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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说，明

《北京农立生产纪事》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它在患于历史、忠

于事实的前提下，记述北京郊区解放 pg 十多年来农业生产的变铭、

发展情况，作为一个历史记录，使郊区农业工作者参考、借鉴 e

《北京农生生产纪事>) ，是伎据安~亘行政亘戈，~和主管农业生

产业务机才守所辖业务克匪的变化，按照年代顺序编写的。北京

郊区，由解隶材期只有 38万求村人口、 111万亩耕边的小邦 g ，逐

步发展、扩大到目前拥有380万农村人口、 610 多万亩耕地的犬郊

区:主管发业生产的业务机构 p 先是北京市人民政者郊里工作委

员会，后改为农林局，又改为农林水利局，随苦又变为农业蜀，

其业务范围由农林牧副渔全面生产逐步变为只管枝、棉、洁、

隶的单一种撞业。情况在不野地变化， <<纪事》的内容也提之变

化。国苟，这部《纪事》的内容莲盟前后口径不大一致，璀以贯

穿始终。但农业生产是多方面、多因素的，既有生产力的变革，

又有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且二者相互影响。因此，为更确切地反块

农业生产变化、发展的历史情觅，对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互助

合作、人民公社、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也有所记述。

为便于读者阅览和查找资料，特将"北京农业基础资料"列

为首麓，它包括 1949年以来北京郊区行政区边、建制和农业行攻

-机构的变化情况，以及郊 z人口、耕地、农 1t特栽培的变化需

况。然后按照年代颇序分为五大部分记述农业生产大事。

为了保持历史文献的原貌，书中涉及有关农作物产量的计量

单位，凡是当咛见诸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台北京市人民

政府文侍者，一律用原文费用的计量单住，对其中与现行注定计

量单位不一致者，有的在原计量单位之后加注注定计量单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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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一律改用在行的法定计量单位。

1958年以前农业生产纪事年末的"附录.是当时尚未戈，1] 归

北京市的河北省各县的农立大事记，由于资料不全，但录一些零

星资料供参考。

《北京农业生产纪事》是在广泛查阅有关历史档案、文件、

拉利、杂志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编写的，历时四年多，但疏潜之

处恐在所难免，又限于人手和编写水平，如有谬误之处，希读者

持正。

编者

19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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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基础资料

、 1949年以来北京郊区行政区

划、建制变化情况概要

1.解放之裙，全市划分为32个行政区。 1949年 6 月，并为e

d.，.O个行政区。 1950年4月，又并为 16个行政区.当时郊区有第 10

区〈东郊)、第 11区〈南苑)、第12 区〈丰台)、第 13 区(海

淀)、第 14区。七郊〉、第 15区(石景山〉、第 16 区〈门头海) .、

整个市区土地面裂为 1 255平方公里。有耕地11 1. 02万亩，农村人

口 38万。共有264个行政村， 1654个自然村 10个关照， 6个镇。

2. 1952年6丑，北京市郊有政区知从按数字颇ff改为以地名

命名，第10区改称京郊区，第 11区改称南苑茧，第 12区政称丰台

区，第 13区改称海淀区:第 14区撤销，其所辖区域分别划入东

郊、海淀两区;第 15区政称石景山区，第 16 区改称门头沟区。

3. 1952年9月，河北省的究平县全部和房山、良乡两县的

部分乡划入北京市，与门头沟区合井，称之为京西矿区。郊区的

耕地面íR扩大到 129.96万亩，农村户数增加到 12.63 万户，农转

人口为54.49万人。

4. 1956年，河北省昌平县大部主，tl归北京市，改称昌平区:

同时把河北省通县的金盏、主j飞河、上辛堡、崔各蓝、长店、苇

泊、北率等7个乡也划入北京市，并入东郊区。郊区的耕地臣表

扩大到214.8万亩，农户增如到 19.3万户，农村人口 80.7 万人。

郊区共有7个区，即东郊区毛南苑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也二

区、京西矿区、昌平区，有138个乡、 5个镇， 17个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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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958年3月，河北省通县专区的通县、!棋义、大兴、良

乡、房山等5个县及通知l市划归北京市。通县和通州市合并改称

遇到区.良乡、房出两县合并改称周口店区。大兴县玫称大兴

区. r.民义县玫称颇义区。同时撤销商苑区，其辖区分躬盐Ij 入丰

台、朝陆、大兴等3个区:撤销石景山区，其辖区分别划入丰台、海

淀、门头沟区。东郊区改称郭坦区，京西矿区政称门头沟区.

