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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有这样一条街，靠近成都中心

天府广场，从地下通道走上来或是另一端

的天桥下来，你会看到，这条街两边小店透

明的橱窗里，各式各样的服装。走进街区，

石室联中、教育厅、蓉城饭店以及陈嬢烧烤

就在那里。

这里，就是被称为“戏服一条街”的陕

西街。

陕西街不宽，东起人民南路一段，西至

君平街，90年代中期由于拓修东城根街南

延线、新建文翁路，便被分为两段，东段长

497米，西段长 208米———虽被分为两段，

“陕西街”的叫法仍没变。而曾经，陕西街被

叫做“芙蓉街”，成都有一句老话，“梨花对

芙蓉”，指的就是陕西街对面那条千年不曾

更名的梨花街。

据传，五代后蜀主孟昶不仅在御花园

内培植了许多芙蓉，并命人在城墙上和街

道旁遍植芙蓉，成都的蓉城之名便由此得

来。现在的陕西街位于后蜀王宫的南墙之

外，芙蓉花开得最为茂盛，因此人们称之为

芙蓉街。直到康熙二年（公元 1663年）移民

成都的陕西同乡在此修筑了陕西会馆。这

里上演秦腔梆子戏时，成都人都喜欢看热

闹，碰到啥子新鲜东西就会凑上去。加上陕

西人免费演出，于是，观众甚多。

较之热闹的川剧，秦腔多是悲剧苍凉，

赚足了成都人的眼泪，久而久之，芙蓉街即

因陕西会馆而更名为陕西街。抗战时期，著

名教育家叶圣陶和史学大师陈寅恪都曾在

陕西街寓居过。目前，陕西会馆已经入选四

川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既然陕西街上，机关单位、特别是文化

单位非常多，那么现在“戏服一条街”又是

怎么形成的呢？

陕西街地处成都中心地带，不仅商人

云集，还是名流往来之所，于是生活配套设

施非常完善，裁缝铺也不少。当年华西坝的

许多名教授就都来陕西街做西装。

“那时成都还很少有时装店，人们看

了电视剧就跑来找店家比划，说我要做一

套‘信子’服，或是栗原小卷穿的服装云

云。”陕西街附近忠孝巷的居民李大爷送

完石室联中上学的孙子，吸一口烟，眯起

眼睛说。那时日本电视剧特别流行，日本

演员基本上领导着服装新潮流，成都人洋

盘，又舍得花钱消费，就来陕西街找裁缝

“照猫画虎”。

别说，那些土里土气的店家还真有这

种手艺，看过电视凭记忆就可以做出那种

服装，虽然并不完全相像，却也能满足成都

人的一颗时髦心。

做服装的人多了，裁缝也跟着多了，到

了 20世纪 80年代，陕西街的两边全是简易

的手工棚子。整条陕西街以东口为头，一家

接一家的裁缝铺子就这么临街搁着，竹竿撑

起的小棚周围挂满了布料与衣裙。热闹归热

闹，但你走在其中绝对听不见吆喝与叫卖

声。每间裁缝铺都有自己的固定客人，毕竟

量体裁衣除开第一次，都是默契的回头客。

在这里，无数最早下海从事手工操作的

个体户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在最蓬勃的

时期，一个摊位就是一个万元户。因此，陕

西街的裁缝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与青年路

的服装百货摊点、人民南路的书画工艺品夜

市齐名的三大市场，也是成都市中区民营

经济早期的三大发源地。

陕西街上，前有名流青睐、大名鼎鼎的

包席馆子“姑姑筵”的分店“不醉无归”小酒

家，现有翻新后的蓉城饭店、入选《人生一

串》成都唯一一家的陈嬢烧烤。陈嬢烧烤是

联中学子的青春回忆，一晃十多二十年过去

了，陈嬢嬢仍在这里。

“贾家楼恐怕是全成都最早以简阳羊肉

为卖点的大型餐馆，”李大爷说道。

后来贾家楼拆迁，餐馆搬到斜对面的楼

上，改为中餐馆，堂子大了豪华了，陕西街美

食的第一把交椅反而被“老妈蹄花”抢了去。

除开美食，最早的西医医院也出现在这

里———五官科的存仁医院、序宾儿科诊所和

四川军医学堂。

岁月变迁，陕西街仍然是靠近成都心脏

的一个位置。每逢年底，成都人总会来到这

里，或是工作人员为公司年会订做演出服、

主持服；或是学生在挑选唱歌跳舞比赛用的

服装。当记者询问店主：“你这手艺有多久

了？”他们也就平平淡淡告诉你：“从小就看

着学，光戏服就学了 20多年……”

陕西街，是那条做裁缝的 10家店里有

9家都是亲手缝制甚至是量身定做的街，这

里几乎承包了全成都九成公司年会的礼服。

在这里，老成都的生活依旧鲜活。

在冬日暖阳的映照下，银杏叶随风摇曳，仿佛披上了一层霞衣，

美得刺眼。那金黄的扇形叶子，好似一群小精灵，和着歌声在枝头舞

动，再加上风的抚摸，那些光就像嵌在了树叶上，随着树叶的摆动而

闪动，又像是一只只小手在向你招手，让你不自觉地想与她亲近。

大街小巷、校园或是郊外，这满树满地迷人的金黄色装点着蓉

城，形成靓丽的风景。趁着周末闲暇时光，成都市民纷纷走到户外，来

到大慈寺、电子科技大学、人民公园等几个银杏叶最佳观赏地，欣赏

满目金黄的美景。

银杏
马君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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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工枚 文 /图

