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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媒正能量 中國好聲音
1.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要借助中華文
化優勢，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公正、平
衡、合理的國際話語體系。在國際爭端報
道中，本 客觀公正的原則，堅守國際準
則，推動世界多元化和諧發展。

2.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不但要幫助海
外華人更快地融入當地社會、提高海外華
僑華人社會地位，也要幫助他們維繫與祖
國的感情聯繫。同時，為世界文明進步做
出新的更大貢獻。

3.合作組織要充分發揮香港文匯報與海外媒
體的資源優勢，深化新聞信息、經營創收
的實質性合作，整合彼此在資源、創意、
市場，以及資金、人才等方面的優勢，共
同獲取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4.報業的戰略轉型不僅要跳出故步自封的界
限，應對市場化新媒體的挑戰，也要與傳
統廣電、出版業比產業升級、市場爭奪的
速度，引領傳媒創新。

5.傳統媒體需要回歸終極價值，維護傳統媒
體的最大優勢——傳播公信力，以華文世
界的積極能量，推動所在地社會進步和發
展。在報道中國事務上，一方面要向海外
華人展示真實客觀的中國社會，也要成為
各國主流社會了解中國的權威媒介。

6.海外華媒代表深深感受到北京建設成就和
精神面貌，在「感受古都嶄新魅力」的同
時，希望進一步關注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和
經濟社會發展，推進人民優質生活，分享
北京未來宏偉規劃，「助推北京走向世
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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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擴大華媒國際話語權

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秘書長才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
記王冬梅，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傅華，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

席、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北
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惠，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宣傳司副司長李國
紅，北京昌平區常委、宣傳部長余俊生等，以及64家海外華文傳媒的約
120名負責人出席座談會。會議由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香港
文匯報總經理歐陽曉晴主持。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秘書長、香港文匯
報社長助理、香港文匯網行政總裁施倩宣讀了各地政要發來的賀信。

才華：面向各國人民 解讀好中國夢

才華代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年會召開表示熱烈祝賀。她指出，由香
港文匯報倡導的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自成立以來，團結凝聚廣大海外
華文媒體，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促進世界傾聽中國聲音，積
極展現華人形象，起到了良好效果。
才華說，當前，中國改革紅利不斷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已進入

提質增效的「第二季」。海外華文媒體根植當地社會，熟悉西方語境，
希望繼續秉持客觀、持平的報道立場，發揮獨特優勢，讓世界各國人民
更好地了解當今的中國、發展中的中國，生動闡釋好、解讀好中國夢。

傅華：三點殷切期待 講好北京故事

傅華在致辭中表示，當前，北京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海外華文
媒體的鼎力支持，合作共贏是我們的最佳選擇。為此，他提出三點期
待：一是共同講好北京故事，以真實客觀的報道，以喜聞樂見的表達，
向所在國讀者傳播北京新聞；二是不斷深化交流合作，希望華文媒體加
強與北京市的合作，多層面、全方位推介北京；三是發揮外腦智庫作
用，希望華文媒體為北京邁向世界城市提供寶貴經驗和真知灼見。

王樹成：服務本土受眾 捍衛華人權益

王樹成在主旨演講中指出，隨 近年來中
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和世界影響力的進一
步擴大，海外華文媒體也呈現良好發展態
勢，成為捍衛華人權益，溝通世界、傳播中
國形象與中華文明的重要力量，堅信在不遠
的將來，華文傳媒將迎來巨大的歷史機遇。
希望海外華文傳媒繼續精誠協作，傳承中華
文化，服務本土受眾，促進中外融通，拓展
實力影響，為世界和平發展，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共同做出應有的歷史貢獻。
印尼國際日報集團董事長熊德龍、加拿大

《加拿大商報》社長門宗偉、韓國《亞洲經
濟》總編輯王元濤、美國《美華商報》社長
周續賡、日本《中日新報》社長劉成、瑞典
《北歐》社長兼總編輯何儒等合作組織媒體
代表分別發表演講，結合各自媒體發展面臨
的機遇與挑戰，為整合媒體資源、共建合作
體系建言獻策。

