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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小老老老老虎虎虎虎””””进进进进城城城城记记记记
从从山山里里搬搬到到镇镇上上，，还还在在镇镇周周边边找找到到了了工工作作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城里卖的“小老虎”
出生在安置社区

“小老虎”的出生地，是在费
县朱田镇滨河社区的一个非遗产
品的加工车间。清晨，加工点里十
几位年迈的妇女，正在拿着针线
剪刀，做着一个个“小老虎”。在车
间里，到处悬挂着荷包、绣花枕
头、挂件等传统物件。

周兴英是她们其中的一员，
正在缝合着“小老虎”的耳朵，她
今年65岁了，眼睛有些花，恨不得
把眼睛紧贴在“小老虎”身上。做成
了一个，意味着她又赚到了20块钱。

“小荷包8块钱一个，枕头也是20块
一个，一个月差不多有六七百块钱
的收入，一个季度结清一次。”周兴
英掰扯着，有时她直接在车间里领
了材料回家做，车间对面，就是她
和老伴居住的“老年房”。

一排平房被划成一个个小房
子，坐落在几排住宅楼后面，不少
老年人进进出出，虽然只有十平
方，可是周兴英提起来却很满足。

“前年年底我住进来了，这房子没
花钱。”

周兴英所说的“楼上”，是儿
子一家居住的一套115平的房子，
就在周兴英房前的住宅楼上。看
着时间到了11点，周兴英抓紧收
拾了一下手头的布条，离开车间，
快步走向儿子家。

中午儿媳妇要做饭，周兴英
过去帮着看孩子，这已经成了周
兴英的习惯，中午在那儿休息一
会儿，下午继续去做“小老虎”。

去年这个时候，周兴英还不
敢想自己会住上这样的房子。去
年年底，崔家沟村的村民从山上
搬进了镇中心的社区，周兴英也
用山上几十年的两套老砖房，换
来了这套房子和老年房。

“小老虎”的到来，就源于这

次搬迁。

老房子离城区30里
老人十几年不下山

顺着新铺好的柏油马路蜿蜒
而上，在绵延的大山之间，镶嵌着
已经平整的阶梯黄土地。周兴英
说，这里就曾经坐落着他们的村
子——— 崔家沟村。

在周兴英的记忆里，每次下
山去镇上，对于村里人来说，都是
一件大事，崔家沟村离费县朱田
镇30公里，海拔460米，地形陡峭，
山路崎岖，经常几个人搭伙坐一
个电动三轮，搭上半天工夫，到镇
上去赶集。由于路难走，老人们十
几年都不肯下山。有一次，周兴英
的老伴推着一车粮食下山去卖，
在急下坡时踏空翻了车，直接晕
倒在了山路上，多处肋骨骨折，面
目也血肉模糊。

周兴英说那是她最难的时
候，家里东拼西凑借了钱给老伴
治病，家里一贫如洗，而老伴也失
去了劳动能力。

为了赚钱还账，拉扯两个孩
子，周兴英一下子成了家里的顶梁
柱，一个人种着家里的四亩田，每年
3000多元的种田收入，是一家人唯
一的生活来源。山区地薄，耕地都不
连片，周兴英需要翻山越岭去种地，
有时碰到秋收，粮食收不完，周兴英
直接搭个棚子住在地里。

由于家里的情况不好，儿子
快30岁了才结婚，周兴英再次跟亲
戚们借钱，给儿子在山上盖了房子。
等有了孩子，家里越来越拮据，周兴
英的儿子和儿媳只能出去打工，把
孩子留在老人家里照顾。

