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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是一年春深处，正是读
书好时节。5 月 3 日，西北政法大学大
学生《梁家河》读书活动动员大会在长
安校区举行。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梁家河》出版统筹宋亚萍，校党委副书
记李平安，党委宣传部，校团委负责同
志，“大学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
书会”指导老师及40余名读书会成员参
加会议。会议由校团委书记宋白主持。

5 月 2 日，纪实文学《梁家河》首发

仪式在西安举行。《梁家河》由陕西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梁家河插队时的工作生活，再现了总
书记由一名知青成长为大队党支部书
记的历程，真实记录了几十年来梁家河
村发生的巨大变化。全书10余万字，40
幅图片，共分四个部分，语言朴实、情感
真挚、情节生动，具有浓厚的陕北乡土气
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思想性、教育性。

宋亚萍介绍了《梁家河》的出版过

程及主要内容，与全场师生分享了她在
出版过程中的所感所悟。“《梁家河》一
书从策划到出版用了一年半时间，前后
经过40多次修改。期间，编写团队多次
前往梁家河与老百姓沟通交流，充分了
解到总书记当年工作生活的真实状况，
也为真实记录总书记在梁家河七年的
知青生活奠定了基础。”宋亚萍指出，

《梁家河》一书，是深入挖掘和研究梁家
河大学问，探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点、实践起点和
情感起点的优秀读本，是广大青少年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励志成
才的实践教科书，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延安精神的
生动教材，也将为外界了解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提供一个重
要窗口。她希望同学们在扎实学习、延

伸阅读、了解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尽量
多读此书，体悟字里行间蕴含的内容，
树立正确的理想追求，将中华文化作为
自己的知识底色，把民族文化的精髓与
马克思主义思想融会贯通，主动担当重
任，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李平安表示，读完《梁家河》后内心
非常激动，从书中深刻体悟到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中为人
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
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复兴民
族的梦想。他强调，《梁家河》是学校全
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延伸
读本，是大学培养人才的鲜活教材。要
从中学习心忧天下的情怀、善于团结的
胸襟、大公无私的境界、热爱人民的赤
诚，弘扬优良传统、增强“四个自信”，凝

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按照省委和
省委高教工委的要求，要在全校范围内
掀起学习高潮，要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进班级、进
宿舍、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同学们要
密切联系个人实际，学懂弄通、真学真
用、学出实效，要充分发挥读书会的带
头作用，吸引更多的学生不断加入，不
断扩大读书会的影响力，激励学生追求
知识，提高素养。

“大学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读书会”指导老师、哲学与社会发展学
院党委副书记赵玎玎表示，读书会以提
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凸显红色灵
魂，传承红色基因为宗旨，向全校大学
生发出“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的响
亮号召。希望通过深入学习总书记青
年时代的优秀品质，引导大学生把握时
代脉搏、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责任
感使命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

新闻传播学院辅导员徐鹏谈到，当
自己参观梁家河村驻足在村史馆和知
青窑前、在陕西第一口沼气池前、在至
今仍发挥效用的淤地坝前、在总书记当
年留下足迹的那些地方流连忘返之时，
心灵一次次受到冲击和震撼，一次次得

到洗礼和升华。认真阅读《习近平的七
年知青岁月》后，更清晰了解了党和国
家的杰出领袖如何从最基层一步步历
练而成、脱颖而出的。通过品读《梁家
河》纪实文学，更能为自己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促使自己
不断前行、进步。

“大学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读书会”负责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2016级学生邹成杰表示：“从《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到《梁家河》，我在反复
阅读中体会到，广大青年学子唯有像习
近平总书记那样博览群书、勤学不辍，
不断从书籍中汲取营养，厚实根基，始
终坚守初心，始终与人民相结合，才能
更好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
自己的青春力量。”

动员会上，宋亚萍与李平安为读书
会全体成员赠送纪实文学《梁家河》。

据了解，《梁家河》首发仪式结束
后，西北政法大学第一时间向全体校领
导、处级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
导员及大学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读书会成员发放此书，在全校掀起
了学习阅读《梁家河》的热潮。

本报特摘选部分师生的心得体会，
以飨读者！ （党委宣传部 张佼）

习近平知书、乐书、
好书。

2009 年 5 月 13 日，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
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
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强
调：“古人讲，治天下者
先 治 己 ，治 己 者 先 治
心。治心养性，一个直
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
书。”他每每化用典故，
用词精炼准确，意蕴深
远绵长，这与他从青少
年时期就养成的阅读习
惯密不可分。透过习近
平青年时期在梁家河的
生活，已能看出他的一
套读书方法。

