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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移民写真

移民“移”进新生活（五）

李 友 明，　杨　艳，　郭 舒 曼，　曾　稚
（凉山日报社，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摘　要：印波，男，３０岁，２００５年从云南省永善县溪洛渡镇三坪村搬迁至普洱市孟连县勐马镇猛犸村。在新的地方，他成了

家，做起了木制家具生意，还修建了村里最漂亮的楼房，连当地人也十分羡慕。田桂琼，３２岁，原居住在云南省永善县溪洛渡

镇三坪村，２００４年一家三口搬迁至普洱市孟连县勐马镇。田桂琼和丈夫靠承包土地种植橡胶过上了全新的生活。郑志荣，

３０岁，原是云南省永善县农场村糖房１组人，２００６年６月搬迁安置至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勐马镇勐溪

１组。聪慧能干的郑志荣把握住了“移民”这一机会，在家门口开起了小卖部，小卖部的生意一直不错，日子也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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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印波———移民姑爷的致富路

从孟连县城出发，汽车沿着蜿蜒却平坦的公

路前行，车窗外茂密苁蓉的原始森林风光一晃而

过，耳畔阵阵悠扬的葫芦丝声似有似无。约摸二

十分钟后，汽车一拐驶进一个典型的傣族村寨。

青石板铺就的道路经过一夜雨水的洗刷后泛着古

朴的光泽，各家敞开的大门里不时飘来阵阵饭香。

远远看见一栋朱红色的建筑，同行的孟连县移民

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那就是印波的家了。

富丽堂皇的小洋楼

第一次来到印波的家，我们着实被眼前的景

象吓了一跳，面前这栋面积为２６８平方米的两层
小洋楼装修得可用“富丽堂皇”来形容：气派的铁

艺大门一推开便能看见宽敞的院坝，院墙左右两

侧栽种着四季常青的发财树；楼房外墙通体刷成

淡朱红色，窗框、转角等处均装饰着各种图案的白

色浮雕，两层楼之间的墙壁上一只正欲展翅翱翔

的孔雀铜饰十分惹人注目。

客厅向外延伸出一个约有２平方米的地台，
伫立着两根雪白、高大的罗马柱，连一个成年人也

环抱不住，柱子两端的祥云图案更是雕刻得栩栩

如生。

走进房内，客厅也是出乎意料的宽敞。被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２

厅中央一张木质茶几所吸引，粗略估计其长度竟

在２米以上，与普通的会议桌无异，凑近一看上面
原木特有的纹理也清晰可见。茶几后是一张也由

原木加工制作而成的沙发，比茶几稍长，由于表面

喷上了清漆所以摸起来并不扎手。房间内其余家

具和液晶电视、家庭影院等电器的尺寸都比一般

家庭使用的大，但摆放在这偌大的客厅中却也并

不显得拥挤。

从客厅一侧的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卧室也全

都是按照欧洲宫廷风装修，看上去奢华、大气。但

细节处仔细一看，高高翘起的屋檐、窗台上的石虎

花、墙上驱邪避凶的竹篾编制物……无一按照傣

族传统习惯来布置。整栋房屋光装修就耗资近６
万元，也许这在一些大城市算不得什么，但在孟连

这样一个偏远县城却是极高的成本了。

记者一边参观，一边不由得发出连连感叹，这

真是我们走访过的所有移民中房屋修建得最漂亮

的。而房子的主人印波却笑着说能住上这么好的

房子也是几年前的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种过桔子树，但是卖

不上价，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下来才挣得到

２０００多块钱，还不够糊口的。”印波口中的“老
家”指的是云南省永善县溪洛渡镇三坪村。

三坪村地处金沙江峡谷地段，由于受地理环

境和生产条件所限，这里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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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普遍偏低。出于生计，同时也不甘于贫困，２０
岁的印波放下锄头改行跑起了运输。

