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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

的四项指示

一、要把北京建成为全中国、全世界社会

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

城市。

二、要把北京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

生、最优美的第一流的城市。

三、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

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的城市。

四、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人民生活

方便、安定。要着重发展旅游事业，服务行

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工

i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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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百

城市环境卫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事业，它是当代城市建

设和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

幸福，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保护和民族繁衍，它是祖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重要保证。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

心。对这样一个拥有千万人口，在世界上极有影响的城市来

说，其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的环境卫生事业随着生产的发

展，市政设施的改善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得到了较

快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首都两个文明

建设的步伐，中央书记处又作出了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

指示，明确提出了北京环境卫生工作的发展方向。西城区在

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

各街道办事处和有关单位的协助配合下，在广大环卫职工的

辛勤努力下，环境卫生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环

境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城环卫史志》 (第一集)回顾了西城区环境卫生事

业的发展历程；记载了西城区环卫系统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

况；反映了西城区环境卫生工作的慨况；选编了现行的市容

环境卫生法规、规章。

《西城环卫史志》(第一集)的编辑出版，对西城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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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管理局的干部和职工将起到了解环卫历史，检阅成

就，振奋精神，鼓舞热情，增强斗志，掌握政策的作用。对

于我局现在租将来开展环卫工作，深化改革，进一步提高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有所邦助。以适应城市环境卫生事业日

益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首都人

民服务。为四化大业、为人民创造一个清洁、优美的环境作

出贡献。

《西城环卫史志》 (第一集)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

单位和许多同志的大力协助，为我们介绍情况，提供资料，

给予很多方便。黄桥同志还对《西城环卫史志》(第一集)

做了审定。值此，谨向有关单位，有关同志致以衷心的感

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短促，虽经多方面征求意

见，反复核对、修订，但书中一定还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恳切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西城环卫史志》(第一集)编写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

注： ((西城环卫史志》 (第一集)的资料截至到一九八

六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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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北京市西城区环境

卫生工作的历史演变概况

北京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

心和文化中心。西城区位于首都北京城区的西北部，是党中

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的所在地。西城区面积为

三十点三五平方公里。全区有常住人口七十六万人。工作人

口四十万人。工作单位四千三百多个。其中：中央单位一百

二十多个，市级机关八十多个。全区有街巷一千零一十一条

戈4分为十个街道办事处，三百八十多个居民委员会。

北京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五朝古都，有着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但是，在黑暗的旧中

