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沧桑巨变 点赞改革开放

在中国改革开放45年的浪潮中，商丘这座充满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活力的城市
不断奋力奔跑、追梦前行，跑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速度，提升了百姓获得感，塑造
了天蓝地绿好环境，成就了文明新气象……“星光不问赶路人。”新时代属于每一个
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为此，我们请来 7 位不同年
代、不同行业的商丘人，谈谈他们眼中商丘在这个激荡大时代中的点滴变化。

（本报融媒体记者 司鹤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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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5岁的王保全是商丘市夕阳红骑游协
会会长，也是一名资深骑行者。今年 5月至 7
月，他带领商丘市夕阳红骑游协会的 4 名骑
友，经过两个月的骑行，完成了“世界屋脊圆
梦之旅”。对于他来说，骑行既是一种运动，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20年的骑行生涯，王保全用自己的方式记
录着祖国的山河之美和家乡商丘的沧桑巨变。
可以说对于商丘各县（市、区）的道路，王保
全都了如指掌。同时，让他们感觉最舒心的
是，商丘城乡的道路也是越来越好，他和骑友
们在骑行中感到越来越快乐。

“通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和城乡发展，我
有深刻的体会，道路这方面，我感觉好得太多

了。我年轻时候骑自行车没敢出过远门，那时
候的道路都是坑，退休后我出门骑车，不管走
哪条道路都有很大变化，路面变宽了，变平
了。”王保全对记者说。

说起变化，好像一下子打开了老人的话匣
子。“说实话，现在这个城乡卫生、空气、环
境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城市的街道尘土很多，穿一件干净的衣服出去
回来就是满身灰尘。现在别说商丘市的道路上
没土气，就是乡村的道路也都是小水泥路，一
尘不染，骑行在上面，有一种舒服感。而且，
环境也让人赏心悦目，农村有广场，有村内公
园，有小河，蓝天白云下，骑行在农村，好像
是行走在一幅美好的画卷里……”

有一句网络流行语说：“世界那么大，我
想去看看。”这句话，正好应了在王保全带领
的老年骑游队的老人们的心声，他们骑游协会
会员年龄最小的 60岁、最大的 87岁。这些年
里，他们北到黑龙江漠河，南到海南三亚，西
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到渤海湾，踏遍祖国
的山水，收获了快乐与健康。骑友们表示，不
仅仅商丘变化大，而是全国各地变化都很大，
都在一天天变好。

“说实话，我就是感到自己生在商丘确实
没有遗憾，商丘确实是个适合居住的好地方。
如今，日月湖景区、古城景区、汉梁文化景区
等，都在越来越好，我们感觉越来越幸福。”
王保全说。

40后骑行者王保全

用车轮丈量城市之美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在四十五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民营企业家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四十五
年前，他们怀揣着一往无前、拼搏奋进的精
神，以“拓荒者”的姿态勇立时代潮头，开启
创业之路，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今
天，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商丘市中小微企业联合会会长、商丘市久
超粮油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久超是一位优秀
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张久超乘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步步把企业做大做强。他创办的公司，
综合实力在行业内排名全国前三，产品畅销国
内外。同时，张久超热心公益，多年来已捐出
善款300余万元，他也被评为“河南好人”。

“不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也做不出现
在的成就。现在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阶
段，政策越来越好，我们没有理由不加油干。”
12月19日，张久超告诉记者。

1965年，张久超出生于宁陵县柳河镇宋庄

村。“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京胜利召开，从这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社会主义中
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那时候正
上初中，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切身感觉到改
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干劲非常大，生活也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久超说。

1984年，张久超从郑州粮食学院（现河南
工业大学） 粮食食品机械专业毕业。大学期
间，张久超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他熟练掌握
了粮食机械的安装与维修技术。毕业后，张久
超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组建了豫东面粉机械
安装队。“我们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热情的
服务，积累了一大批客户。可以说，
睢县、宁陵、民权等几个县的面粉
厂 的 设 备 ， 全 部 是 我 们 安 装
的。”张久超说。

1993 年，民权农场面粉
厂经营不善，持续亏损。
了 解 到 张 久 超 的 技 术

后，聘请他为技术厂长。在张久超的努力下，
很快，工厂扭亏为盈。1996年，改革开放的力
度不断加强。张久超注册了商丘市久超粮油机
械有限公司，粮油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等
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目前，该公司秉承科技创新的理念，拥有
40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产品场频
畅销国内外，在欧洲及东南亚都有客户，年产
值数千万元。

“政策越来越好，我相信企业的发展也会越
来越好。我们一定不负重托，担负起应有的企
业责任。”张久超说。

60后商丘市中小微企业联合会会长张久超

乘改革开放东风加油干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张 坤

道北，一个让很多商丘人留下记忆与回味
的地方。道北，是陇海铁路以北梁园区旧城区
的俗称。

今年 72岁的胡新华，从小在商丘市道北长
大，在道北上小学、初中、高中、电大，毕业后
干过厨师、当过干部。2012年，他从市政协退
休，退休后参加了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任救
援队党支部书记，曾获“商丘好人”称号。

日月如梭，沧海桑田，改革开放 40年，让
商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有百年繁华的
老道北区域也迎来了脱胎换骨、浴火重生般的
巨变。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如今工业发达，
农业兴旺，商贸物流通达国内乃至世界各地，

一座崭新的省接壤地区中心城市已经形成，让
胡新华和他们那些“老道北们”目不暇接，欣
喜不已。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虽然商丘市的行
政中心已移至道南，但道北仍是商丘市的经
济、文化中心。胡新华回忆说，当时道北最繁
华的地方是人民路，那里有百货大楼、放映
厅、市场街，南头是跃进塔、票房后，那是全
市人民逛街的地方。机引农具厂、铸造厂、印
机厂、烟厂等全市的工厂都集中在道北。

“那时候道北最宽的路是人民路，也是最繁
华的地方。现在一个个新建成的小区，设置齐
全，不仅宽阔明亮，而且电梯、燃气、暖气、

宽带样样齐全，小区内绿化、硬化、健身器材
应有尽有。学校、医院、饭店、幼儿园就在附
近，极大方便了居民的生活。”胡新华深有感触
地说。

闲暇之余，胡新华经常开车带上三五个好
朋到道北田园小区、康城小区和高铁新城小区
走一走、看一看，访问一下当年的街坊老友，
感受一下道北新城区的喜庆氛围。

“45年来，不光商丘道北，商丘城乡也发生
了可喜的变化。商丘各个乡镇新农村广场、公
园齐全，新农舍鳞次栉比，生活和城里相媲
美，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结出的累累硕果。”胡新
华欣喜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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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道北的沧桑巨变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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