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个一》举措助推周口店地区 

解放初期恢复发展工作的回眸 

周口店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除北京人遗址外，还有闻名中

外的金朝陵寝贾岛峪、永寿禅寺、木岩寺、庄公院等名胜古迹，

集文物圣景为一体。 

1961 年“北京人”遗址被指定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1987

年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单位。 

周口店矿产丰富，铁路、公路交通方便，是房山重点的物质

集中地之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在周口店驻扎了一个小队并在

龙骨山的右侧修建了炮楼，他们到各村烧、杀、抢、掠，无恶不

做，周口店村遭到了严重破坏。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伪房山县地方保安团（老百姓称之白狗

子）在龙骨山和十亩平两个山头上修建了炮楼，驻扎了一个中队。

他们向各村派民夫，抓壮丁摊派苛捐杂税等，横行暴敛，老百姓

苦不堪言，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周口店用块铺陈盖脚面，

周口村用块铺陈垫脚心。”说的是老百姓冬天穿不上袜子，只好

用此种方法保护自己的双脚，不少人把脚冻肿了不能走路。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快治理周口店地区国民党造成的创

伤，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相继建起了十个组织，分别是； 

一、建立政权，树立典型带动全面。1948 年 12 月 14 日房山县

解放，周口店地区也获得了解放，当时，周口店隶属第五区领导，



区址设在大韩继，区委书记张近儒，区长赵春田。区委区政府发

动群众积极投入土地改革迅速在各村建起了农民协会出现了第

一个全国劳动模范卢翠英。 

卢翠英出生在周口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年仅 19 岁。

从小跟着父亲捡煤核、拾柴火，吃进了旧社会的苦，受尽了封建

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她仇恨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

派。1949 年 3 月 1 日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党支部

书记。 

入党后她积极学习党章，遵守党章，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履

行党员义务，认真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完成上级党组织分配的任

务。她积极支援我军南下解放全中国，组织全村妇女做军鞋 2600

多双，筹备军粮 3 万多斤，她勇于冲破旧社会思想意识的束缚，

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耕地她扶犁，栽白薯她抢着挑水。秋收季节

她带领民兵夜里护秋，保卫即将收获的庄稼。她和贫下中农协会

精准地划分成分，认真执行党的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

少数反动地主富农，使新生的政权得到了巩固，贫下中农当家做

了主人，都赞不绝口地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为提高妇女的地位，真正体现男女平等，她与跟她一起入党

