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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洼乡概况 

蒲洼乡位于北京西南端，地处太行山北段深山区，乡域总面积 96 平方公里。东与红色

旅游基地霞云岭乡堂上村相邻，南与素有“北方小桂林”之称的十渡镇相连，西与国家级野三

坡风景区九龙景区相邻，北与河北省涞水县九龙镇南边桥村接壤。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一

列山脊纵贯南北，东西两翼沟壑纵横，群山林立，地势起伏较大，海拔在 407～1632 米之

间，最高点位于黑骨朵岭，海拔 1632.17 米，最低点在八里堂，海拔 407 米。全年平均气

温 9～11℃，无霜期 180 天，平均年降水量 500 毫米左右，空气良好天数 300 天以上，素

有北京的“小西藏”之称。2005 年 3 月 14 日，被市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市房山区蒲洼自

然保护区”。 

蒲洼乡辖 8 个村民委员会，35 个自然村。2015 年，蒲洼乡户籍总数 2508 户，4492

人，皆为汉族。其中，农业户籍 1673 户，3324 人，非农业户籍 835 户，1168 人。其中，

男性 2205 人，女性 2287 人。2015 年，出生率 5.79‰，死亡率 7.12‰，自然增长率－1.34‰ 

2015 年，全乡法人 60 家，其中单产业法人单位 56 家，多产业法人单位 4 家，多产业

法人单位所属产业活动单位 8 家。    

2015 年，全乡农村经济营业总收入完成 6111.2 万元，农民人均所得 5092.9 元，财政

收入 128.6 万元，税收完成 257.3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5228 万元。 

2015 年，全乡粮食播种面积 1943 亩，亩产 64.5 公斤，总产量 125.4 吨。其中油料播种

面积 30 亩，亩产 100 公斤，总产量 3 吨。蔬菜播种面积 605 亩，其中，食用菌播种面积 100

亩，蔬菜总产量 217.6 吨，其中食用菌产量 8.0 吨。干鲜果品年产量 125.5 吨，其中干果 56.3

吨，鲜果 69.2 吨。造林面积 40 公顷。2015 年，全乡有效灌溉面积 5 公顷，已配套电机井 7

眼，扬水站 50 处。2015 年，主要牧业出栏猪 572 头，存栏 439 头，羊出栏 748 只，存栏

8290 只，出栏家禽 0.06 万只，存栏 1.38 万只，禽蛋产量 13.7 吨，肉类产量 59 吨。 

蒲洼乡自然保护区动植物资源丰富。植物资源方面，根据实际调查结果与原有资料统计，

本保护区有维管束植物 552 种，隶属于 100 科，331 属，其中栽培植物 18 种，野生植物

534 种；蕨类植物 10 科，13 属，21 种；裸子植物 2 科，6 属，6 种；双子叶植物 78 科，

264 属，460 种；单子叶植物 10 科，48 属，65 种。野生植物的科、属、种分别占北京市

的 58.88%、36.01%、25.83%。动物资源方面，结合该地区调查的资料，共调查到两栖爬

行动物 7 科 12 种、鸟类 25 科 66 种、兽类 11 科 20 种。各类动物所占北京地区该类动物



的比例都比较大。 

 

蒲洼地区的动物资源 

动物类别 科数 
占北京地区该类动物 

科数的比例（％） 
种数 

占北京地区该类动物 

种数的比（％） 

两栖爬行动物 7 53.85 12 22.64 

鸟类 25 43.10 66 16.96 

兽类 11 61.11 20 37.74 

 

本保护区的雀形目鸟类有 44 种，是非雀形目鸟类种数的两倍。9 种鸟类被列为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其中国家 II 级保护动物 8 种，分别为雀鹰、松雀鹰、苍鹰、普通鵟、毛脚鵟、

