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商君  美编 ：李依涵  校对 ：谢莉
副   刊7版

灯谜擂台

百科灯谜

1. 江东变化大          （字）
2. 王安石变法          （字）
3. 今日必调整          （戏剧名词）

                      李继红 作
4. 四方来客            （朝代）
5. 木工之友            （抗战英烈）
6. 陕西机构改革        （人体部位）
7. 确实是下雪了        （外国作家）
8. 爱心助力二十载      （字）

                      孙全海 作
9. 高速制冷            （二字口语）
10. 家风廉洁           （金融名词）
11. 话说兄长           （称谓）
12.“我十分想见赵忠祥”（媒体连称谓）

                                       李   珺 作
13. 只知其一           （包装用语）
14. 优质折叠伞         （字）
15. 环山抱水映清辉     （字）

                      陈保卫 作
 

参与方法 ：出刊后 3 日内发至微信 ：
13891771088。答卷只写序号和谜底，注明真
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码。更多注释可查看
宝鸡灯谜公众号。按猜中数量和收到答卷时
间顺序，评出幸运读者，赠送精美纪念品。下
期公布谜底和幸运读者名单。

上期谜底 ：1. 行款  2. 中盘  3. 眼见为
实  4. 川剧变脸  5. 心  6. 共有权  7. 缢  8. 正
在登录  9. 清平乐  10. 腊肉  11. 鲲  12. 缠  
13. 举  14. 空竹  15. 说不过去

幸运读者 ：
王 刚（陕 西 西 安）、雷 鸿 仁（河 北 张 家

口 ）、刘 桂 香（ 陕 西 宝 鸡）、蒋 海 波（江 苏 苏
州）、闫玉儒（陕西宝鸡）

 

（王商君整理）

本栏目投稿邮箱 ：wyzz888@163.com
手机短信/ 微信投稿 ：1300848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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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创文从我做起

 

礼貌重在言行，于细微处见修养 ；文明

关乎你我，在创建中彰美德。

（燕小燕）
迎检是大局，城乡互动，务要十全十

美 ；创文无小事，你我同行，应从一点一滴。

（乔文祥）
礼貌待人，除戾气，效正行，遵规守矩

人人乐 ；文明处事，破陋习，弘善意，懂耻知

荣事事兴。

（何具征）
创文明，不分男女，何论老少，当树新

风成典范 ；讲道德，长效圣贤，永守信诚，更

怀古训净灵魂。

（李玉虎）
创文之举系民生，城乡齐动员，得四顾

茵茵，四野欣荣，妆成四季温馨景 ；敬事如

仪持本分，你我同出力，用一声谢谢，一张笑

脸，汇作一方和煦春。

（赵小平）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新年畅想

悬联求对
出句 ：

枝头唯有雪堆梦           （张   南）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万朵琼花堪入韵           （刘亦凡）

应对 ：
一支玉管可吟诗           （杨柳青）
两行妙语可成文           （辛列奇）
一枝疏影自成诗           （何熙祥）
一张素笺任挥毫           （杨鸿韬）
一壶老酒可交心           （张永智）
一枝梅影已临窗           （罗昱开）
一帘幽梦已成痴           （李骥龙）
一池秋水又随君           （白    浩）
一汪泉水自澄心           （王祎乾）
一弯玉带自成图           （冯娟娟）
一帘幽梦最催诗           （田斌杰）
几枝梅影待填词           （卢小成）
一枝冷蕊巧裁诗           （张红莉）
一壶浊酒总关情           （李显峰）
一窗雪景总关情           （张峰青）
一行白鹭欲凌云           （任重武）
无边垂柳自成诗           （武列霞）
一笺佳句又痴心           （史    晏）
一江春水默传神           （刘巧玲）
七仙玉女又添妆           （赵禄蕙）
 

（王商君整理）

陈仓区贾村镇广福村 ：

挂面挂出农家好生活
文 / 图 王商君

凌晨 5 点多钟，天还是黑乎
乎的，72 岁的李应文大爷就早
早起床了。昨晚看预报说今儿天
气不错，他就和老伴一起多和了
一些自家麦子磨的面粉，盘在大
盆里酝酿，做好了加工挂面的准
备工作。

李应文是陈仓区贾村镇广
福村 2 组村民，这个村子 3 个组
从事手工挂面加工的农户有 50
多户。他们村挂挂面的历史久远，
这手艺也算是代代相传，大多数
人都是自爷爷辈就开始了这个
营生。挂挂面是个技术活，从和
面的软硬，到揉面的手法，再到上
面架，直到熟化、切条、自然风干，
整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如果各环
节掌控不好，挂出的面不筋道、易

