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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时间，一个
并不算长久的时间跨
度，让许多人的居住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有的人从当
年破旧的平房搬进了
崭新的楼房，有的小
区周边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时间跨度
带给潍坊市民的惊
喜，从吃到穿，从车到
房，——— 如是。

潍坊住房五年变迁
本报记者 付志锦

做梦也没想到

住进楼房

在寒亭区前仉庄村住了二十
多年的于文英从来没想到自己也
能住进现在这个明亮宽敞的楼房
里。也没想到以前村里的那几排
破旧平房，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
配套设施齐全的花园小区。

回忆起当年那个小平房，80

年代末建的房子，早就已经老的
不成样子。可是当年住在这儿，也
没觉得不舒服。于文英身为土生
土长的农村人，早就习惯了农村

的一切。一大早出门去村后面的
田里务农，干到近中午，顶着大太
阳往家里走，种田的耙子、铁锨到
院里一放，开始烧火做饭。带着泥
土气息的农村生活，她过了很多
年。

于文英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
能住进楼房。挣了钱就是吃饭、让
孩子上学，哪有钱买房？可是村里
拆迁，却让于文英住进了想都不
敢想的楼房。

如今于文英不种地了，搬进
了新楼房。耙子、铁锨用不着，就
放在了楼下的储藏室里，家里雪
白的地板砖，散发着油漆特殊味
道的新家具，都让于文英觉得生
活变化了好多。

最让于文英高兴的，还是冬
天的供暖。“暖和，真暖和。在家穿
秋裤就一点儿都不冷。”于文英高
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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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一样的

小区四周

林杰到现在都记得五年前的
邮电新村是什么样。

楼下一个简陋的水果超市，
水果从来不会超过五种。那个卖
烟的小店，得出了小区的门，再拐
个弯儿，走上几百米才到。

那个时候，19岁的他经常跟
幼时一起长大的兄弟攒上一段时
间钱，偷偷买包好烟，蹲在马路牙
子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用他的话
说，那个时候，坐在邮电新村门
口，来来往往福寿街走过的人，少
得很，美女更是没得看。

07年林杰去上大学。离开的

时候，蓉花路、东方路这些响亮的
称号还没有打出去。那个时候家
门口建的那个老潍县美食城，从
东头走到西头，就一家朝天锅口
味还不错，可以吃。更多的，是还
没有开张的店铺和空荡荡的刚建
好的商品房。

现如今大不一样。
2012年的这个春天，他还是喜

欢买包烟坐在马路牙子上，跟兄
弟调侃。只是这烟，从当年的白
将、哈德门，变成了现在的东方八
喜。他还是喜欢坐在邮电新村门
口看过往的车辆和人流，只是人

物和车辆的背景已经不是当年的
那些破楼，而是成了如今大气豪
华的谷德广场。

现在要想买个水果，对面的
超市应有尽有。各种当季的、国产
的、进口的，想吃什么，有什么。

说到这儿，林杰又忍不住说
了一句。就连从小区门口走过的
美女也比原来多了。

还有那条曾经萧条的潍县美
食街，也已经成了汇集各类美食
的宝地。林杰环顾小区四周，真心
地觉得，这个小区绝对可以成为

“吃货”的最佳选择。

时间跨度

带给人的惊喜

坐在环16路公交车上，从车
窗向外看到一辆辆汽车、一幢幢
不断拔起的高楼从眼前掠过。上
午7点30分，市民韩先生坐在环16

公交车从东城去西城上班，这是
他每天都要经过两次的一条路，
所不同的是，一次从东向西，一次
自西向东；一次迎着朝阳，一次披
着余晖。

这条路已经走了不下4年，韩
先生对这条路上的点滴变化都记
在了心里。上个月还是个大坑，下

一个月就已经有楼冒出了头；上
半年还是吊车遍布，下半年就已
经看见了温暖的灯光、窗帘。“每
天在重复一样的事情，似乎没有
什么感觉，但是当时间有了跨度，
这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惊喜”，韩先
生住在位于东风东街的清荷园。

还记得7年前，当时小区的对
面潍坊学院里还到处都是工地，
学生也很少。不过4年前那里已经
一片欣欣向荣。当年，要想在在城
东买一套房子一个平方才两千多

元，虽然当时借了些钱，还贷了
款，但是和爱人一起还贷的日子，
有苦也有甜。现在小两口的宝宝
已经两岁半，每月加起来五六千
元的工资，生活也打理的秩序井
然。

简单的城市、简单的生活，已
经成为打在这个小城身上的烙
印。不算太高的工资、不太离谱的
房价、不算太快的生活节奏，都让
人享受。

一个房子代表着

一段青春

徐勇谈到潍坊，总是有一种
知足的神态，潍坊哪都好，人也
亲，树也绿，最主要的是这里有自
己的青春。

徐勇2000年毕业，终于在2010

年买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终于
以一把付清的高姿态买到了一套
房子，并在新房里迎娶了自己的
妻子。一栋房子见证了他的十年
奋斗。

