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1982年 3月至 1985年 5月，習近平在河北正定工作，先後任

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任職期間，他和正定人民「一塊苦、一塊

過、一塊幹」，對正定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情感。他住在辦公室、

吃在大食堂，「渴望盡自己的微薄力量，親手為他們做一點實在事

情」，以「真刀真槍幹一場」的實幹精神，「敢抓、敢管，敢於碰硬、

敢於負責」，在全省率先推行大包乾，制定「人才九條」廣招天下

英才，使正定摘掉了「高產窮縣」的帽子，走出了一條「半城郊型」

經濟發展新路。

習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間的思考與實踐，充分體現了他在青年時

期就具有的堅定信念、為民情懷、改革思維、開放意識、務實作風

和責任擔當。他在正定期間的創新探索，真切體現了「人民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

財富。

為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邏輯、歷史

邏輯、實踐邏輯的認識和理解，推動對這一重要思想的學習與貫徹

走深走實，我們編寫了本書。全書融思想性、紀實性為一體，以講



故事的形式，從心繫民生、實幹實政、改革創新、擴大開放、重

視人才、加強黨建、嚴以律己等方面，真實展現了習近平在河

北正定工作期間的從政風範和人格魅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

文獻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本書編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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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滹沱河兩岸沃野添綠。

1978年 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解放思想、實事

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作出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改革開放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

幕拉開。

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開

啟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結束徘徊局面的中國開始了不懈

探索，神州大地煥發勃勃生機。

1982 年 3 月末的一天，一輛吉普車疾馳在石家莊通往正定縣

城的 107 國道上。車內坐着一位年輕人，他就是到正定縣赴任的

習近平。

正定縣位於河北省石家莊市北部，境內滹沱河橫貫東西，京廣

鐵路、107國道縱貫南北。正定古稱常山、真定，自漢以後，長期為

郡、州、府、路的治所，曾是一方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有「燕南

古郡、京師屏障」之稱，是我國北方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正定是我國北方地區第一個糧食畝產「上綱要」

「過黃河」「跨長江」的高產縣，每年上繳徵購糧全省第一，被樹為全

國「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1981年底，全縣人口 45萬，工農業

總產值 20673萬元，人均收入 140多元。

車窗外不斷閃過農田、村舍，眼前的景色讓習近平想起了他 15

歲離開北京到陝西省延川縣插隊生活了 7年的梁家河村。

1975年，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到清華大學學習，畢業後到國務院辦

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耿飈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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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

1981年底，習近平主動提出離開北京到基層任職鍛煉，在領導

與親朋好友間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想下基層可以到野戰部隊呀！」耿飈這樣勸他。

「插隊一走這麼多年，現在又要離開北京……」親人們雖未阻

攔，不捨之情卻溢於言表。

「就算想從政，在北京也可以，何必要自討苦吃？」有着同樣插

隊經歷的朋友發出這樣的疑問。

2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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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種關切，習近平是能夠理解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不

久，大批知識青年陸續回城，多年艱苦的農村生活讓其中一些人產

生了「補償心理」：受了不少罪，好不容易回城了，應該好好享受生

活。於是，出現了注重物質享受、追求安逸生活的傾向。

一段時間後，習近平開始思考：難道我們這代人就該用這種方式

彌補失去的青春嗎？「文化大革命」結束了，人們更應該珍惜改革開

放的時代機遇。作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更應該挺身而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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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

起責任，投身改革開放第一線。

然而真正讓習近平下定決心、選擇從基層做起的直接原因，還是

梁家河的鄉親們帶給他的觸動。離開梁家河後，習近平同鄉親們的聯

繫從未中斷。村裡誰家遇到喜事、難事，都願意寫信給他嘮叨兩句；

誰有機會到北京，也會想方設法和他見上一面，說說村裡的情況。

慢慢地，習近平心裡產生了一種沉重感：自己離開梁家河快七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也三年多了，鄉親們的生活雖說有了一

