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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位于京郊的西南部，距北京城 50 公里，面积 2019 平方公里，人口 72 万，地处太行山余脉燕山

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地带，北邻门头沟区，东和东北邻丰台区及大兴县，南邻河北省涿州市，西和西北与

河北省涞水县接壤。全区西北部为山地、丘陵，东南部为平原，山地和丘陵约占全区面积的 2/3。全区较

大的山峰有百花山、大安山、大房山、白草畔等。境内大小河流 3 条，自西北流向东南，有拒马河、大石

河、小清河等。山势巍峨险峻，河流蜿蜒湍急，山水交融。全区景色秀丽，沃野坦荡，物产丰富，农作物

以小麦、玉米为主。 

房山区历史悠久。早在五六十万年以前，距今房山县城 10 余里的周口店龙骨山猿人遗址就有北京猿人

繁衍、生息；金为万宁县，至元 27 年更名为房山县，属大都路涿州；明清属顺天府涿州；1914 年改属京

兆地方，1928 年改隶河北省，几经变迁。建国后的 1958 年 4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为北京市周口店区；

1960 年 1 月正式定名为房山县；1987 年 2 月撤销房山县、燕山区，建立房山区。 

房山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前，房山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开始以良乡为主，后来遍及整个房山。

河套沟人民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煤炭资源，上下 27 个村的村民联合起来，掀起阻路(德国人设计和投

资架设的口儿村至坨里高线)风潮，斗争持续了 10 多年：北窖村农民组织穷人党向地主豪绅抢粮，给封建

地主沉重打击。就在贫苦农民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斗争时，卢沟桥抗日的炮声响了，房山人民投入了抗日战

争。 

 

抗日烽火燃遍房山大地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 月 26 日，小股日军就已经

在良乡东关及附近的梅花庄、苏庄一带烧、杀、抢、掠。9月 16 日，日军占领房山县城。 

从日军侵入良乡、房山地区起，到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就杀害无辜百姓 800 多人，烧毁房屋 700

多间，制造了二站、太和庄等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施行野蛮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唤起了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反抗。当

时比较大的抗日地方武装有这样几支：房山五区南窖、大安山一带自卫团，是在原国民党五区保卫团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团总谢景波，发展到 60 多人。四区河北、河南一带自卫团，是在原国民党四区乡维持会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团首殷耀东，发展到 200 多人。九区联庄会，是霞云岭、堂上、宝水、四马台、下石堡

等八个村长联席会上决定组织的自卫团，团民 200 余人(该团由于被杨天沛、杨万芳等坏人把持，曾几次与

八路军作对，后来被八路军击溃)。十渡、蒲洼的“六善会”，司令晋汉臣，发展到上千人，后来被编为八

路军挺进军九团三营。此外，还有平原葫芦垡一带的十八村联庄会，八十亩地村的红枪会，洪寺村的“抗

日复仇军”，西庄村的“杂牌军”等。 

1937 年 11 月，陈东来召集各股地方武装首领郭志和、周文龙、胡振海、白秀亭等 16 人在涞水县石亭

村插香结盟，成立了“抗日同盟军”，陈东来任总司令，下设副总司令、参谋长、军需、秘书等，分为十路

军，合计近万人，号称十万大军。其中有三路在房山地区活动。一路军活动在长沟、窦店一带，司令周文

龙，有 3000 多人。二路军活动在张坊、南尚乐一带，司令白秀亭，有 1000 多人。三路军活动在周口店、

娄子水一带，司令胡振海，有 5000 多人。其他各路军也都活动在房涞涿边界地带。 

    当时自发兴起的地方武装，兴起得快，溃散得也快。较大的武装有的后来被八路军改编成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有的投靠日本，编为日伪保安团，有的内部闹纠纷，自动解散；也有的被日军

打散。各自情况不同，结局不一。 

 

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8 年 2 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独立师政委邓华率三团(后改为六支队)挺进平西，征服了地主武装

的反抗，根据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3月 20日在涞水县马水村建立了中共房(山)

