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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从鲁甸县江底古镇沿牛栏江而下，乘车
10 多分钟就到了会泽县纸厂乡白家坪子村。
白家坪子的对面便是鲁甸县火德红镇机车
村。放眼望去，江水奔腾，奇峰险秀。挂在山
间的机车村在瞬息万变的云雾里若隐若现，
简直就是一幅阳刚、粗犷的壮美画卷。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山顶至江边
落差较大，立体气候十分明显。机车村最高
海拔 1850米，最低海拔 1200米。境内年最高
气温 38℃，最低气温 5℃，年平均气温 23℃，
年平均降雨量 900 毫米，是典型的亚热带干
热河谷气候。

滚滚牛栏江，迂回曲折。开阔处，岸滩较
宽，水流平缓；险峻处，江面狭窄，江水湍
急。两岸沟壑纵横，峰岭绵延。目及之处，
机车村峡高谷深，峰峦叠嶂，线条粗犷，层次
分明。江岸边大多是陡峭的山坡，一道道刀
削般的悬崖把临江的山坡割断，苍劲的悬崖

上面是一座又一座巍峨高耸的大山。郁郁
葱葱的大山深处，散落着一个又一个宁静而
美丽的村庄。

机车村位于火德红镇东南部，西临南筐
村，南与会泽县纸厂乡隔江相望，东与江底镇
相邻，村委会驻地码口上离镇政府驻地 19公
里。下辖 11 个村民小组，居民点有码口上、
塆子、梁子、下坝、大石包、大沟边、新田、蒲家
村、船边、樊家田等 13 个。居住着汉族、壮
族、白族、彝族、布依族、拉祜族等民族 442 户
人家。村内水资源丰富，日照充足，有利于
早熟蔬菜的生长，是种植早熟、反季节蔬菜
的天然基地。多年来，船边村民小组的群众
利用这得天独厚的资源种植番茄、辣椒、小
瓜等蔬菜增收致富。

机车村不但有悠久的古道文化，而且还
流传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勤劳智慧、淳朴善良
的人文典故。清雍正年间，机车村人口极少，
以宋姓、赵姓、胡姓、璞姓为主，多数人家是从
祖籍南京迁至贵州威宁再搬迁于此。当时，
他们住着茅草屋，生产、生活条件特别落后，
吃穿均自给自足。他们开荒造田，种植玉米、
稻谷、蔬菜等作物。聪慧的当地人还利用得
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栽种桑树和火麻，并
就地取材，利用木材自制织布机纺纱织布。
后来又用木材自制打谷机、擀面机等，因而这
里得名“机车”。

清嘉庆年间，一户户主叫璞二老板的人
家从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搬迁到南筐村与
机车村交界处的山腰间居住。远远看去，璞
姓人家居住的山形貌似一朵朵盛开的莲花，
当地人美其名曰“莲花岩”。牛栏江畔的莲
花岩上的坡地是层层梯田。当时，灌溉梯田
的水从相距较远的南筐阴洞出水口引过
来。由于地势陡峭，用水困难，加之璞家劳
动力少，在那里单家独户，遇到大事小务极
为不便，璞二老板决定再一次举家迁至机车
村。从那时起，璞家便居住在机车村，至今
有百余年历史。

璞二老板不但勤俭持家、经营有道，而且
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他经常教育子女要吃
苦耐劳，要与乡亲和睦相处，多行善事。璞二
老板一家常常和工人同桌进餐，而他的亲家
却认为不应该和工人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

“人人都是一样的，你们的嘴是嘴，工人的嘴
也是嘴，他们是来帮我出力做事的，理应先给
最辛苦的人吃饱后我们再吃。”璞二老板反反
复复对亲家及家人讲。

明清以前，马帮是商贸物流的主要交通
工具，机车村船边村民小组是马帮商旅来往
川滇的主要通道。很早以前，江底镇老街及
火德红镇机车一带就是交通要塞。秦开“五
尺道”，汉拓“南夷道”，唐开“石门道”以及清
乾嘉年间朱提山大兴银矿的 60 余载都没有
避开这一区域。这一区域因交通历史久远，
开发较早，更似一个路桥博物馆。有始建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再建于同治十三年
（1874）的昭通、曲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底
铁索桥。江底铁索桥又名“永安桥”，是明清
时期“滇铜进京”的必经桥。有建于 1944 年
的江底钢梁桥、建于 1979 年的江底双曲拱
桥，还有建于 2007 年的昭待高速公路桥（桥
高 125 米，时称“亚洲第一公路高桥”）。2015
年，又建成了一座长 765 米、主墩高 130 米的
高速公路复线桥。