些改善，但變化不大也不快。中國農村還有成千上萬像梁家河這樣的

村莊。甚麼時候鄉親們都能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怎樣盡自己的微薄

力量，親手為基層群眾做一點實實在在的事情？

面對人們對自己主動要求下基層的關切與擔憂，習近平的解釋

是：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領導身邊，高度有了、視野寬了、信息

多了，可離社會、人民群眾以及火熱的社會實踐卻有點遠了，不接地

氣了。只有到基層去，到群眾身邊去，才能真正為他們做一些實事。

「再苦，還能比當年插隊苦嗎？」他這樣安慰大家。

臨行前，一些熟人來為習近平送行，其中就有八一電影製片廠的

作家、編劇王願堅。他對習近平說，你到農村去，要像柳青那樣，深

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

習近平到河北後，向石家莊地委第一書記解峰提出「到最貧困最

落後的山區縣當一名公社書記」。

「縣一級更適合幹部幹事創業、鍛煉成長。我們經過考慮，想分

配你去正定任縣委副書記。」解峰說。

「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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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是一個好縣，不僅是全國『農業學大寨』先進縣，領導

班子也很團結。」

「我服從組織安排。」

本想從山區公社書記做起的習近平，就這樣踏上了前往正定的任

職之路。

「習書記，到了。」吉普車駛入正定縣委大院，停在一排老舊的

平房前，司機對習近平說。

縣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歷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

大院門口有幾棵老槐樹，院裡有一座穿堂式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

兩條甬道，甬道中間和兩側，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磚藍瓦，南北

開窗。

正在值班的縣委辦公室幹事崔時欣聽到汽車聲，起身從敞開的窗

戶往外望去，只見車上下來兩個人。

「我是省委辦公廳的，馮書記在嗎？」年紀稍長的來人隔窗問道。

「在呢，我這就去叫。」崔時欣一邊答應，一邊打量着另一位年

輕人：高高的個子，二十八九歲的樣子，衣着樸素，神色沉穩。

縣委書記馮國強應聲從辦公室迎出來。

「馮書記，這就是習近平同志，組織上派他來擔任縣委副書記。」

「近平同志，歡迎啊！」馮國強握住習近平的手說道。

「馮書記您好！我是來學習的，請給我安排工作。」習近平說。

「不急不急，你剛來，先安頓好再說。」馮國強隨即交代崔時欣

帶着習近平去已經安排好的辦公室。

習近平的辦公室在舊平房的西邊，十幾平方米大小，陳設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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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黃色三屜桌、一個兩開門木書櫥和一張床。由於房間閒置，桌、

椅和地面上積了不少塵土。

怕習近平不適應，崔時欣進門時忙解釋：「習書記，這裡條件不

比北京。」

「比我插隊時好多了。」緊跟在後面的習近平環視了一下說，「打

掃乾淨就行了。」

崔時欣等人忙着打水擦桌子掃地，習近平也挽起袖子一起幹。

「這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

「聽說是北京來的高幹子弟呢！」

「穿得挺樸素，一點兒也不像大城市的人！」

「大地方來的，能吃得了苦嗎？」

……

當時正定縣委和縣政府領導班子裡，不少是新中國成立前參加工

作的老幹部，忽然來了一位這麼年輕的縣委副書記，難免引起縣委大

院裡人們的好奇和議論。

他們怎麼會理解這個年輕人自願放棄舒適生活到基層工作的想

法？習近平早已做好思想準備：「只要我願意，我的生活可能比絕大

多數人過得都舒服，可那有甚麼意思呢？」「只想着過舒適的生活，

是平庸的追求。我是準備入『苦海』的。」

在梁家河，習近平種地、拉煤、打壩、挑糞，甚麼累活髒活沒幹

過？甚麼苦甚麼難沒受過？艱苦的磨煉使他的意志更加堅定。習近平

對人生有深刻的思考：人生實在太短了，一個人真正幹事業的時間更

短。在這麼寶貴的時間裡，來不得一刻荒蕪，來不得一點嬉皮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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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經這樣吐露心聲：我渴望盡自己的微薄力量，親手為他們

做一點實在事情，但在遠離他們的地方作願意為他們獻身的清談，我

心裡覺得空，不踏實，我感到了一種呼喚。在生我養我哺育我的人民

身邊，和他們一起為理想、事業奮鬥，那就是我在生活中的位置。於

是，我來了，在人民中間來尋找我的價值。

他相信，只要迎難而上，保持韌勁，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沒

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正定，對習近平來說是新的開始！



二、把百姓的事放在心裡

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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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住壓力減徵購

