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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国航：农村最动听的交响

架子车曾是农村最常见的生产工具和不可
或缺的运输工具。

架子车使用方便，只要驾驭的人足够有劲，
不管天晴道干，还是泥泞不堪，它都能带着农人
的希冀到达任何地方。我儿时记忆中，农村人拉
土垫圈、运砖取水、收草割麦、拉椽运木料、卖棉
花、交公粮都会用到它，带病人去医院、拉老人去
赶集都会看到架子车。相较于拖拉机、三轮车等
聒噪的机器，负重的架子车轴承“吱呀吱呀”地磨
着车轴的声音才是农村最动听的交响。

架子车主要由车辕、车厢、轮轴、辕绳组成，
构造简单、方便驾驭。在我老家仍保留着一辆比
我还年长的架子车，虽然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
雨、修修补补，还能使用。从一贫如洗拉到小康
生活，这辆架子车见证了时代的变迁，浸透了我
爷爷、我父亲和我奋力拉车的汗水，我的左右肩
膀至今都有辕绳勒过的痕迹。

夏收、秋收和耕种的农忙季节，田间地头那
一辆辆承载着丰收果实、种子、化肥和麦垛、玉米
秆的架子车和那些负重前行的农民，成为农村最
耀眼的风景。

靠人力驱动，架子车往往动力不足、前行困
难。特别是秋收秋种时经常会遇到秋雨连绵，生
产路泥泞不堪，让人苦不堪言。留在我脑海中最
深的印象是父亲架着满满一车玉米秆，满头大汗
在泥泞的村道上艰难前行的样子，每到这个时
候，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姊妹给父亲助力推车。
父亲肩膀上套着辕绳，稳住车辕弯着腰在前面
拼命拉，母亲摁着车厢在后边使劲推，我和弟弟
妹妹则分散在两旁卖力推车轱辘，一家人齐心协
力，战胜了一个个困难，把历史的车轮不断推向
前进。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的道路逐渐从土路演

变为石子路、水泥路或沥青路，柴油三轮车、电三
摩等现代化运输工具取代了架子车。虽然它尘
封于某个角落，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带来的一
个时代的记忆却不会消逝。

（作者供职于商漫分公司）

惠家欣：农家交通全能手

架子车，这个名字带点乡土气息。小时候，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架子车。它虽然简
单，却是个全能选手：拉庄稼、搬家、运货，甚至偶
尔还能带着小孩子们兜风。架子车不像汽车那
么气派、那么快，但它有独特的魅力。

架子车的构造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木质或者
铁质的车架，上面铺一块平板，有的还会加个栏
杆。底下两个大大的轮子，结实耐用，能在各种
路况下跑得稳稳当当。最经典的还是那种“吱呀
吱呀”的声音，每推一把都像是在唱一首朴实的
乡村小调。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坐在架子车上，被大人
推着走。每次村里办喜事，架子车就成了运输的
主力军。菜市场、田地里、甚至婚礼现场，总是能
看见架子车的身影。车上一堆各种东西，满满当
当的，仿佛它有用不完的力气。

当然，推架子车也有学问。有时候车子装得
太满，得使出浑身力气才能推得动。路不平的时
候，车子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可能翻车。所以，
推架子车的人都得有点技巧，不仅要力气大，还
要懂得如何平衡和控制方向。

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架子车在城市几乎
已经看不到了。电动三轮车、拖拉机早已取代
它的地位，效率更高，速度更快。但在一些乡
村，尤其是山区，架子车依然是农民的好帮
手。尤其是在那些狭窄的田埂或者小路上，架
子车依旧在工作。

说到这里，不禁怀念起那些年架子车陪伴的

日子，它承载了满满的回忆和乡土情怀。架子车
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工具，更像是过去那段时光
的象征。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陈桃宁：父亲的架子车情怀

父亲今年六十五岁，还能拉动家里那辆铁铸
架子车，不至于放在角落蒙尘。春天买回来两袋
化肥，夏天用它清运菜地的杂草，冬日拉回几捆
玉米秆子……看着院子里停放的电动车，弟弟说

这是没苦找苦吃。父亲却毫不在乎地一笑，抽着
烟说：“架子车好着呢，我慢慢悠悠就当和我的

‘老伙计’散步呢，我着急个啥！”手抓车辕，肩上
搭上绊绳，弯腰弓腿，父亲就用这最笨重、最土气
的搬运方式扛起他年少时的梦想，也扛起他中年
时的生活负担。多少年已经适应了架子车的轻
巧、自在和沉稳。在父亲心里，一步一个脚印拉
车比一脚油门启动来得更踏实。

