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洒在
妈妈养的花上，映的叶子格外青翠，
父亲边开窗边说：“今天是个好日
子，天儿也这么好，我得给你弟弟转
点儿钱，就当包个大红包”。我才想
起，今天是弟弟新房交房的日子。
父亲坐下来，戴上眼镜，拿起手机，
点开掌银，熟练的进行转账，母亲走
过来，将一杯沏好的茶递给父亲。
暖暖的阳光、专注的神情、温暖的氛
围，定格成一帧幸福的画面。忽然
想到龙应台的那句：每一个被我“看
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
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

“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
纵即逝。回想成长的40年，那些被
我采下的“当时”，已沉淀为最珍贵
的时光。

一、1978年的冬天，我在奶奶的
老土屋里出生，在父母的呵护下成
长。父亲是村里唯一一个在乡里

“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的职工，家
里除了有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微薄收
入外，还有父亲每月 30元的工资。
深谙“知识改变命运”之道的父亲，
每月都会挤出几角钱给我买《看图
说话》和连环画，虽然处在偏远山
村，因为有书的陪伴，我的童年依然
多姿多彩。

记得小时候，每到傍晚，我都会
准时守在门口，等着父亲下班，父亲
工作单位离家有十五公里，不是很
远，但有半程山路，路上隔着一条
河，所以每次父亲都要走近两个小
时。后来，家里省吃俭用给父亲攒
下钱，买了一辆价值 138 元的“海
燕”牌自行车，父亲的行程变得轻松
很多。母亲总是早早做好饭等着父
亲下班，围坐在饭桌旁，听父亲讲一
天的新鲜事，是我最期待的时刻。
我总会问：爸你怎么知道的这么
多？父亲会自豪的说：爸单位有报
纸、有收音机。我就想这些东西可
真厉害啊，什么都知道！

七岁的时候，父母又一次用省吃
俭用攒下来的钱，置办了一个“大物
件”——“熊猫”牌14英寸黑白电视
机，也是村子里的第一台。白天村里
人在自家承包的土地里忙农活，每到
傍晚，左邻右舍都会准时来到我家，
挤在一起看电视，从《新闻联播》开
始，到电视剧结束，满屋子的观众才
会意犹未尽的离开，村里人一起观看
过经典剧《西游记》、台剧《星星知我
心》、日剧《阿信》、墨西哥剧《卞卡》等
等，父母特别好客，总是会告诉大家

明天再来。有一次村长在广播里，特
意表扬了我家，说父亲母亲乐于助
人，给村里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外面世
界的窗户。父亲不好意思的说：大家
一起看看电视，热闹！

二、1988年，弟弟出生了，小家
伙的降临，为我的家里带来了无尽
的欢乐；这一年，父亲工作有了调
整，从家乡甸子营业所调到了40公
里外的大双庙营业所担任负责人；
也是在这一年，经过多次跟乡政府
申请，我家在交通相对便利的镇上
盖了三间新房，从山里搬了出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虽
然物质相对匮乏，生活相对清苦，但
每到春节那股浓浓的年味儿总是让
人怀念。“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
八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小
年就大年”，一首童谣，充分道出了
孩子们期盼过年的心情。总觉得母
亲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进
了腊月，母亲会早早的到集市上买
布料，给每人添置一套新衣服，奶奶
喜欢穿母亲做的棉袄棉裤，所以母
亲会额外给奶奶多做一套新棉衣，衣
服做好了，母亲开始准备年货：蒸豆
包、做年糕、炸丸子、磨豆腐……印象
中，父亲每年除夕都会在单位守库值
班，母亲会早早的将饺子包好，一家
人提前一天吃年夜饭，母亲从来不会
抱怨父亲，并告诉我们：提前吃年夜
饭是抢福呢！父亲的爱岗敬业、忠于
职守，母亲的勤俭持家、贤惠孝顺，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我和弟弟，让我们养
成了正直善良的品格。

三、1998年，我离开家在外地上
学，弟弟也上了小学。记得是五月
的一个周末，父亲像往常一样给我
打电话，但是内容却有了变化：我们
村被批准成立乡镇级经济开发区；
妈妈决定在家里门房开一个小卖
店。末了父亲不忘嘱咐在邮局给我
寄了生活费，别忘了去取。

