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i揭古樹擁經濟效益
澳門800名木年清800公斤空污 港同類研究5月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樹木對保護環境非常重要，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THEi）環境及設計學院環境學系助理教授張浩及研究團隊正致

力研究港澳地區數以千計古樹名木對改善空氣質素的作用及可帶來的經濟

效益。針對澳門的800棵古樹，專家發現每年可清除多達800公斤空氣污

染物、能吸收約3,000噸二氧化碳，有機會轉化帶來最多逾二十萬元的經濟

效益，並確認古樹保育可為社會帶來文化、生態及經濟價值。研究人員下

一步將針對香港約400棵古樹進行同類研究，預計明年5月可發表結果，張

浩另一個剖析香港市區公園樹木的研究近日獲研資局資助，可為本港規劃

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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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港澳地區有不少古樹，其中香港有約400
棵，張浩表示，「要把樹木納入古樹名木冊，

需要符合以下條件：分別是樹齡超過100歲，或超
過1.3米高度的樹幹直徑超過1米，及樹木高度超過
25米。」他指與一般都市樹木比較，古樹在減低空
氣中污染物和儲存二氧化碳方面較有效，「因樹木
主要靠樹冠的部分轉化空氣中的污染物，古樹的樹
幹及樹冠比普通的樹大，因此作用更大。」

轉化經濟效益 年省逾20萬元
張浩及其團隊去年就此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分
析，並於澳門開展古樹名木研究，了解它們對改善
空氣質素的作用及其帶來的經濟效益。該研究涵蓋
近800棵、共63種逾百年的古樹名木，包括細葉
榕、羅漢松、木棉等。
結果顯示，澳門古樹名木每年可清除空氣中約
800公斤的污染物，若轉化為經濟效益，以減少排
放特定污染物數量計算，每年最多可省下約218,600
元。
另外，古樹名木每年亦為澳門儲存約3,000噸二
氧化碳，可轉化成每年5,000元經濟收益，可見古

樹保育除了有文化及生態意義外，還有相當重要的
經濟價值。
團隊隨後將類似研究移師至香港，現正進行當

中。張浩提到澳門有不少品種的樹，在香港都可找
到，而不同品種，作用都不同：在儲存二氧化碳方
面，羅漢松、細葉榕功效高；在減低空氣污染物方
面，垂葉榕表現不錯，團隊將更仔細研究有關情
況。除該學系的教師外，研究亦有THEi 4名園藝
及園境管理課程的學生參與，預計約明年5月會發
表結果。

研資局撥80多萬 明年推研究
張浩近日成功獲研資局自資院校研究計劃撥款逾

82.3萬元，將於明年進一步進行「香港市區公園樹
木的空氣淨化和碳吸收作用」研究，期望統計本地
10個公園在減低空氣中污染物和儲存二氧化碳的功
效。
張浩希望透過有關科學數據讓負責城市規劃的政

府部門，在籌劃興建公園時，除考慮公園為公眾提
供綠化景觀和康樂價值外，亦顧及其於自然生態環
境的價值。

職業訓練局（VTC）機構成員香港
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在 2016/
17年度供本地自資學位界別競逐的研
究資助計劃中，有14項研究計劃共獲

得近2,300萬元撥款。撥款將用以成立「可持續設計及環
境研究中心」及舉辦國際性都市綠化學術研討論壇等，
推動可持續生活方面的研究。

THEi 計劃於明年成立「可持續設計及環境研究中
心」，轄下開設「可持續創新及發展實驗室」和「可持
續生活及環境實驗室」，進行可持續生活的應用研究和
社區計劃。

實驗室將配備多物料3D打印機、3D人體掃描系統、
衛星圖像處理及分析軟件等儀器，連同即將啟用的「廢
物和資源管理研究中心」共同推動本地環保應用研究。

為促進與世界各地院校的學術交流和知識轉移，THEi
計劃於2017/18年度籌辦城巿綠化基建國際學術研討會，
題目圍繞城市樹木生態系統服務、生物多樣性等。

THEi環境及設計學院設計學系副教授朱惠靖指，過往其
學系曾舉辦升級再造計劃，與救世軍合作，協助殘疾人士
利用被棄置的紅酒箱升級再造為相簿封面、茶几等家品出
售，推動社區合作，此類項目將會成為一個參考，用以計
劃未來有關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記者 吳希雯

