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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陡拐弯多
最怕有人生急病

崔家沟村有524户、1670人，
分散居住在15个自然村里，相距
最远的自然村相隔4公里。村子距
离镇驻地30多里，以前要出山只
能通过一条仅能步行的羊肠小
道。2003年村里修了条3米宽的硬
化路，但山路太陡，拐弯又多，碰
上冰雪天开车骑摩托都没法走。

由于山路难走，村民们最怕
有人生急病。村里尽管有个卫生
室，但也就能治个头痛感冒，遇
上老人得脑梗塞、心脏病之类，
也只能抓瞎。村民裴怀山说，
2012 年时，他父亲 50 岁，在山
上收花生时，突发脑溢血。救护
车来时在山里迷路，他骑着摩托
车往下走了 3 公里才接上头，父
亲被送医救治 1 个月后不幸去
世，“大夫说如果抢救得再及时
些、山路上少颠簸些，他兴许就
救过来了。”

吃水也是村里的一大难题。
75岁的村民裴怀生说，住在山里
的时候，碰上天旱吃水都困难，
半夜3点就得去排队挑水，下到2
米深的石洞子里用瓢舀，舀一瓢
水进桶，等泉水涌出来再舀，“种
地撒上种子，能不能收粮，就看
老天爷了”。

此外，由于地方偏僻，窝在
山沟里出不去，除了外出打工的
外，大多数村民日子都过得有点
儿紧巴。崔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曹
厚海说，三年前，一位江苏姑娘
远嫁到崔家沟，生了孩子后娘家
人首次来做客。娘家人一路颠簸
之后看到这穷乡僻壤，硬是把她
拖回了江苏，还逼着办理了离婚
手续。

村民外出或赶集
都要去工地转转

2013年，当时的朱田镇领导
找到曹厚海，商量将崔家沟村整
体搬下山脱贫，并且向他说明了
上级的政策。2014年初，曹厚海
召集全体村民，向大伙介绍了把
崔家沟村搬下山的想法。经过
镇、村干部做工作，到2014年4月

20日，除部分外地打工者暂时赶
不回来外，全村98%的住户都签
订了搬迁协议。

据悉，新建的社区被安排在
朱田镇政府驻地北侧，因与镇政
府一河之隔，取名为滨河社区。新
社区占地42.7亩，2014年7月开挖
楼基。村民们搬迁的心思都很急，
社区动工后，许多村民外出或者
赶集，每次都要到工地上转转。

曹厚海说，到2014年11月
份，搬到社区的村民已经有80多
户，但有些村民搬下山后又有点
后悔：一些人觉得地还在山里，
30多里路来回种不方便；还有人
不习惯一下子住到楼上，“以后
万一不适应怎么办？”

“我们当时赶紧做工作，一
是抓紧建学校、建广场，亮化、绿
化，把配套设施健全起来，让大
伙有个新社区和旧山村的直观
对比，另一个是对有点动摇的村
民上门解释，流转土地、安排就

业”，曹厚海组织村干部一通工
作做下来，村民们的顾虑又很快
打消了。

刚搬来不记路
回家时走错门

由崔家沟村民搬迁下来居住
的滨河社区到2015年10月份建
完，共建起了16栋多层居民楼、50
套带院子的老年房和一栋综合服
务楼。社区居民楼通了暖气、宽
带、有线电视，地面、墙面、厨房等
全部整体装修安装，搬来家具就
能入住；社区还配套建设了学校、
卫生室、超市和服务中心等。

但从原来分散在山间、占地
500多亩的山村里一下子搬进楼
上楼下居住的社区里，不用说居
住环境，单纯对如何使用新家里
的各种设施，许多村民尤其是老
人就“两眼一抹黑”。

由于许多老人原来在山里
很少出门，有些人甚至十几年都
没下过山，村委会专门组织召开
村民大会，把大家伙召集在一
起，教老人们如何过马路，如何
认自己居住的楼栋和家门，怎么
开门，怎么开关窗子，怎么使用
水龙头和煤气阀。

“刚搬来的时候，有老人出
门不记路，回家时跑到另一栋楼
的同单元门前开门，钥匙插不进
锁里急得用脚直踹门，好多人没
用过太阳能热水器，上下开合的
水龙头他以为左右转，好几户家
里的都掰断了。”曹厚海说。

据介绍，为了让村民们适应
“城里人”生活，村里进行了多次
“培训”，甚至还组织服务队上门，
挨家挨户讲解，现场演示教村民
使用热水器、抽油烟机等各种开
关，包括怎样使用马桶抽水。不到

半年，村民们就适应了新的生活
方式，并且乐享其中。

“现在赶集近了，
但消费也多了”

