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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北京名气最大的胡同是哪一条，相信很多人都
会说南锣鼓巷。具有740余年历史的南锣鼓巷，北起鼓
楼东大街，南止地安门东大街，全长786米，是北京最
具特色的胡同四合院民居区。

“以前可没有这么多店面，更没有这么多的游客。”
69岁的陈先生是南锣鼓巷区域为数不多的原住居民，他
指着巷子里的一排店铺说，印象中，原来的巷子就是生
活的地界，一座座院子里聚集着各阶层的人们。

“以南锣鼓巷为代表的北京胡同，是展示老北京人
居住空间的一个平台。”北京民俗学专家高巍认为，胡
同体现的是过去那种家族聚居的形式，包括四合院中宜
居的特色人文环境，这是胡同文化最吸引人的所在。

回溯历史，南锣鼓巷与元大都同期建成，连同周边
区域曾是元大都的市中心。因其地势中间高、南北低，
如一驼背老人，故原名“罗锅巷”。清朝乾隆年间改称

“锣鼓巷”，并分为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自清初至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满族镶黄旗户居住于此，逐渐发展出十
几条胡同。其中既有大户世家，也有不少小户市民，居
民逐渐稠密，胡同内的粮店、肉铺、茶馆等小商号也随
之发展起来。

南锣鼓巷沿用了“里坊制”的建筑思想，两侧各对
称排列着 8条胡同，形似鱼骨。“东西两边一共 16条巷
子，像是蜈蚣的腿。以前北边还有两口井，刚好是蜈蚣
的眼睛，所以早先这里也叫‘蜈蚣巷’。”陈先生介绍说。

这里的街巷分布着许多历史文化古迹和名人故居，
为南锣鼓巷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雨儿胡同的值年旗衙门
旧址、齐白石旧居纪念馆，帽儿胡同的婉容故居，后圆
恩寺胡同的蒋介石行辕、茅盾故居……

“这些胡同里有太多的故事，简直就是一本立体的
史书。”对清史颇有研究的杨先生借着旅游的机会，来
这里一探究竟。“有些可惜的是，有不少四合院都不对
外开放，只能看看外边的样子。”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新旧文化在这里不
断融合，南锣鼓巷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
文创小店、咖啡厅和酒吧日渐增多。2008年前后，南锣
鼓巷的游客迅猛增长，沿街店铺数量激增。现如今，沿
着巷子一路走下来，餐饮、服装、旅馆一应俱全，创意
产品、艺术品展售等店铺也令人眼花缭乱。

一定程度上，过度的商业化已经掩盖了老北京胡同
的味道，也使南锣鼓巷不堪重负。今年“五一”假期前

夕，东城区旅游委发布通知称，由于南锣鼓巷目前游客
人数严重超出景区承载能力，将暂停接待旅游团队，并
称南锣鼓巷已经主动取消了3A级景区资质。

今年，东城区将通过业态调整、关停违规经营店铺
等举措，保护四合院原有风貌，改善原住居民生活，使
主街历史风貌得到全面恢复，进而带动整个南锣鼓巷地
区实现保护与复兴。

“商业化的开发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原来的居
民走了，同时也带走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高巍指出，

“现在南锣鼓巷出台一些措施，实际上就反映了新与旧
的冲突。经过几百年积淀得以保存下来的胡同文化，在
短短几年间就遭受冲击，想要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

据悉，下一步，北京市将完善四级养老服务体系，发挥
养老照料中心服务功能，加快社区养老驿站建设。在四级养
老服务体系中，市老龄办定位为全市养老最大的服务中心和
指挥中心，同时将在16个区建设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
乡养老照料中心已建成 154个，今年将至少再建 60个；在社
区层面，今年将在城六区试点建设150家社区养老驿站。

