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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南 40 公里处，坐落着一个古镇，展现出一方圣土，历史悠久，物产丰饶，名胜

古迹众多，人们说到它，总有讲不完的历史故事、道不尽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颇有名气的窦

店镇。 

这里位于贯穿南北交通的古良乡和古涿州之间的中间地带，地处永定河及大石河之间，

土地平阔，地理位置优越，隶属于房山区的一个镇，现在的总面积是 65.34 平方公里。2001

年 11 月 13 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将交道镇并入窦店镇。全镇有农业人口 31131 人，

非农业人口 7766 人，流动人口 11726 人，总人口 53662 人，生活着汉、满、回、壮、苗、

黎、彝、藏、蒙、朝等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区域。 

 

 

 

 

 

 

 

 

 

窦店新城 

向南，它是西周燕都遗址琉璃河近邻，与西周文化密不可分。人们口口相传了多少年的

民谣：“良乡塔、半山坡，过了窦店琉璃河，琉璃河，一道沟，三十五里到涿州。”窦店与琉璃

河早就连为一体。迈过琉璃河，就踏进河北省界的涿州市，也就是古老的涿郡了。向北，它

与古县城良乡，相距仅 12 公里。良乡现为房山区政府所在地。这几个名城古镇连成一条古

道，历经几千年，演绎着一个个王朝的兴盛衰亡，经历了一次次战争的洗礼，发生过无数令

人遐想的故事与传说。直到今天，一个崭新的窦店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一、土城遗址与窦店得名的说法 

走进窦店，镇西有一座古代遗存的土城，似乎在诉说战国几百年间连绵的烽火与秦汉王

朝的更迭。土城作长方形，分为内外两层，内城为夯土打造，外郭是堆积的土围。内城东西

长 1100 米，南北宽 860 米，外郭东西长约 1200 米，南北宽约 960 米。城与郭之间距离约

20 米。西南转角处，尚保存有高达 8 米的城墙，顶部宽约 2.5 米，底部宽约 17 米，夯土层

次明显，厚度多在 12～17 厘米，层间有铺草的痕迹，夯窝圆形，直径 5～6 厘米。城址分

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平面近方形。城西北角屡被大石河冲击，早已坍陷，残存的城墙

宽约 15 米，高 5 米。西、南、东三面各有一门。小城在大城西北部，平面近方形，长、宽

约 440 米，残破的城墙宽 7～14 米。据专家考证，内墙起筑于战国早期，战国晚期又经全

面整修。城址地基稍高于四周地表，子城又高于城内地表，从地表散布的碎陶片和城墙夯土

中包含的篦纹和绳纹灰陶来看，城垣的建筑年代初步断定为战国末期到西汉。这应该是有充

分根据的，因为窦店镇与琉璃河镇紧紧连接，琉璃河现存的大量历史文物和墓葬已证实该地

是西周燕都遗址，那么，与之毗邻的窦店显然也属于同一地域，有这座土城为证。据赵润东

著《琉璃河古镇史话》（北京燕山出版社）引证《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良乡在燕为中都县”，

“都城在毗邻琉璃河的窦店土城”，“春秋战国时期的燕中都，就是西汉的良乡县城”。据历史学

家的考证和田野发掘证实，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西的“窦店土城是燕国的中都（县城）”。这

片土地历经数百年之后，到了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七雄中的燕国就建都在这个区域（现今

的琉璃河镇）。所以，这里的中都包含了两个概念，即燕国之中都和燕国之中都县。当年，

燕昭王为了增强国力，求贤若渴，他请教谋臣郭隗，郭隗给他讲了用 500 两黄金买马骨的

故事，说明贤君重视人才的道理，燕昭王茅塞顿开，师从于郭，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构筑

黄金台，招募四方之士，果然有乐毅、邹衍等贤能之士前来辅佐，使当时弱小受欺侮的燕国

一时强盛起来。乐毅是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曾大败齐国军队，连克齐国 70 余城，令齐

国人闻风丧胆。遥想当年，大概燕昭王的黄金台招纳乐毅时，这台就建筑在窦店古镇这个地

方吧？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想，但燕国毕竟因燕昭王的举措而强盛过，谁又能否认作为燕国中

