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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在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首都

城乡建设五十年大事记》编辑出版了。本书如实记载了1949年1月1日至1 999年10月1曰

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首都城乡建设的关怀，以及城市规划、勘察、测绘、设计、房屋建

筑、基础设施建设、环卫环保建设、绿化美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和重要工程建设的始末。

从中，可以了解到北京是怎样从一座满目疮痍的衰败古城，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现代都市的；

可以感受北京城乡建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建设者们艰苦奋斗、不

懈努力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变化。

本书由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北

京市人民政府农林办公室、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共北京市委城建工作委员会，以及北

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北京市测绘设

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住宅开发建设集团总公司、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建筑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北京市公用局、北

京市园林局、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北京市公路局、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

司、北京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北京市水利局、北京

市林业局、北京市乡镇企业局、北京铁路分局、中国华北电力集团公司、北京市建筑业联合

会共同编纂。

《首都城乡建设五十年大事记》，回首北京城乡建设的桩桩往事，无不带有行业的特点和

时代的印记，作为首都的建设者一定会感到非常亲切；作为想了解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50年

来北京城乡建设发展史的读者，本书也不失为您的良师益友。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读者有

所启迪、有所激励、有所鼓舞。从而，在新的起点上，为把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努力奋斗。

在本书出版的时候，谨向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所有同志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向搜集资

料、撰写文稿，为本书的出版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感谢。由于本书涉及的方面广、时间跨度

长，加上我们的编纂水平有限，难免有取轻漏重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199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城乡建设五十年大事记

1949年

1949年1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1949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军委向平津前线指挥部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保护北平

文化古城问题的指示》电，要求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

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1949年1月22日 天津至丰台段铁路修复通车。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中共北平市

委迁入城内办公。

1949年2月2日 平渝、平张、平门、平涿四段铁路通车。

1949年2月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北平群众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

1949年2月4日 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宣布接管政权机构。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

平市工务局，3月30日改称北平市建设局。

1949年2月11日 北平邮政管理局及其所属各支局、邮亭及邮政代办所，开始收寄平

信、挂号信。通邮地区包括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解放区21个省、819个城市。寄

递邮件须贴用华北解放区邮票。

1949年2月23日 北平邮政管理局恢复开办寄往铁道沿线直达局的快递邮件业务。2月

25日开始收寄华北各区的包裹。

1949年2月 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管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事务，成立市人民政府公安

局清洁总队，下设12个清洁队，1个垃圾运除汽车队，分别担任道路清扫、洒水及垃圾秽水

收集运除服务。粪便由私人粪业经营者负责运除。

1949年2月 北平至山海关铁路修复通车。

1949年2月 全市居民住宅面积1350万平方米。

1949年2月 全市有1座自来水厂，自来水日供水能力5．8万立方米，供水管道364公

里。

1949年2月 城区内221公里旧砖沟(能通水的只有22公里)与2．7万个渗井，担负城

区和各关厢的污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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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 全市有公用发电厂1座，发电机4台，装机总容量5．5万千瓦；77千伏输

电线路3条，总长118．9公里；33千伏输电线路23条，总长211．9公里；77干伏变电站1座，

33千伏变电站11座，主变压器总容量1 0．14万千伏·安；10干伏配电线路422．8公里，配

电变压器容量5．97万千伏·安，用户12万户，最高负荷4．18万千瓦。

1949年2月 市区道路总长215公里，道路面积140万平方米，少量低级沥青路，绝大

部分为胡同土路。

1949年2月 市区有桥梁115座，公路桥梁24座，大部分为临时性或半永久性以木结构

为主的桥梁。

1949年2月 全市有能够行驶的有轨电车49辆、公共汽车5辆。

1949年2月 全市有京津、京山、京承、京开、京保、京张6条对外干线公路，全长272

公里，加上县级公路共398．2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14．2公里，96％为土路，多为有

