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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泥石流隐灾区，小山村
国土部门称，曾为村民申请搬迁资金未获批准，青杨峪村目前不具备明显灾害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宋立山

19户村民盼搬迁
发生迹象，村民不必恐慌

本报6月21日讯 (见习记者
宋立山) “为防山体滑坡，将居民
迁出危险区，历城区也有先例。”历
城区国土资源分局负责人说，西营
镇阁老村因一处山体存在重大滑
坡危险，省市区三级政府部门为每
户补贴13万元搬迁资金，将全村
153户居民举家搬迁至邻村，住进6

层楼房。
历城区国土资源分局负责人

说，西营镇阁老村内有一处巨大山
体，总体积可达1000万立方米，出
现明显裂缝，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
势。据村中老人介绍，一百多年前，
山上就有裂缝，但是仅有二三十厘
米。到现在，裂缝已经扩大至30米
左右，存在重大滑坡风险。经过实
地勘察，国土部门决定，为阁老村
申请搬迁资金，保证村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

据该负责人介绍，因为阁老村
的村民散居地点不一，距离裂缝山
体远近不同，其危险程度也有所差
异。按照危险程度，搬迁计划分为2

期，危险程度较高的69户已经搬迁
完毕，搬进在邻村新建的楼房。剩下
的84户居民，一旦楼房建好，马上就
会搬迁。新建楼房使用的土地由国
土部门专门划拨，实现“农转用”。

这位负责人说，省市区三级政
府为每户出资13万元，其中省一级
3万元、市一级6万元、区一级4万
元，此外村民视具体情况各自负担
一部分。如果村民原来的房子估价
比较高，搬到新房后，可能13万元
补贴都用不完；如果原来的房子估
价较低，可能需要适当补足少量资
金。另外，人迁地不迁，阁老村原来
的土地还可以继续耕种，旧址拆迁
后也转为农田。

记者探访>>

村民住在山谷边

一到雨天就害怕

群山环绕，走六七里山路才能
坐上最近的客车，青杨峪村是个名
副其实的小山村。6月20日，记者来
到青杨峪村，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

几乎要爬上山顶。“再往上走一里路
就到山顶了，俺们这才是真正的山
里人呢！”刚进村，在村头乘凉的老
人告诉记者。因为地处深山的缘故，
举目望去，村落的布局有些杂乱，全
村只有不足百户人家，要么“蜗居”
山谷，要么“悬居”山坡，显得有些

“横七竖八”。
“请问村里哪个地方有发生泥

石流的危险？”记者询问村民。“是不

是下雨时喇叭里经常吆喝的泥石
流？在东边的山沟子里。”在村民的
指引下，记者沿着小道儿继续往北
走，一处陡峭的山谷浮现在眼前。山
谷大致呈东西走向，长度在1里路之
上，底部相对和缓，越往山顶走越是
陡峭，不过山上植被不差，远远望去
郁郁葱葱。

在山谷底部，村民用水泥和石
头建了一个大坝，山上下来的雨水

在此汇成一个小水库。继续往山顶
方向望去，一栋栋民房逐级而立，沿
着山谷向上排去。

“山上的树倒是挺密，能扒住
土，但这个沟子太陡了，每次下雨呼
呼往下淌，指不定哪天就把大石头
冲下来了。”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山
上已经有个裂缝了，“听放羊的人
说，裂缝越来越大，去年时小羊都跳
不过去了。”不过由于草丛比较深，

带路的村民也不确定裂缝的具体
位置，记者和村民在山谷中并未
找到裂缝。

据一位王姓村民介绍，每次
天气预报说有大雨时，村支书就
会用大喇叭广播，让山沟里的村
民注意逃生。每年汛期之前，当地
国土部门就会派人送来一张“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灾
避险明白卡”，告知村民紧急避险
的正确方法。“以前我们沟里的人
担心下大雨，其他人还说我们瞎
撺掇，现在上面都下来人了，看来
这个沟子是真不能住人了。”村民
边说边叹气。

