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布票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布料供应紧张
的特定产物，供城乡人口购买布料或者布制
品，它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票证时代”的一
个见证。市民李玉珍珍藏着一张1983年由河
南省商业厅印发的老布票。

李玉珍今年 73 岁，家住市区体育路中
段，原市糖烟酒公司的退休工人。11 月 7
日，记者在她家看到，这张老布票是由河南
省印发的 1983年版的定量布票，票面面额为

“伍市尺”，票面左侧印有红色“河南省商业
厅”的圆形印章，右侧印有“副 5 券付券撕
下作废”的字样，布票纸张已有些发黄（如

下图）。
“当年单位设立有布票办公室，办公室会

以家庭为单位给职工定期发布票，我记得上世
纪70年代，布票每人每年二尺半，上世纪80年
代布票变成五尺了……”李玉珍说当时票证的
种类很多，除了布票外，还有肉票、鸡蛋票、糖
票、烟票等。

李玉珍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李玉珍
的记忆里，由于布票紧张，她们家在穿衣方面
很节俭。家中的衣服基本上是“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虽然布票早已经不流通了，但是我觉得
它是我国一个特殊时期的历史见证，我会一直
保存下去的。”李玉珍说。

一张发黄的布票：“票证时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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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琪

湛河区马庄街道华西社区东风
路西段的东风路大众开发楼是个无
主庭院，没有物业公司管理，但小区
卫生还不错。今年65岁的刘鸿敏
搬到这个小区有十年了，爱干净的
她自嘲有“洁癖”，看不惯小区脏乱
差，主动承担起打扫卫生的任务。
有人笑她傻，也有人赞她善。对此，
她总是说：“我就是看不惯想搭把
手，只要身体允许，我会坚持下去
的。”

11月7日上午，风雨交加，记者
来到刘鸿敏家所在的小区打听她的
住处，一位抱孩子的女士指完路，
说：“那个老太太很热心，院子里这
么干净，都是她的功劳。”

记者走进刘鸿敏所住的单元，
她正在擦拭三楼楼梯扶手。看到记
者后，刘鸿敏放下手中的活儿，把记
者领进了二楼家里。刘鸿敏的老伴
儿杨传仁正在包饺子，屋里满是馅
料的香味。

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内井井有
条，沙发罩干净整洁，让人不忍心坐
上去。说起为何要义务打扫小区卫
生，刘鸿敏笑着说：“我爱干净，出门
看到门口那么脏不舒坦。”刘鸿敏和
老伴儿搬到这里时，她已退休了，闲
暇之余常在小区里散步，但小区内
总有人不注意环境卫生，乱扔垃圾
或不清理宠物排泄物，刘鸿敏看在
眼里，经常抽时间打扫小区卫生，一
坚持就是十年。

除了小区庭院卫生，刘鸿敏还
承担起所住单元一至三层楼梯间的
卫生清扫任务，三层以上由五楼一
位热心住户承担。三层楼梯拐角处
放着一个套着塑料袋的垃圾桶，这
是刘鸿敏专门为邻居准备的，她负
责定期清理垃圾。

聊天中，刘鸿敏说起她在原市
轨枕厂工作时的习惯，那时她负责
厂区污水泵房管理，主要工作就是
按时开关阀门，但她却闲不下来。

“我就是见不得哪里脏，空闲时间都
用来打扫卫生了。”刘鸿敏说。

听到刘鸿敏在说以前工作的
事，正在包饺子的杨传仁提高了嗓
门：“说你打扫院子卫生就行了，扯
那么远干啥！”闻此，刘鸿敏感到有
些委屈。原来杨传仁曾是原市轨枕
厂的领导干部，工作上对刘鸿敏要
求很严。如今，他也退休了，看到老
伴儿每天不辞辛苦地打扫小区卫
生，他很不忍心，经常劝她多考虑考
虑自己的身体，别那么卖力。

为了不让老伴儿太操心，刘鸿
敏每天四五点就起床了，出门先打
扫小区卫生，然后散步。到家后先
洗澡再准备早饭。“我干活儿不怕
脏，但到家要好好洗个澡，已经养成
习惯了，可能真是有洁癖吧。”刘鸿
敏笑着说。

