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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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时，《郑州晚报》向广大市民和学生征集评论

世界杯的幽默段子。偶然看到征稿消息的我就在周
末花了半天时间，认真地写了两个幽默段子用电子
信箱投给了《郑州晚报》。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得到
了编辑的回复，并在第二天登在了《郑州晚报》上。
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我记
得很清楚，是发在 6月 10日的《球迷茶坊》版上。两
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阿Q论足球》和《纪念中国男
足首次世界杯》。得知这个喜讯，我非常激动。我不
过是一个普通学生，学的也不是中文，但《郑州晚报》
却不嫌弃，还以最快的速度一次性将我写的两篇文
章都刊登上了。我觉得《郑州晚报》是咱老百姓的报
纸，是老百姓能够参与的报纸，从此就喜欢上了《郑
州晚报》。

不久之后，我又有幸与《郑州晚报》有了更进一
步的亲密接触。当时放暑假了，我想趁暑假找份工
作，一则挣点钱减轻一点家庭负担，二则锻炼一下自
己的能力。但我花了两天时间，步行走了大半个郑
州，却没有任何收获，却意外从同学口中得知《郑州

晚报》面向大学生招宣传员。能成为《郑州晚报》的
宣传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于是，我和宿舍另四位
同学都报了名。

2
第二天，我们穿上报社发的工作服，就正式成为

了《郑州晚报》的宣传员。除了有时候集体搞些宣传
活动外，我们大部分时间要在自己的区域“站岗”。郑
州市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我们这些宣传员的身影。

想想看，郑州市民、包括每一个来郑州市的人，
无论走在哪里，都会看到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男女
青年戴着有“郑州晚报”标志的红色帽子，穿着背上
印有“郑州晚报”字样的红色 T恤衫，捧着《郑州晚
报》在热情地宣传……谁会不受感染呢？

做宣传员除了有固定的工资外，还有提成，卖一
份报纸可以提成三毛钱。为了多卖报纸，也为了有
成就感，我每天早上都会早早起床，然后和同样是宣
传员的四个室友一起赶到《郑州晚报》发行站，领了
报纸再去自己的区域“站岗”。我并不一直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守株待兔”，我会主动出击。比如，第
一天，我就将附近银行和其他几个单位的保安变
成了我的固定客户，每天都会主动将报纸送到他
们手里。上班高峰期也是卖报的高峰期，很多等
着坐公交车的人都会顺手买一份晚报，因此，我就
老老实实地站在公交站牌旁边。这样一来，我又
有了很多固定客户。上午 10 点之后，行人就少
了。旁边有一个加油站，那里是一个好地方，我就
不时地去那里一趟，凡是来加油的司机基本都会
买我一份报纸。后来，加油站开始免费给加油的
司机送晚报，我就另辟客户群，开始在附近一个行
政单位门口推销报纸。那里也有很多司机等人，
我会挨个向他们推销报纸，还向他们介绍报纸上
的精彩新闻，有时候报纸上还有“汽车专版”，有这
个版面时最好卖。

下午，我会到附近的公园，因为是盛夏，很多人

在那里避暑消遣，在这里也同样可以卖不少报纸。
走累了，就歇一会儿，欣赏一下手中的《郑州晚报》，
精神会变得很充实，感觉非常惬意。

3
《郑州晚报》的深入人心离不开编辑们的辛勤工

作，我们广大的宣传员也同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记得当时不少市民对“晚报”这个词还存在着很深的

误解。比如有一天大清早，我向一个店主推销《郑州

晚报》，他却摆着手说：“我昨晚已经买过了。”我告诉

他，这是今天的报纸。他惊奇地说：“今天？晚报不

是晚上或下午才出的吗？早上哪会有新的？你骗我

的吧？”我让他看看报纸上的日期，又看看报纸的主

要内容，他这才明白晚报原来也是早上就有的。不

少人当初买别的报纸而不买晚报也同样是因为他们

以为晚报比别的报纸出得晚。我费了很多口舌，不

过我让很多人明白了晚报不晚的道理。

就这样，虽然我一直忙忙碌碌，但我很充实，我

卖出去的报纸一直是我们宿舍最多的一个。卖报纸

的这段经历让我变得自信，卖报纸以前，我是一个内

向而拘谨的人，怕跟陌生人说话。但自从卖报纸以

来，我开始敢于自信地跟任何人说话，因为我手里有

《郑州晚报》，我虽然普通，但晚报精彩。晚报给了我

很大的底气。

后来，要开学了，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岗

位。临走的那天，我不收钱将那天的报纸分送给了我

的老客户们，并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了，不能给他们送

了，希望他们以后订《郑州晚报》。他们都有些舍不
得，都感谢我让他们了解了《郑州晚报》。

开学后，我又惊喜地收到了《郑州晚报》寄来的两
篇文章的稿费。此后，虽然我没有再如此亲密地接触
过《郑州晚报》，但我对晚报的感情一直没变，每次出
差到郑州，我都会买上一份《郑州晚报》。

