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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青春 不一样的故事

追忆青春追忆青春，，即便如掬水捧月即便如掬水捧月，，谁又能说了无可得谁又能说了无可得？？指缝中溜走的是似水年华指缝中溜走的是似水年华，，眼眸中照亮的却是不曾远去的情怀激荡眼眸中照亮的却是不曾远去的情怀激荡。。把青春装进把青春装进
回忆回忆，，青春便是一个人的精神财富青春便是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把青春提炼成诗把青春提炼成诗，，青春便成了一代人的时代交响青春便成了一代人的时代交响、、一个社会的发展史诗一个社会的发展史诗。。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记者走近不同年龄记者走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几位普通市民不同身份的几位普通市民，，从他们的青春故事中追寻时代发展的脚步从他们的青春故事中追寻时代发展的脚步、、社会变迁的踪影社会变迁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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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生于1966年的李伟，已在铁路系统
工作了半辈子。他12岁那年，国家迎来
了一场伟大的变革——改革开放。他的
成长伴随着国家的一步步发展。但是，
少不更事、身处内陆漯河的李伟，当时
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变革的重要性。在他
的记忆中，青春是平淡而又踏实的。

20岁，到了开始工作、养家糊口的
年纪。工作并不难找，但是，李伟心中

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当兵。最终，
父亲从铁路系统退休后，李伟在家人的
建议下，像很多人一样接了父亲的班。

“相比战争年代，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显
著提高，谈不上富足，能吃饱穿暖。”
李伟说，“我记得 1986年左右漯河才有
第一条水泥路，就是现在的人民路。”

生活条件并不好，但他认为，当时
的年轻人没有现在这般浮躁，大家并不
追逐金钱名利，而是想着搞建设，把精
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物质的贫乏并不能阻碍精神的愉
悦。那时候的年轻人，唱流行音乐、跳
霹雳舞。20岁的李伟，最喜欢看《辽宁
青年》，以及给远方的同学写信。

“很多年轻人住在单位宿舍，人际
交往非常活跃。虽然条件简陋了些，但
人们单纯、朴实，也很快乐。要说对物
质的追求，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去同事
家，看到电视机和沙发，当时很想拥有
和他家一样的电视机和沙发，那就是我
的20岁时的梦想。”李伟说。

李伟：全身心投入工作 平淡但很踏实

吕明义吕明义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吕明义老人是漯河卷烟厂的离休干
部，生于1931年。那年的9月18日，日
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生于那一年，注定了年
轻的吕明义，要经受战火的洗礼，融入
那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

1948年，17岁的吕明义被国民党军
队抓了壮丁。后来，被解放军救回的他
参了军，开始了枪林弹雨的军旅生涯。

“我们曾经一夜行军200里，而且肚

子里是空的、衣服是湿透了的，身上还
生了虱子。”最令吕明义骄傲的是在渡
江战役中，他和战友第一批渡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全国并未
全部解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吕明义
和战友在云南作战。

回忆20岁时的情景，吕明义说，虽
然当时很艰苦，但大家心中都有一份信
念，相信美好的未来不远了。

“那时候每天喝稀饭、吃野菜，条
件好的时候就是大米配上蚕豆蒸了吃。
没有军营，我们都住在百姓家中。”吕

明义说，“记得 1951年的时候，我还和
战友到云南与缅甸交界地带执行剿匪任
务。枪林弹雨的生活，1949年之后还有
几年。”

许多人有过年少轻狂，但吕明义的
青春是在枪与炮的轰鸣中、在生与死的
考验中度过，因此多了一份勇敢。

“对于死亡，是否会有畏惧？”记者
问吕明义老人。“每个人都会畏惧。但
那个时候真的克服了，因为我们是带着
信念走上战场的。我们敬畏的是军人服
从命令的天职。”吕明义说。

吕明义：在战火中成长 因信念而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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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穿着简单的白衬衣、黑裤子，一个
扎着麻花辫的女孩大步从远处走来。她
是漯河医专药学系2015级学生郭淑宁。

对郭淑宁来说，20岁是人生的一个
重要节点。

“今年我20岁，上大二，马上就要实
习了，即将面临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选
择。”郭淑宁说，她对未来已经有了初步
规划。她想进医院工作，需要更多的专
业知识，所以她决定参加专升本考试。

已经度过的一年半大学生活，郭淑

宁感觉很充实。除了学习，郭淑宁积极
参加各种校园活动。

去年，郭淑宁花了近一个星期的时
间，为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做准备。作为
学校学生会干部，郭淑宁还常常帮助老
师组织运动会、大合唱等集体活动。但
是，郭淑宁不觉得累。

郭淑宁认为，参加或组织各种活
动，丰富了她的人生，对她自身能力来
说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作为一名“90后”，郭淑宁也常常生
活在网上，刷刷微信朋友圈，通过QQ和
同学聊天，网购，有问题上网搜搜……

对她来说，互联网不仅是工具，还是不
可缺少的生活元素。

“我们这个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机遇很多，诱惑也很多，我平时上网，
更多的是把互联网当作一种学习工具。
我关注了很多其他高校的微信公众号，
学习一些组织活动的经验。另外，我也
会看一些老师推荐的，比如 《人民的名
义》 等质量较高的电视剧。我很少玩手
游。大学生活只有短短三年，如果再浪
费时间，会影响我实现心中的目标。”郭
淑宁说，“认定方向，踏实走下去，将来
的我一定会感谢20岁时努力奋斗的我。”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精瘦、干练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从
事广告行业十几年时间的纪邵治，从一个
学徒工到成立自己的公司，他的成长之路
上印满了一个个踏实奋斗的脚印。

1980年，纪邵治出生于洛阳一个贫
穷的小山村。1996年，16岁的他踏上了
开往漯河的火车。在中专院校学习三年工
艺装潢知识后，他决定留在漯河发展。

因家里经济条件差， 1999 年毕业
后，他到市区一个做广告生意的小店铺打

工，没有工资，住宿自理，而且老板每天
只管中午一顿饭。为了多学知识、积累经
验，纪邵治在这里坚持了三四个月，白天
干活，晚上在路灯下面打地铺。

2000年，几经辗转，20岁的他来到
市公交广告有限公司工程部工作。

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印广
告条幅、安装门头广告、焊广告牌……什
么脏活儿累活儿他都抢着干。

踏实、能干、肯吃苦又年轻的他，很
受老板赏识。从做广告工程到跑业务，纪
邵治越做越熟练。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广告宣
传越来越重视，纪邵治的业务也越来越
多，生活忙碌而充实。

“我感觉漯河发展很快，2000年左右
是发展比较迅速的时候，机会很多，那时
候踏实、肯干的一批人，现在基本上都发
展起来了。”纪邵治说，他喜欢每天的忙
碌，忙着他心里才觉得踏实。

现在，纪邵治已经是一家拥有十几名
员工的公司的老板。那段路灯下打地铺的
奋斗日子，一直被他当成人生的宝贵财
富，并激励着他不断前进。

郭淑宁：大学时光短暂 过得忙碌充实

纪邵治：路灯下打地铺 学知识长才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