三十年前的架子车，不仅承载了父亲的期望
和梦想，也承担了中国农村人家的生活：盖房拉
砖、上地拉粪、秋收拉玉米、磨面拉麦子，出门串
亲戚拉老人小孩，就连妇女生产来回医院都仗着
它，架子车在农村可谓劳苦功高。架子车有木制
的，也有铁制的，铁制的耐用抗磨，经得住岁月，
所以我家架子车留存至今。长长的双臂，比自行
车轮略粗的双腿，承重力超强的长方形腹肌，还
有结实柔韧的长辫子——绊绳，这人体工学结构
既是马车的改良，也与农民千百年来吃苦耐劳、
靠力气吃饭的生存模式相契合。架子车，这个算
不上发明创造的小小运输工具，给上世纪贫困的
农村、劳苦的农民带来不可思议的变化，毕竟它
取代了靠抬、靠挑、靠手推的古老模式，提升了劳
作效率，带来出行便捷，改变着农村生活的面貌。

1995年，西宝高速沿着外婆家南边的渭河
滩架桥通车时，一家人还拉着架子车经过高速公
路下面的桥洞，一趟趟从南滩地里运红薯、拉土
豆、送西瓜，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如今，外婆已
过世好些年了，舅舅的手扶拖拉机换了几茬，院
子里的三轮蹦蹦车只有妗子忙活她的蘑菇大棚
时才用得着。这都是因为表弟的小轿车已经停
在门口，承揽了全家出行任务。而4车道的西宝
高速也拓宽成开阔的8车道，又连通甘肃天水延
伸成宝天高速。与高速公路交集而行的架子车，
朴实淡然地见证了这一时代变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小手扶开始排挤架子
车，它“突突突”地冒着黑烟成为富裕农户的象
征。进入二十一世纪，脚蹬三轮车、电动三轮车、

小汽车进入千家万户，架子车的作用变得微乎其
微，渐渐被搁置，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有上年纪
的老人才会收留它、使用它，成为父辈人的惦
念。 （作者供职于绥定分公司杨桥畔收费站）

王锦：拉架子车的奶奶

老家的院子里，有一辆架子车，它铺满了灰
尘，轮子是干瘪的，木质也变得疏松了。因年久
失修而充满了老态。小时候它可是家里的宠
儿，是爷爷奶奶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依仗。
它的操作简单，用途广泛，不需要太多技巧，只
需要力气。

我奶奶天不亮就拉起架子车，开始劳作的一
天，架子车上拉过要播种的种子，拉过灌溉土地
的水，拉过肥沃土地的农家肥，也拉过丰收的玉
米、麦子。通过架子车，奶奶将自己的那一片天
地经营得很好。同时，这辆架子车也承载着我的
童年，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架子车上度过
的，为了方便照顾我们姐弟几人，奶奶不管到哪
里都带着我们，她不会骑自行车，一直用架子车
拉着我们姐弟几人，我们几个坐在架子车上，欢
快地唱着歌儿，斗着嘴儿，而奶奶拉着架子车，淌
着汗，一脸幸福地看着我们姐弟打闹，依稀看到
奶奶的背被架子车压弯了。

转瞬即逝，二十多年悄然过去，奶奶进入耄
耋之年，拉不动她的架子车了。交通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新的运输工具出现和普及，架子车
逐渐退出生活的视野。收麦我们用收割机，略过
了割麦、打麦、运输的过程，收完之后就直接去晾
晒了，省时、省力。出行有私家车，跑得更快、更
远。有需要运输的货物，也有三轮车，只需将东
西放进车厢，拧动手把。不止这些，高铁、地铁便
利着我们的出行，以前感觉千里之外难以抵达的
地方，现在几个小时便到了。奶奶也可以去看看
祖国的大好河山。 （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

架子车
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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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与自由
文 / 张慧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记忆中，摩托车是一种文
化，一种生活态度，更是那个时代青春活力的象征。

那时候，摩托车是城市街道上最亮丽的风景。
它们穿梭在拥挤的人群中，灵活地在车流中穿梭，
发出得意的轰鸣声，那是自由和速度的呼唤。每
一个骑手都是城市的探险家，他们骑着摩托车，
追逐着风，追逐着梦想。

我记得，那时的摩托车大多是经典款式，车身
线条硬朗，发动机声音响亮，不像现在摩托车那样
精致，但有一种那个时代的粗犷与豪迈。骑摩托的
人给人一种不羁的感觉，他们穿着皮夹克，戴着墨
镜，随时准备出发，去征服下一个未知的角落。

