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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卫生工作， 包括城市垃圾、 粪便的收

集、 运输和消纳， 道路的清扫， 以及环境卫

生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 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 直接关系到市民的身心健康。 新中国成

立后， 北京城市环境卫生水平较旧社会有了很大提

高。 改革开放伊始， 受十年内乱的影响， 北京城市

环境卫生问题比较突出。 鉴于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对

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推动改革开放等具有重要意

义， 从 1978 年开始， 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作迅速

恢复、 调整。 到 1983 年， 组织机构已比较完备，
规章制度比较健全， 城市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其经验和做法对当前做好城市环境卫生工作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利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北京地方志书等资料， 对 1978 年至 1983 年北京城

市环境卫生工作进行初步探讨， 以丰富和深化北京

改革开放史、 北京城市史研究。 ①

一、 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推动首都改革开放

1978 年 9 月 24 日， 《人民日报》 的一则关于

当时北京市容环境卫生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

意。 报道称： “国内外各地来北京的人很多， 看到

北京市容环境卫生状况， 许多人认为同首都的政治

地位不相称， 同清洁城市的标准差距很大。” ②这

则报道说出了人们关心的问题， 即城市环境卫生状

况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前后， 北京城市环境卫生的

确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

扩大和工业的发展， 产生的垃圾量与日俱增， 但却

得不到及时清运和处理， 威胁着市民的健康。“如果

再不尽快采取有力措施， 首都的垃圾将有堆上长安

街的危险。” ③再有， 一些施工单位任意占用马路，
在便道乱堆砖、 瓦、 灰、 砂石， 把施工渣土长期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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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 重 点 项 目 “中 国 共 产 党

社会治理史研究” （项目号： 21ADJ01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马 工 程 重 大 项 目 “中 国 共 产 党 百 年 社 会 治

理历史进程和经验研究” （项目号： 2020mgczd002）
的阶段性成果。

① 目前， 学界对新中国成 立 后 北 京 城 市 环 境 卫 生 工

作 的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 对 改 革 开

放初期的探讨则较少。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李时俊、
周江虹： 《建国初期的清洁大扫除运动》， 《北京党

史》 1992 年第 4 期； 赵超： 《“大跃进” 时期北京市

爱 国 卫 生 运 动 研 究》， 中 共 中 央 党 校 2017 年 硕 士

学位论文； 石宏亮： 《1952 年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

考察》， 《北京党史》 2010 年第 5 期； 等等。

② 《北京市容卫生该改进了》， 《人民日报》 1978 年 9
月 24 日。

③ 《北京大量垃圾究竟如何消纳》， 《人民日报》 1981
年 1 月 21 日。

*

〔摘要〕 改革开放初期， 北京市城市环境卫生问题比较突出。 搞好城市环境卫生， 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成为北京市

的当务之急。 北京市从多个方面恢复和调整城市环境卫生工作， 包括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开展宣传教育、 注重标本兼治、 实

施卫生责任制、 进行检查评比、 推动卫生立法等， 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现代化水平， 维护了市民身心健康， 改善了社会风气，

增强了人们建设首都的信心， 也为当前做好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提供了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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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在街上不及时清运； 有的工厂企业在大街小巷放

置生产成品、 半成品和破旧设备， 设立 “马路仓

库”。 ①还有， 下水道不足导致臭 水 沟 遍 布， 污 水

横流。 不少居民大院和小街小巷甚至没有污水口

或 下 水 道， 如 北 新 桥 街 道 的 35 条 胡 同 中， 有 29
条 胡 同 没 有 下 水 道， 287 个 大 院 没 有 污 水 池； 东

直门内南顺城街 131 个宅院， 有 100 个不通下水

道。 ②公 共 厕 所 也 是 一 大 难 题。 年 久 失 修 的 公 共

厕所有几千个， 一些地方公共厕所数量不足， 如

王 府 井 “每 天 来 往 行 人 20 余 万， 只 有 3 个 公 共

厕所， 其中两个是小厕所， 还在东风市场和百货

大楼里面。 群众反映， 在王府井找厕所花的时间

比买东西花的时间多”。 ③

造成这一时期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严重的原因在

于， 十年内乱中， 城市环境卫生工作遭到破坏， 环

卫局被撤销， 人员被下放， 导致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缺位。 “我们提过多少次意见了， 提了也没有什么

用处。 一般号召多， 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当

然就不容易解决了。” ④ “有一些马路坏了没人修，
脏了没人扫， 甚至乱堆物料、 随意开挖也没有人

管。” ⑤北新胡同有一段下水道不通， “这个街道的

干部给有关部门打了十几次电话， 给区委、 市委写

了三封信， 几个月过去了， 脏水还是照样流。 据了

解， 北京地下污水管道的敷设和维修是由三个部门

负责的， 院子里的归房管所， 胡同里的归清洁队，
大街上的归市政部门， 责任也不很明确。 因此， 出

现了污水管道问题， 你推我， 我推你， 长期解决不

了。” ⑥城市环境卫生关系到市民的身心健康， 恢

复、 调整城市环境卫生工作， 成为首都人民的迫切

愿望。
搞好城市环境卫生也是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要求。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 树立崇

