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機迷變IT女 為港「上陣」
網站設計賽迎戰穗澳蓉專才 工餘抽空備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電機工程、資訊科技等專業傳統上似乎以男生較佔優，但職訓局轄下香港專

業教育學院（IVE）兩名女生，卻巾幗不讓鬚眉，先後於早前「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6」的相關賽事創造佳

績，並成為香港代表，本星期將與廣州、澳門、成都等地技能專才一較高下。其中將出戰網站設計項目的陳

雪雯，原來自小喜歡打機，卻對電腦運作一竅不通，曾經誤以為電腦主機的散熱風扇就是日常用的迷你風

扇，又不會用Excel（試算表）。儘管電腦基礎知識欠佳，但無阻她尋找自己的興趣，中學畢業後選讀IVE

軟件工程高級文憑，憑努力最終更可以代表香港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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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雯小時候喜歡玩電腦，但從未有
認真學習電腦運作知識，直至升

讀高中，要籌劃未來升學方向時，才
覺悟自己喜歡的不止是打機，而是電
腦應用的種種相關內容，例如在中學
讀視覺藝術時，就喜歡用電腦繪圖，
「我認識（電腦知識）不多，但不等
於不喜歡」，毅然於畢業後選讀IVE
的軟件工程高級文憑課程。

感邏輯略遜 多做編碼練習
自身的資訊科技基本知識不及同

儕，為追上課程進度，她積極備課，
並主動了解更多學科相關知識，並培
養出編碼（Coding）的興趣，又會反
覆背誦電腦編碼，務求將其背得滾瓜
爛熟，「好像Excel的指令一樣，記得
熟就可隨時用。」她自言邏輯思維較
男同學遜色，唯有多做編碼練習，減
少出現錯誤。
雪雯在中學時曾修讀視覺藝術科，

擁有美術觸覺，對繪圖和處理字體甚
有心得，對網頁設計較有把握；加上
她想透過累積更多實戰經驗，故早前
參加「香港青年技能大賽2016」的網
站設計項目，更成功勝出，並將出戰
本周三及周四（10月19日及20日）於

廣州舉行的「2016年穗港澳蓉青年技
能競賽」，為代表香港出戰5個項目的
16名參賽者之一。
IVE（青衣）資訊科技系課程統籌主

任胡瑞能表示，屆時雪雯將在兩天內
作賽，賽事中包括4個項目，需要在有
限時間內完成，例如提升網站的可讀
性、考驗繪圖軟件的技巧等，做得愈
多指令愈有機會勝出。
雪雯今年剛從高級文憑課程畢業，

現時在一所小學任職，負責支援學校
的資訊科技工作。為備戰比賽，不論
周末或下班後都會利用空餘時間回到
IVE練習。

梁嘉晴黃健峰戰「機器人」賽
至於IVE電機工程高級文憑二年級

生梁嘉晴，將夥拍同學黃健峰代表香
港，出戰穗港澳蓉技能賽的「移動機
器人」項目。
她自小對機械深感興趣，又會拆開

家中電掣插頭研究，為了增加比賽勝
算，他們不斷改裝機械人，例如加設
編碼器，量度車輪轉數，並配合超聲
波，提高機械人移動的準確度，同時
他們利用3D打印技術製作零件，以減
少機械人重量，提高靈活性。

梅窩，是港人周末遠離城市繁囂的
好去處。然而，到過梅窩的人，都有
一個印象：梅窩有很多牛。為什麼
呢？這與梅窩的歷史發展有很大的關
係。
我們在梅窩經常看到的牛有兩類：

黄牛和水牛。黄牛是家牛，由農民飼養，用以犂田、耙
田，平均每户都養了三頭至五頭牛。水牛由農場飼養，
夠氣力，工作量自然更多。梅窩黄牛比水牛為多，共約
六七十頭，水牛亦近三十頭。
梅窩四面環山，成山谷形狀，中央是蝴蝶山，像梅花

般有5朵花瓣，故名梅窩。谷內有5條村落，村民屬早
期客家人，世代以農為業，每年春秋兩季播種插秧，夏
冬為收割期。牛，就是梅窩農民耕耘的好幫手。

「落籍」梅窩 早過港開埠
牛到底在什麼時候開始「落籍」梅窩呢？現在已無記

錄可查。然而梅窩以農立鄉，南宋時候（1127年─
1279年）已有人遷徙植根此地，可以推想牛在這個時期
已經出現。仔細一算，牛在梅窩已超過八百年，比香港
開埠還要早很多很多。
牛也標誌着梅窩發展的興衰與演變。年輕人可能不知

