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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光,男，1959年11月出生，太平桥街道三路居
社区居民，他十多年如一日帮忙照顾九十多岁高龄独
居的张阿姨。

张阿姨今年九十多岁，是三路居社区的高龄独居
老人，女儿不在身边，日常生活都是自己料理。退休
后的崔志光平时有空就过来帮老人收拾屋子，买买东
西、做做饭，经常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这一照顾就是
十多年。张阿姨常说：“如果没有小崔的照顾，我一个
老太太不可能生活得这么轻松。在生活中，我有什么
困难，他都帮我，十年如一日帮我修理东西、买菜，我
们只是邻居，但是一个电话小崔就会马上赶来，他一
直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我打心底感谢他。”

2017 年初，老人出门遛弯儿的时候突然被车撞
倒，送到医院诊断需要卧床休息两到三个月，女儿的
家离的远不能经常过来照顾。崔师傅平时有空就过
来帮老人收拾屋子，买买东西。张阿姨爱吃义利面
包，崔师傅隔三差五就去面包店买一大包回来给阿姨
吃。无论天阴下雨，还是有事外出，崔师傅总是把做
好的饭菜及时端到老人手中，或者让爱人送过去，为
了老人能够多吃一点儿，他天天问老人想吃些什么，
变着样儿调剂伙食。张阿姨卧床几个月的时间里，擦
洗身体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崔师傅和老伴就每周都来
给老人擦洗身体、洗衣服。后来张阿姨可以走路了，
崔师傅又每天过来搀扶着老人复健。

崔志光虽年过半百，但从没有影响到照顾张阿姨。
他常说：“每天都送饭给张阿姨吃，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
会送来给她吃，不会落下她那份。老人的饭菜要软要
暖，太硬太冷了对老人身体不好。”天气转凉的时候，他
会提醒老人多加衣服；老人头痛感冒，他会第一时间到
老人身边问寒问暖、端水递药。有一年大年三十，张阿
姨的女儿因为工作原因没能回来陪老人过年，崔志光得
知此事，端着鱼、肉、饺子到老人家，和张阿姨一起吃年
夜饭，然后又陪着阿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

张阿姨的电话簿上，第一个记的就是崔志光的联
系电话，张阿姨总说：“每次打电话不到5分钟他就来
了，对我就像亲人一样。”

有一次张阿姨家门锁坏了，人出不来，崔师傅带
上自制的工具箱为张阿姨修好，还细心地教张阿姨防
盗门锁的正确使用方法。还有一次张阿姨家半夜水
管坏了跑水，一个电话崔师傅就来了，手电照着检查
水管找原因，原来是水管坏了漏水，第二天一早崔师
傅就去买了根新水管换上。张阿姨总说小崔真的比
自己的亲女儿还好，有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崔志光作为一位普普通通的社区居民，在平凡而
又平淡的生活中，传承孝老爱亲的美德，让孝老爱亲
的明灯能照亮更多的家庭，温暖更多的人心。

好邻居义务照顾高龄独居老人
——太平桥街道居民崔志光

最美丰台人

“家门口的非遗盛会，必须支持，每
年我都带着大孙子现场来看表演，这是
咱们的传统文化，要传承下去！”南苑乡
西铁营村村民王立武自豪地说道。

7月3日，农历六月初一，丰台区南
苑乡第十四届中顶庙文化节开幕。本
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当天的花会踩街、
定点展演、非遗技艺展演、非遗传承招
募等多项内容。震天的锣鼓、飞腾的高
跷、欢腾的秧歌、翻滚的舞狮，表演者们
尽情挥洒着汗水与激情，为群众呈现了
一场丰富的民间文化大餐。

今年的中顶庙文化节不止有花会
表演，还设置了非遗文化表演区和文化
互动区，特邀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民
俗技艺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大家
不仅可以零距离观摩非物质文化遗产
还能有机会与非遗传承人进行互动，还
能制作属于自己的非遗文化作品。

据悉，今年南苑乡还着力打造为期
一个月的“非遗传承月”活动，特邀各领
域的非遗传承人来到百姓身边，进行非
遗技能展演和培训，感兴趣的市民朋友
可以关注南苑乡官方公众号“北京南
苑”参与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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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展演
再现传统文化魅力

非遗展演
再现传统文化魅力

优
秀
书
画
作
品
选
登

《
茶
花
山
雀
图
》
朱
长
敏

《
荷
香
鱼
跃
》
周
燕
霞

《
无
瑕
》
朱
秀
英

《
西
园
论
艺
》
武
秀
环

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中顶庙文化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开幕
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南苑乡第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十四届

