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編者的話 
    《薪火》，顧名思義，是指薪火相傳。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團永不熄滅的火，繼承中國人優

良的傳統美德，並能推己及人，把它發揚開去。 

今年，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的主題為「誠信與廉潔」，我們透過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參觀廉政公署、參與廉潔互動話劇及早會分享等，為同學建立誠實廉潔的價值觀。此

外，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在每級設計獨立的德育課主題，籌劃多元化的活動，促進同學身心

健康的發展，特別帶出尊重、關愛、自律、誠信、責任感和堅毅的訊息。而今年公民論壇亦

與性教育組合作，以「青少年應該如何處理性慾」為題，讓老師及同學發表意見，參與其

中，希望藉此讓同學認識如何處理和控制性衝動，理解性行為要負的責任和可能引致的嚴重

後果。 

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曾說：「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中，對人生的幸福最重要的莫過於真

實、誠意和廉潔。」從古至今，誠信也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真實不欺的美德，「人無信而不

立」，「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等古語都蘊含着做人要誠實守信的道理。不論是齊家、結

友、為政，誠信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持守誠信的人，「言必信，行必果」，為人正直守

信，做事負責，必獲得別人信任和尊重。故本期《薪火》亦藉此加強同學對誠信與廉潔的了

解，從而確立正確的價值觀。 

至於廉潔，是由誠信延展出來的。我們是社會未來的楝樑，肩負創建美好香港的責任。

所以，我們定必要信守承諾，以誠信為本，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古語有云 : 「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每人都擔當着不同角色，只要大家做好自己本份，自小培養優良的品

德，能信守承諾，堅決不取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堅拒貪污行為，定能為締造廉潔香港盡一分

力。 

本期《薪火》能順利出版，實有賴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的老師、幹事及大使的共同努力和

支持。謹此感謝各人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付出而竭心盡智。最後，我們衷心希望大家能細看

《薪火》，期盼永不熄滅的一團火──《薪火》對同學有所裨益。讓我們一起身體力行，薪

火相傳，把中國傳統的美德發揚光大。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席 

                                                          中五甲班  梁展晞謹啟 
封面設計：中五丁班 呂澤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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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介紹：誠信與廉潔——廉政公署 
 
廉潔是甚麼﹖ 

廉潔是什麼？「廉」是清廉，就是不貪取不應得的錢財；「潔」是潔白，就是指人生

光明磊落的態度。廉潔是秉公辦事，不徇私情；廉潔是不謀

私利，清白做人；廉潔是不損公肥私，不貪污腐化。不同的

人對廉潔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本質內容是一致的。 
廉潔，作為一個官員，不貪污、不腐化，不奢侈浪

費，不以權謀取私，不貪贓枉法；作為一個百姓，有道德修

養，行為純潔，不索取不應有的報酬和不正當的財產。 
 
廉政公署的歷史簡介 

廉政公署於 1974 年成立，一直以來透過執法、預防及
教育「三管齊下」的策略打擊貪污，在香港政府及廣大市民

的支持下，令香港蛻變為全球最廉潔的地方之一。然而，在

廉署成立之前，香港的貪污情況究竟有多嚴重？甚麼原因令

政府成立廉署這獨立機構對付貪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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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橫行的日子 
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歷了急劇的轉變。當時人口快速增加，社會發展步伐迅速，製

造業蓬勃發展，經濟漸次騰飛。面對這些轉變，政府一方面需要專注維持社會秩序，同時積

極為市民提供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然而，因為人口不斷地膨脹，社會的資源未能趕及

