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将定期举办铁路专题展览

接待参观人数4万人次

5000多件展品全是居民捐赠

姓名：杨福生
年龄：68岁

身份：卢沟桥街道大井社区
美景艺术团团长、大井社区新闻发声人

上学时，他是岳各庄中学文艺队队长；扎根社区时，他组建艺术团载歌载舞为居民义演；
退休赋闲时，他被选为大井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就是大井社
区美景艺术团的团长杨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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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新鲜事
居民捐赠建起全国首家社区铁路博物馆

位于卢沟桥街道京铁家园社区，5000多件展品讲述铁路变迁

闵丹/文 王嘉宁/摄
（本版内容由丰台区融媒体中心、

卢沟桥街道办事处联合策划采写）

杨福生作为团长，主抓文艺团体
的组织建设，制定排练制度和演出计
划，配合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和大井社
区的发展建设进行义演。如今，团里
的经典节目包括民乐合奏、独唱、二
重唱、舞蹈等。

另外，杨福生还结合实际生活
编创三句半、天津快板、锣鼓快板、
表演唱，深受居民喜爱。10多年来，
他结合当下的时事和社区新变化，
先后创作了30多个文艺作品。“改革

开放四十年，咱大井发生了大改变，
人们生活幸福美，交通便利大改
观。不信您就仔细看，前后左右四
面转，下面由他来做介绍，看他说的
全不全。”这首由他创作的《咱大井
越来越美丽》就是从东西南北的道
路和身边的环境，细说改革开放以
来大井社区的变化。

作为一名老党员，杨福生一直谨
记年少时学习的内容。他说：“文艺
队伍是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要让

党和政府的主张化为广大群众的行
动和力量，文艺演出是最好的宣传
方法，我们要编要演居民爱听爱看
的、顺口的、好记的文艺作品，发挥
文艺宣传队伍的作用，宣传群众，鼓
舞群众。”

自创作品反映社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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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居民喜闻
乐见的方式做好
文艺宣传，让大家
欣赏演出享受快
乐，是我最有成就
感的事情。

“

”

扎根社区15年 组织200多场义演
大井社区美景艺术团团长杨福生自创文艺作品，反映时代新风

社区的点滴变化给了我创作灵感

“参观的最后，给大家出道题：清朝不让用黄色，那
用什么颜色来代替黄色铁路信号灯的功能呢？”近日，
在位于卢沟桥街道京铁家园的社区铁路博物馆里，荣
誉馆长金万智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留下了一道“家庭
作业”。

居住在京铁家园的1万多名居民，多数是铁路职
工或子弟。因为自带“铁”味文化，这个铁路博物馆也
成为全国首家社区铁路博物馆。

15年义演超过200场次

随着中国铁路的高速发展，博
物馆里的展品也越来越丰富。谈到
下一步社区博物馆的展览计划，金万
智介绍，目前正在筹备相关的专题展
览，比如“百年钢轨”系列、“建国以
来铁路路服”系列等。

“中国铁路列车时速从新中国
成立前的20-30公里，改革开放前
的30-40公里，到现在350公里，发
展速度非常快。以前从北京到上海
坐火车要几天几夜，现在高铁只需
要四五个小时。目前这里的钢轨展

品基本覆盖了百年铁路时期的钢
轨，我们正在筹备一系列的主题展
览，让大家通过这些主题展品感受
中国铁路改革的成果。”金万智说。

另外，为了更好地把铁路社区
的文化传承下去，博物馆还在进
行小志愿者的招募计划。金万智
说：“这次社区组织孩子们来参
观，我们给孩子们介绍铁路历史
文化的同时，也想招募小小讲解
志愿者，培养我们的铁路文化传
承人。”

记者：15年的艺术团队坚持下来不容易，这其中，您认
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杨福生：除了大家对音乐表演的共同爱好，更重要的是
团员们的责任心。我们不光是自娱自乐，还为社区和周边
居民送演出、送快乐。

