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街六百字 小街的背后散文(模板8
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我们在处理各类交易和行为时都应该
重视条据书信的撰写和保存。在写条据书信时要注意字体和
排版的规范，使信件整体美观易读。条据书信不仅记录了历
史，也见证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小街六百字篇一

这是江南县城边缘的一条小街，两边高大的楼房里，住户不
是很多，在这里安家的也大多是经济条件一般的人们或者是
城市的失地农民。这里的人们日子过得有些拮据也有些匆忙。

秋日在人们匆忙的脚步声中一闪而过，小街里，人们对季节
的反应本来就迟钝了一些，还未察觉秋收的喜悦，寂静凋美
的冬日悄然涌入了小街的每一个角落。北风撕裂了温暖的天
空，呼呼的从街头刮到了街尾，挤进街边并不是很密封的推
拉门窗。淅沥沥的阴雨占据了大半个冬日，有暖阳的日子变
得屈指可数。

小街边的常青树孤零零的蹲在人行道上，昏黄的街灯耸立在
小街边，灯光穿透雨丝点亮了菱形的人行道彩板和黑色的沥
青车道。偶尔路过的车辆有气无力的喘着粗气，一晃一晃的
跑过小街。那些春天顽强的生长在街边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也
耷拉着头，褪去了绿色，焦黄的叶子在冷风中离开阳台，落
在街面上，搀和着常青树的落叶呼啸着卷起、落下、又卷起，
一直挨到那些舞着扫帚的清洁工到来才肯罢休。

一大清早，为了生计赶早班的人们从睡梦中毫不情愿的起来，
慵懒的爬出热乎乎的被窝，惺忪的揉揉睡意朦胧的双眼，打
开家门，朝指缝间呵一口热气，匆匆的踏入冰冷的小街里，
一转眼工夫，背影消失在阴冷的雨线中。随后就是读书的孩



子们，裹着厚厚的棉袄，撑起小雨伞，背好五颜六色的书包，
在妇人的催促下拖拖拉拉的赶往学校。

当孩子们出门的那一会，小街略显得热闹了一些，街边的早
点摊铺支起了挡雨的布棚，热腾腾的xx、油条和米粉在煤炉大
火的烘烤下雾气升腾。一双双小手递过一元或者的五角的小
票争相着买下一两个xx、油条或者外加一杯烫口的豆浆。还有
稍微早起了一点的孩子坐在摊边？的吃起了汤米粉，边吃边
抬头看看店铺里的石英钟。这时候的小街并不寂寞。

当校园钟声响起的时候，也是女人们上菜场买菜的时候。小
街两边的各种小店都打开了店门，但小街丝毫也不显得拥挤。
一眼看去，小街两边的店门有点稀稀拉拉，很多没啥生意好
做的店铺常年得关着门，就是开了门的店铺也是买卖冷冷清
清。买菜的女人大都是一两个一组，三五个一群，相约着走
过小街，低头聊侃着东家长西家短，偶尔一声嬉笑划破了冬
日寂静的空气，飘散在街边的水泥墙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行
色匆忙，表情有点僵硬，偶尔遇见一位熟知也就冲对方点头
一笑，问候一两句，接着是擦肩而过样子，冷风和阴雨催促
着他们加快了脚步。

每到黄昏，小街更显得冷清，还未等到天黑透，人们早早的
躲在了屋里，开启了电烤炉，取暖器，关紧门窗，一家人其
热融融的吃起了聚餐的热饭，喝下一杯米酒，暖暖身躯，驱
赶一天下来的`寒意。小街上很难看到一个人影，如果看到了，
那也是带着一路小跑的焦急，家里的人们已经通过电话催促
了好几遍‘快些回家’啦！北风呜咽，惊得胆小的孩子以为
是书本里描写的‘狼嚎’。

当然，小街也有冬日暖阳的好日子。暖阳下，家家户户的阳
台上晒满了潮潮的被子和阴湿的厚衣服，咋看都成了一道花
花绿绿的风景。也只有这样的日子里，才可以看到年迈的老
人们约几个好友摆下一个象棋桌子，摆开一副两军对垒的阵
势，打打杀杀，引来过路的人们驻足观战，热闹得很。小店



