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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澜 福 泽 千 万 家

———出山店水库移民生活纪实

“这里有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如今即
将成为淹没区，真是舍不得呀！”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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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平桥区甘岸办事处孔庄村袁东组村
民袁继根眼中含着泪花深情地说。

袁继根告诉记者：“很小的时候就听
说要建水库，但真到要搬的时候，心情很
复杂，既有期盼即将实现的喜悦，又有永
别故土的不舍与矛盾。”

袁继根口中的水库就是出山店水
库。它从最初设想到最终批复

,

历史跨度
60

载， 承载了沿淮儿女太多的期盼和梦
想。此次水库工程建设，涉及人口

5.5

万
人，其中保庄圩防护人口

2.1

万人，水库
搬迁人口

3.4

万人，而作为众多移民中的
一个，袁继根盼望这个世纪工程再度“出
山”。

乐奉献，勇担当———

移民干部忘我工作

“既要给移民宣传政策、 动员搬迁，

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协调各种矛盾
纠纷。都说移民工作复杂而繁琐，这句话
一点也不假。”平桥区甘岸办事处孔庄村
支部书记陈全红感慨地说。

几万人的移民安置工作，任务重、难
度大，这不仅需要政策的民主，更需要人
性化的操作。 移民工作是时间与耐力的
考验。移民工作的顺利推进，与移民干部
的奉献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为了更好地开展移民工作，河区、

平桥区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和各乡、镇、村
的移民干部， 分别深入各淹没区移民家
中进行逐户宣传登记， 耐心地向他们讲

解移民安置政策， 为做好移民安置意
愿、安置去向的调查和安置点的对接工
作，移民干部都尽心尽力，进行细致调
查摸底。他们不分昼夜，从人口核查、移
民房屋登记到土地丈量，付出了太多的
艰辛。 最难办的是碰到一些不理解政策
的移民，他们凭着“掏钱掏米请吃饭，天
天围着移民转；挨打挨骂无所谓，回家悄
悄掉眼泪”的韧劲，化解移民工作中各种
矛盾。

“在移民安置点对接工作中，我们了
解到平昌关镇清淮村移民对原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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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安置点不接受， 强烈要求整村集中安
置，不愿分开。”平桥区移民局主任李景
洲介绍。

清淮村是水库淹没区人口最多，面
积最大的村，人口有

5155

人，集中安置在
原规划的三个地方任何一处， 都有很大
困难， 这让原本艰巨的移民工作更加困
难重重。“为此，区政府、区移民局、明港
镇、平昌关镇领导多次会商，现场调查，

组织移民现场对接， 最终定在明港镇南
侧的吴堂村集中安置清淮村的整村移
民，问题才得以解决。”

这几天， 甘岸办事处孔庄村支部书
记陈全红正忙着在村里组织村民进行附
着物清理工作。“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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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导流明渠就要
动工， 一定要在这之前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由于缺乏现行
政策，干部们只能默默付出，带头将自家
栽种的树木清理掉，为村民做出表率。

“移民不是简单的搬家，有太多的利
益牵扯， 可不是几句口号， 就能一呼百
应。”甘岸街道办事处的王灏感慨道。“我
们要做的就是克服万难， 从移民本身入
手，每一个移民都不能忽视，每一个移民
的意愿都要尊重， 这样才能把移民工作

做实做好。”

舍小家，顾大家———

书写感人移民故事

俗话说“穷家难舍，熟地难离”，家园
意识对炎黄子孙而言相当浓烈也相当执
着。 出山店水库的移民们带着复杂的心
情，为了世纪工程，为了国家利益，义无
反顾地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家园， 舍弃了
祖辈相依的土地，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
重点工程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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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出山店水库两建两停，

与‘搬家’相比，更让人揪心的是等待，由
于不知道搬迁令究竟何时会到来， 我们
是路不敢修，房不敢建，感觉百合城的建
设好像停滞了， 看看周边乡镇都发展得
很好，心里真是羡慕啊！如今，水库即将
动工建设，我们全力支持呀！”家住河
区游河乡百合城的陈发平告诉记者。“我
相信在出山店水库建好的那天， 家乡的
面貌肯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一定
会成为别人羡慕的焦点。”她的话语中有
掩饰不住的兴奋。

