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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琉璃河镇的成立与撤销 

李志国 

 

1966 年 6 月，我调琉璃河镇工作。这里的乡亲们热情的接

纳了我。这里的每条街巷、每座房屋、每块田野都向我诉说着这

里的智慧、仁慈、淳朴，善良。正当我踌躇满志，与乡亲们携手

共建美丽、富饶的乡镇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突然，一场“文

化革命”的政治风暴向古镇袭来，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

“横扫一切”，打砸、抢、抄，的浩劫中，党组织和镇机关，农

村及企业单位受到冲击。有的干部被靠边站，被批来斗去。一时

社会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古镇也受到了小伤。 

全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相信，社会的发展总的规律是向

前的，“发展的保守时期”是暂时的、困难终将过去，他们对党

忠诚，坚守岗位、辛勤劳动，努力抓生产。抵制了“文革”的错

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因战备的需要，我去了大西北——银川，建设国防工

业。人老落叶归根，又回到了故乡，重游琉璃河古镇，目睹了今

日的繁荣景象。 

45 年过去了，定格在这里的乡亲们，有的老人虽已作古，

但健在人们，还有那文明的古道，古桥，古河和古代的文明，仍

在默默地向今天的人们讲述那曾经古镇上的一些“文革”的往事。 

当时，房山县委为了活跃城乡经济，加快和推进房山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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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早在 1964 年

初就开始运作建立城关、良乡、周口店、新镇、琉璃河五镇之事。

先由组织部、人事科共同去县机关各单位挑选干部。后因通县“四

清”会战和 1965年第二批“四清”运动，一直到 1966 年二三月

份，第二批“四清”运动尾声，结合全县各公社干部的调整，同

时配备了五镇的干部。当时因县委常委大都分散在“四清”运动

的点上。不便于开会讨论干部的调配任免情况，县团和组织部将

调配方给印发案各常委审议，最后三次定案。笔者第一次方案调

马安工委，二三方案均是琉璃河镇。“琉璃河镇，辖西个村，即

一二街村，三街村”三个居民委员会，即二街居委会、火车站居

委会、水泥厂居委会（水泥厂直接主管）。县驻镇企事业单位、

学校有琉璃河修配厂、综合社、卫生院、银行、税务、粮食管理

所、装卸队、琉璃河中学、水泥厂商店、邮电局。其中党组织关

系划归镇管辖的有 7 个。 

市驻镇单位有 6 个，水泥厂、窗纱厂、牛角梳社，火车站、

铁路中学、建材学校。 

全镇共有人口约 9000 多人，其中农业人口约 4000 人。非农

业人口约 5000 人。 

镇机关地址，在一二街村的后街。人员编制 8 人。镇党委书

记穆甫功，镇长王庆春。副镇长隗淑珍。组织、监察委员李志国。

宣传委员平国泉。妇联会主任张淑兰。共青团委书记徐燕萍。武

装部干事赵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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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干部工作包片，穆甫功、平国泉三街村。王庆春、李志国

一二街村。隗淑珍、张淑兰分管居委会和民政工作。 

当时，镇党委书记穆甫功、镇长王庆春。都是建国前参加革

命的老干部。他们党性强，素质高，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每次开会研究

工作时，两位领导总是强调说：“农村工作，一定要以粮为纲，

吃饭第一，民以食为天”。在谈居民工作时，总是强调要抓好毛

著的学习，提高居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对镇干部的要求，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防止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穿大褂”

式的官老爷。在工作方法上，提出：“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各记各的账，工作创最佳”。 

正当我们满怀信心，大干一场，努力搞好全镇各项工作的时

候，谁曾想到，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在林彪、

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北京城里的红卫兵也杀向了“社会”，到了

琉璃河镇。走上街头，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鼓动了

一些社会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起来造反，开始了破“四旧”回新。

（即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社会上一些红

卫兵和群众组织认定“阶级敌人”随意进行揪斗，体罚抄家；他

们认为是“封资修”，都要被砸烂：有的教师被学生随意批斗。

当地的少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开始了跟风，对所在村、单位的，

“五类分子”开始批斗，个别被抄了家。琉璃河铁路中学，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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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管的单位，校长，身有驼背，红卫兵三番五次对他进行批

斗，身体难以支持，几次到镇上请求帮助，做红卫兵的工作，我

们没敢直接去与红卫兵见面，一方面劝说他正确对待红卫兵小

将，一方面让铁路家属委员会的领导做学生家长们的劝说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后，很快实行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我应邀参

