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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福疏通 专业疏通管道，清淘窨井、化粪池污物
疏通专利号 ：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 ：张婷

公告
专栏

服务热线
3273352

法律
顾问

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程建兵律师 13992732277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招 租

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 155 号国贸

酒店西侧裙楼 2-6 层总面积 7145.65

平方米招租，整租优先，分租亦可。

联系人:刘女士  17791814951

       王经理  15929978681

监督电话:4006690705

陕西建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李恒心丢失宝鸡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收款

收据两张，号码分别为：3220062、3220044。

* 景娟、张峰丢失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05617912。

* 陈永宁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7502022455。

* 贺小林丢失残疾人证，号码为：61032119590710061163。

凡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因道路交通事故或

交通违法被我大队依法扣留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后，未

及时接受处理的车主及驾驶人，请于三个月内携带车

辆暂扣凭证、机动车行驶证或机动车非机动车来历证

明、本人身份证来我大队接受处理，并领取车辆，逾期

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2 条之

规定对车辆依法处理。

联系人:马警官  联系电话:0917—3457602

宝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金台大队

2022 年 8 月 12 日

公 告 * 苟晓鹏、侯杏丢失收款收据一张，号

码为：09971917。

* 徐兆辉、李微娜丢失陕西泰森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高新分公司收款收

据三张，号码分别为：Y00002072、

Y00002073、Y00002074。

* 张斌丢失军人保障卡，号码为：

816103180625600460。

两股清流润玉涧
毛丽娜

一个储物袋，
承载了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麻雪

8 月 8 日，记者在宝鸡长乐塬抗

战工业遗址办公楼展厅，看到一个绿

色帆布储物袋。在采访中得知，这样

一个老旧的储物袋，它的经历、意义

可不简单——

抗战时期，它跟随陈家的祖辈

人，参与过民族企业从武汉内迁到宝

鸡的艰难旅程 ；新中国成立后，它跟

随陈家的父辈人辗转多个火车站，陪

伴着主人工作 ；如今，陈家新一代的

少年，将它的故事写在自己的作文

中，还获了奖，让更多的少年知道了

它的故事。

一本有意义的证书
冯驱是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特

聘文史专家，他告诉记者，这个帆布

袋是由陈泉中、陈泉国兄弟二人在长

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筹建时期，就捐赠

给了筹建办公室，是第一个捐赠相关

物品的，所以，颁给他们二人的捐赠

证书编号是“001”，这也是一本很有

意义的证书。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陈泉中、

陈泉国都是曾经的宝鸡申新纱厂（后

来更名为陕棉十二厂）的子弟，如今生

活在宁夏银川。他们的父亲叫陈杏棣，

是抗战时期从武汉内迁申新纱厂生

产设备至宝鸡的职工。

往事并不如烟，在抗战硝烟弥漫

之际，一批爱国民族工业企业冲破重

重艰难险阻，从武汉等地陆续内迁来

到宝鸡，于一片荒滩之上建厂复工、

支援前线，保存了民族工业的火种，

书写了一部轰轰烈烈的“实业救国”

壮丽史诗。

当时的宝鸡十里铺一带是新的

工业区，被著名学者林语堂称为“中

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大作家茅

盾先生路过这里时写下《“战时景气”

的宠儿——宝鸡》。

在这些被记录的历史时刻，陈杏

棣和这个帆布袋的故事开始了。

硝烟岁月里的颠簸
冯驱介绍说，1938 年底，当时

武汉申新纱厂的管理者、工人们扫尾

清理出一批修理工厂的机械加工设

备和建筑材料，装满火车发往宝鸡。

这是发往宝鸡的第 21 批货物，发走

后，工厂里就没有什么机器设备可以

拆了。负责押车的职员就是陈杏棣。

这个如今静静躺在长乐塬抗战工业

遗址办公楼展厅里的帆布袋，当时就

是被陈杏棣背着的。但是，当年第一

次从武汉前往宝鸡就失败了。

当时的火车行到河南信阳时，附近

的柳林被日军占领，火车只得紧急返回

汉口。陈杏棣也跟着火车返回，后来，他

们又走水路，从重庆转往宝鸡。这个帆

布袋，一直跟着陈杏棣来回颠簸，最后

到达了宝鸡。

陈泉中说：“听我的母亲说，这个

帆布袋是当时武汉的厂里发给职工们，

让大家装自己的工作、生活物品的。到

宝鸡后，我父亲将帆布袋一直保存下

来，并传到了我手里。”

