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民15年
尤记当年事

四姑搬迁的新家离小浪底库区最近，
就几里路，她说：“有时候还能看见咱家原
来那几孔土窑的屋顶，水浅时，整个屋顶都
露出来了。”

“村里他们今年还在库区旁空地上种了
点玉米，还没收，水库放水时一下子就淹了。”

每当这时，公公都会点上一支烟，像是
在回忆似的喃喃自语，“咱家住的三孔土
窑，你爷爷奶奶的坟，还有煤矿，还有当时
给工人盖的十间大瓦房全都在下面。掐指
一算，搬走15年了。”

公公所在的仓头乡高崖村有 1000 多

人，其中九成以上的村民都搬迁到了紧挨着
洛阳吉利区的孟州市。

“在孟州，专门划出了一片地方给咱
村，还叫高崖村，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
移民的名单。”同样移民搬迁至孟县的二姑
说，在孟县的移民搬迁村，从村里到市区的
所有道路，全是由政府出资铺设的水泥路，

“ 路 灯 都 是 太 阳 能 的 ，太 阳 一 照 就 会 发
光。”

老家人多，亲戚也众。
每天上午，像明星般到处走穴。因为这里

有个规矩，下午不能瞧亲戚。
印象最深的，是初三到山里。
说是山里，其实离镇上不远，开车过去，半

个小时左右。
此处名曰元盘村，村子不大，房子不错，多

是二层的小楼抑或平房，有的房顶还有太阳能。

村子里，街边上，总有长长的石槽，到亲戚
家才明白，那是喂牛的。

他们家也喂了两头牛，77 岁的柴老伯负
责照看。

他还养了 30 多只羊，为了方便照顾刚出
生7天的小羊羔，他晚上就住在羊圈里。

和他聊天，是在牛棚里。老人精神矍铄，
抽着旱烟袋。

他说，烟嘴是别人转送给他的，到他手里
时，已经传了三代人。

相比过滤嘴香烟，他更习惯这个老古董。

我在牛棚里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他说，在山里种地，还得靠牛。
年轻人出门打工了，或是找到好的营生，不

再种地，留守的老人呢，就靠着牛来帮忙耕地了。

在柴老伯家的两层平房门口，他的侄子小
柴，正在嗑着瓜子和亲戚闲聊。

30 多岁的小柴和媳妇在浙江打工，每个
人月收入三四千元。

他说起在外的生活，比如公积金一个月有
300 多元，要是在老家买房子的话，可以转回
来用。

这些，柴老伯听不大懂。但看到年轻人们
讲得兴起，他也不停地咧嘴笑。孩子们比自己
有出息，他高兴。

聊天中得知，小柴还有两个姐姐。
大姐嫁到镇上，家里盖了两层小楼，楼梯

在室内，装修得和城里的复式房子差不多。水
冲厕所和太阳能洗澡间在院子另一角，对面还

有单独的三间房子，是厨房和储物间。
特意拐到大姐家去参观，觉得我们花几十

万元买的两室小房子，相比之下，太不宜居了。
他们也说起了城乡的差距。
比如二姐安家在郑州，两个孩子七八岁

了，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他们不愿意回姥姥
家，因为院子里有鸡屎。小柴的孩子倒不在
乎，4 岁的小儿子独自到邻居家玩，在门口玩
泥巴，满村子转悠，没有大人会担心。

…… ……

春节在家一周，总体感觉是，老家天蓝，水
清，路宽，空气好，人悠闲。

吃过饭，街坊四邻聚在十字路口，或者背
风朝阳的地方，晒着太阳唠着嗑。

话题很意识流，从谁家的孩子有出息了，
到赵本山为啥没上春晚、城市的房价物价很

高，再到新农村建设的规划进展、南水北调运
河从镇子附近过、移民新村等。

虽然不能随时上网玩游戏看电影，但亲朋
好友随时可以聚聚。

而且，他们也不缺少时尚。
这不，就在初五晚上，我准备熬夜写稿子

的时候，刚买了车的舅舅吆喝着要请客，三家
十几口人开着三辆车呼啸着奔县城唱歌去了。

表弟早已订了大包间，等着大家。
50 多岁的公公婆婆不爱唱也欣赏不了，

但他们也满心欢喜地去了，他们喜欢的，是一
大家人在一起的那股子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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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老伯的烟袋锅
老物件儿也有新生活

