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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习习习近近近近平平平平的的的的故故故故事事事事
————习习习习近近近近平平平平在在在在福福福福建建建建

端午（外二首）

(一)

儿时屈指盼端阳，

只为灶台粽子香。

梦里金线缠手臂，

醒来艾虎挂胸膛。

(二)

熊氏楚怀王，崇奸远俊良。

灵均遭放逐，汨水举身亡。

粽子尊英烈，觥杯祭国殇。

先人乘鹤去，盛世万年长。

(三)

缕缕晨曦铺水中，

粼粼灼灼满江红。

宁将躯体沉渊底，

不作秦王辱节翁。

游客争先抛粽米，

龙舟竞渡卷雄风。

汤汤汨水深千尺，

留得离骚歌大风。

　　采访组：请您结合具体事例谈谈习

近平同志是如何坚持学习与注重实

践的。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一向重视学习，

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从政以后更

是在工作之余勤学不辍。他在努力研读

古今中外经典的同时，高度重视马列主

义的学习，做到学以致用。他既重视向

书本学习，也重视向实践学习，可以说他

的学习是全方位的。

　　 1988 年，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地委

书记时，除了少量必备的日常用品，就是

带了几大箱书。在宁德地委的见面会

上，习近平同志第一句话就是表达自己

要向大家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

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

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据宁德的

同志回忆，习近平同志外出开会和调研

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

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

来读。

　　 1989 年夏天，习近平同志组

织宁德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各县

县委书记举办了一期读书班。他

要求大家特别注重理论学习，希望

领导干部能够通过学习不断提高

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他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以求实、求真、求深的

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

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

器。他还叮嘱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

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应当

有一种钉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

秒地学习。他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

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起

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这可以

说是他的经验之谈、由衷之言。

　　 1990 年春夏之交，习近平同志即将

离开宁德赴福州任职，他在临行前还特

别叮嘱宁德的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

义。他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

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

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

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

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

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

和行动，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

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

可能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

自己带头读书学习，还不断督促领导干

部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不断从各种渠道

获取知识，不断“加油”“充电”。他也很

重视实践，特别是把理论学习与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例如，“弱鸟先飞”“滴水穿

石”就是他立足宁德实际进行深入思考

提出来的。后来，他还把思考的内容和

工作实践写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

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看到书稿

后，还作了序。他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

期间，通过学习和思考，提出“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对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注重基层调研，

