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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山是个什么样的人？
两个私营企业的老总，抑或是一个会跳舞的老头。
村里人说，那是村里唯一的憨人。
儿子想把工厂回迁到村里，“别人交7万元，我交8

万元”。张可山说，交10万元也不中。亲戚想承包村里
的住宅工程，送了他1000元的礼品，他送回去2000元。

4年村支书，没有往家拿过一分钱的工资，反而取
空了家里一张4万元的存折，零零散散资助了村里人。

有朋友问他，你为啥要放着清闲日子不过而要回到村里操心费力呢？
张可山半开玩笑地说：“过去，我为群众献出了一叶肺，现在，我愿为群众再
献出一叶肺！” 晚报记者 王战龙

张可山原本无意出任村主任。
2005年，他63岁，两个私营企业的老总，已

退居二线，交由儿女打理。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带着老伴在镇上的广场

上跳舞，偶然出外旅游。
就在那年，巴沟村第五届村委换届选举。

村民游说他出山参加村主任竞选。
大女儿张艳丽打心眼儿里不同意，一是他

年龄大了，肺部被切除了一叶，还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白内障等多种疾病。

但愿望强烈的村民堵住了工厂的门，要求
他重新出山。

村民之所以选择张可山，源于30年前张可
山的传奇经历。

上世纪60至80年代，张可山曾担任巴沟村
及多个社办企业的负责人。

当时，巴沟村有一千多亩耕地，全是岭坡
地，靠天收，亩产只有六七十斤。为解决“肚子”
问题，张可山办起了当时全县第一个砖厂，用砖
厂积累的资金修建了引水灌溉工程。

巴沟村的 1000多亩旱地全部变成了优质
高产的良田。秋季，巴沟村的粮食单季亩产超
过了 800斤，轰动了整个巩义，成为全县“农业
学大寨”的标兵。

公社有一家酒厂，濒临倒闭。张可山接手
后，把酒厂改为砖机制造厂。拿着一本电话簿，
照着上面的地址，向全国各地投递产品说明
书。企业当年还清欠款，实现盈余。

后来，他去过阀门厂，公社打井队。无一例
外，他使濒临倒闭的企业扭亏为盈。

焦得水，张可山发小，在他看来，张可山是
典型的干活玩命。引水上山时，已累得大口大
口吐血。医生要求住院治疗，他住了两天，偷偷
拔了针头，跑回工地。

后来，积劳成疾，他患上严重肺病，被公社
领导强行送到北京治疗，肺被切除了一叶。

那时候，是巴沟村最为辉煌的时代，巩义有
个口号“学巴沟，赶竹林”。

从2005年开始，张可山就没有往家里拿过
一分钱工资，全都装在口袋里。

谁家有困难，只要开口，他就随手掏出来，
多者一两千，少者两三百。有时在家里，有时在
路上，他从没二话，不够了就从自家厂里取。

4年来，没有人说得清，他到底给过多少人
多少次多少钱。

有人不相信他这么高尚，甚至在受到资助
后，还在月底偷偷跑到账目公开栏前去查看，当
看到张可山确实是自己掏钱，没有到村里报销
时，才真正地信服了。

儿子张成军跟他开玩笑：“爸，你不敢这样
弄，你这养老钱都花了以后咋办呢。”张可山回
答说：“花完不是还有你嘛，我养你干啥嘞？”

不仅如此，每年春节，张可山都要筹钱给群
众发福利：一人100元钱、一张澡票、二斤肉、三
斤油、二斤豆腐、二斤糖。

儿子不理解，发钱，发东西都行，为啥还给
每个人发张澡票，人家不会去买啊？

张可山说，有些人每天洗澡，还去洗桑拿，
可是，村子里还有好多人，一年就洗这一回澡。
我就想让群众干干净净地过个好年。澡票不在
于它几块钱一张。

家里一张4万元的存折，被他取空了，零零
散散资助了村里人。

2007年，巩义市开人代会，要求人大代表穿白衬衣、蓝裤子，可张可山没有。
当时，副镇长张振轩是巴沟村的包村干部，陪他去商店买衣服。一问价格，衬衣要

300元，裤子要200元，他说声不要，扭头就走。
张振轩连忙拉住他说：“没钱我带的有。”他当即急了，谁说没钱。随手从口袋里掏出

一沓子钱来，对张振轩说，你婶子到集上扯块布30元，找人缝缝20元，一条裤子才50元，
穿上可得劲。

一辆摩托车，是张可山这几年来担任支书、村长时主要的代步工具。因为年龄大、身
体有病，家里人曾多次提出要给他买辆汽车，但他都回绝了。

搞新农村建设出名后，村里迎来了许多考察团。
那段时间，在巴沟村，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考察团的汽车在前面走，张可山骑着摩

