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于 1971 年出生在离石的一个山村，儿

时的家乡还依稀记得。那时还是人民公社、生

产队，一个大队共七个小队，每个小队都有自

家的土地、牧畜、库房、场，大队有三间集体办

公室，小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每个小队开会

就把所有社员代表召集在队长家，坐在炕上

的，站在地下的，人人发言，共议队事，最后队

长总结、安排。早晨队长带领社员们一起出

工，半劳力将各家的饭收集起来后送往田间。

晚饭时，邻里邻家围绕在一块边吃边唠闲话。

秋收下的粮食按人口和工分分红后，其余的都

贮藏在库房里。那时人们外出学技术是受限

制的，必须经小队、大队同意后，才能出去，外

出单独搞经营是绝不允许的。当时不仅人均

吃粮标准低，按劳力人均 180 公斤，而且品种

极为单调，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不吃金黄

后，够不够三百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

搞活的政策，家乡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

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增

加，生活显著提高，从根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

的问题。农民生产的粮食，交足国家的，留够

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小队全部合并为

村民委员会，村干部的报酬和集体开支从三提

五流中提取，有几家不肯交“皇粮国税”的“难

顽户”的话，村干部一年的报酬就泡汤了。

2004 年，家乡不仅取消了延续 2000 多年

的农业税，还为农村设置了转移支付资金，村

集体开支和干部报酬不用再“摊派”，实现了工

业反哺农业的改革。

2005年起，国家对连续任职 10年、累计任

职 15年度的村主干给予年薪。

2006 年起，国家对农民种植粮食实行补

贴，从开始补贴玉米、杂粮、油料到后来薯类也

实行补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享受到

的国家优惠政策逐步增多，目前，进入全面实

现小康的关键时期，国家对农村的贫困户实行

“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确保了小康路上没

有一个掉队的。

我的小学时代，家乡还没有电。我在本村

上小学，冬天早上上学时天还黑，小伙伴们结

伴俩三人去学校，进到教室后先生烧炉火，炉

火燃的是“泥糕子”，然后两个同学凑一个煤油

灯读书写字，那时候，每家每户都至少有一盏

这种自制的煤油灯。灯虽然简单易做，可煤油

却很贵。不是要紧活是舍不得点灯的。为了

省油，灯要放在高一点的地方或灯锉上，灯芯

一般要捻到最小，开门或关门时，微风吹得灯

光不停地跳跃闪烁着，若不用手去拢住那灯，

随时有灭的危险。腊月时节，母亲不得不在煤

油灯下辛劳缝补。我上中学时，我们村通了

电，学校和家里也安了电灯，十五瓦的白炽灯

泡，比昏暗的煤油灯亮了许多，且不用担心被

风吹灭。傍晚时分，散落在村里各户人家的灯

都亮了起来，犹如飘落在人间的点点星光，烘

托出一片安静的夜，给村子带来了希望和期

盼。随着改革的深入，电视、洗衣机、冰箱等各

种电器家家均有，农网改造后节能灯的普遍使

用，村子道路两旁的路灯使用的是光伏灯，不

但节能环保，还能将幽暗的村庄照得如同白

昼。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些变化不仅照亮了人

们脚下的路，也照亮了人们通往 21 世纪幸福

生活的新征程。

改革开放前，人们的家庭收入主要靠家

养畜禽，鸡、猪、羊、兔都养。村民每家都有七

八只鸡、三四只兔、一二只羊、一头猪。鸡早

上放出窝，先吃主家前天洗碗剩下的饭渣，而

后在院里院外乱刨食，晚上赶往鸡窝里，偶尔

在入窝前给喂几把玉米粒，夏季和秋季，母鸡

能下蛋，那会鸡蛋非常珍贵，来了贵宾或者产

妇“坐月子”才能吃，一般是用来卖或者看望

人时拿的。兔和羊靠草、树叶和秸秆喂养，小

伙伴们下午一放学，就相跟着去地里挽草，回

家后把其晾干，兔、羊喂大后卖钱。猪养的时

间最多，得 10 多个月才能卖，“食品站”把猪

分成甲乙丙丁四类，不同的等级，即使重量一

样，卖的价钱也不同。包产到户后，人们有了

剩余的粮食，可以多喂几头猪，也有能力养

牛，羊可以几十只地放，随着农副业的发展，

农民的收入来源增多。90 年代，随着改革开

放搞活的不断深入，农民中涌现出从事各项

经营活动的专业户，土窑洞逐步更换为砖窑、

楼房，有的户装上了土暖，结婚用的自行车、

