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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全港學校能否順利復課需視乎防疫物資

情況，其中尺寸較小的兒童口罩不足問題較嚴重，令復課危機

日增。針對教界口罩短缺問題，教聯會近日成功聯繫有心人設

立兩條本地口罩生產線專門製作兒童口罩，預計4月中投產後

每日可供應20萬個兒童口罩，以解本地小學及幼稚園的燃眉之急。此外，由於小學生在校午膳或增加

感染機會，該會建議復課應以中學優先，小學則延至5月並在初期只上半日課以減低風險。

每日20萬童罩 解學童燃眉急
教聯會搭路設兩生產線 料4月中可投產

網上運動會 拍片較高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全港中小學因
應新冠肺炎疫情被迫長期停課，為推廣學生在家
恒常運動，有小學舉辦「全校@家」校運會，鼓
勵學生構思趣味與運動量兼備的家居運動項目，
並將原訂取消的陸運會改為「網上運動會」，相
約學生透過直播平台一較高下。負責活動的導師
表示，活動短短數日已收到多達70條學生投稿短
片，預計將選出5個創意運動項目予學生競賽。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原訂定於下月3日舉辦第十
一屆校運會，因停課關係被迫取消。校方日前宣
佈會改辦「全校@家」校運會代替，鼓勵同學運
用創意，設計簡單遊戲讓同學可以在家運動，在
停課期間亦能保持活力及歡笑。

在家保持做運動
「一方面陸運會對學校和學生而言，都是一年
一度的大事，取消了大家難免覺得可惜，而在疫
情下，學校亦希望鼓勵同學在家維持一定程度的
運動，保持身心健康。」負責項目的體育科主任
盧靖怡表示，不少同學最近都跟她反映少了做運
動，亦不太了解在家中做到什麽程度才算足夠運
動，為此有了上述構思。

福中附校日前於fb專頁發起網上招募短片，講
解活動詳情及要求，鼓勵學生構思趣味與運動量
兼備的家居運動項目，拍片示範並向學校投稿；
有多名學生提出不同的小遊戲，包括向空罐「投
籃」、左右手互拋羽毛球、吹氣控紙杯等，短短
數日校方已收到多達70條短片。
盧靖怡表示，簡單如在家進行掌上壓、重複執
鉛筆等其實都可納入考慮之列，全憑同學自由發
揮，「當然從運動量角度而言，今次活動不可能
跟傳統陸運會相提並論，但重點是要向同學帶出
保持運動的重要性。」
校方初步預計會在本月底公佈適合用作競賽的

5個創意運動項目，其後進行為期約一星期的挑
戰，歡迎學生隨時拍片刷新各項目紀錄。同時，
校方亦計劃在下月3日當日分班級進行網上直
播，讓同學即席挑戰更多不同家居運動項目。校
方更已準備好獎牌，如情況許可或會安排在復課
後頒獎，若復課無期，則考慮改以虛擬方式處
理。
校長徐區懿華表示，「不少同學的構思都令我

印象深刻，例如有同學提議用腳寫字，其實都可
鍛煉得到腿肌肉的耐力，而且適合在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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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發展，教育局早前表示，
全港將不早於4月20日並視乎實

際情況分階段復課，然而市面口罩供應
量有限，特別是尺寸較小的兒童口罩依
然短缺，教育界都對復課或增感染風險
深感憂慮。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昨
日表示，早前兩個小學議會向逾300所
津小發問卷，發現若每日派發兩個口
罩予學生，八成學校最多只能應付3
天，希望聯絡中聯辦及教育局協調內
地及本港的口罩生產商，提升兒童口
罩產量。
為解決兒童口罩需求問題，教聯會昨
日公佈，已成功聯繫從商的有心人，在
港開設兩條兒童口罩生產線，預計4月

中投入生產，屆時可以每日提供20萬個
兒童口罩。

低於市價售學校
該會主席黃錦良表示，防疫物資是否
足夠乃復課與否的重要因素，該批口罩
會以低於市價售予本地學校。該有心人
作風低調，不願公開露面，只透露其育
有兩名就讀小學的孩子，深明口罩對保
障學童健康的重要性。
針對將來復課考量，他建議政府可安

排中學優先復課，至於小學則應延至5
月，並在初期只上半日課，因小學生抵
抗力較弱，加上在校集體用膳時或會口
沫橫飛，增加感染風險，待一切準備充
足時再全面復課。

教聯會並宣佈推出「教育界攜手抗
疫 121 Plus」計劃，為教育界提供近日
搜羅到的15萬個口罩及相關物資，包括
向500所中小學贈送共5萬個口罩及
1,000支酒精搓手液，及撥出5,000個口
罩予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餘下物資會以網上抽出 1,000 個名

額，供教師會員訂購，中籤者除可購買
1盒口罩，亦會獲贈兩包兒童口罩及1
個包含口罩的抗疫包，讓其轉贈有需要
的學生及學校工友。
教聯會續說，口罩供應緊張導致價格
飆升，故會從馬來西亞、內地等地區搜
羅口罩，預計三周內再有50萬個成人口
罩及20萬個兒童口罩陸續運抵本港，屆
時會再作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青年民
建聯最新的問卷調查發現，逾六成受訪青
年對未來一年可升職感到悲觀、過半青年
沒有信心來年能加薪及找到心儀工作。就
此，青民將盡快約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建議政府延後一年償還學貸、將持續進修
基金加碼至3萬元等，冀於今年大學學年
完結前實施。
青年民建聯在本月向157名18歲至35

