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
要聞 20242024年年99月月1010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

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李佩瑾
A7

最「美」教師陳綺梅：
「淋過雨更願為學子撐傘」

執教鞭逾四分一世紀 如益友與少年並肩同行

今天（9月10日）又到一年一度的教師

節（香港又稱「敬師日」）。老師之所以

備受尊重，除了傳道、授業、解惑外，還

會在學生成長路上給予陪伴、支持與鼓

勵，既以生命影響生命，更用生命感動生

命。近日獲選為本年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十大最『美』教師」的賽馬會萬鈞毅

智書院助理校長陳綺梅，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憶及她投身教育界逾四分一世

紀，屢屢攜扶着瀕臨崩潰的少年人走過人

生低谷。為了學習如何更好地關顧學生，

她專門報讀教育輔導文學碩士課程；本身

也曾受過情緒病困擾的她，助人自助，也

更明白孩子們在成長中的挫折與彷徨，希

望以自身的人生經驗及輔導專業，助學生

們走上心靈健康的坦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陳綺梅笑容可掬，言談之間風趣幽默，絲毫
沒有架子。訪談時，她親切地着記者稱呼

她做Miss Chan就可以了。她提到10年前一位中
五女生的故事，當年陳綺梅任教高中視覺藝術
科，留意到班上有一個女生有點不尋常，「上
課時，她總是不由自主地傷心難過，低泣流
淚，就算課堂結束都不願離開，一直坐在原來
的位置，不發一言。」原來女生的爸爸因急病
離世了，她頓失依靠，而更令人心酸的是，媽
媽在她初中的時候也已因病離世。

反思：我能多做一些幫助孩子嗎？
美術室似乎是這個孤伶伶女生的安全區，陳綺梅
會默默坐在她身邊，偶然輕拍她的肩膀，或遞上紙
巾給她拭淚，「沒有想到，這樣的陪伴，也給予她
安全感和安慰，讓她慢慢走出陰霾，開始勇敢地改
變起來」。在後來視藝科校本評核作品中，女生以
爸爸在醫院離世的場景作為作品主題，「讓我感到
安慰的是，她慢慢地從親人離世的悲痛和難過中振
作起來。」
女生失去雙親的遭遇，也令陳綺梅重新思考，
「我還能夠再做多一些幫助孩子嗎？」於是她報
讀了香港教育大學的教育輔導文學碩士課程，希
望在處理學生情緒輔導工作時有所進步。
陳綺梅透露，過去十多年來，自己也曾經因為

家庭事宜，捲入情緒的漩渦和患上抑鬱，但在醫

生的專業治療、自我心靈療癒及投入積極運動和
正念生活下，她很幸運地從困惑中重獲新生，
「這段經歷給我很大啟發，也加強了同理心。」

活潑班長突「爆煲」良師一直陪伴
患情緒病的經歷、與學生同行的體會，讓陳

綺梅更加明白學生的心情。2009年，她是中一
班主任，「那時候有一個可愛的女生，我挑選
了她擔任班長。她為人友善、活潑開朗、樂於
助人，總是笑意盈盈的幫助老師和同學。」後
來，這位可愛的班長畢業了，每年都會在恩師
生日的月份，帶着蛋糕回校一起慶祝，並分享
生活近況。
直到2017年4月，女生在與恩師慶祝生日後一
段時間，卻突然出現嚴重情緒問題，需立即轉介
到醫院精神科留醫，之後證實患上了躁鬱症，更
開始了漫長的治療。原來這位總是笑容滿面的女

孩，當時一直要幫忙照顧年逾80歲的父親，長期
擔心老父隨時離世，心理壓力非常沉重，但她還
太年輕，不懂減壓，也很無助，不知不覺便壓力
爆煲。
這7年來，女生一直要服藥和接受治療，陳綺梅
會相約對方見面，或電話問候，從沒間斷，「她常
常告訴我，感謝我一直的陪伴和鼓勵。」因為自己
是過來人，陳綺梅明白有親人和朋友陪伴和支持，
對情緒病患者而言是很大的力量和後盾。她有信心
這些遭遇困難的學生，在未來能夠積極面對人生和
生活。

