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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 立志在万里，一心报国最

为先。”

从军入伍，报效祖国，成为一名军人，

是我从小的梦想，因为我崇拜军人那坚韧

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我崇拜军人那奋

不顾身、顽强拼搏的信念，我崇拜军人那

青春洋溢、威严挺拔的气质，他们是我从

小就深深埋在心里的偶像，神圣的橄榄绿

是我一直的向往。

2015年，我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决定，那就是去当兵，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来到军营后我发现，这里跟我想象中的样

子完全不一样，部队常年驻地海拔5000多

米的西藏高原之上，一年中8级以上大风

的天气达200多天，最低气温低到零下40

度，年均空气含氧量仅为30%。“缺氧不缺

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是这里老兵们常说

的一句话，每当别人问到我：你一个土生

土长的北京孩子，为什么非要选择到这里

来当兵？我总是说：“在这里修炼心性、磨

炼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丰富自己

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是在其他地方无法得

到的。当，就当最好的兵，去，就去最艰苦

的地方！”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不负本

色不负梦想。”

2019年，作为一名退役士兵，我已经

参加了地方工作，3月的一个上午，我接到

了武装部的电话，“贺龙，你想不想参加阅

兵？”“想！我当然想！”可是我已经退出

现役，我还有机会吗？当得知是全国抽选

退役士兵组成预备役部队方队的时候，我

仿佛看到了我重回部队，行走在队列中的

样子。从最开始全国报名的4000余人筛选

到进入集训的1000余人，再到进入阅兵村

的400余人，再到最后正式上场的350人，

每一天、每一时、每一秒都有可能会被淘

汰。还好我是幸运的，我经受住了身体上、

思想上、动作上的种种考验。10月1日，当

我位于第三排第三名的位置，与众多战友

一起通过天安门前那96米128步的一刻，

我盈眶的热泪不禁流下，满腔的热血在我

心中流淌。

“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放心吧祖国！

放心吧人民！”

2020年，在疫情呈蔓延之势时，各军

种军医和护士火速动员，火速组织，火速

行动，除夕之夜紧急奔赴武汉参与抗疫。

此后，中国军队接手7天建成的火神山医

院，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给国人带来希

望。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我们的人民子

弟兵，假如没有穿上这身军装，他们还只

是父母眼中稚气未脱的孩子，但一旦穿上

这身军装，肩上担起的，就是祖国和人民

的信任。

从 革 命 英 魂 到 解 放 先 锋 ，以 及

千千万万为国献身的烈士，再到如今挺身

于危难之间的人民军队，他们从来都是最

可爱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也是最该

怀念的人！

作为曾经部队中的一员，我深感骄傲

与自豪，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够目

睹这一盛世是幸福的，能够亲历这一历史

是幸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

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

望。”我会始终以“退役但不褪色”的军人

姿态，秉承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为祖

国国防事业添砖加瓦，奉献终身！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强军梦 我的梦 我心中的国防”主题征文

编者按：“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今年是我区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

迎检验收之年。本报将陆续刊登双拥故事、“强军梦 我的梦”主题征文，着力描写各驻区部队积

极参与丰台区经济社会发展，倾力助推丰台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等方面建设等景象。

鱼水新歌

卢沟桥畔的这座小城
最早不叫宛平城

《丰台风情咏》诗歌选登

题玩芳亭诗（一）
王士熙

每忆城南路，曾来好画亭。

兰花经雨白，野竹入云青。

波影浮春砌，山光扑水扃。

褰衣对萝薛，凉月照人醒。

来源：《日下旧闻考》

题玩芳亭诗（二）
王士熙

何事春来好，城南尺五天。

地幽迷晓树，花重压重烟。

上客抛罗袂，佳人舞画筵。

晓来消兴熟，移坐曲池边。

来源：《日下旧闻考》

题玩芳亭诗（三）
王士熙

留客青春过，题诗碧雾寒。

乱莺穿舞障，轻蝶立回阑。

白日闲斟酒，清时早挂冠。

主人多雅兴，不觉玉卮干。

来源：《日下旧闻考》

遇“荐”好书

《但有温情在世间：爸爸丰子恺》
丰子恺女儿丰一吟深情回忆父亲，告诉你丰

子恺如何为孩子营造温馨之家，如何教育孩子学习

和做人。丰子恺被称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

术家”，他笔下的世界永远是那么的优美、素净、

恬淡，然而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却并不总是如此。

女儿丰一吟秉笔实录亲身经历，并走访父亲生前好

友，以质朴真挚的笔触还原了生活中的真实的父

亲。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位艺

术大师的性情涵养和气品气骨。书中配有大量的图

片、画作和手迹，图文并茂。

《从考古看中国》
《从考古看中国》是一部全面总结百年考古成

就、展示中华文明辉煌的普及性读物。全书分多元

一体篇和史料传承篇两部分。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邀请众多著名考古专家和著名学者联手

