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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花13万造桥被拆
曾提出免费捐赠被拒绝

在因为私自造桥被判刑后，56岁的黄
德义丢掉了近40年的教师工作。

黄德义是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瓦房镇
振林村人，祖祖辈辈都居住在洮儿河边。作
为当地的母亲河，洮儿河是黑龙江水系松
花江西源嫩江右岸最大支流，位于内蒙古
兴安盟境内与吉林省西北部，源出内蒙古
大兴安岭东南麓高岳山阿尔山市白狼镇九
道沟，由10条大小不一的小河汇集而成。

《钦定盛京通志》对洮儿河得名原因有此记
载：“滔尔河，蒙古语。滔尔，网也。”可见，洮
儿河因“河面宽阔，支流多如织网”而得名。

黄德义家有兄弟五人，祖上以摆渡为
业。2014年，黄德义以每条1万元的造价焊了
13条铁皮船，搭建了一个宽1 . 5米、长7 . 5米
的固定浮桥。他告诉记者，在当地，这种把船
横着用木板连起来搭成的浮桥比较常见。

“水面宽就多用几条，窄就少用几条，
随时跟着水面宽窄调整。而且桥也不是一
直搭在河面上，汛期水太大了或者冬天上
冻了，桥就从水面上撤下来，一年差不多能
搭五六个月。”黄德义告诉记者，在浮桥搭
建后，为了收回成本，按照5元通行一次的
价格向过路行人收取通行费。

“都是乡亲邻居，交不交都行，看自愿，
而且这5块钱算是当地最便宜的通行费，其
他的浮桥通行费都得10块钱。”黄德义说，浮
桥建成后，洮南市水利局发出通知，让他每
年缴纳5万元的管理费或者罚款，因为浮桥
盈利很少，自己和哥哥商量了一下，就没有
缴纳。“后来水利局给降到一年1万元，我哥
交了一年，我侄子交了一年，我交了一年，因
为这座桥实在不挣钱，浮桥每年都得维护花
钱。”黄德义说浮桥搭了四年之后，2018年10
月，洮南市水利局没再收费，以非法建桥为
由处罚并强制黄德义拆除浮桥。

考虑到周边村民出行确实需要浮桥，
黄德义提出可以免费将浮桥交给洮南市水
利局，只需要对方每年对浮桥进行养护即
可，但遭到了洮南市水利局的拒绝，浮桥依
然被拆除。“我当时说这个桥不能拆，拆了
太不方便。我就不要钱了，免费给当地用行
不？他们说不行，必须得拆。”黄德义说，无
奈之下，自己和家人拆除了浮桥。

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两年
教师工作被开除

黄德义没想到，浮桥拆除后，2019年2
月，他被洮南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
刑事拘留，此后黄德义的三哥以及多位家
人亲戚也被采取刑事措施。“我被拘留了11
个月，从2月份一直到2019年的10月31日放
回来了。我以为回来就没事了，结果后来又
给我判刑了。”黄德义说，2019年7月，洮南
市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和侄子等
多人公诉至洮南市法院。

2019年12月31日，洮南市法院做出一
审判决。法院判决认定，黄德义及其他人员
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体浮桥收取过桥
费；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桥。黄德义
组织排班并制定收费标准，小车5元、大车
10元，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过桥费总
计比检察院指控数额要多出近1万元，为
52950元，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黄
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其他17人分
别被判处不等有期徒刑及缓刑。

对于这个判决，黄德义始终表示有异
议。他告诉记者，法院认定自己收取胡某某
人民币400元，但胡某某从来没有交过过桥
费。其他人的过桥费也跟事实不符。“李某

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瓦房镇振林村村
民黄德义私自建桥被判刑的事引发广泛关
注。7月6日，黄德义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该桥建起来后，他和家人曾连续三
年给洮南市水利局共交过3万元管理费或
罚款。对此，洮南市水利局工作人员表示将
确认是否有此事，并称黄德义搭建的浮桥
有安全隐患，因此被拆除。

某的笔录中记载给20000元，他的超市是
在2016年11月份开业的，浮桥是在2018年
9月份拆除的，就算他天天过桥，往返一次
10元，不到两年时间，无论如何也不会超
过7000元。”黄德义说，李某某从原审法院
收到这20000元退赔款后，受不了良心的
谴责，主动到自己家送回来这20000元，并
一再表达歉意。

在被判刑后，黄德义也收到了来自教
育局的辞退通知，这让他觉得自己更冤
枉。“我们祖祖辈辈都以架桥、摆渡为生，
到了我这一代，祖上造桥的手艺就传给了
我。我和村里很多人在河对岸都有耕地，
春耕时，因无法直接过河到对岸耕种，需
要绕行几十公里去种地，我就自己花钱造
桥，这样既方便了自己家，也解决了两岸
村民耕种和秋收的问题。”黄德义说，浮桥
搭建好后，直接为当地村民每年节省春
耕、秋收费用几百万元。因涉及浮桥的维
修问题，自己家每年都要投入一部分资金
进行维修，村民们都主动说，这些钱不能
让黄德义一家出，家里人每年在搭建和维
修浮桥时，村民都自发地、积极主动地到
现场干活。

