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

頭條商報
責任編輯 曉辰 張淦明 美編 張俊奇

今天出版1疊共16版
1952年創刊 第25007號

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蔡若蓮：努力培養學生 「向心力」

讓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

大灣區係港青大舞台

自從新冠疫情以來，為保安
全，內地和香港聯防聯控，暫
停了免檢疫通關。但鑑於許多

香港市民有北上工作、經商、探親等剛性需求，邊
境口岸往往大排長龍，並且不時引起一定程度混
亂。有見及此，有關當局一直在想方設法，因應疫
情變化，調整並理順過關安排。本港最新舉措是自
今日起，規定所有經深圳灣口岸過關的離境旅客，
必須持有 「特別核酸檢測預約證明」 ，方可接受有
關檢測，相信此舉有利分散人流，減少離境人士在
關口等待的時間。希望特區政府在這個基礎上持續
改進，進一步與內地加強溝通協調，在確保疫情不
擴散的安全前提下，作出更加人性化的安排，讓疫
下口岸運作更高效，市民過關更便捷。

現時香港通往內地的陸路口岸，僅有港珠澳大橋
和深圳灣兩處，當中以後者較多人使用。但要成功
過關真是困難重重：首先要取得名額目前只有2000
個的深圳健康驛站房間，然後經網上檢測預約系
統，預約需要過關當天的特別核酸檢測時段，再於
過關當天向在場職員出示確認預約的電話短訊或網
頁截圖，否則便不能進行特別核酸檢測，不能繼續
過關行程。總體而言，預約的安排算是比較穩妥，
因為有助縮短旅客在口岸的等候時間，減少人群聚
集，降低交叉感染的機會，也不會為內地防疫工作
帶來額外風險。

事實上，兩地為了方便市民過關，也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深圳健康驛站最近改以抽籤方式
分配房間，有力杜絕炒賣；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

寵茂在上任後不久，突擊察訪深圳灣口岸，為優化
調整通關政策作實地調查，取得一手資料；入境處
有關機構也在炎炎夏日，將部分離境大堂臨時改為
專用休息區，設置了關愛座、提供飲用水，讓旅客
在設有空調設備的室內範圍等候檢測結果；衛生防
護中心昨亦宣布，深圳灣口岸旅客若檢測陽性，即
時獲發隔離令並安排入住社區隔離設施，防止疫情
外溢。這些工作無疑都是為民作想，值得肯定。

歐美多地和鄰近澳門最近爆發新一輪疫情，香港
疫情亦有反彈之勢，內地嚴陣以待合情合理。那
麼，有沒有既能滿足市民北上，同時不會削弱防疫
成效的方法呢？其實，只要兩地政府加強協調，靈
活變通，相信應有優化完善的空間——近日有立法
會議員提議，兩地可將確診CT值統一，避免部分

市民在港檢測陰性後，到深圳檢測轉為陽性的尷尬
情況；當局也可考慮以香港社區檢測中心的陰性檢
測結果，代替在深圳灣口岸檢測，避免重複檢測；
而針對深圳健康驛站名額不足的問題，兩地亦可商
討利用香港現有檢疫設施，讓有意北上的市民入住
隔離，等到隔離完畢後，再以閉環方式送往深圳。

短期內，香港和內地不大可能恢復免檢疫通關，
這是不爭的事實。在這個現實下，特區政府有必要
多想辦法，在做好防疫工作、滿足安全關切的同
時，盡量滿足更多市民的通關需求，上述提及的方
案，都具一定操作性，值得參考。當然，也希望特
區政府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加強協商，找到兩地皆
認為合適之策，以人性化的過關安排，做到 「民有
所呼，我有所應」 。

多想辦法 讓過關更安全便捷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年輕人要有方向有熱心有能力
蔡若蓮表示，自己開展新篇章的首要工作

是 「讓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這亦是她一
直以來的努力目標。因應社會各界對年輕一
代的關心與關愛，她希望能與教育界一起努
力，共同建構香港的教育，讓年輕人在學
業、就業、創業上裝備得更好，迎接未來
的機遇和挑戰。

她指出，未來要裝備年輕人如何去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把握好國家發展大

局、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包括提升對國
家、國情的認識，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國
民身份認同等。同時，亦要裝備好自己
的能力，包括 STEM、STEAM、職專教
育發展等各方面。

