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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鑼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區之一，位列規
劃中的25片舊城保護區之中，是資源最豐富的
棋盤式傳統民居區。
南鑼鼓巷位於北京中軸線東側的交道口地
區，北起鼓樓東大街，南至平安大街，全長786
米，寬8米，與元大都(1267年)同期建成。因其
地勢中間高、南北低，如一駝背人，故名羅鍋
巷。到了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年）繪製的
《京城全圖》改稱南鑼鼓巷。
作為中國唯一完整地保存最富有老北京風
情的街巷，南鑼鼓巷以巷子為中軸，兩側分出
諸多特色胡同。胡同裡，分佈眾多名人故
居，如僧格林沁王府、齊白石故居、茅盾故居
等。再加上南鑼鼓巷林立的特色
店舖，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
客。 ■記者高麗丹整理

「習大大來南鑼鼓巷咯！」昨天上午
11 時 28 分，名為「國安低調

哥」的網友在微博發出一組習近平出現在南
鑼鼓巷雨兒胡同的圖片，隨即在網上瘋傳。
本報記者第一時間來到雨兒胡同了解情

況。這裡位於北京中軸線東側，是中國唯一
完整保存元代胡同院落肌理的民居區。
居民回憶說，當天上午11點多，習近平

從南鑼鼓巷南口西側的胡同口走進玉河，附
近居民發現他隨即圍上來，習近平親切地與
他們握手問好。
隨後，習近平一行走進雨兒胡同29號院

85歲老人王雲鳳和兒子的家。王雲鳳表示，
習近平詢問了她的身體狀況，並重點問了居
住條件及住房改造意見。在王雲鳳家停留了
5分鐘後，習近平又探訪了同院的68歲關世
岳老人和他老伴兒。

了解住房要求煤改電影響
關世岳回憶說，總書記進門後便脫下黑色

風衣外套，親切地坐到兩老中間。在關世岳
夫婦簡單地做完自我介紹後，習近平微笑

問他們，「煤改電（花費）能承受嗎？」
「能接受。現在一冬取暖要花2,000多元，
國家補助1,000多元。」關世岳回答。
在詢問了關世岳一家人的身體健康、退休

金等情況後，習近平對關世岳說：「這次
來，是徵求意見——想改善你們的居住條
件，有兩套方案：一是就地改造，一是拆遷
搬走。你們傾向於哪種？」
關世岳回答說，自己歲數大了，在這裡住

了一輩子，更傾向於就地改造。習近平笑
回答：「也對。你們住習慣了，老地方
好！」
習近平指出，如果就地改造的話，房屋的

面積不會太大。關世岳回答，我們住慣了，
不奢求有多大面積——關世岳家只有16.8平
米，老伴兒63年前生在這裡，也長在這裡。
「你們生在這兒，肯定也不願意挪開這
兒。」習近平表示理解。

問完這些問題後，習近平站了起來，在關
世岳十多平米的房子裡四處看了看，10分鐘
後，離開29號，前往雨兒胡同30號院，繼
續了解居民的日常生活。

居民表感動稱務實親切
「習主席很親切，詢問我們的居住條件怎

麼樣，還問冬天水管會不會上凍。」當地居
民阿龍說。
習近平與民眾面對面的親民之風和對舊城

改造的關注獲得了當地居民的認可。「這個
國家主席太務實了，我很感動。」送走習近
平總書記後，關世岳高興地對記者說。
隨行陪同的，還有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

市長王安順等北京市領導。這已是習近平第
二次到南鑼鼓巷視察。去年2月 8日，他就
曾來到北京地鐵8號線南鑼鼓巷站工地看望
正在忙碌的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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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高麗丹高麗丹北京報道北京報道））京城霧霾正濃時京城霧霾正濃時，，總書記總書記

再下基層再下基層。。昨日上午昨日上午，，北京市南鑼鼓巷西側雨兒胡同擠滿熱情的居民北京市南鑼鼓巷西側雨兒胡同擠滿熱情的居民，，

皆因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頂着霧霾天到來實地視察皆因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頂着霧霾天到來實地視察，，其間重點走訪其間重點走訪

兩個四合院的住戶兩個四合院的住戶，，關注居民生活之餘關注居民生活之餘，，還深入了解舊城改造事宜還深入了解舊城改造事宜，，

與老百姓零距離互動與老百姓零距離互動。。本報記者在習近平總書記結束訪詢後本報記者在習近平總書記結束訪詢後，，馬上來馬上來

到南鑼鼓巷他曾座談過的人家到南鑼鼓巷他曾座談過的人家，，聽他們講述當時的情景聽他們講述當時的情景。。

「要不要合影？」在探望了雨兒胡同居民生活狀
況準備告別時，習近平主動徵詢身旁居民。圍觀群
眾十分激動，爭先恐後與主席握手，有的握手甚至
長達一分鐘之久。習主席離開後，不少居民前往被
探訪的民宅合影留念。談起看到主席的感受，雨兒
胡同的居民向本報記者說道，「親民」、「隨
和」、「有魅力」、「平易近人」。

