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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董世日



房管局全体

干二部职工合影

长以上干部合影

房管居领导与特进编写人员A口影前有起李怀全、张祺恩、毛绝兀、董世明，后右起王金苹、阎忠、

张辉波、王占寿。



六十年代发的房屋所有证 建国初期房屋买卖草契

950年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证 现行房屋所有权证封面



序 言

涿鹿县房地产管理局

局长毛纪元

涿鹿县有史以来第一部房地产专业志卜《涿鹿县
房地产志》问世了，值得庆贺。该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翔实地记述行政机构、产权产籍管

理、房屋租赁、房地产交易、房屋维护维修以及住宅建设

和房地产开发等发展历程，客观地反映了其内在联系和规

律。涿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摇

篮。从黄帝时代涿鹿县就开始变游牧为定居，黄帝使元妃

嫘祖养蚕、缫丝、织帛、染制五色衣裳，使我们的祖先在

涿鹿这块土地脱掉了树叶兽皮，并发明了建造“宫室”、“房

屋”，使我国有了原始的房屋建筑艺术。涿鹿县黄帝城及

城内房屋建筑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是我国最早的房屋

建筑群体之一。

悠久的历史给古老的涿鹿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房屋建筑

艺术，奇妙的记载和丰富的文物古迹；在这里还有春秋、

秦汉以及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房屋遗迹遗址，那秦砖汉瓦至

今比比皆是。



涿鹿这个地方，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历经沧桑；

在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经济的束缚，加之战乱的影响，本

县人民居住条件十分困难。管理不善，致使房屋产权混

乱。新中国成立后，涿鹿县房产进行了一些改革，在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房地产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

技术人员同全县人民一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涿鹿县人民居住落后的面

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住房制度的不断改革，房

地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目前，高楼林立，房屋整齐、

建筑新颖，水、电、暖趋于配套。加之按统一规划扩建的

县城30多条街道，初步形成了布局比较合理的六个居民

住宅区。今天，古老的涿鹿“旧貌变新颜”，成为对外开放

的新兴县城，房地产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房地产业必将

以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性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地位、

站立在经济发展的前线。

《涿鹿县房地产志》是经过多年积累资料又经编写人

员近一年来加班加点，辛勤劳作、编纂而成的。它门类齐

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不仅能起到“资政优c存史"的作

用，而且以真实资料记述的涿鹿县人民及房地产事业的先

进业绩，供后人参考，可望对全县人民的改革、开放、搞

活、促进经济腾飞，产生深远的影响。

1995年10月10日



凡 例

一、本志坚持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作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建国后史实的记

述，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涿鹿县房地产业的

改革与发展为重点。

二、本志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95年。对历次

政治运动，只在对涿鹿县房地产业造成重大影响时，从房

地产业角度予以录述，其他不记。

三、大事记，采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诸事从发始时

间为序，记述至终。

四、本志结构以篇、章、节为基本类目。采用志、

纪、图、表、录等诸种表现形式，以志为主，图表为辅。

五、基本章法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叙而不论，

述而不作，，。多方位交叉管理之处，则区别主次，或避而

不述，以免相互矛盾。

六、本志一律用语体书面语，文字用简化字，力求语

言通俗，标点正确。对政治概念，按中央有关规定表述。

七、数字书写以《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

定》为准。民国以后纪年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如民国26

年(19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使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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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古郡涿鹿北临燕山，南依太行，东连京津，西通张

垣，位居北京、大同、张家口3个城市的中心地带，面积

2802平方公里，人口32．3万人。全县辖1区8个镇9个

乡。县城地处县域北部，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古有“京畿右卫"之说。依据古史传说，黄帝与炎帝战于

“阪泉之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胜利的黄帝轩

辕氏在北方定都于涿鹿，轩辕城位于矾山镇西。涿鹿历史

悠久，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几千年漫长的岁侗

里，繁衍生息在涿鹿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在同大自然的

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传统农业，成为历史

悠久的山区农业县。

建国前，涿鹿县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封闭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奋斗，涿鹿的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以及交通运

输各行各业均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而房地产业始终

未能成为独立行业。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涿鹿的经济建设，从县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改

革开放，加快发展商品生产，涿鹿县被批准列为“河北省

首批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养猪基地"、“全国粮食大县”，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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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中国100个水果总产量最高县市第(97)位"。还是

首都远郊淡季蔬菜供应基地。与此同时，涿鹿县被河北省

确定为首批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县。房地产管理事业翻

开了新的一页。 ＼

县境桑干襟带于南，洋河环绕其东，土地肥沃，矿藏

丰富。昔日城垣分内城外城，内城3门，外城6门，城门

之外谓之关，故有9门9关之说。素有“小北京，，美称。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涿鹿城工商业曾有过繁荣兴盛的

一段时期。当时玉皇阁南北一条大街(今南关大街)连接

桥东大街(今东风路东段)总长1公里多，是最繁华的商

业中心街道，街道两侧几乎全部开设商店，阁东I奢牺大
街，城里鼓楼南北大街也有部分商号。由于交通比较便

利，；,FJe的地主、资本家，小业主来涿鹿经商，所以房屋

发展以铺面房为主，前面经商，后院居住。县城居民住宅

以三合院、四合院为主。富户人家或为两进院落，五正三

厢，几十间。建筑结构多为四梁八柱土坯房或四角硬土坯

芯灰房。官产房及少数豪门大户为磨砖对缝，筒瓦屋面，

前廊后厦的殿堂式建筑。涿鹿县城中最高大的建筑为城中

衢的钟鼓楼和玉皇阁。其次是三楼，即东楼(清真饭

馆)、西楼和南楼(饭馆)。集镇住房均由私人建造，农民

建房多在村内自家空园建造住宅，且房屋矮小，每间房屋

只有10～13平方米。

抗日战争时期，涿鹿县的城镇建设没有什么发展，人

民居住条件更为简陋。

民国34年(1945年)8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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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第一次解放涿鹿县。民国35年(1946年)10

月，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涿鹿县党政机关撤离县城，

转移到南部山区。经过两年多的解放战争，民国37年

(1948年)12月6日，涿鹿全磺f再次解放。解放后，县

委、县政府以组织力量搞好支前工作为中心，并积极领导

开展了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等工作。全县从民国35年

(1946年)6月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到民国38年

(1949年)3月底基本结束，使14072万多穷苦农民分得

了土地，翻了身，由县民主政府颁发了“土地磅产所有

证"，并恢复土地房产买卖立契、纳税。与此同时涿鹿县

民主政府接管了原国民党使用并管理的官产房屋和不为一

村一镇所有的寺庙房产，没收了部分大地主的房产。这些

房产均为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人民团体等单

位占用。1950年4月清理出公田土地1007亩，公房410

问。公、私房地产的管理统由县政府财政科管理。

建国初期，百业待举，基本建设投资是国家单一投

入。城镇建设缺乏很好的规划，无专门管理机构，存在见

缝插针乱建房、住宅建设布局不合理、公共设施少等问

题。

1958年，在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完成之后，依据中共河北省委批转省物委党组《关于召

开对残存的私营工业、手工业、小商小贩、城市私营出租

房产和城乡私营诊疗所进一涉改造的会议向省委的报告》

(58)256号文件的精神，对城关镇居民中的私有出租房

屋和空闲房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全城镇共改造私有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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