蔡若蓮續說，教師團隊很重要，希望社
會有尊師重道的文化，讓老師們發揮其

專業操守、專業能力，
從而令家長放心，令社
會對教育有信任，才能
做到不負各方所託。她
認為，年輕人要認識
「一國兩制」這個長遠

制度，未來要投身建設
美好香港的行列，老師
本人對國家觀念、香港
制度的尊重就很重要，
否則難以教導學生。

蔡若蓮認為，教育必
須幫助學生培養 「向心
力」。她進一步闡釋
說：向，除了愛國愛家
外，年輕人亦要有志
向、有明確的人生目標
與遠大夢想；心，即是

要對生命有熱情、熱心、有愛己愛人之心，
亦希望他們有好奇心；力，即有能力做成
事。

香港教育有不斷改善的空間
香港近年學生人口持續下降，蔡若蓮指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老師流失情況
亦明顯， 「是一個挑戰」。她點出，學生人
口下降有多個原因，其中出生率下降是最大
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新來港家庭數目
也明顯減少。同時，多個國家和地區將移民
門檻降低，部分家庭選擇了移民。

蔡若蓮坦言，香港正面對人口下降的結構
性問題，面對這一不可逃避的現實，當局正
研究通過校舍重置計劃，將學額過剩地區的
學校搬遷至新發展區，回應當區發展的需
求。她期望這項措施可優化香港教育質素，
同時解決學童人口下降所帶來的現實問題。
她又提到，當局正興建兩間特殊學校，可加
快特殊學校的宿舍及學額的供應，優化特殊
教育的環境。

蔡若蓮相信香港教育有不斷改善的空間，
永遠可以做得更好，惟家長配合也很重要。
她呼籲家長不要有比較的心態，希望幼稚園
可以做到 「從遊戲中學習」，小學則有一個
健康的校園生活。

加深師生對「一國兩制」認識
蔡若蓮表示，習近平主席 「七一」重要講

話是對香港 25 年來 「一國兩制」實踐的總
結， 「四個必須」與 「四點希望」都說得很
清晰，不只是對香港人說，更是對全世界
說，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她介紹，
本學年推出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已經設
有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課題。因此，
學生學習習主席講話內容就很正常，希望校

長和老師們能認識和了解這篇重要講話，對
香港的教育、對學生的生涯規劃都有幫助。

至於國民教育方面，教育局正以 「多重進
路、互相配合」來推行。蔡若蓮稱，這不單
是知識層面，亦是建立態度及價值觀，必須
全方位推行，結合不同學科、周會、考察交
流等，因此現時沒有迫切獨立成科的需要。
在國家安全教育方面，教育局也制訂了課程
框架，結合 15 個學習領域/科目，目標是為
學生建立一個整全的國家安全觀念，學校同
時亦成立專責小組，目前進展良好。

為學生撬鬆「一試定終身」壓力
此外，中學文憑試將於本月20日放榜。蔡

若蓮稱，當局一直嘗試 「撬鬆」一試定終
身，讓同學們把握機會，做好生涯規劃。她
指，今年約有5萬名考生，但有2.3萬個大學
學位、2.4萬個專上教育學位，再加上職業訓
練局的學額，合共有6萬多個學額供應，所
以是 「條條大路通羅馬」。她希望同學們按
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多元發展，實現夢想。

談及副局長人選方面，她希望團隊可以熟
悉教育，並有一定的政府工作經驗，若心儀
人選有這樣的專業和經驗會更好，現時正努
力尋找。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雪峰、何加祺報
道：作為教育界資深人士，蔡若蓮從事教
育工作 20 多年，曾擔任福建中學（小西
灣）校長，身兼教聯會副主席等職務，
2017年擔任了教育局副局長，今年又獲委
任為教育局局長。而作為教育部門的首
長，個人修養及身教顯得十分重要。

在繁重公務之外，蔡若蓮醉心研究書
法，並從中學習到中國傳統文化。採訪當
日，新聞秘書特意在會議室外的電子顯示
屏上，展出蔡若蓮今年初以書法家米芾為
學習對象所寫下的《愛蓮說》行書作品。

