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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晚报的QQ聊天和娱乐
新闻，帮办栏目曾经帮我解决了
生活难题。现在我已经离开郑
州，但在长沙打工的日子里，我还
会在网吧看下《郑州晚报》的电子
版。希望晚报能帮更多人维权，
帮助更多人解决生活难题。

读者 申明

《郑州晚报》报道不少有关夏
季孩子溺水的新闻，让人感受生
命的宝贵。看到孩子们年纪轻轻
的永远离开父母，我觉得在媒体
尽到责任之后，普通市民也应该
进行关注。希望市民看到在河边
玩耍的孩子时，能够进行善意的
提醒，不让身边再有类似的事情
发生，同时也希望晚报记者在采
访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不要受
到外界伤害。

读者 王娜

《郑州晚报》设置的 QQ 聊
天、换客联盟以及互帮互助等栏

目的互动性很强，而在网上开通
QQ 号码及群号，也加深了网友
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作为一名普
通市民，我也多次参与到新闻当
中。希望晚报继续重视与网友之
间的互动，也希望你们能够取得
更多成功！

王朝家私公司职员 王林山

非常感谢《郑州晚报》开办
这么多年为大量读者提供了很
多有价值的新闻，你们的报道更
贴近我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各
个方面，让我们大家更多地了解
社会的一些民生形象。在这个

《郑州晚报》创刊 60 周年的日
子，我衷心地祝愿《郑州晚报》能
越办越好，为我们大家提供更多
更及时的新闻！

南阳新村读者 张芳芳

每年订下很多份《郑州晚
报》，主要是为了送给喜欢的客
户，百十块钱能帮客户一年，人家

有挣钱机会也会介绍给我，互相
帮助多好啊！

我是坐在电脑旁的人，很多
新闻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希望晚
报多登一些身边的新闻，多登一
些有关民生的东西！
郑州金水劲松家电公司 杨劲松

《郑州晚报》办大众的报纸，
从关注民生出发，报道老百姓身
边的事。

好人好事、奇人奇事、重大事
件、突发事件几乎件件不漏，它不
断推陈出新，用独特的眼光告诉
普通市民发生在身边的事，它还
注重市长电话进社区、郑州市邻
居节等活动策划，以主题活动带
动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

而晚报志愿者走入空巢老人
家中，为他们提供服务，告诉市民
关注民生不仅是客观报道，还要
引领全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关注
点做起，引起全社会的共鸣。

中原区三官庙办事处 孙亚军

《郑州晚报》就是我获取基础
教育信息的重要渠道，大到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小到孩子们的跳
蚤市场，晚报的记者深入到教育
第一线，把原汁原味的教育现状
展示给广大市民，呼吁整个社会
都来关注教育。

金水区作为国家级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实验区，一度成为省会
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7 年，晚报记者报道了
纬 三 路 小 学 第 一 批 课 程 改 革
毕业生的风采，给母校的书、
武术、文学社、独轮车等特色
活动，借助《郑州晚报》将孩子
们的风采展示给了全体市民，
随 之 而 来 的 社 会 赞 誉 更 给 了
全 体 师 生 继 续 前 行 的 动 力 与
能量。

如今，我们的校园文化蔚然
成风，成为金水区一大亮点，真诚
地邀请晚报记者再来纬三路小学
走一走看一看。
金水区纬三路小学教师 樊怡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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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晚报忠实的读者，对成长的晚报，他们有话说】

【他们都是新闻事件的主角，对成长的晚报，他们有话说】

正在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实习
的周梦云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
2005年《郑州晚报》发起策划阳光
助学行动帮助家境贫困却又品学
兼优的她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的
她表示在结束浙江中医药大学的
公费研究生学业后，将回到郑州寻
找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这个助学活动让我从困境中
走了出来，让我看到了求学的希望，
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让我
实现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梦想。”周梦

云说，2005年参加晚报阳光助学行
动，在晚报记者的热情帮助下，经过
晚报大篇幅的报道之后，得到两位
热心人士的帮助。之后她一直关注
着晚报的各种报道，她认为晚报内
容真实、精彩、丰富、及时，图片设计
很有吸引力，现在的她还经常通过
网络关注晚报的报道。

“在《郑州晚报》创刊六十周年
之际，我作为一个读者，一个曾经
被它帮助过的学生，祝愿它越办越
好！”周梦云说。

2006年12月22日，本报报道
了《弟弟受屈离家出走，12 岁姐
姐陪伴流浪》，流浪小姐弟贾青青
和贾传粱的故事受到了央视《半
边天》栏目的关注，失学小姐弟最
终在本报和汝河路办事处巡防队
的帮助下重返课堂。

“巡防队员发现并提供新闻
线索，晚报记者的报道帮助不少
人解决了实际困难，希望这样的

合作能够持续更久，通过晚报送
更多迷途的人回家，帮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解决困难。”汝河路办
事处巡防队员刘源源经常给本
报提供新闻线索，也曾多次成为
本报新闻中的主角，他认为媒体
的介入有助于解决实际困难，他
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让
更多的市民在晚报的报道中受
助受益。

