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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羁縻州始有建制 

霞云岭有记载的建制可以推到唐代。今天的上石堡、下石堡一带，唐代称石窟堡。唐曾

将威州威化县侨置于良乡县石窟堡，即今下石堡处。下石堡元代成村，称抱玉里。上石堡明

清时形成。三角城位于霞云岭乡王家台村北。三峰鼎峙，惟东南一峰有蛇径可登。山顶平阔，

有石城遗址。传说为刘武周修建的城池。所以，霞云岭乡的建制，最迟在唐朝确定。 

唐朝县以下实行乡里（村）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辽、金时仿唐制，仍实行乡、里

（村）制。清康熙年间，霞云岭称神宁乡石堡里。康熙志载，房山县凡 179 村，其中有石

堡村、龙门台村。中华民国建立后，改行区、村制。房山县初设 5 个区，为中区、东南区、

西北区、东北区和西南区。民国五年（1916 年)改为 9 个区，霞云岭为房山县九区。1938

年 5 月，房良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霞云岭属房良联合县一区。1941 年 6 月 14 日，

房良联合县与涞涿联合县合并，建房涞涿联合县，霞云岭乡为房涞涿联合县九区。1944 年

9 月，撤销房涞涿联合县及昌宛房联合县，设立房山等县，霞云岭为房山县九区。新中国建

立之初，县以下仍实行区、村制。1948 年 12 月，房山县解放，霞云岭属房山县一区。1950

年，属房山县六区。1954 年，此地为龙门台乡、庄户台乡、四马台乡、三流水乡、霞云岭

乡、石板台乡、上石堡乡、下石堡乡、大草岭乡、北直河乡辖域。1956 年，为堂上乡、龙

门台乡、霞云岭乡、石板台乡、北直河乡、下石堡乡辖域。1958 年，为下石堡乡、霞云岭

乡、龙门台乡辖域。1958 年，房山县、良乡县合并，建立周口店区，设霞云岭人民公社。

1961 年，撤周口店区，建房山县，霞云岭人民公社隶属于房山县。1983 年，撤房山县霞云

岭人民公社设房山县霞云岭乡。1986 年，撤房山县、燕山区，建房山区，霞云岭乡隶属房

山区。 

2017 年，霞云岭乡设有堂上、大地港、四马台、龙门台、庄户台、王家台、石板台、

四合村、霞云岭、三流水、大草岭、上石堡、北直河、下石堡、银水 15 个村民委员会。 



二、历史名人刘武周 

刘武周，祖籍河间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迁居马邑（今山西朔州）。刘武周出生于豪

富之家。年轻时骁勇善射，喜结交豪侠，他的兄长刘山伯便经常告诫他：“你不择友而交，最

终会毁灭我们整个家族的。” 同时，责骂羞辱他。刘武周因此离家前往洛阳，投奔隋太仆杨

义臣。隋大业八年至十年（612—614 年），隋炀帝曾派兵三次进攻高丽，刘武周应募东征，

因军功被提拔为建节校尉。东征师还，刘武周返归马邑，担任鹰扬府校尉。 

隋大业十三年（617 年），与太守王

仁恭的侍女私通，恐事发，集乡闾豪杰，

与张万岁、杨伏念、尉迟恭等杀王仁恭，

据郡起兵，刘武周自称皇帝，改元天兴。

为了立稳脚跟，他派遣使者依附于突厥。

隋雁门郡承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合兵

征讨刘武周，将他围困于桑乾镇。刘武

周援引突厥骑兵共击隋军，王智辩兵败

被杀。陈孝意奔还雁门，悉力拒守，粮

尽援绝。其部下张伦暗杀陈孝意，举城

投降刘武周。时易州叛军领袖宋金刚原与魏刀儿联合，因被窦建德败，引 4000 余众投奔刘

武周，更壮大了其声势。刘武周素闻宋金刚善于用兵，得之甚喜，封宋金刚为宋王，委以军

事，并分一半家产给他。宋金刚休去原妻，聘刘武周的妹妹为妻。刘武周趁势袭破楼烦郡，

进取汾阳宫。为了取得突厥进一步的扶持，刘武周将俘获的隋汾阳宫宫女献给突厥，突颜始

毕可汗以战马赠与他。刘武周于是兵威益振，攻陷定襄，又回军马邑。突厥为了扶植地方割

据势力，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送他“狼头纛”。 

唐武德二年（619 年）三月，刘武周接受宋金刚“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的建议，率

