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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川老乡，在中牟新家还好吗？
王廷彦老人盖起了新院墙，孩子们上学一天没耽误

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
12月17日，上午10时。在中牟县刘集镇姚湾新村的大队广场前，一

群老人正坐在自家带着的小凳子上，悠闲地晒着太阳，唠着嗑。“大彦，看，
有人来找你了！”顺着一位老乡的喊声，66岁的王廷彦老人站了起来，记
者也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不是8月20日俺们搬家那天来采访我的记者吗！”老人的眼中流
露出了老朋友一般憨厚的笑容。“大爷，你们从淅川搬来这里快4个月了，
我今天是来瞅瞅你们的新家咋样了！”

“走，家去看看！”得知记者的来意，王廷彦二话不说就热情地领着记
者回家去。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文 赵克/图

淅川和郑州，相隔382公里，因为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两地结成血脉之缘。

今年 8月 20日，作为首批试点移民，来自淅
川县金河镇姚湾村的 1094名移民搬进了中牟马
杨农场移民试点村。

如今，4个月过去了，这些来自淅川的老乡们
在新家过得咋样？是否适应这里的生活？本报
年度回访记者再次来到了这个村庄，发现这里已
经有了一个很温馨的新名字——姚湾新村。

“我们以前在淅川，都是姚湾村的村民，现在

叫做姚湾新村，还是一样有家的感觉，但这个新
家更漂亮了，听说，这里要建成啥移民的示范新
农村呢。”一路上，王廷彦对村子里面的基础设施
显得很满意，不停给记者介绍着。

宽敞的水泥道路，干净整洁；足球场大小
的生活广场，配有绿化区、休闲区和公共厕所
等配套设施；村子里面有小学，不时传出孩子
们朗朗的读书声……眼前的姚湾新村展现的
是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俨然一个城市大
社区的模样。

拐过几排房子，在西边的 13排 3号，就是王
廷彦的家了。

“看看，俺们家和你4个月前来有变化吧？”王
廷彦看起来有些“卖关子”地问。

“我早就注意到了，刚搬进来，这里都是一栋
栋独立的小楼，这次来，家家户户都盖起了院
墙。”记者回答。

“有了这些院墙好啊，可以挡风沙，而且更加
安全了，往院子里放些杂物啥的多方便，还能在
院子里种不少油麦菜、白菜等各种青菜，平时就
不用买了。”王廷彦说，这些院墙是村里统一规
划的，每所院墙花费 6000元左右，个人只需掏
1500元，剩余的都是由政府补贴。

走进王廷彦的家，记者看到与刚刚搬家时的
零乱相比，这个小家眼下已经完全安顿好了：客
厅里摆放着电视，中间有一张从家乡淅川带来的
花岗岩餐桌；厨房内，是大红色整体橱柜，煤炉上
面烧着热腾腾的水，红火而喜庆。房间都是朝阳
的，光线特别好，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身上，感觉特
别暖和。

“在淅川，俺们家的厕所在屋子外面，水管也
是在院子里，来到这里，住的是套间，吃水、卫生

间都在屋子里面，多方便。”
除了家里有变化，王廷彦说，搬到新家后，他

感觉这里的交通很方便。
“以前，俺们住在山区，出个门感觉有点难，

现在可好了，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到村门前，再也
不用走山路，而且村上也通公交了，花4块钱就到
中牟县城了。”王廷彦对此感觉非常满意。

除了交通便利，王廷彦也提到了孩子们上学的
事情。他的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眼下都已经到外地
上大学了，只有小孙子王澳和孙女王苗在身边上学。

“9月份刚开学，孩子们就都上课了，一天也
没有耽误。”王廷彦说，村里面就有个姚湾小学，
王澳在那里上小学五年级，每天走几分钟就到
了，学习成绩也很不错。14岁的王苗则在刘集镇
上初中，每周回家一次。据王廷彦介绍，以前在
淅川，王苗每天都要骑 3个小时自行车才能到达
金河镇的中学，而现在，到学校只需要1个小时左
右的时间，孩子感觉方便许多。

“最让俺们感到高兴的是，娃娃们的学费都
不用家里操心，学费、书本费全免，住校的王苗一
年还能补贴生活费 750块钱，给全家减轻了不少
负担。”

搬到新家后，第一次家庭活动是啥？王廷彦
很兴奋地说，就是去逛郑州。这个66岁的老人平
生是第一次来到省城郑州。

“郑州的高楼大厦可真多啊，俺们全家人在
郑州整整玩了一天，孩子们都买了新衣服，说要
给俺买，俺没有要。”王廷彦说，中午他们还在郑
州的饭店吃了饭，要了面条，也炒了好几个菜，全
家人都特别高兴。

说了那么多的新变化，王廷彦言语中仍难
掩思乡之情。这个从小生活在大河边的老人，
在搬到新家的路上就一直感叹：“再也不能天
天看到淅川的山水了，也不能每天跳进大河里
面洗澡了。”

曾经跟记者说很想看黄河的他，是否已经如
愿？“去过好几次了，骑自行车半个钟头就到了。

看着人家逮鱼、下虾笼啥的，都和俺们那里一样，
所以特别亲切，等天气暖和了，俺还打算经常去
看看。”王廷彦说。

毕竟还是初来乍到，长期在淅川生活的王廷
彦说，他对这个新家有时候感觉还有不适应的地
方。比如：这边的风沙特别大，而且雨水也可少，
没有淅川下得勤；这边都是吃馒头的多，而在淅
川，人们更喜欢吃面条……

“很想淅川，现在俺的两个女儿都还在那里，
本来早就想回去看看的，但感觉这里生活毕竟也
需要慢慢适应。”王廷彦说，他打算等到过了年就
回老家去看看，再去见见没有搬迁的乡亲们。

“这个春节，俺们全家都商量好了，还是要在
这里过的，到时候全家14口人都会在新家团圆！”
王廷彦说。

搬到新家后，姚湾新村也似乎一下子变
得忙碌起来。

记者在这个移民新村采访时看到，村子
里面的老老少少都没有闲下来：孩子们都忙
着上学；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主要
是去中牟县城，也有去郑州的；而老人们大
都留在家里面带娃娃，忙着整顿新家，招呼
着盖新院墙。

“土地已经分到了村子，大家集体种
上了麦子，眼下出苗状况很好。”王廷彦
说，由于没有过多的农活，眼下他的大儿

子在村里当上了村干部，每天为乡亲们的
事情忙活着，二儿子则帮着乡亲邻里们盖
院墙，他本人因为年龄大了，也不能出去
打工挣钱，主要是留在家里面帮助儿子们
带娃娃。

2010年就要到了，在新的一年里，老人
有啥新打算？王廷彦已经有了自己的计划。

“打算等到开春了，就去买几个羊羔子
看看，然后修一个沼气池，再买几头猪喂
喂。”王廷彦最后说，相信他们的生活会更加
有滋味。

【回头看看】 首批淅川试点移民搬进新家

【悠闲生活】 爱水的老人经常去看黄河

【未来打算】 养羊喂猪生活过得更有滋味

▲王廷彦老人住在▲王廷彦老人住在新房子里新房子里对未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希望。。

▶孩子们
享受着新环境
新生活带来的
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