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晚报，就像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

杨福祥老人是《郑州晚报》忠实读者
中的一员，他是上世纪 50年代的郑州大
学毕业生，毕业后就留在了郑州工作，
先是在一家研究所，后来调到了一家机
械厂。

我第一次见到杨福祥老人是在2003
年，那年郑州在申报第八大古都：当时《郑
州晚报》推出了历时将近一年的“郑州灿
烂3600”大型报道。

杨福祥老人多次给我打电话，讲述
他对晚报的感情，并约我见面。

他说，他最早看《郑州晚报》已经
是 50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名字还叫
《郑州日报》，后来，报纸停了又复，复
了又停，停了再复，但报纸只要出版，
杨福祥老人就会想办法保存。

“我家里订有《郑州晚报》，但遇到有
我中意的文章，我还会到街上去买一份，
剪下来贴到我的剪报本上。”杨福祥老人
说，“郑州灿烂 3600”的报道，他每期都
这样剪下来贴到他的剪报本中。

“读《郑州晚报》已经成了我生命的
一部分，和亲朋好友聊天，‘晚报上说了’
这句话经常会从嘴中溜出来。”杨福祥老
人说。

杨福祥老人对晚报的这种感情一直
洋溢在脸上，体现在行动中，他见到我总
有说不完的话，给我讲郑州的历史、郑州
的古迹、郑州的故事，并领我到实地采访
了几次。

与共和国同龄的《郑
州晚报》，已经走过了 62
个春秋。郑州的每一步
成长，郑州的每一个精彩
瞬间，在《郑州晚报》上都
能找到记忆。

无论是在索福瑞，还
是在新生代的数据中，

《郑州晚报》读者的忠诚
度最高，《郑州晚报》与郑
州市民“血脉相连”的关
系已经注定了这一切。

在采访中，我已经多
次听到这样的话语：读

《郑州晚报》已经成了我
生命中的一部分，读《郑
州晚报》就像和邻居聊天
一样亲切、自然。

晚报首席记者 张锡磊

刘懿哲是土生土长的郑州姑娘，父
亲曾在一家单位做宣传工作。

她说，自己爱上《郑州晚报》和父亲
有很大关系。

父亲也是郑州生郑州长的老郑州
人，对郑州、对《郑州晚报》有着深厚的感
情。“从我记事起，我家就订有《郑州晚
报》。”

刘懿哲说：“父亲对《郑州晚报》是每
期必读，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讲
《郑州晚报》上的事情。到我大一点儿的
时候，他就陪我一起读《郑州晚报》。”

读着读着，刘懿哲就对晚报上了瘾，
她说：“晚报上登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事
儿，感觉很熟悉、很亲切。当时同学还说
我怎么知道郑州的这么多事情，听了之
后很有一种自豪感。”

大概在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
始写作文了，父亲也成了一个新闻爱好
者，认真地学写起新闻来，她父亲认为

“身教胜于言传”，自己应该给孩子做好
表率。

“如果父亲写的稿子发到晚报上，他
回到家里就会向我炫耀一番。说刘懿
哲，给父亲比比呗，看啥时候也让爸爸看
看你登在报纸上的文章。”

刘懿哲很是明白父亲的苦心，学习
很是努力，但她学习再紧张，回到家里也
不会忘记读读《郑州晚报》。

前几年她考入了外地的大学，那些
没有《郑州晚报》可读的日子，她心里很
是失落。后来她了解到可以在网上看
《郑州晚报》电子版后，几乎每天都会上
网浏览。

“在外地读《郑州晚报》心里别有一
番滋味，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家乡郑州，勾
起自己的记忆，感觉《郑州晚报》更加亲
切。”刘懿哲说，“很感谢有网络，让我在
外地也能读到《郑州晚报》。”

七旬老人杨福祥
“《郑州晚报》已经陪伴了我50年”

21岁姑娘刘懿哲
“感谢网络，能让我天天读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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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再流浪》廖谦/图，获2006年
中国晚报协会摄影铜奖。

《冒雪报考美术名校》张翼飞/图，获第15届(2006年度)全国新闻摄影作品评选文化及艺术类单幅铜奖；
获2006年度河南新闻摄影评选二等奖。

晚报的报道体贴市民，不仅关注大事，也
关注百姓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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