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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新聞從業員，最大的使命是勇於發掘社會不公平現象，作
深入廣泛的報道，讓更多市民了解事件真相，發揮監督社會的重要
角色。為此，優秀的記者總比別人多走一步。第3屆中大新聞獎的舉
辦，就是希望表揚這群多年為社會和業界默默耕耘的優秀新聞從業
員。

是 次獎項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舉辦，獎
項籌務委員會主席黃麗君指出，獎項舉辦的目的，是希
望給予優秀的從業員一個肯定，從而為業界樹立良好的

榜樣，提升整個新聞行業的專業水平。有別於其他新聞獎項，中
大新聞獎的獎項以個人為主，希望透過頒發獎項，表揚一些傑出
新聞工作者多年為行業所作出的貢獻。

關心民生  揭社會面貌
　　今年的中大新聞獎，參選人數是歷屆中最高的，黃麗君坦言
感到十分鼓舞：「今年參選的情況踴躍，反映業界對我們的支持
和鼓勵。今屆參賽作品的主題涵蓋面甚廣，既有關於本地社會政
策的報道，亦有涉及不少中國內地和海外的新聞，顯示本地業界
不單關心本地民生，更衝出香港，本着求真精神，把世界各地不
同的社會面貌向讀者呈現出來。」
　　她盛讚今年的的參賽者水準甚高，分數接近，令評判相當頭
疼。她表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應主動發掘新聞，而懶惰的新聞
工作者則只等待新聞的發生。「今屆比賽讓我們知道原來本地有
很多優秀的記者。」

有 線電視駐廣州記者林建誠秉持新聞
工作者的精神，揭露內地「走私
魚」問題的黑暗面，拍成《追蹤走

私魚》。故事的構思是來自去年底多次驗出
供港魚含有孔雀石綠或其他違禁物質，而大
部分業界和養殖戶也認為在運輸過程中出現
問題。

直擊運輸  整月部署
　　就是這個疑問，誘發林建誠追查事件真
相的決心。「到底是運輸問題還是路問
題？還是有人在運輸過程中做了手腳而產生
問題？」及後，他便着手籌備拍攝，而報道
的內容，亦牽涉部分合法供港淡水魚的業
界，把內銷的淡水魚混入合法供港魚，然後
運往香港。
    他直言，拍攝過程中，一定要清楚知道

那一家供應商，那一部貨車裝貨，甚至由那
一條路運往香港，及抵達的地點，前後經
過一個月時間部署。

敏銳觸覺  找出價值
　　結果，《追蹤走私魚》一經播放，迴響
極大，其震撼性的內容，更使大眾加倍留意
食物安全。當然，與市民健康息息相關的題
材值得報道，但除此以外，林建誠又如何發
掘值得報道的新聞？他分享說︰「最重要是
對周遭人事物保持敏銳感，留意身邊的事情
和近期社會大眾熱衷的話題。現時內地的網
站及報章經常有很不錯的新聞題材，即使是
一段簡單文字，但只要細心想一想，找尋適
當的畫面切入，往往可能成為一段不錯的電
視新聞。」
　　不過，林建誠也曾遇到挑戰。一是記者
本身容易因為年資漸長，採訪工作又類似，
致令新聞敏銳度下降，容易產生流水作業式
的報道；其次就是要與時間競賽。
　　入行十多年，澳門記者出身的林建誠
坦言，是次獲獎意義甚大。「經過7年的努
力，最終得到現時公司及同事的認同，並且
主動提名作品參加比賽，當然感到高興。」

林建誠︰走私淡水魚事件 全情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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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金子安次現身香港熒光幕的，是
有線電視新聞部總主播張宏艷。她

表示，構思《日本．對談》的報道時，想
過很多不同身份的被訪者人選，「開會時
剛好金子安次正接受日本的英文電視台訪
問，並坦白說出當年所作所為。監製指着
電視說『就是他』。」
　　這一指，把張宏艷帶到日本去。「很
難找到那老兵。」她坦言，收到監製的指
示後，便即時上網蒐集資料，兩三個小時
已鎖定範圍，然後搭通天地線，誓要把老
兵找出來。

歷史震撼  盼引同感
　　老兵雖然難找，但令張宏艷最安慰
的，是金子安次能夠坦白說出當年日軍侵
華的禍害，甚至認錯。「訪問後回到酒
店，我把老兵的話逐句繙譯成中文，心情
愈來愈沉重，甚至要把工作停下來，稍事

