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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变楼房 人情味不减
出地铁十号线西局站往北，一条栽

种着树木、鲜花的漂亮绿化带将马路分
为两道，马路西侧就是西局村现代化的
住宅区。从楼上向东眺望，能够看到火
热建设中的丽泽金融商务区正在日益蜕
变，临近丰台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优势
让西局村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 其 实 几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一 片 乡
村。”西局村社区新闻发声人李娜是土
生土长的西局姑娘，她的脑海里还留有

“西局村”的记忆。“早些年，西局就跟普
通农村一样，大家都住平房，院子挨着
院 子 ，一 经 过 就 能 闻 见 别 家 做 了 什 么
饭。街上还有不少做小买卖的，和现在
完全不一样。”

随着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造的推进，
2013年，西局村完成了拆迁腾退工作，村
民们回迁上楼，住进了 27 层高的崭新楼
房。不过因为是原地整体回迁，这个新
小区保留了邻里乡亲间的人情味。走在
小区中，住户们随时都能唠起嗑来，对彼
此十分熟悉。

“有一些老街坊我不认识，但是他们
一见我，都知道我是谁家的。”走在路上，
几分钟工夫，就有好几位住户跟李娜打
招呼，李娜也笑着回应。在她看来，居住
模式虽然变了，但邻居们似乎更亲了。

老朋友因志愿活动再结缘
李娜的感触最早源自西局社区志愿

服务劝导队，因为总是穿着蓝色志愿服，
所以有街坊亲切地称他们为“蓝马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局村有 6 个
生 产 队 ，村 民 们 都 在 各 自 生 产 队 中 劳
作 ，彼 此 也 算 是 老 队 友 。 志 愿 服 务 劝
导 队 的 成 立 ，就 建 立 在 这 群 老 队 友 基
础之上。

村民们回迁上楼后，曾经的生活习
惯让他们一时未能适应新环境。小区内
逐渐出现堆物堆料、车辆停放散乱等现
象，社区便发动退休老人为改善公共环
境、提升百姓新时代文明意识发挥余热。

今年 64 岁的韩秀华和 60 岁的任学
庚曾在一个队里工作，是一对闺蜜。年
轻时，两人住前后院，有一阵闹洪涝，积
水没地儿走，村里担心农田淹了，决定挖
污水沟，整整挖了一年。在挖沟过程中，
两人成了闺蜜。不过，在那个清贫年代，
人们从早到晚忙于生计，闺蜜之间也不

过是比旁人多聊两句、偶尔帮个小忙，结
婚之后，两人忙着自己的小家，来往也就
淡了。

巧的是，退休后，她们都加入了志愿
服务劝导队，重新当上了“队友”，如今她
们除了一起志愿服务，还经常约出去遛
弯儿、吃饭、唱歌，比之前有了更多的共
同爱好。

除 了 让 老 朋 友 们 再 次 结 缘 ，原 先
不熟悉的住户们也因为劝导队发展出
新友情。

“原先，一个生产队的人住在一块、
工作在一块，熟悉的也就是队里的人，对
别队的只是泛泛知道。现在上楼之后，
是打乱了生产队顺序居住的，志愿队里
的分组也是各队都有，无形之间扩大了
彼此的社交圈。”李娜说。

姓名：李娜
年龄：29岁

身份：西局村社区新闻发声人

社区人物志

从平房到楼房“蓝马褂”让大家更亲了
在新闻发声人李娜看来，志愿服务劝导队让西局村的邻居们更亲近

“走进校园、走出国门，把空竹带到更多地方”
国家级非遗空竹技艺第四代传人王慧致力推广非遗技艺

组建空竹队曾赴韩国、马来西亚交流民间文化

黄淑珍是最早加入志愿队的成员，也是原先 1 队队员。黄淑珍介
绍，她这一辈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刚入劝导队那会儿，大家都拿着
老年机，只会发短信。

劝导队里有一位退休党员是高中学历，为了方便沟通，老党
员教队友们认字、上微信，队友之间也互相提点，一年之后，队里
的老人们不仅全部换上了智能手机，还组建了微信群，平时巡逻
路上发现问题，大家都会拍照、拍短视频发在群里反馈，及时交流
意见。

志愿队还尝试了“低龄帮高龄”的志愿活动，由 50 岁到 60 岁的低
龄健康老人，帮助小区内 7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今年春节期间，黄淑
珍就和队友们一起，给小区的高龄老人送饺子、聊天解闷。随着各类
志愿服务和帮扶交流的开展，这些低、高龄老人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就像一家人一样亲近。“大家一起做志愿服务，慢慢地有感情了，要是
谁哪天没来，心里边还挺惦记。”黄淑珍说道。

“西局人是团结的，我们一直生长在这
块土地上，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我的家
和我的社区服务，在这里我很有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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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帮高龄 老人互助成社区新风景

戴轩 闵丹/文 吴宁 王嘉宁/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卢沟桥乡联合策划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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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于想学习抖空竹的爱好者，你有什
么练习的建议？

王慧：抖空竹不仅是传统技艺，更是集健身
娱乐表演竞技为一体的时尚运动，老少皆宜，易
学易会。我们到小学去给孩子们上课，基本只需
要三个课时孩子就可以“抖”起来，基本技能掌握
后就可以慢慢发展多种玩法。

记者：抖空竹让你收获了什么？
王慧：通过抖空竹可以广结朋友、交流情感、

互相帮助、建立自信、分享快乐。最主要的是提
高了身体素质，增进了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

