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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北京在建设中，北京在发展中，北京在变化中。北京的建

设和发展，映衬出新中国走向繁荣的步伐。北京的发展和变化，

使世界瞩目和震惊。

探究建设的源头和过程，对于未来社会的持续发展，也许

比一一列数建设的结果更有意义。{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

丛书}，就是这样一套追溯北京区县建设源头，描述发展过程的

丛书。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使有着

3000 多年历史的古城焕发了青春。这是北京当代史的开端，

也是本套建设史丛书的开端。从人类的发展来说，从北京悠久

的历史来说， 50 多年的时间并不长，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

在这个城乡的舞台上，却上演了一出翻天覆地、高亢奋进的壮

丽史剧。

执导这出史剧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夺取政权的革命

党到领导建设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学习、探索，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经历了风雨和曲折之后，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在新的形势下，

在新的岗位上，在新的任务面前，党如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要求，如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如

何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何与时俱进、保持

执政的地位、发挥执政党的优势，是一份永远没有现成答案的

试卷。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及社会的建设;在

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同时，完善党的思想、理论、组织、作风和 I 1 



制度建设，是《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丛书》记叙的最重要

的内容。

这出史剧的成功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中国共产党

的宗旨 、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一个富

强、民主、自由、光明的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之路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们用 10 多年时

间便打下了基本齐全的建设基础 。 当然各种急于求成的路径也

曾使我们迷惑 。 在经历了比较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

的路还很长。"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

是经济手段。" 短短的几句话，十分透彻的道理，解放了人们的

思想，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展的进程。

活跃在这出史剧中的主角，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在一

穷二白土地上耕耘的是刚刚翻身的农民 在平地上建起大厦和

厂房的是团结协作的工人 在简陋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从事科

研的是爱国爱乡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汗水成就了

一个个宏伟的建设项目，不断刷新着-组组令人欢喜的数据。

北京区县的建设发展，彻底改变了旧时北京的面貌，所谓

"东富西阔南穷北破"已成历史陈迹 。 如今的北京城，道路宽敞

明亮，交通如织如网，市场发达，信息畅通 。 俯瞰北京城，鳞

次柿比的高楼大厦与古老的皇城建筑交相辉映，千年古都带着

现代化的气息，展现着国际大都市的宏伟气派 。 城市周边的山

山水水，也已今非昔比 。 有较好传统农业基础的京郊各区县，

在不断摸索大都市新兴农业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当地工业、

服务业 、 旅游业的发展，十渡、百花山、斋堂、妙峰山、百望

山、古长城、古北口、大峡谷、焦庄户……吸引着人们不断前

去游览 。

北京的建设发展，让人们不禁要作画讴歌。作为北京的历

2 I 史研究部门，写一部建设的发展史，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



职责。在经过数年的资料征集，策划组织，调查研究，伏案编

撰之后，便有了这 18 部史稿组成的《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

丛书》。 这套丛书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统一策划、组织设计。

由各区县党史部门负责编写，通过各区县委最终审定 。 参加编

写的单位分别是:东城区委党史办公室 西城区委党史资料征

集办公室、崇文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宣武区委党史办公

室 、 朝阳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海淀区史志办公室、丰台

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石景山区委党史办公室、门头沟区

档案史志局、房山区史志办公室、通州区党史区志办公室、 )1顶

义区党史区志办公室、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大兴区史志办公

室 、 平谷区委党史办公室、怀柔区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委党

史办公室、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所有参加此书编写工作的同

志，本着对历史、现实和未来负责的精神，付出了他们艰辛的

劳动。

50 多年北京区县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

个运动的过程 。 反映客观事物变化的这套丛书，遵循历史唯物

主义的原则，也采取了注重史实、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叙述

方法，进行了由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探索。

这套丛书在编写中，遇到两个技术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一

是北平和平解放时，辖区仅限于今天的 8 个城区、近郊区和远

郊区的少许部分。 大多数远郊区县直到 1958 年才归属北京市，

形成北京现在 18 个区县的行政区划 本书记述内容以现辖区为

主，适当溯及以往和相邻地区。二是在称谓和度量衡使用上的

变化。自 1949 年 9 月 27 日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 改"北平"为"北

京" 。 由此为界，之前称"北平之后谓"北京" 。 涉及前后两

个时期的，用"北平(京)"以示区别 。 涉及新旧货币时，按照

1955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行新人民币

和收回现行人民币的命令}，将新币与旧币依川0∞0 进行换 1 3



算。 其他度量衡单位的使用按照国家的规定和出版的要求处理。

《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旨在总结

经验、教训iI 、 成就和曲折，坚定人们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为建

设更加美丽的北京而奋斗 。 历史将告诉未来，那是一个更加令

人向往的前景 。 让我们一起为可爱的家园一一首都北京的建设

而高歌。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削言

《西城建设史》是根据《北京地方党史科研工作规划纲

要》要求，在区委领导和市委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由区委党史

资料征集办公室历时数载，翻阅大量档案资料，走访许多当事

人，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数易其稿，编撰完成的西城地

方党史正本，是《北京区县社会主义建设史丛书》的组成部

分。

《西城建设史》的编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客观公正 全面系统地记述 1949 年至

2007 年西城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充

分反映西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

生动实践活动;展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 同

时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西城区建设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训，探寻了西城区改革和发展的规律。

当前，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正处在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 北京市

在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国庆 60 周年庆典后 进入到建设"世界城

市"的新的发展期 。 为了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建设"繁荣 、 文

明 、 和谐 、 宜居的首善之区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努力使西

城区成为‘人文北京'的示范区 ‘科技北京'的精品区和

‘绿色北京'的先行区，在首都新一轮发展的进程中走在前列"

的战略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从对昨

天的回顾中，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冷静而又 I 5 



满怀信心地规划未来，拼搏进取，开创西城区更加美好的明天 。

希望《西城建设史》的编辑出版，能起到给人以借鉴和启迪的作

用 。

谨以此书献给铸就西城区辉煌的建设者们，献给正在践行

科学发展观，为建设新西城而努力奋斗的人们 。

《西城建设史》 编委会

2009 年 12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西城建设史》力图全面系统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

西城区近 60 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为

研究、宣传西城区的历史提供翔实的资料，为各级党委和政府

科学决策提供历史借鉴。

二、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实事求是地记述西城

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反映区委 、 区政府为发展政治、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以及全区

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创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三 本书所记述的历史，上限起自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

放，西城地区完成和平接管，下限到 2007 年底。

四、本书主要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编写体例 。

全书按历史发展阶段分期设章，章下设节、目。

五、凡在书中第一次出现的机构、会议、文件等均使用全

称，再次出现时用简称，标题一般用简称。

六 、 为简化篇幅，便于书写和阅读，书中出现的"党章" 、

"党规" 、 "党风"、 "党纪"、 "党员"、 "整党"、 "建党"等

中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其他党派用全称，以示区别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为"中共中央"或"中

央"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简称

为"市委"、 "市政府"中国共产党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简称为"区委"、 "区政府"。



七、书中使用的数据原则上以区统计局公布的为准，区统

计局没有统计的数据 以区委、区政府文件和公开出版物为准。

《西城建设史》 编辑部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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