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家住
示范区的张自鑫感触颇深：“儿时，通信基
本靠‘吼’。”张自鑫生于 1975年，在他的
记忆中，老家梁园区刘口镇西刘村连电都
没有，更别提通信了。“如果真要与外地亲
友联系的话，只有通过邮件。但 8分钱一
张的邮票，在改革开放前对于许多人来
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张自鑫说。

张自鑫表示，对于 70后来说，改革开
放所带来的感受非常强烈，“许多 70后有
计划经济的记忆，以及市场经济逐步发展
起来的亲身体验。”

“我小时候，粮票还在用，这就是计划
经济的缩影。”张自鑫说，随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吹过，在豫东平原上，众多商丘人的
生活也迎来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物资充
足了，衣食住行都不发愁了，生活水平越
来越高了……

张自鑫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电话对
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稀罕物件。除了为
数不多的政府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普通
百姓家中都没有装电话。

如今，张自鑫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商丘分公司的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他
说，自从参加工作之后，他见证了中国通
信事业的蓬勃发展。“1994年，传呼机还是
一般上班族难以拥有的奢侈品。”他说，自
己在 1998年进入到当时的商丘联通公司工
作，而彼时作为中国第二家移动通信企业
才刚开始“建网”。在此之前，商丘人能用
的移动通信工具只有90号码开头的“大哥
大”，使用的还是模拟信号，并非数字通信
技术。

“2000年前后，中国联通的 130号段投
入使用。市民可以自主选择手机号码了。”

张自鑫回忆说，也正是自 2000年开始，手
机逐渐成为百姓的通信工具。“那时候的手
机只能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但这对于当
时的人们来说，已经实现了之前不可想象
的进步。”

张自鑫说，随着CDMA手机的出现，
在语音通话和短信收发之外，手机开始真
正实现了数据传输，也可以说，这是最早
的2G通信技术出现了。他说，随着国家对
于通信的布局，CDMA业务被从当时的联
通整体剥离出来，划入了新成立的中国电
信。对于老百姓来说，可以选择的通信运
营商更多了，也更方便了。

“数据通信的出现，开始对手机技术带
来新变化。”张自鑫说，当手机可以传输数
据的时候，屏幕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虽
然当时还没有出现智能手机，但已经可以
通过数据传输带来一些新功能了。3G的出
现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数据传输速度得到
了飞速提升，这才有智能手机出现。

张自鑫说，3G通信技术出现时，难以
相信不久就有了速度更快的 4G，“3G出现
大概两三年后，就有了4G。然后，又过了
两三年，5G就出现了。”

“儿时，还只能贴邮票寄信件的时代，无
论如何也想不到现在可以通过手机实现视
频聊天、看电视剧、看电影。”张自鑫回忆，改
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是惠及到千家
万户，影响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少年时，曾
说实现现代化，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生活。现在，不但人人都有电话，而且还可
以享受到超越很多发达国家的5G高速网络
通信。相信，未来中国人民的通信方式将领
先全世界，让每一位中国人都享受到改革
开放的红利，享受到美好生活。”

70后技术人员张自鑫

信息通信业飞速发展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 超

“以前我是一个工地工人，现在拥
有了自己的工厂，产品远销十余个国
家，这都要感谢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要不然，我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民，怎能
有机会取得这样的成绩。”12月20日，记
者联系上虞城县稍岗镇包庄村村民、虞
城县恒扬工量具有限公司负责人蒋芳义
时，刚刚结束了忙碌工作的他，正准备和
妻子冯红梅一起吃饭，谈及这些年的发
展，他感慨不已。

蒋芳义出生于1987年。16岁时，他
初中毕业，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便选择
了到工地打工。说起那时候的日子，蒋
芳义感叹：“夏天一身汗，冬天冻得打哆
嗦，真是太苦了。”他意识到，要想有更好
的生活，必须学一门技术。在外漂泊了
一年多之后，听闻老家的一家钢卷尺厂
正在招工，他便回到了稍岗镇，学习组装
钢卷尺。由于勤奋好学、认真努力，他很
快便掌握了这门技术，成为技术全面的
工人。

2007年，他和邻村姑娘冯红梅经人
介绍认识，很快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并
相继生下了女儿、儿子。“我岳父家是开
钢卷尺厂的，看着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
周围的钢卷尺厂也越来越多，我也有了
独自开厂的想法。尤其是孩子出生后，
我肩上的担子更重，想要给家人更好的
生活。”蒋芳义告诉记者，2010年，在家人
的支持下，恒扬工量具有限公司开业了。

