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李子路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俩儿先后结婚，前后不足半月。这段
日子，位于黄河滩区的东明县长兴集乡竹
林新村的李香云家可谓双喜临门。“ 现在
村里热闹多了，时常听见鞭炮声，要搁以
前，半年都听不到一个响。”李香云说，

“ 搬到新村后，日子好了，外乡的闺女愿
意嫁过来了。”

盖过七次房的“ 心酸史”

多少年来，滩区群众谈“ 水”色
变。东明县老刘乡68岁的刘永彩说，小时
候家里每年都要祭龙王，大人不让小孩
说与水有关的话题，还经常用洪水吓唬
不听话的孩子。

据统计，1950年以来，东明县发生水
患灾害20余次，上个世纪70年代，几乎年
年遭灾。1996年、2003年的两次洪灾，至
今让村民记忆犹新。

洪灾一来，不仅庄稼保不住，房子
也跟着遭殃，轻则开裂，重则毁塌。每
隔几年，滩区群众不得不翻修房屋、重
建家园。祖祖辈辈，滩区人劳作生活、
繁衍生息，可日子就是富不起来。“ 还
不是房子给闹的？”刘永彩说，自己活
到现在已盖过七次房了。

在滩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部
“ 盖房史”，同时也是“ 心酸史”。滩

区群众有句顺口溜：三年攒钱、三年垫
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这里平均每10
年盖一次房，耗尽家财不说，有时候还
要借外债，等还清账，又要盖新房子，
攒不下钱，也过不好日子，大家做梦都
想有个安稳的家。

2010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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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长兴集乡竹林新村。搬到新村后，乡
亲们就再也不怕洪水了。

迁建让百姓吃上定心丸

在长兴集乡找营村，记者看到，为
了避洪，家家户户门前筑起房台，高的
四五米，矮的也有两三米，高高低低的
房台就是一个个“ 孤岛”，成为滩区独
有的景观。

日子过得艰苦，贫困时间久了，心就
凉了。菏泽市扶贫办副主任、黄河滩区脱贫
迁建组负责人李锋说：“攒钱、垫台、盖房、
还账，这样的循环就像世代传下来的一道
魔咒，已经成为滩区群众的宿命，也是造成
贫困的最根本原因。”

2004年，在长兴集乡黄河滩区内淤村
台、建新村的消息传来，看到实现“ 安居
梦”有了希望，大家开始有了奔头。

2010年，新村台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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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搬迁工作正式启动，有些村民却
打起了退堂鼓。长兴集乡党委书记薛刚山
说，“ 老百姓安土重迁，很多人不熟悉搬
迁政策，看到政府对新村规划得这么好，
还真不敢相信能实现，部分群众的抵触情
绪比较强。”迁建过程中，政府给每户补
助5万元左右，旧村土地通过增减挂钩政

策，等到土地复耕后置换出一部分资金，
群众再自筹一部分钱。建好后，户均宅基地
面积0 . 33亩。这些让村民“搬得出、稳得住”
的政策，让百姓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能安居更能致富

在竹林新村村委会办公楼旁，一栋二
层小楼别致大方，家里电器一应俱全。这
是竹林新村刘湘泉的家。正值中午，刘湘
泉打开抽油烟机，拧开燃气灶开始炒菜。

公路通了、房前绿了、垃圾少了、上
学近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在竹林新村悄
然发生。在竹林新村中心广场周围，不足
50米的距离就有5家超市，村里还开了武
馆、美容店。许庆云，是子妍女子养生会
馆的老板。过去在外打工学手艺，听说滩
区迁建，她回乡创业，开了这家会馆。

“ 这里就是一个大社区，新店刚开两个多

月，顾客越来越多，生意很好。”许庆
云说。

让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还要
能致富。长兴集乡利用竹林新村土地置
换出的1000多亩地，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目前已经种了700亩秋葵，每年6月到9
月，需要200多人采摘，每人每月有2000
多块钱的收入。就在今年，乡里流转土
地1400多亩给新引进的现代农业企业，发
展豆丹养殖，每亩投入3000多元，亩产
150斤左右，企业承诺保底60元一斤收
购，获利不小。

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共有滩区13
处，需要迁建安置人口14 . 7万人。菏泽坚
持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强化产业就业支
撑，通过村台安置、外迁安置的方式，计
划到2020年底，在滩区建设安居村台28
个，滩区外迁新建社区6个，实现滩区群
众的“ 安居梦”。

村台上的安居致富梦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金秋时节，东明县焦园乡8号村台建
设如火如荼。原地取土，修筑围堤，已
经到了“ 吹填”阶段。远远望去，一片
金黄。

如何吹填？村台填筑采用黄河淤沙
吹填方式，也叫“ 淤台”，先在村台四
周用粘土填筑围堤，然后在围堤内吹填
形成台身。

“ 吹填过程中，要让泥沙沉淀在围
堤里，将清水排出。”中交天津航道局
有限公司黄河滩区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陈
波介绍。泥沙从何而来？6条船舶停在十
多里外的黄河中间，每条船舶连着一根
输沙管线，日夜工作着，人歇船不歇，

