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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人生幸福人生

我的祖国
周广玲

祖国
从小到大
从黑暗到光明
从贫穷到富足
我一直在认真写这个词

祖国
我用生命呼唤你
常常会泪流满面
因为这个词
是我信念的支撑
是我一生的荣耀

我的祖国我的家
家是祖国最动人的一个音符
无数和谐的音符便汇成了
祖国的美好和繁荣

我的祖国我的根
我的血脉里流淌着祖国的热血
我走得再远
无法改变的
还是那颗跳动的赤子心

我在你前进的步伐中充满希望
我在你执着的目光中收获幸福
我从你的刚强中坚定理想
我从你的崛起中获取骄傲

聆听祖国的声音
心潮澎湃
倾听祖国的脉搏
跳动着亿万颗火热的心

祖国 这个词
在我一生的旅程中
在我的生命里
闪闪发光

国庆节即将来临。在普天同庆的日
子里，我不由地想起公司的三个“国庆”，
他们三代人，见证着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
变化，每一个“国庆”都带着那个时代的鲜
明特征。

雷国庆，从部队复员到公司时，是个
朝气蓬勃、虎虎生威的小伙子。国家那时
百废待兴，我们的外贸公司也是一穷二
白。为表明要振兴祖国的坚强决心，他把
原来的名字雷二柱改名为“雷国庆”，意思
是正值青春年华，把一生交给党和人民。
在公司，大家都叫他“小雷”。筹建公司
时，小雷啥都干，当司机背建筑材料，搬砖
搬水泥。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苦干
了半年，愣是和一帮有志青年盖起了仓库

和简易办公楼。后来又陪着老总到大中
专院校招兵买马，“抢人才”。

公司的架子初步搭起来了，开始向港
澳输送鲜活商品。小雷被派去押车。面
对几天几夜的颠簸劳累，生猪散发出的难
闻气味，他从不叫一声苦和怨。后来，他
又被安排当仓库保管，他也是兢兢业业、
认认真真，一干就是三十多个年头。就这
样，祖国的大厦就是靠他们那一代人用一
砖一瓦建造起来的。青春无悔，从不计较
得与失。公司陈列室展示着劳模们艰苦
奋斗的事迹，每年新进的年轻人都能从他
们身上吸取无穷的力量。

潘国庆，名副其实的“国庆”，生于
1952 年国庆节，也是国家实行改革开发

后上任的“总经理”。潘总是正宗的科班，
从经贸大学毕业的优等生，第一次把国外
企业先进管理方式引入公司，给员工带来
全新的感受。

潘总平常总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
整整齐齐，那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让人叹
服，谈判也很有技巧。他代表着新一代外
贸人的形象。承包、改组、大胆启用年轻
人，公司的效益节节攀升。出国、推销、打

“飞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率领业务员
把中国产品卖向国际市场。正是因为潘
总，公司创下了宏大的基业。虽已退休，
但他在员工中仍拥有众多的“粉丝”。

曾国庆，别以为是位小伙子，其实是
个美女大学生，也是正宗的九零后。这名

字是移民海外的祖父给她取的，普通了
点，但寄寓着老一辈的思乡之情。这个
名字，使初接触她的人产生过误会，一般
人将她想象为男性。可巾帼不让须眉。
小姑娘名校毕业，业务能力突出，电脑活
玩得飞转，外语说得极其流畅，行事风风
火火，干净利索。入业后不久，她成了新
成立部门的牵头人，麾下是一帮“男将”，
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所在的部门业
绩屡创新高。

祖国在飞速发展，不同的“国庆”人树
起了标杆，或勤奋朴实，或才智双全，或时
尚精干，他们穿越时空，激励我们搏击风
雨，融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
力前行。

国庆前夕，我们家三代人一起到购物
中心购物。望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老爸深
有感触，中午在购物中心的餐厅吃饭时，向
我们描述了他在几十年前亲身经历的购物
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大跃进”开始
之前，中国的商业结构一直是国营商业和
集体商业占据主流，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
为辅。最难忘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
东西都按计划生产，国家对商品采用计划
供应，对单位个人进行计划分配。为了适
应人民生活基本的需求，采取了当时最为
有效的方法，就是印发了各种票，有计划地
分配到单位或者居民手中，即所谓的“凭票

