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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360學子走21線路 見證祖國改革開放成果 為未來拓廣闊出路

「范長江」行五載 訪神州探「帶路」

「范長江行動」五年來結集到千餘篇採
訪報道，其中2017年學子作品《千里紅旗
渠引「天河」潤林州》一舉奪得五周年最
佳新聞獎金獎，成為最大的贏家。報道反
映出林州人民雙手鑿出紅旗渠的不易，年
輕記者冒雨走在太行山懸崖峭壁間的石板
階上，經歷了體力透支、天氣惡劣，這也
使他們對當年在惡劣環境下創造奇跡的人
民克服過的艱辛感同身受，從而使得他們
寫出了最鮮活的新聞故事、表達出了最震
撼人心的精神。
報道參與者之一的彭晨暉，跟隨「范長江
行動」來到文化的發源地河南，她希望作為
炎黃子孫的自己可以了解文化的根源。
周恩來總理曾將紅旗渠稱為「新中國兩

大奇跡」之一，當時即將造訪紅旗渠的彭
晨暉之前對這裡知之甚少，而為了更好地
報道，積極的做好了背景資料搜集。

「挖掘新聞背後，走在社會前端」
訪紅旗渠當日，在雨中行走了半日，讓

她真切感受到紅旗渠人的精神是如何震撼
人心。她亦認識到集體的力量，並在報道
中發揮集體精神的作用，「集合眾人之
長、智慧」，最後完成了令人滿意的作
品。
這次經歷深深影響了彭晨暉，甚至成為

她追求新聞夢想當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她
今年再次參加「范長江行動」，並特意重
走河南，希望作為階段性回顧。
她現在已經正式成為香港的新聞工作

者，「身為記者是很幸福、很幸運的事
情，挖掘新聞背後的故事，總是走在社會
的前端，第一時間感受到鮮活的資訊，愈
做愈覺得新聞理想被激發出來。」
彭晨暉來自貴州，她本科和研究生的學

習都在香港完成，她表示，自己參與「范
長江行動」正是改革開放成果的最好證
明，「因為改革開放，我才可以從貴州那
麼遠的地方來到香港讀書，因為香港和內
地改革開放後互通互融，我才有機會以記
者的身份重回內地採訪，我的整個經歷就

是大背景下帶來的個人機遇。」她希望在
新聞行業裡面盡快成熟，以微薄之力做有
影響力的報道，對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帶來
一定影響。
而她的拍檔、浸會大學畢業生簡峰亦深

受紅旗渠精神感染，雖然現在已經轉行進
入互聯網行業，但以往的記者訓練，也有
助日後的事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范長江行動五周年叢書》昨日舉行首
發儀式，叢書以年度為單位分為五本，將
五年來參與行動學子的一篇篇精彩的新聞
作品，一幅幅生動的新聞照片收錄其中，
展現了香港傳媒新生代的風采。
為學習和弘揚名記者范長江的精神，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的大公報於2014
年暑期創辦大型青年活動——「范長江行
動」，通過組織香港大專院校專修傳媒專

業的學子重走范長江採訪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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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們的成
長、成才打下堅實基礎。
活動展開以來，已有超過360名來自30

所香港、內地、海外知名大學的傳媒學
子，行走21條各具特色的線路，深入參訪
了16個內地省市和海外地區，以及「一帶
一路」沿線的一些國家，足跡走遍甘肅、

內蒙古、廣東、福建、北京、上海、河
南、黑龍江、吉林，以及越南、馬來西
亞、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印度尼西
亞、俄羅斯等。
他們在各地訪問學生、市民、政府領

導、企業負責人和中國駐外大使，撰寫1,
200餘篇採訪報道，發表1,500餘幅新聞圖
片，共在香港大公報刊登了234個版面，
並出版5本作品集於昨日首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李大宏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積志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李文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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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雨走懸崖峭壁 寫出最動人故事

0�$0�$ 五載叢書首發 展新生代風采

好新聞圖片帶來的視覺衝擊和心靈震撼，往往像時光
機將讀者帶到新聞現場的瞬間。今年「范長江行動」的隊
伍中，有一位氣質溫柔的香港女生黃璟瑤，背着相機走進新
聞現場，憑藉用心的思考和果敢的判斷，將雙人花式滑冰的浪
漫畫面定格，並奪得2018最佳新聞圖片獎。
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四年級生黃璟瑤以相機記錄好故事、好

