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4页 

学习时报/2017年/2月/13日/第 003版 
采访实录 
 

“近平立志办大事，不搞形式主义”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刘明升，男，汉族，1950 年 8月生，陕西延川人，1972 年 4 月入党，1970 年 3
月参加工作，中专文化。历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团干、知青专干，公社副主任、副书记，马家河

公社主任，拓家川公社党委书记，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县外贸局党委书记，文安驿镇党委书记。

1994—2002年任延川县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2002年于延川县政协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 12月 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刘明升家中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任职。请您讲讲您当年和习近平
认识和交往的情况。 
    刘明升：我是 1963年上的初中，1966年初中毕业，1970年被抽调在贺家湾公社工作。1971
年我被县上招为公社团干部，3 月分配到文安驿公社，当时还不是正式干部，是合同干部，1977
年转正。 
    刚开始一段时间没有分配具体工作，领导有时候派我出去，干一些具体工作。六七月份的时
候，领导把我分到梁家塌村做包村干部，就是雷榕生下乡的那个队。当时村上没有什么公窑，村

上的书记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并且知青窑洞都很干净，就让我和雷榕生住在一起。有一次，雷

榕生约我和他一起去梁家河，他说梁家河有个亲弟弟叫雷平生，还有一个八一学校的同学叫习近

平，是习仲勋的儿子。 
    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在陕北闹革命，还当过西北局书记，后来又是国家副总理。我当
时的想法是，人家都是大干部的子弟，怕有距离，也不知道人家欢迎不欢迎咱。后来，耐不住雷

榕生的邀请，我也跟着去了梁家河。 
    到了梁家河，彼此介绍了一下，他们都很热情，慢慢地拉起话来，就算是认识了。他们都是
大城市来的，见识广，家教好，待人客气。拉话之后，我说要回去。他们都说不用走了，留我在

他们窑洞住下。窑洞里有一个大土炕，我就跟着他们住下了。到了晚上，大家彼此说说话，熟悉

熟悉。那个时候农村比较困难，但是家家户户都养几只母鸡，鸡蛋还是有的。油很稀缺，都是小

麻油，过年炸油糕才用，平时有客人来才用一点儿，自己都舍不得吃。雷平生端个碗，到老乡家

里买了半碗小麻油，买了两块钱的鸡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雷平生用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

柿）炒了一盘鸡蛋。之前，我们陕北吃炒鸡蛋，一般就是用油直接炒，顶多加些葱或者韭菜，从

来没有用过洋柿子炒鸡蛋。我当时还说：“你们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还能用洋柿子炒鸡蛋。” 
    我们彼此的身份都清楚了，开始说一些社会方面的事情，念书方面的事情。年轻人都念过书，
我是初中毕业，一般的常识，历史、地理等都知道一些，这样就有了共同话题。他们也说农村的

事情，从北京来插队已经两年了，都习惯了，和村里人都熟悉了，家家户户的情况都清楚了。他

们从北京来延川确实不容易，过好几关，不仅要适应农村的生活，而且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干。 
    就这样，我们算是认识了。我有时候在村里，有时候在乡政府，他们三个到文安驿办事、邮
信、买东西，就找我见见面，聊聊天，有时候晚了回不去了，就在公社住一个晚上。我从梁家塌

到文安驿公社开会学习，要经过梁家河，也到近平的窑洞聊聊天、喝喝水。我们都是年轻人，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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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得比较快，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72年的时候，文安驿公社的知青专干调走了，当时我们公社还有七八十个知青。公社的书
记对我说：“县上不派知青专干了，人手不够，咱们就不再配知青专干了。你是团干，你把知青

专干接上。有什么事，该承担的工作承担起来。”既然领导安排了，我就把工作任务都承担起来

了，负责知青工作，做些开会、招工、发文件、整理资料之类的事情。 
    1973年，领导把我分配到梁家河做包村干部。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领导分配到哪里，咱就去
哪里，一心一意，尽最大的努力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到了梁家河村，我对近平的了解就更多了。 
    采访组：我们昨天采访杨世忠时，他谈到习近平入党和担任村支书是在同一个会议上讨论通
过的，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刘明升：1973年八九月的时候，按照县、公社的统一安排，组织了工作组到梁家河整顿，我
恰巧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 
    情况调查清楚之后，我们工作组就考虑调整一下村里的班子，认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首先
要考虑谁当支部书记合适。梁家河的姓比较杂，有十几个姓，选书记一定要选一个威望比较高的，

大家都认可的人，既要考虑到有本事，还要考虑办事公道。考虑来考虑去，大家都想到了近平。

近平是一个外来知青，他和村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并且他在村里这么多年，一直都处事公道，

能够把一碗水端平。有了这么一个初步的意向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走访群众，调查情况。 
    当时近平在赵家河村搞社教，不在梁家河。但是我们已经认识近三年了，我对他的情况也比
较了解。我调查情况的时候，梁家河的村民，无论谁说起近平，都说他遇事沉稳，虽然是个年轻

小伙子，做事情却稳稳妥妥，和村里谁都没有发生过矛盾。村民还反映，近平做事非常有个性，

话不多，做事情很有两下子，大家心里都佩服他。此外，近平有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懂

得的事情特别多，是个有文化的人。 
    习近平有时候也到公社开会学习，公社院子里有一个大桌子，大家都在这一个桌子上吃饭，
通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拉话，所以公社的干部对近平也比较了解。我听到有的公社干部说：近平

做事有规矩，对人有礼貌，是个好后生。 
    总的来说，村里、公社都对近平印象好，调查的结果就是他完全具备当村支书的群众基础。 
    我们工作组开会讨论了这件事情，互相商量，初步形成了一个意见：让习近平当村支书，让
梁玉明当村主任，这个村子今后的工作肯定能搞好。 
    接下来，我们就找习近平做工作。当选村里的书记之后，生产各方面的担子都会压在身上，
并且知青有招工、当兵、上大学的机会，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村子，主要看近平愿意不愿意，有没