读书，需要惟精惟
一的态度。

1969 年，北京的知
青到了梁家河，村里“精
明”的后生帮忙拿行李，
挑中了 15 岁的习近平
拿着的小箱子，结果却
发现远比那些大箱子
沉，他还不知道这箱书
对于当时处在风雨飘摇
中的习近平而言，比“金
元宝”还要重要。

2017 年 5 月 3 日，
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
考察时面对青年学生总
结道：“青年处于人生积
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
水一样汲取知识。广大
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
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
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
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
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
又专、愈博愈专。特别
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
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
所以然。”在梁家河时，
习近平正值青春年少，
白天从事着极为繁重的
劳动，却不敢松懈读书
的劲头。天黑之后，只
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
一丝光亮，他常常看书
至深夜，为了凑近光亮，
脸被煤油灯熏黑了，第
二天吐的痰也是黑的。

时光幽暗，灯火微
弱，却足以照亮一个人
的内心世界。

读书，需要闳览博
物的视野。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
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
样厚的书，内容涉及古
代、现代、中国、外国、文
学、哲学……听说一个
来自北京五十七中的学
生有本《浮士德》，他便
跑了三十里路去借书。

习近平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回忆说：

“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
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
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
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
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
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
活真谛。”彼时的习近平
立下从修身开始的志愿
——“一物不知，深以为
耻”，哪怕从字典开始也
要弄懂不同词汇的含
义，这种求知的品质贯
穿了他的知青岁月，他
深刻认识了读书的意
义，并从中不断寻求着
指引人生的精神力量：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
活，事业和生活、顺境
和逆境、梦想和期望、
爱和恨、存在和死亡，
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
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
到启迪。”

日积月累，久久为
功。在人生苦难的时
候，总能有一些花在沙
漠里盛开。

读书，需要学思结
合的品质。

学而不思则罔，思
而不学则殆。习近平读
书不是杂而无章的，不
是“无事乱翻书”，他将
读书与思考紧密结合了
起来——“青年时期是
培养和训练科学思维方
法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
期，无论在学校还是社
会，都要把学习同思考、
观察同思考、时间同思
考结合起来，保持对新
事物的敏锐，学会用正
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
问题，善于把握历史和
时代的发展方向，善于
把握社会生活的主流和
支流、现象和本质。”

在梁家河期间，关
乎人民幸福和民族复
兴的宏大主题已在青
年习近平的脑海中形
成了隐隐约约的影子，
无论是在报纸上阅读
四川的沼气信息，还是
修筑堤坝、开垦农田，
吸收先进经验，服务人
民生活，成就了他最原
初的人生底色。

读书，需要知行合
一的精神。

2018 年 5 月 2 日，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与师
生座谈时谈到：“学到的
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
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
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
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
行、以行求知，正所谓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
成’。”这是习近平对青
年学生的希望，更是对
自身读书生涯的一种回
顾。在梁家河的习近平
将读书获得的知识充分
运用在了生活工作中：
他在报纸上看到沼气池
建设，就赶赴四川考察，
修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
气池；看到修筑堤坝、扩
大农田面积的好办法就
在梁家河的土地上实践
起来；见识了村里打铁

匠的好手艺，就成立了
铁业社……梁家河的山
和水见证了“知识就是
力量”，习近平的知青岁
月真实地改变了梁家河
的风貌人情，也改变了
许多人的精神世界。

习近平在 2014 年
接受俄罗斯采访时说
道：“读书可以让人保持
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
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
之气。”距离梁家河的知
青时光已经过去了 45
年，但不变的是永不停
止读书的生活方式。

回顾过去，总结经
验，关注当下新时代的
发展。习近平的读书方
法值得当下青年学生去
学习与传承，习近平讲：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
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
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
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
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这样一个重大
的历史使命从梁家河的
一页书开启，也将在青
年学生的案头传递。

“道虽迩，不行不
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这需要每一个青年学
生去体会、去感受、去
实践，把个人知识的增
长、思想的圆融与品读
经典、汲取智慧结合起
来 ，把 个 人 思 考 的 深
度、广度与中国社会发
展的现实、未来结合起
来 ，把 个 人 知 识 的 扩
充、价值的提高与能力
的提升、道德的修养结
合起来。最终，每个人
在“阅读”当下中国的
同时，也将撰写出无愧
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的青年之书！

