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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盼傳媒多報道好人好事
報業公會「最佳新聞獎」頒獎 文匯獲3冠3優異

有信心業界會堅守原則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甘煥禮表

示，今年有14間報社參加「最佳
新聞獎」，參賽的稿件多達510
份，是歷年之冠，而今年新增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獎，
旨為推動本港文化藝術的建設及
發展，亦令頒獎禮涵蓋更多元化
的層面。首次出席最佳新聞獎頒
獎典禮的林鄭月娥坦言，獲獎的
獨家新聞報道，未必是政府樂見
的，但認為尋找真相是傳媒的天
職，有信心香港報業界會堅守原
則。她續說，頒獎禮標誌 香港
有很多出色的記者、編輯和報
社，香港新聞事業不但產量豐
富，亦以質取勝，而社會對資訊
的需求有增無減，「不僅是對事實的報道，亦
是對複雜時事、各種的主張和政見的深入分
析」，這些是報紙最擅長的工作，報道可幫助
讀者判斷。

「陽光故事」感染讀者積極生活

不過，林鄭月娥慨嘆現今傳媒較傾向報道負
面新聞，雖然理解須探索負面消息背後的原
因，但期望傳媒多報道正面消息，「多點報道
好人好事，為讀者帶來鼓舞及希望」。她透
露，在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時，遇過一名五星級
酒店的廚師因金融風暴而被解僱，轉職到一個
庇護中心，但發現工作更有意義，於是一直留
任庇護中心，遂向報章提議刊登這個「陽光故

事」，期望感染讀者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
香港文匯報在是次比賽的16個組別獲得3項

冠軍及3個優異獎。編輯陳功憑「長毛長拉 長
津長無」榮獲最佳標題(中文組)冠軍；記者程
相逢、陳融雪及吳文倩的「11天使在哭泣 這
個聖誕無奇蹟」則於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奪
魁；記者歐陽文倩以「試管裡的苦茶系列」於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掄元。編輯陳功的「瑞
典榮領諾獎 東方睿智論文學 有用因無用 莫言
勝萬言」則獲得最佳標題(中文組)優異獎；攝
影記者劉國權攝於唐英年大宅外的「另一個戰
場」獲得最佳圖片(新聞組)優異獎；最佳新聞
版面設計，同由鄭慧欣及鄭世雄以「內地自然
保護區系列」獲得優異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2012年最佳新聞獎」，昨

