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听父辈人讲，1942年，河南大灾，赤地千

里。迫于生计，这年除夕，在爷爷奶奶的带领
下，一家人踏上到西安逃荒要饭的路。谁知，到
了西安后，一家人尽管出卖苦力、沿街要饭，仍然
活不下去，为了给两个姑姑找条活路，先后在西
安和咸阳将俺9岁的大姑和7岁的二姑卖给了人
家。从此，俺两个姑姑一直没有音信。

1948年 10月，郑州解放了，俺爷爷奶奶和
俺父母先后回到郑州，但失散的亲人依然无影
无踪。在盼亲人、想亲人的迫切心情下，俺父
亲和叔叔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写信或托人打听
俺两个姑姑的消息，却均无结果。1960年俺爷

爷病逝前，还挂念着自己失散的亲骨肉。俺奶
奶为了姑姑的事，早已哭干了泪水，时常一个
人站在村口，向西张望，嘴里也念叨着：“我是
快要死的人了，俺的俩妞在哪儿呢？我好想她
们啊！”

俺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为了了却老
人的心愿，一家人找亲人的念头又涌上了心

头。我是组织者和联络人。

二
那时，停刊的《郑州晚报》刚刚复刊不久。

我找到当时还在中原路上的郑州晚报社广告

部，于3月13日和23日在晚报上登了一条寻人

启事。随后，我又将寻人启事转寄到《陕西日

报》上刊登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

和俺姑姑同村的杜世文同志，当时在陕西

省前进机械厂工作，他正好看到了报纸上的寻
人启事，这位有心人边看边寻思着本村一位河
南籍名叫刘银爱的女社员，会不会是报纸上
要找的刘爱香呢？他也拿不定。于是他把报
纸上的寻人启事读给刘银爱听，通过他们二
人交谈回忆，觉得还有点眉目。但真实情况
还需进一步核实。急人所急的杜世文同志为
了寻根究底，弄清真相，自己掏钱买了信纸信
封，并亲自代笔，用双挂号信和我们联系。信

中交代：逃荒卖失时刘银爱“家有父母，两个哥
哥，一个姐姐”。信中还说：“她今年46岁，全家7
口人，大儿子参军在部队，另外4个孩子正在上
学念书。”

读着这封来信，我一下子惊呆了：信中说

的逃荒时的人员正是俺家的实情，莫非刘银爱

就是我日日想夜夜盼要找的二姑刘爱香吗？

我立即请假赶回家，把信给俺父亲刘福顺看，

父亲看后也很激动，立即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

了俺奶奶。奶奶回忆说：小时候，俺叔叔和小

爱香在一起玩秋千，秋千板曾打在爱香的眉头

上，当时流了好多血，落下疤痕。我立马把这

一情况写信给对方，很快陕西方面来信说：“没

错，现在眉头的疤痕还在。”情况清楚了，刘银

爱就是俺家的亲人，就是俺的二姑刘爱香。

1981年5月6日早上，风和日丽，我正在家

中，突然有人捎信儿说：淮河旅社那儿有个40多
岁的讲外地话的妇女，口口声声说要找你。我立

马赶了过去，一问，果然是俺失散38年的姑姑回

郑州来了。姑侄相见，悲喜交集。顿时，找到俺

姑姑的消息你传我，我传你，几千人口的小李庄

轰动起来了，乡亲们纷纷到俺家祝贺。

三
人逢喜事精神爽。找到了亲姑姑后，我的

心情异常激动。5月 9日，我到俺的主管部门

——郑州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办事，见到了
时任“市环卫处”办公室主任的李长恩同志，我又
把喜事告诉了他。李长恩同志曾是上世纪60年
代的郑州晚报社记者，职业敏感性很强，他随手
拿起笔来边听边记，哪里没有听清听懂，都让我
再说上一遍。5月11日，《郑州晚报》一版登出李
长恩写的新闻故事《三十八载又重逢——记本
报一则“寻人启事”引出的故事》，向广大的郑州
晚报读者报道了俺家的这一喜事。

2004年7月1日，是郑州晚报、郑州日报创
刊55周年纪念日。虽然报纸一分为二了，但都
出版了纪念特刊。6月30日出版的《郑州晚报》
纪念特刊，登出了我写的《<实事求是>栏目办
得好》的短稿，当日我还成了郑州晚报选出来
的 55名金牌读者之一。在《郑州日报》推出的
大型纪念特刊《时间的重量》里，1981年 5月 11
日，由李长恩同志写的关于俺家通过郑州晚
报、陕西日报找到失散了38年的刘爱香的新闻
故事《三十八载又重逢——记本报一则“寻人
启事”引出的故事》，在特刊中又重新登了一
遍，再次向读者重复了这一喜事。

