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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的城市版图里，赛格电脑商城不仅是一座商业建筑，更
是时代发展的坐标之一。这座承载无数人记忆的科技地标，将于今
年10月闭店。消息一经传开，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众多市民心
中激起层层涟漪。它的辉煌与落幕，不仅见证了西安 IT业发展的
轨迹，也编织出一代人关于青春、梦想与奋斗的集体记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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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互联网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西安赛格电脑商城应
运而生，短短几年间，便与北京“中关村”、深圳“华强北”并肩，成
为全国知名的 IT产品集散地之一，更是西北地区当之无愧的科技
商业核心。

那时候的赛格电脑商城，仿若一个科技“江湖”。数百家电脑装
机店、数码柜台和配件商铺在此经营，每日人来人往。从处理器、显
卡到打印机、摄像头，从台式机组装到笔记本维修……“一站式”的
服务满足了人们对科技产品的所有需求。

对于创业者翟先生而言，赛格电脑商城就是他梦想启航的港
湾。2003年，怀揣创业热情的他在这里租赁了一个小小的柜台，开
启了自己的电脑生意。“那时候，赛格就是流量密码。”翟先生回忆
道，“每天店里顾客络绎不绝，最忙的时候，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
有。”凭借赛格电脑商城的超高人气和自身的努力，他不仅赚到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更逐步发展壮大，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如今，站在赛
格电脑商城前，翟先生感慨万千：“没有赛格，就没有我的今天。这
里的每一寸空间，都记录着我的拼搏与成长。”

鼎盛时期的赛格电脑商城，推动了整个西安 IT业的发展，不仅
吸引众多品牌入驻，培养大量专业人才，还带动了周边物流、餐饮等
行业的兴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曾经的兴盛

在 70后、80后人们的记忆中，赛格电脑商城是他们探索科技
世界的第一站。这里不仅是购物场所，更是一座充满魅力的科技

“课堂”。
市民王先生至今难忘 2007年的那个夏天，他用攒了将近半年

的工资，在赛格电脑商城组装了人生第一台电脑。“AMD3000+的
CPU、512M内存、9550的显卡以及 17寸CRT显示器……”说起配
置，王先生如数家珍，“当时抱着电脑回家的路上，心里既兴奋又紧
张，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对于市民刘先生来说，赛格电脑商城是他大学时代最常去的
地方之一。每个周末，他都会和室友相约来到这里，不为购物，只
为感受科技的魅力。“那时候，最新款的显卡、处理器就是我们的

‘心头好’。”刘先生笑着说，“我们会在各个柜台前驻足，听店员讲
解产品性能，和其他‘发烧友’交流心得，一逛就是一整天。”同样，
刘先生的第一台电脑也是在这里选购的。在这里，很多和刘先生
一样的人学会了如何挑选电脑配件、如何辨别产品真伪，更收获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青春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成为他们
人生中的美好回忆。

青春的体验

“在这里干了快 20年，突然说要拆，心里真不
是滋味。”主营摄影器材的老商户张先生眼中满是
不舍，“虽然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真到告别的
时候，还是忍不住难过。”对于这些商户来说，赛格
电脑商城不仅是他们谋生的地方，更是生活的一部
分，这里有他们的汗水、欢笑与泪水。

6月 14日，记者看到商场依然人流如织，经营
井然有序，还有许多市民来重温往日回忆。有人在
这里拍照留念，有人特意购买一个小配件留作纪

念，还有人正在给孩子讲述自己与赛格的故事。
做电脑品牌代理的李先生，在电脑行业深耕16

年，赛格电脑商城见证了他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重
要阶段。“前几天，我还在这里给孩子买了一台平
板电脑。”李先生说，“虽然以后这里可能会变
样，但我与赛格的回忆永远不会消失。”

如今，年轻人虽已习惯网购，但仍对赛格电
脑商城保有留恋。“我学编程那会儿就是在这
买配件、换内存。”刚大学毕业的李泽宇说，

“这里有技术，有人情味，和电商不一样。”
西安赛格电脑商城的闭店，也许

是一种遗憾，那些在这度过的青春岁
月，那些为科技梦想拼搏的日子，
是一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印
记。未来，从这里走出去的
每个人，都将带着那些
美好回忆，走向更
广阔的平台。

永恒的记忆

顾客挑选心仪的数码产品顾客挑选心仪的数码产品。。

在延安市黄陵县店头镇，有一家经营
多年的兰州牛肉拉面馆，是当地的“老字
号”了。店主马得成是一位朴实善良的回
民，十余年来，他坚持对环卫工实行半价优
惠，用诚信经营和无私大爱，温暖了小镇民
众的心。