承载着对家的怀念
“1947年，我出生在宝鸡长乐塬。”

陈泉中向记者讲述道，“我21岁时，响

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离家的

时候，母亲把这个帆布袋交给了我。母

亲也是跟着父亲从武汉到宝鸡的。我记

得母亲当时嘱咐我，这个帆布袋的年龄

比我都大，是内迁时从武汉到宝鸡的，

让我好好保存，而且很实用。”

从 1972 年开始，陈泉中在铁路

系统工作，因为工作原因，他在宁夏

的中宁、银川、中卫等多个地方辗转，

搬了 5 次家，不少旧东西在搬家过程

中都被舍弃了，但是这个帆布袋一直

保存着。

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筹建时，陈

泉中就把自己珍藏的帆布袋，以及与

厂里相关的老证件等一并捐赠出来，

并得到了编号为“001”的捐赠证书。

曾经，他还绞尽脑汁回忆长乐塬的原

貌，用手绘出沟沟坎坎、房舍、花圃等

的位置，为筹建做参照。

“我现在身在他乡，但是每年都

会回宝鸡，去长乐塬看看。那个帆布

袋是我对家乡宝鸡的怀念。我还与

一些申新子弟相约到宝鸡寻觅曾经

的故事，就因为有深深的乡愁藏在心

里。”陈泉中说，他也多次带着子孙辈

们，去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给他们

讲述曾经硝烟中的历史，讲述那个帆

布袋的故事。“我的侄女上初中，她听

了我讲的故事后，写成了作文，还获

了奖，这让我很欣慰。”

在陈泉中眼中，这个帆布袋就是

“传家宝”。虽然，帆布袋已经不在自己

手里，但是它所承载的思乡情怀，尤其

是它经历的历史所折射出的勇毅、自

强的精神，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的故事村子

传
家
宝

寻找

金台区玉涧堡村 ：

玉涧堡社区根据杨君强的回忆描述仿制的“正直可风”牌匾

陈泉中（左三）和其他捐赠者领取长乐塬片区开
发建设管委会颁发的捐赠证书    （资料照片）

珍藏在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展厅中的储物袋

杨青菜 和 铁板刘

骄阳似火的八月，苍翠的长寿山

下，一条碧绿的玉涧河由北向南缓缓

流淌，河畔就是玉涧堡村。数百年来，玉

涧堡村东的这条玉涧河从堡中穿流而

过，村子也因此得名。过去的玉涧堡村，

石板路、窄巷子、老宅子；如今，随着城

市化的快速发展，玉涧堡村呈现出新

面貌，旧城区变成现代住宅区，三百多

户村民收获满满的幸福。

据考证，金台区玉涧堡村已有700

多年历史。

2014年，玉涧堡村实行城中村改

造，虽然曾经的老堡子已难觅其踪，但

无论堡子如何改变，关于老堡子的故

事并没有消失，在“杨青菜”和“铁板刘”

