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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芸倡設「嬰兒基金」惠下一代 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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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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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新「星」研「聯網＋」北京開班
41港生北上訪學8天 中傳北大學者授課

流離單親「龍鳳胎」實習重燃大學夢

不少家長花盡心思培育孩子的
閱讀和寫作興趣，因為這兩者與
學習及工作技能息息相關，當中
以寫作最令人煩惱。經常有家長
問怎樣令孩子寫得好文章，每每
為了幫他們完成作文功課而鬧得

人仰馬翻，最後文章還是寫得一塌糊塗。
寫好文章前，不如先令孩子愛上寫作。就如閱

讀一樣，孩子愛看漫畫、繪本、多圖少字的書也
無所謂，起碼他們願意拿起書。寫作第一步也應
如此，寫得文不對題、文句不通、詞不達意也無
所謂，起碼願意執筆書寫。當寫得多，就會漸漸
寫得好。要鼓勵孩子寫作，我們要為他們營造自
由、有安全感的寫作環境，這包括3個元素。

避免批評和評分
第一，讓他們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寫作，任由

他們書寫自己的生活、感受、幻想、所認識的人
和事等。寫字之餘，容許配以圖畫、相片等加強
想表達的內容。這時，不需要計較起承轉合、遣
詞造句、修飾美化，只需要我手寫我心，草稿也
可以。此外，鼓勵他們向父母、兄弟姊妹、朋友
分享作品，旁人可以讚美、鼓勵和提供意見，但
要避免批評和評分，否則這個沒有壓力的環境就
會崩塌，下次他們便不再願意落筆寫作和分享。

自選了解和感興趣主題內容
第二，讓孩子在寫作中有選擇機會。他們最多的寫作時

間就是作文功課，一般老師規定了範疇，例如字數、主
題、體裁等，其餘部分讓學生自由創作。舉例主題設定為
旅遊，學生可以選擇寫故事、詩、遊記，甚至用一張照片
加幾句文字也可；或寫一篇說明文，由學生自選了解和感
興趣的主題和內容，而不是要跟從父母指定的方向寫作。

創作可在社交媒體分享
第三，讓孩子知道父母和老師不是唯一讀者，作品可以

任何人為對象，創作可以分享在社交媒體、網誌、投稿網
站、比賽等。寫作也不是為了應付功課，可呈現更豐富的
創意和內容。
教育城「創作天地」網站讓學生公開分享創作，在限定

主題下創作不同體裁，又或以同一體裁交出不同主題故事
的文章。學生互相觀摩，提供安全自由的環境，寫出筆下
彩虹。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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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來自單
親家庭的「龍鳳胎」湯鳳茵和湯德
龍，初小時先後曾入住4個寄養家庭。
升中後，兩人隨父親移居深圳，每天
來回屯門上學，長期跨境耗時又費
神，有時更兼職幫補家計。為口奔馳
下，他們的學業根基相對薄弱，對升
讀大學根本不抱期望，但哥哥德龍因
參與過「伴飛翔、創職夢」生涯規劃
計劃，在浸會大學實習5天後，燃起大
學夢，從此性格變得積極。

一天一餐 問同學借錢
就讀屯門天主教中學的兄妹湯德龍
和湯鳳茵，小學階段起入住寄養家
庭，曾換過4個不同的家庭。後來，他
們隨父移居深圳，自此有3年多要深港
兩邊走。一般學生回家可吃「住家
飯」，但父親常不在家，他們只能吃

即食麵，每人每周只有200元零用錢，
「用100元增值後，已所剩無幾」。為
了慳錢，他們有時一天只吃一餐，間
中更要問同學借錢救急。
中四下學期，在社工安排下，他們
回港入住宿舍，結束「頻撲」生活。
德龍坦言，以往深港兩地走，自己兼
職幫補家計，有時放學後留校練球，
一直未有花太多時間在學業上，也沒
有想過可以升讀大學。
不過，自從參與由香港明愛家庭服

