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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细节都是报道的“线索”

1953年 2月 6日，《郑州日报》头版头条
报道《春节期间 开展国家大建设宣传的
指示》；1956 年 1 月 1 日，头版头条报道
《为 争 取 提 前 完 成 五 年 计 划 而 奋 斗》；
1957 年 12 月 1 日，头版头条报道《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 工人阶级对国家贡献
巨大》。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

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

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

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

向。五年计划在郑州实施过程中，《郑州日

报》和《郑州晚报》都给予了较大的篇幅进
行宣传报道。

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郑州日
报》从 1953 年“一五计划”实施开始，一直
对郑州重点项目建设进程进行报道。而在
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期间，本报还推出
了系列的策划报道“一五计划在郑州”，全
面介绍了“一五”期间郑州取得的新成就，
对电力、纺织业、道路建设、百姓生活等多
个方面系统报道。

翻阅上世纪50年代的《郑州日报》，使用
繁体字，竖行排列，从右往左排版，用现在的阅
读习惯是不适应的，但仔细品味当时对经济建
设、对“一五计划”的宣传报道，铿锵有力令人
振奋。“要求我们的工人阶级积极努力，全市人
民大力支援基础建设……我们在毛主席和共
产党的领导下，完全有信心有力量完成祖国大
建设的任务。”（选自《郑州日报》1953年2月6
日 社论《坚决完成大建设第一年任务》）

报道多样化让阅读更直观

对于“一五”期间的报道，当时也采用很

多比较的报道方式，通过图片等形式更直

观地报道新变化。

1954 年 1 月 1 日，在二版 刊 发 图 片

《五年计划第一年在郑州》，图片的内容

涉及重工业建设、棉纺织业建设、交通

建设、教育发展、植树造林、农业发展等

多个方面。

国家除了 1949 年到 1952 年底为国民

经济恢复时期和 1963 年至 1965 年为国民

经济调整时期外，从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

划开始，已经编制了 11 个“五年计划”，目

前正在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记者翻阅老报纸发现，除了报纸停

刊的时间内，从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现在正实施的“十一五”计划，《郑州

日报》和《郑州晚报》对五年计划的实施

都作出了报道，可以说记录了郑州实施

五年计划的全过程。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董洪刚 张改华

主席题字激励晚报人

1964年 12月 3日，《郑州晚报》头版头

条《致读者》，告诉读者，毛主席在百忙之

中为《郑州晚报》题写报头。而在 1950 年

3 月 30 日，《郑州日报》启用由毛主席为

《郑州日报》题写的报头。毛主席为《郑州

日报》《郑州晚报》题写报头，激励一代又

一代报社同仁披坚执锐，不断开拓创新。

毛主席与《郑州日报》、《郑州晚报》有

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可以说《郑州日

报》、《郑州晚报》发展的 60年与一代伟人毛

主席是分不开的。

1949 年 7 月 1 日，《郑州日报》正式创

刊出版，报头由原中原日报社副社长谢炳
炎题写。1950年 3月 30日，启用毛泽东题
写的新报头，当年年初，本报给毛主席写

信，请求他老人家题写报头，并附上一张机
关办公用的普通纸条，长约 4寸半、宽约 2
寸，画了 4个小方格，毛主席给本报题写了

“郑州日报”4 个美观的大字，从左到右写
到我们预先画好的方格里，看到毛主席给
题写的报头，报社全体职工无比兴奋。

1963 年 10月 22 日，《郑州晚报》创刊
号与读者见面，创刊时《郑州晚报》的报头
由毛主席手写体拼写组成，即“郑州”二字
取自《郑州日报》的“郑州”，“晚报”采用《北京
晚报》的“晚报”两个字，此报头用至12月2日，
用了一年零十一天。

主席和晚报的故事

1964 年 10 月 7 日，晚报编委给毛主席
写信，邀请他老人家题写报头。编辑部把信
写好后，发往何处？

当时报社编 委 周 政 想 起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主 任 的 杨 尚 昆 ，就 给 杨 尚
昆 也 写 了 信 ，请 他 在 方 便 时 将 信 件 转
呈 毛 主 席 并 说 明 郑 州 晚 报全体职工的
要求和期盼。12 月 2 日，本报收到由省委
转来的由毛主席题写的《郑州晚报》报头。

1964 年 12 月 3 日，本报
启用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
头，当天，本报头版发表《致
读者》：“最敬爱的领袖毛主
席为《郑州晚报》题写了报
头，昨天寄给了我们……”

主席题字
郑报人无比自豪

1949年7月1日，《郑州日报》正式创刊出版，报头由原中原日报社副社长谢
炳炎题写。1950年3月30日，启用毛泽东题写的新报头，当年年初，本报给毛主席写
信，请求他老人家题写报头，并附上一张机关办公用的普通纸条，长约4寸半、宽约2
寸，画了4个小方格，毛主席给本报题写了“郑州日报”4
个美观的大字，从左到右写到我们预先画好的方格里，
看到毛主席给题写的报头，报社全体职工无比兴奋。

中国除了1949年到1952年底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
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编制了11个“五年计
划”，目前正在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正实

施的“十一五”计划，《郑州日报》和《郑州晚
报》对五年计划的实施都作出了报道，可以
说记录了郑州实施五年计划的全过程。

郑州电信局引进的
美国摩托罗拉900兆蜂
窝状移动电话系统日前
已经开始运行。电话机
可以随身携带，随时随
地与国内、国际通话，不
受时空局限，“一机在
手，通达天下”。这种电
话，就是人们常常说起
的“大哥大”。首期工程
开通郑州、中牟、上街、
登封、少林寺五个地区，
覆盖面积达6000平方
公里。“大哥大”出现在
郑州街头已近在眼前。

变迁之通信工具

关键词：新奇的大哥大
摘自1991年8月17日

《郑州晚报》星期刊第一版

有时，你身边的某
个人身上，突然发出
“滴、滴、滴”的叫声，于
是，他立刻从腰间掏出
一个或棕或黑的小匣
子，小匣子的屏幕上显
示出英文字母和号码。
这位手持小匣子的人一
看就知道，是谁在呼叫
他、呼叫的简要内容及对
方的电话号码。这个神
奇的小匣子，就是被人们
称作“口袋里的小秘书”
的BP机。它自1986年
10月1日正式对外开通
以来，已被越来越多的郑
州人认识、了解和使用。

摘自 1993 年 11 月
21日《郑州晚报》头版

自1984年上海开
办首家无线寻呼台以来，
目前BP机用户已达500
万人，开通无线寻呼的市
县有1467个，使我国发
展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
第三大寻呼网。

关键词：生猛的手机
摘自2009年5月27

日《郑州晚报》
（2009年）1～4月，

全国累计净增电话用户
2997.7万户，总数达到
101201.1万户。其中，移
动电话用户增加3757.2
万户，达到6.79亿户，移
动电话用户超过固定电
话用户的两倍。

1954
年 1 月 1
日《五年计
划第一年
在郑州》

关键词：狂热的BP机
摘自 1991 年 4 月 21

日《郑 州 晚
报》第五版

郑东新区如意湖畔，不少市民坐在湖边看着郑东新区如意湖畔，不少市民坐在湖边看着
郑东新区的夜景，这里已成为市民的好去处。郑东新区的夜景，这里已成为市民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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