獲2300萬元建中心 研可持續生活

客家司令振臂一呼 在港同鄉入隊抗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華南戰區
中，廣東出現一支抗日游擊隊。他
們沒有制服、人數不定、彈藥稀
少，卻是神出鬼沒，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香港保衛戰期間，這部隊
兵分多路，一方面跟在日本人後面

南下，一方面又在日本人來到前蒐集英國人武器，更
在英國人撤走後安定長洲島生活秩序。

告別香港新界 心永不離開
日佔時期，這游擊隊悄悄集結，再分成不同隊伍營
救一大批文化人和外國人，並在新界地面和海域與日
軍、土匪周旋，控制的土地比日軍佔領面積更大。這

支部隊通過自設稅站，抽取北上商人路費自給自足，
並在日本投降後北撤到山東，留下了告別香港和新界
的人民書，寫得壯懷激烈，最後一句是：「今天，我
們撤退了，但我們的心卻永遠不會離開你們的！」
這支隊伍的名字今天已大白於香港，他們叫「東江

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人們認識這部隊的不多，只知
道隊員多是農家子弟，卻不知道大部分隊員還有另外
一個身份──客家人。
這幾年，多人開始研究港九獨立大隊，透過口述歷
史，發現客家人在游擊隊所佔比例超過九成。相對之
下，客家人在廣東比例卻一半也不到，那麼到底是什
麼原因促使港九獨立大隊有這麼多客家人呢？
究其原因，是受司令員和發源地影響。東江縱隊司

令員曾生是客家人，出生於惠州府歸善縣坪山鄉，父
親是澳大利亞華僑，母親留守坪山持家。曾生從香港
帶領幾十人回出生地惠陽坪山組織抗日武裝，在客家
地方成立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最初100多名隊員
幾乎全是客家人。
司令員是客家人，自然對客家人有一定吸引力，但
居於香港的客家人如此踴躍入隊，與香港客家群體特
徵有關。香港客家人多在清康熙復界時，從粵東五
華、興寧、梅縣等地方遷來，居港近300年。當時客
籍移民在港九新界建立多條村落，遍佈香港每個角
落，這些客家人大部分避開了由錦田鄧氏等本地人佔
據的肥沃平原，只能在新界較邊緣較貧瘠的地區耕
種，從西貢、坑口延伸到九龍、荃灣，19世紀晚期延
伸至離島長洲。
客家人在歷史淵源、語言、風俗和地理上，與更早

來港的本地人南轅北轍。除了講客家話外，無論是居

住建築、服飾，還是飲食、節日習俗，也和本地人有
明顯差別，兩個群體很在意這些差別。

在港客家人守土意識強
香港客家和本地人雖然不像台灣閩客族眾發生械

鬥，但過去幾百年間，兩群體很少通婚。客家人數眾
多，村落能以客家話溝通，既沒有被本地人同化，又
和本地人互為防備，建立了強烈的認同和守土意識，
形成了在港客家人「勇武、守土、團結」的性格，也
成了他們和內地客家人同氣連枝的血脈。當客家人曾
生司令為游擊隊振臂一呼，自然吸引了本港大批客家
人前仆後繼，加入東江縱隊。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邱逸
學院網址: www.cuscshd.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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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防止學生自
殺委員會上周一（本月7日）向教育局提交最
終報告後，不少團體批評委員會建議未全面針
對問題，並要求政府為學校提供額外人手等不
同意見。教育局昨日透過局方網站《政策正面
睇》專欄回應指，委員會在諮詢過程中已就坊
間及團體意見作出討論，很多已歸納為最終報
告建議；至於外界批評委員會沒有要求教育局
檢討教育制度，這說法對委員會不公允。

委會已建議檢視教制有關部分
教育局表示，雖然分析數據並沒有顯示學生

自殺成因源於教育制度，委員會仍建議當局檢
視教育制度有關部分，包括協助學生及青少年
提升處理壓力能力，讓年輕人認識自己、接納
自己限制及發展個人潛能，而教育制度整體上
亦應重視非學術範疇成就，讓學生在不同範疇
的天賦和能力得到認同、讚許和發展。
教育局強調，當局十分關心學生全人發展，