刚开始，夫妻俩资金有限，只利用家
里的院子搭了一个简易房，购买了一台
注塑机，专门生产钢卷尺外壳。夫妻俩

没日没夜埋头苦干，再加上为人诚实，订
单慢慢增多，二人便聘用了两名工人，生
意渐渐有了起色。然而，创业并非易事，
蒋芳义和妻子经历了种种困难，包括资
金紧张、技术瓶颈、市场竞争等。但是，
他从未放弃过，他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
能够成功。

经过几年的努力，蒋芳义的小作坊
逐渐发展壮大，目前面积已经增加到七
八百平方米，工人也增加到 20多个。他
的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欢迎，还
出口到中东、非洲等十余个国家和地
区。今年 10月份，他去了卢旺达考察市
场，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经过多年的锻
炼，他已经可以和外商用英语简单交流，
并发展了一批目标客户。

蒋芳义告诉记者，自己的成功并非
偶然，除了夫妻俩的努力，还因为“背
靠大树好乘凉”。他说，虞城县是我国
卷尺产业的发源地，兴起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尤其是在稍岗镇，更是形成了
钢卷尺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物流
等完善的产业链。“一把钢卷尺需要用
到外壳、尺条、尺簧、钉勾、挂绳等十
来个部件，我们在镇上就可以全部买
到，而且附近的村民都有技术，招工很
容易。”蒋芳义说。

同时，他也感谢国家的政策为他提
供了机会。他说：“如果没有国家的改
革开放政策，我可能还是普通的流水线
上的工人。现在，我不仅有了自己的工
厂，还为社会提供了就业岗位，为国家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80后工厂老板蒋芳义

昔日打工仔变身工厂老板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今年 31岁的宋伟雨是个 90后姑娘，从
小生活在睢阳区农村的她凭着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毕业后，在郑州一家公
司工作了几年，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成长，
去年，她决定回到家乡商丘自己创业，经营
一家服装店。

“小时候，农村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记忆
中，小时候家人很少给我买新衣服。”宋伟雨
说，好在妈妈手巧，家里有台缝纫机，很多衣
服都是妈妈手工做的，一件衣服都是她穿过
给妹妹穿，妹妹穿过以后还舍不得扔，再送
给亲戚、邻居家的小孩穿，一件衣服能穿大
几个孩子。

在宋伟雨的记忆中，长辈的衣服大多没
什么款式，颜色几乎都是黑白灰。上世纪
90年代末，服装店多了起来，各种新潮服装
琳琅满目、争奇斗艳，在西装与休闲衫唱主
流的同时，文化衫、T恤衫、蝙蝠衫、踩蹬裤、
直筒裤、牛筋裤、喇叭裙、一步裙、A字裙、超
短裙、迷你裙……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
服装纷至沓来。

宋伟雨告诉记者，每次打开衣柜，她的
妈妈总忍不住唠叨：“衣服真多，家里的衣柜
都放不下了，你这些衣服，买回来都没穿
过。”的确，在她的衣柜里，挂满了T恤、衬
衫、夹克衫、九分裤、羽绒服、运动服等各类服
装，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颜
色从深到浅，长度从短到长，应有尽有，再加
上鞋子、帽子、丝巾等，衣柜里都放不下。

“现在穿衣服，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品
质。30年前，走在大街上大家都穿得一样

也无所谓，可是对于现代女性来说，最尴尬
的事恐怕就是‘撞衫’了。所以我现在进货，
不仅要把好质量关，还要看版型设计，有品
质、有品位的衣服更受爱美女性的欢迎。”宋
伟雨笑着说。

宋伟雨坦言，如今各个品牌专卖店、加
盟店、服装专营店都进驻商场，服装材质、款
式、风格种类不断被细化，出现了正装、晚
装、礼服、唐装、休闲装、运动装、家居服等若
干门类。复古风、萝莉风、职业风、民族风、
日韩风等各类风格服装出现在橱窗里。市
民开始在穿衣打扮上更加注重品位，每月服
装支出成了家庭支出的一部分。

