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瘠耐碱黄须菜，为谁壮美为谁红———

立下愚公志，誓圆安居梦

淄博市高青县黑里寨镇郭王村是个跨河村，
初夏时节，岸草青青，旧日的渡船闲靠在岸边。

黄河的美景，难以冲淡水患记忆。搬迁，一
直是全体村民的梦想。1975年、1976年，接连两
场大水后，公社曾组织受灾严重的人家搬到滩区
外。新址离老村4里地，地是1：1换的，各家出
料、公社出工。那是郭王村第一次迁建。

57岁的郭王村党支部书记裘延雷，已是一头
白发。当年他父亲也想搬出去，铺房顶的苇箔都
备好了。但是公社财力有限，只能先照顾受灾严
重的。10户塌屋的搬了出去。裘延雷家房子没
倒，还不能搬，只好恋恋不舍地把苇箔匀给了别
人。

此后，村里也不是没想过外迁。但外迁首先
要换地，找谁换？一村之力办不了，外迁的事就
搁置下来。

这次黄河滩区迁建，村民从大喇叭里听到消
息，只用一天时间，全村140多户全部签字同
意。裘延雷说，一直想迁出“水窝子”，大家这
股劲憋了几十年啦。

这次迁建，黑里寨镇选了一处上好的地块。
记者今年4月底采访时，新楼房已开始内部装
修。8月15日记者再次采访时，他们刚刚抓完
阄，还没领钥匙。秋收之后，郭王村老老少少就
要搬离滩区，住上新楼啦。

多年来，一直想搬出“水窝子”的，不只是
郭王村。

1996年洪水后，菏泽市东明县菜园集镇洪庄
村也外迁了一次。地是村里1 . 3：1换的，政府建
好瓦房，一户交3000元，全村都住过去了。但两
年后就开始回流，全村180多户，现在回来了三
分之二。“一个是种地远，得跑4里多地；再一
个只有3间房，添丁加口不够住，配套设施也不
健全。”洪庄村党支部书记鲁双德说。

而今，这次搬迁与上次大不一样。新村台与
洪庄村仅一路之隔，离村50米，学校、卫生室都
有，村民个个支持。“每人1万元的自筹金，全
村4天就交齐了。”鲁双德说。

碱蓬发了一茬又一茬，历史的车轮滚滚向
前。滩区迁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丽景象。

时隔大半年，再次见到赵庆运老人已是在他
的新家。四楼，三室两厅两卫100平方米的新
房，就在济南市平阴县东阿镇政府驻地，紧挨着
中心卫生院和小学。老伴在旁，曾孙绕膝，75岁
的老人笑容满面。

2019年10月，记者在大河口村赵庆运的老屋
中与他第一次见面。大河口村在黄河与浪溪河交
汇之处，村名也由此而来。老人清楚地记得，全
村老少被泛滥的黄河水追赶，村庄被迫三次东
迁。努力了几十年，黄河水患依然在身边，村里
的房台一天比一天高。

“这次赶上滩区迁建好政策，全家住上了新
楼，政府还给添置了很多东西，有马桶、燃气
灶、壁挂炉。”赶在2020年春节前，赵庆运老人
和同村其他人家一起搬进了新小区，“有电梯不
用爬楼，冬天暖气暖暖和和，孩子们回家次数

也比以前多了。”

大河口村党支部书记赵化生说，如今黄河岸
边的大河口村已成为历史，村庄旧址整理出来的
1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给了种粮大户。

郭王村、洪庄村、大河口村变迁的背后，正
是这一场正在进行的山东省黄河滩区脱脱贫贫迁建。

山东干部群众难以忘记，2013年11月26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菏泽市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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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加快发展的良策。2019年9月18日，总书记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山东省委、省政府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站在全局高度，立
下愚公志，誓啃硬骨头，全力破解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这一世纪难题。省委书记刘家义强调，解决
滩区群众脱贫迁建、安居乐业问题，事关党中央
利民惠民政策能否落到实处，事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能否实现，事关滩区群众能否摆脱“三年攒
钱、三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的恶性循
环，这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
感情责任，绝不能让滩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掉队。

