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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在故乡的最后一天
最后一顿团圆饭

中午时分，为了给村民们送行，很多亲戚从四面八方赶来，分
享临行前的美好时光。

41岁的村主任全文中的告别方式很豪迈：老全夫妇、儿子、亲
戚，以及乡亲一共10多人围坐在餐桌旁，桌子上摆放了十多个大
碗小碗，还特意准备了啤酒。“来来来，大人小孩都倒上……干
了！”全文中端起碗示意在座的人，“来，干，这是在老家的最后一
顿团圆饭了！”

在座的人几乎一起干了碗里的酒。“吃菜，多吃菜，吃完就是
新郑人了。地方好，房子也好，别念着老家了。”话音落了，可没人
动筷子，“饭菜再丰盛，也是吃不进啊！”……

最后一叩拜先祖
全子成整理完要带的东西，太阳也快要落山了。凉快了一会

儿，他喊上两个堂兄弟，去村头儿的祖坟里烧烧纸。76岁的母亲
也执意要去，还有儿子和其他亲戚。十几分钟后，一家人来到了
祖坟前。全子成拿出烧纸点上，青烟袅袅。一家人挨个跪在坟
前，三叩首。

“爷、爹，俺要搬走了，这回走远了，回来的机会不多了，今儿
来看看你们。”全子成说完点上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地闷响着，为
了最后一别。此时，村民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跟故人道别。“昨天
都烧过纸了，可还是忍不住，再看一眼吧！”……

最后一夜难入眠
清凉的山风阵阵吹过，移民搬迁前的最后一夜，孩子们睡着

了，大人们却难以入睡。“睡不着，想起明天就要离开这块土地，心
里不美，不知道以后会咋样。”

84岁的周女扎老人也没睡着。在自家院门口，她坐在板凳上
凝望着远方，看了一夜。“闭上眼睛就能想起去世的老伴，马上就
要离他很远了。”老人说。

老人的儿子也没休息，他和妻子来到灯火通明的停车场，与
村里人说了一夜的话，商量搬家以后找点生意做做。

8月9日，观沟村，一个难眠之夜。

送行：割不断的思乡情愁
早上5点，天微亮，观沟村就开始热闹起

来了。一夜未眠的村民们面带疲倦来到停
车场，每人都带着一个大红牌子，上面印着
烫金的“移民光荣”四个字。

“喂！老李啊？马上就要走了。”一个接
一个的问候电话姗姗来迟。“下次来新郑玩
吧！让你见见俺的新家，可美了，都是小洋
楼，放心吧！”……悠扬的电话铃声不绝于
耳，是来自远方亲朋的问候。

5点40分，搬迁仪式正式开始，村民们根
据号码牌找到了自己要坐的客车。“东西都
带齐了吗？别哭了。”隔着车窗，邢金英拉着
亲人的手，止不住流下了泪水。“闺女一走，
俺这心也跟过去了。”邢金英擦着眼泪说，

“走了以后，再见面就远了。”
鞭炮响起，车辆缓缓移动，移民们纷纷把

头伸出窗外，想再多看一眼故乡的田野山川，

泪水模糊了一双双眼睛。车队行至淅川县金河大
道，两旁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少年们舞动着花环，
老人们默默地挥手，送别家乡的亲人。大街两旁挂
满了鲜艳的标语，字字情深意切：淅川是你们永远
的家！

迎亲：以后就是新郑人了
记者坐在 2 号客车上，与移民一起登上开赴

新家园之路。当客车缓缓驶出淅川县城时，车上
一名村民大喊一声：“以后咱就是新郑人了。”车
上顿时沸腾起来，村民们开始讨论以后的生活。

7点 10分，在西峡服务区，车队停下来休息，
“妹子，吃个煮鸡蛋吧！”全万林看到给村民发晕
车药的 3 号搬迁车副车长张玲，从兜里掏出几个
茶叶蛋。“大哥，我不饿，您吃吧！”“吃个吧！这是
俺自己养的鸡下的蛋。搬家了，鸡带不走，就煮
了几个鸡蛋。”全万林不由分说，塞给了张玲，“都
是一家人，吃个鸡蛋有啥？嘿嘿!拿着吧！”

76岁的全荣宗与记者挨身而坐，车上的人由
于一夜无眠，不少都有了困意，而他却一直望着
窗外的山川。“别看俺老，可比恁小伙子的精神
好，根本都不瞌睡。”老人一直紧握着手里的旱
烟，“你想想，俺等这一天等了 7年，也不知道新家啥样。晚上到
了新房子，再踏踏实实地睡上一觉。”……

15点，车队到达新郑薛店高速路口。在这里，高速公路工作
人员早已等候多时，并开辟了一条移民专用绿色通道，车辆依次
进入新郑这座千年名城。彩旗飘飘、锣鼓喧天，“滔滔丹江水，浓
浓移民情”、“同饮丹江水，永远一家人”等标语醒目异常，新郑人
民用最浓的热情欢迎着自家人。村民们纷纷欠起身，欣喜、好奇
地打量着今后生活的城市和这些可爱的父老乡亲。

“新郑就是好啊！你看看人们多热情啊！这下算是放心了！
哈哈！”沉默了一路的肖书祥开口了，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也落了
地。其他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老乡们，新郑美吧？”
“美！”
“改明儿等你们安顿好了，俺拉着你们去黄帝故里，咱也去拜

