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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着 新

冠 肺 炎 第

三 波 疫 情

大 爆 發 ，

新 學 年 能

否 開 學 再

添變數。教育局昨日宣布，全港幼稚園及國際學校不

會早於8月17日開學；新學年暫定只會安排中四至中

六的跨境生回港上課，局方會與學校商量，如何為其

餘級別的跨境生安排在家學習。至於明天中學文憑試

放榜，局方鼓勵校方網上發放成績，但若認為學生需

要回校接受升學輔導，校方可自行決定，沒有需要發

出指引。有北區小學校長表示，若停課持續，跨境生

的課本、呈分試等安排有需要盡快解決。

教局因應疫情新舉措
一般學校復課
◆幼稚園、國際學校不早於8月17日復課
◆各類學校的最終開學日期待疫情發展而
定，並盡量給予學校兩星期作準備

跨境生復課
◆考慮讓升中四及中六跨境生於9月開學
◆中三或以下年級的跨境生暫不考慮安排
於新學年回港上課

文憑試放榜
◆建議學校透過網上公布成績
◆若有需要讓學生回校領取成績單或接受
升學輔導，則建議用分批、分時段形式
安排學生回校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幼園國際校8．17前不開學
新學年暫僅高中跨境生回港上課 呈分試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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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推自強助學金助疫境新生

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明天放
榜，中文大學今年特別增設「疫境自強助學
金」，並再次推出新生入學獎學金，預計共可
惠及逾1,000名經大學聯招入學的考生。前者針
對家庭經濟受壓的學生，最多可獲資助一年學
費、即4.21萬元；後者按文憑試成績計算，取
得6科5**或以上者，最多可獲逾40萬元獎勵。
另外，就部分學生的海外升學計劃或因疫情而
延誤，港大及城大分別推出訪問學生計劃，他
們可於2020/21學年上學期在港學習，研修相
關學分。

兩獎金料惠千人
中大表示，今年文憑試考生先後經歷停課、

考試延期，部分考生的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增

添了他們的壓力及憂慮，校方特設立「疫境自強
助學金」，助他們渡過難關。經聯招入讀中大本
科課程的學生，只需證明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或
於未來面臨龐大財政壓力，而毋須通過額外的入
息和資產審查，完成申請程序者可獲發1萬元至
4.21萬元助學金，預計逾600人受惠，計劃即日
起接受申請。
針對文憑試尖子，中大再次推出新生入學獎

學金，估計有約400人得獎。學生考獲2科5**起
便可獲獎勵，對於取得6科或以上5**卓越成績
的學生，除可全免學費外，亦可獲海外交流及學
習津貼，若以修讀6年制醫科課程計算，獎學金
總額最高達40.26萬元。中大期望透過獎助學金
鼓勵考生自強不息、朝目標進發，並寄望受惠學
生日後學有所成，回饋社會。

港大城大推學分轉換
此外，港大及城大同時推出訪問學生計劃，

讓海外升學計劃受阻者能於新學年的上學期留港
繼續學業。城大表示，計劃申請限期會延至下月
3日，已獲海外著名大學取錄或正在就讀的學生
均可申請。除本科生外，研究生亦包括在內，相
關學系會委派一名城大教職員作為訪問研究生的
導師，指導其在城大期間的學習，而學費會按所
修科目學分或參與研究月份計算。
港大的訪問學生計劃則針對應屆畢業、已獲

海外大學取錄的本地中學生，符合資格者會與其
他港大新生獲相同待遇，繳交一個學期約2.1萬
元學費，稍後亦可申請港大發出的學業成績單，
於海外繼續升學時申請學分轉換。

第三波疫情持續在不同社區爆
發，「全港社區抗疫連線」近日通

過地區義工力量，向全港各區確診大廈的居民派發口罩及酒精
搓手液等應急物資，截至昨日已有997座確診大廈獲派發物
資。「連線」表示，將會繼續發起各種行動，支援香港市民的
防疫抗疫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急 救 疫 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對於教育局公布新學年中三
以下的跨境生難以復課，有不少家庭
已決定安排孩子回流深圳求學。家住
羅湖的張女士昨日聽到教育局公布的
最新消息，她指理解疫情防控的必要
性，但對跨境學童來說，隨時意味着
一整年無學可上，實在是難以接受，
「香港的學校雖然會提供一些網上課
程，但畢竟教師的主要精力在教室正
常授課，加上課時也很短，基本上網
課能學到的東西很少。」
張女士表示，已經為兒子申請了羅
湖港人子弟學校四年級的學位，她指
去年以來，受修例風波影響，身邊已

經有不少朋友安排子女回流深圳，自
己本來持觀望態度，但春節以後，疫
情來襲，孩子遲遲未能開學，「等到
內地和香港學校分別復課，跨境學童
卻兩頭不到岸，中三以下年級一直未
有相關安排。」她遂作出兩手準備，
提前申請了深圳的學校，「深圳學位
也十分緊張，再等擔心這邊也沒有學
額了。」
為追上學習進度，張女士剛剛在附

