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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塌没人修，菜烂太心疼”
济阳一座村桥坍塌两个月，菜农没法卖菜干着急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立山

济阳县曲堤镇田家村的村民向本报反映，两个月前，村子东头

的大桥被冲毁，一直没有得到修缮。村民过了两个月“与世隔绝”的

生活，大棚蔬菜也面临无法外运而烂掉的厄运。

记者看到，整个桥已经坍成一
堆土石，河道中间歪斜着两个桥
墩，河道东侧的桥墩和桥面则早已
不见踪影，从河坝上塌到河里的土
被村民踩成小路。从田家村出来的
村民一手扶着塌掉的桥面，一手提
着包裹，小心翼翼过河。

因为最近几天没有下大雨，河
道里的水不到半米深，步行的村民
还可以踏着坍桥过河。“也只能步
行了，别说开车，就算是骑自行车
也过不去啊。这还是没下雨呢，如
果下了大雨，河里发大水，步行也
不敢过河啊。”村民田先生说。

14日中午，记者来到济阳县曲
堤镇田家村。虽然曲堤镇距离济南
市区120多里路，但由于G220国道从
曲堤镇东侧穿过，曲堤镇政府驻地
交通还算发达。不过相比之下，距离
镇政府十几里地的田家村交通则要

闭塞得多，仅靠一条四五米宽的水泥
路与外界相连。在田家村东侧，一条
十多米宽的河道将田家村与曲堤镇
其他乡村分开。河西岸是田家村，河
东岸是牛王村，横在河道上方的一座
桥将两个村庄连在一起。

踏着残桥，村民小心
翼翼地过河。

记者探访>> 村桥坍成一堆土石

“时间可不短了，得有俩月了
吧。”一位田姓村民回忆，大约两个
月前，下了一场中雨，虽然雨水并
不算很大，河水还是积到两米多
深，最东头的桥墩出现歪斜，眼看
着要发生危险，田先生和另一位村
民义务轮流站到桥头，提醒来往的
村民。田先生预料得没错，没过多
久，东头的桥墩塌下去了。“幸亏当
时没让车辆通过，不然就连人带车
栽下去了。”

东边的桥墩塌下去，整座桥也
就陷入瘫痪，田家村与外界的交通
中断。田先生说，交通中断带来诸
多不便，村民们多次向上反映情

况。一个月后，终于来了一支施工
队，还有大型挖掘机，准备修复东
边的桥墩。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挖
掘机在施工维修时，不但没有将东
头的桥墩修好，反而又把西边的桥
面压塌了。

“整个桥都坍成一摊烂泥了。”
田先生说，这座桥始建于1982年，
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初建时，由
于年代较早，村里的机动车还比较
少，过桥的基本都是行人和自行
车，所以这座桥构造相对比较简
单，承重能力也十分有限。

“坍塌了就没人管了，一直这
么撂着！”田先生感到不解和愤怒。

村民回忆>> 一场中雨冲塌桥墩

田先生说，平时大家都习惯去
河对岸的牛王村买馒头吃，被困住
之后，只能集体在家煮面条或者喝
米汤。一些村民的孩子要到十几里
外的曲堤镇上辅导班，害怕孩子出
事，家长只得每天背孩子过河。

“没有馒头可以吃面条，这些
困难还能想办法。但没法往外面运
蔬菜。”田先生说，曲堤镇素有“中
国黄瓜之乡”的美誉，田家村虽然
是个小村，但多数村民也以种菜为

生，每户种上几万斤菜很正常，包
括西红柿、芸豆等不少品种。交通
中断，蔬菜无法保鲜，很快就会变
成一堆垃圾。

田先生说，实在没有办法，大
家就用担子挑蔬菜，一点一点先送
到河对岸，再雇车拉到镇上或者济
南的蔬菜批发市场。“前段时间赶
上下大雨时，不敢过河，用担子挑
的土方法也不灵了，光我家就有好
几百斤西红柿烂掉了。”田先生说。

村民诉苦>> 大棚蔬菜运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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