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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劲笔
《郑州晚报》原副总编辑

王振洲
在 1949 年 7 月 1 日这个光

辉的日子里，《郑州日报》诞生
了。六十年的发展、壮大，为同
行所注目。

在《郑州日报》的成长过程
中，有一代代报人的精心耕耘，
更得益于广大通讯员和全市人
民的热心支持，历届市委、市政
府的关怀扶持。

早在1949年6月，郑州解放
才半年多时间，战争的硝烟还没
有散尽，百忙中的郑州市委领导
就把出版《郑州日报》摆到重要
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市委一把手
赵武成书记为首的党报委员
会。据老社长陆昆回忆，他在报
社两年半时间，就参加了五次党
报委员会讨论报纸工作。为了
加强报纸的指导性，赵武成、郑
州市第一任市长宋致和等主要
领导都亲自为报纸撰写讨论
稿。市领导对报纸的重视、关心
程度可想而知。

在郑州日报社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曾经两度停刊。1963年
10 月 23 日，经历了两年停刊的

《郑州日报》复刊，原《郑州日报》
的前身更名为《郑州晚报》；文革
中《郑州晚报》也一度停刊，文革
中被迫停刊的《郑州晚报》于
1981年元旦复刊，更名为《郑州
晚报》。为了让报社了解和领会
市委的指导思想，市委除研究人
事外，一般的常委会都让报社
领导或有关记者列席。刘杰、
李长春等同志在担任省委书记
期间，都称赞晚报办得好。张
德广同志在担任市委书记时
说，我喜欢晚报，一是晚报消
息来得快，二是信息量大，三
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文风明
快。1993年 6 月 15日，省委书
记李长春、人民日报社社长邵
华泽到报社视察，社党委书记
徐凤启汇报报纸工作和职工生
活。李长春听后笑着说：我很羡
慕报社的生活。《郑州晚报》办得
不错，特别是小平同志南巡重要
讲话以来，《郑州晚报》在宣
传改革开放方面，发挥了很好
的促进作用。《郑州晚报》也
是一张很有群众性的报纸，集
指导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身。
邵华泽社长当场为《郑州晚报》
题词：中州劲笔。

省市领导不仅关心报社的
工作，对报社职工也十分关
心、爱护。1956年我调到报社
不久，就赶上增加工资。一
天，宣传部副部长、主持报社
工作的成敬堂在支委会上说：
上午去市里开会，刘必书记在
会上说，报社同志工作辛苦，
要多给他们几个指标。这一年
报社绝大多数同志都增加了工
资，有的还升了两级。曾参加
报纸创刊的李韶，1952年有一
天突然大吐血，被送到医院，
治病急需盘尼西林，当时郑州
的医院和市场上都没有这种药。
市领导得知情况后，让卫生局派
专人到上海买回 60 支盘尼西
林。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就受
到如此关怀，一时传为美谈。
1987年我们一位记者李青重病
住院，市委书记曹磊、市长胡树
俭等市里主要领导，有的亲自到
医院看望，有的派身边工作人员
去慰问。这对李青是极大的安
慰，帮助她战胜了病魔，报社的
全体职工也深受感动。

近几年报纸竞争激烈，市
委、市政府为了帮助报社积极应
对挑战，多方关注、扶持报社，更
新设备，建设印务中心，为报社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老树根深更著花。有着 60
年根基、60 年经验的《郑州日
报》，是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培养成长起来的常青树。在改革
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继往开来，
将不断为广大读者奉献新的鲜
花、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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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笔愿为百姓折
——访《郑州晚报》原副总编辑楚江

本报记者 董 黎

我做校对30年
王殿钊

今天，在郑州日报 60岁生日的美好时刻，郑州日报
三位年轻的采编人员相聚网络，通过QQ聊媒体故事，抒
报人之情。

陈锋：60年时间匆匆过，我们也来报社几年了。感
觉怎样，二位？有什么回味的事、难忘的事？

朱文、高凯：咱三个中你是大哥，你先说说吧。
陈锋：我到报社已八年。记得刚来郑州时，人生地不

熟，业务水平也不高，很多事情都需要学习。那时候，很
多老师和同事都很热情。带我采访，领我写稿，教我做
人。最难忘的是，咱日报人相互支持、相互扶携的感情，
这种互帮互敬的集体主义精神让我终身受用。