周兴英觉得是自己和老伴没
能力走出去，才让孩子们生活得
这么困难。

土地贫瘠，水源匮乏，让崔家
沟的村民行路难、吃水难、就医
难、上学难、娶媳妇难。在2015年
的精准识别中，崔家沟村530户

1670人，贫困户260户768人，其中
就包含着周兴英一家。

山上两套土坯房
换成三室两厅的楼房

如何让这768人脱贫，成了扶
贫的难点。从前几年的扶贫情况
看，在这种山区就地实施扶贫，不
仅成本高，而且很容易返贫，难以
取得持久效果。前边花了钱，后边
又返了贫。

就在周兴英为
生活发愁的同时，她
的难题有了解决的
希望。县扶贫办决
定，通过易地搬迁，
挪穷窝、断穷根，实
现根本性脱贫。

当周兴英听到
“县里”的人给自己
讲着可以从山上搬
到镇上住时，周兴
英短暂欣喜之后，
立马陷入了担忧。

“家里已经没钱了，
搬新房子的钱怎么办？再说我们
一家子都靠种地过日子，搬了家，
我靠啥生活？”

周兴英的担忧并不是个例，
在当时，40%左右的崔家沟村民都
对搬迁存有顾虑，担心资金不足
负担重住不起楼，担心不能充分
就业生活无着落，担心离开土地
无保障。

很快，周兴英一家得到了反
馈。朱田镇政府附近，一个名为“滨
河社区”的项目建设起来，共建设住
宅楼16栋、老年房50套，并配套建设
了功能完备的服务中心，这就是周
兴英将要搬进的新房子。

为了让周兴英和其他村民安
心，崔家沟村易地扶贫决定先安
置、后拆迁，县财政先期拨付启动
资金，并整合土地增减挂钩、危房
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等专项资
金，制定专门的奖补政策。对资金

不足的农户，统一协调银行提供贴
息贷款支持。像周兴英这样的贫困
户，还能领到7万元补助资金。

周兴英决定，用自己和儿子的
两套土坯房，换成一套三室两厅的
住房，又要了一套免费老年房。

与此同时，周兴英得知，在社
区及周边还会建设木业产业园、服
装产业园和居家灵活就业中心“两
园一中心”，解决周兴英最关心的
就业问题。

但周兴英仍然担心，自己和老伴
年纪大了，没有技术和足够的劳动能
力，不知道去了产业园能干啥。

2015年12月30日，在村里的统
一安排下，周兴英一家把家当简单
地打了几个包袱，甩到了大客车
上，跟着村民们一起，离开了他们
世代生活的山村。

“小老虎”来了
能赚钱养活自己了

出了门眼前不再是光秃的荒
山和阶梯的黄土地，而是宽阔的柏
油马路和热闹的社区，周兴英告别
了走上大半天的山路去赶集的日
子，她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

可她还是怀念种地的日子，在
她看来，那对她来说是一个生活的
保障。直到一份工作降临到她的门
前。2016年3月，周兴英的老年房前，
建设起了非遗工艺品加工车间，很多
绣花的小物件被运送进去，其中就有
手工布艺缝制的“小老虎”。

与此同时，周兴英发现村民们
都在周边找到了工作。比如以前的
邻居裴广七在服装产业园里制作
服装，仅服装产业园已落地企业12
家，吸纳860名群众就业，其中贫困
群众212人，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除此之外，木业产业园、居家就业
中心也不断地吸纳着贫困户就业，
年收入达到1 . 2万元。

周兴英原先居住的地方，如今
已经被推成了平整的土地，正全力推
进特色产业开发。采取“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户”模式，
优先保障原村群众开办家庭农场，剩
余土地招引客商投资，周兴英的老伴
每天去农场务工，一天能拿到50块的
收入，他们的四亩土地也通过土地流
转，每年增收2400元。

在临沂市区的工艺品店，一个个手工缝制的非遗布艺“小老虎”摆放在架子上，等待
着光临的客人。

这些“小老虎”的背后，是几百个贫困户搬迁脱贫的故事。

崔家沟村原先的房屋和农田，被推成了平整的土地，这里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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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英在社区车间缝制“小老虎”。

■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走在前列———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脱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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