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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 40 周年”征文】

从衣食住行看改革开放 40年的巨变
文/白蕙民（大华一村七居）

在晨曦的凉风中， 我漫步在
小区花似锦、 绿成荫的小路上，耳
边传来悦耳的歌声， 这首歌是我最
喜欢的歌曲“走进新时代”。 我沿着
歌声走去， 是小区老年合唱队的朋
友们，他们和我同龄，看到老朋友们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此时我自
问是谁给了我们安定的生活？ 是谁
给了我们和谐的环境？ 是 “改革开
放”。 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浩荡春
风，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活力。

2018 年， 中国迎来了改革开
放 40 周年 ，40 年风雷激荡 ，40 年
岁月峥嵘 ，40 年来中国人民在伟
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顽强拼搏崛起；40 年梦幻，改革
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必由之路 ，40 年美好时光
勾起了多少难忘回忆。

改革开放前，人民生活非常艰
苦，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

改革开放之“衣”变

那时，买衣料和买服装需要凭
“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二尺，
每个家庭都要调剂安排使用，一般
情况下大人都不给小孩添新衣服，
大人总是把衣服洗干净就当是新
衣服。 小孩长高了裤腿接接长，衣
服坏了补一补，那时的口号是“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如家中有人办喜事那就麻烦了，因
为被里，被面都要布票，买棉花胎
也要棉花票。新郎官和新娘子穿着
的衬衫都是“节约领”可以省钱省
布票。

进入新时代， 取消了 “布票”
“棉花票”， 服装店里衣服琳琅满
目，随着季节的变化人们可以适时

的更换时装。 老人们穿着庄重，神
气；孩子们穿着活泼，可爱；姑娘们
穿着像花似的衣服漂亮极了。

改革开放之“食”变

那时， 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一
般每人每月 27—31 斤 （脑力劳动
者每月 27 斤，体力劳动者 31 斤），
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大米与籼米
是有比例的。家里人多，男孩多，粮
食不够，家庭主妇就会把大米与人
少的家庭换，1 斤大米换 1 斤半籼
米，1 斤粮票可买 7 斤山芋。 吃点
心也要粮票，大饼 1 两，油条半两。
吃糕饼要糕饼票， 买肉要肉票，买
蛋，买鱼，买蔬菜要分大户，小户（5
人以上是大户，5 人以下是小户），
买糖，买肥皂都要凭票。 夏天吃西
瓜要凭医院开的高烧证明。

进入新时代， 粮食敞开供应，
大型超市、农贸市场货源充足。 按
照各自的需要随时随地可以采购
到各种食品，不再为一日三餐犯愁。

改革开放之前“住”

那时， 三代人住一个 12 平方
米的房间是很正常的，吃、喝、拉、
撒都在一起， 没有卫生间都是用
“马桶”。那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每天
一大早，家家拎着“马桶”去倒。 天
冷三代人蜗居在一间房里还可以
混混，一到天热那就遭殃了。 就拿
洗澡来说吧，那时洗澡是用木桶盛
水来洗的， 洗好了还要把水倒了，
第二个人才能洗，如人多洗澡也要
用很长时间。 厨房是公用的，那时
邻里纠纷频频发生， 为了一盏灯，
为了一个水斗都可能发生矛盾。

进入新时代，新建的居民大楼

拔地而起，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
蕾吐露芳香，人们住上了崭新的高
楼，居住面积增大，居住条件更舒
适，煤卫独用，老人有老人的卧室，
孩子有孩子的卧室和书房，一家人
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小区环境和
谐安宁。

改革开放之“行”变

那时， 交通工具只有公共汽
车、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公共汽车
5 分钱起， 无轨电车 4 分钱起，有
轨电车 3 分钱起。那时人们经济都
比较困难，青年工人月工资一般都
在 40 元左右， 老工人工资也只有
60 元左右，为了省钱，大多人上下
班都是步行的。 骑自行车的人很
少，因为买自行车要凭票的，而且
买一辆自行车的价格是青年工人
四五个月的工资。

进入新时代， 国家经济繁荣
了，工人工资增加了，退休老年人
福利也提高了，交通在原有的基础
上增加了多条线路， 架起了高架，
挖通了隧道，开通地铁，公共交通
设施越来越便利。 出租车随叫随
到，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老百
姓钱袋子鼓起来了，私家车到处可
见，仿佛演奏着“城市欢乐曲”。

