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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存史修志，无疑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一件令人

欣慰和值得庆贺的大事。在地方志的编修中，村志的编纂，则是一

种基层社会文化现象，是志书编修领域的一种拓展和创新，为地方

志的编写增添了鲜活的新内容，呈现出蓬勃的新气象，可喜可贺。

《四马台村志》以农村为载体，取材广泛，考证翔实，编修有

序，文笔流畅，略古详今，雅俗共赏，不失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好志书，是全体村民父老乡

亲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给走出家乡远离故土的人们认识家乡、

了解家乡的一份特殊的珍贵礼物。

农村史志值得编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

农村发起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也基本上是在农村展开的，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道路，

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攸关民族兴衰的党的改革开放战略

决策，则更是从农村开始的，今天已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康庄大道。历史再次证明．党的四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农村、

重视农村，在治国方略统筹运作中，始终把农村事业定位于影响全

局的关键。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并

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战略部署。因此，厚实的历史积淀和多彩的文化底蕴，注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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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永远是一个内涵丰富、题材重大、值得记载的史志课题。

《四马台村志》是四马台村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o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衰；以志为鉴，可以察得失。《四马台村志》即成，我

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成果，学习成功经验，吸取已有教训，全面坚持

科学发展观，使该村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得更快更好。该村

党支部、村委会要充分利用《四马台村志》这一现实教材，加强对

全体村民的思想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传，使该村前辈

人爱国爱村、尊老爱幼、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使志书

“存史”“资政”“育人”的三大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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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房山区委员会书记 刘 伟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祁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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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回眸历史，传承历史文化，展望未来，建设和谐新山村——四

马台村。

四马台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她有精彩的传说和风景，

她有多彩多姿的民间习俗，却处深山人未知，被人们忽略。众多非

物质文化遗产没有被人们发现，人们似乎对她熟视无睹，感到她是

遥远的山区，又觉得很神秘，山这边是乏味还是精彩?现在是揭开

面纱的时候了。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四马台村志》，它是在全面

调查四马台村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整理归类成书的。

这部志书，使我感概万千!

首先，四马台村的自然山水中，有珍贵的动物、植物，有丰富

的地质资源，京西南第一高峰——白草畔的“山上八景”“山下八

景”及其他山水已形成众多的旅游资源。白草畔山前、山后鲜为人

知的民间习俗，不可忘怀的村人村事，多种多样的祭祀活动，丰富

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村落形成史及姓氏，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们按姓氏排辈论理，就知道自己的亲缘关系。

其次，这次参与调查人员中不仅有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同志，

还有大学生村官，更多是来自本村的村民。他们脚踏实地，细致人

微，调查严谨，深入民众之中，人户座谈走访，查阅资料，这种精

神令人感动。他们写自己的家乡，感到更加真实深刻，体现了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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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之情。

再次，此书时机抓得好，值此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将这本《四

马台村志》奉献给大家。四马台村是革命老区，人们坚信共产主义

信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村民，战

斗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骄人的成绩。村党支部在上级党委、政府

的领导和关心下，取得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成果。

四马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村党支部带领全村人民，以强

村富民为主线，全面实施“以黑养绿，以绿兴旅，以旅富民”的发

展战略，促进了农民增收，全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较大

进步。

最后，此书尊重历史，记录历史，从原始到现代，用翔实的史

料，按照史志要求，结集成册，是四马台村一项重要的文化成果，

也是地方史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编写和提供资料的人员，为四马台

村做了一件有利于当代、有益于后人的事情，对此表示由衷敬意。

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全村村民将继续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团结奋

进，求实创新，共同奋斗，把四马台村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基

础设施完善、绿色产业兴旺、山川景色秀美的文明富裕新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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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马台村支部书记 张避来

2011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发生了部分中共党员干部公开投敌叛变的事件。三流水与黄山店的

叛变分子聚集一起，对附近的解放区滋扰闹事，包括四马台村。

8月，．为减少三流水村、黄山店村的叛变事件所造成的损失，

打击叛变分子的气焰’，稳定当地群众的情绪，独立团与中共房山县

大队联合平定黄IIJ店一带的叛乱。

是年，中共四马台村支部按照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和中共房

山县委指示，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四马台村有20余户被减租减息，

有30余户受益；发展生产运动，军民大生产，冀热察挺进军27团

在四马台村开荒种地；开展清算复仇、清算汉奸特务罪行运动，其

中李春文、于永奎、宿显有、李万祥被镇压。

民国36年(1947年)

9月，中共四马台村支部开展土地复查、平分土地运动，确定

村民成分，分别为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

民国37年(1948年)

四马台村被房山县九区政府评为“征粮、土改模范村”。

民国38年(1949年)

5月，四马台村颁发“土地证”o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成立)

1949年

10月1日，全村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至1952年

四马台村对大青山、大泥洼、大西峪沟、花儿港等有关沟域进

行治理，修建大河坝60余道。任显为为总牵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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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j i

1951年

11月，四马台村任显为被河北省人民政府评为“互助组模范”，

并出席了河北省“爱国丰产”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评为“河北省劳

动模范”o

是年，中共房山县委总结四马台村任显为互助组的先进经验，

在全县推广。四马台村被评为“房山县先进互助组模范村”。

1952年

年底，四马台村成立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任显为任社

长，31户农户参加初级社。

1955年

在初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四马台村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任

