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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建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征造中．我村有史以来的第

一部文黻科——‘草场地村志'问世了。这本贯通古今的村
志．是我村幡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戚果，是全体村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资政、育人、存史的鲜活教材。在此．向支持

编攘‘草场地村志)的^们表示感谢!

草场地村．历代为京毒重要之地，现为首都重要发展区域．

在漫长的村落发展中，勤劳朴宴的草场地人．几代耕耘、辛勤

劳作．造就了草场地的苍桑历史和壮丽篇章。

特别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全体村民在党的领导下．

高举改革开赦旗帜．发扬艰苦备斗精神．以广闻的视野、科学

的态度、务实的作风、统筹规划、突出特色，在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窖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傲了大量卓有

威效的工作，并荣获。全国绿化千佳村“的称号，多发受到北

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等上级单位的表彰，去年在全乡村级

综合评比中又获总分第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旗的优良传统；编修村志．是新的

历史最件下我村续写辉煌的需要。本着这个宗旨．我们以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

围绕本村的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

文、大事等详查资科、探访古旧、精雕细琢、几易其稿．历时

8个多月完成这部涵盖村史、村事、村情的“村况全书’。在编

撰过程申，为丰富这部史志的内窖、增强史料的翔实性．编委

人员甚至深入到村民家中收集资科．对许多尘封多年的历史资

料进行了抢救、甄SU和钩沉．从而使‘草场地村志'以全面的

信息、准确的内容、正确的观点成为了一部融知识性、趣味性、

可读性为一体的4史料大全、信息宝库”。

“以铕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编修‘草

场地村志'无疑是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必要之举。

尤其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市化的大趋势中，更显得有

特殊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个不忘历史、读懂历

史、运用历史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个站

在历史和时代高度，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吸收人类文明进步

成果的草场地村，也必然会以崭新的姿吝．崛起在首都的东

北部。

中共t童审■啊医崔鲁庄乡叠量畲●塌埘生宣■



Preface

Setinthenewtimesofthegreatconstrucrionofsociallsmcountryside，thefastdocumentrymaterial

ofourvillage(HistoryBookofCaochangdlVillage),has been published Resultedfromthedevel—

opmentofmoralcivillzzrionIntheviUage．thebookcoverstheentirebistr070fVillageCaochangdi The

publishingofthehistorybookisanimportanteventinthevillagers’politicallife，whichisagoodaed

reliablematerialtoteachthevillagerstheD0埘calpolicies ThishistorybookIsalsoagoodmaterialfor

educationand referencesformorehistorybookabout山evillage Here．wewouldliketoexplt=Ssour

sinceregtatitadetothosewho conifibuIcdtheir supportandassistancetoeditingthebook

Asasignificantareaaroundthecapiatl city,Bering，nowadaysVillageCaochangdiisoneofthe
mostimportantdevelopmentzoneinB嘶ing Generationofthe simpleanddiligentvillagershascreated
asplendidchapterofCaochangdi’sdevelopmentduringalonghistory

Especl出lv，sincethe删P】enarvSessionoftheEleventhCentralCommitteeofCommuhistParty
ofCh缸underthewisehiadershipoftheParty．villagersofCaochangdiheldtboflagoftheopenand
reformhi出wagedahard straggletoachievethegreatdevelopmentineconomic，politicalami印iritual
a陀aswithabroadviewofdevelopmentanda scienilncattitudetowardworks Theymadeanoverall

planwithfull considemfionsandtook advantageoftheircharacteristics Sofar．thevillagehasmade

greatachievementsinthedevelopmentofindust州andthevillagershavelivedawealthylifeinaclean

andbe蛆uilfu／envkonnmm．Asa resuh．ⅥllageCaochangdjwo／}axehonorof‘抽面ona】g／'eeoanddice

village"．AnditwaspraisedmanytmtesbyBeijing，ChaoyangdisifictaedCuigeTahuangTowngoverranenL
Caochangdivillagewonthefirstplaceinthecomprehensivevillagecomoeddon蚰loverthetown

ItlsafinetraditionalcustomofourChinesepeopletocompilehistorydocumentariesduringpips-

peroustimes Therefore，editingthehiStOrybookofthevlllageistheneedoftakinggreaterachieve-

menuInthefuture Withthisaim,weselves<iirectourselveswiththeMarxism-Leninism MaoZedong

