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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人民路
本报记者 巨侃

近2米长的算盘干啥用？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宝鸡

高新文化科创产业园民俗馆内

看到一个超长算盘。这个算盘

长 1.95 米、宽 0.18 米，长是普

通算盘的 6倍。

宝鸡高新文化科创产业

园负责人马千翔是这个长算

盘的收藏者，2020 年国庆节

期间，马千翔在山东枣庄偶

然碰到这个长算盘，便将其收

购，快递运回宝鸡，放置于产

业园民俗馆内供人参观。马千

翔在枣庄了解到，过去这种长

算盘是钱庄、票号季度或年底

算账的工具，一个算盘可能要

三四个人一起使用，尤其是山

西一些大钱庄、票号，会用到

这种长算盘。在讲述山西票号

的电影《白银帝国》中年底总

账的场景里，就有多人共用数

米长的算盘算账。

“这么长的算盘还是少

见，如今它是宝鸡高新文化科

创产业园民俗馆里最引人注目

的‘一员’。”马千翔说。

本报记者 张琼

驻村干部画笔下的乡村振兴
郑晔 冯雪利

村干部蹲在水泥墩前，一

手拿笔，侧着头为村民核对“一

卡通”信息，旁边村妇笑眯眯地

看着两人，画面透露着乡村的

宁静与祥和；

邮政车等着收快递，村干

部忙不迭地帮助村民把一箱箱

苹果交到邮递员手里；

大雨刚过，一群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合力清理路上的

落石 ；

……

这一幅幅大家熟悉的乡村

画面，是派驻凤县唐藏镇曹家

庄村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冯涛创

作的凤县乡村振兴一线火热的

工作场面。冯涛在凤县文化馆

工作，他喜欢画画，是省美术家

协会会员、宝鸡美术家协会理

事。今年 10 月，冯涛被派驻曹

家庄村。白天，他和村干部帮群

众卖苹果，走村入户宣政策、讲

知识，村里村外解决村民的难

题……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让

一直在县级部门工作的他深受

感触。忙完工作，夜深人静之

时，他拿起画笔，勾勒出在村里

一天的工作场景。

“驻村期间，我一边工作一

边画画，用我的笔画出乡亲们

脱贫致富的场景，我觉得是件

特别幸福的事！”冯涛说，目前

他已经画了 15 幅画，他会继续

用画笔把乡亲们在乡村振兴路

上努力奋斗的样子画下来，集

结成册，举办个乡村振兴作品

展，激励干部群众继续撸起袖

子加油干。

如果你骑行去市区的中

山老街又不想骑上坡路，还

想顺路体验一把“老宝鸡”的

烟火气，记者给你推荐个路

线——人民路。

一
人民路的地理坐标是：东

起新华路 10 号楼，西至永兴

巷天鹅湖大酒店，中山东路、

瓦厂街是它的南、北相邻之

路。此路全长约 850 米，基本

算是步行路。从东往西数，沿

途著名老地标有，原宝鸡水泵

厂、人民街综合市场、东仁堡

小学、金台医院。

近日，记者拣个好天气，

骑一辆单车从人民路东口进

去，骑行个四五十米就到了人

民路 3 号——原水泵厂的大

门，此厂现在叫宝鸡航天动力

泵业有限公司，是 2003 年改

制组建的新企业。

“老宝鸡”都知道，水泵厂

最红火的时候是上世纪 80 年

代。退休工人康宝成说，水泵

厂的前身是公私合营裕民铁

工厂，1966 年之前生产阀门

和水阀，泵的生产还局限于民

用泵。1966 年更名宝鸡水泵

厂，那时东北本溪水泵厂支援

三线建设，内迁宝鸡一百多

人，带来一百多台机器设备，

使得水泵厂生产结构发生改

变，开始生产工业泵。1985年，

企业的产品市场应用领域得

到空前壮大。1988 年，水泵厂

产值上了 5000 万元……

老康深情地回忆，那时

他们厂生产的切割泵，产生的

1000 多公斤压力能切割钢板

和固化的水泥地面；生产的高

压清洗机清洗管道灰浆，能把

灰浆最远排泄到30公里之外；

厂子发展最好的时候，连续盖

了 8栋职工宿舍楼；职工俱乐

部、电影院、招待所和职工澡

堂也相继建成投用……

记者记得前两年吧，闻名

遐迩的水泵厂澡堂，仍在面向

社会开放。不由得想起那供顾

客小憩的小床铺，热腾腾的干

净澡水，当然还有“亲民”的

价格。

1995 年，宝鸡水泵厂面临

全国许多同行都遇到的发展

困境，后来，改制后的水泵厂

又重获新生……

一过水泵厂，路面渐渐

地就被来来往往的“蹦蹦车”

