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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龙湖公园接壤，紧邻千灵山风景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

境成就了王佐镇魏各庄村“最美乡村”的美名。不过除了自然风

光，魏各庄还有三种美：农家美，这里有30多年历史的洛平精品

有机采摘园；环境美，这里的林木覆盖率达40%；文化美，这里的

非遗文化霸王鞭深受村民喜爱。

农家美：“樱桃节百果趴”引来近5万人次参与

11月的洛平精品有机采摘园，依然一派丰收景
象——拱形的长廊边，村民们正忙着补上新的樱桃
树枝干；温室里，番石榴和火龙果树上硕果累累……
作为魏各庄村的集体产业和发展生态农业的重点项
目，今年这里举办了首届“樱桃节百果趴”和丰收节
采摘活动，吸引了近5万人次参与。

“我们最近忙着接订单，都是来参加樱桃采摘节
和丰收节的回头客。”虽然工作量加大了很多，园长
宋淑惠心情却异常的好。“在土地劳作了几十年，最
有成就感的事情莫过于游客说咱这儿的水果清甜、
好吃，我们也能自豪地跟他们说，这里的蔬果保证纯
天然，都能放心吃。”

洛平精品有机采摘园建于1998年，最初与普通
的采摘园无二，2004年，为了打造精品采摘园走上有
机生产的道路，这些年来，园内先后培育了樱桃、草
莓、蓝莓等十多种果品，四季都可采摘。园内还有一
条800米的樱桃长廊，设有农业科普展览，专门用来
介绍有机水果的种植及鉴别等知识。

宋淑惠说，为了确保蔬果真正绿色有机，采摘园
斥资 40 万元购进净化水设备、用林木屑自制有机
肥、采用蜜蜂授粉让果实自然成熟……总之一句话：
确保园内无有害化学物质残留、无化肥及超标农药
喷施。在园内管理人员和村民员工的悉心照料下，
园中蓝莓、樱桃获得CQC有机认证，部分果蔬获得
无公害认证。

环境美：开窗见绿 林木覆盖率达40%

在魏各庄村四处走动，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树多，无论是果树还是林木都郁郁葱葱。魏各庄
村位于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近年来积极响应市
政府号召，建设隔离片林2200余亩，平原造林1800
余亩，林木覆盖率达40%，村里的人开窗可见绿，出
门可踏青。仅今年上半年，魏各庄村配合市、区、镇
级相关部门做好义务植树保障工作，高质量完成了

158亩平原造林工作。
“这几年不仅环境整治了，村里更是抬头见

绿，四季都有绿，我们的老年生活特别惬意。”在村
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张大爷高兴地说起了现在的绿
色生活。

良好的生态不仅让村民生活舒心了，还吸引了
中央民族大学、人大附中相继落户于此。另外，由国
际种子联盟、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14年第七十五届
世界种子大会在魏各庄村成功召开，推动了首都“种
业之都”建设，还大力改善了魏各庄村的环境及基础
设施建设。

文化美：非遗文化霸王鞭多次参赛

三清关帝庙、密檐塔……魏各庄村丰富的历史
文化底蕴也让当地人津津乐道。在诸多文化之中，
最接地气的莫过于丰台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霸王鞭。村里“耍”霸王鞭的习俗上世纪五十
年代就有，那个时候，老艺人“耍”霸王鞭来庆祝
丰收。

为了传承这一表演艺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魏各庄村还邀请老艺人言传身教，对霸王鞭表演技
艺进行了挖掘、整理和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
艺术。如今，这个风俗一直传承着，只不过，现在不
仅是庆祝丰收，一有喜庆活动，村里不分男女老少，
都会挥舞起手中的花棍子，忽上忽下、时左时右地

“耍”起来。
记者了解到，魏各庄行政村（中心村）辖南洛平、

北洛平、魏各庄、大富庄、瓦窑村、栗园村 6 个自然
村。单在洛平这一带，就有超半数的家庭会“耍”霸
王鞭。村里的霸王鞭表演队还多次受邀参加市区龙
舟邀请赛、国际铁人三项赛、丰台区民间花会大赛等
活动。

洛平精品有机采摘园的宋淑惠也是霸王鞭的传
承人之一，她时常带着外孙女一起练，“它不仅是非
遗文化，还能强身健体，带着孩子一起练习也能让我
们的霸王鞭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80后”“90后”成宣讲主力

