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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春天，第九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出
炉，本报刊登的由李登科编辑，郭久辉、李昕采写
的《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系列
报道获得一等奖。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辑、
中国新闻奖评委张芬之高度评价：这是“货真价
实的金牌”。

翻开已经泛黄的报纸，这 6篇洋洋洒洒的报
道跃然纸上。在1998年9月，风光十年的亚细亚
突然倒闭，记者以其敏锐的新闻敏感性和手头掌
握的大量资料，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艰苦采
访半个月，潜心写作一周，最终出炉了《“亚细亚”
商誉还值 1200 万吗？》、《外光内糙的亚细亚管
理》、《任人唯亲的代价》、《一匹没戴笼头的马》、

《破灭的连锁帝国之梦》、《衰退不仅仅是内因》6
篇调查报道，在 1998年 9月 9日到 16日的《郑州
晚报》上刊登。

[ 厚积薄发出珍品 ]
回忆起当年的写作和编辑历程，已经满头白

发的李登科依然掩饰不住激动：“我认为，好的作
品需要厚积薄发。”

“写这六篇报道用了一周时间，但是积累资
料却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李登科说。1988年
冬天，李登科第一次和亚细亚商场总经理王遂舟
接触，随后的采访中，他细心地收集关于亚细亚
的有关资料，先后写出了“亚细亚之光”、“搏击风
浪立潮头”、“矛盾的症结何在”等一系列通讯，向
读者介绍亚细亚的故事，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亚细
亚资料库。

“无论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是本报的，
还是其他报社的，是赞扬的还是贬斥亚细亚的资
料，尤其是亚细亚中后期导致其衰退的材料，我
都是事无巨细的全都要。”

张芬之评价亚细亚系列报道“读来兴趣很
浓，不觉其长；读后余音缭绕，耐人寻味”，这和李
登科他们掌握了大量独有和丰富的材料有着很
大的关系。

不仅仅有材料就够了。李登科介绍说：“尽
管我们掌握了很多资料，但是客观的报道必须建
立在对当事人深刻的采访上。”于是，确定了题目
之后，李登科等三人在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不
畏劳苦，不厌其烦地先后采访了20多位在亚细亚
各个层面工作过的同志，获得了大量生动丰富的
写作素材。随后，他们调动起已经积累了十多年
的材料库，坐下来敲定作品主题，精心筛选写作

题材，精心构思文章的谋篇布局，整整用了一周
时间艰苦写作，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这组别开
生面的系列报道。

[ 力求客观角度新 ]
新闻报道的生命是真实。对此，李登科作

为一名从事二十余年新闻工作的“老”记者，作
为获得高级记者职称的“专家记者”，他对此体
会良深。

“亚细亚有过辉煌的历史，后来有了败走麦
城的结局，如何客观报道，这是一个难题。”李登
科说，如果不能对事务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观
察思考，就有可能像“瞎子摸象”中的几个瞎子那
样犯片面性的错误。

“社会是立体的，亚细亚也是立体的。”李登
科回忆说，亚细亚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多种矛盾综
合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新闻报道也必须是立体
的、全面的。于是，他们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
报道亚细亚这颗“野太阳”衰落的原因。

经过对材料的分析和对亚细亚工作人员的
采访，李登科他们最终从亚细亚的管理、人才、监
督、目标四个主观原因，社会竞争、商业环境等客
观原因着手，将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亚细亚兴衰
史展现在读者面前。

“同时，建立自己的人脉对于积累材料来说
也非常重要，采访过程中，如果不是对亚细亚十
多年采访积累下来的人际关系，也许材料不会那
么丰富，采访人员也不会涉及亚细亚的各个阶
层。”李登科还将这系列报道的成功归功于来自
各界朋友的帮助。

[ 次次满票获大奖 ]
在对亚细亚系列报道进行评价的时候，张芬

之透露过一个细节：从中国新闻奖的评奖实践
看，一篇或者一组报道能在评奖小组乃至51位全
体评委的投票表决中，无一遗漏的连续得满票，
是很少见的。“《郑州晚报》是一个地方性小报，能
够让评委全部投赞成票，说明这系列报道的货真
价实，小山沟里也能飞出‘金凤凰’。”

对这组报道，张芬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题材重要，主题深刻，有现实的借鉴和警示

作用；新闻背景材料运用得巧妙而精当，构成了
这组系列调查的鲜明特色；语言简洁泼辣，选材
深刻有力，为整组报道增色不少。

翻看多年前的这组报道，记者站在21世纪第
二个十年回望，依然觉得那轰轰烈烈的商战就在
眼前上演，而那个时候记者和编辑的敬业、辛苦、
执着，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新闻从业者学习。
2003年起，《郑州日报》围绕市委、市政府“拉长工
业短腿”的中心工作，做了长期的动态跟踪报道
以及一系列大型、有影响的报道。

2003年 3月 21日，日报陆续刊发“论拉长郑
州工业短腿”5篇系列评论：《认识统一起来》，《上
下形成合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造就一批
优势企业家》，《信心是金》，为大力发展工业营造
舆论氛围，获得各界好评。2007年，刊发 8篇走
进郑州工业系列报道，盘点自2003年拉长工业短
腿以来，郑州市工业发展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璀
璨果实。2008年 11月 26日刊发“探析郑州工业
崛起之路”系列报道。

[ 商业贸易 ]

