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点NEWS2018年9月11日 星期二
统筹：王长善 美编：高磊 校对：亚丽A10

郑州市女，1.62 米，39 岁，相貌端正
短婚未育，孝顺父母，有房。 （要求：
男方 34-40 岁，1.73 米以上， 工作稳
定，有房孝顺父母，未婚或短婚未育）

13276907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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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户口本
不再手工填写
内容全是电脑打印

第四代户口簿是全国统一的样式，
也是目前我们正在使用的这种。

这种户口簿首页盖有河南省公安
厅户口专用章和辖区派出所的印章，内
容是微机打印的，户口信息公安系统全
国联网，而前几代户口簿全部是手工填
写的。

抚摸着四本户口本，王怀民称自己
像抚摸着郑州数十年的历史，一家几代
人的生活一点点重回到眼前，不禁让他
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郑州市民收藏四个户口本
见证城市半个世纪历史变迁

从呱呱坠地起，我们便与这个证件结下了不解之缘。它见证
了一个人的人生路，也记述着每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它—— 一本
户口簿，维系着一个家庭的血缘和亲情，给予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和归宿感……这不，二七区建中街办事处巡防中队队员王怀民家里
便收藏着四个郑州市户口簿，它见证了一座城市半个多世纪的风
雨沧桑和社会变迁。 记者 汪永森 通讯员 王保喜 文/图

王怀民家里的第一代户口本其
实叫“户口证”，它是牛皮纸封面，是
郑州市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户籍
凭证。

“那时的户口证就像现在的身份
证一样，成年人一人一个，而不是全
家人登记在一个户口簿上。”王怀民
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很重视家
庭出身，户口证里必须填写本人的成
分，此外还要填写本人的属相，如果
家里有外来人口，还要填写暂住人口
登记表或寄住人口登记表。

王怀民家的户口证为 1958年办
理的，内页设置有贴照片处，印刷文
字是繁体字，连“郑州市公安局”的印
章也是繁体字，还盖有派出所及户籍
员的印章，而当时派出所还是长方形
的印章。

他介绍，当时一家人住在建设区
（今中原区）三官庙附近，如果服务处
所（工作单位）变更或者住宿地址变
更，都要及时到派出所登记。

第一代户口本
成年人一人一本具有身份证的功用

王怀民家办理第二代户口本时已
经是“文革”时期，那时的户口本改为
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也就是全家共
用一个户口本，而户口证也更名为“户
口簿”，这种叫法一直延续至今。

第二代户口本的封面是硬纸板制
作，上面有两个气眼，既可以用铆钉
铆，也可以穿绳子，内页还可以增减，
户口簿的首页上有“郑州市革命委员
会公安局”和辖区派出所的印章，内页
上有户籍警个人的印章，此时派出所
的户口专用章已经改用圆形图案。

当时户口本和户口证相似的地方
是，两者都设置有“成分”和“属相”内
容，暂住人口信息和寄住人口信息也
要视情况进行申报。

“老家的叔叔来鸿兴源干临时工
住在我家，父亲到派出所给他登记了
寄住人口信息，舅舅看病也专门登记
了。”王怀民回忆，舅舅来郑看病在家
中住了俩月，母亲专门跑到派出所申
报了暂住户口，舅舅离开郑州时母亲
专门跑到派出所注销了舅舅的暂住户
口信息。

第三代户口本
领取煤票、办老年乘车证
要登记

王怀民家办
理使用的第三代
户口本是在改革
开放初期，此时
的封面换成了褐
色的塑料皮，户
口簿的首页是
“郑州市公安局”
简体字印章和辖
区派出所户口专
用章，还有户籍
内勤的印章。

他介绍，郑州市民 20世纪八九十
年代使用的就是这种户口簿，此时的户
口簿取消了“成分”和“属相”内容，暂住
人员、寄住人员栏目也不见了。

这个时期的户口簿又承载了一些其
他内容，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一年一度领
取居民用煤煤票，要在户口簿上加盖印
章，办理老年乘车证也要在户口簿上加
盖印章，王怀民家领取煤票的登记一直
延续至1991年。

第二代户口本
保留“成分”“属相”内容，暂住人口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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