卢 沟 桥 乡 ，有 着 与 生 俱 来 的“ 红 色 基
因”——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大瓦窑村党
史馆、东管头村十八烈士墓、小屯村新四军林，
以及乡域内的宛平城遗址、抗日战争纪念馆、抗
战雕塑园，它们都在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曾经
的历史。

为了将“红色基因”传下去，多年来，小屯村
一直邀请新四军老战士为大家讲述当年的故
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叶挺所在的国民
革命军第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北伐，
战功卓著，威名远扬，被誉为“铁军”……宣讲团
成员郑丽说：“新四军林建成时我才上高中，那
时有很多新四军老战士来这里培土、浇水、缅怀
过去。但慢慢地，来这里的老战士越来越少，我
特别难过。”

新四军老战士年纪越来越大，甚至有人永
远离开了我们，宝贵的“红色基因”该如何传
承？2019年，小屯村在卢沟桥乡党委、乡政府的
支持下成立了“铁军精神”红色宣讲团，8名“80
后”“90后”成了宣讲的主力。但是，生活在和平
年代的年轻人讲什么、怎么讲，才能把铁军故事

讲到大家心坎里？小屯村党总支副书记、宣讲
团副团长毛政说，宣讲团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进行了全面沟通，拿到了铁军的家风故事、家书
素材等。在此基础上，宣讲团成员再进行稿件
撰写和活动策划，面向全村乃至全乡的预备党
员群众展开宣讲。

数万字材料汇成3000字稿件

“刚接到宣讲团任务时，我很兴奋，我特别
愿意用接地气的方式把这种有高度、有深意的
故事讲给大家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选调
生、小屯村党务工作人员沈庆晓笑着说。但当
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她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简单。

单说写稿，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沈庆晓
印象最深的，是筹备叶挺将军的稿件。为了尽
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沈庆晓几乎通读了所有
能找到的关于叶挺将军的材料——他的生平、
所经历的历史大事记、与子女之间的故事，以及
他的子女对父亲的回忆……数万字材料才最终
形成一篇3000余字的宣讲稿。

而看材料、写稿子只是第一步，她还要背
诵稿件、为宣讲稿配乐、安排节奏。这些，都是

她在工作之余完成的。“没有完全的时间背稿
子，我就把稿件贴在墙上，工作间歇抬头看一
会儿。”

同是90后的张晓也是宣讲团成员。他记忆
文字的速度很快，但因为是死记硬背，他语速过
快、没感情。为了让语速降下来，他请其他成员
帮忙卡表。在几秒几秒的“死磕”中，张晓终于能
够以适宜的语速讲好稿件，并将感情融于其中。

每当看到听众们受感动的神情甚至泪水，
宣讲团所有成员都觉得，之前的所有“较劲”和

“死磕”都是有意义的。

加入宣讲团才读懂历史

宣讲团成员所感动的不止观众，更有他们
自己。

在诵读《袁国平写给侄子的信》时，毛政不
禁想起了自己的军旅生涯。“我曾是一名舰艇
兵，汶川大地震时，我一直申请希望能够参与到
抗震救灾中去……”毛政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
是和平年代，中国军人的使命感从未改变。也
正因为如此，他更想把每一次宣讲做好、把宣讲
团建好，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是革命军人的浴血
奋战才换来了如今的盛世和平。

20岁出头的张晓曾经并不太理解“家国情
怀”四个字。于他而言，历史只是课本上的东
西。而加入宣讲团，他必须吃透那段历史。在
这个过程中，他一次次被人民英雄所感动，更为
生活在和平而强大的祖国而自豪。“我希望通过
我们的宣讲，能向当代年轻人传达珍惜幸福生
活、不断奋勇向前的思想，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记
住：以史为鉴，自强不息！”

新鲜血液让铁军精神传承

在“80后”成员牵头、“90后”成员成为主力
的基础上，“00后”的年轻人也开始走上红色宣
讲的舞台。

郑丽的儿子王伟程今年14岁。为了调动儿
子参与红色宣讲的积极性，郑丽邀请儿子共同
参加诵读革命家书的宣讲活动。刚开始，儿子
并不情愿，但在郑丽的耐心劝说下，他最终接受
了这次活动，与母亲一起诵读《胡孟晋写给妻子
的家书》。虽然只负责讲述家书的背景情况，王
伟程还是做足了充分准备，他上网查找了很多
资料，了解当时的背景，圆满完成了人生中首次
宣讲。回到学校，他自豪地与大家分享在活动
现场见到的革命先辈、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以及

