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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要賢達賀報慶 望續發放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
迎來65周年紀
念，特區政府

多名高官到場為文匯報「打氣」。
他們讚揚，文匯報一直秉持愛國
愛港的精神，立足香港，為市民
帶來國家發展的資訊，是他們必
看的報章，並希望本報在目前的
社會環境下繼續發放正能量，推
動社會理性討論政制發展等問
題，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出謀獻策。

曾德成：為港出謀獻策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表示，
文匯報創刊以來，一直立足香
港，秉持愛國愛港的進步精神，
旗幟鮮明，期望文匯報繼續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出謀獻策。

張炳良：必讀報章之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
出，文匯報是香港一份很有份量
的報章，更是他必讀的其中一
份。他坦言，香港是一個多元社
會、資訊科技發達，各界有不同
的意見，期望文匯報可在有政制
發展爭拗等情況時，推動公眾及
社會理性討論，而「中國夢」是
廣大中國人的希望，期望文匯報
可以發揮一個推動的作用，讓市
民大眾知道國家的最新發展。

張建宗：報道持平公正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
示，文匯報在加強兩地溝通及愛
國愛港方面發揮了極之重要的作
用，不但在加強兩地聯繫方面功
不可沒，亦成功將港人關心的內
地新聞，及居於內地港人最關心
的勞福新聞，在兩地間良好的交
流，如近年備受關注的廣東計
劃，相信文匯報日後若能繼續堅
持以持平的態度作報道，定能平
衡社會各界的聲音。
張建宗又讚揚文匯報在新聞上

的分析十分細緻，相信在了解
港人新聞及內地發展方面，文
匯報實屬必讀刊物。他認為文
匯報能凝聚社會，發揮協同效

應，並為社會提供更多創新的
理念，為「中國夢」啟航打下
更好的基礎。

黎棟國：助港人識國情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認為，文匯
報過去在加強內地與香港溝通，
及愛國愛港方面的工作做得十分
好，不但日常報道正面，同時在
傳媒操守方面亦夠堅持，希望文
匯報日後可繼續「是其是，非其
非」，為港人在現今的社會氣氛下
發出正能量。他又認為，要實踐
由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
相信文匯報日後可繼續發揮好傳
媒的角色，並將內地各方各面的
發展情況更透徹地帶給港人，協
助港人更了解國情。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文匯

報是連繫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一道
良好橋樑，尤其是在有關環境及
環保的新聞方面，寫得特別好，
而要有好的環境及好的空氣，同
時低碳生活亦尤其重要，相信文
匯報健康的報道定能作為一股推
動力。黃錦星相信，文匯報日後
能繼續以理性態度討論社會時
事，並將更多資訊帶到香港的各
個階層。

吳克儉：文匯忠實讀者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出，他本
身是文匯報的忠實讀者，並嘉許
文匯報在香港時事、內地發展、
國際新聞都能緊貼時代脈搏。他
特別讚揚文匯報編採人員在報道
一單新聞前，做足研究工作，臚
列出不同數據及資料，令讀者一
目了然。
吳克儉指出，過去不少發展都

源自夢想及理念，「中國夢」是
國家領導的新思維，文匯報可一
如既往，透過報道港人的奮鬥個
案，為社會發放更多正能量，感
染港人一同為實現「中國夢」出
一分力，他又認為中肯、客觀、
如實及多元報道十分重要，文匯
報未來在政制發展等社會爭拗的
議題上，應從多元角度報道不同
言論，客觀分析，讓政制發展朝
健康、成熟的道路進發。

香港文匯報65年來，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以及國
家改革開放等重要歷史。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

「中國夢」，多名主禮及出席昨日香港文匯報65周年報慶
酒會的政要，都希望文匯報在堅守傳統的同時，不斷
活躍版面、貼近市民，以更加符合大眾口味的方式報
道國家發展和政策理念。

張秋儉：與政協淵源深 望更上層樓

來港擔任香港文匯報65周年報慶主禮嘉賓的全國政協

副秘書長張秋儉表示，人民政協與香港文匯報有 最深
厚、最親密的歷史淵源。她說，民主黨派的領袖人
物、香港文匯報首任董事長李濟深，在政協創立之
初，即通過文匯報宣傳、支持人民政協，並擔任全國
政協第一屆副主席。
香港文匯報走過65周年，見證了「中國夢」，這個夢

不僅是當代的夢想，它是美好的，更是現實的，是自
新中國成立起就開始的「中國夢」。人民政協與香港文
匯報在當代希望實現「中國夢」美好願望，就是要繼
續堅持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的精神、中國
的力量、中國的道路」。
全國政協授權香港文匯報主辦的《人民政協》專刊

今年3月1日創刊，至今逾半年。該專刊在全國政協的分
管負責人正是張秋儉副秘書長。她說，人民政協既是

制度又是中國特色道路，她最希望通過文匯報更多地
展現和表達人民政協這一基本制度，同時給予新、老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們搭建橋樑，令更多委員們發出正
能量的聲音。
張秋儉強調，港區委員們都是愛國愛港的重要力

