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建構香港青少年國民身份認同，讓中華

民族的下一代對國家民族存持溫情與敬意，

以及讓學生了解歷史人物對國家和社會文化

的貢獻，從而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鼓勵老師、家長以至普羅大眾共同參與，力

求引起公眾更關注國家歷史及社會時事，國

史教育中心（香港）去年11月起舉辦2024年

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護疆守土，安國惠

民」為主題，推舉5位成就不凡的著名歷史人

物作為候選人，經450多所香港學校的學生

投出破紀錄的逾12萬票，最終由西漢名將霍

去病以近3.8萬票當選2024年度中國歷史人

物。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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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選護疆古人 霍去病居榜首
文天祥郭子儀分列第二第三 逾12萬學生投票破紀錄

20252025年年11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5年1月7日（星期二）

2025年1月7日（星期二）

●責任編輯：陳啟恒本 港 新 聞A11

在完善地區治理之下，我做區議員已整整一
年，深切體會市民對區議員的期望很大。由於黃
大仙是一個「長者多，屋邨也多」的舊社區，市
民對區內的環境衞生、交通、房屋問題或法律諮
詢需求更大，因此要常和政府各部門聯絡協調，
希望可以解決他們日常生活問題，民生無小事。
區內有位照顧者宋女士，兒子患有自閉症，外出
時都需要寸步不離。去年4月初，其兒子在商場走
失了30分鐘，宋女士當時徬徨無助，驚惶萬分。
她向我訴說情況後，我即協助她申請警方東九
龍失蹤人口組的「智蹤計劃」，數天後，警方聯
絡宋女士及通知她可領取定位器放在兒子身上。
宋女士非常多謝我及警方東九龍失蹤人口組的協
助，大大紓緩了照顧者的擔憂，壓力及精神負擔，
我也體會到，照顧者的困難其實可以透過社區的
關懷而解決，多點關心多點愛，社區更和諧。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個案是，市民朱女士一家分
別獲分配兩次公屋，但地點偏遠無奈放棄。她希
望可以獲配屋至黃大仙區，是因為可以照顧已年
逾八旬高齡及獨居患癌的母親。其母親不良於
行，日常生活均需由親人陪同覆診及接受治療。
經過我幫她和房屋署申請及協調後，朱女士最後
在第三次編配公屋單位可以安排於黃大仙區了。

善用法律專業 解多方矛盾
其實，每次可以幫到市民及街坊，收到感謝信
或他們豎起手指公，都感到暖在心頭，也是推動
我工作的動力。在過去日子，我善用自己的法律
專業，舉辦了不同法律講座：平安紙講座、樓宇
漏水維修講座，讓市民更明白自身的法律權益，
好好保障自己，其實很多民生事務也會涉及法
律，但未必一定要透過訴訟程序，相反透過我們

這些中間人協調，用調解程序解決多方積壓多年
矛盾、怨恨及衝突，深信方法總比困難多，共建
和諧社區，市民的生活質素更得以提升。
在此，我好想多謝我的一班議員助理及義工團
隊的幫忙，一起努力為市民服務，更不厭其煩地
幫我在短短日子內籌辦不少活動，如為長者打流
感針、在雙親節送花給社區內所有偉大母親及送
湯給辛勞父親、聯同工商團體在端午節送愛心糭
及愛心傘給長者並一起和民政事務專員探訪獨居
長者、在兩個兒童節及暑期送上貼心文具給學
生，更在中秋節舉辦首次「月滿抱竹園」，為基
層年輕家庭提供別開生面開心打卡拍照等，為小
社區帶來新景象、新生活方向及歡樂，這便是市
民需要的安全感、幸福感及獲得感。
進入了區議會，令我這位「新丁」更明白到，

區議員要把政府的政策解釋給市民知道，及配合
政府各部門同時推行的重要性，亦要向政府反映
民意。現在，每天早上有「哥哥姐姐」來閒話家
常，下午有家長帶小朋友來探我們取糖果，我看
着他們開心生活，他們也見證及監察我的工作，
也看着我的成長。未來日子，我會繼續實踐我的
服務承諾：「走進你社區，聆聽你聲音，忠誠為
你服務！」這也是我常記掛在心裏的「上情下
達、下情上傳」的初心。

