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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常新路，现在的运河路

“运河边的这条路，很早就有了。”73岁的陈建
新是常州萝卜干非遗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是“玉
蝶”萝卜干的创始人，他出生在运河边的北港韦墅
村。他回忆，小时候，从村里到奔牛，除了走运河水
路，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走运河边的那条路，如今
的运河路。

现在的运河路东起中吴大桥连接关河路，西至
奔牛镇金牛大桥连接金牛路。据《常州地名大辞
典》记载，这条路由原来的常新路更名而来。

据附近老百姓介绍，常新路，“常”指的是常州，
“新”指的是新闸。新闸以前算“乡下”，从常州城里
到新闸，人们大多走这条路。

常新路更名为运河路是在2005年左右。历史
资料记载，当时和运河路一起命名、更名、延伸的道
路还有龙城大道、中吴大道、龙锦路。

更名前，常新路就是常州市区向西延伸的一条
重要出城道路，沿老京杭运河走向，南侧为运河，北
侧集中了一些大型企业。

资料记载，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有道路已不能
满足其功能要求，特别是当时的常州西电变压器公
司专用码头建在德胜河东侧，连接码头至西电变压
器公司厂区段的道路等级远远不能满足运输变压
器车辆的要求。由此，原常新路改造提升，路名也
随之改变。

东进西出，常州的萝卜干从
这里销往广阔的市场

“和以前相比，这条路变化可太大了。”陈建新回
忆，年轻时，他走这条路去奔牛，道路还是窄窄的石
子路。“运河里船来船往，路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除了常新路，陈建新还记得这条路的另外一个
名字。“奔牛机场修建后，人们从城里去机场，经常会
走这条路，所以，附近的人也称这条路为机场路。”

关于老的常新路，陈建新印象最深的是每到
12月份，这条路就开始忙碌起来。无论是北港还
是新闸，运河边的农户都喜欢种植红皮萝卜，并用
红皮萝卜做萝卜干，卖到其他地方。

“我年轻时，家里的农田只有五六亩，每年都被
种上萝卜。为了挣钱，我们家还会从周边其他农户
手里收购红皮萝卜，然后把它们加工成半成品，销
售给厂家。”陈建新记得，当时奔牛镇有一家特别有
名的萝卜干厂，生产“黄金龙”牌萝卜干，名气很
大。陈建新家的萝卜干半成品大多销售给了奔牛
这家厂。

陈家的萝卜干运往奔牛，除了航运，相当一部
分走的是陆路。而陆路的第一选择就是走常新路，
一路向西，一直到奔牛。

同样是常州萝卜干非遗技艺传承人的顾忠平
对常新路也很有感情。他今年67岁，做了几十年
萝卜干。年轻时，他把做好的新闸萝卜干卖到常州
城里，走的最多的也是常新路。

“早年，新闸人还曾称常新路为镇澄路。那时
候，我和其他同行把萝卜干运到西仓桥一带销售，
经常走这条路。西仓桥很热闹，人非常多，我们的
萝卜干销售得很快。”顾忠平说，常新路让新闸萝卜
干走出新闸，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顾忠平介绍，上

世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新闸萝卜干出口到东南亚
地区，且出口量还不低。

每一辆“长江”牌客车，都是
从这里出发的

运河路上有不少公交车站，其中一站为客车厂
站。因为站台的北侧就是老的常州客车制造厂所
在地。

“客车厂的发展，这条路功不可没。”今年77岁
的陆翔渊是常州客车制造厂的老员工，他于1970
年入厂工作，从精加工车间做起，后来成为厂里的
宣传干部，见证了该厂几十年的兴衰历程。

他刚进厂时，当时厂的名字还不叫常州客车制
造厂，而是被称作常州客车制配厂，地点在当时的
常新路136号。“那时，厂里员工已有千人左右，在
常州已算较大的厂了。”

陆翔渊介绍，在常州客车制造厂的历史上，
1975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上级决定将
城市客车专用底盘的试制和生产项目落地常州，并
很快试制成功。

次年，常州客车制配厂基于刚刚研制成功的国
产第一代专用底盘，试制出了长江牌CJ640城市公
交车。由此，常州汽车工业得到加速发展，“长江”

“常州”“先飞”乘用车跑向全国，创下连续多年大型
乘用车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纪录，并一度成为全国三
大乘用车制造基地之一。

“我们的客车是从哪里跑向全国的？就是从常
新路。”陆翔渊介绍，当时生产的“长江”牌客车专用
底盘，还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这种底盘扎实耐
用，承载力大，大家挤公交车时，大大增加了乘客的
承载量。在那个大多数公交车都还在使用货车底
盘配装的年代，拥有客车底盘的公交车绝对算得上

“高大上”。
陆翔渊回忆，当时常州制造的客车销往全国各

地，而且生产的客车底盘还可以跑山路，在颠簸中
行驶的性能很好。因此，他和同事们都这样讲：有
路就有“长江”牌客车。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常州客车制造厂也
迎来新的春天。1981年，常州客车修造厂并入常
州客车制造厂，增强了企业的整体实力。

1997年2月，常州机电以常州客车制造厂为主
体，联合几十家中小企业，组建了常州长江客车集
团公司，十年后常州长江客车集团破产重组。近年
来，常州客车制造厂老厂区在进行改造。

陆翔渊家住运河路附近的机械新村。没事的
时候，他喜欢沿着运河路散步。“每次走在运河路
上，就会想起老厂，心里充满怀念之情。但是，看到
运河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生态绿化做得越来越好
了，我又感觉幸福满满！”

沿着运河：

一条路，
走过春天走过四季

千百年来，悠悠运河穿城而过，见证着常州的沧桑
巨变，成就了沿岸的蝶变繁华。在大运河常州段，有一
条运河路，由常新路更名而来。它因运河而生，依运河
而建，是根植在许多常州人心中的珍贵记忆。

运河路边的生态绿化带随处可见

运河路上的客车厂站台，站台北面就是老的常州客车制造厂。

运河路的最西端——金牛大桥

常州客车制造厂生产的客车专用底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