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书记对发展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

——习近平在宁德（十）

采访对象：赵文法，1938 年 5月生，山东安丘人。1987 年

1 月任宁德军分区政委，1990 年 12 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军分区

政委，1993 年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月 7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赵政委您好！您和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在福州都共

事过，请您谈谈你们共事的情况。

赵文法：宁德地处福建东北部，依山面海，有 1046 公里海

岸线，300 多个岛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台湾海峡局势持续

紧张，福建自然成为“前线”，宁德的三都澳港口成为我国重要

军港。我老家是山东的，因为当兵守海防支援边岛来到宁德，一

开始在宁德的一个守备师当政委，守备师撤编之后我就到了宁德

军分区，比习书记早到宁德一年半。后来他从宁德调任福州，半

年以后我也到福州工作，任军分区政委、市委常委。所以，我们

在一起共事多年，对他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情况是有一定了解

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宁德和福州工作时，对国防和军

队建设提出了哪些观点和措施？

赵文法：习书记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兼任宁德军分区党

委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宁德地区民兵预备役和国防

教育都取得了好的成绩。在这方面，他有两个优势是别人没有的。

第一，他出身在革命家庭，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革命

家、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长期主持

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军队有着特殊感

情。第二，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又

兼任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宁德、福州当书记都



兼军分区、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当福建省省长期间兼任高

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所以他对军队从小到大的建制和运转都非

常熟悉。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讲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支持指导情况。

第一，他怎样关爱部队；第二，他怎样教育部队；第三，他怎样

组织我们军分区系统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第四，他如

何以身作则给部队官兵作榜样。

采访组：好的。请您先谈谈他关心部队工作的情况。

赵文法：1988 年，习书记刚到宁德不久，针对改革开放以

来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部分副食品价格

放开后部队生活受到一定影响的情况，先后主持召开地委、行署、

部队有关单位领导、地方科研单位以及各县支前办负责人参加的

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制定军队企业优惠政策，帮助驻宁德部队发

展生产经营，提高部队生活水平。

他在福州工作时，市一级有五套班子，他说军分区也是其中

一套。他还给武装部吃了“定心丸”。那时候，武装部属于地方

编制，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由于它不属于军队管辖，干部就不能

在军队向上提拔，地方上一般又不需要他，武装部的干部就感觉

没有出路。针对这个问题，习书记提出“三个一样”的要求，就

是：一样使用，一样培训，一样关心。实际上，他在宁德两年时

间就提拔使用了三个武装部政委当副书记。



他多次强调，抓好双拥工作，关键在领导，他要求各级部门

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重要问题亲自研究部署、重要工作亲自检查

指导、重要环节亲自把关落实、难点问题亲自协调解决。每年元

旦、春节、“八一”等节点，他都带领地、市有关部门领导慰问

驻宁部队全体官兵和伤病员，召开老红军、军队离退休干部、烈

军属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安置工作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意见，及时

将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后来他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每年春节也

都会去看望部队退下来的老领导、老红军，每次我都陪他。我记

得福州军分区有三个老红军，习书记每年去看望他们，他们都拉

着他，聊起天来就不让他走，本来计划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每

次都要在那儿呆上一个多小时。

习书记每一次到县里调研，只要有驻军，他都会到连队去看

看。有一次他到平潭县视察，知道那里有个海防守备团，安排的

行程完成以后，他就叫我陪他专门到那个连队去开座谈会，看看

有什么事能帮助做。连队的伙房他也去看，猪圈他也去看，就是

想知道连队官兵生活有没有保障。每年春节，他的慰问都搞得比

较全面，部队的几个大单位他都亲自去，边远的小分队也不会落

掉，他没有时间去，就叫我代表他去看望慰问，有什么问题向他

报告，他以后都会解决。

在福州的时候，有一次，长乐县武装部政委转业，我们这里

已经对继任人选做了安排，但没想到市委组织部也正准备安排一



名海军转业干部到那里当政委。开常委会的时候，我就给习书记

提出这个事，我说我们这里有了继任人选，他很重视，马上就说：

“还是要尊重分区的意见。”

