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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 徉 玉 林 路
刘 畅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走到玉

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2017 年，

民谣歌手赵雷的《成都》火了，带给很多人关

于成都和玉林路的美好畅想。其实，玉林路

并不是一条路，它分东西南北四条路，小酒馆

就在成都高新区玉林西路上。

阳光晴好的午后，在繁华的玉林西路商

圈，逛逛独立设计师开的服装店，累了去火锅

店涮涮毛肚，晚上再去小酒馆里坐一坐，听驻

唱歌手唱歌。一打啤酒、三五好友，时光倒流

20 多年，聚在沙子堰片区、玉林西路艺术群

落的艺术家们也常常这样不醉不休。

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持续推进，高新区

玉林片区在小区改造、街巷提升、交通畅联等

方面不断提档，实现了业态更新、环境升级。

如今，走到玉林路的尽头，看得见发展变

化的“面子”，摸得着人文底蕴的“里子”，文艺

中带着市井，既现代又充满人间烟火，矛盾又

迷人。

闲适

最近这段时间，68 岁的彭红成忙着为蓓

蕾社区老党员工作室做展览布局。“墙上挂着

的‘墨宝’，桌上归置好的手工书签，靠墙的木

制篆刻作品都要有序陈列，工作室即将成为

社区文化成果的展示窗口。”彭红成的退休生

活很丰富，既担任着社区老年人协会理事，又

是社区篆刻班的老师，还是成都高新玉林大

市集老党员工作室文创产品摊的负责人。

“国庆假期天天忙着‘练摊’，我们的文创

作 品 销

售 额 最

高 的

一天大概有 800 元，这笔钱可以用于协会的

‘自我造血’。”彭红成说，退休前自己主要的

娱乐方式是打麻将，没想到退休后反倒成了

一名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在开班教授篆刻的

近 3 年 时 间 里 ，先 后 有 七 八 十 人 来 向 他 学

习。“有老有少，有的学生还住得比较远，玉林

这一片的艺术底蕴还是很吸引人的。”

