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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3月12日 报社向市委宣传

部、省新闻出版局等领导部门请
示，正式提出恢复出版《郑州日
报》，全新改版《郑州晚报》。

5 月 24 日 市委复函宣传
部，同意恢复出版《郑州日报》，
改、扩版《郑州晚报》，郑州晚报
社更名为郑州日报社。

5月30日 报社在新闻大厦
前隆重举行庆祝“郑州日报社
挂牌暨郑州日报恢复出版、郑
州晚报改、扩版庆典”活动。中
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徐心华，省委副书记王全书为
郑州日报社揭牌。

《郑州日报》复刊当天，出版
四个对开版的纪念特刊。新改
扩版的《郑州晚报》，当天出刊
156版并隆重推出 100版改版纪
念特刊——《倾城之恋》。

10月 30日 我市荣获全国
精神文明创建先进城市，日报刊
发评论员文章《再上新台阶 跃
上新高度》。
2003年

3 月 21 日 日报陆续刊发
“论拉长郑州工业短腿”系列评
论员文章。

4月20日 非典疫情突如其
来，两报记者冒着危险，勇敢地
冲在采访一线，从不同侧面反映
我市抗击非典战役中控制疫情、
科学防疫等进程，反映党和政府
及人民群众战胜非典的勇气和
信心，报道抗击非典中感人至深
的人和事，鼓舞了士气，稳定了
人心。

6月28日 本着尊重历史的
原则，报社社庆日由原来的 10
月22日变更为7月1日。

6月30日 日报推出《报社
成立54周年纪念特刊》。

8 月 6 日 日报同《太原日
报》、《合肥晚报》、《长江日报》、

《长沙晚报》、《南昌晚报》联动报
道“走马中部话崛起”，介绍郑东
新区工业建设、中原风光等。

istoryH历史

《郑州日报》1949 年 7 月 1 日创
刊，副刊名称《副刊》；1959年副刊改
称《红原》，1964年改称《红苑》，每周
增加一期《星期文艺》。

1964至1980年停报。
1981年起《郑州晚报》恢复出版，

副刊命名《普乐园》，半月或每周增加
一期文艺作品《芳原》；1996年副刊改
称《郑风》，一周增加一期《文学作品》
或《传奇文学》及《影视剧》，后改称

《综艺》。
2002 年 5 月《郑州日报》恢复出

版，副刊与星期刊合并。
此间对原有副刊和星期刊进行

了大规模改造，创办了副刊与专刊相
结合的副刊性质的新型系列副刊，多
达十余个品种，有《晚霞红》《小小说》

《网天下》《女人街》《翰墨坊》《书香
阁》《众生相》《文艺岛》《群言堂》《教
育窗》《小作家》《观察者》等。这些副
刊是在对国内大量党报和都市报副
刊专刊考察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
合我报实际情况而设定的，每天推出
两个品种，一周轮流交替出刊，形成
了较大冲击力，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
响，成为轰动一时的副刊盛宴。当年

5月，创办每期8版《52周刊》。
2003年年底取消专刊并《郑风》

副刊恢复至今。
1981年复刊后的郑州晚报副刊，

历经多次改版，但无论怎样改都不忘
自己的使命，注重党报兼晚报的特
点，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办刊理念。在
联络作者方面做到立足郑州，面向全
省，放眼全国，建立了北京、天津、广

东、吉林等遍及全国的作家网络，在副
刊开设专栏或撰稿的作家有刘心武、魏
巍、陈祖芬、叶延滨、丁耶、南丁、苏金
伞、青勃、张一弓、二月河、段荃法、张
宇、杨东明、刘思、王大海、耿占春等。

副刊在时效性、贴近性、可读性
上狠下工夫，赢得了广大读者喜爱，
成为读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
粮，在本市、全省乃至全国都享有声
誉，成为《郑州日报》的品牌。副刊联
系并发表了海内外众多知名作家作
品，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省内作家和本
市作家，成为《郑州日报》的半壁江
山。期间所发表的作品被全国性报
刊、选刊及有关书籍转载，如《小说月
报》《小说选刊》《读者》《杂文报》《诗
选刊》《全国年度作品选》等。

欣望满园尽芳菲
——我与《郑风》

宋子牛

白头检点平生事，除却码字无事功。而在
我的煮字生涯中，结缘最深、让我最为感念的，
当属郑州日报的文艺副刊《郑风》了。

作为省会一家大报的副刊，《郑风》是一方
五彩斑斓的文学苑圃，是广大读者尤其文学爱
好者的良师益友；文坛新老作家亦在这里走笔
交流、耕耘收获，因而赢得广泛赞誉与青睐。
她栏目众多，图文并茂，疏朗大气，葳蕤多姿。
刊发文章大多角度新颖，别具只眼，长制短章，
各美其美，具有较好的可读性。她的散文、杂
文、随笔、诗歌等专栏，在报林文苑秀逸挺立，
成为引人注目的品牌。

