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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瑜出席表彰会。

本报讯（记者黄玉）中华
教育会于9月9日教师节前夕
举行“在澳专职从事基础教育
工作至今届满（或超过）二十
年之教师”以及“‘师友伙伴携
手共进计划’之指导老师”表
彰会，共向72名满二十年教
师及10名“师友伙伴”计划指
导老师颁发感谢状，以示表扬
和鼓励。

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
瑜、中联办副主任严植婵、教
青局长龚志明、中联办教育
与青年工作部部长徐婷、澳
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
志良，教青局副局长阮佩贤、
黄嘉祺，澳门天主教学校联
会会长周伯辉、澳门公职教
育协会会员大会主席刘文尧、
澳门天主教学校联会理事长
黄彪，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陈
虹、理事长郑洪光，以及各校
校长共200人出席表彰会。

欧阳瑜表示，教育事业发

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石，政府贯
彻“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施
政理念，做好顶层规划，完善
制度，整合和优化资源配置，
支持和推动教育界共同发展。

本澳教育事业发展需要
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澳门特区将朝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在教育工作上，政
府将紧密结合新兴产业发展
方向，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积
极开展强化非高等教育科普
工作和多元化的科普教学人
员培训，并将持续做好协助学

生生涯规划，让学生提升综合
竞争力。她希望教育界继续
支持政府工作，共同努力，与
时俱进，持续优化本澳教育系
统，促进多元教学与质素提
升，为澳门特区以至国家的未
来发展培养各领域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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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瑞特） 9月
10日教师节，适值中秋佳节，
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特向全澳
教学人员和教育工作者表达
诚挚的节日祝福，感谢他们对
教育事业的辛勤付出和贡献，
并祝各位教育同仁及家人双
节快乐，幸福安康。

教青局表示，为提供更好
的工作环境予辛勤育人的教
师们，局方持续推出优化措施

减轻教师的总体工作量，如通
过《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教学
人员制度框架》对教学人员的
工作时间及年假作出规范、实
施《非高等教育公立学校教师
通则》减少公立学校教师的正
常授课时间、资助学校聘请专
职人员协助处理非教学工作
及支持学校相关活动开展等。

教青局配合特区政府“二
五”规划，按序落实《非高等教

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
《澳门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纲
要（2021-2030）》，以及《澳门
青年政策（2021-2030）》，全力
做好教育及青年工作。

教青局一直通过多元渠
道支持教学人员专业发展，多
年来持续举办“教学设计奖励
计划”、交流活动，以及不同学
科的培训课程。

今年更新设“跨校教研先

导计划”，推动教学创新和资
源研发，深化课程改革的成
效。同时，特区政府持续通过

“教育基金”的校本培训资助、
休教进修与脱产培训资助，鼓
励教学人员专业进修，促进优
质教育的发展。在育人路上，
教青局总是与学校和教学人
员结伴携手，不断探索求进
步，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丰硕
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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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玉） 9月
10日是教师节，立法议员、共
建好家园协会副理事长马耀
锋建议政府加强对教师专业
发展的资源配置，持续优化不
同教学阶段的教育质量，真正
降低非教学工作量，提升教师
退休保障及心理支持，为教师
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为致力
培育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环境。

马耀锋表示，随着政府教
育改革步伐的推动下，本澳教
育制度朝好的方向逐步完善，
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提升有更
高的期许，本地教师对专业成
长的渴求同样不断增加。

教师们除了负责日常教
学任务、担任学生人生导师，
以及推动多元化的家校合作
外，还要承担非教学类的行政
工作。

教师与时俱进的同时，其
专业发展需要及支持保障值
得社会及政府关心重视。

马耀锋建议当局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水平，为教师提供
脱产培训与专业培训进修课
程等，同时研究为拥有硕、博
士学位的教师提供定额津贴，
鼓励教师专业成长；适时启动