采访组：您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

赵文法：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是非常细致的，这方面我

确实有亲身经历。我调到福州的时候，习书记就特别关心我的家

属孩子问题。我第一天来报到，第二天习书记就专门为这个事开

了一个常委会，叫我去参加。我在会上介绍自己情况，我说我这

一辈子钻山洞、守海岛，到福州来“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清

楚。在座的人都笑了，可是习书记不笑，他说：“不要着急，慢

慢来嘛。”开完会，他马上交代市委秘书长，说：“尽快帮文法

同志把家属的事情安排好，这是咱们该做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打

招呼。”

其实，他不只是对我的家属随军问题非常照顾，对整个军队

这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全。1990 年，某师搬到福州市，家

属就业、孩子上学这些事都存在矛盾。习书记亲自到这个师去解

决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特殊情况使用

特殊办法。习书记给他们解决了 300 个家属进城和 100 个子女进

城上学的名额，还帮助他们修通了 2.5 公里的战备公路，我曾在

这个部队红四连（夜袭阳明堡战斗英雄连）任第 19 任指导员，

深知部队指战员此时的感受。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教育引导部队官兵

的。

赵文法：抓民兵教育，习书记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扎实，

二是要有效果。根据他提的这个要求，我们跟宁德宣传部一起合

作，在每个县都搞了“四个一”工程：编写一本乡土教材，把当

地革命战争时期包括现在的故事编一本历史教材；制作一部适合

群众看的录像；进行一次民兵典型人物介绍；搞一次国防教育演

讲比赛。这些举措比较适合群众的特点，特别是国防教育演讲比

赛，当时全区 9 个县先后开展演讲比赛 52 场，400 多人参加，

听众达到 46000 多人，可以说，很好地宣扬了宁德全区军爱民、

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和驻

军指战员的双拥意识。

采访组：请您再讲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

采取的举措。

赵文法：习书记对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有独到的见解和举措。

他提出，分区系统要用实际工作去锻炼民兵预备役队伍，具体在

经济建设、社会治安、抢险救灾几方面，闽东脱贫致富是重要任

务，来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军民大合唱”。他强调，要充分发

挥闽东地区民兵六个方面的作用：在大念“山海经”中的带头作

用，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骨干作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促进

作用，在普及科技传递信息中的示范作用，在脱贫致富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助手作用。习书记对我们说过：

