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祥秋 

佛子庄乡地处北京房山北部山区，大石河中游，是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北京（房山）

历史文化旅游集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域面积 150 平方公里，东与河北镇交界，南连燕

山办事处、周口店镇和南窖乡，西邻霞云岭乡、史家营乡、大安山乡，北与门头沟区接壤。

“一廊四沟域”，18 个行政村，人口 1.5 余万人。距北京市区 55 公里，属“首都日常通勤圈”，

108 国道及复线横贯全乡，交通便利；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素有“神龙福地、天梦之乡”美誉。 

一、起源 

唐时幽州良乡县设 1 个乡，其中一个乡名字见于北窖村鸡毛洞内石壁，即“房山乡”，为唐

开元年间探险者入洞后在洞壁留下的文字，时间是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二十一年（733

年）十月十五日。可见，唐开元年间，今天的佛子庄乡一带属于幽州良乡县房山乡。 

五代时，刘仁恭占据大安山，改名为大恩山，并请道士王若讷为师，专置玉河县，佛子

庄地区当属之。 

元代，县以下实行乡里村制。房山县原设 4 乡 16 里，4 乡为通济乡、贤侯乡、怀玉

乡、神宁乡。今佛子庄乡地属神宁乡。 

清朝后，据康熙三年（1664 年）《房山县志》所录，房山县 179 村，其中有北窖、三

英水、长操、班各庄、陈家台。 

中华民国建立后，县以下改行区、村制。房山县初设 5 个区，为中区、南区、西北区、

东北区和西南区，今天的佛子庄一带属于西北区。 

二、脉络 

佛子庄乡的佛子庄村在元代时成村，村西断崖上有唐朝僧人凿的佛洞，洞中刻有佛像，

村名遂为佛爷庄，后来改为佛子庄村，佛子庄乡也因佛子庄的村名而得名。 



1949 年 10 月以前，佛子庄一

带分别归属于房山县九区、良乡县五

区、房山县七区和中共房良联合县。 

1952 年 9 月，归属京西矿区委

员会。 

1958 年 4 月，归属周口店区。 

1958 年 9 月，归属河北人民公

社。 

1961 年 6 月，改为佛子庄人民

公社。 

1962 年 5 月，改称班各庄公社。 

1971 年 1 月，改称东班各庄人

民公社。 

1980 年，北京矿务局工农区成

立，划归北京市矿务局管辖。 

1983 年 6 月，撤销人民公社建

制，改称东班各庄乡。 

1992 年，划归房山区，撤销工农区办事处，党政企由房山区委、区政府领导。 

1993 年 6 月，东班各庄乡与其相邻的长操乡合并，成立佛子庄乡至今。 

三、大事记 

1997 年 7 月，由香港谭兆基金会谭华正博士投资 60 万元，市、区、乡三级投资 76 万

元建设的谭华正医院投入使用。 

1998 年 6 月，中英水村 64 户村民迁入良乡东沿村新建成的住宅新村，标志着本乡出

山入川的进程不断加快。 

1999 年 5 月，佛子庄乡百花养蜂合作社宣告成立。 

2007 年 3 月，佛子庄中心幼儿园教师利用废旧桌椅的铁管制作成教具管编钟，并先后

荣获全国优秀自制幼儿玩教具展评活动二等奖、北京市幼儿园自制玩教具展评活动特等奖，

并在全区幼儿园予以推广。 

2007 年 9 月，佛子庄乡北窖村举办百年栗王精品板栗拍卖活动，精选了 108 棵树龄在

120 年以上的板栗树，根据树龄分三级，采取 10 棵一组打捆的形式拍卖当年产量，108 棵

树全部竞拍成功，拍卖总额 92200 元。其中，树王产量拍卖 13500 元。 

2008 年 4 月，历时 3 年投资 1800 多万元的真武庙修缮工程暨上英水旅游资源开发

公司培训中心举行落成仪式。 

2014 年 7 月，佛子庄乡中心幼儿园被市教委评定为“北京市一级一类园”。各项软硬件条

件已跨入全市郊区农村先进行列。 

2015 年 1 月，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委、区文联主办，由区文化馆承办的房山区“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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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民间花会”评比活动中，北窖村 4 档花会全部获得房山区“十大知名民间花会”。 

