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
支持河南災後重建，香港工商總會
首席會長江達可與主席王庭聰，執
行主席黃敏利第一時間積極帶頭發

起捐款，短短兩天就籌得約370萬
港元。他們昨日到中聯辦遞交捐款
支票，中聯辦副主任何靖、新界工
作部部長李薊貽代表接收。

工商總會捐約370萬馳援河南

機 構：香港中聯辦
賬戶名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賑災專戶（LIAISON OFFICE OF

THE CPG IN THE HKSAR—SPECIAL A/C FOR DI-
SASTER RELIEF）

賬戶號碼：012-875-0-019332-8（中銀香港）
聯絡方式：（852）28314333 賑災辦

大文集團獲報業公會21獎大豐收
文匯報奪4獎項 財爺讚傳媒疫境緊守崗位

由香港報業公會主辦的「2020年香港最

佳新聞獎」昨日舉行頒獎典禮，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旗下3份報章共獲得21個獎項，

位居全港報業集團之首（見表）。其中，香

港《文匯報》在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最

佳科學新聞報道等組別獲得1亞1季及兩優

異獎共4個獎項；《大公報》獲得1冠兩亞3

季7優異的成績；《香港仔》獲得1冠1亞

兩優異獎。頒獎禮主禮嘉賓、香港特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致辭時讚揚香港傳媒在

新冠疫情蔓延的困難時刻仍能緊守崗位，幫

助社會共同打好抗疫戰，並特別提到無論傳

媒經營模式如何改變，始終相信專業、公正

和客觀的新聞報道永遠有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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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十二
屆魯迅青少年文學獎全國總決賽香港
分賽前日（3日）舉辦，旨在發掘並培

養優秀的香港青少年文學創作者。香
港賽區特等獎、一等獎共14人將參加
全國決賽。題目分別為：小學組《爸

爸（媽媽），對不起》、《當颱風吹
來的時候》及《我的香港印象》；初
中組《陽光照耀下的角落》、《同學
的笑臉》，要求字數800字至1200
字；青年組、高中組《魯迅是
誰？》、《我將去向何方？》。詳情
可掃描旁邊的二維碼了解。

「2020年香港最佳新聞獎」大文集團獲獎名單
類別
最佳獨家新聞
最佳新聞報道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

最佳新人

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

最佳經濟新聞寫作（中文組）

最佳標題（中文組）

最佳圖片（新聞組）
最佳圖片（特寫組）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

資料來源：香港報業公會

獎項
亞軍
優異
季軍
優異
亞軍
季軍
優異
優異

亞軍

季軍
優異
冠軍
優異
優異
冠軍
優異
優異
季軍
亞軍
優異
優異

媒體
大公報
大公報
文匯報
大公報
文匯報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香港仔

大公報
文匯報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香港仔
香港仔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文匯報
香港仔

作品名稱
「新冠檢測睇真D」系列
「武漢戰疫」系列
想．創能系列
病毒解碼系列
地下鐵遇到「它」系列
「藝文界疫中你我他」系列
廣告文化系列
發「掘」香港系列
維園犀利哥疫中更佛系；「直擊播疫高危場所」系列；歷
後遺症折磨康復者路難行
一條心伯伯守護痴呆妻患難見真情
唐樓劏房680呎「一劏七」廁所最搶手
熱鍋上的螞蟻：一場失落的財富盛宴
餐飲「終結者」的火爆生意
跨境物流的生死疫劫
賭壇霸業十元始王者傳奇百年終
蛇舖陷冬眠蛇王盼春歸
屋企見
劏房生活
疫廈
麥難民失麥無家怎留家
包機武漢接人婦產醫護保駕

獲獎者
周詠恩、曾敏捷、朱俊賢
鄧泳秋、郭奕怡、俞鯤、盧冶
詹漢基、郭虹宇、任智鵬
湯嘉平
胡茜
李亞清、徐小惠
陳淑瑩
陳淑瑩

戴天晟

周詠恩
林賽香、戴天晟
俞晝
俞晝
宋偉
賴志堅
趙偉民
何嘉駿
麥潤田
馮自培、陳淑瑩
甄智曄、房雍
鄭世雄、賴志堅

14人代表港參加魯青獎全國決賽

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亞軍
胡茜：
對記者來說，筆下的創作有別於私密寫

作，是次獲獎報道的描寫對象——地下鐵
藝術其實與文化類新聞有異曲同工之妙：
兩者都要從自身感受出發，而又都是一種
「公共的藝術」。作為記者，和公共藝術
創作者都有一種社會使命，不宏大，甚至
很微不足道，但越是黑暗的時刻，越是需
要微薄的光亮。獲獎，是一種得到，也是
一種學到。
最佳科學新聞報道季軍
詹漢基、郭虹宇、任智鵬：
地球資源逐漸減少，可持續發展及環保

意識顯得更重要。教育組希望透過介紹
「創意爆棚」、具前瞻性的潔淨能源研
究，例如水滴發電、廢熱化電能、護膚霜
成分製電池等，喚醒讀者保護地球的意
識。記者亦希望透過文字，帶領大家了解
科學家的心路歷程，為啟發年輕一代投身
科研盡一分綿力。
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優異獎
林賽香、戴天晟：
記者試住香港三類劏房各約一個月，感