我与《郑风》有着难以割舍的文字情缘。
多年来她对我不离不弃，情同师长与兄弟，给
予热诚帮助与鼓励。我的不少杂文篇什包括
一些获奖作品，都是在这块园地发表的。当年
我的杂文处女作蒙编者不弃刊于杂文专栏，而
与责任编辑王含英先生则素不相识，至今缘恪
一面，没有向他请益的机会。我的旧体诗作尽
管难登大雅，编辑朋友仍给予厚爱，在《郑风》
时有刊发，有些还受到读者喜爱。这些，对我
无疑是极大的鼓励与促进。每见拙作经编者
玉成发表，总有莫名的欣喜与感动，对痴情文
学缪斯女神的写作者来说，是多大的精神慰藉
啊。这里，特向《郑风》的新老编辑朋友表达一
位老作者的由衷感谢之意。《郑风》让我学习和
了解到许多文朋诗友、名流大家的道德文章，
润物无声如沐春风。我与她的文字之交至今
不断，如果我爬格子还有些许成就，那是和《郑
风》的抬爱分不开的。是她丰富了我的平淡人
生，润泽了失乐的心灵家园，而文学之外的温
暖与真情更叫人感动。

《郑风》的编辑同仁作风正派，文字严谨，
这从字里行间流溢出的人文情怀、思想芳馨，
便可感知他们灌园浇水的辛劳和一丝不苟的
敬业精神。他们视作者如朋友，不势利不功
利，披沙拣金，日复一日，默默耕作，为人作嫁，
奉献着自己的才智和青春。

岁月流转，人事日非，我已年逾花甲。但
往事并不如烟，有的早作云泥之别，有的却历
久弥新。《郑风》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更是
业余作者的精神家园。她像闪光的坐标伴随
着我的文字生涯，令我对文学对生命永怀憧憬
心生敬畏，对未来对生活抱有热望充满期待。

白居易诗句云，“郑风变已尽,溱洧至今
清”。在这瞬息万变的年代，我相信《郑风》在副刊
专业化的语境下，文学品位、思想锋芒不会变；众
声喧哗中清新浓郁、健朗活泼的风格不会变；并不
断开掘中州深厚文化意蕴，展示全新生活向度，
坚守文学精神，提携文学新人，采八方郑风，咏
时代华章，绘出更新更美画图。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借《诗经·郑风》之句
表达我对《郑风》文艺副刊的一往情深。“郑风”读
罢不思归，手留余香知是谁。新老莺声啼恰恰，
欣望满园尽芳菲。凑句以贺，是为至盼。

文化采访
见证我们成长

本报记者 左丽慧

很多时候，文娱记者是个让其他战线记者羡慕的
行当：看看演出，见见明星，翻翻新书，似乎能在文娱
采访过程中，在文娱新闻熏陶下，轻松愉悦地成为一
个“文化人”。

且不提采访名人大家的种种曲折，起早贪黑、连饭
也顾不上吃地“连轴转”等这些“体力活”，在精神上，越想
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化人”，却不由得越在那些大家名人
面前“胆怯”：自己的提问够不够专业，怎样才能引起受访
者的兴趣？身为记者，我们深知只有深入了解受访者的
背景，做好充足的案头工作，才能顺利完成一次采访，不
至于“无知者无畏”。而悠悠中华文化浩如烟海、灿若星
辰，想要了解一个人的文化渊源、知晓一个名字来历的典
故，都是一件不小的“工程”。而新闻采访的对象，更是涵
盖了文学、戏曲、舞蹈、器乐、雕塑、书画、收藏……方方面
面的文化，都要涉及，哪怕是一点“皮毛”，也够我们“十年
寒窗”学的。

所幸，在“钉子精神”的鼓舞下，遇到伶牙俐齿的于
丹也只能站定即将打晃的腿，咬牙问她讲授《论语》的心
得；“逮到”杨丽萍，我们又得打起精神像个舞蹈专家……
几年来，作家王蒙、二月河、张一弓、刘震云、阎连科、苏
童、莫言，戏曲名家马金凤、梅葆玖、张火丁、刘长瑜、李树
建、虎美玲，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薛伟，国学明星于丹、
易中天、钱文忠，主持人王刚，雕塑大师钱邵武，舞蹈家杨
丽萍……一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嵩山历史建筑群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第十届亚洲艺术节、第十八届全国图
书交易博览会、《快乐星球》掀起全国“快乐风暴”、《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喜迎八方来宾、“小樱桃”闻名全国、金麻
雀小小说节、《朝阳沟》诞生 50周年、舞剧《风中少林》走
出国门、《云水洛神》舞动国家大剧院……发生在我市的
文化大事也一一定格在我们的报纸上。

今天，这份报纸迎来了 60岁生日。60年来，一批又
一批文化记者在这个岗位上默默耕耘着。或许，作为郑
州日报的一分子，我们所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
用汗水和心血写成的文字，记录着郑州城市文化前进的
脚印，而在这些前进脚步的滋养中，我们也渐渐成长。还
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6060 年来，本报年来，本报
副刊受到诸多享誉副刊受到诸多享誉
全国的文学大家的全国的文学大家的
垂爱，曹靖华、于黑垂爱，曹靖华、于黑
丁、张中行、吴祖丁、张中行、吴祖
光、姚雪垠、魏巍、光、姚雪垠、魏巍、
李凖、邵燕祥、严李凖、邵燕祥、严
秀、蓝翎、臧克家、秀、蓝翎、臧克家、
龚依群、秦牧、邓友龚依群、秦牧、邓友
梅、贾平凹等都曾梅、贾平凹等都曾
在在副刊开设专栏、副刊开设专栏、
撰写稿件撰写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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