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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祖国辽阔的原野上，数以万计的乡镇密密匝匝，用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共性和各地丰富多彩的
特性构成了了壮丽、绚烂的东方风情。
她们是中华民族发祥生息的摇篮，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源泉。
作为我国国家政权设立的最基层行政区域和最基层的人民政权组织，乡镇少则管理着数千、几万人，
多则十几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负有管理乡镇、推动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乡一镇世代沿袭，其沿革、气候、物产、文化、风俗、人物、乡镇建设等独特
的个性特征往往令人新奇。
越是乡镇的，越具有其独特性。
将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出来编辑成书，使其成为记录乡镇历史文化的一张特殊“名片”，这
对宣传乡镇形象，提升乡镇文化品位，服务乡镇经济建设，必将有“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重要意
义和深远影响。
　　甘肃乡镇在中国独具特色，全省乡镇达一千二百多个，承载着甘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
千百年来，这些乡镇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已被主流意识渐渐遗忘。
现幸逢盛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成为国家战略，位于祖国大西北的陇原大地也真切感受到了来自
于新时期的融融暖意。
《甘肃乡镇史话丛书》正是基于这样温厚的时代土壤而开始孕育，并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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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泗水镇地处河西走廊东段，古浪河下游，属祁连山冷凉灌区。
在15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沃野千顷，阡陌纵横，生活着二万三千勤劳淳朴的人民。
经过多年的发展，泗水已成为古浪县乃至武威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区、特色产业开发区和非公经济隆起
带。
　　沐浴着新时代党的强农惠农政策的和暖春风，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凭借丰富的土地
和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条件和显著的区位优势，泗水的经济社会发展正
在加速推进，泗水人民正在阔步迈上富裕、文明、和谐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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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打交儿”是古浪群众家喻户晓的一种自娱自乐的群众文化活动。
这种文化活动以互相拉歌交流歌儿的形式进行，所以称“打交儿”。
“打交儿”一般不用乐器伴奏，在家庭院落、田间地头、大小集会、年头节下都可以随时随地演唱。
群众喜闻乐见，参与性广泛。
　　“交儿”以“得儿哟，打个交，你的交儿下去了，我的交儿上来了，我说不打也罢了，你们又说
打着好”起头，后面紧跟新创的“交儿”。
这种创新的“交儿”大多都带有古浪人的质朴憨实、幽默风趣。
或直叙，或简述，或平铺，或比兴，或构思创作，或即兴演唱。
“交儿”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种：一是记事抒情的。
如：“沙锅响，炒茴香，哥哥起来念文章，姐姐起来扫书房，嫂嫂起来进厨房，奶奶起来补裤裆，找
一找，想一想，找不着补丁在哪放？
忙拿爷爷的帽帽来补上。
爷爷起来找帽帽，奶奶吓得挤尿尿。
挤了一勺勺，卖了两吊吊，给爷爷卖y-两个红缨圆帽帽，爷爷戴上哈哈-笑笑。
”这首“交儿”，叙述了旧时农村一个家庭每个人的平常生活。
默默无闻的妈妈，是勤劳的家庭主妇，一清早就起来“炒茴香”；哥哥是一位读书人，一起床就“念
文章”；姐姐是一位清洁工，一起床就开始“扫书房”；新来的嫂嫂自然就是炊事员，她听到厨房里
“沙锅响”，得知婆婆已先下厨房了，就急忙“进厨房”；而年岁已高的奶奶也许是因为眼花了，竟
把爷爷的帽子拿来补自己的裤裆。
这下可就麻达了，爷爷大发脾气，连奶奶也吓得尿湿了裤裆。
这后半部分风趣的“交儿”，虽然令人发笑，但在情理之中，生活气息很浓。
　　二是夸张逗乐的。
如：“胡家滩上种糜子，骆驼过来吃糜子，老鼠扒给了一蹄子，哎吆我的脑勺子，这个话，人不信；
屎壳郎拉的一车粪，蚂蚁拉的滚子响，苍蝇踏破锅盖梁，碗夹板子上过去了九条狼，这个话，你信不
信。
”这首交儿极度夸张，充满戏剧性的荒诞，十分精彩有趣。
还有：“拔芨芨，编草担，一头萝卜一头蒜，一挑挑到武威县，武威县，好茶饭，吃了七碟八大碗，
一出西门裤带绳断，裤子落到懒大弯，稀屎拉下了两河滩。
”这首交儿描写了一位勤劳的农夫，初次做生意出的洋相。
他很勤俭持家，拔了本地出产的芨芨，“编草担”两个去卖蔬菜。
萝卜和蒜卖完后肚子饿了，就在“武威县”的饭馆里大吃了一顿。
这里借用夸张的语言，说他连“裤带绳”也被挣断了，并且“稀屎拉V两河滩”。
“交儿”打到这儿，听众不禁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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