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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倡施政報告推失業津貼
【大公報訊】多個建制派政黨昨日就施政報

告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交意見。工聯會建議推
出失業及停工現金津貼，保障就業和協助失業人
士。新民黨則建議政府延長減免20%港鐵車費計
劃半年，另調整港鐵票價機制，長遠改善 「可加
可減機制」 。

工聯會在建議中指出，針對保障就業和協助
失業人士，政府應推出失業及停工現金津貼，上
限9000元，為期半年；向旅遊、酒店、零售及民
航等員工，每人派發1萬元津貼；向市民派發不少
於8000元的消費券，以鼓勵經濟活動復甦；盡快
推出 「健康碼」 ，便利跨境同行；盡快推出租金
津貼，避免市民因負擔不起租金而在逆境下流離

失所等等。工聯會又建議設立 「新起動委員會」
，為重振經濟、改革產業結構、推動再工業化提
出方向和政策倡議。

新民黨建議港鐵延長八折優惠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後表示，建議政府延

長港鐵八折車費優惠半年以減輕市民負擔，促政
府調整港鐵票價機制。同時，政府應先降低轄下
停車場收費水平，鼓勵其他停車場減租。她還建
議政府修例，暫停業主通過法院或裁判官，因拖
欠租金或業主租客未能達成共識下，強行透過執
達吏回收及接管商舖的權力，同時提供稅務優惠
誘因介入市場，為減租的業主提供利得稅扣減。

黃玉山：公大從未停止銳意改革
大學要創新 徵集新校名 增建新校舍

公開大學近期最火熱的話題，就是向社會
徵集新校名。黃玉山說， 「創校三十一年，公
大由遙距課程改為現時以培養全日制研究生為
主，但校名予人兼讀學位印象，對畢業生及教
師造成不便」 。他期望新校名評選能符合以下
準則：能反映大學特色及使命、有獨特的代表
性、脫俗清新、時代感強、無奇怪發音諧音等
。目前已收到800多個提案， 「（提案）好豐
富，好名有好多，惟現時未能透露。」 他預計
本月底徵集完後，由遴選委員會挑選出適合的
新名稱。

曾在城大、科大任職的黃玉山坦言，公大
面對很多其他院校沒有的問題， 「佢哋（八大
）點會唔夠錢？」 2014年，黃玉山剛上任時
，公大財政赤字嚴重，虧損數字達八位數。他
解釋， 「香港自資院校的運營主要靠學生學費
維持，政府並不資助。而公大當年收生不足，
加上行政臃腫，令財政狀況雪上加霜。」

多年來，港生看重八大的學位價值，很大
程度上源於學校擁有的學術力量。接任公大校
長後，黃玉山首重學術研究，並以身作則致力
發展學術，爭取招收更多學生。由2014年起
，公大每年都有參與研究資助局的 「院校發展
計劃」 （IDS），並成為至今唯一一所連續六
年在有關項目獲得撥款的自資院校。黃玉山每
年都親自帶隊去研資局做項目解說，又鼓勵師
生積極參與教學研究， 「做研究工作不是為做
而做，而是從中可以增值自己，見證進步。」

回顧在公大的七年，黃玉山說當年上任時
，公大約有6000名學生，現時增至約有9900
名全日制本科生，他自豪地說， 「公大這些年
很努力，財政上仍能支持自己，算是自資院校
中的異數」 。除了致力發展學術，他亦精簡學
校行政架構， 「應用則用，不用則省」 ，設立

績效管理計劃，摒棄因循風氣；並積極爭取社
會的資助，使學校財政穩健。

見證香港高等教育體制發展多年，黃玉山
認為，自資院校給學生提供的資源，實際上與
八大無異，然而卻不受政府資助，這令他感到
不公平。 「自資院校不等於政府不資助（院校
），靠學費和社會捐助去運營一所大學是不夠
的，一些自資院校運營上非常困難。」 他續說
，自資院校使命和目的與八大無分別，都是為
社會培養人才， 「政府資助每個入八大的學生
幾十萬，我們絕不應該是零，兩三成都好。」

