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

“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
“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
就有多重”、“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
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习近平在不
同时期、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着他对
人民的挚爱。

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讲话贴近
人民、奋斗为了人民——习近平的人民情怀，
来源于他饱尝艰辛的特殊成长经历。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作为中共
元老的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

“文革”中，他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甚
至被关押过。

1969 年初，不满 16 岁的习近平主动申请
到陕北农村插队，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
家河大队。由于窑洞里跳蚤特别多，他被咬得
浑身都是水泡，只得在炕席下撒农药粉来灭跳
蚤。

那些年，习近平几乎没有歇过，种地、拉
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
吃过。在乡亲们眼中，能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
里山路长时间不换肩的习近平，是个“吃苦耐
劳的好后生”。“干活不惜力”、“有知识、点子
多”的他，逐渐赢得乡亲们的信任，不但入团入
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黄土地的生活虽然异常艰苦，但也成为他锻

炼成长、施展才干的第一个舞台。为增加农田面
积，寒冬农闲时节，他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每
次都带头赤脚站在冰中凿冰清理坝基。他组织
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打造的农具既能自给自
足，又能卖到附近村庄增加集体收入。他在报纸
上看到四川在搞沼气，就跑去取经，回村修建了
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带领村民建成了全省第一个
沼气化村，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困难。他把村
里分配给知青的白面馒头分给乡亲们吃，自己吃
糠窝窝。北京曾奖励给知青先进人物一辆带斗
的三轮摩托车，那时在当地是十分稀罕的，他却
设法换成手扶拖拉机和磨面机、扬场机、抽水机
等农用工具给乡亲们用。

人民情怀，来源于他饱尝艰辛的特殊成长经历

尽管学业中断了，但习近平对知识的渴望
始终如一，读书自学不辍。下乡来梁家河
时，他随身带了沉甸甸的一箱书。白天干
活，劳动休息时在看书，放羊时也在黄土高
坡上看书……到了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苦读
到深夜。在村民的记忆中，习近平经常边吃饭
边看“砖头一样厚的书”。

离开陕北后，习近平始终牵挂着那里的乡
亲们。他先后帮村里通了电、修了桥、翻建了

小学。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他专程回到梁家河
挨家挨户看望，为贫穷老人带去了慰问金，给
孩子们带去了新书包、文具和用来提醒上学时
间的闹钟。他任福建省领导时，还把身患重病
的农民朋友接到福建治病，自己掏钱支付全部
费用。

7年的农村生活、7年的甘苦与共，这段与
黄土高原纯朴乡亲摸爬滚打在一起、同吃同住
同劳动的岁月，不仅让习近平和当地老百姓结

下了深厚情谊，也使他深切了解到什么是中国
的农村、什么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什么是中
国的基本国情。他对人民的深情和对脚下这
片土地的担当，深深融入他的人生追求之中。

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
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
乡们”。不到16岁来到黄土地时，他曾一度迷
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他已经有了坚定
的人生目标——“要为人民做实事”。

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习近平到国务
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1982年，当
一些年轻人开始下海经商、出国留学的时候，
他却主动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来到河北正定
县任职。这个县 1981 年人均收入不到 150
元。刚开始，不少人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县
委副书记将信将疑。低调务实的他，住在办公
室，吃在大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一起蹲
在树下吃饭聊天，并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
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很快就

和大家打成一片。
群众，在习近平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基

层，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
1988 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

记。宁德是当时中国 18 个连片贫困地区之
一。为跑遍这里的乡村，他经常一连数日坐着
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
直不起来，有时腰疼得一时下不了车。在不通
公路的偏远山区，他就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
路步行进去，其中有个乡叫下党，他从早上 7

点半走到中午 12 点多才进到乡里，受到最为
热情隆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
最大的官”。他推动改造了几千村民世代居住
的茅草房，为祖祖辈辈漂泊海上的船民在岸上
修建了住房，使他们可以下海打鱼、上岸居住，
安居乐业。

200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长广煤矿浙
江矿区，乘罐笼下到近千米的井底，弯腰弓身
沿着低矮狭窄的斜井走了 1500 多米，来到采
矿点看望慰问在井下采煤的工人。

总是骑着自行车往乡下跑，深入到老百姓当中拉家常、问寒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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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同群众进行
交流。他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
栏上发表了 232 篇短论，以平等交流的语气，
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
浅显易懂地讲道理，很受欢迎。群众说这是

“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习近平待人宽容厚道，但在涉及群众利益

的大是大非面前，又非常坚持原则。他常说，
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为己

做官。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时，针对
干部存在的一些为难情绪，他严厉批评，拍案
而起：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
万群众！主政浙江时，他大力推进干部作风建
设，一年时间里，有许多干部就因为不作为而
受到处分。

习近平又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他
不忘师恩，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
福；他尊老爱幼，在正定时把县里第一辆小卧

车让给老干部用，还特地设立了老干部病房和
活动室；在福州时他长期资助家庭困难的孩子
读书，直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

多年不变的深耕基层、踏实亲民的作风，
使习近平在广大老百姓中赢得“平民书记”的
赞誉。他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
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
子。”

曾以“哲欣”为笔名发表了232篇短论，回应群众关心问题

这 是 1983
年，时任河北正
定县委书记的习
近 平（前 排 居
中），临时在大街
上摆桌子听取老
百姓意见。

习近平同艾滋病感
染者亲切握手、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