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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在香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致信祝賀《大公報》創刊120周
年，充分肯定《大公報》在各個歷史時期
特別是新時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並對《大
公報》未來發展提出殷切希望。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宣讀總書記的賀
信後強調，這既是對《大公報》提出的殷
切希望，也是對所有愛國愛港傳媒的深情
勉勵，是對所有 「一國兩制」 實踐參與者、
建設者所提出的殷切囑託。在邁入回歸第
25年的新征程中，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營造良好輿論環境，是所有愛國愛港媒
體和人士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大公報》是現存發行時間最悠久的
中文報紙，在中國報業歷史上地位卓著。

無論是歷史上展現的愛國情懷矢志不渝，
還是在香港數十年發揮的輿論中流砥柱作
用，都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肯定的 「立
言為公、文章報國」 。

引導青年正確認識國家
猶記修例風波期間，香港一度經歷輿

論環境的至暗時刻。假新聞假信息滿天飛，
反中亂港聲音甚囂塵上，甚至 「為美國而
戰」 的荒唐輿論竟然能堂而皇之在香港上
空如幽靈般飄盪，誤導多少涉世不深的年
輕人。

但《大公報》等愛國愛港傳媒，在這
驚濤駭浪中，在這場嚴酷的輿論戰中，以
鐵骨脊樑，堅定立場主動出擊，旗幟鮮
明發出正面聲音，撕破反中亂港分子布
下的輿論黑幕，讓更多港人了解真相，
堅持愛國愛港立場，堅定對 「一國兩制」
的信心。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大公
報》在輿論環境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得到
總書記的肯定，也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尊

重和認同。
輿論建設從來就是一篇大文章。輿論

環境對於一個地方的發展建設，民心聚集
的重要性究竟有多大，有學者著文稱 「關
乎國運」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多次強調，
做好新聞輿論工作，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因為輿論
環境是思想引領，是價值觀引領，也是社
會形成共識、走向團結的重要引領。

19世紀法國社會學的創始人塔爾德認
為： 「要動員2萬名雅典市民也許需要30位
演說家，而現在我們只需要不超過10位的
新聞記者就能喚醒4000萬法國人。」 而隨
着互聯網平台、新媒體的發展，今天傳媒
的輿論引領效果更是倍增。

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對《大公報》
表達了巨大鼓勵和殷切希望。一方面，旗
幟鮮明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識，為
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
促進人心回歸作出了貢獻；一方面，希望
不忘初心，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

不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香港 「一國兩制」 實踐，經濟社會發
展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人心回歸，
都需要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支持。當前香
港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我們迫切
需要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氛圍，能肅清過
去一段時間反中亂港勢力在香港造成的思
想混亂和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幫助市民準
確認識 「一國兩制」 ，將全體市民引導到
愛國愛港、遵紀守法、關心經濟社會發展
上來；將青年引導到正確認識國家，認同
國民教育，擁有家國情懷上來。同時逐漸
消弭反中亂港分子造成的社會撕裂，幫助
社會不斷走向共識，繼而實現全社會團結
一致，共謀發展的新局面。

練好內功不斷擴大傳播力
為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營造良好的

輿論環境，是《大公報》及其他愛國愛港

傳媒重於泰山
的歷史責任，
同時也將是一
項長期、持續
不斷的任務。
正如駱惠寧主任所言：在香港這個多元社
會，尤其需要愛國愛港傳媒堅持真理、激
濁揚清，尤其需要愛國愛港媒體人秉持使
命、擔當作為。

與此同時，香港還是國家面向世界的
重要輿論戰場。在不斷被美西方抹黑的輿
論戰中，香港的愛國愛港媒體有責任、有
條件練好內功，不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
在這個 「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 的當口，
要發出我們的聲音，介紹真實的中國，展
示真實的香港特區，講好特別行政區實踐
「一國兩制」 的故事，平衡國際輿論，並

