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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和她的晚报60年的行进影像

T06
郑晚记忆之头条

策划“新千年”报道“新气象”

2000 年 1 月 1 日，《郑州晚报》头版头

条刊发《告别沧桑巨变的一千年 迎来伟

大复兴的新世纪》，1999年 12月 28日，迎接

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专题报道……

1999 年至 2000 年，对新世纪的报道

影 响 较 大 ，很 多 新 闻 都 和 新 世 纪 联 系

在一起。人们期盼着新世纪有新的发

展，对于郑州市民来说，新世纪也有非

常 多 的 心 愿 。《郑 州 晚 报》根 据 读 者 的

阅读需求，根据新闻事件的发展，重点

对新世纪前前后后的新闻事件进行采

访，并精心策划了系列报道，得到了市

民的认可。

在 1999年年底，《郑州晚报》开始着手
策划，翻阅当年的报纸，很多内容都与新
世纪有关，形成了所谓的新世纪现象，市
内的、省内的、国内的、国际的，只要是读
者感兴趣的新世纪有关的新闻，报纸就刊
登出来。

临近新世纪，《郑州晚报》着手策划了
系列报道《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特
派记者到我国出现新世纪曙光最早的地方
进行采访，与本地的庆祝活动结合起来。

大事小事都囊括“金色未来”众人迎

此外，《郑州晚报》还对 20 世纪发生的
重大事件简单盘点，并对新的世纪进行展

望。辞旧迎新，让世人激动，2000年 1月 1
日，《郑州晚报》全方位报道了人们迎接新世
纪的活动，用多个版面报道郑州市民庆祝新
世纪到来的情况，并用图片展示郑州人民迎
接新世纪的欣喜画面，如头版刊发图片《绿
城广场万人同呼“金色未来”》。此外，市民
期待的世纪宝贝的报道，网民关心的千年虫
都做了全面的报道。

向榜样精神致意

1966年2月15日，《郑州晚报》头版头条
《向焦裕禄学习 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并刊发
《兰考行》等学习焦裕禄系列报道，该系列报
道被多家媒体转载。同年 4月 21日，本报头
版整版报道《我省林县红旗渠昨日竣工通
水》，标题套红，配发两张大图片。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于 1964
年 5月 14日病逝，今年 5月 14日是焦裕禄
逝世 45周年纪念日，焦裕禄同志是党的优
秀干部,生前担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
记，带领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一
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45 年来,焦裕
禄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人
事迹,一直铭记在人民群众心里。他那亲
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

私奉献的精神,始终是鼓舞中国共产党人
艰苦奋斗、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开拓进取
的强大思想动力。

红旗渠是 20 世纪 60 年代，林州人民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
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
河 ”，在 国 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

迹”。红旗渠工程于 1960 年 2 月动工，至

1969 年 7 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

近 10年有余。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

林州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

服重重困难，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

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挖砌

土石达 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

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

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焦裕禄系列报道反响强烈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

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

的作品鼓舞人,是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

任。”不论是对焦裕禄精神事迹的报道，还是

对红旗渠精神的报道，以及对学习雷锋精神

等的报道，都很好地体现了本报“以正确舆

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的媒体责任。

当时对焦裕禄的报道，本报还特派记

者到兰考，写作了感人的《兰考行》系列报

道，1966 年 2 月 15 日《初步印象》、17 日

《在韩村》、18日《张庄的沙丘时代》、19日

《瞻仰焦裕禄同志生前的办公室》……系列

报道图文并茂，都刊登在头版，反响强烈，

据报社社志记载，该系列报道被多家报纸

转载。

对焦裕禄事迹的报道，对焦裕禄精神的

宣传，本报没有间断。在翻阅历年报纸的时

候，发现《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对于时代

精神、时代人物的报道宣传都非常重视。

焦裕禄精神，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今年焦裕禄逝世 45周年，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焦裕禄精神，《郑州晚报》也对我市的学