1982年 4月初的一天，緊鄰縣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隊部院子

走進了幾個推着自行車的人。

「這是習書記，到你們村轉轉，了解了解情況。」有人向迎出來

的大隊幹部介紹身邊個子最高的年輕人。

就任縣委副書記後，習近平開始騎着自行車走村串戶，調查研

究，了解縣情。全縣第一個糧食畝產過千斤的三角村，是他調研的

首站。

出了大隊部，習近平和站在街頭的群眾拉起了家常。他穿着一件

舊軍裝，說起話來不緊不慢，尤其是說起農時農事，一點都不外行。

聊着聊着，大家的話匣子就打開了。

習近平沒想到的是，說起生活上的困難，群眾提的頭一件竟是

「糧食不夠吃」。

「一年幹下來，從年頭吃不到年尾。」

「口糧按人頭兒分，越是壯勞力多的戶越不夠吃。倒是誰家孩子

多，還能勉強鬧個肚兒圓，要不人家咋說『緊幹慢幹，不如生個肉

蛋』呢？」大家發出一陣鬨笑。

習近平的眉頭卻皺了起來：「不夠吃咋辦？」

「誰家不夠吃了，就偷着去新樂、無極、藁城的村裡換紅薯乾

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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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

「1斤糧食能換三五斤紅薯乾兒，總比餓肚子強。」

聽着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習近平關心地追問：「村裡這樣的人

家多嗎？別的村也這樣嗎？」

說話間，人群旁過去幾輛自行車。一位社員抬手指着車上馱着的

小口袋告訴習近平：「你瞧，那準是去換紅薯乾兒的。」

「近的騎十幾里，遠的騎幾十里。還得偷着去，怕丟了先進村的

臉面呢！」有人忍不住歎息，「徵購繳得多，手裡又沒錢買糧，沒辦

法啊。」

大家接着給習近平算了一筆賬：「1斤小麥 1毛 2分，1斤玉米 8

分，七扣八扣，1畝地最多收入 60多塊。棉花 1斤 1塊多，1畝地能

收至少 100多塊。你說，光種糧食，老百姓手裡哪能有錢？」

作為糧食高產縣，正定每年徵購任務高達 7600 萬斤，繳完徵

購，再扣除種子、飼料等，留下的口糧不夠老百姓填飽肚子。保徵購

是政治任務，必須完成，農民在地裡只能上茬種小麥，下茬種玉米，

連棉花都不能多種。

1981年，全縣人均收入僅 140多元，每天只有 4角錢。

從三角村調研回來沒多久，一天晚上，看到縣委副書記程寶懷的

辦公室還亮着燈，習近平推門進去。

「老程啊，領導說讓我到正定任職，是給我選了一個『好縣』。

依你看，甚麼是『好縣』？」

程寶懷脫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縣啊！」

他給習近平講了三個理由：一是對國家的貢獻大，每年上繳徵購

糧全省第一；二是縣裡領導班子很團結；三是全國「農業學大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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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縣。「像三角村，更是先進中的先進，全國各地都來參觀學習呢！」

習近平聽後笑了：「老程啊，我認為，是不是『好縣』應該以老

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來衡量。你剛才說的三角村，畝產過千斤，可農民

還吃不飽，偷着到外縣換紅薯乾兒吃。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寶懷說。

習近平分析道：「我覺得正定當前的現狀是經濟上農業單打一，

農業上糧食單打一。繳的糧食越多，群眾收入越低，咱們實際是個

『高產窮縣』！」

繼而，習近平鄭重地說：「我們應該向上級反映一下，爭取減少

一部分徵購。」

為甚麼習近平如此關注「高產窮縣」？在一次縣委的小型座談會

上，他進行了解釋：「絕不能光講糧食生產、光講高產糧，不講經濟

效益。」「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咱們這些領導對不起江東父老。」

高徵購導致群眾吃不飽，並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獨有的。

向上級反映高徵購問題，不少人有擔心，認為會損害正定這個全國

「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形象，又怕惹得上級領導不高興，捱批評，

也怕對習近平個人政治前途有影響，往輕裡說是思想覺悟低，往重裡

說可就是政治立場問題了。

對這些顧慮和擔心，習近平的回答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倡

實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應實事求是地反映群眾心聲，反映現

實問題。

習近平的想法與縣委副書記呂玉蘭不謀而合。於是，他倆一起向

相關部門反映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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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上級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就進駐正定，進村入戶下田，找了

100多名幹部群眾了解情況。經過核查，調查組把正定糧食徵購的實

際情況摸清了，認為反映問題屬實。當年，全縣糧食徵購任務減少了

2800萬斤。

從此，正定農民的飯桌上少了紅薯乾兒，多了白麵饅頭。

試點改造連茅圈

改革開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客觀環境，迫切要求加強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建設。在黨中央的重視和領導下，20世紀 80年代初，「五講