和各种小货车占据，因为路

的左首就是人民街综合市场

的北门，市场南门在邻街的

中山东路，人民街综合市场

直接贯通了南北两条街道。

这里永远是熙熙攘攘的人流

和蔬肉粮禽等各类小贩忙碌

的身影，是个烟火气特别充

足的所在！

二
“去人民街买肉！”多

少年来，这句话是宝鸡市

区多少家庭的口头禅，又

是多少孩子从小到大再熟

悉不过的话！哦，妈妈去

买肉了，去一个叫人民街

的地方……满怀期待中，

妈妈挎着篮子回来了，掀

开布盖，篮子里有时装着

五花肉、后腿肉，有时装

着牛羊肉，有时是一条大

肥鱼……妈妈还高兴地

说：“嘿，今天的肉价降

了！”或者说：“今天人家

多送了一块里脊。”一脸的

喜形于色。不知不觉中，我

们就吃着去人民街买来的肉

长大了。

市民李维藩介绍说，人民

街综合市场始建于 1983 年 10

月，后来经过几次改造扩建，

市场面积、规模不断扩大。据

记者了解，1990 年，人民街综

合市场日批发大肉 18000 公

斤，声名远播；2002 年，又兼

并了旁边的宝鸡市酿造厂，增

加了调料副食、粮油和餐饮小

吃；到 2010 年，市场摊位发

展了 400 多个，年营业额上亿

元，连带了人民路和永兴巷商

业街的发展。

直到今天，随着城市扩

容，人口再不像从前那样集中

在老城区，大型综合市场也越

来越多，但其他市场售卖的大

肉，据传大部分还是从人民街

市场批发来的。这样看来：人

民街的大肉“龙头老大”地位，

还是很稳固。

从小货车、路边摊位的缝

隙中穿过，继续往西走，走到人

民路和沿河街十字，右首即此

处的地标金台医院了。现在我

们看到的这座高大的标志性建

筑是2011年才有的。印象中以

前的金台医院门脸很朴素。

记者之所以把金台医院

当地标，是因为它对自己儿时

的提示作用。很小的时候，懵

懂的我总喜欢从金渭路一路

摸索走来，去金台医院西边的

舅舅家探访——那是一座用

石头垒成的小院，小院背后是

葱茏的树木和掩映其中的敦

仁堡的民房。有时我侥幸走对

了路，从人民路进去只要看见

金台医院，我就知道找到了舅

舅家；有时就走错了，过了东

闸口铁路桥，一犯糊涂，不是

提前拐进了曙光路，就是拐进

了中山东路——因为在孩子

眼里，这三条平行的路很难分

辨。一旦走错，就再也找不到

金台医院了，只能原路返回。

三
过了沿河街十字继续向

西，路明显向西南

方向折了一下，但还

是平路，并没有上坡的

感觉；而此时相邻的

中山东路已经在明显

地爬大坡；而再往南

的曙光路，也一样在

爬坡。就这样几乎无爬

坡感觉地在人民路上轻

松地骑着车，欣赏着两边

的风景。

原来在这条路上的那所

著名的老校——1913 年始建

的东仁堡小学，现今看不到

了。听说是 2013 年随着敦仁

堡改造迁到瓦厂街和沿河街

小学合并了。

路边有一座砖混的旧楼，

难说此楼有多老，但四排斜

挂的外置式扶梯在宝鸡已不

多见。

隐藏在金台区工商局家

属院里的一处人防工程入口，

据李维藩说建于上世纪 70 年

代，和更早时期建的人防工程

相连，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构

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防空

网络。现在和平时期，人们利

用它来仓储和进行特色种植。

人防工程是“老宝鸡”留给现

代人的杰作。

还是回头来说一下这条

路的“神奇”之处吧！ 850 米，

从东到西，从低到高，这种“向

上走”的心理准备，也仅仅是

快到永兴巷口时，仅仅有那么

一小段小慢坡。回头看走过的

路，确实是“如履平地”般走过

来了！

奇妙的是：所在的永兴巷，

竟然和旁邻的中山路没有落

差。也就是说，我们从明显海拔

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中山路街

道，无论是从长青路、红旗路、

汉中路、文化路出发，还是从曙

光路、中山东路出发，想到中山

