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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精神财富的人——张成基

张建国 *

张成基同志，1927 年 2 月生于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大

村涧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他就接受了中国共产

党的进步思想，1943 年 1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 年，他

任大村涧村童子军指导员。1942 年 1 月起他先后任大村涧村青

救会主任、中队部指导员、党支部宣传委员兼抗联主任、党支

部书记。抗战胜利以后，他先后任房山七区抗联会组织委员、

良乡一区抗联会主任、良乡一区区委城联委员、五区区委组织

委员。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1948 年 11 月至 1950 年 12 月，他先后任宛平四区区委宣

传委员、副书记，一区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1950 年 12 月

调京西矿区工作，先后任金鸡台区委副书记兼宣传委员、河北

区党委书记。1958 年 10 月任京西矿区花山公社党委第二书记

兼社长。1960 年 4 月任房山县商业局副局长。1961 年任房山

* 张建国：房山区农业局原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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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机局党委书记、副局长。1963 年任县农机局党委书记、局

长。“文化大革命”后 1968 年 2 月恢复工作，任房山县委常委、

革委会副主任。1980 年 11 月任房山县委副书记。1981 年 3 月

任房山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1983 年 7 月任房山县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1987 年 6 月离职休养。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定地跟党走、识大

体、顾大局，体现出坚强的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

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在多个部门和岗位担任领导

职务。1987 年张成基离休以后，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享受

天伦之乐，但他总觉得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完，强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促使他继续为房山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经

常说：“作为共产党员，就要活着干，死了算。”在他离休后

的 20 多年里始终坚持为社会做工作，没有停歇。

一、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房山的公路网尚未形成，平原的路

多为土路，且路窄辙深、行车困难，每逢雨季，泥泞积水，更

难通行。通往山区的路基本上是沿山谷河滩的崎岖驮运小道，

那时群众向山外运出矿产资源、土特产品，往山里运进生产、

生活资料，主要依靠人背畜驮。

房山作为京郊大区，“六山、一水、三分田”，独特的地

形地貌蕴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在农产品方面，平原作为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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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主要生产玉米、小麦和水稻；山区盛产干鲜果品，不少

名特产品驰名中外，如核桃、杏仁、板栗、花椒、磨盘柿、红

肖梨和苹果等。在矿产资源方面，有丰富的煤炭、建材（大理石、

花岗岩、石灰石、汉白玉、青石板等）资源，而且资源型社队

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水泥厂、砖瓦厂、石灰厂、砂石

厂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发展经济的资源优势。

如何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促进经济加快发展，提高

群众的收入，当时任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的张成基分管工

交、财贸工作，他意识到：经济要发展，公路要先行。要想富，

先修路，公路通，百业兴。加快房山的公路建设，是房山经济

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在这种情况下，

他带领房山公路管理所的同志多次到市交通局，向局领导汇报

房山公路的现状和加快公路建设的设想，并请求市交通局给予

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市交通局领导深受感动并高兴地说：“修

路本应该是我们交通部门的事，房山的领导亲自抓修路，说明

房山的领导站得高、看得远，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双

方很快形成了默契，并得到市交通的大力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房山的公路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1972 年至 1973 年间，房窑路、房琉路相继开工，这两条路都

是房山中部通往东南部的交通要道，中途连接了京深国道和多

条县道。通过加宽、铺油，彻底改变了这两条路的通行状况，

有力地促进了房山东南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良坨路、贾

史路也相继开工，这就为山区公路建设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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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县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力发展公路事业越来越成为

基层领导的共识。各公社纷纷向县里提出修路的申请，不少社、

队领导直接找到县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修路问题。张成基每

次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千方百计地帮助协调。

在房山的公路建设中，他坚持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深入

实际，他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勘察设计路线，跑遍了房山的山

山水水；他坚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修路，实行群众修路与公路

部门相结合的方式，既加快了进度，又节约了资金；他始终积

极争取市交通局、公路局领导对房山公路建设的帮助和支持，

从而使房山修路的投资得到了保障。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房山的公路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发展

时期，修建了一条条通往乡村的公路，使房山的公路交织成网、

四通八达。1985 年，房山有干线公路 9 条，县级公路 34 条，

乡村公路 188 条，专用路 22 条，全县公路总里程 1372.17 公里。

到 1997 年已有公路 366 条，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 1685.35 公里，

居北京市郊区县之首。

1987 年，张成基离休后，仍然情系房山并继续为房山的

公路发展殚精竭虑。为帮助乡镇改善道路状况，他依然不辞辛

苦积极主动协调市、区有关部门，帮助乡镇解决修路资金等方

面的问题，并且还亲自参与路线勘察和方案的制订。他帮助乡

镇修建了十渡至蒲洼路、云居寺路、长沟大街路等十几条公路，

总长 100 多公里。市交通局、公路局领导被他在修路方面的精

神所感动，并决定投资拍摄一部专题片宣传他的事迹，但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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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言谢绝了。他说：“有那钱，还不如再修一条路呢。”之后，