手表、缝纫机经冰箱、彩电、洗衣机又变为车、

房、产业，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田间地头

都通了柏油路，家家有了自来水，经济林漫山

遍野，如今正在接入天然气，做饭取暖即将更

换为清洁能源，不久的将来，一定是全面发展

的新农村。

小学时代，虽然缺衣少食，孩子们也不忘

娱乐。挽草、喂兔、夹石蛋、抓羊骨头，最吸引

人的就是看电影了，那时，一乡有一个放映员，

拿回一部影片后，轮流跑各村放映，乡政府驻

扎在我们村，我们 10 天左右就能看上一部电

影，当放映员打开放映机以后，一束亮光就从

放映机照向影幕，调皮的小孩伸手在光束里乱

晃，荧幕上顿时出现一只小手，于是一群孩子

都在光束里现身，惹得大人们一顿臭骂。八十

年代初期，我村只有一台电视，黑白的，在乡政

府会议室摆放，晚上乡里的领导们回去时，孩

子们就有机会看电视了。后来，村委也买了一

台 14英寸的黑白电视，人们涌满一屋观看，外

面的窗台上也常常站满人。八十年代中期，解

决温饱后的村民开始外出打工，受各种职业和

生活方式的冲击洗礼，村民们的思想活跃起

来，有些结余的村民也购买了电视。九十年

代，改革开放的红利涌进乡村，彩色电视走进

了各家各户，洗衣机、电冰箱、电话相继入户，

不知不觉家乡开始了电器化生活。21世纪是

信息化时代，电脑、液晶电视、平板手机、空调、

智能机器人进驻家庭，人工智能逐渐改变我们

的生活。

时光飞快，转眼改革开放经历了 40年，党

和国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社会整体

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关注人民获得感。人民

的整体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016年已经达到 23821元，互联网以及电子

支付的发展让我们不带钱包就可以支付，党和

国家将提升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和扶贫工作有

效结合，在党和人民的努力下，“农村贫困人口

整体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

贫困”很快就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

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我是 1967年分配工作到了晋西北这个小县

城的，这个县当时也仅有五六万人，县城也很小，

只有一条街道，吃一袋烟的功夫就全县城跑遍

了。县城里就是在十字街的街角上有那么几间

平房做的门市，有一个综合门市，其实就是所谓

的百货门市，也不大，只有五间平房那么大。有

一个糖酒副食的门市。此外就是那些对着农村

的生产公司，有农产公司、生产资料公司、棉麻

公司等。最大的门市就要数县城粮食局的粮食

供应门市了，这门市专门供应着全县几千人的

吃饭问题，一天也不能关门，所有非农户者在这

里排队买粮。我们每月都要到供应粮的窗口上

排成长长的队伍，在一个刚能伸进头的小窗口

上，把供应证递回去，让里面的人给开粮，除了

百分之十五的面粉外，全是粗粮。买一次粮从

排队到装粮，得一个上午的功夫。我也每月发

愁去那里买粮。窄逼的房间，混浊的空气，面粉

的粉尘，拥挤的人群。当买完一次粮，人就成了

面做的了，衣服全沾上了面尘，扫是扫不干净

的，总得洗衣服。

街上路面全是沙土路，下雨是水泥路，刮风

便成了扬灰路，冬天一刮西北风，那真是飞沙走

石，刮起的碎石把房屋打的发出了啪啪的响声。

如果遇上干旱，上一次街就会把一双布鞋染成了

土色。遇上了下雨，鞋就遭殃了，满鞋是泥，带着

泥的鞋有时候连家门也进不了。居住在了这样

的环境里，有时候连门窗都不敢开，开了门窗家

里就会是满屋灰尘。从家庭到街道都没有下水

道，那真是脏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茅厕全是人

掏，吃水全是井里担。说起讲卫生，就是水也很

缺，用什么去讲卫生呢？城里的街角到路边，全

是堆着的垃圾，冬天的炉渣处处都是堆成了小

山。每到夏天，这些垃圾堆上是蚊蝇成群，臭气

熏天，人行掩鼻而过，没人敢近前。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面貌变得焕然一

新，干净整洁。道路全部做到了硬化，条条道路

都成了沥青路，从小区和院落都通了下水，街道

上有了专设的粗管道下水，一直通向了污水处理

厂，脏水再也不向河道倾泄了。居民的旱厕所和

城市的公共厕所全部改成了水冲厕所，全城的粪

便随时可以冲走，这就给城市清洁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从城市街道到乡村道路，全部有了天天清