习情况进行了报道。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董洪刚 张改华

关键词：第一辆洒水车
1984年5月23日《郑

州晚报》头版《郑州的第一
辆洒水车》

郑州很早就出现过
一辆简易的洒水车。据
资料记载：“民国初年，郑
县马路两干八支均系土
路，行人、车马过后满街
灰土，均感不便。”为洒干
路，“民国四年（公元1915
年）县马路工程局筹备，
周申炳等人购置木材、竹
筒、铁件装了一辆后面有
一排洒水漏孔、黄牛拉的
洒路水车。”使用时灌上
井水，拔掉漏孔木塞，赶
上黄牛边走边洒。这辆
洒水车是郑州利用设备
给道路洒水的雏形，也是
郑州最早的一辆洒水车。

关键词：首次电灯照明
2007 年 8 月 15 日

《郑州晚报》C06版《郑州
何时开始用电灯照明？》

1915 年，郑州没电
的历史被一个叫魏子清
的 商 人 打 破
了。魏子清是
开封普临电灯
公 司 的 经 理 ，
1914 年他到郑

州考察了一番后认为，汴
洛铁路开通六七年了，陇
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也
将于1915年5月通车，郑
州将来肯定有大发展。
魏子清很快就筹集资金，
在郑州开了家公司。

《郑州管城文史资料》
记载，当时明远电厂只有
一台75千瓦的立式蒸汽
发电机，1915年开始发电
并出售灯泡。郑州也就是
从这年起正式有了电和电
灯。不过市档案馆有关人
士说：“当时的电只是一些
商号、官府和少数大户人
家用。郑州专门的路灯大
概1916年才有。”

关键词：最早吸的香烟
早年，郑州城乡群众

都习惯用铜水烟袋或竹制
旱烟杆吸水烟和旱烟。还
没见过用白纸将烟丝卷成
一支支细长的“洋烟”，看
到的人有的称它为纸烟，
有的叫它卷烟。因为这种
烟吸起来有种香味，也有
人称它为香烟。

1914年，郑州开始出
现英美烟草公司的香烟。
当时，这家公司从许昌派了
3个外籍职员和一个叫任百
言的中国人来郑州推销，当
人们不肯接受时，他们便自
己衔上一支，吸给人们看。

最初，香烟卖得并不
太贵，经过一段时间试销，
香烟开始被大批量推销。
抗战胜利后，香烟在郑州已
有广为流行之势。1947
年，郑州开始设厂生产机制
香烟了。

郑州之最（三）

新春钟响
新世纪曙光初现

治沙开渠
河南人挺直脊梁

在 1999 年年底，《郑州晚报》开始着手策划，翻阅当年的报纸，很多内容
都与新世纪有关，形成了所谓的新世纪现象，市内的、省内的、国内的、国际
的，只要是读者感兴趣的新世纪有关的新闻，报纸就刊登出来……2000 年 1
月1日，《郑州晚报》全方位报道了人们迎接新世纪的活动，用多个版面报道郑州
市民庆祝新世纪到来的情况，并用图片展示郑州人民迎接新世纪的欣喜画面，如
头版刊发图片《绿城广场万人同呼“金色未来”》。此外，市民期待的世纪宝贝的
报道，网民关心的千年虫都做了全面的报道。

当时对焦裕禄的报道，本报还特派记者到兰考，写作了感人的《兰考行》系列报
道……系列报道图文并茂，都刊登在头版，反响强烈……对焦裕禄事迹的报道，对焦
裕禄精神的宣传，本报没有间断。在翻阅历年报纸的时候，发现《郑州日报》、《郑州晚
报》对于时代精神、时 代人物的报道宣传都非常重视。焦裕禄精神，一

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今年焦裕禄逝世 45
周年，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郑州晚
报》也对我市的学习情况进行了报道。 2005年1月6日，“红旗渠精神巡回展”

在郑州市博物馆举行。 晚报记者 马健 图

“炎黄二帝”见证郑州新变化。
晚报记者 马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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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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