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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近日开始选拔学生，让他
们加入中小学课纲审议委员会。课纲是
否继续“去中国化”，日本殖民是“日
据”还是“日治”，“慰安妇”前要不要
加“被迫”，这些沉重的历史问题，从
此要交由懵懂的学生自己定夺。学生审
课纲，正如小兵可以发射“雄三”飞弹
一样荒谬。在民进党多次品尝学生运动
的甜头后，台湾学生的政治权力迅速膨
胀到了危险边缘。

不懂也可审课纲

台当局教育部门日前启动中小学课
程审议会学生委员遴选机制，到本周三
为止，受理学生自主登记担任遴选委员
或课审会委员候选人。遴选不限学历，
也就是说，理论上小学生也可以审课
纲。

根据台当局教育部门的规划，课纲
审议大会将纳入 3-4 名学生委员，这些
学生委员需先在网上登记加入遴选，经
由“行政院”提名，再由“立法院”推
举的 11-15 名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审查
通过才能担任。台官员表示，凡具有学
生身份或离校未满一年者，皆可登记参
加遴选，中小学生及大学生、研究生都
可参加。

且不论“行政院”与“立法院”都
由民进党实际掌控，其提名、审查选出
的学生政治立场必然偏绿，单是学生自
己审课纲本身，已引发岛内有识之士强
烈反弹，批评这是民粹当道，把教育

“弱智化”。
其中不妥之处，一目了然。正如台

中女中三年级学生林妤恬所说，“学生
就是不懂才学习”，课纲让学生来审
查，“还不懂就要审”，是什么逻辑？

台当局前“教育部长”吴思华表
示，各先进地区订课纲，不会找学生当
委员，只有少数地区在教科书编出来
后，会请学过的学生审阅、提供意见。
审课纲的讨论过程很专业，有时连他都
听不太懂，更何况中小学生。

然则民进党当局为何罔顾专业一意
孤行？只因去年绿营策动的“反课纲微
调”，高中生们冲锋在前，打得国民党
狼狈不堪，也为民进党夺权立下汗马功
劳。如今民进党既已上台，当然要投桃
报李，收买人心，而且让主张“我阿嬤
真的是自愿的”学生来参与审课纲，对

“去中国化”这一“千秋大计”有利，
可谓一举两得。

法治成了“政治伴手礼”

与学生审课纲类似的，还有民进党
当局刚上台，就宣布对“太阳花学运”
126 名学生撤回刑事告诉一事。“太阳
花”霸占“立法院”，冲击“行政院”，
都是如假包换的违法行为，但“行政院
长”林全表示，学运是“政治事件”，
不是“单纯的法律事件”，所以撤诉。

换句话说，只要是支持绿营的政治
行为，违法不要紧，甚至是违法有功，
违法光荣。政治大于法律，意识形态挂
帅，已是赤裸裸不遮不掩。《联合报》
评论文章指出，民进党此举，不论是对

“太阳花学运”的“奖赏”抑或“报
恩”，都把法治当成“政治伴手礼”送
掉了。

前年的“太阳花学运”，是国民党
声望一落千丈的关键一役。《旺报》 文
章说，民进党当初甘当“太阳花”的护
卫队，是为了削弱执政党当局的威信，
以遂自己取而代之的夺权意图。而今民
进党已经上台，还要鼓励违法行为，将
来若执政不佳，民众是否也可效法“太
阳花”模式攻入官署？

显然，民进党当局目前并不担心学
生会有朝一日冲入自己的官署。自李登
辉以来，绿营 20 多年来力推“去中国
化”，深耕校园，培养职业政治学生，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培养年轻的盟友。而
蔡英文给年轻人冠以“天然独”头衔，
折射出民进党对学生工作已取得“阶段
性成功”的某种自信。

民进党以街头运动起家，只要是符
合绿色利益的政治行为就不算违法，乃
是民进党不好宣之于口的梦想和主张，
此时在学生身上实践，可谓梦想成真。
而把这观念再移植给学生，进一步把年

轻人塑造成同路人，为学生工作巩固成
果、锦上添花，不亦快哉？

学生得到了什么？

问题在于，在民进党攻城略地得偿
所愿的过程中，学生是否也是赢家？新
发生的学生蛋洗官员事件，可以作为注
脚。

岛内日前发生大学生兼任研究助理
是否纳入保险的争议，主张应全盘纳保
的学生代表因不满当局政策，蛋洗“教
育部”。一名女性官员出面沟通，却被
一名女学生出其不意在头上捏爆鸡蛋，
搞得她头发、衣服一身臭。随后，学生
高 喊 “ 学 习 臭 鸡 蛋 ， 还 给 ‘ 教 育
部’”，向门内丢掷大量鸡蛋。