同年 10月，又先后将河北省的怀柔、密云、平谷和延庆等 4

个县划入北京市。至跑步北京的土地面积为 16808平方公里，有

耕地739.24万亩，表户 63.37万户，在村人口 28 1. 67万人。人民公

社化后政社合一，乡、村建制为人民公社所代替，当时有人民公

社73个，生产大队1626个，生产队9 156个。

6. 1960年初，昌平、 lm县、顺义、大兴、周口商等5个区撤

销区建制，改为县建制，部昌平县、适县、顺义县、大兴县，周

口店区改称房山县a

7. 1963年6月，建石景山办事娃，到 1967年 8 月，石景山办

事处改称为石景出区.

8. 1986年 11月，房山县改称窍山区。

9. 1988年初，郊区有耕地623.80万亩，农户 111L57万户，

农材人口 389.61万人。 1983~1984年完成了改社建乡工作，到

1988年，郊区共有280个乡 11个镇. 4 143个村民委员会。

10. 1990年，郊区有耕地619.07万亩，农户 124.5万户，农衬

人口 392万人.有215个乡， 76个镇， 4 140个村民委员会， 6 057 

个村民小组。

二、 1949年以来北京农业行政机构变化概况

1. 1949年 3 月 19 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郊区工作委

员会，负责北平郊区的农业生产建设和行政管理事宜e 办公地点

在中南海内( 11月迁到恭俭胡同36号) .委员会内设建设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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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郊区农林水利生产建设)、土地管理科、工商科、教育科、民

政科、豁书室和巡视组。董汝勤兼主任，周凤鸣为副主任，编制

人员共71人。 1950年，柴泽民兼主任.

2. 1952年9月 3 日，北京市人民政前决定撤销郊区工作委员

会，另行组建"北京市人民政府寂林后负责郊区农业、林

-业、水利、畜牧兽医和雷营农场管理工作.任命周凤鸣为局长，

杨益民、刘锅为1'U'1局长，局内设农业生产、园艺、林业、水利、

畜较喜医、农场管理等业务科室，编制人员为 120人，办公地点

在西城区恭佳胡同36号。 1954年初，周凤呜谓离农林肩，任命汪

菊摊为局长。当年2月， ~北已京市人民政;蔚苟决寇将农J林钵局改名为"北

京市农林水科昆

3ι. 1959年，成立"北京市水产局

殖、海洋捕捞辛n水产品的供销工作，原农林局负责的养鱼生产业

务移交水产局。局长张智勇，副局长王松龄。该属于 1963年撤

销，其淡水养鱼生产业务仍由农林水利局负责，或立水产处.

4. 1959年 7 月"北京市农垦局"成立.原农林水利局负责

的国营农场管理工作交出农垦局管理，任命张省三为局长，刘钢、

李贻赞为副局长。办公地点在宣武区长椿街范家胡同市府大楼。

5. 1959年 10月"北京市农业抗械管理局"成立，原农林

水利局所辖农业机械管理业务租南苑拖拉机站交由农业机械管理

局负责。王凌西为局长，张文泼、葛纯、边建平为黯局长。办公

地点在东交民巷31号。

6. 1960年"在京市气象局"成立，原农林水利局所属气

象业务移交气象昂，局长王兴华。办公地点在宣武区长椿街范家

胡同市府大楼。

7. 1960年3月"北京 11r 水利工程局"成立，原农林水利

局的水利科交水科工程窍，农林水利局改称"北京市农林局"。

水利工程局主要任务是负责郊区农田水利工程的惨建、维f搓、管

理，局长王宪〈兼) .副局长王策、王觉民.办公地点在东交民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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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31号.

