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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社企民間高峰會」
因疫情關係，日前改以網上形

式舉行，其主題「新常態·凝聚力」
緊貼着社會環境的變遷，結合不同
的角度探討社會企業在新常態之下
如何繼續推動和建構社會。在「社
企民間高峰會」啟動儀式上，邀請
到網上學習平台「同享童分」創辦
人黃皜翹（Chloe）來分享開設平台
的初衷以及如何在疫情期間擔任凝
聚集體力量的角色，為基層的孩子
提供多一個學習的途徑，以表達對
他們的關注。
一直致力於在應用教育上提出政
策建議的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
研究主管郭凱傑（Victor），亦被邀
請在「社企民間高峰會」其中一個
環節「教育闢新路」中擔任講者，
與其他講者和參加者一同在峰會中
探索有助加速教育創新進程的不同
方法。「在新常態中，大家的生活
和教學的模式都變了，這些改變帶
來很多挑戰。」Victor認為峰會正正
凝聚社會各方去重新思考，怎樣多
方面配合去面對嶄新、前所未見的
挑戰。
剛剛步入中學階段的Chloe和大部
分學生一樣，受到疫情的影響，面
授課堂被迫取消。疫情期間，Chloe
吸收了來自不同媒體發放海量的信
息，讓她感受最深的是，當中有一
些中學生走進社區派發口罩、幫助
有需要的人。與此同時，她亦在電
視觀看一個談及「貧二代」的節
目，從中了解到基層孩子的生活狀
況和困境，這些資訊除了讓她深受
啟發和感動，也促使她伸出援

手，用自己僅有的資源為有需要的
基層孩子付出一點力量。

加州義工線上跟孩子聊天
「當時發現普通學生也可以幫助

人，自己就嘗試和幾個同學開設網
上學習平台『同享童分』，希望給
基層的孩子提供學習上的支援。」
Chloe得悉基層孩子的父母經常不在
家，遇到學習上的難題很少能夠得
到即時的幫助，於是她盼「同享童
分」這個平台能夠召集不同年紀的
學生在課餘時間以短片和直播的方
式，在線上為孩子解答功課難題。
她舉例「同享童分」在2021年就計
劃在網上開設「數學應試技巧
班」、「英語會話班」以及「疫境
求學親子班」等網上課堂，而其中
「英語會話班」從去年至今已經幫
助了超過四十位孩子。
「之前看過很多報道了解到很多

基層孩子明明有能力，但卻容易因
為家庭和延伸出來的問題，未能實
現目標，甚至失去自信。」Chole以
「英語會話班」為例，「同享童
分」邀請到來自加州的義工家庭及
學生，在線上同步以英語跟孩子聊
天，而香港的義工團隊就幫忙翻
譯。「英語會話班」每個星期都設
計一個貼近生活的主題，比如是節
日、周末的活動以及在餐廳用膳等
情境，易於讓孩子表達，也鼓勵他
們投入更多。通過這個線上模式
學習英語，Chloe除了希
望提高基層孩子
的語言

能力外，更重要
的是提升他們的自
信心。「他們本身
連咪高峰都不敢開，
現在慢慢都開始變得更
加放鬆去講英文。」
Chloe憶述。

體制靈活化改變資源布局
提到香港基層孩子日常所面對的

問題，Victor認為「精英主義」顯
然是香港教育的主要階梯，在這
個環境下，基層孩子是「天然
地吃虧」。「基層學生得到的
資源本身就少，又沒有那麼
多錢到外面補習。起步慢，
之後就更跟不上步伐。」關
注到這種常見的惡性循環，
Victor表示這現象歸咎於香
港教育單一化的問題，往往
只着重培養精英，而忽略了
「人才」的定義已經隨着社
會變遷而漸漸有所改變。而
要扭轉這個根深蒂固的認知
和看法，Victor指政府和整
個社會應該攜手改變資
源布局，將現有的體
制靈活化。

