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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艰 难 中 坚 强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有感

特等奖：市信息中心安闲

今年 月份，市委组织部、市直工委联合下发了《关于集中学习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的通知》。文件下发后，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形成了良

好的学习氛围。在第四阶段的征文比赛中，共收到征文 篇。经活动评审小组初审和二审，评选出特等奖 篇、一等奖 篇、二等奖 篇、三等奖

篇、优秀奖 篇，现对部分获奖征文予以刊登。 ———编者

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不知怎的，读着

读着，心跳就不自主地加快，眼角就会湿润起来，

不时地掩卷深思，又不时地翻卷细看。是什么触动

了我的情怀？是什么使我这个 50岁的老汉小青年

般不能自已，近乎失态？

是习近平坎坷艰难的遭际，是习近平的坚强与

努力，深深地刺激了我的泪腺，也深深地刺激了我

的神经。不由发出慨叹：人呀，只有自强，才能自救，

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习近平遭受了别

人没有的艰难与打击，而在艰难与打击中，他没有

灰心，更没有沉沦，而是拼命从残酷环境中吮吸营

养，埋头读书，经受考验，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抱定

为民理想并矢志不渝，这对于一个十几岁至二十岁

出头的青年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呀。这是命运的磨

难，也是命运的馈赠，习近平之所以从一个少经世

事的少年成为一个执掌中国航船的领袖，与这七年

知青岁月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很大关系。

这是一个可怜的孩子。身居高位的父亲蒙冤被

打倒，自己成了黑帮子弟，不但在北京无立足之地，

甚至还要被“管教”起来。15岁的年纪，昨日高干子

弟，今日这般下场，对比如此强烈，感受可想而知！因

此被下放到偏远农村时，别人在哭，他却在笑，当知

青给了他一线生机。生机是有了，可生活是如此艰

难。到梁家河村后，“四关”让人望而生畏，饮食关难

过，劳动关难过，跳蚤关难过，思想关难过。这些关尽

管难过，犹可忍受，而因为父亲倒台对他命运的影响

却更是锥人心魂：别的知青调离了，当兵了，招工了，

上大学了，这些他想都不敢想；别人入团入党了，他

只有一次一次地写申请书，企望组织开眼……这种

考验对普通人来说，很可能早就把他击垮了，很可能

消沉，随波逐流，甚至仇视社会，变坏作恶。可习近平

没有，他把老乡们对他的一点一滴的关爱都牢记下

来，感受到了人世的美好，并把这种美好汇集心中，

一一地给予回报，并把对具体人的小爱，升华为对全

社会的大爱，对一村的改变上升到对全中国对中华

民族的改变。他说如有可能就从政，不是为了当官，

而是为了当上官为老百姓办事。他在艰苦的环境中

拼命读书学习，为了读书，能跑三十多里借书，在最

偏远的梁家河“品尝”着各种各样最奢华的知识大

餐。而且这是在吃着夹生的粗饭，干着繁重的体力活

之后，想想都令人敬佩。他有坚强的意志，碰到什么

难事什么考验都不退缩，干体力活要和壮劳力比，解

决村中难题要向最先进地区学。入团入党，抱定理

想，坚持实干，让组织考验，经受组织考验。特别给人

深刻印象的是，他待人处事沉稳，善于团结人，善于

做思想工作，表现出了与他年纪不相符的老练，很早

就显现出来了领袖气质。因此，也可以说，习近平又

是一个幸运的人，命运让他那么早就沉到了中国最

底层，成了一个最平凡却又最不普通的人，让他经受

了那么多当时是苦难而在之后看来是财富的事情，

让他知道了国情，知道了民生疾苦，使他能一步步健

康成长，一步步不忘初心，一步步赢得支持与关注，

一步步成为有定力有担当有雄才大略、敢啃硬骨头

敢涉险水滩的党和国家的领袖。真正应了那段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

难忘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要不断地

读，不断地体味，也让我的亲朋好友都读这本书。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深入学

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后，再

结合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经历，我们

对书中青年习近平的知青岁月产

生了强烈共鸣。

不同的时空，相同的轨迹。2016

年 9月，我带着满怀激情的心来到汝

州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我是何等

的幸运，在住房保障这片土地上，重

温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旅程，用行

动寻找着青春的答案。

7年知青岁月里，青年习近平扎

根黄土地，于实处用力，在物质和精

神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他闯过了“五

关”，艰苦奋斗，不怕困难。而我们今

天的工作环境比起当年好了很多，

住房保障领域人员短缺，我和我的

同事们担任着为更多的住房困难群

众分配房源，为他们寻求一个可以

安乐的窝，虽然面积不大，但足以承

载一个家的温馨。即使每天准备公

租房预分配会忙到很晚，但是想起

来能为住房困难家庭作出些许贡

献，就很开心。

最美的青春在一线，最美的青

春是奉献，习近平总书记把 7 年的

打拼岁月奉献给了黄土地、奉献给

了老百姓，这是青春里关于理想信

念和事业追求的最美奉献。我们作

为新生力量的青年工作者，在一次

房源预分配会上，有一位腿脚不便

的残疾老人上台去抽房源，儿女不在身边，我和我的