供应”。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凭票购
买，而且往往是货少人多，在国有商店前看
到人们排成长队购买一件商品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当时除了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
泛的是粮票，城镇居民必须凭粮票才能购
买粮食及粮食制品，粮票直到 1993年才退
出历史舞台。老爸最后笑道，他现在手头
就收藏了为数不多的粮票及购物票，每每
拿出看看，都会感慨万千。这些票证是那
个时代的特有产物，见证了计划经济到市
场经济的沧桑变化。

年近四十的我，对往事也是历历在
目。上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个孩子，那时
的我，总缠着父母上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

社给我买零食吃。可是家里没钱，过日子
处处得算计，该买的东西往往都没钱买，哪
还有多余的钱给我买零食吃。那时我的零
食往往就是萝卜、西红柿、大葱之类的蔬
菜。记得我常常贴着商店柜台橱窗看着里
面的食物发呆，流口水。有时，父母看我可
怜巴巴的样子，也会给一两分钱让我买个糖
球解馋。每逢这时，我真觉得跟过节似的高
兴。其实，我小时候最难忘的就是，只有过
年才凭肉票到商店买点肉，回来掺着剁碎
的白菜帮子拌成陷，然后用质地发黑的白
面包饺子吃。所以，那时老百姓有一种夸
张的说法，叫“盼过年就是盼吃顿饺子”。

听了老爸跟我的购物经历后，我那年

少的儿子连连摇头，表示对我们那个年代
的艰苦难以理解，一脸神气地说：“现在多
好，超市、便利店、品牌店、折扣店、专卖店、
大型购物中心、网上商城等应有尽有，只要
有钱想买啥就买啥，而且方便快捷。”

我笑着对儿子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
穿的，还不是因为我和你爷都把该吃的苦
都吃尽了，所以留给你的就都是甜的了，不
过你也别得意忘形，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
好工作或做生意都成，到那时，花自己挣的
钱消费才会感到理直气壮，大手大脚地花
老人的钱终归不是那么回事吧？儿子听了
咂了咂舌头，又扮了个鬼脸，然后老实地待
在那里啃鸡腿，那滑稽的样子可把大家乐
坏了。

64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可留给咱老百
姓的感受是说也说不完的，有苦有甜，但更
多的是幸福。在这 64年中，中国人的商业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仅是商
品的丰富程度，购物渠道、交易方式乃至消
费理念都在与时俱进。我想，这都该归功
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啊！

归 乡
刘 勇

走过一山又一岗
阔别我亲爱的故乡
为了梦想
我远走他乡

趟过了大江小河
背离我爱的家乡
为了生活
去搏击风浪

离乡的人呀
最盼归乡
亲人的眼光
让人更难忘

离别多年
再回家乡
山水依旧
与梦中一样

只是父母
鬓发如霜
不复当年
青春模样！

晚上没事，在网上“溜达”，无
意间看到了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候选人名单，里面有一个我认识
的人，他是一家餐饮企业的董事
长。为避免广告嫌疑，我这里不
提他的姓名。

他从 2010年起，坚持每开一
个分店就为当地的环卫工、流浪
汉和拾荒者等弱势群体免费发放
400 份爱心早餐，让他们可以免
费食用一份热腾腾的稀饭和一碟
小菜。如今他的企业分店已经有
好几家，三年来，爱心早餐累计发
放总价值已达500多万。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是他的
这些善举，而是在网上看见他的
头像和名字时，让我想起了两年
前跟他见面的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我还在一家市级
晚报工作，而他的餐饮企业就在
那个市上的一个县城里开着，规
模很大。

有一天，我和总编、副总编以
及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去他所在的县
城办点事，事后，我们就慕名去了
他的饭店吃饭。饭店是室内生态
园林式的装修，有曲水有绿树，还
有假山小桥装点，环境清新温馨。

在吃饭的中途，我们的包间
进来了两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
子，很精神，手里都端着酒杯。我
们不知道是谁，有服务员就给我
们适时地做了介绍，说这两位是
他们饭店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过
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敬个酒。哦，
原来是这样，当地对酒文化很讲

