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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科「跳級」醫委會再評核
交教育及評審委專家處理 或難在下周文憑試放榜前公布

環保園年處理3萬噸廢電器

劉允怡昨日會後表示，醫委會每隔
5年會安排專家小組，就中文大

學及香港大學兩間醫學院的本科教育
的標準進行覆核及作出建議，上一次
的專家小組報告已於2013年底發出，
但因今次中大收生事件引起公眾疑
慮，醫委會討論後決定按照現行機
制，將事件轉呈教育及評審委員會，
並委託2013年的專家評核小組原班人
馬，就中大的「跳級制」再進行覆核
及作出建議。

7人專家小組助審核
劉允怡透露專家小組有7名成員，當

中兩人分別是英國及澳洲的醫學教育權

威教授。他解釋，這批專家知名度高，
亦曾研究中大及港大兩間醫學院的情
況，相信他們熟悉學院情況，適合協助
評核。他又說如有需要，將不排除安排
有關專家來港，若他們拒絕參與調查，
則需要時間另覓專家加入小組。
至於專家小組的調查時間表，劉允

怡稱要視乎專家組的組成及調查進
度，暫未能確定完成時間。但他相信
專家報告應該未能趕及下周三文憑試
放榜前公布。
但劉允怡指出，中大醫學院的收生

安排並非醫委會管理範圍，一切應由
中大自行決定，他個人認為學生亦應
自行判斷。他續稱，除非中大的課程

與國際水平相差很遠，否則若評核小
組認為有需要修改或加添課程，相信
「尖中尖」學生也能在5年內完成醫科
課程。

否認受港大施壓「跪低」
對於中大指早在2013年向醫委會提交

的報告中，已提及有跳班安排，劉允怡
承認評審委員會曾收到，但認為「魔鬼
在細節中」，不知當時中大提供多少資
料。被問及是否如坊間所說，因港大醫
學院反響強烈致醫委會受壓，劉則否認
傳聞，強調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只是
一名院長，而醫委會是行使法定權力的
機構，故不存在「跪低」。

港大歡迎跟進 中大待醫委建議
港大醫學院昨回應說，歡迎醫委會及

轄下教育及評審委員會跟進相關課程安排
及專業資格評審，倘有需要，港大醫學院
將全面配合有關跟進工作及建議；中大醫
學院則稱，需要再研究醫委會的建議，才
決定是否容許學生跳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中文大學醫學院早前宣布新學年推出「尖中尖」的跳級制度，

容許成績優異的文憑試學生直升醫科二年級課程，引起社會極大迴響。醫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

事件，主席劉允怡說，事件已引起公眾對醫科畢業生能否安全行醫的疑慮，醫委會必須處理，但

因醫學教育問題複雜，所以醫委會決定轉交轄下教育及評審委員會處理，並委託專家評核小組再

審核中大「跳級制」安排是否存在問題。劉預計有關結果未必能趕及下周三（15日）文憑試放

榜前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旻珊）早前獲環保署批出
合約、位於屯門環保園的廢電器及電子產品處理回
收設施預計2017年落成。該項目由私人公司與環保
署合作，興建設施的4億元投資及每年1.2億元營運
費，以實報實銷方式向政府取得款項，營運期為10
年，主要處理廢棄電視機 、雪櫃、冷氣機及電腦
等，估計未來每年能處理約3萬公噸電器廢物，佔
目前電器廢物量四成。

營運費每年1.2億 不排除「加碼」
綜合環保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孫

榮業表示，項目是配合政府訂定「廢電器電子產
品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並將於2017年投入
服務。公司會投資4億元興建處理設施及每年1.2

億的營運費，營運費視乎情況而決定是否「加
碼」，並以實報實銷的方式向政府取得款項，公
司則負責投放技術。項目營運期為10年，回報率
為7%至9%，若高於9%，超出的盈利將投放至其
他社企。
孫續稱，設施會回收及處理「四電一腦」，即電
視機、洗衣機、雪櫃、冷氣機及電腦產品等，回收
得來的廢電器會經過拆件及壓碎的過程，大部份為
全自動化，所得出的廢金屬會出口至歐洲賺取利
潤，其餘的有毒物料則會送往德國處理，估計回收
率可達至95%。至於餘下既無毒性又無價值的廢
物，則視乎情況而送到堆填區，但相信比例不高。

佔電器廢物量四成 初期冷氣機為主

他又舉例說，一個兩房家庭會安裝3部冷氣機，
估計設施投入初期，冷氣機佔的回收量最多，亦預
計設施日後每年處理約3萬公噸電器廢物，佔目前
電器廢物量四成，而設施最高處理量可達5.6萬
噸，即佔目前電器廢物量約六成。
至於回收網絡，孫榮業指，現有60輛物流車輛，

並會有8個地區回收站、兩輛流動回收車及5個面
積較大的總區回收中心，包括位於大埔工廠區佔地
達5萬呎的中心、其餘中心位於屯門、元朗、將軍
澳及柴灣，再配合環保署「綠在區區」項目回收廢
電器。
除多個回收點外，市民亦可透過熱線要求回收廢

電器，公司會進行回收，並按市價以現金回饋給他
們，以增加他們回收電器的誘因。

環局：跨部門打擊非法棄廢物

書展推本土建築日佔歷史書

1500學生「惜食惜福」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為教育中小學生減少廚
餘及珍惜食物的重要性，「齊惜福」於過去兩個學年舉辦
《校園齊惜福》計劃，鼓勵學生減少廚餘，並協助學校回收
廚餘，再造成有機肥料送予有需要的人。計劃昨日舉行頒獎
禮表揚表現優異的學校，發起人及贊助人梁唐青儀致詞時
說，更邀請獲獎同學到訪禮賓府，參觀她減少廚餘的成果。
「齊惜福」主席梁祖彬稱，《校園齊惜福》計劃於2013至