“跑运输虽然比务农挣的钱要多一点，但是

跑长途特别累，而且收入经常不稳定，人家有货你

就拉，没货就在家里面闲坐着，饱一顿饥一顿

的。”仗着年轻身强力壮，印波还是一直坚持从事

着这份工作。由于肯吃苦，许多同行不愿意拉的

货物他都抢着拉，渐渐得到了许多客户的称赞。

时间一久也形成了固定客源，还拥有了一辆属于

自己的货车。

２００４年，印波正在位于溪洛渡电站上游施工
区的三坪变电站和朋友一起承包工程，听说自己

所在的生产队即将搬迁，这不禁让事业刚刚稳定

下来的他为未来担忧起来，“搬迁以后我靠什么

为生？还是跑运输吗？”“安置地那边的货运情况

怎么样？比在这里还困难吗？”……印波的心中

充满了疑问和焦虑。

几夜的辗转难眠，印波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

念头：“这两年我事业渐渐有起色的原因不正是

因为溪洛渡水电站的建设为我们周边老百姓带来

了不少发展机遇吗？它投产发电以后造福的更是

全国人民。在这样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型工程面

前，我咋能只顾自己的利益拖大多数人的后腿？”

这个想法顿时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了他混沌的内

心。

２００５年，在当地移民局和三峡集团领导的欢
送下，印波开着他的货车以溪洛渡水电站施工区

第二批移民的身份与父母一道来到了普洱市孟连

县勐马镇猛犸村。

农民—司机—家俱老板

因为没有其他的技能，搬迁到新家后印波还

是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在勐马镇跑运输。都说

“一技在手，吃穿不愁”，初来乍到的印波虽然对

勐马的运输市场不太熟悉，但在慢慢适应了当地

的生产、生活环境，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网后，找

他拉货的人越来越多，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他惊

讶地发现这里竟然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商机。

“历史上孟连就是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而且勐马镇离缅甸只有２２公里，每天都有很多货
物经过这里销往国外或者运到国内。这些来来往

往的货就是我们跑运输的机会，在这儿搞运输比

在老家容易得多！”印波的语气中有掩饰不住的

惊喜。

边境频繁的贸易往来给印波带来了接踵而至

的挣钱机遇，最多的时候月收入高达１万元钱，比
原来在老家务农一年的收入还高。随着经济情况

日渐改善，他很快拥有了自己的第一笔存款，第一

辆私家车。

在孟连，印波还找到了他生命中重要的另一

半。“也是在跑运输的时候，我到她家的砖厂去

拉砖才认识的。”彼时的“她”是全寨子里最漂亮、

最勤快的傣族姑娘，身边不乏众多追求者，却独被

印波的真诚所打动，嫁入他家做了移民媳妇。

婚后，夫妇俩很快有了一双儿女，四个人的小

家更加完整。初为人父的印波感受到肩上的责任

比以前更加重大。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他鼓

足浑身干劲起早贪黑把运输生意越做越大，家庭

条件也越来越宽裕。

２００７年，印波耗资４０万在猛犸村新修了一
栋楼房。新家建成后，他带着妻女从原本与父母

一起居住的移民安置点搬出来住进了这栋漂亮的

房子，引得许多当地人也羡慕不已，大家都夸印波

是全寨子最能干的移民姑爷。

２０１０年，事业顺利、家庭美满的印波在从事
了近１０年运输行业后改行做起了木制家具生意。
他在自己搬迁后得到的补偿土地上盖了一间家具

制造厂，把从缅甸进口的木料运到这里进行加工、

设计，打造成一件件质量上乘、款式时尚的茶几、

写字台、沙发等家具，再销往广州、深圳等全国各

大城市，我们在他家客厅看到的不少家具就是他

自己生产的成品。

“轰轰轰”，在印波的家具厂里，三名工人正

伴着机器的轰鸣声熟练地打磨刚刚才运到的木

材，有细碎的木屑在空气中飞扬。经营木制家具

生意具体的利润印波不方便透露，但据记者观察

绝不会比跑运输少。

除此之外，颇有经商头脑的印波同时还在做

橡胶苗生意，将从农户手中购买过来的橡胶苗贩

卖到外地，赚取中间差价。他告诉记者，要想在一

个地方求发展、谋出路，就要把自己置身于当地的

经济环境中，而他现在已经完全融入到勐马的经

济环境中了。

“喂，这个生意好不好做嘛？”

