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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说下党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 

——习近平在宁德（十六） 

 

  采访对象：连德仁，1945 年生，福建寿宁人。1980 年 9 月

任寿宁县副县长，曾任寿宁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2007 年退

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5日 

  采访地点：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鸾峰桥 

  采访组：连县长您好，今天能在寿宁县下党乡采访您，我们

感到很荣幸。下党是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最牵挂的基层乡

镇之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寿宁县和下党乡的基本情况。 

  连德仁：上世纪 80 年代，闽东是福建全省最为贫困的地区

之一。寿宁县地处宁德东北部，藏于大山深处。明代通俗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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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曾在寿宁当过 4年知县，他说寿宁是“县在翠微处，浮家

是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

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可见当年

寿宁山路崎岖，跋涉艰难，被人视为“畏途”。 

  寿宁号称有“三件宝”：“地瓜当粮草，棕衣当被倒，火笼当

棉袄。”棕衣就是蓑衣，火笼就是当地人冬天烤火取暖的工具。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时候人们没什么东西吃，只吃地瓜；没有被

子，就用出门遮风避雨的蓑衣当被盖；冬天没有棉衣穿，就抱着

火笼、围坐在火炉边取暖，真是穷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房不遮风”的程度。按照当时的贫困线标准，年人均纯收入在

200元以下的农户就叫贫困户。这样的贫困户，当时占寿宁县人

口的 36%。 

  下党是 1988 年建乡的，是寿宁县西部最偏远的山乡，那里

是“九山半水半分田”。当时，下党是省级特定贫困乡，是宁德

地区四大特困乡之一，也是全省唯一的“五无乡”，即无公路、

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全乡总

人口约7500人，农林牧渔总产值只有186万元，贫困率达到70%。 

  那时的下党，群众生活极其艰难。没有公路，生产、生活全

靠肩挑背驮；没有电灯，农户家里就用火篾（注：就是一种用毛

竹制成的竹片，也有的用做篾器剩下的废料制成，燃烧时间短、

亮度小）、油盏（注：即油灯）。真可谓是“朝迎山村风寒，夜伴

泥瓷灯盏”。下党的老百姓有“三怕”：一怕生病，二怕挑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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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怕养大猪，都是因为没有路，进出尤其是挑重物运输是非常艰

苦的。这里闭塞到什么程度呢？宣传队到乡里放电影《上甘岭》，

放映结束，小孩子们以为真的在打仗，就蹲在地上到处找子弹壳。

有的困难群众没有吃过酱油，有的连一件能穿出门的像样的衣服

都没有。有的农户家里，一半人住，一半是牲畜，人畜混住在一

起，卫生条件很差。 

  这就是当年习书记来宁德任职时，寿宁和下党的基本情况。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来下党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 1988 年 6 月刚一上任就来寿宁县调研，第

一次到下党乡是 1989年 7月 19日。当时我是寿宁县常务副县长，

主管农业、农村工作，听说他要到下党乡调研，县里就让我参加

接待。 

  下党从来没有接待过地委书记这么大的干部，也没有正式的

办公场所，干部平时都在王氏祠堂里办公，“办公室”紧挨着牛

棚，场面寒酸不说，气味都令人窒息。一下子来这么多人考察、

调研，在哪里歇脚、在哪里开会？乡里找来找去，决定就在咱们

现在所在的这座鸾峰桥上歇脚、开会。鸾峰桥是下党的一宝，始

建于清嘉庆五年，是寿宁县木拱廊桥中最为壮观的一座，也是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时这座桥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堆的

全是杂草和牛粪，非常脏。 

  为了迎接习书记一行，县委指派武装部长和妇联主任提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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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党组织群众来清理廊桥，洗刷了三天才洗干净。大家又把自己

