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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环境与历史沿革 

河北镇地处北京市房山区北部山区，是进出河套沟之门户。距北京市中心 45 公里。北

邻门头沟区，东靠青龙湖镇，南与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接壤，西和佛子庄乡毗连。在北

纬 39°46＇18〃至 39°52＇33〃，东经 115°54＇40〃至 116°0＇12〃之间，最高海拔 1183

米，最低海拔 90.7 米，总面积 70 平方公里。 

地貌复杂多样，地势西高东低。域内有凤凰山、南大山、花儿岭、乔麦山、将军坨、朝

阳洞山、半壁山等众多山脉。山多地少，矿产资源丰富。山体多溶洞，石花洞、孔水洞、背

阴洞、蝙蝠洞等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溶洞，组成了庞大的溶洞群。大石河从镇中流过，流

程 10.75 公里。河谷沟壑纵横，山泉丰沛，有北港沟、前山沟、白石口沟、南车营沟等。    主

沟 67 条，支沟 710 条。村庄多依山傍水、沿河谷沟峪分布。  

河北地区历史悠久。早在 70 万年前，人类远祖的一支——北京人，就在距河北地区不

足 10 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繁衍生息。本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地理实体名字是“绳水”，始

于战国时期，西汉时改为圣水，即以今流经本镇的大石河命名。汉代隶属涿郡利乡侯国，《河

北通志稿》记载，涿郡，西汉高帝置，治所于涿，即今河北省涿县，领良乡、利乡等 29 侯

国。利乡在今房山区石堡和长操一带。王莽时更名垣翰，东汉复原名。唐代隶属范阳郡良乡

县，唐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年间，修万佛堂龙泉宝殿。辽金时期，磁家务村已有较大规

模的瓷器烧制窑场。张良洞《黄山玉室洞天记》碑刻有“奉先神宁乡”记载，即金元时期，行

政隶属于奉先县神宁乡。《明史志十六• 地里一》载：“涿州洪武初，以州治范阳县省入……

房山州北少西，西有大房山，北有大安山，西南有青龙潭，北有磁家务巡检司。”磁家务一带

应属房山。清代隶属顺天府房山县。国民政府时期隶属房山县，为房山县四区（1916 年至

1938 年），区政府驻磁家务村，下辖漫水河、磁家务、檀木港、北车营、坨里、河南、杏园

等 32 村。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 193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新建房良联合县，河北为房良联合县四

区（原旧四区属地）。1942 年 8 月至 1942 年 12 月为宛平县六区，辖河北、陈家坟一带。

1942 年 12 月，昌宛房联合县建立，河北地区属昌宛房联合县五区，辖区未变。1944 年 10

月，昌宛房联合县撤销，回归宛平县六区，仍辖河北、陈家坟一带。1945 年 8 月，河北地

区又分属房山县七区和八区。1945 年 9 月，建立良乡县，原宛平县六区、八区和房山四区、

八区的大石河以东部分，划归良乡县管辖。1946 年 2 月，冀东十分区在平汉铁路东设立良



乡县，路西的良乡县改称良乡县佐公署，河北地区称为良乡县佐公署三区。1948 年 7 月，

又改称良乡县三区。下辖 27 村：沙窝、大苑、石梯、水峪、口头、上万、北车营、大灰厂、

辛开口、漫水河、磁家务、半壁店、黄土坡、南车营、三福村、河东、东庄子、檀木港、东

港、李各庄、河北、河南、辛庄、杏园、他窖、口儿、晒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1958 年 3 月，房山县隶属河北省通县专

区。1949 年 10 月，良乡县三区改为房山县八区。1950 年 5 月，又改为房山县五区。下辖

47 个行政村：贾玉口、石板房、山川、长操、上水峪、南窖、西安、大西沟、北安、花港、

红煤场、中窖、北窖、上英水、中英水、下英水、查儿、佛子庄、黑龙关、东班各庄、西班

各庄、陈家坟、北峪、陈家台、辛庄、河北、河南、李各庄、口儿、他窖、杏园、晒台、檀

木港、东庄子、河东、东港、三福村、南车营、黄土坡、半壁店、磁家务、漫水河、石梯、

水峪、口头、坨里、辛开口。 

1952 年 9 月 1 日，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北京市人民政

府宣布，将河北省宛平县全县及房山县、良乡县部分村划归北京市管辖，同北京市原 16 区

合并组成京西矿区，河北改称京西矿区河北区，下辖 49 个村，除原房山县五区 47 个行政

村外，原良乡县上万村、北车营村也划归河北区管辖。 

1953 年 5 月，根据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决定，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改革战争年代的

区、村体制，实行生产划乡，乡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河北地区 49 个村划为若

干个小乡。现河北镇界内划为 6 个小乡：口儿乡，辖晒台村、他窖村、杏园村；河南乡，

辖河南村、辛庄村；河北乡，辖河北村、李各庄村；东庄子乡，辖东庄子村、河东村、东港

村；黄土坡乡，辖黄土坡村、南车营村、半壁店村、三福村；磁家务乡，辖磁家务村、万佛

堂村、漫水河村。 

1956 年合作化高潮时期，东庄子至口儿 4 乡 12 村的 14 个初级合作社合并，成立高级

社，名为永成社；磁家务、黄土坡 2 乡 7 村的初级合作社合并，成立高级社，名为永顺社。 

1956 年 6 月，随着河北地区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完成，原有的小乡建制已经不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适当扩大乡域规模，进行并乡工作。