Thou曲LDengXiaopingtheory，JiangZemin‘'three represents”tmpoaantthought舢$owegetdown
tofactsandkeeponthen^ncipleofnogngmoteabout山ecurrent sitoationsthanthehistory lttcokus

overeightmonthstocompletethiswho]ebookofthevillage’shistory,events andcustoms Wecol—

iectedagreat amountof relevantmaterials aboutthe village’s nature，geography，history，politics，

economy，culture，society，Humanities，eventand soon Duringthebook’editing，wevisitedexperi—

encedvillagersfortheftrst—mndmaterialstoaddtothevalidityofthisbook n砣editorsevenwentto

thevillagers’hometogetthemissinghistorymaterialsanddistinguishthefacts Therefore，thehistory

haokofVillageCaochangdiwillbeareadablecomprehensivehistorycollectionfullofknowledgeand
interest

Asitis saidinancientChina,youmaytrimyourclothesifyoutakeabrassasrein'it．Youmayknow

riseanddeclinelfyontakehistory asmirrir The compileofthebookIs undoubtedlyaneces刚step
toleanlfromhistoo，andpoenupab-andnewmture especiallyIntimesofnewCOUDtrysideconstrue-

llonaedurbanizationofcountryside∞_cas
Withcountless historylessons．wehaveIeamtthata narioNwhichloaks backmhistory,under-

standsthehistory andtakes advantage ofhistoryis apromising natiOll 111sthe samethatthewise

Cacchangdi village whichtakes advantageandevaluatesthehistoryand rimesand sllmKthelllup．will

with acomplete[ynewmagnanimousbosture，inevitablyriseupfromthenoaheastareaofBeijing

Party Branch of Caochangdi village，Cuigezhuang town

comminee，CbaoyangDismct．BeijingCentralCommunistParty

■■—蟹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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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t一
迈古时期，这里曾是茫茫大海，

几经地壳变化、大地沉降、岩层断裂、长

河冲刷、泥沙填积。终成沃野；先人祖辈、

择水而居、筑地为园，造就了草场地的历

史和未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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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村历史

草狮地村蟑于北象市朝甩区末北
部，。营当章F瞎．；吏载，。。明束清
瓤．索城_带蠹皇采样马蔸．周边

有多齄瞎存草料的草J孺牧马之地．
车村为善中2一，故名。草厂
搪’-僻饿詹{￡吲摧村名标牌
对-谣为‘草蛹地”．来干更正．

蒲用至夸。

据传，清朝枷年．率村孙姓祖

先一家三口从山东榆林五虎孙家庄遗

荒判此定居．草场地始有人家。清

耕中后斯．京城中的周、街、祁、

金等名门大户看好此地有岗有水、

交迁便科，是难得的明宅宝她．故

纷纷在此置地建坟。坟茔修建后，

先岳有本村大户张责耋祖先张敬瑞、

蕾蛀先^蘸顺到此看坟而定居：后

又有』f他姓氏的^家投亲靠友来此定

埘。草场地逐渐形成村落．

民国后鲫争村约住有5 0户人

家。解放韧期肯70广、400余人：

2006年订常仕凡u 560户、1026人．

外采暂住^l 3500多凡。仡常代人

l川，．孙．张两姓J．0多。多数由议

就，订少肘㈣族、满旗牡就；◆



l【概 况】l
草场地村东与南皋村接壤．两南邻五王f=路，两

北隔机场高速路与太望京村相望。距崔菩庄乡政府

0 5公里．距区政府约15公里，辖域而机1400多

亩。历代为京畿重要之地，现为首都重要发展区

域。

草场地村地处永定河冲积扇中上部平原，地势

两南高、蒙北低，海拔约3t 3米垒35 3米。上

壤为礓黑土和褐潮土，排水水良、肥力中等，村

东南偏盐碱。北小河由西向寐流经村北。气候属

暖温带半湿润阜十旱季风性大陆气候：冬季多西北

风，空气十燥、寒岭少雪：夏季多东南城、雨

量充沛．年均降水量达600毫米。植被多为人工

乔灌木．以杨、柳、挫、枘、洋槐、遣生闰

嘎嗍隅、五环路、京顺路、南皋糌、南大雌：(南

皋至走啦于H轴纠-变迥于道．村内1t黥煮、水

甚密布．村边有95 5路、81 3路、41 8路、40 2

路等公交车站，交通极为便利。

历史上，奉村农民多以耕种为生。解放前·

虽『々地理、气候、变通、^勤之优势．仉巾J

社会动荡、战乱频发、耕作落后，赋敉沉重．农

民仍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苦牛活。解放后·在中

国菇产党和备级政府的领甘下，分撙土地的草场地

村民．以改无换地的气势平整上地、*修水利、

植树造林、科学种眦、大力笈屐农业帆槭，彤成

能排能灌，早涝保收，踌、林、渠相儿6￡套的

农业生态体系，农民生产和生活有了转机和提高。

一曲春天的故事．草场地村民在改革开放人潮中．

台起、思变、改革．坚持咀农为主、多种经营、

发屉二二产业．草场地村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进入新世纪．在农村城市化、区域国断化的进

