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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村子

今年以来，我市新建的几处城市
书房备受市民好评。距离家门口不
远，就有一处环境好、图书全的读书
场所，既方便了市民随时享受阅读时
光，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我们
呼吁建设更多的城市书房，让阅读变
得触手可及。

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群
众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也越来越高。
如今，很多居民装修新房时，有条件

的都会专门设置一间书房。而城市
是所有市民共同的家，市民当然希
望这个“大房子”里也有一间可以随
时享受阅读时光的“书房”。但市民
的阅读习惯和读书时段各不相同，
一座综合的城市图书馆显然不能满
足所有人的阅读需求，所以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城市书房应运而生，比
如凤翔区城市书房、陈仓区城市书
房、千阳县城市书房等，虽然面积

小，但都主打 24 小时开放，且距离
居民小区也很近，就像市民共享的
文化客厅，市民可以随时在这里享
受阅读的快乐。而同时，很多读书爱
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学习，也增加了
城市的文化氛围，可以带动周边更
多的群众参与到阅读中来。

城市需要更多小而美的城市书
房。从今年建设城市书房的总体数
据来看，我市已新建城市书房（吧）9

个、社区书屋 23 个，可谓成绩不俗。
然而相对于近百万的城市人口，这些
书房的数量仍然较少。城市书房占地
面积小、距离居民小区近、使用时间
自由，这种新的方式十分符合现代人
的阅读习惯。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有更
多小而美的城市书房，或坐落在居民
小区、小游园、城市路边、公交车站旁

等，或开设在超市、咖啡厅、商场、菜
市场等，这些书房可以是市场化运
作，也可以是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出
现，只要方便市民随时走进去阅读书
籍，就值得鼓励。同时，也希望未来的
城市书房能够在满足阅读功能的基
础上，拓展出更多的文化空间，比如
可以看电影、搞音乐会诗歌会，还可
以跟老师学画画、学写毛笔字……满
足更多市民的精神文化追求。

一座诗意栖居的城市，一定是书
香满溢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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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乡村风光

古朴老屋

今年 8 月，宝鸡市首批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在首批千年

古村落名单中，凤翔区柳林镇汉封

村赫然在列。提起这个汉封村，每年

的麻仙洞古庙会和汉封村社火游演

远近闻名。那么，汉封村为啥叫“汉

封”这个名字？ 12月 12 日，记者走

进这个古老的村落一探究竟。

因汉代屯军得名“汉封”
既是市民政局论证并认定的

千年古村落，又地处风光无限的千

山南麓浅山区，不用说，汉封村的

自然环境肯定好！但这个季节来，

又赶上当日气温骤降，汉封村被一

片寒雾笼罩，整个村子已“收妆敛

容”，呈现不出她最美的一面。但

观其村容村貌，突出印象是干净整

洁，在原“汉封乡”老街道两旁，不

时能看到“房子半边盖”的西府民

居。这些民居式样的保留，给汉封

村增添了古朴的韵味。

“我们村，因汉代有屯军得名

‘汉封’。现在东营、前营、后营这几

个村小组的名字，都和当年驻军有

关联。历史长得很呢……”汉封村

党支部书记王永才，一位神采奕奕

的中年汉子，土生土长的本村人，

向记者介绍起汉封村的由来。

王永才的话在一通庙碑上有

印证。村中心北塬有一岭，岭上有

一当地人叫“铁台山”的高台，高台

上有一座始建于明代初年的老庙。

据庙碑记载 ：东汉永和五年（140

年），为抵御外族侵略，汉顺帝下诏

在此地筑堡扎营，名“汉封营”。“汉

封营”的地势，南梁北塬西沟东丘，

远眺巍巍秦岭和浩渺千水，颇似五

丈原，非常利于屯兵和防守。碑文

还记载了这座铁台山庙从明初迄

今几百年的兴废重修的情况。

“经过我们调研，‘汉封’得名

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 1800 多年

历史。‘汉封’村名反映了东汉时期

的军事文化。”12 月 13 日，凤翔

区民政局一名参与地名申报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据《资治通鉴》记

载：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至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 年）的 60 多