兵 2 万南侵并州（治所晋阳）。四月，联合突厥，驻扎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兵锋甚盛。

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派车骑将军张达率步卒抵御，至则覆没。刘武周于是袭破榆次（今山

西榆次）。五月，刘武周攻陷平遥。六月，占领介州（今山西介休）。唐高祖派遣太常少卿李

仲文为行营总管，与左卫大将军姜宝谊率兵救援并州，被刘武周的将领黄子英击败于雀鼠谷

（在今山西介休境）。唐高祖又派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今山西临汾）行军总管，督军抗击

刘武周。八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刚据城拒之，双方战于索原度（在介休介山下），唐军全

军溃败，裴寂只身逃回晋州。刘武周势如破竹，进逼晋阳；李元吉连夜携其妻妾弃州奔还长

安。刘武周又攻占了李唐的发祥地晋阳。十月，刘武周又派遣宋金刚南下攻陷晋州，进逼绛

州（今山西新绛），占据龙门（今山西河津），攻占浍州（今山西翼城）。与此同时，夏县吕

崇茂自号魏王，与刘武周相呼应；隋朝旧将王行本据蒲坂（今山西永济北），与宋金刚相联

合。至此，山西大部尽归刘武周统辖，唐在黄河东岸只剩晋西南一隅之地，关中受到极大震

动，甚至唐高祖都惊慌失措，颁发了“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的

手敕。 

刘武周碑址遗迹 



唐武德二年三月，刘武周南侵并州，驻扎黄蛇岭。并州总管李元吉派车骑将军张达率军

抗击，全军覆没。武德三年（620 年）四月，宋军粮尽而退，秦王率军追至吕州（今山西霍

县）、高壁岭（今山西灵石南）、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县与霍县之间），一日之内连八战，每

战皆捷。十一月，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刘武周，屯于柏壁，两军相持很久。高祖又

命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孤独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进取夏县，也不能取胜，

囤军于城南。后又被刘武周崇茂与尉迟敬德部袭破孝基营，各路兵马都已陷没。敬德回军浍

州，李世民与他约战于美良川，将其击败。尉迟敬德和寻相又在蒲州救援王行本，又被李世

民击败。而武周在浩州进攻李仲文，也每战皆败，士气大跌。李世民又在雀鼠谷击败宋金刚，

斩杀俘虏数万人，获辎重千余辆，一直将宋金刚逼得轻骑遁走。其骁将尉迟敬德、寻相、张

万岁收其精兵，举介州及永安投降了李世民。武周于是甚为恐惧，率五百骑弃并州向北逃窜，

自乾烛谷逃亡突厥。唐武德五年（622 年），武周因想要图谋逃回马邑，事情败露，被突厥

杀死。 

刘武周被害后，他的旧部下把他埋葬在今霞云岭村东面的西山脚下。此地依山面水，通

风向阳，而且地势平缓，树木较为葱郁。刘武周的坟墓是一座人工浆砌的地下石穴。在硕大

的拱形棺室顶上，是用一色的青砖磨缝立叉。坟茔的前边，还有近丈高的石碑数座，上面镌

刻着刘武周的身世履历及生平业绩，以供后人瞻仰纪念。 

1967 年修建京原公路时，为开辟路基，把坟茔破坏。几块石碑，不是被埋，就是散失

在民间作为他用。不但刘武周的存棺石穴已难于找到准确的位置，就是残存的石碑，字迹也

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是，刘武周的坟茔所在地仍然叫“石碑”。 

三、房良县第一个党支部 

地处深山区霞云岭乡的上石堡村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山村，却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房山的

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使得无数的革命先辈记住了它，也使得我们革命后人一提起它就

