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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行政区划沿革

张家口地处河北省西北部，东临北京市及河北省承德市，西与山西省大同市毗连，南

与河北省保定市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交界。

·现在的张家口市辖4个区、13个县和两个管理区，即：桥东区、桥西区、宣化区、

下花园区，宣化县、张北县、康保县、尚义县、沽源县、怀安县≮万全县、崇礼县、赤城

县、怀来县、涿鹿县、蔚县、阳原县，察北管理区，塞北管理区(即原省属察北牧场、沽

源牧场。2003年3月2日，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其移交张家口市管理。同年6月省政府

批准张家口市设立察北、塞北两个管理区)。1937年。七·七”事变前属察哈尔省，省会

驻张家口市。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上旬，张家口市是晋察冀解

放区首府。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后，1949年1月15日恢复察哈尔省建制，省会为张家日

市。
‘’ _【·

1952年11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原察哈尔省所属张家口专

区十六个县和张家口、宣化两个市划归河北省管辖。1952年12月1日，根据华北行政委

员会通知，正式成立张家口专区，辖蔚县、阳原县、涿鹿县、延庆县、赤城县、龙关县、

怀来县、宣化县、万全县、怀安县、崇礼县、张北县、沽源县、康保县、尚义县、商都县

共十六个县，专员公署驻张家口市。1958年10月20日，国务院决定将延庆县划归北京

市管辖。1958年12月20 Ifl国务院第83次全体会议通过，将张家口专区行政区划进行调

整，撤销沽源、康保、尚义、商都四县建制，四县所属区域并入张北县；撤销万全县建

制，其所属区域并入怀安县；撤销阳原县建制，其所属区域并入蔚县；撤销涿鹿县建制，

其所属区域并人怀来县；撤销赤城县建制，其所属区域并入龙关县；撤销崇礼县建制，其

所属区域并入张家口市，设张家口市崇礼区；撤销宣化县建制，将宣化县所属27个乡村

划归宣化镇管辖，建立7个人民公社，将所属化稍营、小田洼两个公社的86个村划归蔚

县管辖，21个村划归张家口市七里茶坊区管辖。1960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复，龙关县更

名为赤城县。1961年7月9 El，国务院第111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张家口专区七个县建

制：恢复沽源县建制，以原沽源县并入张北县的区域为沽源县的行政区域；恢复尚义县建

制，以原尚义县并人张北县的区域为尚义县的行政区域；恢复康保县建制，以原康保县并

人张北县的区域为康保县的行政区域；恢复阳原县建制，以原阳原县并入蔚县的区域和原

宣化县化稍营、小田洼公社并入蔚县的区域为阳原县的行政区域；恢复涿鹿县建制，以原

涿鹿县并入怀来县的区域为涿鹿县的行政区域，并将涿鹿县所属矾山果园管理区除六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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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家口行政区划沿革

全部划归怀来县官厅公社管辖；恢复崇礼县建制，以原崇礼县并人张家口市的区域为崇礼

县的行政区域；恢复宣化县建制，以原宣化县并人宣化市的区域和并人张家1：1市的沙岭子

公社所属屈家庄、翟家庄、姚家坊等十四个村的区域为宣化县的行政区域。1962年3月7

日，国务院批准将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管辖。1962年3月27日，国务院

第115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万全县建制，以原万全县并人怀安县的区域为万全县的行政区

域。

(二l

1958年4月，国务院批准将张家口市划归张家口专署管辖，为地辖市。1959年5月

国务院批复：撤销张家口专署建制，将其所属行政区域合并人张家口市，张家口市为省辖

市。1961年5月，国务院批复：恢复张家口专区建制，以原张家口专区和张家口市的行

政区域分设张家口专区和张家口市，张家口市隶属张家口专区。1967年12月14日，成

立张家口地区革命委员会，直到1978年7月21日撤销张家口地区革命委员会，恢复张家

口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11月15日，国务院批复：将张家口地区行署所属宣化县划归

张家口市管辖，张家口市改为省辖市。此时，张家口市所属行政区域包括桥东、桥西、茶

坊、宣化、下花园、庞家堡6个区和宣化县。1990年2月，根据上级批示撤销茶坊、庞

家堡这两个区的行政建制。庞家堡区所属区域并人宣化县，建立庞家堡镇；茶坊区所属区

域以清水河为界分别划入桥东区、桥西区。1991年9月，庞家堡镇又划归宣化区管辖。

1993年6月30日，张家口地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体制，张家口市辖桥东、桥西、宣

化、下花园4个区和宣化、张北、康保、尚义、沽源、怀安、万全、赤城、崇礼、怀来、

涿鹿、蔚县、阳原13个县，总面积3．69万平方公里，年末总人口430万。 ·

【-1．
㈡

’1948年第二次解放后，宣化市辖一区、二区、下花园矿区。1950年1月，察哈尔省

人民政府决定将察南专署所属宣化市改为省辖市。1952年11月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后，宣

化市为河北省直辖市。1953年6月后，宣化市辖一区、二区、下花园矿区、庞家堡矿区

和11个乡。1955年8月。国务院批复，撤销宣化市，将其行政区域全部划归张家口市管

辖，同年12月上旬，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将原宣化市一、二区合并，建立宣化镇，

将原宣化市所属庞家堡区改为张家口市辖区。1959年5月，国务院批复：将宣化镇改为

宣化区。1960年5月26日，国务院决定恢复宣化市建制(县级市)。以原宣化区、下花

园镇和原龙关县城关、赵川、田家窑公社为宣化市行政区域，宣化市为张家El市辖市。

1963年2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化市，将所属宣化、下花园、庞家堡3个区的

行政区域划归张家口市管辖。 ，

‘’