務及浸大教育學系合辦的「伴飛翔、
創職夢」生涯規劃先導計劃，其升學
態度開始改變。

浸大計劃 助高中生規劃
兄妹二人本月初於浸大實習5天，

「朝九晚五」分別負責執書櫃、文書
工作及整理教材。德龍指，實習時不

時要做重複且
苦悶的工作，
可訓練耐性，
加上工作經驗
不足，若不做
好工作，可能
影響到下一項
工作，因此會
盡力完成。他
認為，實習令
他有機會與大
學教授接觸，
感 受 大 學 氛
圍，決定立志
升讀大學，日後就算文憑試成績未如
理想，也考慮由副學位讀起，長遠希
望改善生活。
有份籌劃計劃的社工周錦嫦表示，

活動對象為中五生及中六生，70人獲

安排到浸大社會科學院教育學系、明
愛社福機構或商業機構實習，相信活
動可令學生學習守時、誠信、對別人
尊重、了解工作原則道德等正確工作
態度。

■前排左起：周錦嫦、湯鳳茵和湯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昨日辯論「倡議成立嬰兒基金」無約束力
議案，動議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建
議，政府可先撥款1,000億元成立「儲備
金」，再向每名初生嬰兒注資10,000元作
為創始金額。隨後，每年基金及家長採取
1比0.5比例供款，直至嬰兒長大至18歲
為止。
蔣麗芸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現

今年輕人普遍面對無屋住、工作無前
景，缺乏向上流機會等，因此產生負
面情緒。為了下一代福祉，因此提出
上述構思，同時政府須成立「嬰兒基
金戶口管理委員會」負責營運、管理

等事宜。

有經濟困難家庭 可豁免供款
她指基金可用於進修、置業及應付危

疾，並可與強積金合併，為了扶助貧窮
家庭子女，政府可讓有經濟困難的家庭
豁免供款，相信可令不同經濟階層家庭
共享經濟成果。

蕭偉強：非最有效方法助孩子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在立法會會

議上回應指，對於兒童成長支援，以至
成年人面對的房屋、醫療、退休保障等
問題，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與部門已經

有針對性措施提供協助，既具備針對
性，又能善用有限的公共資源。
他強調，多方面及針對性扶助有需要

的基層兒童，讓他們得到良好的教育和
栽培，是幫助他們日後脫離貧窮，向上
流動的最佳方法，如果不論經濟條件，
為所有孩童自幼提供一筆金錢，並不是
最有效方法鼓勵孩子努力為未來而積極
準備，亦不是有效運用公共資源的方
法。

12票贊成23票反對遭否決
最後，動議以12票贊成，23票反對遭
否決。

■■蔣麗芸提蔣麗芸提
倡設立倡設立「「嬰嬰
兒基金兒基金」。」。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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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據介紹，主辦方將安排中國傳媒大
學和北京大學的多位知名教授為

港生授課，內容涵蓋互聯網信息治理
與網絡安全、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
制」、新媒體時代的輿情發展與課題
設置等多個方面。
學員們還會參訪國務院新聞辦、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人民日報社、
今日頭條、數字王國、中關村國家
自主創新示範展示中心等機構，遊
覽國家博物館、故宮、長城、西城
區茶文化街、王府井大街等，又會
赴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以更
深刻地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風土人
情。
教育部港澳台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
靈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巡視員張
總明，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傳播局
副局長趙波，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袁
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
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互聯網＋主
題交流團榮譽團長姜亞兵，中國互聯
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波等擔任開
班典禮的主禮嘉賓。

趙靈山冀同學興趣國情相接
趙靈山表示，在活動期間，同學們
一方面要將自己的興趣和對祖國的認
知相對接，特別是要深入了解內地
「互聯網+」的發展情況，同時要把
此次活動與自己人生格局的拓展聯繫
在一起，學會理解大國思維，增強對
祖國的認知。