将原有 49 村若干个小乡合并成河北乡、长操乡、南窖乡、班各庄乡 4 个大乡。现河北镇界

内的 6 个小乡合并成河北乡。 

1956 年 8 月，中共京西矿区委员会根据上级指示，将所辖 112 个乡合并为 41 个乡，

河北乡分成河北乡和磁家务乡。分设后的磁家务乡辖原永顺社 7 个村。河北乡辖晒台、口

儿、他窖、杏园、河南、辛庄、河北、李各庄、檀木港、东庄子、河东、东港、黄土坡、三

福村、南车营、半壁店、磁家务、万佛堂 18 村。原河北乡所属漫水河村划入坨里乡。1958

年 2 月，又将 41 个乡合并为 30 个乡，磁家务乡撤销，所辖区域并入河北乡。 

1958 年 5 月，撤销房山、良乡两县，设置北京市周口店区，河北乡隶属周口店区。 1958

年 9 月，周口店区废除乡（镇）建制，全区建立 7 个人民公社。9 月 10 日，河北、班各庄、

南窖、长操 4 乡正式合并，成立花果山人民公社。同年 11 月，花果山公社与百花山公社合

并，成立百花山人民公社。1959 年 11 月，改称河北人民公社。全社划分为河北、长操、

南窖、班各庄、大安山、史家营 6 个管理区，各区设工作站，分别辖若干个行政村。北至

秋村铺村，南至磁家务村，南北跨度达 75 公里。时有农户 10905 户，45075 人，其中劳动



力 14484 人，土地面积 46220 亩。 

1960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北京市周口店区，设置北京市房山县。1960 年 2

月，河北改称房山县河北人民公社。1961 年 6 月，中共房山县委根据工作需要，在河北成

立派出机构，即房山县河北工作委员会。同月，按照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房山县调整公社规模，全县由原来的 7

个公社调整为 32 个。原河北公社，以所辖 6 个管理区为基础，划分为河北、长操、南窖、

班各庄、大安山、史家营 6 个人民公社。河北公社辖杏园、口儿、他窖、南道、辛庄、河

南、河北、李各庄、檀木港、东庄子、东港、卅亩地、河东、三福村、黄土坡、南车营、半

壁店、万佛堂、磁家务 19 个生产大队，54 个生产队。 

1981 年 1 月 1 日，为

适应北京市煤炭生产发展

的需要，经市政府批准，北

京矿务局工农区成立，河北

公社隶属北京矿务局工农

区，行政执法工作由房山县

（区）代管。1983 年 3 月，

房山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据 1982

年修改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政、社分开，实行乡、村制。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

村民委员会。河北人民公社改称为河北乡。这一时期，党委工作、经济工作归北京矿务局工

农区领导，民政、司法、武装、计划生育、招工等行政执法工作由房山县管辖。 

1990 年 6 月，河北乡改制为镇。1993 年 6 月，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撤销，河北镇回归房

山区。所辖南车营村划归石花洞管理处，实辖 18 个村、2 个社区。2004 年 3 月 17 日，南车

营村回归河北镇。全镇辖 19 个村、2 个社区。至 2016 年，行政区划及隶属关系没有变化。 

二、经济状况 

1.农业 

1987 年以后，河北镇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土地确权、包转

租等政策的落实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创历史新高。农民放开手脚开展多种经

营，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经济开始转向多种业态共

同发展的格局，农业生产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山区的特点，传统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

高的趋势显露，小麦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价格，种植面积逐年减少，最终结束山区种麦的历史。

大田灌溉面积逐年减少，一年两熟变为一年一熟。农民不再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加快了向

多种经营转化的速度。随着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以设施农业、加工农业、

旅游观光农业为载体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9 年，河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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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2273.8 万元，农业产值实现 659.17 万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1998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12681 万元，农业生产总值实现 1091.7 万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61%。按照房山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新的功能定位，加速了河北镇生态涵

养区建设。2002—2004 年，全镇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4848.5 亩，配套荒山造林 4200 亩。在

农业产业结构中，农业国内总产值逐年下降，林业、畜牧业成上升趋势。1997 年，农林牧

渔实现总产值 617.4 万元，农业产值占大农业的 45.3%，林业总产值占 14.9%，畜牧业总

产值占 38.4%，渔业总产值占 1.43%。到 2000 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实现 1590.3 万元，农

业产值占大农业的 25.0%，林业总产值占 10.11%，畜牧业总产值占 62.2%，渔业总产值占

2.7%。2002 年以后，由于退耕还林农业发展的重点转向林业，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

比重进一步下降，养殖业所占比重缓慢增长，林业所占比重大幅度提升。2009 年，农林牧

渔总产值实现 3415.1 万元，种植业占 16.8%，养殖业占 22.2%，林业占 61%。1989 年，

农村经济总收入实现 5667.6 万元，人均劳动所得 900 元。2009 年，农村经济总收入实现

86295.2 万元，人均劳动所得 9032 元。 

2.林业 

河北镇 1991—2000 年造林面积 13284.15 亩，林业产值 2098.2 万元。自 2000 年起，

先后进行了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北京西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和生态涵养区

