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年前，平顶山城市建设在荒山
野岭之上拉开大幕。60 年间，时光更
迭、空间变换，平顶山实现了从矿山小
城到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的
沧桑巨变。

在老平顶山人的记忆中，最能代表
建市初期鹰城形象的地标就是作为最高
建筑的“四棚楼”和担当城市中轴线的矿
工路。此后20多年，平顶山的城市建设
虽未停滞，却也步履蹒跚。改革开放初
期，矿工路依然保持着“一个厕所俩岗
楼，一条马路没有头”的简陋面貌，而以

“四棚楼”为代表的老建筑仍在城市的中
心区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的
不断提速，我市的城市建设也不断加快，
年轻的鹰城逐渐充满现代气息：高楼大
厦如林立、游园花开满庭芳、大道通衢连
四海、公共交通遍城乡。

新世纪以来，我市城市建设迎来飞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湛河综合治理工程
效果初显，“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进
展迅速，郑万高铁、通用机场、轨道交通
从梦想正在变为现实。白鹭洲的荷花、
白龟湖的月季、湛河源的泉水、博物馆的
牡丹，无不向世人昭示着鹰城开放、包
容、务实、创新的崭新形象。

2016 年 10 月，《平顶山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1-2020 年）》得到国务院批
准。勤劳智慧的平顶山人民正在挥洒汗
水，努力把平顶山建设成为创新引领的
工业新城、宜居宜业的生态绿城、近悦远
来的旅游名城、文明和谐的平安福城。

（本报记者 王尧）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李志勇摄

今年86岁的景玉林，高高的个头，
是一位随和开朗的老人，从 1958 年来
平至1991年离休，到如今安度晚年，他
已在平顶山生活了59个春秋。风风雨
雨半个多世纪，老人见证了平顶山商业
发展的历史。

景玉林是南阳市镇平县石佛寺镇
人，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1949年，在
布行当学徒的景玉林由于性格活泼、“很
有文艺才能”，被宛西六分区征招入伍，
随后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58军
供给部工作。

景玉林在部队办公室当过通信员，

骑着马给驻地在西峡的三师、唐河的四
师送过信，还当过采购员、被服员、军需
员……1958年，他离开部队到开封培训。

“当时，省委作报告说平顶山是一
个新兴城市，需要大量骨干支援。”景玉
林说，培训结束后，他就和其他 300 多
人一起，乘坐汽车从开封到了平顶山。

回忆起初到平顶山的情景，景玉林
仍记忆犹新。平顶山市财贸部一位姓陈
的同志接车后对他们一群人进行了分
配，“大部分人进了财贸系统，商业最多，
其次是税务、银行，主要是从事保卫工
作”。景玉林被分配到了土产经理部，办
公地点在和平路。

“四五间平房，住的小院挖了一口
吃水井，和厕所挨在一起。一下雨，污
水井水混在一起，水就不能吃了。”

“没有像样的路。和平路是义务劳
动修成的一条土路，中心路只有半截，
就是从矿工路到优越路这么长，四周都
是庄稼地。”

土产经理部的主要业务，是到省外采
购棉、麻、茶等土产，然后批发给下面的商
店分销。在土产经理部工作了半年，景玉
林被调到商业局机关，先后从事过宣传、
团委、业务管理等工作，直至离休。

景玉林说，建市之初，平顶山市商
业网点的设置主要是绕着煤矿转，煤矿
到哪里，服务网点就设到哪里，“没房
子，从矿上借（网点）也得设，吃的、穿
的、用的、工具等，啥都得有。”

由于是计划经济，“下面有个食品
公司，上面就得有个屠宰场；下面有个
煤建公司，上面就得有个煤场……上头
没有对口企业，谁给你分配东西？”他

说，平顶山是一座新建城市，人不多、机
构也不多，供应渠道相对单一，为了更
好地安排生活，平顶山的商业还让许昌
代管了一部分。

景玉林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
市的商业网点并不多，比较大的主要有
6个综合商店，矿工路是一店、繁荣街是
二店、大营街是三店、西市场是四店、新
新街是五店、水库是六店。每个综合商
店下面设若干门市部，如百货、五交化、
土产、澡堂、纺织品、理发店、洗染店、洗
衣店、饭店、药店、煤场、寄卖店等。

