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副市长端起村支书递来的黑茶杯就喝”

——习近平在厦门（十一）

采访对象：郭安民，1944 年 1 月生，福建厦门人。1983 年

任厦门市同安县县长，1987 年任思明区委书记，1992 年起先后

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市长等职。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6 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郭安民家中

采访组：郭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一到厦门任职就下基

层调研，您当时是同安县县长，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调研场合

吗？

郭安民：是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确实是在他到同安调研的时

候。



近平同志 1985 年 6 月来厦门担任副市长，一开始分管农业

农村工作。他报到上班第三天，就带队到同安县调研，我作为县

长高兴地接待和陪同他调研。当时，同安还是个很落后的农业县，

需要靠市财政补贴支持，他把调研第一站选在这里，让我既惊讶，

又高兴。

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虽然他是副市长，职务比我高，但我

觉得他有点儿像邻家兄弟，很温和，没有一点架子。我比他大 9

岁。聊天中，他说他和我一样都是上山下乡知青，还喊我老郭。

后来我每次见到他，在私底下场合，他都一直这么称呼我。他事

业心很强，抓工作很务实，吃得下苦，作风朴实，对群众很贴心，

对部下、对同志都非常亲切。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 3 年，多次到同安调研。请

您介绍一下他在同安调研的具体情况。

郭安民：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期间，来同安县调研的次数非

常多，具体到底有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这里的农村基本

上都在山区，海岛又多，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大家都说近平同志

是“上高山、下海岛”开展调研工作。

近平同志第一次来同安调研的时候，这里交通不便，农村道

路更是崎岖不平，他提前一天晚上来到同安县城，住在县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七点半，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城出发到农村和

周边海岛开始深入细致地调研。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与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众亲切交谈。

厦门当地人喜欢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层黑黑的茶渍。村

支书本来要拿新茶杯给近平同志用，可他说不必了，就跟大家一

起用黑茶杯喝茶。老百姓没想到，这个副市长一点都不介意用黑

茶杯。近平同志这样做，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近平同志还深入田间地头、村前屋后，他看到当时群众生活

还很贫困，村容村貌脏乱差，就提出要重视房前屋后的卫生，还

要重视兴办教育，挖掘交通潜力，把生产统筹规划好。他叮嘱大

家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水土保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护

好。

1986 年 1 月 6 日，我陪同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嶝、

小嶝、角屿）开展调研。“英雄三岛”离金门岛很近，特别是小

嶝岛，站在岛上就能听到金门的鸡叫。当时去这些岛上交通很不

方便，要先坐车，再坐船，还要计算好涨潮落潮，才能到达。岛

上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2 分多，而且经常刮台风，基础设施薄弱，

能源不足，交通闭塞，人才奇缺，还有 396 家困难户和 160 家极

困难户。近平同志先后登上小嶝、角屿、大嶝虎头寨，现场查看

了紫菜苗和虾苗的育苗室，去岛上的中小学看教育的情况，还去

敬老院看望了五保户和困难户。

调研结束的当天傍晚，近平同志就召集市财政、农行、水产

局、民政局等部门召开联合办公会。他把调研中了解到的问题一

一列出来，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向参会干



部强调“要提高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服务意识，提振工作的

精气神”。我们听了，感到近平同志是真心而且下决心要改变同

安贫穷落后面貌，都很受鼓舞。

在这次联席会上，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自力更生，增强自

身造血功能；发挥海岸线长、滩涂面积大、盐田多、群众有发展

水产养殖和晒盐经验的优势，向海洋进军要效益。要开发利用滩

涂，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全面合理规划，发展对虾、海蛎、紫

菜、海带、石斑鱼的养殖；要改造旧盐田，发展新盐田，提高盐

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其他行业也要综合发展，取得综合效益。

联席会的最后，近平同志亲自给出时间进度表，要求大家按

时解决问题，并对紫菜加工、对虾养殖、盐田改造、小嶝岛发电

等十多个项目，作出具体立项拨款的支持。本来我们都以为视察

过、开了联席会，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近平同志三个月后，

又专门过问财政资金有没有到位，并要求县里抓好落实，做好资

金使用的监督工作，把这些钱用到刀刃上。当时近平同志有一句

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金门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在经济上