肃然起敬。据史料记载，中共房（山)良（乡)联合县第一个党支部——上石堡村党支部建立

于 1938 年 6 月，抗日战争初期的艰苦岁月中。 

说起上石堡村党支部的建立，不能忘记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赵然，另一个是于进琛。

赵然是刚刚参加革命入党不久的热血青年，当时的职务是房（山）良（乡）联合县抗日救国

会（县委）组织部长；于进琛则是上石堡村的进步青年。1938 年 5 月，新建立的房（山)良

（乡)联合县政府设在长操，作为进步青年的于进琛经常到长操开会，由此结识了赵然。这两

个青年年龄相近、志向相同，频繁的工作接触、感情交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赵然

就介绍于进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两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于进琛在村发

动和组织群众抗日，赵然也把上石堡村作为他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重点，三天两头到上石堡村

来。二人一起在村子里走东家访西家，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支持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 

上石堡的穷苦百姓多，在赵然、于进琛的影响下，对共产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提高

了抗日的积极性。王兴云、李甫贵、谢景申、郑修贤、王水、谢景河六人先后由赵然介绍，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队伍扩大了，在此基础上，经县委批准，1938 年 6 月，上石堡村正式成

立了党支部。党支部由于进琛、谢景河、王水三人组成，于进琛为支部书记，谢景河任组织



委员兼农会副主任，王水任宣传委员。其他党员也大多在村中担任起了重要职务，王兴云任

民兵指导员兼村武委会主任，李甫贵任农会主任兼民兵中队长，谢景申任青年主任。 

上石堡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带领群众开展反资敌、夺权、减租减息、救济穷人、向上级

党组织报告敌情等活动。其中，夺取村政权和成立粮食借贷所是上石堡党支部成立期间最引

人注目的两件事情。 

抗战时期，上石堡村是个佃户村，530 亩

耕地，地主的地就占了 380 亩。村民每年要交

地租 231 石，以村长赵琪、会计王洵为首的伪

政权利用手中权力，不断向村民摊粮派款，资

助南窖据点的日伪军。他们还从中克扣、贪污，

群众对此非常气愤。党支部决定打掉这个伪政

权。他们在群众中秘密做工作，检举揭发伪政

权的罪行，带领群众与伪政权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在村民的呼吁声中，村政权不得不重

新进行选举。结果，于进琛被群众选举为村长，

原来的伪政权被彻底颠覆。从此，上石堡村政

权被中国共产党掌握。 

1939 年的 2 月至 6 月，日本侵略者对平

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两次大“扫荡”，上石堡所在

的九区成为第二次“扫荡”的主攻目标。上石堡

村民饱受其害深受其苦，再加上夏季发洪水，秋季闹虫灾，年景几乎是颗粒无收，村民生活

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党支部决定让农会出面跟地主进行减租谈判，反反复复，谈判成功，

当年减租 40 多石。在此基础上，村里还成立了粮食借贷所，向地主及富裕农民争取粮食 4000

多斤，借给村民。 

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领头支部竟在 1940 年年底所发生的“一区事变”中遭到破坏。于进

琛、李甫贵、王兴云、谢景申四名共产党员被抓捕杀害，上石堡村党支部也暂时停止了工作。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41 年 3 月，党又派房良联合县九区组织委员王荣善赴

上石堡开展工作，使党支部得到了尽快的恢复。自此，这个中国共产党在房山的第一个党支

部，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着，前进着。 

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歌诞生地 

1994 年 8 月 15 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词曲作者，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曹火星来到地处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房山区霞云岭堂上村，无限感慨地向众人述说《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红歌的诞生经过。 

1943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介石发表《《中国

之命运》一书，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9 月下旬，19 岁的曹火星受晋察冀

边区抗联的委派，作为群众剧社小分队的一员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堂上村。小分队书写

中共房良联合县——第一党支部纪念馆 



抗日标语，组织村剧团创作演出文艺节目。当时，“霸王鞭”在平西很流行，小分队决定用民

歌曲调填新词，用“霸王鞭”的表演形式进行宣传。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填写了宣传党的抗日

