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涌迎東路新校現址
圖片轉載自《星島日報》

	 自2020年9月9日接獲教育局正式通知，批准

樹人於2026年9月在東涌開辦一所資助小學，這大好

消息，振奮了所有期待已久的樹人校友，我們密切期

待新校順利落成，延續樹人為香港作育英才的使命。

	 新校籌備工作去年已正式啟動，樹人教育機

構李雁怡主席帶領董事會成員共同商討及籌備新校，

並準備根據新校工作的進展陸續成立各籌備小組。建

校小組已於2021年9月投入工作，成員有董事：李雁

怡、冼應全、楊煒凱、王惠成及秘書何潤玲。

東涌迎東路新校現址
圖片轉載自《星島日報》

建校小組成員（左至右）：何潤玲校長、冼應全先生、李雁
怡主席、王惠成校友、楊煒凱校友

	 建校小組於去年9月底出席了教育局舉行的第一次建校組會議，與建築署、畫則師及顧問公司討

論了樹人校舍的設計意念。至目前為止，建校小組每月一次與教育局及有關建校組人員進行溝通會議，

工作進展順利，雙方共識了新校舍坐向、各樓層佈局，甚至具體至禮堂、圖書館、課室、特別室、校園

電視台、花圃及戶外用地等的物料、電器及設計方案。其間還邀請了資深教師、22屆校友麥頌華參與討

論，就校內互聯網、多媒體教學及舞台設計等設備安裝給予珍貴的建議。在此感謝麥校友的積極參與！

我們欣喜新校籌備工作正按步就班，順利推進，未來新校工作的最新進展，也會及時向大家通報。只要

機構一聲令下，校友會及所有校友也會竭盡所能，為母校再次辦學出一分力！

《星島日報》教育版於7月5日

刊登了關於樹人學校及漢華中

學東涌新校的消息，並訪問了

李雁怡主席。有關報導全文，

可掃瞄左邊二維碼閱讀。

特別報導!!

