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村抽水站马村抽水站

两泉汇合水漫塘 ,孤荷浑湧绕商峦；

孤灯斜照炭碴路 ,四季机声鸣焦山。

儿时，年头的二月二(龙抬头)【注1】坐马车【注2】耍黑龙潭就在现今的小菜园五叉路口上车，当时只有三叉：

环城北路，龙泉路，军用公路 (学府路 )。

当年昆明轰动一时的“树冒烟”典故就发生在这周围 !“树冒烟”发生在七四年春季的傍晚，先是下马

村村头公路边几棵大桉树顶冒烟子，一时四面八方的人相互约伴，步行、骑车，浩浩荡荡地汇集到下马村来

看“树冒烟”。记得那时的自行车巳停到穿心古楼、莲花池民院，一路上人们认真仔细的观察着每棵树尖，

向马村走去，“嗡”的一声东边“冒烟”了…，“嗡”的一声西边又冒烟了…，一时间人头攒动，推推搡搡、

争先恐后去看；淡灰色的烟雾，忽左忽右如绸如带的缓缓上升，慢慢的消失。好事者还去摸摸树干“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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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热……”。“冒烟”现象持续了四五天；最受害的要数龙泉路周边的菜地了，农民们用长竹竿不停刷脚，

地里的蔬菜还是被踩的稀巴烂，田也被踩成平地，甚至有些人只顾忙着抬头观察树尖冒烟的情景，相互拥挤

被推到菜地旁的粪塘里去呢……。后来经官方考证树冒的“烟子”为蜢虫……。

马村抽水站从龙泉路边一条铺满炭碴的小土路进百余米……。趴伏植物稀稀疏疏地生长在半埋式毛石池

顶上，两、三只屎鸪鸪【注 3】还不停刨啄着所剩无几的根根土土，台下煤碴砖砌的吸水井，井盖擦边撬起了

一小块盖板，投放漂白粉的大油桶就放在旁边，横挡着的木棒还滴下几滴白色液汁，管理人员趴在井壁上瞟

了瞟水位……。

身后五间呈 L 形的红砖云瓦房传来嗡嗡作响水泵声，遮盖了大半个屋顶的苿香花，细嫩的叶子也似乎感

到些震动在那不停的颤动……；靠南头两间七、八平方的宿舍兼值班室门口，一大丛公鸡花高高的抻过了

用废铁丝编织的金银花网架，扇动着硕大的花瓣，招来了五彩斑斓的蝴蝶和发着嗡嗡响声的大黑峰，走廊

边土风炉上一把已看不出是烟熏还是本色的塘瓷茶壶冒着气雾……。这就是现在的一水厂前身 ( 马村抽水

站 )……。

抽水站东北角为储运公司车队围墙，东、西、南均为荒滩，长满灯草。稍高点的地块冬春季有人零星种

点蔬菜，夏季少许稻田，常时为野茭瓜，芦苇滩涂……。

转过宿舍后侧十来米有一个稍高点的土堆，土堆上面一座早

已被掀塌半边顶盖的地堡里还住着一家花子算是近邻了……!

每年汛期苏家塘洪水顺着军用公路，汇同莲花池的溢水一泄而下，过了龙泉路，流进空旷的荒滩，淹没

了稻田，一片茫茫，只剩下孤零零的泵站和不远处的铁路，每次洪水都要等盘龙江水位下降，而后才能慢慢



退去，如盘龙江水位不降，苏家塘水一直涌入，泵房里的电机就只能要葫芦吊起来了，直至洪水退完……。

抽水站的原水来自北郊兰龙潭，途经北龙潭时接联通管，一段时间取至黑龙潭。加药为人工投放石灰或

漂白粉。

自来水由水泵提升至园通山山顶 (老唐坟后侧 )，分送城区以北……。

注解：

【注1】二月二：黑龙潭庙会，也叫“龙抬头”，昆眀当时沒有剃头风俗，庙会上有耍龙的、乞讨、算命、

卖凉米线、豌豆粉、抓抓粉、米凉虾、叮叮糖的非常热闹。

【注 2】坐马车：当时专拉客的马车，胶皮木轮，颠簸的利害，两厢有块平板为坐位，乘客面对面坐，

两手要紧抓拄平板，车中可放置点东西，一路马铃响个不停，到黑龙潭赶庙会中途在月牙塘饮马小息……。

【注 3】屎鸪鸪：啄木鸟，小群体活动，常见于坟山，昆明人误以为是吃死人的，称为：“死鸪鸪”，

不过也因为如此，就沒有人打来吃了，近年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