主张和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四首歌。他们余兴未尽，又决定创作一首能概括前四首内容的

歌，以求完整。这个任务交给了曹火星。曹火星对国民党宣传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这

句话十分反感，就针锋相对地将其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并想以此作为歌的标题。

曹火星对这一灵感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既符合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事实，又有力地批

判了蒋介石，并且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经过四五天的构思，这首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在共产

党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歌曲在堂上村写出来了。词曲出来后，曹火星与小分队反复试唱，然后

教小学生唱、村剧团唱，十多岁的孩子打着霸王鞭边跳边唱。 

10 月底，群众剧社回到了专区，在专区县级干部学习班。涞水县的一位干部向曹火星

要去了词曲，第一次油印成“歌片子”在县里传唱。冬季边区在易县举办千名干部学习班时，

又请曹火星教唱了这首歌。张家口解放后，曹火星就被请到电台教唱。这首歌自堂上村飞出，

从平西唱到平北，从华北唱到东北、江南，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这首歌

也唱遍了全中国。解放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及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和著名作家康濯曾对曹

火星说：“你干了件很好的事，写了个很好的歌，你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这首歌后来为什么加入一个“新”字 呢？许多人并不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加上去

的。知情者延燕在 1994 年 11 月 16 日的《北京晚报》做了最权威、最清晰的回忆。 

延燕当年是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合唱队的成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儿童节，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拟录制解放区的歌曲，其中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天，他唱着

这首歌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听见有人叫：“小鬼，你唱的什么歌呀?再唱一遍给我听听好

不好?”他顺着声音找去，原来是毛主席。他赶紧说：“毛伯伯，您好！我唱的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中国》呀！”毛主席说：“你唱得挺好，就是有个地方唱得不太对。”他想了想说：“老师就

这样教的，大家也都这么唱，不会错的。”毛主席问他：“小鬼，你说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

他想了想说：“1921年吧。”毛主席掰着手指算了算说：“快三十年啦。”毛主席又问：“中华人民共

和国是哪年成立的?”他立刻回答：“这谁不知道，1949 年 10 月 1 日。”毛主席接着再问：“中国

有多长的历史?”这可把他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考住了，想了一会儿，小声说：“大概有几千

年吧?” “是啊，你好好想一想，中国已有五千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几十年，怎么能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哟?”毛主席的解释让他无言相对，不知如何是好。毛主席沉思了一会

儿，笑着说；“别发愁了，我帮你加一个字就没问题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看对不

对呀?”他听后高兴得拍着

手说：“对，对，太对了。”回

学校后，他向老师讲了这件

事。依据毛主席的意见，在

录制节目时，他们将“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改唱为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据《毛泽东和他的秘

书田家英》一书的作者逄先



知回忆，毛泽东同志非常关注这首歌的歌词改动问题，对此曾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对