實際需求，這種環境助長了貪污的歪風。市民為了維持生計以及盡早獲取公共服務，都被迫

使用「走後門」的方法。當時「茶錢」、「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層出不

窮，市民不僅耳熟能詳，甚至

無奈接受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市民飽受貪污之苦 

那時候，在公共服務機構

中貪污情況十分嚴重，如救護

人員在接送病人往醫院前，向

病人索取「茶錢」、病人要

「打賞」醫院的亞嬸，才可取

得開水或便盆、就是連輪候公

共房屋、申請入學或各種公共

服務，也要賄賂有關官員。貪

污風氣在警隊中更為嚴重。受賄的警務人員更包庇黃、賭、毒等各種非法罪行，社會治安、

秩序受到嚴重的威脅。市民雖飽受貪污的禍害，卻敢怒而不敢言。 
 
廉政公署成立 

貪污無疑已成為

香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

題，但是，當時政府對

此卻似乎束手無策。普

羅大眾對貪風猖獗已達

忍無可忍地步，愈來愈

多市民就政府漠視此問

題的態度公開表達他們

的激憤。七十年代初

期，社會上匯聚了一股

強大的輿論壓力。公眾人士不斷向政府施壓，要求採取果斷行動，打擊貪污。最後，一名外

籍總警司的貪污案，令民怨升達沸點，政府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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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港督麥理浩爵士（後來被冊封為勛爵）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立法局會議上，宣

佈成立一個獨立的反貪污組織。廉政公署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成立，以執法、預防及教育

「三管齊下」的方式打擊貪污。廉署成立後第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一

九七五年初，廉署成功將葛柏由英國引渡回港受審。結果，葛柏被控串謀貪污及受賄，罪名

成立，判處入獄四年。葛柏案件充份反映廉署打擊貪污的決心，在香港掀起了一場靜默的革

命。 
 
我校學生也積極參與倡廉活動… 
 
（一）參觀廉政公署後體會 
                                                                                                       

          中五學生於十一月五日參觀了廉政公署
大樓，了解香港的倡廉工作及貪污的禍害。 
 

學生分享 
廉政公署，於 1974年成立。 我對廉政

公署的印象是基於「廉政行動」系列劇集，

以及在新聞時事中關於貪污的報導，當然也

包括座落在北角的廉政公署大樓。早前，我

有幸跟隨學校到這座有 7 年歷史的大樓參
觀，一覷廉政公署的內部運作和歷史背景。 
     參觀開始前，廉政公署特地為我們舉

行了關於反貪污的座談會，簡單介紹廉署的內

部行政架構，並講述他們未來的發展路向，當

中包括正在拍攝的「廉政行動」系列劇集，使

我們對廉政公署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接下來便是參觀的時間，廉政公署內有一

排排互動展版，詳細闡述廉政公署自 1974 年起
便帶領香港成為世界中數一數二的透明、清廉

的城市。導賞員亦不厭其煩地講解廉政公署的

事跡，務求使我們明白香港現有的清廉形象得

之不易，並希望下一代可以把這種清廉的風氣

傳承下去。 
     若要選一個在廉政公署有傳承意義代表的物件，必然是那時間廊。這有代表性的擺設

矗立在展覽廳一角，象徵這場靜默的革命會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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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廉政公署亦講解了入職要求，以及晉升機會，希望我們可以加入廉署，讓香港

遠離貪污腐敗。 
雖然香港在整體的公共透明度在國際排名僅第 15 位，從高位大幅回落；加上出現了

若干的貪污醜聞，而廉政公署又在「湯顯明事件」中形象受挫。在這麼多內憂外患中，廉政

公署的角色更顯重要。希望廉政公署可以好好維護香港的清廉形象，再次使香港人為香港的

清廉形象感到自豪。                                                                                           （中五甲 郭展彰） 
 

