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工聯會和香港文匯報同在1948年成立，雙方雖屬不同賽道，但一

路為建設香港和祖國的共同目標努力。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日前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回望了該會過去75年的經歷。他說，一直以來，工聯會

的每一個歷史節點，都有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和參與。從早年間爭取引東

江水到港的為民、惠民行動，到近年共同堅定抵禦反中亂港分子的破壞

行為，工聯會和香港文匯報始終一同秉持愛國愛港立場，為香港謀求更

好地發展、協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希望雙方日後繼續攜手共

進，為香港的美好未來奮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龍、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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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鄧逸明本 港 新 聞

吳秋北說，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經歷經濟
轉型，再到國家改革開放後蓬勃起飛，

工聯會和香港文匯報都參與其中。「報紙的角
色是報道有關新聞，報道民眾聲音，而工聯會
則代表着社會上基層市民的一部分，大家角色
不同，各司其職，攜手共進。而工聯會每一個
歷史節點，都是同香港文匯報息息相關，重大
的新聞都離不開香港文匯報的報道。」

見證內地開展東深供水工程
他分享道，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工聯會在

1963年和香港中華總商會代表一同向內地提出
建議，希望引東江水到香港，促進了內地開展
東深供水工程。時任工聯會會長陳耀材出席工
程落成典禮，自己的父親當時有保留香港文匯
報的剪報，這正是一個歷史的見證。
近年，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同樣抱持堅定

愛國愛港立場的工聯會與香港文匯報一直是彼
此堅強的「戰友」。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反
中亂港分子將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當成主要的
攻擊目標之一，多名工聯會時任立法會議員的
辦事處遭縱火、噴漆，辦公設施等亦被毀壞。

面對如此這般惡劣的行為，香港文匯報一直站
在正義一方，持續揭露反中亂港分子的惡行，
幫助愛國愛港陣營發聲。

旗幟鮮明發表對抗黑暴聲音
吳秋北表示，香港文匯報在這些重大事件當

中始終做好及時報道，還刊登了工聯會的譴
責、聲明等，協助工聯會向外界釋放正面聲
音，從而凝聚群眾，「大家合作無間，旗幟鮮
明地發表對抗黑暴的聲音，從而彰顯正義，這
些都令我非常感動。」
他表示，工聯會透過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增

加了工聯會的社會影響力；工聯會亦通過香港
文匯報的報道、評論和分析，掌握社會動向，
豐富和調整工作方向。
他說：「時代在進步，工聯會和香港文匯報

在同一個時代背景下成立，作為愛國愛港團體
一直共同見證香港的成長。工聯會會歌《同心
同步》中有句歌詞：『與社會同步，與基層同
心，時代裏呼喚這種責任』，其實香港文匯報
亦同樣如此，希望這種同步可以愈來愈好，大
家攜手共進，繼續為香港的未來而奮鬥。」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是香港文匯報的老朋友。他日前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直言，自己對香港文匯報有一種
特殊的感情，自己的許多知識結構、意識構成來自報紙
特別是香港文匯報。
他讚揚香港文匯報有自己的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底蘊，

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一直影響社會和包括工聯會在內的
各個團體。他期望香港文匯報可以繼續發揚這種文化底
蘊，並在未來創造更大影響力，繼續影響一代又一代

人。
吳秋北坦言，隨着社會的不斷發展，工聯會亦要不斷

調整定位，豐富和優化工作方向，而為了把準時代和社
會的脈搏，就必須參考可靠的媒體。而香港文匯報在這
方面為他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成為工聯會了解國家、
了解世界的窗口，相信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香港文匯報會為工聯會及香港社會帶來更多高質量的報
道，雙方可以有更加緊密的合作。

「我小時候網絡還未發達，報紙擔當了重要的信息傳
遞作用。父親不是看香港文匯報就是看大公報，我讀書
時更天天翻閱報紙，因此香港文匯報在我成長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表示，香港文匯報多年來一直報道工聯會的許多重
要活動、信息，或許自己小時候第一次認識工聯會就是
透過香港文匯報。

對回歸報道印象最深
「父親自小培養我的剪報習慣，當有重要事件發生時

便會剪報作為留念。」吳秋北說：「印象最深的，是
1997年7月1日，父親買了多份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認
為頭版慶祝回歸的場面會成為歷史的烙印，畫面可通過
報紙的報道而定格，彷彿親身參與其中。」

吳秋北精心剪輯的報紙一向被他視為寶貝。他記得有
一次母親收拾房間時見到一疊報紙，以為是廢紙就直接
丟棄，孰不知那是他已整理好的珍藏，「當時我感到大
受打擊，甚至為此與母親發生衝突，如今想想亦感到甚
為可惜。」
養成剪報習慣的同時，吳秋北自然而然地培養出閱讀

報紙的習慣。吳秋北說，自己從小透過報紙，特別是香
港文匯報，學習了許多課堂外的知識，「我的知識結
構，包括國家改革開放的信息、科技信息、語文能力，
都是在報紙上取得、累積的，如果沒有報紙，我的知識
結構將會非常單一。」
他說：「兒時的習慣一直影響着我，雖然現在由於工

