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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周连华身体还很硬朗，每天上
午下午她都要出门在小区里转一圈，街坊
们也都愿意跟她聊聊天，家里有啥烦心事
也都跟她说说拉拉。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
是干了40年的居委会主任，周连华非常愿
意帮着街坊们出出主意。

“1951年，我老伴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
从那时候起，我也走出了家门。”周连华说，
1951年她进入了居民委员会，不再是一个大
字不识整天呆在家里的家庭妇女。“我有
劲，能干活，很快就被评为劳动妇女、积极
分子、委员会小组长。”

1960年，周连华以全票当选安乐街居委
会主任。“当时我心情很复杂，一是打心里
高兴，二是怕自己干不好。”周连华说。

“当上居委会主任的第一天，我就给自
己定了3条规定。”这三条规定，周连华到现
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条，老百姓需要
的事儿，我一定办；第二条，老百姓找我办
我办不了的事儿，第一时间向上级反映；第
三条，不管自己遇上啥难事，都要笑脸对百
姓。”

当了40年居委会主任，这三条规定周
连华一直坚持着。“那时候干居委会主任跟
现在不一样，都是义务劳动。”周连华说起
来，一脸笑容。“我干了20年居委会主任，没

拿过工资，家里老人孩子一大堆，全都指望
老伴一个人的工资养活。”

“也不光我一个，居委会里所有的同事
都没有工资义务劳动。”周连华说，虽然没
有工资，但是大家伙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
每天早出晚归，还经常熬夜巡逻，从来没有
一个人有过一句怨言。

周连华当上居委会第一件事，就是带
着街坊邻居们一起修路。“不到一年的时
间，我们一共修了7条路。”这7条路的名字，

周连华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五三街、
安乐街、狮子口、九曲巷、西栈道、路多里和
南城跟。”

周连华发动起居委会的全体居民，老
人孩子一人背个筐子，到处捡石头；小伙子
就下河摸石头捞沙子。在大家伙的努力下，
7条路都修起来了。

修好了路，周连华又开始琢磨干点别
的。“那时候大家日子过得苦，很多人吃不
饱饭。很多工厂都停工了，百姓都在家闲着
没事干，也没钱挣，我就想着给大家找点活
干，补贴点家用。”周连华跟居委会的姐妹
们又开始在辖区各单位到处募捐，让单位
赞助点东西，或者派点活，然后回去分给百
姓。

周连华刚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居委
会连办公室也没有。“每天出门，居委会的
章我就带在身上，路上碰见谁需要办事盖
章，我就找个平整点的大石头盖上，把章盖
上。”周连华回忆起来哈哈大笑，说这是“现
场办公”。

等到后来上级经济部门统一接受管理
居委会所属产业，周连华所在的安乐街居
委会上交了3600多平米的生产用房，这都是
她和居委会的同事、辖区的百姓一砖一瓦
建设起来的。

“有人说，你在居委会干了这么多活自
己啥也没留下，要是自己单干，早干成大老
板了。可是当老板不如干居委会舒坦。”周
连华说，她带着居民搞生产不是为了给自
己挣钱，是为了给居民解决生活难题，让居
民挣钱。

不不领领工工资资的的居居委委会会主主任任

三三代代人人的的小小时时候候
□甸柳一居 李新宇

面对孩子的童年，大人不免
想起自己的小时候，今昔对比，
现在孩子的衣食住行，跟以前真
是天壤之别。

先说衣。听母亲说她小时
候，兄妹五个的衣服都是大人一
针一线缝出来的，老大穿了老二
穿再留着给老三，小时候赶上三
年自然灾害，能填饱肚子已属万
幸，哪里还能买得起花花绿绿的
新衣服。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已经有
了“三大件”之一缝纫机，母亲是
裁缝高手，手特巧，我的衣服都
是母亲在缝纫机上做出来的，花
色样子在同学中算是漂亮的，记

忆中的很多晚上都是伴随着母
亲的缝纫机声度过。不过，小时
候日子也不是太宽裕，很多时候
还是穿姐姐剩下的衣服。

再看孩子的衣服，到处是琳
琅满目的童装，颜色样子都很丰
富，不知道选啥好，儿子总在选
哪个最酷最个性中纠结。逢年过
节，孩子还会收到大姨、小姨和
姑姑给买的衣服，很多衣服没来
得及穿就小了。

