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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未改鬓毛衰

开江县任市镇万欣社区是三峡移民
安置点之一。这里交通便捷、农产业发
达，20年前，来“考察”的移民廖佰宏一眼
就相中此处。

“这里离家很近。”2002年，原重庆开
县（现重庆开州区）丰乐镇的 185名村民
带着部分家当迁至开江县。此前，年近
半百的廖佰宏已经前往各个安置点“考
察”，最终决定留在开江，“上了年纪的
人，始终不想离祖籍太远，希望能常回去
看一看。”一间门市、两层楼、三分地，这
就是廖佰宏一家 7 口在开江扎根的“不
动产”。

1 月 12 日上午，记者一行到达廖佰
宏的“新家”时，一家人正在打扫卫生。

“我们刚从开县回来，准备在开江过年
了。”出门一段时间，家里落了灰，就连菜
刀也钝了。“我舅老倌有事请人帮忙，我
们就去开县住了几天。”廖佰宏一边磨
刀，一边介绍移民后的生活。

“才来很不习惯，他们说的么子（方
言：什么）也听不懂。”对于在开州生活近
50年的廖佰宏而言，移民后生活最大的
阻碍竟是“口音”。“我们说‘清菜’（洗
菜），他们说‘lang 菜’。早晨卖猪肉，也
经常因为口音闹笑话。”当时，屠宰户杀
猪零售需要缴税，每头猪十几元，但政府
为三峡移民免除此项税务 3 年。于是，
搬到开江 2个月后，安排妥当家内事务，
廖佰宏一家决定开一个肉铺。

“虽然听我们口音就晓得是外地人，
但是当地人并没有欺负我们。”廖佰宏
说，移民当天，村干部就召开村民大会强
调，“对待移民要像待客人一样，不能欺
负他们。”政府和村干部的特殊照顾，让
廖佰宏倍感温暖，他们也更积极地与附
近村民“建交”，甚至还有了后来的“联
姻”。

廖佰宏家所在的楼栋，全住着三峡
移民，大家相互间多有照应。看见廖佰
宏家的猪肉生意风生水起，其他移民纷
纷效仿。后来，万欣社区移民安置点俨

然成了一个生肉集市，人来人往，好不热
闹。初来乍到的移民也因此积攒了安居
乐业的“第一桶金”。廖佰宏更是因为猪
肉生意，碰到读书时的老同学，后来两人
成了亲家，几年后，家里又添了一位新成
员。

如今，69岁的廖佰宏两鬓都已斑白，
仍操着一口开州话。“呆这么多年，我口
音还是没改。”廖佰宏说，猪肉铺关闭后，
家里重操旧业，搞起了室内装修，业务覆
盖重庆、达州各地，有时在开州一出差就
是好几个月。近 20年过去了，廖佰宏都
抱了重孙，一口乡音依旧没变。

落地生根枝叶茂

廖佰宏家不远处，就是移民杜俊的
家。

杜俊个子不高、微胖，言谈间，开州
口音已不明显。移民那年，杜俊还未满
17岁，是个青葱少年；如今，他已是两个
孩子的父亲，是一家6口的顶梁柱。

“那时候年纪不大，适应能力比较
强。父母在，我也觉得心安。”杜俊说，在
开州时，父母开了三间门市做小生意，日
子还算过得去。到开江后，那时的万欣
社区不算发达，做原先的生意极可能亏
本。看见廖家杀猪卖肉的生意火爆，杜
俊一家也开起了猪肉铺子。

年轻的杜俊并不想做一个“杀猪
匠”，认为没有前途。家里卖猪肉的第一
年，杜俊外出开货车运输砂石。“我没咋
个读过书，但是学会了开大货车这项技
能，至今都以此糊口。”杜俊说，刚到开
江，没个熟人，跑车也不被人信任。“村里
的干部人都非常好，有运输砂石的活儿
都优先考虑我。”在村干部的支持下，杜
俊慢慢积累了人脉，也有了稳定货源。

“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只当个跑车的，
还是要混出个名堂。”一年后，家里生意
尚可，杜俊便回家帮忙卖肉，积累创业的
资金。“卖肉基本上都在早上，下午我们

就休息。”休息时间，杜俊喜欢和周边新
认识的朋友一起去任市镇中学打乒乓
球，在那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刘亚
辉。

2006年，对杜俊而言十分特殊。这
一年，他与刘亚辉结婚，在开江成家；这
一年，他与 7 位跑车的好友联合开了一
家碎石场，在开江立业。“养家的担子，从
父亲的肩膀转移到我的肩膀，整个人一
下子就长大了。”最初，他看见父母就心
安，而现在他给了父母心安。

开办碎石场的那几年，杜俊既是股
东也是员工。“那个年代，碎石场算是热
门行业，货品供不应求。”再后来，他卖掉
碎石场，又承包了车队。杜俊的一系列
大胆抉择，为这个移民家庭换来红火的
日子。而他家从来时的3口人，变成了6
口人，热热闹闹的家庭生活终于给了他
安定感。

“现在有钱了，还想走吗？”面对记者
的提问，杜俊摆摆头，笑着说，“不走了。
我的家安在这里，我的亲人、朋友和事业
都在这里，开江已经是我的家乡了，走不
了了。”如今，逢年过节杜俊也会带着一
大家子，去开州看一眼早已成“汪洋”的
家，去后来新建的集镇上会会亲朋好友。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罗未
何龙 实习生 李潇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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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蓄水后，将淹没大量城镇和农田。自此，
一场世纪移民拉开序幕，百万峡江儿女举家搬迁至山东、上海、四川等地。

滚滚江水推动发电机飞速运转，电能输送至千里之外，照亮千家万户。如
今，建成后的三峡水电站已运转了多年，而为此挥别故土的峡江儿女又如何
呢？1月12日，记者来到开江县三峡移民安置点，探访他们现在的生活。

此心安处是吾乡
——回访开江县三峡移民

准备出车的杜俊准备出车的杜俊

侍弄菜园的廖佰宏侍弄菜园的廖佰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