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志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

——习近平在厦门（十三）

采访对象：张宏樑，1964 年 6 月生。1982 年 9 月由石家庄

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 年 9 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

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 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

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供职。

采 访 组：石新明 田玉珏 王丽莉 薛宏伟

采访日期：2018 年 6 月 25 日

采访地点：北京亚运村张宏樑办公室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

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 30 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 年 11 月下

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

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

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

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

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 2 号楼 301 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述。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 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懵，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

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

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

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

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 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



是 30 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

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

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

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

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

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

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

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

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

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

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

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

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

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

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

别是说要向我们 80 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

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

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



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

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

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

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

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

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

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

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

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

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

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

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

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

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

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

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

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



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

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

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

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

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

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

“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

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

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

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

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

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

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

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

实践经历的，而 80 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

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

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

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

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



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

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

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

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

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

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

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

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

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

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

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

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

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

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

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

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

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



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

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

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

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

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

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

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

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

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

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

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

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

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

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

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

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

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



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我对习近平同志

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

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

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

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

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

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

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

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

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

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

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

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

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

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

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

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



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

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

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

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

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

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

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

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

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

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

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

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

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

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

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

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 1986 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

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



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

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 4000 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

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

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鱼，

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

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

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

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

出口香港能卖到 300 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比人民币的汇

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

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

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

步村里要发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

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

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

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

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

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

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

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

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

展对台湾小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

客，到小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小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

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

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

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

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 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

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

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

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

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

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

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



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

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

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公室

资料室，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调研文章、讲话稿和起草的公

文都找出来，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些稿子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起

草的，字体方正、遒劲刚毅、一笔一画、力透纸背。我一晚上没

睡觉把相关的稿子都认真拜读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

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时，也长远谋划正定几十年

之后的发展。

第二天，我向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业具体情况。他们三

位介绍说，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 年习近平同

志来正定不久就开始酝酿发展正定的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

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习近平同

志就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正定，并考虑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

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正定历史上是农业大县，一些同志对发展旅游业还有疑问，

认为一是没经验、没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没人来、包袱大。习

近平同志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

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和其他县领导

积极做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

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快速增长，实



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两方面的丰收。

调研期间，著名京剧演员杨春霞出演的《杜鹃山》正好来正

定演出，这在以前的正定县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剧院，

也是当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起来的。由于观众非常

多，我记得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演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

正定的文化旅游已经起步了。

回到厦门之后我就向习近平同志详细汇报了正定旅游产业

发展现状，虽然才起步，但势头很好，用不了几年就会上一个大

台阶。他听了很高兴，同时指出，荣国府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不

能孤立地看，不是只为拍一部《红楼梦》而建荣国府。将来正定

旅游业大发展，不能光靠卖荣国府、大佛寺门票，如果这样，人

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来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饮、

购土特产品、看当地戏曲，留住一个晚上，只有这样搞旅游产业，

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

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

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

习近平同志又亲自总结了几条，提笔给他的继任县委书记写

了封信，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

谈了意见，建议全县同志一定要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

旅游产业不放手，发展成正定县的支柱产业。

记得后来习近平同志还跟我说起，继任县委书记收到信后，

还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厦门看望了习近平同志。



采访组：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宏樑：这次社会实践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经

济学终于在实践中有了思考和应用，特别是正定发展旅游产业的

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第三产业、重视旅游产业与当地人文

相结合的思想，成为我实习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我发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专门把旅游作为附属篇，提出来

把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与河北正定有关，

是否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张宏樑：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选题方向到题目、结

论都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

1987 年初，我请教习近平同志如何确定大学毕业论文方向。

我说想去调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纸厂，当时这个厂的厂长马胜

利承包经营的经验正在全国大力推广，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业经

济。但习近平同志建议我说，你还是回正定农村了解一些情况，

研究一下那里的土地如何集中的问题吧。

习近平同志说，根据他在正定和在厦门工作的情况看，农业

集约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

民脱贫增收的必由之路。农业没有集约化就发展不了农业的现代

化，农民就摆脱不了土地的桎梏，农村发展不了第三产业，也不



能实现半城郊化、城镇化，不能实现农民增收。他希望我做个调

查，也顺便带给他一些正定农村的信息和情况。

原来，习近平同志在 1984 年就提出正定县要走“半城郊型”

经济的发展路子。这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

型经济。基于正定紧邻石家庄的实际，习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发

展方针，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

所变”。这就需要把农村土地集约化，把闲置的劳动力转化到为

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中来。当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调查和了解后，

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让我来正定了解土地集约化经营

问题，因为他还深深惦记着正定的发展，惦记着农民的收入，惦

记着探索城郊县经济发展的新路。

这个选题得到了我的指导教师的肯定。结合所学习的理论知

识，我就正定县土地现状、土地集约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

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探讨，写出了关于正定土地集约

化的毕业论文初稿，题目是《浅析我国农村土地集中问题——从

河北正定县土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谈起》。我把论文初稿送给

习近平同志审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认可，说：“你作为一个快出

校门的大学生，情况了解得不错，也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要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办法。”

他指出，在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户籍制度下，如何促进

土地集中，这不是简单的课题，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不能一蹴

而就靠理论。所以，你这个论文的题目应该改为“从土地集中‘难’”



谈起为好，提出一些解决土地集中难的分步办法。他的一席话让

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将毕业论文题目改成《浅析我国农业土地

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集中难谈起》。

最终，我的毕业论文取得 90 分的高分，我的指导老师给我

的评语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论述我国

农业土地集中的意义、条件、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内容体系新

颖，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由浅入深，有较强针对性，有独立见解，

对我国农村经济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我知道，能得到这样的

肯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习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重要

