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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年。
40年来，乘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中国在崛起；40年来，
凭借不曾动摇的初心，河南在
觉醒；40年来，搭乘时代的列
车，新密在奋进。

1978~2018，40 年时光
如流沙般滑过，时间无声，岁月
有痕。身在新密这个城市，无
时无刻不感受到发展带来的变
化。城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条条
马路宽广笔直，实现了从贫瘠
到繁华的完美转变。

城市在变，身边的一切
都在变。

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不断向往，变的是每个人的梦
想不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密的变化，通过这些照
片的对比，唤回我们远去的记
忆……

改革开放四十年
□舍得

改革开放四十年，
翻天变化喜空前。
农村建设景象新，
城市面貌换新颜。
工作岗位形式变，
徒步收税是从前。
电脑上面开窗口，
开票缴税家里面。
企业办税多辛苦，
现在一趟全办完。
电子钥匙已免费，
小微企业不犯难。
税收政策优惠多，
惠民服务态度端。

改革创新是常态，
社会发展春盎然。
粮补棉补惠民生，
农业税收已消完。
合作医疗民受益，
大病小疾不犯难。
用工待遇大改善，
一旦欠薪有人管。
下岗就业重上岗，
职工困难低保担。
学杂费用都取消，
助学贷款以后还。

小康生活人人赞，
奥运盛会谱新篇。
飞天神九腾寰宇，
圆梦中华神州先。

妈妈的表
公鸡冗长而清脆的叫声，刺

破漫漫黑夜黎明前的天空，传得
很远，在山村回响。鸡刚叫过第
四遍，妈妈便大声喊我起床上
学，当时是 1979 年，我上小学四
年级。有时，妈妈难免会听错鸡
叫遍数，多少会耽误点上学时
间，这时妈妈会埋怨说，要是有
个表就好了。

1980 年，我去离家较远的中
心学校上学，每天早晨很早就要起
床，为了不耽误时间，妈妈多次催
促父亲买一只表。终于在那个年
底，家里购置了一个“闹钟”，这是
妈妈用的第一块表。那天，全家人
沸腾了。那表有烧饼那么大，圆圆
的表盘右下方有一只小公鸡，鸡嘴
不停地啄食。滴嗒、滴嗒，秒针移
动一下，小鸡低头啄一次食。圆盘
正上方装有两个半圆形钢铃，铃中
间有一个丁形的细铁槌。如果预
定下时间，到时钟槌会左右敲击两
个半圆铃持续发出“叮叮叮”的响
声，把人迅速催醒。自从有了闹

钟，妈妈再也不用操心催促我起
床，省了很多心。

时间的脚步总是那样匆匆，
一晃就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
劲风猛烈地涤荡着我们那个偏
远的山村，集体企业开始上马，
个体经营不断增加，农村经济快
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家乡面貌日新月异。1992年秋，
家里条件好转后，妈妈从商店买
了一个挂钟，装在新房堂屋的左
上侧。这种表最大的特点是钟
声特别大，有了这个表，不管在
屋内做家务，还是在院里干农
活，妈妈都能把握住时间，干活
和做饭两不误。妈妈高兴地说，
有了它怪出活呢！

我们家人口多，2000年初，5
个姊妹才全部成家立业，各自干
工作赚钱。这一年农历八月十
五，父亲给妈妈买了一个大电子
表，也叫万年历。那块表近两米
长，一米宽，图案为万里长城，十
分壮观，上边显示年月日、星期

几、室内温度，粉色方块内显示
着时间分秒变化，耀眼的提示器
不断闪烁着红灯。这表既功能
齐全，又是装饰品。妈妈每天看
着它，送孙儿们上学。

光阴荏冉，妈妈也渐渐衰
老，步履蹒跚，头发花白，直挺的
腰板深深地弯了下来。3年前，我
儿子为了让奶奶开心，从奖学金里
拿出3000元给她买了一块手表。
那天妈妈特别高兴，一夜都没有睡
觉。妈妈为有手表而自豪。“我也
戴好表啦，你瞧瞧。”她经常给周围
的人说。手表滴答，时间流逝，饱
经磨难的妈妈慢慢学会了享受生
活，每天打扫卫生、遛弯、逛公园、
锻炼身体。

从闹钟、挂钟、电子表再到
手表，一种表代表着一个时代。
妈妈所用表的不断变化，折射出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反映了我
们全家生活状况的演变。四十
年弹指一挥间，妈妈的表记下了
一曲幸福之歌！ 李绍光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谁解决了老百

