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范長江之路 港生更識「帶路」
四線行圖片展揭幕 47版報道結集出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舉辦的「范長江行動」，每年讓數十名香港高等

院校傳媒院系年輕學生，重走當年范長江採訪之路，透過邊走邊寫的實習體驗，領略國家最新發展。今

年暑假的「范長江行動」，除了「甘肅行」、「內蒙古行」、「中原行」3條路線外，更首次走出國

門，踏訪「一帶一路」沿線4個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學子們以實習記者身份採訪當地中資企業及中國駐

當地外交人員，親身體會「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大文集團在剛過去的周日，特別舉辦「我們在路

上—2017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圖片展」開幕禮及頒獎儀式，向社會展示活動的豐厚成果。

朱映霖（參加「中原行」的中文大學學生）
今次到訪鄭州、洛陽及南陽等地，深深感受到當地厚重的

歷史文化背景，如在安陽殷墟了解到中國甲骨文的源流。她
亦感受到河南林州紅旗渠的鬼斧神工，30萬林州人民以10年
時間，建成逾1,500公里的人工引水渠，令人驚嘆。

鄧經書（參加「中原行」的樹仁大學學生）
河南人傑地靈、風光秀美，其間到訪安陽殷墟、南陽武侯

祠、陳家溝等地，文化內涵豐富，是旅遊及學習的好地方。
但他最印象深刻的是感受當地經濟發展之快，「相信中國在
各方面如政治、經濟及文化能更進一步，距離全民小康社會
的路也不會遠。」

梁菀洛（參加「內蒙古行」的理工大學學生）
最難忘的是與一眾導師及同學建立了感情，「開始時以為老

師會很嚴肅，對學生很嚴格，但原來對學生很友善。」並感謝
導師經常給予建議，務求讓學生寫出最好的作品。她說：「學
生之間亦由陌生人變成好朋友，經常互相鼓勵，希望對方做得
更好。」她最後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走出舒適區，用
手接觸新事物。

李思潁（參加「甘肅行」的樹仁大學學生）
連續兩年到訪甘肅，對當地的體會更加深，「打破了以往對

甘肅只是黄土高原的印象」，她又表示從中認識到當地政府發
展美麗山川的鄉村旅遊的政策，並透過到訪不同店舖，與當地
人面對面的交流，了解農產品的外銷情況。

黃煒麟（參加「甘肅行」的香港大學學生）
「最大得着是遇到一班同伴、戰友，去程時尷尷尬尬，回程
時卻大聲呼叫……與導師外出買夜宵，都是深刻的回憶。」他
指多天的採訪過程中，同伴間雖有意見不合，但經過溝通了解
達到共識，實在難忘。

王琪（參加「一帶一路」行的樹仁大學學生）
上個月經歷長達10天的跨四國實習採訪及寫作之旅，不僅

體驗了四國的文化及風土人情，更與中國在當地的領事館、當
地中資企業及政府部門交流，開闊了其思維及眼界、認識了一
班朋友，並一嘗做記者的滋味。

從阿爾山天池到科爾沁草原，從孝莊故里到供
港綠色產業，走進內蒙古這片廣袤的土地，領略
大草原馬背上的民族風情。

走訪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
卡，參觀「一帶一路」項目合作成果，拓展
國際合作新思路；參觀四國歷史人文地標，
領略東南亞、印度洋異域風情。

探訪華夏古都，參觀太行山、安陽殷
墟、洛陽龍門石窟、登封少林寺等世界文
化遺產及自然文化名勝，感受中原生態之
美、歷史文化之厚重、經濟發展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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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行（7月4日—7月11日） 內蒙古行（7月12日—7月24日）
遊走蘭州、天水、隴南等地，感受

「絲綢之路」的歷史底蘊與新貌，體
驗大西北的深厚文化和風土人情

甘肅行（7月25日—8月7日） 「一帶一路」行（8月9日—8月20日）

由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主辦

的「我們在路上—2017年香港傳媒學
子范長江行動圖片展」，展出傳媒學子
們在參與今年「范長江行動」的四條路
線中，採訪寫作並刊登的豐富作品。
與開幕禮同日舉行的頒獎儀式上，