王惠宣讀《北京宣言》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邀請北京市新聞辦
主任王惠宣讀了2013年會《北京宣言》。在這
份宣言中，與會的海外華文傳媒達成多項重
要共識：一、面向全球華人，弘揚中華文
化；二、維護海外僑胞合法權益，提升華僑
華人社會地位；三、挖掘合作潛力，拓展合
作共贏；四、推動戰略轉型，引領傳媒創
新；五、回歸傳媒核心價值，增強傳播公信
力；六、感受古都嶄新魅力，助推北京走向
世界。
在26日下午舉行的華媒助推北京走向世界

座談會上，海外媒體代表與北京市政府有關
部門以及海內外專家學者一起，探討城市規
劃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為助推北京走向世
界建言獻策。隨後幾天內，代表們還將赴北
京科技園區、延慶世界地質公園、北汽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門頭溝、園博園、十三陵文
化景區等地進行實地參訪。

致辭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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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香港文匯報倡

導的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自成立以來，

團結凝聚廣大海外華

文媒體，向世界展示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促進世

界傾聽中國聲音，積極展現華人形象，起到了良

好效果。

海外華文媒體是架設在所在國與中國之間的一

座橋樑，是幫助所在國民眾和社會了解中國的一

扇窗戶。當前中國處在工業化、城鎮化、信息

化、農業現代化加快發展過程之中，改革紅利不

斷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已進入提質增效的

「第二季」。海外華文媒體根植當地社會，熟悉西

方語境，希望繼續秉持客觀、持平報道立場，發

揮獨特優勢，讓世界各國人民更好的了解當今的

中國、發展中的中國，生動闡釋好、解讀好中國

夢。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將一如既往支持國內有關方

面和媒體與海外的華文媒體開展交流合作，為海

外華文媒體在報道中國方面提供支持和幫助，努

力提升海外華文媒體競爭力和影響力，積極擴大

全球華文媒體在國際上話語權。

講好北京故事 發揮外腦作用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2013年會選擇在

北京舉辦，是一個好

的選擇。一是近年來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

不斷攀升，中國變化

正吸引 千萬華僑華

人目光。北京是祖國

的首都，是感受中國

和平崛起的重要窗口。二是2008年奧運會之後，

北京的發展變化，對眾多海外媒體和華僑華人有

強大吸引力。三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海外媒體和

華僑華人關注熱點。四是北京是一個包容開放的

超大城市，它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海外華文媒體

朋友、國際專家學者出謀劃策，貢獻智慧。

當前，北京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需要海外華

文媒體的鼎力支持，合作共贏是我們的最佳選

擇。為此，我提出三點期待：

希望全方位推介北京

一是共同講好北京故事。我們歡迎海外華文媒

體的朋友們到北京多走走，多看看，以真實客觀

的報道，以喜聞樂見的表達，向所在國讀者傳播

北京新聞，北京將盡好地主之誼，為大家提供好

服務。

二是不斷深化交流合作。我們希望華文媒體多

關注北京發展建設，充分發揮平台優勢、品牌優

勢、傳播優勢，加強與北京市的合作，多層面、

全方位推介北京。

三是發揮外腦智庫作用。海外華文媒體遍布世

界各國，擁有他山之石，可為北京邁向世界城市

提供寶貴經驗和真知灼見，提供融通中外的新概

念、新表述、新範疇，成為北京走向世界，世界

了解北京的智力支點和橋樑。

為國家拓軟實力為復興獻心力
綜觀500年來大國

興衰的歷史軌跡，軟

實力在國家崛起中的

支撐作用不斷提升。

如果說，從16世紀到

17世紀，西班牙、荷

蘭先後走向強盛主要

是拜海上實力之賜的

話，那麼18世紀法國

的崛起，雖然也靠軍

事實力，但其在文化時尚、公共管理等領域的感

召力已經開始顯現。到19世紀，英國稱霸世界，

固然也離不開船堅炮利，但其政治、金融等領域

自由主義規範的軟實力發揮了重要效應；20世

