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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从村民到村委，胜利

村一直呼吁相关部门在黎嘴渡口

附近建设一座桥，方便两岸村民往

来和孩子们上学。那么，村民的愿

望能否实现呢？记者从福绵区交

通局了解到，由于江面跨度较宽，

估计建桥所需资金在 2000 万元左

右，而建桥不在村主干道建设项目

的范畴，当地政府财政难以支撑，

也难以申请相关上级专项支持，由

于这种种因素制约，建桥事宜一直

没有后续。

去年 11月，在上级传达了关于

“渡改桥”专项资金扶持项目通知

后，福绵区交通局递交了关于申请

福绵区樟木镇黎嘴渡口“渡改桥”项

目扶持的相关资料，目前尚未得到

批复。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

能获得“渡改桥”项目的专项扶持，

将有望获得建桥资金量的 85%专款

扶持，届时福绵区将自筹剩余资金

为当地建桥。

“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在江

上建桥。”胜利村一位六七十岁的

老人感慨道。多年来，当地村民

向 政 府 部 门 呼 吁 建 桥 通 路 的 同

时，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力

支持江上通桥，希望江两岸的村

民能通过建桥方便密切往来，孩

子们上学不用看老天的“脸色”，

而青壮年劳力不用跑到外地去打

工，村里的发展也会随着交通的

便利慢慢好起来……只是，他们

不知道建桥通车的梦想何时能真

正照进现实。

数十年来，福绵樟木镇胜利村村民靠摆渡过江，他们想知道——

黎嘴渡口何时能撤渡建桥
□记者 唐劲梅

近期，玉林频频出现持续强降
雨，各县（市、区）处于高度警备的
防汛时期。位于福绵区樟木镇胜
利村南流江边的黎嘴渡口，每逢
雨季江水漫过最高警戒水位时，
渡船便会停运，这意味着南流江
东岸大浪肚、滑石江以及新村等
村屯孩子们的上学“路”被“封”。
数十年来，当地村民过江主要依
靠摆渡坐船，交通不便极大地制
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大家都有一
个共同的心愿：江上建座桥，方便
两岸群众、学生出行。

6月 22日，记者来到位于南流江樟

木镇胜利村段的黎嘴渡口，这里是南流

江与黎江（又叫“新桥江”）的交汇处。江

面宽度近200米，江对岸停着两艘黄颜色

船体的船只，其中一艘为“福渡05”号，一

艘为“福渡06”号。

远远望去，有两名船工模样的村民坐

在船上，并不理会对岸是否有人需要坐

船，因为他们如今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每

天早上7点左右和下午四五点，接送家住

江对岸的孩子们上下学。渡船仍是大浪

肚、滑石江以及新村等自然村的小学生们

上学的主要交通工具。

所谓的渡口，只是在江岸的草坪上修

建了两段十米左右的硬化路便于上下

船。近期雨水频繁，草坪泥泞。由于还未

到胜利小学下午放学的时间，渡口周边静

悄悄的，偶尔有人到江边钓鱼。

“这个渡口在我们小时候就有了，那

时候送我们过江用的都是木船，近些年

才换成铁船和机动船。由政府购置，主

要是方便学生上下学，也不收费，所以我

们基本坐不上。”村里几位六七十岁的老

者告诉记者，多年前，周边村民过江往来

都是依靠坐船，如今村民的交通工具如

电动车等不便上船，如果不是本村在胜

利小学读书的孩子或其他认识的人，一

般船工都不大理会，外来人很少能坐上

船。而该村附近的桥，近则十几公里，远

则二十多公里，因交通不便，他们如今也

较少到江对面的村子去走动了。

记者在胜利村大浪肚屯村民刘伟忠

的帮助下，乘坐其个人用于打鱼的小船

顺利过江。“我早些年在江上干了七八年

摆渡的活，自从政府出资把渡船换成机

动船后，需要执证上岗，就由其他持证村

民来操作机动船了。”刘伟忠介绍，南流

江东岸大浪肚等三个自然村都是胜利村

的屯，常住人口1200多人，其中在胜利小

学就读的小学生有二三十人。有些村民

觉得孩子每天要坐船上下学不方便，就

送到邻镇（石和镇）其他村小去上学。

黎嘴渡口在大浪肚村这面更显

简陋狭隘，船停靠的岸边往前，是一

个土坡。只有停靠的小小空间经过

硬化，土坡边有水位警戒线。早上

送孩子们上学后，船就返回这一面

停靠，等下午再开过江去接孩子。

停在这边的两艘船，“福渡 05”是使

用柴油的机动船，2016年投用；“福

渡06”是2020年底投用的人力船。

“这两艘船都是政府购置的，

一般是江水水位较高的时候开机

动船，水位较低时就用人力船，政

府每个月给船工发工资，也补贴油

钱。”由于船工正好有事离开，对渡

口情况较为熟悉的刘伟忠向记者

介绍说。

黎嘴渡口上游的上一个渡口，曾

是古时商贸繁华的船埠渡口，如今上

下游曾经的渡口都已经修建了桥梁，

交通方便，整个福绵区就只剩下他们

村这一个老渡口。曾经，村民渡江坐

的都是木船，后来水位随着采砂现象

普遍而逐年上涨，为了群众的安全，

政府将原来的木船换成金属材质的

机动船。

“这个渡口自古就有，已经换了

好几代船工，以前村民还扛着自行

车来渡江呢，现在基本都是骑电动

车了，不方便上下船，宁愿绕远路

走。”刘伟忠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他

曾在当地开办过沙场，后来政府禁

止乱采河砂，他便转行当了七八年

船工，如今主要在江上打鱼谋生。

胜利村距离位于樟木镇的玉林

（福绵）节能环保产业园区三公里左

右，原以为凭借靠近该产业园的地

理优势，村民打工挣钱会容易些，让

村里可以发展得更好。然而，就因

为隔着这条江，大家不仅出门不便，

孩子上学也不容易。交通不便极大

地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大浪肚等

几个村相对落后，村民们至今的主

要经济来源仍是靠种田或外出打

工。

“产业园建起来后，近两三年才

多了一条横江大桥，这是距离我们

村最近的大桥，但从村里到大桥再

过到江对岸，至少也有十多个公里，

我们盼望能在黎嘴渡口附近建一座

桥，方便村民出入。”刘伟忠的话道

出了当地村民的心声。

同村两岸村民摆渡往来数十载
如今学生上学仍依靠坐船

黎嘴渡口位于南流江与黎江的交汇处黎嘴渡口位于南流江与黎江的交汇处

渡船静候学生放学渡船静候学生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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