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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建中，新密市交警大队宣传科科
长，1989 年到交警大队工作，由于平时喜
欢写作和摄影，1994 年调到宣传科工作，
一干就是 21 年，可以说写作既是申建中
科长的工作，又是他的爱好。

初见申建中科长时，他一脸随和的微
笑，在讲起自己与《郑州晚报》的缘分时，
更是洋洋得意，骄傲地向我们展示他多次
获得《郑州晚报》最佳通讯员时拍下的照
片：“1995 年成为《郑州晚报》的通讯员，
我与《郑州晚报》已经有 21 年的不解之
缘。跟《新密播报》的关系更不仅仅是工
作，还感觉像是关系很好的朋友。《新密播
报》刚刚发行时，当时的站长还邀请我一
起讨论报纸的定位与发展，现在《新密播
报》在新密市颇有影响力，可以说是见证
了它的成长历程。”

在得知《新密播报》要两周年年庆
时，申建中科长像是自己过生日一样高
兴：“一转眼《新密播报》已经两岁了，规
模和影响力已经比刚发行时大了很多，
新密有一份咱们本地的报纸，太接地气
了！希望《新密播报》越办越好，做咱新
密本地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把握城市脉搏，报道事件动态，“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正是这样的做事方针，我们的记者每
天用微信、微博将新密本地的新闻动态滚动播放，每周更是在《新密播报》这份立足新密的报纸上刊登出详细报道。
我们力求真实可信，无限接近事实，将每一个事件原原本本呈现给读者。也正是这样，我们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读
者，他们期待我们更加强大，期待我们更加专业，和广大市民一起为新密这一历史文化气息十足的城市争光添彩。

两年不长 感情很深
《新密播报》两周年，读者纷纷送祝福

与《郑州晚报》有21年不解之缘
经历了《新密播报》从发行到成长

李学亮，报纸发行员。1979年生，
新密市米村镇人，1998 年入职郑州报
业集团新密发行站，一坚持就是 17
年。无论严寒酷暑，他总是风雨无阻
地将每一份报纸送到订户手中，对于

《新密播报》则理所当然地多了一份特
殊的情感。

在新密，李学亮负责投递的区域
是东到平安路，西到未来路。2013
年 8 月份的某日，李学亮像往常一样
领到自己要送的报纸，将它们分类
码放，清点数量。然而这一天陡然
多出的一份报纸让他眼前一亮，他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新密播报》的
第一期是 16 个版，内容很丰富，都是
新 密 人 身 边 的 大 事 小 情 。 当 他 把

《新密播报》投递给市民时，很多人
的神情都是相当激动，那种兴奋劲
儿感染了他。接下来每次派发的时
候，好多市民都会提醒李学亮，“下

期的《新密播报》多带一份给街坊邻
居们看”。

《新密播报》已在新密扎根两个年
头，李学亮期盼着它能由周期报逐渐
发展成日报，然后陪着它每天一起穿
梭在新密的大街小巷。

李辉锋，1989 年生，新密市人，个
体经营者，《新密播报》忠实读者。平
时喜欢看新闻，关注时事热点。李辉
锋在第一时间通过《新密播报》了解身
边事，开展业务的同时也有了更多与

客户之间的话题。
说到《新密播报》，李辉锋更多的

是感谢之情。自从高中毕业后，李辉锋
一直在外地上大学、工作，其间回家的
次数很少。26 岁时，李辉锋决定结束
漂泊，回家创业。店面开业的那一天，
一大早就收到发行员投递过来的《新密
播报》，离开新密这些年，他没有想到这
个城市还有本土的报纸，所以就强烈请
求发行员每期都送一份来。李辉锋表
示非常感谢《新密播报》这个平台，让他
更加透彻地了解这个城市，弥补了这几
年没有亲眼看到新密发展的遗憾。

与此同时，李辉锋关注了《新密播
报》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希望每天都能
及时了解身边发生的事情，还在读者群
里积极交流，参与话题评论，由此交到
不少好朋友。李辉锋希望《新密播报》
能够增加更多的内容，比如财经、教育、
体育等，让新密有更多的活力元素。

郑海银，新密本地人，他每天的
生活就是早上出门上班，晚上下班
回家，吃饭睡觉，生活平淡。然而一
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微信朋友圈看
到了“郑州晚报·新密播报”的一则
新闻，从此他开始每天关注这个微
信公众号。

郑海银所说的这则新闻，就是今
年 6 月份《新密播报》微信公众号推
送的“咱摘葡萄去吧，给钱多少无所
谓，别让烂在地里”这一条，他打开
看过这则新闻后，既高兴又难过。

“文章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我
失去联系的老哥们儿，我高兴的是

再次得到老哥们儿的消息，但又

难过老哥们儿现在的遭遇，后来根
据这篇新闻提供的联系方式，找到
了老朋友。失联多年的朋友又能联
系到，真的要感谢《新密播报》这个
平台，让我能和老哥们儿再次一起
把酒言欢！”郑海银满脸激动地说，

“除此之外，每天还能从《新密播报》
上快捷了解新密一天的大事小情，
现在我们全家都关注了《新密播报》
这个微信号，每天晚上回家一家人
就会坐在一起谈论其中的内容。”

郑海银希望《新密播报》永远扎
根在新密这座城市，为新密增光添
彩，和他一样热爱这座城市的每一
个角落。

赵国安，1953 年生，新密市人，中国
工艺雕刻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南
省杰出工艺美术家，新密市聚宝楼玉器厂
总设计师，平日里除了设计和雕刻，就是
参加行业活动及技能培训。作为中原玉
雕行业的领军人物，赵国安一直在努力探
索和弘扬玉雕文化、推动密玉产业发展。

赵国安告诉记者，聚宝楼订有《郑州
晚报》《郑州日报》等，《新密播报》开始

发行的时候自然也被捎带着送了过
来。因为是专门属于新密的报纸，

所以赵国安每次都会仔细阅读。
对他印象最深刻是《新密

播报》的小记者活动——去
老县衙感受千年历史，赵

国安认为《新密播报》
这点做得很好，让小

朋友从小就开始
了解历史，对于

传 承 新 密 文
化 非 常 重

要 。 然
后 他

很快联想到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更
好的弘扬密玉文化的平台呢？“玉是文化，
借助密玉做强做大玉石产业，不仅能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还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赵国安始终倾心密玉产业的发展。想到
这里，他联系到报社记者做了专访，希望
大众可以了解更多的密玉知识，从相玉、
玉雕到价位、识别等全方位地学习。

为了密玉文化，赵国安抓住任何一个
可能的机会去传承，他完美地诠释了工艺
美术家对密玉的热爱。

赵国安认为《新密播报》每周一期还
是太少了，期望可以一周出两期、三期，内
容进一步增加可读性和引导性，希望新密
文化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传承下
去。他认为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重视
文化，城市才会更好地发展。

传承密玉文化
抓住任何机会

遇见你之前生活只是上班下班
遇见你之后生活变得五彩斑斓

默默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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