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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郑西之路上
你讲故事我送票

联系电话：67659999
电子邮件到：5438533@qq.com
提醒：上期故事讲述人马先生，请您在3

个月内持郑州到洛阳之间的郑西高铁车票，
前往晚报报销。

重庆老乡在郑州建高铁
我交了不少好朋友

讲述人：肖先生
我老家是重庆的，单位距离郑西高铁施工

现场很近。我和同事常趁休假期间步行，或骑

车踏访那里，发现有不少施工工人是同乡。随

后，我常从家里带些闲置衣物和父母刚做好的

重庆小吃转送给老乡们。每次我去，老乡们都

很热情，拉着我介绍郑西施工的先进科技，我逐

渐从对铁路一无所知到现在提起来“无渣轨道”

等铁路术语如数家珍。

郑西高铁马上就要开通了，老乡们也将转

战其他铁路施工工地，大家在不舍中都对郑西

注入了深厚的感情。我打算今年春节带着家人

坐郑西高铁到西安，然后转车回老家看看。

晚报记者 王菁 实习生 李江 整理

【记者探营】

渭南北站
站台距地面高度约7米

是国内首座高架桥客运火车站

战国末年，韩惠王派韩国著名水利工程
师郑国为间谍游说秦王嬴政在泾水和洛
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原本是一条“疲
秦”之计，谁料耗时 10年修建成功的郑国渠
把关中平原变为富庶的天下粮仓，反成了兴
秦之本。

1月 13日，晚报特别报道组来到了咸阳
市泾阳县郑国渠渠首暨历代引泾工程遗址。

历经 2000多年的沧海桑田，郑国渠的踪影已
经掩埋在荒烟蔓草间，无迹可寻。唯有在泾
河两侧的石岗上，还隐约可见由砾石、黄土
混筑而成的坝体，以及当时修筑坝体时留下
的凿孔痕迹。清澈的泾河穿山而过，向宽广
的关中平原奔流。泾河两岸，遍布着肥沃的
农田和果园。发源自陕西北部群山的泾河，
有多条泉水汇流，在泾阳县郑国渠遗址附

近，水温高达 20多摄氏度，水面蒸腾着袅袅
的热气。

郑国渠自秦国开凿以来，历经各个王朝
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
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引泾渠
首除历代故渠外，还有大量的碑刻文献，堪称
蕴藏丰富的中国水利断代史博物馆。现已列
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中平原，河南人留下的历史痕迹

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有一项2000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这条名为郑国渠的大型灌溉工程，造就了关中平原的千里沃野，为日后秦
王嬴政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并在此后的千百年间继续造福关中百姓。历史的风尘层层堆叠，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晓，这条灌溉渠是由河南人
郑国主持修建，并以其名字命名的。

昨日晚报特派组在西安市及其周边，寻找河南人留下的种种历史痕迹。 晚报特派记者 邢进 孙娟/文 王银廷/图

郑西客运专线有一个站点十分特别，这就是
将成为国内首座高架桥客运火车站的渭南北站。
12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渭南北站已初具雏形
（如图），站前下沉式地下广场正在加速施工。

渭南北站总体布局首次采用正线下式设
计，车站为2台4线“桥下式旅客站房”，即候车
大厅及站房综合楼布置在下层，站台在上层。
以高架方式设置南北入口联系南北广场，利用
高架桥下部空间，旅客通道采用下进下出方式。

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渭南北站站房总建
筑面积约4608平方米，站台宽度为8米，距地面
高度约7米。

在西安，有一条叫竹笆市的小街。它是
一条南北纵街，位于西大街鼓楼十字南端，南
起南院门，北至西大街，长 417米。明代此地
商市集中，有瓷器市、鞭子市、竹笆市、书店、
金店等，而以买卖竹器最具规模，故名竹笆
市。就是这条普普通通的小街，却与河南人
有着极深的渊源。在陕西的河南人中，它甚
至被称作“洛宁街”。这是一条河南洛宁人集
中居住和做生意的小街，只要是做竹器买卖
的，十有八九都是洛宁人。

洛宁人在这条街谋生究竟源自何时，已
不可考。在此站稳脚跟的洛宁人，再一个个

将亲戚或同乡带到此处落脚，一年年过去，逐
渐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据说，在这条街上，只
要是做竹器生意的，就一定是洛宁人。

35岁的陈建波十几岁时就离开洛宁老家
到西安谋生，近20年过去，他早已在此娶妻生
子，连说话都带上了西安口音。不变的是，他
谋生的手段仍然主要是经营竹器。这条街上
销售的竹器，都由洛宁生产。陈建波说，他们
进货时，竹器早上由洛宁装车，下午两三点钟
就可以运抵西安。一个竹编的簸箩，售价 16
元，由洛宁进货过来的成本在12～13元。

早先，洛宁人只做竹器生意，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们的经营规模也逐渐扩大了。陈建
波说，现在洛宁人已经从卖竹器发展到卖家
具了。“你看我这店里，什么都有，竹器只是一
小部分了，捎带着卖的。”

记者赴泾阳县实地踏访郑国渠遗迹

西安有一条街被称作“洛宁街”

在郑国渠遗址上修建的泾惠渠仍在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在郑国渠遗址上修建的泾惠渠仍在发挥着重要的灌溉作用

特别鸣谢：本次采访交通保障提供方河南
百硕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