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56屆年會27日
在廣州開幕。來自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
區、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
西亞、韓國、美國等地的30多家主流媒
體負責人共聚一堂，討論如何抓住融媒
體時代機遇。「今年大熱的AI人工智能
工具在新聞業潛力巨大，跨越整個價值
鏈。」中國台灣《聯合報》執行董事項
國寧表示：「編輯採訪能力只是低標準
配備，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學習如何使用
AI。」

數據驅動推編輯室轉型
項國寧介紹，《聯合報》因應新變
化、回應挑戰的五大解法，即組織改造
調整工作流程，數據驅動推動編輯室轉
型，全媒體產品多元呈現，資產活用轉
變商業模式和建立新的工作室創新說故
事。他表示，《聯合報》通過各種數字
工具與AI演算深化與使用者的關係，如
為使用者量身打造的「猜你喜歡」推薦
系統，能依照讀者閱讀行為，選擇個人
專屬的內容推播，隨時輕鬆掌握新聞不
落後。他還特別提醒，新聞編輯室的員
工必須具備部署和維護新技術的能力，

也要了解人工智能如何處理數據：「以
避免洩露不應公開的細節。」

全媒體功能是報業媒體必備基本功
「在面對各新媒體平台搶佔受眾時間
的新形勢下，擁有全媒體內容生產功
能，已是報業媒體必須具備的基本
功。」新加坡新報業媒體華文媒體集團
營運總編輯羅文燕介紹，《聯合早報》
通過全媒體形式出產內容，以及運營各
大社媒賬號來傳播內容，以便觸達更多
年輕受眾、設法讓他們多接觸中文媒體

內容的方式。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全
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副院長張志安指
出，國際傳播需充分抓住互聯網平台機
遇，遵循面向青年的網絡傳播規律。他
認為，青年群體的數字生活高度依賴社
交媒體。作為平台社會中成長起來的
「數字原住民」，他們日常生活深度嵌
入數字化網絡平台，呈現出典型的「生
活在媒介中」特徵，他們更加樂意接受
形式生動、內容可感、輕鬆娛樂、沉浸
交互的數字產品。

AI在新聞業潛力巨大 全媒體轉型勢在必行

◆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報業主流媒體負責人在交流分享新媒體經驗。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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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共享中傳播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56屆年會穗開幕「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共享稿庫」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27日，世界中文報

業協會第56屆年會在廣州開幕。本屆年會以「中文報業與中華

文明傳承發展」為主題。來自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新加

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美國等地的30多家

主流媒體負責人、專家學者、相關部門負責人等代表逾百人在

廣州相聚，探討中文報業如何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加強國際

傳播能力建設。開幕式上還正式啟動了「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共

享稿庫」，通過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員單位之間共建共享，讓

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共享中傳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11月27
日，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
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福建從廣大台胞需求、增進台
胞福祉角度出發，出台了涵蓋便利台胞往來和生活、深
化閩台經貿合作、鼓勵台胞就業創業、推動涉台法治建
設共四個方面15條政策措施（以下簡稱「15條」。其
中，面向在閩創業的台灣農民推出了最快15分鐘可審批
通過「台農貸」業務，以及金門、馬祖地區的企業或在
福建登記註冊的台資企業可申報「福建老字號」，並推
薦參評「中華老字號」等政策，深受台胞誇讚。受訪台
胞向香港文匯報表示，「15條」惠台政策很接地氣，在
閩台胞都能實實在在地從工作和生活等方方面面同等享
受到各項利好便利。
福建省針對《意見》貫徹落實，27日上午在福州舉

行了首場新聞發布會。福建省台辦副主任陳志勇在會
上介紹，自9月12日《意見》出台後，中央台辦、國
家發展改革委組織48個中央和國家部委於9月27日在
閩召開貫徹落實中央《意見》專題會，推動部省聯
動、協同推進示範區建設。前期，國家出入境管理
局、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中央和國家部委出台了一系
列支持福建的政策措施。福建省正在抓緊制定貫徹落
實中央文件的《實施意見》，進一步把中央賦予的各
項政策落細落實。

隨後優先推薦「中華老字號」
今次新「15條」惠台政策，內容涵蓋便利台胞往來
和生活方面、深化閩台經貿合作方面、鼓勵台胞就業
創業方面以及推進涉台法治建設四個方面，其中有多
項涉及台灣農民、農業以及鄉建鄉創方面的便利措
施。如在深化閩台經貿合作方面，面向在閩創業台灣
農民，推出廈門銀行「台農貸」線上辦理升級版，最

快15分鐘可審批通過；金門、馬祖地區的企業以及在
福建登記註冊的企業可申報「福建老字號」，此後還
可以優先推薦「中華老字號」等。在深化閩台鄉建鄉
創合作方面，每年安排獎補資金支持100個閩台鄉建
鄉創合作項目，為台灣鄉建鄉創人才提供更多發展機
遇。
「太好了，非常開心，我們可以着手申報『福建老

字號』了，接下來就是『中華老字號』」。來自金門
的王大夫一條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建順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福建最新出爐的「15條」 政策措施誠
意滿滿，台胞台商台企都很適用。他指，特別是「金
門、馬祖地區的企業以及在福建登記註冊的企業可申
報『福建老字號』」這條政策，對他公司助益很大。
「一條根」是金門原生特有的一種有保健作用的植