道，現在梅窩的牛數量已經大不如前，那是因為梅窩農
業也今非昔比。
早在新石器時代，大嶼山已有人類聚居，而梅窩則是稍

後時間靠着農業而開發的地方，到了今天，梅窩一帶只剩
幾塊菜田，原來阡陌縱橫，榖稻處處的景觀已一去不返。

山路變馬路 流浪牛危機大
梅窩農業的轉捩點是上世紀50年代。1957年香港政
府在石壁興建水塘，農民惡夢頓時出現，水塘截去水

源，引入水塘。至上世紀60年代中葉石壁水塘落成，
梅窩首當其衝，原本終年水源充沛的三大河流──大
坑、水坑和龍仔無以為繼，農民缺水灌溉，稻田荒廢。
農民只好轉業，牛亦無用武之地。由於牛是農民的好拍
檔，農民不忍心把牛屠宰，只有將牛隻放生到大嶼山的
大自然，任其自由自在生活。
牛是群居牧畜動物，即使遷移了，甚至重複被驅趕四

五次，但因熟悉行走過的道路，也會重返原來棲息地。
地方發展，環境改變，過往行走的山路，現在已是行車
馬路，對牛而言，變得危機重重。
以前與農民並肩辛勞一生的家牛，成為流浪牛，遭人

厭惡、追趕、捕捉、迫遷。因為，我們都忘了，牠們的
祖先當年曾肩負着部分香港人祖先的生活命脈。

■邱逸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學院網址：www.cuscshd.hk

睇梅窩變遷 數典勿忘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現今專上
教育界着重體驗教學和與職場相關的「實
戰」培訓，讓學生不單能掌握理論知識，亦
具備工作的實際經驗。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港大SPACE）近日與華懋集團正式結為
策略聯盟，合作項目包括重建集團旗下如心
化石公園，除希望推動公眾環境保育意識，
增加對木化石的認識外，還可為港大SPACE
學生帶來不同崗位的實習機會，讓他們提早
為入職場作準備。
如心化石公園項目為是次結盟重點，港大

SPACE轄下港大附屬學院校長兼知名地質學
家陳龍生，將參與化石公園重建計劃中的設計及培訓
工作，並打算捐出私人珍藏，希望推動公眾對化石的
認識。
重建後的化石公園會融入自然科學和地質學的概念，

並於園內展示兩棵樹幹長超過30米的木化石，預計於
2018年竣工並免費開放予公眾，另亦計劃開設木化石學
習中心，市民將有機會於園內近距離觀賞和觸摸木化
石，並進行淘金沙、挖掘化石等模擬體驗活動。
陳龍生介紹指，「從一節樹幹化石中，便可分辨樹

頂和根的方向、品種，年輪可顯示年齡等，具有很高
教育價值。」同一時間，港大SPACE亦計劃安排學生
參與重建計劃的記錄文書類工作，及在公園開放後組
織和帶領公園導賞團，預計公園每年有200團中小學
團體參觀。

提供實習機會備戰職場
華懋集團執行董事兼市場總監龔中心致辭時提到，如

心化石公園是其姊龔如心收藏木化石的珍品庫，期望是
次合作可讓公園有所提升，讓更多人分享。集團行政總
裁楊光則補充，華懋與港大SPACE於其他多方面都有
配對合作空間，「包括邀請學生到旗下地質公園酒店實
習等，希望助同學打好根基，爭取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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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向學
生及教職員推廣低碳綠色生活模式，香
港中文大學今年再度舉辦「環保迎新營
贊助計劃」，並設「最綠迎新營大
獎」，參加今次計劃的迎新營共29個，
數目為歷屆最高，當中涉及5所書院、5
個學院及19個學系的迎新營籌備委員會
成員（籌委）等。各參與的籌委在設計
各項迎新活動時，需要加入環保元素，
令迎新營更綠、更環保。
贊助計劃的迎新營籌委會可獲贊助設
計及製造印有環保標語的T恤、水樽或
毛巾，而贊助條件是迎新營必須履行
「環保迎新營行動清單」20項簡單行動
中最少10個項目，並提交有關行動的照
片以作記錄；履行最多綠色行動的迎新
營可贏得「最綠迎新營大獎」。「環保
迎新營行動清單」20項環保措施包括

