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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澳子弟班 研學前高中一條龍
越秀兩校深化三地交流 籌建課題研究聯盟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葉錦秋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 「澳門事，廣
東辦，很方便！」 澳門大學劉同學說， 「我剛來橫琴實
習，工作日回澳門辦事會耽誤時間，現在有了專窗就能
在橫琴辦澳門社保。」 近日， 「粵澳社保一窗通」 （橫
琴專窗）啟動，可以同時辦理廣東、澳門兩個地區社會
保障服務，首次實現澳門社會保障服務 「跨境辦」 。

據了解， 「粵澳社保一窗通」 （橫琴專窗）由廣東
省人社廳和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民
生事務局合作建設，提供廣東、澳門2個社會制度下的社
保公共服務，在全國尚屬首例。目前廣東76項社保服
務、澳門13項社會保障服務可直接在專窗辦理。

「粵港澳三地社會保障近年建立和完善了跨境社保
服務體系，至今廣東有189個 『灣區專窗』 ，港澳地區
也有84個廣東社保服務點，港澳居民在粵參保超30萬人
次，領取待遇3.55萬人。」 廣東省人社廳黨組成員、省

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黨委書記夏青表示， 「粵澳社保一
窗通」 推動粵澳社保政策制度一體銜接、基本公共服務
資源一體整合、改善保障民生力量一體運用，廣東省人
社廳將深化 「灣區社保通」 ，為粵港澳居民提供全場
景、全流程、全平台、全覆蓋社保服務，實現三地社會
保障同向規劃、雙向銜接和三向聯通。

上月，香港特首
李家超到訪廣州，收到

多封在廣州讀書的香港小學生來信，祝
「家超伯伯」 訪問廣州順利，並邀請特
首到他們就讀的學校參觀。不久，廣州
越秀朝天小學港生便收到了特首的回
信。 「我的爸爸每天都要看新聞。他知
道家超伯伯給我回信之後，特別替我開
心。」 港生諾俙說。

諾俙和晉賢是朝天小學港澳子弟班
上其中兩位給特首寫信的學生，他們都
來自香港和廣州結合的家庭，父親是香
港人，母親是廣州人。8歲的晉賢，喜歡
每天看新聞節目《香港早晨》，會用繁
體字寫自己的名字，他所在的班級是由
香港、澳門、廣州學生混合編班， 「大
家都會粵語和普通話，大家都是一樣的
好朋友。」

「我們可以來一場簡體字和繁體字
的比賽。家超伯伯寫繁體字，我們對照
寫出簡體字。然後又由我們寫簡體字來
考伯伯。」 晉賢計劃着，家超伯伯再來

廣州，要帶伯伯廣州一日遊。 「上午和
我們一起上課，下午和我們在樓下一起
玩遊戲，接着做體育運動，放學後和我
們上一堂研學課。」 朝天小學注重對中
醫文化、嶺南文化的傳承。諾俙說，想
考考家超伯伯關於中醫的問題。 「我們
也可以教他！」

「我們有很多很多話要和家超伯伯
說，可以講成日都得！」 當記者提出要
模擬一下對話時，小朋友賣起關子：
「不行！我們要和真人對話，不然話就

說不出來了。」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粵澳社保一窗通落地橫琴

廣州市培正中學教室裏，學校港澳
子弟班正在上兩節有關大灣區的生態文
明建設的課堂。來自香港和澳門姊妹學
校的師生團隊在一旁觀摩學習，進行課
例觀摩和研討點評等活動。在本次交流
會上，來自廣州、香港、澳門、深圳的
學校負責人均表示今年將加強師生交流
合作。

廣州市培正中學校長張志紅表示，
學校採取港澳學子與內地學生混編的方
式，通過開展豐富的傳統文化特色課
程，厚植家國情懷。 「培正中學在香港
和澳門都有分校。同宗同源，校訓校歌
都是一樣的。我們會繼續舉行如 『尋根
之旅』 、培正校慶等活動。每年三地的
校慶活動，我們都會派人互相往來參
與，加深聯繫。」

穗港姊妹校冀長駐交換任教
越秀區朝天小學校長孔虹介紹，今

年計劃拓展與香港姊妹學校之間的教師
交流。這種交流不僅是觀課，而是能夠
有較長一段時間到對方學校進行任課，
這無論對內地老師掌握香港教育方法還
是對香港老師熟悉內地的教學反思都十
分有幫助。

澳門濠江中學副校長陳步倩告訴大
公報，下半年會利用假期時間，帶老師
到廣州進行交流聽課，會帶學生到廣州
姊妹學校觀摩內地的課程。他表示特別
欣賞廣州特色教學，包括粵劇等傳統文
化的教學。 「計劃會讓我們的學生去接
觸了解，提高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興趣
和認識。」

