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
都

郑州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特刊

时代时代
变迁变迁 17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证 2009年7月1日 星期三

新闻背后蕴藏几多感人故事

当均衡发展理念成为选择，我
们在陪伴和讴歌商都崛起的同时，
也率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广袤原
野，投向那些还在贫弱困境中奋争
的人们。

顶着初春时节的料峭寒意，
1998 年 3 月，由时任市县处处长的
张子明领衔，郑州晚报新闻扶贫小
分队记者王延锋、张玉甫、袁勇、康
定银、王少华一行冒风雪、顶严寒，
连续十几日在嵩山和五指岭之间穿
梭采访，用心灵记录我市偏远山区

的贫困状况，用笔触反映山区人民
不畏赤贫执著抗争的可贵精神，用
故事再现我市各级各地倾力援助贫
困地区的感人事件。

新闻扶贫行，对记者是一次历
练和教育。在登封市君召乡，记者
在黑夜中寻访当年照料豫西游击纵
队的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村民
们促膝长谈，并赶在暴风雪来临之
前赶回驻地写稿；在新密市尖山乡，
因大雪封路，记者徒步赶往雄武寨、
田种湾村走访山里人家，探寻脱贫

良策。连日的山区行，小分队坚持
白天奔波采访，晚饭时间讨论，连夜
赶写稿件，使《雪夜踏访红石头沟》、

《在皮司令战斗过的地方》、《鸡司令
与狐老帅》、《寂寞雄武寨》、《五虎沟
的故事》、《大山深处小康村》、《授千
金不如授一技》等影响至深的稿件，
连珠炮般在本报一版显著位置刊出。

这一组共20余篇稿件不仅受到
省市领导肯定、赢得读者赞许，还激
发了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山区人民
脱贫致富的热情。我们的新闻扶贫
采访尚未结束，许多市直单位和重点
企业或加大对口扶贫的支持力度，或
新加入到扶贫攻坚的队伍中，鼓动了
我市城乡携手埋葬贫困的社会热潮。

本报新闻扶贫行的创新举动，
还掀动了省会新闻界的新闻扶贫热
潮。就在本报相关报道刊出不久，
省属新闻单位的“三山行”、“老区
行”等采访活动纷纷成行。

摒弃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在持
之以恒中不断优化新闻扶贫行效
果。在此后的数年间，本报记者不
仅多次回访曾经报道的乡村和山
民，还把新闻扶贫的触角延伸到全
省范围：1998年，参与中国百名记者
志愿扶贫的本报记者袁勇深入到沿
黄地区的台前、范县、濮阳采访，连
续发回十余篇报道；此后两年的河
南新闻扶贫行，本报记者袁勇、赵新
蛟先后随团奔赴驻马店、信阳等地
的贫困乡村采访，共刊发稿件 30多
篇，继续为扶贫大业鼓与呼。

由于在新闻扶贫领域的突出贡
献，本报 98新闻扶贫行系列报道荣
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
6月，在省委宣传部、省扶贫开发办、
省老促会共同组织的表彰大会上，
本报荣获河南省新闻扶贫先进集
体，袁勇同志获河南省新闻扶贫先
进个人。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
举办，郑州日报的“北京奥运报道小
组”北上采访。

作为一张地方报纸，想得到一
个正式注册的奥运报道记者证不容
易。但奥运会在家门口举办，我们
当然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奥运会开
幕前三天，报道小组进驻北京。

我们在北京住进租来的房子
里，很多事情都要自己解决。比如，
人手一台的笔记本电脑必须能上
网。仅上网这一件事，就把我们搞
得焦头烂额。民居的书房成了我们
的工作间。

办公地方有了，怎么睡觉呢？
好在有一间房铺的是木地板，我们
的“领头羊”王微晶抵京当天就与房
东出去买了三个床垫，放在木地板
上，三个大老爷们儿的“床”有了。
我们小组还有位女同志，享受了“单
间”的待遇，另一个仅比姚明低点的
哥们儿只好窝在沙发上。

当然，解决了后勤问题，我们最
主要的任务还是在京城游走，抓各
种与奥运有关的新闻，观察各种与
奥运有关的事务。来北京的第一

天，我与摄影记者李利强在“鸟巢”
附近转悠了三个半小时，场馆进不
去，我们就在外面寻找一切与奥运
有关的线索。后方责任编辑发短信
问：“今天有无重要稿件？”我回道：

