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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中)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 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 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
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 1月 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
家塌村，1973年 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
作，2010年 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 10月上延安大学。
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 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
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访日期：2017年 1月 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习近平被推选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他在日常工作中有哪些特点？他平时为人处事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雷平生：梁家河这个村是一个姓氏比较多的自然村，家族之间、邻里之间、前后生产队之间，
甚至兄弟姐妹之间，总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时还挺复杂。在担任村党支书后，近平在处理这些

纷繁复杂的关系时，能够认真细致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做说服工作，鼓励大家放下分歧往前看，

团结起来，把事情做好。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
王栓（梁玉明）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

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

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

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

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

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

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

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

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

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思想打动了，

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书记“开张”做

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

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

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

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还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文安驿公社赶集。近平那个时候经常熬夜用煤油灯看书，所以他
是计划到文安驿去买些煤油，再买些烟。那时候我们经济上比较窘迫，手里的钱很有限，只能买

最便宜的“经济烟”卷烟，9 分钱一包，9 毛钱一条。不成想刚刚到公社院外，我们碰见几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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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他们对近平说：“集上有个讨吃老汉，说是你爸爸原来的卫士。他从绥德、米脂一路讨饭下

来到文安驿，听说你在这儿，要来找你呢!”近平说：“那我去看一下。”当时我也没在意。结果，
过了一会儿，文安驿集上就轰动了，有从集上过来的人说：“刚才，习近平在街上，碰见了讨吃

老汉，说是他爸爸过去的卫士。近平就把身上的钱、陕西省粮票、全国粮票，都掏光了，给了那

个老汉，还把外套也脱下来给了人家!” 
    当时我听到这个事情，心头感到很震动，这是他的行为第二次使我感动。在那个物质极为匮
乏的年代，粮票是很重要的。你要是有一斤陕西省粮票，买玉米面就 9分钱，如果没有粮票，那
就是另外的价钱，会贵很多。当时近平的经济也很拮据，钱和粮票并不多。我知道那时他家里也

没有余力给他更多支持。那时已是阳历九十月份，陕北已经开始冷下来了，近平竟然把衣服也脱

下来给了那乞食老汉。近平这样做，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倾囊相助了。古人赞美慷慨助人仗义疏

财的人有“解衣推食”之说，即：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让出自己的食物给别人吃。而近

平在自己身处困境的时候，仍能够做到对乞食老汉“解衣推食”，他的人格和胸怀令人感佩。 
    近平从集上回来在公社外和我们会合的时候，我问他事情经过，近平说：“那个老汉说他是
我爸爸过去的卫士，我看他很困难，从绥德上面一路乞讨下来，心中不忍，就把钱和粮票都给他

了。”我说：“你都给人家了？”他说：“都给人家了。”我说：“这下，煤油和纸烟也买不成了。” 
    回到梁家河，我跟近平说起这件事，我问：“你当时有没有问那个老汉是真的假的呀？”近
平跟我说：“他能叫得出我妈妈的名字，能说得上我姐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一些事情，他说的也

都对得上。”听到近平介绍这些情况，我就多问一句：“近平，他不会骗你吧？”近平坦然一笑，

说：“我现在是个普通农民，他骗我什么？他不会骗我的。”听到近平这么坦诚地说，我十分感动，

肃然起敬。近平对这位贫穷老人的这种理解、这种信任，这种古人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的情怀，毫无保留倾囊相赠，真是常人所不及，也是难能可贵的。 
    雷榕生：刚才平生讲到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就在现场。我的理解是，不管这位老汉是不是习
老的警卫员，只要他是当时一起闹革命的老红军，近平从内心深处就很尊重他。近平当时倾囊相

赠，一方面是因为近平本人的感情和胸怀，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老汉那么早参加革命，现在却落

到沿街乞讨的境地，近平心里非常难受，也非常不忍。近平当时拿出所有的东西送给老汉，可以

说完全是出于对父辈那一代革命者的尊敬。 
    采访组：“我现在就是个普通农民”，习近平在和您谈论文安驿集上的那位老汉时，他很自然
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您怎么理解习近平的这句话？ 
    雷平生：当时我们已经插队几年了，近平说自己“是个普通农民”，反映出他对农民思想感
情的变化。他没有自称“知青”，而是自称“普通农民”，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了。

近平对基层群众、对农民的感情非常深厚。近几年，他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

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很理解，很懂农民。无论是他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当大队书记的时

候，他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和一些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

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区别的。只有在基层受过苦，知道百姓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

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雷榕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当时他已
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中的一员了。他从内心觉得，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是很光荣的事。 
    雷平生：有句话叫“人微言轻”，是说身份普通的人说话没有分量，不被人关注。但在近平
这里，根本没有这回事，在他眼里就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他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近平与人

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凡是和他交谈的人，都会觉得心

里很温暖。他不像有些人，见了穷人就扭过头去，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我们村有位叫王翠玉的

北京知青，被招工后在送别会上就称赞习近平说：“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

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近平把自己看作农
民，看作是黄土地的一部分，这个认识从他下定决心在梁家河大队挑重担时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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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出来。 
    1973年后半年，近平在赵家河当社教干部，有一天他回到梁家河，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对将来
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是想上大学。”当我问他的想法时，近平说：“我 74 年不上大学了。”
我感到很突然，问他说：“74 年招考工农兵学员，可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为什么不上了？”近平
说：“我到梁家河毕竟好几年了，老乡对我不错，我不能就这么走了，得帮助老百姓做点事儿。” 
    近平当时正在赵家河村参加“整队”工作，地区革委会要求全区各县农村要“三变五番，大
干快上”，很多事情正做得热火朝天，近平也积累了不少农村工作经验。他当时考虑，离开赵家