受箇中辛酸，製作出三輯系列報道，其中
一輯報道獲今屆最佳新聞寫作優異獎，可
算是對記者不畏辛勞、力求真實還原劏房
蝸居百態的回報。
其實，劏房議題的報道老生常談，但體
驗式的報道手法較少見，記者化身主角，
用第一身去體驗，以及目擊同一屋簷下其
他劏房戶的苦況，加上當時是疫情較嚴重
的時期，記者無論工作、娛樂、休息，所
有住戶都在不足70呎的房間內，確實喘
不過氣，希望藉報道促使政府正視問題，
徹底告別劏房籠屋。
最佳新聞版面設計（單版組）
優異獎 甄智曄、房雍：
在構思版面時，定下以「麥難民」角度
表現「失麥」處境為目標，經編輯部與美
術部同事反覆討論，挑選了「麥難民」、
「麥當勞」、「家」三種元素加以聚焦，
因此有了改畫自「麥當勞叔叔之家」、失
去愛心的圖像置於中央，對應着包裝新聞
照片的麥當勞標誌，而這個標誌又代表了
屋頂，意味「麥難民」的家正失去支柱和
崩塌。版面修改過程中還剔除了很多線條
和裝飾，務求做到重點元素一目了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博

今屆頒獎禮出席嘉賓包括中聯辦宣文部副部長王凱
波，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

國，香港報業公會會長李祖澤、主席甘煥騰，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集團總編輯李大宏，以及各傳
媒機構代表。
陳茂波在致辭時表示，去年對本港來說是充滿挑戰的

一年，特別是年初新冠疫情在香港以至全球蔓延，「我
特別感謝本港專業的新聞從業員，即使在這困難時刻仍
然緊守崗位，為公眾帶來全面、準確的疫情和社會經濟
各方面的新聞資訊，幫助社會共同打好這場抗疫戰。」

新聞為港發展提供前瞻分析
今次最佳新聞獎一共分為報道、寫作、圖片及版面設

計四個組別，合共頒出75個獎項，陳茂波表示，新聞
內容所涵蓋的範疇亦相當廣泛，包括一般港聞、經濟、
科學、文化藝術等，既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亦就
本港社會和經濟發展，提供不少前瞻性的獨特分析。
陳茂波強調，香港除了是國際金融中心，亦致力在
「十四五」規劃下跟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兄弟城市通力合
作，打造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在這個過程中，自由流
動的資訊至為重要，而專業、公正、客觀和持平的傳
媒，則是這項要素的保障，也是社會大眾的需要和期望
的。」
雖然網上免費資訊對於傳統媒體經營帶來重大衝擊，
惟他相信「無論模式如何改變，專業、公正和客觀的新
聞報道，永遠有市場，是市民大眾所珍惜和尊重的，既
可幫助社會持續進步，亦對政府起到督促和提點作
用」。
至於原定6月28日的頒獎禮因「黑雨」而一度延期，

陳茂波笑言，「那天剛巧我要前往北京而未能出席，誰
不知活動在那天因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而改期到今日（4
日），令我有這緣分與大家見面，真是『打風都打唔
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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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藍松山）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一年多，香港經濟大受影響，部分確診
市民更因此而手停口停。「自由黨關懷基金」
去年撥出200萬元向新冠肺炎確診者發放一次
性4,000元津貼協助抗疫，至今共收到242宗
申請，並已批出援助金額近百萬港元。為繼續
支援有需要人士，「自由黨關懷基金」和「自
由黨賑災基金」決定籌款，分別支援確診者和
河南省的賑災工作，廣邀各界支持。
「自由黨關懷基金」是次所籌得的款項，將

繼續用作支援新冠肺炎確診者，及其他日常援
助服務，包括資助基層學童學費、電腦設備、
參與課外活動、書簿津貼等，向有需要家庭提

供緊急和意外援助；而「自由
黨賑災基金」籌得的款項，則
用於支援河南省賑災工作，為
受暴雨影響的數以百萬計災民
提供幫助。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昨日在

啟動籌款發布會上表示，是
次籌款沒有訂立目標金額，
歡迎任何人士參與，並希望
籌得一定儲備，以應付日後
需要。
自由黨關懷基金審核委員會副主席林佑碧

介紹，「關懷基金」成立16年來，在不同

的活動中捐出的款項達720萬元以上。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關懷基金」已批核242
名確診者的申請，共資助近100萬元。

自由黨兩基金籌款抗疫賑災

●香港報業公會「2020最佳新聞獎」頒獎典禮，大文集團得獎者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自由黨啟動「關懷基金」籌款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茂波表示，始終相信專業、公正和客觀的新聞報道
永遠有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掃碼睇片

●香港工商
總會捐款約
370 萬元馳
援河南，中
聯辦副主任
何靖代表接
收。

團體供圖

●香港文匯報在最佳文化藝術新聞報道、最佳科學新聞報道等組別獲得1亞1季及兩優異獎共4個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