學生分享 
 

~ 參觀廉署有感 ~ 
 

廣堂黑髮覽佈展， 
寥人蔑目談逸事。 
點點塵誨遽湧心， 
項項廉政久生智。 
回首積德皆冷視， 
前眺言信乃重義。 
驀念屹木之正直， 

   愧然為己當反思﹗ 
 

（中五甲班  陳子康） 
 

剛踏進廉署大樓，我就被這氣勢磅礡的大樓震懾住

了。看見 ICAC 的圖示，我仿佛看見了多年來廉署人員打
擊犯罪的情景。步入禮堂，廉署人員耐心的講述着廉署多

年來的歷史職責。那年輕的講者應該是新加入廉署的。他

那幽默輕鬆的講解，流露出他對自己服務機構的自豪，令

我由衷敬佩﹗ 
講座後是參觀展覽。展覽里展出了歷年來罪犯的證

物。證物提醒著我們不要犯法，因為再精密的犯罪也會留

下證據，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一件件的罪案講解令我明白貪污對社會帶來的禍

害，我們千萬別以為貪污是於人無害而對自己有利的事

情，貪污會動搖社會的基礎、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運行。                                                        
                                                     （中五甲 陳順南） 

 

 
有關廉政公署大樓的歷史 
      籌劃了十九年的廉政公署大樓於 2007 年底啟用。大樓位於北角，

樓高 25 層。大樓將分散的資源集中起來，所有隸屬執行處、防止貪污

處、社區關係處及行政總部逾千名職員匯集可於同一座大樓內工作，

配合先進的科技支援及更完善的訓練設施，進一步提升反貪工作的整

體效率。 

   大樓注重環保設計，特色是採用高透光度的玻璃幕外牆，象徵著廉

署高透明度的工作路向。                                                                                        

                                                                      

資料來源：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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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看廉潔話劇(中英劇團) 
中四學生於十一月五日參與了由廉政公署主辦的「互動劇場」，題目為「威尼斯衰

人」，故事改編自莎士比亞經典小說。該劇以

輕鬆活潑的手法闡釋 4A概念，即僱員／代理人
（Agent），未得主事人的同意（Approval），
接受利益（Advantage）及作出行動（Act），便
已屬受賄行為，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學生分享 
早前參與了廉政公署的廉潔互動話劇，

互動的形式讓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其中，活動亦

富有啟發性。香港一直都穩居世界最廉潔城市

前列位置，不過近年來卻因不少政府官員的貪

污事件而蒙塵，如湯顯明事件。我在參與話劇

以前，並未意識到維持廉潔社會與我們每個人

的關係。其實，貪污事件隨時發生在你和我的

身邊，如果我們不能堅持到底，拒絕誘惑，影

響的不單單是個人，更會影響他人甚至整個社

會。我盼望香港在不久的將來能再次成為世界

上最廉潔的城市！           （中四丙班 高思敏）                                                      
 
 

學生分享 
早前參加了廉政公署的互動劇場劇目——「威尼斯衰人」，在輕鬆的氣氛下學到了不

少有關防止貪污的知識，例如構成貪污罪行的四大元素，正確的處理貪污方法等等。除此之

外，我認為廉政公署的活動能有效肅貪倡廉，令學生們建立反貪精神，誠實不貪及公正守法

等價值觀。 此話劇更帶出了明辨是非對錯的重要性，要以理性的批判思考去衡量各種事
實。 而這些認知皆對我們日常生活十分實用，同時亦在我們建立價值觀中發揮正面影響，
對我們大有裨益。互動時，老師亦引導我們在法，理，情三個準則中評估出各種可行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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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我們在學習後亦能加以應用。總括而

言，我在參與此話劇中獲益良多，盼望有機

會再多加了解有關知識。                                                           
（中四丙班  嚴曉敏） 

 
 
 
 
 
 
 

 
 
（三）廉潔專題展版   

廉政公署一直致力於教育公眾認識貪污的禍害，爭取公眾支持肅貪倡廉的工作，是次

展板內容主要帶出廉署成成立的背景，肅貪倡廉訊息，宣傳廉潔精神的可貴。 
  
 
 
 
 
 

