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界座談 縱論灣區機遇
大公報中聯辦教科部主辦 逾20校長教師獻策互助互通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香港各界正摩拳擦掌希望找

準當中發展機遇。由大公報編輯部、中聯辦教育科技部主辦

的「大灣區發展與香港教育機遇」座談會昨日舉行，超過20

位香港中小學校長、教育機構代表、前線教師齊聚一堂，對

港校在大灣區教育方面扮演的角色、作用，與內地姊妹學校

推廣交流、STEM教育現狀和發展路徑等方面深入交換意

見。在場教育界人士一致認為，大灣區提供更大機遇，兩地

教育應取長補短、互通有無，為國家和香港培養適合人才，

推動整個地區的發展。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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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學生會冰川社三
學生會早前獲食店贊助
200隻雞翼，交貨當日

卻「甩底」，劣行被網民熱議，前晚終於
「跪低」拉隊到食店道歉。事件本應告一段
落，卻突然有科大學生歪理連篇替學生會
「出頭」，聲稱「200隻雞翼就睇得出老闆
幾咁小氣」而再起波瀾。有網民認為這反映
並非個別人有問題而是「人人有問題」，有
人則質疑有人想「借刀」玩死學生會。
涉事學生會前晚就事件發表聲明，承認兩
星期前曾到「髀魔-雞髀第一店」尋求贊
助， 交貨當日因天雨關係，迎新活動時間
需臨時變動，未能及時作出恰當決定，亦未

有及時通知食店相關安排，對此深感抱歉及
內疚，該會學生已到該店解釋並致歉，承諾
日後不會再犯，店主亦已大方接納。
不過，網民「Timothy cheung」就在face-

book「力撐」學生會「甩底」無做錯，稱學
生會「漁翁撒網」尋求數十家店贊助很尋
常，當贊助較預計多的情況下，「最後拒絕
要 sponsor（贊助）是正常不過」，仲反
問：「你贊助我就一定要？」

橫蠻歪理惹來網民圍剿
當有其他網民反駁其橫蠻無理時，他則拋

出荒誕比喻回應：「原來周街有人送野
（嘢）比（畀）我，我話唔洗（使）啦，唔

收貨都要比（俾）人插。」
他仲反誣贊助雞翼的食店「小事化大」，

聲稱店家「只係將原本做生意果（嗰）份
（雞翼）送比（畀）人，而（𠵱 ）家人地
（哋）唔要，你咪賣左（咗）佢囉」、「一
間鋪（舖）頭做生意，做成日都賣唔出200
隻雞翼，咁間野（嘢）抵執笠啦」、「講咗
話唔要仲想點？浪費果（嗰）個係舖頭唔係
莊」、「200隻雞翼就睇得出老闆幾咁小
氣。」
此番「偉論」激起網民圍剿。「Ka

Chun」道：「嘩，乞兒仔理直氣壯 R
（搲）完野（嘢）食，仲要做狗反咬人地
（哋）？」「Katie Kong」揶揄：「咁叫大

學生？唔怪得佢地（哋）成日話香港就死無
將來啦，因為有d（啲）咁既（嘅）未來棟
樑！」
「Ryan Ckf」就進言：「啲店長唔好再咁

好贊助啲大學生喇，而（𠵱 ）家啲大學生不
知所謂，有事叫大佬，無事×老母……」
「Wingyin Cheng」也道：「我都唔知仲贊
助做乜，唔識真（珍）惜食物，成日叫民不
聊生，咁廢梗係民不聊生喇！」
「Angie Chan」就講句公道話：「間間學

校都有品德好，品德差既（嘅）學生，又吾
洗(唔使)鬧晒全間學校既（嘅）！」有人就
質疑「Timothy cheung」同冰川係「襯
家」，乘機借刀玩佢！
有網民見該人處處為學生會護短，言談

間又提到「上莊慘過返工」，猜測他是否
科大冰川社三學生會莊員之一，有網民於

是發起「人肉搜尋」，結果事主疑似將fb
賬號及留言刪除。有人就私訊冰川社三，
獲回覆該人確為科大學生，但就係隔籬
Hall嘅搞手。

連「大嘥鬼」都喺fb抽水
「大嘥鬼 Big Waster」 fb 專頁昨就抽

水，話「我哋氣候變化冰川研究社三學會
嘅會員正努力準備新一年大計。要加強推
廣宣傳紓緩氣候變化，少不免搞個好嘅迎
新營吸納更多會員同搵贊助，我哋由朝早
傾到𠵱家 （好在有得食鬼媽媽用心準備嘅
雞翼），決定嚟緊所有活動都要盡量去減
廢減碳！」帖文最後特別附註「#惜食大
學」、「#炸雞翼我自細鍾意食」、「#希
望世界多一點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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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翼甩底事件 有科大生反咬食店

「大灣區發展與香港教育機遇」座談會
昨日於大公報報社舉行。中聯辦教

育科技部副部長劉建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副董事長、總編輯李大宏，風采中學校
監、教評會執委馮文正，將軍澳香島中學校
長鄧飛，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漢華中學校
長關穎斌，及多名中小學校長教師與教育機
構等出席座談會並發表意見。

