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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跨境生冀在港讀大學
教育制度好 學習生活愉快

港大ATOM測癌更早更準

【大公報
訊】記者彩雯
報道：興趣是

最好的老師，即使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的前
提下。就像樂華天主教小學六年級的張文光
，即使在家境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用零
用錢買望遠鏡和實驗器材，滿足自己無窮的
求知慾望，憑着一腔熱情獲得第三屆 「閃耀
之星計劃」獎學金，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與前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同名同姓的張文
光，家住天台，上下樓要走九層樓梯，不過
他很樂觀的表示： 「因為住天台，平時見到
好多星星，也因此對宇宙外太空有很強的好
奇心，從此培養了對天文科學的興趣。」剛
升讀六年級的他，已經在科學及數學方面取
得三十多個獎項。張媽媽驕傲地表示，文光
不用父母擔心其學習表現，兒子會到圖書館
借閱自己有興趣的圖書，也會儲起零用錢購
買望遠鏡或實驗器材。

張文光最大的理想是能夠製造時光機，
讓人類有能力探究過去與未來。被問及從事
天文研究可能會面對很多困難時，他笑言：
「因為有困難才會有挑戰性，因為有挑戰性

才能不斷激勵自己繼續研究。」

學玩樂器前要三思
獲得 「閃耀之星」特別獎的聖公會靈愛

小學鄧穎然第三次參加計劃。別看現在鄧同
學在台上發言流暢自信，第一次參選的時候

仍然是心驚膽戰，毫無自信。如今擔任電視
台小主持、參加中英詩朗誦比賽已經不是新
鮮事了。除了朗誦的天賦，她對鋼琴也是情
有獨鍾： 「記得四歲時候偶然在電視上聽到
郎朗演奏，於是下定決心學鋼琴。」不過，
鄧太並沒有立即滿足穎然的要求。 「太容易
得到的東西，她不懂得珍惜，而且學琴是要
付出長時間的努力，希望她能夠深思熟慮之
後再做決定。」鄧太笑言，其實她讀到小學
三年級的時候，開始抱怨學琴累的時候，都
會提醒她曾經認真考慮過的決定。

資優教育基金（GEF）於2011年10月首
次舉辦 「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計劃，
對象為就讀本港小學的高小學生。至今，計
劃已開展至第三屆。獲選的 「閃耀之星」將
會運用所獲的獎學金（共五千元，分兩期頒
發），繼續發展自己的才華，完成自我學習
計劃。

基金執行委員曹啟樂表示，三屆計劃均
得到教育界熱烈回應：第一屆共收到55間小
學，95名學生的提名；第二屆收到62間小學
，101名學生的提名；第三屆收到67間小學
，113名學生的提名。最後委員會通過在第
一屆批出共24名，第二屆共21名得獎者，第
三屆共24名得獎者及1名特別獎，成為 「閃
耀之星」。

資優教育基金主席李越挺、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首席助理秘書長葉蔭榮等近日出席第
三屆 「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頒獎禮。

閃耀之星

小六天台戶觀星追夢

調查發現，有24.5%受訪跨境生平
均需要花1.5小時或以上從深圳住所來
港上學，即每日來回路程需3小時至5小
時。近34%受訪學童坦言對每日長途跋
涉感到辛苦疲倦。調查亦指出，過半數
受訪跨境童沒有家人或親友陪伴，每日
獨自來港上學，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8
歲，個案訪問中有學生曾在上學途中迷
路及搭錯車。由於每日下課後要趕着過
境回家，跨境生的學習生活亦不完整，
逾40.6%受訪者表示，並沒有參與課後
學習活動，21.5%人坦言學習機會較其
他同學為少。

因文化差異及兩地矛盾加劇，調查
亦顯示，有12.5%受訪跨境生感受到本
港社會不歡迎自己，同時與香港的朋輩
相處亦缺乏共同話題，以及生活習慣上
各有不同。語文適應是跨境學生來港讀
書面對的最大困難之一，有29%受訪跨
境生表示，在英文科方面追不上學習進
度。

