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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軍的老家是重慶奉節縣鶴峰鄉柳池村三組。在那裏，五馬河和九盤河交匯形成黛溪河，
黛溪河南岸的柳池村海拔跨度從175米到1,000餘米，緩山而上，所產臍橙果皮中厚、脆

而易剝，肉質細嫩化渣，酸甜適度，汁多爽口，餘味清香，是中國地理標誌產品。

栽橙本為解鄉情甜度更好爭相種
最初，移植奉節臍橙至崇仁，純屬大家的思鄉之舉。胡軍說，他們這批三峽移民曾到崇

仁實地考察，根據自願原則，與奉節、崇仁兩地政府簽訂移民協議後才舉家喬遷。「抵達
崇仁那天，縣裏組織腰鼓隊、樂隊載歌載舞，上萬名崇仁人夾道歡迎。大家在新家門口燃
放了從老家帶過來的爆竹，把香煙分發給周圍的人，很是熱鬧。」
落地，還要生根，要為家裏找新出路。「撫州也有種植柑橘類的傳統，有老鄉抱着試試

看的態度，就在家門口栽了些奉節臍橙苗。幾年下來，部分樹苗抵擋不住冬季寒冷被凍死
了，存活的樹苗掛果豐收，大家一品嘗，竟然沒有了老家臍橙的酸味，甜度更好。這個消
息在老鄉群裏傳開，幾乎家家戶戶都開始效仿。」
據崇仁縣農業農村局工作人員為村民們做的調研分析，奉節種植臍橙土壤一般是白土和

沙土，而崇仁的則是紅土，後者透氣度非常好，且土質十分疏鬆，對植物根系的生長有很
大的幫助。

同鄉「抱團」齊種地兼種西瓜增效益
「我不可能永遠在外面開店，我移民到了第二故鄉崇仁，這裏始終是我們的家。剛來崇

仁時，我只有23歲；現在已經40出頭了，回家種臍橙樹；再過十來年，我們就可以跟老
家人一樣，靠這一片果樹，種種地、養養身。」胡軍此前在浙江經營一間約300平方米的
超市，存了些積蓄。2018年，他牽頭成立渝民種養專業合作社，帶領10餘戶移民入社，
在接下來的兩年裏流轉土地並改良土壤，種下了130畝臍橙。
合作社成員尤其珍視土地，每株臍橙樹設置為3米×3米間隔種植，臍橙樹下面套種玉米、

紅薯和西瓜，既不用除草，還可以讓土地效益最大化。他說：「這也是從父輩那裏學來的。以
前，我們在老家是人均8分地，很多人就在山上開荒，但自從三峽大壩開始修建，為防止
水土流失，開荒就不被允許了。於是，我們精打細算每分每寸土地的種植效益。如今，
這兒的臍橙明年也進入盛果期，畝產可達5,000公斤、產值有20,000多元（人民幣，
下同），算上的套種作物產值有3,000多元，總產值可近3萬元。」
胡軍說，他們的合作社成員都是自願參與，畢竟從事農業是靠天吃飯，而且前
期投入不少，比如買臍橙苗及農用物資、流轉土地費用共計數十萬元，而即使
是種植2年的樹苗，也還需要再等上3年左右才能掛果，生長周期長。
不過好在，為了讓移民們能致富、有發展，崇仁縣正力求將奉節臍橙打
造成崇仁一個特色亮點產業，投入300萬元的產業扶持資金，迄今種植面
積500多畝。
接下來，胡軍還打算和其他移民成立一個採摘園，輻射崇仁縣城乃至

撫州市區。他說：「裏面要種上崇仁和奉節特色水果，比如枇杷、無花
果、臍橙、杏子、脆李、櫻桃等，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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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治洪水及建築水壩進行水力
發電，三峽水利樞紐工程於 1994
年12月14日正式宣布開工。三峽工
程移民區域主要指按照位於宜昌縣中堡
島的三峽大壩蓄水175米方案，因水位

升高而受淹沒影響的有關行政區域。根據測算，受三峽
工程淹沒直接影響的區域主要是湖北和重慶的22個縣
（市、區）。

從1993年起，截至2009年底，三峽移民搬遷安置任務
如期完成，累計搬遷安置移民129.64萬人。其中，外
遷移民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上海、江蘇、浙江、
安徽、福建、江西等11個省。重慶市奉節縣共
167戶828人於2004年8月遷居江西撫州市崇仁
縣，分配在巴山、郭圩、六家橋、石莊、白
陂等5個鄉鎮15個移民安置點。

由於奉節老家當時基建
太差，連小孩子每天上學都
要走一個半小時的羊腸小
道。於這群三峽移民而言，
移民不是悲情的，有家人的
地方就是家。走出大山、改

變命運，是胡軍這一代人當時最大的夢想，過
程中的酸甜苦辣不必渲染，因為凡人皆有。

逢年過節沿路折返老家
胡軍至今仍記得，2004年8月22日，他們一

家三口在老家和親人吃了團圓飯，中午坐船從
奉節縣城出發，經 10 多個小時到達宜昌縣
城，再乘坐10多個小時綠皮專列，於24日抵
達崇仁。爾後的很多年裏，每逢春節臨近，他
們都要像候鳥一樣，沿此路線折回，和老家的
親人們團聚。直到近年，日子越來越紅火，很
多家庭都購買了私家車，大家會結伴開車約13
個小時回老家。

