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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是北京城的一大特
色，它们或喧嚣、或安静、或弯
曲、或窄小。北京二环内的这
些胡同，带着历史的沧桑，刻满
岁月的痕迹，更有着述说不完
的动人故事。走一走胡同，看
看胡同人家生活，感受一下不
一样的老北京，是不可错过的
行程。

五道营胡同

在安定门桥东南侧，有这
样一条毗邻北二环路，连接南、
北锣鼓巷与国子监、雍和宫的
胡同——五道营胡同。这里因
明朝时期驻守此处的兵营“武
德卫营”而得名，也因如今的时
尚与文艺气息而闻名。

632米的狭长胡同里，处处
遍布着充满特色与个性的潮流
小店，咖啡厅、花店、书店、创意
杂货店等不胜枚举，亮丽的店
铺颜值更让人不禁驻足观赏；
在新潮的店铺背后，一排排大
杂院、小平房鳞次栉比，灰色的
院墙，再加上间或传来的吆喝
声、嬉闹声，入目入耳皆是京腔
古韵与昔年历史的痕迹。漫步
在这条胡同之中，时尚清新的
文艺范儿，浓郁的老北京味儿，
再加上操持着各式口音的外国
朋友，各色迥异的风格在这里
融汇交织，足够给你一份美好
静逸的时光。

史家胡同

史家胡同可以说是承载了
古都的文化与历史。鼎盛时
期，史家胡同里曾有80多个四
合院，居住过很多文化名流。
除了数之不尽的历史名人，这

条胡同里，还有着北京家长们
最盼望孩子能进入的史家小
学；有着中国第一家胡同博物
馆，也是第一个社区博物馆
——史家胡同博物馆；人艺大
院和外交部机关宿舍也都藏在
这条“有光环”的胡同里。

如今的史家胡同，虽已不
复往日的繁华与热闹，但依然
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化气
息。一座座古朴的北京四合
院，灰院墙、红院门，在道路两
旁延伸开来，掩映在两旁的参
天古树下，仿佛在讲述着胡同
里当年的故事。“一条胡同，半
个中国”，寻迹史家胡同，品味
悠长回忆。

金鱼胡同

由胡同西口离开内务部街
与史家胡同，行至灯市口地铁
站继续向西，便是热闹繁华的
金鱼胡同。跟北京寻常的胡同
比起来，金鱼胡同实在是有些
“个性”：名字虽然叫做金鱼胡
同，但这里并不盛产金鱼，也不
是什么花鸟鱼虫市场；而几十
米宽的马路、双向共四排的汽
车道，让这里看上去也并不像
是条老北京胡同。

金鱼胡同两侧高楼林立、
商机勃勃，一派繁华景象：华尔
道夫酒店、和平宾馆、王府半岛
酒店坐落两旁，是职场高层、商
场精英的汇聚之所；APM、澳门
中心、银泰百货等大型商场比
肩接踵，餐饮、购物、娱乐场所
一应俱全，与王府井、东单等商
业中心相互呼应。老北京的历
史、胡同文化与现代化都市商
业圈的完美融合，也让这里成
为众多北京胡同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

东四胡同

东四胡同是北京最早的胡
同区之一，在东四北大街路东，
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名为“东
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的14
个胡同。这片街巷的历史可以
上溯至元大都时期。这一区域
的四合院、胡同、街巷是在元代
街巷格局上发展形成的，是明
清北京城重要的传统街区。胡
同东西向，平直顺畅，南北有小
巷相连，宅院规模较大，多为明
清官僚宅邸。

北锣鼓巷

北锣鼓巷位于东城区安定
门内大街西侧，呈南北走向，北
起安定门西大街，南至鼓楼东

大街。胡同全长 866米，宽 7
米，在这里，能让人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老北京人骨子里的那股
慵懒闲适劲儿。这里的风景，
少了商业的熏染，多的是复古
和文艺；少了密布的店铺和穿
梭的人流，多的是青砖灰瓦的
古韵，和悠闲自在、不缓不急的
平淡生活。