休息，才能繼續繙譯。」她坦言，親耳聽
到老兵的敘述後，才發現接近歷史的感
覺，原來是多麼的沉重、震撼。
　　作為前新聞工作者，張宏艷希望，
能夠在新聞故事中發掘人性。「要令觀眾
有同感、有共鳴、有感動，才能令他們繼
續收看。」因此，由她主理的新聞報道，
也專注發掘人性的題材，以故事說話。

畫面細節  參與構思
　　不過，有了吸引的新聞題材，張宏艷
也不敢掉以輕心，訪問過後也會親自構思
剪接、畫面效果及背景音樂的細節，務求
令片段能完整呈現觀眾眼前。「電子媒體
最現實，觀眾若對新聞不感興趣，便不會
坐在電視機前多一秒。因此，我們須在新
聞片段中加入大量『人』的元素，例如以
畫面交代，加上後期特別效果，甚至聲
效。」

張宏艷︰誰來回憶日本侵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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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優秀從業員

　　「中大新聞獎表揚有質素的新聞從業員，認同他們付
出的努力，同時亦是業界一個專業而高水平的標準，成為
大家追求的目標！」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系主任
黃煜教授說。

黃煜教授表示，今年的參加者質素很高，在評審時的確難下
決定。「無論在寫作及拍攝方面，他們皆能運用專業的手

法及表達技巧去包裝，報道的故事性很強，作品主題多揭發社會
問題，能對香港社會民生起正面作用。」
　　內地社會文化、人民質素、法制等方面都與香港有很大差
異，對於部分得獎者能夠克服這些難題，報道內地負面的社會問
題，並處理得恰到好處，黃煜教授說：「我非常欣賞得獎者挑戰
難度，揭露內地走私、作假等不法行為，水準甚高。」

求簡而精  取他人之長
　　然而，他認為，部分參賽作品的缺點是過於
冗長，在深度報道上仍要多花工夫。他建議新一
代的新聞工作者擴闊視野，多參考別人的優秀作
品，為大眾服務而加把勁。
　　科技發展迅速，傳媒的工作模式及形
態亦隨之不斷轉變。「新聞工作者未
來要面對及適應新聞模式的變化，配
合專業知識，發揮新聞界的最高效
用。」黃煜教授補充，中大新聞獎
作為新聞業界及教育界的交流平
台，能有效促進新聞事業的專業
水平。

　　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指出，過
往，電子媒體可能會憑着聲畫俱備的先天優勢壓倒文字媒
體，但中大新聞獎分為文字媒體及電子傳媒兩個組別，更全
面地表揚業界精英。

「我一向特別欣賞『踢爆式』或揭露社會黑暗面的新聞，因
為記者憑冒險精神諷刺時弊，為社會作出貢獻。在得獎

者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新聞報道組（電子傳媒）大獎得主，
有線電視林建誠的《追擊走私魚》，很具震撼力。」梁天偉教授
說。
　　他表示，參加者的水準每年提升，中大新聞獎已成為了業界
共同努力的目標，得獎者和機構除可獲得業界肯定外，亦可建立
個 人 及 新聞機構的聲譽。

開拓視野  發掘新題材
　　至於新聞行業及新晉的新聞工作者，梁
天偉教授認為仍有很大進步空間。「全球每
天發生的事情與大家息息相關，業界切勿再局
限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而應放眼世界，擴

闊視野，多接觸外國新聞，理解當地局
勢，融會貫通。此外，新聞工作者宜經
常反思，參考行內有質素媒體的新聞處
理手法，着眼製作有深度的發掘性報
道。」
　　此外，他希望該獎項可繼續發
展，以普立茲新聞獎為模範，推動至
全行參與，成為香港人引以為榮的獎
項。

小心求證  贏讀者尊重
　　今屆大獎邀請的評審委員包括無電視新聞及資訊部助理總監袁志偉、
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新聞及公共事務）關偉、《明報》總編輯張健波、
《信報》總編輯陳景祥、《南華早報》Editor-at-Large楊健興、樹仁大學新
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教授、浸大傳理學院新聞系系主任黃煜教授、中

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校友會主席張樹槐、中大
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教授。為公平起
見，來自電子傳媒的評判只評審文字媒體組
別的作品，於文字媒體任職的評判則只評審
電子傳媒組別的作品。
　　黃麗君期望透過獎項鼓勵更多同業去發
掘新聞：「希望有更多新聞從業員本着求真
的精神，謹守自己的崗位，大膽假設，小心
求證，切勿人云亦云，這才能贏得讀者的尊
重。」
    是次頒獎禮於今天（12月3日）舉行，
大會邀得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擔任頒獎嘉賓，
頒發獎項予各項組別的大獎及優異獎得主，
表揚他們多年來在傳媒行業作出的貢獻。