“重要的俺们弄不来，俺们只会打擦
边球。”在乒乓球运动中，打出“擦边
球”是一种运气，我们会打“擦边
球”，可见能耐之大。

京城之大，地铁和自己的双
腿是我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本

着节约的原则，出租车在我们眼
里属豪华奢侈类。因此，每天黄
昏时，总能看到几个疲惫的身影，
在夕阳下影子拖得很长。一日，
天天在京城“策马”的我，走起路
稍有些瘸拐，同行人问：“你这马
腿没事吧？”“马腿”晚上歇歇肯定
没事，可一天我听说同事们忙碌
到下午 5 点多，才吃上当天的第一
餐，已大快朵颐两顿的我，眼眶多
少有些湿润……

当然，在这 20 天当中，我们同
全世界人民一样，也在享受奥运会
带来的乐趣。尽管我们想尽了一切
办法进入场馆，但由于客观条件的
制约，我们小组的报道定位，就是通
过自己的眼睛，记录下场馆以外的
奥运方方面面。

北京奥运虽已落幕，但她注定
会载入史册；奥运报道虽已结束，但
我们会把这份经历，永远珍藏在记
忆之中。

策马京城——永远的奥运记忆
本报记者 王文捷

新闻扶贫的先行者
本报记者 党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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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我国长江、松花江、珠
江、闽江等主要江河发生了大洪水，尤
其是长江洪水，仅次于 1954 年，为上
世纪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一时
间，长江告急、武汉告急……汛情牵挂
着全国人民的心。本报在省内率先派
出记者参与抗洪抢险报道。带着领导
的嘱咐、亲人的叮咛，本报记者杨光、
张玉甫、杨怀锁和司机李小冬驱车赶
赴长江抗洪抢险一线。

8月 11日到达武汉后，武汉大街
小巷看不到洪水压境的迹象，但本报
记者察觉到了平静背后的不平静。于
是他们“混”在防汛车队里，上了长江
大堤，看到了紧张的防汛场景，并发回

《江城军民誓与大堤共存亡》等消息。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分洪

是长江抗洪抢险中最令人关注的热
点。本报记者也对此给予高度关注。
14 日，报道组以《转移 转移 十万火
急》为题，报道了荆沙市公安县 33万
群众舍小家保大局的感人转移场面。
16日晚，天又下起大雨。得知当晚荆
江要分洪的消息，本报特派记者于当
晚11时发回消息《沙市水位再攀新高

荆江分洪迫在眉睫》。17日晨8时，
他们发回了有关沙市水位上涨、分洪
仍不明朗的消息和《今晨荆江分洪扣
弦待发》的新闻特写。17 日晚，得知
荆江分洪可能性不大的确切说法后，
记者深夜又叩开荆江分洪指挥部官员
的宿舍门，“逼”他们讲出了一些“幕
后”新闻，并马上发回新闻分析《荆江
分洪，何以迟迟难定？》在省内最早国
内较早地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为何没
有分洪”的疑问，该稿件后来还被评为
全国晚报抗洪新闻二等奖。

在采访中，为了捕捉新闻，本报特
派记者也曾遭遇险情，这使他们近距离
感受了军民合力抗洪的感人场面，他们
现场采访了抗洪官兵、村民和防汛专
家，始终与抗洪军民战斗在一起。

在关注汛情的同时，本报特派记
者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受灾群众，采
写了《这是我们的临时家园》等稿件，
并以“灾区人们急需救助”为题，用整
版的图片，反映失去家园后灾区群众
的生活，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
手。由前方记者牵线，郑州爱心企业
捐赠的救灾物品及时送到了公安县灾
区群众手中。

半个月内，本报同仁共发回文
字、图片等稿件 50余篇。荆江险段、
龙王庙、大沙角等重大险段险点，都留
下了他们的足迹。通过他们的报道，
本报在抗洪抢险这一重大事件中发出
了自己的声音，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参与报道的同仁说，重大新闻发
生时，记者就应该第一时间赶到一
线。有幸参与那场中华民族抗击自然
灾害的“人民战争”，他们终生无憾。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灾难，让全国人民的心凝聚到巴蜀大地。

地震后的一周里，每天采访之余
守在电视旁看着灾区凄惨的画面，总
让人泪流满面，但看着救援物资一批
批送到灾区群众手中，我又被媒体的
力量震撼。作为记者，我们虽然不能
像人民子弟兵那样去废墟里挽救生
命，但是可以通过准确、及时的新闻
报道，唤起更多人的爱心。

