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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蝉歌》的空灵旋律率先

回荡，赏过神秘的侗寨风情，又被柳州

原创彩调剧《刘三姐》动人的山歌带到

秀丽山水间，《走北川·云朵上的尔玛》

则用悠扬的羌笛和欢快的口弦，呈现

“云朵上的民族”独特魅力……夜幕降

临，长辛百货的“长辛八点半阳台剧

场”带来一场文化大餐。

长辛百货因地处长辛店而得名。

这片被京广铁路和永定河河道夹击形

成的弧形地区，曾被誉为“北方的红

星”、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

两个月前，以长辛店大街和曹家

口路形成的T字区域为核心，19家区域

首店、9家文化创新型品牌门店集体亮

相。当时尚生活融入烟火日常，这片沉

寂多年的区域因城市更新再次闪亮。

再展风华

长辛店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朝，元

时称“泽畔店”，是进京过往旅客的食宿

之地。明清时期，这里是距北京城最近

的古驿站。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京

汉铁路的修筑和长辛店机厂的兴建，成

为近代铁路工业重镇。工人们住在老

镇，白天去铁路线另一侧的工厂上班。

1990年，长辛店撤镇，改称街道。

长辛店大街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

化街区，建筑古色古香，有清真寺、老

爷庙、火神庙等古迹遗址。“小时候，因

为有北京二七机车厂、通信工厂、618

厂，老镇特别繁华。”61岁的周健说，老

教堂曾是五金件厂；20世纪80年代，

人口聚集加剧了私搭乱建，儿时可以

走卡车的胡同只能容一人推一辆自行

车通过。之后，随着制造业的疏解外

迁，老镇日渐沉寂。

长辛店老镇的更新其实是一场

“复兴”。“从刚提出棚户区改造时一拆

了事到留住乡愁的更新，老街没有白

等。”曾在社区工作多年的周健直言，

“长辛店棚改难处在于产权驳杂，北京

能找到的产权归属一应俱全。”