路无桥、晴通雨阻。

1949年2月 全市有京山、京汉、京包3条铁路干线和1条铁路环线，以及到门头沟、通

州、大台、怀柔、南苑和周口店等7条铁路支线。铁路客站有位于前门东侧的北京站和西直

门站；铁路货站有北京西、西直门、广安门、西便门、永定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

阳门和石景山等站。

1949年2月 市区有5个电话分局，郊区设有电话交换机的有9个营业处。市区有以经

营电报为主兼营电话的8个营业处。全市电话交换机总容量25330门，其中自动交换机1600

门，市内电话普及率0．9％。

1949年2月 全市有邮政支局4l处，邮亭6处，城区邮政代办所30处，邮票代售处264

处。城区共有信筒、信箱365个。

1949年3月9日 电车公司修造厂职工掀起“抢修百辆车运动”。至4月19日，修复有

轨电车100辆。4月25日因失火烧毁59辆，后于10月25日再次修复101辆，这批有轨电车

的修复，为尽快恢复北平市的公共交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3月10日 北平邮政管理局恢复与待解放区的通邮，并开始收寄东北指定的11

个局的包裹。

1949年3月18日 卢沟桥铁路大桥修复通车(该大桥于1948年12月14日被国民党军

队破坏)。

1949年3月24日一6月30日 市政府组建“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发起“清洁大扫

除运动”。发动群众连续奋战3个多月清运垃圾，共出动7万多人次，动用汽车807辆、人力

车3204辆、兽力车32113辆。又经过11月和1951年3月两次清洁大扫除，将明清以来沉积

的60多万吨垃圾彻底全部清除。在此期间，还修建垃圾待运场8座，新建、改建公共厕所150

座。古都面貌大为改观。

1949年3月25日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由西

柏坡迁到北平，从涿县乘坐铁路专列，在清华园站下车进入北平。

1949年3月 北平邮政管理局恢复办理汇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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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5日 琉璃河水泥厂恢复生产。

1949年4月18日 北平邮政管理局恢复国际邮件业务，首先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建立了互换邮件关系。

1949年4月26日 南苑、西直门、阜成门、永定门、朝阳门、东直门、广安门、安定门、

广渠门9条输电线路修复，开始输电。

1949年4月 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负责中央直属机关进入

北平后的房屋修缮工作。

1949年5月1日 安定门水厂(第二水厂)投产供水，使市区公共水厂日供水能力增加

3．02万立方米。该厂始建于1942年，由于工程进展缓慢，一直未建成供水。北平解放后，仅

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此后，1952年至1955年增建水源井15座，70年代又增建水

源井10座，并在西北郊地区建造一次供水井28座，直接向管网供水，1976年日产水能力达

19．8万立方米。1989年12月至1991年再次对供水设施进行改造。由于地下水位下降，日产

水能力衰减到15．4万立方米。

1949年5月1日 恢复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东华门至颐和园)，该线路已停驶9个月。

1949年5月4日 号称“东亚第一"的木材厂——光华木材厂破土动工，1952年年底建

成。

1949年5月6日 平津铁路管理局由北平迁至天津，北平成立铁路办事处，是北京铁路

分局的前身。

1949年5月11日 北平一沈阳开通直达旅客列车。

1949年5月12日 恢复东四至西四的老2路公共汽车线路。

1949年5月19日 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破坏的平津高压输电线修复输电。

1949年5月19日 公共汽车公司修理厂职工开展“死车复活"运动，将解放前遗留下来

的74辆残破公共汽车进行拆车拼修，至9月底修复56辆。

1949年5月20日 北平一保定铁路通车。

1949年5月22日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讨论通过都市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开

始着手进行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叶剑英市长兼任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1949年5月 北平邮政管理局开办寄往解放区各地的保价包裹业务。

1949年6月6日 北平邮政管理局恢复办理电报汇款及储金业务。

1949年7月4日 平沪直达旅客列车通车(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将浦口

至南京间的轮渡撤至湖北宜昌，此后，平沪直达旅客列车中断12年)。

1949年8月9日一14日 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做出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

市政府责成北平市建设局承担此项任务。

1949年8月10日 由华北人民政府公路运输总局组建的华北建筑公司正式开业，该公

司是解放后组建的第一个大型国营建筑企业。

1949年8月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授命李公侠组建公营永茂建筑公司，负责北平市的

房屋修缮工作。10月1日，永茂建筑公司正式成立，这是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最大的地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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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筑企业。

1949年8月 市区主要街道旋划快慢车分道线，修建交通指挥灯、岗伞和避风阁。

1949年8月 为改善通往香山的道路状况，修建玉泉山路(颐和园至香山段)，这是解放

后修建的第一条沥青混凝土道路。

1949年8月 北平电信局登报招商代办公用电话。当时全市公用电话仅41部。

1949年9月1日 天安门广场修整工程开工。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东起长安左门(东三

