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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畔粽子的清香

缭绕了两千多年

茫茫人间传颂着一个伟大高贵的名

字——— 屈原

这是一个优秀民族共同的记忆

你巨笔如椽纵横在天地间

驾驭着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可愤怒的闪电却不能

斩断奴才的媚骨

凌厉的劲风却不能击碎

蛛网般污浊的世俗

你仰头问天

上苍冷漠深邃不语

你俯首问地

人间浑噩醉者无数

你深爱着脚下的大地啊

燃烧着生命追求永恒的真理

奸佞遗臭万年

而你却流芳百世

归来吧三闾大夫

乘着五月的万里长风

你赞美过的橘树早已

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荆楚之地早已

气象万千山河壮美

五月的夜空有颗最亮的星星

眺望着万千生动的生命

那是你依然深情的眼睛

　　采访组：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在

福建工作 17 年多都做了哪些突出的

工作？

　　陈明义：从 1985 年 6 月到 2002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 17 年多

的时间里，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以及海峡两岸人民的经济、人文交

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福建从海防前线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在此期

间，习近平同志在 5 个重要岗位上担任

领导职务，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

实干，抓住了历史机遇，对福建的改革

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无论在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

充满活力的厦门，还是在交通落后、发

展滞后的宁德地区，还是在处于福建省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福州，

习近平同志一直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

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开拓经

济文化合作新领域，在不断地探索和实

践中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他努力打好“侨牌”，聚拢海外华人的爱

国之心，保障他们的权益，坚定他

们回到祖国投资的信心。同时，

他也很重视与港澳台地区、东南

亚国家以及欧美日等世界各地的

经济文化往来，互学互鉴、合作共

赢，更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

开 展 经 贸 活 动 和 科 技 、文 化

交流。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 17 年

多，是福建发展的重要时期。福

建省的 GDP 总量在改革开放前居全国

第 22 位，2000 年跃居全国第 11 位，人

均 GDP 从第 23 位跃居第 7 位。他在厦

门当副市长和主持宁德、福州工作期

间，对此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主持

省政府工作期间，对福建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长期间，开始

主持制定福建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他早

在 2000 年就着眼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

点，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

努力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他还非常重

视福建的生态建设，提出建设“生态福

建”的理念和规划。这些都对福建的长

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

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

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

了深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

思想，并且随着实践不断成熟、升华。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

都能从福建找到源头。这与他始终如一

地坚持学习、注重实践是分不开的。

　　采访组：请您结合具体事例谈谈习

近平同志是如何坚持学习与注重实

践的。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一向重视学

习，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从政以

后更是在工作之余勤学不辍。他在努力

研读古今中外经典的同时，高度重视马

列主义的学习，做到学以致用。他既重

视向书本学习，也重视向实践学习，可

以说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

　　 1988 年，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地委

书记时，除了少量必备的日常用品，就是

带了几大箱书。在宁德地委的见面会

上，习近平同志第一句话就是表达自己

要向大家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

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

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据宁德的

同志回忆，习近平同志外出开会和调研

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

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

来读。

　　 1989 年夏天，习近平同志组织宁德

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各县县委书记举

办了一期读书班。他要求大家特别注重

理论学习，希望领导干部能够通过学习

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他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

