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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华桥，架起时空
“隧道”，见证城市变迁，也凝
聚着市民对它的深沉情感。

6月20日7时，新华桥经过一
年多时间的拆除重建后，迎来了

试通行，众多市民纷纷赶去“打卡”。
回顾新华桥的前世今生，不同年龄层次的

株洲人，或许都有一段关于它的回忆，一个
藏在心底的故事。

仇民主 带着株洲晚报在雨中拍照留念带着株洲晚报在雨中拍照留念

郑量辉 开着B2路车驶上全新的新华桥

约好带父母去桥上转一转曾文

6 月
20 日 清
晨 6 时
许，天淅
淅 沥 沥
下 着 雨 ，
这并没有
浇灭仇民
主 的 热
情。这位

株洲文史爱好者起了个大
早，赶到新通车的新华路

“打卡”，并兴奋地向记者表
示：“道路更宽敞，看着很
舒服！”

对于新华桥，仇民主
有着很深的感情。年少
时，他随父母从事搬运

工作。彼时，新华桥尚未修建，每次在晏家湾
附近过铁轨时，都要从铁轨附近的闸口通过。“上
行、下行火车各有一车道栏杆，有火车通过时放闸
关闭，无车时开闸放行。最初开关由人工操作，后改为
电动轨道栅栏，电铃声响便是提醒人们，火车要来了。”

上世纪 50 年代末，中心广场往东到新华桥这里，还
是一截“断头路”，从市中心往东区（现称为荷塘区）方向主
要有三个途径，但都不算方便。直到1965年，新华桥启动建
设，从此株洲结束了东西出行受火车横亘制约的历史。

2020年12月，新华桥启动拆除重建时，仇民主将这段历
史记录下来，写就了《新华桥的前世今生》一文，于株洲晚报上
刊发。昨天，他带着这篇报道来到新华桥，在雨中拍照留念，以
这种特殊的形式见证并记录新华桥的新生。

新华桥建成后，经历了拓宽、改造，而此次拆除重建后的新华
桥，设双向8车道，其中东往西方向5条车道，西往东3条车道。“这
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株洲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仇民主充满期待地说，新华桥的通行将让城市东西通行更加顺畅，人
们出行将更为便捷。

6 月 20 日
一大早，郑量辉
照 常 坐 上 B2
路 车 的 驾 驶
位 ，从 神 农 城
始发站发车，向

河东方向驶去。
对 贯 穿 城 市

东西方向的 B2 路公
交车来说，新华桥是必

经之地，而郑量辉自 2008 年
开始驾驶 B2 路车，至今已有 14 个年

头。
一路停在站点载客，郑量辉发现乘客比往常

多了不少。上来的乘客，大多在谈论新华桥试通行的
事情，并且难掩喜色。
这种欣喜，郑量辉自己也感同身受。自从新华桥拆除重

建工程施工以来，B2路车的线路有了调整，相比原先直接通过
新华桥，B2路绕道走市府路、铁东路，延长了大约3.9公里的距离

不说，道路状况也比之前复杂。

“相比绕道之前，平均每次都要多走20分钟左右。尤其是经
过市府路的时候，道路较为狭窄，又挨着人来人往的服装市场，
很容易堵车。”郑量辉说。

由于时间仍未到7时，郑量辉驾驶B2路车开往河东时，还
是绕道走的。上午8时许，郑量辉驾驶着B2路公交车从河东
开往河西，时隔一年多再次驶上了新华桥。

“能看到道路拓宽不少，视野变得开阔，车子过桥时给人的感
觉也是平稳舒适。”郑量辉说。B2路上的乘客也开始了热议，有人
指着窗外的新华桥提醒身边的人赶紧看，有人掏出手机拍照留念。

“以后不用绕道了”“方便快捷了很多”……乘客欣喜的话语传到
郑量辉的耳边，和他内心的喜悦相呼应。

驾驶B2路车10多年，郑量辉见证了株洲这
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变化。道路越变越宽，
楼房越盖越高，环境越来越美……

“一年多以后，再次开车经过新华
桥，开心又激动。”郑量辉说，虽然只
是每天开公交车往返于城市东西
两端，但驶过新华桥的时候，他对
自己的工作、对株洲又有了新鲜
感。

“桥虽不长，但承载了老株洲人满满的记忆。”6月20日，市民曾文在朋
友圈中转发新华桥试通行的消息，并配上文字。

33岁的曾文是不折不扣的“老东区（荷塘区）人”。他在430片区出生、
成长，见证了新华桥的变迁。

“小时候，我们从430片区来市中心，新华桥是必经之路。”曾文回忆，尤
其是读高中时，他和同学每天早上6点半从430片区的家中出发，乘坐2路
车，抵达位于河西的学校，“每天都会从新华桥上经过。”

不仅是曾文，他的父母、岳父母都对新华桥有着很深的情感。“桥两头立
着几棵大樟树，枝叶繁盛，如同城市的守卫者。车辆从桥上经过，就像一道
闪着光的银河。每次从外地回来经过这里，就明白终于到家了。”

如今，曾文和父母都已经搬到了河西，加上芦淞大桥和天元大桥的开

通，经过新华桥的次数减少了，但这
并不影响他们对新华桥的感情。

新闻视频里，宽敞的新华桥上，车
辆往来，不少行人在桥上驻足，体验新
华桥的变化。市民脸上的笑意和热切
的眼神，无不反映着他们激动的心情。

“看新闻的时候，我的父母还说要
去新建的新华桥上走一走，感受一番。”
曾文笑道，“我还提议他们坐智轨到市中
心，再从桥上走过去，看看现在的株洲交
通与他们当年的有何不同。”

▲6月20日清晨，
仇民主手持株洲晚报
在新华桥上“打卡”。

记者/任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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