量，他們熱愛祖國、對促進「一國兩制」的發展都起
到重要作用，並為國家在當代實現「中國夢」發揮
聰明才智，冀借助文匯報這份境外華文報紙將這些都
展現出來，張希望文匯報繼續成為一份香港市民更加
喜愛的本地報紙，用港人熟悉的語境反映真情與實
意。

儲茂華：官兵每日必讀 愛內容充實

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委儲茂華表示，文匯報是駐港官
兵每日必讀的一份報紙，是有悠久歷史和傳統的、重要
的本地報紙。面對香港的發展、轉型，文匯報一直堅持
內容充實、不失本色。他希望文匯報在堅守傳統的同
時，不斷活躍版面、貼近市民，以更加符合大眾口味的
方式報道國家發展和政策理念，令更多市民嚮往和追求
「中國夢」，以成為一份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報紙。

董趙洪娉：訂閱已幾十年 矢志不渝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夫人、「 力資源中心」創會

會長董趙洪娉表示，家裡長期訂閱文匯報，笑言「愛上
文匯報幾十年，好似愛上一個女仔咁，矢志不渝」。

她又說，愛一個人要認識他的本性，愛一份報紙亦
然，期望文匯報愈做愈好，特別可加強在教育方面的
工作，為市民服務。

曾憲梓：50年忠實讀者 喜真知灼見

原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笑言，文匯報創刊65周年的酒
會，他「唔 唔得」，因為他成為了文匯報的讀者，已
足足有50年。他憶述，上世紀60年代初到香港，第一份
閱讀的報章便是文匯報，對文匯報提供大量本港及內
地政策資訊，印象深刻，時至今日，他仍是文匯報的
忠實讀者。
曾憲梓讚揚文匯報是立場鮮明的愛國報章，每逢有

重大事情發生時，文匯報往往能提出好意見，對愛國
人士了解香港和祖國，起 正面和積極的作用，而文
匯報的歷史感非常明確，認為文匯報可向港人介紹內
地發展、知名人士的成就，並主動訪問社會各界人
士，壯大愛國愛港的聲音，讓炎黃子孫一同為圓「中
國夢」，出一分力。

在現時香港的社會氣氛下，他說，加上政制發展爭

議將至，認為文匯報要切實加強愛國傳媒的角色作

用，期望文匯報繼續堅守立場，千萬不可讓反對派試

圖破壞「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

吳康民：從創刊日讀起 寫稿半世紀

原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則說，由文匯報創辦第一天開

始，他「一年365日都睇」，加上上世紀60年代已為文匯

報寫稿，對文匯報有 很深的感情。他認為，廣大香

港市民應盡力響應習主席的號召，共同實踐「中國

夢」，支持祖國的長期穩定發展，並指文匯報擔當 社

會輿論的監督作用，責任重大。

廖長城：華人訊息渠道 望拓報網版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指出，文匯報於多年前曾進

行大改革，改變風格，內容變得豐富，亦有更多的

圖片，吸引了很多新的讀者，未來應該繼續堅持這

種創新的風格。同時，報道中包括有許多的內地資

訊，成為香港和外地華人讀者了解內地最新情況的

重要渠道。

他建議文匯報進一步加強網絡媒體的部分，將

更多的資訊和報道通過網上平台，向全球華人發

放，使大家可以更快、更方便地接收到文匯報的

報道。

張志剛：中流砥柱媒體 勝在不作假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指出，作為傳媒，資訊既然最重

要，觀點亦要很詳實，而文匯報勝在不作假，這是相

當之重要。面對未來的挑戰，文匯報需要扮演的角

色，就是「講事實，說道理」，作為中流砥柱的傳媒團

體，在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夢」的實踐過程中，文

匯報應該「大力一點」，在輿論上扮演領導角色。

官員打氣：

香港即將再度討論未來的政制發展方案，多位行政
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均讚揚，香港文匯報在過去多
次香港重大政治發展過程中，在輿論導向上發揮了非
常重要的角色，並期望文匯報在未來的政制發展討論
中，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發揮網上平台，並開闢
更多園地給香港各行各業的巿民表達意見，營造良好
的討論環境。

李慧 ：增港社會凝聚力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指出，香港文匯
報在過去香港多次重大政治發展過程中，都擔負了重要
的角色，包括邀請不同意見人士就政改問題發表意見，
大家也可際此文匯報65周年報慶時重溫過去的歷史，包
括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及《基本法》的制訂，在普選
討論開始的今天，文匯報應多發放《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及人大常委的決定，同時嘗試製造建構一個平台，以
更生動、具體的方式讓民意充分表達。
她續說，要一起實現「中國夢」，所有華人大家都要

團結起來，香港文匯報絕對是「中國夢」其中一個重
要的持分者，也是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香港文
匯報能更積極地扮演內地與香港的橋樑角色，包括從
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學生不同層面，加強雙方
的溝通，同時藉 海外版，將香港、內地及海外華人
聯絡起來，互相交流，增加大家的凝聚力及團結感，
一齊實現「中國夢」。
李慧 又讚揚香港文匯報網站辦得很好，應考慮加