薷穗麓鬻然黜僦d瀚．段文1乇斜★}童埔删鹣№舟j复-I算睡
全面、罄}畦、诗续、、F稳麓展，2006年囊荐资产逸
到胡孽5—万九、人均年收入l 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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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隶属沿革】I

求属筒表

隶属广阳郡蓟县

履广阳嗣蓟县

周幽州燕郡蓟县

屉幽州蓟县

届南京道析津府

屈中部路犬兴府

脶大都路大兴县

属顺天府太*县

属顺天府太必县

居北京市表郊区

属北平市东郊区

属北平市郊八区

属l￡京市旃}四区

属东郊区南皋{?政村

罹朝剐lz和甲人民公割

南皋工作站

柑巾阿^她友好公社

庙耕刚区和平农丰j办{

处南皋乡

埔朝mIi崔各庄乡

先菇时期

甲往夏商时期，草场地一带属冀州．后为幽

州。公儿时1045年周武下灭商后，封尧的后裔r

鲥．蓟都仵今广生门带．草场地‘带植蓟国。

东周时燕崮吞并了鲥崮，迁都军令宦武医带，

草场地带属燕陶。

封建社会时19J

公几时2 2 2年，秦破燕，枉北京境内世前上

各，渔阳、广阳=都，草场地带属广阳郡。救尚丰

刘邦实行j}||f国并制，蓟址曾为燕圄、燕都、广阳郡、

广阳嗣、广有同的都城或{}|；治，草场地带的求届戈

系随之变化。一同时期，曹魏此据．草场地带屉幽

州r阳鄢．后属燕琊．后X属燕囤。北魏7K熙一年

(5341F)．北魏分为永魏帛l凸魏后．草场地一带属采

魏。隋庸仝辽盒时驯．草场地一带隶属多受。公兀

936q{．后开的什敬塘割“幽五l六州”献给辽囤后．

焚丹凡仵幽州建立丁陪_!f【【，啦场地带届辽南M析津

府。公几1153q'．，金火i[和北宋后迁都燕京．定名为

中部．啦嗡地带旌中部路人必府。公儿1272"cIi，改

“中部为庀人都．草场地带唇人都路太*县。公儿

1319年＆m人都为北平府，公元I 403年(取乐儿午)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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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北甲为北京，草场地一带属顺天府大兴县。公元

1644年．清兵八关，清朝定鼎北京，草场地一带属直

_隶顺大府大兴县。

吣1q时19J

民国初年，草场地一带属京兆地方大兴县。民

国14年．草场地一带属北京市东郊区，民国”年，

草场地一带属北平市寐郊区。1945年，草场地一带

佩北平市郊八区。1949年，草场地一带属北京市第

十四区。

自冲㈨f4 1l；j

1948年12月．草场地’带解放。1949年，草场地

属北京市十四区太望京行政村。1952年，草场地村属

北京市东郊区南皋行政村。1958年，草场地生产队属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人民公社南皋工作站。1961年．草

场地村属中阿^民友好公社。1983年，成立和平农

村办事处南皋乡，草场地村属南皋乡。1999年．撤

和平农村办事处。草场地村属北京市朝阳区南皋乡。

2(X)4年．崔备庄乡和南皋乡合并成市崔各庄地区办事

处(乡)，草场地村属北京市朝刚区崔各庄地区办事处

(；)。

幽+H埒if_f蹙采⋯

地理学謇常把北京所在地华北平原

的西北南转为“北京湾”，。北京湾。一

带古称出州．早在11世纪的时候，我

田北宋时期的博物学末沈括根据太行^

岩石中存在的海洋生物化石，判断出在

远古时期，这里甘是茫茫大海．后采中

外科肇謇使用相对地质年龄和同位素测

定地县年龄的方法，证实T沈括的判

断．在距夸8 5亿到1 7亿年的震旦纪，

这里曾发生过三次太的海浸，在海底沉

积7相自犀的石灰岩．到7距夸-45年

的时候，也就是中生代的后期，燕^运

动中发生的几个巨太断层．把古陆分制

成几十走块，并相互之闻发生T差异升

降运动，一直延续到人类诞生的第四

纪，莫定T华北走地夸天的形态基础，

也使。北京湾”初具雏形．大约到公元

前2 0世纪H后．由于古渤海海底沉降

速度下降，加上古永定河等河流酌泥沙

沉积，造就7“北京湾”如今广袤无垠

的沃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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