摩托车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浪漫。在没有
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年代，摩托车是年轻人表达
自我、追求爱情的方式。夜晚的街头，常常看到一对
对情侣骑着摩托车。他们的身影在路灯下拉长，摩
托车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那是一幅多么温馨又浪
漫的画面。

摩托车承载着那个时代的梦想和冒险。对于
许多年轻人来说，摩托车是自由的象征，是探索未
知世界的工具。他们骑着摩托车，去远方旅行，体
验不同的生活，追逐梦想。

如今，当我偶尔在街头看到那些经典的摩托
车，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怀旧之情。它们让我想起了
那个充满活力的年代，让我想起了那些青春的梦想
和冒险。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

所谓“交通之物”是与交通
有关的物件，有个人使用的代
步、运输工具，三轮车、架子车、
独轮车、拖拉机、自行车、摩托车
……有交通工作中的物件，翻斗
车、扫地车，以及养路的铁铲、勘
路的测绘仪、治超的小磅，或守
卫安全的锥形桶……此类之物
司空见惯，与之相伴经年累月，
不知不觉间，它们也变了模样。
只是，我们变老了，而它们变年
轻了。于是，我们开始怀念年轻
时拥有过的老物件，它们虽微不
足道，却饱含着日常的情感，承
载着对爷爷奶奶的思念，它们曾
像父亲般强大，也像母亲般温
柔。它们曾是工作的伙伴，在那
些火红的岁月中，与我们同甘共
苦，一起进步。

格物致知，通过对交通之物
的关注和探索，我们从中窥见人
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的变化。别
看那土里土气的架子车，以前谁
要能拥有它，也能牛起来呢，乡
里乡亲的谁不来借上一回呢？
更别提冒着黑烟的拖拉机了，那
可比一头老牛更顶用，它不仅是
交通工具，也是社交工具，乡情
有时就靠这点方便维系着。至
于小伙子们憧憬的摩托车，那
可是不羁与自由的象征，骑上
它已不为赶路，为的是拉风的
潇洒，姑娘的青睐。还有那永
远的二八大杠，是一代人的集
体回忆，它不仅是自行车，它是
童年的欢笑，求学的泥泞，父母
的艰辛……

物，从来不纯粹是物。与人
在一起，便有了性格，有了情感，
有了风度和念想。这便是我们
怀念过去交通之物、憧憬未来交
通之物的原因，简单又痴迷。

交通之物最有意义的是，从
一个小小的视角反映了时代的
变迁和交通的发展。从独轮车、
架子车到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在
这些交通之物呈现的脉络中，我
们感受变化和新奇，我们感慨时
光飞逝，今昔巨变。

陕交讯 9月23日至24日，浙江省交
通运输厅副厅长汪东杰带队，来陕调研学
习陕西在推进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和
多式联运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
并与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以及相关部门
座谈交流。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李涛、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省发改
委、西安海关、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西安
国际陆港、西安自贸港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参加座谈。

调研学习中，浙江省交通运输厅一行
到西安港，围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组织管
理及推进情况、平台运行经验、国家及地方
政策支持情况以及政策制定建议”等方面
进行深入调研学习。在交流座谈会上，陕
西省交通运输厅从“综合交通网络发展现
状、推进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持续
推动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创建以及下一步工
作打算等方面介绍了相关情况。随后，陕
浙双方与会人员结合各自情况，围绕调研
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张智勇）

陕交讯 9月24日，省公路局组织召开
公路养护工程标准规范培训。省局机关业
务骨干及全省已取得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
质的从业单位技术负责人等93人参加了
培训。

省公路局要求，各参培人员要提高政
治站位，加强理论学习，适应时代变化，
正确理解、合理运用规范标准，用新理
念、新工法来解决新问题。在培训过程

中，要结合工作实际，积极思考，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切实提高我省
公路养护工程精细化、专业化施工水平，
提升行业技术水平，保持养护从业单位
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为公路养护事业
发展加油赋能。

培训邀请业内专家讲解新版《公路养
护技术标准》《公路桥涵养护规范》。同
时，专家结合公路桥涵养护工程实际问

题进行案例分析和复盘，对施工过程中
的重难点及安全隐患等方面进行深入分
析，分享了公路桥涵养护实用工艺工法，
推广“精工细作”理念。通过本次培训，
各参培人员深刻理解了新版标准规范中
相关内容，有效提升养护管理理论素养，
提高了质量安全意识，为打造规范的养
护市场，推动公路养护工程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工程管理处）

