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 「2024年香港最佳新聞獎」
得獎名單昨日公布。大文集團共奪得20個獎項，包括4
冠4亞4季8優異獎，獲獎總數再次蟬聯全港報業集團之
最。其中，《大公報》奪得10獎，包辦最佳科學新聞報
道冠、亞軍，奪得最佳圖片（特寫組）冠軍，以及最佳
新聞短視頻、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
組）亞軍。香港《文匯報》獲得 「最佳經
濟新聞報道」 冠軍。最佳標題（中文組）
5個獎項由大文集團包辦，《香港仔》獲
冠、亞軍及兩個優異獎，季軍得主為《大
公報》。

大公報記者 李清

《奧妙的腸道》探討腸道入手治病
昨日公布的 「2024年香港最佳新聞獎」 中，《大公報》連

奪最佳科學新聞報道冠、亞軍。冠軍作品《奧妙的腸道》系列，
由湯嘉平、徐曉敏、唐雪婷及華夢晴等多位記者採訪撰寫。多年
來，科學界致力研究腸道奧秘，發現許多疾病的治療都能從腸道
入手。大公報記者訪問多位腸道專家，逐一介紹腸道對兒童自閉
症、老年多發的柏金遜症、多發性骨髓瘤，以及對跨年齡群體的
睡眠障礙的影響，令人對腸道的奇妙作用嘆為觀止。《大公報》
教育組作品《AI發展面面觀》系列獲得亞軍，報道對AI時代在培
養人才、企業轉型、私隱保護及普及教育等方面進行探討，引發
思考。

記錄時事，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拍攝的特寫相片《新居……
夢》獲得最佳圖片（特寫組）冠軍。一位蝸居在板間房長者的入
睡圖，引發觀者對香港居住環境的思考，一圖勝千言！

另外，大公報作品《垃圾收費何去何從？》獲最佳新聞短
視頻亞軍。《太兇誘惑》獲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亞軍，
《北水流入22日 港股後市看俏》獲同一組別優異獎；《大公
報》的《尋根溯源》系列獲得最佳新聞版面設計（系列組）季
軍。《大公報》作品《 「全」 程領先 「紅」 遍高台 「嬋」 聯金
牌》獲最佳標題（中文組）季軍。《大公報》作品《AI重塑行業
格局》獲最佳經濟新聞報道優異獎；《賣徵信力圖一夜暴富 在
犯罪邊緣鋌而走險》獲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優異獎。

香港《文匯報》作品《穆斯林經濟圈》系列奪得最佳經濟
新聞報道，由黎梓田、莊程敏、馬翠媚撰寫；《黑神話啟示錄》
系列獲同一獎項季軍。《文匯報》的《Hi-Tech 「動」 起來》系
列獲最佳科學新聞報道優異獎。《文匯報》作品《香港文字故
事》系列獲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優異獎。文匯報作品《U幣兌
換生意火爆 內地客套現再留港消費》獲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
文組）優異獎。

大文集團包辦最佳標題（中文組）獎項
大文集團包辦最佳標題（中文組）五個獎項，其中冠、亞軍分

別為香港仔作品《美斯齋坐 全城彈起》及《瓊瑤閃閃火花盡
星河翩翩雪花舞》，香港仔另外兩個標題《舊雨潤新 「蓮」 再
嘗杯中 「香」 》及《假公司假銀紙 真騙徒真呃貨》分獲優異
獎。香港仔亦憑《文物醫生》系列奪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季軍。

「香港最佳新聞獎」 共設有四大組別，包括報道組、寫作
組、圖片組及設計組，合共78個獎項。參賽作品由58位專業人
士組成的評審委員進行評選，確定賽果。全港報館提交了共639
份參賽作品。大文集團獲得20個獎項的豐碩成果，反映了大文
集團辦報質量、媒體融合發展和公信力穩步提升，受到同行認可
和讀者歡迎。

「香港最佳新聞獎」 得獎名單刊登於報業公會網站：
www.nshk.org.hk

電郵：tkpnews@takungpao.com.hk 傳真：2834 5104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莫家威

大文集團奪20新聞獎 蟬聯港報業集團之冠
《大公報》捧最佳科學報道冠亞軍等10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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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粥一根油條
傳遞不簡單的愛

一碗熱氣騰騰的粥、一根油條，看似平凡
不過的小點，卻飽含着粥店滿滿的善意。北角
街頭一間粥店在指定時段贈派粥及油條給長
者，看似簡單的善舉，傳遞着不簡單的愛。大
公報記者用手機攝錄粥店派粥時，數十名長者
有秩序地在粥店前排隊，長長的人龍轉入後
巷，他們雙手接過店員派贈的粥及油條，流露
滿意的笑容，有坐輪椅的長者， 「哈哈」 笑起
來，在這小小的天地裏，頓時洋溢着人間溫
暖。該視頻上載大公報fb，獲
網民點讚留言 「致敬」 、
「傳遞正能量滿滿」 、 「希
望可以幫助更多老人」 。

