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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报

石景山区是北京市辖区之一，位于北京
市西部。历史上，石景山地区曾属元大都
大兴府宛平县和明、清北京顺天府宛平
县。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 年）10 月，今石
景山区北部属北平市西郊区，南部属河北
省宛平县。1948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将石景山地区
划为“北平市第二十七区”，是为独立建置
之始。于1952年8月27日，定名为“石景山
区”。石景山区东西宽约12.25公里，南北长
约13公里，总面积85.74平方公里。划分为
八宝山、老山、八角、古城、苹果园、金顶街、
广宁、五里坨和鲁谷9个街道（社区）。

新中国建立后，石景山区随着经济建设
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在保留文物古迹和历
史风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纵贯东西、横穿
南北的交通干道。至2004年3月，纵贯本区
东西有京门路、石景山路、鲁谷路、阜石路、
广宁路，横穿南北的有玉泉路、北辛安路、
京原路、古城大街、杨庄大街、八角东街、八
角西街等。

20世纪60年代始，石景山区城市建设
日新月异，先后建成32个居民小区，为古城
小区（古城路、古城南路、古城北路、古城西
路、老古城、古城南里）、八角小区（八角路、
八角南路、八角北路、八角北里、八角中里、
八角南里）、鲁谷小区（依翠园、双锦园、三
山园、四季园、五芳园、六合园、七星园）、模
式口小区（模式口东里、模式口南里、模式
口西里）和燕山水泥厂、老山、杨庄、西井、
苹果园、金顶街、赵山、铸造村、高井、广宁
小区。

1993 年以前，石景山区共有胡同 19
条。1993—1997年，拆除胡同6条。截至目
前，石景山区现存胡同13条。

八角地区
八角地区位于石景山区中部，因辖域内

八角村得名。其范围，东起老山路，南接京
原路，西抵古城东街、古城南街，北至晋元
庄路。八角地区有大街5条，为八角路、八
角东路、八角南路、八角北路和八角西街。
八角路：东起八角东路，西至古城东街。八
角东路：南起体育场南路，北至晋元庄路。
八角南路：东起八角东路，西至古城东街。
八角北路：东起八角东路，西接古城北路。
八角西街：南起石景山路，北至八角北路接
杨庄东路。

八角村形成于明代以前，相传有赵、田、
阎、孔、祁、梅、王、肖自山西来京的八户人
家居此，山西口音“八家村”讹传成“八角
村”。八角村有街巷2条，为东西走向的八
角大街（已拆）和八角后街（已拆）。有胡同
6条（已拆）。

20世纪80年代初，八角被列为房地产
重点开发地区，八角村陆续拆迁。先后拆
除八角村街巷胡同的危旧房屋13.6万平方
米、1万余间。1993年，在八角村旧址始建

八角南里社区，至1997年，封闭小区建成。
八角南里社区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17.7万平方米，有住宅楼19栋（其中，
高层住宅楼 5 栋），楼门 116 个。现有居民
2668户，5584人。

南北胡同（已拆） 位于八角村南部。
南起石景山路，北至八角大街；长近 500
米。门牌：1—83，2—40。

八角北后道（已拆） 位于八角村东
部。南接新胡同，北至今八角饭庄；长 60
米。门牌1—15，2—22。

新胡同（已拆） 位于八角村中部。东
起八角大街东口，向西至今妇女儿童活动
中心银杏树；长近300米。门牌1—25，2—
14。

祁家胡同（已拆） 位于八角村东部。
东接徐家胡同，西至八角后街；长70米。门
牌：1—9，2—12。

梅家胡同（已拆） 位于八角村中部。
南起今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银杏树，北至八
角大街，长100余米。门牌：1－11，2－22。
徐家胡同（已拆） 位于八角村北部。南起
八角大街，北至今雕塑公园；长近 100 米。
门牌：1—15，2—10。

古城地区
古城地区位于石景山区西南部，因辖区

内古城村得名。其范围，东起古城东街、杨
庄大街，南濒永定河，西至首钢总公司厂区
内石景山，北抵京门铁路。古城地区有大
街7条，为古城大街、古城南街、古城东街、
古城路、古城南路、古城北路、古城西路。
古城大街：南起石景山路，北接杨庄大街。
古城南街：北起石景山路，南至京原路。古
城东街：南起石景山路，北至古城北路。古
城路：东起古城东街，西至古城大街。古城
南路：东起古城东街，西至古城大街。古城
北路：东接八角北路，西至杨庄大街。古城
西路：东起古城大街，西至北辛安路。

