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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徐家坝社区采访时，第一眼见到陈先
富、阳仁树二人，从口音、衣着上已经很难分辨出
他们的移民身份。而这两位和乡亲打成一片的三
峡移民村官，因为舍小家为大家，受到了大家的交
口称赞。

迁移到徐家坝后因为乐于奉献，被移民们推
举成为社区“低保委员”的陈先富是最先到徐家坝
的移民。徐家坝的移民安置点也是他代表移民们
选定的，因为这里“交通方便，离城近，又靠河边，
环境很好”，在搬来之前的4个月里，他一直奋战
在移民安置点上，抢进度、促质量，让移民们提早
一个月住进了新居。

徐家坝村成立社区后，陈先富主要负责低保
工作，全社区共3700多人，共有低保户527户，陈
先富每天主要就是和这些低保户打交道。对困难
的、符合低保政策的，他及时上报，协调解决落实，
而对一些不符合低保条件的“扯横经”、“骗吃户”
予以劝说和抵制。他记得有一个不懂政策的年轻
人，明明不符合低保条件，却到办公室大吵大闹，
陈先富先是陪着笑，让年轻人坐下来喝杯茶，等冷
静之后，再给他讲解有关申请低保的政策、条件。
一条条比对下来，年轻人觉得自己确实不够格，然
后红着脸离开了。

2007年3月，陈先富到6组进行入户调查。70
多岁的范大爷身患重病躺在床上，老伴也是年老
体弱。老人生活的艰难让陈先富揪心不已，他安慰
老人：“要好好养病，照顾好身体，你们的困难我一
定向社区领导反映。”那以后，从申请低保到领卡
发放，陈先富没让两位老人跑一次路，每次都是他
上门去为他们服务。

如今陈先富仍兼任着社区的联勤员，多年来
默默无闻地为群众办实事，传信息，他真正成为了
移民心中的“勤务员”。

2014年5月，为人热情、处事机敏的阳仁树被
选举为徐家坝社区二组分支部书记。阳仁树的人
气那可是靠自己这些年实实在在、点点滴滴的工

作成绩累积而来的。
2012年初，为解决全村及二组移民的吃菜、卖

菜问题，村里计划修建农贸市场，为让工程早日完
工，阳仁树几乎天天泡在建筑工地上，一干就是两
个月，直到农贸市场建成开业，并积极协调移民与
当地村民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农贸市场日常纠纷，
为维护社区秩序稳定、民众安居乐业忙碌操心。

2012年5月，蓝润啤酒集团需要征用二组的10
亩土地修建啤酒瓶子堆码场，社区将协调任务交给
阳仁树。阳仁树二话没说，立即带领小组队员跑国
土、找承建，并很快将堆码场交付使用，高效率的办
事作为，深得企业赞许。正是因为雷厉风行、敢做敢
干的作风，阳仁树同时赢得了村民喜爱。

当上“芝麻官”后，阳仁树更是时刻把移民、村
民的困难放在心上，一有时间，他就和当地村民拉
家常，摆龙门阵，很快成为移民心中的“好支书”。

阳仁树原本是一个建筑技术工，每天外出
打工可以挣上两三百元，而当上村官，每月
薪水抵不过他打工的零头，但能为民做
实事，阳仁树说他吃亏也值得。

“觉得一天工作累吗？”
“累也没什么，特别是

看到一些困难家庭得
到帮助的时候，那种
快乐真是难以言
表。”对视中，记者
看到阳仁树眼里
的真诚。

因为三峡工程，几百万库区移民离开故土
在异乡落地生根。十多个春秋转瞬即逝，当年
离开故土开拓新生活的移民，他们生活得还好
吗？近日，记者走进通川区三峡移民安置点，
近距离走访他们的生活现状。

三峡移民在达州的幸福生活

5月2日，记者先后来到位于西外新酢坊社区和
北外徐家坝社区的“三峡移民安置点”。

一栋栋漂亮的移民安置楼跃入眼帘。宽敞明亮
的住房里，摆放着各种家具家电，开办的“移民茶楼”、
“移民酒家”、“移民旅馆”红红火火，每个人的脸上都
写满快乐和幸福。这，似乎正是十多年来三峡移民在
达州生活的全景写照！