為港公民科考察團量身定製路線
除了學校之間的交流合作外，香港

高中公民科首個內
地考察團將於四月
出發。第一批北上
考察的學生行程已
經確定。資料顯
示，預計整個4
月有6000多名
香港學生、60
多所學校報名
北上考察。以
廣州路線為例，學生不
單將了解廣州歷史文化保育工作，還
會與當地學生互動。

對此，廣州市越秀區教育局黨組成
員、主任督學陳翹告訴大公報： 「3月已
經陸續來了很多港澳教育考察團和學生
團體前來考察課程路線和資源，我們會
結合香港不同學校、教育團體的需求，
量身定製相關的考察團路線，讓學生有
所收穫。」 他表示，廣州越秀區已經
基本籌備好考察團的行程和路線，等
待最後敲定。

陳翹還透露，越秀區正積極籌
備申請把港澳子弟班辦學向高中和
學前階段兩頭延伸，完善學段銜
接，暢通港澳學生在區內完成十五
年一體化教育的升學通道。

記者了解到，目前廣州市培正中學正
在申辦高中港澳班，為學校初中港澳班的
港生提供繼續在廣州升學的管道。廣州市
培正中學港生謝加寧表示： 「希望越秀區
提供更多更好的學校、學位和就業管道給
港澳生安心留下來。特別培正中學這種包
含港澳學校的集團，完全可以統籌兩地的
學校，相容課程，甚至提供一些交流生角
色開展兩地學習。也令我們可以更容易融
入大灣區。」

24日，港澳子弟班工作成果展示會在廣州越秀區舉行。港澳子弟班開設
4年來，目前約有2萬名港澳班的學生在廣州接受基礎教育。位於越秀區的廣
州培正中學和廣州朝天小學作為全國首創設立公辦性質港澳子弟班的兩所名
校，24日牽頭締結廣東省首對穗深港澳四地姊妹校簽約儀式，將組建高層次
課題研究聯盟，開展粵港澳三地師資的培訓共建與交流任
教。據了解，廣州越秀區正積極籌備申請把港澳子弟班辦
學向高中和學前階段兩頭延伸，完善學段銜接，暢通港澳
學生在區內完成十五年一體化教育的升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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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鼓勵穗港學生交流 拓寬朋友圈
闊別三年，對再

次帶隊來廣州交流的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
學校校長梁俊傑而言，一切都新鮮又熟
悉。 「今年香港學生與廣州姊妹學校朝
天小學的交流會大大增加。」 梁俊傑表
示， 「我們過去帶學生到廣州交流，香
港學生寄住在廣州同學的家中，港生來
到內地後往往第一反應是： 『哇，原來
屋企可以這麼大！』 其實很多香港小朋
友對內地認識不多，多些讓他們交流參

觀的機會，會讓學生對內地和內地同齡
人有更真切的體驗。」

梁俊傑笑言，雖然粵港澳文化同根
同源，但也有很多細微的差別可以讓兩
地學生細細體會。 「比如廣州的腸粉原
來是和香港不一樣，廣州腸粉皮更薄，
香港的更厚。」 梁俊傑說，往年來內地
交流的港生，交流期間結識的小朋友往
往日後成為好兄弟、好姊妹，在大灣區
朋友圈越來越大。

對於教師之間的交流，梁俊傑透露

將有觀課交流安排，由香港老師教一堂
課給內地老師觀摩，再由內地老師上課
給香港老師觀摩。 「當老師在面對來自
不同地方的學生時，會摸索出一套應該
如何教育不同學生的教學辦法。」 由於
粵港澳大灣區人員往來密切，在香港也
會有一些有內地和香港背景的學生，當
面對香港學生或內地學生的不同表現，
兩地老師講如何應對，這些細節問題正
正需要兩地老師更密切的交流。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家超伯伯再來廣州
我們帶您一日遊

特稿

拉近距離

越秀區朝天小學校長孔虹今年會計劃拓展與香港姊妹學校之間的教師交流，希望能有較長一段時間到對方學校進行任課，這無論是對內地老師掌握香港教育方法還是對香港老師熟悉內地的教學都十分有幫助。

培正中學在穗港澳都有分校，同宗同源，我們會繼續舉行如 「尋根之旅」 、培正校慶等活動，而三地的校慶活動我們都會派人互相參與，在老師的交流方面，我們也會互派老師去港澳學習優秀經驗。

廣州市培正中學校長張志紅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
紀念學校校長梁俊傑今年預計會恢復香港和廣州

學生之間的交流，同時會開展與
廣州姊妹學校之間的教師觀課交
流安排。我們在香港的學校一直
在摸索普通話和廣東話教授中文
的教學方法，在和廣州的小學進
行交流時，發現當地學校能夠使
用廣東話很好地進行中文授課，
這給我們很多啟發。

穗港師生交流
校長有話說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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