北京市还积极出台政策来鼓励扶持社会力量建设养老机
构。李红兵表示，北京市确定了养老机构建设科学化、投资
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管理服务标准化的“四化”
发展思路，加快养老机构发展。一是通过增加土地供应、资
金补助、落实税费政策、建立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等途
径，加快养老机构建设。二是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截至
目前，全市 214 家公办养老机构，已有 101 家实现了公办民
营，占 47.2%。三是加强民办养老机构政策制定与落实工作，
如破解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瓶颈等。

此外，对重点、难点的困难老人群体，也有多项政策进
行“兜底”。例如，开展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工作、制定失独
养老机构建设和服务标准规范、开展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
等老年人补贴制度试点工作、推进居家老年人紧急救援服
务、优先保障老年人基本住房需求等。

京剧与外国戏剧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写意”
而非“写实”的戏剧观。京剧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

“程式化”。正是经过前辈创造和继承者的不断完善，京
剧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这一程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使生活可以更崇高、更自由地呈现在舞台上。

独具魅力的京剧艺术，不单是在国内，世界各国人
民都喜欢。80多年前，我父亲梅兰芳先生的世界巡演不
仅成功地将中国的京剧带出了国门，也使京剧艺术跻身
于世界戏剧之林。父亲 1929 年到日本，1936 年到美
国，之后又到苏联和欧洲。那个时代去演戏，国外的专
家、理论家，包括日本一些歌舞剧的专家，都觉得京剧
是中国唯一的文化传统的代表。

向世界推广京剧这一民族精粹，让京剧艺术发扬光
大，我们责无旁贷。2014 年是我父亲梅兰芳先生诞辰
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由我们北京京剧
院打造的纪念梅兰芳诞辰 120 周年 《双甲之约》，历时
一年多的时间，重走了父亲当年全球巡演之路，到日
本、美国、俄罗斯等地演出。

演出获得了较大成功，外国观众都非常欢迎、非常
喜欢，有70%都是外国人看。外国观众较喜欢原汁原味
的京剧表演，对京剧也非常懂，看完演出后赞扬梅派京
剧艺术是最传统、最标准的。有些艺术形式打着京剧的
名义，耍棍、耍枪，这就不太好了。京剧就应该是传统
的、规规矩矩的、大大方方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
化，这就是京剧的艺术。

尤其是俄罗斯的演出，让我印象深刻，从中感受到
一种文化传承的联系。虽然离父亲访俄已有 80 年之
久，又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动荡，但当地剧场的秩序、鼓
掌的层次，让我感受到，这与 80 年前我父亲的那次具
有学术性的演出之间有一种传承的意味和联系。

为国外的京剧爱好者演出，我们所有演出的节目都

受到了赞扬。但说实话，这么多年过去，外国观众对梅
派艺术的认知程度如何我心里没底，特别是我们又选择
了美国百老汇、金融中心纽约的林肯中心剧院、政治中
心华盛顿的肯尼迪剧院作为访美演出地。特别是百老汇
作为世界舞台艺术的一个标志，只有在这里成功才证明
你被认可。不过，几场演出后外国朋友的热情反馈又为
我们开启了再度访美的可能性。只要我身体允许，就会
继续带团传扬梅派艺术。

如今，人们的审美情趣、欣赏水平都在发生变化，
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只靠流行文化，还需要一些有
品位、有文化底蕴的东西。例如，一些高科技的舞美手
段和音响手段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完
善，而不是破坏和削弱我国传统戏剧的特征。这种完善
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这就是梅兰芳精神。

京剧在不断地走向世界，我们要努力将京剧再次提
高到文化外交的高度，要让世界人民都知道咱们的传统
艺术是有脉有源的，是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所以才称
之为“国粹”、“国剧”，我们一定要弘扬它。

（作者梅葆玖为已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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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户籍人口老龄比例位
居全国第二，平均每天净增 500
余名60岁以上老年人，并且仍在
快 速 增 长 。 近 日 ， 在 2016 年

“展望‘十三五’，发展谱新篇”
报告会上，北京市民政局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表示，针
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北京
现在正从10个方面开展54项工
作，未来将“做强养老服务业，
实现老有所养”。