日假萬豪酒店舉行頒獎典禮，並邀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禮。她致辭時表示，

雖然有獲獎的獨家新聞未必是政府樂見的，但認為尋求真相是傳媒的天職，有信

心傳媒會堅守原則，又期望傳媒多報道好人好事，為社會帶來鼓舞和希望。香港

文匯報在16個組別中，獲得3項冠軍及3項優異獎，包括「最佳標題」及「最佳新

聞寫作」等。

本報所獲6獎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冠軍

歐陽文倩：「試管裡的苦茶系列」

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 冠軍

程相逢、陳融雪及吳文倩：「11天使在哭泣 這個聖誕無奇蹟」

最佳標題(中文組) 冠軍

陳功：「長毛長拉 長津長無」

最佳標題(中文組) 優異

陳功：「瑞典榮領諾獎 東方睿智論文學 有用因無用 莫言勝萬言」

最佳圖片(新聞組) 優異

劉國權：「另一個戰場」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　優異

鄭慧欣及鄭世雄：「內地自然保護區系列」

資料來源：香港報業公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穎琪

「題王」陳功 「不甘平庸」

本報好題好圖 林鄭印象最深
昨日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首次

出席最佳新聞獎頒獎典禮。她在致

辭時表示，雖然這類頒獎禮焦點都

會放在獨家新聞上，但有兩個獎項令她印象深刻，分別

是「最佳標題」及「最佳圖片」。而本報今年正好在標

題及圖片這兩方面獲得佳績。

林鄭月娥解釋，政府發布新聞時，都會猜測明天

的頭條會是什麼，因為標題對讀者十分重要，當市

民行過報攤時，標題可吸引讀者注意力；簡潔的標題

放在報章最當眼處，更可能令讀者未看報道內容，已

可為報道下定論。而本報標題今年的表現出眾，「長

毛長拉 長津長無」及「有用因無用 莫言勝萬言」分

別獲得冠軍和優異獎，同是出自編輯陳功之手。

她續說，「好的相片勝過千言萬語」，所以一直特別

支持香港的攝影記者，過去曾數度出席攝影記者業界的

周年頒獎禮。而本報攝影記者劉國權今年亦憑「另一個

戰場」獲得「最佳圖片」優異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穎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2012最佳新聞獎共有5個
「最佳標題(中文組)」獎，香港文匯報編輯陳功一人獨攬
冠軍及優異獎，他表示十分開心，「是入行以來最好成
績」。談到起標題心得，他分享說3方面很重要，首要是

「不甘平庸」的心態，只要時間許可，決不交「行貨
題」；其次是準備，平時多聽歌詞、廣告妙語，多看劇
名、對白，擷其佳句入題；最後是助力，不時與同事

「腦震盪」，集眾智成題。

科學新聞冠軍 文科出身未言怯

教育組記者歐陽文倩憑「試管裡的苦茶系列」報道勇
奪「最佳科學新聞報道」冠軍。雖然歐陽文倩是文科畢
業，但她面對如此「高技術含量」的科學材料，並未言

怯，反而盡力把報道做好。她對獲獎感到很高興，亦很
榮幸，認為這並不是個人榮譽，感謝教育版主管悉心教
導，編輯、攝影記者、美術部等同事的努力，特別感謝
受訪者耐心的解釋。

本報中原分社記者程相逢、陳融雪及吳文倩於「最佳
新聞寫作(中文組)」掄元，報道是關於貴溪的校車事
故，死亡兒童多達11名。

事故發生第二天，記者接到通知後迅即趕往事故現
場，車程長達4小時，沿路已開始採訪的準備工作。採
訪了受傷兒童、家長和醫護後，記者認為要讓讀者身臨
其境，雖然文中不能表達記者自己的感情，但認為語言
須觸動讀者，所以寫作時帶 客觀但悲憫的心，以細膩
的描述感染讀者。

「平安鐘」夥香港電訊推「愛．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維寶) 本港

人口老化問題不斷加劇，老人疾病問
題亦愈趨嚴重，長者安居協會昨日宣
布，為了令「平安鐘」服務更為先進
方便，與香港電訊合作推出「愛．關
懷服務」，其中「e體健護士關懷服務」
可以讓長者將血壓及血糖數據上傳至
雲端，供長者安居協會的護士即時監
察，如長者沒有按時提供數據，護士
又會主動聯絡其家人，提供協助。

血壓血糖數據「入雲」監察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65歲長者所
佔人口比例會由現時的14%，升至
2031年的26%，長者服務愈趨殷切。
故此，於1996年提供長者「平安鐘」服務的長者安居協
會昨日宣布與香港電訊合作，將「平安文化」與科技結
合，推出「e體健護士關懷服務」、「智平安服務」及

「平安手機服務」三項新服務。其中「e體健」讓長者可
簡易地將血壓及血糖的數據透過家居平板電腦上傳及儲
存至雲端，而長者安居協會的註冊護士會根據已上傳的
數據提供遙距健康監察，如發現長者沒有按時提供數據
及數值超標，護士會主動聯絡長者以提供支援及以短訊

通知長者家人。
另外，利用「智平安」服務可即時連接長者安居協會

的24小時呼援及關懷服務熱線中心，中心的職員會提供
全方位的支援及關懷，包括短期情緒輔導、生活諮詢及
預約覆診提示服務等。而「平安手機」除了可作為一般
電話使用外，背後亦有「平安掣」，按下便可直駁呼援
及關懷服務熱線中心。此外，長者指定親友可通過長者
安居協會提供之手機定位服務，定位長者手機的所在。

■林太表示，「最佳標題」及「最佳

圖片」獎項令她印象深刻。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在16個組別中，獲得3項冠軍及3項優異獎，包括「最佳標題」及「最佳新

聞寫作」等。圖為本報董事、副總經理康海峰(後排右2)，副總編輯尹樹廣(後排右4)與獲

獎者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2012年最佳新聞獎」頒獎典禮昨日舉行，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體健」可讓長者將血壓及血糖數據上傳至雲端，供長者安居協會的

護士即時監察。 王維寶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