拜祖去！”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师傅啦！”
“客气啥？以后咱就是一家人啦！”
“对！说的太好了！”
司机李现周和村民们说着笑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着，

距离新家也越来越近……

新家：陌生地上新生活
15点 10分，移民车队抵达新郑市薛店镇观沟移民新村。突

如其来的一场大雨，仿佛是上天赐予新村人民的一场洗礼，村民
们也顾不得瓢泼的雨，径自走向自己的新房。

“这就是咱的新家？”望着崭新的住房，全荣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一排排漂亮的西式别墅，洁白的墙壁、红色的屋顶、宽敞的
客厅，他走进家门，东摸摸，西看看，眼前的一切，如梦如幻。“老家的
房子都几十年了，土墙四处裂缝，一下雨就担心砸在里面。这是俺见
过的最好的房子，真是不敢想啊！”说起自己刚从陕西打工回来的儿

子，全荣宗老人满脸的兴奋：“这以后就在家门口挣钱啦！刚好娃子
没结婚，回头寻个新郑媳妇呢！”……

尽管不少村民早就来看过房子，但再次来到这里时，感觉却
大不相同，所有设施一应俱全，街道整洁干净。“在这里住太舒坦
了！”村民全克礼感叹道。搬家前，他曾两次来到新家看过房。他
说：“这里比老家强得太多了。新家位置好，就挨着薛店镇，做生
意很方便。离县城近，骑上摩托车，半个钟头就能到。我还打听
过，这附近企业不少哩，去打个工也很方便。”

让他感动的是，新郑市的包户干部早早地就给他送来了米、
面、油、各种蔬菜、天然气炉灶、对联和鞭炮。“他们考虑得太周到
了，这些东西，足够用一个星期。”全克礼说，“你看，还有‘有困难
找政府’的通讯录呢！”大货车开了过来，他刚想爬上车搬运物品，
几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您休息吧，我们帮您搬。”一拨又一拨的
志愿者前来帮忙，有的搬东西，有的打扫房间，不少邻村的群众也
自发地加入志愿者队伍给新邻居帮忙，感动得全克礼不住地道
谢：“搬家都不用我们动手。”

“砰……”天然气灶上几股蓝色的火苗熠熠跳动。79岁的全俊
升老大爷脸上笑开了花。想起刚才的小心翼翼，全大爷觉得不好意
思了：“以前都是用柴火，没用过这个，这真是太方便了！以前在家，
早上拢个火呛得满屋子烟，咳嗽声传几里地，眼也熏得不行。”

这边全大爷刚学会使用天然气灶，隔壁朱老多便拉着民警进
来了。“俊升叔，赶紧问问你户口的事儿，人家警察有预约服务。”

“预约服务？真的？”“是的，老乡，千真万确！”民警刘书民大声地
回答道。

他告诉全大爷，新郑市公安局在观沟移民新村设立了警务
室，每天派专人协助镇派出所对移民户口迁移、身份证办理、机动
车迁移手续办理、驾驶证换证等开设专门服务窗口，实行专项服
务和预约服务。“为俺排忧解难了呀！真好！”在场的人乐得笑开
了花……

观沟新村鞭炮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节日般的欢腾。和谐
的搬迁让所有人铭记住了8月10日这一天，而在这块陌生的土地
上，移民们也怀着希望开始了新生活。

直击迁安路
核心提示：

75辆货车、29辆客车，这支

数公里长的车队，浩浩荡荡从

淅川县金河镇观沟村驶出。8

月 10 日，村民们离开了生活多

年的故乡，来到365公里外的新

郑市。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把

丰碑刻在了青山上，把功绩留

在了绿水里。在移民搬迁的前

一天，记者一行四人赶到这里，

与他们共同感受了这趟移民之

旅，用笔墨、镜头记录下他们临

别时的难舍难分，见证他们即

将开启的新生活。

本报淅川专电记者 高凯 刘冬

赵丹 陈扬 刘栓阳 文/图

夜幕落下，记者一行四人也结束
了本次南水北调移民的采访任务。
本以为在采访过程中能够见到不少
潸然泪下的场面，然而更多的是观沟
移民可掬的笑容和开创新天地的坚
强。

“娃子，进来喝口水，洗洗吧，凉
快凉快！”

“村长，到那边以后，你可得当好
致富带头人啊！”

“去了新家，俺好好打工，给家里
拾掇得劲！”

……句句问候渗入心田，琅琅誓
言重于泰山。随行的记者们也为移
民请出心底最真诚的祝愿：

高凯：移民的纯朴，新郑人的厚
道，是我往返淅川和新郑之间最深的
感受，相信两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未
来。

赵丹：丹江碧水一线牵，淅川新
郑心相连，来到了新郑，我们就是一
家人。

刘冬：当我喝上优质的丹江水的
时候，我会记住这个村庄，这些村民，
因为水坝的加高，才能让甘露滚滚北
上。

刘栓阳：照片是静的，人心是动
的。从淅川到新郑，我用镜头记录了
两地人民的深情。

▲端起酒碗干一杯，送上亲人最真诚的祝福。

在院子里，村民们在整理要带的东西。

▲新村移民正在学习使用天然气灶。

喜气洋洋走进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