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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谭丽敏 记
者秦丽云）6月7日上午，象山区
新竹社区在天清文化长廊开展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主题活动之绿色环
保系列实践活动。

7 日上午 10 点左右，参加活
动的社区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对
居民区进行楼道清扫，并捡拾道
路两旁的垃圾。志愿清扫服务活
动结束后，大家还进行了创城小
知识抢答环节。

上午11点左右，环保绘画游
戏开始。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
下，进行了现场粘贴环保画、学
习垃圾分类知识等系列活动。

据新竹社区的一名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让辖区居民，特
别是青少年知道了绿色环保对我
们生活的重要性，也知道了垃圾
如何正确分类、环保要“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的重要性，并
以此积极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
为创城助力。

驿前街，是桂林城北铁封山脚下的一
条繁华而又颇具古风的街道。谈起驿前
街，如今很多市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条
街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其实，作为一
个曾穿越千年岁月的驿站所在地，发生在
这条老街道上的故事，跟如今喧嚣、热闹
的新故事一样精彩。

近日，记者多次走进驿前街，试图拨
开岁月的迷雾，去探寻与它有关的多彩记
忆。

历史：

穿越千年岁月的驿站
翻阅由《桂林市最美地名故事》编纂

委员会于2019年2月编纂的《桂林市最美地
名故事》，其中关于驿前街的介绍提到：
驿前街范围北起虞山脚下，南至叠彩山木
龙洞，东至漓江西岸小码头，西至中山北
路中段，包括驿前直里、驿前横里、驿前
里、复兴里。

从桂林市十字街往北，到达中山北路
与芦笛路相交的十字路口后右拐，就进入
了驿前横里。在入口处的大树下，写着
“驿前社区”四个大字的招牌，提示着过
往的行人，已经进入了驿前街的范围。

出生于1947年的唐老先生，从小跟随
父母住在如今的桂岭小学一带。从1969年
起，成家后的他和家人搬入驿前横里居
住，一晃就是半个世纪。他说，从小他就
从长辈口中得知，驿前街街名中的“驿”
字乃邮驿之驿。在中国古代，邮驿是官府
的通信机构，也是地方的交通组织，不仅
有接待过往宾客的功能，还为往来的官吏
和宾客提供住宿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秦始皇令史
禄在兴安开凿灵渠之后，灵渠成为岭南与
中原相连的水上交通要道。几乎在同一时
期，桂林建起了广西最早的驿站——— 望秦
驿。该驿站就建在虞山西南面两三百米的
古驿道旁，也恰好是后来驿前街20号老屋
处。元代邮传将驿改为站赤，而明代则仍
复改为驿，在桂林仍称东江驿，驿址又回
到了虞山今驿前街一带。清代，桂林设置
驿站仍沿用东江驿，驿前街依旧名实相
符。也就是在上千年的岁月穿梭中，驿前
街这个名字，永远地刻印在了铁封山脚
下，乃至很多老桂林人心中。

唐老先生说，虽然他从未看到过驿前
街接待过往官吏的景象，但是，幼年时他
从长辈们口中得知，晚清时期，不少官员
通过水路前来桂林，都会在驿前街得到相
应接待。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如今
的驿前街已无法找到当年的邮驿古迹。

美味：“驿前街面条”

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如果问一下上了年纪的当地居民，对

驿前街的什么最有印象，他们几乎会异口
同声地回答：驿前街面条。

非常幸运的是，就在驿前社区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陪同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我们
遇到了在驿前街做了30多年面条的老居民
汤桂桂老人。

现年 77 岁的汤桂桂老人，几乎在驿前
街居住了大半辈子。她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驿前街居民委员会响应号
召，开展生产自救，以期解决街道家庭困
难人员的生活出路问题。很快。驿前街居
民委员会组建起了街道企业，其中面条生
产组有 5 个小组，分别由 5 个家庭负责。
当时，汤桂桂和丈夫秦大明带着两个儿子
成为了面条生产组第二小组。

据老人介绍，驿前街面条生产小组采
用传统的手工和面、压面和手摇式切面，
制作过程中坚持不用任何添加剂，依靠太
阳自然晾晒而成。很长一段时间，每当天
气晴好，大家都会在驿前街旁边的漓江边
晾晒面条，这成为了当时的一道独特风
景。

采用传统的方法制作的面条，更好地
保留了原生态的味道，受到了很多顾客的
青睐，成了桂林家喻户晓的面条品牌。

如今，驿前街的 5 个面条生产小组，
仅有2个生产小组仍在继续生产，汤桂桂一
家就是其中之一。采访过程中，有人到汤
桂桂家中购买面条。记者看到，面条的包
装上画着桂林山水风光，写着“驿前街”
三个醒目的蓝色大字。此外，“2组挂面”
四个字，正是汤桂桂一家的面条招牌。

一个正在购买面条的中年女顾客告诉
记者，他们家和很多邻居都喜欢吃驿前街
的面条，“一大早来到这条街，就想买驿
前街面条。就像吃桂林米粉一样，吃了几
十年都不厌。”在她看来，驿前街面条，
几乎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共
同记忆。

如今：

车水马龙中再续精彩
漫步在驿前街，车来车往、人群熙

攘。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街道两侧的各
种美食店。桂林米粉店、卤菜店、油茶
店、甜品店等不一而足。

“60后”的孙女士是土生土长在驿前
街的居民，在她眼中，如今的驿前街热
闹、繁华，与她小时候冷清的样子，已大
为不同。她说，那时候，这一带人口并不
多。每天傍晚吃饭时，她喜欢端着一碗饭
从街头走到街尾，边走边吃。现在，商铺
林立，各种美食花样繁多，已成为不少市
民解馋的好去处。

从冷清到繁华，背后是时代的变迁。
唐老先生回忆，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驿
前街上开始有人搭起棚子卖猪肉或者米
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受市场经济影
响，驿前街上的商铺开始增加。也就是同
一时期，驿前街建起了一些新的居民楼。
随着居民的增多，商铺越发增多。2006
年，叠彩区小街小巷改造工程暨驿前商业
休闲改造项目启动。不久之后，一条具有
宋代仿古风格，集商业、休闲及停车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商业街呈现在市民面前。至
此，驿前街从千年前颇为官方的身份，彻
底变为一条市民生活气息和现代气息浓郁
的商业街。

在驿前横里，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老
房子，依然还居住着很多人家。在老房子
的周围，已簇拥着不少新的建筑。不论是
旧房子还是新楼房，在他们前面的，就是
车水马龙的驿前街。在新时代的春风里，
驿前街在喧嚣中再续精彩……

记者秦丽云 文/摄

本报讯（通讯员柏益群 记
者秦丽云）6月5日，桂林市人防
办在七星区金星社区开展“助力
创城”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志愿
者们纷纷走上街头，为创城贡献
力量。

活动过程中，桂林市人防办
的党员志愿者们分别带上铲子、

扫把、喷壶、镰刀等工具，对金
星社区办公楼两边道路，茶苑小
区以及建设印刷厂宿舍区墙面上
的“牛皮癣”、楼道里的小广
告、花坛里的杂草进行集中清
理。清扫活动持续2个多小时后，
清扫过的街道和小区变得干净，
整洁，受到周边居民的好评。

新竹社区：开展绿色环保系列活动

市人防办在金星社区开展

“助力创城”主题党日活动

如今的驿前
街，成为不少食客寻
觅美食的好去处。

曾是一代人共
同记忆的驿前街面
条，如今仍在生产。

穿越千年岁月的驿站
新老故事同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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