打造四川林草新景观
“探秘四川—不得不去的 88个最美林草景观体验点”评选活动启动

昨（5）日，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在

成都召开全省林业和草原宣传暨生态

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会议表彰了 2019

年度林业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成都

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和四川省大渡

河造林局等获奖单位代表作了经验发

言。

会议还为 2019年度生态文明教育

基地授牌，举行了“探秘四川———不得不

去的 88个最美林草景观体验点”评选活

动和图书编撰工作启动仪式以及四川省

十大最美古树名木和 100佳古树名木公

众评选网络上线启动仪式。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古

树名木的重视和保护意识，由四川省林

业和草原局主办的四川省“十大树王”暨

“百佳古树名木”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展

示四川省丰富的古树名木资源，解读古

树名木的社会价值，表彰古树名木的典

型代表，以唤起全社会关注古树名木、保

护古树名木的意识。四川省古树名木资

源丰富，据 2018年第二次普查结果，全

省有古树名木 70308 株，其中古树

70214株，名木 94株。古树按等级划分：

一级古树 10669株（其中树龄 1000年以

上的 3339株）、二级古树 6223 株、三级

古树 53322株。届时，按照专家评审得分

（占 60%权重）和公众得分（占 40%权重）

相结合的方式，将评选出四川省“十大树

王”10株，四川省“百佳古树名木”100株

，四川省“十大树王”管护突出贡献奖

10个。

□本报记者 赵蝶

选择不放弃 坚持不遗憾
———80后村民李红的返乡创业故事

“九眼桥之前是座拱桥，有 9个

桥眼；这是新建的城市音乐厅，以前

还是一片平房……这 10多年成都变

化太大了。”不到一个月，四川省成都

市武侯区共和路社区的居民陈开琼，

以社区“微旅游”导游的身份服务了

两批外地游客。近期，该社区推出“筑

爱共和家———文旅共和社区营造项

目”，通过整合辖区内的文化和旅游

资源，以打造“微旅游”线路和培训志

愿者的形式，引导居民讲述社区故

事，提升本土文化的传承力度和旅游

开发的活力。

武侯区共和路社区地理位置优

越，环境优美，周边有鸳鸯楼、望江公

园、九眼桥、薛涛墓等历史文化景点。

“社区目前十分缺乏整合型的服务，

尤其对文化景观的挖掘较少、开发程

度较低，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观光

路线。”共和路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

会委员胡海焘介绍，社区居民对本地

文化了解更多，尤其是小区里的老

者，他们从小生活在这里，希望能有

一个平台进行文化传承。此外，社区

内还居住了大量租户，其中不乏外籍

人士，他们对当地文化了解较少，十

分期望有机会深入体验本地文化。

基于这些需求，共和路社区于今

年夏季联合社会组织，通过对辖区内

常住居民和游客进行访谈调查，设计

了体验美食、购物、旅游和本地风俗

文化的社区“微旅游”路线，其中包括

鸳鸯楼、望江公园、四川大学望江校

区等富有老成都文化底蕴的特色景

点。

费心整理挖掘的景点如何发挥

其价值？共和路社区的王牌是导游。

据项目负责人刘洋介绍，目前该项目

导游分三部分，除了望江楼、鸳鸯楼

的专业导览员和四川大学的志愿者

之外，还面向社区招募并培训了大量

居民导游，占比高达 30%。

比起专业导游带游客走马观花

地打卡，居民导游带领游客看到的风

景有所不同。“川大附近哪里的串串

香最好吃？哪里的盖碗茶最地道？望

江公园哪个季节最安逸？”当地居民

不仅能站在旅游消费者的角度分析

身边耳熟能详的景点特色，也能被四

川大学江姐纪念馆中的一幅老照片

惹得热泪盈眶，亲身经历的故事让游

客身临其境感受到成都的时代变迁

与历史沉淀。

如今，社区“微旅游”还主动对接

辖区内的中小学校，开展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前不久，龙江路小学 2年级

5班的学生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直观

地了解了望江楼的前世今生以及诗

人薛涛的生平轶事。“目前带孩子外

出旅游的机会很多，但让孩子了解自

己家乡的机会十分难得。”班级家委

会负责人周莹莹表示，通过本次活

动，自己也一起了解了不少成都历史

文化故事，很有意义。

在为有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个

性化服务的同时，游客为项目捐款也

成功激活了社区公益基金，并用于社

区的各项发展治理中。“目前，项目正

在试运营阶段，游客的公益捐赠标准

还在探索当中。”胡海焘表示，未来，

除了针对本地、外地游客推出定制旅

游路线外，还将继续联动社区小学和

企业开展党建团建、学生社会实践等

活动。在促进社区团结的同时，逐步