对于那段历史的新感悟……
郑丽发现，儿子喜欢上了红色宣讲，会积

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相关活动。不仅如此，儿子
在学习中生活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郑
丽坚信，家书中流露出的“国危见忠臣”等精神
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孩子脑海中。“我相信，我的
孩子一定会是铁军故事的传承者。红色宣讲
有了像他这样的新鲜血液，铁军精神一定会代
代相传。”

“把新四军故事讲到百姓心坎里”
卢沟桥乡小屯村成立“铁军精神”红色宣讲团，面向全乡预备党员宣讲

““红色宣讲影响了红色宣讲影响了
大家的价值观大家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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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平精品有机采摘园从普通
采摘园发展到如今在京西小有名
气，宋淑惠坦言，与各级领导的全
力支持和园里100多名村民员工的
辛勤劳动和学习是分不开的。

“为了产出更健康的有机蔬果，
我们经常请农业专家上门指导，也
经常到区种子技术交流站参加各种
培训，学完了回来大家还会互相交
流。”宋淑惠清楚地记得，刚开始种
植蓝莓时总是不挂果，看着2000多
棵长不大的树苗，她很是着急，赶紧
联系了区种子技术站，邀请专家来
指导。专家根据问题给出了“药
方”，再经过村民的精心养护，现在

园里的蓝莓已经达到了果实满枝头
的场景，和园区里的精品樱桃齐名
获得了国家的有机认证。二十多年
来，在魏各庄人一直不断地努力与
种植实践中，园内又成功地增添了
四至五种蓝莓和樱桃，由于品种的
丰富性和口感的多样化，使得这两
种水果成了采摘园的“招牌”。

在采摘园里工作，有时候比自家
种地还要忙，赶上樱桃丰收季节，村
民们更是从早上5点忙到晚上8点。
但想到游客们的赞许，大家觉得再忙
也是值得的，“还蔬果原本味道，给大
家最健康纯正的口感，就是代表我们
最美乡村最好的名片。”宋淑惠说。

游客赞许游客赞许 再忙也值得再忙也值得
游客在采摘园里采摘有机水果。

村民们正在练习霸王鞭。

记者：宣讲团为什么用“铁军精神”来
命名？

毛政：我们乡域、村域拥有十分丰富的
红色资源，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工作者，我们
有责任统筹好红色资源、传播好红色文化。
我们守着新四军林，就更加有责任多角度、
多层次、全方位地讲好铁军故事、传播铁军
精神，因此我们的宣讲团就叫“铁军精神”红
色宣讲团。

记者：宣讲团的成立和宣讲活动给村域
带来了什么影响？

毛政：通过接地气的宣讲，我们把新四
军的故事讲到了百姓的心坎里。大家在无
形中受到了精神的洗礼，从而影响了价值观
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今，村民们的人际
关系愈加融洽，家风愈加和睦，村风也愈加
和谐。

记者：对于宣讲团的下一步发展，都有
哪些计划？

毛政：首先，我们准备进一步挖掘宣讲
素材，结合村域实际凸显亮点，力争实现“菜
单式”宣讲；其次，我们将进一步壮大宣讲团
队伍，培养和吸纳更多优秀的、年轻的宣讲
人才加入我们，从而让宣讲团“走出去”，进
社区、进学校，让更多的人听到铁军故事、感
悟铁军精神；再有，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宣讲
机制，积极开展宣讲效果测评，不断完善宣
讲内容，实现宣讲内容的优质升级。

“中国抗战成功，不愁无饭吃；抗战不幸失败，则大家都当亡国

奴。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能够想得远大些，能够原谅我……”11

月30日上午，在小屯村新四军林，“铁军精神”红色宣讲团的成员们正

在诵读新四军英雄袁国平写给侄儿的家书。他们的语句时而铿锵有

力，时而缓慢柔和，让听众不由自主融入书信，感受其中的大爱柔情。

铁军精神红色宣讲团授旗成立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