明年四月，黃玉山將離任，他坦言， 「的
確有不捨，但也要告一段落了。這七年很值得
我回味。」 一天未離任，他每一天會繼續改革
的步伐， 「（離任）還有六、七個月，改名未
做完，新教學大樓未入伙，所以未來幾個月，
我仍會全力以赴做好公大的工作。將來只要力
所能及、身體條件允許，我都會盡力去做，希
望繼續多為社會服務。」

黃玉山說大學要創新、要發展，絕對不能
停下腳步， 「管理層一定要有活力、敢創新、
有擔當。」

公大將於本月28日開學，黃玉山指出，受
疫情影響，第一學期仍採用網上授課，一些有
實驗的課程可實行雙軌制教學，提供面授選項
。現時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再延至後日，黃玉山
指出，普檢會給恢復面授課堂增加一定的信心
，他早已帶着一家人去檢測，亦鼓勵教職員去
做。

有人未經了解就抹黑普檢計劃，黃玉山就
以親身經驗反駁謠言， 「香港的採樣人員做得
相當好，一點都不痛，大家都去做當然好，為
己為人，可以找出隱形患者，協助社區切斷傳
播鏈。」

將來只
要力所能及、

身體條件允許，我都會
盡力去做，希望繼續多為
社會服務。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黃玉山

徵集新校名、增建新校舍、培養有活力及敢於創新的教學
管理隊伍……

踏入服務公大的第七年，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說從未
停止銳意改革的腳步。從事教育四十餘載，黃玉山從公營院校
轉到自資院校，信念沒有半點改變，他對大公報記者說， 「公

大的使命與八大無異，都是為社
會培養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 」 。
他又說 「自資院校不等於政府不
資助院校 」 ，希望政府可提供一
定的津貼，協助自資院校度過艱
難時刻。大公報記者 黎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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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工作不是為做
而做，而是從中可以增值自己
，見證進步。

女大學生涉TG平台煽暴被捕
【大公報訊】記者黃慶輝報道：去年六月黑

暴爆發後，暴徒經常利用即時通訊軟件Telegram
散播仇恨言論及虛假資訊，藉以向年輕人灌輸 「
攬炒」 的激進思想。警方前日在沙田區拘捕一名
女子，涉嫌在社交平台TG發布暴力訊息，煽動他
人犯法，包括參與上周日（6日）的九龍大遊行。
據悉，涉案女子是TG群組的管理人，現被警方扣
查。

被捕女子，鄭X文（21歲），報稱在英國攻讀
大學，她涉嫌管理有關的TG群組，以及發布煽動
的訊息，行動中檢獲1部手機、2部電腦和1部網路
儲存裝置，她涉嫌 「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結」 罪，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范俊業交

代案情時表示，自去年年中開始，警方發現有人
利用不同的網上社交平台發布假消息，散播暴力
，煽動其他人犯法，企圖製造對警務人員和政府
的仇恨，撕裂和分化社會。至近日有人在網上平
台宣傳及鼓吹其他人參與一些未經批准的集結。

范續說，網罪科人員經深入調查和情報分析
後，發現有人在去年底開始在不同平台包括TG的
群組，煽動和鼓吹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包括9月
6日的遊行，更煽動其他人在集結期間攻擊警務人
員、破壞警署和警車，繼而破壞社會安寧。

不了解中國，何以了解世界？

籌辦大灣區建校 優勢互補
本港多間大學相繼

進駐內地，在大灣區內
城市開設分校，香港公

開大學亦不例外。校長黃玉山透露，公大正與
肇慶市政府籌辦共同建校，協助大灣區培育人
才，香港高校在大灣區開設分校，亦為香港的
學生、年輕人到內地交流學習提供選擇。