涞(水)涿(县)联合县工委和联合县政府，工委书记杨春甫，县长刘慎之，游击大队长包森。当时辖区有涞

水县七区板城一带，涿县六区三坡一带，房山五区南窖和房山八区芦子水、东村一带。3 月底，联合县工

委派包森到房山五区开辟工作。 

    包森来到南窖村，以房山五区为基地向周围开展抗日工作。后来包森挺进冀东，1938年 4 月，晋察冀

军区派五支队到平西接防，根据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指示，从部队抽调得力干部到

地方建党建政建军。5 月初，五支队派杜伯华、郭方、贾嵩明、尚英到房山五区抗日根据地筹建房山、良

乡联合县政府的工作。5 月 5 日在长操村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郭方任主任。5 月 8 日成立了房山良乡联合县

抗日民主政府，杜伯华任县长。1938 年 6 月，由赵然和于进琛在上石堡村建立了中共在房山地区的第一个

党支部，积极开展了反资敌等抗日活动。同年 11 月，中共房良联合县委在下石堡村成立，县委书记郭强。

从此房良抗日根据地在各村开始建立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房良县委和县政府建立后，认真宣传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使房良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壮大。 

 

团结一致  艰苦抗日 
 

    1940 年 8 月八路军百团大战后，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作战，采取了

“总力战”和“囚笼政策”。“总力战”就是军事进攻、政治欺骗、经济封锁、文化腐蚀等一起上。敌人在

军事上频繁进攻，三天一轰炸，两天一扫荡，在 1940 年至 1941 年的两年中，较大规模的进攻就有 20 多次。

在十渡根据地，敌人大肆地烧、杀、抢，在接近平原的经济发达区，敌人严加封锁和不择手段地掠夺，利

用伪组织在政治上实行麻醉教育，煽动群众对共产党不满；在霞云岭、长操山区一带，敌人利用少数干部

政治上不坚定，进行收买和诱骗，房良县一区事变就是在这种严峻情况下发生的。“囚笼政策”就是挖封锁

沟，建碉堡，立据点，设封锁卡等等，把抗日根据地围困起来。1941 年夏季日军在房山至涞水挖封锁沟长

达 35 公里，动土约 100 多万方；沿抗日根据地边缘增修塔照、张坊、北窖、半壁店、天开、周口店等 10

多个据点；抢修了红煤厂至大安山、班各庄至水峪、长沟至塔照三条公路。从 1941 年 3 月开始，日军在其

占领区实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化伪军，强化伪政权，妄图实现剿灭根据地的狂

妄野心。1941 年 6 月，由于根据地缩小，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成立房涞涿联合县，县委书记杨

流萤。 

    1942 年日军制订了“经济封锁要领”，房山、良乡、宛平等县联合行动，沿昌宛房和房涞涿根据地边

缘，北从杜家庄、东西斋堂，经大安山、长操、南窖，南到周口店、孤山口、张坊等十几个据点，连结成

半圆形的“封锁线”，对根据地实行封锁。敌人将物资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为兵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绝对

禁止流动；第二类为金属、建筑材料，需经县长以上的行政长官批准，发放通行证方可流通；第三类生活

日用品，严格规定数量，履行审批手续，按指定六条运输道路经检查所检查后，方可流通。 

敌人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所需粮食、布匹、盐、医药等极为缺乏。山外物资不能运进根据地，根据

地土特产品运不出去，再加上 1942 年遇到严重旱灾，根据地极为困难。1942 秋后颗粒无收，老百姓把树

叶都吃光了，实在没的吃，只能到山坡上挖野菜。由于长期吃不到粮食和盐，再加上疾病流行，许多人在

病饿中死去。 

房山根据地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为渡过难关与日伪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42 年 3 月，中共房涞涿

县委在平峪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贯彻平西地委指示精神，采取了多项措施。党政军民步调一致，

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日伪军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大力开辟沟线外工作，摧毁日伪政权；打破敌人经济

