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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置沿革

第一节 区域范围

丰台区辖乡，位于丰台正南，距丰台体育中心3．6公里。东邻南苑乡，南与

大兴区西红门接壤，西与老庄子乡相邻，北与丰台街道和卢沟桥乡毗邻。全乡总

面积50．3平方公里。乡辖15个村委会68个自然村。

现行乡域在1948年以前，北起造甲村，南至大葆台一线，以东属北平市郊四

区，以西属宛平县一区。1949年以后一段时期，行政区划曾多次变更o 1950年5

月，始确定今丰台区管辖范围，称北京市第十二区，1952年7月定名丰台区，辖

花乡现乡域。

第二节 建制隶属

1949年以前，本乡域分属宛平县、大兴县管辖o

1949年以后，本地区解放，摧毁伪保甲制，各村建立人民政府o

1950年5月，本地区确定为北京第十二区(今丰台区)管辖范围o

1953年6月，本地区建立17个乡人民政府，20个农业合作社o

1956年，本地区17个乡合并为看丹、黄土岗、樊家村、郭公庄四个乡人民政

府，以及四个同名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o

1958年8月28日，由看丹、黄土岗、樊家村、郭公庄四个乡合并，成立上游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办公驻地樊家村o

1959年，由上游人民公社更名为黄土岗人民公社o

1960年，由黄土岗人民公社更名为黄土岗中匈友好人民公社o

1981年，实行政社分开，党组织为“黄土岗人民公社党委”，政权组织为

“黄土岗乡人民政府”，经济组织为“黄土岗人民公社”

1983年，实行城乡一体化，新村办事处与黄土岗乡合并，设立黄土岗地区办

3



丰台区花乡乡志

事处，经济组织为农工商联合公司。驻地迁至新村。

1984年，樊家村联合公司分成四合庄、纪家庙、樊家村、造甲村四个联合公
司o

1987年，撤销办事处，丰台区政府向北京市政府《关于将“黄土岗乡”改名

为“花乡”》丰政发[87]037号文件的请示得到了市政府的批复京政发[1987]

53号同意将黄土岗乡更名为花乡，5月27日，丰台区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关于将

“黄土岗乡”更名为“花乡”的通知》丰政发[87]039号，乡政府驻地在四合庄

191号，行政区域不变。共辖16个村公所，65个村委员会。经济组织为“花乡农

工商联合总公司”．下设工业、农业两个专业公司以及16个农工商联合公司。此

后本乡建制基本稳定o ．

2007年12月，因乡机关地处首都经贸大学三期待征地范围，花乡机关将迁至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黄土岗甲l号(原永丰花园)办公。

2010年6月，花乡设立花乡地区办事处，乡与地区办事处实行“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体制，地区办事处兼有城乡两种管理职能，统筹管理辖区内的农民和

