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午报》微信公众号
“迎新春惠职工送大礼” 活动
开始了。您只需用微信扫描右
侧二维码或搜索劳动午报 ，
关注劳动午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进入活动页面参加此次活
动，便有机会赢得一份实惠的
礼品。 什么？ 有多实惠？ 关注
我们，您就知道了！ 我们期待
着您的参与。

关注午报微信 实惠大礼等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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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卫法 文/摄

我老家在河南省扶沟县乡
下， 由于春运车票实在是一票难
求， 同时也为了避开人流高峰，
在大年初一我才踏上回乡的列
车。 当晚赶到郑州时已经没有开
往老家的汽车。 真正赶到家时已
经是第二天上午8点多。 脚还没
进大门就听见了老妈的声音 ：
“壮壮， 把你的碗给姥姥拿过来
洗 。” 原来家里刚刚吃过早饭 ，
老妈正在用新安装的自来水管刷
碗。 “妈， 咱家啥时候安装了这
玩意儿？” “你回来啦， 就在年
前， 才安装一个多月。”

“安装自来水后 ， 煮饭 、 洗
菜我一直用它。” 谈及自来水的
话题， 老妈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一拧就出水 ， 省劲儿 、 方便 、
还便宜， 一年只需30元， 村里家
家户户都安装了。 如今， 咱村里
生活不比城里差， 城里有的， 现
在咱们这都有。”

老妈的一席话， 让我回忆起
了童年时代吃水的情形。 那时，
村中间有一口水井， 平时大家洗
菜煮饭都是去那里挑水。 由于井
水较深 ， 如何运用扁担从井里

取水成了不大不小的技术活儿。
技术好的村民轻轻摆动扁担， 一
下就能提上来满满一桶； 技术不
好的则要反复摆动扁担才能取出
来半桶， 有时候甚至会把水桶掉
进井里。 为此， 不少小伙子还经
常在井边比试打水的技艺。 至于
我， 每次打水都要在水桶上系根
绳子才能确保它不掉进井里。 那
时候我特羡慕那些打水技艺高超
的叔叔伯伯， 心里总想， 什么时
候不用挑水就好了。

“不用挑水” 的梦想很快就
实现了， 刚读初中时， 家里用上
了压水井———一根10几米的铁管
子直通地下， 地上则是由活塞和
阀门组成的抽水系统。 每次取水
时， 需要先往井口里倒上一瓢水
做 “引水”， 然后使劲儿反复提
压井杆儿 ， 地下水就被抽了上
来。 家里刚安装压水井那会儿，
我很兴奋， 几乎每天都要取几次
水。 那时偶尔听别人说起 “自来
水”， 还有些将信将疑。

第一次见 “自来水” 还是读
初二时， 偶尔一个机会跟着舅舅
去省城郑州， 在那里， 我亲眼见

到了自来水， 真的是只需轻轻拧
一下水龙头 ， 就能源源不断出
水。 当时， 心里暗暗惊奇之余也
有一个梦想： 什么时候我们村也
能用上自来水！

如今 ， 这个梦想终于实现
了。 其实， 村里的变化还远远不
止这些： 主路上安装了路灯； 电
视连上了有线 ， 能搜几十个台
……真的如老妈所言———如今咱
村里生活不比城里差 ， 城里有
的， 现在咱们这都有！

淡黄色印花壁纸 、 浅色地
板、 青绿色窗帘、 白色衣柜……
春节记者回乡， 参观了表妹郭豆
豆在县城的新居： 这是一个130
多平方米的大三居 ， 记者进门
时， 表妹豆豆正抱着半岁的女儿
在看餐桌上的玫瑰花， “姐， 你
看， 这是你妹夫过情人节送的，
蓝色妖姬！ 很漂亮吧！” 看到记
者进门， 她微笑着说。

今年26岁的郭豆豆家在河南
林州小菜园村， 2013年10月1日，
她嫁给了邻村的李伟， 婚后住在
李伟家自建的房子里， 由于距离
娘家近， 加之李伟做销售经常出

差 ， 豆豆就婆婆和娘家轮流着
住。

农村的房子倒是宽敞， 就是
冬天比较冷， 半年前， 两人爱的
结晶出生了， 烧煤炉不安全， 于
是家里冬天采用了自供暖的方式
取暖， 对于自供暖， 豆豆也有苦
衷： “天天烧炭脏且不说， 半夜
醒来喂奶还是很冷， 孩子和我经
常感冒！”

为了让孩子有更舒适的生活
环境， 公公婆婆为李伟和豆豆在
县城购置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
公公婆婆偶尔也会来住， 但大部
分时间都是豆豆和李伟住。

“楼房里集中供暖， 不用自
己烧炭， 干净多了； 屋子里暖气
供得很足， 十分暖和， 女儿和我
感冒的次数少多了！ 而且距离市
中心近， 买东西很方便！” 豆豆
开心地说。

