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鄄城县旧城镇西周楼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农村。这里基本上家家盖上
两层带院小楼，宽阔的街道、漂亮的房子与曾经的滩区小平房形成鲜明对比。记
者了解到，以前居住的滩区还将进行复垦，如今正挣钱的蔬菜大棚和瓜果采摘
园也将扩大规模，村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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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八八站站：：
鄄鄄城城西西周周楼楼村村
滩区复垦收益多 家家住进小别墅

告别破房子，村民家家住进小别墅

来到西周楼村，记者眼前豁
然一亮，这不就是城里人喜欢的
小别墅吗？一座座崭新的带院子
的两层小黄楼连成片，楼房有的
已经住人，还有些正在收尾建设
中。

据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王德佩介绍，新安置的这些房子
有406户，每家房子面积能达到
160多平方。楼房从去年开始盖，
今年年底差不多能全部入住。“你
看，这道路也是新建的！”王德佩
告诉记者，东西走向的这条主干
道有730米长，南北走向的辅道有
21条，每条也能达到100多米。

距离这片小别墅不远，可以

看到以前西周楼村在滩区盖的旧
房子。大部分已经拆除，还有一小
部分孤立在寒风中。

旧房子不仅样貌破旧不堪，
而且一般都建在高高的土堆上。

“知道为什么吗？”一位大爷告诉
记者其中缘由，因为以前这里是
滩区，每每来大水就把房子给淹
了，甚至有时站在屋檐上洗手都
不为过，所以村民多是把房子建
在高高的土堆上。而且，由于房子
多次被水淹，村民对房子修缮渐
渐麻木，任由房子破旧。“真是一
个天上一个地下，过去跟现在没
法比啊！”他感慨道。

走进村民陈海艳家中，她正

带着两岁多的孩子在客厅玩耍。
记者数了一下，楼上楼下的房子
有8间。“以后连俺孩的住处也不
用担心了！”说起新房子，陈海艳
一直笑得合不拢嘴。

据她介绍，她家是今年春天
搬过来住的，以前住在老房子
时，别提有多么不方便。“以前
下个雨，家里进水，外面泥泞，
三 四 天 都 不 能 出 门 ！”陈 海 艳
说，现在住进楼房，带孩子玩耍
也方便，在客厅也得阳光，在院
子里也宽敞。

“前几天来个朋友，说我们这
房子在城里能卖到100多万呢，我
们自己也就是拿个10万块左右，

就能跟住在城里一样了！”话语
间，陈海艳忍不住流露出一种自
豪感。

来到马瑞环大娘家时，已快
到午饭时间，她正在厨房里忙活，
院子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进入
她家的厨房，记者一改对农村厨
房的印象，禁不住赞道：“真干
净！”白瓷砖垒好的灶台，白瓷砖
垒的“整体厨房”井井有条地放着
锅碗瓢盆等各种灶具。马瑞环正
在一旁的燃气灶上炒大白菜，她
说一般就是用煤气灶，家里来人
多时才用大锅灶。“搬进新房子，
可不得拾掇得利索点！”马瑞环笑
着说。

穷则思变，村民开始多种经营土地

这季节，想见着丝瓜可有点
不容易。不过在西周楼村蔬菜大
棚里，记者见到“丝瓜开会”。大棚
里的温度计上显示温度有20多
度，让人感觉非常暖和，棚内蒸汽
上升变成小水滴，遇到顶棚后时
不时地往下掉落。

嫩绿的丝瓜顶着黄色的小
花，在藤条上结得欢天喜地。大棚
的女主人周桂英告诉记者，她家
有两个大棚，丝瓜是从7月中旬开
始种的，现在差不多两周就能卖
一茬。“一斤丝瓜能卖到两块五。”
说起这个价格，周桂英还是有些

不满意。她表示种大棚的前期投
入比较辛苦，今年是种大棚蔬菜
的第三年，现在才开始有收益，比
种庄稼收益多，希望能更多。

西周楼村委主任周保稳告诉
记者，以前村子里主要作物就是
麦子、大豆、玉米。后来他与其他
村民想着怎么发家致富，便琢磨
着种大棚蔬菜。从2010年，村子里
开始种植大棚蔬菜，一年纯收入
能达到四五万。“这支架是钢结构
的，上去七八个人绝对没问题！”
周保稳指着大棚顶说，“还可以把
塑料棚拉开一点透气。”周保稳说

大棚的设计还是挺合理的，目前
种植达到60多亩。

在蔬菜园区，记者见到了63
岁的村民周登林，他承包了两个
大棚，里面曾种过黄瓜、蒜苗、芹
菜、西红柿、辣椒等。不仅有蔬菜
大棚，他的家里还有10多亩地，种
植普通粮食作物。“卖得好时，辣
椒批发价能达到3块多。”周登林
高兴地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
多了。

据王德佩介绍，村里打算建
深水井，大概500多米深，以后村
里自来水问题就能解决。

从村里经过时，路边能看到成
排的葡萄支架。王德佩说，因为这
里是滩区，土质肥沃、阳光充足，所
以村里种植的葡萄、瓜果等水分
多，而且甜味十足。去年，汇源果汁
与村里建立长期合作，村里的土地
被其承包，收获的水果由其买走。

“农民把地租给公司，一亩租金
1000元，农闲时再来地里打工，一
天又能挣100元，不用操心，还比种
地多挣近一倍的钱。”王德佩表示，
下一步计划将旧村复垦的700多亩
地发展蔬菜和瓜果经济，带动更多
的村民致富。

格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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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主打

在西周楼村，记者感触最大的
就是变化。说起这个村庄，村子里
老年人印象最深的是黄河大水，淹
了房子淹了地。“从村里到黄河也
就一公里！”老人们常说，20世纪80

年代，水大得蹲在屋檐上都能洗

手。黄河调水调沙后，大水不再泛
滥，西周楼村的发展迎来机遇。

抓住机遇，这个村庄开始求
变。以前居住的环境不适合，于是
村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新农村建
设，重新选址集中盖居民楼，村民

的住宿环境好了，村子旧址复垦
也增加了村民的耕地。“你不知
道，当时搬迁的时候，阻力也很
大！”说起其中过程，王德佩庆幸
最终坚持了下来。

作为滩区，土地种植瓜果有优

势，于是村子选择了特色种植，引
来大公司合作。大棚蔬菜受欢迎，
村子开辟了卖稀罕菜的蹊径，蔬菜
远销外地。“求变方能致富”，这句
话在西周楼村是那么明显，村民喜
称，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邓邓兴兴宇宇

求变方能致富

旧房新房对比，村民的生活条
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周桂英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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