近的培訓機構為小學三年級的兒子選
定了閱讀、寫作和圍棋三門課程，趁
暑假補習，「雖然量有點大，但是讓
他先廣泛接觸，能吸收多少是多少，
起碼不要有太大的差距。」

因應疫情發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舉
行記者會交代最新安排。由於部分國際

學校及幼稚園會在8月上旬開始新學年，而近
日疫情嚴峻且未受控，故教育局宣布國際學
校及幼稚園不會早於8月17日復課。局方在
決定8月17日是否如常復課的時候，也會一
併考慮其他學校於9月1日是否合適復課，並
盡量給予學校兩星期作準備。

按復課經驗安排新學年開學
楊潤雄指，教育界在5月至6月復課時已獲
得切實可行的經驗，故在計劃新學年開學安
排時，將循相關方向詳加考慮，例如是否分
階段、分級復課，是否半日上課或全日上
課，局方要跟教育界詳細討論。
至於跨境學童方面，楊潤雄指跨境生復課
安排涉及多個範疇，同時兼顧各方面可以承
受的壓力，除非短期內公共交通和更多出入

境管制站可恢復運作，否則最多只能研究讓
新學年升讀中四至中六的跨境生回港上課，
局方會繼續與內地政府商討。而中三級或以
下的跨境生，則難以為他們制定回港復課的
特別安排，局方會與學校商討，為他們在家
學習提供適切支援。
至於明天放榜的中學文憑試，楊潤雄表
示，校方應先考慮以網上形式公布成績，輔
導工作等可利用電話、社交媒體等輔助進
行。他又指，若學校認為大部分學生有需要
回校領取實體成績單，則建議學校以分批、
分時段的形式安排。
他強調，以上決定已經非常清晰，故暫沒

有需要為放榜制定指引，他相信學校有能力
作出妥善安排。

內地難買教科書影響學習
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若新學年跨境生無法順利復
課，這對他們的學習有極大影響，例如無法
在內地購買教科書，「學生無實體課本、作
業等，會阻礙其學習進度」，故該校正聯繫
深圳相關部門，希望透過集運將課本作業等
送往深圳，「不少北區學校面對類似的問
題，希望教育局能從中協調。」
由於網課的成效始終比不上面授課堂，朱

偉林特別擔心新學年升小一的學生尚未接觸
過網課，故學校需要為家長提供支援，包括
設立網課賬戶、介紹使用方法等。
至於高小的呈分試亦成為學校需要面對的

問題，「本來計劃聖誕節前進行兩次呈分
試，若跨境生無法在9月底前復課，或會取消
跨境生的其中一次呈分試，而本地生則考試
如常。校方盡可能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前，
分別為本地生及跨境生向教育局上呈兩次及
一次呈分試分數。」

跨境童返深求學 避疫也避暴

■教育局宣布國際學校及幼稚園不會早於8月17
日復課。圖為幼稚園生在上課。 資料圖片

■新學年只會安排中四至中六跨境生回港上課。
圖為學生前往跨境學生通關專用通道。資料圖片 ■楊潤雄舉行記者會交代最新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本港4月至6月失業率達到6.2%，15
年來最高。隨着 7 月以來疫情急速惡
化，防疫措施不斷升級，可以預期未來
一段時間的失業情況只會更惡化。面對
大批失業人士，政府有必要研究推出新
的支援措施，尤其要幫助前幾輪支援措
施中受惠較少的自僱人士，並積極思考
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以簡單審批機
制，幫助因疫情頓失生計的家庭。

受疫情影響，本港最新失業人數由逾
23萬升至24萬700人；就業不足率升至
3.7%的 17 年高位，就業不足人數接近
14.3萬人，零售消費、旅遊、餐飲等行
業更是重災區。由於4月中至6月本港
疫情相對緩和，限聚令等防疫措施一度
放鬆，商業活動轉趨活躍，今次公布的
失業率升幅尚算溫和；但如今疫情再度
惡化，防疫措施重新收緊，7月的失業
率必然更差，若疫情短期內未能受控，
失業率還會迭創新高。

政府早前推出三輪抗疫紓困措施，包
括推出810億元「保就業」計劃，向僱
主提供相當於僱員薪金一半的財政補
助，希望「撐企業、保就業、紓民
困」，但仍有一批基層自僱人士成為
「漏網之魚」，得不到援助，是「保就
業」計劃美中不足之處。自1月起計，
本港抗疫已超過半年，不少失業的基層
打工仔尤其是自僱人士手停口停，原本
寄望疫情好轉，經濟重啟，可重獲工作
機會，擺脫困境。可惜現在疫情惡化，

而政府早前派發的一萬元現金也不能支
撐太久，他們的處境更加艱難。面對新
一波疫情，政府有必要研究再推援助措
施，在追求公平和操作簡便的同時，有
針對性地支援失業的基層打工仔。

