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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大兴县大事记》今日与广大读者见

面，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本大事记从1948年12月15日大兴县解放写起，截止

于1990年12月15 El。历时42年。全书32．9万字，是根据

市党史研究室统一计划、部署和要求，经过县党史办几年的

努力编写而成。

在党的领导下，大兴人民在这块1039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艰苦创业，前赴后继，使大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兴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有曲折、

有失误，更主要的是前进、是成就。

县党史办在编写过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

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为准绳，本着尊重历史，忠于史实的原则，运用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依时记事，如实记述。力

求使读者对大兴解放后的重大事件有较系统的了解。

本大事记以县委的决策和实施为主线，以政治、经济的

史实为主要方面，记述了大兴县的大事：即大兴人民在政治

上的翻身解放，在经济建设上的重大成就，在生活上的发展

变化；大兴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县委的主要活动以及各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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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的任免和组织机构的变更。同时，

也兼顾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科技及工、青、妇等群众组

织的重要活动史实。

我希望广大干部认真地读一读。因为，此书不仅有存史

之价值，更具有资政之功能。我们可以透过历史事件，汲取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借以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和生

活。

我也诚恳地向广大青少年推荐。因为，此书是教化育人

之册。青少年可以从前辈们走过的艰难曲折且又壮丽辉煌

的道路中，在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脚步声中，体味到人民

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以使我们从中获得启迪、智

慧、信心和力量。

我相信，全县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定会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

伟大旗帜，以史为镜，继往开来面向新世纪的召唤，同心同

德，开拓进取，团结奋进，笃定会把大兴建设的更加繁荣、富

庶、美丽、文明、像璀璨的明珠，把首都南大门点缀的更加绚

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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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

12月15日 大兴县全境解放。此时，县委书记刘砚古，

副书记刘蒂，县长张景伯。

12月17日 大兴县委、县政府机关由礼贤镇迁至安定

小营村。

12月18日 按照冀中区十地委指示，大兴县成立平津

战役支前委员会，由县委副书记刘蒂、县委联络部长赵建

华、县公安局长任志成组成，刘蒂任组长。同时，县委发布关

于支前工作布告，要求各村出担架、大车等，并要求各区建

立支前委员会。

12月19日 东北野战军12兵团、华北野战军13兵团

在高米店会师。至此，完成了对北平的战略包围。

12月中旬，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平津铁路以北地区(新

区)划为五区一市，即六区(海子区)区长刘荫五。七区(黄村

区)区委书记王继刚。八区(青云店区)区委书记李忠勇，区

长郭鸣久。九区(采育区)区委书记包政、区长崔益敏。大马

房区和南苑市，市长赵建华。

12月中旬 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I来大兴采育视察支前

工作。

是月 重大反革命犯国民党保安11团团长冯兆文、营

长司德庆、副官蔡德元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并移交县公

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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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决定以县大队、公安局、武委会为主成立县清

剿指挥部。

是年全县有机关党支部1个，下设2个分支部，11个

党小组。农村有39个党支部。共有党员422名。全县有155

名干部，其中县级机关有59名，区级机关有96名。

一九四九年

1月12日 县委、县政府做出关于清剿工作的指示：

一、清剿游兵散匪，收缴地主、土匪武装是新解放区除支前

以外的头等重要任务。要讲清形势，贯彻政策，解除顾虑。讲

明对隐匿不交出枪支武器者要予以惩办；二、宣布解散国民

党的一切反动组织，禁止其一切活动。凡一切国民党员、三

青团员及其他反动组织成员都要到区政府登记，对拒绝登

记、仍进行破坏活动者要逮捕法办；三、对现在仍进行各种

破坏活动的，由公安部门布置侦察破案，进行清剿；四、向群

众宣布，任何人不得隐匿匪特分子，号召揭发检举。对检举

有功者赏，隐匿不报者罚。

1月中旬 大兴县委、县政府、东北野战军10纵139师

在采育东营操场为在天津战役中牺牲的陈仲凯、兰勤2位

团长举行追悼会。会议由139师师长贺庆基和采育区区长

崔益敏主持。会后将2位烈士遗体安葬在采育。

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是月 华北邮政总局派高凤歧来大兴组建邮政局，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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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歧任大兴县交通队长(邮政局长)隶属于北平邮区领导。

