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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逾5萬多名小六學生昨日迎來期待已久的升中派位

放榜，今年獲派首三志願滿意率為91%，雖比過去兩年略

低，但仍屬高位。在取錄基層學生為主的鮮魚行學校滿意

率約九成，放榜氣氛相當歡欣。有獲派第一志願的學生以

「驚心、驚喜、驚嘆」形容心情，並對中學生活表示期

待；亦有新來港雙胞胎兄弟雙雙獲派首志願，他們感謝老

師盡心教導和家長的支持，期望升中後多參與各項活動，

拓闊眼界，發展潛能。

兄弟升中拍住上 雙胞胎同圓夢
新來港粵語說不好靠苦學 感謝良師教導 感激慈母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學文憑試
（DSE）即將於下周三（19日）放榜，職業訓
練局（VTC）昨日公布統一收生計劃詳情，下
學年旗下各院校將開辦超過140項全日制學士
學位、高級文憑、基礎課程文憑、職專文憑及
文憑課程，學額約1.3萬個，目前報讀數字與去
年約2.7萬人相若，有信心收到足夠學生。各課
程中以幼兒教育、社會工作最熱門，以競爭比
例計算，首10個最受歡迎的課程則包括藥劑科
學、飛機維修工程、人工智能、運動學及智能
科技等。
VTC高級助理執行幹事郭展幹表示，幼教及

社工是最多人報名的課程，而軟件工程、土木
工程、電機工程、插畫設計等反應亦相當理
想。另一方面，隨着社會對醫療護理服務需求
持續增加，促使不少同學報讀健康相關課程，
包括體適能及運動營養學、生物醫學、應用營
養學、食物科技及安全等，平均約四五人爭1

個學額。因應各行業積極引入創新科技，與科
技結合的課程報名反應亦理想，例如電訊及網
絡科技、人工智能及手機軟件開發等，亦有約
四個人爭一個學位。
此外，VTC下學年將開辦全新「音樂製作高

級文憑」課程，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數碼媒體學系
署理高級講師謝浩文介紹，課程斥資約100萬元
購買各種設備及樂器，並會邀請業界資深製作人
擔任導師，着重教授香港式慢歌(Slowballad)、搖
滾(Bandsound)、電子(EDM)，以及節奏藍調
(R&B)，並會協助學生掌握主流音樂的作曲、編
曲、混音及監製等幕後製作知識及技能。
收生安排方面，郭展幹指，本年度的VTC統

一收生計劃除繼續以網上形式進行外，各院校亦
開放可親身報名，並由教職員親身解答同學或家
長的疑問。早前已報名並獲「有條件取錄」的申
請人，如DSE成績符合課程要求，將於放榜日
獲轉換成「正式取錄」，有關申請人須於放榜日

上午9時至下午4時登入「VTC中六入學申請平
台」確認接受學位。而新申請人及未有「正式取
錄」的申請人，可於7月19日至24日登入「統
一收生計劃」平台報讀心儀課程及獲知取錄結
果，獲得學位的學生須在7月24日中午12時前
於網上註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金文博）為應對適齡學生人
口持續減少，降低學生流動的不穩定性，教育局早前
宣布，今年起中一收生「叩門」位由每班2個減至1
個。有小學校長表示，此舉確實會令「叩門」競爭加
劇，但由於普遍學生派位理想，部分直資中學和國際
學校亦有學童流失令學位騰空，升中學生成功入讀心
儀校的機會，仍比以往學生人數多的年代更高。
昨日放榜後，鮮魚行學校家長邢太和女兒因結果

未如理想，儘管天氣較炎熱，仍前往首志願的港九潮
州公會中學嘗試「叩門」，爭取入讀最心儀中學。
鮮魚行學校校長施志勁指，今年派位成功率雖然

略降，但九成的數字與過去兩年高位相差無幾，普遍
學生派位結果不錯，情況應該令人滿意。對於有意
「叩門」學生及家長，他指在「叩門」學位減半下
「競爭一定會大了」，成功機會未必太高，提醒家長
多作考慮，盡量接受派位結果。
而在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有派位未如