物。1855年，王建順的祖上從福建同安縣到了金門定
居，便開始行醫，打響了「金門王大夫」名號。後
來，在1966年開始鑽研「一條根」以及各種中草藥，
創立「金門王大夫一條根藥行」，2011年在台灣獲頒
「百年老店」。
王建順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01年兩岸「小三

通」開啟後，金門一條根也得到了大陸民眾的認可，
但隨之而來也出現了假冒王大夫品牌產品，於是「王
大夫一條根」在兩岸都註冊了商標，還在福建省廈門
市註冊了商貿公司。「我們就可以着手參加明年第七
批『福建老字號』的申請。這項政策，可以進一步擴
大品牌在大陸的影響力，同時也會拓展大陸內銷市
場。」王建順說，他對自己企業參評「福建老字號」
非常有信心；同時他也期待國家市場監督總局日前出
台的七條政策措施能盡快推進，創新兩岸標準、計
量、認證認可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模式，兩岸行業共通
標準盡快上路，讓他的「王大夫一條根」等產品能合
規合法在大陸打開銷售大門。

閩15惠台新措 金馬企業可申「福建老字號」

當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者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張建春在致
辭中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
博大精深，這次年會旨在探討中
華文明傳承發展，深化華文媒體
聯絡協作，必將對全球華文媒體
在新起點上繁榮發展、夯實共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產生
積極作用。他表示，希望世界中
文報業當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
傳承者發揚者、中外文明交流互
鑒的傳播者推動者、媒體深度融
合發展的踐行者開拓者，不斷增
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他
希望各位參會嘉賓積極建言獻
策，為建設好中華民族現代文
明、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貢
獻力量。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黨組
書記、副主席劉思揚表示，希望
海外中文報業的朋友積極參與以
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更好傳承
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中
外文明交流互鑒。世界中文報業
協會名譽會長李祖澤表示，站在
新的歷史起點上，世界中文報業
協會將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以
世界華文媒體的深入交流互鑒，
讓中華文明煥發新的時代光彩。

廣東勇擔新的文化使命
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陳
建文表示，廣東是經濟大省、文
化大省、媒體大省，當前正全力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點工
作，奮力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
設中走在前列。他指出，廣東將
進一步勇擔新的文化使命，以
「兩端一雲」建設為抓手，打造

全媒體傳播體系，書寫中華民族
現代文明的廣東新篇章。熱忱歡
迎世界華文媒體繼續關心、關
注、關愛廣東，進一步加強和廣
東媒體的交流合作。
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
郭永航說，廣州是嶺南文化中心
地，也是我國新聞傳媒重鎮，廣
州報業始終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傳播好中國聲音上引
領時代潮流，各位嘉賓在穗共同
探討和展望中文報業與中華文明
傳承發展，意義重大、恰逢其
時。他希望各位嘉賓多了解廣
州、宣介廣州，推出更多精品力
作。
開幕式上還舉行了「中華文明傳
承發展共享稿庫」啟動儀式。「中
華文明傳承發展共享稿庫」旨在收
錄弘揚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故事為主的新聞資訊內容，通過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員單位之間共
建共享，讓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在共享中傳播，在傳承中獲
得更好的發展。
據了解，通過「中華文明傳承

發展共享稿庫」，各成員單位可
在尊重法律、尊重著作權法和崇
尚中華傳統道德規範的基礎上，
交換各會員單位已發布的原創稿
件，可在基於稿件原意的基礎上
進行適當刪改，文責自負。各會
員單位使用共享稿件時應註明出
處來源。
本屆年會由世界中文報業協會
會長、經濟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
鄭慶東主持。中央宣傳部傳媒監
管局局長李宏葵、反非法反違禁
局局長戴巖松，廣州市領導邊立
明、杜新山，省市有關部門負責
人等代表參加。

◆27日，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56屆年會開幕，開幕式現場發布了《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共享稿庫倡議書》。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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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夫一條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王建順對「15條」惠台政策點
讚，將着手申報「福建老字號」。

香港文匯報福建傳真

一：便利台胞往來和生活方面

◆新增160個公安派出所辦理台胞證件業務，
出入境管理窗口增設60個「台胞台企專窗」

◆65周歲及以上台胞可免費乘坐城市公共交通
工具

◆推出「全省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證書線上管理
平台」

二：深化閩台經貿合作方面

◆實行閩台融合發展重大項目「一清單、三優
先」管理

◆推出「台農貸」線上辦理升級版，最快15分
鐘可審批通過

◆金門、馬祖地區的企業以及在福建登記註冊
的台資企業可申報「福建老字號」

三：鼓勵台胞就業創業方面

◆為台灣青年提供一定期限的過渡免費住房和公
共租賃住房

◆新增電切削工、農產品食品檢驗員、起重裝卸機
械操作工等16個台灣地區職業技能資格納入直
接採認範圍，採認項目從現有34個擴大到50個

◆將在閩台灣教師納入福建省職業教育「雙師
型」教師認定

◆每年安排獎補資金支持100個閩台鄉建鄉創合
作項目

四：推進涉台法治建設方面

◆在海絲中央法務區廈門片區設立大陸首個涉台
海事糾紛解決中心；提供台灣地區法律查明服
務；拓展台灣同胞參與福建法治建設渠道

「15條」要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