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4月已促漢鼎停收債券
要求清楚交代發展路向及回水 校監盼設「5年還款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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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校長帶你遊遊福建—海絲文化之旅」圓滿收官

活動期間，圍繞「海絲起點 清新福建」主題，
交流團前往福州、泉州、廈門市，考察福州三坊
七巷非遺博覽苑、嚴復故居、海絲國際旅遊中
心，觀看《最憶船政》表演，走進泉州洛陽橋、
開元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體驗南音及木
偶戲表演，參觀廈門集美學村、鼓浪嶼，通過走
訪參觀、互動體驗、文化交流等多種形式，實地
考察研學路線和遊學基地，進一步了解福建獨特
的海絲文化、多彩的研學資源、感人的華僑故事
和嶄新的文旅風貌，多角度、多層面感受「海絲
起點 清新福建」的獨特魅力和氣韻風采。
港澳校長們表示，《最憶船政》多維度沉浸式
體驗效果令人震撼，經受了一場深刻的愛國主義
教育，非遺博覽苑展現了福建非遺文化的精妙絕

倫，海絲國際旅遊中心呈現一場身臨其境的海絲
文化探索之旅；漫步洛陽橋、遊覽開元寺，感受
泉州千年古城的煙火魅力，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
館作為中國第一座以古代海外交通、海上絲綢之
路為主題的博物館，讓人身臨其境感受古代海上
絲綢之路繁盛的貿易、輝煌的歷史及密切的文化
交往，泉州南音及木偶戲「非遺活化石」在新的
歷史條件下被充分保護傳承而煥發新的光彩；在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創立的集美學村，學習
了陳嘉庚先生「因海而生、向海圖興、以海為
懷」的海洋情懷，在素有「海上花園」美譽的鼓
浪嶼，了解鼓浪嶼多元文化交流、碰撞與互鑒的
典範，感受鼓浪嶼從小漁村到世界文化遺產的
蛻變。

經過多年持續培育，「港澳校長帶
你遊福建」已成為福建省深化閩港澳
文旅交流合作的品牌活動。此次活動
圍繞海絲文化主題，以港澳校長獨特
視角，將其在福建的所見所聞所感，
切身傳遞給港澳青年學子，有力推進
「海絲起點 清新福建」文旅品牌在
港澳地區的宣傳推廣，助力福建打造
世界知名旅遊目的地。同時，提升港
澳青少年對福建的了解和認同，增強
對祖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鑄牢中華
民族共同體意識。

共同傳承弘揚海絲文化 閩港澳文旅交流煥發光彩

11月2日至6日，12月6日至10日，由福建省文化和旅遊廳主辦的「港澳校長帶你遊福

建—海絲文化之旅」活動在福建成功舉辦。此次活動以「海絲文化」為主線，邀請香港

和澳門中小學校長及遊學機構代表來閩考察交流。

特刊

漢鼎書院風波揭露了學校陷入財務危機，
但由於教育局沒有規定私立學校把財務報告

公開或上載校網，家長往往要查冊才能了解賬目，造成家
長或因不清楚學校財政狀況及債券紀錄而承擔不必要風
險。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認為，事件反映教育局即使有

審批機制，亦不能杜絕私校濫發債券的問題，學校即使不
還錢，都可以繼續利用家長信任「攞正牌」向家長借錢，
這是不可接受，而教育局不應該等到學校「爆煲」才要求
校方停發債券，而是在審核階段與每年審核賬目時若發現
問題便應提前杜絕，同時應該要求校方預留儲備，不能
「借幾多，使幾多」。

應要求私校公開賬目
他建議，教育局應要求學校公開賬目，並主動核查私校
賬目，檢視債券或提名權的風險，如發現高危個案，應該
立即糾正，包括確保學校為家長退款保留足夠儲備，並對
私校申請徵費嚴格把關，包括要求學校交代債券用途，以
免校方以建校為名，變相向家長強徵免息貸款。
同時，家長不應忽視學校債券或提名權的風險，應該審

慎考慮，而不是為求子女成功入讀，就置之不理，尤其債
券或提名權並無抵押品，一旦學校清盤或轉手，很大機會
未能取回款項。
立法會議員梁熙亦建議，教育局在未來應要求私立學校
把債券收入狀況公開透明，讓家長一起監督其使用情況，
同時讓有意為子女報讀私校的家長也可以了解學校過往債
券收入和使用紀錄，以便評估當中風險。未來，教育局可
就學校的「自有資金」作出規定，並加強抽查自有資金低
於某一水平的學校，作出雙重保障。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鄧飛認為，私

