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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達人：堅持「應用則用」

學者推「廢物審計周」挖出全新水樽日曆Cupcake

浸大生「摷垃圾」
揪出校內「大嘥鬼」

全球用電

量 、 垃 圾

量、碳排放量持續飆升，均反映出人類對大

自然資源的揮霍無度，讓地球響起警鐘。香

港浸會大學可持續發展校園專責小組召集

人、生物系助理教授鍾姍姍深明推動環保的

重要性，她率領小組成員分別針對學生及教

職員層面不遺餘力地推動一連串環保措施，

締造可持續的低碳校園，更首次在校內推行

較大規模的「廢物審計周」行動。早前她與

一群浸大生便齊齊戴上手套、口罩，埋首垃

圾堆中，檢視校內部門每天產生的垃圾量；

結果發現全新的卡通水樽、仍可書寫的文

具、完好無缺的Cupcake等，「大嘥」情況

值得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想了解到「瞓身做」「先鋒」盼傳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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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好事人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考評局昨日出版2014年
文憑試的《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反映考生語文水平
有待改進，其中在中文科口試，不少考生對題目掛一漏
萬和誤解題意。例如將「寧吃人虧」錯誤解作相反的
「佔人便宜」，又有全組考生錯誤解讀「遴選」為「參
選」和「競選」令討論離題。去年文憑試有考生引用周
星馳電影金句當成「古語」，報告指今年「胡亂引用」
情況有明顯改善。
今年中文科口試首次取消朗誦部分，只設小組討論進
行評核。考試報告形容，普遍考生態度認真和有準備，
不過闡述己見時仍出現不少問題，其中審題掛一漏萬和
誤解題意尤為明顯。例如討論「敬老揚孝」的風氣，有
考生「敬老」卻不談「揚孝」，又如評論「寧吃人虧，
勿使人吃我虧」時，考生將「寧吃人虧」解作「佔人便
宜」，與原意「寧願自己吃虧」恰巧相反。

「遴選」誤當「參選」離題萬丈
報告又直言考生常識貧乏，例如有人指「塗鴉」和

「活字印刷」是傳統手工藝；推論粗疏如「吸煙會導致
空氣污染，令外資卻步，影響經濟」亦大有人在。在談
及「中學生應否參與遴選校長」時，其中一組全部5名
考生都錯誤解讀「遴選」為「參選」和「競選」，以致
討論離題萬丈。
至於閱讀理解考卷，今年滿分為86分，考生平均得分
為30分，百分比34.9%與去年33.7%相近。而作文卷胡
亂引用和堆砌文化概念較去年明顯改善，但錯用四字詞
和胡亂寫景則普遍。
另綜合能力考核方面，不少考生表達欠佳，句子多冗
字贅詞，例如有考生在同一句句子中兩度寫「再次感
謝」，又有考生寫「本人個人認為」，表達欠簡潔。至
於錯別字問題與歷屆文憑試相若，例如有考生將「工
序」變成「功序」、「選擇」寫成「撰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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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為
鼓勵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克服身
體障礙，及激發他們積極發揮潛
能，香港蜆殼有限公司、港島青年
商會、教育局、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及社會福利署昨日舉行第三十三屆
「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
金」。其中一名得獎者蕭凱恩，自

小雙目就失去視力，卻沒有因失明
而放棄人生，更積極於主流學校學
習。她特別鼓勵香港人要學懂知
足，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幸福。
「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

金」自1981年國際傷殘年開始成
立，今年踏入第三十三個年頭，
至今已有690人得獎。大會的獎學
金遴選委員會每年均會選出十名
傑出學生，亦會頒發「傑出展能
學童獎」、「最佳進步獎」、

「最佳融合教育學生獎」及「關
懷融合學生獎」，希望進一步推
廣融合教育。

周一嶽吳毅洪等主禮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周一嶽、獎

學金遴選委員會代表兼香港蜆殼有
限公司董事吳毅洪等人擔任昨日頒
獎禮的主禮嘉賓。今屆合共有30名
學生分別得到上述4個獎項。周一
嶽致辭時表示，平機會積極關注和

促進特殊學童得到平等教育的權
利，獎學金的設立有助發揮共融精
神。另女兒有嚴重智力障礙的立法
會議員張超雄亦現身說法，以家長
的角度出發，促請政府能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多社區支
援，鼓勵學生要活得精彩。
其中一位獲得「最佳融合教育
學生獎」的蕭凱恩，才3個月大
時，已因眼癌要切除眼球，從此
雙眼失去視力。後來她在心光盲
人學校唸書，學習如何利用點字
機輔助學習。雖然讀的是特殊學
校，但父母對她有一個承諾：會
對待她如普通孩子一般，讓凱恩
學習獨立。
升中時，她決定嘗試報讀主流中

