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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北京房山区历史大事记》，在有关领导、

编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经广泛征集资料，认真研讨史

料，反复征求意见，几易其稿终于付梓成书与读者见面了。

该书的问世二是房山区党的建设的一件盛事，也是房山区的

一大喜事。

全书以记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房山地方党组织创建、发

展、壮大，领导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点人

物、重要成果为主线，再现了房山地方党组织团结带领人民

艰苦奋斗、拼搏创业的历史，也为了解地方党史知识，缅怀

英烈，颂扬英模，资政育人，特别是教育青少年提供了一套

完整、翔实的党史资料。

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标志，结束了旧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志士仁人在黑暗中长期探索的历史，展现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开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结合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中华民族引

向了光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房山地区党组织带

领房山人民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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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
煌成就；描绘了一幅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通过房山这个历史画面，我们不仅看到为民族的解放而

捐躯的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而且也领略了为和平建设而作

出重大贡献的全国劳动模范的英雄风采。同时，房山党组织和人民也经受了“反右扩大化”、

“左倾狂热冒进”、十嘴d襄蓄斟冀

譬鍪未绺犟全磊豢W奠基纛臻蘩蕉黼娄囊射季；萋点囊瘴蕈

书丕堡糟蠹薹翮繁，雠鐾岳埋翅霎曩i鋈秘勃毹萎誉鹭。习≤

也辫聋；薹墼鼓雕囊型雾靼习菱薹治鞭辫墓涵；裂妻蓁羹囊

蠢萎冀上¨硷薹震薹搿“丝百褊囊5基薹澄燮E囊瑟娄成。

妻霉羹蠢竭凝登笛淫蟛羹；领昱蓁班子也相继成立，原 各队领导先后被结合进入生产班子，领导

生产。1968年9月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也相继进

驻。1969年4月， 成立“革命委员会，，，代替“革命大联合委员

会”行使职权。此后， 尽管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恶风暴袭击之

下，极左思潮泛滥成灾，对公路建设诸多干扰，但公路职工大都

始终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为房山的公路建设默默地贡献自己的

力量。因此，房山公路管理所虽然饱经灾难，但广大职工仍能发

挥其应起的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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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活动提供了难能可

贵的历史教材。我殷切地希望，全区各级领导干部和共产党

员都要认真研读这本党史大事记，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并

转化成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豪情与力量，为加速房

山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杨德宏

2001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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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北京历史悠久，名人荟萃。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以来，有大量的人物可圈可点，有许多的事件应当记载，

如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共产党的筹建与早期

组织的成立，二七大罢工和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二·九运动

的开始，七七事变的枪声，抗暴斗争和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平

津战役中北平的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确立等等。

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如此众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

在北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共和国

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国内外的影响和作用更是有目共

睹。中共北京党史与80多年的中共党史密不可分，与50多年的共

和国历史密不可分。共产党在北京奋斗的踪迹应当铭记，应当

详记。

中国历来有记述、研究历史的优良传统。古人云：以铜为

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重视

自身历史的总结和研究，从而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

中，少走了弯路，减少了挫折。江泽民总书记谈到学习历史时

说： “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

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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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

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

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番话闻之发人

深省，催人奋进。

大事记是记述史实的一种形式，大事记的编写是历史研究

的一个阶段。党的大事记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营养，在总结历

史经验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各区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北京地方党史的重要内容。系统地征集、

研究、编纂各区县的党史，是北京地方党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经过多年的努力，北京各区县党史部门积累了丰富的党史

资料，出版了许多具有本地特色的党史征研成果。为了使北京

党史研究更加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使北京党史工作跃上

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在各区县多年征集、研究的基础上，统一

规范，组织18个区县党史部门的同志编写了这套“中国共产党

北京市区县历史大事记”丛书，目的是使广大党员、各级党组

织了解本地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为宣传地方党史，开展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系统、准确、生动的素材，

为各级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区县历史大事记”丛书的编写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有关文

件精神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丛书以中共北京各区县地方组织的重大活动为主体，如实

记录当地共产党组织成立以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

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通过

史实，客观地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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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北

方局委派刘杰、胡景翼、苏梅等同志，晋察冀军区派遣邓华、

包森等人深入平西开展抗日工作，他们组织发动群众，创建了

以房山老区百花山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使房山地区党组

织活动得以较快发展。

1938年3月，中共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委建

立；5月，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6月，

房山的第一个党支部在上石堡村建立；11月，中共房良联合县

委员会建立。县委领导房山人民开创巩固抗日根据地，与日军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房山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的战略

相持阶段。根据形势需要，6月14日，中共平西地委决定，将原

房良联合县与涞(水)涿(县)联合县合并，重新组建了房涞

涿联合县。联合县委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另一方面领导抗日

军民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日伪军～次次疯狂的

进攻和扫荡。著名作曲家曹火星同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

1943年9月，在抗日根据地堂上村，创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这首鼓舞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歌曲。1944年10月，平

西地委决定撤销房涞涿联合县，单建房山县；1945年9月，晋察

区十一分区党委决定单建良乡县。

抗战胜利后，房山、良乡两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

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加快发展党的组织和人民武

装、不断扩大解放区，对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强有力

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心的攻势。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华北军

区七纵队20旅，在房山、良乡两县委和人民的支持配合下，攻

破房山城守敌防线，迫使房山、良乡两县城守敌北逃，从此房

山、良乡两县全境宣告解放。随后，两县县委领导人民大力开

展生产运动和支前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平津战役，直至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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