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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打靈再也
27日訊）旅遊、
藝術及文化部長
拿督斯里張慶信
希望所有媒體工
作者在進行新聞
報導時，以專業
能力執行審核過
濾步驟，齊心整
頓和糾正近年來
所充斥的媒體亂象。
　“以一則又一則的優質新聞報導，重構健康且
正面的媒體生態與形象，鑄造國家美好的未來發
展。”
　他說，數碼技術發展，使得新聞傳播的速度和
范圍都要有極大的改進和盡速的提升，才能符合
近年來的社會變化，尤其是虛假信息、不實報
導、隱私泄露等問題屢見不鮮，這對新聞媒體的
形象和信譽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因此，他希望大馬各位媒體從業者不斷提升自
身素養，遵守職業道德，保持客觀公正，用真
實、客觀、專業的態度去看待新聞報導，用真心
去呈現每一個新聞事件。

撥款3萬給編協

　“我們必須意識到，現今不少的讀者受眾都傾
向接受聳動的新聞，而不願去了解報導背后真正
的事實，長此下去必會對國家整體發展造成嚴重
的打擊、搞得社會雞犬不寧。”
　張慶信昨晚在2022年度編協拿督黃紀達新聞獎

頒獎典禮上，致詞時這么說。
　張慶信也宣布撥款3萬令吉予編協，及5萬令吉
予大馬半島新聞從業員職工會（NUJ）。
　張慶信在編協會長郭清江、副會長陳漢光、秘
書朱運健、財政羅依薇、理事林明標、白維振、
李佩佩、鄧麗華和吳義民陪同下，為編協官網和
新標誌主持推介。
　出席的頒獎嘉賓包括拿督斯里莊智雅、拿督斯
里李益輝、 拿督吳逸平、朱家興先生、拿汀李
姐、趙惠思、劉韋豪、高愷琳、陳宇颺、陳明萬
和張慶信新聞秘書佘婉婷。

2022編協拿督黃紀達新聞獎得獎名單
拿督斯里莊智雅服務精神獎：鄭欽亮 《星洲日報》

獎項 得獎者 報社 作品
丹斯里吳德芳新聞報導獎

大獎 呂嘉敏 《中國報》
“賣豬仔”系列──走一遍“豬仔
們”走過的路

佳作獎

陳錦泉
張韋瑜
傅思敏
李佳憓

《星洲日報》 
淘金淪為豬仔．豬仔逃生路．豬仔
不回家

許俊傑
林佳香

《星洲日報》 是藥，還是“大麻”煩？

林殷敏 《星洲日報》 “人民要甚么”

