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 年，大学毕业三年仍在“郑漂”的
我，怀揣对党报记者职业的向往考入郑州晚
报社，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一年前，与郑
报结缘 30年的我适龄退休，但在报社工作
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

刚入报社，我先做组版编辑，随后到新
闻热线部。可以搭起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我喜欢这
份工作。以新闻的形式为群众服务，做一名
称职的民生新闻记者，是我对郑报的感恩，
也是我的人生追求。

热线部要求记者必须24小时值班接听
热线电话，虽然有两名专职值班人员，但记
者必须和他们一起参与白天和晚上的轮流
值班，记者在岗车辆在位，可以随时赶到现
场。白天采访，我将年幼的孩子送到航海路
临时旧货市场三弟的摊位那里，往往晚上 9
点多才能接上孩子回家。虽然辛苦，当看到
第二天自己的采访变成一篇小小的豆腐块
时，就忘了累。当年我的采访报道曾得到郑
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促进一些
民生问题得以解决。

工作中，面对群众的期盼，我们会秉持
党报的责任，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尽己所
能促进相关问题解决。有一次，一位女士

拨打新闻热线，说家人在街头烤红薯的炉
子被没收并被过度处罚。热线部同事赵亚
军说：“即便不发稿我们也要去现场，行动
本身就是对事情的关注。哪怕是一点点亮
光，也要尽量照进群众心中，不让他们困难
时感到黯然无助。”我们一起去了现场，缓
解了当事人的激动情绪，并促使事情得到
较好解决。

当年，由于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发放不
太规范，逢收麦和过年前等节点，就会发生
堵路、上访讨要工资等过激事件。我们主动
联合郑州市劳动监察机构持续行动，两个月
时间采写报道 41篇，帮助农民工追回工资
2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陇海大院邻居互助的爱
心故事走过 50年，《郑州日报》的新闻马拉
松报道持续了 8年。对此，陇海大院的邻居
铭记在心。2014年底，受陇海大院邻居热
情邀请，我以陇海大院“编外居民”和郑州日
报记者的双重身份，一起到北京参加中央电
视台201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

今天，《郑州日报》迎来了 75 岁华诞。
静下心读一读这份散发着墨香的报纸吧，这
里有你和我的故事，有你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的故事。

笔端书写人间冷暖
安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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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自得方为贵
75年风雨兼程，75年薪火相传。75年郑报史，也是历代郑报人的奋斗

史。一代又一代郑报人为新闻事业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智慧心血，他们
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们中有的数十年坚守夜班，无

怨无悔；有的一线“抢”新闻，数次遇险；有的刚刚入行，满眼新鲜……正是他
们，用薪火相承、高举旗帜、躬身耕耘共同铸就了郑州报业的辉煌。今天，我
们一起来听听郑报人新闻追梦的精彩故事。

近 40年的新闻生涯，在郑报集团十多个采
编部门干过，体会最深的就是，做到“笔头向下，
关注身边”，新闻报道才有影响力、生命力，才能
赢得广大群众。

笔头向下，就是要把笔尖对准底层群众，多
写有闪光点的小人物，多反映群众的心声和呼
声；关注身边，就是以新闻人的敏锐，时刻关注身
边的变化，管中窥豹，以小见大，折射出经济生活
和社会变化。

1987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郑州晚报》“读
者今日来电”栏目接到西工房居民反映康复
中街一带断电四五天了，1400 多户居民苦不
堪言。原因是大风刮断树枝压断高压线，供
电局与绿化队扯皮，无人管。入伏的天没有
电 ，叫 老 百 姓 咋 过 ？ 我 迅 速 编 发 了 此 条 来
电。见报后居民来电称，断电依然。我又冒
着酷暑骑车前往现场查看，走访居民，采访
供电局营业所和二七区绿化队负责人，采访
市有关部门。次日《你有理，我有理，谁替群
众考虑考虑？康复中街断电已经六天了！》
一稿在一版显著位置见报，社会反响很大，当
天问题得到解决，供电恢复。

1981 年初，《郑州晚报》复刊，群工部每天

都要收到一麻袋群众来信，这体现了读者对晚
报的高度信任。我刚到群工部的任务，就是每
天拆读者来信，从中筛选有报道价值的线索，可
以见报的，核实后直接刊发《瞭望塔》《读者来
信》。1987 年 11月，晚报不断收到全省各地学
员的来信，反映郑州一些油漆沙发无线电之类
的学校在火车站地区乱拉学员骗人。我遂多次
到车站学校暗访，很快写出来信调查《“接待”骗
人牟利 败坏办学声誉》，在一版刊发，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市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查
处整顿社会办学，并出台相关规定加以规范。

民生报道要从身边的衣食住行入手，抓住时
机，做大做深做出影响。2002年，我负责郑州日报
《都市新闻》版时，曾收到记者孙志刚提交的新闻，
大概是交警查处了一辆无证接送幼儿园孩子的面
包车，8座车硬塞了25个孩子。我敏锐地感到，这
是个很有挖掘价值又带有普遍性的新闻。当即编
发头题《8座面包车塞了25个小朋友》，并马上同记
者联系，请他第二天再暗访三四家不同性质的幼儿
园，查看孩子接送车情况。次日，又把记者这篇暗
访报道《接送车大大超载》刊发头题，后续又商讨写
了多篇跟踪报道，市民家长叫好。这篇暗访报道被
评为当年中国晚报要闻大赛一等奖。

