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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里，
您如果有参与、创造、见证、受益于改革开
放的难忘经历和个人感受，欢迎与我们联系
讲述您亲身经历、亲耳所闻的故事。联系方
式：扫描下方二维码，通过漯河晚报微信公
众号和沙澧河手机客户端留言。

20182018年年88月月77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责编责编：：张伟伟张伟伟

06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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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地处中原腹地，沙河、
澧河穿城而过，使得桥文化在这
里大放异彩，被称为“中原桥
城”。一座座桥梁，对普通市民
来说或许只是必要的道路设施，
但对它的建设者来说，却凝聚着
智慧和汗水。在漯河工作了半个
世纪的市政工程设计院高级工程
师宋金钟，就是这些桥梁建设者
中的一员。

“这些桥已经成为漯河的城市
名片，也是改革开放的缩影！”宋金
钟说。1963年，29岁的宋金钟进
入漯河市城建部门。从此，他作为
多次参与市内主要桥梁修建的高
级工程师，在工作岗位上奋战了50
多载，笔尖几乎划过漯河的每一寸
土地。他见证着市区一座座大桥
飞架南北，也真切地感受着家乡日
新月异的变化。

1986 年以前，市区只有交通路
沙河大桥，升格为省辖市以来，漯河
发生了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交
通日新月异，市区多座桥梁的修建，
日渐完善了城市道路，方便了出行，
惠及了百姓。

在老漯河人的记忆中，最初过沙
澧河要靠渡船，来往非常不便。1964
年交通路沙河大桥通车，这对当时的
漯河来说是非常大的事。“多少年两
岸渡船的历史结束了，老百姓能不高
兴吗？说是通车，那时候哪有几辆车

呀，满桥都是人。很多人白天看桥，
晚上来桥上看灯，那个热闹劲儿，就
像赶庙会一样。我记得桥刚修好通车
那会儿，我为了看桥上的灯，连着半
个多月早早来到桥上等着亮灯。”谈
到修桥带给漯河的变化，宋金钟感慨
万千。

“原来从沙南到沙北要坐船，后
来修了‘老大桥’，当时感觉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时怎么也
想不到，如今漯河在沙澧河上修了这
么多桥，嵩山路、泰山路、太行山

路，条条大路能过河。”今年80岁的
老漯河人李军岭感慨道。

“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没有经
历过靠船渡河的生活。我出生之后，
漯河就有桥了。在我的记忆里，桥对
漯河来说，不仅仅是道路交通设施，
更是漯河的城市象征。这一座座现代
化的桥梁，是我向外地人介绍漯河
时，最骄傲的漯河元素。我们漯河是

‘中原桥城’，说出来是满满的自豪
感。”谈起桥梁对漯河的意义，今年
30岁的王哲说。

宋金钟：一桥一景 时代发展之缩影

时光匆匆，1978 年改革开放的
征程开启，1986年漯河市由县级市
升格为省辖市。之后，一座座桥梁在
沙澧河两岸如雨后春笋般建起。在漯
河，几乎每一座桥梁的修建过程中，
都可以看到宋金钟忙碌的身影。

1988年，市区第一座澧河桥——
人 民 路 澧 河 大 桥 正 式 开 工 建 设 ；
1989 年，金山路沙河大桥动工兴
建。到 1992 年 国庆节前夕嵩山路
沙河大桥动工之时，人民路澧河大

桥和金山路沙河大桥已建成通车一
年多。

此后，泰山路沙河大桥、淞江路
沙河大桥、嵩山路澧河大桥相继建成
通车，沙澧河阻隔市区交通的历史一
去不复返。

“交通路沙河大桥修建时是根据
通行需要而建，只为满足人们的过
河需求，根本谈不上造型是否美
观。但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提高城
市品位，我市开始注重市区大桥造

型的新颖别致，将人民路澧河大桥
建成不同于交通路沙河大桥的钢筋
混凝土钢架拱桥，将泰山路沙河大
桥建成被称为‘彩虹桥’的中索式
系杆拱桥，将嵩山路澧河大桥建成
气势宏伟的斜拉桥，可谓一桥一
景。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从质量来
讲，这些桥都可以被称为城市的标
志性建筑。”宋金钟告诉记者，泰山
路彩虹桥和嵩山路斜拉桥，是他参
与修建的众多桥梁中的得意之作。

站在彩虹桥上，84岁的宋金钟
遥望远处，车水马龙，没有尽头。
已经在漯河生活了 55年的宋金钟不
禁感慨：“虽然漯河市区的主要桥
梁，我都参与施工建设了，但还是
觉得如梦一场，好像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漯河的交通已经变得
如此繁忙。”

1963 年，交通路沙河大桥第二
次开工建设时，宋金钟从省建设厅
调至漯河市城建部门，在沙河大桥
的修建工地上从事测量工作。那时

候漯河很小，沙河南北交通靠人工
摆渡，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初到漯
河的宋金钟一度觉得很失落。而且
当时漯河的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
修起桥来，困难重重。沙河桥是平
板结构公路桥，在全省都不多见，
只能从前苏联学习经验。

更困难的是，缺少专业技术人
才，施工机械也非常落后，打桩要
靠一二十名工人把三百公斤重的大
锤拉到架子顶端再放下去，像打
夯，更像船工拉纤。

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桥梁
建设者们不负众望，1964年7月，交
通路沙河大桥建成通车。这座桥是
市区内最早的桥梁，因此被市民亲
切称之为“老大桥”。“老大桥”建
好那年，宋金钟 30岁，对修桥的不
易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当时他
对漯河的道路桥梁建设并不敢做太
多设想，希望未来能再修个人民路
澧河桥、金山路沙河桥。当时的他
怎么也不敢想象，漯河会成为如今
这样条条大路能过河的现代化都市。

1963年调回漯河后，宋金钟成为漯河市
政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的带头人。到目前为
止，他参与或主持了市区 6座大桥、5座立交
桥、8座小桥的设计或施工工作。他积累了几
十年的测量计算数据，为我市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翔实依据。他带领
市政人主持技术革新，使“三大宝（铁锨、架
子车、洋镐）”的施工队发展成为如今机械化
设备齐全的专业队伍。

退休后，宋金钟并没有离开市政建设这个
他热爱的事业，他谢绝了其他单位的高薪聘
请，担任了市政工程设计室技术负责人，依然
发挥余热，这一干又是 20 多年。直到近两
年，他的听力日益下降，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目前在家修养。

“死后他处不放灰，洒到路上任风吹，一
生功过已不语，留待后人评事非。”如今已经
84岁高龄的宋金钟采访中反复强调，他是修
路的，死后也要守护漯河的道路、桥梁。

克服困难“老大桥”终于建成通车

一桥一景 桥成为漯河的城市标志

出行方便 市民生活因桥而改变

愿一生守护漯河的桥

宋金钟与记者交谈宋金钟与记者交谈 宋金钟翻看漯河桥梁发展史的资料宋金钟翻看漯河桥梁发展史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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