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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0年 11月，编委会决定派人到西安日报社
“取经”，为来年改进、提高《郑州日报》作准备。编
委会对这次“取经”很重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总
编辑周政亲自带队，同去的有副总编辑宋康、丁朝
选，总编室、经济部的3位副主任和组长，我当时是
副刊编辑，也有幸跟着去了。这是我参加工作后
第一次随这么多领导外出，不仅在西安日报社学
了许多东西，还从3位领导的言行中受到启迪和教
育。此次西安之行，按周政同志的意见，来回买的
都是硬座票。我说三位领导怎么不乘卧铺？年轻
时从上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周政养成了艰苦朴
素的习惯，听了我的话后说：那有什么意思，不如
大家坐在一块儿好，省钱又随便。我带有一本苏
联中篇小说《第四十一》，在车上拿出来看时，宋康
同志要过去翻了翻说：“啊！是新译本，这本书很
有名气，值得一看，但要认真分析，有自己的看
法。”原来他早已看过，不仅熟悉书中的情节和人
物，还有自己的分析，对书中主要人物马柳特卡与
白军中尉的恋爱很不以为然。这时周政也谈起读
书要认真地体会。他说年轻时有一次在一个地方
被困个把月，手边只有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反复阅读，反复琢磨，弄通许多道理。从此，他在
工作中不仅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点书，读后还要
认真思考。这时我想起有一天晚上丁朝选同志有
事到宿舍找我，见我正在看《古文观止》中的《滕王
阁序》，他竟随口背出了一段。由此可见他读书的
勤奋和刻苦。在领导的带动和影响下，报社同志
都在学习上下苦工夫。我和一些同志每月发了工
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解放路新华书店看有没有
可买的书。文化记者王青山藏书最多，豫剧大师

常香玉曾向他借书看。当时我和许多同志都定有
学习计划，每月读什么书，读几页，都写在计划上。

二

《西安日报》总编辑袁洛是位“老延安”，解放
前就从事新闻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西安
日报》的机构设置、人员组成、办报中的得与失向我们
作了全面介绍，对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或共同探讨。
几次座谈会后，我们又分别到“对口”部门交谈。当时
我们报纸的副刊叫“红原”，《西安日报》的副刊名叫

“红雨”，两家报纸副刊的名称几乎相同，谈起来更显亲
切。《西安日报》副刊负责人姚蓝是搞文艺理论的，在西
北地区文艺界知名度很高。他认为副刊固然要杂，融
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但作为党报的副刊，要给文艺
理论一定位置，短而精地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引
导和提高群众对文艺的欣赏水平。我与姚蓝同志交
谈了一下午，商定以后要不断交流情况。

我们在西安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吃住都在
西安日报社。人家特地腾出三间房子，搭起床板
供我们睡。古都西安有许多名胜，可我们只抽出
一天时间去了次骊山。那天的午饭是在西安买的
烧饼和带去的白开水。

三

1981 年《郑州晚报》复刊后，好传统得到继续
发扬，经济上处处精打细算，记得一位来自北京的
新闻界名人给编辑部作了次报告后，要请人家吃
顿饭，花几十元钱，俩人或是 3个人陪同编委会都
进行了研究。那时候来稿要一一登记，不采用的
需退还作者，一些编辑把旧信封反过来糊糊再
用。新调和招收的一批年轻同志，多数没有进过
高校门，在人力和财力都紧张的情况下，1982年电

大一出现，编委会就让 28位编辑、记者上电大，第
二年又送几位同志到河大、郑大进修。

上电大的同志白天工作，晚上听课写作业，其辛
苦可想而知。没有上电大的同志甘愿分担工作，从
没有人喊苦说累。就是这样一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
伍，把复刊的晚报办得有声有色，大家的水平也在办
报中迅速提高。对晚报和记者的称赞之声不绝于
耳。有一次，在省里召开的文教战线表彰会上，时任
省委第一书记刘杰握住到会采访的晚报记者的手
说：“晚报办得好！”一天到省文联去，年事已高轻易
不动笔的原省文联主席于黑丁对我说：“你们的小记
者好厉害，硬是说动我给报纸写出了文章。”这里特
别要说一下英年早逝的谢晓勤同志，他在 1976年

“四人帮”猖狂时，清明节写悼念周总理和陈毅副总
理的诗到二七广场张贴，被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
屈。他头脑灵活，工作勤奋，学习刻苦，是不可多得
的新闻人才。他到郑州大学进修仍念念不忘报纸，
1984年建议创办星期刊，得到批准后主动当编辑，
利用晚上、周末等课余时间和有关同志精心策划、组
稿、编稿。星期刊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发行
量迅速增加，商家争相在星期刊上做广告。1991年
11月，电影《焦裕禄》在兰考县首映，谢晓勤乘火车
前往采访。那天下着大雪，晚上我正要睡下，披一身
雪花的谢晓勤找上门来，我吃惊地说：“这么大雪，怎
么不在兰考住一晚上？”他说：“住那里多花钱，还影
响发稿时间，你看看，稿子明天能不能见报？”说着把
题目为《顶风冒雪看老焦》的特写给了我。这篇他在
火车上匆匆写成的特写，文字清新，感情充沛，获得
当年全国晚报短新闻大赛和省好新闻一等奖。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青年才俊挥毫，相信
我们的事业将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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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号作品 我本来在小学当教师，1956年在《郑州日报》（晚报前身）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儿童生活故事，没想到它成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介绍信，这一年3月我就被调到
郑州日报社当记者。报到那天，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负责人成敬堂同志找我谈话，给我介绍报社的情况并告诫我说，新闻工作者要和各行各业打交道，需
要多方面的知识，要不断学习，听说你已发表过几篇小说，可搞报纸不能光读文艺作品，要特别注意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他还把不久前到中南局参加新闻工作会议
的记录本让我拿去看。记录本上这样一段话，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没有任何部门和工具能够像报纸及时地把人民群
众的创造、希望和要求反映到党的组织来，也没有任何部门和工具能够像报纸及时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啊！原来报纸这么重要，我为能从事这
一工作感到兴奋和自豪。

在庆祝《郑州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编辑部开展“我与郑州晚报”征文活动，编辑同志希望我也写篇东西。作为党报哺育成长起来的老报人，回忆多
年的新闻生涯，有许多话想说，不过我感受最深的，还是一代又一代报人艰苦奋斗和勤奋学习的好传统。这传统使我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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