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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记得改版前的《郑州晚报》有个都市生活

版，栏目缤纷。当时是对开报纸，整版登的都
是读者所撰之社会新闻、言论、散文、随笔。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期，郑州市区出现
了“灶台移窗外”新景观。这种现象愈演愈
烈，引起我的好奇。人们之所以不惜扒掉
完好的厨房窗户再把伸到楼外的灶台封起
来，是因为这样腾出来的地方可把冰箱移
进厨房，既免了做饭时往返取物之烦恼，又
平添了居室的活动空间。

经过走访，我写成《郑州新景观 灶台
移窗外》，登在该版都市风景线栏目。

未想到，这种现象竟然催生一个产
业。后来，“灶台移窗外”有了升级版——
有人申请专利专门为居民预制整体灶台。
现在，在郑州市区许多老居民楼上可以看
到这种厨房窗口向外突出、外贴白色或蓝
色瓷砖的灶台。

二
《郑州晚报》改版后设每日时评版，辟

有晚报观察、街谈巷议、晚报信箱诸多栏
目。我用真名或笔名写了《畅通工程如何
才能长久畅通》、《但愿新风别随春节走》等
时评。

“每日时评”改为“开门办报”。为了彰
显“用新闻纸建设郑州”办报理念，评论由头
皆来自《郑州晚报》所发、与郑州有关的新
闻。“读者评说”栏目每天刊发三四篇短评。

“圆桌”则是话题讨论，每期皆配漫画，多名
读者围在“桌”边，针对一个话题简明扼要地
阐述自己的观点。我经常在版上露脸。

三
2007年上半年，我想买数码相机，到创

新大厦“踩点”多次。一熟悉行情的老兄劝
我，等暑假搞活动时买能省些钱。可我等
不及了，因为早已瞄准郑州读者版市民DC
栏目并看好一个摄影题材，为了抢时效性，
就于 6月 10日买了相机。6月 11日拍几张
照片，选一张配上文字说明，发电邮。次

日，处女照《“待岗”的爱心瓜棚何时能上
岗？》见报。与编辑电话沟通，她点评：“构
图不好，题材不错。”

头次摆弄数码相机闹个笑话，按动快
门却未成像，翻看《使用说明》方知我按快
门时心太软，下手不狠，快门只按下一半。

首战告捷，增加了我当业余拍客的信
心。那天傍晚，我骑车走到航海路汽车总
站附近，一个年轻人手握带开关的操作手
柄，站立着驾驶一辆底盘上装着发动机的
四轮车，他快速超过我行驶在快车道上。
我见状加速追赶至距他几米远处，然后停
车，赶紧掏出相机抓拍两张。隔日，《他骑
的车你见过吗？在快车道上猛跑不该啊！》
在“市民DC”刊登。

去年 12月 3日“城市·听说”版左侧下
面是《个性招牌惊鸿一瞥》文字稿，上面是
两张商店门头照片，文图相映成趣，算是我
对关注多时的“招牌文化”现象的总结。

四
2004年，我开始写与郑州方言有关的

系列文章，探寻郑州方言的来源，归纳其词
义和使用语境。看到《郑州晚报》开设“郑
州知道”栏目，窃喜之后投稿，《“泼皮”非彼

“泼皮”也》、《本事大小看“模儿”和“模子”》
见报。去年末，消失一年的“郑州知道”蝶
化为“郑州方言”，上面“飞舞”着我的《“迷
门”在郑州》、《说说“扛叉”》。

瞅我稿件经常见报，有人就问：“你在
《郑州晚报》发那么多稿，认识人吧？”我笑
答：“最起码投稿前不认识。”

说实在话，想当年，我独自踉踉跄跄步
入写作之路时，真的不认识报刊社的人,周围
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将我引荐给媒体中人。

上个世纪，我骑车到报社送手写稿,一
位编辑老师的话让我记忆犹新：“把稿子写
好就是最好的礼物。”正是有了这样甘于默
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老师的大力扶植，
我才坚持到今天。回望过往的迢迢岁月，
我要感谢的人和话有很多……

