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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12 月 5 日，东北野战军结束辽沈战役后，入关与华北野战军联合起来，发起了平、津大汇战。

首先将天津、北平、怀涞、新保安、张家口八百里战线上的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对平、津两地包围圈形成

后，党中央发出了“要扫清包围圈外的一切据点”的命令。房山、良乡城的解放，属于平、津战役外围战

的一部分。当时平西地区部队都去包围北平，没有力量打掉这两个城市据点。上级领导决定，调冀中区七

纵队二十旅来执行这个任务。 

为圆满完成任务，七纵二十旅旅长刘秉彦率领五十八、五十九两个团，昼夜兼程急行军来到房山城南

各村扎了营，指挥部设在顾册村。刘秉彦旅长首先和平西军分区前来配合作战的负责同志了解房山城敌人

现状，并制定作战方案。当时房山城内除伪县级军、政人员外，各大乡的军、政、警、奸、特、匪、商、

贸等人员都怕八路军吃掉他们，也逃进房山城，投奔靠山。城内单位复杂，人员很多，一片混乱，吃饭都

成问题。房山城墙东西南北各一华里，城墙上筑有哨所四十个。东西两城门关闭着，只有南北两门开放。

城外挖有护城壕沟，深一丈五，宽两丈。沟内有水，沟的堤坡上建有地堡，沟外地带埋有地雷。南北门外

各有吊桥，白天放下，来往行人可走，夜间提起不能通行。城内有保安团一千五百人，团长张德祥，副团

长陈亚林，配备各种迫击炮二十三门，重机枪六挺，轻机枪五十挺。驻房山城的大乡队四百多人。 

房山城东南一华里是周口店至北平的公路。城东一华里是齐家坡，驻有夏村乡大队九十多人，紧急时

有两个连的保安队增援。城西两华里是山顶庙，山高五百米，只有一条小路通庙内，庙里有坚固的工事，

周口店大乡队一个连兵力驻守，有重机枪一挺，是房山城的主要屏障。城外西南半华里是小山坡，有炮楼

一座，工事坚固，驻有赵各庄乡大队六十多人，遇事有保安团一个连增援。北关驻保安团一个连和城关乡

大队七十多人。南关驻保安团三大队，有迫击炮三门，保安团部设在城里仓房胡同、北大寺胡同中间，配

有三门炮，两挺重机枪。西街靠十字街北侧是伪县政府所在地。 

自二十旅来到房山城南各村扎下大营，我房山、良乡两县县委、县政府和县武装部及各人民团体积极

向全县各村广大群众展开了政治宣传活动。从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从山里到山外，村村都召开群众大会，

由各级干部作形势报告，使人民了解我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全歼东北全部敌人四十七万的伟大胜利；

了解中原解放军在淮海地区将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也层层包围起来，被吃掉的日子就在眼前；了解我东北、

华北两大野战军把华北之敌全部包围在由天津塘沽至张家口八百华里的战场上，很快也要全部被歼灭。使

群众知道在毛主席要扫清汇战外围之敌的命令下，上级调来了冀中区七纵队二十旅已对房山城实行包围，

房山城解放大局已定。现在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克服困难，全力以赴地支援平津战役特别是攻打

房山城的战斗。经过宣传发动，据不完全统计，我房山六区在四个小时内集中了六十辆运输大车、三十副

担架，立即开往房山城前线执行任务。顾册村在三个小时内完成了一百多条麻袋的任务。顾册附近的一些

村，发动大车、牲口。及时保证了军队粮草、烧柴等多项运输任务。民兵们积极完成带路、侦察敌情、站

岗放哨的任务，妇女们昼夜不停地烧开水、做稀饭、煮鸡蛋。群众积极支援部队的行动，鼓舞了广大战士

的作战情绪。 

我二十旅掌握情况后，先将房山城实行包围。刘秉彦旅长当即给伪保安团长张德祥写了信，讲明当前

形势。为使城市和居民免遭涂炭，要张德祥马上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张德祥接到信后，令王荫廷起草回

信说，房山地小兵薄，候平津解放之后，不攻自降。在敌人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我军即按原定作战计划，

向房山城发起了攻击。 

首战先打小山坡，因其制高点位置重要，这里既可用火力支援县城，又能控制山顶庙上山的小路，站

在坡顶，房山城内的大街小巷尽收眼底。敌人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坡顶上修建了一座三丈多高的炮