節目的構思，是源於一宗被誤列為「遺棄小
孩」的報道。「那名小孩不是被遺棄，而是

因為跟隨母親在街上撿拾紙皮，太疲倦而睡在樓
梯角落。」王玉娟表示，新聞讓她反思，到底香
港還有多少小孩也是過着相同的生活？正因為有
了這個想法，驅使她着手部署拍攝相關的專題故

事。
　　要了解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最好的方法便是
由他們自白。因此，王玉娟刻意收起旁白，約半
小時的節目全由被訪者的話，展示低收入家庭的
生活實況。節目訪問了兩個家庭的小朋友，一
個是家住板間房，父親修理電器的小學6年級學
生，他售賣父親給他的銅鐵，賺取零用錢；另一
對則是家住公屋，依靠撿紙皮來賺取零用錢的小
兄妹。

取材重要  打動自己
　　作為新聞工作者，王玉娟坦言，自己抱着
「真、善、美」的使命，希望透過不同的新聞故
事，令大眾了解社會各階層所發生的事情。
　　王玉娟發掘新聞的宗旨，是同時要在情感上
或理性上，令她自己留下深刻印象。
    每個故事也可以是新故事，始終不同觀眾對
不同新聞題材也有不同的詮釋，因此王玉娟只能
從新聞的題材出發，看看它是否觀眾關心的議
題，甚至能否令他們反思。

電視報道  心思編排
　　新聞專題要做到令觀眾反思這點殊不容易，
《星期二檔案》20多分鐘裏，最大的挑戰便是
廣告時間。「影像始終有別於文字，就新聞時事
節目而言，講故事真的需要有技巧。」王玉娟直
言，節目的起承轉合必須做得非常好，才能令觀
眾在廣告後仍然留守電視機旁，收看較嚴肅的新
聞專題節目。

王玉娟︰聽貧窮小孩自白
新 聞專題節目《神州穿梭——切胸之痛》把事件的來龍去脈活

生生地呈現於觀眾眼前。有線電視中國組高級記者呂秉權
表示，因各地受害人到北京上訪而得到發，故決定籌備節

目，走訪整容醫生、受害人、衞生部前法律顧問，甚至與整容公司對
質，揭露內地整容潮之下的黑暗面。

融電影感  啟發觀眾
　　「做媒體應該有承擔。」就是這信念，促使呂秉權鍥而不捨地追
蹤新聞，喚起大眾注意。在他眼中，專題報道先要取材正確，要對社
會有影響，對觀眾有發性。不過，電視節目的包裝手法又不能過於
沉悶，而呂秉權便喜歡把電影感融入節目。
　　看《神州穿梭——切胸之痛》，甫開始便是手術室開關的鏡頭，
然後諷刺地播着有害物料的宣傳聲帶，配以受害者面容和身體變異的
畫面，言簡意賅地刻畫出事件的重點。電影感歸電影感，專題報道的
手法始終不能過火。因此，呂秉權亦小心處理每個訪問。「始終要一
位女性在陌生的男性面前，訴說整容失敗的經過和感受，是很痛苦
的。」

找出焦點  絕不輕率
　　呂秉權直言，新聞背後或許存在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新聞工作者
便需要走入事件的風眼，找出焦點，然後客觀準確地報道，絕對不能
草率處理。嚴肅的新聞固然要跟進，但呂秉權也不會輕視其他軟性新
聞。輕鬆如端午節龍舟比賽，或亞運聖火傳遞過程，他也以身作則，
投入採訪，跳入場景，在龍舟上，甚至跟着聖火邊跑邊報道。

呂秉權︰一份承擔 窺整容陷阱

呂秉權小檔案
1998年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中文新聞系畢業
1998至05年 加入無電視，出任港聞及中國

組高級記者、新聞主播
2005年至今 加入有線電視，出任中國組高級

記者，2007年開始為駐上海新聞
中心主任

   王玉娟追求「真、善、美」，希望透過不同階
層的故事，令大眾更了解自己身處的社會。

 
 

