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一位参会者回忆，这次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描写农村和
田园风光的诗句，并熟稔农事谚语，随手拈
来。足见他对“三农”的熟知和亲近。

中国农村常有他的
脚步。 !"#$

年 元

旦前夕，履新总书记刚一个半月，习近平即
来到河北阜平龙泉关镇骆驼湾等村看望困难
群众，并品尝蒸土豆。% 月 & 日，他在海南
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考察，对“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经营玫瑰花、示
范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定。十八
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农村考察，摘了柚子，叫了“大姐”，看了
猪圈。全会后，他到山东临沭县曹庄镇朱村
“老支前”王克昌家看望，对老人说：“请你
批评指正……”

外国农家也是他爱去之地。除了爱踢足
球，能开拖拉机，这是习近平留给世界的又
一印象。

' 月 $ 日，哥斯
达黎加，习近平走
访当地农户萨莫拉
一家时说，我当过
农民，曾在农村
基层工作多年。
到后来在

县、市、省、中央工作，
我经常去农村，同农民见
面，了解他们的温饱冷暖
和喜怒哀乐。

去年 ! 月 (' 日，参
观美国考察艾奥瓦州金伯
利农场时，他步行前往农
场粮仓进行实地考察，参
观和实际操作了农场联合
收割机、播种机、拖拉机
等大型农机用具。同日，
在中美农业高层研讨会
上，习近平提到自己“对
农业深有爱好”。他分析

了自己对农业、农村、农民都有深
厚感情的原因———

曾经在中国西部的一个省当农
民当了 ) 年，并且做了一村之长。
之后又在河北、福建、浙江、上
海或专门分管过农业工作，或领
导全面工作也重点领导过农业工
作。因这些经历，他熟知中国的
西北农业、华北农业、山区农业、
闽南农业、现代农业、都市农业，
等等。

他所提到的 )年，是 (&'&年至
(&)* 年。(&'+ 年 (! 月，(' 岁的习
近平前往山西延安延川县文安驿公
社梁家河大队，当了一名普通农民。
新华社特稿报道，那些年，习近平
几乎没有歇过，种地、拉煤、打坝、
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
都吃过。在乡亲们眼中，能挑一二
百斤麦子走 (,里山路长时间不换

肩的习近平，是个“吃苦耐劳的好
后生”。“干活不惜力”、
“有知识、点子多”
的他，逐渐
赢

得乡亲们的信任，不但入团入党，还担任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
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
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此外，习近平的博士论文 《中国农村市
场化研究》 （!""(年 (!月），关注的也为农
村问题，论述了当时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
中面临的难题及解决方式。他还著有 《现代
农业理论与实践》 （福建教育出版社，(&&&

年）一书，等等。而其发表的农业相关论文
更多。

!""'年(!月((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刊发《政
者需要学与思》，引用了《左传》中的“政
如农功，日夜思之”。用农事比喻
从政，足见习近平对政
农相通的深刻体
会。

李克
强总理的目

光常在“三农”。十
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去了

黑龙江省抚远县，查看农田深松情
况，登上驾驶室与农机手攀谈，询问购机补

贴情况。!月 %日，他到内蒙古兴安盟考察，坐在村民
家的炕头上与村民们拉家常、话脱贫。(月 *日，

他与来自最基层的 (+ 名乡村医生座谈结束
时，侧身说“请‘最美乡村医生’

（身患残疾的周月华）先走”。
他的志向是给农民打
工。今年 !月 $日，农

历小年，时任副
总理的他，

在内蒙

古包头
火车站候车室

看望返乡农民工，他
说：你们为了过上好日子，在

外打工不容易。我也当过农民，懂得你
们的辛劳。我在政府工作，也是给你们打工。

他关心农民的愿望。$ 月 () 日，履新总理的第一
次答记者问上，李克强提到，我在农村调研的时候，经常和农

民聊天，他们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愿望时，不少人用一句简洁的话来
表达，说是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他强调，新型城镇化是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曾是农民。&月 ("日，在 !"($夏季达沃斯
论坛上，这位总理专门提到，我并不想把“总理”和“农民”这两个
岗位做贵贱之分。在几十年前我就是农民。当年我当农民的经历对我
今天担任总理的职务受益匪浅。我也相信，这个会场建筑中心的管理
者，如果他有“刷马桶”的经历，会把这个建筑群管理得更好。

他也曾是知青。新华社报道，“文革”期间，安徽凤阳是中国最
贫穷的地区之一。(&)% 年 $ 月，李克强到该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
队。白天下田劳作，夜晚挑灯夜读，他在那里深深了解了什么是贫困
和饥饿，其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才干，深得乡亲们的拥戴，不久便担任
了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以至多年后，那里的老乡们还念念不忘他，
称赞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总是先做。很善良，当大队书记，从不整
人，不欺负人”。
《文明》杂志述评称，从中国农村最基层到中国著名高校北京大

学，到共青团中央；从主政全国人口最多的农业大省河南到“共和国
长子”工业大省辽宁，到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一路走来，李克
强的统筹、决策能力不断提升，积累了丰富的从政阅历和理政经验。

他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荣获中国内地经济学
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其中重点谈到“三农”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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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日至 !%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

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参加，其规格之高，为近十年

所罕见。与之相关的一个背景是，) 名常委中有 % 名

曾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农村工作过 ) 年，这段经历无

疑影响到他后来的治理色彩和执政理念。他曾在公开

的回忆文章里说：“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

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

同样，李克强总理不仅具有现代意识，年轻时，

他裤角上常有泥巴，手上满是茧子。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其他几位领导人也是或有

“上山下乡”经历，或有长期基层任职经历。

可以说，这一代领导人内心存有一份“农”的情

怀，这份情愫将深远影响着未来中国。

他们做“农民”的经历，使他们对农业、农活十分熟

悉，从中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群众，决策更加科

学。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便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

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

板。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在他们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均选择聚焦三农问题。

事实上，不止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城镇化会议都受此影响。“城

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

守的农村、记忆中的家园”等提法无不透露着这一代

领导人特殊的“农”之情怀。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

来，有相当一个时期，农村环境遭到了破坏，农村建

设被人们忽视，这种破坏和忽视最终阻碍了经济社会

的发展，使人们付出了很大代价。

他们的这份“三农”情怀将使农民成为生活更富

裕、职业更体面的新阶层。“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

题。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结构，国民分成了两种身份，这

是一种人为造成的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差别。中央农村工

作 会

议提出

的 !"!"