座门)，西至长安右门(西三座门)，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至中华门，中轴线上是石板

铺砌的御路，两旁是千步廊，东西南三面都设有围墙，天安门广场呈“T’’字形。修整工程包

括平垫碾压5．4万平方米的广场，修筑1626平方米的沥青路面，修缮天安门城楼、东西三座

门和中华门及广场四周红墙，修建22．5米高电动控制的国旗旗杆，修建观礼台等。整个工程

于9月30日完成，广场面积达11．3公顷。

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中华

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
≮·

1949年9月30日 毛泽东同志率领全国政协委员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开工，1958年5月1日建成揭幕。这座由梁思成

设计的纪念碑，具有中国建筑的传统风格。纪念碑距天安门墙基463米，碑身高37．94米。碑

身正面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镌刻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撰、周恩来总理书写的碑文，碑座四周有10块浮雕，刻画了近百年来

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浮雕高2米，长40．68米，全部浮雕有191个人物。北京市建筑艺术

雕塑工厂承担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栏杆板的雕塑任务。

1949年9月 在邀集梁思成、陈占祥、朱兆雪、赵冬日、华南圭等国内著名专家参与研

究首都城市规划方案的同时，市政府邀请苏联市政专家团17人到=I匕京，协助研究城市规划方

案。

1949年9月 中央人民政府拨款修缮故宫博物院。

1949年9月 组建北平市公安局机械厂，1963年改称北京市第一清洁车辆场。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949年10月17日 京包铁路全线通车。

1949年11月1日 北京至满州里开行直达旅客列车。

1949年11月20日 市政府在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对城市建设工作提出四点要

求：一是改进自来水供应情况，使市民能够用到清洁、廉价而又充分的自来水；二是整顿下

水道，使污水有所渲泄；三是改善环境卫生，清除垃圾粪便；四是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动员

大量人力，修筑道路，疏浚河湖。

1949年12月1日 北京邮政管理局恢复办理报值挂号函件业务。

1949年 改建京门公路，起自阜成门，经田村、模式口、三家店、河滩至圈门，全长27．5

公里。该工程历时5年，1956年改建成沥青路面，晴雨通车。1966年，石景山经模式口至三

家店改建成～级公路，模式口段交通堵塞状况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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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修建高级路面10万多平方米，整修胡同土路54万多平方米，疏浚御河、筒子

河等7条沟渠16936米。

1949年恢复前门至鼓楼的老5路公共汽车线路，并开辟广安门至崇文门的线路。

1949年城近郊对外开放的公园有中山、北海、天坛、颐和园、万牲园、太庙等6处。全

市林木覆盖率1．3％；有公共绿地5块，园林绿化面积772公顷，其中水面274公顷；树木4．96

万株，行道树87公里9144株，河岸树5400株；苗圃3处30．27公顷，苗木14万株。

1949年 以北京为中心，以电报为主的全国长途电信网逐步建立。北京至各省、市、自

治区(台湾省除外)均开通直达电报电路，同时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和朝鲜等国家建立短波无线电报电路。

1949年全年完成基建投资90万元，竣工面积26259平方米。

1950年

1950年1月1日 京(北京)汉(汉口)铁路全线通车。

1950年1月10日 南京支援北京的88辆T234大道奇公共汽车到京。从1949年11月

至1950年1月，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248名职工分4批陆续调入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这是

当时充实北京市公共交通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1950年2月1日 北京邮政管理局开始收寄国际航空邮件。

1950年2月 在安定门内建成公共汽车保养一场，占地4135平方米，建筑面积1825平

方米。

1950年2月一11月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成立龙须沟工程处，负责改建、疏治龙须沟，消

