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香港都會大
學（都大）昨（11日）與香港機場管理局（機管
局）成立的香港國際航空學院（航空學院）簽署
合作協議，透過專業學位課程培訓本地民航機
師，首批畢業學生最快在2026年完成課程，並取
得民航處發出的香港商用（飛機）飛行員執照，
翱翔天際。

都大自2022年起與航空學院合作開辦 「航空
服務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 課程。由2024/25學
年起，課程將增設 「見習機師」 專修範疇，學生
完成學位的同時，可透過航空學院為期14個月的
見習機師培訓課程取得商用飛行員執照，其間分
別在香港和美國接受地面理論課程及飛行訓練。
航空學院亦與香港航空、香港快運航空、大灣區
航空及香港貨運航空合作，為學生安排初步面試
配對，航空公司有機會優先有條件取錄學員。預
計首批學員於明年5月開始接受培訓。

都會大學相關學士課程每年的學費為9.5萬港

元，若學生在第三年選擇修讀 「見習機師」 培訓
課程，需額外支付74萬港元。航空學院表示，已
獲得3間金融機構支持，為課程學員提供優惠利率
的貸款計劃，視乎學生的信貸能力提供不同數額
的資助，讓來自不同階層的學生都有機會修讀此

課程。
航空學院校長李天柱表示： 「航空學院作為

本港首間民航學院，一直致力培育更多專業人
才，配合業界所需。面對機師求才若渴，航空學
院自去年九月推出見習機師培訓課程後，至今已
共有兩班共31名學員修讀。是次與香港都會大學
合作，進一步將機師培訓學位化，縮短學生取得
機師執照和大學學位兩項資格的時間，以回應全
球對民航機師的殷切需要，同時亦培育更多具商
業管理觸覺的機師，有助行業培訓出未來管理人
員。」

航空服務管理榮譽工商管理學士課程旨在為
航空業培訓專才，設有 「見習機師」 和 「營運和
管理」 專修範疇，課程結合理論和實踐，學生可
在機場實地體驗，參加由航空學院安排的培訓和
實習，有利畢業後直接投身心儀的航運專業。畢
業生出路廣闊，除了投考機師，亦可於物流航
運、機場運作及管理、航空安全等領域發展。

都大夥航空學院推課程培訓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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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都會大學（都
大）校董會昨日通過校長林群聲的續
任安排，新任期將於2025年4月1日
生效，為期四年。

都大校董會主席黃天祥肯定林群
聲對都大的卓越貢獻，他表示，林校
長任內成功帶領大學邁步向前，完成
大學重新命名的重任，成績斐然。都
大在他的領導下屢創高峰，致力拓展
切合社會所需的課程，並在科研方面
取得長足發展。此外，都大成功爭取
進駐深圳虛擬大學園，積極推動中、
港兩地在教育及科研的合作。

在校園發展方面，都大獲城市規
劃委員會批出用地於何文田拓建新校
舍，以進一步完善校園環境及設施。

在林校長領導下，都大最近更
獲教育局批准為本港首間應用科學
大學，足證都大在推動本港教育發
展上成果超卓，亦充分肯定大學的
獨特定位，為學界及社會帶來正面
影響。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立法會昨日討論垃
圾收費附屬法

例，多位議員對8月實
施垃圾收費有保留。
有議員表示市民普遍

認為回收配套不足，擔心8月推行會引起社會
混亂；有議員認為現時經濟不佳，並非推行
措施的最佳時機，促請政府待回收配套成
熟、經濟環境明朗後再實施垃圾收費。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 「先行
先試」 推行逾10天，清潔工的工作量大增，
商戶成本上升，政府將進行意見調查。他重
申，垃圾收費是手段，推動減廢回收才是目
的和初心，故以 「先行先試」 更好掌握整體
情況，務實作下一步部署，會在5至6月向立
法會匯報。