作原因，沒有時間再做剪報，但看到重要的資料，依然
會分類保存，方便日後查閱。」

透過文匯報首次認識工聯會

讚文匯報底蘊深 助讀者識國情

◀ 吳秋北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展示工聯會75周
年歷史圖文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由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舉辦的「完善地區治理幫到你」知識
大獎賽，昨日舉行首輪獲獎者頒獎活動。領到iPhone14 Pro手機大獎的范浩
然代表和優勝獎得獎者林詠欣等人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此次活動不僅讓
他們獲得了豐厚獎品，更重要是讓大家增加了對「完善地區治理幫到你」的
理解和認識，將會積極向親朋好友推介這項活動。第二期抽獎將於8月15日
進行。
港島聯理事長蘇長荣，立法會議員陳學鋒、陳家珮等擔任頒獎嘉賓。首輪

50名獲獎者喜獲豐厚獎品，包括5部iPhone14 Pro手機和45份價值港幣1,000
元超市禮券。
蘇長荣表示，港島聯舉辦這次知識大獎賽，依託「港島聯萬家」數字媒體
平台，全面宣傳「完善地區治理方案」，讓廣大市民更深入全面了解其重要
意義，激發大家以實際行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方案落地實施。

第二期抽獎將於月中進行
今次大獎賽活動共有4期，第二期抽獎將於8月15日進行。蘇長荣呼籲廣大
香港市民積極下載「港島聯萬家」手機應用程式，登記成為「港島聯之
友」，參與大獎賽，了解更多完善地區治理的知識，好運中大獎。

「完善地區治理」知識賽頒獎
獲獎者：增進議題認識

◆「完善地區治理」知識大獎賽昨日舉行首輪頒獎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一連四天的
第三屆工展會購物節昨日進入最後一天，
早在活動前期已有展商感嘆，市民消費意
慾一般、「旺丁不旺財」，直至活動昨日
傍晚結束時亦未能扭轉形勢。昨日下午，
香港文匯報記者到亞博館工展會現場直
擊，只見場內人流尚屬暢旺，雖然不比周
末人氣旺，但亦有不少顧客攜同手推車到
場，預備「執平貨」滿載而歸，部分檔主
打出「把握最後機會」、「100元11包任
揀」等促銷標語，但有展商表示，生意額
只及去年八成，分析原因是全面復常後，
不少市民赴內地及海外旅遊攤薄一部分消
費力，炎熱天氣亦影響他們的購物心情。
昨日下午，位於亞博館的工展會購物節現
場匯聚不少顧客，由於是工作日，買家主要
為銀髮族、家庭主婦及學生等。顧客黃女士
表示，已花費約2,000元購買鮑魚、包袋及各
類生活用品，她認為現場貨品種類齊全，可

讓人一次買個夠。「我整體感覺很滿意，去
年工展會我也有來，很喜歡逛這種大型購物
節。」

料因港人外遊攤薄消費力
雖然一些顧客買到心頭好，但展商普遍表
示銷情不如預期。海產舖「BGS美而廉」檔
口負責人陳文浩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他去年
亦有參展，對比之下，今年銷售表現較差，
並指本地消費力減弱不僅見於工展會，店舖
平日銷量亦不如疫情期間水平。「入場人流
還算可以，始終是中華廠商會活動，有它的
號召力，但是市民消費力減少很多，復常通
關之後，市民周末去深圳玩或者去海外旅
遊，已經消耗了部分預算，在本地就沒有那
麼強的消費意願。」
陳文浩續指，為求清貨，該店出售的蟲草

花等產品已打出優惠價，不過反響平平，
「消費者也是精明的，都知道羊毛出在羊身

上，如果本身沒有想買
這個產品，也不會看見
優惠就要買。」
周太太經營的零食

攤檔主要售賣花生
糖、陳皮薑等小食，
部分糖果為現切現
賣，售價數十元一
包。她指，昨日入場
人流明顯不及周末，
展會期間的銷售額僅
及去年八成。
泰國小食檔「泰味」

打出「把握機會最後今日」、「限時優惠」
等多款促銷標語，酸辣鳳爪低至30元一份。
檔口負責人鍾先生指出，來到最後一日已不
計較利潤，大部分商品會以成本價出售，
「整體銷量和去年相差較遠，不能說賺多
少，最多是不賠吧。」

工展會購物節煞科 展商嘆銷情遜去年

◆攤位店東陳先生

◆顧客黃女士

◀昨日是工展會購物節最後一天，人流偏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不少展商在活動最後一天推出促銷優惠，務求清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 攝

▲工聯會在1963年和香港中華總商會代表一同向內
地提出建議，促進了內地開展東深供水工程。圖為東
江水供水管道。 資料圖片

吳秋北：我們共同見證每個歷史節點
工聯會香港文匯報共邁75周年 各自舞台齊為港奮鬥

【編者按】香港文匯報創刊於1948年。75年來，香港文匯報與香

港社會一起發展，並與廣大市民一起見證香港幾十年來經歷的崢嶸

歲月。今次「與香港同行75年」專欄，邀得多個同是成立75載的機

構代表接受訪問，與讀者一起回顧時代變遷的點點痕跡，自己與香

港文匯報的故事，並暢談對社會的服務理念，以及對香港發展的願

景。希望廣大讀者繼續與香港文匯報一起攜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