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

仕珍、成艷妮、熊曉芳 西安報道）

陝西省富平縣丹村是習近平的老家，
他的父親習仲勳就是從這裡踏上革命
的道路。在習近平六叔家的院子裡，
至今仍保留 當年的兩間土坯舊房，
雖然院子的前後都蓋起了平房，但他
們卻從未打算拆掉他，因為這兩間舊
房早已成為他們割捨不掉的一個感情
寄托。
走進這個農家小院，迎面就是一

棵枝繁葉茂的梨樹，樹上結滿了金
黃的果實，微風吹過，便不時有果
子掉落下來，一位老人正在彎腰撿
拾掉落地上的梨子。經過交談才
知道，她便是這個院子的女主
人，也是習近平的六嬸丁鳳琴。
得知記者一行是來拜訪習仲勳故
居的，這位今年已經70歲的關中
農婦連忙停下活計招呼。
說起習近平，雖然見面次數不多，

但六嬸對他的印象非常好。老人講

到，近平在北京工作太忙了，但依然
時時牽掛 他們，對家裡的事情也很
關心。早年和彭麗媛結婚時，兩人一
起回來過一次，後來，到2008年，彭
麗媛一人又來看望了他們。期間，習
近平還曾給他六叔買了一雙皮鞋，老
人穿起來很開心。

冒雪慰問老兵
92歲的老紅軍毛光榮年輕時曾在西

北局給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當過警
衛，他至今仍清楚記得，2009年11月
13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
冒雪來到延安八一敬老院看望慰問老
紅軍、老八路的情景。
「習副主席告訴我們，他在北京很

忙，一下飛機就直接趕過來看我們
了，當時還下 雪，真是挺讓人感動
的。我們年輕時幹革命，老了被接到
敬老院過好日子，國家領導人還對我
們念念不忘，我們非常滿足。」毛光

榮說，雖然之前與習近平並沒有往
來，但二人見面仍是相談甚歡，既聊
現在的生活，也回憶過去的酸甜苦
辣。「他沒有一點領導人的架子，非
常親切，很尊重我們這些老人。」毛
光榮說。

在梁家河村村民的記憶
中，愛看書是習近平給他們
的最初印象。
當年與習近平同住一個窯

洞的村民呂侯生至今仍記
得，當社員到文安驛公社迎
接北京知青時，村裡一個愛
耍奸溜滑的後生（陝北對男
性青年的稱呼）挑了一個比
較小的箱子，沒想到卻特別
地沉，他就嘟囔，「這箱子
咋這麼重，這北京的後生
（指習近平）是不是帶金元寶
了？」呂侯生笑說：「其實
哪有什麼金元寶，都是書。」
到梁家河村不久後，習近

平搬到呂侯生家中，由於年
齡相仿，兩人同睡一個土
炕。
「近平個子很高，特別愛

看書，書就像他的寶貝一
樣，誰也不能動，動了他就
會生氣。」在呂侯生的印象
裡，習近平是一有空就看
書。「特別是在晚上，大家
幹了一天的活，都串串門，
湊在一塊拉拉家常。但近平
幾乎每天晚上都在煤油燈下看書，有時候吃飯也拿
書。」村民都覺得愛看書的習近平是文化人，為此很敬
重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程相逢、陳融雪、劉蕊，

見習記者吳文倩江西報道）習近平是陝西富平
人，但習氏家族的族譜可追溯至南宋年間，江
西習家村、河南習營村都是習氏的祖籍地。

祖先由江西移居河南
據新干《塘頭華城門習氏十一修族譜》記

載，塘頭華城門（習家）村始祖公習文德，
自公元1133年始定居於此，習氏家族在此地定
居已有879年（1133—2012）。明初，因歷經戰
亂，習氏八世先祖思敬公遷至河南省鄧州堰
子里（今河南省鄧州市十林鎮習營村）。而
後，思敬公的15世孫習永生（習仲勳祖父）於
1882年前後由河南遷至陝西省富平縣丹村鄉中
和村。習近平為塘頭習氏的25世孫。

母親夫人先後訪江西
據習家村裡長輩、82歲的習宗根說：「習仲

勳一直知道自己的祖籍地在江西新干，85年的
時候他在這裡工作調研過，但是沒有時間來
尋親。直到臨終前，才對夫人說：『有空，
你帶子女回江西新干老家去看看。』」結果，
2003年4月21日，國務院原副總理習仲勳的夫
人齊心帶 先生的遺願來此尋親，並題下
「祖籍華城門村」六個字，後被裱裝成字匾，
掛在村委會大樓上。
習近平雖然未曾到訪習家村，但曾公開

說，新干是自己的家鄉，很遺憾從未去過，
相信一定會有機會回家鄉看看。2007年3月，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帶 先生的囑託造訪習家
村，應邀為村民題詞—「前程似錦」。

