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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四十年旧貌换新颜。
改革开放到现在四十年了，人们生活各方

面的变化是巨大的，而让我印象较深的是通讯
工具的变化。

上世纪 70 年代，我家住在原铜川矿务局
三里洞矿家属区平房，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
物资较为匮乏，家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吃
的也是粗茶淡饭，杂粮较多。1976年，我五岁
开始记事，对当时的通讯工具——手摇式电话
机还是有些印象。当时父亲在矿上当技术员，
办公室里有一台黑色的手摇电话机，是通过人
工转的，当时每个单位都有电话班，电话班的接
线员都是年轻的女同志，口齿伶俐，记性好。否
则，转错电话，不但会挨训，还会耽误事。

80年代初，我家邻居有位矿长叔叔，他家
住平房第一家，门口宽敞，我和家属院的小朋
友们经常在他家门口玩耍。记得很清楚，这位

矿长叔叔家里安装有一台手摇电话机，时而铃
声大作，只见他拿起话筒，喂喂地讲上一通。

到了大约 1988年，我已经工作了，单位更
换了两部电话机，一台红色的，一台墨绿色
的，虽然也是经过人工转的，但已经不是手摇
式的，说明又先进了一步。到了 90 年代初，
各单位都安装了新的程控电话机，号码是五
位数，市上电话是 6 位数，要打市话必须先拨
零，再拨你要打的号码才能打通，还是不方
便。1994年，我在西安学习了一个多月，发现
街上有人用非常笨重的大哥大手机打电话，
觉得很稀罕。那时，在铜川还没见过大哥大
手机，只在电视里看到香港人用大哥大打电
话很时尚。

2000年 3月份，铜川矿务局机电公司对矿
务局所属单位的电话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
换了新的交换机设备，也取消了电话班，与市
上电话实现同步直拨。矿务局的电话与市电

信局同步了，都升级为七位数，这时西安等大
城市的电话号码已由 7位升级为 8位，只要有
直拨功能的电话机，都可以实现无障碍通话
了，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通讯，这是电话又一
次质的飞跃。

2003年 3月份，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
机，我非常欣喜。它是波导牌的国产手机，人
称“手机中的战斗机”，信号很强的。当时价值
1385元，要用自己数月工资才能买到。这个手
机使用的号码我一直沿用至今。

从 2003 年至 2018 年，我的工资收入水涨
船高，生活之外攒点钱，就有了换手机的想
法，15年间，手机大概用了十部左右。长的有
用两三年的，短的有用几个月就淘汰的，样式
有翻盖的、平板的、大字母的、滑盖的、触屏
的，有好看精致的，也有笨重不好看的。记得
我买过的手机大都有收音机功能，有一部深

圳出的金立牌手机质量还是不错，我换手机
后，用耳机作天线，发挥它的收音机功能，一
直让母亲使用，母亲用它每天听广播，直到她
去世，用了四年时间。

由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手机的更新换代
非常快，从 2G手机到 4G 智能手机，没有用几
年时间就更新换代了。手机也不仅是打电话
对外联系的工具，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可以看
天气预报、查信息、看地图、导航、看新闻、了解
天下大事。它的金融功能也不可小觑，微信、
支付宝付款和发红包、投资理财样样齐全，让
你不带钱包也能走遍天下。你能想到的功能，
它应有尽有，随时都可为你提供便捷服务，手
机成为人们的亲密伙伴，日夜相伴紧紧跟随。

从 70年代末到现在，四十年时间，通讯工
具的发展变迁标志着社会科技的进步，标志着
国家经济的繁荣，我们是见证者，也是受益者，我
们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铜川矿业公司）

电话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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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陕煤 新形象”摄影比赛

从“食不果腹”到“吃出健康”
张林武张林武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民在
从受压迫到站起来再到富起来的奋进
道路上，对吃的追求有了从量到质的飞
跃转变。书面语上，从“人民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到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矛盾转
变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口语中，从奶
奶口中的“食不果腹”到女儿嘴里的

“吃出健康”，也可以真切感受到。
奶奶曾说过：“糠和野菜，就是最

好的选择。”
小时候，父母为了一家 7 口的生

活，白天干完自家地里的农活后，晚上
经常到村子里的砖厂干活挣钱，我和
哥哥、妹妹晚上则由奶奶照料。那时
候，村子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空调，夏
天晚上睡觉完全是靠奶奶手中的蒲扇
和口中的故事。奶奶没有上过一天学
堂，讲出的故事虽然没有童话故事般
的细腻，但却饱含深意。