门口也有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放起古锈色的笸箩，
带上老花镜纳鞋底，年轻的媳妇也没有闲着，嘴里哼着小调
绣起了时髦的十字绣。

暖阳下，还可以看到一只纯白的小狗，摇摇尾巴，紧随在它
的主人身后，一会儿撒起野性，朝街上陌生的路人“汪汪”
直唤。狗主人马上回头训斥：“xx，乱叫个啥！”逢到放学的孩
子则是冲着纯白小狗做鬼脸，“咦？”一声，倒是吓得它倒
退两三步，夹着短尾，怏怏的蜷缩到主人的身边。

冬日的小街，最难忘的是落了雪，雪白的雪花飘飘洒洒，旋
转着落下，薄薄的一层银白色绸缎铺在人行道上，孩子们在
小街上打打闹闹，感悟到这才是小街真正的冬日。整个一条
街热闹了许多。但是这样的日子不常见到，即便是有，也如
昙花一现，雪花一旦停歇，人们又开始说起春天的话题来。

小街六百字篇二

小街大爱昏黄的路灯，投在地上一片惨淡的光，梧桐叶子沙
沙地落下。爸爸用自行车载着我回家去。一阵寒风吹过，我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爸爸立刻数落开了：“冷了吧？叫你多
穿件衣服，就是不听话！”我不耐烦地将拉链向上拉了
拉：“知道啦——真烦！”偶尔有几辆小轿车开过，都开得
飞快，似要逃避秋寒的追杀。我说：“爸爸，以后让我自己
骑车吧！”爸爸立即断然道：“不行不行！现在那些车子，
有几辆守规矩的？你看，刚才那几辆开得那么快。你又从来
不当回事的，万一出事怎么办？现在路上一点也不安
全……”我没说话，心里却愤愤地反驳：“哼，我这么大了，
还不能骑车上路？未免太小看我了吧？照你这么迂，我怕是
一辈子出不了门了！”“对了，你这次语文怎么考这么差呀？
告诉过你多少遍了？语文，一定要掌握方法，要细致一点。
你呀！努力努力明明能再上一个大台阶的。照你现在这样，
以后考试左丢一分，右丢一分，怎么办哪？”爸爸见我不说
话，又开腔了。“听到没有？”爸爸问。“知道了。”我没



好气地敷衍着。前面是一道大坡。爸爸不再言语了，咬紧牙
关拼命往上蹬。他的背弓着，像一张快要绷断的大弓。他的
额上，凸起了青筋，有汗水一滴一滴地渗出。老旧的自行车
极不情愿地“吱呀吱呀”地抗议。“吱呀吱呀”地，就是不
肯向上走，好像上一米还要滑下半米来。“吱呀吱呀”地，
混杂着爸爸粗粗的喘气声，毫不留情地敲在我心坎上。忽然
想起，无数个这样的夜，爸爸就是这样吃力地蹬着自行车载
我回家。风里来，雨里去，从没有一声抱怨。他的背，在这
样一个又一个的夜里，渐渐地弯下去。蓦然抬首，看见爸爸
的头上已有了零星的.白发。白得刺眼。“爸爸，让我下来吧。
”我的心里忽然充满了愧疚。“不，不，别下来。”爸爸忙
说。他更努力地弓着背，蹬着车。“吱呀吱呀”地，倏地有
一种酸痛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爸爸，我何曾体谅过
您的辛劳？却总是不耐烦你的嘘寒问暖。爸爸！街到头，人
生还在走。爸爸，是你给我一世的呵护，一世的幸福。

小街六百字篇三

卢氏管位于栾川县庙子镇老张沟、汉秋沟、龙潭沟、大清沟
的交汇处，统称“四道沟”。它是庙子镇的老张村、汉秋村、
龙潭村、上河村、下河村、龙王庄村等村民们的重要物流商
贸交汇中心，也是栾川县南北川链接和东西贯穿通往洛阳的
交通枢纽。