是月 大兴县胜利书店正式营业。王万寿任书店主任。

2月1日 大兴县人民政府在后安定村举办第一期小

学教师训练班。县长张景伯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各村要

因陋就简办校，教育要向工农子女开门；要巩固原有小学，

逐步整顿，废除私塾，发展普及小学教育。

2月14日 县委社会部发布《取缔会道门的指示》。

2月25日 华北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抢修平汉、平大、

津浦三大干线的决定》，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人民立即进

行土路普修。

是月 大兴县电话站成立，马如骥任站长。

△ 县公安局在北平市公安局支持配合下，开始搜捕

潜逃人市内的原国民党大兴县党政首要人员，至4月，先后

将县党部书记刘益清及郑柏荣、范仁甫、高桐斋等30余人

抓捕归案。还缴获机枪24挺，大枪1263只，短枪363支，自

动步枪3支，其他枪130支。各种炮8门，炮弹79发，各种

子弹54405粒。

△大兴县人民政府教育科成立，段玉琪任科长。

3月16日 县委、县政府在安定、南各庄分别召开农代

会。全县2104各代表参加。会上学习了土地改革政策并明

确以村为单位，初步划定阶级成份。

3月29日 县土地改革重点村青云店镇进行土地粗

分。该镇共4个村计1 020户，1 4413亩耕地。于2月中旬组

织了农会，会员884人。该镇划定地主37户，富农47户，共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没收土地3069亩，牲畜29头、房屋958间，粮食54751斤、

清算负担粮食752担，大农具354件，分给了无地、少地的

军工烈属及贫苦农民。

是月 冀中十地委决定解放战争初期划归大兴县管辖

的自家务区、旧州区、大马房区、廊坊区划归安次县管辖。柳

园区、押堤区分别划归永清县和固安县管辖。原涿良宛县的

履磕区、新立村区和庞各庄镇划归大兴县管辖。大兴县七区

(黄村区)划人北平市为北平24区。至此，大兴县行政区划

为六区二镇，331村，即一区(礼贤)45村；二区(白疃)56村；

三区(履磕)48村；四区(新立村)40村；八区(青云店)64村；

九区(采育)64村；采育镇8个村；庞各庄镇6个村。

△ 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派黄耀光筹建大

兴县生产推进社。生产推进社的任务是：办理农贷、开展农

村供销工作，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收购、推销农副产品。业

务受冀中十专署供销分社领导。

4月上旬 华北农村部帮助旧宫、庑店、南场等村用机

械开垦荒地30余顷。

4月10日 自3月8日始县委、县政府组织174名干

部在全县345个村中的163个村开展了土地粗分，建立人

民政权和打击地富反攻倒算的群众活动。其中125个村没

收了大地主、大豪绅的土地、财产；没收土地94341亩，粮食

673247斤，牲畜421头，农具4387件，房屋2098间，大车

49辆，分给了无地、少地的3万名贫苦农民，使他们的土地

由人均2．78亩增加到5．96亩；251个村建立了农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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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会员20766人；有148个村1189人参加了政权，贫雇农

为80％，中农为17．2％，其他成分为0．8％；全县组织民兵

1l 69名；在15l村中有8411名妇女参加了群众运动。

4月11日 全县掀起以打井抗旱为中心的春耕生产高

潮。自28日至5月20日挖土井1886眼，砌砖井64眼。全

县共有土井2761眼，砖井2433眼。当年扩大水浇地面积

9750亩。

4月29日 县人民政府在青云店召开公审大会，将冯

兆文、司德庆、蔡德元三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镇压，揭开

了大兴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是月 大兴县人民法庭建立。负责全县刑事案件的处

理，调节民事纠纷和对监所的领导。庭长张景伯(兼)，副庭

长崔益敏。

△ 全县废除旧保甲制，建立新的基层政权——村公

所。

5月 县委、县政府根据冀中供销合作总社精神，将大

兴县生产推进社改名为大兴县供销合作社。

是月 县工商管理局成立。谢跃良任副局长。

△县政府农林科成立。

6月5日 冀中十地委召开有各县领导参加的清剿工

作会议。会议通过总结前段清剿工作，进一步明确依靠群众

清剿匪特、维护治安、保卫人民的思想。要求县委要加强对

清剿工作的领导，公安部门要抓好情报和公安工作，把治安

工作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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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 大兴县委、县政府在赵村成立永定河防汛指

挥部、县长张景伯任指挥，副县长李智任副指挥。

是月 大兴县裁判委员会成立。县长张景伯、副县长李

智、公安局长任志成，并聘县委书记刘砚古参加，以司法机

关主审员为主任委员，负责重大案件的研究处理工作。

△全县有125个村的30924亩耕地遭受不同程度雹

灾。其中七区受灾麦田5031亩，减产80％以上；18村遭严

重水涝，淹地37275亩，为总耕地数的90％以上，其中常年

积水地12830亩。县委、县政府领导率县直机关干部下乡救

灾。8月19日河北省通县公署决定对该地区小麦准予免征。

7月2日 安定地区24小时速降暴雨，所有农作物均

被淹没。县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以工代赈”、“生产自救”、

“广开副业门路”和“重点救济”的措施，使广大群众度过了

荒年。

日月 北平市第24区(黄村区)划回大兴县管辖。该区

46村，3576户，21767人，其中男11120人，女10647人。面

积约120平方公里。区长郭鸿珍。

△据大兴县教育科统计，全县共有小学275所，其中

完全小学17所，初级小学258所。在校学生18672名，其中

高小生884名，初小生17788名。高小教师44名，初小教师

466名。全县学龄儿童26156名，入学率占71．4％。

8月 冀中区十地委撤销。大兴县委转隶于中共河北省

通县地委，大兴县转隶于河北省通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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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大兴县水患严重。自7月7日始阴雨连绵