超过他们。”正是这些立项和拨款，确保了“三岛建设”所需要

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技术措施能及时到位，为“英雄三岛”

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同安县快速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步伐，让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现在的同安，“天

更蓝、水更绿、百姓富、生态美”，获得了“美丽乡村”的称号，



已基本摆脱了贫困。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平同志任厦门副市长以后

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同安人民永远感恩他。正是他当年的精准定

调和科学引领，才为同安的发展指明了切合实际的方向，才为今

天的美丽同安夯实了基础。

和近平同志共过事的同志都认为，他的工作思路非常具有前

瞻性，他当时就说“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保留”，还让我们注意

水土保持。他亲民务实，对工作充满激情，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

第一位，处处体现着“严、细、实、新”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

他留给同安的宝贵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同安人去开

拓进取。

采访组：为了推动同安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同安人民脱贫致

富，习近平同志当时还帮助同安建起了啤酒厂。请您讲讲这件事。

郭安民：近平同志一直牵挂同安的发展，在他的帮助和指导

下，同安兴建了第一个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同安银城啤酒厂。

我们同安一直以水质好著称，有产量丰富、品质优良的矿泉

水资源，而且已成功试种了生产啤酒的重要原料啤酒花。当时有

一个啤酒厂项目很适合放在同安，近平同志来调研的时候了解到

有关情况，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回到市里，他马上找有关同志

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宁夏的老领导交换意见，取得

了宁夏啤酒厂的支持。随后，他带着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市

经委、市计委三个单位的领导，再次来到同安对这个项目作调研。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向近平同志表达了同安希望申办这个项目的

强烈愿望。

经过一番调研讨论，近平同志充分肯定和支持同安县创办啤

酒厂。他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目前厦门啤酒市场的现状是被两

个外地品牌啤酒占领，但本地啤酒仍有较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空

间。第二，这是一个内联企业，通过调查研究，在同安兴办啤酒

厂技术有依靠，原材料有保证，办厂条件比较成熟。第三，与宁

夏合办啤酒厂是大跨度联营，有实验价值。他要求市计委等部门

尽快研究，尽快实施。当时同安县还很穷，市里都不太敢把这个

项目给我们，最后还是近平同志拍板，一个星期之内就批复了

200 万元，把这个项目给了同安。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市里为我

们同安批下来这么多钱。如果没有近平同志支持，这个项目的批

复肯定不会这么容易。

在近平同志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同安银城啤酒厂于 1987 年

动工，1988 年顺利投产，当年产量 2000 吨，税收 200 万元，1989

年税收达到 300 万元，相当于全县工业利润的 1/3 还要多，超出

了预期目标。到了 1996 年，啤酒厂产量达到 5 万吨，产值 1 亿

元，上缴税收达到 4000 万元。这个啤酒厂的成功兴办，使同安

有了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工业企业，带动了同安县工业的突破性发

展。

后来近平同志调离厦门，仍然非常关心银城啤酒厂的发展，

每次听说我们有新的产品，或是有了新增盈利，他都很高兴。毫



不夸张地说，没有近平同志当年的科学引领和倾情扶持，就没有

同安县的今天。

我最后一次见近平同志，是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参加市人大

会议。他在会上遇到我，仍然很亲切地喊我老郭，还问起我家里

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当选党的总书记，看到他与新当选

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记者并发表讲话，我激动万分。我深深感

到他当总书记，是全国人民的福气，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一个好校长能带出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班长能带出一个好班级，

领头人非常关键。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领

头人，将引导“中华号”这艘巨轮在世界发展的浩瀚大洋中乘风

破浪，一往无前。我过去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是值得我一辈子

回忆的最幸福的事，同安人民也将永远记住他，感谢他，祝福他。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