議員對8月實施垃圾收費有保留
回收配套不足 清潔工作量大增 商戶成本升



林
群
聲
續
任
都
大
校
長

垃圾收費試行 6

▲都大與航空學院簽署合作協議，透過專業學位
課程培訓本地民航機師。

議員對垃圾收費
意見及建議

民建聯李慧琼：
市民認為社區回收設施不足，尤其廚餘機，擔心
8月推行計劃會引起社會混亂和市民投訴。

民建聯何俊賢：
政府應先暫停計劃，全面檢視後再擬定日期。

民建聯劉國勳：
政府應分階段推行計劃，如先在私人市場實施，
再針對家居垃圾。

經民聯盧偉國：
現時基本回收網絡未形成，政府應待明年首座綜
合廢物管理設施 I．PARK落成再推垃圾收費。

選委界江玉歡：
現時經濟不佳並非推行措施的最佳時機，政府應
待回收配套成熟、經濟環境明朗後再實施。

新思維狄志遠：
不贊成擱置計劃，政府應重新部署，為不同行業
制訂指引，改良回收設施網絡，加強宣傳教育。

大公報記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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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查隱患將全運會辦成共建大灣區的典範
佐敦道華豐大廈火災奪走5條

人命，也燒出一個殘酷真相，那
就是香港危樓處處，而在保障樓
宇安全方面亦存在各種漏洞。

早在2008年，屋宇署已向華豐
大廈法團發出消防安全指示，要
求提升至切合現代要求的防火保
障，包括更換防火門、以耐火材
料圍封非緊急設施及提供符合耐
火能力的固定窗等，但指令一直
沒有得到遵從。2018年，屋宇署向
法團發出強制驗樓令，但6年過去
了，強制令遲遲未得到執行。在
此期間，警方也曾發出勸喻信，
一樣是石沉大海。

可見今次大火釀成嚴重傷亡
並非 「無妄之災」 ，而是早埋隱
患，相關各方責無旁貸。

今次火災的起因固然要查個
水落石出，而圍繞火災的幾個問
題同樣應值得深究：例如，16年前
的消防安全指示和6年前的強制驗
樓令一直未有遵從，原因何在？
其次，大廈法團被指採取 「拖字
訣」 ，相關問題有沒有得到充分
的重視？其三，在華豐大廈不符
合消防安全條例的情況下，大廈

內卻有多達35家賓館，相關政策和
執法是否落實到位？

此次遇難的5人直接死於無情
之火，間接死於相關責任方的不
作為，對消防安全危機熟視無
睹。正如有立法會議員指出，華
豐大廈多年來拒不遵從有關消防
安全指令，簡直匪夷所思，根本
不可接受。

特 區 政 府 正 在 進 行 善 後 工
作，而善後除了救治傷者、安置
災民，更是要舉一反三，對全港
樓宇實行大檢查，重點檢查舊樓
危樓，凡是未遵從消防指令的大
廈，應該依法處理。同時，特區
政府要檢視有關條例尤其是《消
防安全（建築物）條例》修訂，
以容許消防處和屋宇署為不符合
條例要求的舊式綜合用途及住用
建築物業主，進行消防安全改善
工程。如果罰則過於寬鬆，就應
考慮修訂，提高阻嚇力。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
的地區之一，舊樓尤其多，消防
安全的警鐘要長鳴，更要從制度
建設、安全責任落實上盡可能避
免類似的悲劇發生。

第十五屆全國運動會定於明年11月
9日至21日舉行，這是首次由粵港澳三
地聯合舉辦的綜合性體育大賽，香港將
承辦擊劍、場地單車、高爾夫球、七欖
等八個項目，這也是香港的優勢項目。
香港要把握好這次機會，藉此展示舉辦
大型賽事的能力，展示 「愛國者治港」
下的香港新風尚，展示融入大灣區發展
的新面貌。辦好今次活動並不容易，需
要特區政府全力以赴，社會各界共襄盛
舉。

粵港澳大灣區是習主席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重大發展戰
略，規劃綱要提出，要 「共同推進大灣
區體育事業和體育產業發展，聯合打造
一批國際性、區域性品牌賽事。」 由粵
港澳三地聯合承辦全運會，是中央交給
三地的一項光榮任務，更是新時代推進
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舉措，為大灣區體育
事業和體育產業的發展找到一個強有力
的抓手。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全運會的籌辦工
作，去年五月成立香港賽區籌備委員
會，由行政長官任贊助人，由政務司司
長任主席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任秘
書長，高層次、高規格監督及指導香港
承辦全運會的籌辦工作。去年十月，特

