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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同岁

我与祖国共成长

60年，郑州的变化翻天覆地
“我的生命与祖国深深联系在一起，60

年真的很短，转眼即逝。而我从一个嗷嗷待
哺的婴儿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祖国
从刚解放的基础上，变成世界第三大经济
体，屹立在世界东方。”吕长林老人说，郑州
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能与祖国同岁，真
是幸运，衷心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今日主讲：老邮政人吕长林，1949年3月6日生

房子越来越大，住的人越来越少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系列报道

之一“我与祖国同岁，我与祖国共成长”栏目，寻找1949
年出生在郑州的，现在健在的，一生富有故事的，不仅能
够反映所在行业的巨大变化，更能折射出郑州这60年来
所取得的翻天覆地变化的人。在国庆60周年到来之际，
让市民感受一下我们所在城市的成长历程，同时让市民
重温一下目前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加倍珍惜。

晚报记者 董占卿 实习生 张玉杰 袁野 通讯员 王奇/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

【市区】
以前郑州市面积约2.4

平方公里，现在不知大了多
少倍

8月25日上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走进代书胡同16号院三单元14号60岁老
人吕长林的家，老人正光着膀子，在进行
书画作品创作，虽然刚刚退休在家，但身
兼河南省省直机关书法美术家协会常务
理事等多个职务的吕长林老人，比上班时
都忙。

据吕长林老人说，1949年3月6日，他
出生在西太康路的一个大水沟旁，那是个
一下雨就会积水半米深的水沟。那时，父
母最怕下雨天，生怕他玩耍时掉进水沟
里被冲走。不像现在的窨井有盖。“当
时，郑州很小，北到金水河边，南到陇海
路，西到铁路线，东到东大街附近，大致相
当于郑州目前一个办事处所管辖的范围，
约 2.4平方公里。”吕长林说，出了这个小
范围，就是郊区了，而他经常约上伙伴们
到东韩寨、西韩寨（也就是现在经三路与
纬五路交叉口附近）挖野菜，一走就是大
半天的路。现如今，郑州的面积也不知道
增长了多少倍。“但方便多了，乘坐公交
车一会儿就到。”

在吕长林老人的记忆里，1949年以后，郑州
还是非常小，街道也不是很多，每条街道都有一
口水井，整条街的人都在这一口水井内挑水
吃。那时，地下水位很浅，拿个扁担，把水桶
往扁担一头一挂，手拿着扁担把，把桶放到水
面，左右摆两下，水桶就灌满了，用力提，几下
就把水桶给提上来了。而吕长林家就住在铭

功路与西太康路交叉口附近，担两桶水，要走
200米路才能到家。老人说，很多时候，水桶
会掉进水井内，他们用绳子绑着耙子，系到水
井内捞水桶，实在捞不上来时，才敢告诉父
母。老人笑着说，因为告诉父母就意味着要挨
打。“现在好多了，回到家，一拧阀门，水就哗
哗地往外流，多方便。”

提起以前的生活条件，吕长林摆摆手并摇
摇头说，那可真叫苦。他出生那会儿，父母赁
了人家一间房子，非常简陋。后来，家里人多
了，父亲带着他捡些破砖头，借些石灰，搭建了
一间低矮小瓦房，解决了家里的住房问题，这
一住就是 21年。1970年，全家迁到了他父亲
单位仓库居住。1976 年，他 20 多岁了，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因家中住房有限，父亲为了
他结婚，就在单位的院内盖了 8 平方米的房
子，作为他的婚房。

进入上世纪 80年代，父亲单位开始建房，
1983年，全家八口人搬进父亲分到的50平方米

的房子里，三室一厅，家里从此有了自己的房
子，也结束了流浪生活。“能住进50平方米的房
子已经相当不错了，全家人都很满足。”吕长林
笑着说。

到 1988年，邮政系统分房，吕长林老人有
了属于自己的一套 53平方米的房子，“刚搬进
去时，我高兴得三天都没睡好觉”。吕长林不好
意思地说，从全家八口人挤在一套50平方米的
房子里，到他自己住 53平方米的房子，心里能
不高兴么。“这房子是越住越大，而住的人口是
越来越少。”现在，他和儿子住 66平方米的房
子，够宽敞了吧。

说到生活水平，吕长林满足地说，比以前
强得太多了。1967 年，为了给家里减轻负
担，他进入了邮政系统工作，当了一名押运
员，当时的月工资只有 27 元钱，别小看这
27 元钱，对当时的一个家庭来说，那可是一
笔不小的收入。随后他又干了开箱员、投

递员、投递班长、检查员等，工资也开始随
着工龄不停地增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工资的增长速度，要是放在刚参加工作时，
更是想都不敢想。今年他刚办理退休手
续，退休工资有 2000 多元，约是刚参加工作
的 100倍。

【办公楼】
新中国成立初期邮政大楼

是三层，如今是29层
吕长林感叹道，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州

市邮政局开始策划建设办公大楼，至 1956
年，郑州市邮政局的大楼在正兴街建成，是
一栋三层“高”楼，建筑面积 2884.18 平方
米。在当时，的确是高楼了，而下边的两个
邮政分局网点，是两层小楼，其他都是平
房。“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邮政局的经济实
力也有了长足发展。”吕长林说，到了上个世
纪80年代，郑州市邮政局在一马路建造了高
达11层的办公楼，大楼总建筑面积1.76万平
方米，主楼高 43.2米，成为当时全省面积最
大的综合生产场地，在郑州也是数得着的高
楼。而他们作为邮政人，每当走进高高的办
公大楼，也倍感自豪。进入 21世纪，郑州邮
政加快发展步伐，2004年，矗立在紫荆山路
的郑州邮政大厦拔地而起，总建筑面积 5.4
万平方米，地下 2层，地上 29层，建筑高度
99.8米。















与腾讯网《我是传奇》、《全家福》栏目联合征集

【吃水】 以前要从水井挑水吃，现在一拧阀门水就哗哗流

【住房】 搬进新房，高兴得三天都没睡好觉

【工资】 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27元，现在退休工资2000元

上世纪上世纪8080年代正兴街邮电支局外景，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摩托车送信。年代正兴街邮电支局外景，当时已经开始使用摩托车送信。
与新中国同岁的老邮政人吕长林回顾与新中国同岁的老邮政人吕长林回顾

自己亲历的郑州自己亲历的郑州6060年的沧桑巨变。年的沧桑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