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的名字，都寄托
着美好的祝愿，也带有鲜明
的时代烙印。每个时代的名
字，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记
忆；每个时代的故事，都承
载着独特的家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张建
国、李建国、王建国……无
数个以“建国”为名的人一
下冒了出来。这代表着人们
心中对党的感恩，也寄托着
人们在最新画卷上勾勒最美

蓝图的憧憬。
相信每位“建国”的背

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让
我们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幸
福生活，回忆“建国”的成
长足迹。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本报即日起开设《我的
名字叫建国》栏目。通过一
个个“建国”的经历、感受
和记忆，折射新中国成立70
年来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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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今年 64 岁的徐建国是一
名退伍军人。6月 22日下午，
记者初见徐建国，他身穿一身
迷彩服，正在店铺里忙碌。见
到记者到来，他赶紧去屋里拿
出社区刚送来的“光荣之家”
的牌匾向记者“炫耀”，说这
是他的骄傲。

名字带有时代色彩

徐建国生于 1955年 8月 5
日，由于当时处在新中国成立
的初期，父亲带着对祖国的热
爱 和 祝 福 ， 为 其 取 名 “ 建
国”。徐建国出生时家庭环境
还不错，父母是双职工，有稳
定的收入，家里的文化氛围也
很浓厚。

“父亲喜欢看书，也上过
学，是文化人，我们兄妹三人
的名字都是父亲起的。我是家
里的老大，取名‘建国’，妹
妹取名‘建华’，弟弟则叫

‘建平’。”徐建国说，虽然他
们的名字很普通，可都带着父
母的期望。无论是“建平”,
还是“建华”，都体现了他们
那一代的共同愿望，那就是要
像这些名字的含义一样，通过
实实在在的努力，创造美好的
生活，建设美好的国家。

当知青体验农村生活

徐建国的父亲是一名党
员，1973 年徐建国高中毕业
后，父亲主动推举儿子上山下
乡。“当时我去的是郾城县砖
桥公社，队上一共有101名知
青。”提起当知青的那些事，
徐建国记忆犹新。

在家里没有干过农活的徐
建国初到农村很不适应，“早

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
两顿饭”就是当时他们知青的
口号和真实的生活写照。“那
时每天都是在地里干活，去麦
地里收麦，苹果地里上粪，都
是用架子车拉，我也是下乡之
后才知道种地的不易。”徐建
国说，当时知青们充满热情，
不管干什么都不想落后，也有
很强的合作意识。

徐建国告诉记者，为了合
理分配劳动力，如果用架子车
出去干活，就是一名男生和一
名女生搭伙。有一次要去苹果
地里送粪，车子不仅沉，还要
上坡。“上坡时我们实在拉不
动了，腿都酸沉得抬不起来，
可我们都没有放弃，因为不想
拖对方的后腿，别人能干的咱
也能干。”徐建国说，就是抱
着这样的信念，他在农村一干
就是三年。

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1976 年底，徐建国参军
入伍成了一名铁道兵。当时襄
渝铁路刚刚开通，是我国第三
道军事战争防线，沿线山高峰
险，自然环境恶劣，光隧道就
有400多条，而徐建国的工作
就是在隧道内站岗巡逻，保护
襄渝线不被破坏。

1979年2月，在对越自卫
反击战中，徐建国所在的部队
进入了一级战备，随时准备上
战场。“当时我们每一个战士
都准备了一个包裹，里面有几
件衣服和一个笔记本，在包裹
上写下名字，如果上战场牺牲
了，这个包裹就是留给家人的
一个念想。”徐建国说。

幸运的是仅仅一个月的时
间，自卫反击战就取得了胜
利。1979年 4月，结束了近 3
年的部队生涯，徐建国退伍回
来成了市第二造纸厂的一名职
工。2000年，由于单位效益不
好，徐建国下岗了，可他闲不下
来，卖过早点，当过保安。2017
年，他又在市区桂江路附近做
起了废品回收的生意。

“我的一生很普通，可当过
兵，这是我最骄傲的事情！现
在祖国越来越强大，能以‘建
国’为名，我很自豪。”徐建国在
对自己人生的讲述中，没有任
何豪言壮语，可一生中他从来
不向现实低头，不向命运屈服，
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徐建国：一生平凡也自豪

□文/图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你看，我们小区的楼道
内、外面的墙粉刷一新，路面
也正在整修，没想到住了十几
年 的 小 区 会 有 这 么 大 的 变
化。”6 月 24 日，家住昆仑社
区天元明珠小区的张大妈高兴
地对记者说，这个近二十年的
老旧小区有了大变化，居民住
着也会更舒心。