朱文：作为一名编辑，职业生涯中记忆犹新的是早上
10点下班。因为按正常夜班编辑，一般是凌晨3点下班，
而早上10点下班就意味着报社接到了紧急的重要的报道
任务，必须加班加点地将版面做出来。应该说，编辑的工作
比较辛苦，但每遇加班却没有人“临阵脱逃”。为什么？因为
我们郑州日报人有爱“打仗”又敢打“硬仗”的秉性和勇气。
难忘郑州日报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以此为骄傲。

高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想，正是一代又一代
报人能吃苦爱奉献的精神，我们这张报纸才一天天地发
展成长。

陈锋：是啊！咱们要珍惜这些东西，变成更上一层楼
的动力。

朱文：创新求变、刻苦进取，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志
愿。

高凯：所以我们骄傲，骄傲就是因为我们拥有郑州日
报人特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让日报过去硕果累累，
也让日报将来繁花似锦。

陈锋：我觉得郑州日报更应该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
的发展之路，做党和政府放心、市民百姓关注、读者喜闻
乐见的政经新闻和民生新闻。

高凯：是的，这很重要，毕竟我们是党报，要适应新时
期的发展与要求，就必须坚持“传递权威信息，关注民生
民情”的宗旨，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用
更加贴近市民、贴近读者的报道方式，开辟属于党报的新
闻道路。

朱文：60年的历程要说的事情太多了，今天我们暂
且说到这里，希望各位同仁再接再厉，把郑州日报办成全
国一流的报纸，开创新的时代，谋取新的发展。

高凯：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应该继承传统，团结一心，
把我们的报纸办出特色，赢得新的发展。

（网谈三人：经济部 陈 锋
编辑中心 朱 文 区街部 高 凯）

喜迎社庆60年

日报人畅聊日报事

2007年
1月4日 日报开辟“落实市

九次党代会精神 推动郑州跨越
式发展”专栏。

1月 5日“两报”倾力报道
空军某部郑州籍飞行员李剑英
烈士的英勇事迹，成为各大门户
网站头题。

2月1日 日报、晚报在中原
网推出数字报，属省会首家。

2 月 6 日 由 日 报 主 办 的
“2006年度经济人物”评选颁奖。

4月26日 第二届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在郑州举行，日报推
出6个专版。

5月1日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河南、郑
州考察。日报在头版头条通栏
标题报道《胡锦涛在河南看望干
部群众》，并配发大幅照片。

5月7日 两报重点报道热点
新闻——“郑汴国际马拉松赛”。

5月14日 日报与市委宣传
部、市文联举办“迎接党的十七
大 郑州新貌摄影征集、评选、展
出活动”启动。

5 月 24 日 时值恢复高考
30年，日报推出《纪念高考 30年
——特刊》。

6月13日 日报头版头条报
道李长春考察郑州纪行。

6月26日 日报在第八版以
《河南学子跳江救人感动荆楚大
地》为题，报道湖北长江大学河
南籍学子赵传宇救人不留名的
事迹，引起媒体关注。28 日，央
视《共同关注》记者前往赵传宇
家乡深入采访。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长春赞扬赵传宇是当代大
学生楷模。

10月9日 中原网进入国家
一类新闻网站行列。

10月 15日 党的十七大召
开前夕，日报抽出精兵强将对“郑
州落实科学发展观系列述评”与

“走进郑州工业系列报道”等40多
篇文章进行精编，出版大型画册

《郑州新跨越》，同时推出《郑州跨
越式发展中期报告》特刊。

人才辈出文化薪火心手相传

istoryH历史

1980年来到报社时我也就二十来岁，报
社正准备复刊出版《郑州晚报》，因为我当过
教师的缘故，就被安排到了校对室，一干就
是三十年。

在报社，校对一向被视为“边角余料”，
但我认为校对是报纸出版过程中必不可少
的重要一环。刚到校对室，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一位慈祥的老头，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活
字典”的张耀森，直到现在想起时，脑子里总
是浮现出他那深埋在校样中的花白的头，小
样、大样、清样、校对样、编辑样……像雪片
一样飞来，又像流水一样匆匆地从他眼前流
过，差错在这里得到过滤，报纸编校质量在
这里得到提高。