四美三熱愛」
1

活動廣泛開展起來。

「我們在改善城鄉環境衛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長期的

『髒、亂、差』局面有所改觀，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變化。」

1982年 12月，分管教科文衛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習近平，在全縣精神

文明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會議上對城鄉環境衛生工作進行了

總結。

在這次會上，習近平又提出了下一年治理「髒、亂、差」的重

點。治「髒」方面的頭一項工作，就是改造連茅圈。

連茅圈在華北農村大量存在，農戶的廁所與豬圈連在一起，糞便

1 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心靈美、語
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
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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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流入豬圈，很不衛生，還容易引發疾病。連茅圈改造是上級統一

安排的工作，正定把它納入城鄉環境整治，由習近平負責。

對這項工作，上級和縣裡一些幹部主張「一刀切」，快刀斬亂

麻，直接強制改造，早點完成任務。

但習近平沒有這麼做。他認為不考慮現實情況，強制性地把群眾

家的豬圈和廁所隔離，會引起反感。就算直接鋪開搞、突擊搞，可上

頭人一走，老百姓馬上就可以把連茅圈改回去——拆幾塊磚頭還不

容易嗎？肯定會有反覆。要完成這項工作，首先得讓大家在思想觀念

上接受才行。

經過慎重考慮，習近平決定先選兩個大隊進行試點，並親自包了

其中一個點——吳興公社吳興大隊。

推進的辦法，先從思想動員開始。

在吳興大隊，習近平採取廣播、黑板報、開會動員、骨幹帶動，

以及登門入戶做工作等多種形式進行發動。一時間，學生走街串戶、

黨團員帶頭包戶、幹部親自示範，讓改造連茅圈的好處和方法家喻

戶曉。

群眾明白了，工作就好辦。十多天下來，全村 1227個連茅圈就

全部改造完畢。

「今冬明春，縣、社抓的文明村試點，縣直、社直以及公社所在

的大隊，都要改造完成，明年底全縣要改過來。」習近平在全縣精神

文明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代表會議上，對改造連茅圈工作提出了

新目標。

他對試點中暴露出來的主要問題做了有針對性的佈置，並提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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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改造連茅圈的主要問題是搞好宣傳和糞便的淨化處理。「各社隊

要明確專人負責淘糞，選擇好場所及時進行淨化處理。」

「改廁的形式可以多種多樣，但標準一定要高，不能湊合。」

習近平一再囑咐，「要高標準地抓好試點，沒有高標準的試點，就

沒有高標準的面上工作。今後評比，沒有完成改造連茅圈任務或標準

不高的，不能算社會主義新農村，不能評為先進。」

任務和要求佈置下去了，可過了一段時間，地區開彙報會，正定

因為沒有大刀闊斧「一刀切」，在會上被點了名。

會一結束，縣裡同去的一位幹部跟習近平說：「你看，上面催得

緊了，咱們抓緊弄唄？」

習近平搖搖頭：「那種『運動式』的做法勞民傷財，推廣越大，

損失越大，群眾也不會滿意。咱們國家在這方面吃的虧還少嗎？」

「那咋辦？」這位幹部有點為難。

「沒關係，我去解釋。」習近平說。

後來，習近平向地委領導彙報，把情況講清楚了。

改造連茅圈前，在習近平的大力推動下，正定開展了一系列環境

治理。

1982 年麥收時節，習近平帶着縣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下鄉調

研，剛出縣城西關，就發現了一個問題——一整條平整的柏油路被

打場曬糧的佔滿了。接着又轉了縣城周邊的公路，發現很多鄰近公路

的大隊都有這樣的習慣，甚至連 107國道也曬上了糧食。

習近平還看到，有的公路上有土堆糞堆，路旁支棚建房、擺攤設

點的也不少，這讓本就不寬的馬路更加狹窄擁擠。公路上，汽車、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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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機只能慢慢往前開，馬車、自行車則見縫就鑽，交通十分混亂，而

