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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勉傳媒推動香港發展
報業公會頒「最佳新聞獎」本報奪7項殊榮

「2013年最佳新聞獎」昨午於金鐘萬豪酒店舉行頒獎禮，嘉許業內傑出新聞工作者的成就和提
升業界的專業水平。香港報業公會主席甘煥禮在致辭時
表示，今年有14間報社參加「最佳新聞獎」，參賽作
品多達628份，是歷年之冠。回首去年，他認為是新聞
界不平凡的一年，多個重大議題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前
僱員斯諾登揭發美國國安局在全球各地進行秘密監控計
劃、中央反貪腐及香港政制改革等，都讓新聞從業員一
展身手。
連續兩年擔任頒獎禮主禮嘉賓的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樂見得獎報道涉獵內容十分廣泛，既有與民生、金融
經濟相關的報道，也有科學、文藝方面的專題。雖然有
些獲獎報道的題材和內容或許會令到政府尷尬，但無損
她對傳媒工作者的努力的認同。

讚「老品牌」求真求實成果
林鄭月娥坦言，踏入數碼年代，新聞從業員的挑戰更
大，在爭分奪秒的同時，更要秉持公正、客觀，力求報
道正確無誤。她稱，現今傳統報章仍然是不少市民最主
要的新聞來源，當中不少報章更是歷史悠久的老品牌，
可說是業界多年來不斷努力提升專業水平，信守不偏不
倚、求真求實的成果。
林鄭月娥引述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周出席「2014年亞洲
出版大會開幕禮」，提到基本法二十七條列明香港居民
享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時表示，新聞自由是香港保

持作為國際城市、富競爭力的商業及金融中心，以及一
個自由開放的社會的重要基石。
她又引述報道指，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上周會見以李祖

澤為團長、成員包括香港報業公會的一個香港傳媒高層
訪問團時，寄語香港傳媒要從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出
發，以客觀、公正、持平和理性的態度，引導社會抓住
國家改革發展的新機遇，為維護「一國兩制」、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早前
亦說，香港的記者很能夠吃苦，亦都很拚搏，對香港記
者的敬業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承諾維護新聞自由秉持公開
林鄭月娥特意感謝新聞業界在過去近5個月有關政改

諮詢工作的報道，令到更多市民關心這個對於香港未來
發展舉足輕重的議題。她希望新聞業界繼續緊守崗位，
以專業精神和操守做社會的喉舌，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新聞業界是特區政府倚重的工作夥伴，特區政府會一
直致力維護新聞自由，施政亦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
務求通過各種媒體把政府信息傳遞給市民。」

獲標題寫作圖片版面多獎
香港《文匯報》在16個比賽組別中，獲得2項冠軍、
1項亞軍、3項季軍及1項優異獎。記者于珈琳更憑《出
口貿易受影響 朝商憂半島開戰》、《小米加步槍打敗
美國佬》和《老兵不堪回故地 憑江悼戰友》，在「最
佳新人」組別中掄元。編輯陳振傑則以《京城十面霾伏

故宮百步迷蹤》贏得「最佳標題（中文組）」冠軍。
記者歐陽文倩與任智鵬的「科教興國系列」， 獲得最
佳科學新聞報道」亞軍殊榮。
攝影記者曾慶威則憑題為《奶粉？！搶呀！》的相

片，在「圖片組（新聞組）」組別中奪得季軍；記者馬
靜、劉蕊、駱佳採訪的《淮河衛士：環保喜劇 我來導
演》則獲得「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 季軍。編輯
鄭慧欣和鄭世雄以「紀念抗美援朝勝利系列」中出色的
版面設計奪得「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季軍。
記者章蘿蘭、孔雯琼及錢修遠以《生意陷「夏日寒

冬」為節流捨「面子」反腐重挫高端消費外灘名店大
逃亡》，在「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獲得優異
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由香港報業公

