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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县东河桥村——

岭南冰雪
本报记者 张琼

东河桥村是从宝鸡沿 219 省道

翻越秦岭后的第一个村庄，有“岭南

第一村”“千里嘉陵第一村”“千古蜀

道第一驿”之称。数年间，县镇村建

设者深挖当地山水文化、栈道文化、

饮食文化等村庄文化，东河桥村从

寂静村庄变为乡村游网红地，引来

西安、咸阳、宝鸡等多地游客。

因栈道文化得名
近日，记者从宝鸡站乘坐 6063

次绿皮“小慢车”翻越秦岭，经过一

个多小时到达东河桥村。在秦岭站，

搭乘这列火车的游客专门来东河桥

村赏雪，一幅秦岭冰雪美景图在游

客面前展开 ：盖着“白色雪毯”的村

庄、结冰的迎宾湖、玩雪的孩子……

游客陈安忍不住赞叹：“秦岭雪景

果然名不虚传！”

东河桥村位于秦岭南麓，219

省道穿村而过。东河桥村得名与当地

栈道文化有关，清光绪年间的《凤县

志》在涉及古桥梁部分记述，连云栈

道上有东河桥、江龙桥、石窑铺桥等。

喜爱地方文化的凤县教师陈茹洁谈

到，东河桥古称驿丞关，是在古代驿

官大道上设的一个驿站。因嘉陵江源

头的水从城东门桥下流过，这里得名

东河桥村，北宋后改名为东河桥镇。

古时，东河桥是栈道上一处要地，古

人往返长安和巴蜀，会途经此地。村

里老人谈到，东河桥过去配有马匹、

马夫和粮草，用来传递公文、接待过

往官员、转运物资等，南来北往的人

经过这里，故而人气很旺，商贾云集，

店铺林立。

清代文人张问陶走栈道翻越秦

岭，蜀道之艰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遂写下诗文《自东河桥出栈晴雪苦

寒戏作长歌寄舍弟寿门》，其中有这

样的句子：“栈云将尽山逾陡，千里

奇寒聚岩口。冰攒雪拥古无春，况我

行当残腊后……”可见，彼时的东河

桥村与栈道文化紧密关联。

东河桥村不仅与秦岭、栈道“情

缘”深厚，与嘉陵江也颇为亲近。齐金

水介绍，在村子东头有一个迎宾湖，

湖边立着一通“同饮一江水 保护母

亲河”的石碑。这通石碑立于2011年

11月，当时，沿嘉陵江的陕甘川渝4

省市 23个县区代表齐聚东河桥村，

在迎宾湖前发表了保护嘉陵江的宣

言。齐金水说：“村民和游客每路过

此地，看到这块石碑，心里便会多一

份对大自然和秦岭山水的敬畏。”