封锁；在干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揭露敌人政治欺骗。 

改造村政权。县委组织工作队到敌占区改造伪政权，变事敌的一面政权为事敌又事我的两面政权，变

事敌又事我的两面政权为事我的一面政权；巩固和加强事我的一面政权，使敌占区抗日工作有了基础。 

加强军事力量，开展军事活动。平峪会后，建立了武装工作委员会，肖炳林任主任，开展沟线外斗争，

除掉汉奸，为开辟敌占区扫清道路。 



开展大生产运动。干部群众在荒山河滩上造地种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积极贯彻执行减租减

息、统一累进税、劳资等政策，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激发农民抗日积极性，让地主富农多交款、多纳粮，

保障抗日物资的供应。 

整顿党组织。整党宗旨是着重解决党员干部对抗日前途的悲观失望情绪，针对根据地、游击区、敌占

区不同情况，制订了整顿党支部的重点和标准。根据地党支部，以领导当地生产好坏为标准；游击区党支

部以对敌斗争是否坚决为标准；敌占区是继续发展和恢复沟线外党支部。  

1943 年夏秋以后，抗日形势好转，部分地区开始转入反攻。武工队、游击队、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七团

和九团频繁袭击敌人据点，挫败日伪军的“扫荡”。游击战争已经从房涞涿县和昌宛县敌我交界边缘地带越

过封锁壕，发展到广大平原地区。到 1944年 8 月，房涞涿县南部除塔照外，其余据点全部被攻下。 

    1944 年 10 月，中共平西地委和冀察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决定，撤销房涞涿联合县和昌宛房联合

县，设置房山县、涿县和宛平县。房山县成立后，组成了中共房山县委员会和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一军

分区四十四团政委徐元甫兼任县委书记，谭惠民任县长。此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频繁活动，规模更大，

遵照平西地委指示的“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利用各种时机，开始拔除根据地边缘的日伪军据

点，从而使解放区一步一步地扩大。1945年 7月，冀察十一军分区七团拔掉山区交通要道长操据点。继此之

后，又攻下南窖、北窖、安子、花港、河南、河北、长沟、塔照据点。17日，解放军七团在军分区副政委李

水清指挥下，夜袭房山城，击毙日伪保安队大队长孔宪江。8月 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在房

山、良乡地区的日军纷纷从各处据点撤退。房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八年的抗日战争，房山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房山良乡两县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战争中有 1860 人

参加八路军，有 480 多名优秀儿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日本侵略者杀害无辜同胞 2540 人，烧毁房屋

14650 多间。房山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谱写了反侵略战争的英雄史诗。 

 

保卫胜利果实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反动集团就调兵遣将疯狂地抢占胜利果实。1945 年 8 月 25 日，蒋介石命

令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抢占平、津要地。孙连仲将原房山县伪军整编，授予“先遣军”称号，

任命张德祥为房山保安团团长，同时，委任原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长李仲三为房山县县长兼固安、涞水、

房山、良乡、宛平、涿县六县剿共联防司令。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为非作歹的汉奸特务及敌伪人员摇身一变，

成了国民党抢占胜利果实的急先锋。退缩在房山、良乡、琉璃河、周口店、长沟的伪军也顿时嚣张起来，

疯狂地接连不断向解放区进犯。从 9 月 15 日到 10 月底，仅一个半月时间，就袭击解放区 30 多次。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平西地委决定建立良乡县，实行房、良两县分治。1945 年 9月良乡县政府在

河北村成立，王漫任县委书记、郝绍尧任县长。房山县委、县政府驻地已从南窖迁到张坊。房、良县委组

织大批得力干部，直接深入到县城附近 126 个村庄开展工作。11 月，良乡县委改为良乡县工作委员会，简

称“良乡工委”。独立团政委田波兼工委书记。良乡县政府改成良乡县佐公署，王蕴心任县佐。为打击国民

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平西主力部队与房山、良乡两县党政干部密切配合，向一切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展开