扫卫生的清洁工。全县建设了专门的垃圾填埋

场，科学、卫生、环保。道路天天有人清扫，从早

到晚有专人收拾垃圾，就是连烟头、片纸也要及

时清除。

道路两边的人行道上，全部栽上了四季常青

的松柏，主要道路上换成了高大挺拨的风景树国

槐。道路两旁花草茂盛，空气新鲜。山顶都绿

了，山山都是松柏常青，山坡上都有了经济林带，

仁用杏、薄皮核桃、文冠果，各种树木都已成林。

特别是近年来的生态建设，全民重视，建设加保

护，各种措施一起上，咬定青山不放松，退耕还林

工作步步紧跟，荒山不见了，一个山青水碧的新

岚县展现在了神州大地上。

河道进行了整治，在县城段有了拦洪设备，

做了防渗层，常年可以蓄水成湖，每到夏季，碧波

荡漾，清澈见底，水鸟飞翔，鱼虾戏水。在河道上

改造建设了湿地公园，曲径回廊，荷花鲜艳，各种

花卉，异彩纷呈，小桥流水，尽显江南风光。广

场、公园星罗棋布，无论晨练夜游，心旷神怡。那

真是清风徐徐，杨柳依依，花香鸟语，莺歌燕舞。

水是清洁之源，在一个没有水的环境里，要

想实现全城卫生化，那真是天方夜谭。岚县为了

建设全国卫生城市，投资四千多万元，建设了新

型饮水设施，在县城最高峰建设了水厂一处，平

时可以储藏足够的居民用水，并且使全城居民用

上清洁的深层岩溶水。清凉干净的饮用水是城

市卫生的根本。

从申报建设全国卫生城市以来，全城重视了

城市规划，街道整齐了，人行道路有了统一的布

置，再也不是高低不平了。所有人行道路都用石

灰岩条石铺平。道路两边的门店实现了干净卫

生，所有商标标牌都进行了统一更新。现在是高

楼林立，环境优美。

通过多次验收，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卫

生城市，住在了这里不仅心情舒畅，老有所欢，也

感到了幸福和骄傲。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现年已八十

岁 了 。 小 时 候 ，父 亲 是 一 位 农 村 木

匠，靠这小手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我虽年龄小，也是他的徒弟，拉下锯

帮他做木活。上世纪五十年代临县

还没有电灯。每逢过大年家家都要

挂红灯。所以一到腊月父亲就开始

做灯笼。做好一担灯笼后都要到集

市上去卖。离我家三十多里的城庄

集在腊月十八，十七日父亲就把做好

的灯笼捆成两架，准备第二天上城庄

赶集。半夜父亲就起床，用扁担担上

灯笼向城庄出发了。我跟在他后面

赶路，夜深人静什么也听不见，只听

见扁担圪支圪支地响。好不容易走

到城庄己经是上午十点钟了，我父亲

把灯笼摆开叫卖。父亲做得灯笼非

常美观，所以不到半天就把灯笼卖光

了。赚得几块钱又在集市上买了四

十斤软米和年货，父亲又用扁担担上

往回走，回到家里时又是半夜了。虽

说父亲精疲力竭了，但一家人非常高

兴，过大年能吃年糕和放鞭炮了。

到了六十年代，我参加了工作，

买了一辆自行车，到城里赶集甭提心

里多高兴了。当时国家正在困难时

期，集市上的货物都要凭证购买。我

穿的衣服里面没有衬衣，棉袄没有外

套，衣服脏了也不能替洗，所以一件

衣服新三年旧三年补补钉钉又三年。

到了九十年代，我儿子也参加了

工 作 ，买 了 一 辆 小 轿 车 。 儿 子 对 我

说：“爹，今天我拉上您到城里赶集

去。”我二话没说上了车一袋烟功夫

就到城里了。当时心里想：父亲如果

在世，我也像儿子一样说一声：“爹，

今天我拉上您到城里赶集去”，但是

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了。只能在清

明节那天我买了一辆纸扎小轿车放

在父亲坟前叫一声爹，我给您买了一

辆 小 卧 车 ，算 是 还 了 无 法 弥 补 的 心

愿。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的生活

