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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来两条花鲢。”
年初九清早 7 点多，三江村，王仁昌戴着乌毡

帽，嘴里抽着烟，在冷风中熟练地刮起鱼鳞、剖开鱼
肚。从少不更事的青年起，他在村里的菜市场摆鱼
摊30多年，却在花甲之际迎来抉择。

曾经热闹的市场，过半都已成空房或瓦砾，商
户纷纷搬到户外。杀完鲢鱼后他等了近 10 分钟
才有下一桩生意：“如果三江村没了，我要么不做，
要么就去正规的菜场。”

王仁昌的抉择，其实也是 5104 位三江村居民
的抉择。村支书杜建明说，一年多来，签约户数达
到了 97.5%，还有 30 多户没签字。村民们选择的
安置方案，基本各占三分之一。

中午过后，村里就很难见到人影了，多数房
子变成了瓦砾，没来得及拆的也敲去了屋顶。

只是瓦砾之外，一些破旧的空房子用绿色的
铁丝网围拢起来，写上了大大的两个红字：保留。

保留跟三江村的历史有关。明朝时，沿海地
区设立御海建制抗击倭寇，“三江所城”是绍兴唯
一保存下来的明代抗倭军事防御设施，村内还有
些明清建筑。

杜建明说，这近 40 幢缓拆的建筑会接受专家
研判，具有历史价值和体现古城风貌的建筑，保留
且修缮；如果是上世纪 70 年代古城破坏后再建造
的，仍会继续拆除。

留守：习惯或牵挂 更多人在等老邻居
王仁昌最后选择了按确权面积安置房安置，

但他习惯了起早卖鱼的生活：“我没结婚时就开始
卖鱼了，去工厂上班什么都不会。”

为了能继续存放鲜货，他特意找到拆迁队，延
长了房子的拆除期限。除了周围工厂的食堂会派
人来采购，零买的村民越来越少，去年他就少赚了
1万多元。

他花 1.5 万元在 3 公里外的村子租下两间屋
子，和妻子每天坚持 6 点出摊，12 点左右收摊，享
受半天的闹猛。

菜市场里仍有众多熟人，他也道出不另择新
房的缘由：“总感觉老邻居不住在一起没意思的。”

斜对面卖蔬菜的付幼娟，60 岁，两张桌子上
摆满自己种的香菜、芹菜、大蒜等。腾空房子后，
儿子在城里买了套 100 平米的商品房，她和丈夫
王长寿牵挂家中1.2亩的菜地，就索性搭起大棚住
在村外的农田里。

其实，两人每月合计能拿 2650 元的养老金，
但王长寿说：“我不适应商品房，关上门就好像什
么也没有了。租房子跟别人又不熟，说不上话。”

就这样，付幼娟每天清晨四五点起床拔菜，骑
着自行车到两公里外的菜市场，10 点收摊，雷打
不动；因为量少，她一天也就能卖上约 50 元；王长
寿则在附近手套厂打工，空了就打理菜地。

“只有两种可能让我不卖菜，一是田没了，二
是我死了。”付幼娟时常觉得辛苦，但又不愿看到
地空闲。临走前，她反复希望我去问问：搬进安置
房前，村里能不能把田一块征收了。

杜建明听说后，摇了摇头，既因为基本农田不
能随意征收，也因为村里没有大户可以流转承包
土地。

新生：宛如蛇蜕皮 接的雨水都更干净
有人留守，有人则开始拥抱新生活。
去年 10 月，劳阿芬和儿子搬进了在袍江买的

商品房，她是三江村第一批签订拆迁协议后，搬到
新居的农户之一。

今年春节，劳阿芬第一次在新房里招待了客
人。新房实用面积超过 130 平米，三房两厅，还有
一个可以充满阳光的开阔的阳台。

“（拆迁旧房）我是很高兴的，现在多好，就像
是蛇蜕了皮，重新开始了新的日子，过几年给儿子
找对象，人家看到有这么好的房子，估计也会顺利
很多。”3 年前，丈夫得了肠癌，治了两年后，还是
去世了，留下了孤儿寡母，以及一笔不轻的债务。

因为拆迁补偿，劳阿芬可以还债，还能买新房，
现在手头还有一些拆迁款留下，“存给儿子结婚
用”，劳阿芬说，“儿子新年已经 24 岁，到了谈婚论
嫁的时候，如果还是住在三江村，我是想都不敢想
的。”劳阿芬说，自从搬进新房，就感觉肩上的担子
一下子卸掉了，体重也涨了10斤。

