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1985 年 6 月至 2002 年 10 月，習近平在福建工作 17 年半，

先後在廈門、寧德、福州和省委、省政府擔任重要職務，親自領導

和推動了福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一系列極具前瞻

性、開創性、戰略性的實踐探索和理念創新，充分展現了他胸懷全

局、着眼長遠的戰略思維，大刀闊斧、科學決策的改革思路，腳踏

實地、嚴謹務實的工作作風，心繫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誠情懷。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的思想與實踐，承載着中國共產黨人的

初心和使命，具有超越時空的真理性和價值性，已深深鐫刻在八閩

大地和福建人民心中，不斷轉化為福建發展的纍纍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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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以講故事的方式，通過大量事

例，多角度客觀記述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的豐富經歷，生動展現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的重要理念與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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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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魂牽夢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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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1 年 3 月，習近平總書記回到福建考察，看望父老鄉親。

他動情地說：「這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離開福

建以後，我也一直關注福建。在這裡工作期間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在我後來的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化，有些已經在全國更大範圍實

踐了。」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和生活了 17年半，在這裡他度過了人生中最

美好的年華，與福建及福建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

二

福建，簡稱「閩」，舊以福州、建州兩地首字得名，並沿用至今。

福建地處中國東南，與台灣隔海相望，陸地面積 12.4萬平方公

里，海域面積 13.6萬平方公里，水、大氣、生態環境優良。

福建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中原文化與海洋文明在八閩交

融，呈現出特色鮮明的多元文化。勤勞質樸、敢闖敢拚的特質，深深

烙在福建人身上。

20世紀 80年代，福建正處在歷史發展的關鍵點：一面是經濟全

球化步伐加快、中國改革開放浪潮湧動，另一面是省內基礎設施薄

弱、經濟發展長期滯後、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福建如何加快改革

開放，走出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全省上下孜孜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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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85年 5月底，在河北正定的習近平被組織調往福建工作。6月

初，他從北到南，入閩赴任。

身材高大，說話隨和，穿着白襯衫，背個小挎包，一副書生模

樣……這是當年習近平給前來接機的省委組織部幹部留下的第一

印象。

時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會見了習近平。項南曾這樣談對

習近平的印象：年紀輕輕，但閱歷很豐富，很有工作經驗。在正

定工作非常出色，表現非常突出，得到了組織的高度認可。為人

處世很像他的父親習仲勳，正直、厚道，又很有理想，信念堅

定，將來一定前途無量。

婉拒了專門派的公務車輛，搭上一輛福州到廈門的便車，沿着福

廈間的砂石路，習近平顛簸了 8個多小時，隻身前往廈門報到。

赴任廈門市副市長的那天，習近平說有雙重意義：一個是他 32

歲生日；再一個是，這是他第一次到沿海城市工作，參與經濟特區

建設。

在他到任後不久召開的市委常委組織生活會上，習近平這樣談了

思想認識：我來廈門工作，用孫中山先生「要立心做大事，不要立心

做大官」來勉勵自己，地位變了，作風不能變。

習近平的思想認識源於革命家庭的熏陶。他的父親習仲勳和母親

齊心早年參加革命，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小沐浴紅色家風，

父母親以身垂範、從嚴要求，他對黨的事業、對人民群眾有着天然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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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情感。

在福建工作時，習近平曾多次說：我的價值觀、人生觀來源於我

的家庭，來源於我在陝北艱苦地方上山下鄉，來源於勞苦大眾，所以

我就選擇走從政為民的道路，不會走別的道路。

堅持這一理念，習近平扎根八閩、躬耕實踐，與幹部群眾結下了

深厚的情誼，他的思想也在這裡孕育、形成、豐富、發展。

四

在福建工作期間，「人民」在習近平心中始終佔據最重要位置，

「以人民為中心」是他一以貫之的執政理念。

習近平曾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寫道：像愛自己的父母

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着老百姓奔好日子。

到廈門後，習近平主動請纓分管農業農村工作，深入海拔近千

米、最邊遠、最貧困的軍營村和白交祠村等山區貧困村，幫助村民謀

劃山下開發、山上「戴帽」，叮囑山下多種茶、種果，也別忘了山上

的森林綠化……

在寧德，面對當地集「老、少、邊、島、貧」於一體、全國 18

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的實際，習近平倡導「弱鳥先飛」「滴水穿

石」，推動「四下基層」（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調查

研究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場辦公下基層），踏遍了閩東的山

山水水，大力發展特色產業，推動閩東脫離貧困線……

在福州，習近平大力提倡「馬上就辦」，推出「一棟樓」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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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活動，真心解決

