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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殊为难得的“春之约”；那是一抹改变国运民运，喜迎
历史大转折的新曙光；那是一个撬动一代人命运杠杆的支点；
那是一段青春岁月的美好记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7年，30年弹指一挥间。这年5月份，

《郑州日报》开始策划《我的1977·高考恢复30年特刊》。

[“鼎新国运”寻巨变 ]

《鼎新国运》特刊，通过“思想之翼”、“时间
之窗”、“九州春潮”、“民主清风”、“和谐家园”、

“风行郑州”六大板块，穿越30年光阴，寻找身
边的一系列巨变。

寻访我市首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
子、我市第一家台资企业、第一家改制国企、第
一家上市企业、第一个摘掉“红帽子”的集体企
业、第一家破产国企、第一批“下海”的弄潮儿；
梳理改革开放 30年郑州发展的清晰脉络，探
寻一条河见证下的一座城的变迁。30 年辉煌
历程，30 年共同记忆。中部走向崛起，时代成
就郑州跨越式选择，绿城高扬起中原城市群的

“龙头”。30年，郑州的民主铿锵迈步走向新时
代，民生改革精彩转身。村民自治让老百姓成
为真正的主人，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差距越
来越小；30年来，绿城郑州越来越绿、社保之网
越织越密、百姓生活越过越美、行政干预越来
越少；从卖啥吃啥到吃啥买啥，从简陋家居到
生态宜居，服装30年耀眼变身，电波让大星球
成为小村落；流行语记录的是有声有色的记
忆，胶片里记录的是历史，历史也被定格在一
片片胶片上……

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进入更快、更高、更强
的发展境界；30年国运嬗变，我们释放出思想
解放、文明进步的巨大能量。

[“大行商道”找样本 ]
历史的河流波澜起伏，流过我们生于斯长

于斯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演绎了许多可惊

可叹可歌可泣的商道故事。循着历史的轨迹
前溯，我们会抵达事实与真想。从纷纭的历史
横切面，探寻市场化郑州的样本意义。

特刊 32个版面，以“商海微澜”、“商潮骤
起”、“商界觉悟”、“商经政念”、“商都大道”几
个板块，回顾郑州这个中部内陆城市市场化典
型样本的艰辛而又光荣的历程。

在那个一切经济活动均由计划严格指令
的时代，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经济体系
不堪重负的时代，曾经活跃了几千年的商品市
场基本消失，曾经几度萌芽并艰难成长的市场
化机制接近湮灭，在格式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中，人们凭借存余的星星点点激情，把希望寄
存于未来的精神驿站，默默等待着一个转折时
代的到来。

地处中部，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文化厚重
……尽管坐拥许多优势，但这里的赤贫和困
顿，一如四面八方的兄弟省份城乡。

[ 时空坐标大步行 ]

郑州，就是在这样的时空坐标中，于 30年
前的春风乍起时刻，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市场化
生存和发展之路……

三大集贸市场的红火日子、回郭镇告别贫
困的市场探险之旅、后计划时代的工业夕照、
郑州商业文化的内变之路，糖酒飘香展会风生
水起、百货林立郑州商战硝烟四起，国企低迷
力图雄起、全民下海经商热起，乡村工业异军
突起、绿色田野希望升起，郑州不乏投资乐土
的培育者、多元融资的引导者、宜居环境的营
造者、公共改革的探路者，在郑州，还有农业工

业化栉风沐雨开拓富民之路，千年商都踏上现
代化之路的同时，广袤的黄河滩上也在书写黄
土生金的千年神话，郑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打
造均衡发展的内陆榜样。

2008 年 5 月 11 日，《郑州日报》纪念改
革开放 30 周年特刊《鼎新国运》正式出
炉。7个月后的12月18日，《郑州日报》再
次出版改革开放 30 年纪念特刊之二：《大
行商道》，发出“让郑州在市场经济发展的
良性道路上再迈大步”的响亮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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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赵娅君 编辑 许艳霞 王金霞 校对 司建伟

