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黄河铁桥导游词(通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兰州黄河铁桥导游词篇一

说起黄河，我想大家的感情一定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
因为我们共唤黄河一声母亲，妈妈。陌生是因为很多朋友至
今都没有见过黄河。更别说游黄河了。而在今天我们的愿望
就可以变成现实，不仅可以看见我们的母亲黄河更可以在它
的怀抱中徜徉游览。在中国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登长
城非好汉，不游黄河心不甘”。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却道
出了我们无数炎黄子孙对我们母亲河的向往和眷恋之情。

无数的诗人和文学家都曾用最美的语言赞美我们的母亲，其
中有一位说的很好，他说，黄河啊，千百年来哺育了我们整
个中华民族，因为黄河的颜色浸染到每个人的皮肤上，因为
黄河的精神融入到每个人的灵魂中。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
里，别人都可以一眼看出我们是黄皮肤的中国人。今天我们
到黄河边上也可以和黄河比比，看看两种颜色是不是十分相
像，连我们的一代伟人毛主席在转战华北的时候也曾说到，
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
们整个中华民族。更是把黄河和整个中华民族放在同一高度，
同呼吸共命运，血脉相容。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的约古宗列盆地，流经青海，
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山西，河南，山东九省
自治区。最后在山东省的垦利县注入我国唯一的内海----渤
海。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达到75.2万平方公里，被誉为
中国第二长河。



但是在中国人的心中，它和长江一样长，和大海一样宽阔。
水利专家为了使每个人都能更清楚的了解黄河。把黄河拦腰
分成三段：从发源地到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是上游。黄
河上游碧波荡漾，水是清的，让你很难想象它就是以后的黄
河，真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啊。从河口镇到
我们河南郑州的桃花峪，黄河进入了中游，进入了中国最大
的黄土区域黄土高坡。它沟壑相见，绵延起伏，黄河在流经
这里的时候因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河水的颜色染成了琉璃
黄，成为了一条浊河，泥河，沙河。尤其是在晋陕之间，黄
河以300里的巨大落差，齐刷刷的切割着黄土高坡。大量的泥
沙被它带了下来。真是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冠九州啊.
从桃花峪再往后到垦利县的入海口，就是黄河的下游了。一
下子进入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31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大平
原。它一马平川，一望无垠，如此平坦的地势，黄河流到这
里，河道变宽，水流速度变缓，大量的泥沙源源不断的沉积
在黄河下游的河道，致使我们的河床以每年10公分的速度被
抬高。长年积月就形成了世俗罕见的奇观-----悬河，地上河
了。

在我们的七朝古都开封，黄河的水位已经高出了开封十几米，
在们的省会郑州，黄河的某些地段也已经高出郑州5—7米了。
大量的泥沙随着黄河水注入渤海。真的是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啊。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
黄河从黄土高原冲刷携带下来的泥沙有16.4亿吨。如果把这
些泥沙堆砌起来，堆成高，宽，厚各一米的土堤，长度可以
绕地球赤道27圈，是地球到月球长度的三倍。如果按全中
国13亿人口来计算，平均每个人可以分到1.3吨，比我们吃的
粮食还要多。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说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很多人不相信，非想到黄河水中试试看。上岸之后任你怎么
拍打都会留下一层薄薄的泥沙。真是一碗黄河水，半碗黄河
沙啊。

那么这么多的泥沙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啊，每年都有12亿吨
的泥沙注入渤海湾为山东省填海造陆了。所以山东省的陆地



面积在逐渐增大，而水域面积却在不断缩小。于是，就有人
担心，黄河不断的堆积泥沙向大海延伸，这样下去的话，中
国会不会有一天和日本连起来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日本的旅游团队到达这里后都会有一项特别的仪式，那
就是植树造林。除去这12亿吨，其他的四亿吨都沉积在了黄
河下游的河床上，但正是这四亿吨的泥沙，却给黄河的治理
带来了最大的难题。使它成为世界上最难治理的一条河流。

千百年来我们的母亲在给予了我们生命的同时，也给了我们
很多的灾难。翻开中国的治黄史，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在这些英雄人物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大禹了，大
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治黄长达13年。采用疏导法治理黄河，得
到了百姓的推举成为首领。后来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正可谓，治黄者，得天下。后
来自夏以后，无论是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都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治理黄河。但是终究因为治理技术的原因，都未
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有文字记载的3000年里，黄河泛滥500
多次，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特大改道9次。真可谓“三
年两泛滥，两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尤其是1938年6月，
国民党政府为了抵御日军的侵犯。下令扒开花园口大堤，引
起洪水泛滥。虽然暂时延缓了日军的进犯速度。但是也造成
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89万人丧生，1560万人流离失所。
上百万亩良田变成了不毛之地。直到今天，仍然使得我们黄
河下游的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