胡軍說：「我是家裏老幺，上面有兩個哥哥
和姐姐。當年我決定移民時，父母最初很不同
意，傷心了好久。現在，我的父親有80多歲
了，我也是兩個女兒的父親，忽然間明白了父
母以前是有多麼的不捨。這麼多年，移民們各
自發展，有的在外省做生意，還有的又回奉節
種臍橙了。我的大女兒對奉節還有記憶，小女
兒更喜歡崇仁，我也不會去糾結對哪裏感情更
深。家人在哪，哪就是家。」

堂嫂陳世蘭近日在家中一位老人去世之前，
回了一趟老家。她仍帶有重慶女人潑辣樂觀的
性格，說：「移民出發那天，我哭得要死，捨
不得離開家人。剛移民到這裏沒有多久，一個
至親就過世了，我沒有見到最後一面。這次，
在親人去世之前，我提前回家照顧了，遺憾就
沒有那麼多了。」

另一名移民葛道成家裏掛着兩張全家福，分
別是移民初期和子女開枝散葉，不變的是老母
親穩坐中央。他說：「將母親接過來了，就沒
有什麼牽掛。我們是很少回老家了，有一個兒
子退伍後，又回重慶開飯店。我們是管不了，
他們想去哪就去哪，兒孫自有兒孫福。」

女兒受惠優質教育資源
今年42歲的胡軍遷居崇仁時23歲，大女兒

那時才4歲。「老家那時交通很不方便，特別
是孩子上學，到鎮上中學要走兩個多小時的山
路。」「這邊地勢開闊，交通便利，遷居地巴
山鎮宣華村離縣城很近。」胡軍特別說道，這
裏教學條件好、重視教育，希望大女兒畢業後
能當教師，為崇仁教育事業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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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在哪
哪就是家」

▲移民之初，葛道
成在崇仁承包了千
畝荒山，用來種植
杉樹等經濟林，如
今已到收穫的季
節。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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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移民任務
16年安置逾百萬人

▶胡軍在崇仁家
門口教小女兒騎
單車。對他來
說，有家人的地
方就是家。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逍攝

◆◆移民們正在將奉節臍橙苗移栽到崇仁的紅土地裏移民們正在將奉節臍橙苗移栽到崇仁的紅土地裏。。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20182018年年，，胡軍牽頭成立胡軍牽頭成立
渝民種養專業合作社渝民種養專業合作社，，種種
下了下了130130畝臍橙畝臍橙，，並在樹下並在樹下
套種玉米套種玉米、、紅薯和西瓜紅薯和西瓜，，
讓土地效益最大化讓土地效益最大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攝

◆◆遷居崇仁後遷居崇仁後，，女兒收穫了更好的女兒收穫了更好的
教育資源教育資源。。圖為胡軍大女兒圖為胡軍大女兒（（右右））
和小女兒和小女兒（（左左））在老家奉節的合在老家奉節的合
影影。。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由於家族成員散落各地由於家族成員散落各地，，胡軍胡軍
家族很難拍一張全家福家族很難拍一張全家福，，圖為部圖為部
分成員在重慶奉節家鄉合影分成員在重慶奉節家鄉合影。。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在這些三峽移民家中，幾乎戶戶都擺放了一張麻將桌。逢年過
節或者閒下來時，移民們和原住民就聚在一起，互相教對方怎麼
打重慶麻將、崇仁麻將，偶爾還互相學方言。有時打完麻將後，
原住民順便在移民家中蹭上一頓地道的重慶飯。胡軍說：「崇仁
的氣候和奉節差不多，又都是吃辣的地方，而且崇仁這邊的教育
質量要更好。我們都挺適應的。」
胡軍的堂嫂陳世蘭和丈夫白手起家，承包約百畝農田種植水稻

養家，還在巴山鎮萱華村蓋了2棟別墅。而定居於白陂鄉趙家村
園藝場移民村的葛道成早年在湖北荊門做生意，剛移民至此，即
創辦生豬養殖場和承包經營千畝荒山，他還帶動老鄉就業，每人
每年有1萬多元的收入。

每戶獲3萬房屋維修金
胡軍自認為是不善表達感情之人，想借香港文匯報記者的

筆，說點心裏話。「現在國家政策對農民幫扶這麼好，我們在
家鄉一樣可以發家致富，誰說一定要到外面去拚搏啊？其實，
挺想謝謝崇仁的。記得建我們安置房的工期很趕，第一次進房
的時候，地上還能留下腳印，牆面還未乾透，很多人是在樓頂
打地鋪睡的。沒想到，崇仁領導們還記得這事，在2018年為大
家進行了房屋維修！我們種臍橙樹的時候，縣鄉村振興局局長
邱偉東還親自來幫忙除草栽樹。十多年來，崇仁縣水利局一級
主任科員陳友明一直在為大家付出，移民們有事就要找他幫
忙。這些都讓我們很感動！」
據悉，2018年以來，崇仁縣投資用於改善三峽移民每戶3萬元

房屋維修資金共計500萬元，基礎設施投資600萬元。

移民讚政策 家門前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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