为了丰富市场供应，市商业局还建
了酱菜厂、养猪场、牛奶厂、糕点厂等，
并在沙河旁的高楼村建了一个蔬菜种
植基地。鸡蛋是安排节日市场、特供病
号的“奢侈品”，定量供应。为解决食品
公司下属各屠宰场收购的鸡蛋无法长
期保存的问题，商业系统的职工发明了
一种土方法，“砌个大水泥池子，把鸡蛋
放在碱水里泡，可以半年不坏”。景玉
林说，不这样干不行，“一旦有需要，安
排不了怎么办？”对食品经理部等单位，
上级还下达有亏损指标，“收购鸡蛋价
格低了人家不卖，出售鸡蛋国家定价非
常便宜，中间的差价就由国家补齐”。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现
在，景玉林的孙辈都已参加了工作，逢
年过节看望他时带来的礼品，不论是种
类还是包装，都是以往无法比的了。

如今的景玉林家庭幸福，生活充实，
出门不足500米就有市场、超市，各种生
活物品应有尽有。他上午去河堤散步40
分钟、回家看看报纸，下午和一帮老伙计
聊聊天，这基本成为每天生活的“标配”。

建市初的商业网点都是围着煤矿转
□讲述：景玉林 □整理：本报记者 吴学清

今年 89 岁的刘天民精神矍铄，见
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已经离休
20多年了，但是很多事仍然历历在目，
不能忘怀。”

1949年5月，刘天民在舞阳县人民
民主政府尹集乡人民政府任财粮员。
1956年3月，许昌专员公署平顶山办事
处成立，设秘书室、公安局、民政股、财
政股等机构。同年6月，刘天民调往平
顶山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在大
营村（今建设路东段大营社区）一个地
主家大院内。

刘天民说，那时工作条件十分艰

苦，文件都是垫着复写纸写的。由于手
写的力度有限，一次只能复写三四份，
需要多份的话，就一遍一遍地复写，他
经常写得手腕肿痛。去省里审批报销
或报送报表，要打背包步行，运气好的
话能搭上顺路的马车，晚上住在路边的
干店里。所谓干店，就是几间房子，窗
台上放个油灯，屋里铺些干草，其他什
么也没有，盖自己带的被子。

建市以后，他们的办公条件得到很
大改善。办公文件开始刻钢板，蜡纸刻
好后用油印机统一印发。刘天民回忆
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单位
才有了中文打字机。

刘天民说，矿区办事处建立时，财
政体制上就一级财政，财政决算上报
许昌专员公署。1956 年，矿区办事处
财政收入只有 50 多万元，当年支出比
收入多，主要是基本建设拨款、行政管
理费和文教支出。建市后，财政决算改
为上报省里，收支各比上年增长一倍
多。1959年，我市财政体制改为收支一
年一定，总额分成、超收奖励、结余留用
的办法，当年财政收入达到1700万元，
其中企业上缴的利润占1/3，税收占一
半多。

改革开放以后，我市经济得到快速
发展，财政收入随着逐年增长。然而，
那时绝大多数在岗的会计人员是初中、
高中文化水平，还有少部分是小学水
平，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大都是新会计
跟着老会计学。

刘天民说，记得在一次基层会计检
查中，有位来自乡镇企业的会计学员
说，以前根本不知道记账还有这么多的

规定和要求，在他带来的跨年度和前任
会计共同登记的日记账里，墨水的颜色
有蓝色、黑色和红色的，有用钢笔登记
的，也有用蘸水笔、铅笔、圆珠笔登记
的。然而，红色并不是冲账记录，而是
正常的记账记录，常用的错账更正办法
是涂改、涂抹。

为改变这一状况，1978年，我市财
政部门专门成立了会计训练班，先后改
名为市财政会计学校、中华会计函授学
校平顶山分校和市财政局财政干部培
训中心。

会计训练班成立之初，由于培训
工作量大，虽然每年举办两期，但是
仍满足不了需求，只好按先全民、后
集体，再区街、乡镇企业的顺序分配
学员名额。有一次，举办一期会计班
时，叶县水泥厂的王会计没有争取到
名额。他跑到市里找到训练班的工作
人员说，自己年龄偏大，这次不参加学
习，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开学以
后，他非要坐在窗外旁听不可，大家
被他的精神感动，破例让他挤进教室
听课。

建市初期，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
是全体财政工作者艰苦奋斗，为财政事
业的发展努力拼搏。1978年，市财政局
被评为全国财贸战线先进单位。

“我在平顶山工作42年，没有离开
财政战线。我目睹了平顶山经济发展
越来越好、财政实力越来越强、民生支
出越来越多、老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红
火。今天，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具现实意
义，我们要永远保持下去，永远不能丢，
永远不忘初心。”刘天民说。

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
□讲述：刘天民 □整理：本报记者 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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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平顶山火车站

新城区长安大道

治理后的湛河美景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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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火车站新貌

上世纪80年代的新华路周边 图片由姚剑宝提供

如今的新华路周边高楼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