●文、圖：黃大仙區議員 姚逸華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走進社區聽民意 多方協調齊解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學校長假期後是學生精
神健康的高風險期，按學校傳統日程安排，聖誕新年
之後一般是上下學期教學總結的交接時段。教育局去
年7月更新《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向小學提出應盡
量避免在緊接長假期後安排測考，惟仍有不少學校未
及調節今學年的校曆表，超過50所小學在今月初假期
完結後一周內進行測驗考試，甚至有15所在復課當天
或翌日開始測考。教育界直言有關情況不理想，擔心
會增加學生學習壓力。
除了教育局最新小學課程指引，香港情緒健康學會
會長林美玲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亦引述最新全
球性分析研究指，假期結束後是本港青少年精神健康
及自殺風險的危險期，強調學校應先給空間讓學生
「回魂」重拾學習節奏，避免假期甫結束便即進行測
考。

教界憂增學童壓力：情況不理想
不過，根據各所學校在校網上載的校曆表，仍有約
55所小學，在聖誕假期回校後一周內安排測考，包括
14所教育局轄下的官立小學，佔官小總數逾四成半。

教育局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將持續了解學校包括
官立學校，落實各項涉改善評估政策建議的情況，並
透過發函、訪校等不同渠道給予專業意見，局方強
調，學校測考和評估應考慮學生均衡發展及健康生活
方式，並按學生能力和需要調整，鼓勵家長和子女善
用假期時間，注意作息安排。
教評會主席蔡世鴻認為，緊接在長假期後安排測

考，或會令學生學業壓力加劇，情況不理想，認為應
讓學生有時間緩衝，至少要復課後三四天至一周後才
安排測考更為恰當。
他表示，曾見過不少學生在長假玩到興高采烈，低
年級生會發脾氣不願上學，較高年級的學生回校後也
「神遊太虛」未能集中。
有家長指，長假期後考試好處是孩子有更多時間溫

習，在職家長亦可利用假期陪讀，但要妥善分配溫習
和玩樂時間並不容易。
有家長慨嘆指，學校假期完結後即要測考，一家人
難以安排外遊等活動，擔心孩子難以收拾心情溫習，
認為應考慮將測考安排在長假期前，讓小孩考試後放
假能盡情去玩，或能推動其學習更有動力。

長假後周內即辦測考 55小學違指引

是次「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霍去病（漢
朝）、郭子儀（唐朝）、文天祥（宋朝）、戚

繼光（明朝）、曾國藩（清朝）為候選人，共吸引
458間中小學參與，選舉票數更創下歷史最高達
122,231票。選舉昨日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揭曉結
果並舉行頒獎典禮，由霍去病當選，文天祥及郭子
儀票數分列第二及第三。

學生角色扮演五候選歷史人物
昨日頒獎禮表揚了多所積極參與的學校。張沛松
紀念中學在是次活動中分別獲得最佳活動推廣獎金
獎、最踴躍投票獎。該校讓學生穿上各朝代的服
裝，透過角色扮演逐一介紹五位候選人物。
此外，該校亦讓校內大型書展與活動配合，由中

史科老師舉辦師生讀書會，向同學們介紹相關候選
人的歷史圖書，各學生投票後還需要寫一篇反思文
章，解釋他們投票給候選人的原因。
扮演戚繼光的學生張見形容，以角色扮演分享歷

史知識的方式，可更新奇有趣、更生動地讓學生吸

收和接納知識，他還提及了當中最難忘的經歷，就
是穿上代表戚繼光的衣服，在校內走去禮堂、課室
等向同學們拉票宣傳，笑說：「很少有機會可以穿
成這樣跟同學們交流。」
該校另一學生張溥熙扮演文天祥。他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分享道，4位歷史人物均有不同的價值觀，
而透過角色扮演，可以將這些價值觀體現出來，從
而讓同學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更多反思。
他說，角色扮演事前需要很多準備工夫，包括按

人物特徵去裝扮，在衣着及外貌特徵上亦很講究，
希望能夠更好地體現出5位歷史人物的細節等特
徵。
同樣獲得最踴躍投票獎的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

學，該校中四生高同學透露，自已正是投票給當選

人物霍去病，其間亦有了解過其擊敗匈奴的歷史，
他認為霍去病是一個好有智慧的將軍，「自己偶像
當選，十分開心。」

同學：學習古人智慧增自強自信
高同學強調中國歷史博大精深，有很多有趣的內

容，如現今生活中遇到困難，都能借鑒歷史人物在
解決問題時的處理手法。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在頒獎禮致辭時表示，

希望同學們能透過活動，認識各位年度歷史人物候
選人對國家、社會、文化的貢獻，從而引發對國史
的興趣，以及加強學生保護國家、保衛疆土的責任
感。
她又寄語同學，除了對歷史人物持欣賞態度，還

