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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任县

委副书记时，教育就是他分管的工作之

一，后来他逐步推进吸纳人才和人才培

养等工作。请您谈一谈他在教育和人才

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

　　周伟思：关于习近平对正定的教育

和人才所做的具体工作，应该分为 3 个层

面来谈。

　　第一个层面，就是通过教育，优化正

定县的“上层建筑”，改变干部的传统思

维模式。

　　上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

不久，虽然沿海地区势头猛、发展快，但

内地很多地方，比如正定，依旧很“平

稳”，不紧不慢，安于现状，干部的思想不

够开放。前面提到，习近平提出翻转农

业和工业比例的问题，也有反对声音：一

个农业大县怎么能搞 70% 的工副业，这

不是不务正业吗？

　　习近平认识到，干部观念的转变是

当务之急。正定距省会石家庄这么近，

离北京也不远，但对一些新观念、新信息

的接受却远远不够，落后的陈旧观念一

直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所以，他

在各种场合给大家讲沿海地区发展现

状、国外的先进模式和改革开放的一些

新理念。

　　同时，他也大力抓干部的素质教

育。习近平参加省、地、市的县委书记政

治、经济知识统考回来后，马上要求县直

机关干部们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国民

经济管理等。他亲自出题，把一些

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与改革相关

的一些问题，结合本地实际进行考

试，并亲自监考。通过这些，让干

部们加强学习、转变观念。后来，

县机关两名电大学员的几门科目

年终考试分数竟然高于北京的学

员，习近平得知这个消息，开心地

说：“应当好好庆贺！”在他的提议

下，为党政机关一些干部开办了初

高中文化补习班。

　　正定县委政研室的同志们对此作了

概括：正定县教育干部，促使队伍素质提

高，把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后备干部培

养起来。县委书记对此紧抓不放，因为

这是正定县经济起飞的基础。人才战

略，是一切战略的战略。

　　第二个层面，就是抓教育的同时，也

抓人才的引进。县委、县政府的大门边

破天荒地挂了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

牌子。县里还登报求贤，列出优惠条件

招聘需要的各类能工巧匠，由这些“外来

和尚”带动本地人才的创新思维和技能

更新。

　　那时候，正定的中学教学水平已经

算不错的了，高考升学率也比较高。习

近平给分布全国各地的正定籍大学生写

了一封信，信上说：“国家需要你们，正定

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你们，家乡四

十五万人民热忱地期待着你们，殷切地

希冀你们为正定繁荣出力献策。”他表

示，如果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希望他们

能尽量想办法和家乡挂钩，为家乡作贡

献。如果能回家乡工作，政府将尽可能

地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各方面予

以支持。

　　当时，正定县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

一时间找不到那么多相对应的人才。习

近平想尽办法，把很多专家学者请到正

定来，请他们当顾问、作辅导，让他们为

正定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他还请了

很多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让他们

到正定来指导企业、开办公司，有的人还

是带着项目来的。他们确实为正定的商

品经济发展作了贡献，同时也带动了正

定本土人才的成长。

　　习近平对于人才的态度，可以从一

件小事上看出来。

　　有天晚上，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进

门，见他手上拿着两页纸，在窗前边看边

踱步，我说：“忙着呢？”

　　他神色兴奋地跟我说：“这是村里一

个小青年写的信，把我给骂了一顿。他

认为县委抓商品生产雷声大雨点小，说

我耍花架子。他还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

　　习近平把信递给我看。我大致看了

一遍，问他：“怎么答复？”

　　“这小子好像有点水平，想法也基本

对头，闹不好还是个人才呢。”他笑了，

“这样，我派人去考察一下，如果这个青

年果真不错，我们就请他出来抓村里的

商品生产。”

　　之后，习近平被叫去接电话了。我

坐在那里吸烟，心想：他作为一个县委书

记，接到一位农村青年指责他的来信，第

一反应是发现人才的兴奋，是对这位农

村青年的赏识。30 岁的习近平能有这样

的胸怀，很是让我钦佩。由此也能看出，

为了发展正定，他对人才的渴望是何等

强烈。

　　第三个层面，就是重视基础教育。

还是举一个我亲眼见到的例子。

　　有一次，我跟他和县里两位同志一

起下乡，去检查基层办教育的情况。我

们先去看了一个村里的小学。一进学

校，习近平就皱起了眉头。

　　太不像样了，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

乱跑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

险。10 来间教室的窗户，没有一片玻璃

是完整的，窗户上蒙着的破旧塑料布在

风中“哆嗦”。“育红班”的孩子们乱糟糟

地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有的孩子只好

坐在地上。

　　习近平问校长：“怎么搞成这个样

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

呢？”

