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大校長候選人盧煜明：促進跨學科創新研究
與逾300師生校友交流 表示會與政府及立會建良好關係

文匯
要聞 20242024年年99月月272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

2024年9月27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陳啟恒
A7

盧煜明昨日先後與超過300名師生校友答問交
流，簡述自身背景、在中大 27年的教研經

驗、科研成就及科普工作等。他以「IDEA」（In-
spire、Discuss、Empower、Achieve）來總括自己的
管治理念，以啟發學生學習和教職員教研工作，與
各界保持廣泛討論溝通，並提供足夠資源為師生賦
能。在提問環節中，不少學生口誤「率先」稱呼他
為「盧校長」。

大學通識課已加入國安教育
會面中，多名師生就學術和言論自由提問。盧
煜明強調，大學學術自由是神聖的事，在守法的
大前提下承諾會致力捍衛，並強調在全世界不同
司法管轄區域從事研究都須遵守當地法律，不應

單單挑出香港的國家安全相關法律作考量，並重
申守法是對社會負責和顧及他人的行為。他提到
大學通識課程已加入國安教育元素，校方可適時
檢視及改進。

續增與持份者溝通 做到更「貼地」
盧煜明又表示，會持續加強與學生、教職員及不

同持份者交流及溝通，做到更「貼地」，例如他即
將於10月4日在崇基學院周會演講，屆時有機會與
學生交流。他又指會強化溝通，建立大學與特區政
府和立法會的良好關係，以及改變部分公眾眼中大
學管理層管治混亂的印象。
在大學管治和發展方面，盧煜明表示，中大定位

是一所「文理並重」的綜合型大學，保證會公平發

展不同學科，不會將資源傾斜到自己出身的醫學
院，又認為書院制有助學生全人發展，會珍惜並致
力捍衛中大的書院制。
就中大下一個五年策略計劃，他提出會加強跨學

科領域研究，例如是人工智能（AI）、工程、法
律、哲學的融合，以及新能源和氣候等環境與可持
續發展範疇，同時也會加大吸引人才和優化教員晉
升制度。
就有師生問及對中大於世界排名的看法，盧煜明

指會平常心看待，認為「排名是大學的公關工具
（tool），並非唯一全部」，並舉例說德國的大學
素來不重視國際排名，但其科技成就有目共睹，更
產生很多諾貝爾獎得主。
他表示，會思考如何進一步與中大（深圳）加

強合作，與兩校持份者商量如何「做到1加1大於
2」，包括將中大的國際性成果透過中大（深圳）
輻射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為國家發展作貢獻，同
時中大亦會積極配合國家和特區政府的創科發展
策略，培養學生創業能力和知識產權相關的發
展。
對怎樣才為之一位好校長，盧煜明認為，最緊要
是全心全意帶領大學做到「No.1」，做出能夠改變
世界的實質研究和發現，自己也會運用多年累積的
經驗對此作出貢獻，希望能夠幫助更多年輕的後起
之秀在研究和事業上取得成功。
在今日的中大校董會會議中，如盧煜明獲四分之

三校董支持，將會成為下任校長，接替明年1月離
任的現任校長段崇智。

被譽為「無創產前檢測之父」的香港中文大學醫學

院副院長（研究）盧煜明日前獲中大校長遴選委員會

推薦為下任大學校長唯一候選人，中大校董會今日

（27日）會舉行特別會議，考慮有關推薦。昨日下

午，盧煜明分三時段與學生、教職員及校友會面交

流，介紹其若當選校長後的理念及發展策略等。他強

調，會在守法大前提下捍衛學術和言論自由，及加強

與不同持份者溝通，並與香港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建立

良好關係。在大學管治和發展方面，他提出「IDEA」

管治理念，促進跨學科創新研究和吸引人才發展，以

及進一步加強與中大（深圳）以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合作，力爭中大在學術研究對世界作出正面貢獻方面

更上一層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小學試教新課程 小組討論學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莫楠）為應對學齡
人口下降，確保教育資源得到妥善分配，特
區政府教育局在9月中為公營中小學「數人
頭」，包括透過電子系統收集學生資料，亦
到個別學校實地點算，核實實際在學人數，
以確定2024/25學年核准開辦的班級數目，
並在昨日公布相關結果。局方指，相對本年
3月和4月發布的中小學初步批核總班數，
最終本學年公營小學一共新增3班小一，公
營中學則增加9班中一。
教育局表示，調整班數出現的超額教師，
可按既定機制獲保留至2024/25學年完結。
而因小一學生人口下降以致2024/25學年總
班數減少而出現的超額教師，則可獲保留最
多三個學年。
局方強調，在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時，首
要考慮學生的福祉，並以「軟着陸」為目
標，檢視政策及公共資源運用的效能，逐步
有序調節學校數目，確保教育生態健康和學
校可持續發展。
未來，局方將繼續密切關注學生人口變

