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張帥、郭濤

多彩甘肅，我們來了！」 7月20日，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甘肅省委宣傳部主

辦的 「2024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 ，在位於
甘肅蘭州的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啟動。未來一周時間裏，來自
香港甘肅兩地的23名學子，將秉持范長江精神，一起奔赴蘭州、
定西、天水、白銀等地交流採訪，展開 「一帶一路」 隴原建設的見
證之旅。同時，用「行萬里路」的方式，感受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強
國建設的萬千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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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89年前，26歲大公報記者范長江，開
始了著名的西北採訪之行。他歷時十個月，行程六千
餘里，採寫了一批反映社會現實、歷史情況和紅軍長
征等內容的精彩報道，在《大公報》刊發後引起全國
轟動。而甘肅則是范長江西北行走過路段最長、區域
最廣、寫過文章最多的地方。

參加此次甘肅行的隴港學子分別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都會大學、香港
培僑中學、南京大學、暨南大學、蘭州大學、西北師
範大學、蘭州交通大學、蘭州理工大學、蘭州財經大
學、蘭州文理學院。啟動儀式上，甘肅省委宣傳部副
部長夏曉勤、《大公報》副總編輯韓紀文共同為採訪
團授旗。

「備受矚目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對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做出了戰略
部署。」 韓紀文在啟動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在全國掀

起新一輪大發展的大背景下，大家相聚在如意甘肅的
黃河之濱，見證 「2024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
甘肅行」 啟動，格外有意義。

「用心」「用情」呈現有溫度報道
韓紀文指出，人生是各種各樣體驗的疊加，希望

同學們珍惜機會，把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結合起來，
以一名記者的狀態和視角，增強腳力、眼力、腦力、
筆力， 「用功」 做好準備， 「用心」 發現新聞， 「用
情」 記錄見聞，呈現出一批有角度、有溫度、有深
度、有速度的全媒體報道。

據悉， 「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
已行走10年。過去10年，來自香港和甘肅的兩百多
位傳媒學子，在甘肅行走了14條線路。

「甘肅歷史悠久而厚重，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
的重要發祥地。」 甘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夏曉勤在致
辭時指出，過去10年間，甘肅省委宣傳部與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共同邀請了來自香港和甘肅高校的
200多名學子走訪隴原大地，親身感受甘肅的文化底

蘊、山河魅力和發展脈搏，以青年人的視角和筆觸去
觀察和寫作，發表了500餘篇報道文章，集納形成了
《大公報》《文匯報》100多個版面的專題報道，向
香港以及海外讀者真實、全面展示了幸福美好新甘肅
的建設成果。

在「行走甘肅」中「讀懂中國」
夏曉勤同時表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

也是范長江先生誕辰115周年。真誠地希望同學們在
接下來幾天的採訪活動中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秉持
范長江先生的專業精神，深入走訪、細緻觀察、親身
感受、認真思考、用心寫作，更好記錄和傳播對甘肅
獨特人文風物的體驗、對甘肅高質量發展成效的體
會、對中國式現代化生機活力的體悟，讓更多的人跟
隨着你們在 「行走甘肅」 中 「讀懂中國」 。

甘肅省委宣傳部國際傳播處副處長安楊芳，甘肅
省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李榮珍，甘肅省文史館研究
員康民，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館長袁志學等出席
啟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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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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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上隴原 探尋多彩甘肅建設新成就
范長江行動再赴西北 秉持范公精神體悟強國建設

在啟動儀式上，
香港培僑中學的魏濟

擇代表香港學生發言時說，從古代的 「絲綢
之路」 到今天的 「絲綢之路經濟帶」 ，甘肅
的樞紐地理位置為其帶來了獨特的文化，希
望通過這次參觀能夠親身感受甘肅濃厚的歷
史底蘊，更深入地了解 「一帶一路」 為當地
發展所帶來的推動，用 「行萬里路」 的方式
來了解祖國的發展。

「參加范長江行動甘肅行，十分期待
能夠更加了解一線記者和編輯的工作，通過
親身實踐為將來的職業道路做好充足準
備。」 魏濟擇稱，相信通過這次經歷，能夠
更加真實地了解祖國的發展，將仔細地觀
察、記錄、用文字去訴說所見所聞，用不斷
增長的見聞向外界展現真實的中國。

來自蘭州大學的李心月在發言中說，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今
次活動給隴港的新聞學子提供了一次寶貴的
學習和成長機會，有機會將 「讀萬卷書」 同
「行萬里路」 結合。她期待與香港同學一
起，學習新聞前輩范長江，一邊行走一邊觀
察，一邊思考一邊記錄，用青春的腳步丈量
西北大地，在行走的過程中讀懂甘肅，用有
溫度的新聞作品講好所見與所聞。