會訊編輯組：（顧會訊編輯組：（顧問）葉黎黎副校長、許雅雅問）葉黎黎副校長、許雅雅

																（委員）劉海珊、張思琦、朱錦雲、林金煌、盧文淼																（委員）劉海珊、張思琦、朱錦雲、林金煌、盧文淼



	 2021年10月30日晚終於迎來「樹

人教育機構辦學六十周年暨香港樹人學校

校友會三十周年聯歡聚餐」。疫情下充滿

各種挑戰，事隔兩年，校友會理事們憑藉

上下一心的精神，排除萬難，最終令聚餐

得以順利舉行，實在值得舉杯同賀。當晚

假北角聯盛宴筵開20席，嘉賓、老師、校

友聚首一堂，盡興而歸。

	 聚餐上李雁怡主席更帶出了一個期盼多年的好

消息，教育局已落實樹人學校在東涌復辦的申請，新

校的建築籌劃工作亦已經開始了，在樹人辦學六十週

年的時刻，這是一份最好的賀禮。

	 當晚第十二屆校友會理事宣布就職，許雅雅會

長也提出多項計劃，除了將重整各屆校友及班聯絡人

資料外，並已建立校友會新網站，日後會發放更多校

友會活動資訊，並將新校的發展進程在網站上分享。

新一屆的理事在會長的帶領下，高舉「繼往開來獻新

猷	上下一心迎新校」的口號，期待為新校多作貢獻。

	 由於疫情關係，聚餐已延遲了一年有多，樹人

教育機構及校友會一直忐忑著何時能夠舉行。在評估

各項風險後，去年9月拍板敲定舉行，並馬上組成了

籌委會，於短短一個月內落實各項細節。理事們都發

揮所長，甚至數次開會議討論至夜深亦毫無怨言，最

終完滿舉行了這場期待已久的聚餐	。

董事會成員祝酒：(左至右)王惠成校友、冼應全先生、李
雁怡主席、李月波榮譽主席、趙淑瑛女士及楊煒凱校友

	 席間除了有美酒佳餚，還有大合唱《獅子山下》

和《我和我的祖國》，而司儀謝國駿校友更誠意為老師

們獻上《月亮代表我的心》，理事們更送上玫瑰花，憑

歌及花束寄以恩師的謝意，而全場校友亦揮動燈光棒，

場面溫馨感人，一片歡樂氣氛。

	 在簡單而隆重的校友子弟獎勵計劃及大慶Logo設

計比賽頒獎禮中，各位得獎者從嘉賓手上接受獎項，可

見樹人校友及子弟人才濟濟。抽獎環節禮品豐富，歡呼

聲此起彼落，鬼馬活潑的司儀更將全場氣氛帶致高潮。

	 樹人春風化雨六十載，樹人校友會也到了三十而

立之年，如李主席所言「樹人將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時代賦予我們的教育任務任重道遠，我們整裝待發。」

樹人教育基金-校友子弟獎勵計劃一眾得獎者合照
更多精彩相片，可掃瞄
以上二維碼欣賞。

大慶活動回顧

	 2021年11月6日校友會及退休教工會合辦

名為《如何認識中國已經走進了新時代》的主題

講座，並邀得周世耀校董主講。老師及校友反應

熱烈，場內座無虛席，約有50人參與。周校董演

講精闢，解述中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的偉大飛躍，感到身為中國人的驕傲及自信。



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十分嚴峻，疫情籠罩全城，社區圍封不斷，醫院床位爆滿，停工停課，街頭冷

清，市民四出搶購糧食，超市貨架一掃而空，網購送貨無期。在這艱難時刻，本校很多老師和校友仍

積極在社區參與義務工作，或捐獻物資及善款予香港，共同為抗疫出力。校友會也不忘提醒老師及

校友積極響應政府推出的全民快測。校友會衷心敬佩和感謝老師和校友積極參與抗疫工作，充份突顯

樹人學校師生對社會的責任擔當，讓我們一同齊心抗疫，共渡時艱。大家繼續做好防疫措施，保重身

體，深信我們定能戰勝這場世紀疫戰！

3月12日大清早，為了及時把晉江羅山

僑聯會贈送的連花清瘟膠囊送給在港的

鄉親們，葉黎黎副校長和先生跟車前往

提貨，即時在車上包裝物資，送到各區

給鄉親手上，以備急時之需。

江門市萃錦園溢傑幼稚園校監鄧敏慧老師(合照右三)組

織「情繫香江，齊心抗疫」愛心捐贈活動，分別於2月

及3月帶領全體師生向香港同胞捐款，並給香港同胞寄

出連花清瘟膠囊，分別送到多位教育界的校長家中。

3月28日葉美芬老師(左)參與香港高齡

教育工作者聯誼會義工行列，包裝抗疫

物資準備派發給教育界高齡教師。

3月27日第6屆仇健明校友 (左一)於屯門柏麗廣場協助

派發「中央援港物資」抗疫包，並擔任外圍糾察隊。另

外他亦獲頒「中國香港無名英雄紀念獎章」，以表揚他

對香港社會服務的貢獻。

第20屆陳聰矯校友是新界東獅子會第一副會

長，2月26日代表獅子會捐贈300盒快速檢測包

予三間護老院。

第20屆許棉棉校友(左)及莊素芬校友(右)於4月

3日參加「新創見」派發抗疫物資活動予「三

無住戶」。	

第17屆盧少華校友於4月30日於沙田

水泉澳，協助禮賢會派發福袋予長者

會員。

第10屆陳慧華校友(戴帽者)及第15屆丁詩寧校友一同於

4至5月協助疫苗到戶接種服務及派發防疫包到東區多

棟大廈。另外丁校友獲香港島各界聯合會頒發「英勇抗

疫義工」獎狀及獎章，予以表揚。

第24屆丁煌校友(左)及第22屆譚結盈校友(右)