记者：您除了承担团里的组织工作，还进行了大量的
创作工作，这些作品的创作动力和灵感是什么？

杨福生：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人，也作为一名从事
文艺工作的党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做好宣传工作。

回到社区工作后，一点一滴感受时代的新风，不仅给了
我创作灵感，也让我有了巨大的创作热情。

记者：目前团队演出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下一步
有何计划？

杨福生：团员们年纪普遍偏大，记不住曲谱，排练新节
目比较困难。民乐团乐器多，再加上服装道具等，外出演
出都是团员自己开车或者骑自行车前往，虽然不方便，但
大家从不抱怨，都积极克服。下一步，艺术团也打算吸收
一些年轻的团员加入到表演中。

为了让社区孩子更好地了解社区文
化，近日，京铁家园专门组织孩子们到家
门口的铁路博物馆参观学习。

在这些孩子当中，13岁的小孜已经是
第二次来参观了，小学三年级时她就加入
了班里的“铁路文化”社团，社团组织活动
的第一站就是来这里参观。当时，她最感
兴趣的是馆里近百张五颜六色的车票，这
次参观，又对馆里收藏的 30 多本列车时
刻表感兴趣了。

小孜告诉记者，她有个小小心愿：听
说现在不少博物馆都有小志愿者，她也想

报名参加这里的志愿者。“这里的三位讲
解志愿者都是老爷爷，我也想加入到志愿
讲解的队伍中，只要是寒暑假和节假日，
有时间我就可以来给参观的人讲解铁路
文化。”

刘阿姨这次是陪着外孙孟孟一起来
参观，虽然是社区居民，但她这是第一次
来博物馆参观，一边参观她还一边记笔
记。“之前听说社区建了咱们自己的铁路
博物馆，这次孩子暑期活动就一起来看
看，应该让孩子们多学习一点铁路历史，
把铁路文化传承下去。”刘阿姨说。

1904 年汉阳钢铁厂出产的钢轨、
清末时期铁路上使用的灭火器、上
世纪 60 年代售票员使用的客票日期
机以及一套印有 56 个民族象征大团
结的全套站台票……京铁家园的社
区铁路博物馆里，一件件珍贵的铁
路展品讲述着中国铁路的百年发展
历史。

“我们这个博物馆是自主创意、自
行设计、民主管理，5000多件展品都是
居民自发捐赠，每个小物件背后都是铁
路人的故事。”金万智介绍，2008年，社
区借着“北京第三届魅力社区评选活
动”的平台，根据自身优势，发动铁路职
工家属，建起了全国首家社区级的铁路

博物馆。
金万智至今还记得各个展品的来

历——社区居民赵师傅把珍藏多年的
广州至坪石的纯金火车票拿了出来，
交给了博物馆；在铁路上工作多年的
李大耕，不仅把自己工作以来的铁路
工作制服进行整理，全部捐献给了博
物馆，还精心制作了图文并茂很有
研究价值的“路服的变迁”画册；居
民梁友明想起老家有个白色盐罐据
说是铁路的老物件，特意回家找了
出来，一经查询，原来是华北铁道株
式会社 1938 年使用的办公用品，上面
还印有日本铁路路徽，是日军当年侵
华的罪证……

博物馆里的展品按照“辉煌的京
铁人、奉献的京铁人、勤奋的京铁人、
开拓的京铁人”进行分期分批布展。
在金万智看来，这间100多平方米的社
区博物馆不仅突出反映了北京地区铁
路的发展历程，也展现了一代代铁路
人勤劳朴实、自强不息、勇于争先的铁
路精神。

博物馆成立 11 年多，几经完善，
累计参观人数达到 4 万人次，来参观
的不仅有北京的铁路文化爱好者，还
有不少国内外的文化交流人士。金
万智说：“通过对铁路老物件的征集
和展示，不仅展示了我们京铁人为铁
路建设的付出，也将京铁家园社区的
风采与魅力最大化地展现出来。”