光阴荏苒，俺家通过郑州晚报找到姑姑的
事又过去 28年了。20多年来，每当我想起姑
姑，就会想起郑州晚报。今年是郑州晚报的60
华诞，我衷心祝愿郑州晚报更加关注民生，更
加关注老百姓的疾苦，为老百姓鼓与呼，把报
纸办得越来越好。 刘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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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与晚报的结缘，可以回溯到45年前。那是1964
年12月3日，毛主席为郑州晚报题写的新报头正式使用，
报社内外一片欢腾。在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下，一个年方八
九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大字不识几个的“小屁孩儿”竟斗
胆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订阅了两份他人生最早的报纸，一
份是《中国少年报》，另一份就是郑州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

《郑州晚报》。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不是别人，正是
笔者。

1
那时的晚报，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晚报。每日傍晚

前，随着邮递员清脆的车铃声，一份份带着墨香的晚报似
刚出笼的鸟儿一般，欢快地飞进千家万户，人们争相传阅，
又指指点点，喜怒哀乐，尽在版面之中。

那时的晚报版面不大，也不厚，是一份 4开 4版的小
报。晚报不厚，内容却十分丰富，政府的政令法规，百姓的
衣食住行，面面俱到。虽冠称市委机关报，但文稿却以民
生著称。栏目虽多，版面却很“干净”，没有花里胡哨，夸大
其辞，版面清新，文字也很有嚼头。

在众多的栏目中，印象较深的是在头版的中下方，有
一个不大点的竖长条形栏目，叫《瞭望塔》。栏目的题图是

一个类似当今卡通画的小人，手持望远镜，在高高的塔顶
向四周瞭望。好看，也挺有意思。这是一个与读者互动的
栏目，内容如同“一句话的标题新闻”，拉上几条，每条都不
长，三言两语，有政令信息，百姓疾苦，比如路灯不明、下水
道不通等。这样的民生小事，都是该栏目的经常性内容，
颇受读者关注和好评。以至在1981年年初晚报再度复刊
后，《瞭望塔》栏目仍保留了较长一段时间。

2
要说那时的晚报一点广告都没有，也不尽然。那时，郑

州各大影剧院的演映信息几乎都是晚报刊发的，也算公益
性的广告吧。那时晚报的中缝比现在稍宽，其中的一面是
各影剧院的演出剧目、时间、票价及主演名单等，另一面则
是各影剧院所上映的电影片名、时间、票价等信息。

那时的晚报很实惠。说起来如今的年轻人也许不
信，一份报纸才 2分钱，一个月不过 5角左右，大众化的价
格和内容，让晚报成为郑州百姓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的好
报纸。那时的晚报也有连载，记得在 1965年前后，连载
的是一部叫《无形的哨兵》的小说。这是一部描写我公安
战士与敌特斗智斗勇的惊险力作，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
画深刻、生动、出神入化，很有看头，是一部上乘作品。

3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晚报于次年1月

7日被迫停刊。这一停，竟达十几年，可谓岁月漫长。1981年
年初，乘着改革发展的东风，千呼万唤中，晚报终于复刊了。
得知消息，许多市民奔走相告，立马订阅，从此晚报与我再未
分离。复刊的晚报依然沿袭平民化的办报方针。

自从结缘晚报，阅报便成了吾一大乐趣。一日不看
报，晚上睡不着。出门在外，亦是千方百计找报看，人称“报
痴”。看的报纸多了，有时也会手痒，信手涂鸦一番，第一次
给晚报投稿的经历至今难忘。那是1993年的深秋，郑州迎
来了有史以来的首批双层铁路客车，当客车还在火车北站
等待编组时，闻讯的我即刻拉上一位爱好摄影的老师前去
采访，他车内车外猛拍一通，我则利用手头掌握的信息资
料，从技术层面对该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稿连同
照片很快送往报社，不消几日，稿件便上了衣食住行版的头
条。此后又接连上了几篇关于火车方面的稿件。

晚报，一份普通的都市报，数十年来，承载了多少人
的喜怒哀乐。晚报，年少时，你帮我多识字！青年时，你
帮我长知识！如今，我即将跨入老年的门槛，你还在帮我
充实余生。有晚报相伴，与晚报同行，此生快乐也！

孙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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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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地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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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帮俺找姑姑

“俺的姑姑刘爱香是新中国成立前随家人到陕西省去逃荒，在咸阳被卖失的。38年后，在郑
州晚报的鼎力协助下，于1981年在岐山县找到了。所有这一切，得益于郑州晚报……”

1981年5月11日的《郑州晚报》刊登
了这则新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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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诚征冠名 联系电话：13838049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