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志立

河南平顶山人，喜欢写
写画画，习作散见于《河南
日报》《教育时报》《平顶山
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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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不少人都说我是“写家儿”，
但他们不了解我对阅读的狂热。这其
中，《平顶山晚报》是我最喜爱的报刊
之一，而且对我的写作之路也产生很
大的影响。

起初读晚报，更多的是欣赏。总
以为：写稿子的，不是记者就是作家，
咱啥都不是，那就好好当老师。于是，
我把晚报上的优美语句摘抄下来自己
品，然后再推荐给学生用。

时间长了，想在晚报上“发一篇”
的种子发芽了。我发现，晚报就是办
给老百姓看的，发的稿件也大多是跟
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终于有一天，我吃了豹子胆，说是
骑自行车带自家小姑娘“兜风”，实际

上是给晚报投稿去了。在报社门口看
到和邮局差不多的投稿信箱，连问也
不敢问，塞进去扭头就走。

非常惊喜！这篇稿子后来被“家庭”
栏目采用了。编辑林卫东，题目是《女儿
的“古筝”》。那一天，是2006年3月16
日，星期四，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有了这么一次经历，激情宛若汽
油被点燃。刷刷刷，《女儿去了WC》一
气呵成，我这次的投稿目标是晚报的
副刊版。为了追求成功率，写完并没
有匆匆忙忙去报社，而是放进抽屉沉
淀了几日再读再改，循环反复几次才
放飞。结果真的又被采用了，编辑杜
跃磊。

就这样，薄薄的一层纸，被两篇习

作捅破了，写作的劲头更足了。《车上
有老师》，编辑董佳理；《父亲》，编辑吴
琪；《一棵小白杨》，编辑刘稳；《凝望》，
编辑王会静；《家在滍阳街》《冬天的不
期而遇》等20多篇习作先后在晚报发
表。而那些从未谋面的编辑老师，更
是给了我满满的信心与无限的力量。

心窗打开了，放飞的风筝也飞得
更高更远。此后，我又在《光明日报》
《河南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教育
时报》《新课程》《德育报》等10多家报
刊发表作品。

我一直想，假如没有晚报编辑老师
无私的鼓励与帮助，我还会有今天吗？
肯定地说，没有！在此，我把敬意献给
晚报每一位辛勤敬业的编辑老师。

《平顶山晚报》让俺成了“写家儿”

我与《平顶山晚报》结缘可以追溯
到20多年前。20多年来，我分发过、征
订过晚报，一些文章还在晚报上刊登
过，和晚报记者一起采访过的那些人、
接触过的那些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晚
报无声的爱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回
忆。

我在社区工作时，有一次看到小
松涛和母亲来社区办事，让他去屋里
等，小松涛含糊不清地说：“叔叔，屋里
地方小，我在外边等。”

这孩子得了脑瘫，说话不清、吃
力，而且慢。他父亲看管车棚收入微
薄，母亲工资低，一家人的日子在煎熬
中慢慢走过来。社区能做的就是给小
松涛政策上的照顾，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的医药费越来越多。

小松涛在母亲十几年如一日的照
顾下逐渐好转。我被这家人深深感
动，写了一篇题为《母爱的力量》的散

文，刊登在2014年8月 1日的晚报副刊
版上。晚报记者杨元琪看到这篇文
章，通过几天的深入采访，图文并茂地
刊发了通讯《宋云霞：“如果我不在了，
儿子怎么办？”》，写出了《母爱的力量》
的升级版。

突然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说他看到晚报报道的小松涛的事迹，
想过来看看。爱心人士入户了解实际
情况后，给小松涛买了很多日常用品，
还留下了一些钱。慢慢地，来看望小
松涛的爱心人士越来越多，小松涛家
门口和卫生间装上了扶手，有人送来
了锻炼臂力的哑铃……在晚报报道的
影响下，如潮的关爱向这个家庭涌
来。