那一年弟弟写了一篇作文《修
路》，在市里举办的“文苑杯”作文比
赛获得了三等奖，我记得文章里面
有这样一段话：家乡门前要修一条
宽敞的马路，可是有村民阻拦施工
队，认为修路影响了他们眼前的生
活，我想要大声对他们说“要想富先
修路”！路通畅了，交通便利了，才
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家乡，
我们的生活才会富裕起来！

经过一番奔波，母亲的小卖店
开张了，由于秉承“物美价廉”“薄利
多销”的原则，小卖店生意一直很红

火，为了多增一项收入，母亲在店里
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而大多时候，
母亲是为外出打工的村里人充当免
费的信息联络员，负责将他们的电
话内容记录下来转告家人，母亲对
这份“差事”总是乐此不疲。

四、2008年，是我进入农行工作
的第八个年头，回想当初选择就业
时，父亲没有长篇大论的跟我讲道
理，只是认真的跟我说：这么多年，
咱们家的生活之所以在村里还说得
过去，就是因为有农行的这份工
作。后来我如愿进入到农行，工作
的第一天，父亲语重心长的告诉我：
踏踏实实工作，本本分分做人。父
亲像许许多多的老一辈农行人一
样，没有华丽的语言，总是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爱我农行”。

弟弟上大学以后，父亲依然是
早早将每月的生活费寄给他，不过
汇款方式变成了网上银行，对这个
改变，父亲也是颇为自豪的，他说：
十多年以前，我要取出来现金到邮
局去给女儿汇款，现在通过农行网
银汇款，真方便啊，又快又安全。

如今，赋闲在家的父亲，依然爱
看新闻，依然关注他钟爱的农行，有
了新业务他要了解，有了新产品他
要学习，掌上银行就是父亲退休以
后学会的，他说必须要多学习啊，否
则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40
年，仔细回想，改革开放的每一天都
发生在我的身边，只是小时候我沉
浸其中而不自知。“苟利于民，不必
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发展从
来不是一个单独片面、一朝一夕的
事情，而是靠各行各业、坚持不懈的
努力，农行作为国家改革发展的一
份子，同样经历了恢复成立、职能转
变等发展历程，如果说父亲经历了
农行的沧桑巨变，那么我经历的便
是农行的快速发展。庆幸自己生在
这个时代，庆幸所处的时代正在经
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盛世如歌
喜气扬，青山绿水润心房。国强民
富乾坤变，圆梦腾飞谱乐章”。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

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必须不驰于
空想、不鹜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
踏实实干好工作，新时代属于每一
个人，属于每一个为了幸福努力奋
斗的人。

窗外阳光正暖，洒遍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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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改革见证人
——农行内蒙古分行“改革见证人”征文选集

笑脸
□乌海分行办公室 曹振莲

三十年前
三叔承包了几十亩责任田
年轻力壮 干劲冲天
婶子又给添了“好”
农活重活不在话间
可广种薄收家里一年也难添几件
辛苦也不觉

二十年前
三叔承包了几十亩葡萄园
农行“菜篮子工程”政策到田间
葡萄贷款3万元
葡萄成熟挣了点钱
可儿子的楼房难实现
有梦也难圆

十年前
三叔种植了几亩责任田
金穗惠农卡攥在手
眼前绽开了新世界
温室 养殖 科学种田
金灿灿的希望挂在眉间
脸上露笑颜

前年农闲
三叔开起了“农家乐”小饭店
四头大猪赚了钱
今年农历小雪这几天
海勃湾千里山镇的杀猪节
八头大猪要出圈
看“谢三农家乐”小饭店
升起了炊烟

三叔的梦想终实现
微信绑定金穗借记卡
与惠农卡还款在指尖
楼房 轿车 养老金一一炫
收入满满 颐享天年
笑容多么甜

新彼岸
□满洲里分行营业部 张晓霞

1978年的中国
历史在这里沉思
却没有停下脚步
改革开放是祖国的呼声
农民的微笑是她的承诺
电视机前
有多少幸福的笑脸
特区里
就迎来多少沧桑巨变
九十年代的春天 微风拂面
思想解放 多态共融
是对时代最好的检验
不再是休息日 决算日的彻夜无眠
不再面对汇款客户焦急等待的容颜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向老员工提出新的挑战
发展的脚步啊 不要停留
我愿意被你裹挟
奔向新的彼岸