學，並入讀了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在重讀中一時，她坦言擔心無法適
應中學生活，但一步步走來，原來
她已跨過不少難關，現在更已是一
名中五生了。她很感謝老師和同學
的協助，令她能較快適應校園生
活。
她分享自己的讀書過程時指，平

日會利用手提電腦及點字機去學習
和製作筆記。明年她將面對文憑
試，希望大學可修讀音樂，讓她發
揮所長。

■周一嶽(中)為十位得到「傑出展能學童獎」的得主學生頒獎。 李穎宜攝

港人對於環保二字並不陌生，但有多少人能身
體力行實踐？致力將低碳生活文化由校園推廣至
社區的多名浸大「校園低碳先鋒」坦言：「很多
人知道環保重要，不過無實際行動。」因此，他
們近年落力宣揚環保信息，堅持「造大個餅」，
除了自身奉行環保原則，亦通過該低碳先鋒計

劃，達到薪火相傳，與一眾浸大學生攜手為本港環
保，照亮未來。
3位受訪浸大「校園低碳先鋒」都對環保充滿熱

忱，其中兩年前已加入計劃的人文學及教育四年級生
吳文軒資歷最深，而生物系三年級生張楚彤與社會科
學院二年級生張意莉同於去年加入計劃，他們起初本
着「想了解低碳環保是何物」、「想知道環保的意
義」而變身「先鋒」，殊不知短短一兩年，已將環保
融入生活。

「多菜少肉」與全球暖化有關
訪問期間，3位「先鋒」跟記者上一門環保基礎課

程：原來低碳飲食推行的「多菜少肉」原則，與紓緩
全球暖化息息相關。曾有調查指出，畜牧生產業每年
生產約100萬噸甲烷，例如飼養牛、羊時，其糞便也
會釋放甲烷，是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亦
是加劇溫室效應的元兇之一，「只要我們少食牛、羊
便可以減少甲烷排放量。」另外，不少清潔用品含有
有毒化學物質，因難以分解，亦會污染河流、海洋。
三人指只要更多人知道上述環保知識，便可在日常

生活作出一點改變。張意莉就採用具豐富去油功能的
天然茶籽粉代替日常清潔用品，可以從頭洗到腳，非
常環保。喜愛吃肉的她，現時也堅持每星期有三四天
奉行多菜少肉的原則。為了減少即用即棄的外賣餐
盒，她一整年也沒有買過外賣。
張楚彤去年則與數名「先鋒」舉辦「人『器』可
取」活動，鼓勵同學將家中沒用的物品放到收集箱，
讓其他人「尋寶」，減少消費，達至源頭減廢。起初
學生只「取」，收集箱一度空空如也，經過多番宣
傳，不少同學「一袋二袋」，帶來書本、文具等，最

終收集了兩大箱物品，足以捐贈予環保團體，「環保
不是閉門造車，需要我們感染身邊的同學與朋友，鼓
勵他們參與其中」，因此張楚彤積極向朋友宣揚一些
微小的生活習慣，譬如在快餐店用膳，毋須飲管，希
望改變更多人。

參加其他活動 學環保妙計
不過，要持之以恒實踐和推廣環保，往往會遇到不

少難題，「搞活動需要印宣傳單張、派水，這些單
張、膠樽也不環保」，如何做到「好環保」令吳文軒
大感頭痛。於是，他們要求同學在每次活動開始前，
上facebook下載活動單張，這樣一來先慳了300多份
單張。參加其他環保團體的活動時，他亦不忘參考別
人的環保妙計，再到校園推而廣之。雖然仍有不少學
生組織繼續派單張、派水，但他指一眾「先鋒」會堅
持「造大個餅」，今學年他與張楚彤會率先以
「Green Leader」身份，帶領學弟妹推廣環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鍾姍姍介紹指，專責小組通過「校園低碳先鋒計劃」，
每年培訓近60名對環保充滿熱忱的大學生，讓他們

在校內籌辦不同的低碳活動，今年一眾「先鋒」將為4間
機構，例如信和集團協助他們進行環保產品的市場調查、
舉行低碳活動等，努力讓環保「走出」校園。

活動節能獲獎勵計劃見效
而為鼓勵教職員和行政部門參與，小組在兩年前推行
「綠色辦公室計劃」（Sustainable Office Scheme），以簡
稱「SOS」帶出「刻不容緩」的減廢訊息，鼓勵各部門實
行珍惜用紙、用電等。另又推行獎勵計劃，若學生組織在
籌備活動時，能融入低碳、節能元素，便可獲200元至
1,000元資助。根據統計，去年校內宣傳單張與不織布袋的
印刷量分別銳減約三成、七成，成效不俗。

