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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你，从东风路到店子

街，该怎么走？

你可能会说，那还不简单！从西边

绕到金陵东路过去，或者从东边绕到斗

中路过去。总之，公交车和出租车都是

这样走的。

听到这个回答，上马营人笑了。上

马营人说，你太绕！

有不绕的道吗？有啊！

记者大约两年前，在上马营铁路小

区采访时突发奇想 ：从上马营去店子

街，能不能直接过去？

结果一打听，果然有！当时记得

穿过一个小区，顺一条巷子往北走，就

走到了铁道边的一个人行隧道口，进

了小隧道往里走，出隧道后发现铁道

线旁有一条土路，路旁有一个铁路信

号监测站，几间平房，院子里还种着

菜，养着狗。和站里值守的几名工人师

傅聊，他们说常年和铁路相伴，早已习

惯。还聊点啥都记不得了。临走时把记

者送到门口，说以后常来坐坐，很是热

情。顺着工人师傅指的路，又下了一个

人行隧道，再出来时已到了铁路线的

北侧，再穿过一个铁路旁的小区就走

到了店子街。

发现这条便道让记者又兴奋又惭

愧。因为探路的过程，自有其乐趣 ；但在

宝鸡长这么大，现在才知道有这么条路

存在，“老宝鸡”实在当之有愧！

近日，时隔两年后记者再次探访此

路，这一次路线得以明晰。在上马营东

二小区东侧有条小巷叫北一巷，北一巷

口除了路牌，地标还有两棵并立的很粗

很高的老树，旁边的一栋居民楼看上去

也很有年头了。进巷口往里走，两边是

配锁的、理发的、卖豆花的小店铺，店里

传出的声音和路上熟人打招呼都是河

南话。

北一巷的尽头就到了铁路边，这

里有个宝鸡东站派出所，派出所大门

斜对面就是人行隧道口。隧道显然经

过了相关部门的修葺，已和两年前记

者印象中的隧道大不一样。更大的变

化是，两节隧道之间的那段地面上的

土路没了，信号检测站也没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段封闭着的甬道供行人穿

行。记者问一位路过的穿铁路制服的

行人，他说检测站去年拆掉了，建在这

里影响交通。

那些住在铁道线上热情好客的师

傅，你们在哪？记者在心里想。

出第二条隧道，就到了铁路线的

这边。隔着栅栏，如此近距离地看火车

驶过。现代人行色匆匆，坐高铁也罢，

动车也罢，能静下心来欣赏它似乎也

是遥远的过去。随着交通布局的调整

和铁路发展之需，宝鸡市区的道路格

局变化巨大。

火车，这个让宝鸡人又熟悉又陌

生的东西，我们离它更近了，还是更

远了？

“请问师傅，这是陇海线吗？”记者

隔栅栏问里面的一名老工人。

“是宝成线货组到达线，陇海正线

还在北面。”老工人说。

师傅讲起了到达线的历史：1954

年修建宝成铁路时，考虑到宝成、陇海两

线交会后的运输编解作业，铁道部第一

设计院提出在宝鸡车站以东的上马营地

区修建货车编组场的技术设计。1957

年建成并开始办理各个方向的货物列车

到发、甩挂、编组作业，形成未来的宝鸡

东编组站的雏形……

接受完铁路知识，记者继续探路，

出了隧道口后，沿着铁道线旁边的路向

西走几十米，就来到店子街 42 号院的

后门，进后门通过 42 号院，向北穿过

短短的陇海铁路涵洞，就到了店子街正

街——出口正对着石油东山市场。

记者看表，从北一巷走便道到店子

街，用时约 15 分钟，真是很便捷！

“石油东山那也是一个老市场了，

最早是附近的农民摆摊卖菜。”在 42 号

院里坐着的几位大妈回忆着。

“我们这院子过去叫‘黑三角’。前

后都是铁路，属于三角地，环境、卫生都

不好，现在干净了不说，还修了许多小

游园。”一位大姐说。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作为宝鸡

铁路中枢的上马营地区兴起了建设

职工住宅的高潮，先是在机务段以

北、东站以西、陇海正线以南盖起了

住宅小区。那时，上马营的街道、文化

宫、食堂、住宅楼等，设施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宝成通车至今，60 多年过去了，

