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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娶了当地媳妇，还生了闺女
曾四五个月不回老家就不得劲的他，也渐渐习惯新家

“在这儿安家，不再外出打工”

结合：儿子娶了
当地媳妇

3年前，陈明耀一家4口住在淅川县上集镇蛮子营村；3年后，陈明耀一家6口住在新郑市梨河镇新蛮子
营村。对于四五十岁的父辈来说，20多岁的小伙子敢闯敢干，没有那么浓的思乡情结。陈明耀的儿子刚
来到郑州就喜欢上了新家，小伙子刚来郑州1年就娶了个新郑媳妇，不久前还生了个女儿。
在儿子的感染下，思乡心切的陈明耀和妻子都留了下来。生活条件比故乡好，工资比故乡高，陈明耀说他要扎
根郑州。如今，他回老家淅川的次数越来越少，郑州已成了他的故乡。 郑州晚报记者 王军方/文 周甬/图

今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是个吉
祥日子，44 岁的陈明耀得了个孙
女。孙女6斤6两，加上出生时间，有
很多吉祥的“6”。

儿媳妇姓高，一家人给孙女起了
响亮的名字——陈高歌。

2011 年 8 月 12 日陈明耀一家
从淅川迁到新郑。一年后，陈明耀
的妻子刘凤英在梨河镇一所初中
的餐厅帮忙时，餐厅老板给儿子牵
了红线。

“给介绍的女孩是梨河镇高辛
庄村人，很漂亮，在新郑市区上班，
我们对媳妇很满意。”刘凤英提起
儿媳妇眉开眼笑。

陈明耀一家搬到新郑后有一套
两层楼，儿子没有单独的房。“儿媳妇
好得很，不要车不要房。我们听说
新郑不少女孩家都是没房没车不
结婚，我们亲家从没说过这回事。”

和陈明耀的儿子一样，新蛮子
营村还有一些移民和附近村庄结
亲，联姻后，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习
俗等慢慢融合。

陈明耀还有一个12岁的女儿，
现在上初一。女儿口音改得很快，
现在说话跟新郑人一模一样。

转变：“你回就你回，我不回”

现在挺好，但刚搬到新郑时，陈明耀一
家人经过了艰难的思想斗争。

一排排新楼房，有自来水、天然气，比以前
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一大截，但在老家生活几十
年的陈明耀身在新郑，心却在淅川。

陈明耀的父母也都在新蛮子营居住。“在
老家生活几十年的他们不想离开，我说这是国

家政策，他们最后同意搬家了。”
刚来新郑时，陈明耀还想去淅川打工，

他希望妻子、儿女都跟着回去，“你回就你
回，我不回。”儿子不同意回去，妻子看儿子
不回，也说，“两个孩子不回，我也不回。”没
办法，陈明耀只好留了下来。歇了一年后，
陈明耀开始干老本行——蜘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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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爬高上低，一天挣200元

新蛮子营村有几个村民常到新郑市区以
及周边乡镇打工，陈明耀经他们介绍到新郑
市的工地干外墙保温工作。每天吃了早饭，
陈明耀就骑摩托去工地，晚上收工后回家吃
饭，每天工资 170 元钱。

那个工地活结束后，陈明耀又经人介绍
去新郑市龙湖镇一建筑工地，继续干外墙保
温的活。工资慢慢上涨，今年已达到每天200
元。他租住在龙湖镇，租金每月 200 多元。

吃饭在小餐馆，面条、馒头，他已经习惯了这
里的饮食。

三五天回一次家，骑摩托 1 个小时就能
到。“俺那儿规矩，男子汉不洗衣裳，干一天
活也累，都攒着拿回家洗。”他笑着说。

“二三十层的高楼，腰上系着安全带，干
这行最重要是注意安全。”陈明耀的哥哥弟
弟也在龙湖干和他一样的工作，干活时常碰
到老乡，大家聊起乡情，很亲。

未来：安家新郑，不再外出打工

移民们搬到新郑后，除打工挣钱，还可
坐享其成。新蛮子营村支书、主任陈国定
说，村西部 975 亩土地流转给了河南省国信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每年每亩给村民
1200 斤一级白麦，一些村民还在公司打工。
村东部 500 亩蔬菜用地列入移民后扶项目，
计划总投资2500万元。

新蛮子营村里有一辆面包车，经常回淅
川拉人，非常方便。“没事不回去，都花钱。”

陈明耀兄弟多，他和村里邻居也交往很
好，过年过节不上工地干活，就和亲友们打
打牌，娱乐一下。

曾经四五个月不回淅川就感觉不得劲，
现在习惯了，去年冬天至今还没回去过，“时
间长了就搁下了”。

他说，经常有老板打电话让他去外地打
工，他都拒绝了，“要在这儿安家，不再外出
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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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耀两口抱着孙女十分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