學生的實體和網上課堂一直都並肩進行，直到疫情

的爆發，網上學習不得不走向主流，學生網上學習邁

向更大的一步。環境在變，「學習」不但成為人們畢

生的課題，傳統、實體的學習形式和格局亦逐漸被打

破。香港就有中學生關注到基層孩子在疫情期間遇到

的困難，於是善用網絡世界，協助他們趕上學習進

度。另外，也有民間團體着手向政府發出聲音，好讓

教育與科技能有一致的步伐。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圖片由主辦單位提供

無論是針對普通還是基層的學生，除了向
政府提出教育方案和政策，Victor覺得將科
技融入教育，是其中一個必須的改革。「現
在更強調應用與落實，才能夠讓一件事發
生。」因此，他非常贊同開拓網絡平台來
加強孩子的學習，這不但是疫情中的其中
一個方法，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與發
展。Victor認為網絡能夠解決實體在任
何因素影響下帶來的困難，為基層孩子
打開知識和想像的天空。「想像力和
視野很多時候都決定了一個人的高
度。」Victor相信基層孩子要是願
意踏出一步，不被現有的條件限
制，也會得到在社會上優勝的
機會。
作為民間的機構或者個
人，要為基層孩子提供
更平衡的教育環
境，Victor建議

先嘗試在

現有的資源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社企
就是一個獨特的角色，它們在填補一些政
策或者私營市場的不足。」而對於Chloe來
說，除了繼續在網上學習平台中與基層孩
子見面，帶動更多學生義工解答他們在學
習上的疑難外，她認為關懷也是不可或
缺的一環。「在平台上遇上挫折的時候
也想過要放棄，但當我想到繼續下去能
夠幫到基層孩子，我就不希望前功盡
廢。」Chloe提到基層孩子的父母在
時間和資源上未必能滿足到他們，
而她和隊員則希望能成為孩子「同
行者」的角色。另外，她亦觀察
到未能符合申請政府津貼的孩
子，無論在硬件和軟件上都
相對缺乏，因此，她盼政
府能夠多投放資源，
擴大觸及面，多體
貼他們的問題
和需要。

冀政府投放資源冀政府投放資源 為基層孩子擴闊視野為基層孩子擴闊視野

小老師展大愛助基層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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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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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開livelive教功課教功課

北國風光 千里冰封 萬里雪飄 之二
在飛機上望着窗外雪

景想着想着，感覺到眼
皮變得昏昏沉沉，濃濃
的睡意開始襲來。

朦朦朧朧中……憶起多年前……
「小梁，這些在北方生活工作和傳統文

化的重點都記好了吧？」
「師父，我都用心記好了，關於這幾年

您教我的文史哲和文創傳播經驗等等，新
一版筆記最近也快整理完了。」
「小梁，你從香港回來內地，既然選定

了在文化產業方向發展，這幾年也得到了
我各方面傳承，師父給你最後一道題目，
你自己去尋找傳統文化的根源，再思考如
何和現代結合。」
「弟子必定謹記，最後一題？師父，您

意思是？」
「這次分開的時間有點長，為師會留意

着，你先做出些成績，適當的時候我會再
來找你。」
「但是師父，我……」
「小梁，道法自然……」
夢境斷斷續續地浮現出從前和師父對話

的一幕，在迷迷糊糊之間睡着了……
突然，肩膀被人猛力一推，撲面而來一

股大喳子味的東北話：「兄弟，到了噢，
趕緊地，瞧你那臉！又尋思啥呢啊？想你
師父了？你師父能量可老大了，他忙完了
肯定能找咱們。」
我還未完全睡醒，下意識地用廣東話輕

聲的回了一句：「師父快啲嚟搵我

啊……」
然後我慢慢睜開惺忪的雙眼，看着旁邊

座位身穿迷彩軍服，剛剛把我推醒的彪悍
大漢德總，他接着說：「面對現實吧，咱
們麻溜點，阿威已下機去取行李，客戶吳
總也剛微信過來，她已在機場等着接咱們
了。」
德總是我合夥人，全名鄒建德，年長我

