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校研港澳生寄宿
家長冀形式更靈活
全託難以放心 建議延長在校時間以便接送

港人周先生表示，解決了孩子的讀
書教育問題，將吸引越來越多的

港人到內地發展。他在深圳南山工作和
生活多年，全家已經深度融入內地發
展。兒女上學問題，曾一度令他非常困
擾。「老二出生後的一段時間，我工作
很忙，跨境去香港讀書奔波辛苦，留在
深圳老人年邁無法幫忙照顧，當時就想
送老大到寄宿學校，但私立的國際學校
太貴，所以只能請個保姆，導致經濟壓
力也很大。如果能有寄宿班選擇，孩子
們有個讓人放心的去處，相信工作就能
更安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發現，在設立
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方面，有相
對較多的港生家長表示會增加上學選
擇，也希望相關部門能陸續出台更多的
細節，包括寄宿服務的模式、學費、設
置寄宿制的階段、孩子在學校的安全和

身心健康發展等等。

盼設特色課程 保留香港元素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生家長胡先生提

出，港澳兒童班寄宿服務應是多樣的。
他認為，未成年兒童完全寄宿在學校直
到周末才回家，雖然鍛煉了自立能力和
集體生活能力，但由於脫離父母，心理
健康易受影響。同時，在學校裡的安全
很重要，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要非常
順暢。
胡先生建議，可先考慮半寄宿或靈活

寄宿的服務模式，「家長出差沒人照
看，兒童班可以申請臨時寄宿；家長加
班太忙，兒童班可以提供照看，再推遲
接回家，這樣工作忙碌的家長也能合理
安排時間接送孩子。」
他提出，如果在學校寄宿，在課外活

動的設置上希望能延續香港的教學習慣

和模式，「可以嘗試開設一些特色課
程，能保留多一些香港元素。」

雙非童已長大 基礎段需求小
絕大多數雙非學童家長受訪表示，因雙

非學童均已陸續長大進入小學階段，對基
礎教育階段的寄宿服務需求不大。李太的
女兒在香港北區的小學已讀到5年級，即
將準備升中學考試。
她認為，設立港澳兒童班關鍵首先是要解

決學籍問題，其次是課程上的設置怎麼與香
港的中學銜接；至於寄宿服務方面，雖然每
天的跨境上學很辛苦，但是在香港本地讀書
才能更融入當地，了解香港社會。
雙非學童家長孫女士亦表示，對該政

策的落地實施持觀望態度。「兒子已送
到香港讀小學，今年將升至二年級，若
未來幾年全家沒有大的變動，孩子應該
也不會回到內地就讀，會一直堅持在香

港讀完小學。」她說，在雙非家庭微信
群裡，也有家長對孩子目前的學校不滿
意，因為距離深圳太遠，跨境太辛苦，
有轉學的想法。
此外，也有很大一部分雙非家庭並無

意願讓孩子赴港讀書和生活，鄭女士就
是其中之一，她說自己當年赴港產子純
粹是為了生二胎，現在孩子已在深圳讀
小學，今後沒有打算來香港
讀中學，因此不涉及課
程銜接問題，也就
無意願就讀港人
子弟學校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
《規劃綱要》提出，提升粵港澳口岸通關能力
和通關便利化水平，促進人員、物資高效便捷
流動。香港文匯報記者22日從廣東省政府印發
的《廣東省優化口岸營商環境促進跨境貿易便
利化措施》（以下簡稱《措施》）獲悉，將探
討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單一窗口」建設，依託
國際貿易「單一窗口」標準版，加強與香港、
澳門「單一窗口」對接交流與合作，簡化粵港
澳跨界車輛審批和備案流程。同時，降低口岸
多類收費，建立供港澳鮮活產品「綠色通
道」，對供港澳食品農產品推行直通放行制
度。
《措施》明確，將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口岸通

關管理模式改革創新，首先要規範和降低口岸
收費，除了完善規範口岸收費目錄清單、加強
新增收費項目監管外，停收或推動降低多項口
岸收費。
其中，停收來往港澳小型船舶公共信息平台
（小船平台）相關服務費；今年6月底前，推
動「小船平台」申報功能併入國際貿易「單一

窗口」標準版，實現企業免費申報。同時，推
動航空口岸貨站運營單位分步實施降低貨站處
理費、貨物保管費等經營服務性收費；推動降
低貨代、船代、物流、倉儲、港口服務等環節
經營服務性收費，降低報關報檢服務和檢疫處
理收費，以及推動降費政策措施紅利惠及外貿
企業。
提高口岸通關服務水平方面，《措施》明確

