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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廿歲仔當老闆 至今做70萬元生意試多元發展

知專生「開片」搵食
拍「潮文」省靚招牌

特教生受欺凌 七成主流生「無視」

籲邁步勇追夢
勿當沉悶「鹹魚」
「遇粉」有感

綠色校園綠色校園

「做人如果無夢想，
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呀？」

這句經典電影對白對於呂榮棟而言，別具意
義。訪問期間，他分享了一個「既開心又感
心噏」的小故事，期望以自身經歷勉勵其他
年輕人，「有興趣和有夢想，就一定要踏出
第一步，不要輕易放棄機會。」
有一天，呂榮棟為自己的公司開設銀行戶

口時，遇上一個鬱鬱不得志的年輕銀行職
員，「他是一個有支持我們YouTube平台的
男生，他十分羨慕我，說我可以從工作中找
到理想，他覺得自己的工作沉悶，朝九晚
五，毫無挑戰性。」對於有人認識自己的影
視平台，呂榮棟表示十分開心，但面對着這
名沮喪的青年，他不明白「為何一般人都不
可以跟隨自己的夢想而生活」，「看似穩定
的工作，其實不代表快樂。」

母校學會實戰 更勝埋首論文
被問及當年公開試成績未如理想而進不了

大學，他指「沒有強烈的不開心」，明白
「要做一些事令自己前途無咁灰暗」更重
要，而且學習推動力並非來自學分；在HK-
DI的學習，令他明白到實戰技巧的重要性，
「透過不同的實習機會，投身和體驗市場的
發展，比埋首於論文更優勝。」

■記者 李穎宜

■「開片」其中3名成員呂榮棟(左)、張寒山(中)以及姜海銘(右)分享年
輕創業的苦與樂。 李穎宜 攝

5名前年畢業於職訓局轄下知專設計學院（HKDI）電影及電視高級文憑的學
生，於去年4月成立影片製作公司「開
片」。其中3名成員呂榮棟、張寒山及姜海
銘日前接受傳媒訪問，分享年輕人創業的
苦與樂。提到公司名稱「開片」的由來，
他們都笑言這個名稱「容易令人留下印
象，亦有『闖一番事業』、『豁出去』的
意思。」

「高登」搵靈感 顯港獨有文化
雖然年紀輕輕，但他們創立公司時都有
仔細考慮市場需要。呂榮棟表示，「原先
我們計劃在YouTube平台，上載有關自己
故事的劇情短片，但又怕無人睇。」最後
他們決定從「高登討論區」中挑選有潛質
用作拍攝的「潮文」再作改動，把潮文推
到另一層次，「以潮文作方向，是我們的
市場策略。算是試金石，測試一下觀眾反
應。」呂榮棟認為，討論區主要是圍繞年
輕人的潮流和熱門話題，進一步豐富創作

靈感，「潮文亦能反映社會現況，是一種
香港獨有的文化。」

公屋潮文系列首周瀏覽率6萬
「開片五人組」至今有4段潮文影片作
品。姜海銘透露，「開片」第一部作品
《Come On James》（公屋潮文系列）首
星期已有6萬瀏覽率，為創業打下強心針，
令他們覺得「原來拍片可以搵到食，所以
大家都豁出去。」各人決定動用10多萬元
的創業基金組成公司，現時5人都全職投身
其中，平均每月收入約一萬元，與一般大
專畢業生薪酬接近。
提到拍攝成本，姜海銘表示，他們會
「把成本減到最低，會動用親朋戚友協助
拍攝」。最平試過一萬元內完成，但每次
成本要視乎不同情況，「拍攝日子愈長，
要動用成本就愈高。」不過，張寒山坦
言，他們擁有的技術，包括燈光、收音以
及拍攝，都是無價之寶。他們又曾邀請師
弟妹參與拍攝工作，讓他們有機會外出實

戰，藉此回饋母校。
公司成立至今已漸見規模，除了拍攝潮

文作品外，也曾製作過珠寶、飲品等商品
廣告，累積了不同經驗。他們都認為，公
司致勝關鍵在於他們「勝在年輕，亦能迎
合客戶口味，具有年輕人市場觸覺」。未
來更會全方位拓展客源。

《豆腐火腩飯》尋自己「碟頭飯」
至於5人組最新力作為《豆腐火腩飯》，
是為母校HKDI製作的宣傳短片。內容主
要是參照早前「火腩飯潮文」，從「男人
的浪漫」出發，透過自身經歷，寄語同學
忠於興趣，尋找適合自己的「碟頭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5個前年畢業於知專設計學院（HK-