《梁家河》，是一本“大书”，一本有大
学问的书，是一部生动的“教材”。通过
这本“教材”，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志政
治人生的出发点，看到他此后几十年执
政为民、治国理政的逻辑起点。从梁家
河村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全党的
领导核心，这中间有着内在深刻的必然
联系。我个人理解，习近平同志几十年
从政生涯、执政风格、执政理念以及坚定
不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可从陕北的七年
知青岁月中找到联系。总书记说过：“我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22岁
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
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
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了我不
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
哪里，永远都是黄土地的儿子”。这就是
政治人生的出发点，是执政为民的逻辑
起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动诠释
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政治情
怀。党的十八大闭幕时，习近平总书记
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再次深刻揭示了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蕴含着深深的为
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梁家河与
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生动经
历，是一堂为民服务的课程，使我们了解
了总书记服务群众、融入群众、植根群众
的工作方法，同时，总书记通过7年奋斗
历程更深入地了解了国情、了解了民情、
了解了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回
忆说：“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
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
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
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
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
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
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
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
是很难实现的。”

一、梁家河精神是党员干部锤炼党
性、青年师生励志成才的动力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奋斗史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
是青少年。它详实记述了总书记探索真
理、成长奋斗的历程，是我们新时代干部
教育的生动范本，也成为党员干部锤炼
党性、励志成才的好教材。在梁家河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经常可以看到党员干

部、青年学生在村史馆、窑洞里热泪盈
眶。是怎样一种精神让总书记在极其艰
苦的环境中坚持奋进？是怎样一种信念
让总书记战胜各种挫折、忍受各种磨难，
为村民修水利、建沼气池，发展生产、改
变面貌？是怎样一种信仰让青年习近平
在大西北一个偏僻的山坳里奋发图强、
刻苦读书，胸怀人民、放眼世界？许多来
过梁家河和听说过这些故事的人，心中
都涌出了一个“梁家河之问”。今天的梁
家河，一批批党员干部、群众，一批批青
年和学生自发地来到这里，接受精神的
洗礼和激励，并把他化成巨大的动力，投
身到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的中国梦之中。

二、梁家河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共产党声音的魅力之源

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
西雅图讲述了梁家河的故事，总书记说：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
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
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
光。”习近平总书记与外国友人分享了他
插队的经历，并就春节期间他回到梁家
河看到乡亲们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告诉
大家：“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
影”。习近平总书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讲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告诉世界：
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的演讲由此
引起世界对梁家河的关注，很多外国政

要、友好政党、友好人士和媒体开始通过
习近平的知青故事、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成长经历、中
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把习近平的七年
知青岁月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结合起来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
国。也是传播中国共产党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的魅力之源。

三、在扎根群众中锤炼实干担当的
创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回顾陕北七年农民
生活经历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懂得了
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当年，
习近平同志从梁家河的实际出发，从群
众的根本利益着手，带领大家打井抗旱、
打坝淤地、建沼气池，以实干作风和担当
精神，推动梁家河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
化。为了解决村民缺柴少煤的问题，他
自费前往绵阳市学习沼气技术。经过学
习，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建成了
全省第一个沼气村，让全村百分之七十
以上的农户用上了沼气。为了清理大坝
里的冰碴，习近平同志带头跳进冰水中，
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腿冻得没有知觉；
组织村民打井时，他脱掉鞋袜，下到3米
多深的井里铲泥……这些事看似平常，
但折射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对人民对事
业高度负责的态度，铸就的是崇尚实干、
勇于担当的坚毅品格。透过当年的梁家
河，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身上那种敢闯
敢干、敢为人先的智慧和勇气。正如他
在《之江新语》中写到：“在困难面前，是
束手无策、畏缩不前，还是克难攻坚、奋
力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法就在
群众中”，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
群众为老师，深入调查研究，解决矛盾和
问题。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
善于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敢想敢
干、敢为人先。

1969年1月，北京火
车站的“知青专列”载着
知青前往革命圣地——
延安。此时，来自首都的
知青们，还不清楚自己将
要面对的是什么。乡村、
山区、贫困、封闭、西部，
现实和想象横隔着一道
鸿沟，巨大的落差和现实
面临的生存问题，为未来
的道路添上一层阴影。

延安人民以招待贵
客的规格，用“蒸碗”热情
的招待了这群来自京城
的知青，但这短暂的年初
欢愉背后，是需“寻吃”的
饥荒。

到达梁家河的知青
们，在这样的现实中慢慢
的转变。从最初不了解
人民真正的生活状况，对

“寻吃”的嗤之以鼻，到后
期融入这片黄土地，了解
这片土地上人民坚韧的生
活并成为他们中的一部
分，从抽离旁观到真正接
纳土地，从心态上的被动
到主动，这样的转变或许才
是知青生活的真正开端。