这两股“清流”的浸润下，今天的玉涧堡

人正直做人、勤于求知，好家风好家训

代代传承。

8月8日，笔者来到新落成的玉涧

堡社区，站在高处俯视焕然一新的玉涧

堡，只见城在林中、人在城中，现代化的

城市街景将玉涧堡装扮得绚丽多姿。 

“杨青菜”
吃青菜的地方官

“我们玉涧堡村明朝曾出过湖广

道监察御史——杨茂，村上70岁以上

的老人都知道。杨姓家族还有一块清

乾隆年间‘正直可风’的老牌匾，不少人

都见过。”年过八旬的原村上会计杨君

朴对笔者说道。

杨茂为何叫“杨青菜”？杨氏家

族“正直可风”的匾额有什么故事？

据玉涧堡社区书记杨宏斌介绍，

杨茂，字林修，金台区玉涧堡人，举人

出身，明朝正统年间任湖广道监察御

史。杨茂为官清廉，克己自律，在云南

广南府知府任上一干就是 16 年，平

时生活很俭朴，日食粗粝，佐以菜蔬，

终年不知肉滋味，百姓因此称他为

“杨青菜”。

杨茂的好家风世代相传，其孙子

杨祥，以举人任四川地方官，史书记载

其耿介有为，正直无私，人称“杨青菜

后”。他的曾孙杨汝宫，在江西为官，同

样留下了勤政清廉的美名。

说起杨氏家族“正直可风”的匾

额，玉涧堡社区副书记杨君强说，“这块

老牌匾，是在我家柴棚找到的。”他说，

1995年，家里要盖一间简易房，需要用

木料做一扇门，他在自家院子柴火棚

里找到了这块匾额，把它做成门扇一

直使用了近20年。他记得，匾额上刻有

“正直可风”四个大字，落款时间为乾隆

二十五年，匾上有十几个人的名字。杨

君强说，他听爷爷和父亲说，这块匾就

是乡民为杨氏家族赠送的，“正直可风”

意思是把忠诚、正直的家风，像风一样

传播出去。

遗憾的是，2014 年，玉涧堡村拆

迁时，这块匾额被毁坏了。直到 2020

年，金台区有关部门在走访中了解到

杨氏家族“正直可风”的匾额，通过查

阅区志、调取档案等形式，再次深挖了

杨茂的故事，并以“牌匾历史、典型事

迹、传承教育”为主线，拍摄了《正直可

风传家远》的微视频，将杨茂优秀家风

故事再次展现了出来。玉涧堡社区也

重新仿制了一块“正直可风”的匾额并

保存起来。 

“铁板刘”
刚正不阿的探花郎  

“明朝时，咱玉涧堡就出了个探

花郎，他就是我们刘氏家族的祖先刘

俊。”91岁高龄的刘氏后代刘昌明对

笔者说。据他讲，玉涧堡里原有杨姓、

刘姓、王姓三大家族，历朝历代出过

不少拔尖的读书人。过去，刘俊是大

户人家，建有宗氏祠堂，就连玉涧河

也叫刘家河。

探花刘俊为啥叫“铁板刘”？

据刘昌明介绍，刘俊，字世英，号

朴庵，金台区玉涧堡人，明正统十年探

花，曾任翰林院编修、工部右侍郎。刘俊

为官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不畏强权。当

时，宦官汪直当权，掌管西厂，此人恃势

横恣，使得朝廷官员人人自危，没人敢

揭发汪直。满朝文武，唯有刘俊义正词

严上表弹劾汪直的恶行，直陈其罪恶，

使其劣迹暴露无遗，这一举动使得朝

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人称赞他的大无

畏精神，并给他起了一个响当当的雅

号——“铁板刘”。刘昌明介绍的情况，

笔者在《宝鸡县志》等史料中也得到了

佐证。

刘昌明听爷爷和父亲说，刘俊读

书时特别勤奋，钻研学问十分用心。虽

然，刘探花的故事已渐渐淡去，但勤于

求知、正直做人的村风民风仍在代代

传承。

传新风
新时代的风向标

在宝鸡历史上，汉唐开疆拓土，涌

现出马援、丘行恭这样能征善战的武

将；明清文臣治国，在宝鸡历史上留下

一批诸如“杨青菜”“铁板刘”这样科举

出身的廉吏能臣。

玉涧堡这个有故事、有历史的地方，

也先后涌现出了一批耿直忠厚、廉洁奉

公、见义勇为、学识渊博的学者名人。有

耿直忠厚、长于书法，在教育界有一定威

望的王祖儒；有当代廉洁奉公、无私奉献

的典型老支书杨祥瑞、张秋云；有跳进引

渭渠中勇救落水妇女，被金台区授予“见

义勇为”荣誉称号的77岁村民杨复航；

有孝亲敬老、传承孝道的村民贾云香；有

拾金不昧的保洁员李江艳、杨改娟……

在玉涧堡，正直做人、勤于求知的

好家风好家训代代相传，如同引领社

会文明风尚的风向标，成为一股崇德

向善的强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