传说清朝时期，这里距离州县较远，又是深山老林，人烟稀
少，官府管理不便，属嵩卢两不管地区。有一天，灵官店发
生一起命案，嵩县、卢氏都视而不见，说不是自己管辖区域，
州官无奈，和两个县令商量说，命案如果人头朝东由嵩县管，
如果人头朝西有卢氏管。县令遵命。到现场查看，人头朝西，
此案由卢氏县令负责。从此以后，灵官店以西的四道沟就叫
卢氏管。

卢氏管街不大。成立人民公社时，这里设个合作社。在八十
年代，在那方圆十余里生活的人们都离不开这个商店。缝棉



衣用的粗布、花布、棉花；红的绿的塑料外壳暖水壶；结婚
娶媳妇用的带有喜字的花瓷脸盆；还有每年夏天的白糖，过
年蒸糖包馍用的红糖，都是在这里买的。还有当时人们做饭
用的大青盐也是在这个商店称的。每到秋收后，该种麦子的
季节，农民都要拉上木制架子车，来这里买化肥，他们一车
车地推着，也好像跟推着来年麦子丰收时满满的希望。

卢氏管街有大小两三个饭店，有肉丝面，有饺子，有焦黄的
火烧馍，也有个饭店的菜谱是米饭炒菜，支应着远方的客人
和讲究的客人。就在街上有个露天的车站，从栾川县城发往
洛阳的客车，每到这里都停下三五分钟。车门一开，该下车
的下车，该上车的上车。上栾川，下洛阳。当然，还有一路
车是大清沟到栾川县城的，每天客人也都川流不息。但是卢
氏管街一天到晚都是很干净的，好像一有垃圾都有人扫掉。
空气也好，是因为有三条河从这里穿过。一条是由西向东流
的老张沟河，一条是由南向北流的汉秋沟河，一条是由东向
西流的从龙潭沟河。这三条河在卢氏管交汇由南向北京大清
沟流入伊河，浩浩荡荡，由西向东注入黄河。这里正是伊河
源头上游区域，滔滔不绝，一路奔波不停流向大海。

从卢氏管往庙子街方向有个小坡，叫龙脖。这里地势奇特。
能看出来是从石壁上开凿出的路，传说当年修路时，人们用
了各种方法都破不了这石壁，最后是一名工匠晚上做了一个
梦，梦见龙王对他说：“是一条龙卧在这里，这要修成公路
的地方正是龙的脖子，龙还说它老了，愿为道路做出贡献，
牺牲自己，但是一定是要用草绳勒住它的脖子，才能金石为
开。”第二天，人们用稻草做成了粗绳，套住了石头，用力
拉出一道缝，这如铁壁般的巨石就豁然开朗，从此一条路就
贯通了！当时有人还见这石壁上有血迹呢。当然，这只是传
说，真正的力量是人民群众。路要通，要有各方民众来助！
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

无巧不成书，这龙的龙头没被搁浅，还养在往大清沟、潭头
方向的河水里，应该准确的叫上河。如果现在你去，还能清



晰看到，它在那里喝着伊河纯净的水，颐养天年。离这龙头
不远的地方有个宽大的河滩，金秋时节，更是蓝天碧水，景
色宜人。每年的农历七月十八，卢氏管有个集会，方圆十里
八乡的人们都到这赶集。这头能望到那头的街，还有这露出
的河滩上，都成了会场，也都顿时热闹了起来。街上摆的最
多的是衣服、鞋子、布料，方格细条纹的棉质床单。有两三
个摊位摆的是农具，如：扁担、箩筐、铁锨、木锨、桑杈等
等。

三天的集会下来，该买的人们挑走了自己需要的物品，卖家
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收入。再说说这河滩上，更是不少卖饭
的，卖吃食的。大婶、大伯、大嫂们，他们也各自展示着自
己的厨艺，发面油条，甜的、咸的带芝麻的麻花、肉饺子、
小笼包子、玉米面蝌蚪、红薯面凉粉、手工捞面、卤面条，
卖的也都不贵，都是让人能吃得起的。现在想想那时的食品
无添加剂，石磨，手工，可真是黄金食品呀！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在卢氏管的上
方也修建了高速公路。逐渐，从这里过往的车辆也少了，人
们也都因为工作需要，学生因上学、升学，都慢慢在县城，
或大城市生活了。自然，这卢氏管也日渐冷清了不少。这条
柏油公路还依然贯通着，方便着方圆近村的人们和去往洛阳
走慢速的人们。一条明亮的柏油公路，一条清的流畅的河，
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的人们。这里还有勤劳朴实的人们在这
里劳作，辛勤耕耘，守着一方净土。卢氏管街依然干净，人
们晨起，幸福地生活着，在青山绿水中收获着希望。偶尔从
卢氏管路过，或回家乡看望亲人，也到街上买些本地种的西
瓜，再到路边摊吃上一碗凉粉或凉面，那纯正的口味，让人
回味无穷。再到河边的干净的石头上坐着，让水冲着脚，那
舒服劲让人流连忘返。