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 发展高尚的丰富多

彩的文化生活， 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些

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也是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⑦1981 年， 讲文明、 讲礼

貌、 讲卫生、 讲秩序、 讲道德和心灵美、 语言美、
行为美、 环境美的 “五讲四美” 文明礼貌活动成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具体形

式。 ⑧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决定， 每年 3 月为 “全民

文明礼貌月”， 解决 “脏、 乱、 差” 问题， 在抓 3
个重点时， 首先要抓好清洁卫生， 解决一个 “脏”
字。 ⑨由于十年内乱， 北京市的社会道德风尚受到

严重破坏， 一些市民缺乏维护社会公共卫生的自觉

性， 只图自己方便， 随意在大街和公共场所丢弃废

纸、 冰棍纸、 瓜果皮核等污物， 随地吐痰、 随地便

溺、 乱倒垃圾、 乱泼污水。 ⑩只有改善城市环境卫

生， 改变社会风气， 才能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 实现首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 国家外事活动频

繁， 外宾来京旅游日益增多。 作为首都， 北京的市

容环境卫生不仅要为全国其他城市做出榜样， 更是

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形象， 党和国家对此十分关

心。 1980 年 4 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市工作

方针提出的四项指示之一便是： 要把北京变成全国

环境最清洁、 最卫生、 最优美的第一流的城市。 11⑪

总而言之， 改善城市环境卫生， 推动首都改革开

放， 任务是重要而又紧迫的。

① 《北 京 市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局 在 1982 年 市 委 建 设 社 会

主义精神文明继续开展 “五讲四美” 工作会议上的

发言稿》 （1982 年 2 月 11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320-002-00207-00061。

② 《续 〈待兴的事业〉 ———搞好首都的公共环境卫生》，
《人民日报》 1979 年 11 月 6 日。

③ 《续 〈待兴的事业〉 ———搞好首都的公共环境卫生》，
《人民日报》 1979 年 11 月 6 日。

④ 《北京市容卫生该改进了》， 《人民日报》 1978 年 9
月 24 日。

⑤ 《续〈待兴的事业〉———搞好首都的公共环境卫生》，
《人民日报》 1979 年 11 月 6 日。

⑥ 《续〈待兴的事业〉———搞好首都的公共环境卫生》，
《人民日报》 1979 年 11 月 6 日。

⑦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 选 编》， 中 央 文 献 出

版社 1996 年版， 第 49 页。

⑧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等联合发出

倡 议 ， 在 全 国 开 展 文 明 礼 貌 活 动 》， 《人 民 日 报 》

1981 年 2 月 28 日。

⑨ 《每 年 三 月 为 “全 民 文 明 礼 貌 月 ”》， 《人 民 日 报 》

1982年 2 月 18 日。

⑩ 《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关于落实中央爱卫会电话传达

陈 慕 华 副 总 理 指 示 情 况 的 报 告》 （1978 年 8 月 1
日），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档 号 320-002-00006-
00001。

11⑪ 谢 荫 明、 陈 煦、 温 卫 东 ： 《北 京 改 革 开 放 简 史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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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开展

为改善城市环境卫生面貌， 北京城市环境卫

生工作从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开展宣传教育、 将

卫生突击活动与卫生治本建设相结合、 实施 “门

前三包” 卫生责任制、 组织检查评比、 依法进行

市容管理等多个方面迅速展开， 努力实现清洁卫

生的目标。
（一） 健全机构， 建设队伍

为加强对环境卫生工作的领导， 北京市迅速恢

复和健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1957
年 9 月， 全国兴起 “除四害， 讲卫生， 消灭疾病，
振奋精神， 移风易俗， 改造国家” 的爱国卫生运

动。 不久， 中央防疫委员会改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 十 年 内 乱 期 间， 爱 国 卫 生 运 动 遭 遇 了 挫 折。

1978 年 4 月，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重新成立。

1982 年中央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时， 中央书记

处强调保留加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规定爱卫会

办公室的性质、 任务， “应是各级政府中常设的行

政机构， 负责协调有关部门， 共同领导社会公共卫

生管理工作” ①。 按照中央要求， 北京市爱国卫生

运动委员会将城市环境卫生工作领导了起来。 北京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把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作为

实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工作方针四项指示的

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号召全市人民要从本地区、 本

系统、 本单位做起， 使每个地区、 每个单位都创造

出清洁、 卫生的环境。 ②1982 年 1 月 20 日， 国家

副总理兼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慕华

亲自检查了北京市的爱国卫生运动工作。 ③

十 年 内 乱 期 间， 北 京 市 环 境 卫 生 局 被 撤 销。

1978 年 1 月，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恢复北京市环境

卫生局， 同时组建各区环境卫生局。 1980 年 4 月，
北京市和城区、 近郊区环境卫生局， 改名为市、 区

环境卫生管理局， 是 “市、 区人民政府领导下， 管

理市容、 环境卫生的行政机关， 负责全市、 区的市

容、 环境卫生的监督、 检查、 指导和有关问题的处

理” ④。 各区环境卫生管理局隶属各区政府， 在业

务上接受北京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指导， 下属多个

基层单位， 分工负责道路清扫， 垃圾清运和消纳处

理， 公厕清掏、 保洁， 市容监察等业务。

1978 年 12 月 24 日， 北京市革委会颁布 《关

于加强街道保洁管理工作的意见》， 要求街道办事

处逐步建立街道保洁员组织， 担负街巷、 便道清扫

保洁工作， 实行民办公助办法， 区财政按月拨给街

道 办 事 处 经 费， 居 民 按 户 每 月 交 纳 保 洁 费。 ⑤ 这

样， 从上到下建立起了市、 区、 街道各级环境卫生

管理网， 较为完备的组织机构为环境卫生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保证。 环卫职工队伍也得到充实， 如

