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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验“挂票” 还能定制“公交月票”能体验“挂票” 还能定制“公交月票”

原创志愿主题话剧首演 再现窦珍精神
本报讯（记者 原梓峰）一座“连心桥”，承载

了窦珍老人11年凡人善举的精神，一支志愿服务队

伍，用9年时间向人们展示“窦珍精神”根植右安。

为充分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志愿精神，推进

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12月1日，由丰台区右安

门街道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共同推出的原创话剧《向

光而行》，在首都医科大学报告厅展演。跌宕起伏

的剧情，吸引了前来观看话剧的每一位观众。

连心桥上，一位老人拿着扫帚，一点点扫着桥

上的纸屑和落叶，原本佝偻的身躯，此时此刻却显

得如此高大；身穿蓝色马甲的志愿者们，在导医台

前耐心地为病人答疑解惑，在火车站里细致地为路

人指引方向，在独居老人家中暖心地问候着他们的

生活起居……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场场动人的故

事，牵动着每一位在场观众的心，他们时而微笑，时

而流下热泪。

“演员们把我们的日常工作真真实实地搬到

了舞台上，作为其中一员，我感到特别自豪，也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能加入到志愿服务当中来，共同建设

我们的美好家园。”右安门窦珍志愿服务联合会芦

婉华说。

“看过话剧之后，我深受触动，原来我们身边

一直有着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地奉献自己关爱社会，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将尽我所能服务社会，把

志愿精神传递下去！”首都医科大学学生22级生物

工程学生陈哲浩表示。

窦珍是右安门街道的一位退休老人，从2002年

起一直坚持义务清扫辖区内的一座“连心桥”，他热

心公益、关爱他人、心系社会。老人离世后，他的精神

得以传承和发扬。在右安门街道的倡议组织下，以老

人之名命名，成立了“右安门窦珍志愿联合会”。从

此，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在家庭……志愿者们让

“窦珍精神”逐渐传播开来。他们坚持立足新时代、

展现新作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他们用自己的纯净热忱，引导着人们向光而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向光而行》用

话剧的形式，进一步彰显了志愿精神时代特点，传

承和发扬窦珍精神，同时体现了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向光而

行》话剧导演乔英杰说。

“看完《向光而行》这个话剧，真的十分感动，

可能扫桥这件事情不算大，但是十年如一日地干这

件事真的需要很大的决心与敢于奉献的精神。青

年亦当如此，我们应该去传承这个优秀的传统美

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

更应将奉献精神融入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让首

医蓝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窦珍精神就像是一

束光，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光而行，将青年的力量汇

聚在这束光中，让这束光变得更加明亮。”22级中

医学学生刘照洋说。

作为丰台区志愿服务的写照，话剧《向光而

行》的成功，是对广大志愿服务者及他们开展的活

动的肯定，进一步擦亮了丰台区的服务品牌。

右安门街道将以此为基点，立足地区，丰富辖

区文化服务资源，大力培育和壮大基层文化服务队

伍，引导地区文艺爱好者不断创作出具有右安门特

色的优秀文艺作品，参与地区建设，为居民提供更

加充实、丰富、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地区

高质量发展。

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代表、志愿者代表、首都

医科大学及其他中小学学生代表共400余人观看了

本场演出。

本报讯（特约记者 孙宏阳）京城第一辆有轨电车、“大鼻子”道奇、铰接式无轨电车、黄河通道……不同年代的经典

公交车型，集体“穿越”到我们身边。12月1日起，位于丰台区莲花池西里29号的北京公交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试运行），

