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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一个
小村庄，我们家就是普普通通五
口之家。我爷爷在村里算是小有
名气，20世纪80年代就是村上的
第一个万元户。

那时候，爷爷经历从集体生
产到包干到户，家家户户都在搞
农业。爷爷认识到光在田里干活
养不起三个孩子，开始做些小生
意：卖羊、经营手工沙发和鱼苗、
炸排骨……一直以来，爷爷为人
谨慎，从不做风险太大的事情，一
点点攒下钱来。

2000年，我们家建起三层楼
房，正墙粉色，侧墙刷成绿色，非
常显眼。爷爷是个赶时髦的人，喜

欢亮丽的颜色，它跳跃的颜色好
像在告诉周围人，自己是一幢楼
房。但是这栋房子里，爷爷最喜欢
的是熏得焦黑的烟囱。在他看来，
烟囱里出来的不是烟，冒出来的
是幸福，是安稳。

到了我爸爸，爷爷全力支持
在市区买房。从幼儿园到小学毕
业，从自行车到电瓶车，一直都是
爷爷接我放学。他是个抠门的老
头，从没给我买过零食和一元一
根的烤肠，他更喜欢五毛一个的
包子，觉得那些吃不饱的小东西
很没用。虽然日子越过越好，但他
身体力行教会我们节俭。

最近十年，我们的村庄变化很

大，从石屋到排屋，再到小楼房……
去市区买房也不再是新鲜事，爷爷
奶奶仍然住在乡下，或许是因为
城里的房子没有烟囱。

两代人创业历程、异乡人扎根浙江……

宁波高校学子以青春视角
解码共同富裕的“家”密码

最近，《我家人世间——浙江学子笔下的共富小家》面世。该书由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师生合力创作，是学校“行走

的新闻”品牌项目中第五部聚焦“家”这一微观单元的田野调查作品，共收录浙大宁理学子采写的作品71篇。

翻开这本300页的书籍，记者从一个个家庭故事中读到时代变迁的印迹，平凡人物的奋斗，还有人们在追寻幸福

生活中所呈现的坚韧和良善。

昨日，记者请来三名学生讲述家庭奋斗故事，这其中既有祖辈的创业史，也有异乡人扎根浙江的变迁记，还有从

石屋到排屋的乡村振兴故事。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讲述人 姚梦怡 余姚人
两代人奋斗30余年
三人小作坊成五金厂

1948年，我爷爷出生在宁波庄桥。7岁
时，爷爷全家乘着小船，顺着甬江，从宁波庄
桥来到余姚丈亭镇龙南村大池头，定居下来。

爷爷小学毕业后，便开始务农，17岁在
姚江上从事船运，一干就是很多年，从毛头
小子成了“船老大”，货船从手摇木头船换
成柴油机船。随着铁路、公路运输的兴起，
船运生意越来越难做。1984年，35岁的爷
爷开始跑供销。他的足迹遍布浙江、江苏、
安徽，积累了许多人脉，也攒下了一笔钱。

乘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快车，1991
年，爷爷创办了自己的工厂，20多平方米的
一间小厂房，两三千元买的3台车床，包括爷
爷在内的三个工人，共同组成这个小工厂。

技术问题对于小厂是个大难关，爷爷
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拿着图纸、握着铅
笔，研究各种毫米、厘米、正弦、余弦的问
题，他还经常跑到大厂向老师傅请教。那时
候资金常常难以周转，亲戚朋友都被爷爷
借怕了。每逢过年，上门讨债的人一波接着
一波。后来，在江苏一位老板的介绍下，工
厂引进一批新业务，逐渐发展起来。

2001年，我们买了地建造新厂房，面
积约350平方米，30台左右的机器，周围许
多年轻人到这里打工。这一年，我们家买了
第一辆红旗牌轿车，十年后，我们家在余姚
城里买了第一套商品房。