观点给我的论文大大加分添彩。

从指导我论文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

和农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长时，还特意请我的这位指导老师到省

政府作农业经济专题讲座。后来，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

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建立

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取向，是突破农村改革和发

展瓶颈制约、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1993 年 3 月，习

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让我陪他一起回

了一趟正定。记得还跟三位县委办的同志见了面，习近平同志对

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采访组：在您大学毕业回石家庄工作前，习近平同志都和您

说了什么？

张宏樑：1987 年 7 月 9日，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

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需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

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

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

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

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 7 年，正好是你

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

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

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

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临行前，我对他说：“我的毕业纪念册，您给题个字吧。”他

高兴地说：“好啊，我先看看。”他拿着我的毕业纪念册一页一页

地翻，仔细看了每个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留言。当他看到我自己的

留言是：“沉下去，绝不沉沦；浮上来，更不轻浮。请让自然规

律做我们的动力吧，用我们的年轻做最大的资本。”他抬眼看了

看我，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说：“我给你写八个字

吧。”

他拿起平时常用的圆珠笔，写下了“志存高远，行循自然”

八个字，题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我感觉，习近平同志书写的时

候很用力，写完之后，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



的同时，要务实、要实干。”

写完后，他又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十几个同志的名

字和电话，让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吕玉兰等同志。

他说：“这些同志都帮助过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们，谢

谢他们，也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那天习近平同志还说，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学习工作安

排好的同时，抓紧把婚结了，一个是让你女朋友和她家里放心，

再一个你要是 25 岁之前结了婚，25 岁就有了孩子，这样你们年

轻，精力旺盛，很轻松就把孩子带大了，对晨霞的身体影响也小。

特别是你到了 50 岁时，正是最有经验和精力干事业的时候，孩

子 25 岁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你们俩都可以专心继续干

事业，而且还形成了影响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环。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社会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年

轻人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们十几二十岁的人学习，他

们有经验有能力，能够带领你们更快成长。将来你们随着年龄的

增长，到了 40 多岁，也要重视对小你们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

培养，这样就形成三代人上下传承，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奋斗

过程。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习近平同志“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

家风的感受。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在厦门我们接触的



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按说他

是可以有公车的。他对身边人也关怀备至。记得 1986 年冬天，

天气特别冷，我寒假回石家庄过春节，习近平同志把他的军大衣

借给我。他说：“你坐火车，还要倒车，穿军大衣会暖和些，我

穿夹大衣就够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把军大衣还给了他。在他家，我

感受到了“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优良家风。很幸运的是，那

天我还见到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习近平同志特意请习老来到

客厅，向老人家介绍我：“这是我在厦门认识的小朋友。”习老握

着我的手说：“好啊，他还年轻，你们要多帮帮他啊。”习老那天

上身穿红色中式对襟棉袄，下身穿深蓝色西裤，满面红光，精神

矍铄。

记得那天家里还有他的弟弟习远平。习近平同志介绍说，你

们俩年龄接近，更能聊到一块。习远平当时正在创业，他开玩笑

说他的项目很有前途，让我毕业后跟他去干，我说还是想回河北

政府机关工作。习近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严肃地对我们说：

“宏樑毕业后好好去基层锻炼，别想马上去什么大公司发财的事；

远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别想回政府机关，做生意也别想着跟政府

掺和。总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财，别

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个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

那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像刻在我脑子里一

样，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在习家，我感到那么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家庭装饰摆设

等与普通人家别无二致，大门上贴了春联，家里充满其乐融融、

喜气洋洋的气氛，透出浓浓的年味。院子里堆着北方人过冬常备

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客厅也只摆着几盘花生、核桃和糖果。习

近平同志让我坐火车帮他拎回来的一兜子漳州芦柑，就是最好的

时令年货了。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

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

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

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

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

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

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习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注重细节。他说，在军委工

作时，首长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我对北京路熟，也知道怎么好走，

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请司机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

耽误首长时间，亲自跑一趟才放心，这是细节。你做人做事都得

有这个细节意识。

采访组：看来您在厦门和习近平同志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您

还能否回忆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张宏樑：好！我那时候经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



我毕业离开厦门。习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厦门

的餐馆没有卖饺子的，只有一种类似饺子的“扁食”，但味道很

不一样。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宿舍，自己动手包。他准备大

白菜、猪肉，我就负责剁馅儿、调馅儿、擀皮儿，然后大家一起

包饺子。他吃得特别香，说：“还是北方的饺子好吃！可比吃‘扁

食’过瘾多了！”还夸我馅儿调得不错。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86 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习近

平同志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大学生宿舍芙蓉二找我，

说是单位发的，一个人也吃不了，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

同学们都远离父母家乡，看着有这么大一个领导自己带来月饼给

我们过节，都非常开心，都说没想到堂堂一个副市长能像大哥哥

一样亲切。

采访组：我们相信，与习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

的经历。您讲的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那些思

想，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张宏樑：接受你们的采访，回忆起很多 30 多年前的珍贵往

事，对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次洗礼。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今天理解得就

更深入一些。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

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



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

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

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

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

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非常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广大青年

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

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

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今天我回想起 30 多年前和习近平同志的交

往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洗礼，是一次珍贵的

党性教育。他的谆谆教诲和嘱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涤

人性，像春风唤醒绿叶，像闪电激荡尘埃，对当代大学生肯定会

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坚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变为现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石新明 田玉珏 王丽莉 薛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