習仲勳促成南陽建醫大
習氏另一祖籍地河南省南陽市鄧州習營村，

雖早已名聲在外，但村民並不炫耀，反倒很謹
小慎微。作為習家在河南為數不多的本家親
戚，習中樂老兩口守候 老家的宅子，守候
習氏祠堂，守候 習氏一族的低調與沉穩，更
守候 習氏家族的傳承和榮耀。
習營村裡的習氏祠堂掛 習仲勳夫人齊心

為鄧州習氏族譜題的字「鄧州習氏」，祠堂前
面是各種陳列室，還有專門的習仲勳紀念
館；後面是習營村始祖習思敬夫婦的墓塚。
習仲勳出生於陝西富平，終其一生未曾涉

足過南陽，但他對家鄉十分關注。閒聊時，
他也曾向周恩來提及：我的祖籍是河南鄧縣
（1988年更名為鄧州市），更出面支持促成了南
陽張仲景國醫大學的成立。
習近平亦曾表示對南陽心嚮往之：「南陽

我從來沒有去過，但是心嚮往之，也是近鄉
心怯，但是往往是家鄉呢，反而往後排。」

習近平插隊的地方是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
村，距延安市區約70公里，是陝北一個普通

的小山村。近日，記者一行來到梁家河村，探尋習
近平當年走過的足跡。

村書記冰水裡打壩
梁家河村其實並沒有河，只是村裡有一條稍顯寬

闊的溝渠。記者一行沿210國道到達文安驛鎮，打
車前往梁家河村。進入溝口後，沿 彎彎曲曲的山
村公路，兩邊山上的綠色和淤地壩裡茂密的玉米映
入眼簾，山上村民的窯洞修葺一新，一派欣欣向榮
的景象。
據梁家河村村民介紹，如今這些玉米長勢大好，

與當年習近平帶領大家打淤地壩是分不開的。在梁
家河村插隊時，習近平很長一段時間在基建隊工
作，主要任務就是打淤地壩。這些壩一方面可防止
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也是種莊稼的良田。陝北的冬
天異常寒冷，習近平總是第一個跳進冰水裡幹活，
許多當地的農民也沒有這股子勁兒。後來，習近平
被選為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在他的帶領下，大家
日夜奮戰，共打了十幾個壩。

建沼氣池點亮窮山
「以前莊稼都在山上長，水土流失嚴重，產量

低，壩地的莊稼產量好得多，在那個吃不飽的年代，
近平對村裡的貢獻真的很大。」村民呂侯生說。

呂侯生告訴記者，習近平不僅刻苦耐勞，還是
一個很有想法的人，當年他在報紙上看到四川一
些農村在搞沼氣，就自費到四川學習有關技術，回
來後用幾個月時間在村裡建了第一口沼氣池，可以
做飯，也可以照明。這在當時的陝西省還是一項創
舉，後來沼氣技術才被推廣到整個延川縣。
「以前都是點煤油燈照明，做飯就是燒柴火，生

活還是比較落後的，但沼氣池建成後，做飯照明都
方便多了。」呂侯生說，習近平當年建的第一口沼氣
池已不在，但他引入的沼氣徹底改變了村民的世界，
大家都很佩服習近平，說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樣。
事實上，習近平在梁家河村的七年，帶給村裡的

變化並不只是淤地壩和沼氣池，對村裡人來說，習
近平刻苦耐勞、好學實踐的精神都深深影響 每一位
村民。正是這些無形的財富，讓梁家河村村民漸漸走
上了勤勞致富的道路，過上了紅紅火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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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陝西富平的習近平自出生就與陝西有 解不開的情緣。雖然自幼在京長大，但1969

年初，當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

時，16歲的習近平和一群北京青年便插隊到陝西省延安地區延川縣的一個小村子，並在那

兒度過了七年的難忘時光。■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張仕珍、成艷妮、熊曉芳西安報道

時光轉瞬即逝，1975年，習近平被推薦讀清華大學。
離開那天，全村人都放下農務，為他送行，有十幾個人
不願回去，最後一起留宿縣招待所，第二天湊了五塊五
毛錢一起合照留念，這張照片至今仍掛在多位村民的家
中，呂侯生是其中一位。
鄉親們的這些情誼深深地刻在了習近平的心裡。以至

他在福建當領導時，當得悉呂侯生的腿出了問題，便讓
對方過去福建治療。
1992年，時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

再次回到梁家河村，23年前迎接知青的那個場面再次呈
現。他挨家挨戶看望大家，還給每戶人家帶了一個鬧
鐘。離開時，鄉親們依然依依不捨，你一斤我一斤地給
他送來了「雜麵」、芝麻、小米等。
呂侯生說：「在村裡人心中，近平就是大家的親人。

每年清明節，我都會去給近平的父親上墳掃墓。」

依依不捨 情如親人

青春獻延安 造田惠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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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當年帶領梁家河村村民

建的淤地壩，如今莊稼長勢良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近平當年睡過的

炕。 記者成艷妮攝

■習仲勳與夫人齊心和兒子近平（右）、遠平的合

影。 記者熊曉芳翻拍

總書記的知青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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