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台“东铁匠营”的沧桑岁月
丰台东铁匠营是明、清时为皇帝打造兵刃和铁器的地方，

因其在京城南郊王佐乡铁匠营的东边，故名为东铁匠营。在
明代民间制造兵器，有师傅传授徒弟、代代相传。长此以往，
铁匠们都带着自己家眷居住于此。到了清末，冷兵器逐渐退
出了战场，铁匠们也就不再打造兵器了，铁匠们的制作工地也
就成为民居，俗称为“铁匠营”。

早年间，在如今的丰台区境内，以铁匠营命名的地名就有
六个：铁匠营、小铁匠营以及东、西、南、北四个铁匠营，其中面
积最大、名气最响，且地名保留至今的要数东铁匠营。

清朝末年，铁匠打造的兵器日渐稀少、生意萧条，东铁匠
营一带便成为荒郊野外，只有众多的坟茔。当时有名的有贾
家坟、于家坟、王家坟、谭家坟和三亲家坟等。坟周围住着不
多的人家，他们主要也是为了看坟。为了吃住，他们在这里盖
起了简陋的房屋，在坟地空隙间种菜种粮。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又有不少外地逃荒的人不断地来到这里居住、生息，逐渐
形成了村庄。

清朝时期，在东铁匠营不远处，除了坟茔外，还有一些为
清朝皇室烧砖的人家，其中有南窑、刘家窑、三盛窑、燕家窑
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坟茔、砖窑早已不复存在，只是南窑、刘
家窑、毛家窑、三亲家坟等作为地名留存下来。新中国成立

前，这里还修建了许多寺庙，有东铁营大庙、隆喜寺等，现在早
已荡然无存。

历经沧桑岁月，东铁匠营的名字沿用了下来。1954年7
月北京市将东铁匠营、左安门、蒲黄榆3个乡合并，成立东铁
匠营街道办事处。如今的东铁匠营街道西北分别与西罗园街
道接壤，东北分别与方庄地区和东城区交界，东南分别与南苑
乡、大红门街道和朝阳区相连。1954年后，为改善市中心环
境，将城内一批工厂，相继迁至此地，使这里成为以化工、油
漆、制药、皮革、木材、机械制造为主的小型工业区。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东铁匠营也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见证了北京城发展的历史：东铁匠营
新兴贸易街市场成为北京市第一个职工自立市场；由首都个
体劳动者集资建成的光彩体育馆便坐落在东铁匠营的西侧；
以“同仁堂”为首的众多企业发展迅速；上世纪九十年代，赵公
口长途客运站更是给东铁匠营增大了知名度。

东铁匠营街道位于丰台区最东部，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地区。如今，随着南城的改造，一些对空气环境有污染的工业
企业逐渐迁出。东铁匠营一带逐渐成为适宜居住的小区，高
楼林立、车水马龙、树绿花香，早已没有了当年“铁匠”聚居时
萧瑟和杂乱的历史旧貌。 （耿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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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长辛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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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大会，遭到了反动军阀的阻挠，代表们义愤填膺，经商
议，决定举行京汉铁路总罢工以示抗议。狡猾的吴佩孚
暗中调兵遣将，2月7日凌晨，在工贼谢德清的引领下，赵
继贤以突然行动的方式，逮捕了史文彬等多数工会委
员。天亮了，愤怒的工人们在葛树贵的带领下，前往火神
庙，向反动当局要人。

“放屁，你们还想要人，小心把你也抓了。”赵继贤不
耐烦地打断了葛树贵的话，在他个人经历中，何曾正眼瞧
过这些工人。

葛树贵急红了眼，举着手中的大铁锤，就往庙门口
冲，边冲边喊：“工友们，别怕，往前冲啊，他们有枪，咱们
有血，他们用武力，咱们也用武力，咱们不怕他们。”

“冲啊，拉开战线跟他们干。”陶宗汉挥舞着大旗，辛可
红仗着年轻率先冲了上去，两股人流碰撞在一起，地方本
来就狭小，刺刀根本施展不开，士兵们竟有了向后退却的
意向。赵继贤慌了，从腰里抽出指挥刀，刀尖向上一扬，这
是一个信号，只听“啪啪啪”几声枪响，士兵们开枪恐吓了，
继而枪声响成一片，子弹擦着工人们的脑袋“嗖嗖”地向上
飞去，打得大街两旁的瓦片劈里啪啦地直往下掉，枪声好
比点燃了炸药包，工人们心中的怒火更加难以抑制了。