垃圾分類磅重查有否實踐環保
另一方面，有見本港堆填區快將飽和，惜物減廢刻不容

緩，而大學師生亦有責任為校園減廢，避免成為「大嘥
鬼」。鍾姍姍說：「過往我們只能口頭呼籲各部門職員配
合低碳環保，水電有賬單可反映節約情況，但到底他們有
沒有實踐減廢，廢物回收呢？這不得而知。」她遂首次在
今年10月20日至25日推動「廢物審計周」，率先從英文
系、生物系、物業處和財務處等8個部門入手，讓學生在
這一周內翻查有關部門的垃圾，再作統計與分析。
記者到訪活動第三天的審計情況，跟隨其整個垃圾分類

活動；當日早上浸大工友收集兩類垃圾，包括載着可回收
廢物的白色膠袋及載着一般垃圾的黑色膠袋，將有關部門
的一般垃圾運送到聯福道校舍空地，由學生磅秤各部門的
垃圾重量，經過翻查與分類後，再計算其淨垃圾重量。其
中參與是次活動的生物系三年級生劉育承會進行統計與分
析，作為其畢業報告。

向部門反應審計結果「考技巧」
戴上手套和口罩的劉育承與多位同學一同埋首垃圾堆
中，拿着鉗子逐一翻查垃圾，曾鉗出全新的卡通水樽、
2014年全新日曆、完好無缺的Cupcake，令他不禁嘩然：
「個Cupcake完全無吃過，貌似好好味，真的好浪費！」
另有數十隻萬字夾、可書寫的鉛筆，及不少已過期卻未開
封的食品等，當中亦不乏膠樽、鋁罐等可回收物品。他指
「大嘥」情況提醒大家購買食物時應留意其食用期限，避
免造成浪費。
鍾姍姍則指，希望通過活動檢視當中有多少可回收廢物
慘被當「垃圾」，以分析教職員有否充分回收、有否盡用
資源等，並進一步研究如何鼓勵部門積極減廢。她又坦
言，審計結果出爐後，如何向各部門反映也是一大技巧，
她笑說：「大家吃軟不吃硬，還未想好如何處理，始終要
視乎垃圾統計結果，才可作出相應的策略。」

關掉不必要的電器、多用手帕少用
紙巾、進行可回收廢物分類回收等，

看似簡單易行的環保行為對不少人而言卻是「苦
差」，但這對於浸大可持續發展校園專責小組召集人
鍾姍姍而言，是每個愛護地球的人應有之義。她的環
保妙計很簡單—堅持「應用則用」。因此，辦公室
的兩組電燈，她只會開一組，「夠用便okay」；在
酷熱的夏天，她並無開冷氣，「因為辦公室涼爽，也
有扇可撥涼。」
從個人身體力行，推及至整個校園，問及這名

「環保達人」為何對推動環保如此落力？鍾姍姍說：
「當社會為香港的政治、民生爭論時，大家有沒有想
過香港的前途、全球的前途都建基於地球是否容許我

們如此浪費資源？」她引述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
門委員會（IPCC）提出，直至本世紀末，若人類不
能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2度以內，我們的子孫
將面臨不可逆轉的生活環境。

知人皆有惰性 只好提完再提
不過據鍾姍姍觀察，師生在校園實踐環保，尚有
頗大的進步空間。她稱不少學生組織仍然堅持傳統做
法，派傳單、派禮物，未有落力減少資源浪費。即使
部分教職員也未有時刻響應小組的環保小貼士，有時
也會忘記關掉不必要的燈、電器等。她苦口婆心地
說：「我們明白人有惰性，可以做的只有提完再
提」。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鍾姍姍鍾姍姍（（左上一左上一））召集了一群浸大生召集了一群浸大生，，戴上戴上
手套手套、、口罩口罩，，埋首垃圾堆中埋首垃圾堆中，，檢視校內部門每檢視校內部門每
天產生的垃圾量天產生的垃圾量。。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浸大浸大「「校園低碳先校園低碳先
鋒鋒」」致力將低碳生活文致力將低碳生活文
化由校園推廣至社區化由校園推廣至社區。。
左起左起：：吳文軒吳文軒、、張意張意
莉莉、、張楚彤張楚彤。。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張楚彤（左二）去年與數名浸大「先鋒」舉辦人
「器」可取活動，鼓勵學生將家中沒用的物品放到收集
箱。 浸大供圖

◀低碳先鋒使
用茶籽粉擦洗
煮食用具，減
少使用清潔
劑。浸大供圖

▲工友會將可回
收的鋁罐、膠樽
等廢物進行分
類。 鄭伊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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