往事不可追 影響猶能改
陳綺梅並以家庭治療大師沙維雅（Virginia

Satir）的金句勉勵同學：「我們不能改變已經
發生的事情，但能夠改變這些事情對我們的影
響。」

陳綺梅小一時由內地移居香港，當時面對陌生
環境和同學，滿是惶恐、缺乏自信，「幸好那時
候，我遇到充滿愛心和溫柔的班主任和老師，他
們有教無類、關愛孩子，公平的對待學生，也去
發掘我的潛能和興趣。」
受老師的薰陶，由小二開始，每逢作文題目是
「我的志願」，她就必定會寫立志要做一位好老
師。雖然那時年幼的她還不知道怎樣才能成為好
老師，「但我知道首先要豐富自己的知識，所以
小小年紀的我，早已決心要用功學習，在學問上
打好基礎，也會觀察和模仿老師的教導方法，學
習他們真誠的態度。」
韓愈《師說》言：「師者，傳道、授業、解

惑也。」陳綺梅覺得，這真的很能表達作為一
位老師的心聲，「尤其看着孩子成長，自己又
已為人母，對待學生，就如對待自己的孩子，
會有更多的體諒和多了一份慈母的心意。」
常說「立德樹人」，總括27年的教學歷程，
她認為老師就是學生的楷模，「從前我從老師
中學習了，今天我也是學生的楷模。作為老
師，我們任重而道遠，要以學生福祉為己任，
繼續敬業樂業！非常感恩，自己能有力量繼續
在教育界中盡一分綿力。」
新學年剛開始，無論是對資深老師、入職不
久的教學「新人」或仍在努力求學的準教師，
陳綺梅都寄語他們心中要有三個「信」：「對
教育抱有信念，對學生持有信任，對自己擁有
信心。」

「讓學生知道，他們並不孤單」
就近來備受關注的學生精神健康問題，她分
享道：「讓學生知道，他們並不孤單，有需要
時，老師可以陪伴和傾聽，並知道他們辛苦
了！」
此外，她也衷心感謝家人，任教學校的校
監、校董、校長、同事、學生和家長，讓她有
機會在教育事業上繼續前行，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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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威國際電腦奧賽 港生「穿金戴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第三十六屆國
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IOI 2024）本月1日至8
日在埃及亞歷山大港舉行，四名香港學生代表
隊成員表現出色，充分展現了解題技巧及編寫
電腦程式的能力，奪得一面金牌、兩面銀牌和
一個優異獎的佳績。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是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發起的多項奧林匹克競賽之一，專
為20歲以下中學生而設，旨在促進編程教育、
培養學生的計算思維和解難能力，屬世界上技
術水平最高的中學生編寫電腦程式的比賽。
本屆賽事共有96個國家或地區派出代表參

與，四名來自不同中學的香港學生成功獲獎，

包括香港培正中學的黃進勇奪金獎，而拔萃男
書院關容浩及華仁書院（九龍）蕭樂然各獲得
銀獎，喇沙書院蔡祉齊則得到優異獎。
他們均是於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HKOI）
表現優良而獲選為香港代表，並接受一連串培
訓以參加國際比賽，培訓人員大多為昔日港隊
代表，體現薪火相傳的傳統。
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祝賀香港學
生代表在賽事中表現卓越，認為他們努力不懈
的成果令人鼓舞。
她又感謝學界與教育局協作，一同推動
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教
育，「學校不單透過課堂教學推廣創科及資訊

