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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乐土

朱家川河自东向西蜿蜒而
过，桥头村如一幅水墨长卷，舒展
于河谷北侧，东西绵延长达六里，
南北宽约一里。当年朱家川河清
水长流，全村一共有十二口山泉。
村子蕴藏着煤炭，储备丰富。桥头
村还地处交通要塞，从保德县城到
太原，桥头是必经之地。今日朱家
川河南岸省道纵横，北岸神朔铁路
延伸。

历史上，桥头更是晋西北声名
远播的商贸重镇。朱家川河谷北
岸有一条三里长的青石板街，名
曰“铺子街”，街上曾走过装满货
物的骆驼队和威武的马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条老街仍是
商贾云集。改革开放后，商贸中心
南迁至朱家川河南岸的公路边，农
历逢“五”赶集，周边乡民与外县商
贩蜂拥而至，公路被熙攘的人群和
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叫卖声、车鸣
声、欢笑声续写着古镇的繁华。

民国初年，桥头为二区区公所

驻地，此后，桥头便是区域行政中
心，抗战时期的民主政府、解放后
的人民公社、新世纪的镇政府皆
设于此。作为全县第一大村镇，
这里学校、医院、供销社、粮站、食
品站、邮电所、信用社等各类机构
均有设立。

桥头地理位置优越，人口繁衍
兴盛。据 2014 年的统计数据，当
时户籍人口近三千人，加上外来务
工人员，实际居住人口接近一万
人。随着桥头镇的规模不断扩大，
烟火气在千年老宅与新建楼房间
蒸腾弥漫。

有煤有水加上交通便利，桥头
还是办工厂的理想之地。除了先
后开发了六座煤矿之外，朱家川河
谷南岸先后还办过水泥厂、铁厂、
支农厂、制管厂等。那些年，公路
上车流滚滚，集市里人们摩肩接
踵，这些景象共同编织着古镇的繁
盛图景，合奏着属于桥头镇的文明
长歌。

先进典型

因为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大镇，

桥头的发展便一直受到重视，曾被
树立为发展集体经济的模范标
杆。这里曾开办有小煤窑、装卸
队、车马店、缝纫铺、油坊等。

当年，桥头大队成立了民兵
营，常年有挎手枪的教练员在村里
指导训练。民兵营有机枪和“六零
炮”，基干民兵更是人手一支半自
动步枪。每年冬天都要训练，而且
要实弹打靶。

大队有农科队，配备六间实验
室，有二十来亩试验田。主要搞新
品种推广、新肥料试制和灭虫密植
等实验。大队有文艺宣传队，是县
文化局的工作点。每年冬天都要
排演节目，既有《三句半》《四老汉
学毛选》《四大嫂奋战大寨田》之类
的小节目，也排过《红灯记》《智取
威虎山》《沙家浜》《龙江颂》等样板
戏，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后，老百姓在朱家
川河南岸公路两边开设店铺，经
商做买卖，有的在本地打工，有的
搞运输，家家户户建起了新房，村
庄整洁干净，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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