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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
“分辨小偷，一

看眼神二看鞋”

景阳胡同全长二三
百米，共 12 个院子，整
个 胡 同 有 250 多 户 人
家。除了治安巡逻，陈
祖荫还注意看胡同的卫
生死角、院内堆放的杂
物有无易燃物。

陈祖荫77岁了，腿脚依旧
利索，站如松，行如风。可一到
治安巡逻时，却成了“三条腿”，
他说：巡逻的时候万一遇上坏
人，这拐杖可以防身的。

6 月 4 日星期一，又轮到
陈祖荫值班。吃完早饭，他
戴上红袖标，伴随着拐杖“咔
哒咔哒”的声响走到胡同口，
记者也来到这里，与陈祖荫
一道“站岗”。

景阳胡同的东口与南锣
鼓巷相连。早 8 时的南锣鼓
巷，深夜打烊的时尚店铺、酒
吧咖啡馆还未苏醒，老北京
味儿在巷子中弥漫。遛弯儿
归来的大爷大妈坐在胡同
口，摇着扇子目送出门上班
的儿女们。陈祖荫站得笔

直，不时和街坊们打声招呼
“吃了吗您呐”。

在胡同口值守了十几分
钟后，陈祖荫开始“巡查”胡
同的每个角落。景阳胡同全
长二三百米，共 12 个院子，
整条胡同有 250 多户人家，
除了治安巡逻，陈祖荫还不
停提醒记者，要注意看胡同
的卫生死角、院内堆放的杂
物有无易燃物。

2 号院一户人家在院子
里堆上了纸箱子、碎木头，“这
些都是消防隐患。”陈祖荫敲
响这户人家的窗户，半天没人
应，“这个事要记下来，回头
要给他们提个醒。”

“分辨小偷，一看眼神二
看鞋。”一边走着，陈祖荫一
边传授起他的心得，“小偷眼
睛乱转，不穿皮鞋，爱穿跑着
方便的平底鞋。”

太阳爬上头顶，胡同里
的家犬自由散漫地晒着太
阳。看到记者这个生人走
过 ，小 狗 提 高 警 惕 狂 吠 几
声。“别汪汪！自己人！”小狗
被陈祖荫喝住，匍匐在地，

“这条狗我熟，爱叫唤不爱
咬……”在景阳胡同生活了
十几年，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留下了陈祖荫的脚印，身
为胡同长，陈祖荫熟知这里

的每一个人，就连刚进驻负
责装修的工人，也和陈祖荫
热情地打着招呼。

【清扫】

手执扫帚扫地，
不忘拔掉杂草

陈祖荫每天都会清
扫前院，隔几天再给整
个院来个大扫除。作为
院长，每隔一段时间还
要在院门口的黑板上写
提示语或社区通知。

两个半小时的治安巡
逻 接 近 尾 声 ，陈 祖 荫 回 屋
拿 起 扫 帚 ，清 理 巡 逻 中 发
现的垃圾。

他将扫帚挥舞几下，散落
的落叶、纸屑聚成一堆，记者赶
忙弯腰撮起，起身却不见陈祖
荫的踪影，只留下前方几堆
扫好的垃圾。记者快追几
步，下一个转角处，陈祖荫正
一手执扫帚扫地，另一只手
快速地拔掉地上的杂草。

“我干活快，你别着急，
慢慢来。”看着有点跟不上趟
儿的记者，陈祖荫笑着说，说
罢，继续向前走去。一个大
院住着 24 户人家，扫完后记

者额头开始冒汗，连续地弯
腰起身后，有点儿找不着北
了。陈祖荫说，每天他都会
清扫前院，隔几天再给整个
院来个大扫除。

放下扫帚，陈祖荫没有
休 息 的 意 思 ，盯 着 院 门 口
的 黑 板 思 索 。 作 为 院 长 ，
陈祖荫每隔一段时间都要
在黑板上写些提示语或社
区的通知，“这几天附近的
社 区 有 治 安 事 件 ，得 给 大
家提个醒。”

随后他从家里找来抹布
和 粉 笔 ，将 黑 板 上 的 字 擦
掉。记者拿出一根白粉笔，
打算写下他要说的内容。陈
祖荫摆摆手，“你不知道怎么
弄。”说罢，他挑出一根红色
粉笔，写上“提高警惕”，“红
色表示警示，这才能起到警
醒作用”。

正文第一行，第一个词
是“防火”，红色的，第二个词

“防盗”，陈祖荫换上一根绿色
的粉笔，第三个词“防意外事
故”又成了黄色，“每个人感兴
趣的颜色不一样，满足各种人
的习惯，才能给每个人都起到
提示作用。”他说。

【调解】
“急脾气”处理

大事小情常得罪人

老伴儿说，他无论
对谁说话从不拐弯抹
角，有时处理问题时脾
气上来了，还和别人吵
过架，不过后来和这些
人都成了朋友。

对着大街的后门总是
敞开着，陈祖荫说，在社区
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胡同很
少发生治安事件，平日白天
他家几乎不曾闭户。几年
前，景阳胡同还被街道评为