随着时代的进步，爷爷和爸爸在工厂
发展上有了分歧，爷爷认为应该求稳，走传
统路线，爸爸则认为应该采用新机器新技
术。后来，爷爷拗不过爸爸，换了一批数控
车床。2013年，工厂的接力棒完全交到爸
爸手上。

2015年，工厂搬到工业园区。这两年，
爸爸激流勇进、开拓新客户、寻找新渠道，
在困难之中谋求发展，2020年，我家在余
姚城里买了第二套商品房。如今，我站在工
厂中央，听着机器轰鸣声，心潮澎湃。过去
30年，在爷爷和爸爸两代人的奋斗下，我
家从一个只有3人的小作坊蜕变成初具规
模的五金工厂。这样的轰鸣声，于我家而
言，是人世间的华美乐章。

听父母说，我刚出生没多久，
他们便带我离开河南小山村，到
了浙江杭州。

刚来杭州，他们和大多数异乡
人一样，为了寻找工作，在街头、在
小巷询问着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直到有一天，那天是端午节，
也是我的生日。父亲在狭小的出
租屋烧了顿丰盛的饭菜，邀请隔
壁同样来自外地的邻居一起过端
午。红烧肉是用糖色炒出来的，甜
而不腻；糖醋排骨先炸一遍再放
到糖醋汁里翻炒，连骨头都是喷
香的；粽子是用老家的白糯米，烧
好过遍冷水，蘸白糖最好吃……
每道菜都和餐馆的滋味不同，一
顿饭下来，父亲被邻居夸得找不
到北。“你要是开个饭店啊，保准
生意不用愁!”也就是这句话，让
父母开始做起餐饮生意。

在亲戚的帮助下，父亲借了
一部分钱，找了个小门面，办了营
业执照，饭店开张了。

饭店开在工地周边，因为父
亲厨艺好、价格实惠，越来越多的
工人来吃饭。母亲说，他们满身油
漆走进饭店，总是会在门口的垫
子上把鞋上的泥土蹭掉，走之前
还用毛巾擦遍椅子。母亲让他们
不用擦，工人们憨笑着答：“我们
身上脏，得擦一擦。”妈妈跟我说，
她从来没觉得他们身上脏，“就像
我的红色围裙一样，不也是沾满
油盐酱醋嘛”。

父亲生意越来越好，妈妈说，
有一部分是我的原因。“工人来吃
饭，就像回家看孩子一样，还会逗弄
我，给我喂饭，也会聊起老家的孩
子。”妈妈说，因为这个饭店，这座城
市不再是没有温度的“钢铁森林”。

后来，父母想多点时间陪伴
我，便把饭店关了，进入建筑行
业，最终在诸暨安家。妈妈也全身
心在家陪伴照顾我，空闲时就去
亲戚超市帮忙。也许是有一些缘
分在的，超市周边也是许多工地，

每到傍晚工人们三五成群来到店
里。河南人喜欢吃面食，面食品种
有很多，他们只选择五毛钱一个
的馒头，母亲总是在他们来之前
装好几袋白面馒头，有时候还会
多放两个花卷。

母亲常同我说，这个世界除了
朝九晚五，还有很多人要加班到深
夜，没有双休没有热好的粥，没有
灯火通明的家，用尽全力去生活，
他们只是我们的曾经，以后也会像
我们的日子一样越过越好。

讲述人 岳瑞 祖籍河南信阳
父母在工地周边开饭店，异乡人有了家的温暖

姚梦怡家初具规模的五金厂。受访者供图

讲述人 施晓宇 浙江海宁人
日子越来越好，爷爷身体力行教会我们节俭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
代脉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浙大宁理传媒与法学院党委书记朱小红说，这本书，是“行
走的新闻”课程育人品牌实践成果。从2007年至2022年，持续16个春秋、出版24本
著作、2000多名师生参与，师生们以青年人的视角，感受到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激发
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000 年，施晓宇家建起了三
层小楼房，爷爷把房子刷成粉色。

受访者供图

小时候的岳瑞和妈妈在杭州
照相馆合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