济南市省府前街1号，省发展改革委滩区迁
建推进组，屋里电话不断，从7个省直部门抽调
来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推进组工作人员给记
者讲了一个细节：《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
划》2017年5月上旬启动编制，8月1日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正式印发，从上报到获批仅历时41天。
审批之快，足见中央和我省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工作谋划之久、推动之切。

规划一发布，喜讯在千里黄河滩区传开：用
3年时间，通过外迁安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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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等5种方式，到2020年年底全面完成60万名滩
区群众的迁建任务！

破解百年安居难题，山东省委、省政府表
示，“砸锅卖铁”也要办成。

放眼全国——— 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将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聚焦山东——— 2017
年地方财政收入超过6000亿元，国家战略、市场
规模、人力资源、创新驱动“红利叠加”，共圆
滩区群众百年安居梦，山东有了比以往更为有利
的条件，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担当。纵观
时代——— 2015年底，山东在全国率先基本完成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大规模调地打下基础；
2017年底，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60%，土
地经营规模化率超过40%，农民离开土地后，人
有去处、地有所托；土地增减挂钩、专项债券等
政策，则为迁建筹资拓宽了渠道。

“滩区居民迁建，可谓顺应民心、顺应时
代，是山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的必答之题。”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连华说。

站在外山控导工程上远望，黄河在济南市平
阴县玫瑰镇外山村西侧“画”了一道优美的弧
线，打着旋儿滚滚向北，河道最窄处只有270多
米，别有一番风景。

外山村围着“外山”成村，有水有山。但
是，这个山的最大用处，是黄河发大水时可以往
山上逃。那时四下都是水，外山沦为孤岛。如
今，村边的黄河水位较以前下降了2米多，水患
看似已成昨日记忆，但村民们还是坚持要整村迁
到10公里外的安置新区。外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庆
军说：“这儿风景确实很美，但黄河水患威胁一
日不消，我们就不得安宁，必须得搬！”

涝年挖沟，旱年造船。2003年之后，黄河已
经17个年头没再发过大水。在滩区很多人，尤其
是年轻人的心中，黄河水患似乎成为一种“传
说”。“这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万万要不得！
小浪底工程确实对调节黄河水沙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小浪底以下现在还有无工程控制区，一旦
这一区域下暴雨，黄河下游发生大洪水的威胁依
然存在，黄河依然有出槽漫滩的危险。”山东黄
河河务局总工程师崔节卫说，黄河来水有周期
性，久旱必有大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是第
一位的，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极有必要。

记者在蹲点采访中发现，滩区迁建问题之所
以难，难在群众的安居梦与黄河行洪、脱贫攻
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诸多课题交织，解决需要更多
的实招硬招。挑战，前所未有。

碱蓬从不畏惧挑战，生存的土壤盐碱度越
高，茎越壮、叶越红，红得似火，红得像旗。

一年之隔的两种方案，记录了山东滩区迁建
大加速的过程：2016年，在脱贫攻坚框架下，山
东计划采用就近筑村台这一种方式，从2017年到
2025年分两个阶段，用8年时间基本解决25万滩
区居民的安居问题；2017年，滩区居民迁建上升
到国家层面，工期从8年骤然缩减为3年，涉及人
数从25万扩展到60万，安置方式从1种增加到5
种。

“我参加工作30多年，这项工作的难度之大
前所未见。”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东
明县委原副书记季士峰说，“使命光荣、任务艰
巨，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有魄力作出这样的承
诺。”

全省黄河滩区脱贫迁建专项小组的名单也变
了三变：成员单位从21个增至38个，再到42个。
记者在采访中感到，省、市、县、乡、村五级同
频共振，可谓“千军万马战滩区”。