，

(四)
．

，

‘

张家口的市区，即现在的桥东区、-桥西区，·行政区划也多次变动。1

1949年1月，张家I：1市辖9个区，其中一至七区是市区，八、九区为郊区，辖6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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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27个村。1949年3月，撤销9个区公所；合并成立4个区人民政府，一、二区合并

成立一区(现桥东区)，辖9个街公所；原三、四区合并成立二区(现桥西区新华街以

南)，辖20个街公所；原五、六、七区合并成立三区(现桥西区新华街以北)，辖21个街

公所；原八、九区合并成立四区(1989年时的茶坊区行政区域)，辖46个村公所。1955

年12月8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张家口市二、三区合并，更名为桥西区，一区更

名为桥东区，市郊的四区更名为七里茶坊区。1960年3月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复，

撤销七里茶坊区建制，将沙岭子、老鸦庄、梅家营、榆林4个人民公社划归桥东区管辖．

将东窑子、阎家屯两个人民公社划归桥西区管辖。

1961年6月5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复，撤销张家口市桥东区、桥西区，改设花

园区、东安区、武城区、明德区、大境门区。1963年3月6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复。

撤销花园区、东安区建制，恢复桥东区建制，撤销武城区、明德区、大境门区建制，恢复

桥西区建制，市郊5个人民公社(老鸦庄、阎家屯、榆林、东窑子、梅家营)为茶坊区。

1964年12月21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批复，将榆林、梅家营两个人民公社划归宣化县

管辖。

2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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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权

《张家口人民代表大会志>问世了。从2000年3月启动编纂到2004年6月付印出版，

参加编纂工作的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同志以及四区十三县人大常委会的许多同志，千方百

计找资料，秉笔直书写春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张家口人民代表大会志>真是一部众

志成城之作。
’

编修志书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盛世修志在我国积淀为历史经验。如今欣逢盛世，

编纂<张家口人民代表大会志>(以下简称《张家口人大志>)也就应时顺势而来。1997

年伊始，我们在市人大常委会多次主任会议上议论编志问题，后决定编纂<张家口人大

志>。1997年10月6日，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县区人大机构改革座谈会上进行

了大范围的动员，使全市人大系统上上下下明白编纂《张家口人大志>的目的和意义，方

方面面同心协力地投入编纂工作。形成众人成志的局面。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志书记述的是既往岁月，是与历史

真相全面又系统的对话，是对历史记忆进行的认真梳理，是立足于对现实的关注，更是人

大机制运行的需求。就张家口人大来说，漫长的岁月，既有成立初期的探索，又有“文

革”时期受到的严重破坏；既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全面恢复，又有新时期的阔步

发展。50多年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教训，正反两方面都应永远记取。

善于记取，善于以史为鉴，就使前进道路上多了一个有力的支撑，才能服务当代。这就是

编纂<张家口人大志>的目的。
‘

志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组建了人大志编委会，大力加强编志的领导力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任编委会主任、

常委会副主任任编委会副主任，并由两名副主任担任主编，常委会机关的17名处级干部。

担任编委会委员，同时，机关的30多名同志也热情地参与了编纂工作。这为《张家口人

大志>能够充分体现编志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具体的组织保障。

<张家口人大志>绘制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张家口范围内一步步发展的里程表，真

实地记述了张家口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前进的历史脚步，客观地反映了

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和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主体的思想。<张家口人

大志>一篇篇一章章的历史记载，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大工作届届有发

展、年年有提高的史实，都清晰地贯穿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线，充分说明了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比的优越性，雄辩地证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群众的选

7∥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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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辉煌地展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施依法治市的历史进程。《张家口人大志》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其编纂体例又在继承前人经验和汲取今人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努力创

出自己的特色，增强了可读性、可用性。它的出版必将发挥“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

功能。 ：

我们相信，在与时俱进的道路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I-F．确领导下。一定会在张

家El这块热土上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张家IZl人大一定会一届连一届地谱写出一册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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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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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等法律为准则，认真贯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人

民政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张家口的历史发展与具体实践。

二、记述时限：始于1945年8月张家口首次解放，止于2003年3月张家口市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

三、记事范围：以张家口市本级为主体，兼顾区县，点及乡镇。

四、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以志为主。照片采取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方

式。表格随文插附。

五、层次结构：篇下设章，章下设节，节下以。一、二、三⋯⋯，(一)(二)(三)

⋯⋯．1、2、3⋯⋯”排序。横排门类，事以类从，纵向记述，述而不议。章、节之下设

小序。

六、采用记述体，语体文，用第三人称。

七、大事记的选录范围：发生在张家口境内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

大事；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张家121视察、调查研究、开会、慰问等活动；有关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和人大工作的重要会议、重要工作、重要决定等；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主要

负责人到张家口视察工作、执法检查、调查研究、开会、慰问活动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到张家口对全局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活动。

八、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

产生的张家口市革命委员会，作为人民政权形式存在16年之久。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记述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历史事实。

九、代表风采录，旨在通过具体人物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和各级人大代表依

法履行职责的业绩和精神风貌。筛选范围是：在张家口生活、工作的历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代表、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市本级代表为主，以生产、工作在第一线的代表为主，在

各个届次和各个界别中以代表性和典型性为取舍依据。

十、涉及机构、职务、地名、文件之称谓，均以历史原貌呈现，必要时加注。

十一、计量单位均采用公制(千克、吨、米等)，涉及历史文献时一般沿用原计量单

位(如亩、斤等)。 ．

十二、凡用简称的均在首次出现全称之后加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凡 例

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 。

(GB／T 15835--1995)。 j

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

家口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档案，张家口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

、张家口市党史办和《张家口日报社>档案，张家口市图书

资料，有关专著(如<张家口市志>、<张家口组织史>、《张

料均为区、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收集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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