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長江行動─首屆內蒙古傳媒學子
香港行」 活動昨日（20日）在香港啟動。
「范長江行動」 自創辦以來，已經在內蒙
古連續舉行了十屆，本次活動是首屆內蒙
古傳媒學子前往香港學習、交流、體驗，
標誌着 「范長江行動」 首次實現 「雙向奔
赴」 。

啟動禮上，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兼大公報社社長、香
港文匯報社社長李大宏，內蒙古自治區人
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處副處長、二
級調研員李宏艷分別致辭。他們勉勵各位
學子在香港這座國際大都市多走、多看、
多學習、多思考，增強傳媒行業專業技
能，促進蒙港兩地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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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圖片展盡顯北疆風采
【大公報訊】記者喬輝、王月報

道：在 「范長江行動──首屆內蒙古傳
媒學子香港行」 啟動儀式現場舉辦了
「北疆風采 青城印記──呼和浩特圖
片展」 活動。一幅幅精美的圖片十分吸
睛，許多參觀者紛紛表示，對呼和浩特
有了更加直觀的認識，對這座城市產生
了濃厚的興趣，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機會
親身體驗呼和浩特的獨特魅力。

據了解，此圖片展由呼和浩特市
委宣傳部、市港澳辦聯合舉辦。呼和浩

特市港澳辦就內蒙古首府自然風光、悠
久歷史、文化特色及經濟發展成就進行
了專題宣介。此次圖片展重點展示了
「青城十六景」 和 「呼和浩特六大產業
集群」 。其中， 「青城十六景」 如大窰
懷古、青塚擁黛、白塔聳光等生動展現
了青城典型的自然人文景觀；六大產業
集群涵蓋了綠色農畜產品加工、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醫藥、資訊技術、高
端裝備製造等多個領域，充分彰顯了呼
和浩特的經濟活力與發展潛力。

▲出席啟動儀式的嘉賓和學生在現場觀看 「北疆風采
青城印記─呼和浩特圖片展」 。

行程安排
1月19日

抵達香港

1月20日
參與啟動儀式、參觀
報史館、香港文化博
物館

1月21日
參訪三棟屋博物館、
參觀AIA摩天輪、參
加會展中心活動、參
觀金紫荊廣場

1月22日
參訪香港樹仁大學和
香港海關

1月23日
參訪中建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參觀中環大
館、參與結業儀式、
參訪新鴻基地產發展
有限公司

1月24日
返回內蒙古

2025年

范長江行動

內蒙古傳媒學子香港行啟動
范長江行動首次實現雙向奔赴

內蒙古學生走進《大公報》立志文章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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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郭欣宇、王瑞、封燁丹
報道：來自內蒙古的傳媒學子昨日參觀大公報報史
館後紛紛表示，對《大公報》輝煌歷史深感敬佩，
對新聞工作者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認知。

《大公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媒體
之一，以其獨特的新聞敏銳性和社會責任感，在歷
史的重大節點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學生們感受到新聞不僅僅是記錄和報道，更是
影響社會、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他們表示，

作為青年一代，學習新聞不僅是為了掌握技能，更
是為了肩負起傳播真相、服務人民的使命。

冀講好內蒙古故事
內蒙古傳媒學生郭瑞康說，《大公報》的報

道，不僅在關鍵歷史事件中起到了引導輿論、喚醒
民眾的作用，更在國家命運的轉捩點上發揮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

另一位內蒙古學子呂晶表示，《大公報》對她

來說曾是課本上遙不可及的存在，這次有機會通過
「范長江」 行動來到香港，真正走進《大公報》的
百年歷史，過往看過的書，聽過的故事匯成現
實，她的內心十分激動，並為自己是一名傳媒學
子而自豪，更堅定自己要學好專業知識，為將來
能夠成為一名講好內蒙古故事的媒體人而不懈努
力。

《大公報》是目前世界上仍在發行的歷史最悠
久的中文報紙，大文集團十分關注青年傳媒學子

的成長成才。多年來，集團積極組織香港青年學
習交流，形成了四大青少年品牌活動， 「范長
江」 行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動。過去十年
裏，以 「范長江」 行動為平台，一批又一批香港
青年傳媒學子走進內地，了解祖國歷史和發展變
化，開展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今年來自內蒙古的
傳媒學子首次赴港，切身實地的感受香港文化魅
力，真正實現了香港學子與內蒙學子的 「雙向奔
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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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宏致辭表示， 「范長江行動」 自創辦以來，已經在內蒙古連
續舉行了十屆，220多名香港傳媒學子接力走訪了自治區12個盟市。
但內蒙古傳媒學子以 「范長江行動」 名義行走香港還是第一次，豐富
了活動的內涵，賦予了 「范長江行動」 新的意義。

交流體驗化作職業發展技能
李大宏表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將為同學們此行提供豐富的

學習資源與良好的實踐平台，同學們可以在為期六日的行程中體會香
港國際大都市的繁囂，也可以享受香港山海自然風光的寧靜和美麗。
他希望同學們在行程中多走走、多看看，多觀察、多思考，以這次來
港學習、交流、體驗為契機，將自己的所學、所思、所感化作未來職
業發展的技能、講好內蒙古故事的本領。