古城村始建于唐晚期，村落较大，有街
巷7条，为前街、后街、东街、南街、西街、东
井街和西井街。古城地区有胡同3条。

南胡同 位于古城村南部，属老古城前
街社区居委会。南胡同北起前街路口，南
至十万平；长近 200 米，宽仅 3 米，沥青路
面。南胡同门牌：1—23，2—32。现有居民
102户。

北胡同 位于古城村北部，属老古城后
街社区居委会。北胡同北起变电站，南至
北后街丁字口；北胡同长200余米，宽6米，
沥青路面。北胡同门牌：1—17，2—52。现
有居民97户。

北后道 位于古城村北部，属老古城后
街社区居委会。北后道东起古二中，西至
西一区；北后道长180余米，宽6米，沥青路
面。北后道门牌：1—39，2—34。现有居民
176户。

北辛安地区
北辛安地区位于石景山区中西部，因辖

域内北辛安得名。其范围，东抵首钢总公
司特钢公司，南至首钢总公司化肥厂，西起
庞村，北靠京门铁路。北辛安地区有大街5
条，为北辛安路、北辛安大街、北辛安东街、
和平街、铁壁街。北辛安路：南起石景山
路，北至金安桥。北辛安大街：西起北辛安
路，东至南岔、北岔。北辛安东街：南起铁
壁街，北至和平街。和平街：东起北辛安东
街，西至北辛安路。铁壁街：东起北辛安东

街，西至北辛安路。
北辛安古称新安里或辛安里，始建于唐

代。北辛安地处京西至西山和山西、河北
的京西大道上，在以骆驼、马车等运力为主
的年代，因北辛安距京城有将近一天的路
程，而成为往来商旅打尖歇脚之地，故北辛
安的商业、服务业和旅店业较为发达。解
放前，北辛安大街有“三里商街”之称，大街
两旁店铺林立，有商号70余家，摊商170余
户。铁壁街，明代称南营，为当时自山西迁
京的移民定居地，后扩建并入北辛安。铁
壁街38号院为京西小有名气的悦来客栈。
悦来客栈坐北朝南，如意门门楼，一对方形
抱鼓石雕刻精美，门洞中有四幅壁画，年久
已难见面目。影壁上镌“鸿禧”二字。这是
一家骆驼店，店主姓李，有前、后、东、西四
个院落，房百余间，另有安置骆驼的场院，
场院内有水井。

据久居北辛安地界儿的老者说，北辛安
的街巷胡同象条鱼：西胡同是鱼头；北辛安
大街是鱼身；串心店是鱼脊；铁壁街是鱼
肚；而南岔与北岔恰似两条鱼尾巴。早年
的西胡同穿过今北辛安路，直至首钢公司
厂区内。1937 年，日本侵略军侵占石景山
炼厂（首钢公司前身），强行拆除西胡同的
西部，拆毁普济寺（当地人称西庙），迫使居
民搬迁，有13户居民被迫搬到北岔居住。

解放初期，设北辛安镇，区政府驻北辛
安大街。1952年8月，石景山区政府驻和平
街 3 号。1954 年 5 月，北辛安镇建置撤销。
1978年，区委、区革委会机关迁址石景山路
35号。北辛安地区现有胡同8条。

南岔 位于北辛安东南部，属南北岔社
区居委会。南岔北起北辛安大街五神庙旧
址，南与北辛安东街相连；全长300余米，宽
9 米，沥青路面。南岔门牌：1－19，2－
160。现有居民361户。

南岔 45 号现为北辛安农工商公司，系
关王庙（当地人称东庙）改建。坐北朝南，
一进院落。正殿三间，大式硬山大脊，筒
瓦；东西配殿为小式硬山顶。明《宛署杂
记》对这座庙有记载：“关王庙，在北新安，
离城三十里”。关王庙南有戏楼院，是关王
庙的附属建筑；戏楼今已不存，院内有建立
于民国元年（1912）的河北省宛平县第一区
北辛安镇两级小学。小学校易名数次，1964
年改名为北辛安第一小学至今。

