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段佳佳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一个个小小的淡绿色铁皮屋子，出售各类报刊、书籍，兼售矿泉水、可乐等饮料……这就是过去随处可见、散
落在街巷的邮政报刊亭（以下简称报刊亭）。它曾经是城市的文化符号和前沿阵地，也是很多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对许多人而
言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随着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报刊亭作为纸质阅读时代的一种标记正从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慢慢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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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渐行渐远的报刊亭
——我市报刊亭现状调查侧记

本报记者 冯子建 文/图

●项目地址
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

聚区

●投资金额
26亿元

●项目特色
将打通全球独一无二的

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使原
煤等低端产品延伸到高铁组
件、航空轮胎等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

项目名片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20万吨环己酮项目

●建设内容
环己醇装置、环己醇脱

氢制环己酮装置及相关设施

9 月 9 日，秋高气爽、生机勃勃。在
位于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环
己酮项目车间内，工人正在认真操纵控
制台，有条不紊地进行生产作业。

“我们这个项目从 2019 年 4 月正式
开工建设，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顺利生产出合格的环己酮
产品，目前正在进行单机试车。”河南首
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学智告诉
记者。

提及建设该项目的经历，朱学智向
记者感慨道：“为了确保一次试车成功，
顺利生产出合格的环己酮产品，工作人
员坚持‘五加二、白加黑’，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顺利完成了管线吹扫、水
联运、催化剂和吸附剂装填、试生产准
备等前期工作，为整个项目顺利投产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 20 万吨环己酮项目占地 248 亩，总

投资 26 亿元，主要建设环己醇装置、环
己 醇 脱 氢 制 环 己 酮 装 置 及 相 关 设 施 。
该项目以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副产
品苯和氢气为原料，利用干熄焦产生的
大量蒸汽，采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己烯法制环己酮进
行生产，投产后将达到年产 20 万吨环己
酮、4 万吨环己烷的规模，每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 20亿元、利税 1.6亿元。

“当前，尼龙化工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对上游原料高品质环己酮的需求越
来越大。该项目将打通全球独一无二
的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使原煤等低端
产品延伸到高铁组件、航空轮胎等高端
装备制造领域，巩固和提升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的综合竞

争力。”朱学智向记者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充分利用襄

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的现有资源，
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将生产出的环己酮
产品直接送至中国尼龙城己内酰胺和
己二酸项目使用，实现上游原料供应、
下游产品延伸的战略发展，起到延链、
补链、强链的作用。

“这个项目不仅可延伸襄城县现有
的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还将为全县工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构建‘133’
现代工业体系，厚植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襄城县发改委主任毛毅澜
说。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环己酮项目

打通全球独一无二的煤基尼龙化工产业链
本报记者 武芳 通讯员 孙博 陈高龙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20万吨环己酮项目。 武芳 摄

“我坐在秋风中哀叹，直到满树的
叶一片一片飘下来，身体很空，像曾经
装过白金钻戒的红丝绒……”9 月 8 日，
坐在记者面前的郑皖豫，一袭长裙、娴
静淡雅，诵读着 10 多年前自己在文峰
游园报刊亭创作的诗歌《冰激凌》，语调
低沉、满怀伤感。

40 多 岁 的 郑 皖 豫 10 多 年 前 在 文
峰游园东南侧经营着一个报刊亭，浓
密 的 丝 瓜 藤 蔓 爬 满 报 刊 亭 ，格 外 漂
亮。

郑皖豫回忆说，为了增加家庭收
入，2006 年下半年，赋闲在家的她在朋
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报刊亭。这个报
刊亭有 6 平方米，除了卖《南方周末》

《环球时报》等报纸及《诗刊》《人民文

学》等杂志外，还兼售冷饮、小食品、电
话卡等。由于开了报刊亭，郑皖豫一家
的生活逐渐好转。

“在报刊亭内，每天看着来去匆匆
的人们，觉得很有意思。”郑皖豫回忆
说，由于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她就想，何
不充分利用这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
的事情呢？

郑皖豫介绍，她的女儿在上小学三
年级时，要参加学校的诗歌朗诵比赛。
于是，她便连夜写了一首歌颂祖国的小
诗。没想到，女儿的老师打来电话大加
赞赏，还让全班学生在全校朗诵这首
诗。

这次诗歌创作的成功，给她打了一
针“兴奋剂”，也让她走上诗歌创作道

路。
无心插柳柳成荫。就这样，具有诗

歌创作天赋的郑皖豫成了诗坛的一名
“新兵”。几年来，她几乎天天在报刊亭
里创作诗歌 ，最多时两天写了 30 首 。
几年下来，她共写了 1000 多首，先后发
表在《诗刊》《人民文学》《读者》等杂志
上，一时间声名鹊起，赢得了“报刊亭诗
人”的美誉。

报刊亭虽然很小，但外面的舞台很
大。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匆匆行人，都
成了郑皖豫诗歌创作的源泉。

“我每天通过报刊亭的小窗口，观
察外面的大千世界。”郑皖豫说，有一
次，一个男孩儿在报刊亭打电话约女
友。遭到女友拒绝后，这个男孩儿痛哭

流涕。后来，女友同意赴约，这个男孩
儿瞬间破涕为笑。于是，郑皖豫以生活
中的这个小片段为素材，创作了诗歌

《打电话的男孩儿》。该诗发表之后，获
得大奖。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郑皖豫的报
刊亭关门了。但是，她仍然坚持诗歌创
作。