此事中，学生似乎拥有了莫大权
力，但却丢掉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尊
重，丢掉了应有的品格和素养。“太阳
花学运”中，除了部分学生领袖混入政
界，其他学生只是做了马前卒，白白留
下不良记录。“反课纲运动”中，一名
学生当众殴打唤他回家的父亲，事后一
度宣称“光荣”、“不后悔”，为了一知
半解的政治，而犯下违逆人伦的大错；
还有一名学生烧炭自杀，不明不白地结
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民进党的运作下，学生的政治
权力不断膨胀，可能不少年轻人会为
之 拍 手 称 快 。 但 权 力 和 责 任 相 伴 相
生，权力和自我认知一味膨胀，对人
对己都是负担。比如让中小学生去审
课纲，能做出什么负责任的决定？除
了让“民主”变得更加虚妄不实，能
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民进党把学生
越捧越高，却从不提醒他们从高处跌
落的风险。

绿营推行的“同心圆史观”、“本土
化”、“恐中媚日”教育下，台湾下一代
的格局、视野日渐受限。现在“绿色政
治”又一再鼓励年轻人自我膨胀，只会
助长社会坐井观天、师心自用、怨天尤
人的心态，对台湾是祸非福。

课纲自己审 犯法不起诉

“绿色政治”捧杀台湾学生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湾“反课纲微调”高中生夜袭“教育部” （资料图片）台湾“反课纲微调”高中生夜袭“教育部” （资料图片）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将于7月
13 日放榜。专家指出，近年香港高中毕业生人数
下滑，连带报读内地高校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
然而，到内地升学对港生仍具相当吸引力。

受出生率下降等因素影响，近年香港高中毕
业生人数和参加文凭试的考生人数大幅下滑。根
据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文凭试考生人数 （不
包括自修生） 逐年下跌，今年的人数由去年约 6.2
万，减少约5000人至5.7万，是历年最低。

与此同时，到内地读大学的港生人数也呈下
降趋势。中国教育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的数据
显示，今年报名到内地升学的港生近 6800 人，其
中通过“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港生计划”申请
的人数较去年减少约300人至2689人。

虽然预计未来赴内地读书的港生人数将维持
稳定，甚至下降，但香岛专科学校校长罗永祥表
示，据观察，港人对内地升学的看法较以往正
面。香岛专科学校每2至3个月举办一次内地升学
讲座，反应踊跃。

第二十一届香港国际教育及职业展，吸引大
批参观者。江太太带着就读中五 （相当于内地高
二） 的女儿在多个摊位前驻足。江太太告诉记
者，虽然女儿明年才考文凭试，但希望早点预
备。至于将来在哪里升学，要看成绩和女儿的意
愿，而到内地升学也在考虑之列。

专门为香港学生提供升学资讯的学友社，近
日接到众多查询。学友社学生辅导中心总干事吴
宝城说：“同学选择去内地升学是因为文化相近。
有些人希望日后的工作与内地相关，因此想通过
升学增加对内地的认识。”

吴宝城表示，内地院校越来越受港生欢迎，
学费相对便宜是原因之一。另外，自 2012 年起推
出的“免试招生计划”，学生拿着文凭试成绩，便
能报读内地 80多所高校。而且针对港生的入学门
槛较低，对港生又是一项优惠。

罗永祥说，香港一些专业学额不足，门槛太高，
就像中医药，即使同学们感兴趣也会却步。然而，通
过免试招生计划，同学们只要拿着在香港最基本的

入大学条件，便可入读内地优秀的中医药大学。
目前，港人升读内地高校主要可通过 3 个途

径，除了参加部分院校的免试招生计划外，还可
参加专门为台港澳侨生而设的联招考试以及个别
院校的独立招生计划。

香港学生陈文玲刚通过了联招考试，获得广
州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专业和中山大学的地质学
专业录取。一直希望投身中医药行业的她，选择
了前者，将于9月展开大学生活。

“家人都很支持，他们很高兴我能考上大学，
读自己喜欢的专业。”陈文玲坦言，在香港要考上
中医药专业并不容易，所以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
会。而学费方面也较香港便宜，加上广州邻近香
港，回家探亲也很方便，因此乐于“北上”。

与陈文玲同届参加联招考试的黄同学，则获
中国政法大学和暨南大学录取。他表示，身边不
少年纪相仿的朋友都有到内地读书的打算，主要
看中内地迅速发展，有利于将来就业。

（据新华社香港7月10日电）

香港高中生赴内地升学热度不减
张雅诗

7月11日，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
英 （前排左二）、中国
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
克委员会会长霍震霆

（前排右三） 和里约奥
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团
长霍启刚 （前排右二）
与代表团部分成员在授
旗典礼上合影。

当天，里约奥运会
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
礼在香港礼宾府举行。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中国香港奥运代表团举行授旗典礼
新华社台北电（记者章利新、陈键兴） 第

七届“孔子行脚”活动9日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
誓师大会，来自两岸及港澳 26 所大学的 340 位
学生将在暑期走进两岸 32 所偏乡学校，为约
4000 位弱势学生进行课业辅导，以践行孔子的
教育精神。

据了解，活动第一阶段于9日开始，由台师
大带领大陆、香港、澳门学生，走进台湾 19所
偏乡中学，进行7天6夜的教学服务；第二阶段
将于 20日展开，台师大学生和大陆学生将分别
前往山东、青海、重庆、陕西等地的 10所偏乡
学校，进行9天8夜的教学服务。

