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多名全國政
協委員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大公報》
賀信中的囑託，是對所有愛國愛港媒體、愛
國愛港力量發出的殷切號召和極大鼓勵。

張學修：堅持正確新聞輿論導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張

學修期待《大公報》不負眾望，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順應傳媒業的發展潮流，培養更
多的新聞事業人才，秉持真實、客觀、公正
的新聞專業精神，繼續為各大愛國愛港媒體
樹立榜樣，與時俱進，堅持正確的新聞輿論
導向，以深入詳盡的報道、持平公正的評
論，讓香港社會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同時
也增進內地同胞對香港的認識，帶領媒體業
界為香港「一國兩制」及國家富強作出新的
貢獻。

陳卓禧：助港青握國家發展機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港
專）校長陳卓禧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對《大
公報》120周年寄予了諄諄囑託和殷切期
望。香港迎來新的時代，相信愛國愛港媒體
有更多的發揮空間，特別是為傳媒環境創造
一片晴朗的天空，並繼續為香港傳遞中央惠
港政策，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等，協助
港青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

胡劍江：凝聚社會力量建好香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

長胡劍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發給《大公
報》的賀信，體現了中央對香港新聞和輿論
工作的高度重視，既對包括《大公報》在內
的愛國愛港媒體作出充分肯定，更為「一國
兩制」事業發展指明方向。
他表示，香港未來的穩定發展，需要依靠
愛國愛港媒體發揮正向的輿論作用，才能凝
聚社會力量建設好香港。習近平總書記對

《大公報》的高度評價，是在勉勵香港其他
媒體同樣「立言為公，文章報國」，宣揚正
面聲音，營造社會共識，促進人心回歸、兩
地交流，大家一同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
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葉建明：急需風清月朗輿論氛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

理事長葉建明表示，香港正走向由治及興的
新時代，社會迫切需要一個風清月朗的輿論
氛圍，肅清過去一段時間反中亂港勢力在香
港造成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混亂，幫助市
民準確認識「一國兩制」，將全體市民引導
到愛國愛港、遵紀守法、關心經濟社會發展
上來；將青年引導到正確認識國家，認同國
民教育，擁有家國情懷；幫助社會不斷走向
共識，繼而實現全社會團結一致，共謀發展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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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新科技新媒體
港媒講好香港故事

議員讚總書記囑託鼓舞人心 籲各界深刻領會踔厲奮發砥礪前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向《大公報》創刊120周年致賀信，引起香港社會各

界熱烈回響。多名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囑託，為愛國愛港媒體發展

指明方向、帶來鼓舞。他們期望愛國愛港媒體靈活適應科技

時代和新媒體發展，多渠道繼續向本地以至國際社會說好香

港故事、中國故事。同時，正如中聯辦駱惠寧主任和港澳辦

發言人所指出的，賀信也是對所有「一國兩制」實踐參與

者、建設者的囑託，各界人士要繼續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

新發展，踔厲奮發，砥礪前行，在新起點上再創新輝煌。他

們表示，社會各界都應積極傳遞正面聲音，攜手抵禦反中亂

港勢力的失實資訊，「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傳播正能量

的媒體，支持香港更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學鋒：維護市民了解真相權利
民建聯立法會港島西議員陳學鋒表示，香港作為多元社會，過去充

斥着假新聞，煽動暴力、挑動仇恨，十分需要愛國愛港媒體堅持真
理，維護市民了解真相的權利，故他特別認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
提出的香港需要愛國愛港傳媒堅持真理、激濁揚清。當前香港正處在
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我們各界人士也要如國務院港
澳辦發言人所說，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寄寓的諄諄囑託，
繼續弘揚愛國傳統，銳意創新發展，踔厲奮發，砥礪前行，在新起點
上再創新輝煌。

陳振英：齊心協力建設美好香港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給《大公報》的賀信，

對愛國愛港媒體表達了親切的問候和關懷，並對傳媒擴大傳播力和影響
力提出殷切期望。
他指出，香港的資訊發達，市民每天從不同媒介接收大量信息。可
是，近年社會充斥大量假新聞、假信息，目的是打擊特區政府管治威
信，甚至影響市民對香港的信心。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已步入
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期望社會各界特別是公眾人物和愛國愛港媒體，
更積極地傳遞正面的聲音，為香港社會帶來更多正能量，說好香港故
事、中國故事，齊心協力建設美好香港。

吳傑莊：展愛國愛港媒體影響力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吳傑莊表示，習近平總書記致《大公報》創刊