除危害人民健康的臭水沟。龙须沟位于天坛以北，是外城自西向东的一条主要排水明沟，这

一地带地势比前门大街、鲜鱼口等处低5米左右。外城宣武门外大街以东、崇文门外大街以

西，琉璃厂、鲜鱼口、兴隆街以南，先农坛、天坛以北地区共350公顷以内的雨水和污水，全

部汇集到这条沟，经红桥、四块玉以东，穿铁路南下出水关，流入护城河。沟的两旁布满了

破旧的棚屋，沟里垃圾成堆。由于沟身断面小，沟水渲泄不畅，雨后积水严重。5月16日，一

期工程正式开工，7月31日竣工，修建永内大街东便道、东晓市大街、金鱼池大街和北坛根

4条下水干管，全长6070米。10月12日，二期工程开工，11月22日竣工，修建红桥至南护

城河下水干管2433米，填平明沟土方11820立方米。同时，整修了金鱼池湖岸，沿线修筑了

沥青道路。

1950年3月1日 《人民日报》交北京邮政管理局发行，实行“邮发合一"，报刊发行开

始成为邮局的一项主要业务。至年底，共有9种报刊交北京邮政管理局发行。从1953年1月

1日起，京版期刊全部交北京邮局发行。

1950年3月lo日 疏浚金河、长河。4月7日完工，共疏浚河道16．5公里，完成土方

18．7万立方米。

1950年3月16日 开辟有轨电车环行路，由平安里经西四、西单、天安门、东单、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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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桥、地安门返回平安里。

1950年3月22日 政务院批准，成立以杨尚昆为首的“疏浚‘三海’(北海、中海、南

海)工程指导委员会”。工程于4月动工，77天全部完成，共挖运淤泥45万立方米，新建改

建进退水闸8座，修建码头31处，砌筑护岸近1l公里。

1950年3月 北京市控制测量方案确定。三角测量采用清华大学提出的三角网方案(另

为天津大学提出的三角锁方案)。10月，由军委测绘局完成25点的三角网，作为北京市主干

平面控制网。高程控制由该局自行施测，近郊水准网于11月完成，连同解放前的城区水准网，

其控制面积与三角网相当。该三角网和水准网是北京市控制测量的基础。

1950年4月9日 将用木炭炉和煤炭炉作煤气发生器的公共汽车改造为烧口泉煤，以增

加汽车动力。至5月31日，共改造21辆，并命名为“五一式煤气车”。

1950年5月3日 疏浚护城河。6月2日完成一期工程，疏浚北、东护城河。10月开始

疏浚西、南和前三门护城河，12月完工，共疏浚河道39．39公里。

1950年5月14日 为解决交通堵塞问题，拆除崇文门瓮城，在其东、西两侧开豁口。

1950年5月19日 筒子河、玉带河水系疏浚工程开工。该工程10月24日完工。

1950年6月1日 招收第一批电车女售票员12名。

1950年6月14日 恢复收寄发往苏联的包裹。9月和11月又恢复收寄发往东欧各国及

英、美、瑞士、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的包裹。

1950年6月～9月 疏浚“四海”(后海、前海、西海、小海)，共疏挖土方27．8立方米，

砌筑护岸6282米，将四个“死海”变成了“活海"。疏浚、整治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和紫禁城

的护城河，在其上修建水闸4座，码头4处，护岸3967米。

1950年7月 城子供水工程动工兴建。同年11月竣工，建造简易平流沉淀池、清水池等

设施，铺设来水和供水管道，建立公用水站17处。供水工程投产后，解决了1．2万人的饮水

问题。1953年开始建设城子水厂，1954年竣工，日产水能力4500立方米，饮水人口达3．33

万人。1956年进行扩建，1957年竣工，水源为三家店河水，日产水1．56万立方米。1983年

4月至1986年4月再次扩建，日产水4．32万立方米。1989年城子水厂被纳入“东水西调给

水工程"，1990年竣工，水源改为密云水库优质水，成为一座规模化水厂。

1950年8月5日 恢复收寄国内航空邮件。同年8月17日，开办航空汇票业务。

1950年8月 公共汽车首次发售甲、乙、丙、丁四种月票。

1950年9月9日 为维护交通安全，拆除珠市口、西单、虎坊桥、菜市口、新街口、北

新桥、东单、蒜市口、交道口等9处路口的伏碉，修建新的交通指挥台，并装有红色边灯，台

侧涂饰黑白相间的鲜明颜色。

1950年9月 长安街林荫大道改建工程完工。该工程自东单至中南海东侧，全长2．4公

里，原路为15米宽的沥青路，此次与原路平行又新修一条15米宽的沥青路，拓宽后，新旧

两路以绿带相隔，中间行驶有轨电车。

1950年10月1日 北京市内各邮政支局开始设置公用电话。

1950年12月12日 北京至莫斯科1．2万公里有线报话电路开通。
·6’



