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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郑开大道 感受两座城心跳

新闻回放

时间：2006年11月11日
11月11日晨，8时30分。通车前的

郑开大道，1000多人分别站在两头的0公里处，激情满怀，
等着那声发令枪响。太阳已经升起，血在升温，心在狂跳。

四个小时后，中牟雁鸣湖附近郑开大道中点。
歌声、笑声、欢呼声，回旋在激情四射的人流上空。来

自两座千年古都的市民，紧紧相拥在一起。那一天，郑汴融
合在了一起。

张国安在省烟草局工作。2006年 11月
11日，他参加了徒步郑开大道。

6月 18日，说起当天的情景，他记忆犹
新。“当时我看到郑州晚报报道就报了名，后来
没被选上。觉得不甘心，正好得知开封不参加
方队也可以走，就提前一天回去了。”

张说，自己在郑州工作，老婆在开封工
作，每周都要回开封的。

提及当时参加徒步的原因，他说不是心
血来潮，“路开通之后就方便多了，我想走走
看需要多长时间，以后周末可以骑车回家，
也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虽然参加徒步的心态各有不同，但和张
国安一样，所有人都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
会。

作为活动的组织方之一，汴梁晚报记者
说，从征集令发出之日起，热线电话就热得
烫手，还有不少人怕赶不上，特意跑到报社
报名的。原本方队只要 500人，结果出发时，
一些市民自发地赶去，“那天一大早，千余名
暴走运动员精神抖擞地齐聚金明池宝津楼
下。”汴梁晚报描述当时的情形。

郑州的情况更是火爆，当时在现场采访
的记者这样描述：84岁的老教授张立仁是这
次徒步走郑开大道中年龄最大的市民。11日
6时 30分，拄着拐杖的老教授提前赶到出发
点。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老人激动不已。“我
一夜没睡着，早上5点就下了楼。两大城市的
市民以步行方式庆祝两城融合，百年难遇，对
我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不能错过。”从报
名到抵达集合点，老先生4次给记者打电话要
求参加。

郑州的驴友“老马”等人，因为报名比较
晚，怕没有机会参加方队，也多次联系记者
希望“通融”。

一位市民的记忆
很多人想方设法参加徒步 张国安说，参加时想着这只是一次很有

意义的体力活动。没想到，也是一次精神之
旅。“感受了激情和活力，互不相识的人相互
鼓励，相识一笑，从此成了朋友。”

因为此次活动，结识新朋友的，还有很多。
在2006年11月13日的报道中，有这样的记载：

郑汴融城条幅上，开封体检中心的赵丽
敏、孙静秋认认真真地签下名字，又取出自备
的签名笔，找到身穿黄衬衫的郑州市民于慧

敏说：“你在我们穿的白衬衫上签个名吧。”于
慧敏签下名字，也转过身让赵丽敏、孙静秋签
名。3人简单询问了对方的姓名、单位，介绍了
各自家附近的景点。得知于慧敏去开封次数不
多时，赵丽敏盛情邀请说：“妹妹，你到我们开封
来吧，我们给你当导游。”一声妹妹，拉近了她们
的距离，于慧敏高兴地说：“姐姐，给我说说你们
的手机号吧。”10多分钟后，赵丽敏和孙静秋的
白衬衫上就签了20多人的名字。

那一天的回忆很美，相识一笑成朋友

向省会人民问好，大伙儿为扛横幅小伙让路

张国安还记得，那天快2点时到达目的地
的场景。眼前是热情的人群，欢呼着、跳跃
着，挥舞着手中的旗帜，虽然互不相识，却拥
抱在一起。交换礼物，签名留念，拔河比赛，
栽种“同心树”，切庆祝蛋糕……

还有一些镜头，也刻在了参与者和组织
者的脑海里。

两个扛着横幅的开封小伙一路跑过，他
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到达会合点，向省会人民
问好。写着“向省会人民问好”的条幅是他们
能跑第一的“武器”——为了让条幅先到达，

