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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本日记里的民生温度
—— 一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变迁史

本报记者 谭逊  段序培

从贫寒起步，穿越温饱，

迈向小康，搭乘“农转非”政

策的顺风车，到子女学业有

成，再到乔迁新居……近半

个世纪以来，岐山县 66 岁的

李福昌以笔为舟，写下了 84

本沉甸甸的日记。这些日记，

不仅是记录家庭生活变化的

“传家宝”，而且是折射社会

发展巨变的“显微镜”。

从解决温饱到招工进城
上世纪 50 年代末，李福

昌出生在岐山县益店镇南官

庄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饥肠辘辘的他向往着不

同于常人的精神世界。他最

大的爱好是读书看报，把自

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

倾注笔端，写在自己的日记

中。拂去岁月的尘沙，李福

昌娓娓道出写日记的初衷：

“1978 年在岐山县涝川植树

造林，才干了两天就满手血

泡，只好用手帕裹住手，这一

干就是 15 天，天天靠写日记

给自己打气。” 

40 余载时光流逝，当

年的青涩少年如今已步入

花甲之年，孩子们茁壮成

长，生活日新月异，而写日

记则成了李福昌的习惯。不

拘于清晨或黄昏，无论忙碌

还是疲惫，他总要拿笔记

录，最终积累了 80 余本厚

重的日记本。书桌上，泛黄

的日记本静静地诉说着岁

月的过往，字里行间记录着

百姓生活的变迁，从往昔的

艰苦岁月，到温饱的安稳时

光，再到如今的小康之家，

每一个重要时刻和人生转

折都历历在目，落痕于他的

日记本中。

1982 年，中共中央发出

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

“一号文件”，以家庭经营为

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

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

的积极性，李福昌一家分到

了 4.7 亩土地。也是在这一

年，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李福

昌被招工到西安一家工厂。

在拥挤狭小的集体宿舍，他

时常想念远在农村老家的家

人。他在日记里默默写下了

人生三大目标：拥有一套住

房，让爱人和孩子“农转非”，

供两个孩子上大学。

从买房搬家到用上名牌
1992 年，迎着邓小平

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李

福昌毅然选择了下海创

业，在西安开了一家岐山

面馆。面馆一开就是 20 多

年，全家的生活也悄然发

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都在他的

日记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2009 年 3 月 28 日，李福昌

在日记中感慨 ：“在城里买

了新房，装修的材料、屋内

用品及家电多是名牌，这是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今天装上了数字电视机顶

盒，能收到 118 个台，回忆

当年 17 英寸黑白电视到今

天的 29 英寸彩电，社会不

断地向前快速发展，人们

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变

化。”2013 年夏天，李福昌

在老家也盖起了一座水泥

钢筋混凝土小楼，破旧的老

宅子旧貌换新颜。

在那个“三转一响”风靡

一时的年代，家境贫寒的李

福昌结婚时没能给妻子置办

任何东西，这成了他多年的

遗憾。2018 年 9 月 23 日的

日记中，他记录下了温馨的

一笔：“之前陆续买了戒指、

耳环，这次给她买了一个金

镯子，补齐‘三金’，我愿望的

实现还得感谢改革开放的好

政策，才使我家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李福

昌也经历了从农民到工人

再到老板的身份转换。在日

记中，他详细记录了改革开

放带来的种种变化，这些记

录不仅勾勒出一个家庭从

饥饿到温饱乃至富裕的轨

迹，更是中国社会跨越式发

展的缩影。 

从梦想期盼到品质生活
翻阅日记，往事如昨。

李福昌的日记是一个

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大潮

中的变迁史，也见证了中

国社会从贫穷到温饱再到

小康的伟大飞跃。正如他

在日记中所写 ：“我们这

一代人，是经历了科技进

步最快、社会变化最大、生

活方式变化最显著的一代

人。儿时有过楼上楼下、电

灯电话、三转一响、西装革

履的期盼，长大后也享受

过手机、电视、电脑等时代

新宠。几十年间，从当年骑

自行车出门的自豪，到如

今开汽车、坐飞机出行的

寻常，从漂洋过海的环球

旅行，到旷世缥缈的虚无

网络，我们这一辈人，生活

品质超过了无数代。”

“妻子和孩子的户口终

于解决了，我沉思良久，内

心感慨万千，改革开放的好

政策，才使我有了今天的生

活……”随着政策调整，压在

李福昌心中“比登天还难”的

户口农转非愿望也实现了，

这篇写于 2001 年 12 月 13

日的日记，表达了李福昌对

国家政策的无比感激。随后

几年，他的子女相继考上了

国内重点大学，并顺利参加

工作。

如今，李福昌在西安含

饴弄孙，享受着天伦之乐，但

他依然坚持每天写日记。“只

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用

爱去记录时代，我们就能成

为‘中国奇迹’的创造者和见

证者。”李福昌说。

“传帮带”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胡红玲

设备升级改造、引进高级
人才、形成专利优势……工业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要
件缺一不可。实际上，还有一
个要件不得不提，那就是老技
师“传帮带”这一助推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这一点，在我市工业领域
并不鲜见，从宝鸡青二机床制
造有限公司、宝鸡丰立德制造
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的 30 对
师徒签订《“师带徒·匠带兵”结
对协议书》，到西凤集团 38 名
新老基酒一线职工结成 19 对