“货源可以保证吗？”

“那好，算我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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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途，印波的手机响了起来，原来是他的

一个朋友游说他一起合伙做橡胶生意。看来，他

这几年又有得忙了。

印波说他搬迁过来之后由于工作繁忙没回过

几次老家，可每次回老家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第一次开车回老家用了３２个小时，第二次用了
２４个小时，最近一、两年只要１９个小时，老家变
化也是非常大的。”他眼中满是对故乡割舍不下

的眷念。

刚刚学会说话的小儿子步履蹒跚走过来赖在

印波身上撒娇，孩子虽然口齿还不清楚却带有明

显的当地口音。印波充满慈爱地看着怀里的小人

儿说，自从儿子出生以后还从没有带他回过老家，

等再长大一点还是要带他回去看看的，让他知道

自己的祖辈是从哪里来的，知道现在生活的来之

不易。

从农民到司机，再到家具厂老板，印波借着移

民的契机一步步走上了他的发财路，现在附近村

里的人提起这位移民姑爷都会竖起大拇指。谈到

未来的发展，他信心满满地说：“等到从澜沧到勐

阿的二级公路修通了，孟连的机遇会更多，到时候

生意肯定就更好做了。”

人物：田桂琼———边地的迎春花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祖国西南边地的一颗温

润灵秀的“绿宝石”，这里有傣、佤、拉祜等少数名

族世居于此，当地人善良的性格和淳朴的民风时

常让游客有深深的归属感。由于气候适宜，土壤

肥沃，勐马盛产各种经济作物，香蕉、橡胶、咖啡等

品质均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这里与缅甸接壤，边

境贸易频繁，每天都充满各种巨大的商机。田桂

琼的新家就处在这清秀温柔的地带。

故土难离

信步走在孟连县勐马镇勐溪一组里，宽阔平

坦的水泥路四通八达，统一规划的房屋在道路两

旁一字排开，各家各户门前都栽种着青花椒、白魔

芋、砂仁等永善盛产的作物，让人恍惚之间生出身

在永善的错觉。

田桂琼今年３２岁，原居住在云南省永善县溪
洛渡镇三坪村。２２岁时，她与丈夫初次在昆明打
工时相识，两个年轻人迅速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

婚后，夫妻俩一直在老家务农，过着波澜不惊的日

子。

田桂琼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地却很少，２４口

人总共才有近二十亩土地，平均分到他们夫妇俩

手上后更是少得可怜。但这位勤劳坚韧的传统中

国妇女非但没有因此心灰意冷，放弃过上好日子

的希望，反而凭着一双巧手在地里种上了黄瓜、花

椒、梨等各种作物，还在自己家里养起了土鸡。

“只要是适和当地气候和土质的作物我们基本

上都种过了，就这个样子一个人一年也只有三、四千

块钱的收入，只够维持温饱，更不要说发家致富了。”

提起当初日子，田桂琼有一肚子苦水倒不完。

婚后不久，田桂琼和丈夫的第一个女儿出生

了，看着呱呱坠地的孩子，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尝到

了为人父母的喜悦。可随着女儿日渐长大，两人

的眉头却是越锁越紧。

“你想嘛，现在小娃娃的奶粉、衣服、尿片哪

样不要钱嘛，家里面本来就不宽裕，有了娃娃以后

就变得更老火了。我们是自己不吃不喝都舍不得

亏了她一点，但是不管再咋节约钱还是不够用。”

田桂琼无奈地叹了口气。

急于突破生活窘境，但又无一技之长在手，田

桂琼夫妇就在现实和希望的煎熬中艰难度日，这

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２００４年。
那一年，一条重大的消息在田桂琼所在的三

坪村和其他周边几个村庄炸开了锅：装机容量居

全国第二的国家巨型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将

落户四川省雷波县和云南省永善县接壤的金沙江

峡谷段。

很快，水电站业主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和当地移民局领导为包括田桂琼在内的所有翘首