父母悉心照顾，小松涛刻苦锻炼，
上楼梯从妈妈背、妈妈扶到自己扶着
扶手上，打破了医生的预言。

社区居民王秀芝的事迹被晚报

连续报道，《一句承诺成就一段没有
血缘的“母女”情》《她为乡邻养老送
终 大爱感动众人》《道德模范王秀芝
收到过节礼物》3 篇文章，让大家深
刻了解了王秀芝是怎样被社区推荐
评选为平顶山市第三届孝老爱亲道
德模范的。社区居民岳朝斌调解邻
里纠纷，在家中成立老年人读报、看
书、唠嗑“开心俱乐部”，号召居民“文
明生活”，带头处理楼前楼后堆放的
杂物……一篇《岳朝斌用心成就“全
省幸福家庭”》的报道，解读了他家获
评2017年河南省卫计委首批“全省幸
福家庭”的缘由。

《平顶山晚报》秉承“记录昨天，服
务今天，影响明天”的办报宗旨，让我
从一篇篇无声的报道中感受到了人间
大爱。一个个身边的榜样传播着真善
美、传递着正能量，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向上、向善。

无声的爱

城事是小巷市场里的买卖声，是
万家厨房飘出的饭菜香味。走过30年
的《平顶山晚报》，是城市的眼睛，扫
描、筛选出每天闪亮的故事，恰如带着
这座城的心跳走进千家万户，让城事
家喻户晓。

除去在外省读书的那几年，我目
睹了这座城市50多年来的变迁，晚报
也从无到有，与城同行 30 年，我遇见
晚报很早，每每忆起，情不知从何而
起，那些往事，成了我难忘的回忆。

在《平顶山工人报》工作的最后一
年，那是一个下午，晚报负责人约我过
去，要我到晚报做采访工作，那时晚报
刚起步，正是都市报红火的时候。随
后，记者部主任徐肖冰给我安排了近
期采访的重点，当时要树再就业、创业
带头人榜样，我满城寻访成功的再就
业典型，写了大量反映下岗再就业、创
业的典型人物，发稿我用了别名。

此后的半年里，我一边在原单位
上班，一边骑着单车穿梭于大街小

巷，忙是真的，但年轻，不觉得累，只
是时间越来越排不开，分身无术的我
慢慢忙在单位，少了采访。那期间，
我写的市总工会的新闻稿件大量出
现在晚报上，其中有一个月我撰写刊
发了 8 篇稿子，头版头条就有 3 篇。
我还和晚报商量设立工会栏目，专门
刊发反映工会工作的稿件，并得到晚
报同意。能写出大量工会新闻，不是
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是工会的确有
很多值得写的地方。正像当年徐肖
冰所说：“在市总工会发现了新闻富
矿。”

在工人报工作的 10年里，我的许
多新闻稿件也发表在晚报上，其中，我
市开展的万人帮扶等新闻稿还上了头
版头条。至于给晚报记者提供诸如

“疫情期间的海外鹰城人”“捐资助学”
等许多新闻线索，不是出现在晚报头
版头条，就是被整版刊发，这些也都成
为我与晚报的难忘回忆。

最近两年，大概是明显感觉“岁岁

花相似”的时光匆匆，或是到了“年年
人不同”的年龄，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
和眼下，“逢秋悲寂寥，秋日胜春朝”的
追光心态随之而起，我开始写一些散
文，因为题材多是身边的事、物，多投
稿给晚报的副刊版。《精神坐标劳模
园》《风过文化宫》《文化宫的冬杉》《单
位的全家福》《有生命的土地》《望梅》
等散文在晚报上刊发，让我与晚报密
续新缘。

工作上的接触让我和晚报的一些
编辑记者成了朋友，我评主任记者职
称时，就多亏了晚报朋友的帮助，他们
多次在电话里一步一步指导我，这是
我的幸运，幸运遇上了晚报。

晚报走过 30年，我也读它 30年，
它如良师益友，陪伴我生活工作的方
方面面。

《平顶山晚报》带着城事，照亮城
市生活，庄子说“美成在久”，走过30年
的《平顶山晚报》，用日日新成就日久
弥新。

我城我事

作者：陆新义

河南许昌人，生长在平顶
山市，在市总工会工作。文
章、诗歌散见《工人日报》《中
国建材报》等。

作者：邱利刚

河南平顶山人，长期从
事社区基层工作，文学爱好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