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旅社將在港售杭州亞運門票
楊潤雄與立會議員同訪杭州 鄭泳舜引述亞組委消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

員會訪問團昨日均在杭州訪問，

其間一同與杭州市體育局局長金

承龍會面，以及和杭州第十九屆

亞運會組委會進行工作交流，探

討兩地合作推動體育發展。楊潤

雄表示，有關訪問活動有助香港

參與舉辦2025年全國運動會，及

進一步推動體育發展，並強調會

全力支持香港運動員備戰今屆亞

運會。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

務委員會訪問團團長鄭泳舜則透

露，中旅社稍後將推出不同門票

組合，讓香港市民購票到當地現

場觀賞亞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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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鑑滔本 港 新 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大家有沒有真正了解過什麼是「人文」？人文
就是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這個世
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千人千面」的，開心時看的
事情是正面的，充滿色彩的；相反，難過的時候
看事情的角度就會是負面的，灰濛濛的。只要我
們抱有赤子之心，總能發掘表象背後的真實
香港寸金尺土，一家老小要擠在一間只有十三

四平方米的劏房裏。疫情三年，許多企業解僱員
工，許多人失去了工作，有些人會因此交不起房
租，吃不起飯。失去工作和住處的他們，唯有露宿
街頭，甚或吃別人的「口水尾」果腹，底線為了生
活一降再降，沒有一點尊嚴可言。

新冠疫情前，他每天晚上奔波於不同的麥當
勞「借宿多宵」。疫情嚴重時，政府禁止了
「堂食」，令他無家可歸，只能在深夜，抱着
自己「成副身家」蜷縮在公園、商場附近的隱
蔽角落，不能安然入睡，他就像一條擱淺的
魚，渴望能回到大海卻不得不在岸邊垂死掙
扎。

其實，許多人見到這一幕，是生不出憐憫之心
的，反而會覺得：「他們有手有腳，怎麼不去工
作賺錢？租個房子能讓生活好起來，起碼不用擔
驚受怕！」可當我代入記者的身份，我不期然
想：他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他是不是正面對
家庭問題？說不定，身處麥當勞，反而比在家更
有安全感。
我們生活在光亮裏，就以為人人都是閃閃發亮

的。其實，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有許多人生活
在黑暗的角落，連「一日三餐」，竟都成了遙不
可及的奢侈品。我和朋友碰見了一位在商場食坊
徘徊的老奶奶，當有人離開餐桌，她「搶音樂
椅」似的，第一時間坐在一堆剩菜殘羹前，默默
地吃起來。友人見狀便說：「她果真是在等她自
己的食物啊！」結果，老奶奶的頭埋得更深了。

看着這一幕我久久不能釋懷，當時的我不知該
如何制止友人傷人的話，更不懂得怎麼安慰婆
婆。我能做的，只能視而不見，放輕腳步經過她
身旁。假如我是一名記者就好了，我可能會上前

問她：為什麼你在應該享受兒孫繞膝的年紀，卻
要去吃別人的剩飯？假如我是一名記者就好了，
我可能會有更大的勇氣，上前安慰她，解釋友人
無心的一句嘲諷；假如我是一名記者就好了，我
會用我的文字，向社會大眾展示她的困境，呼籲
社會給她們這群人，哪怕只有一丁點的關注。

無論我們是否作為記者，我們在珍惜自己生活
的同時，也要多留意生活在陰影中的弱勢社群。
政府建造公屋，壓抑樓價，不僅僅是為了打擊炒
賣，更是為了防止市民因為高昂的租金而流落街
頭；疫情下，政府推出消費券補貼市民，不僅僅
是為了刺激經濟，更是希望紓緩百姓的生活壓
力，讓身處水深火熱的市民面上多一點笑容。假
如我是香港文匯報記者，這正正是我眼中的人文
報道角度──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
人，利用文字發掘「硬新聞」背後的「軟故
事」。

◆創知中學中一級張咏梅
註：標題為編者所加

以人文精神發掘「硬新聞」背後的「軟故事」

香港文匯報今年迎來75周年報慶，為隆重其事，
並加強與香港教育界的聯繫，故推出學生徵文專
欄，公開向全港中學生及大專學生徵稿，圍繞「假
如我是文匯報記者，我眼中的人文報道角度」主題
撰文，分享所感，同時鍛煉同學的人文思維及寫作
能力。獲選的優秀文章，會陸續在文匯報刊登。
文匯報歡迎各學校及學生繼續積極參與徵文。專