建设。实施了前脸山爆破造林工程、小煤矿、非煤矿山关闭后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工程，

实施了退耕还林建设工程。2002—2004 年，退耕还林 4848.5 亩，配套荒山造林 4700 亩。

2005 年，完成爆破造林 700 亩，栽植侧柏、火炬 70000 株。2006—2008 年，完成了檀木

港北山、李各庄南山等矿山修复和矿山综合治理工程在内的 1250 亩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平

整土地 450 亩、渣坡 320 亩、植树 8.2 万株。2010 年，完成矿山修复工程荒山造林 1500

亩，植树 10.5 万株，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完成经济林 1100 亩。到 2010 年，全镇林地面积达

到 79965 亩，林木覆盖率 76.2%，林木有害生物监测防控力度加大。至 2010 年，全镇共

有有害生物监测点 40 个，安装黑光灯 40 台，诱捕器 20 个，备用机动打落机 12 台，熏烟

机 6 台，A3 打药机 4 台，高射程园林喷雾车 1 台。 

三、工业 

1987—1990 年，河北镇工业经济体制以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分为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和家庭经营、个体、私营企业三种类型。1987 年，全乡有

乡、村两级集体企业 62 家，其中，乡办企业 24 家，企业职工 1561 人；村办企业 38 家，

企业职工 1587 人。多为资源型企业，以建材业为主，有煤炭采矿业、水泥制造业、石灰生

产、灰粉加工业、石料石材开采加工业，兼有金属加工、塑料加工、服装加工等企业。1990

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4930.3 万元，其中镇村两级企业占总产值的 73.5%。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充分发挥经营主体和投资主体的优势，家庭个体经营、

私营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快速发展，加之集体企业的重组转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所占比重不断

下降，个体私营企业比重快速提升。1991—2000 年进入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时期，我

国的经济体制由以计划经济为主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集体经济体制的



优势逐渐减弱，非公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成为全镇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之一。

1992 年，全镇有个体工业企业经营户 1 户，从业人员 5 人，营业收入 3.2 万元，占乡镇企

业总收入的 0.54%。到 1995 年，个体工业经营企业上升到 1088 个，企业总收入实现 11510

万元，占全镇企业总收入的 54.47%。2000 年，全镇企业收入实现 57664 万元，其中镇村

两级集体企业实现收入 11404.5 万元，占全镇总收入的 19.78%，个体、私营企业总收入实

现 46259.5 万元，占全镇企业总收入的 80.22%。 

2001—2005 年为乡镇企业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对内进行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加快

了企业二次创业的步伐，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养后劲企

业。对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和闲置的资产进行转制重组和资产盘活。打造经济发展平台，搞好

服务工作，提高经济效益，促进非公经济上规模、上水平，增加全镇经济总量。2001 年，

完成了磁家务火车站台的全部工程并通过了铁路部门的验收，打开了因交通不便影响山区经

济发展的瓶颈。与琉璃河水泥厂签订了 75 万吨石灰石年供应合同，为采石企业发展提供新

的出路；对镇水泥厂和磁家务水泥厂进行技术改造，加强质量管理，通过了市级环保部门的

验收，取得了 ISO9002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完成了石灰行业 7 家石灰厂立窑的环保节

能改造。2003 年，镇水泥厂为了在退出水泥生产后快速转产，组建了北京兴河建材有限公

司，自筹资金新建 6 座石灰环保节能立窑，实现了企业转产平稳过渡。 

2003 年，以集体搭台、农户唱戏的方式，加快以农民为主体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步伐，

建成了两处村级工业大院和 12 个二、三产业专业村，全镇二、三产业户累计达到 3100 户，

占全镇农户的 60%以上。在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完成了全镇 83 家集体企

业的重组转制，转制面达到 99%，触动产权面达到 92%，通过重组转制，盘活闲置资产 1980

万元，引进增量 1870 万元，收回资金 398 万元，债务转让 8652 万元，股本总额达到 2328

万元。对闲置 6 年之久，负债高达 600 多万元的铸钢厂实施了破产。 

对外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以农业观光旅游产业基地和工业大院为载体，全面开展招商

引资工作。这一时期累计引进招商项目 36 个，到位资金 19870 万元。2005 年，全镇实现

工业总产值 28800 万元。 

2006—2010 年是全镇经济发展转型期。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北京西部绿色生态

屏障建设以及房山区北部山区生态涵养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矿山型资源企业退出生产。

资源型传统产业的退出，给全镇工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寻求产业结构调整出路，加快

替代产业发展，打造全新的投资环境为全镇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成为这一时期

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7 年 10 月，关闭了镇域内红旗煤矿、福昌煤矿两个镇级煤炭企业和口儿煤矿、他

