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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贺年卡 陪婆婆赴百寿宴 □龚佩娅

晚报的报道引来一些佳话
1月25日一大早，我们从西郊打车

来到广州大酒店现场，是第一个到场
的。会场已经布置好了，真是喜庆热
烈，一个巨大的寿桃蛋糕漂亮醒目，戏
声和歌声悦耳悠扬，锣鼓喧天更加渲
染了喜庆和欢迎的气氛。我们当时被
感染了，老婆婆乐得东看西看眼睛都
忙不过来了，脸上洋溢着兴奋。晚报
记者同志亲切地迎上来和我们握手交
谈，婆婆侃侃而谈，说到自己年轻时候
还爆出了一个小新闻：和影星上官云
珠是同窗好友。大家都知道，上官云
珠在上个世纪我们国家电影舞台的知
名度，可她学生时代又是怎样的呢？
婆婆越说越多。婆婆是上海口音，耳
朵又有些背，加上现场的锣鼓声、欢笑
声、说话声，我这“翻译”嗓子都喊哑
了，记者对婆婆的话很感兴趣，手中的
笔不住地记。因为宴会就要开始，他
约我们饭后再继续聊。宴会完后因为
急着上车去“世纪欢乐园”也没顾上，
我知道她要说的还有很多。

果然第二天的晚报有一段报道，描
述了我们和记者聊的内容，称赞婆婆对
生活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是
个追求完美的人，身上还有艺术细胞。
有意思的是晚报那个报道还引来一些
佳话：婆婆年轻时的一个同学无意中看
了报道，两个人辗转联系上了，他们逾
七十年的间隔，在耄耋之年因为晚报相
通了；许多外地的亲友通过互联网看了
郑州晚报电子版2006年1月26日的报
道亦纷纷打来电话祝贺、祝福、交流、问
讯。每一次都让婆婆兴奋，感到幸福。
我在一旁默默地感动着，这些都来自那
一天，我庆幸，我去了。

婆婆唯独记得晚报百寿宴
那天晚报还登了一些照片，其中一

幅是我们坐在去郑东新区参观的大巴
上。车正行驶在立交桥上，将近半个版
面的照片，婆婆坐在靠窗的位置，正浏览
着窗外的景致，我坐在边上，从照片上
看，我照得更清晰一些，婆婆反倒被遮住
了一点下巴，之后她跟我说：“我不知道
会拍我，早知道我会挺直了坐，会更精神
一些，脸的下半段也照出来了。”

婆婆喜欢别人夸她年轻时候漂
亮，有文化修养，现在也很有气质，说
话有条理穿着很讲究，这些晚报记者
全说了，报道上也写了，老人高兴得合
不拢嘴。那天的报纸被她珍藏着。

今年婆婆已经 90 岁了，记忆在减
退，许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有时竟忘
掉了自己女儿的名字，唯独郑州晚报
百寿宴她一直记得，逢人便讲：“去年，
郑州晚报记者拉住我的手问了我好多
好多话，很亲热很亲热的呀！”百寿宴
已经过去 3 年多了，她每次又在向别
人描述时，依然说是去年，这件事永远
是去年，对她说来，永远是离得最近的
去年。

我们家成了晚报的忠实读者
我认为郑州晚报主办的新年百寿

宴有着深刻含义，起到了非常好的效
果。我个人从参加这次活动和晚报的
近距离接触，对郑州晚报关注民生，贴
近生活，热衷公益，弘扬爱心，以及记
者编辑的热情，职业素质和敬业也有
了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亦更加关注
晚报的报道和举办的活动，也曾写小
文给晚报投稿，我们家订阅了晚报，成
为郑州晚报的忠实读者。

2006年初，我陪婆母去参加郑州晚报举办的“新年百寿宴”活动。那年婆婆
已经是87岁了，我先生给她报了名，身体不错的她去和不去还有一些犹豫。“这
是郑州晚报办的活动，不会骗人的，肯定很适合也肯定有意思，我请假陪你
去”。我自告奋勇说通了婆母，心里却有些嘀咕，埋怨我家先生，不经过我的同
意就报了名，不就是吃顿饭嘛，还得我专门请假陪。先生说：“老太太天天在家
里喊寂寞。让她出去看看，大家乐一乐也好，就是想让她高兴一下，哪怕是短短
的一场开心也是好的。”我们和老人生活在一起几十年，老人的身体健康和快乐
对于子女来说是多么重要，我能理解，去就去吧。

2009年，郑州日报·郑州晚报成立
60周年。在即将迎来郑州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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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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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2001年才开始使用电脑和网络
进行写作与投稿。2002年，我偶然知

道了一个网站——“文友网”，又非常庆幸地
通过这个网站认识了郑州晚报的副刊编辑
陈泽来老师。当时，陈老师负责郑州晚报的

“城市笔记”版。论坛上投稿的文友非常多，
每天平均几百篇稿件，每个作者的每篇稿
件，不管采用与否，陈老师都一一回复；并且
对某些不能发表的文章，提出存在的毛病和
修改意见；对不适合在郑州晚报刊登的稿
子，则建议作者投给省外其他报纸。看他回

复帖子的时间，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我资质愚钝，却偏爱写作，一年到头，

只能在报纸上发表寥寥数篇“豆腐块”，且大
多是在本地报纸发表的。第一次在论坛上
向陈老师投稿，我既敬畏，又胆怯。陈老师
却对我这个生手悉心指点，热情鼓励，增加
了我的自信和激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摩
和努力，我的一篇稿子经陈老师的指点、多
次修改后，终于在郑州晚报发表了。这之
后，我的写作投稿劲头更足了，又接连在晚
报发表了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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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考上了研究生，远赴
兰州求学。生活环境的变化，学业的

紧张，使我很少再写稿投稿了。令我没想
到的是，年底的一天，我竟然收到了陈老师
寄来的贺卡！贺卡很普通，是郑州晚报与
郑州邮政广告信息公司联合发行的，正面
是“猴年大吉，恭贺新禧”，背面是陈老师的
亲笔字，“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简简单单
的贺卡，简简单单的祝福，却让我在岁末寒
冷的兰州，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感动！曾经
想过要回寄给陈老师一张贺卡的，却因为

期末这样那样的琐事，给耽搁了。记得后
来发了一封邮件给陈老师，寄去我的感谢
和新年祝福，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2007 年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洛阳
师院工作。时过境迁，我的写作方向作了
调整，主要写一些跟专业相关的东西和文
史随笔，所以，基本上就没有再给陈老师
投过稿了。但我还密切关注着郑州晚报
和陈老师，晚报副刊的数次改版，我都清
楚，比如说现在的主要副刊是“观星台”和

“商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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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再给过陈老师稿子，
所以，每次，我都是在论坛上潜水浏

览，却从来不发帖不回帖。某一天，我心血
来潮，用实名注册，在“忆石”发了个帖子，
让我佩服的是陈老师的好记性，他跟帖说，

“是不是在兰州读研现在回到洛阳的王东
峰？”要知道，我跟他，几乎有三年多的时间
没再联系！

去年年底，我搬新家了，在郊区，离单

位原来的家属院有 10 多里。搬家前，为
了收拾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物品和器具，
我和妻忙了有 10 多天，其中先将一些比
较重要又不容易找的小东西，装入塑料袋
后再锁进皮箱里，比如说结婚证、银行卡、
我的学位证、毕业证等，还有陈老师寄给
我的贺卡。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
又一次仔细审视这张贺卡，心头止不住荡
起层层温暖和感激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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