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南水北调，原淅川县南蛮子营村的300余户村民，迁至新郑市梨河镇，改名新南蛮子营村。 新郑市乔楼村。村民向往回迁楼建得能像新南蛮子营村一样。 本报记者 高明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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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移民村”
1 月 22 日，除夕夜，飞雪

飘舞。位于中原腹地的乔楼
村，街上冷清。震耳的鞭炮
声，不时照亮天空的烟花，昭
示着春节到了。

乔 楼 村 与 周 边 的 东 庄
村、西庄村和陈庄村（自然
村），共同构成陈庄村（四村
共同构成了行政村意义的陈
庄村，以前叫陈庄大队）。

在四村中，乔楼村面积
最大，人口最多，即使在所属
的梨河镇，也不算小，但是，
在行政地图上没有标注。

因为，乔楼只是个自然
村，这是中国农村最为常见
的村庄。

正在消失的乔楼村

父亲说，要不了多久，乔
楼就没有了。

从去年下半年起，因南
水北调之故，丹江口库区原
淅川县上集镇管辖的南蛮子
营村 300余户村民，迁移至新
郑市梨河镇，改名为新南蛮
子营村。

移民村所在的位置，以

前曾是陈庄村的土地。
根据街坊的描述，“完全

就和城市的小区一样”。经常
会有当地的村民前去参观。

而“移民村”落成后，不
断有传言，乔楼及附近村庄，
将全部搬走，建成一个“万人
大社区”，与新南蛮子营村比
邻而居。

搬走后，乔楼等村的房
屋，将全部拆除，成为耕地。

节假日，梨河镇的负责
人无法联系到。但多位参
加镇里会议的村干部证实，
虽然没有明确的文件和规
划图出来，但搬迁的方向基
本确定，下面就是具体的操
作了。

经常在外打工的高明伟
笑着说：“以后，就没有乔楼
村这个番号了，不但地图上
找不到，就连你们从北京想
回老家，也找不到乔楼了。”

他的收入在村里算是一般，
现在也在镇里买了一套房。

“如果有一天，村里的老
人一个个都走了，乔楼村也
就消失了。”父亲若有所思地
说道。

村民向往的“移民村”

2011 年，乔楼村最大的
变化之一，或许就是村南开
通的一条宽大的新路。

大年初一，这条路成了
村里的“广场”。三三两两
的村民，袖着手，在“广场”
上来回散步。和那些从城
里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寒暄
之外，话题就集中在乔楼的
走向。

附近的移民村——新南
蛮子营村，与当地村庄的风
格迥异，但它已成为附近村
民憧憬的“万人大社区”的参
照物。

新南蛮子营村清一色联
排独家小院，整齐划一，村
前公路格外宽敞，直通 107
国道。

站在村口，西面是一个崭
新的幼儿园，东面是一个大广
场，篮球架、健身器材……几
位老人在锻炼身体。

中间一条水泥路，贯穿
村子南北。两侧的路灯，都
带着太阳能电池板。村民们

集中在村子主干道两侧，聊
天打牌下象棋，孩子在追逐
戏耍。

不 过 ，多 位 老 乡 证 实 ，
乔楼村今后的模样，和新南
蛮子营村的独 家 小 院 并 不
一 样 ，“ 基 本 上 和 城 里 一
样，都是六层板楼，目前的
左右邻居到时就变成了楼
上楼下。”

一位村干部说：“要是还
建成独家小院，和现在有什
么区别？集中居住就是为了
节约土地。”

“移民村”里的新生活

大年初一，新南蛮子营
村，鞭炮震耳，空气中弥漫着
火药味。有一些村民选择了
回淅川过年，更多的人还是选
择在新郑过年，毕竟，这是搬迁
后的第一个春节。

70 岁 的 老 人 陈 红 彬
（音），去年 8 月 13 日搬入新
南 蛮 子 营 村 的 移 民 新 居 。
他的家位于营东二巷，两层
院落，墙壁雪白，院子里干干
净净。