燕隼、红隼、雕鸮；国家 I 级保护动物 1 种，为褐马鸡。 

结合原有蒲洼地区附近昆虫标本及相关文献资料，初步整理出有昆虫 17 个目，已经定

名的有 188 种。调查中发现两种国家Ⅱ级保护昆虫，即棘角蛇纹春蜓（Ophiogomphus 

spinicorne Selys）、小红珠绢蝶 （Parnassius nomion）。另外，在蒲洼自然保护区分布有

膜翅目蜜蜂科珍稀昆虫中华蜜蜂。 

二、蒲洼乡简史 

1. 蒲洼乡地理环境特点 

马鞍沟水源与北部山地，东南流经龙庄湖入境，下入拒马河。1949 年前，全乡森林蔽

天，野兽出没，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特别是西南部的富合、森水一带，尤为如此。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蒲洼乡即是北京市林木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最高的地区，山高林

茂，气候凉爽。北部产煤，南部多石灰岩，但缺水严重，村民饮水相当困难。1969 年以来，

在首都汽车公司支农队和区水利部门的支援下，打机井，修水塘，才基本解决了喝水难的问

题。 

 2.“蒲洼乡”建制简史 

因乡政府驻蒲洼村，故名蒲洼乡。1958 年，成立马鞍人民公社，为蒲洼管理区。1961

年，改称蒲洼人民公社。1983 年，改公社为乡。 

3. 蒲洼乡“红色简史” 

蒲洼乡是革命老根据地。1938 年，建立党组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乡各村

各户皆有人参加战斗、支前或参军，是八路军的可靠后方。西寺西山坡上有抗日烈士王仲林

墓碑，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蒲洼村龙王庙后亦有大型烈士墓群。乡内不少溶洞中发现了大

批人和动物骨骼，有待进一步考察（1991 年）。 

4. 蒲洼乡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简史 

1949 年后，蒲洼乡始建小学 8 所，1958 年新建中学 1 所。后因学校合并，现有乡中

心幼儿园 1 所，正式在编教职工 3 名，幼儿班 1 个，入园儿童 10 人，入园率 100%；寄宿



制中心小学 1 所，正式在编教职工 16 人，在校生 48 人，入学率 100%，巩固率 100%。 

1949 年前，全乡仅有一家私人药铺，现有乡卫生院一所，医技人员 8 人，卫生覆盖率

100%。 

全乡现有村文化室八处，文化室包括益民书屋、数字影院、多功能厅等，每处不低于

300 平方米，邮政所 1 个。 

昔日山道崎岖，交通闭

塞。1965 年，始修（北）

京原（平）公路（现 108

国道），途经宝水、东村、

堆金台、花儿台、石塘峪、

大安岭、芦子水、鱼斗泉等

村。1969 年，正式通车。

1972 年，修蒲洼至宝水公

路，总长 15 公里。1979 年，

修通蒲洼至十渡公路。全乡

交通日益方便，1990 年，

乡驻地蒲洼村有公交车达

房山城。现房，19 路公交车自鱼斗泉和城关汽车站每日双向对发 3 班。 

三、各行政村简史 

1. 鱼斗泉村 

鱼斗泉村在房山最西端，属蒲洼乡村民委员会。东南距乡政府 8.8 公里。东 2.5 公里为

芦子水，西 1.3 公里即北京市与河北省涞水县分界线，是北京市最西边的一个村。 

据传，百年前，十渡村一金姓地主占有此地，后以一斗钱的价格卖掉，因而该村曾名“一

斗钱”。1948 年土改时，谐音改为今名。该村地处低山区，海拔 667 米，聚落沿山谷呈散列

状。1958 年，始建小学和卫生室。（北）京原（平）公路（现 108 国道）从村北经过，并

于村西出境进入河北省涞水县。 

2. 芦子水 

芦子水村委会成立于 1983 年，辖芦子水、榆林港、大安岭 3 个自然村。上世纪 90 年

代初，全村以畜牧业养羊为主，同时在大安岭下办有 4 座小煤矿。 

芦子水村坐落在大黑岭南麓山坡上，海拔 636 米，聚落略成南北向长方形。东南至乡

政府 6.8 公里，西 2.5 公里为鱼斗泉，北隔公路与榆林港相望。金代在此建芦子水院，为金

章宗八大水院（行宫）之一，后演变为村落，名称相沿。 

村西南有一长约 20 米的深山洞，同时建有天河水山庄，接待能力上百人。村南建有截

留塘坝一座，可蓄水 5000 立方米。村西有大佛寺遗址。村北有一座高 10 米、长 21 米的水

泥大桥与（北）京原（平）公路（现 108 国道）相接。村中有永乐三年栽植的槐树一棵。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曾在该村设兵工厂。1929 年，先是旱灾，后是水灾，致使粮食