这时候，就有人问了，那你们对黄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呢。我想，这个问题，河南人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受益
最大，也受害最大。所以很多老百姓对黄河的感情可以说是
既爱又恨。我们爱她，是因为千百年来它不仅供应着我们的
人畜用水，还灌溉着上百万亩的良田。到了今天还发挥着另
一个重要的作用，蓄水发电。但是也有人说我们恨母亲，因
为每个几年母亲都要发怒，每次发怒之后生灵涂炭，所到之
处，一片汪洋。但是我要说的是，害才害了一小片，利却利
了一条线;害才害了几十年，利却利了上千年。



如果非要讲黄河的功和过的话，黄河的功要远远大于黄河的
过。今天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中国八大古都占了1/2，馆藏
文物130万件，约占全国的1/8，地下文物全国第一，这些不
正是黄河留给我们的财富吗。黄河经历了悠久的历史。早
在150万年前就已经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哺育了8000
年前的裴李冈文化，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
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使河南在长达21个朝代，3600年的
时间里成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悠久的历史和最灿
烂的文明成为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1938年，冼星海来到郑州黄河游览区。当时正是日本入侵中
华时期，很多文人投笔从戎。冼星海也是其中之一，当他望
着滔滔的黄河水，依然谱写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
在叫，黄河在咆哮……激励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为保卫黄
河保卫全中国而战。当时的黄河大合唱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
主旋律。

而今天，我们靠着黄河这种不屈不饶，勇往直前的精神使得
我们的母亲在建国后安然度过了60年。1952年，毛主席来到
郑州黄河游览区，站在黄河边上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的重要指示。当时正是国家大兴水利的时期，在对待淮河的
问题上，毛主席说根治淮河，对于长江，主席说治理长江。
而对母亲，主席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52年之前没有
一个人有办法办好，52年之后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彻底的办好。
然而我们一直在努力。就在毛主席提出号召4年之后。我们敬
爱的周总理一年中两次到达黄河边，带领我们抗洪抢险的官
兵与黄河做赛跑，可见治理黄河已经迫在眉睫。于是1958年，
我们在黄河上建立起了第一组工程----河南三门峡大坝。是
苏联老大哥支援中国建造的168个工程中唯一一个水利工程。
但苏联朋友不了解黄河，他们不知道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泥沙
问题。所以50年之后，这个大坝的窟窿已经被泥沙积平，不
能再使用了。在三门峡大坝后又相继建成了杨家峡，龙羊峡
等一系列水利工程。



在90年到01年11年的时间里，投资300多个亿。同德国，比利
时，英国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水利专家一起建造了世界上最大
的水利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它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土石砖结构的大坝将使黄河的历史改写，将使黄河的自
然灾害由60年一遇变成千年等一回。20年之内黄河下游的河
床不再升高。但是否如此，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借用一句
咱们中国的俗话，那就是黄河清，天下平。但要想让黄河变
清，谈何容易啊。有专家说，我们全国人民每人都扛上几锹。
要600年后，黄河才能改变。这600年，我们不能等待，要用
自己的努力改变河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每个人多爱
自己的母亲。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而孩子回报母亲的
却太少太少了。对于所有的炎黄子孙来说，我们有一个共同
的母亲黄河，现在我们能对母亲尽的孝心就是保持水土，植
树造林。这是我们对母亲尽的一点绵薄之力了。

可喜的是，到了今天黄河上有两大难已经被我们打破了。一
是黄河之上架桥难。因为大桥建成后，会因泥沙不断淤积，
河床不断升高。于是桥面就快要与河水齐平了。需要不断的
建新桥来替代老桥。

二是自古黄河难行船，千百年来黄河上都无法行船。我们生
活在黄河边上的黄河儿女只能望河兴叹。我想我们大家什么
大江大河都见过，什么样豪华的船都见过。可生活在黄河边
上的黄河儿女，乘船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大梦想。

今天我们乘船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可以在黄
河上行驶的船只。这种船是专门为黄河量身打造的气垫船。
气垫船，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底部是高压气囊。行驶的时
候船身升高40---60公分悬空行驶，就解决了一般船只容易遇
到河床底部的泥沙搁浅的问题。我们的气垫船从陆地码头出
发、穿越黄河的中下游分界线---桃花峪。桃花峪这个地方虽
然非常的普通。但在中国的版图上却是是用红笔来勾画的。
它不仅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而且也是黄土高坡和华北大
平原的分界线。一边是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坡，而另一眼望去



