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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领袖成长历程 悟党的初心使命”主题读书活动专题】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冶山镇 吴晓芳

●在变与不变中践行初心与使命 --仁和集镇 温雨圣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万寿镇 姚春燕

●年轻干部“下基层”必须“接地气” --张铺镇 姚宽红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

冶山镇 吴晓芳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读领袖成长历程，悟党

的初心使命。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为我们展现了一代领

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之

路，这也为身处基层工作的我们提供了一剂“拨开云雾见天

日，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良方。

立鸿鹄之志，做奋斗青年。自青年时期的习近平总书记

就展现远大志向，明确了人生道路，守着一片黄土地，将人

民放在心里。正如宋大儒张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正将理想践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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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不忘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人

生几多坎坷，对于信仰的坚持却可以让青春绽放最隽永的光

芒，七年的知青岁月向我们基层工作者展现了最生动的写实。

走苦难之路，成栋梁之才。这七年的知青岁月一路披荆

斩棘，过关斩将，熬过“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

“思想关”四大关，做成修沼气、修公路、修筑淤泥坝、开

办代销社、铁业社之业。正是这些锻炼，塑造了一颗不堕于

苦难环境、不甘于平淡生活的心，使得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基

层、对于农村、对于农民有着深入直观的了解和清醒深刻的

认识。在党的一百周年，我们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基层的生活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当初一

贫如洗的窘迫生活，但是也会经历新时期的四大关，只有耐

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才能真正蜕变成才。

求学识之实，入通达之境。在这本书中有反复提到，当

年梁家河的村民去接知青回村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装了沉

甸甸的两大箱书籍，即使白天在地里干活已经很累了，但是

晚上依然坚持挑灯夜读，正是这种对于读书学习孜孜以求的

进取之心和长年累月的思考习惯，才能俯下身子，静下心来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广泛涉猎文学、历史、军事等各

类著作求得真知。所谓“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读书要脚踏实地，切忌心浮气躁，砥砺思维，方有所获。

青年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是塑造三观锻造品格的塑型期，是确立理想信念最集中和突

出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青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

始就要扣好”，作为年轻一代，立鸿鹄志、坚持理想，走苦

难路、磨砺成长，求真学识，开拓进取，与祖国、与人民同

行，以实践行动做青春贡献，携手托起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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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与不变中践行初心与使命

仁和集镇 温雨圣

在梁家河的七年里，少年时期的习近平以自己的行为，

在变与不变中，诠释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叫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变的是生活环境，不变的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好学

之心。好学的意义，是不贪安逸、多做实事。初到梁家河，

知青们就面临着跳蚤、饮食、劳动，以及思想这“四大关”。

和其他知青一样，习近平总书记对新环境颇不适应，但他依

旧窑洞夜读，调侃自己颇有世人皆睡我独醒的味道，阅读文

学，哲学，军事，政治等多类图书，重分析对比，重指导实

践。好学之心应深深扎在每位组工干部心中，更要在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上下一番苦功夫、硬功夫、细功夫，逐字剖

析研其机理，方能窥到书中全貌，从而全面地、系统地、持

续地深入学习、潜心钻研。

变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为梁家河人民打淤地坝，造

沼气池、打井、申请代销店；甚至放弃了参加 74 年招考工

农兵学员的机会，选择留在梁家河。在看到梁家河乡亲们依

依不舍送他离开时，说：要不然我不走了，留下来继续干。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要为老百

姓做实事。在今日，乡村振兴战略开创了基层发展的新局面，

组工干部更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以昂扬的斗志和无畏的气概，

立足新起点，为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变的是矛盾认知，不变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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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七年的知青生活，使习近平总书记充分了解了国家和

人民。在艰辛的日常生活中，他认识到，当时中国真正的问

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民的生存和生

活问题。为此，他从不搞形式主义，不搞时兴的学习、运动，

而是立志办大事，立志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事。在《我是黄

土地的儿子》，他写道:“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

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可以说，梁家河的经历使他真正懂得了实事求是、群众期盼，

从而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树立了“以人民为本”的基本方向。

做个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组工干部，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干好工作，坚持党建引领，不断谋求村集体经济发

展思路，抓好村企联建，信用村建设等工作，在实干中履职。

对现今我们组工干部而说，更要坚持初心不改，使命不

怠 ，以领袖的成长经历为前方灯塔，在中国这艘巍巍巨轮中

不断做好自己的事，始终把事业发展需要放在心中，把基层

党建、干部培养、人才聚集等工作做实做细做精。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万寿镇 姚春燕

