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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典书籍 做时代新人”
有奖征文3月份获奖名单及作品

■寇鹏博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一本

催人奋进的书，这本书记录了青年习近
平直面艰苦、乐于奉献的感人故事，荟
萃了人民群众对一代领袖早期的认识与
感知。全书不仅详细介绍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陕西延安梁家河插队七年的知青生
活，还透过梁家河群众和插队知青的口
述及现存的物证，阐述了习近平怎样从
一个普通群众成长为国家主席，怎样从
一个战士成长为军委主席，怎样从一个
大队支书成长为党的总书记的德才积累
和人格升华。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于文化大
革命的冲击，66、67、68三届毕业生大
量滞留在城市，一是不能升学，二是不
能就业，老三届毕业生总量在全国有
1600 万人。1968 年 12 月，《人民日报》
刊发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由此拉开
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习近平同
志当年只有15岁，刚刚初中毕业，也加
入了上山下乡的大军中。15 岁的年龄，
放在我们现在来看，恐怕还都是在父母
跟前撒娇、顶撞、憧憬的年龄。习近平
同志却离开父母，离开家、离开熟悉的
城市，来到了浸满红色基因的黄土高
原，在陕西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
家河大队落户，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

据习近平同志2002年的一篇回忆文
章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中说，“15 岁
来到黄土地时，我迷茫、彷徨”，“几年
中我过了四大关”。这四大关分别是“跳
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
的确，上山下乡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
好，在插队初期，由于生活环境的突然
转变，习近平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和同龄
人一样表现出了迷茫、苦恼、彷徨，心
理上有着很大压力。但习近平之所以能
够闯过四大关，是因为他在逆境中能够
适应环境、融入环境并改造环境，进而

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恒心做出一番事
业。这种可贵的、不向困难低头的、浴
火而成钢的品格，正是所有杰出人物能
够成功的必备素质，他积极参加生产劳
动，脏活、累活抢着干，思想上主动向
党组织靠拢，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
请。中国的农民是最朴实的，也是最客
观公正的，习近平的转变他们看在眼
里，喜在心里，他们用最朴实的陕北话
说：近平是个好后生。生活中要想让一
个人称赞不是件难事，要想让全村的人
称赞那就要有真正服人的硬本领，习近
平不仅让梁家河的全村百姓称赞，连方
圆几十里的村子都知道梁家河有一个北
京来的好后生——习近平。有一个公社
还向县里打报告要调习近平去他们所辖
的一个村任党支部书记。那时候习近平
还是一名普通知青，还没入党，这种来
自群众的肯定，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没有
掺一点水分的。习近平直面艰苦，却毅
然担当，走出了一条千锤百炼之路。这
不正是我们要学习和坚守的精神财富吗？

习近平究竟做了什么事让人们都对
他赞不绝口呢？当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
事，却是关乎民生、富于创造性的实
事，一是通过外出学习，在村子里挖了
第一个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个沼气
池，改变了村民靠柴烧饭的传统。二是
带领村民打淤坝地，大大增加了贫瘠山
沟的可耕种面积。三是成立铁业社，自
己打造生产工具，并把生产出来的农具
拿到供销社出售，创立了梁家河大队的
集体经济。四是为村民挖了一口深水
井，改善了村民的吃水问题。习近平
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
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三点：一是让我
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
什么是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习近平在梁家
河干的这四件事都立足梁家河村实际，
其中前三项是创造性的，沼气池不仅改

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也解决了农村卫
生问题，放在现在看意义仍然十分重
大。打淤坝地对梁家河来说更是历史性
的改造，因为梁家河土地贫瘠，加之
又有雨水冲击，所以粮食产量一直处
在 较 低 水 平 ， 有 时 连 温 饱 都 解 决 不
了，习近平说服群众打造的淤坝地不
仅扩大了可耕种面积，也通过围坝深
挖泄洪沟，解决了黄土高原雨水冲走
土地的问题，现在这块地叫“知青淤
坝地”。成立铁业社更是习近平同志发
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的牛刀小试之
作。习近平带领大家挖的深水井更是
直接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习近平
与梁家河的群众心连心，梁家河的村
民把习近平当作自己的亲人。梁家河
的村民信任习近平并选举他为大队支
部书记，梁家河的百姓相信习近平能带
领他们过上好生活，因为习近平做事都
是立足实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他们
满意，都做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习近平为啥能有如此的定力、韧性
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精神？众
口一词的说法是习近平爱读书！在陕北
黄土高原那个贫瘠的暗夜，习近平总是
在劳作一天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夜以
继日读书，文学名著、政治典籍、经济
论述、哲学军事等，凡是能找到的书他
都如饥似渴地投入其中。田间地头劳作
休息时，别人聊天抽烟晒太阳，习近平

