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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下周三（13日）將公布新一
份《施政報告》。《大公報》日前報道，
《施政報告》計劃提出內地高校作試點，
為本港副學位畢業生提供高年級銜接學額
。教育評議會日前向政府提交《施政報告
》建議，亦提出優化港生內地升學機制，
以 「2+2」 形式吸納本港副學位畢業生升讀
內地院校本科最後兩年課程，並建議促進
陸港兩地學術機構互認與課程發展，擴闊
港生升學出路，認為措施有助增加本港青
年對國家身份價值認同及就業發展機會。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華僑大學招副學士讀三年級

升旗隊總會舉行理事會就職典禮

二〇一六年一月九日 星期六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健琦報道：香
港升旗隊總會第三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昨日舉
行，會上頒發會長及理事會成員選任證書，
蔡黃玲玲及周世耀分別擔任新一屆大會會長
和理事會主席職務。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中聯辦教科部處長鄭軍慶、駐港部隊司令
部辦公室主任高峰等人出席了就職禮。

推廣愛國教育具積極作用
曾鈺成作為主禮嘉賓在大會上致辭，他

肯定升旗隊總會成立14年來在香港青少年中
推廣愛國教育的積極作用，指出香港回歸之
後，學校升國旗、掛國旗的習慣愈發普及，
一些學校還建立了自己的升旗隊，這些都有
益青少年文化歸屬感的建立。他亦稱社會應
該思考怎樣加強升旗典禮作為國民身份認同
的教育作用。

蔡黃玲玲會長表示，香港升旗隊總會一
直推廣升旗文化，14年來共支持了470所中

、小、幼學校成立升旗隊，希望通過正規的
升旗訓練培養學生的高尚品德和良好的生活
紀律，同時也致力於培養青少年服務社會的
精神。她表示總會今後還將繼續推廣全面、
多元化的國民教育活動，增加新一代對國民
身份的認同。

加強港生與內地交流
香港升旗隊總會理事、總監許振隆表示

，總會現有幼、中、小學校及特殊學校隊伍
共477隊，總會定期從知識和技能兩方面培
訓學生，包括教授國家歷史，訓練步操樂隊
等。未來，總會計劃加強香港學生與內地的
交流，或將面向全港招募學生去內地做力所
能及的志願服務。

升旗隊總會成立於2002年，是一個學習
型的志願團體，致力於推廣學校及團體的升
旗文化，讓學生及社會大眾通過親身參與，
認識國家、關心國家，增強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 「戒毒這條路，你並不孤單。」現專門照
顧吸毒年輕人的社工許曼瑩，年輕時亦曾迷失過。年幼輟學的她曾迷失在燈紅
酒綠的世界，在社會浮浮沉沉多年，直至獲社工勸導下才進修成為社工。昨日
獲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頒發 「新秀義工」的她盼能借自己經歷，鼓勵濫藥的
年輕人重新振作。

申入職社署 學歷低被拒
今年32歲的許曼瑩，年幼時無心向學，中二時便離開學校。與家人關係差

、又缺乏目標的她終日與朋輩為伴流連街頭，工作亦不穩定。直至九年前機緣
巧合下得到社工的關注，更被邀請任職朋輩輔導員。可惜好景不常，工作兩年
後正當她以為找到人生目標，打算申請入職社署，結果卻因學歷低而被拒。

「由於讀書少，以前個人都無乜自信。」她毅然接受社工的意見，鼓起勇
氣重返校園。由毅進課程、副學士先修班、副學士課程，許曼瑩花了四年光陰
，於2013年成功換取註冊社會工作者資格。現於香港明愛任職社工的她，主要
接觸的對象是有濫藥習慣的青年人。她認為自己曾迷失方向，明白他們最需要
的是 「陪伴」。

許曼瑩曾遇一位失去雙親的濫藥少女，渴望從伴侶身上獲取愛。但又因社
交圈子細，認識到的異性均有吸毒習慣，導致曾試圖戒毒的她，往往又因伴侶
誘惑下，再次吸毒。經過輔導後，這少女近四個多月已再無服用毒品，令她感
到欣慰。

「我深信每個吸毒者都想戒毒，但戒毒路上，他們往往孤單、無助。」許
曼瑩期望自己能仿效以前曾幫助她的社工一樣，改變濫藥的年輕人，並盼自己
「過來人」身份鼓勵他們，戒毒路上你從不孤單。

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舉辦的 「第二十五屆優秀社工選舉」結果出爐。
除許曼瑩外，近年積極關注劏房戶的吳堃謙亦獲頒 「新秀社工」；投身社工界
22年，主要服務少數族裔的陳頒皓、向公眾推廣生死教育的梁梓敦，均獲頒 「
優秀社工」。

新秀義工借自身經歷勉毒青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曾美玲報道

：一項針對全港無家者人口的調查發現
，全港無家者約1614名，較2013年增加
14%，其中於24小時營業快餐店過夜的
無家者人數比2013年大增逾四倍。近五
成受訪者因租金太貴，負擔不起而選擇
露宿，逾兩成人則因居住環境不理想而
放棄 「上樓」選擇再次露宿。