立學校就像非上市公司，在法律上沒有責任向公眾或家長
交代財務狀況，因此若要求私校公開財務狀況或會對其他
直資、國際學校等引發連環效應，應審慎處理。
他建議教育局應進一步完善審批機制，並加快審批程
序，「隨着香港的教育愈來愈受歡迎，估計私立學校、國
際學校在未來會愈來愈多」，同時可參考內地的經驗和審
批機制，不容許用學費以外的金融財技方式收費。
鄧飛又強調，漢鼎書院在讀學生的利益亦應受到重

視，促請教育局密切關注和跟進學校的可能發展和學生
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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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正梳理逾300建議

位於黃竹坑的漢鼎書院昨早如常開放，有
教職員到門領學生進校，避免他們接受

傳媒採訪，其間有警員到場。校方向家長發出
的最新通告提到，該校當前面臨暫時的財務困
難，正全力以赴解決問題，維護債權人利益，
並建議延長到期而尚未清退的建校債券至2029
年底，聲稱會把本金連累計利息一併償還，期
望學校能休養生息、止謗停訟。
通告中附帶家長回條，若簽署表明知悉校方
的通知，同意、理解和支持方案。

校方稱營運正常
有家長透露，校方日前於家長會稱，目前欠
債約 1億元，包括 8,000 萬元未償還債券及
2,000萬元租金。徐莉昨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承
認數字差不多，又指2017年時招生營運正常，
翌年學生人數更翻倍，到了2019年黑暴事件加
上3年新冠疫情，「連續4年的天災人禍」令
很多機構垮掉，「我們現在首先想的是活下
來，活下來就是對大家最好的負責」，並希望
能有「5年休養生息」期限，相信校方有能力
把所有錢債問題解決。
她指學校營運正常，學生正在考試中，正常

校園秩序不能受到干擾，師生權益必須得到充
分保障，而已退學家長的權益非常重要，校方
不會迴避問題。
蔡若蓮昨日在回應事件時表示，學校現在仍
有百多名學生就讀，教育局作為教育的負責部
門，會確保教學的質素和同學的學習不受影
響；所有私立學校的營運屬自負盈虧，財務狀
況受很多因素影響，她呼籲所有家長選校或參
與學校一些財務計劃或發展，特別是比較長遠
的項目時要特別留意，詳細看清楚條款和合
約，以及學校的財政狀況。

2017年開辦時未有審批機制
被問及教育局去年設立「私立學校收取其
他費用的申請及審批機制」，亦曾審批涉事
學校，今次事件是否反映機制有漏洞，蔡若
蓮解釋，該校於2017年開辦，當時未有審批

機制，自2023年 8月有審批機制後，當局按
學校的情況審批其他收費的項目，當發現該
校出現財政問題時，已停止其繼續向家長收
取費用。
被問到如何協助家長追討損失，她指私立學
校發行債券，現在設有審批機制，亦有一定的
規則，包括按照法例，確保它們的財政透明度
和良好管治，同時在過程中，確保所有投資者
的權益得到合理的保障。教育局會密切留意跟
進，按現時原則進行。
教育局昨晚補充指，至今共收到25間私立學
校透過審批機制提出申請及相關資料，現正審
批申請，如發現學校運作或財務出現嚴重問
題，會考慮暫停學校收取該等其他費用。若學
校未能按合約條款及條件行事，家長應循法律
途徑追討，如懷疑涉及違法行為，應向執法部
門舉報。

私立學校漢鼎書院遭逾50名家長投

訴，指子女退學後一直未獲校方退還建

校債券餘款，累計涉款估計逾3,000萬

元，香港警方亦表示接獲11人就此事報

案，情況引起社會關注。該校校監徐莉

昨日稱，欠債因合作夥伴投資不到位，

加上社會事件及疫情影響收入，校方為

節流，最快下星期將學校辦公室退租，

希望有5年還款寬限期。特區政府教育

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強調，局方正嚴肅跟

進事件，會確保教學質素和學生學習不

受影響。教育局晚上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補充指，已於今年4月要求學校暫

停收取建校債券，及清楚交代未來發展

路向。局方至今共接獲3名家長投訴，

已立即聯絡學校了解情況，促請學校盡

快按協議退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文博

●位於黃竹坑的漢鼎書院陷入財困，被家長投訴沒有依約退還建校債券餘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報，法國多個地區的初中學校
由本學年起實施禁止學生在校內使用手提電話的實
驗計劃，要求學生到達學校時交出電話，美國不同
州份亦有類似的規定。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現
行參照《學校行政手冊》原則以校本模式處理學生
在學校使用手提電話的事宜，既能照顧學校實際的
運作需要，亦能讓學校依據行政框架實施良好的學
校管治。教育局會持續支援學校的運作，在有需要
時會向學校提供適切的意見及協助。
議員陳健波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問及會否參考其他

