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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入城，

北平老百姓夹道欢迎
那时，天安门前还没有广场，附

近杂草丛生，一片凄楚荒凉。 路上
的地砖缺七少八，坑坑洼洼，走起来
硌脚。 天安门城楼本应透出皇家尊
严的朱红色城墙，斑驳一片，丑陋不
堪。

历经清王朝覆灭、军阀混战、日
寇蹂躏、国民政府统治，一直到解放
前，天安门就这样日渐衰败，而真正
触目惊心的，还不是这个。

您想上天安门城楼吗？ 北平解
放前，即便是平头老百姓，这事儿也
不难。

但有一点，您得甘愿踩着垃圾
爬上去。

1949

年年初，所有的城门
楼子， 除了还能剩个城门之外，楼
子，几乎都被垃圾埋了。

北京人生活一向讲求个有里有
面、皇城气派，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呢？清末之后战事频起，政局动荡是
一方面，但主要的根儿，先要追到日
本人的糟践上。 对于侵略者而言，

城市的卫生、市貌根本就不予考虑。

沿着城根倒垃圾，正是日伪政府侵
占统治北平时定下的“规矩”。

而更让人气愤的是，等到抗战
胜利，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居然就沿
用了这个规矩。但凡接到清扫建议，

卫生局就两手一摊，我们没钱。 结
果，垃圾越积越多，从外城门堆到了
内城门，从皇城根码到了胡同口，最
终，北平人民生活的世界就成了一
个垃圾场。

叶剑英一声呐喊，

古城向垃圾宣战
高汉是当时拍摄北平入城式摄

影队的制片主任。 当年，为了能在
影片中不至于垃圾遍地，高汉天天
在城里转，确定拍摄地点，选择拍摄
角度，可是费了劲了。 镜头里面避
得开， 但现实却绝不能视而不见。

同样是在北平入城式中，前门箭楼
之上，一位检阅的首长面色凝重，若
有所思。 北平之脏乱差，他看在眼
里，痛在心中。 这是一座他熟悉的
城，他再也不允许这座美丽的城市
如此蒙羞！

这位首长，就是时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
任，解放后北平市的第一任市长：叶
剑英。

在城市解放初期，以军管会为
最高权力机构，实行军事管制。 这
其实正是陈云在接管沈阳的时候，

探索出来的成功模式。而与石家庄、

沈阳等之前解放的大中城市相比，

北平的接管开端，显得似乎比任何
地方都顺利———不仅是国民党守军
接受了和平改编，傅作义还派出代
表，与中共北平市政府组成“联合办
事处”，从治安、交通、金融，乃至粮
食供应，全面配合接管工作。

自
1

月
31

日进驻北京西郊，北
平市军管会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只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基本完成
了对旧政权、 物资、 人员的接收工
作。清肃反动军警宪特、维持社会民
生平稳的工作，也进行得有条不紊。

但在叶剑英的心中，尚有一桩隐痛，

时时萦怀， 挥之不去。 为了管好北
平，叶剑英把之前石家庄、沈阳、济
南等解放城市的接管经验研究了好
几遍， 但垃圾围城怎么解决却没有
解决方案可以借鉴。未来的新中国，

很可能要定都北平， 因此， 他必须
“还北平以清白”。

1949

年
2

月
12

日， 北平各界
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欢庆解放。就在
城楼之上，叶剑英慷慨激昂，誓言将
“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
的正常的秩序”。

当时， 捂在北平城里的垃圾近
30

万吨！ 这还没算“皇城”，也就是
故宫的垃圾， 那里边儿还有

20

万
吨。

30

万吨是个什么概念？ 简单来
说， 能堆四座景山。 如果还觉得抽
象，可以这么算，当时北平的面积是
700

平方公里出头，人口近
200

万。

30

万吨垃圾要是分摊的话，就是每
平方米地上一斤，每人身上

200

斤。

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

人力物力都捉襟见肘
这样的数字，想想都得慌。那

赶紧清吧， 还不能急。 平津战役期
间，中共中央特别下达过指示，要尽
力避免北平毁于战火， 要尽力保全
城内的文物古建。 按咱老北京的话
说：泼脏水，可不能连孩子一块儿泼
了。 从垃圾堆里淘出宝贝来虽说不
是普遍现象，但每挽救一件，就能为
这座城市、 这个国家避免多少损失
啊。经过鉴定和清理，从垃圾堆里挖
出来的古董、珍品，都被上交到文物
保管委员会。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
抡开膀子干了？