“师徒”对子。实践证明，这种传
统的“传帮带”人才培养方式，
在技艺传承中依旧意义非凡。

“传”的本质是知识宝库
的薪火接力。老一辈技师在长
期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虽未在教科书、说明书
上体现，但的的确确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通过“传”，将这些
经验耳提面命传授给后辈，可
以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更快地
适应工作岗位。

“帮”的实质是为后辈成
长温暖护航。现阶段市场经济

大潮涌动，技术变革一日千
里，工业发展要面对经济新
常态下的新情况、新要求，年
轻后辈要扛起发展大旗，前辈
的倾力支持不可或缺。通过

“帮”，后辈将在“伞下”环境中
茁壮成长。

“带”的意义是吹响价值
引领的无声号角。宝鸡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涵盖 3 个门类、
35 个行业大类，涉及 127 个行
业中类和 254 个行业小类，每
一个细分行业的发展，匠心传
承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通过

“带”，带动的不仅仅是后辈的
前进，更带动的是整个行业的
前进步伐。

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人
是宝鸡工业未来高质量发展的
希望，用活用好“传帮带”制度，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这一过程
中，既需要前辈强化责任感和
使命感，主动发挥自身优势，俯
下身子去教 ；也需要后辈珍惜
机会，虚心学习，努力提升自己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如此
一来，金子般的技能、知识和价
值观就能实现衣钵相传。

创新帮扶机制  拓展就业渠道
麟游用“135”机制帮助近3000名脱贫群众就业

本报讯 （记者 韩正强）

今年以来，麟游县人社局坚持

把促进脱贫群众就业增收作

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紧紧

围绕劳务输出、就近就业、技

能培训、劳务品牌和医疗保障

五个方面，探索建立“135”机

制，截至目前，已帮助近 3000

名脱贫群众实现就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

任务，麟游县人社局紧扣这

一主线，建立了一套“行业筛

查+镇村摸排+精准帮扶”

机制，对脱贫人口动态监测帮

扶；搭建零工市场、“秦云”就

业、劳务输转基地 3个平台，

进一步优化就业服务；拓展专

项招聘“精准就业”、社区工厂

“车间就业”、居家务工“灵活

就业”、公益岗位“托底就业”、

返乡创业“带动就业”5条渠

道，建立“135”工作机制，保障

脱贫人员充分就业。

记者了解到，麟游县人

社局在移民搬迁安置点建成

了零工市场，今年已帮助 500

多人实现就业。同时，大力培

育“麟游矿工”省级劳务品

牌，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

建成 7 个劳务输转基地，吸

纳 2300 余名脱贫群众就业。

小雪节气未到，陇县就落

下了今年冬季的第一场雪。

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几

辆满载宝鸡苹果的大货车像

往常一样，迎着晨曦的薄雾，

从这个山窝窝的“出海口”出

发了。几天之后，这些苹果将

成为泰国、缅甸、印尼、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 20 多个国家居

民的餐后水果。

一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山

区县，不沿边不靠海，这里的

苹果为何能连续十余年“飘

红”海外市场？

在陇县盛源果品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马培军看来，

十多年来，正是“一带一路”

的东风，吹开了“山”与“海”

的阻隔，把沿边靠海的“出海

口”搬到山里人的“家门口”，

让山里的苹果从家门口就能

顺利“出海”。

30 多年前，只有 20 岁出

头的马培军，带着家乡的苹果

勇闯全国市场。在由陕入川的

路上，他听几个卖水果的同行

提到，云南没有苹果，如果能

把苹果运到云南市场，肯定能

卖个好价钱。凭着敢闯敢拼的

韧劲，马培军像“探险”一样，

一路摸爬滚打，把苹果卖到了

距离宝鸡 2000 公里外的云南

瑞丽，并通过瑞丽边境口岸辗

转卖到了缅甸，卖出了高于本

地几倍的价格。有一年，陇县

所有的滞销苹果几乎全被马

培军卖完了，县政府还专门给

他颁发了一块奖牌予以表彰。

“山里的苹果出了国。”

这在当时成了宝鸡颇有轰动

效应的一件新鲜事。但只有

马培军知道，出“山”入“海”

的路并不好走。虽说只要把

苹果运到瑞丽边境口岸，苹

果就不愁卖，但从宝鸡运送

苹果到云南就需要七八天，

一路上要跨越几千公里，有

时加上气候、天气、出关手续

等各类因素影响，最糟的时

候一整车苹果到了云南就坏

掉了一半，而且办理各种出

口贸易的手续也十分麻烦。

他当时就想 ：“如果我们的

家门口就是‘出海口’，那该

多好。”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宝鸡这座古丝绸之

路上的节点城市也迎来了新

的机遇。十年来，宝鸡不断加

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和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城市建设，中欧班列的常态化