进攻。 

1945 年 12 月 7 日，平西独立团在团长杜廷忠的带领下，从班各庄出发，来到大董村东南开古庄村，

准备伏击从良乡方向过来的两股敌人。午夜时分，恰逢国民党房山县党部书记长李仲三从北平开会返回，

进入伏击圈后，独立团战士飞身跃出将李仲三俘获，后来房山县政府在南窖召开万人大会将李仲三处决。 

1946年春季的一天，独立团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长辛店附近的二龙庄日伪军留守仓库，给日伪军很大打击。 

根据斗争的需要，为进一步扩大解放区，1946 年 3 月，平西地委决定将涿良宛联合县分为涿县、良乡、

宛平三县，良乡县委书记宋浩、县长陈震，原良乡县县佐公署不变。 

    1946 年 6 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大举进攻解放区。

房良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蠢蠢欲动，整顿国民党组织，迅速发展国民党党员，除房山、良乡县城各有一个

县党部外，还有 10多个区分党部。各区分党部及散居在各村的国民党党员公开出来活动，他们网罗汉奸、特

务、地痞、流氓，组成黑杀团。黑杀团白天查访，夜间下毒手杀人，形成一股十分猖獗的反革命势力。由于

敌人的进攻，根据地缩小了许多，房山、良乡两县解放区 436 个村庄只剩下十渡、张坊、霞云岭等 117 个村



庄了。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自卫还击，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 

 

进行土地改革 
 

1946 年春，房山县委和良乡县工委按照党中央 1945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 1946 年解放区工作方针》

的指示精神，在解放区的大部分村庄进行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运动，部分村庄开展了割断永佃权和献田运

动。 

为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46 年 5 月 4 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房山县委、

良乡工委贯彻执行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房山良乡有 130 个村庄的 5 万

多农民参加了土地改革。 

1947 年 3 月至 1947 年 9 月，进行了土地复查和纠偏工作。 

1947 年 9 月至 1948 年 12 月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 

1948 年 12 月，房山、良乡两县在 148 个村进行了新区土改，使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得到满足，在农村

从根本上废除封建制度。 

 

全面军事反攻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1947 年 9 月 12 日，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一部和晋察冀第七军分区两个独立团、两个独立营向周口店

守敌猛烈进攻，周口店于 1947年 9月 14日宣布解放。同时晋察冀十分区 75团一个营在良宛县大队配合下，

袭击了公议庄敌人据点，守敌全部被歼灭。 

1947 年 11 月，以独四旅十二团为主，在县大队及当地民兵的配合下，于张坊附近的马鞍山击败了国

民党的九十四军、十六军、暂三军各一部向房山根据地的进攻，歼敌 300 多人，粉碎了敌人进犯解放区的

企图。 

马鞍山战斗不久，独四旅未及休整，由旅长亲自指挥开始攻打东长沟的守敌。东长沟守敌在绝粮断水

的情况下仓惶逃跑，长沟镇解放。 

1948 年 3 月，房山独立团一营四个连由团长杨再民和房山民兵连长王兴元带领，击溃了北尚乐守敌，

接着又歼灭了以房山保安团中队长何茂银为首在半壁店大集中进行抢劫的 120 余人。1948 年 5 月 28 日，

军分区独立团、房山独立团和良乡县佐武装部解放了坨里重镇。周口店、长沟、坨里等敌人主要据点被攻

克，敌人收缩在房山、良乡和琉璃河等地。 

1948 年 12 月 7 日，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二十旅，在旅长刘秉彦带领下，包围了房山城，并以顾册为中

心，开始挖战壕，修筑作战工事。12 月 13 日，作战部队攻下城外的齐家坡和小山坡。 

12 月 14 日，城内守敌弃城出逃。 

1948 年 12 月 14 日清晨，房山县委、县政府在县委书记刘祥庆、县长杜恩霖的带领下，随解放军部队

迁进房山城内。 

在解放房山县城的同时，良乡县城的守敌不攻自破，弃城逃跑了。14 日凌晨，良乡县委、县政府在县

委书记霍梁、县长阎振峰的带领下，迁入了良乡城内。 

房山、良乡县城的解放，标志着房山、良乡两县全境的解放。 

 

注：本文转载《北京党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 

（《房山文史资料》第 5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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