席地而坐抽出随身携带的书本也要看一
会儿，到公社、县里办事也要找到知青
同学借一两本书回来。习近平同志曾回
忆说，他得知一个知青有本《浮士德》，
他就步行三十里找到这个知青借了来，
由于爱不释手，很久都没有还给人家，
结果那个知青又步行三十里来找到习近
平把书要了回去。他如此爱读书，浓浓
的书香陶冶了他浩瀚的精神世界。我甚
至有一种感觉，在知行合一的道路上，
青年习近平已经成了一座丰碑。在漫漫
长夜风硬土瘠的陕北黄土高原，在中国
政治泥泞艰难疾风骤雨的特殊时期，青
年习近平始终拥抱着古今中外的史书典
籍，在知识的海洋中奋力汲取着养分，
让自己的大脑有膏腴、有光泽、有卓
识，走着读着，读着走着，脚下的黄土
地竟然被他走成了康庄大道。

本书采访的都是当年和习近平一起
下乡的知青、朴实的梁家河村民，还有
帮助过习近平的延川县当时的领导。这
本书全部是采访手记，多人对一件事相
互印证，从而保证了内容的真实，也唯
其真实才令人感动，才让人从中读出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奋斗历程，才让人读出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来源，才
让人读出了中国人民对习总书记发自肺
腑的爱戴。这是一本文学史，还是一本
党史，更是一本励志书。因为有了它，
我们感知了一代领袖的温暖，也为我们
如何做时代新人竖立了标杆。

做人做事与读书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我常常想，经典是什么。
现代汉语词典给了我三个解释：指

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
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权威
性的。抛去第二条，其余词条所用的形
容词都是“传统的”“权威的”。我琢磨
着，为什么这么说呢？

何以修身？我在 《菜根谭》 中溯
源。作者明朝还初道人洪应明在书中写
道：“面上扫开十层甲，眉目才可无
憎；胸中涤去数斗尘，语言方觉有
味。”读至此，我不禁莞尔，心里想着
为何扫开十层甲之后，眉目才可无憎。
这里面似乎有千百种意味。扫开“十层
甲”，看来这尘蒙了挺多；以“眉目”
代人，想必作者也颇为同意“相由心
生”的观点；“无憎”是在说“憎”这
种情感在某时某刻是存在的吗？十层
甲，十层甲……这十层甲是怎么来的
呢？为什么累了那么多，以至于被称作

“甲”？是动乱的社会？是为一贯钱的
虞、一粒米的诈？谁知是什么，你不知
晓，我不知晓。作者呢？作者也许知道
吧，不过具体是什么这不重要。接着十
层甲被扫开了，忽然发现，原来这个人
的眼神还是清澈的。作者想表达什么深
意呢？是在说人们只有剥去层层外壳才
可见那颗无奈的却仍是红色的心？是在
批判人与人之间的虚假？请停一下，后
面还有一句“胸中涤去数斗尘，语言方
觉有味”，如此看来，这扫开十层甲的
人应不是外人，不是别的某个人，就是
他自己。

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这应就是我们
的修身之道。有人追名逐利，有人蝇营

狗苟，也有人虚与委蛇。我们少不了与
人打交道，于是我们面上落的尘越来越
多，越来越重，越来越难分辨出自己。
而我们，是不该堕落的啊。生而为人，
应时时擦去尘埃，反省自己。不是有那
句禅吗？“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修身，修的是个人。处世，则蕴含
着人的品质与智慧。我想我独爱《菜根
谭》 是有原因的，洪应明老先生的言
语，实在无法令我不时时体味。

我们继续向下探寻，探寻作者的处
世之道。“肝胆煦如春风，虽囊乏一
文，还怜茕孑；气骨清如秋水，纵家徒
四壁，终傲王公。”还有何话说！这风
骨傲气，几人能有，又如何不让人心
惊？我贫穷，可我仍具恻隐之心，我有
铮铮傲骨！物质上的贫穷不是真正的贫
穷，心灵上的傲岸才是真的傲岸。

每次谈到 《菜根谭》，我甚至会眼
含热泪。不知君可读过？作者为什么以

“菜根”为名？我反复品味着，时间长
了生出了那么一点感触。根，一切事物
都是有“根”的，有“本源”，有“突
破”。对，“突破”！他必是经历了一番
磨炼。想想，一粒菜籽，或是一粒草
籽，想从坚硬的泥层中探出头，该是付
出了多大的艰辛？于是，作者有感，以
此为名，意在表明无论做何人，做何
事，都要历经艰苦磨难。

无意间，我似乎成了洪老先生的粉
丝，我对他的每字每句都极其痴迷，迫
切地想知道其中的真滋妙味，或许这就
是一种盈心的感觉吧！《菜根谭》 涤荡
了我的心，影响了我的行。