千里黄河滩区，指挥部建在了大堤旁，建在
了村台上。

菏泽市滩区迁建指挥部，就设在东明县的黄
河大堤边上。初夏时节，登上大堤，极目四望，
一片郁郁葱葱。“指挥部指挥部，就是要建在最
前线。”菏泽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黄河滩区
迁建办原主任范同建对记者说，迁建虽苦虽累，
但每当工作到深夜，出来透个气，夏天听听蛙鼓
虫鸣，冬天仰望满天星斗，想到能给滩区群众一
个安稳的家，再苦再累也值了。

这次滩区迁建，中央和省里的补助政策力度
也是空前的。据规划，滩区居民外迁和新建村台
人均补助3 . 49万元，户均达到11 . 78万元。周连华
说，比起水库移民、易地扶贫，这是国家各类工

程中支持力度最大、政策最优的。
迁建需要真金白银，需要铁的担当。记者看

到几组数据：启动滩区迁建的2017年，济南市长
清区年财政收入20 . 4亿元，兜底安置小区拿出4
亿元；淄博市给高青县187 . 53亩新增建设用地指
标，并按人均1万元补助了5260万元，专项支持
高青县滩区迁建；济宁市给梁山县滩区迁建工程
用地指标888亩，按照当时的指标交易价每亩30
万元左右算，折合资金约2 . 7亿元。

“以前各项涉农资金对滩区‘能避就避’，
这两年变成了‘能投尽投’。”东明县黄河滩区
脱贫迁建指挥部产业组副组长李洪义告诉记者，
2018年、2019年，东明县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
产业扶贫资金，大部分投在了滩区。

滨州市滨城区市中街道新农社区，党总支书
记许海波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黄河滩区水系综合
治理施工图。滩区内黄河槽和大堤都高，中间的
土地排水不畅，一下大雨就成了涝洼地。“印象
中，以前从没有安排过水利设施建设，但今年上
级仅在我们街道这一段就投了1200多万元，6月
底前基本打通了两条东西向的主干渠、四条南北
向的强排沟。”许海波对记者说，滩区地今后涝
能排、旱能浇，他对滩区发展更有信心了。目
前，滩区内正在组织大规模流转土地，以龙头企
业带动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发展高效
农业。

不到黄河边，根本不知道迁建工作量有多
大。“大迁建需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季士
峰说。东明县新建24个村台，清理村台用地1 . 8
万亩，转移群众1611户，迁坟5503座。每个上台
的村庄都要调地，村与村调、队与队调、户与户
调，地有远近、有好孬，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
根本办不了。

“淤筑村台用的是黄河泥沙，东明县最多时
在黄河里布了102艘抽沙船。”季士峰说，遇到
狂风，拳头粗的钢缆都拧成了麻花。

滩区迁建，42个部门拧成一股绳，力量今非
昔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省
生态环境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向建设单位提供政
策支持和技术评估服务，对滩区迁建项目开通绿
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截至目前，滩区迁建项
目环评按时办结率达到100%，沿黄各县（区）工
业园区规划环评执行率达到100%，滩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范围）划定率和防护工程建设率达到
100%。有了良好生态作为强大保障，全省滩区迁
建步伐更加稳健。

在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新村，毛吉志老人对
眼前滩区发生的一切很感慨。2010年，当竹林新
村经过6年建设，搬上航母般的大村台时，他们
还是少数“幸运儿”。现在，周边的村都要上大
村台了，建设标准比竹林新村还高还好。老人
说，竹林新村不怕被比下去，这证明国家富强
了，他打心眼儿里高兴。

沿着黄河顺流而下，9月的黄河入海口，碱
蓬已经由绿变红，别有一番风情，呈现出一幅壮
美画卷。

黄须菜，也叫碱蓬，又被滩区人称为奉献菜，艰苦时期人们曾赖以果腹。它耐贫瘠、耐盐碱、耐旱

涝，生命力极为顽强，越靠近海岸，土壤含盐量越高，叶片就越红，在黄河口形成壮美的红地毯景观。碱

蓬具有超强的土壤脱盐功能，就像一台大自然的过滤机，一点一点吸收泥土中的盐分，岁岁枯萎、年年生

发，体现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特质。

大图：黄河入海口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如诗如画的景象。
小图：碱蓬。野趣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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