黃玉山說，多年來，公大辦應用型課程上
累積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因此希望由肇慶市投
資、公大出力，把課程設計、教學等經驗帶回
大灣區。

去年，公大的 「粵港澳大灣區海岸濕地基
礎及應用研究中心實驗室」 研究項目獲研資局

約930萬資助，這個項目與此前黃玉山從事研
究的海岸濕地和紅樹林保護課題有關。黃玉山
表示，這個項目由公大發起，和深圳大學與福
田自然保護區合作，公大給予學術上的支援
，協助指導深大的研究生，福田自然保護區
則提供基地和設備齊全的實驗室，對將來大
灣區發展宜居城市、建設環境友好地區意義深
遠。

黃玉山說， 「香港的基礎學術研究實力很
強，所以大學排名很高，但應用型研究，將科
技產業化，或轉化為經濟項目的能力則稍遜於
深圳，因此香港和深圳可以優勢互補，這也需
兩地政府加強摸索與嘗試。」

香港的基礎學術研究實力很強，但將科技
產業化的能力則稍遜於深圳。

黃玉山校長小檔案

「年輕人的活動半徑
和舞台不要局限在香港，
整個國家都是年輕人的天

地，年輕人要打破思維的局限，才能拓寬眼界
。」 身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黃玉山校長，大
半生投身教育，他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慨嘆
，時下部分香港青年受社會事件政治化影響，
對國家非常疏離，認為樹立具有立足香港、胸
懷國家和世界視野的三維觀念，對香港青年而
言非常重要。

應爭取到內地城市交流
黃玉山指出，香港部分年輕人缺乏對國家

的了解，受社會事件和時事的影響，令他感到
憂慮。 「有時我會和同學傾，談到中國，他們
表現得對國家很疏離，反而說到世界很大，要
去認識世界，他們倒同意。」 他便進一步與學
生解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同時擁有最
悠久的歷史和文化， 「不去了解中國，何以了
解整個世界？那你了解的只是部分的世界。」

至於三維觀念，黃玉山表示，其中國家觀
念非常重要。他說，生活在實行 「一國兩制」
的香港，年輕人要認識自己國家，不僅是知識
上的了解，還應親身體驗經歷，例如爭取到大
灣區以至其他內地城市訪問、交流、短期學習
以至生活， 「無論是大城市、中型城市、三線
城市乃至鄉村，都值得去走走看看。」 他笑言
， 「我現在年紀大了，如果我還年輕就可以跑

更多（城市）！」
在香港長大並接受教育、又用一生反哺香

港教育事業的黃玉山，寄語香港的年輕人，社
會上很多是是非非，切勿人云亦云，要明辨是
非，聽聽不同意見，兼收並蓄；同時要懂得欣
賞中華文化的優秀之處， 「香港只有1000平
方公里，整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我們的活
動半徑和舞台不要局限在香港，整個國家都是
年輕人的天地，要打破思維的局限，才能拓寬
眼界。」

出生年份：1949年
學 歷：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植物生化學博士
履 歷：在香港長大，並在港接受教育，70

年代末赴加深造，及後回到香港
，任教於理大和中大，1990年加
入香港科技大學，成為創校教授
之一，其後曾任職城大和科大，
2014年成為公大校長。曾任中國
科學院植物分子生物學委員會委
員、廈門大學近海海洋環境科學
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顧問，現為
「香江學者計劃」 學術委員會主
席。

研究領域：環境生物科技、植物生化學及紅樹
林保育／資源利用的研究

現任公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香港特區政府司法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香港學者協會主席

榮 譽：2001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2004
年獲頒授銅紫荊星章，2018年獲
頒授銀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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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要樹立具有立足香港、胸懷國家和
世界視野的三維觀念。

打破局限

大學要創新、要發展
、不能停步。管理層一定要有活
力、敢創新、有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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