化，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審慎考慮各方面
因素，包括教育政策、學齡人口變化、區內
學位需求、官立學校整體發展需求和政府資
源運用等，進行全面規劃，確保學校體系持
續發展並有效運用資源，以維護整體教育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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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的小學課程
正積極改革，以應對新時代教育需要，包括於
2025/2026學年全面開始推行科學科及人文科，各
學校亦可選擇於今學年起率先試行新課程內容。特
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近日探訪試行兩科新課程
的鳳溪第一小學，親身了解該校試教和學生學習的
情況。在小五科學科課堂上，學生透過「動手動
腦」的方式探究植物構造，在另一節小六人文科課
堂上，教師通過網上遊戲和小組討論，讓學生認識
基本法及明白其重要性，懂得守法守規，培養正確
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該校校長朱偉林指，十分
認同兩個新學科的課程理念，認為有助培養學生對
科學的好奇心及人文素養，增加對國情的認識。

花圃選花解剖 了解植物構造
教育局今年3月公布《科學（小一至小六）課程
框架》（定稿）及《小學人文科課程框架》（定
稿），以加強小學階段的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配
合國家「科教興國」大方向，從小培養德才兼備、
愛國愛港的棟樑。
蔡若蓮周二（24日）到訪鳳溪第一小學，與該校
師生交流，了解學校試行和籌備新學科的情況，並
參與相關的課堂活動。在小五科學科課堂上，學生
從學校的中藥園和花圃挑選花朵進行解剖，仔細檢

視和分辨花的主要部分，並認識其功能。透過科學
實踐和小組報告活動，學生更好地掌握科學知識，
並激發對自然界的好奇心和對學習科學的熱情。
在另一節小六人文科課堂上，教師通過網上遊戲

和小組討論，讓學生從日常生活例子認識香港居民
根據基本法可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以及明白基本法
對保障香港居民生活的重要性。
該校副校長鄒立明表示，學校在本學年率先將常

識科分拆為科學科和人文科，全面試行新課程，教
師不但積極參與教育局提供的專業培訓，亦在課堂
上運用局方提供的學與教資源，有信心能夠透過今
年試行，為下學年推行新科作好充足準備。

教育局推「學習圈」支援新科目推行
教育局同時推出多個「學習圈」計劃，支援新科

目的推行，包括開展小學科學領導教師學習社群，
以及於優質教育基金支持下推行全新的小學科學教
育領航計劃，擴大支援範圍。兩個計劃共組織了72
所小學，通過定期舉辦網絡活動及共學活動，包括
經驗分享會、示範課、工作坊、參觀活動等，加強
小學科學科教師的專業交流，同時總結試行經驗，
設計教學示例供其他學校參考。
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周一（23日）出席兩個計劃
的聯合起動禮致辭時表示，配合國家及國際最新教

育趨勢，小學科學科課程理念為「探新求知、樂學
活用、創造未來」，重點在於「科學探究」和「工
程設計與創新」，讓學生在小學階段，培養對創科
的好奇心和興趣，並提升他們的科學和創意思維。
當天，教育局還安排了專題講座、科學實作活動

與課堂設計工作坊，由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與在場
教師分享在小學進行科學探究活動的技巧，例如運
用天文望遠鏡觀察天體、以簡單工具進行熱傳遞的
實驗等，並通過小組工作坊，帶領教師討論有效的
科學課堂設計，包括引導學生提出問題、組織科學
探究活動等。

●蔡若蓮在科學課堂與學生互動。 教育局圖片

●中大校長候選人盧煜明（左）昨日參與三場會面，分別與學生、教職員及
校友交流，介紹其理念及回答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中大校長候選人盧煜明昨日分三時段，與超過300名師生校友會面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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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及前署任