大公報融媒組
（圖文、視頻） 掃一掃有片睇

融媒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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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花展開鑼 2200學生繪畫競艷
【大公報訊】記者古倬勳報道：一年一度的香港花

卉展覽昨日起在銅鑼灣維園舉行，今年以秋英（又稱為
大波斯菊）為主題花，以 「綻放英姿」 為主題，展出約
40萬株花卉，包括約4萬株秋英。花卉展首日雖然多雲
有雨，但仍不阻市民參觀的熱情，紛紛打卡拍照，亦有
學生在花海周圍寫生，氣氛熱鬧。

會場內展出多個精心設計的園林造景，除了深受歡
迎的鬱金香花海外，更有以世界各地美景為主題的園
圃。花展會場的中軸線有多個大型園林造景，以環遊世
界為主題，將世界各地的特色和場景呈現。

全運會吉祥物亮相
同日舉行的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吸引了約2200名

學生參與，他們全情繪畫花卉。有不少市民在大型鑲嵌
花壇、鬱金香花海，以及第15屆全運會和全國第十二屆
殘疾人運動會暨第九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吉祥物 「喜

洋洋」 和 「樂融融」 前拍照。
參與今年花展的機構共有238個，包括81個來自11

個國家的參展機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昨日
出席開幕禮致辭時表示，秋英生命力旺盛，英姿煥發，
與充滿活力和奮力拚搏的運動員有共同特點。她說花展
結束後，部分園林造景會移至18區的指定公園，既能在
全城設置打卡熱點吸引遊人，亦能美化城市景觀。

今屆花展繼續推行環保措施，場內設置分類回收
箱。康文署會在花展完結後舉行環保
回收日，義工協助分類及回收可重用
的資源，並將可重新種植的花卉和植
物分派予學校、環保團體、非政府機
構和市民。花卉展展期至3月23日，
入場費14元，4至14歲兒童、全日制
學生、60歲或以上長者、殘疾人士及
其照顧者入場費7元。

◀大批學生參觀花卉
展覽，並即場寫生參
加繪畫比賽。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小朋友在鮮艷奪目
的花卉前開心留影。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得獎列表
大公報

獎項類別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最佳圖片（特寫組）

最佳新聞短視頻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系列組）

最佳標題（中文組）

最佳經濟新聞報道

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

文匯報

獎項類別

最佳經濟新聞報道

最佳經濟新聞報道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

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

香港仔

獎項類別

最佳標題（中文組）

最佳標題（中文組）

最佳標題（中文組）

最佳標題（中文組）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

獎項

冠軍

亞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優異1

季軍

季軍

優異2

優異2

獎項

冠軍

季軍

優異1

優異1

優異1

獎項

冠軍

亞軍

優異1

優異2

季軍

稿件名稱

《奧妙的腸道》系列

《AI發展面面觀》系列

新居....夢

垃圾收費何去何從？

太兇誘惑

北水流入22日 港股後市看俏

尋根溯源系列

「全」程領先 「紅」遍高台 「嬋」聯金牌

AI重塑行業格局

賣徵信力圖一夜暴富 在犯罪邊緣鋌而走險

稿件名稱

穆斯林經濟圈系列

黑神話啟示錄系列

Hi-Tech 「動」 起來系列

香港文字故事系列

U幣兌換生意火爆 內地客套現再留港消費

稿件名稱

美斯齋坐 全城彈起

瓊瑤閃閃火花盡 星河翩翩雪花舞

舊雨潤新 「蓮」 再嘗杯中 「香」
假公司假銀紙 真騙徒真呃貨

文物醫生系列

得獎者

湯嘉平、徐曉敏、
唐雪婷、華夢晴

教育組

麥潤田

李雅雯、葉浩玄、許棹傑、
張凱文、黃洋港

馮自培、陳淑瑩

馮自培、譚澤滔

馮自培、李兆桐

凌顧開

李潔儀

俞晝

得獎者

黎梓田、莊程敏、馬翠媚

楊奇霖、孔雯瓊、
李薇、胡永愛

鍾健文、姜嘉軒、陸雅楠、
楊盈盈、任智鵬

胡茜

李昌鴻

得獎者

徐浩然

梁啟剛

賴志堅

梁啟剛

戴天晟

大公報記者古倬勳攝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6年級生
程天諾同學：因為參加比賽所
以到花卉展寫生，畫了秋英。
自己本身喜愛畫畫，到花卉展
可以了解不同種類的花卉，也
是學習的機會。

了解不同種類花卉

市民有Say

盧女士：已經第五次參觀花卉
展，今次專程測試近期購買的
器材，每年花卉展都有不同的
主題也挺好的，不過今年花的
主題比過往有點少。

每年不同主題挺好

掃一掃有片睇
攝錄：麥潤田
製作：融媒組

掃一掃有片睇
製作：融媒組

最佳圖片（特寫組）

▲72歲的岑伯已住在尖沙咀天台
屋內搭建的床位近三年。記者採
訪當日，天氣酷熱，赤膊上身的
岑伯表示， 「每日最愛看電視，
但好難坐起來看，只好瞓下來聽
電視。」

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