6000余件藏品讲述北京公交百年故事。观众可以体验当年的“挂票”，亲自踩响铛铛车，还可以“定制”公交月票。

 有轨电车分一等座二等座

走过一扇复古的大门，时空瞬间转换，来到20世纪20年代的老北京街头。“您的左前方，静静立着一个锈

迹斑驳的车轮，足有400多斤重，这是北京城第一代有轨电车车轮的实物。在您右侧，一辆有轨电车正在从一

间旧式厂房中驶出。”随着讲解员的讲述，50位观众开启了怀旧之旅。

“这车复刻得太逼真了，复古、好看！竟然还分一等座、二等座。”观众们纷纷登上一辆钢木结构有轨

电车，端详着每处细节，并在讲解员的指引下，踩响铛铛车，聆听百年前回荡在北京城的声响。

北京公交馆展陈面积5000平方米，馆藏物品6000余件，包括主力公交车型16辆，互动区域10余个。

其中，人气最旺的，要数16辆不同年代的仿制大公共。

大鼻子道奇，挂着1路（前门-交道口）的车牌；“京一型”铰接式无轨电车，蓝色、米色相间，木质座

椅、木条地板逼真还原；“五七型”公共汽车，1958年起投入运营，是公共汽车国产化的起点；最勾起回

忆的是“黄河通道”，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主力车型，用黄河牌卡车底盘制造，由此得名……

“这么多大公交，怎么搬进展馆的？”一位小朋友不解地问。讲解员雷超介绍，实车展陈区中

的大公交，是在施工过程中用牵引车拖入展馆内，属于边建馆边布展。

 可自拍头像“定制”老月票

勾起市民回忆的老物件还有许多。走进“百年回忆 车票记忆”展区，一整面墙上展示出

各个年代的公交车票，每张泛黄的车票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在不远处的电子设备上，观众

还可以自选身份，自拍头像“定制”一张老月票。

一扇扇橱窗、一个个展柜中，售票袋、售票板、划票用的红蓝铅笔、铜哨……都成为

时代的见证，这些注明了“捐赠人”姓名的藏品，都是老一代公交人的“宝贝”。

还有一些藏品，观众甚至没听说过。比如拉钩站牌，在站杆顶端设有圆形铁

牌，双层铁牌中间夹一铁质弯箭头，红底白字写着“末班车已过”。每晚由末班车售

票员用钩杆拉出，次日头班车售票员负责挑回。这个特殊“发明”，用到了上世纪

50年代末。

“快来给我拍张照！太好玩了。”只见一辆有轨电车车屁股上“挂”着四个

铜人，观众可以站在指定位置拍照，体验老照片中的“挂票”。

 一座公交馆，半部交通史

除了复古风，公交馆里也不乏炫酷科技。在模拟驾驶区，观众可以坐

在屏幕前，体验“驾驶”公交车。在沙盘展示区，光影变换间，公交线路在

观众脚下编织，从一条线到一张网，闪耀整座北京城。“北京公交发展

太快了！看得人心潮澎湃。”一位观众感慨万千。

“我的姥爷就是公交人。看到这些老物件，太亲切了！红白配色

的大通道车，年轻那会儿天天坐。”今年65岁的方先生说。

一座公交馆，半部交通史。馆内展览设置5个时间线索和8个

专题板块，讲述北京公交的起源和运营状况、战乱中艰难探索、

解放后重获新生、“修复百辆车”“五七型”和“京一型”研制成

功、绿色公交环保初探、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事件。

试运行期间，北京公交馆实行

电话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北京公交馆每周二至周五采取集

中参观方式，上午10时集体进馆参观，

11时30分结束，下午3时集体进馆参观，4

时30分结束，参观中有讲解员全程讲解。

每周六采取自由参观方式，上午9时至

11时，下午1时至3时开放。其中，上午9时30分、

下午1时30分有讲解员介绍服务。

当前正处于试运行阶段，每个时段开放
50个参观名额，约满为止。目前预约人数较多，

为方便预约，公交馆停用了前期的分机拨号，开通

了直拨号码63961826。新的预约系统正在调试，将

于近期上线，为广大市民提供更便捷的预约服务。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29号北京公交调