丹斯里葉永松報導文學獎

大獎 戴舒婷 《詩華日報》 傳承之美系列

佳作獎 

張露華 《星洲日報》 兒童安寧醫護

林德成 《星洲日報》 大馬特種部隊風雲錄

游燕燕 《南洋商報》 孩子心聲系列（一至四）

拿督陳良民新聞攝影獎

大獎 劉劍英 《星洲日報》 安華返打捫謝票

佳作獎

蔡偉傳 《星洲日報》 25 年的春天

陳奕龍 《南洋商報》 “瀕海戰鬥艦在哪裡？”集會

吳國強 《光華日報》 首相伉儷魅力無法擋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新聞組）

大獎 余慧靜 《星洲日報》 回家路步步驚

佳作獎

吳婉欣 《中國報》 你打卡樂 我下班苦

譚慕娟 《中國報》 大馬陸沉 非危言聳聽？

李麗晶 《中國報》 片片卡帶 綿綿舊情

蘇秀玲 《中國報》 譯騎絕塵 登上高峰

謝思恩 《光明日報》 韓國萬聖節派對人踩人

拿督黃紀達編輯獎（副刊組）

大獎 謝慧麗 《星洲日報》 跨界飆鼓．驚豔震撼的鼓藝魅力

佳作獎

王淑莉 《星洲日報》 木炭炒咖啡 越炒越香濃

邵美鳳 《星洲日報》 大鼻兒之死，是誰殺害了它們？

黃紫盈 《星洲日報》
宜 居 的 理 由 ： 家 在 海 洋 那 邊 
Singapore、砂拉越、住在吉隆坡

林毓敏 《星洲日報》 興化麵線千絲舞動

范溧栗 《南洋商報》 無辣不歡？別被大腦騙了

丹斯里劉天成年度封面獎

大獎 李玉詩 《中國報》 又來添亂

佳作獎

黃寶心 《南洋商報》 普丁出招天下慌

王淑莉 《星洲日報》 不要救我！

羅秀萍 《中國報》 大自然變臉

蘇秀清 《中國報》 怎一個愁字了得

吳加福 《中國報》 敖出頭了

丹斯里張德麟評論獎

大獎 何俐萍 《星洲日報》
團結政府概念下的砂拉越政治生態
評論系列

佳作獎
楊麗琴 《星洲日報》 她不只是安華的女兒

張慶祿 《星洲日報》 困局中的反思

拿督高程祖財經報導獎

大獎
林嘉珉

梁慧芳
黎添華

《南洋商報》 獸寵若金

佳作獎
林妤芯 《星洲日報》 《補貼，是救贖還是惡夢？》系列

李治宏 《南洋商報》 疫后雜貨零售，誰主浮沉（系列）

丹斯里鄺漢光體育報導獎

大獎 許雅玲 《中國報》 障礙運動

佳作獎
蕭靖恩 《星洲日報》 “高爾夫球愛好者的天堂”系列

黎添華
張燕萍

《南洋商報》 從運動員之死說起

拿督斯里李益輝旅游報導獎

大獎 
王順榮
黎添華 

《南洋商報》 聆聽檳榔嶼一場百年遺言系列

佳作獎 
黎添華 《南洋商報》 在冰火之地讀懂海盜的詩

葉洢穎 《星洲日報》 走入紅樹林

拿督陳友信教育報導獎

大獎 黎添華 《南洋商報》 誰“謀殺”了靈魂工程師

佳作獎 
李耀祥 《星洲日報》 代寫槍手滲入大馬高等學府

白慧琪 《星洲日報》 校園談政治

丹斯里鄭金炎娛樂新聞報導獎

大獎 葉洢穎 《星洲日報》 科技如何打造電影夢

佳作獎
郭慧筠 《星洲日報》 坐下看電影

林德成 《星洲日報》 裝演另一個自己

丹斯里梁海金產業報導獎

大獎 林妤芯 《星洲日報》 房市盛衰 10 年路系列

佳作獎
許曉菁 《星洲日報》 拍賣屋，產業循環站

鄭碧娥 《星洲日報》 利率與產業（上中下篇）

　（大獎獎金3000令吉，佳作獎獎金1000令吉）

《星洲日報》前執行編輯鄭欽亮獲
2022年黃紀達新聞獎之拿督斯里

莊智雅新聞事業服務精神獎。
　他在領獎后發表感言：感謝馬來西
亞華文編輯人協會，對我這些年來在
報社服務的肯定，頒發拿督斯里莊智
雅新聞事業服務精神獎給我，我深感
榮幸，感恩。
　我是在1982年加入報社，在《星洲
日報》資料室上班，2022年退休時，
最后一天上班是在《星洲日報》編採
部，前后相隔了40年，所以我在《星
洲日報》的服務，可以說是有頭有
尾，有始有終的。
　在報館上班並不是我的第一份工
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雲頂賭場當
“荷官”，那是1981年初高中離校后
的事，做了一年后才下山到《星洲日
報》資料室當管理員，當時的同事還
有祝家華博士，后來他還當了南方學
院的校長。
　在《星洲日報》資料室做一年后，
我辭職換了另一份在貨倉打雜的工
作，有一天下班后在SS2為食街旁的
體育場打籃球時，《南洋報社》前董
事經理黃超明發現了我，覺得我球打得不
錯，便拉攏我進去加入他擔任採訪主任的
新生活報的籃球隊，以參加馬來西亞華文
報業各類球賽的第一屆報聯杯比賽。