非常幸福。有一天孙子叫我：“爷爷，

快 来 电 脑 前 来 ，您 想 要 什 么 我 给 您

买。”我憨厚地说：“买东西不是要到

集市上买？”孙子说：“哎呀呀！现在

是网上购物，打开电脑，用鼠标一点

淘宝，各种货物都显示出来了。您想

买什么随您挑。”我说想买一件兰色

呢大衣，孙子马上在电脑键盘上按了

几下，自信地说；“爷爷等着吧，两三

天您想要的大衣就送到咱家了”。果

不如然，第三天村快递服务员就把我

心爱的大衣送到我家了。我把大衣

穿在身上高兴得流了眼泪。我已八

十岁了，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不用

出门，不用现钞，就能买到自己想要

的东西，心中不知道说什么好，高兴

得我唱了一首秧歌：

爷爷赶集扁担在肩上挑，

爹赶集自行车在路上跑，

儿子赶集小卧车一圪绕，

孙赶集在家里手按电脑。

我眼中的四十年
□ 范金龙

我们住在了国家级卫生城市
□ 陈久平

赶 集
□ 白俊钦

如今的离石街头，绿色新能源公交车穿

梭、公共自行车上路、共享单车随骑随走，公共

交通工具越来越方便利民……一系列多样化

的公共出行工具的出现，有效地破解着市区拥

堵难题，改善着城市出行环境，努力满足了市

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使市民的出行方式更加

便捷、高效。 记者 郭炳中 摄

我的家长在风光秀丽的国家 4A 级旅游名胜风景

区北武当山脚下，方山县北武当镇下昔村两条河流垂

直交汇，穿村而过，奔流不息。在我的记忆里，横跨

河两岸的是由一根根粗壮木料连结而成的“独木

桥”，桥下是急流奔腾的河水，每逢去峪口赶集出行

时，人们胆战心惊地从这座独木桥上通过，如果山洪

暴发，浑浊的浪花就会飞溅到木头上，这时候，就连

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也只能望河兴叹

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政府拨款修了一座简易的

桥，可是承受不了沉重的负荷，没过几年就塌了。上

世纪 80 年代初，政府再次拨款，由方山县交通局负

责承建，加固了桥墩，拓宽桥面，修了一座高质量的

钢筋水泥大桥，方便了村民出行，乡亲们欣喜若狂。

1998 年，山西省计生委在下昔乡扶贫期间，投资 24
万，乡村两级具体负责实施，在下昔村村南建成了一

座通往南坡的大桥，更加方便了下昔和南坡两个自然

村村民的出行，但是村里的街路还是“涛声依旧”。

晴天时，街路尘土飞扬，刮风时，飞沙走石，人们生

活在土海里，一个个灰眉土脸；雨天时更加糟糕，雨

水把路面冲出一道小水沟，泥水混流，走起路来深一

脚浅一脚，弄得浑身泥浆。人走费事，那么载重车辆

更是寸步难行。有一年，村里的一位老农种的两亩西

瓜由于连阴雨运不出去，大部分烂在地里，他老人家

心急如焚，头发都被急白了。雨天泥水路上行路难，

晴天扬尘土迷眼，就是家乡当时村路的真实情况。那

时候，人们最大愿望就是村里能铺上一条平坦的水泥

路，不用雨天走这些烂泥水路了。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党和政府惠

民政策的落实，村里开通了程控电话和有线电视，自

来水也流进了农民家，村里还建起了宽敞明亮的希望

小学，富起来的村民主动提出修建街巷村路，建设美

丽新农村，市委扶贫工作队积极支持，不辞辛苦跑项

目、筹资金，党支部、村委会认真组织实施，全村男

女老少热情高涨，纷纷投工出力，再加上政府的补

贴，不到三个月，村里的大街小巷都得到硬化，一条

平坦的水泥路从村里一段一段地拓宽辐射，一直连到

村公路油路，与连家坡与南坡两个自然村相连。新修

后的大街小巷，焕然一新。宽阔平坦的水泥路连接的

县乡公路新铺油路光洁如镜，新颖漂亮的太阳能路灯