強網上平台。

林健鋒：反映各階層意見

行政會議成員、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表

示，過去65年來，文匯報在報道中央對港政策等方面都
十分全面、完整，同時也將香港各階層的意見如實反
映出來。未來，香港進入又一個政制發展的關鍵時
期，香港文匯報應重點報道中央對普選的規定，同時
反映香港社會各行各業、普羅大眾的意見。

黃定光：搭兩地交流橋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表示，上世紀60年代初就讀
中學時，文匯報是他早讀課的指定報章。他讚揚文匯
報自從國家改革開放後，詳實報道了內地經濟發展動
態，對內地與香港文化、政治、經濟以至各方面的交
流都起到很大作用，希望文匯報開闢更多園地給香港
巿民表達意見，同時針對年輕人受到社會上個別不良
傳媒的影響致使對國家觀念、民族感情淡薄的問題，
發揮功用，扮演重要角色，為實現「中國夢」而努

力，並希望文匯報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中協助發揮正能
量：「文匯報應該更加能夠構建更好的平台，讓正能
量能夠充分發揮出來，亦都能夠多深入去巿民，讓他
們有更多機會發表他們的意見，對一些社會上一些歪
理作出適當的回應。」

姚思榮：發愛國愛港聲音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香港不同傳媒代表了
不同的聲音，香港文匯報代表的是愛國愛港的聲音，
不會因任何利益考慮或只為了吸引眼球，而忽略了以
客觀態度如實反映愛國愛港人士的聲音，尤其是香港
的政制發展討論已經開始，有部分人不斷散播他們的
醜化香港訊息，香港文匯報應該更努力傳揚正面的訊
息，既正視聽，同時為海外華僑、華人同胞傳達香港
以至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況。

政界嘉許：每遇重大爭議 充分表達民意

香港文匯報創刊65年，經歷風雲變遷，堅守愛國愛港的清晰立場，客觀報道香港和內地，乃至世界各方面的最新消息，更獲得國家主席習近平發

出賀信，鼓勵文匯報不斷擴大影響力和公信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香港各界均讚揚文匯報一直是香港

和海外讀者了解內地和香港最新情況的重要渠道，特別是在現時社會矛盾明顯的氣氛下，更要立場鮮明地堅持愛國愛港，客觀報道政治、經濟及社

會等方面的最新情況，向社會發放正能量，並希望文匯報未來更進一步做好新聞報道工作，加強利用網上平台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讚文匯堅持愛國愛港立場 冀為實現「中國夢」做新貢獻

小

特

寫
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不知不覺

間，香港文匯報已走到第六十五個年
頭了。「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慶典
酒會」昨日假灣仔會展隆重舉行，儀
式開始前，大會先播放一段香港文匯
報65年來的發展歷程短片，短短五分
鐘裡，見證 文匯報儘管歷盡時代變
遷和洗禮，始終秉持 「文以載道，
匯則興邦」的奮進精神，嘉賓看後，
無不動容。
短片彷彿是一本介紹文匯報65年歷

史的流動畫冊，剪輯了大量極具歷史
價值的照片，包括1948年9月9日的創
刊號，當中每一幅圖片，每一個大字
標題，皆彌足珍貴。在一片隆重的音
樂襯托下，片段開首先介紹文匯報的
創刊歷史，明確指出文匯報「植入了
愛國愛港的基因」，創刊65年以來，一
直「胸懷理想，肩負使命」，而自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後，文匯報在「一國
兩制」的探索實踐中，扮演 更為重
要的角色，文匯報進一步明確了自己
的「三大職責」，包括促進香港的人心
回歸、推進經貿文化融通，以及探索
「一國兩制」條件下的媒體運行規律，
可見文匯報見證了時代的滄海桑田，
目睹了歷史的風雲變幻，承載 香江
的流殤歲月。

文匯精神：貢獻民族復興

片段又介紹了文匯報在華文報業
史上獨領風氣之先，以新聞的及時
準確、言論的鮮明犀利、文風的生
動活潑，以及編排的精美大方，影
響了幾代讀者。本報社長王樹成更
親身講述文匯精神：「文以載道，
就是用港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去傳
承我們的工作理念；匯則興邦，就
是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匯聚各方才
智，弘揚包容開放的精神，為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斷作出新的貢
獻。」片段結尾時強調，文匯報將
繼續堅持文匯精神為核心價值觀，
以理想和信念奠基事業，以心血和
智慧開拓未來。

5分鐘看65載變遷
短片感動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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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梓出席慶典。 黃偉邦攝

■楊健（左）與馮瑛冰。 曾慶威攝

■吳康民。

莫雪芝攝

■姚思榮。

黃偉邦攝

■姜瑜與儲茂華交談。 曾慶威攝

■文匯報65周年酒會昨日假會展舉

行，特區政府、中聯辦、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駐港部隊等主要官員及

社會各界賢達與本報高層在主席台上

共同祝酒慶賀。 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