理想的家長計劃為子女到兩三間中學「叩門」，亦有
家長指，縱然子女已獲派首志願亦會繼續叩門，希望
給子女多一個更心儀的選擇。部分家長則提到，無奈
接受教育局減少「叩門」位的決定，但認為局方應更
早公布，讓他們選校排位時採較保守策略。該校校長
陳淑儀認為，整體學生人數減少，家長及學生並不用
太擔心「叩門」位減半，除了官津中學外，直資和國
際學校都有學童流失騰出學位，學額仍然較學生多，
入心儀校機會始終比以往學生多的年代高。
另一方面，未有參加分區派位的新來港及升中跨境

學生，昨日則可前往觀塘的教育局學位分配組領取結
果，來自不同地區多所學校派員在該處等候，按獲派
其學校的學生名單「尋人」，確保其到校註冊，並嘗
試游說非派位學生入讀。有老師慨嘆，面對收生不足
危機，只能盡力為學校招收足夠學生，但如同推銷員
般的做法多少是「浪費（教育）專業」。

VTC下學年開逾140項學位文憑課程

◆職業訓練局（VTC）昨日公布統一收生計劃
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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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參與升中派位的學生有50,508人，較去年微升約千人，獲派首
三志願及首志願的滿意率分別為91%及80%，兩者均較去年下跌

3個百分點。昨日上午，各小學小六生及家長紛紛回校領取派位結果。
在鮮魚行學校，兒子獲派第一志願的張女士得知結果的一刻激動非
常，喜極而泣。她表示，放榜前夕徹夜未眠，因為在早前自行收生階
段時只獲次選中學錄取，而兒子成績普通，一直感到擔心，更加「已
作好要『叩門』的準備」，怎料昨日放榜卻重新獲派第一志願、鄰近
居所的嶺南鍾榮光博士紀念中學，心情頓時放鬆不少，並連忙向親友
致電報喜。
她希望兒子在新學校有新開始，與其他同學一起努力向前，提升讀

書成績，但不會強逼他去補習或參與各式各樣興趣班，而是讓兒子自
由發展、選擇和用功。

備選重獲首志願 同學感「三驚」
張女士兒子邱同學則以「三驚」來形容獲派首志願的心情：「驚
心、驚喜、驚嘆」！他直言，沒想過在自行分配階段失落第一志願
後，最終能透過備選重獲首志願，「真的非常開心！」
他表示，對中學生活十分期待，「最喜歡數學科和地理科，以及不同

的體育活動和校隊，還有日文和韓文等外語班。」在放榜前夕略感緊張
的他，對於突然獲得理想結果，他笑言：「想食壽司慶祝一下。」
雙胞胎崔同學兄弟都獲派第一志願，崔哥哥指，兩兄弟年前從內地
來港，廣東話說得不好，對學習造成一定影響，但在學校老師悉心教
導下，昨日獲派首名志願，遂第一時間致電正上班的家人分享喜訊，
並與老師合照留念，一家人計劃晚上「吃一餐好的慶祝」。
崔弟弟則提到，雖然家中經濟環境較遜，但母親仍一直鼓勵他們好
好學習，亦不惜花錢報補習班助他們追上成績，最終獲派心儀中學，
對母親的支持表示感謝。他形容，自己放榜前一夜心情十分緊張，
「熱切希望知道結果」，如今結果塵埃落定，他期望在升中後能夠參
與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擴闊視野並發揮潛能。