群眾最需要解決的「急」「難」問題；加快棚屋區改造，分批分期讓

群眾住進了新房；建設副食品基地，讓群眾「菜籃子」更豐富……

到省委、省政府工作，習近平把民生實事放在最重要位置，大

力治理「餐桌污染」，嚴查「瘦肉精」，建設食品放心工程；拿出真

金白銀，增強糧食供應儲備能力，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實

施「造福工程」，解決一方水土不能養一方人的問題；牽頭推動連家

船民上岸，讓他們告別世代以船為家的生活；全力保護生態環境，讓

城市和農村的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優美；謀劃推動福州

地區大學城建設，大力實施科教興省戰略和人才強省戰略；治理木蘭

溪水患，加固千里江堤、海堤，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關心群眾身

邊小事，協調安裝鼓山古道路燈，方便群眾登山健身；深化「馬上就

辦」，在全國率先開創和推動機關效能建設，讓企業和群眾少跑腿，

構建服務型政府……

百姓是習近平最深的牽掛，百姓的事是他心中最大的事，群眾都

稱他為「百姓省長」。

17年半裡，他不知「掀開了多少鍋蓋、掀開了多少桌蓋、掀開

了多少鋪蓋」；雙手接過百姓遞來的米酒碗、黑茶杯，一飲而盡；請

一群先富起來的「泥腿子」坐上地委講台，為機關幹部上課；自己掏

錢為大冷天還穿着爛鞋子的聾啞老人買了兩雙新鞋；調研途中路見車

禍，當即組織救助傷員，並安排車輛送醫；帶頭捐助生活困難的三野

老戰士，要求建立救助機制；結交農民朋友，指點發展路子，幫助種

茶大戶走出失敗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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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幹部群眾說，習近平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愛得很深，是

大愛情懷，這種愛發自內心、發自肺腑，是自然流露的。

2000年 1月 27日，習近平當選福建省省長。他在此前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須使每一位

政府工作人員都牢牢記住，人民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必須代表

人民的利益，必須為人民謀福利，切不可忘記了政府前面的『人民』

二字。」

2012年 11月 15日，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同中外記

者見面時，他 19次提到「人民」二字，莊嚴承諾：「人民對美好生活

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2019年 3月 22日，習近平在意大利訪問時說：「我將無我，不

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

五

《擺脫貧困》彙編了習近平在寧德工作期間的 29篇講話和文章。

他在《滴水穿石的啟示》一文中寫道：「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觀，實

在是推崇一種前仆後繼，甘於為總體成功犧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種

胸有宏圖，扎扎實實，持之以恆，至死不渝的精神。」

習近平 35歲就任寧德地委書記，擺在他面前的現實情況是：基

礎設施薄弱，經濟發展全省最後；全區上下迫切想盡快實現「三大夢

想」——修建溫福鐵路、開發三都澳、建設中心城市。

習近平沒有急於燒「三把火」，而是立足實際，實事求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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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寧德必經的發展路徑，提出「滴水穿石」「弱鳥先飛」的閩東

精神，腳踏實地帶領閩東人民艱苦奮鬥，一步一個腳印努力擺脫

貧困。

1990年習近平離開閩東赴任福州後不久，《人民日報》恰有一篇

報道——《寧德越過溫飽線》。

習近平在《擺脫貧困》的跋中這樣寫道：我深知，相距於我們的

理想，相距於我們的目標，相距於真正意義上的「脫貧」，「脫離貧

困線」只能說是起步；同時，我也堅信，「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

閩東跨越了這一條「貧困線」，若能繼續臥薪嘗膽，矢志如初，再接

再厲，奮鬥不息，必能徹底擺脫貧困。

在習近平打下的堅實基礎上，寧德全市上下接續奮鬥、致力脫

貧、奮力逐夢。如今，包括寧德在內的福建全省所有建檔立卡貧困

村、貧困人口，都摘掉了貧困帽子。

「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在一個經濟落後地區發展進程，都應該

不追慕自身的顯赫，應尋求一點一滴的進取，甘於成為總體成功的鋪

墊。」習近平特別讚賞這樣一種「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

政績觀。

習近平曾多次談起東山縣委原書記谷文昌，推崇他的信仰力量、

公僕品格。在東山縣谷文昌陵園，習近平說，谷文昌同志生前一切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他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回答了「參加革命為

甚麼，現在當官幹甚麼，將來身後留甚麼」的問題。他不僅是縣委書

記學習的榜樣，也是所有黨員、幹部特別是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學習的

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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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7月 15日，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夜讀《人民呼喚焦

