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寄養學助人 少女誓幫不幸童

家長手握7校 仍盼子升喇沙
豪擲逾千萬區內置業 為子女小一「贏在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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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第18/01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791,470 （3注中）
三獎：$65,950 （96注中）
多寶：$35,136,583

下次攪珠日期：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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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適齡升讀小一的學童將達到高峰
的 6.79 萬人，比去年增加 1,700

人。該批學生主要在2012年出生，當年
特區政府準備就「雙非」截龍，令「雙
非」較前一年大減兩成半。
不過在「龍年效應」下，香港婦女
2012年的產子數卻急增達7,000名，致令
今年全港各區小一學額需求大增，競爭異
常激烈！
教育局早前便決定，全港36個小一校

網中有19個校網需要「加派」，每班增
加3人至5人回復「大班教學」，才能應
付需求。
學生人數增加，名校網學額更是「爭

崩頭」。為增加兒子讀名校機會，張先生
一家一年前遷入斥資近千萬元購買的九龍
塘單位，首選41網的喇沙小學。
因為擔心「龍年效應」，他已作好準

備提早報讀私校，其兒子已獲兩所私小錄
取，不過他亦表示，網內其他學校水平不
俗，即使未必獲派喇沙，如能獲前列志願
如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或九龍塘官立小
學取錄，亦會選擇放棄私校。

欣賞港教育全面育自信
同樣心儀喇沙小學的汪太，4年前一家
藉投資移民由重慶移居香港，斥資1,300
多萬元在41網購入600多呎單位，為其
幼子升學做準備。
她表示，欣賞香港教育制度全面，能
全方位培養孩子的自信、上進心等。早
前她已為幼子報讀逾10間直資或私小，
已獲其中7間取錄，3間已交留位費，但

她昨日仍然提前2小時排隊交表，爭取
在統一派位入讀喇沙，如若6月放榜派
位不成功，她還會再嘗試「叩門」。
雖然行動進取，但汪太認為，心態要

保持良好，「派位就像中彩票，別去想
中不中。」

非「兩地之爭」應互相學習
對於有聲音提到，香港與內地「爭教

育資源」，汪太認為現今世界競爭是全球
化，「不是香港與內地之爭」，強調兩地
應該互相學習和融合。
雖然望子成龍出盡方法的家長不在少

數，但亦有家長隨遇而安。江先生為女兒
首選瑪利諾修院學校（小學部），但除了
孩子自己要學彈琴和跳舞外，他並未作特
別催谷。
早前江先生曾為女兒報5間私小而未有

獲取錄，加上「龍年效應」競爭激烈，但
他仍表示不擔心，即使41校網有機會獲
派到「外借」學額的黃大仙區，他亦堅持
「順其自然」。
就近年香港小學有不少內地新來港及

跨境學生，江先生指，也希望女兒能和內
地不同地方背景同學多加交流，「因為大
家都是中國人。」
早年在九龍塘購入500呎單位的吳小姐

也表示，升小選校最重要同區近屋企，
「哪間學校沒所謂。」
她未為女兒報讀私校，更無意報讀面

試班等，認為「小朋友現在壓力太大了，
開心最重要」，並不會因為周圍家長「催
谷」子女而擔心女兒「蝕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一年一度的小一統一派位，昨日起一

連兩天接受申請。受「龍年效應」影響，今年9月升小一學童人數達

到高峰，但那絲毫不減望子成龍的家長助子女躋身心儀校的熱情。昨

晨天氣寒冷，但在名校林立的九龍塘41網專設派位中心，早上7時便

已引來家長提早兩個多小時到場等候交表。有學生雖已獲7間直資或

私立學校取錄，但其母親都希望為兒子一搏心頭最愛的喇沙小學，亦

有多名家長豪擲逾千萬元在區內置業，為子女爭取在名校網「贏在起

跑線」的機會。

2012年「雙非」尾班
車人數減少下，令今年
參加升小統一派位的跨

境學生數字亦明顯下降，不過，部分跨境
家長仍然擔心透過「跨境專網」孩子會獲
派離邊境較遠的學校，遂特意遷往上水，
報讀當區80校網的小學。除「跨境專網」
成功分流學生外，有北區的小學校長指，
深圳去年重新開放港籍學童積分入學的政
策，也吸引小部分跨境生在深圳讀小學，
紓緩區內學位競爭。
教育局早前預計，今年有約2,100名跨境