要说艺术底蕴，就离不开沙子堰，沙子堰

到玉林西路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成熟小街巷式

社区，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沙子堰

集中修建了许多为政府单位和企业配套的家

属楼，一些对居民来说并不适宜居住的无隔

断大开间却适用于创作和文化沙龙。这种偶

然，使得周春芽、何多苓、翟永明等艺术家陆

续定居于此。

随着画家、诗人、音乐人在此聚集，酒吧、

餐馆、服装店迅速增多。在无人干预的情况

下，以沙子堰为中心“自然生长”出一个开放

式艺术园区。在当年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眼

中，艺术家可能只是一群无所事事但又有礼

有节的青年人，能成为邻居是一种缘分，市井

与文艺的融合自然而然。

在一篇回忆沙子堰的文章中，画家何多

苓写道，“那么多人全部聚集到了一起，开始

是在小酒馆，后来又有了白夜酒吧，艺术家们

有了混的地方，天天晚上到那儿去喝酒，都凑

到一起”。画家周春芽说，沙子堰是个将生

活、交际、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从沙子堰到玉林西路再到蓓蕾社区，人

们因为对文艺共同的爱好聚集到了一起，就

像 大 部 分 外 地 游 客 是 因 为 赵 雷 的《成 都》

前来。

“我觉得人还是少做一些‘快闪’事，在墨

韵书香中看淡名利，闲适生活。”彭红成短短

的一句话道出了穿越时空的文艺情节暗中滋

养的玉林生态。

变迁

“人生有梦，跨界无限。”当这 8 个字与成

都一隅方寸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赵

明联系起来时，就变得更具象化了。

测量、设计、画图⋯⋯赵明的室内设计公

司还在繁华地段的高楼大厦里时，他的生活

节奏与普通上班族并无两样。2023 年初，

他决定把公司从“格子间”搬到玉林。

于是，火烧堰巷 17 号一间 100 多平

方米的长条形店铺“装”下了赵明的公

司，办公区和对外营业的铺面只有一

墙之隔。弥漫着咖啡香

的空间里陈列着周边社

区居民或手工爱好者的

作品。精美的串珠、拉菲草编织包、陶瓷器

皿⋯⋯赵明开始“玩”设计，募集与衣食住行

相关的纯手工设计品，最终达到孵化团队的

目的。

老院老房子，小街小巷子，沿街一溜小铺

子。赵明提到公司选址时的考虑因素之一，

就是看中了小巷接地气、聚人气的氛围感。

可别小看这些小巷、小铺，不少租下商铺创业

的都是年轻人，开起了书店、咖啡店、文创用

品店、烧烤摊、麻将馆、卤菜店，诗和远方与市

井小馆的飘香“锅气”融合在一起，顺着风飘

来，招呼人走进去。

当你走进一家大门敞开的书店，一场精

彩的新书分享会可能正在举行。你或许能看

到有的人在热情互动，有的人在蹑手蹑脚地

寻找空位，也有人捧着啤酒沉思。人是流动

的，语言是流动的，思想也是流动的。

赵明的心安之地在临街店铺里，而更多

把玉林西路作为“精神老家”的年轻人把奋斗

的半径画得更大，他们走过了“玉林路”的尽

头，选择了几公里外的孵化园、交子大道，甚

至再往南来到了新川创新科技园。

创新创业的热潮始终在滋长、在澎湃、在

蔓延。

1988 年，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一

片油菜花地里破土动工。彼时的玉林片区，

远没有今天这般热闹，除了职工宿舍，就是

大片的农田。1991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成都

高新区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成都电缆

厂、西南通信研究所、成都电视设备厂相继

建成。

城镇化的“风”吹过，阡陌变迁，这里长出

了一个个初具现代小区雏形的院落、一间间

诗人和画家聚集的酒吧，还有艺术家们的“大

开间”工作室。2023 年，成都高新区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3201.2 亿元，综合实力位居全国

高新区第一方阵。玉林也悄然“变脸”，拥有

30 多年历史的片区正焕发青春。

如今，成都高新区逾 75 万名“双创”人才

中，35 岁以下青年人才占比 90%。近 5 年来，

成都高新区户籍人口持续走高，年均增长

5 万余人，经营主体累计存量近 37 万户。

越来越多的人在这座城市的规划与发展

中打拼出一番天地，试图在明确的半径中平

衡工作与生活。

活力

“他们都喊我廖妹儿，找廖妹儿办事，靠

谱！”每天早上 7 点 50 分，玉林青年火锅店老

板廖小凤的闹钟准时响起，洗漱完毕下楼，三

五邻居打个照面，喊得亲切。一墙之隔就是

她和家人开了 10 年的火锅店，8 点多开店，最

晚凌晨 2 点关店，拉起和合上卷帘门的

那个人一定是廖小凤。

“青年火锅最

早 开 在 玉 林 老 小

区的民房里，随后

就 近 换 了 几 个 店

面，最终开到了白

云街，转来转去没

转 出 玉 林 这 一

片。”廖小凤说，玉

林 片 区 的 街 巷 依

旧 弯 弯 绕 绕 没 变

过方向，街巷的景观却日新月

异。老旧小区斑驳的外墙不见

了，一排排路灯照亮了回家的

巷子。“就像我的火锅店，店面要

装修升级、服务员会流动、菜品也

要更新，不变的是味道和品质，是

对不同食客味蕾的惬意满足。”

新 或 旧 并 非 判 断 对 错 的 标 准 。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成都高新区