进入小区，记者看到工人
正在铺设小区的路面，居民楼
外墙统一粉刷成黄色，看起来
很整洁。“由于我们大院年代久
远，环境可以用‘脏乱差’来形
容。亲戚来我家做客，我都不
好意思带他们到院子里逛。一
些有私心的邻居，甚至在门前
的土地上种起了菜，还经常浇
粪施肥，臭味能飘多远。”家
住2号楼的孙阿姨说。

孙阿姨说：“现在好了，

小区正在整改，除了楼道墙
体重新粉刷，楼下的菜园子
也被清理了。现在工人们在
铺设水泥路面，我听社区工
作人员说还会划分停车位。
不仅方便了停车，小区环境
也会变整洁。”

在小区里，记者看到整改
的同时，也对垃圾死角进行了

清理。“前两天，小区还是又
脏又乱，满地杂草杂物、私搭
乱建。现在就变了个模样，咱
们社区重视，居民自觉，小区
环境肯定越来越好，以前根本
不 敢 想 小 区 能 变 得 这 么 干
净。”居民黄先生说。

昆仑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天元明珠是个老旧小
区，他们经常接到居民反映，
说小区存在各种问题。“创
文”以来，考虑到小区的情
况，社区积极争取老旧小区改
造，除了重新硬化地面、划分
停车位，还重新粉刷了外墙及
楼道内墙面等。该小区改造
后，面貌将会焕然一新。

小区改造 居民开心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在离开校园之际，为了表
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漯河三
中九 （3） 班的同学将自己的
祝福写在便签上，贴在班主任
老师的车上。“这些孩子有心
了，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6
月24日，该班班主任田春霞激
动地告诉记者。

当天上午，田春霞向记者
展示了学生们写给她的便签。

“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但
您都陪我们咬牙坚持过来了。
我们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我
们一直在向最好的自己努力，
拼尽全力，问心无愧”“感谢
一路上既温柔又严厉的您”

“感谢您一年来的照顾，劳烦
您为我担忧”……这些便签字
迹工整，尽管语句简短、话语
朴素，却感情真挚。

“平时我们师生关系非常
好，就像朋友一样。6月 23日
是学生们在学校待的最后一

天，下午上完课后，大家一起
打扫卫生、收拾东西。面对离
别，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
田春霞说。

待学生们离开后，她继续
在教室里整理东西。当她下楼
时，看到车身上贴满了便签，
走近一看，才发现是学生们写
的。“挡风玻璃、车窗、后视

镜上，都贴的有。”田春霞
说，“没想到孩子们这么用
心，我会把这些便签珍藏好。”

记者看到，除了表达对老
师的感谢之情，一些学生还用
心地写出了祝福，叮嘱老师照
顾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太辛
苦，好好疼自己比什么都重
要”“每天开开心心才是最重
要的，希望你笑得越来越开
心”“祝您开心”……

“老师平时对我们付出得
特别多，快毕业了，同学们对
老师依依不舍，我们每天能看
见老师的车，就萌生了把祝福
写在便签纸上、贴老师车上的
想法。”该班同学周倬冉说。

小便签承载师生情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暑假将至，学生将成为旅
游市场的主力军。6 月 22 日，
记者从市区几家旅行社了解
到，暑假期间，学生游及家庭
游将是旅游市场的“主流”。

6月 22日，记者在市区泰
山路一家旅行社看到，这里早
已打起暑期出游的广告，市民
邹女士正在店内向工作人员咨
询上海五日游的事宜。“孩子
一直想考上海的大学，趁着暑
假，我们准备全家去上海旅
游，顺便带孩子去上海几所大
学转转，让孩子感受一下大学

的氛围。”邹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吸引更

多学生顾客，不少旅行社都推
出有“名校游”线路，学生可
参观知名大学，与大学生进行
交流，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颇为
动心，每天都有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咨询旅游计划。

“暑期游一般是在中高考
结束后开始热，6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旅游的考生和家长将
会达到高峰，而这个热潮将
会一直持续至 8 月份。”市区
人民路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
员表示，目前学生旅客以高
考后的学生居多，中考后会

增加一部分。由于 7月份不少
学生要上暑假辅导班，因此
目前一些热门线路已经排到 8
月中旬，如北京、上海、西
安等这些名校较为集中的城
市，是不少学生和家长旅游
的首选之地。价格方面，受
机票、住宿等方面的影响，
长线游和出境游价格略有上
涨，其他则变化不大。

暑假将至 旅游渐热

工人正在铺设水泥路工人正在铺设水泥路。。

老师的车窗上贴的便签老师的车窗上贴的便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