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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党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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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地方志是地方国情的载体。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实践，把加快编修新方

志提上了重要的日程。由八达岭特区编纂出版的《八达岭特区志》坚持了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反映了八达岭

特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借助历史文化品牌之力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社会和地方特色都很突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延庆县是北京市唯一的地处长城之外的区县，也是北京市长城遗存资源

保留最为丰富和完整的所在。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多年来，延庆县一

直以保护长城文物、发展长城旅游为重要举措。1981年，经北京市人民政

府批准。延庆县设立八达岭特区办事处，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保护辖

区内的文物古迹和风景，管理辖区内的游览事项，更好地为中外游人服务，

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八达岭长城等一批依托长城

资源的旅游景区已经成为延庆县对外旅游的知名品牌，八达岭长城更是成为

中国旅游产业的重要品牌。

万里长城八达岭是明长城的精华和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自

强不息伟大精神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1952

年，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同志提议“保护文物，修复长城，向游人开

放”，八达岭长城保护工作就此拉开序幕，成为国内开放最早、规模最大的

长城段。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更使

古老雄关焕发出时代的新颜，长城保护进一步深入人心。三十年来，延庆县

委、县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先后提出了“冷凉战略”、“三动战略”和“生

态文明战略”，准确把握延庆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为全县的科学发展指明

了方向。与此同时，八达岭特区作为延庆县委、县政府方针政策的有力践行

者，在文物保护、旅游开发、综合管理、文化传承、招商引资等多方面取得

了卓越的成就。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八达岭特区进行了有史



以来最大规模的三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程，景区硬件水平显著提升。环境

大为改观，游览秩序日臻向好。和谐景区的营造也促进了八达岭长城旅游经

济的蓬勃发展，2010年，景区创造了接待685万游人的历史新高峰，在北

京乃至全国知名旅游景区中居于前列。三十年的积淀，一朝奋发，八达岭长

城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友好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也成为延庆县向全世界

展现特色与风采的最重要的窗口。

《八达岭特区志》不仅对记述特区历史成就、总结发展经验具有重要意

义，还将对挖掘长城历史文化底蕴、推动长城旅游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它是八达岭长城历史与现状的宝贵记录，书中通过对八达岭自然、历

史、管理、保护、旅游、勤务、文化的全景表述，使人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八

达岭特区成立3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同时对于进一步发掘延庆历史

文化资源，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国际旅游休闲名区”，激发人们热爱延庆、

建设延庆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展示延庆，扩大对外交流，

加快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古知今，彰往昭来。值此八达岭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八达岭特区志》

付梓之际，希望八达岭特区全体干部职工，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不断创新，

为八达岭长城旅游文化事业发展和延庆“绿色北京示范区”建设谱写更加绚

丽的篇童。

孔矢铅
201 1／$6月



盛世修志，志载盛事。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薪火

传承，也是旨在“资政、存史、教化”，垂鉴后世，继往开来。今年，适逢

八达岭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为之修编一部志书，“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

得失”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长城人的神圣责任。在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和大力

支持下。经修编人员的辛勤笔耕，终于编纂完成并出版了《八达岭特区志》

这部大型的资料性著述。该书全面记载了特区自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

是八达岭特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项丰硕成果。特区成立与中国的

改革开放前后紧连，几乎同步，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部志书也是记载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缩影。我觉得《八达岭特区志》的出版可喜可贺!

《八达岭特区志》横分纵述，详今略古，它不仅真实准确翔实地展现了

八达岭长城的历史、文化、自然以及发展沿革，而且从不同侧面记述了八达

岭特区人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和以苦为乐的奉献精神。回首往昔，八达岭特

区三十年来，坚定不移地秉承“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针，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栉风沐雨、前仆后继，积极投身到

八达岭景区的文物保护和旅游事业中，古老而雄伟的八达岭长城，才彰显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焕发了时代的文明气息；特区才有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最初的筚路蓝缕到今天展现出的惊人巨变。长城保护的成果、景区环境的

变迁等硬件建设公之于世，有目共睹。三十年，八达岭长城接待了1．6亿中

外游客。其中包括来自全世界的近50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众多的世界

风云人物；三十年的最后三年，特区不断刷新年接待游人的历史纪录，2010

年已达685万接待新高；三十年，特区荣膺来自世界、中央、国家、北京市、

延庆县等300多项荣誉，其中的经济效益自不必赘述，而由此所产生的社会

和国际影响必将对特区未来的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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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修志，贵乎致用。《八达岭特区志》的出版，既是一个光辉的结点

又是一个灿烂的起点。回顾昨天，是为了明天的腾飞；透视历史，是为了继

承和弘扬。

特区成立三十年，三十而立，英雄当年，而未来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特区人将会像古代神话中的夸父逐日那样，朝着既定的目标不舍昼夜、奋力

前行：积极推进八达岭大景区封闭管理，加快建设八达岭长城文化旅游产业

集聚区，最终实现八达岭长城世界一流、国际领先的精品旅游景区的目标。

我想，在延庆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八达岭特区志》的续篇我们已

经动笔了，它的底稿正书写在特区未来规划的蓝图上，正书写在八达岭这片

苍莽的山岭间。

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与支持过《八达岭特区志》编纂出版的各级领导、

各方人士，特别是潜心笔耕的编志工作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时间跨

度较大，有的原始资料散佚，加之我们也是第一次编修专业志书，缺乏经验，

在工作中难免存在不足或缺失，诚请知情人士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利于

本志再版或续编时加以修订。

是为序。

孑啼乡郫墙撇



一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

八达岭特区管理区域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特区成立30年来的发展变化与

珊状。

二体裁：多种文体并用。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大事记以编

年体为主。

三结构：首列概述，次为志文，依次为大事记、附录，共八编。编下设

章、节、目。

四本书依据所占有的资料，上限溯至事物发端，下限至2010年12月。本

书记述范围以八达岭特区现行行政区划为准，涉及古代或旧事则难免旁

及他处。

五本书坚持生不立传原则。

六本书纪年，清及清前沿用帝王年号，同时标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采用

公元纪年，标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

七历史朝代、国家政权、党派直书当时名称；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

会议名称。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地名用事件发

生时地名，其后有变动或与今地名不同者，在圆括号内注明今地名。人

物直书其名，党政工作人员须加职位时，职位在冠名之前。非党政工作

人员一般不加职称。

八计量：采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即公制计

量单位。历史上曾使用过的计量单位则如实记载。

九本书资料来源于各种史籍、旧志、专著、谱牒、档案、报刊、调查采

访、实地勘察，以及涉事单位、有关当事人，已经校订，一般不注明出

处。书中的数字统计来源于八达岭特区各职能科室。

十本书为专志，为系统展现八达岭特区的综合风貌，所录事迹资料务求广

收博取。凡北京市等对本特区产生较大影响及与之相关的事物和活动，

本志亦择其要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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