《郑州晚报》促我前行。

1
3年，共接待群众来访上百人，处

理和传递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的各
种信件500多封。

我上班第二天，就收到一份读者
来信反映：“巩县雪花洞因缺乏管理，
遭到严重破坏。”为此，郑州晚报领导
特别重视，由我和一名记者专程前往
巩县雪花洞实地作了调查，并和记者
合写了《巩县雪花洞亟待开发和保
护》的调查报告。刊登在 1985年 3月
10日《郑州晚报》一版头条，引起了有
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一个月后，我
再次到巩县，当地县乡政府负责人高
兴地对我说：“《郑州晚报》在显著位
置上刊登了关于雪花洞的报道，说出
了巩县人民的心里话，鼓舞了他们对
开发和保护雪花洞的信心、决心。”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荆三林看
到报道后，立即写信给巩县乡政府，
对雪花洞遭到破坏，深感遗憾。荆教
授表示：暑假期间将带学生对雪花洞
实地考察了解，拟以雪花洞的历史新
发展演变基础写起，编写成书。

《郑州晚报》刊登这篇调查报告，
被评为 1985年优秀稿件。其作用如
此之大，给我增长了丰富的社会知
识，也给我爱好写作提供了广阔的思
路，更给我热爱信访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2
1985年 5月 1日，我接待一位中

年女医生，她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
说：“我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瘫痪在
床，爱人马上要出国进修，一个孩子
还小，请《郑州晚报》帮忙，赶快给介
绍个保姆吧！”为此，我到德化街、大
同路等街道家务劳动服务公司调
查。在他们的记录本上，有数百户前
往登记找保姆，但得以解决者甚少，

多数还在翘首盼望着。
究其原因，难在哪里？我又先后

到市、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写了
一篇《请保姆何其难》的调查报告，很
快于1985年5月5日在《郑州晚报》发
表。被《郑州晚报》和郑州新闻学会
评为一等奖。

接着，我又在调查中得知，河南
柘城县有姐妹俩来郑州当保姆的先
进事迹后，又写了一篇通讯《当保姆
也是光彩的》。同年 5 月 12 日刊登
在《郑州晚报》二版。我没想到姐妹
俩的事迹刊登后不几天，有个在郑
州卫生学校的女学生到晚报社找到
我。她说：“我家在南阳农村，在郑
州卫校学习两年了，今年暑假不想
回家，想在郑州找个工作……当保
姆也行。”

我高兴地把女医生的情况向她
简述后，这个女学生说：“可以。”很快
双方达成协议。临别，俩人异口同声
地说：“谢谢郑州晚报！”

3
我在郑州晚报社工作的三年中，

有很多感人又生动的事迹，点燃了我
的写作激情。先后在《郑州晚报》发
表我写的不成形“豆腐块”文章有 20
多篇。回单位后，我不断给《郑州晚
报》以及其他报纸杂志投稿。过后，
我把已发表的新闻、通讯、人物特写、
调查报告、杂谈、报告文学、散文等70
多篇文章汇编成书，赠送亲朋好友。
并荣幸地加入郑州市作家协会，在我
人生道路上留下了难忘的片段。

如今，郑州晚报成立 60周年，翻
阅《郑州晚报》刊登过我的文章，深感
温故而知新。深感《郑州晚报》给我
的幸运，心思格外灵敏。值此，谢谢
《郑州晚报》给我带来丰富的知识和
晚年的快乐。

《郑州晚报》促我前行 □崔清林 难忘在晚报工作的日子
从2002年《郑州晚报》改版为都市类报算起，我在新《郑州晚报》已刊发各类稿件

近110篇。在刊发我文图的各级报刊中，《郑州晚报》采用稿件最多。《郑州晚报》可谓
我的福地。

1985年1月，我从七一三研究所借调到郑州晚报社群工部帮助工作，主要接
待群众来信来访，直到1987年底才回原单位。

说句心里话，我被暂借到郑州晚报社做信访工作特别高兴。因为我在原单位
做宣传工作，喜欢写作，到晚报社是我学习的最佳园地，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

投稿方式：E-mail:zzwblm@163.com
“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启动了

□王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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