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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 3 年

多，您如何评价他？

　　程宝怀：近平同志做人做事有一个

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能做到严以修身，

言行一致。为了振兴正定，他带头苦干，

亲力亲为，他在正定经常讲：“表态不如

表率，身教胜于言教。”

　　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非常简朴，

总是轻车简从，骑自行车下乡。他经常

对大家说：“骑自行车有三个好处：一是

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

汽油。”

　　近平同志做事，始终能够做到

一个“实”字，从不讲套话，也从不

“穿靴戴帽”，说话很干脆，干事很利

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说一

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他强调，

不能说了不做、言而无信，不能有始

无终、虎头蛇尾，更不能华而不实、

弄虚作假。决定了要做的事，就要

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近平同志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始终

坚持一切工作都要为人民的切身利益着

想。他既是“三严三实”的倡导者，更是

模范践行者。他无时无刻不把人民装在

心里，人民在他心里重于泰山。他把人

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

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

　　他不仅注重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

查研究。他的调研工作有三个特点：一

是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接触的人特

别广，听到的声音也特别全面；二是调查

研究的方法多，比如外出参观学习、走大

街小巷、走村串户等多种形式；三是认真

听取不同意见。他总是在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基础上考虑问题和认识问题。

　　通过和近平同志 3 年多的共事，朝夕

相处，我发现他身上有 4 种优良作风值得

学习。一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二是

艰苦奋斗的勤俭作风，三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四是勇于改革、大

胆创新的务实作风。

　　在正定工作 3 年多，尤其是当县委书

记之后，近平同志把一个几百平方公里、

几十万人口的县治理得很有起色、井井

有条、蒸蒸日上，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是一

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后来很多思

想，都可以在正定工作中找到源头。他

曾饱含深情地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

地方。”这是他由衷的话。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

您和他还有哪些接触？

　　程宝怀：他离开正定以后，我到他工

作的厦门、福州、杭州去看望过他。我去

了以后，主要是跟他一起叙叙旧，给他介

绍介绍正定的发展情况。近平同志对老

干部和一起共过事的同志特别关心，在我

回来的时候，他让我给正定的老干部带些

茶叶和食品，叫我代他向大家致以问候。

近平同志前后回过正定 6 次，他不止一次

对我说：“老程，正定是我们一起工作战斗

过的地方，有我们的心血和汗水，你要多

关心正定，让正定发展得更快些。”

　　他在正定工作时曾讲过：“改革必然

海阔天空，守旧未必风平浪静。”他有一

个座右铭：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

月花。这两句话，就是近平同志作风的突

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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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在尘世间，烦恼总是相伴左右，一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常常扰乱着我们的

