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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翻阅历史画卷，您会发现中国历朝历代都把修志当作“立德、立功、立言”

的神圣事业，把志书当作“资政、教化、传史”的重要文献。呈现您眼前的这

套书籍是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26个社区的《社区志》。据我所知，该志书应

该是街道层面上第一套全员的《社区志》。历代修志，大多到县一级。众多的方

志中，有传统的区县志，有拓展的行业志，有方兴的专门志，尚未发现有《社

区志》。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快速发展，社区很多有价值的历史和现实值得

记载。月坛街道在北京市民政局和西城区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编撰《社区志》，

是一个创举，也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该套《社区志》填补了城市方志的空

白，扩展了区县方志的内涵，增添了地方志的品种。成套的《社区志》是月坛

街道的一部历史文献，26本《社区志》是了解社区沧桑变迁历史的指南，也是

每个社区对外交往的名片和袖珍百科全书。

阅读这套《社区志》，可以了解月坛街道各社区历史发展的轨迹，既可以从

基层组织看到党和国家政策的落实情况，可以找到社区落实“人文北京、科技

北京、绿色北京”和“经济强区、文化兴区、环境优区”以及“人文型月坛、

数字型月坛、服务型月坛、学习型月坛”建设的印证，还可以看到各个社区系

统的文献资料以及社区建设的特点和亮点。阅读这套《社区志》您可以发现月

坛街道社区的四个特点：首先，它是解放后最早形成的新型社区，有别于老城

区的胡同、四合院；其次，它是中央国家机关集中办公区，有别于企事业产业

区；再次，它是以机关干部为主体的宿舍区，有别于各行业为主体的居民区；

最后，它是新旧小区交错的街区，有别于旧城改造和新建小区。

近年来，月坛街道各社区围绕“三区”战略和“四型月坛”发展目标，社

区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居民自治能力不断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显著提升，民生

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在构建学习型街道、创建国际安全社区、推进社区建设、

提升城市管理质量和水平、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党建工作水平等方面进行

——1——



了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寻找散落的资料，回忆久远

的记忆，历时一年，几易其稿，形成了这套近50万字和几百幅照片的《社区志》。

希望通过这套《社区志》，挖掘各社区文化的特色和历史，结合月坛街道“携

手超越每一天”的文化精神，使社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使社区的人文特

征更加凸显，使人们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共识，进一

步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发挥社区文化引领的作用，早日把每个社

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才昝厶网易争阜
式2}唧到铆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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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坛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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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坛街道简介

月坛街道简介

月坛街道办事处成立于1958年9月，现驻地为西城区三里河一区5．7号。街道位

于北京市中心区域原西城区的西南部，是原西城区七个行政区域之一。东起复兴门南、

北大街及阜成门南大街中心线西侧；西至三里河路中心线东侧；南到莲花池东路北侧；

北抵月坛北街中心线。月坛街道的辖区面积为4．13平方公里，由26个社区构成。街

道辖区共有常住人口12万多人，其中受过大专以上学历教育的有4万余人，约占总人

口的32％。常住人口中，有少数民族24个，人口较多的有回、满、朝鲜、蒙古、壮等。

辖区内有11条主要大街和56条街巷。

月坛街区内有中央国家机关副部级以上单位23个，市属单位101个，区属单位

53个，有经济实体单位四千余个。教育机构有大学1所、中学6所、小学6所等13

所学校，月坛社区教育学校1所，幼儿园4所。医疗机构有北京儿童医院、复兴医院

两所市区级医院及十余个国家机关卫生服务机构，有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10所社

区卫生站。体育场所有月坛体育馆和月坛体育场。社区服务有1家社区服务中心及170

家社区服务网点。文物古迹有白云观、月坛、明清真永寿寺和明北京城墙遗址等4处，

其中自云观和月坛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月坛街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复兴门外大街中段为重要商业区，有长安商场和

复兴商业城等。月坛南街西段也是商业密集区，有万方西单商场、银岛商厦、贵阳饭

店、同和居分号等。辖区内一号线地铁，设有木樨地和南礼士路两站；有20多条公交

线路。月坛地区2008年地区地税总收入约25亿元。

月坛街道于1995年被西城区列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综合试点街道，先后推行

了百余个示范项目。2004年，月坛街道围绕西城区“经济强区、文化兴区、环境优区”

的“三区”战略，确立了打造人文型月坛、发展数字型月坛、构筑学习型月坛、创建

服务型月坛的发展目标。近年来，月坛街道在构建学习型街道、发展办公数字化信息

化、创建国际安全社区、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提升城市管理质量和水平、增强公共服

务能力、提高党建工作实效等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月坛街道的26个社区中，中央国家机关和部队、院校住宅区为主体的独立型和组

合型社区有16个：一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原一机部、原二机部、原商业部等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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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坛街道社区志