企盼的村民带了的更加确切的消息：工程施工区

范围内的乡镇将安照相关规定外迁，三坪村就是

此次涉及移民搬迁的村组之一。

田桂琼和丈夫隐隐意识到这是一条可以改变

他们目前生活窘境的路子，所以在当地移民局工

作人员挨家挨户做宣传动员工作时，他们主动在

移民安置协议上签了字。

问起田桂琼当初为什么那么毅然决然地同意

搬迁，难道不害怕来到新环境后会不适应吗？她

淡淡地笑着说：“刚来肯定是不习惯的，但时间一

久还是没觉得没啥了。当时就想着这儿的情况再

坏也不过就是跟老家一样，农民嘛，只要有地，手

脚勤快点走到哪都能活。”她的眼中透着一股移

民特有的韧劲，那是一种长期与新环境磨合后沉

淀下来的坚持与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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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桂琼永远记得搬迁当日的情景：那天，阳光

从没有那么刺眼过，三坪村一改往日冷清沉闷的

模样变得前所未有的热闹。各家各户都进进出出

地忙着搬运家具、行李，三峡集团的代表和乡镇领

导在一旁热情地指挥众人把物件摆放到早已停在

那里的大卡车上。每一个人都在高声谈论他们移

民新身份，谈论着即将开始的生活，脸上满满的都

是期待。

田桂琼最后一遍检查没有遗忘的物品后，深深

地看了一眼这个她曾经的家。她细细地摩挲着光

秃秃的墙壁，那上面的每一条裂缝都装满她过往的

回忆。空荡荡的屋子里似乎还能听见她和丈夫婚

后的欢声笑语和孩子落地时发出的第一声啼哭。

对故乡的留念盈满了眼眶，田桂琼抱着已经

一岁零七个月的女儿久久地注视面前的房间，想

要把它永远刻在脑子里。最后在丈夫的一声声催

促中，她恋恋不舍地关上了那扇熟悉无比的大门。

致富生机

“噼啪、噼啪”，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田桂

琼一家三口坐上了系着大红花的溪洛渡水电站移

民专用车。随着汽车的发动，曾经熟悉的场景在

眼前渐渐消失。但他们心中只有不舍，没有难过，

因为他们知道当下一阵鞭炮响起时，他们的生活

将翻到全新的一篇。

按照协议，田桂琼一家被集中安置到普洱市

孟连县勐马镇勐溪一组。勐马镇优美的自然风

光、四季如春的气候、开阔肥沃的良田、热情淳朴

的民风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都带给了他们满满

的惊喜，田桂琼对发家致富的信心更加坚定。

移民的迁入为勐马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了强劲的动力。看到由于移民安置点刚刚新建

完成，周边的商店并不是很多，许多移民需要步行

十多分钟到街边的商店里购买，很不方便，颇有一

些经济头脑的田桂琼盘算起了她的生意经。

“我和老公商量以后，决定用移民补偿款把

房子的大门改一下，做成店铺门面的样子，再在客

厅墙上订做一些玻璃搁板，可以进一些食品和杂

货摆在上面卖。”在田桂琼和丈夫的亲自动手装

修下，一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移民小卖部

就这样在孟溪一组开起来了。

令两夫妻没想到的是，小卖部的生意从一开张

就好得出乎意料。由于地方近、少走路，而且又是

三坪村老乡开的，移民们都愿意到他家店里购物。

买完东西后大家伙常常坐在一起闲话家常，渐渐

地，田桂琼的小卖部成了移民们新的“聚集地”。

田桂琼家的小卖部每天生意源源不断，最多

的时候一天的营业额能达到２０００元，平均一星期
进一次货，每次进货额将近一万元。记者粗略计

算了一下，田桂琼家一个月光靠开小卖部竟能有

上万元的收入！

“搬之前把最好、最坏的情况都想了一遍，但

是根本没敢想可以像现在一样一个月挣的钱比以

前一年挣的都多，不仅不用担心基本生活了，还能

有多余的钱存起来以后留给娃娃读书用。”田桂

琼说这话时眼中全是掩盖不住的喜悦。

为了到县城进货方便，２００６年田桂琼和丈夫
还花３万元购买了一辆面包车。而此时，家里已
经有一台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了。