“现在，报刊亭越来越少，报纸、杂
志几乎没有人买了。”说起如今的报刊
亭，郑皖豫忍不住发出感慨。即便如
此，每当在街上看到报刊亭，她还是会
忍不住光顾，买一份报纸或者挑一两本
杂志带回家。

“在报刊亭挑选报纸、杂志，是一种
记忆和情怀。”郑皖豫说。

旧时光： 诗歌创作从报刊亭起步旧时光： 诗歌创作从报刊亭起步

在 熙 熙 攘 攘 的 建 安 大 道 与 文 化
路 交 叉 口 ，有 一 个 报 刊 亭 ，窗 前 悬 挂
着 报 刊 、小 食 品 ，柜 台 里 摆 放 着 不 同
颜 色 的 画 报 及 香 烟 。 40 多 岁 的 报 刊
亭经营者马金萍，已经在这儿坚守了
10 多年。

9 月 8 日一大早，“哗啦”一声，马金
萍打开报刊亭的铁皮门，拉开窗户，熟
练地拿起一份份报纸、杂志挂在铁丝
上，花花绿绿的报刊格外显眼。

然后，她把淡黄色的电动车充电桩
搬到外面，挂在报刊亭南侧的铁架上，
开始了一天的营生。

这样略显单调的动作，马金萍已经
重复了 10多年。

10 多年前，迫于生活的压力，在熟
人的介绍下，马金萍成为一名报刊亭经

营者，开始了新的生活。
报刊亭的经营收入，是马金萍家庭

收入的重要来源，自然马虎不得。那个
时候，每天早上 7 时，马金萍就会来到
报刊亭，分拣邮递员送来的各类报纸。

“那个时候报纸很多，我一个人一
次还拿不完，要分两次。”马金萍回忆
说，前些年，报纸有 30 多个种类；现在，
仅剩下《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等，销量
更是每况愈下。

那个时候，虽然卖出一份报纸收入
微薄，但由于是报纸的“黄金时代”，所
以报刊亭的收入基本上能够满足马金
萍一家的日常生活开销，也让一家人的
生活更加充实。

马金萍回忆，无论刮风、下雨，她都
会准时把报刊亭的门打开，将报纸摆放

整齐，等候顾客上门。
有时候去进货，马金萍就让家人在

报刊亭帮忙顶一会儿。“一天不来，我心
里就空落落的。”马金萍说。

除了报纸外，那个时候，杂志也处
于鼎盛时期。

那些年，马金萍的报刊亭里摆放着
上百种杂志，《知音》《读者》《青年文摘》

《意林》等销量都很大。
当时，大街上的报刊亭如雨后春笋

般竞相涌现。
马金萍回忆说，前些年，建安大道

劳动路至文峰路段有 10 多个报刊亭；
现在，就剩下许昌高中门口、北关大街
口两个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报刊亭买
报刊的人越来越少，报刊的种类也逐渐

减少，从过去的几十种减到现在的 10
多种。

“过期报纸、杂志没人要，只能作
为废纸卖掉，很可惜。”马金萍惋惜地
说。

为了让报刊亭的生意维持下去，
马金萍也想了一些办法，除了出售报
刊 外 ，还 增 加 电 动 车 快 速 充 电 、复 印
彩印等业务。这样一来，报刊亭的收
入 勉 强 能 够 维 持 日 常 开 销 ，盈 余 不
多。

虽然报刊亭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
但马金萍坚持了 10 多年。对于马金萍
来说，这个报刊亭不仅是养家糊口的地
方，还是自己另外一个家。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
久。”马金萍伤感地说。

坚守者： 报刊亭是另一个温馨的家

不可否认，20 世纪 90 年代，大街小
巷的报刊亭是城市文明的窗口、书香社
会的标志，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温馨记
忆。

然而，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
报刊亭日渐萧条，在寻常巷陌难以觅其
踪迹。

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张，到如今
滑动手机屏幕，迅速便捷地获取大量信
息；从慌慌张张在报刊亭里拿起一份报

刊放在自行车篓里，到如今随时随地阅
读，获取信息……

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纸媒受到互联网冲击、城市道路建设、
数字阅读广泛普及等因素，让报刊亭逐
渐处于尴尬地位。

作为城市文化的醒目标志，报刊亭
应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开启
转型发展之路。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许昌市分公司

集邮与文化传媒部负责人张辉介绍，近
期，他们将对中心城区 121 个报刊亭进
行全面粉刷、维修，统一整修亭体、更换
公益广告，改变整体形象，并安排专人
负责经营管理，开展日常检查，保障所
有报刊亭形象达标、经营规范，使其成
为亮丽街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文
化前沿阵地。

“ 在 经 营 方 面 ，除 了 销 售 传 统 报
刊 、冷 饮 等 之 外 ，报 刊 亭 还 将 逐 步 丰

富 经 营 元 素 ，增 加 水 电 费 代 交 、快 递
包 裹 代 投 、特 快 专 递 揽 收 等 业 务 ，努
力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服务，将自身
打 造 成 为 邮 政 综 合 便 民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和 城 市 文 化 新 地 标 。”张 辉 对 记 者
说。

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报刊亭
也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以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世人面前，再现昔日的荣光和辉
煌。

新起点： 打造城市文化前沿新阵地

位于建安大道与北关大街交叉口的报刊亭。

马金萍把报纸挂到报刊亭窗前。

报刊亭内种类不多的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