城市居民能为垃圾处理做点儿
什么贡献呢？ 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
垃圾分类。刚解放的北平，这样的新
概念还谈不到，但已经有雏形了。在
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
记录中，就有这样的资料：垃圾成分
可分为七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
废纸、破瓦废铁、兽尸、房渣土。

1949

年
3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
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在这
次会议上， 党内正式决定着手筹备
建立新政权， 将首都定在北平。

20

天之后， 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
北平市市长， 叶剑英陪同“进京赶
考” 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
机场进行了大阅兵。检阅期间，叶剑
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消息：

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 北平大清扫
的战役，在前一天已经正式打响了！

清运
50

万吨垃圾绝不是抄起
笤帚就上街的事儿， 仅凭政府部门
是没有这个实力来完成任务。 从当

时《北平市人民政府清秽会议纪要》

中来看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手不够。

当时管专业的清洁工叫清洁夫，每
名清洁夫能够担任

100

户人家的日
常垃圾清运， 北平城

295410

户，就
需要

3000

人。但实际上满打满算只
有

1800

人。

人员欠缺还不是最棘手的问
题。 驻守北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1

军军代表在会上就表示了，在必
要的情况下，军队可以全力配合。可
干活的家伙儿也缺啊， 档案上写得
清楚，清运垃圾专用的小推车，计有
1400

辆。 但能用的只有
600

辆。

大件儿不齐， 小件儿就更甭提
了。 就现有这

1800

名清洁夫，公用
笤帚、铁锹什么的，都没法达到人手
一把———这就是从国民党北平市政
府接管过来的清运总队， 人力物力
都捉襟见肘，怎么办呢？

全民动员，

循序渐进完成四个目标
动员各界。 全市党政军、 工学

商，走上街头，动员起来！ 已经被垃
圾折磨了好几代的北平市民， 一呼
百应。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干
净，就先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

街头巷尾做起。

1949

年
3

月
24

日， 声势浩大
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帷幕。 北平
市清洁运动委员会下辖的二十多个
机关单位，所有职员，都利用工作间
歇时间参与义务劳动。

1949

年
4

月
23

日， 当毛泽东
在双清别墅阅读着人民解放军打下
南京总统府， 旧政权首都已被攻克
消息的时候，在香山脚下，北平城第
一阶段的清扫工作已经胜利结束。

所谓第一阶段，是从
1949

年的
3

月
24

日到
4

月
18

日。所谓清运，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关键字是清、那
第二阶段的重点，自然就是运了。

扫出来的垃圾，都去哪儿了呢？

咱们来看看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
这份文件：《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
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 其
中， 写到了工作的四大目标：

1.

清
除各宅巷寄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
生。

2.

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
齐清洁。

3.

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
顿市容观瞻。

4.

消纳垃圾垫洼充肥
以提倡废物利用。

四个目标， 其实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流程。 首先，老百姓“各家自扫
门前土”，以及市政府组织力量清街
清巷，这是前两个目标。清出来的垃
圾，会让大家帮忙，先都集中到指定
的场所，然后统一运走。这就是第三
个目标： 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
市容观瞻。

这些指定的场所， 被称为垃圾
暂置场，全市共计

28

处，除了一处
是在第九区的和平门外后河沿，其
余

27

处，都集中在交通便利，居民
比较集中的内城七区， 比如第一区

的东安门河沿、东城根；第三区的安
定门内东城根、皇城根河沿；第四区
连接阜成门和西直门的北顺城街；

第五区的后海南河沿等。

怎么大多都在城根或者河沿
呢？交通便利是一方面，另外最主要
的理由， 自然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原
本就是垃圾积存的区域， 下一步运
除起来就好办了。考虑得很周全，没
想到出岔就出在这上面了。

汽车、人力手车、兽力车，

无论公私捎运垃圾
哎？我的垃圾呢？谁动了我的垃

圾？

1949

年
4

月中，北平多处街道
都出现了“垃圾搬家”的怪事儿。 明
明已经归置好、 堆成堆的垃圾不见
了。

去的地儿倒也不远， 走出几条
胡同，但凡有个空场，没准儿就有一
大堆。 开始大家都觉得这叫集中处
理，但接下来，好几天没人管。 这下
老百姓可就急了， 轰轰烈烈地扫了
半天， 政府到底是有心清还是没心
清啊！

干部深感委屈，百姓怨声载道。

这段波折，明明白白地写在了《北平
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总结》里。

由于准备不够， 工作上出现了
混乱的现象。当时汽车、汽油款项尚
未到手，便匆匆开始。各区分会把户
存垃圾运到街巷，到处成堆。群众看
见垃圾堆了满街， 怀疑政府有无决
心搞出去，情绪上起了极大波动。为
了急于把垃圾搞走， 各区分会各自
为政，互不联系，形成了上下脱节，