让豆豆感觉更舒心的， 还是
清清静静的三人世界， “我们结
婚后一直是跟公婆一起住， 现在
两人独处的时间多了。 我做饭的
时候， 李伟会抱着孩子， 虽然他
换尿布还不纯熟， 但是也会帮着
做些家务， 越来越体贴了。” 说
起李伟， 豆豆一脸的甜蜜。

前不久， 正好是情人节， 豆
豆带着孩子出门走亲戚， 晚上回
来时， 一眼便看到了餐桌上摆放
着的玫瑰花 。 “当时我特别兴
奋， 我们认识到现在一起过了两
个情人节， 李伟一直比较内向、
腼腆， 不太会浪漫， 没想到， 这
个情人节他买了玫瑰花， 我很开
心。”

随后豆豆小心翼翼地将玫瑰
花插到了有水的花瓶里， 每天会
把玫瑰花发黄的根部剪掉一小
截， “玫瑰是甜蜜爱情的象征，
我希望它能多美几天！”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记
者发现近些年县城周围开发建设
了很多高层楼房， 在县城买套房
子住也成为农村人的时尚。 “我
认识的一个姐妹， 虽然嫁得比较
偏远 ， 但他们也在县城买了房
子， 目前正在装修， 年后也就住
进去了。 现在家里有车， 又住进
了楼房 ， 日子是越过越好了 。”
豆豆兴奋地说。

□本报记者 周兴旺 文/摄

这里是西施故里， 这里自古
以来就以 “崇山峻岭 ， 茂林修
竹” 而受到诗人的吟唱。 羊年新
春， 我们一拨驴友走进了西施的
老家———浙江诸暨市。

但见满目青翠 ， 道路齐整 ，
村里全是别墅洋房， 乡野里泛着
薄雾轻烟 。 好一派幸福农村景
象！ “宁要青山绿水， 不要受污
染的GDP。” 46岁的沈河村党支
部书记陈杭海指着眼前郁郁葱葱
的山林对记者说。

沈河村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次
坞镇， 这里与浙江的众多农村一
样， 先前为了发展区域经济， 发
展了一大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

沈河村地处山乡 ， 资源贫
瘠。 “除了山上石头多， 实在没
有什么经济资源。” 陈杭海先前
当选过两届村委会主任， 去年起
担任这里的村支书， 说起家乡的
家底， 自然如数家珍， “上个世
纪80年代起， 我们村建起了一大
堆水泥厂、 石灰窑、 砖瓦厂。”

水泥厂和石灰窑 ， 来钱快 ，
但污染来得也快。 很快， 当地村
民发现， 兜里的钱袋子确实鼓起
来了， 但瓦蓝的天空不见了， 清
澈的小河不见了， 碧绿的田野在
褪色。 “如果靠发展高污染产业
赚钱， 迟早会吞下苦果。” 陈杭
海介绍，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
始， 在上级的指导下， 村里忍痛
关停了一批小型水泥厂， 石灰厂
和砖瓦窑则一律关停了， 只留下
上规模的水泥厂， 但必须进行技
术升级达标。

沈河村的建材工业技术升级
改造走在别人的前面， 所以， 在

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 也走在别
人的前面。 “正因为明白升级改
造不可避免 ， 不如先走一步 。”
陈杭海说， “率先进行环保达标
的沈河村建材企业老早地将产业
转移到了安徽和湖南等地， 因此
也成为浙江参与中西部大开发的
先行军。”

去年， 拥有1500名人口的沈
河村人均年收入首次突破25000
元， 村里进行大规模公共设施建
设的时机也成熟了 。 很短的时
间， 沈河村建起了2座新农村公
园， 小公园里建有凉亭和健身设
施， 因为靠村口很近， 很快就成
为村民休闲纳凉的乐土。

新农村建设怎么搞？ 沈河村
一班人也曾四处取经， 但最终发
现不能照搬照抄， 只能按照地方
实际来设计规划。 “我们村里提
出了规划要超前合理， 设计要具
有村特色， 建设要快捷便利的发
展思路， 从村民最需要的事情办
起。” 陈杭海说， 村民的最大需
要还是青山绿水， 于是环境整治
便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头号抓手。

沈河村的第二轮环境建设简
单说便是办两件事： 一是只留下
环保达标的生产企业， 二是修复
受损的环境。 由于村里的提议符
合绝大部分村民的心愿， 所有污
染性企业全部如期关停并转， 与
此同时， 沈河村家家户户都动作
起来了———家家院落开始了绿化
美化， 垃圾开始集中收集处理，
新农村样板公寓动工兴建， 门前
的小河开始排污检测， 采石场开
始植树造林。 美丽的小山村终于
回来了！

浙江诸暨
西施故里重现绿水青山

河南扶沟
山沟里用上了自来水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河南林州
农村人城里买房成时尚

———本报记者春节返乡见闻
城乡逐渐一体化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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