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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不久，张俊朝被调到当时的棉纺
厂工作，“主要是当厨师”。在棉纺厂，张俊
朝因为做菜水平高，先后被提升为厨师长、
经理。这中间，他的女儿出生，妻子也被调
到棉纺厂上班。

1987年，棉纺厂给张俊朝分了一套房
子，“楼房，两室一厅，60多平方米”。住房
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家里还买了一台21
英寸的“黄河”牌彩电。

“那时候没有装修这一说，交房时，门
是安好的、地板也是弄好的。”张俊朝说。
1994年，中盐皓龙盐业有限公司建成生产，
张俊朝又被调去当厨师。

1997年，位于市区湛南路东段的中盐
皓龙盐业有限公司家属院建好，张俊朝分
得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近80平方米。“一

家三口人，三居室，足够住了。”张俊朝说，
当时他们在家装了空调，买了双开门的冰
箱。后来女儿结婚，留下老两口住在这近
80平方米的房子里。

今年3月10日，张俊朝60岁生日时，到
单位办了退休手续。现在交通也发达，公
交车特别方便，“不像过去，去哪儿都是走
路或骑自行车”。退休后时间充裕，张俊朝
特别喜欢到周边的汝河、沙河去拣石头，家
里摆了不少他拣的石头，有文字石、图案
石、肉石等。

“60年，经历了支援煤矿大建设、上山
下乡、鹰城的发展，也算是亲眼见证了鹰城
的成长，亲自参与了鹰城的建设，我感到非
常幸运。”张俊朝说，他希望鹰城能越来越
好、越来越漂亮。

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
1975年10月份，姜新勇高中毕业后

下乡至南阳方城县杨楼公社杜凤瑞农
场。1976年 11月份，他到巩县（现为巩
义市）参军。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
战爆发，他跟随部队赶赴前线，担任炮
兵指挥连侦察班班长。他所在的连队
在越南境内战斗21天，毙敌4人，俘虏1
人，荣获两次三等功。1981年姜新勇退
伍，到市绢纺厂成为一名工人。

“我下乡走的时候，市中心有平马
路、矿工路、中兴路等几条路，回来的时
候建设路已经修好，当时的建设路东头
到现在的东大营，西头到光明路。”姜新
勇说，以前只能在老电影院、老矿工路
俱乐部和平顶山剧院看电影，等他回
来后一年平声影剧院已经建好，“我还
在里面看了一场‘立体电影’”。

“那时候的‘立体电影’就跟现在的
3D电影差不多，看立体电影需要花两块

钱买个眼镜。”在姜新勇家做客的韩先
生说。

“我结婚的时候，借住在人家的房
子里，地板是水泥地，为了结婚，买了地
板革铺在地上。”姜新勇说，结婚时，家
具只买了一个立柜，家电是一台黑白电
视机。“我下乡的时候不知道电视机是
啥，等我回到平顶山，很多邻居家里都
有电视机了。”

房子越搬越宽敞，生活越来越好。
姜新勇的儿子现在也到了适婚年龄，

“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都有车有房。”姜
新勇感叹，“我们那时候刚结婚有房有
车都是不敢想的事。”

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60岁的
姜新勇也活得也越来越年轻，他看起来
似乎只有50岁出头，身体和精神状态
好得很。“日子过得很充实，希望平顶山
发展得越来越好。”

房阔家电多 生活节节高

AA0303

2017.3.31 星期五 编辑 刘蓓 校对 刘克宁 E-mail：lb@pdsxww.com

张俊朝：
房子越住越宽敞

□本报记者 牛超

近8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里，住着张俊
朝夫妇俩，人均居住面积近40平方米，“以
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3月28日上午，在
张俊朝家，说起鹰城60年的变化，张俊朝

指着自家的房子说：“它最能反映鹰城的
变化。”

张俊朝家住市区湛南路东段中盐皓龙
盐业有限公司家属院，家里兄妹四人，他排
行老大。3月 10日，他刚刚过了60岁的生
日，也刚刚办理了退休手续。

张俊朝的老家在舞阳县。1956年，他
的母亲为支援平顶山建设来到当年的平煤
四矿。1957年 3月 10日，张俊朝出生。“当
时，我们一家人租住在四矿附近的刘沟村，
就两间房。”张俊朝说，房子是用土坯和石头
垒的，“用石头打地基，上面是土坯墙”。

随后几年，张俊朝的两个妹妹和一个
弟弟相继出生，大家仍挤住在这两间房
里，“父母一间，我们几个兄妹挤一间，基
本上就是大通铺。”张俊朝回忆，由于家里
孩子多，生活负担重，他常趁着放学或放
假时间到附近割草、拾焦炭，有时还会在
路边摆个卖茶水的小摊，以补贴家用。他
卖茶水时，“也没有茶杯什么的，都是用碗
盛茶，一碗茶1分钱，一天差不多能卖二三

十碗。”
1966年前后，张俊朝的母亲调到现在

的卫东区东工人镇附近工作。“当时，东工
人镇有个焦炭厂，我母亲当过磅员。”张俊
朝说，母亲到焦炭厂上班后，单位给他们分
了两间瓦房。“房子比以前租的好，但还是
不够住，4个孩子仍挤在一个屋。”