国家机关住宅区形成的三里河一区、二区、三区一、三区三等社区。二是铁道部机关

住宅区形成的铁二一、铁二二、铁三、铁四等社区。三是国家广电总局机关住宅区形

成的广一、广二社区。四是一机部汽车局住宅区形成的汽南、汽北社区。五是解放军

二炮后勤部住宅区形成的二炮社区。六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住宅区为主体形成的公安

社区。七是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为主体的南沙沟社区。八是中华

全国总工会住宅区为主体的全总社区。

26个社区中，中央、市属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居民区为主体的综合型有10

个：白云观社区、真武庙社区、西便门社区、木樨地社区、复外社区、复北社区、南

礼士路社区、社会路社区、月坛社区、三里河社区。月坛街道简介和各社区资料均截

止到2009年12月。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月坛街道正在以“和谐、融合、人文、领跑”的区

域发展理念提升月坛地区的整体形象和影响力，以“携手超越每一天”+的月坛精神，

在全面展开和推进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建设中，为北京发展新目

标——建设世界城市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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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社区志

自云观社区平面示意图



月坛街道社区志

白云观社区志

社区愿景：筑服务平台树文明风尚建绿色家园创和谐社区

第一篇社区历史

白云观社区因白云观而得名，是一个综合型的老社区。白云观是著名的文物古迹，

作为地名最早出现在明朝嘉靖年代。明末清初在白云观东侧形成散落的居民点，逐渐

形成青龙桥村，清末更名为甘雨桥村。居委会最早成立于1958年。现社区由三个小社

区合并而成。社区产权单位较多，居民居住区较分散，以企事业职工和家属为主体。

一、社区历史

白云观社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的东南部。东起广安门北滨河路，西到白

云路；南起莲花池东路，北到南护城河引水渠，呈东西长、南北短的不规则长方形，

面积0．23平方公里。

白云观社区得名于白云观。白云观始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命名为天长

观。金明昌三年(1192年)重建，改称太极宫：元代再重修，改为长春宫。明洪武二

十七年(1394年)重建，明正统年间正式命名为白云观。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

年)重建，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两次大修。1956

年和1983年两次全面修缮，于1984年3月23日正式开放。2001年第三次全面修缮。

白云观系道教全真派一丛林，是北方地区最大的道观，也是中国北方道教的中心。中

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学院均设于此。2001年6月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白云观庙会为京城著名庙会之一，始于明朝中叶，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目至十九日

举办。上世纪五十年代停办。1987年1月24日至2月2日由白云观管理委员会、西

城区文化工作委员会、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联合举办第一届白云观迎春民俗迎春会，

俗称白云观庙会，已举办21届。2008年停办。

白云观作为地片名，泛指以白云观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东起南护城河北端，西到

白云路；南起莲花池东路北侧，北到南护城河引水渠南侧，面积近O．3平方公里。白

云观周边有白云观街、白云路、白云观街南里和北里。

白云观街东起广安门北滨河路，西至白云路。因在白云观前，故名。1965年时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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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社区志