窖煤矿、北京鑫盛源煤矿、本仙煤矿、柿子树沟煤矿和北京鑫特隆煤矿 6 家村级煤炭生产

企业。10 月 26 日，对上述煤矿 10 个井口炸封，从此煤炭企业退出生产。 

2007 年，对 49 家煤场和 48 家石板厂进行了清理。 

2008 年，彻底关停了 55 个石板开采点，有效遏制了私挖盗采，并开始对废弃矿山进

行修复。石材、石板开采企业退出生产。 

2010 年，全面启动资源型企业退出方案，采取“边清退边引进边安置”的方针和措施，

积极有效地加快了传统产业的退出，关闭了牛山石灰厂、兴河建材公司石灰厂，集中力量清



理了煤场 37 家。 

河北镇资源型企业的关闭，对全镇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农村经济呈现下滑趋势。农

村经济营业收入由 2006 年的 9.6 亿元降到 2007 年的 8.3 亿元，同比下降 13.1%。2010 年，

农村经济营业收入 8.9 亿元，下滑到 2002 年的经济收入水平。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在农村经济营业收入中，三大产业 2006—2008 年的三年比例为：2006 年 1∶43.6∶55.4；

2007 年 1.2∶45∶53.8；2008 年 2.5∶44.3∶53.2。第二产业比重随着资源型企业的关闭在逐年

减少，一产所占比重在逐年上升，三产比重趋于平稳。 

产业的转型给全镇经济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河北镇地处山区，水泥、石灰、石材石料和

煤炭矿产开采加工是全镇四大支柱产业，这些产业的退出给全镇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

并直接影响与之相关的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与产业结构调整

之间形成了短期矛盾，投资环境改善相对滞后阻碍着招商引资工作的进展。近年来，全镇不

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但实际效果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结构。加之地

处山区、信息量少、招商渠道单一等自身条件的制约，造成了引资总量和经济总量的后劲不

足；非煤矿山企业退出之后，替代产业还未形成，民营经济虽然在不断发展，但还未形成产

业化经营，不能对全镇经济产生推动作用。专业村和专业户没能实现统一管理，阻碍着商业

发展，对全镇经济发展推动不明显。 

产业的转型虽然造成诸多不利因素，同时也为全镇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国家对“三农”的

关注和政策倾斜；区委区政府对北部山区加快发展的重视和采取的突出抓好生态建设，大力

发展生态产业，加大政策惠农力度等措施；2008 年被市发改委列为生态涵养发展示范区示

范镇，2009 年河北镇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小城镇，这些都为全镇的发展带来更多的优势。

镇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制定的“转业创业求发展，建区建城促发展，“五化四子”助发展，加

大投入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目标和措施等都会为全镇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近年来，在“围游而农”的方针指导下，替代产业逐步发展已初见成效，引进开发新兴养老产

业——颐年山庄，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议中心已具备接待条件，山区联络线建设，精品段公

路两侧的综合整治工程，红坨山整治工程，3.9 公里滨河路建设，闫东复线磁家务段的“和园

建设”“双园建设”。半壁店市级观光园建设和玫瑰基地建设、黄土坡休闲基地建设、东港市级

旅游民俗村建设等都为替代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10 年，全镇乡镇企业总收入实现

88893 万元，比 2009 年增长 3.97%，已经开始出现向好的势头。截止到 2010 年，市级民

俗户发展到 119 户。 

四、商业 

河北镇地处房山北部山区

交通要道，往来商贾多聚于此，

商贸繁荣。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

断深入，形成了多种经济形式、

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流通渠道

商业街 



共存的发展格局。第三产业发展尤为迅速，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格局。2010 年，实现社

会商品零售额 13603 万元。 

经 营 体 制 

1982 年以前，商业经营以国营商店和农村供销合作社经营为主。国营商业经营主要有

房山矿百货商店和房山矿西区百货部两大商店。农村商业经营主体为河北供销合作社，规模

较大村设有“河北供销社村分销店”，较小的村设有代销点。实行统一进货、统一价格、统一

进行农产品收购，农民也可用农产品折价换取商品。 

随着流通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多种经营体制得以发展，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个体

工商户。20 世纪 90 年代初，私营个体商业经营户迅速发展。个体经营者以小为优势，利用

门脸开设小卖部、小副食店、小百货部等，进货渠道宽，价格随行就市，方便了群众，繁荣

了市场。计划经济带来的商品“饥渴症”得到了缓解释放。买卖兴隆，发展迅速。1994 年，

河北镇批发零售企业发展到 370 个，从业人员 1289 人，其中镇办商业企业 1 个，从业人员

7 人；村办企业 5 个，从业人员 41 人；个体私营企业 364 个，从业人员 1241 人。 

1997 年是河北镇商业设施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京昆复线竣工后，沿路两侧形成了磁

家务村、河东村、檀木港村、河北村 4 条商业街，经营商品种类更加齐全，百货、副食、

五金水暖、矿山工程设备，家用电器，汽车配件、农机配件、服装鞋帽以及餐饮服务业等门

店应有尽有，且经营规模不断扩大。1998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 12491 万元。 

个体商业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有的供销合作社经营的门店遭遇冷落，营业额逐年递

减，许多村级分店关闭撤销。所剩几个较大的分销店和河北中心商店也已采用承包租赁方式

经营。 

2005 年以后，有了较快的规模发展，逐渐出现了小型超市和连锁店，全镇主要商业街

发展至 7 条，河南商业街规模最大，从河北镇邮局至辛庄村近 1 公里长，街内电信、医疗、

金融、工商、税务、文化教育等部门也聚集于此，形成了河北镇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

