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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先凯 王召群

黄河滩区，是黄河拥抱大海之前，留给中华大地最
后一个难题。

雄壮的母亲河奔腾5464公里，滋养了752000平方千
米土地，同时也出了好几道世纪考题和世界难题：高
沙、悬河、改道……黄河滔滔一路向东，进入山东段后
从菏泽市东明县始，自东营市垦利区终，黄河滩区总面
积1702平方公里，涉及9个市、26个县(市、区)，居住人
口60多万人，他们频受黄泛之苦，自然条件艰苦，基础
设施薄弱，发展能力受限。

60多万人的民生大事，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坐标
上。时光纵轴看，自大舜开始人类几千年治河史艰苦卓
绝而又硕果累累，“ 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
三年还账”，黄河滩区的这一状况必须成为历史；全国
横轴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蹄疾步稳，胜利就在眼前，
黄河滩区就成为脱贫大棋局中必然重点考量的棋子。

省委书记刘家义强调，绝不能让滩区群众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

这是对群众的承诺，是干事创业的担当，也是基于
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成果而应有的自信。

60万滩区群众盼安居

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

“ 堤西发大水，面少和得稀。”
这是山东花鼓戏的一句唱词。在黄河滩区，花鼓戏

的流行带着令人心酸的历史必然：一来洪水，很多人家

就到邻村甚至更远的地方要饭，为了要得多点，还要编
一段唱词，唱一段花鼓。

1855年，黄河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决口，经
淮河入海的黄河，自此夺山东省内的大清河入海，黄河下
游开始经受洪灾之苦，一晃就是百年，成了世纪难题。

在黄河河槽和防汛大堤之间的滩区，既要发挥行
洪、滞洪的作用，又要承载滩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一旦
洪水来袭，不仅淹没庄稼，更毁坏房屋，给滩区群众带
来灭顶之灾。据统计，从1855年到1938年，黄河在山东
行水83年，其中就有57年发生决溢灾害，可谓三年两
决。这57年里，山东累计有966县(次)受灾。

黄河滩区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洪水记忆犹新。一位老
人，一辈子盖了七次房，筑台建房仿佛就是为了准备下
一次被冲毁，冲毁之后最大的动力便是再一次筑台建
房，以此轮回往复，难以逃脱这一轮回。在滩区，受了
洪灾就要出门唱戏要饭，敲锣放鞭炮往往是洪水来了发
出的求救信号，有人还专门买船用来救援……

受历史、自然等多种因素影响，黄河滩区成为了社
会民生发展的“ 洼地”。黄河滩区大部分群众把全部积
蓄用在了建房上，安居成为当地群众最大的期盼。有些
即使住进了新房，没有产业支撑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也
很难脱贫。有些群众虽然收入达到贫困线以上，但住房
安全问题没有解决，肯定也不能算脱贫。此外，滩区

“ 行路难、浇地难、吃水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比较
突出，公共服务设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截至2015年底，滩区内有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82
个，贫困人口4 . 3万人，贫困发生率为7 . 2%，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涉及滩区迁建任务的17个县，滩区群众人均
可支配收入不足山东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山东确定，两
年基本完成脱贫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黄河滩

区脱贫有了新的历史方位。
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方略，黄河滩区作为全省较为集中连片的贫困地
区，滩区脱贫成为山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之战。

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必须打赢的攻坚之战

“ 滩区的群众太苦了！”
一位菏泽的干部，面对汛期黄河滔滔的洪水，看着

星星点点分布着的村台，犹如一座座孤岛，曾经长跪不
起，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时候汛期一到，干部所能做
的就是撑着破木船，挨家挨户救援；那时候，群众所能
做的就是攒钱，以土筑台，期望以高度拼得过洪水。

这是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局限。这种局面不应该
发生在今天。

放眼全国，两个百年的目标清晰而笃定，新发展理
念让认识全面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滚滚向
前；纵观山东，经济总量迈过6 . 7万亿大关，新旧动能转
换激发新活力，发展来到了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
时期。

我们有了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也必将拥有前所
未有的自信和担当。

今年8月1日，《 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经
国务院同意，由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 规划》制定了
滩区外迁、就地就近筑村台、筑堤保护、旧村台改造提
升、临时撤离道路改造提升五种安置方式，滩区的脱贫
迁建有了规划，群众的生活改善有了盼头。

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省计划全面完成黄河滩区
脱贫迁建各项任务，基本解决60 . 62万滩区居民的防洪安
全和安居问题。滩区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享有
便利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滩区生
态环境有效改善，形成滩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
机制。

位于黄河滩区的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一座座二
层小楼平地而起，周边5个自然村5000多名村民陆续搬到
这里。这个航空母舰级别的村台建好后，高4米、占地800
亩，能够抵御黄河花园口每秒12370立方米流量的洪水。

曾经盖过七次房子的村民刘永彩感慨万千：“ 往后
就是淹死、砸死也不盖了。活了一辈子，就干了种地、
盖房两件事，一辈子穷在房子上了。”

滩区脱贫迁建，并不是只“ 迁”或只“ 建”，而是
一项统筹考虑搬迁安置、经济发展、就业创业、生态建
设等各方面的系统工作，要“ 紧紧扭住包括就业、教
育、医疗、文化、住房在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这
个基本保障，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
网，坚决守住底线。”确保“ 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
致富”。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是我省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坚决打好扶贫开发