的卢玉芹、许淑芹组织核心互助组，开展互助合作，承担起春耕

生产任务，腾出了 50 多名男劳力外出打工挣回来几千斤粮食解

决了农民缺粮的困难。在核心组的带动下，全村 260 多名妇女搞

起了临时互助组，农忙季节承担农活作业，腾出 1500 多人次男



劳力到外边打工，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为了防止敌人

的破坏，她每天和民兵一起夜间在村里巡逻。一次房山县反动头

子张德祥的残余进村搞破坏，刚一进村就被她带领的民兵巡逻队

发现。击退了敌人的破坏，保证了全村的安全 

1950 年卢翠英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等亲自接

见，周恩来总理为她佩戴了劳动模范奖章和红花。 

卢翠英的模范事迹，鼓舞了广大群众，积极投入了农村各项活动，

促进了周口店地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加快了发展速度。 

二、周口店地区建立的第一家银行是 1950 年，行址在周口店火

车站的东侧，银行主任赵天佑，员工七、八个人，适应了本地经

济发展的需要，方便了私营业主对外地业务的往来。 

当时银行的业务大部分为私营业主服务，适当为农村贫困户

放一些贷款，解决他们做小生意的流动资金，以便使她们尽快地

摆脱困难。 

由于银行的支持，周口店地区的煤炭，制灰两大行业蓬勃发

展，一片盎然景象，石灰由解放前年产不足 2000 吨提高到 3000

多吨。 

小煤窑也相继发展起来，年产原煤近万吨，除解决本地农民

生活用煤还支持了外地的生活用煤 

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周口店地区的商业。周口店大街肉铺、

文具纸店、豆腐脑、服装加工、油条烧饼等小吃发展到几十家南



北大街红红火火。 

三、1950 年建起了第一个手工业联合社，社址在周口店西山根

的枣林，火车站附近，联合社的前身是私有制灰厂（俗称灰窑）

主要生产石灰及部分石渣，全社只有 30 多人，年产石灰五、六

百吨，石渣不足 1000 吨，主任赵坤。联合社内有会计，供销人

员和安全员，产品大部分销售乡灰，剩余部分通过宏丰货栈销往

天津一带，1955 年合并于娄子水村农业 生产合作社，该社解放

初期在恢复治理被日本、国民党造成的创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四、周口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工会是 1950 年，工会的地址设在

周口店西山根火车站的对面制灰业生产的中心地带。工会设主

席、副主席、组宣干事、文化干事，专职安全员、会计等 

工会的职责是：组织职工学习文化知识，发动职工开展技术

革新活动；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组织职工学习党和国家政策

法令，教育职工尊法、守法、护法，协助企业为困难职工解决困

难等。经过培训，职工中出现了不少技术能手，这些技术能手在

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很大贡献，如石灰总厂的职工付

以平发明了固体窑（俗称窍门窑）流水作业生产石灰，产量提高

了十几倍。撒煤技术人程俊用撒匀、撒到、撒够的撒煤法        

生产出来的石灰废品率为零，并节煤 10%经过各项活动，职工热

情非常高涨，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企业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

的盎然景象。 

五、1951 年建立第一个供销合作社，社址在周口店村前街中心，



仅有五间民房。主任王德和，供销社的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防止资本家搞囤积，搞投机倒把破坏商品流通等。当时农

村是一家一户生产，抗灾能力较差，遇有自然灾害农民就束手无

策，造成农业减产。 

 

供销社建立后，当年周口村就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正当各种

作物扬花灌浆时，普面上了粘虫，很快就发展到了三领，部分地

块出现了四领，农民十分着急正在心急如焚时，主任王德和带领

供销社的员工送去了“六六粉”和喷雾器，可谓是雪中送炭。村

领导立即组织全村村民投入了灭虫工作，统一喷粉打药，经过了

两天的奋战近 2000 亩的作物普打了一遍农药，及时消灭了虫害，

保证了农作物正常生长没有减产。 

这次灭虫活动，让全村人看到了供销社的优越性，他们都积极申

请入股加入供销社。 

供销社迅速发展壮大。业务也从初建时单一的买、卖发展到

了供应、调解余缺，支持农业生产，帮助农民搞家庭副业，控制

物价等，这些做法在恢复发展经济，治理解放前造成的创伤起到

了重要作用。 

六、1951 年周口店地区建立第一个工商联合会。联合会的会址

设在周口店火车站的对面，工商联的成员大部分来自于私营业

主，有煤炭、制灰、商业等行业。主任由工商助理连九洲兼任。

工商联的任务有七条。一、组织各私营业主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



法令，认真贯彻落实。二、教育业主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三、

教育业主严格执行国家物价政策。四、教育业主保证产品质量，

不掺糠使假。五、监督私营业主不囤积商品，不投机倒把。六、

教育业主安全生产，保证职工生命安全。七、组织业主相互交流，

互相学习经验。 

由于工商联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对各业主监督检查，周口店

地区的私营业主中没有出现违法经营，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违

法行为，保证了国家利益不受损失。 

七、周口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文化馆是 1951 年。起初建在周口

村，借了五间民房和两间棚子，文化馆全员 6 人，馆长铁军。 

解放前不少村的一些古典文化场所遭到了破坏，一年四季老

百姓看不到文艺活动。解放后老百姓迫切需要文化和文艺活动，

针对老百姓的需要，区政府建立了周口店地区文化馆。文化馆的

任务是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党的中

心工作，帮助各村开展文艺活动，建立图书室，幻灯队等，丰富

农村的文艺生活。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工作积极热情，认真负责，

王少彬是其中的一个，他每天都到各村指导，在文化馆的帮助下，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有的建起了俱乐部，有的建起了评