折，入锅就烂。据村民讲，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广福村的挂面在整个
贾村塬地区就已形成了规模，名
气传至十里八村。每年腊月，附近
桥镇、蟠龙的人到广福村大都是
冲着挂面去的，买挂面过年待客，
前往广福村买挂面者络绎不绝。

挂挂面这件看起来不起眼
的小事儿，在广福村被当成大事
来抓，并使之成为贫困户脱贫的
一个良好的门路。广福村党支部
副书记张志峰告诉我们 ：为了更
好地发展挂面产业，帮助扶持一
部分农户脱贫，村里专门组织成
立了广和福农副产品专业合作
社，委派思想超前、头脑灵活、敢
想敢干的年轻人李少龙专门负责
合作社，全面开发本土手工挂面

等农副产品及推广销售业务。
挂面加工和销售都有季节

性，一般在 10 月之后，天气渐冷，
地里没有农活，村民外出务工机
会也少了。于是，在家的手艺人
就干起加工挂面这活儿来获得
收入贴补家用。挂面主要是年节
待客用，因此，腊月的市场需求
就很大。但个人作坊效率低出活
少，销售量也不大，加工多了卖
不出去就成了负担。为了帮助这
些农户解决后顾之忧，合作社对
每家多余的挂面统一收购并统
一进行销售。

年轻人想法多，合作社不能
单一卖挂面品种。他们适时开发
了广和福农家乐乡村旅游接待和
挂面销售项目，主打臊子面、削筋

面、搅团等主食，还有小院红烧
肉、农家养殖大盘鸡、农家手工压
花肉等特色菜品。所有食材均是
绿色健康无污染，引得市内顾客
闻香而来，生意很是热火。但这项
业务也具有季节性，一般夏、秋两
季顾客盈门，冬春季节前来消费
的人就较少了。

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这个
问题，李少龙专门去外地考察学
习。他自费给农家乐门口安装了
秋千，未来还将继续增加一些游
乐项目招揽更多的顾客上门。此
外，他 们 开 发 出 了 农 家 自 磨 面
粉、农 家 菜 籽 油、农 家 蒸 碗、农
家手工挂面、小麦麦仁、玉米糁
子、自制辣酱、油泼辣子等礼品，
一度热销整个宝鸡地区和周边
城市。李少龙认为，合作社仅靠
这种口口相传的业绩远远不够，
完全不能满足发展需要。于是，
他们也在抖音、快手平台注册账
号，利用网络全面推广销售自己
的农副产品。上线后，就获得了
较高的关注度和点击率。这样，
一年四季都有产品通过网络销
往全国各地。

如今，依托合作社，广福村
村民的收入增加了，日子也好过
了，他们由衷地感谢党的脱贫政
策。像李应文大爷，仅靠在家里
加工挂面，一年只干三四个月，
老两口就能收入一万多元，家里
的所有开销基本解决了，还不用
向儿女要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说起这日子，老爷子的脸上堆满
了笑容。

看着村民院子里那些挂面
在风中摇曳，心底不禁暗喜——
这纤细的挂面，它书写出了农家
幸福悠长的好生活！

虢文化漫谈
◎李均宏

我的家乡凤翔县彪角镇与
虢王镇和陈仓区的虢镇邻近，因
而我对这两个地名从小就耳熟能
详。虢字的方言读音与归字同音，
这个字生僻不常用，只作为地名
使用。 

虢字从字形上分析，应该是
人手持戈与虎搏斗，顾名思义，这
个原始部落居民是以猎虎为生或
者是与虎图腾相关。《周易》“履”
卦卦辞有“履虎尾，不咥人，亨”和
六三爻辞“眇能视，跛能履，履虎
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可
见商周时期我国早就有狩猎老虎
的活动了，而传说东周初年的虢
序为郭氏得姓始祖，可见虢改为
郭之后，虢字就很少用了，郭姓成
为中华民族著名姓氏之一，历代
文化名人辈出，著名的如战国时
期的郭隗、唐代汾阳郡王郭子仪、
后周太祖郭威、元代天文学家郭
守敬、现代文化学者郭沫若等。

晋献公“假途伐虢”的历史
故事被列为“三十六计”之一，与
此有关的成语还有“唇亡齿寒”
等。虞国和虢国是春秋时期山西
南部和河南西部两个小诸侯国，
虞国在北，虢国在南，晋国要去虢
国，必须经过虞国的领土，虞国国
君贪婪愚蠢，不听大臣宫之奇的
谏言，让晋国从虞国借道攻打虢
国，结果晋国灭掉虢国后回国时
也灭了虞国，虞国国君成为千古
笑柄，而虢国也从此消失在历史
的尘埃中。