前段时间，刘鸿敏不慎摔伤了
腰，不少人都劝她别再“管闲事”了，
但是她却很倔：“搞干净了我心里舒
服，谁愿意把脏东西带回家？”

“她的这股劲儿让我深受感动，
何况还上了年纪。”华西社区主任邱
利刚把10月5日他拍摄的照片给记
者看，照片上刘鸿敏在清理小区卫
生死角，用手将地缝里的烟头一枚
一枚地抠出来，额头上满是汗珠。

“我虽然上年纪了，但只要身体
允许还会坚持下去的。大家要是都
能养成好习惯，咱们的环境卫生也
就搞上去了。”刘鸿敏说，他们所住
的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个别住
户维护环境卫生的意识不强，影响
到了大家伙儿的利益，希望今后大
家都能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刘鸿敏：
只要能动弹
我就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张鹏/图

马灯、小人书、订婚时的手
表，算盘、理发用的推子……昨
天，新华区光明路街道长青社区
自发举办“老物件展”，满载着历
史味道的老物件吸引了大量居民
参观。

昨天上午 9点半，记者来到
长青社区一楼活动室，桌子上摆
着三四十件社区居民拿来的“宝
贝”——现在很少见的马灯、油
灯，十大元帅的挂历，各种老式的
收音机、座钟，过去农村盛粮食用
的斗……

“这是我小时候看过的小人
书，一直保存到现在，不舍得扔。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买本小人
书不容易，所以都很珍惜，看的时
候也小心翼翼的。”46岁的社区
居民张小菊指着一摞小人书对记
者说。记者注意到，这些小人书
巴掌大小，封面是彩色的，但翻开
看里面都是黑白图案，有《西安事
变》《骆驼祥子》《屠夫状元》《龙须
沟》等。

44岁居民代向丽展出的“宝
贝”是订婚时丈夫送给他的手
表。“因为有纪念意义，所以不戴
后，我一直保存着。还有这个搓
衣板，我都用了20多年了。”在代
向丽的指引下，记者注意到桌子
上摆着一个较为破旧的搓衣板。
这块搓衣板其实是一块木板中间
钉了一块较宽的黑皮子，皮子中
间被压成一条一条的。

代向丽说，这块搓衣板是丈
夫亲手做的。那时，代向丽刚生
了孩子，平时洗衣服、尿布之类的
东西用搓衣板方便，“于是，丈夫
就从矿上找了一块运输带上不用
的旧皮子和一块木板做了个搓衣
板，现在洗个小衣服啥的还会用，
可好用了”。代向丽说。

“这是我女儿刚上学时给她
买的算盘，到现在已经20年了。”
居民谢秀珍说。

“你知道这个是啥吗？”居民
张先生指着过去理发用的“推子”
问身边的一位年轻人。“这是推
子，过去理发用的，小时候，我用
它推头时不小心夹着过头发，哪
个疼呀，到现在还记着。”张先生
说。

“这个咋用呀？”90后小李指
着一台橘黄色的拨号电话机问身
边的孙先生。

“把手指插进不同的数字孔，
顺时针旋转到底，松手让号盘自
动回位……旁边这个键是调音量
的。”孙先生解释说。

此外，还有纳鞋用的锥子、滴
答作响的发条式座钟……一眼望
去仿佛置身于穿越剧中。

活动现场，有的居民把玩着
老物件回忆着青葱岁月；有的三
五成群互相诉说着属于自己的年
代记忆；有的甚至给90后当起了
解说员，对老物件的用途进行详
细讲解。

社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是一周前开始准备的，“社区举办

‘老物件展’就是希望通过这些老
物件让大家了解长辈们过去的生
活、经历过的艰辛，明白现在所拥
有的幸福，更好地珍爱生活。”

记录生活变迁

长青社区举行“老物件”展

●

老物件展览吸引社区居民参观

谢秀珍展示老算盘经典故事小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