豆腐文化引客来
“怀胎豆腐”、锅巴豆腐、肥肠豆

腐、崩山豆腐……东河桥村的饮食

文化独具特色，村民们能做出 100

多种豆腐美食，岭南豆腐宴美名远

扬，故而该村也被唤作“豆腐村”。

“你看，这是村上的豆腐广场，

这个雕塑人物是刘安。相传，淮南王

刘安是我国豆腐的创始人，是做豆

腐这一行当里的祖师爷。”东河桥村

手工豆腐制作者刘刚说。豆腐广场

占地约 6 亩，广场上不仅有刘安雕

塑，还放置着制作豆腐的石磨等物，

供游客体验。拾级而上，广场文化墙

上有廉吏汤斌“豆腐汤”、朱珪喜食

豆腐等故事，还有豆腐文化浮雕墙

等，在介绍豆腐美食之外，弘扬豆腐

背后的廉洁文化，宣传清廉为官、朴

素做人的清风正气。

东河桥村文化广场聚焦豆腐文

化主题，这缘于当地的饮食文化。齐

金水回忆，约在 2012 年，在县、镇政

府的规划支持下，村上打造了岭南

豆腐宴。村民用自种的大豆和嘉陵

江源头的活水，制作出原生态豆腐

美食，尤其是村民自创的太极豆腐、

女娲豆腐、野菜豆腐等菜品，十分美

味，深受游客喜爱。2016 年，宣传

豆腐文化的豆腐广场建成。

这两天，豆腐广场上摆满了小

吃摊和当地农特产品，游客在广场

上来往穿梭，这里俨然成为一个热

闹集市。刘刚的豆腐工坊就在豆腐

广场上，刘刚说：“好水出好豆腐，

用这里的活水做的豆腐香嫩美味，

同样的制作方法换地方换水，做出

来的豆腐味道就不一样了。”刘刚

的父母做了 20 多年手工豆腐，四年

前，刘刚接过父母的手艺，旅游旺季

时每天卖出 500 多斤手工豆腐。

东河桥村农家乐经营者闫冬

说：“去年赏雪旅游旺季，我家的豆

腐美食一天营收 4000 元，40 天的

收入相当于平常半年的收入。今年

雪不太大，每天也可营收 1000 元左

右。”目前，东河桥村有十余家农家

乐，都会做豆腐宴，每道豆腐菜品味

道不同，豆腐香味飘遍村庄，吸引着

游客的脚步和味蕾。

山水文化金名片
采访当天，记者在东河桥村看

到，迎宾湖、岭南公园、一生一世爱

情打卡地、村庄街道上到处是游客，

游客们滑雪、拍照、打雪仗，颇为热

闹。街道上十余户农家乐几乎家家

爆满，东河桥村的乡村游让人感受

到了勃勃生机。在抖音、小红书等短

视频平台上，游客纷纷发布在这里

玩雪赏雪的视频、照片等，东河桥村

俨然成为网红赏雪打卡地。

闫冬说：“外地人来村上旅游，

看的就是秦岭青山和嘉陵江绿水。

游客多了，大家挣到钱了，更要保护

好这青山绿水。”背靠秦岭、依偎着

嘉陵江的东河桥村人，对“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感触颇深。

村民回忆，两年前村里只是

夏天有人，冬天农家乐全部关店。

2021 年冬，闫冬接到村干部电话：

“赶紧回来开店，游客多得满村转，

到处找农家乐吃饭哩！”闫冬回村

一看，游客果然不少。原来，县、镇政

府规划组织了“冰雪游”，西安、宝鸡

的许多游客乘坐火车来秦岭赏雪。

秦岭雪景瑰丽、雾凇奇特，迎宾湖结

冰后，村上又开发了滑冰等娱乐项

目，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东河

桥村，寂静的村庄热闹了起来。

最近，正值秦岭赏雪景最佳时

期，村干部介绍说：“自2021年以来，

每年1月到 2月底是村上‘冰雪游’

旺季。只要旅游专列、秦岭‘小慢车’

发车，每天都有数千人来村上旅游，

人气旺时，一天游客能达到1万人左

右。目前全村共800

多人，最近大多村民

都在做与乡村游有

关的事，旅游已成长

为村上的主要产业

之一。”一位在豆腐广

场售卖饮品的红花铺

镇永生村村民告诉记

者，他会按照当地政府

发布的旅游专列信息，

决定出摊时间，最好的

时候仅售卖瓶装饮品

每天可以卖1500元。

其实，东河桥村

的乡村游是长久蓄

力、众人使劲的结

果。黄牛铺镇党

委书记马杰谈

到，秦岭生态

保护工作使

村上生态环

境越来越好，

美丽乡村建

设使村容村

貌发生巨变，

“河长制”对嘉

陵江的常态化治

理使沿江景观变

美。借助山水资

源优势，县、镇

政府提前联

系 旅 游 专

列，营 造

避 暑 游、

冰 雪 游

氛围，村

庄 游 客

多了，人

气 旺 了，

村民腰包

也鼓了，喜

气洋洋的

笑 脸 正

是乡村

旅游最

美 的

果实。

本报讯 2 月 1 日下午，岐山县剧

团的工作人员正在雍川镇板榻村完成

调试音箱等工作，准备当晚的秦腔进

乡村惠民演出。据了解，仅在今年春节

元宵节期间，该剧团这样的惠民演出

就有 27 场，同时进行线上直播。

从正月初五开始，岐山县剧团就

开始了“2023 年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

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1

月 26 日至 29 日晚，剧团在岐山县益

店镇晁村，演出了《忠保国》《龙凤呈

祥》《黄河阵》等 10 场剧目（见右图）。

正月初九至十一，剧团还在雍川镇板

榻村演出 7场。正月十二至元宵节，剧

团还将在岐山县大剧院广场，以“秦声

秦韵迎新春”为主题，开展 10 场秦腔

惠民演出。同时，这些演出都在“秦岭

视云”平台现场直播。此后，剧团还将

赴甘肃省等地演出。

记者了解到，这些进乡村惠民演

出以“点单”形式进行，村民代表可以

根据剧团列出的“戏单”，选择当地群

众喜欢的剧目，演员们则按“点单”进

行演出，深受观众欢迎。本报记者 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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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31日，

凤翔区首座 24 小时城

市书房揭牌暨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征文

活动颁奖仪式在区图书

馆举行。24 小时城市

书房的启用，进一步巩

固了我市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成

果，全力营造悦读氛围。

据了解，刚刚建成

的 24 小时城市书房内

设自助办证借还设备 1

台，安装智能安全检测

门、门禁控制等系统。

读者刷身份证或读者证

即可进入并完成自助办

证、借阅、阅览、自习，是

一种崭新的公共文化服

务形态，既拓展延伸了

图书馆主体的服务，又

创设了知识共享、信息

交流、文化互动的新空

间，是传统阅读阵地的

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

契合了市民不同时段的

阅读需求，可有效解决

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

近年来，凤翔以图

书馆总分馆制建设为牵

引，稳步推进图书馆总

分馆制建设，累计建成图书馆分馆

15个、基层服务点 11个、新型阅读

空间 5个，上架图书 5万余册。

（毛丽娜）

农民当主角
村晚展才艺

2 月 1 日，陇县温水镇李
家河村举办“文化进万家·非
遗过大年”社火“村晚”。陇州社
火、陇州小调、跑旱船等具有当
地特色的 15 个节目，都是农民
自己编排表演。当天还进行了
现场网络直播。精彩的演出不

仅赢得了村民的喝彩，而且吸
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以及外地游
客。大家纷纷以短视频和美篇
形式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发布

“村晚”的精彩片断，为美丽李
家河“圈”了一大批粉丝。

  本报记者  张晓燕

线上+ 线下——

岐山27场惠民演出进村庄

独特的秦岭雪景、欢畅玩雪的游
客、热气腾腾的豆腐宴……这段时
间，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成为人气
旺、关注度颇高的村庄。

在 1 月 26 日的央视财经频道、1

月 2 日的央视新闻频道，均播出了游
客在东河桥村玩雪、赏雪的画面。今
年元旦以来，Y521 次西安至秦岭定
制服务列车、6063 次“小慢车”载着
游客奔赴东河桥村赏雪。东河桥村党

支部书记齐金水说 ：“元旦以
来至 2 月初，平均每天有近 4000
名游客来东河桥村玩雪、吃豆腐
宴。春节长假期间，东河桥村共接
待游客 3 万人次。”

的故事村子网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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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报道“冰雪游”截图

游客在东河桥村的雪地上游玩

央视财经频道报道游客游玩东河桥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