裕祿》，文思縈繫，填下《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一詞——

魂飛萬里，盼歸來，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繫。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

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

六

習近平注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原著，不僅自己認真學，也

要求黨員幹部一起學。他善於總結思考，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發表

了一系列文章，更可貴的是他從中汲取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指導具

體工作實踐。

堅持先調研後決策，是習近平一貫的工作方法。他說，「謀於前

才可不惑於後」，提倡「做縣委書記，一定要把下轄的村走完；做市

委書記，一定要把鄉鎮走完；做省委書記，一定要把縣走完」。

剛到廈門，習近平就買了一輛自行車，穿行在社區街道、工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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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特別是第一年，他對當地的情況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

一的時間花在了調研上。

為適應廈門經濟特區擴區、探索實行自由港政策的需要，

習近平抽調 100多人進行了 21個專題研究，在深入調研、科學論證

基礎上，組織編寫了《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為 2000年把廈門建成自由港型的經濟特區提供了有力依據。之後，

他在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期間，提出了「提升本島、跨島發

展」戰略，為廈門謀劃全局性、長遠性發展。

兩座城市，兩張藍圖。

在習近平的直接領導下，通過萬人答卷、千人調研、百人論

證，幾經商榷、十易其稿，制定出台了《福州市 20年經濟社會發展

戰略設想》，科學謀劃了福州 3年、8年、20年的發展目標。在這

個後來簡稱「3820」工程的引領下，國際機場、高速公路、深水碼

頭、電力能源等重點基礎設施陸續上馬，東南汽車、冠捷電子等外

資台資企業紛紛落地，國辦、僑辦、民辦等多種類型的開發區齊頭

並進。

福州市在 2010年總結「3820」工程成果的時候，幹部群眾發現，

習近平在任的那 6年，福州地區生產總值以年均 20%以上的速度增

長，給福州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習近平身邊工作的同志感歎：習近平同志總是用辯證思維分析

考慮一個地區的發展、一個城市的發展，不只是看到眼前，而且能夠

着眼長遠，充分體現了他作為戰略家的高瞻遠矚和長遠志向，也充分

反映出他對全局和大勢的統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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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從 32歲入閩到 49歲離閩，習近平先後在經濟特區、貧困地區、

省會城市以及省委、省政府擔任重要職務。

他懷抱一顆赤子初心，走遍了八閩山山水水，不斷探索實踐，親

身經歷了這片土地上波瀾壯闊、日新月異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

程，提出了一系列極具思想性、戰略性的創新理念，開展了許多極具

前瞻性、引領性的創新實踐。

跋山涉水、披荊斬棘，習近平三次走進大山重圍中的寧德下黨

鄉，開啟了擺脫貧困的實踐探索。省長任上，他多次強調要全面推進

小康建設，提高小康建設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指出，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要舉全黨全國之力堅決完成脫貧攻

堅任務。

篔簹湖邊，習近平提出「依法治湖、截污處理、清淤築岸、搞

活水體、美化環境」的「二十字方針」，再現廈門「城市會客廳」；

項公亭前，他鍥而不捨推進長汀水土流失治理，讓荒山披綠、花果飄

香；將樂常口村，他叮囑村民牢記「青山綠水是無價之寶」，努力「畫

好山水畫」。省長任上，他率先提出生態省戰略，為全國首個生態文

明試驗區奠定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就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

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動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持續深入人心，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

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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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三百萬人該得罪，還是這兩三千人該得罪？」30多年前，

習近平在寧德堅決查處幹部違規建房，至今讓人警醒。在福建多個

崗位上，他兩袖清風，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黨的十八大以來，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打鐵還需自身硬，打虎拍蠅雷霆

萬鈞」，正風肅紀馳而不息，「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推動全

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從數字福建到數字中國，從擴大福建開放到「一帶一路」倡議，

從提倡「馬上就辦」、推動機關效能建設到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總

結晉江經驗到推動全國縣域經濟發展，從運籌先機推動集體林權制

度改革到全國推廣經驗……這些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

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領域的重要探索和實踐，傾注着習近平大量的心

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產生深遠影響，成為廣大幹部群眾寶貴的精神

財富。

八

習近平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對於更多的人來說，勵精圖治，發

奮圖強，以中國的繁榮昌盛為己任，盡短時間使整個國家「脫貧」，

盡短時間使中國立於發達國家之林，才是更為緊迫、更為切實的思想

和行動。

有遠大的抱負和追求、寬廣的格局和視野，總能明辨大勢、登高

望遠，這是曾經共事的同志們對習近平的總體印象。

習近平 22歲離開陝北黃土地時，他已經有了堅定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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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人民做實事！