此后多年，周健看着熟悉的老镇

棚改更新、重新规划、开工建设……直

到被国潮点亮，开启属于长辛店的“时

光宝盒”。“老镇还在，院子里的树还

在。老丁家院子改成食集，宣南书店

用了老房的砖，既增加了国潮元素，也

没有失掉老街的味道。”周健说。

2023年，老镇更新思路确定为“棚

改+城市更新”，丰台区联合专业设计

团队，用“绣花功夫”活化了这片青砖

灰瓦的历史街区。“老镇有一条主街38

条甬巷，空间肌理呈鱼骨状。”提起更

新，丰台文旅集团项目负责人刘玥麟

如数家珍。过去两年，为了让人流离

开主街穿透到巷子里，他们尝试打开

院墙，把一家一户的院落变成大社区，

同时精心为这片“样板区”选定了三类

商户：一是烧饼店、水果店、理发店这

类民生保障类商铺，多是本就扎根于

此的老商户；二是不愿意走的“共生

户”，通过外立面改造，规范化经营留

下来；三是引入比如人民咖啡馆、依文

的国潮体验店等新店。

“1.8万平方米不算大，但能逛两个

小时。”刘玥麟说。两年中，历史建筑

及老巷子、老院子、老铺子陆续得到修

缮保护。如今，长约1000米的步行街

已入驻商户40家。既有霸王茶姬、多

乐之日等知名连锁品牌，也有候汐陶

舍、东方花丝艺术馆、玩木盒子等文创

店铺。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街区营

业额76.53万元，街区客流量16.48万人

次；端午节期间，街区营业额56.93万

元，客流量6.77万人次。如今，老镇平

均每天迎来游客八九千人次，周末日

客流量更是高达1.5万人次。

长街向新

时光流转，在长辛店大街的“十

里槐荫”下，清真寺、工人俱乐部、老

爷庙、第二百货串联起长辛店大街民

族文化创新坊组团。既能看到20世

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干粘石商铺门

脸儿、80年代的包豪斯建筑，也可见

依文大师工坊等时尚新空间，青砖灰

瓦的传统建筑与现代国潮元素相得

益彰。

长辛店大街125号，一株百年香椿

树下有家文创小店。灰瓦白墙的门脸

最打眼处是两组里外分别漆成米黄、

墨绿的对开木框玻璃门，这是20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典型样式。“以前，这里

是个刻字社。”主理人甄博宇是老长辛

店人，做过平面设计、动漫、潮玩。如

今，他回到老街，注册了老街上第一个

自主开发的商标——“长辛店文创”。

店里文创大多与长辛店有关。拆

掉围墙后有些胡同口没了，胡同名制

成了怀旧贴纸；20多年前拍的照片和

不久前的照片，投映在一张卡片上，时

光叠影中今昔对比清晰可见；电风扇、

收音机等“长辛店记忆”小摆件做旧上

架。门店后院还有两排辅助房。甄博

宇准备在这里打造创意手作空间，引

进3D打印设备，让来这儿的人既能回

忆起当年的故事，也能按照自己的想

法打造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手作纪

念品。

在这条街上，把“国潮体验”做到

极致的是大师工坊。绒华坊就是其中

一家。宽阔的操作台上，各色绒条一

字排开。看到有客人进门，工作人员

放下手中正在制作的小飞猪，为客人

介绍起来，绒条不仅能做别针、发饰等

小物件，展示柜中还有不少动物和卡

通形象作品。

手工扎染是西南地区的特色。在

靛蓝村，极富设计感的拼花玩偶讨人

喜欢，想体验可以选做扇面、T恤、帽

子、抱枕，价格从几十元到二三百元不

等；湘西苗族采用幽蓝色绣线完成的

花朵图案，饱和度极高、光泽度极好，

制作成的胸针、耳饰让人过目不忘。

同属依文深山集市板块的“深山

动物园”，最鲜明的标签也是纯手工。

“这家店植入了游乐区，店铺所有装

修都是非遗全手工制作。孩子玩耍

时，大人可以在后边 EVE 咖啡店休

息。”依文长辛店国潮街区大师工坊

门店的主理人吴琼说，整个街区有 9

家大师工坊店铺，是依文非遗板块最

集中的展示。

除国潮外，还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走到长辛百货门口，能闻到一层超市里

飘散的榴莲香。老街更新后，超市同步

升级业态，改名“长辛市集”。这个五六

百平方米的超市，每天营业额3万元起

步。大到入口处的布置，小到犄角旮旯

的复古花砖，都是别样的精致。

“这里既有文化气息，也有烟火味

道。”去年来老街工作的杨钧培渐渐摸

清了它的“脾性”：羊汤馆凌晨4点开始

熬汤，正午就关门；手擀面20元一碗，

不仅能续面还可以续卤；老爷庙吉福公

社里有珠宝文创，还和国潮中心边上的

汉服照相馆联动，完成取景拍摄。

涵养未来

与长辛店大街相交的曹家口路是

一条新街，是街区向新的重要载体。

在建筑特色上，既有霸王茶姬的拱形

连廊，又有宣南书店的斜脊，依文时尚

中心的光电大玻璃……不同年代的元

素拼贴组合在一处。

曹家口路北侧的“长辛食集”中，

几家开在老居民房里的饭馆颇有特

色。最东头的好好烤肉占用了两间老

北房，在房前三棵老树下摆上桌椅，像

在家一样放松。傍晚时分，已迎来三

三两两的客人。

主理人谢丹来自新疆，最懂得烤

肉的门道，曾在清华五道口、三里屯开

过酒吧和西餐厅。长辛店是他再次创

业的起点。30多平方米的室内空间、

七八十平方米的外摆，员工不过三四

个人。“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开业半

年，生意不错，他坚持不做外卖，因为

“鲜肉现烤才好吃”。

为什么选择长辛店？谢丹坦言，

租金是开店最大的成本，长辛店有低

租金的办公区生活区，给了他东山再

起的机会。每天从中午开始穿串儿、

擦黑儿上客、半夜收工，日子过得很充

实，跟不少客人处成了老朋友。“客流

不错，收入也还行，晚上尤其热闹。”谢

丹说。

“城市更新代表着新的城市生长

方式。不仅是一条街道的改造，更是

新的人群、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的创新

性成长。”丰台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月

虎说，现在的长辛店有老居民、有产业

空间，能解决本地就业，“我们希望围

绕着‘前店’，做新的生产空间，可以是

体验店、展示空间，也可以是产品研发

与销售空间、全国培训中心，连通产业

上下游、线上和线下”。

“长辛店老镇复兴行动计划”启动

在即。其中，二期将启动建设北关文

旅核心区，打造集文化展示与消费体

验于一体的核心引擎，释放5000平方

米产业空间并提供免租期、创业培训

及配套设施共享等政策，打造“文化共

融、设施共享、活力共生、产业共赢”的

开放式共生社区。三期则向南拓展至

