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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6 日，在

水上生活了十年之久的

王家福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天他的家被入选新华

网“直击全球各色蜗居现

象”的经典蜗居版之一。

一个原本是来安县交通

局下属职工，怎么长期生

活在船上盖的房子里？

日前，记者前往来安采

访，探访王家福的“水上

蜗居”生活。

记者 张火旺 文/图

这些年来，老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老

王给别人加工小木船，仅有小学文化的老王对

造船技术很在行，从设计图纸到木料加工都是

他一个人完成。但现在来买小木船的人越来越

少了，老王一年的纯收入可能要跌破6000元。

媳妇张桂梅比丈夫小5岁，对蜗居在船上

的生活仍然不习惯，平时最担心的是过这座独

木桥，可这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她就

曾经掉到过水里。而大小便还要到岸上去，这

也是确保河水不被污染。为了全家人的安全，

老王为全家人准备了两件救生衣和两个救生

圈，以防万一。“当然，住在船上也有很多优势，

不像城里人那样还要缴纳物业费。”张桂梅说。

老王家距南京市区仅有15公里，乘公交

花两元就能到达市区。镇上的商品房每平方

米在3000多元。老王说，住在船上也不是长久

之计，到底是不方便，希望以后还是要住到岸上

去。长期在水上生活，老王的腿四五年前就患

上了风湿病。

为了吃上新鲜蔬菜，老王找来几个大瓷盆

装满土摆在船头，种了好几种蔬菜，同时，在岸

上开垦了一小块地，但这要掌握好时机，只能

在秋冬季种植一些蔬菜，到了汛期就会被洪水

淹没。老王家里是从来不买鱼虾的，平时捕到

的鱼虾完全够他们全家享受美餐，收获好的时

候还可以分给附近村民。

有人曾经花高价买这条船准备搞旅游，但老

王没有答应：“船卖了，我们一家人到哪里去住？”

老王的愿望：
能搬到岸上住

没有工资，没有低保，来安县交通局下属职工一家四口“水上蜗居”

王家福：希望岸上有个栖身的家

“安徽省来安县汊河镇水上新村252

号”，这是老王身份证上准确地址，按照这

个地址是找不到老王的，这是他原单位里

的地址。

不过，老王的“家”确实住在水上一条

破船上。

今年55岁的王家福显得很干练，这

与他长期从事劳动有关。他的大儿子上

网看到了有关他家的新闻。王家福告诉

记者：“有不少记者联系采访，我都推掉

了，我担心报道多了，会给地方上造成不

好的影响，毕竟我的身份还是交通局下属

的职工。”

王家福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寓意是家

庭幸福。王家福娶了个乡下女人做老婆，

两个成年儿子至今未娶媳妇，全家人蜗居

在水上一条破船上有十年之久。

老王经常对人提起自己14岁就跟随

父亲进船运公司做学徒，多次都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称号，餐桌上的搪瓷杯就是见

证。但到了1981年，企业经营不佳，开始处

于瘫痪状态，一直拖到1996年正式停产，

老王就再也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但由

于多方面的因素，船运公司未能申请破产，

老王的身份也就开始显得尴尬，名义上他

还是船运公司的正式职工，但没有班上，也

就没有了工资，连最低生活保障也没有。

老王的身份：拿不到工资的职工

1984年，别人给老王介绍了一个船厂

附近的乡下女人。在工友的建议下，借用

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将新娘娶回。没想到，

这一住就是15年，媳妇在这间办公室里

先后生了两个儿子。

儿子都发育成熟了，老王感到再不能

全家人挤在一起了。2000年，老王靠着

自己在造船方面的关系，花了1000元从

全椒县船运公司购买了一条长24米、宽

5.6米并且使用了30多年的水泥船，他决

定要在这条破船上建起一个新“家”。

老王亲自设计图纸，将学到的造船

知识全部运用到这条水泥船上，经过精

确计算，老王很有把握地说，选择水泥

船的道理是：水泥船容易与钢筋混凝土

结合，便于建造房屋，比木船、铁船经久

耐用。老王开始将船上的发动机全部

拆除，设计为复式上下两层，底下船舱

一层是他们两口子的主卧，里面虽然见

不到阳光，仅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通风

口，进出还要弯腰，“但住在里面绝对是

安全的。”老王说。

上面一层分为四个区域，船头是大儿

子的卧室，中间是客厅兼小儿子的卧室，

为了显得气派，老王有意将客厅留出了很

大的面积，客厅的左侧是厨房，靠近船尾

是洗漱间，整座房屋使用面积在100多平

方米，均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要是在南京市区有这么大的

居住面积，至少要花 100 多万，可我只

花了 5000 多元。”老王颇感得意地说，

当时钱是借来的，但在 2009 年底终于

全部还清了。

老王的房子：在旧船上建个家

滁河的东岸是江苏省，西岸是安徽

省，老王的家就坐落在滁河的尾端，距长

江30里水路。十年过去了，老王的“家”

仍是毛墙毛地，既没吊顶，也没做任何装

饰，只是将宽窄不一的木地板和7个简易

门刷成了橘红色。

住在船上很安静，很少有外人来打扰，

也没有邻居来串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老

王一家的生活渐渐与周围的环境有点脱离。

为了固定船的摇摆，老王在船前船后

用了5个大铁锚固定。他说，平时最担心

涨大水，因为在不到100米的下游就是汊

河水闸，一旦这个“家”被洪水冲走，后果

将不堪设想。

靠着给别人加工小木船，老王的家也

逐渐有了起色，各种家用电器基本配置齐

全，电话、洗衣机、电视等一应俱全，但所

有的电器，包括一台18吋的彩电和冰箱

是别人家更新时，免费让老王搬回家的。

船屋只是缺少空调，老王说房子密封性能

太差，空调装了也是在浪费电。

老王给家里安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

器，由于热水器里积满了泥沙，每过半个

月就要清洗一次，不然管道就会被堵塞。

生活在船上的特点就是干净，所以对老王

一家人来说平时都习惯光着脚，生活上与

渔民一般。老王每天都会在船的两旁撒

下渔网，收网时总会有些收获。

船屋所有电缆线都是从岸上接过来

的，看上去很凌乱，每根电缆线都预留出

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家”随时在移动，老

王称，实在不好掌握电源线的长度。看电

视就更麻烦了，买来的卫星接收器始终要

对准卫星，但安装在船上来回摆动无法使

用，老王做了好几次试验都未能成功。最

后只好将卫星接收器架在几十米远的岸

上，这才解决了收视难的问题。

应该说水上人家最不缺的就是水，

而对老王一家人来说，缺的就是水。由于

上游化工企业多，每年会分两次排放污水

到滁河，别说是饮用，就是洗菜都不敢用

这里的河水。老王说，一般洗菜至少要洗

三遍，第一遍用河里的水，第二遍用漂白

过的水，第三遍用岸上取回来的井水再清

洗一遍，包括洗碗都是如此。

老王的生活：水上生活不寻常

女主人张桂梅在船上择菜

这是王家福的船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