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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20日中午，一名驾驶员向四川省公安
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八大队报警称，自己驾车在乐自高速公
路正常行驶时，一辆车突然连续变道，逼停自己的车，险些酿成交
通事故。

在该驾驶员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民警看到，一辆自贡牌
照的白色小车未打转向灯，连续向右变更两条车道，然后立即刹
停，后方报警当事人的小车紧急刹车，才未撞上。随后，白色小车
又从禁止标线向左变回主车道开走了。

了解情况后，民警与行车不规范的白色小车车主方某取得联系，
让其到自贡警务区处理，方某以各种理由百般推托。民警将行车记录
仪视频发给方某看，并多次联系方某，向其讲解法律常识及可能造成
的危害，方某终于认识自己的错误，到公安机关接受处罚，并通过视频
方式向后方车主道歉。据了解，方某因此受到了顶格处罚。

男子上高速一波危险操作
被顶格处罚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21日，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三大队民警在
乐宜高速乐山北收费站开展“护旗2号”专项行动时，查处一男子无证驾驶，该男子陈
某被处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5日。

当日11时许，该大队五通桥警务责任区民警在乐山北收费站拦下一辆号牌为川
L××××8的小型轿车进行例行检查，驾车男子称自己未带驾驶证。对其询问过程
中，民警发现该男子言辞闪烁，刻意回避询问，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随后，该男子出示了身份证，经过公安网查询比对，民警发现该男子陈某并未取得
驾驶资格。民警询问了解到，陈某居住在乐山中心城区，在五通桥区上班，为方便上下
班买了车，现在正在考科目3。当天，自认驾驶技术已过关的陈某驾车准备从乐山收
费站上高速带家人去眉山玩，谁知方向走错了，到了乐山北收费站，他刚出收费站准备
掉头时被民警查到。

据了解，该大队依法对陈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0
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男子无证驾驶上高速
罚款1000元行拘5日

一条古街，足迹斑驳。
一方码头，兴盛过往。
一棵古榕，静思变迁。
一座古镇，镌刻记忆。
沐川县箭板古镇，静悄悄的，却在历史的洪流

中留下回响。

箭板古镇：

等待揭开
等待驻足

留下：前人智居 今人择居
依河而建的吊脚楼群，自成风景，在2020

年“8·18”特大洪涝灾害的席卷下，仍得以保
存，彰显着古人的智慧。龙形箭板古镇的石板
路上，每隔几米便有一个小下水道。

与此同时，吊脚楼也是精心设计。吊脚楼
内部各异，有些屋内设置专门的阶梯，直接通
向水码头，以便生活、贸易经商之用。今年62
岁的画家范君平已经在箭板古镇生活了三年，
不久前，他买下了古镇其中一间吊脚楼，决定
今后一直生活在古镇。

范君平是成都人，妻子是箭板人，是日天
晴，他将家门敞开，独自坐在厅内专心作画。
问及为何要选择在箭板古镇定居，他说：“年轻
时，心气高，为了名利，我四处漂泊，老了心里
全是后悔。箭板古镇人少，风景好，更重要的
是安静。在这里，我可以专心思考，一心一意
作画。”

古镇河边，成片连绵起伏的大片石滩，上
面已“长”出青苔，石滩中间有很多大小不一的
洞，亦是古镇一道独特的景观。据专家考证，
此为冰臼，产生于第四纪冰川后期，距今200
多万年。大量冰川融水沿着裂缝向下流，强烈
冲击、研磨冰川下的岩石从而形成一个个孔
穴。冰臼形状各异，有圆形、半圆形、弯月形、
葫芦形、马蹄形等等。

箭板古镇像是一位沉睡的老人，它存在于
现代的川流不息中，带着节奏有序地呼吸，做
着一个遥远的梦。沉睡的老人和煦而宽厚，虽
不知他何时会被唤醒，但能够想象，他会带着
历史的智慧与岁月的隽永，留住那些发现并热
爱他的“有缘人”。

谜题：出自何处 去向何方
箭板古镇依山傍水，面朝龙溪河，背靠鱼

箭山，镇上的水码头带来了繁荣的商业贸易，
一度使箭板古镇兴盛一方。箭板古镇究竟是
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谁也说不准具体的时间
年月。翻阅史志，箭板古镇目前可追溯至唐乾
元二年（759 年），箭板古镇的前身是“马草
镇”。

箭板场（箭板古镇旧时的行政名称）以场
下河中有三段长百米，形如弓箭的石梁为

“箭”，王爷庙滩畔百米大石板为“板”，合名为
“箭板”。明清以来，场上有油坊、米坊、染坊、
槽坊、丝坊、布坊、铁铺、药铺、旅栈、茶馆、糖果
等手工作坊和商业门店数百家。这里当年有
10多艘载重10吨左右的船从龙溪河通到岷
江。绝佳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让箭板古镇成
为方圆百里老百姓的油盐场和农副产品集散
地。民谣“挑不完的商州，塞不满的箭板”，流
传至今。

现在的箭板古镇，约800米长的老街上，大
多数的房屋已无人居住，但顺河旅馆仍与古镇
相伴。自古以来，箭板古镇当地有着赶集的传
统，在交通尚不便利的年代，镇上的旅馆可为远
来赶集的百姓提供住宿服务。“自我有记忆起，
镇上就有几家旅馆，现在，只剩下顺河旅馆了。”
箭板镇马湖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吴亚
文说。

如今的箭板古镇，商铺寥寥可数，常住人
口为116人，且以高龄老人为主。在当地政府
的努力下，古镇的建筑保存完好。晴日下，漫
步于青石板路上，时间仿佛停在了古镇的一砖
一瓦中，生活变得静谧而悠长。

记者 唐诗敏 文/图

范君平在古镇家中作画

箭板古镇民房柱子上的精美雕刻

箭板古镇吊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