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弹指一挥间，改革
开放走过了整整40年。我在农业银行工作已
24年了，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见证了农业银
行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
控股银行的转换和蜕变，它以悄然姿态，在岁
月的见证下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1994年参加农行工作，当时主要的计
算工具就是算盘。在科技兴行的今天，算盘
这一传统的计算工具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
线，或也成了现在年轻人陌生的一种历史物
件儿。代替它的是先进的电算化处理系统，
再到大数据推广运用。然而，每当我看到二

十几年前用过的那个旧算盘，不时勾起我对
算盘的回忆。“一下五去四、三下五去二、一去
九进一”那曾经熟悉的珠算口诀和悦耳的算
盘声总在耳边响起。记得上班第一天，老员
工就教我用算盘，还叮嘱我，要好好练习算
盘，在银行工作离不开它。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懂得了什么是“铁账、铁款、铁算盘”，知道
了“三铁”的真正内涵，用算盘拨打账表总分
核对，用算盘记载账款质量。那时每个员工
需要达到珠算三级才算入门。现在还常常想
起当年下班结账前大家使用算盘对账时噼噼
啪啪的热闹场景。

到了九十年代初，计算机慢慢开始普及，
由一个储蓄所一台计算机，慢慢增加到每人
一台。算盘逐渐退出，技术比赛也不再有珠
算，取而代之的是计算机测评，打算盘的手开
始练习敲键。电脑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最
先使用的电脑俗称“286”，一个黑白的小屏
幕，主要用来汇总报表，后来普及到柜台，直
到全辖进入电脑联网运行时代。2000年开
始，我们所有营业网点都换成了彩色液晶屏
幕的新电脑。今天，农行 BoEing 系统实现
了前台业务全国联网，超级柜台为客户提供
方便快捷服务，手机掌银实现随时随地的在

全球每个角落的金融服务。而这些改变，就
在改革开放40年间。

现在，农业银行所有营业网点的自助设
备，实现了客户对银行业务的自主查询、操
作；新一代超级柜台上线，开卡、理财、基金、
查询打印明细、挂失、购汇、转账等等，基本
上除现金业务外涵盖了柜面的大部分业务；
伴随着ATM刷脸存取款机的全面铺开上线
使用，让农业银行在智能化银行进程中抢先
一步，我们的银行正走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的“算盘”情缘，也见证了农行翻天覆地的
变化！

1978－2018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
虽是短暂的一瞬，却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开
出了绚丽的花朵，所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说：“今天，中国人民
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
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
响了世界！”

我亲眼目睹了祖国改革开放40年的沧
桑巨变，亲身经历了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生
的巨大变化，庆幸自己经历和参与了这一历
史蜕变，也应该成为这一蜕变的见证人和诉
说者。

想当年，我生长于大杂院里，虽然左邻
右舍亲情融融，但由于小伙伴慢慢长大，一
个个要成家立业，狭小的房舍满足不了生存

的需求，于是家家从盖小厨房到接大房间，
不断蚕食着不大的庭院，逐渐使庭院变成了
狭窄的通道，特别是院内排水时渗井，一到
雨天，积水、泥泞、雨水甚至漫进房屋。各家
毫无隐私可言，记得对门小两口吵架，拽出
的皮鞋居然打破了我家的玻璃飞到了我屋
内……

看现在，排排高楼、块块绿地。城市绿
化，繁花似锦、树林茂密、碧草如茵，可以休
闲漫步，适合谈情说爱，谁能想到40年前这
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

想当年最大的文化享受就是收音机，里
面听听《样板戏》，庭院里左邻右舍，摇着蒲
扇“侃大山”。改革开放初期“三转一响”和

“36”条腿就是最奢侈的生活标配，谁家若是
有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晚上左邻右舍都会

全拿着小板凳凑到你家看新闻、看电影、看
晚会，还时常会碰到停电困扰。

看现在，家家离开冰箱、电视机、空调、
洗衣机、饮水机、淋浴器就无法生活了，家
用电器从注重耐用朝着多功能、全方位、超
豪华和人性化、数字化方面不断发展，电视
越来越薄、屏幕越来越大，冰箱节能环保、
双开门、三开门到大的能占一面墙，生活中
已经人人离不开智能手机，特别是电子支
付的发展，使老年人如果不学习掌握APP，
有钱都不知道怎么花出去。今后，人工智
能的发展会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缤纷绚丽、
五光十色。