卢氏管街虽不是名胜古迹，旅游圣地，也比不上江南小镇，
青石板路。但它却是祖辈们生活、物资交流、通向高品质生
活的驿站。正所谓，走过多少名山大川，祖国的山河无限好！



但最好最想表白的还是对家乡，对故土的那份热爱和由衷不
变的情怀。因为有父老乡亲的背影，乡亲的笑脸是挥之不去
的。我该拿什么回报你？几滴墨水，一支瘦笔，一句歌词：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小街六百字篇四

我的故乡宁静、陈旧。但故乡小街的那种祥和却深深地吸引
我，使我留恋。

小街的魅力在于自然。

你能想象，站在街口，望过去是蓊郁的梧桐树，那是怎样撩
人心魄的美啊！我喜欢摸那盘虬卧龙的树干，聆听着树叶沙
沙的耳语，透过叶隙欣赏那洒在地上的阳光。每一棵树都相
依着，都是最好的朋友。春去冬来，树叶的颜色千变万化。
偶尔能欣赏落叶的洒脱、新叶的淘气。

小街的魅力在于和谐。

总爱听那穿街走巷的小贩悠长的叫卖声，就连那彼此间讨价
还价的场景，都充满着质朴和温馨；总爱着那放学的小孩背
着书包，一路谈笑风生，总爱看那端坐在阳光下的老人，含
着微笑，享受着温情。这时，我会坐到他身旁，静静地听着
他说的话，在树叶婆娑的身影中感受这一份温馨。

小街的魅力在于古朴。

小街总是少了一丝典雅，小街里的人说话粗犷，但句句舒心，
句句真切。小街里笑语喧天，但声声悦耳，声声爽朗。小街
里也有吵闹。什么李家媳妇亏待老人呀，张家男人和女人打
架啊，吴家的小屁孩偷了王家的水果啦。他们便大大咧咧地
骂上几句，尽心地把事情化解。小街的古朴更表现于祥和：
一家有事万家帮，一家有乐万家享。陈家缺什么，吴家差什



么，乡里乡亲都会毫不吝啬地拿出自己的分给乡邻，尽自己
所能帮他们解决。谁家有喜事，个个满脸堆笑，人人喜气洋
洋。

夜幕渐渐降临，似火的红霞把整个小街染成了一片血色，青
青的石板路，古色古香的店铺，一片静寂。在河边漫步，穿
过小街，走过小桥，或是凝视宁静的湖面，或仰看天际点点
繁星，或倾听屋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放纵自己的遐思，尽情
享受小镇的这份宁静，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夜深了，小街静下来了，天上的星星和小街的.街灯遥相呼应，
分不清是天上还是人间。

小街六百字篇五

我的家乡有一条小街，它虽小，却是当地群众经济交往的中
心，因此，人们把它称作“乡村小市场”。

我们村远离县城。过去，全村两百多户人家谁要是想买点什
么，都得跑县城，骑自行车往返至少也需要大半天，很不方
便。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富民政策改变了家乡的面貌。随着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这条小街应运
而生了。刚开始，它还是一条很不像样的小巷，小巷两旁散
落着几间老瓦房，道路高低不平也不宽敞。后来政府在这里
设了两个百货销售点，每年都经销大量的百货，促进了小街
的形成。每逢节假日，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便三五成群地挑着
货物汇集到这里进行交易。人们又在这里建了不少新的楼房，
这里很快便成了一条交易农副产品和粮油小百货的小街。