「承諾不玩水戰、花炮」、「吃中餐揀
選6道菜取代傳統的8道菜」、「提醒
新生分類處理廢物」、「向新生提供不
多於4款贊助禮品」等。
「最綠迎新營大獎」頒獎典禮於本月

13日在中大文化廣場舉行，由中大校園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協理副校長馮通
頒發大獎予成功履行最多綠色措施的中國
語言及文學系迎新營籌委會及其他表現出
色的籌委會。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迎新營籌
委會今年成功衛冕，成功履行了「環保清
單」20個項目中的16項，學生代表余朗
思分享時指，籌委於各方面都盡量符合環
保原則，「在環保議題上更要秉持『莫以
善小而不為』的理念。」
中大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處處長何

婉兒表示，在日常生活裡，很多環保行
動執行起來並不困難，但很多時大家礙

於環境、或不想引人注目、又或貪一時
方便而放棄，「我們希望籌委、『組爸

媽』能將這次經驗應用於他們往後舉辦
的其他活動，將綠色文化帶出校園。」

中大最綠迎新營 拒水戰減菜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本港每日生產逾
3,000噸廚餘，對堆填區造成壓力，並帶來臭味；
而在廚餘的不同來源中，有上百噸來自中小學，所
以近年學界開始積極推動減少廚餘，以為環保出一
分力。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上學年參加了「校園
廚餘精算師培訓計劃」，由獲選學生負責回收並審
計同學午飯後的廚餘，製作問卷分析造成廚餘的原
因，又設計不同活動宣傳「惜食」概念，有效將人
均廚餘由800克降低38%至500克。
「校園廚餘精算師培訓計劃」是中華電力「綠

優校園認證先導計劃」中的一個項目，以學生主
導方式探討學校廚餘問題，鼓勵學生提出創意及
可行的減少廚餘方法，過去一年有8間小學參
與，半數成功令廚餘數量減少。計劃合作機構香
港地球之友行政總裁張潔儀指，現時單是中小
學，每日已產生約100噸廚餘，「重量相當於4輛
雙層巴士，情況急需關注，好習慣需要由小做
起，因此於小學推行計劃。」
有參加計劃的莊啟程第二小學，小六生戴俊
哲、譚樂琛、張敏晴均獲選成為「廚餘精算

師」，他們透過工作坊學習處理廚餘和環保的知
識後，便於學校午膳時間開始「精算」。

倡少吃零食多吃飯
他們首先會到各課室提示同學將蔬菜瓜果類、

五穀類、非蔬果類及不能避免的廚餘分類，分別放
入4個水桶，再量度各種類的廚餘重量，計算出人
均廚餘量。第二步，他們則會製作問卷，調查各同
學吃剩的原因；結果發現，部分人認為飯盒飯量太
多致未能全部吃完，但同時於小息時吃零食的人亦
不少，所以他們建議同學小息時可減少吃零食，並
於午飯時間盡量吃完飯盒，免造成浪費。
該校老師李翠凝指，「『精算師』同學亦有分

組設計話劇，並自發推行急口令比賽，宣傳『惜
食』訊息，雖然沒有特別獎品，但反應都很熱
烈。」為期一年的計劃有效將該校人均廚餘由
800克降低38%至500克，校長陳志源對是次計劃
成效感滿意，「朋輩間的影響很重要，而在推廣
『惜食』概念之餘，也能推廣多吃蔬菜和穀類的
健康飲食。」

「小精算師」推「惜食」減廚餘

■廚餘精算師將收集到的廚餘放入廚餘機。 吳希雯 攝

■■陳雪雯克服缺乏電腦基本知識的障陳雪雯克服缺乏電腦基本知識的障
礙礙，，升讀軟件工程高級文憑後升讀軟件工程高級文憑後，，更可更可
代表香港參加代表香港參加「「20162016年穗港澳蓉青年年穗港澳蓉青年
技能競賽技能競賽」。」。後排為胡瑞能後排為胡瑞能。。 黎忞黎忞 攝攝

■梁嘉晴（前排女）將出戰「2016年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競賽」的
機械人項目。 黎忞 攝

■馮通、何婉兒及迎新營代表，用迎新營綠色行動的照片砌成心形，寓意「中大
萬衆一心，共建環保校園」。 中大供圖

■■陳龍生講解木陳龍生講解木
化石知識化石知識。。

吳希雯吳希雯 攝攝

■梅窩是不少牛隻的棲息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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