2007 年，全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现 16414 万元。 

2008 年以后，由于资源型企业关闭，商业、饮食、服务业受到一定影响。2010 年，社

会商品零售额实现 13603 万元。 

集 贸 市 场 

2001 年，磁家务始建集贸市场，平整出集贸市场用地 6000 平方米，开展集贸交易。

2003 年 1 月，投资 60 万元，修建 1500 平方米，184 个摊位的玻璃钢集贸市场大棚，向市

场开放营业。 

饮食服务业 

80 年代，集体、个人经营的饭店、餐馆逐渐发展起来。90 年代初，“河北大酒家”开张营



业，始有较大规模的餐饮企业逐渐发展起来。1997 年以后，京昆复线和闫东路两侧发展较

快，先后有得天餐厅、双翼饭店、圣泉饭店、青山饭店等十几家饭店陆续营业。到 2008 年，

全镇有餐饮企业 51 家，从业 140 人，年营业收入实现 2406.2 万元，上缴税金 5.8 万元。 

2008 年，租赁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业等企业 48 家，从业 63 人，年营业收入 204.8 万

元，上缴税金 4.3 万元。 

对 外 贸 易 

1992 年，河北镇对外贸易主要是 P01、P03 石板，主要出口企业有河北镇文化板厂、

河北镇石材厂、檀木港石板厂、李各庄石板厂 4 家，职工 299 人，年出口石板 67111 平方

米，年总产值 386 万元，其中出口产值 112.1 万元，出口产品交货值实现 103.3 万元。 

五、城乡建设 

路 网 建 设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河北镇路网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发展。1995—1996 年，

先后进行了闫东复线和王三路修建工程，闫东复线全长 9.9公里，王三路过境路段 1.9公里。

2007 年，108 国道复线修建工程过境 0.72 公里。2009 年，修建了河北镇山区联络线，由

半壁店至他窖村全长 14.8 公里。加上原有的 108 国道、闫东路、东万路、石花洞路、西区

路，全镇公路网全长达到 54.9 公里，新增公路长 21.5 公里。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5 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给河北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镇

党委镇政府积极响应市、区的战略部署，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环境整洁，

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河北镇的新农村建设。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强了村路和街道硬化，修建了三福村、东庄子、李各庄 3.9 公

里大石河沿岸的滨河路和 14.8 公里的山区联络线，实现了道路村村通；全镇 19 个村，村

村进行了街道路面硬化，硬化面积达到 28.6 万平方米；完成了 10 个村的安全饮水工程，

新打岩石井 9 眼，修蓄水池 16 座，安装输水管路 4.18 万米。19 村用水全部经过集中净化

处理；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管理方面，按照《河北镇垃圾源头分类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进

行实施，建立并完善了保洁员队伍，对负责实施垃圾分类具体工作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进行

了培训。按规定要求进行分类、清运和无害化处理。新增垃圾箱（桶）26000 个，垃圾清运

车 50 辆。在进行街道，胡同硬化的同时进行了污水排放治理，铺设污水管路 30000 米，建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 4 处。 

在环境治理方面，完成了磁家务路段两侧占地 21 亩的“和园”建设和占地 20 亩的“双园”

建设；完成了崇青水库引渠和万佛堂村排水沟的清理整治工程；对 108 国道东庄子至李各



庄路段的残墙 1000 延米进行治理；完成了三十亩地至檀木港路段砌遮挡墙 750 延米。安装

太阳能路灯 320 盏，太阳能热水器 1237 台。推广使用生物质节能炉 712 户，使用吊炕 1400

铺，所建新型能源加工厂已投入使用。 

有河北卫生服务中心（河北卫生院）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6 个，村卫生室 12 个，有

文化活动场所 21 个，有体育健身场所 23 个，有农村文化活动队伍 28 个，有邮电所 2 个，

村邮站全部覆盖，有公办幼儿园 2 所。 

在危房改造方面，檀木港村于 2009 年开始实施危旧房改造工程，规划第一期工程占地

总面积 10700 平方米（约 16 亩），建 6 层楼房 4 栋，每栋建筑面积 4608 平方米，建筑总

面积 18432 平方米，现已完成 2 栋主体建设工程。 

六、文化教育 

（一）教育 

河北镇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的战略目标，努力做到“三教统

筹，协调发展”。 

学前教育  2002 年前的学

前教育，基本体现为小学的学前

班。2002 年 8 月，河北镇中心幼

儿园在河北中心小学落成。当时

仅有 5 名教职工和 40 多个孩子。 

2008 年 3 月，河北镇中心幼

儿园正式迁入现在的新址，有了

独立法人资质，有了年轻的转岗

教师，孩子们有了新玩具，当年顺利通过了北京市农村中心园合格园达标验收，2010 年 8

月晋升为北京市一级二类园。2010 年，为满足入公办园需求，开办了磁家务第一分园。河

北镇中心幼儿园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辛勤育苗先进单位，连续六年获房山区素质教育综合评

价一等奖。全镇学前入园率达到 100%，学前三年入园率达到 96%。 

小学教育  1991 年，共有小学 17 所。随着生源减少，2010 年底全镇仅保留了河北、

磁家务、黄土坡、东庄子四所小学。其中，1994 年撤并东港小学；1995 年撤并口儿小学；

1996 年成立河北镇中心校，同时撤并河北、河南、辛庄、李各庄四所小学；1998 年撤并河

东、三十亩地两所小学；2000 年撤并杏园、三福村两所小学；2003 年撤并半壁店小学；2006

年撤并檀木港、东升两所小学。 

1995 年，段天顺募集资金 30 万元，启动了对其母校东庄子小学改造工程。工程建筑

面积 1240 平方米，耗资 70 余万元，当年竣工交付使用。 

1995 年，台湾音乐人刘家昌出资 100 万元，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出资 30 万元，河北