1983 年西城区 环 卫 局 职 工 达 到 1634 人， 比 1978
年增加了 303 人。 ⑥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断改

善。 1981 年， 北京市政府给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拨

款 220 多万元， 用于建设住宅 4.9 万多平方米， 当

年就有 200 多户清洁工人家庭迁入新居， 这是解放

以来北京市给清洁工人建造住房最多的一年。 ⑦

（二） 宣传教育， 形成舆论

北京市通过开展宣传教育， 形成强大的社会舆

论， 使爱清洁、 讲卫生的道德风尚家喻户晓、 深入

人心、 蔚然成风， 增强市民遵守市容环境卫生法规

的自觉性， 使人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也为发动

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北 京 市 及 时 组 织 群 众 学 习 党 中 央 有 关 指 示，

学习中央领导广播电视讲话， 学习市委和报刊上

有关文章， 宣传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对保证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正确

理解和处理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宣传市容环

境 卫 生 法 规， 提 倡 有 法 必 依， 违 法 必 究。 此 外，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被誉为 “无蝇城”， 这一光

荣传统和做法是天然的宣传材料。 “五十年代我们

① 《爱国卫生文件选编》 第 1 册，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印行， 第 162 页。

② 《关于转发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的决议〉 的通知》（1980 年 6 月 7 日），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088-003-00082-00077。
该件档案 原 标 题 在 表 述 上 存 在 逻 辑 问 题， 本 文 注

释时作了适当修改。

③ 王康久主编： 《北京卫生大事记》 第 2 卷， 北京科

学技术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54 页。

④ 《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史志》 第 1 辑， 北京市西城区

环境卫生管理局 1987 年编印， 第 22 页。

⑤ 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市石

景山区志》， 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416 页。

⑥ 《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史志》 第 1 辑， 第 65 页。

⑦ 《北京清洁工人迁新居》， 《人 民 日 报》 198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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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市规划局党组召开全局

党员大 会， 动 员 深 入 开 展 “五 讲 四 美” 活 动， 迎

接 “文明礼貌月”》 （1981 年 6 月 15 日）， 《北京市

城市规 划 管 理 局 简 报》 第 1 期，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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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71 页。

④ 《中共北京市西单百货商场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以

“五讲”、 “四美” 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的意

见》 （1981 年 5 月 21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

号316-002-00304-00109。
⑤ 张殿余主编： 《北京卫生史料 （卫生防疫篇）》， 北

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92 页。

⑥ 《北京市西城环卫志 （1949—1993）》 第 1 辑， 北京

市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2005 年编印， 第 122、
123 页。

⑦ 《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志》，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环 境

卫生管理局 1999 年编印， 第 261 页。

⑧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志》，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局 2007
年编印， 第 74 页。

⑨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深入开展 “五讲四美” 活动》 （1982 年 3 月 19 日），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简报》 第 3 期， 北京市档

案馆馆藏， 档号 131-003-00177-00023。
⑩ 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市门

头沟区志》， 北京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40 页。

11⑪ 周 一 兴 主 编： 《当 代 北 京 大 事 记 （1949—2003）》，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61 页。

