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共
同發起 「香港優秀學生公益服務獎」 評選
活動，對積極投身公益服務的學生作出表
揚。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會長劉智鵬昨日在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

年慶祝儀式上接過獎牌，為 「香港優秀學
生公益服務獎」 評選活動拉開序幕。見證
儀式的培僑中學副校長羅建華表示，透過
參與公益活動，有助引導學生關注社會發
展，樹立更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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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自
己十分認同鄭主任致辭所言，大公文匯 「與時代同步
伐，與香港同呼吸」 ，即使在過去香港紛擾的日子，
大公文匯沒有退縮，堅定發揮媒體力量，報道國家和
香港的故事。她相信在未來，大公文匯將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譚耀宗認為，鄭主任的講話是對香港新聞媒體過去
工作的肯定。而 「多用老百姓自信的笑臉解碼中國
式現代化」 ，也是香港市民的心聲。香港市民非常
關心國家發展情況，希望日後有更多媒體可以聚焦
相關內容，講好中國故事及香港故事，幫助市民了
解國家。

履行監督責任推動社會進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修

例風波時正是由於一些 「黃媒」 的煽動報道，才令暴
力不斷升級。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新階段，媒
體更應弘揚正能量，將國家與香港的真實情況展現給
世界；與此同時，還要積極履行監督責任，將民意反
映給政府，推動社會進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至穎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都
會，除本地媒體外，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亦會在這裏

設立辦事處，傳媒工作者們用不同語言介紹香港與國
家的情況。他建議媒體通過真人真事，通過視頻、直
播等方式向世界不同朋友介紹國家與香港的情況，特
別是科技創新， 「一國兩制」 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冰芬表示，期望大公文匯能
夠持續創新，多以青年人角度，展現國家的成就與發
展方向，與青年一同實踐與見證國家發展。在這個不
斷變化的媒體環境中，一齊激勵香港社會不斷進步與
創新，助力香港再出發，再創新輝煌。

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會長
莊紫祥表示，鄭雁雄主任強調香港傳媒界尤其是主流
媒體要把握香港新機遇，彰顯傳媒新擔當，為香港傳
媒界尤其是主流媒體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和根本遵
循。

立法會議員譚岳衡表示，希望未來與愛國愛港力
量一起，關注香港經濟、民生、金融、創科、文藝等
多元內容，進行更有建設性、分析性和政策性的討論
分享，透過訪問、評論文章等方式，攜手共建更美好
的香港。

立法會議員陳沛良表示，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
階段，需要更多正面的媒體，而大公文匯是最值得港
人信賴的媒體之一。不論政界、商界或是民生各界，
愈來愈多人關注。大公文匯刊登的報道中肯持平，文

章有豐富的啟發性，是了解形勢發展的重要參考。
立法會議員嚴剛表示，傳媒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都是架起市民與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樑，帶來市民的呼
聲，給社會帶去解決的辦法，通過互動發揮更大的支
持民生和監督政府的作用。

多發建設聲音引發市民共鳴
立法會議員梁毓偉表示，鄭雁雄主任提到對傳媒

的三點體會。其中首要是具國家意識，多從國家現代
化及建設中作報道。這些報道是青年提供認識國家、
了解祖國現代化及民族復興的重要素材，培養他們愛
國情懷及身份認同提供土壤。

民建聯沙田支部主席祝慶台說，大公文匯在回歸
前後，一直是愛國愛港傳媒的中堅力量，無論社會形
勢如何發展，都始終堅守愛國陣地。希望兩報未來彰
顯傳媒新擔當，深入報道一些民生故事，講更多香港
市民比較關心的故事，多發建設聲音，引發市民共
鳴。

著名演員、兩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葉童對記者
表示，過去香港一些媒體以商業性的運作或者根據讀
者的喜好去辦報，但大公文匯一直堅持自己的辦報宗
旨，朝着堅定肯定的方向，而不是讓讀者去猜，不用
刻意去迎合市場，這是非常好的。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昨日
下午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在致辭時表
示，新征程新階段，希望香港傳媒界發揮
好嗅覺敏銳的特點，講好世紀機遇，講好

香港優勢，講好未來前景，引導社會各界搶抓窗口期、加
快謀發展；發揮好引領思潮的特點，激發香港同胞的應變

意識、競爭意識、拚搏意識，在變局中育新機開新局；發
揮好開放包容的特點。

鄭雁雄的致辭引起香港社會的熱烈反響。大家紛紛表
示，鄭主任的講話是對愛國愛港新聞媒體過去工作的肯
定，也是對未來工作的期許。當前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
新階段，媒體更應弘揚正能量，將國家與香港的真實情況
展現給世界。

大公報記者 義昊、吳俊宏、黃釔淼、劉旅程（文） 林良堅、麥潤田、蔡文豪（圖）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
副主任盧新寧，昨日參加香港文匯報

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時，在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總編輯兼香港文匯報社社長、大公報社社長
李大宏，以及香港文匯報總編輯吳明的陪同下，參觀
了現場的香港文匯報展板內容。

翻開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的相冊，其中的 「文
以載道，匯不遺珍」 是鄭雁雄親自為香港文匯報創刊
75周年的所編、所題的詞。鄭雁雄說， 「自己也算個
報業人，跟大家有共鳴，故寫下這詞給予香港文匯
報。」 吳明聽後表示， 「這是對香港文匯報的極高評
價，更是一份殷切期許。」

應該把發行量及覆蓋面搞好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的相冊，承載的不僅是文

匯人的奮鬥史，更記載了香港社會的共同記憶。這次
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的舉辦場地香港會展
中心特別設置了多塊展板，用心地整理出香港文匯報

的75個精彩的報道瞬間。
「我以前在廣東工作，也是整天看香港新聞。」

鄭雁雄看到展板上一張報道 「東江水供港拍板」 的版
面時說。他回憶道，後來的東深供水改造工程，將供
水系統由原來的天然河道輸水，改為封閉的專用管道
輸水，在總結做這種大型工程建設的經驗時，相關總
結經驗的稿件，就是由他執筆的。

在觀展期間，鄭雁雄不時在展板前駐足觀看，和
李大宏、吳明交流心得感受。 「要讓市民愛看。」
鄭雁雄在觀展時多次提到這句話， 「現在的報紙版面
特別活，特別講究視覺上怎麼抓住讀者的眼球，哪個
標題、顏色、版式更吸引人，用得淋漓盡致，是用實
力吸引人看。」

「很精彩！」 鄭雁雄一路認真觀看展覽，更鼓勵
道： 「這麼好的報紙，應該把發行量、覆蓋面搞好，
把新媒體搞好。好文也要好化。沒有化，那麼文也是
一個束之高閣的文物，好文、好化，才是好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

鄭雁雄：報章要用實力吸引人看

優秀學生公益服務獎評選展開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原副主任譚惠珠，全國人大
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黃玉山，全國

政協常委唐英年，香港文匯報原社長張雲楓，香
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會長、香港文匯報原社長
張國良等人，獲委任 「文匯之友」 榮譽主席。
行政長官李家超、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為他們頒
發委任狀。

多位政界名人獲委任文匯之友

責任編輯：鄭小萍 劉仁杰 美術編輯：徐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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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盧新寧等嘉賓出席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昨日在香港會展中心隆重舉行，香港社會各界近千人出席。▲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展覽，圖文並茂呈現香港《文匯報》從創刊至今各個歷史時期的輝煌歷程。

▲娛樂界人士到場祝賀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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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香港小姐出席香港文匯報創刊75周年慶祝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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