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冬四建議助港青「入灣」
出席福建社聯等舉辦兩會宣講會並主講 指國家將進一步挺港參與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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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在分享會上首先圍繞今年全國兩
會的特點和亮點進行簡要精闢地介

紹，他指出，今年全國兩會舉世矚目，成
果豐碩，並且牽動香港。

總結三亮點 對港有紅利
今年兩會期間，港區代表委員踴躍建言
獻策，提出了許多高質量的提案和議案，
港區代表提出建議193件，累積發言189
人次，港區委員累積提交了提案493件，
發言近1,000人次，還有兩位港區委員李

慧琼和凌友詩的兩次大會的精彩發言。
陳冬也提到，今年全國兩會具有三個亮

點：一是習近平總書記六次團組的重要講
話，體現以人民為中心；二是政府工作報
告求真務實，聚焦高質量發展；三是順利
通過《外商投資法》，相信這部法律也將
為香港提供巨大的制度紅利、開放紅利。
陳冬也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在座青年

作了詳細介紹，重溫了韓正副總理以「三
個前所未有」來概括大灣區建設的良好態
勢，以及王志民主任所講香港在粵港澳大
灣區中的「主場」和「主角」地位清晰。
陳冬指出，未來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還

將得到國家的進一步支持，例如港人港稅
等措施，為港青在大灣區創業創新提供利
好條件。

倡為「首行族」提供機會
他也強調香港青年面對大灣區建設將大

有所為，希望在座的青年組織更多舉辦大
灣區青年交流活動，並且建議：一是擴大
交流，創造更多機會讓香港青年，特別是

沒有到過內地的「首行族」走進大灣區；
二是「項目帶動」，圍繞創業、就業、學
業等150多個項目，帶動香港青年了解和
參與大灣區，使他們在大灣區發展「有得
問」、「有得靠」、「有得幫」；三是
「基地依託」，在大灣區建立青年服務平
台，助力青年創新創業；四是「落實政
策」，幫助打通「最後一公里」，提升青
年的參與度和獲得感。
陳冬最後也勉勵在座青年更好地學習

兩會精神和政府工作報告，相信對大家
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遠的發展都
會有很大幫助，大家一定能夠享受到政
策紅利、兩地合作福利和與國家一起發
展的福利。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榮譽顧

問周安達源、副主席兼秘書長施榮忻，香
港菁英會榮譽主席盧金榮，香港潮州商會
青委會主任黃進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青
委會主任林凱章，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青委
會主任廖宇軒、顧問陳志煒、副主任余偉
傑等逾百名青年赴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菁英

會、香港潮州商會青委會、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青委會、香港僑界

社團聯會青委會，本月22日在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會所聯合舉辦全

國兩會精神宣講分享會，中聯辦

副主任陳冬應邀出席並主講。陳

冬表示，未來香港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還將得到國家的進一步

支持，希望在座各個青年組織推

出更多項目，令香港青年在大灣

區 發 展 「 有 得 問 」 、 「 有 得

靠」、「有得幫」。

身兼全國青聯副主席的施
榮忻發言時表示，今後在座
青年朋友將積極廣泛宣揚兩
會精神，推動香港社會各界
和身邊朋友加深了解國家發

展方略，特別是加深了解國家對香港釋放的
眾多「改革紅利」和「政策紅利」。

指國家發展與港息息相關
施榮忻指，通過陳冬副主任對兩會精神

所作出的系統深入的分析解讀，以及暢談
香港未來在祖國發展中的角色、前景和機
遇，大家對今年全國兩會精神有了更深層
次的認識。
他說，國家的發展與香港的前途緊密相

連、息息相關，國家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的發展進程中，香港一直是參與者、共
享者。「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
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戰略支撐
和重要平台。

香港青年作為新時代的受益者，應加深
了解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勇於承擔使
命，為國家和香港的繁榮富強貢獻力量。今
後大家將積極廣泛宣揚兩會精神，推動香港
社會各界和身邊朋友加深了解國家發展方
略。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清麗

施榮忻籲了解紅利承擔使命

張建宗解構HKDSE 為考生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今年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DSE）正式開始，香港特區政府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以分別代
表Hard work努力，Knowledge知識，Deter-
mination決心，Self-confidence自信和Endur-
ance堅持的「HKDSE」5個英文字，為應屆
考生打氣。他指，政府在2018/19年度用於教
育方面的經常開支預算為846億元，佔總經常
性開支接近21%，高踞首位，顯示政府對投
資教育的決心，目標是為本港培育多元人
才，驅動香港向前發展。
張建宗表示，公開考試只是漫長人生中的
其中一站，考生只要認識和發揮自己的強
項，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無論是選擇升學
或就業，人生同樣充滿機遇和色彩。

專上課程足夠畢業生升學
他指出，近年文憑試考生數目持續下
跌，專上課程的學額卻有增長，已足夠讓
所有合資格文憑試畢業生在本港升學。而
升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由 10 年前約
25%升至現在約 50%，若計及副學位學
生，修讀專上課程的比率也由 10 年前約
60%升至現在近80%。

