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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昨天（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香港沒有記者
節，但我們的工作沒有兩樣。

作為《大公報》記者，我們每一天都過得不平
凡，每一天都堅守崗位，走上最前線，發掘新聞信
息，傳播新聞事實。

時代在前進，作為新時代的 「大公報人」 ，我

們不但用文字記下每宗新聞，還用相機和攝錄機拍
下新聞動態每一幕，結合紙筆和互聯網，時刻報道
真相，剖析時局……

中國記者節這個節日對於我們傳媒人來說，
是一份榮耀，也提醒我們時刻不忘肩上的責任，
為新時代譜寫新篇章！

責任編輯：唐偉雄 美術編輯：徐家寶

我
們
的
故
事

我
們
的
故
事

11
月
8
日
，
中
國
記
者
節

黑暴，讓我明白記者使命
被黑暴重創後的香港，在國家強有力的支持下再次煥

發勃勃生機，國安法頒布實施、完善選舉制度、2021年立
法會換屆選舉、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香港邁向由治及
興新階段。作為一名大公報記者有幸見證了這一切。

區議會選舉即將舉行，連日來，來自不同背景的候選
人理性和務實地比拼理念、政綱和能力，積極透過不同活
動與市民互動。他們忙碌的身影感動着我們，作為一名政
治記者，昨天我奔跑在區選活動現場，記錄着他們的故
事……

大公報記者義昊

見證新時代
11月8日，是第24個中國記者節，也是我的第一個記

者節。
第一次走進《大公報》的辦公區域，報紙厚重的油墨

氣味撲鼻而來，紙張和稿件把我從快速的碎片化閱讀中拉
出，讓我重新拾起耐心和細心。第一次在新聞現場，攝影
記者們長槍短炮一樣的設備和文字記者們飛速打字的手
指，把置身夢境一般的我拽回緊張的現實，也讓我感受到
這份工作的重大責任。

記者們要用自己的腦力、眼力、腳力、筆力，記錄每
一個時刻，見證時代。昨天我在採訪區議會選舉的故事，
這也正是香港新時代的嶄新故事。 大公報記者李天源

我們不是「老幹部」
作為一名記者必須經常與社會各界接觸。龍舟錦標

賽、樂聚維港嘉年華、國慶維港煙花匯演、灣仔海濱夜市
等等……這些標誌着社會全面復常拚經濟的活動，都有我
們大公報記者的身影。

近日彩虹邨重建備受社會各界關注，我昨天走訪了老
牌屋邨，就舊屋邨重建的議題進行深入報道。我入行一年
以來，身邊不少親人和朋友都會經常關注我的採訪和報
道，《大公報》的新聞如此緊貼時事，徹底改變了他們對
傳統媒體 「老幹部」 形象的看法。 大公報記者易曉彤

「謝謝你們為民發聲」
近年來的《大公報》，除了質量上的提升，更重要

的，是社會影響力也隨之增加。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是
去年農曆新年訪問過的一個基層住戶的故事，引起社會的
關注，有機構其後為其捐款，幫助她度過疫情下的艱難歲
月。這一事例讓我更確信，《大公報》在民間的影響力很
大。

作為前線記者，最能體會的，就是隨機的街頭訪問，
市民對大公報記者的態度的改變，甚至會為我們打氣：
「謝謝你們為民發聲！」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校園小記者的好奇
大公報教育組早前推出了 「陽光校園巡禮」 計劃。本

次荃灣商會小記者的任務正是採訪校長，邀請大公報的記
者到校，和孩子們分享一下經驗。

我們圍坐在一張小桌子面前，小朋友們顯然都好奇，
一個女孩子率先說： 「我以後想當 『狗仔隊』 ！」 大家都
被逗笑了。

但記者要面對的場景
千千萬，也有記者要前往戰
火中的國家或地區，把新聞帶給
全世界。一個男孩子令我印象深
刻，他很認真說： 「記者姐姐，我覺
得戰地記者很酷！」 大公報記者魏溶

小讀者來電
《大公報》過去在不少師生心目中是個神

秘的存在。這幾年，越來越多學校提出參觀《大
公報》的要求，學生們可以與總編輯、編輯和記者
進行親切的互動，學生們的點滴感受亦會在大公報
旗下雜誌《教育佳》上發表。