闲暇无事的时候，夫妻俩喜欢载上大女儿和

搬迁后才出生的小儿子开车到处游玩，沿途洒下

一路欢歌笑语。“以前在老家的时候每次赶集都

是靠走路，一走就是个把小时。但是现在我们居

然可以开着自己的车到处去耍了，那个时候哪想

得到哦！”田桂琼不由得感叹道。

橡胶业是孟连县的支柱产业，不少当地群众

因此脱贫，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今年，经过一番考

察，田桂琼夫妇发现种植橡胶利润空间大，价格稳

定，且当地橡胶市场成熟，是一条发家致富的好路

子。两人索性将自家分配到的３亩土质肥沃但不
适合种橡胶的土地出租给别人，用这几年积攒下

来的１４万元，连同从亲戚那里借得的１１万元，共
计２５万元承包了３０亩橡胶地，全身心投入到橡
胶种植中。

刚开始由于缺乏经验，田桂琼夫妇便向当地

从事橡胶种植业多年的胶农学习技术。两人边学

习边摸索着实践，遇到困难虚心讨教，很快就学会

了橡胶的基本种植技术，除草、打药、施肥，无不是

二人亲自上阵。在他们的悉心栽培下，地里的橡

胶树长得又大又好，并很快就见了效益，纯收入达

６万元。
两个孩子年纪还小，都需要田桂琼照顾，管理

橡胶园的重担就落在了丈夫一人的肩上。每天看

到丈夫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园里回来，田桂琼都心

疼不已。但丈夫却安慰她要想过上好日子，辛苦

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等明年我们把账还完了日子就更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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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以后读书的钱也要不到多久就存够了。”笑

靥绽放在这个乐观、坚强的妇女脸上。

在采访中，田桂琼说了很多次“没想到”。她

没想到一座水电站可以改变他们一家人的生活轨

迹，没想到一次搬迁让他们过上了原先不敢奢望

的好日子。她说，她不是对生活有很高要求的人，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是家，现在的生活她很

知足。

人物：郑志荣———移民村里的“老板娘”

远处种满茶树的山丘半躲半藏的隐现在云雾

里，山丘下是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河水清澈透

底；田埂边的稻田整齐划一、丰收在望，不禁让人

心旷神怡；一排排具有民族特色的楼房跃然眼前，

连空气中仿佛弥漫着山水田园的幸福气息。

这正是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勐马镇勐溪１组移民安置点的美丽景色，这
里居住的是至２００４年来云南省永善县溪洛渡水
电站搬迁安置的近百户移民。

经过１条笔直的大道，再转个弯，只几步，我
们就在宁静祥和的勐溪１组里，找到了组里的一
家小卖部，小卖部仅１０平方米，店面虽不大，店内
的货品倒是品种齐全、琳琅满目。

这家小卖部的老板娘正是郑志荣，她的小卖

部就开在经改造的自家屋里。

见到郑志荣时，她正忙碌着招呼“客人”，因

勐溪１组旁驻扎着部队，她的客人们都很特殊，全
是身着军装的官兵。

“老板娘，拿２瓶矿泉水。”“老板娘，买块肥
皂。”混杂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方言，郑志荣倒