活动主办方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张国恩在致
辞时表示，本届“孔子行脚”以“服务学习”
和“下乡课辅”为目标。“尼伯特”台风此次重
创台东，负责“服务学习”的大学生需要帮助
整理当地受灾的学校。“虽然整个活动时间不
长，传授的知识有限，但大家的付出和热情可
以感动当地学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希望。”

誓师典礼上，学生们演唱主题曲 《仲夏的
希望》《让世界多点爱》，并点燃蜡烛象征传递
希望，之后由学生代表致辞，再由台师大学生
刘烜龙、程子窈带领 32 位小队长及全部学生，
宣誓将本着爱与希望的活动宗旨，发挥教育精
神，带领偏乡小朋友接受知识洗礼。

台师大硕士生程子窈表示，不要把教室当
世界，而要把世界当教室。我们要一起走出教
室，去不同的地方学习和服务。在这个过程
中，来自两岸和港澳的同学将一起组队，共同
设计教案，相互学习，一起旅行，可谓“以文
会友，以友辅仁”。

程子窈曾到儿童之家服务，收获的感动深
烙心中。她说：“现今社会环境中，贫富差距、
城乡距离愈来愈大，都知道偏乡教学资源较不
足，学生学习成效较低。我想，唯有亲自踏入
偏乡，才能体会教育上的落差。”

北京大学学生胡元瀞说，早就从师兄师姐
那里听说过很多关于“行脚”活动的感人故事，终于在毕业前抓住机会来
参加。“我也希望别人能够因为我而变得更好，哪怕只有一点点。而且，大
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活动形式很有吸引力，这种陪伴和信任注定让人难
忘。”

2010年寒假，首届“孔子行脚”活动号召两岸及港澳等地的共100名大
学生，为弱势学生进行课业辅导，此后活动逐年扩大参与学校及服务规模。

香港本地注册公司超130万家
本报香港7月11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今天公布，

截至2016年6月底，在香港注册的本地公司总数达1314655家，比去年年底增
加25989家。

今年上半年成立的本地公司总数为71769家，其中通过“注册易”网站注
册成立的新公司有17452家。而上半年在香港设立营业点并根据《公司条例》
注册的非香港公司共有466家，截至6月底，注册的非香港公司总数达10273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4.3%。

公司注册处还于5月推出全面的公司查册流动服务，客户可随时使用手机
或其他流动装置进行公司查册，获取最新的公司资料，包括文件、影音记录等。

两岸女校长 在京论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齐湘辉） 第二届

“庆龄论坛之两岸女校长对话会”10日在宋庆龄故居举
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中小学女校长和专家30余人在宋
庆龄故居昔日的“大客厅”里，就“教育、女性、领
导力”等议题进行讨论。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唐闻生在致辞中表示，
基金会秉承宋庆龄先生“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的思想，以“示范性、实验性”精神，努力为少年儿
童的培养做务实有效的工作。去年7月，首届论坛在故
居举行，反响良好。今年我们再次搭建了两岸教育工
作者的交流平台，期待大家继续相互间的交流与探讨。

台湾中小学女校长文教交流团团长王慧珠说，非常
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与大陆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此行
参观了北京十三中分校，对于其丰富的选修课内容印象
深刻，启发很大。未来的教育要让学生掌握更全面的能
力，这对两岸的教育工作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宋庆龄教育思想的着眼点是‘珍视每个人’。”宋庆
龄基金会研究中心顾问何大章说，宋庆龄讲教育孩子，
首先是要让他们具备人类最重要的几种优秀品质，第一
种就是爱。她强调早期教育，为此她做了很多工作，比如
成立中国第一个少年宫、中国第一个妇幼保健院、新中
国第一本少年刊物、中国第一个儿童剧院等。

来自台北的小学校长陈绿萍在会上发言，与大家
分享了台湾中小学校生命教育的具体做法。她表示，
生命教育能让生命活出新的色彩，帮助学生形成正面
积极的人生观，培养关怀与服务生命的精神，树立安
身立命的价值观，学会与人、环境和睦相处。

对话会还围绕两岸教育界共同关注的“宋庆龄教育
思想的当代回应”“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校文化之中”

“女性领导者的工作艺术与风格”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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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办开放日
据新华社香港7月10日电（黄宇彻） 外交部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10 日举办公署开放日活动，
以增进香港市民对国家发展、外交成就、祖国文化及
公署职能的了解。

这场主题为“祖国好、香港好”的开放日活动，
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自 2014年以来连续举办的第
五场开放日活动，主要面向香港义工联盟，吸引了
2000多名义工联盟成员及各界民众参加。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佟晓玲介绍了本
次开放日的主要目的，她强调，外交工作是崇高的，
但不高傲；外交工作是神圣的，但不神秘。因此，公
署打开大门让香港市民近距离了解国家外交工作。

佟晓玲说，很高兴看到很多小朋友来到公署参观，
培养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一国两制”的正确理
解，进而真正实现“祖国好、香港好”的愿景。

香港义工联盟代表告诉记者，这次义工联盟成员
来到公署，参观图片展览、书画展示、文艺表演，希
望能加深对国家发展进步、外交工作成就的认识，并
为国家和香港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