则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穿越桃花峪，逆流而上最终到
达公元前203年，刘邦和项羽以鸿沟为界，左为楚又为汉，就
成了今天我们下象棋时的楚河汉界。而对于这件事情，我们
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给出了评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
名学霸王“。途中，我们的气垫船会在河边停靠，您可以走
下船去摸一摸黄河水，和我们的母亲河来一次亲密接触。也
可以踩一踩黄河的牛皮地，体验一下我们黄河牌席梦思。更
可以再岸边将你的思念之情毫无保留的在母亲面前释放。

记得在20__年的时候，有个郑氏寻根的团队来到黄河游览区。
其中有位叫郑水法的老人在乘船游览黄河后竟长跪在河边，
失声痛哭。那一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我被深深
的震撼了。以前我对黄河的了解仅仅是第二长河。当我长大
后，尤其是做了导游以后，我对黄河每多一分了解，就让我
对她多一分深深的爱。让我想起小时候曾念过的一首
诗：“小的时候，我只知道你是一条河，长大之后，我才知
道你给我很多。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你的血，我的胸膛里跳
动的是你经久不息的脉搏”。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华夏儿
女来说，能够在有生之年来到黄河边，拜一拜我们的母亲。
这，也就是心灵回家的旅程了。无论你在哪里，根在河洛，
寻根已经成为了中华儿女最大的心声。尤其是在20__年，我
们在这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雕塑，106米高的炎黄二帝像。
告诫人们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这次旅
行，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意义，就是探亲。大家来到我们的
黄河母亲身边，可能会感觉我们的母亲瘦了很多，脸上也多
了很多皱纹。她已经不像我们印象中那么丰满丰腴了，但她
永远是我们的妈妈，母亲。

在此，我想起了我们中国一首很有名的诗“慈母手中线，游
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当我们在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
家是否会想起自己的妈妈，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妈妈此刻
一定都在思念着我们，惦记着自己的儿女。每当到达黄河游
览区，每到看到黄河母亲，每当提到、想到黄河妈妈，我也



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含辛茹苦的把我抚养成人，但当我把
带领游客走遍万水千山，当我饱览黄河那壮观的景色的时候，
我想到她其实也还没有能够看看这条养育了所有华夏儿女的
母亲河。一直以来都想在下团之后带她看看，但却因为种.种
不是理由的理由未能实现。到如今，也只能一次次惭愧的在
看到黄河，想到黄河，提到黄河的时候，在祝福我们的母亲
的时候在心里也给她送上祝福。借此机会，我想说，在祝福
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也要祝我
的妈妈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我们的司机师傅的妈
妈健康长寿。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就让我们
趁着妈妈还有时间，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再看一眼我
们的黄河母亲，为自己，也为我们亲爱的妈妈。

兰州黄河铁桥导游词篇二

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兰州城内水域并不像其下游那样开阔，
但兰州人近年投入巨资打造的四十里黄河风情线却成了人们
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就连一些南方的游客也盛赞其美丽。

近年才建成的七里河黄河大桥，气势雄伟，造型独特，其主
桥墩虽仅有三个，却依仗桥面上有两束起牵拉作用的钢管，
从而使大桥更加坚固悦目。

位于大桥不远的“黄河母亲”雕像可谓天下闻名，故而每天
都吸引着众多游人在此摄影留念。而离“黄河母亲”不远
的“兰州水车园”，那两轮高达数十米的水车虽已“赋闲”
不用，却似在诉说兰州黄河的过去。水车系明代兰州段家台
人段续所创，曾悠悠灌溉了黄河两岸的万亩良田。然最令人
感奋的当属离“水车园”不远的黄河索道。远远望去，只见
载人的电缆车正徐徐从河南岸向河北岸滑去，而滚滚奔涌的
黄河则被飞越而过。

河对岸的白塔山，巍峨起伏，大有拱抱金城之势。立白塔下，
可俯瞰山下的黄河及兰州全城，虽无“黄河之水天上来”之



势却犹如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让人面对美景，赞叹
不已。兰州沿河而建的黄河风情线，像一串璀璨夺目的珍珠，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外游客。据说，兰州为创建“全国
优秀旅游城市”，准备把“两山、两线、两园”都纳入到黄
河风情线的建设议程。

