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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①

55

年前，一批风华正茂的焦作报人在几间简陋狭小、很不起眼的小平房内，创办出了第一张《焦作日报》；

29

年前，又一代焦作报人搬

迁到老市委办公楼上，克服通信、印刷、采访、编校、工作、生活等困难，以奋发有为、团结协作的敬业精神，创办出了复刊后的《焦作日报》。

如今，新一代焦作报人在崭新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里正沿着前辈的足迹，以朝气蓬勃的活力、年轻有为的干劲创办着更加鲜活、富有现代气

息的《焦作日报》。

55

年，《焦作日报》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凝聚了一代代报人的心血和汗水，《焦作日报》从诞生到成长壮大，办公地点先后四次搬迁，

真实地见证了《焦作日报》的历史足迹和发展繁荣的变化。几间小平房、老市委大楼五楼、山阳路独立的焦作日报社大院、人民路现代化的

报业大厦，每一次变迁，都真切地反映着《焦作日报》的一次次大跨越。

本报记者 李新和 王水涛

这是一张老黑白照片， 约有

4

英寸，颜色有些复古发黄，白色边框

有些发毛，照片上是《焦作日报》创

刊初期采编人员的合影， 特别是他

们身后那幢尖顶房子的背景衬托，

都显示着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有些

年头了。

“这张老照片是《焦作日报》创

刊初期，也就是

1961

年我们在原英

福公司高级职工住宅前的合影，我

们照完相后，《焦作日报》就停刊了。

这张照片能珍藏到现在，可以说，我

对这张照片倾注了很深厚的感情，

平时没有事时， 拿出来和几个健在

的老同事看一看！ ”今年

75

岁的华

秋娴老人虽然年事已高， 但她精神

矍铄，身板硬朗，特别是回忆起《焦

作日报》创刊初期那段历史，她依然

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看着这张发黄的老照片， 端详

着照片上的几位老同事， 华秋娴老

人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那是

1957

年

7

月

2

日，对《焦

作日报》来说，那一天是个喜庆而特

殊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第一张

《焦作日报》正式诞生了。

“《焦作日报》诞生的地点当时

位于现在的新亚商厦附近的一幢房

子内。

1958

年年初才搬到老焦作宾

馆东小院（现在的三维商业广场）的

原英福公司高级职工住宅。 这张照

片上那幢尖顶房子就是原英福公司

高级职工住宅， 尖顶房子是这幢房

子的大门，其实里边是平房。进到这

幢房子里边，中间是一条走廊，两边

是房间。 报社当时就在这幢房子里

边靠门口的两边房间里办公， 左边

是一间大办公室， 我们二十来个编

辑、记者，不分科室，全部在这间房

子里集中办公， 右边是总编等领导

的办公室，再往里边，住的人就很杂

了。当时，因为以前住在这里的人没

有腾干净， 这幢房子里看上去很杂

乱、很脏。 ”华秋娴一边说一边比划

着，“我们当时办公条件非常艰苦，

办公桌就是那种带三个抽屉的，椅

子都是木头凳子， 有的坐上去还吱

吱响。 ”

