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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趙林霧、孟伯迪、尹樹廣及王樹成。

曾慶威 攝

■趙鏞天（左）與韓在 （右）合照。 余家昌 攝

■奧正史（左）與松本美雪（右）到賀。 余家昌 攝

■吳若蘭感謝本報早前報道劍橋公爵夫人凱特誕子。

余家昌 攝

■惠州市委宣傳部副調研員鄧真（左二）、宣傳科長李

郁英（左三），揭陽市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黃潤生（左

一）和江門市委對外宣傳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趙炎強

參加本報65周年酒會。

■左起：日本駐港總領事野田仁、本報社長王樹成合

照。 曾慶威 攝

■星駐港總

領事Jacky

Foo到場為

本報祝賀。

張易 攝

吳若蘭：感謝報道凱特誕子

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英國駐港總領事吳若蘭
（Caroline Wilson）表示，有空就會親自閱讀本報，最
關注本港政治新聞，亦感謝國際新聞部早前關於劍橋
公爵夫人凱特誕子之專題報道。

韓在 ：連接內地香港橋樑

韓國駐港總領事趙鏞天（Cho Yong-chun）每日留意

本報政治、經濟、文化新聞，最喜歡看本港政治新聞，
亦期待更多涉韓報道。領事韓在 （Han Jae-heuk）則
讚賞本報內容豐富，是連接中國內地與香港的特殊橋
樑。他以本報早前關於韓國總統朴槿惠訪華報道為例，
指類似報道有助港人了解韓國，希望本報與韓國駐港總
領事館共同努力，為推動韓港兩地民眾交流創造條件。

趙林霧：望促中緬交流

緬甸駐港領事趙林霧（Zaw Linn Oo）表示，留意到

本報近期關於緬甸改革之系列報道，內容豐富且客
觀，希望今後有更多類似報道。他指緬甸開放為港商
帶來豐富商機，希望本報促進中緬交流，吸引更多中
國人去緬甸投資，令兩國民眾互惠。

奧正史：日研中重要參考

日本駐港領事奧正史（Masafumi Oku）表示，日本
駐港總領事館每日會研讀本報社論，特別關注涉及日
中關係的報道，是領館研究中國問題之重要參考。

香港文匯報訊 本報昨日假灣仔

會展中心舉辦創刊65周年慶典酒

會，英國、法國、日本、緬甸、

新加坡、韓國、泰國等多國駐港

總領事或領事出席。法國駐港領

事孟伯迪（Patrick Mansier）、泰

國 駐 港 副 總 領 事 陳 慧 玲

（Benjamas Tanvety）等紛紛向本

報道賀，認為本報是深入了解中

國內地發展及本港政治事務的重

要渠道，相信亦是本報之歷史使

命。

解讀神州必然選
多國領事眾口譽

賀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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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貴報創刊65周年之際，謹致熱烈祝賀！並對貴報長期關注、大
力支持貴州經濟社會發展表示衷心感謝！

作為港人了解內地、海外觀察中國的重要窗口，香港文匯報長期
以來始終關注和積極推介貴州，對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作了多形式、
多角度的深度解析報道，有力推動了黔港交流合作關係，極大提升
了貴州在香港乃至世界的較好形象。

衷心祝願貴報繼往開來，再創輝煌！

合肥市委書記吳存榮：冀續挺發展 傳遞「好聲音」
值此貴報喜迎65周年華誕之際，謹致熱烈祝賀和良好祝願！並向

貴報全體員工致以誠摯問候！對貴報長期以來關注、支持合肥建設
與發展表示衷心感謝！希望貴報繼續關注、支持、宣傳合肥，為合
肥的發展進步傳遞「好聲音」、集聚「正能量」！合肥市將一如既
往地支持貴報的發展。

安徽省港澳辦：謝關注支持 續獻力交流
值此香港文匯報65周年華誕之際，對貴報長期以來對安徽發展，

特別是皖港交流合作給予的關注和支持，表示誠摯的謝意！希望貴
報繼續一如既往地關注安徽、宣傳安徽，為安徽與港澳乃至世界的
交流合作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亳州市委：續宣傳推介 增崛起能量
值此貴報65周年華誕之際，謹致以誠摯的祝賀！對貴報多年來

給予安徽省亳州市的關注與支持，表示衷心感謝！衷心期望貴報
繼續關心支持亳州、宣傳推介亳州，為亳州加速崛起增添更多正
能量。

六安市委：致誠摯祝賀 為發展鼓呼
值此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之際，謹致誠摯祝賀！衷心感謝貴