呂
秉
權
認
為
，
內
地
新
聞
與
香
港
新
聞
完
全
不

同
，
愈
花
時
間
發
掘
，
就
愈
看
得
到
人
性
的
震

撼
。 

（
陳
國
峰
攝
）

專題組（電子傳媒）大獎得主

張宏艷小檔案
1993年 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主修新聞與傳播學系、

副修日文，畢業後入職有線電視新聞部
1995年 到日本慶應大學修讀法學部碩士（主修政治

學），期間擔任駐日本記者
1998年 回港重投有線電視新聞部，現為新聞部總主播

   金子安次雖然難找，但當他道出當年日軍侵華事件的
所見所感，張宏艷覺得一切皆值得，至今仍難忘被歷
史的真實和震撼打動。  （曾耀輝攝）

林建誠小檔案
1991年 澳門電視台記者
1999年 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
2004年至今 有線電視駐澳門記者，現為駐

廣州記者，2006年轉為專注採
訪內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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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次，陳志偉的上司與他分享一篇WIFI
無上網存在保安漏洞的報道，該篇
報道並沒有提出有力的證據，陳志偉

便構思作出相關報道，發掘在香港公眾地方的
無上網站是否存在保安漏洞。
　　但陳志偉發現，要做這篇報道，難度甚
高。「熟悉黑客軟件的電腦專家，多不願意參
與測試，因為涉及法律問題，我惟有自己做測
試，看看能否截取自己的個人資料。」
　　不過，由於陳志偉並非電腦專家，不懂如
何使用黑客軟件，所以測試工作僵持了近兩
周。在差不多要放棄時，他從一名電腦專家的
口中，得知其中一款黑客軟件入侵電腦截取資
料的功能極強，遂集中火力，反覆測試，最終
成功截取資料，證明網上保安漏洞的確存在。

或遇阻撓  勿言放棄
　　這篇報道刊登後，即引起迴響。機管局與
網絡商商談，最終把有關漏洞堵塞。對陳志偉來
說，這次報道加深了自己的信念——發掘新聞過
程遇有阻撓時，不要太易放棄，而要努力堅持。
　　數年前，陳志偉欲報道熱門郊遊地點的手
提電話接收盲點，他向多個部門和機構查詢不
果，最後惟有親身測試，並成功刊登首個西貢

熱門行山路的通訊盲點地圖。完成報道後，
剛巧接連有數宗行山意外，懷疑與通訊盲點有
關，自此當局和營運商態度轉變，開始公布盲
點和增設郊區的發射站，而這宗報道前後共拖
了兩年！

分析聆聽  冷靜部署
　　陳志偉認為，好記者除要具備豐富的常識
和分析能力外，聆聽能力亦很重要，因為重要
的新聞往往埋藏在看似不重要的事情中。他續
道，發掘新聞有如下棋，要有好的部署，切勿
太心急，打草驚蛇。採訪前要考慮採訪期間將
遇到的情況，預先想好如何回應及跟進，同時
不要忽略堅持求證的態度。
　　當記者十多年，陳志偉最難忘的經歷，是
曾有報道惹來對方登報點名批評。「那次報道
一種聲稱能增高的食品，事後對方不承認曾說
過某言論，可惜採訪時應對方要求沒有錄音，
這件事令我更重視蒐集證據的工夫。」

陳志偉︰細心求證 揭保安漏洞
新聞報道組（文字媒體）大獎得主

「最初我也不相信，廣東省內部規劃
綱要的排放標準，與粵港兩地協

議的標準竟然不同！」
    陳旭權遂開始問其他人，初時得
到的答案是︰「沒有問題的」、「事
情並不是這樣」，但他總覺得事有蹺
蹊，繼續深入調查下，香港政府終於承
認兩地有不同標準。"One  sky,  two  air 
pollution  targets"這篇報道因而誕生，
該篇報道為陳旭權贏得今屆中大新聞獎
新聞報道組（文字媒體）的優異獎。

富聯想力  發掘題材
　　陳旭權認為，做記者除要夠細心
外，聯想力和記憶力亦很重要，因為許
多新聞事件，相隔一段時間後又會再出
現。
　　對許多記者來說，要發掘新聞好像

很困難，陳旭權則認為，四周都有故
事。有次陳旭權到大澳遊玩，發現該處
剛建成一個避風塘，但內裏只有一隻蝦
艇，他覺得很奇怪，便去找當地居民查
詢，得悉原來政府花了2億元，剷平原
本的濕地，建成這個避風塘，但最終只
有數隻艇使用，更可惜的是，大澳日落
的景觀受避風塘的堤壩所影響，大為失
色。