达40天，尤以7月24日、30日两天速降特大暴雨、天堂河、

凤河、龙河等河水猛涨，且因河道年久失修，河水四溢。全县

大部分农作物被水淹，重灾村82个，含22202人，亩产3．25

公斤；一般灾村129村，含33888人，亩产30公斤。共倒塌

房屋1866间。各区组织2万名群众挖排水沟52条，长达80

公里，排出积水90％。

是月，大兴县人民武装委员会改称大兴县人民武装部。

部长张拓夫。

9月4日 大兴县土地改革情况。全县366个村，彻底

进行土改的5个村，占全县村庄的1．4％，并对过去地富倒

算者作了处理；没收大地主(二顷以上)、大豪绅、恶霸的土

地的村庄125个，占全县村庄的34．2％；未经过土改及未解

决土地问题的村庄236个，占全县村庄的64．4％。

是日 县委、县政府在关于大兴县受灾情况的报告中

写道，大兴县自春季以来遭受旱、虫、风、雹多种灾害，特别

是目前的水灾严重，全县366个村庄，有353个村庄受灾，

淹没庄稼511516亩，预计减收45％。由于长期以来受敌人

勒索，再加之广大群众支援解放战争，支援平津战役，群众

生活极度困难。

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开展节约运动，

号召群众打野菜、捋草籽、采榆树叶，搞副业，度灾荒。

△ 大兴县行政区划的基本情况是七区一个镇。即一

区礼贤区，二区自瞳区，三区履磕区，四区辛立村区，七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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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区，八区青云店区，九区采育区和庞各庄镇。共366个行

政村，428个自然村，190895人，其中男92184人，女98711

人，990477亩土地。设主要集镇12个即礼贤、南各庄、榆垡、

黄村、狼垡、青云店、魏善庄、安定、采育、凤河营、辛店、庞各

庄。

9月16日 大兴县科、区长以上干部名单： 县

长：张景伯。副县长：李智。县政府秘书：王锡田。民政科长：

张有信。财政科长：沈皋农。粮库主任：董茂三。教育科长：

段玉琪。法庭副庭长：崔益敏。看守所所长：李凤朝。农场副

主任：赵丁心。公安局长：任志成。

一区区长：曹玉瑶。二区区长：王治华。三区区长：李振

山。四区区长：王彬。七区区长：郭鸿珍。八区区长：郭呜久。

九区区长：谢广益。庞各庄镇长：赵书森。

是月 县委、县政府为解决未经土改和土地粗分村中

的贫苦烈、军、工属及贫苦农民缺麦地和籽种问题，组织向

地主抽地抽粮活动。采取的方法是，先由村干部和群众代表

提出被抽对象，经区干部调查核实，报县批准，然后对被抽

对象进行政策教育，为不误农时，按时播种冬小麦，限期交

地交籽种。共在74个村186户地主中抽出土地7594亩；在

76个村140户地主中抽出麦种98505斤。

△ 根据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所属各县“建立中国新

民主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的指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大兴县委员会建立。田万华任书记。

△ 根据河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区分别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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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展骨干，培训骨干，组织农会，开展土

改工作。

△ 县公安局破获“冀热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等

三个反革命组织，逮捕其骨干分子20余人。

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县各界人民群众

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10月19日 大兴县初级师范学校在青云店建立。同

时，招收200名在乡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培训，充实小学教师

队伍。

lO月27日 青云店镇集市物价情况(注：按新币计

价)。当日共售粮食91 50斤，其中小麦345斤，单价2角7

分；玉米3023斤，单价1角4分；谷子2847斤，单价1角4

分；黍子686斤，单价1角4分；糜子615斤，单价1角8分；

吉豆595斤，单价l角3分；绿豆27斤，单价l角9分；小米

333斤，单价1角6分；红高粮81斤，单价1角1分；元豆

648斤，单价1角3分。还售出花生14347斤，单价1角6分

3厘，芝麻78斤，单价3角4分。

是月 张兰台任礼贤区区委书记；陈英任礼贤区区长。

△吴家成任庞各庄镇党委书记兼镇长。

△王继刚任黄村区区委书记。

△张清泉任青云店区区委书记。

△谢广益任采育区区长。

△ 唐志斌任履磕区(三区)区委书记；李振山任履磕

区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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