年城镇化

时间表，便

是改革努力

的一部分，也

是中国未来的

一大增长动力。

在职业体面尊严方

面，他们将是最大的

“代言人”，习近平总

书记曾在中国西部地

区当过 )年农民，李克强

总理在中国中部地区也当

了 %年农民。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

加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极易忽

视“三农”利益、导致各种矛盾凸

显的社会敏感期。著名社会学家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

传统的中国农村是靠“礼治秩序”来

推行治理，实现稳定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强调的“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便

是防止农村传统文化失落的上层设计。

同时，中央强调的法治秩序亦是乡村治理

之道。新一代领导人的这份“农”之情怀，将

深刻影响到基层治理和地方秩序。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现代化

的过程是人的经济价值不断提高的过程。换句

话说，现代化的本质乃“人”的现代化。领导人

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特殊感情，无疑将提升

“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民阶层实现“中国

梦”的速度，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

“农”之情愫

影响深远
张广昭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农民成为

体面职业……

!" 月 "# 日，从新一届领导

集体悉数参加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传出大量让人心暖的词句。按

计划，中国农村 $ 年内完成土地

确权。未来，当农民将更受尊重，

也将有更好的收益。

同在 "#日，几大新闻网站同

时推荐了 "%!& 年 !! 月号 《文

明》 杂志。通读本期杂志 ' 篇新

一届领导集体特稿，不难发现：他

们要么出身农家，要么当过农民，

或与农民关系密切，他们跨过黄土

高坡的沟沟壑壑，趟过凤阳农村的

田埂地头，在东海风浪中打过鱼，

在东北大地上种过庄稼……并最后

在中南海会合。

因为经历，他们身上有着浓重

的三农情怀，与农村、农业、农民

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曾经，他们

在田埂上思考国家未来，而今，他

们在中南海里眷顾庄稼。而这不是

一种简单巧合。

习近平：陕北的老乡们对我帮助最大

李克
强：
在几
十年
前我
就是
农民

其
他
领
导
人
：善
于
跟
农
民
交
朋
友

据新华社
特稿、《文明》杂志
特稿及公开资料显示，
新一届领导集体中的其他
领导人，也都与“三农”有缘。

张德江生于辽宁省台安县，
(&'+年从吉林省长春市到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汪清县罗子沟公社插队，属于被称
为“老三届”的知识青年。(&&'年，他主政农业
大省吉林时，曾冒雪来到全国粮食状元县农安县
访问农户，现场承诺“绝不允许出现粮食丰收、农民减
收的情况。保护价政策要继续坚持”。

俞正声关心农民工。!""&年，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谈到
农民工，他说，外来农民工不仅是上海发展的建设者，也是许多
郊区农民通过房屋租赁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关心外来农
民工、支持他们稳定就业，也是在促进上海本地农民增收；妥善
安排好农民工的生产生活，也是为全国作贡献。

刘云山善于“跟农民交朋友”。祖籍山西忻州，出生在古称
敕勒川的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学
习、成长都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边疆省份。参加工作之初，
他在农村学校做过教师，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年至
(&+!年，刘云山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年“农牧口”
记者。他(&+(年采写的《夜宿车马店》，反映了改革开放
后农牧民“丰收的喜悦”。

王岐山作为知青曾在延安插队，与当地农民结
下深厚的友谊。此后，虽然历经多个工作岗位，他
始终心系农村、农业和广大农民。上世纪+"年代
初，他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全
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首任主任，参与农村
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并争取到"亿美元的
世界银行长期优惠贷款，为探索中国农村
改革提供资金支持。

!"(!年全国“两会“期间，张高丽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本身就是个苦
孩子，我的责任是恪尽职守做好工作，
老老实实做人，全心全意服务。”(&%'
年((月，张高丽出生在“东海边上
的小村庄”福建晋江东石潘径村。
他的祖辈都是当地贫苦的农民。

他
的 亲 兄
长现在还在农
村，还是农民。

至此，便不难理解，
为何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南海里
如此眷顾庄稼与农户。一方面，一个
人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献给的地方和领域，
总是带着一份情结。另一方面，同农民交朋友是
我们党的传统，而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

((月!*日，习近平在地处沂蒙老区的临

沭县曹庄镇朱村，亲切地拉着+$岁的“老支

前”王克昌的手。

* 月 (& 日 ，

刘云山在信阳陆

庙村就农村养老进

行调研。

' 月 $ 日， 习近平在哥斯达

黎加询问咖啡种植情况。

(( 月 $ 日下午，习近平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

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座谈。

!月 %日，李克强来到内蒙古兴安盟查干珠日和嘎查，坐

在村民包宝张（右）家的炕头上与村民们拉家常、话脱贫。

(( 月 * 日一早，李克

强到抚远县红旗村查看耕地

深松情况，并攀上驾驶室同

农机手交谈。

四
月
九
日
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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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为
资料图片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