74 岁的汤高明则搬进了坝头丁村的周转房，
一间房200块，周围住的多是同村老人。

我见到汤高明时，他正在临时老年活动室里
看《薛平贵与王宝钏》，窗外阳光正好。迁居 9 个
月后，老人很适应新生活，总是挂着笑容：“这里环
境好了，我整个人心情都好很多。”

老人的感官很直接，比如下雨时接的雨水，都
要比在村里时干净。念佛、打牌都是老人们的日
常，也有难忘情谊的。91 岁的孙紫莲，暂住在三
江村相邻的荷湖村，午饭后经常让孙女婿开车送
到 7 公里外的坝头丁村，下午 4 点接回，就为能找
熟人唠嗑。

新春走基层特别报道之 年变 记录一个村

所有的门窗都是锁好的
孙阿姨住在老孙家后一排，早上警车来的时

候，她正准备出门买菜。看到这样一幕场景，孙阿
姨刚要凑上前，就看到老孙的小孙子被抬了出来。

“抬出来的时候已经断气了，才 6 岁啊，昨天
晚上还在我家门口玩的呀。”孙阿姨说，老孙家一
共住着4个人，老两口、大孙女和小孙子。

没一会儿，老孙夫妇和大孙女也被抬了出来。
“大孙女出来的时候，还会说话，一直在喊爸爸，好
像是有几根手指头被刀切了。”孙阿姨说，老孙夫妇
也都还有呼吸，连同大孙女，一起送到了医院。

老孙夫妻今年都不到 60 岁，有两个儿子，都
是老师，没跟父母住一起，各自在黄岩城区买了
房，因为放假，孩子住在老人家里。

凶手是谁？为什么会杀人？村里没有人知

道，也想不出来，因为老孙家里人平时都很客气，
没听说过跟别人吵过架。

而蹊跷的是，老孙家的三层楼房内，没有一扇
门或者一扇窗有被撬过的痕迹，如果是有人故意
作案，应该是熟人。

凶手就是老孙
昨天下午，很多警察一直守在案发楼外，邻居

们也都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
邻居说，老孙在几年前做过瓜果生意，好像不

是很成功，亏了一些钱以后，就开始在一家工厂上
班。老孙的妻子主要负责带孙子、孙女，一家人的
关系可以说很不错。

不过，有人说老孙这两年开始生病，而且还是
“脑子上的一些病，好像说是有抑郁症，很有可能

是老孙自己想不开，拿刀向家里人动了手⋯⋯”
昨天晚上，黄岩警方发布案件通报，初步认定

作案人就是老孙：
2016 年 2 月 17 日 7 时 58 分，台州市公安局

110 接到报警，黄岩区头陀镇孙东村一村民房内
有四人受伤。市、区两级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
抢救伤者，开展侦查，经过近 12 小时的紧张工作，
现已查明该村村民孙某（男,58 岁）因家庭矛盾，对
家人实施侵害，致 1 人死亡、2 人受伤，并自伤。目
前，孙某已被警方控制，伤者正在救治中。

随后，记者从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除老
孙的孙子确认已经死亡外，另外3人都还在医院接
受治疗，其中孙女被砍断的两根手指也已经接上，暂
时没有生命危险。老孙自己伤势也不重，但老孙妻
子因头部受伤严重，暂时还没能脱离危险。

三江村
有人在大棚里留守 有人在新居中重生

新闻回顾
2014 年 10 月底，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绍兴市斗门镇三江村迎来彻底变革——因为污染，全村整体拆迁。当时涉及全村 1500 多户，测

算的拆迁面积超过20万平米，补偿金超过10亿。
村里提供了3种方案，按确权面积安置房安置、货币化安置、自选商品房安置。其中，如果在袍江经济开发区内购买商品房，会有20%

的房款补贴和5%的车位补贴。 记者 潘杰 摄影 严嘉俊

周转小区里

，老人们聚在一起打牌晒太阳

。

台州黄岩凶案
孙子遇难 孙女断指 奶奶还未脱离危险
凶手初步认定是爷爷

昨天，正月初十，台州黄岩区头陀镇孙东村村口的几个红灯笼还挂着。早上8点多，村里的几只狗突然不停地叫唤。
“杀人了，老孙家里4个人被刀砍了！”这个拥挤的小村子被一阵阵叫喊声吵醒，村民打开大门，老孙家门口已停了好几辆警车。
昨天下午，黄岩警方初步通报：孙东村发生命案，造成一死三伤，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记者 胡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