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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鲜事
刘孟家园里有一群“功夫明星”

百年民俗花会“五虎少林会”成员传承非遗技艺 带动社区孩子一起习武

闵丹 姜慧梓/文 王嘉宁 杨东/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花乡人

民政府联合策划采写）

■

讲
述

■

讲
述

锣鼓铿锵有力、刀棍上下翻飞、拳头虎虎生风……6月26日上午，在花乡造甲村刘孟家园小区门口，正上演一出精彩“大戏”——丰
台区级非遗刘家村“五虎少林会”的40多名会员现场排练，吸引了近百名居民“围观”，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叫好声。

发声人：钱诚
年龄：31岁

身份：花乡天伦锦城社区
党总支书记、新闻发声人

微笑服务、
真诚倾听‘大众
点评’，真心真
意 做 点 实 事 ，
带 领 邻 里 共 享
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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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五虎少林会固定排练或
演出的日子，文化中心可热闹了，
就跟看大明星一样，社区的老人们
爱看，年轻人也特别喜欢，很多孩
子们还想跟着一起学。”刘孟家园
综合文化中心负责人季淑清认为，
五虎少林会不仅丰富了大家的业
余生活，更让传统文化有了很好的
传承。

在刘孟家园小区门口，近2000
平方米的综合文化中心是社区居
民们离不开的好去处，这里设有演
出大厅、会议室、健身房、瑜伽室、
展览室、培训室等，开放时间从早8

点到晚5点，节假日也正常开放，除
了图书馆和日常培训，还经常有电
影、展览等各项文化活动。

五虎少林会就是中心的“重磅
品牌”，一到演出时，底下坐着数百
名观众，台上的灯光、音响一配合，
会员们的亮相就能获得连连喝
彩。作为年年带着五虎少林会外
出参加各项文化交流活动的负责
人，季淑清骄傲地说：“别看我们小
区建设很新，不过才两年多的时
间，但咱们这个老会可是有着几百
年的传统了，有了传统品牌，社区
的文化底蕴更深厚。”

“太过瘾啦！看这个花会表演有回
到小时候过年的感觉。”刘孟家园小区
的刘大妈带着两岁多的小孙子在现场
看得津津有味。

刘大妈说，她是土生土长的刘家村
人，前两年因为回迁搬到了楼房，环境
更舒适了，虽然刚开始有些不适应，但
社区经常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尤其是这
种传统的民俗表演，街坊四邻一起观
看、话话家常，感觉一下子拉近了彼此
的距离。

五虎少林会全称刘家村“同乐义善
蜈蚣岭五虎少林圣会”，是“丰台十八
村”老会之一，创建于明末清初，已有八
代传人，目前固定会员40多人，多的时
候达到近百人，其中最小的会员不过五

六岁。2010年，五虎少林会被列入丰台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民间花会中的主要会档，五虎
少林会是一种群体武术表演方式，分为
文场和武场。他们所表演的“五虎棍”
是根据《水浒传》中武松夜走蜈蚣岭的
情节改编，俗称“双刀群棍”。表演中，
文场表演锣鼓乐器开场演奏气势恢弘；
武场表演演员使用砍、扎、挂、盖等动
作，双刀上下飞舞、棍声清脆悦耳，表演
者生龙活虎，武打场面十分热闹。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参加妙峰山春季
庙会、六月初一参加中顶庙会，五虎少林会
会员都会提前排练，并到现场奉上精彩表
演。会员们通过表演与其他地区的花会
切磋技艺，增进民间交流，弘扬传统文化。

精彩武打场面引居民围观

在当天的排练中，来自刘家村的张
宝江在武场中打头阵，分别表演了拳、
刀、枪三套展示，技艺娴熟、动作轻盈、
身手了得。他告诉记者，这些算是“童
子功”，自六七岁起他就跟着家里的叔
伯习武，剑、刀、枪、棍一样不落，加入武
场表演行列后，更是经常和大家聚在一
起练习。

“前年，我家搬到了刘孟家园小区，
和不少师兄弟成了邻居，大家不仅是队

友，还是一个小区的邻居，小区里的综
合文化中心也成了大家排练聚会、表演
的场地，和师兄弟们联系切磋特别方
便。”张宝江说。

练就一身好武艺，对张宝江的工作
也助力不少。农转居后，张宝江从事过
不少工作，和朋友们合伙经营过餐馆、
也开过出租车，目前在社区里的物业公
司工作，虽然都要夜间工作，但他基本
没担心过安全问题。