路老街都得爬大坡，只有一条

路除外——就是人民路。

这该咋解释？记者求教

享有“宝鸡活地图”之誉的李

春林老师，他说，这和地形有

关系。人民路正好处于敦仁堡

的城堑位置，而永兴巷在城楼

位置，是修路时移土平填造成

了这种小慢坡而感觉上就是

平路的效果。

也许，所谓的“神奇”就是

“巧合”吧！

四川文物组团亮相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本报讯 由宝鸡青铜器博

物院、绵阳市博物馆、四川博物

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

武报恩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

“土司遗珍——四川明代平武

土司家族墓出土文物精品展”

将于 12 月 13 日在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开展。

平武土司所在地位于四川

盆地西北边缘，地处边陲，界在

氐羌，是“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区

的典型，也是多民族、多文化交

融与冲突的地带。平武土司的

历史开端于南宋末年，历元、明、

清、民国至新中国，存在时间近

800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承袭

时间最长的汉族土司之一，在我

国土司制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

它们留下了包括土司家族墓地、

衙署遗址、报恩寺等丰富的文化

遗产，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共同

解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土司遗

产系统，体现了古代中国作为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少数民

族地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

管理智慧。

本次展览将集中展出平武

明代土司王玺家族墓与薛继贤

夫妇墓出土的精品文物 226 件

（组），在时间上属明代（1368—

1644 年），内容涵盖了日常用

器、起居陈设、冠服华佩等，全

方位体现了明代平武土司雍容

别致的生活，还原了明代丧葬

习俗和生死观念，更见证了因

俗而治的土司制度在我国古代

中央与少数民族问题上所发挥

的积极作用。据了解，展览将持

续至 2022 年 3月 8日。

本报记者 于虹

穿越      宝鸡老

非遗文化体验   乐了八方游客
近日，一群游客

走进凤翔区城关镇周
氏民居民俗体验馆，
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凤翔木版年画
制作过程。

周 氏 民 居 俗 称
“周家大院”，是明末
清初一家周姓商户的
宅院，也是明清时期
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式
民 居，2008 年 被 省
政府公布为陕西省
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至 2013 年，凤翔县
博物馆（今凤翔区博
物馆）对周氏民居进
行了维修改造，并将
一个房间设置为民俗
体验馆，集中展示泥
塑、木版年画、马勺脸
谱等非遗项目，让游
客在参观和互动中体
验凤翔非遗文化的魅
力。今年以来，周氏民
居累计接待游客达
19.8 万人次。

本报记者 祝嘉 摄

“土司遗珍”正在布展中

曾经的金台医院门口

曾经的东仁堡小学

冯涛笔下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