涤荡我心的《菜根谭》
■张晓薇（作者系高中三年级学生）

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讲
述的是：广袤的美国西部荒野，一位淘
金者挣扎着向一条大河的码头行进。他
已经多日没有进食，腿部受了伤，脚淌
着血，只能在沼泽中、丘陵上、小溪旁
一点点挪动。正当他身体极度虚弱时，
又遭遇了一匹病狼。这匹狼尾随着他，
舔食他的血迹，并伺机将他咬死充饥，
而淘金者也同样期待咬死病狼以挽救自
己的生命。就这样，一个爬行的病人，
一匹跛行的病狼，两个生灵拖着垂死的
躯体，互相搏斗。在这场人与狼的殊死
战斗中，人最终获得胜利，他咬断了狼
的喉管，喝了老狼的血，最终抵达了目
的地……

这位淘金者能在人狼生死战中取得
胜利，并安全到达目的地，其原因主要
有两点：一是他在关键时刻保持着乐观

的心，时刻想着他的伙伴在不远处等着
他，这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即使无数
次跌倒，又无数次站起。这说明人是有
精神力量的，这是人高明于其他动物的
地方。二是淘金者善于舍弃。在关键时
刻，他把随身所有的行李都扔掉了，同
时又在生命临危的时候把金钱和生命做
了对比，最终他扔掉金钱留住了生命。
虽然最后这个淘金者一无所获，但他保
住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最珍贵的。人的
智慧最终战胜了动物的贪婪。

这部小说告诉我们：世间唯有生命
最珍贵，万物之中唯此长存。活着，虽
历经痛苦，但这只是遇见彩虹必须经历
的风雨，能做到这一步已是最大的胜
利，即使人生在你看来平淡无奇，但生
命本身就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珍惜
生命吧，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每个人。

生命的意义——《热爱生命》读后感

■甘宁夏（作者系小学六年级学生）

■■好书推荐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一本
由29名采访对象的口述汇集起来的采访
实录，这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
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习近平总
书记当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再现了
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
长历程。

这部书，是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人生
观、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是党员干部
锤炼党性、提升素质的生动范本，也是
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孙永辉
辛勤耕耘之后的收获无疑是

幸福的，但过程有时会有些辛
苦，甚至是痛苦，比如麦收。

小时候，由于体质较差，我
身单力薄，每到麦收时节都有些
害怕，所以那时候学习就特别用
功，梦想着通过自己刻苦努力，
有朝一日能够跳出农门，走出农
村，远离又脏又累的农活。后来
尽管考上了学，拿到了“粮本”，
吃上了“商品粮”，但万万没想
到，工作地点离家仅有三四里
地，父母干不完的农活，我下了
班还得接着干，更让人懊恼的
是，麦收时节，单位还会放麦假。

五黄陆月天，焦麦炸豆时。
不是在农村长大的人很难理解

“焦麦炸豆”的意思，稍谙农事的
人都知道，麦熟一晌。麦子收早
了不行，籽粒还没有顶满，收晚
了也不行，熟透的麦子风一吹就
会掉籽，收割时更掉得厉害。麦
收还会受天气制约，熟透的麦子
如果遇到连阴雨，那就麻烦大
了，变了质出了芽麦子卖不出
去，换不来钱，自己吃着也粘
牙，一季的辛苦就算白费了。

在没有农业机械的年代，麦
子从成熟到颗粒归仓要经过割、
拉、摊、碾、扬、装等环节，环
环相扣，缺一不可，周而复始。
麦收时间紧、任务重、强度高，
就像行军打仗一样，必须精心准
备，待机而动，决战决胜。

自己能参与到麦收中的时
候，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饱受饥饿折磨的父母，像那
个时候神州大地亿万农民一样，
似乎有着无穷的干劲儿，除了一
家六口的责任田，还承包了几亩

“机动地”。奶奶已经年迈，干不
了农活儿，姊妹几个年龄尚小，
还排不上大用场，一家老小十来
亩地，全靠父母劳心劳力。

我最早的麦收记忆是早上一
大早被父母叫起来，去地里拾
麦、耧麦，尽管麦茬会把脚脖划
出道道血印，也屁颠屁颠地在狭
长的责任田里奔忙。出于对饥饿
的恐惧、粮食的敬畏，更源于

“粒粒皆辛苦”的不易，毫不夸张
地说，刚刚填饱肚子的老少爷们
都唯恐掉下一颗麦穗。

随着年龄的增长、力量的增
强，缺少劳力、急需帮手的父母
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培养成“小劳
力”。

割麦，起早割，天气凉快，
但秸秆有韧性，比较费力气；等
到晌午头去割，能省些气力，就
是太阳太毒太晒。一顶草帽顶在
头上，出汗多的时候热，割麦的
时候也容易掉下来，索性直接扔
在一边。倒伏的麦子割起来更
慢，更费力。长时间弯腰弓背苦
不堪言，总是禁不住想起身看看
麦垄还剩多长，可总是姿势还没