再说食。母亲小时候，正赶
上三年自然灾害，兄妹几个吃饭
很成问题，她说那时城里没农村
好过，小学没上完，姥爷就让她
辍学，跟着人家去干活挣口粮
吃。

我小时候，吃饱已经不是问

题，但是很是羡慕人家能吃上机
器做的白面膜，还有卖冰棍的阿
姨自行车后座上的5分钱一根的
冰棍！那时候南方水果还很稀
罕，记得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小
伙伴的妈妈不知怎的弄来个菠
萝，小伙伴他姐弟俩坐在大门口
大口大口地啃菠萝吃，我和姐姐
看了馋得啊。

看孩子现在，物品极大丰富，
想吃什么都能买到。大人都担心
吃这个好，吃那个不好的，多的不
知道吃啥好了。孩子每天都能有
牛奶喝，有水果吃，就是大冬天吃
上菠萝、西瓜，也不稀奇了。

再看住。母亲小时候，就是城
里也难得有楼房住，好像就是那
种低矮的砖房子。家里兄弟姐妹

多，男孩一间女孩一间，住大通铺，
母亲说她家当时还属于那个年代
条件好的呢，条件不好的家庭，还
买不起床，挤在一块打地铺。

我小时候，刚记事的时候还
模糊记得住过旧式的土砖房，一
年级时，家里换了四间大瓦房，
我和姐姐一间，挤一个床，那时
好羡慕有的同学可以有自己的
房间，自己的床。

孩子现在一出生，就住上我
们辛辛苦苦买的亮堂的楼房，有
了自己的儿童房，爸爸妈妈跟他
说起小时候住的昏暗的房子，还
有生他之前住的狭小的单身宿
舍，他都完全没有概念。

最后说说行。母亲说小时
候，虽然是在城郊住，可去哪里

都得靠双腿，偶尔搭个拖拉机去
邻县，高兴得跟过年似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大
金鹿”自行车，姐姐偷偷学会了，
经常骑车带我疯玩去。那时候主
要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去百货
大楼逛逛骑车40来分钟；村里偶
尔来一趟轿车，就会引来很多人
围观。

看孩子现在，一出生就有宝
宝车、扭扭车，1岁有了自己的小
自行车，2岁家里买了汽车，一出
门，孩子总愿意坐公交车，不愿
坐自家的汽车，每每这时候我就
经常感慨，我这么大时要是坐上
四轮轿车该是多么激动啊！

这就是三代人的小时候。

本报讯 (记者 林媛媛 ) 从
本期开始，“听老人讲过去的故
事”栏目正式启动了。欢迎咱们社
区的老人积极参与，把您年轻时
候参加革命、参加建设、参加工作
的事情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

也许您是参加过革命的老战
士，也许您见证了济南解放战争，
也许您曾经去农村插队，也许您
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也许亲眼
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迅速
发展，这些故事既是您的回忆，也
是社会的记录。我们邀请您把这
些故事讲出来，让更多人的年轻
人听到看到，让他们更加了解长
辈的经历，更加了解历史的变迁，
更加热爱现在的生活。

只要您年满50岁，您觉得自
己的故事很有意义，您都可以拨
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706126，我们
的记者会到您的家中，倾听您的
故事，分享您的回忆，并把这份经
历记录成文，刊登在《甸柳社区
报》。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分享您
的故事。

新栏目

“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启动啦

请把老故事
讲给年轻人听

本报记者 林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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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鞠
明祥，系吉祥
苑社区居民。
部队转业到济
南管道煤气公
司 任 机 关 书
记，退休后自
学书法艺术，
其书法作品曾
多次在市级比
赛中获奖。

作者闫剑平系甸柳三居居民，他儿
时因病致聋，但始终不放弃。为了更好地
表达和交流，他选择了书画：“因为它不用
听、说，而是用心去体会和感受，很符合我
的心境。”闫剑平每天从早到晚，废寝忘
食，拿笔的手也经常是没有了知觉。为了
精益求精，他甚至把政府发的失业金用于
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画作品和书籍作参考。
除了平日在家自学，他还经常到文化市场
现场临摹学习，回到家后抓紧一切时间反
复揣摩。天道酬勤，在不懈的努力下，闫剑
平的书画技艺有了很大进步。后来，他还
自学装裱，在残联和办事处的帮助下，创
办了“我的兄弟姐妹装裱室”，有了固定收
入，做到了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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