地區的做法，制訂措施或政策以規管學生在學校使用
手提電話，蔡若蓮在昨日的書面答覆中表示，根據
《教育條例》（第279章），學校的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
須負責確保該校的管理令人滿意及以適當的方式促進
學生的教育。具體執行方面，學校須訂定校規，目的
是闡述學校對學生在校內日常行為的基本要求，為學
生營造安全、健康及有秩序的學習環境。

參考《學校行政手冊》相關指引
她表示，教育局發出的《學校行政手冊》清楚列

明學校制定及執行校規時的一般原則。學校在擬定
校規時，應收集及考慮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意見，

透過討論和溝通，讓學生明白訂定校規的意義，確
立他們對校規的理解和共識，並就所訂定的校規定
期檢討。當學校執行校規時，須合法、合情、合理
及公平一致，並應顧及學生的自尊、個人差異及接
受教育的權利。故此，學校在制定有關學生攜帶或
在校內使用手提電話的規則時，應參考相關指引、
法例及考慮校本的情況。
蔡若蓮表示，制定和執行校規是學校日常運作及
校本事務，一般由校方因應校情直接專業處理，但
提醒學校在關注學生的學習、課堂秩序及紀律的同
時，亦應顧及學生及家長的實際需要，作適當的校
本安排。
此外，教育局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情境研習」
資料套內，亦為學校提供處理學生在上課期間使用智
能電話玩遊戲時的建議處理方法，供學校參考。
面對新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所帶來的挑戰，她表
示，教育局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並為學
校提供《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以加強在
中小學課程與資訊素養相關的學習元素，培育學生
在學習及日常生活中，有效及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
及通訊科技的能力和態度，讓他們正確和健康地使
用互聯網及電子裝置。

規管學生校園用手機 教育局：交校方自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龍）在立法
會昨日大會上，有議員就愛國主義教育工
作小組如何促進政府與民間教育資源合
作等問題作出口頭質詢。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自愛國主義教育
小組成立以來，已收到來自社會各界超
過300項建議和意見，內容包括在不同範
疇，如學校教育、中華文化、中國歷史、
國家發展、媒體推廣、抗戰歷史教育等加
強推廣力度，及積極促進與民間團體合
作。政府也會因應實際情況提供支援。
議員蘇長荣關注到愛國教育支援中心

的運作情況。曾國衞回應表示，該中心自2022年成
立以來，一直提供研學參觀和教師專業發展等活
動，積極響應特區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工作。

曾國衞：青年是重點推廣目標
根據中心提供的資料，中心自2022年9月正式投

入服務，截至2024年11月，已有約330所學校及約
70所機構參與中心的國情研習活動，參與人次合共
約27,600名。另外，中心還舉辦了超過150場到校
講座，參與師生共約15,000名，反應良好。
有議員關注現時各博物館資料的檢視和更新。議

員陳穎欣提到，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走訪了各博
物館，發現許多歷史都是從英國殖民統治的角度出
發，問工作小組是否會督導青年團體，以及對博物

館展示內容作出檢視。曾國衞回應表示，青年是工
作小組的重點推廣目標，政府未來會與青年團體加
強合作，亦會因應建議作出政策制定和監督安排。
議員霍啟剛認為，展示國家體育成就亦是愛國主

義教育一部分，期望政府在明年藉明年全運會的機
會，主動出擊，邀請運動員與市民見面。曾國衞表
示，全運會一定有相關安排，並藉賽事播出推廣愛
國主義教育工作。
議員陳曼琪問到民間團體如果有需要在場地、修

復等需要支援和幫助，政府是否有支援機制。曾國
衞回應指，政府非常支持民間團體舉辦愛國主義教
育相關活動，若團體在開展過程中有具體想法、構
想、要求，可與政府溝通，政府會因應實際情況積
極考慮提供支援。

●蘇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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