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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吃上大白馍，后又买了小轿车，改革开放40年——

如今，我家的生活比蜜甜
□通讯员 胡振华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建设者、受益者。
改革的号角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留在记忆里的不仅仅是那贫
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更是一个个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轨迹，
更是一段镌刻着时代印记的足迹征程。陈年往事历历在目，
但有几件事，特别牢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我 1963年出生在方城县一
个农村家庭，自我记事起，家中
上半年经常吃玉米面做的馍，
由于吃起来硬，颜色发黄，农民
形象称为“黄金塔”，下半年吃
红薯干做的馍，由于吃起来酸
粘，颜色发黑，群众形象称为

“黑桃 A”,那时候还是生产队，
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到年底统一
分粮食，只是分的少根本不够
吃，很多人还处于半饥饿状态，
我也经常感觉吃不饱饭，母亲
为了安慰我，蒸馒头发面时有
时候会用白面做“渣头”哄我开
心，只有过节的时候吃到白面
和杂粮混合做的“花卷馍”，逢
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纯白面馒
头，还放到竹篮里，挂到房梁上
怕我们小孩子当零食就给吃没
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菜，就是

吃萝卜和白菜及咸菜，很少吃
到鸡蛋和肉，当时也没有感觉
到什么是穷，好像每家都是这
样，就连后来上了高中，吃的都
是自家腌制的咸菜。就是特别
盼望着过年，只有到过春节的
时候才能吃上白馍和饺子，穿
上一身新衣服。

19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在
神州大地上漫卷，开始是 10户
一组大包干，当年就吃上了“花
卷馍”，到 1980年承包地分到
户，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
极性，大家起早贪黑铆足了劲干
活，选用良种，增施化肥，科学管
理，加之风调雨顺，获得了历史
上第一个大丰收，家家户户吃上
了大白馍，头几天，我每顿不吃
菜能吃两个大白馍，听大人说，
我梦里都高兴得笑嘻嘻的。

吃上了大白馍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思想
也在发生着变化，逐渐有了自己
的想法，当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
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因
为那时候接触最多的除了父母
就是老师，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他们的愿望就是让我跳出农门，
能吃上“公家饭”，不要像他们那
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
辈子在土里刨食，所接触的人当
中只有老师吃着“商品粮”，另一
个原因就是觉得教师是一种神
圣的职业，特别崇拜老师，觉得
老师无所不知，长大了也想像他
们那样站在讲台上传播知识。
考上大学就是干部身份，毕业后
国家直接分配，这对农家子弟来
说是改变命运最捷径的一条路
了，有好多人复读几年就想考大

学，当时的学习压力不亚于现在
考“985”大学，我记得1980年高
考，全省27万考生，大中专院校
只录取 1万人左右，当然我是那
个比较幸运的，学校 6个毕业班
240名学生，只有我和另外 4人
高考成绩过分数线，美中不足的
是我没有上师范，而是上了农业
专科学校，1981年 9月 10日入
学通知书送到我家的时候，全村
人羡慕，大队支书在会议上号召
大家向我学习，一时给父母亲挣
足了面子。经过三年专科学习
毕业，1984年8月我正式参加工
作，拿着第一个月发的 60元工
资，不亚于当年接到大学通知书
的激动心情，在大集上买了两斤
肉让母亲在家包饺子，全家人一
起围桌吃饺子以表庆祝。

考上大学 参加了工作

1988年，我结婚了，工
资涨到100多元，我用近半
年的工资购买一台 17英寸
的黑白电视机，买回家以后
安装好只收几个台，剩下的
全是雪花，后来才知道得安
装室外天线还要装得特别
高才行，为这事，专门去竹木

市场买了一根细高的竹竿
回家当做天线杆，把天线挂
在顶上再把竹竿固定在房
顶上这样已经足够高了，即
便这样我们那“宝贝”也多收
不了几个台，但是这已经让
我和媳妇兴奋得几夜睡不
着觉。转眼进了 2000年，

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家里
的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我
的工资由原来的100多元，
增加到 1000多元，还增添
了电冰箱、空调、全自动洗衣
机。当然那台黑白电视机
也光荣“下岗”了，换成了24
寸的彩色遥控电视机。

买了电视机等家用电器

2010年开始，国家经济
高速增长，财力雄厚，我的工
资也增到 3000多元，按揭
购置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
品房，小区绿树成荫，水泥路
面干净整洁，配置监控，保
安昼夜巡逻确保平安，家里
安装了热水器，每天可以快
乐地洗热水澡，夜晚进入甜
蜜的梦乡。饮食水平也显
著提高，鸡鸭鱼肉不断，四
季蔬菜应有尽有，偶尔吃点
杂面馍，既尝鲜又有点“忆
苦思甜”的感觉。女儿通过
招教考试分配到乡镇农村
学校任教，看到一块分去的
同事，大部分有私家车，也
嚷嚷着要买辆，我和爱人一
合计，就给她买了一辆小轿
车，平时女儿开车上下班，
节假日，一家人开车旅游散

心其乐融融。现在在县城
有房有车工作也稳定，工资
增到 4000多元，生活上也
越来越现代化，家用电器一
应俱全。

我们家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个缩影，发生着过去
不敢想象的变化。2018年，
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改革
开放40年，也就是我的成长

历程，从乡村孩子到县城的
公职人员是我人生的华丽
转身，这里面有我个人努力，
也有很多机遇和挑战。每
当回老家看望，都会回到童
年的老屋，虽然年久失修房
子显得古老，与周围楼房落
差较大，但是站在那里，童年
和少年的每一个片段都在
脑海里浮现……③2

购置了商品房和小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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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今年 4月份，“中国
疼痛康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南石医院示范基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
痛诊疗中心南石医院示范基
地”两块牌子双双落户南石
医院，国内知名疼痛科专家
中国疼痛康复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理事长、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疼痛科主任倪
家骧教授到院，并现场指导

工作。
经过三个月筹备酝酿，自

今年 8月 28日起，北京宣武
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倪家骧团
队成员开始轮流坐诊南石医
院疼痛科。据南石医院疼痛
科主任刘清华主任介绍：“倪
家骧教授是中国疼痛界的领
军人物，他见证了中国疼痛医
学的发展，有中国疼痛之父的
美誉，南石医院疼痛科邀请倪

教授团队入驻，其目的是要打
造南阳市开放、多样化的疼痛
诊疗平台，促进南阳市疼痛学
科整体临床和科研水平。”

据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疼痛诊疗中心将安排专
家全程助力南石医院疼痛科
的发展，通过启动北京专家长
期坐诊、专家会诊平台、远程
会诊、定期巡诊等措施，执行
疑难病例专家会诊制度等，促

进南石医院疼痛科诊疗技术
与国际接轨，与宣武医院同
步，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
享，让疼痛各类疑难患者足不
出南阳也能享受到首都医科
大学宣武医院专家亲诊服务，
享受到等同于国际化诊疗带
来的效果。

南石医院疼痛科提醒大
家，有需要的患者，一定要提
前预约。

预约专线：刘清华15838710980 苏玲13937789104

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倪家骧团队本月开始坐诊南石
南阳医讯

倪家骧 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
疗中心主任，疼痛医学博士研究生
导师。研究方向为顽固性疼痛的诊
断和微创介入治疗。主要擅长采用
微创介入的方法治疗三叉神经痛、
头痛、颈肩腰腿痛、颈/腰椎间盘突
出症、癌症疼痛、带状疱疹神经痛、
舌咽神经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