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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姜在忠、劉偉忠、本報副總經理康海峰。

黃偉邦 攝

■左起：張建華，《成報》社長田炳信，尹樹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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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儀：報道事實讓人辨是非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香港文匯報與工聯會同一
年誕生，故文匯報報慶對她特別有意義。她讚揚文匯
報不求譁眾取寵、不會無中生有，只會準確報道事
實，倘政府施政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文匯報就實事求
是，作出批評。在香港社會政制發展爭拗越來越激
烈，文匯報應將不同言論向市民報道，讓市民明辨是
非。

她續說，文匯報經常報道香港與內地交流活動的新
聞，充分發揮作為兩地橋樑的角色，而習近平主席提
出的「中國夢」是一個遠大的理想，所有香港人都應
做好自己的工作，充分發揮自己最擅長的一面，協助
國家做好建設。

林建岳：多訪內青啟發港青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文匯報報道
中肯，說出香港的需要，不會偏向任何一方，而自己
一直有閱讀文匯報，因為文匯報較清楚地報道了內地

的情況，尤其是有關內地招商的新聞非常豐富，更有
助增進了內地同胞對香港的了解。隨㠥內地中層人士
已逐漸富起來，內地政府也對青年提供工作等方面作
出支援，為青年們帶來夢想，這就是「中國夢」，文匯
報可多報道內地青年工作的成功例子，啟發香港的年
輕人。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劉炳章認為，文匯報幾十年來都是文字媒體的中流砥
柱，「愛國愛港」角色不容置疑。他指出，文匯報可
以在香港和內地流通，能夠將香港的民情向內地領導
和部委反映，讓他們更了解香港情況。

劉炳章：活用港平台提升國家形象

劉炳章期望，香港在國家的金融體系、貨幣自由兌
換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幫助內地發展，促進人
民幣國際化，幫助實現「中國夢」。而在國際舞台上，
西方傳媒對香港媒體的接受程度較內地為高，他認為
文匯報應把握香港的平台「軟銷」國家，幫助提升中
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容永祺：宣傳「中國夢」擁優勢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讚揚
文匯報資料詳盡，報道中肯，絕少偏袒，是一份很好
的報紙。他亦認為，文匯報可以在國家實現「中國夢」
的過程中扮演宣傳「中國夢」的角色，利用文匯報接
觸到廣泛政商界人士的優勢，向內地和香港的讀者傳
遞最新的國情新知。在目前香港社會的氣氛底下，期
望文匯報發揮「以正視聽」的角色，持平理性地扮演
社會公器，批判社會上錯誤的事情，更要為不被其他
媒體接受的意見提供發聲平台。

周永健：讓內地同胞了解香港情況

香港律師會前主席周永健笑稱自己與文匯報「出生」
的時間差不多，又指香港其他報紙雖然也有內地的新
聞，但文匯報的則較為全面，讓讀者可以更深入了解
國家的情況，令他有很大的啟發。自香港回歸祖國
後，文匯報對保持香港繁榮安定作出了很大的推廣和
努力，同時亦一直大力支持香港落實「一國兩制」。

周永健亦指，文匯報同時可讓內地同胞了解香港的情
況。他又引述西方名句：「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他覺得文匯報拿㠥筆，比劍更有威力，期望文匯
報可透過這枝筆凝聚力量，幫助國家實現「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在國家以至香港的政治新聞一直十分中肯、權威，同時在經濟、勞工、房屋以至

專業發展方面發揮了影響力，來自這些界別的代表人物，都希望香港文匯報未來通過更多涉及

不同範疇的報道，軟銷國家的發展，協助提升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政治新聞中肯
各界讚賞權威

校長畀like

香港文匯報教育
版贏盡口碑。香港

浸會大學校長陳新

滋表示，自己從小
就開始看香港文匯
報，認為香港文匯
報辦報十分認真、
踏實，並讚揚教育
版和副刊的內容十
分充實。他又指，
回歸後內地消息變
得更為重要，香港
文匯報往往有大量
第一手資料，是獲
取資訊的重要渠道。他希望香港文匯報以後可
越做越好，更上層樓。
新亞文商書院副校長葉鉅志表示，由於香港

文匯報內容豐富，內地新聞及台灣新聞資訊充
足，自己每天都會閱讀，「我的教學內容與文
化產業相關，香港文匯報對我的教學工作也很
有幫助，搜集資料非常方便」。他表示，雖然
香港文匯報的內容已經頗為全面，但仍然希望
未來可以看到更加豐富、囊括更多意見和資訊
的香港文匯報。

