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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记述了从1948年12月昌平县解放至1988年底的

40年中，中共昌平县委员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领导昌平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重要

决策、重要决定、重要指示，记述了昌平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县

委的重要活动、主要领导人和组织机构的变更，记述了本地区

经济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统计数字，

同时记述了工会、共青团、妇联会等群众组织的重大活动。全

书记事876条，计12万字。

编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本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

导干部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汲取历史韵经验教训，根据昌平

县情实行科学决策，提供一些基本的参考资料。同时，希望对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对年轻一代学习昌平历史，加深对“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有所裨益。编写本

书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资料，使人们不要忘记老一

辈革命者为了昌平这块土地、为了昌平人民所作出的贡献和

牺牲。

在编写中，我们努力做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

准绳，本着尊重历史，忠于史实的原则如实记述。在体例上一

般采用编年体，依时记事。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事件，则采用

记事本末体记述。在事件发生时间上，大多依据史料记明年、



月、日。有的事件，日无考记月，月无考记季，贯串全年的则记

于年末。资料来源主要是昌平县档案馆馆藏文献，有的是根据

报刊资料和老同志回忆整理的。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们曾发送给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和

中共昌平县委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广泛

征求意见。原市委农工委书记赵友福、原昌平县委的老领导罗

拉、鲁平、赵卜、吴瑞亭、张俊士、解杰、尹建华、刘成俊、邢军、

王桂冀、曹振祥和朱良云、郭汉文等同志或提出宝贵的补充、

修改意见，或提供珍贵的资料和照片。根据他们的意见和资

料，我们又进行了全面修改。修改后的送审稿，又经过现任县

委书记张耕、副书记于长海、曹俊卿、任宝贵、王元及各位常委

审阅。在此，我们对各位领导同志、昌平县档案馆的同志以及

其他为本书编写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石家声(主编)、李长富(副主编)、

王玉成(副主编)和王宏适、邱锦等同志。由于我们水平有限，

资料不全，本书会有纰漏和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北京市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

1993年7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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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解放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8年

12月：

12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昌平县。中共昌顺县委员会、县

政府由桃林村迁至昌平县城。此时县委书记为罗拉，县长为崔

照华。
’

。1949年 ．

1月：

月初 中共昌顺县委就当前工作作出决定：县委、公安

局、各群众团体以开展新区土地改革为主，县政府、人民武装

委员会以支援平津战役前线为主。

15日 察哈尔省人民政府成立。昌顺县属察哈尔省冀察

专署领导。

17日 昌平城内电话恢复使用。平绥铁路清河至南口段

恢复运营(南口以北段已于1月9日通车)。

20日 昌平、南口、沙河恢复集市贸易。

23日 昌平、南口、沙河等地小学校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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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 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将昌顺县沙河、小汤山地区

和回龙观、平西府地区划为北平市第30区和31区，为军事管

制区。1949年6月撤销军管区。

2月：

13日 对全县约1500名吸毒者的戒烟工作开始。

26日 昌顺县政府颁布布告：“严禁妇女缠足，凡年在25

周岁以下的青年妇女一律放足”。

是月：

昌宛县撤销。平绥铁路以西原属昌平的5个区，划规昌顺

县。昌顺县辖14个区、3个镇、1个城关区，583个村，有85470

户、392922人(1949年4月统计数字)，属冀热察区冀察专区

领导。

3月：

4日 取缔封建会道门工作开始。全县有一贯道、正字

会、八方道、三教会、同善社、亲民至善道等13种封建会道

门，1142名道徒。

15日 中共昌顺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

代表百余人，县属机关科长、股长以上党员干部列席会议。会

上，县委书记罗拉代表县委作工作报告，总结昌平解放以后的

工作，部署征收工作、生产检查和冬季副业生产。

22日 昌顺县政府召开各区(镇)教育助理及完全小学

校校长会议，研究全县小学发展计划和并校工作。并校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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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共有完全小学校17所，初级师范学校1所。