这里的胡同有着更加朴素
的风格，些许装潢别致的咖啡
店或茶馆穿插其中，文艺店铺
与民居交替错落，文艺的味道
与市井气息混杂在一起却又不
失和谐，生成了一股这里才有
的独特气质。

这些存在于胡同里的新物
与旧物碰撞出精彩的火花，等
着更多人去发现它们安静的
美。

孔庙和国子监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位

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15
号，与雍和宫相毗邻，总占地面
积5万平方米、古建筑面积1.8
万平方米，是传承、纪念孔子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专业场馆，国
家二级博物馆。博物馆由北京
孔庙和国子监组成，最早始建
于公元14世纪，曾经是国家的
最高学府和皇帝祭孔的场所，
历经元、明、清三代，至今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馆内现留存
的建筑、碑刻、礼器、乐器以及
祭祀礼仪、音乐、舞蹈等，都是
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北京的人山人海、熙熙攘
攘之间，国子监街这条浓荫蔽日
的小街，更显得分外古朴庄肃。
漫步于古树林立、清净优雅的孔
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享受一方静
谧，探寻数百年前的历史文化，
自当别有一番意趣。

（北京旅游网）

游胡同 感受不一样的老北京文化

本报讯 4月17日，西六环外的一处
老厂房内，50多名工人正紧锣密鼓地忙
碌着——老字号北冰洋正在这里安新
家。5月1日，首条生产线就将投产。

去年12月，北冰洋生产线启动搬
迁。受疫情影响，春节后复工比计划时
间推迟了一个月。天气渐渐转热，为了
迎接汽水销售旺季，生产线安装快马加
鞭赶进度。记者在现场看到，配料、灌
装、洗瓶等设备目前均已布局到位，整
条生产线雏形已现，工人们正忙着对设
备进行连接、安装、调试，争取早日让生
产线转起来。

北冰洋昌平第二基地将建玻璃
瓶、易拉罐、塑料瓶和热罐装等4条生

产线。北京一轻食品集团总经理李奇
说，再过几天，产能为3.6万瓶/小时的
玻璃瓶生产线就将率先投产，其余3条
生产线也将在未来两个月内相继投
产。这里将成为北冰洋在京的主要生
产基地，而现有大兴基地也将升级转
型，未来将以总部研发、智能制造、科
研展示为重点。

据悉，北冰洋昌平第二基地占地近
百亩，目前整个园区的绿化和景观设计
正加速实施。车间外，过去存放废钢料
的空地堆起了连绵的小山丘，形成一片
“花谷”。而在园区大门口，北冰洋的特
色“招牌”——巨型的玻璃瓶、大白熊雕
塑，很快也将亮相。

老字号北冰洋在京
第二基地落户昌平

本报讯 新鲜的头茬香椿，是北京
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食。密云区溪
翁庄镇东智东村“出品”的头茬香椿，往
年以市民采摘、农家乐采购和集市零售
为主要销售渠道，多年来，香椿种植都
是村里的主要产业之一。今年受疫情
影响，村民对香椿的销路担忧不已。为
了打赢特殊时期的“农产品保卫战”，溪
翁庄镇政府提前为村民联系好电商平
台，还协助村内的年轻人做直播“带
货”。在新营销方法的“加持”下，现在，
村内香椿的日销量能达到3000斤左右。

“村里种植香椿的村民有100多户，
其中种植面积3亩以上的种植大户有32
户。每年，这些香椿都能给大家带来3万

至10万元不等的收入。”东智东村第一书
记祝天明说，他们村的香椿种植户中有不
少是上了岁数的人，老人们很难“玩得转”
智能手机和网络，疫情期间也缺乏其他的
销售渠道。所以，怎样帮扶这些村民渡过
难关，村两委想了不少办法。

密云区有不少特色农业，尤其是在
生鲜电商销售上，不少企业走在了全市
前列。为了帮助村民打开香椿销路，溪
翁庄镇政府找到了9家网店负责人，他
们来到东智东村考察。很快，新鲜的头
茬香椿纷纷亮相网店。

如今，东智东村四万余斤头茬香椿
已销售大半，未来一周，二茬香椿也将
陆续成熟上市。

电 商 直 播 助 力 密 云
东智东村香椿日售300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