提出，“无一米不规划、无一米不管

理”，高新区计划在包括玉林在内

的 9 个片区实施近百个项目的

规划改造工作，预计在 3 年时

间内投入 92 亿元。

“作为居民区，要考虑居

民的生活感受；作为全国知

名的旅游打卡点，要考虑

游客的深度体验；作为商

业 街 区 ，要 考 虑 营 商 环

境。所以我们将街区动

静分区，充分保留老成

都居民生活区，适当发

展 商 业 ，利 用 闲 置 空

间 引 入 文 创 机 构 进

驻 。 我 们 希 望 城 市

发展有序，且保持它

的活力。”《从沙子堰到

玉林西路》一书的主编杨

凯在后记中写道。

从青年火锅店吃完火锅出来，走上几分

钟便看到“十元快剪”店的老板正在给老街坊

剃须，转个弯看到一间安静惬意的书店，低头

一闻，身上的火锅味儿还没散，有点不好意思

走进店里，怕扰了一方清静。接着逛，你又被

装饰一新的艺术墙吸引了目光，啧啧赞叹高

墙上的涂鸦灵动斑斓⋯⋯片区的金边银角里

处处写满了“治理文章”。

城市的有机更新让玉林的商业热潮越发

澎湃。“天天下午都在排队，每年能挣不少钱

吧？”“这个咋能随便说呢？”面对街坊的打趣，

廖小凤说赚多赚少都是商业机密。

店 主 们 不 会 告 诉 你 营 业 额 、房 东 也 不

会告诉你商铺的租金，但街上那络绎不绝

的人群，一间间排着长队的小店，社交网络

上 热 度 不 减 的 city walk（城 市 漫 步）指 南 ，

无 一 不 证 明 着 玉 林 片 区 的 商 圈 含 金 量 。

就在距离青年火锅店步行仅需 5 分钟的

火烧堰巷，曾举办过一次“高新玉林大市

集 ”，110 多 位 摊 主 利 用 两 天 时 间“ 练

摊”，文创艺术、特色美食，不临街、不靠

路的小巷里，摊主们用两天时间实现了

42 万余元的成交额。

30 年前，沙子堰自发聚集而成的艺

术部落成了艺术家的摇篮；小酒馆、白

夜酒吧的相继落成，改变了人们对酒

吧只卖酒水不卖餐食的印象；热情而

包 容 的 成 都 催 生 了 广 为 传 唱 的《成

都》，让玉林西路再次成为城市文化

地标。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玉林路的灯光星星点点，不会有都

熄灭的时候，就像日新月异的城

市更新，变化于无声处，发生在角

角落落。

杉林探美

贺建明

沿着川藏公路自由驰骋，

翻山越岭，进入西藏，当绿如

海、翠如滴的风景线跃入眼帘，

满目冰川之景让你惊叹时，大抵

是到了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

县境内。一路舟车劳顿，不妨在

此小憩，穿越波密岗云杉林，短暂

逃离都市喧嚣，和大自然来一场亲

密接触。

岗云杉林位于波密县扎木镇以

西 22 公里，受喜马拉雅山脉独特的

自然环境和西南季风的影响，岗云

杉林以林芝云杉、高山松、华山松为

主，树高大多超 70 米，树龄多在 300

年以上，林中氧气充沛、负氧离子含

量高，很适合徒步穿越。

波密县波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央青占堆说，2005 年，

岗云杉林被《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为

“中国最美十大森林”之一，徒步线

路沿途风景美不胜收，步步都有新

奇发现。

沿着帕隆藏布江蜿蜒前行，经

过一片传统村落便抵达了岗云杉林

的入口。踏着铺满松针的小路前

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枝叶投射

而来，斑驳变幻的光影如精灵般陪

伴左右。一棵棵云杉高耸入云，枝

间的松萝如瀑布悬挂，苔藓像一层

绿衣覆盖树基，微风拂叶沙沙作响，

满眼尽是绿野仙踪之景。“穿越岗云杉林，仿佛置身童话世

界，耳边是鸟鸣和潺潺水声，挺拔高大的云杉和盘曲妖娆的

青冈树交织在一起十分魔幻。”

雪山融水顺着山势奔腾而下，撞击在石头上，溅起朵朵

水花。赤脚坐在木桥上，因溪水濯足带来的凉意，自驾游客

林娴和林姝两姐妹不时发出嗦嗦声。“这里有最原始、最纯

净的自然之美，清凉的溪水洗去了自驾的疲惫，让我们神清

气爽。”林娴说。顺着姐姐的话，林姝又说：“真不愧是雪域

江南！冰川雪山、原始密林满足了我所有想象。”

继续徒步前行，倏忽间便阳光明媚、豁然开朗，眼前一

片蓝绿色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冰川、白云绿树，湖边绿毯般的

草甸上马儿正悠闲地啃食，宛若一幅水墨画，这里便是著名

的草湖景点。

和大多数游客用相机记录美景不同，山东游客阎妍将

眼前的一切描绘在画布上：“我就住在附近村民家里，每天

都过来写生，这里的景色太吸引人了！看了我朋友圈的分

享，我的同学都很羡慕。”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9 月末，已有 4 万人徒步领略岗云

