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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墨多情似故人

小时候，农村获得外界资讯的途径有二，
一是收音机，二是电视。直到上初中，父亲当
上村干部，为了追电视连续剧《陈真》，偶尔拿
回家几张《郑州日报》，我急不可耐地看报纸
副刊上连载的《陈真》剧情的同时，也对报纸
上刊登的优美文章与各类新闻报道情有独
钟。那时我三叔在一个乡镇工作，他经常鼓
励我：“好好写文章，争取让我在《郑州日报》
上看到我侄子的文章。”那时我没胆向《郑州
日报》投稿，倒是在初三时终于有一篇文章在
我们县的小报上发表。

心头萦绕着在《郑州日报》上发文章的梦
想，一晃我已大学毕业，并在登封某委局上
班，开始有小稿件在省内行业报纸上刊发。
慢慢有了自信，一次见到一个乡镇的通讯员
发来的报道，说他们乡镇春节元宵节期间组
织民间文艺汇演。我心头一动，添油加醋地
写成这个乡镇组织民间文艺比赛，发给了当
时《郑州日报》在登封驻站的赵新蛟老师。第
二天赵老师打电话给我，先肯定了我对新闻
的敏感，接着对我提出批评。原来他收到我
的稿件后打电话给那个乡镇，才知道他们确
实组织了民间文艺汇演，却没有组织比赛。
赵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新闻报道的生命在于

真实，今后写新闻一定要深入采访。”我十分
惭愧，随后和那个乡镇进行沟通，希望他们第
二年丰富一下民间文艺汇演的形式，到时我
去采访。第二年“双节”，我到该乡镇采访，不
过写出的报道没好意思再发给赵新蛟老师，
只发给了行业报纸。没想到，《农民“梨园春”
火爆宣化镇》这篇报道荣获当年河南省人口
好新闻三等奖。

后来借调登封市委宣传部新闻科 3 年，
到乡镇工作 4年，又回到登封市委宣传部工
作至今，我坚持从“高度、深度、角度”三方面
下功夫，在《郑州日报》等媒体刊发大量报
道。新闻写得多了，心里终于痒痒难耐，托
人把散文《在嵩山等一等灵魂》转交《郑州日
报》副刊“郑风”的编辑老师。不久，文章一
字不改地在“郑风”发表，编辑老师还亲自给
我打电话，要我今后直接发稿给他，便于交
流。至今，我在“郑风”发表了不少散文，很
多散文的标题和文句，编辑老师都和我有深
入的交流和切磋。

作为县市一名资深新闻宣传工作者，《郑
州日报》有很多我尊重的编辑和记者。而
《郑州日报》本身，即是我深交多年的老师和
好友！

我与《郑州日报》的缘分，始于1999年。
1999年 2月 9日，《郑州晚报》（2002年改

版为都市报，《郑州日报》同时恢复出版）第10
版“青春”栏目刊发了我的拙作《平平淡淡才
是真》。不足 300字的“豆腐块”，却让我开心
了好长一段时间。当年的 3月 30日、8月 14
日又陆续发表了我写的《心太软》和《黑马王
子》两篇文章。

尽管文笔幼稚，却浸透了我对写作满腔
的热爱。那年，我21岁。

之后，2002 年 11 月 15 日，我的文章《家
教故事》在报纸第 11 版“众生相”栏目发
表。2005 年 6月 7日，我的文章《母亲，因为
有你……》在第 14版“家庭”栏目发表。

我小心翼翼地写下每一个文字，把文学
之梦揉进浅浅岁月。我无比坚信，也一遍一
遍鼓励自己，有一天，能梦想成真。

然而，我以为的坚持，终是败给了现实的
鸡零狗碎，那几篇文章发表之后，很长的一段
时间我没有写出只字片语。我开始怀疑自
己，迷茫和彷徨，直抵心扉，似乎没有了前进
的勇气和力量。用文字累积的世界始终是一
处触摸不到的风景，我的世界已山重水复，看

不到来路，也找不到归途。工作也是平平淡
淡，守着一方科室一待就是十几年。

一个偶然机遇，我下了乡，到一处偏远的
乡镇工作。仍是偶然，《郑州日报》驻中牟县
记者站的卢文军老师到我工作的地方采访，
我们一见如故，极为谈得来。得知我的境
况，他建议我从通讯员做起，给《郑州日报》
写稿子。他说，《郑州日报》最关注基层“烟
火气”。

或许，这真是缘分吧。我又一次与《郑州
日报》相遇，她就像一束光，照进我眼眸，重新
点燃我对文字的热爱，还有对梦想的期望。
我又一次拿起手中的笔，将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所悟，都付诸笔端，细细讲述新时代
乡村的人和事。

基层一线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感谢《郑州
日报》给予我的指导和引领，让我认识了许
多人、想通了很多事，有了许多不一样的收
获，也让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脚下沾有多
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句话所蕴
含的意义。

