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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县耍景：北沙滩的转秋千
本报记者 李涛

锨掘筐抬筑路造出小火车

修小铁路缓解运输压力

事情发生在1958年下半年，
轰轰烈烈的全民大办钢铁的运
动中。当时中共中央决定，1958

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
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各级政府
全面发动，层层动员，声势之
浩大史无前例。

同年9月8日，中共潍坊市
委成立了钢铁生产总指挥部，
下设炼钢、建炉、原料、运输
四大指挥部。全市建起了四个
工地，分别是：东工地、西工
地、南工地、坊子工地；其中
以东工地为生产区，参加的企
业有潍柴、华丰、生建、和平
翻砂厂、交通局、昌建等单
位，分别建成了第一、二、

三、四钢铁厂。原来安静的城
郊，瞬间变成了重工业基地。

原来从农、从学、从商的各类

人员，转眼变成了钢铁工人。

小高炉、猪嘴炉、土座炉、坩

埚炉等千余座炼铁炉拔地而

起，烟筒林立，机声轰鸣，钢

花四溅，车水马龙，一派繁忙

的景象。

东工地远离火车站，原料

运输就成了大问题。大量的铁

矿石从高戈庄等地运抵廿里堡

车站，当时机动车少，全靠畜

力和人力车运输，不但效率

低，劳动强度大，还经常供不

应求耽误生产。指挥部决定，

立即筹建一条从廿里堡火车站

到东工地的小铁路，用铁路运

输解决运力不足。

锨掘筐抬修铁路

铺设、管理小铁路的任务
由潍坊市运输公司承担。人员
全部是从潍坊运输公司的搬运
工人中抽调，共计300余人。分
设机务、养路、调度、装卸、
后勤等部门。司机全部是由单
位积极分子中选拔，每辆机车2

名司机。小铁轨当时买不到，
只好由潍坊和平翻砂厂自己铸
造生铁铁轨，每根长两米；从
石家庄购进五个蒸气机火车头
(潍柴曾试制出了内燃机的小火
车头，因故未用)；由自己做车
厢，一开始是铁轮木厢，后来
全换成了铁的；一辆火车可拉
20个车厢，约载重60吨。这里面
没有专业的铁路技术人员，全

部是靠大家的智慧“现学现
卖”。小铁路的指挥部几经搬迁，
最初设在庄家村，后迁陈家小
庄，再迁第二钢铁厂内。在修筑
路基时，从各单位抽调人员，义
务劳动，全部是锨掘筐抬，靠人
力把路基修成的。当时不讲报
酬，也没有报酬，全靠的是行政
命令与群众朴素的觉悟。

在廿里堡火车站内，为方便
装车修起了一个高货台。小铁路
从廿里堡火车站一直往北，铁路
沿途修一条土路，名叫跃进路(即
现在的鸢飞路)。小铁路直通东工
地的第一钢铁厂(大拖附近)，全
长13公里，轨距76 . 2厘米，路经5

个站点，各个路口设道口房，有
专人看护，火车开过来时，两边
的护栏放下，来往的行人、车辆
停止通行。此时，小火车一声长
鸣，通过路口，沿途的老百姓驻
足观看，司机显得非常神气。昼
夜对开16组车，大大缓解了原料
的运输难题。小铁路开通后，指
挥部决定继续延长至钢铁二厂
与钢铁三厂，看到过虞河的木桥
太危险，指挥部决定建一座较为
标准的钢筋水泥桥，桥墩建成，
准备合拢时，接到了上级“下马”
的通知。断桥残留虞河边达4 5

载，2005年虞河改造时才拆掉，
“断桥”成为潍坊记忆中的一景。

抢修铁轨成家常便饭

西工地也准备建铁路。西
工地紧邻火车站西货台，铺设
铁路专用线，由火车站直接管

理。“大号”铁轨还是由和平
翻砂厂铸造，材质由生铁改为
球铁，但还是易断，后来才换
成正式铁轨。西工地的铁路从
潍坊站的西货台经塔子坡、高
家庄至三里庄村。不过该铁路
使用的时间很短。