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他工作的一大特

点。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经常到一线、到

农村调研，为地区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

活殚精竭虑。他调研有一大特点，就是

接地气，他到老百姓家里，首先关心的一

定是他们的生活、吃住情况。有时掀开

锅盖，看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有时摸摸

被褥，看看是否柔软舒适。他就是从这

些细微之处体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关

心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养

几只鸡，养几头猪，孩子入学怎么样，收

入如何。无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他都

非常关心群众生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

想，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基层群众手

中，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比如，他到宁德沿海调研，发现很多

渔民在陆地上没有房子，平时就生活在船

上，条件非常艰苦。福建是台风多发地

区，遇到台风的时候，这些渔民要赶快把

渔网拉上岸，把渔船驶到避风港里面，绑

在一起抵御台风，渔民还要赶快撤离到岸

上。这样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很危险。

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积极协调各

部门，帮助渔民搬家上岸，规划土地给他

们盖房子，并协调政府给他们提供建房补

助。这项工作，过程繁琐，牵涉问题很多，

但习近平同志还是自始至终关注、督促、

协调，把这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后来，渔

民们终于在陆地上安了家，这样他们就可

以世世代代生活在陆地上，渔船只作为打

鱼的工具使用，他们还可以在岸上从事其

他工作，而且子女上学、工作也有了着

落。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主持工作

期间，也为相似处境的“疍民”解决了上岸

定居问题。

　　习近平同志对基层调研的重视，源自

他对基层的深厚感情和牵挂。他在宁德

工作两年，跑了 100 多个乡镇，有的地方

还跑了多次。比如，他曾两次去下党乡调

研，还帮助那里建造了一座电站。他调任

福州时，整个宁德地区只剩下一个乡没有

来得及去。临行之前，他放心不下，专门

交代继任地委书记陈增光同志代表他去

这个乡走一走。

  小时候，每逢端午节临近，大清早

街头就会响起一声声“热粽子”的叫卖

声，浓郁的香味儿吸引不少大人和小孩

子围拢过来瞧热闹。

  五岁的小妹身子灵巧，她挤进人

群，趁着小贩没留意，抓起两个粽子撒

腿就跑，却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我

冲上前，张开嘴咬住了小贩的手臂。

  母亲愣了，铁青着脸抡起巴掌，我

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像个木头人一样

傻 站 着 ，摆 出 一 副 任 凭 母 亲 处 置 的

架势。

  卖粽子的小贩制止了母亲的打骂，

讪笑着递过来两个粽子。母亲摆手拒

绝了。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们要诚实做

人，可现在她失望了。

  妹妹受到惊吓病倒了，发着烧，热

得烫人，折腾了好几日仍不见好转，看

上去傻傻的像是丢了魂。母亲慌了，大

半夜跑去父亲的工作单位。那里距离

村子十几里路，母亲气喘吁吁地找到父

亲，连跑丢了一只鞋都浑然不知。

  工地老板很贴心地安排了一辆车

护送父母回来，妹妹虚弱地睁开眼说：

“爸爸，我想吃粽子。”父亲噙着泪答应

着，风风火火地连夜赶去县城。

  妹妹蘸着白糖一口气吃完两个粽

子，再喝下一碗热乎乎的姜汤水，高烧

神奇般消退了，小脸蛋逐渐恢复了红

润。母亲喃喃地说：“可怜的孩子，原来

魂儿全丢在粽子上了！”

  事后，母亲心疼地责备我，傻孩子，

娘打你时，咋不知道躲闪啊！我坦然回

答，假如我躲开了，娘就会把气撒在妹

妹头上。母亲愣了愣，随之苦涩地摇

摇头。

  母亲去集市上买了些芦苇叶和糯

米回来，按照邻居奶奶教的法子学着包

粽子，包出来的粽子奇形怪状有点滑

稽，下锅蒸熟裂开了肚子，却散发出一

股馥郁的香甜，吃到嘴里格外爽口。那

天，我和妹妹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好吃”

的粽子。

  母亲知道一双儿女喜欢吃粽子，大

热天赶去村后的小河边，那里水浅，生

长着一大片茂密葱郁的芦苇荡，那些肥

大厚实的芦苇叶可是包粽子的最佳原

料。母亲试探着趟水下到河里，专挑那

些宽宽长长的芦苇叶割下来，收拢到岸

边打成捆，小心翼翼地装进小推车运

回家。

  挑选出上等的芦苇叶洗净泥沙，泡

在水里浸一阵子，再倒进烧开的铁锅里

煮沸，经过这般处理的苇叶去掉了原有

的青气，颜色变得墨青，还增添了韧性，

反复弯曲也不容易折断。

  粽叶准备妥当了，红豆、大枣、花生

等材料一应俱全，买回来的米也提前浸

泡一夜，母亲开始坐下来包粽子。包好

的粽子用红线缠绕捆绑着，菱角分明饱

满均匀，放进大铁锅里蒸煮一阵子，热

气腾腾的粽子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粽叶

香味儿。

  端午节，母亲大清早就蒸熟了粽

子，骑着三轮车径直奔向父亲工作的工

地。那天，工地老板品尝了母亲包的粽

子后赞不绝口，母亲腼腆地笑着连声

道谢。

  如今，远离了童年，旧时光不再，我

和妹妹对于端午节粽子的记忆却依然

刻骨铭心。无数个粽子飘香的岁月，母

亲用一双巧手把深深的爱融进了相拥

的米粒，把炙热情感编进了绿意盎然的

粽叶，软糯香甜的粽子上缠绕的红丝线

是母亲放飞心灵的寄托，让每一个热气

腾腾的粽子都飘逸着母爱般的味道。

晓 晨◆

闫彩莲◆

崂山行

兜率灵气聚胶东，仙基道骨立翠屏。

金顶银潭存龙迹，幽林洞府传胡行。

白拂九落通碧海，玄镜无纹浮太清。

莫指瑶台说仙会，青牛常系摘星亭。

疫中行

瘟君弄权柄，疫瘴万里横。

西市空似野，长街闻鸦声。

千金绝编韦，青囊始建功。

岛城白衣客，执壶复逆行。

粽子里的旧时光

李瑞龄◆

丰收在望 钟坤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