年间，汉王朝与羌人的战争频仍。

汉王朝在凤翔境内千山南麓自西

向东设置九座营寨，号称“九寨连

营”，抵御羌人，汉封营即为其中之

一。从清代西乡五里汉封营，到民

国灵洪乡四保汉封营，再到 1956

年汉封乡，“汉封”作为地名，记录

了该地的隶属变化，符合千年古村

落的审核标准。

养牛养出了“好日子”
据王永才介绍，汉封村现有村

民 400 多户 1700 多人。村子的主

要经济来源是种植和养殖。种植

业除了小麦、玉米，还有高粱。因

靠近西凤酒厂水源地，村子有办

酒厂的规划，高粱是酒厂所必需

的原料，而汉封村的浅山地貌，很

适合高粱的种植。

“养牛、养猪是我们村的养殖

特色，这些年，经过村上、驻村工作

队帮扶，许多农户靠养牛脱了贫，

过上了好日子。”王永才说。

当天，记者走进一个养牛户的

牛棚里参观。只见偌大的牛棚里草

料足备，10 头黄牛看起来膘肥体

壮、皮毛鲜亮。今年 53 岁的养牛户

刘建科，正在给牛饲喂草料。

“养牛是见了效益，今年下的

牛犊，养好了，行情再不行都能卖

7000 元……”刘建科说。

攀谈中记者了解到，刘建科原

来是贫困户，被村上列为创业示

范户，开始搞养殖。起初他养羊，

最多时养了 170 多只，因为防疫

没做好，羊得病亏了不少钱。但刘

建科毫不气馁，大约四五年前又

开始养牛。用刘建科的话说，牛相

比羊要好养些。为养好牛，他在棚

里棚外安装了监控，平时就睡在

牛棚旁的屋子里，便于随时观察、

照料。近来，昼夜温差大，牛容易

感冒，刘建科正琢磨着赶紧给牛

棚增加保温层。

“去年卖了两头大牛和一个牛

犊子，收入 33000 元。国家扶持咱

养牛，一头牛补贴 3000 元，咋能不

好好养呢？”已经从困境中走出的

刘建科高兴地对记者说。

那么，刘建科现在的生活水平

咋样？旁边的村委会副主任魏晓

宏补充说：“他呀，屋里收拾得好

得很！”

95 岁的老革命谈“长寿经”
王永才说，村里还有一位参加

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今年 95 岁，

是汉封村 9个组里最年长的老人。

在汉封村六组一户普通农家

里，记者见到了这位老革命、老寿

星。老人名叫胡振海，今年已是 95

岁高龄。他面容清癯，说话有力，这

个年纪了听力依然不差。老人说，

他是 1949 年 7 月入伍，服役的部

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9 兵团，

参加过解放大西北的战役，1951

年 9 月光荣退伍，后来在宝鸡担任

银行的保卫工作。退伍后，他回到

家乡汉封村，先后担任乡民兵连

长、治安主任、乡委员、生产队队

长，带领村民修路和修水保、建饲

料室、开瓦窑、办砖厂，在生产队队

长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问起老人的“长寿经”，他60多

岁的儿子说：老父亲有泡脚的习惯，

前几年腿脚尚好时，喜欢跑跑步、搓

搓手，还自创一些保健体操，常常在

院子里做。饮食习惯上，肉、茶都不忌

口，每天早上爱吃些小麻花、饼干和

豆花，大肉吃了一辈子。生活爱好方

面，拉二胡拉了一辈子，不过现在年

纪大了，不拉了。性格方面，重感情，

一辈子与人为善……

“我们村和西府其他村子在习

俗上、传统上没啥不一样的。”王

永才说，“要说民风，我觉得是特

别淳朴、勤劳、和善。我当了三届

村支书，近十年没有发生一起上

访事件，没有一起治安案件。无论

是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还是文

化工作，感觉都好推动、好开展，

因为群众很配合，很信任咱村委

会。良好的民风是千年古村落发

展的重要基础，这可能是我们汉

封村的最大魅力！”

凤翔区柳林镇汉封村 ：

东汉皇帝设立的

屯兵营
本报记者 巨侃

村里的老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