12⑪ 《北 京 市 建 工 局 1982 年 “五 讲 四 美 ” 活 动 总 结 》

（1982 年 12 月 28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号

125-006-00983-00156。
13⑪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上），

当代中国出版社、 香港祖国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8 页。

14⑪ 《北京四十万少先队员创建 “红领巾卫生街”》， 《人

民日报》 1982 年 2 月 28 日。

曾 经 达 到 过 的， 今 天 也 一 定 能 够 达 到” ①， 抱 着

这样的心态， 市民们改变环境卫生面貌的热情和

干劲被激发出来。
北京市开展宣传教育的方式十 分 丰 富。 1982

年 3 月 14 日， 全市共计 406 个卫生宣传服务站开

展 “卫生宣传日” 活动。 ②当天， 房山县共 870 多

人清扫街道公共卫生， 宣传服务面达 11 万多人。 ③

西单百货商场处在北京繁华闹市区， 每天有来往商

场的国际国内顾客 7 万—8 万人次， 节假日达到 10
多万人次。 商场利用小报、 广播、 黑板报、 大小标

语、 宣传栏、 表扬栏等进行市容卫生宣传， 对北京

市广大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 ④1981 年至 1983 年

夏秋季节， 宣武区在陶然亭公园， 西城区在北海公

园、 景山公园， 海淀区在颐和园、 紫竹院公园， 举

办了卫生科普游园活动。 ⑤西城区在西单商场过街

天桥、 动物园等繁华地段设立大型市容卫生标语

牌， 上写 “要把北京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 最卫

生、 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 “养成良好习惯” “不乱

扔纸屑、 不随地吐痰” 等标语； 印制散发了 《随

地吐痰》 《施工工地须知》 等 10 种宣传材料； 还

购置了投影幻灯机， 分发到各街道办事处进行市

容 卫 生 宣 传。 ⑥ 东 城 区 在 王 府 井、 北 京 站 和 东 四

南、 北大街建立 4 套有线广播宣传网， 定时、 定点

宣传市容卫生法规。 ⑦丰台区组织中小学教师参加

卫生讲座， 参加者达 680 人次。 ⑧宣传教育工作收

到了良好效果。 “过去打扫卫生， 总是派人找， 电

话催， 能拖就拖， 现在是领导、 党团骨干带头， 群

众踊跃参加。” ⑨

（三） 以标促本， 标本兼治

环境卫生突击清理是快速改变市容卫生面貌的

有效办法， 北京市组织了多次大突击、 大清扫， 整

顿长期没有解决的卫生死角。 1982 年 2 月， 门头

沟区召开千人爱国卫生运动大会， 发动 5 万人上街

清 扫。 ⑩ 同 年 10 月 31 日， 全 市 200 万 军 民 参 加

“全民卫生日” 活动， 清运垃圾渣土。 11⑪北京市建

筑 工 程 局 以 抓 文 明 施 工 和 场 容 管 理 为 重 点 ， 在

1982 年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20 日 的 “五 讲 四 美”
活 动 月 中， 动 员 全 局 90%以 上 的 职 工 6 万 多 人，
参 加 卫 生 大 清 扫 活 动， 共 清 扫 了 384 个 生 活 区、

821 个施工现场、 590 个卫生死角， 清理了 4249 吨

渣 土 和 垃 圾， 整 理 了 2047 立 方 米 木 料， 疏 通 了

1000 多米沟渠。 12⑪在 1982 年 3 月第一个 “全民文

明礼貌月” 活动中， 环境卫生工作成效尤其显著。
活动中， 全市出动 700 多万人次， 清除垃圾污物

80 多万吨， 清理了颐和园门前的月牙河， 清除了

在二环路两旁积存的上万吨垃圾； 13⑪设立 “红领巾

卫生街”， 少先队员以中、 小队为单位， 每周安排

一次到固定的街道打扫卫生； 14⑪丰台区的七里庄路

沿线之前堆物堆料很多， 垃圾渣土占压了柏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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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320-002-
00208-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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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全市推行 “门前三包” 责任制》， 《北京日报》 1983
年 3 月 22 日。

11⑪ 《坚持不懈努力提高 “门前三包” 的水平》， 《人民日

报》 1983 年 12 月 8 日。

12⑪ 北京市丰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市丰台

区志》， 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355 页。
13⑪ 《“门前三包” 责任制是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 《北

京日报》 1983 年 8 月 10 日。

在沿线各单位的支援下， 经过两天的突击清运， 共

运走垃圾、 渣土 3700 多吨。 ①

卫生突击活动立竿见影， 同时还促进了卫生治

本建设。 机械清扫面积不断扩大， 如 1983 年东城

区机械清扫面积达 125.2 万平方米， 清扫机械化程

度达到 85.6%。 ②垃圾清运朝着桶装化、 密 封 化、
机械化方向发展， 在垃圾站设置金属垃圾桶， 用吊

装机将垃圾桶吊上车厢， 自动倒入， 从而代替过去

的夜间地面垃圾站， 避免垃圾暴露， 而且节省人

力。 1983 年， 东城区天安门地区和北新桥、 和平

里、 东直门 3 个街道办事处所辖 142 条胡同的 386
个垃圾站， 均改 为 密 封 式 垃 圾 桶 站。 ③截 至 1983
年 年 底 ， 全 市 用 垃 圾 桶 收 集 的 垃 圾 量 占 比 已 达