袁軍勉多了解內地傳媒網媒
袁軍對參加國情班的同學們表示熱
烈歡迎。他表示，未來一周內，傳媒

大學將圍繞「互聯網+」主題，為同
學們安排專業課程及豐富多彩的參訪
活動。他希望同學們通過交流學習，
進一步加深對內地傳媒及新興網媒發
展狀態的掌握。

姜亞兵勉體會祖國巨大變化
姜亞兵首先為一班參加活動、積極

主動了解國情、認知祖國的同學們點
了個讚。他希望大家能敞開心懷，用
心去感受祖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互
聯網+」給生活、就業、創業帶來的
巨大變化。
王波表示，當今是信息爆炸時

代，同學們需要思考如何從「噪
音」裡獲得有效信息，而通過本次
活動，可以實地了解祖國的發展。
他鼓勵同學們看未來的視野要開
闊，以更好地適應當前快速迭代更
新的互聯網產業。

城大生：「開闊眼界第一步」
來自城大的學員代表林文銓表示，

是次行程有不少獨特活動，例如能到
傳媒大學參觀及上課，更有機會參觀
中國第一大報——《人民日報》了解
內地傳媒生態以及官方媒體的管理架
構等就很值得期待，「傳媒班是我們
開闊眼界的第一步，願我們能在此行
了解國情、培養國際視野和創新精
神，實踐抱負。」
出席開班典禮的還有中國傳媒大學

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任梁巖、副主任
張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
交流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
副主席、互聯網＋主題交流團團長李
華敏等。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中國

傳媒大學等機構合作舉辦的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

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

團」，15日在中國傳媒大學開班。來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

學等十多所香港及海外院校的41名傳媒、文學等專業的大學

生，將在北京展開為期8天的訪問學習之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未來之星」學員於15日走進「神秘」
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親身感受國新辦發佈
會的運作情況。部分學員更把握機會，向國
新辦對外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提問。同學們
表示，希望日後能與更多中央政府官員交
流，增強港生對國家政府機構工作的認知。
襲艷春代表國新辦歡迎來自香港的同學

們，並首先分享了一段節目視頻：一群平均
年齡72.3歲的清華大學老畢業生組成合唱
團，滿懷激情地演唱《我愛你中國》。
在「我把青春獻給你，我的祖國……」的
歌聲中，同學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輩為祖
國的繁榮富強奉獻自己一切，默默無聞、無
怨無悔的情懷。

勉學員多交流 客觀看問題
襲艷春還講解了國新辦的歷史和職能。她

提到國新辦的主要職責是推動中國媒體向世
界說明中國，同時協助外國記者在中國採
訪，推動海外媒體客觀、準確地報道中國，
意在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溝通、了解
與合作互信。
隨後，學員們開始向襲艷春連番發問，

「香港青年應抱着什麼樣的心態迎接未來挑
戰？」「國新辦發佈會邀請媒體的標準是什
麼？如何區分國新辦與外交部的新聞發佈職
責？」「海外媒體和內地媒體有何不同？」
「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對新聞發佈制度有哪

些影響？」「如何應對新聞發佈會中的突發
情況？」……這位見慣中外媒體以「長槍短
炮」圍堵的副局長，在從容作答之餘，讚揚
香港學生具有良好的國際化視野和較高的英
語水平，同時擁有無限的發展空間。她勉勵
同學要多到內地來交流、工作，更客觀、更
理性地看待問題，共同見證祖國的發展。

港生喜見新聞發佈高效透明
樹仁大學學生孔鈺婷表示，通過襲艷春的

講解，同學們了解到國務院新聞辦的運作模
式，對外發佈消息亦逐步透明化。
她指，去年國新辦共舉辦了126場發佈會，
工作量大而且效率很高；最重要的是，通過
國新辦的新聞發佈，能讓外界更客觀地了解
中國，此舉會讓中國變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體驗國新辦運作 聽襲艷春講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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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參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港生向國新辦新聞發言人襲艷春提問。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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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香
港傳媒專業大學
生國情課程班互
聯網＋主題團」
在中傳開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