虢国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
虽然很短，但仍然留下了辉煌灿
烂的文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今
陈仓区虢镇附近的西周“虢季子
白盘”就是国宝级文物，现收藏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博的镇
馆之宝。盘形制奇特，似一大浴
缸，为圆角长方形，四曲尺形足，
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四壁各
有两只衔环兽首耳，口沿饰一圈
窃曲纹，下为波带纹。盘内底部
铸有铭文 111 字。

《凤翔地名溯源》记载了虢
王地名的来历，据县政协肖逸介
绍 ：虢王得名于周文王时期，是
文王为其弟虢叔所封采邑，史称

东虢。周武王分封时，改封东虢于
今河南荥阳东北，虢王村仍为东
虢属地。根据商周时期兄弟排行
伯仲叔季的习俗，仲为老二，叔为
老三，虢仲、虢叔应该是到封地后
的称呼。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

《重修凤翔县志》记载 ：“秦武
公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史记·秦本纪》按 ：今凤翔东
南四十里虢王镇即其地，又宝鸡
虢县镇有县城故址。）西虢在东迁
后，原地留有一个小虢国，公元前
687 年被秦武公所灭，后裔不见记

载，其实其地址就在现在的凤翔
虢王镇。清代民国时期虢王堡城
内有东西长约 350 米、南北约 200
米的十字街道，小集市设在南街，
农历双日逢集。城堡状如“菜刀”，
东城门楼嵌有“东望岐阳”，西城
门楼嵌有“西连武都”的石刻楷书
横匾。虢王镇地处凤翔县东南角，
西与彪角镇相依，东与岐山县接
壤，南与陈仓区阳平镇相邻，土地
平坦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如今红
薯种植已经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规
模经济。

陈仓区虢镇为周文王胞弟

虢仲封地，西门外曾有“西虢遗
封”牌坊，汉唐时期曾为武都郡、
苑川县和陈仓县等治所，北宋时
为虢县。苏轼签判凤翔府时虢县
与凤翔县、宝鸡县等并列为其所
属，有诗歌作品记述。元代时虢县
被撤销与宝鸡县合并，民国元年
宝鸡知县许国琮将虢川巡检司从
太白咀头镇迁往虢镇，改为宝鸡
县虢镇县佐衙门，县署新增财政
局、劝学所。新中国成立后，设立
宝鸡市，将虢镇设为宝鸡县驻地。
2003 年，宝鸡县撤县设区后更名

陈仓区，区政府仍设在虢镇。
解放后，陇海铁路曾设虢镇

火车站，客运、物流兴盛一时。连
霍高速也在虢镇设有出入口，是
北上凤翔以及千阳陇县的要道。

虢镇地处渭河北边，塬坡南
边，与塬上高度落差达到 200 米
左右，从虢镇到凤翔都要上下黄
土高坡，坡下有引渭渠，西边是府
曲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经过公
路交通部门多年精心治理，如今
交通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虢镇历史文化悠久，人文历
史丰富。东边有先秦平阳故都，

西边有千河与渭河交汇。而史书
记载姜尚钓于渭水之阳，应该在
渭 河 北 边。虢 镇 东 边 有 太 公 庙
村，旁有东高泉村和西高泉村，
可能就是古代的兹泉，太公庙村
建有供奉姜子牙的庙宇，附近还
有南昌宫。我认为周文王访贤请
太公应该在该处附近，而不会在
磻溪，因为磻溪在秦岭山下的渭
河南边，从岐山到磻溪要渡过渭
河，在古代必须坐船或搭浮桥，
而传说姜尚与周文王同车辇而
归，周文王上坡时亲自扯襻八百

零八步，襻绳断裂。金元时代全
真教道士丘处机也曾在虢镇东
边的磨性山修道，留下了一些民
间传说故事。虢镇的铁牛庙是道
教庙宇，与治理渭河洪水有关，
如今已经修复一新。

虢 镇 有 四 月 八 古 庙 会，四
月初七、初八晚上两台本戏连
演唱天明戏，东西大街上民间
班社的秦腔乱弹、眉户、西府小
曲等竞展风采。那些年，庙会时
虢镇街道人流如织、摩肩接踵，
后半夜在街道游荡的人潮仍不
退去。

脱贫有道 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