在中央軍委機關時，習近平主動提出到艱苦的基層工作，在河北

正定寫下了地方從政第一筆。

到福建工作後，習近平跨山越海，把家國情懷融入八閩大地，以

歷史的責任擔當和全局的站位視野，把個人成長與祖國發展、民族振

興、時代進步緊緊聯繫在一起。

「經濟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科學技術的競爭。世界科學發展的歷

史表明，科學技術進步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經濟需求是推動

科技進步的內在因素。」習近平總結提煉全國首創的科技特派員制

度，把科技星火撒向農村，讓科技助力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

強烈的民族自信心，是我們民族精神中最穩定的成分，使中華民

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通過文化建設，弘揚民族文化傳

統，不僅增強我們的自信心，而且提高外界對閩東的信心。」在福建

工作期間，習近平積極推動保護鼓浪嶼、萬壽岩、三坊七巷，精心守

護好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

「改革要有一個『敢』字，要勇挑重擔，敢於迎難而上；大膽開

拓，敢為天下先。」習近平積極推動政企分離和國有企業改革，激發

國企生機活力，福建國企改革走在全國前列。

「對外開放興，福建興；對外開放步伐加快，福建興旺繁榮的機

會越大。」習近平以全球視野積極推動「引進來、走出去」，拓展對

外交流平台，密切友人友城交往，加強對外經濟、文化的吸收吐納，

加深了福建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誼。

「福建在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



015

  

作用。」「我們必須意識到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真正把對台工作擺

到特殊的位置上來，從而促進兩岸經濟的發展，推動統一大業的進

程。」習近平積極推動福建先行先試，開啟兩岸「三通」，密切同胞

交流交往。

……

歷史轉折的關頭，奔騰不息的時代。世紀之交，習近平說：社

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一代又一代人探索，失誤乃至失敗，再探

索，直至成功，循環往覆，乃至無窮，這是無可指摘的必由之路。

九

習近平說，福建是他成家立業的地方。

1987年 9月，習近平與彭麗媛在廈門成家。一包喜糖、一桌便

餐、新娘的一首歌，讓這一簡樸的婚禮傳為佳話。1992年，他們的

女兒在福州出生。一張習近平騎自行車載着女兒的照片，是他們一家

在福建幸福生活的見證。

一提起習近平，福建幹部群眾都感到很親切，說不盡道不完工作

生活的交往交集，大家時常想起念起這樣一位心心相印的「鄉親」。

習近平說，福建是他魂牽夢繞的地方。對他而言，福建是一個揮

灑汗水、成長成熟的地方，是一個度過人生最美好年華的地方，是一

個愛得深沉的地方。

離開福建後，習近平多次在不同場合回憶起在福建的點點滴滴，

福建的人、福建的事，他信手拈來、脫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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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時點讚廈門；在全國兩會等多個場合，

把飲水思源、勿忘老區的閩西紅土地故事講了又講；考察脫貧攻堅路

上，多次提起福建、說到閩寧對口協作；會見外賓時，常常引用福建

菌草走向世界、充當友好使者的案例；到廣東潮汕考察中，又談起在

福建經常喝工夫茶的情景……

習近平多次就福建工作作出重要講話、重要指示批示，為福建發

展擘畫宏偉藍圖。2014年，他強調要加快建設「機制活、產業優、

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2020年，他作出重要批示，賦予福建

全方位推動高質量發展超越的重大使命；2021年，他囑託福建在加

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上取得更大進步，在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上

展現更大作為，在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上邁出更大步伐，在創

造高品質生活上實現更大突破，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福建篇章。

習近平深情地說：「福建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對這裡的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都充滿了感情；只要一想起福建，八閩大地歷歷在目，

就像一幅生動的畫。」



二、擺脫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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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討來」的「三農」工作

一

1985年 6月，習近平來到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福建廈門。那時

的經濟特區建設剛剛開局，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引資如火如荼，因地

處對台前沿而沉寂幾十載的鷺島，正積蓄着蝶變的力量。

這位年輕的副市長，除了承擔市政府給他的分工外，看到廈門農

村這一塊比較弱，就申請分管農業。

到廈門報到的第三天，習近平就帶隊下鄉調研了，第一站選擇了

同安縣。這讓時任同安縣縣長郭安民既驚訝又高興。當時的同安是個

很落後的農業縣，需要靠市財政補貼支持。

後來，習近平常到同安，次數多到郭安民都記不清了，但郭安民

記住了一個細節：習近平每到一個地方，都與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

群眾親切交談。當地人喜歡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層黑黑的茶

垢，他毫不介意地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近平同志這樣做，一

下子就拉近了與群眾的距離。」

在時任廈門市副市長朱亞衍看來，對於「三農」工作，習近平做

到了「三到」：

一是心到。習近平對農民和農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這可能和他

在陝西延川插隊、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的經歷有關，是一種心繫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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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情結。