兰州黄河铁桥导游词篇三

黄河铁桥又叫中山桥，这是一座跨黄河铁桥，建于清光绪年
间。建桥的工程师是美国人和德国人，施工负责人为天津人
刘永起。建桥时间是三年，造价也是非常之昂贵，有 天下黄
河第一桥 之称。下面我以自己的理解对兰州黄河铁桥简介，
希望游客能对兰州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大桥历史兰州黄河铁桥之宏伟让人惊叹，兰州历来是东西交
通要塞，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比穿过此地。黄河穿成而过，民
间曾有 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 的歌谣。从明洪武五
年起，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都曾因军事需要在兰州黄河
段修建过浮桥，但都很快被拆或被毁了。此后500多年间，用
以构筑浮桥的船数和用以固定的铁柱与木柱数都有变化，但
镇远浮桥却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誉为 天下第一桥 。
镇远浮桥并非坚固安全，遇到大洪水和冰棱，常常会发生桥
毁人亡的惨剧。而且，冬季黄河封冻，浮桥必须拆除，车马
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将消未消之时，经常有人畜因冰
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桥，所费甚巨。进
入20世纪，清政府鼓励洋务，为建设黄河铁桥提供了历史契
机。于是他决定借助外国的先进技术与设备来实施他的建桥
计划。天时、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如有天助，僻居西部
的兰州注定要在20世纪初叶、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完成一件惊
世伟业。桥梁规格是中山铁桥长234米，宽7.5米，有6墩5孔，
桥上飞架5座弧形钢架拱梁。我感叹这座宏伟的大桥和人们的
智慧和汗水，这座宏伟的建筑让中国人骄傲。

大桥的历史价值大桥留给人们的不只是外表的宏伟，还有带



给国人的历史反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兰州市区已架起了10
多座造型美观、结构新颖、工艺先进、气势不凡的铁路公路
桥，这座古老的黄河铁桥已不是沟通黄河南北的唯一通道了。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敬仰它、观赏它，因为它就像一部史诗，
刻着兰州古往今来历史的变迁，展示了兰州人民灿烂艺术的
画卷。兰州铁桥游客观赏人数在逐年曾加，越来越多的人来
到这里感受历史的洗礼，中山桥的观赏和纪念价值似乎比交
通作用更有意义。兰州黄河铁桥是我最喜欢的大桥之一，站
在上面我会立刻感觉到自己像是穿越了时间的变迁，感受到
人们的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兰州黄河铁桥简介的内容还有
很多很多，文字不能一一描述，只有自己去亲身感受。

石朝曦、竹坡烟雨、双沼碧荷、乳泉春溜、累顶浮图、虹桥
拥翠、片鳞秋月。

穿过这片地势平坦的草原，前边这座高耸入云的塔叫舍利塔，
是仿杭州的六和塔和南京的报恩寺塔而建的。塔身为九层八
面，高67米，我们承德人叫它“六和塔”。一层南北两面各
有石八券门，进门沿盘旋而上的台阶可登到塔顶。塔内供有
佛教雕像。乾隆在山庄居住时，有时清晨登塔礼佛。巍巍宝
塔配以绿色的原野，气势宏伟，格外引人注目。

玉门关的设立，始自西汉武帝时，距今已有2千多年的历史。
秦汉以来，好战的匈奴对汉民族威胁很大。汉初，匈奴东败
东胡，西逐大月氏，占据河西，并以河西为基地，屡犯汉境。
汉王朝开始曾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希图换取暂时的安宁。
汉武帝时，放弃了和亲政策，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反
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0xx年)， 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西征，
沉重打击了匈奴右部。同年，汉分河西为武威、酒泉两郡。
元鼎六年(公元前120xx年)，又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同时建
玉门关和阳关。从此，玉门关和阳关就成为西汉王朝设在河
西走廊西部的重要关隘。

说了这么多，再来说说玉山的一个资源和气候条件吧。玉山



呢，是江西省废金属资源矿产大县之一，目前发现的矿产品
种有30多种，矿产地60多出，像什么青石、叶腊石、黑滑石、
罗文燕石等等一些矿产呢，在我们的玉山储存量那是相当丰
富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就等着在座的各位
老板前来投资开发了，来玉山发财了哈，也算是给玉山的经
济发展做贡献吧。

兰州黄河铁桥导游词篇四

首先，为防止意外发生，要集体行动，南门进南门出，按逆
时针方向绕园内一周，可通过全部景区，时间一小时左右，
我们车子停在正门前面不动，如果哪位冻得受不了可以提前
退场，返回车内取暖，只是再入园时得重新买票。

唐代王之涣的《凉州词》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引发人们对
玉门关这座古老而富有神奇传说的关塞的向往。

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相传和阗美玉经此输入中原而得名。
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市境内，位于敦煌市西北约90公里处，
为汉代西陲两关之一，是丝绸古道西出敦煌进入西域北道和
中道的必经关口，自古为中原进入西域之门户。

好了，千年古州之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在玉城里拥有
一份美好的回忆，同时，××也希望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更是常有空出来走走，而玉林这边永远
有着一个叫××的丫头在为大家祝福，也永远乐意为大家奉
上最真诚的服务!谢谢大家!