托在后面跟。
家里人说，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骑车摔了3次，每次都是摔得流血。

2005年以前，巴沟村457户人家，418户房屋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
一村民说，裂缝最窄的筷子宽，最宽的一个成年人可以侧身而过。
地质部门说，巴沟村属于黄河湿陷区，建议选址建农民公寓。
很多群众不相信，说那是新一届村委准备“拿着耙子搂钱”的戏法。
第一幢楼，交钱的人寥寥无几，随后是，第二幢，第三幢……
全部成本价卖给群众，群众算了一下账：“照买房的价格，就是自家盖也绝对盖不

起来。”
施工方的人说，张可山苛刻，打桩基，用白灰桩就可以了，他坚持用水泥桩；轧钢筋，12

的就可以了，他坚持要14的；35公分的钢筋混凝土地基他非换成 40公分。
最深的桩基18米，比15米的楼高还要深。
他说：“我盖的房子是要让群众住几代人的。只要我睁着眼，就不能让房子裂！”
村里爱挑事的人不相信工程质量，张可山规定，本村人一律不准参与工程，并专门聘

请一些爱提意见的老上访户当义务监督员。材料不达标、工程不合格，村里的群众任何人
都可以喊停。

2007年，1、2、3号楼建设之初，群众交钱还犹犹豫豫。
4号楼开工建设，张可山没有再挨家挨户做工作，只是在村委会门口贴了一纸通告。
那天，村民纷纷拥到距离村子最近的银行取钱，把银行每天的储备金都取光了。
有人甚至开始托关系，找到副镇长张振轩说，你和老张关系好，给说说，先给我排

个号。

张可山有个“约法三章”：请客不到，送礼不
要，亲属不搞特殊化。

一次，在处理村里工厂设备时，对方找到
他，送给他 12万元，让他在价格上给予照顾。
他二话没说，就把村干部都召集来，当着大家的
面，把钱交给了村委会计。

儿子想把厂子从站街搬到村里，人家咋交
钱，咱咋交钱，张可山不同意。儿子急了：“爸，
人家交7万元，我交8万元中不中？”“你交10万
元都不中！”他怕村民们误解他。

2009年，村里一工厂改换承包人，儿子想
承包，张可山还是不同意：“谁包你都不能包，我
干支书你就不能包。”

“你掏得再多，人家都说咱占便宜，人家掏
得再少，那是人家应该掏的。”

村里的群众，包括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了
解张可山：“他从来都不考虑个人的事情，都想
着咋让群众过好日子。”

一次，他一个亲戚想承包住宅楼的建设工
程，给他送了价值1000元的东西，他不好推辞，
事后让儿子拿了2000元钱还了回去。

有朋友问他，你为啥要放着清闲日子不过
而要回到村里操心费力呢？张可山半开玩笑地
说：“过去，我为群众献出了一叶肺，现在，我愿
为群众再献出一叶肺！”

现如今，巴沟村像个清秀的江南小村。
一条宽展的水泥路直通村中，路西是绿树

成荫，清水潺潺的泗河，路东是一幢幢整齐的居
民住宅楼。

村口那座“3天也拉不完”的垃圾山没了，
“河道淤积几乎和岸边平行”泗河风景如画。

2009年，巴沟村被郑州市定为集聚型中心
示范村，根据规划，合并周边村庄一部分，形成
一个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完善齐全的5000人的
中心村。

按照张可山的理想，2010年，完成第七栋、
第八栋农民公寓楼建设，以泗河为界，西为村子
的工业区，东为住宅区。投资800万元，改造美
化泗河，打造泗河烟柳景区，河中间走清水，河
边暗渠排污，沿河建别墅……

张可山曾拍着张振轩的肩膀说，如果我再
年轻10岁，我要让竹林学巴沟！

老人没有等到那天，他累了，真的累了。
葬礼那天，50多岁的村民李爱红来了。
因爱打麻将，家庭卫生没搞好，她多次受到

张可山的批评。
在外打工的郭新兴来了。他3个孩子上大

学，经常得到老支书帮助……
张可山是个啥样的人？
村民说，是“憨人”，“村里唯一的憨人”。

张可山，1942年生人，河南巩义市站
街镇巴沟村支部书记。

上世纪60至80年代，曾先后担任巴
沟村及多个社办企业负责人，因劳累过
度，被切除一叶肺。2005年5月任巴沟村
村委会主任，2008 年 12 月任巴沟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2010年1月24日，因积劳成疾，累倒
在工作岗位上，抢救无效，于2010年1月
27日凌晨病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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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跑回工地

大方
从当村主任那天起，没有

往家拿过一分钱工资

抠门 巩义开人代会，要求穿白衬衣，张可山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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