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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工程临时赶进度,塑料大棚要提前拆迁

村支书自筹二十万补村民
本报泰安 5 月 22 日讯(记者

孔红星 见习记者 周倩倩 )
京沪高铁大汶河特大桥经过大

汶口镇时，恰好通过该镇和平村
的十几户村民的塑料大棚。由于
工期较紧，拆迁补偿费用正在审
批阶段，和平村党支部书记自筹
近 20 万元，先发给了村民。

18 日，记者来到京沪高铁大
汶口段，这里流传着一段为高铁
工程自筹资金预先补偿村民补偿
金的佳话。“当时塑料大棚里的蔬
菜正值收获季节，我们也知道高
铁工程进度很重要，但作为农民，

没有见到现金，哪能轻易毁了自
己的‘口粮’啊。”和平村一位姓卢
的村民说道，不过该村书记先给
村民预付了补偿金，不仅让村民
无后顾之忧，也保障了工程顺利
开展。记者采访了解到，2008 年四
五月份，京沪高铁工程在大汶口
镇开展。作为一个普通的村庄，和
平村有十几户村民的塑料大棚，
被纳入了拆迁规划中，申请补偿
金等相关工作也按照程序正在办
理。

“那个时候正是农忙时节，施
工方突然告知，由于施工的需要，

和平村十余户的塑料大棚需要提
前拆迁。这让村民们很为难，蔬菜
没有收获完，补偿金还没有下发。”
和平村党支部书记卢保祥说，拆迁
不及时将会影响工程进度，他于是
向亲戚朋友借款自筹了近 20 万元，
在通知拆迁的第二天发到了十余
户大棚主人的手中。

在得到拆迁补偿金后，村民
们及时拆迁，保障了工程的顺利
进展。大汶口镇镇长助理白昌水
告诉记者，卢保祥在垫资一周后，
塑料大棚的补偿金按照计划下发
到位。

一想到就快住进新楼房，吴钦锋一家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孔红星 摄

京沪高铁在大汶口镇
建设之初，每天都有多辆
重型货车经由利民街通往
施工现场。施工尾声，大汶
口镇政府对该条街道进行
翻修，但为了满足高铁建
设的需要，利民街在翻修
后不久，又拆除了一个限
宽水泥护墩，继续让重型
货车通行了 7 天。

利民街位于大汶口镇
政府附近，街道两边有许
多商铺和学校。据了解，利
民街是通往高铁施工现场
最 为 便 捷 的 一 条 道 路 。

“ 2008 年高铁修到我们镇
上，所有货车都从利民街
开到施工现场。由于很多
货车上都装载沙子、石头
等建筑材料，所以都非常
重，到 2010 年，利民街东
段这 3 公里的路段已经轧
出了很多坑，特别是一到
下雨的时候，影响居民的
正常出行。”大汶口镇镇长
助 理 白 昌 水 对 记 者 说 ，

“ 2010 年高铁在该路段施
工基本完工时，镇上出资
60 万元对利民街进行了重
新翻修，并在两端路口设
置 了 限 宽 的 水 泥 护 墩 。
2010 年 8 月份，高铁施工
方 提出还要进行后 续施
工，重型货车将继续走利
民街这条路。当时利民街
刚刚完成翻修工程，道路
凝固期还不足。”

“冒着道路被轧坏的
风险，我们配合施工方让
他们又通行了 7 天时间。
为了让货车顺利通行，我
们还拆除了新修建的限宽
的水泥护墩，一个墩子价
值就近万元。”白昌水说，

“主要还是考虑到不能影
响高铁施工进度，因为利
民街是通往施工现场最近
的一条路，如果不让行的
话，货车只能绕行到华丰
镇，要多走几十公里路。路
坏了我们可以再修，但不
能耽误整个高铁工程的施
工进度。”

本报记者 孔红星
见习记者 周倩倩

保证高铁施工进度

新修利民街，

又为高铁让行七天

每隔一周就去一趟工地
楼房梦让一家三口乐开怀

从农家小院住进新楼房，这对
于岱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小官庄
吴钦锋一家来说是做梦也没有想
过的事情。由于京沪高铁经过小官
庄村，吴钦锋和其他村民一样会分
到新楼房。从开工建设新小区的时
候，吴钦锋每隔一周就会去一趟工
地看新楼。

5 月 16 日上午，记者来到岱
岳区粥店街道办事处小官庄村，只
见京沪高铁贯穿整个村庄。记者沿
小官庄一路向南走，在村里遇到了
刚刚看完新房子的吴钦锋一家三
口。“2008 年京沪高铁修建到我们
村，村里很多房子都拆了，第一批

拆迁户就有 80 多户，我们家是其
中一户，现住在自家果园里临时建
的房子。新房子在高新区东对旧村
附近，现在还没建好，不过我们有
时间就过去看看。虽然也不知道将
来哪一个能是自己的家，但是看着
房子一点点儿建成，就觉得生活有
希望、有奔头。”吴钦锋说，“要是年
底前能搬进新家就好了，新家的位
置在高校附近，交通比这边儿方便
得多，到时候去市里买东西也方
便。”

吴钦锋与记者交谈时，他的宝
宝不停地说着“新房、新房”。吴钦
锋笑着说，宝宝两岁多了，和高铁

的年龄相差不大。“住进新小区，孩
子以后的生活环境也会有很大的
改善了。”

记者采访中得知，吴钦锋和其
他居民一样，都盼望着尽快住进新
小区，从开工建设的那段时间，吴
钦锋每隔一周就会到工地周边转
转，回家后将工程的建设进度告诉
家人。“到时候我们家能分到 160
平米的楼房呢，听说年底新房差不
多能完工，这段时间也经常带着老
婆和孩子去瞅瞅。”吴钦锋笑着对
记者说。

本报记者 孔红星 见习记
者 周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