一直按需要持續檢視教育制度不同部分，提升
教育質素，減輕師生不必要壓力，近年已致力
精簡和優化課程內容和考評制度，提倡減少功
課量及去除機械式操練，增加多元化升學機
會，鼓勵大學取錄在學術以外有卓越表現的學
生等，去年10月當局亦向學校發出「家課與測
驗指引──不操不忙有效學習」通告，重申家
課質比量更為重要，評估不應過分着重單以紙
筆形式進行的測驗和相應操練，或偏重操練式
家課。
對於最終報告建議，教育局指當局已落實以
下措施：在全港中小學舉行「好心情@學校」
計劃，推動學生心理健康；鼓勵學校為中一和
中四學生而設的銜接課程內，加入促進學生精
神健康元素；製作以「拉闊角度放開心情」為
題的短片及聲帶，向年輕人宣傳正面思維。醫
院管理局亦與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合作，推行
「醫社教同心協作」先導計劃，由跨專業團隊
到校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
教育局會在短期內推出措施，包括為教師提供

有系統「守門人」訓練，加強及早識別及介入高
危學生工作；進一步發展評估工具和資源，協助
學校識別高危學生；亦會加強精神健康服務轉介
機制和醫護界與教育界之間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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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學好語言
必須多聽多講，有自信與人溝通是踏出成功
第一步。
有機構向300名小學生進行「小學生普通

話水平」調查，發現逾九成受訪學生自認合
格以上，經進一步測試卻顯示逾六成學生普
通話「肥佬」，例如有人把「9歲」誤讀成
「狗碎」、「外婆」誤讀成「阿婆」、「嫲
嫲」誤讀成「罵馬」等。有普通話教師指
出，說話能力是本港小學生普遍弱項，建議
小孩每周有10小時聽說普通話，以提升水

平。

九成自認合格 逾六成「肥佬」
中國香港普通話傳藝學會10月以問卷訪

問300名分別來自兩間小學及私人教授班的
小一至小五學生，當中八成半學生正接受
「普教中」。受訪學生完成問卷後再接受測
試，如看圖說故事等方式朗讀篇章，由教師
評核。
學會主席薛鴻瑢表示，調查發現學生普遍

「自我感覺良好」，逾九成自認合格以上，

測試後卻發現逾六成學生不合格，其中輕聲
及聲母都是學生較容易錯的地方，亦有學生
自我介紹時把「今年9歲」誤讀成「近年狗
碎」，讓人哭笑不得。
調查又發現，高達八成半小學生除了課堂

外每周用普通話時間不足5小時。
薛鴻瑢認為，良好的語文環境十分重

要，建議小孩每周應有10小時聽說普通
話，亦建議學校及社區多提供朗誦、講故
事比賽等活動，增加學生用普通話說話機
會。

港童講普通話「自我感覺良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由香港電台普通話
台主辦的「2016大專普通話辯論賽」總決賽在上
周六舉行，大會邀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資深大律師文本立等組成
評判團。
總決賽當日，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的辯

論隊就「政治領袖的才能還是德行比較重要」展開
激烈辯論，最終由浸大代表勇奪冠軍。
「大專普通話辯論賽」今年已踏入第十七屆，本

年共有11所本港大專院校參與。經過13場的初賽及
準決賽，中大及浸大脫穎而出晉身總決賽，兩隊在
比賽中展開激辯。最後評判就兩隊同學的審題、論
證、辯駁、配合及辯風等技巧作出評分。

浸大生包辦「最佳辯手」兩獎
大會亦安排兩隊同學與台下及網上觀眾互動，分

享辯論經驗。最終浸大贏得冠軍，中大奪得亞軍，
季軍則由嶺南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奪得。
至於「總決賽優秀辯手」及「年度最佳辯手」個

人獎項，則由浸大學生林森奪得。
冠軍隊伍將代表香港參加明年舉行的「粵港澳高

校普通話辯論賽」，與澳門及廣東的冠軍隊伍力爭
各個獎項。

大專普通話辯賽 浸大奪冠

■獲獎隊伍與主禮嘉賓和評判團等合照。 大會供圖

■薛鴻瑢指，輕音跟聲母
都是學生易錯地方。

姜嘉軒 攝

■THEi環境及設計學院副院長何志榮（左三）及張浩（右一）等一同介紹研究項目。 吳希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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