29日 中共昌顺县委、县政府联合通知，由杨明显、崔

照华、杨文彬、冯玉瑞、宋少东、张俨、张廷梅等7人组成生

产委员会。杨明显、崔照华任正、副主任。生产委员会的工作

职能是加强对生产的组织领导，及时掌握生产情况，保证生产

任务的完成。

是月 昌顺县抽调26名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其中有县委

书记罗拉。(据原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明显档案记载，罗拉

走后，杨明显任县委书记。不久，杨明显也被调南下工作。)

△冀察专署改为南口专署，专署机关由怀来县迁至南口

镇。昌顺县隶属于南口专署。

春季‘

农村普遍建立识字班。新解放区以讲解时事、政策为主，

老区和半老区主要是学习文化，结合宣传时事、政策。

4月：

7日 县政府颁发布告。废除国民党政府征收的绥靖临

时捐、绥靖建设捐、城防费、马乾差价、兵役费等项苛捐杂税，

公布新的税收政策和征收办法。告诫“各级税务人员不得营私

舞弊，藉端扰民。如有违法行为，准许人民控告，本府定予查

究惩处"。

10日 县政府作出《支前工作总结》。平津战役期间，本

县17个区(镇)驻人民解放军2个兵团、1个整军、3个半师、

1个军官教导队。为了保证军队战时需要，全县建立21处粮

一3一



库(站)、7个兵站、7个接待站、5个运输站、1个输血队；出

动担架工和其他人工278．2万个，大车工4万个，牲畜工14．8

万个；供应粮食846．1万公斤，食油7．5万公斤，柴草1923

万公斤和一大批攻城器材。

11日 县政府召开老农座谈会，总结交流果树繁育和植

棉经验。

16日 昌顺县撤销，分设昌平县、顺义县。昌平县辖8个

区、4个镇、394个村，有土地1199453．87亩，人口272451

人(其中男134562人，女137879人)，隶属察哈尔省南口专

署领导。赵卜任中共昌平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崔照

华任县长兼县人民法院院长。

22日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昌平县筹备委员会成立，

冉德馨任书记。

26日 昌平县县长崔照华发布训令，严禁任意宰杀、贩

运和非法倒卖耕畜。

5月：

12日 吴瑞亭任中共昌平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

委。

是月 全县老解放区174个村的土地改革工作结束。

6月：

24日 县政府转发南口专员公署训令，要求采取措施，

保护明十三陵古迹。

是月 昌平县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门静任副书记，主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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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7月：

16日 昌平县划归河北省通县专署领导。

是月 昌平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2月，朱光俊任

筹委会书记。

8月：

7日 县政府颁发布告，收缴社会上隐藏的枪、炮、子弹

等武器，并规定奖惩办法。

13日 县政府召开区、镇长会议，布署生产救灾工作。自

6月13日至8月13日，淫雨成灾，受灾农田16236．7公顷，

占总耕地面积的29．7％。县政府号召非灾区群众开展节约一

碗米运动，支援灾区。全县共捐献粮食14848．5公斤。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lO月：

1949年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昌平县政府在城隍庙

前召开群众大会，晚上举行提灯游行，欢庆新中国的诞生。

2日 晚8时许，5名匪徒持枪进入南口镇交通街恒升祥

布店，抢走怀表一块，布7匹。(县公安局于1950年5月破获

此案，罪犯黄成录等5人被逮捕，缴获1支冲锋枪、2支撅枪。

主犯黄成录在镇反中被处决。)此后，还发生梨园村、立水桥

村、二拨子村、平坊村匪徒抢劫案。

11月：

11日一19日 昌平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工

会俱乐部召开。出席代表227人。崔照华县长作《政府工作报

告》，总结了昌平解放以来的生产和支前工作，并确定生产建

设和征收工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

28日 新解放区的64个村、镇土地改革工作开始。中共

通县地委派鲁平担任昌平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团部设在西半

壁店村(全县新区土地改革已在春季开始，但不彻底)。



年底全县有中共党员3788人。

是年：
全县粮食总产量5146．2万公斤，亩产76．6公斤。畜禽

年底存栏：猪34543头i鸡21000只、羊2298只、骡2000头、

驴22326头、役牛2545头。全年完成商品蛋1．5万公斤。

1月：

1950年

7日 县政府开始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
24日 昌平县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会

