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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曹光彪新聞獎」設立暨捐贈支票儀式昨
午於中環萬年大廈香港蘇浙同鄉會舉行。著名愛國實
業家曹光彪致辭稱，年輕時在上海已閱讀《大公報》
，一直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閱讀《大公報》已
八十年矣！《大公報》的報道對他有很大的影響，讚
揚《大公報》是一份真正的愛國報紙，而新聞從業員
是一份可敬但報酬不高的專業，需要鼓勵和支持。

曾德成朱文等嘉賓見證
曹老先生原計劃捐款100萬元，但他在致辭時即

席宣布加碼至200萬元。他強調，加碼是希望給予年
輕的新聞從業員更多的鼓勵及肯定。參加儀式的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盛讚曹老先生是熱心支持愛國事
業的實業家。

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致辭時感謝曹老先生
一直以來對《大公報》的支持及關心。他說，得到曹
老先生的支持及鼓勵，有信心及決心把《大公報》辦
得更好。姜在忠稱，曹老先生一生有很多重大的成就
，是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第一位到內地投資設廠的港人
，又是港龍航空的創辦人。他相信曹老先生有如此成
就，與喜愛閱讀《大公報》等愛國報章，了解最新時
事局勢，作出相應決策不無關係。姜在忠指出，現時
香港的報業競爭激烈，培養和留住人才是重要一環，
設立曹光彪新聞獎，會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每天 「聽讀」 《大公報》
曹老先生是

《大公報》的長期
忠實讀者，近年視力
衰退，仍 「以耳代目」
，每天 「聽讀」《大公報
》。而曹老先生近日得悉《
大公報》年輕記者、編輯獲得
多個最佳新聞獎，決定捐款成立
「大公報曹光彪新聞獎」，給予

鼓勵。儀式主持人、大公報總編輯
賈西平指出，《大公報》獲得香港報
業公會主辦的 「2014年香港最佳新聞獎
」九個獎項，包括三金、四銀、兩優異，
是近年最好的成績。

儀式上，曹光彪先生將捐款支票移交姜
在忠社長，姜在忠社長則致送感謝狀予曹
先生。曹老先生還與出席嘉賓以及大公
報得獎記者和編輯一同合照，並共進
午膳。出席昨日儀式的嘉賓還包括
：曹光彪長子曹其鏞，中聯辦宣文
部處長李海堂，香港政府新聞處
助理處長羅皓妍，大公報總經
理盛一平、副社長李大宏、
副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徐荷
、副總編輯李慶義、副
總編輯李啟文、主筆
葉中敏、副總編輯
鍾蘊晴、社長辦
公室主任韓紀文等。

捐款200萬鼓勵愛國傳媒青年
「大公報曹光彪新聞獎」 昨日在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中聯辦宣傳
文體部部長朱文等一眾嘉賓見證下成
立。96歲高齡的著名愛國實業家曹光
彪表示，為鼓勵在大公報工作的年輕
人，決定捐款設立新聞獎，捐款額更
由原定的100萬元即場加至200萬元。
曹光彪又表示，中國今天的成功得來
不易，勉勵青年要有愛國之心。

大公報記者 葉漢亮

「大公報曹光彪新聞獎」設立暨捐贈支票儀式完成後，曹光彪老先生與
《大公報》各領導、嘉賓、《大公報》得獎記者及編輯等人一同共進午膳。
已年屆96歲的曹老先生神采奕奕，談笑風生，更與在場的年輕人談起當年在
上海的抗日往事： 「曾經有一位日本軍人叫我跟他鞠躬，我不肯，他就給了
我一巴掌。」

興之所至，曹老先生更即席高歌一曲《我是一個兵》： 「我是一個兵，
來自老百姓……」。《大公報》得獎記者及編輯等七人則以一曲《月亮代表
我的心》回贈。曹老先生邊打拍子邊合唱，輕鬆歡愉的氣氛充滿全場。

祖籍寧波的曹光彪，昨日在香港蘇浙
滬同鄉會，與多名在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
「2014年香港最佳新聞獎」得獎的《大公

報》記者及編輯見面。恰巧得獎者當中也
有 「半個」寧波人。 「90後」老人見到 「
90後」出生的同鄉，自然倍感親切，兩位
「90後同鄉」亦用家鄉話交流了一番。 「

