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忆张成基同志 

王俊起 

原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同志，已经逝世三年多了，但他的形象常

常在我的记忆中闪现，还是那么朴素、和善、热情。 

“文化大革命”前，我只是在几次县长们召开的会议上见过他，从未说过话。

真正认识他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他是“三结合”进来

的一名领导干部（文革前任县农机局局长），任革委会副主任，同时结合进来的

另外两名领导干部任副主任的，一位是罗玉源同志，一位是孟长友同志。我是

调进来的办事组的一位工作人员，负责文秘工作。因工作关系，开始跟张成基

同志有所接触，慢慢的就熟悉起来了。 

县革委会成立初期，张成基同志与一名军代表冷玉彬同志（铁道兵四师某

团团长）一起分管生产（包括农业、公交、财贸）。到了一九七一年初，由于中

共房山县委的建立，领导班子的调整充实，办事机构设置的健全，他又和县委

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梁钧华同志一起分管公交、财贸和城建等方面的工作，

农业由县委副书记、副主任王文哲同志分管。我的工作也有调整，但在办公室

工作的时间最长。期间，我不仅负责组织会议，还要负责会议记录、整理资料、

起草文件。到了一九八一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当选副县长，张成基同志被

推举为房山县第一届政协主席。一九八四年我当选县长，他当选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无论我们的职务怎么变化，却一直在打交道，而且长达十八年之久。一

九八七年一月房山撤县建区，我调至市内工作，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每年都

能见上几面，并在一起参加了几次活动，其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还特别

邀请我去了一趟十渡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参观了墓碑和展示，受到了一次革命

传统教育。 

回忆往事，很多事情历历在目。张成基同志是一位很有自己性格和特点的

人，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他诚恳热情，谦逊平和。凡是跟他接触打过交道的人，都感到他为人诚恳

热情，不装腔作势来虚的。他在与军代表冷玉斌同志合作时，工作积极主动，

谦虚谨慎，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在与中央市属厂矿负责人和市有关单位领导及

做具体工作的同志交往中，都说他热情随和，诚实可信。琉璃河水泥厂的书记、

厂长们说：“我们有事情跟张成基同志打交道较多，觉得他厚道实在，办事痛快。

他有事找到水泥厂，特别是要水泥，我们也不好驳他的面子，指标再紧，也得

想办法给他解决。”他平时对待下级不摆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客客气气。我在办

公室工作期间，经常到他的办公室请示汇报工作。只要踏入他的办公室，他就



马上站起来，很客气的给我找座位，有时还倒上一杯水，说完事情要走时，他

又一定站起来送我出门。我们之间的称呼也很亲切，他称我俊起同志，我称他

成基同志，一直是这样。在他担任政协主席的时候，靠他的人格魅力交了许多

朋友，特别是党外的民主人士，关系处得很融洽。说他客气平和，这是主流方

面。可他也有急躁发火的时候，特别是在会上听到针对他的且不符合事实的发

言时，他会脸红脖子粗地加以反驳。他有个特点，一生气，鼻子尖就冒汗，而

且一边发言一边用手绢擦，这是真的急了，动火了。有时他也会对下属单位责

任人，因工作拖拉或不到位，提出严肃的批评，一点不客气，这是他另一个小

侧面。 

他真抓实干，严谨细心。对待工作他认真负责，紧抓不放，而且一抓到底，

从不懈怠、推诿。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在磁家务筹建水泥一厂、二厂

的全过程中，他倾注全力，抓得很紧，三天两头儿地往现场跑，跟筹建工作的

具体负责人刘德顺、付奎荣、安沛云等同志及工作骨干混的很熟，配合得很好，

协调解决了不少问题，保证了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点县支农办公室的苗

宗凯同志了解得更多，体会更深，因他跟成基同志一起去现场的次数最多，有

时还住在工地，他是个亲历者。两个水泥厂的建成投产，成为县内的骨干企业，

他不仅保证了县内建设中的需求，而且对外销售赢得了信誉，创造了收入。另

一件是筹建十渡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八四年，他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任县长，此事他早就有谋划，有了在十渡建碑的想法，并为此事开始运作，

探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当他见到有希望时，便及时地向县委做了汇报，得到首

肯并委托县人大常委会承办这件事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

要知道，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地面很大，纪念碑建在什么地方，需要争取上级认

可支持，还要疏通各方面的关系征得同意，于是成基同志就上下奔忙，左右协

调，并不断与我和李永芳同志通报有关信息，研究对策。通过他的努力，请来

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平西地委书记的李德仲同志（曾任河北省、吉林省省委

书记）到十渡视察。还通过关系向肖克、杨成武两位上将汇报有关事宜。功夫

不负有心人，十渡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的问题终于定了下来。在建设的过程中，

他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经过两年多时间的不懈努力，一座雄伟的平西抗日烈

士纪念碑终于在十渡落成。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揭幕典礼的仪式上，许多

曾在平西战斗过的老首长都来到了现场，肖克上将、刘道生同志还讲了话。当

大家见到由肖克上将题写的“抗日战争在平西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十六个大字

及一座由著名作家苗培时撰文、书法家金寄水书写的碑文时，都激动不已，热

泪盈眶，感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和震撼。此时的成基同志想起为建此碑的辛苦

和不易更是激动万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自言自语的说。对待工作他就是

这样真抓实干，讲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从不搞大轰大嗡，说空话、放空炮。

说他严谨细心，更是我亲眼所见。他每次参加会议，都从手提包掏出一个三十

二开大小的笔记本，凡是重要的事情他都记录下来。会议上的发言，也是深思

熟虑之后才开口，绝不是“没找好目标乱投手榴弹”，而是有的放矢，很有针对性，



并切中要害，话在理上。说他细心，一点儿不假。凡是上级下发的正式文件，

他都要认真整理，妥为保存。就是以县革委名义下发的文件，他都一份儿不落

的收集起来，年底时装订好加以保存。由于他严谨细心，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

料，加上他惊人的记忆力，在回忆往事写回忆录时，都派上了用场。在他离休

前后十几年里，写了很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回忆录，有些还编辑成书，

如《百花山下游击战》。 

他顾全大局，善于配合。在任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常委时，他胸怀全局，

考虑问题周到，在工作上从不单打独斗，突出自己分管，搞什么所谓份内份外。

凡是县委交办和委托他办的事情，他都认真去办并办有结果。在他任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时，凡是人大开会审议的议题涉及政府的工作时，他都亲自跟我打招

呼，征求我的意见，让我有所准备。这样既提高了会议的审议质量，又避免出

现不协调的现象。在他与梁钧华同志共同分管公交、财贸、城建工作时，两个

人发挥各自优势，紧密配合，不受干扰，干成了许多事情。比如修路，房山之

所以成绩显著，在全市各郊区县占了先，除了梁钧华这位功臣之外，还有另一

位功臣张成基。 

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张成基同志平时的穿着很朴素，就是一身穿了又

穿的蓝色中山装，而且是普通面料。夏天炎热时，就穿上一件白色的半袖布衫

或圆领半袖针织衫。脚上穿的是布面圆口鞋。冬装也很简单，只是寒冷时披上

一件蓝色军大衣。一个发旧了的人造革手提包，无论是开会，还是下乡、上下

班从不离手。所以我一想起成基同志，就是那位身穿蓝色中山装，脚踏布鞋，

手拿人造革提包的朴素形象，就好像被相机拍照固定下来的一张照片，让我记

忆深刻。成基同志为官清正，廉洁奉公，不贪、不腐、不奢华，赢得了人们的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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