推廣海運口岸智能通關模式。支持黃埔海關實
行「廠港聯動」、「場港一體」監管模式並在
廣東全省相關口岸推廣，通過實行「智能卡
口」、「智能地磅」、「智能審圖」、「智能
裝卸」和「智能選查」等手段，實現企業跨境
貨物全天候通關。此外，推進完善粵港跨境貨
棧模式，實現香港機場與廣州南沙保稅港區一
站式「空陸聯運」（須在入境口岸實施檢疫的
貨物除外）。

推廣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措施》還提出，推進深圳「單一窗口」數

據匯聚到廣東電子口岸平台，全面推廣國際貿

易「單一窗口」標準版各項應用功能在廣東應
用上線，2020年底前主要業務（貨物、艙單、
運輸工具申報）應用率達到100%；同時加強
與香港、澳門「單一窗口」對接交流與合作。
同時，建設大灣區跨界車輛信息管理綜合服務
平台，在今年底前，實現粵港澳車輛通行大灣
區「網上辦」、「協同辦」。
此外，推廣「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和「一

站式」新型通關模式。今年底前，總結完善港
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查驗機制改革創新成
果，在珠海青茂口岸旅檢通道實行「合作查
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在深圳蓮塘口岸車
輛通道實行客、貨車輛「一站式」通關模式。
《措施》還要求建立供港澳鮮活產品「綠色

通道」，對供港澳鮮活產品推行預約候檢、優
先查驗、優先檢測、快速驗放；對供港澳食品
農產品推行直通放行制度（負面清單產品除
外）。在今年底前，還推動廣州、深圳港口岸
開展海運進出境貨物中轉集拼業務；推動在深
圳灣口岸設立深圳、香港機場中轉旅客車輛通
關專用通道並提供行李直掛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支

持粵港澳加強基礎教育交流合作，並提

出在廣東建設港澳子弟學校或設立港澳

兒童班並提供寄宿服務。對此，在深圳

工作的港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稱

讚，在粵港人子女求學將有更好的政策

支持，且可以增加異地上學的選擇範

圍，減少兩地奔波的辛苦。但他們提

出，寄宿制涉及孩子身心健康、安全等

方面問題，他們會謹慎考慮；最好推行

多樣靈活的寄宿服務，官方也應加強辦

學資質審查，提高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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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合作查驗、一次放行」
和「一站式」新型通關模式。

■推進大灣區車輛便利通關，便
利粵港、粵澳兩地牌機動車從
多個口岸出入境。

■建設大灣區跨界車輛信息管理綜合服務平台，實現粵港澳車
輛通行大灣區「網上辦」。

■探討推進大灣區「單一窗口」建設，加強粵港澳「單一窗
口」對接交流與合作。

■建立供港澳鮮活產品「綠色通道」，對供港澳食品農產品推
行直通放行制度。

■推動在深圳灣口岸設立深圳、香港機場中轉旅客車輛通關專
用通道並提供行李直掛服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粵推灣區「單一窗口」建供港澳鮮貨「綠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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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家長兒童班寄宿服務建議
校址選擇更集中在前海等港人聚集區

課程設置與香港中學銜接

師資增加香港教師配比

課餘生活增加香港元素

寄宿模式多樣，靈活選擇

學費適度優惠

24小時監控和安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規劃綱要》提
出，在廣東建設港澳子

弟學校或設立港澳兒童班並
提供寄宿服務。圖為孩子們
在課堂上與外籍教師互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若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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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在深圳某房地產公司工作的港人
梁女士，對開設港澳兒童班並提供寄宿
服務很期待，受訪時她透露自己其實是
單親媽媽，8歲的兒子已在寶安的一家
民辦學校就讀2年，不排除考慮轉學至
能寄宿的港人兒童班就讀，因為會有更
適合的港式教育和學習環境。
據梁女士介紹，將孩子送至寄宿學校
的家庭大多是因家長工作太忙無暇照顧
孩子，或有意識要鍛煉孩子的自立能力

和集體生活能力，部分則是衝着名校和
教學質量，收費都不低。「通常寄宿學
校管理會比較嚴格，孩子們作息也更加
有規律。兒子6歲起就去寄宿了，最開
始非常捨不得，但實在是工作忙抽不開
身，家裡請的保姆要照顧老人，於是選
擇寄宿。」她說，孩子如今已經逐漸習
慣了寄宿學校的生活，白天結束學習
後，會去參加踢球、畫畫等課外活動，
晚上再跟生活老師回宿舍洗漱睡覺。
「有老師安排學習和生活的時間和內