幾歲，一米九的大漢，濃眉大眼，從部隊
退役後一直做項目運營，在北京和東北之
間往返，出差前幾天，又普及了幾句東北
話給我。
我順着隊下機，當步出機門的瞬間，感

受零下二十度的呼呼北風，活生生地把我
完全颳醒，我不禁用標準港普飆了一句不
標準的東北話：「唉呀媽呀，賊冷！」
機場廣播不停在播着：「抵達機場的旅

客，請出示你的『吉康碼』，謝謝大家配
合。」一位帥氣的男子卡在出口，在一群
資深美女的注目禮下，重複地掃着出口海
報上的『吉康碼』二維碼，再用手撥弄着

前額的頭髮，一遍又一遍對着手機抬頭
刷人面識別。
我遠遠地看到那位染着一頭金髮，身

穿英式深藍條紋雙排扣西裝套裝，被卡
在出口的男子，他就是先取行李，這次
三人行出差的另一位，國際著名建築及
室內空間資深設計師，多年前從英國海
歸的劉大威。
德總在前面開路，我也慢慢順着往前

擠，「威哥，怎麼了？」他無奈地說：
「我邊刷QR Code邊等你們，試了好幾次
了，人面識別都Pass不了啊！ OMG，不
會讓我們回北京吧？」因為威哥和我一樣
也是用香港證件的，很多時候在各種場合
驗證都會遇上不通過的麻煩，我正想說也
試試我的「吉康碼」在疫情新常態下能不
能通過，「你們從北京過來的？讓我看看
北京健康碼，嗯，你們先手動填表登記，
出去再聯繫申請吧！」工作人員看到我們
北京健康碼是綠色的就放行了，「Good，
猜不到挺人性化的。」威哥如釋重負道。
「梁老師，歡迎您和團隊來到長春！」

吳總在接機口熱烈地和我握手。
「吳總，辛苦您親自來接機了，上次在

北京見面，轉眼就兩周了，謝謝邀請我們
過來。」
「梁老師，有一件事要先和您說，很抱

歉，這次項目沒法談了……」
「啊？……」
作者：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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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河北南漢村，一座仿古牌坊
立在村口，村內一排排風格一致的
仿古建築滲透着傳統文化氣息。
廊坊市廣陽區九州鎮南漢村歷史
悠久，自明代開始，就有村民到北
京琉璃廠做工，為當時的宮廷服
務。幾百年來，歷經朝代更迭，村
民們的手藝不僅沒丟，還得到了發
揚。
村民普遍認為「有手藝才能吃
飯」，對傳統技藝的堅守影響着他
們的就業觀。如今，全村有1,700
多人從事傳統手工藝製作，掌握各
種技藝的超過200人，省市級非遺
傳承人有21位。要使百年技藝歷
久彌新，就要融入現代生活。
今年33歲的劉俊超是土生土長
的南漢村人。2005年，中專畢業
的劉俊超來到當地一家工藝作坊學
習大漆髹飾技藝。兩年後，加入了
北京一家文物古建公司，參與北京
頤和園與承德避暑山莊的古建修復
工作。2018年，大漆髹飾技藝被
列入廊坊市第六批市級非遺名錄，
劉俊超成了這一項目最年輕的申遺
負責人。劉俊超正在籌建一家公益
的文創教育中心，為有意學習手工

藝的年輕人提供免費培訓，還利用
短視頻平台發布免費教學視頻。
在傳承非遺技藝的同時大膽創

新，並逐步探索出一條個性化定製
的產品路線。這幾年，南漢村知名
度不斷提高，不少愛好者慕名前
來，到當地直接「下單」。目前，
南漢村有72家企業從事仿古傢具
和宮廷藝術品製作，文創產業成了
當地的支柱產業。歷經幾代傳承，
南漢村逐漸成為遠近聞名的仿古傢
具生產基地，產品行銷全國，還走
出了國門。下一步，南漢村將打造
省級非遺特色小鎮，以宮廷技藝為
依託，融合古文化街觀光、體驗民
宿等功能，推動非遺和產業融合。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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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南漢村
傳統宮廷技藝引領文旅新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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