平顶山

豫D

豫C

鲁山习俗
水缸里放蒜去火毒
□记者 范光华

初一早上洗脸时，发现水桶里有两头蒜。
神马情况？
表弟问了一圈才知道，是婆婆专门放进

去的。
她说，除夕晚上，就要把蒜放到水缸里，

还要弄好蒜泥放院子里。
老人们说，老天爷会在夜里来去除火毒。
初一早上吃饺子时，要蘸着蒜泥，还要喝

水缸里的蒜水。
这样，就能清火去毒，百病全消了。
过了“破五”，年算是过完了，才能把蒜捞

出来。

库区移民的新年新话题
政府补贴、农业养殖、地方产业……

洛阳习俗
洛阳城过年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就开始了，

一直到正月初五“破五”之后，春节才算过完。
正月初一为春节，洛阳老城人人换新

衣，天不亮即放开门炮，接着邻居亲友互相
拜年。中午，各家均以传统形式做丰盛菜点
聚餐，名为团圆饭。午后，到街上、庙中看
戏，看社火等，直至深夜。

自初二起，亲戚朋友和邻居间开始相互
拜年。人们随身携带礼品，特别是新女婿第
一次去岳父家拜年，礼品务求丰厚。这样的
走亲串友拜年贺节持续到初四初五（有些亲
朋故旧多的家庭常常要持续到初七初八）。

每年的大年初一，家里都会来一群亲
戚，他们是公公的姊妹。

公公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
两个妹妹，一大家几十号人全部都是
1997年河南洛阳新安县小浪底水库搬迁
的移民，所以每年只要全家人聚在一起，
总少不了一个话题：水淹到哪儿了？

今年也不例外。 记者 薛璐 文/图

过年这几天，每天从新安发往移民搬迁村孟州的车都是爆满。过年这几天，每天从新安发往移民搬迁村孟州的车都是爆满。

新村新生活
大家过得都不赖

“现在咱村里的人都不缺钱了，连最穷的家
也能拿出个几万块钱。”二姑说，当时每家按照政
策贴补了房屋、土地补偿费，每人每月还有 50元
的补助，一直发够20年，“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盖的
砖瓦房，有的还是二层楼，没有人再住土窑了。”

“移民村的旁边就是农场，里面圈了上千亩

的地，种了葡萄、沙梨、韭菜、萝卜……要啥
有啥。农场雇用临时工，割一天的韭菜、挖
一天血参都是60块钱，按天给钱。”

“村里还建了一个贴膜厂，就是生产手机
膜的，一个月工资最少 2400元，村里的年轻
人都来这儿上班。会种地的承包个几十亩、
几百亩地，种血参、地黄，还种山药，焦作铁棍
山药多有名，一亩地一年能赚几万块，都发
大财了。”

“村里再也不缺水了，孟县挨着黄河边，
都是沙土地，种出来的庄稼长得好。”

“现在村里的人都不缺钱了，大家都过
得不赖。”这是二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结婚后第一个春节，随
老公“大灰狼”到他家——
平顶山市鲁山县。

初识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而是
久闻尧山大佛和下汤温泉的名声。

后来才知道，这里竟然还有机场，
还有当年“深挖洞、广积粮”留下的军情
秘洞等。 记者 范光华 文/图

柴老伯
手里的这个
烟袋锅，那是
相当的有年
头。

柴大姐家的新
房，跟城里的二居室、
三居室比起来，那可
是“豪宅”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