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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远房表哥，大学毕业
之后，在家乡重庆一家化妆品公司
打工。短短几年，竟“混”到了副总
的位置。去年秋天，公司派他来郑
州拓展业务，让他们研制开发的一
种新产品迅速打开郑州市场。“得中
原者得天下！”临行前，老总的一席
话，让我的这位表哥不敢怠慢。

我从小在郑州长大，可谓是个
地地道道的郑州人，所以表哥让我
给他指点迷津，出出主意。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三句话
不离本行。我说，我们郑州市场大
得很呢，你要想推销产品，十天半月
也跑不下来，依我之见，不如先登份
广告，来一个“广而告之”……

表哥觉得我说的颇有道理。那
么，广告选在哪家报纸上登呢？本
来，我是想让他在郑州晚报上登的，
但为了避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
去。“这两天，你不妨调查调查，看看
你们在哪家报上登广告最合适。不
过，要本着两个原则，一是花钱少，
二是效果大……”我说。表哥高兴
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两天之后，我正在报社上班，突
然表哥气喘吁吁地找到我，一见
面，就急不可待地说：“就在
你们《郑州晚报》上登吧。
我调查了一下，人家都说你
们报纸好，不仅是郑州市的
主流媒体，而且发行量大，
影响面广……”

既然如此，我还能再
说什么呢？我赶忙放下
手中的工作，说：“那好
吧，我陪你到广告部去。”

本来我想，像我表哥
他们这样规模的化妆品
公司，第一次来郑州开拓市场，在报
纸上登广告，不登一个整版也要登
个二分之一版面，谁知表哥却说，他
这次来郑州，一要租房，二要添置办
公家具，由于经费有限，广告只能先
登个名片大小。我一听笑了，心想，
像这么小的广告，巩怕在我们报纸
密密麻麻的版面里，很难引起读者
的注意。

我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表
哥犹豫了一下，也忧心忡忡地说：

“先试试吧。”
但是，出乎我和表哥预料的是，

自从那个广告刊登出来之后，虽然只
有区区名片那么大，却在社会上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天，表哥给我
打来电话，兴奋地说，他一天接到了
不下100个电话，有要求建立业务联
系的，有想做代理商的，还有好几家
大型商场，派人摸到旅馆直接与他
洽谈的……

表哥那家化妆品公司很快在郑
州建立了分公司。

开业那天，表哥专门找到我，让
我无论如何把我们报社广告部的同
事请去。他不无感激地说，是《郑州
晚报》帮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在郑州
市场打开了局面，“吃水不忘挖井
人”，这些，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

那美滋滋的感觉

讲述人：李薛
晚报美编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女孩儿站在了陇海西路80号——郑州晚
报的大厦门前。面试顺利通过，领导宣布了进入报社后的第一个重要
任务：要在5月30日当天隆重推出全新改版的《郑州晚报》，并把5月30
日定为《郑州晚报》的改版纪念日。

我进入晚报工作已经是
2006 年的事情了，一转眼 5 年
过去，这5年的时间我从白班上
到夜班，又从夜班上到白班，美
编上的每个岗位都做过，不能
说自己也鉴证了晚报的发展，
但也是和晚报一起经历了 5 年
的风风雨雨。这些年，我和晚
报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我们家住在老式的家属院
中，院子里总有很多年龄大的
人，偶尔我也和他们一起聊聊
天说说话。老人们知道我在晚
报上班，都觉得不错，他们会
说：“不错啊，好单位，这姑娘出
息了，好好干啊。”听老人们这
么说，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对郑州晚报的历史他们比
我了解得多，老人们提起来也
是滔滔不绝。他们说，以前报
纸都是去报亭买，现在报纸都
是送家里，方便多了。是啊，都
在发展，所以报纸这样也是为
了更方便于民。老人说，郑州
晚报用新闻纸建设郑州，用笔
墨讲述百姓真情, 说得很简练
但是很朴实，它定位在都市报，
关注的就是百姓的生活，而且
有知识性，趣味性。

老人们喜欢阅读晚报，还
是因为晚报的可读性强，他们
总是坐在院子里，打打牌，看看
报纸，见到我有时也会说：“工
作要好好干啊，好好做报纸，你
看现在有的报纸看着这么厚一
堆，翻开啥都没，这是浪费啊，
还是晚报好，内容丰富，报纸就
应该这样，这多好！”

听到别人这么评价我们的
报纸，这么喜欢我们的报纸，
我的心里真是格外高兴，自
然，我更要努力工作，把报纸
办得更好。

二十九年前的一天，一个刚刚加入少先队的小姑娘，走进了她的美术老师办公室。
老师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老先生。老师亲切地招呼小姑娘来到自己的办公桌

前，递过来一份报纸，说道：“来吧，孩子，看看你的画上了《郑州晚报》啦！”女孩儿带着诧异的
神情，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报纸，果然在老师的指点处看到了自己的画作。真是一个大大的
惊喜！女孩儿有点不敢相信，又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才确信，这正是前段时间自己在美术老
师的指导下创作的一幅水墨画，题目是《今天我戴上了红领巾》。

对于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能够首批加入少先队已是很大的荣誉了。今天，
自己为纪念此荣誉所创作的画又刊登在了报纸上，这真是欣喜之外的又一个惊喜！这时，老
师又递过来一盒水彩笔说，这是奖励你的奖品，以后加油画画啊！

放学路上，女孩儿小心翼翼地怀揣着那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此刻，一粒小小的种子
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里。

从那天起，每每放学之后都能看到女孩儿背着书包向着美术班飞奔的身影。暑假中，女
孩儿都会骑着自行车，头顶着烈日奔走于各个美术班之间。为了心中那个小小的希望默默地
努力着。寒来暑往，慢慢地，她的画作也开始获得了一些奖项，木刻版画在希腊参加儿童绘画
展，与同学一起创作的巨幅版画《在乐园里》被日本一家少儿美术馆永久收藏。这一点一滴的
成绩更加坚定了女孩儿向着自己梦想迈进的决心。

时间到了2002年，此时女孩儿已经大学毕业，因为之前的美术基础，女孩儿大学选择了平面
设计艺术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女孩儿在电视里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是郑州晚报改版的消息，
那里需要招聘数名美术编辑。女孩儿在心里默记下了报名的电话号码，准备好个人资料，可是报
上名后，竟是一个多月杳无音讯。几近失望的时候，女孩儿突然接到了面试的电话通知。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女孩儿站在了陇海西路 80号——郑州晚报的大厦门前。
面试顺利通过，领导宣布了进入报社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要在5月30日当天隆重推出全新
改版的《郑州晚报》，并把5月30日定为《郑州晚报》的改版纪念日。“5·30”！听到这个日子，女
孩儿心中一阵暗喜，那一天刚好是她的生日。不得不信缘，这一切仿佛都是缘起二十九年前
的那一幅画，那一次与《郑州晚报》的相遇。

现在，你也许知道了：那个女孩儿就是我。

29年前的一幅画埋下希望的种子

表哥请客
讲述人：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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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美编在工作中 晚报记者 白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