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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包玉剛學校推港全人教育
創品格塑造課程 冀拓展中西文化

說起包玉剛，無論是港人還是內地人，可能並不陌
生。世界船王、獲英女王授予爵士、擔任過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香港回歸
時，他更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而包玉剛實驗學校正
是包氏家族於2007年為紀念包玉剛先生誕辰90周年、香
港回歸10周年在上海創辦的。以傳承中華文化，拓展國
際視野為使命。創辦人之一、包玉剛長女包陪慶表示，
幾年來，學校在國際交流、傳統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取得
不錯成績，亦在內地基礎教育改革中，盡到自己的力
量。作為港人創辦學校，包玉剛學校在各方面都在探索
和創建自己的特點，校長吳子健獨家接受本報訪問，表
達了自己對教育的觀點，介紹了學校的經驗。

助學生建立道德觀
談及內地教育，與之相關的爭論一直層出不窮。以上
海地區為例，雖然在「二期課改」後，上海的基礎教育
取得了一定成果，連續第二次在PISA考試中摘得桂冠；
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專欄撰文《上海小學辦得好》；英
國大臣更是來華取經，由內地的數學教師帶課訪問英
國……然而，學生創新、動手實踐能力乃至體質健康等
方面的表現，依然與世界一流學校有不小差距。
吳子健認為，從教育的本質來說，全人發展絕對是教

育未來發展的方向，品德與知識的教導缺一不可。他表
示，若拿包校為例，學校有一門特別的課程，即品格教
育課，重點在於塑造學生的道德觀，並學習和掌握那些
只在課堂外，通過人際交流才能獲得的技能。「成績不
能展現學生的全部，優秀的品格亦該是教學的核心。」
據悉，不少學生自發去其他地區舉辦課後輔導項目，幫
助缺乏教育資源的地區學校提供課外活動課程。吳子健
表示，這些正展示了學生的良好品格。
吳子健還強調，有些學校、家長將升學率作為評判學
校好壞的唯一標準，而其實無論是公立學校或者民辦學

校，全人發展才是學校的主題，教育「來不得急躁」，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需要多年後才能看出這個學校、學
生是否「成功」。

期政府大力支持民辦學校
大部分民辦學校的費用頗高，這已經是不可否認的事

實。吳子健表示，教育並不是一種營利的事業，教書育
人才是學校的根本。但是，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撐，教育
亦不能發展，因為優秀的老師、齊全的教學設備，無一
不需要花錢。吳子健坦言，就自己學校來說，學費、住
宿費等各項費用確實不低，但因為學校的教學投入亦不
少，所以其實並無盈利。「民辦學校的好壞，是靠家長
來投票決定的。」他表示，只有好的教育質量才能吸引
更多的生源，才能將學校做好壯大。
對於學校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吳子健表示，政府

已經越來越關心民辦學校，但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同樣
參與了義務教育的過程，「希望政府給予更多的支
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劉銳 成都報
道）香港法律及仲裁服務研討會近日在成都舉
行，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國際仲
裁中心及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仲裁
中心代表，向內地企業推廣香港法律及仲裁服
務，受到內地企業熱烈歡迎。

赴香港仲裁有優勢
面對繁複的國際商務規則及法律環境，國際

商業仲裁及調解成為解決跨境商業糾紛的主流
方式之一。劉錦泉介紹，內地企業赴香港仲裁
有以下三大優勢：首先，香港與內地文化相
通，地理位置相近，而香港與亞太區各主要經
濟體也相近；其次，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均
擁有豐富的國際商業法經驗和高端的專業水
平；然後，香港特區與內地簽訂了有關相互執
行仲裁裁決的協議，在香港特區作出的仲裁裁
決可在內地有效執行。他還說：「香港不僅是

國際金融和商貿中心，也是國際仲裁中心。」
他表示，香港擁有一批熟悉國際商業法則和具
備世界一流專業水平的律師團隊，可為內地企
業「走出去」保駕護航。
據悉，香港一直奉行國際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

度，是中國境內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香港
近9,000名本地律師和1,300名來自28個司法管
轄區的外地律師。同時，還有不少知名的國際律
師行在香港設有分行。「希望讓內地的企業和在
內地投資的港商多認識香港的法律，還有仲裁方
面的特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律政司高級助
理法律政策專員張秀霞說。

港署推服務促兩地融通
活動當天，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

處還進行了「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輸入內地人才
計劃」推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
（以下簡稱「推廣署」）商業及專業服務主管鞏
連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推廣署在2014年
完成了355個項目，其中內地企業佔兩成。
「在兩地相關部門的推動下，川港經貿合作迎

來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劉錦泉介紹，一方面，
一些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跳板「走出去」，截至
2014年底，共有17家四川企業在香港上市，總
市值約390億港元，IPO融資額約205億港元，
總融資額約336億港元；另一方面，4,000多家
港企在川落戶，香港已成為四川最大的外資來源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近年來，關注內地
青年藝術家的成長與國際化，成為港資港企投身內地公益事業
的新焦點。港資巨頭恆隆地產日前在遼寧省瀋陽市聯手中國八
大美院之一的魯迅美術學院共同推出協助青年藝術家發展的公
益項目「瀋陽市府恆隆廣場Forum 66．魯迅美術學院第一屆青
年雕塑家創作大賽」，恆隆地產助理董事呂干威表示，大賽冀
藉助集團優勢和香港的國際化平台為中國雕塑界發掘出有潛質
的藝術人才，讓更多優秀藝術走向國際。他透露，此項目預計
做5年規劃，連年投入累積將超百萬元（人民幣，下同）。據
悉，本次大賽設學生組與教師組兩大體系，設置一、二、三等
獎與入圍獎。此外，大賽一等獎得主還將獲得赴國外藝術文化
交流的機會，與國外藝術家近距離接觸，提升眼界與專業水
平。

