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3
2019年7月1日 星期一
统筹：孙友文 编辑：王梓
美编：金 驰 校对：邹晓梅

薪火相传 风雨兼程奋进新时代

就像一个呱呱坠地的孩童慢慢成
长，郑州日报创刊之初的每一次进步、每
一次跨越，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革。

1949年 7月 2日，首次刊登广告。
位置在二版，占版面的2/5。

8月6日，“通讯园地”专版首次与
读者见面。

9月11日，更换报头。新刊用的报
头为时任郑州市委书记赵武成书写。

10月 6日，二版开辟《市场动态》
专栏。

11月 1日，公示本报邮资即日起
改为每份人民币 100元（旧币）。报价
仍为每份550元（旧币）。

12月4日、18日，陆续举办两次通
讯员讲座。

12月21日，本社成立工会。
12月 22日，为统一业务领导，加

强采访与通联工作，通联组、采访组合
并为采通科。

12月底，本报通讯员由创刊初的
100多人发展到 805人，来稿由 7月份
的202件上升到1506件。

1950年1月1日起，改用新闻纸印
刷。当年 3月 30日，启用毛泽东主席
题写的新报头。此报头用至 20世纪
60年代初报纸停刊。12月23日，一版
报道出席市工农兵劳模大会代表事
迹，同时配发照片。这是《郑州日报》
首次使用本社摄影记者照片。

创刊初期，报社职工的工作生活
状况是十分艰苦的。由于没有饭厅，
不论风吹、日晒，大家都在院子里就地
就餐。编辑部、电台的同志们每餐往
返几百米，上夜班的同志一样两头
跑。大部分同志都在阴暗潮湿的旧平
房内工作，机器设备陈旧落后。虽然
条件艰苦，但大家团结一心，互相学
习、互相帮助，兢兢业业地出色完成每
期报纸的出版工作。

创刊筹备
1948年10月22日，有着3600年历史的

古都郑州解放，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开启。
此时的郑州百废待兴，为及时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群众呼声，
加强党同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生
的人民政权，1949年6月，中共郑州市委
决定创办郑州日报，由市委书记赵武成、
市委秘书长张增敬、市委宣传部部长
漆鲁鱼等同志组成党组委员会，具体的
筹建工作由时任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的漆鲁鱼，时任市委秘书、政策研究室主
任的张增敬，时任市政府副市长白瑞西，
以及陈国光、胡迦陵、温田丰、朱翔武等
7位同志负责。

1949年 7月 1日，党的 28岁华诞之
际，《郑州日报》正式创刊出版。一张记
录郑州城市发展，见证 70年沧桑巨变，
陪伴郑州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郑州日
报诞生了。

创刊号为四开四版，5号字体，竖
排，繁体字。报头为原《中原日报》社副
社长谢炳炎所题。报纸登记证号为：郑
州市人民政府登记新字第 1号，每份零
售15元中州币,报头套红。创刊号的头
版头题是毛泽东主席纪念中国共产党
28周年的署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
并配发了毛泽东主席的肖像。报眼位
置则是文章的摘要。同时刊载了《中共
郑州市委关于出版郑州日报建立新华
支社的决定》和《发刊词》。创刊时的版
面设置为：一版为要闻版，二版为地方
新闻版，三版为副刊，四版为时事新闻
版。创刊初期无中缝广告。每月合订
本的前面有要闻目录，逐日排列。

正式创刊

创刊初期

岁月如歌，征途如虹。
《郑州日报》创刊 70年来，始终牢

记使命，承担责任，把握正确舆论导
向，以权威媒体打造权威资讯。同时，
贴近百姓，关注民生，以广泛的新闻覆
盖，深度的观察思考，丰富的文化底蕴
和精美的制作品质，为读者提供精彩
纷呈、赏心悦目的精神食粮。

70年岁月如歌，70年风云变幻，我
们始终牢记职责，引导社会文明，坚持
舆论监督，在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中，
用我们的声音颂扬美好，鞭挞丑恶，一
行行墨迹飘香的文字彰显着我们的激

情和理性。
在郑州报业集团办公楼走廊里，

一份发黄的《郑州日报》创刊号被装裱
起来，悬挂在必经的过道里。它是每
一位郑州报业集团人的骄傲：因为，这
是一份与共和国同龄、与我们伟大的
党同一天生日的报纸。

风雨兼程，薪火相传。
在一代代郑报人的记忆深处，那

一张张随着时代久远而变得淡淡发黄
的报纸，就是永恒不灭的火焰，像一个
个高举的火把，始终指引着大家勇立
潮头，劈波斩浪，砥砺前行！

薪火相传

··昨日重现昨日重现··

那是党的旗帜招展升起
的一天，那是共和国旭日喷薄
欲出的一天，那是1949年的
7月1日。

就在那一天，《郑州日
报》浴光披霞，正式创刊，因
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而生，为
刚刚解放的郑州城而歌！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实习生 李鑫

1992年冬，郑州晚报编辑室正在召开编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