平安胡同。
吃罢午饭，邻居范大姐

上门反映情况。大院里的
厕所还是老式公厕，离范大
姐家最近。这两天范大姐
家装修，女厕又没有门，弄
得如厕的女邻居和装修工
人都很不方便。“这个厕所
太老旧了，我打算开个居民
会，大家投个票，决定这个
厕所还留不留。”接待完范
大姐，陈祖荫从抽屉里掏出
小本将这件事记下。

陈 祖 荫 说 ，自 2006 年
当 了 民 间 调 解队 队 长 ，时
常 有 居 民 来 家 里 反 映 情
况 ，这 些 情 况 和 事 件 处理
进度他都会记在本子上，已
经记到了第四本。5 年来，
他处理过 2000 多件居民反
映 的 情 况 ，其 中 不 乏 邻 里
矛盾纠纷。

“处理这些事会不会得
罪人？”“家里的玻璃被人砸
过好几次！”记者的问题一抛
出，陈祖荫的老伴儿李玉兰
大妈打开了话匣子。她说，
老伴儿是个急脾气，无论对
谁说话从不拐弯抹角，有时
处理问题时脾气上来了，还
和别人吵过架，不过后来和
这些人都成了朋友。

背地里，李玉兰当过好
几次“和事老”，“不能人人
都当大老虎，总得有人做绵
羊，这日子才能过得好。”李
玉兰说。“我也知道自己有
时有点冲，话要好好说，吹
胡子瞪眼不管事。”老爷子
开始做起了“检讨”。

【闲暇】
在家休息也不

摘红袖标

陈祖荫说，人退休
了，但心闲不住，总喜欢
在胡同里转转看看。每

天走街串巷，忙忙叨叨，
身体也硬朗起来了。

即使在家，陈祖荫也不
摘红袖标。

趁着午后小憩后的闲
暇，陈祖荫接过老伴儿怀中
的小孙子，疼爱地轻拍着他
的后背，对记者讲起了自己
年轻时的故事。

退休前曾在东城区某街
道管委会当主任，主要负责
交通、治安、卫生，这段工作
经历使他爱上了社区“那些
事儿”。1997 年从楼房搬出
住进景阳胡同，第二年便加
入了治安巡逻队伍。

“大杂院，关上大门都是
一家。”陈祖荫说，人退休了，
但心闲不住，总喜欢在胡同
里转转看看。通过这几年在
社区里“摸爬滚打”，他原本
内向腼腆的性格也变得外向
了。每天走街串巷，忙忙叨
叨，身体也硬朗起来了。

又到了下午的巡逻时
间。记者跟随陈祖荫来到
另 两 条 他 负 责 管 理 的 胡
同。黑芝麻胡同 13 号院，
推 门 进 去 ，四 四 方 方 的 四
合 院 ，两 株 参 天 的 臭 椿
树。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
下，一只小猫扭动着身躯，
绕过院子碧绿的菜畦。陈
祖荫手扶树干，顺着树干生
长的方向仰望，“多美的院
子，多好的树。”

从 13 号院后门出去，直
走，又进入南锣鼓巷，陈祖荫
继续巡逻。此时，这里又开
始人潮涌动，巷子里的小店
铺也纷纷做起了生意。混杂
着京剧、摇滚和 RAP 的节
奏，树阴下纳凉的老人、骑着
摩托的老外，在陈祖荫的步
伐下渐行渐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卢漫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老院长”巡逻 踏遍胡同每个角落
景阳胡同1号院院长陈祖荫5年来处理2000多件居民反映的大事小情；记者跟随其体验社区巡逻

6月4日，东城区鼓楼苑社区景阳胡同，记者（左）跟随社区志愿者陈祖荫（右）一起打扫卫生。

“有一位，陈祖
荫，他可真是个大忙
人；东家长，西家短，
专帮人解难题；走街
串巷，嘘寒问暖，满
腔热情；人已退休，
心不下岗，人生再搏
几回。”——改编自
情景喜剧《闲人马大
姐》片头曲。

1997年秋天搬
入景阳胡同，第二
年开春儿就戴起了
红袖标。景阳胡同
1 号院院长、胡同
长、民间调解队队
长……如今，77 岁
的陈祖荫在鼓楼苑
社区身兼数职。

6 月 4 日，记者
跟随陈祖荫体验了
一回胡同巡逻，在
家长里短中，体会
了老北京胡同大杂
院的庭院情深。

■ 体验档案

体验身份：
社区志愿者
工作地点：
东 城 区 鼓 楼
苑 社 区 景 阳
胡同
工作内容：
治安巡逻

每隔一段时间，陈祖荫都要在院门口的黑板上写提示语或社区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