於4月初在港島東體育館參加「補漏拾遺派發

站」活動，協助補派予遺漏或需索取額外防疫

包的市民，齊心抗疫，為社會出一分力。

第28屆洪志傑校友除了是一名中學教師，也是	

北角錦屏區的社區幹事，在疫情期間為區內確

診街坊送上防疫物資。另外響應政府號召，擔

任全港「抗疫物資包」的義工，包裝和送上抗

疫包給街坊。



	 疫情期間人流減少，加上堂食限制，大大影響我們的生意額。因我們是

加盟店，不能隨便轉型改賣其他食物，所以疫情高峰時只能集中做外賣生意。

我的家人住在澳門，我在港工作時就只能靠視像對話聯繫。我的父母及親友都

曾經確診，幸好已經痊癒康復。很多人因這個疫症而失去至親，所以我們要更

珍惜現在，堅持就是勝利，所以大家要咬緊牙關。

第23屆 林金煌 連鎖食店東主

林金煌與太太及兒子

	 我本身從事旅遊業，過去一直主要籌辦遊學團及文化交流團等活動，

但疫情令業務幾乎全部煞停，封關令人無法外遊，即等如零收入。但窮則

變，變則通，我趁防疫措施未收緊時改辦本地一天遊，並在2020-2021期間

舉辦了兩場網上中樂比賽，讓學生們繼續有機會發揮所長，而我們亦會發出

證書給得獎者，以作鼓勵。我曾經確診，深深明白當中的苦處。於是我在康

復後曾聯同義工團隊遠赴塔門，盡點綿力為島上居民送上物資。我相信明天

會更好，大家一同發揮樹人互助精神！

第21屆 莊樹煌 旅行社東主

	 我是一位羽毛球教練，受疫情影響真是「手停口停」，而且不知場地

何時重開，大大影響收入。雖然我的心情受到影響，但我會去行山或跑步繼

續鍛鍊身體。我很多也是當教練的朋友，沒班教時兼職做司機或送外賣，教

波兼職兩邊走。我們正在打「疫」境波，只要堅持就會捱得過！

第17屆 姚冬毅 羽毛球教練

	 疫情下我在安老院的工作變得更為繁重，員工每天必須做快速測試，

院內要經常消毒，我也要聯絡外展醫護隊伍來安老院為長者接種疫苗。疫情

期間家屬不能前往探望，很多長者的心情都很低落，所以我們唯有多安排視

像會面，以解他們掛念之心。有些長者不適合接種疫苗，最後也確診了，很

多昨天還見面的，第二天便離開人世了，心情真的很無奈。這場疫仗打了快

三年，幸得各個部門的醫護通力合作，我真的衷心感謝他們。而我們作為社

會一份子，要做好本份共同為防疫出一分力。

梁蓮卿老師 安老院主管

	 我在惠州工作，返回內地需要隔離14+7天，實在太耽誤時間，所以自

2022年初春節回港後，便因此「滯留」香港。我公司從事服裝行業，即使能

透過電腦及網上處理工作，但看不到實物始終有點不便。我們在內地的零售

店無法營業，網店也因運輸停滯而影響業務。幸好我的公司進駐內地多年，

很早期已經利用互聯網處理工作，加上內地有同事協助，日常工作尚算暢

順。不過這次疫情令我多了時間留在香港，更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第19屆 吳國鋒 服裝行業