第一方队的人故意落在了他们后面；
还有郑州的童军，在别人中途休息的

时候，捡拾丢弃的垃圾；
17岁的残疾少年尚珂，虽然每迈一步都

比较艰难，但他拒绝到备勤的公交巡逻车上
休息，坚持走完了所有的路，一路上受到了众
人的尊重和鼓励。

开封市民李保民和张国安是队友。因为
担心参加徒步走的人太多，那天李保民自己
带了5斤重的水壶。“不知道供应这么充分，不
过我们经常训练，走下来没问题。”

本版撰文 晚报记者 范光华

其实，他们从报纸前期的报道中已经知道
了会有志愿者服务，有供水车、救护车和交警
们保驾护航。

但没想到，后勤工作做得如此充分：沿途各
个路口有交警执勤，警车和救护车、尚未上岗的
郑汴公交来回巡逻，目的地还有食品供应。

曾参加筹备工作的记者说，上千人参加的
活动，准备工作繁琐细致，为了掌握徒步的时
间，记者还提前到郑开大道探路。

这次活动，在郑汴融城的背景下举行，更
具有纪念意义。当天，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
媒体报道了徒步的盛况，在网上也引起热议。

这次活动的影响力，当年执着的驴友“老
马”感受很深。

6月18日，记者再次联系到“老马”。提起
暴走郑开大道，他说：“当年的活动组织得很
好。已经两三年了，现在我和同事朋友经常
往返郑开大道。徒步、骑行、自驾游，形式很
多。我们在南半幅骑行，开封的驴友在北半
幅骑行，相互打个招呼，感觉很温馨。”

“老马”说，郑开大道已经成为沟通郑汴的
纽带，“这样的活动彰显了一个媒体的责任感，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多举行。也希望郑汴一
体化给两市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

一次精心策划的活动，两座千年古城热情相拥

让下跪母亲站着过年

时间：2007年2月8~11日
新闻回放：

周淑红是四个孩子的
妈妈，本来很幸福的家庭，
因为二儿子的病，瞬间被
悲伤笼罩。

为了挽救自己的孩
子，周淑红每天都跪在医
院门前，向路人求助。她
想用自己的尊严换点钱
来挽救孩子的生命。

眼看就要过春节
了，2007年2月8日，本
报刊发《我们不能让一
位母亲跪着过年》的报
道，众多读者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一天捐款3.8
万余元，本报编辑和记
者也前去看望。

经过本报系列报
道，截止到2007年2月
11日，周淑红接到各类
捐款72924.8元，郑州
市民李俊杰承诺全部
“承包”四胞胎上学的费
用。

周淑红的公公那里
有一本《爱心笔记》，上面
记录了好心人募捐的时间
和数目。其中有一段是这
么写的：1月13日，《郑州
晚报》对我们的报道，让差
点绝望的我们，又重新找
回了希望。

时间：2006年11月4日
新闻回放：

随着城市里养宠物
的人越来越多，家属院
里宠物犬随处可见，引
发邻里纠纷，加上潜在
的狂犬病威胁，使文明
养犬，让人与动物和谐
相处等问题成为居民关
心的热点。

为此，本报刊发了
关于城市养狗问题的系
列报道，引起极大的关
注。市民拨打本报热线
及通过网络反映了不少
好建议，围绕犬证如何
办理，限制大型犬等热
点问题，市民提出不少
可行性建议。

本报与市民及各界
代表共同倡议的文明养
犬十大公约出炉后，大
家纷纷上网签名表示赞
同。为最大程度地引起
市民及爱宠人士的关
注，活动还从网上延续
到网下——11月 4日 9
时，“文明养犬”万人签
名活动在紫荆山广场成
功举行。

呼吁市民文明养犬

【 】重磅活动
之二

20062006年年1111月月1111日，由郑州晚报组织的郑开市民暴走日，由郑州晚报组织的郑开市民暴走
“郑开大道”活动场面很热烈。“郑开大道”活动场面很热烈。 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赵克赵克 图图

20062006年年1111月月1111日，轮滑队率先出发日，轮滑队率先出发。。晚报记者晚报记者 赵克赵克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