歲就業人士進行網上問卷調查，青年民建
聯主席施永泰指，是次調查是了解在疫情
下青年的就業情況及前景信心。結果發
現，近九成青年沒有被要求凍薪、放無薪
假或遇到開工不足問題，逾六成青年對公
司的工作安排表示滿意及非常滿意。惟逾
六成青年對未來一年可升職感到悲觀、過
半青年亦沒有信心來年能加薪及找到心儀
工作。

青民倡延後還學債
就調查結果，青民建議政府將持續進修
基金加碼至3萬元、代繳延期學習的學
費、延後一年償還學債、推行生活費貸款
計劃、以合約形式聘用本地青年及放寬修
課式碩士及博士資助計劃等。
青年民建聯總監顏汶羽表示，由於零售
業、餐飲業及旅遊業等行業首當其衝受疫
情影響，故其他行業如金融業的後遺症仍
未顯露，但他相信未來青年失業率將會上
升，因此青民將盡快約見張建宗，期望政
府接納建議，並在今年大學學年完結前實
施。

香港文匯報訊 工聯會義務協助受疫
情影響而滯留內地港人的寄藥行動反應
熱烈，昨日進行第五批次收藥工作，共
收集408名市民交來藥物，累計協助
1,883名港人寄出藥物。
不少收到藥物的港人紛紛致電或微
信留言，感謝香港政府能關心滯留內
地港人，特事特辦推出這項寄藥行
動，以及能委託工聯會負責這項工
作，充分發揮工聯會在內地服務港人

十多年經驗和網絡，及時將藥物送
到。
多名在內地的港人看到工聯會對抗

疫症，推出多項關心市民的措施，包括
義務協助內地港人寄藥行動；設立口罩
廠生產口罩免費派發；設立緊急失業慰
問金救濟失業人士等等深受感動，他們
主動透過內地中心捐款一萬元，支持工
聯會進行這些抗疫舉措，希望讓更多市
民受惠。

工聯寄藥累計助1883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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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將於3月27
日開考，近日有三十多名內地自修考生打算提早來
港，接受14天強制檢疫後赴考。不過，由於他們
的來港簽註只得14天，完成隔離後便到離港限期
不能參加考試，最終被拒絕入境。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指，涉事考生人數少且願意接受檢疫，促
請特區政府酌情容許他們延長簽註到港考試。
其中一名內地考生NIKO日前於深圳灣口岸被拒

入境。她原打算來港檢疫14天後再申請延期簽註
留港考試，但當日在口岸逗留近8小時，向職員說
明情況後仍然被拒。
協助他們的梁美芬昨日表示，這批人沒有病徵，
亦願意接受檢疫，促請入境處、教育局及保安局情
理兼備，酌情容許延長他們的簽註，讓其來港考
試。
教育局前晚在回應類似情況時指，今屆文憑試有

約300名非本地考生，他們必須自行處理出入境事
宜，局方無法評論入境政策及規定，而倘他們未能
來港，考評局會為他們安排考試費退款。

梁美芬促延長內地考生簽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解
決口罩荒，工聯會自設的口罩工廠日前
已正式投產及申請品質認證。據悉，所
生產的口罩預計下周末正式派發給有需
要團體，首批會先派發給4個長者及傷
健團體，大約每個團體獲分發數千個。
有見兒童口罩更加短缺，就算有貨

供應，也較成人口罩昂貴，對基層家庭
構成沉重壓力，工聯會計劃於3月中下
旬、全自動生產機器投入生產後，即着
手將半自動口罩機轉為生產兒童口罩。
由於原材料以成人口罩的尺寸來

貨，需要在中間位置裁開縫製，有一定
的難度，該會正研究解決方法。

工聯料下周末派自製口罩

▼ 有同學示範在
家進行投籃運動。
福中附校短片截圖

▶ 有同學拍片投
稿吹氣控紙杯。
福中附校短片截圖

■黃錦良（左二）指，兒童口罩生產線將於4月中投入運作，屆時可日產20萬個兒童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攝

■■工聯會昨日進行第五批次收藥工作工聯會昨日進行第五批次收藥工作。。

■ 青年民建聯調查發現逾六成受訪青年對未來一
年可升職感到悲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率屬下多個分會代表昨日舉行記者會，指政府推行
的多項紓困措施並無針對業界勞工所面對的難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打擊百業，汽車交通運輸業所
受衝擊尤為明顯。工聯會汽車交通運輸業
總工會率屬下多個分會代表昨日舉行記者
會，質疑政府推行的多項紓困措施，並無
針對業界勞工所面對的難題。他們提出多
項針對業界的要求，包括設立緊急失業援
助基金等，促請政府盡快推行。
工聯會副理事長、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主席陳兆華指出，由於社會經濟活動在
疫情陰霾下大幅減少，巿民對交通服務的
需求降低，令業界勞工收入劇減，如專營
巴士因班次減少，員工無得「加班」，前
線車長每月收入大減逾5,000元，部分更
高達1萬元，其他如站長、督察、維修、
文職等員工的收入也減少逾4,000元。

同時，的士和小巴司機每更營業額急
跌60%至80%甚至更多，當他們在扣除
車租、入氣/油費和基本工作開銷後，每
更只有約100元收入；學童車司機更因沒
法收取車費而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不少
貨車司機也處於開工不足的狀態；私人駕
駛教師收入亦銳減逾半。
工會指出，雖然特區政府成立300億元

「防疫抗疫基金」，但推行具體措施時並
無針對業界勞工的實際困難，因此提出多
項要求，包括在支援措施加入保障行業勞
工的條款；設立為期6個月的緊急失業援
助基金；向疫情期間收入大減的基層勞工
發放1萬元特別津貼；及協助非專利巴士
車主延期供款3個月至6個月，而非使用
所謂「還息不還本」方案等。

每更僅賺百元
的士小巴待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