原歌词做了正式修正。也正因为如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成了一首久唱不衰的

红歌。 

五、重大历史事件 

王家台惨案  1938 年 5 月底，五支队司令员赵侗支身离队，五支队内部出现混乱。晋

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命令独立师师长杨成武急行军赶到平西，处理赵侗逃走一事。

杨成武率二团二营和分区特务营，星夜兼程，直奔宛平县。二团二营于 8 月 8 日晚来到霞

云岭一带。夜幕降临，二营战士在王家台安营夜宿。营部设在王家台，营长王茂全带两个连

的战士住在营部，一个机枪连由营教导员郑汉亭带领夜宿堂上村，另一个连由连长罗作飞带

领夜宿霞云岭村。当天夜里，霞云岭民团头子杨天沛、王家台村地主杨万芳等一伙匪徒，勾

结张坊、南尚乐一带的二路匪徒邢德章等千余人，分成两路对八路军袭击。夜宿霞云岭的八

路军发现匪徒邢德章带人偷袭，及时撤出，未受损失。8 月 9 日，霞云岭民团和二路土匪千

余人，由杨万芳带领，依仗人熟地灵，从四面将驻在王家台的八路军 150 余人包围。王家

台地势低洼，四周山崖陡峭。战斗刚开始，八路军就处于不利地势。8 月 10 日，八路军先

组织了两次突围，均未成功。第三次突围，一班战士已冲到村北主峰，但因敌人居高临下，

组织火力疯狂截击，又未成功。八路军战士只得退守村内，以房屋街道为掩护体，坚持继续

还击，并击毙匪徒十余名。10 日夜，八路军战士分两路从村北坡和南直河方向突围，村内

留少数战士牵制敌人。但因山陡夜黑，道路不熟，在分散突围中，又遭在险隘要路埋伏的匪

徒袭击。土匪任成顺听说吃人心可以治心口疼，便将一名年轻战士在柳树上吊了一夜。第二

天早上，他将这名战士踹倒，用尖刀剖腹取出心脏，送给了他老丈人吃。11 日上午，敌人

扑进村，将未能撤出的战士杀害，驻王家台的八路军 50 余人牺牲。二团二营的战士在土匪

的重重包围中，采取了分散突围的做法，分别突围后集中到堂上村，又直奔斋堂。 

抗日战争时期，为纪念王家台惨案死难烈士，特立王家台死难烈士纪念碑。 

房良一区事变  1940 年 11 月中旬，由日伪军及汉奸队策划，发生了大草岭至芦子水

村共 16 个村庄公开叛变投敌的事件。事变涉及房良联合县二区王老铺、六渡和涞水县的紫

石口、黑牛水等地。 

1940 年秋，日伪军实行秋季“扫荡”，平西八路军主力部队调到抗日前线，房良县一区军

事力量相对减弱。房良一区由于敌人“扫荡”及汉奸队的活动，部分群众出现了恐慌、悲观、

动摇情绪。房良县委为改变群众情绪，指示区委要安定民心，恢复区、村政权，稳定社会秩

序。1940 年 11 月 15 日，县委派干部 10 余名到一区帮助工作。一区党政干部共 30 多人在

四马台村召开会议，讨论分配了扩军和征粮等各项任务，会议于 12 日结束。12 日晚，一区

区长王英武、科长吴绍贤等从四马台村回到区公所驻地庄户台村取东西，准备次日分头下乡。

区委副书记韩景义及张其羽等率游击小组 30 余人，带步枪 10 余支去北直河村、上石堡村

一带工作。其余党员干部到宝水、堂上、东村一带进行工作。 

地方匪徒杨天沛等人便与南窖日伪军据点的伪军头子程子良密谋成立伪武装组织一区

联庄会。为取得程子良的信任，扬天沛派罗宗奎率本家兄弟 20 余人到南窖据点汉奸队。13



日凌晨两点钟左右，程子良一伙由罗宗奎带路，秘密地包围了庄户台区公所驻地。区公所工

作人员被迫仓促应战，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区长王英武、区干部景一

民等 11 人被捕，在押往霞云岭途中，1 人跳崖牺牲，1 人被保，1 人释放，2 人投敌当了伪

军，其余 6 人均惨遭杀害。 

庄户台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匪首杨天沛、罗宗奎等召集各村的村长，村副及地痞流氓，

叛徒、大小头目 30 多人，在霞云岭村开会，公开宣布叛变投敌，并扬言“八路军已退走”“各村

应立即将散在各村的工作人员逮捕起来”“各村成立维持会”“全区成立区维持会”，请皇军来保护。

会后，各村立即抓捕了党员干部，参加这一叛变活动的有百余人。 

11 月 15 日，堂上村党支部叛变。这天，区委副书记韩景义以及游击小队指导员张其羽

率游击小组共 8 人，由上石堡来到堂上村。行山路 80 余里，因疲劳过度在堂上庙里休息时。

堂上村 25 名党员商定，由高甫力、李春厚等设骗局先把游击小组骗至一处下了枪，并将韩

景义等绑起来，不久将其杀害。 

11 月 17 日，房良联合县基干自卫总队长傅林及四区区长崔一春率游击小组 20 余名和

工作人员 10 余名，去四区做恢复政权工作。当他们来到四、二区交界处名叫黑牛水的地方

时，被汉奸队包围。因游击小组成员缺乏训练，听到枪响后大部分人员跑散。总队长傅林凭

手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子弹五发与敌人相持半日，弹尽牺牲。崔一春和二区指导员冯振水

