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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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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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2年之前我很少看晚报，后来我的工

作变动，公司订的是《郑州晚报》，我和晚报的结
缘，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记得那时，《郑州晚报》每天送到单位时，我
首先翻开看副刊，这可能跟自己的写作爱好有
一定的关系——我有梦想，梦想着有一天，能够
在文学的天空里，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晚报
的城市专栏，记得有陌上花的，韩浩月的，古清
生的……可以说凡是我能看到的，一篇不落都
看了。有精彩的自己还用笔在文字下面画上
线，从报纸上剪下来保存欣赏阅读，这样的习惯
现在还保持着，那时晚报上裁剪下来的文章现
在还存着不少。

知道《城市笔记》也是从新城市副刊开始
的，那时的笔记几乎每天都有，稿约写得也很有
艺术性：“都市生活纷繁复杂，在人如潮涌的俗

世中生活，难免会碰上些高兴事儿、伤心事儿、
尴尬事儿和难忘事儿。请您拿起笔来，只要您
对现实生活或身边琐事有一些感悟，不妨立即
付诸笔端。——这里虚位以待，难道您不想试
试？”看到这样的约稿词，文学爱好者们估计没
有几个不跃跃欲试的。可惜当时的我主要是写
诗歌，而且写来总是自己保存着，很少往外投
稿，说没有自信也好，说水平不行也罢，总归是
每天都看着感悟着，却没有动手去写的意识，更
不用说投稿了。

2
喜欢看书买书，常常去陇海路的图书城，后

来在那里买了本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看了
后爱不释手，连着看了两遍。周国平所使用的
精妙的语言，使我有茅塞顿开、相逢恨晚之感，
遂一口气写了篇读后感。恰逢晚报开展“市民
推选十大好书征稿”活动，在同事王红梅的鼓励

下，就试着把文章打印了，装入信封贴了邮票到
邮局投了出去。一段时间的等待后，再没放在
心上。

一天在家正吃饭呢，住同一个院子的好友
打来电话，说晚报上发了一篇我的文章，还请速
告详细地址呢，我却再也想不起来是哪一篇
了。约好时间我到了好友的楼下，好友从楼上
将用袋子装的报纸投了下来，我迫不及待地打
开定睛细看，高兴地跳了起来——一点没错，正
是我的！虽然不是我的处女作，可对于多年不
曾投过稿、也许久不曾再发表过文章的我来说，
已经称得上是弥足珍贵的一大喜了。

3
后来我自己又订了份《郑州晚报》，我带了

感情去读报纸，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感受人间冷
暖，也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和苦尽甘来的满
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开阔，我的写作也
不再局限于诗歌这一种文体，也开始写散文。
我虽然愚钝，可始终坚信“耐心和持久胜于狂热
和激烈”，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坚
持着自己的梦想，我的写作水平在逐步上着台
阶。对于文学的热爱，似乎使我的身上产生了
无穷无尽的力量，鼓舞着我前行，这之中，也少
不了晚报的功劳。

■先从我父亲母亲说起——
我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上世纪 60年代初

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千里之外的一个新建的城
市从事铁路的建设，风来雨去，风餐露宿，转战
南北。1984年退休回到郑州时，孑然一身，什
么东西也没带，只带回几个大纸箱。我们打开
一看，净是《郑州晚报》，一本本合订得整整齐
齐。母亲笑了，说：我以为什么宝贝呢，原来是
一堆旧报纸，值得你千里迢迢带回来吗？谁知一
听这话，一向脾气温和的父亲竟脸红脖子粗地与
母亲争辩起来：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原
来，父亲在他乡工作之余，看《郑州晚报》成了他
最大的乐趣。用他的话说，《郑州晚报》拉近了他
与郑州的距离，了却了他思念家乡、亲人之苦。

父亲说的是实话。我翻了翻他带回的《郑州
晚报》，从1964年10月由《郑州日报》改刊《郑州晚
报》起，除十年动乱停刊没有报纸外，一张也不
少。可见父亲是《郑州晚报》一个多么忠实的读
者，这份报纸在他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其实，父亲也错怪了母亲，母亲那句话不过
是戏言而已。殊不知，母亲对《郑州晚报》也情有
独钟。在我的记忆里，每天傍晚，母亲总是戴着一
副老花镜，翻看着当天的《郑州晚报》，看得那么认
真、那么仔细。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文化不
高，每当她碰到不认识的字或看不懂的地方，总会
大声大气地叫我：儿子——你过来！

母亲经常看《郑州晚报》，提高了不少见
识。有一次，她到一家商场买东西，发现不少商
品不仅违规不明码标价，而且营业员还漫天要
价。母亲生气地说：我要给郑州晚报写封信反
映反映……一句话，吓得经理赶忙跑过来表示
改正……母亲常说，《郑州晚报》就是咱郑州市
民一位不见面的老师和朋友。订也好，买也罢，
花钱少，受益大！

