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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庶民同志，1946 年任中共房山县委秘书，1953 年从河北省通县专区奉

地委专署之命，到中共良乡县委任第二书记兼县长。从此到 1958 年房良两县合

并划归北京市后（定名为周口店区），曹庶民继任周口店区委书记处书记，周口

店区区长。1960 年以后周口店区改为房山县，曹庶民又继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县长直到“文革”开始，前后长达近十四年时间一直担任县长职务。“文革”后，曹庶

民调到北京市农口工作，曾任北京市气象局局长。 

曹庶民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他调到良乡县任第二书记兼县长

的同时，我从良乡中学总务处调到县委机关任宣传部、农村部干事。在这期间

与曹庶民同志接触较多。现将我与他相处十多年，记忆最深、觉得又有教育意

义的往事回顾一下。 

组织观念强，带头模范执行党的决议和决定。每次召开县常委会，曹庶民

都是首先到会，讨论问题，他都是有啥说啥，怎样想怎样认识就怎样说，光明

磊落。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全党上下一直把引导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合作化

道路作为农村的中心工作。为此中共良乡县委曾制定每个县委委员分工包社的

制度，每个县委委员除完成本职工作外，都要与本人分工的农业社保持经常的

联系，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曹庶民做到了认真执行，一丝不苟。他经

常到自己分工所包的农业社，调查座谈，然后写出内容扎实、有分析有措施的

调查报告，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其他县委成员也纷纷行动起来，县委的决

定变成了行动，这与主要领导的带头作用是分不开的。 

胸怀全局，积极维护县委的统一领导。农业合作化时期，成立农业社，整

顿农业社是农村的中心工作。主抓是县委农村工作部，但要经常从全县机关抽

调大批干部，组织工作队进行建社整社的工作，对此曹庶民县长坚决支持，包

括政府机关，授权给农村部，直接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当时成立农业社和经

营管理生产劳动，秋收分配任务十分艰巨，靠农村部的干部忙不过来。为此曹

庶民县长毫不迟疑将政府办公室主任王显慧、科员高淑英送到县委农村工作部

与农村部同志一起办公，审查批准建社的申请，掌握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并动

手起草农业合作化方面的材料，这样加强了合作化指挥机关的力量，缓解了农

村部人手不足忙不过来的局面。政府办公室力量虽有所消弱，但却加强了全局

的力量，有利于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 

关心爱护干部，但在原则问题严格要求，从不护短。在县里，曹庶民对待

干部特别是对中下级干部的婚姻、家庭个人生活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是找到



他，他都弄清情况。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从而使这些同志得以全神贯注的投

入工作。1956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曹庶民经常暗示、提醒干部，要头脑冷静，

深思熟虑，要全面正确的看问题，不要头脑发热。他的告诫，使一些人免受批

斗和劳动改造之苦，从而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在 1954 年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之后，机关干部口粮粗细搭配都有明确的指标，执行非常严格。政府机关财委

的一位负责同志，自己作主多给机关食堂搞了些“细粮”（即白米、白面），曹庶民

知道后对有关人员进行严厉批评，责令检查。时隔多年后，这位受过批评处分

的老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虽挨过批评，受过处分，但

曹县长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坚持原则不护短，他的人品至今我还从心里佩服。 

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据原良乡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同志介绍：

1956 年的一天，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与通县地委联系，最后确定由良乡县委负责接

待越南党中央代表团，主要座谈解答党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问题。接到通知

的第二天就去北京座谈，真是时间紧、任务重，涉及到外交问题，关系到我们党

的形象。第一书记张会清不在机关，第二书记曹庶民责无旁贷。张本荣立即动手

搜集、整理资料，一个通宵列了二十多个问题并整出文字书面材料。第二天早上

把材料交给了曹庶民，随后就起程，先到县社驻京办事处等待。曹庶民只能简单

地看了一下书面材料，之后二人就被接到钓鱼台，参加了与越南党中央代表团的

座谈。座谈结束了，张本荣领教了这位第二书记的理论政策水平和应变能力。说：

“曹庶民同志有理论水平，应变能力快，我从心里佩服他”。 

关心人民疾苦。1957 年春节，县委书记张令德、县长曹庶民、农村部长罗

玉源、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和我们几个干事，到临近的房山县惠南庄全

国劳模杜宝珍那里去参观学习稻麦兼作的经验。杜宝珍深有感触的说：“曹县长是

我的老领导，十多年前他在房山县委当秘书时，我们就相识，那时他对我们关

心爱护像亲兄弟一样，出主意想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给我们讲形势，讲革

命道理……”。在文化大革命前，当曹庶民县长得知我们的深山革命老区的老百

姓过年都吃不上白面饺子时，他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觉得内疚。解放二、三十

年了自己当着县长，真是愧对山区百姓。于是他立即找来粮食局的同志下命令

似的说：今后过年要千方百计保证山区人民要吃白面饺子，平时也要设法给山

区人民调剂一些细粮。这原本是件好事，但在文化大革命时，为山区人民调剂

细粮却成了曹庶民的一条“罪状”，说他“破坏粮食政策，腐蚀拉拢山区人民”，并叫

曹庶民检查“认罪”。当曹庶民同志将事情经过如实讲了出来，与会人员觉得，曹

县长让我们山区百姓过年吃上白面饺子，怎能算他的罪状呢？批斗结束后，工

作人员给曹庶民他们送的白开水是加了糖的，吃饭时，粗菜底下有好菜，大家

心里明白广大人民群众是希望生活得到改善啊！ 

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践证明，没有牺牲精神，“实事求是”四个字是

做不到的。“文革”期间，曹庶民同志被揪出后，造反派叫他承认是反党、反毛主

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庶民认为自己从

参加革命工作参加共产党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跟着党走，决不是“三反”分子。遭



到了造反派恶毒的打骂和批斗，给他定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 

之后不久，曹庶民被分配到地处房山远山区的蒲洼乡的鱼斗泉村参加劳动。

三十多年后，前蒲洼乡党委书记，现任房山区工商联会长的耿春奉提起曹县长，

仍深有感触的说，尽管当时曹县长被当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可我们村的百姓

把他当亲人，见他不怕苦不怕累的干活，我们心疼，在我们百姓眼里，他几十

年为房山人民特别是为山区人民，日夜操劳，尽心尽力，他是我们的好县长。

他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在运动中顶着难以忍受的压力，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我们佩服他，敬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