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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区的定名 

张本荣 
 

 

1958 年，由于中央的决策将原属河北省的通县专区除蓟县香河、三河大厂、固安等三个县外，其余

(即现在北京市属的十个远郊县)全部划规北京市领导。与此同时将原房山、良乡两个县以及京西矿区的

十二个小区合并为一个区——“周口店”区。 

房、良合并为什么叫周口店区?据我所知，约是 1958 年的 3 月下旬，市委办公厅召开一次办公会议，

通知房、良两个县各去一人参加。房山县隗永树同志去的(原房山县委副书记，合并后为区委组织部长)，

良乡是我去的(当时任良乡县委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合并后为区委办公室主任)。因刚划给北京市，对市里

的与会人员都不认识。会上只给介绍了一下市委副秘书长孙分山同志及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同志。这次

会议虽然是定区址和名称问题，但并未讨论，只是李明同志谈了一下设想。他说，区址问题如设在良乡，

有利方面：一是有电(因当时区县专区所有县仅通县、良乡两个县有电，其它县还是油灯照明，房山是合

并后 1958年 8月才通电)；二是交通方便；三是靠市里较近。但合并后山区面积较大，区址设在良乡未免

太偏了。李明同志当时是通县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房、良合并后任区委第二书记，大家对他的意见

都很尊重，并没有任何意见和争议。不过区址和名称问题两个县都很关注，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处理妥

当。市委领导当然要考虑到全面要照顾到两个县人们的感情，这要体现出领导的艺术。果然会上市委农村

工作部长赵凡同志宣布了这样的决定：房山、良乡合并建立的区不叫房山区，也不叫良乡区，周口店在世

界知名，叫周口店区。区址暂时设在房山城内。就这样非常策略而果断地定下了区址和区址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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