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教师及社会各界积极捐助资金 70 万元，启动了河北中心小学教

学楼建设工程。该工程于 1996 年 9 月 1 日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工程建筑面积 3635 平方

圣水大石河 



米。2008 年，投资 400 万元，再次对河北中心小学进行改造，新建 480 平方米多功能厅一

栋；新铺设 200 米塑胶跑道操场；对教室、食堂进行装修改造。2009 年，对教学楼进行抗

震加固。2010 年，河北中心小学办学条件达标。 

2006 年，河北镇政府筹资 850 万元，新建磁家务小学 3700 平方米教学楼。2007 年，

启动磁家务小学二期工程，即以 3111 平方米综合楼为核心的寄宿制小学建设工程。2008 年，

完成磁家务小学 200 米塑胶跑道操场建设。2010 年，完成磁家务小学二期工程，办学条件随

即达标。 

河北镇小学教育长期坚持以“读书”“三算”为教学特色，以创办北京市优质山区小学为目标，

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打造山区品牌学校，年年荣获综合评价一等奖。 

中学教育  河北镇共有完全中学 1 所，即河南中学（区教委直属）；普通初级中学 1 所，

即磁家务中学。2009 年，河南中学高中停止招生，成为普通初级中学。磁家务中学随着全

区山区初中布局调整，于 2006 年撤并至房山五中。 

成人教育  河北镇成人教育长期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培训新型农民。

2004 年新建校舍 800 平方米，购置课桌椅及电教设备，有了独立的办学场所和较完备的办

学条件。同年，为 19 个村校和两个社区市民学校挂牌。2008 年，与房山区农广校合办新

型农民中专班共招生 668 人，分别开设计算机、民俗旅游等 16 门课程，2010 年毕业，学

员毕业率达到 96%。每年各类短期培训不低于 12000 人次。2008 年，河北镇成人职业技术

学校被评为北京市农民培训优秀工作站。2009 年，通过北京市成人职业教育示范校验收。

磁家务、半壁店、檀木港三所村校被确定为市级示范村校。 

（二）文化体育 

镇内各村现有各类业余艺术表演团体 28 个，演职人员 500 余人，每年参加各类演出

60 场次，观众达 3000 人次；流动电影放映队 1 支，数字影院 19 座，座位 2500 个，每年

放映 1000 场次，观众达 5000 人次；村村建有公共图书室，藏书总量有 60000 余册。 

现有室外体育健身场地 23 处；每两年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

占常住人口的 63%。 

民间艺术有高跷、太平鼓等，其中半壁店村的太平鼓、河北村的高跷都被列入房山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0 年 6 月 28 日，河北镇成立了房山区老年书画研究会河北镇书画小组。 

2011 年，檀木港村原创歌曲、村歌《我美丽的家乡》，参加了房山区总工会组织的群众

歌咏比赛和房山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圣地赞歌”群众歌咏比赛，分别荣获了一等

奖和三等奖。 

（三）文物 

河北镇是文物大镇，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万佛堂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铁瓦寺，还