DI）的學生，憑着對拍攝短片的熱誠，放膽以約十萬元用作創業基

金，於去年4月成立影片製作及社交媒體廣告策劃公司，廿歲出頭已

齊齊做老闆。他們將網上討論區「潮文」《深宵小巴》、《Come

On James》等拍成短片而成名，初時以此為「試金石」，沒想到這

個市場策略成為「金漆招牌」，公司至今累積近70萬元生意額。雖

然他們坦言拍片收入不穩定，但對前景仍然充滿信心，會嘗試多方面

發展，爭取在影片製作市場上「分一杯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理工大學日前舉
行一年一度的長期服務員工頒獎典禮，表揚318名忠
心耿耿服務理大15年至40年的教職員。典禮由該校校
長唐偉章主持，各人均獲頒發感謝獎狀及紀念品，以
表達大學的謝意。唐偉章高度讚揚上述員工的工作熱
誠，「每一位員工都為理大付出了重要貢獻，更是學
校的核心與靈魂，部分員工更見證我們1994年正名為
香港理工大學的重要時刻。對於理大今天的成就，以
至未來的發展，每一位員工也發揮着重要作用。」

理大嘉許318名「老臣子」

■校長唐偉章與長期服務獎得主合照。 理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科技
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與特許另類投資分析師
協會（Chartered Alternative Investment
Analyst Association，簡稱CAIA）近日宣
布締結學術夥伴關係，科大商學院學生將
可參與協會的課程和活動，並符合資格申
請獎學金以考取CAIA協會的特許資格。
據了解，這是CAIA協會首次與香港高等
學府建立學術夥伴關係。

CAIA銜全球公認 港僅500人
據科大介紹，CAIA特許證書課程是要
求嚴格的自學課程，對象是希望深入認識
和專攻對沖基金、私募股權、結構性產
品、商品及實質資產等的另類投資產品的
金融專才。成功通過I級和II級考試，並
符合會籍要求的學員，便可獲頒授CAIA
銜。該資格備受大公司重視，且是全球公
認代表最高水平的另類投資教育。目前，
香港約有500名CAIA特許資格持有人。
CAIA的學術課程合作計劃夥伴，包括全
球多間著名學府，各校把CAIA的I級和II
級考試加入其相關的另類投資課程中。簽
署合約後，科大商學院成為CAIA的第三
十個學術夥伴。
雙方於上月29日在香港舉行合作簽署儀
式暨開幕講座，主禮嘉賓包括CAIA協會
行政總裁William（Bill）Kelly、科大商學
院院長及Michael Jebsen 商學教授邢吉
天、科大財務學系副主任麥卡爾，以及
CAIA協會亞太區董事總經理Jo Murphy。
CAIA協會董事總經理（課程及考試）
Keith Black在會上發表題為「流動另類投
資產品的崛起」的演講，探討近期「流動
另類投資產品」數目增加原因。William
（Bill）Kelly則期望，這次合作可為同學
提供涵蓋各類資產的最新、最深入的教育
課程，並為不斷擴大的另類投資市場及相
關從業員創優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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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組合作無間，全情投入。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現時
全港約有 1.6 萬名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的學生入讀主流學校，佔全港
中學生約4%。要令一般學生與特教學生
和平相處，建立共融校園，並非易事。
調查發現，三成SEN受訪學生曾受到不
同程度的欺凌，另有兩成人抗拒上學。
當SEN學生面對欺凌時，七成非SEN學
生因怕被連累，選擇視而不見，情況值
得關注。調查機構建議，學界應推行全
校學生共融教育工作坊，令學生走出課
室，親身與SEN學生相處，減低負面標
籤和排斥的情況發生。
推動兒童共融的社會服務機構「親

切」，早前進行「關注『特殊教育需要
（SEN）學生』校園共融現況」調查，
訪問690名中學生，其中69名為不同程
度的SEN學生，包括自閉症、過度活躍
症等。大會再以保密方式深入訪問9名
SEN學生及家長，以了解校園共融實
況。

三成特教生中招 改花名最多
調查顯示，三成SEN學生指，在校園

曾受不同形式欺凌，包括被改花名
（46%）、被粗言穢語辱罵（28%），
亦有導致身體和心理受傷的欺凌情況出
現，例如受到拳打腳踢（13%），甚至
被性騷擾（4%）。「親切」活動統籌盧
美寶指出，「普遍學校推行共融的情況
不理想，排斥程度令人憂慮。」

兩成苦主嘆「有得揀寧不上學」
面對種種欺凌情況，兩成SEN受訪者

指，「如果可以選擇，寧願不上學」，每
天都十分憂慮被同學作弄或欺負。不少
SEN學生都感到不能融入現時的校園生
活，只有一半受訪SEN學生認為自己適合
就讀現時的主流學校。調查又發現，近九
成非SEN學生不知道甚麼是融合教育，七
成人更不知道甚麼是SEN學生。因此，當
SEN學生被欺凌時，七成非SEN學生因
怕被連累而選擇逃避，亦有人坦言想出手
阻止，但又不敢挺身而出。

