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北上實習 盼穿漢服遊故宮
「千人計劃」疫後復辦 主辦方授旗勉力爭上游

「百萬青年看祖國．香港學生內地實習千

人計劃2023」出發授旗禮昨日在港舉行，主

辦方將寫着「揮斥方遒」的旗幟授予學生代

表，勉勵學生在6至8個星期的實習之旅中

保持上進、力爭上游，在各自的崗位上盡情

揮灑汗水，用火熱的青春書寫精彩人生。有

參與本次實習的大學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滿懷期盼地迎接挑戰與機遇，

時代不斷在變化，希望增進對祖國內地商業

環境、發展前景的了解，相信有助自己未來

選擇發展道路。」有同學則希望藉此機會深

入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想體驗一下穿着

漢服遊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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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本港生育率下
降、人口老化問題嚴重，立法會昨日討論選
委會界別立法會議員梁毓偉提出的制訂全面
人口政策的無約束力議案。梁毓偉表示，香
港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急遽老化，影響未
來經濟及社會發展，特區政府應以高層次統
籌和跨部門協作方式制訂全面人口政策，確
保香港人口結構的可持續性。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孫玉菡表示，政府積極應對疫後勞動力
下跌及各行各業人力短缺等迫切挑戰，各政
策局均在各自範疇積極推展相關工作。
多位議員在會議上提出，香港生育率低，

政府需採取措施。九龍中議員楊永杰建議，
政府應在婚姻、生育、養育、教育方面為年
輕人打造適合組建家庭的環境，針對晚婚晚
育，增加公營輔助生育的資格和名額，縮短
輪候時間。
商界（第三）議員嚴剛認為，政府可積極

考慮為生育兩名或更多子女的家庭提供較現
時更優的稅務、住房等津貼，包括研究生育3
名小孩的低收入家庭可不受排期限制直接獲
編配公屋居屋或大幅縮短排期的政策，以鼓
勵年輕夫婦多生育。

倡讓青年以較低廉價格租屋
勞工界議員梁子穎認為，年輕人在生育前考

慮擁有穩定居所，他建議政府推出青年和新興
家庭的房屋政策，讓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香港
人能以較低廉的價格租屋，令他們有住房進行
生育工程，政府亦應優化適當的工作和生活配
套服務，提供費用相宜、方便度高的託兒的服
務，讓年輕人無後顧之憂。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沛良表示，過去兩年香

港勞動人口流失超過10萬人，包括不少年輕
人，故政府設立機制吸引人才確實以快速填
補缺口，包括推出「高才通」、擴大人才清
單等，值得肯定。他認為，政府未來要持續
檢視各類人才入境計劃，按實際情況優化，
更主動吸引人才來港發展。
選委會界別議員譚岳衡提出，政府應積極

應對人口老齡化，補齊養老服務、醫療服
務、退休保障等方面短板，構建長者友好型
社會。一方面要優化資源配置，聚焦改善公
共醫療服務的效率，提高醫療保險的覆蓋率
和保障水平，降低老年人醫療支出，同時應
增加養老服務的供給總量，鼓勵養老行業特

別是科技養老行業的發展。
孫玉菡在總結發言時表示，40位議員的發
言啟發了社會各界對整體人口規劃有更多的
新思維，特區政府會充分考慮和研究議員的
寶貴意見，攜手應對香港出生率下降、人口
老齡化、勞動人口流失等等的問題給香港帶
來的挑戰，重新為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注
入新的動力。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總結發言表

示，有議員提及要推動家庭友善措施，一方
面可為需要照顧兒女或其他家人的市民提供
便利，另一方面亦為想生育的家庭提供有利
的環境。民青局會繼續支援家庭議會的工
作，致力在社區推廣和鼓勵僱主實施更多元
化和靈活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議員促設全面人口政策
保人口結構可持續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學齡人
口呈結構性下跌，部分學校收生情況愈趨嚴
峻。教育局昨日公布的數字顯示，在過去3個
學年只開辦一班小一的公營小學數目持續上
升。其中，本學年共37間開辦一班小一的學
校當中，6所來自離島區，5所來自北區，黃
大仙區及東區亦各有4所。教育局強調，會從
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學生福祉
為最優先考慮，並以「軟着陸」為目標，鼓
勵和支持辦學團體和學校及早作出規劃，從
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逐步有序整合，確保教
育生態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