进入新时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精神世界的不断丰足，人们对穿着的要
求似乎不再执拗地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时
尚的定义更没了绝对的界限，穿着更成为体
现自身气质、品位和态度的一种表现。

“如今很多人买衣服，都是往比自己本
身年龄小一二十岁的风格去寻。即使是四
五十岁的中年人，也喜欢买年轻人流行的服
饰，只要自己高兴，自己觉得美，怎样穿都不
为过。”宋伟雨说。

宋伟雨告诉记者，自从她经营服装店以
后，对服饰的变化有所思索，其实最简单的
衣食住行，就是一部写在每个不同年代的中
国人身上鲜活而富有说服力的改革开放发
展史。市民的着装风格由单一逐渐走向多
元，色彩由单调趋于斑斓，而隐于背后的，是
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多
元变化。

90后服装店老板宋伟雨

衣着从“穿得暖”到“要时尚”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12 月 20 日早上 6 点，天刚蒙蒙
亮，在纵横7.69万平方米的民权铁路货
场，货运员李馨桐穿着厚重的大衣，手
持巡检仪，安放防护信号牌，认真检查
作业防溜，开启了她一天的作业任务。

民权车站位于商丘市民权县境内，
属于二等客货运站，隶属于商丘站管
辖，主要办理整车、快运和集装箱到发
业务。发送主要是粮食、板材、制冷机
械设备等，到达以化肥、粮食为主。今
年1月至11月，车站装卸车近万辆，到
发货物50多万吨。

李馨桐出生于 2000年。2022年 10
月，她顺利通过校招进入中国铁路郑州
局集团有限公司商丘车站工作，并于今
年2月被分配到民权铁路货场担任外勤
货运员。

铁路货运员负责管理和运输货物，
肩负着保障社会物资的运输和供应的重
要职能。作为初来乍到的新人，民权车
站按照以往“老带新”的传统，为李馨
桐这一批大学生都配备了一对一帮教的

“师父”，并签定师徒合同，按照合同内
容进行详细的言传身教。经过半年多的
培训，今年8月，她顺利“出师”开始
独立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铁路货运员的工作环境较为艰苦，
需要在各种天气条件下进行工作，有时
候还需要面对长时间的工作班次和紧张
的任务压力。此外，货运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风险和危险，如装卸货物、操作重
型机械等，稍有不慎就可能换来“血的
教训”。“当时接受培训时，我印象最深
的就是各项非常细致的规章制度，比如
在现场工作时经常要横越线路，要‘一
站二看三确认’才能通过，同时要‘手

比眼看口呼’，否则就可能发生较为严
重的事故。”李馨桐说。

外勤货运员主要是货场内的一些现
场工作，检查货物的装载加固状态，监
装、监卸等，即便遇到恶劣天气，也要
顶风冒雪进行，不能耽误货物的接收、
发送。“当天的装车作业结束后，我们
还会去营业室整理材料、填写台账、上
传视频到系统等。就是这种流程上的标
准、规范，保障了铁路运输的安全。我
始终提醒自己对待工作要始终保持高度
的责任心和严谨务实的作风，始终坚持
规范化和安全化作业。”李馨桐说。

回顾商丘铁路运输发展史：1915
年，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建成通
车，标志着商丘正式进入铁路时代；
1996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陇海铁
路和京九铁路在此“十字”交会，正
式奠定了商丘市铁路枢纽城市的地
位；2022年，商丘入选全国性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

凭借交通区位优势，商丘市全力打
造“对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新高
地”。2022年，首班“中欧班列”（民权）
暨公铁联运开行。为了进一步融入“一
带一路”多式联运，民权铁路货场也进行
了改造升级。相应地，李馨桐等货运员
的工作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近期，她到
商丘货场进行了短期学习，工作内容由
过去的整车、散货等，增加了集装箱相关
业务。“回望中国铁路百年历史，近十年
无疑是发展迅速的十年。作为一名从事
技能岗位的铁路职工，我觉得提升个人
业务能力十分重要，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实现人生价
值。”采访的最后，李馨桐说。

00后铁路货运员李馨桐

不断学习 紧跟时代步伐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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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张自鑫在检查通信设备。 本报融媒体记者 鲁 超 摄
图②：蒋芳义在工厂忙碌着。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摄
图③：宋伟雨在店内整理衣架。 本报融媒体记者 宋云层 摄
图④：李馨桐在营业厅整理视频资料。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