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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搬出出黄黄河河滩滩，，不不再再跟跟河河水水““打打游游击击””
泰安两村庄迁到新社区，村民可在家门口就业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滩区村民
住上现代楼房

71岁的独居老人李敬义原
来住在东平县丁庄村，现在他搬
进了耿山口社区80平米的新家。
他无儿无女，妻子改嫁，耳朵听
不见，还患有哮喘等疾病，每月
仅药钱就要花上千元，靠低保维
持生计，由54岁的弟弟李敬祥照
顾。“在老村上厕所需要出家门，
还得上下台阶，我们都很担心
他。”李敬祥说，如今他也分得了
130平米的新房，和哥哥住得很
近，照顾起来方便多了。

耿山口村支部副书记耿进
周介绍，耿山口社区有28栋居
民楼，2016年3月正式开工。耿
山口村包括丁庄和耿山口两个
自然村。目前丁庄整个村168户
都已搬迁入住。如今水电、天然
气、中央空调已经正常运转。社
区东半区的外管网和道路已经
完善90%，耿山口自然村也计划
于九月底、十月初搬来。

据了解，东平县黄河滩区
群众有6 . 82万人，东平湖库区
移民24 . 5万人，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3 . 96万人，三大特殊群体
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为了
带滩区群众脱贫致富，东平县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一期、
二期项目总投资3 . 16亿元，涉
及4个村、4 4 3 6人（耿山口村
2331人），建设耿山口社区、南

北刘社区和马山头社区三个社
区，总建筑面积18 . 7万平方米。

为躲避黄河大水
曾搬过七次家

今年七十岁的丁庄村村民
吴秀青正坐在新居的楼下乘
凉，她支了个小摊顺便卖些饮
料、零食。如今她和老伴住进了
80平米的现代化新居，两个儿
子也住进了同社区的130平米
的大房子。回忆起年轻时与黄
河水“打游击战”的七次迁居，
再看看眼前的幸福社区，她不
禁感慨万千。她说，丁庄村距离
黄河仅有五十米，黄河一发洪
水，这个小村庄首当其冲。“黄
河水一来，屋子里的水涨到了
胸口，大人带着孩子赶紧从屋
里跑出来，一转身的工夫，水就
把房子冲塌了。”吴秀青说。

在距新居4公里路程的耿山
口村，记者看到，村民大多把房
子建在地势高的山丘上，地势越
低的房子，地基就打得越高，有
的能高出地面二十米，这些地基
是村民们一年年垫起来的。

68岁的耿庆文和老伴马艾
凤是村里的贫困户，他们的家就
安在山顶上，每次上山，都要经
过一段又陡又滑的小路。“1982
年村里被淹了一回，浪头像一堵
墙一样打过来，打得石头咣咣
响。”马艾凤回忆，那年正逢七八
月份，地里的玉米才刚结粒，一
场大水让辛苦的劳作泡了汤，玉
米直接烂在了地里。水积了两米

深，他们被困山上一两个月，洪
水直到秋天才降下去。

社区旁将建厂房
就近吸纳劳动力

原银山镇人大主席刘景海
介绍，村民搬入新房的费用按
照各户旧村房屋价值，加上各
户应得到的国家试点项目社区
建设补助资金和村集体奖励资
金进行置换，价值不相等时多
退少补。一般而言，村民只用补
个几万元差价，甚至不需加钱，
就能住进新家。而对于困难户，
村里将根据具体情况制订研究
相关照顾政策。

耿进周介绍，以前村民们大
多靠开采矿石、山石为生。如今村
里考察了多个产业项目，除了航
模厂、绳厂外，为了让妇女劳动力
能就近就业，村里计划在社区附
近建厂房，进行中国结加工，服装
加工等。让妇女们在做家务之余，
能就近去厂里赚得一份工钱。而
老村的土地也将进行流转，发展
高效农业、标准化畜牧业。另外，
社区还成立了物业公司，养老中
心的基坑已经建好，幼儿园的图
纸也已设计完成，未来将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

耿家口社区只是黄河滩区
扶贫的一个缩影。据悉，到2020
年,我省将全面完成黄河滩区居
民迁建各项任务 , 基本解决
60 . 62万滩区居民的防洪安全
和安居问题,迁建范围涉及济南
等7个市17个县。

泰安东平湖畔，在点点绿意中，拔地而起的东平县耿山口社
区格外引人注目，电梯、中央空调、热水设施等一应俱全，宛若现
代化的城市新居，这里是黄河滩区耿山口村民的新家，他们将于
九月底、十月初入住。而在他们之前，附近的丁庄村村民已经全
部入住该社区。在全国、全省扶贫攻坚战的大背景下，这次搬家
给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带来了没有后顾之忧的新生活。

李敬祥和妻子用上了现代化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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