大會亦向當中的優秀作品，頒發最高

榮譽的「最佳新聞獎」，以及每條線
路分設「最佳新聞報道」、「最佳新
聞寫作」之金銀銅及優異獎等。
有興趣的市民可於即日起至21日，

早上9時至下午6時，在浸會大學逸夫
校園林護國際會議中心，免費入場欣
賞學子們的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獲 獎 作 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年暑假「范長
江行動」兵分四路，經「甘肅行」、「內蒙古
行」、「中原行」及「一帶一路」行4條線路，
深入內地及東南亞、南亞國家採訪交流。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前日在

「范長江行動」圖片展開幕儀式上，寄語香港傳
媒學子承傳前輩范長江的精神，把「記者走在路
上」的格言付諸行動，在邊走邊寫中更好地了解
國家的進步。

姜在忠致辭時介紹指，「范長江行動」是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報於2014年創辦的
大型青年活動，希望讓香港傳媒院系學生在實地
採訪中，切實了解祖國燦爛的文化、悠久的歷
史，以及近年的發展變化，為他們的成長成才打
下堅實基礎。

姜在忠：規範訓練築堅實基礎
他表示，范長江一生中新聞事業的最高峰是在

《大公報》時取得，其中國西北角之行所寫報
道，影響了幾代新聞人，期望香港學生亦能承傳
范長江的精神，透過採訪及寫作認識及體驗國家
的進步，並體驗規範的新聞訓練，為自己未來成
長成才打下堅實基礎。
他分享說，2014年到2016年間，已有近200
名香港傳媒院系學生通過「范長江行動」深入內
地，用筆和鏡頭記下了他們的見聞和感受；今年
7月至8月，再有80餘名傳媒學子參加「范長江

行動」，成果豐碩，很高興4年來能一直見證學
生采風路上的體驗、收穫與成長。
今年大文集團與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再度合辦

「范長江行動」圖片展，全面展示學生實踐的成
果。
姜在忠指，圖片展讓市民透過豐富的圖片、報

紙版面及視像記錄，與學子們一起，走進河南歷
史文化名城，欣賞從阿爾山天池到科爾沁草原的
壯麗景色，體驗甘肅大西北的雄偉和淳樸的民風

人情，探訪「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足跡，領
略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斯里蘭卡4國的歷
史文化風情。
姜在忠說，經過4年實踐，「范長江行動」獲

得社會各界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他期望所有
曾參與「范長江行動」的學子都能從前輩身上獲
得啟迪，認識到一個好記者應該永遠走在路上，
一邊觀察，一邊思考，肩負良知和責任，秉筆直
書，言為家國。

承傳前輩精神「記者走在路上」

「范長江行動」今年為第四次舉辦，
逾八十名來自香港、內地及海外

的傳媒學生以《大公報》實習記者身
份，於7月至8月間兵分四路，沿「甘肅
行」、「內蒙古行」、「中原行」及
「一帶一路」行4條線路，深入內地及東
南亞、南亞國家採訪交流，邊走邊寫，
以行求知，共完成47版新聞報道，集結
出版《我們在路上—2017香港傳媒學子
范長江行動作品集》一書。
大會舉行是次「范長江行動」圖片展並

總結四線活動，邀得中聯辦副主任楊健、
宣文部部長朱文，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陳積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
長姜在忠，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楊志
剛等主持開幕禮。
出席嘉賓還有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副董事長李大宏、集團董事姜亞兵，中
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內蒙古
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外宣處處長溫都蘇巴
圖等。隨後舉行了《我們在路上》首發
式及座談會。
姜在忠在典禮中致辭時表示，「范長江
行動」令學生在實地採訪中切實了解祖國
燦爛文化、悠久歷史，以及近年發展變
化，為未來成長成才打下堅實基礎（見另
稿）。

讚同學「早上10時的陽光」
楊志剛致辭時表示，今天的中國是早

上10時的陽光，同學也是早上10時的陽
光，欣欣向榮；他並提到，今年「范長
江」同學走向西南，踏出國門，足跡遍
及「一帶一路」沿線4個國家，可謂陽光
之行（見另稿）。
在今年「范長江行動」內地的3條路線
中，香港學子分別深入感受中原歷史文
化及經濟發展成就，又領略到內蒙古及
大西北的風土人情。而首次前往「一帶
一路」沿線採訪，更讓港生們眼界大
開。

