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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飞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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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奎索谦安家盛
吴玉华贾秉武蔺和瑞

刘朋庆臧惠琴姚维

廉洁刘庄振赵秀敏

张兆坤何大謦墨型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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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熙材 辘～鹱 昕一鍪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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薹嚣囊藤熏塑羹鋈冀蓁粪薹羹鍪

，先后向租赁书商公布3批查禁和收换书目。至1956

年2 月底，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书工作基本结束。

共查禁书画58种、608册，收换书画1379种、18536册，开

出换书证合人民币2864元。

3 月

中旬 为在小学进一步贯彻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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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言简意赅，并保持当时用语。对一些过时或不适用于当今

的语言，则用引号(“”)或加注。

十二、本书所用数字皆是当时文字记载，如有疏漏或不

确，一律照录。

十三、本书尽量搜集和刊载当时本区主要领导人的照片

及中央、市主要领导人来本区视察的历史照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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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

组织普遍被夺权。1967年4月，在错误地批判所谓“二月

逆流”之后，实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

训)”，本区成立以区武装部长为组长的“区抓革命促生产指

挥部领导小组”(又称“区一线指挥部”)。1967年11月21

日，在“区一线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以支左军代表为组长

的“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为成立区革命委员会作准备。

1968年2月，根据毛泽东“大联合”、“三结合”、“革命

委员会好”的号召和市革委会部署，成立“军、干、群三结合”

的区革命委员会，取代区委和区人委的一切职权，实行“一

元化”“党政合一”体制。区属各局、处、街道等单位，经区革

委会批准，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1968

年11月，在京郊顺义泗上和古城大队建立“东城区五七干

校”，将全区被揪斗和被精简的干部1500多人下放劳动，进

行“斗、批、改”。1970年，又将“五七干校”部分下放劳动干

部分散到京郊农村插队劳动和支援延安地区、加强当地县

和公社两级领导。1968年至1970年底，在“文化大革命”

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全区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错误地揪斗了一批干部和群众。

后又“整顿”全区党组织，吸收一批新党员，即所谓“吐故纳

新”。当时，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

开除党籍，接纳的新党员却有一些不合乎党员标准。在此

期间，由于长期“停课闹革命”和错误的教育改革，贻误了一

代青少年的教育成长。1968年12月以来，全区开展了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老三届”和其他届次的大批知青

到黑龙江、内蒙、山西等地参加农业劳动，使他们失去接受
· 1 ·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

组织读报组。(五)每个支部至少订阅1份《人民日报》和

《北京日报》，并向党内外群众推广党报的发行。区委和各

级党组织每年要检查两次读报和报纸发行情况。

23日 区委常委会议原则通过《东城区地方工业第

一期新(扩)建项目初步规划(草案)》。《规划》(草案)提出：

东城区现有地方工业59个，其中：国营5个，地方国营15

个，公私合营39个。依产品划分行业，除少数从属于国家

统配部管产品外，绝大多数系修配、加工和地方工业所需之

协作商品，服务性行业约占全部地方工业的25％，生产生

产资料性质的地方工业为数甚微，绝大多数生产设备依赖

兄弟城市或国外进口。以现有生产状况而言，产品单一化、

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部分工厂产品尚未定型，任务不

足，停工现象屡见不鲜。根据总路线和北京市委关于“争取

在五年内把北京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使消费

城市变为生产城市，站在全国技术革命的最前哨，使首都在

科学建设中起更大作用”的指示，依据“重点发展”的原则，

确定全区第一期新(扩)建工程共11项；并初步对各工程项

目的场地作了安排，明确了建厂所采取的主要措施等。

24日至28日 本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金鱼胡同1号区委礼堂举行，大会代表399人(原东单区

174人，东四区225人)。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了原东四

区人民委员会区长张国良代表东单区、东四区人民委员会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

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和胡克实同志的报告精神

及《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

决议》。

同日，区委批转区人委财贸办公室《关于加强粮食管

理，进一步开展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

指示，要对节约用粮问题抓得很紧、很紧，把节粮同战备教

育结合起来，对本地区粮食管理工作进行清理整顿，堵塞漏

洞，杜绝浪费。

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

平、彭骊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中

共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搞修正主义”，叫嚣“要消灭一切牛

鬼蛇神”。北大校园出现大字报高潮和批斗教授的高潮，本

区许多机关干部、中学师生前往参观。

24日至29日 区委常委连日开会，听取17级以上干

部和基层党政领导干部集中学习《五一六通知》的情况汇

报；传达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在外国人中宣传“文化大革命”

的请示报告》；传达市委领导同志关于停演话剧<在街道上>

的指示；传达毛泽东主席《对(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

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简称五七指示)；学习中共中央

《关于停止彭真等四人职务的通知》及其附件。这一学习扩

大到区委副部长。决定从下周开始，17级以上党员干部每

天半天学习《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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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工业工作会议的贯彻推迟进行。

6 月

1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

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

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简称破“四旧”)。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

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同日，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高扬

文、马力、郭影秋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安排了本

区工作。认为6月份应作为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组织师生员工学习；批判；发现和组

织“左派力量”。

2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

二l匕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是“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组织是“修正主义的‘党”’，号

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本区许多单位陆

续贴出揭批“修正主义”和“黑帮”、“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截至6月7日，已贴大小字报16438张。许多单位还召开

“声讨会”，掀起乱揪乱斗所谓“黑帮”和由群众宣布撤免领

导干部职务的“罢官”浪潮。

同日 区委常委会议继续研究本区“文化大革命”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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