东工地的小铁路历时二
年，先后由运输公司、冶金
局、地方铁局管理。1960年12月
开始至1962年底潍坊钢铁生产完
全停产，小铁路也就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其设备物资全部
转交朱刘店煤矿。在大办钢铁
的这一特殊时期，潍坊人民在
物资与技术极度匮乏的情况
下，依靠自己的政治觉悟与艰
苦奋斗的精神，将小火车这一运
输形式，奇迹般地运用在城市之
中，为缓解当时运输紧张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限
制，事故频繁，铁轨经常断裂，有
时半夜断了铁轨，市长和大家一
起抢修，没有手电筒，就摇起自
行车上自摩电灯照明……

●张存三同志简介：1933

年生，寒亭区固堤人，1949年参
加工作，先后任寒亭农具厂生产
计划科科长、市工业委员会巡视
员、潍坊市钢铁生产指挥部铁路
运输大队长、潍坊运输公司汽车
修理厂厂长、市拖拉机配件厂厂
长、市钢制家具公司经理、潍坊
长城门窗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

（奎文区档案局对此文亦有
贡献）

在电影《林海
雪原》中，我们曾
看到过解放军在深
山老林中铺设过小
铁路。然而，在我
们潍坊市的城区内
也 曾 出 现 过 小 火
车，成为我们城市
永远的记忆。

张存三口述 于家干整理

炼炼钢钢厂厂生生产产场场景景((资资料料图图))。。

商会出资扎秋千

奎文区档案馆副馆长段连国讲述到，
每年扎转秋千的费用，由潍县商会出资。
为了筹备每年的转秋千，事前即派人到农
村购买既高且直的大白杨树，清明节前割
倒，运往沙滩，做转秋千最关键的中心大
圆柱。扎转秋千固定地址多在北沙滩通济
门以南靠近围子墙的地方，如果南沙滩在
清明节不演大戏(京剧)，则在此扎转秋千，
但这样的情况很少。

翻阅刘秉信写就的《北沙滩的转秋
千》一文，远近闻名的耍景登时呈现于眼
前，潍县转秋千造型高而大，但其设置却
很简单。主要是那根高十几米的大圆柱，
底部柱心有铁轴，装入有轴承的底座上，
运转时加油润滑。在离地1米多的柱身上
绑着几个横柱，供推转时扶用。从地面高
出约5米的秋千架子，固定了高柱的稳妥
矗立，上面铺有较厚的木板，形成平台状。
架旁四面有较粗的柱子钭撑着，架下的周
围有木板挡着，架边的一面有钭坡木板走
道，敲锣的和荡秋千的妇女都是从这里上
下。再往上是老鸹窝，转秋千的座位(习惯
的叫牛索头)都栓在这上面。如果老鸹窝
的组成是伸出8条木柱，则一圈可挂座位8

个，两圈可挂16个，再多依此类推。但清明
节“拔旗”、“打故事”时，只留一圈，并且由
壮汉坐着“压索头”，以利于“拔旗”的竞争
者通过牛索头的边绳，再经老鸹窝的拉绳
爬上柱顶。

转秋千的柱顶插一面红旗，上有飘带
和响铃，并附有奖钱，以资鼓励“拔旗”的
优胜者。

活动周期为期三天

潍县转秋千的活动为期三天。第一天
俗称一百五，黎明即有城乡的一些年轻妇
女们，梳装打扮，身着新衣，三五成群，来
到沙滩，走向转秋千，争先恐后地去占座
位。待各人坐好，锣声一响，转秋千即徐徐
转动。随着锣声的加快，其转速也越来越
急。在阳光照耀下，妇女们的装束，五颜六
色，光彩照人，犹如天女之云飞飘行。清乾

隆年间，县令郑板桥诗篇有：“纸花如雪满
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
好将蝴蝶斗春归。”生动的描述了潍县转
秋千的情景。

在空中荡秋千的妇女们，有心旷神
怡、飘然如仙之感，但底下推转的壮士们
却累得气喘吁吁，满身流汗，好在开推时
吃力很大，转动后有惯性动力之助，也就
轻快的多了。有时这种自转力量使推夫跟
着推杆跑也赶不上，只听到地板被紧张的
脚步踏的噔噔作响。

