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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富平
文 / 孙春草

家乡是一个人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行走世间
回眸时的灯塔和坐标。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回老
家转转，看看那里的亲人朋友，吃几餐心心念念的
美食，逛一逛家门口的景点。每次返程之后，就会
有一种特别的踏实感和满足感。

我的老家富平，因取“富庶太平”之意而得名。
它原本只是陕西渭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县城。
近些年，随着交通和城乡旅游业的发展，也逐渐成
为人们周边游、红色游的热门目的地。

我上学那会儿，民间流传着一段戏谑富平道路
状况的顺口溜：“世界有个阿富汗，中国有个富平
县。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个坑坑。小
坑能养鱼，大坑能卧驴。”这真可谓是上世纪及本世
纪初富平道路的真实写照。如今，富平道路四通八
达。西禹、西铜、延西三条高速线路通达富平，各乡
镇通村油路和二环路相继建成，城区免费公交也开
通运营，家乡人出行越来越便利。每次回富平，看
到沿途新修的路和新起的高楼，真有一种恍惚感，
一度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要说富平值得游玩的地方还真不少。中国现
存保护最完整的堑城——富平老城当属第一，里面
有老县衙、文庙、城隍庙、魁星楼、藏书楼、望湖楼等
20余处古建筑，且保留着五六百年历史的古街道和
古民居。这些建筑风格各异，无声讲述着富平的历
史故事。此外，县城北边的温泉河湿地公园和南边
的石川河湿地公园遥相辉映，增加了这座小城的灵
动性，也给群众提供了更美丽更舒适的休闲场所。
位于荆山原上的中华郡，曾是黄帝铸鼎圣地，现在
是一个集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为一体的旅游新
地标，里面不仅有黄帝祠，还有温泉水世界、神农百
草园、各种萌宠馆、游乐园，以及集合了各地美食的
民俗风情街。漫步其中，感受历史与现代的沧桑巨
变，沉浸式体验关中风土文化，是西安一小时经济
圈短途游的不错选择。

富平还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命名为“中国柿
乡”。金秋十月正是柿子成熟时，你若到富平的庄
里、曹村等乡镇走一走，一定会被房前屋后、漫山遍
野一片火红的景象所吸引、所沉醉。一簇簇红彤彤
的大尖柿挂满枝头，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随便站
在一棵柿树下，不用滤镜，不用美颜，随手拍的每一
张照片都是明艳的、生动的、绝美的。

富平大尖柿是制作柿饼的最佳原料。为保证
柿饼品质，每年霜降一过，村民们才开始集中采摘
柿子加工柿饼。新鲜的柿子经过清洗后，削皮的过
程也甚为壮观。在削皮机的飞速旋转中，被抛起的
长长的柿子皮，如一道道飞虹飘向天际。削皮过
后，村民将柿子一个个穿起来整齐挂在架上，如一
面面橘黄色珠帘，弥漫着淡淡果香，成为富平秋日
一道独特的美景。再经过一个多月日晒，柿子充分
糖化后，便可逐一取下来揉捏整形，最后捂霜。这
时候，只需静心等待时间的陈酿和馈赠。等到春节
前后，便是柿饼口感最好的时候，富平柿饼肉多霜
厚，甜、软、糯、香，入口即化，咬一口，丝滑香甜，让
人回味无穷。

其实，家乡的美景美食远不止这些。唐五陵、
陶艺村、金粟山、流曲琼锅糖、段氏太后饼、九眼莲
……每次提起，都让人兴奋不已。

富平，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无论走多远，它
始终如一盏明灯，温润着我的心，默默照亮我前行
的路，给予我无尽的力量。朋友们，若有时间，欢迎
到我的家乡富平来游玩！

（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

作家贾平凹在佛坪题字曰：有熊猫的地方
就是好地方。国庆节在佛坪小住几日，竟然喜
欢上了这个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佛坪，这座拥有人口3.5万人的县，据说是
全国人口最少的县，县城也仅仅几千人，就像一
个超级精致的小部落。这里拥有无比珍贵的宝
藏，是熊猫、金丝猴的乐园，那些憨态可掬的国
宝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悠然自得地生活着。它
们的存在，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生机与活
力，许多人就是冲着看熊猫和金丝猴来佛坪旅
游的。到了佛坪，我却发现，这里除了熊猫、金
丝猴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条名叫椒溪的河穿县城而过，给这座山
城增添了无尽的灵气。椒溪河——怪怪的名
字，当地人说，这是陕西省命名的15条幸福河
流之一，发源于龙草坪北庙子，早年河畔盛产花
椒，特别是北庙子的白花椒，香味浓郁，经久不
散，染得河水也清香起来，故名为椒溪河。徜徉
在河边，有人在垂钓，立刻勾起了我的兴趣，我