報長期以來對六安發展的關心、關注和支持！希望貴報一如既往
的關心六安、支持六安、宣傳六安、唱響六安，為六安的發展鼓
與呼。

北京市總工會：謝外宣支援 促發展護航
感謝多年來，貴機構給予我們的外宣報道的支援，希望文匯報在

新的征程上繼續關注北京市總工會各項事業的發展，為促進北京市
職工健康、快樂、和諧發展提供輿論支援，為職工的海外交流保駕
護航，擴大在海外的影響。

上海文匯報：增品牌價值 拓兩報發展
欣逢貴報創刊65周年報慶，上海文匯報全體同仁謹向貴報致以熱

烈祝賀和誠摯祝福！
滬港兩地文匯報同根同源，兩心相印，在長期的辦報實踐中，始

終相互支持，相互學習，共同提升文匯報的品牌價值。讓我們更加
緊密地攜起手來，切磋交流，共襄盛事，描繪兩地文匯報更加美好
的發展前景。

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促皖港經貿 盼續作貢獻
今年9月9日，是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的大喜日子，我們表示熱

烈祝賀！
長期以來，貴報及安徽辦事處積極宣傳安徽、報道安徽，為促進

皖港兩地的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希望貴報及安徽辦
事處一如既往的關心我區發展、宣傳我區變化，為合肥及安徽的發
展做出新努力！

北京華文學院：志改革創新 影響遍全球
香港文匯報銳意改革，不斷創新，傳播力、影響力和凝聚力不斷

提升，發展成為遍及全球華人社會、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公信力的華
文報業集團，可喜可賀。祝香港文匯報竿頭日進，再創輝煌！

■ 左 起 ：

孟 伯 迪 、

陳 慧 玲 、

J a c k y

Foo、吳若

蘭 、 野 田

仁 等 外 國

領 事 指 讀

文 匯 報 有

助 認 識 中

國。

余家昌 攝

堅持踏實傳統 加強「平電」結合
文匯報走過65載，各退休同事都百

感交集。他們認為，面對未來，文匯
報最重要是堅持一貫的踏實作風，堅
守立場，「做好正派新聞的工作，做
好自己的本分」。同時，應當考慮加強
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的結合，通過更

活潑的手法，進一步發揮在社會的影響
力。

張雲楓：難忘轉彩印獲成功

香港文匯報前社長張雲楓憶述，香港文
匯報是繼天天日報後，第二家採用彩印的
報紙，當時任職採訪主任的他難忘至今。
他指，文匯報一向追求辦報第一，雖然彩
色印刷的成本給予報社一定經濟壓力，需
要時間適應排字和製版等全然不同工序，
但報社仍願意付出努力，配合辦報需求，
調集資金推動發展，後來報章獲得成功，
是領導和同事的支持，和長期奮鬥的結
果。

他說，香港文匯報的獨特性，在於背靠
祖國，是在芸芸香港媒體中擁有最多內地
辦事處的媒體，勝在與內地部門和機構有
緊密的聯繫，令本報在國家政治、經濟和
體育等新聞準確度高和極具權威性，又大
讚文匯報的評論，輿論中肯、及時，報道
能提供全面和公正的訊息，在社會上有相
當大的影響力，非常難得，而且立論均從
香港的利益出發，對國家、香港和社會，
相信可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文匯報未來發展的期望，張雲楓認
為，除了平面新聞外，電子媒體亦為一個
走向。在一個正確的輿論環境下，如何將
更多生動活潑的新聞和言論，普及至廣大

的讀者，讓讀者能夠閱覽大文章和短小精
悍的專欄，是報社的重要工作。

潘一黎：難忘回歸日通宵達旦

香港文匯報前副社長潘一黎表示，作為
愛國報紙，協助中央在香港實踐「一國兩
制」的理念，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在文匯
報多年的他最深刻就是香港回歸祖國的大
日子。他表示，當日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
的日子，整個報社同事通宵達旦工作，又
有240多個廣告祝賀香港回歸，十分難
忘。

他表示，香港文匯報不斷進步，所面對
的挑戰同時也是機遇，其中電子媒體是個
例子。他指，電子媒體提供快而短的訊
息；平面媒體提供詳盡和深入的內容，文
匯報可將兩者互相結合，互補其短，帶給
讀者所需要的訊息。

王伯遙：堅守理念內容豐富

香港文匯報前總編輯王伯遙表示，自己
服務文匯報43年，3年前才退休，一直以來
都有不少難忘回憶，現在自己還是每天都
看文匯報。文匯報最令他深刻的，是無論
大環境如何，報館裡的人都可以堅守理
念，「外界看起來，文匯報有很多資訊，
內容豐富，但我們其實很缺乏人手，大家
都很努力」。

面對中華民族步向復興之路，王伯遙認
為，在實踐「中國夢」的路上，文匯報最
重要是堅持一貫的踏實作風，「做好正派
新聞的工作，做好自己的本分」。在近期政
治爭議較多的情況下，他勉勵文匯報要堅
持立場，反映沉默多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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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委宣傳部：識國家窗口 推黔港合作

重要渠道了解內地發展 助研究港政治事務

■王伯遙表示，無論環境

如何，文匯報都可以堅守

理念。 潘達文 攝

■張雲楓指，文匯報未來

可結合平面和電子媒體發

展。 張偉民 攝

■潘一黎稱，文匯報實踐

「一國兩制」，是義不容辭

的責任。 梁祖彝 攝

■廣東、湖南、浙江、陝西等多個省市的宣傳部門領導來港參加本報65周年報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