新聞。第二次參加「范長江行動」的她，覺得現在更明白自身的優勢，
決心花更多心力構思圖像作品。

了解背後故事 傳遞現場所感
「在拍照前，我要了解新聞背後構成的元素，知道拍照的主題，「為拍出好圖

片，一定要站在最主動的位置，掌握最佳的時機。」這次在拍攝雙人花式滑冰前，黃
璟瑤了解到演員練習高難度動作的付出和辛苦，更希望將他們最美和最難的動作記錄下
來，「我很欣賞他們的表演，男孩舉起女孩的動作難度很高，在燈光和後邊巴黎鐵塔的映
襯下，那一刻特別浪漫。」
在急促的幾聲快門聲後，她成功記錄下了最滿意的一幅畫面，亦將自己在現場的所見所

感傳遞給圖片前的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定格浪漫畫面
照下最美圖片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范長江行

動」昨日舉辦五周年慶典，逾200名曾到不同地

方採訪、考察的年輕「記者」歡聚一堂。這些曾

參與活動的學生，就像是「讀者的眼睛」，邊行

走、邊觀察、邊思考、邊寫作，足跡踏遍祖國的

西北、東北、中原、沿海，在國家蓬勃發展的時

代背景下，又親身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見證了祖國改革開放成果，將嶄新而豐富的見聞

給予讀者，亦為自己的未來開拓了更廣闊的出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詹漢基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范長江行動
同學會主席李大宏，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陳積志，香港報業公會會長李祖澤，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
部長朱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范長江行動同學
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
玉山，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全國政
協委員李文俊、蘇長榮，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外
務）楊志剛等為慶典主禮。
自2014年「范長江行動」展開以來，已有超過360名來

自不同大學的傳媒學子，行走21條各具特色的線路，在當
地進行採訪，並撰寫了內容多元化的報道。為嘉許表現傑
出的同學，主辦方特設「五周年特別大獎」，從五年來的
最佳報道金獎中評選出「范長江行動」五周年最佳新聞獎
金獎一名、銀獎銅獎各兩名；又根據採寫新聞的態度、質
量以及團結精神等原則，評選出五周年卓越表現獎。
此外，大會亦按今年暑假活動中同學們的表現，評選出
2018的最佳新聞圖片獎、最佳新聞寫作獎（金、銀、銅）
和最佳新聞報道獎（金銀銅），上述各個獎項昨日舉行頒
獎禮（見另稿）。

李大宏：體驗祖國河山壯麗
李大宏致辭指，2014年夏天，20名香港傳媒大學生從香
港出發，來到范長江當年西北之行中行程最長、地域最
廣、寫作文章最多的甘肅，沿着前輩足跡進行實地採訪寫
作，了解西北的歷史文化和發展現狀，開創了香港傳媒學
生到內地實地採訪實習的先河，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站

在成功的起點上，『范長江行動』不斷開拓創新，擴大規
模，延伸線路，在香港和祖國內地乃至世界各地間架起一
道道溝通的橋樑。」
他續指，學子們在行走中觀察、接觸、採訪，從中體驗
祖國河山壯麗、歷史文化悠久與經濟民生發展，領略各地
民風人情和歷史文化，同時探究「一帶一路」成果，了解
改革開放40年來祖國取得的偉大成就。他強調，未來將繼
續帶領更多香港有志青年踐行新聞初衷，向世界出發，探
尋發展機遇，成就人生夢想。

陳積志：增身份認同拓眼界
陳積志表示，由首次舉辦「范長江行動」以來屢獲好

評，參與活動的學生增強了對國家的認識、對國民身份的

認同，亦開拓了他們的眼界，希望社會各界與特區政府攜
手並肩為青年創造良好的發展機遇，讓青年好好裝備自
己，為祖國和香港作出貢獻。

李文俊：機遇給有準備的人
身為范長江行動同學會副主席的李文俊則提到，不少香

港的青年人都想去內地、粵港澳大灣區，以至「一帶一
路」的城巿尋找機會發展，但這需要多經歷學習才能抓住
機會。香港騰飛的歷史，就是述說着一代又一代的香港青
年抓住國家發展機遇、靈活應變、艱苦奮鬥的歷史；台下
的年輕人作為香港新生代傳媒人，更加可以在國家發展的
機遇到來之際，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機遇只青睞有準備
的人。」