生參加小學統一派位，較去年的3,000人大
減三成，而局方特設的「跨境專網」，各
區共提供2,156個學額，料可應付需求。
北區小學一直最受跨境家長歡迎的，今

年該區向「跨境專網」 提供282個學額，

較去年增加60個，意味跨境生獲派該區小
學的機率有所提高。
不過，由於「專網」同時包括東涌、屯
門等地的小學，部分原居於深圳的家長為
免獲派學校距離太遠，遂於上水80校網租
屋居住，爭取獲派區內學位。
其中心儀香港教育的周小姐，早前與另

外3名跨境生母親，每人每月約4,000港元
在上水合租單位，成功讓兒子透過80校網
獲派上水的小學。

深圳搬上水 月租9500元
「單非」家長鄧太亦從去年9月起從深圳

搬到上水，月花9,500元租住單位，增加女
兒入讀區內小學的機會。
鄧太女兒於北區讀幼稚園，過去幾年亦

曾因為學位緊張聽過一些區內家長就跨境

生「爭學位」問題埋怨，但認為孩子有港
人身份，亦應該享有同等權益。
北區家長羅先生因工作緣故，兩年前舉

家由青衣搬至上水，他表示，未有考慮
「雙非」或跨境生競爭學位的問題，反而
擔心「龍年效應」下本地學童人數大增，
令孩子派不到心儀學校，

深圳重開港童積分入學紓壓
位於上水的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

校，校長方子蘅表示，深圳去年供港籍學
童的新入學政策，吸引部分跨境生在深圳
讀書，北區學位競爭相對紓緩，本地生獲
派學位機會提高，不過新政策的長遠影
響，仍尚待觀察。
她又提到，雖然跨境生仍多以北區學校

作為首選，但近年多區都有跨境生入讀，
並非唯一選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憂派東涌太遠 跨境家長遷上水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想體驗一邊
欣賞海景，一邊買餸？由中西區區議會舉辦
的第六屆「墟日嘉年華」昨日起一連兩天在
西營盤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舉行，市民可免
費入場選購新鮮蔬果食材。首次入場的陳氏
夫婦笑言，未料有無敵海景，買菜之餘可以
順道拍拖。有參展的商戶表示，臨近新年，
市民消費意慾高，其主打的日本士多啤梨、
提子及梨的銷情非常好。
「墟日嘉年華」現場有數十檔攤位，主要

出售蔬菜、水果、急凍海產及賀年食品。
「豬肉大王」許偉堅夥拍僱員再培訓局訓

練的豬肉切割員，即席切豬肉後，免費派發
予街坊。現場亦有金茶王沖調奶茶派發予街
坊。

官員買即沖奶茶士多啤梨
發展局副局長廖振新出席「墟日嘉年華」

的開幕禮後，花費數百元購買多盒即沖奶
茶，及士多啤梨回家。
家住薄扶林的陳先生及太太，閱報得知有

嘉年華活動，買了雞蛋、藍莓、薯仔及蕃茄
等食物。
陳先生說今次入場勾起他昔日在長沙灣蔬

菜批發市場工作的回憶，不同是這邊為臨海
地段，「無想過入到來，有這麼大的海
景。」他認為有這個空間能舉行活動很好。
家住西環的勞女士與女婿一家入場，主要

都是買生果及蔬菜。她指平日都會在西區副

食品批發市場買菜，嘉年華不同之處便是選
擇較多，希望明年再舉辦時，能由一樓天台
移師到地面舉行，「免得一袋二袋仲要行樓
梯。」
今年首次參展的李女士指至少準備過百盒

福岡縣博多士多啤梨，一百元一盒十分受入
場市民歡迎，檔前客人絡繹不絕，「由早上
做到現在無停手。」
亦有多年參展的吳先生，今年不再賣常規

農作物，改賣惠州種植的有機水耕菜，不過
反應平平。吳先生估計，一來天氣較冷影響
入場人數，二來入場主要是長者未必接受有
機菜的價位。
他指其一棵15元、兩棵25元已是實惠價

