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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菜市场变新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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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粮票记录历史变迁时代发展

翻看老物件细数“旧时光”

老缝纫机转出新生活
随着崔各庄地区奶西村的搬迁，张

志玲和老伴刘恩荣一家人搬到了京旺家

园社区，家里的老物件也被一同搬上了

楼。这其中最让刘恩荣宝贝的，还是那

两台旧缝纫机。

说起缝纫机，刘恩荣的思绪一下子

飞回了50年前。当初出嫁时，刘恩荣心

心念念的就是缝纫机，张志玲家承诺给

买一台做聘礼，但一贫如洗的张家终究

买不起，直到结婚过了几年之后，张志玲

和刘恩荣一起抽签抽到一张缝纫机票，

俩人花了120块钱才买到当年上海生产

的一台缝纫机。

那会儿俩人一年的收入不过八九十

块钱，花了大钱很舍不得，但摸着亮得反

光的缝纫机，刘恩荣仍是心花怒放。

刘恩荣至今还保留着一手技术精湛

的针线活儿，改衣服、缝口子、补扣子，动

过“针”的衣服几乎看不见针脚。她告诉

记者，还没嫁人时就跟着母亲学针线活

儿，后来又跟着姐姐学用缝纫机。买不

起商店里的时髦衣裙，刘恩荣就自己动

手，用最便宜的边角布料缝缝补补做衣

服，“喀哒”声不绝于耳。

随着时间的流逝，“喀哒喀哒”，破布片

变成了新衣服；“喀哒喀哒”，矮平房变成了

高楼房；“喀哒喀哒”，农家地变成了新小区，

随着“喀哒”声，好日子都转起来了……

缝纫机现在用不上了，但好日子却

“转”得越来越快，一年一个大变样儿。

“现在的生活多好呀！”张志玲感慨道，

“吃饱穿暖，没有负担，住着新房，心里舒

坦。”种花锄草、遛弯儿闲聊、看电视听大

戏，轻松休闲的老年生活，让张志玲老两

口觉得非常幸福。

1700斤面额粮票唤起童年记忆
粮票、布票、老钱币，虽已退出历史

舞台，却成为了收藏爱好者的“宠

儿”。在孙河地区原前苇沟村的岳凤

娥家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她多年收

集的“藏品”——各时期的粮票、邮票、

油票以及退出流通的钱币，每一件都

有它的故事。

“那时候，买东西都得有‘票’，买面

要面票、买米要米票、买油要油票，谁家

里有多余的粮票、面票，那家里就算比较

富裕的，而且大家都不舍得用。因为我

们家有工人，所以这些‘票’就留下来

了。”岳凤娥手里拿着一沓粮票，对记者

说道，“当初买东西的时候，是一手交粮

票，一手交食品的。如今，粮票已经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得粮票的作用和价值。”