李红兵介绍，目前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有规模大、
增速快、不平衡等特点。截至2015年底，全市60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315万，占总人口的23.4%，人口
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全市常住老年人口 340.5
万，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5.7%；平均每天净增500余名
60岁以上老年人。此外，城六区老年人口占全市老年
人口的2/3。

目前，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45 人，“空巢”
老年人家庭已经占 50%，其中抽样推算失能及半失能
老人共 60 万人，并有失智老人 10 余万名。尤其是从
2015年开始，独生子女父母将相继进入60岁，这意味

着“421”家庭人口结构正成为一种常态，“空巢”老
人家庭比例将进一步增大。

“养老服务，家庭担不起、政府包不起、企业赔不
起，既不能由政府办，也不能完全推向市场。”李红兵
说，“需要家庭、企业、社会和政府等主体共同参与，
形成合力。”

到 2030年，北京将达到重度老龄化，户籍老年人
口占比超过 30%。李红兵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及
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机遇期，是抓
住和用好有限窗口期的关键五年。“老龄化超过30%后，
我们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要从现在开始从长计议。”

完善养老体系10个方面完善养老体系10个方面

李红兵表示，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正建立
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社
会保障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北京市正从加强顶层设计、盘活现有资
源、推进医养结合、培育服务品牌、壮大服务队伍等
10个方面入手，开展了54类大项行动，积极推进养老
服务。其中，今年将完善市区两级老龄工作体制，成
立老龄委协调推进小组，编制发布 《北京市“十三
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出台《关于促进老龄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外，还要开展城乡社区闲置设

施调查，对养老服务机构和照料中心开展摸底评估，
利用闲置设施解决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足问题等。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目标包括三
个方面。一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五项社会
保险基金收缴率保持 98%及以上，城乡基本社会保险
实现应保尽保。二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多样，养
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机制
基本形成，养老服务业成为首都服务业新的支柱。三
是老龄社会管理体系共建共享，涉老企业发展壮大，
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助推 大 巢作 （新华社发）

老有所养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每天净增老年人500余名

向世界展示京剧魅力

曾是元大都中心 将由景区变街区

南锣鼓巷的前世今生
郑 磊 章元元 蒋子月

图为南锣鼓巷牌楼。 郑 磊摄

图为齐白石旧居纪念馆。 郑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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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
者孔祥鑫、李萌） 针对北
京 市 “ 十 三 五 ” 规 划 纲
要，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
彦 近 日 表 示 ， 在 “ 十 三
五”规划中，北京市突出
问题导向，力争从病根上
破 解 人 口 过 多 、 交 通 拥
堵、生态环境等“大城市
病”。

此次规划纲要设定了
27 项可量化、可考核的主
要指标，包括4个“红线约
束”指标，6 个“绿色宜
居”指标、8 个“民生福
祉”指标、9 个“提质增
效”指标。其中，4个“红
线约束”分别为：常住人
口规模控制在 2300 万人以
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
制在 2800 平方公里以内；
用水总量控制在 43 亿立方
米以内；能源消费总量达
到国家要求。

“‘红线约束’指标
是首次设立。”卢彦说，这
主要是考虑到“十三五”
时期，聚集大量人口、投
入大量要素、消耗大量资
源 的 旧 路 子 已 经 走 不 通
了，北京要实现从集聚资
源求增长到疏解非首都功
能谋发展的重大转变，自
觉运用“红线倒逼”的思
维，推动形成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
这也充分体现出我们对治理北京“大城市
病”、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决心。

“对于‘大城市病’，要从病根上破
解。”卢彦说，城六区既要坚持调整疏解，
降低人口密度，控制建设规模；又要坚持
优化提升，强化政治活动、文化交流、国
际交往和科技创新等服务功能。

在解决人口过多问题上，北京市将按
照“人随功能走、人随产业走”的原则，
将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在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上，坚持“公交优先”
战略，力争使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900
公里以上，中心城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75%。
中心城区90%以上的居民步行750米，就能
达到轨道交通站点。

名 家 话 北 京

北 京 老 胡 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