65.6%， 东城区和西城区已全部实现了垃圾收集容

器化。 ④下水道建设方面， 崇文区于 1980 年新修

了 1103 米下水道干、 支线， 为 520 户居民安装了

下水道户线， 为 110 个居民院接上了自来水管。 ⑤

1979—1983 年， 全市投资 1.37 亿元， 建成雨、 污

水管线 181.2 公里。 ⑥公厕建设与管理方面取得很

大 进 步。 以 西 城 区 为 例， 公 厕 数 量 从 1978 年 的

831 座增加到 1983 年的 1023 座， 公共厕所由专业

队保洁， 规定每天一冲两扫， 按时打药灭蝇， 保持

公厕卫生整洁、 干净， 设施完好。 ⑦随着旅游事业

的发展， 还建设了一些标准较高的厕所。 1983 年，
西城区环卫局在复兴门外大街燕京饭店东侧兴建了

首座一类公厕。 ⑧

（四） “门前三包”， 落实责任

1982 年， 崇文区在一些大街实行 “七户一岗”
制度， 把邻近的 7 个单 位 编 为 1 个 小 组， 由 7 个

单 位 轮 流 值 日 ， 负 责 整 个 小 组 门 前 的 卫 生 和 秩

序， 而 后 又 进 一 步 推 行 “门 前 三 包” 制 度。 ⑨ 这

些 大 街 及 便 道 的 卫 生 和 秩 序 明 显 好 转。 1983 年，
北京市政府向全市推广崇文区的经验， 批准 《关于

在 全 市 推 行 “门 前 三 包 ” 责 任 制 ， 加 强 “脏 、
乱、 差” 治理的若干规定》。 《规定》 指出， “门前

三包” 责任制， 是指沿街两侧的单位和居民住户

要 负 责 搞 好 各 自 门 前 （从 门 口 、 墙 基 至 马 路 道

牙） 的卫生、 绿化和秩序， 由街道办事处负责具

体贯彻实施。 ⑩

实施 “门前三包” 责任制， 要求划分 “门前三

包” 的责任区， 立牌或挂牌标明单位和责任地段，

签订协议书或任务书， 实行 “四定”（定任务、 定要

求、 定措施、 定负责人）， 坚持三级检查评比 （基

层单位每天早、 晚检查两次， 大街管委会每月检查

一次， 街道办事处每季度检查一次）， 对执行任务

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 对执行不好的则提出批

评。 11⑪1983 年， 在丰台区的 8 条主要大街和重点地

区， 当地街道办事处和各沿街单位采取签订协议书

的形式， 划定承包范围， 落实 “门前三包” 责任。
同年年底， 在 1648 个单位中， 有 1425 个签订了承

包协议书。 12⑪实施 “门前三包” 责任制以后， 每个

单位都有各自的管理地段， 任务明确； 管理范围根

据单位大小确定， 避免了平均摊派的现象； 同时，
责任区就在各负责单位的门前或邻近地段， 易于落

实， 其执行任务的好坏， 左邻右舍、 来往行人都看

得见， 便于互相监督和检查评比。 这是群众创造的

成功经验， 是人民群众履行公民义务和权利的有效

形式。 13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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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局 1993 年编印， 第 26 页。

④ 《北京市西单百货商场党委关于深入开展 “五讲、 四

美” 活动、 把 1982 年 “全民文明礼貌月” 活动搞

好的安排》 （1982 年 2 月 24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

藏， 档号 316-002-00322-00014。
⑤ 《北京市计量管理局党组关于从 1982 年 10 月 20 日

至 11 月 20 日 开 展 “五 讲 四 美 ” 活 动 月 的 安 排 》

（1982 年 10 月 20 日），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档 号

020-001-0016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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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⑪ 《把首都建设成为清洁的城市》， 《人民日报》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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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⑪ 《北京市宣武环卫志》 第 1 册， 第 136 页。

（五） 检查评比， 树立典型

开 展 卫 生 大 检 查， “具 有 加 强 领 导、 动 员 群

众、 检阅成绩、 交流经验、 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和

促 进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积 极 作 用” ①。 北 京 市 爱 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对卫生检查评比的内容与方式作