纸上谈兵终薄浅，仍
需实践出真知。

这片广袤的土地是

贫瘠的，但这片黄土地却
同样是包容的。

放下“城里娃”的身
份，融入农村生活，弥合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才能
更 好 的 找 寻 发 展 的 道
路。青年习近平决定“扎
根农村，扎根一辈子”时，
已经注定了他的思想萌
芽将在陕北这片温床中
孕育——经历过，他才真
正了解了人民需要什么。

过完跳蚤关、饮食
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
想关的青年习近平，将自
己看做农民的儿子、黄土
地的一份子。在面临提
高生产的迫切现实需求
面前，他带领着梁家河的
村民一同打坝造田、修沼
气池、建铁业社，这其中
的每一件实事，都是青年
习近平根据梁家河的现
实需要和现实情况，将自
己的知识经验在实践中
运用的成果。

弯下腰来、踏入土
地，没有所谓捷径，有的
只是亲历。

三十年前如此，三十
年之后更需如此。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
本科学员的回信中这样
写到，可以说，这是新时
代对“实干”的号召，是对
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基本
要求。梁家河作为近代
中国改革开放农村发展
的时代缩影，静静向人们
诉 说 着 这 样 一 个 道 理
——实干兴邦，空谈误
国，凡事只有实践方能出
真知，方能出真效。

梁家河——地处陕北
高原，这里是习近平总书
记曾经插队生活过7年的
地方，是他砥砺成长、坚定
信念的故土。

“ 树 高 千 尺 忘 不 了
根”，2015年2月13日，习
总书记回到了梁家河这个
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时
光易逝，情谊不老。习总
书记仍记得他当年的好
友，记得当年乡亲们对他
的帮助与保护，更记得他
当年在梁家河的“家”。

“插队本身，这是一个
标志，界定着一个阶段。”
延安是习近平人生的一个
启承点，他在这里谙熟民
情、贴近实际，他为人民奉
献的信念来源于梁家河，
在习近平心里，梁家河是
挥之不去的乡情，更是他
精神升华的起点，是他为
民做事的信念以及将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密密交织起来的绵

绵深情。
那个年代的中国，尤

其是在西北，贫穷、艰苦、
食不裹腹，对知青们来说，
延安——是父辈们口中的
延安、革命圣地延安。而
当他们真正来到这里，来
到这块贫瘠的土地，心中
对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
击得粉碎。劳动环境的艰
苦、来自外界的精神压力，

“生存还是毁灭？”青年的
习近平陷入了苦闷。所
幸，敦厚朴实的村民影响
着习近平，乡亲们教他生
活、教他干活，在这一时
期，习近平体验到了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这使得他
如今作为党的总书记而不
忘民间疾苦，作为国家主
席而能了解边区穷困，真真
正正地做到了“以人为本”。

“团结”，源于习近平
父亲习仲勋的教诲，成型
于陕北这片黄土地，实践
于此，融于群众。这使他

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
结群众的观念。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总
书记用亲身经历告诉我
们，身体力行，远比口头空
谈要实际得多，也有用得
多。从劝说随娃，到入团
入党，再到修建大坝、成立
铁业社、代销店等，锲而不
舍是他得以成功的重要因
素。家庭背景从来都不是
失败的理由，习总书记在
当时的背景下，在作为“黑
五类”，仍然能够成功入团
入党，除了他的韧性，更重
要的还是他的能力、以及
他一直以来奉献自己服务
于民的精神。在习近平的
青年时代，我看到了他创
新的精神、解决问题的毅
力，以及一颗善于发现问
题、联系实际的心，他远赴
四川学习修建沼气池，带
动村民大建工程，以实实
在在的行动改变着这一方
的土地，也为他以后带领
中国走向新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团结、坚持、实践、创
新，梁家河带给习近平的，
远不止这些。艰难困苦最
是磨砺人的意志，梁家河与
习近平是一起成长的，他们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梁家
河磨砺了习近平，使他成
长，让领袖从人民中走来；
而习近平，则以自己的初心
不断为人民做贡献，促成了
梁家河的发展。二者之
间，早已被紧密联系起来。

梁家河有大学问
——我校第一时间召开大学生读《梁家河》动员会

《梁家河》的精神魅力
（国际法学院辅导员 徐秉鹏）

以人为本 砥砺前行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6级 王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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