劉建豐：兩地教育多樣深層
劉建豐致辭表示，大灣區的發展和建設
是國家戰略，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提出，既
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
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在
這樣的背景下，大灣區確實給內地和香港
在未來進一步發展繁榮提供新的機遇，而
在這個過程當中，教育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內容和議題。
他續說，大灣區建設關係到未來發展，

這個建設當中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這
些年來，兩地教育交流內容越來越豐富，
形式越來越多樣，層次越來越深入，教育
發展為兩地人才培養方面提供一個很好的

機遇。他認為，香港教育國際化程度高，
專業化水平亦在不斷提升，在大灣區建設
方面，需要發揮香港教育界的經驗和現在
發展積澱，相信在未來有很多可以共同發
展的地方。

李大宏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李大宏在致辭時表示，中國有句古話「十

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
業。去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視察
香港期間便對教育工作特別重視，叮囑特區
政府要注重教育、加強引導，着力加強對青
少年愛國主義教育，關心、支持、幫助青少
年健康成長。
他續說，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同時也面
臨着不少問題和挑戰。而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正是解決香港許多問題的難得機遇，
香港可以藉此充分發揮優勢，創造新的增
長點煥發新的生機，希望座談會能推動社
會對大灣區與香港教育關係的認識，增強
學校對相關議題的關心重視，促進政府完
善政策。座談會上的真知灼見，為大灣區

建設、為香港教育事業發展、為青少年成
長成才，提出很多非常有價值、非常專業
的看法和建議。

教育界：灣區拓展學生視野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校長蔡國光認

為，透過大灣區增強教育層面互動，是非常
重要、必須的，為中小學生創造機會和內地
接觸，讓他們對內地有更多真實的體驗，無
論體驗到內地的長處或不足，對學生都會有

好處。
馮文正則建議，香港盡快和大灣區城市多

交流融合，希望今年即將公佈的施政報告亦
能多提到大灣區建設。
香港教育行政學會會長李少鶴認為，要推

廣深化中小學姊妹學校交流，將來學生升讀
大學時，已對內地有了解，便不會輕信傳媒
的片面報道。
香港學生輔助會小學副校長李嘉濤認

為，要嘗試多辦此類型座談，讓教育界人

士可以拓展想法和視野，他又指，大灣區
對教育界發展非常重要，香港學校要從大
灣區開始，踏出與內地學校交流的第一
步。
「90後」前線教師穆家駿認為，座談對

作為前線老師的自己有好大啟發，新一代教
師對大灣區情況未必十分了解，但趨勢是愈
來愈多年輕人願意去大灣區城市旅遊探索，
認為這些軟性接觸會減少兩地交流的隔膜，
益處良多。

蔡國光蔡國光 李嘉濤李嘉濤李少鶴李少鶴馮文正馮文正

教界倡簽訂「教育CEPA」助交流

香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鄧飛：
若未來在大灣區開放實

習機會，更能有助於教育
普及和多元化發展。而大
灣區的實習若能滲透到中
學階段，令高中修讀應用
學習的學生亦有機會在大
灣區內實習，必然對其發
展有所裨益，同時彌補香
港在此方面的不足。

鄧飛鄧飛

漢華中學校長關穎斌：
老師帶頭認識大灣區都

很重要，港珠澳大橋開
通，教育局可組織一些活
動，幫助老師認識大灣
區。建議政府跨部門研究
如何促進學生認識大灣
區，例如課程設計，在地
理、經濟、通識等科目增
補內容，邀請學者做教
材，讓學生加深認識。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
學校曾做過不少交流工

作，包括帶同學認識大灣
區的大學，考察科技企業
等。培僑亦是第一間與大
疆創新簽協議的香港中
學，讓首個機械人課程於
中學亦能落地。

關穎斌關穎斌 伍煥杰伍煥杰

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
大灣區教育交流合作要
有堅實的法律依據，建議
特區政府可以與內地簽訂
「教育CEPA」，亦應加
強家長教育，讓家長了解
認識大灣區、了解內地的
重要性。

林日豐林日豐

曉民教育中心校長謝尚偉：
除正規學校外，大灣區
內的補習社亦應嘗試配
對，以相互學習，提升辦
學質素。

謝尚偉謝尚偉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招祥
麒：
姊妹學校未必要「單對

單」，可選擇三校互動，
深化交流，同時亦可組織
校長與校長交流、老師與
老師交流、學生一起上堂
等形式。

招祥麒招祥麒

風采中學校長陳玉燕：
兩地學校可以優勢互

補，故希望交流可更加深
入。學校近年到內地交流
時會選擇居住當地學生的
家庭，讓兩地學生生活上
亦能深入接觸，甚至兩個
家庭間產生友誼。

教評會理事周慧儀：
兩地學校交流可以從學

習文化、社區、工作經驗
入手，對學校設備、課
程、教師專業，甚至是社
區支援等方面都可相互認
識學習。

陳玉燕陳玉燕 周慧儀周慧儀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劉建豐劉建豐 李大宏李大宏 ■「大灣區發展與香港教育機遇」座談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