他就是我的榜样！我下决心好好学
习。虽然我们相处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他就
退休了，但他那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时时激
励着我。当时还是“学徒工”的我就担当起
了校对的“头”，每月的工资是27元钱。

校对的“头”真不是好当的，责任太重大
了。最难堪的是出了差错的时候，社领导来
了、部主任来了、工厂厂长来了，甚至同事朋
友见了面都会指责几句。多少次我都下决
心打退堂鼓，不干了。可又一想，我们这是
党报啊，为党报站岗放哨不认真行吗？于
是，我把每天出现的见报的和没见报的各种
差错记下来分析，把工作中不懂和经查资料
弄懂的字词记下来。俗话说，积沙成塔、集
腋成裘，这一记，倒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校对之惠——校对中得到
的实惠。每当拿起刚印出的报纸，哪篇文章
哪个地方因自己发现而改正了错误，心中便
会得到慰藉。

报纸编校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提
高靠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但校对在这里起
着主力军的作用。有人说，校对就是比葫芦
画瓢，我觉得这只是校对的初级阶段，校对
应该是编辑的继续，不仅要校异同，更要校
是非。

记得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共中央十六
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从语法角度讲，一
是句中的“中央”和“二中”是一种重复；二是

“中央”放在“十六届”之前是以小包大。这

样一个句子放在报纸一版头题位置，他不只
是一个病句，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旦见报，
影响不堪设想。报纸的出版周期短，时间
紧，牵涉面广。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历史
等等都得涉及。校对在这里就是要拾遗补
缺，发现纠正各种错误，这不仅需要清醒的
头脑，更需要辨别差错的能力。

1992年，河南省首届报纸系统校对竞赛
在平顶山举行，我和河南日报的资深校对宋
守善为命题人，我们一到平顶山就被“软禁”
了，一直到竞赛结束才“解禁”。竞赛结果，
我报参赛的王玉萍获个人第一名，王薇平获
个人第二名。我们还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这种竞赛在我省报纸系统是空前的。

1994年，河南省第二届报纸系统校对
竞赛在南阳举行，我社王玉萍获个人第三
名。这次成绩不够理想，主要是我们自己
重视不够。

1997年，河南省第三届报纸系统校对竞
赛改变了办法，由郑州大学现代汉语教授命
题，再由省报协派人带试卷奔赴全省各地
市，对各报社全体校对人员考试，然后到省
报协统一改卷。我们对此次竞赛进行了充
分准备，提前几个月就利用业余时间集中学
习、培训，我在此除了找资料给大家讲课外，
还经常自己命题对全体校对人员考试。当
时大家情绪非常高昂，誓言要当一回河南报
业校对“老大”。竞赛结束后，我们的成绩出
奇地好：管莉、王玉萍、王薇平三人囊括个人
全省前三名。在全省参赛的前10名选手中，
我社占6名。

校对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使我们收获
了丰硕的果实。1993年全国首届计划单列
市市委机关报编校质量评比，我报获得第四
名。1998年，全国 130多家晚报编校质量评
比，我报获第三名。

我们曾有过丰收的喜悦，也有过歉
收 的 教 训 。 几 十 年 来 ， 有 巅 峰 也 有 低
谷，可以说尝遍了校对的酸甜苦辣。但
我觉得，不管在任何条件下，只要你踏
踏实实、勤勤恳恳干好本职工作，什么
时候什么年代，都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这
比什么都重要。

楚老今年已是八十又三。
1949年《郑州日报》创刊时，他还

只是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倏忽60年，
如今，郑州日报社穿云破雨，甲子六
十。作为一代老报人，他，也已然耄耋。

报社 60周岁生日前夕，一个凉
爽的夏日上午，第一代郑报人、

《郑州晚报》原副总编辑楚江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坐在老人面前，隔着半个多世纪
的时空，我仰着脸，听他讲那过去的
故事。

一
“我很幸运，亲身经历了 1949年

7月 1日《郑州日报》的创刊、1961
年停刊到1963年10月22日《郑州晚
报》的创刊、1967 年停刊，再到
1981年1月1日《郑州晚报》的复刊
这几个重要的历史过程，我自豪的
是，报社发展的起起伏伏、报纸成长
的风风雨雨，我见证了！”