都属地的土城遗址，没有发挥过它的优越的地理功能呢？以至于后来唐代的陈子昂，对这个

伟大的燕国国君，写诗颂扬：“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

已矣，驱马复归来。” 

这片土地，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进入隋朝末年，隋炀帝横征暴敛，激起各地民变，

发生了震撼中国的农民大起义，其中的窦建德河北起义军是当时众多义军中的佼佼者。为什

么单说窦建德？有一种说法是，窦店的得名与这位义军领袖密切相关。历史上曾经有过窦建

德与隋军的交战（见《中国通史史稿》李培浩著）。公元 616 年 7 月，隋军首领薛世雄率领

3 万精兵，从涿郡进兵，涿郡即今天的涿州。隋军一步步逼近义军驻守的乐寿。乐寿是窦建

德的根据地，他在这里设置百官，自称为长乐王。但隋军进犯，大战在即。窦建德巧施计谋，

声言退却，麻痹敌军，却暗地里集合人马，发动了突然袭击，打得隋军 3 万人马丢盔弃甲，

望风逃窜。就是这次战争的胜利，扩大了窦建德的势力。也许是经过此次战役，他的势力范

围扩展到这一带来了，并将当时还名为“旧店”的地方建为大本营。到了公元 621 年，在与新



兴的唐朝军队交锋中，这位农民军领袖牺牲了，但他留下的故垒却因此得名，是为窦店。还

有史料记载:“阳乡城在县（指良乡县）南二十五里旧店西一里许，旧传窦建德筑……‘通鉴：

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夏王窦建德五凤元年，建德定都乐寿，取深冀易定等州，又尝攻李艺于

幽州，此城或其时所建与！’所谓旧店，即今窦店。旧店改称窦店，是由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

建德在旧店修筑古城阳乡城所至，窦店即由此命名，沿袭至今。”（引自赵润东《琉璃河古镇

史话》）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窦店南北通衢，一方重镇，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

分重要。自此之后，窦店就取代了“旧店”，也把一幕幕刀光剑影的角逐场景汇入这一地区的

历史印痕之中。 

这些说法还没有得到确切肯定，尚有待考古专家发掘详实的史料来证实。 

二、众多的寺庙与碑刻 

唐朝之后，又经过宋、元、明、清，窦店作为交通要冲，送往迎来，一个个历史过客匆

匆而去，一代代新的王朝接踵而来。尤其到公元 1421 年，为了防御蒙古人入侵和经营东北，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窦店的地理位置更显重要。明清皇帝南巡，要经过良乡、窦店、

琉璃河，这些地方都建有他们的休憩之所——我们姑且称之为临时的行宫，也可以此来追寻

这些帝王的行迹，印证皇帝巡游的这条必经之路。于是，窦店周围一座座庙宇寺院，也应运

而生。时至今日，窦店镇今存的庙宇碑石似乎也在诉说着历史上传闻的一个个故事。 

以窦店为中心，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各种寺庙、戏院等就达十余处之多。弘恩

寺（望楚村西），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 年（康熙 57 年）重修，传说当年崇祯三太

子曾在此出家。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进京，执政时期虽短，却有为这里拨地的史料，据说

那一次就拨地多达 360 公顷。这座寺庙在清乾隆 7 年（1742 年）遭到了大火的焚毁，后又

重建。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为寺院主体，有大雄宝殿、天王殿、伽蓝祖师殿等。殿前有古