姓的生存问题，谁就是老百姓头
上的青天，谁就推动了生产力的
发展。

我今年 72 岁，也算经历了
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在人类
第一大欲即吃饭问题上深有体
会。小时候我家算是一个殷实
户，其实也就是能做到春天不断
粮。20世纪60年代，经历过3年
自然灾荒的人恐怕都记得，那时
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粮食，谁给
你三二斤红薯、一个玉米面饼
子，谁就是你的恩人。那时候吃
树皮草根也不为奇，我就曾经制
作过榆树皮面。吃榆树皮面还
算是好的，那时候还吃玉米的苞
皮，比榆树皮面还要难吃。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的生
活水平有所提高，基本上不再忍
饥挨饿，可以吃饱肚子。那时候
以红薯为主粮，因为红薯的产量
高。红薯可以说养活了70年代
中国北方的老百姓。当时有一
句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离了
红薯不能活”。

在生产队里分粮的年月，小
麦每人也就分几十斤。那时小
麦的产量低，除了交公粮，留足
种子粮、储备粮，剩下的才能按
人头和工分分给各户，自然是十
分珍贵的。人均几十斤小麦，还
要留下逢年过节用的，待客串亲
戚用的。我到同学李秀敏家做
客，当时他爸是密县的副县长，
也只是给我擀了一碗捞面条，家
里的其他成员吃汤面条。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行联
产承包制，分田到户，极大地调
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粮食
产量提高了不少。1984 年民办

教师的我转正，到新县城工作，
这一年我家的责任田收了 2500
斤小麦，人均 600 多斤。至此，
细粮成了餐桌上的主角，农村
人说是“一年到头一块面”。人
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就是从这
时开始的。随后农民家里麦满
圈，粮满囤，结束了用缸盛粮食
的历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就拿待客来说，过去只是
为客人做白面食品吃，到了 80
年代是全家吃。白面馍天天
吃，天天如同过年。那时我 80
多岁的婆婆说：“我一辈子也没
吃过这么多的白蒸馍。”吃的问
题解决了，串亲戚拿的是糕点、
水果、饮料、牛奶、酒和茶叶。
档次提高了，有点文化味了。
中国农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礼遇。

到了 90 年代，餐桌上不仅
仅是细粮，鸡鸭鱼肉也进入寻常
百姓家，彻底结束了一年吃一次
肉的历史。到了新世纪，人们的
生活水平更上一层楼。哪天不
想做饭了，就到饭店吃。不仅城
市如此，农村也是这样，骑着摩
托去喝胡辣汤、羊肉汤不足为
奇。现在的人们吃喝不再是填
饱肚子，而是讲究营养了，知道
粗细搭配，荤素结合，蛋奶肉成
了生活的必需品。那些野菜、粗
粮倒成了餐桌上的珍品，过去是
填饱肚子，现在是尝新鲜。

太平盛世，前所未有。人们
的生活水平超越了以前任何时
期，现在的老百姓享受到了过去
帝王级的生活。感谢这个时代，
感谢改革开放。
郑发莲

本报讯 改革开放
增福祉，不忘初心跟党
走。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 12月 18日上午
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大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新密市广大干部
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
看大会直播，共同感受
祖国强劲的脉搏。

大家纷纷表示:“看
到我们国家在短短的40
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深感骄傲和自
豪。相信在党的带领
下，下一个 40年，中国
会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据悉，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新密市从“黑
色”向“绿色”、从“资源
型”向“生态型”转变，累
计造林 20.5万亩，建设
青屏山、九里山、圣水峪
等森林公园 17个，绿化
廊道 79条 570.8 公里，
绿化面积 4835 万平方
米，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到 43.96%。昔日的乌
金之乡新密，已经悄然
蝶变。特别是近几年
来，新密市委、市政府践
行新发展理念，坚持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兴产业，支持发
展高端制造业，大力扩
张现代服务业。全市创
成省级生态乡镇 10个、
省级生态村 52个、郑州
市级生态村 61个。生
态环境变好了，生态旅
游火了起来，不仅让当
地人流连忘返，也引来
大批外地游客。乐游华
夏圣地、乐闲千年古城、
乐养岐黄圣境成为全域
旅游的三张名片。
记者 薛璐 /文
通讯员 梁冠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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溱水桥2011年建设时 溱水桥近照

上世纪的密县县衙曾是县政府办公地

如今的密县县衙

上世纪70年代的新密电业局

如今的新密市电业局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