度指挥中心西侧。

自驾车路线：西三环由北向南过莲花桥出主路，驶

过过街天桥后右拐进入莲宝路，第一个红绿灯北侧。本馆

无停车位。

乘车路线：地铁9号线、10号线六里桥B2口出，向北步行

15分钟。或乘坐52路、473路公交车马官营西下车，向东步行1

分钟。

参观信息

莲花桥旁 北京公交馆开展莲花桥旁 北京公交馆开展

丰台区首家“类博物馆”
正式挂牌

本报讯 11月30日下午，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

相关负责人、北京博物馆学会专家来到北京草桥插

花艺术博物馆开展“类博物馆”验收挂牌工作。

按照中宣部、国家文物局等九部委发布《关

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北

京市文物局于2023年3月31日启动2023年“类博物

馆”挂牌开放培育工作。经过专家组实地考察、现

场指导、审核申报材料及专家组现场验收，北京草

桥插花艺术博物馆作为丰台区首家“类博物馆”正

式挂牌。

插花博物馆执行馆长贺金鑫结合中国插花文

化的历史沿革与当代发展，介绍了北京草桥插花艺

术博物馆的建馆背景、使命愿景和近年来取得的

工作成效。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钟自然山川之灵秀，

寓世间万象之精华，形成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

艺术形式，其魅力就在于既有对东方审美中道法自

然的深刻表达，也有对人间烟火寄情美好祝愿的

生动诠释。2008年，传统插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花乡花木集团作为首都绿

化行业标兵，充分听取王莲英、秦魁杰等中国花卉

界泰斗级专家的专业学术建议，完成了对北京草

桥插花艺术博物馆的投资建设。自建成以来，围绕

收藏插花历史文物、弘扬中国传统插花文化、展示

插花艺术魅力、研究插花艺术价值等开展多项工

作，多次举办花卉展览活动及大型插花赛事活动，

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工匠学院建设等工作，同

时在社区及周边打造了以花卉文化为基础的插花

艺术交流平台。

专家组对北京草桥插花艺术博物馆在传播插

花艺术、传承中国传统插花文化方面所作的努力

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一些建

议，如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互动体验、开发相

关文创类产品以实现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等。

北京草桥插花艺术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插花

为主题的博物馆，是为大众服务的永久文化机构，

具有展示、典藏、科研、教育、服务等基本功能。曾

举办2015年北京·漳州水仙花文化艺术展，开创百

人挑战百米中国传统插花世界纪录，承接外事接

待插花活动、2015年“九三大阅兵”天安门城楼花

卉布置任务、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插花花艺

馆布展等重要工作，连续举办五届中国杯插花花

艺大赛，并定期开展插花花艺师等级认定考试及

培训工作。 （玉泉营街道）

本报讯 12月1日，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交控科技”）助力下的武汉市轨道交通5

号线起点调整工程（以下简称“5号线调整工程”）

与5号线工程顺利实现了贯通运营。

5号线调整工程线路全长2.61公里，均采用高

架敷设，全线设车站2座，分别为红霞站、黄家湖

（武科大）站，与既有5号线贯通运营后，线路全长

37.7千米，车站27座。该线路周边有湖北中医药大

学、武汉工商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武汉交通职业

学院等多所高校以及多个居民小区，高校师生和

周边居民约20万人。本次与5号线贯通运营后，黄

家湖大学城的学生从武汉高铁站的东广场站乘坐

地铁可直达到校，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他们的出行，

也为周边市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交通选择。

武 汉地铁5号线 采用交 控 科 技 提 供的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运行系统（FAO，俗称

“无人驾驶”），5号线调整工程是首条FAO贯通线

路。项目面临诸多挑战，作业时间紧张、调试难度

较大。但是，交控科技的项目团队勇往直前，不畏

困难。为了确保既有线路的运营安全，新线的调试

作业只能在5号线一期运营结束后的“天窗作业

点”进行。尽管如此，项目团队在武汉地铁、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铁四院(湖北)工程监理的指导下，

科学、合理地制定了动车调试方案，优化了测试顺

序。通过提前拉平版本，减少既有线接口站升级回

退次数，降低对既有线运营的风险，提高新线调试

效率。最终，项目团队按时完成了节点任务，得到了

业主和相关单位的肯定与赞扬。

游玩信息

五洲植物乐园
对本月生日的游客免费

交控科技助力武汉
5号线全线贯通运营

五洲植物乐园在本月为小鹦鹉们

举办一场生日宴会，宴会时长持续一

个月。

特意邀请12月份出生的大、小朋友

们前来参加鹦鹉生日宴会。

在整个12月内凡是出生日期为12月

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持相关凭证可免费

参观五洲植物乐园。

右安门街道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共同推出的原创话剧《向光而行》正在演出。右安门街道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共同推出的原创话剧《向光而行》正在演出。原梓峰 摄原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