欄要求初中生作品600字以上，高中及大專生則為
800字以上，作品需要提供學生名字、所屬學校/院
校及年級，並附上聯絡方式。文匯報將敬備稿酬予
文章獲選登的同學，鼓勵其繼續努力投入寫作和學
習；在徵文專欄完結後，文匯報將邀請專家進行專
業評獎，讓同學能得到進一步的獎勵和認可。投稿
及聯絡查詢，可電郵至edu@tkww.com.hk或致電
2873-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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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灣區論壇開幕 共推文旅產業發展

楊潤雄和立法會訪問團昨日上午與
金承龍會面，交流兩地推動體育

發展的工作，並探討雙方合作的機會。
下午，他們與亞運會組委會進行工作交
流及到訪杭州亞運村，了解承辦亞運會
和亞殘運會的機遇和挑戰，以及如何藉
此推動全民運動；又到訪了杭州奧林匹
克體育中心和黃龍體育中心，視察是次
亞運會的主要會場，包括有「大小蓮
花」之稱的奧體中心體育場和網球中
心，以及有關中心實施的智能場館管理
及營運情況。

兩地交流助港辦好全運會
談到將於今年9月舉行的杭州亞運會，
楊潤雄表示，港隊將派逾680名運動員的
代表團參加今屆亞運會，規模歷來最大。

香港特區政府將全力支持運動員爭取好成
績，為國為港爭光，包括精英運動員會得
到香港體育學院支援，而藝術及體育發展
基金亦已撥款7,400萬元支持其他參賽運動
員及其團隊備戰，相信是次訪問和交流亦
將有助香港參與舉辦2025年全國運動會，
以及善用即將落成的啟德體育園，進一步
推動體育發展。

鄭泳舜表示，訪問團透過是次交流，
有機會了解亞組委籌辦世界級體育盛事
經驗，難能可貴，並認為當地在場地、
比賽、購票、選手村的管理等都善用了
智能平台或元宇宙應用，許多地方值得
香港學習，「據悉今次亞運會的義工亦
有來自香港，有關培訓已進入最後階
段。」

他說，訪問團與亞組委會面期間，提出
不少香港市民和運動員家屬都期望能購票
到當地現場觀賞亞運會後，獲告知中旅社
稍後將推出不同門票組合，向香港市民銷
售。
訪問團副團長、立法會議員陳穎欣提

到，杭州出名「包游」，「不是買淘寶
包郵費的那一種『包郵』，而是說杭州

市包辦游泳比賽獎牌的意思。很多大家
熟悉的游泳選手都是由杭州產出，包括
2004年奥運蛙泳冠軍羅雪娟、2012年刷
新混合泳最年輕紀錄的葉詩文、隊長孫
楊及『洪荒少女』傅園慧。香港正正需
要發展重點項目，而且要培訓出精英運
動員也要有完善的機制，杭州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鼎煌）香港
是國際都會，不同種族人士在此定居
和工作，他們以香港為家，為香港發
展作出貢獻，學好中文是其中一個社
會共融的關鍵。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特
別製作了「夢飛翔──非華語生有夢
成真」系列短片，包括三段人物訪
問，希望透過他們的勵志故事，鼓勵
非華語學生學好中文。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利哲宏（Riz-

wan）是本港一所中學的副校長，曾
因社區服務經歷而多次獲得嘉獎。他
認為要融入一個社會，一定要認識當
地語言和文化。對於如何學好中文，
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語文是最有
效，「見到中文不要害怕，反而要把
握機會與中文做朋友」。他更鼓勵同
學學好普通話，放眼大灣區。
在 香 港 成 長 讀 書 的 童 妮 星

（Nimsing），曾於2022年中學文憑
考試中國語文科取得5級優異成績，
現於香港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學士。她
認為學習任何一種語言均無捷徑，需

要持之以恒，多閱讀、多查字典。
Nimsing鼓勵非華語生一定要學好中
文，因為「中文可以成為我們的翅
膀，帶領我們追尋自己的夢想」。
警員依琳（Ilham）自小已立志要當
警察，希望成為香港少數族裔與華裔
之間的橋樑。對她來講，一旦訂立目
標，就要堅持不懈。她鼓勵非華語學
生規劃好自己的學習歷程，以達成理
想。
3人都憑着自身努力學好中文，在香

