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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菏泽一派繁忙景
象。黄河滩区群众忙着乔迁新居、
扶贫车间工人干得正欢、产业基地
内生机盎然……菏泽干部群众齐奏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行曲。

滩区迁建：

让群众搬离“水窝子”

菏泽是黄河入鲁第一市。站在
黄河滩区的新村台上极目远眺，晴
朗的苍穹下，黄河反射着白光，泛
着细细的波浪。一百多年前，黄河
夺道大清河从山东入海。现在，菏
泽境内黄河长185公里，流域面积
504平方公里，滩区内居住人口14 . 7

万人。
生活在黄河滩区的人们爱着黄

河，却也怕着黄河。过去，每临大
汛，黄河水就像脱缰的野马，裹挟
着泥沙冲出河槽，使得庄稼绝收、
房倒屋塌、家当全无，频发的洪水
让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深受其害。

黄河滩区的迁建是菏泽市脱贫
攻坚的重中之重、坚中之坚。现
在，这种苦涩的记忆已被乔迁的喜
悦一扫而空。目前，鄄城县黄河滩
区已有4 . 1万名群众告别了千百年
的“水窝子”，搬进了新房子。

在鄄城县旧城镇三合村村台
上，刚刚“登台”迈向新生活的王
庄村村民正在忙着搬家。占地1000

余亩高达5 . 2米的村台宽大平整，
台上的道路宽广笔直，公共配套设
施一应俱全，绿树环绕的一排排两
层小楼整齐划一，白墙灰瓦，红门
带院。“祖祖辈辈做梦都想的事终
于实现了。以后，再也不怕发大水
了。”刚搬到三合村台的王庄村党
支部书记郭保荣看着新家，依然沉
浸在喜悦中。

曾经，黄河泛滥让滩区人民饱
受艰辛。说起过去，人们直言五大

难：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安
居难，娶亲难。为躲避洪水，滩区
的群众在盖房之前必须先把地基垫
高，垫起几米甚至十几米高的避水
房台，一座房子一个房台，一个家
庭一辈子要建好几次房，“三年攒
钱、三年垫台、三年盖房、三年还
账”，很多家庭毕生精力和财富都
用在了建房子上。因房致贫、因房
返贫现象尤为突出。搬出水窝子、
住上好房子，安居乐业，一度成了
滩区群众多年的梦想。

今年69岁的李中学，是旧城镇
北王庄村人，世代住在滩区。他
说：“1996年以前，每5年中就有3

年有洪水，房子是建了塌、塌了
建，河东河西来回搬了 5次家。
1 9 8 2年盖的房子，从搬入到被洪
水冲毁，满打满算住了103天。”
一个安稳的家，是他儿时向往的
生活。

“1 9 9 6年的那场洪水，眼看
着房子被水冲没了……2 0 1 6年底
开始建新村台，我每天都到村台
上转一转，看着村台社区一天天
建好，就想着早日搬进新家。”
王庄村67岁的刘海臣说：“打小
在黄河岸边长大，见惯了黄河水
患，没过过安稳日子，黄河一上水
就睡不着觉。”

为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
人”的问题，2017年，山东省启动
编制《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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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到2020年底完成60万滩
区群众的迁建安置。

所谓村台，就是在地面上淤筑
起高5米左右的土台，在土台上建
设新村。每个村台由五六个村组
成。三合村村台就包括三合村、王
庄等5个自然村。作为全省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的主战场，菏泽市共有
28个村台需要新建。

让14 . 7万滩区群众摆脱黄患危
害、如期实现全面小康，这是菏泽
发展绕不过的一道坎，也是脱贫攻
坚的“头号工程”。

立下愚公志，誓啃硬骨头。菏
泽市层层压实责任，举全市之力加
以推进，把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民生工程
来抓。“黄河滩区迁建寄托着群众
的‘安居梦’‘致富梦’，绝不能让滩
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掉队。”这是菏泽市决策者们形成的
共识，也是他们庄严的承诺。

为早日实现滩区群众的“安居
梦”，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实施
以来，当地政府严把材料采购关，
严把建设过程关，严把工程验收
关。同时，计划长远，在为滩区群
众实现安居梦的同时，也为滩区群
众的致富梦做了打算——— 不仅要帮
助滩区群众搬得出，还要让滩区群
众稳得住、能致富。所有新村台都
配备了标准卫生室、幼儿园、完全
小学、供电所、服务中心、创业车
间等设施，让老百姓不仅住上好房
子，还能享受全面、优质的社会服
务。菏泽市要确保把这项工程打造
成“百年工程”“民心工程”。

一个个村台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承载着菏泽市黄河滩区群众的
安居梦想，见证着黄河滩区一场历
史性变迁。

