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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2013年5月18日这天，我整整80岁了。
回想过去的工作历程，自1952年从北京八中高中毕业留校做教师，一直到1998年退休，我一共工作
了46年。这其中，4年是在西城区的北京八中工作，其余42年是在丰台区工作。可以说，我这一生，几
乎全部是在丰台这片沃土上和丰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朝夕相处、共同奋斗一起走过来的。写这本书，
既是为了揭开尘封的记忆，铭记过去艰苦奋斗的历程，也是为了感恩。
我是1952年8月19日入党的，2012年8月19日是我入党6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一名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
党人，我退休已经15年了。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丰台区委还是北京市委，都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党员。
丰台区领导除了过年过节慰问我，还会邀请我参加区委和区人大的一些重要会议并把我安排在主席台
上。特别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60周年国庆大典的时候，北京市委给我发了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庆典观礼活动”的邀请函，把一次宝贵的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观礼台上出席国庆60周年活
动的机会给了我，还给我们赠送了一个带有国徽的珍贵礼品。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邀请函及国徽礼品
坐在观礼台上，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的旁边，坐着不少老干部。能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对我
们这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干部来说，确实让人心潮澎湃。
回想当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每年的国庆节，我不是带着学生、带着干部和群众在
天安门参加活动，就是在游行队伍中从天安门前走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那一刻我突然成
为观礼台上的一员，是党和政府对我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的最高奖赏。
在参加60年大庆国庆观礼活动之后，北京市委又邀请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
周年的庆祝大会。报告活动结束后，大家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时，我专门拍了一张我个人在天安门
广场的照片。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后，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
除此以外，我退休之后到了丰台区的一些乡镇和街道，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也非常热情。大家不仅老李
长老李短地问候我，如果赶上农村的饭点，就一定要留我在他们那里吃顿饭。
过去人们常说“人走茶凉”，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从我自身来看，我觉得“我
走了茶没凉”。一方面，无论是区委和区政府还是普通群众都没有把我晾在一边；另一方面，我对丰
台感情很深，我的心是热的，我把这杯“茶”用心捧在手里头，它也就凉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趁自己身体好、脑子还行，创造一些条件，下决心把这本回忆录写出来——通
过这本书，把自己亲历的丰台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是怎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把我几十年
来为丰台人民做的一些小事和实事老老实实地向丰台人民做个汇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个想法。
人们常说，“做官难，做一个清官更难”。我从政多年的体会是，做官是难，但是我被安排做官是党
的事业的需要，再难也得去做。我从一名教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从当校长到当教育局局长，
再到1989年离开教育系统被调到丰台区委当了区委副书记，后来又当了区长和区委书记，这一路走来
，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学历的“三无干部”。这学历呢，我本来是有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时候被撕了，我也没有去补，所以我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一直写
着高中毕业。当年，我高中一毕业就留校当老师了，大学学历是后来才有的。（从一九五四年起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坚持学习四年于五八年毕业。）
说起我的学历，还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组织哲学界的学者讨论怎么进一步学
好邓小平理论的问题，相关会议是在丰台区召开的。作为东道主，我应北京市委研究室郑怀义同志的
要求在会上讲话。因为事先没有安排，我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讲稿，就结合丰台区改革开放的实际
，特别是丰台区正在建设的几个大项目的情况来讲了讲我对小平同志“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解和抓
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情况。我侃侃而谈了半个小时之后，赢得了老教授们的一阵阵掌声。在我走下讲台
之后，一名老教授冲我喊“李英威”，我一看叫我名字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征帆教授。“许老师
，我要是知道您在这里坐着，绝不敢班门弄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谁知，许教授鼓励我说：“
讲得不错。我们搞研究的人，没这么多实际东西。”许教授是当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的哲学老
师，他问我为什么不回人民大学去走走看看，我告诉他我的毕业证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没了，
