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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 28周年之
际，新中国成立前夕，刚刚获得解放的郑州人民
读到了中共郑州市委的第一张机关报《郑州日
报》。从那一天起，《郑州日报》与郑州人民风雨
同行。现在，郑州日报已经走过了 65个春秋，几
十年里，郑州日报从创刊、两度停刊，再到复刊、
一分为二办两张报纸，尽管命运多舛，但郑州日
报从未停下自己的脚步，用坚实的脚步成就着自
己的不平凡。

[一分为二]

2002 年 5 月 30 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

准，中共郑州市委决定《郑州日报》恢复出版，《郑
州晚报》全面改版。郑州日报社由一张报纸增为
两张。复刊后《郑州日报》对开彩印12版，继续承
担市委机关报的职能，改版后的《郑州晚报》4开
彩印48版，是一张面向大众的主流都市报。

从此，《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开始了忠实
见证郑州昨天和今天的旅程，翔实记述郑州人建
设郑州、发展郑州的故事。

[重新定位]

《郑州日报》作为省会城市的主流媒体，以打
造高品质都市党报作为办报理念，集指导性、服

务性、可读性于一身，在第一时间向广大读者报
道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郑州市经济建
设的最新信息，服务好市民百姓，服务好企业。
而改扩版后的《郑州晚报》，定位于都市生活类报
纸，办报宗旨定为：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关注百姓
生活，侧重报道社会生活中的知识性、趣味性、服
务性新闻；突出新闻性、可读性、实用性。在继
承、发扬品牌优势的基础上，以全新的办报理念、
全新的版式设计、全新的内容，打造中原地区新
主流媒体。很长一段时间，《郑州日报》发行量在
省会郑州密度最大。

[改革前行]

虽然我国报业经过多年高速发展，目前已取
得巨大成就，但在当前多媒介融合、外部环境发
生巨变的背景下，报业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承
受来自网络等新媒体的重重压力。如何在激烈
竞争中突破重围，占有一席之地？时任报社领导
掷地有声：改革势在必行。

于是，报社不断整合资源，创新经营管理机
制，进一步明确了“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的定位
和核心办报理念，把正确引导舆论与宣传效果统
一起来，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郑州日报》由原来 6个新闻版增至 9个，突出了
地方新闻，加强了言论，新增了“市县新闻”、“新
闻深读”、“视觉新闻”、“精品文摘”等版面；“要
闻”、“都市”、“文娱”3个板块更加明晰，
版面的色彩、图片、分栏、组合等元素也更
显时尚，读者阅读更加方便，改版
后市场反映良好，成了党和政府
的喉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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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真情未变]

每天上午，73 岁的中原区市民周
明昌拿着报纸浏览自己喜欢的新闻，然
后和老伴分享，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在
慢慢阅读中过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周明昌说，有了《郑州日报》、《郑州晚报》的
陪伴，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充实而幸福。

在河南科技市场做生意的读者徐磊说，郑州
报业集团成立后，《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和中
原网改版之后的图片、版式、内容变化特别大，看
起来很清爽，一份报纸几个邻居传着阅读。徐磊
说，他和记者一样，喜欢关注大郑州的发展、关注
郑州人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

市民的好评就是最好的褒奖。65年来，郑州
报业集团事业不断壮大，但真心未曾改变，始终
与广大市民心连心。

[记录发展见证成长]

一座城市的报业发展史,就是一个城市的
历史。

65 年来，郑州报业与城市水乳交融，同生
共长。

让时光倒回到 65年前，那些光辉岁月让人
难忘——

1949年7月1日凌晨，解放郑州的枪炮声已经
沉寂了近10个月。这天早上，在裴昌庙街入口处
的一座小学里，编辑、工人在20多间简陋的平房里
忙碌着，他们用手摇机器“摇出”了第一张用毛边纸
印刷、油墨飘香的《郑州日报》……

从那时起，与共和国同行的《郑州日报》、《郑
州晚报》开始了与共和国风雨同舟，与这座城市
和市民相知相伴的旅程。

然而，一路走来的郑州报业，曾经历了许多

坎坷、磨难，创刊于 1949 年 7 月 1 日的《郑州日
报》，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被迫停刊，这一停
就是整整 40年，于 1963年 10月 22日代替《郑州
日报》使命的《郑州晚报》在出版数年后，也因政
治动荡同样遭遇停刊命运，直到 1980年才以全
新姿态复刊亮相。上世纪 80到 90年代，集党报
都市报于一身的《郑州晚报》一纸风行，领跑中
原，影响全国。适应报业市场竞争需要，2002年
5月30日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市委决定恢复出
版《郑州日报》，全面改版《郑州晚报》，至今已走
过12个春秋。

[继往开来再著华章]

以一座城市文化发展的名义！郑州报业开
始刻下一个更加清晰的坐标，开始新的出发……

2002年 5月 30日，“郑州日报社
挂牌暨《郑州日报》恢复出版、《郑州
晚报》改版扩版”大功告成。从此，报
社由起步时单一的 4 开小报发展到

“两报一刊一网站”，即《郑州日报》、
《郑州晚报》、《小樱桃》杂志、中原网，
并拥有发行公司、印刷厂、物业管理
公司等多个独立核算的责任主体，报
业集团雏形显现。

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在喜
迎报社 65 华诞之际，新成立的郑州
报业集团捷报频传：投资 1 亿元、定
位于社会公共文化产品的“党报多媒
体信息港”工程快速推进。由报社全
额出资组建的郑报置业有限公司“试
水”房地产业，开始了报业多元化、跨
领域发展探索。郑州报业集团旗下
的河南新瑞商置业有限公司进军航
空港实验区。郑州晚报与阿里巴巴
签约“码上淘”登陆郑州……

如今，新一届郑州报业集团党委
创新举措，务实重做，一手抓新闻事
业，一手抓文化产业，以事业促进产
业发展，以产业支撑事业提升，努力
做大做强郑州报业集团这艘文化传
媒旗舰，在推动我市文化产业跨越发
展中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刘俊礼
汪 辉

经过65年发展，郑州报业集团从“一枝
独秀”长成“两报一网”，郑州市民精神大餐
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

1967年1月7日<<<
《郑州晚报》因被红卫兵查封停刊。

停刊后，本社群众编印出版《红色新闻》，
专发新华社电稿。1月25日，继续出版
《郑州晚报》，7月25日停刊。“文革”时
期，印刷厂保留，并于1970年1月由裴昌
庙街迁至郑州建筑工程学校内。五里堡
总编辑室也同期迁至建校。十年动乱，
报纸停刊。

1981年1月1日<<<
《郑州晚报》复刊。

1981年11月～12月<<<
总编室、电台、印刷厂陆续从建校搬

到工人路南段新建印刷厂大楼办公。

2002年5月30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共郑州市委决定《郑州日报》恢复出版，《郑州晚报》
全面改版。复刊后《郑州日报》继续承担市委机关报的职能，改版后的《郑州晚报》是一张面向大众的主流
都市报。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郑州日报》恢复出版、《郑州晚报》改版，“两报一网”携手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