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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路路植植树树建建生生态态园园
村村民民唱唱戏戏““跑跑秧秧歌歌””
孙集镇袁窦村成了远近闻名的长寿村3条宽阔的硬化大

街，2个变废为宝的鱼
塘，8个九十岁以上的
老人，348亩流转的土
地，550位居民……一
系列的数字都在诉说
着袁窦村的故事。位于
商河县孙集镇西北部
的袁窦村，干净整洁，
绿树林立，建有颐和生
态园，成为生态之庄；

“八个老汉一台戏”、
“百岁老人讲村史”，长
寿老人各有各的故事，
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
的长寿之村。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修路硬化大街

出门不再是难事

走下316省道，远远就能看
到袁窦村，一座座整齐的农家小
院，乳黄色的外墙，给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温馨舒适。“两纵一横”
的硬化大街一尘不染，东西走向
的大街上，四五个头发花白的老
人笑着聊天。老村支书袁立和
说：“看着袁窦村一点点变美，心
里甭提多高兴了。”

村里1980年通电，1997年进
行整体规划，2004年硬化大街，
2009年通自来水，2012年修进村
路 ，现 在 人 均 纯 收 入 为 3 8 0 0
元……袁立和叙述起了袁窦村

的蜕变。村里点点滴滴的变化，
袁书记都看在眼里，他说：“做了
18年的书记，我认为村里最大的
变化是把路修好了，出门不再是
难事。”

袁窦村距离省道316不足5里
路，可别小看了这几里路，却是袁
窦村的一大难事。据袁书记称，早
些年出门都是步行，从村里到省
道上一路下来尘土飞扬，刚刚做
好的黑布鞋上沾了一层黄土。

村民王先生回忆小时候母
亲带着他推木车去城里卖豆角，
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雨，他们
娘俩差点哭到路上，路坑洼不
平，不足5里的路硬是走了3小
时。2012年入村公路修好之后，
现在的袁窦村去县城眨眼工夫
就到。王先生说：“要想富先修路
嘛，我们村只有把路修好了才能
富起来。”

袁窦村的下水道去年刚刚
完工，两旁的土地已经平整好。
袁立和说：“等天再暖和了，就种
点树苗，栽点花，以后的大街上
就更美了。”

土地流转建生态园

促进劳动力就业

2012年的时候，村里通过流
转土地348亩，引进了集花卉种
植、畜牧养殖、大棚采摘于一体
的颐和生态园项目。修鱼塘、建
大棚、成立农贸市场，袁窦村开
始慢慢走向现代化农业。颐和生
态园的总经理李传英就是土生
土长的袁窦村人，他笑着说：“我

们袁窦村正在一步步建立属于
袁窦人的农业乐园。”

村头之前是两个闲置的水
坑，杂草、垃圾成堆。建设颐和生
态园后，在原有水坑的基础上，
重新加深加宽，原先的臭水沟变
成了现在的生态鱼塘。走进一
看，鱼塘清澈见底，时不时有几
只鱼儿游过。袁书记说：“那边已
经开始动工了，正在扩建鱼塘，
预计今年会养殖河虾、螃蟹等水
产品。”记者看到，南边的100多
亩的生态林里的树苗已经开始
发芽，嫩嫩的树芽迎接春天的到
来。

生态园里的员工绝大部分
都是袁窦村村民。袁立和说：“我
们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剩下50岁左右的村民不能抽身
外出，就都去生态园里打工，目
前已经促进50多名村民实现了
再就业。”

袁立和笑称，“随着以后我
们生态园的农家乐、采摘业的发
展，我们村里的人都在自己村里
上班。”

八个老汉一台戏

村里长寿老人多

袁窦村里九十岁以上的老
人多达8人，最长寿的是已经102
岁的卞如荣老人。问到他们的长
寿秘诀，袁书记说：“咱农村人没
有多余的精力去刻意养生，老人
们干了一辈子活，老了闲不住，
一直忙活着。再加上我们村里四
周都是田地，没事的时候就出去
溜达溜达。”

102岁的卞如荣老人最爱做
的事就是回忆往事，她对记者
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赶上
这样的生活。”满脸皱纹诉说着
百年沧桑，老人总是和孩子们讲
述着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她说
在日军打杀抢劫时就以为村子
可能没了，后来胜利了，村子又
回来了，渐渐地，草房子变成土
坯房，变成现在的“农家小院”，
有了公路、汽车……老人说：“俺
和神仙住得差不多，这辈子知足
了。”

袁窦村“八个老汉一台戏”，
由王玉明、孙德富等老人自行成
立了“表演小分队”。谁家结婚生
子，哥几个都会去唱一段。吕剧、
京剧、民间小调是他们的拿手绝
活。村民李先生说：“他们都是无
偿的，就是为了逗大家一笑，沾
点喜气。”

袁窦村以前是出了名的
“秧歌村”，谁都可以跑几段。现
在大家忙了，有时候就组不成
队伍，但是春节期间还是有很
多村民聚在一起敲锣打鼓玩起
来。袁立和说：“跑秧歌是传统，
不能丢，我们袁窦村得一直跑
下去。”

袁窦村新安的路灯让村里的夜晚更加不一样了。 刘力 摄

寻访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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