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陪部长走基层 

肖文奎 

岁去人头白，不知不觉间，我已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上了年纪的人，

许多事情已经忘记，但 50 多年前我陪北京市委宣传部张大中副部长下乡了解情

况的一段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1960 年，我在周口店公社党委作组织工作。7 月份的一天上午，公社干部

正在学习和讨论如何贯彻国家《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

精神，如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会议正在开得

热烈的时候，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突然乘车来到公社，下车后

就让司机回市委啦。当时在办公室看门的要到会场叫我和领导时，被他拦着了。

他找了一个凳子，坐在会议室外面，一声不响地听着我们发言。这时，办公室的

同事让我接电话，当我从会议室走出来时，才发现了部长在会场外面听我们开会，

我当时不知所措。他笑着对我说：“紧张什么呀！你们开会，我在这儿听会不是很

好吗？使我了解基层，掌握情况该有多好哇！哪找这么好的机会呀！你们继续开

会，不要中断”。半个多小时后，会开完啦，大中副部长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

对我说：“小肖，我在你们这里住几天，吃住由你安排。但有几点必须注意：第一，

不能单独为我做饭，要到生产队食堂和社员一起吃，社员吃什么咱就吃什么。第

二，下乡不坐车，能骑自行车的就骑自行车，不能骑自行车的村就步行。第三，

白天尽量多串几个村，晚上回来和你一起住，一起研究分析白天了解的情况，你

要和我住在一起。第四，适当参加一些集体劳动”。他在公社住了四天，我完全按

照他的指示去做了。周口店公社，共有 20 个村，正是五黄六月天，热浪滔滔，大

中副部长不顾疲劳，一顶草帽，一条毛巾，遮阳擦汗。四天里我陪他跑村庄，下

食堂，走了 15 个村。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我们每到一个村，他就与社员席

地而坐，跟社员聊到生产、生活，问生产队社员食堂办得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劳动记工的方式方法，每个劳动日值多少钱？干部们参加不参加集体

劳动……。他问的全面，社员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讲，他细心听，不时

记在小本子上。白天，赤热炎炎他不怕，他钻在一人高的玉米地里跟社员在一

起锄地拔草。晚上，他不顾一天的劳累，不怕汗流浃背和蚊虫叮咬，认真细致

地整理白天所见所闻所感，一忙就是深夜十一二点钟。有时，我劝他说：“早点休

息吧！”他却说：“我下来一次不容易，百姓想什么、盼什么、疑惑什么，都要搞清

楚，弄明白，对市委科学决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可避免重大失误，我个人累

点苦点没有什么。” 

他不搞特殊化，与社员同甘共苦。来公社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先去了周口店村，



之后，又骑车去了周口村第三食堂。此时，已近午间，正好要吃中午饭。生产队

长和食堂管理员跟我商量，另给我们做点饭菜，我没敢作主，对食堂管理员说：“等

我请示部长后再定”，我一请示部长，他很严肃地对我说：“小肖，现在天灾人祸，

百姓吃不饱肚子，我们怎能特殊？我们是人民中的一员，只不过分工不同，为什

么不能跟群众一样吃，社员吃什么咱们也吃什么，不是很好吗？搞特殊，群众就

疏远我们啦”！说到此，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现在，比解放前我做地下工作时

好多啦，那时我常常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更不用说吃好的，有时还被国民党特

务追着跑”。他很有风趣地说：“那真是饥饱劳碌大尿泡，那时的地下斗争，第一，

靠的是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真。第二，是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根基、

是血脉、是力量、是源泉。没有群众，寸步难行，我们党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第三，就是靠我们的两条腿要勤快。如果你一搞特殊，群众就躲你远

点，工作就不能开展，更谈不上完成任务了，严重者，还可能有生命危险。”部长

的一席话，让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懂得了，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

三大优良传统之一。第三天，我陪他去山口、官地、西庄、车厂、坟山几个村。这

些村，山路崎岖，有的村是梯田乱石窝，出门就爬坡。我们只好走路，在去坟山村

时，碰到几个社员在锄草灭荒，我们就直走到地里，蹲下就跟社员一起拔草，边干

活，边和社员聊起来了。休息时，部长掏出烟，对男社员每人递给一支，然后，风

趣的说：“女同志只好委屈了，看着我们吸吧。”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接着他和大家

说：“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们讲故事。”于是，他就讲解放前在北京城里搞地下斗争时，

如何依靠群众，群众如何不怕危险，用生命保护我地下工作者的一幕幕真实故事。

社员越听越爱听。然后，让我把另一块地休息的社员也叫过来。他认真地讲，社员

聚精会神地听。突然，他把话锋一转说：“不能光我一人讲呀？”稍加思索地说：“请你

们说一说吃食堂好不好？干部关心不关心群众吧。”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不少

情况。在回公社的路上，他对我说：“小肖，这个村没白来呀！社员讲出了不少情况，

这是在机关从来听不到的声音。要记住，今后，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脱离群众，

头脑里时刻想着群众，心里要装着群众，行动要为了群众，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

革命导师列宁曾讲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要防止国家工作人员由人民的公仆，

变为欺压人民的老爷。（大意）否则，工作就做不好，群众就不拥护，干部就不合

格。” 

他走路快如风。开始我怕他去山村走山路不习惯，又加上烈日炎炎似火烧

的暑天，怕他中署，可万万没想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走起路来，我这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硬是跟不上他。我一路小跑在后面，他笑着对我说：“我这两条腿是

在解放前北京城里做地下工作时，跟国民党特务打交道练出来的。那时，一靠

内线同志传递情报准确。另一条就全靠我们的两条腿脚了。常与敌人周旋，一

天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为了完成任务，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抢在特务的前

面。其结果，是我们胜利，敌人失败”。他一路走，一路给我讲故事，一席话使

我进一步增强了对依靠人民群众重要性的认识。跟社员一起吃饭，我告诉了管

理员，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和棒糁粥，淹咸菜。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跟社员聊天，



了解到了不少真实情况。自打陪部长下乡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回机关

以后，还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公社的情况，公社有什么需要他支持的，他也大

力指导帮助。苏共 22 大以后，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专家，

给我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当时，公社个别干部出现悲观情绪，我向他汇报后，

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公社干部作了精彩的国际形势报告，进一步提高了

认识，坚定了搞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 

一年后，市委宣传部召开全市各区县及大型国有企业宣传部长学习毛主席

著作经验交流会，部长指示房山县委宣传部长佟建和通知我参加会议。会期 3

天，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会后，还发给我《毛泽东著作选读》五本，

毛主席语录 15 本，回公社后，我将这些书籍分发给公社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和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推动公社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

很好的作用。， 

 

肖文奎：原周口店镇农机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