便买了渔具，踩着鹅卵石，步入浅滩。河水清澈
见底，小鱼儿在溪流中游荡，我熟练地甩了几
竿，不到半小时，竟然钓上来9条小鱼。旁观者
说：够炸一盘了。看着鱼护中挣扎蹦跳试图逃
生的小鱼，我突然心生怜悯，做出一个决定——
放生。看着水中欢乐游弋的小鱼，我似乎闻到
了淡淡的花椒香味。

县城的建筑都是仿古的，门店多为经营木
耳、茱萸、板栗、药材等当地特产，其余则是具
有当地风味的餐厅。脚踩在石板路上，漫步
于小县城里，不由得想起作家叶广芩笔下的
《老县城》。在民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里，
佛坪厅（今周至县境内，1913年改为佛坪县）
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变故。民国初年，秦
岭山中歹人频出，匪患不断。1922年3月，一
个寒风刺骨的夜晚，一伙土匪越过佛坪城墙，
竟生擒了那晚正在县衙里把酒言欢，交接官
印的两位县知事，掠走财物，穿过丰乐门消失
在夜幕之中。后来，人们在财神岭发现了两

位身首异处的知事。此后，佛坪县接任的知
事惊恐万状，再也不敢在佛坪县城落脚，便背
上县府大印和几名随从在秦岭山中四处游
荡，毫无目的地寻找新的落脚点。1924年深
秋季节，他们走到一个叫袁家庄的小村庄，发
现这里人口不多，地势平坦，四面环山，水源
充足，土地肥沃，于是就决定在这里落脚。佛
坪老县城大批的居民，牵牛驮物，也随之搬迁
而来，于是这里就成了佛坪县。老佛坪县搬
迁后，繁华的市井败落了，原来的县城演变成
现在的周至“老县城”村。从1924年到2024
年，整整 100年了。我觉得佛坪县应该举办
一个百年纪念活动，也可借此促进一下旅游
业的发展。

佛坪的四季，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
卷。春天，大地复苏，山花绽放；夏天，绿树成
荫，清风拂面；秋天，枫叶如火，稻田金黄；冬天，
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宛如童话世界。夏天，从
西安到佛坪坐动车就像穿越了清凉隧道，40分

钟功夫，就像从火焰山一下子蹦到了清凉谷，
38℃的高温眨眼间就被28℃的凉爽给赶跑了，
那降温速度比冰激凌化得还快呢。再看佛坪的
街道，就像是一个随性自在的小世界，连红绿灯
都没有，仿佛在说“咱这儿不用那么规规矩矩
的”。而且出租车少得可怜，总共就八辆，平时
停泊于火车站，接送游客往返县城和景点。这
里没有那些冒黑烟、排污水的工业企业，森林覆
盖率达到90％以上，简直就是个绿色的大氧
吧，住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天天都能免费吸
氧。每一次呼吸，都仿佛是给心肺做一次深度
的滋养和净化。

佛坪县城南部的人与自然博物馆应该去看
看，这里有大熊猫、羚牛、金丝猴、金钱豹的标
本。另外，位于该县沙窝村的红二十五军旧
址和离旧址不远的大熊猫救护繁育研究基
地也值得看看。总之到这里旅游，吃住行都
很方便，如果多住几天，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和
感受。

喜欢佛坪不仅仅为有熊猫 文 / 朴 实

在西安鄠邑区最南端，有一个小镇，我的
家乡余下镇。它南依秦岭，北俯渭水，东临太
平河，西傍涝河，一岭叠翠，三水环绕，自然环
境得天独厚，享有“画乡小江南”的美誉。

余下镇声名远扬，惠安集团功不可没，从
边缘小镇到工业重镇，这里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在毛主席的年代，惠安集团作为国家级
企业，光芒万丈，支撑着余下镇的经济命脉。
当你第一次走进余下镇，感觉这里更像一个
厂区，几乎没有乡村的气息。宽敞笔直的街
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高大粗壮，见证
了七十年的风风雨雨。

余下镇常住人口有五万，五湖四海的人
怀揣梦想扎根于此。他们带来知识与技术的
同时，也带来各地美味佳肴，美食的碰撞与思
想的交融，让余下镇充满生机与活力。余下
的夜市，以独树一帜的特点荡漾在心中，不时
地挠一下，让人回味。大排档里食材碰撞，奏
响美食的交响乐；小推车边风味交融，诉说着
动人的故事。余下饮食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
短街道，全长不到1000 米，却汇聚了50多家
餐馆，面馆、炒菜、串串、泡馍、自助等应有尽

