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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盛世修志，功在当代，惠及后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

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卢沟桥乡各村己逐步由农村融入都市。适逢营

造小康社会的昌隆时代，全乡20个行政村同修村志，以叙百业之变

迁，探村事之壶奥。这是全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它对于全

乡人民了解和宣传村情，更好地促进“四个文明”建设具有广泛而

深远的意义。

卢沟桥乡头近西山，脚触蓟城，是北京西南重要的咽喉要地，

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卢沟桥乡历史悠久、文化

殷盛，20个行政村各具千秋，各显魅力。卢沟桥村因靠近闻名世界

的八百年卢沟古桥而得名；大井村以一座万佛延寿寺和美丽绝伦的

千手观音像而惹得人们心驰神往；小井村的石碑记述了雍正年间巨

石填洼的浩大道路工程；小瓦窑村的砖瓦烧制远推明代；小屯的成

村与仓储和物流结下不解之缘，曾是木材收贮、驻兵屯粮之所；郭

庄子村境内的白玉石坊刻有乾隆御笔；六里桥村的五显财神庙寄托

了人们太多的美好愿望；太平桥村至今流传有杨六郎北闯幽州的动

人传说；郑常庄村正堂演化，双塔奇迷；万泉寺村直下中都城垣故

地；西局村的“局”可远溯到元代的磨玉工艺；菜户营村早在明代

就是供应宫廷蔬菜的种植基地；靛厂村以加工蓝草制作颜料而以打

靛成名；东管头村曾是水泉翻涌，百草丰茂、开垦宛若江南神奇之

地；三路居村以茶舍而成村，三方道路汇合于斯；马连道村的昔日



田埂曾尽显着马莲花的芳香与瑰丽；张仪村的村名变化折射出近代

外来人口的迁移过程；周庄子村一带的民间花会弥散出花都的文化

神韵；大瓦窑村诞生了京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岳各庄村曾是京郊

农业合作化的先进地区，1958年，毛泽东主席来这里视察，使这一

古老的村庄声名大振。

历史上，卢沟桥乡作为京郊重要的“菜篮子”，曾为北京市区

的副食品供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40％的鲜菜从这里源源运进京

城。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沟桥乡更是以丰硕的改革

成果成为京郊首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

化，有些村落已难以看到旧有的痕迹，昔日田园相望的农村景象已

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替代，昔日阡陌交错，曲径通幽的乡间小

路已变成一桥飞架南北，道路四通八达的城市快速交通网。乡村

的飞速巨变，迫切地要求我们把各村的人文历史书写下来、保留下

来，以便激励子孙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争取更大的业绩。

为更好地编写村志，乡党委特别成立了村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

公室；各村抽调专门人员，从事志书的修撰；同时延请市、区地方志

部门的专家学者对此悉心指导。修志人员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为之

投入大量心血，终于使这20本村志在建国60周年华诞前夕付梓问世。

在此，向所有为村志编纂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是本乡第一次编纂村志，资料的匮乏可想而知。加之编辑

人员缺少经验、编辑水平有限以及时间仓促等因素，书中错误与纰

漏难于避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使村志日臻完善。

扫

帙卢沟桥乡委员会书记辱缸



序二

2008年3月，卢沟桥乡党委决定编修村志，并把“一村一志"

当作党建创新的“六个一’’工作布置下来，我们感到非常必要。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周庄子村的村容村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果再不修出村志，关于以往“周庄子村’’的记忆就会从

人们的脑子里彻底抹掉，周庄子村的历史也就断裂了。修村志这项

工作，不仅可以留下宝贵的资料，更具有存史价值，同时可以进一

步增强村民对自己家乡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是惠今人而利后世的大

事，意义重大。

周庄子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周庄子人创造了名闻全国的蔬菜

栽培技术，写出了十几本蔬菜技术书籍并由权威出版社出版，在全国

发行；周庄子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敢富、会富的创新精神多业并进，

初步形成了以电气安装、天然气工程施工、仓储建材陶瓷市场、楼宇

经济等为依托的村域经济，村属企事业单位12个，村域经济的发展使

村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周庄子村还是社区型股份制改造风口浪尖

上的排头兵，村民成为北京周庄子投资管理中心的股东。

今天，周庄子村的第一部志书——《周庄子村志》终于出版，

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任务，是全村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事业

中的一件大事。村志一改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体例，以经济发展为

重点，较全面地记述了周庄子村的历史和现状；一改旧志记事记人

以文臣武将及当政者为主体的格局，着重记述了近百年来周庄子村



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业绩，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

性；一改旧志宦绩、艺文连篇累牍而疏于要事的写法，新志文约事

丰，资料详实可信。

在村志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在区、乡党委的领导下，得到了中

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史志委员会的支持，派人协助我们编修了这部村

志，周庄子村的大学生村官也参与了编纂工作，许多退休的老干

部、老党员全力协助，提供了大量珍贵详实的历史资料，在这里，

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年湮代久，许多资料无法查找，知情人又多故去，再加时

间仓促，难免多有疏漏，敬请村民见谅。

周庄子村党总支书记



凡例

一、 《周庄子村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地记述

周庄子村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2008年底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周

庄子村辖域范围。

三、本志记述的年限力求上溯到事物发端，下限止于2008年

底。

四、本志详记村属单位情况，略记驻村单位情况。

五、本志记述内容贯古通今，以记述新中国建立后的内容为主。

六、本志纪年，清及以前用历史纪年旧历月、日，民国以后用

公元纪年。志中所记年代未注明世纪的均为20世纪。志文中“解放

前"指1948年12月17日丰台区全境解放前；新中国成立前，指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前。

七、本志按照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设置篇目，为中小篇结构，

章节体，运用述、记、志、传、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体。

八、大事记的记述以编年体为主，对延续了一段时间的某些事

物，或采用纪事本末体。

九、坚持人物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排列以卒年为序。

十、本志所用数据，以档案记录为准，档案遗缺的由主管部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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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志计量单位，除个别数据需保留旧制外，一般采用

1984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单位》。

十二、本志专用名词较长者，首次出现用全称，后重复出现用

简称。



周庄子村行政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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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日
口

1 2004年丰台B卫生局监督所送卫生下乡

2 2008年3月 局庄子村开办职业生Ⅱ规

划课程

3 20E2年月庄子村举办电脑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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