村民诉苦>>

50年前一次大水

冲走了土坯房子

“1962年发过一次大水，我十
来岁，记得很清楚，房子都没了。”
另一位年老的村民回忆说，50年
前，一次暴雨侵袭，山上下来一股
洪水，把山谷中的房子都冲走了，
村民吓得躲到南北两侧的山坡
上，好几天不敢下来，辛辛苦苦盖
好的土坯房子，要么被冲得不见
踪影，要么剩下一摊烂泥。

据村民介绍，山谷中一共住
着20多户人家。在山谷中间有一
道石梁子，石梁子能挡住从山上
下来的洪水，因此少数住在石梁
子南边的村民并未接到有关部门
紧急避险的通知。不过，剩下的19
户人家都住在石梁子北边，是山
洪倾泻的必经之地。“一共19户62

个村民，最近三五年里，年年接到
通知。”一位村民说。

村民出示的一份由济南市国
土资源局历城分局柳埠国土资源
所发放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显示，
该处可能引发的灾害类型为泥石
流，诱发因素为强降雨、连续降
雨。其中灾害注意事项包括，在汛
期遭遇强降雨和连续降雨时必须
撤离本住房至安全居住区；密切
关注地质变化情况，发现崩塌、滑
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迹象，要采取
紧急避险措施，尽可能搬到安全
居住区，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此
外，这张明白卡还画了一张逃生
路线图，引导村民往南北两侧山
坡上逃生。

“上级给我们发通知，当然是
好事，说明他们关心老百姓的安
危，但是光发通知还不够啊，能不
能把我们搬出去。”王姓村民说，
一到下雨天，住在山谷里的人就
提心吊胆，尤其是赶上大雨，晚上
都不敢睡觉。有一次下大雨，妻子
带着孩子回娘家避险，自己留下
来守着旧房。“我们还有个地方避
避，附近村里没亲戚的，躲都没地
方躲。”

另外，由于不知该去该留，虽
然一些村民的房子都比较旧了，
他们却不敢轻易盖新房。“我家的
房子都20多年了，经常漏雨，按理
说也该盖新房了，但是万一哪天
泥石流来了，新房就白盖了。”一
位村民指着自己院里的方砖说，
新砖都已经买好了，迟迟不敢开
工。

山体百年间裂开30米

阁老村153户

全迁至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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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有“小火炉”之

称，对市民来说，来一场

大雨降降温可是求之不

得的夏日“福利”。但是

对历城区柳埠镇青杨峪

村的19户村民来说，下

大雨却成为他们的梦

魇。据了解，青杨峪村东

侧的山谷为泥石流的隐

灾区，由于搬迁，专项资

金一直未获批准，19户

村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担惊受怕的夏天。

村民指的方向是山洪的必
经之地。

关于青杨峪村村民反映的情况，记
者采访了柳埠镇国土资源所。一位负责
人说，此前专业的地质勘探部门曾做了
一份1比5万的地质灾害图，确定青杨峪
村的山沟为泥石流隐灾区，但是灾害规
模一般，目前地质结构尚处于稳定状态，
不具备明显灾害发生迹象。

村民所讲的裂缝为长期风化自然
形成，而且比较小，目前也没有明显扩
大的迹象。对于村民的搬迁期望，这位
负责人说，从2008年开始，所里每年都
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争取将19户村民
搬迁到安全居住区。粗略估算，每户需
要15万元搬迁资金，一直没有批准通
过。“政府资金有限，搬迁得分轻重缓

急，先把灾害发生概率较大的村庄搬
迁，这也是个客观现实。”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历城区国土资
源分局。一位负责人证实了柳埠镇国土
资源所的有关说法，“青杨峪村的山沟
属于一般监测点，目前还比较稳定，按
照专家组的建议，还没到非得搬迁的地
步。”这位负责人还提到，不是每一处地
质灾害监测点都一定要搬迁，全省一共
有1000多处监测点，需要搬迁的只有100

多处，历城区内的监测点有60余处，但
真正需要搬迁的很少。“对于地质灾害，
我们很谨慎，既不能夸大，以防引起村
民恐慌，又不能缩小，耽误村民正确避
险求生。”这位负责人坦言。

格国土部门解释

目前尚处于稳定状态
没到非得搬迁的地步

▲旧房太破，新砖买好，愣是不敢盖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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