笔头向下关注身边
张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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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梭，转眼我从报社已退休数年。
回眸在报社工作的点滴时光，内心涌起无限
的感慨。

上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郑州晚报》
的复刊，我考进报社，正式迈入新闻从业
者行列，这一年我 22 岁。我先在副刊部
做编辑，再到群工处、工商处做记者，后又
创办漫画杂志《小樱桃》。一路走来，几多
收获，几许成长。

初到群工处做记者时，我很兴奋，认真
地向有经验的记者学习，从读者来信获取线
索，通过暗访先后采写了《蒙上阴影的胡辣
汤》《伪劣食品是儿童健康的大敌》等报道。
文章刊发后，领导批示、相关部门督促，不良
现象得以整改。初试锋芒，信心倍增。

1994年，我负责商业领域的新闻报道，
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亚细亚、华联商厦等商场
采访。我逐渐发现，知名的空调是广东产
的，饼干、水、饮料、服饰等几乎被南方生产
厂家“垄断”……琳琅满目的商场柜台上找
不到郑州产的名牌。对此，我心生疑问：为
什么没有郑州自己生产的名牌？经过不断

思考，一个采访主题很快明晰起来。最终，
长篇通讯《郑州，呼唤名牌》在《郑州晚报》一
版刊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郑州
大学新闻系的董广安教授打来电话，称赞报
道、给予鼓励；时任省委领导批示：“此文击
中郑州工业要害，建议文章继续做下去。”郑
州市为此把创造名牌当成一项战略任务去
抓。该报道最终获得中国晚报一等奖、河南
省“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此后，我在经济
领域继续采访深耕。

2009年，报社发展进入新阶段，需要新
业态的媒体融入。刚好《小樱桃》动漫人物
的创始人找到我，表示想跟报社合作创办一
本中国人自己的动漫杂志。在报社党委班
子领导的支持下，我和相关工作人员开始紧
张的筹备工作。2009年 6月 24日，由郑州
日报社主管主办的《小樱桃》漫画杂志问世，
我也有幸担任该杂志第一任社长……

如果说，我曾经在报社这个平台上有过
耀眼的瞬间，我要说：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
间都闪烁和流淌着报社各部门兄弟姐妹给
予的光和热！感恩时代，感谢你们！

岁月无声，时节如流，转眼间迎来了《郑州日
报》创刊75周年的喜庆日子。

我与郑报结缘，是在 1981年 1月 7日，那是
《郑州晚报》正式复刊的第 7天，头版头条刊登了
我在部队采写的《驻郑空军某部领导调动离休不
摆宴》的消息。此后，我每月都有多篇稿子在《郑
州晚报》刊登，并成为特约通讯员，与《郑州晚报》
结下了浓厚情谊。

1987年我结束了 15年的军旅生涯，没有回
江苏老家，而是转业到郑报。我庆幸和骄傲能成
为一名党报记者，十分珍惜这个梦寐以求的岗
位。当记者的岁月里，我全身心奋战在采访一
线，乐当“全天候”记者，甘做“新闻疯子”和“拼命
三郎”，义无反顾地抢“抓”新闻。

记得 2004年 6月 10日上午，突然接到一条
一辆无牌东风大卡车将一名 3岁女孩当场轧死
的线索，我迅速赶往事发现场。我们的采访车
行至郑州市森林公园向东一条较窄的公路上
时，为避让一辆正在倒车的面包车发生侧翻。
汽车在公路上侧滑了十几米远，我赶紧从车窗
处爬出，并将受伤的司机和另一位记者从车内
拉出。事故中，我的左手食指、右小腿等处受
伤。120 急救医生简单包扎后，我忍着伤痛赶
往现场采访，后又赶回报社，写完稿子《女孩惨
死车轮下》才下班。

我把报社当成自己的家，我热爱这个家，只
有写出“叫得响”的新闻，方能为报纸添彩。工
作中，面对险情我临危不惧，冲向现场，与他人
采写的消息《迎着枪口奋勇抓捕 4名民警血洒
绿城》，获 1999 年中国晚报“昨夜今晨”新闻大
赛特等奖。为了“抢”新闻，正在住院的我拔下
吊针赶赴现场；为了“抢”新闻，我推迟给住院的
爱妻送饭……

2007 年 8 月，《郑州日报》开设“记者在一
线”栏目，我决定去体验电力巡线工的“钻山沟”
生活。8月 9日是立秋后的第二天，“秋老虎”发
威。这天上午,年逾半百的我和郑州市电力公司
运行二队两位师傅来到巩义市大黄冶村头的玉
米地，巡查全长 6000米的高压线。玉米地里酷
热难耐，我的汗水不停地往采访本上滴，还流到
眼睛和嘴里。我差点晕倒在玉米地里。越过一
个个沟壑、一条条田埂，艰难绕行 25公里，我们
完成了巡线任务。我连夜赶写出《荒郊野岭，一
日绕行25公里》的体验式新闻，还配发了巡线时
的照片。夜班编辑对此文予以肯定。读者评价
说：“这种扎实的采访作风，使党报和基层读者的
心贴得更近”。

感谢记者生涯，更感谢郑报为我提供了展示
身手的平台，让我把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发挥到极
致，用毕生精力去实现心中那份神圣的新闻理想。

只为心中的那份新闻理想
陈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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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郑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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