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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平(京)市第一区大事记

中共北平(京)市第一区大事记

【1949年1月～1952年8月)

概 述

北平(京)市第一区(解放初期，沿旧制又称“内一区”)

是北平解放初期内城7个区之一，其所辖范围：东至朝阳门

东城墙根，与第十四区为界；南至崇文门城墙北侧，与第十

区为界；西至东皇城根分别与第六区和第七区为界；北至朝

阳门内大街和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北侧，与第三区毗

邻。面积5．278平方公里，设20个街政府，有30878户、

165054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1272人，每户平均5．

35人；性别比：女比男为1．3：l。主要街巷有王府井大街、

八面槽、东四南大街、米市大街、崇内大街、灯市口、朝阳门

内大街、猪市大街等。

解放前，国民党区级政权机构有内一区区公署(又称区

公所)，设20个保、747个甲。国民党其他党政军机构有华

北青年训练班、青年夏令营集会处、青年军复兴委员会、军

统保密局北平站，还有民社党党部等。金融机构有中国交

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北海

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汇局、金城银行、大中银行等。大学

有国立艺专、铁路专科学校。中学有育英、汇文、孔德、男二

中、慕贞女中、贝满女中等。医院及卫生机构有协和医院、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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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料大麦芽的生产，直到酿造、灌装技术统一管理。双合

盛啤酒厂的创办，结束了洋人独霸中国啤酒工业的历史。双

合盛啤酒厂初建时，仅有小规模糖化室1所，酒窖3处，烤

原料设备1套。1921—1930年进行了两次扩建，添自动式

烤原料设备l套，大规模糖化室1所，换置大型装酒机两

部，扩充酒窖8处f同时，建玻璃厂，自造酒瓶，生产规模有

所发展。1929—1932年间，双合盛的业务有很大发展，职工

达500人，啤酒最高生产量为年产10万箱，约3000多吨，

国内销售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大连等省、市。对外畅销香

港、澳门、南洋群岛各地。 t一

双合盛啤酒厂在与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岁

月里，由于五星啤酒具有口感醇厚及浓郁的麦芽芳香的特

点，在商品竞争中没有被挤垮，而且扩大了销售市场，深受

国内外饮用者的欢迎，曾在1937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

奖。 ．
、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扼杀中国

民族经济的发展，对双合盛啤酒厂采取限制销售数量的办

法，生产趋于半停顿状态。抗战胜利后走人了正常生产轨

道。但在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指挥部设在厂内，工厂变为兵

营，无法开工生产。
。





1949年 中共北平市内一区大事记

元——下同)，到人民银行委托的兑换所进行兑换。

lO日至20日 区长周仁召开国民党政权内一区区公

署全体人员会议，宣布接管。会上，周仁宣读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要求区公署全体人员各

安职守，保护机关资财和档案，听候处理。会上，宣布了对

旧人员的去留方针和办法：(一)每人填写履历表交区政府，

然后进行个别谈话；(二)视旧人员职务之主次及其在交接

工作中之表现定去留；(三)本人志愿，愿去者去。审查结

果，原区长梁季述等9人“思想反动，工作消极，无真诚为人

民服务之心，且官僚作风极大，决定免职。”李启元等7人

“工作表现尚好，决定留职。”

本月中旬，各军管工作组先后召开全区20个保辖区群

众大会，宣布废除伪保甲制度，责令伪保甲长向人民低头认

罪、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直至责任完毕，新政府成立。对伪

保干事及保丁，根据其政治面目、工作表现和群众反映决定

去留。全区伪保干部及保丁共81人，经审查，被撤职38

人，继续留用43人。

12日 区工委和军管工作组组织一区部分干部、学

生和居民，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全市20万军民集会，欢庆北

平和平解放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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