运营，让曾经“不沿边不靠海”

的宝鸡，从对外开放的“后卫”

变成了“前锋”，成为中国向西

开放的前沿。用马培军的话

说：“现在只要苹果到位，物

流手续基本不存在问题，把苹

果卖到国外和在国内销售一

样方便。”

“十年来，每年从陇县卖

到国外市场的宝鸡苹果有

5000 吨到 8000 吨，陇县已

经成为宝鸡苹果出口的一个

集散地，周边甘肃、陕北的部

分苹果也从这里漂洋过海，

销往国外。”陇县果业服务中

心主任焦健告诉记者。过去，

不管是从全省看还是从全国

来看，陇县的苹果在种植面

积和品质上都名不见经传，

但就因为对标国际市场调整

种植方向，出口果园注册面

积就达到了 1 万亩，占到了

全县的六分之一还要多，而

且三瑞（瑞雪、瑞阳、瑞香红）

新品种占比较高，让陇县的

苹果根本不愁卖。马培军的

经历见证了“一带一路”从

“硬联通”、“软联通”再到“心

联通”的变化。陇县盛源果品

也成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认

定的陕西省首家国际贸易高

质量发展基地，成为宝鸡苹

果具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

可以在陇县完成报检手续。

出口越来越方便，近年来，马

培军还先后开辟了香港、迪

拜等市场，年出口创汇 8000

多万元。

如今物流方便了、出关便

利了，每次出国考察市场，马

培军都能油然而生一种自豪

感，他感慨道：“我们与边境

口岸的距离虽然没有改变，但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下，

现在‘出海口’就仿佛搬到了

自己‘家门口’，做出口贸易比

过去方便多了。” 

山窝窝有个苹果“出海口”
本报记者 周淑丽

李福昌和妻子翻阅日记回忆过往

李福昌展示他的日记

（上接第一版）
今年，市航空航天产业

链主要负责同志带领相关部

门先后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核工业 203 研究所、中国

船舶第 705 研究所、航天六

院等，推介宝鸡产业基础、产

品配套、装备制造、交通枢

纽、政策支持等优势，并就项

目合作、落地和选址进行深

入交流；产业链各级成员和

县区招商小分队到广东、黑

龙江、西安等地，就固体火箭

发动机生产制造、旋翼机发

动机研发、无人船艇生产制

造等项目进行精准对接。宝

鸡航空航天产业在技术水

平、产品加工、配套能力等方

面的实力，受到许多客商和

企业的肯定和青睐，并纷纷

表示愿与宝鸡合作，厚植新

的优势，共同推动创新链和

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

为吸引更多客商来宝投

资兴业，我市邀请航天四院、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陕西

空天动力研究院、青岛星辰

航线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负

责人，来到我市宝鸡高新区、

渭滨区、麟游县、太白县等地

考察洽谈。

一次次上门拜访、一场

场交流洽谈、一趟趟双向奔

赴……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各

级成员全力以赴打好招商引

资“主动仗”，促成了年产 3

万吨高性能合金材料及航空

零件精密加工项目等一批产

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

优质项目签约。

优服务  全力以赴当好“贴心人”
今年以来，市航空航天

产业链各级成员持续深入基

层，定期走访链上企业。每到

一处，他们与企业负责人深

入交流，精准了解企业诉求，

解决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提

振企业发展信心，为高质量

发展保驾护航。

邀请专家把脉问诊，强

化项目服务保障，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让链上企业家和

在宝投资客商感受颇深：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

不断进步，企业发展面临一

定挑战，市上多次邀请业界

专家为我们指点迷津。”

“针对项目建设存在的

土地、水电气、手续审批等难

题，相关县区、市级部门加快

解决问题，保障产业链项目

建设进度。”

“宝鸡举办了多场金融

对接活动，为我们和银行牵

线搭桥，解决了企业对资金

的后顾之忧。”

今年以来，我市成功举办

陕西省宇航学会商业航天发

展专委会成立暨商业航天交

流大会、首届先进航空技术与

应用高端论坛、国防科技专精

特新项目“赛马打擂”路演年

度决赛等多场活动，邀请清华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飞

行试验研究院、兵器 206 所、

陕西航空学会、陕西省宇航学

会等科研院所、航空航天领域

的专家，为我市航空航天产业

链上企业作了内容丰富、指导

性强的精彩演讲。同时加强和

金融机构的对接，让企业享受

更加便捷、灵活、优惠的金融

服务。

蹄疾步稳以致远，砥砺

奋进正当时。2024 年，我市

航空航天产业在高质量发展

的赛道上实现了大提升、大

突破。新的一年，我市将坚

定不移锚定《宝鸡市航空航

天产业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驰而不息

建设航天动力制造基地、中

国旋翼机生产制造基地、航

空特色装备产业基地，在奔

赴浩瀚天空、拥抱星辰大海

的路上穿云破雾、加速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