居民事务。

第三节行政村

黄土岗 草桥 白盆窑 新发地 郭公庄 高立庄保台 羊坊六圈 看

丹榆树庄 四合庄纪家庙樊家村造甲村

4

第四节 专业公司

丰台区花乡农工商联合总公司 经贸公司 工业公司 物质公司 农业公司

第五节直属单位

花乡医院花乡文化教育培训中心纪家庙管理委员会育芳园小区管理所

丰台区花乡社会福利中心北京精明建筑勘察设计事务所花乡电话管理所

花乡花木种苗中心花乡园科技服务中心时珍堂



第二章 自然概况

第一节 地质地貌和矿产

本乡地处华北燕山脚永定河冲积扇东岸平原区，地势平坦，地貌特征为西北

略高、缓坡向东南，海拔49—2米，西南部地形较复杂，锅底地、沙丘．沙龙、
沙岗众多，易形成内涝，因永定河历史变迁及风患影响，形成东北部属黑土轻碱

地．特别东部盐碱严重低洼易涝。西部沙石地较多，土层薄，北部地区地势平坦。

境内有马草河、造玉沟、旱河等地表河流。

本乡矿产较少。解放前，东部草桥、郑王坟曾利用盐碱地发展制硝、制碱的

手工业，西南部利用地下粘土或细沙发展制砖业。西部、南部利用本地沙、石资

源发展沙石建材业，年总产沙石达300多万吨。

第二节 气候

本乡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其特点是：春旱、秋涝、夏热，冬燥。春旱

机率45％．秋涝机率60％o夏季炎热、多雨，气候较湿润。有闷热天气o，冬夏季

长而春秋季短。春季少雨多风，气候干旱，太阳幅射增强，回温快。夏季风迅速

减弱。雨量增多、炎热。秋季，天气稳定，气温逐渐下降，昼夜温差大。冬季寒

冷，常有强烈的西北风，有时降雪，年平均无霜期180—190天o

(1)降雨全年平均降雨量210．7毫米。分布极不平均，雨量一般集中在七、

八月间，雨量最多约占全年总降雨量的60％，12月、1月、2月降雨量最少，一

般占总量的20％o
1949年一1975年各年降雨量统计表

年度 降雨量 年度 降雨嚣 年度 降雨量

1949 936．2 1958 768．6 1967 686．2

1950 867 1959 967．6 1968 47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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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降雨量 年度 降雨量 年度 降雨量

195l 440 1960 508．3 1969 806．1

1952 542 1961 514．3 1970 587．3

1953 580 1962 463．4 1971 492．4

1954 1005 1963 612．7 1972 445．3

1955 933 】964 789．6 1973 760

1956 1022 1965 377．2 1974 632．2

1957 516．2 1966 616．6 1975 383．5

(2)气温全年平均温度13．7℃，平均最高温度19aC．最低为5．5℃，平均

气温0℃以下为严寒期，一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一4．8。C，平均气温2 2aC以上为

夏季，七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30．7℃，全年相对温度58％，年较差30．4％，其

中，四、五、九、十月份较差最大，有利于光合作用积累D

(3)地表下温度地表平均温度13．7℃，地下lO公分处为13℃，地下20公

分处为15．1℃，12月、1月、2月平均温度在O。C以下，一般在3月中、下旬解

冻，地温开始回升o

(4)日照年平均日照总时数2649小时，日照百分率为6l％，七、八两月除

外，其余月份日照在60％左右，具体分布，冬季(12月、1月、2月)为588小

时，春季(3月、4月、5月)为749．8小时，夏季(6月、7月、8月)为685．2

小时，秋季(9月、10月、11月)为626小时o

(5)风速本乡一年四季，冬春季风多而大，由于受内蒙古高压控制，多为

西北风，最大风力为6—8级。全年风速为每秒2．9米，月平均风速以4月份最大，

平均风速中以西北风最大，大风日数全年平均有262日，各月均有分布，而以2、

4月份最多。

第三节水资源

地泉为本乡重要水资源之一，因靠近永定河古道，本乡地下水资源丰富。在

历史上本乡农民靠地下水源种植及生活，解放前至解放初，地下水位仅l-2米，

1954年以来，国家为治理永定河水患，修建官厅水库，加之工业、城市生活用水，

到60年代初，地下水位明显下降，到5一米。地表水由永定河改道带来，有马草
河、造玉沟、旱河等河流o 1956年开始，全乡开始修建小水库、水柜蓄水解决水

源问题o 1969年乡里建设引永定河水放洪工程，1971年建引城市生活废水的O号

井工程，1972年又建了引石景山工业污水资源工程o 80年代初地下水位已达15米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一、自然篇