總編輯林紹桐煽動罪成，區域法院昨日判

處鍾沛權入獄21個月；林紹桐則因健康原

因獲額外刑期扣減，可即時獲釋。「立場

新聞」及其有關被告對煽動行為視而不

見，更以假新聞散播仇恨及反政府情緒，

攻擊警方執法，美化黑暴行為，受到法律

懲治罪有應得、咎由自取。香港尊重並保

障新聞自由，但新聞自由並非絕對權利，

新聞從業員須遵守法律、履行維護國家安

全和公共秩序的義務，不能損害國家安

全、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

「立場」案被一些外部反華勢力形容為「半

世紀以來香港首宗傳媒觸犯煽動罪案」，給

香港強加打壓新聞自由污名。事實上，「立

場新聞」根本不是單純的媒體，而是一家與

外部勢力及黑暴事件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政治

喉舌，騎劫新聞自由肆意抹黑政府，不停濫

用失實言辭誤導公眾。

法庭早前判處被告罪成的裁決理由指

出，煽動罪是特定意圖的罪行，發布者在

發布煽動刊物時蓄意煽動，或罔顧煽動後

果而明知犯險，就需要承擔罪責。法庭更

指出，鍾沛權和林紹桐在擔任「立場新

聞」總編輯期間，知悉並認同文章的煽動

意圖，提供「立場新聞」作發布平台，意

圖煽動憎恨中央或特區政府及憎恨司法。

法官郭偉健昨日在判刑時明確指出，被

告並非執行真正的傳媒工作，而是參與當時所

謂的「抗爭」，與政府抗衡，判處監禁為唯一

合適刑罰。法官亦不同意辯方指被告誤墮法網

的說法，強調煽動罪自 1938 年已是罪行。法

例早已提供相關指引，訂明「傳媒工作者可以

發布什麼，不可以發布什麼」，而且重點是發

布意圖。法官引述「立場新聞」發布的評論文

章，在沒有證據下指控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受

政權操控，散播中央政府極權、特區政府是傀

儡、警方是特區政府打手等訊息，但鍾沛權作

為總編輯在處理相關文章時卻視而不見。香港

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

嚴，「立場新聞」和相關被告違反刑事罪行條

例，依法懲處理所當然。

基本法保障港人享有言論、新聞及出版自

由，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均明

確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

新聞自由不是絕對權利，新聞從業員與其他人

一樣都有義務遵守所有法律。《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第16條為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依

法作出限制，對言論自由有限制，新聞媒體及

從業人員在發表言論、資訊及文章時，必須遵

守維護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義務。

「立場新聞」濫用新聞自由煽動仇恨、攻擊

中央及特區政府，所作所為與正常傳媒機構擁

有的新聞自由無關，依法懲處、清除「立場新

聞」之流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組織，香港的言

論、新聞自由才有更好保障。

「立場」案裁決彰顯法治真義
臨近75周年國慶，中央贈送香港的一對大熊

貓「安安」和「可可」昨日抵港，預計聖誕節期

間可以與香港市民和訪港旅客見面。現在香港共

有6隻大熊貓，是內地以外最多大熊貓聚居的地

方，而且6隻大熊貓年齡個性形態各具特色，非

常有觀賞和科普價值。香港是對外弘揚中華文化

的窗口，特區政府和海洋公園有必要加強宣傳，

以大熊貓作為香港的交流大使，可以令香港形象

更加友善鮮明，成為拉近中外民眾心靈距離的紐

帶，貢獻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香港國際機場歡迎大熊貓

儀式上指，一對剛成年、充滿活力的大熊貓加入

香港大家庭，充分展現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關愛及

支持，亦肯定了香港在保育、護理及飼養大熊貓

工作上的表現。海洋公園主席龐建貽表示，香港

是祖國的一部分，非常感恩「安安」、「可可」

將永久住在海洋公園，牠們所生的寶寶亦可以留

在香港。大眾對再有大熊貓來港表現興奮，有市

民認為「安安」、「可可」的到來，加上早前海

洋公園大熊貓「盈盈」誕下雙胞胎，香港現在是

「雙喜臨門」。有旅客更急不及待建議，將大熊

貓打造成「明星大熊貓」，提升香港的國際形

象，吸引更多旅客到訪香港。

「安安」和「可可」來港後，香港的大熊貓家

庭增加至6隻，成為內地之外擁有大熊貓數量最

多的地區，海洋公園熊貓館相信會成為訪港旅客

的遊覽熱點。海洋公園已表示將與全港共享大熊

貓經濟，會積極推出IP及設計一系列產品，製

作卡通片，又會與商業機構合作推出相關時裝、

飲食及珠寶。這些都有利本港旅遊、零售消費，

香港工商各界要在這股熊貓熱潮當中，思考加入

嶄新的服務、產品元素，以及採取獨特的宣傳策

略，力求創造全新的旅遊體驗和亮點，加強落實

「香港無處不旅遊」理念。

大熊貓體形龐大，自身強大又不欺負其他弱小

動物，憨態可掬、性格溫馴，符合中國人謙虛、

愛好和平的性格，不論是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發

展都有重要意義。海外影視和圖書作品常出現大

熊貓親切可愛的身影，美國動畫電影《功夫熊

貓》一度風靡全球，不少海外民眾都希望一窺大

熊貓真面目。雖然中國也有向多國出借大熊貓，

不過相比之下，能夠在香港觀賞大熊貓，身處中

西薈萃的人文景致，旅客感覺別有一番風味。香

港文化創意製作實力雄厚，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

方，應該發揮自身優勢，製作更多與大熊貓有關

的文化藝術產品，宣揚中國獨特文化。

香港是傳播中華文化的窗口。中華文化既包括

中國的歷史、也包括當代和未來的發展；既是屬

於中華民族、也是世界文明重要一部分。大熊貓

是中國國寶，親和友善的形象能夠增進香港和我

國在海外民眾心目中的印象。以大熊貓作為國際

親善大使，能夠超越國度，破除人與人之間的隔

閡和誤解，促成互相欣賞的精神，有利各國探索

和諧共處之路，讓世人重新認識中國的多彩文明

與美好風光；香港也因此能夠在文化層面上踐行

「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展現東方之珠的光芒。

打造熊貓「交流大使」增強香港遊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