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遍了世界名城， 我还是最爱
我的北京！” 北京城， 在北京人心目
中， 有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北京人
之所以深深地眷恋北京城， 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是， 北京有极为丰富的历
史文化渊源。 一村一舍， 皆有来历；
一草一木， 关乎民风。 为了给北京人
留下永久的牵念， 近年来， 北京的一
些乡村开始进行系统的乡情村史整理
收集， 产生了一批系统记录 “乡愁”
的文化名村。 劳动午报记者近日深入
这些乡村， 探询北京文化的老根儿，
倾听乡亲们诉说他们的源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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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朝阳区半壁店村乡情村史陈列室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丰台区大瓦窑党史馆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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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依通惠河畔， 现在
位于高碑店乡西南 。 辖区总面积3.63平方公里 ，
下辖五个自然村， 户籍人口2708户， 5320人。 今
年5月， 半壁店村乡情村史陈列室建成并向公众免
费开放， 让走进来的人们了解到了村中的历史、
发展和风貌。

7月9日， 记者来到半壁店村乡情村史陈列室
参观。 这间设置在地下空间的陈列室， 内容包括
千年古村、 复兴之路、 未来更美好三个部分。 和
其他村史馆不同， 半壁店村乡情村史陈列室有着
自己的特色。

在这间陈列室中， 不仅能够看到包括马车 、
脚踏风琴、 放映机等老物件， 全息投影这样的高
科技也被应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搭建的
一些仿真场景更让参观者能够穿越时空， 了解村
中过去的人和事。 一座写着德寿堂的小楼便是其
中代表之一。

说到德寿堂， 有些人或许很耳熟。 但是很少
有人会知道， 这间落户在珠市口西大街的药铺，
居然还和半壁店有着不解的缘分。 “德寿堂药铺
是半壁店人康伯卿创办的， 他是我们村有名的一
位商人。” 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乡情村史陈列
室馆长方春玲介绍道， “在筹备建设村史馆的过
程中， 需要收集大量关于这个村过往的历史资料。
有些村民就提到了康伯卿和德寿堂的故事。”

“采用了这种仿建场景的形式进行讲述， 比
单纯的展板更加生动， 让参观者仿佛一下子穿越
时空， 走进了古村。” 方春玲回忆， 为了能够还原
这段历史， 村史馆工作人员不仅听村民和康伯卿

后人介绍相关的故事， 还多次来到药铺现在所在
的位置实地考察， 以保证复原效果更逼真。 “在
仿真场景的搭建过程中， 也经过多次修改。”

不仅将图片和仿真场景搬到村史馆中， 村史
馆的工作人员还会通过一些活动， 让更多的村民
了解历史、 感受历史。 “今年5月， 我们又来到德
寿堂药铺。 和药铺的工作人员一起商量后组织了
一个活动 ， 叫做 ‘德寿堂回家 ’ 。 ” 方春玲说 ，
“活动中， 药铺的员工带来他们经营的药品给村民
展示， 介绍德寿堂创建和其中药品背后的故事。
我们还请来老中医进行义诊。”

据了解， 在陈列室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村民
的不少支持和帮助。 “我们组织了二十多次座谈
会， 村中七八十岁的老人来给我们介绍关于村子
的小故事。 村民还帮助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记录
下来， 比如， 村民方志新就记录在书里， 还通过
绘画来展现。” 方春玲回忆。

“建馆初期， 我们就设立了一个建馆方针 。
文化立馆、 藏品立馆、 服务立馆。” 朝阳区高碑店
乡半壁店村乡情村史陈列室名誉馆长张延平介绍，
“筹建过程中， 所有的座谈、 调研这些记录都有相
应的册子。 这个馆建设的过程中经历了四次修改
和打磨。 现在馆内有370件展品。 我们的村史馆不
是单纯的展览老物件， 重点是展示这个村的历史
和闪光点。 比如， ‘德寿堂回家’ 活动。 我们会
进一步挖掘村中的历史和亮点。”

展品+活动
展示古村风貌

大瓦窑村党史馆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大瓦窑
村305号， 已于2017年6月28日正式开馆， 到目前
为止接待参观96批次， 参观人数达5000余人次 。
党史馆成为展示大瓦窑村党建工作的窗口和对外
交往的名片。

记者走进去， 整个展馆清新雅致， 展馆内共
有展板264块 ， 展柜10个 ， 展示说明13000余字 ，
总面积160平米。 整个展览以时间为序， 分为五个
展室， 运用大量的图片、 文字和新媒体科技等手
段， 展示了京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发展和变迁，
成为世人了解和认识大瓦窑的一张名片。

大瓦窑村党支部是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由京郊第一位共产党员张永祥牵头建立。 在展馆
参观时， 丰台卢沟桥乡大瓦窑村党总支委员、 工
会主席刘学向记者讲述了大瓦窑党史馆的故事。

原来1921年， 共产党成立之初， 邓仲夏受北
京共产主义小组委派， 来到丰台五里店、 大瓦窑
等地散发马列主义小册子， 宣传革命活动， 张永
祥受此影响， 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并于1924年经
乐天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北京市第一个农
村党员。 自此， 在这里播下了红色的火种， 不断
蔓延开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 标志着抗战
的全面爆发， 大瓦窑成为抗日前线， 当地群众自
发配合中国守军， 参与斗争。 村民赵嘎子、 崔老
太太在掩护第29军抗击日军时英勇就义， 红色文
化、 革命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 新中国成
立以来， 红色精神依然浸染着这片土地， 1958年
毛主席视察卢沟桥人民公社来到小屯大队 （大瓦
窑为小屯总社下属中队）， 指引着大瓦窑的发展，

激励着广大群众不断奋进。
2017年3月初， 由卢沟桥乡党委牵头， 决定以

大瓦窑村 “北京市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的光荣历
史为抓手， 建设大瓦窑村党史馆。 “3月中旬， 我
村结合现有场地条件， 在不动主体结构的情况下
将村委会院内的废旧车库改造成为党史馆场地，
变废为宝， 焕然一新。 然后动员群众力量， 开展
老物件征集活动。” 刘学说。

于是4月， 大瓦窑村启动了主题为 “寻找你和
党的故事” 老物件征集活动， 20余名工作人员开
始对村内的585户村民走访摸排， 针对村民家中的
老物件、 老照片等物品进行登记， 共有97户村民
为党史馆提供了物品信息。

“5月初基本完成了对收集物品的分类、 筛选
工作， 最终筛选出符合条件的80件实物、 17张照
片， 再次入户与村民签订展示协议， 并颁发证书
等奖励。 同时在乡党委及人大教育基地的支持下，
由人民大学博士、 大学生村官组成的采访队伍以
入户、 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针对老党员、 老
干部开展口述村史的采访工作， 完善展板内容，
最终推动党史馆于6月底正式开馆。”

“通过参观大瓦窑村第一个党支部，看到革命
前辈们留下的光荣事迹，能够更加坚定政治理想信
念，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面貌投入到工作当中。 ”来参观的人员感慨道。

记录京郊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