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租大减价，幸福不打折
菏泽市民董爱英家廉租房里的幸福中秋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晨

今年3月，菏泽市的124个家庭
告别了借住、租房的“蜗居”生活，
住到位于黄河路的廉租房，在新家
里开始新生活。菏泽市龙田名郡小
区是今年建成并且投入使用的一
个廉租房小区，同时配有288套廉租
房，目前已有124户入住。

今年47岁的董爱英一家人就
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9月30日，这个全家团圆的日
子，董爱英早早地起来去菜市场买
菜，丈夫收拾着家里的卫生，把月
饼装盘摆在桌上。上午9点开始，家
里陆续迎来了客人，他们是董爱
英的母亲、弟妹和侄女，这个中秋
节，在5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将有6

个家人在这里度过中秋，据董爱英
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全家在这里
聚会了。

1 0点左右，董爱英和丈夫围
上了围裙，在小小的厨房里忙活
了开来，做着饭，董爱英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她在市区一家婚庆公
司打工，丈夫给人看大门，一个月
俩人收入千元左右，在外租最差
的房子也得从这微薄的收入里分
出三分之一来缴房租，再缴水电
费、燃气费什么的，就所剩无几

了。而现在，不但住上了环境更好
的房子，还享受每年500多元的房
租，房租便宜了，省吃俭用还能存
点小钱，“昨天刚发下了第三季度
的低保金，这下能过一个好中秋
啦，让娘家人都上我家来过节，做
上 一 桌 好 菜 ，好 好 招 待 招 待 他
们。”董爱英大笑着说。

“现在想起来都还跟做梦似
的，”董爱英说，自从十几年前在
毛纺厂下岗后，一家三口一直在
家属院的筒子楼里租房住，2 0平
方左右的小屋，阴暗潮湿的环境，
一住将近二十年。而这一切的改
变，都源于菏泽市保障性安居住
房建设的不断推进。今年3月，当
董爱英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廉租房
后，她感到生活一下子充满了希
望。

“俺闺女总算过上好日子了，”
今年66岁的董爱英母亲抱着小孙
女说，苦了大半辈子，闺女现在也
住上了自己的房子，眼看着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现在就等着抱重孙
子了，哈哈。”

一家人和乐融融地吃完了
饭，董爱英手脚麻利地收拾好碗
筷，又赶紧骑上车子回去上班，

“今天下午得回去帮忙，明天更是
个好日子，估计更闲不下来呢。”
尽管忙碌，但董爱英丝毫不觉得
累，现在有了房子，她还想着再攒
几年钱，买个经适房，把在外地打
工的儿子媳妇接过来一块住，“日
子有奔头了。”

董爱英只是菏泽市廉租房众
多住户的其中之一，在这个小区
里，通过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工程第
一次拥有一个理想住所的低收入
家庭还有百余户。

这个中秋，龙田名郡小区的廉
租房里，常年在外打工的丈夫回家
来过节，拎着螺丝刀给妻子修理晾
衣架；母亲一人在家过节，儿女为
多挣份工资在外加班；儿媳在家做
好了饭，等着在其他小区做清洁工
的公婆回家过中秋。这个中秋也许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可以全家团聚
的日子，但在新家里度过的第一
个中秋，却代表着他们新生活的
开始，代表着他们不用再因房租
涨价而被迫搬家，不用再担心孩
子因搬家频繁而耽误学习，也不
用再害怕缴了房租就没了生活
费。这个新家，让他们对以后的生
活有了期待。

是公路，更是出路
东明刘小台村崭新的水泥路让村民有新奔头

“第一书记”给乡村带来新变化
本报记者 姚楠

今年7月份以来，这种情
况开始发生改变，省交通厅

“第一书记”工作组来到长兴
集乡后，刘小台包村“第一书
记”古成浩做的头两件事就
是改善村容村貌、增强与外
界的联系，翻新了村支部所
在小院、购置20台可以远程
教育的电脑后，他就带着大
家修起了村中的两条路。

“这个“第一书记”没吃
过村民一顿饭，没花过村民
一分钱，垫路的时候还拿着
铁锨带头干，刘小台村民说
起古书记没有不竖大拇指
的！”刘士虎称赞道。

刘小台村的两条路长约
7 . 1公里，成为村中最重要的
主干道，村中的胡同和农舍
几乎都坐落在道路两旁，为
躲避洪水而高高筑起的“房
台”成为村道旁最鲜明的滩

区特色。
道路修好后，向东5分钟

即可直接通向乡镇驻地，向
北将与长金路相连，两条村
道构成了滩区小村对外延伸
的“十字架”，这个滩区小村
不再闭塞。

古成浩给刘小台村带
来的，不止是交通的便利，
还有开放的氛围和活泛的
想法，新路激发了村民们的
创业致富欲望。村民刘士勤
是村中公认的“能人”，除了
干建筑，他现在又包了辆客
车，跑起了从长兴集乡到东
明的客运生意。