槐两株，枝干昂然挺立，残破的夹杆石，还护守在一侧，似乎述说着昔时的兴盛。西侧古槐

旁有一棵紫藤，呈“龙藤抱古槐”之势，显出它苍老的遒姿。第二进院落古银杏旁，有清雍正

年残碑一块，残碑为螭首，碑上篆字刻有“永远十方”，落款“雍正宝历七年（1729 年）八月

某日建”。据说寺内尚存“敕建弘恩寺”石额，这正说明建起这座寺庙，经过了皇帝御批。经专

家考证，东院为行宫院，是皇帝过往驻跸之所。也就是明清两代皇帝都来过窦店，且在这里

建寺庙屋宇，銮驾行到此处，在这里安歇。 

沿窦店村南行，过岔口右行，路西侧有窦店清真寺，现在的路东侧又新建了一座清真寺，

规模很大，壮丽辉煌；而这里是原址，古迹保存完好。 

清凉寺位于窦店现在的卫生院，始建于隋末唐初，占地约六亩，有三层大殿，曾居住

过 7 代僧人，怎么说这 7 代人延续的时间也要横跨三四百年呢。东岳庙（又称娘娘庙）位

于清凉寺西侧，与清凉寺一墙之隔（今卫生院西侧），占地四亩，始建于隋末唐初。关庙、

岳庙，统称关岳庙，位于窦店村南，始建于隋末唐初。值得一提的是，关帝庙供奉的是三

国时期关羽的神像，而距离窦店仅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涿州，就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地方，

关帝庙在这里修建，则显示封建帝王崇尚关羽，宣扬忠义，选定了窦店这个地方，再合适

不过了。清真寺位于窦店村南，始建于康熙年间。百姓中流传着“井对井、庙对庙、穿心



碑、八股道”的谚语，形象而生动地记述了当年该处的景象。那该是庙宇相连，香火旺盛，

佛事不断，大路通达，游人如织，一派繁荣景象。村中的大戏台，位于现在某车厂职工宿

舍院内。村南大戏楼位于窦店村南。当年达官贵人、商旅百姓来戏台、戏楼看戏的情景，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窦店皋（阁）3 处，称为北皋（窦店村北）、东皋（窦店大街十字路东

侧）、南皋（窦店村南）。皋高约十米，宽约六米。当年，各皋两侧车流涌动，叫卖声此起

彼伏。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的窦店古镇交通之显要、文化之繁荣、商贾之众多。 

从望楚村东行，紫码路西侧的窦店二街村村委会的西院内，有窦店重修三义庙碑。汉白

玉质，方首，无座，目前仆地平放。这石碑立于明代。碑阴朝上，额题“为善最乐”，碑文刻

有当初建庙捐款人的名字及捐款数额。 

从大高舍村西行到达于庄村，村西的高地上有于庄塔，建于元代，坐北朝南，是一座六

角形三层密檐砖塔。通高约 8 米,须弥座形塔基，上面砌砖雕勾栏，并刻有三层仰莲瓣，精

巧绝伦。塔身三面辟假门，其他三面砖雕菱花窗，顶为宝珠刹。文物保护单位于 1986 年加

固基座，现保存完好。 

特别要说一说前面提到的清真寺。这寺建于清代，坐西朝东，占地面积约 500 平方米，

礼拜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菱花格隔扇门窗，灰筒瓦勾连搭顶。山门额楷书“清真寺”。在

