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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中心记者 高翔 徐晓飞 许婧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时节，我市三镇农
民正抢抓农时忙耕种，俗话说“手中有粮、心
中不慌”“错失一季、荒芜一年”，足见春播春
种对于一年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其实，早在
魏晋时期，古人们对农业生产就非常重视。

在嘉峪关市东北18公里处的新城魏晋
墓六号墓中，有《犁地图》《耙地图》等反映耕
种劳作的画像砖。这些画像砖通过简练的
线条和鲜明的色彩，生动再现并记录了魏晋
时期河西地区农耕备耕时节的场景。这些
耕种画面，不仅让人感受到古人对耕种的重
视、付出的辛劳，也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农耕
智慧，以及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
场景。

嘉峪关长城研究院魏晋墓文物管理所
工作人员卢晓玲介绍，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
源，生存之本。农业生产最讲究时令节气，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切农事活动都是
围绕时令节气开展。从春分开始，北方地区
就可以开始春耕播种了。早在1800多年前
的魏晋时期，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先民们就是
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
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墓室的砖墙上，发现有

大量的反映农业生产的画面。在六号墓的
前室西壁可以看到一幅犁地的画面，画面中
一农夫一手扬鞭，一手扶着犁把，驱赶着牛
正在犁地，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犁已经经过了
改良，它为直辕犁，而且犁头呈一个锐角三
角形，更加便于破土深耕。犁完以后，就要
进行第二道工序了，在耙地的画面中，一头
牛拉着耙正在奋力地前行，一个人蹲在耙
上，加重了耙的重量，达到破土保墒的目
的。其他的墓葬砖画上，犁地、耙地、耱地、
秋收、扬场、打连枷等等，几乎囊括了我国古
代农业生产活动的全过程。在没有摄影资
料的年代，这些砖画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中
国古代农业生产提供了形象可靠的实物资
料。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北方的农
村依然沿用这样的农耕方式。河西走廊自
然条件良好，靠着祁连山雪水的灌溉形成了
千里沃野。自汉武帝开发河西建立酒泉郡
后，大规模的徙民实边，把内地先进的农具
以及生产技术带到了河西，从而促进了河西
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画面生动地描
绘了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各族人民携手并进，
在戈壁荒原上开荒种地建设河西的动人场
面，它也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农业生产
的发达繁荣景象。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春耕图

在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反映耕种劳作
的画面比比皆是。如犁地：一人一牛一犁，画
面中农夫一手攥着缰绳紧握犁把、一手举鞭，
耕牛前曲后躬，力度感强烈，生活气息浓厚。

耙地：一披发的少数民族农夫蹲在耙
上耙地，其夸张性的发式和衣着，突出了
劳动者的身份。据史书记载：羌人“披发
覆面”“衣裘褐”，由此推断该农夫为羌
族。农耕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巨大影响也
可略见一斑。

耱地：一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揽着缰绳，
利用身体的自重，站在二牛抬扛牵引的耢上
耱地。耢是古代的一种翻土、开沟渠农具，
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用以松
土，可看作犁的前身。这幅砖壁画是我国最

早的二牛抬扛的形象资料之一。
播种：一农妇在前播种，一农夫随后碎

土。播种者左手抱盆，右手抬起，有节奏地
撒种；身后的男子动作娴熟地翻土、碎土。
劳动的场面有条不紊。

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以图像的形式再
现并记录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场景。从这些
耕种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的农民对精耕细
作的重视和付出的辛劳，而这些最基本的实
践活动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今，农业生产大步向机械化迈进，铁
牛在农业生产中大显神威，耕牛逐渐退出了
历史舞台，牵着黄牛春耕的场景，已定格成
了一幅幅有故事的壁画。

（文图由市文化馆提供）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征文选登●●●●●●●●●●●●●●●●●●●●●●●●●●●●●●●●“庆华诞·颂党恩·促发展”主题征文选登

我出生在嘉峪关，次年随父母回到了老家玉门，16年后又来到
嘉峪关工作，至今55年再未离开，可以说，嘉峪关是我真正的家
乡。55年里，我亲身感受了嘉峪关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一辈描述的嘉峪关。共和国建立之初，嘉峪关除了关城下面
有二三十户人家、西北面有玉门油矿的一个农场外，其余都是一片荒
无人烟的戈壁滩。我父亲当时在玉门油矿的农场工作，我们家租住
在关城附近的一个农户家。听老一辈讲起当时的嘉峪关：“天上无飞
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黑
石滩，往后看，鬼门关。”这形成了我对嘉峪关的最初印象。

初识嘉峪关。新中国的建设高潮打破了这里的沉寂。1958
年，国家决定在嘉峪关下建设西北重要钢铁基地，这块地方当时
隶属于酒泉，因此定名为“酒泉钢铁公司”（当时叫“三九公司”，属
国家二级保密单位）。

我是1969年2月从玉门招工来到嘉峪关的。之前酒钢建设
已经历了两上两下的曲折：热火朝天的酒钢建设因严重自然灾害
不得不于1961年下马，1965年第二次上马恢复建设。因此国家
决定酒钢第三次上马，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嘉峪关参加酒钢建
设的。

当时的嘉峪关，虽有几栋楼房，但街道很短，向东到公司大楼
（现在的诚信广场）、向西到胜利路口、向南到圈楼（现在的人民商
城）、向北到十四栋（现在的富强路市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树
少风多，每年春天10到12级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直径
20到30公分粗的大树被刮断、围墙被刮倒是常有的事。