大家不仅是队友还是邻居

今年61岁的王建新是五虎少林会
“高手”之一，8岁跟随叔父学习武术基
本功，10岁拜丰台长辛店翻子拳名家王
久门下学习翻子拳，2015年拜京城八闪
翻名家靳万发先生门下继续学习翻子
拳。他还多次荣获武术奖项，包括北京
市传统武术锦标赛拳术、枪术冠军等。
今年6月，他在四川峨眉山举行的世界
传统武术锦标赛中获得拳术、枪术三
等奖。

除了多年坚持习武、传播传统文
化，从 2013 年加入到刘家村五虎少林
会，王建新就带动孩子们一起习武，使
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传

承。自入会以来，他带过的小徒弟有十
五六个，这两年，不少社区娃儿成了他
的小徒弟。

王建新告诉记者：“五六岁的小孩
子正是打基本功的好时候，习武不仅传
承咱们的传统文化，还能强身健体，而
且给孩子把身体底子打好，会更好地促
进学习成绩的提升。”

刘孟家园社区的小承泽2018年春
节后跟着王建新习武，一年多时间，不
仅能像模像样打出一套翻子拳，还小有
成绩——在今年 5 月的北京市传统武
术锦标赛儿童组翻子拳比赛中，获得了
第二名的好成绩。

刘孟家园综合文化中心负责人季淑清：“他们是社区大明星”五虎少林会会员王建新：“社区娃儿成了我徒弟”

“微笑服务、真心倾听，真心真意做点实
事。”这是钱诚坚持了十多年的工作原则。

钱诚年纪不大，但在成为社区书记前，曾
有十年的幼教职业经历。过去教孩子，现在
服务大人，钱诚说，她的工作原则从来没有变
过，也是这个原则支撑她走过了最开始不被

居民理解的那一年，渐渐变成了她的“治区”
秘籍。

“社区工作就像一道题，不做到那一步就
无法解题，我庆幸自己很早就找到了解题的办
法。”钱诚说，她会把“秘籍”一直坚持下去，让
每个居民都能享受到社区的服务。

“85后”社区女书记的“治区”秘籍
钱诚称社区工作就像一道题，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解题的办法

钱诚1988年生人，2016年，还不到30岁的她经居民选举，成了花
乡地区天伦锦城社区居委会主任。2018年12月，她又顺利当选社区
党总支书记。如今刚刚30岁出头的她，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也不过
三十四五岁的年轻社区干部，在治理天伦锦城这个刚刚3岁的年轻社
区的过程中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

2015年，钱诚来到天伦锦城社区和许多
同事一起，筹备社区居委会的成立。此前，她
曾有十年的幼教经历，因为有了“二孩”，她决
定换一份“清闲”的工作。

钱诚没想到，这份“清闲”的工作让她更
忙了。

“刚来的时候筹备居委会成立，每天走街
进户做调查统计，筹备了整整一年。”说起刚
来到天伦锦城的那一年，钱诚回忆，“非常不
顺利。”那时候居民的戒备心理极强，经常能
听到居民“谁知道他们是真的假的”“没听说
要成立居委会”质疑，入户调查更是常常遭遇

拒绝开门、隔着防盗门说话的对待。
屡吃“闭门羹”，钱诚认为，居民对社区缺

少信任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
“我当时就决定扶持一批社区文体团

队，增强凝聚力，先取得团队成员的信任，再
由他们把社区的理念和行动传播给其他居
民。”这是钱诚建立居民与社区之间信任感
的第一步。

紧接着，她又在社区推行了重阳大舞
台，给社区文体团队提供表演的舞台。原
本，钱诚是打算像其他社区一样在春节的时
候组织社区新春联欢会的，但新成立的社区

人、钱两缺，租室内场地、演出设备都需要
钱，钱诚一边要扒拉好社区经费的“算盘”，
一边也要让社区的老老少少满意，在与同事
几番讨论后，他们决定在2015年已经推行的
重阳茶话会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内容、提升形
式、重新包装，于是有了 2016 年的天伦锦城