在他娓娓的叙述里，我看到了那
个红色的年代，那些从硝烟弥散后的
岁月那端走来的身影，他们，是报人，
更是革命者，都有着不怕困难、勇往
直前的赤胆忠心。为了革命，他们甚
至改名换姓，如楚江老人，他的原名
是程远望。

1949年 6月，筹备出版郑州日报
的时候，楚江从当时的郑州市第三区
人民政府调入报社。

创刊之初，让他最难忘的事，是
毛泽东主席为郑州日报题写报头，他
深情地回忆：“1950年，我们给毛主席
写信请求书写报头，并随信寄上一张
机关办公用的普通纸条，按照 4开 4
版的报头大小，划了 4个小方格。敬

爱的毛主席就在划好的方格子里，规
规矩矩写了《郑州日报》4个字。看到
毛主席的手迹，同志们非常兴奋：人
民的领袖替我们想得多么周到啊，他
惟恐把字写出格子外会给我们造成
一丝一毫的不方便！”

1950年3月30日，郑州日报正式
启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头。

直到今天，说起这段光荣的历
史，老人眼里还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那时，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
主席为我们题写报头，这对大家是极
大的鼓舞，尤其是后来，毛主席又为

《郑州晚报》亲笔题了报头，这更让我
们感动、欣喜！”

楚老说到的后来的《郑州晚报》，
是创刊于 1963年 10月 22日的以《郑
州日报》为前身的报纸，那时候，受自
然灾害影响，《郑州日报》已停办两
年，复刊时改名为《郑州晚报》，楚江

是新刊的郑州晚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之一，时任采访通讯部主任。

二
“那些日子真说得上是激情燃烧

的岁月！”楚老兴奋地述说起了《郑州
晚报》创刊时人们的工作热情，“那时
候国家刚刚走过三年困难时期，大家
的心情都很高兴，思想也得到了一
定的解放，虽然物质还很匮乏，但
办报的思路却很活跃，报纸办得有
声有色。”

楚老说，印象最深的是 1964 年
11月至 1965年 2月《郑州晚报》二
版开展的“以衣帽取人是什么思
想”的大讨论。这个大讨论在全市
商业服务行业中“一石激起千层
浪”，读者来信纷至沓来，不到一个
月，《郑州晚报》就收到参与讨论
的来稿470多件。

说到这里，老人忍不住站起身
来去书房找历史资料。资料显示，
那时的轰动程度果然不一般：1964
年12月10日，新华社就此播发了通
稿，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
发了这篇通稿。

回忆当时，楚老掩饰不住骄傲的神
情，伸出拇指赞叹：“《人民日报》发了
1000多字啊，全面介绍了我们《郑州
晚报》发起的大讨论的情况，还报道
了郑州商业因此改进服务态度、提高
服务质量的先进事例。这对初创时
期的《郑州晚报》，是了不起的荣誉！”

这件事使《郑州晚报》在全国小
有名气。楚老开心地笑谈：“后
来，我们去《新民晚报》、《合肥晚
报》学习经验的时候，人家还夸我
们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也不错嘛，
都上了《人民日报》了！”

“那时，我们报道的成功就在于，
充分发挥了党报的组织、鼓舞、激励、
批判、推动作用。”说到此，楚老语重
心长，“做好党、政府、人民的喉舌，坚
持群众观点，同时再以引人入胜生动
活泼的新闻形式加以表现，这应该是
党报始终不变的办报风格。”

1981年1月1日，经历了文化大
革命的停刊后，《郑州晚报》再次
复刊，楚江任副总编辑，直到 1985
年离休。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老
人谦称：“我只是见证者、参与者
之一。”

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这样的见
证者、参与者，写就了报社难忘的成
长篇，他们和他们手中的报纸，经受
了历史的一波三折，和新中国荣辱与
共，一路同行。

听完这林林总总的故事，望着楚
老的皑皑白发，我问：“在报社走过风
雨 60年后的今天，作为老报人，您的
感想是什么？”

楚老沉吟片刻，以诗作答：“天公
假我以华年，秃笔愿为百姓折。”

郑报风骨，斯言可鉴。
沧桑岁月，改变了一代报人曾经

年轻的容颜，但改不了的，是他们忠诚
党的新闻事业、热爱读者的那颗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