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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初到梁家河大队时，被安排

在一户人家的窑洞里。不多久，因为这户

人家的孩子要结婚，习近平就搬到吕侯生

家的窑洞里住。吕侯生的母亲去世早，他

从小学会了做饭。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

的窑洞后，就主动向他学习做饭。吕侯生

与习近平年纪相仿，两人经常住在一起。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一直关注着

这里的乡亲们。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的领

导后，接到吕侯生的一封信，说他的腿出

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就让吕侯

生到福建，自己花钱为吕侯生看病，虽然

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但这些帮

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

“近平见到

我后，第一

句话是问乡亲们还吃团子不了？我说基

本上不吃了。他笑着说，那是吃白面了？

我说是的，他就很高兴。”吕侯生说。

梁家河大队有个劳动模范叫武林

娃，智力障碍。生产队时期因为干活过于

卖力，腰和手指落下残疾，不能伸直。习

近平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时，看

到昔日牛一样勤劳的林娃不再强健时，他

眼眶潮湿，握着林娃的手半天不肯松开，

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塞给林娃，在

场的乡亲们无不为之动容。

据《今晚报》

听说习近平要回北京上学了，队里家家户户都要请他吃饭。当年10月7日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他们排了很长的队送习支

书，足足送了十多里。有十几个人硬是步行60华里送他到县城，晚上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他们一同到

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花了5元5角钱。习近平要付钱，大伙儿不让，最后你三角他五角凑够了这些钱。

习近平在延安插队的日子

1975年秋天，习近平被推荐读清

华大学，这时他已经在梁家河干了将

近7年时间。延安市东北方向，有一

个叫文安驿的小镇。文安驿往南，沿

着一条新建的柏油路向山里走几公

里，就到了梁家河村。1969年1月，这

个偏僻的小山村来了一群北京知青，

其中一人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习近平。

他带了一箱书下乡
梁家河村40岁以上的村民至今

还记得，那年隆冬，公社通知说，上面

派来15名北京“知识青年”，要生产队

派人接走。

1969年1月13日，吃过早饭后，大

队支书一声吆喝，社员们换上拆洗翻

新过、准备过年时候才穿的新棉袄，

带着活蹦乱跳的孩子，赶着队里的毛

驴，浩浩荡荡朝文安驿公社行进，个

把钟头后，大伙儿就拥进了公社大

院。交接的场面远没有社员们想象

的那么热闹——公社已经把知青名

单提前分好，各大队支书根据单子招

呼分给自己的人，点名确认后，社员

帮助知青拿箱子铺盖行李，知青跟在

社员后面回大队。

搬运行李的时候，有一个小插

曲，现任梁家河村村支书的石春阳至

今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个后生，平时

村里人都知道他精明。那天给知青

扛箱子的时候，他率先挑了一个看起

来比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还是落

在了后面。等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

量了一下别人扛的大箱子，才发现远

没有自己的沉，他嘴里嘀咕说，这北

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后来证

实，那个箱子是习近平带的，里面装

的不是金元宝，而是一箱子书。”

当时，这批知青的年龄大多十

六七岁，习近平更小，还不到16岁。

梁家河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河，只

有一条沟渠，雨季的时候沟渠里才流淌一

些泥水。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先人们

利用这种山坡地形顺势挖出一孔孔土窑

洞，就是家。全大队200多名社员就住在

这些土窑洞里。

习近平被安排到二队一户社员闲置

的土窑洞里。土炕、灶台、团子，眼前的这

一切，知青们都十分陌生。时任梁家河大

队一队队长的石玉兴回忆说，知青来到梁

家河的第一顿饭，吃的是当地名吃“抿

尖”。

抿尖的原料以豇豆或豌豆面为主，

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面团

和好后，放在一种类似擦子的器皿上（叫

“抿尖床”），下面是沸腾的锅。用一个

“工”字形木板（叫“抿拐”）在抿尖床上往

下搓面团，抿尖就会落入锅内——有点像

面条，但不到一寸长，两头是尖的，故名

“抿尖”。抿尖爽滑筋道，味道好，营养

高。不过，在那个年头，这东西逢年过节

才能吃得上。平时乡亲们吃得最多的是

团子，也就是玉米面窝头。

习近平插队梁家河很长一段时间是

在基建队劳动。基建队的主要任务是打

坝淤地。梁家河村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

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

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

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

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

今年79岁的梁有昌，用“吃苦耐劳”

来形容习近平。在他的印象中，那是农历

二三月的时候，陕北冰雪刚刚融化，寨子

渠打坝，习近平经常卷起裤管、光着脚，站

在刺骨冰水里干活，当时社员都评价他是

“好后生”。

“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

习近平的又一评价。在他们的记忆中，习

近平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

书”，有马列，好像也有数理化。“那时候不

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时候吃饭

也拿着书。”石春阳说。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与

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陕西代

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

听完代表的发言后，习近平激动地

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

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就像贺敬

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我期盼着在一个合适

的时候，能去陕西再去看看延安，向老区人

民学习，向陕西的各级干部学习。”

据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梁家河村

农民党员梁玉明回忆，他介绍习近平入党

“完全是因为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

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队干部”。

梁玉明介绍，习近平向党组织递交

过两次入党申请书。第一次，因为他的父

亲习仲勋当时正在受迫害，父亲的所谓问

题影响了他，没有批准。第二次申请时，

组织上按照中央“父母有问题，不影响子

女”的精神，就批准他入了党。入党后不

久，习近平即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冬

天里，社员除了搞农田基建外，还有一件

事是拉煤，以供一年做饭取暖用。这些煤

由汽车从附近的子长县拉到文安驿公社，

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梁家河村。

据石春阳讲，有一天，习近平在报纸

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在搞沼气，用来

做饭、照明，既方便，又廉价。想到村里年

年拉煤的日子，他再也坐不住了。几天

后，习近平到公社请了假，自费跑到四川

绵阳地区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那

时，延安还没有通火车，他要坐两天汽车

到西安，然后再坐火车到四川。

回到村里后，习近平给社员们讲述

沼气的好处，从未接触过化学、不知道沼

气为何物的大多数乡亲们听得云里雾

里。习近平知道这是一件新生事物，他决

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气池，用事实来说服社

员。

几个月后，当社员用第一口沼气池

的沼气做饭照明的时候，乡亲们不得不佩

服这位年轻的习支书“有知识、点子多”。

据梁玉明讲，到1975年，全村在习近平的

带领下一共建成几十口沼气池，基本上解

决了社员做饭、照明的问题。

2005年3月22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的习近平到淳安县视察的时候，专门参

观了当地下姜村的沼气池。他风趣地说：

“我曾经是建沼气的‘专业户’。30年前我

在陕北农村插队当党支部书记时，建成了

陕西省第一个沼气村。当时还没有这么

好的条件，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一定要把

建沼气这件事办好，让群众真正受益。”

吃苦耐劳好后生

在延安入党

“乡亲们还吃团子不？”

梁家河村民和习近平（前排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