8. 1960年8月， "北京市农垦角"撤销，其业务并入北京

市农林局，成立企业管理处主管农场工作@

9. 1964年2月，北京T市水科工程局和北京市气象局合并，

成立"北京市水利气象局"，主管农田水利和气象业务。局长仍

由王宪兼任，副局长有王兴华、对路、赵辅臣、王觉员、六振

达. 1965年 12月，单昭祥任局长。

10. 1964年4月"北京市国营农场管理局"成立。郊区国

营农场的生产、财务、物资资拨等业务由农林局划出，局长为张

还吾，副局长赵华达、刘钢、王哥华、李贻赞，办公地点在楼鼓

北豁口.农林局局长为杨益畏，副局长为苏国良、李莉、袁平

书。

1 1. 1964年年末，为实行机关的"革命化n 农口各局先后

迂往郊区。北京市农林局迁往西郊普安店村办公:市水利气象局

迁往怀柔甚域办公:市农业机械管理局迁往北郊西三旗村办公 2

7育国营农场管理局迁往德胜门外播民果园办公。

12. 1968年 11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市农林

昆、市水利气象局、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市国营农场管理局，合

并成立"北京市农业局"组成"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苏兴

中，副组长刘义、梁学文，领导小组成员有李启、李生桂、边建

孚、六振达。周内设有农业、农机、水和等业务组。办公边点在

西郊翠微路原水利气象局18址。原来4个局的业务统一起来。农

业局编制人县为85人。原4个局的干部除部分留农业局外，其余

的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3. 1972年8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北京市农业局，

分别组建"北京市农林局"、 "北京市农业机械局"、 "北京市

水利气象局"。北京市农林局迁往德胜门外裕民果园办公，革命领

导小组组长刘义，副组长宁安王。领导小组成员有:曹f居民、常

~浦、赵华达、杨子元、李忠泰。局内设有农业、林业、蔬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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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农场管理、畜牧、水产、经营管理、科技等业务组。北京市农

业机械局迁往木樨地办公，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单昭祥， M1J组长XiJ

拓，领导成员还有孙乃东、孙;每同、边建平、、王凌西.北京市水

利气象局仍留西郊翠微路办公，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侯振黯，副组

长六撮达、张还吾、钮茂生、钟国生、李启。

14. 1972年2月"北京市农业科学院"成立，革命领导小组

组长常浦，副组长袁平书、范镜扬。下设作物所、蔬菜庚、果林

茹‘畜牧鲁医庚、植保所. 1983年，北京市农业科学院更名为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15. 1976年"北京市气象局"重新建立。革命领导小组组

长商振埠，面组长董玉峰、Ilt贡新。办公地点在大兴县天恩庄。

16. 1977年， "北京市畜牧水产局"成立，原农林局负责的

畜牧、水产业务交出市畜枝水产局管理。赵华达任革命领导小组

组长，许振国为副组长，办公地点在新街口外冰害口.

17. 1978年，北京市畜牧水产局把水产业务分出，单强成立

"::ft京市水产局"局长刘晓，副局长张振 IlJ .同时，建立"北 4

京市畜牧局

1凶8.1ω97刊9年，成立"北京市吕营农场管理局

营农场管理工作.原农林局所属国营农场娃划归农场局领导。任

命刘萌为局长，副局长有郭方、赵彪‘王哥华、苏、国良、韩林先.

19. 1979年6月"北京农学院"在原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基

础上恢复、建立. 9月招生， 12月新生入学，当时设有农学、园、

艺和畜牧兽医等3个专业，院长杨舟.校址在昌平县朱辛庄.