“私框”检讨及修订工作，持续
优化不同教学阶段的小班制
和师生比，如在幼儿园实行

“两教一保”甚至“三教轮保”，
降低教师的非教学工作量，以
释放更多时间和精力于教学
工作上，同时加大教师退休保
障，提升幸福感；又建议关注
教师身心健康，建立合适指引
及机制，为有需要的教职人员
提供压力调适和心理支持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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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玉）继
胶袋征费，管制一次发泡胶
餐具、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胶
餐饮吸管、饮料搅拌棒后，本
澳明年起将禁止进口不可降
解一次性塑胶刀、叉匙。

有关行政长官批示，将
塑胶制的一次性刀、叉、匙纳
入禁止进口货物清单，可降
解塑胶除外。

环保局指出，特区政府
为保障本澳环境质素，按序
推行减塑措施。继推出一次
性发泡胶餐具、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胶餐饮吸管及饮料搅
拌棒的管制措施后，经综合

分析本澳实际情况及参考其
他地区经验，并与相关商会
及业界进行交流和听取意见
后，特区政府根据经第 3/
2016 号法律修改的第 7/
2003号法律《对外贸易法》
第五条第一款（五）项之规
定，通过第175/2022号行政
长官批示，禁止不可降解一
次性塑胶刀、叉、匙的进口，
有关行政长官批示将于
2023年1月1日起生效。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论坛副理事长黎振强、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海外投资
公司等理事单位代表与会。

本澳自明年起

禁止不可降解
一次性塑胶刀叉匙进口

本报讯（记者瑞特）本
澳明年元旦起禁止进口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胶刀、叉、
匙，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
妇联总会常务理事徐家颕
认为，此举将有效让居民形
成长期的环保饮食习惯，减
少不必要浪费餐具，期望当
局后续可就相关措施向饮
食业界及居民进一步讲解，
确保管制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

徐家颕指出，特区政
府近年先后通过限制提供
塑料袋，禁止进口及转运
发泡胶餐具、胶饮管等，切
实执行“源头减废”的环保
方针，自法律生效以来成
效显着，不少人已普遍养
成自备环保袋和减少使用
塑料袋习惯，值得肯定。

而随着网上餐饮平台
发展渐趋成熟，外卖已成
为不少居民、上班族的主
要饮食模式，每年从中产
生的塑胶餐具及包装，数
量庞大，这些不可降解的

塑料，长远对生态环境造
成不可估量的污染，徐家
颕建议当局持续向居民及
食肆多作呼吁及宣传，减
少使用和提供一次性餐
具，使用外卖自取时多自
备环保袋等，减少不必要
浪费。

另外，有不少餐饮业
业界忧虑，新措施会加重
经营困难，徐家颕认为当
局要做好与商户沟通和讲
解，减低新措施所带来的
经营影响，在相关管制措
施执行前，当局应做好商
户及居民的宣教，提升信
息普及性；多管齐下，持续
推动和宣传垃圾分类回
收，包括完善及扩大社区
的回收网络，通过社团机
构的辐射度发挥带动力
量，加强居民“干净回收”
习惯，倡导整体社会环保
氛围，提升居民接受度，形
成长期可持续性的环保生
活方式，共建绿色美好家
园。

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
妇联总会常务理事徐家颖：

希望市民增加减塑减废意识

本报讯（记者木生）本
澳将于明年1月1日起禁止
不可降解一次性塑胶刀、叉、
匙的进口，聚贤同心协会理
事黄万滨对此表示认同，可
减轻本地处理塑胶物料，为
全球的环保事业出一分力，
认为市民在禁用发泡胶餐
具、塑胶饮吸管，以及使用塑
料袋需要收费后，已很大程
度上接受减少使用一次性用
具的习惯，相信商户及市民
可以理解。

黄万滨指出，新措施或
为市民带来一些不便，将来
购买外卖食品都可能需要自
备餐具，认为，商户食店除了
对顾客讲解不能使用该类用
具的原因外，更需要思考如

何优化自身提供食品的配
套，如推动减少使用塑胶餐
饮吸管时，有连锁式食店优
化商品，更换了更贴合冷饮
需要的杯盖，以便顾客饮用，
这些是鼓励及支持推动环保
的重要举措。