親身實踐港
生
：
行
萬
里
路

了
解
祖
國
發
展

▲

隴
港
學
子
體
驗
蘭
州
牛
肉
麵
製
作
技

藝
。

大
公
報
記
者
郭
濤
攝

定西市

白銀市

蘭州市

天水市

蘭州
7月19日

參觀遊覽蘭州中山橋。

甘肅行日程安排

蘭州
7月20日 參觀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組

織 「范長江與蘭州、與甘
肅、與西北」 主題學習交流

活動；參觀甘肅簡牘博物館；參觀體驗
特色非遺；打卡黃河母親雕塑、蘭州夜
市、夜遊黃河。

蘭州─定西
7月21日 參觀蘭州高新區西脈

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採訪甘肅皓天醫藥科

技有限責任公司；赴甘肅定西市，採訪
寬粉龍頭企業恆源公司；採訪馬鈴薯研
究所。

天水
7月22日 參觀麥積山石窟、麥積山國

家森林公園，感受美麗 「隴
上江南」 神韻；參觀伏羲

廟、天水博物館；天水現存完整的明代
古民居胡氏故居、天水古城；品嘗天水
特色美食呱呱、然然、麵皮、天水麻辣
燙等。

白銀
7月23日 赴甘肅白銀市，採訪調研白

銀區現代農業示範園和美麗
鄉村建設；在黃河邊觀看採

訪白銀地方傳統文化《黃河戰鼓》表
演；參訪白銀銀西工業園；參訪康視達
科技集團內地最大的隱形眼鏡生產線及
白銀科技企業孵化器公司。

白銀─蘭州
7月24日 黃河石林參觀採訪，

體驗騎馬、坐驢、羊
皮筏子等；前往蘭州

新區，採訪調研蘭州新區綠色化工園
區；參觀採訪中川北站物流園。

蘭州
7月25日 採訪調研蘭石集團，了解中

國老牌裝備製造企業情況；
採訪調研蘭州新區現代農業

示範園，體驗現代農業，美麗鄉村，參
觀蘭州新區特色美景；舉行結業儀式。

范長江西北行 走過路段最長之地

有機會親身領略麥積山石窟的
雕刻藝術，聆聽伏羲文化的悠遠

傳說，感受天水古城的久遠韻味，登臨黃河石
林，更能欣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相信這次
旅程將成為我人生中難忘的一頁。

羅倩昕
香港城市大學

對於能親身走進大西北，以第
一身及新聞從業者的方式，將所

見所聞記錄於筆墨中及鏡頭下，我感到雀躍萬
分，希望能擴闊視野和令自己新聞寫作及採訪
能力有所提升。

王彥文
香港大學

第一次來到甘肅，坐在列車
上，從平原到丘陵到戈壁……不

同的景觀在眼前滾動，踏上這片古老而神秘的
土地，心中是難言的激動。願這趟旅行能讓我
更深刻了解這片土地的歷史與文化。

馮一笑
香港樹仁大學

當香港學子與甘肅學子一同揮
旗啟程時，激動之情油然而生。

期望在採寫之行中以新時代傳媒學子的嶄新面
貌講好甘肅故事、西北故事。與香港同學相處
十分愉快，相信會有更大收穫！

何建奇
西北師範大學

難忘旅程拓寬視野

學者：《大公報》最早客觀報道紅軍長征
1935年9月，范長江在

蘭州趕寫了西部考察活動
中的第一篇報道，《大公報》進行了刊發，並配
以編者按。甘肅省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甘肅
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榮珍指出，這篇通訊
詳盡敘述了紅軍在川西北的情況，第一次客觀公
開報道紅軍長征，周恩來第一次見到范長江時
說： 「我們紅軍裏面的人，
對於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
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
係，我們很驚異你對於我們
行動的研究和分析。」

「范長江行動甘肅行」
啟動儀式結束後，隴港兩地
學子參觀了八路軍蘭州辦事
處紀念館，並參加了 「范長
江與蘭州、與甘肅、與西部

暨《中國的西北角》出版近90年的影響」 輔導
學習和 「范長江行動甘肅行」 十年參與學校交流
活動。李榮珍與甘肅省文史館研究員康民、八路
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館長袁志學，帶領隴港學子
走進范長江筆下的紅軍世界，感受那份穿越時空
的敬仰與感動。

今年， 「范長江行動甘肅行」 步入第十一
年。作為 「范長江行動」 試
點啟動及 「范長江行動甘肅
行」 十年執行帶隊，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西北新聞中
心甘肅記者站站長楊韶紅表
示， 「范長江行動甘肅行」
將繼續攜手高校，共同推動
范長江精神的傳承與發展，
為培養更多優秀的新聞人才
貢獻力量。

記錄歷史

「歡迎來到甘肅！」 7
月19日下午，從香港飛蘭

州的航機落地，參加范長江行動甘肅行的香港學
子剛收拾好行李箱，甘肅學生歡迎的聲音就接連
入耳。從機場到入住地，沿途一片薰衣草花海，
在夏風中輕輕搖曳，似在向路人招手。薰衣草有
着心心相印的花語，隴港學子融合分組，在接下
來的一周，也將相互關照，攜手採訪報道美麗甘
肅。

夜幕降臨，燈火璀璨。山、塔、橋、樓亮起
霓虹， 「我愛蘭州」 四個大字映入眼簾。白塔山

腳下，黃河岸邊，坐落着有「天下黃河第一橋」之
稱的中山橋，隴港學子在夜色中紛紛合影留念、
拍照打卡。香港學子感受蘭州夜景獨特魅力的同
時，不停發出對蘭州的讚嘆。

「踏上中山橋的那一刻，甘肅在我心中的形
象瞬間鮮活起來。」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李佳琳在
夜遊中山橋後感慨萬千： 「夜晚的中山橋，燈火
輝煌，人潮湧動，讓我深切感受到了蘭州這座城
市的獨特魅力。中山橋歷史的見證者與文化的傳
承者，更是連接人心、溝通古今的橋樑。」

大公報實習記者陳曼、李心月、朱奕臣

沿途薰衣花海 隴港學子心心相印
學子手記

▲李榮珍以《大公報與紅軍長征落腳
點的選擇》為題做專題輔導。

大公報記者郭濤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