大殿拱门内的北侧墙壁上，镶嵌着一块棕色花岗岩碣石，题为“启盖清真寺来历清碣”。碑文

约 500 字，十分生动地记载着一个故事，并记载下了清真寺修建的全过程。 

清康熙 52 年（1568 年）春 2 月间，从西安府来了一个从事贩羊生意的马姓人，面相

有些苍老，个子矮敦敦，但眼睛很明亮。他住进本街姓史人家的旅店。不久，他的家人赶来

报喜，说道：老爷出行三天之后，夫人生下一个婴男，让家人告知老爷。马先生得此喜讯，

正巧在窦店馆舍，欢喜之极，便在此许下一愿，托店家请来本地伊斯兰教的教主和几位长者，

有丁、杨、古、沙四位，坐定之后，马先生首先起立拱手，决意留下银 50 两，用于在此兴

建寺庙，弘扬教义，广布仁德，尽显教化之功。一席话之后，把 50 两银子交予在场贤达，

且连连相谢，当夜竟悄然离去，并未留姓名住处。教主和四位长者忙向乡里交割银两，并追

寻施舍者，却杳无音讯。乡里又把金银上交，逐级上报到了京都，说明所捐银两用度。京都

官员责成当地行政长官，立即各处下书筹措建寺款项，共得白银 488 两有零。于是开工建

寺，古姓老者作为监工。计算砖瓦木料灰石以及工匠吃喝花费，共需银 533 两，又以各种

办法筹足缺少的那部分，经全力建造，修建成前后三进七间大殿一座，雕栏画栋，清雅别致。

这清真寺于是得到皇帝的恩准。从此，这里最初确立丁国宣做掌教，在回族伊斯兰教中主持

清真寺教务，是寺坊穆斯林的宗教首领。以后这座清真寺不断修补照壁，种植松柏，为异地

回民安葬购置坟茔。 

立碑的时间是康熙 52 年，清朝又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到同治 4 年，

建寺时间已经过去 151 年了，明显是对此处建寺的补记。记事详尽完整，应该是真实可信

的。由于回族马姓人是大姓，最初捐赠银两的那位西安马氏，很可能就是回民。从这个故事

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窦店已经汇聚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而在此建造寺庙，尤其得到京都的指令，

可见封建王朝对窦店地区的重视非同一般。 

除了古代的碑刻，窦店镇还掩埋着革命烈士的忠骨，为这些革命烈士竖起纪念碑。窦店

镇后街村（原为交道乡后街村）村北的林地内有交道后街烈士陵园，是抗美援朝时期的烈士



陵园。 1950—1955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选择在交道村成立志愿军后方野战医院，原称 103

医院（现北京 301 部队医院前身）。抗美援朝志愿军伤员由铁路运送到窦店火车站下车，紧

急接到野战医院实施救治。大部分伤员治愈后重返部队，而少数重伤员医治无效牺牲于此，

成为保家卫国的革命烈士，烈士遗体大部分就地安葬在后街村北。此处共安葬烈士 23 名，

建成了“革命烈士公墓”，人称“小红坟”。1984 年，原交道乡出资为革命烈士建立墓碑，将公

墓改建成革命烈士陵园。 

吉羊村南的铁路北侧有吉羊烈士墓，矗立着解放战争时期的七烈士纪念碑。正面为“七

烈士纪念碑 房山区民政局二零一四年五月立”。背面为题记：“1947 年 11 月初，中国人民解

放军华北野战军完成了对石家庄市的包围，敌人趁我主力南进之机，大举向我房山县根据地

进犯。为阻击来犯之敌，我晋察冀军区三纵队九旅，在房山县琉璃河镇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

战斗。由于国民党暂编第三师部队前来增援，敌众我寡，我军有七名战士壮烈牺牲。人民英

雄精神永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七位烈士于二〇一四年三月迁往圣水峪平西烈士陵园。”  

人们要问，吉羊村属于石楼镇，跟窦店镇又有什么关系呢？纪念碑中的七名烈士，有三

名是窦店镇芦村人（也有人说，窦店镇芦村是八位英烈的牺牲地），他们是苏展、桑立本、

罗茂田。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 

特别说到的，是云水诗社刘振杰诗友，已从公安战线退休。他回忆道：长兄刘振英，

1947 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为独立团一名战士，同年在解放窦店的战斗中英勇作战，不幸中

弹牺牲，时年 22 岁。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窦店的土地。 

回想那场战斗，悼念兄长，他写诗缅怀： 

少年壮志动山川， 

继父从军独立团。 

窦店古城泼碧血， 

英哥含笑九重天。 

三、悠久的村落与村名的成因 

窦店镇许多村落的成村与得名，与窦店镇历史的成因息息相关。现介绍几个古村落，从

中看窦店的历史沿革。 

一类村名和掌故是与隋末唐初的农民义军首领窦建德相关的，村庄的地理位置和古代建

筑，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历史痕迹，或者是窦建德在此驻扎过军队、操练过人马，或者是

隋唐时期的古战场，曾经在这里发生过格斗厮杀。 

1.窦店村。有一种说法

是隋以前就成村了。因地处

由北京沿太行山东麓南下

中原的古代交通大道上，故

名旧店。后因隋末农民起义

军领袖窦建德曾在村西筑

城屯兵，更名窦店。该村辖

窦店村湿地公园 



窦店、窦店墩台、小白草洼 3 个自然村，村民有回族、满族、壮族、汉族。先祖从何处搬

迁至此，无考。许多文物古迹多以窦店村为中心向外延展，可以断定，是唐朝之后这片区域

的中枢村落。窦店村现有 2095 户，4373 人，地域面积 6.188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200