他强调环保习惯是需
要时间养成的，近年，不论是
食店或市民对于不使用一次
性餐具的意识已有所提高，
建议当局不妨在推行新措施
的初期，再次举行环保餐具
及购物袋等宣传活动，为环
保意识进行一次全民教育
课，让市民大众了解并投入
到本次的环保新措施当中，
共同为本澳的环保事业出一
分力。

聚贤同心协会理事黄万滨：

加强宣传教育推进环保工作

徐家頴

李静
仪 、梁 孙
旭 、林 伦
伟和李振
宇。

 
































































































 

本报讯（记者黄玉）立法
会议员李静仪、梁孙旭、林伦
伟和李振宇向全澳教师致
意。他们指近年受疫情影响，
经历数次停课，老师要调整教
学计划，亦要兼顾学生疫下的
学习进度及情绪，工作压力大
增。不少教师更在全民核检
时担任志愿者，为防疫工作贡
献力量，值得社会肯定。他们
感谢全澳教师的付出和努力，
亦关注课程改革实施后教师
的工作压力，希望政府和学校
加强对教师的支援和协助。

李静仪、梁孙旭、林伦伟
和李振宇指，“私框”实施后，

虽然教师授课节数减少，但工
作量及工作压力并未降低，希
望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校关注
教师权益，避免给教师安排不
必要的非教学工作，保障教师

合理的休息时间。
他们指出，除教学任务

外，教师亦要承担不少非教学
工作。每年踏入开学季，教师
与家长的通讯群组再次活跃，

讯息量之大有时让教师应接
不暇。教师有时需利用放学
回家时间继续与家长沟通联
系，令不少教师长期处于工作
状态，影响了家庭生活及个人
休息时间。

当局去年六月曾表示今
年会将“放学后使用通讯软件
的指引”写入学校运作指南，
以确保教师休息时间。

他们希望当局持续评估
有关指引落实情况，加强与前
线教师的沟通，适时做出调整
优化，保障教师合理休息权
益，让教师平衡工作和家庭生
活。

议员关注教师休息权和疫下工作压力议员关注教师休息权和疫下工作压力

希望政府和学校加强对教师支援和协助希望政府和学校加强对教师支援和协助

本报讯（记者黄玉） 9月
10日是一年一度教师节，藉
此弘扬教师的崇高师德，体现
社会对教师为教育工作所作
贡献的尊敬尊重。

民众建澳联盟理事长、议
员李良汪表示，随着社会不断
发展及进步，对教师的教学要
求亦不断提高，不少教师均面
对非教学工作不断增加的情
况，他促请相关部门加强关注
教师现况，从法律法规或行政
手段为他们减轻教学以外的
工作压力，保障教师合理权
益。

李良汪表示，本澳现行
《非高等教育私立学校教学人
员制度框架》早于2021年实
施，至今已届十年，部分内容
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当局虽于 2021/2022 学年

开始，在学校运作指南中加入
对学校人员使用通讯软件、网
络平台等电子讯息作沟通联
系工作的建议，但亦只属指引
性质，作用有限，另外，“私框”
虽然规定私立学校须为教学
人员设立公积金，但本澳大部
分学校的薪资由底薪结合各
项津贴组成，而公积金供款比
例只以底薪部分计算，影响教
师的退休保障。

他促请当局因应社会变
化及实际情况，尽快就“私框”
条文作出检讨，同时对于现时
实施的通讯软件指引实际成
效亦应作出检视，除持续优化
相关措施，更需让各持份者清
晰理解自身权利义务，共同遵
守及维护，落实减轻教师工作
量的目标，让教师能在合理的
情况下，专注教学任务。

民众建澳联盟理事长李良汪呼吁民众建澳联盟理事长李良汪呼吁

减轻教师非教学工作压力减轻教师非教学工作压力

主题

关注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