杉林之美。这也带动了许多村民开办民宿、销售本地土特

产品。”央青占堆说，波密县生态环境优良、自然景观优美、

文化底蕴优厚，素有“藏王故里”“冰川之乡”“桃花世界”等

美誉，欢迎更多游客到波密感受绚丽的自然风光。

背 靠 寂 寞 守 望 繁 华
马维维

黑龙江省边陲小城绥芬河，绥芬河出入

境边防检查站执勤点执勤室内，四队教导员

王雷正紧盯着屏幕。

王雷所在的位置在一座大山脚下，这里

有一条特殊的铁路隧道：铁轨一头连着绥芬

河，一头连着俄罗斯。由于四面环山，这里相

当于一个近乎封闭的空间，经常被人遗忘，当

地人俗称“三号洞”，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三号洞执勤点就驻扎在这里。每天，移民

管理警察伴着有 122 年历史的三号洞隧道，

沿着 7公里长的轨道监护出入境列车。

“虽然所有重点区域都有监控，但我们

仍坚持每天实地巡查。”王雷说。从执勤点

到三号洞隧道，步行有 400 米，沿着铺筑压路

石的路基前行，6 分钟就到了隧道口。这段

铁路是全国唯一一套骑马式双道铁轨，因

为中俄两国的火车轨距不同，隧道跨度又

不允许铺设两条路基，所以设计者在原有路

基上并排铺设 4 根铁轨，以便中俄双方同时

使用。

刚走到隧道口，王雷的对讲机便传出有

火车即将入境的报告，我们在此停留等待。

3 分钟后，一辆货运列车疾驰而过，隧道里传

出强烈的回声，震得人不禁捂紧了耳朵。火

车驶过，耳朵还在嗡嗡作响。

“声音够大吧？”执勤四队民警来诚毅常

年驻守执勤点，他笑着说，最难熬的是每天

深夜睡得正香，突如其来的列车把床震得嘎

吱嘎吱作响，顿时便没了睡意。过一阵子好

不容易刚睡着，又有一趟列车到了，一夜要

被吵醒好几次。

绥芬河铁路口岸是黑龙江省最大的铁

路口岸，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地带，也是

我 国 中 欧 班 列“ 东 通 道 ”上 的 重 要 枢 纽 节

点。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深

入，经绥芬河站开行的中欧班列数量稳步增

长，截至 10 月 9 日，绥芬河站累计开行中欧

班 列 755 列 、72454 个 标 箱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7%和 12%。

每天有超过 20 列次的出入境货运列车

经过隧道，这里也是通往边境线的必经之

路，重要性不言而喻。王雷说：“我们就是边

境的‘铁门栓’，守护着最后一道防线。”

为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通行，绥芬河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优化创新查验

流程、通关模式和工作机制，全方位助力口

岸深度对外开放。深化联勤协作配合，主动

与铁路车站通联，建立中欧班列预报制度，

提前掌握出入境信息，动态调整警力部署，

全时段、全天候提前迎候待检，确保中欧班

列“零延误”顺畅通关。加强智能通关设备

应用，通过城市“鹰眼”高清视频监控系统、

无人机巡查等信息化手段，加强货运列车实

时动态监管和智能分析预警，有效提升口岸

综合指挥调度能力。

“除了火车的轰鸣，就是无边的寂静。”

来诚毅说，铁路左边是山，右边还是山，每到

冬季，两座山的夹缝中风急雪大，能见度低，

为保证列车畅通无阻，他们每天都要沿着铁

道线步行巡逻，一次就是两个多小时，虽然

有了智能感知设备在指挥室就能“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但是执勤民警仍需不定期实

地巡逻查看。

一面是空旷寂静的大山，一面是灯火辉

煌的城市，从 1953 年设立执勤点至今，王雷

与同事们像前辈们一样 24 小时日夜坚守在

这里。“背靠寂寞，守望繁华，这就是我们在

这里的意义。”来诚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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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玉林西路东口的景观装饰及街景四川省成都市玉林西路东口的景观装饰及街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畅畅摄摄

西藏波密草湖景色西藏波密草湖景色。。 达达 瓦瓦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四川省成都市沙子堰东巷与玉林西路交界处的玉林青年生活四川省成都市沙子堰东巷与玉林西路交界处的玉林青年生活 SHOWSHOW

场展示架场展示架。。 （（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办事处供图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办事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