第二天俗称寒食，妇女们参加荡转秋
千的有所增加。为了得到和多得几次坐座
位，多数人带些寒食——— 面饼和熟鸡子，
赠送给敲锣的。

头两天到沙滩看转秋千的人还不算
太多，但比平常热闹，卖吃食的卖小玩具
的都很活跃，使人注目的是那些卖多色

“欢喜图”的，表现了山会和节日的气氛；
有些农村老大娘给孩子买了没处放，就系
在胸边的纽扣上，领着满口吃着熟藕的小
孩，乐呵呵地慢慢走着，另有一番风趣。

清明节是转秋千活动的最后一天，也
就是群众向往最热闹的时刻。早晨，看景
的人就比前两天多。农村老百姓，尤其是
远乡农民，吃过早饭就向城里赶。城区居
民也是提前吃饭准备去沙滩。有的扶老携
幼去看热闹。这天上午，妇女们照常争着
荡秋千，但人比前两天还多，轮到的机会
更少了。但向敲锣人送饼送蛋的人还是不
少。

快到中午时，白浪河两岸的整个北
沙滩，都是人山人海。再加南沙滩的大
戏午前唱完《火烧绵山》即暂停，让大
家先去看转秋千。这样使转秋千现场的
人更为拥挤。

中午，人们的集中使活动进入高
潮。“拔旗”即将开始，平台上的妇女
全部退下，牛索头大部分收起，只放着
一圈的8个座位，由青壮年人坐上，所谓
“压索头”，以便于“拔旗”人从他的
边绳向老鸹窝上爬。凡参加“拔旗”
者，都预先向有关方面报名登记，以便
统一部署。这天来“拔旗”的青壮年
们，也是提前到场，对转秋千的结构情
况作必要的观察和了解，以利于行动。

时间即到，他们已装束的头紧脚紧，精
神抖擞，跃跃欲试。

青壮年“拔旗”“打故事”

万众盼望的锣声敲响了，几十名有
经验的“拔旗”者，就如猿猴一样轻飘
敏捷的从转秋千架周围的撑柱或其他附
件爬上平台，即抓住已在转动中牛索头
的边绳，上到老鸹窝边沿，再从接连中
心柱的拉绳上爬到中心柱，一直到柱
顶。谁先到顶就拔到红旗，这就是“拔
旗”的优胜者。“拔旗“后接着就要表
演几手技艺，即所谓“打故事”。一般
是身坐柱顶，双手合一的”童子拜观音
“；腹部压柱顶，手足持平分开，叫
“鸭鸭浮水”；双手紧握柱顶，全身横
陈向上的叫“旱地拔葱”；还有“二郎
担山”、“陈掸睡觉”、“凤凰展
翅”、“夜叉探海”、“奎星点状元”
等。“拔旗”人表演完了，其他人还要
继续献技，有的项目不次于“拔旗”
者。当柱顶正在表演的同时，老鸹窝上
也有人献技，有的将手巾状的白布拴在
老鸹窝边沿上，以口含之，全身悬空飘
转，当时都认为这是惊人的绝技，观众
也为之担心。还有双人配合表演的“金
钩挂玉屏”，也十分惊险。

经过将近一个半小时，“拔旗”和
“打故事”结束了，人群慢慢散开，看
景的人们陆续回家了。但年轻的妇女们
仍在占位荡转秋千，她们的兴趣还是很
浓的。

清末，潍县诗人陈恒庆曾为转秋千
赋诗；“秋千矗立转东风，倒影河流夕
照红；群女如花天上坐，哗然笑语五云
中。”

而今，行走在白浪河畔，昔日转秋
千的盛况早已荡然无存，残存的老城墙
或多或少的印记着那个时代辉煌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优美的沿河盛景，无不让
人流连忘返。

众多游乐场所的出现，也让转秋千
淡出了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世界中市民的
视线，只能从残存的史料文字中寻觅点
滴痕迹。

潍县转秋千是远近闻名的耍景 ,
每年清明节在白浪河畔扎起高大的转
秋千，年轻妇女们争相荡秋千，青壮
年们争相攀爬“拔旗”、“打故
事”，热闹欢腾的盛况，是省内各地
所少见的。而今的转秋千盛况早已荡
然无存，呈献给大家的是白浪河畔优
美的风景，秋千或许早已淡出大家的
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游乐场的旋转木
马、摩天轮等娱乐项目。

北北沙沙滩滩的的转转秋秋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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