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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習近平賀信指明媒體使命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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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發言人6月12日發表談話表示，在即
將迎來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為《大公報》創刊120周年
致賀信，充分肯定了《大公報》在新時
代旗幟鮮明發出正面聲音，凝聚社會共

識，為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增進香港與
內地交流、促進人心回歸作出的貢獻。
這是對《大公報》的高度評價，更深刻
揭示了愛國愛港媒體茁壯發展、基業長
青的必由之路，指出了愛國愛港媒體在
「一國兩制」下應有的使命擔當。習近平
總書記在賀信中希望《大公報》不忘初

心，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
為精彩的時代篇章，這既是向《大公
報》和所有愛國愛港媒體發出的響亮號
召，也是向整個香港社會和全體香港同
胞發出的殷切召喚，為香港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實現長期穩定繁榮發展指

明了前進方向。
發言人表示，當前香港正處在從由亂

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習近平
總書記的賀信既表達了對《大公報》
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全體員工的
深切關懷，也表示了對香港所有愛國
愛港媒體的巨大鼓勵，更體現了對香

港展現新氣象、開啟新篇章的殷切期
待。我們相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人士一定能夠深刻領會
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寄寓的諄諄囑
託，繼續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
展，踔厲奮發，砥礪前行，在新起點
上再創新輝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12日在《大公報》創
刊120周年慶祝儀式上致辭時指出，香港是
資訊發達的地方，媒體在香港百花齊放。
新聞工作擁有公民社會力量，因此有重要
的社會責任。新聞工作向專業化發展，去
蕪存菁，除了是公信力的使然，更是行業
責任的使然，是新聞道德的使然。
李家超12日表示，《大公報》是辦報歷史

最悠久的中文報章，在香港、內地以及海外
華人社會都深具影響力。習近平總書記特地
給《大公報》發賀信，足證《大公報》為
國家、為香港作出很大的貢獻。
他說，《大公報》從1902年創辦至今，

一直秉持「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的
辦報精神，擔當着時代見證人的角色。
《大公報》生於憂患，歷經抗戰、新中國
成立、改革開放、香港回歸祖國和國家在
21世紀騰飛的歷史時刻，走在新聞的最前
線，與時代一同前進，「可以說，翻開
《大公報》，看到了中國的近代史、現代

史。」

標準和世界先進地區一致
李家超強調，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基本法

保障，並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只要不
違反法律，新聞自由空間無限。這標準和
世界先進的地區一致。……新聞工作擁有
公民社會力量，也因此有重要的社會責
任。新聞工作向專業化發展，去蕪存菁，
除了是公信力的使然，更是行業責任的使
然，是新聞道德的使然。」
未來5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李

家超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未來5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我深
信《大公報》會繼續擔當歷史的見證者，客
觀、公正、持平報道『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區的成功實踐，充分利用《大公報》立足香
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開拓創新的獨特
優勢，講好香港故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2日在《大公報》創刊120周年慶

祝儀式上致辭，指傳媒肩負為讀者和觀眾蒐集和發掘資訊、作出分

析比對、評論倡議的功能，幫助公眾了解社會情況和重要議題，促進良性

討論，推進社會進步，應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為廣大讀者和觀眾提供正

確、全面、不偏不倚的資訊。她深信《大公報》與香港特區一樣，將會繼

續昂首向前，就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主題曲《前》的歌詞：「願這

香港同心一起創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家超：只要不違法 新聞自由空間無限

港特首：傳媒應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提供正確全面不偏不倚資訊 促進良性討論推進社會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
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
長、大公報社長、香港文匯報社長姜在
忠12日在《大公報》創刊120周年慶祝
儀式上致辭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賀
信中對《大公報》給予了高度評價，寄
予了諄諄囑託和殷切期望，飽含對《大
公報》全體同仁的親切關懷。這是對
《大公報》在各個歷史時期特別是新時
代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給予的充分肯定，
更為《大公報》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和
目標。這是對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全體員
工和香港愛國愛港傳媒的巨大鼓舞，為
大文集團在新時代奮勇前行注入了強大
精神力量。
「在《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之際，

我們十分榮幸地接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的
賀信，這讓我們喜出望外、無上榮
耀。」姜在忠表示。