錢，迪士尼及星巴克亦是其客人，今次最主
要都是讓消費者多個選擇，順便試試市場水
溫。

夫婦趁「墟」拍拖 邊買餸邊睇海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住在兒
童宿舍或寄養家庭、由社會福利署署長
監管的小朋友或被標籤為「問題兒
童」，但不少人受監管原因是出於家庭
問題，有女生小學時與弟弟因為一粒糖
而被社工揭發家庭問題，最終被轉介到
寄養家庭居住，因而接觸義務工作，令
她立志成為社工幫助更多有類似經歷的
人，她昨日更獲社會福利署及東華三院
頒發「最佳成就獎」。
社會福利署與東華三院昨日合辦一年一
度的「壯志驕陽嘉許禮」，表揚44位過去
一年在學術、操行、體藝及服務方面有優
秀表現或進步的兒童及青少年。
16歲的小敏（化名）來自破碎家庭，她
因為學習積極和經常擔任義工而獲「最佳
成就獎」，透露自己與弟弟小時候跟外婆
生活，至她過身後才改由父母照顧，但父
母只是將錢交給他們就各自外出工作，即
使自己不上學亦不會理會。
「有一日夜晚我和弟弟落街買飯食，
過馬路後有人拍我們，弟弟年紀太少不
懂得防人，捉住他來聊天，說我們在家
中沒有人會管，最後他對我們說，只要

告訴他我們住哪就請我們吃糖。」
小敏指，自己最初並不知該名陌生人

是社工，但亦帶了對方回家。對方向大
廈看更了解他們的情況，之後兩姊弟就
被轉介入住寄養家庭。

寄養家庭：永遠是你的家
小敏表示初入住寄養家庭時並不習

慣，會怪社工多事，但她現時已經完全
融入了寄養家庭，指寄養家庭已經視她
為女兒一樣，「姨姨曾經跟我說，家中
永遠留了位置給妳。」
她更指寄養家庭對她有很大影響，

稱寄養家庭帶她做義工服務智障人士
的經歷令她對參與義務工作產生興
趣，所以現時亦有參與東華三院寄養
服務的義工兵團，協助籌劃老人探訪
活動。
她期望長大後可以成為社工，以自身

經歷幫助更多面對家庭問題的兒童及青
少年。

父跳樓亡 孤童力爭上游
15歲男生陳嘉鑫同樣獲頒「最佳成就

獎」，他憶述自己小學時曾因為中文默
書只得40分而被鎖在家中不能上學，更
多次被父親以菜刀指嚇、熱湯淋頭及用
皮帶或椅子等物件虐打， 在小六時父親
曾將他的頭撞向門框，社工發現後將他
送入醫院，父親此時跳樓身亡，他之後
就被轉介入住兒童之家。
有關經歷使陳嘉鑫性格變得暴躁，曾

經是被同學排斥的對象，幸獲社工教導
管理情緒及處理家庭問題才學懂管理情
緒及紓壓。
他去年的學業成績更有顯著進步，並

因學習態度認真而獲頒扶貧委員會設立
的「上游獎學金」，而升中四後更在校
內的英文、通識及資訊與科技科考獲全
級第一名佳績。
同樣正讀中四的15歲「運動健將」羅

詠歐亦獲頒「最佳成就獎」，她指小朋
友入住兒童之家的原因有很多，希望社
會不要將他們標籤，「住宿舍與家中最
大分別是宿舍人數較多，我們反而會更
加獨立，有很多事都要自己決定，住宿
舍只是令我們更快適應長大後的生活和
更努力面對挑戰。」

■陳氏夫婦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由中西區區議會舉辦的「墟日嘉年華」昨日一連兩天起在
西營盤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羅詠歐是學校田徑隊成員。 社署供圖
■小敏(左二)與寄養家庭相處融洽。

社署供圖

■葉文娟（右
一）與李鋈麟
（左一）與獲頒
「最佳成就獎」
的 羅 詠 歐 ( 左
二)、小敏(中)及
陳嘉鑫(右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攝

■汪太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攝

■家長一大早就到41校網統一派位中心交表，為子女入讀傳統名校一搏。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吳小姐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小敏空閒時愛做義工。 社署供圖

■張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