亩，居住着汉、回、满、蒙等民族，是个多民族混居的大村。 

2.芦村。唐代成村。因地近大石河，多生芦苇，故名。相传，窦建德曾在窦店筑城，在

城西南分别驻扎了两个兵营，叫上营和下营。古代军队不乏武术造诣高深之人，而且武术作

为日常操练项目颇为普及。地处大石河畔、土地肥沃的芦村，可称得上鱼米之乡。这为芦村

武术的发展和时代沿袭提供了独有的条件。如今，芦村的两处地点还保留着“上营”、“下营”的

叫法。村内有两株一级古槐，树龄已逾数百年。芦村因袭下来的尚武之风一直很盛，村里老

老少少都会点武术。解放前有少林会和飞叉会，清朝后期，曾受邀入京为慈禧太后表演，受

到皇封，钦赐两面“黑面五爪镶黄龙旗”，白底旗裤上绣有“芦村少林盛会”字样。这在当时应该

是窦店地区的荣誉。新中国成立前，曾多次受邀参加良、房、涿县举行的庙会。  

3.于庄村。 隋末成村，因姓得名，隋唐时期称八里庄，明洪武年间称余庄，清道光年

间称于家庄，解放后称于庄。村西有金代建筑的六角形三级密檐砖塔一座，高 8 米，周长

4.8 米，塔身呈圆柱形，设有假门、直棂窗和挂落，是区内早期古塔之一。村南出土唐开元

通宝多枚。村北曾出土明清时的铜钱若干。从出土的文物看，也可知这个村落悠久的历史。 

4.白草洼村。明代成村。先祖从何处搬迁至此，无考。因位居洼地，多生白茅草，故名。

该村村域也是传说中隋末农民起义将领窦建德屯兵牧马的场所，位于房山区东部，东邻 107

国道，西邻芦村，南邻琉璃河，北邻窦店村，辖白草洼、八步口 2 个自然村。村中旧有一

座老爷庙，并有石碑，现庙已无存，碑埋于沟中，唯存庙前古槐一株。 

5.苏村村。隋末唐初为一古战场，人们传说，唐朝名将苏定方（即苏烈）战死于此，因

而得名，史称苏烈庄，后改苏村。这个村据说最初有袁、董、车、陈四姓人家居住，以后繁

衍日众。村落位于房山区东部，东 1.5 公里为于庄、下坡店，东南 1.5 公里是瓦窑头，北至

镇界 2 公里。苏村旧有姜太公庙、老爷庙、娘娘庙，解放初拆除。村东 1 公里有一塔，据

传为罗成拴马桩。村东南 2 公里有罗成乱箭穿身而死的淤泥河，4 公里处据说是窦建德与唐

朝军队的作战中阵亡的地点。村南 3 公里是罗成叫关的阳乡城。以上这些传说与史料不符，

但至少说明当地人对古代英豪之士的怀念。 

另一类村名和传说与战国时期的燕国有密切关系，有的村落名称的一些说法，表明窦店

镇一带确实经营着旅馆商铺，是京城通向外埠的必经之路，也显示当年商旅众多，经济发展。 

1.西安庄村。清代成村。村民先祖从何处搬迁至此，无考。原名安家庄，因姓得名。后

分称西庄、安庄，1945 年二村合并，更名西安庄村。位于房山区东部，南 1.5 公里是白草

洼，西南 1.8 公里即芦村，西北邻板桥村。西安庄村周围据说也有战国时期土城一座，大概

与窦店土城关联密切。城东门外原有东岳庙和唐代古刹清凉寺，寺内有铜制千眼千手佛一尊，

古槐一株，这些古迹可惜都毁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文革”时期。 

2.望楚村。元以前成村。本名望诸，战国的燕将乐毅曾被封为望诸君。后人在村南为这

位英雄人物建墓，以示纪念。村名显然与此有关，后演化为望楚。望楚村位于房山区东部，

有 978 户，1954 人，村民均为汉族。村西有明万历年间修建的著名庙宇弘恩寺，清康熙五

十七年（1718 年）重修，寺内有古柏约 300 株。村南原有汉墓一座，至今未被挖掘。 



3.交道三街。唐已成村，此地因处古代交通要冲，有多条道路在此交叉，故名交道，后

划分为一街、二街、三街。三街后更名为交道三街村，位于房山区东南部。 

4.下坡店村。元代以前成村。因地处古代交通大道上，有客店供行旅歇息，且地势北高

南洼，因在坡下，故名下坡店。位于房山区东部，南邻于庄村，西南 1.5 公里是苏村，北