左右，到90年代地下水位已深达20米左右。农业灌溉以地下水为主，榆树庄、看

丹、六圈、葆台、高立庄、羊坊等村的一部分农田用污水灌溉。

第四节土壤

因永定河历史变迁以及风患影响，本乡东北部属黑土轻碱地，特别是东部盐

碱严重，西部河石地较多、土层较薄肥力差。北部地区地势平坦，大部是黑土或

黑土盐碱地，土质肥力较好。土壤条件中其有机质养分、全氮含量、碱性氮含量

均处于较高水平，土壤多为潮土、潮褐土及沙壤土，为种植花卉的最佳土壤。

第五节 自然灾害

涝灾：解放前，由于地处永定河冲击扇，地势低洼、土质差，当地人称是哈

蟆撒尿就涝的地方；北部多盐碱洼地，下雨便涝，南部沙地不经旱涝，加之永定

河水泛滥，造成多次涝灾，据不完全统计：

1941年：全乡发生涝灾，死伤人畜无数，有人外出逃荒要饭o

1949年：涝灾，损失情况无记载o

1954年7q月：连降大雨，全乡受灾总面积达9500亩、倒塌房屋570间
1956年7q月：连降大雨，全乡受灾总面积2921l亩，倒塌房屋670间o
1959年7月27日至8月6 El：连降1 1场大雨暴雨，特别是7月31日和8月6

日两次最大降雨量达780毫米左右，乡内部分村庄沟满壕平，平地积水三尺，全

乡粮食、蔬菜、花生等粮食作物受灾面积达37741亩，造成粮食减产509．5万斤，

蔬菜减产198．5万斤，花生减产98．7万斤。塌房253间，坍塌洞子578间，冲走、

淹死猪232头，各种肥科24780斤，损失折合人民币156万元，占全年总收人的

14．5％o

1963年8月4日：降大暴雨，淹毁庄稼9923亩，倒塌房屋196间，洞子350

间o

1964年8月10日：降大雨，淹毁庄稼141 12亩o

1959年排涝纪实

1959年7月27日一8月6日，全乡范围内，连降了1 l场大雨、暴雨。使部分

村庄沟满壕平，房屋倒塌，全乡粮食，蔬菜、花生等作物受灾面积达37741亩的重

大损失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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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党委召开会议研究，采取紧急措施，动员全乡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彻底解决排涝问题。全乡动员了男女劳力5000人，由公社机关干部分片包干。首

先对1957年全乡已挖的56条排水沟重新修复，抢挖马草河、造玉河、汾庄沟、镇

国寺沟、羊坊沟等5条排水沟。

1959年10月30日凌晨2点动工，集中全乡主要力量，不分昼夜奋战，仅用3

天时间挖通5条主要排水沟，全长19225米，动土方16万立方米，用工16万。后

又以各村为单位，挖田间排水沟总计183条，全长28237米，动土方50677立米，

至此全乡排水排涝沟形成网络，解除了洪涝的威胁。

雹灾

本乡多受内蒙古低压空气的影响，经常出现局部雹灾，多在六、七、八三个

月。丽以午后三、四点钟为多，偶有夜间发生。降雹不大，时间一般为3-5分

钟，多的达15分钟。

就据不完全统计本乡发生较大的雹灾有：

1956年6月4日：下午5点10分下了5_分钟，砸毁粮食1217亩，蔬菜
2930亩，雹子大如青杏、小如枣，严重的下l寸厚o

1962年5月：毁坏粮食1000亩，蔬菜3000亩，尤以樊家村严重，损失程度

达80％o

1965年6月：雹灾造成粮食13500亩，蔬菜1280亩毁坏，尤以黄土岗村1300

亩，捐失达70％以上．

1976年7月14日：雹灾毁坏全乡3300亩蔬菜，其中1015亩完全毁坏，全乡

有37个村受不同程度损失o

1982年6月17日：下午3时25分一40分．全乡五个大队、59个自然村遭受

雹灾。雹子小的如玉米粒，大的如鸡蛋，小的盖满地面。密度大的积雹4_寸
厚，是解放以来雹灾最严重的一次。从受灾面积东起镇国寺、潘家庙、樊家村、

康庄往西呈—个长方形地区。受灾面积达15900亩，其中：菜l 1800亩、粮2800

亩、菜籽372亩、花圃三个、果园三个。蔬菜减少2000万斤、粮食减产74万斤、

菜籽减产2．3万斤、水果10万斤，损失总计达164万元。

第六节环境保护

环境污染

进入8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土到洋，逐步发展

起来，乡村企业发展到100多家，但大多属于粗放式工业，缺乏环境保护意识，

对环境造成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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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生活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1990年，全乡锅炉

