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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好奮鬥故事 建設一流灣區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澳門中
聯辦主任傅自應19日出席在廣州舉行的首屆粵港
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其間表示希望三地媒體發揮
公共輿論的作用，體現傳媒應有的擔當，積極傳
播大灣區建設的生動實踐，為大灣區建設提供強
有力的輿論支持。澳門行政長官代表、保安司司
長黃少澤也表示，澳門特區政府將為大灣區媒體
的創新交流與協同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提供更
多的支持。

傅自應致辭時指出，長期以來，粵港澳媒體
在促進三地區域合作、人文交流、相互了解等方
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及未來大灣區媒體
合作時，傅自應提出三地媒體應發揮公共輿論的
作用，體現傳媒應有的擔當，積極傳播大灣區建
設的生動實踐，聚焦大灣區建設中體制機制創新
的焦點難點問題，為大灣區建設提供強有力的輿
論支持。

傅自應還希望三地媒體在信息共享、新媒體
融合發展、聯合採編、人才培養等各方面深化合

作，有效整合媒介資源和生產要素，共同提升傳
播力、影響力，真正實現 「媒連粵港澳，融通大
灣區」的目標。同時，立足大灣區，加強同 「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媒體的合作，增進理解信任，
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為推動大灣區更高水平參與
國際合作和競爭，更好服務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
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聚焦灣區建設 加強創新合作
黃少澤建議媒體工作者 「聚焦時代元素，講

好灣區故事」，同時 「增進創新合作，實現共同
發聲」。

他希望大灣區主流媒體以推動和傳揚大灣區
建設為目標，牢固樹立 「交流、融合」的理念，
善於運用 「1加1大於2」的思維，加強創新合作
，探索協同發展，堅持以新技術為導向，積極發
展新媒體，創新呈現方式，拓展傳播渠道，共同
把 「灣區故事」講述得更全面、生動和精彩，讓
全世界都能見證灣區的發展。

傅自應：
發揮輿論作用 傳播建設實踐

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廣州報道

19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在廣州舉行，370名嘉賓、111家媒體、270名記者參加了
峰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開幕致辭時表示，期待媒體通過多種方式講好大灣區故事，
鼓勵更多港澳青年走進大灣區，追求夢想。而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王
志民在致辭中提出，大灣區需要凝心聚力的推動者，需要創新精神的傳播者，需要奮鬥故事的講
述者。希望媒體可架起信息 「高速路」 ，合力推動大灣區建設。

林鄭月娥在致辭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將見證我們如
何在中央的支持下豐富 「一國兩制」的實踐，它將迎來一
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並打造我國的人才高地。受惠於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的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頂層設計和中央統籌，三地政府會用
好各自的優勢，協同發展，為人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這
個充滿動力的發展過程，將為媒體提供源源不絕的報道材
料。

特別推薦港青在灣區創業故事
林鄭月娥表示，三地政府有發放大灣區信息的不同渠

道，我們也一定會用好這些渠道，讓市民感受到大灣區為
他們帶來的機遇，並積極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她期待媒體
可以在四方面作出更大貢獻。

首先，可透過包括文字、影視、網頁等多媒體，協助
把大灣區最新發展的信息快捷地在大灣區內以至向國際流
通；其次，可建立有關大灣區的專題研究，深入客觀採訪
大灣區內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工作，邀
請專家分析評論，提供一個政府與專家、學者、企業、市
民的互動平台。

再次，可多做在大灣區內學習、就業和生活的人物的
專訪，以活生生的例子，講好大灣區的故事， 「在這方面
我會特別推薦訪問那些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青年創業基地創
業的港澳青年，以鼓勵更多港澳青年走進廣闊的大灣區，
追求他們的夢想。」

最後，林鄭還表示，傳媒有監督政府，提出社會問題
的天職，只要是客觀持平，講事實，我們都是認同的，因
為持續改善，精益求精，也是建設一流灣區的必經之路。
「香港是個多元的社會，媒體朝氣蓬勃，香港的記者以拚

搏出名，我深信他們會在大灣區找到並做好豐富多彩的報
道。」

媒體架起信息「高速路」推動建設
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開幕致辭時則表示： 「大灣