负伤被捕，四区区长常守德当场牺牲。 

宝水村以村长张国全为首，纠集十六七个人将八路军某部王排长等四人捉捕，送到霞云

岭交敌杀害。龙门台村以村长耿文会（党员）、支部书记为首，召开 12 人参加的会议。会

后，将区党总支委员李兴通抓捕，送交霞云岭敌人杀害，叛徒蔡德录等将二区区长罗化之抓

捕，送交霞云岭敌人，罗化之也在此遇难。 

与此同时，临近霞云岭地区属于房良联合县二区的王老铺村也发生了叛乱。从 10 月 14

日起，王老铺村以村长穆存山、武装中队长穆永山为首，勾结汉奸队长高平和匪首罗宗奎，

组织村里的干部和群众 40 多人，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九次袭击房良联合县二区区

公所驻地六渡，先后抓捕、杀害八路军战土和共产党员 16 人。因为二区的事变是受一区事

变影响而发生的，所以统称为一区事变。此次事变，房良联合县，区、村干部被捕总计 46

人，牺牲 20 人，其余有的被释放，有的逃往他乡，有的叛变投敌。 

这就是震惊平西的房良联合县一区事变。 

六、北京霞云岭国家森林公园 

北京霞云岭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是集度假、休闲、养生于一体的

自然风景旅游景区。园区南北最大纵距 15 公里，东西最大横跨 40 公里，总面积 218 平方

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72.53%以上。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群峰矗立，景观奇特，蕴藏着丰

富的风景资源。 

公园自然景观独特，人文景观厚誉。山脉纵横，山势陡峭，峰峦叠嶂，地貌构造壮观，

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有远近闻名的棺材山，此山属燕山之峰，系周口店褶皱——冲断构造。