为白云街，甘雨桥村并入，命名为白云里。1981年改称白云观街，同时将居民区分别

命名为白云观街南里、北里。2004年9月白云观街拓宽。

白云路南起莲花池东路，北到复兴门外大街，与三里河东路相通。其原址为1909

年建成的京张铁路(丰台一张家口)组成部分，后又成为1915年建成的北京环城铁路

的西环部分，南接丰台火车站，与京汉铁路<北京一汉口，现为京广铁路一部分)接

轨，北到西直门火车站，是京张铁路一部分，后为京包铁路(北京一包头)一部分，

现为西直门到南口的市郊铁路。1969年拆除广安门火车站至西直门之间的铁路，辟为

马路；因位于白云观以西，1981年命名为白云路，同时将白云路西侧居民区，命名为

白云路西里。2004年9月改扩建为城市主干路。

白云观社区居委会由原白云观居委会、五金公司家委会、甘雨桥居委会合并而成。

清代即有甘雨桥村。甘雨桥居委会成立于1958年，是现白云观区域最早成立的居委会。

1965年更名为白云里居委会。1981年复名甘雨桥居委会。白云观居委会成立于1981

年，名为白云观街居委会。1984年更名为白云观居委会，同年五金公司家委会成立。

2000年1月，白云观居委会所属白云路以东部分与五金公司家委会合并为白云观居委

会。2001年9月，白云观居委会与甘雨桥居委会合并为白云观社区居委会。

二、社区概况

白云观社区东临月坛街道西便门社区，西接汽南社区；南毗广安门外街道天宁寺

社区，北界全总社区。社区办公用房为90平方米。社区居委会办公地址为白云观街南

里5号楼4门101号。邮政编码100045，电话63431487。

社区常住居民1341户，人口总数3766人。男性为1858人、女性为1908人，其

中育龄女性为994人。60岁以上老人为805人、80岁以上老人为159人、百岁老人为

1人，离休为14人、退休为791人。学龄前儿童为27人、小学生为57人、中学生为

118人。大专以上学历的为865人。少数民族为153人，有5个民族成份。低保人数

为169人，待岗人数为4人。外来务工人数为1168人。残疾人为94人。

2009年社区党委为第四届。社区居委会为第七届。社区有居民小组19个，居民

代表38名。社区有文明市民学校，还有歌咏队、秧歌队、舞蹈队等群众文体活动团体。

社区内现有楼房15栋，70个楼门，平房2排。分为五金宿舍东院、五金宿舍西

院、北里l、2号楼院、北里3号楼院、南里9、10号楼院、8号院，分属市五金公司、

市交电公司、西都地产、国家发改委、国管局、一建公司、西城房管局等家产权单位。

居民主要是以上产权单位的职工、家属和离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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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内现有单位50余个。主要有白云观、中国道教协会、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天

云实业公司，塞纳河洗浴中心、兆园宾馆、和家宾馆、莆阳宾馆、宁阳酒店、工行白

云路营业部、 陕西省驻京办事处、辽宁朝阳驻京办事处、福建莆田驻京联络处，顺峰

金阁酒店、潮皇食府等。

社区特点，名胜古迹白云观坐落于此，是中外宾客的旅游胜地。

三、隶属沿革

白云观社区区域早在明代嘉靖年代即有白云观青龙桥村。1945年8月到1949年

12月属于北平市郊四区。郊四区区公所曾驻白云观。1949年1月至1949年6月，属

于北平市第十八区青龙桥行政村。1949年7月划归北平市十六区，因与颐和园北面青

龙桥重名，更名为十六区真武庙行政村。十六区区政府曾驻白云观。1949年7月至1949

年9月属于北平市十六区真武庙行政村。1949年10月至1952年6月属于北京市第十

三区真武庙行政村。1952年7月属海淀区真武庙行政村。1953年6月真武庙行政村更

名为海淀区真武庙乡，属海淀区真武庙乡。1956年3月19日，真武庙乡、南营房乡

和三里河乡划归西单区，分别成立真武庙街道办事处、南营房街道办事处，属于西单

区真武庙街道办事处。1958年7月2日，西单区与西四区正式合并为西城区。1958

年9月27日，真武庙街道办事处与南营房街道办事处合并为月坛街道办事处，属于西

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1990年8月3日，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更名为西城区人民政

府月坛街道办事处。白云观社区属于西城区人民政府月坛街道办事处。

第二篇社区成绩

白云观社区经过多年努力，将一个居住分散，社会资源较少，公共设施较差的综

合社区初步建成社会稳定、邻里和睦的宜居社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现任社区居委会成员

2009年4月按照《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中关于“居

委会每届任期三年”的规定和《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白云观

社区进行换届选举。

现任社区居委会成员如下：

主任：李利

副主任：吕春红张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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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杨俊清赵兰琴孟飞跃张五灵

二、2000—2006年社区居委会成员

2000年社区居委会成员

主任：李利副主任：刘波吴淑云

委员：常红杨秋玲胡秀玲金文秀

2001年社区居委会成员

主任：李利副主任：刘波吴淑云

委员：常红杨秋玲胡秀玲金文秀杨俊清

陈玉环赵德润郭秀珍张晓申

(2001年9月与甘雨桥居委会合并增加5位委员)

2003年社区居委会成员

主任：李利副主任：吴淑云刘波

委员：陈玉环常红杨秋玲杨俊清

赵兰琴张五灵张恒敏吴树萍

(赵兰琴张五灵委员离退增补张恒敏吴树萍委员)

2000--2006年社区居委会成员

主任：李利副主任：宋文璋

委员：吴淑云润启华吴双增张志强孙文华

三、荣誉集锦

多年来，白云观社区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多成绩。获得了上级

有关部门授予的各种荣誉21项：

◆西城区级

2001年西城区创安工作先进居委会

2003年西城区先进社区文明市民学校

2004年西城区先进社区文明市民学校

2004年西城区“真情进千家”扶贫助残工程先进集体

2004年西城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2005年西城区先进社区文明市民学校

2005年西城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2005年西城区先进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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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西城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示范社区

2005年西城区计生先进集体

2005年西城区“文明社区"

2005年西城区平安社区

2006年西城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2006年西城区消防工作先进集体

2006年西城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2007年西城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2007年健康西城爱国卫生先进社区

2007年西城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2008年西城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2008年西城区“迎奥运”市民讲外语先进文明学校

2008年西城区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

第三篇社区政治弟二扁 任区圾；苜

白云观社区党组织最早成立于1958年。白云观社区党委成立于1999年12月。社

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街道工委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的领导核