楼。四外挖有射击掩体，在围墙外七、八米处有宽四米、深三米的壕沟，内外壁都是用石头砌成的，沟的

各处都埋有地雷。沟外十几米处有铁丝网，网上挂有地雷和手榴弹，防范十分严密。 

12 月 10 日，刘秉彦旅长命令五十九团一营对小山坡据点发起攻击。一营长刘喜勤、教导员武文俊作

了战斗动员后，命令一连主攻，二连支援，三连作预备队。晚八时攻击开始，敌人早有准备，向我猛烈还



击。我军铰开第一道铁丝网，扯响了网上挂的地雷和手榴弹，遭到了一定伤亡。想越过壕沟炸掉炮楼，因

壕沟又宽又深；沟边上和沟底都埋着地雷，随时都能爆炸，后来用了两个五十斤的炸药包炸沟帮，未能炸

毁。对岗楼枪打不进去，手榴弹扔不过去，就是扔了过去炸在外边，也不起什么作用。几次组织战士冲锋，

都不能过壕沟。战斗非常激烈，枪弹声、爆炸声震天动地。经过近两个小时战斗，部队牺牲三十多人，伤

者更多，战斗失利。营长、教导员请示刘秉彦旅长后，停止了战斗，撤出阵地。 

刘秉彦旅长和平西分区领导分析了形势，认为我军初战不克，影响不好，应暂停攻打小山坡，转攻齐

家坡。因为齐家坡地势宽阔，回旋余地大，便于攻克。又分析了敌人精神状况，据几天来从城里出来的人

说，城里敌伪人员太多，一片混乱，都知道辽沈战役歼敌四十七万人，淮海大决战已经开始，平、津两市

至张家口一带的国民党军和傅作义军队也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包围起来，眼看也将被全歼，决不可