家長「囉囉攣」派位「得償所願」
梁同學則對獲派第四志願的嘉諾撒聖家書院感到「非常滿意」，其
母親梁太直言：「好開心，適合女兒的程度。」梁太笑言，自己在放
榜前夕「瞓唔着」，因為不清楚今年派位競爭，感到很擔心，但是女
兒卻「不知幾好瞓」。她形容，女兒成績屬中上水平，在校學習認
真，平時的學業和功課都是「自己搞掂」，不用家長操心，派位有此
結果亦算是「得償所願」，並不會特別慶祝。對於女兒的升中期望，
她希望女兒能夠繼續努力，在同一小學畢業、即將升中六的兄長教導
下學好英文。
根據升中派位流程，不論派位結果如何，所有學生須於本月13日或

14日帶同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前往獲派中學註冊，否則會被視為放棄
獲派學位。如學生及家長申請「叩門」位，則可於獲取錄後到獲派中
學取回註冊證，並往成功「叩門」的學校註冊。

◆崔同學兩兄弟（左為弟弟）計劃與家人
晚上「吃一餐好的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張女士(左)得知兒子獲派第一志願喜極而泣。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全港逾5萬多名小六學生昨日迎來期待
而久的升中派位放榜，不少家長及學生
滿意派位結果。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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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生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
特區政府計劃於今年第三季公布「慢性疾
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簡稱慢病共治計
劃）詳情，以特區政府和參加者共同付費
的模式，提前篩查和治療慢性疾病，目標
對象是45歲或以上未有確診高血壓或糖
尿病的香港居民。作為本港公共醫療的重
要舉措，計劃秉持早發現、早治療的原
則，有利於保障市民身體健康。同時，特
區政府資助市民及早發現和處理慢性疾
病，避免病情加重，對減輕公共醫療負擔
也有好處。該計劃須務求做到便利市民參
與，同時要累積公私合作做好基層醫療的
經驗，將來推展至更多的領域。

政府去年在《基層醫療健康藍圖》中，
提出透過「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
劃」，資助市民在私營醫療界別及早識別
出高血壓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計劃採用
政府和參加者共同付費的模式，也就是政
府出一部分錢、市民自己出一部分錢。這
種模式既能資助市民及早篩查，做到預防
勝於治療，同時也能體現市民對自身健康
的承擔，避免計劃遭到濫用。

所謂病向淺中醫，高血壓和糖尿病是
本 港 兩 大 慢 性 疾 病 。 根 據 衞 生 署 的
2020-22 年度人口健康調查報告，糖尿
病患者佔全港人口8.5%，高血壓的患病
率更高達29.5%，兩者情況普遍且有年輕
化趨勢。在這些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
中，分別約有 37%和 41%在接受檢查前
並不知道自己患病。透過慢病共治計
劃，市民將獲得接受篩查、監察和介入
治療的途徑，讓市民及早發現和控制病
情，從而預防慢性疾病引致的相關併發
症。

隨着人口老化，本港醫療負擔日益加
重。2019年香港公共醫療衞生開支佔稅
收的比例約為 27.1%，為全球最高地區
之一。醫局局長盧寵茂去年年底表
示，糖尿病及高血壓患者中三分之一的
人發現患病時，已出現中風、心臟病、
腎衰竭或糖尿上眼等併發症。慢病共治
計劃目標是及早辨識另外約100萬名隱
性患者，及早治療，減少醫療負擔。

慢病共治計劃是發揮公私合作優勢做
好基層醫療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要多
聽取業界意見完善執行細節，務求計
劃能做到便民，產生實效。對私家醫
生而言，雖然部分醫生認為每名參與
者只能收取合共300多元診金和藥費，
資助額偏低，但醫生也應履行社會責
任，做好基層醫療服務，才能拓展更
多業務，相信大部分私家醫生會積極參
與計劃。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發表的施政報
告中指出，本港醫療體制過往重治療、
輕預防，公營醫院服務佔醫療總開支比
重超過八成，而基層醫療卻不足兩成，
資源和壓力嚴重傾斜。隨着人口老化和
慢性病日益普遍，公營醫療系統將不勝
負荷，專科服務輪候時間會不斷延長。
因此，政府在《基層醫療健康藍圖》
中，提出扭轉以治療為主、以醫院為中
心的格局，未來將以預防為重、以社區
為中心，達至重預防、早治療。這一理
念無疑是切合香港社會當前需要。期待
政府盡快落實好慢病共治計劃，發揮好
公私合作的優勢，積極總結經驗完善計
劃，務求將來能推廣至精神健康、專科
門診等方面，共同為市民的健康把關。