學子反思「理所當然的事情」
浸會大學學生葉文龍表示，在11天旅

程期間，有機會拜訪多個平日難以抵達的
地點，如中國駐胡志明市總領事館，了解
中越兩國的密切關係；參觀中交建在吉隆
坡的地鐵工地項目，了解中國及馬來西亞
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在新加坡看到中國
建築項目，了解中國的建築技術已達國際
認可的一流水平；在最後一站的斯里蘭
卡，則看到招商局集團在當地建航運中
心，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他表示，在陌生國度「邊走邊寫」，

看到不一樣的風景，「讓人反思在香港
一直以為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舉例
說，自己沒有想過在馬來西亞由陸路往
新加坡，高峰時期要用上一個多小時，
反觀平日香港來往內地十分方便，有賴
「一國兩制」帶來的便利。
葉文龍指出，自己對斯里蘭卡的印象

最深刻，當地曾經歷26年的內戰，是四
國中較為落後的地方，想到自己能生於
香港是幸運的，亦提醒自己要保持思
考，「想如何為香港找一條最好的出
路。」今次採訪令人難忘，令他對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有更深了解，亦因此
對祖國有新的認識。

參訪寫報道成難得歷練
樹仁大學學生劉嘉杰今年是第三年參

加「范長江行動」。他說，能以實習記
者的身份在東南亞多國採訪，並將之成
為一篇又一篇的報道，經驗難得，是很
好的人生歷練。
他舉例如參觀當地中資公司，就認識

到新華集團原本在越南從事海產生意，
其後擴展到房地產及咖啡生產，「看到
他們如何在他國打拚。」到訪中國駐越
南及斯里蘭卡領事館，就讓他了解在當
地推廣「一帶一路」的基本情況。

今年活動，老師和同學都辛苦
了！在內蒙最乾旱、最熱的時候，

同學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採訪、報道內蒙新聞，令人欽佩。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
外宣處處長溫都蘇巴圖

灑熱汗辛苦

現時相聚在此，有「大軍出
征，勝利會師」的感覺。作為

「范長江行動」的一員，今年與同學一起去了河南，走了「海
上絲綢之路」：越南、馬來西亞、斯里蘭卡，親眼看到同學
「走得精彩、寫得精彩」。
用兩個詞總結：「行動」、「感恩」。弄清「行動」的目的和效果，人生才不會

走彎路。
「有人問泰戈爾3個問題，世界上什麼最容易，什麼最難，什麼最偉大？泰

戈爾說，指責別人最容易，認識自己最難，愛最偉大。我們需要做的是，感恩
給你機會的人，感恩給你智慧的人，感恩一路上陪伴你的人，保持一顆感恩的
心，我們將會無所不能。」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李大宏

保持感恩心

「大使館、國家」，遇到困難時
找中國大使館；「導遊和中國軟硬

實力」，導遊懂漢語更吃香，中國硬件配套愈來愈好；「內亂
和蘇州艇」，斯里蘭卡內戰拖慢發展，高鐵「一地兩檢」的機
遇要好好把握；「抱團」及「走出去」，內地及香港企業抱團
走出去，更容易成功；「行走體驗」及「16個版」，同學透過
「一帶一路」行廣闊視野，寫出16個版的報道，成果豐碩。

「一帶一路」行指導老師、大公報副總編輯鄭旭榮

5組關鍵詞

8個字：內蒙古「地大、物博、
人口不多」。今年是內蒙古自治區

成立70周年，同時是香港回歸20周年。2015年「范長江行
動」的同學主要前往內蒙古腹地、中間一帶，2016年主要前往
西部地區，今年則選擇往內蒙古東部交流，希望創造條件讓同
學更全面了解內蒙古自治區。最後以「感動」及「採訪互動」
總結「內蒙古行」。