	 受疫情影響，教學由實體變成網課，這個新常態無論對老師、學生和

家長來說都是一大挑戰。網課看似簡單，但背後的工作量其實相當大。老師

要重新準備教材，而且疫情期間隨時停課，老師都要做好兩手準備，因此我

們學校也分別制定面授和網課兩個時間表，以隨時應變。同學在復課後才交

回功課，所以老師們的桌面都積壓了一大堆功課等待批改。另外提早的暑假

打亂了教學時間表，老師要追趕教學進度，今個學期完結後，兩個星期後便

要開始新的學年，所以都有感到非常吃力。但如聖經裡所說，上天不會要你

承擔受不了的考驗，所以我們一定要為自己打氣！

第22屆 楊美嘉 小學副校長

	 香港一直是歐洲及亞洲國家通商中轉的重要港口，但隨著內地市場開

放，香港的港口地位於千禧年後開始逐漸下跌，而這三年的新冠疫情，更令

香港航運業雪上加霜。疫情下進出口量大幅下跌，內地政府一聲令下封城封

廠，很多船員因為等得太久都相繼辭職離去，有些船隻無法入境，以至調配

不了船員而導致人手不足，無法符合規定的船員人數而無法出航，加上出航

次數少，整個航運業的效益很低。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堅持下去！

第13屆 孫廣生

莊樹煌(右二)為有需要人士送上物資

羽毛球教練姚冬毅

梁蓮卿老師照顧長者

船運行業

吳國鋒經常要中港兩邊走

楊美嘉要面對教學新常態的挑戰

	 我移居上海已十多年，上海自今年3月開始爆發，整個上海開始實施分

區封控，我所居住的區域於3月中前後已禁足個半月，除了做採樣檢測外，其

餘時間都不能步出家門。這段期間太太負責上網買菜，或與鄰居拼團購物，

兩個年幼的女兒在家上網課或自學簡單的數學、英文單字，我們還在家嘗試

種菜呢！封區期間我們一家都樂觀面對，保持心情開朗，小孩亦明白事

理，他們也有約自己的朋友仔在網上見面呢！

第25屆 方向華 軟件設計師

方向華在禁足期間嘗試在家種菜

	 我主要教授小朋友及成人泳班，自2019年社會運動開始，加上疫情

期間無法教學，收入自然大減。正所謂「好天斬埋落雨柴」，我唯有靠積蓄

生活，平時也盡量減少開支。雖然現在防疫政策放寬了，但疫情下斷斷續續

停課，令很多家長都無心再讓小朋友繼續上課，加上錯失原有的暑假黃金檔

期，很多學生都相繼退學。這段期間我盡量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有時會到

郊外行山減減壓。大家必須同心抗疫才能戰勝疫情！

第3屆 麥凱燕 游泳教練

麥凱燕與她的學生

新冠疫情至今已快有三年，在這幾年間，各行各業都受著各種衝擊，但我們的校友及老師無懼挑戰，

憑著意志迎難而上。藉著以下文字，來自不同行業的老師及校友分享了他們在疫情下的感受。

孫廣生慨嘆香港船運業陷入低潮



	 校友會及退休教工會於7月3日假北角匯

ACX Cinema合辦一場電影會，分別於兩個映

院包場放映回歸紀念的電影《一樣的天空》。

這次活動衷心感謝樹人教育機構全票贊助，近

80位校友、老師及家屬出席，藉著故事裡的角

色人物，重塑回歸以來大家走過的日子。

《一樣的天空》電影欣賞會 

第24屆丁煌副理事長因公務繁忙，

決定辭任校友會理事會職務，經理事

會商議及通過後，其公關部委員職位

將由第22屆楊美嘉校友接任。丁煌

校友多年來一直為校友會盡心效力，

本會予以衷心感謝。

理事調動

「香港「香港･家･家園」 園」 
       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

香港樹人學校校友會 主辦香港樹人學校校友會 主辦

攝影比賽以《香港•家園》為主題，並邀請到

香港中華攝影學會永遠名譽會長吳連城先生、

香港中華攝影學會名譽會長謝衍澤先生及香港

樹人學校校友會名譽會長王永耀校友擔任評

判。比賽結果將於稍後公布，請留意校友會網

站及Facebook群組之最新消息。

《香港•家園》攝影比賽 

9月   

10月 

11月

*以上活動或會因應防疫條例而有所變動

更多精彩活動

 「回歸盃」羽毛球賽

香港回歸專題講座 

本地一天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