记者：空竹队有什么发展计划？
王慧：最近，上级部门计划把空竹场地翻

修一下，已经提上日程，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
的练习交流环境。现在，找我们交流的活动越
来越多，我还要继续努力，给队员们创造更好
的学习交流环节，带领大家一起把小屯空竹发
扬光大。

■

链
接2013年起，小屯村每年都会举办空竹比赛及展演活动，吸引

了大量老中青乃至国际空竹爱好者的参与。小屯村空竹队、小
屯村空竹站逐渐成为空竹爱好者心中的“标杆”，空竹大赛也发
展成为颇有知名度的民间赛事。

2017 年，在“加强三地空竹文化交流与合作 推动京津冀非
遗文化协同发展”小屯村第五届空竹比赛中，小屯空竹队和来自
天津、河北的两支队伍互换了队伍锦旗，承诺共同为空竹文化和
非遗文化的传承发展携手努力。

天津、河北的两支队伍和小屯村也颇有渊源。
天津腾飞空竹艺术团发起人王友良、河北定兴空竹艺术团

发起人王俊明，曾分别来到小屯村现场观摩空竹队的表演深受
启发，回家之后便各自成立了当地的空竹团队。这才有了 2017
年的结缘。

现在，定期交流空竹技艺已成为小屯空竹队和津冀这两支
空竹队的固定节目，他们也共同参加了一些京津冀的文化交流
活动，共同推动三地空竹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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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津冀队伍共同推广空竹文化

六旬老人玩转17斤巨型空竹
上午八点半，走进卢沟桥乡天元公园的小屯空竹

站，总能听到阵阵“嗡嗡“声——形状各异的空竹上下
翻飞，上至 82岁老人、下至 3岁儿童，都乐在其中。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老人格外显眼，他手中的空竹
好似有灵气一般，能抖出不少花样。他就是小屯空竹
队的发起人和负责人王慧。

“这个是我们玩的最大的单轮空竹，直径近 1 米，
净重 17 斤，表演的时候观赏性好，但它的制作工艺已
经快失传了，所以只能定期保养延长使用时间。”说罢，
王慧给大家露了一手，只见这个直径近一米的大家伙，
在一根两米棉线的牵引下灵活翻滚，还能像呼啦圈一
样在脖子和身体间舞动，引得周围人阵阵喝彩。

曾赴国外参加民间文化交流
说起和空竹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一次

偶然机会，王慧接触到空竹，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2007年，在小屯村的支持下，他把村里热爱空竹的人集
中起来，组建了空竹队。村里还专门在新建的天元公
园辟出一块 800平方米空地，建设小屯空竹站。

“队伍拉起来了，就得有模有样。”抱着这种信念，
王慧积极组织大家训练，还经常邀请其他地区的空竹
高手前来切磋交流。如今，空竹队已拥有固定队员近
60 人，八成以上队员都有北京市体育局颁发的社区体
育指导员的证书。村里也再次发力，将空竹站拓展到
1600平方米，还设立记标牌，记载每一年空竹队参加交
流的活动以及抖空竹技巧。

有了“硬件”支撑，加上自身实力不俗，小屯空竹队
活跃在各种舞台上，不仅在全市组织的空竹赛中多次
获奖，还服务过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北京奥运
会、残奥会等大型活动，甚至走出国门，参加韩国、马来
西亚等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成为国家级非遗空竹技艺第四代传人
随着空竹队名气的不断增强，慕名前来学习交流

的人和团队越来越多。张师傅跟着王慧学了两年，如
今抖空竹很有一套。“王队长非常热心，手把手地教，
毫不保留。”像张师傅这样的空竹爱好者，王慧帮助了
不少。

在外人眼里，王慧的空竹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
的地步，但他认为学无止境。2017 年 4 月，他正式拜师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空竹技艺第三代传承人李连元老
先生，成为国家级非遗空竹技艺第四代传人。

这个新身份，让王慧充满动力也倍感压力。“我作
为传人，有责任将这门技艺发扬光大。”现如今，他和空
竹队的全体队员都在大力推广这项传统项目，空竹队
的骨干还被多家学校聘为空竹老师，教学生学习这项
民间艺术。“走进校园、走出国门，我们的目标是让这项
技艺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四尺棉线两根杆,一方土地无须宽。抖动空竹疾速转,引得游人驻足
观。上下翻飞千招变,左右腾跃百种旋。非遗传承为和谐,强身健体赛神仙。”
王慧说，他对空竹的情感都融入这首自创的《空竹赋》当中了。

卢沟桥乡

“南城彰仪门外，去二里许，望南有人家百余户，俱碾玉工，是名磨玉局。”——《析津志辑佚》
或许连老丰台人都不一定知道，坐落于西三环边上的西局村，上溯到元代，曾是皇家安置能干玉工的处所。老一辈人对这片土地更深的

印象，是曾经低矮破旧的平房变成了现代化居民区。
在西局村社区新闻发声人李娜看来，这个回迁小区和别人“不一样”，虽然居住模式改变，但在社区志愿服务劝导队的带动下，邻居们感

情比以前更亲了。

▲外国空竹爱好者参加小屯村空竹大赛展演活动。

▲17斤巨型空竹在王慧手中灵活翻滚。

▲蓝马褂是劝导队最显眼的标志。

▶60岁
任学庚和64
岁 韩 秀 华
（中间两位）
因劝导队重
续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