首份工作當荷官

　當時我一聽到記者薪水比在貨倉打雜更
高時就大膽的答應了，其實當年更大膽的
是新生活報的領導，竟然敢請一個沒有寫
過學校作文以外文章的雜工來當記者。
　不過，他們也有安慰我，說反正先代表
報社打球，工作的事可以慢慢學，只要中
文底不錯就可以了。
　1983年，我就是這樣子糊裡糊塗的當上
了三日刊記者，生平第一篇採訪稿，就是
在新生活報學寫的，卻沒有想到，我就從
那一篇開始，寫到了今天。
　當年的採訪主任是葉寧，總編輯是張子
深，他們都是大膽用我和用心訓練我的師
父，如今一個在天涯海角，失去了聯絡，
另一個上了天堂。
　當然我也不負新生活報期望，協助報館
連續三年在決賽打倒《南洋商報》，獲得
了三連冠。不過不是報份銷量冠軍，而是
籃球冠軍。
　也因為這個籃球賽的機緣，讓我接觸了
報社和新聞，也愛上了這一份工作和寫文
章，一直到今天進入老年，還快樂的寫，
感覺幸福，無厭無倦，無怨無悔！
　三年后，我轉投檳城一家新成立的《三
日刊聯合報》，從副採訪主任幹起到升任
新聞主任，兩年后聯合報業壯大，董事部
胸懷大志復刊了1986年停刊的《星檳日
報》，那時是1988年，但是復刊不到一年
便兵敗如山倒，《星檳日報》于1989年再
度因難以維持而停刊，聯合報業的《聯合

報》與《聯合週刊》也被連累陪葬，
后由北馬總代理接管一陣子，經營幾
個月后也停刊了。
　過后我去賣了幾年的服裝，1996年
又回到《新生活報》，這次是當已故

胡錦昌的左右手，期間最得意的作品，是
成功突破重重障礙飛到英國倫敦採訪英國
王妃戴安娜的葬禮，那時候據說有600萬
人湧進入倫敦，我也是轉了4趟飛機才成
功抵達倫敦的。

曾經歷厭惡時期

　三年多后適逢吉隆坡《光明日報》改
組，新任總編輯邀我大膽跨界，從《三日
刊》跨到日報來闖一闖，我想這對我是一
個很新鮮的挑戰，毫不考慮的答應了，就
這樣走入更繁忙更緊張的日報世界，過
后，2013年11月我被調派到印尼《星洲日
報》三年八個月，2017年7月回來，一直
到去年退休。
　今天我想說的是，從事報業和新聞事
業，是一份多姿多彩，千變萬化，充滿活
力，跟著世界時局的腳步同行卻又得跟出
版時間賽跑的神奇工作。
　它有時讓人很累，很煩甚至厭惡，但過
了一下子，你還是會興致勃勃緊跟在它身
邊，這就是新聞工作的魔力。
　它不會讓你口袋豐滿，但肯定讓你的腦
袋豐富，對世事也會看得更通透，個人的
生活境界、判斷力和人脈也會提升到你想
像不到的良好地步。
　但前提是，你也得喜歡做新聞，也喜歡
寫文章，才有可能像我和其他前輩一樣，
做到退休后，還是不願意停筆，繼續點評
時事。
　出席今天晚宴的同志們，肯定比當年出
道的我更專業和擁有更強的教育背景，來
應對走入數字時代的更慘烈競爭，我沒有
條件教你們，只有鼓勵你們繼續走下去，
至少走到退休年齡的那一天，才不會辜負
你對新聞事業的初心和一身所學。

　（吉隆坡27日訊）大馬華文
報刊編輯人協會，正式改名為
大馬華文媒體編輯人協會，但
簡稱仍是“編協”。
　編協會長郭清江說，該會接
下來的工作就是修改章程，以
讓華文媒介的新聞網站申請成
為會員。 
　他是昨晚在編協拿督黃紀達
獎新聞獎頒獎禮、編協官方
網站推介禮上致詞時，這么宣
布。 
　郭清江也提到，最近受倡議
成立的媒體理事會，是在新聞