读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故事，是一次心灵上的冲击和震

撼，是一次情感上的共鸣和升华，更是一次思想上的对标和

看齐。习近平总书记身上彰显的优秀品质、人格魅力需要每

位年轻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从“知青说”“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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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说”三个部分，全方位、全视角还原了习近平总书记

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讲述了他如何经受“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的历练过程。

当一个 15 岁的青年，突然从大城市来到小村庄，面对身体

上、生活上的种种不适应，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但他没有因

为困难被打倒，没有因为苦闷而消沉，而是在真正融入梁家

河的农村生活、深切了解农民生活现状后，立下了“为群众

做实事”的理想。通过克服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

关”“思想关”，逐渐成长为梁家河的“好后生”。习近平

总书记后来回忆：“15 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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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夜中指引人生道路的是理想，这也是总书记反复告诫年

轻干部要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原因。

同时，在这个有些“浮躁”“张扬”、充斥着“速成”

“捷径”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

变梁家河面貌”的故事，就像夏日里的一股清泉，甘甜明澈，

解理想信念之渴。在文中，雷平生回忆道：“有时候，我半

夜醒来，发现近平还在看书，就问：近平，你怎么还不睡呀？

他总是说：再看一会儿。”村民梁玉明感慨：“他在梁家河

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

农村知青生活，白天劳动强度大，人已经很疲劳，每天吃得

也不好，尤其是当上村支书后又要操心村子里的事，但青年

时期的习近平总书记总能静下心来读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与青年学生座谈时曾讲过“30 里借书，30 里讨书”的故事，

令人动容。在物质生活、信息获取手段都已极大丰富的今天，

很多人都有学习乏力、思维懒惰的坏习惯，对比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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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当年在生活清苦的条件下仍能自觉做到学习刻苦、思想艰

苦，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反思检讨，看看学习上是否太过放松、

思想上是否太过安逸，自觉重整行装再出发，鞭策我们要立

起报国志，“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梁家河原先是

贫困村，青黄不接时全村就出去乞讨。青年习近平担任村支

书后，村子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原因在于“实干”！

总书记当年带领村民打淤地坝，修建沼气池，打吃水井，开

铁业社、缝纫社，办扫盲班，一心为民办实事，就像村民王

宪平评价的，“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

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人民群众的由衷赞扬源

于习近平总书记真正把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过头顶，做耐心细

致的工作，完成艰巨复杂的任务，解决群众最企盼的事情，

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千百

个“梁家河”，挂念着千百万的人民群众，以躬身实践的“实

干”精神，带领我们国家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跨越。

读罢此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直观地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植所在，更加全面、历史地认

识到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也更能让我

们年轻一代明白一个道理：人生需要磨砺，磨砺使人成长。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身上彰显的优秀品质、

人格魅力需要我们每个基层党建工作者认真领会、学习，只

有这样才能以党建促振兴，以党建促发展，才能更好的服务

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才能更好的起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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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下基层”必须“接地气”

张铺镇 姚宽红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论述汇编全方

位、多层次强调了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大历史背景和时代

意义，作为基层工作者，要想深刻领会其中“奥秘”，成为

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就必须沉

下心来做“接地气”的“关键小事”。

蓄力“关键少数”，找准方向、把控全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教育引导年轻干部

成为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基层领导干部作为基层建设

和乡村振兴的“领头羊”，在基层社会治理上有着独特身份

和重要作用。要发挥“主心骨”的引领作用，就必须把牢正

确的政治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引导广大基层干部强化为

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

问策，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

咬定目标不放松，自觉把个人成长与前途融入到发展大局中，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放眼“五湖四海”，凝聚共识、激发动力。积极发挥基

层群团组织的“桥梁”作用，把工人阶级主力军、青年生力

军、妇女半边天作用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充

分调动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作

用、政协委员服务界别群众作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先富”

带“后富”，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坚持需求导向，紧扣人民

群众需要开展群团工作，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挖

掘服务资源。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围绕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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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田间地头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充分调动人民群

众的力量。

坚持“党建引领”，协同治理、开拓前进。“提衣提领

子，牵牛牵鼻子。”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积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丰富和发展“枫桥

经验”，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要完善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持续整顿机制，

大力清理“微腐败”，巩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积

极调动群众监督作用，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

等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紧盯农村集体经济、惠农项目资金、

土地征收等领域的突出问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报：部领导，滁州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送：各镇（街道）党（工）委、市直各单位、本部各科室（电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