香港讀書前途有保證
不過，近30%受訪者表示來港讀書

令他們最感開心，認為香港教育質素及

制度較好。同時，多達85%的受訪跨境
童願意繼續來港升學，在深入訪問中有
學生透露，希望一直在港升學，並以完
成大學為目標。有家長則認為，子女擁
有香港居民身份，來港讀書是順理成章
，而子女接受香港教育，有助他們的前
途發展。

青協副總幹事馮丹媚表示，跨境生
是本港社會未來重要的人力資源，他們
對來港讀書有一定的需求和期望，對本
港幼稚園、小學及中學學額均帶來影響
，政府人口督導委員會應設專責小組，
研究跨境生所引申的問題，並作長遠策
劃。

在港寄宿助融入社會
青協又建議當局推出在港寄宿服務

先導計劃，協助跨境學生體驗港式生活
文化，及早適應和融入香港社會。該會
稱， 「港籍學生班」存在不少局限，包
括內地學額不足、學生缺少參與及體驗
香港社區的機會，加上兩地評核標準不
一，小六畢業生參加香港中學統一派位
時，可能會出現不公平情況，當局應該
正視。

深港跨境學童人數今年突破20000人。青協一項調查發現，近
25%受訪跨境童每日須捱3至5小時車程穿梭兩地上學。儘管每日舟
車勞頓，但亦無阻跨境童來港上學熱情，多達85%受訪者願意繼續
來港升學，70%更希望日後可在港工作。青協建議，當局推出在港
寄宿服務先導計劃，支援跨境學童。青協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
間，訪問了710名來自新界西北區小四至中三的跨境生，當中只有
7.3%為 「雙非」 跨境生。

大公報記者 劉家莉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香港大學工程學
院領軍的跨學科研究團隊，近日成功結合已有
的光纖光學和激光技術，研製出高速而準確的
細胞光學顯微成像技術，以快現有技術達
10000倍的速度捕捉細胞圖像，可以檢測到人
體中極少量癌細胞及其早期病變，有助更精確
的醫學診斷。

傳統醫學實驗室一般運用流動細胞儀（
Flow Cytometry），以血液中不同細胞的數量
來辨識不同的病理，但往往只能從數據上分析
細胞種類及數量，未能有效地掌握每個細胞的
特徵。

港大研究團隊研發的 「非對稱探測時域展
寬光學顯微成像術」（簡稱ATOM），配合
流動細胞儀，能同時間成功拍攝流動速度高達

每秒10米的超快移動活體細胞（如血液細胞）
的高清晰影像，等同於每秒捕捉10萬個細胞圖
像，比任何現有普遍CCD/CMOS攝像技術快
1000至10000倍。

可應用於工業用途
除了高速，港大這項研究技術更能在短時

間內處理大量生物樣品的信息及數據，有效辨
識每一細胞的特徵，有助在血液樣本中發現早
期癌細胞病變，以及加強化療後復發檢測準確
度。相關技術亦可應用於工業用途，快速檢測
物品表面的缺陷，於高速連續生產線上提供品
質管控。

研究團隊由港大工程學院電機電子工程系
（同屬醫學工程）的謝堅文博士領導，他表示

：現有的成像技術無法有效地從一滴包含了數
百萬甚至數十億個細胞的血液中發現那些微量
的癌細胞，ATOM超快速成像技術卻能對早
期癌症或化療後復發的檢測起了關鍵的作用，
並能在癌症早期診斷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
對這項新技術的主要後續研究亦將會朝着此方
向繼續發展」。

癌細胞無所遁形
謝堅文稱，生物醫學及醫療科技是港大工

程學院策略性科研領域之一。過去幾年，他們
致力生物醫學工程研究，尤其是生物醫學成像
技術。研究團隊重點研發的項目之一，是超高
速及高對比度細胞成像技術ATOM，研製
ATOM的過程極具挑戰性，然而其功能在高
精度及高通量篩選的臨床診斷和基礎生命科學
研究是必要的。