议传达贯彻省财经会议精神，讨论、通过生产政策，部署农业
增产及冬季生产救灾工作。

’

2月：

25日 调整本县行政区划。调整后，辖9个区、镇，389

个行政村。、
是月 全县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工作。155914口贫苦农民

分得土地384220亩和农具、房屋，人均分地2．5亩。

3月：

2日 县委、县政府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布置春耕播种计

划和兴修农田水利工作。

4月：

13日 鲁平任中共昌平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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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全县389村的村级政权建设工作结束。

5月：

2日 中共昌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鲁平兼任纪委

书记，崔照华兼任副书记。县纪委后于1955年10月撤销。

28日 县委发出指示，全县开展学习、宣传、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群众活动。

6月：

1日 通县专区决定将昌平县9个区合并为6个区。

12日 昌平县检察署成立，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邢温杰

兼任署长。检察署后于1955年3月撤销。

7月：

26日 县公安局向各派出所、区公安助理发出指示：开

展禁止鸦片烟的宣传、教育I铲除所种鸦片，销毁烟土，封闭

烟馆，没收烟具；对贩毒i吸毒者从严惩处。

8月：

19日一22日 昌平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政

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04名，列席31名，县长崔照华

致开幕词，县委书记鲁平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主要内容

是研究讨论复员工作和生产、救灾问题。要求各区成立复员委

员会和护秋委员会，抓好检查代耕、调查灾情和护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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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是月 张家口、延庆一带发生的“闹自毛鬼"等谣言传入

南口地区，并逐步波及全县，造成群众恐慌，影响了生产。

lO月：

8日 中共昌平县委、县公安局分别发出《关于粉碎敌人

造谣阴谋的指示》私《制止敌人谣言的通告》。并组织力量，赴
重点村庄，宣传教育群众，揭穿敌人谣言。查出造谣者61人，

根据情节作了处理。月底，谣言基本平息。

9日 县政府召开昌平县第一次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到

会劳动模范61名，列席30名。会上，县长崔照华作报告，县

委书记鲁平作总结。会议推选出15名优秀劳动模范。

11月：

10日 中共通县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和公

安局长联席会议，传达河北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决

定》和地委的贯彻执行意见。会后，昌平县委、县政府开始部

署本县镇压反革命工作。

25日 河北省召开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昌平

县悼陵监村应士珍、立水桥村刘蕴英、大东流村刘国强出席

会议。
：

是月 中共昌平县委发出《关于两个典型互助组》的通

报，介绍悼陵监村应士珍互助组和大东流村张风林互助组“以

教育启发来领导，不强迫；按分记工，按季节评工"的作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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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2月：

是月 昌平县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成立，门静任主任。

是年

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公开中共基层组织。年底统计，全县党

员总数为6893人，其中工业系统·91人，农林系统6468人，文

教系统8人，党政机关291人，其他35人。全县有党委7个，

党总支9个，党支部370个。

△全县农村互助组发展到2504个，其中长期互助组36

个，226人，短期互组2468个，11501人。

△全县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粮食总产量5553．5万公

斤，油料总产量157．5万公斤，干鲜果品总产量529．8万公

斤。生猪存栏38767头，大牲畜29029头。财政总收入68．9

万元，总支出85．2万元。
。

1月：

1951年

22日 中共昌平县委发出《关于春节前后深入展开抗美

援朝爱国宣传运动的指示》。要求：一、各区要重视宣传工作，

在本月内开展一次“时事学习周’’活动，学习《动员起来，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打败美帝侵略者》两篇文章。二、党、

团员要作出学习、宣传计划；国家干部、教员、中学生在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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