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傳媒的 「
天職」 是報道事實，她深信香港傳媒會堅
守 「評論自由，事實神聖」 的新聞原則，
但也期望報章多報道有關好人好事的 「陽
光新聞」 ，讓大眾多接收正面的信息，以
積極的態度生活。她又稱，自己不會迴避
看負面新聞，因為這只是 「斬腳趾避沙蟲
」 ，她反而會去探究負面消息出現的背後
原因。

本報記者 余育奇

林鄭籲報章多報陽光新聞
好人好事鼓勵大眾積極生活

樂施會倡設低收入家庭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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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樂施會建議扶貧委員
會討論設立 「低收入家庭補貼」，在職貧窮家庭18歲以
下子女每人每月資助最多800元，包括參與課外活動，
保障基本生活所需，避免跌入貧窮線之下，估計全港有
8萬多戶家庭，逾18萬名18歲以下兒童受惠，每年開支
逾17億元，並透過勞工處發放，減低標籤效應，紓緩跨
代貧窮問題。

樂施會昨日公布最新在職貧窮趨勢分析，發現至去
年第四季，全港在職貧窮家庭超過17萬戶，當中逾九萬
戶的每月入息低於綜援金額，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示，
其中八萬多戶家庭並沒申領綜援，涉及需供養的18歲以
下子女約18萬人。樂施會總裁余志穩表示，有兒童的在
職貧窮家庭供養壓力大，加上綜援有標籤效應，令這些
人士不願申請。他建議政府提供 「低收入家庭補貼」，
鼓勵這些人士持續就業之餘，不用申請綜援也能養活一
家，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樂施會香港項目部高級經理曾迦慧表示，領取 「低
收入家庭補貼」的對象是有全職工作，及18歲以下非在
職兒童成員的貧窮家庭，申請家庭資格定於家庭每月收
入低於或相等於貧窮線，即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50%，
不設資產審查，樂施會建議用勞工處現存的資料庫，包
括申請交通津貼等的數據等，識別合資格家庭，減低行
政成本，簡化申請程序。

在津助金額方面，曾迦慧表示，樂施會建議向每名
合資格兒童每月發放800元的 「低收入家庭補貼」，該
金額是扣除其他有關書簿津貼、兒童膳食津貼及上網費
等津貼的40%差額，亦相等於綜援兒童標準金額40%至

50%的水平。估計有18萬名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受惠，
每年成本約17.3億元。樂施會希望計劃能成為恆常性項
目，並透過勞工處派發津貼，減低標籤化效應，肯定這
群在職貧窮家庭人士的工作能力，提高他們的工作意欲。

余志穩強調， 「低收入家庭補貼」並非是福利派錢
項目，而是這些家庭不選擇申領綜援，津貼可減低使他
們子女的生活及學習受到影響。他又說，有關建議已提
交政府，扶貧委員會本周四開會將就此議題討論。

對於5月1日最低工資將由28元調升至30元，樂施會
署理香港項目經理黃碩紅稱，最低工資原意並沒考慮供
養家人因素，而最低工資加幅很快被通脹抵銷。雖然最
低工資實施後，最低收入10%的在職群組的月入中位數
有上升，但在職貧窮戶家庭數目卻未見大幅減少。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食材升幅驚
人！工聯會公布最新 「兩一湯指數」，發現
同樣的食材平均價格按年升幅近17%，以地區
計算，基層市民聚居地的油尖旺區升幅是18區
中最高，達44.6%，而升幅最高的食材是牛肉，
按年升27.2%。工聯會促政府盡快開放活牛市場
引入競爭，否則牛肉批發價只會不斷上升。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昨日公布 「兩一
湯指數」，揀選七項日常食材作為參考指標，
包括一斤菜心炒六兩牛肉、二兩梅菜蒸12兩鯇
魚，以及番茄薯仔瘦肉湯，材料各半斤。今年3
月份的 「兩一湯指數」反映，要買齊七項食
材的平均價格，由去年的90元，升至今年的105
元，升幅近17%，當中有11區錄得雙位數字的
升幅，而有不少基層市民居住的油尖旺區食材
價格，今年更升至116.3元，升幅為44.6%，是
18區中最高。其次為黃大仙區和深水區，兩
區的食材價格分別上升40.3%和34.1%。

在眾多街市之間，黃大仙區牛池灣街市成
為18區中 「最貴街市」，要118.6元才可以買齊
7項食材，而荃灣區楊屋道街市則是 「最抵」街
市，食材價格為18區中最平，買齊只需93元
，所需金額與最貴的街市相差25.6元。葵青區
區議員劉美璐促政府盡快開放活牛市場引入競
爭改變壟斷局面，減輕市民生活負擔。元朗區
區議員劉桂容亦建議，政府應對本地農業作長
遠規劃，增加食物供應來源，令市民有更多選
擇。

香港報業公會昨日舉行 「2012年香港最佳新聞獎
」頒獎禮，今年有610份參賽作品，歷年最多，經評
選後，70份作品包括新聞報道與新聞攝影獲獎，本報
獲得七個獎項。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甘煥騰表示，本港
去年發生多項大事，包括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會換屆
、保衛釣魚島主權及南丫撞船意外等，對新聞界是十
分精彩的一年。今年新增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獎，
是希望集結傳媒力量，推動本土藝術文化發展。