现在的庙滩小街，大地还处在朦胧之中的时候，小街就开始
沸腾起来了。小街两旁的商店、小吃店、小茶馆、电器维修
部等都灯火通明，强烈的白炽灯光沿着敞开的大门交错地影
射到街上，从店铺里散发出来的碗箸的碰击声、“嚓嚓”的
剁肉声和“哗哗”的扫地声交织在一起，好一个交响曲，迎



来了新的一天。

不一会儿，天大亮了。习惯喝早茶的叔伯们陆陆续续地来到
了茶馆。霎时间，小吃店里已座无虚席了。这时，所有的店
铺也都营业了。一些挑着鱼虾、蔬菜、香蕉的人们潮水般地
涌上了街头；一些从城里来的贩子，也纷纷找个地方亮出自
己的货物。于是，这里人声鼎沸，可真热闹！

小街的尽头更是个吸引人的地方。卖鱼的从铁桶里拎起一尾
尾又肥又大的活鲤鱼；卖菜的不停地兜揽着生意，叫声不绝。
我贪婪地看着看着，不留心竟和爸爸撞了个满怀。爸爸过去
是个“大俭佬”，恨不得把一个钱掰成两半。自从他承包了
队里的二十多亩地种了藕以后，手头就有点“松”起来
了。“爸爸，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有我的口福吗？”我看
他手里鱼呀肉呀提着一大串，就半开玩笑地问他。“你这小
丫头，爸爸有吃的什么时候忘了你？”爸爸爽朗地笑了起来。
是呀，人穷思变，人富变乐嘛！

夜幕降临的时候，街灯亮起来了，纳凉的人们有的打牌，有
的下棋，有的跳舞，还有的在吃烧烤。夜晚的小街，又成了
人们消除疲劳地场所。

小街六百字篇六

我有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照片上有我老家的小街，小街上
有土墙的瓦房，有一棵茂盛的黄果树，街的尽头还有一所乡
村小学。到了寒暑假我都要回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和小
伙伴们一起玩耍。

黄果树是这条街的宝贝，没有它，整条街都没灵气，这棵黄
果树已经有几百岁了。每当春夏季时，这棵黄果树就张得郁
郁葱葱。

茶馆是乡亲们娱乐的地方。茶馆很简陋，里面的凳子是长条



凳，桌子是八仙桌。

小街尽头的'小学里的小孩子每天都自己上学，自己回家。他
们的父母都去外地打工去了，只剩下爷爷奶奶照顾他们。

每到过年的时候，小街最热闹了。打工的人们都从城里回来
了，在小街上摆起了“坝坝宴”，一起庆祝新年。

小街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要好好的珍藏这张照片。

小街六百字篇七

小街的春天姹紫嫣红，无比美丽。

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走在小街上，发现冬伯伯已经慢慢
离去，春姑娘迈着轻盈、优雅的脚步，唱着优美、动听的歌
曲向我走去。

我漫步在小街上，看着小街旁的`花草树木们，它们一个个张
开小嘴，对我微笑着。

我边走边看，发现花儿们都长得姹紫嫣红，最吸引我的是那
一棵棵耸立着的柳树，它们身上的柳条不计其数，一条条绿
油油的，荡在我的头顶，好像在为我梳头发。它们的柳条随
风飘动，像小姑娘那长长的头发。

小街另一边的草坪上，小草从地里探出了小脑袋，好像在向
春天打招呼。几个小朋友在草坪上欢乐地奔跑着，玩耍着。

我抬起头仰望天空，一只只可爱的小燕子又回来了，它们叽
叽喳地叫着，好像在说：“我们回来了！”

我喜欢小街的春天。



小街六百字篇八

新浪网发了短文《小街》，三天后，又把它转到了自己的空
间日志。

原本安静如水的空间，很少有人光顾与问津，只因这篇不足
两千字文章的涉入，现在竟红火起来，如同平静的湖水里投
进了一块石头，涟漪不断。

看这篇文章的人，大都是我的同学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再就
是曾经在矿区生活过的人们。也有很多网上不曾相识的朋友，
赞誉声络绎不绝。其中有位朋友这样说道：

