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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采访实录收笔之际 
 

《学习时报》编辑部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组采访实录，本报今天刊发最后一篇。这一组访谈，前后共采
访了 29人，包括梁家河村民 6人、赵家河村民 7人、延川县 4人、延安市 1人、北京知青 10人、
其他地方知青 1人，形成 19篇访谈文章，从 2016年 11月 28日开始刊出第一篇，在本报第三版
已连续刊载 26次。这是总貌。 
    中央党校是轮训培训高中级干部的重要阵地，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中央党
校的主业主课，是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当前最重要的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引导学员自觉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央党校又是党的理论研究的重要阵

地，发挥中央党校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对社会的思想引领作用，有必要

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宣传。走进习近平总书记昔日的知青岁月，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治

国理政思想的源头，对共同经历者、知情者进行访谈，是一种独特新颖又有效的方式。 
    第一篇采访实录刊出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国内外网站纷纷转载，微博、微信平
台上引发网友热议。随着采访实录后续篇目不断刊出，热度在持续。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主要

网站把本报刊出的全部采访实录集成推出，有的还作了再加工，再次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留言和

跟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艰苦环境中磨练了意志和品格，这样的经历令人佩服，纷纷为总书记

点赞，表达对总书记的拥戴之情，表示要以总书记为榜样，立足岗位踏实工作。还有读者给本报

来信来电，表达了读这组文章的激动心情，有的说读着读着就掉下了感动的泪水，为总书记的人

格魅力所折服。几位老同志建议我们把采访实录结集成册出版，藏之久远，广为传播。 
    与读者一样，我们在采访和编辑过程中，也始终被习近平总书记知青岁月的故事所感染、所
打动。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四十多年前，不管是深入梁家河、赵家河，还是在延川、延安乃至北京，

当村民们、知青们谈起当年的故事，记忆依然那么清晰，说起来依然那么激动，回味起来依然那

么幸福。这说明，珍贵的记忆虽然沉淀在流年岁月之中，但并不会褪色，更不会消失。在梁家河

村史馆和当年的知青窑前，在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前，在至今仍发挥效用的淤地坝前，在赵家河的

知青林前，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聆听着习近平总书记与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的故事，聆听着

总书记刻苦读书学习的故事，聆听着总书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

练故事，我们的心灵一次次受到冲击和震撼，一次次得到洗礼和升华。真诚感激梁家河和赵家河

的村民们，真诚感激接受采访的知青们和各界人士，因为有了你们的精彩讲述，才留下这么多珍

贵的历史记忆和党史资料，才使广大读者得以从总书记当年那段艰苦岁月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

养，感受到领袖人物是如何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 
    怎么样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领袖人物的故事，这是个需要研究和探
索的课题。采用采访实录这种形式，原汁原味记录受访者所讲的故事，语言生动朴实，内容真实

可信，广大读者是欢迎的。一位受访者对我们说，应当“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

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我们因

此受到鼓舞，希望把故事接着讲下去。这也是《学习时报》的职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