2014年度及2014至2015年度，共有約35間學校、逾兩萬名學
生參與，當中有7間學校獲金獎。此外有1,500名學生能在40
天當中的八成日子（32天）吃光飯盒，成為「惜食學生」。

7金獎校學生 應邀看減少廚餘成果
梁唐青儀表示，現已有25間學校報名參與下年度計劃，又
會邀請7間金獎學校的同學參觀禮賓府，看看她減少廚餘的
成果及其園圃。
其中佛教榮茵學校共有144位學生奪得「惜食學生」，成
為最多學生獲獎的學校。該校就讀小五的環保大使梅雪映表
示，過往學校推行惜食活動的成效不大，惟是次比賽有獎項
及證書，令同學變得積極。她又稱，以前每班約三分之二同
學會吃剩午膳飯盒，但參與計劃後，每班有九成同學能吃光
飯盒。

學校12公噸廚餘 轉化有機肥
除鼓勵同學減少廚餘外，計劃亦為參與學校提供小型電動
廚餘堆肥機、流動培植箱、有機種子及耕作工具等，更派員
到校作指導，教授有機種植知識。梁祖彬稱，學校透過廚餘
回收，已成功將約12公噸廚餘轉化成有機堆肥，為環保出一
分力。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生物科老師董啟超認為，計劃所生產

的有機肥料令他們的土地更肥沃，「由以前經常種植失敗，到
現在不停有收成」，因而吸引更多學生參與種植，團隊人數壯
大近一倍。他又指，有機田可讓他嘗試種薑、馬鈴薯等無性繁
殖的植物，令學生了解其發芽過程，有助他的教學。

梁太邀得獎者赴禮賓府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林嘉敏）書展將於下周正
式開幕。有書店計劃以本地文化題材作「主打」，在書
展推出香港建築、香港足球史、日佔時期等一系列書
籍，藉此讓市民了解香港歷史。市民更可在展期內，以
低至20元至50元的優惠價，換購原價約280元的書
籍。

舊天星碼頭城寨膺十大建築
香港建築中心在今年一月發起「十築香港」的活動，

邀請逾一萬名市民從100項入圍建築中，以網上投票的
方式選出他們心目中的香港十大建築。首10名包括海
洋公園、雷生春、志連淨苑，甚至是已遭拆卸的天星碼
頭及九龍城寨均在名單之內。名單特意不設頭三名位
置，因為投票旨在提升港人對本土建築的認知，而非要
「一較高下」。
香港建築中心副主席陳翠兒對於「三不管」的九龍城

寨入選十大建築感到意外。她指，不少香港人都未曾踏
足過城寨，但相信城寨為見證一代人艱苦歲月的建築
物，故拆卸後仍與港人有一種無形的聯繫。她認為在文
物保育活化政策上摻雜商業元素並無不可，最重要是市
民的參與度，以及該如何平衡兩方面的聲音而選擇發展
方向。
《十築香港我最愛的百年建築》收錄香港100個入圍

建築的介紹、十項得獎建築的重點剖析及市民心聲。陳
翠兒期望市民可手持這書，在香港城市這個「活的博物
館」內遊走，認識本土建築。
適逢今年是二戰結束70年，三聯書店將在書展期間

推出一系列有關日佔時期的書籍，讓市民從不同角度了
解日佔時期的香港史、民眾生活、香港對日作戰史研究

等。因應文憑試放榜的帶動下，書店亦推出古詩文、教
授中文寫作的書籍，協助學生分析被喻為「死亡之卷」
的中文卷的題型及應對方法。

三聯優惠價平售精選圖書
三聯書店營銷及市務高級經理許豪傑預計，今年書展

銷售額有輕微增長；在書展期間，三聯書店將每日選出
精選圖書，讓市民以20元至50元的優惠價換購。精選
圖書包括《李小龍：生活的價值》、《藏在古蹟裡的香
港》等，以及原價最高為276元的《中華文化百家書套
裝》。每人限購一套，而每種書限量20套，售完即
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旻珊）署理環境局局長陸恭
蕙昨以書面回覆議員有關葵涌工業區及藍巴勒海峽避風
塘附近街道非法棄置廢物問題。她表示，政府非常關注
非法棄置廢物問題，並透過跨部門協調機制致力打擊，
以及盡快清理被棄置的廢物。
陸恭蕙稱，食環署人員每日進行巡視及定期提供街道

潔淨服務，若遇到有大型垃圾及家居廢物棄置，會加派
人手清理；路政署則協助清理公共道路上棄置的建築廢

料。她表示，當局過去3年收到的投訴由2012年53宗
上升至去年84宗，當局過去3年的檢控數字則合共有4
宗。
她又指出，食環署與環保署自今年5月起展開7次聯
合突擊行動，其間檢控5宗非法棄置廢物個案；為加強
監察，環保署已在葵涌區安裝一部監察攝錄機，並計劃
在其他合適地點再加裝監察攝錄機，並懸掛相關海報及
橫額教育市民。

■孫榮業（右）
指出，廢電器及
電子產品處理回
收設施項目營運
期為 10年，回
報 率 為 7% 至
9% ， 若 高 於
9%，超出的盈
利會投放至社
企。

鮑旻珊 攝

■香港建築中心副主席陳翠兒(左二)期望，市民可手持
這書，在城市內遊走，認識本土建築。 林嘉敏 攝

■醫務委員會主席劉允怡。
陳廣盛 攝

■《校園齊惜福》計劃共7間學校獲金獎，特首夫人梁唐青
儀（後排右六）昨出席典禮任主禮嘉賓。 鄒詠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