经过三年的规划建设，目前位
于菏泽市黄河滩区的10个村台社区
已完成主体建设，另外18个村台社
区也正在加快进度施工，年底前完
成主体工程建设。其中鄄城县旧城
镇三合村村台、安庄村台、大邢庄
村台、七街村台等4个新社区房屋
建设和配套基础设施已先期达到入
住条件，首批迁建安置村民于中秋

节前按照排号顺序，均已统一“选
房”，正陆续乔迁新居。同时，菏
泽市还有6个外迁社区，其中5个已
搬迁入住，另一个也即将启动搬
迁。

“现在这村台可好了，地平整
了，房子明亮了，村子整齐了。早
晨起来，还能围着环台路转转。出
家门就是学校，旁边就有超市，社
区还有创业车间，干啥都方便。”
说起新房子，刘海臣很是兴奋，
“先请了亲戚朋友来看看，聚聚庆
贺一下，这里的条件可比原来的土
房子好太多了！”

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
同步。产业发展是保障滩区群众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
键。村台建设的同时，菏泽市就做
出了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依托滩
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污染少、生
态环境优美、历史文化悠久等优
势，建设黄河滩区生态和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带。坚持将滩区迁建与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实现
安居与富民同步推进、生态与产业
同步发展，真正让黄河滩成为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花果
滩、幸福滩。

“村台两个大型超市、两个创
业车间以及一个酒店的租金，每年
村集体至少收入40万元。以后村台
上的村民也不用交物业费。村民就
近就业、孩子就近上学，大伙儿心
里都乐开了花。”王庄村村支书郭保
荣计划着村子的未来。“滩区盛产金
银花，搬迁后，村子里的土地都流转
给企业种植中药材。到时候，村民可
以就近打工、创业。将来，我们村的
经济会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也会
越来越好！”郭保荣说。

被新村台、新房子、新生活吸
引回来的还有一直在外打工奋斗的

年轻人。王庄村青年村民郭传朋，
去年在城里选了一套商品房。如今
他将10万元城里房的订金退回，打
算回到村台上居住。“这里不仅环
境好、生活成本低，而且各种配套
设施不比城里差，上班开车只要20

多分钟就到了。”郭传朋说。
晚霞映照下的黄河泛着五彩霞

光，与相距不远的三合村村台上错
落有致的新房相映成画。村台上，
王庄村的村民们正幸福地忙碌着收
拾家当。“这么些年，头一次感觉
这么踏实，幸福离得这样近。”刘
海臣说。

就业扶贫：

稳定脱贫的根本

脱贫攻坚中，菏泽始终把产业
扶贫作为主攻方向，选优建好扶贫
项目，盘活用好扶贫资产，不断增
强扶贫产业发展后劲，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优势产业，打造全产业链
条。为帮助有劳动能力但不便外出
打工的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菏
泽创新“一人一岗”就业扶贫，探
索创建“扶贫车间”模式，引导就
业门槛低、产业发展稳定、增收效
果好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向贫困乡村
布局，取得了良好效果。在鄄城县
箕山镇箕山村扶贫车间里，来自后
王庄村的贫困户贾巧凤正在忙着，
几根长长的塑料藤条不断在她的指
尖跳跃，一把精美的藤椅慢慢成
形。 （下转A2版）

“滩区迁建”安居 “扶贫车间”乐业
菏泽在全面建成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过去滩区群众住的老房子都建在高高的房台上，整个村庄高低不
平，通行困难。

鄄城县旧城镇王庄村村民孙广林，第一个选到了108平方米的二
层小洋楼，还带了小院子。

素有“中国牡丹之都”

之称的菏泽，位于鲁苏豫皖

四省交界地带，是山东省两

个扶贫工作重点市之一，也

是全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近年来，菏泽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累计减贫170 . 15万

人，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并探索构建扶贫的长效

机制，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

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本报济南讯 由中宣部、农业农
村部共同主办的2020“新时代乡村阅
读盛典”日前举行，全面总结展示
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系列活动
成果。

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系列
活动5月启动，依托农家书屋，开展
多项线上与线下推广活动。全国活动
启动后，我省结合实际，省委宣传部
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将2020“新时代乡
村阅读季”与农家书屋万场主题阅读
活动合并开展，省、市、县、乡四级
联动，线上线下层层发动。全省共计
25 . 05万人次参与系列活动，占全国

参与人数的43 . 8%。
2020“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

上，集中展示了活动成果。山东共有
35个单位和13名个人获得奖项，获奖
总数居全国首位。其中省委宣传部获
省级优秀组织奖，全国排名第一；潍
坊市、淄博市、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分别以第一、第二、第七的排名获得
市级优秀组织奖；寿光市、淄博市淄
川区、潍坊市寒亭区、荣成市、青州
市、高密市获得读书打卡活动“全国
十强”县；沂源县等21个县（市、
区）获得读书打卡活动“全国百强”
县。 (赵琳)

山东逾25万人次参与

新时代乡村阅读活动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