嘉峪关虽然因企设了地级市，但因规模太小而实行政企合一
体制，加之财政困难，城市建设几乎停滞不前。直到改革开放后，
酒钢、嘉峪关才真正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酒钢的炼钢、轧钢工
程相继上马；政企分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城市逐渐形成。

今日的辉煌成就。今昔对比，嘉峪关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今

天的嘉峪关，高楼林立，绿树成荫，湖光山色，景色宜人，还有很多
耀眼的光环：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绿化
先进城市等等。现今，嘉峪关是驰名海内外的工业旅游城市，也
是甘肃省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这种强烈的反差折射出了前辈
们不畏困难、艰苦创业、战天斗地、奋勇开拓的革命精神。

沧桑巨变，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幸福感溢于言表。我常常会
自豪地向别人介绍嘉峪关的六大名片：

——工业名片：酒钢作为西北最大的钢铁企业铸就了嘉峪关辉
煌的基础，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的入驻进一步带动了嘉峪关经济的发
展，还有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共同打造了嘉峪关辉煌的工业名片。

——文旅名片：老祖宗留下的长城文化、丝路文化、魏晋文
化、边塞文化，构成了嘉峪关深厚的文化底蕴，把保护、开发、展
示、利用有机结合，形成了嘉峪关靓丽的文化名片，也大大提升了
嘉峪关的旅游业。

——生态名片：这里年降雨量仅80毫米，曾是无土无水的不
毛之地，嘉峪关人硬是靠着一股子战天斗地、锲而不舍的精神实
现了生态立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湖光山色、戈壁明
珠”，成为嘉峪关人引以为豪的生态名片。

——教育名片：嘉峪关的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全省的第
三方阵，但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奋力追赶，无论教育质量、
办学条件还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都远远走在了全省前列，成为
嘉峪关人津津乐道的又一张名片。

——城市名片：在昔日的戈壁滩上，一个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环境优美、生活方便的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大气、洋气的城
市建设，干净、整洁的城市管理，是生活在这里的嘉峪关人深感自
豪的又一张名片。

——精神名片：“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
“铁山精神”是酒钢、嘉峪关崛起的最好阐释。酒钢建设虽然多次
经历波折，但每当恢复建设时，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和坚韧顽强的
作风又充分地展现出来。“铁山精神”不仅是酒钢的企业精神，也是
这座城市的创业奋斗精神，是嘉峪关重要的精神名片。

嘉峪关的巨大变化，是新中国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不懈奋斗的发展缩影。今天，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已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开启了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
烂的前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前
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一路向西，黄土并不贫瘠，戈壁并不荒凉，沙漠也不
再冷漠。在这条洒满了西域记忆与汉唐遗风的古道上，
我看到了丝路的兴盛与衰落，看到了袅袅紫色的妖娆、如
诗如画的壮美，还有现代的文明和富饶。一路上接连不
断的绿洲，一亮一亮地闪过，内心深处似春潮般在涌动。

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路，这里地形狭
长，气候干燥，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东起乌鞘
岭，西至甘肃与新疆交界处，东西长约1000公里，宽度
则在几千米到约200公里不等，它的地形特点是由南北
走向的山脉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南北祁连山高峻，拥有
丰富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沿线的绿洲，北部则是较
为低矮的山脉及沙漠地带。

历史上，河西走廊扮演了连接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重
要角色，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促进了东西
方贸易、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沿着走廊分布的城市有
武威（古称凉州）、金昌、张掖（甘州）、酒泉（肃州）和嘉峪
关等地，这些城市不仅是古代交通的枢纽，而且拥有优
美的风景。

至今，河西走廊仍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能源和战略
通道，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推动
制造业进步、发展特色农业、强化文化旅游产业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各个历史
时期都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放眼河西走廊，祁连山的雄伟与戈壁滩的辽阔交
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自然画卷。每当夕
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这片土地便仿佛被赋予
了生命，诉说着大自然无尽的奥秘与魅力。让我们在
赞叹之余，也不忘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自然馈赠。

在历史的长河中，河西走廊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
连接着东方与西方，而丝绸之路则如同一条璀璨的纽

带，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民族团结的故事如同璀璨星辰，照亮着
历史的天空，也温暖着每一颗向往和平与和谐的心灵。

河西走廊，这片位于中国西北边陲的狭长地带，自古
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从古老的
匈奴、羌人到后来的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他们
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的辉煌篇章。在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不同的民族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贡献
着智慧和力量，共同守护着这片美丽而神秘的家园。

丝绸之路，这条古老而神秘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之
路，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更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
理解和尊重。在这条路上，商队们穿越沙漠、高山、草
原，历经千辛万苦，只为将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带
到西方，同时将西方的香料、珠宝等带回东方。在这一
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回望历史长河，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民族团结的力
量让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在风雨中屹立不倒、繁荣
发展。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份来之不易
的团结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创辉
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我们的心中永远绽放！

巍巍河西走廊，见证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历史足迹；
煌煌丝绸之路，则铺就了各民族交流互鉴的宽广道
路。让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团
结奋斗的新篇章!

家乡巨变
●●●●●●●●●●●●●●●●●●●●●●●●●●●●●●●● 刘玉关

巍巍河西走廊，煌煌丝绸之路
●●●●●●●●●●●●●●●●●●●●●●●●●●●●●●●● 周 婷

犁地（嘉峪关新城6号墓）

耙地（嘉峪关新城6号墓）

犁地（嘉峪关新城6号墓）

播种 碎土块（嘉峪关新城4号墓） 耕种（嘉峪关新城1号墓） 犁地（嘉峪关新城5号墓）

耱地（嘉峪关新城5号墓）

耱地（嘉峪关新城3号墓）

耕种（嘉峪关新城3号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