2.3 公里为开古庄。 

5.七里店。明以前成村。因由窦店北上至此为七里地，又村处古代大道旁，有店家，故

名。西邻瓦窑头、于庄，南邻望楚村，北邻阎村镇。辖七里店、七里店墩台 2 个自然村。

村民均为汉族。村北有墩台和信报房。村南古庙分前后两殿和山门，前殿有关帝与张飞，后

殿为观音菩萨，解放前到上世纪 60 年代改为学校，毁于 20 世纪 80 年代。 

6.瓦窑头。明代成村。永乐年间，在这里修建了瓦窑场，自此也就有了人家，最初有唐、

尚、杨姓三户人家定居，后有山东、山西移民陆续来这里安家落户，遂成村落。因是瓦窑场，

村名即为瓦窑头。其位于房山区东部。旧有菩萨庙、五德庙，解放初被毁，仅存一清光绪年

间的石碑及古槐两棵。村南头有清内八旗子弟墓。 

四、窦店镇的名人及其业绩 

窦店镇地灵人杰，从古至今，涌现过众多的杰出人物。要说最为突出的，还属现今的两

位，是他们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创伟业，在窦店的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卓越

贡献，成为两个旗帜性的人物。这就是已故的全国劳模仉振亮和现任窦店村党委书记仉锁忠。 

仉振亮，1928 年 5 月出生，1949 年 1 月参加土改工作，195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 年 8 月至 2000 年 5 月相继担任窦店村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和党委书记。 

他上任伊始，面对的是一个“破街烂镇穷窦店”，家家欠粮、欠款。日值只有一毛九分七。

面对现实，他没有灰心，坚定信仰，打起精神，大干巧干，使得窦店村面貌一天天改变。特

别是 1978 年以后，他乘改革开放的东风，科学种田，先在农业生产上开辟新路。他从北京

农高科院请来 9 位专家，大搞科学实验，亲自参加，进行了 41 项科学试验，取得了 30 多

万个数据，并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改“三种三收”为“两茬平播”，亩产从 767 斤提高到 2081

斤。上世纪 80 年代初，窦店耕作制度的改革经验得到迅速推广。北京市率先行动，据估算，

北京市从 1980 年―1995 年 15 年中增长粮食 120 亿斤。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两茬平播耕作方式已遍及北方十几个省市，增产粮食上千亿斤。1988 年 12 月，由国家科

委主办的国家首届星火奖颁奖大会上，全国二百多个参评单位，唯一一枚金质奖章发给了窦

店的仉振亮。他担任窦店村党委书记后，目光更远大了，率先在窦店实现农业机械化。他投

入 300 多万元资金，购置了大型配套的农业机械，共计 270 台件，实现了耕地、撒粪、打

埂、作畦、播种、化学除草、联合收割全过程机械化，农业劳动力占全村劳动力的 4%，96%

的人从大田里解放出来，从此结束了多少年来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生产劳动的历史。

他大胆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营管理体制，靠政策、靠科学、靠人才实现了农业畜牧业、农

业工商业的两个良性循环，闯出了一条适合窦店经济发展、共同致富的路子。仉振亮面对改

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抓住机遇，总结了几条经验，他说：“一要看得准，二要上得快，三要抓