1991 年，本报星期刊组织的“星期天哪里
去？”评选共有100多家单位参评，收到选票4万余
张。最终评出的“十佳去处”中，商场占了5家，分
别是商业大厦、亚细亚商场、商城大厦、市百货大
楼、华联商厦等。郑州商贸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商贸城建设也点燃了郑州商场之间的战火，
位于商战核心区域“二七商圈”的“野太阳”亚细
亚商场由盛极一时，到梦想破灭，在郑州商界具
有很强的典型意义。1998年 9月 9日至 16日，本
报共刊发 6篇《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
调查》，题目分别是《“亚细亚”商
誉还值1200万吗？》、《外光内糙的
亚细亚管理》、《任人唯亲的代
价》、《一匹没戴笼头的马》、《破灭
的连锁帝国之梦》、《衰退不仅仅
是内因》，深刻揭示了亚
细亚商场衰退的原因。

从改革开放到新世
纪初，本报一篇篇饱含热
情的报道，恰
似一颗颗记忆
的珍珠，串起
了 郑 州
商 业 嬗
变 的 过
程。

小活动展现
社会大问题

1986 年 11 月 8 日《郑州晚报》头题刊发了
郑菡和李青采写的通讯《让孩子给你打个分
吧！》。这篇现场感很强的通讯来源，是一堂别
开生面的班会。

虽然只是小小的班会，却在社会上掀起了
“家长和孩子如何交流”、“怎样做家长”等问题
的热烈讨论。这篇通讯，在获得 1986年河南好
新闻一等奖之后，又荣获了 1986年度中国新闻
奖一等奖。

将时间拨回至 1986 年。当时，郑菡和李青
还都是 30 多岁的年华。“我们俩都是三十多岁
的女同志，既是记者又是妻子和母亲。在‘孩子

就是上帝’的时代，我们同所有的年轻父母一
样,在工作之余，常常思考如何教育孩子，怎样
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才这类问题。”

1986 年 5 月 27 日，河南省家教研究会成
立。在采写消息时，郑菡她们了解到，研究会副
会长、河南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孙应康，从事儿
童心理学研究三十多年,对教育孩子有一套科
学的见解。会后,她们专程采访了孙教授，写了

《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专访，发表在《郑州晚
报》1986 年 7 月 8 日一版。文章的主题是希望
做父母的要掌握孩子的心理，尊重理解孩子，
做孩子的知心朋友；给孩子更多的乐趣和自由
发展的天地，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让他们做自
己的主人。 没料到，这篇专访在社会上引起不
小反响。

后来，在发现家长教育孩子方
面的各种问题后，郑菡和李青同互
助路小学在学生的业余时间组织了
这场座谈会。没想到，座谈会异常

“火爆”，家长和孩子们纷纷讲出自
己的心里话，座谈会从中午开到了
天黑。

“座谈会结束后，孩子们的发言
还在我们眼前回放，我们后来决定，
就用孩子们的原话还原事件。”郑菡
和李青在后来写《采访〈让孩子给你
打个分吧！〉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对
此事件进行了还原。

偶得的作品
多年的储备

《迎着炸药扑上去》的画面，看
着都令人觉得紧张，那名要制造爆
炸事端的歹徒，胸前挂着四个自制
炸药瓶，随时都准备引爆，几位警察
正奋不顾身冲上将其捉拿，周围站
满了围观的群众，太危险了，而我们
的记者却靠得很近……好样的，郑

州晚报的李建峰、马禄祯！
2000年，时任《郑州晚报》摄影记者的李建峰

和马禄祯开车途经陇海路，见一个男子表现异
常。这么一个容易让人一晃而过的瞬间，新闻
敏感性很强的李建峰、马禄祯决定停车在路边，
观察这个人的行踪。

也就是这个果断、快速的决定，诞生了一个
中国新闻一等奖。

“警察和 这 个 歹 徒 对 峙 了 快 一 个 小 时 ，
后 来 一 个 瞬 间 ，警 察 趁 歹 徒 不 注 意 扑 了 上
去……整个过程不足 10 秒钟，我拿着相机扣
下了那个瞬间。”回顾当时的情景，李建峰记
得依旧很清楚。

在一篇新闻论文上，记者看到这么一段
评价：突发性新闻“可遇不可求”，这个时候，
要求记者必须在摄影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
拍摄技能，增强现场观察和形象思维能力，通
过直觉，敏锐地判断突发性新闻的规律性和
最好的拍摄方法，拍摄出画面冲击力强烈，能
引起受众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这样的新闻图
片，其新闻价值一定是高的。例如《郑州晚
报》记者李建峰曾拍摄过一幅《迎着炸药扑上
去》的新闻图片，报道的是在马路中央一名胸
绑炸药的男子被成功制服的突发事件，其制
服过程不足 10 秒钟，照片所反映的精彩瞬间
令读者难忘。该作品获得 2000 年度中国新闻
奖摄影类一等奖。

时至今日，提起这篇新闻报道，李建峰依然
投注着深厚的感情：“《迎着炸药扑上去》获奖已
经 10 多年了，这张照片带给我许多荣誉，更带
给我责任，这么多年来我仍从事新闻摄影工作，
我热爱新闻事业。”李建峰说，虽然他现在已经
不在郑州日报社工作，但他永远不会忘记日报
对他的培养：“我时刻关注着《郑州日报》、《郑州
晚报》，希望越办越好。”

“作为一个记者队伍里的‘老人’，我有责任
带好年轻记者，把自己积累的新闻经验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他们，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记者同
行能多深入基层去发现、挖掘新闻，为党的新闻
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李建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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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谭文国 马艺波 校对 孙明梅

1987年<<<
郑菡、李青的《让孩子给你打个分

吧！》获1986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在
本报历史上首获国家级一等奖。

2000年<<<
李登科编辑，郭久辉、李昕的《关于

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获第
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1年<<<
李建峰、马禄祯的《迎着炸药扑上

去》获第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本报记者 李 娜

通讯《让孩子给你打个分吧！》获 1986 年
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新闻图片《迎着炸药扑上
去》再获 2000 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增加了
郑州晚报社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