徐勇与爱人在大学时就认
识，当时只是互有好感，毕业后回
到潍坊换了不下十份工作，干什
么赚钱他就干什么。开过校对公
司、卖过辅导教材、给老板当过司
机，当熟悉了一份工作，觉得与自
己的理想相去甚远时，徐勇都选
择果断地放弃。

工作三年多，因为太累，徐勇
与在大学时相比瘦了近十斤，这

时离他理想中的有车有房的生活
还有距离。正当他踌躇不前的时
候，他的大学同学，也就是他现在
的妻子出现了。

两人一起开了一个餐厅，这
个餐厅用光了徐勇这三年多时间
的所有积蓄。刚开始起步并不容
易，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打点新一
天的工作，晚上11点之后才拖着
疲惫的身体回家。小店规模小，赢
利有限，但是两位同学也在这个
时候建立了“伟大的友谊”。

慢慢的，生意越来越好，小店
也变得有了点名气。在2010年，徐
勇终于有钱买上自己的房子，有
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而且是一
把付清。自己的合伙人、同学，又
添了一个身份，就是徐勇的爱人。

当徐勇住进自己的房子的时
候，抱着老婆在房子里转了好多

个圈，直到实在转不动了，一屁股
坐在了地板上。徐勇回过头来看
自己，这十年并不漫长，有付出、
有回报，而且回报似乎比自己预
想的要来得早一些。

以前傍晚的时候，看着城市
高楼里亮起的点点灯光，总在想，
什么时候也有这样一点灯光是属
于自己的。一段不算太长的奋斗
史，见证了徐勇从一无所有，到有
了自己的家的整个过程，而且在
这里收获了爱情。

徐勇说，有同学去了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也有混得好的，也有
混得不理想的，不能断定别人的
生活不幸福，但漂着的感觉确实
不是那么好受。在潍坊，似乎有了
一种在海上漂了好久之后登陆的
踏实感。

搬家工眼中的

住房变迁

“您好，顺利搬家……”一张
办公桌前，张云飞守着一部电话，
一时忙得抽不开身。记下客户地
址、询问好详细情况、定好价格
后，这笔生意就差不多了，剩下的
就是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让搬
家工人们上门工作。

“人往高处走，搬家都是往好
的地方搬。”这是张云飞的经验。
人们都是从“城中村”的平房搬到
小区的高层，从郊区搬到城区。从
2006年入行，经历过无数次搬家
服务，与搬家客户长时间亲密
接触，张师傅的眼睛记录了
潍坊人家庭的住房变化。

“原来搬家的客户
很多都是三代人住
一起，房间面积比
较小，家里杂物

很多。”张师傅说，严格算起来，潍
坊的搬家行业兴起于2000年。在那
之前潍坊许多人搬家大都使用三
轮车或单位的车辆。2005年后，搬
家公司的生意逐渐多起来，客户
的住房也越来越大，其中的大家
具比较多，有组合柜、大衣柜、大
钢架床等“大家伙”。

近五六年内，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对物质生活逐年提高，居
住环境也越来越好，搬家行业逐
步形成，搬家行业的变迁，也见
证着市民居住环境的改变。

“现在搬过的客户家，
多半都是80—120平方米
以上的大房子，有的甚
至还住上了别墅。”张
云飞说。以前搬家
时家具是大头，

而现在70%的家没有家具，都是从
厂家一次性订好，直接送货上门。
只是搬一些厨房用具和家用电
器。提起过去搬过的老家电，赵师
傅掰着手指如数家珍，容声冰箱、
小鸭洗衣机，长虹电视机……现
在再去搬家，双开门的冰箱、滚筒
洗衣机、液晶电视、电脑、按摩椅
等新电器比比皆是。

这几年，城市的变化令张云
飞感触越来越深。老百姓的居住
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变，一幢幢高
楼拔地而起，一些老式平房一一
被拆除，整个城市变得像新城一
样，也使得包括张云飞在内的搬
家工们不断地在适应和记忆新的
地图。不过，各个小区的路况比起
以前更好了，搬起家来更让他们
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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