能再取得胜利。所以房山城里军心涣散，都想逃命回家，和全家人团圆，只因为把守太紧跑不出来。由此

可见，敌军战斗力一定有了很大削弱。只要下决心攻击，敌军必败。 

12 月 13 口，五十八团二营攻打齐家坡。当天拂晓，二营四连在山坡炮楼的东北侧八十米处构筑工事。

近九点，二营长赵修直首先作了战前动员，而后部署六连攻坚，四连为二梯队，五连为预备队。九点整，

攻打齐家坡战斗开始，夏村大乡队近百人、伪保安队二百多人顽抗。我军几次冲锋，都被还击回来，战斗

失利。营长又从四连调来一个排交六连指挥，并命令六连作好第二次冲锋的准备。下午两点，我军再次发

起攻击，先用追击炮曲射敌碉堡，再用平射炮直穿敌炮楼之后，二营教导员蒋志鸿带领突击队冲入敌军阵

地。敌人军心厌战，士气低沉，七零八落，大部分向我举枪投降，求饶留命。三点零七分，部队攻占了齐

家坡。此次战斗共俘虏敌伪军一百二十多人，缴获机枪四挺，步枪八十支，子弹三千八百多发。 

12 月 13 日晚，刘秉彦旅长命令五十九团一营第二次攻打小山坡，并亲临前线指挥。根据小山坡敌据

点地势窄小、工事坚固的特点和火力点分布的情况，调来一门山炮，安放在小山坡炮楼西南四百米处，由

三连保护。一连剩下的二十多名战士和轻伤员继续由西面以各种火力向敌人攻击，吸引敌人兵力，敌人拼

命还击。这时我山炮连扣两发炮弹，命中敌炮楼门口和炮楼顶部，敌人震得东倒西歪，头晕体软，都失去

了战斗力，顺地沟仓惶逃进了房山城里。我二连在山炮掩护下，从南面发起了主攻，为跨越壕沟，避开雷

区，把事前准备好的两架梯子横在壕沟上，战士们一拥而上，占领了小山坡。 

驻扎在山顶庙的敌人一听到我军攻打小山坡的炮声后，也担惊受怕起来。自感到也禁不住两发炮弹，

所以屯居着的二百多敌伪军，也慌忙撤出阵地，向房山城逃去。这样，护卫房山县城的三大屏障——小山

坡、齐家坡、山顶庙全被我军攻占。这时我军对房山城的战略部署早已明确，外围据点被攻克后，围住房

山城的东、南、西三面，留下北面逼迫守敌逃向北平，以增加北平的吃喝压力。三面包围形成后，房山城

内一片混乱。张德祥为首的伪军官兵各持已见，均无主张。张德祥向伪河北省主席楚溪春电报告急。楚溪

春回电，要张德祥率队死守房山，若守不住，就破坏城内重要设施，而后突围，向北平靠拢。如突围不成，

则杀身成仁。最后，张德祥决定弃城逃往北平。于是慌忙烧毁伪县政府和县党部的一些文件，分藏了物资，

并散布谣言，布置了潜伏人员。13 日夜，伪房山县军政官员率保安队一千二百多人和各部伪职人员挤出北

门向北平逃去。很多人出了北门就各奔他乡，溃散而去。只有张德祥为首的二百左右伪军和一些罪大恶极

的汉奸、特务以及从乡村躲到县城来的恶霸地主、富农等逃到南岗洼一带，发现到处是围困北平的我人民

解放军，向北平逃窜是没有路可走了，只得向东南大红门一带逃去。 

1948 年 12 月 14 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从南门和北门进入房山城，受到了城里人民群众

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部队入城后，在西街路南场地上集中，由二十旅副政委刘拱涛、县委书记刘祥庆

讲了话。不久，前线指挥部命令二十旅除纵队漆副政委和刘洪涛副政委留在房山，协助地方政府作好接管

工作，其余部队指战员迅速渡过永定河，奔赴廊坊，卡住北平、天津敌伪逃跑的要路。部队立即出发，撒

出了房山城。城内的保卫工作，由房山县大队接管，还有民兵配合。 

随部队进入房山城的有我房山县委书记刘祥庆、副书记崔乐春、县长杜恩林、宣传部长宋广宽、敌工

部副部长隗甫林等人，还有第一批入城工作队。入城后首先宣布戒严七天。张贴军分区入城布告，公布治

安公约十条，卫生公约十条，告示伪职人员登记，限缴敌伪物资和枪支弹药。入城第三天派出所开始登记

核实户口。在俘虏处理处，五个干部一天内审查释放敌人抓来的新兵八百一十七名，暂处理伪政府、警察

人员六十八名，审查监狱关押的犯人二十一名。另有专人清查登记遗留物资，分类入库。共计缴获七九步

枪一百九十条，三八枪七十条，子弹三万五千二百发，手榴弹一百七十二箱，机枪身八个，迫击炮弹五十



二枚，六 O 炮弹一百五十二发。小米一万三千斤，玉米一百五十万斤，什豆四百万斤，黄豆一万五千斤，

黑豆十二万斤，大米二千斤。未经登记部队运走弹药十五大车。部队一个团每人带走一百发子弹。肖克司

令员派人取走电话交换机两台，电话机四部。 

1948 年 12 月 15 日，房山县政府由张坊迁入房山县城，人民民主政府第一次在自己的县城内办公。我

人民政府入城前，曾在 1948 年 7 月 18 日召开的县委会议上制定了进城工作计划，并集中进城干部在石窝、

尤家坟、双孝村进行了三次培训。这些工作人员入城后，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首先有组织地召开群众大

会和不同类型的座谈会，讲明接管城市后的各项政策，稳定每个人员情绪。中小学在三天内开了课，商店

恢复营业，各项工作有秩序开展起来，人们都欢天喜地恢复了正常生活。 

我冀中七纵二十旅攻克房山的消息很快被良乡守敌得知。冀中七纵二十旅兵发房山，很清楚是为平津

汇战扫清外围，拔掉房山、良乡两座城市据点而来。敌人非常忧虑，考虑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已到了山穷

水尽、无计可施的地步。首先想到的是负隅抵抗，觉得一旦平、津战役解放军打不胜，还能存在下去：同

时想到辽沈大战已经结束，东北全被共产党解放，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包围平津，国民党取胜已无丝毫

希望；向解放军投降是唯一出路，但想到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投降后害怕受到镇压。真是到了走投无