緊扣時代脈動 定格歷史瞬間
他指出，作為迄今發行時間最長的華

文媒體，《大公報》有着輝煌的歷史，
自1902年6月17日創刊以來，《大公
報》始終與時代同呼吸，與民族共命
運，立言為公，文章報國。120年來，
《大公報》之所以能夠一紙風行，生生
不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始終傳承
愛國基因，堅守愛國陣地，洋溢愛國熱
情，弘揚愛國傳統。用以天下為己任的
襟懷和抱負，關注民族復興和國家強

盛；以大國大報的使命和擔當，緊扣時
代脈動，定格歷史瞬間；以飽蘸理性與
激情之健筆，謳歌改革開放，書寫中國
傳奇。

港正開啟由治及興新篇章
姜在忠表示，120年來，從鉛與火、

光與電到數與網，媒體發展不斷迭
代，《大公報》的愛國初心始終不
變，改革步伐一直與時俱進。2016年1
月，《大公報》與香港《文匯報》組
建成立了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通
過整合資源，錯位發展，自我革新，
不斷加強新媒體建設，強化互聯網思
維，大力推動媒體融合，拓展媒體服
務功能，擴大國際傳播力，注重可視
化內容生產，積極探索媒體數字化轉
型之路等。

他表示，當前，香港已實現由亂到
治，正開啟由治及興的新篇章，即將迎
來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
這是香港奮起直追、再創輝煌的新起
點。作為愛國愛港傳媒，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將謹記習近平總書記的囑託，按照
駱惠寧主任的要求，發揚愛國傳統，順
應時代潮流，加快融合發展，服務香港
讀者，努力擴大輿論影響力；堅定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引導社會各界進一步全面準
確理解「一國兩制」的深刻內涵，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打造集思廣益的議政平台，研究涉
及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
重要課題，通過釐清思路，凝聚共識，
增進認同，進一步形成「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的發展合力。

林鄭月娥表示，《大公報》於1902年
6月 17日在天津創刊，到現在已經

有整整120年歷史，是在香港刊印界中歷
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在香港回歸祖國、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時代征程中發揮
了積極的作用。
她指出，《大公報》立足香港，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是香港重要的報章之一。
在現今數字化發展愈趨蓬勃的年代，讀者
的品味不斷改變，《大公報》在新時代的
洪流下從未停步，早就採取報紙與新媒體
融合發展的模式，兼顧傳統媒體與新興媒
體的運作，擴大傳播力和影響力。

穩定環境下 媒體角色更形重要
「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不變的是報章和

其他傳媒所肩負為讀者和觀眾蒐集和發掘
資訊、作出分析比對、評論倡議的功能，
幫助公眾了解社會情況和重要議題，促進
良性討論，推進社會進步。」林鄭月娥
說，香港經歷了這幾年來的風風雨雨，全
賴中央兩大舉措──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
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讓香港重回「一國
兩制」的正確軌道。她指，在這個來之不
易的穩定環境下，媒體的角色更形重要。

「媒體除了繼續善用新聞自由、監察政府
施政外，更應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遵守
法律，主動向社會傳達有關國家安全的信
息，為廣大讀者和觀眾提供正確、全面、
不偏不倚的資訊。」
今年除了是《大公報》創刊120周年之

外，也是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林鄭月娥表
示︰「站在這個歷史的里程碑，我深信《大
公報》與香港特區一樣，將會繼續昂首向
前，就像我們慶祝回歸25周年主題曲《前》
的歌詞最後一句：『願這香港同心一起創
建』。」
林鄭月娥12日致辭時還提到，除了12日

大家出席《大公報》的周年慶典，對《大
公報》悠久歷史的致敬外，特區政府的香
港郵政將會在本月17日，也就是《大公
報》120歲生日那天，推出發售以「大公報
創刊120周年」為題的郵票小型張等郵品，
作為紀念。她指，郵票小型張的設計呈現
當年《大公報》在天津的館址，及今天香
港的城市風光，凸顯《大公報》在中國近
代歷史和新時代發展中所肩負的重要角
色，也助力推廣國民教育，引導讀者鑑古
知今，從而培養他們的愛國之情、砥礪強
國之志、實踐報國之行。

◆ 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
長、大公報社
長、香港文匯報
社長姜在忠致
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姜在忠：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發展合力

◆《大公報》創刊120周年慶祝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大公報社長、香港文匯報社長姜在忠細閱《大公報》。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李家超在慶祝儀式現場觀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特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