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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回放]
读者来信反映：赵武成同志的汽车肇事却采

取不闻不问的官僚主义态度——
编辑同志：
五一年（1951年）十月的一个傍晚，中共郑州

市委书记赵武成同志坐着小卧车在德化街由南
往北，行至袷元里东口，因其司机驾驶技术不良，
碰伤小孩一名。群众将汽车层层围住，见赵政委
仍稳坐车内，阅书消遣，群众即大声疾呼：“下
来！下来！”赵书记被迫下车。下车后，不去看小
孩伤势，仅向其司机微微一笑，说：“把他送到二
分院吧。”说罢便扬长而去。

汽车肇事后，司机和汽车被带回市公安
局。公安局长葛惕非从楼下出来，见汽车停在
门口，即问道：“谁的车子？”不知是谁说：“是赵
政委的。”葛问道：“谁叫带来的？”葛疾言厉色
地对警察说：“你不知道这是赵政委的车子
吗？有事给市委打个电话还不行吗？”大公无
私、坚决执行政府法令的人民警察，执行了自
己的神圣任务，不但未得到上级的表扬，反而
遭到上级的斥责，迫使这位警察同志两眼含泪
而去。

赵武成身为市委书记，车子碰伤人后，不但
不及时下车安慰伤者，反而下车扬长而去，这给
群众一个什么影响？难道这样做法能不脱离群
众吗？事后对此问题之处理，也不闻不问，难道
不知车子伤人要受法律处分吗？

葛惕非身为公安局长，是人民法令的具体执

行者，汽车伤人就要受法律处分，而赵政委的车
子碰伤人，却安然无事，难道政府法令是光叫群
众执行的吗？这充分证明葛的捧上压下的工作
路线。

由此看来，赵政委的官僚主义和葛惕非的上
层路线都是很严重的，我们的意见，叫他二人应
公开在报纸上检讨。

市公安局治安科：司永才、培生、侯云鹏、绍
中、刘玉振、江枫、王忠和、大风、宋传真、孙谦、魏
鸿均、尼树德、郑尚固、李君之、黄沁、冯克玉、知
隐、高合印

（《郑州日报》1952年2月18日3版）
赵武成同志致信本报，接受读者批评、检讨

汽车伤人事件——
编辑同志：
市公安局治安科诸同志在十八号郑州日报

上批评我对汽车撞伤小孩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
度，我诚恳地接受这个批评，并对批评我的同志
表示感谢！

在汽车撞伤小孩的当时，我的错误是：第一，
停车后没有立即下车；第二下车后虽看了一下小
孩，而并未安慰小孩与检查伤处；第三，不应该很
快走去，而应该报告派出所；并应该亲自把小孩
送到医院去。

当天我回机关后，虽曾立即派秘书张自全同
志前去小孩家中进行安慰，并到医院看小孩；以
后在小孩住院期间，我虽曾告诉机关照顾小孩负
担医药费及住院一切费用，并有张自全同志、秘
书科长张奇同志、司机郭廷选同志多次前去医院

看望。小孩出院时（去年十月二十七日）由张奇
同志送他回家。而我自己却始终没有到小孩家
中看过一次，也没有到医院看过一次。这十分不
对的。

对司机郭廷选同志虽曾进行过批评教育，但
并未给以适当的处分。

从以上情况来看，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全部
过程中是犯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的。这由于自
己有严重的特权思想、缺乏群众观点所致！现
在谨将我的初步检讨发表，希望同志们继续给
以批评！赵武成（《郑州日报》1952年 2月 21日
3版）

[ 笔下声音]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舆论监督是新

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
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
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
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
这种监督以公开曝光为主要形式，传播快，范
围广，影响大，有很强的威慑力和广泛的警示
作用。

“市委书记在郑州日报上公开作检讨”事
件虽然是孤例，但是它的影响和意义
与时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遥
相呼应。也说明了“作风建设是永恒
课题”。

翻开这几天的《郑州日
报》，套红的“为民务实清廉
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专栏里，党的群众观
点、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被生动践行。
无独有偶，50年前的《郑州晚报》上，一场
持续三个月的大讨论，让绿城市民接受了

一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大洗礼。

[ 报纸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
1964年 10月 27日，本报发表了两封读者来

信，一封是批评郑州市大兴茶社，信中说，有位
四五十岁的农民想买碗白开水，但服务员冷冷
回绝道：“茶社只卖茶水，不卖白开水。”另一封
信是对郑州市马豫兴饭店提出批评：有个农民
看到饭店里卖小笼包子，正向别的顾客询问价
钱，一位服务员就不耐烦地冲他说：“你没事往
萝卜地里转悠去。”读者对这样无理对待农民顾
客的错误态度很不满意，要求有关部门纠正这

种以衣帽取人的旧作风。
马豫兴饭店、大兴茶社对待农民顾客错误态

度的反映和揭露，立即引起读者的热烈反响，纷
纷来信表明自己的看法。

[ 开始了一场三个月的大讨论]
1964 年 11 月 15 日，以这两件事为背景材

料，本报以《以衣帽取人是什么思想？》为题，在
报纸上组织讨论。讨论提出三个主要问题：对
待顾客应不应该以衣帽取人？为人民服务应不
应该怕麻烦？如何处理降低费用和提高服务质
量的关系。

讨论中，不仅有《劳动人民应当受到尊
重》、《这种服务态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这样观点鲜明的文章，也有认为《马豫兴的
服务员做得对》的读者来信。以此为开端，
这 个 讨 论 专 栏 ，几 乎 每 天 在 二 版 的 头 题 出
现，本报开始了一场持续 3 个月时间、以“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题的、
影响深远的大讨论。

[ 一场广泛参与的思想大洗礼]
大讨论一开始在全市商业服务行业中进

行，广大商业职工积极参加，他们一方面向报
社写稿，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一方面在商店内
广泛展开座谈讨论，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热情服
务顾客的活动。随后，全市的工人、干部、解放
军官兵、教师、学生以及医务工作者等多种行
业的人员也参与讨论，他们热情来稿，阐述自
己的观点。这次讨论历时 3 个月，共收到 1350
多件来稿。

1964年 2月 15日、2月 18日、2月 26日、2月
28日，报纸讨论结束后，本报连续刊发《反对轻
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为熟人服务还是为人民
服务》、《满怀阶级感情做好小生意》、《树立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四篇编辑部文章，文章旗
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商业人员是光荣的人
民勤务员，是党的政策执行者，是社会主义建设
者”，希望大家通过这次大讨论，“真正树立起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这组文章作为大讨论的总结，也使这次
讨论形成了一次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思想
大洗礼”。

50年前的《郑州晚报》，以《以衣帽取人
是什么思想？》为题，展开了一场持续三个月
的大讨论，让绿城市民接受了一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大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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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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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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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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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7月1日<<<
日报采用“瘦报”模式出版。

□本报记者 李 颖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李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