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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进

“今天是老家三姨、下个月初 4 号就

是二舅过生日，你别忘记给他们打个电

话或在微信群里发个祝福短信啊！”虽然

都是表亲，但每年妈妈都要叮嘱我问候

他们。母命即从，不敢怠慢，电话两端相

互寒暄，共叙亲情。这都是妈妈的惦念

和心意，否则我很难记住七大姑八大姨

的生日。妈妈都快 80 岁的人了，我真佩

服她的记忆力。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妈妈好记性的秘籍源自她平日一

点一滴记录的历年家庭账、人情往来账

和文娱旅游账记录等多个记账本。这些

记账本，“统”记着我们家生活日新月异

的变化。

“1986年 10月，凭票购买 20英寸飞利

浦彩电，花 1600元；2003年 5月，购买丰田

小轿车，花 16万元；2006年 3月，买家庭住

房，花 40万元”。大大小小的本子上，妈妈

字迹工整、密密麻麻地详细记录着我家历

年发生的大事，还有各个时期的“现金花销

日记账”。“1978年，鸡蛋8分钱1个，肉1元

1斤，带鱼 5毛 1斤，月开销 10元……”

我清楚地记得，1986 年，家里凭票买

了一台 20 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当时我和

弟弟欣喜若狂，在临买电视机前一天晚

上，妈妈把我们姐弟俩叫到跟前，手里拿

着厚厚一叠由元角分组成的 1600 元，对

我们说：“记住，这些钱都是我和你爸爸

省吃俭用多年慢慢积攒起来的，买了电

视机以后，你们要好好爱惜，通过它来增

长知识……”提起以前的日子，妈妈深有

感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车、缝

纫机、手表，收音机，“三转一响”是那个

时代每个家庭都渴望拥有的稀罕物，当

时父母月工资加起来不足 50 元，我们家

庭的支出 70%用于温饱；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四样家

用电器是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标配”，父

母每月工资收入加起来已经过千，开始

逐渐告别了商品短缺、凭票证购买的时

代。我家除了日常生活的开支外，还有

部分节余；上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特别是当小轿车步入家庭后，我家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可谓是芝麻开

花节节高，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日子越过越幸福。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吃不穷、用不穷，盘算不清一世

