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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生退學 沙頭角校剩40人返學
疫下通關遙遙無期 家長孩子心灰意冷

透視鏡

蔡樹文

港東港西中電美化電箱 為社區添色彩
【大公報訊】在紅磡等多個社區的配電箱，近日陸續換上新

衣，並加入擴增實境技術（AR），將畫作立體化，融合科技與藝
術，只需用智能手機掃描配電箱上的二維碼，便可看到立體的
Instagram（IG）濾鏡特效，更可與特效合照留念。中電表示，配電
箱美化計劃同時安排導賞團，讓學生認識社區文化歷史和有關供
電、環保和能源的知識。

為加強與社區的聯繫，中電推出 「同行望遠 綠色社區」 配電
箱美化計劃，以色彩鮮艷的畫作美化配電箱。

中電表示，已率先於紅磡、深水埗、屯門新墟和荃灣西，美化
了20個配電箱，由本地藝術家將社區地標和環保元素融入畫作，配
以獨特畫功和豐富顏色，為社區增添色彩和活力。

紅磡是中電發源地，配電箱繪畫了中電第一台發電機組；深水
埗區的配電箱以 「樹
屋」 為主題，配以地
標鴨寮街和燈膽，代
表中電為社區點亮燈
火；屯門新墟的設計
加入了龍鼓灘發電廠
的面貌；荃灣西的美
化圖則融入香港傳統
紡織業的特色，再加
上太陽能板和風車等
可再生能源元素。

盡快改善點票程序
選舉委員會點票工作出現延誤，原因有待選委

會深入調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就點票
過程發生的嚴重問題，向受影響的候選人致歉。

選委會選舉是三場重要選舉的首場，亦是本港
首次採用電子登記核對選民資料及電子點票，原意為其後的立法會
選舉與特首選舉起示範作用。然而，這次只有六個票站、4380人投
票的一場選舉，竟發生如此嚴重問題，讓人擔心有數百萬選民參與
投票、全港設立近百個票站的立法會選舉，一旦重演選委會點票延
誤事件，將會是何等混亂。

總結選委會選舉出現的狀況，涉及兩個原因：一是人為因素，
票站人員未能熟悉新的運作方式，是培訓出了問題；其次是電腦系
統及電子選票出問題。前者，加強培訓可解決問題，後者則涉及複
雜的程式設計和電子選票設計問題。

從現在到12月的立法會選舉，只剩下兩個多月，改善點票程序
已迫在眉睫，當局應想辦法避免重複上演選委會選舉點票的混亂局
面，這是 「善治」 的起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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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八月十四，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在社
交媒體上載一段視頻，以琵琶彈奏一段《漢
宮秋月》，祝福大家中秋佳節，人月雙圓！

《漢宮秋月》是非常動聽的中國樂曲，
有不同的江南絲竹、器樂合奏、獨奏曲、交響
曲等版本，流傳樂壇。此曲亦早已吸納在粵
樂、粵曲、粵劇之中，深受顧曲周郎喜愛。唐
滌生編撰的任白粵劇戲寶《再世紅梅記》中
《折梅巧遇》一幕，描述裴禹因採摘梅花而巧遇
盧昭容，就有譜自《漢宮秋月》的唱段，由昭容
唱 「花客負了紅梅在眼前」 引子。而盧偉國最喜
歡的，是裴禹唱 「我似孤舟失軚，破浪半海轉，
又似風箏一旦線斷，任憑那風侵雪掠掛在百花
村」 一段。

「先室Adelina和我甚喜合唱此曲，愛其音樂
動聽、詞藻華麗、故事感人。」 枕邊人歸天家一個
多月，令盧偉國 「既失知己，又失知音」 ，他感謝
各方友好關懷慰問，願大家珍惜眼前人，享受生
活，中秋節與家人團圓樂聚，美滿幸福！

「國好才有家安！我覺得從小要有個概
念，懂得自己的根是從哪兒來，也懂得以前
的歷史，現在的歷史，將來要怎麼做一個有
用的中國人。」 中秋月圓之際，美心集團創
辦人長女伍淑清如是動情說。

由央視特別製作的微動畫《共此時》
中，伍淑清將自身經歷娓娓道來。1948年農
曆八月十五晚上八時出生的伍淑清，每年過
生日都很高興， 「因為中國人對八月十五很
重視，中秋節一家人團聚。」

兩地同胞血濃於水
在外求學期間，父親伍沾德叮囑女兒

「家書切記寫中文」 ，令伍淑清明白要為中
國爭氣。1980年，父女創辦內地首家中外合

資企業，為中美直飛航班提供配餐， 「想為
國家做點事」 。

兩年前黑暴亂港期間，伍淑清曾出面阻
止學生罷課，更現身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例
會，向世界講述香港的真實情況，卻也因此
遭到暴徒針對。對此，她感慨道： 「有時候
我在路上走路，有個人走過來說，我們支持
你，我覺得這個人很勇敢。」

「香港與內地都是同胞，血濃於水，就
像親人一樣，香港青年應加強
認識。」 中秋佳節到來，伍淑
清期盼所有人都能認識家的重
要性，祝願大家平安是福。

教育線上
ABC

大公報記者
陳 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有北
區學校出現收生減少、跨境生未
能返校，以及跨境生退學導致縮
班等情況。有校長表示，跨境生
已等了一年大半，覺得通關遙遙
無期，所以在8月下旬有大批內
地學生選擇退學。有邊境學校僅
兩成學生返校。