就不好意思回去了。“你怎么不去补办一个呢？”许教授吃惊地问，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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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许教授打电话对我说，他和李文海校长说好了，大家
一起坐一坐。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人民大学后，在大家一起吃饭时，李文海校长当着众人的面给我补
发了一本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证书。从人民大学回到丰台之后，我就让丰台区委组织部的同志把我的
大学毕业证书送到了北京市委组织部。看到证书之后，北京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对我说：“
老李，你开什么玩笑呀？你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你送个毕业证来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是组织部
管的干部，我得对党忠诚老实。手里没有证书，我绝对不说我是大学学历；我有了证书，就得告诉你
，我是大学学历。”
实际上，我当时在想，自己是个没有靠山的“三无干部”，真得好好地干。实话实说，我自己真没有
想过当官的事。当年当教师的时候，我看过前苏联一部名叫《乡村女教师》的电影，就立志像电影中
的主人公一样当个好老师。当了校长并学习了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以后，就想好好地把
学校的教育搞好。哪想到，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了领导岗位，当上了一个地区的主官。人生路走到
这一步，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机会。我一直觉得，自己手中
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给我权力，是让我执政为民，是让我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丰台人民服务，
是让我带领我的团队推进丰台区的改革开放。
为此，我给自己的警示是：“绝对不能以权谋私。要秉公办事，办好每一件事；要任人唯贤，不任人
唯亲；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永远要服从党的需要。”
我是这么想的，从政14年中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无欲则刚。由于没有什么金钱和物质
的欲望，我不被物质利诱，工作起来就没有什么负担。14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尽管我的
工作做得还不是那么理想，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党对我的要求，但是我终于在1998年7月正式地退休了
。说句实话，我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了14年官，你说难，确实也很难，但是也
走过来了，按老百姓的话说：“安全着陆了。”
其实，在那些年里，我的亲朋好友常常为我捏着一把汗。“老李，你可小心点呀。”是我常常听到的
一句话。记得我刚当上丰台区区长不久，有一天到永定河管理处去察看防汛工作时，见到了卢沟桥文
物研究所一位姓郭的研究人员。他对我说：“宛平县的县太爷，自古以来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皇上
赐死，另一条是自己跳永定河。”我问原因时，他回答说：“古时候的永定河河床和天安门一样高，
一旦永定河漫水就会把紫禁城给淹没。”我听了这番解释之后对他说：“现在不会了。因为北京修了
东堤，而且修得很高，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能保护天安门。我当这个官，也就不会有宛平县太爷那
个下场了。”虽然大家一直替我担心，但是我还是平平安安地着陆了——从老百姓当上官，又从官位
上退下来成为老百姓，就像一条抛物线一样，我的人生路又回到了原点。出于这一原因，我想把我14
年的为官经历实实在在地写一写，告诉大家京官不难当。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我写这本书，还有第三个想法。这个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没有给我们家、没有给孩
子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我想写一本书，作为今生的精神财富留给他们。让儿子和孙子、女儿和外孙
女都知道，他们的爸爸和爷爷这一辈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儿女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
的孙辈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他们不仅对我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并不熟悉，而且
对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也不了解。出于让后代从我经历和观念中有所感悟这个原因
，我下决心要写好这本书。
李英威201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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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英威简介：
生于1933年，山西省太谷县人，1946年3月到北京求学；1947年8月考入北平八中；1952年8月北京八中
高中毕业后留校当教师；1956年8月创建北京七十六中；1959年8月调任丰台一中校长；1969年2月下放
丰台南苑乡插队；1971年返城任北京十二中校长；1982年任丰台教育局长，在教育战线工作32年。
1948年年底参加北平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联”，1949年5月15日全市民联转团成为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共青团前身）的第一批团员。
1952年8月19日在北京八中入党，成为学生中第一个党员。
1953年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学习4年后毕业。1984年9月调任丰台区委副书记，1986
年3月正式选为丰台区区长，连任8年区长，1987年选为中共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期间于1987年
和1992年选为北京市第九届和第十届人大代表。1993年任区委书记，当年选为北京市政协第八届委员
。1998年7月正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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