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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影

@北京市第十六区第二届第

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体

代表合影

◎北京市京西矿区第一届第

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体市区

代表合影



京市门头淘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坎会议

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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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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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辛卯之年，适逢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成立30周年，喜阅即将

付梓出版之《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书稿。我作为区

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倍感欣慰，并由此引发诸多思考。

盛世修志是我国独有的优良传统。《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

志》是在充分挖掘和整理60余年我区人大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和

积累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和地方人大

工作的特点，以届次和时间为顺序，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大职

权为依据，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为重点，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

一，资料详实、实事求是，结构严谨、排列有序，行文流畅、语

言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志书的问世，填补了

门头沟区没有人大专志的空白，为了解门头沟人民当家作主的历

史指引了门径，定能发挥出“存史、资政、教化”的重要作用。

可喜可贺。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一部记述我区60余年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历史见证。

1949年至1952年，门头沟区分属河北省宛平县和北京市的一个

区，先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1 954年，全区第一次成功地进行民主普选，召开了京西矿区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

会停止活动。1 981年3月，门头沟区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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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议，中断近15年的区人民代表大会得到恢复，选举产生

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进入健康发展和

不断完善的新时期。特别是从2007年1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后，区人大常委会的

监督工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回顾过去的60

余年，是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道路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历过渡、建立、挫折、恢复

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60余年。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我区60余年来政治稳定、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历史风貌的客观展现。在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焕发了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

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60余年的风雨坎坷，60余

年的艰辛探索，60余年的拼搏奋斗，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区

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有了根本性改善，社会各方面

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f-j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是我区60余年来历届区、镇

(乡、公社)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者依法履职、辛勤工作的真实

记录。他们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

己任，肩负全区人民的重托，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他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坚持维

护、实现、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了人大工作的正确方

向。他们发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实践中积

极探索，为我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明确昭示人们：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

符合我国国情、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社会主义

国家性质的根本政治制度。回顾过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曲折



中前进，在坚持中发展，在探索中完善，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向未来，要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更加充分认识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无比优越性，更加坚定不移地坚

持好、完善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

京、绿色北京"，把我区建设成为现代化生态新区，奋力开创人

大工作的新局面。

本志之编纂，得到了中共门头沟区委的高度重视和区“一府

两院”及有关单位、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历届老领导、老同志和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凝聚着全体编

纂人员的心血、智慧和艰辛努力。值此即将成书之际，一并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专豫芎字Ⅲ7印

201 1年10月



凡 例

一、《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实事求

是地记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门头沟区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力求达到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二、本志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编纂，忠实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着重记述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责的历史和现状，突出反映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为门头沟区行政区；记述的时间上限为

1948年12月门头沟区全境解放，下限为2011年1月区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四、本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以类叙事，以时为序，横排竖

写，详近略远。

五、本志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采取语

体文、记叙体，行文力求朴实、简洁、通顺。

六、本志采用公元纪年。称谓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后用简称。如：

宛平县、十六区、京西矿区、门头沟区简称县、区；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简称“区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等。

七、本志涉及的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字，以当时“一府两院”

工作报告为准。

八、本志人物篇，分别采用人物简介、人物表、人物名录记述。

九、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区档案馆以及

有关单位、个人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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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是门头沟区的国家权力机关。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志》上溯1948年12月门头沟区全境解放，

下限2011年1月门头沟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本志所记

述的是这个时期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发展历程。

门头沟区系北京市辖区，位于市区西部，地理坐标为东经115。25 7至

116。10 77Ⅳ，北纬39。48 734”至40。10’37Ⅳ。区境东部与北京市海淀区、石景

山区相邻，南部与北京市丰台区、房山区相连，西部与河北省涞水县、

涿鹿县交界，北部与河北省怀来县、北京市昌平区接壤。辖域东西长约

62公里，南北宽约34公里，总面积1455平方公里。2010年12月，全区

辖9个镇、4个街道，共有178个村民委员会、99个社区居委会，户籍人

口24．6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占76．1％。

门头沟区的行政区划与名称多次调整和变更。1948年12月14日，

门头沟、城子一带解放。17日，成立门头沟军事管制委员会，管辖范围

为门城地区、里十三(村)、外十三(村)及石景山地区。1949年1月至

1952年8月，区境分隶河北省宛平县和北平(京)市的一个区。1949年

1月，成立北平市门头沟区，辖门头沟镇、城子镇、里十三小区、外十三

小区。1949年3月，北平市门头沟区改称北平市二十八区。194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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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二十八区改称北平市二十区。1950年8月，北京市二十区改称北

京市十六区。1952年9月，原河北省宛平县全部、房山县的两个区、良

乡县的大灰厂划归北京市，与北京市十六区合并设立北京市京西矿区。

1958年5月，区划调整，设立门头沟区，延续至今。

门头沟区98．5％的面积是山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150座，

自古是守护北京西部的天然屏障。门头沟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发现有距今十一万年前的“前桑峪人"化石和1万年前的“东胡林

人”遗址。门头沟区煤炭资源丰富，有上千年的采煤历史，是京畿重要

的煤炭基地。门头沟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国内最早接受马列主义

的地区之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拼搏，艰苦

奋斗，昔日的门头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北京市的重要能源基

地，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区

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创新实

践，谱写了改革开放、开拓奋进的壮丽篇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

历史征程中，全区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为

把门头沟区建设成为经济发展、低碳环保、舒适和谐的现代化生态新区

而努力奋斗。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同我们国家的政治

生活紧密相连，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轨迹相应，经历了曲

折的发展历程。

1948年12月至1952年8月，为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初期，由于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土地改

革尚未完成，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成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

“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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