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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账两次成为
“国家记忆”

“2017年1月5日，盛家集买
小米4斤乘5，20元；3月11日，本
村买面条4 . 5斤，10元；5月22
日，采摘大樱桃销售1032元；8
月11日，上甲村理发一次，10
元。”近日，在青岛平度大泽山
镇三山东头村，记者从刘元
九的家庭账本上看到，小到
油盐酱醋，大到为孩子购房
买车，他都事无巨细一一记
录在账，内容包括农业收入、
粮油、电力通讯、燃料、生产
投资、医疗费用、差旅费、人
情往来等33个项目。“家庭每
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要记录，
现在已经习惯了。”对刘元九
来说，每天记录家庭账本已
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65岁的刘元九年轻时是
村里的保管员，由于工作的
缘故，他练就了认真细心的
生活态度。从1982年开始，他
就坚持记录家庭账本，3 6年
间记账不辍。“如今生活越来
越好，日子越过越幸福。这些
账本就是我的宝贝，见证这
么 多 年 我 们 家 庭 的 生 活 变
化。”近日，在位于青岛平度
大泽山镇三山东头村，刘元
九一边整理家庭账本一边介
绍着。

2017年11月，国家博物
馆将刘元九记录的2007年至
2016年共计10年的“生产生
活日记账”纳入馆藏。这是继
2007年刘元九记录的1982年
至2006年的账本被国家博物
馆收藏后，他的家庭账本第
二次成为“国家记忆”。至此，
国家博物馆已收藏其总计35
年的家庭账本，而这些账本
也是该馆在国内收藏的唯一
一套农民家庭账本。

家庭小账本
折射农村大变化

这3 6本流水账，记录的
不仅仅是刘元九自己的幸福
生活，也反映着一个农民家
庭 收 支 的 数 量 和 结 构 的 变
化，是农村生产资料的投入、
物价的涨跌以及产业调整的
缩影，更是国家惠民富民政
策在农民身上的具体体现，
成为观察中国“三农”变化的
最鲜活样本。

“1984年10月28日晚，村
里通电。”当刘元九第一次在
账本上写下“通电”二字后，
感慨万千地告别了煤油灯。
自1982年到1986年的5年间，
中央连续下发了五个关于农
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进一步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让
农 民 的 腰 包 迅 速 地 鼓 了 起
来。1982年时，刘元九的家庭
结余是 2 0 0多元，到了 1 9 8 6
年，他已经成了村里率先致
富的万元户了。

随着经济收入不断提高，
刘元九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1987年，家里花费
1440元购置了第一台彩色电视
机；1996年花了1万多元买了一
辆摩托车；2002年，他又添上了
农用三轮车。

2004年、2005年中共中
央再次发布有关农业农村问
题的一号文件，在这之前，刘
元九一年要上缴税费近七百

元。而2005年，刘元九从账目
把上缴的税费一项彻底删掉
了，这让他切身感受到了改
革带来的实惠。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
伐的加快，中国的农民、农村发
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刘元九
家也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

活。2008年，他拿出13万元资助
儿子购买商品房，2011年他再
次资助儿子5万元用于购买住
房。“现在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一
个月每人发到150元了，农村合
作医疗国家报销的也多了，我
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刘元九说。

35年间家庭结余
增加了200多倍

通过厚厚的账本，可以看
出国家“三农”政策的连年利好
和农民生活的极大改善。特别
是近几年，“三农”政策给了刘

元九家沉甸甸的获得感。平度
大泽山有着“中国葡萄之乡”
美誉，葡萄种植历史悠久，刘
元九家就种植着3亩半葡萄
和1亩大樱桃，这是他家的主
要收入来源。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倡导农民在供给侧方面
作出调整，从而保持农业稳定
发展和自身持续增收。在这一
年，此前只种葡萄的刘元九家
初次尝到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甜头，新种的一亩樱桃
田在这一年到了盛果期，为他
直接增收了16145元。刘元九
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响应政
府号召种葡萄开始，到近年来
跟着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有效供
给，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

2016年，刘元九家共收获
葡萄10130公斤，全年家庭结余
高达53196 . 9元。刘元九回忆，
1982年分家时，家里只有140元
现金，包括父亲给他的100元、
自己存下的30元和家里“温锅”
时妹妹随的10元礼钱。那年年
底，他的家庭总收入是836 . 54
元，总支出是574 . 90元，结余
261 . 64元。而到了2016年底，
他的家庭结余已经是1982年时
的203倍。在刘元九刚刚完成的
2017年账本上，全家总收入
70451元，除去各种花销后，结
余依旧可观。

据账本记载，刘元九家
2008年的总收入是43784元，而
到了2017年，此项数据变成了
70451元，10年时间里，刘元九
全家总收入591191元，为全家
生活带来更多幸福。“果园收入
占到90%左右，其他收入就是
养老保险、银行利息等。”刘元
九说。这一连串数字记录着农
村发展的印记，也记录着国家
政策的扶持和帮助。

生产生活杂记
记录村庄幸福大账

除了记录自家“小账”，
1995年后，刘元九的手上又诞
生了一个“生产生活杂记”，承
载着所有与村庄息息相关的

“幸福大账”。
平日生产生活“大杂记”中

的内容主要是村里的重大变
化，比如什么时候开始修路、什
么时候铺路面、什么时候通车
等所有工程的时间点。

“2008年4月8日，开始修整
路面；2008年6月22日，开始铺
路；2008年6月29日，通车。”在
刘元九的“杂记”中记录着村庄
由泥泞土路变成干净水泥路的
历程。“以前村里都是土路，真
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
现在好了，道路都硬化了，路
好 走 了 ，村 庄 环 境 也 变 美
了。”刘元九对村庄环境的点
滴变化感触颇深，内心也感受
着惠民政策带来的幸福感。

作为村庄变化的观察者，
刘元九也细心地记录下了邻居
们家中不断增多的“大件”。“彩
电、手机、冰箱、洗衣机、太阳
能、热水器、摩托车不用说，就
说汽车吧，2008年村里有21辆，
2016年达到了85辆，其中一半
是小轿车。”刘元九感慨地说。

账本虽小，但记录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变化，是农村生活
的真实体现。“不管怎样，只要
身体好好的，我就会将账本一
直记下去，争取记够半个世纪，
记录下咱农民更多的美好生
活。”刘元九说。

2017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
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2018年我们
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的领
域将更广、举措将更多、力度将更强。这是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方式的新征程。我们将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进一步走向世界、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我们
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行高水平
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构
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这是以人
民为中心、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我们将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到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多中国人，一个

都不能少！这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过去五年，中国推出360个重大改革方
案、1500多项改革举措，一批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全面深化改革总
目标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范畴，把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构成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已经展示了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传递出
中国改革正朝着领域更广、举措更多、力度
更强的新阶段迈进的强烈信号。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全面
深化改革将有哪些新作为，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

家家庭庭小小账账本本
收收进进国国家家博博物物馆馆

在青岛平度大泽山镇村民刘元九的家里，有36本家庭账本。这些账本记录着
从1982年到2017年36年间刘元九全家的家庭生活变化。小到油盐酱醋，大到为孩
子购房买车，这个小小的家庭账本，不仅记录着他们一家家庭收支情况和收支结
构的变化，也见证着36年来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

[[变变迁迁]]

今今年年将将隆隆重重纪纪念念
改改革革开开放放4400周周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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