得住。”他先后建起了 1000 人的服装厂，投资 1400 万元建起窦店抗生素制药厂、肉牛厂、



奶牛厂；建起了砖厂、瓦厂、大型构件厂、建筑集团公司。根据市场需要，又发展了第三产

业，建起了清真迎宾楼饭庄、加油站、物资公司等二十多个企业。到 2000 年，企业总收入

达到 3.5 亿元，总资产达到 1.3 亿元。仉振亮亲自担任了农工商总公司的董事长。 

是仉振亮把一个日值只有一毛九分的穷窦店变成富得流油的金窦店、银窦店。户户丰衣

足食，村村繁荣兴旺，窦店成为农工商联合一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呈

现出新时代的耀眼的光辉。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的突出贡献，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

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房山区第一、二、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多次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优秀共

产党员。1988 年被国家星火奖评审委员会授予“星火科技奖”；1989 年、1995 年两次被国务

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1991 年被中组部评为“优秀领导干部”；1994 年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荣誉称号。 

2015 年，87 岁的仉振亮因病逝世，但他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在窦店镇、在房山区乃至

中国的农业战线彪炳千秋。 

第二位模范人物是仉锁忠。 

他 1967 年出生，1992 年入党，现任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党委书记、农牧工商总公司

总经理。他还是窦店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老书记仉振亮就叮嘱他：“要继承传统，发展集体

经济，带领 4000 多口人过好日子。”他没有辜负前辈的嘱托，遵从习总书记的教导，把窦店

一步步引领向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 

2000 年，面对北京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减少粮田面积的新形势，他提出“以商带牧、为

牧而农”的思路，为窦店的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他大胆推行农村城镇化的设想，首先在

窦店村32家企业进行“手术式”改革，农户搬迁新居，全村2000多户村民分批搬入楼房居住。

他先后投入 60 万元，改建了小学和幼儿园，硬件达到市重点水平。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每月可获得 500 元补助费；村里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每人每年奖励 2000 元。 

他规划建设了 1500 米长的民族一条街，一座容纳 2000 名穆斯林的清真寺，建设了供

1500 名各族村民休闲的民族文化活动中心，使窦店村成为北京民族村的样板。 

而今，作为窦店村党委书记的仉锁忠，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用土地做文章，

农业、牧业、商业综合发展，近期规划和长远规划相结合，走出一条引入高端企业，发展和

创新窦店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今天，在仉锁忠的带动下，窦店镇经济也全面开花。全镇共有企业 3678 家，其中，镇

级 9 家、村级 52 家，私营个体 3617 家，形成了以建筑、新型建材、电子、精细化工、机

械制造、服装、运输、食品、生物制药、酿酒、饮料、日化和以粮食为原料的微生物产品多

种行业的发展优势。全镇拥有文化科技大院 18 家、镇中心卫生院 2 所、农村社区卫生服务

站 8 个，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 75.3%。2016 年，良乡工业区 B 区以深圳的速度、

浦东的政策和苏州新城的模式，以建设全区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为目标，进

一步加大工业区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度、高标准、现代化运作，已经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为房山区实施“工业立区、工业强区”战略做出了贡献。 

仉锁忠继承老书记仉振亮的事业，按照党指引的方向，不断进步，获得了“全国建设小



康村模范带头人”“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标兵”“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称号，也给窦店改革创新带来无限美好的前景。 

五、高端企业基地——古老窦店起新城 

2009 年 8 月，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窦店传开，房山区相中了这片土地，要在这里打造

北京第一个高端汽车制造业基地。起步阶段规划面积 5.85 平方公里，核心区 12 平方公里，

扩展区 30 平方公里。窦店镇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从古老的形象，向现代化的形象

迈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了集体拆迁、规划布局，现代汽车制造产业落户并生产新品种，

建造花园式的新区，窦店又走过了整整 7 年的历程，完成了从农村向城镇化的过渡。 

为了汽车制造业新区

的筹建，窦店镇政府紧密配

合工业开发区管委会，动员

拆迁工作，窦店人民群众积

极配合，把开发区需要的土

地腾出来。一期工程规划占

地 109 亩，投资 5 亿元人

民币，建设厂房 4 万平方

米，年产车用减震器 800

万支，年产值可在 8～10

亿元，年利润约 1.7 亿元，

解决约 600 人就业。二期工程，总规划用地 500～750 亩，规划总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整