儂是寧波人？」 「我娘是寧波人。」 「東
鄉還是西鄉？」 「東鄉。」

今年報業公會評選的最佳科學新聞報
道冠軍得獎者之一、港聞部記者許嘉信（
左圖右一），其母親祖籍寧波，多年來嘉
信在家中耳濡目染下，也能略懂一點寧波
話。在簡短的交談過程中，嘉信嘗試在曹
老先生面前 「班門弄斧」，以發音不太準
確的寧波話打開話匣子，祝福他身體健康
， 「幸好曹老先生也聽得懂，以寧波話回
了一句 『謝謝』。」

兩個90後寧波人相遇

曹老：「我是一個兵」

花絮

【大公報訊】記者陳璁報道：出資設立 「大公報曹光彪新聞
獎」的愛國實業家曹光彪，自16歲便開始閱讀《大公報》，至今
已有80年，堪稱是《大公報》報齡最長的忠實讀者之一。儘管曹
老近年視力欠佳，但仍關心國家大事，每日堅持 「以耳代目」，
着身邊工作人員為他讀報，掌握時事脈搏。

作為老讀者，曹光彪對《大公報》有着特殊的感情。曹光彪
憶述，他當年在上海就讀中學， 「16歲第一次看《大公報》，一
看就看了80年」。從少年時代起，曹光彪幾乎每日都會閱讀《大
公報》，在求學時期和事業生涯中， 「受《大公報》的影響很大
」。直到抗戰時期，《大公報》在日軍鐵蹄下撤至廣西，其後又
遷址重慶，報章無法在上海發行，僅在這段期間，曹光彪才中斷
了閱讀。

「不光為生活 還應有理想」
在白手起家，興辦實業的階段，《大公報》一直是曹光彪的

必讀報章。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依然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
曹老亦非常關心經濟動態，形容昨日股市恒指走勢是保持 「平穩
」。在談及英國將成為第一個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的主要西方國家時，他還立刻補充道： 「澳洲也要加入了。」

曹老說，目前香港的愛國報章處境不易為，記者和編輯能堅
持下來實在 「不簡單」，他又勉勵《大公報》員工，作為傳媒從
業員， 「不光是為了生活，還應該有理想」。

【大公報訊】記者許嘉信報道：作為
著名愛國實業家的曹光彪，是首位在國

家改革開放之初北上投資建廠的本港
商人；他亦一直不遺餘力支持內地教

育事業，捐款數以億計。
昨日在 「大公報曹光彪新聞

獎」設立儀式上，曹老先生坦
言， 「愛國」是人民應有之責
任，這樣國家的力量才會強

大。他希望《大公報》能夠向
讀者傳揚愛國思想，令他們能夠

更加認識祖國。

不遺餘力在內地興教助學
「身為中國人，愛國有很多種方法

。」曹光彪選擇北上投資、在內地興教助
學。他更毫不猶豫地說， 「愛國」是自己感

到最開心的事。

曹光彪於1920年在上海出生，上世紀五十年
代來港開辦毛紡廠，發展紡織業，事業愈做愈具
規模。1978年，曹光彪毅然給中央寫了一封信，
提出由自己出資到內地興建工廠，其想法很快得
到中央的支持，他斥資數百萬港元在珠海成立 「
香洲毛紡廠」，為內地改革開放作出 「第一個吃
螃蟹」的貢獻，其成功的例子亦吸引愈來愈多港
商到內地投資。

祖籍浙江寧波的曹光彪，其貢獻亦獲得家鄉
肯定。他與包玉剛、邵逸夫、董浩雲等多位著名寧
波籍商人的銅像更於去年起設於寧波市博物館。

談到國家現況時，曹光彪想起中國曾經歷過
的低潮，稱其五千年的歷史中，出現不少困難的
時刻。他舉例指，清朝末期，慈禧太后把軍費用
作興建頤和園，令到中國軍隊在甲午戰爭中敗於
日本，那是中國國力低落的一個時期。然而，如
今的中國已經強大起來，發展得非常成功。曹光
彪更指出，人民的愛國心乃國力之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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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愛國是人民應有之責

▲ 「大公報曹光彪新聞獎」 昨日成立，曹老先
生與出席嘉賓以及大公報得獎記者和編輯一同
合照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姜在忠（左）致送感謝狀
予曹光彪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曹光彪（右三）將捐款支票移交姜在忠（右四），並與曾德成（左三）、朱文（右二）、曹
其鏞（左二）、羅皓妍（右一）及賈西平（左一）合影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曾德成（左）盛讚曹先生是熱心支持愛國事業的
實業家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得獎記者及編輯等合唱《月亮
代表我的心》，曹先生邊打拍子
邊合唱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多位年輕記者圍着曹先生與他聊天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