加了庆祝会。 

1966年10月初，为了分析一二街村的情况，掌控一二街村的

形势不致失控，王庆春镇长和我与一二街村的主要干部，一起对

该村一些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进行了分析排队，没多久，这一消

息不知怎么传到一些群众中，一下捅了“马蜂窝”，日后王庆春

成了，批判对像，还被罢了官，我被一帮群众组织，查要黑材料，

经过反复协商，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只把一二街村分析排队情况

部分用刀裁掉拿走了，我才幸免，受到批斗。 

一次，一二街村，的群众组织，在镇会议室召开王庆春的批

判会，有个人上前要去打王庆春，被平国泉给拦住了，之后，镇

上的干部却被一些群众组织说成是“保皇派”“逍遥派”，有的组

织还嚷嚷要夺镇政府的权.....。一天晚上，一个群众组织要在

琉璃河大街，召开批判王庆春大会，平国泉，赵俊，作为陪斗对

象，批判会刚要开始，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电轰鸣，狂风暴雨，

老天爷一怒之下驱散了批判会，从此再也没有开过他们的批判

会。 

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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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10条》中规定，要在农村建

立和发展红卫兵，开展“四大”社队之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

一批学生下乡串联，从此琉璃河镇的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所

属各单位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加之上海，“一月革命”夺取风

暴，农村与城市之间开始了大串联，附近的中学，技校的红卫兵

与农村的红卫兵，组织相互串联，相互支援，联合行动，一天晚

上，一二街村群众组织的个别头头，利用各学校，红卫兵的无知

与意识特点，组织了四五百人，围功了一二街村党支部书记王祥

的家，要抄家揪斗王祥，并列举了他所谓四大罪状：一是旧房山

县委和北京市委的黑干将，1962年，王祥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后，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粮食由原来每亩200斤，一跃增加

到800斤，由吃反销粮到卖余粮，1965年，一二街节村被评为县

市级先进单位，1966年初，曾出席了县市的先进单位表彰大会，

受到县委和市委彭真等领导人的接见。二组织建筑队，该村历来

有建筑业的习惯，技术力量雄厚，为了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组

建了五百人的建筑队伍，外出，搞建筑增加村集体和社员收入。

三是支持“五行八作”，的技艺人员，发挥各自技艺特长，农闲

时间为城市百姓服务，亦可增加收入，四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指文革时期，对一些人的分类排队）。因事先得知消息，

王祥跑到外地，躲了月余，才免遭一劫，就在同日晚上，还有另

外两名干部也受到了围攻。就在王祥出走后，红卫兵和群众还在

他家蹲守，弄得家人整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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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一个带领群众，发展农业生产，多打粮食，

增加农民收入的，农村干部随意揪斗、围攻、抄家，是一种无法

无天，践踏法律，无视人权的违法行为，是任何文明社会所不能

容许的，这是人类文明的暂时倒退。 

1967 年 3 月的一天晚上，镇机关召开分析全镇生产工作形

式会议，将要散会时，三街村有个群众组织的几个小青年，请示

召开批判会的事，我们提前休会，党委书记穆甫功接见了他们，

同意他们召开批判会，并向他们提出两点要求。一，要占用业余

时间，不得影响生产和工作。二，结合三街村的情况，对大队干

部不要进行人身攻击和体罚，说完，人就走了，群众有事找政府

的工作人员，说明他们对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信任与尊重。然而此

事却被镇武装干事，头脑一热，未与领导与其他人商量，擅自与

县武装部自作了不实的汇报，将该群众组织的头头刘兰贵抓进监

狱，在监狱中呆了十二天，武装部领导经过审问，也觉得无罪，

向其承认了错误，道了歉，将人放回。 

国家军队的职能，主要是打击国内外的敌人和敌对势力，绝

不可对群众，滥用专政。 

1967 年，1 月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

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不久，炮六师的三名解放军，营长单盛山、张排长和李班长。他

们到镇以后，抓毛主席著作学习，抓生产和工作，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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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不能支一派，压

一派，这样越闹越矛盾，只能疏导，劝导作细致的思想工作。“ 经

过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使紧张局面有了较大的好转，对镇工作

给予了很大帮助与支持，深受广大群众们拥护与爱戴。并用我们

一起，对镇辖各单位的干部内查外调，帮助镇政府于 1968 年 2

月份成立了镇革命委员会，原党委书记穆甫功任革命会主任，常

委有李志国、阮淑珍、平国家、赵俊。接着两个村也成立了革委

会，各企业事业单位分别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使全镇

的形式有了很大变化。这时，又有铁道兵总部的两位解放军被派

到一二街村。下车伊始急忙表态，支持一派，使一二街村两派群

众组织的矛盾逐步加深。在抓革命，促生产和发展党员中都受了

些影响。而三街村的文化大革命比较平稳，这与前述支左人员做

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无关系。 

笔者认为，1967年 1 月 23 日中央文件：“坚决支持革命左

派群众的决定“是造成两派群众矛盾激化的“催化剂”。 

1967 年 7、8 月间一天下午、窗纱厂的几名职工家属哭着跑

到镇上，边走边喊“快救人那”“快救人那”来人说：“中午后，

有一汽车人戴着安全帽，手持棍棒，将厂大门撞开，进厂打伤不

少人，打完就跑了，可是，该厂是市属企业，我们和支左的解放

军急速骑车赶到现场，又给卫生院打电话，到窗纱厂轮救伤员，

由院长赵达带十几名人员和药箱，快速赶到现场救治。那场面惨

不忍睹，有的人头破血流，有的被打伤胳膊打伤腿。有的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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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间，有的被打伤在职工宿舍。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对一些