研究團隊成員、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
年科學系首席教授陳志峯補充說： 「ATOM
是成像技術領域的一個重要發展，它可以讓醫
療人員超快速地檢視大量細胞。由於細胞的動
態與人體疾病息息相關，此技術有助更準確及
更高效地識別流動血液中的早期癌細胞。
ATOM的發展和應用為未來的生物醫學診斷
帶來了很大的幫助及希望。」

【大公報訊】跨境學童人數持續攀
升，根據教育局資料，跨境童人數由
2006/2007學年的4474人，急升至12/13
學年的16356人，7年間大增2.65倍。有
離島區議員預期，連接大嶼山、澳門及
珠海的港珠澳大橋於2016年通車後，不
單來港人流上升，亦能吸引更多跨境童
到東涌的中、小學就讀，以紓緩收生不
足問題。教育局早前公布的跨境學童專
屬校網，除鄰近邊境的8個校網外，亦
有3所來自東涌的小學提供200個小一學
額，目前由皇崗、福田口岸到東涌學校
約40分鐘。

青年民建聯主席、離島區議員周浩

鼎昨在青協午餐會上指出，現時東涌有
7、8間中、小學面對收生不足問題，均
表明歡迎跨境學童報讀，期望港珠澳大
橋通車後，能分流跨境童到區內上學，
以解決收生不足問題。

另外，跨境學童按年增加，以幼稚
園學生增幅最多。出席同一場合的青協
副總幹事馮丹媚相信，是因為本港2007
年推行幼稚園學券計劃吸引深圳家長來
港就讀幼稚園。根據資料，幼園跨境童
於06年只有797人，但於學券推行首年
、即2007年已急升80%至1456人，12/
13學年更增至7454人，佔當年整體跨境
生的45.6%。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
神醫學系最新研究發現，瑜伽運動可有效改善早期思覺
失調患者的記憶力、專注力及抑鬱情緒等臨床症狀，突
破藥物治療限制。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臨床教授陳友凱指
出： 「這是全球首項將瑜伽應用於早期思覺失調患者的
臨床研究，結果顯示瑜伽運動能夠補足藥物在治療認知
功能退化方面的不足。」

思覺失調即精神病的早期徵兆。現有藥物治療雖然
可有效控制思覺失調的幻覺及妄想等症狀，但在治療其
他功能衰退方面作用並不顯著，患者日常生活及工作表
現均大受影響。港大自2010年7月開始招募參加者，並
將他們隨機分為兩組。一組在現有的藥物治療基礎上加
上12周的瑜伽運動作干預治療，另外一組則維持現有的
藥物治療。

為鼓勵患者參與瑜伽運動，港大研究人員和思覺基
金針對思覺失調患者體能及學習能力較差的情況，聯合
設計一套名為 「FitMind 瑜伽23式」的簡易瑜伽，讓他
們可以持續練習，改善病情。

未來數月，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將聯同思
覺基金舉辦一系列瑜伽公益活動，將FitMind瑜伽推廣
開去。包括向患者提供免費的瑜伽訓練課程，並派發宣
傳單張和瑜伽教學影碟供患者自學。

2016年東涌中小學助分流

新顯微成像術看清血細胞

瑜伽增早期思覺失調記憶

【大公報訊】2014年中學文憑試即將展開，各考生
本周內將陸續經學校收到准考證。考評局提醒考生切勿
把准考證 「過膠」，以免影響監考員掃描電腦條碼。謹
記攜帶准考證及身份證應試，否則試場主任可拒絕入試
場。考評局亦已向自修生寄出准考證，倘若在2月25日
前還未收到，應盡早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文憑試生周內收到准考證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 「電子學習學校支
援計劃」日前截止申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共接
獲174間學校申請，局方擬邀請約100間學校參加計劃，
將預留約20個名額予一些資訊科技條件和學生社經背景
較遜色的學校。審批結果將於下月經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督導委員會確認後公布，學校將按班級數目獲發一筆為
數24至60萬元不等的津貼。