“你们不知道，奶奶小时候为了填
饱肚子，就去地主家熬活，因为太小，抢

不到好活，只能给地主家的猪、骡子等拔
点草。一大筐子草也换不来多少吃的，但
是没办法，不干就一点吃的都没有，干这
个虽然给的吃的少，但至少还有点。有时
运气好点，负责收青草的长工会趁地主
不注意，偷偷抓几把麸糠放到我的衣兜
里，那心情就和你们现在过年一样，有好
东西吃了。只要一出地主家的门，就开
始一路小跑，怕被地主发现，手还要一
直压在口袋上，生怕撒出来让别人看
到后追到家里来。你们没有吃过用野
菜和麸糠混在一起蒸的黑馍馍，在当
时就是奶奶能吃到的最好的食物了。”

母亲说过：“红薯片是家常，窝窝
头是稀罕，白面馒头是奢求。”

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生活不算
富裕，中午饭不在食堂吃，母亲每天都会
走很远的坡路，为我和妹妹送来可口的
饭菜，卤面、麻食、麦饭等变换着一周不
重样。在我和妹妹麻利地把饭往嘴里
刨的时候，母亲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小
布袋，去食堂的餐桌上装那些不要的剩
饭剩菜，每每都是满满一袋，在这样的收

获面前，母亲却始终高兴不起来。
“哎，现在的娃真是造孽，多好的粮

食呀，就这么浪费了，以前闹年景，这得
救活多少性命！”这基本上都快成母亲的
口头禅了。“我上学的时候，因为家里孩
子多，你们姥爷就去下矿拉煤，每次回来
都能背上一点山玉米。因此，我和你舅
舅们就盼望着你姥爷能早点回来，这样
就不用啃红薯片，能吃上窝窝头了。”

“现在的娃每天都是在过年，我们小时
候过年才能吃上一口白面馍，全家一年
才能分到一斤油，炒菜的话无非就是用
油刷子在锅底刷一下。”

女儿却说：“少盐多醋、少油多素，我
们要吃出健康。”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福的，赶上了改
革开放的收获季，从小没有受过什么
苦，吃的饭基本都是白里白外。而女儿
则更像是生在了蜜罐里，蒸炒煎炸，味
道由国内尝到了国外，不管是天上飞
的，地上跑的，还是水里游的，只有想
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特别是同一
种食材，可以吃到酸甜香辣不同口味。

“妈，你这菜里以后少放一点油，太
腻了，油吃多了不好，容易长胖。还有，
有空蒸一点玉米面馍吧，感觉那个挺好
吃的。”“妈，以后咱们的晚饭尽可能做
得简单一点，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早上吃得要像皇上，中午吃得要像平
民，晚上吃得要像乞丐。”“爸，这家饭店
的菜都吃过了，听说前面开了一家鲁菜
馆，咱们去尝一下有名的葱爆海参吧。”

“妈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胖了一点，这
衣服咋穿起来有点紧。现在开始我要
减肥，水煮白菜就是我的主食，这周末
咱们去挖野菜吧，也改善一下生活。”

正是因为改革的福利，我避开了
奶奶因食不果腹而不知该吃什么的窘
境，避开了母亲期盼吃上窝窝头的无
奈，而是幸运地能够“一日三白”，陪着
女儿追求健康饮食。我有过思考，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真正强起来实
现民族复兴的时候，我们的饮食又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带着这样的期待，我
继续向前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脚步也似
乎变得更加稳重了。 （陕钢集团）

一日，与朋友聊天，说起
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朋友语出
惊人：莲出淤泥而不染，是因
为它长在上面，根本就没有在
泥里，就像它的根——莲藕，
怎么就有“拖泥带水”的不雅
呢？是藕以肮脏成就了莲的
洁白！我一时语塞，而后忽然
想到这不正像我们的父辈和
我们吗？父辈们用有力的双
手建设了矿区，用心血和汗水
铺就了后辈的成长之路，让幸
福之花绽放矿区。

