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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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乡各村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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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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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帙卢沟桥乡委员会书记辱缸



序二

存史修志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件令人欣慰和

值得庆贺的大事，更是一个地方在诸多方面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轨迹。

如今的靛厂村，畜牧、农耕的生产方式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

的是股份制公司的多种经营；村民也从世代居住的平房搬进了规划整

齐、环境优美的居民小区；往日泥泞的村间小路现已被条条宽阔的柏

油路所替代。靛厂村日新月异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靛厂村的过去在

人们记忆中慢慢淡去。为了不忘历史，让年轻一代鉴古惜今，我们按

照乡党委的统一要求，于2008年开始编修村志。

靛厂村位于北京市西南三环路与四环路之间，隶属丰台区卢沟

桥乡，与海淀区接壤，村行政面积1．16平方公里，全村725户，人

口1 653人。

这本村志真实地反映了靛厂村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生动鲜活

的历史状况。除了在开篇的大事记中对靛厂村历来发生的大事做简

要叙述外，在后面的章节中又对那些具有特别意义的大事做了具

体阐释。从政治方面记述了从解放初期至2008年靛厂村体制变革过

程及历届领导的组织沿革；从经济上反映出靛厂村民艰苦奋斗，尤

其是近30年来靛厂人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不断锐意进取发展经济，从

当初北京市的“菜篮子"演变成为多种经营的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道

路；从教育方面，悉数了靛厂人在文化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思想

转变，由早期开办扫盲班到而今全村培养出多名大学生。除了这



些，村志还在其它方面反映了靛厂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并采用了部分

珍贵图片，力求做到资料全面，内容详实。

为了编写村志，我们在查阅本村室存档案的同时，还组织召开

了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深入实地调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走访老

党员、老干部，采纳部分专家、学者的建议，汇集多方之力，编著

了此志。在此，对在村志编纂过程中提供宝贵材料和提出建议的同

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修此志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广征意见，尤以老人及资深

老干部为主，但因年代久远，所忆之事难免有些许出入，虽经多方

审阅但仍难免有疏漏之处，望大家见谅!

靛厂村党总支书记 高凤林



凡 例

一、 《靛厂村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观点，全面记述靛厂村自然环境、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内容力求做到全面、详实。

二、本志以史为经，以事为纬，以实为体，往前追溯，止于

2008年底。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及附录组成。专志体例采用编、

章、节、目层次，共分7编19章59节。按事物屙眭横jjh'-J类，纵述史实。

四、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以官方正式界定的为准，历史沿革和

地域变迁也以县以上志书的正式记载为依据。

五、体裁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文

体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语言文字力求准确、流畅、简洁。

六、本志资料来源于地方文献、历史档案、统计资料、走访座

谈、报刊、家藏谱牒等，均经核定后载入。称谓、地名均使用当时

的正式名称。

七、本志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执行1990年3月国家

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

号用法》。计量单位按照国务院1984年2月颁布的《关于在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使用。数字使用以国家技术监督

局1995年制定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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