魅力蒲洼 



颗粒无收，果品减产。 

芦子水村隗姓居多，隗氏始祖隗支全自明永乐三年迁入该村，落地生根，繁衍生息至二

十五代，贵字辈。是北方隗氏重要一脉，有 605 年十八代先祖古墓一处，460 年前抗鞑隗

朝水古墓一处，还有

民国二年古碑一座，

村西祖坟处有清咸

丰十一年（1862 年）

的家谱碑一块。自芦

子水繁衍隗姓总人

口估计数十万。2007

年成立隗氏文化联

谊会后，2008 年修

建了祖坟，立新主碑

一座，续祖禅宗碑

20 余座，以及各种

简介碑牌数十块。

2009 年，建了隗氏

英烈纪念碑、隗氏宗祠等。每年清明，该村隗氏家族都会举行祭祖活动。 

3. 东村 

1983 年，设东村村民委员会，辖东村、大东港、花儿台、安子港、庙坑、石塘峪、梨

树套 7 个自然村。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畜牧业养羊为主，同时办有煤窑 7 座。 

东村地处大黑岭南麓海拔 1000 米的中山区，东、北、西三面环山，聚落东西绵延呈条

带状。东南距乡政府 4 公里，北 2 公里余即北京市与河北省涞水县分界线，西、西北紧邻

梨树套、庙坑、石塘峪。村中曾有一条土石街，戏称“五里长街”，后为水泥路，2017 年 7 月

铺设为柏油路。 

1969 年后，村办企业以开采煤窑为主，另有涂料厂。1949 年，始建小学。村里有一卫

生室。 

在自然村安子港村北，有一颗数百年的老枫树。抗日战争时期，村中民兵曾用手榴弹、

石块打死数十名侵华日军。在解放十渡战斗中，该村十几名民兵被敌包围，弹尽粮绝后全部

跳崖，壮烈牺牲。1929 年，曾发生一次水灾，粮食颗粒无收。 

东村村域面积 11.97 平方公里，432 户，773 人。其中，植被面积覆盖率为 94%，林

木覆盖率为 87%，耕地面积 127 亩。东村自古煤炭资源丰富，原来村民多以采煤为业，

按照国家政策，东村自 2005 年彻底退出了煤炭产业，积极发展高端生态休闲旅游产业。

经过近几年的开发建设，建成了 300 亩林下食用菌、5500 米山脊步道、700 米生态观光

走廊、300 亩核桃、仁用杏、600 平方米网球场、4 处共 2000 平方米的停车场、21 栋养

生木屋等基础设施。从 2009 年到 2016 年，又完成了全村 136 户 343 人的险户内迁建设

工程和 29 户 101 人的外迁工程。在此基础上，2016 年，东村村积极探索旅游合作开发新

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壮大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在 2016 年年初与北京欧标园林景观有限

隗氏陵园 



公司合作，整合了小木屋、招待所等资源，打造成为森林乡居高端旅游假日酒店，带动提

升村内 12 户有证有照民俗户的经营水平。同时，该村还积极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发展食

用百合、高山蘑菇等特色农产品，打造东村蘑菇宴等特色餐饮品牌，并加大合作社扶植力

度，把食用菌、百合等特色农产品变为旅游商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该村先后获得市级文明村、区级“五好”党支部、区级民俗村等荣誉称号，2016 年获得 2015

—2016 年度“北京最美的乡村”称号。 

4. 宝水村 

1983 年，设村民委员会，辖宝水、东泥洼、西泥洼、堆金台 4 个自然村。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畜牧业养羊为主，同时办有煤窑 9 座。 