米。

1950年平整压实906条胡同土路，新建石渣路10条，卵石路8条，共计445106平方

1950年全年完成基建投资额3028万元，竣工面积318596平方米。

1951年

1951年5月15日 北京市在全国首创私人代办传呼电话业务。全市公用电话发展到287

部，其中设置传呼公用电话159部，为便利居民使用，多数设在油盐店。

1951年6月 永茂建筑设计公司成立，这是北京市最早的建筑设计单位。

1951年8月24日 改造天安门广场路面，共铺筑石板道、混凝土方砖、缸砖路面12509

平方米，9月26日完工。

1951年10月2日 首次培养6名女电车司机和2名女公共汽车司机。

1951年10月25日 建国后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动工兴建。于1954年5月13

日建成，1955年7月正式蓄水。水库坝型为土坝，坝长290米，高45米，总库容22．7亿立

方米。1966年8月扩建溢洪道，加深3．3米，1967年10月竣工。1976年6月将坝顶加高1

米，防浪墙加高2米，当年9月底完成。1979年再次扩建溢洪道，由20米加宽到52米。1987

年10月加高大坝，高程达492米，总库容扩大到44亿立方米。

1951年10月 永茂建筑公司并入部分市级机关的建筑单位，改组为北京市建筑公司。

1951年10月 在西直门内建成公共汽车保养二场，占地21997平方米，建筑面积5655

平方米。

1951年11月11日 北海体育场竣工。

1951年11月 北京市政府对私人“粪道"实施接管。

1951年建成直径200毫米，由朝阳门内大街至东郊红庙的第一条供水管线，将水供至

朝阳门外急待开发的工业区，打破了40年只在城内供水的局面。

1951年对西山八大处中的三山庵、宝珠洞、香界寺和香山卧佛寺等古建筑进行部分修

缮。

1951年京榆公路(北京至山海关)竣工，为首都通往东北打开一条通道，这是解放后

北京市公路建设的第一步。

1951年对城内下水系统进行整治。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利用旧北京地下砖砌污水系统

进行修整。

1951年北京国内发信台、国际收信台及国际发信台建成，北京成为国际报话通信枢纽。

1951年 邮件运输逐步由摩托车改为汽车。

1951年100型四轮有轨电车仿制成功，并生产13辆。

1951年北京市政府下令取消分布于市区及关厢地区的所有粪场，另在安定门曹八里、

东八里庄、西八里庄、左安门外弘善寺、广安门外岳各庄以及大红门地区设置六个粪污处置

场。在此以前，粪坑储粪、粪场暴晒成粪干或冬季冻成粪块后用于农田是北京市粪便处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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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基本方法。从1951年开始，采用泥封堆肥法(垃圾掺粪稀)，对粪便及垃圾进行高温

发酵处理。

1951年全年完成基建投资8960万元，竣工面积1303859平方米。

1952年

1952年4月 北京市内电话1．2万门步进制交换机工程动工。1954年12月竣工投产，装

机容量2．8万门。

1952年6月22日 同仁医院开工。该工程建筑面积2．05万平方米，设病床500张。由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4年11月20日建成。

1952年6月 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开工(后改名为友谊医院)。该院位于宣武区永安路南

侧，是接受苏联医疗援助而建设的综合医院，最初规模为300张病床，占地8．24公顷，建筑

面积2．4万平方米。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3年12

月竣工。后来，进行了两次扩建。1956年至1958年扩建了妇产科和儿科楼，1988年至1992

年新建了医技楼和病房楼，总建筑面积达到10．68万平方米。

1952年6月 整治市内铜法寺、四平园、李广桥、大石桥、泡子河、夕照寺、八区南部

等地区的污水明沟，修建下水道。整治工程于12月完工。

1952年7月6日 陶然亭挖淤开辟新湖工程基本完成，新湖面积16．67公顷，+深1．67

米，挖土方27万立方米，堆土山7座。

1952年8月 根据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拆除天安门广场上的

东、西三座门。

1952年9月lo日 开放北京——上海的无线电传真照片业务。

1952年9月25日 亚洲学生疗养院开工。该院位于石景山区八大处路西侧，是国际学生

联合会在中国建立的以亚洲学生为对象的疗养和交流活动基地。该工程占地10公顷，总建筑

面积20200平方米，由主楼等13个单体工程组成，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建筑特色。由北京市建