蔡若蓮表示，周敦頤的《愛蓮說》和諸
葛亮的《誡子篇》是她最喜愛的作品。其
中，前者講求價值教育、個人品格，作者
以植物來比喻人，將蓮花視如 「花之君子
者也」，她希望 「在這個價值觀紛亂的世
代中，能夠有一個清醒，（做到）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漣而不妖』。」至於後者，她特別喜愛 「夫君子之行，靜
以修身，儉以養德」這一段落，以及文中提及的 「寧靜致
遠」（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的意

境。
蔡若蓮說，通過書法練習，她得以接觸這些好作品，從

而修練自身。她也鼓勵學生多學習書法藝術，將傳統文化
融入生活之中。

隨國家發展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全面
開展，近年選擇到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越來
越多，不少本港大專院校亦相繼到內地開設
分校。在今次訪問中，蔡若蓮多次強調，大
灣區將是香港年輕人的大舞台。她鼓勵年輕
一代不要只眼於香港，應多參與內地考察
活動或到內地實習，親身體會大灣區的發展
前景。為了讓年輕人行走大灣區時更方便，
當局正加強內地與香港的學歷及資歷互認，
達致 「一試多證」。

港人赴內地升學渠道多元化
現時有數以萬計港人在內地就業及定居，

為解決其子女的讀書問題，已有不少辦學
團體在大灣區建立港人子女學校。高等院
校方面，則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
港科技大學（廣州）。蔡若蓮表示，這些
辦學團體除了要遵守內地法律外，必須得
到內地政府的支持與配合，例如尋覓興建
學校的土地等，她很感謝內地有關部門提
供的支援。

目前，香港學生到內地升讀大學的途徑有
三個：國家教育部推出的 「內地高校招收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港澳台聯招
考試」；六大院校獨立招生渠道，分別為北
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深圳大學、
暨南大學及華僑大學。

蔡若蓮認為，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學生計劃」十分重要，該計劃有助
拓闊年輕人的視野，認識國家與世界的發
展趨勢，了解各行業日後需要哪些人才，
然後向目標進發。她指，本港大學的科
研能力較強，但由於過往較少涉及航空科
技、人工智能(AI)等內容的課程，若年輕人
到內地升學，就會了解到相關行業的發展

潛力。

冀盡快啟動內地考察計劃
本學年起，高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在

中四級推行，為了讓學生更了解國家的歷史
文化，親身體驗國情，教育局早前已向全港
中學發出通函，提供21條內地考察路線，行
程由2至5天不等，提供約5萬個名額，涉及
1.4億元。局方要求提交專題研習報告，學校
可按路線及參訪內容訂定專題研習報告的框
架和要求，可採取多元化方式，例如課堂/早
會匯報、學生學習概覽、學校成績表等，反
映學生學習效果。

蔡若蓮表示，為確保考察路線的高質素，
需與內地多個省市的對接單位聯繫及安排細
節，內容涵蓋歷史文化、環保、經濟等不同
課題，大部分集中在廣東省的幾大城市。她
感謝內地對接單位的支持，並期望在新冠肺
炎疫情緩和、兩地恢復正常通關後，盡快啟
動有關計劃。

多方支援內地生來港學習應試
至於跨境學生來港學習方面，蔡若蓮指，

特區政府一直有與內地部門商討，過去亦曾
在疫情穩定時，安排兩個年級的跨境學生經
兩個口岸來港上課，若將來情況許可，當局
會繼續提供支援。

此外，考評局早前宣布放寬考試規則，
2024年起容許內地合資格學校參加及舉辦中
學文憑試（DSE）。

另一方面，教育局現時正研究在天水圍增
設一所提供內地課程的學校，專收內地人才
的子女，亦即日後的非本地高中課程或將有
內地高考的選項，冀望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的融合。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雪峰、何
加祺報道： 「青年興，則香港興；
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
來，則香港有未來。」 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

會上的重要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對香港青年的關心和
厚愛尤其引人關注。新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接受商報訪問時表示，自
己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就是 「讓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 ，努力培養學生
們的 「向心力」 ，即有方向、有熱心、有能力，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她透露，為加深學生對 「一國兩制」 的認識，特區政府已在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加入相關課題。

蔡若蓮醉心書法 最愛《愛蓮說》

蔡若蓮表示，自己上
任後的首要工作就是
「讓孩子的教育更好一
些」 ，努力培養學生們
的 「向心力」 。

記者 崔俊良攝

蔡若蓮以米芾行書字體寫下《愛蓮說》。 記者 崔俊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