今年
72

岁的袁继群是经历过
50

年代
治淮的老移民，岁月留痕，当年的孩童，

如今是皱纹已爬满额头的老人， 身体也
佝偻了许多。对他而言，出山店水库的再
次动工建设， 意味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
山山水水即将被封存在记忆里。

垂暮之年，记忆犹新，想起当年响应
搬迁、积极参加水库建设的情景，老人眼
里又泛起了亮光。“我祖辈十八代都居住
在这里，现在还住着几十年前的老房子，

建设水库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 就是
再舍不得也得搬， 我们也盼望着能在有
生之年住上漂亮的新房子， 过上新生
活。” 像袁大爷这样经历过一次搬迁的
人，现今大多已经作古，但他们舍小家顾
大家， 为出山店水库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却惠及了子孙后代。

平桥区甘岸办事处孔庄村移民张宏
明，刚刚搬进移民新村，正在宴请亲朋好
友，和他们一起分享搬进新居的喜悦：“离
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不仅是换个地
方生活，更是换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刚搬迁时，我们也曾迷茫过，担心
日子过得没有以前好， 但是驻村干部始
终与我们在一起， 通过细致入微的思想
工作，及时化解了我们的思想疙瘩。他们
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更何况建设水库是
国家大事，我们理应大力支持。其实

,

搬
迁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致富机会， 现在
我们就盼着水库能尽快建好， 到时候好
开个农家乐， 早点过上红火的小日子！”

张宏明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搬得出，能致富———

勾画幸福移民新村

一棵棵幼树喷薄出新生的希望，一
排排新居勾勒出亮丽的未来。 当记者来
到移民新村时，眼前为之一亮。

走在孔庄移民新村的大街上， 一派
新城的景象映入眼帘， 这里的白色二层
小楼整齐划一， 干净整洁的道路两旁栽
种花草生机勃勃。 只见老人们聚堆扯着
闲话，小孩子在人群里钻来绕去。他们的
生活闲适而又有情趣。 当记者路过孔令
军家时， 正在晒太阳的老人热情地招呼
大家进屋坐坐，使我们倍感亲切。

“如今新家宽敞明亮，社区环境优
美、设施齐全，没事还可以到广场上健
身、跳舞，生活比以前方便多了。水库
建好后，自己还可以做点小生意，以后
我们就要过上‘门前有水库，屋后有高
山， 出门能走干净路， 在家能睡安稳
觉’的日子，这样多惬意啊！”游河乡三
官新型农村社区的陈银勋憧憬着自己
幸福生活。

“三官新型农村社区实行了统一征
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技术和统
一监管，走‘集体统建、群众自建、招商建
设’三条路径，在建移民安置工程以

312

国道为界，路北为统建安置区，路南为农
民自建别墅式商住两用安置区。”河区
游河乡党政办主任秦德银介绍。

目前， 移民新区功能配套设施正在
逐步完善，高标准的幼儿园、卫生院门诊
部、 新区小学和社区服务中心已经建成
并投入使用，信用社已建成，新区垃圾中
转站已建成并投入运转。 随着更多移民
的入住，也为社区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促
进社区的快速发展。

建设新家园、播种新希望、收获新幸
福。库区移民群众“搬得出”只是迈出了
第一步，移民群众真正“稳得住、能发展、

可致富”是一个长期过程。

“下一步，我们将合理确定新型农村
社区的配套产业和创业就业项目， 实现
失地农民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

开辟创业项目， 鼓励支持社区群众自主
创业， 进一步探索制定适合移民发展致
富的规划，让更多的移民早日入住，提升
他们的生活质量，听到他们爽朗、舒心的
笑声。”吴家店镇纪委书记李美道满怀信
心地说。

昔日， 移民们在离开故土时抛洒下
难以割舍的泪水；如今，他们在移民新村
中绽放着迎接新生活的笑颜！

迁入新居移民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秦旭摄

□

本报记者郑烨见习记者马迎春

热烈祝贺出山店水库（导流明渠）工程开工建设

漂亮的移民新家。 本报记者秦旭摄

□

本报见习记者马迎春

不怕吃亏的袁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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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袁世广是平桥区甘岸办事
处孔庄居委会的主任， 眼下他既是移
民大军中的一员， 又为做好居委会其
他移民的工作而奔波操劳。 移民工作
的酸甜苦辣，他最清楚。