以前，井下生产条件恶
劣，采掘设备也很原始，出煤
就靠父辈们一锹一镐地挖出
来。那时的矿工井下知识欠
缺，常有人下了井就再也没有
自己走上来。那时我小，对很
多人和事只有一些懵懂的记
忆，但我知道一件事：母亲在
心里一直怨恨父亲，
因为是父亲一手将
舅舅送到了井下，但
舅舅却再也没有上
来。所有这些，我们
这些 80 后的人不曾
体会，我们的记忆里
只有那些好吃得不
能再好吃的面包、麻
花 、牛 肉 、鱼 肉 罐
头，我们只知道那些
东 西 名 叫“ 班 中
餐”，却不曾知道那
些是我们在井下的
父辈们长期辛劳工
作换来的。东西我
们 吃 了 ，很 香 、很
甜；活他们干了，很
苦，很累。

在那时，谁也不
会想到，40 年后的
今天，矿工们不用再
一锹一锹地干活了，
父辈们的心血没有
白费，他们用热血和青春为后
来人总结了大量的经验，也为
矿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如今，矿井制度日趋完
善，安全投入逐步增加，安全
设施更加完备。井下取缔了
人力车、三轮车，使用矿车和
皮带运输；长壁回采的开采方
式代替了以往“老鼠打洞”的
开采模式，液压支柱支护取代
了木支护；矿井安装了瓦斯监
测“电子眼”，形成 24 小时严
密的瓦斯及防突测控网络，为
强化矿井瓦斯防治工作提供
了超前、精准的数据，有效地
将瓦斯隐患及苗头消灭在萌
芽状态；采用了具有考勤功
能、定位功能、关键岗位的监
控功能及各类预警报警功能
的识别卡，为矿井安全管理工
作提供了保障；安装了井下无

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井上井下
通讯一体化、调度一体化、有
线无线一体化，为矿井安全生
产提供了有力的通信保障；现
代化的综掘机、综采机开进工
作面，大大降低了矿工的劳动
强度，提高了原煤产量。煤矿
事故发生率逐年下降，很多大
学生毕业后也纷纷来到煤矿，
为煤矿的建设奉献自己的力
量，那个曾经让人恐惧的煤矿
印象已渐行渐远了。

如今的煤矿，即便是农协
工，也可以享受医疗、养老保
险待遇了，职工的劳动保护用
品也在升级换代，煤矿安全得
到了极大的保证，矿工可以高
高兴兴上班来、安安全全回家
去，矿工家属再也不必提心吊
胆地过日子了。与此同时，矿
工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参加

工作前，每一名矿工
必须参加岗前培训，
培训的内容包括行
为规范、安全知识、
操作技能等，“傻大
黑粗”再也不是矿工
的代名词了。

矿区经济效益逐
年提升，职工也得以
乐享企业改革发展
成果。公司积极落
实国家沉陷区治理
及棚户区改造政策，
建设住宅楼，解决了
矿区职工家属的住
房问题，确保人人在
城区有房住；进行供
暖改造让职工在寒
冷的冬天也能享受
到春天般的温暖；实
现天然气入户，给职
工生活带来清洁和
便利。家家户户彩
电、冰箱、空调等各

种家用电器，种类繁多，实现
了人们家居生活的各种需
求。瓜果蔬菜，种类丰富，随
时可买到，不需要再像一些小
动物一样为过冬存储食物。
现在的火车、汽车、高铁、轻轨
四通八达无所不至，周末携妻
儿到附近的景点游玩，不亦乐
乎。吃穿住行娱乐，日子过得
舒心愉快。

所有这些不但是矿区光
荣的奠基者——我们的父辈
们用他们坚实的臂膀为我们
托起的，更是由于改革开放春
风的吹拂。我们过着莲花般
的优越生活时，不能忘记父辈
们的奉献，更应牢记只有国家
的富强，才有人民的幸福，应
明白没有莲藕哪有莲花，我们
要时时不忘根、不忘本。永远
不能忘记！ （韩城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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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北京，对出生于上世纪 50年代初的

父母来说，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多会咱也
去北京看看”，是我在儿时听父亲常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

父亲祖辈都是农民，兄弟姐妹5人，在父亲
两岁的时候爷爷就因病去世了，全靠奶奶一人
辛苦拉扯大五个子女。父母一辈子都是节俭辛
劳的，对于家境不宽裕的他们来说，去北京看
看，那就是一种信仰，念叨念叨，却遥不可及。

“改革开放”一词对父母来说，他们理解不
了，但他们却能感受到改革开放后，日子越来
越好，周围人的笑容越来越多。习惯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让父亲不敢相信的是，对他这个
农民家庭来说，2000年家里安装了电话，2001
年女儿有了手机，给家里买了 21寸电视机，
2011年女儿有了自己的车。“才几年功夫，房
子、车子都有了！这日子就是好啊！还是碰上
了好时代啊！”父亲这朴素的话语中，是对美好
生活的赞美，更是对这些巨大变化的肯定。