有区级及一般级文物 19 处。 

万佛堂孔水洞  万佛堂和孔水洞位于河北镇万佛堂村。万佛堂建于孔水洞洞口之上，坐

西朝东，始建于唐大历五年（770 年），原名“万佛龙泉宝殿”，因殿内嵌有《文殊、普贤菩萨

法会图》俗称万佛堂。现存建筑为明代重建，其券门顶嵌石额楷书“大力古迹万佛龙泉宝殿”，

落款“大明大历己丑春吉日重建”。现存建筑是歇山顶的无梁殿，面阔三间 13.72 米，进深 8.5



米。殿内正面及两侧墙壁嵌有石浮雕“万菩萨法会图”，长 23.8 米，高 2.47 米，由 31 块长方

形汉白玉石雕组成。主题浮雕是释迦说法的场面。周围雕万菩萨供奉人侍佛者等层列。浮雕

佛像约万尊，其上有“大历五年”的题记，堪称唐代浮雕艺术珍品。 

孔水洞在河北境内云蒙山麓，东北洞开。清澈的泉水从孔水洞内涌出，东流而去，汇入

大石河。洞前依山势筑砖石墩台，中辟券洞，北出其下，清冽见底。洞券面石砌，中雕兽头，

左右二走龙，券用青石平砌，下承条石基础，距水面约 40 厘米处两侧基石向内挑出二层台，

宽约 20 厘米，可容半足。据民国初年的《琉璃厂杂记》记载，洞口原有石门，“北出其下，

横以石梁，立而窥之，深暗不可尽睹”。今石门已无，石梁亦遗失全无。孔水洞洞中有泉，水

势汹涌，其源头深不可测，房山八景之一“孔水泛舟”便指此地。洞口有碑记，洞内岩壁有隋

唐时期的刻经和石佛造像。 

1982 年，孔水洞一度干涸，清淤时出土 7 条小金龙，为此洞增添神秘色彩。 

万佛堂花塔和密檐塔  万佛堂花塔和密檐塔是万佛堂孔水洞的重要组成部分。花塔建于

辽代咸雍六年（1070），是中国现存准确年代最早的花塔。元代密檐塔又称名龄公和尚舍利

塔，建于元代，通高 18 米，是一座八角形七级密檐塔。传说中，将辽代花塔和元代密檐塔

称为“姑嫂塔”。 

铁瓦寺  位于河北镇政府院内，是北京地

区罕见的铁瓦建筑寺庙，由胜泉庵和铁瓦殿组

成。胜泉庵坐北朝南，北依铁瓦殿山，南傍大

石河北岸，正殿前左侧有一株四人合围的银杏

树，树冠高达 40 米，树围达 5.56 米。据有

关专家测定，树龄在千年以上。铁瓦殿因顶铺

铁瓦而得名，平面圆形，高 6 米，直径 5.8 米。

殿坐北朝南，由正殿、配殿和山门组成，自成

格局。铁瓦殿山门的额楣上嵌有匾额，楷书砖

刻“铁瓦禅林”。铁瓦殿不仅瓦是铁的，就连脊

和刹也是铁制的，用铁数量估计有 3000 公斤。 

人物记述 

河北镇，自中国共产党建立基层组织和人民政权始，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许多优

秀领导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他们用智慧与汗水，青春与生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河北镇的革命和建设，人民群众的自由与福祉，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人民群众中享有

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他们中，有些人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有的仍在本职岗位上默默地耕

耘奉献，有的则为革命和人民英勇牺牲，长眠在河北这块土地上。 

本组织史辑录了部分优秀领导干部、先进模范人物和革命烈士名录及简要经历。 

河北人物 

铁瓦寺 



包森  开辟河北地区革命工作第一人。原名赵宝森，1911 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三合

乡义龙赵家村。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积极组织学潮，带领学生参加抗日救

亡运动。曾先后两次被捕，西安事变后被释放。党派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

被派往晋察冀边区根据地，任邓华支队三十三大队总书记。1938 年 3 月，房涞涿联合县建

立，包森任游击队大队长。是年，调往房山五区（南窖一带）开辟工作。他团结抗日志士和

进步青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不畏凶险，改编了房山五区和四区的自卫团，使南

窖、大安山、北峪一带的地方武装成为抗日武装。努力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废除了日伪的维

持会，建立了四区抗日救国会，组建了五区抗日先锋队，在四区（河北一带）开展了建政工

作。与驻防在娄子水村的“抗日救国同盟军”等地方武装形成联防，使整个河套沟 50 多个村

燃起了抗日烽火，为房良联合县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1938 年 4 月，包森调离房山。随

四纵挺进冀东，历任十三支队副司令员、十三团团长等职。1939 年，他率部队俘虏了日本

天皇的表弟——大佐赤木，震惊了整个日本朝野。他凭着超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屡建

战功，歼灭了日伪大量有生力量，对冀热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2 年 2 月，

包森率队在遵化与日军及伪满军交战中被敌冷枪击中，光荣牺牲，年仅 32 岁。 

赵然  字学雍，房山区河北镇李各庄村人，1918 年 11 月出生。少年时在长育高小读

书，后就读于房山简易师范。1936 年，在河北乡黄土坡、晒石台村任教。此后，研读进

步书籍，接受革命道理。1938 年春，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是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任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不久，被派往房山四区（河北地区)工作。1939 年

5 月，任房良联合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0 年 6 月，房良联合县县议会建立，赵

然当选为议长、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并经组织批准，赵然在代表大会上公开了自己的共产

党员身份，这是房良联合县第一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对敌斗争形勢十分复

杂艰险，敌伪破坏，叛徒告密，伪特暗杀时有发生。赵然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决勇敢，

不怕牺牲，始终冲在斗争最前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赵然积劳成疾，但他以惊人的毅

力与疾病斗争。1944 年 5 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 26 岁。赵然逝世后，察哈尔省《黎

明报》发表了题为《泪水，怎能忍住不外流》的通讯，深切悼念赵然。房涞涿县政府献挽

联：“开辟房良，发展涿涞，英气不愧燕赵；创建民主，巩固政权，功绩可谓卓然。”县议会

的挽联：“领导民族健儿，杀敌至果，巍巍丰功传万代；献身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耿耿赤

诚照千秋。”  

耿子华  原名耿春田，房山区史家营乡莲花庵村人。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担

任村青年团书记。1941 年，受中共昌宛县党组织派遣，在河北镇东港村、佛子庄乡北峪村

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曾先后任宛平六区副政委、昌宛房联合县五区区委书记等职。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京西矿区委员会第二书记。1956 年 4 月，被选为中共北京

市京西矿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二书记。1958 年 6 月，被北京市门头沟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选为区长。后在延庆县、北京市永乐店农场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

建国初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张成基  1927 年 2 月，出生于房山区史家营乡大村涧村。194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8 年，任宛平县四区区委书记。这期间，参加和领导了反对日伪政权和国民党反

动派的斗争。组织带领民兵察敌情、拆铁道、拔据点、端岗楼，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建立



英勇奋斗。1953 年至 1958 年，任河北地区党委书记，带领党员、群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