家的凳子、桌子、脸盘全拿来，给习书记他们歇脚、洗脸做准备。

廊桥旁边有个小学校，也收拾出来准备给他们开会用。 

  7 月 19 日清早 6 点多，习书记带着 18 个地直部门负责人，

连同县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共 30 多人，从寿宁城关出发。9

点多，车子开到平溪乡的上屏峰村。所有人下车，带上我们给准

备的草帽、毛巾、木棍，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沿着崎岖的山间

小路，步行 15华里，2个多小时才到达下党乡下党村。 

  因为下党穷，外人很少来，那条山间小路平时走的人也很少，

全都是横生的树杈和高高的杂草。当时的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

就拿一把柴刀，在习书记前面开路，一边走一边砍树杈、劈野草。

还有老百姓自发地跑到中途的凉亭里，给习书记送草药茶和绿豆

汤。 

  11 点多，习书记他们到达下党乡，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

他们在鸾峰桥这儿简单洗了洗，就开始开会，进行现场办公。听

取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书记作了讲话，对下党乡的发

展进行具体指导，并决定率先解决通乡公路、水电照明和办公场

所这三大问题。 

  开完会，习书记一行就在鸾峰桥上用餐。虽然下党条件不好，

但老百姓都竭尽所能地拿出饭菜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地府”，

泥鳅、田螺、糯米糍等都是土菜，但代表着下党群众的一份盛情。

习书记他们就在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桌凳前，端起老百姓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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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的乡村小菜，香喷喷地吃了起来。午饭后，习书记等稍作休

息，就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下午 3点多，他们又途经溪后、大

坵下、下屏峰几个自然村，步行 20 多华里到达溪源村，晚上 8

点多才回到寿宁县城，整整一天，往返一共 14 个小时。许多同

志的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采访组：第一次下党之行给习近平同志留下了什么印象？那

一次他在下党讲了些什么？ 

  连德仁：下党乡群众的淳朴、热情、坚韧和对摆脱贫困的渴

望，给习书记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很感慨地说：“下党这个

地方，我来了一次，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党不摆脱贫困，我们就

愧对乡亲父老。” 

  他在现场办公会上，对寿宁和下党的干部说：“我到寿宁来

了几次，感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令人生畏的地方，反而觉得这里青

山如黛，绿水长流，是大好河山，有广阔的开发领域。寿宁民俗

上有山区的狭隘性、落后性、好讼性。民风上却热情好客，很欢

迎外来干部，而且又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可贵品质。所以我感到，

寿宁的气候虽然是冷的，但人情是暖的。这就是寿宁的特色。” 

  他还说：“寿宁的经济发展比较慢，但这不能说主观努力不

够，更不是干部群众不努力，而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闽东是交

通断层，国家投入少，寿宁获得的投入更少，这就导致这里发展

滞后、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上不去，人才留不住；投入少，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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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少，财政就拮据。寿宁虽然经济实力排在后面，但是寿宁干部

的精神状态是好的，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当然，他也对干部

提出了要求。习书记说：“我知道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写了

一本《寿宁待志》，还留下了很多美名。当年一个封建朝代的官

员都能跋涉半年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勇于担当，挑

战困难。” 

  习书记这一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听了让人如沐春风。很多

干部都说，没想到习书记这么理解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对改

变寿宁面貌的信心决心更强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当年第一次来下党之后，

并没有马上回到宁德，而是在寿宁县城召开了一个现场办公会。

请您讲讲那次会议的主要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 7 月 19 日来下党调研后，确实没有马上回

到地委，也不像有的地方领导，调研时承诺一个样，回去执行又

是另外一个样。他抓落实要求立竿见影。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 1989年 7 月 20日，习书记在寿宁县

政府会议室召集开会，和他同行的 18 个地直部门的干部与县直

对应的 18 个单位的干部面对而坐，就寿宁县、下党乡的建设工

作现场研究、现场拍板。习书记说：“这次大家和我一起到下党

乡实地调研，相信都很受教育。以后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地方去

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任何原因、种种情况，都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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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下乡的理由。”习书记要求地、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下党乡