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包括： 卫生组织制度是否健

全 ， 有 无 领 导 抓 、 专 人 管 ， 街 巷 市 容 环 境 和 院

内、 室内是否整洁； 检查小组在每月检查时要有

记录， 检查后要按优良中差进行评定， 优等的单

位发给 “卫生好” 的标记， 差的单位在门口张贴

“卫 生 不 好” 的 标 记， 对 于 居 民 则 采 取 “卫 生 之

家” “卫生先进院” “卫生先进街巷” 的荣誉进行

评定。 ②

卫 生 检 查 评 比 在 全 市 普 遍 、 深 入 地 开 展 起

来。 1982 年 6 月 ， 宣 武 区 卫 生 局 业 务 科 和 市 容

科 组 织 市 容 环 境 卫 生 检 查 ， 邀 请 8 个 街 道 办 事

处 和 饮 食 、 副 食 、 菜 蔬 公 司 ， 以 及 区 建 委 、 房

管 局、 工 商 局 等 单 位 负 责 同 志 共 18 人 参 加， 保

障 了 市 容 法 规 的 执 行。 ③ 西 单 百 货 商 场 党 委 要 求

每 个 人 和 每 个 组 、 片 都 要 制 订 保 证 条 件 ， 互 相

监 督 ， 互 相 比 赛 ， 插 红 旗 、 搞 图 表 ， 设 立 竞 赛

园 地 ， 颁 发 流 动 红 旗 ， 各 支 部 要 抓 好 一 两 个 小

组 和 一 两 个 人 作 为 典 型。 ④ 北 京 市 计 量 管 理 局 以

召 开 党 、 团 员 组 织 生 活 会 和 职 工 群 众 会 的 方 式

对 卫 生 要 求 的 贯 彻 执 行 情 况 进 行 认 真 检 查 ， 提

出 具 体 改 进 和 落 实 的 措 施。 ⑤ “卫 生 检 查 一 定 要

注 意 从 实 际 出 发 ， 实 事 求 是 ， 讲 求 实 效 ， 不 走

过 场 ， 不 讲 排 场 ， 不 弄 虚 作 假 ， 不 铺 张 浪 费 ，
不 搞 形 式 主 义 ， 不 违 反 制 度 。 这 样 就 能 真 正 发

挥检查的作用。” ⑥

检 查 评 比 的 目 标 是 树 立 典 型 、 发 挥 榜 样 作

用。 1978 年 6 月 30 日， 北 京 市 总 工 会、 北 京 市

环 境 卫 生 局 和 中 共 北 京 市 崇 文 区 委 联 合 举 行 大

会， 为被 “四人帮” 迫害致死的全国著名劳动模

范、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掏粪工人时传祥同志

昭 雪 平 反。 ⑦同 时， 在 环 卫 队 伍 中 宣 扬 “宁 愿 一

人脏， 换来万家净” 的时传祥精神， 提高了职工

们的工作积极性。 ⑧1982 年 12 月 7 日， 在北京市

委、 市政府召开的 “五讲四美” 活动月总结表彰

大会上， 西城区宣武门至新街口大街、 东城区王

府井大街等被命名为 “文明卫生街”。 ⑨同年， 海

淀区全年评出 “卫生先进街巷” 143 条、 “卫生模

范院” 741 个、 “卫生之家” 1 万余户。 ⑩崇文区桃

园居委会给先进分子开表彰大会、 戴大红花， 一

些环境卫生搞得不好的居民被专门请到 “卫生之

家” 参观学习。 11⑪

（六） 卫生立法， 监察管理

1978 年， 北京市革委会颁布 《城市卫生管理

的试行规定》， 把搞好卫生作为评选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和 “双学” 先进单位的一项条件， 规

定卫生不好的不能评为先进单位， 已经评上的如

果 卫 生 很 差， 应 撤 销 其 先 进 单 位 的 资 格。 12⑪1982
年， 经北京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 市政府颁

布 了 《北 京 市 市 容 环 境 卫 生 管 理 规 定》。 13⑪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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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北京市环境卫生局

关于搞好北京站环境卫生的通告》 （1982 年 1 月 20
日），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320-002-00260-
00122；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编： 《北

京市东城区志》， 第 490 页。

② 《中 国 共 产 党 北 京 市 建 筑 工 程 局 党 组 关 于 深 入 开

展 “五 讲 四 美 ” 活 动 的 规 划 》 （1982 年 4 月 17
日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档 号 125-006-00983-
00002。

③ 《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史志》 第 1 辑， 第 2 页。

④ 《北京市宣武环卫志》 第 1 册， 第 25 页。

⑤ 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北京市崇文

区志》， 北京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501 页。

⑥ 《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志》， 第 159 页。

⑦ 《北京市友谊公司关于开展 “全民文明礼貌月” 活

动的具体安排》 （1983 年 3 月 2 日）， 北京市档 案

馆馆藏， 档号 316-003-00113-00001。
⑧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环 境 卫 生 局 1980 年 工 作 总 结 》

（1981 年 1 月 13 日），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320-002-00153-00043。
⑨ 《把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地开 展 起 来》， 《人 民 日 报》

1978 年 4 月 8 日。

⑩ 《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团委文明礼貌月活动小结———
在 “全 民 文 明 礼 貌 月” 活 动 中 发 挥 突 击 队 作 用 当

好党的有力助手》 （1982 年 4 月 12 日）， 北京市档

案馆馆藏， 档号 320-002-00197-00064。
11⑪ 北 京 市 供 销 合 作 社 ： 《五 讲 四 美 活 动 月 积 极 治 理

“脏、 乱、 差”》 （1982 年 11 月 8 日）， 《北京市 供

销 合 作 社 供 销 简 报》 第 124 期，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档号 088-002-00087-00231。

