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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基，1927 年 2 月出生，房山区史家营乡大村涧人。

幼年时，喜欢读书吟诗。194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曾任宛平四区区委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成基怀着拯救中华民族、

解放全中国的一颗赤子之心，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反抗日本帝

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带领和组织爱国人士和

热血青年，察敌情、捉汉奸、拔据点，端炮楼，为民族的解

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2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

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

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

在这个历史变革时期，京西矿区组建了工作队在所辖区开展

宣传组建互助合作社工作。张成基也随后调入河北区任区委

书记。这位在战争年代曾在这个地区打过游击的老革命，欣

然受命，带着家人来到河北。为了了解和改变河北地区的贫

困面貌，他与矿区工作队一同深入村、户，访贫问苦，召开

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了解各村百姓生活情况。宣讲成立互助

组的好处，鼓励动员农民行动起来，组织参加互助组。在他

们的指导下，半壁店村首先成立了以李立为首的第一个互动

组。随后磁家务村、河北村也办起了本村第一个农业互助组。

为了进一步加速合作化的步伐，使更多的贫困农民加入互助

组，老张与矿区工作队，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

组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

年末他又指导和帮助檀木港村组建了以王江为社长的河北

区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此后，河北地区合作化运动蓬蓬



勃勃的开展了起来，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如雨后春笋一样相

继建立。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化运动成果，老张与工作队研究

以“抓典型、带一般”的工作方法，确立以檀木港农业合作

社为典型、推动和扩大全区农业合作社的工作进程，并分析

研究制定出檀木港村合作社发展规划。由于路子对头，干部

带头，社员群众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干劲十足。再加上风

调雨顺，这一年合作社的粮食产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

林果生产、畜牧生产也有长足的发展。工农业收入比计划翻

一番。1955 年 3 月檀木港合作社被评为北京市农业生产模范

合作社，社长王江被评为北京市农业劳动模范。一个月后在

王江的带领下部分社员还进京参加了“五一”劳动节庆祝游

行活动。王江同志还登上了观礼台。 

1956 年，党和政府提出了初级社要进入高级社的指示，

并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章程规定了社

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初级社要进一

步联合起来，组成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

社、即高级社。老张又组织河北地区的领导干部反复学习《章

程》精神，并召集合作社的基层党员干部逐条学习，逐句讨

论，使大家明确章程的意义，重点内容，及建成高级社的步

骤和方法。并结合河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全区 6 个小乡，

19 个自然村的 22 个初级合作社合并成 2 个高级社，即永成

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永顺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永成社和永顺

社。为了推动生产的发展，区委还组织了全地区合作社开展

劳动竞赛，举办了“争先进，夺红旗”活动。使整个河北地

区的形势蒸蒸日上，红红火火。1956 年 3 月河北地区完成了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推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同时，老张又带领党委一般

人，开始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方针指导下，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



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即对那些商铺、店

铺以入股的方式加入供销社。把河北供销合作社与河北村的

明顺宫生产资料门市部及菜站、饭店、理发店、酿造厂、修

表铺、服装厂、粮店、百货商店等，均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进

行经营改造。工作中，老张和工作队的成员对那些私营工商

业业主及头面人物进行宣传思想工作，认真解决思想上和实

际工作中的问题。老张还主动与河北广益堂医药店的医生张

宝善交朋友。张宝善思想进步，积极协助工作，成了运动的

骨干，后来这名私家医生成了河北地区联合诊所的支部书记。

至 1957 年春，在老张为首的河北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区

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全区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

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

体所有制。至此全区农民的土地除留少量自留地外，全部入

社。大型农具和牲畜也全部作价入社。劳力和农活由生产小

队或生产大队统一组织管理。生产计划，经营核算及收入分

配则由全社统一制定。 

1958 年，人民公社化开始了。河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

又兴高采烈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来。此时的老张

并没有被眼前的形势所陶醉，长期的农村工作，使他深深感

到广大农民尽管翻身做了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仍

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他想，

当年他和他的战友不顾身家性命与日本鬼子斗，与国民党反

动派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好日

子吗！今天自己身为河北地区的党委书记，却还没能使他们

解决温饱，他深感内疚。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当前的贫

困状况。经过这几年对合作化运动的深入了解，他和党委“一

班人”，确定了狠抓“粮食生产，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工

作思路。他一方面抓农田水利建设，引水上山，把旱田变水

田，夺取粮食大幅度增产。另一方面着力抓林果业发展。为



了获得林果生产的好收成，他又多次走访河南存、河北村的

果树技术员，探讨严重影响果树产量的“二黑一杵(梨黑、核

桃黑，柿子杵)”的防治方法。经研究总结，广泛发动社员推

广对柿子等果树喷打波尔多液和石硫合计农药，使得水果产

量大幅度增收，仅大柿子一项在河北地区总产近千万斤。 

与此同时，努力提高社员群众生活水平，发展农村经济，

开展多种经营。他顶住压力，发动社、队大搞工业生产，先

后建起了修配厂、石料厂、石灰厂、猪场、青煤窑，使公社

和村队的收入显著提高。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需求，

他又多方工作组织安排建成了公社卫生院、粮食店、供销社、

银行、邮局、学校等。 

经济的大发展，必然促进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

老张又带领全社干部上山立线肝、抬设备，安装广播网。让

社员家家户户都装上小喇叭。使社员群众坐在炕头上就能知

道国家大事，能听到自己爱听的戏曲节目。他还支持政府组

建了“红极一时”的小评剧团，使贫困的山区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不少老党员和老干部回忆起那些年的经历，都十

分感慨地说：“张成基可是个能干事的好干部，战争年代是

英雄，建设时期是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