的发展建设要优先考虑，并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在资金上给予大

力支持，解决群众困难。他让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或者代表表态，

你拿多少钱，他拿多少钱，现场就定下来。最后决定支持下党乡

建设资金 72 万元，主要用于水电照明和公路建设，以尽快解决

生产生活用电和交通问题。有个部门领导说了句很形象的话：“习

书记啊，我们把口袋里的毛都拔拉出来啦！”意思是已经尽全力

支持下党建设了。大家哈哈大笑，深表同感。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第二次到下党的情况。 

  连德仁：习书记第二次到下党是 1989年 7月 26日，他陪同

时任福建省长王兆国同志到下党乡视察灾情、慰问灾民。7月 21

日晚，下党乡发生百年不遇的暴雨洪灾。下屏峰村 30 多座民房

被毁，土墙坍塌，5 位村民遇难，受灾群众 62户，332人。王兆

国省长和习书记一行冒着大雨、蹚着大水赶到受灾现场，视察灾

情，部署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看到村民们灾后的损失和难

受的情况，他一一进行了慰问，并从宁德地区的财政经费里拿出

钱来，给受灾最重的 32户村民每户发放了 1500元救灾款。这在

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只有 41 元钱。他一下

子给每个受灾户拨了 1500元。同时，他还单独拿出 15万元资金，

用于公路、防洪堤坝的修复和学校修缮，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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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第三次来下党是时隔 7 年以后，当时他

已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了。请您讲讲他那次来的经过。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是 1996 年 8 月 7 日。当时他

是省委副书记，距离上一次来下党已经 7年时间，离开宁德工作

也已经 6年时间，但他对下党的感情更浓了。他一到下党，就开

门见山地说：“整整 7 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到了下党。7 年来，

我一直牵挂着下党。” 

  他带领省交通厅、财政厅、老区办和扶贫办等部门负责人一

起察看了下屏峰村的灾后重建点。当时由于资金短缺，下屏峰村

水尾的石拱桥只建了石拱，桥面并没有铺平，只用施工搭设的木

板桥作为临时通道，不太安全。习书记一行就从这条临时通道走

到河对岸，沿河视察水毁后修缮起来的防洪堤工程。村委会干部

请他到村委办公楼里歇息喝茶，他谢绝了，直接到群众家里慰问，

所到之处不时和乡亲们打招呼、握手致意，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

情况。老百姓知道习书记对下屏峰灾后重建特别关心，非常感激。

习书记离开下屏峰时，村民们都自发燃放鞭炮欢送习书记。 

  回到下党乡党委办公地，他又听取了乡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汇

报，为乡里修桥、铺路、发展生产拨了 100 万元人民币。他说，

这 100万交给你们乡里分配，原则就是按照现实困难情况，实事

求是，把资金用在刀刃上。当时，乡政府交给习书记一个报告，

是关于下党经杨溪头村与浙江庆元县对接的公路立项的事情。这

是一条省际公路，如果能够尽早立项并修通，对下党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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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习书记看后，当时就把报告签了，直接交

给一起来调研的省交通厅长。1998 年，这条省际公路就建成通

车了。 

 

  采访组：那时的下党应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习近平同志

对此有什么评价？ 

  连德仁：习书记第三次来下党虽然时隔 7年，但他并没有中

断和下党的联系。当年那个拿着柴刀给他开路的乡党委书记杨奕

周经常去找他，跟他讲下党的情况，他也真诚地把老杨看作自己

的农民朋友。习书记说：“7年前来下党的那段历史，历历在目，

记忆犹新。我们好几次在宁德开会时讲到下党，讲到宁德地区一

些贫困地区的标志时，都将这里的一些情况，作为一个典型来介

绍，大家感觉很受教育。在各自岗位上工作的领导干部不要忘记，

这一方土地上还有很多父老乡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在来下党

已经不需要跋山涉水了，坐着车一阵风就到了。过去的特困户，

现在有的脱贫，有的奔小康，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他当时还对宁德的扶贫工作提了几点希望：一是在更新观念、