1970年前后，我市开始修建焦枝铁路，
上初中的张俊朝经常到铁路修建现场义务
劳动。“主要是砸石子铺路基。”张俊朝说，
拉来的石子比较大，他们需要用锤子将其
砸碎。为了防止石子砸碎后乱“蹦”伤人，
他们先用一根铁丝将石头“圈着”再砸。“手
上常常磨出血泡，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叫
苦，反而觉得很光荣。”

一家六口人挤住两间房

1974年，张俊朝一家搬到了市区园丁
路原市食品公司家属院。“这是我父亲单位
分的房子，平房，三室，还有前后院。”屋里
配有床和一张三斗桌。“有点拎包入住的感
觉。”张俊朝说，搬家后，他和弟弟住一间，
两个妹妹一间，父母住一间，“虽然还不是
太宽敞，但住房条件改善了不少”。

也就是1974年，还是学生的张俊朝积
极响应当时的政策，到现在的平煤神马集
团十矿附近土寨沟下乡。“当时，市里就只有
矿工路、中兴路和平马路（现在的开源路）几
条路。那时有句顺口溜‘中兴路不干净、平
马路路不平’”，张俊朝回忆说，他下乡那年，
市里开始拓宽中兴路，平整开源路。

“那时候，湛河堤上都是槐树林，草也

特别多。哪像现在，修得这么整洁、漂亮。”
张俊朝说。

1978年，张俊朝回城，到原市陶瓷厂
上班。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妻子李丽
芝。1982 年，两人结婚。张俊朝说，结婚
时，由于房子不够住，家里人就在后院盖
了一间 18平方米大的房子，“算是我们的
婚房”。

“结婚时，我们是在当时的老大楼饭店
待的客，一桌5块钱。当时还没什么家电，
就准备了大立柜、写字台、高低柜。”而这

“三大件”至今还在张俊朝家放着，不过，写
字台的桌面被改造得与现在更“接轨”，大
立柜还在发挥它的作用，高低柜因为用不
上，被闲置在楼下的车棚里。

结婚临时盖间房

姜新勇：
幸福生活节节高

□本报记者 杨岸萌

一只猫，一条狗，数盆
花，干净的地板，整洁的家
具，各式的家电，宽敞明亮
的客厅，温馨的卧室，上下
大小露台。3月24日，记者
在市区新华路与平安大道
交叉口豫基城小区市民姜
新勇家看到了这一切。

姜新勇的父母1956年
从洛阳来到平顶山，1957
年 3 月 14 日姜新勇出生。
他下过乡、打过仗、做过工
人，不久前退了休，现在一
家青少年训练营工作，周末
和假期是他上课的时间，闲
暇时间他会莳花弄草、养猫
狗，生活闲适安逸。

姜新勇记事时住在市区体育路北
段的红瓦房里，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
玩得最多的游戏是官兵捉贼、砸杏核。

“那时候地面是土地，我们就在地
上挖个小坑，把各自的杏核放在坑里，
然后拿自己最大的杏核，去砸别人坑里
的，砸出来的，归砸的人所有。”回想起
当时的游戏，姜新勇满面笑容地说，那
时候没有太多玩具，孩子们就自己发明
游戏，玩得不亦乐乎。那时没有电视、
电脑、手机，家里只有一台收音机，每天
播放的都是《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书店

不多，看书就去老电影院门前，那里有
个老先生，拿根棍子压下一排书，一分
钱、两分钱看一本；没有零食，秋天的时
候，放学回家后把书从书包里掏出来，
背着空书包跑到后山摘酸枣吃……

“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家里有电
视、电脑、手机等各种娱乐设施，想看书
有书店，出门有公园，还能出去旅游，零
食多得更不用说。”姜新勇说，“在我工
作的青少年训练营，孩子们还能学习一
些野外生存的技能，这哪是我们小时候
能想的？”

童年不一样 快乐一样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里没
有吃的了，我和妹妹饿得直哭，后来父
亲单位拉来一车胡萝卜，父亲分了一麻
袋。拿回来后，母亲赶紧洗了上锅蒸，
我们才吃饱。”姜新勇说，“小时候最盼
望过年，5毛钱压岁钱，拿去买一挂鞭，
不舍得一次放完，拆开了一个一个放，
还盼着过生日，可以吃个煮鸡蛋。”

姜新勇 1981 年退伍回来，两个妹
妹长大了，家里不够住，他在外面找
了一间房子住；1983 年结婚的时候，
他在中兴路北头新华书店后面，借了
朋友两间房子；1990 年，搬到繁荣街
附近一个 100 多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房
子；2014 年，他搬到了现在的地方，房
子是楼中楼，面积有 140 多平方米，四

室两厅两卫。
正在聊天的时候，一只猫从二楼下

来，跳上姜新勇的膝头，他抱起小猫，捋
着猫背上的毛。

“我喜欢养宠物，小时候，记得有一
次有人卖小鸡崽，我就跟母亲闹着要，
后来母亲给我买了一只，养了没多久小
鸡就病死了。”姜新勇说，他们那个年代
物资紧缺，他上中学时，穿的是母亲的
旧衣服，吃的是粗粮，还经常吃不饱，他
们兄妹三人和父母一起挤住在小房子
里，根本就没有条件养宠物。

“养宠物需要空间，我一直到搬到
繁荣街时才有条件养宠物。”姜新勇说，
现在他和老伴儿分工，他负责喂、遛猫
狗，老伴儿负责给它们梳洗打扮。

以前吃不饱 现在养宠物

张俊朝结婚时的大立柜现在仍被使用。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手捧在部队荣获的军功章，姜新勇自豪地告诉记
者，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