港築夢成真。教育局表示，局方近年
已積極透過一系列措施幫助非華語學
生學好中文，包括增加學校額外撥
款、教學資源和專業支援，亦會舉辦
教師培訓課程及非華語生才藝比賽，
及在中小學實施「中國語文課程第二
語言學習架構」，該局亦為非華語學
生家長開設教育活動，協助他們支持
子女學好中文，探索未來多元出路。
有關短片可瀏覽教育局「教育多媒
體」網站https://emm.edcity.hk/chan-
nel//30842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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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首屆嶺南文化
灣區論壇昨日在廣州黃埔區舉行，來自內地和港澳的政
界、學界、文化界等領域嘉賓，圍繞「傳承嶺南文化，
永續城市記憶」的主題進行分享和交流，並建言獻策。
與會嘉賓表示，嶺南文化是大灣區文化紐帶，未來要通
過粵劇、美食、武術、書畫等嶺南文化，推動大灣區文
旅融合，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文化旅遊產業高質量發展、
打造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在論壇通過視頻
致辭時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藝術內涵既扎根於嶺南
文化，但又各有千秋，文化藝術產業創新等方面的交流和
合作大有可為。國家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支持
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特區政府將把握香
港中外文化薈萃的獨特優勢，致力鞏固香港在文化藝術的
地位。接下來，期待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加強交流與合作，
共同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和繁榮。

葉劉淑儀：盼港多交流嶺南文化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通過視頻致辭時表示，香
港在推動粵劇文化傳承、發展方面亦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譬
如一些在內地幾近失傳的粵劇傳統排場，包括香山花拜壽、玉
皇登殿等，在香港粵劇界的努力下，如今依然在香港演出。同
時，嶺南書畫在香港也有很好的發展，期望香港的演藝界、學
術界與大灣區內地再多一些合作交流，譬如到內地參與嶺南文
化學術研究、學習、演出等，同時，香港也非常歡迎內地嶺南
文化名家，包括粵劇、書畫等，多到香港交流和指導。
中國戲劇梅花獎獲得者、中國戲曲表演學會副會長、廣東粵
劇促進會會長倪惠英在論壇上表示，粵劇應有海納百川的包容
力，以滿足不同群體的藝術需求，不斷創作出反映當下理念和
精神的作品，「守住根，留住魂」讓粵劇藝術代代相傳，生生
不息，保護好、建設好大灣區人民的精神家園。
文化和旅遊部審讀組成員、原國家旅遊局政策法規司司長張
堅鍾建議，要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大灣區
旅遊發展格局，依據大灣區特色優勢和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等優
勢，構建文化歷史、旅遊觀光、休閒度假、養生保健、郵輪旅

遊等多元的旅遊產品體系，豐富粵港澳旅遊精品。
同時，大灣區還要把握科技賦能創新發展新機遇，推動旅遊
業發揮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優勢，結合人工智能、雲計算、大
數據等新興的數字技術大力發展旅遊信息化和智慧產業，推動
行業生產方式、服務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創新。
國家非遺廣東醒獅升級代表性傳承人趙偉斌，對非遺與文旅

融合前景十分看好。他舉例說，其團隊與華南知名商業中心正
佳廣場聯合打造廣正街非遺工作站，打造以醒獅文化為主題的
旅遊街區，以「非遺+旅遊+商場」的方式，探索文旅結合、活
化發展非遺醒獅的絲路，取得可喜成績。成立後的首個「五
一」假期，廣正街三天總客流超過50萬人次，全年共吸引822
萬人次。
接下來，趙偉斌還將加強與港澳在文化、非遺方面的合作，

包括聯合港澳業界，在廣州成立粵港澳醒獅交流中心，推動三
地醒獅非遺文化融合。
當天，嶺南文化灣區論壇發出倡議書，提出嶺南文化要堅持
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通過「微改造」、「微更
新」，以「繡花」功夫，保護好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老城區，
彰顯城市特色，增強文化旅遊內涵。同時，完善體制機制，加
強非遺保護和傳承，積極培養傳承人。

▲ 依琳(Ilham)希望成為香港
少數族裔與華裔之間的橋樑。

◀ 利哲宏鼓勵同學學好普通
話，放眼大灣區。

◆分論壇上，與會嘉賓就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旅遊目的地建言獻
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 楊潤雄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訪問團一同視察杭州亞運會
的主要會場。

▲楊潤雄和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訪問團昨日均在杭州訪問，了
解亞組委籌辦世界級體育盛事經驗，並探討兩地合作推動體育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