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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征集“3·15”维权线索
你是否受到过

假冒伪劣产品的坑
害？是否遭遇 过

“霸王条款”而无
力 改 变 ？ 或 者你
知晓某些行业内幕
或潜规则……

本报联合网易
博客，向社会公开
征集消费维权线索

（http://blog.163.
com/special/
0012495I/
20123.15.html）。

本报讯 （记者申志民）
近日，北太平庄街道学院南
路社区一七旬独居老人突然
病重，邻居们得知消息后将
他送到医院，几日来接力为他
熬粥、陪护等，直至老人病愈。

“我看到他坐在床头，脸
色煞白，不断地呕吐……”北
太平庄街道学院南路社区居
民姜志仁说，3 月 3 日晚 7 点
多，他得知邻居 7 旬的独居

老人王作忠病重，赶紧来到
家中看望。见到王老呕吐不
止，他赶忙联系邻居聂兆银，
两人开车将老人送到第二炮
兵总医院。

在医院，姜志仁等邻居
陪护老人做 CT、化验、输液
等。“经医生诊断，王作忠老
人是由于感冒和脑供血不
足，引起眩晕、呕吐等。老人
要连夜输液，子女们又都在

外地工作，我们邻居怎能不
管呢？”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
姜志仁等邻居陪护王作忠输
完液后，又将老人送回家。

当晚，小区邻居得知老
人病重，陆续前去探望。

昨日，学院南路社区居
委会主任张秀玉称，从 3月 4
日到3月6日，老人需要连续
去医院输液，街坊邻居得知
后，“担心老人不能照顾好自

己，有的前去陪护，有的为他
熬粥，接力帮忙。”

昨日，已经病愈的王作
忠介绍，他今年 72 岁，孩子
们在天津工作和生活，他一
个人在社区独居已有十多
年。“平时遇到头疼脑热的
事情，多亏邻居和社区居委
会照顾，他们就像我的亲人
一样，谢谢我的这些老街
坊们。”

本报讯 昨日一早，朝
阳区孙河乡上辛堡村第21届
春季庙会，暨辛堡村村落民
俗文化调研活动启动。

据了解，该村的迎春庙
会为清康熙30年（1692年）因
皇封而成立的庙会，至今有
320年的历史。

庙会上演“幡鼓十三档”

昨日9时，随着爆竹的炸

响，春季庙会拉开帷幕。数
十名演员身着单衣，或赤膊
上阵，陆续进行了“幡鼓十三
档”的表演：年轻的小伙子踩
着1米高的高跷，时而下腰，
时而单腿跳跃；演员们将百
余斤的石锁向空中高高抛
起，再准确地接住，举重若
轻；十米高的中幡直指天际，
被壮汉演员稳稳地托举在头
顶……高跷老会、石锁圣会、
中幡圣会等的表演，令大家

目不暇接。
演出到中午告一段落。

到了下午，村中的很多人家
都在家门口摆出“茶桌”，迎
接走街串巷表演的花会队
伍，给他们奉上热腾腾的茶
水，各家各户不仅可以在家
门口观看表演，还可以加入
表演队伍，亲自上阵秀一秀
身手。

村民们表示，尽管这些
花会表演都是传统项目，但

每年都很有“看头”，不觉得
枯燥。更重要的是，作为传
承了几百年的民间娱乐表演
活动，很多人担心“看一年少
一年”，因而从来舍不得错过。

据上辛堡村子弟高跷会
72岁的老会长沈文喜介绍，
每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是全村
人到庙里烧香祭拜菩萨的日
子，次日则会召开迎春庙会，
昭告全村“春天来了”，同时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村落调研将形成志书

上辛堡村副书记李文芹
称，据《畿辅通志》记载，上辛
堡村是一个具有700多年历史
的古村落，迎春庙会于清康
熙30年皇封立会，至今有320
年的历史，“文革”期间曾停
办30年，至上个世纪90年代
初恢复。在北京古村落中，其
民俗文化特色极为少见。

东岳庙“民俗文化馆”负
责人表示，村落作为农耕社会
最基础的生活单元和文化原
色，具有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
化遗存。现在，许多村落迅速
湮没，对古村落文化的保护迫
在眉睫。此次古村落文化调
研活动的启动，目的是通过调
研，发现、整理、研究古村落文
化资源，并以志书的形式呈
现，制定村落文化保护规划，
发展文化产业。

空巢老人病重 邻居接力相助
陪护老人就医、输液，为老人熬粥直至病愈

700年古村落上演皇封春季庙会
朝阳区上辛堡村启动辛堡村村落民俗文化调研活动，意在制定村落文化保护规划，发展文化产业

老辈人尚在 还能“口传心授”

■

资
料

“幡鼓十三档”：是老北京民间花会“武会”中的代表会
档，也称之为“十三档花会”、“十三堂花会”，“档”或

“堂”都是指一个具体的表演项目，在表演时大都有音
乐伴奏，载歌载舞，声情并茂。其中包括：

■

顺
口
溜“开路（耍叉）打先锋，五虎少林紧跟行。

门前摆着侠客木（秧歌），中幡抖威风。
狮子蹲门分左右，双石门下行。
石锁把门挡，杠子把门横。
花坛盛美酒，吵子（大镲）音乐响连声。
杠箱来进贡，天平称一称。
神胆（胯鼓）来蹲底，幡鼓齐动响（享）太平。”

幡鼓十三档 齐动享太平

●开路（叫耍钢叉、滚叉
或飞叉。出现在演出队
伍前面）
●五虎棍（为武林高手
或 民 间 英 雄 表 演 的 真
功夫）
●秧歌和高跷
●中幡
●舞狮
●双石（双石有点像举重
用的杠铃，耍双石者大都
有较强的武艺）

●石锁
●杠子（俗称盘杠，表演
形式较危险）
●花坛（表演者用瓷坛或
瓷缸在身体各部位间做
出飞舞等动作）
●吵子（以民间乐器的演
奏为表演形式）
●杠箱（属滑稽戏）
●天平（又叫莲花落）
●胯鼓（指大鼓，又叫神胆，
是花会的最后一个高潮）

昨日下午，在朝阳区孙
河乡上辛堡村春季庙会表演
间歇，村里一名20多岁的男
青年找到高跷会的老会长沈
文喜，称：“沈三爷，我想跟您
学高跷本事。”

“如果你真想学，我就全
教给你！”72岁的沈文喜痛快
地说。因为在家排行老三，

又担任了十几年的高跷会会
长，村里人都尊称沈文喜为

“沈三爷”。
沈三爷说，上辛堡村的

高跷会有300多年的历史，具
体传了多少代、多少人已经
无法算清。以前这高跷功夫

“不传外”，最近几年才“开
放”。但真正学得精、各种动

作全拿捏好，怎么也得下好
几年工夫。另外，他会唱40
多首高跷歌曲，但他不会谱
子，尽管有歌词记录，但尚未
整理成完整的材料。

沈三爷对村里的高跷功
夫还抱有希望，他认为，尽管
学的人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学
习起来也多是“口传心授”，但

毕竟老一辈的人还在，还能给
后生们多指点指点。

但是，有沈三爷这种乐
观情绪的并不普遍，春季庙
会中其他几个表演者，对未
来的传承感到担忧。“学这些
功夫得肯吃苦、花时间，又多
是免费或廉价表演，很多年
轻人不愿意学。”他们表示。

■ 追访

一村民与高跷队员交流技艺。

一村民在进行空竹表演。

本组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安颖 摄影/实习生刘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