他将向市公路局争取来的 2 万元，为张坊镇东关上村修了 4 公

里长的砾石路，解决了这个村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二、缅怀英烈    倾注心血

十渡平西抗日烈士陵园从 1984 年 9 月开始动工兴建，至

1992 年 3 月建成，从筹备到建成共用了近 8 年的时间，主要经

过了三个阶段的工程建设。

第一阶段，建立纪念碑。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是平西抗

日斗争编写组根据平西人民的意愿，委托房山县人大常委会

建立的。

1984 年 8 月，曾在平西抗日根据地领导革命斗争的李德仲、

陆平两位老领导来到房山，找到当时担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

张成基同志，表达了平西抗日斗争史编写组的意愿，即在房山

十渡地区建立一座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理由：一是房山地区

是当时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曾在十渡、

蒲洼一带活动，领导军民进行抗日斗争；二是十渡山清水秀，

是著名的旅游区，在此建碑便于群众瞻仰。并希望房山县人大

常委会承办此事。张成基认为，建立平西抗日烈士纪念碑，不

仅是健在的领导过平西抗日斗争前辈们的夙愿，也是全县人民

的心愿，特别是通过学史建碑缅怀平西抗日烈士的业绩，对于

全县人民特别是对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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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意义。于是，他向县人大常委会说明了平西抗日斗争史

编写组的意愿和自己的意见，经过常委会的充分讨论和酝酿，

房山县第七届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建立平西抗日烈士纪念

碑”的决议。之后，从 1984 年 9 月至 1985 年 10 月，在整整

一年的时间里，他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选择碑址。他和人

大副主任孟长友与县建委副主任、工程师刘经久等同志多次陪

同老领导李德仲、陆平同志到十渡勘察地形，经过反复比较，

决定把纪念碑建在十渡卧龙山上。第二，设计碑形。经过多方

面研究酝酿，制定了具体方案。第三，请有关人士题词和撰写

碑文。碑的正面题词为萧克同志手书：抗日战争中在平西牺牲

的烈士永垂不朽。背面碑文 1200 字，请著名作家苗培时撰文，

书法家金寄水书丹，高庄村负责精选汉白玉石料并雕刻。修建

烈士纪念碑，得到了县内外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社会各界踊

跃捐款捐物，总计折款 30 多万元。

1985 年 10 月 2 日，在十渡卧龙山上，隆重举行平西抗日

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仪式。萧克、杨成武、刘道生、肖文玖、

张明远、李德仲、臧伯平、李水清等 50 多位曾在平西领导过

抗日斗争的革命前辈应邀出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光

和中共房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负责同志，原平

西根据地所属 12 个县的负责同志以及房山各界代表 400 余人

参加了揭幕仪式。在揭幕仪式上，萧克、杨成武等老领导为纪

念碑揭幕。房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致辞，他讲了建立平

西抗日烈士纪念碑的意义、筹备经过，并对支援平西抗日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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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军

事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任挺进军司令员的萧克同志讲了话。他

讲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概况和对敌斗争的历史，号召平西人民

发扬抗日烈士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搞好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最后，萧克、杨成武等老领导还当场题词。

萧克同志的题词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杨成武同志的题

词是：“昔日在战场立功，今朝为四化建业。”

第二阶段，修建碑亭。纪念碑刚建时只有碑，没有碑亭。

后来经李德仲老领导提议和有关方面多次研究，决定建立纪念

碑碑亭，予以保护。第二期工程仍由张成基负责，此时的张成

基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建碑亭预计投资 14 万元，由于

资金不足，所有施工单位都得千方百计节省开支，他与有关单

位多次联系，恳请他们给予帮助和支持。经过半年多的努力，

碑亭于 1987 年 9 月竣工，整个工程只投入资金 6 万多元，节

省资金一半以上。

第三阶段，修建纪念馆。1985 年建立平西抗日烈士陵园

之后，前来瞻仰的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在这种情况下，萧克、

李德仲等老领导感到平西烈士陵园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

地，系统史料展示尚缺乏，应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充实完善，使

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决定建立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于 1989 年 4 月开始建设。经过选址、

勘测、设计和施工，在整个工程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资

金不足。按设计概算纪念馆工程投资需要 30 万元。为了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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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张成基同志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最终筹集资金 44 万多元，

保证了纪念馆建设的顺利进行。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平西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于 1992 年