如今，中国正在换发出强大的
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正带领中
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奔
向幸福生活，追寻着每一个人心目
中的“中国梦”。 我由衷感到自豪、
骄傲，情不自禁唱起来“我们唱着
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
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向
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瓷画）
张其光（大华三村一居）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
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
圈……”对我而言，董文华的《春天
的故事》这首歌是具有一定隔代感
的。 改革开放那会，我还没有出生，
很遗憾没能看到改革的起点 ，但
1988 年出生我，却实实在在经历和
见证了改革至今的种种成果。 尤其
是在我从事工作，在社区教育岗位
上服务后， 更深切感受到了这 40
年来我们国家老年人的生活变化，
不禁让我这个年轻人感慨和羡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而每年
离退休的老年人口就是一个巨大的
数字。 如何妥善安排和处理老年人
的退休生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做起来却也不是那么容易。 还记得
小时候， 每次下楼玩耍总能见到一
些老奶奶聚集在一块东家长西家短
的聊着， 老爷爷们的娱乐活动就是
一副象棋， 大家聚在一起可以看好
久。 当时的我，总也想不明白，有这

么多事情可聊吗？ 这象棋这么好玩
吗？ 现在想想，那时的老年人的退休
生活太匮乏， 除了三五成群聚在一
起聊天下棋似乎也没地方可去。

这样的情况在我印象中似乎
维持了很久。 随着时代的发展，原
本的老公房、弄堂等等都在拆迁和
城镇化的进程中成为历史的记忆。
原本聚在一起的老年人也四散开
来，这时新建起的公园成了老年人
活动的新场所。不过活动内容似乎
还是老样子， 侃大山， 下象棋，打
牌，除此无它。

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犹如平
地惊起一声 “雷”， 一个小小的音
箱，将原本松散的老年群体聚集到
了一起———广场舞，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迅速在中老年群体中蔓延
开来，甚至走出了国门，当真是风
头无二。老年人们似乎也走出了侃
大山、下象棋的“低级”活动，步入
到以健身、交友为主的更高一级的

退休生活。
作为一所成人学校社区专职

教师，我有幸踏上了社区教育的工
作岗位， 接触到了更多的老年群
体， 也更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
这几年，广场舞在吵闹、抢占地方等
负面报道中渐渐“低调”了起来，更
多的老年人选择了一种更优雅的
生活———老年学习。 也多亏了国家
的发展和重视，给予了老年人们越
来越多的选择和条件支持，社区学
校、体验基地、居村委学习点，老年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学
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在文化修
养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也让他
们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充实和优雅。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带领我
们走进新时代， 高举旗帜开创未
来。 ”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我相信老年人的生活在我们的努
力下，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也让我们
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会是多么美好！

1997 年的 8 月，由于我父
亲患病，而且常年住在我家，当
时我一家住在延长路上我先生
单位分配的一套 40 多平方米
的二居室内，无奈，只能将父亲
和女儿安排在那间稍大的居室
内。 父亲和女儿分别在居室的
南、 北面各搭了一张床。 由于
父亲已是卧病在床的人， 而且
经常会大小便失禁。 实在和 17
周岁的女儿同居一室不方便。
不得已， 我必须找一套三居室
的房子。

我看中了大华一路的一套
三居室的房子，虽然它并不奢华。
但满足了我有三间房的基本要
求，而且离同济医院也比较近。

但当时大华的交通极不方
便 ，112 路公交车只到管弄新
村，68 路公交车只到平利路西
乡路。 女儿当时在浦东的进才
中学读书，每个周六回家，坐车到管弄新村
后， 只能由他的父亲用自行车带她回家。
我当时在复兴中路上班， 每天只能骑自行
车到新村路沪太路口乘 128 路， 下班回家
再乘 128 路到新村路沪太路口再骑自行车
回家。 为此， 几年间我共丢失了 5 辆自行
车，真是苦不堪言……

当时的大华地区， 没有大商场和大卖
场。 买生活用品都要去比较成熟的地区去
买，菜场也很少，经常只能在上班的午休时
间买好后带回家。

20 年过去了，大华地区面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大华路上的大华虎城和大
卖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每天人流络
绎不绝，各种档次的商品应有尽有；各种风
味的饭店、小吃店星罗棋布；交通出行也越
来越方便了，地铁七号线开进了大华，公交
112、78、923、159、766、547 路也都在大华穿
行， 方便的公交线路把大华人送向了上海
各个地方。为了方便大华人看病，同济医院
特地在大华地区设立了门诊部， 大华人不
出大华就能享受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大
华地区越来越繁荣， 已经成为一个生活方
便舒适，越来越适合居住的成熟社区了。

晚上，我站在我家的窗口举目眺望，只
见窗外灯火辉煌、霓虹闪烁、光彩夺目，感
觉如同置身在繁华的南京路一样。

美丽的大华，是我们可爱的家！

美
丽
的
大
华
我
可
爱
的
家

文/

史
元
芬
︵嘉
华
苑
︶

见证———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变迁
文/顾佳文（大场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