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8日，河北雄安新区雄县东边

的农田里一片忙碌，又到了洋姜收获的

季节。这些洋姜将销往全国各地，而经

销商和店主往往会特意强调它们产自

雄安。距离农田不足 100 米外，雄东片

区 B 单元安置房项目正在施工。按计

划，14个月后，45栋新房将成为 2075户

雄安居民的新家。

从 2017 年雄安新区成立至今，雄

安不仅赋予了当地人一个全新的身份，

也意味着将来的更多可能。

对于家住雄安新区安新县城的王

二猛来说，未来

已 来 。 去 年 10
月，作为雄安新

区容西片区首批

安置房业主，王

二猛拿到钥匙后

就开始和家人盘

算新房的装修。

“ 这 里 放 个

餐桌，再在客厅

摆个大电视。”3
月 27 日，站在三

室 一 厅 的 新 房

里，王二猛和妻

子开始着手规划这里的生活。回想起

当初搬离白洋淀时的伤感，如今的王二

猛笑得合不拢嘴。他说：“那时故土难

离嘛，但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6 年来，闲不住的王二猛总想着借

着新区的东风把日子过得红火一些。

当过白洋淀导游、卖过“雄安特产”、开

过饭店……几经折腾，有赔有赚。如

今，他又在安新县城盘了一家门面房，

开了个包子铺。这间不足 50 平方米的

包子铺，寄托着王二猛的创业梦，也寄

托着一家人的希望。每天凌晨 4时，他

就和家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拌馅、和

面、煮粥……而他“研发”的肥肠包和海

鲜包很快就为自己带来了不少回头客。

6 年，让一座现代化城市雏形初

显，使得这里的百姓眼里有光；6 年，也

可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活

泼灵动的孩童。

3月 27日晚，在雄县米家务镇的一

座平房里，与新区同岁的一名男童正在

父亲王福军的监

督下识字朗读。

他拿着姐姐的语

文课本，有板有

眼地读着，站在

身后的王福军不

时露出欣慰的笑

容。“这小子脑瓜

子好使，就是太

淘气。”晚婚晚育

的王福军对儿子

有 着 无 限 的 期

待，为了这份期

待，他在给儿子

起名时打破按族谱起名的惯例，借用了

新区的名字取名“王雄安”。

“6 年感觉过得很快，今年秋季王

雄安就该上一年级了。”王福军说，上

小学后，孩子就长得快了，真想现在就

看看他未来的样子。王福军盘算着，

再过两个 6 年，王雄安就该考大学了，

“孩子就在家门口上大学、工作也不是

没可能”。

2020年 12月 3日，王福军（图左）正在
自家的小院里给王雄安测量身高。

新闻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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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雄安安 66 岁岁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

经过经过 66年的建设年的建设，，““未来之城未来之城””雄安新区雏形初显雄安新区雏形初显。。随着一批批重大项目全面随着一批批重大项目全面
推进推进，，一个个标志性工程投入使用一个个标志性工程投入使用，，雄安新区正在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雄安新区正在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这也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66年来年来，，工人日报记者持续关注雄安建设工人日报记者持续关注雄安建设，，跟踪采访当地居民跟踪采访当地居民，，记录下一个正记录下一个正
在变化中的雄安在变化中的雄安。。

3月 29日，河北雄安新区，由中铁十二局承建的雄东片区B单元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来自云南的钢筋工罗金保正在用套丝连接钢筋。该项目建成后将迎来2075户雄安
居民。

→2020 年 12 月 28 日，雄安高铁站投入
运营后，王福军（图中）带着王雄安（左一）和
女儿来参观，并在站前广场合影。

↑3月 31日，雄县米家务镇板东幼儿园，王雄安正跟着老师
上手工课。

↑3月27日晚，雄县米家务镇，王雄安（图左）正抱着姐姐的
语文课本在朗读。

3月27日，容西片区首批安置房内，王二猛（图右）正和妻子商量新房的装
修和家具的摆放。

3月 28日凌晨，王二猛揭开了当天的第一笼
包子，开启新一天的营业。

2021年5月8日，安新县白洋淀旁，听说老房已拆，王二猛
（图左）和妻子又特地回去，在废墟中找到了老房的门牌。

3月29日晚，河北雄安新区雄东片区B单元安置房项目上塔吊林立，与远处已交付的A单元安置房在夜色中交相辉映。

2019年 4月 2日，长年靠白洋淀为生的王二猛带着游客
参观白洋淀景区。

↑2018年3月28日，雄县米家务镇，1岁
的王雄安正在学爬。

【蹲点手记】

一线蹲点影像

我第一个用 6 年来计数的人生经历是上小

学，如今是采访雄安新区。

走在雄安新区的大街上，还是能回想起 6年

前新区成立之初的情形——“慌不择路”的同行

们错把雄县当雄安，那座悬着“雄州”匾额的牌

楼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着雄安新区的地

标。只可惜，一年后“雄安基建第一标”的市民

服务中心既不在雄县，也不在安新，而是落在了

容城。

还是在 6 年前，那是一个冬天，我在雄县采

访一位村民时，无意中得知他的一个邻居给自

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就叫“王雄安”。原本疲惫

的我瞬间来了兴致，急忙

请 他 把 带 我 到 王 雄 安

家。当晚，突然被我这么

一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北

京记者”侵扰，本来安静

的 一 家 人 多 少 有 点 意

外。王雄安的奶奶则坐

在坑头一言不发，不甚愉

快。等后来熟悉了，我才

从王雄安父亲口中得知，

奶奶当天是把我当成了

人贩子。听到这个解释，我大笑不止，“孩子真

是长辈眼中的宝贝疙瘩”。

6年来，我对雄安新区和王雄安的关注从未

中断，每年都会去几次一直跟踪采访的家庭。

而曾经把我当作“人贩子”的奶奶逢年过节还会

和我通个电话，讲一讲王雄安的近况。这也慢

慢成为我和雄安新区以及王雄安的约定。

为这次采访回顾过去的照片时，我也不禁

感叹时间的力量：6 年来，雄安新区以肉眼可见

的速度拔节生长，从千年秀林到雄安高铁站，从

房屋拆迁到安居新家，而我记录的王雄安也从

襁褓中的婴儿，成长为了一个活蹦乱跳、调皮捣

蛋的大孩子。

小 人 物 ，大 时 代 。

随着雄安新区的发展，

当这里的个体和他所处

的时代擦出火花时，我

也憧憬着他们绚丽绽放

的那一天。

和雄安的约定

3月29日，雄安新区商务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