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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妙笔书清韵 墨透纤毫染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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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全国媒体目前正处于低谷，而郑
州报业集团却蒸蒸日上，特别是近年
来，郑州报业集团的“四全媒体”建设
受到全国媒体的瞩目。我认为，这得
益于郑州报业坚持媒体改革，2002 年
的《郑 州 日 报》恢 复 出 版 和《郑 州 晚
报》全新改版是郑州报业坚持改革的
一个缩影。

21 世纪初，同城媒体竞争日趋激
烈。在郑州市委的支持下，郑州晚报社
党委经过调研，决定恢复出版《郑州日
报》，全新改版《郑州晚报》。

报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
争，为了办好《郑州晚报》，报社面向全国
广招英才，立刻引起省内外各方关注，吸
引了四面八方的传媒精英。经过严格的
初试、笔试、面试三关，组建了一支高素
质的新闻创业团队。

磨刀不误砍柴工，报社没急于立即
出报，而是将近 200人拉到北京，在首都
进行了为期 1 个月的封闭式培训，把队
伍打造成“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新闻
铁军。

我们采编人员进驻中国地质大学，
这里的学生宿舍不够用，不少男同志发
扬风格，主动要求住在地下室。

当时大家都是抱着办一份最好的报
纸，做最优秀的新闻人的心态来学习的，

所以都以苦为乐，毫无怨言。我们邀请
到方方面面的 40多名专家学者讲课，每
天上午、下午都上课，早上还要进行军
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但每个人的热情
都是那样高昂。

距离《郑州晚报》正式出报的日子越
来越近了，在社党委的指导下，编委广泛
汲取多方意见，精心策划，改对开12版为
四开 48 版，A、B、C 三叠，8 个本地新闻
版，保证天天有新闻。特别是 5月 30日
改版第一天，因世界杯扩版到56个版，加
上 100 版特刊，当日共 156 版。取名为
《倾城之恋》，也蕴含了这份报纸和这座
城市的深厚情感。

2002 年 5 月 30 日，全新改版的《郑
州晚报》横空出世，在郑州引起轰动，十
分畅销，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0.5
元一份的《郑州晚报》被炒卖到每份2元、
4元，甚至7元、10元。

社党委信心十足。此前，《郑州晚
报》对开 8 版报纸；从那之后，《郑州晚
报》以 非 凡 的 激 情 关 注 社 会 热 点 ，以
敏锐的视角探索都市现象，以全新的
理念、全新的设计、全新的内容，为读
者提供日出彩色四开 48 版的“新闻盛
宴”，引领河南媒体进入厚报时代，《郑
州晚报》的品牌更加深入人心。

（姚辉常 整理）

《倾城之恋》献真情
王大顺

《郑州晚报》而立之年，我走近她的
身边。那年，我26岁。

我是“文革”中毕业的初中生，学历
不高，生活阅历却不浅。亲历过五十年
代的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六十年
代，随着父母到“五七”干校；七十年代，
下乡当“知青”……

报社是我人生最后的落脚点。
1980 年 10月，“文革”中停办的《郑

州晚报》（现在的《郑州日报》）复刊。我
和来自郑州不同单位的十几位男女青
年，考进报社，当了记者。

到报社没几天，就跟着老记者采访
一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他俩一问一答
地谈着，我在采访本上匆匆地做笔记。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与工程师告别。

老记者对我说：“你写篇通讯吧。”
我顿时蒙了。什么叫通讯？怎么

写？又不好意思问，只是茫然地点点
头。回到家，我心急火燎地找到一本有
关新闻知识的小册子，对照着报纸才弄
明白，通讯是比较详细、生动报道新闻事
件和人物的新闻样式，有点象自己平时
爱看的报告文学。我翻出《哥德巴赫猜
想》《奇异的书简》几篇报告文学，细细地
读了几遍，再独自找那位工程师攀谈了
几次。然后，写写改改，几易其稿，才算
完成了我的“处女作”。

报社是我人生的大学，我在这里学
习、实践、“扫盲”，追逐梦想。

进报社3年后有了儿子，家里的书柜
里多了些如何哺养、教育孩子的书。希
望自己在当好一个记者的同时，也能当
一个好母亲。

一次，我专访一位儿童心理学家，采
写通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稿子见
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就和跑
教育的女记者一起去郑州互助路小学组
织小学生座谈，想听听被教育者对教育
他们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孩
子们争先恐后地举手发言，天真又可爱，
谈了许多父母平时不留意、孩子们很在
意的事情。我们感触很深。

很快，专稿《让孩子给你打个分吧！》
在社会上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响。读者纷
纷打电话、写信，有的赞同，有的质疑，还
有的谈教育孩子的一些烦恼。我们又先
后召开了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采写
了《爸爸妈妈的苦恼》和《愿父母都成为合
格家长》两篇通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
面，探讨新时代家庭教育的误区和对策。

我没有想到，《让孩子给你打个分
吧！》竟然获得 1986 年全国好新闻一等
奖。这是一位母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
意外收获，也是《郑州晚报》送给一位记
者的最高荣誉和奖赏!