河以后，回到梁家河为村里做些实事，带领老百姓把粮食产量搞上去，为这片土地尽自己的绵薄

之力。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从个人角度来说，上大学机会也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当时已经到了

“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通过做工作，促使大专院校招生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可以从基层招收

大学生，我们这些知青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比较复杂的，未来招生政策很

可能会有反复，1973年那年招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封信，招生条件和方法就做了好大调整。如果
哪天说不招生了，没走的人也许就走不成了。于是我劝近平说：“近平，你可要想好了，74 年这
是个机会。万一将来有什么变化，不再允许招生，你可就上不了大学了。”近平说：“走不了我就

在这儿待着吧，我本来就是个农民!” 
    四十多年以后的一个机会，近平和我谈起当时他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年他思想上准备在
陕北当一个农民，并非虚言。当他下决心回梁家河挑重担前，曾长时间躺在土地上，望着蓝天，

下决心像父兄一样好好在农村干一场，这辈子就当个农民吧! 
    我现在分析近平当时的心境：一方面，他确实认为陕西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父兄战斗过的
地方，觉得成为一个陕北劳动人民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他对陕北这片土地已经产生了深厚

的感情。近平当时家里压力很大，习老无端受迫害，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在政治上都受到歧视，天

各一方。当时很多人都用异样眼光看他，但梁家河村民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尊重他。他在黄

土地上埋头苦干，老百姓对他很认可、很信任。老百姓保护他、爱护他、让他当家带领大家向前

闯。他深刻认识到，是陕北老百姓养育和培养了自己，应该有所回报，要为梁家河做点事。 
    雷榕生：近平当时想留在陕北当农民，除了平生所说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迫切
地想为这块贫穷落后的地方改变面貌尽一份力。因为 1973 年 5 月周总理陪外宾到延安，看到延
安解放多年变化不大，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周总理很难受甚至流了泪。这件事对延安的广大干

部群众影响很大。改变延安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非常迫切的要求。近平当时受到的触

动也很大，他觉得应该响应和落实周总理的号召，要对得起陕北的老百姓。 
    雷平生：确实是这样。当时生产队也需要敢想敢干、眼界开阔的年轻人带着社员们闯一闯。
当时近平自己又有这个决心，想要挑这个重担。后来他也确实挑起了重担，给梁家河带来了巨大

的变化。 
    采访组：习近平成为梁家河村支书以后，都给村里做了哪些实事？ 
    雷平生：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
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

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
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

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

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 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
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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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

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

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

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
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

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因为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

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

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

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

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

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或镐头
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

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和镐头
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

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
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

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
用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一位技术员到
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

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

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

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

才回去。 
    采访组：在插队这七年中，习近平为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
您认为他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是什么？ 
    雷平生：在农村的这七年，是近平人生道路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的整个成长、成
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平能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内

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这七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磨炼，这是他成长的重要内因；

另一方面，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展开来讲，我认为，他的成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条，是近平在下乡期间一直坚持劳动，坚持自我磨炼，坚持学习。我和他在梁家河一起
六年，目睹了他在各个方面的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见证了他扎根农村的整个过程。 
    第二条，是党组织的培养。从梁家河大队，文安驿公社直到延川县，各级党组织对近平的关
心爱护，是他成长的重要基础。这包括前面我讲过的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等人对他的关心、爱

护、培养，对他的激励和帮助。 
    第三条，是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近平自己也曾经讲过，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陕北老乡收留
了他，养育了他，教育了他。群众对近平的关爱，使他对农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第四条，是家庭与环境的影响。习老和齐心阿姨对近平的言传身教、不懈督促，对他的影响
非常深刻。 
    对他影响较大的还有一个人，在农村时经常听他提起来，就是近平的大姨齐云阿姨。近平几
次给我讲，他得到大姨齐云阿姨的关照，聆听到大姨的教诲。近平最初会对大姨讲陕北生活的艰

苦，那里的条件多么恶劣。齐云阿姨是老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对农村生活非

常了解。她在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晋察冀根据地，那里是日伪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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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险。齐云阿姨对近平说：“那个时候，只有坚决依

靠老乡。找到老乡，才能坚持斗争，坚持生存。哪有嫌弃农村生活艰苦、农民落后的道理？如果

那个时候离开老乡，共产党员一天都活不了。”近平回来以后，把大姨对他的教诲也转述给我听，

由此可见齐云老人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近平成长过程中，家风的影响潜移默化，十分深刻。在 1972 年他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近
平的姥姥去世。在他们全家沉痛参加完老人追悼会后，我在新街口他们家中看到了心情沉痛的齐

心阿姨、桥桥大姐与近平。桥桥大姐见到我后，向我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还充满激情地为我背

诵了表哥魏北陵为老人写的悼词：“在抗日烽火燃烧的关头，老人带领全家，毅然走上太行，投

奔革命，参加八路军”，慷慨激昂溢于言表。在这样充满追求进步的豪情、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中，

近平所受的熏陶，对他成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还应当提到近平在八一学校读书时的两位老师：陈秋影与齐荣先。这两位老师都先后担任近
平初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近平在窑洞里也几次讲给我听过，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她们

都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近平：要相信党，要守纪律，不要对老师做不恰当的事。这些提醒与告

诫，在当时十分难得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