　　校长一时语塞，无言以对。习近平严

厉批评他说：“这个学校，让人看了痛心！

这些孩子到了 21 世纪就要成为村里的顶

梁柱，可现在给他们提供的是什么成长环

境呢？学习的课桌是水泥板的，比凳子还

低，你去趴半天试试？这样子不但培养不

出人才，倒是先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

你们怎么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村主任赶过来了，赶紧向习近平作解

释：“村里并不算穷困，一年大约有 10 来

万元收入，但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

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你说得清吗？”习近

平脸色愈发严肃：“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

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

要有窗户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就你

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

子，你们完全有条件改善好。如果你们还

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

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

负‘连坐’责任！”村主任连连答应。习近

平临走时对他们说：“你们呀，对不起你们

的子弟。”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习近平

来正定后的第一次发火。

　　习近平对教育的重视，从他刚来到正

定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我跟习近平在正定的一个好朋友——— 贾

大山也有过几次接触。他跟我说：“习近

平刚来到正定的时候，他主管的工作就包

括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他

抓文化、抓教育很上心。而且，他尊重文

化人，有文化底蕴。他来的时间不长，对

正定的历史和人文掌故等就能参与深入

交流，他的阅读量和他吸取新知识的能力

让当地的一些老‘秀才’、老‘笔杆子’都很

吃惊。”

  我在家乡即墨工作的时候，就喜欢写

一些即墨的美食，什么即墨麻片、大柳树

包子，什么老郭的肠子、流亭的蹄子，什么

好吃就溜溜达达地写什么。朋友见了面

都笑话我说：“看看，我们的美食家来

了。”更有甚者，有的人竟然称我为“大即

墨第一馋”呢。

　　去年初秋，缘于一档电视栏目的撰

稿，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苏州。这次来苏

州，使我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

有了新的感受。人人都知道姑苏风光如

诗如画，但是不知你是否留意，苏州的美

食更是“如诗如画”，特别是苏州小吃，做

得是如此精致、细腻、诱人，叫你看了就会

有一种不得不尝一口的诱惑。源于什

么？源于这里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的游聚

之地，文人们吃得满嘴流油满心欢喜之

余，剩下的就是谈诗着文乐陶陶然了。就

这样，苏州美食陶醉了文人，文人成就了

苏州美食，美食又成就了旅游，旅游又成

就了美食……形成周而复始源源不断的

美食文化。

　　于是我就想，出文人的地方，除了地

灵毓秀，必然出美食，因为很多美食都跟

文人有着关联。即墨自古不乏文化名人，

从即墨大夫、王氏三代(王羲之的先人王

吉、王骏、王崇)，到周、黄、蓝、杨、郭，官声

文名天下皆知。但似乎即墨古代的文化

人对“吃”比较避讳，没有在即墨美食上留

下诸如“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

光”及“扬州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

月初”的佳句。许是因于此，即墨很多

传统美食，至今没能名扬四海而招引

得八方宾客做客即墨，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憾事。

　　当年，贺敬之先生的一句“杯接田

单吟老酒”，着实为即墨老酒的宣传添

上了巨翼；今天，范曾先生“妙府老酒”

的浓墨题词，又使妙府老酒锦上添花，

这就是文化的效应。记得那年有着

“即墨太史公”之称的东崂先生，写过

一篇《即墨猪头肉》，那即墨猪头肉让

他写得叫人忍不住满嘴流涎，满肚子

里的“馋虫”被勾得阵阵骚动，非得切

上一大盘满口淤腮猛歹一顿方能过

瘾。你看———“猪头肉本来就好吃，叫

即墨人三捣弄两扎固就更好吃得了不

得。这家伙一出锅，热腾腾，汤漉漉，

油光光，快刀斩乱麻，切上一大盘，碰

上以之为饭的大腹便便之徒，最好是

切成满口货的四楞子块，然后浇上一

蒜臼子酱油蒜泥，一拌拉，有点烀通辣

气的不妨事；到此时，你便下筷子，直取那

半肥带瘦的，满口裕腮，嚼它个嘴角淌油，

腮帮子喷香；三五块过后，再来一盅老白

干，吱溜一声，飞流直下，肉香酒香，溢满

五脏六腑……”　　 

　　于是我就想啊，即墨今天有很多的文

人，他们对即墨的美食也是情有独钟，如果

他们的笔触流淌出即墨美食的文字，那么

我们即墨老酒、妙府老酒、即墨麻片、蜜三

刀、老郭肠子、大过年饺子、大柳树包子，还

有酒店的什么特色菜品食品饮品的，把那

天南地北的宾客都馋来，让他们尽情品尝

咱即墨的美食小吃，品尝咱即墨人的文化

和智慧，品尝咱即墨的山山水水，到那个时

候，即墨可真的就名扬万里了。

　　美食陶醉了文人，文人成就了美食，

看看自古文人墨客，百世留名的，有几个

的文章诗词歌赋中离得开美酒美食美

景？李太白总结得最为经典：自古圣贤皆

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子亦曰：美食美景灵感至，妙笔生

花传百世。墨城风流看今朝，文人潇洒写

美食。陈子谓谁？即墨东乡钱谷山人士

陈修远也。

文人潇洒写美食

陈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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