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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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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 年生。1975 年 10 月习近平离开梁家
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访日期：2016年 2月 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
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 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
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

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
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

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
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

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

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

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

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
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

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

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
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

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

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

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
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
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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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

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
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 6分工。近平干活不
惜力，从挣 6分，到挣 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
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
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
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
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
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

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
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
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
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

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
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
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

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
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

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
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

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

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
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
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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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
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

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
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

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
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

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

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
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

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

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
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 10
分工，最多能达到 12 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
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
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

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

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
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

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
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

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
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

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

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
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

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

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

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
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



 

第 4页 共 6页 

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

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

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
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
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

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

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
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
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

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

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

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
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
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 1974 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 年开春，有一
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

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

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 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
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

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
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

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

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
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
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
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

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
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

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

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



 

第 5页 共 6页 

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

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
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
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

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
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

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
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

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

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

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

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 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
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
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 1987 年，我们村通了
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
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

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
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

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

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
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

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
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

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
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

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

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
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 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 1 点半，饭
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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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

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

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

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
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

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

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

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

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

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

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
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

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

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

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
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

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

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

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
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