“重阳大舞台”。
现在，社区文体团队共有11支，包括水兵

舞队、空竹队、旗袍队、乒乓球队、武术队、广
场舞队等。重阳大舞台已经连续三届成功举
办，居民报名的节目数量更是超过了原来的
计划。“这也说明我们的宣传在居民中间起了
作用，实现了我以点带面，获得群众信任感的
初衷。”钱诚说。

“疏整促”是北京市近几年的工作重点，
落实到社区基层，也成了钱诚的工作重点。
钱诚发现，社区里的自行车棚常年被废旧不
用的自行车“霸占”，居民正在使用的自行车
却没地方停，只好停在楼门前、电梯门前，

“空间使用明显不合理，腾退空间就得从废旧
自行车入手。”

但这些车个个有主人，社区不能自行处
理，说服居民主动处理也存在难度，不少居民
认为，这些自行车“卖不了几个钱，修又不值
当，直接扔了还不舍得”，钱诚理解居民的想
法，“社区空间是居民的，不能随便要求人家
把车搬出去，更何况车搬走了放在哪儿也是

个问题。”
“如果我们拿出诚意和一点物品从居民

手中兑换这些废旧自行车，自行车成了社区
的，我们不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腾退它们占用
的空间了吗？”钱诚和社区干部一起对接了第
三方评估机构，拿出社区经费购买了米面粮
油等生活必需品，从居民手中兑换了20多辆
废旧自行车，车棚里腾出了一大块空间，在使
用的自行车全都停了进去。

兑换回来的自行车怎么办？钱诚开始四
处“求医问药”，为解决这些废旧自行车的存
放问题“寻觅良方”。在花乡地区办事处的指
导下，钱诚决定变废为宝，用这些废弃自行车

装点社区、改善环境。
“我们发动了回社区报到的党员、志愿

者队伍、文体团队，再加上我们社区工作人
员这几个人。”拆卸掉脚蹬和车链，重新擦
洗自行车，喷上彩漆，车筐成了花篮，后座
变成花架，添置上五颜六色的花卉装饰品，
原本棘手的废旧自行车“改头换面”，成了
在文创区里才能见到的“艺术品”。这些艺
术品被投放在小区各处，不少大爷大妈遛弯
儿时还会争相“认领”，“你看这个就是我家
的车改的！”

“这样一来，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的环
境，花掉的一点钱也都给居民兑换了实实在
在的生活必需品。”钱诚回想这个过程，总结
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一定错不了。”

2017年，钱诚参加了丰台区社工委组织
的社区领头人培训。“就是在那里，我知道了
议事协商机制在社区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课程一结束，钱诚就回到社区操办起来。

2017 年 5 月，天伦锦城社区第一次议事
协商会召开。40 多位社区居民被分成 6 组，
每组按圆桌而坐，公开讨论、发表观点、表达
自己作为社区主人翁的参与感，有专人负责
记录。一场讨论下来，钱诚发现，社区居民的
关注点主要聚焦在文明养犬、社区停车、社区

安全、文体团队支持、物业协调等几个方面。
再通过居民对事项优先级的投票，来决定解
决的时间和排期。

钱诚还动了一点“小心思”，为了使居民
深度参与社区事务，她先是鼓励大家提出
问题，之后并没有就这样结束，而是追问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为社区做些什
么？”也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很多居民认识
到，“我家养狗，我会管好自己的狗。”“我家
不养狗，但我邻居养，回头我也提醒他。”这

样约束自身、提示他人的声音不断出现在
议事协商会的最后，连钱诚自己也没有想
到“效果会这么好”。

到现在，议事协商会已经在天伦锦城社
区举办了十多次，乒乓球场铺装等一系列社
区问题被陆续解决。

以点带面 为获居民信任搭台“重阳大舞台”

变废为宝 废旧自行车化身成为“艺术品”

议事协商 让居民增强社区主人翁的参与感

“社区工作就像一道题 我庆幸找到了解题办法”

6月26日上午，花乡造甲村刘孟家园小区门口，丰台区级非遗刘家村“五虎少林会”正在排练。

“五虎少林会”的成员们展示“看家本领”。

天伦锦城社区腰鼓队（上）和旗袍队（下）。

天伦锦城社区
将废旧自行车“改
头换面”后，用来装
饰社区，改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