“从大的方面讲，老百姓对于出山
店水库建设都是支持的。 我的工作是
要让他们明白怎么搬、怎么补偿，并按
时搬迁。说到底就是思想工作，要有理
有据，合法合情。”袁世广说。

2004

年， 为了响应国家退耕还

林号召， 袁世广将自己家的
10

亩田
地全部种上了树。

10

年后的今天，长
势正好的

1000

多棵树又因修建出山
店水库导流明渠而要全部推倒。他
不仅带头进行清表工作， 还率先搬
到了移民中心。

“眼下大树的赔偿政策还没出台，

尽管没有拿到补偿款， 但是为了水库
建设，我必须带头做好。”袁世广说。

想开饭馆的陈发平

11

月
17

日， 记者在河区游河乡
百合城见到了正在淮河岸边用大锅蒸
煮百合的陈发平。 她将煮好的百合一
瓢一瓢舀进车里， 边向记者介绍百合
的功效，边请记者品尝。

陈发平是游河乡张湾村人，家里
6

口人，有不到
10

亩的土地。上个世纪
90

年代，她和当地群众一样，以种植百合
为生。年景好的时候，收成很好。但每
当淮河水泛滥时， 大水就淹没了整片
土地，当年的收成就“打水漂”了。为了
生计，一家人搬到了百合城，边种百合
边做生意。

听说水库真的要开工了， 陈发平
一家已经做好了移民的准备，“这是国
家的大项目，我们当然全力支持。虽然
也有一些担心和顾虑，但是，我们牺牲
一点自己的小幸福， 换来的可是大家
的大幸福！”

“以后干什么？我都想好了！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嘛，水库建成后，我想利用
当地的旅游优势开个小饭馆，我觉得未
来无限美好！”爽朗热情的陈发平，自信
满满，对移民后的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历经沧桑的袁继根

“在我小的时候就因为治淮经历
过一次搬迁，当时住的还是土房，淮河
一发大水，就把房子冲垮了，大人都带
着孩子走了，那时候条件艰苦，吃住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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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袁继根回忆说。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移民， 他们
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艰难。“历经磨
难，有的人辗转流离，但最后我还是回
到了这里，从零开始。”袁大爷告诉记
者。他现在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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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田地，四个子女都
在外工作，生活也过得平静安逸。

记者来到袁大爷的家， 破旧的房
屋就如同袁大爷一样历尽沧桑，“搬迁

的风声年年在传， 许多村民在等待中
老去，泥土路不敢修。如今终于要搬迁
了，心里却不知道是啥滋味。一方面，

毕竟是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心里还
是有些舍不得，另一方面，这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工程， 我支持水库建设。”袁
大爷说。

“不管搬迁到哪里，住得肯定比现
在好， 想着能在晚年住上漂亮的新房
子，过上好日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袁大爷憧憬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郑烨

□

本报记者郑烨

感慨万千的刘增诗

刘增诗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可
是位能人。木工、油漆工、盖房子、种田，

他样样不差。

19

岁那年，也就是
1959

年，

出山店水库即将动工的消息传来了，刘
增诗兴奋不已， 积极要求去建水库，哪
怕是给工程队搭棚子、砌土墙。

刘增诗回忆， 年轻的时候他根本
不知道累，在生产队里，虽然每天只能
喝粥， 但是干起活来， 却有使不完的
劲。他当时在东泄洪口做工，跟工友们
连夜砌土墙。

转眼间， 昔日的壮小伙如今已是

两鬓苍苍。

74

岁的他在游河老街上为乡
亲们补鞋。再次得知出山店水库动工的
消息，刘增诗感慨万千：“我知道这次是
万众一心， 一定能够把出山店水库修
成、修好，可是我已经老了，干不动了。

如果能让我年轻
30

岁，我还能冲在最前
面！”

平静了许久， 老人动情地说：“如
果工程队的小伙子们鞋底儿坏了，我
去给他们修！”

□

本报记者张诗绮

盛世治淮 旷世壮举

———出山店水库（导流明渠）工程开工建设特刊 /移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