2015 年 3 月，北京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市人力社保局集中表彰了北京市社会主义新

农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中，表彰了 20 个山区发展先进村（房山区 3 个村），佛子庄

乡上英水村榜上有名。 

2016 年 1 月，区政府在佛子庄乡举行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开工启动仪式。循环

经济经济产业园项目是区政府与北京环卫集团合作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将有效解决房山地

区生活垃圾消纳难题，全面提升区域环卫行业管理技术装备水平和应急保障能力。 

四、经济发展 

佛子庄乡青山绿谷、植被茂盛，自然风光优美、有林地 1.3 万亩，灌木林地 11 万亩，

林木覆盖率 72.1％。海拔高度 800～1300 米之间的陈家坟、北峪、北窖等山场有延绵上万

亩的天然草甸和上千亩的原始次生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矿产资源丰富，以石灰石、

大理石和煤炭为主。 

佛子庄乡水资源奇特。大石河流经全乡 26 公里，黑龙关暖泉有史以来从未干枯（有泉

眼 3 处），常年水温保持在 13～17 摄氏度，实测流量 0.52 立方米/秒，日平均溢流量大于 1

万吨。在水泉下游延绵 1000 余米的河道（水面宽 20～45 米），已形成了一道山水交映生辉

的靓丽水景走廊。最负盛名的是银狐洞地下 106 米处有华北地区第一条地下暗河，河水清

澈，经原国家地矿部地质管理司等部门评审鉴定，水质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的界限

指标，为低矿化度、低钠弱碱性水。上英水煤矿巷道地下水资源也较丰富，为实施银狐洞景

区矿山遗址公园项目创造了优越条件。每逢雨季，主沟流水潺潺、清澈见底，“英水沟”由此

得名。北窖沟内的大东沟有几处飞瀑，雨季时水量比较充沛，飞流数十米直下。陈家坟和北

峪沟内的白湖有一处瀑布，瀑布下有水潭，雨季雨量大时瀑布飞流直下，激起白色水花。现

附近建有水库一座，由于雨量不足，水库已经多年干涸无水。石板房沟域有 4 座小型水库，

有一定水量的库容，可供发展垂钓。 

佛子庄乡大部分区域位于山前暖区，适合北方地区大部分果树生长。果品以清汤磨盘柿、

“良乡板栗”、核桃、白海棠最负盛名，大柿子已有 500 余年的栽植历史，曾为明清宫廷贡品，

现有结果柿树 10 余万株，最好年景产量达到 750 万公斤以上，现有成年板栗 1 万多株，其

中：300 年以上的板栗树 100 余株，年产板栗 2 万公斤；养蜂有近 200 年的历史，荆条、

洋槐、枣花等蜜源植物丰沛，是北京市五大荆花蜂蜜主产地之一，被誉为“京西蜜库”。现有

蜜蜂 7000 多群、蜂农 100 余户，年产蜂产品 15 万公斤左右。北峪的红嘴香椿以及木兰芽、

茼蒿等山野菜口感稚嫩，营养丰富，是餐桌上的难得美味。我乡现有农业生态园 6 个（西

班各庄甜柿、陈家坟九九桃王、贾峪口白海棠、北峪香白杏、北峪香椿基地、北窖板栗基地）。 

传统农业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传统工业以矿产资源开采和运输为主。 

为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结合自身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及产业现状，提出了“挖

潜提升民俗文化、创新提速休闲旅游、联动融合特色种养、精心打造友好产业”的四个产业

发展路径和“第三空间”精品民宿度假区的产业发展定位，全力推动地区产业升级，让全乡群

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依托与北京农职院合作共建的农业科技服务实验站，加大科技含量，提升特色种养集约

化水平。加快建设“孔雀谷”和凤凰山公园项目，创新探索农民合作组织和“公司加农户”的运

作模式，以瞄准首都发展都市型高效农业的目标，以打造生态农业园为依托，做大做强林果、

蜂业、柴鸡及红酒等产业，加快建设贾峪口生态养猪基地。实施张杂谷 5 号和京科糯 928

玉米引种、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彩林上山等科技示范项目，不断提升农业品位，使之成为广