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注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整合社区资源，

形成建设合力，实现了党建工作全覆盖，得到了居民的肯定和赞许。社区党委多次被

评为先进党组织。

一、社区党组织

白云观社区党组织由原甘雨桥党支部、白云观党支部和五金家委会党支部发展而

来。1958年9月，月坛街道党委和街道办事处成立，到1975年3月之前，有甘雨桥

居民党支部。1976年3月，文化大革命末期，月坛街道革委会政治组进行了基层党组

织整顿工作，甘雨桥党支部在组织上得到健全。原本属于白云观和五金管辖的退休党

员的组织关系都由甘雨桥党支部管理。随着居民区扩大，人VI增多，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期，白云观居民党支部和五金居民党支部相继成立。甘雨桥、白云观和五金三个党

支部的基本格局持续了十几年。根据北京市关于“居委会相对集中管理’’的精神，1999

年12月原有的三个居委会合并为白云观社区居委会，同时成立了白云观社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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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观社区党委下设7个党支部，有党员239名。社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街道工

委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社区全体

党员为基础，团结带领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共同营造一个文明礼貌、家庭和睦、

邻里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社区。

历任党组织领导成员名单如下：

党组织名称 书记、副书记 委员 任职年月 备注

1975—1976年月坛街道革委会政治组整顿改选后党支部设置情况

甘雨桥党支部 崔素芬(书记) 1975年4月

甘雨桥党支部 齐恩(书记) 张文英双柏林 1980年之后

1 985年党支部整顿以后党支部设置情况

甘雨桥党支部 吴淑芝(书记) 双柏林 1986年

吴淑芝(书记)
甘雨桥党支部 1989年4月

张富英(副书记)

吴淑芝(书记)
甘雨桥党支部 刘述奇马淑珍郭淑兰 1989年12月

双柏林(副书记)

白云观党支部 吴淑云(书记) 刘金英郑淑华 1989年12月

五金党支部 吴克瑾(书记) 郭春英刘庆荣 1989年12月

五金党支部 王林(书记) 郭春英刘庆荣 1994年以后

甘雨桥党支部 张富英(书记) 刘述奇马淑珍郭淑兰 1999焦

甘雨桥党支部 赵德润(书记) 1999年之后

五金党支部 王林(书记) 郭春英刘庆荣 1999焦

1 999年末月坛街道居委会机构调整后党组织设置情况

吴淑云(书记)
白云观党委 刘秀英王琳李维培 2000—2003焦

常红(副书记)

吴淑云(书记) 李维培岳忠赵德润
白云观党委 2003年

常红(副书记) 觳兰瑟

李利(书记) 李维培岳忠张恒敏
白云观党委 2005年12月

常红(副书记) 赵德润润启华

李利(书记) 张恒敏润启华毛颖
白云观党委 2009年4月

常红(副书记) 阮增智李璐

二、社区机构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居委会产生到1999年之前基本延续了传统模式。居委会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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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除此之外无其他机构。经过多年的社区建设实践，由过去简

单的居委会模式发展成现在的“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两会一站”的社区机构组织框架。

即：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两会)——社区(32作)

服务站的组织框架。

三、社会组织

经过多年工作实践，社区建设从组织到内容日趋完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日渐系

统化和具体化，根据社区六个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实践，一些社会组织随之产生。白云

观社区目前有如下社会组织：

社区党建协会，2000年7月成立，会长李利，会员13人。主要工作目标是联系、

协调驻社区的各单位党组织在社区各项工作中自觉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社区党

委注重整合社区资源，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大事共商，实事公办，优势互补，形成

建设社区的合力，实现党建工作的全覆盖。

社区建设协会2000年6月成立，会长李利。会员13个。

社区计生协会2003年5月成立，会长刘爱华，会员118人。主要联系、协调社区

管辖的育龄妇女及外来人口中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工作，使上级的计生政策及时在社区

内得到宣传和落实。

社区残联2004年5月成立，会长张恒敏，会员80人。主要联系协调残疾人员，

关心生活状况，了解需求，随时将情况反映给社区居委会。

社区老龄协会2004年5月成立，会长岳忠，会员120人。主要联系、协调辖区内

65岁以上老年人，在老年人中开展锻炼、保健、文体娱乐等多项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

康的活动。

社区工会2003年2月成立，会长李利，会员12人。是街道工会向社区延伸的一

种有效形式，是街道工会在社区的基层组织。

社区妇联2000年3月成立，会长常红。

社区团组织，2000年8月成立，负责人常红，团员25人。

四、政治生活

白云观社区有党员239人，社区党委下设七个党支部。白云观社区党委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社区党委针对社区建设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创造性地

开展党的工作。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召开，为白云观社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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