有做好思想准备。近平说：“如果村里需要，组织和群众认可，我就听从组织的安排。”就这样，

近平同意了做梁家河的村支书。我们也找了梁玉明谈了这件事情。梁玉明思想很开明，不仅同意

组织上对自己工作的安排，而且对近平的工作能力非常赞赏，完全赞同近平当村支书。 
    采访组：担任村支书要党员才可以吧？ 
    刘明升：是的，我们工作组通盘考虑了整个事情。近平来梁家河这么多年，追求进步，一直
在写入党申请书。要当村支书，还要解决入党的问题。 
    从各方面的考察来看，近平完全符合党员的标准。唯一的问题是近平父亲的问题。我和近平
比较熟悉了，他对我说他父亲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定为重大问题，我就知道了他父亲问题

的前前后后的过程。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习仲勋在陕北闹这么多年的革命，还当了中央的大官，

就因为这么一本小说被打倒了，家里人都为此受了不少罪，可不能让这个事情再影响近平的发展

了。再说，入党关键还是要看本人的表现，只要本人符合党员标准，就可以发展嘛! 
    采访组：习近平在他自己写的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他入党是得到您的帮助和
支持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成为‘死党’，后来也

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把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

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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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这
段文字里面描写的团委书记就是您，对吗？ 
    刘明升：呵呵，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习近平十几岁就来插队，他
的父母很年轻就出来干革命，社会关系都不存在问题，核心就是怎样看待习仲勋的问题。习仲勋

是国家的副总理，因为《刘志丹》这本小说出了事情，家庭受到了影响。 
    采访组：后来入党的事情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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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平本人的优秀表现，他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最终如愿以偿。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有哪些特点？ 
    刘明升：近平当了村里的书记，是整个村子的带头人。他很有个性，绝不是软弱的人。当领
导，性格软弱了可不行，没有个性，话说不成，肯定领导不了大家。 
    近平还爱看书，少年老成，遇事不慌，跟村里任何人说话都稳稳重重的（陕北方言，很稳重），
从不和别人乱开玩笑。 
    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一旦担起了责任，就有自己的想法，敢干事，敢干大事。
他在梁家河当书记，就能脚踏实地处理梁家河的事情，带领好村里人，齐心协力搞工作。近平在

中央也是不停地干事情，中国梦啦，一带一路啦，亚投行啦，G20啦，一个接着一个，就没有闲
下来的时候，他要不停地干事情，干大事情。 
    近平不忌生（陕北方言，不害怕陌生人），哪怕是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只要坐在一
块，他就有话说。有时候，我们在公社，各个村子里都来人了，互相不认识，一大群人坐在一起，

近平也能和大家拉话。他一个白面书生，说话有气势，有话敢说，往那里一坐，都能给大家找到

话题，让大家都能拉，都能打开话匣子，气氛一点都不沉闷，很活跃。 
    他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那个年代时兴的学习、运动，而是立志办大事，要给群众做实实在在
的事情。这种毅力和决心，是一般人少有的。他要带着大家多打粮食，让大家都有粮食吃，还能

多交公粮，给国家做贡献。 
    陕北到处都是山沟沟，良田不多，能多打粮食的地方主要就是坝地。打坝可不是一个人的事
情，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起来，调动村里集体的力量一起打坝。要调动力量，没有规章制度可

不行。近平把规章制度定得严严的（陕北方言，很严格），大家一起按规章制度办事，制度不认

人，不管你张三李四，不按制度办就不行，该罚就要罚，该批评教育就要批评教育。村里要办什

么事情都得提前规划好，一件一件地来。那个时候，农村基本建设就能够考验村干部的实际能力，

你能说动大家打坝、修梯田，你就是有本事!沟里打几个坝比较难，规划好就开始打。当时规划了
几个地方，靠近梁家塌村的地方打一个坝，村后面规划了一个，村头规划了一个。通过打坝，就

能把河道变成良田，提高粮食产量。梁家河是文安驿的中等村子，有三百多个人，要打这个坝可

考验领导了。第一，领导能说动大家，一个人能顶一个人，要是说不动大家，一个人也就顶半个

人。第二，领导要统筹好什么时候出工，怎么分配工作，谁放炮，谁抽水，谁推土，才能把大家

领导起来，齐心协力，提高效率。近平带村民打的坝地，面积可不小，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打出

来这么多的坝地，如果没有相当的领导能力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近平上清华大学走的时候，他们村里的人自愿去送他，送得很远，一直送到前面的村子，还
有一部分人一直把他送到延川县城，这是真情的流露。可惜当时没有手机，要是有手机录下来当

时的场景，相信大家都心服口服了。 
    他把七年最珍贵的青春岁月留在我们这个山沟沟里头了。 
    采访组：您后来和习近平有联系吗？ 
    刘明升：1993年的时候，近平回梁家河看望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当时是文安驿镇党委书记，
听说近平回来的消息，村里都沸腾起来了。我赶紧找人把村里的卫生打扫干净，支起一口大锅，

杀了两只羊，炖羊肉，炸油糕。近平进村子之后，男女老少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都拉着他的手，

拉话的拉话，照相的照相，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 
    1989年冬天，近平当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我去他那里住了几天。 
    1994年，我有事去了福州。近平把我请到他的家中，我见到了彭丽媛老师，也见到了他们的
女儿。 
    2007年，我患有冠心病，身体不好，近平听说后，就把我和我老伴儿都接到杭州，给我看病。 
    2009年，近平回延安，也见了我们，十分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