科技教育，亦在課堂以外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包括專題研習和參與比賽等活動，讓學生運用
STEAM範疇知識和技能實踐解難，從而培育創
意，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及拓闊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今日（10
日）展開訪問法國行程，將到訪里昂、圖盧茲及巴黎。蔡若
蓮將出席由世界技能組織舉辦的2024年里昂世界技能大賽，
是次香港派出歷屆最大的代表團，參與逾30個項目。她亦會
出席世界技能大賽研討會，推廣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
此外，蔡若蓮還將出席在圖盧茲舉行的歐洲教育者年會
暨展覽，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優勢。行程期
間，蔡若蓮將到訪巴黎，與國際組織會面。她亦會到訪法
國的科研機構及院校，以及與在當地學習或工作的香港青
年交流。

蔡若蓮今訪法國
推港國際高教樞紐優勢

▲陳綺梅陳綺梅（（左左））在視覺藝術在視覺藝術
課堂指導學生課堂指導學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最最「「美美」」教師陳綺梅教師陳綺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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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第二十四屆中國國際投資貿

易洽談會期間舉行的「鼓浪嶼論壇．

RCEP 經貿合作會議」上，商務部相

關負責人透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秘書機構有望

於今年年內成立並投入運作，包括中

國香港、斯里蘭卡和智利均提出申請

加入 RCEP。目前各方正在加快討論

新成員加入程序，為提出申請和感興

趣的經濟體加入創造條件。中國堅持

多 邊 主 義 和 自 由 貿 易 ， 堅 定 支 持

RCEP 互利合作，有利完善全球經濟

治理，促進地區繁榮和世界經濟復

甦。香港擁有聯通中外的獨特優勢，

能夠為 RCEP成員提供多元優質的服

務，積極支持香港加入，可以為區域

互惠共贏發展增添動力。

RCEP 是當今世界人口最多、經貿

規模最大的自貿區，15個成員國的總

人口、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額佔全球總

量的 30%，區域內 90%以上的貨物貿

易最終將實現零關稅。2023 年 6 月 2

日，RCEP協定對15個簽署國全面生

效。RCEP 自正式實施以來，已初步

形成了共享紅利、共促發展的區域合

作新局面。

中國穩步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不僅

考慮自身，還更多考慮推動地區經濟

一體化和推動全球經濟合作發展。中

國2023年對RCEP其他14個成員國合

計進出口12.6萬億元（人民幣），非

金融類直接投資總額達到 180.6 億美

元、同比增長26%。中國將繼續與各成員

國持續深化RCEP各領域合作，推動各方

共享 RCEP 新機遇，共創區域合作新未

來。有專家指出，中國與RCEP成員持續

推動市場化改革、全方位開放與合作發

展，對困頓中的全球環境有非常重要的意

義，甚至將推動新的全球化前行。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發揮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是內地企業

