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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房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成基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年多了，凡是和他

一起共过事的人，都可以说出几件他在河北地区服务群众的事。我有幸和他在一

起生活或接触了几十年，感触更深。他当官不像官，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吃苦

耐劳，时刻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教育子女方面他也很有方法，尤其是他对我的教

育影响极深，真是终身难忘，下面举几件事例： 

一、深入社员家中安喇叭 

我于 1957 年 9 月经张成基同志介

绍，去河北乡参加广播网的建设工作，

其间，把我和他安排在一起住，在铁瓦

殿西一小间房内，进屋就上炕，冬天生

一个添湿煤的地火，因我年纪小没经

验，一切他还得照顾我。十月份天冷了，

开始往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天寒地

冻，新栽的小榆木杆上结一层冰，脚扣

太大，经常从杆子上滑下来。小喇叭安在房檐下，窗台往上，做地线等很多接头

还需焊接，进度很慢。他每天问我，今天安了几只。我说十五只。他总说太慢，

要这个速度，到春节怎么能安完，老百姓怎么都能听到广播，赶明我和你一起去

安，看有没有加快的办法。 

第二天，他和我们来到李各庄村段家、蔡家等院共同安装。终于发现了进度

慢的原因，冬天太冷，需烧烙铁，化焊锡焊，尤其是焊地线。他说：“你不用锡

焊，用钳子把铁线接牢，喇叭不是也能响吗。”从此每只喇叭省去了必须焊接这

一关，进度一下提高了很多，一天可安装 30 多只。 

二、购买扩音机 

1958 年 10 月份，正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年代，也正是需要扩音机的时候，

上级来电话分配我河北公社一台 40 瓦扩音机，社领导通知我去领取。当时我年

龄小，很少去北京，路也不熟，心里发怵。广播员王玉荣鼓励我，你看人家坨里

乡陈万贵比你大一岁，从外线到内线，什么不是自己买来的，小伙子要有不怕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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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勇气。经过他给我打气，我才愉快的上路，到北京珠市口找到甘井胡同，顺

利取到了一台上海产的 40 瓦扩音机。正在等车时，我的领导张成基刚从市里开

完会，也来等车，我们相遇，他得知是开大会使用的扩音机，真是如获至宝。因

为过去召开几千人的大会，都是他喊着讲，有了这台机器可以不费那么大的力气

喊话了。因此从上车直到回河北 100 多里地他抱了一道。我说让他歇歇我抱会

儿，他都不肯。大家想想，哪有这样的领导，应该由下属人员干的事，他却自己

来干。以后这台扩音机使用几十年，直到我退休，无论是开电话会议，还是少到

几百人、多到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各种现场会，工地广播、文艺演出等都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 

三、上山砍茬木 

1959 年春天，房山矿井下急需茬木。河北大公社刚刚成立，干什么事都需

要钱，机关财政紧张，办公经费都是问题。张成基书记了解到这种情况，他决定

发动机关干部上山砍茬木，卖给房山矿，搞一批副业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有一天晚上，他召开了机关动员大会，讲清上山砍茬木的重大意义。第二

天一大早，除留下少数看门的外，有 70 多人都高兴的随他上了山。广播员王

玉荣和我紧跟张书记身后，爬上了杏园沟大北岭。这里有一座古庙，四周长满

了大荆子和各种灌木，他在前面拿镰刀大砍大干，我们模仿他的样子跟着干。

后来他捆了足有 200 斤的大背子，给我们俩捆了不足 100 斤的小背子。五里的

下坡山路很不好走，每人都累出一身大汗，背到了大河沟，能装大车的地方。

据说这次共卖茬木 12000 多斤，机关收入 1000 多元。后来分给我们每人一支

金龙牌钢笔。 

四、帮东庄子村在大石河垫地 

东庄子村南有五、六十亩乱石滚滚的荒河滩。1970 年在农业学大寨的影响

下，东庄子一队队长王凤啟，即我父亲等一些干事业的人，打算把此河滩改造成

自流灌溉的高产农田。我父亲找到时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张成基商量，得到他的

鼓励和支持，从平原区派来 2 台推土机帮助平整，但工程并不顺利，一开工即遭

到邻村的阻拦，怕发大水影响他们。本队一些社员怕把资金、人力全投入大石河，

影响年终分红和将来的生活。张成基得知此情况，在百忙的工作中，联系河北公

社党委书记袁得印，一起去做邻村的工作，并亲自召开东庄子一队全体社员参加

的再动员大会，讲清了把大河滩改造成农田的美好远景。他们说，该河滩整好后，

可获得水浇地五十三亩，每年种玉米、小麦两茬，亩产可打双千斤。这十多万斤

粮食按一队有 400 口人计算，每人可分 260 多斤，东庄子一队有希望能卖余粮。

动员会后，两位书记亲自挂帅和社员一起去南头工地推车垫地。张成基回县后，

袁得印书记又帮助干了两天。群众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干劲调动起来了，我父



亲亲自带领一些社员从本队的园田往河滩背土，大干一冬春，垒坝修渠，一大片

一望无际的人造小平原建成了。 

地垫好后，在水量充沛的年头，还种了几年清水稻，人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

可口的大米，时至今日，上年纪的人回忆起七十年代那丰收的美景，仍赞不绝口，

回味无穷。这一举动也给整个河北公社治理大石河垒坝垫地带了个好头，打响了

第一炮。 

五、教育子女有方 

张成基从河北公社调房山县工作后，落户南关村。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1969

年，他的小儿子张国伟，小名叫虎子，在城关小学读书，一开始学习成绩很好，

但以后变得淘气贪玩，学习成绩眼看下滑。张国伟的老师来做家访，把情况对张

主任说了。 

张成基把当时时兴的贴大字报的办法，用在教育儿子上。老师走后，他去街上

买了张大红纸，开始写大字报，内容是：张国伟，今天老师来家访，反映你贪玩，

不好好学习，成绩大不如从前，今日给你写大字报，对你的表现提出批评，希望你

今后不要虚度年华，要很好的向老师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建设祖国。张国伟下学

后，见到迎面墙上父亲给他贴的大字报，很不好意思，低下头向父母表示，一定要

改正缺点错误，向学习好的同学看齐，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对自己的期望。说到做到，

以后他很快追上了班里较好的同学，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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