有，其中烧烤最有名。老板介绍，他家的烧烤
已有30多年历史，很多人从西安驱车赶来，只
为一饱口福。

我心中的余下镇味道丰富多彩。朝阳饭
店的荷香排骨，软糯鲜香，荷叶的清香与排骨
的醇厚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每逢面馆
的双料棍棍面，面条劲道，臊子香浓，每一口
都饱含着家的温暖与亲切。化校路口的油
炸臭豆腐和烤鱿鱼，散发着意外的美味，独
特气息勾起人们的味蕾欲望。惠安厂门口
的胜百味烤兔，鲜嫩的兔肉经过炭火烘烤，香
气四溢。每一道菜都承载着余下镇的记忆和
故事。

对于余下的记忆，写在斑驳的铁轨上，那
是岁月的痕迹；刻在古朴的苏式建筑中，那是
历史的沉淀；映在碧绿法桐下，那是自然的馈
赠；留在灯火闪耀的长巷里，那是生活的温
度。这里的人有自己的生活哲学，街坊中藏
着邻里和睦，美味佳肴拉近了人们与生活的
距离。欢迎你来余下看看，相信你会发现意
想不到的惊喜，沉醉于它的魅力之中。

（作者供职于蓝商分公司）

攀登完太白山，沿绛汤公路驱车向北至
西部兰花生态园。参观结束，天光已经逐渐
暗了下来，薄暮青冥，山环水绕，兴味未尽的
我改变夜宿眉县的计划，继续沿着滨河大道
向东进发，打算天黑前入岐山，品尝一碗地地
道道的臊子面。

也难怪。作为西北人，似乎味蕾和精神
都极度契合面食，就像那碗岐山臊子面一样，
筋道入口，热辣在心，大快朵颐间，自然而然
展现出属于这方黄土地的粗犷与热情。当
然，进岐山县并非只为吃。对商周文化有着
极大兴趣的我本就是探迹寻源，既满足了好
奇心，又弥补了认识的罅隙。

“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
来歌，以矢其音。”一首《大雅·卷阿》，不禁让
人对三千多年前的社会心驰神往。雅为王朝
正声，虽然多为歌功颂德之音，却也反映出时
代特色和主流价值认同。

岐山凤鸣，兴周覆商。自此，中国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出岐山县城后沿周五路进发，凤凰山如
刀削一般撞入眼帘。不同于太白山的雄奇壮
丽，凤凰山的山势较缓。一路攀登，入眼既有
黄褐的粗犷，也有翠绿的婉约，周公庙置身于
这两种交汇之间。

文王拘而演《周易》，武王继而克殷
商。与父兄的文治武功相比，周公姬旦并
非激荡起了一时风云的人物。然而，为人
臣者，他殚精竭虑，以做事的赤诚和礼乐
的开创在民族精神与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周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身处乱
世，他却谦和有礼，活成了翩然君子。“一年救
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
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在《尚书
大传》里，周公姬旦的作为被高度总结评价。

少年时辅佐父亲文王任辅相，耀眼却并
无野心；青年时辅佐兄长武王，位高却一片赤
诚。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摄政，权重却绝不
僭越……赫赫战功和斐然政绩没有吞噬他为
人的原则，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的周公
以身作则，以行为引，自此，一座道德的高
山出现在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上。发端于
个体，传承于民族，最终构筑起中国人的精神
禀赋。

周公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并不比他的战
功和政绩逊色。他制礼作乐，不仅巩固了政
权，而且影响深远，成为后来中国的社会制度
和价值观念的圭臬。文明和礼仪洗涤蛮荒，
道德和精神占据灵魂，自此，中国文化又多了
一个源流。“克己仁爱”“和而不同”“自强不
息”“君子之交”……这些源自周礼的文化源
流造就了孔子的“仁者爱人”，有了庄子的“清
静无为”。诸子百家大放异彩，于是，几千年
来的历史就有了思想，文明不断演进，成就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社会不断发展，精神与文化不断承继和
嬗变，到如今，传统正在多元交融碰撞中被赋
予时代的特征。可是，周文化并没有因此没
落，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周原遗址，走进周公
庙，在朴素的思想里审视，于变化的社会中丰
富精神，赋予这些古老的源头以活水。政府
顺应趋势主动作为，就以这凤凰山来说，完善
了配套服务设施，改进了交通环境，深挖潜
力，以文化景，在《诗经》的悠扬和《封神演义》
的奇幻里，潜移默化中弘扬传统、赓续文脉，
巩固了这方精神的高地。