显为任社长o

1958年

4月，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县划归北京市，两县合并成立北京

市周口店区。四马台村隶属北京市周口店区。

是年，霞云岭人民公社成立，四马台村改为四马台生产大队，

任成富任大队长。

是年，．四马台大队购买锅坨机，开通电话，开办有线广播，成

立缝纫组，以生产队为单位组建集体食堂。

是年，霞云岭公社开始营造“万亩林”，四马台是重点造林区。

是年，四马台村广播站设立o

1959年

《北京日报》报道霞云岭公社开垦山区增产增收，在社论“建

设山区的一个榜样”中重点提到四马台生产大队。

是年，霞云岭公社决定在四马台生产大队建大牲口畜牧场。



、，．翱黼憨嘉
1960年

四马台生产大队修建从龙门台到四马台生产大队畜牧场的马

车路。

1962年

为解决口粮问题，执行北京市政府提倡的“三上山，四照顾”

(三上山指：人、畜、生产物资上山；四照顾指：对搬回山上居住的

群众吃粮、生活供应、子女上学、贷款四方面照顾)，四马台生产大

队开放“小片荒”“十边地”，允许社员开垦，并解散集体食堂。

1963年

8月3日至9日，连降大雨或暴雨，四马台地区多处发生泥石

流，冲毁耕地，收成减少，大柳树桥被冲到上南岩根柳树林内。

1964年

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是年，四马台生产大队有5个生产队购买马车，至20世纪70

年代发展到ll辆。

1965年

以北京市劳动模范、房山县邮电局河北支局邮递员任成水(系

四马台村人)事迹为脚本拍摄的电影《红色邮路》，在全国发行o

1966年

四马台生产大队各生产队集中在扇车子闸沟垫地。

1967年 ，

四马台大队修建从四马台生产大队到煤矿的马车路。

1967年至1968年

在杨树沟，四马台大队修截流坝，从截流坝至西坡修明渠5800

米，建200立方米蓄水池，解决人畜用水。由张文林负责牵头。

·12·



大事记二’；

1968年

四马台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站，组建“赤脚医生”队伍，组长为

宿有安。

1969年

中共四马台大队支部提出将煤矿年产量扩大到l万吨，张文广

等为生产骨干。

是年，扩修水泉塘坝，在水泉东台建水浇地0．4公顷。

是年，四马台地区通电，由大队社员立杆，县供电局拉线。

是年，四马台生产大队购置手扶托拉机l台和场院粉碎机、铡

草机、磨面机、脱粒机等。

1971年

在南地，四马台大队建四马台大队办公点和文化大礼堂。

1973年

四马台大队修建花港水塘坝、北坡水池o

1974年

霞云岭公社决定在海子台建落叶松基地，并扩大到海拔800米

以上地区栽植。

1976年

中共房山县委书记王景铭到四马台大队考察坡改梯田、条田、

坑田增产增收工程。

1977年

5月12日，四马台地区下大雪，天气寒冷，冻死牲畜和山上多

数树芽。

是年，四马台生产大队修造河东至河西过河桥，桥宽6米。

是年，四马台大队放映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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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四马台大队开办煤矿，名为四马台村煤矿。

1978年至1979年

霞云岭公社修建从龙门台至公社煤矿的汽车路。

1979年

四马台学校迁至原四马台大队畜牧场。

是年，大石根村民搬迁。

是年，由李增广牵头将霞云岭公社新兴煤矿年产量提到3万吨

规模。

1980年

四马台大队修建水泉龙潭桥通往东山路，由任成利负责。

是年，汞窑、小青山、南槽子的村民搬迁。

是年，在东套老道洞下方，打机井l眼，井深350米。

1982年

四马台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

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放宽林业政策的意见，四马台村实行荒

山造林、责任山到户政策。

1989年

四马台村东山的村民全部搬迁至北套等地。

1993年

在原四马台学校校址，四马台村建二层村委会办公楼和文化大

礼堂。

是年，四马台村开发仁用杏基地，全面启动实施“以黑养绿”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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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i

1994年 ．

四马台村被北京市农工委评为“北京市山区经济发展十强村”。

是年，四马台村开始开发白草畔旅游资源。

1995年

4月，中共四马台村支部书记张进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

“北京市劳动模范”。

是年，四马台村被农业部授予“华北生态农业示范村”称号。

1996年

春，在四马台村水泉塑造标志性雕塑——四马台腾飞。

9月6日，林业部副部长祝光耀到四马台村视察仁用杏基地。

12月，四马台村被农业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和农业持续发展示

范村”o

是年，霞云岭乡新兴煤矿与四马台村煤矿合并，由四马台村委

会统一经营，统称四马台煤矿。

1997年

四马台村委会扩建水泉塘坝。

是年，跨世纪工程——四马台煤矿开工。全村村民入股参与四

马台煤矿的开发o

1998年
‘

6月。中共四马台村支部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工作先进党支部”。

是年，四马台村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全国绿化千佳村”o

1999年

是年，四马台村委会在白草畔建四合院酒店。

2000年
’

1月。中共四马台村支部书记张进来被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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