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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号作品

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创刊 周年6 0

第40号作品

我与晚报同成长 □阎河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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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活动进行了

□彭天增

与晚报结缘要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后期，那时我住的家门前有
条路，大坑小眼无人问津，我就写了
一篇报道，说是报道其实就是几句
牢骚话，那时哪里懂得那么多稿件
格式，送到晚报后，交给当时群工部
的程怡老师，尽管是几句话，但程怡
老师非常认真，按新闻稿件的格式
又给我讲了许多。当时我感到非常
纳闷，在这样的大雅之堂，我一个门
外汉竟会受到这样的礼遇。这也是
我后来热爱新闻、又改行到公安机
关专职从事宣传工作的原动力。

那时报社群工部就是通讯员的
娘家，后来很多通讯员名声大噪，应
该说都是从群工部起家的。当时先
后有程怡、陈亚洲、张利民、王天杰、
张云波、程芳等可敬的老师在群工部
工作过，他们的热情好“客”，尤其对
通讯员新闻写作方面的指点和教诲，
使得晚报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批与
报社最贴心的新闻人。那时候晚报
的通讯员队伍是很值得报社自豪的。

经历了编辑和记者无数的敲
打，我自认为“入了道”，所以已不满
足只写一些“小家伙”了，开始涉足
晚报的各个版面。上世纪 90年代
前后都是手写稿，送到编辑手中后
成了习惯，总要反复强调几句，当时
在做编辑的冯小霓就当面批评过
我：你怎么老说你的稿子好呢，还要
我们编辑干什么。其实冯编辑当着

我的面剖析稿件时，我才明白有很
多缺陷。那时写动态的消息多，经
常要找一二版的编辑，像任升平、王
学斌。如果属于社会新闻，就到当
时的都市生活版找王伟、赵新蛟、张
学臣等。记得有一次给二版编辑送
过稿后，当面不敢催问，晚上打电话
给王学斌，学斌一听就急了，在电话
中大声说道：“你看看咱们记者谁来
催过稿！”我自知理亏，但是不甘心，
等到晚上11点多，又把电话打到激
光照排找阎小刚询问，小刚说排上
了。还有一次我送给任升平一个
稿，他很不在意就放那儿了，我想解
释一下，可他又不太想听，我有点
气，就在稿子后面重笔补写上“我是
晚报通讯员”！时隔近 20年，今年
春节升平我们在一起小聚，他才说
起这件事，他已退休，但我们已成了
割不断的朋友关系。

原本我的生活轨迹是无论如
何也与新闻连不上的，就是因为
遇到了报社这么多的好编辑、好
记者，才使我对写作产生了兴趣，
一开始只是在晚报的《瞭望塔》栏
目里写个几十字的简讯，到今天
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言论稿和几
千字的通讯，无限感慨之余我能
说什么呢？我只想说：是晚报造
就了我。在此，我发自内心地说
一句：现在在职和已退休的编辑
和记者，你们好！

随着晚报的飞速发展，我对她的感情
也更加深厚，她对我的影响也更加深刻。
由于我非常喜欢晚报的《棋牌乐》栏目，就
对棋类产生了兴趣。我就依据教学上的生
物知识绘编了“动物进化赛棋”，还根据中
国象棋的发源地，咱们当地邙山上的“鸿
沟”和“汉霸二王城”，发明设计了“古代实
地图形中国象棋”，以至于把我们郑州的旅
游景点和名胜古迹，编制成“郑州旅游棋”，
并且都先后获得国家专利，而且还在晚报
上得以宣传报道。

另外，晚报的科技栏目刊登的科技知
识和先进技术，对我的教学工作和科技制

作，都有很大的帮助。我所教的《科学》课
有些内容都是在此摘抄和浏览的。在晚
报的启发下我每学期都有科技制作项目
参加省市的科技创新大赛以及教科研展
评活动，并都获得了一定的奖励和证书，
也算是硕果累累。这些都得益于晚报的
启蒙和帮助。

由此可见，我的成长是与晚报分不开
的，我取得的成绩也是与晚报密不可分
的。所以，我把她看做是我的启蒙老师、知
识的源泉。我祝《郑州晚报》越办越好，飞
速发展，成为中原上空一颗更加璀璨的新
闻明星！

我与晚报的结缘，在于我的父亲阎明恩
曾是郑州晚报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自从
1949年《郑州晚报》的前身《郑州日报》创刊
之日起就在此工作。那时的社址是在裴厂庙
街，厂房和办公室都是平房瓦屋，机械是人工
摇动的平板机，排版是铅字手工编排，人员也
很少，只有100多人，发行量初期也就1000多
份，各种设备都很简陋，各种条件都非常艰
苦。我也就从小跟随我的父亲生长在那里，
见证了晚报的风风雨雨和几经变迁。

1963年 10月 22日，郑州解放 15周年
纪念日，按照中共郑州市委的决定，出版了
《郑州晚报》，代替了停刊两年零九个月的
《郑州日报》。1964年毛主席又亲笔为《郑
州晚报》题写了报头。它兼有晚报和日报
之长，既有思想性，又有知识性和趣味性，
力求指导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并且内

容丰富，文章短小，图文并茂，使我更加喜
爱。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晚报也被
迫停刊。社址迁移到中原路的建筑学
校。到 1981年元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精神鼓舞下又获得新生。随着规模
的扩大，报社又搬到了工人路，并在陇海
路建起了新闻大厦。60年来我也亲历了
她的变迁，目睹了她的变化，成为一个有力
的见证人。

如今的郑州晚报社远非昔比。新建的
高楼大厦代替了原来的平房瓦屋，飞速的
胶印机和电控先进设备代替了原来人工摇
动的平板机，先进的制版技术代替了原来
的人工雕刻和铅排，印刷质量连获全国新
闻报刊系列优质奖，还获得河南省“一级报
纸”、“十佳报纸”等光荣称号，一批优秀文
章和稿件也获得省市及全国优秀奖。

小时候的我每天一早就盼着父亲，能
尽快带回一份儿当天最新的晚报。因为报
社职工每天都可以分到一份儿当天的报
纸，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吧。当我接过
这散发着墨香的崭新的报纸时，更喜欢看
当天的新闻，也算是一位最早的读者。我
对文字的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每天都
要从报纸上找到几个生字，反复认读，这
也是我父亲给我布置的作业，所以，在我上
学之前已从报纸上学会上千字。我的写作
灵感还是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我父亲写
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王妈妈》，反映了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妇女的现代生活，深受
广大读者喜爱，除了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

外，还被评为文学创作奖。这使我深有感
受，对我的父亲也肃然起敬。在我的幼小
心灵里播下了写作的种子，开始了我文学
的梦想。从此每天看《郑州晚报》成了我的
必修课，以至到现在都坚持不辍。在那里
除了新闻外，还有许多知识。那时候最喜
欢的是趣味游戏，一家人围绕着一个题目
苦思冥想，期待着下一期答案。在上学期
间更喜欢知识栏目，在那里学到了课本上
没有的历史文化知识等，丰富了我的知识
涵养。在参加工作以后，我就喜欢看晚报
上的一些文学知识，写作指导，还参加晚报
举办的通讯员培训，有幸成为晚报的一位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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