區需要凝心聚力的推動者。」他續稱，香港社會各界普遍
把大灣區建設作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更好發展
的重要機遇和平台，參與熱情前所未有。從 「有感」到 「
有行動」，希望媒體朋友們架起信息 「高速路」，築起情
感 「連心橋」，做大合作 「朋友圈」，構建文化 「同心圓
」，合力推動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需要創新精神的傳播者。」王志民說，大灣
區澎湃着創業的激情，是培育新事物新模式的熱土。在香
港，林鄭月娥行政長官主持成立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
委員會」，投入1000億港元支持創科發展，每年發放1000
個永久居民配額吸引科創人才。希望媒體朋友們採擷創新
的火花，以創新理念、創新手段，傳播好創新精神，助力
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大灣區需要奮鬥故事的講述者。」王志民指出，日
新月異的大灣區，每天都在演繹精彩感人的奮鬥故事。比
如，到深圳前海發展的郭煒強，從初出茅廬的香港大學生
，兩年內成長為自創公司估值過億的青年企業家。這個故
事通過媒體報道，鼓勵了許多香港年輕人。希望媒體朋友
們多發現 「亮點」、關注 「熱點」、找到 「痛點」，以了
解促進理解，以互動增進互助，以共商實現共贏，成就更
多精彩奮鬥故事。

王志民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源於 「一國兩制」，
得益於 「一國兩制」，必將不斷豐富 「一國兩制」。我們
堅信，只要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 「兩制」之利，發展
道路就會越走越寬廣。習近平總書記擘劃的 「我們既要把
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的香港建設好」的美好明天一定能實現。我們堅信，承
載着 「兩個建設好」偉大使命的粵
港澳大灣區一定會成為全球最璀璨
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19日在廣州舉行，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在主論
壇上發言指出， 「灣區經濟時代」來臨為媒
體新聞報道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題材。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將承擔起講好大灣區故事的
使命和重任，以更廣的視野、更大的擔當，
多做有益三地融合的新聞，助力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姜在忠指出，今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對外公布，意味屬於中國的
「灣區經濟時代」正式來臨。灣區的建設與

發展在進一步深化內地和港澳交流合作的同
時，也為新聞報道提供了豐富多彩的題材，

對如何在 「一流灣區」建設中體現一流媒體
的擔當與作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惜筆墨篇幅為青年搭台打氣
他表示，作為愛國愛港的主流媒體，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將自覺地承擔起講好大
灣區故事的使命和重任，將採訪的觸角投向
這一新聞富礦， 「我們要不惜筆墨，不惜篇
幅積極挖掘，大力宣傳報道港澳同胞在灣區
建設中湧現出的新人物、新典型、新經驗、
新做法。尤其要重點關注廣大高校青年灣區
圓夢的學業、就業、創業實踐，為港澳青年
的發展多搭台、多打氣，為他們的成長、成
才創造良好的條件。」

論壇嘉賓發言要點

（記者曾萍整理）

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院長尹鴻：
如何能夠讓粵港澳各地優勢文化資源可以真正
流動起來，是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合要
研究的重要議題

中國日報（香港版）副總編輯宋平：
想要傳播好中國聲音，不但要苦練內功，還要
善於借用外力，形成傳播合力

傳媒研究學者張志安：
主流媒體應加強與平台媒體的互動，重構新聞
生產流程、重組內外資源、重塑新聞內容形態

廣東廣播電視台總編輯鄭廣寧：
大灣區媒體融合十分必要，且很迫切。建議推
動建立 「粵港澳大灣區廣電聯盟」 ，重點圍繞
大灣區報道議題設置、節目研發、合作合拍、
版權運營、人才交流、前沿技術應用、傳播渠
道融合等方面，深化常態化合作機制

姜在忠：在灣區建設中體現媒體擔當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澳

門日報代總編輯崔志濤在首屆粵港澳大灣區
媒體峰會主論壇上發言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泛珠合作、粵港澳合作的延續和深化
，但已有了質變和飛躍。他表示，主流媒體
應當發揮職能，密切跟進大灣區建設，特別
是讀者關心的科技創新、互聯互通等內容，
應該通過專題大篇幅報道分析。

善用新科技 報道讀者關切
崔志濤認為，灣區媒體產品應當貼近民

生，題材可親。同時，媒體應提倡創新，善
用人工智能、VR、4K、5G等新科技，着力
打造智慧媒體，精準分送，資訊可視。總之

，要以更大的共鳴度和感染力，推動人文交
流，達至民心相通，促成 「人文灣區」建設
，以文化融通促進大灣區融合發展。

崔志濤說，大灣區各地媒體應朝着協同
發展、融合互通的方向發展。他指出，現在
港澳同業有些已經把部分或主要作業轉移到
大灣區，利用內地相對充足的傳媒人才、科
技人才等資源優化生產。