间隔有致，饭店、酒楼、农家乐、商店、药店、理发

店、水产店、移动、联通、超市等各种店铺星罗棋

布，商品陈列，琳琅满目，这一切让大伙喜气洋洋。

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水泥路或油路相得益

彰、出行方便。乡村路上，载有农副产品的三轮车、

小四轮、摩托车、电动车、汽车川流不息。农村客运

车已经通到家门口，只要花上十来元钱，就能坐上客

车去方山县城，到离石，甚至还可以坐火车和飞机去

省城太原和首都北京。就像秧歌里唱的“乡村道路搞

硬化村村贯通，旅游路更宏伟造福子孙，大车小车摩

托车遍及乡村，贫困山区也变得气象一新。”“北武当

交通发展快，公路修到大门外，有亲戚，赶庙会，坐

上客车谈恋爱。”出行的方便增加了乡亲们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劲头。短短几年，北武当山旅游公司、山西

天玉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北武当碧浪漂流等民营企业

落户外村里。新建的镇党委镇政府办公大楼、卫生院

办公楼、希望小学教学楼、真武山林场办公楼、信用

社办公楼、派出所办公楼、幼儿园教学楼、真武山

庄、北武当山农家乐、北武当山舞台、文化广场、农

家超市、下昔村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在灿烂的阳光照耀

下闪闪发光。街道两旁栽上了杨、柳、松等观赏性树

木，并配有鲜花，村里一排排白墙红砖新房漂亮、干

净，掩映在红花绿树之中，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和油路

四通八达，美观大气的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与鲜艳

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

如今，家乡人民的生活充满了灿烂阳光，充满了

火红的希望，美丽乡村日新月异，真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改革开放 40 年家乡大变化折射出美丽乡村

的灿烂辉煌。这些变化让人欣喜，让我们看到了改革

开放 40 年党的富民好政策带给山区农民的实惠，站

起来，富起来，名副其实，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强起来定会实现。

我们有幸生活在新时代，走在宽阔平坦的小康路上，

幸福荡漾在每个人的心里。

家乡的路
□ 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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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吕梁监管分局

关于辖内金融机构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8第28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口县支行更址事项已向中国银行监督管

理委员会吕梁监管分局报备，现颁发《中

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口县支行

住所：吕梁市交口县迎宾街 98号

机构编码：B0018S314110048
邮政编码：032407
许可证流水号：00675483
批准设立日期：2008年 07月 11日

发证日期：2018年 11月 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