李宏艷致辭表示，如今 「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已成為蒙港青年交流的著名品牌。本次活動，內蒙古的傳媒學子們帶
着草原兒女的熱情與豪邁，踏上香港這片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土地。李
宏艷希望同學們能夠秉持探索精神，深入挖掘香港傳媒業的精髓，學
習先進的理念與技術。同時，積極傳播內蒙古的特色文化，成為蒙港
兩地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

以實習記者身份參觀採訪
活動組織20餘位來自內蒙古自治區高校的傳媒學子、老師參與，

學子們將以 「實習記者」 的身份，在香港參觀及採訪，亦會根據自己
在香港的所見所聞撰寫新聞報道，並刊登於《大公報》及大文集團新
媒體平台，向港澳和內地廣大讀者展示自己在香港的交流故事。

在行程中，內蒙古傳媒學子們參訪了大文集團，了解兩報及新媒
體發展歷程，感受新聞事業的傳承與創新；走進香港文化博物館，領
略香港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魅力；參訪三棟屋博物館，探尋香港的
傳統民俗和鄉村生活；參觀中環大館，感受香港的歷史變遷；參訪香
港樹仁大學，與香港的師生進行交流互動；走進香港海關，了解香港
的海關工作和執法情況；參觀中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和新鴻基地產發
展有限公司，了解中資機構與港資企業在香港的發展歷程及對國家的
貢獻。

香港特區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總監伍志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辦事處總監何惠儀，香港樹仁大學助理副校長、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
任李家文，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秘書長趙汝慶，以及支持 「范長江行
動」 的內蒙古自治區代表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幹部趙小
蔓，內蒙古自治區團委學校部部長任智淵，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務辦公室四級調研員王鴻雁等嘉賓出席主禮。

本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新聞辦公
室、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內蒙古自治區團委聯合
主辦。由內蒙古伊利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港
澳事務辦公室、香港海關、香港特區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新鴻基地
產發展有限公司、中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協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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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華夢晴報道：
「這是首屆內蒙古傳媒學子香港行，我
的內心充滿了激動與期待。」 啟動儀式
上，來自內蒙古大學新聞專業學生王瑞
作為學生代表發言表示，對香港各方面
都感到好奇，希望能深入了解香港的傳
媒生態、經濟發展等，並期望成為蒙古
與香港兩地之間文化交流的橋樑。

用馬頭琴蒙古舞講述習俗
王瑞表示，多年來香港傳媒學子透

過范長江行動深入內蒙古，透過文字與
鏡頭，將內蒙古風光與文化底蘊傳遞到
遠方，讓人了解內蒙古獨特的魅力，作
為內蒙古學子的他們亦希望能夠親身感
受到香港國際都市的韻味。她期望能在
本次旅程中，深入了解香港的傳媒生
態、經濟發展、人文情懷和文化氛圍，
並走進《大公報》尋找范長江前輩的新
聞故事。

她指出，作為內蒙古學子肩負着傳
播內蒙古文化重任。他們將透過展示馬
頭琴、蒙古族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講
述蒙古族的傳統習俗，亦會分享內蒙古
在現代化建設中的成就，力求成為連接
蒙古與香港文化交流的堅實橋樑。她透
露，同學們在活動開始前已做了充分準
備，包括加強專業知識學習、提升新聞
實踐技能，並了解香港的歷史文化與社
會現狀。她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以
及領導和老師表示感謝，強調會將此次
香港之行的所學、所感、所悟帶回內蒙
古，與更多同學分享這段寶貴的香港之
旅經歷。

學生
感言

歡迎來內蒙古
內蒙古集寧師範學院學生

王願如
以往，香港的影視劇集，讓我對

香港產生濃厚的興趣。當踏上香港這
片土地時，我感到無比的激動與親切，我

們都同根同源，始終心貼着心、情連着情。歡迎香港的同
胞們到美麗的內蒙古做客，感受內蒙古的豪邁，去探索草
原的文化密碼！

了解香港基建
內蒙古工業大學學生

武文樂
出於對香港這座城市的好奇，我選擇

了參加此次范長江行動。作為交通工程的
學生，我也希望通過此次香港之旅，了解香港

的基建，體驗與內蒙古不同的城市建設風貌。同時，我也希望
在此次的行程中，積累拍攝及採訪方面的經驗，並當好蒙港地
區文化交流使者。非常期待接下來幾天的行程！

感受本地文化
呼和浩特職業學院學生

楊雅然
我現在是一名大三的學生，生於遼闊

的內蒙古，很少見到像香港一樣繁華大都
市的景象，對此次活動非常期待，十分希望可

以與香港學子多多交流，相互學習，為內蒙古與香港的文化交
流作出一份貢獻。我也想搭乘香港特色巴士，穿梭在香港的街
道上，感受本地特色文化。

大公報記者 喬輝、唐雪婷（文）
蔡文豪（圖）

▲內蒙古傳媒學子們參訪大公報報史館，感受新聞事業
的傳承與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