《郑州晚报》给了我难忘的青春记忆，祝愿《郑州
晚报》越办越精彩！

一
1964年初春，原在河南义马煤矿工作

的李玉华夫妇，调动工作要到新单位郑州

国棉一厂报到。

当时李玉华的妻子已怀孕 7个多月，

他俩上班心切，觉得路途不远，不会出什

么问题，于是两个20岁的年轻人便毅然踏

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

火车运行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昏昏欲

睡的李玉华被妻子推醒，妻子对他说想上

厕所，肚子里有阵痛感。

李玉华慌了神，他急忙找到了一位女

列车员，求告道：“我爱人要生了，在厕所

里请你帮帮忙……”那位列车员到厕所一

瞧，觉得情况紧急，马上报告给列车长。

列车长是位中年妇女，在这方面有经

验，一边安慰她不能激动，一边通知列车

广播员即刻广播，在乘客中寻求医务人

员。同时又雷厉风行地招集全体乘务人

员开会布置任务，动员乘客很快腾出一节

车厢做临时产房。

此刻夜幕降临，已经停止的广播又突

然响起。当人们听到这一突发消息后，整

个列车开始骚动，几位懂医的乘客纷纷赶

到“临时产房”。还有不少乘客给产妇送

来了草纸和婴儿用品。所有的人都一脸

紧张没有言语，但都满怀关切地想为救急

做些什么。当临时产房一切准备就绪，一

个男婴呱呱坠地了，他的哭声给在场的人

带来了无比的喜悦。

二
车到郑州停下，早已等候的接应人员

迅速将产妇护送到救护车上。风驰电掣

地赶往铁路医院。在医院住了 7天，母子
安然无恙。李玉华妻子在列车上平安生
子的故事，当时在职工中广为传扬，成为
一厂的特大新闻。巧的是李玉华来厂后
就分配到我所在的布机车间，而且是一个
班组。我和他成了朝夕相处的朋友。

记得1965年的一天，我到李玉华家做
客。亲眼见到了他那个降生在火车上的
宝贝儿子。小家伙已满周岁，长得虎头虎
脑着实讨人喜爱。

我抱着孩子亲吻，问李玉华道：“你儿
子叫啥名字？”玉华说：“名叫铁蛋，他奶奶起
的。”我笑道：“铁蛋当乳名还可以，要是孩子
将来上学了还这么叫，多不雅。”玉华妻子接
腔道：“那就请你给俺起个学名吧，最好能跟
火车上那事有关联……”我爽快地答应她：
我回去查查字典，等两天告诉你。

三
回到宿舍后，我着实动了一番心思，

觉得应该为铁蛋起一个让他用一生铭记
报恩的名字。但苦思冥想了几个，都感到
不满意，此时我不经意地看到桌子上那份
《郑州晚报》突发灵感：我何不借助报纸集
思广益来完成这项任务？于是我立马动
笔，将李玉华夫妇列车上奇遇的故事，写
成一篇千字短文。题目就叫《征名启事》，
以李玉华的名义为孩子征名。

第二天我将《征名启事》让李玉华过
目，他表示满意，当天我便寄给了《郑州晚
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报社投稿。

大约过了一周时间，郑州晚报来了一
位姓崔的记者。通过厂有关领导落实完
情况以后，找到了李玉华询问，李玉华告
诉他稿子是我代笔，又把我叫来。记者告

诉我俩说：反映的这件事很有社
会意义，充分体现出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优良风气。稿件很快便
能见报。

果然，3天后《征名启事》便
在郑州晚报社会版显著位置发表
了。文章前面还加了编者的话，
并配有一幅插图。

在以后征名的日子里，李玉华
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三五封读者来
信，都是为孩子提供名字献计献策
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没有半点虚伪。信的字里行间充
满真诚和关爱，每封来信都热情似火。一个
多月从未间断。

那天，李玉华接到郑州晚报编辑部打来
的电话。要他速到报社有事相商。玉华拉
我跟他一起去了报社。

四
记得那时郑州晚报的办公地点设在

中原路与工人路交汇处。那是一座建成
不久的楼房，楼外的墙体尚未粉刷。

报社编辑部一位 50多岁的同志接待
了我们，对我们说：这次征名活动搞得很
成功，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你看报社收到
的读者来信足有百十封！他指了指办公
桌上厚厚几叠信函，告诉我们说这信都是
为孩子提供名字的，编辑汇总了一下，可
以参考的名字有：铁生、群生、路生、党恩、
群恩、众恩、党群、爱群、博爱、大爱等。

报社领导说：“你将名字选定以后，我
们编辑部要刊发消息，将结果告诉热心读
者。这次征名活动就可以圆满结束了。”

经过我们三人一阵商讨，李玉华最后

决定选取“党群”——寓意党和群众给孩
子一个新的生命。

很快，郑州晚报便把这情况公布于
众。“党群”这个名字是郑州回民中学一位
女同学最先提议的。报社和李玉华特意
向她表示感谢。

五
1979年李玉华夫妇支援新厂，再次调

往太康县棉纺厂。这时的李党群已经长
成大小伙子，站在人前像一棵小树。

直到 1992年，李玉华来郑州办事，我
俩才得以重逢。我自然少不了要问问李党
群的近况：他说党群已经成家，女儿都5岁
了。夫妻俩在县城开了个小杂货店：起名
叫“李党群”小卖部，做生意很讲诚信。他
常给人讲“党群”这大名是郑州晚报帮他起
的。他要本分做人，不能给报社丢脸。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无从知晓李党
群的近况，不过我常想，一个人，不管他多
么平凡，只要他有良知，懂得回报社会，那
他就无悔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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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晚报》于2002年5月改版，正逢第十七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幕（2002年5月31日至6月30日举
行），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关注度最高的一次足球比赛，因为有我们中国足球队参战。郑州晚报敏
锐地抓住了这个好新闻，借此扩大版面，全程报道了世界杯赛，赢得了人们的好评。当时的我还是河
南商专大二的学生。不过，我却很快就有幸和《郑州晚报》结了缘。

孙昱 图

光荏苒，弹指一挥间李党群已是人
到中年。每当我想起“李党群”这个名字
的时候，我便联想到《郑州晚报》，想到４5
年前的那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孙昱 图

□张宏涛

□张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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