1957

年

10

月 ，《焦作日报 》创

刊初期， 当时正在焦作煤矿中等专

业学校教语文的华秋娴老师因为在

大学时学习的是编辑专业， 她被调

到《焦作日报》当了副刊编辑。 由于

当时焦作市煤矿工业比较发达，主

要以采煤为主， 所以报纸报道的重

点仍然是以煤矿生产为主要内容。

为了能够及时采写报道， 几个记者

分成了几个小组， 常驻中站和马村

几个煤矿。

提起当时编辑排版的情况，华

秋娴说， 当时我们编辑部有一个叫

王乃宇的非党人士， 他是旧知识分

子，文字水平比较高，我们就把稿子

都交给他，由他编辑、校对、排版。

说到这里， 华秋娴老师又开始

端详照片中的自己。那时，她还是一

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

她说， 焦作日报搬迁到原英福

公司高级职工住宅内办公时， 条件

稍好一些，报社有了自己的小食堂，

平时工作、值班可以在小食堂吃饭。

虽然条件稍有改善， 但当时国家整

个形势都不太好，粮食奇缺，吃不饱

是常有的事。 “当时国家很困难，粮

食供应不上 ， 食堂的饭根本不够

吃。 ”说到这里，华秋娴用十分惋惜

的口气给我们说了一件当时很痛心

的事。

她说，记得当时有一个校对，个

子比较高大，他每次吃饭都吃不饱，

经常饿着肚子工作。 一次， 下夜班

后， 这个大个儿校对就偷偷到食堂

找东西吃，没想到被人发现了，第二

天就被反映到报社，为此，这个大个

儿校对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处分。

当国家困难时期到来的时候，

1961

年，在国家整个大形势的影响

下，由于新闻纸紧缺，除了省报保留

外， 全省各地市报纸全部停刊，《焦

作日报》 从总编到编辑记者也都各

奔东西。华秋娴因为有文艺特长，被

调到市教育局工作， 没有过多长时

间， 又被调到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 当“文化大革命”即将开

始时，她又被调到市文化局剧目组，

负责写现代戏。随后，又被下放到新

河农场劳动， 之后又到市豫剧团干

了一年多， 才又回到文化局， 紧接

着，由于工作需要，她又被抽调到工

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 直到

1983

年，《焦作日报》复刊时 ，她才

重新回到了报社。

本报记者 李新和 王水涛

1961

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 ，由于

新闻纸紧缺，迫于无奈，《焦作日报》不得

不停刊， 工作人员也被调离到其他工作

岗位。

1982

年，中共焦作市委作出决定，

恢复《焦作日报》。 原来的一些焦作报人

陆陆续续重新回到了报社， 加上一些刚

毕业的大学生和部队转业军人，又是

30

多个人相聚在了一起，开始筹备创办《焦

作日报》。

当时，老市委只有三层办公楼，几个

部门在一起办公非常拥挤，很不方便，于

是， 经过请示市委， 办公楼又加盖了两

层，变成五层，在办公大楼五楼的东边，

给焦作日报分了

8

间房供办公使用。

说起在这里办公的日子， 华秋娴和

张成山两位老报人印象都很深刻。 华秋

娴在复刊后回到报社担任副刊部副主

任，然而，这时的她已经

40

多岁，人到中

年了。张成山也刚从大学毕业，从市委宣

传部新闻科刚分到报社。

当时，对报社全体人员来说，可谓一

张白纸，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购买的办公

桌还是老式的带三个抽屉的办公桌，椅

子也是老式的木质椅，时间长了，这些桌

椅腿也开始松了， 有的椅子坐上去还有

些摇晃。由于办公条件有限，华秋娴依然

只能和科室成员坐在大办公室一起办

公，办公桌都是面对面摆放着。桌上经常一摞一摞堆放着各种报纸和

资料，摆放着剪刀、胶水、糨糊、透明胶布、钢笔水、笔筒、稿签、稿纸

等，这些普通的办公用品就是编辑的全部家当。 地上、墙角也堆放着

旧杂志、旧报纸以及一些物品。 办公室窗户也是过去那种木质窗，向

外开的那种，时间一长，窗户玻璃胶也脱落了，窗户玻璃蒙上了一层

厚厚的灰尘。

“尽管条件还是很艰苦，但比在原英福公司高级职工住宅和原焦

作宾馆东小院办公强多了，毕竟这时的报社才有些正规，大家办报的

热情很高，心比较齐，劲头也比较足。因此，无论干什么工作都从来没

有嫌苦嫌累嫌脏过。 ”华秋娴笑着说。

小平房里诞生第一张《焦作日报》

老

市

委

办

公

楼

：

复

刊

后

的

新

起

点

本报记者 李新和 王水涛

在借来的房子里工作了

3

年之

后，《焦作日报》 迎来了崭新的发展

时期， 焦作日报社在市委的大力支

持下， 独立的办公大院在山阳路拔

地而起，这里不仅成为《焦作日报》

的新家， 也成了当时山阳路上的一

个新标志。

1986

年，崭新的焦作日报社办

公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办公大楼功

能齐全，偌大的会议室、供职工休闲

的娱乐中心、单身宿舍、食堂、暖气、

澡堂， 一应俱全， 有时还能放放电

影。每个科室也有了独立的办公室，

科室主任还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

室。

“搬到山阳路的报社后， 别提

了，我高兴坏了，我有了自己的办公

室，有了电话，办公桌也换成了‘一

头沉’， 椅子也比以前结实多了，在

办公室安装了暖气， 并且还放了一

张简易床，晚上值班后累了，还能休

息一下。 ”华秋娴高兴地说。

华秋娴清楚地记得， 印刷厂四

楼大会议室，曾经成为舞厅，报社鼓

励大家跳交谊舞，一时间，大会议室

热闹非凡。此外，报社还修建了台球

室、乒乓球室，供大家休闲娱乐。

与报社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家

属院、印刷厂。 而这时，报社的电话

也应社会的发展， 从

4

位数升级到

了

7

位 数 。 “

3681234

、

3934397

、

3936375

……”这些耳熟能详的电话

号码曾经在多少人心中留下印记？

在有了新的办公楼之后， 华秋

娴还利用她担任政协委员的身份，

连续

4

年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提案，

因为记者编辑工作时间有很大的灵

活性，需要“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华秋娴建议为报社员工修建家属

院。华秋娴的鼓与呼，终于受到了有

关部门的关注，紧接着，报社家属院

在报社旁边建立起来了， 并且家家

通了暖气、煤气、有线电视。在当时，

这样的家属院在焦作也不多， 引起

了许多人的羡慕。

1957

年

7

月

2

日，《焦作工人》改为《焦

作日报》，周三刊，四开四版。 冯彦杰任总编

辑，报头由王雁秋题写。

1958

年

1

月，《焦作日报》改为周六刊。

1961

年

2

月，《焦作日报》因经济困难停

刊。

1982

年年初， 中共焦作市委作出决定：

恢复《焦作日报》出版发行。

1983

年

5

月

1

日，经上级新闻出版主管

部门批准，《焦作日报》出版试刊号，为铅印四

开四版，最初为周一刊，逐步发展为周二刊、

周四刊。报头由南嘉禾同志题写。办公地点在

市委办公楼五楼。

1983

年

10

月，《焦作日报》改为周六刊。

《焦作日报》创刊初期的老报人，右

一为华秋娴，右上图为华秋娴近照。

（本报资料照片）

1993

年，副刊部编辑们在研讨版面。 （本报资料照片）

山阳路 56号老报社：二十五年风雨兼程

1957

年

7

月

2

日《焦作日报》创刊号。

1961

年，《焦作日报》停刊，老报人合影。

（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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