投資海外、海外企業進入內地的獨特雙

向營商平台。香港與 RCEP 成員的經濟

貿易關係非常緊密，2023年的雙邊貨物

貿易總額接近8,000億美元。香港作為國

際 金 融 、 航 運 和 貿 易 中 心 ， 能 夠 為

RCEP 成員企業提供更多優質服務，包

括供應鏈管理服務、金融和專業服務

等，促進 RCEP 成員和整體地區的經濟

和創新科技產業發展。

自2022年申請加入RCEP以來，特首

李家超及特區政府積極開展推動工作，

多次與商界及專業團體代表外訪，包括

出訪東盟及中東、參與多個國際性會

議，努力爭取相關政府和組織成員支持

香港加入 RCEP。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

持 及 各 方 努 力 下 ， 已 經 獲 得 大 部 分

RCEP 成員包括東盟所有夥伴的正面回

應。特區政府和香港工商界、社會各界

要攜手合作，再接再厲，爭取香港盡早

加入 RCEP，與區域內的各個經濟體加

深合作，推動區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

展，讓香港在地區互惠共贏發展方面發

揮更大作用。

香港要爭取盡早加入RCEP
有外勞懷疑遭受不公平對待，引發社會廣泛關注。

香港文匯報獨家追訪多名外勞，揭露他們被管理公司

脅迫交管理費。由於涉事管理公司屬內地公司，要解

決外勞遭剝削的問題，需要兩地政府攜手介入，展開

跨境合作執法，才能消除引進外勞過程中的黑點、盲

點，杜絕多重外判、層層盤剝，絕不容許輸入外勞的

程序變成剝削外勞的產業鏈。輸入外勞能夠補充本地

部分行業人手不足，鞏固本港競爭力，政府應積極檢

討政策的執行情況，持續優化完善，切勿因噎廢食完

全停止輸入外勞。

從報道揭示的個案可以看出，外勞遭受的不公對待

主要包括工資遭剋扣、徵收額外費用、無償加班等。

例如，有外勞反映，他們被要求支付中介服務費、水

電費、車費和衞生費等額外費用，而實際收到的工資

遠低於合同約定的數額。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外勞的

身份證和合同被管理公司扣押，限制了他們的自由，

令他們在面臨不公境遇時難以維護自身權益。

針對這些問題，特區政府將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

該小組將負責調查和處理涉及外勞被不公對待的案

件，確保外勞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廉政公署亦迅速

展開調查，並已落案起訴一名涉嫌從10名輸入勞工

身上收取賄款的「工頭」。同時，發展局暫不批出新

一期的建造業外勞配額，以便對現有的制度進行檢討

和完善。

外勞與本地僱員一樣，受本港法例保障，受剝削的

外勞應理直氣壯舉報，以維護自身權益。不過問題的

複雜性有兩點：一是當前輸入外勞制度中存在層層外

判和流程過長的問題。建造業本身外判成風，外判層

次越多，衍生的中介成本就越多，這些成本最終轉嫁

到了外勞身上。二是部分涉嫌剝削外勞的管理公司在

內地註冊，這意味着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依靠兩地

政府的積極介入和跨境合作執法。

一方面，特區政府應加強對輸入外勞的制度性監

管，限制層層外判，簡化流程，要求僱主直接與僱員

接觸和支付薪金，降低中介成本。政府部門應主動了

解行業輸入外勞的運作流程，制定更為嚴格的規範和

標準，確保外勞的薪酬和工作環境符合本港法例的要

求。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與內地政府加強合作，共

同打擊跨境黑中介和剝削行為，通過資訊共享、監督

招聘全流程、聯合執法等方式，形成對不法分子的震

懾力，消除引進外勞過程中的黑點和盲點。

面對計劃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加上當前是建造

業開工量相對較少的時間，暫停輸入建造業外勞有一

定合理性。特區政府應充分利用這段時期，對現有的

輸入外勞制度進行全面的檢討和完善。既要加強對管

理公司和中介機構的監管和處罰力度，對違規行為

進行嚴厲打擊和懲處；又要研究建立更為完善的投

訴和舉報機制，鼓勵外勞和公眾積極舉報不法行

為。

不過，對於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該一刀切叫停輸

入多個行業的外勞，避免黑中介藉機斂財，此觀點未

免因噎廢食。輸入外勞對本港解決勞動力不足、提升

行業競爭力具有重大長遠意義。隨着經濟的持續發展

和各類基礎設施項目的不斷推進，對勞動力的需求

必將日益增長。特別是在建造業，人手短缺已成為

制約行業發展的瓶頸。特區政府推出的多個輸入勞

工計劃，旨在促進產業長遠健康發展，方向正確，

值得支持，不應因為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而全

盤否定。

保障外勞權益需要兩地政府、社會各界以及僱主和

外勞本身的共同努力，通過跨境合作、制度完善和社

會監督等多種方式，形成對外勞權益的全方位保護，

確保輸入外勞計劃能夠真正發揮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

作用。

完善輸入外勞制度 杜絕層層盤剝勞工

●香港學生揚威第三十六屆國際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