1937 年，日本侵略军侵占石景山炼厂
后，每年一度的石景山庙会无法在石景山
上举办，而移到北辛安举行。每年农历四
月十五日，会期三天，庙会设在北辛安大
街、南岔和北岔，四面八方赶庙会的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众香客把碧霞元君神像

“请”到关王庙，焚香膜拜。自1958年始，石
景山庙会未再举行。

北岔 位于北辛安东北部，属南北岔社
区居委会。北岔北起和平街，南至北辛安
大街五神庙旧址。五神庙始建年代无考，
坐东朝西，大殿三楹，今已无存。北岔全长
200余米，宽6米，沥青路面。北岔门牌：1－
15，2－102。现有居民309户。

袁家胡同 位于北辛安中部，属北辛安
大街社区居委会。袁家胡同南起铁壁街，
北至北辛安大街，全长200余米，宽6米，沥
青路面。袁家胡同旧有天宝店（骆驼店），
因掌柜姓袁而得名。袁家胡同门牌：1－
19。现有居民144户。

东胡同（也称小胡同） 位于北辛安中
部，属铁（铁壁街）新（新房子）社区居委
会。东胡同西起铁壁街，东至袁家胡同；全
长近200米，胡同宽仅3米，土路。系贫苦百
姓居住之地。东胡同门牌：1－11，2－18。
现有居民77户。

西胡同 位于北辛安西部，属铁新社区
居委会。西胡同西起北辛安路，东至大胡
同；全长近 100 米，胡同宽 8 米，沥青路面。
西胡同门牌：1－11，2－8。现有居民 79
户。西胡同曾经有刘记煤铺一座。

大胡同 位于北辛安西部，属铁新社区
居委会。大胡同北起北辛安大街，南至铁
壁街；全长500余米，宽9米，沥青路面。大
胡同门牌：1－33，2－32。现有居民108户。

大胡同中部路西 21 号，早年间是一家
骆驼店，为李姓南悦兴，有房40余间。与南
悦兴相邻的是北悦兴，店主姓李，是一家近
50 间房的骆驼店。北悦兴的门楼非常考
究：戗檐砖雕为“马上封侯”图案，十分精
美。门楼内有壁画四幅，年久失修难以辨
认。南悦兴的看面墙更是精雕细刻，整个
院落依然留存有四合院的风采，院内正房
戗檐雕“福在眼前”图案，栩栩如生。南悦
兴与北悦兴之间的高台阶处旧有当铺，今
已难觅踪影。

串心店 位于北辛安北部，属北辛安市
场社区居委会。串心店南起北辛安大街，
北至北辛安市场；长近100米，宽5米，沥青
路面。串心店门牌：1－27，2－16。现有居
民85户。

北辛安市场（也称新市场） 位于北辛
安北部，属北辛安市场社区居委会。北辛
安市场西起北辛安路，东至和平街东口；长
1000余米，宽5米，方砖路面。北辛安市场
门牌：1－167，2－162。现有居民203户。

北辛安市场是新中国建立后兴建的一
条专营各种小商品的市场街，两旁店铺栉
比鳞次。今已少有店铺，大都成为民宅。

五里坨地区
五里坨地区位于石景山区西北部，因辖

域内五里坨得名。其范围，东起翠微山、虎
头山、福寿岭、蟠龙山，南至丰沙铁路，西起
猴山，北倚克勤峪（曾称荐福山）。五里坨
是京西大道必经之地，东距古代军事重镇
磨石口五里，因村东小山丘——小青山（当
地人称坨子）而得名。五里坨地区有大街1
条，为门头沟路，东起金顶西街，西至门头
沟区城子。五里坨有街巷3条，为东街、西
街和后街。五里坨地区有胡同2条。

后街东胡同 位于五里坨西部，属西街
社区居委会。后街东胡同西起后街，东至
小青山；长80余米，宽5米，方砖路面。后街
东胡同门牌：2—38。现有居民75户。

后街西胡同 位于五里坨西部，属西街
社区居委会。后街西胡同东起后街，西至
村西；长70余米，宽5米，方砖路面。后街西
胡同门牌1—35。现有居民9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