一起隨同探訪的雨兒胡同所屬福祥社區主任李娜
談起初次見到主席的感受說，「緊張，手心兒一直
在冒汗」。不過，當她聽到主席說，對南鑼鼓巷這
邊的胡同非常熟悉，小時候放學後經常來到什剎海
滑冰，李娜懸着的心放了下來，「那一刻，感覺主
席就是街坊鄰居似的，一下子距離就拉近了。」

「握手族」長握1分鐘
家住雨兒胡同19號院的孟大姐拚命擠過「重重

障礙」，終於得以和習近平握了握手。在接受本報
記者採訪時，孟大姐仍然是掩飾不住的激動，她
說，「前面握着書記手的人們誰也不肯鬆手，有人
至少握了1分鐘。」旁邊一位大姐興奮地插話道，
「習主席的手心暖暖的，手還特別大，一隻手握都
握不住」。

知青戰友激動相認
家住29號院，61歲的老王也是眾多「握手族」

中的一員。握手時候，老王告訴主席，咱們是下鄉
的知青戰友啊。習主席問，你是哪兒的？老王回
答，北京軍區。擔心主席聽不清楚，老王大聲說
道，「我過去是戰士，我現在依然是戰士。」習主
席說好，並點了點頭。老王激動地告訴記者，「我
還有好多話想跟主席說，但是實在是沒有時間
了。」

據院內住戶介紹，由於提前一天得知有「大領
導」要來，院內的住戶非常重視，時刻都想着把院
內拾掇得乾淨衛生。

昨日下午5時左右，人潮才緩緩退去。只是，雨
兒胡同是否會成為繼慶豐包子舖
後的「知名景點」，就不得而知
了。 ■記者高麗丹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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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從
2010年開始就盛傳因為建地鐵要拆除的南鑼鼓
巷，在北京市政府的規劃下，目前仍然在施工過
程中，按照老房原址「重生」四合院，以期恢復
自元朝以來的「里坊制」棋盤式格局。而位於南
鑼鼓巷西側的第三個胡同——雨兒胡同內，四合
院獨立衛生間少，配套設施較差，胡同的老住戶
們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加快舊城改
造，改善居住條件。

歷史建築多曾傳拆除
從2010年3月21日開始，網上曾傳出「南鑼
鼓巷要拆除」的消息。隨後，消息在網上發酵，
越傳越盛，甚至還出現了整條南鑼鼓巷都要拆除
的說法。
據中新社報道，在北京展覽館播放的「北京歷

史文化名城保護」為主題的紀錄片中，提到了南
鑼鼓巷地區的改造理念：要嚴格控制周邊建築造

型和體量，逐步移除不符合規範的樓體和設施，
將街道與重要的建築完美融合。
北京市規劃委相關負責人曾回應，這一區域不

僅沒有新的拆遷計劃，還會通過復建灰色四合
院、恢復「里坊制」棋盤格局等方式，逐步恢復
印刻北京古老記憶的老建築及街區的歷史風
貌。「之所以考慮拆除部分建築，是因為部分老
房子既不抗震也不減震，地鐵開通後，平房中能
感受到持續的震動。」
一位在雨兒胡同29號院生活了20多年的住戶稱，

在聽到該地區改造拆遷的傳聞後，他就一直盼胡
同改造的這一天。「我已經退休了，住到五環六環
外也無所謂，至少住的房子寬敞點，舒服點。」
居民關世岳則表示，自己居住的雨兒胡同，元

代就有了，現在可以說是老北京四合院中最原始
的地方，但這裡老百姓的居住環境不見得好。
「這些中央都知道，北京的農民都上樓了，就剩
市裡的了！」

「地溝油哪去了？」習近平昨日問介紹生活垃
圾處理情況的北京市市政管委負責人。負責人回
答，北京各區都建了廢棄油脂處理廠，年回收廢
棄油脂10萬噸，還有70萬噸通過市場化渠道處
理。

總書記又問：「沒有去搞麻辣燙吧？」負責人
說，我們在這方面加強了管理和監控。看到綠色
越來越多，習近平表示，網上有人給我建議，應
多給城市留點「沒用的地方」，我想就是應多留
點綠地和空間給老百姓。

習近平昨日傍晚來到首都博物館參觀北京歷史
文化展覽，在「燕薊神韻」、「國際都會」、
「日下積勝」等展區，他在一件件實物、一幅幅
圖片前駐足，認真聽取介紹。在珍貴館藏文物展

台，習近平提醒忙拍攝的記者們「小心別碰
到，砸了我得負責」，幽默話語引來大家一陣笑
聲。

■新華視點

參觀文物提記者小心：砸了我得負責

關心地溝油去向：沒去搞麻辣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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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鑼鼓巷列保護區

■圍觀居民十分激動，爭先恐
後與「習大大」握手。

■■雨兒胡同雨兒胡同2929號號

■習近平走進雨兒胡同29號、30號王雲鳳等4戶人家，問冷暖，聽
心願。 網上圖片■■習近平和居民熱情問好習近平和居民熱情問好。。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鑼鼓巷雨兒胡同29號院居民關世岳向
記者介紹座談情景，並指習近平就坐在他
旁邊的位置。 記者高麗丹 攝

南南鑼鑼鼓鼓巷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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