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卢沟桥沧桑八百年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

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
（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
石造联拱桥。桥身结构坚固、造型美观，具
有极高的桥梁工程技术和艺术水平，充分体
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桥梁建造
的辉煌成就。

卢沟桥为十一孔联拱桥，拱洞由两岸向
桥中心逐渐增大，拱券跨径从 12.35 米至
13.42米不等，桥身中央微微凸起93.5厘米，
坡势平缓。河面桥长213.15米，加上两端的
引桥，总长266.5米。桥身总宽9.3米。桥面
宽7.5米。桥两侧雁翅桥面呈喇叭口状，入口
处宽32米。桥面两侧设置石栏，北侧有望柱
140根，南侧有141根。望柱间距约1.8米至2
米，柱高 1.4 米。柱间各嵌石栏板，栏高约
0.85米。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
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

早在13世纪，卢沟桥就闻名世界。那时
候有一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他
的游记里，十分推崇这座桥，说它“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并且特别欣赏桥栏柱上刻的
狮子，说它们“共同构成美丽的奇观”！在《马
可·波罗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
桥，后来外国人都称它为“马可·波罗桥”。卢
沟桥是在金时期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
年）五月，决定修建的。不过当时尚未动工，

金世宗就在第二年年初病逝了。实际上，卢
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
金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完工。两侧石雕护
栏各有140条望柱，柱头上均雕有石狮，形态
各异，据记载原有627个，现存501个。石狮
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

查阅历史资料，其实历史上有两个卢沟
桥。最初的建于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到清朝康熙年间毁于洪水。康熙三十七年
（1698年）重建，这才有了卢沟桥。因此，通常所
说的卢沟桥有八百余年历史，是把新旧两个桥
的时间算在一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康熙重
建的卢沟桥，真实年龄只有三百余年的历史。

清康熙年间由于永定河洪水，桥受损严
重，卢沟桥的狮子不能再用，大量古迹在洪
水中销声匿迹。1698年重修卢沟桥时，康熙
命在桥西头立碑，记述重修卢沟桥事。并在
桥东头立有乾隆题写的“卢沟晓月”碑。

1908年，清光绪帝死后，葬于河北省易县
清西陵，须通过卢沟桥。由于桥面窄，只得将
桥边石栏拆除，搭建木桥加宽，方便灵车通
过。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新中国成

立后，北京市政府在桥面加铺柏油，并加宽了
步道，同时对石狮碑亭做了修缮。1961年卢
沟桥和附近的宛平县城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1年为保护卢沟桥减
少其运输量而建立的新卢沟桥完工，但卢沟
桥仍然继续承担交通运输任务。

1986 年卢沟桥历史文物修复委员会成
立，目的在于恢复卢沟桥原貌。后来，拆除
了1949年后铺设的柏油和1967年加宽的步
道，同时将机动车的通行移至紧邻的卢沟新
桥与之后修建的京石高速公路，恢复了古桥
的原貌。

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
数不清。”卢沟桥的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
异，旅游者不加细看，真是很难数清楚。但
是文物工作者经过细致排查，已经数清了，
总共是 501 只。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

《名闻中外的卢沟桥》一文曾对这些雕刻精
美、神态活现的石狮子有过极为生动的描
绘：“……有的昂首挺胸，仰望云天；有的双
目凝神，注视桥面；有的侧身转首，两两相
对，好像在交谈；有的在抚育狮儿，好像在轻

轻呼唤；桥南边东部有一只石狮，高竖起一
只耳朵，好似在倾听着桥下潺潺的流水和过
往行人的说话……真是千姿百态，神情活
现。”天下名桥各擅胜场，而卢沟桥却以高超
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独标风韵，誉
满中外，实属古今世界上一大奇观。

“卢沟晓月”从金章宗年间就被列为“燕
京八景”之一。因桥身跨越卢沟，人们都称
它卢沟桥。早在战国时代，卢沟河渡口一带
已是燕蓟的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1153
年金朝定都燕京之后，这座浮桥更成了南方
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

卢沟桥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因为
它是抗日战争“七七事变”的发生地。1937年
7月7日，侵华日军向中国军队挑衅，宛平城
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亦
称“七七事变”）。中国抗日军队在卢沟桥打
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抗日战争从这里正
式开始，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
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也象征第二次世界
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卢沟桥发生的

“七七事变”，成为中国爆发全民族抗战的起
点，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事件。

今天，宛平城头弹痕犹在，卢沟晓月依
旧动人。它见证着一个民族跌宕起伏的昨
天，也预示着一个国家辉煌壮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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