且人來人往很不安全。

習近平感到，公路上打場曬糧以及兩側亂搭亂建影響交通的問題

必須要解決。

隨後，習近平又進行了更深入的調研。石家莊地區有關部門提供

的材料顯示，因打場曬糧導致車速大減，平時一個半小時跑完的路要

多花至少一小時。正定車站街兩旁支棚建房、擺攤設點的有 25家，

棚房多達 71間。

正定境內有 107國道及正無、正靈等 5條幹線公路，加上 8條通

社油路，共計 167公里，解決問題的難度可想而知。

1982年 7月 8日，習近平在全縣建設文明路動員大會上，傳達

了石家莊地區建設文明路會議精神，提出了正定建設文明路的工作任

務。他把建設文明路的突破口放在整治公路曬糧上，拿出了一整套推

進工作的方案，並進行了詳細具體的任務分解。

工作剛佈置，反對的聲音就來了。

有人說，不在公路上曬糧，麥子不容易曬乾，既影響完成夏收和

徵購入庫任務，大家還得吃霉麥子。

也有人說，這麼多年一直都是這麼幹的，群眾覺得方便，不讓曬

了算不算沒有群眾觀點？

更有人質疑，上級號召發家致富，怎麼又限制路旁擺攤設點呢？

面對各種意見，習近平亮出了一組細緻的調查數據：

全縣 1998個生產隊，只有 220個在公路上打場曬糧，沒有在路

上曬糧的生產隊反而提前 5天完成夏收和徵購入庫任務，可見那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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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錯誤的。107國道在石家莊地區全長 98公里，因曬糧只剩半幅

路，司機要增加 78次剎車動作，每部車多耗油 11.7公斤。

習近平耐心做工作：「整治公路曬糧，是更好維護大多數人的利

益，不是沒有群眾觀點。拆除公路兩旁私搭亂建棚房，是讓大家安安

全全做生意，不是阻礙發家致富。」

習近平講得有理有據，反對的聲音沒有了。縣委成立了正定縣建

設文明路領導小組。經過整治，沿襲多年的公路打場曬糧現象徹底消

失，私搭亂建棚房拆掉後，道路也暢通起來。

1982年 9月，黨的十二大召開，強調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

時，一定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根據上級要求，正定

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設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習近平擔任領導小組組長。

精神文明建設應該怎麼破題？很多人心中沒底。經過思考研究，

習近平很快給正定精神文明建設找到了一個抓手——治理「髒、亂、

差」，改善城鄉環境。

正定縣城保留着眾多古建築、老店舖，但大多毀損嚴重，加上居

民農戶混居，柴草、秸稈甚至糞土到處亂堆亂放，而且全城沒有排污

管道，致使污水亂倒、雨水亂流，人們無奈地自嘲：「正定城裡有『三

寶』：破磚、爛瓦、毛毛草。」

縣城內交通也相當混亂。車輛不遵章行駛，互不相讓，群眾還編

了順口溜：「大老爺（大卡車）橫衝直撞，二老爺（拖拉機）搖搖晃

晃，三老爺（驢馬車）寸步不讓，四老爺（自行車）見縫就上。」

除「四車亂行」，還有「五馬鬧市」：馬路工廠、馬路攤點、馬

路倉庫、馬路飯攤、馬路垃圾堆隨意侵佔便道。



021

  

「我們不能剛剛扔掉『高產窮縣』的帽子，又戴上『高產髒縣』

的帽子。」習近平說。

他親自到當地駐軍某部協調，通過軍民共建形式，為清理整治城

鄉環境增添了一支「生力軍」。在機關幹部與共建部隊共同上街清掃

環境衛生的義務勞動中，習近平也拿着大掃帚走上街頭搞衛生。

1982年 10月 16日被定為正定縣「全民衛生清掃突擊日」。那一

天，全縣城鄉 3萬多人一起動手，各單位、各部門、各社隊、家家戶

戶來了個徹徹底底的衛生大掃除。僅一天時間，就平整清掃街道 700

多條、填平溝坑 1400多個。

「多少年都沒有這麼乾淨過！」看到整潔的環境，人們發出了由

衷的感歎。

就在習近平忙着把精神文明建設的各項任務制度化、具體化的同

時，一些牢騷又出現了。

有些幹部說，精神文明建設是「軟任務」，現在各項工作這麼

多，哪顧得上這個，務務虛算了；也有人藉口沒資金，說搞不成，

還是等物質基礎雄厚了再說；甚至有人乾脆說，這都是些「額外負

擔」，純屬「形式主義」……

習近平給大家做思想工作，告誡大家：「我們共產黨人做工作任

何時候都不能埋怨條件，而要首先想到自己的努力夠不夠，至於所謂

『沒時間』，更是一種遁詞。只要我們對精神文明建設在思想上排上

位、掛上號，時間就有了。」他認為，精神文明建設是一項實實在在

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需要許多群眾歡迎的好形式。在工作中，

我們反對那種脫離實際、勞民傷財、只圖表面、不求實效的形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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