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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让我重拾文学梦
□殷亚平

“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C04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创刊 周年

2009年，郑州日报·郑州晚报成立
60周年。在郑州日报·郑州晚报60华
诞之际，本报推出征文大赛，请各界读
者朋友说出“我与郑州晚报”的故事和
新时期你对晚报发展的期望。

作品要求：必须与郑州晚报有关系
的作品：1.读者读报的心得；2.晚报读

者与晚报发生过或有趣或深刻的故事
和记忆；3.曾经参与过晚报新闻报道或
某些活动的纪实；4.和晚报有关的喜怒
哀乐的故事。

字数要求：每篇 1500 字至 2500
字。投稿方式：E-mail:zzwblm@163.
com（随稿请附作者联系方式）

“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正在进行中

一
把报箱中的晚报取出来，全家人都是争

着阅读。抢在最前面的是儿子，报纸一拿到
手，他必先抢过来看有没有“商都纪事”版
面，若是有，那张报纸就归他所有了。别人
若看需经他的允许。儿子有这种特权，缘于
一件小事。

儿子生性胆小，性格内向，无论我如何
教育，带他出去应酬时，他常常躲在我的身
后，更不敢在大人面前说笑。有一次在饭
桌上，一位文友让解释“言多必失”是什么
意思，别人家的小孩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这次儿子倒举起手说：“言多必失”就是话
说多了，好菜就被别人抢光了！这句话，把
一桌子人逗得哈哈大笑。儿子向来没有幽
默细胞，今天是怎么了？回到家，我一个劲
地问儿子咋想出来的，没想到儿子闷闷地
来了句：看晚报上的“商都纪事”写的嘛！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支持儿子看“商都
纪事”。其结果是儿子的性情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同学们都夸他能讲笑话！其实
他们哪里知道，儿子讲的笑话全是“商都纪
事”的段子里学来的！

二
丈夫爱看晚报则是喜爱看上面的新

闻，用丈夫的话说，晚报在手，各种信息全
有。“国际新闻”“国际焦点”“中国焦
点”……那是应有尽有。不但信息全，而且
还有好多教育孩子的方法和消费方面的知
识。丈夫教育孩子时方法多多，家庭消费

时一说也是头头是道，问他从哪里知道这
么多时，他竟然说，看晚报看的嘛！你成天
也看晚报，难道没看着？

三
我看晚报确实跟他们不一样，我总

是在晚饭过后，一切都收拾停当时，才有
属于自己的时间拿起报纸。以前爱看

“城市笔记”，现在则是爱看“观星台”，常
常是一边看一边思考，从日落的黄昏直
看到夜幕漆黑。直到房间里传来丈夫睡
觉的声音，我才会抬起累得发酸的头
颅。一口气阅读几个小时，在我读书的
历程中早已鲜见，《郑州晚报》却能让我
做到次次如此。

经常地，我会被文章中追求真善美的
人物感动得潸然泪下，也会被里面的励志
文章感染得更热爱生活。当我心灵疲惫的
时候、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为人事纠
纷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城市笔记”和

“观星台”上面的美文便宛如一股春风，似
一阵细雨，轻轻地吹散我心中的阴霾，慢慢
地滋润我在尘世焦渴的心田。让我在人生
之路上重新扬起理想的风帆。

于多种报刊中遇见了我最钟爱的《郑
州晚报》，于六十年的时间荒野中，印证了
它品质最纯、风格最新。如今，又一年征订
晚报的工作已拉开了序幕，当你站在报亭
前看到众多报纸，举棋不定订哪种时，俺想
轻轻说一声：朋友，你订《郑州晚报》好吗？
它确实是一份文美价廉的好报纸！

一
从高中时代开始，我就在语文老

师那富有磁性的嗓音的感染下入迷般
地喜欢上了文学，并时不时地做点文
学的美梦。可是，后来，不爱背书的我
却被迫选择了学理，以至于今天，仍十
几年如一日地从事着一份几乎与文学
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眼看着多年以
前的文学梦都变成了肥皂泡随风散
去，心有不甘的我终于又小心翼翼地
把丢失多年的梦捡了起来。

对我来说，正式从事写作不过是近
两年的事情，发表的文字还没有别人的
零头多。因此，很多时候，内心那一点
点自信常常被一去不复返的投稿淹没
得不见踪影。

三年前我来郑州工作，因为每个
办公室都订有《郑州晚报》，每天看
一看郑州晚报对我来说算得上是家
常便饭了。

去年 11月，我在一个文友的指引
下，成了河南文学沙龙的一名普通会
员（后来才知道陈泽来老师是那里的
版主，也是郑州晚报的一位编辑），也
试探性地发了几篇稿子上去，不过上
报的梦没怎么想过。印象中，在晚报
上发文章的名家多得数不胜数，就我
一个无名小辈做做梦还差不多。

不久后的一天，我到电子备课室
做课件，顺手打开了QQ。只是一眨眼
的工夫，一串闪亮的消息便蜂拥而
至。打开一看，是几个文友发过来的：
你的一篇文章在“观星台”上发表了，
记得请客哦。

我以为他们在和我开玩笑。就我
一个新人，接触沙龙的时间也不长，好
事不可能这么快就降临吧。

继而又转念一想，几个朋友同时
开这样的玩笑，绝对不可能。急急跑
到办公室，找了一份当天的晚报，迫不

及待地翻开来。天！还真的看见了自
己的那篇小文。当时那个激动，真的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二
那会儿，和我一起分享快乐的还

有一个生物老师，他也喜欢文学，虽然
不常写。那篇文章写的是我校两位清
洁女工的故事。那位生物老师说：那
两个清洁女工真的很负责任，自从她
们两个来了之后，学校的卫生变了大
样。咱们是不是找两份样报送给人
家，顺便表示一下咱们的谢意？当时，
我急着上课，心想：每个办公室都有一
份晚报，两份应该很容易找到的，回头
再说吧。

谁知，过了几天，我和他找了四
五个办公室，翻了七八份晚报，就是
不见“观星台”的踪影。估计，那些喜
欢文学的人和我一样，等同事们都看
完后，自己悄悄保存起来了。我非常
后悔，早知道，在街上买两份得了。
最后没办法，去了附近的几个报亭，
结果都早已售完。无奈又跑到阅览
室，跟管理员说了一些好话，才把那
期报纸的那个版面要了过来，加上我
手头这份，刚好。

三
送给清洁女工时，她们羞涩的样

子和发自内心的感谢我到现在还记
得。再后来，看见她们，我们会彼此热
情地打声招呼，然后再各忙各的事
儿。那两个清洁女工的故事也让我更
清楚地认识到：认真做事之后，最受益
的那一个人永远是自己。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
坤。”这是我体会到的郑州晚报编辑的
工作处事风格。有些感谢最适合放在
心底，那样，芳香的不只是自己的那颗
心。我知道，在漫长的生活之路上，这
样的人肯定会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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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钟爱的《郑州晚报》
□晓敏

订晚报的原因，是我们全家三口都在晚报中找到了各自的所爱。与晚报结
缘已好多年，每天看报已成为家里的一种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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