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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我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晚报记者 柯其其

鹤山区姬家山乡张陆沟
村的赵爱生是改革开放后村
里第一个

“

下海
”

的人
，

也
是村里的第一个

“

万元户
”。

每每想起上世纪
80

年代初
创业的情景

，

赵爱生就很激
动

，

他说
： “

我永远忘不了
1981

年
，

因为那一年
，

我从
一个吃不饱

、

穿不暖
、

住着
破房子的苦孩子

，

发展成了
‘

万元户
’，

如果没有党的好
政策

，

我哪里能有今天这有
车有房的幸福生活啊

？！”

能吃饱就是最

幸福的事

1949

年
，

赵爱生出生在
鹤山区姬家山乡张陆沟村

，

他是家中的老大
，

上有奶奶
和父母

，

下面还有
5

个弟弟
。

因为只有父母能挣工分
，

而
且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

所以
家里特别穷

。

因为没有钱
，

家
里做饭从不放油

，

实在想吃
油了

，

就用蒜臼子捣两个蓖
麻子

，

而肉更是一年也吃不
上一回

。

即使每天都吃野菜
和糠窝窝头

，

也只能吃个半

饱
。

只有在过年或有亲戚来
家里的时候才改善生活

，

而
所谓的改善生活也就是能喝
上一碗稀稀的汤面

。

从
7

岁开始
，

赵爱生就
开始下地干活

，

除了犁地
、

割草
，

他还要背矿石
。

13

岁
时

，

他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
犁地专家

。

为了给父母减轻
负担

，

赵爱生小学没毕业就
辍学了

，

因为小时候没读过
几年书

，

这也成了他一生的
遗憾

。

赵爱生对记者说
：

“

对于当时来说
，

能吃饱饭
就是最幸福的事了

。

现在的
年轻人能吃饱

，

能穿暖
，

有
书读

，

哪里知道那个年代的
苦啊

！

如今回想起那些年
，

就让人觉得特别心酸
，

光想
掉眼泪

，

也就是因为那时候
太苦了

，

我才想到要找出
路

，

要改变家庭状况
。”

没有退路， 唯

有放手一搏

改革开放后
，

邓小平提
出了要加强现代化建设

，

提

高国民收入
。

赵爱生想
：

我
是赶上好时候了

。

1980

年
，

赵爱生打算借钱买货车干个
体

。

刚开始
，

家人并不支持
他

，

他们觉得跑运输干个体
太累

，

而且担心有政治风
险

。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
，

干个体的人还很少
，

有朋友
为赵爱生担忧

，

说
：“

你干个
体就不怕别人说你是

‘

挖社
会主义墙脚

’？ ”

赵爱生说
：

“

有啥可怕的
，

国家都改革开
放了

，

政府肯定支持干个
体

。 ”

赵爱生用借来的
1.9

万
元钱买了一辆东风货车

。

他
每天开着货车

，

到濮阳
、

滑
县

、

长垣等地去卖煤
，

虽然赵
爱生很能吃苦

，

但刚干个体
时也是困难重重

。

赵爱生说
：

“

那时候我都是一家挨一家
地去推销煤

，

一个人到外地
人生地不熟的

，

困难非常多
，

但我从不灰心
。

借了那么多
钱

，

根本没有退路
，

唯有放手
一搏了

。

我天天深更半夜出
发

，

风雨无阻
，

有时候一天也
喝不上一口水

，

有时候半夜
才能吃上一顿饭

。

因为我讲
诚信

，

也换来了好口碑
，

找我
要煤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 ”

在赵爱生的不懈努力
下

，

1981

年
10

月
，

他发展成
了

“

万元户
”。

当时
，“

万元户
”

可算是有钱人了
。

但当时环
境还比较保守

，

所以每当别
人问赵爱生

：“

小赵
，

你现在
成

‘

万元户
’

了吧
？ ”

他总是
说

：“

哪里当得上
‘

万元户
’

呀
？ ”“

但是
，

当听到别人叫我
‘

万元户
’

时
，

我心里还是感
觉挺美的

。 ”

赵爱生说
。

让赵爱生困惑的是
，

虽
然自己挣到了钱

，

家里的生
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

，

但在
那个年代

，

个体户的社会地
位并不高

，

一度是社会鄙夷
、

嘲笑的对象
。

在普通老百姓
的眼里

，

干个体并不是什么

好职业
，

甚至有些人看不起
干个体的

。

那时
，

一些家长训
斥不听话的孩子时常常会
说

：“

你再不好好学习
，

长大
了找不着工作

，

去当个体户
吧

。 ”

