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每天4开4版到如今每天4开多版

我收藏《郑州晚报》四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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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号作品

一
1963年 10月 22日，郑州解放 15周年纪念

日时，《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当时我正在
郑州九中上学，还是一名中学生，尽管我的经济
十分拮据，我还是从牙缝里省出了几角钱，订了
一份《郑州晚报》。每天下午，当晚报送到学校
后，班干部都会及时从收发室取回报纸，然后再
分发给订有晚报的同学。当时晚报上正连载曲
波同志的长篇小说《桥隆飙》，这部小说我一看就
喜欢上了。于是我就动手把日日积攒起来的晚
报按时间顺序装订起来，一口气再把小说看上一
遍，心里觉得美滋滋的，渐渐地我对《郑州晚报》
有了感情，一天不看就觉得少了些什么。

1964年 8月，我中学毕业时，被批准入伍。
在远离家乡去部队之前，我把收藏的《郑州晚
报》找齐用绳子捆好，和书籍一起存放在家中的
一个破半截柜里，并告诉家人不要动用报纸糊
墙，更不要当废品卖掉。即便是“文化大革命”
中，打砸抢成风，我存的《郑州晚报》万幸躲过一
劫，得以保存下来。

二
“文化大革命”中，《郑州晚报》被迫停刊。

当我听说 1981 年元旦《郑州晚报》复刊的消息
后，我二话没说，直奔邮局订了一份全年的《郑
州晚报》。那时候邮局对《郑州晚报》只送单位
不送个人。没办法，我就让邮递员把《郑州晚
报》送到我上班的单位。下班后我再捎回家。
从此《郑州晚报》成了我家人人爱读的报纸。每

天下班回家，车还没扎稳，儿子第一句话就问，
“爸，晚报呢？”当我把晚报递给儿子时，他高兴
得一蹦三跳，看到一张普通的晚报，成了我家两
代人的良师益友，心里真是感慨万千。

从此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将看过的
晚报收集装订起来，继续予以收藏。

为了确保 1981 年复刊后的《郑州晚报》收
藏时一份不少，我平时操碎了心。一旦发现晚
报缺失，我都会立马上街买份回来补上。有时
买不到，我就托关系去找，直到补齐我才安心。
为了使收藏的《郑州晚报》完整干净，我从不在
晚报上“涂鸦”或“开天窗”。

可是，有一次儿子的举动却把我气得不
行。那是一年暑假，儿子找到我存放的上世纪
60年代的《郑州晚报》翻看，看着看着就忘乎所
以起来，竟用剪刀在藏报上开起了“天窗”。

我看到他剪好的一堆纸片片，一下子气坏
了，吼道：“谁让你不吭气把我存放的晚报给剪
了呢？”儿子也吓得一愣，申辩道：“都是些破报
纸，何必……”儿子两眼泪汪汪，还觉得委屈。
可我心想，儿子啊，你这不是明明在伤老爸的心
吗？你没有想到，这上世纪60年代的晚报存放
到今天容易么？

三
2007年4月28日《郑州晚报》上的一则“小李

庄整体拆迁改造”的消息，一下子让我的家乡——
小李庄村不得平静。因为城中村改造就意味着我
们要离开这里，到别处过租房居住的日子。

几十年来，光我收藏的郑州晚报估计也有
1000公斤以上，这么大的一堆报纸该往哪里搬
呢？我发愁 ，儿子也发愁！我告诉家里人，家该
搬我们搬，但是我们人搬到哪儿，郑州晚报也搬到
哪儿。只要我活一天，谁也别想让我丢弃晚报。

为了怕搬家时晚报散失，同时也为了好搬
运，我把晚报按年月顺序一本一本地码放好，上
面和下面各放上一张旧挂历，然后用绳子或铁丝
捆扎好，再在封面上写上名称和起止时间。光这
一项活儿，我就一连干了好几天。后来，是儿媳
找来亲戚家的一辆面包车，四五个人抱着报纸楼
上楼下地奔波，个个是累得腰酸腿疼，整整干了
一天，才将我的存报搬到了“新家”。因为租房条
件的限制，放晚报的“家”与我住的家不在一起。
我放心不下，我隔三差五地都会去放晚报的家看
看，看看房是不是漏雨，门窗是否安全。