工作混乱。

垃圾清运， 北平市政府是当作
重大政治任务去完成的。 现在出了
乱子，老百姓不买政府的账，总会着
急，各区分会也是一肚子苦水，合着
忙也忙了，结果好心却办出了错事。

兵家有云：“大军未动， 粮草先
行”，强调的是什么？ 后勤！ 清运垃
圾，又何尝不是一场战役！那出现混
乱的症结在哪儿呢？ 在档案中提过
了，就是它：汽车。 运垃圾是要用车
的，北平

50

多万吨垃圾，得用多少
车？运多少趟呢？北京市目前使用的
最大载重量的垃圾车是

5

吨的，就
算用这种车， 也需要

1000

辆，跑
100

个来回。 那北平市政府当年能
调用的卡车有多少呢？

700

辆，而且
远远装不了那么多。

车少，载重量又小，这就够麻烦
的了。还有更让人撮火的一件事儿：

光有车也没用，得有汽油啊！ 当时，

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汽油，是多金贵
的物件，全都消耗在运垃圾上，说句
公道话，真的不值。 那又怎么办呢？

就任凭垃圾这么堆着不成？

当然不成！ 当时， 北平市军管
会、市政府联合下发《北平市载重空
车出城协运垃圾暂行办法》，做了硬
性规定：举凡汽车、人力手车、兽力
车、排子车等，无论公私，要出城，必

须协助捎运垃圾。

人力手车现在工地上还能见到
许多；排子车，其实就是一种大车，

人拉的时候就叫排子车， 稍微改装
就成了马车、牛车这样的兽力车，按
照后来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工作
总结的说法，利用这种车运垃圾，无
论是效率还是效果， 丝毫不逊于汽
车。

所有参与清运的载重车辆，都
可以获得免捐通行的优惠。不过，在
当时的规定中，并不包括黄包车。这
人力车和人力手车，一字之差，所指
的东西，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是坐
人用的，拿它运垃圾，还做不做生意
了？

但这就是动员群众的力量。 正
应了叶剑英市长的那句话：城市，是
人民的城市。清洁自己的家园，没有
什么不乐意的。

填壕沟消纳垃圾，

变废为宝
小时候家里烧过煤炉子的朋友

应该都还记得这样的场景： 路不平
了，或者有个坑什么的，家里的大人
就会铲点儿炉灰，填好整平，压瓷实
了之后，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当年，

北平市的垃圾运到城外就是干这个
用的。

解放军攻打城市的时候， 面对
国民党的城坚炮利， 经常会用到挖
战壕的方法，一路挖到城根底下。那
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 壕沟里能跑
汽车坦克，面积极大，四通八达。 而
如今北平解放了， 用这些壕沟来消
纳垃圾，不正是变废为宝嘛！

令人惊叹的是当年就是用这些
垃圾， 不仅填平了城里城外的坑坑
洼洼、战壕沟道，还垫出了一条从北
平通顺义的公路来！

就这样， 从
1949

年的
4

月
26

日至
6

月
30

日， 第二阶段工作：各
待运场和重点场所积存的垃圾被全
部清出。而此处提到的重点场所，当
然就包括天安门。

直到今天， 恐怕都很难精确统
计， 当时到底有多少干部群众曾在
天安门挥汗如雨。 不过当年学联需
要动员

4300

名学生去义务参加天
安门广场的清扫工作， 号召发出之
后， 一天就有

18000

名学生和青年
来报名，

人多就是力量大。 随着天安门
地区的垃圾运除干净， 第二阶段工
作结束。 从

1949

年
3

月
24

日到
6

月
30

日， 历时
91

天的北平大清扫
胜利完成。在清运工作总结中，记录
下来的是这样的数字： 清运工作共
动用人力

73537

名， 兽力车
32113

辆，汽车
807

辆，汽油
5409

加仑，全
部用款人民券

22466895

元，折合银
元，两万有余。 除故宫地区以外，全
城共运除垃圾近

22

万公方， 共计
20

万
1638

吨。

（据新华网）

全民大扫除北平焕新颜

叶剑英一声呐喊，北平向垃圾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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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也许您不相信，

60

多年前的北京是个垃圾
满地的城市，想登天安门，您得踩着垃圾上去，各个城
门楼子更是沦落为垃圾场。北平解放后，第一任市长叶
剑英一声令下， 全城市民挥起工具开始了始无前例的
大扫除。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国民党守军出城，接受人
民解放军改编。 未遭一枪一炮， 六朝古都宣告和平解
放。

2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全球瞩
目，万众沸腾。

旧貌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