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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及后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卢沟桥乡各村已逐步由农村融入都市。适逢营

造小康社会的昌隆时代，全乡20个行政村同修村志，以叙百业之变

迁，探村事之壶奥。这是全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它对于全

乡人民了解和宣传村情，更好地促进“四个文明"建设具有广泛而

深远的意义。

卢沟桥乡头近西山，脚触蓟城，是北京西南重要的咽喉要地，

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卢沟桥乡历史悠久、文化

殷盛，20个行政村各具千秋，各显魅力。卢沟桥村因靠近闻名世界

的八百年卢沟古桥而得名；大井村以一座万佛延寿寺和美丽绝伦的

千手观音像而惹得人们心驰神往；小井村的石碑记述了雍正年间巨

石填洼的浩大道路工程；小瓦窑村的砖瓦烧制远推明代；小屯的成

村与仓储和物流结下不解之缘，曾是木材收贮、驻兵屯粮之所；郭

庄子村境内的白玉石坊刻有乾隆御笔；六里桥村的五显财神庙寄托

了人们太多的美好愿望；太平桥村至今流传有杨六郎北闯幽州的动

人传说；郑常庄村正堂演化，双塔奇迷；万泉寺村直下中都城垣故

地；西局村的“局”可远溯到元代的磨玉工艺；菜户营村早在明代

就是供应宫廷蔬菜的种植基地；靛厂村以加工蓝草制作颜料而以打

靛成名：东管头村曾是水泉翻涌，百草丰茂、开垦宛若江南神奇之

地；三路居村以茶舍而成村，三方道路汇合于斯；马连道村的昔日



田埂曾尽显着马莲花的芳香与瑰丽；张仪村的村名变化折射出近代

外来人口的迁移过程；周庄子村一带的民间花会弥散出花都的文化

神韵；大瓦窑村诞生了京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岳各庄村曾是京郊

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地区，1958年，毛泽东主席来这里视察，使这一

古老的村庄声名大振。

历史上，卢沟桥乡作为京郊重要的“菜篮子"，曾为北京市区

的副食品供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40％的鲜菜从这里源源运进京

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沟桥乡更是以丰硕的改革

成果成为京郊首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

化，有些村落已难以看到旧有的痕迹，昔日田园相望的农村景象已

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替代，昔日阡陌交错，曲径通幽的乡间小

路已变成一桥飞架南北，道路四通八达的城市快速交通网。乡村

的飞速巨变，迫切地要求我们把各村的人文历史书写下来、保留下

来，以便激励子孙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争取更大的业绩。

为更好地编写村志，乡党委特别成立了村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各村抽调专门人员，从事志书的修撰；同时延请市、区地方志

部门的专家学者对此悉心指导。修志人员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为之

投入大量心血，终于使这20本村志在建国60周年华诞前夕付梓问世。

在此，向所有为村志编纂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是本乡第一次编纂村志，资料的匮乏可想而知。加之编辑

人员缺少经验、编辑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促等因素，书中错误与纰

漏难于避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使村志日臻完善。

-

帙卢沟桥乡委员厶书记辱札



序二

2008年初，乡党委提出党建“六个一"工作目标，其中编纂村

志的任务让我深深感到乡党委对人文建设的重视，编纂村志同样有

着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乡党委的大力倡导下，卢沟

桥村党总支主持编纂了《卢沟桥村志》，这是全体村民文化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它记录了卢沟桥村的发展历史，见证了卢沟桥村几代

人的奋斗历程，诠释了卢沟桥村人民顽强不屈精神的真谛。卢沟桥

村，说它大，其实只是一个行政村编制，人口只有2 800多人，说

它小，它又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的所在地。以卢沟桥

为村名，是村民引以为豪的事情，我们珍惜这个荣誉，并且用实际

行动为卢沟桥的保护做出了贡献。从建国初至今，村集体不仅设置

保护卢沟桥的组织，还安排专人宣传、检查、管理，村干部更是以

爱护卢沟桥为己任，带头去做，使得北京西南部保存了一座完好的

地理盆景。

常言说： “卢沟桥最大的是风，最小的是城”。风砂和洪水冲

积使这里的地面几乎没有土层，形成了裸露在地面的碎石和积聚的

沙土坡。南沙筒和沙岗是卢沟桥两个小村落名，很能说明多年来的

地理状况，由此在农业生产种植上人们常说： “卢沟桥有三宝，沙

子、石头、秋白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多年来，由于

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砂石，挖砂石谋生成了村民的主业。这种

谋生之路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村集体引入先进技术，变人力



采掘为机械化采掘。但是，挖砂石给环境建设带来了诸多问题，也

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必须全面停止这一生产形式，为北京市大

环境建设让路。卢沟桥村在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土地资源的管理

等方面大举进军，加强开发和利用，使村集体经济逐步稳固，村民

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改革开放30年来，整个卢沟桥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宛平城明

清仿古一条街和卢沟晓月景观成了丰台区新的旅游景点；城内抗日

战争纪念馆与城南抗日战争雕塑园遥相呼应，是全国著名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盛世修志，明政重史。《卢沟桥村志》既是本村的发展史，又

是全村的创业史，它不仅让广大村民熟悉村史村情，热爱自己的家

乡，更重要的是为今后卢沟桥村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它将

在卢沟桥村未来的建设征程中激励今人，惠及后人，对促进和不断

提高村域各项事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集思广益，众手成志。在编纂过程中，村里的父老乡亲和退休

老干部、老党员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指教，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初次修志，没有经验，难免疏漏，不到之处请广大读者指正。

卢沟桥村党总支书记



凡例

一、 《卢沟桥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记述卢沟桥

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二、本志记述地域范围为2006年版北京市规划图中丰台区卢沟

桥乡卢沟桥村辖域范围。

三、本志记述年代上限1089年，下邸12008年底。

四、本志以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的内容为主。

五、本志纪年以公元纪年，“解放前’’指1948年12月17日丰台

全境解放前。

六、本志分篇、章]kJl,题目，运用图表、述记方法，以志为主

体。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

八、本志所用数据以本村档案资料及区级各项资料为准。

九、本志计量单位个别保留旧制。一般采用国家公布(1984

年)的法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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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村行政区域图



卢沟桥村域图



位十卢沟桥东桥头的卢淘

晓月碑{清乾隆年问}

2 1 937年7月9日 《东方快

报》关于日军炮轰宛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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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374驻守卢淘桥的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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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域内的，淘古桥¨I 92年建

2村域内的宛平城c1 640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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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宛平城内的中目^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f1 987年建)

2自城墙边纪念抗IB英堆的石鼓C2002

年建}

3自自赫醒‰f1 987《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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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t事变”弹坑遗址f1 937年

2村域内小请河东桥头的交通岗亭遗迹

(1 9524)

3村域内抗战时碉§遗迹{1 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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