四
看到我对晚报这么情深，有的人不解地问，

“你收藏这么多晚报干啥？”我总是微笑地告诉
他：“这是我的爱好！”这句话是我的肺腑之言。
正是我的这个爱好，才有了我和晚报几十年的情
缘；才有我46年来收藏保存下来的，从每天4开4
版的晚报到如今每天4开多版的晚报。它是郑州
的一部发展史，是一部人人喜爱的百科全书。

我今年65岁了，屈指算来，我与郑州晚报结
下的不解之缘也快半个世纪了。我相信将来回
迁到新居之后，我们全家一定会给我收藏的郑州
晚报安置个更加宽敞明亮的“家”。 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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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学四年级时，我就开始站在管城街（当时

叫市府前街）文化馆门前的阅报栏前看报，最喜
欢的是连载小说《桥隆飚》，上五年级时，我校少
先队大队长刘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小消息，
让我羡慕不已。但真心和晚报打交道却是直到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我在《郑州晚报》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反映
东三马路派出所一位老民警陈金声关心照顾两
名从街头领回的流浪儿童的事迹，没想到稿子
寄出后就被发表。就这样我开始和《郑州晚报》

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说实话，刚开始发稿时，我仅是凭着热情和
遇到了较好的题材发了一些稿件，什么是消息、
什么是通讯都弄不清楚。直到后来报社老师和
朋友们言传身教才使我真正知道了新闻的写作
诀窍，并且在编辑的鼓励下，接连发表了几篇引
起社会关注的《虎口泪》、《阳光下的罪恶》、《噩梦
醒来是早晨》等大稿。由于那时候我都是骑车送
稿，有时还在有新闻线索时和记者们一块儿采
访，从他们身上我不但学会了不少采访的技巧和
文章的写法，也使我懂得了记者和编辑的辛苦。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极
大的提高，我还成为各个新闻单位的特约记者
和通讯员，多次被评为区、市级一、二级模范通

讯员，至今仍从事着新闻工作。说得夸张一些，
《郑州晚报》不但是我的良师益友，而且和我的生
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
最令我感动的是《郑州晚报》的编辑们不但

平易近人，乐于助人，还特别的大度。记得有一
次编辑部主任李登科在报纸上发了一篇《为了
两棵树何必打官司》的文章，我当时尚不认识
他，当时全国正在进行普法教育，我感到普通农
民能够为了两棵值不了多少钱的树而敢于拿起
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普法教育
的成果，于是我当天便写了一篇和李登科同志
商榷《为了两棵树诉诸法律好》的文章送到了报
社，结果第二天我又到报社送稿时，一位编辑朋
友打趣说：“麓桢，你行啊，敢和我们李主任商榷

了。”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稿子已经见报了。退休
后我在某学校帮忙搞新闻时，学校邀登科主任
外出旅游，我才认识了他，说起当年的事，我们
哈哈大笑。

如果有人问我一生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报
纸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郑州晚报》，
因为《郑州晚报》不但和我同龄，而且从我幼年
开始就让我认识了他，从1982年开始我发表了
第一篇文章时起，我和《郑州晚报》就结下了终
生之缘，我不但从晚报上汲取了精神食粮，而且
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老师和朋友，晚报不但改
变了我的一生，而且成为我半生之中的写作阵
地，花甲之年的我虽然因病退休，但给晚报写稿
却从未间断过，毫不夸张地说，晚报是我今生的
良师益友。 李麓桢

作为郑州人，我爱看《郑州晚报》，也爱收藏《郑州晚报》。在我的家里，《郑州晚报》可以说是我收藏的时间最长、最为齐全
完整的报纸了。每当我看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由我亲手装订的一摞又一摞1963年10月22日以来的《郑州晚报》时，心里总是
热乎乎的……

我和共和国同龄，小学是在当年的北
下街毕业的，那时市级报纸仅有一份《郑州
晚报》，地址是在裴厂庙街路北。那里是我
上学的必经之路，因年纪小，对报社的记者
们充满了神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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