「2015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
由城市大學聯同四個社區組織及其他四
家大學合辦，去年10月29日，調查團隊
走訪240處地點，包括天橋底、公園涼亭
和24小時營業快餐店等。負責分析調查
數據的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
洪介紹，當晚全港無家者約1614名，較
2013年首次調查時增加了14%，其中於
24小時營業快餐店過夜的無家者人數是
256名，較2013年增逾四倍。

黃洪指出，無家者人數增加，主因
是租金高昂和居住環境惡劣。他說，在
完成可分析問卷的372位露宿者當中，近
五成人因租金太貴、找不到負擔得起的
住所而選擇露宿；在24小時快餐店露宿
的受訪者中，56%是靠綜援、積蓄、朋
友或志願機構協助、借貸和拾荒為生，
44%表示有工作，但逾四成受訪者還是
因租金高昂而在24小時快餐店露宿。近
六成受訪者表示曾在露宿期間 「上樓」

居住，其中21.8%的人是因居住環境惡劣
而再次無奈 「落樓」。

現年65歲的黃伯曾租板間房，後因
失業，且租金逐年上升約四百元，致無
法負擔，他已留宿24小時營業快餐店近
五個月。黃伯說，自己年紀較大，找工
作越來越難，雖估計不久之後或會有份
保安的工作，但到了70歲，或會因超過
保安B牌的年齡上限，將再度面臨失業
困境，他最擔心的是不知道未來的日子
應該怎麼辦。

強哥曾經租住過床位，他稱期間深
受木虱困擾， 「每晚都要捉近三十隻木
虱，捉到擰死啲木虱，睡兩三個鐘，第
二批木虱又來了」，由於木虱叮咬，他
的大腿位置及手臂經常因抓撓而 「又紅
又損」。強哥說曾試過弄碎臭丸放置床
上，但治標不治本， 「大約一個禮拜後
啲木虱又來了」，最終在一個幾月後，
他只能無奈選擇再次 「落街」，露宿公
園。

服務露宿者的社區組織，建議政府
於市區增加中低價租金的住宿供應，及
安置部分露宿年期長的人士，如公屋體
恤安置；另應調高現時的租金津貼至更
貼近市價；增加單身人士公屋配額及供
應；檢討現時單身人士公屋的輪候制度
，希望可以紓緩露宿問題。

無家者快餐店過夜兩年增四倍

▲ 左起：陳
頒皓、梁梓
敦獲選為 「
優秀社工」
，吳堃謙及
許曼瑩則獲
選為 「新秀
社工」
大公報記者
謝進亨攝

▲全體理事與嘉賓合影 實習記者王健琦攝

▲左起：救世軍主
任蔡玲玲、 「城青
優權計劃」 召集人
區廖淑貞、香港中
文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副教授黃洪、聖
雅各福群會隊長楊
雅真、基督教關懷
無家者協會外展主
任葉晉瑋、香港社
區組織協會社區組
織幹事吳衛東

實習記者
曾美玲攝

全港每年約有三萬名副學士及高級文憑（副學位
）畢業生，為增加高年級銜接學額，2014年《施政報
告》已提出於2015/16學年起增加資助大學銜接學額
，由每年4000個逐步增至2018/19學年的5000個。為
擴闊副學位畢業升學出路，新一份《施政報告》有意
於內地高校作試點，港生完成兩年副學位課程後，再
升讀內地院校本科三年級。

教評會倡優化港生升學機制
福建省的華僑大學是試點大學之一。校方稱正與

本港多間專上院校商討合作安排，最快三月開始收生
，學生可選讀工商管理、新聞、工程及旅遊等十多個
學科。

華僑大學收生處處長吳春安表示，港生可以用兩
年時間完成本科，校方會根據香港副學位的銜接來提
供教學計劃、教學課程，專門教授予香港副學位畢業
生的教學計劃的教學課程。

教育評議會早前向政府提交《施政報告》建議，

其中一項亦提出優化港生內地升學機制。該會副主席
何漢權提出，以 「2+2」形式（兩年大專副學位+兩
年大學本科）吸納本港副學位畢業生升讀內地院校本
科三年級。

建議中一開班線降至20人
教評會亦建議，內地教育部門可於內地院校設立

大學先修班，吸納本港中五、中六的高中生到內地升

學，並促進陸港兩地學術機構互認與課程發展，擴闊
港生升學出路。

另一方面，針對中一人口持續下跌，教評會希望
今年《施政報告》能提出切實方案紓緩中一人口下跌
帶來的縮班壓力，建議自2016年起連續三年，中一級
開班線由現時25人一班，降為20人。教評會主席蔡國
光亦歡迎將 「三保政策」（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
）延長兩年。

▲消息指，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讓本港副學士畢業生，銜接內地大學本科三年級課程，而福建省的華僑
大學是試點大學之一 網上圖片

