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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老物件 守护北辛安记忆

北辛安历史 从繁华到落寞

北辛安坐落在石景山脚下，

占地4.14平方公里。作为石景山

地区较早形成的古村落之一，北

辛安始建于唐，拥有1000多年的

历史。历史上，这里街巷交错、店

铺林立。也是新中国成立初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景山区政

府所在地，被誉为“小王府井”。

它见证了石景山区的成长和城市

发展中百姓生活方式的变迁。

然而，说起现在的北辛安，很

多人会忍不住吐槽它的脏乱差，

私搭乱建现象普遍、外来人口聚

集、商贩占道经营、生活垃圾遍

地、雨天积水严重，出行极其困

难，甚至有人下大雨时曾动用皮

划艇进出村子。一系列问题困扰

着北辛安人，让他们想逃离，却又

无处可去。

环境脏乱差以及各种不便，

让这里的居民苦不堪言，多少人

期盼着北辛安的拆迁改造。有些

居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已慢慢

搬离生活了很多年的北辛安，大

家在期盼新居的同时，心里对老

房子、老街道也生出了不舍之情。

征集老物件 守住城市记忆

终于，大家等来了这一天，

2016年石景山启动了北辛安棚户

区改造工程。区文化委结合北辛

安棚户区改造，深入研究在城市化

进程中推进城市记忆保护工作，在

北辛安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将城市

建设与文物保护有机结合，有效保

护、利用好区古建筑、老物件等资

源，集中保护一批有时代特征的、

有保护价值的代表性建筑，留住城

市文化记忆，守护乡愁文化根脉。

为此，区文委联合相关职能

部门及社会机构紧跟棚改进度，

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深入挖掘人

文内涵。他们曾邀请北辛安老住

户、老专家就如何最大限度地留

住城市历史记忆、保护北辛安记

忆建筑先后展开了5次研讨。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建筑、老

物件，2017年春，区文委发起了

北辛安老照片、老物件的征集活

动，广泛收集散落的老式青砖、青

瓦、老门牌、旧式磨盘、碾子等具

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筑构件及生

产生活用具。

该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群

众的大力支持，一些居民主动找

到工作人员，把自己当时获得的

旧奖状等拿来捐赠，用实际行动

表达着“干部群众一条心”的光荣

传统。工作人员奔走于北辛安各

处建筑垃圾集散地“捡垃圾”。

文/记者 胡晓宁

门牌、老照片等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在它们身上有不可复制的回

忆和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如果您恰好居住在北辛安、模式口地区，

如果您手中恰好有老物件、街区的老照片，如果您有意愿让它们永久

保留，请您联系区文委，工作人员会尽最大努力将它们妥善保存。联

系方式为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组，联系电

话88721509。

未来，石景山区文化委将在城市记忆保护中深入挖掘人文内涵，

通过“石景山文E”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石景山公共文化”数字化传

播模式，将用文字、实物更好地展现百姓生活方式的变迁、民俗和乡

愁的延展。

随着棚户区拆迁改造的进行，曾经有着“小王

府井”之称的北辛安如今已经成为历史，曾经在北

辛安地区世代生活的居民，在盼望新家早日建成

回迁的同时，也不免对故土和旧居充满怀念之情。

为了给北辛安人保留住那份城市记忆、守住

乡愁文脉，目前，石景山区文化委正在进行北辛

安地区老物件征集活动，努力从细节处守护北辛

安的城市记忆。

想捐老物件 可联系区文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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