“

虽说当时的社会风气
让个体户只能在夹缝中生
存

，

但政府对个体户却非常
重视

，

而且还召开了先进集
体

、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

我因
为是张陆沟村的第一个

‘

万
元户

’，

所以也受到了表彰
。

当时
，

我还戴着大红花被请
到主席台上

，

对着台下的群
众介绍致富经验呢

。

过后还
让我戴着写有

‘

万元户光荣
’

5

个大字的绶带在鹤山区的
街道上游行

。

当时我怎么也
没想到

，

干个体也能当先进
，

感觉非常光荣
。 ”

赵爱生说
。

坚持走下去就

会看到光明

生意做得顺手
，

赵爱生
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

1982

年
年底

，

赵爱生看到开煤矿有
好的发展前景

，

就把货车卖
了

，

又向亲戚朋友借钱开了
东井煤矿

。

在开东井煤矿的
最初两年里

，

他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困难

，

刚开始由于井
下水太大

，

一直无法正常生
产

，

而他此时已经没有钱投
资了

。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

他兜里连
10

元钱也没有
，

亲戚朋友由于担心借给他
的钱要不回来

，

也一直埋怨
他

。

在那艰难的两年时间
里

，

他的老父亲为了他担惊
受怕

，

没少掉眼泪
，

但赵爱
生没有后悔过

，

他说
：“

我这
个人性格倔犟

，

只要认准了
一条路

，

就要一直走下去
。

我相信只要坚持
，

就一定会
看到光明

。 ”

1985

年初
，

赵爱生迎

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
，

他的
东井煤矿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轨道

。

手里有了钱以后
，

1986

年
，

赵爱生带着自己
的亲戚朋友共计

31

个人
，

去北京旅游了
5

天
。

1987

年
，

当时我市进了
3

台配有
遥控器的

21

寸
“

雪莲
”

彩
电

，

赵爱生就买了一台
，

由
于这是全村第一台带遥控器
的彩电

，

每到晚上
，

全村人
都拿着板凳早早地到他家院
子里占位置

，

甚至邻村人听
说后也来他家看电视

。

1989

年
，

赵爱生投资
10

多万元
盖起了大房子

。

1999

年
，

赵爱生让妻子
、

弟媳和表姐
等人带着

74

岁的老母亲去
昆明游玩

，

一行人来回均乘
飞机

，

这在当时可是非常新
潮的事

。

那年喜事特别

多

赵爱生说
，

1981

年让他
终生难忘的除了成为

“

万元
户

”

以外
，

还有许多重要的
体育赛事

。

身为体育爱好者
，

赵爱
生非常喜欢打篮球

，

他能够
一口气连打三场比赛

。

当时
只要山城区长风路的灯光球
场有比赛

，

他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前去观看

。

虽说当时没
有电视

，

但赵爱生因为一直
在外从事运输业

，

所以获取
消息的途径比较多

。

赵爱生
如数家珍地对记者说

：

“

1981

年
，

太让人难忘了
。

这一年
，

在男子世界杯排球
赛亚洲区预选赛中

，

咱男排
获得了亚洲区唯一的出线名
额

；

这一年
，

在第
36

届世
乒赛上

，

咱中国队囊括全部
七项冠军和所有五个单项的
亚军

。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女
排

，

这一年
，

她们以
7

战全

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了世界杯
赛冠军

。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
后

，

我和身边的那些体育迷
兴奋得都跳起来了

，

觉得咱
们的女排姑娘太了不起了

。

后来女排还创造了五连冠奇
迹

！

当时各行各业的人都在
学习女排精神

。

我原本就热
爱体育

，

从那一年开始
，

体
育便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一部分

。”

懂得感恩， 才

能走得更远

成为
“

万元户
”