提高素质上要有一个新的飞跃；二是拓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

楚一点；三是要把脚步迈得更扎实；四是继续发扬老区革命精神

和新建区、特困区的拼搏精神；五是各级干部要更加关心特困区，

对这些地方多一点理解、关心、支持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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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重视扶贫工作，在宁德期间一

直把帮助广大群众摆脱贫困作为头等大事紧抓不放。您当时作为

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对他这种理念有什么感受？ 

  连德仁：习书记对我们寿宁脱贫致富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对下

党的牵挂上。实际上，他前后一共９次来寿宁县实地考察，从不

同角度了解寿宁经济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脱贫致富的方向

和举措。 

  1988 年 8 月 2 日，习书记刚到宁德工作不久，就在陈增光

专员陪同下走了闽东 9个县市，寿宁县是第七站。习书记走访了

麻竹坪水库和竹管垅乡、清源乡、芹洋乡的部分贫困村，察看了

县茶叶精制厂、植绒厂、光仪厂、线毯厂等 10个企业。同年 11

月 3日，习书记陪同省委书记陈光毅到寿宁检查指导工作，到武

曲乡和竹管垅乡的桥仔头自然村了解脱贫致富情况。可以说，寿

宁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学校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作风深

入，一竿见底，踏石留痕，是习书记的风格体现。在武曲乡，他

听取乡政府汇报；在南阳镇山坑村，他倾听村干部们的呼声；在

三祥新材公司，他了解企业转型发展的思路；在鳌阳小学，他与

教师座谈了解实际困难；在竹管垅桥仔头，他进村入户，了解农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瓶颈；等等。为了改变寿宁面貌，习书记提

出修公路、建电站、筑堤坝、建学校、解决办公场所等一系列帮

扶举措，为寿宁人民摆脱贫困注入致富的源泉和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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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闽东期间就扶贫工作提出不少很有创

见的理念，比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等。从他对寿宁县

的具体指导看，您认为都有哪些鲜明的理念和具体的举措？ 

  连德仁：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紧紧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

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

“四下基层”等许多创新理念、观点和方法，深刻回答了推进闽

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寿宁是农业县、山区县、贫困县，习书记要求县里要因地制

宜发展经济。关于农业，他说粮食生产是根本，发展什么都要把

搞好农业、种好粮食作为大前提；他还提出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

的路子，就是要山水田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朝着多功能、开放式、

综合性方向发展立体农业，要面向市场，追求农业生产的商品率，

用农业商品观念代替原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观念。 

  关于工业，他指出寿宁办的企业劳动密集型的多，高精尖的

产品比较少。要把工业办好，就要走向全省和国际市场，做别人

没有的或比别人好的产品。他知道寿宁茶叶生产是支柱产业，强

调要搞精品茶叶，生产、加工、包装都要上一个台阶。有一次他

到南阳镇森鑫玩具厂考察，当他了解到一个小小的工厂年产值就

有 6000 多万、产品销往东南亚各国时，非常高兴，还连连表示

这样的企业品牌要树起来，政府部门也要做好服务工作。 

  他强调摆脱贫困首先要思想解放，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

们宁德素来是“老、少、边、岛、穷”，安贫乐道、“等靠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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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比较严重。但习书记当时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非常强，这有可

能与他在厦门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经历有关。他鲜明提出扶

贫先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不要言必称贫。他说：

“把脑袋瓜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 

  习书记到闽东工作时，我们县的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 3 年，

但各项工作才刚刚起步。他说扶贫工作要升层次、上水平。“虽

然扶贫规划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扶贫这项事业是长期的，不是说

3年时间到了就宣告结束了，不是低水平脱贫就可以说明问题。” 

