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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您还能想象没有电的生活吗？在市中区齐村镇，一个叫浪涛

的村庄，十几户村民生活在一起。村民称，五年前开始，政府安排了地方让他们搬迁，年轻

的村民都搬走了，老人们留恋田地便选择了留守。从那时起，他们的村子就不再通电。村民

喝的水也仅仅来自村头一个四米左右深的水井。

一停电就是五年，与不
远处的城市相比，这个漆
黑的村庄就像被遗忘了。
虽然之前有个名字让人记
得这个村庄，而如今连村
名也没有了。在这个角落
里，老人们相依为命，过着
近乎原始的生活。

山路崎岖、没水没电，
再加上老年人已经不大灵

便的双腿，这是多么艰难
的生活。也许，因留恋那点
薄田而选择了留守，在很
多人眼里也许嫌这里的村
民迂腐。可是，不论有多么
站得住脚的解释和原因，
都无法理解这些老人对土
地的感情。

一个扁担两桶水，全
家人的饮水就这么一步步

挪着从村口挑到家里。除
了饮水，其他用水如洗脸、
洗菜、喂牲口都被挤压到
近乎按滴计算的地步。七
零八落的电线和蒙着尘土
的电灯、电扇，似乎还在提
醒着村民：他们曾经也通
过电。

不远处就是城市，可
是在他们眼里，近乎与之

隔绝。种田已无法满足他
们的口粮需要，孩子的工
钱要拿出一部分买粮食。
在全国迈进小康社会的大
氛围内，这里的农民却面
对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
还要花钱买粮食吃。出路
何在？这些即将失去劳动
力的村民也许除了叹息已
无他路。

留守村庄不应被遗忘

16日，记者沿着崎岖的
山路来到这个没电的村
庄。在一位姓刘的村民家
里，记者看到，大门里旁就
是四五个大大小小的水
缸。刘姓村民告诉记者，这
是她用来储存饮用水的。

“儿子前两天刚出去打工，
走之前帮我把水缸都灌满
水。这样，我和老伴能将就
着用半个月。”

在堂屋门口，记者看
到了他们的洗脸用的盆，
烂了半个边的脸盆里还有

半盆浑浊的水。据这家的
女主人介绍，平常他们都
是用洗菜的水洗脸，根本
不舍得浪费一滴水。

在她的带领下，记者
见到了全村人的饮用水
源。在村口，一眼几乎很难
称得上是井的水窖只有四
米深左右，探头望下去，井
底有薄薄的一层水。“这还
是水多的时候，如果遇到
旱天，里面的水也就能打
一 桶 ，仅 够 一 家 人 用 一
天。”这位村民说，她每天

都要用扁担担着两个水桶
到这里挑水。由于水井位
于村头，从她家出来还要
先往下走，每天挑两桶水
回家是个体力活，她平常
只能勉强挑两半桶水。

记者随即走访了几户
人家，发现几乎每家都准
备着大大小小的水缸。“没
办法，在这住的大都是老
年人，如果孩子离得近还
能帮忙挑点水，上了年纪
的人跑到村口挑水很困
难。”一位村民无奈地说。

据一位村民介绍，以
前这个村子有几十户人家
居住，后来被要求搬迁，一
些年轻的人都搬了，而大
部分的老年人都没有搬
走。“我们的田地还在这，
搬走的话咋生活啊。”一位
村民说，五年前开始，在这
生活的老年人只能守着几
分地维持生活，大部分的
家庭，都是孩子在外面打
工，然后挣钱买粮食给老
人吃，一人一分地，收的粮
食根本不够吃。

一人平均一分地，用洗菜水洗脸

在一户村民家里，记
者看到，电扇、电灯都蒙上
了厚厚的尘土。“五年前就
把电给我们掐了，电灯、电
扇都没再用过。”一位姓刘
的村民拿着蜡烛告诉记
者，每家每户晚上只能点
蜡烛照亮。有的村民为了
方便就买了可放电池的小
台灯，一到晚上整个村庄
都是漆黑一片，而对面的
工厂却是灯火通明。

从一位村民口中，记
者得知，对于村子没水、没
电的情况村民反映过很多
次，但一晃好几年过去了，

仍然没再通过电。“做饭只
能 烧 地 锅 ，柴 禾 都 不 够
用。”一位村民抱怨，现在
这社会处处得用电，没有
电生活很难。

记者在村里的小路
上发现，一些房屋之间还
有部分电线从中穿过，由
于时间较久，电线已经风
化断掉。记者看到，村民
家里的灯泡几乎全部是
黑色，大白天，屋里的光
线仍然很暗。“以前山坡
上有一个水泵，村民吃水
都 用 水 泵 抽 ，现 在 没 了
电，水泵也不能用了。”一

位老人告诉记者，夏天用
水量大的时候，很多人都
到外面买水。尤其是种地
瓜的时候，不浇水地瓜秧
就枯死了。“买水浇地，村
民也是没办法。”这位老
人说。

“孩子在外面打工，
他给我买了一个最便宜
的手机。”一位村民拿着
一部最普通的手机告诉
记者，由于村里没电，手
机充电都是去外村的亲
戚家，孩子说这样的手机
省电，充一次电能用三四
天 。像 这 位 村 民 说 的 一

样，记者发现，村里大部分
村民家里都有一部手机，
主要是方便给在外打工的
孩子们联系。

记者从村民口中得
知，五年前政府统一安排
了地方让他们搬迁。一些
家里有小孩的，为了孩子
上学方便都搬走了。大部
分老人觉得田地还在这
里，搬出去后回来种地不
方便，便选择了留守。有十
几户人家都搬走了，大多
数都是年轻人，现在留下
来的还有十几户，几乎全
是老年人。

没有电，五年来村民没使过电灯、电扇

照明靠蜡烛，全村共用一眼水井

十几户老人艰难留守没电村
文/片 本报记者 武春澍 胡修文

▲姓刘的村民说，水缸里的这些水能用半个月。

▲风扇还在，但好多年没转过了。

▲这个不深的水井就是全村人的水源。

▲洗脸水用了一遍又一遍，都成浑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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