筑设计院设计，总后直属建筑工程公司(现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6年竣工。

1952年9月 和平宾馆建成。该工程位于东城区金鱼胡同，为9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14600平方米，是为接待“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代表而兴建的，也是建国后北京建设

的第一座高层宾馆。后来进行了扩建，于1956年10月31日竣工，由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

司承建。

1952年10月15日 丰沙铁路线动工兴建。1955年6月29日通车，11月1日正式运营。

该路全长106公里，是北京铁路局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条铁路。该路的建成使京包铁路的运输

能力不再受八达岭区段的限制，同时也成为晋煤外运的重要通道。1958年5月6日，对丰沙

线进行改建，1959年4月6日改建完工。

1952年10月20日 由侨胞集资兴建的新侨饭店开工。建筑面积21674平方米，由北京

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4年7月30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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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21日 利用宋庆龄国际和平奖金建造的北京市儿童医院一期工程开工。建

筑面积25724平方米，由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5年3月30日竣工。

1952年试制成功52式8轮有轨电车，当年生产10辆。至1954年底，共生产55辆。该

车比100型老式有轨电车车厢容量大，行车平稳，司机由站着驾驶变为坐着驾驶，手闸制动

改为气闸制动。

1952年将左安门、右安门内两大积水洼地、苇塘疏浚治理成龙潭湖和陶然亭湖。

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机械处用普通汽车改装2部粪罐车，第一次实现粪便运输机械

化。

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接管私营公厕，并开始对公厕进行改造，取消露天公厕，变

死坑为长槽水泥粪坑，利于冲刷。

1952年全年新建下水道50．5公里。 。

1952年北京通达各个省会城市的长途电话均可经有线电路直接或转接通话，以北京为

中心的长途通信网初具规模。

1952年全年完成基建投资8960万元，竣工面积2201 149平方米。

1953年

1953年3月1日 北京市建筑工程局成立。

1953年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甲、乙两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两个方案

的规划年限均为20年，在城市大布局上无原则区别。规划城市总人口450万，城市总用地500

平方公里。发展地区东到高碑店，南到凉水河，西到永定河长辛店，北到清河镇。

1953年4月15日 北京饭店西楼开工。该工程位于东长安街北侧，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

安街上建造的第一幢大型建筑，是举行国宴和接待贵宾为主的国家级宾馆。总建筑面积35777

平方米，主楼7—8层，局部9层。由建筑工程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一建筑

工程公司施工，于1954年9月15日竣工。

1953年4月17日 北京市窦店砖瓦厂开工兴建。

1953年4月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开始修建横贯市中心区的排水干沟——四海下水道工

程。该工程全长约5公里，拱沟宽2．75米，高3米，于12月完工，这是解放后第一次修建

这样大规模的排水工程。

1953年5月29日 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邮电网建成。

1953年夏 北京市委规划小组对甲、乙两个初步方案进行综合修改，提出了新中国首都

第一个总体规划——《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规划草案确定了“为生产服务、为

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就中央机关的位置、城市性质与

功能、城市改建与扩建、古建筑的保护、道路系统改造、水源建设等重大问题提出了6条重

要指导原则。规划了城市规模，20年左右人口达到500万人左右，城市用地扩大到600平方

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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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1日 国际饭店(前门东大街华风宾馆)开工。该工程建筑面积14696平方

米，由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4年5月29日建成。

1953年7月3日 北京市政府批准使用各大行政区捐赠器材变价款修缮颐和园佛香阁、

敷华亭、撷秀亭和转轮藏等工程。同年11月20日，佛香阁修缮工程开工，1954年9月25日

竣工。

1953年7月7日 政务院专家招待所(后改名友谊宾馆)工程开工。该工程由多栋多层

建筑组成，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北

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4年12月建成。该工程被载入英国出版的《建筑史》。

1953年7月 第一条采用雨水、污水分流的西郊文教区下水道工程开始兴建，全长12．7

公里。

1953年8月13日 紫竹院疏浚废田还湖工程竣工，清淤13．3万立方米。

1953年8月15日 天桥剧场开工。该工程建筑面积5100平方米，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设计，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4年10月18日竣工。