82个．浴炉7个，茶炉59个，土窑炉22台，170个烧煤企业，每年烧煤40万吨。

烧煤最多的榆树庄构件厂，每年烧煤4000吨。樊家村、郭公庄四个烤麦芽炉每年

烧煤1．3万吨，全乡四家粉丝厂烧煤8000吨。汽修、汽车改装四家企业烧媒8000

吨，煤的燃烧造成大气污染，每年向大气中排放尘粉4000吨，含有害物质94吨，

其中：二氧化硫9．6吨，一氧化碳49．2吨，氮氧化物25．4吨。

水污染：本乡地处城乡结合地区．中央、市、区各大企业造成一部分水源污

染，石景山苹果园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废水、油咀油泵厂、丰台医院、铁路医院

废水、都排人造玉、马草河，对地下水、大气形成严重污染。

90年代初，全乡水污染企业主要有烘烤麦芽、食品加工、粉丝、畜电池、喷

漆及花乡医院，总用水量723000吨，排放废水45万吨，除肉食品加工，医院废水

直接排人造玉、马草河外，其余渗入地下，严重地污染地下水源，影响人畜饮水，

危害人体健康。

此外，本乡每年7．3万吨垃圾无处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乱堆乱放，1980年大

保台村南603万立方米的沙坑，丰台区环卫局用城市垃圾将其填平。对水源及空

气形成严重污染。

噪声污染：产生噪声污染的企业主要有汽车半轴厂，1978年前锻压用加板锤，

其震动大、安全性差，经常造成工伤事故o 1980年改成气锤，750公斤的二台，

250公斤的二台，但噪声污染仍很严重，对职工身心健康有一定影响(后又改用摆

碾机代替气锤)o此外在本乡还有社会环境的噪声污染，如丰台桥梁厂、3603工

厂，以及在乡域内通过的京开、京石、丰南路的机动车产生的噪声及废气污染。

农药污染：本乡以农业为主．50年代种植的农作物一般施用农家肥，农药以

666、1059、1605、滴滴涕、乐果为主，用量一般在20—30万斤之间。随着工业的

发展．农用化肥普遍用于农业生产，化肥以氨水为主，每年用量平均达到700万斤

以上，农药以敌百虫、百菌清、乐果、菊杀乳油、速灭杀丁等，每年用量近20万

斤，80年代以后，化肥品种逐渐增多，本乡用的主要有硫氨、氮氨、氨水等十几

个品种，农药品种也逐渐增加o

1990年全年用农药、化肥量达818万斤以上．农药的广泛应用虽然使农业生

产获得了丰收，消灭了农作物的害虫，也消灭了大量害虫的天敌，使自然界失去

了平衡。另外在农药的施用过程中放出的烟雾，对大气环境造成一定的空气污染。

人类长期食用喷洒过农药的蔬菜．对人体造成农药污染。

环境治理：

1981年本乡有一名环保员，到1990年逐步形成了村、公司、企业、组成的比

较完整的管理机构。乡建环保科、公司、村、企业都有专、兼职环保员o

1981年后．从实际出发治理污染源．对污染严重影响较大的企业治理项目11

项，投资1lO万元，对半轴厂噪声烟尘治理，电镀厂废水处理，新发地蓄电池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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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烟、酸、雾治理，白盆窑粉丝厂废水处理，郭公庄麦芽厂烘干炉改造，白盆