道路。他常常深入村队，调查研究，与农民交朋友，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制定了狠

抓粮食生产、农林牧副工齐发展的远景规划。带领社员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改造农田。粮

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山沟的农民第一次吃上了自产的白面。抓林果生产，与技术员一起研究

制定林业发展的管理措施和果树“二黑一杵”（梨黑、核桃黑、柿子杵）的防治办法，使林果

生产长足发展。他顶着压力，发动村队，发展工副业生产，先后建起了修配厂、石料厂、石

灰厂、青煤窑、猪厂、果园等。随着生产的发展，卫生院、粮管所、供销社、银行、学校、

业余剧团等也应需而生。全公社安装了广播网，家家装上了小喇叭，安上了电灯。1960 年，

调出河北公社，任房山县商业局副局长。1984 年，任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在房山县工

作期间，主管过农业、工交财贸，农机城建、文教卫生，常常身兼数职。主管工交时，整日

在公路上奔波。繁忙和辛苦换来了房山县级公路冠华夏的美誉。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使他身

患多种疾病。离休后，仍笔耕不缀，写出了《百花山下游击战》《红色平西》等作品，2009

年 12 月病逝。 

段西侠  名茂棻，号西侠。1907 年出生，房山区河北镇河东村人。13 岁考入通州京北

师范。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逐步成为一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1930 年，

经中共地下工作者介绍，到天津搞工人运动。领导了天津清洁、水业工会会员的罢工，迫使

国民党领导的天津市政府答应了工会的正当要求，使罢工取得了胜利。1932 年，段西侠在

北平艺术学院毕业，到海淀小学任教。常与进步教师一起为进步刊物撰写抗日救国文稿，编

写抗日宣传册，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并组织少年先锋队，教唱抗日歌曲，培养进步学生。七

七事变后，段西侠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将自己住所搬到海淀莺房，开辟了一条从北京经

房山河套地区的长操至涞水、易县等地的交通线，自家住所成了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为平

西根据地护送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还为根据地运转了大批药品和物资。1945 年 6 月，

段西侠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内战爆发后，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坚持开展秘

密工作，直至解放。北平解放后，出任北京八中的第一任校长。1952 年后，曾担任市教育

局视导员、市工农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等职，1995 年 4 月辞世。 

张炳尧  房山区河北镇磁家务村人。满族，1923 年出生。1937 年，就读北京四存中

学初中。1938 年，参加八路军。193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 年至 1949 年，先后在

山西浑源任区长、大同通讯股股长。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讯处

处长。1964 年，授大校军衔，正师级。1970 年，任解放军通讯兵司令部研究室主任，副

军级。1979 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曾去前线考察。1980 年，因病逝世。逝世后，

被追认为正军级。 

刘光第  房山区河北镇东庄子村人。1937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曾任冀热察军区平西分区 16 区队参谋长、华北野战

军第 2 纵队团长。建国后，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局长。1957 年，毕业于军事医学院高级速

成系。后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副部长，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9

年 10 月去世。 

王凤桐  房山区河北镇三十亩地村人。1944 年 2 月参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

时期，历任晋察冀宛平县独立营勤务兵、良乡县武工队侦查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



察冀独四旅特务连班长，六十六军九十八师五九四团连长、营长、参谋长等职。1950 年 10

月，赴朝作战。1958 年至 1983 年，先后任河北省军区教导大队大队长、守备四师师长、

六十五军副军长。1989 年，离职休养，2012 年 8 月去世。 

张振范  1935 年 3 月，出生于房山区大安山乡水峪村。1953 年，参加工作。195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 年，任房山县河北公社党委书记。1982 年，调离河北公社，任北京

矿务局工农区工委副书记。1992 年 2 月病逝，年仅 57 岁。张振范在河北公社任职期间，

十几年如一日，带领干部群众呕心沥血，顽强拼搏，创造了辉煌业绩，使河北公社在房山县

名列前茅。早在 1966 年张振范任河北公社副书记时，就下决心解决社员“吃粮难”的问题，

摘掉年年吃国家 100 万公斤返销粮的帽子。他深入基层，踏遍了河北的山山水水，制定了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治理“两沟一河”方案。动员青、壮年，组成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吃住

在工地。开山凿石、修渠垒坝、闸沟垫地，把大石河两岸变为水田。把水渠铺石浆砌，加宽

加长。在原来一、二级扬水的基础上，完善水利配套设施，提高到三、四级。为此，他常在

工地办公，一个月也不回家一次。经过几年的苦干，共修渠 75 公里，水浇地面积增加到 6000

亩，粮食总产达 350 万公斤，扭转了“吃粮靠国家”的局面。为解决集体和村民增收问题，他

又带领党委一班人，奋力开拓，创新产业。针对河北公社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优势，请能

人、引资金，建成了红旗煤矿、水泥厂、第二石灰厂、服装加工厂、“七一”煤矿等。他不顾

身体多病，吃住在厂房，经常研究工作到深夜。企业的振兴，给河北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形成了“以黑养绿”“以工补农”的良性循环。河北公社成为房山县的先进典型。在荣誉和成绩面

前，他总是说：“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成绩是大家干出来的！”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河北镇土生土长的干部大批地成长起来，不仅是河北镇干部队伍的

主力，而且被输送到外地任职，居于重要岗位。据《房山游子通讯录》载，籍贯为河北（镇）

籍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 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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