培养社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在文旅融

合的大趋势下，实现社区政府、居民、

游客多方共赢。

付远书

让我把“老成都”讲给你听

响应号召 毅然返乡创业

今年 39岁的李红是土生土长的

东兴区双桥镇凤天村人，1999 年从

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城里摆过地摊，当

过印刷工人，开过餐饮店。据介绍，在

开餐饮店的时候，李红一年纯利润能

够挣到 10多万元，生活也算过得富

裕。

每次回老家，李红看到村里有不

少土地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地，心里很

不是滋味。“这些土地常年撂荒多可

惜，要是能整理出来实现其地价值该

多好。”为此，李红萌生了在土地上发

展产业的想法。

2018年 5月，李红带头响应政

府号召返乡创业，在双桥镇杨家冲

村、凤龙村、凤天村流转了 230多亩

土地，其中大部分是撂荒地。

顶着压力 开辟荒山发展产业

“放着在城里赚钱的生意不做，

一个女孩子跑农村开荒搞产业，不知

道是咋想的？”“开荒工程量大，农村

产业发展见效慢风险大，稍不注意就

会亏钱。”当李红放弃城里的生意要

回老家流转土地的消息传开后，父亲

李开高第一个不同意，村民们也表示

不理解。

“如果我不回来流转，这些土地

就会一直荒下去。”李红说，当初她顶

着各钟压力，瞒着父亲与村民签订了

土地流转合同，后来知道情况的父亲

曾一段时间都没和她说话。

在开荒的半年时间，李红早出晚

归，每天和工人在杂草丛生的荒地里

割草、翻土。

李红伸出长满厚茧的双手告诉

笔者：“开荒半年，瘦了好几斤，每天

工作 10多个小时，一天下来腰酸背

痛，身上多处被杂草划伤，被马蜂蜇

伤。”

看到又黑又瘦的姐姐，李红的弟

弟十分心疼，劝她趁前期投入不多干

脆放弃，回到城里重新开餐饮店。

“做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大困难，

只要选择了，就不能轻易放弃，不管

成功与否，至少努力过，奋斗过，不让

自己有遗憾。”李红就是凭着这样的

信念没有动摇创业初心，一直坚持走

下去。

经过努力，230多亩撂荒地终于

整理出来，在土地上发展什么产业

呢？李红多次到资中、绵阳、自贡等地

蚕桑基地考察学习，认为当下发展蚕

桑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2018年 12月，李红在土地上全

部种上桑树，并多元发展林下养殖、

林间套种中草药。

李红介绍，从今年 8月开始养

蚕，先后养了四季 38 张蚕，蚕茧收

入 6万多元，算是创业的第一笔收

入。

李红端着鸡食走进地里，一群土

鸡四处跑来。“1000多只土鸡在春节

前就可以出售，能够收入 10 多万

元。”李红告诉笔者，在桑树下养殖土

鸡、林下间种中草药，提高土地利用

率，增加经济收入。

虚心好学 门外汉变养蚕专业户

创业之初，李红也遇到了养蚕技

术上的难题，但她虚心好学，从一个

养蚕门外汉成为了一个养蚕专业户。

今年 10月饲养秋蚕时，一天，李

红到蚕房喂食，突然发现有蚕死亡，

这是啥原因？不知所措的李红急忙联

系双桥镇蚕桑站技术人员上门，仔细

检查后发现，是采摘的桑叶不干净，

导致蚕感染细菌而死亡。李红在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立即采取消毒灭菌和

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发生大面积死

亡。

养蚕是门技术活，李红多次参加

镇蚕桑站举办的栽桑养蚕技术培训，

向周边乡镇养蚕大户学习养蚕技术。

同时，她还通过视频、书籍自学养蚕

技术，掌握了栽桑养蚕的技术，成为

了一名养蚕专业户。

看到女儿蚕桑产业初具规模，并

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地政府也在支持

和鼓励村民返乡创业，李开高逐渐认

可了女儿，一有空就来帮忙。

引领示范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在李红的蚕桑地有 10多个忙碌

的身影，这些工人都是当地的村民，

自从蚕桑基地建成后，他们就成为了

这里的上班族。

凤龙村贫困户邓秀花表示，在家

门口就业，一年能够挣 1万多元，帮

助自己增收脱贫。

据了解，李红的蚕桑基地有固定

工人 7名，繁忙时多至 20多人，大部

分都是当地贫困户，主要负责锄草、

栽苗、采摘桑叶、剪枝等。

李红告诉笔者：“下一步修建小

蚕共育室，继续把周边撂荒地流转来

扩大栽桑面积，增加养蚕数量，在壮

大自身产业的同时带动更多村民发

展蚕桑产业，共同增收致富。”

唐泽学 特约记者 兰自涛

12 月 3 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双桥镇凤
天村，村民李红带着工人在地里忙碌着。“在栽
种时要注意用细泥巴把根固定好，确保中草药
的成活率……”李红一边做示范，一边给工人
讲解。
看到昔日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变成生机盎

然的桑园，李红深有感触地说：“用自己的双手
开辟出 200 多亩土地，虽然辛苦，但很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