穷。”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主人

的精打细算，在妈妈勤俭持家、合理支配

下，家庭收入每年都大幅增加，日常花销

虽然大了，但我们家的日子却越过越红

火了，幸福感与日俱增。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的记账

本越来越厚，写了一本又一本，记录的事

情越来越多，妈妈记的账虽然是平凡琐

碎的生活，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

时代发展的缩影。当我翻开这些记账

本，如同坐上了时光机，时代的变迁仿佛

全部浓缩在这些本子中。一个小小的记

账本，折射出我家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

平的巨大变化。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几十

年如一日，妈妈的记账本“统”记着我家

历经的美好时代，见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的旺盛活力，居民生活实

现由贫困—温饱—衣食无忧的小康富裕

生活的历史跨越，每一个家庭向上向好

构成了国家欣欣向荣的基石，汇聚成国

家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这记账本亦是

传承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妈妈的记账本

■ 虞华

弹指四十二春秋，

吾辈分国忧。

少年投笔何处？

辉煌国调路。

血还热，

志未减，

鬓已秋。

豪情谁问？

身归国调，

逐梦数海，

崇法唯实，

心系民生。

统计调查四十二春秋抒怀 ■ 刘鼎

春满华夏万物长。斗志昂，再起航。大兴调研，卷起新

风尚。统计儿女逢此时，传家宝，更发扬。

为民调查践信仰。守担当，勤奔忙。急难愁盼，日夜多

思量。躬身一线出实招，求实效，展锋芒！

江城子·大兴调查研究

■ 徐午馨

桥梁，自古便起着连接与传递的作用，不仅让交流往

来更加快捷畅通，也促进着经贸人文等各方面的融合发

展。对于住户调查而言，“记账本”便是这样的隐形桥梁，

它连接着情感、承载着希望、传承着文化，在我们认真生

活的当下，潜移默化地催生着质变。

张女士家中有四口人，早些年一家人在广东务工，后

来为让孩子有个更稳定的学习环境，她选择独自带着孩

子回到县城老家，开始了一家人分居两地的生活。张女

士告诉我们，当初是为了离学校更近，租下了现在这套房

子。我们笑称：“房子虽是租的，但和住户调查的缘分却

是定好的”。

新一轮记账户偶尔有些开支漏记并不少见，但张女

士家中衣食住行、水电网费等却是一笔不落。她说外出

务工者是孤独辛苦的，工作忙的时候 e记账便成了连接着

这头与那头的情感桥梁。家里吃什么菜，喝什么汤，孩子

买了什么玩具，丈夫只要登录 e 记账，家里的情境仿佛跃

然眼前。这样的生活记录远比三言两语要让人踏实得

多，这样的情感纽带也成为她坚持不懈记账的动力。

贺先生是做服装生意的，第一次碰面约在了他正在

装修的新店里。进门只见一人身穿沾满油漆的迷彩工

装，头发上灰蒙蒙的一层土，原以为是请的装修工人，没

想到却是老板本人。贺先生说这是他的第二家服装店，

现有资金既要维持好第一家店的日常运营，又要保障好

新店的装修品质，因此节约与平衡十分重要。

抽中为记账户时，贺先生的新店装修工作也刚启动，

用他的话来说：“这简直是一场及时雨！”“以前总说要记

账，但却老忘，现在偶尔忘了，辅调员总会通过微信、电话

来提醒”，贺先生指了指角落里的梯架、泥桶。“最惊喜的

是，记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活儿自己就能干，累计下来

还省了不少人工费”。对他而言，那一笔笔账页分明是通

往发家致富的希望桥梁。

龙老师今年已经 76岁了，离开教师生涯二十余载，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却一直深入贯穿于他

的生活中。“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百姓们生活

富裕也得益于这些优良传统，因此更需要将之一代代传

承下去”，在讲到对孩子的教育时，龙老师脸上总是不由

自主地洋溢着得意。

为了展示自己的教育成果，龙老师拿来了三本卡通

笔记本，上面的字迹稚嫩却工整，清楚地记着文具、零食、

玩具等消费的日期和金额。原来当龙老师家被抽中为

“国家记账户”时，便给孙子孙女也布置了这项“家庭作

业”。这不仅让全家共同参与了记账工作，还让孩子们从

小学会认真对待花出去的每一分钱，让勤俭节约的家风

永远流传。

桥梁

■ 陈五一

第 133 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日渐临近，此时，白山队

的一群统计人，正在忙碌着……

农贸市场，消费价格调查科的几位同志，灵巧得如林

间的百灵鸟一般，穿梭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每获取一笔

价格数据，她们都会微笑着向商户们连声道谢。

调查样本企业，生产价格调查科和专项调查科的几

位同志，正在开展联合数据质量核查，她们三个专业一起

入企，尽可能减少企业的接待压力。

居民小区，住户调查科的几位同志，正在苦口婆心地

解释国家政策，劝说不配合的记账户为国记账，为己理

财。面对好不容易同意配合的记账户，新入职的小李，激

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农户家里，农业调查科的两位同志，正在核查畜禽检

测样本轮换数据，虽然畜舍里臭味扑鼻，护院的大狗狂吠

着，将拴它的铁链绷得紧紧的眼看就要断开，他们也毫不

在意。

劳动力调查科的几位同志，正在不断地打电话，一个

接一个地核查劳动力调查员入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早

已说得口干舌燥、声音沙哑。

综合科里的两位同志，一个正在审核把关各科室报

送的统计分析资料和经济信息，一个正在通过网络报送

信息和维护网站内容。白山队的知名度，离不开她们的

默默付出。

办公室，一群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整理党组会议材

料，收发文件，审核财务数据，核对人事档案，盘点办公用品

库存……

远远望去，一个个匆匆的身影，像一个个舞动的音

符，那是统计人正在弹奏最动听的劳动者之歌！

奏响动听的劳动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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