打造，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三星堆、金沙、

良渚古城、海昏侯墓等考古热点以及甲骨文、青铜

器铭文、清华简、睡虎地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

的内容和价值，全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

局、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展示了中

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华书局荐好书 西西弗书店荐好书

《纸的文化史》
本书以纸张的原材料和技术演变为线索，巨细靡遗又饶富兴味地探究纸张所及的各

个领域，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作者详细描绘了人与纸张的关系，思

考这些关系背后的关键价值。它不止是一部技术史，同时也是经济、政治、艺术和庶民的历

史。在电子媒体当道的今日，本书将帮助你重新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文化本质。

人天书店荐好书

位于北京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在中国抗战史乃至

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其地位之重要和名气之大不言

而喻，然而最早它并不叫宛平城。当地有首歌谣唱道：

“小小屯兵拱极城，城门三百三十钉，城上三百三十

个垛口，城内三百三十个兵。”说的就是宛平城。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为抵御李自成起义军进

攻北京，在卢沟桥东面建成了这座屯兵的桥头堡—

“拱极城”，扼守咽喉要道。拱极就是保卫皇上保卫

社稷的意思。《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卢沟畿辅咽

喉，宜设兵防守，又需筑城以卫兵。”拱极城“局制虽

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

据史料记载，牵头建设拱极城的是御马监太监武

俊，他受朝廷之命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开始修建

拱极城，崇祯十三年（1640年）建成。1981年8月，在

宛平城西门洞地下考古发掘出一块腰牌，上面的敕令

记载：“钦差分守真、

保、涿、易、龙、固等

处地方，详查台垣、

火具、清军募练兼山

西开采事务、督理拱

极城工，御马监太监

武俊。崇祯十三年三月

上吉日立。”

武俊到任以后，马上

开始着手修建“拱极城”。他

从设计、计算石材到抽调组建工

匠队伍，样样亲力亲为，以求人力和物

力达到最佳的修城状态。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又节省银

两，他除把收放钱粮、管工等要责委以专人外，还把所

有的账目一一详实记入账本，并亲自监督执行，从而

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很快建成了拱极城。

为了增强防御效果，城墙基础铺六层条石，上面

砌砖，内部填实黄土和碎石，顶上再铺面砖三层，墙

体紧凑而严密，防护性极强。建成后拱极城的城墙外

侧有矮墙垛口，上有望孔，下有射眼，垛口上还有一层

盖板。这样既可以掩体，又可以拒敌，敌强时可以据

守，敌弱时亦可出击。

由于建成于金明昌三年（1192年）的卢沟桥，是

当时永定河上唯一的桥梁，不仅是出入北京的咽喉要

道，还担负着沟通长城内外、联系各地的交通任务，

因此，新建成的拱极城及卢沟桥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

位，城东西两门与桥面为一直线，桥城相连，俨若雄

关，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明代赵宽《题卢沟晓月图》诗中写道：“银河半

落长庚明，城高万户皆鸡声。长桥卧波鳌背耸，上有

车马萧萧行。苍烟淡接平芜迥，沙际朦胧见人影。举

头一望天宇高，残月苍苍在西岭。”诗中描绘了当年

在鸡声残月中，车马萧萧、行人匆匆通过卢沟桥

赶往京城的繁忙景象，充分说明了卢沟

桥的交通要道地位。

拱极城的建设，就是为了屯

兵防守，因而它与普通县城区

别很大：拱极城规模较小,有

“斗城”之称，东西长640

米，南北宽320米，总面积

20.5公顷。没有县城的大

街、小巷、市场等设施；且

与一般县城设四门不同，

全城只有东西两门，东门叫

“顺治”，西门叫“永昌”，

并设有瓮城和城楼，属于军

营格局；整个城墙比较厚实、

坚固，主要是有利于拱卫京师。

到了清代，拱极城改名拱北

城，并把西门改称为“威严”。拱北，即

拱卫北京的意思。清朝在这里设有参将官署

衙门，位于城内正中路北，所设的参将职位是仅次于

总兵、副总兵的职务，统辖本部军士约1500人，紧急

状况下能调动外地驻军。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进入清代以后，城西及永

定河两岸商户逐渐迁居到城内，相继建起了酒肆、茶

楼、驿站和祭祀庙宇，小城再也不是单纯的军营格局

了，而成为了一座繁华的集镇。

拱北城改名为宛平城，还要从宛平县的历史说

起。宛平之名，取自《释名》“燕，宛也，宛然以平之

义”。宛平县历史悠久，从辽代开始设置。金贞元元年

（1153年）定都中都，宛平县与大兴县同为中都大兴

府的管辖县，宛平县辖西部，大兴县辖东部。元至元

二十一年（1284年），废除大兴府，置大都路，宛平、

大兴为其管辖县。明永乐元年（1403年)，此前设立的

北平府改称北京，行政上改为顺天府，辖宛平和大兴

两县。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

京，大兴和宛平成了附郭京县；到了清代，宛平和大兴

继续是附郭京县，仍然隶属顺天府，县衙署驻地均设

在北京城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第二年，南京政府

决定将北京改为北平，原属各县并入河北省。这样，

宛平县衙署就由北京城内迁到了卢沟桥边的拱北城

内，拱北城从此开始称为宛平城。

正是由于宛平城和卢沟桥的重要军事地位，宛

平县署迁到此地九年后，“七七事变”在此爆发。后

宛平县政府迁到了长辛店镇，仍隶属于河北省。1952

年7月宛平县制撤销，辖区划归北京市。宛平城及附

近地区现有卢沟桥、岱王庙、兴隆寺、龙王庙、宛平

县署等十多处古迹，并建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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