可從中效仿他們的自強自信，成為智勇仁義兼備的
國家棟樑。

校長盼學生聯想到世界現況
國史教育中心校長何漢權表示，今屆選舉以國
家安全為主題，希望令學生從歷史聯想到國家及
世界的現況，同時傳揚中華傳統文化，他形容，
今屆投票人數創新高，相信是由於世界多地發生
戰火，令人感到國家安全不是必然，亦對學校教
育有啟示。
他透露，該中心的「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活

動版權已授予澳門，在當地正進行投票，而下一步
期望能擴展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推動灣區各地的歷
史教育互聯互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楚意）由學友社主
辦、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的
「第三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於2024
年11月19日至12月17日進行，共有130間中學
參與，投票的中學生達44,488名。票選出的十大
新聞中，「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競選期間
集會遇襲」居首，另外「中央再贈港一對大熊
貓」「Google地圖多間學校遭改名惡搞」等城中
熱話亦上榜。
參與新聞初選的19所中學會先於校內成立籌

委會，每個籌委會各擬出30則候選新聞予校內
高中及初中各兩班同學投票，約1,800人參與初
選投票。學友社從參與初選中學所提交的建議新
聞事件投票結果中，篩選出本年度30則候選新
聞，由參與新聞總選的中學生從30則候選新聞
中選出心目中的年度十大新聞。

「惡搞校名」成學生最關注本地新聞
在首十則新聞中，近半新聞屬本年城中熱話或
有話題性新聞，包括第二位「Google地圖多間學
校遭改名惡搞」；第三位「何伯何太事件 引全
城熱話」；第六位「巴黎奧運港隊奪2金2銅 創
歷史佳績」；第九位「美斯缺席香港表演賽 引
球迷不滿全場噓聲」以及第十位「中央再贈港一
對大熊貓 海洋公園『盈盈』喜誕龍鳳胎」。
其中，第二位新聞「Google地圖多間學校遭改

名惡搞」對部分學校學生有切身影響，因此更能
獲得關注。
在2024年度的30則候選新聞中，國際新聞有8
則，與去年相若。首十則新聞中有3則國際新
聞，包括首位的「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 競選
期間集會遇襲」；第四位「朝鮮向韓國發射糞便氣
球引局勢緊張」及第八位「印度女醫生遭姦殺全國
震怒」。可見學生對於國際新聞繼續有一定關注。
另外，30則候選新聞中有3則內地新聞，與去
年相若，其中兩則新聞排名較前的包括：第七位
「《黑神話：悟空》爆全球熱潮中國遊戲產業新
階段」及第十二位「颱風摩羯風力逾17級海南
兩廣百萬人受災」。

◀2024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有超過12萬名中小學生投
票，創歷史最高。

▲張沛松紀念中學的學生穿上各朝代的服裝，透過角色扮演
介紹5位候選中國歷史人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楚意）香港都會大學獲
伍絜宜慈善基金捐贈3億港元，是該校創校以來收
到最大筆的私人捐款，亦是基金歷來作出最大額的
捐贈。校方表示，有關捐款將用作支持其何文田新
校舍大樓發展計劃，助大學培育更多優秀人才，推
動香港長遠發展，並促進社區健康和福祉。
都大昨日舉行捐贈典禮，由基金秘書伍步謙、董
事伍尚匡、阮伍尚之、譚劉清儀，聯同都大副校監
方正、校董會主席黃天祥及校長林群聲主禮。
方正表示，隨着市場對專業及應用課程需求的
增加，近年來報讀都大的人數持續上升，本科生
和兼讀生總學生人數已突破兩萬；都大更於去年
成為本港首間應用科學大學，迫切需要提升校園
空間，滿足學生的需求。

料2028年第三季啟用
是次捐贈將支持都大新校舍大樓的發展。該項

目位於常盛街及佛光街交界一幅斜坡土地，定位
為「社區健康樞紐」，將提供約30,660平方米的
總樓面面積，相當於現有校園空間約42%，預計
2028年第三季啟用，將促進社區健康發展，並為

大學提供更多及更佳的教學空間和設施，配合大
學長遠發展。
林群聲承諾，都大會善用捐款，推動新校舍的

建設，未來大學教育發展不僅限於傳授知識，更
要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使他們成為具創造力的
未來領袖。
他表示，發展新校舍將顯著提升大學的教研設
施，並提供更多空間以激發師生們的創新思維。
大學也會肩負社會責任，設立綜合醫療診所及公
共行人天橋，惠及本區居民，期望社會各界支持
計劃。

伍絜宜基金捐款3億挺都大建新校舍大樓

●都大獲捐贈3億元，將用作支持其何文田新校
舍大樓發展計劃。 都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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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港隊奪2金」成為中學生十大新聞。
圖為港隊張家朗(右)成功衛冕奧運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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