二是人到。那時的廈門，大部分還是農村，在廈門短短三年，

習近平連最偏遠、最貧窮的地方都去過了。比如同安有個偏遠的軍營

村，朱亞衍是聽習近平說才知道的。

三是工作措施到。習近平每到一處，都結合當地實際提出有針對

性的措施，以推動工作開展。

二

軍營村有多偏？

20多年後，時任廈門市市長劉賜貴到北京開會時見到習近平，

習近平問他，同安的軍營村現在怎麼樣了。

劉賜貴實話實說自己還沒去過。他沒想到習近平當年在廈門短短

三年，連最偏遠、最貧窮的地方都去過了，更沒想到過了那麼多年，

他對廈門的基層百姓仍然如此牽掛。

時光倒回 1986年。經濟特區日新月異，但改革開放的春風，似

乎吹不到軍營村。

這個地處廈門、漳州、泉州交界處的高海拔村，700多名村民的

收入，主要靠 400多畝茶園，人均年收入只有 280元左右。一個 20

千瓦的小發電機組，滿足不了全村的用電需求，每戶只能用一兩盞

25瓦的電燈，一天點上幾個小時。

那年 4月，當時的軍營村村委會主任高泉國在村口拱橋邊，第一

次見到了時任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習近平。村裡只有一條 1.6米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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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路，車子開不進，只能停在村口，再步行進來。

見到高泉國後，習近平直奔主題：「你們這裡最窮的有幾戶？」

接着他就挨家挨戶地去拜訪。

之後在高泉國家中，兩人一邊泡茶，一邊聊天。

農民技術員出身的高泉國回憶道：這位市領導看上去年輕，但

對農業農村情況，還真了解。他問了我村民的生產生活情況，村裡

種了多少雜交水稻、是甚麼品種，又問我生產責任制實行以後，村

裡在經濟發展上有甚麼打算。我都認真回答了。這一聊，就是一個

多鐘頭。

結束了軍營村的調研，習近平又來到白交祠村。傍晚時分，在困

難戶楊文王家中，習近平一邊和老楊拉起家常，一邊很自然地掀開鍋

蓋，還拿起飯勺在鍋裡攪了攪。

稀飯太稀，習近平剛一鬆手，勺子就沉到了鍋底，老楊難為

情了。

習近平對老楊說，不要怕生活暫時困難，只要勤快，慢慢奮鬥，

日子一定越來越好。

這次調研後，習近平聯繫同安縣水土辦為軍營村提供了一批當時

國內最好的柿子品種——廣西無籽柿樹苗，還指示縣農辦解決了三

萬元扶貧資金。村民們用這筆錢蓋起了管理房。

軍營村的好日子，一如那批柿樹苗，在村民的辛勤勞作下，生根

發芽、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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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泉國，趕緊跟我上村部，省委習副書記要見你。」1997年 7月

的一天，正在給地瓜培土的高泉國，看到當時的軍營村村委會主任高

泉陽騎着摩托車，老遠就衝他喊。那時，高泉國正因為一項工作沒抓

好，被要求反省，幹甚麼都覺得沒勁。

「哪個習副書記？」

「十多年前來過我們村的習副市長，點名要見你。」

高泉國一聽，手腳都沒顧上洗，拎着鋤頭就跨上高泉陽的摩

托車。

到了村部，鋤頭一扔，看到人群中有個熟悉的高個，他馬上衝了

過去。習近平也一眼認出了他。

這時的習近平已任福建省委副書記，同安由縣改區，福建正

處於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農村基本實現小康、消除絕對貧困的最後

一年。

那天剛下過雨，原本坑坑窪窪的路，變成了泥漿路，調研的車輛

陷到了泥裡。剛好有些村民經過，習近平就下車，同村民們一道，把

車從泥坑中推了出來。

習近平問起了高泉國個人和家裡的情況。老高說這幾年挺好的，

孩子有的已經畢業了，有的還在讀書。他聽了頻頻點頭。

座談會上，得知軍營村的茶葉種植面積比 1986年他來的時候多

了近 5倍，當年那批柿樹苗已經長成 200畝柿子林，用扶貧資金建的

管理房承包出去，一年能為村集體增收 8000元，習近平馬上提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