永济桥—南关片区，最终实现老镇业

态多元融合、历史肌理延续、民生服务

优化的整体复兴目标。

“长辛店有辉煌的过去，希望通过

更新成为传承文化、职住平衡、符合当

代需求的市镇。”刘玥麟说，今年推出

的长辛扶摇计划 3.0 版，即长辛共生

club创新创业者联盟，就是为了让老

街与时代同频，与创业者共鸣，“希望

聚集更多创业者、刚毕业的年轻人，为

未来发展积蓄力量”。

长辛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

将越走越好。

（原文刊载于《经济日报》）

长辛店上新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刘波）近日，东南

街社区安全管家在

日常“六巡一问”中

发现，福康里胡同口出现污水外溢

现象。污水从胡同里顺着台阶流到

了社区主要道路上，不仅散发难闻

的气味，影响环境卫生，还致使路面

湿滑，影响居民出行安全，存在极大

的安全隐患。

东南街社区“三尺巷”工作室收

到安全管家反馈后，立即启动响应机

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街道城乡

办，城乡办协调施工人员赶赴现场进

行处置。经现场初步勘察，施工人员

发现井内污水未向污水管道内流，随

即对污水井及管道进行了维修。本

以为污水外溢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在

两天后，社区安全管家发现，还有污

水从台阶砖缝中向外溢出，社区干部

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再次“吹

哨”街道城乡办。

施工人员来到现场后，社区书记

和施工人员再一次进行了细致勘察。

施工人员破拆路面，社区工作人员根

据周边居民家实际情况，为施工人员

指引了管道走向，经过一系列排查，

确定是胡同方井下污水管道堵塞导

致的外溢现象，向施工人员建议疏通

方案。社区书记将现场情况上报后，

城乡办紧急调配疏通车。随即，施工

人员与疏通车紧密配合，对堵塞管道

进行高压冲洗、清掏作业。整个过程

中，社区干部与安全管家全程跟进，

摆放锥桶，做好安全隔离措施，协助

维护秩序，引导过往居民绕行，并向

周边居民做好解释工作。

经过一下午的紧张作业，污水管

道被成功疏通，施工人员又对胡同路

面及井口周边进行了修复，下午六点

左右，维修工程彻底完工，胡同口恢

复干净整洁，居民出行重归顺畅。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季弘）近日，北大街北

里社区一项充满创意

的文化惠民项目——

“漂流书屋”落地，成为居民热议的暖

心话题。这些色彩明快的小书柜散

布在小区花园、楼道转角、健身广场

等公共空间，无需借阅证、无需押金，

居民可自由取阅、捐赠书籍，让图书

在传递中焕发新生。

丰台街道北大街北里社区内多

为老旧小区，既有部队院，又有回迁

楼、商品房、家属楼等，属于典型的混

合型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里社

区内老人和小孩占比不断增多，该部

分人群对传统的纸质书籍阅读需求

逐渐增多，为了满足社区600余户居

民之间的交流和共享需求，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北大街北里社区打造了

“漂流书屋”。

走进社区，一座形似小木屋的漂

流书柜格外醒目，柜内整齐摆放着文

学名著、儿童绘本、养生指南等各类

书籍。书柜侧面“带走一本，留下一

本”的标语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早

上买菜时放了两本旧杂志，下午就被

人换走了，这种形式特别有意思！”居

民李阿姨笑着说道。社区工作人员

介绍，书屋运营一周已收到捐赠图书

200余册，科幻小说和育儿类书籍最

受欢迎。

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漂流书

屋”灵感源于居民微信群里的旧书

置换活动，“很多家庭有闲置图书，

与其当废纸卖掉，不如让它们继续

发光发热。”

街镇    成寿寺街道

街镇  南苑街道

这儿变美了

地点  槐房南路

整改前
整改后

地点    成寿寺社区

7月2日，本报刊发了关于南苑

街道槐房路与槐房南路交叉路口向

西 100 米处积存垃圾问题的报道，

指出该路段南侧主干路垃圾清理不

及时、环境卫生维护不到位等情况，

影响周边市容环境和居民生活品

质。经相关部门组织整改，目前该

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经检查，成寿寺社区 18号院 2

号楼二单元1—12层楼道存在堆物

堆料问题。

这儿还 不美丽

未诉先办

污水外溢困扰居民
社区“吹哨”快速解忧

老旧小区新增“漂流书屋”
居民有了新去处

长辛店街道

丰台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刘晓雅）欣葆家

园小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小区的中水水箱出现裂痕，有损坏迹

象。中水水箱的正常运行关乎居民的

日常生活用水，如出现问题，不仅会给

居民用水带来不便，安全隐患也随之

增加。工作人员考虑到问题的严重

性，立刻将现场情况拍照记录，并上报

葆台村委会。

葆台村委会主任第一时间联系物

业安排维修人员到现场查看。维修人

员携带专业工具对水箱进行全面检

查，发现水箱内里损坏程度较为严重，

已无维修价值，需更换新水箱。

葆台村立即将此事上会研讨，

会上经过深入探讨和分析，最终决

定对欣葆家园小区中水水箱进行更

换。因更换水箱工程涉及拆除旧水

箱，工期较长。但为了减少对居民

用水的影响，葆台村和物业与第三

方公司积极沟通协调，最终成功将

工期缩短至四天。进场施工前，物

业在小区公告栏和各单元门口张贴

了更换水箱的通知，向居民阐明更

换水箱的原因。

随后施工人员正式进场施工，他

们先将老旧水箱进行拆卸、清洗内部

结构，最后安装新水箱。整个过程施

工人员严谨细致，物业和三方公司配

合紧密，保证施工计划顺利推进。历

时四天，水箱终于更换完毕。居民们

纷纷为此点赞，并对村委会及物业的

高效办事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老旧水箱换新 居民用水安心花乡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