国，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京这个文化

古城，也失去了它的光彩。

旧中国环境卫生机构的演变简况

及环境卫生工人的悲惨生活

解放前的北平是个消费城市，工业总产值不过一个亿，

粮食亩产只有一百斤，广大劳动人民十分贫困。旧中国的清

洁工人是作为一种“夫役"而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

任何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贫困、饥饿、歧视、凌辱象恶魔

一样与清洁工人的命运紧紧地纠结在一起，清洁工人们那流

不尽的辛酸泪和诉不完的苦难史，似乎就是他们牛马般劳动

】



所获得的唯一报酬。

北京，在古代没有专门管理和服务于城市环境卫生的机

构。历史上最早的“职业清洁工”是为帝王和皇族居住的宫

廷从事洒扫工作的“涓人” (也称“中涓”)。所谓“涓

人"，按((汉书》的注者唐朝人颜师古的解释，就是在帝王

宫室从事“洁除之人”。 《辞海》“涓人”条中，具体地解

释为“在(帝王)左右担任洒扫的人”。

史书上有关“涓人”的记载，首先见之于“战国策》，

继之则见之于《史记》及《汉书》中曹参、周勃、灌婴等人

的传记。到了明代以后，帝王之家“御用”的“涓人"，便

被称之为“打扫夫’’了。根据明代宛平县知县沈榜撰著的

《宛署杂记》记载：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

。年)，皇宫礼仪房“打扫夫"支银J、,-t4二两八钱。“都知

监’’有“打扫夫”三十名。每名银一两二钱。万历十九年，

为皇太子及公主选使女三百名，每选之日，各个王馆中都搭

几座彩棚， “集女轿夫千余"所选之女乘轿从东安门进，

“雇打扫夫二百名，每名银三分，共银六两。北京在明朝以

前，由官方雇佣的“职业清洁工”，不仅为皇家所“御用刀，

而且人数也很少。到了明朝末年， “御用”清洁工才开始走

向社会，并为社会服务。曾被宫廷所“御用”的“涓人”，

则被改称为“水夫"。但是明、清时代在北京也没有为了城

市的环境卫生而独立地分司设署。清朝末年，有一种“小锣

会"组织雇工扫街、泼街，日工钱铜钱两吊。清朝光绪二十

六年(公元一九OO年)，京师内外巡警厅及内城东西巡警

局，下设有“水夫"班，主要任务是担负京城干道及皇城内

外的洒水工作，以防京城尘土播扬。光绪三十三年(公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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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年)，内城东西巡警局改称左翼巡警厅和右翼巡警

厅， “水夫”改称“清道夫”。从此以后，北京历史上的清

洁工才开始有组织地担负着城市主要街道的洒水和清扫保洁

：[作。拉脏土(垃圾)、倒泔水的清洁工人，早期是受人雇

佣的，没有组织，工作也不专一。在旧社会的清洁工人有时

还得赶“红白口”(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 “打执事”，

“拉小绊” (为排子车拉绊绳)，这样才能免强糊口。

旧北京的粪道制度，起源于清朝前叶，康熙年间，原来

对粪便是随意淘取的，以后有人见有利可图，强横者固定地

带，据属私有，逐渐形成了封建的粪道制度，并操纵在粪

阀、粪霸、粪商手中。

民国初年，军阀政府在北京设“京师警察厅”，由“京师警

察厅”雇工扫马路、拉脏水，向“门里’’敛卫生捐作为开支用。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政治会议决

定：把北京改称北平并设北平为特别市。在市政府下组建了

八个局。清洁事务开始转归市卫生局。此时，内、外城已有

区的划分，各区开始组建清道班。内、外城共有十五个清道

班，另设一个运秽(垃圾)汽车班，共有清洁工人约一千八

百人。这时才开始将城内的垃圾向城外清运。

一九三。年，各区划分若干自治坊，成立坊公所。此

后，城市垃圾收集工作也归坊公所的坊目、坊丁负责。费用

由自治坊向居民和工商户募集。由于费用有限，垃圾收集以

后的运量、运距就受到很大限制，不可能运到城外消纳，只

好就近寻觅空地堆叠。久之，城内垃圾堆积如山。

一九三。年四月，因经费不足，裁撤了市卫生局，清洁

事务又重归市警察局。各区清道班直接由警察局卫生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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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成立了北平市卫生处，各区清道班

又划归北平市卫生处管辖。全市有“清道夫”699人，担负

干路清扫面积77．56万平方米。

一九三四年七月，北平市卫生处又扩编为卫生局，并且

将属于自治坊管理的清扫小街小巷，收集垃圾和污水的人夫

车辆一并接收，按区拨由各清道班管辖。这时，全市有十五

个清道班，一个特务班，一个汽车班。共有清洁工人二千一

百七十人。

一九四四年一月，清洁事务由市卫生局划归市社会局，

各区清道班由区公所接管。

一九四五年五月，清洁事务又归回市卫生局。日本帝目

主义投降后，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建立了市卫生局环境卫生

总队。

一九四七年一月，各区清道班改称清洁队。

一九四七年三月，环境卫生总队又归属于警察局，并改

称为“清洁总队”。这时全市有清洁工人一千七百多人，而

除去“吃空缺”，实际只有清洁工人六、七百人。当时，清

道班的工人管扫马路，自治坊的工人管拉脏土(垃圾)。淘

粪这一行一直由私人经营，其经营的年代远比扫马路和拉脏

土为早。但是未发现有文字记载。据传，清朝乾隆年问，刘

墉任东阁大学士官职，他是山东诸城人，号石庵。山东同乡

来京找他谋生，他即介绍从事淘粪。由此可见，淘粪这一行

很早就已形成了。

在旧中国，北京的清洁工人大都来自山东、河北农村。

由于天灾人祸逼得他们背井离乡，寻找活下去的道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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