夜幕下的京广快速路。

2001年2月19日<<<
头版刊发郑东新区国际专家设计

规划图，并推出《三年出形象 五年成规
模》报道，描绘了郑东新区的美好前
景。

2007年6月8日<<<
时值恢复高考30年，《郑州日报》

推出《纪念高考30年特刊》。

2008年5月11日<<<
《郑州日报》出版《纪念改革开放

三十周年》特刊。

[ 快速反应大联动 ]

1977 年秋天，国家宣布恢复停止 10 年的高
考，犹如一声春雷，激起了一代人的希望。为纪
念这次国运、民运转变的历史性时刻，作为党报，
郑州日报肩扛责任担当，心有百姓读者，审时度
势，决定出特刊。

这次策划绝对是本报报史上一次快速反应
大联动——

当年 5 月中旬开始策划，最后敲定 30 位
1977年考上大学的河南籍“幸运儿”作为采访对
象；5月20日左右，各路人马出动采访；5月底，组
稿完毕，开始安排、设计版面；6月 8日，以 16个
版的大容量隆重推出。

特刊就是特别行动。在这次策划运作过程
中，报社决策层、编辑部和采访部门形成了高效
衔接的大联动，不分“官兵”之差，人人有指标，
个个有任务，大家齐心协力要把特刊办好。

[ 马不停蹄奔四方 ]

时过境迁30年，人各一方，变化极大。寻找
采访对象，分摊采访任务，实属不易。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寻找采访对象是
办好特刊的起步。为此，报社充分发挥公共资
源、个人资源，联系敲定采访对象，最后锁定已
经联系上的 30位恢复高考首届大学生，作为采
访目标。

鉴于许多采访对象散居于天南海北，为提
高工作效率，报社打破分工，以熟悉认知对方为
前提，许多编辑干起了记者的活儿，远赴北京、
上海、南京等地采访。赴北京采访的“小分
队”，克服行、住、吃、打外围等各种困难，从 5

月 22 日到 23 日，两天采访了 3 位河南籍“老大
学生”。有的记者一周内承担了北京、郑州、新
密三地 5个采访任务，几乎人人都是白天采访，
晚上成稿。

[ 内容形式高规格 ]

经过不到 20 天的快速反应，2007 年 6 月 8
日，本报《我的 1977·高考恢复 30 年特刊》盛装
面世。

特刊从内容到形式可谓超规格、全面新、大
突破，如入“高端、大气、上档次”之佳境——

头版报心位置刊发导读，为特刊“广而
告之”；

从5版～20版，16个版面“交给”了30位1977
年考上大学的幸运儿，让他们重温那段激情
岁月，讲述他们被高考重新规整的命运。

第 5版“开启命运之门”作为特刊封面，枣红
色的底色，庄重高雅，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其余 15 个版面，每版安排两位“幸运儿”的
图文稿件，其中，大尺度的人物照片实现了郑州
日报有史以来的大突破，图文并茂，疏落有序，大
气厚重。

咱的特刊有力量。“海量”般的读者点评，特
刊以小故事重温难忘岁月，用大手笔诠释国运转
折，充分体现了党报风采和品位，值得一读，值得
珍藏。

碰巧的是，特刊推出当天也是高考日，报社
特意安排专人到各考点发放特刊。在郑州十九
中门口，考生家长施女士正在浏览本报特刊，她
激动地回忆：“当年我才16岁，一听到要高考了，
好高兴哦。”施女士在 1978年考上了大学，她说，
高考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她希望儿子也可以

取得好成绩。
“我把这篇文章看了 3 遍，因为它写出了我

的心声。”在郑州十一中大门口，韩先生对《495元
上完四年大学》一文深有感触。30年前的韩先生
只有20岁，考上大学之后，他靠4年勤工助学，完
成大学学业。“这30篇文章，浓缩了吃苦耐劳、勤
学励志的精神，应该代代传承！”

特刊勾起了许多过来人的美好回忆。在某
出版社工作的董先生说：“我 1977年参加高考
落榜，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就像特刊
所说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就是为一
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命运之门。”
董先生说，他一定会把这份特刊
保留下来，等到儿子高考的时
候，把这份特刊给他，让他学
习前辈们努力拼搏的精神。

□本报记者 张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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