員質詢時，公布過去3個學年開辦一班小一的
公營小學數目，其中2020/21學年錄得15所
學校，2021/22學年為22所，2022/23學年共
37所。若按區議會分區計算，離島區早於
2020/21學年已有5所學校只開一班小一，其
後兩個學年均為6所。北區由2020/21學年錄
得2所，其後兩個學年升至5所；黃大仙區及
東區本學年分別有4所；中西區本學年有3
所。
另教育局亦數字顯示，本學年共有56,821

名小六學生，58,947名小五學生，54,980名小
四學生。由此預計，中一學位需求於2024年
度會有輕微上升，並由2025年度起持續下

跌。局方強調，會密切留意學生人口的變
化，動態評估中一學位供求情況。
蔡若蓮指，若有小學未能開辦資助小一班

級，教育局會主動聯絡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
被這些小學取錄的學生的家長，向他們解釋
情況和為其子女另行安排小一學位。家長可
從教育局提供的學校名單上作出選擇，或參
加統一派位。當公營學校停止營辦，對於尚
未完成小學或中學課程的學生，教育局會提
供學位安排服務，讓他們在其他公營學校完
成小學或中學課程，完成中三的學生可透過
中央學位安排，在其他接受資助的中學升讀
高中課程。

37校本學年僅開辦一班小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出生率
持續下跌，不少幼稚園面對營運困難。教育
局昨日表示，截至今年5月中，共有約620間
幼稚園申請加學費，較去年約440間多約
41%。
教育局現正審核學校建議的學費，會盡早

通知各學校核准學費。
教育局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約750間參加

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校中，約480間申請調高
學費，較去年約300間多六成；約250間幼稚
園學費不變。至於沒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
中，約140間申請加學費；1間減學費，其餘

約90間維持不變。
直資學校方面，截至5月18日，教育局共

收到49份調整學費的申請，及31份不調整學
費的通知書，教育局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有關
申請，以期在新學年開始前完成申請的審批
程序，並通知學校有關結果。

約620幼園申加學費 較去年多4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書蘭）香港政策研究所昨日公布
《疫後市民對經濟、民生及政治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
經濟、房屋及社會福利均為受訪市民最關注及最希望特區
政府優先處理的社會問題。同時，有近半受訪者擔心未來
的遊行活動會被人從中破壞，從而對公共秩序及經濟發展
造成影響。有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調查結果反映社會已不再泛政治化，市民都期望特區政府
與社會各界團結合作，聚焦改善民生，包括讓關愛隊深入
社區，照顧好弱勢社群，讓社會和諧共融，安居樂業。
是次調查透過全港18區街頭抽樣訪問進行，成功收到1,012
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五成受訪者認為過去3
年疫情對自己及家人在身體健康、人際關係及經濟狀況方
面造成影響；近三成半受訪者受疫情影響而令個人收入減
少，其中有五成半受訪者收入減幅達30%或以上。在家庭
收入方面，近四成受訪者表示家庭收入受疫情影響而減少。

盼政府優先處理房屋社福問題
經濟、房屋及社會福利均為受訪者最關注及最希望政府
優先處理的社會問題。近五成半受訪者偏向認同現階段香
港社會存在政治分歧，近五成半受訪者偏向認同政治分歧
對香港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四成半受訪者偏向擔心未
來的遊行活動會被人從中破壞。
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強在發布會上表示，調查
結果反映市民殷切期望特區政府應優先處理有關社會問
題，期望特區政府着力改善民生，讓市民安居樂業。

議員：反映社會已摒棄過去政治爭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認為，調查結果反映香港社
會在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行政、立法機關致力推
動良政善治的氛圍下，社會已摒棄過去的政治爭拗，甚
至擔心黑暴亂象重臨，然而經濟民生，以至市民的身心
均受過去3年疫情嚴重影響，恢復需時。
他期望特區政府定要與社會各界群策群力聚焦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要讓未來全港各區的關愛隊深入社區，
照顧好弱勢社群，並要繼續做好「開心香港」等，為社
會增添歡樂氣氛。
立法會「A4聯盟」議員楊永杰表示，疫情給經濟帶來
災難性影響，房屋一直是市民最關心的深層次問題，而新
一屆特區政府已想方設法對有關情況對症下藥，符合市民
熱切期望。他認為要讓香港經濟進一步可持續發展，香港
必須積極融入整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不斷提高發長動
能，香港經濟必然欣欣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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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內地實習計劃」至今舉辦第十屆，今
次為疫情3年後，首次復辦實習交流活動。