同事就上前帮忙搀扶老人上台，根据政策有残疾的

人可以优先抽取房源，而且抽取的房源均为一层房

源，抽到房源后，这位老人竟激动地哭了出来，没想

到政策会这么好，既给了我一个窝，也照顾到我身体

的不便，住起来舒适很多。

习近平曾说过：“扶贫先扶智”，在住房保障过程

中，我们也有机会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利

用空闲时间，帮扶贫困家庭，努力做到三个一；也利用

周末时间走访贫困户，更深入地了解贫困户的家庭情

况，用知识和爱心热情服务需要帮助的困难家庭。经过

实地走访，对基层的贫困、人们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渴

求、孩子们对生活的希望等现状有了一定的认识，也激

发了我们对如何脱贫、留守儿童教育等问题的思考和

探索。在实践锻炼中沉淀自我、磨炼意志、陶冶情操、提

升境界、增长才干，为走好人生道路积蓄力量。

我们将以总书记为榜样，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扎根

基层，脚踏实地，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奋进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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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曾说过：“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当读完《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习

总书记讲这话的内涵。

1969年初，不满 16岁的习近平响应毛主

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的号召，顶着家庭背景的巨大压力，去最苦的地

方延川县梁家河村一待就是 7年。他先后攻克

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这五大

关。在个人处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先后递交了

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在艰苦的环

境中，他仍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求，对进步的

追求，对党的事业的执着。习近平在这 7年间，

与村民们一同修公路、建沼气、打坝挑粪，用 7

年的光阴为当地老百姓做一切实事，心系于民。

同样也是这 7年，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和

实践的历史起点。

如今我们生活的城市环境与习总书记的

7年知青岁月相比，确实舒适也安逸。我很庆

幸，能够成为城市环卫管理工作中的一员，能

够与我的“战友们”一起选择环卫、扎根基层、

锻炼自我、服务社会。我很庆幸，有机会去践行

习总书记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我很庆幸，有

机会去感悟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不忘

记学习和思考那一份博大情怀以及把读书当

成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的精神追

求；学习习总书记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顽强

意志和志存高远、救世济民的赤子之心。我们

必将在汝州这座美丽的城市里磨炼坚强的意

志、顽强的品格以及遇事处事的能力，自强不

息，奋斗不已。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青年习近平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坚韧不拔的

意志品质、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是当代青年最

好的榜样和教材。我很庆幸生活在一个有梦想

可以做，还可以通过自己双手的辛勤努力去完

美实现的美好时代。我坚信，每一个有理想、有

责任、有担当的当代青年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如

青年习近平般的“年轻人”。

有梦想就要放手去做
二等奖：市城管局薛东方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以领袖人物的

具体成长阶段为切入，以领袖人物的内在成长

规律为主线，两者经纬相织，全面、生动地反映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红色基因传承中、艰难困境

磨砺中、丰富革命实践中追寻真理、脚踏大地、

根植人民的生动故事。

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就

是要求当代青年认真践行书中所展示的青年习

近平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勇于担当、锐意进取、

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我在学习的过

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悟颇多。

无独有偶，我自己也曾有过 6年的“知青岁

月”，即从事大学生村干部工作。在当时的时代

环境中，并不是每一位大学生都乐意到农村，好

不容易鲤鱼跃龙门，再次回到农村、回到基层，

是很多人不愿到农村任大学生村官的心结。

作为一名委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在看到农

村的贫困现状，自幼受到家父“咱本来就是农村

人，从农村出来，到农村去，多为群众办些实事”