逐漸創造一個於我發展有利的外部輿論環
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
務副理事長






































牢記總書記囑託

成就更美好的香港

一份報章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亦是《大
公報》創刊120周年。《大公報》創刊120
周年活動日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現場宣讀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致《大公報》的賀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
《大公報》秉承 「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
公」 的辦報宗旨，立言為公，文章報國，
為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積
極作用。進入新時代，《大公報》旗幟鮮
明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識，為維護
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內地交流、促
進人心回歸作出了貢獻。

《大公報》歷經120年的每一個重要歷
史時刻，走在新聞的最前線，與時代一同
前進。《大公報》是世界上現存發行時間
最長的中文報章，同時也是中國新聞界中
含金量最高的其中一個品牌。作為中國新
聞界的重鎮，《大公報》歷來享有崇高的
聲望，愛國思想始終是貫徹其中的一條主
線。

發揮愛國愛港傳媒旗艦作用
1935年，毛澤東正是在《大公報》上

獲知陝北紅軍和根據地依然存在的消息，
進而作出 「到陝北去」 的決定。抗日戰爭
勝利之時，《大公報》頭版用超大號的五
個鉛字 「日本投降矣！」 將14年抗日戰爭
中中國人悲屈、苦楚的種種化作一句力透
紙背的慨嘆。在東京灣 「密蘇里」 號戰艦
舉行的日本投降儀式上，《大公報》駐太
平洋戰區隨軍記者朱啟平，寫下了中國新
聞史上的經典名篇《落日》，傳誦一時，

後來還被收入了大學的新聞教材。
自回歸以來，《大公報》立足香港，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踏入新時代，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融合跨越式發展，傳播
力及影響力不斷增強，發揮了愛國愛港傳
媒旗艦的作用。

修例風波期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一直站在揭露黑暴的最前線，也成為黑
暴分子眼中釘，屢遭惡意針對，做出種種
抹黑誣衊，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不過，大
文集團絕不向暴力與威脅低頭，堅持為正
義發聲。

在那段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日子，很多
熱愛香港的人為此傷痛、悲泣，香港變成
一座哭泣的城市。《大公報》編輯出版的
《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風波實錄》，
是香港首部真實記錄黑暴歷史的大型畫
冊，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和海內外讀者強
烈反響，在香港暢銷圖書排行榜中一直名
列前茅。

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大公報》和《文
匯報》報道香港國安法立法的《號外》，
是該館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收藏《人民日
報》關於 「兩彈一星」 報道的相關報刊以
來，再一次收藏現行出版發行的報刊實物。

講好香港故事推動社會進步
《大公報》不論是報道的方式，還是

報道的角度；不論是報道的表達手段，還
是報道的結構，都顯示了全方位的構思，
體現了《大公報》記者的腳力、眼力、腦
力、筆力，所以能夠推出有思想、有品質
的好報道，做到內容豐富、分析透徹、論
述生動。其中尤其是對反中亂港勢力和亂
港事件的揭露報道，環環相扣，脈絡清晰，
證據確鑿，使反中亂港勢力無所遁形，無
處可躲。

駱惠寧主任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在賀
信中希望《大公報》 「為 『一國兩制』 實
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這既
是對《大公報》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對
所有愛國愛港傳媒的深情勉勵，是對所有
「一國兩制」 實踐參與者、建設者所提
出的殷切囑託。希望香港社會各界攜手
努力，與祖國人民一起，共擔民族復興
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
光。這也正正是香港大眾對本地傳媒的期
望。

《大公報》一直陪伴着筆者成長，《大
公報》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給了我愛國
思想的啟蒙。尤其欣賞《大公報》近年做
了許多揭露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專題報道，
非常有深度及建設性，對解決本港民生問
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期望《大公報》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新時代下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
的時代篇章，亦致力講好香港故事，推動
社會進步。