紀，美國憑借軍事、經濟、科技的領先地位成為

超級大國，而其美式價值、文化教育、國際制度

等方面發揮的軟實力示範作用風靡全球，因而有

觀點認為，美國是第一個綜合運用硬軟實力的世

界強國。

在21世紀，中國的崛起，應該是軟實力與硬

實力同步建設的強國之路，應該比以往更加注

重影響力、親和力和感召力。而在這個過程

中，媒體在拓展軟實力方面，將發揮非常重要

的作用。

融通中外 義不容辭

廣大的海外華文媒體沒有官方背景和意識形態

色彩，遍布世界各國，以中華文化為體，以中華

文明為魂，且深諳所在國受眾的心理特徵和精神

需求，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打造

文化軟實力方面，具有更加包容的新聞立場，具

有更加親和的文化感召力，具有更加廣闊的話語

施展空間，是有效拓展中國國際話語權最為直接

且潛力巨大的輿論平台。

我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度，每家媒體儘管都有

各自的立場、定位和傳播方式，但中華民族一脈

相承的道德傳統和華文傳媒人的責任與使命是一

致的。傳承中華文化，服務本土受眾，促進中外

融通，拓展實力影響，應該成為當今海外華文媒

體義不容辭的職責和使命。

當今世界已經離不開中國，中國的發展更離不

開世界，讓我們精誠協作，凝心聚力，為世界的

和平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共同做出應

有的歷史貢獻。

三篇演辭的題目及分題均為編者所加

國務院僑辦宣傳司副司長李國紅（左）亮相華媒
年會現場，備受海外華媒老總的關注。會議一到茶
歇期間，華媒老總爭先與李司長合影留念。有的老
總送上親手準備的報章合集，說：「司長，海外華
媒年會，我連續七年參加。」華媒老總或三兩人，
或一二人輪流與李國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坤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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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中國軟實力與正能量
瑞典《北歐時報》社長兼董事長 何儒

不同的國家擁有
不同的文化意識形
態，不同的宗教背
景，各自報紙都形
形色色，豐富多
彩，但有一點是共
同的：那就是我們
都在用「方塊字」
傳播雙邊的文化，

海外華文媒體就是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因
此，宣傳中國、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任，百分
百有理由依靠熟知東西方文化的媒體人。今天
我們從天南海北相聚在一起，都有一個夢想：
那就是傳播中國軟實力，傳播正能量。

倡設獎項擴大影響力
日本《日中新報》社長 劉成

全球範圍內的傳統中
文報業遭遇前所未有的
挑戰和壓力，各級行業
協會或組織應行動起
來，引導會員走出困
境、共同發展。有如下
建議：注重合作組織內
外互動，整合資源，聯
合發聲；協調中國國內

媒體和海外華文媒體對接，讓中國媒體走出國
門，真正提高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引導海外
華文媒體與中國國內企業建立互利、合作、雙贏
的戰略夥伴關係，共同協助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向
世界；創辦各種獎項，擴大合作組織影響力。

冀國會山下建牡丹園
美國《美華商報》社長 周續賡

希望在美國華
盛頓國會山下建
一個牡丹園。每
年5月初舉辦牡丹
節，舉行牡丹節
遊行，評選牡丹
仙子，同時舉辦
演出、圖片展、
中國文化博覽會

等，年復一年，天長日久就會讓所有美國
人，甚至到美國旅遊的世界各國的人，都
能夠通過這個節日知道中國牡丹，知道中
國文化，肯定會對促進弘揚博大精深的中
國民族文化、促進兩國友誼大有裨益。

共生共贏增中韓互信
韓國《亞洲經濟》總編輯 王元濤

中韓1992年才建交，
積累善意和友誼，非常
艱難而緩慢，但不實傳
言和惡意造謠像螞蟻的
巢穴那樣，令兩國友好
的大堤毀於一旦。《亞
洲經濟》致力於從微小
的細節入手，介紹中韓
兩國的文化和歷史，為

兩國的互信友好，既雪中送炭，又錦上添花。和
其他海外華文傳媒，一起開年會、辦論壇都是非
常好的合作方式。合作，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
漢語，含有求同存異、共生共贏的意思。媒體合
作更應該是一種心靈的貼近，是一種精神共鳴。

消除中西誤解推廣中國夢
加拿大《加拿大商報》社長 門宗偉

中國的日益強大，引
起西方人士對中國的注
視，亦引起他們的擔
憂。他們會從各方的渠
道了解更多關於中國的
情形。海外華文傳媒就
要擔起這方面的責任，
不能只讓西方傳媒一面
倒地抹黑中國。我們要