助內地優秀藝術走向國際
從「首屆CAFA未來展」到「八零後藝術檔案展」，再到

「青年藝術100計劃」等，青年藝術家群體一直不乏關注。作
為恆隆入駐瀋陽後的又一大型公益活動，呂干威表示，藉此活
動來正確把握青年藝術家群體的現狀及雕塑市場的未來趨勢，
也想讓更多優秀藝術走向國際。
本次大賽經歷前期近3個月的作品儲備時間，數十件魯迅美

術學院青年藝術工作者的優秀作品脫穎而出，從不同層面展示
了當代青年人的困惑與思考、審美觀念與價值訴求。到本月
末，市府恆隆廣場將與魯迅美術學院及業界專家共同組成大賽
評審團，對作品的藝術性、思考力、傳播度等幾個維度進行評
審和考量，獲獎作品還將在瀋陽市府恆隆廣場內進行展覽。
恆隆的合作方——魯迅美術學院是新中國最早的雕塑專業教

學與創作單位，眾多城市地標性雕塑作品均出自這裡。魯迅美
術學院院副院長及雲輝表示，本次與市府恆隆廣場合作是非常
看重其國際性的藝術鑒賞造詣及非凡的藝術情懷。
全國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天津美術學院公共藝術學

院院長景育民欣喜地表示，以市府恆隆廣場為代表的商業企業
正加入到關注藝術家生存和創作狀態的行列中來，在大部分人
都追逐快節奏的時代，港企恆隆還能沉下心來用五年的時間專
注推動一個領域的發展，這是最難能可貴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工聯會
東莞中心近日幫助港人張先生維權成功，拿到在
東莞樟木頭購置「啟輝花園」11套房產的房產
證。工聯會內地諮詢中心副總主任邵建波告訴記
者，工聯會東莞中心至今已經幫助100餘名港人
成功維權拿到共200多套房產證。
記者了解到，港人張先生與家人1992年在東莞

樟木頭鎮啟輝花園購買了十一套房產，由於該項
目開發商拖欠政府數十萬元稅款及滯納金，張先

生的房產證一直未領取到。2006
年，他向工聯會東莞中心求助。
經過東莞中心數十次協調及跟
進，在2008年初，迫使發展商為
張先生辦理其中兩本房產證，但
剩餘的七套房產證，因開發商一
直無能力繳付政府的稅款及滯納
金，拖了10年仍懸而未決。
經過多方協調無果，張先生向

東莞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
發展商為剩下的七套房產辦理房
產證，並承擔每套10萬元人民幣
違約金。經過法院多次調解，當
事雙方達成協調，發展商必須於

2008年11月為張生辦理房產證，但其後發展商仍
未履行調解協議。此後，東莞中心多次陪同張先
生向法院反映，並促進法院進行強制執行，以及
要求查封發展商其他資產。至2012年，法院強制
涉事開發商交齊所有稅款及滯納金，房產證問題
得以解決。去年底，張先生及其弟弟從加拿大回
港，兩兄弟前往樟木頭房產交易所，完成了辦證
的所有手續，隨後順利取得剩餘7套房的《房產
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宇軒，通訊員 時滿鑫、鄭
玉梅 青島報道）山東省青
島市黃島區法院中德生態園
人民法庭和保稅區人民法庭
兩處打破地域界限的專業法
庭近日宣佈成立，其中，保
稅區人民法庭主要承擔涉
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審
判，中德生態園人民法庭主
要承擔知識產權案件審判。
這是青島法院在基層法庭設
置上探索設立專門化人民法
庭的重大突破。
據介紹，青島保稅港區、
中德生態園、經濟開發區均
設在國家級青島西海岸新區
內，轄區內規模以上企業近
300家。隨着轄區經濟的發
展，涉外案件和商事糾紛日
益增多，國際規則適用也愈
來愈多。設立打破地域界限
的專業法庭，有利於凸顯商
事審判、知識產權審判的專
業化地位，提高審判質量和
效率。

港律師助內地企業闖「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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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在一個微寒而晴朗的早上，學校師生聚集在例行晨

會結束後的操場上高歌，並驕傲地舉起手中的彩色紙牌：「對欺凌說不！」原來，這是上海包

玉剛學校正在進行的品格課程，以歌舞的方式喚起公眾對校園欺凌問題的關注。對於這門特色

課程，校長吳子健表示，學校在課程改革、中西課程的融合方面借鑒了香港，以及國際上一流

私立學校的經驗，在全人發展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工聯會東莞中心幫助港人張先生維權成功，張先生昨日到中心
致送紀念座表示感謝。 記者何花 攝

■本屆參賽雕塑作品《山的故事》。 雕塑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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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瀋陽市恆隆廣場助理董事呂干威（右二）在開幕式上
發言。 本報遼寧傳真

■參會嘉賓合影留念。 記者劉銳 攝

■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校長吳子健。 本報上海傳真

▶包玉剛實驗學
校。 網上圖片

▲校長吳子健與
學生交流。

本報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