后
，

赵
爱生开始尽其所能帮助村
民

。

从
1981

年到现在
，

他
历任张陆沟村的村委会副主
任

、

村委会主任
。

赵爱生常
对人说

，

张陆沟村是我创业
起步的地方

，

人不能忘本
。

他买来数台打麦机
、

播种机
和拖拉机无偿让村民们使
用

；

不管哪位村民有了困
难

，

他都会及时伸出援助之
手

；

在许多扶贫助困的场
合

，

都有他奉献爱心
、

慷慨
解囊的身影

。

赵爱生说
：

“

能够过上现在这样衣食无
忧的好日子

，

我非常满足
。

我个人认为
，

一个人要想有
发展

，

除了有抱负
、

善于抓
住机会外

，

还要有好的大环
境

。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

这都是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
发展致富的

，

假如当时的经
营环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

我很可能现在还在为养家糊
口而发愁

，

是改革开放让我
走上了致富的道路

。

从当年
的一个个体户

，

到当选为鹤
山区人大代表

，

这一切都得
感谢党和政府

，

做人要
‘

富
而思源

’，

要懂得回报社会
，

人只有懂得感恩
，

才能走得
更远

。”

1980年 8月， 党中央作出重要决定： “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

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1981 年 4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

“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 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 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

修理、 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

如今， 改革开放走过了 30 年的光辉历程， 我市个体私营经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壮大， 目

前我市城乡个体工商户共有 26374户，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任鹤山区姬家山乡张陆沟村村委会主任的赵爱生， 亲身经历了这一改变农民命运的重大改革。

他告诉记者， 当个体户前除了挣工分外， 即使遇到好的年份， 全家一年到头基本上也没什么收入；

当上个体户后， 不仅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 还过上了以前想也不敢想的好日子。他说：“多亏了改

革开放的好政策，我的生活才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家用电器不用说了，自己盖的二层小楼也

不说了，我现在仅私家车就有两辆，如果不是赶上好时代，哪能过上这好时光呢？！ ”

赵爱生，59 岁，鹤山区姬家山乡张陆沟村村委会主任，

鹤山区人大代表。

●兴鹤清洁公司：

高空外墙清洗
、

地毯清洗
、

地
板打蜡

、

搬家
、

管道疏通
：

13033891162

●淇河家政洗涤公司

：

清洗宾馆
、

酒店
、

单位
、

家
庭
、

布草
、

窗帘
、

台布等
：

13939258180

●滨城家政

：

保洁
、

洗地毯
、

外墙清洗
、

修改管
道
、

疏通各种管道
、

清化粪池等
：

13103926404

●利民家政

（

保洁
、

搬家
、

洗地毯
、

疏通
等

）：

3298881 15939231199

●专业疏通

大中型污水管道
、

清理化粪
池

：

13030393419

●淇河家政

(

保洁
、

搬家
、

洗地毯
)3360777

●东方家政

（

水电暖安装
、

钻孔
、

清洁打蜡
）：

3951778 13569631600

●玉洁家政

（

家庭保洁
、

洗地毯
、

疏通
、

打
蜡

）：

13030390094� 13693925959

●三灵开锁公司（现改灵师）

：

6663030

●鹤壁市汽校：

3367050 13939207503

●鑫昌汽修

24

小时急救
：

3338572

13343928572

●京鹤汽车修理厂

清障车
、

吊车
24

小时
救援

：

3311326 3314348

●市中医院

急救
：

3353120

、

3378503

（

康复
科
）、

2659562

（

精神科
）、

2659966

（

汤河分院
）

●鹤煤集团第二职工医院

急救
：

2816120

2916666

●按摩医院肛肠科 （马佩凯）

：

2647015

（

老区
）

3320085

（

新区
）

●范氏骨科

：

3313380

（

新区
）

2612120

（

老区
）

●张志刚皮肤病专科

：

13939285245

●原有全肛肠科（发明专利：阔口长柄肛门

镜）：

6988554 13839241809

●东海渔港

订餐
：

3382222

●老根山庄

订餐
：

3366666

●百翼蜂产品

销售
：

3308229 3308186

●佳能数码相机

销售
：

13939279001

●水宜生

微电解制水器
：

13323926333

●皇明太阳能销售、售后

：

3367711 6995288

●法律服务、法律咨询

：

13939290016

●各种液压平台、铝合金梯

：

13603929964

●鹤壁特产黄河古陶：

3333598 3939518

●销售安装多种花瓶柱围栏（水泥制品）：

13303920444 13303924173

●日报编辑部

：

3313871 3313873

（

热线
）

●晚报编辑部

：

3312941 3313880

（

热线
）

●报纸广告：

3313877

●报纸发行

：

3319180

●供水投诉：

3368855

●印刷：

2189908 3189636

●大河鹤壁网：

13503929602

●鹤壁军分区门诊部皮肤科：

3322774

，鼻

炎科：

3976644

●维修电脑、数码相机：

15839208517

便民服务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