这时的吴三桂也正处在犹豫徘徊之中：说要效忠明王朝吧，
明王朝已经垮台;说要投降清兵吧，时年33岁的吴三桂，“自
少为边将”，长期和清兵打仗，积怨甚深，直到关外八城丢
了七城，自己仍然孤军奋战，拒不投降，如今若要投降，很
难得到清兵的信任，更何况父母家眷三十余口都在北京，一
旦投降清兵，后果不堪设想;要投降农民起义军吧，自己刚刚



进爵为平西伯，平西的意思就是去剿灭农民起义军，一眨眼
的功夫，就从剿灭变成投降，这个弯子不好转;同时，也不知
道李自成究竟是一个什么态度。吴三桂处在自身命运即将发
生巨大转折的十字路口，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决定
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走向。

玉门关名称的来历有一个传说。相传丝绸之路畅通之后，西
域诸国的商队络绎不绝地经此入关。于阗国的特产”和田
玉“也源源不断地经此运往内地。于阗国王为换回中原王朝
的大批丝绸，派了官兵，专门押解运送玉石。官兵押运了几
次后，就出现了怪事--驮运玉石的骆驼一进城就口吐白沫，
昏迷不醒。押运官对此束手无策。一个拉骆驼老人告诉押运
官：”骆驼入关生病，事出有因。咱们长年途经此地运玉石，
从未祭礼关神。再不祭祀，恐怕下一趟也要生病“。押运官
问：”依你之见，如何才能消病除灾，确保人畜平安呢?“老
人说：”用上等玉石，在此城关门上镶嵌一圈，这样关楼就
有了光彩，关神也就高兴了。“押运官按老人的建议办了，
骆驼灾病果然消除，平安到达了长安。关城因为城门砌了一
圈闪光的玉石从此就称为玉门关。

黄河铁桥位于兰州城北的白塔山下、金城关前，有”天下黄
河第一桥“之称，是兰州市内标志性建筑之一。铁桥建成之
前，这里设有浮桥横渡黄河。浮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公元一
三六八至一三九八年)，名叫镇远桥，今尚存建桥所用铁柱一
根高达三米，重约数吨，上有”洪武九年"字样。下面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关于甘肃黄河铁桥的导游词5篇范文，欢迎借鉴参
考。

兰州黄河铁桥导游词篇五

为了切实保护和维护铁桥，甘肃洋务总局于宣统元年(19)十
月初九专门颁布了管理铁桥暨岁修铁桥法程以及巡兵站岗、
车马行人来往条规。管理暨岁修法程共10条，详细规定了铁
桥平时的养护、维修规则和具体方法。如规定铁桥每年八月



必须油漆一次，“油桥物料，用鱼油和红色膏为之，每斤兑
松香水三两，不计斤两多寡，总以油完为止。”“铁桥上下
一切螺丝钉，凡用白粉油者，每七日上紧一次”，“稍有损
坏，当即更换”。铁桥招募巡兵12名，分三班倒巡逻，两名
分站南北码头，两名站在桥中间，“凡车马人民之行不合法
者，均须随时指点。”并且规定车马走中间，行人走两边，
由北而南者靠东，由南而北者靠西，无论是车马行人皆需鱼
贯而行，“毋得久立观望，有碍通行。”载货过重的车辆，
不宜并驾齐驱，以防损坏桥板……宣统二年(19)五月二十，
针对有人在铁桥上驰骋车马的现象，兰州巡警道、甘肃洋务
总局专门发布了一道严禁在铁桥上驰跑车马的禁令，规
定“嗣后，行过铁桥，无论车马，务须缓辔徐行，不准驰骤
急跑。倘敢不遵，即由站岗巡兵扭送来局。轻则责罚，重则
枷号示众。”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由当时的甘肃省
主席刘郁芬手书的“中山桥”匾额，被悬挂于铁桥南面的牌
厦上，“第一桥”从此改名中山桥，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