的思想影响，我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

地做出了我最“青春”的无悔选择，踏上了新时

代的知青之路。

回想当初，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号召每个单

位必须抽调一名大学生工作人员到村任职，

“扎下根、扑下身、洗下心、吃住在村”是当时平

顶山市委、市政府对我们这些到农村基层一线

知识青年的基本要求。然而，很多单位抽调的

人员在基层工作不到一年就回到本单位工作，

原因就是基层太艰苦。我一干就是 6年，我无

悔当初的选择。因为在农村基层工作，虽然辛

苦，但在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学到了

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锻炼了自己，增长

了才干，向群众学习、向老同志老党员学习，从

一名刚踏入社会的在职大学生村官成长为初

步受到群众认可的支部书记，我深知其中的艰

辛。为搞好计划生育、秸秆禁烧工作，被狗咬

过，一年最多打了 7 针狂犬疫苗，为提高群众

收入，组织发动群众种植蔬菜、雪参，晒中暑

过，多次到山东、商丘考察、学习，种植面积达

到近两百亩。

在自己 6年的新时代知青岁月中，虽然最

终没有在政治上取得进步，但收获是相当丰硕，

村里的面貌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改观，群众的收

入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得到了 1800多名群众的

认可。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在期间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无悔的选择，无悔的青春，新时代知青。

让我们用热血和干劲，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做出实效、做出成绩，助力“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向着青年“志当存

高远”的诗和远方高歌猛进！

感悟我最“青春”的无悔选择
优秀奖：市水务局李科峰

自强不息求上进 踏实肯干为人民
优秀奖：市法院张旭

抱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虔诚心

态，我认真仔细地读完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这本书。读完之后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主要

有两点体会。

第一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强不息求上进

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 15岁到 22岁这段

人生中的青葱岁月，都是在梁家河插队度过。放

到现在，正是高中和大学在校生的年纪。在相仿

的年龄段里，当我们还在学校这个温室和象牙

塔里面安然学习成长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上

山下乡到陕北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中，去接受社

会生活的洗礼和锤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生活贫困艰

苦，每天吃的是糠咽菜、糠团子，在这样物质贫

乏的艰苦环境下，每天还要参加修梯田、打坝、

挑粪等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即使是这样，

每个夜晚，习近平仍坚持在如豆般火光的煤油

灯下苦读至深夜，甚至在下地干活、出门办事

时，口袋里、包里都装着书本，利用劳动间歇坐

在田间地头再看一会儿书，拿出字典再背一个

字的含义。

习近平在逆境中不随波逐流，他自强不息，

不断学习上进，他的好学上进是不带功利色彩

的。在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今天，学生们可以通

过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以进一步追求更

加美好的未来，而习近平在那个时代是不具备这

样的条件的。身为“黑帮子弟”的他，提干、招工、

入伍、上学，都是不可能、也不敢想的事情。别人

是从零开始，而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在前途渺

茫，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他仍然执着前行，先后写

了 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最终成长

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有

志青年！

第二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踏实肯干为人民

的朴实作风和伟大情怀。陕北农民，尤其是梁家

河、赵家河村民，对插队知青习近平的一致评价

是“公道正派；踏踏实实、敢说敢做敢担当；群众

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一个比较明显的例

子就是，生产队其他干部开会讲话，下面的群众

拉话聊天、纳鞋底子、打瞌睡。而习近平开会讲

话，下面的群众就听得津津有味，认认真真，因

为他讲得特别实在，和群众密切相关，所以群众

发自内心地想听。

习近平从修厕所这样的小事动手做起，到

当上村支书后带领社员修沼气池、打坝、打井、

建铁业社、缝纫社、磨坊、代销店等，都是实干精

神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到农村，闯过了

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适应了农村，

做好了一辈子扎根农村，当一个农民的思想准

备，并在农村干出了一番成就和事业，系好了他

自己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为我们当代青年人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青年人当以青

年习近平为榜样，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

人，立足工作岗位，安下心、扑下身、扎下根，自

强不息求上进，踏实肯干为人民。作为法院干

警，我们更要时刻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

命，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实际行动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住过的土窑洞

鸟瞰梁家河村

梁家河村民正在知青淤地坝田间劳作。

来自甘肃的红色教育团队在梁家河村上党课。
习近平当年带领梁家河村民建的陕西省

第一口沼气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