曲太项目车辆通行费费率标准听证会召开
陕交讯 9月 24日，省发改委召开西安至镇安高速

公路曲江至太乙宫段改扩建项目（简称“曲太高速改扩
建项目”）车辆通行费费率标准听证会，就定价方案听取
各方意见。

曲太高速改扩建项目路线起点位于曲江枢纽立交，终
点位于太乙宫互通式立交，沿既有包茂高速改扩建，路线
全长18.531公里。全线设互通式立交4处，其中改建3处、
新建1处；设匝道收费站3处，移位新建2处、新建1处，增
设养护工区1处。项目计划于9月底建成通车，将有效缓
解该路段的交通拥堵现象，对大幅提升我省南北方向交通
的服务水平，保障国家公路大通道畅通，建立便捷、安全、
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证会上，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介绍了曲太高速改扩
建项目车辆通行费标准拟定方案、拟定车辆通行费费率的
依据和理由，并与全国及省内改扩建高速公路费率标准进
行了比较。根据拟定方案，曲太高速改扩建项目道路收费
标准按0.60元/车·公里（一类客车，其他车型依次类推）基
本费率执行，2类客车按照1.06元/车·公里，3类客车按照
1.36元/车·公里，4类客车按照1.63元/车·公里。按照《陕
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确定收费公路通行费收费标准的批
复》，货车在省政府批准的费率标准基础上优惠10%，并对
2、4、5类货车通行我省高速公路4类道路标准实行一定比
例的通行费优惠。执行优惠政策后，1类货车按0.54元/
车·公里，2类货车按0.88元/车·公里，3类货车按1.57元/
车·公里，4类货车按1.78元/车·公里，5类货车按1.87元/
车·公里，6类货车按2.21元/车·公里。专项作业车按货车
收费标准执行。

消费者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代表、利益相
关方、专家学者、经营者代表、政府部门代表等各抒己见，
从不同的角度客观公正地陈述了各自的观点看法，对拟定
方案表示基本认可，并提出了完善方案的意见、建议。

会后，定价机关将对各方意见、建议全面梳理，逐条研
究，合理采纳。省发改委将根据听证办法规定，形成听证
会报告，省交通运输厅将会同省发改委进一步修改完善拟
定方案，按程序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 （崔娴静）

陕西交通服务热线团队获“陕西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陕交讯 9月19日，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青年联

合会发布《关于颁授第21届陕西青年五四奖章的决定》，
陕西交通服务热线12328&12122团队被授予第21届“陕
西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陕西交通服务热线12328&12122是陕西省交通运输
厅面向社会提供涉及公路、水路、道路运输、城市客运等业
务的信息咨询、投诉举报及意见建议的全天候、一站式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7*24小时为社会提供政策解读、路况咨
询、路线指引、投诉受理、救援转达等服务，并通过微信、微
博、APP、小程序、头条号、广播电台等渠道发布高速公路
路况信息，充分发挥纽带作用，搭建起人民群众与交通运
输行业间的连心桥。近年来，热线年平均服务公众379万
人次，日均服务1万余次，即时答复率、回访满意率均在
98%以上，为陕西省交通运输行业倾听民声、畅通民意、解
决民需、汇集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西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陕西省委、省青联授
予陕西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获此殊荣，是对陕西交
通服务热线团队全体成员辛勤付出的充分肯定。团队
将以此为契机，继续不懈努力，以更全的信息、更优的
品质服务司乘、服务社会，为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公娇娇）

省公路局举办公路养护工程标准规范培训

陕交讯 9月26日，交通运输部召开
做好国庆节假期公路运行服务保障各项工
作专题视频调度会。部公路局局长周荣峰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李
涛作汇报，陕西交控集团、厅直有关单位
和厅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在陕西分会场参
加会议。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国庆假期公路运
行服务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准确把握国

庆假期路网运行的特征，要扎实做好国庆节
假期公路运行服务保障的各项工作。要切
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作为、
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多措并举，扎实做好各
项服务保障工作，为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
提供坚强的公路通行保障。

李涛分别从陕西的整体形势及天气
预测、全省公路交通流量预测、重点关注
线路运行预测、道路施工情况、服务区充

电服务保障措施、路网保通保畅工作措施
等方面进行汇报。同时表示，陕西省交通
运输厅将从加强养护巡查、保障通行条
件，加强信息发布、做好应急处置，落实
免费通行、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受理咨
询、做好服务宣传，加强值班值守、严把
信息报送关，加强舆情监测、积极应对处
置等方面做好国庆节假期公路运行服务保
障各项工作。 （闫瑞兴）

国庆节假期公路运行服务保障工作专题视频调度会召开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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