■再说我自己——
我有姊妹五个。上世纪60年代，我们年龄

尚小，母亲又没有工作，全靠父亲一人每月六七

十元的工资生活，经济拮据可想而知。但是，在
订阅《郑州晚报》上，我们家从不吝惜。

那时，我正在上初中。每天下午放学回家
的头一件事，就是先把那天的《郑州晚报》从头
到尾读完，然后才能安下心来做家庭作业。年
复一年，天天如此。

《郑州晚报》不仅丰富了我的少年生活，打
开了我了解家乡、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在
《郑州晚报》的熏陶下，参加了工作以后，作为
普通工人，我却神差鬼使般地喜欢上了写作。
记得当初，虽然我“天女散花”般地四处投稿，
但是，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收到一张千篇一律
早已印好的“不拟采用”的退稿信。就在我心

灰意冷之际，是《郑州晚报》发表了我的处女
作，给我了希望、信心和力量，使我沿着这条
路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如今，我已发表了新
闻、通讯、小说、诗歌、散文和其他形式的作品
近百万字，不仅以“工人作家”的身份成为省
作家协会会员，而且先后担任过《郑州工人
报》、《经营消费报》和《河南新闻出版报》的记
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我一个普通工人能在
人生的历程中不断进步和体现自己的价值，这
是与《郑州晚报》密不可分的。

事情远不止这些，甚至我和妻子的婚姻大
事，也是《郑州晚报》为“媒”呢。

那时，我的妻子家住在火车站附近，岳母
闲着没事在大门口摆放了一个茶水摊，并捎带
卖一些《郑州晚报》。我的妻子平时没事，常
常去小摊帮忙。我下班回家要路过此地，每天
便顺手在这个摊位买一份报纸，就这样一来二
往，我们认识了……举行结婚典礼时，朋友们
闹着让我俩讲讲恋爱史，妻子开口的第一句话
是：那时，我卖《郑州晚报》；我开口的第一句话
是：那时，我买《郑州晚报》……后来写了一篇文
章《晚报做“大媒”》，讲的就是这件事。如今，20
多年过去了，我有一个幸福和谐的三口之家，我
怎会忘记因《郑州晚报》而引发的这段姻缘呢？

不过，也有一件令我终身遗憾的事。那是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也许我为《郑州晚报》写
稿子写得比较多、比较勤奋，《郑州晚报》曾想把
我调去。但是，在那计划经济体制下终未如愿，
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种耿耿于怀的感觉。不过，
到了我女儿这一代，我家与《郑州晚报》的“缘
分”还在继续……

■关于我女儿——
我女儿完成学业以后，顺利地到省会一家

牌子大、名气响、工资待遇也不低的媒体工作。
谁知有一天，她单位的一位领导突然给我打来

一个电话：你的宝贝女儿怎么啦？竟跳槽要到
郑州晚报去！

我不由大吃一惊：在这里工作有什么不
好？好多本科生、研究生想进还不容易呢。我
气势汹汹地找到女儿，本想狠狠地吵她一顿，谁
知女儿说：也不知为什么，我对《郑州晚报》总有
一种特别的感情……是啊，我们全家都是《郑州
晚报》的热心读者，可以说我的女儿是读着《郑
州晚报》长大的。我能再说什么呢？说起来，这
也许是“命”中注定的。记得女儿小时，我曾为
她写了一首诗《我骄傲，我有一个女儿》，表达一
个初为人父的欢乐和对女儿未来寄予的希望、
祝福，顺手寄给了郑州晚报。也不知是巧合，还
是“天意”，这首诗竟在女儿三周岁生日那天
——1983年 1月 13日的副刊上发表出来。妻
子看着报纸，激动地说：看来女儿与《郑州晚报》
也挺有“缘”的……

更让我和妻子感到高兴的是，女儿到《郑州
晚报》工作以后，谈了一个男朋友，是她的同事，
前不久，他们结婚成家。这样一来，我的女儿女
婿都是郑州晚报的员工，我和妻子则是《郑州晚
报》的热心读者，我们家就与《郑州晚报》更加紧
紧地连到了一起。每逢周末，女儿女婿回来，
《郑州晚报》成了我家谈资最多的话题。一份
《郑州晚报》，让我家其乐融融，充满欢歌笑语。

如今，我已过花甲之年。退休在家，休而
不闲，一边正从事自己大半生回忆录的写作，一
边应付一些媒体的约稿。不管多忙，我每天早晨
起床的头一件事，就是搬个板凳坐在楼下，等待着
发行员送来当天的《郑州晚报》，风雨无阻，天天如
此。发行员看我挺辛苦，不止一次地劝我：放心好
了，报纸会及时、准确地投到我家的报箱里。可我
依旧如故，觉得只有亲手接过来，心才踏实些。半
个多世纪以来，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郑州
晚报》这份家乡的报纸，所给予我和我家的，都是
一笔值得珍惜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我家三代与《郑州晚报》的情缘我家三代与《郑州晚报》的情缘

从我父辈那代起，我们家就生活在郑州，我
们是地地道道的郑州人。

《郑州晚报》作为家乡的一份报纸，每天报道
的大都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让人感到特别可
亲、可信。几十年来，我们家一直是它的热心读
者，可以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晚报，鼓舞我前行
□魏欣

□苏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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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翻看我发表过的文章，林林总总自我感觉已不在少
数。在文件夹的前几页，翻到了《郑州晚报》上我最早发表的文
章，那是2003年的2月3日在副刊上发表的，是响应晚报开展的

“市民推选十大好书征稿”活动时自己投过去的稿子，屈指算来
已经六年多了。看到这篇文章，不由得想起了我和《郑州晚报》
的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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