个工程建设及其完成后形成的高产值，可直接带动地区人员就业、增加地方财政税收。为了

支持开发区前后两期工程早日建成，窦店需要搬迁的人家都不拖沓不延迟，立即行动。有这

样一个动人的故事，窦店镇三街村一对青年，计划 2010 年“十一”结婚，但是，长安汽车项

目的奠基开工时间是 9 月 30 日。作为被拆迁户，如果坚持按原计划举办完婚礼再搬迁，会

影响长安汽车项目的推进，而窦店人绝不是给高端企业建设拖后腿的人，这家人就是积极行

动的典型。一家人马上商议，更改婚期，提前举办婚礼，并在婚礼后的第二天就立即搬迁。

基地管委会和窦店镇党委、镇政府领导都被窦店人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深有

感触地说：“群众如此理解支持基地开发建设，我们不仅要亲自参加婚礼，而且出份子还不能

熊着！”婚礼举办当天，基地管委会领导和镇党委书记、镇长一起出现在婚礼现场，送上了落

款为基地管委会、窦店镇人民政府的一个大花篮、两个大花瓶。 

以人为本，和谐拆迁，窦店人民的全力支持，推进了开发区建设的速度，建设 378 套

舒适的周转房，充分发挥 18 个工作组职能和基层党支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高效

有序稳妥地推进拆迁。窦店人一刻也没有延迟开发区的建设，整个拆迁过程也没有一户上访。

开发区赢得了民心，窦店镇更提升了民气。 

窦店人民的支持，促进开发区建设提速。2012 年 12 月 1 日，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的

长安汽车北京基地自主研发的中高端轿车——“睿骋”承载着“长安速度”的美誉，正式下线。

高端基地 



接着，E30 纯电动轿车、悦翔 V5、睿骋相继下线。7 年来，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初步形成

了以长安汽车、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为龙头，以航天瑞祥、金朋达航空科技等一批优质项目

为补充的“高精尖”产业集群。这丰硕的果实，也浸透了窦店人民的心血，承载了窦店人民的

奉献精神。窦店——这片土地上突起的高端制造基地，已经被纳入中关村示范区优化布局后

的产业集聚园。 

从一片庄稼地变化为今天“人在城中，城在绿中”的立体生态园区，给窦店镇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利益，正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最真实、最形象的写照。窦店人放下锄头，走进车间，

在家门口实现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型；人们享受政策，有了养老和医疗，没有后顾之忧；

告别平房，搬进楼房，过上舒适、惬意的社区生活，而今的拆迁农户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他们享受到了基地开发带来的城市化便利，享受到了家门口绿草如茵、绿树成荫的园区环境，

过上了城市人才享有的富足安乐的生活。 

目前，基地内“两横六纵”的道路框架基本形成，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也都随道路

建设推进完成。共有规划道路 22 条，条条宽敞通畅，总长度突破 36 公里，规划设计中突

出了生态和美学元素，在主

要道路节点处建设主题公

园和休闲广场，适合本区域

生长的苗木银杏、法桐、白

皮松、紫叶李、碧桃、金叶

榆等 30 多个树种遍植园区，

摇曳多姿。一个生态花园式

的高端新兴产业园区逐步

呈现在世人面前。 

是窦店这棵梧桐树，引

来了高端制造业的金凤凰。

窦店镇近年实现了从镇级

的状态到城市化规模的转变。当地商业的发展，过去只是一些小作坊式，只有普通的餐饮服

务行业，现在四星级酒店、娱乐院线林立于街旁，霓虹灯闪烁在迷蒙的夜色里。昔日的农村

变成了城市，土里刨食的农民成为每月拿薪金的职工，不起眼的村姑变成了风姿绰约的车模。 

古老的窦店，今日来了一个华丽的现代化转身。 

窦店镇，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神话般的传说，展示了一卷又一卷壮丽多彩的画面。

古代的窦店曾以它丰富而古老的故事轶闻传播久远，今日的窦店又以它耀眼的神姿活跃在

现代化的舞台上。当然，窦店镇的史话还远没有结束，它必将续写将来的成就、不尽的辉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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