刘 士 虎 介 绍 ，前 段 时
间，他跟着古成浩去外县考
察学习，去富裕的村庄取经
学习，“下一步，想在村里搞
远见模养殖，把村民收入提
上去。”刘士虎说。

《好日子》响起来，健身舞跳起来
舞动的曹县青堌集镇南门村
本报记者 周千清

“走走走，吃完饭跟我跳舞
去！”晚饭过后，菏泽曹县青堌集镇
南门村门联仲家电超市门前的空
地上，热闹非凡，上至六十余岁老
太，下至十几岁少年，在这里伴着
音乐蹦蹦跳跳，以前村民们晚饭后
百无聊赖的消磨，变成了现在跳舞
健身的新生活。

“吃完饭过来，快开始了！”村
民王金英通过电话向姐妹们喊道。
晚上7点，集体广场舞即将开始，音
乐《好日子》已经响起，这块空地将
是夜色中村庄最热闹的地方。

用王金英的话说，时尚的大众
健身方式在小村庄内出现，既是偶
然，也是必然。

首先，她发现这种娱乐方式是
一种偶然，“有次，我去拜访邻居董

芹发现，她通过跳广场舞健身，当
时并没有推广给其他人。”王金英
说，首次接触这样时尚的健身方
式，她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并主动
提出，贡献自家门前的小广场，提
供供电，希望邻居董芹能出面教一
下。

董芹欣然答应，随后几人便出
钱购买音箱，在广场上学习。而出
乎王金英意料的是，自己的这一举
动得到了广大村民的欢迎，“人多
的时候有百十人呢。”她们没有想
到，南门村村民知道跳舞一事，纷
纷上门求教，现场像老师学习、通
过网络搜视频学习，劲头十足。

为了支持大众跳广场舞，村民
们还自发掏腰包，为王金英支付电
费。

王金英说，集体跳舞健身在
村庄里形成规模，则是必然。这一
切根源在于村民们的生活水平都
提高了，有了娱乐的时间、心情以
及金钱，大众广场舞便在村子里
形成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人
家中都装上了电脑，学习起来方
便；大家生活富裕了，也不再在乎
钱的问题，都出钱支持自己跳舞
锻炼身体。”

从2012年6月份开始学习跳舞
至今，越来越多的村民被感染，以
往吃完晚饭在家中看电视消磨时
间，如今大家走出家门，选择与时
尚接轨，通过跳广场舞锻炼身体。
小小的广场上，参加跳舞的人数最
多时达到100余人，上至六十余岁
的老太，下至十几岁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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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爱英家在廉租房里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隶属东明县长兴集乡
的刘小台行政村地处黄河
滩区，过去，坑坑洼洼的土
路只能让村民们深一脚浅
一脚地出村，机动车几乎无
法开进来，高高的黄河大堤
外，村子与外界隔开，除了
种地，这儿的人们并没有许
多致富手段。对刘小台2600

户村民来说，行路难像个紧
箍咒，不仅让日常出行显得
艰难，更让村子的发展受到
限制。

所幸今年7月份，村里修
好了崭新的水泥路，延伸到
村舍门前的新路缩短了村中
与镇上的距离，也让村民们
有了许多新的打算。

6日，记者乘车前往刘小
台行政村，过了东明县沙窝
镇，沿长金路一路向西，路旁
成片的芦苇荡不断映入眼
帘，滩区越来越近。翻过20米
高的黄河大堤，转过几道弯，
一路上汽车几乎没有停顿，
穿过长兴集乡热闹的集市后
不到10分钟，汽车已停到了
刘小台村中心。

一下车，就看到一纵一
横两条平整崭新的水泥路面
贯穿整个村庄，十字路口旁，
村民李永霞正在摆摊卖水
果。她告诉记者，自从路修好
了之后，她每天都从乡里集
上进来一车水果卖给村民，

“从村里到集上 5分钟就到
了，很方便。”

水果摊旁，六十多岁的
刘顺清老人正推着婴儿车
逗弄外孙，而在路没修好之
前，“基本不具备推车出来
的条件”。

村支书刘士虎告诉记
者，以前的村路简直可以用

“惨不忍睹”来形容。平时不
下雨，路上的沟沟辙辙能把
车‘晃零散’，尤其是底盘低
的小汽车，经常被卡在路上

无法动弹；下点小雨就不得
了，之后三五天内穿平常的
鞋子几乎走不出刘小台村，
路上的泥水恨不能能把鞋底
粘掉。“以前村民经常开玩
笑，说村里的路就是标准的

‘水泥路’。”刘士虎说。
由于道路难行，修好后

不到十分钟的路程，以前村
民们要走上半小时，交通不
便让村民们除了种地，没有
太多的致富手段。村民的收
入来源，主要依靠种植小麦、
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甚至
种地都要增加额外的成本。

“每年农忙季节，别的村化肥
都是送上门，我们村因为路
不好走，没人愿意送化肥，村
民们得提前购买，然后自己
想办法运回来囤在家里。”
刘士虎说道。

而由于路难行，再加上
道路阻隔带来的信息闭塞，
对运输条件要求高的种植、
养殖业没能在刘小台村兴旺
起来，村中至今无规模种植
和养殖户，就连外出打工，也
有许多村民只是到附近的河
南长垣县从事初级建筑工这
样的体力劳动。

老“水泥路”困住了村民

新“水泥路”修到家门口

▲今年7月，刘小台村的水泥路修到了村民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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