缘分使然，感恩遇见，衷心祝愿《郑州日
报》一路繁花，越办越好。

我与《郑州日报》的缘分
李少波

当早晨的缕缕清风穿过纱窗吹到书桌，
倒上一杯热水，轻轻铺开当天的《郑州日报》，
慢慢品读。这样的习惯，于我来说已经有 34
年了。

往日的一切，仿佛都在昨天，这一守护就
是岁岁年年。与《郑州日报》的情缘，始于20世
纪9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那时，改革的春风正
荡漾在神州大地，处处勃勃生机。一天，我有
感而发，便写了一篇短文《走出困惑的漩涡》，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通过邮局寄给了报社。
没想到 20多天后，文章竟在报纸第二版发表
了。手捧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郑州日报》，盯着
赫然醒目印在上面的我的名字，激动得久久待
在原地。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深深爱上了这张
报纸，成了她的热心读者、忠实通讯员。

由于在《郑州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学校毕业分配，我受到了用人单位青睐。最
后我决定去县电业局，并被安排到炙手可热
的办公室，当了一名文秘人员。为了提高思
想水平，增加知识量，拓宽视野，阅读《郑州日
报》自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作。那时，每天早
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报，首先浏览一遍，然后
认真细读、学习政策、掌握信息，重点内容还

提笔画线，或标注说明，有时还要剪报收集信
息。阅读《郑州日报》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
人，让我的生活轻松而舒适。

坚持用好《郑州日报》，则使我的人生步
履铿锵。1992年 10月，我被选拔到县委宣传
部工作，职责是对外宣传，《郑州日报》是我重
要的工作对象。平日里，大到全市重点工作，
小到普通人的感人之举，都一一认真地写出
来。一篇篇消息，一个个专访，营造了一方舆
论氛围，促进了专项工作开展，记录了一段历
史。每年我会定期与驻地记者一起，围绕中
心任务，精心策划组织几次重大宣传活动，有
声有色的宣传，树起了地方新形象，推动了经
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新媒体迅速发展，特别是移动媒
体强势崛起，这使得报纸等传统媒体面临挑
战，一些人不再看报，天天刷手机，而我始终
坚守《郑州日报》等党报党刊。我坚持认为，
正是由于报刊的深度报道、典型宣传和优秀
文章，丰富了网络平台的内容。我将把自己
与《郑州日报》的亲密友谊传承下去，鼓励青
年朋友读报、用报，做一名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时代的优秀公职人员。

三十余年的守护
李绍光

我 和《郑 州 日 报》的 缘 分 始 于 工 作 。
2007 年 ，刚 迈 出 校 门 的 我 ，怀 着 对 新 闻
宣 传 事 业 的 热 爱 与 憧 憬 步 入 了 宣 传 部
门。 10 多年来，我见证了《郑州日报》的
蓬勃发展，也在《郑州日报》的帮助和支
持下不断成长。

一直以来，《郑州日报》《郑州晚报》都
很关注上街区的发展，围绕民生热点、高
质量发展、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等主
题，刊发多篇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记者
编辑的严谨作风和敬业精神，更让我深受
感染。无论是深夜的加班加点，还是节假
日的坚守岗位，都展现出了新闻工作者的
责任与担当。这种精神，也激励着我不断
追求卓越。

最让我难忘的是，2017 年，为扩大郑州
航展的影响力，《郑州日报》的记者编辑不辞
辛劳，与我们一起加班查阅各类时事热点，谋
求突破。恰逢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即将举办，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一篇以

“一场蓝天之约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郑州上演”为主题的通讯报道在《郑州日报》
刊发，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引发了热烈反响，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进行了预热。四届郑州航展，郑
州报业集团用多个版面、千余篇稿件对郑州
航展盛况进行了宣传，先后策划了“郑州通航
产业在‘一带一路’中继续前行”“春天里的蓝
天之约”“空天猎”等报道，扩大了郑州航展的
影响，也让上街这座美丽小城再次吸引人们
关注的目光。

与《郑州日报》结缘的 17年，有太多的感
动、太多的温暖。关注热点、解读政策、情系民
生……岁岁年年，这份报纸记录着城市变迁，
见证着社会发展。无论是历史的沉淀，还是现
代的繁华，都通过她成为这座城市宝贵的记
忆。翻开这份报纸，总能感受到温暖与亲切。

如今，《郑州日报》迎来 75 岁生日。祝
愿《郑州日报》在新时代谱写新华章，再创
新辉煌。

75年砥砺奋进，75年春华秋实。从“铅与火”“光与电”到
“数与网”“云与智”，尽管技术在不断迭代更新，但无论是打开
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报纸，或是轻松点开手机上的客户端，《郑
州日报》就如一位老朋友，亲切依然。一路走来，我们离不开

社会各界的支持，离不开忠实读者的陪伴，其中，奋战在各行
各业的通讯员，为我们传递最鲜活的新闻线索，提供内容充实
的“原材料”。

今天，我们邀请几位代表讲讲他们与《郑州日报》结缘的故事。

深交多年已为师
韩心泽

携手同行书华章
穆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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