                                                                  
常見導致貪污的範疇 

有時犯貪污案者不是一開始就觸犯貪污，他們只是不小心中了貪污的圈套，以下是廉政公署根

據所處理的案件而列出常見的貪污漏洞。 

1. 濫用有價值資料 

有些容易被取閱的資料，雖然對大部份人來說未必有用，但對罪犯來說卻有利用價值，故此

有些人可能會利用去濫用這些資料來謀取個人利益。 

2. 「糖衣陷阱」 

有些人會以「糖衣陷阱」打動對方，例如提供免費餐膳或小禮物等，令受益人感到必須作出

回報而不知不覺地墮入貪污陷阱。 

3. 欠債 

陷入財政困難的人比較難抵禦貪污的誘惑。                                                 

資料來源：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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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及社化教育課程（PSE）——對廉潔誠信的看法 
 

學生分享 
        誠信是什麼？誠信就是誠實、講信譽、一言九鼎、一諾千金。誠信是人類生存應有的道
德基礎。「人無信而不立」，這是許多人掛在嘴邊的箴言，可見其重要性。有誠信的人才會

獲得其他人的信任，才能心安理得的辦大事。沒有誠信，不但會失信於人，還可能讓自己身

敗名裂。知名月餅製造商冠生園事件便足以為戒。冠生園是歷史悠久的知名企業，卻被揭發

用陳年餡料做月餅。事件被揭發後，冠生園誠信破產，公眾形象一落千丈，就算有心挽回，

也不能再被公眾信任。最後，因欠債兩千多萬元而宣佈破產。我們世人應該從事件中吸取教

訓，事事以誠信為本，方為處世的態度。                                                  （中五乙班 于佳囡） 
 

 

 

 

 
清廉公正聞名的「包青天」——國

劇臉譜造型（卡通版） 
                     

 
 
（五）廉潔大使 

我校六位學生(5A陳子康、5A陳順南、5A馮慶麟、5A梁展晞、5A劉焯楠、5D簡嘉
佑)參加了由廉政公署舉辦的「高中 iTeen 領袖培訓計劃」，並協助籌劃五月份於學校舉辦
的倡廉展覽。 
 
 
 
 
 
 
 
 
 

(左)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主席梁展晞同學代表學校領取由廉政公署頒發的「學校積極參與獎」。 

(右)區光榮校長、許玉芬老師及梁展晞同學出席東區倡廉活動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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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分享 
        我在廉政公署的 i-teen 領袖計劃中，自己從中獲益良多。我到廉政公署參觀並出席
了一場講座，令我了解它的歷史，運作和意義。自從 1973年的總警司葛柏事件，廉政公
署正式成立。它的使命是維持香港的廉潔的形象，亦同時負責打擊貪污，向下一代宣傳

和教育反貪污的知識。 
        參觀期間，廉政公署展示了很多不同的貪污個案，與民間社區合作的活動和內部組
織。這反映廉政公署多年來一直積極地肅貪倡廉，為的就是不要讓過去的貪腐禍延下一

代。 
        回想六，七十代的香港，貪污風氣盛行，連以救人為使命的消防員都遵奉「有水放
水，沒水散水」的行事準則。當時社會敗壞，市民飽受折磨。幸好有廉政公署的出現，

香港才能撥亂反正，成為當今世界知名的廉潔城市之一。 
        歷史就是讓我們要從中學
習，不要再次犯下同樣的錯誤。

正如昔日的貪污，可換來今天的

廉潔，能成為 iteen 領袖計劃中
的一分子我感到光榮。我們身在

香港，有不同的身份，但亦都有

同一個目標，就是打擊貪污。                      
          （中五丁班 簡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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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部分活動回顧 
1. 「中基論壇」──「青少年應該如何處理性慾」之我見 

