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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县最早的农场是房山县农业试验场，地点在城关北市村西的肖庄子，

因场址在北市村，所以一般都叫北市农场。这个农场建于民国初期，（1920 年

前后），原有土地 250 多亩，北市村 100 多亩，顾册、赵各庄两个村还有 100

多亩。赵各庄、顾册的土地，解放后土改时已分给当地的贫下中农。由于这个

农场年代已久，当事人和知情人已无法了解。1940 年以后这个农场的场长是郭

维农。郭维农是房山县五侯村人，曾在房山简易师范学习，1934 年改入大兴黄

村农职学校，1937 年毕业后，又到北京农学院学习，后到河南省农业部门工作

二年，1940 年回到房山。回来后就当了北市农场场长，直到 1948 年底房山解

放。郭维农由于在农场工作多年，有学历，工作比较突出，曾被选为河北省青

联常务理事，还当了伪国大代表。 

房山县农业试验场主要是进行农业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同时也是农

场附近一些学校的生产试验基地。1933 年房山简易师范学校在洪寺村建立后，就

把北市农场作为学校的试验基地。每个星期六下午，全体师生到农场参加劳动，

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学校停办，坚持近 5 年。学生通过到农场劳动，学习了农

业技术和农业知识，对他们今后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解放前，每年清明节前后，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学校的师生，也到农场附

近去植树。我当时在洪寺长育完小上学，1945 年前后，曾两次随学校一起到北市

农场种树。到房山解放时，农场附近已有一大片林木。房山解放后，政府对这个农

场也很重视。立即派人接管，归县政府实业科领导。首任场长是县政府实业科的付

天藻，1950 年调走后，蔡玉莹任场长。1953 年蔡玉莹调长沟任三区区长，由副场

长王海代理场长。以后几任场长是魏全、梁选（人民公社时期）、董德云，直到文

化大革命。 

北市农场不仅搞科学试验，生产经营，而且还负责全县的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农场主要经营小麦、玉米、白薯、花生，同时还养猪、养鸡、养蜂，搞多

种经营。县里从外地引进一些优良品种，绝大部分到农场进行试验，试验成功

后再进行推广。 

1952 年底，北市农场的技术干部有张中兴、李鸣飞、张玉和、赵翠琴。原房

山区政协主席张中兴，1952 年从大兴黄村农职毕业分到房山后就到北市农场做技

术工作，直到 1955 年调县农业局农业技术股。李鸣飞后来任窦店公社主任，县科

委付主任。这些技术干部除在农场劳动，进行农业技术研究外，还经常下乡，到

各乡，各村，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传授农业技术，协助和指导农民科学种田。1953



年 4 月春耕生产前，县里还以农场为主，搞了一次大型农业生产技术传授活动。

除农场人员外，还从县直机关抽调 10 来个人，由于有些人对农业技术一知半解，

所以就统一到通县专区进行培训，（全专区各县统一活动），由专区的技术干部专

家讲课，主要是小麦、玉米、白薯的栽培技术及山区的果树管理。集中学习了五

六天，回来后到各区、村进行宣传。我这次也被抽去搞技术传授，和政府的一个

干部分到一组，曾到三区的坟庄、双末，五区的南尚乐，石窝村去讲课。 

北市农场不仅是县里的农业科研基地，同时也是培养锻炼干部的地方。1958

年前后，市里分配给房山区刚毕业的技术干部，开始都要到这个农场去锻炼，

实习一、二年。如原来农业、林业部门的白泰雪、韩国瑞、彭清泉、高启、佟

保华、魏天启等干部，来房山后都到北市农场劳动一年多。这些人后来都成了

我县农林部门的领导和技术骨干。这些人在农场不仅参加劳动，进行锻炼，还

帮助农场引进了不少新品种，新技术。 

北市农场不仅有农业，还有畜牧，有一个配种站。有种马、种牛、种猪，

还搞人工配种，搞驴生骡，对外搞有偿服务。这样，方便了群众，节省了开支，

改良了品种，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很受群众欢迎。 

1958 年，房山良乡两个县合并，成立北京市周口店区，农场体制有些变化。

区里成立了农业技术研究所。农场不再负责技术推广工作，技术干部调到农科

所和其他部门。配种站也从农场划出，单独建立，归农业局领导。配种站由于

几年来工作突出，1958 年被评为北京市的先进单位，成为周口店区出席北京市

的十二面红旗之一。 

1958 年区里建立了棉织厂、塑料厂，建厂房及家属房。大部占的是北市农

场的土地，使农场的土地减少了几十亩。 

1969 年，房山县在大石河石子厂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五七”农场，又叫“五

七”干校，在大石河滩上开了 100 多亩地，一方面进行劳动，另一方面进行县直

机关干部落实政策。但由于“五七”农场地少，地力薄，都是沙滩地，进行农业科

学实验仍以北市农场为主。当时北市农场除参加劳动的技术干部外，还有其他

干部和固定工人 20 多人，忙时再雇些临时工。 

1970 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农场变化很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动。几任书

记、场长是霍继瑞、李万顺、彭德元。后来由于房琉路扩宽，建农科所，种子

公司及家属楼，又占去了不少土地，农场的土地不足 100 亩，行政上归农业局

领导，生产上由农科所具体安排，主要是进行农业科学试验，农业局的一些科

学成果，论文，不少来自这个农场。 

1985 年房山县成人教育局建办公楼，农场的土地大部分被占用，剩余的少

量土地划归农科所经营，从此建立 60 多年的房山县农场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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