预计今年11月底完成填筑。
“ 为达到村台建筑的密实度，要严

格把控时间，填筑完成，经过半年沉
降，变结实牢固后，才能在上面建
房。”山东省科源工程建设监理中心监
理工程师张树平说。“ 村台周围的排水
沟、防护林、撤退道路，样样不能
少。”

这些村台能抵御多大洪水？根据规
定，滩区安全建设避水工程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洪水，相应花园口站洪峰流量
为12370m3/s。而对于就地就近建村台的
安置方式，村台顶高程为相应设计水位
加1米的超高。

“ 8号村台高4 . 98米，外面有排水
沟，四周是防护林。”陈波说，村台的

坡脚外15米范围内种植防护林，固结水
土，保护村台，使坡脚地基稳固。为减
少洪水冲刷，东明县、鄄城县在每个村
台周围规划种植防护林带，分别为1562
亩、312亩，可兼做经济林，种植果树、
苗木等。

村台一般为长方形四棱台，长边顺
水流布置，利于行洪。8号村台的两个长
边各有两条撤退道路，短边各有一条，
以便洪水来临前，村民、家畜快速往外
迁移。告别“ 羊肠小道”，双排卡车开
到家门口畅通无阻。

焦园乡是黄河进入山东的第一乡，
常有附近村民前来看进度，这些住在黄
河滩区的村民，对这片新村址格外期
待。

高质量村台怎样建成的

□ 本 报 记 者 李子路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菏泽东明是黄河入鲁第一县，这里的
黄河滩区几十年间数次遭遇洪灾，“ 安
居”是滩区群众最急迫、最强烈的夙愿。

今年5月15日，东明县长兴集乡和焦
园乡两个8号村台试点工程正式开工，成
为全县滩区迁建工作的先行军、探路者。

两个8号试点村台，涉及7个行政村、
10个自然村、2839户、9974人。东明县扶
贫办主任张中华说：“ 迁建涉及群众多，
群众是否支持，思想是否统一，是工作中
摆在首位的大事。”

如果都把耕地占了，种啥、吃啥？搬
迁后房屋面积多大？质量怎么样？村民的
疑虑给迁建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长兴集
乡乡长王方领告诉记者，“ 涉及搬迁的村

情况比较复杂，群众多有顾虑，我们耐心
解释沟通，更是想方设法破难题、解民忧，
党组织主动扛起责任，党员干部冲在前面，
全力打通滩区迁建工作‘最后一公里’。”

要淤台，先清障。拆房子、占耕地、
挪树木、迁坟墓，如何能不产生冲突，不
发生矛盾，又是摆在乡镇党委和村支书面
前的一道难题。

为了顺利完成清障工作，焦园乡党委
实行了一线工作法：书记、乡长和其他科
级干部现场办公，现场指挥伐树拆迁，现
场帮助群众搬迁。荆东村党支部负责人李
敏杰告诉记者，他们村每名村干部和两名
党员包3个拆迁户，主动为拆迁户提供劳
力、车辆，还提供饮水、用电、防雨工具
等。不少拆迁户被村干部的真心实意感
动，纷纷配合搬迁。

搬迁，党员干部要动员群众，有时还

要动自己的利益。在新村台位置，有李敏
杰的厂房，他侄子2016年投入27万元也在
那盖了一间厂房。就在他们想一展身手的
时候，新村搬迁的消息传来。“ 听到这个
消息，我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同意，刚建起
来的厂房哪能说拆就拆？”李敏杰的侄子
说，“ 后来，我叔主动找我谈。为了新
村，他带头拆了，我觉得也应该拆，这样
给更多村民带来好处。”

迁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还是李敏
杰，第一个站了出来，将自家及亲属的祖
坟迁出，从而带动全村193个坟地半个月
内全部搬离。党员刘旭光的祖坟搬迁一次
后，因为道路拓宽，需要二次迁坟。村干
部都觉得难以开口，刘旭光却说，“ 要是
真碍事，那就早点搬吧。”

荆东村的80余座坟墓，群众同意搬迁
却无处安放，这可急坏了村干部。汤庄村

支部书记汤宪灵得知这一情况后，动员群
众把村里一块荒地划出来，集中安置荆东
村迁移的坟墓。荆南村支部委员黄迁伟顶
住亲属的压力，让荆东村的3座坟墓迁到
自己家的承包地上。

菏泽市今年将开工淤筑近20个新村
台，到2020年底，将有28个滩区新村和6
个外迁新村建成。时间紧、任务重，为
此，菏泽设置黄河滩区脱贫迁建领导小
组，督促指导工作开展。涉及滩区迁建的
东明县、鄄城县、牡丹区均成立了以县
(区)委书记为指挥长的指挥部，党员干部
主动靠上、干在一线，全力推动工作落
实。“ 党支部就是一座座堡垒，党员就是
一面面旗帜。”东明县委书记魏琳说，