半份价格满份情

马得成 14岁离乡学艺，从甘肃农村到
浙江温岭，学做兰州牛肉拉面的同时也学习
经营之道。待到 18岁那年，他盘下当地一
家拉面馆，当起了店主，而后又辗转到延安
兰家坪、黄陵县店头镇开店。

马得成虽然才 34岁，却有着多年经商
经验，他为人亲和，熟络的人都亲切地叫他

“老马”。
今年，是老马来到黄陵店头镇的第 11

个年头。
2014年，老马位于店头街的牛肉拉面

店营业第一天，便挂上醒目的横幅“环卫工
人半价”，口口相传，吸引了周边的环卫工都
来这里吃饭。

“早在延安兰家坪开店时，我就对环卫
工给出半价优惠，干这份工作挺不容易，每
天天不亮就开始清扫街道，风吹日晒一整
天，我就想用一碗热面表达敬意和关心。”老
马下定决心，只要店不关门，就要把这件事
一直做下去。

老马的拉面店生意好，不只是因为价格
便宜，更是因为诚信。为了保证品质，他始
终坚持手工制作，选料也是严格把关，牛肉
都是兰州冷链直送；将新鲜的牛肉和牛骨，
用文火慢炖 8小时，熬制出醇厚香浓的汤
底；面粉要选用当地最好的高筋面粉，经过
反复揉、摔、抻，让面条筋道爽滑。

店头镇因煤矿而兴，物价偏高。11年
里，单单牛肉价格就从一斤20多元涨到了35
元，别的商家都因物价上涨而提价，老马原
本定价比别家低，开店以来坚持不涨价，环
卫工花5元就能吃上一大碗牛肉拉面。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利润少一
点没关系，只要他们吃得好，我就满足了。”
看着环卫工围坐在一起，吃着热乎乎的拉
面，老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老马始终坚守着这份初心，用一碗碗热
气腾腾、味道纯正的拉面，赢得了小镇居民
的喜爱和信赖。这些年，面馆里发生了许多
感人的事。遇上拾荒的老人，老马先不收
钱，等其吃完面后再告知不用给钱，这样老
人就能安心吃完这顿饭。

他总叮嘱店员，要把老人吃的饭菜口感
做得更细软、清淡些。老马时常在店里擦桌
子或是端盘子，但凡看见环卫工进店，他便
放下手中的活，走进操作间，掀开热气腾腾
的汤锅，将熬了整夜的牛骨汤舀进瓷碗，端
到桌前，像招呼老熟人一样和环卫工寒暄几
句，让这里成为他们的“暖心驿站”。

冬天，老马看到环卫工在外面，哈着白
气，啃着冷馒头，怪心疼，他又给店里摆了些
凳子让他们歇脚，热水、饭菜加热、应急用药
一应俱全。不只环卫工，出租车司机、交警、
城管、外卖员等户外劳动者都可以到他店里
享受这些“小方便”。

十多年的坚守，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拉
面，成为小镇最温暖的风景线。当地政府授
予他的门店“工会爱心驿站”“石榴籽之
家”。受老马的影响，和他当了六年邻居的

“老碗面”面馆店主，也对环卫工、残疾人、退
伍军人实行就餐半价优惠。老马显然成了
店头镇生意人的楷模。

奔赴震区送温暖

马得成不仅为人诚信、善良，更有担当
和大爱。

2023年 12月 18日，甘肃积石山县突发
6.2级地震，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韩陕家
村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看到新闻的当晚，马得成决定为灾区做
点实事。他与十多个回民老乡商议，组建

“爱心拉面队”前去赈灾。他们中大多是打
工人，有的和马得成一样经营拉面馆。

为了全身心投入赈灾，马得成的拉面馆
暂停营业，给员工放了一个月假，并贴出公
告：“我的家乡地震了，我要回去支援。”天一
亮，他便和同乡采购物资，大口锅、和面机、
面粉、饭盒……还凑齐 2 万元，杀了一头
牛。大伙儿开着载满物资的汽车，星夜兼
程，12月19日就赶到韩陕家村。

顾不上长途奔波的疲惫，马得成和回民
老乡把带来的馒头分给灾民后，立刻搭起棚
子、支起炉灶。12月的积石山县，寒风刺
骨，最低温度可达零下 20摄氏度。但大家
的热情丝毫未减，揉面、煮肉、熬汤，队员们
分工有序，每个人都全情投入。每口锅前，3
个人不停歇地拉面、下面，另有 2人配合捞
面、浇汤。“爱心拉面队”供应全村 300多户
人家吃饭，从早上 8点烧水起锅，一直忙到
晚上 9点。当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拉面递到
灾民跟前时，许多人感动地流下泪水。