剧团、篮球队、歌咏队、腰鼓队、幻灯队，还有的村恢复了一些

民间艺术花会。有周口店、瓦井、长沟峪的高跷会，大韩继村的

插花会，周口村的少林会，娄子水的花会，（包括大旗会、炮会、

礼佛会、大鼓会、铜锣会、高跷会等六道分会）每到春节、元宵



节、元旦等节日，这些民间花会组织起来在周口店演上几天，有

时也到各村交流演出，给农村增添了节日气氛，让农民得到新社

会各种文艺的享受，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得到了巩固与繁

荣，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八、是 1951 年周口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联合诊所，解放前缺医

少药看病难，只周口店有两家药铺（田记药铺、王记药铺）药铺

经营中草药兼给农民看病。其他村连药铺都没有，只靠本村的一

些老太太扎扎捏捏和一些偏方给老百姓看病，远远满足不了老百

姓就医的需求，加之卫生条件差，一些流行性的疾病经常发生，

影响了人们的健康。 

区政府在周口店建起了一个联合诊所，诊所共有 6 人，主任

王海德。联合诊所制定了七条任务。（一）、负责全地区老百姓的

疾病治疗，（二）、开展防病保健工作。（三）、在区政府的领导下

进行卫生检查，（四）、帮助各村培养卫生员，指导卫生员做好本

村的卫生工作，（五）、指导卫生员做好本村的传染疾病预防工作。

（六）、为部分人进行简单的体检，（七）、宣传卫生知识，指导

群众提高疾病的自防自控能力，确保身心健康。 

九、周口店建立的第一个石灰总厂。1951 年北京市房管局为了

适应首都的建设规划，在周口店建立了《北京市石灰总厂》总厂

辖两个分厂，一座煤窑。厂部设在周口店后街，设一室七科，有

办公室，生产计划科、财务科、安全科、劳资科、总务科、设备

科、技术科。 



总厂党委书记刘成贵，全厂有职工近千人。党委认真贯彻党

和国家政策，坚持四依靠，四保证。既依靠党的政策，依靠广大

职工群策群力，依靠技术革新，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保

证生产计划完成，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安全生产，保证职工的福

利待遇。年年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为首都建设和周口店地

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使当地百姓增加了经济收入，

摆脱了贫困改善了生活。 

十、1955 年周口店地区建立第一所中学。为适应周口店地区工

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北京市政府在周口店建立了《北京

市第七十中学》隶属北京市教育局，校长刘维锦，1958 年下放

给房山区。学校建立党支部、团支部、工会组织。根据业务需要，

设教导处、总务处、教研组、化验室（一室和二室）、图书馆等。

师资水平高，教学质量好，周口店地区的农民子弟可以在本地上

中学了。 

周口店中学为本地区和国家培养出了很多人才，三年后第一

批 200 名左右毕业生，有的进了工厂，成为企业的骨干有的成了

工程师，有的从事商贸工作，有的走上了教师岗位继续为国家培

养人才。除满足了本地区人才的需要，还向全国各地区输送了人

才。如今周口店中学除设有高中外还与北京市教育研究院合作培

养素质更高、知识更广、品质更优的人才。 

回忆解放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造就出了不

少的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人才，这些人，不怕苦、不怕累 



不怕流血、流汗，在困难环境中成长。依靠这种精神，用双

手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周口店建设成繁荣昌盛，环境优美、景色迷

人、科学发达文化进步，提前实现了小康的社会主义周口店。 

现在，周口店地区一片盎然景象。回顾昨天，珍惜今天，展

望明天，周口店地区前景无限好，干群紧密团结，正以习近平总

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落实

十九大精神，团结奋进，决战小康，为实现两个百年的伟大目标

英勇奋斗。 

2018 年 4 月 

肖文奎   电话：69301843     手机 18210505872 

李志国   手机 15510781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