內容充實全面 贏盡教界口碑

■陳新滋認為香港文匯

報辦報十分認真、踏

實。 歐陽文倩 攝

行家譽發正能量 利社會和諧
65年來，香港文匯報堅持報道準確，向社會發放正能

量，為香港和諧平穩盡一分力，多位報業同行均讚揚本
報不斷與時並進，報道緊貼社會，並勉勵本報再接再
厲，繼續推動愛國愛港的宣傳，增強港人，尤其是青年
對國家的了解。

李祖澤：助港青了解國家

「我是文匯報的老讀者啦！」一早就來到報慶會場的
香港報業公會會長、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長、原全國政

協委員李祖澤，向記者微笑㠥憶述，自文匯報創報那天
起，他便一直鍾情文匯報。

與文匯報結緣的65年來，他認為，文匯報不斷與時並
進，內容更豐富，報道更緊貼社會，特別是內地與香港
的互動報道，能讓本港青年對內地有進一步的了解，文
匯報實功勞不少。而文匯報唯一不變的，是堅持報道準
確信息的辦報方針。在目前香港社會煩躁不安的氣氛底
下，他期望文匯報能繼續推動愛國愛港的宣傳，增強青
年對國家的了解。

俱孟軍：盡力增兩地溝通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長俱孟軍表示，文匯報是一份耐
看、高端的報紙。「我工作以後經常看文匯報，無論是
港聞、內地新聞、政治新聞等報道，都非常有品味。」
他說，過去65年以來，文匯報在加強內地與香港溝通的

工作上非常盡力，從而可以凝聚中華民族團結一致。他
認為文匯報能在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中，
擔當宣傳的角色，一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
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大公報社

長姜在忠指出，內地在過去的30年之間發展迅速，其發
展過程中的各種新穎的措施，香港不妨借鏡。如何能把
內地的先進技術及創新思維傳予本港，則要靠媒體作為
中間人的宣傳及傳播，當中，文匯報在促進內地與香港
交流上起了很大作用。

曾在文匯報工作的香港商報執行總編輯陳南，昨日剛
踏足會場時便感嘆：「好像回娘家一樣。」憑㠥他在
工作上對文匯報的認識，他期望文匯報向社會發放更
多正能量，促進社會和諧。面對現時社會上有各種不
同的意見，他形容說，社會就如一條船，而中國人亦
同坐於這條船，只要同舟共濟，必能達致美好明天。

劉偉忠：宣「一國兩制」作更大貢獻

紫荊雜誌社社長、知識雜誌總編輯劉偉忠，祝福文匯
報未來在宣傳「一國兩制」的實踐及介紹上能作出更
大的貢獻。「『一國兩制』是我國獨有的、別具特色的
制度，文匯報過去在介紹和宣傳有關工作方面竭盡全
力，做得不錯，希望能再接再厲，創出文匯報獨有的
報章特色，能讓讀者細味報章中的不同層次。」

尊敬的張曉明主任、尊敬的王樹成社長、各位嘉

賓、各位朋友：

今天我非常高興出席文匯報創刊65周年誌慶酒
會。我謹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向文匯報仝人致以衷心
的祝賀！

文匯報一直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自
一九四八年創刊以來，文匯報以愛國愛港為宗旨，
堅持「文以載道、匯則興邦」的理念和「包容、合
作、創新、拓展」的準則，為讀者提供深入可靠的

新聞資訊。

見證國家進步 讓讀者了解兩地

文匯報一直見證㠥國家的發展和進步，以及香
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歷程。新一屆
特區政府重視國內外關係，除了要加強我們與內
地聯繫外，亦十分重視向外國推廣香港。文匯報
在本港、內地以及世界30多個國家及地區發行，
讓讀者可深入了解國家及香港各方面的最新發

展，成為覆蓋全球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和公信
力的華文報章。

近年來，文匯報的業務更走向多元化，除了報章
發行的業務外，更透過其附屬公司，提供廣告推
廣、資訊服務、招商策劃、圖書出版、上市推介、
論壇博覽和投資諮詢等服務。

傳媒對整個社會發展舉足輕重

傳媒報道的內容不單引起讀者關注、討論，甚至

可改變社會上的文化，可見傳媒對整個社會的發展
舉足輕重。文匯報一直秉持㠥持平客觀的編採方
針，提供深入及優質的報道，實在值得表揚。

展望將來，我相信文匯報會繼續秉承事實為本的
方針，以專業編採為傳媒、社會的發展盡一分力，
繼續服務香港，貢獻國家。

最後，我再次衷心祝願文匯報一紙風行，業務蒸
蒸日上。謝謝大家！

（標題及小題為本報編者所加）

辦報愛國愛港 包容、合作、創新、拓展
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慶典致辭全文

盼軟銷國家發展 助升國際影響力

▲林建岳（左）表示，文匯報報道中肯，說出香港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

盧文端（右）被稱為文匯報的「品牌」作者之一。李祖澤（左）

憶述，自文匯報創報那天起，他便一直鍾情文匯報。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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