他還建議，可建立大灣區內媒體高層互
訪機制，通過高層互訪，在新聞報道、傳媒
經營、業務培訓、人才培養、智庫交流等領
域加強合作，交流互鑒。前線人員加強業務
聯動。 「今次會後進行的聯合採訪就是一個
很好的開始。」

崔志濤：發揮媒體職能 推動人文交流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首

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19日在廣州舉行。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董事長、南方日報社社長
劉紅兵在主論壇發言時表示，共同發起舉辦
首屆大灣區媒體峰會，目的就是要進一步加
強粵港澳三地媒體交流合作。他形容稱，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命題，都將成為一座座
新聞 「富礦」，為媒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優質
內容。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沒有現成的經驗
可供借鑒，需要我們自己闖出一條新路。這
既是挑戰所在，也是優勢所在。」劉紅兵說
，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
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
範區，還要打造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
活圈，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典範。 「這些宏
大命題的點滴推進，都將成為一座座新聞
『富礦』，為媒體提供源源不斷的優質內

容。」

多領域合作 促資源整合
劉紅兵希望三地媒體同行能夠以粵港澳

大灣區媒體峰會的舉辦為契機，在新聞報道
、傳媒經營、業務培訓、人才培養、智庫交
流等領域加強合作，為溝通灣區發展信息、
促進灣區資源整合、服務灣區經貿交流、推
動灣區產業對接發揮更大作用。

劉紅兵：大灣區是新聞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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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看峰會
一分鐘精彩瞬間

掃二維碼，看林
鄭月娥開幕致辭

掃二維碼，看王
志民開幕致辭

媒體人熱議大灣區

「現在從香港來廣州，隨時可以說走就走，
隨着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三地的聯通融合發
展已日漸深入。現在和以前比起來，交通往來選
擇不僅更豐富，而且時間也縮短了不少。非常有
幸能見證大灣區的成長，此次活動集結多地媒體

，令我十分震撼。作為香港媒體，我們應該擔當
起將粵港澳大灣區的新發展展現出來的使命，講
好灣區的新發展為三地居民提供哪些新選擇的 『
故事』，擔當好灣區融合發展 『傳播者』的角色
。」

點心衛視CEO 司徒傑

港媒應講好「灣區好故事」

「作為中國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大灣區充
滿生機和活力，台灣也應該 『不要再做旁觀者』
，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尋求新的經濟發展機遇
。15年前我便來過廣州，近年來粵港澳地區經濟
發展迅猛，再來廣州我感覺這裏就像 『小香港』

一樣。為避免被邊緣化，台灣應緊緊抓住大灣區
發展的機遇積極融入。台灣媒體也應做好 『橋樑
』讓台灣能盡快參與大灣區建設。通過媒體的報
道，讓台灣民眾可以更好的了解粵港澳的發展藍
圖。」

台灣旺報編輯部、財經組特派員 葉文義

台灣應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

「粵港澳社會制度不一樣，灣區融合，媒體
先行。促進灣區的融合，媒體角色很關鍵，歡迎
港澳媒體前往江門走一走，看一看，江門將全力
支持。在這其中，媒體在推動灣區融合發展方面

，能起到重要作用。我們剛剛組織了海內外媒體
到江門走訪參觀，這些工作十分重要。對於宣傳
工作，特別是對媒體工作，也應與時俱進，更應
強調服務意識，與媒體多溝通多走動。」

江門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委網信辦主任、灣區資深媒體人 尹安學

歡迎港澳媒體往江門走走看看

「肇慶將很快開通直達香港的高鐵，兩地距
離近了，民心也近了。屆時，到肇慶投資、創業
、生活和旅遊的香港居民，有望進一步增加，肇
慶將會是他們第二個家。

目前，我們正在做 『壯麗70年奮鬥新時代』
專題報道，在肇慶創業創新的港澳青年和投資者

，也是我們關注的重要方面。我們會充分挖掘他
們創業故事，也了解他們的需求。今後將有更多
港澳媒體關注大灣區，十分歡迎他們前往肇慶，
我們將提供盡可能的協助，並期待與他們的交流
與合作。」

（記者敖敏輝、曾萍整理）

肇慶市廣播電視台電視新聞部副總監 李必輝

期待媒體互動合作助推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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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期待媒體激勵港青逐夢 王志民：需要推動者傳播者講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