主辦方將組織逾千位香港大學生赴內地多個大城市
的政府部門、國企、民企等進行實習體驗，並歡迎
修讀任何學科的學生參加。
主辦方將參考學生提交的履歷、學術背景及面試表
現進行崗位配對，令學生親身走進公司業務部門，執
行各種富有挑戰性的工作項目，學習團體合作及溝
通，提早累積職場軟實力。
該計劃受疫情影響而停辦3年，不少同學幾年前已
在等待機會。香港科技大學二年級工商管理學系張心
怡在前兩年已報名希望參加實習交流，但因疫情而未
能如願，今年她希望藉活動了解內地的商業環境、發
展前景和職場生活，把握時代機遇。
「內地是香港最大貿易夥伴，兩地商業合作緊
密，我也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十分有興趣，想更
深入去了解。」她表示，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自己希望跟上時代的步伐，選擇未來的發展道
路。

期望以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香港中文大學四年級經濟學系孫均樂亦等足一
年，今次將於7月初前往上海展開實習。他對在即
將踏入社會前能夠開展一次內地實習感到很興奮。
「對香港學生來說，到內地實習是很難得的機會，
可以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我很想體驗一下內地基
本上可以無現金的生活，並結交當地朋友，拓寬眼

界和人際圈子。」
他又希望在工作中了解到內地企業的文化，以及兩

地經貿交往的機遇，期望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令國家和香港發展得更好。
據悉，首批出發赴內地實習的大學生將於6月2日啟

程，來自香港大學法律專業四年級的馬同學以及商科
四年級的鄭同學，即將啟程前往北京開啟兩個月的實
習生活。鄭同學認為實習時長合適，既能夠深度體驗
內地職場，但又不會佔滿整個暑假。
馬同學實習的企業是一間國際律師行的北京分部，

「我想看看兩地職場的不同環境，也會利用空閒時間
去體驗內地新潮的娛樂項目，像劇本殺、密室逃脫之
類。」馬同學中學時已經到過北京清華大學，十分喜

歡北京的人文、學術氛圍，今次在北京長時間實習和
生活令她十分期待。
據了解，主辦方除了為學生安排實習外，也會在周
末帶同學們體驗當地文化生活。兩位大學一年級的學
生陳敏靖和陳子朗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他們也會到北
京實習，希望透過北京的名勝古蹟、各類博物館了解
國家歷史和中華文化。陳敏靖笑說：「我想體驗一下
穿着漢服遊故宮。」

感受內地文化 尋找發展機遇
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宋來在活動上致辭表

示，了解是理解的基礎，認知是認同的開端。他希望
越來越多的青年朋友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內

地的文化生活，結交更多內地的朋友，尋找發展機
遇，實現青春夢想。
活動聯合召集人、全國青聯委員、香港文化藝術

發展中心執行董事王耀瑩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國家
對青年的發展十分重視，今年活動的籌備時間緊、
崗位數量多，多得各方支持才能順利舉辦。他呼籲
學生們要對國家和內地企業優先照顧香港學生實習
需求，懷有感恩之心，並勉勵參加的學生一定要倍
加珍惜，並把握好這次深度學習國情與拓闊眼界的
機會。
是次出發授旗禮由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香港各

區專上學生同盟、香港學生輔導協會等多個社團合
辦，逾500名香港大學生現場參加。

◆圖為早前有將軍澳居民在警方的安排下，進行反對將軍澳填海及興建
厭惡設施的遊行。 資料圖片

◀「百萬青年看祖國．香港學生內地實習千人計劃2023」舉行
出發授旗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主辦方將寫着「揮斥方遒」的旗幟授予學生代表，勉勵學生在
實習之旅中保持上進、力爭上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梁毓偉表示，特區政府應制訂全面人口政
策，確保香港人口結構的可持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