教育局在2011年推出 「學校電子學習試驗計劃」，
涉及21項計劃及61所學校。早年獲教育局撥款500多萬
元推行為期3年電子學習的鳳溪創新小學昨舉行成果展
，由吳克儉及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主持開幕禮。兩人於典
禮後參觀該校資訊基建設備及觀課。

鳳溪創新小學校長李淑賢表示，撥款已用作研發中
、英、數、常識學習平台及教材，現時小二至小六學生
各科均採用電子教材學習，學生購買電子書包後，每學
期約花300元購買練習書簿，較傳統教科書便宜70%。

吳克儉表示，當局收到大約174間學校申請 「電子
學習學校支援計劃」，中小學各82間，特殊學校佔10間
，反應熱烈。局方會就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諮
詢公眾，希望將電子學習在香港的發展推向新高峰，令
學童能夠自主及終身學習。

174校申電子學習支援

【大公報訊】記者毛依文報道：八名中學生當選新一屆
香港傑出學生。獲獎者不僅在校成績優異，且都能挑戰自我
，於逆境中成長並汲取勇氣，正好回應主禮嘉賓陳智思對他
們的鼓勵。視障學生蕭凱恩更獲梁玳寧社會服務獎。

由青苗基金主辦、傑出青年協會協辦的 「香港傑出學生
選舉2013-2014」昨日頒獎。今年共吸引一百七十間學校的
700名中學生角逐獎項，參選者通過筆試、兩日一夜評核活
動及面試，最後由評審委員會選出八位香港傑出學生。

今屆獲 「傑出學生」殊榮的兩男六女包括李建超、連成
駿、陳栩然、陳敬知、陳卓君、郭天惠、伍衍蕎及黃嘉蕊（
見附表）。其中來自聖羅撒書院的伍衍蕎自幼由於健康原因
，多次扭傷或脫臼，最嚴重一次導致她需離校半年。

「小時候，同樣是摔一跤，別的小朋友沒事，我就會脫
臼。」衍蕎回憶。體質問題令她經常受傷，16歲那年韌帶受
傷更迫使她不得不離校半年。她說，在醫院裡，很多小朋友
比自己情況更嚴重，他們的樂觀很大程度上鼓勵了她。

對於常常出入醫院如何應付功課，衍蕎只是輕描淡寫說
： 「就看書自己學，在醫院很悶的。」已升入中六的她愛好
文學，JUPAS報了香港大學文學學士及法學學士雙學位。她
表示，現在社會對文史哲不太重視，非常感謝父母支持自己
學習文學。

本屆傑出學生不僅對未來有明晰理想，亦十分關心社會
議題。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六學生陳敬知就立志修讀法律和政
治學，從事外交工作以回饋社會。對於近期發生在廣東道的
反內地遊客遊行，他認為這不僅關係到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很可能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在世界的地位。

除傑出學生外，為紀念已故香港傑出學生選舉籌委會主席梁玳寧
特設的 「梁玳寧社會服務獎」亦於昨日頒發，獲獎者為聖士提反女子
中學視障學生蕭凱恩，她亦是香港2012年精神大使。自幼便失去雙眼
的她沒有氣餒，積極參加社會服務，通過自己的歌聲幫助他人。她希
望出國深造，回港幫助殘障人士學習音樂。

八
傑
出
學
生
逆
境
自
強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左二）及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左一）於典禮後參觀鳳溪創新小學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最新研究發現，瑜伽運動可有
效改善早期思覺失調患者的記憶力

▶張文光
（中）家住
天台屋，
經常觀望
夜星，漸
漸對天文
科學產生
興趣
本報記者
彩雯攝

▲新一屆香港傑出學生共有八名中學生當選
本報記者毛依文攝

▶謝堅文博
士（左二）
ATOM超快
速成像技術
對早期癌症
或化療後復
發的檢測起
了關鍵的作
用

▲▲有受訪學童對每日長途跋涉感有受訪學童對每日長途跋涉感
辛苦疲倦辛苦疲倦，，但同時覺得在港的學但同時覺得在港的學
習生活開心愉快習生活開心愉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