“工友们，夺他们的枪啊。”陶宗汉向工友们喊道。而
率先冲上去的辛可红更像是一头猛虎扑向了士兵，赵继
贤向后倒退了两步，一梭子子弹打向了辛可红，他当即中
弹倒地。

“可红。”陶宗汉急红了眼，他想找那些刽子手拼命。
然而就在他要往前冲的一刹那，却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拽
住了。

“宗汉，你回来。”葛树贵叫住了陶宗汉。
“师傅，可红他们已经……我要为他们报仇。”
“所以你更不能去，咱们不能都死在这儿，留下根才

好报仇，一定要记住师傅的话。”葛树贵用力地拍了拍陶
宗汉的肩膀，眼看着年轻的辛可红倒下了，葛树贵心如刀
绞，他夺过陶宗汉手中的大旗。

“兔崽子们，老子跟你们拼了。”大旗一扬，葛树贵率
先冲上前去。

“呯”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入了葛树贵的胸膛，他
的身子一趔趄，血殷红了前胸，他努力支撑了一下，最终
倒了下去。

“师傅。”陶宗汉狂喊一声，就要死命往前冲，另外两
名老师傅手疾眼快地抱住了他。

“宗汉，听你师傅的。”
这个时候，赵继贤调来的马队赶到了，于是火神庙前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骑兵们挥舞着棍棒，一下就把工
人的队伍给冲散了……就在同一天，在汉口江岸也发生了
大屠杀，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大律师施洋等三十多人
牺牲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 （未完待续）

“防控措施要跑在疫情发展前面。”
新一轮疫情大考，考的是担当，是应对处置的速度，是统筹调度的能力。

支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智先临危不乱，带领党委班子率先签署防疫责任书，第
一时间启动一级响应。特殊时期，他们坚定地站在一线，落实好“员工为本、客
户为尊”的文化理念。

“丰台支行660名员工，要有必胜的信念，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行动要快、
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10天内，他组织了9轮员工及家属接触风险排查，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和营
业网点、办公场所全面消杀；召开6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制定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业务稳健运行；他与隔离员工视频畅
谈，一起在线上PK厨艺、练习八段锦，将画满笑脸、写满祝福的口罩送到员工
手中，给大家加油鼓劲儿。

万年花城网点的武汉姑娘蔡蒙晨，和家人两地战“疫”，共同守护这个大
“家”，“热干面”这么坚强，我们“炸酱面”也一定会顺利渡过难关。

““画画””说新发地战说新发地战““疫疫””守门人守门人
6月11日，北京在连续56天无本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后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一时间，身处“震

中”的工商银行北京丰台支行进入战时状态，辖内28家网点中26家位于中高风险地区，4家被迫停

业，病毒来势汹汹、人心惶恐不安，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全国看北京、北京看丰台。

图为工行北京丰台支行员工用画笔记录的凝心聚力图为工行北京丰台支行员工用画笔记录的凝心聚力、、共同战共同战““疫疫””
的工作场景的工作场景。。

“越是危险，越是靠前指挥！”
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每一位工行人为客户提供卓越金融服务、为首都安

全稳定作出贡献的初心始终不改！
新发地市场封闭后，王智先紧急安排科东网点承接新发地客户业务，确保服务

不断档，为30户商户发放9000万元普惠贷款。某蔬菜供应商贷款到期，负责人邹女
士因隔离无法到店还款，支行通过远程指导，帮她足不出户办理了线上续贷130万
元，邹女士不禁感慨：“他们真是兵贵神速，工行真是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王智先明白，肩负丰台区人大代表和总行级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两份荣誉的分
量，他带领大家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担当。发挥金融科技力量，配合丰台区财政、卫
健委完成2.7亿元应急资金拨付，为7家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保障企业紧急审批贷款
2.8亿元，为230多家单位上线工行“智慧战疫”产品；为封闭的医院、部队提供上门服
务；组织40名青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

他们在烈日下站岗，黝黑的脸上晒出了雪白的口罩印；
他们在柜台里坚守，双手被手套捂得又红又肿；
他们的战“疫”事迹，被《北京日报》《金融时报》《工行通讯》等媒体刊登，并通过