当年城乡接合部的上马营片区已成

为宝鸡主城区，宝铁红卫路上栽种的

悬铃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而这条宝

成线下连接南北两条街的便道，只有

铁路人才熟悉它，成为“老宝鸡”的独

特印记。

市文联召开四届九次全委会
本报讯 10 月 13 日，

市文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九

次全体会议在行政中心召

开。增补了张鹏洲等 10 名

市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

员，增聘吕向阳为宝鸡市

文联荣誉委员。王玉虹当

选为市文联第四届委员会

主席。 

据了解，市文联自四

届八次全委会以来，团结

带领全市广大文艺工作

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区域

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大局，

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抓创作、推人

才，办活动、聚人心，职能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文

艺精品创作、文艺人才培

养、文艺品牌建设、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加强

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为推动宝鸡文艺事业发展

繁荣，加快“四城”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会上表彰了第十二届

“秦岭文艺奖”，陈玉庆等

9人获突出贡献奖，栗珊等

9 人获优秀成果奖 ；表彰

了第八届“秦岭文学奖”，

吕向阳、唐栋、陈朴等 6 人

的作品分获小说、散文、诗

歌奖。   本报记者 麻雪

再现抗战时期的宝鸡工合
本 报 讯 日前，由陕

西省社科联主办的“长安

讲坛”精品讲座——《中

国工合运动红色基因暨

抗战时期的宝鸡工合运

动》在宝鸡展览馆举办。

此次活动由市社科联承

办，宝鸡文理学院、宝鸡

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宝鸡

展览馆协办，采取线下讲

座和线上会议同时进行

的方式，来自我市部分高

校、社科界和党史研究部

门近 400 人参加。

宝鸡是中国工合运

动的发祥地，被誉为“工

合城”。抗战时期，宝鸡工

合为前线生产军需民用

物资，救济难民伤兵。特

别是在西北工合开展的

“百万军毯运动”中，宝鸡

工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为

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讲

座由我市工合研究学者

张占勤宣讲。张占勤多年

来研究中国工合运动历

史，现为宝鸡文理学院西

北工合研究中心首席专

家、研究员。

当天，市委党史研究

室向相关单位赠送了书籍

《西北工合运动史》。

     （毛丽娜）

千阳布艺大老虎亮相西安
本 报 讯 近日，由千

阳民间艺人制作的布艺大

老虎在古城西安一处非遗

美食文化街区展出（见下
图），这尊长 7 米多、色彩

艳丽、憨态可掬的大老虎一

经亮相，引得过往游客纷纷

拍照留念。

这尊大老虎长 7.2 米、

高 1.8 米、宽 1.7 米，以传

统文化中寓意喜庆吉祥的

红色为主，嵌以绿色的眉

毛，双目以白色、粉色、桃红

等 7 种颜色层层缝制，立体

而传神，浑圆的屁股、灵巧

的尾巴使得整只布老虎形

象生动。据了解，这是由千

阳县南寨镇民间艺人尚月

侠和她的布艺刺绣合作社

团队，耗时十多天所制。年

过六旬的尚月侠自小在外

婆和母亲的言传身教中，练

就了一双巧手，制作的虎头

帽、虎头枕、虎头鞋、鞋垫、

披风、门帘、裹肚等民间工

艺品深受人们喜爱。

近年来，尚月侠已相

继受邀制作了四尊大老

虎，“十四运”期间制作的

长 1.3 米的双头老虎，因

造型夸张、手工精美、色彩

艳丽，受到运动员和观众

的好评。

  （段序培 李崛）

宝文理获批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本 报 讯 近日，国家

语委正式公布第二批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名单，

宝鸡文理学院名列其中，

获批第二批国家语言文字

推广基地。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教育部于 2020 年

组织开展了第二批“国家

语言文字推广基地”遴选

工作，宝鸡文理学院积极

参与，经陕西省教育厅审

核推荐、教育部和国家语

委材料审核、专家组实地

考察以及综合评议等程

序，最终成功入选。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

地的成功获批，为宝鸡文

理学院新增一个国家级平

台，在相关学科布局、专

业建设、人才培养水平提

升等方面将带来新的发展

契机，是该校中国语言文

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性

成果。

  本报记者 马庆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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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厂的法桐，解放商场的花布，宝成线上的小慢车，东

闸口门市部的糖果，南方餐馆的酒香，包括渐行渐远的“小河

南”……这些或已消失或仍存在的“老宝鸡”符号，构成了宝鸡

的过去，也成为许多宝鸡人美好的回忆。这二三十年间，宝鸡的

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漫步街头，穿越街巷，却会在不经意间

撞见一栋老楼，走过一段时光打磨过的隧道，有一种莫名的亲

切涌上心头，感叹今非昔比……

小小的便道为周边群众交通生活提供便利

便道入口设置在居民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