 
性欲非過，亦非所求之志 

 
  《禮記》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告子亦謂：「食色性也」。西方心理學

名家弗洛伊德說：人有愛戀本能(Eros)乃人之「本我」(id) 中的本能。又叔本華曰：性欲是
求生意志的核心。由此可見性欲非過，乃人之本性而已。 

話雖如此，但不斷追求性欲之滿足亦非可行之路。在短暫地滿足之後，人立刻開始感

覺空虛而無聊，於是又再次產生欲求，以逃避可怕的無聊感，結果人生永遠在欲望與滿足的

輪軸上旋轉。 
     要控制性欲，我們應把其提升為愛。而據弗洛姆所講，愛作為一門藝術實踐，必須具

有一些與其它的藝術實踐共同的要求。第一是要有一定的訓練，僅憑一時高興，是永遠成不

了愛的；第二是要專一，不能像時尚生活方式那樣見異思遷和朝三暮四，「彼此相愛的人尤

其應當專一執著，他們應當學會互相親近，但又不落俗套」；第三是要有耐心；第四是要全

力以赴，如果不把愛當作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就休想把它學好。 
     除了上述這些要求之外，弗洛姆還提出，還有若干要素也必須切記。首先是要關切，
「愛是我們對所愛者生命與成長的主動關切，沒有這種關切就沒有愛」；其次是責任，「本真

意義上的責任乃是絕對自願的行為，是我對他人要求所做出的積極『回應』 」；再次是尊
重，「尊重只能佇立在自由的基礎上」，尊重意味著無所剝奪，我祈望我所愛者為他本人，以

他特有的方式而發展，而不是為了服務於我的利益；最後是知識，作為愛的構成要素的知識

不是指滯留在表面現象的一般知識，它深入到核心，觸及底蘊，「沒有知識引導的關切與責

任是盲目的，但不以關切為動機的知識則是空洞的」。他的結論是：「關切、責任、尊重、知

識是一切類型的愛所共同具有的要素。」                                                      (中五戊班 凌志豪) 
 

  
              有多位教師嘉賓參與討論        同學們也積極投入論壇，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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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延伸活動──關愛 
 何謂「關愛」？ 
「關愛」的意思是指關心及愛護。 
 
網上流傳一篇有關關愛的文章能闡釋關愛的意思： 
「關愛是一個眼神，給人無聲的祝福； 
關愛是一縷春風，給人身心的舒暢； 

關愛是一聲祝福，一句問候，給人春天的溫暖； 

關愛是一場春雨，給人心田的滋潤； 

關愛是一個微笑，給人親切的關懷； 

關愛是一灣清泉，給人心露的洗滌！… 

關愛之心是一種品德，也是一種境界，更是一種態度。」 

                                    (作者：杜煜晨) 
 

                                   中二的同學於午膳時間參與關愛延伸活動 

  
 

同學們提出關愛家人、關愛朋友、關愛社會的方法： 
               

 

          

 
 

 
 12 

 關注糧食問題：宣明會展板展覽 、答問遊戲 
 

 
 

 
世界上有多少人正處於飢餓？ 
        全球 70億人口中，有大約 8.7億人沒有足夠糧食，其中 98%居住在發展中國家。發展
中國家的兒童，每 4名中就有 1名因急性或長期營養不良而導致體重過輕。於 2008年，全
球有約 3百萬的兒童因為饑餓及營養不足而死亡。 
        很多人誤以為饑餓問題是因為糧食不足、人太多或窮國糧食生產量少而發生。但根據
糧農組織的調查顯示，全球平均每人每天可獲 2813 卡路里的糧食比聯合國所訂的 2100 卡
路里還要高。此外，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很多時都比發展國家的農作物出產量還要高。饑餓

的真正成因應歸咎於貧窮、不公平貿易、戰爭及天災。 
        雖然我們不能將糧食直接分享給災民，但我們也可以參與以下活動： 
 從今天開始，由自己做起，不要浪費食物！ 
 將你知道的飢餓問題與家人、朋友分享 
 參與饑饉活動或擔任義工 
 捐款支持 
 助養兒童 

資料來源：樂施會、宣明會 
 
3. 部分年級主題分享 
中三級  自律 
           大家知道什麼是自律嗎？自律是指在沒有人現場監督的情況下，通過自己督促自
己，化被動變為主動，自動自覺遵守法度， 從而約束自己的言行。 
 自律的準則有三個方面。第一，要了解自己的言行，符合社會規範。第二，要三思