把握這個機會，協助中國走向世界，提供客觀、
全面、翔實的信息，報道中國改革開放的新舉
措、新政策及新面貌，讓西方能客觀地了解中
國。《加拿大商報》會全力協助，作為中西方的
橋樑，將「中國夢」的目標向外推廣。

海外華媒逆勢迎春
印尼國際日報集團董事長 熊德龍

上世紀60年代，印尼曾有反華
浪潮，現在中國強大了，形勢今
非昔比。印尼有兩億多人口，將
近2,000萬華人，近幾年正掀起中
國熱。在世界媒體不景氣之下，
國際日報集團有九個報紙，兩個
刊物，還有電視台、手機報、電
子報，在印尼102個城市都有發
行，未來三到五年看中文報的肯

定會越來越多。歐陽曉晴理事長剛才說，香港文匯報除在
香港本地外，還出版發行33個海外版，每天發行量200萬
份，這個一點都不誇張，特別是在印尼發行的彩色版，特
別受重視，印尼人的喜慶廣告都選擇在文匯報投放，文匯
報在美國的合作組織也有八九家，前景非常看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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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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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王
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簡稱OCM）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向世界座談會26日

在北京隆重舉行。中央和北京有關官員、海外華文傳媒代表

以及海內外專家在會議中就海外華文傳媒當前的機遇和挑

戰、責任和使命、合作與共贏達成多項重要共識。與會者一

致期待，海外華文傳媒繼續加強合作，齊心協力，發揮傳媒

正能量，傳遞「中國好聲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推動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夢貢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隨 海外華媒

組織昨日宣布，2014年年會舉辦地定在韓國仁川，一直

為此申辦奔走多時的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在年

會向與會者鞠躬致意，回報他的是會場上經久不息的掌

聲。郭永吉激動地說：「希望仁川年會能團結五大洲同

仁，借助亞運會契機，共同為華商和韓商溝通提供有利

橋樑，屆時海外華媒將共聚一堂，一起去仁川看海！」

在2013年會尾聲，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歐陽

曉晴向在座的100餘位海外華文媒體代表宣布，接受韓國

《亞洲經濟》申請，2014年華媒組織年會將在韓國仁川舉

辦。話音未落，會場頓時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韓國

《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在主席台上先與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主席王樹成握手，再向大家深深鞠躬表達謝意。

申請人：仁川年會天時地利人和

郭永吉表示，華媒組織2014年會地點選在仁川有三大

契機：首先，明年仁川將舉辦亞運會，年會落戶仁川一

定會受到政商兩界的熱烈歡迎；其二，韓國最大的唐人

街在仁川，作為山東移民聚居地，這裡很早就有山東人

落戶生根，「過去是由山東人民飄洋過海到達仁川去賣

雜醬麵，現在是很多商界朋友去到韓國搶地投資」；其

三，作為韓國第一家用中文發行的日報，《亞洲經濟》

積累了豐富的活動交流經驗，中韓兩國元首6月份的會面

也達成增進中韓交流的共識，媒體有義務為中韓友誼作

出相應的貢獻。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最終將會牽引

海外華媒匯聚仁川。

最後，郭永吉向在座華媒代表發出了盛情邀請：非常

感謝大家，「2014年我們一起去仁川看海！」

「9年來的發展不可思議，我看到的是合作
組織越來越龐大，成員關係越來越緊密，也帶
給我們越來越多的幫助。」海外華文傳媒合作
組織（簡稱OCM）常務理事、國際日報集團

董事長熊德龍已經是第九次出席OCM年會，這位
旗下擁有9報2刊、12家印刷廠的華媒大亨說，合作
組織的會議，每年都要來，場場不能落空，因為自
己在報界的起步，「就是靠文匯報兩台印刷機的支
持」。
26日上午9時，京郊昌平拉斐特城堡酒店內，海

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向
世界座談會正式開幕。燈光璀璨的楓丹白露廳高朋
滿座，賢達雲集。