區政府成立香港賽區統籌辦公室，專責
統籌及執行香港賽區各項籌辦工作，與
各相關機構及部門聯繫。昨天，十五屆
全運會及全國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
殊奧運會組織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廣州舉
行，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出席。他強
調，特區政府將積極配合國家體育總局
的要求，與廣東及澳門兩地政府保持緊
密聯繫，合力舉辦一個 「簡約、安全、
精彩」 的十五運會和殘特奧會。

事實上，四年一度的全運會是國家
最高水平及最大規模的綜合性運動會，
全運會項目首次走入香港，反映了中央
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對香港發展的高度
關心。另一方面，也因為香港有着舉辦
大型賽事的實力。香港舉辦單項賽事的
經驗豐富，而在舉辦大型綜合性賽事方
面也有過多次成功經驗，包括2008年北
京奧運會的馬術比賽；並在2009年成功
舉辦東亞運動會，共有9個國家和地區
的2000多名選手參與，這是香港首次獨
立舉辦大型綜合性賽事。

回歸以來，在各方面的大力推動之
下，香港社會對體育競技由冷感變成熱
衷，市民運動健身之風越來越濃厚，打
下了良好的群眾運動基礎。這些年來，
香港健兒參加國際、地區及全國性各項

賽事，可以說是捷報頻傳，形成了自己
的強勢項目。在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
上，香港運動員斬獲1金2銀3銅共6枚金
牌，這是歷來最好成績，而張家朗、何
詩蓓等人成為家喻戶曉的體壇明星，被
年輕人視為楷模。香港社會熱切期待，
在明年的全運會上，香港健兒再創佳
績，再攀高峰。

體育是展現國家形象、促進經濟發
展、振奮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對提升
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也有着重大促
進作用。香港剛剛舉辦的國際七欖賽
事，為香港市民帶來了快樂，也為促進
消費、提振經濟提供動力。全運會的規
模更大、時間更長、參與者更眾，將成
為香港的又一項大型賽事，吸引更多人
來港旅遊觀光消費，因此成為推廣香港
好客之都形象、展現香港新時代活力沛
然的難得機遇。

全運會首次由粵港澳三地聯手舉
辦，意義重大，無可避免地成為國際社
會檢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成色」 的一
面鏡子，各方既有分工，也有競爭，更
有合作。有理由相信，在中央大力支
持、三地合作無間之下，將打造一次彰
顯制度優勢、展示灣區特色、體現嶺南
風采的精彩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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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表示，14個試點中的院舍、食肆和
政府大樓等已完全轉用指定袋，商場的指定袋
使用率超過七成，公屋、私人住宅大廈和三無
大廈住戶的參與率參差，由兩成多至五成不
等。前線清潔工人雖已經漸漸熟習新的垃圾收
集流程，但大部分人反映工作量大增，感到辛
苦。局方並觀察到，垃圾收費對食肆、商戶和
院舍的經營成本構成壓力。

謝展寰：掌握整體情況再作部署
謝展寰說，社會上對垃圾收費法例的執行和

安排提出不少意見，擔心擾民，意見來自不同階層

的市民、前線工人、食肆、院舍和不同業界。作為
負責任和以民為本的政府，必須確切了解推行垃圾
收費對社會各界的影響，掌握所有問題。

待回收配套成熟 經濟好轉才實施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表示，垃圾收費用意良

好，但不少市民關注社區回收設施不足，特別是廚
餘機，亦有商戶擔心營運成本上升，認為政府需審
慎處理。她擔心若在8月全面推行計劃將引起混
亂，令更多市民抱怨和投訴。社會經過廣泛深入討
論收費和回收議題後，不少人的分類回收意識已經
提高，當局可利用契機加強相關工作，如考慮強制

回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勳表示，先

行先試初期有混亂情況、參與率低，若擴大範圍，
適應期可能更長。他建議當局因應時勢，重整策
略，例如分階段推行，先在私營機構推動，再擴至
住戶。

選委界議員江玉歡表示，經濟不佳，並非推
行垃圾收費的最佳時機，促請政府待回收配套成
熟、經濟環境明朗後才實施。她不同意再次延後計
劃會影響管治威信，認為硬推反會令人感覺政府施
政欠缺彈性，相信延後可成為契機，讓全港全心一
意地配合往後實施時各項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