还颁布了《关于搞好北京站环境卫生的通告》 《关

于 禁 止 沿 街 乱 写 乱 画 乱 贴 的 通 告》 等 法 规。 ① 北

京 市 建 筑 工 程 局 制 定 了 《施 工 现 场 场 容 管 理 条

例》 《施工现场场容管理扣分办法》 《现场场容管理

岗 位 责 任 制》， 作 为 局 属 各 单 位 和 广 大 职 工 施 工

生产的准则。 ②

1980—1981 年， 北京市建立了一支市容环境

卫 生 监 督 、 检 查 员 专 业 队 伍 ， 并 设 置 市 容 检 查

站。 ③1982 年 2 月， 市 政 府 决 定 建 立 一 支 750 人

的市容环境卫生民警队伍， 东城区、 西城区、 崇

文区、 宣武区、 朝阳区和海淀区每区 100 人， 丰

台 区 50 人 ， 石 景 山 区 80 人 ， 门 头 沟 区 20 人 ；
同时决定将原有的 300 名市容卫生检查员改为市

容环境卫生监察员， 统一其服装， 并向各街道办

事 处 派 驻 了 部 分 市 容 环 境 卫 生 监 察 员。 ④ 市 容 环

境卫生民警队伍和市容环境卫生监察员均负责检

查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的贯彻实施

工作。 在市容环境卫生民警建制被撤销后， 又如

数补招了市容环境卫生监察员。 1983 年， 崇文区

纠正违章达 78987 次， 罚 款 57116 次， 罚 款 金 额

28757 元。 ⑤通过监察管理， 北京市容环境卫生得

到了有力维护。

三、 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成效

1978—1983 年， 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改

革和发展， 提升了城市现代化水平， 维护了市民身

心健康， 改善了社会风气， 增强了人们建设首都的

信心。
（一） 环境卫生面貌改观， 提升了城市现代化

水平

城市环境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促进了城

市建设与管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积存

的垃圾、 堆物堆料得到清运处理。 1981 年， 海淀

区共清除垃圾 2.7 万 吨， 清 理 堆 物 堆 料、 拆 除 棚

圈 174 处。 ⑥店容店貌改善， “做到消灭死角、 地

面光亮， 柜台、 货架无尘土， 商品摆布整齐” ⑦。
一些难题得到重点解决。 例如， 被称为石景山区

最大的公害之一、 首钢大东门到煤泥坑的排污沟

被 彻 底 治 理， 黑 水 从 地 下 管 道 流 出， 上 面 铺 路，
松 树 成 行， 卫 生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⑧ 北 京 市 环 境 卫

生机构逐渐完备， 环卫设施向机械化、 现代化方

向发展， 环境卫生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
（二） 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 维护了市民身心

健康

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 “有利于生产，
有利于工作， 有利于学习， 有利于改造和提高我国

人民的体质” ⑨。 各工厂、 企业、 机关等搞好本单

位内的环境卫生， 促进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1982 年 2 月 28 日， 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四场团委组

织团员青年打扫车间、 托儿所、 食堂卫生 6000 多

平方米， 清理草坪 600 平方米， 擦玻璃 1000 多块，
清理废铜铁 2 吨半， 使厂容厂貌焕然一新。 ⑩同年

11 月， 北京市供销合作社果品公司永定门食品厂

和批发部出动 4 辆汽车， 突击式彻底清理乱堆乱放

的物料； 南苑批发部清运院内垃圾、 烂草 200 多小

推 车。 11⑪市 供 销 合 作 社 丰 台 路 口 仓 库 把 “五 讲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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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同岗位责任制计奖结合， 整洁的库房成为参

观 学 习 的 榜 样。 ① 北 京 市 测 振 仪 器 厂 实 行 “门 前

三包” 责任制， 干部带头轮流参加清扫， 厂房内

外 整 齐 干 净 ， 职 工 们 说 ： “不 仅 把 环 境 美 化 了 ，
也把我们的心情美化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干起活

来真带劲。” ②

（三） 社会风气改变， 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

《人民日报》 的文章指出： “漫步在整洁的长

安街上时， 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 在一年前， 这

里瓜皮、 果核和冰棍纸遍地， 尽管环卫工人盯在

游人身后扫了又扫， 但是 ‘少数人治脏， 多数人

制脏’， 总也干净不了。 可以看出， 今年开展 ‘文

明 礼 貌 月’ 以 来， 群 众 的 公 共 道 德 水 平 提 高 了 ，
卫生习惯正在养成。 据说， 今年北京的雨水比往

年多， 苍蝇、 蚊子却少了； 夏季瓜果、 冷饮上市

量大幅度增加， 而食物中毒、 痢疾的发病率反而

降低了。” ③的确， 一方面， 经过宣传教育， 人们

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 以卫生为光荣，
以不卫生为耻辱； 另一方面， 人们参加各自门前

或责任地段的打扫卫生活动， 在自己出力流汗的

过程中逐渐养成爱护别人门前或责任地段卫生的

习惯。 特别重要的是， 亲身参加首都的建设和管

理， 有助于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觉悟的提高。 正

如一位纺织厂的工人所说的： “参加 ‘门前三包’
活动， 使我感到作一个北京市民的责任。 北京是

首都， 首都社会秩序、 卫生状况的好坏， 关系着

祖国的声誉， 反映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当前

国家还不富裕， 大家的事情就得大家办。” ④

（四） 精神振奋， 增强了建设首都的信心

环境面貌改观， 社会风气变化， 对于人们而

言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 激励着人们同心同德投

入 到 首 都 的 改 革 开 放 事 业 中 去。 “许 多 党 员、 团

员、 干部、 群众， 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振奋了精

神， 增强了信心。 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力量， 现

在到处可以感到它的存在。 以往有些同志对四化

建设和争取党风、 社会风气、 社会治安三个根本

好转缺少信心， 这次 ‘全民文明礼貌月’ 活动又

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生动事实， 说明只要下

定决心， 克服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 脚踏实地做

好工作， 不但 ‘脏、 乱、 差’ 能治， 而且争取三

个根本好转也大有希望。” ⑤ “大家虽然累点， 牺

牲 了 许 多 业 余 时 间 ， 但 却 是 令 人 难 忘 的 。 这 样

搞， 国家才能兴旺， 四化才能实现。” ⑥

四、 经验与启示

1978—1983 年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形成了以下几点经验：
（一） 加强对城市环境卫生工作的领导

北 京 市 委、 市 政 府 领 导 重 视 城 市 环 境 卫 生，
做好计划、 组织、 指挥、 协调等各项工作， 并亲

自动手、 身体力行， 是城市环境卫生工作取得成

效 的 关 键。 为 抓 好 环 境 卫 生 工 作， “市 委、 市 政

府亲自深入实际， 检查工作， 解决问题； 各区政

府 对 工 作 抓 得 紧， 组 建 以 区 长 为 首 的 整 顿 班 子，
各区主管区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工作， 各区的主管

