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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王丹：我的

梦想是希望自己学业有

成，不虚度光阴。 希望

家人健健康康，今后的

考研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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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思今 见证国家大发展

带梦启程 再创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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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我与共和国同行

� � � �

新三年， 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于

大多数市民来说，这样的现实早已远去。如今，几

乎没有穿烂的衣服，只有喜新厌旧被淘汰的。 随

着收入的增加， 市民在穿衣打扮上越来越讲究，

人们不仅对衣着的质量、花色进行挑选，而且还

追求品牌和时尚，体现个性与修养。据统计，

2013

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支出

1754.51

元 ，比

2000

年的

365.8

元增长了

3.7

倍，是

1992

年

158

元的

11

倍。

年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不含固始）

公路通车里程

（公里）

3992 4354 4528 6466 7630 24207 21855

每百户拥有

1998

年

1999

年

0.67 0.42 1.68 5.75

汽车量（台）

� � � � � � � � � � � � � 0.20 0.21

� � � �

衣、食、住、行，事儿虽琐碎，却事关百姓民生，影响一个人

的幸福感，同时也能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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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阴荏苒、岁月沧桑，许多人亲历

了我们国家困难时期的物质匮乏， 也体会到了改革开放以来

的蓬勃发展。 忆往昔、看今朝，让我们从百姓生活的变迁中见

证国家发展的步伐。

� � � �

赵更生 （

1938

年

出生）： 我们年轻的时

候，衣服别说什么款式料子了，能有件土布棉衣

穿就很满足了，而且颜色就三个———蓝、绿、黑。

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 穿衣服还得凭布票购

买，因为供应也少，一件衣服通常是姐姐穿了哥

哥穿，哥哥穿完弟弟再穿。 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

很多人都用工厂的尿素袋子做成衣服穿，因为袋

子比较结实且耐脏。如果谁要是能穿上半精梳呢

料的衣服，那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种“荣耀”。

� � � �

李大娘 （

1942

年

出生）：我们小的时候

每个生产大队都有自己的供销门市部，蔬菜不需

凭票购买，但是大米和肉、油是需要用粮票、肉票

和油票购买的，由于供应少，一人一个月限购半

斤油。 米面油在当时都很奢侈，日常多是用瓜菜

和红薯代替主食， 人多的家庭粮食都不够吃，必

须要省吃俭用，要去公社多挣公分来贴补家用。

� � � �

在许多老一辈人

的记忆里， 小时候最

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能吃到平日难以享受的美

味大餐。而现在，很多人却感觉天天都在过年 ，

鸡鸭鱼肉不缺 ，腻了还想再来点野菜 、土味

调节一下 。 与前几年相比 ，虽然 “吃 ”依然是

人们关注的重头，但其含义却发生了诸多变化，

重搭配、讲营养 、求方便 ，已成为市民家庭食

品消费的共识 。 依据恩格尔定律 ，随着收入

的增长 ， 生活水平越高 ， 恩格尔系数越低 ，

2013

年 信 阳 市 城 镇 居 民 消 费 恩 格 尔 系 数

41.3%

， 较

1992

年的

62.7%

下降

21.4

个百

分点，食品类消费人均支出

5221.59

元，比

1992

年增长了

6

倍。

� � � �

何长顺 （

1948

年

出生）： 我们小时候住

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的茅草屋、土坯房，而且居住

拥挤，人均居住面积不足

2

平方米，通常都是全

家挤在一间屋里睡觉。 那个时候，要是谁家住的

砖瓦房，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

� � � �

如今 ， 别说城里

有高楼大厦 ，就是乡

下农村 ，一栋栋楼房也早已随处可见 。 何长

顺所说的茅草屋 、土坯房如今在农村已经很

罕见 ，成为 “珍贵的文物 ”。 从茅草棚 、土坯

房到小洋楼 、高楼大厦 ，改变的不仅仅是房

子的形状 、材质 ，还有面积 。记者从我市统计

部门获悉 ，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市城乡居民的

房屋居住面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

数据为证：

� � � �

张大娘 （

1947

年

出生 ）： 小 时候根本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交通工具，也不知道啥叫高

速公路 ，啥是高铁 ，每天出行都是靠着两条

腿步行 ，不管多远来回都是步行 ，而且大部

分都是土路 ，石子路都少 ，出门不方便 。 大街

上别说是汽车了 ，自行车都少的很 。

1974

年

参加工作后 ，我东拼西凑攒齐工业券买了一

辆自行车 ，这在当时就算是很时髦的交通工

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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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 走 在 中 心

城 区 ， 甚 至 是 各 县

区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车水马龙，私家车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出门时的代步工具 。 今

天的信阳 ，交通四通八达 ，十分便利 。 南距武

汉天河机场 、东距安徽阜阳机场均在

150

公

里左右 。 境内有京广 、京九 、宁西三条铁路 ，

有京珠 、西合和阿深高速公路 ，有

106

、

107

、

312

三条国道 。 此外 ， 高铁也从信阳市区穿

城而过 。 河南省唯一的出海口淮滨港航运可

直达上海 。 总之 ，无论从交通工具上来说 ，还

是从交通层面来讲，信阳人今天的出行已经和

过去有着天壤之别 。 同样 ，我们也有数据为

证：

衣

食

住

行

忆往昔

看今朝

忆往昔

看今朝

忆往昔

看今朝

忆往昔

看今朝

1992 1996 2000 2004 2008 2013

158.00 336.36 365.80 507.90 987.01 1754.51

衣着类消费人均

支出（元

/

人）

年份

1992 1996 2000 2004 2008 2013

744.64 1405.68 1515.44 1871.75 3242.94 5221.59

62.7 56.8 48.7 43.7 41.8 41.3

年份

食品类消费

人均系数（元

/

人）

恩格尔系数

（百分比）

� � � �

一个梦想、两个梦想、三个梦想……千万亿个梦想。 个人

幸福生活的小梦想，才能托起恢弘的中国梦。 如今，伟大祖国

即将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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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华诞，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走近

信阳这座城市里的主人公，与他们聊聊关于梦想的故事。 让梦

想启航！

� � �梦 想

话

� � � �

信阳激情广场艺术团团长郑

爱玉：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的艺

术团可以吸纳更多的老人，让他

们找到自己的价值。 希望所有的

老人都可以老有所依， 能够快快

乐乐地生活， 这也是我们艺术团

的宗旨。 我们艺术团每天都聚集

在一起唱红歌， 希望我们的国家

可以越来越繁荣， 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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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张大妈： 我的梦

想就是希望我们这座城市的

道路可以更加干净， 空气更

加清新，环境越来越美丽，同

时也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健健

康康， 这样就可以在环卫这

个工作岗位上干更长时间。

� � � �

手机销售经理马骉：我

的梦想可能很现实，就是希

望我的公司销售业绩可以

步步高升，这样我的工资也

可以上涨一些。我还想我的

家庭能够幸福美满，家里人

都健健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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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务经理吴瑞雪：我希望

我的孩子可以受到公平的教育。 孩

子今年刚进入小学，不仅孩子学业

压力很大，我们做家长的压力也很

大，孩子的课余时间很少。 还有一

点，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

系可以更加完善，像我现在这个年

龄，正处于中年时期，上有老下有

小，不能出现一点差错，如果我们

出一点意外， 我们整个家庭就毁

了，所以我希望国家可以在社会保

障制度方面完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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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左德松：我

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劳

动，让我的家人过上幸福

的生活；自己能够保持健

康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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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1992 1996 2000 2004 2008 2012

人均居住面积（㎡

/

人）

14.15 � � 20 � � 24.08 30.4 37.25 3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