《郑州晚报》圆我梦
李 青

20世纪90年代前后，报业得到了空前
的发展。《郑州晚报》也经历了小报变大报，
铅印变胶印，激光照排，彩色印刷，上午下
午分开出版，《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分开
等重要发展阶段。我是《郑州晚报》彩色
印刷的重要当事人，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1993年新春伊始，报社党委决定《郑
州晚报》实行全彩印刷。这时候，报纸已
经经过了一次扩版，即由对开四版扩大
为对开八版，获得市委和社会读者的广
泛好评，发行量达到了20多万份，广告收
入连续翻番，但是印刷的瓶颈始终得不
到解决，购置新的印刷机器势在必行。
是国产机还是进口机，党委进行了多次
讨论，最后决定购买美国罗克韦尔公司
和日本共同生产的大都市二型彩色印刷
机。这在当时是个高级玩意儿，印刷速
度达到每小时 7.5 万大张，而且色彩缤
纷，图片清晰。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按照
当时机电产品 47%的进口关税税率，报
社得再出近700万元，这可相当于半年的
广告收入哇。但党报又不是普通的工商
企业，按规定可以给予一定照顾，得到郑
州海关的首肯，党委指派我和杨长信、李
萍、李彦斌去向海关总署和机械工业部
申报，经过我们的陈述和努力，海关总署
终于同意给我们免去全部关税。

当年 7月，我和杨长信、李萍到上海
监运机器装车，7月的上海真热，我们在
码头和汽车公司之间奔波，终于把那个
大家伙装上了超大型平板汽车，我们才
松了一口气。

机器在组装时还有一些小插曲，帮助
安装机器的是日本4个技术工人，为了让
日本人感到亲切，经常接触的工作人员都
学了几句日语，一次一位工作人员见到他
们进门，一慌，顺口来了句萨优那拉，这是
再见的意思，说得几个日本人立即蒙圈。
日本人干活是很细致的，凡是接口处都用
砂布反复打磨，用手摸不到毛刺，再戴手
套摸着不挂才开始对接，就这样还是让杨
长信抓住毛病，有一次把一个日本技术工
人都急哭了。为了安抚他们的工作情绪，
报社也给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到8月底安
装完毕，并且一次试车成功。

对报纸的彩印工作市委非常重视，9
月 2日那天，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天
宝亲临现场，给报社的同志说了很多鼓
励的话，并按动了开印的电键，彩色印刷
机飞速旋转，彩色报纸的瀑布奔涌而出，
赢得了在场同志们的热烈掌声。

自此，《郑州晚报》以精美的彩印大
报挺立中原。由于积累了长期彩印的经
验，《郑州晚报》以及《郑州日报》的印刷
质量一直占据全国前几名的位置。

彩印大报诞生记
王家坤

今年 7月 1日，郑州报业集团迎来创
刊 70周年纪念日。我与郑报，也有许多
故事值得书写，以此庆贺她的生日。

我与郑州报业集团的缘分始于1984
年前后，那时的我刚刚出道当作家，当时
《郑州晚报》的副刊编辑对我这个初出茅
庐的小作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帮助，
编辑经常向我约稿、帮我改稿。在他们
的帮助和指点下，我的写作很快走上了

“快车道”。这突飞猛进的进步，离不开
编辑的悉心指导、热心帮助。时至今日，
我仍然心怀感激。

此后，我在文学之路上取得了一些
成绩，每每有重要作品出版时，《郑州日
报》《郑州晚报》都会给予不吝版面的报
道和连载。除了给予我个人及作品的报
道支持外，在我 2006年担任建业足球俱
乐部董事长期间，《郑州日报》《郑州晚
报》也十分关注建业足球的成长，用大量
笔墨书写这支球队的发展、用精彩文字
为球队加油助威。

而最让我难忘的，当属 2004年我担
任建业集团副总裁期间，与《郑州晚报》
联合策划打造的“建业森林半岛羊皮
卷”，这一地产营销案例至今也是被人们
津津乐道的成功案例，开创了郑州房地
产广告界的先河——

那年，作为一名作家，我正在建业集

团体验生活，为创作积累原始素材，同时
主管营销方面的工作，当年我的重要工
作之一，就是让建业的高端领跑产品
——建业森林半岛一鸣惊人，而这显然
离不开媒体的助力。当时郑州同城纸媒
的竞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我几乎是没
有犹豫就选择在《郑州晚报》投放“建业
森林半岛羊皮卷”，那天《郑州晚报》用了
50多个版的体量，图文并茂、全面详细地
介绍了森林半岛地产项目。当天报纸一
出，立刻震惊了整个传媒圈、地产圈。

近 40载时光，我与郑州报业集团有
过太多太多的交集，郑州报业集团一直
在用文墨默默支持着我，一代代的郑报
人，成了我可以把酒言欢的朋友。而只
要是郑报有需要，我也有求必应，我曾经
多次参加报社策划的活动，不图名，也不
为利，就为了我们这几十年来积淀的深
情厚谊。

作为郑报的老朋友，我也一直很关
注报业集团的发展。二月河生前，我曾
陪他一起到报业集团参观，在融媒大厅
里看到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先进的
全媒体采编系统的运营、年轻而有活力
的记者团队、现代化的媒体传播技术与
途径……此情此景，让我惊叹；郑州报业
集团近几年的跨越式发展，更让我这个
老朋友为之自豪！ （秦 华 整理）

联手郑报写商战
张 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