120周年的賀信，反映了國家領導人對香港媒體的關心，更對愛國愛港
媒體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吳傑莊強調，愛國愛港媒體能否繼續發揮影響力，說好香港故事、中
國故事，是香港能否由治及興的關鍵，非常重要。目前，網上社交平台
已成當下年輕人接收資訊的第一渠道，香港市民既然都想祖國好、香港
好，就應該與愛國愛港媒體攜手肩負起傳播正能量的責任，「我們每個
人都可以做一個傳播正能量的媒體，支持香港更好發展！」

霍啟剛：網上網下接觸不同階層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對
愛國愛港媒體寄予了重大期望。目前，資訊傳播速度及數量大幅提升，
對市民的影響更快更廣，需要更靈活應對，令具公信力的傳媒變得更為
重要。作為愛國愛港媒體，必須勇於創新、善用科技，無論在網上網
下，都應該主動聯繫接觸不同階層的人，向社會傳遞正向聲音，凝聚香
港人心。

李鎮強：拆穿外部反華勢力圖謀
自由黨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李鎮強表示，無論是立法會議員還是其
他公職人員，都應該站在愛國愛港媒體的同一陣線，攜手抵禦反中亂港
勢力的失實資訊，特別是現今國際政治環境複雜，假新聞氾濫，香港社
會各界必須攜手支持愛國愛港媒體，讓市民可以正確認識、了解國家的
真實情況，同時拆穿外部反華勢力的圖謀，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

梁文廣：激濁揚清做好輿論引導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梁文廣表示，雖然國安法落實後，社會漸趨平靜，

但仍有別有用心之徒千方百計鑽空子，企圖繼續抹黑香港以至國家。因
此，愛國愛港媒體要做好榜樣，在香港人心回歸的進程中，激濁揚清，
做好輿論引導。

郭偉强：防範別有用心者危國安
工聯會立法會勞工界議員郭偉强表示，面對資訊科技世代，媒體扮演
的角色相當重要。過去數年，香港受到黑媒體的影響。這些媒體不斷散
播失實及扭曲的假信息，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影響，故愛國愛港媒體扮演
了重要角色。
他預計在目前的國際形勢、地緣政治下，香港仍處於風口浪尖上，
未來還會面對很多的挑戰。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齊心協力，防範別有用
心者企圖破壞香港社會穩定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國家繁榮而努
力。

◀香港文匯報昨日刊登習近平總書記致《大公報》創刊120周年的賀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習近平總
書記日前致《大公報》的賀信，是對香港所
有「一國兩制」實踐參與者、建設者所提出
的殷切囑託。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昨日表示，
會發揮好自身角色，在愛國愛港媒體及自己
的界別上積極發聲，激濁揚清，針砭時弊，
傳遞正能量，冀凝聚共識，增進認同，進一
步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發展
合力，一起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書寫更為精彩的時代篇章。

莊紫祥：為青年發展建言獻策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香港

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莊紫祥表示，習
近平總書記的賀信，是對香港所有愛國愛港
媒體的殷切希望。當前，香港正處在邁向由
治及興的關鍵時刻，相信所有愛國愛港媒
體，定會牢記習近平總書記的諄諄囑託，發
揚愛國傳統，努力擴大輿論影響力，堅定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
他表示，身為愛國愛港人士，同樣深受習
近平總書記賀信的激勵和鼓舞。大家定會繼
續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在愛國愛港媒體上
積極發聲，激濁揚清，針砭時弊，傳遞正能
量，在助力青年發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推進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等方面建言獻策。

金鈴：聚焦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香港島婦女聯會主席金鈴表示，習近平總

書記的賀信是對一個百年歷史的媒體給予的
高度肯定，是對香港未來發展寄予的殷切希
望，更是對愛國愛港人士提出的諄諄囑託。
未來5年，是香港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
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之下，香港應更主動
對接內地，聚焦「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積極作為，貢獻國家，發展自己，「讓我們
攜手共進，信心滿懷，攜手向未來，為香港
持續繁榮穩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巾

幗力量和智慧。」

高松傑：建集思廣益議政平台
香港菁英會秘書長高松傑表示，在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穩定環境下的媒體
角色更顯重要，而他身為一名「KOL（自
媒體人）」，亦會不負習近平總書記的囑
託，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多協助愛國愛港媒
體分享信息，多與媒體合作推陳出新，加
速擴大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引導社會各界進一步全面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的深刻內涵，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打造集思廣益的
議政平台，研究涉及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
胞根本福祉的重要課題，通過釐清思路，凝
聚共識，增進認同，進一步形成「心往一處
想、勁往一處使」的發展合力，一起努力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書寫更為精
彩的時代篇章。

政協委員：續營造社會共識 促進人心回歸

各界：發揮自身角色 齊發聲聚共識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表示，要繼續宣揚正面聲音，營造社會共識，促進人心回歸。圖為學
生揮動手中國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