首次以主禮嘉賓身份出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在致辭時表示，最關注最佳標題及最佳圖片獎項，因
為好的圖片勝過千言萬語，好的標題可使讀者未看已
知整篇報道的性質，就連政府出新聞稿，亦會猜測各
大報社將採用怎樣的標題。

傳媒仍以事實至上
她又說，報道獨家和揭秘式新聞是報業界的天職

，雖然今屆獲獎的一些獨家新聞報道，未必是人人很
樂見，但她仍深信傳媒是在履行傳媒的天職，堅守 「
評論自由，事實神聖」（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的重要原則。

林鄭月娥透露，最近有同事勸她少看新聞，因為
近日有一位瑞士作家不斷寫書撰文指出，新聞充斥
負面訊息，多看會使人意志消沉。她稱這說法有一定
根據，美國一項對當地三大電視台報道的調查便發現
，新聞報道的負面消息佔61%，正面消息只有15%，
而芝加哥大學一位神經學家研究便發現，人類接收負
面訊息時，腦電波會比接收正面訊息時更活躍。

拒閱報如 「斬腳趾避沙蟲」
不過她認為逃避不看報紙，是 「斬腳趾避沙蟲」

，她反而覺得應該反思事件背後的原因。她並呼籲本
港報紙，增加報道好人好事的版面，她強調並非想影
響報道自由，或要求唱好，但每人都想生活得更健康
，希望 「陽光新聞」鼓勵市民以積極的態度生活。她
憶述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期間，便曾把接觸到的好人

好事分享給報社，包括一位在金融風暴下被裁員的五
星級酒店廚師，轉到庇護工場工作，以簡單食材為傷
殘員工製作五星級菜式，廚師感到這工作更有意義而
一直留在庇護工場工作。

林鄭月娥又稱，香港作為先進的國際都會，通訊

發達，在新媒體尤其是互聯網迅速發展下，香港報業
面臨大眾閱讀習慣和接收資訊模式轉變的威脅，但相
信報業界人士自有對策。甘煥騰表示，新聞及言論自
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只要堅持專業精神，努力不懈
，報業必會充滿生命力。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2012年香港最佳新聞
獎中，大公報勇奪七大獎項，共得兩個季軍及五個優異
獎。大公報記者洪捷用心採訪多名文化創意界人士，奪
得今年首設的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獎的季軍殊榮
。大公報編輯陳芳定出勵志標題，獲 「最佳標題（中文
組）」組別的季軍。

大公報記者洪捷憑《文化中國未來的香港角色系列

》報道，榮獲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組別季軍。她
昨日表示，文化有很多範疇，為了這份報道，花了很時
間，採訪多名在香港不同創意文化領域專精的人，了解
各人的發展路向及在香港文化工作的苦與樂，最後以民
間意見為主，官方意見為輔完成報道。她指在大公報文
化版中打滾，給予她機會訪問各界文藝人士，充實
了她的人生智慧，前輩們亦訓練了她的細膩文筆，助
她獲獎。

大公報編輯陳芳憑《遺憾下半身 精彩下半生》獲
「最佳標題（中文組）」組別的季軍。有關標題的報道

關於特技人司徒志強，他在演藝界縱橫20多年，因意外
失去下肢，但憑堅毅與不屈，獲得了親情，重燃生命
。陳芳表示，為尊重事主，起標題時沒有使用 「傷殘
」一類字眼，事主失去下肢，人生遺憾無窮，但又因
意外參透人生，因此她認為這個標題能充分表達事主
的勵志經歷。

大公報的其他獲獎作品，包括記者于敏霞以 「內地
訪港傑出科學家」系列報道，獲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組別優異獎，記者李夢以《昂貴藝術喜憂參半》獲 「最
佳新聞寫作（中文組）」組別優異獎，記者方俊明以《
小悅悅父親：延續社會的愛心》報道，同獲 「最佳新聞
寫作（中文組）」優異獎，記者李理以《保值儲蓄大縮
水利率管制何時休》報道，獲 「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
文組）」優異獎。攝影記者蔡文豪憑題為《情人眼裡》
的照片，獲 「圖片組（特寫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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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新聞評選 本報獲七獎

【本報訊】記者余育奇報道：永利街一帶與香港報業淵
源甚深，50年代學塾文化鼎盛，多間印務所開設其中，吸
引逾百間報社蜂擁而至。直至70年代商台及無線電視先後
成立，數十間晚報隨即消亡，殘餘報社亦逐漸搬離永利街。

香港大學聯合新聞教育基金昨日舉辦座談會，由香港
歷史博物館榮譽顧問鄭寶鴻講述永利街一帶與本港報業的
關係。鄭寶鴻表示，香港在殖民地時期，鴨巴甸街儼如中
西區的界限街，華人只聚居在荷李活道一帶。50年代是鼎
盛時期，光是在該處設有辦公室的晚報，就有約30多份，
估計共有逾百間報社。鄭寶鴻補充，70年代時，嚴重威脅
報業。最先消亡的是各大晚報，而餘下的大報如明報、大
公報、文匯報等，亦遷離此地，到其他地方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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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街與報業淵源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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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今年勇奪七大獎項，共得兩個季軍及五個
優異獎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工聯會促政府盡快開放活牛市場引入競爭，否則
牛肉批發價只會不斷上升 本報記者林曉晴攝

▲余志穩（中）建議扶貧會設立 「低收入家庭補貼
」 ，為在職貧窮家庭18歲以下的子女，每人每月資
助最多800元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