而後行，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任，不會找藉口或者怪罪其他人。第三，要有執行力落實自己

的計劃。 
 身為學生，我們應該自律地學習和守規。學習方面，我們應該自動自覺地溫習，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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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主動發問和發掘新的知識。同時，我們應該在沒有人監督的情況下遵守學校規則，主動

維持校園風氣。 
 相反，如果我們不自律的話，例如欠交功課，考試前不溫習，學業成績可能會倒

退。不守規的話， 例如上課嘈吵，影響課堂學習氣氛，直接影響每位同學的學習效果，這
會破壞班級風氣，影響同學關係，更可能會被老師懲罰，這些都是不自律的後果。 
 希望大家三思而後行，為自己為他人自覺規范自己的行為，共同維護一個良好的學

習生活環境。                                                                                 （中三甲班  陳文軒  鄧晴文 ） 
 
中五級  責任 
           穆尼爾•納素說過：「責任心就是關心別人，關心整個社會。有了責任心，生活就有
了真正的含義和靈魂。」人要是沒有責任心，沒有責任感，就沒有靈魂。 
          前幾日，臺灣捷運發生的斬人事件暴露了人類在失去尊重、保護社會的責任時，同時
也喪失良知與理性，成為殺人如麻的野獸。社會各界在強烈譴責和唾罵當事人的同時，對

於當事人的家人也有不少罵聲，這也是喪失責任感的表現。發生如此悲劇，並非其家人所

願，如果再落井下石，對當事人的弟弟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在社會的責罵、家人的陰影

下，弟弟可能會成為第二個哥哥，這個後果應該由誰來承擔呢？責任的其中一個定義便是

承擔過失。殺人如麻的惡魔並非一朝一夕便可形成的。大眾與事情的發生不是全無關係

的，這個悲劇的發生又會不會只是他一人的責任？ 
          責任的另一定義是做好分內事。作為學生應做到交齊作業、準時到校等；作為老師應
做到對學生「傳道」、「授業」和「解惑」；作為公民應遵守法律、安份守己。荀子曰：「良

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不受外界因素影響，做
好自己就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人。                                                                 （中五丁班 向曉林） 
 
          責任的概念空洞寬泛，我們可以嘗試從名言中理解此二字的含義。挪威著名詩人亨利
易卜生曾說過:「社會猶如一條船，每個人都要有掌舵的準備。」根據亨利克所言，作為社
會要員，我們必須肩負己責，隨時為社會奉命。無論是孝敬父母或扶危濟困，由小事到大

事，大事到小事，我們必須得知自己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盡責任，為社會作出貢獻。 
         然而，在談「責任」一詞的意義時，我們會不期然地想到「義務」。事實上，責任與
義務概念是相連的，但性質不盡相同。前者強調的是承諾、法規，而後者強調的是道德、

德育、公民意識。例如：特首保障市民的福利屬於責任。南韓的成年男子必須服役至少兩

年保衛國家屬於義務。清楚瞭解這兩個概念，有助我們瞭解和探索個人的角色，好好發揮

自身的作用。 
          須知人越大，角色越多，責任越多、越大。學者梁啟超說:「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
處，才能知道盡責任的樂趣。」盡責能生樂趣，責任越多，收穫更多。 
                                                                                                                        （中五丁班 盧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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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與「2013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於一九九八年由香港文匯報與九龍總商會聯合發起，舉

辦至今已是第十六屆。今屆共有二十六家傳媒機構主辦、六十六個團體協辦、一百多間學校

參與。是次活動可以讓學生重溫一些重要新聞，並且為值得關注的十則新聞作出投票。我校

所有同學在十一月份時都參加了是次投票活動。 
  

2013年最受關注的十件大事評選結果如下： 

 