轻伤就地治疗。有的抬到卫生院治疗，对一名死者放到卫生院太

平间。对一些重伤者，卫生院因条件所限，我们很是发愁，解放

军单盛山同志急中生智说：“老李，我骑车去水泥厂找汽车送往

市医院。当时，琉璃河水泥厂两派群众组织也在激战，一进水泥

厂大门，两派群众组织用砖石对打在空中乱飞。他凭在战场躲子

弹的经验穿过飞石阵，冒着生命危险找来了汽车，（记不清是几

辆了）及时把重伤员送到市区医院。回镇后，我一看自行车把上

被砸了一道道深深地疤痕。此次武斗，死 1 人，伤多人。 

在“文革”中琉璃河镇还有一项特殊任务，是鲜为人知的。

那就是保护好首都南大门进京火车的安全，1567 年-1968 年间，

三天两头夜间组织一些人去火车站候车室检查旅客行李中或身

上有没有枪支弹药，这一工作由镇负责组织。琉璃河派出所干警

参加，再从镇属企事业单位找些思想好，觉悟高，责任心强的干

部参加这一行动。每次去 10 人左右，检查方法是：先询问从哪

儿来到京干什么去？有否携带武器？然后，让旅客自己把行李打

开，检查。  

1968 年 6 月，房山县革委会通知，琉璃河镇革命委员会主

任穆甫功参加会议，会上宣布撤销城关、良乡、周口店、新镇、

琉璃河五个镇与所在公社合并，琉璃河镇与琉璃河人民公社。当

时为什么要把镇与公社合并，穆甫功同志传达是革委会会议精神

时说：“上边说建镇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说“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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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好。”1958年 8 月 13 日《人民日报》所以把镇撤销了。 

“文化大革命”中把修正主义当成一根“大棒”，这是中国

人的一大发明，有人用这根“大棒”想打谁就打谁，想打什么事

物就打什么事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如实述说琉璃河镇“文革”历史，不是苟责前人，谨为，寄

语后人镜鉴。 

如今的琉璃河古镇，街道干净整洁，村民热情好客，交通通

讯等基础设施大大改善。 

通过大规模地扩建改造和环境和治理，高楼栉比鳞次，商铺

并肩皆是，村企业方兴未艾，产品行销全国。四通八达的交通，

独特的地理位置，八方商贾云集，对人员就业，经济发展注入了

活力，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和谐繁荣景象。村内都建起了花园，

老年活动中心，村史展览，读书阅报，健身运动等文娱活动，进

一步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村民们都安居乐业，享受到了与

新社区建设的成果，过着有滋有味的幸福美满的新生活。琉璃河

镇百姓感言：现在生活多好哇！感谢党，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延伸阅读 

琉璃河古镇历史悠久 

 

琉璃河镇，历史文化悠久，附近有董家林村、黄土坡村商周

遗址。有琉璃河古石桥。有岫云观（老公庙）等古建筑。交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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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八达，地处水陵交通要冲，陆路贯通南北，水陆连接东西。商

贾云集，经济繁荣。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人杰地灵。曾经

受到了不少文人墨客夸奖和赞许。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

（321-379）-（303-361），曾游琉璃河，在此地留下一笔鹅传世

墨宝。据一二街村老人王祥回忆说：“1950 年我在岫云观（琉璃

河中学）上小学三年级时，庙的东侧，老公住的东院内北墙写有

白底，黑字有一人多高的鹅字。据老人们说那是古人留下的。后

来岫云观改成中学后，不知是什么时候把院墙拆掉了。那个鹅字

也不见了。” 

前些年，笔者从电视上看到有位书法家举着一个鹅字，讲一

笔鹅的来历，说：“一笔鹅出自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之手。他在

游琉璃河时，见河岸绿树葱郁，叶稠荫翠，碧波涟漪浮光跃金。

鱼跃鸟飞，磷光闪闪，白鹅浮游，曲径天歌。稻香人欢，欣欣向

荣。王羲之在离开琉璃河时，即给店老板写下一笔鹅字，并言明；”

此鹅字抵住店钱。可店家将信将疑，王羲之再三说明，店家转疑

为喜，收下了一笔鹅字的墨宝。王羲之告别了店家，兴致勃勃地

离开了琉璃河。 

琉璃河曾经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

（1126-1193）间游至此：“见景生情，即兴而诗： “烟林葱茜

带回塘，桥影惊人失睡乡。陡起褰帷揩病眼，琉璃河上看鸳鸯。”

作者以象形的笔调，凸显出琉璃河的典雅景色。如今，琉璃河镇，

更加灿烂辉煌，已呈现工商，农，林、牧业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