心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抵御生活中的

烦恼呢？细想来，那就是在生活的旅程

中，去捡拾一些小温暖小幸福，贮存心间，

来抵挡世间的那些杂七杂八的琐事。

　　就在今年春天，与陌生人偶然的相遇

中，我就捡拾了两份小美好，它们就像美

丽的花朵，绽放在我心里。

　　三月底的周末，和朋友去崂山玩，爬

完山出来，已是午后，下车处的街道，恰好

是一溜烟的农家宴。我引领着朋友往巷

子里一家店铺走，第一眼看到它的招牌，

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店主人是一

个 50 多岁的女子，穿着红色毛衣，正在择

菜，脚跟的袋子里，有一兜带着泥土的韭

菜，那韭菜一看就特新鲜特“实诚”。她见

我们进去，立马站起来，爽快地招呼我们，

给我们推荐新鲜的佳肴，安排我们上了一

个小热炕。

　　吃饭时，店主人送我们一盘洗好的水

灵灵的大葱，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大

葱不如韭菜新鲜，是昨天从自家菜地拔来

的。我们夸奖她做的韭菜炒鸡蛋好吃，她

直接就说，让我们先慢慢吃，走时给我们

俩一人割上一兜带回家，这很出乎我们的

意料，我们赶紧说不用不用。

　　结完账要离开时，店主大姐已穿好外

套，拿着小镰刀，不容我们拒绝，引领着我

们直奔她家菜地去了。菜地不算小，里面

还有十几株樱桃树，大姐一边麻利地蹲下

来割韭菜，一边对我们说，等樱桃熟了，你

们就来吃，自家种的，不用花钱。说着话，

她已经把一行韭菜割到了头，我们赶紧阻

止，够了够了。她笑着说，你们喜欢吃就

多割上些，手中的小镰刀并没有停止。割

完韭菜，她又来到了大葱前，弯下腰就要

拔，我们赶紧以坐车不好带为由强烈阻

止，她这才住了手，把我们送到公交车站，

笑眯眯与我们挥手道别。

　　我和朋友提着韭菜，踏上了回家的

路，坐公交车，再坐轻轨车，袋子在我们的

手中晃动，那份带着泥土的清香，氤氲在

我们心里，陪伴着我们回家。

　　世间的事情真的很巧，我们谢绝了崂

山大姐拔葱的情意，却意外收到了我们即

墨龙泉河畔一位热情大哥家的葱。

　　清明假期，龙泉河畔那些美丽的村

子，各样的花儿争相盛开，成为了人们出

游打卡地。我和朋友在一个下午前往，被

一个果园吸引了目光，里面白色的红色的

粉色的花一大片，走近一看，外面围上了

铁网，有一个小门开着，一个男子正在地

里。我们正要遗憾走开时，那位男子开口

了：“你们要干什么？”

　　啊，莫非站地边看花也不行？我们赶

紧回答：“我们就是要看看花。”

　　“看花进来看啊，在外面怎么看？”呵

呵，原来不是拒绝，是一种邀请！

　　我们欢天喜地进到了花海里，男子

50 多岁，皮肤黝黑，给人宽厚善良之感。

桃花，梨花开得正盛，一团团，一簇簇，不

远处就是哗哗流淌着的龙泉河，我们徜徉

其中，简直像是到了世外桃源。男子向我

们介绍地里的各样果树，哪些是樱桃，哪

些是猕猴桃，哪些是苹果，我们一边欣赏

风景，一边像老朋友一样聊着天。他对我

们说，你们再来这里玩，碰上什么水果成

熟了，哪一样蔬菜可以吃了，你们尽管过

来。不知是他说的坦诚直爽，还是想起了

崂山大姐送我们韭菜邀请我们吃樱桃的

情景，我和朋友都开心地笑了。

　　夕阳西下，一轮红红的落日，给世间

洒满了金色的余晖，乡间静谧安详，一切

好美！该回家了，大哥送我们出了地头，

还给我们一人拔了一袋大葱拿回家，叮嘱

我们到时候来吃水果。

　　走在蜿蜒的河边小路，红的花，绿的

草，和煦的风，我们的心里，真的如住进了

一个美丽的桃花源那样美好！

  韭菜也好，大葱菠菜也罢，论价钱，都

不昂贵，里面却有着最世俗的喜悦，最烟

火的丰盈，最朴素的幸福，这份最生动俗

世贴心的暖，让我的内心饱满灵动着。纵

然生活有烦恼，可我们的生活不也是一个

丰富的宝库吗？蕴藏着很多不为我们所

知的美好。我们偶然遇到的人，偶然发生

的事，都会在不经意间带来份份别样的感

动，当我们细心捡拾起来，贮藏进心里，那

就是贮藏在我们心里的宝藏，我们的生

命，因为心间有了这些宝藏，就不断地聚

集明亮灿烂的光芒，我们的心，不断朝向

有光的方向，我们的身上，就自然而然有

了生命的光彩，喜乐的味道。

　　“即”，一个气象不凡的神符

　　“墨”，一条穿越历史的河流

　　这两个汉字一旦牵手，

  一万年都不分开

　　它们肩住丰美的半岛一角，

　　一道人墙与一道风景从此

耦合

　　无限印制出动人段落，

　　生动，崭新。

　　“人民”的圆心纹丝不动

　　“幸福”的半径一长再长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

起来”

　　百年长成的同心圆啊，缀满繁花

异朵

　　无疑是即墨叹为观止的旁征博引

　　

　　花翎装饰的手柄在顶礼膜拜

　　飞轮在泥土里歌唱，稻穗洗耳恭听

　　谁织就城乡网络，谁贯通即墨血脉

　　谁扛着无休的起点终点，

  苦熬早班晚班

　　一群人，以“镰刀锤头”的姿势

  站成一道风景

　　分明向黑夜伸出手，却握住黎明

　　一丝白光，在黑幕上划开一道缝隙

　　恰到黎明，黑夜已全部漏尽

　　地平线上，太阳一如既往冉冉升起

　　即墨逆行英雄的衣服上

　　又落满一层轻纱般的睡梦

　　一株松静立即墨街口，沉默不语

　　它一门心思地消解

  二十四节气的复杂锋芒

　　一条小巷，储满阳光

　　它在调解五谷杂粮的磅礴纷争

　　酿出“和而不同”的万千气象

　　

　　我一声轻唤，蹭破了老屋一片墙皮

　　梦中，我来到即墨

　　我没带一兵一卒

　　只带了一只笔，

  还有一头想象中的田单火牛

　　空闲，我偶尔写几句诗

　　还要去一趟春秋战国

　　帮田单理一理凌乱的逆鳞

　　静立即墨县衙，

  我最后理顺了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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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美好叫“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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