屋里都是他从淅川带过
来的老家具：17 英寸的彩色
电视机，油漆斑驳的衣柜，农
村常见的组合板床。

储物室里堆着一些过年
的腊肉，墙角还竖着锄头等
农具，上面还带着些干硬的
泥土。老人说，刚搬来时间
不长，生活并不是很适应，
毕竟和以前的生活方式差
别很大。

以前，老人在淅川时，种菜
卖菜，现在虽然住进社区，但没
事可干：“没了土地，不知道干
什么，这个年纪了，去工厂也没
人会招，就在家闲着。”

通过与多位村民攀谈，
发现他们从“村民”变“新村
民”后，最关心的问题是“没
地以后收入怎么办？”

其他共同关心的话题，
既有对新生活的憧憬，也有
对切身利益的关注，比如子
女的入学问题，房屋质量问
题，移民补偿款和移民安置
款使用问题等。

同样的问题，未来的乔
楼村村民一样在关心着。

本报记者 高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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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有了年轻人，乡村才有活力”
两个出路：要么种

地，要么出去

儿子（高明勇）：你怎么
看未来的搬迁？

父亲（高民轩）：能怎么
看，农民就是过好自己的日
子。政府有规划，最后也得
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
征求村民意见，也没有见到过
具体的政策。如果实行，估计
难度不小，特别是有些家里房
子装修得也漂亮。

儿子：不 少 人 说 ，到 时
“万人大社区”建成后，一排
一排，统一风格，看起来会很
气派。

父亲：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看的，老百姓真正关

心的是那些房子有没有自己
家盖得坚固。

儿子：生活了大半辈子
的地方，肯定有很深的感情，
真愿意离开？

父亲：即使不愿搬迁，又
能如何？我们掰着指头算
算，村里现在还有几个年轻
人？有了年轻人，乔楼村才
有活力。虽说是几百口人的
大村庄，但近年已搬出近半，
求学的，打工的，做生意的，稍
微家境好些的，都到镇里、城
里买房去了。现在春节想热
闹下，都缺人手。

儿子：年轻人都到哪里
去了？

父亲：农村人只有两个
出路，要么种地，要么出去，

不管是上学、参军，还是打
工、做生意，都是为了能跳出
农门。

种地的话，一年到头，几
亩地都挣不了一万块钱，虽
然现在有农业补贴，但是现
在物价上涨得过快，粮食价
格涨幅太慢，真正拿到手的
没有多少钱。没有钱，拿什
么养家糊口？

出去打工的话，基本上每
个月少则两三千块钱，多则五
六千块钱。谁还愿守着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
走，出路在哪，人就在哪，种
地没有出路，农村人的出路
在城镇，农村的出路也就在
城镇。

农村几十年没变化
肯定留不住人

儿子：就你个人来说，愿
意搬迁吗？

父亲：其 实 ，我 们 都 老
了，搬不搬意义不大。即使
搬，也是为子女考虑。这些
年，我一直都有个想法，就是
在镇里或城里买套房，要不
你们过年回来，光转车就要
好几次。条件好了，肯定要
改善生活环境的。

儿子：如果每个人都想
搬出去，就和全村集体搬差
不多。

父亲：如果全村都搬走，
我们都是移民，只不过新南

蛮子营村民是在省内移民，
我们是在家门口移民。有一
点，大家都将远离生活了数
十年的故乡。搬走后，村庄
的名字肯定不会叫乔楼村，
即使还叫这个名字，你说感
情能一样吗？

儿子：假如成了社区，不
是村庄的乔楼，还是乔楼吗？

父亲：村庄也好，社区也
好，都是为人服务的。如果
农村的状况改善好，很多人
还是愿意留在农村的。但
如果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
肯定也留不住人，再有历史
的村庄，照样会消失。真变
成了社区，我们很多人都有
一个适应的过程。没有地，
吃什么？这些都是很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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