谈到机车村的交通变迁，船边村民小组
70多岁的村民宋福云说，听前辈口口相传，在
光绪年间，火德红镇机车村船边老爷台与会
泽县老街子处的江面上修建了一座铁索桥
（具体年份无法考证）。许多南来北往的马帮
商贾在鲁甸境内行进的路线是先在桃
源村驻扎一夜，再经大水井进入机车村
境内，往牛栏江峡谷底经过马槽沟、八
道拐再到船边村民小组的草鞋街，差不
多就到傍晚了。人们在草鞋街买几双
草鞋和一些土特产，从这座铁索桥跨过
牛栏江再经会泽县纸厂乡老街子才到
小河边住宿。次日再经会泽罗布古等

地向昆明方向继续赶路。宋福云说，解放前
他的父辈经常赶猪、牛等牲口到昆明贩卖，也
是从老爷台铁索桥过去。长途跋涉，差不多
15 天才到昆明。当时，机车村草鞋街比较热
闹，许多生意人在那里专门打草鞋、做食品
卖给马帮商人。数年前，机车村马槽沟、八
道拐沿线和进出草鞋街很长一段狭窄的石
板路上还留有许多马蹄印记。

老爷台铁索桥两岸的桥墩用非常平直的
石头打磨成长 1 米左右的石条，再用沙子和
石灰合浆支砌而成，中间的一个桥墩就建在
江中凸起的煤炭层上。由于缺乏工程材料
和施工技术，铁索桥最后因江水多次暴涨而
毁于一旦。老爷台铁索桥被冲毁后，当地人
又在上游江面较窄的地方选址修建了一座
铁索桥。由于水流湍急，不久，铁索桥又被
江水吞噬。

具有悠久历史的老爷台铁索桥虽已不复
存在，但两岸的桥墩至今尚存。虽历经百余
年江水的冲刷，桥墩条石上錾刻的印迹仍然
清晰可辨。

两座铁索桥被冲毁后，当地人的生产生
活极为不便，当地老百姓便用木材自制了 2
艘大船供当地人和来往川滇的商旅摆渡。有
了渡船，很大一部分出川入滇的布匹、食盐又
开始从这里正常流通了。渐渐地，人们就把
这个渡口起名为船边。

曾经，船边渡口川流不息，成为南来北往
的客商和当地群众运送物资的重要交通枢
纽。同时，船边渡口也带来一方经济的繁荣
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13 国道、
渝昆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江底镇境内的跨
江桥梁逐渐增多，经过机车船边的人流量逐
渐减少，渡口也就慢慢变得冷清。

在交通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没有渡
船，当地群众的出行举步维艰。考虑到群众的
过江安全，爱心村民宋福洲、宋福云、宋福正、
宋庆文、宋福平等人自发捐资动员当地群众出
资投劳，由宋福云负责组织实施，兴建一座人
行斜拉吊桥。吊桥于2007年7月建成通行，起
名为“船边爱心桥”。

宋福云说，他的曾祖父是从会泽县搬
迁到船边居住的，刚开始家里很穷，由于船
边的竹子很多，曾祖父有一套竹编手艺，于
是编背篓、提篮等篾货养家糊口，最后日子
逐渐好转。接着，宋福云的祖父宋兴富做
起了买卖虫蜡的生意。改革开放后，宋家
有好几个成员相继在外创业发展并逐步富
裕起来。宋家为人厚道、诚信经营、乐善好
施的风范被当地人传为佳话。在良好的家
风和优越的经济基础上，宋家全力筹集资
金并倡议村民出资投劳共建这座“船边爱
心桥”。

“船边爱心桥”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尤其是 2014 年鲁甸 6.5 级地震发生后，该
桥在应急抢险、恢复重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在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期间，在党和政
府的关心重视下，在离“船边爱心桥”不远的
上游修建了一座跨度 100 多米、宽 2 米多的
人行钢吊桥。同时，“船边爱心桥”下游的机
车村董家田村民小组也新建了一座跨江公
路桥，并硬化了村、组、户道路。从此，船边
结束了世世代代不通公路的历史，便捷的交
通让当地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今天，渡口和渡船仅留在人们的记忆
里。日益沧桑的船边爱心桥依旧横跨牛栏
江两岸，虽然从上面过往的行人寥寥无几，
但它依旧伴着江水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光
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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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边小村船边小村。。

摆渡。

船边渡船。

拍摄于2007年的“船边爱心桥”。

拍摄于拍摄于20222022年的年的““船边爱心桥船边爱心桥””。。
20072007年年77月月77日日，，““船边爱心桥船边爱心桥””建成通行建成通行。。

机车村组公路机车村组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