马得成和回民老乡在村里整整做了 10
多天拉面。快要离开村子前，他们商议决定
给地震中失去亲人的 10余户人家捐款，大
家凑了2万多元挨家挨户送到村民家里。

回程前，全村男女老少齐欢送，当地的
超市、农场、农业合作社纷纷送来锦旗，手巧
的妇女绣了鞋垫、枕套……

赈灾的 10多天里，马得成由于干活太
卖力，一天出几身汗，睡在帐篷里的他被冻
感冒了，发着烧仍坚持做拉面。

回来后，老马的拉面馆又恢复了往日的
热闹。小镇居民得知他在地震中的善举后，
更加敬佩他，也更愿意来他的店里吃面。

一碗拉面，承载着马得成诚信经营的初
心和扶弱济困的善意。从街头善举到千里
驰援，抻开的是面条，拉长的是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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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环卫工花5块钱就能吃上一大碗牛肉拉面——

老马的“小店大爱”
通讯员 李小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郝佳
伟）日前，《考古与文物》第六期
刊发了《陕西西安唐新罗质子金
泳墓发掘简报》。2022年 6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
塔区发掘了新罗质子金泳墓。该墓是首次经
考古发掘的唐新罗质子墓葬，出土墓志详细
记载了金泳生平，对研究唐代质子制度、唐
与新罗关系等内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该墓位于雁塔区东姜村，虽曾遭盗扰，
仍出土陶俑、塔式罐、墓志等 83件（组）文
物。墓志显示，金泳为新罗圣德王金兴光堂
兄金义让之孙，生于唐天宝六年（747年），

于唐贞元十年（794年）逝世，终年48岁。
据《唐新罗质子金泳墓志考略》，金义让

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入唐宿卫，获授金紫光禄
大夫、试太常卿。其家族三代以质子身份留
唐宿卫，并获授官职。金泳两度任副使参与
唐廷对新罗的吊祭册封，生前官至新罗蕃
长，负责管理侨民事务。这一发现，填补了
唐代与新罗交往研究的重要空白。

新罗是向大唐纳质最多、
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质子地
位在诸国质子中最高。金泳
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代质子制
度提供了难得的实例。金泳

家族三代留唐，反映出唐代“质子宿卫”制度
的延续性与功能性，以及唐廷对蕃夷上层

“怀柔远人”的政治策略。
此外，墓志中记载金泳夫人出身太原王

氏，为偃师县令王千龄之女，折射出侍唐新
罗王族的文化适应与身份重构。宿卫质子
与唐官宦女子联姻，子孙习儒业、应科举，展
现了质子后代逐步融入唐代社会的路径。

陕西首次发掘唐新罗质子墓
墓志揭秘其三代留唐经历

本报讯（通讯员 刘倩）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提升工会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
能力，6月17日，省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工会干部培训班
在陕西省工人疗养院开班，系统60名工会干部参加。

本次培训立足新时代工会工作要求，聚焦重点任
务，科学设置内容，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
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陕西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解析、劳
动领域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等课程。

培训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政策理论精
读，又有典型案例分析，为学员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
平台。学员纷纷表示，一定珍惜机遇、潜心研学，以能
力提升促进服务升级，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
会工作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

省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工会干部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青）近日，由陕建安装集
团参建的哈密—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正式投产送电。

该工程是国内首条连接西北与西南（哈密—重
庆）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其投运为哈密“沙戈荒”
新能源基地开发提供了强大外送通道。工程输电距
离长达2260公里，总投资286亿元。每年可向重庆输
送电量超 36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 50%。
作为我国首批“沙戈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外送工

程，其配套的 1420万千瓦电源中，风、光、热装机达
102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超70%。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是国内目前环境条件最恶
劣的特高压建设项目之一。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面
临“风区”施工和“寒区”作业的双重技术挑战。面对
困难，施工团队充分发挥专业建造、精益建造优势，紧
盯节点目标，合理配置资源，采取一系列创新工艺和
技术措施，最终确保项目优质高效履约，获得业主高
度肯定。

国内首条西北至西南特高压工程投运

感受非遗魅力 弘扬传统文化

6 月 13 日，在陕西省
非遗体验中心，市民游客
在互动体验中深入了解非
遗项目及包含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近日正式对外开放的
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位于
省文化馆曲江馆区二楼，包
括展陈板块和功能板块两
大区域，集中展示陕西最具
代表性的非遗项目，以及近
年来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
发展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陕西省非遗
体验中心正式对外开放是
2025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宣传展示我省主会
场活动的一部分，生动展现
非遗传承实践活力，全面推
动全省非遗保护传承发展
实现新跨越。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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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了解陕西
泥塑文化。

←学习唐流彩项目制作。

↓体验非遗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