路的境地。 

当时良乡城驻有保安大队二十团的十二个连，一千五百之众，各大乡队龟缩到县城来的有二百多人，共

一千八百多人。城内军心动摇，敌人造谣说：“这次解放军要和保安队决战。共产党把保安队都看成是反革命，

捉住一个杀掉一个；就是当时不杀，审讯后，得到了要得到的材料后也是镇压为止”。许多伪保安队员和大乡

队员由于对外界不知情况也就相信了谣言，准备顽抗到底。于是开始调整枪支，配足子弹，加固工事，准备

决战。良乡是砖城，当时很整齐，又很坚固，城墙四面各建有六个岗楼，共有二十四个。城墙内部挖了不少

通道和暗堡，也能往出打枪放炮。西门早已关闭。南门里斜街驻有二十团团部。东大街西头路北是伪良乡县

政府，即原来大地主吴风金的宅院。城外有新旧两条护城壕沟，沟内两侧均有地雷并建有地堡。距良乡城一

华里的纸房村驻良乡保安团两个营。在城东铁路东侧的燎石岗和昊天塔周围有地堡、壕沟，形成良乡城的屏

障。 

良乡守敌在加强武器配备、做顽抗准备的同时，也加强了情报工作。命令汉奸、特务、情报员加强侦

察工作，严密注视房山城的战斗形势，如有变化随时报告。12 月 13 口夜间，特务报告房山城内守敌全部

从北门撤出，向长辛店方向逃去时，良乡守敌乱了阵营，不知所措。还有特务报告，解放军要立即出发包

围良乡城，敌人思想更加混乱。这时逃进良乡城的各村地主、富农、恶霸等有钱人达百户之多，他们要求

伪军要向解放军决战，保住良乡，也使他们能活下去。如果保安团要走，也得带上他们。这些人家的老人

和家财有的是用一、二辆马车拉着，有的是用四、五头骡子或三、四头毛驴驮着。军队撤走，怎能和这些

人走到一起。最后有几名伪军官向前来请愿的头面人物讲明，当前保安队也危在旦夕，解放军已占领了房

山城，很快就要攻打良乡。保安团已无法再战，要向北平撤退。随后，敌伪保安队和伪县政府及所有机关

都作了简单安排，于 14 日清晨全部向长辛店方向逃去。 

1948年 12月 14日，天还不亮，我良乡县委、县政府正在辛开口村集中开会，与接管良乡进城干部研究

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这时接到军分区命令，因琉璃河守敌逃跑，要良乡县委书记霍梁、县长闫振峰、武装

部长晋朝明带入城干部火速赶至琉璃河。就在这时，大部分人还未到琉璃河又接到报告，良乡城守敌已于 14

日早晨逃跑。于是县委决定，将县里部分干部和三区、四区干部留在琉璃河，其余县区干部及民兵迅速接管

良乡城内。14日上午，我良乡县区干部和民兵大队进入良乡城内。下午三时，由城南来了八十多人，其中有

四十多人带着枪，这些人是琉璃河的大乡队、乡绅以及家眷，因不知良乡城保安团弃城逃跑，特来良乡城避

难的。当时被我护城民兵发现，一个冲锋上去缴了他们的械，成了我们的俘虏。15日上午，燎石岗和塔坡上

又出现了二百多敌伪军。经过侦察原来是良乡逃跑的敌伪军。他们跑到南、北岗洼以后，碰到的全是我围城

部队，想去北平的目的已成泡影，所以返回。大队留在塔坡喘息，派人来城里联络，被我民兵捉住。县武装

部长晋朝明立即派民兵将塔坡、燎石岗包围，让伪军联络者回去向伪军官报告，命令他们立即投降，免动枪

炮，否则也要立即将其歼灭。敌伪闻之，无路可走，只有缴枪投降。良乡这支败兵，被我民兵全部收降。 

我良乡县委早在入城前的 11 月 28 日，就制定了接管工作方案。由部队和地方组成入城工作委员会。

部队政委任主任，县委书记、县长任副主任，敌工部长、社会部长、武装部长和城工部长任委员。因接管

城市的都是地方武装，所以没有成立军管会。入城后，以政府名义宣布戒严和发布安民告示。首先向群众



宣传我党、政、军的各项政策。分胡同或地区召开群众大会和不同人士的座谈会，消除各界人士对我的怀

疑。接着对敌伪留下的一切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粮食、蔬菜由入城委员会统一查点登记入库，妥善加以

保管。城市治安工作也同时进行，宣布对工商业一律不得侵犯。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大群众很

快恢复了正常生活，我党、政、民、武也顺利地开展起了工作。 

良乡县城解放以后，从河北省的西南部以及山西等地运来的粮草、肉类等军用物资都畅通无阻地运到

围城的部队手中，城内街道、城外乡村也都成了远来的担架队和运输队休息的场所，良乡地区已成了围困

北平的外围之地。中央领导彭真、叶剑英同志曾在良乡城里停留，商讨解放北平事宜。同行的还有赵振生(李

葆华)、邓拓、范长江、钱俊瑞等同志。停留期间，中央领导对摧毁伪保甲制，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权等工作

作了重要指示。刘少奇同志还特来良乡在城隍庙给四百多名进城干部作了报告。进城的局委办干部，很多

人都在这里等待进城并听过少奇同志报告，原市农机局副局长边建平就是其中之一。 

房山、良乡两城的解放，标志着房、良两县全境范围的彻底解放。至此，房山县、良乡县广大地区大

规模的武装斗争基本结束。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随着房、良两城的

解放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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