職業專才教育也是教育體系中重要一環，
張建宗指，教育局已於去年底推出「職業資
訊網站」，提供最新職業資訊平台，詳細介
紹21個行業約200多項工種的入職條件、晉
升階梯、薪酬參考及相關培訓課程，以便同
學為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

政府撥款顯投資教育決心
他又回顧本屆政府在成立之初，已在教育

範疇投放可觀的新資源和做了大量工作，如
行政長官在上任初期率先公佈每年增加50億
元教育經常開支，包括首階段推出每年約36

億元、連同去年施政報告額外提供約47億元
經常性款項，現已累積增撥至少83億元經常
性款項，顯示政府對投資教育的決心。
剛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也有多項教育措施惠

及中學生，包括建議向有經濟需要學生發放
2,500元津貼，開支近9億元，預計約36萬人
受惠。政府亦會再次為參加明年中學文憑考
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
為配合本港創新科技的人才培訓，張建宗

表示，預算案已建議動用5億元，資助全港共
500所資助中學設立IT創新實驗室，每所學校
可在未來三個學年申請最多100萬元。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推出「一校兩社工」計
劃，約需增聘370名學校社工及46名學校社
工主任，向460間中學提供資助社工服務，
涉及全年開支3.132億元。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指出，今年各大學及

大專院校的社工系學位畢業生人數約為1,053人，應足以應付
今年新增社工職位的需求。

羅致光：紓中學生壓力
羅致光指出，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尾開始就「4間中學1名

社工」提供資助，逐步改善至2000年9月推行「一校一社
工」。其後青年吸毒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自2011年9月起再增
加人手至「一校1.2名社工」。雖然近年中學生人數下降，但
需支援及輔導的學生數目不減反增，故政府提出「一校兩社
工」措施，期望透過強化學校社工服務，應對中學生在學業、
情緒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對的種種複雜問題。
他明言，要預防學生自殺，必須社會各界齊心協力。政府各
政策局及部門與各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需致力築起安全網，
提升學生的精神健康質素及抗逆能力，減低他們的壓力；並與
他們建立聯繫，做好預防、及早識別及介入，提供所需支援。
學校社工所提供的服務，雖只是其中一個元素，但亦是不可或
缺及須加強的部分。

倡家庭學校社群協作
他表示，目前約有460間中學提供資助社工服務，每校由1.2

名社工增加至兩名，約需聘請370名助理社會工作主任（學校社
工）。由於現時的個案十分複雜，問題源頭往往不在學生身上，
服務的介入很多時不單是「輔導」學生，而是要與不同的系統即
家庭、學校、社群協作，甚至介入，才可提供全方位服務。
他又指，由資深的督導社工主任為學校社工提供支援和督

導，是學校社工服務的重要一環。現時，中學學校社工的前線
與督導比例為8比1，換言之，需同時增加約46名社會工作主
任來加強督導支援。
他表示，中學學校社工服務須由持認可社工學位的註冊社

工提供。本年度各大學及大專院校的社工系學位畢業生人數
約為1,053人，應足夠應付今年新增社工職位的需求。當然，
新增職位不一定聘用新畢業同學，部分職位會由具工作經驗
的社工擔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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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分享兩會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福建社團聯會福建社團聯會、、菁英會及潮商青委會等日前聯合舉菁英會及潮商青委會等日前聯合舉
辦兩會精神座談會辦兩會精神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施榮忻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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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兒童是未來
社會的主人翁，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表示，政府非常重視兒童的發展和福
祉，並會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優化日間及
留宿幼兒中心內合資格幼兒工作人員的人手
比例，重整互助幼兒中心，以及在房屋發展
項目內預留合適場所作營運幼兒中心用途
等，以回應市民需求。

張建宗：逐步落實系列措施
張建宗昨日出席2019香港保護兒童會步
行「童」樂日致辭時表示，政府高度關心孩
子的福祉，因兒童就是未來的希望。政府於
去年6月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目的只有
一個，就是全面統籌政府和民間力量，集思

廣益，為小朋友的健康成長、教育、人格
等，全方位地提供更到位、更適切的優質服
務。
為達至目標，張建宗表示，在新財政年度

會逐步落實一系列措施，包括首先優化目前
日間及留宿幼兒中心內合資格幼兒工作人員
的人手比例，有足夠人手就可為小朋友提供
良好照顧，以及提高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的資
助水平，以紓緩家庭的經濟負擔。
其次，政府會增加「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

劃」下的專業及支援人員，以加強對社區保
姆的訓練；重整現時的互助幼兒中心，增加
派駐中心的社工及支援人員人數，把互助幼
兒中心轉型為學前兒童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配合社會發展和兒童轉變的需要。

長遠而言，張建宗指，政府計劃以人口為
基礎，制訂資助幼兒中心服務名額的規劃比
率，並把比率納入規劃標準與準則，在房屋
發展項目內預留合適場所作營運幼兒中心用
途，以回應新社區的服務需求。

優化護幼人手比 助全港「童」樂

■張建宗（右五）出席2019香港保護兒童會
步行「童」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