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

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他还叮

嘱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

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应当有一种钉

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

习。他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

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起来，

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这可以说是

他的经验之谈、由衷之言。

　　 1990 年春夏之交，习近平同志即将

离开宁德赴福州任职，他在临行前还特别

叮嘱宁德的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

他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

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

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

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

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

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在革命

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

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

自己带头读书学习，还不断督促领导干

部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不断从各种渠道

获取知识，不断“加油”“充电”。他也很

重视实践，特别是把理论学习与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例如，“弱鸟先飞”“滴水

穿石”就是他立足宁德实际进行深入思

考提出来的。后来，他还把思考的内容

和工作实践写成一本书，叫《摆脱贫

困》。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看

到书稿后，还作了序。他在福州担任市

委书记期间，通过学习和思考，提出“马

上就办”“真抓实干”，对干部队伍的作

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今年春天再次发生的疫情让我们

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按下“暂停键”，我

宅在家里，每天很少下楼，憋闷的时候，

就站在阳台上，透过窗子看看楼前的小

广场。那些松树、竹子、石楠和冬青们

正奋力地往外透着蛰伏了一冬的绿意，

而那些桃树们似乎没什么动静。

　　不知过了几天，一日中午阳光暖暖

的，嗅着阳光的味道，我来到阳台上，眺

望窗外，突然惊喜地大喊道：“桃花开

了！”那些高大的桃树枝干上，就像落

了一层疏疏密密的雪花。我不由得把

脸贴近窗子玻璃，瞪大眼睛使劲凝望，

只见那粉嫩的桃花一朵挨着一朵，挤满

了一根根枝条，有的正仰望着淡蓝的天

空；有的紧紧挨在一起好像在说悄悄

话；有的迎风初绽嫣然含笑；有的含苞

待放半藏半露；有的还是白毛茸茸的小

花苞，像躺在妈妈怀抱里的小婴儿……

那些矮小的桃树，虽然没有开花，但我

隐隐约约看到它们的枝条上缀满了珍

珠似的暗红色小花苞。红色的桃花比

白色的花期晚，也许，此刻它们心里也

很着急，想和白色的桃花一起美丽

绽放。

　　看着看着，自己仿佛也成了一朵桃

花，穿着一袭素雅洁白的衣裙，沐浴在

阳光下。

　　“美会在凝视者的眼睛里”。

　　在楼上望桃花，我满眼蓄满了美。

可那桃花看见我了吗？

　　一阵春风吹起，绿化带里的竹子柔

柔地随风摇摆，只见桃花在风中翩翩起

舞，悠雅轻盈，也许是它望见了我，在微

笑着和我示意吧！看，那一枝的桃花都

在轻轻摇曳，像是朝我招手。

　　在“暂停”的春天里、在依旧温暖的

春天里，我站在阳台前，享受着桃花带

给我的春天，享受着春天给予我的美

好，心豁然明朗起来，与桃花共美，与春

风共暖。

　　桃花秀美端庄，但不傲娇妖娆，它

顶着丝丝轻寒，从灰白枯燥的枝干中绽

放，一点也不挑剔，不像有些花非得层

叠的绿叶陪衬才肯露头出场，而它谢幕

后，桃树才开始长叶。这是桃花的

花品。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桃花是质朴的，骨子里浸

润着烟火气。“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

水暖鸭先知。”“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

鲤鱼来上滩。”“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

桃花映小楼。”“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

清溪何处边。”一诗桃花半诗烟火，这

就是文人骚客眼里的桃花。

　　我喜欢烟火气的桃花。桃花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管子》曰：“五

沃之土，其木宜桃”，《诗经·魏风》说“园

有桃，其实之肴”。在我的家乡，桃树随

处可见。每年三四月间，山坡上，沟沿

上，房前屋后，小院里，桃花次第热热闹

闹地开放，在乡村素朴单调的大画布上

涂上一抹一抹明快艳丽的桃花色，让春

日的乡村活泼俏美起来，野外劳作的乡

人随意抬头，便悠然见桃花，忍不住要

驻足望上几眼。桃树与乡人生活紧密

相关，结婚用桃木斧子祈福辟邪；婴儿

刚出生家门口要挂桃树枝；春节初一大

门旁摆桃树枝。看到桃花，便会想起

家乡。

　　因为疫情，好久没和好友们相聚

了，也没跟他们联系。禁不住拿起手

机，对着楼前几树桃花，反复拍了好几

张照片，打开微信，发给好友们，和他们

一起分享收获这份美丽、美好。

　　没有什么能阻挡住春天的脚步，没有

一朵桃花想和春天失约，就如现在如约而

至的夏天。

美好如约而至

永恒的星辰
——— 写在端午节

朱万志◆

郭 锐◆

枫叶 黄辉 摄

  《新即墨》报自 2021 年 4 月 26 日

起在四版连续刊载《习近平的故事》，这

些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一代伟人的

爱民为民情怀，点点滴滴，感人至深，读

者反响强烈。后期本报将继续刊载。

欢迎大家围绕《习近平的故事》选取一

二例写作读后感，体裁限于散文，本报

将择优发表，稿费从优。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