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增长点。 

其现今地处生态涵养区，以植树造林为主，打造乡村旅游文化新业态。       

佛子庄乡对古民居及闲置民居资源有序开发。据房山县志记载，佛子庄乡的古民居最早

建于元明时期，以黑龙关村较为集中，距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目前，全乡有 1958 户、

4943 间房、15 万平方米的房屋闲置。其中，西安、查儿、上英水、中英水 4 个村，由于村

民外迁，房屋全部闲置，西安、上英水两个村的闲置民居由村集体买断，发展休闲旅游；长

操、东班各庄、下英水、陈家坟、北峪 5 个村为半

闲置，其余 9 个村为三分之一左右闲置，这也是佛

子庄乡最富开发和发展潜力的优势所在。围绕建设

“一区一城”新房山的发展战略，对接现代生态休闲

新城功能，确定了“第三空间”精品民宿度假区的产

业发展定位，举全乡之力，以建设生态文明、美丽

山乡为主线，为城市人群休闲生活营造放松身心、

放飞梦想的“第三空间”。 

传统商业是供销社在各村布点，供应日常用品、

副食和冬储大白菜和萝卜，收购花椒、红果、核桃、

柿子及生猪、山羊等主要农产品。 

随着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个体经济在商品

流通领域优势凸现。各村都建起了集体或个人的小

卖部和小吃店。走街串村的外来游商常态化地把村

民需要的商品送到家门口，而且经济实惠。 

而联产承包到户后，自家的农产品可以自找销路，也可以等收购商上门收购。 

供销社由于没有竞争优势，效益不断下滑，最终退出了商业市场。 

佛子庄乡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有被誉为“华北地下明珠”的银狐洞和待开发的北窖唐人

洞、中英水英水岩溶洞等“喀斯特地貌”岩溶洞穴，有中英水北台民俗村、西安旭阳山庄、上

英水“第三空间”黑龙关古村落，每年接待游客 4 万人次以上。 

五、军事 

在全民抗战初期，1938 年 5 月，邓华、宋时轮进驻平西抗日根据地，在长操村建立了

房山地区第一个县级政权——房良联合县抗日救国会和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老区人民

与人民军队一道，并肩作战，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国家解放、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留下了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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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缅怀革命先烈，充分发挥红色资源教育激励功能，区委宣传部、区文委、区文明办、

区史志办、区文联等各方面的专家和领导，在遗址保护修缮、乡情村史资料提供、平西抗战

史资料素材挖掘、遗址纪念开展等方面给予极大支持，将该遗址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员

党性教育基地。现已对外开放。 

1939 年腊月十八，原八路军九团攻打北窖高线公司。 

北窖离房山城四五十里，原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房良重要产煤区。日寇利用这里的高线

（一种空中索道，原靠铁架支撑，索道上挂着罐斗）源源不断地将煤运送到日寇侵华指挥中心

北平，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军工生产。当时，九团团部设在长操，上级命令九团炸毁北窖高线

中心站。九团不但端了日寇在北窖的老窝，还在佛子庄村伏击了从河南据点增援的日寇。九团

打了个漂亮仗，激怒了日寇。1939 年腊月二十一下午两点多钟，日寇的十二架飞机，三架

一组，共四组，向佛子庄村上空飞来。由于飞机多而且又飞得低，声音特别大，村里很多人

都从屋子里出来看热闹，一点躲藏的意识都没有。只见飞机向村子俯冲下来，同时将炸弹成

排扔下，然后就朝西边的方向飞走了。飞机是一组接着一组，炸弹是一颗挨着一颗，每颗炸

弹落地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弹有大有小，大个的像小水缸似的，落地就是一个两三米

深的大坑，四五百斤的大石头都从坑里翻上来。小的也像暖水瓶似的，虽然落地后坑不大，

但是弹片横着飞，杀伤力很强。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轰炸吓得惊慌失措。霎时间，房倒屋

