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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正房住人、偏房做饭放粮，
是大多数商河农村人的居住模
式。2014年，龙桑寺、殷巷、怀
仁、贾庄、玉皇庙、许商等六个
乡镇(街道)的7个村庄的1559
户农民搬进了新建的小区，告
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农家小
院。对于他们来说，“农家小院
变楼房”是他们2014年最大的
事。

搬进新楼房，七旬

老太心里乐开花

近日，龙桑寺镇西刘木和
李举人两个村里的299户村民
忙得不亦乐乎，他们赶在2014
年年尾搬进了新房子。西刘木
村的刘同义说：“最近我们村里
的村民都太忙，忙着布置新家
呢。”据了解，龙桑寺镇的龙申
花苑社区，作为商河县第三批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项目，西刘
木和李举人两个村的299户居
民2014年年尾搬进了新型农村
社区。

“没想到我一把年纪，还能
住上这么好的房子。”75岁的王
秀俊说道，她边说边领着记者
去她儿子家看看。王秀俊的两
个儿子住在三楼，同一单元内
的两兄弟，门对门。王秀俊笑着
说：“我都是两边混着住，这更
像一家人了。”大儿子家里装
修，一家人暂时住在小儿子刘
同春家里。

来到刘同春家里，三室一
厅一卫的结构，朝阳的主客卧，
大大的客厅里放着新买的32英
寸彩电，刘同春笑着说：“客厅
太大了，新买的电视就觉得小
了，该买个49的。”卫生间里坐
式马桶、浴池等应有尽有。王秀
俊害羞地说：“厕所太干净了，
都有点不习惯，有时我会去楼
下的公共厕所。”

王秀俊居住的龙申花苑社
区目前有8栋六层(最底层为车
库)小楼，建筑面积达到4900平

方米。看着眼前的成排小楼，王
秀俊说：“以前老人们常说‘电
灯电话，楼上楼下’，没想到现
在全实现了。”她说自己刚搬进
小区的那天晚上都没睡着，总
觉得和做梦似的。

水电暖齐全，教育

实现“一条龙”服务

龙申花苑社区采取集中
供暖的模式，室内温度可达到
28℃，不少居民家里都敞开了
窗户，王秀俊说：“敞开窗户，
屋内温度能达到25℃，在屋里
穿个单衣就可以，晚上只需要
盖一层薄被。”之前老人一直
有老寒腿的毛病，搬来新房子
后，老人就没有再犯过。她笑
着说：“以前都不太舍得烧炭，
屋里从来没有这么暖和过。”

没搬进楼房之前，王秀俊
一直担心“没地儿晒太阳”。
在她眼里，农村老人在冬天聚
在一起聊天晒太阳是亘古不
变的传统。她说：“以前冬天没
事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晒太阳拉呱，搬进小区后我就
担心没地儿去晒太阳了。”搬
进小区后，她才发现自己的担
心是多余的，28米的楼间距，
在天气良好的时候，不到 1 0
点，房子都能见到阳光。现在
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成了她的

“必修课”。
走进王秀俊小儿子的厨

房，记者看到崭新的现代化厨
具，天然气炉灶上还烧着水，自
来水也是统一安装的。据龙桑
寺镇农村新型社区办公室主
任杨宝华介绍，早在居民入住
前一个月，社区里的水、电、
暖等配套设施就验收成功了。
杨宝华说：“除了水电暖外，社
区里还特意修建了污水处理
站，居民的生活污水可以及时
处理。”

龙申花苑社区门前是一家
幼儿园，旁边是龙桑寺镇中学，
从幼儿园到初中距离小区不足
500米，这是让不少村民最高兴

的事。王女士说：“学校离我们
家太近了，在小区门口就能看
着孩子进学校，既安全又方
便。”王女士笑称：“这简直就是
教育一条龙服务啊！”杨宝华表
示，当初选址建设的时候，距离
学校近也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原
因。

此外，记者了解到，龙桑寺
镇农村新型社区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充当了物业的“角色”。杨
宝华笑着说：“居民刚搬进小
区，肯定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成了解说
员。”杨宝华表示，明年大家都
安排好后，就会选择资质较好
的物业公司接手。

1559户居民搬进新

房，“空心村”现象开始

改善

记者在商河县农村新型社
区建设服务中心了解到，2014
年，龙桑寺、殷巷、怀仁、贾庄、
玉皇庙、许商等六个乡镇 (街
道)的7个村庄的1559户农民，
全都搬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其
中，龙桑寺的西刘木、李举人两
个村搬到了龙申花苑社区，殷
巷镇的赵奎元村搬到了赵奎元
社区，怀仁镇的卜家村搬到了
中心社区，贾庄镇的小孟家村
搬到了开元社区，许商街道的
后十亩村搬到了商南社区，玉
南社区二期的几个村庄也将在