是应付自如，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脱口而出，“好

的，找你一元。”“来，肥皂拿好。”正里外忙碌着的

郑志荣肩上挎一黑色小包，长头发高高束着，紫色

的雪纺衫映衬着姣好的面容，让我们很难想象这

是一位自小在农村长大的妇女。

郑志荣一边张罗着生意，一边抬凳子让我们

坐下，“大热天的，快先喝点饮料解解渴。”郑志荣

麻利地打开冰柜拿出好几瓶冰冻饮料，让我们坐

下慢慢聊。

勐马镇上的小卖部

郑志荣是２００６年从云南省永善县农场村糖
房１组搬迁至此的移民。在永善县农场村生活
时，由于自家土地少，仅种植了一些花椒、花生、玉

米等供自家人食用，年纪轻轻的郑志荣为了减轻

家中的负担，早早地就外出打工了。

直至２００６年启动溪洛渡水电站移民搬迁安
置时，郑志荣才结束打工生活从外地回到老家，郑

志荣与丈夫结婚后，由于丈夫李春雷不是同村人，

按政策属随迁人口，全家４口人一同集中搬迁安
置到了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勐马镇勐溪１组。

刚搬来时，一向忙碌惯的郑志荣因有孕在身，

没有外出工作，暂时呆在勐马镇家中安心养胎。

生下二儿子李吉聪不久，郑志荣就闲不住了，她打

算“谋点小生意做，增加家庭的收入”。

经过郑志荣的用心“考察”，勤劳聪慧的郑志

荣决定在勐马镇上开一家小卖部。

说做就做。郑志荣跟丈夫李春雷商量好后，

没几天功夫，郑志荣就在勐马镇正街上找到一间

“很小的门面”，她立即独自跑去孟连县城进了１
万余元的货品，再找车拉回了勐马镇，准备“大干

一场”。

然而，现实并非总如人愿。由于勐马镇人口

稀少，再加之勐马镇地处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边境，

距离缅甸关口仅２２公里路程，多数为过路车，郑
志荣的小卖部生意一般，仅够维持家里人生活。

直至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郑志荣家所在的勐
溪１组突然进驻了部队，大量的官兵驻扎在了村
里。颇有些经济头脑的郑志荣有了更新的想法，

“我想在家门口开一家小卖部，部队就是最好的

消费群。”

生意的“技巧”

当年９月，郑志荣果断结束了勐马镇上的小
卖部，将自家门口原统一规划设计为猪圈的地方

铺上水泥，砖砌了一间约１０平米的“店铺”，店铺
的后门连通自家的院坝，这样一来，院坝里可以摆

放一些货品，同时也方便了家人打理生意。花费

２万余元进购了第一批货，郑志荣的小卖部就在
家门口开张了。

不出郑志荣所料，选择在部队驻扎的地方开

小卖部，是郑志荣“一次正确的选择。”小卖部开

张后，生意一直不错，官兵们平常需要的生活用品

等都能在郑志荣的小卖部里买到，聪慧干练的郑

志荣还根据他们的需求，进购了桶装矿泉水、时令

水果等货品。

“这两天天气热，冰冻矿泉水、桶装水，还有

水果都十分好销。”还没聊上２句，不停地有人来
购买货物，郑志荣就又开始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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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这个时间，我们仔细地打量起了郑志荣

的小卖部：２个货柜挤满了各式饼干、方便面等零
食；靠门边的１个货柜里整齐摆放着牙膏、肥皂等
生活用品；店里摆放着４个冰柜，冻满了饮料和水
果。在另一边的小货柜上，还有一些孟连县出产

的白魔芋丝、普洱茶等特产礼盒，“进些摆在这，

有时候官兵们放探亲假回去还可以就近买点回

去，反正我基本都是根据他们的需求进货。”简单

的一席话，可以听得出来，郑志荣非常有经济头

脑。

在右手边镂空的货架里，我们还发现摆放着

一台黑色的台式电脑，“平时不忙时我就上网看

连续剧，打发一下时间。”看来，对于郑志荣而言，

她的“守店生活”还算是乐趣无穷。家中的电脑

已买了２年了，小学未毕业的郑志荣很愿意下功
夫，自己“钻研”学会了使用电脑，“现在上网看看

电影、聊聊天我还是会的。”

