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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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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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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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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0多年的岁月中，晚报为我搭
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平台，也为我铺
就了一条畅游之路。可以说《郑州晚
报》犹如恩师良友，助我前进，伴我成
长。在一次通讯员座谈会上，时为晚
报副总编的聂敏华同志开玩笑地说：

“济通呀，我们报社与你有缘，你那十
八般武艺，尽可大胆施展吧！”说句心
里话，我与晚报还真的有缘。直到今

天，我还认为，没有晚报的支持，我不
可能写出那些虽然稚嫩但不乏激情的
作品，也不可能有今天充实而丰富多
彩的生活。因此，即使我退休之后，晚
报仍支持我关爱我，不仅邀请我参加
数次栏目设置座谈会，还相继发表我
的《冯玉祥的郑州情结》、郑州掌故等
不少文章。可谓前缘未了，今情又
续。最后，聊作拙词一首，以表谢意。

我
与
晚
报
的
不
了
情

看到“我与郑州晚
报”征文活动启事，我心
里极不平静。为什么会
如此？皆因《郑州晚报》
曾伴我成长，圆我美梦，
记录了我数十年奋斗的
足迹。她似灯塔，指点
我前进的方向；又似火
把 ，点 燃 我 当 年 的 激
情。回首往事，我感慨
万千，遂欣然命笔，略述
我对她的仰慕之情。

我曾是《郑州晚报》多年的特约通讯
员，在和晚报交往的 40多年岁月中，先
后为她写出了 400余篇、逾 20万文字的
文稿。其中有通讯报道、各种评论、郑州
掌故、郑州地理、郑州成语故事以及小
说、诗歌、散文、春联等各种作品。有些
作品还荣获奖励，受到好评，并先后六次
被评选为晚报模范通讯员。这一切，均
为晚报栽培、支持、帮助的结果，尤其是
不少采访活动充满苦辛，又充满欢乐，其
景其情，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让人
终身难忘……

1982年除夕的前一天，为采访市场
春节物资供应情况，我和当时的晚报记
者宋欣声同志，从清晨 5时出发，即赴
行政区的花园路市场，直到中午，又转
战闹市区的老坟岗市场，下午 4时，再
奔至西郊的碧沙岗市场。一路走来，采
访商户，询问顾客，联系管理部门，了解

市场行情，直到晚上 8时才采访完毕。
匆匆吃过晚饭，我们就在市工商局我的
办公室整理材料，拟出草稿。待誊写完
毕后，小宋将稿送至报社时，已是夜里
11时了。大年除夕，这篇千余字的《年
关集市》终于按时发表。1983年、1984
年、1985年的年关，也是在基层采访中
度过的。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983 年除夕的《农贸市场见闻》、1984
年除夕的《我市集贸市场商品充足交易
活跃》等，都是在一片鞭炮声中和晚报
记者共同采访、加工的结果。对保障节
日物资供应，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起
到了不小的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我市市场日渐繁荣。但美中
不足的是，我市小商品市场建设与外地相
比却相对滞后，南不如武汉，东不如开
封。为扭转这一局面，完善市场体系建

设，市工商部门提出要大力发展小商品市
场。为此，1983年11月初，我和晚报记者
专程赴汴，采访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开封相
国寺小商品批发市场。

那时，去开封要坐火车。加之天公
不作美，大雨如注，只好冒雨深入商户，
待管理人员上班，又和他们进行座谈，听
取管理经验，收集政策信息，会议结束
时，已是华灯初上。抵达郑州时，已是午
夜时分。这一晚，因风吹雨淋，小陈患了
感冒，我也有点发烧。但第二天，我们还
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集中在报社梳
理材料，编写稿件，直到完成任务。1983
年 11月 4日，那篇介绍开封市场建设经
验《访开封相国寺小商品市场》的报道，
终于见诸报端。受此启发，时过不久，我
市“苑陵”、“中州”等小商品市场也相继
问世，从而结束了郑州当年没有一个像
样的小商品市场的历史。

说实话，写通讯报道是个出力不讨
好的工作。尽管你“不受尘埃半点侵，
竹篱茅舍自甘心”，但不管表扬还是批
评的稿件，横竖都要得罪人。1985年 4
月，我写了一篇有关遗产纠纷的通讯，
结果竟弄得里外不是人。那时，我根据
我家一个事实，写出约有 1500字的文
章，以《李老汉的遗产》之名，于1985年4
月 28日在晚报上发表。按说我 9岁来
郑，经年未回，对洛阳偃师老家的一些
往事并不知情。只是一个偶然机会，我
从父亲口中得知，我大伯处曾有新中国

成立前做生意留下的金条10多根，因分
配不公，引起我叔伯兄弟的不满，从而
酿成悲剧，最后连我大伯的性命也搭进
去了。为昭示后人，我决意将它写出
来。于是我利用节假日，奔赴原籍，搜
集资料，核对事实，并如实写了出来，只
是发表时，隐去了当事人的名字。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客观、公正
的，决没有半点私心，只是后果是我始
料未及的。先是堂兄堂嫂等人，奔赴郑
州兴师动众前来问罪。他们的第一句
话就是：通，人家是家丑不外扬，你咋胳

膊肘外拐，专揭自家短哩？我无奈之
下，将原文念了一遍。他们知道我没有
提名道姓，并为他们喊冤叫屈时，才算
消了气，说你写的大致不差，只是像这
样的家务事，还是少写为好。再是文中
的“钱是杀人贼”，经报纸渲染，亦成了
老家的一句口头语。大凡邻里分家，因
财产分配问题引起矛盾时，村人会说，
别忘了《郑州晚报》写的“钱是杀人贼”，
能成事也能坏事！李老汉（我大伯）就
是因财产气死的。晚报在当地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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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淘 沙
读《郑州晚报》有思

横空出世六十年，丰功伟绩
众人传。片言只语盖难全。

白头老翁欲颂赞，多少往事
涌心田。惠及民众万万千。

□李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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