带着郑州人民一颗颗滚烫的心，5
月19日，我和摄影记者李利强跟随郑州
供水抢险队向一线开进。绵竹的画面
或残酷，或悲凉，从不美丽，但因为真实
所以震撼，还有那些压在废墟里的尸
体，不曾亲眼见过，却血淋淋、活生生地
刻在脑海深处，一种痛让人无法释怀。

5月 23日是我的生日，在一线忙
着采访的我早把此事忘到脑后，可
是，报社领导在出发前为一线记者买
保险时从身份证上发现了这个秘
密。5月 22日晚 9点 50分，郑州日报
采编大厅里例行的编前会早已结束，
报社领导和同事们还有我的母亲依
然围着圆桌等待着为我连线过生

日。与此同时，在绵竹市的废墟前，
30多位郑州供水队员们刚从工地上回
到驻地，大家围成一个“心”字形，共同
唱起那首熟悉的生日歌。那时，激动的
我早已哭成泪人，默默许下今生特别的
心愿：愿天下所有的好心人一生平安！
让媒体的力量释放更多爱的能量，帮助
灾区重建家园。

和我一起战斗在灾区一线的还有
我的战友：覃岩峰，他单枪匹马到最危
险的北川，起初由于网络不通，写稿全
部要靠手机短信来完成，为了省电，白
天不敢开手机，等到稿件在采访本上
整理好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将稿件输入
手机发回郑州；还有李利强，他和郑州
晚报的记者一起找来一辆偏三轮，天
天深入最危险的地方，记录真实历史；
还有汪静文，他是一名上过老山前线
的军人，已45岁的他顾不得女儿高考
在即,主动请缨毅然前往灾区……

灾难面前，郑州媒体人履行记者
职责，用他们手中的笔、镜头，忠实记
录历史，让国人看到了中原儿女的善
良和勇敢，看到了中华儿女共建家园
的信心和勇气。

地震前线的感动
本报记者 张丽霞 文 通讯员 李怀明 图

他们在抗洪
一线的日子

本报记者 武建玲

1990年
4月24日 星期刊连环漫画

《倒霉大叔》发表百余期后，走出
河南，在全国产生影响：《中国连
环画》杂志选登 11 组，《工人日
报》、《北京晚报》、《重庆晚报》也
做了介绍。

6月9日 第14届世界杯足球
赛在意大利揭幕。本报派记者到
广州观看香港的电视直播，“二
传”发稿。

8月22日 亚运会火炬交接
仪式在京举行。本报记者赵君、
杨光现场采访，通过电话传稿当
天见报。这是报社首次在全国性
的重大活动中现场报道，也是进
入天安门广场现场采访的唯一京
外报纸。

10月15日 郑州晚报全部使
用激光照排，告别铅与火。
1991年

1月 16日 主任编辑宋毅获
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11月23日“全国晚报红塔杯
短新闻大赛”颁奖，本报记者谢晓勤
的《顶风冒雪看老焦》获一等奖。
1992年

3月15日 星期刊刊登郑州市
“星期天十佳去处”选票。评选活动
共收到选票4万多张，4月12日评
选揭晓。

6月13日 一版发记者胡巨
成的通讯《转轨变型 走向市场》，
反映郑州粮食企业改革。此文被

《人民日报》转发，在全国引起较
大反响。

7月31日 新华社播发本报
记者王迎丽采写的报道《“郑州价
格”已成全国粮食交易指导价》。

10月29日 一版发本报记者
张利民、通讯员孙新锋采写的稿
件《“燕蓉园食府”经理张某唆使
人员对顾客施暴》，并配发短评。
在报纸对该丑闻曝光的过程中，
几次接到恐吓电话，本报编辑记
者顶着压力连续报道，直到燕蓉
园停业整顿。

11月1日 郑州晚报首次使
用彩色印刷，也是河南省报界最
早印刷出版彩报。

2001 年 7 月 13 日，当
“Beijing”一词在萨马兰奇嘴
里并不算铿锵地迸出时，整
个中国沸腾了，百年奥运终
于来了！

2008年8月8日，亲临
北京看着眼前的“鸟巢”，心
中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位神
秘、矜持的新娘，在默默期
待约定的佳期，然后撩开面
纱……

istoryH历史

本报记者张丽霞（左二）、李利强（左四）在四川地震灾区。

本报抗洪抢险报道小组。

2008年8月9日本报用通版报道北京奥运会开幕。

1998年3月，本报刊发新闻扶贫行系列报道。

1998年8月10日本报的长江抗洪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