會主辦的「2013年最佳新聞獎」昨日舉行頒獎

禮。獲邀主禮的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

表示，雖然有些獲獎報道的題材和內容，或會

令政府感到尷尬，但無損她對傳媒工作者的努

力的認同，並希望新聞工作者繼續緊守崗位，

以專業精神及操守作社會喉舌，推動香港向前

走。香港《文匯報》在16個比賽組別中，共榮

獲7個獎項，包括「最佳標題（中文組）」及

「最佳新人」兩項冠軍，另外獲1項亞軍、3項

季軍及1項優異獎。

台上風光一人 幕後功臣無數

昨日（28日）中午，有幸從頒獎
嘉賓手上接過「最佳標題（中文組）
冠軍」獎座，報館要求寫幾句心得，

和編輯同事「碰撞」切磋一下。
我不是聰敏之人，雖知一條好標題

有很多偶然性，但無一番辛勞也不能
出彩。每天中午起床後，我習慣先看
半小時新聞台；出門上班前，再看15
分鐘，了解當天的重要新聞。

到報館獲指派版面後，我就先上
幾個網站把負責的新聞理解透徹，
然後利用晚飯時間初步起出兩三條
不同角度或不同表述的標題，晚飯
完書面記錄後推敲取捨、修飾詞
句。遇到自己無法取捨時，就向鄰

座的兩位高手陳功和朱韻詩徵詢意
見。接到稿件，還得審視標題表達
是否準確和完整……過程中少不了
記者同事的幫忙。

接下來，再向部門主管、老總
們口頭表達想法，提交書面草
稿，按他們的要求調整角度、力
度、用詞，標題又修飾一番；有
時還會在報館內作一番「民意調
查」……

雖然只有我一人站在台上接受榮
譽，但在幕後出力的功臣不在少數。

得獎感言

本報得獎名單
組別 名次 報道 得獎者
最佳標題（中文組） 冠軍 《京城十面霾伏 故宮百步迷蹤》 陳振傑
最佳新人 冠軍 《出口貿易受影響 朝商憂半島開戰 中朝邊境 小商販遭殃》、

《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國佬》、《老兵不堪回故地 憑江悼戰友》 于珈琳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亞軍 「科教興國系列」 歐陽文倩、任智鵬
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 季軍 《淮河衛士：環保喜劇 我來導演》 馬靜、劉蕊、駱佳
最佳圖片（新聞組） 季軍 《奶粉？！搶呀！》 曾慶威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 季軍 「紀念抗美援朝勝利60周年系列」 鄭慧欣、鄭世雄
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 優異 《生意陷「夏日寒冬」 為節流捨「面子」

反腐重挫高端消費 外灘名牌店大逃亡》 章蘿蘭、孔雯琼、錢修遠
資料來源：香港報業公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雅艷

「最佳標題（中文組）」冠軍 陳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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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別感謝香港《文匯報》這個平
台，給予像我這樣有新聞理想的年輕
人，有去實現自己夢想的機會，特別是
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做到新聞理
想與愛國情懷兼而有之。我覺得，今
天的新人獎是我的新起點，香港《文
匯報》給我很多力量和機會。現今社
會，提起新聞理想可能會讓人覺得很
老土，但是有理想，才會有堅持。我
將一直堅持對新聞的追求，對真實的
追求。我希望，作為新人獎冠軍的
我，可以鼓勵更多對新聞有理想的同
齡人，堅持夢想，儘管前路艱辛和坎
坷，但我們年輕一代對真實的追求永
不放棄。儘管我有很多不足，儘管很
多夢想不一定能實現，儘管能夠堅持
到最後非常不易，但我仍希望我們年
輕一代新聞人能堅持夢想，堅持追求
真相，做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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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的前輩說過，獲獎是努力
加運氣的結果。運氣可遇不可求，
唯一能掌握的就是努力做好每一個
報道。又如陳振傑前輩所言，獲獎
永遠不只是一兩個人的關係，除了
報社上下人員由採寫、編輯、排版
及美術等的付出外，我們還希望可
以在此多謝各位頂尖科學家，向我
們這些門外漢細心詳盡地解釋科學
原理，讓更多讀者可以窺探未來，
亦因此對人類文明進步更有盼望。

誠然，科學報道未必是大眾最關
心、最愛看的報道，但作為傳媒，
傳遞新知也是我們的職責。是次
《科教興國》系列，針對社會重大
挑戰，講及科學如何解決棘手難
題，希望透過這些報道，能讓社會
大眾更熱愛科學，也更關心不同的
社會議題。

「
最
佳
科
技
新
聞
報
道
」亞
軍
歐
陽
文
倩
、
任
智
鵬

■香港《文匯報》於「2013香港最佳新聞獎」中榮獲2冠、1亞、3季、1優異獎項。圖為本報副總編輯尹樹廣
（後排左五）與獲獎者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林鄭月娥昨於香港報業公會「2013年最佳新聞獎」頒獎
禮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陳振傑。 潘達文 攝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右右））與任與任
智鵬智鵬。。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 于 珈 琳
（ 右 ） 與
「最佳新聞
版面設計」
季軍得主鄭
慧欣。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