窑生化厂利用粉丝废水制造蛋白等，收效较佳，治理后达到国家标准。汽车半轴

厂投资25万元购置一台摆碾机代替锻工的四个气锤，又将锻工车间的加热炉改为

煤气燃烧，即解决了噪声、烟尘排放的污染，同时改善了职工的劳动环境，提高

了工效和产品质量。

1990年，投资约17万元治理了郭公庄麦芽厂2台窑炉，彻底解决了长期冒黑

烟的问题，每年节约煤30％，降低了成本。对供暖锅炉采取的散治理、对区域性

集中供暖相结合的办法。纪家庙育芳园小区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居住面积8．5

万平方米，投资180万元建成集中供暖的锅炉房，减少了这一地区的烟尘排放，

改善了环境。榆树庄凯特汽车改装厂一个喷漆炉，年喷汽车1000辆，1990年投资

303万元改造废气排放，解决了汽车雾的污染问题；郭公庄京丰金属结构厂投资11

万元经过改革工艺，将喷漆改为塑料喷涂，排放均低于国家排放标准。

绿化大环境净化空气o 1983年对本乡主要马路各村道路，两旁植树栽花，林

业复盖面积6647亩o 1985年植树443697棵，片林394亩，复盖面积达11．6％，

1987年在大葆台汉墓周围开辟约2000亩建花乡公园，同时对京良、京开公路两侧

进行绿化植树栽花20万株，复盖率达16．9％o加强花园式建设企业、机关，学校

的绿化，绿化复盖面积达25％左右，对沙地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改造环境

起到调节作用。

为治理环境污染，大力发展环保企业。黄土岗环保设备厂、造甲村环保工程

设备厂为了治理噪声污染和节约能源做出成绩。造甲村环保设备工程厂改造的加

热炉，在节能和减少污染方面，经有关专家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花乡金属结

构厂、新发地修配厂两个企业，在有关单位技术人员协助下研制出2种新型煤茶

炉，有效减轻了煤茶炉对大气的污然。

1998年，由于北京市大气中二氧化硫90％来源于燃煤，北京市政府推广使用

优质低硫煤，减少二氧化硫污染，全乡采取了以下措施：l、三环路内茶炉、浴

炉、大灶改用燃气和轻柴油；2、燃煤锅炉有条件的改用燃气或燃油；3、1998年

开始采暖期锅炉房燃煤使用优质低硫煤(神府煤)；4、在审批新、改、扩建锅炉、

茶浴炉项目时，严格控制二氧化硫及烟尘排放总量，以新代老推削减二氧化硫措

施。并对不使用脱硫装置和低硫煤用户经测试未达标排放的给予处罚。当年，有

73个单位的锅炉房订购优质低硫煤共订3万吨，占全乡锅炉房总数的90％；严格

控制审批新项目84个。全乡烟控区和无煤区(高科技园区)内锅炉房吨排放二氧

化硫比1997年减少40％以上。

自1998年以来，市政府先后开展了四个较大规模的治理活动阶段。第一阶段

是三环路以内燃煤茶浴炉、大灶、路边烧烤和四环路以内工地、仓库、燃煤茶浴

妒、大灶为主要治理对象；第二阶段是以四环路以内燃煤茶浴炉、大灶、路边烧

烤及无燃煤区所有未改清洁燃料的设备为治理对象；第三阶段是自1999年11月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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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年4月止集中治理四环路以内1吨以下燃煤锅炉，建成区内茶浴炉、大灶及

对14个加油站进行油汽回收治理；第四阶段是自2000年5月起10月底，集中治

理四环路以内宾馆、饭店、医院及行政事业单位燃煤锅炉。

在前两个阶段的治理工作中，全乡共计完成治理1吨以下燃煤锅炉36台、茶

浴炉164台、大灶201台、大桶145个，治理单位近300个，总投入各项治理费用

1400万元。经市区环保局检杏组验收，合格率达100％o

全乡在第三阶段的治理改造工作中，共完成茶浴炉改造46台，停用茶浴取暖

炉62台，拆除改造容燃煤大灶100台，检查没收路边大桶179个。市区检查组对

花乡采用随机抽查的办法，共抽查单位9个，合格率100％，使花乡在前三个阶段

的大气治理工作中，连续三次在市级检查验收中荣获全区第一。

此外，对乡内17个单位，共21台大吨位燃煤锅炉的除尘器进行了改造，完成

了全乡8个污水排放和喷漆治理改造项目，并完成了市区环保部门对全乡95个企

业的污染物排放达标验收工作；对全乡69名燃煤司炉工开展燃油、燃气取证培训

工作。全乡在各项环保改造工作中投入的总费用超过2000万元。第四阶段大气治

理工作对6个单位、10台2吨以上燃煤锅炉完成改油、改气工作。

先后投入7000余万元进行了锅炉改造、污水和喷漆治理；投入近2000万元落

实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前七个阶段的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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