改革開放成果行
學子們參訪長影蕭址博

物館，了解長影的發展歷
程與成就。圖為學子們與
老師在長影舊址博物館
門前創意擺拍留念。

2018

內蒙古行
學子在中蒙邊界的阿爾山口岸，一睹界土風
貌，同時深入了解中國邊境貿易發展等情
況。

國企行
學子們參訪上海證券交易所，了解到中國資本市場發展
將迎來黃金十年。圖為學子一嘗開市鳴鑼的感受。

甘肅行
學子們頂烈日，堅持在田間探訪。

西部行
學子參訪張掖大佛寺，該寺

建於西夏。至明朝引進漢傳佛
教經典，見證了民族間宗教與
文化的融合，是張掖源遠流長
文化的體現。

2014

2015

2017

2016

港青收穫豐 盡在文筆中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莫雪芝

見證國家扶貧
甘肅行學員、東華學院學生馮
漢剛：
我原以為甘肅是偏遠省份，發

展會較落後，然而去到蘭州等城
市，卻讓我非常驚喜，真的感受
到國家精準扶貧政策發揮的作
用。此外，政府在蘭州建立起現
代農業基地建設，定下了蘭州乃
至於甘肅省的發展方針，也讓我
印象非常深刻。

感性觸動讀者
中原行學員、浸大畢業生趙
瑩：
我憑着《冷谷不冷，越走越

熱》獲得最佳新聞寫作獎銀
獎，以往我總是認為新聞報道
只是陳述事實，然而在這篇作
品裡面，我以隨筆的方式寫
作，發現讀者對記者的感受原
來也會感興趣，故嘗試以感性
的角度去觸動讀者。

增進國家認識
甘肅行學員、城市大學學生夏
勁凱：
甘肅給我的印象不再是落後

的省份，從當地農業的自動
化，我深深感到政府對當地扶
助的成效，也切實改善了當地
人的生活。我除了參加了甘肅
行以外，也參加了黑龍江、俄
羅斯行，前後進行了約20天
的行程。縱使行程緊湊，讓我
略感疲累，然而旅途的所見所

思，增加了
我對國家文
化的認識。

見「帶路」惠民生
「一帶一路」行學員、樹仁大學
畢業生李麗芳：

我參加了「一帶一路」行，
走訪東南亞，印象最深的是東
南亞首條高鐵──雅萬高鐵，
該鐵路是中國和印尼對接「一
帶一路」倡議和「全球海洋支
點」戰略的首個標誌性項目。
我看到「一帶一路」不僅促進
了眼前的就業情況，更重要的
是基建建成後，各地人們生活

更便利，各
國交流更頻
繁，這次行
程，收穫十
分豐富。

活潑展民喜悅
改革開放成果行學員、樹仁大學學生黃潔
儀及理工大學學生賴正純：
今次憑着《披五星紅旗，駛向繁華之

路》，我們獲得最佳新聞寫作獎金獎，覺
得非常驚喜。其實，新聞寫作最難的地方
在於如何「生動地表達」。苦苦思量後，
我們在報道中化身汽車，用「擬人法」向
讀者娓娓道來國家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
希望透過活潑的文字，展現國家改革開放
帶給人民的喜悅。

資料豐方客觀
中原行學員、浸大國際學院畢業生
馬意文：
我和組員合作下，獲得最佳新

聞報道獎銅獎，作品名叫《千年開
封府傳承包公廉政文化》。隨團的
老師指導有方，不但報業經驗豐
富，更循循善誘指導我們應有的新
聞態度：寫作內容不僅需要客觀全
面，在事前更需要作資料搜集，才
能讓報道客觀而不失韻味。

盡見壯闊景色
內蒙古行學員、樹仁大學學生胡詩茵：

內蒙古算是我去過最遠的地方，放眼望去，
草原上的牛、羊，新鮮的空氣對都市人來說都
是難能可貴的。細雨過後，綠茵草原上的蒙古
包在變幻的彩霞前，感覺恬靜而清新，於是拍
下了一幅比較滿意的相片，名叫《晚風吹送彩
霞入氈房》，還幸運地獲得最佳新聞圖片獎。
我們在緊湊的行程裡，要兼顧寫作已不容

易，能拍到一張獲獎照片更是意料之外，風景
本來就美麗，只是剛好被我拍了。是次照片得

到肯定，或
許我以後會
往攝影的方
向發展呢！

■獲獎作品
《雙人花式
滑冰》。
受訪者供圖

■彭晨暉（右）、簡峰（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范長江行動范長江行動」」55周年慶典周年慶典。。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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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出團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