留意生活  幫助社會
　　這次郊遊意外地為陳旭權帶來一宗
新聞題材。他續表示，只要多留意日常
生活中，有那些事情是不合理，或者令
人覺得詫異，不難發現好題材。
    「最重要是停下來想想，切勿不以
為然，否則可能會錯過許多有價值的新
聞。」

陳旭權︰深入調查 污染物排放兩標準
新聞報道組（文字媒體）優異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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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偉小檔案
1994年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畢業
1994年 加入《明報》突發組、港聞版
2007年 《明報》港聞版首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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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識型經濟的特點之一，是資訊太多，知識太少。新聞工作者
的責任之一，是透過蒐集、篩選、消化和綜合的過程，把資
訊演化成有用的知識，協助忙碌的香港讀者掌握資訊背後的

意義。」曾仲榮說。
　　作為傳媒人，曾仲榮個人也遇到如何有條不紊地整理大量資訊的問
題，他發覺如把個別事件串連起來，以建立一套分析架構，將有助日後
了解繁花雜錦般的新資訊。他遂透過上述著作與讀者分享這些分析架
構。

編採現身  接觸讀者
　　曾仲榮指出，這兩本書屬通識教材，雖然內容要有深度，但文字必
須淺白，令讀者更容易消化和吸收。他認為，兩書都能達到著書原意，
特別是《中國國情第一課》，出版後引起市場迴響，陸續有經貿機構和
學術團體邀請他擔任時事講座的演講嘉賓。
　　「報紙可謂是冷媒介，讀者和記者編輯之間較少機會接觸和交流；
透過時事講座，不但受眾會易於消化演講內容，講者亦可即時了解讀者
的反應和觀感，加強雙方的互動性。」由於中國市場變化甚大，曾仲榮
正準備撰寫另一本新書：《中國國情新一課》（暫名），預計將於明年
2至3月出版。

培育後晉  增分析力
　　另一方面，曾仲榮自1996年開始，已連續11年為香港中文大學新
聞與傳播學院開辦的「時事研討」課程，以及由2003年起至今增開的
「時事趨勢剖析」一課擔任講師，協助該學院的學生，亦是準記者了解
時事、提高分析力。

曾仲榮︰著書由淺入深傳知識

 
 

曾
仲
榮
指
出
，
記
者
必
須
多
看
書
、
多
思
考
，
才

可
走
前
別
人
半
步
，
捕
捉
事
件
的
變
化
，
這
樣
新

聞
報
道
才
有
前
瞻
性
。 

（
黃
建
輝
攝
）

專題組（文字媒體）大獎得主

曾仲榮小檔案
1985年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系後，任職《百姓》雜誌記者
1988年 《信報》記者、評論版編輯
1992年 《星島日報》助理採訪主任
1993年
至今

《香港經濟日報》採訪主任（政
治），後晉升為《香港經濟日報》
副總編輯兼總主筆

   《中國國情第一課》
從解構胡溫的戰略新
思維，與讀者一起了
解國情。香港、上
海、新加坡10年後誰
是一流？誰是二流！
《香港，誰邊緣化
了？》會有啟示。

專題組（文字媒體）優異獎得主

跑了多年港聞，陳沛敏希望有機會嘗試其他
類型的新聞，遂於兩年前開始多做有關國

際議題的新聞。今次獲得中大新聞獎的代表作，
正是這兩年走訪亞洲國家後，所撰寫的5篇「亞
洲系列」報道。
　　這5篇報道的題材包括訪問緬甸的反對派和
流亡分子對該國民主運動前景的看法；日本前首

相小泉純一郎卸任前參拜靖國神社的專訪；台灣
倒扁行動；以及北韓經濟特區採訪等。

多元角度  反思現況
　　雖然透過國際通訊社和傳媒，港人已可以第
一時間獲悉亞洲區內的新聞動向，但陳沛敏認
為，香港接收到的國際通訊社信息，大多只從西
方世界的角度看事情，香港記者親身前往當地採
訪，可為香港讀者帶來其他角度的思考，而更重
要的是，可帶出有關事件與香港人的關係。
　　陳沛敏認為，報道海外的新聞，基本技巧與
報道港聞無異。唯一不同的，是香港讀者對一般
港聞已有基本認識，記者不用詳細交代事件背
景；相反，報道海外新聞則要較詳盡交代事情始
末。「好的報道要令讀者有如親歷其境，看到現
場的情況，並得悉他們想知道的資訊。」