今年全部入住。
商河县农村新型社区建设

服务中心主任吕传海说：“以前
都是年年盖新房，不见新农村，
今年咱商河农村变了模样。”看
着整整齐齐的新建小楼房，吕
传海说，想让1559户居民搬出
祖祖辈辈生活的农家小院不是
易事，他们也有自己的疑虑。李
举人村的李先生说：“没搬小区
之前，我就觉得住楼房特别麻
烦，爬上爬下的。除此之外，说
不定住几天这房子就收回去
了，到时候，我们房子也拆了，
总不能睡大街上吧。”对此，吕
传海解释说，农民对房子的拥
有权是50年，差不多两代人都
不需要盖新房。

在商河县很多农村里都会
出现“空心村”的现象，在西刘
木村就有很多年轻人出去打
工，剩下留守老人，有的是挣钱
之后在外面买了房子就举家迁
出了，很多房子闲置，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都希望出去买房，刘
先生的儿子就一直“嫌弃”自家
房子小、脏，想在商河买个房
子。“现在搬进小区后，儿子觉
得小区也不错，就不再提买房
了。”刘先生说。他还提到，村里
居民房拆掉能省出200多亩土
地，这些土地要是能吸引一个
大项目，估计村里60%的居民
就不用再外出打工了，那么村
里将更有“人气”，也不再是“空
心村”了。

2014年不知不觉溜走，在这一年里，有的人住上了新房子，有的人找到了新工作，有的人喝上了“黄河
水”……这一年商河有了新的图书馆，有了高速路，修了更多的村级公路……总之，2014年，商河在变化着，前行
着。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十件实事回头看”栏目，一起来看看商河这一年的变化。

编者按

回头看

农村“换”房新模样,农家小院变楼房

11555599户户村村民民搬搬进进农农村村新新型型社社区区

10日下午，记者去龙申社区
采访的路上，发现道路两旁停着
很多外地车辆，在龙桑寺镇西刘
木村和李举人村的旧址上，也发
现有很多人在拍照。走近一问，原
来是特意赶回来拍照的外迁居
民。

李女士已经离开故乡李举人
村快20年了，现在定居青岛。李女
士说：“离开快20年了，中间也回
来探过几次亲，今天来看老房子
最后一眼，再回来就彻底没有这
个村了。”李女士选择在村碑、老
房子、村头的芦苇丛里照了几张
照片。走到村头时，李女士说：“我
们姐妹三人经常在这里捉迷藏，
还在东边的枣树上摘枣吃，在这
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估计下次
回来就只剩村碑了。”

在潍坊上学的李杨也特意请
假回家。他姥姥家是西刘木村的，
小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在姥姥家度
过，他说：“西刘木村充满了我的
童年回忆。”现在姥姥家的房子要
拆了，他房里房外都拍了一遍，在
他一直住的小房子里摸了又摸，
看着小时候在墙上刻的字，他笑
称：“要是现在在姥爷的新家里刻
字，估计他老人家得生气，他可宝
贝他的新房子了。”

李举人村的李先生称最近返
乡的人多了，90%的人都是来看
看老房子的，照张相留个念想。他
说：“搬家之前，全村人一起祭祖，
村里还请来了摄影师，给村里人
一起拍了张照片，留作念想。”看
着村头孤零零的村碑，李先生说：

“那是大家伙让保留的，只要它在
我们村就在，省得后辈们忘记自
己是哪里人。”

之前住过的村子正在拆迁，
四周都是断壁残垣。新搬的龙申
社区距离西刘木村很近，刘先生
没事的时候就去村里溜达溜达。
他说：“在这里生活了80多年，看
着住的房子从草房子、土坯房、砖
瓦房到现在的楼房，还是现在的
楼房干净。”

再照一张相

记住咱家的旧模样

相关链接实事一：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加快推进旧城村改造和安置房项目建设，完成豪门庄园以西、油管委、
全民健身中心以西、银桥北、西三里等五个片区旧城村改造安置房年度建设任务；全力推进许商街道钱铺
社区、商南社区，玉皇庙镇玉杨社区、玉南社区二期、玉苑社区二期，贾庄镇开元新村，龙桑寺镇悦都花园、
龙申花苑，怀仁镇中心社区，殷巷镇赵奎元社区和孙集镇周陈社区、李家市社区建设，完善绿化、环卫、医
疗、教育等配套设施。

从摆放的三轮车中还可以看出农村的样子。

正在拆除的西刘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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