小“铁迷”想当讲解志愿者

▲孩子们聆听铁路的故事。

▶7月23日，荣誉馆长金万智
给社区孩子介绍铁路制服的变迁。

每周一下午，是大井社区美景艺
术团的固定排练时间。和往常不一
样，7 月 23 日下午队员们排练之前，
受到了北京市农商行丰台支行卢沟
桥街道分理处工作人员的热情服
务。“我们上门给叔叔阿姨们介绍养
老助残卡换卡、激活等信息，专门答
谢杨团长上周带领团队为我们支行
进行的精彩演出。”

团里的杨阿姨一边听着讲解，一

边高兴地说：“这些年跟着杨团长在
社区和周边演出，特别受尊重。我们
不仅享受了音乐带来的乐趣，更把这
份快乐带给了更多的居民朋友们。”

在大井社区，提到杨福生和他的
美景艺术团，不少居民都会竖起大
拇指。从 2005 年起，美景艺术团就
陆续走进工地、社区、部队、养老院
等进行演出，并参与到每年大井社
区的夏日文化广场、八一慰问演出等

各项活动中。
另外，艺术团还会为大井社区周

边的小屯社区、丰西路社区、岳各庄
社区、珠江紫台社区、民岳家园社区、
金二社区、丰台路口等卢沟桥街道多
个社区的居民进行义务演出，为老吾
老养老院、丰台区幸福里养老中心、丰
台区私营个体经济协会、北京农商行
等企事业单位及团体进行演出。15
年来，他们免费演出不下200场次。

为何要在社区建立艺术团，杨福
生说这与年少时的兴趣有关。1966
年前后，他就读北京第八十七中学
（现岳各庄中学），担任学校文艺队队
长。其间，他自学了二胡、扬琴、阮等
近十种乐器。“扬琴是从学校地下室
翻出来的，先是看着电视学，用牙刷
敲，后来哪儿有演出就蹲在旁边看着
学。”杨福生回忆说，练二胡也是在大
街上找到拉二胡的人请教，才弄懂两
根弦的关系。长大后，杨福生到专业
演出团队工作，掌握的乐器更多了，

也为日后成立艺术团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2004 年 9 月，杨福生和几位喜
欢民乐的朋友参与大井社区举办
的夏日广场文艺晚会，萌生了组建
团队的想法。在他的组织和带领
下，几个人自发坚持每周排练一
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文艺爱
好者、音乐爱好者、乐器爱好者也
慕名而来。

杨福生回忆，团里曾来过一个
湖北的女音乐教师，和大家一起表

演《龙船调》；还有一个来自内蒙古
的男士，穿着蒙古族长袍配合大家
的蒙古族歌曲进行演出。“我们没有
入团门槛，喜欢演出、愿意为居民义
务演出的乐友、歌友、舞友都可以加
入。”目前，艺术团乐器演奏人员固
定 30 多人，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年
轻的 55 岁。除了乐器演奏者，还有
固定歌手10多名。这些成员都来自
各企业、部队、机关、学校等退休人
员，大都是原单位的文艺骨干和文
艺爱好者。

不少外地朋友慕名加入

▲杨福生抱着心爱的阮和成员们一起
排练。

◀艺术团成员弹奏阮。

金秋十月，新中国将迎来七十华诞。七十年来，
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无论你是白发回首，还是青葱年华，忆及与
祖国共同走过的岁月，心中是否已经勾勒出一幅幅真
挚缤纷的画面？

9月起，《丰台报》将推出“我与祖国的故事”，通过

讲述身边的动人故事，展现丰台人追求幸福努力奋斗
的精神风貌。如果你是共和国同龄人，或与祖国有着
特殊的经历，都欢迎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将把你的
故事见诸报端，让更多人分享你的幸福和快乐。

线 索 征 集 邮 箱 ：ftbfk777@126.com，期 待 你 的
故事。

为祖国七十华诞献礼“我与祖国的故事”线索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