究，我们就急忙起身致谢问候。酒挨个一杯杯敬着，话
也就一句句聊着。我知道了他们两人都是军人出身，
怪不得那么干练精神。他们也知道了我们是媒体人，
就说些多多宣传的客气话。谈笑间，我发现他们耳朵
上都挂着耳麦，而且时不时还会对着耳麦说几句诸如

“稍等，我马上就过来”的话语，就很是好奇，说你们两
位老总业务很忙嘛，随时都在对讲处理事情啊。他们
就给我讲了原委：说他们自己给自己规定，企业里不给
董事长和总经理设置办公室，每天一上班，就跟员工一
样，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一线，哪里有需要他们出面的，
他们就会立即过去处理。如果没事的话，他们就会主
动跟一些新客人打打招呼，敬敬酒，问下客人对饭菜的
意见，以便随时改进；也会跟一些老客人和贵宾问好、
敬酒，感谢他们的光临。他们说，办公室对他们来说根
本就没有必要，因为真正的工作就是在第一时间里主动
解决问题，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别人汇报后去解决。

那天，他们还说到了自己的爱心早餐，我隐约记
得，他们说，这个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们都会坚持
做下去，就是企业倒闭了，卖掉车子，也可以再坚持一
段时间。

如今他们的事业已经越做越大，分店已经从刚开
始的小县城开到了现在的省城大都市。我想，这与他
们的善举有关，与他们的永远走在第一线有关，更与

“老板没有办公室”的人生理念有关吧。

下班后，同事小丽要我陪她去逛
街。小丽可是个贤妻良母，每天一下
班便急着往家跑，说要给老公和孩子
洗衣做饭，从来没有跟同事们出去玩
过。“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我笑着说。没想到小丽脸色一变，恨
恨地说：“今天我也放纵一回，才不管
他们吃不吃饭。”“到底怎么了呀？”见
此情景我赶紧问道。

原来，小丽跟老公闹了点别扭，吵
了几句嘴。一向任劳任怨的小丽越想
越觉得委屈，自己为家庭默默付出了
那么多，可老公却根本不领情，反而认
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小丽一路絮絮叨
叨地跟我诉说着，仿佛婚姻里都是些
不如意的事情。末了，她叹了口气，幽
幽地说：“真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没有
爱。”我只能陪着小丽说些宽心的话，
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到傍晚时，小丽的手机突然响了
起来，小丽赌气不接，可手机却固执
地响着。“接呀，快接呀。”我推了推小
丽劝道。“喂，干吗！”小丽冷着脸接起
了电话，是她的老公打来的。电话
里，小丽的老公好像在跟她道歉，刚
开始小丽仍然冷言相对，可慢慢地小
丽的脸色缓和了下来，过了一会儿，
小丽竟然开心地笑了。挂了电话，小
丽高兴地对我说：“我要回家了，老公
和孩子还饿着肚子呢。哎，我不回去他们会饿坏的。”“你管
他们呢，不是说你们之间没有爱了嘛！”我故意笑着打趣，小
丽红了脸丢下一句：“谁家夫妻没有吵架的时候。”

看着小丽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在书上看到的一幅漫画。
在大雨中，一对夫妻背对背坐在长椅上，由他们脸上的表情
可以看出两个人在生闷气。尽管两人都不肯看对方一眼，但
丈夫却宁肯挨着雨淋，仍把手中的伞举在妻子头顶——我们
可以生气，可以不说话，但我不能让你被雨淋。说实话，这
幅漫画让我会心一笑的同时，更带给了我深深的感动。

记得当初跟着老公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有一
次，我跟老公闹了点别扭。一气之下，我跑了出来。老公在
身后紧紧地跟着我，看着我在杂乱的人群中穿梭。后来，他
紧走几步，在人群中拉住了我的手。我清晰地记得他认真地
对我说了一句话：再生气也要牵着我的手，我怕你会走丢。
我承认，当我听到那句话时，所有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了。

是的，夫妻之间难免有吵架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让我们
怀疑，我们之间到底还有没有感情。但无论再生气，再难过，
我们还是忍不住会怕对方挨饿，怕他被雨淋，怕他走丢了……
其实所有的所有，皆是因为我们还爱着对方。而联系在爱
与不爱之间的纽带则是“生气也要牵着手”的浪漫与可爱。

单位仨人叫“国庆”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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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购物话变迁
郑金仔

非常故事非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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