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老领导——张成基 

王奎武 

张成基是在房山河北地区最早活动的共产党员之一，我和他接触几十年，

他才艺出众，精力过人，爱好广泛，广交朋友，文武双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

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为改变房山面貌，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老家在河北镇三十亩地村(双风岭)，解放前是共产党居住地的堡垒户，曾

是良乡县一区区政府，武工队情报站的驻地，我奶奶于李氏是革命老妈妈，她

回忆：抗日时期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有耿子华、强志国、谭巨隆、乔明王，以后

有张成基、吴怀同、马良民、李增儒、张庭亮等，由于日本封锁白口沟，家里

和其他老乡时常没饭吃、没水喝，为活下去把自家的老驴都杀吃了，暂时度过

了难关。 

日本投降后，我稍长大懂点事了，只记得他们夜里不在家休息，全上敌占

区去工作(日本人叫他们猫猴子)从我家出发往东翻过几座大山至大西洼、谷积山、

上万、焦各庄、魏各庄、洛平、王佐、长辛店、良乡、坨里等地区执行任务，

早晨返回来再休息。他们就像我的家人，管我奶奶叫妈妈，管我父亲、母亲叫

哥哥、嫂子，有时也哄着我玩。晚上常在一起开玩笑，和我母亲打打闹闹很开

心。成基叔等有时搂着我教我唱：“军民大生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国民

党一团糟”、“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革命歌曲。院内支一口大锅，刨灶灰，烧

柴做饭。开饭前先集体排好队，武工队长带领大家唱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

再吃饭。叔叔们出发打仗常缴获战利品送给我玩。 

解放后家里送我上学，父亲在东庄子采石板，一来二去就在东庄子村落户

了，张成基留在河北小区任区委书记，继续领导该地区人民为建设新农村，让

人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而日夜操劳。1957 年我初中毕业，经他介绍安排我搞全

乡的广播网工作，先派我去外地学习，后来从外面请来师傅帮忙搞架线安装工

程，并安排我和他住在一起，即大庙后铁瓦殿西一个简易小房间，东面门口有

一扇破门，南边有个窗户，进门就上炕。他对我说：这庙里水源丰富，蛇特多，

曾有条大黑蛇二米多长，从门口爬进来，又从南窗户爬走。还嘱咐我夜间睡觉

轻点，有坏人来，先杀我后杀你，你和我住在一起很危险，我说我和你在一起

什么也不怕。他枕头下总放一条大长刀作为自卫武器。他那么大的官位，从不

支使我干杂活，平时总自己往上背煤，从水泉往上挑水和煤，看火、烧水等，

有时也教我如何通火、泄灭、掏炉坑等。他家住李各庄村段家大院，有四个儿

子，二个女儿，距机关很近，但他怕我煤气中毒，很少回家去休息。为了培养

和锻炼我，他经常写完稿叫我看并帮助抄写。还问我：“你想不想入党。”我说：“想。”



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我说：“我距党章要求差的太远。”有时他问我：

“今天电台新闻广播的什么内容?”我说：“我没注意听。”过几天又问我：“王奎武，今

天报纸登的什么内容?”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是不问政治。”并说我真是“恨铁

不成钢”。晚上躺下教我，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传不习乎。”要求我每天躺下后自己给自己过电影。要做一名对社会有用

的人。不要和别人打架，不要说过头话。还建议我阅读三国演义，要学会有智

谋。广播开通后，逢年过节还和我做伴放广播、看电话、播放群众喜闻乐听的

戏曲和民歌等。 

白天他总是下基层，走到人民群众之中去和大家一起劳动，与人民打成一

片。只有晚上在小屋里开会，才能看见他。我年纪小白天干活又累，他们开会

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有时醒来他们还在开会研究工作。但第二天很早他又走

了，为了党的工作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张成基十四岁参加革命，青春年华是在艰苦的岁月中度过的，河北镇白口

沟内的三十亩地和东港是贫水区，全靠牲口驼、人背水来生活。尤其大旱年头

连栽白薯都得去十几里以外的大石河去驼水。下雨时接雨水做饭。张成基没忘

记那个年代老乡们的恩情。59 年夏天他手持镰刀、锄头，一个人爬坡走山路，

从公社机关往东经李各庄后坡至檀木港将军坨，三十亩地牛翁大沟、东儿台、

西儿台、代成峪，边查看庄稼、果树，边看水土治理和大牲畜等情况。走二十

多里去十几年前打游击时住过的房东王振宝家落脚，每天吃派饭，倾听群众呼

声，但总的问题仍是吃水难。从此他想办法，先是依靠集体力量，在大河沟内

修大蓄水池用来储存雨水。后来请专家测量，终于打出了深水井，解决了世世

代代人们吃水的困难，实现了世世代代有水吃的梦想。 

他受党的教育和考验多年，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解放后短短几年时间河

北地区在张书记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下，分别建起了文化石板厂、阶条塘、二

座石灰厂、二座煤窑、马车运输队，修配厂、兽医站、配种站，买了美国万国

牌十轮大汽车，架设了高低压线路，建了十二座扬水站。荒坡变果园，梯田变

水田，河滩变米粮川，粮食产量翻了番。为减轻国家负担，他亲自带领机关干

部去杏园沟、大花岭去砍叉木，卖给煤矿解决办公经费不是问题。为解决夏天

发大水，河南、河北群众趟河危险，发动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等共同义务劳动

架设了吊桥。建立了河南中学，各村有小学校，公社有卫生院、防疫站、供销

合作社、粮油店、酿造厂、旅馆、饭店、银行信用社、派出所、邮电局、税务

所、汽车站。 

文化娱乐设施有：广播站、电影队、图书馆、红专夜校、大礼堂，新华书

店、百花山艺术评剧团。不少村还有小评剧团，秧歌队、大鼓会、高跷会、腰

鼓队、小车会、音乐会、跑驴、旱船、太平鼓等民间花会，真是样样俱全。赶

上大型集会，或民间节日，河北大街十几档

会好不热闹，前来观看的人围的水泄不通。 

 河北地区繁荣兴旺了，经济发展了，生



活水平提高了。1960 年他被上级调往房山县商业局。临走时来我家亲自告别，

我奶奶、我父、母亲，舍不得他走，热泪盈眶地目送他上汽车挥手告别。 

我家做为他的老房东，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父亲工作中有什么困难仍去

找他出主意想办法，  母亲每年也到县城去住几天开阔眼界。我去房山学习或

开会，也吃住在他家。他下乡来只要有时间也来家看望。尤其离休后几次来我

家，给我送学习材料和他自己出版的回忆录，并给我送来大量稿纸，鼓励我往

房山文史资料或其他单位投稿。 

为教育后来人，并留下宝贵遗产。我每次去他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在写

回忆文章。我枝棉婶说：你叔，不注意锻炼和休息，整天就是写呀、写呀，心

全扑在写稿上了。 

他是人民的公仆、好党员、好干部，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

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他是我永远怀念和学习的好榜样。 

 

王奎武：河北镇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