  习书记十分重视典型引路。他抓扶贫，就抓下党。他在全地

区干部会上多次讲下党这个典型，他说下党搞好了，对全地区的

脱贫有指导意义。 

  他对各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主要抓“做”功，而不

是“唱”功。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身子扎下去想路子、解决问

题；要有比较明确的脱贫手段，比如推广“一村一品”；要一个

项目一个项目地跟进，才能实打实地上一个新的台阶。“不能希

望一口就吃成一个大胖子，不能急功近利，搞短期行为。”习书

记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实践证明，把脱贫作为

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是完

全正确的。今天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和当年的“摆脱贫

困”，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既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 

  习书记还讲，要把脱贫与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

来。他举了寿宁农村人畜混居的例子，他说：“人跟牲畜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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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屋檐下，这屋内卫生状况解决不了，怎么能够健康起来。”他

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体现了他虑事周详、思考深刻的品质。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连德仁：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时，感觉这个大干部真

年轻啊！三十出头的样子，很有内涵，又非常平易近人。由于他

每次来我都陪他，一来二去的就熟悉了，他见到我就“老连”“老

连”的叫我，很亲切。而且从他讲话也能看出来，他不像有的读

书人讲话那样文绉绉的，而是非常接地气，说的都是老百姓能听

懂的话。 

  我认为，当时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和群众脱贫致富的期盼，

激发了习书记强烈的为民情怀。他一而再、再而三，跋山涉水，

三进下党，下党成为他最为牵挂的地方。在他的推动下，现场办

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下基层这个“四下基层”制度在闽东蔚成风气，直到现在仍在

延续。 

  他在基层调研，总是走在最前面，到老百姓家里看望慰问，

也从不讲究。有的老百姓衣衫褴褛，手也不怎么干净，可他从不

在意，进门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握着他们的手进行交谈。有时

候进了农户家里，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的什么，对生活

用度问长问短。老百姓都说习书记是打心眼里关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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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您后来跟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连德仁：我与习书记个人交往不多，有一点是我至今不能忘

怀的。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是写作，1990 年时，我把自己担任副

县长十年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册，出了一本 38.5 万字的书，

叫《从政文稿》。当时是以内部书号印的，只印了 3000 册，我送

了习书记一本。后来有一次他来寿宁调研，我到寿宁宾馆去向他

汇报工作。他一见我来了，就说：“老连，你的《从政文稿》我

看了，不错！你要写上 5 本书。”习书记的鼓励对我是巨大的鼓

舞和鞭策，现在我已经写出 4本了，也先后给他寄过，我还要加

把劲再写一本，继续发挥余热。 

  1992 年 9 月，他把《摆脱贫困》一书送到我手中，并亲自

写下“德仁同志阅存，习近平”9 个大字。2002 年 4 月 25 日，

我陪同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书记在清源乡调研时留下我们之间

唯一的一张合影，我把这张照片印在《三农絮语》一书中，作为

永久的纪念。 

  现在距离习书记主政闽东已经过去 30年了，他在闽东大地、

寿宁大地上践行骨肉相连的群众路线，留下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

风，留下了清正廉明的公仆形象，留下了亲民爱民的执政理念，

留下了踏石留印的务实精神。如今，寿宁县、下党乡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山头绿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了；电灯亮了，广

大农村实现用电全覆盖；道路通了，下党通了柏油路，寿宁通了

高速公路；衣食足了，温饱问题解决了；楼房高了，寿宁新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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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林立；实力强了，县级财政收入是当年的 100 倍，2015 年寿

宁还荣获“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市场繁荣了，商品琳琅

满目，物价相对稳定；教育发展了，2014 年高考上本科线 997

人，2位学子被北大录取；看病方便了，老百姓的健康指数进一

步提高。那个昔日近七成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下党乡，2016

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2.4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05元，

总人口贫困率下降为 2%。 

我想，寿宁和下党脱贫致富的显著成效，就是我们寿宁人民、

下党乡群众对总书记这些年来殷殷牵挂的最好回报。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