1953年9月 改建和新建德胜门一清河、平安里一地安门、朝阳门一东大桥、复兴门一

阜外大街、西郊公园南侧路等五条道路工程。

1953年10月15日 苏联展览馆(后改名北京展览馆)工程开工。该工程总建筑面积

56990平方米，镏金尖塔高87米，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及部分钢结构。苏联著名建筑专

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安德列耶夫等人和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联合设计，在苏联专家多洛普

切夫指导下，由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这是建国后北京建造的第一座大型综合性展

览馆，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建筑风格。工程建设中使用苏联冬季施工技术，是北京市最早采用

冬季施工法的工程。在施工管理中，首次推行“一长制”。于1954年9月15日竣工。

1953年10月25日 京(北京)山(山海关)铁路北京至丰台间二线工程竣工。1954年

1月1日正式通车。

1953年11月26日 北京市委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报送中央。中央

批交国家计委审议。

1953年12月7日 北京一莫斯科间试运转的直达旅客列车从莫斯科开到北京。1954年

1月31日，北京一莫斯科国际联运直达旅客列车在北京站举行通车典礼。该列车全程行驶

9050公里，走行215小时，是世界上行程最长的旅客直达列车。

1953年百万庄住宅区建成。该住宅区占地12．9公顷，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41幢，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927套。

1953年对103条胡同进行沥青防尘处理，总长39公里。对11条碎石路加铺沥青，总

长11．3公里。

1953年西直门一颐和园路改建工程竣工通车，全长12公里。

1953年改造京张公路德胜门至昌平段，全长34．1公里，全部铺筑沥青路面。

1953年修筑昌平至长陵公路，途经石牌坊、大宫门，全长9．14公里。

1953年垃圾收集改为夜间收集，收集程序为垃圾产出者于每晚路灯亮后，将垃圾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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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露天垃圾站(简称“地撮站”)，而后由清洁工人驾驶机动敞箱卡车收取，直接运往垃

圾转运站。

1953年大红门粪污处理场建成，承担郊区粪便清运、处理任务。1979年该场改为北京

市清洁机械车辆厂，专门从事环卫专用车辆(机械)的制造与改装。

1953年全市共有29个建筑安装企业，年末职工总数17．3万人，全年完成开复工376．5

万平方米，竣工297．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09．8万平方米，共完成施工产值3．2亿元。

1954年

1954年1月13日 全国建筑业第一支青年突击队——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胡耀林

木工青年突击队在苏联展览馆工地成立。

1954年1月18日 公共汽车保养三场建成，该场位于广安门，占地38866平方米，建筑

面积11632平方米。

1954年初北京市建筑事务管理局测量队黄世纶提出在北京市定线、拨地业务中采用坐

标制。

1954年3月14日 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后改为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张百发

钢筋工青年突击队成立。

1954年3月 颐和园至温泉道路工程开工，全长13885米，铺筑碎石路面84824平方米，

新建桥梁11座，于12月15日竣工。

1954年4月12日 毛泽东主席视察官厅水库和官厅水电站工地。

1954年4月15日 “四部一会”(第一、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划

委员会)办公楼开工。该工程是建国后在北京首批兴建的大型建筑之一，总建筑面积约10万

平方米，采用从民主德国引进技术和我国制造的人造大理石材料，是北京市第一座用钢筋混

凝土预制构件建成的大楼。于1958年8月31日建成。该工程被载入英国出版的《建筑史》。

1954年4月16日 全国政协礼堂开工。该工程建筑面积13576平方米，是当时北京跨度

最大的钢筋混凝土井字架楼盖，大厅跨度为28．5米×28．5米，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北

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1955年5月30日竣工。为建国后新建的第一座大型政治性会

堂。

1954年5月17日 修建三里河路，该路从西外大街至甘家口，全长2677米，铺筑沥青

混凝土路面。

1954年5月21日 建筑工程部办公楼开工。该工程位于三里河路西侧，总建筑面积

40703平方米，由主楼，南、北配楼组成。主楼地上7层，地下1层，顶高30米，配楼地上

5层。为砖混结构。由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7年

12月30日竣工。

1954年5月25日 王府井百货大楼动工兴建。总建筑面积19556平方米，由北京市建筑

设计院设计，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55年9月19日竣工，是北京第一座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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