由於疫情原因，很多學校的跨境生陸續
退學或申請保留學籍，荃灣商會學校校長周
劍豪表示，學校的部分跨境生及其家長對通
關 「心灰意冷」 ，一年內已有20幾名同學退
學。周校長說，很多退學的跨境生已在內地
找到落腳點，現時他們在內地入讀學校比較
容易，包括入讀內地的港人子弟學校。

退學者在內地找到落腳點
早前教育局點算人數，荃灣商會學校五

年班由於人數減少，縮減一個班。周校長表
示，五年班去年還有近110名學生，由於今
年仍然不通關，就有學生辦理退學、申請保
留學籍或留級，所以最後只有剩80幾人，縮
減了一個班。

周校長表示，縮不縮班都是次要，主要
是學生未能到校讀書、無法參與學校活動，
對學生來說很不公平。周校長還透露，今年
有一位六年級跨境生為能認真學習、順利升
中，與其媽媽一起搬到香港居住，這位媽媽
亦說，孩子在內地沒有社交，學業又 「打折
頭」 ，故來港居住，希望能讓孩子順利升

學。

全校200人 大部分跨境生
位於新界沙頭角的沙頭角中心小學，學

校學生以內地跨境生為主。校長馮瑞蘭表
示，學校收生200人，大部分都是跨境生，
在沒通關情況下，只有40人回校上課，佔全
校人數兩成。早前教育局的發展主任亦有到
校點算學生人數，最終一、二年級是由兩班
縮減至一班。馮校長坦言，面對學生人數減
少，亦要用積極態度應對，
將資源更集中在同學身上，
縮班後也為學生建設新的特
別室。

教育局早前亦有到位於
大埔的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
校點算在學人數，該校今年
約流失41位跨境生，大部分
集中在三、四年級。學校目
前仍有約100多位跨境生沒
法回港上學，大部分是高年
班，佔學校整體人數約

20%。校長李小寶表示，很多跨境生接近9
月還沒等到能回港上學消息，亦因為已等了
一年大半，覺得沒有希望，所以8月下旬突
然間有一大批內地學生退學。

教育局點算人數後，三水同鄉會禤景榮
學校暫時不需要縮班，但李校長稱有危機，
並會提早計劃收插班生。李校長又稱，未來
跨境生人數將急劇減少，再加上移民和往市
區轉校的情況增加，未來學童人口的數據存
在很大的不穩定性。

44個學士課程
獲SSSDP計劃資助

【大公報訊】教育局昨日公布，在
2022/23學年，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
（SSSDP）資助計劃」 將資助八間專上院
校44個學士學位課程，合共3075個學
額，整體而言較本學年減少一個課程，學
額微減約7%，其中與護理學課程相關的
學額佔四成（1260個）。資助金額亦錄得
0.3%增幅，實驗室為本課程的資助金額
增至每年77040元，非實驗室為本課程資
助金額則增至每年44240元。

局方指，44個指定課程屬於10個對人
才需求殷切的範疇，分別為建築及工程、
電腦科學、創意工業、金融科技、護理、
保險、物流、運動及康樂、檢測及認證和
旅遊及款待，包括四個獲挑選參加應用學
位課程先導計劃的學位課程。調整後的資
助金額適用於符合資格的新生和舊生，資
助會在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發放，獲資助
的學生只需支付扣除資助後的學費，有需
要的學生仍可就實際應繳的學費向在職家
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申
請學生資助。

都會大學獲最多資助學額
在八間獲資助的專上院校中，新學年

更名的都會大學獲得最多資助學額，共有
1235個，護理學榮譽學士（普通科）取得
385個資助學額；其次為東華學院，六個
課程獲575個資助學額，明愛專上學院則
有510個，其中護理學榮譽學士佔400
個。

伍淑清中秋慶生 盼年輕人認識中國

▲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伍淑清在中秋月
圓之際，盼所有人都能認識家的重要
性。

黃宏泰 林偉文
任灣仔區會正副主席

繼今年七月大批亂港區議員辭職後，多區
區議會終於恢復平靜。由於上任主席因宣誓無
效被DQ，灣仔區議會昨日重新選出主席及副
主席，黃宏泰及林偉文在無競爭下，自動當
選成為主席及副主席。黃宏泰表示，灣仔多
年來都是相當和諧的社區，希望他們可牽頭
營造快樂和諧的社區並感染其他區，令香
港變得如以前一樣和諧。

中秋佳節 盧偉國彈琵琶送祝福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在社交
媒體上載一段視頻，以琵琶
彈奏《漢宮秋月》，祝福大
家人月雙圓。

▲黃宏泰
灣仔區議會主席

▲林偉文
灣仔區議會副主席

部分學校小一縮班情況
學校名稱

東莞學校
金錢村何東學校

東華三院港九電器商聯會小學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大埔官立小學

20/21學年
小一收生班數

3
2
4
5
6
5

21/22學年
小一收生班數

2
1
3
4
4
4

變動

1
1
1
1
2
1

▲跨境生受疫情影響未能返校，大批內地學生選擇退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