立法會議員

今年是《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也是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致信祝賀，對《大公報》給
予高度肯定，並希望《大公報》不忘初心，為 「一
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總書記的
賀信是對《大公報》的殷切希望，同時也是對全
香港所有愛國愛港傳媒、對香港所有 「一國兩制」
實踐參與者、建設者所提出的殷切囑託。

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措施後， 「愛國
者治港」 原則得到有效落實，香港社會各界更珍
惜如今重回正軌、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必定會
深刻領會總書記的諄諄囑託，繼續弘揚愛國傳統，
銳意創新發展，踔厲奮發，砥礪前行，共同努力
在新起點上再創香港的新輝煌。

《大公報》創刊120年以來，堅持真理，報
道真相，弘揚正氣，愛國貫徹始終，在每個歷史
階段為國家民族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大公
報》扎根香港數十年，與港人同呼吸、共命運。
不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大公報》作為愛國愛
港傳媒的旗幟，數十年以來旗幟鮮明地發出愛國
愛港的正面聲音，促進人心回歸，無畏無懼與各
種反中亂港的歪理謬論作鬥爭，刊發了大量擲地
有聲的新聞報道、評論，充分顯示《大公報》引
領輿論的中流砥柱本色。

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宣讀習近平總書記賀信後

發表講話強調，總書記充分肯定《大公報》在各
個歷史時期特別是新時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以
「立言為公、文章報國」 八個字給予精闢概括，
並希望《大公報》 「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
展」 ，深刻闡明了《大公報》120年歷史的主線
之所在、報魂之所繫、未來之所向。

因為家庭傳統影響，由我父親開始，我們家
一直有訂閱《大公報》、《文匯報》的習慣，透
過閱讀這兩份愛國愛港報紙，更全面深入了解國
情民情，準確認識 「一國兩制」 ，這兩份報紙更
是我們家正確引導下一代最好的國民教育教材。
如今進入互聯網時代，我和子女們更運用手機軟

件，可以隨時隨地閱讀《大公報》、《文匯報》，
更加迅速接收有關國家發展、香港全面準確實踐
「一國兩制」 方針的權威資訊和政策解讀，也使

自己和國家、香港更緊密地向前同行。相信這也
是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和經驗。

實踐證明， 「一國兩制」 是處理歷史遺留的
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
長期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同時， 「一國兩制」
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香港在落實 「一國兩制」
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各種挑戰，包括輿論方
面的挑戰，尤其是在國際形勢波譎雲詭的大背景
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加大力度遏止中國崛起，
外部勢力很大可能變本加厲利用香港作為國際城
市、資訊自由的特點，把香港特區當作棋子向中
國發起猛烈的輿論戰，大肆抹黑 「一國兩制」 ，
企圖動搖港人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干擾
中國的穩健發展。

不忘初心 趁勢而上
因此《大公報》、《文匯報》等愛國愛港傳

媒更要全力以赴講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善用
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平台宣傳國家 「十四五」 規劃、
「一帶一路」 、粵港澳大灣區的巨大機遇，吸引

國際友人、投資者擁抱 「中國機遇」 ，為香港 「一
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國家富強進步作出新
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希望《大公報》不忘
初心；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
章，這既是向《大公報》和所有愛國愛港媒體發
出的響亮號召，也是向整個香港社會和全體香港
同胞發出的殷切召喚，為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實現長期穩定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深入實施，選舉制度修改
完善，三場重要選舉成功舉行，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得到落實，包括輿論生態在內的香港氣象煥
然一新，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
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香港社會各界更要深刻
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囑託，並作為行動指南，
凝聚更廣泛的求穩定、促發展共識，支持新一屆
特區政府砥礪前行，繼續發揚獅子山精神，同舟
共濟，趁勢而上，開創香港政治安全、經濟繁榮、
社會安定的新局面，貢獻國家發展所需，也成就
更美好的香港。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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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不變的愛國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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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心 《大公報》創刊至今120年，是香港、內地以