“工行北京”“丰青online”等公众号报道，展现了工行众志成城的强大正能量。

“工行温度点亮客户信任，工行速度赢得客户口碑。”
“7月20日，应急响应级别下调至三级；8月15日新发地市场复市开工。”
作为支行“守门人”，王智先恪尽守土之责，确保了全体员工零感染，保持了经营

发展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支行拨备前利润超额完成序时任务，存款、贷款增量均好
于去年同期，发展根基和韧劲不断增强。

在网点调研时，王智先和员工们一同畅想，疫情结束后想干什么？
有的说，想约网点的战友畅快淋漓地吃一顿火锅；
有的说，想陪着家人去大自然来一场深呼吸；
有的说，想摘掉口罩，用更美的微笑为客户提供更暖心的服务。
经历磨练的丰台支行，必将坚定落实党中央“六稳”“六保”工作要求，践行优化首都

营商环境的大行担当，在发展的新时期，共同点亮工商银行更加辉煌的未来！ （任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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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志刚

商、周时代，丰台地区属古北京——蓟城的郊野。秦
时置蓟县。汉代，蓟县南一度置阴乡(阴顺)县，治所阴乡城
在今丰台镇南葆台一带。至唐建中二年(781年)，析蓟县西
界为幽都县。今丰台区中部(卢沟桥乡和花乡)属幽都县，
东部(南苑乡)属蓟县。辽会同元年(938年)，改蓟县为蓟北
县；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蓟北为宛平和析津，丰台地
区大部分在宛平境内。金贞元元年(1153年)又改析津为大
兴。同时，在今右安门外凉水河以北的辽南京城旧址建中
都城。元代，大都城址北移，当时丰台地区东部（南苑乡)
属大兴县，西部北公村以南属良乡县，中间大部分属宛平
县。明代，今丰台区的南苑乡地区属大兴县，西部王佐镇
北部及大灰厂一带属房山县，王佐镇南部属良乡县。清
末，丰台镇以东、大红门以北划为城属区。

民国初年，北京城属郊区设东西南北四郊行政区，今
丰台区东部分属南郊和东郊，中西部分属宛平县、房山县
和良乡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今南苑乡大红门以北
属北平市郊三区，以南属大兴县；今丰台地区的魏家村—
大井前街—丰台镇—六圈—大葆台为宛平县东界，以东属
北平市郊四区。西部王佐镇北部、大灰厂属房山县。王庄
—怪村以南属良乡县。

1948年12月14日，丰台和长辛店解放。1949年1月，丰
台、长辛店、南苑及附近地区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划归北平
市，并相继建立区级人民政府。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原
郊三区和郊四区也建立了区人民政府。丰台区初建时范围
包括原宛平县特区(丰台镇)和一区的南部，区政府设在丰台
镇。长辛店区是原宛平县二区地界，区政府设在长辛店
镇。南苑区范围是南、北大红门之间的地区，区政府设在南
苑镇。郊三区和郊四区人民政府分别设在永定门关厢和白
云观。王佐镇地区属良乡县。1949年4月，北平市统一划
区，共划分32个行政区。原郊三区划为第十五区，郊四区为
第十六区，南苑区为第二十三区，丰台区为第二十五区，长
辛店区为第二十六区。同年6月，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将
32个区改划为26个区。原第十五区与第二十三区合并成第
十四区，原第十六区南部并入第二十五区成为第十五区，原
第二十六区改为第十八区。1950年6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
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撤销建置的北京市第十八区(长
辛店)，并入第十五区。同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郊区
名称与城区衔接，原第十四区(南苑)改为第十一区，第十五区
(丰台)改为第十二区。1952年7月，又决定将第十二区改为
丰台区，沿用至今。 （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丰台区是首都中心城区和核心功能承载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莲花池是燕都蓟城重要的水源
地，金中都的辉煌拉开了北京建都史的序幕，南苑是元明清时期北京最大的皇家园林。“北方的红星”——长
辛店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卢沟桥、宛平城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丰台还是我国航空航天事
业的发祥地。为弘扬丰台的历史文化，开设“志说丰台”专栏，介绍丰台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红色文化、建
设成就等，讲述多姿多彩的丰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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