“一泓岐水净年芳，漾漾溶溶玉液香。莫
把流泉等陈迹，缘知地久与天长。”一眼润德
泉，于周公庙里闪着清澈凛冽的光芒，闪烁在
民族基因中的文化内核。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高陵收费站）

魅力岐山，文化溯源之旅
文 / 彭睿昕

余下，终南山下烟火韵味
文 / 马 梦

陕交讯 10月25日，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
省推进公路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六项重点工作第
六次视频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工作进展
情况，宝鸡市、榆林市、商洛市交通运输局和陕
西交控集团就六项重点工作进展情况作交流
发言。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六项重点工

作，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快落实隐患治理方
案、推进工作开展。要加快整治工作的进展，在
冬季低寒气候到来前，抓紧落实各项工作，推进
隐患整治工作进度。隐患的安全管控要落实到
位，对于未治理的隐患，现场要完备管控措施；
对于正在治理的隐患，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对
于已完成治理的隐患，要持续跟踪观察，避免出

现问题。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继续保持战斗状态，细

致落实隐患整治工作，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开
展，保障全省路网安全通畅和人民群众安全出
行。省厅将严格落实执行周报告、周调度、周
评估机制，确保六项重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见行见效。

厅总工程师，省公路局、陕西交控集团、厅
直有关单位以及厅机关相关处室负责人在省厅
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领导
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各市公路局分管领导，各
收费公路经营公司、各PPP项目公司分管领导
以及六项工作具体负责同志在各市分会场参加
会议。 （安立广）

陕交讯 10月24日，全省公路行业党委书
记工作会暨公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30
届年会在延安召开。

会议强调，全省公路行业思想政治工作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
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全省公路交通发展主

线，以建设智慧高速路、美丽干线路、“四好农村
路”、服务乡村振兴等为载体，不断深化新时代
理论武装，加强队伍素质提升，弘扬新时代交通
精神，突出行业调查研究，注重调研成果转化，
推动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实起来、强起来，全
面提升行业软实力，树立行业新形象。

会议表彰了2023年度全省优秀政研分会、

优秀政研工作者、优秀论文和2022-2023年度
全省公路行业新闻通讯报道先进集体、优秀通
讯员、优秀新闻稿件，展示了公路行业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书法绘画摄影主题征
文微视频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安排了2025年党
建政研工作调研课题。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沿 303 省道观摩学

习宝塔公路段养护管理工作和智慧公路建
设，省公路局给延安公路局离退休党支部捐
赠图书。

省局有关领导、各市公路局党委书记、分管
宣传精神文明工作领导、党群部门负责人和省
局机关有关处室负责人、省公路应急中心有关
负责人参加会议。 （王惠 李婷）

全省推进公路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六项重点工作第六次视频调度会召开

全省公路行业党委书记工作会暨公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30届年会召开

最近，县城美学在年轻人中走俏。装饰成
略带土气的八九十年代风情的小县城成为网
红打卡地。内卷的当下，人们不免对“北上广”
代表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感到厌倦，反倒是平凡
朴素没有压力的小县城更招人喜爱。也许你
已不知不觉中卷入这新一轮的审美，不是吗？
最近难道没有去过某个小县城，融入小县城的
慢节奏，感受平庸却放松的生活。也许，这个
国庆节你已实现了你的小县城之旅。

小县城们也铆足了劲，打造宜居小城，拉
动旅游带动经济，变得更加清新、整洁、怡人。
这是一场小县城与群众的双向奔赴，努力改进
的县城与群众审美转向相辅相成。我们的交

通作者在小县城之旅行中，体验了不断升级的
地方道路和县城文化的魅力，携家带口的吃喝
购物团也为小县城经济作出了贡献。小县城
正受益于地方均衡发展、群众共同享受发展红
利的好局面。

小县城也是我们的故乡，充满着童年和少
年时代的回忆，角角落落都是那么熟悉，然而
却从未如此新鲜过：整洁的街道、便利的交通、
繁荣的市场、被挖掘的地方文化、被打造的传
统景致、被重新讲述的古老故事……她的变化
深刻地抚慰着我们的心灵。记忆中的故乡回
不去了，眼前的家乡则要刮目相看，感慨万千。

安逸宁静的小县城，是缓解压力的所在，
是奔赴自由的彼岸。也许，我们正在回归，因
为来处已不复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