慢性病早治免惡化 公私合作護健康
昨日，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召開會議，中央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主持會議並講話。中央港澳辦領
導班子集體亮相，意味這個新的黨中央辦事機構
組建完成，未來將持續貫徹落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制定的港澳工作大政方針，持續有效落
實中央對港澳特區全面管治權，在制度上、組織上
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夏寶龍出任
中央港澳辦主任，有利於中央港澳工作繼續順暢、
高效開展，有利香港維護國安、優化治理、繁榮發
展。香港社會各界對完善港澳工作領導體制、加強
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領導，熱烈歡迎、充滿期待，堅
信在中央強有力的領導下，香港在由亂到治走向由
治及興的新階段，一定能持續開創新局面、實現新
飛躍。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戰略和全局
的高度，就香港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為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實踐行穩致遠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政治上，面對香港複雜嚴峻甚至一度風高浪急的局
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決策，標本
兼治，推動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堅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促使香港局勢由亂到治、香港發
展重回正軌。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從「十三五」
「十四五」規劃到「一帶一路」建設，從「滬港
通」「深港通」到「債券通」，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從國家發展總體戰略的全局和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高度，謀劃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民
生改善，激發聚焦「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促進
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香港回歸以來的實踐不斷證明，中央的堅強領
導、大力支持是香港攻堅克難的堅強後盾。2020年2
月，中央將港澳協調小組升格，成立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並設立領導小組辦公室，與國務院港澳
辦合併設置，加強了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導、全面統籌，引領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由治
及興的重大轉折。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中央
宣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決定組建中央港
澳辦，把港澳工作納入中央領導體制，充分體現中
央對港澳發展的高度重視、全力支持，維護國家和
香港根本利益有了更堅實的領導制度保障。

習近平主席去年視察香港並發表七一重要講話，
提出「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為香港發展指
引方向、勾畫藍圖；中共二十大報告強調「一國兩
制」是香港特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必須長期堅持；系統闡述了「一國兩制」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堅定香港各界對「一
國兩制」的信心。中央港澳辦組建完成啟動運作，
可以確保中央對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針繼續全面準確
貫徹執行，確保「一國兩制」走得更穩、行得更
遠，確保港澳工作能夠按照習近平主席的引領和希
望，高效、順暢、協調地推進。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關心、熟悉香港，對關係香
港國家安全、經濟發展、人民幸福的關鍵問題把握準
確透徹。2020年2月，在如何實現香港由亂到治的關
鍵時刻，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3年多來，夏寶龍堅定不移、全面準確地
落實中央對港部署，對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邁向由治
及興做了大量重要工作。香港第五波疫情急速惡化之
際，夏寶龍指揮支援香港抗疫，協助香港穩控疫情，
保障了港人安康。夏寶龍今年4月來港考察，為香港
各方面發展帶來極大鼓舞和重要啟示。夏寶龍執掌中
央港澳辦，有利保持中央對港澳工作連續性，中央對
港澳全面管治權在工作層面的落實更堅強有力，各方
面政策落實更高效到位。

香港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港人殷切期望並且
充分相信，中央加強對港澳工作領導，必將鞏固香
港由治及興的良好局面，推動香港社會一心一意謀
發展，破解深層次矛盾，全力發展經濟民生，書寫
獅子山下再創輝煌、貢獻國家的新篇章。

中央強化港澳工作領導 引領香港實現由治及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