想当年，家里有一辆自行车就是最先进的
交通工具了，还要想方设法搞到自行车票，常
常能见到小学生掏着档骑着大28自行车，而大

多数孩子一般到20多岁才学会骑自行车。
看现在，各家各户，如果你家没有辆私

家车，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城里人，还有
两辆、三辆的，而且车子越换越豪华。即便
是现在的农村，年轻人在结婚时买车也成为
了标配。

从老百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变化，真实
见证了改革开放中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
们的生活越来越向着时尚、富足、美观、高品
质发展，而取得这些成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党带领广大人
民坚持改革，锐意进取而取得的，党的十九
大又为我们既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我们要跟着共产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
下，迎接新任务、新要求，跨上历史的新征
程，期待下一个40年。

我所见证的生活蜕变
□包头分行固阳县金山支行 史晓军

我与农行的那些年
□包头分行土右支行 张建平

□满洲里分行特殊资产经营部 吴丽萍

木心先生在他的诗里说：“从前的日色
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前进，我们的通讯
方式从最古老的鸿雁传书到今天的千里之
外视频通话，作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我亲身见证了通讯行业的飞速发展。

小时候人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书信、电
报，后来有了固定电话，但还不是家家都有，
记得离开家去外地上学的时候，每次思念父
母，都是把电话打到邻居家。后来又有了风
靡一时的传呼机、大哥大，“有事呼我”是当时
被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现在犹记得自
己拥有的第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的传呼机，每
次给同学发完信息等待电话时的焦急与期待
至今记忆犹新。随着手机的普遍应用，从最
初只能发信息、接打电话到如今“想见就见”，
从1G、2G到3G、4G甚至5G,人们的交流已
经跨越了地域界限，打破了时差阻碍，实现了
一秒连线。现在的人们已经离不开手机，随
着各种智能手机软件的开发利用，通讯工具
的功能愈发强大，聊天、购物、远程学习、娱
乐、视频、支付……几乎占据了人们的日常,
手机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交流需求,这是
40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未来。

从“煲电话粥”，到“拇指一族”，从黑白
屏手机到智能手机，人们通信方式的变化有
目共睹，正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无间，也使得
我们的生活更智慧、更美好。

从通讯升级看变迁

我的“算盘”情缘 见证金融改革40年
□包头分行九原支行 赵璐

1987年刚踏出校园的我，有幸成为农
业银行的一员。光阴荏苒，近四十载，我们
农业银行逐步发展壮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而我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

入行后经过培训我被分配到二十四顷
地营业所，那时的网点，1.2米高砖砌的开放
式柜台，四张办公桌，里间是守库室，一个枪
柜2张床，营业室内最贵的办公用品是一个
老式的保险柜。

那时业务单纯，主要办理存取款业务，
金额几十元至几百元的业务较多，有上千元
存款的是大户，现在叫VIP，每天的客户不
多，每个村几乎都设立了代办员，代办员定
期报账。对公业务主要是公社粮所、供销
社、卫生院每天的流水收入缴银行账户，多
时几千元，少时几十元，其他企业几乎没
有。贷款主要是集体贷款和农户贷款，数额
不大。业务处理全部是手工记账，日清月
结，会计靠算盘，那时没有电视、手机，没有
娱乐生活，每天下班后便主动练习算盘，一
遍遍的打传票一直到睡觉；点钞靠手，晚上
睡觉时还在肚子上练指法。记忆最深的是
月结和年终决算，全部分户账及凭证需用算
盘核对，一遍打不对再打，有时加班到半夜
甚至通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入，农行的
业务规模不断发展扩大，涉及各个领域，金
融产品众多，逐步满足时代和群众的需求，
办公条件逐渐改善，平房变成了楼房，办公
实现了现代化，农业银行成为了在农村经济
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专业银行。每每看
到农行的巨大变化，我都会从心里由衷的发
出一声：厉害了我的行！

改革开放四十载，我与农行同行，有压力、
有付出，也有取得成绩后的喜悦，感恩农行给
予我的成长。如今芳华已去，我就要拿到一本
光荣的退休证书，可我们的农行正值壮年，已
踏上飞速发展的列车。我人虽退休，但会永远
心系农行，一生为是一个农行人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衷心祝福农行的明天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