2 月竣工。3 月 26 日在平西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

萧克、李德仲、肖文玖等 20 多位原平西老领导应邀出席，中

共房山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的领导以及房山区干部

群众 500 多人参加了揭幕仪式。

张成基同志对平西抗日烈士陵园的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

献，从建碑、建亭、建纪念馆，到筹集资金、搜集材料、展厅

布置，都是他亲自部署和精心安排，整个烈士陵园的建设，都

凝聚着他的心血。1987 年他离休后，虽年过花甲，体弱多病，

但他对建设好烈士陵园的决心和劲头丝毫未减。他多次与原平

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领导座谈，到其他区县考察，到外地陵园参

观学习，学习借鉴陵园管理的先进经验。陵园建设中所需的资

金绝大部分都是他组织捐赠来的。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到过

几十个单位和乡镇宣传建设陵园的重大意义，动员大家有钱出

钱、有物出物。纪念馆建成后没有丰富资料和实物，他又带领

民政局和陵园管理处的同志们到原平西抗日根据地各区县去座

谈、搜集，得到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和实物，从而丰富了展览馆

的展陈。

平西抗日烈士陵园建成以后，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

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陵园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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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区一处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三、以史为鉴    激励后人

房山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张成基同志认为革命

历史有着资政育人的作用，自己是房山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的参与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传给后人。

1987 年他离休后就开始边回忆边整理历史资料。为了做到史料

的翔实准确，他一是和当年在平西根据地工作过的萧克（原中

顾委常委）、李德仲（原中科院空间中心主任）、肖文玖（原

北京军区副司令）、刘道生（原海军副司令）、李水清（原二

炮司令员）等老领导座谈了解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二

是到重大事件发生地做调查；三是与房山地区的 100 多名干部

群众了解核实情况。这样获得了大量翔实准确的历史资料，进

一步丰富了写作内容。

在离休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他坚持笔耕不辍，夜以继日

地书写历史材料，经常通宵达旦。当时他身体患有多种疾病，

1995 年做了白内障手术，1998 年做了胆结石手术。家人担心

他的身体，劝他要多注意休息，他全然不顾，说：“我要在有

生之年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材料全都写出来，对革命先烈、对后

人都是一个交代。”由于长时间写作和糖尿病并发症造成了他

眼底出血，双眼的视力急剧下降。他买了放大镜，在放大镜下

面写。字写得大小不一，他就让子女们帮他抄写校对，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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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分了任务，每家都至少要抄写一篇文章，抄写校对完成

以后，还让将文章打印出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离休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共计撰写了 50 多篇近百万字反映房山人民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回忆录与历史资料。2004 年 12 月出版了

《百花山下游击战》一书，2007 年 1 月出版了《红色平西》一书，

这两部专著成为记录房山的抗日战争史和解放战争史珍贵的史

料。与此同时，还先后出版了《房山农谚》《张成基诗集》等

书籍，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张成基同志撰写的房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回忆录等历史

资料，有 30 多篇文章先后在《难忘的岁月》《平西儿女》等

区内外十几种刊物上发表，为房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宝

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填补了京西有关历史档案的空白。

张成基同志的家乡史家营是革命老区，在他青少年时期，

抗日救亡的歌曲就在这一地区广为传唱。他的记忆力很好，这

些歌曲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离休后他还不时地哼哼几段，

并教孙子和孙女们唱。后来，他觉得这些抗战歌曲也是一份珍

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大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的，应该把它整理

出来。可是他只会唱，不会识谱。当他听说人大机关的刘金同

志懂乐谱后，就把他请到家里，向他讲明了自己的想法，刘金

同志表示一定帮助他把这件事情做好。就这样，刘金同志从家

里拿来了录音机，把他唱的歌都录了音，并进行了认真的整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共整理出 20 多首有词有曲的抗战歌曲。

后来，刘金同志向团区委介绍了这一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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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团区委领导认为这是一份珍贵的抗战历史资料，是对青

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2001 年 6 月，团区委精选了

《卢沟桥小调》《村自卫战》《炮火连天》等 16 首歌曲，编

印了《平西抗战歌曲集》。团区委号召在全区中小学中开展学

唱抗战歌曲的活动，并在良乡黄辛庄中心校举行了抗战歌曲演

唱会。

他不但写史而且还讲史。他离休以后，经常有学校、机关、

厂矿、农村请他讲平西抗战史和房山革命斗争史，对中小学生、

青年干部和农村党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每次他都高兴地接受

邀请并认真地做好准备。离休后，他为机关和基层单位讲了数

十场革命斗争史，受到大家的欢迎。

他还热心老干部工作，在担任房山区老龄委主任期间，为

房山区老干部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积极动员离、退休老

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并要求大家为区委组织部和区老干部局

主办的《难忘的岁月》一书投稿。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市老

干部工作先进个人、房山区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