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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建安集团公司退休职工段天广

高楼大厦取代了低矮平房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宝鸡植物园退休职工曹敏珍                

从前买票逛公园   如今处处是花园
本报记者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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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矮的平房到高楼大

厦林立，从狭窄小路到宽阔马

路……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宝

鸡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对于搞了一辈子建筑的

退休职工段天广来说，这样的

变化，也体现在他终身为之

奋斗的城市建筑中。

1969 年，

20 岁的段天

广 中 学

毕 业

后，刚好赶上宝鸡市建筑工程公

司招工，他连忙报了名，跟 500

多人一同进入公司参加工作。

公司历经多年发展，就变成了

现在的宝鸡建安集团公司。当

时的宝鸡百废待兴，段天广说，

当时的经二路东起渭滨医院

（现市人民医院），西至邮电局，

长约 300 米。街道两旁店铺低

矮，路南多是小吃店，路北有几

家木器店，经二路以东是一片

田野。很多人住在渭河滩用木

头搭建的简易房里，全市最高

的楼就是红旗路上的新华书店

的四层楼。

段天广说，他参与

建设的第一个建筑是一

家企业的职工宿舍，只

有三层高，但当时能

住进这样的宿舍，也很

是自豪的。那时没有大

型机械，都是人工干活，

他跟着一位老师傅学习

木工。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铁

饭碗”，那时每个月工资只有

20 元，其他什么补贴也没

有。段天广一边跟着师

傅苦练“锯刨

斧钻凿”基本

功，一边自学

各种建筑知识，研究建筑图纸。

几年的学习，让段天广手艺渐

长，在工作中已经能够独当一

面。随着现代化施工设备逐渐

普及，大大减轻了建筑工人的

劳动强度，同时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也相应健全完善，也为他

们的工作环境及生命健康提供

了有力保障。段天广看着有自

己参与的一张张设计蓝图变成

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内心

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他意识到

这份工作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重要性，对自己的职业

身份和地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和定位。

令段天广记忆深刻的是，

宝鸡抢抓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

发的历史机遇，城市建设高歌

猛进。大街小巷高楼林立，宝

鸡商场、人民商场、开元商城，

让经二路成为宝鸡市的商业中

心，高新天下汇、万福酒店、城

际酒店……这些高楼大厦，或

用釉面瓷砖镶砌，或用现代高

科技材料对外墙进行装饰美

化，高大雄伟，豪华气派。特别

是 203 米高的宝鸡国金中心，

创下了到目前为止宝鸡市建筑

物高度之最，玻璃幕墙格外耀

眼。“从事建筑行业 40 年，宝鸡

的变化让我简直想象不到。一

个曾经破旧不堪的小城，如今

已发展成为繁华的都市。”段天

广说，他刚入行时，建筑物外立

面有的是水泥，有的是红砖，哪

栋楼“搽脂抹粉”上些涂料的，

在当时绝对是周围最气派的楼

房了。

望着这些不仅是风景更是

“工艺品”的建筑，段天广时常能

想到那无数个不眠的黑夜，他和

千万个建设者把汗水融入脚下

的每一寸土地，把辛苦转化为抢

赶工期的动力，终于使一个个崭

新的“身姿”屹立于秦岭脚下、渭

水之畔、闹市一隅……

段天广记得，在他退休之

前，城市照明仅能满足夜间出行

和活动的基本需求。2010 年宝

鸡市启动了亮化工程，每当夜幕

降临，建筑物都披上了璀璨多姿

的光芒，霓虹闪烁、华丽大方，不

仅展示了宝鸡新形象，更为城市

打造了一张永放光芒的新名片。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这位“老

建筑工”目睹了宝鸡城市建设几

十年的飞跃发展，段天广深深为

自己的家乡骄傲！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出门 5

到 15 分钟就能遇到小游园或者

大公园，这早已成为宝鸡市民生

活的常态。说起这些年宝鸡城市

建设方面的变化，今年 75 岁的宝

鸡植物园退休职工曹敏珍深有感

触地说，以前逛公园可都是要收

门票的，如今我市陆续新建口袋

公园近 60 处，众多公园悄然焕新

升级，公园+ 亲子、公园+ 主题、

公园+ 运动等，让宝鸡人逛公园

不仅更方便，而且更赏心悦目。

自参加工作到退休再到现

今，一晃 50 多年过去了，宝鸡公

园的变化对曹敏珍来说是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感同身受。

1979 年，在宝鸡植物园建园

之初，曹敏珍是第一批开荒垦地

的园林工作者。宝鸡植物园前身

为宝鸡市苗圃，成立之初，这里

还是荒凉的草滩，杂草丛生，污

水横流，垃圾遍地都是，周围的

房屋更是少之又少，曹敏珍和同

事每天的工作就是清理垃圾和

杂草。

让曹敏珍印象深刻的是园

区位于渭河上游河滩边，土质

以沙质为主，基本种不了植物。

那时，园里根据季节天气情况，

从渭河中将淤水抽出，后经沉

淀、平整、捡石等环节，逐渐让

沙子土壤化。边改善土壤边栽

种植物，经过 6 年的连续劳作，

园里 1035 亩沙质地里全部种上

了单一的乡土品种花卉、树苗。

1985 年，宝鸡市苗圃更名为宝

鸡植物园。

后经各单位积极援建、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园区挖掘了约 70

亩的人工湖、堆积 4座假山，形成

了现在的山体和湖面，游览区初

具雏形。

2000 年 5 月，宝鸡植物园建

成开园，在原来基础上，新建了仿

古榕树大门、人工湖、北大门内外

广场、游园环路等，和宝鸡人民公

园、宝鸡炎帝园（原宝鸡市河滨公

园）一样，市民须买票入园看景。

“开园时，园区实行了 7 天

免票，园子里人山人海，市民及

游客纷纷前来观景拍照，非常热

闹。”曹敏珍告诉记者，不少市民

发出感慨，荒地能被修整得这么

好，这得付出多大努力，这里简

直就是宝鸡的“后花园”。

2012 年 至 2016 年，园 区

进行了景观建设改造提升，相

继完成了植物专类园新建和改

扩建，园内的植物增加到 2500

余种，建成集科研科普、植物

保护、观光游览于一体的综合

性植物园。2007 年 1 月 1 日，

宝鸡植物园向社会免费开放，

市民欢呼雀跃 ：“社会发展得

真好，没想到还能免费逛公

园。”“家门口的公园想什么时

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以后逛

公园方便多了。”……

傍渭水之滨，群山环抱，绿

树成荫，湖水荡漾，花木群芳，姹

紫嫣红，融现代风景和田园风光

为一体，宝鸡植物园是秀美山川

新宝鸡的缩影和窗口。

这几年，市民对公园绿

地需求越来越高，市上通

过“逢空建绿”“见缝插绿”

等方式，结合城市绿荫行动、

荒裸地治理、拆违建绿、改造

建园，利用城市边角地、荒裸

地，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垃圾分

类、工业遗址、国防教育、交通

安全、赏草等主题公园及口袋公

园，市民选择逛公园的种类更加

多样化。

随着城市发展越来

越好，推窗见绿、

移 步 见 景、处 处

花香，公园的理念

融入了宝鸡整

个城市的建设当中，人们生活

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大花园。曹

敏珍满怀信心地说，相信未来

宝鸡人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城

市成为大公园，绿色变得触手

可及，人们享受着家门口的

“诗与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