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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年 奋斗新时代壮丽

从残桥到新桥

宝鸡的桥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形

态各异的桥如同横跨在两岸的彩虹，

给城市平添了魅力与活力。宝鸡的桥

更是无言的丰碑，凝结着建设者的汗

水，记录着奋斗者的智慧。

珍藏在市市政工程建设管理处的

一份手写档案，还原了“老桥”到“新

桥”的发展历程。宝鸡市第一座横跨渭

河的老桥（神农大桥前身），是在 1948

年建成的，这是当时渭河上乃至全国

最具现代化风格的一座大桥。1949

年 7 月，国民党军逃跑时炸毁了中间

的 7 孔，10 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

老桥进行了修复，在之后的 30 余年

间，这座大桥被多次加固，直到 1989

年因行洪需要，市政府决定对其中部

40 孔实施爆破，并将拆除部分建成过

水路面。2002 年老桥全部拆除，在原

址上修建了一座新桥，就是现在的神

农大桥。这座最早的渭河大桥就成为

“老宝鸡”口中的“老桥”，后来为了满

足群众通行方便，又在“老桥”不远处

新建了胜利大桥。因为“老桥”记录着

宝鸡解放的历史，被称为“解放桥”，新

桥见证了城市的快速发展，被命名为

“胜利大桥”。

从实用到时尚

桥既是城市的纽带，也是城市的

名片。进入 2000 年以后，经济快速

发展，宝鸡的桥梁建设也经历了从少

到多、从简易到复杂、从实用到时尚

的变迁，仅 10 年时间就新建了 27 座

大桥，其中包括最具代表性的福潭大

桥、蟠龙大桥等，这个时期建设的一

大批桥梁也是如今市民通行率最高

的桥梁。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城市人口的

不断增加，原来的老城区变得拥挤，为

了拉大城市框架，我市在代家湾地区

建设了行政中心，高新区也逐渐繁华

起来。

2008年 5月 31日，南接高新区，

北连市行政中心，跨越渭河和西宝

高速公路的蟠龙大桥正式通车。蟠

龙大桥也是我国首座单索背斜塔斜

拉桥，其桥塔由一

组斜拉的钢筋组

成，远 看 如 同

一把巨大的

竖 琴，极 具

现 代 化 建

筑艺术特

点。因 其

独 特 风

格，大 桥

建 成 通

车后很快

成为宝鸡

的 地 标 性

建筑。

桥 梁 是

城市发展最真

实的记录者。蟠龙

大桥建成后，遭遇了

5·12 大地震，宝鸡震

感明显，市区有些建筑出现裂

缝，但这座刚刚竣工的大桥岿然

不动，这不仅说明了建筑的质

量过关，也体现了宝鸡人始

终秉承扎实做事、诚实做人

的特性。

     从通达到通畅

近年来，随着宝鸡大城

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宝

鸡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

劲也日益高涨。跨越渭河的卧

龙大桥、凤凰大桥等相继建成，

在清姜河、金陵河、塔稍河、瓦峪

河、茵香河等支流上相继建起了 30

多座桥梁，跨越陇海线的西关立交桥、

新宝路立交桥、南关路立交桥也相继

建成。 

2016 年起，市委、市政府为了推

进大开放、大发展，着力打造“东西快、

南北畅”的交通布局，规划建设植物

园、联盟路、阳平、团结、钛谷、清溪、

陈仓、虢磻 8 座跨渭河大桥，总投资

近 30 亿元。目前，市区陆港（阳平）、联

盟（联盟路）、植物园 3 座渭河大桥按

照“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进入施

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建成；团结、钛

谷、清溪、陈仓、虢镇（虢磻）5 座渭河

大桥即将开工建设。

每 座 桥 的 建

设都带着城市“成

长”的印记。从木

桥 到 石 桥，从 跨

河 桥 到 立 交 桥，

城市的骨架不断

拉 大，一 座 座 桥

梁为宝鸡经济社

会发展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市

民的幸福感越来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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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依山傍水，滔滔渭水穿城而过，清姜河、千
河、金陵河等多条河流汇入渭河，城市与桥梁结下不
解之缘。
桥梁，对宝鸡而言，既是通行的载体，跨河流、越

沟谷，让天堑变通途；又是凝固的艺术，让丝路文明、
周秦文化及时尚之光找到依托、得到彰显；更是经济
发展的见证，从木桥、石桥、索桥到拱桥、廊桥、斜拉

桥、立交桥，记录了“古陈仓”
到“新宝鸡”的嬗变和崛起。
目前，我市仅城区就有大大小

小 50 座桥梁，8座在建或即将开建。
从最初的简易木桩到一座座气势恢宏
的大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宝鸡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辉煌。

■ 本报记者 周淑丽

座座大桥连起幸福路

市民感言

丝路宝鸡  青春中国
宝鸡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主题报道之 腾飞篇

金渭大桥    刘俊成 摄

神农大桥 

胜利大桥  刘俊成 摄

金陵河上的桥

蟠龙大桥

“桥梁的
功能不仅是方
便通行，它还是
城市的景观和
名片。”陈伟负责
市区 50 座大桥的
设施养护工作，他
对桥梁与城市的关
系有着更深刻的认
识。陈伟家住市区桥
南，上班在桥北，每
天都要经过渭河大
桥，他说，按照桥梁建
设标准，每隔几年，他
们就要对市区的桥梁
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检
测，确保大桥的安全。
这几年，市上对西关
立交桥、金渭大桥等
10 余座大桥进行了检
测，对发现问题的桥
梁及时进行了加固和
维修，虽然给市民出
行带来了暂时的不便，但是却延长了
桥梁的使用寿命。

随着市区新建桥梁越来越多，
以后将有更多的桥梁移交市市政工
程建设管理处来管护。陈伟说：“市
政养护的工作十分繁琐，对于桥梁
的养护有很多详细的要求，每座
桥梁都渗透着建设者的汗水，我
们必须精心养护，全力以赴擦亮
‘城市名片’。 ”

（本报记者周淑丽整理）

上世纪 80 年代的胜利桥

刘俊成 摄

上世纪 80 年代的

渭河老桥   刘俊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