至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的媒體。作為華文傳媒史
上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大公報》經歷了從晚
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個歷史時期，不僅如百
科全書般記錄着時代變遷，更是歷史的參與者和
推動者。在120年的歷史傳承中，《大公報》以 「忘
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 為辦報宗旨，不斷形成
獨具特色、愛國愛港的新聞品格，始終將國家利
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日前致信祝賀《大公報》創刊120周年。賀
信指出： 「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公報》秉承 『忘
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 的辦報宗旨，立言為公，
文章報國，為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為香港回歸祖國、保持繁榮穩定發揮了積
極作用。」 這不僅充分肯定《大公報》的貢獻，
更體現深切關懷和巨大鼓勵，讓香港各界深受感
動。

不負重託賡續愛國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充分肯定了《大公報》在各個

歷史時期特別是新時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以 「立
言為公、文章報國」 八個字給予精闢概括，並希
望《大公報》 「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 ，
深刻闡明了《大公報》120年歷史的主線之所在、
報魂之所繫、未來之所向。相信大文集團在未來
發展中，一定會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託，繼續
以民族復興和國家強盛為己任，不忘初心、不負
重託，以創新發展不斷擴大傳播力影響力，在新
征程上賡續愛國傳統、書寫中國傳奇。

《大公報》120年來一以貫之的辦報理念，就
是愛國。新中國成立之後，《大公報》擔當起對
外的窗口、對內的橋樑的重要角色，始終懷抱拳
拳赤子心、濃濃家國情。特別是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以來，《大公報》為香港的平穩過渡、順利回
歸發揮了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回歸後，《大公
報》立足香港，心繫祖國，面向世界，一直走在
時代前端，在團結凝聚香港社會各界、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關注社會民生事務、推動香港與
內地交流合作、增進香港同胞對祖國的了解等方
面不懈努力，多有建樹。120年來，《大公報》的
愛國之心，始終一脈相承，從未改變，這就是它

能夠如此長青的根本。
總書記希望《大公報》不忘初心，弘揚愛國

傳統，銳意創新發展，不斷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
為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這
既是對《大公報》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對所有
愛國愛港媒體的深情勉勵，是對 「一國兩制」 實
踐參與者、建設者所提出的殷切囑託，亦是向整
個香港社會和全體香港同胞發出的殷切召喚，為
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長期穩定繁榮
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肩負應有的使命與擔當
對於新聞輿論工作者而言，時代猶如一位嚴

苛的考官，如何用新聞推動歷史進步，是巨大的
難題與挑戰。中國新聞史學界有 「一部新聞史，
半部在大公」 之說，作為在海內外都極具影響力
的華文媒體，《大公報》有責任、也有義務，繼
續為愛國愛港傳媒樹立榜樣，與時俱進。堅持正
確的新聞輿論導向，以深入詳盡的報道、持平公
正的評論，讓香港社會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同
時也增進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認識，帶領媒體業界
為香港 「一國兩制」 及國家富強作出新的貢獻。
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尤其需要愛國愛港傳媒堅
持真理、激濁揚清，尤其需要愛國愛港媒體人秉
持使命、擔當作為。

120年歷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家有報格、
有品味、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報紙，是公認的文
人辦報典範。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當前
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傳媒的作用與地位
更是舉足輕重。在祝福、支持《大公報》的同時，
亦期待《大公報》繼續秉持真實、客觀、公正的
新聞專業精神，當好香港與內地之間信息交流、
相互了解的重要橋樑，為 「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
踐，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為國家富強和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肩負起應有的使命與擔當。

習近平總書記的賀信既表達了對《大公報》
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全體員工的深切關懷，
也表示了對香港所有愛國愛港媒體的巨大鼓勵，
更體現了對香港展現新氣象、開啟新篇章的殷切
期待。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人士一定能夠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
寄寓的諄諄囑託，繼續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
新發展，踔厲奮發，砥礪前行，在新起點上再創
新輝煌。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