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房山文史资料  第 35 辑

良乡，为新北京奠基

——记北平市委、北平市军管会在良乡

张长路

香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最后一个

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出发，于 25 日入驻香山。

香山，位于北京西面，距离北京城区 20 公里。70 多年前，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鲜为人知的是，

同样是在 70 多年前，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到达香山之前，

在位于北京西南的古镇良乡也曾发生过一段可以载入史册的故

事。这段故事就发生在良乡，故事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对党中

央顺利进驻北平、建设新中国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故事

还要从毛泽东的一份函电讲起。

1948 年 11 月 8 日，毛泽东函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任弼时、彭真：“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

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

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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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

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主

任兼北平市市长。

12 月 17 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在河北省保定召开，

会上宣布了北平市委领导机构和组成人员名单，研究了接管北

平工作。

12 月 18 日，北平市委在河北省涿县召开第二次会议，正

式通过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之后，

北平市委和部分北平接管干部在彭真、叶剑英的率领下在涿县

换乘火车，直奔长辛店。

12 月 20 日，彭真、叶剑英一行人乘火车抵达北平西南的

长辛店。长辛店是北平西部的交通枢纽，也是北平工业较为密

集的地方。由于长辛店 12 月 19 日刚刚获得解放，离城里又近，

附近还在打仗，炮弹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为了安全起见，市

委决定，全体人员先撤到良乡。

12 月 21 日，彭真、叶剑英率领北平接管干部乘火车抵达

良乡。良乡也由此迎来了历史性新机遇，一跃成为新生人民政

权定都北平的前哨基地。从此良乡成为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平

市委市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和中央团校所在地，在这里拉开了

接收北平、筹建新中国首都的帷幕。

良乡，当时是河北省良乡县县城，是北平西南部的一个重

镇，群众基础较好。县城距北平市中心 20 公里。建成于 1899

年的良乡火车站就在县城外东北方向，与县城咫尺之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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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

彭真、叶剑英一行人从长辛店后撤到良乡后，将北平市委

办公室安排在县城楸树街 10 号，市委秘书处设在县城乔家胡

同 10 号，干部训练班办公室设在县城罗府街 39 号。干部训练

班主要负责培训接管北平的干部。干训班把干部学员按照即将

负责接收的区域（内城七个区，外城五个区，郊区二十个区）

或按即将接收的单位编组分队，共分十个队，分别驻在良乡县

城及周边的村庄，包括纸房村、夏庄村、苏庄村、太平庄村、

东关、东杨庄村和南关。学员分散住在各村的老百姓家里。

12 月 28 日，北平市军管会发出了《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

作的通告》，其中一项规定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已经成为人们

日常出行的习惯——“通行时要靠右边走”，规定还有“不准

在市内乘马驱驰，汽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 40 里等”。

在中央统一调配下，准备接管北平的干部从 1948 年 12 月

21 日开始，从各地陆续抵达良乡。到 1949 年 11 月 5 日中央团

校离开良乡时，从中央及各地调派来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总数达

8000 多人，这些干部主要来自西柏坡中央机关、华北局党校、

华北大学、华北局城工部和中央团校。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进驻良乡，对于小小的良乡城来说，接

待压力可想而知。但良乡人民不畏困难，一边接待，一边支前，

两不误。曾任彭真秘书的马句曾经回忆到当时的情景：在良乡

一个多月，我整天能看到土改后的农民组成的送粮队，给平津

前线送军粮。由于村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了，所以送粮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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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老人和妇女组成。一辆胶皮车，姑娘在前头用一根绳子拉，

后面老人努力地推，这场景让我更加感受到人民战争的伟大

力量。

在良乡培训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工作经历不同，思想水

平不一。大多数人对城市工作没有经验，对党的有关政策了解

不多。有不少干部甚至从未到过大城市，对城市生活很陌生。

因此，干训班对干部进行了必要的时事、政策和纪律教育。因

为参加培训的干部众多，集中培训的地点主要是在良乡城内地

势开阔的城隍庙、良乡中学（孔庙）等地。彭真、叶剑英、戎

子和、钱俊瑞等主要领导分别做了培训报告，以彭真、叶剑英

作报告居多。叶剑英在一次报告中明确告诉大家：“北平将来

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

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

接管。”

除集中听报告外，培训期间，干部们还分组学习或自学了

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培训结束后，

组织上会给每名干部颁发培训证书。

接管北平的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为了保证接管工作

顺利进行，在干部接受培训的同时，一批重要的接管机构也在

良乡紧锣密鼓地组建完成。

12 月 21 日，成立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钱俊瑞任主任，

陈微明（沙可夫）为副主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教育、文艺、

文物、新闻出版四个部。尹达任文物部部长，徐迈进任新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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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部部长。

成立中共北平市文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文委），书

记李伯钊，负责全市文化艺术方面的接管工作。

1948 年 12 月 24 日，北平市公安局在良乡待命入城，准

备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局长谭政文，人员基本上是中共

中央社会部系统训练班“黄泥警校”的“一百单八将”。中央

警备第三、第四营的 741 名战士到达良乡归入市公安局编制，

改称公安大队。

成立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华北法院审判委员会临时党支部，

王斐然任支部书记，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地方法院的工作。

组建接管贸易指导处。当时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是军

管会贸易接管处，二是军管会贸易供应处。负责接管国民党经

营的商业，同时组建北平市贸易公司和分公司，在入城前向冀

中、察哈尔、门头沟等地完成 3000 万斤粮食、160 万斤食油、

7 万吨煤炭的催调任务，以大体满足北平 200 万人口一个月的

生活需要。

1949 年 1 月 31 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

和平解放。北平市军管会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划定东至通

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为北平

市军事管制区的电令，将军管区域临时划分为 32 个行政区，

其中城区 12 个、郊区 20 个。

1949 年 2 月 5 日，全部接管人员从良乡火车站乘火车赴

北平，开始全面接管北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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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彭真、叶剑英为首的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管会于 1949

年 2 月 5 日离开良乡，在驻良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为了使

接管北平的工作能稳妥进行，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设置

了严密完善的接管组织，为顺利接管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摸底工作，为日后的接管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和情报；进行了广泛多样的宣传动员，为中共入驻北平城奠定

了群众基础；举办了严肃认真的干部培训，为提高干部的纪律

性，减少接管中的违纪行为提供了思想保证。上述全面周密而

繁重的工作，为顺利完成中央交付的接管北平的任务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良乡，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夕的特殊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