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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创刊 周年6 0 “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

“我与郑州晚报”
征文活动启动了
2009 年，郑州晚报成立 60周

年。60年来，郑州晚报历经风雨，走
过坎坷，承载了郑州的文化，也见证
了这座城市的发展。经济民生、政治
文化、科学教育……在社会的各个领
域，郑州晚报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
道，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誉。

一个甲子的情缘、一个甲子的守
望，我们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
晚报诞生、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离
不开您的支持和关怀，一代代读者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支持，铺就了郑
州晚报的辉煌。

在即将迎来郑州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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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
们共同回忆这段历史，共同回望晚报
成长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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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了半辈子晚报通讯员讯员

现在有人披露一个什么消息或者争执一件事情，举凡见证，会说“报
纸上说的”，听者坚信不疑，争者战火平息。报纸多导向，多权威。现在说

“报纸上说的”差不多是指省会郑州十数家媒体了。过去是具指《郑州晚
报》，尤其是“文革”前的年代，那段时间的几十年里，郑州的市级报也只有
它一家，别无分店。晚报是郑州的脸面、窗口，也是城市居民的精神食粮。

我就是坚信“报纸上说的”，我信的也是《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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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已是花甲之年的我，想想这么多年读晚

报、给晚报写稿，除了喜欢当年的“晚话”，每天
翘首等待恋人般地等看晚报的连载小说《桥隆
飚》之外，有两个报人我终生难忘，一个是《郑
州晚报》的总编周政，另一个是副刊主任郑蓝
云，尤其是郑蓝云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是郑
蓝云将我的写作兴趣点燃，无论写好写糟，我
从未放弃，一路写到花甲。他们当时怎么想
的，我无从知晓，但他们对工作的热爱、负责，
也就是现在说的敬业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
要说这几十年，我写作是业余作家，办报、办
刊、编书也是业余的。我无缘受他们的领导，
学他们是“抽象继承法”。

二
周政任《郑州晚报》总编时，曾提出晚报的

风格和特点，应是新、杂、广；晚报应当像公共
汽车一样，人人都能坐。1966年夏天，开他的
批判会，将他办报“新、杂、广”视为修正主义办
报路线，“公共汽车”是把党报庸俗化。那一
年，是在省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一个骄阳似
火的夏天，周政站立舞台中央，一排人列队上
前揭发，他既要不停地扶眼镜，还要站立作记
录。我是在这么个场合听到这两句办报路线
的“核心内容”的。1967年 1月，我与晚报的两
位同志出差去上海，周政同路去探亲，印象最

深的有两件事：我们没买车票，他买了车票被
小偷偷了，他不理解，坐车为啥不买票，小偷偷
他的车票倒卖给谁。我们大笑不止，他竟然把
没买票和偷票联系起来。

他会办报，不善表达，一口上海话，我听得
最清楚的是口头语“他妈的”。他妈的，我的意
思是办报要走群众路线。后来说到写稿，他问
清是我，摘下眼镜看着我，说，写什么写？读点
马列，你看共产党宣言，简直是文学作品，系统
地读书，再说了，你写稿的目的要纯。多少年
之后，我在出任一家报纸的总编时，“抽象继承
法”了新、杂、广。虽是行业报，群众喜闻乐见，
也是“公共汽车”。1969年我在市委一个部门
工作，招女兵，我负责联系，周政的女儿应征，
在郑州饭店见到了看女儿的周政，他问我在干
什么，我说给领导写讲话稿，他扶一下眼镜，看
看我，说，这也是生活，他妈的，干好。

三
我结识郑蓝云是在1965年，我参加市委五

好劳动竞赛工作组，受到市委党刊《郑州通讯》
的表扬，晚报副刊约我写稿，我接二连三地给
晚报投稿，接到的是郑蓝云的热情退稿信，他
说：“富海同志，要积累生活，多观察，多锤炼，
不要急于发表，稿子有基础，我们一块儿商量
改。”作为通讯员的我，接到的不是铅字退稿
信，已知足。况且是亲笔回信呢。我等到了

“稿子有基础”的那一天。那是一个大雪纷飞
的冬天，郑蓝云骑车来到酒精厂帮我改稿，进
屋，他没顾上打扫身上的雪，先说周政批评了
他，不能在办公室改稿，不能一回信了之，要下
去和通讯员交朋友。将我 3000字的稿件改成
800字的散文，他打开书包，取出稿子念给我
听，说，就这点是个东西。

800字发在 1965年 12月 25日的《郑州晚
报》副刊“一代新风”栏，篇名《锻炼》。就是钢
笔字变成铅字的800字，点燃了我写作的热情，
尤其是郑蓝云的宽厚、真诚感染了我，我写得
多，发得少，发与不发，郑蓝云都会有亲笔回
信。这个做法，我学了，用在我办报、办刊与作
者的交流中。多少年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手
写，到现在不会用电脑，仍然是“手工面”。手
工“擀”出了500余万字。

假如说是《郑州晚报》培养了我，弦外之音是
我现在已经怎么样了，但是，我这么说是直抒胸臆
的，那个多雪的冬天，那个炎热的夏天，周政、郑蓝
云给予我的启迪，那是晚报为我播撒的种子，生根
发芽结果在我身上。我会很荣耀地说，我当了《郑
州晚报》半辈子的通讯员，我还可以“不知羞耻”地
说，我曾与周政、郑蓝云“同行”过。

赵富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作协副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