局长更是责无 旁 贷” ⑦。 1981 年 8 月 2 日， 中 央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京成员和北京市党政负责

人一起参加北京市清洁卫生日劳动， 中央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慕华， 副主任委员袁宝

华、 韩 光、 顾 秀 莲， 北 京 市 委 第 一 书 记 段 君 毅、
市长焦若愚等， 分别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和天安门

城 楼 附 近 参 加 了 清 扫 劳 动。 ⑧ 同 年， 还 恢 复 了 机

① 北京市供销合作社： 《市社召开 “五讲四美” 现场

会》 （1982 年 2 月 16 日）， 《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供销

简报》 第 18 期，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088-
002-00083-00126。

② 《坚持不懈努力提高 “门前三包” 的水平》， 《人民

日报》 1983 年 12 月 8 日。

③ 《今 日 首 都 貌 更 新 》， 《人 民 日 报 》 1982 年 12 月

1 日 。

④ 《依靠人民管理城市的一项重要措施》， 《人民日报》

1983 年 5 月 13 日。

⑤ 《事在人为， 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大有希望》，《人

民日报》 1982 年 4 月 9 日。

⑥ 《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团委文明礼貌月活动小结———
在 “全 民 文 明 礼 貌 月” 活 动 中 发 挥 突 击 队 作 用 当

好党的有力助手》 （1982 年 4 月 12 日）， 北京市档

案馆馆藏， 档号 320-002-00197-00064。
⑦ 《北京市环境卫生局市容管理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

月活动以来环境卫生工作的情况汇报》 （1982 年 3
月 26 日 ）， 北 京 市 档 案 馆 馆 藏 ， 档 号 320-002-
00208-00072。

⑧ 《搞好清洁卫生改善首都市容》， 《人民日报》 1981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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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部周末打扫卫生的制度。 ①

（二） 重视城市环境卫生基本建设

1979 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会 议 指 出： “过 去 我 们 对 卫 生 基 本 建 设 问 题 重 视

不够， 多数城市没有把这一工作列入城市建设规

划。” ②1980 年 4 月， 中 央 书 记 处 对 首 都 建 设 方

针作出四项指示， 1983 年 7 月， 党中央、 国务院

对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作了重要批复， 要

求北京大力加强卫生设施的配套建设， 不断为首

都 人 民 创 造 良 好 的 生 活 条 件。 ③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是

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基本条件。 北京市坚持基础设

施 建 设 先 行， 调 整 好 “骨 头” 与 “肉” 的 关 系，
逐 年 增 加 环 境 卫 生 事 业 经 费 投 入 ， 增 设 公 共 厕

所、 垃圾箱台、 果皮箱， 新修下水道等， 以适应

城市人口增加和生产发展的需要。 只有坚持总体

规划， 综合治理， 把卫生基本建设纳入城市建设

规划， 将建设卫生基本设施与城市各项建设结合

起来， 增加人力、 物力、 财力的投入， 才能不断

改善城市环境卫生面貌。
（三） 城市环境卫生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爱国卫生运动是 “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

卫 生 防 病 工 作 的 成 功 实 践” ④。 一 方 面， 搞 好 城

市环境卫生是为了群众。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 一个干净、 整洁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正是

群众所需要的， 这种意愿是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

群众基础。 另一方面， 搞好城市环境卫生要依靠

群 众， 要 充 分 发 挥 人 民 群 众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按照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人民管” 的方

针， 采取民办公助、 组织群众参加义务劳动、 实

施 “门前三包” 责任制等办法， 依靠群众建设和

管理城市。 如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办事处依

靠各单位出钱、 出料、 出工， 修整、 疏浚了 5 处

污水管道， 环境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⑤

（四） 开 展 卫 生 宣 传 教 育 和 加 强 市 容 管 理 相

结合

开展卫生宣传教育与加强卫生监督管理相辅

相成、 互为补充。 经常地、 广泛地开展卫生宣传

教 育， 包 括 卫 生 科 普 常 识 教 育、 卫 生 法 制 教 育、
卫生道德教育等， 订立 《首都人民文明公约》 ⑥，
提高人们讲卫生、 爱清洁的自觉性， 是城市环境

卫生的治本之法。 宣传的内容要鲜明生动、 丰富

多彩， 宣传的形式要喜闻乐见、 通俗易懂， 不断

提高宣传的质量和水平。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是市

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制定、 完善市容环

境卫生法规， 建立健全 “门前三包” 卫生责任制

等规章制度， 实施卫生检查评比， 抓好环卫清洁

队伍、 民办清扫保洁队伍的建设， 以及建设好监

督执法队伍， 不断推动市容管理工作法制化、 规

范化。
总而言之， 改革开放初期是北京城市环境卫

生迅速恢复、 调整和发展的时期， 也是以清洁卫

生 作 为 突 破 口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的 关 键 阶

段。 这一时期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 维护了人民

身体健康， 助力了首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 其中的一些制度与经验至今还发挥

着作用。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城市环境卫生工

作， 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 也

能够以史为鉴， 为今天首都的建设和管理提供经

验启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

士研究生 北京 102488；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

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副主任、 研究员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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