「我希望來年的暑假可以在貴公司（大公報）做
一個小記者，讓自己有更多歷練，豐富人生經驗。」 昨
天是記者節，我收到參觀過《大公報》的小讀者來電，
令人感動！ 大公報記者湯嘉平

直擊日本排核污
日本於今年8月底正式排放核污水，全民憤慨！作為調

查組記者，我們立即親身前往福島禁地調查核污染真相。
從東京成田機場開車到福島花了三個半小時，正當同

事開車開到累時，特別為這趟旅程購買的兩部輻射儀居然
響起來！持續的響聲警告我們：已進入超出正常輻射值的
區域。但我們依然向着福島第一核電站不斷前進，前
進……

那一張張的報紙版面，那一條條在我們報道下的網
友言論，正是傳媒存在的意義。

大公報記者苑向芹、蘇荣

大公報fb矩陣後來居上
今年1月大公報社交媒體發揮集群效應，拓展大

公中國、大公副刊、大公體育、大公財經、大公國
際、大公評論、大公教育佳，打造更大影響力。
大公報fb接觸人數亦由今年4月的99.5萬，快速
增長至今已逾750萬，追蹤者覆蓋地區主要來
自香港、內地、馬來西亞、台灣、新加坡、
澳門，以及遠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和英
國等地。

我們在網絡世界影響力日益提升，
一幅圖，一個帖子，無不引人關注。
例如直擊日本核電站核污水系列報
道， 「日本核電站員工稱也害
怕」 的視頻昨天已有70萬人
次觀看。

中國記者節與大公報淵源深中國記者節與大公報淵源深
昨日（11月8日）是中國

記者節，為什麼會定在這一
天？原來與大公報有深厚淵源！

1937年爆發 「七七事變」，7月中旬，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會見文化界人士
時，指示加強愛國新聞工作者的團結，組成
統一戰線。11月4日下午，大公報著名記者
范長江與羊棗（即楊潮烈士）、夏衍、碧泉
（即袁殊）、邵宗漢、朱明、惲逸群等商

量，決定組織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
會」 ，並推舉范長江、惲逸

群、羊棗三人負責籌備
工作，發起

人還有大公報記者王文彬、章丹楓、孟秋
江、陸詒等。

11月8日晚7時，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
會」在 「淞滬會戰」的隆隆炮聲中成立，在
上海的南京飯店召開大會，提出 「為民族解
放而努力」的綱領，推舉范長江、羊棗、碧
泉、惲逸群、朱明為總幹事，夏衍、邵宗漢
等人為候補幹事。

1938年3月15日，協會改名為 「中國青
年新聞記者學會」。據《中國青年記者學會
在抗戰中的歷史作用》一文記載：1938年3
月30日下午2時， 「青記」在漢口青年會禮
堂宣告隆重成立。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編

輯主任王芸生也作為來賓到會祝賀，

並表示全力支持 「青記」的工作。抗戰期
間，大批新聞界仁人志士奔赴台兒莊、徐州
等抗戰一線，以筆為槍，從槍林彈雨中發出
一篇篇飽含激情的戰地通訊。如大公報記者
陸詒寫下了《朱老總胸有成竹》《周恩來派
我見陳誠、訪葉挺》等新聞報道，堅定了全
國人民的抗戰必勝信心。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青記」為中
華民族的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巨
大貢獻。2000年，中國政府宣
布，將 「青記」成立的11
月8日定為記者節。

話你知

去年春節，《大公報》報道原本住在荃灣
一處60平方呎劏房的邱女士，過年前與女兒

歡喜地搬到150平方呎的過渡性房屋，新居門口終於 「有位
貼揮春了」 。報道一出，引起社會不少反響，去年5月，有
團體閱讀報章後，立刻聯繫《大公報》，希望給與邱女士捐
款，也為疫情期間面對失業挑戰的邱女士一點生活補助（見
圖）。 大公報記者伍軒沛

小故事

讀者閱報後捐款劏房居民

▲為了影得一張獨家照片，大公報
記者攀山尋覓最佳位置。

▲大公報記者昨日落區，採訪區選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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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期間，大公報記者深入暴亂現場，記錄真相。

▲大公報記者昨日像往常一樣，在辦公
室十分忙碌。

▲大公報記者深入福島調查，現場直
擊日本一意孤行排放核污水。

▲黑暴期間，大公報記者在銅鑼灣採
訪，被逾百暴徒襲擊，頭破血流。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