说话间，正好有人过来想在郑志荣的电脑上

下载一些软件，郑志荣依旧用普通话笑呵呵地说：

“去吧，你自己下载，这些高科技的我就不会了。”

忙碌了好一阵子的郑志荣正准备坐下休息片

刻，拉桶装水桶的货车开到了自家门口，郑志荣一

手提２只空桶，麻利地与师傅一同来回搬运了５、
６趟，才将已经售卖完的空桶全部运到车上。“２、
３天没来拉桶了，看嘛，都堆了３０多个了。”郑志
荣跟我们说道，一桶纯净水卖７元钱，自己能从中
赚１元钱，“反正薄利多销嘛！”

同时，经过近１年的经营，加之生意不错，货
物需求量也大，郑志荣掌握了许多做生意的“技

巧”。进货时再也不需要自己跑到县城去批发

了，只需一个电话，送货的货车很快就开到家门口

来，“现在这样，方便省事多了。”

从郑志荣朴实无华的话语中，我们切实感受

到了她的聪慧大方，她的幸福笑容里，荡漾着一家

人的幸福生活。

幸福的新家

在勐溪１组生活了５年，郑志荣早已习惯这
里的气候和生活，“气候比我们永善还是好多了，

这里雨水多，冬天也不冷，比起老家冬天的那个寒

冷劲，这里舒服多了。”

家中的２个儿子，也同样早已融入这里的生
活。理个小平头、有些小调皮的大儿子李吉龙今

年１１岁，已经在“勐马中心完小”读六年级了。

今年７月，李吉龙还参加了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公司举行的“溪洛渡库区移民学子三峡行活

动”，与１５０名溪洛渡库区移民的中小学生、教师
和移民干部一同参观游览了三峡，“这个小家伙

性格大方，在重庆时还请大家吃冰棒呢！”当时负

责领队的孟连县移民局副局长相娥根告诉记者，

通过６天的行程，移民师生和移民干部们赴重庆
沿江而下，直抵三峡大坝所在地，一路感受了三峡

高峡平湖的美丽风光和三峡库区移民的新生活。

当我们正想问２儿子李吉聪的情况时，刚从
学前班下课回家的李吉聪从后门窜了出来，“妈

妈，我回来了。”李吉聪刚满５岁，长得虎头虎脑、
黝黑结实。李吉聪很是可爱，当我们说给他照相

时，小家伙立即用一口孟连口音回答到：“要得！”

郑志荣在一旁说：“我家这个小儿子，最喜欢的就

是照相了。”

郑志荣一天到晚在小卖部里忙碌着，丈夫李

春雷也有自己的“大事业”———自家的 ２０亩果
园。搬迁到勐溪１组后，郑志荣家按照政策分到
了３亩土地，郑志荣与丈夫将自家的３亩土地全
部承包给了外地商人种植香蕉，每年能有 ３０００
元的收入。

２００８年，丈夫通过土地流转种植了２０亩土
地的热带水果，据郑志荣讲，李春雷在永善时未种

植过果树，到勐马镇居住后，才开始学着当地人种

植适应热带生长的水果。现在２０亩土地里种植
着满园菠萝蜜、桃子、李子等果树。“明年菠萝蜜

就开始收成了，品相好的一个菠萝蜜能卖四五十

元呢！”郑志荣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憧憬。

现在，郑志荣在家经营着生意不错的小卖部，

丈夫李春雷打理着载满希望的果园，２个儿子都
已在勐马镇上读书，一家人的生活幸福安定。

我们起身准备告别时，在郑志荣家门前的花

台里，看到郑志荣精心种植的各类植物：不但有远

从１０００多公里外的“老家”移栽来的青花椒、砂
仁、柑橘等特产作物，还能在花台里找到“新家”

孟连县才有的大香菜、石虎花等傣家人喜种的花

草。

花台里，高矮搭配、色彩各异的植物生长在一

起，如同郑志荣一家，在这片崭新的沃土上，向着

明媚的阳光，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和谐移民新

生活景象。

（责任编辑：卓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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