攻坚战，这是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山东的回答铿锵有力。

2016年，全省现行标准下151 . 2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脱
贫攻坚年度战役首战告捷。按照计划，山东确定，将在2018
年完成脱贫任务。其中，2016—2017年两年基本完成脱贫
任务，第三年全部兜底完成，后两年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确保全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一个地方的发展，关键在于找准路子、突出

特色

欠发达地区抓发展，更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做好特色文章，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

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一样，都要努力转变

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 捡

进篮子都是菜”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经济欠发达的菏泽市调研，专门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共同探讨扶贫开发和加快发发展的良策。2008

年5月，习近平视察山东指出，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和落脚点，是党的宗旨的根本要

求，也是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山东牢记总书记嘱托，把总书记牵挂的黄河滩区迁建这一民生工程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出台《 山东省黄河滩区居居民迁建规划》，顶层设计，

统筹施策，着力解决黄河滩区脱贫迁建难题，补齐社会保障短板，让60多万黄河滩区群众受益

抓扶贫开发，要紧紧扭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

中心任务、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个基本

保障、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这个治本之策，突

出重点，上下联动，综合施策

2013年11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菏泽市调

研。他考察了尧舜牡丹产业园，对菏泽发展牡丹产业、

探索牡丹加工增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情况进行了具

体了解。随后,习近平专门同菏泽市及其县区的主要负责

同志座谈，共同探讨扶贫开发和加快发展的良策

习近平视察山东足迹

老 刘 卖 船

习近平考察了尧舜牡丹产

业园

习近平专门同菏泽市及其县区的

主要负责同志座谈

召开座谈会考察尧舜牡丹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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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子路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今年56岁的刘富旗最近把一条9尺大船卖了。
金秋时节，站在新村自家的二层小楼上，看着村外

即将丰收的玉米，眺望天边晚霞映照的黄河水，刘富旗
难以相信，自己真的不再需要这条船了。

就在几年前，刘富旗一家还生活在东明县长兴集乡
西竹林村。这里是黄河滩区，为防止水淹，祖祖辈辈盖
房时先在地基上垒起很高的土台，当地老百姓叫它房
台，然后在房台上盖房子。以前黄河经常发大水，房台
被淹一次，就得重建一次。淹了盖，盖了淹，滩区群众
一辈子总在垫台盖房，很多家庭因房致贫。

刘富旗家就是其中之一。1982年黄河发洪水，西竹
林村受灾最重，滔滔黄河水伴着呼啸的北风，一次次拍
打冲刷着房台。刘富旗家没能幸免，5间房塌了3间，想
进出村子只能靠船。当时村里只分到两只小船，根本不
够用。刘富旗后来常说：“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家房
子倒了，却啥也做不成，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场景。”

1996年秋天，连续的阴雨导致黄河水猛涨，站在大
堤向滩内望去，房屋又成了一个个孤零零的小岛，船再
一次成了出行和救灾唯一能依靠的交通工具。刘富旗心
里不是滋味，半天只说了四个字：“ 得有条船。”

洪水退后，刘富旗掏出全部积蓄，买了一条能装下
十几人的大船，钢板足足有3厘米厚。

2003年秋季，黄河再一次发洪水。这一次，刘富旗
的船派上了用场，不仅把家人平安送到大堤，还帮助村
民收庄稼。“ 别的地方种地，都是一季麦子一季玉米，
我们这儿是一季麦子一季水。”刘富旗苦笑着说，“ 不
穷才怪”。

在滩区生活了半辈子，刘富旗最深的体会是，一年

到头不得清闲，即使农闲时也要挖土垫台，烧窑盖房。
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这就像
一道魔咒，将村民紧紧地束缚在房子上。

2004年，刘富旗43岁。这一年，筑村台、迁新村的
消息传到西竹林村，脱贫迁建步伐开始加速，干部群众
都盼着过上好日子。

6年后，新村台筑好可以搬迁了，刘富旗却打起了退
堂鼓。俗话说，好家搁不住三搬。在老房子里住惯了，
迁到新村到底啥样，他心里没底。按照政府的设计规
划，盖新房至少得花20多万。“ 咱就是老百姓，哪能住
上这么好的房子？”刘富旗将信将疑。

于是，刘富旗找到几个生产队长一合计，决定抵制

搬迁。那段时间，从乡到村，各级干部没少在刘富旗身
上下功夫，还专门驻村蹲点做他的工作，有过口角、有
过争执，但更多的是解释和商量。

“ 都是为了住得更好、更安全，我也理解他们。”
刘富旗说，看到政府按工期如期完工，并且说到做到，
给群众的补偿一分不少，他也渐渐安心了。

2012年，刘富旗终于打定主意。他领到了政府发的
4 . 8万元住房补贴，自己再添上10来万，盖起了现在住的
二层小楼。从阴暗潮湿的老房子搬进宽敞明亮的院房，
他很后悔自己当初的抵制行为。他说：“ 搬到新村，环
境好了，路也通了，水电煤气也用上了，已经很知足
了。”

现在，刘富旗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一年能给家里
攒下几万块钱。刘富旗负责照看全家9口人的27亩地，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

记者来到刘富旗家院里，看到不少农机具，就是没
见那条船。刘富旗说：“ 那船，前两天卖了。留着也没
用，早就想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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