宝水村地处海拔 1094 米的高山区，坐落于谷坡之上，略呈条带状。南偏西至乡政府 5.1

公里，西隔公路与东泥洼相望，东去半公里入霞云岭乡。因村中旧有一座龙王庙，庙中石凿

龙口泉水喷柱，为村民所珍重，是全村主要生活用水，故村得名“宝水”。上世纪 90 年代初，

采煤成为该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附近有三个乡办煤矿。 

1958 年，始建小学，有一卫生室，村西有粮站。风灾、雹灾年年有，特别是每年春季

的风灾十分频繁，往往造成粮食及果品减产。该村是（北）京原（平）公路（现 108 国道）

和张（坊）宝（水）公路的交汇处。 

堆金台曾有一高台，上有块石头，石头之上安有碓臼，用以加工玉米、小米，又因玉米、

小米呈金黄色，故人称“堆金台”。该村地界内有乡办煤矿一处，煤质好，可用于炼钢。 

5. 蒲洼村 

1983 年，设村民委员会，辖蒲洼、黄土岭、支锅石、长尖、黄石堂、西寺、古石、栗

树旮旯 8 个自然村。 

蒲洼因位居山谷低洼处，马鞍沟上游两支流于此汇合，河沟中曾多蒲草，故名“蒲洼”。

西不足 1 公里与西寺为邻，东去 2 公里入十渡境。村址海拔 503 米，村落沿沟和公路两侧

呈不规整的条带状。该村矿产资源丰富，有页岩、灰岩和辉绿岩等。1975 年，建成两孔水

泥拱桥，名胜利桥，长 31.7 米，宽 9 米，高 8 米。1949 年，建小学一所。 

1956 年，建中学一所。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曾在该村建立后方医院。村西有一烈士

纪念碑。在胜利桥下，有一座龙王庙，除塑像外，其他建筑保存完好，民国十八年（1929

年）重修。在西寺墓地，曾出土明洪武钱以及清代各朝制钱。1929 年前期，大旱后又洪涝，

洪水进村，冲走 20 多人，加之蝗虫泛滥，粮食颗粒无收。张（坊）宝（水）路（现涞宝路）

从村中穿过，有土石路通富合。 

6. 富合村 

1983 年，设立富合村村民委员会，辖富合、张石堂、黑湖港 3 个自然村。东北距乡政

府驻地 2.4 公里，西去约 2 公里入河北省涞水县境。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始建村，

曾名“湖子安”。1940 年更名“小议合”，1943 年独立成村，取吉祥之意，复更名“富合”。该村地

处山坡，西高东低。村址海拔 731.2 米，坐落于寒武纪页岩之上，聚落散列状。 

1958 年，始建小学，有一卫生室。昔日村民饮水十分困难，1969 年，在首都汽车公司

支农队和县水利部门的帮助下，建二级扬水站引水上山，解决了饮水困难问题。1929 年，

曾发生水灾，庄稼被冲，人有伤亡。曾交通不便，只有土石路可通蒲洼。 



7. 森水村 

1983 年，设森水村村民委员会，驻地下森水，辖下森水、上森水、下三湖、西森水 4

个自然村。 

下森水为森水村村民委员会所辖自然村，村民委员会驻地。东北距乡政府驻地 4.8 公里，

西 1 公里为河北省涞水县与北京市交界线，西邻西森水，北邻上森水。因地处深山沟，或

许因此地水易渗漏地下，因名“下渗水”，后因林木丰茂，而谐音更今名。下森水地处洼卧山

西北麓。村址 700 米，为中山区。村民房屋建在沿下森水至八里堂石子公路两旁缓坡上，

散列分布。此地山上药材丰富，紫红色石板岩为该村特产。 

1958 年，始建小学，有一卫生室。 

抗日战争时期，为八路军伤病员疗养之地，由于山路曲折，森林茂密，非常安全。当年，

萧克、马辉等高级首长在此疗养过。现萧克疗伤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1978 年至 1980 年修八里堂至森水公路时，在村西北约 1 公里处发现一溶洞，内情不