塌，血肉横飞。半个小时过后，日寇的飞机飞走了，留下的是惨不忍睹的悲惨情景，更激发

了乡民们誓把日寇赶出中国的决心。 



六、行政 

下辖 18 个行政村：贾峪口村、石板房村、山川村、长操村、 红煤厂村、北窖村、佛

子庄村、查儿村、西安村、上英水村、中英水村、下英水村、黑龙关村、西班各庄村、北峪

村、陈家坟村、东班各庄村、陈家台村。 

七、教育  卫生 

佛子庄乡有中心幼儿园 1 所，分园 3 所，学龄前儿童 102 人，教职工 23 人；中心小学 1

所，教师 63 人，在校生 275 人；乡社区成人学校 1 所，教职工 6 人，同时设立村校 18 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 个，医生 38 人，病床 14 张，村级卫生服务站 5 个。 

全乡有全民健身体育设施 18 处。 

八、文化  民俗 

佛子庄乡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

素有“神龙福地”的美誉。黑龙关“二月二

酬龙节”闻名遐迩、最具亮点和特色的民

俗文化活动，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宗教文化古迹有黑龙关龙神庙、上英水

真武庙、东班各庄佛香禅寺等。民间流

传有 24 档花会，无一不体现了佛子庄

历久弥深的风土人情和佛子庄人民勤

劳质朴的品质。其中，北窖村狮子会于

2009 年入选北京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另外还有银音会、灯花会、

大鼓会、吵子会 4 个区级非遗项目；银音会有唐朝流传下来的 108 首古曲（谱子用的是“工

尺谱”）。 

对庙会、花会等民俗文化进行全面、有针对性的保护、挖掘、整理、传承。对黑龙关古

民居、龙神庙、上英水真武庙、东班各庄佛香禅寺、北窖古戏楼等文化古迹进行保护性修缮

及文化内涵提升。修编再版《神龙福地—佛子庄》一书，推出“天梦之乡”主题曲以及画册、

宣传片，推介“天梦之乡”logo，使民俗文化成为佛子庄最为亮丽的名片。  

北窖村戏楼 



九、知名人物 

抗日先锋江石之 

江石之，原名姜振政，字实泽，曾用名姜时喆，佛子庄乡佛子庄村人，生于 1908 年。童

年因家中贫困借钱读书，以优等生毕业于通州师范。1932 年至 1937 年，曾在顺义、怀柔、

房山等地区教书。1938 年 3 月参加革命，协助房（山)涞（水)涿（县)游击支队长包森开辟抗

日根据地，改编地方武装。1938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房涞涿联合县游击支队政治部

主任，八路军邓华支队民运干事和工作队队长，密（云)平（谷)蓟（县)联合县县长，游击队

一、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总务处长，平西军分区敌工科科长，中共平西

地委敌工部副部长，张家口市政府秘书长兼劳动局长，察哈尔省政府财委会秘书长、工业厅

厅长，国务院地质部地矿司司长，北京市地质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1967 年 8 月，因病逝

世。 

抗洪英烈李方洪 

李方洪，男，汉族，佛子庄乡黑龙关村人，1966 年 12 月出生。 

生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燕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所长。在 2012 年 7 月 21 日的房山特大暴

雨中，心系辖区百姓，本来不值班的所长李方洪得知凤凰亭村被洪水围困后，身先士卒，带

领派出所民警从洪水中把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自己却不幸触电身亡。他谱写了一曲公安干警

舍身为民的英雄之歌。 

当代作家凸凹 

凸凹，本名史长义，男，汉族，1963 年生于佛子庄乡石板房村，现任区文联主席，《燕

都》杂志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北京文

联理事、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作协签约作家、《散文选刊》散文排行榜评审专家、房山区

政协常委。他从 1985 年涉足文坛，迄今为止在全国 200 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千余篇（部），

总计 550 多万字。先后出版散文集 8 部，长篇小说 8 部。其长篇小说《玄武》摘取了北京市

政府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文艺作品长篇小说唯一的一等奖，散文集《以经典的名义》荣

获全国第四届冰心散文奖。他曾作为北京市区县文艺界的唯一代表，出席第七届全国文代会

和第七届全国作代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由于其作品具有独特的北京地域性，他

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