自由受到最大威脅的時候所提
出。事隔30多年，我們的新聞
自由已取得很大的進展，現在
才來成立媒體理事會，有點太
遲，作用也不大。 
　“媒體理事會的成立，並不
能解決媒體業所面對的問題。
政府應該協助本地媒體業，向
面書及谷歌等科技巨頭企業下

手，通過法令強制他們補償
所有為他們提供新聞內容的媒
體。我覺得這才是政府迫切需
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把成立媒
體理事會當著是優先處理的事
情。 ”
　他說，此外，當初討論成立
媒體委員會的其中一項宗旨
是處理公眾針對新聞內容的投

訴，但是，如今每一家媒體都
有本身的一套標準作業程序，
去處理讀者或公眾的投訴。這
么久以來，本地的媒體都很自
律，沒有出現太大的爭議，以
致需要一個類似媒體理事會這
樣的組織來做調解人。 
　“媒體業最大威脅，還是來
自于印刷及出版法令、煽動法
令，以及誹謗法令等；政府如
果沒有修改這些法令，以保護
作為第四權的媒體，成立媒體
委員會只不過是對媒體業者增
加多一個緊箍咒。”

■《中國報》得獎者
和職員，與頒獎人及
編協理事大合照。

張慶信指出，最近發布的2023年世界新
聞自由指數，我國的新聞自由度在全

球排名中大躍進，這是一件非常令人鼓舞
的事情，反映了團結政府和社會各界在推
動新聞自由發展方面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然而，我們也必須反思，該排名進步
背后或會帶來的安全隱憂，緊記任何自由
都必須建立底線，以避免出現自由被濫用
的情況，所以在繼續推動新聞自由的發展
同時， 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強媒體的自律
和監督機制，保持客觀、公正、權威的報
導態度，為公眾提供真實、全面、可信的
信息。”
　當談到旅游、文化和藝術時，他說，媒
體不僅可以為公眾提供有關旅游景點、文
化活動和藝術表演等信息，還可以通過報
導、評論和采訪等方式，如在國內各個景
點采訪游客們到此一游的感受，透過他們
的真實反映讓各個涉及單位迅速去提升或
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服務等等。

張慶信：專業審核過濾

媒體亂象

鄭
欽
亮
獲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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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張慶信（右5起）和郭清江推介編協官網和新標誌，左起為羅依薇、吳義民、林明標及朱運健，右起
為李佩佩、鄧麗華、白維振及陳漢光。

團結政府推動新聞自由

■莊智雅（左）頒
發拿督斯里莊智雅新
聞事業服務精神獎給
鄭欽亮（右），由張
慶信見證。

編協推介官方網站

改名華文媒體編輯人協會

■吳逸平（左）頒發丹斯里吳德芳新聞報
導大獎，本報林榮國代表呂嘉敏領獎。

■劉韋豪（右）頒發丹斯里劉天成年
度封面大獎給本報李玉詩。

■李姐䭲（右）頒發丹斯里鄺漢光體
育報導大獎給本報許雅玲。

齊齊齊齊齊齊心
張慶信：專業審核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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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在2022年黃紀達
新聞獎收穫3個大獎和7個

佳作獎！
　社會新聞組副主任呂嘉敏獲
丹斯里吳德芳新聞報導獎大
獎、新聞助編李玉詩獲丹斯里
劉天成年度封面獎大獎及專題
組記者許雅玲，獲丹斯里鄺漢
光體育報導獎大獎。
　7名佳作獎得獎人分別是來自

編輯部的吳婉欣、譚慕娟、李
麗晶、蘇秀玲、羅秀萍、蘇秀
清和吳加福。
　編協會長郭清江指出，今年
共有568份參賽作品，比去年的
419份增加了149份。
　他也宣布，2022年黃紀達新
聞獎之拿督斯里莊智雅新聞事
業服務精神獎得主是《星洲日
報》前執行編輯鄭欽亮。

榮獲3大獎7佳作

‧黃紀達新聞獎頒獎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