1. 提高最低工資，基層打工仔受惠 

2. 採「限奶令」保證港奶粉供應 

3. 政府決增發兩個免費電視牌照 

4. 推十項措施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5. 垃圾徵費源頭減廢解垃圾圍城 

6. 首條官方「貧窮線」引社會關注 

7. 政府開展政改諮詢為普選作準備 

8. 照顧有需要長者發雙倍生果金 

9. 政府推動發展新界東北建社區 

10. 雙辣招壓抑樓價取得成效 

  
       中三甲班  鄧晴文在今次評選中獲得一
等獎，得到 46 吋大電視一部。她接受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自己最關注社會民生議題，平

時有閱報習慣，亦會留意電視新聞，並與家

人和同學討論：「我的同學比較著重程度較

高的新聞，我則喜歡貼近身邊的社會新聞。

今次十件大事，我特別關注房屋問題，香港

地少人多，房屋供不應求，我都希望將來自

己工作後可以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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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同學在十一月份時都參加了是次投票活動。 
  

2013年最受關注的十件大事評選結果如下： 

 

1. 提高最低工資，基層打工仔受惠 

2. 採「限奶令」保證港奶粉供應 

3. 政府決增發兩個免費電視牌照 

4. 推十項措施增加房屋土地供應 

5. 垃圾徵費源頭減廢解垃圾圍城 

6. 首條官方「貧窮線」引社會關注 

7. 政府開展政改諮詢為普選作準備 

8. 照顧有需要長者發雙倍生果金 

9. 政府推動發展新界東北建社區 

10. 雙辣招壓抑樓價取得成效 

  
       中三甲班  鄧晴文在今次評選中獲得一
等獎，得到 46 吋大電視一部。她接受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自己最關注社會民生議題，平

時有閱報習慣，亦會留意電視新聞，並與家

人和同學討論：「我的同學比較著重程度較

高的新聞，我則喜歡貼近身邊的社會新聞。

今次十件大事，我特別關注房屋問題，香港

地少人多，房屋供不應求，我都希望將來自

己工作後可以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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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3」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五位學生(5A梁展晞、5D簡嘉佑、3A岑佩恒、3A鄧晴文、2D羅德宜)
獲和富社會企業甄選參加「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3」。他們有機會出席兩個專題講座，
包括「個人成長知多 D」及「珍惜資源咪浪費」，及參與公民領袖訓練營，透過活動及與其
他學校同學交流，加深對德育和公民教育的認識和了解。 
 
 

 

 

 
以下是其中兩位學生於參加活動後對「珍惜資源，做個負責任公民」的部份見解： 

        有人可能認為，究竟珍惜資源與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有甚麼關係呢？ 
        資源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可以擁有的，只在乎哪個人拿得較多或是較少。在香
港，我們身處一個物資富裕的社會，資源充足，可惜分配不均，有一些人幾乎連生活基

本所需都難以追求。 
        我們身為一位公民，我們除了要樂於助人，關心自己的社會和國家，還要懂得珍惜
資源。若有多餘的資源，就應該把它分享給其他人。此舉可以把愛和溫暖傳到他人手

上，也可以一起建造一個和諧及繁榮的社會。                                      （中五甲班 簡嘉佑）                                                                           
 
         我認為珍惜資源是很重要的事，在過去五十年科技不斷進步，這固然讓人欣喜。可
是，由於科技水平的提升，工業對能源的需求也大幅增加。這令地球寶貴的資源被過量開

採，從中衍生了不少問題，如沙漠化，有用的耕地因缺水而被迫放棄使用等。工廠大量排

放放出的廢氣也令全球暖化的問題日趨嚴重，各地的天氣變得反常。水災、旱災等問題不

斷發生，令許多災民無家可歸，流離失所。而近年，科學家更推測地球某部份資源，如煤

和天然氣在百多二百年後就會全部用盡，因此珍惜地球的資源是刻不容緩的事。                                        
                                                                                                                        （中二丁班 羅德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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