站稳，就会传来连声吆喝：“别看
了，早着呢，赶紧割吧！”说过几
次“腰痛、歇歇”之后就不再说
了，因为父母总是一脸不屑的神
回复：“小孩家，哪里有腰！”

割下的麦子，一般是要用自
家的架子车拉到造好的场里。汗
颜的是，我曳过稍儿、拉过满载
的麦车，就是一直没有学会装麦
车，因为那是个技术活。从责任
田到场里，一般会有一段距离，
有时还比较远，麦车讲究一次要
尽可能多装，尽量少跑趟儿，又
必须保证路上不塌车、不翻车，
又饥又渴又热又晒的晌午头，翻
车真的会让人很绝望。可成熟的
麦秆又光又滑，装得层层叠叠、
前后左右匀称考验着庄稼汉的眼
力与技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一个庄稼人的“门面”。这个时
候，阡陌之上，就成了麦车的

“走秀场”，大家在暗自比拼，也
在相互学习，既真心称赞，又善
意提醒，为紧张繁重的劳作增添
不少情趣。

打场是诸多环节中最脏的活
儿。用叉把碾过的麦子挑起来，
抖开，让麦子掉下来，而后把秸
秆挑走垛在一边，再用木锨、扫
帚把余籽堆起来，然后看天等
风，趁风扬场，再把干净的麦子
装袋运回家，这一场麦子才算收
获完毕了。一亩亩、一垛垛的麦
子都得这样一场一场的打，都要
经过这样一成不变的程序。这中
间，这家起场，那家扬场，麦糠
土气，漫天飞舞，防不胜防。几
场麦子打下来，脸上的汗斑往往
是皮肤最白的地方，鼻孔如不及
时清理，呼吸都会成问题，嗓子
也经常干涩，连吐出的痰都是黑
的。

从“小劳力”到家里的“顶
梁柱”，最直观的体现是，我学会
了在庄稼人看来难度也极高的

“扬场”活。装成袋的麦子也不再
让父亲操心了。一袋麦子，小袋
少说有七八十斤，大袋能超过一
百斤。最多的时候，一天我搬上
搬下四十多袋，看看现在稍微提
点东西，爬个楼都有点想喘气，
真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好多年
已没有再进过场、下过地了，因
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步子真的太
快了，播种、管理、收获全过程
基本不需要人力。

当曾经的麦收成为渐去渐远
的记忆，我们终将感恩过去艰苦
劳动岁月的慷慨给予，因为那不
仅仅是体力极限的终极挑战，更
是一次精神上的深刻洗礼，从中
让我们学会吃苦耐劳，学会友好
互助，学会在坚韧坚持中积少成
多，化解貌似无法完成的困难和
问题。也正是在类似这样的辛苦
劳作中，我们感知自然，感悟生
命，收获自信，成长成熟……

麦收记忆

■于贵超

风的柔软，风的坚韧，风的锋利
划过大地的苍翠和荒凉
划过河流的丰腴和枯瘦
划过青春光洁的前额
划过心灵的悸动，和
水晶项链上的爱情
相册上的灰尘，掩盖着一个真相
一尊佛，在石匠的凿刀下渐渐苏醒

须眉如生，轻吐一声偈语
半生的浮华沧桑，红尘容颜
化作一道青烟
苦海无边，只需一叶扁舟
半壶新茶
生与死的旷世哲学
爱与嗔的永恒矛盾
风里，寻找一朵云的前世今生
在夏天的午后，品
雨的磅礴，雨的细腻，雨的淡然

岁 月

■余 飞
生产队初种番茄，村人稀

罕，称之为“洋柿子。”
一日，老 K 约我同去其老家

尝鲜，言明其父是干部，确保去
了能知。于是，我便随其往。

然事与愿违，至其家则遭其
父训曰：“此物虽稀罕，却为公
有，父为干部，断不允家人私取
也！”

老K大窘。
是夜，老 K 约我下地，名

曰：赏田园风光。我欣然从之。
至野地，见菜园番茄，本抬

腿即至，老 K 却拉我绕至很远，
然后隔块地才朝菜园爬行过去。

我问其故，老K曰：父，干部
也，若同村中其他孩子般直接入菜
地，人皆下看也。我深以为然。

庄稼稞里爬了许久，我们方
至番茄地，连着摸了几个，都不
软，即往里寻软的去摸。然，再
爬没多远，发现地上已爬了众多
人。老K低声道：“怪不得摸不住
红的，原来……”

话未说完，却见一人从其面
前坐起。

老K惊呼：“爹！”

老K趣事——

父与子
（以上获奖人员，请于工作日上班时间段内，带上获奖人或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到
长江路市新华书店综合办公室领取奖品。联系电话：5983318，联系人：彭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