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抢眼 2015年12月13日 星期日 编辑：邱志强 美编：许雁爽 组版：继红 今 日 济 南>>>>

后龙窝庄要改造了，这对于济南最大的“蚁族”区来说，有些“划时代”的意义，这也意味着近万外来务工者蜗居的““临时落脚点和
栖息地”将消失。从2000年到现在，短短的15年时间，这里慢慢发展成为“蜗居”的代名词，500多户村民家家户户也都当起“房东”，他们
的生活也因此改变。改造后的村子，将变身为一个3000多人的现代化社区，这也将成为村子一个全新的开始。12日，记者来到后龙窝
庄，还原了改造前“蚁族”区的真实面貌。

文/本报记者 喻雯 片/本报记者 王媛

550000户户村村民民当当房房东东，，上上万万““蚁蚁族族””蜗蜗居居
后龙窝庄改造，租房聚集区将消失

12日上午，后龙窝庄一
片熙熙攘攘的忙碌景象，有
关城中村改造的规划在村口
公示，但这个消息并没有打
乱村子日常的节奏。

从后龙窝庄的大牌坊进
村，映入眼帘的是蜘蛛网般
的电线在小胡同上空错综盘
绕，分不清都是什么线路，密
密麻麻的小门店热火朝天地
做着买卖。走在街上，会有好
几个村民抢着问候：要不要
租房？在这里，租房广告随处
可见。路两旁的房子多是三
层到九层不等的楼房，每栋
楼都有明显的“加盖”痕迹，
也有一些楼房正在施工。村
民为了多盖房，导致楼房分
布过于密集，最近的两栋楼
间距仅有50厘米，呈现出了

“一线天”的人造景观。多数
楼房的间距不足一米，住户
伸伸胳膊就能够到，部分加
盖的楼房外墙已经开裂。

记者走进一个四层楼高
的出租房，每层有十几个房
间。由于加盖过多，一层院子
里的阳光也被遮住，简陋昏
暗。房东推荐了一个条件好

点的房间：一张床、一个简易
布料衣橱、一张桌子、热水
器。这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
月租金300元。“这是朝阳的
一间，所以价格高点，阴面
的不见光，能便宜100多块
钱。”房主说，每个房间基
本都是这种标配，家具多
了根本放不下，房间都有
网络，年轻人拿个手机就
够了。这里可以月租也能
日租。每个楼层都装有摄像
头，治安不用担心。

记者走访多家出租房，
价格在100元至500元不等，
贵点的房子会有空调，可以
做饭。午饭时间，村子里的租
户集中来买饭，除了年轻的
毕业生，还有一些中年的打
工者。

虽然环境堪忧，但这里
却是不少年轻人合适的“栖
居地”，几乎每天都有新人入
住，250元只能在市区的中档
宾馆勉强住一晚，而在这里
却够一个月的房租。发车密
集的102路公交电车一趟可
以转遍大半个济南，便利是
它最大的优势。

加盖楼房“一线天”

出租房最低100元

“我们村几乎家家都加
盖了房子，都当起房东以出
租房为营生。”57岁的老秦是
后龙窝庄的老人了，他也见
证了村子外来人口步步壮大
以及“蚁族”区的成长。

老秦说，村子的村民也
就五六百户，人口在2000人
左右，现在住了上万人，绝大
多数都是外来人，在这些外
来人中，刚毕业的年轻人、外
来务工人员又是绝对的主
力。

在老秦的印象里，上个
世纪90年代，村里开始有部
分住户在自己的宅基地上
加盖房子对外出租，到了
2 0 0 0年，这样跟风的就明
显多了起来。“村民原本的
房子都是一层平房或是两
层的农房，一般加盖到四
五层。”老秦说，他开始没
敢这样尝试，加盖个房子
怎么也得四五十万块钱，
这 些 钱 不 是 借 就 得 靠 贷
款，万一砸在手里真是赔
不起。就这样，观望了五年
后，他看到了外来人口巨大

的需求量，也把自家的房子
加盖到五层，隔出了25间房。

“我们都是跟租户住在
一起的，我们一家五口人住
在三楼。”老秦说，现在出租
房子的人多了，生意也没有
原来那么好干了。每年有明
显的淡季旺季，冬天天冷没
有暖气，就会有一些租户搬
走，每年的春天秋天是旺季，
那个时候真是“一房难求”。

“现在我这儿每天房子都租
不满，天太冷。”老秦叹一口
气，这里的环境就是如此，没
有天然气和暖气，确实不方
便，但是房子的价格也便宜，
贵了就没市场了。

从他2005年刚开始干租
房到现在，房租基本没怎么
涨：干的多了确实也涨不动。
老秦算了一笔账，每月能有
万余元的收入，五口一家来
说也不是很宽裕，现在孙子
上幼儿园，花费越来越多。

老秦说，租房是村里人
最大的营生了，现在每年有
四五千名大学生在此落脚，
还是有市场需求的。

500多户村民家家当房东

村里八成是外来蜗居户

狭窄的胡同，杂乱的电线。

年轻人奋斗的起点

房子能睡觉就行

得知要进行城中村改造，老
秦说，现在村里没有天然气和暖
气，他也盼着能像城里的社区一
样，生活便利。但是他也担心，住
进楼房了，就不能再干租房的生
意了，未来的生活来源靠什么呢？

像老秦一样的村民实在太多
了，租房对于他们来说，是经济来
源。对于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来说，
这里是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王明是众多“蚁族”中的一
员，老家在济宁的他大学毕业后
在乌鲁木齐打工，去年来到了济
南，现在和谐广场做电话销售，每
月的工资有2000多块钱。“我对济
南并不熟悉，但是我知道这个因
大学生和农民工蜗居出名的后龙
窝庄。”王明说，他来村里一趟就
把房子定了，房子不朝阳，每月租
金才200块钱，房间的摆设很简
单：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柜和两张
桌子。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很
冷。“年轻人，就是晚上来睡觉，能
挺过去。”

王明说，从租房处到单位坐
公交车半个多小时，天冷的时候，
他不愿太早回家，先去超市转转

“蹭暖”，这个出租房对于他更像
个旅馆，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

王明也想找个带暖气的房
子，可是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面
对每个月的收入，他曾仔细算过，
房租支出不能超过300元，否则就
基本攒不下钱。王明很节省，他有
个账本，上面详细地记着每笔花
销，精确到几毛。有时为了省下公
交费，他会在超市蹭完暖气后蹭
班车回家。有朋友要送她一个“小
太阳”取暖，可听说耗电量高，他
最终还是没敢要。

“好在房租可以按月来交，也
不用签什么合同。”王明说，村里
的人确实是鱼龙混杂，虽然是个
大男生，但是晚上回来晚了，一个
人走在窄小的胡同里还是会有些
害怕。“其实我最不安的还是这种
漂泊感。”王明苦笑，这样也好，苦
中作乐，激励着自己努力奋斗。

“其实看到成千上万在这蜗居的
人，有时候也会想，这些漂泊的人
都是我的同伴，看到为了生计忙
碌的他们，我也感到这里的环境
会有一种特别的气氛，这就是奋
斗的动力吧。”王明说完，不好意
思地笑了——— 自己啥时候这么文
艺了。

到处都是租房的信息。

两栋楼之间不但加高，还加宽，形成了“一线天”似的胡同。

外来租户居住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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