天然生成的恐龙石、栩栩如生的鄂鱼石、神秘莫测的仙马洞、望日孔、武士头像、千禧龟等



20 多处具有美丽传说的景观。景区内白草畔是百花山的主峰，海拔 2161 米，北京西南第

一高峰。以百花争妍的高山草甸为特点，空气清新，环境幽美，气候凉爽宜人，夏季气温比

北京城区低 8～16 度，是观日出、看云海的最佳境地。 

北京霞云岭国家森林公园是北京地区唯一可乘汽车直达 2000 多米山顶的旅游景点，主

要景点有山上八景和山下八景，现已形成“南苑、北域、一条观光带”的世外桃源。 

南苑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上有石林、地下有溶洞。北方石林位于南苑，地质遗迹独

特，在物理风化大于化学风

化的外界条件下，形成了塔

状、墙状、板状、桌状等形

态各异、奇峰异石、绚丽多

彩，具有“雄、险、奇、幻、

秀”特征的中国北方岩溶地

貌山岳景观。     

北域   可驱车直达山

顶的京西南第一峰——白

草畔，被誉为“北方石林、

京都天山”。京都天山以白草

畔主峰为中心，长约 20 公

里，生长着 290 余种花草的亚高山草甸。50 多种灌木形成的“林荫隧道”释放出大量的负氧

离子，完好的峰丛地貌景观构成了峡谷、峰丛、古洞的美景。 

一条绿色观光带   生态林有油松、侧柏、落叶松等人工林，天然次生林有柞树、山杨、

白桦等；野生动物有上百种，已被国家列入重点保护动物数十种，其中，亚洲大足鼠耳蝠—

—食鱼蝙蝠为亚洲首次发现。大足鼠耳蝠生存于公园境内蝙蝠洞，是我国特有的蝙蝠种类，

是继墨西哥兔唇蝠、索诺拉鼠耳蝠之后被证实的又一种食鱼蝙蝠。农产品丰富，有薄壳香核

桃、龙王帽仁用杏、云岭盖柿、御贡红宵梨、大红袍花椒等干鲜果品、农产品；木本菜类有

红腿香椿、茼蒿等。 

七、北京最美丽乡村四马台村 

霞云岭乡四马台村位于北京西南 120 公里的百花山麓，因一块巨石酷似四匹奔腾的骏

马而得名，海拔 900 米，森林植被覆盖率 90%，夏季最高温度 25 摄氏度左右，共 310 户，

1100 口人。总面积 19.1 平方公里，是全国有名的“全国农业和农村持续发展示范村”“全国绿

化千佳村”“全国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村”“全国五个好村党支部”，还是京郊有名的避暑胜地。

2007 年，获评“北京最美丽的乡村”。 

2007 年，四马台被列为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经过党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到

2008 年，农经贸总收入实现 13694 万元，同比增长 13%；上缴税金 600 万元，同比增长

10%；人均劳动所得 20488 万元，同比增长 15%，并一直保持稳固增长。家家住别墅，户

户生活现代化，成为全区数一数二的小康村、幸福村。 

山乡夜色 



以前，四马台靠挖煤创收，着实富了一把。然而，国家出台了关闭小煤矿政策以后，经

济却没因此而下滑。原因何在？党支部在乡党委的引导下，按照市委市政府对首都西南生态

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强化“经营山区”理念，调整产业布局，贯彻实施了绿色生态之乡、旅游

观光之乡、干果精品之乡和国家森林公园景区的“三乡一区”发展战略，干部群众艰苦创业，

求真务实，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和民俗旅游，以此带动农业产业快速发展，

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四马台以旅游为龙头，围绕白草畔自然风景区做文章，投资6000多万元修建景区道路，

兴建旅馆、酒店、商业街，开发了鲲鹏大峡谷，治理了花港沟水源地，修建了水库、环形观

光路，建成了京郊有名的避暑胜地。与此同时，引领乡亲们搞民俗游，将住宅分别开发成三、

四、五星级农家院接待游客，一户一品，统一定价、统一管理。每逢盛夏，优美的环境、新

鲜的空气、宜人的温湿度，磁石一般吸引了来自首都、天津等地的游客们。 

四马台以旅游带动农林产业，打造循环经济，“以绿兴旅、以旅富民”，开垦 5060 亩梯田，

种植仁用杏 35 万棵，年产仁用杏 30 万斤，收入 450 万元。引进最新研究成果和专利技术，

开发具有地源特色的杏产品加工产业，引进了国内先进的热压榨机械流水线，成立了天然植

物油压榨公司，产业发展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进入了国际市场出口创汇，实现年产值 1000

万元。在杏林间种植草药黄芩，黄芩根部作为药材出售，茎部和叶子加工制作精品黄芩茶充

实旅游市场，打造绿色天然饮茶品牌。种植落叶松 7600 亩，在松林里种植野山菌，供游客

采摘品尝，制成干品销售。利用山间林木茂盛，百花盛开，蜜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建起 500

箱规模养蜂场，开发蜂蜜、蜂胶、王浆、花粉系列产品，方便游客参观购物。诸多产业逐步

打造出一种全生态的循环经济模式，形成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农村产业链，既巩固增大了

集体经济，又为百姓的增收致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新农村建设

开始以后，村里

开始进行险户搬

迁、旧房改造和

中心村建设，建

起了别墅和老年

公寓，配备了太

阳能热水器、独

立卫生间；整修、

硬化了主路、支

路和宅前路，安

装了自来水，建

起了污水处理站，

修建了防洪坝，

安上了太阳能路灯，安放了垃圾桶，配备了垃圾清运车，成立了清洁队，建起了卫生服务站，

村委会安装了宽带，建了图书室、数字影院、文化广场和老年活动中心。建立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利用广播、雕塑等形式，加强了对村民的思想教育，成立了文艺演出队、科技宣传

空中花园白草畔 



队…… 

总之，在党的热情关怀与积极引导下，四马台村的乡亲们提前跨进了现代化，基本实

现了旧地城市化，在大山深处，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全国有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