明。1969 年，引水上山，解决了村民饮水难问题。1929 年，曾发生一次水灾，耕地被冲，

粮食颗粒无收。曾交通不便，仅有石子路经过八里堂与张（坊）宝（水）公路（现涞宝路）

相接，现为水泥路。2017 年，重修森水涵洞。 

2006 年，森水村和议合村建立了中华蜂繁育场，进行中华蜂的繁育工作，并成立了中

华蜂养殖协会，注册了“蒲森丹”商标。中华蜜蜂又称中华蜂，俗称土蜂，是东方蜜蜂的主要

亚种，也是东方蜜蜂的定名亚种，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和北部的山区。历史上，华北地区是

中华蜂的主要分布区域。据不完全统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地区仅半人工饲养的中

华蜜蜂就有 4 万余群，广泛分布在整个山区及大部分平原地区。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

就快速下降到了大约 1.5 万群。随后，由于适宜中华蜜蜂繁衍的栖息场所及蜜源植物资源不

断减少，加上大量人工饲养的西方蜜蜂对中华蜜蜂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使得中华蜜蜂的自然

种群及半人工饲养的群数急剧减少，再加上当时保护中华蜜蜂的措施受资金和环境的制约而

无法很好地实施。鉴于以上原因，导致华北以及整个黄河以北地区的中华蜜蜂的群数锐减，

野生中华蜜蜂已经处于濒危状况，一般情况下基本很难看到，根本无法自然恢复种群。 

蒲洼乡森水、议合两村一直以养殖中华蜂及出售中蜂蜂蜜而闻名。2011 年，中蜂蜂群

突然出现工蜂幼虫大量死亡、蜂群飞逃的现象。后查明蜂群患上了中蜂囊状幼虫病，病发病

很快而且传染速度非常迅猛。还未对患病蜂群进行隔离，全村蜂农养殖的中华蜂就已经大范

围感染病毒，给蜂农造成严重损失。然而祸不单行，不久之后，房山又遭受到“7·21”特大暴

雨的侵袭，致使蜜源植物受损，全乡的中华蜂濒临灭绝，蜂农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为

了保护中华蜂物种、恢复种群，挽回蜂农收入，蒲洼乡在区政协、区园林绿化局的大力支持

下，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及时请专家到养蜂现场进行指导，并请专家对蜂农进行培

训授课。在确保中蜂囊状幼虫病病毒已经得到控制后，又为蜂农引进了抗病能力更强的中华

蜂的新品种，给森水村中华蜂养殖业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了更好地帮助村民养殖中华蜂，森

水村成立了以从事中华蜂养殖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科学规范的生产经验服务和

完善健全的市场营销服务，通过对农民养殖的中华蜂的再加工、深加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实现中华蜂产业的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化、市场化运营，促进农民致富增收。养蜂专业合



作社负责收购蜂农生产的中华蜂蜂蜜，统一进行进一步深加工并对其进行统购统销，设置最

低保护限价。2014 年，以森水村为中华蜂养殖示范村，成立了“月联兴专业合作社”，将中华

蜂扩群至 2000 群。2016 年，森水村年产中华蜂蜜 4 吨，年产值 35 万元，带动村内 31 户

增收（其中低收入 13 户 19 人），年人均增收 3000 元。2017 年，产量比上年递增 15％，

年收入 38 万元。 

8. 议合村 

1983 年，设立议合村村民委员会，辖八里堂、东清水、南雀鸣山、北雀鸣山、龙湖庄

5 个自然村。 

八里堂属蒲洼乡义合村民委员会辖自然村，村委会驻地。北距乡政府驻地 2.9 公里，东

与南间 2 公里均与十渡镇交界，东邻东清水。因村址与乡政府驻地蒲洼实际路程为 8 里，

故名。村舍在公路两旁缓坡上，呈散列状。 

1958 年，始建小学，有一卫生室。 

龙湖庄是蒲洼通往十渡必经之路，也是房山通往河北省涞水县要道，故历史上多次集资

修路，并立碑纪念，现有三块修路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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