20. 1980年8月，北京市农林局撤销，分别成立"北京市农一

业局"和"北京市林亚局'\农业局负责郊区的枝、棒、洁、

菜.种植业的生产任务，局内设有农业、蔬菜、科技等业务处，

局长杨益民，副局长王文哲、宁安玉、董四留、何三晋、张燕;

商@林业局负责郊区的林业‘果树、养蜂、养蚕生产业务，局长李

莉，副局长王金秩、高长辉.商局办公地点都在北主环中路 19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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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农作物栽培变化概况

农律韧栽培变化情况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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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区刻的各项历史数字.

〉内数字为现有郊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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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生产纪事

第一部分

(1949---1952年)

1949.-;1952年是北京郊区农业生产的恢复时期e 解放前的北

京郊区农村和农业生产，经过多年战乱和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

盘剥与掠夺，经济捐献，生产衰退，生产力和生产设施十分低下

和落后，群众生活很贫困。解放后的 4 年间，郊区农村进行了民

主建攻，摧毁了保甲制度，开展了反霸斗争，实行了土地改革，

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土地生产

力获得解放，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尽管生产水平还很

纸，自然灾害频繁，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持下，郊区的农业生产还

是取得较抉的技复与较大的发展.

解放之初，郊区有农业人口 38万多，耕地 111 万亩。 1952年

、河北省的宛平县和良乡、房出两个县的部分村并入郊区，农业人

口增加到54.4万多，耕地129.96万亩。 4年内，两年遭受严重雨

捞灾害 (1949年和 1950年) .土地改革完成后，郊区农民为发展

农业生产、增强抗衡自然灾害能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

领导下，积极兴修农田水利，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到 1952年底，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达7.38万户，占当时郊区总农户的

59.1%. 其中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10 个 (103户) ，常年互助组

5 199个 (3.5万多户) • I监时互助组在6808个 (3.8 万多户) • 

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抓了总结农民群众的增产经验，宣传

拉广科学技术知识，努力改善农业生声条件，重点是排涝、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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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扩大水浇地面积，推广新式水车和新式农具，开展病虫害捞

治工作，在菜区和穗区撞行化学农药和住学肥料，着手推广小

麦、棉花的密植栽培技术。创建了家畜防疫机梅，开展了家畜防

疫工作。在林业方西贯韧林木保护政策。

在这 4年中，郊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稍许有所改善，水浇地面

积增加了 6 万亩(增加50%多) ，带涝能力有所增强:再如政治

形势好，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和广泛地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

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高，从商推动了粮、棒、油、菜的

生产发展.粮食作物亩产量出45.5公斤(1949年严重雨涝〉上升到

102.25公斤， 4年增长 1倍多，总产量增长1. 7'告:棉花播种商载自

3.95万亩扩大到7.35万亩，增长86佑，亩产皮梅由7公斤增长到20

多公斤，增产近3告:花生种植面积由3.5万亩扩大到7.34万亩，

增加 1倍多，亩产量也出66公斤增长到 105.4公斤:蔬菜生产发展

更为迅猛，种植面积出解放初3.84万亩增加到 13.08万亩，增加2.4

倍，亩产量由830公斤增长到 1617公斤，增长1倍。各项生产都超

过了战前历史最高水平，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创造了良好条

件。与此雨时，还涌现出一批农业生产劳动模荒和先进入物，并

创造了不少值得推广的先进增产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农作物产

量，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总的看，这 4 年，北京郊区

的农业生产是在困难条件下稳步高速增长的4年，是取得显著成

:效的 4 年，郊区农民生活开始向温饱过渡。

囊1-1 1949-1952年北京结区农村、在盛情况襄

1949年 1950年 ' 1951年 1952年
/ 

一、农户(万〉 8.17 9 .43 9.18 12.63 
J 

(52. 引〉 (57.05) (57.67) (60.99) 

农村人口〈万) 38.20 42.70 39.87 54.49 

(237.94) (253.95) (254.66) (264.0 7) 

农业劳动力〈万〉 15.66 20.83 

(109.92) (11 7. 23) (1 16.77) (1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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