「內蒙古行」指導老師、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內蒙古特派記者喬輝

感動又互動

最初「甘肅行」僅用一個月便迅
速落實下來，4年來，范長江行動

的同學走過5條甘肅線路。同學用認真的工作態度，前往貧困
村莊採訪、體驗，令人感動。今年「甘肅行」直跨6級，去到
甘肅的省、市、縣、區、鄉、村，深入最基層，「吃農家飯、
喝農家水、走鄉村小道」，12天時間裡，同學愈走愈興奮，體
驗「隴上江南」的美麗。

「甘肅行」指導老師、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甘肅記者站站長楊韶紅

深入最基層

「范長江行動」從創辦
起，意義及規模顯著。4年

來，無論是規模、影響、路線、模式都有很大的發展。同學
在行動中，看中國、看世界，未來會繼續支持。

新華集團執行董事、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副主席蔡雋思

繼續支持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達文

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楊志剛先生致
辭：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各位同學說幾句
說話，交流心得。我亦感謝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主辦這個饒有意義的活動。
同學透過「范長江行動」去了不少地
方，擴闊了眼界。你們的鏡頭捕捉了各
地的精神面貌，讓公眾人士可以透過你
們的文字和圖片，加深對國家和世界的
了解。你們在足跡過後，在圖片展覽過
後，最重要的就是要思考你們所經歷的
一切，以便設想將來。
范長江先生在80多年前，在極艱苦的

條件下，進行了他的西北之行。那是上
世紀30年代的中國，是政治黑暗、民不
聊生的年代。范長江先生將他西北之
行，用充滿人文情懷的筆觸記錄下來，
並作出深入的分析。
同樣於上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記者
史諾（Edgar Snow），同樣在中國西北
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採訪， 然後同樣以
深刻的文筆寫下了《西行漫記》，讓西
方世界了解中國。
今天的中國，是早上10時的陽光；同

學也是早上10時的陽光，欣欣向榮。這
次你們行走神州大地，並踏出國門，足
跡遍及「一帶一路」沿線4個國家，可以
說是陽光之行。

范長江先生完成西北之行，完成了
《中國的西北角》連載報道時只有24
歲；而史諾先生完成《西行漫記》時亦
只是較范長江年長4歲。他們完成這兩部
歷史性的巨著時，比在座的同學只是年
長五六年。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學要時刻提醒自

己，你們是新聞界的明天，是新聞界的
希望。大家要思考，五六年之後，你們
會為人民、為國家、為香港作出什麼貢
獻，能夠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什麼貢
獻。這是我希望各位思考的問題。
今天的中國，與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

相比可以說是「天堂」和「地獄」的分
別。雖然經過多年的拚搏，國家開始進
入富強、人民生活可以踏入安穩，但國
家面對的挑戰仍然非常嚴峻。作為新聞
系學生，你們更應該具有廣闊的視野，
全局的概念。

中國媒體有自己承擔
在香港我們很多時談及新聞自由。很多

人認為西方國家代表了新聞自由，而中國
則收緊新聞自由。這是不準確的說法。每
個國家的新聞媒體，在國家不同發展階
段，都會有不同的承擔。
香港有不少同學嚮往美國的新聞自

由。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曾經公開地高

度讚揚中東半島
電視台的專業水
平，但美國曾經
派出空軍數次轟
炸半島電視台，
因為該電視台的
報道不合乎美國
利益。這是近代以來對新聞自由的最野
蠻打壓。
西方媒體為了配合美國攻打伊拉克，

一面倒地報道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
這不是情報錯誤，而是蓄意地捏造新
聞。攻打伊拉克造成超過50萬平民死
亡，其中大部分是婦孺，美國媒體有報
道嗎？
幾年前中國劃定航空識別區，西方媒

體眾口一詞猛烈抨擊中國，說此舉造成
地區不穩定，可是他們隻字不提美國、
日本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經設有航空
識別區。我舉這些例子，並不是要挑起
任何負面情緒，而只是如實地告訴大家
國際輿論的不對稱。
要讓世界更明白中國，我們靠的是你

們新一代的傳媒工作者。看見你們神采
飛揚，看見你們在這次「范長江行動」
展出作品的高質素，相信你們有條件成
為新中國的新范長江，貢獻國家。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思考為家國獻力 延續「陽光之行」

■■楊志剛楊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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