事事好奇  獨立思考
　　近年走訪亞洲多個地區，陳沛敏最難忘在緬
甸的經歷。「當地沒有新聞自由，亦限制外國記
者採訪，所以採訪時要特別小心，一方面怕被人
識穿記者身份而被驅逐出境；另一方面也要顧慮
被訪者的人身安全。」
　　當了多年記者，陳沛敏認為，做記者最重要
是有好奇心，同時要有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
「並不一定要挑戰權威，但總要提出疑問。隨着
互聯網科技日益發展，非政府組織和民間記者逐
漸冒起，主流媒體的記者更要經常提醒自己，切
勿因循苟且。」

陳沛敏︰走訪5地  發現新視點

   陳沛敏（左二）去年在泰緬邊境訪問流亡泰
國的緬甸民運人士時拍攝。

陳沛敏小檔案
1992年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畢業
1992年 《資本》雜誌月刊任記者
1993年 《星島日報》港聞版記者
1996年至今 《蘋果日報》港聞版高級記者，

後晉升為副採訪主任

評判的話
梁
天
偉
︰
放
眼
全
球 

反
思
與
發
掘

　　去年夏天，南華早報港聞版總採訪主任陳旭權收到一份由朋友提供
的廣東省地圖，其上載有一些數字，旁邊寫着「排放標準」（emission 
targets）。陳旭權起初並不知道該地圖的含義，遂着手查究。經過研究後，
他發現該地圖列出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原來有兩套，香港一套、廣東省一套。

陳旭權小檔案
1993年 樹仁學院新聞系與傳播系畢業
1993年 《南華早報》Sunday Morning Post及

政治組記者
1997年 往加拿大修讀傳媒學碩士課程
1999年 《南華早報》負責時事特寫
2001年 晉升為《南華早報》港聞版副採訪主任
2007年 晉升為《南華早報》港聞版總採訪主任

　　外國新聞工作者常就個別採訪專
題，加以深入剖析，再寫成書，這在香
港則比較罕見。香港經濟日報副總編輯
兼總主筆曾仲榮透過撰寫《中國國情第
一課》和《香港，誰邊緣化了妳？》兩
書，為香港新聞界帶來新氣象。

　　一向對新聞工作興趣濃厚的陳沛敏，唸大學時雖並非修讀新聞及傳播系，但已活躍於大
學的學生報，畢業後旋即加入傳媒界工作，歷年在不同報章和雜誌負責採訪本港經濟、政治
和社會議題等新聞。

　　貧富懸殊的新聞報道時有出現，但專題探討貧窮小孩生活的電視節目，原來是另一層次
的探討。無線電視新聞及資訊部首席編輯王玉娟透過《星期二檔案—紙皮．銅罐．零用
錢》，把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展現於觀眾眼前。

　　有誰不愛美？但「人工美女」不易
為。在內地，便有人誤把有問題的整容物
料，當作合規格的整容物料，導致數以十
萬計的女士，飽受物料變異所帶來的身心
痛苦。到底，是政府誤批，還是物料生產
商刻意隱瞞？

   呂秉權（右一）
曾採訪國旗護
衞隊。圖為與
武 警 部 隊 午
膳。

　　新聞報道要反映事實真相，但也不能忽視反思空間的重要性。「日本侵
華」事件相信大部分人也知道，然而去年日本政府高調表示「從沒做過」，便
激發起各知情人士挺身而出，道出事實真相，其中包括一位老兵金子安次。

　　新聞記者的工作，有時和警探查案有點相近，不但要有耐性、心思細密，還要
夠膽識。具備這些要素的明報港聞版首席記者陳志偉，便憑着「Wi-Fi上網隨時洩資
料  機場咖啡店『熱點』存大漏洞」的報道，奪得今屆中大新聞獎。

　　近年，香港市民不但關心本港新聞，亦開始更關心內地新聞和時事。因此，在
內地工作的新聞工作者不僅要了解香港民情，更須掌握內地國情，時刻保持敏銳觸
覺，發掘有價值的新聞，將之呈現香港觀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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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新聞精神 勇於求真

中 大 新 聞 獎 特刊

王玉娟小檔案
1991年 香港理工大學語文及傳意學院畢業
1991年 新城電台記者及新聞報道員
1993年至今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星期二檔案》資

料蒐集員，及後晉升為編輯、高級編
輯，現為首席編輯

   黃麗君認為，今屆比賽讓大眾知道
原來本地業界有很多優秀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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