“感谢你让我们回忆起儿时很多趣事，我仿佛又看到能用三
分钱买到一杯野酸枣。姐妹分享酸枣时的场景，眼睛有点湿
润。因没有这三分钱，我们只能忍着被枣刺扎破手的疼痛，
在山坡上或崖畔上自己去采摘……”

难道这篇文章真可以牵动大家对儿时的的回味吗？真可以给
现已成人的朋友们以心灵的安慰吗？如此大的效应，在我写
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

我吃几碗干饭，只有自个心里明白。今天的社会，大学生到
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煤矿上呆了几十年，挖了一辈
子的煤，没有见过大世面，已过天命的年龄，竟写起了文章，
似乎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有时候自己在背地里还笑话自
己，脸有时也会红，也会发烧，哈哈。难道别人不耻笑我吗?
码砌文字不是件容易的事，又苦又累，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才
可以。对《小街》赞誉的原因，我很清楚，不是我的文章写
的好，只是赞誉之人，大都是在矿区长大的人。随着时光的
流逝，那些被岁月冲走的记忆，在看《小街》的时候，无意
间又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儿时美好的回忆罢了，不能说是我写
的好，这是其一。其次呢？对于一个多情善感，喜欢怀旧的
人；对于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心声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变成



文字，利用网络的'便捷，让那些迄今为止依然居住在矿区的
人，和那些早早离开矿区，到外面打拼的人能看到这篇文章，
不要忘记年幼时常常走过的小街，和儿时发小的感情，这就
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忘记就是一种罪过，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金钱无法
换来年幼时那种两小无猜，纯真的感情。每个人正是心中有
着这样的情感，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才会有共鸣。

美好的东西应该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中，它是人生的一种财
富。忘却了，丢掉了，都是一种损失。人们常说，珍惜现在，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这十二个字里面的含义，千言万语不
能表白，只有用心去感悟了。佛家喜欢用一个“悟”字去告
诫施主，看破不说破是最好的结果，这就是天机。

我在矿区学习生活的时候，伙伴们也经常打架，同学间也少
不了斗殴。6月，同学毕业三十年相聚，没有了踌躇满志的气
概，只有老顽童般不老的快乐。谈论起过去那些令人脸红的
事时，相互间竟大笑起来。过去所有的不悦和隔阂，在此刻
的笑声中烟消云散了。满桌的佳肴很难看见筷子在上面舞动，
只有手里的酒杯在碰撞，同学间相互诉说着在矿区的那些开
心快乐的事。这次的同学聚会，起名为同窗情节。情节二字，
道出了同学当初在矿区的生活写照，同时也讲述了我们这一
代60后出生人的艰辛和快乐。

一位同学朋友这样评论：

写的细腻而丰富，它让所有走过小街的人的内心都有所颤抖，
拾起那份质朴而单纯的灵魂，拾起那份珍贵的记忆，谢谢你！
老同学！

如今，昏昏浩浩的生活让人的精神麻木不仁，这个时代需要
这样的文章，需要这样的美好的精神食粮，它能洗涤我们的
心灵，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恩之情。



是那个有小街的地方养育了我们这样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的人。

看到同学如此的评论，诚惶诚恐，深感内疚之情油然而生。
我工作的地方很是偏远，难以和众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站不
高，自然不能望远，局限了我的视野及思维，加上一支拙笔，
不能很好地再现我们过去经常走过的小街全貌，心中甚是忐
忑不安，唯恐文章发稿后遭到蔑嗤和奚落。一切还好，蔑嗤
没有看见，奚落的语言未曾听说，定是朋友们看了《小街》
后，念我也是矿区长大的乡邻，不去和我计较而已。谢谢朋
友们的见谅。

再过几日，就是农历十月一日了。早清明，晚十月一，这话
是祖辈们留下的，我知道该如何去做。去了，一定再在小街
上走一趟，重温、感悟一下小街的温馨。虽说小街的路现在
高低不平，坑坑洼洼，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有一个很
亲切的名字——小街。这个名字的诞生，是生活工作在矿区
所有人，心中默认的名字。这个名字，是矿区的一个标志；
这个名字，现在依然在使用。

小街，你好，提起你，人们都知道你在哪,那就是在各自的心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