馬斐森冀與李國章
合作提升港大聲望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特區政府去年底刊憲委任行政

會議成員李國章，出任香港大學校委會新主席，並由今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結束校委會近兩個月的 「無主席狀態」。港
大校長馬斐森昨表示，對政府公布任命感到高興，因為結束
了不明確時期，並可專注未來工作，他期望與李國章及所有
校委會成員合作，團結一致進一步推動港大發展，提升港大
聲望。

馬斐森昨出席活動後表示，自己不喜歡衝突，只想尋求
共識一起工作，又指李國章是新人，港大校委會內有幾位新
人，他自己亦仍然是新人，有很多事情仍要學習，希望全部
人能一起合作提高港大聲望。他又說，不認為港大的學術自
由受到威脅，強調港大是受政府資助的機構，因此受到政府
和公眾關注實屬合理，有人對港大提出反對聲音也是健康的
跡象。他認為，許多證據顯示香港各大學均擁有學術自由，享
有崇高的國際聲譽，其工作是繼續捍衛言論自由，保持聲譽。

對於有報道指行政長官梁振英呼籲商界不要捐款給大學
，馬斐森認為有關報道只是傳言，不應作出回應，但大學不
能單靠政府撥款，社會捐款也是大學的財政來源之一，很感
謝社會各界對大學的支持。

賽馬會撥款1.3億助臨終服務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曾美玲報道：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撥款逾1.3億元，推行為期三年的 「賽馬會安寧頌」
計劃，支援地區安老院舍的臨終照顧服務，協助提升家庭及
社區晚期護理服務的素質，希望可以讓晚期患者在充分知情
下作出合適的臨終護理選擇，即使是在家或安老院舍度過生
命最後時光，也能得到專業的護理。計劃估計有逾1400名晚
期病患者及近3300名家屬受惠。

為安老院舍提供培訓
是項計劃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五間非政府組織參與

，其中香港老年學會將在未來三年為九龍區24間政府資助院
舍的末期病患院友提供紓緩臨終照顧服務。會長梁萬福稱，
本港每年平均有四萬人死亡，其中約一萬人來自安老院舍，
院舍死亡的發生率達到10%至15%，因此協助院舍提升臨終
照顧服務的質素尤其重要。他表示， 「賽馬會安寧頌」計劃
會協助安老院舍發展一套紓緩臨終照顧服務的模式，為安老
院舍的同工提供培訓，提升其照顧晚期院友的能力。

基督教靈實協會、香港復康會、聖公會聖匠堂長者地區
中心和聖雅各福群會四間非政府組織也在計劃參與名單之中
。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司務道寧養院院長梁智達稱，在提升
家庭晚期護理服務的素質上，協會將有家居服務的團隊，包
括護士、社工及受過訓練的義工，為想在家裏終老的晚期病
患者及願意承擔在家照顧責任的家屬提供支援，包括教授照
顧病患者技巧等，希望可以幫助長者在臨終前可以在熟悉的
家中與家人一起度過有尊嚴、有質素的生活。

期望帶來文化的轉變
「安寧頌」計劃總監、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及社會

行政學系教授陳麗雲稱，社會老齡化程度加劇，未來香港人
口將會呈現倒三角模式，65歲以上長者與勞動人口比例會由
現時的1：3.5提升至2030年的1：1.5。 「安寧頌」計劃的目
標是讓長者活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也能安寧、開心、有尊嚴、
有意義。她稱該計劃不止是提升醫療服務及社會服務的素質
，更重要是希望可以帶來文化的轉變， 「不要想到死亡就認
為是一種病，其實它是一個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在最後一
刻也要活得精彩、開心，為生命畫上圓滿的句號」。

數碼嘉年華鼓勵回收減廢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健琦報道： 「將軍澳數碼生活

歲晚嘉年華」昨日開幕。計劃8日至17日一連十天舉辦展銷
嘉年華。主辦方希望此次展銷可以帶動區內居民在歲晚購買
到心儀而質優價平的數碼及社區生活商品，在消費的同時亦
能親自接觸和參與回收減廢行動以培養良好環保習性，愛護
美好社區。

市民可以在此次嘉年華上買到限量筍貨，例如990元的
聯想手提電腦、999元的LED高清電視、299元的護眼節能燈
。為支持環保，主辦方亦在展覽場地設置電腦回收站及環保
活動展覽區，並邀得「香港電器及電子設備回收協會」、環保
署支持，合作在該社區首辦「將軍澳電腦歲晚回收大行動」。

主辦方表示，希望透過社區資源與各區議員辦事處的全
力支持，在本港零售消費乏力的情況下，通過社區年宵嘉年
華，讓商戶與居民共同互動、消費和減廢產生協同之效，共
抗低消費之逆境。

嘉年華開放時間為上午11時至晚上9時，筍貨每天限量
發售，售完為止。今天下午二時及三時將分別舉行 「電腦歲
晚回收大行動啟動禮」和 「港澳優質名牌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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