“ 省委省政府这样支持滩区迁建，我们基
层党员干部没有理由不尽心尽力，这是为
党旗增光，为扶贫添彩。”

迁建硬骨头 党员带头啃

滩区扶贫手册

位于平阴县安城镇的新村和王营两个村常年受黄
河洪水威胁，被列为滩区居民迁建试点村，要整体迁
建搬到紧挨城区的平洛社区。正在建设的平洛社区经
过前几年的建设，水、电、气、暖及教育、环卫等基
础设施配套齐全，居民生活十分便利，尤其是村民最
为看重的孩子教育水平更是提升了一大截。滩区村民
这次迁建是“ 一步入城”，平洛社区位于规划的新区
范围内，附近的住宅小区价格高的已经到了每平方米
七八千元，村民搬迁入住后有了一笔可观的且仍在不
断增值的固定资产。

黄河流经梁山县25公里，沿线3个乡镇的速生林
面积达1万亩。2013年，孟庆玉成立了梁山步步高蚯
蚓专业合作社，开始养起了蚯蚓。林下养蚯蚓不仅能
提高林地资源使用率，而且树木生长与蚯蚓养殖两者
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效应。如今，他的林下蚯蚓养殖
基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亩，每亩年收入可达5万
元。

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佟家村地处黄河岸边，当地
古屋古树遍布，自然环境优美，是文学艺术创作和旅
游观光的宝地。传统古村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让
地处黄河滩区的佟家村摇身一变，成了旅游观光休闲
宝地。按照“ 文旅一体，融合发展”的思路，计划投
资1500万元实施沿黄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建设“ 黄
河·佟家”艺术馆暨省文联写生基地、黄河文化展览
馆，打造艺术家创作平台。

德州齐河县沿黄岸线63公里，有7处较大滩区，
在这里有搞特色水产养殖的资源优势，近两年齐河县
规划了沿黄生态渔业经济带，引导农民投入绿色生态
立体养殖、标准化鱼塘开发改造、现代渔业园区、休
闲垂钓基地建设等，重点培育黄河“ 三宝”(黄河甲
鱼、鲤鱼和大闸蟹)等渔业品牌，以现代特色渔业发
展推进黄河滩区农民致富、贫困户脱贫。

“ 登艾山、临黄河，万亩牡丹竞相开放，气势很
壮观。”位于聊城市东阿县艾山村的艾山卡口，是黄
河最窄河段，两岸崖壁陡峭，河水湍急厚重，加上新
引进的万亩油用牡丹示范基地，更是美不胜收。假日
期间，四面八方游客纷涌而至，登山看河、赏花游
玩、采风写生。更有影视剧组，来此紧张地取景拍
摄。艾山牡丹园被授予“ 生态文化村”，这个昔日的

“ 黄河滩涂地”，成为今天的“ 富贵牡丹家”。

2016年，济宁市梁山县小路口镇2016年度200万元
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入股水泊梁山食品有限公司，公
司则每年提供28万元用于张三槐等15个贫困村的贫困
户折股分红。公司还帮扶贫困户实现务工就业，尤其
是解决贫困户中因特殊情况不能外出、无业可就的劳
动力就业问题，基本保障月工资1000元以上。目前，
公司已累计安置30多名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

滨州市滨城区处于黄河下游入海口，沿黄长20 . 3
公里，土地4 . 2万亩，是全省黄河生态经济带建设的
主战场。该区编制完成了《 沿黄流域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详细规划》，计划打造以莲文化休闲观光长廊和
沿黄荷香风情带为主题的十里荷塘片区；以“ 沿黄风
情二十里”各大景点为依托、吸引游客驻足休息的八
处驿站；以黄河大桥北端两侧片区为重点、引爆沿黄
人气的地标性景观“ 农业嘉年华”；以地域特色为主
线、打造融合乡土中式文化和滨城文化的7个民俗文
化村。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梁山县赵堌堆乡贫困户杨东生

在蚯蚓养殖基地打工

□记者 卢鹏 报道
东明县焦园乡8号村台施工现场，工

人正用对讲机通报管道输出泥浆情况

□记者 卢鹏 报道
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

扶贫车间，村民在加工电子元
器件

□□记记者者 王王浩浩奇奇 报报道道
梁梁山山县县赵赵堌堌堆堆乡乡贫贫困困户户崔崔师师孟孟展展示示辣辣椒椒收收成成

□□记记者者 杨杨新新会会 报报道道
东东明明县县长长兴兴集集乡乡新新村村台台竹竹林林新新村村新新貌貌

滩区村民“ 一步入城”

滩区林下闲置地变身“ 聚宝盆”

黄河边小村引来艺术家采风

现代特色渔业推进滩区农民致富

贫穷的滩区变成了影视基地

“种活”扶贫款，企业包了贫困村

滩区变景区，打造生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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