10家紙媒起步 今擁全球81成員

多位參會的海外華文媒體老總猶記得，2004年12
月，第一屆香港文匯報國際合作研討會就是在北京
召開；其後，一年一度的年會腳步走過雅加達、馬
尼拉、多倫多、澳門、鄭州等世界不同城市，9年
後，他們再次聚首在古都北京。OCM主席王樹成
致辭時，細數了近十年來北京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社
會發展的巨大變化，而大家也深知，這個過程亦是
OCM開枝散葉、蓬勃發展的黃金期：從10家單一

紙媒起步，現已成為擁有81個成員、「覆蓋五大
洲、涵蓋多媒體」的華媒航母。
金秋九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各地各類節慶

招商活動異彩紛呈，因而也成為海外華媒老總們奔
走內地最繁忙的時節。不過，即便如此，大家還是
排除了種種干擾，從世界五大洲20多個國家趕來，
相聚在北京。據主辦方透露，此次年會，合作組織
81家成員中有近70家媒體110多位代表出席，OCM
凝聚力之強，令人欣喜。

昌平果園創意 大亨移植印尼

資深元老熊德龍近期就肩負多個重要活動邀請，
儘管分身乏術，他依然把參加OCM年會當成頭等
大事，只因心懷對合作組織的感激。從其創業之初
文匯報提供其兩台印刷機，到後來免費提供8個版
面，乃至後來成立OCM促進媒體資源跨國界融合
與分享，都令其獲益匪淺。熊老笑稱，每次年會都
沒有白來，前日和京郊昌平區座談，聽到他們介紹
當地紅火的「果園採摘遊」，深受啟發，「當天我
就打電話回印度尼西亞，把這個創意用到我正在搞
的遊樂園，這在印度尼西亞絕對是首創的。」
「沒有白來」，亦是其他參會嘉賓的心聲。與會

期間，來自五大洲的華媒老總就如何拓展華文媒體

影響力、推動中華文化傳承、促進中國與世界對接
融通等議題互通經驗，交流心得，有時候還激情四
濺，碰撞出思想火花。

密切中韓交流 消除民間誤解

「我想請教大家，說孫中山、孔子是韓國人，還
說漢字是韓國人發明的，這些說法我們在韓國聽都
沒聽過，為何在中國民間流傳這麼廣呢？」韓國
《亞洲經濟》總編輯王元濤在座談開場時拋出連串
疑問，直指中韓民間交流不夠充分，令流言損害中
韓友好，因而必須加強兩國間全方位、多層次的媒
體合作，促進溝通、消除誤解，他的真知灼見，贏
得了會場的熱烈掌聲。

客觀報道中國 持平報道世界

加拿大《商報》社長門宗偉也認為，華媒不但要
客觀報道世界，也要客觀報道中國，「祖國仍是發
展中國家，存在很多不同的問題。作為海外華文傳
媒既不能「只報喜不報憂」，更不能唯「負面新聞」
是從。正確的做法就是理性、客觀、全面的報道，
成為溝通中國與海外的橋樑。」他的發言，折射出
了海外華文媒體人的責任和使命，引發在場同行的
強烈共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明年仁川看海去！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秘書長才華（右），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

王惠（左）與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主

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中）在年會期間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傅華（中），北京市昌平區委常委、宣傳部

長余俊生（左）與世界中文報業協會主席、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右）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中希時報》

副總編輯盧南英

（中）將親筆繪

畫的《牡丹圖》

贈賀本報65周年

報慶，香港文匯

報副總經理邵詩

利（左）與香港

文 匯 報 社 長 助

理、文匯網總裁

施倩（右）代表

接收。

李茜婷 攝

■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

王冬梅。 李茜婷 攝

■華媒組織理事長、香

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

歐陽曉晴。 李茜婷 攝

■華媒組織秘書長、香港

文匯報社長助理、文匯網

總裁施倩。 李茜婷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韓國《亞洲經濟》社長郭永吉

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李茜婷 攝

■參加「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3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

向世界座談會」嘉賓大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年會暨座談

會現場。 李茜婷 攝

「華媒組織年會暨華媒助推北京走向世界座談會」在京舉行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秘書長 才華

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 傅華

海外華媒組織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王樹成

◆
側
記
◆

傳遞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