容，能學到東西也培養了自律性。」
「平時的時間我會用來處理自己的事

情，到周末就盡可能地把時間拿來和孩
子在一起。所以我覺得，教育的關鍵是
做家長的態度，不能像甩包袱一樣就把
孩子放在學校。」她認為，港澳兒童班
寄宿能保證港生可以選擇去香港升學還
是留在內地，「小學階段很重要，變數
也多，多種選擇就多條路。」此外，她
也希望港人兒童班能在學費上有優惠政
策。

單親母：若有可寄宿會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何花何花、、李望李望
賢賢深圳報道深圳報道））《《規劃綱要規劃綱要》》提及將提及將
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近年來近年來，，越越
來越多的港人來到大灣區工作來越多的港人來到大灣區工作，，其其
中許多家庭有基礎教育學位需求中許多家庭有基礎教育學位需求。。
加之雙非童回流內地讀書加之雙非童回流內地讀書，，港人對港人對
內地學位需求日益增多內地學位需求日益增多。。對於未來對於未來
到大灣區發展的港人子女在內地讀到大灣區發展的港人子女在內地讀
書需求書需求、、基礎教育學位是否能夠增基礎教育學位是否能夠增
加加，，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
翔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表翔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表
示示，，學校一直學位需求緊張學校一直學位需求緊張，，因深因深
圳土地限制無法擴張圳土地限制無法擴張，，學位增加可學位增加可
行性不大行性不大。。他認為他認為，，非非營營利私立學利私立學
校是未來一個可能的擴容方向校是未來一個可能的擴容方向。。
廖翔顯透露廖翔顯透露，，目前全學校學生共目前全學校學生共
11,,300300人左右人左右，，近年來學校實施小班近年來學校實施小班
制教學制教學，，每班學生為每班學生為2626至至2828人人，，為為
保障教學質量無法擴張保障教學質量無法擴張；；此外此外，，因因
深圳土地限制問題深圳土地限制問題，，擴班也非常困擴班也非常困
難難。「。「不過去年以來不過去年以來，，港人子弟在港人子弟在
深圳公立學校也可以申請學位深圳公立學校也可以申請學位，，一一
定程度緩解了需求難題定程度緩解了需求難題。」。」他同時他同時
強調強調，，深圳公立學校的學位一直以深圳公立學校的學位一直以
來也是非常緊張來也是非常緊張，，所以來內地申請所以來內地申請
讀私立學校也是港人子弟其中一個讀私立學校也是港人子弟其中一個
非常重要的選擇非常重要的選擇。。
廖翔顯強調廖翔顯強調，，他非常讚揚深圳開他非常讚揚深圳開
辦非營利私立學校的舉措辦非營利私立學校的舉措。「。「學校學校
不以盈利為方向不以盈利為方向，，就可以將更多的就可以將更多的
經費投入到學校的發展和老師的福經費投入到學校的發展和老師的福
利方面利方面，，有利於師資提升和學校辦有利於師資提升和學校辦
學條件改善學條件改善。」。」

兩地師資互認成難題兩地師資互認成難題
近日內地公佈的政策中近日內地公佈的政策中，，港人已港人已

經可以在內地做老師經可以在內地做老師。。但在實際層但在實際層
面面，，還有哪些障礙和困難還有哪些障礙和困難？？
廖翔顯透露廖翔顯透露，，香港與內地教師資香港與內地教師資
質無法互認是最顯著的障礙質無法互認是最顯著的障礙。。他強他強
調調，，香港師範學校學生畢業後香港師範學校學生畢業後，，
無論在香港做了多少年老師無論在香港做了多少年老師，，來到來到
內地想當老師還要重新考內地教師內地想當老師還要重新考內地教師
資格證資格證，，接受內地上崗培訓接受內地上崗培訓，，阻礙阻礙
兩地師資的交流兩地師資的交流。。未來未來，，推動兩地推動兩地
資質互認是教育界的難題資質互認是教育界的難題。。

■■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翔顯表示羅湖港人子弟學校港方校長廖翔顯表示，，學校學位需求學校學位需求
緊張緊張，，而且因深圳土地限制而且因深圳土地限制，，擴班非常困難擴班非常困難。。圖為羅湖港圖為羅湖港
人子弟學校的學生在上課人子弟學校的學生在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攝

■廖翔顯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望賢攝

■廣東將降低口岸多類收
費，建立供港澳鮮活產品
「綠色通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