“的哥遇到需要救助的市民
绕路而走是可耻的，感谢晚报不
断报道出租车司机见义勇为和助
人为乐的事迹，晚报记者为市民
刻画了一个感人而可爱的的哥群
体形象。”83 岁老人车庭香春节
走失，全家寻找无果，的哥韦亮深
发现并救护老人，帮助老人一家

团聚。
韦亮深曾多次见义勇为，平

时行车途中对市民提供帮助也是
常事，他表示晚报发起或参与的
活动，很受普通出租车司机的欢
迎，作为一名晚报忠实读者，他要
坚持把最好的新闻线索及时地反
映给晚报记者。

2009年春运首日，74岁的谢
历年遭遇买票难题，通过“郑州晚
报春运流动记者站”的报道，多位
市民要求将前往四川德阳的火车
票转给他，事情在多日的连续关
注后最终得到解决。

“晚报关注民生，对城市占道
和扰民等问题报道很多，也解决

了很多实际问题，希望以后能坚
持为市民谋福利。”谢历年说，工
人路上洗车行占道经营，晚报记
者多次予以关注报道，使得问题
得到较好解决。他希望晚报坚持
贴近民生，延续一贯的亲民报道
路线，用温暖和温情的报道风格，
继续打动绿城市民的心。

2008 年 5 月，晚报报道江苏
盲小伙张玉增乞讨求治眼疾的
事情后，市中医院博爱眼科对
其进行了检查救治，郑棉三厂
一位盲人按摩师给他提供了工
作机会。

“《郑州晚报》和建设路办事

处巡防队帮我改变了生活，越来
越多的人得到你们的帮助，晚报
帮助弱势群体的情怀让我感激，
你们用温情打动了这座城市。”
张玉增表示，他通过晚报得到了
郑州市民的帮助，以后还要努力
工作，积极面对苦难人生。

2003 年，李爱华受街道党
工委委派到建华社区任代理社
区主任，当时正赶上小区物业
公司撤离，小区卫生和治安状
况混乱，居民将问题反映到了

《郑州晚报》。晚报记者以《建
华小区业主委员会为何城头变
换大王旗》的题目对建华小区
的混乱情况分上下两期用整版
篇幅进行了报道。

当年3月1日全国首次“市长
电话进社区”活动在郑州市二七
区建华小区举行，市长电话室的
工作人员协调各单位现场办公，
小区养狗、养鸡，商贩噪声扰民，
楼道杂物堆放……执法局、物业
管理中心、房管局等部门现场承
诺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居民们反映

的一件件烦心事，小区问题得以
集中解决。

2008 年 5 月 6 日，《郑州晚
报》报道社区巡防队员王建华
救火受伤受委屈一事，引起广
大市民和有关领导的关注，市
消防支队支队长来到社区看望
受伤的巡防队员，并送来了慰
问金和慰问品，鼓励了英雄，弘
扬了正气。

“在新闻事业发展迅速的今
天，多家媒体竞争激烈，愿郑州晚
报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注民生、贴
近群众，走在省会媒体的前列，我
们永远支持你！”李爱华说，现在
的建华小区已经今非昔比，这些
都和《郑州晚报》的关注和支持是
分不开的。

2005年的10月份，田鹏成为
河南商专“郑州晚报大学生记者
站”的大学生记者，拿到发下来的
大学生记者采访证他有种莫名的
冲动。

田鹏就当时大学城北区学生
周末公交出行难的问题，在晚报发
表第一篇稿子《北区大学城呼唤

“大公交”》，见报那个周末公交公
司开通周末专线，大大缓解了大学
城北区学生的出行问题。随后，田
鹏又在晚报发表《公交运力不足，
郑州北大学城出行喊“挤”》，把大

学城北区的公交出行情况作了反
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
重视，郑州市东、西、南、北四个大
学城分别开通周末公交专线，缓解
了各大高校周末公交出行问题。

“《郑州晚报》贴近郑州民生，
真正‘用新闻纸建设郑州’，将‘博
大、开放、创新、和谐’的城市精神
用新闻纸呈献给整个世界。”田鹏
通过晚报陆续发表许多篇稿子，解
决了在校大学生关心关注的问题，
还获得了《郑州晚报》颁发的“十佳
大学生记者”荣誉称号。

晚报用新闻纸呈现城市精神 河南盛润物业公司 田鹏

二七区建华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爱华

盲人按摩师 张玉增

希望晚报能坚持为市民谋福利 74岁读者谢历年

希望更多市民因晚报受助受益 中原区汝河路办事处巡防队员 刘源源

阳光助学受助学子 周梦云

晚报用真情救助打动整个城市

一座城市和她的晚报60年的行进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