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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冬梅 

中国共产党在房山地区的活动，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 年，房山县

第一个党小组在小次洛村成立。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北方局，晋

察冀军区创建了以房山老区百花山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使房山地区党组

织活动得以较快发展。 

1938 年 6 月，中共房良联合县委建立，房良县第一个村党支部在上石堡村

成立。夏秋之交，中共房良联合县委组织部干事到大安山瞧煤涧开展建党工作，

在农民、工人中发展党员。1939 年 11 月 11 日至 1940 年 2 月，根据中共中央

北方分局的指示，中共房良县委进行整顿党组织活动，统一发登记表，对党员登

记审查，每个党员以出身、历史、政治观念、斗争中表现及对上级的意见逐个登

记。然后由上级党委逐级逐个审查，采取开会方式，对每一个党员进行鉴定，清

洗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对不起作用的挂名党员公开除名，提拔一批优秀党员到

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到 1940 年，根据地 70 户以上的大村，大都建立了党支

部，房良县已有党支部 35 个，共产党员 422 名。 

与此同时，在 1940 年初，中共房良县委根据平西地委指示，举办了党员

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巩固区和游击区的党员及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共 180

人。训练班结束时，入党积极分子都发展成为正式共产党员。1943 年 7 月，县

委召开组织工作会，检查了上半年整党、建党工作，确定下半年整党的重点是

山区党支部。县委在一、二、九区举办了游动训练班，着重解决党员思想中存

在的对抗日悲观失望、丧失立场等问题。关于党支部建设，县委确定在根据地

党支部要以团结群众，贯彻党的政策，领导生产的好坏为标准，选举领导班子。

在游击区，则以对敌斗争是否坚决为标准，依据实际情况而决定领导班子是否

改选。在敌占区，继续恢复和发展沟线外党支部，特别要加强思想建设，迅速

开办短期的党员训练班，使党支部开始建立就成为作风正派、立场坚定的战斗

堡垒。各级党组织经过整顿和建设有了较快的发展，党员数量增多了。到 1943

年 7 月，全县农村党员由 1942 年底占全县农村人口的 0.7%，发展到占全县农

村人口的 1.4%。仅在 1943 年的 4、5 两个月，就发展 37 名共产党员。在党员

成份上，保持贫雇农优势，同时，也在劳动妇女中发展新党员。1943 年 4 至 6

月新发展党员中，妇女占 3.6%。在区级以上的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

重增多，占干部总数的 19.9%。整党建党工作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党的各

项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全面游击战争和局部反攻。  

抗日战争胜利后，房山、良乡两县县委，抓紧新开辟地区的建党工作。但是，



由于时间紧迫，两县新建党支部的村庄还未来得及巩固，国民党军队就开始了全

面进攻，致使一些村庄党支部瓦解，但仍有不少党员继续坚持斗争。 

1947 年春至 1948 年夏，房山、良乡两县老区和半老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

动，大批有觉悟的农民被吸收到党内来。但是，运动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党

内进行的“查三代”、“搬石头”等，使一大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打击，给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1948 年 12 月 14 日，房山、良乡两县全境解放。两县县委一方面动员人

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方面在新解放的地区开展了土改运动，并在新

土改村庄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49 年 4 月，新区第一批土改村庄刚刚结

束，县委提出“在土改村建立支部，在调剂土地村发展党员，建立个别党员关

系，未调剂土地村可以个别发展”的建党计划。对土改中涌现的贫下中农积极

分子，通过政治审查，合格则成为发展对象，通过正式手续，宣誓入党。1949

年 9 月底，房山、良乡两县 392 个村庄，共有 209 个村新建了党支部，白点村

仅剩 23 个。两县有党员 7000 多人，新区发展党员 1500 多人，新党员中，有

女党员 300 人。无论从基层党组织分布的普遍性上，还是党员数量上，都前所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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