村民裴怀省说，村民搬家的
时候村里统一出钱找人运送，他
家除了儿子当时结婚的一套家
具运过来之外，原来老房子里的
锅碗瓢盆都扔掉了，床和被子都
换了新的,家畜和农具也都一并
处理了。但也有村民不舍得扔，
有的将家里的狗带到了新家，还
有的在社区附近村里租院子养
鸡、养猪。

原来在山上，裴怀省种了两
分菜地，葱蒜、韭菜芹菜、白菜萝
卜，他都会应季种点，一年到头，
下来什么菜吃什么菜，那时家里
养着鸡，鸡蛋不用买，搬到镇上
的社区后，菜地没了，鸡也不能
养了，裴怀省隔几天就要到集上
买菜买蛋。“现在赶集近了，不过
消费也多了。”裴怀省说。

因为担心搬迁后没法种地，
有的村民几年前就开始积攒小
麦等粮食。裴怀省家去年收的几
百斤花生就没有卖，他让亲戚打
了300斤花生油储存起来，随吃
随拿。

裴怀省说，以前住在山里，
冬天冷风从门缝、石头缝里直往
屋里钻，水桶里的水都能结成冰
坨。去年冬天，社区统一供暖，许
多老人一到冬天就犯的老寒腿
今年不疼了，最让老人们高兴的
是，原来他们冬天天冷前洗次
澡，不到春天天气暖和，大多数
人不再洗澡，冬天有暖气后，他
们想什么时候洗澡都可以了，

“住进了社区，和以前蓬头垢面
不同，现在男女老少出门前，都
知道打扮打扮了。”

老房按平方折算

老人可住老年房

曹厚海介绍，崔家沟村搬迁
是按照货币折算进行的，原有老
房子每平方米折算约600元，社
区楼房每平方米折算约850元，
一般的三间平房能折算6万元左
右，相互抵扣后，再多退少补；对
于不愿意住楼的老年人，交上2
万元押金可以住进老年房，待百
年后把押金再退给其亲属，房子

由村里收回。
据了解，崔家沟村共有各种

土地总面积9223亩，其中耕地
4680亩。实施整体搬迁后，对原来
的建筑用地、荒山野岭等进行复
垦、开垦，又增加了4000多亩耕
地，除去修建塘坝、道路和公墓等
公共设施，还拥有耕地近9000亩。

“这些地分为3块，4000亩流
转给了4家农牧业公司，发展中药
种植、养殖和生态观光旅游，4000
亩划为50多个家庭农场，剩下的
不到1000亩分配给了还愿意自己
种地的村民。”曹厚海说，耕地整
合后，上级政府又拨付资金修建
了十多座小型水库、水坝，解决了
灌溉问题，同时整修扩建了进山
的道路，种养、观光等基础条件得
到了彻底改善，“土地流转原来一
亩地200元没人要，现在达到了每
亩600—1500元。”

土地流转为崔家沟村一年
就带来集体收入240万元，这笔
钱被用于保障村民生活。除了缴
纳社区物业费、环卫费等，村里
目前还给近百位70岁以上老人
每人每月发放300元的生活费，

“加上养老保险、低保等费用，老
年人统一实现了脱贫。”

为集合劳动力
将组建劳务公司

据统计，崔家沟村目前共有
劳动力800多名，其中有部分年
轻人常年外出经商或务工。“眼
下土地流转了，大部分人都跟着
农牧业公司栽树，1天工资70多
元。”村民裴超群说。

曹厚海介绍，4家农牧业公
司和50个家庭农场投资的种养
殖、旅游等项目，常年需要600多
名劳动力。村里正打算成立劳务
派遣公司，把劳动力集合起来，
哪个公司或农场有活就往哪里
派，不用村民自己找活，在家等
着车接车送就行。

费县扶贫办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除了进山上班外，朱田镇
政府还在驻地招商建起了服装
加工和物流两个扶贫园区，为崔
家沟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有空
闲的妇女可以到服装厂计件挣
钱，农闲时节男性劳动力也可以
到物流公司等地打零工。同时，
镇上还引进了来料加工企业，帮
助崔家沟村民灵活就业。

费县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整体搬进镇上社区

学学做做城城里里人人，，村村里里培培训训咋咋用用马马桶桶

崔家沟村民搬迁到滨河社区后，居民正在家中聊天。

临沂费县朱
田镇位于费县西
部，山区丘陵面积
占到80%以上，是
全省重点扶贫乡
镇之一，2015年前
全镇有省级重点
扶贫村15个，而崔
家沟则是全镇最
穷的村。2 0 1 5年
底，崔家沟整体搬
迁至朱田镇驻地
的滨河社区，1670
名村民生活、工作
从此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崔家沟村旧貌。（资料片）

■扶贫在行动·整体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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