教師冷嘲熱諷 叫轉校讀中專
現時中三的葉同學，小一時已被確診

患上亞氏保加症，但因自理能力良好，

一直入讀於主流學校。母親葉太慨嘆
指，兒子於求學階段不時受到欺負，
「中一開學不久，已被三個同學圍
毆。」校方曾因其兒子學習能力有限而
提議轉校，但倔強的兒子堅持在原校就
讀。她指學校對兒子的支援不多，教師
的閒言閒語更令她感到痛心，「老師叫
兒子中四時不須選科，考慮轉校讀中專

文憑課程。」
「親切」總監湯崇敏表示，「校園欺

凌事件一宗都嫌多。」她指出，不是把
一般學生和SEN學生安排在一起上課就
是融合教育。該會促請政府正視SEN學
生面對的排斥情況，亦建議學校推行全
校學生共融教育工作坊，建立真正的共
融校園。

■湯崇敏(前排右一)、盧美寶(前排左一)以及青少年共融大使提倡建設親切、友善、
共融的校園。 李穎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穎宜）一走進仁
濟醫院第二中學的校
園，就會看到各式各
樣的綠色植物，令人

心曠神怡。學生置身於綠意盎然的環境下，學習事
半功倍。該校自2010年開始，已連續三年獲政府
頒發「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該校獲得
評審認同，主要因為學校積極自發舉辦環保活動，
把可持續發展訊息推廣到社區層面，因而獲得嘉
許。
「綠化天台」是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實踐環保教育
的第一步。該校老師和同學善用學校天台的寬敞位
置種植，把天台改造成大自然，師生按時令耕種，
命名為「綠茵庭」。園藝學會成員關博學雀躍地分
享種植經歷：「我們正種植小棠菜、菜心、士多啤
梨和木瓜。過程中，一班同學有講有笑，輕鬆地種
植，令人高興。此外，植物很快有收成，師生可一
起享用。」
另一名參與的學生劉沛雯，憶述園藝活動的難忘
事，「有一次，老師叫我們一班同學上天台參與園
藝活動，原來安排了我們鬥快掘出由老師早前種植
的蕃薯。事前我們甚麼都不知道，我覺得很好
玩。」透過競技活動，同學對有機種植有進一步了
解，亦學會了分享，包括把收成與全校師生分享。
訪問當日，同學詳細介紹擺放在綠茵庭的「施肥
筒」。劉沛雯指，他們進行的是有機耕種，不會用
化肥，暑假時各人去除雜草時發現了蚯蚓等昆蟲，
故決定就地取材，把昆蟲放入「施肥筒」，使之成
為有機肥料一部分。

操場變「中藥閣」邀長者參觀
而且，學校善用每個角落，包括改造操場小空

間，令它搖身一變成為「仁二中藥閣」。透過種植
不同中草藥，可增強學生對中草藥的認識，並了解
其用途。種植成功後，各類中草藥可作實物展覽，
讓長者學院的長者可親身到校參觀。

裝置節能電燈 擺回收桶
除了植物外，學校亦肩負起落實環保校園的理

念，包括在走廊裝置節能系統和運動感應器。當沒
人在走廊時，電燈就會關上，但當系統感應到有人
走近，電燈就會自動開啓。每一層走廊都會擺放環
保回收桶，提醒同學循環再造的概念，避免浪費。
該校認為，綠色概念其中一個核心是可持續發

展，並積極把這訊息推廣到社區層面。學校會與社
區合作，先在校內徵集同學用不着的物件，再將之
與街坊交換。活動反應熱烈，學生有機會擔任協調
角色，推廣源頭減費和減低消費，讓社會一同實踐
「以物易物」的綠色生活態度。
雷佩怡是該校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主任，負責
帶領同學規劃和參與一系列綠色環保活動。她表
示，綠化校園的困難在於天氣、風向等問題，要仔
細計劃「綠茵庭」裝置，並要符合消防條例，着實
不容易。她又補充指，師生對種植和綠化都是門外
漢，「全靠園丁為我們提供專業知識，令校園綠化
計劃得以順利推行。」
談到未來發展大計，雷佩怡表示，學校計劃一兩
年後於天台裝設太陽能板發電，以推動可持續發展
理念。

■關博學(右一)以及劉沛雯(右二)致力參與園藝學會，為建設綠
色校園出一分力。 李穎宜 攝

■學校設有「仁二中藥閣」。
李穎宜 攝

■學校天台建造成為「綠茵
庭。 李穎宜 攝

■師生按時令種植。
李穎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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