2002年8月15日，第一批来自重庆市开县丰乐镇
的29户105人就落户在这两个移民点里。移民到新
酢坊社区的徐军给记者讲起了迁移到达州后的生活：
2002年5月三峡开始合闸，水库的水位大幅度上涨，
开县丰乐镇将全部被水淹没。镇里动员农户们搬移，
由于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不愿离开故土，几番纠结，
最终两人离婚，身心备受煎熬的徐军含泪带着父母来
到达州安家落户。

刚来的那阵子，新的地方，新的环境，曾一度让徐
军很是伤感和不振。社区的领导经常上门慰问，找他
谈心，让徐军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很快，他和其他
的移民户搬进了新居，除了享受国家的移民优惠政策
外，他们也和当地群众一样，分到应有的田土，子女入
学、低保等都享受同等的待遇。落户的第二年，徐军
和当地姑娘杨大慧组织起了新的家庭。徐军在自己
房屋的底楼开了一家“移民茶楼”，由妻子经营补贴家
用，徐军就近打短工，父母种点蔬菜，一家人的日子过

得还算和睦惬意。
和徐军同时迁来的还有杜子美、向泽忠等十几户

移民。在记者采访徐军时，刚从地里浇水回来的杜子
美也和记者摆起了龙门阵。

“刚来时由于不太适应，夫妻俩又没啥手艺专长，
生活有些艰难，因为那时大女儿14岁，读初三，小女
儿6岁，刚上小学，学杂费及生活开支，压得我们有些
喘不过气来。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自己种些蔬菜卖
补贴家用，丈夫胡定全就到建筑工地做工，慢慢的日
子就好起来了。”

采访中，移民们还不时地讲述一个个感人的故
事。

2008年10月，通川区新酢坊社区移民向泽忠因
帮人修房摔断肋骨，当时的社区领导知情后，迅速组
织人员将向泽忠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并从外地请来专
家会诊。正当向泽忠为医药费犯愁时，社区工作人员
及村组的干部群众纷纷为其捐款，医院免去了部分医
药费，帮助向泽忠渡过了难关。之后，社区针对向泽
忠的家庭情况，安排其在社区从事环卫工作，每月有
1250元的收入，为向泽忠解除了后顾之忧。

“这里的干部群众对我们太好了，什么都给我们
安排得好好的，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能及时帮我们解
决，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徐军的父母说到这里时
感怀不已。

在通川区北外镇徐家坝社区的
三峡移民安置楼底层，我们找到了开
“移民酒家”的移民妹子徐思杰。

2002年9月16日，30岁的徐思杰
和48名三峡移民一道，从开县丰乐镇
来到徐家坝村扎根落户。最初刚过
来时，她很彷徨很无奈，由于人生地
不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后来，
村主任主动上门拉家常，嘘寒问暖，
知道了徐思杰曾经在广东有过餐饮
店打工的经历，便鼓励她开办食店，
自主创业。

想到自己18岁就外出打工，在广
东学了一些饭店管理知识和烹饪技
术，加之当时移民安置点还没有一家
餐饮店，徐思杰便与退伍的丈夫一致
决定，在自家的底楼开办“移民酒
家”。开初的所谓“酒家”，其实就是
在房屋旁边搭个简易灶台，支起锅灶
就开始经营早餐，卖面条、包子、馒
头，由于人口稀少，生意一度很差，
一年下来基本没有利润。眼看生意
冷落，酒家面临关门，村里又及时
再伸援手，一方面资助徐思杰丈夫
专程到厨师学校学习厨艺，另一
方面积极动员社区群众办生办酒
时去照顾“移民酒家”的生意。
徐思杰丈夫学成归来，手艺大为
长进，炒的菜味道可口、办的酒
席实惠薄利，深得吃客和当地
群众喜爱，渐渐的生意有了起
色，加之两口子为人热情，服
务周到，“移民酒家”的名气
逐渐打响，生意自然越来越
红火。

酒家走过十二年，见证
了他们的创业艰辛与苦
乐。如今，徐思杰扩大了
门面，装修了酒楼，附近居
民及蓝润啤酒企业职工、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生都喜欢到她的餐馆就
餐。“移民酒家”成了徐
家坝社区响当当的“名
牌”。

热情的达州人 让我们喜欢上了这片土地

自强创业
白手起家书写幸福人生

移民村官 舍小家为大家苦累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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