如今，岳凤娥把家中的这些粮票、面

票上的面额加起来，大致一算，竟然有

1700多斤（票面面额）。每次翻开这些

粮票，小时候买米面油时的画面就跃然

眼前。

不仅是粮票布票，在岳凤娥的眼里，

许多老物件都是她割舍不掉的一部分，

其中还包括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她将

一张张人民币在桌子上铺平整，随即打

开了话匣子，拾圆“大团结”、伍圆“炼钢

工人、壹元“拖拉机手”、伍角“纺织女

工”、贰角“长江大桥”，每个面值图案都

有自己的名字。

“以前买北冰洋汽水儿，买冰棒都

用这些，也是攒着不舍得花，一眨眼，

几十年时光指缝间溜走了……”岳凤娥

说道，从农村平房到搬迁上楼，村民们

的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希望用老物件为大家留住一份乡

愁、一份记忆。

“集体记忆”有地可存
居民家的老物件是自己的“独家记

忆”，而对于一个区域居民的“集体记忆”，

朝阳区也为它们找到了“容身之处”。

记者了解到，从2013年至今，朝阳

区率先建设了南磨房乡、崔各庄乡、半壁

店村、高井村等21个特色鲜明、内涵丰

富、颜值突出的乡情村史陈列室，并建有

3000平方米以上文化中心12个，通过

乡情村史陈列室、文化中心等地收集居

民身边的老物件做展品，记述和反映朝

阳区农村地区的历史变迁，帮助村民留

住乡愁。 文/记者 王成

通讯员 高宪龙 李婷

朝阳区民生大变化

康营家园菜市场飘来阵阵花香
“现在您上眼瞧，咱这大市场不光干

净整洁，还有阵阵花香味儿呢！”家住孙

河地区康营家园五区的居民赵力，带着记

者走进世通嘉鑫便民服务市场，市场分为

上下两层，共计4000余平方米，有上百

个摊位。

“这是我们刚刚完成改造的便民农贸

市场，对比之前，业态分布更加合理，以水

产、米油、水果、鲜花等为主，可满足周边

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市场内增配了中央空

调、全天24小时电子监控摄像头，让消费

者更加安全、放心地逛街采买。”世通嘉鑫

便民服务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7年开始，孙河地区办事处结合

国家卫生区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

等工作，开始对便民服务市场展开全面

清理整治和改造，如今，这座便民市场实

现了升级转型。“环境好了，菜的品种更

多，平时没事儿我们也爱来这儿逛逛。”

赵力说道。

“如果说几年前的便民服务市场是城

乡结合部的产物，那么，今天便民市场的

腾笼换鸟就是孙河地区国家卫生区创建

和城市化进程的缩影。”孙河地区办事处

副主任孟秀琴表示。

便民市场遍地开花

在朝阳区，像世通嘉鑫便民服务市场这

样的新建改造市场还有许多。位于高碑店

乡半壁店方家村铁路西侧的百子湾菜市场，

近日完成改造升级，9600平方米的市场里，

不仅涵盖多种蔬菜生鲜，还有日用百货、宠

物用品、鲜花绿植、特色小吃等330个摊位，

让居民们在家门口一站式购齐生活所需。

位于平房乡的福盈家园便民商业服

务综合体面积2600余平方米，是平房、三

间房地区目前最大的便民蔬菜直营店。

店内蔬菜水果品种达500多种，大部分都

由产地直供，统一采购、统一配送，不仅售

卖蔬菜水果、米面粮油、鲜肉海鲜等各类

百姓日常所需的商品，提供家电维修、代

收快递、洗衣、家政等多项便民服务项目，

还设立食品安全检测点供居民现场检测

蔬菜农药残留。

同样，在管庄乡京通苑社区，一家社

区小超市经过升级改造，变为460平方米

的新发地菜篮子生鲜直营店。升级改造

后的超市增加了400多种蔬菜生鲜，超市

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鲜肉海鲜等一应

俱全，商品实现了全程可追溯。

除了新增改造大型商贸市场外，朝阳

区还在各街道、社区建立了各类社区便民

菜站、蔬菜直通车、便利店网点等，把高品

质蔬菜生鲜送到居民家门口。据悉，今年

以来，朝阳区大力推进生活性服务业企业

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

零售、社区便利店等八项基本便民服务网

点83个，大菜市场搭配小便利店，让群众

买菜购物变得更加方便。

文/记者 王成 通讯员 高宪龙

小市场连着大民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便民市场也提出更高、更多层次的需求。近年来，朝阳区不断推进便民市场改

造，脏乱破旧的老市场摇身一变，成了品类齐全、品质上乘的农副产品聚集地，大洋路菜市场、三源里菜市场更是成为“网红”打卡地。

历久弥新的缝纫机，“喀哒”缝出新衣裳；成捆保存的老粮票，成了收藏“新宠儿”；反复擦拭的人力车，载过无数“老朝阳”……一个个老物件虽已退出

历史舞台，却被许多朝阳群众保存了下来，它们成为了记忆的载体，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讲述着一段段难忘的旧时光。

世通嘉鑫便民服务市场

盒马先生便利店

三源里菜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