洮南市水利局：
建桥不是洮南一个市的事

黄德义告诉记者，桥被拆除后，村民想
过河到对岸，只能奔镇西大桥绕行，单程就
要多绕行70公里，开农用车得走3个多小时。
冬天水面结冰的时候，有村民为了省事就
走冰面过河，发生了多起安全事故。当地也
不给建桥，这给附近村民出行造成了极大
不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联系到洮南
市水利局，工作人员回复，黄德义所说的
情况，自己需要再去确定一下。“水利局让
他交费这个事我不清楚，得再确定一下。”
该工作人员说。

“没有桥，来往居民行动不便造成渡
河安全事故怎么办？”记者问。

“他搭浮桥才有安全事故。现在河里
有水，谁也不傻，就从河里走。他修的桥存
在很多安全隐患，他在河道里私自建桥违
反规定。”该工作人员说，洮儿河涉及两个
市，因此建浮桥不是洮南一个市的事，“目
前我们市政府也在联合水利交通部门、白
城市、区政府协商积极推进建桥事宜，现
在领导层正在研究，我也不知道啥时候能
建，啥时候能建完。”

黄德义一直没有放弃申诉。今年3月
31日，他的申诉被洮南市法院驳回，理由
是，法院认为其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
况下，私自建桥拦截过往车辆收费，且受
到多次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仍拒不改正，情
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申
诉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应予驳回。

“媒体报道后，今年5月，我向法院的
申诉被受理了。”黄德义说，他始终认为自
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目前已经没有
钱再去请律师打官司。“我没有工作了，现
在就是种地打零工，请律师得花5万元，我
也拿不起了。”黄德义说，但是自己还是决
定继续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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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义的船已经锈迹斑斑。 据央广网

私搭浮桥为何不被允许，过河之困咋解决……

当地回应五大疑问
针对村民私自建桥被判刑一事，7月7日上午，洮南市副

市长刘洋和洮南市水利局局长刘洪波、洮南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并对黄德义和村民的疑问一一解答。

疑问1：黄德义自筹资金搭桥为何不被允许？
洮南市水利局局长刘洪波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相关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
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防洪
法的有关规定报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黄德义搭建
浮桥，并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我们无法对桥的安全作
保障，所以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要求他自行拆除。”刘洪波说。

疑问2：为何在罚款3次之后才强制拆除？
按照黄德义的说法，桥搭好后，水利部门对他进行了罚

款，交了钱之后他便继续运营。“我们要求他在规定期间内自
行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河道原貌。每次他们都没有在规定的
期限内拆除，所以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并且每次都要求
他拆除，绝不存在行政执法完了桥没拆的情况。”刘洪波表示：

“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在原位置又搭桥了，我们巡查发现或接到
群众举报，所以继续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疑问3：因收52950元过桥费而被判定为寻衅滋事罪，金
额从哪来？为何驳回黄德义的申诉？

关于案件侦办问题，洮南市政府表示，案件在审理过程
中，不便过多解释，但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6月29日对该案
登记立案，目前正在审查中。

疑问4：村民的过河之困何时解？
洮南市副市长刘洋表示，“十三五”以来，洮南市充分考量

民生诉求和实际需要，共投资2 .17亿元，建设桥梁31座，总长度
2 .9公里。今年，有两座桥梁正在修建。“但是我们的工作一定是
有排序的，像振林村，只是为了去白城方便，农耕需求不强烈，
近年常住人口又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往后排。”刘洋说。

同时刘洋介绍，洮南市已经规划了一座位于满洲岱桥
和镇西桥之前的公路桥，并纳入“十四五”规划。这座桥建成
后，距离振林村20多公里。

疑问5：新桥建成前，村民怎样过河？
刘洋说，针对“黄德义私搭浮桥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洮

南市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决定，近期将在振林村附近建设一座
便民桥，力争在秋收前建设完成，同时，洮南市将进一步完善交
通路网，对振林村附近公路桥架设进行论证。 据央广网

“去白城近”
几乎是村民对桥的最大渴望
岳国友经营着瓦房镇振林村唯一一家小卖部，为了节约

进货成本，他选择绕道去白城市进货，每周3至5次。从振林村到
白城，他会走镇西桥过河。“从我们这里到镇西桥将近35公里，
再绕到白城市，单程多走70公里，每次进货多走140公里。”岳国
友说的“多走140公里”，是和黄德义的浮桥拆除前对比，从“走
直线”到绕行，让他多出一笔开支。“按我的货车每公里1块钱油
钱，每周我要在路上多花500至700块钱。”

黄德义当年架桥用的铁皮船有几只扔在村里的空地上。
“当年焊这些船，每条花1万元左右，13条船就是13万多元。”按照
黄德义的说法，焊船、搭桥的钱自己拿了大半，其余是亲戚筹款
及部分贷款。因为修桥有很多人参与，便安排大家轮流去桥上
收费，收费标准并无硬性规定，很多附近村民过桥也不用付费。

“给点钱大伙也乐意走，给多少钱的都有，开车的就给5块，小车
就给2块、1块，我就没咋给过钱。”村民黎大爷说。

记者行走于振林村，村道上鲜少有村民走动。据村民讲，现
在村里只剩20户左右常住居民，留守的大多在本村务农。“去白
城近”，几乎是现在振林村村民对桥的最大渴望。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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