父母向往去首都的梦一直未曾改变。我
决定一定要圆他们的梦，当试图带着他们出
去旅行时，却总因各种缘由未能成行。现在
归咎起来，终究是父母不愿意花那一份他们
认为的“冤枉钱”。我把去北京的来回车票和
酒店提前订好，把几张付款的电子凭证拿给
父亲看时，父亲生气的眼睛里闪过了老小孩
的喜悦和期待，尽管他们佯装生气的表情依
旧挂在脸上，但此次北京之行还是成了。

在北京的第一天，父母第一次坐地铁，他们显露出孩童般
无知可爱的神态。他们对急匆匆走路的人群，对一趟趟风驰电
掣的列车，充满了好奇，他们搞不清这地下乘车怎么能如此先
进。当列车来后，母亲、孩子和我全部上了车，而父亲却因为动
作迟缓没有挤上去。再加上父亲不小心将自己的老年手机掉
在地上导致无法使用，因而失去了联系。

此时的父亲，以为地铁站和汽车站、火车站一样，按照他的
理解，地铁全程都在这里管理，于是他找到了地铁广播室，意思
是让帮忙找人。可广播员不知道父亲的表述是错误的，广播了
几次当然是徒劳无功。父亲又去找地铁工作人员，年轻的女工
作人员面对一个走失的老人，同情心使热心增加了几分，“大
爷，你们一家是要去哪儿？”父亲说，“准备去鸟巢看看。”女工作
人员道，“大爷，这趟列车终点站就是鸟巢，您要不再次乘车，在
终点站下车，估计你们家人都在那等您呢。”父亲想了半天，说：

“谢谢您，我再想想，想想。”
回过身他又向一些乘客、工作人员打问，他说不清家人现在

在哪，鸟巢在哪，有多远，自然来去匆匆的人们也无法帮他解决
问题。父亲茫然的举措引起了一个老干部形象的同龄人的关
注，也许同龄人最了解同龄人，老干部同情又不留情地说，你瞎
折腾啥呀，在哪儿下车，就站在哪等着，你家人肯定会返回来找
你的。父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老干部突然又说，你为什么不
和家人电话联系呢？父亲怯怯地说，手机掉地上摔坏了，不能用
了。他好像犯错的孩子，又怕被别人笑话。所幸父亲还牢牢熟
记女儿的电话号码，老干部拿起自己的手机替父亲拨通了我的
电话，你父亲在木樨地站，你们过来接他吧！就在刚才乘车的那
个区域。电话挂了，父亲终于松了一口气，连连感谢老干部。

一番波折，一场等待，终于团聚了。
这些经历都是后来父亲笑着讲给我的，自此父亲见了熟人

就讲他这段经历，总是感叹道：首都真大，地上有车，地下还有
车，先进得很，时代真不一样了，咱农村人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啊，不然到了大城市都找不到路。

在北京的五天里，父亲都坚持和我一起在景点排队购票，
每次我让他在旁边休息时，他就拍拍胸脯说我不累。景区里他
和母亲背着从老家带的桃子和苹果，说是饿了能充饥，主要是
腾出时间多看看北京。在颐和园里我们坐在石墩上休息，父亲
像个孩子一样精力无穷，不时地和孙女说要好好学习到北京上
大学之类的话，“果果，你看你现在生活的时代多好啊，爷爷也
赶上好了这个好时代。”父亲一脸的自豪，使得皱纹更加凸显
了，黝黑的脸显得黑中带亮。

再后来，听老家的邻居们说，父亲逢人就聊去北京的所见
所感，只要家里来人，肯定会拿出冲洗的照片让人家看，还在旁
边神采飞扬地炫耀自己的见闻。因为去了趟北京他是自豪的，
也是幸福的。

是啊，对父母来说这是幸福的一趟出行，圆了他们的一个
梦，我知道父母一辈的梦就是追求幸福生活的梦，圆了梦的父
母是幸福的。而我幸福的是在父母还能走动的时候，带着他们
走出家乡，看看这个时代的变迁和伟大。 （北元化工公司）

矿山新貌 段丽丽 摄 （韩城矿业象山矿井）

花园式水泥厂 马俊生 摄 （北元化工公司）

柠条塔之秋 常安喜 摄 （陕北矿业公司）

最美蒲洁能化 梁杰斌 摄

（蒲洁能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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