多個月來，不少政黨和組織都建議政
府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但政府一直堅
持沿用現有的失業綜援政策來應對。失
業綜援有極嚴格的資產審查要求，即使
政府在6月至11月期間放寬失業人士申
領綜援的資格，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失業
人士不符資格。觀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失業保險、失業救濟金等，多數申請者
只需證明自己屬於非自願失業，就可以
在一段特定時間內領取失業保險金或失
業救濟金，而且申請手續簡單。以美國
為例，疫情爆發導致失業率驟升，聯邦
政府給每名失業者每周發放600美元額
外失業救濟，這項失業救濟被視為美國
政府在疫情期間難得的一項政績，成為
失業者和低下家庭維持基本生活的最重
要收入來源。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惠
民簡單直接，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
施，特區政府應廣納民意，從善如流。

本港很多大企業累積龐大財富，如今
面對疫情打擊，大企業也應履行社會責
任，與市民共度時艱，向市民施以援
手，展現對香港、對市民的擔當。此次
疫情之嚴重和影響前所未有，政府應以
破格思維施政，集合企業、民間的力量
協助基層市民。

失業率高處未算高 緊急援助必不可少
本港疫情失控的危機迫在眉睫。昨日，同為政府

抗疫專家顧問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均表示若確診數
目持續大增，須考慮實施「禁足令」。基於香港的
社會狀況，如果實施這種極高強度的控制疫情措
施，將面對很大的社會民生考驗，尤其是要做好社
會低限度運作下，如何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的問題。
危機當頭，政府有必要抓緊所餘不多的時間，訂定
可行的應急方案，尤其考慮如何統籌協調好政府和
社會力量。應急方案即使備而不用，總好過疫情全
面失控，不得不實施「禁足令」時手足無措。

本港第三波疫情持續惡化，除袁國勇、許樹昌已
表示必要時當局要研究實施「禁足令」外，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指，如果個案以倍數升，
疫情再惡化，會實施更嚴厲措施，外國亦有實施同
類措施，但不希望香港需要。如果實施「禁足
令」，意味本港疫情已到最壞境況，對市民心理的
影響巨大，對社會運作和民生保障的實際影響更非
同小可。「禁足令」下，多數市民被嚴格限制離開居
所，基本的起居飲食必須要有保障，盡可能減輕禁
令對市民造成的不便，才能讓市民自覺安心遵「禁足
令」。這將是對香港社會管理和運作的巨大挑戰。

參考內地落實「封城令」的經驗，在做好防疫管
理的基礎上，全面實行城鄉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定點
配送。每個社區由政府官員、社區工作人員、志願
者組成工作隊伍，每天收集居民採購需求，向附近
商場、超市下單，再統一配送。居民日常生活用品
定點配送機制運作有效，保障了城鄉居民生活平穩
有序，令「封城令」發揮出最大的防疫效果。本港
長期奉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原則，和內地
在政府運作、社會管理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面對

最嚴峻的防疫挑戰和需要，總要及時應變，找到相
對最有效的破解辦法。在「禁足令」下如何保障民
生的問題上，政府要負起統籌、協調、指揮的責
任，充分調動一切政府和社會力量，形成官民合作
的臨時組織和運作機制。

首先，政府有必要成立最高層統領、相關政府部門
參與的協調小組，邀請本港運作成熟的社福機構、地
區組織以及各大民生相關企業共同參與，訂定「禁足
令」期間為各區居民提供生活保障的妥善應急方案；
其次，在政府統籌下，由各區民政專員、區議員、社
福機構、義工組織組成實施小組，制定詳盡的實施細
則，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物資配送服務落實到位；政府
應增設專門的求助熱線，保證市民有困難時可以得到
及時幫助，不會因為「禁足令」而面對生活危機。現
在是非常時期，希望各方都放下政治歧見，以有效防
疫、保障市民安全的大局為重，共同合作做好落實
「禁足令」的事前準備。大企業作為香港的重要持份
者，也應該參與到相關工作中，以新思維考慮如何照
顧好自己員工，主動提供必要協助。

要避免實施「禁足令」的最壞情況出現，最少不
了的是市民配合防疫。此波疫情急速惡化，與市民
防疫疲勞、放鬆警戒有密切關係，不少患者涉與先
前確診者飯敘或打麻將，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
任張竹君指，不少患者參加派對或打麻將，追蹤困
難，如情況持續，醫療體系很容易崩潰，呼籲市民
未來兩周留家。為免本港醫療體系崩潰，希望市民
聽從專家的強烈呼籲，盡最大努力減少受感染的風
險，為疫情早日好轉多出一分力。儘管疫情挑戰嚴
峻，但政府、社福機構、商界、市民同坐一條船，
只要以同舟共濟精神齊心抗疫，相信定能戰勝面前
任何困難。

有必要為實施「禁足令」訂定應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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