“民兵一定要围绕着经济工作去建设、去教育、去发展。要想有

前途，一定要靠自己好好地干，要干出成绩来。前途不是要出来

的，是干出来的。”我们根据他这个思想提出一个口号：“要想

有地位，首先有作为。”当时对于宁德扶贫工作，部队上并没有

给我们下达任务，但是在习书记指示下，我们开始组织民兵参加

扶贫。分区、武装部在乡镇都有自己的扶贫点，民兵都有自己的

脱贫项目，组织群众、带头脱贫。当时福安县大林村，是个少数

民族村，穷到什么程度？人均年收入只有 74 块钱，村两委没有

办公场所，也没有学校，孩子们读书就在老百姓的房子里。教书

的老师还是个 18 岁的女孩，她住的房子底下养牛、上面晒地瓜

米，连个房门都没有，就用个竹帘挡一挡。我向习书记报告了这

个村的情况，他当即批了 6万块钱。我们用这个钱在村里修了一

条路，盖了学校和村委办公场所，安装了一个电视机、一部电话。

学校里没有桌凳椅，我就到我原先工作的守备役师里借了一些。

3 年以后，那个村的人均年收入才达到 570 块钱。

我记得当时村委会主任两口子都有肺结核，5 个孩子 3 个也

被传染了。吃的东西只有盖菜，都是菜干了放到缸里腌着，平时

一点一点拿出来煮着吃。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跟乡长说，请他

赶紧想办法弄两百斤大米来。我们分区军医给他们一家人去看病，

还为村里专门培训了一个卫生员。1989 年，我们还因此被评为

国防部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总政和省委都转发了文件。



前年我又到那个村子里去看了一下，老百姓在我们修的路口

竖了一个碑，叫爱民路，我看了很感慨。习书记用军民联手扶贫

的办法，既教育了部队，又锻炼了民兵预备役的干部和战士，还

推动了宁德地区的发展。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期间，对民兵预备役建

设有哪些思路和举措？

赵文法：福州市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敌特活动很猖獗。习书

记提出：“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的策反演变活动。民兵既

是被拉拢的主要对象，但也应该是反分裂的骨干。”他在书记会

上提出，民兵和我们分区的武装干部一定要做到五个“过硬”：

一是政治素质过硬；二是军事技术过硬；三是管理指挥能力过硬；

四是遵纪守法过硬；五是身体健康过硬。在福州有这样一个事例。

1991 年前后，福州偷渡比较厉害，长乐、福清、平潭等地跑到

美国、日本等地去打工的人很多，已经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

习书记就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闽海行动”，让

我们分区全力以赴参加这次行动。当时除了留下来值班的，我们

把所有的官兵都放到这几个地方开展行动，包括司令员在内的干

部都去了，整整搞了一个月，集中抓教育，抓政策宣传，很快刹

住了偷渡风，这次活动实际上对我们部队也是很好的锻炼和教育。

1992 年 7 月，福州发生特大洪水，闽侯县是重灾区，洪水把电

线杆上的电线都淹进去了。习书记连夜召开常委会布置抢险救灾



工作，他还亲自到闽侯县指导抢险，命令我到闽侯县组织民兵抢

险救灾。我与武装部的同志一块把沿江的基干民兵都组织到了第

一线，与广大群众、支援抗洪的部队一块，确保没有死一个人，

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两天后，我给习书记写了个报告，习书记批

转到各县，起到了救灾、防疫、恢复生产的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习书记对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1991

年，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他当时饱含深

情地作了一首《军民情·七律》：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

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难得举城作

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以身作则为部队官兵

作榜样的呢？

赵文法：在我看来，习书记以身作则为官兵作榜样，主要表

现在他有三种力量。

一是信念的力量。在宁德也好，在福州也好，他在经济建设、

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展现了着眼长远、谋划全局的战略思维，

尤其是在扶贫攻坚方面提出了许多既有新意又切合实际的举措，

这都源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信仰，源于他对人民的深厚情谊。



二是学习的力量。习书记喜欢看书，也喜欢思考，经常看到

他用典型事例深入浅出地和我们讲道理。有一次他给我们讲，有

两个人到非洲去推销鞋子，到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不穿鞋

子，全是光脚的。其中一个人看到这个情况，就说这个地方一点

儿市场都没有，他认为当地人都不穿鞋子。另一个人却说这个地

方市场很大，因为他认为不穿鞋子并不等于不需要鞋子，而是他

们不会穿。我可以教他们穿鞋子，那我带的鞋子就有销路了。他

就用这个例子来教育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把事物中

隐藏的积极因素挖掘出来。

三是廉政的力量。习书记在宁德、福州做了大量工作，廉政

问题做得尤其好。他经常讲：打铁还得自身硬。他自己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非常严格。

在宁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开一次县委书记工作会议，一般

都会给参会代表买点纪念品，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做的。1989 年

那次县委书记会，我们决定买三用机，可以听广播、录音，还可

以放录音。买回来以后，我就给他拿一个，他既是地委领导，又

是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拿一个是应当的。可是他不要。他说：

“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在福建干干净净地干事业。”我当时很感

动。后来他调到福州，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又拿着三用机去送给

他，我想着反正他都要走了，应该会收下的。可他还是不要。



在福州的时候，有些单位过年会送些东西，我们分区是给

1000 块钱福利费，我们给他，他不要，给他送过去，他又退回

来。别的一些单位送给他，他不仅不要，还会批评他们。

他在福州一般不安排加班，因为他说过，要关心保护干部，

不要让干部“累吐血”。除非中央和省委有指示，事情不能过夜，

或者有紧急事情，才会安排加班。加班的时候，我们如果工作到

11 点，就会搞一碗面条，弄两个鸡蛋，吃完了再干。他喜欢吃

辣椒，伙房给炒了个辣椒，但他不吃。他说别人都没有辣椒，我

也不吃。我觉得他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就跟他开玩笑，我说：

“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我们下连队可以加一个炒鸡蛋，你加班加

个辣椒算什么？我陪你也吃辣椒，不是你一个人‘搞特殊’。”

他这才吃了。

他对我们这些干部要求也非常严格。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

就是某港商投资项目开业时，福州的常委都去参加了。开业纪念

品是 K 金做的印，大概价值一千多块钱吧。活动结束后，习书记

马上召开常委会，说：“今天人家送的东西，常委通通上交。”

我就把那个纪念品交给政治部秘书了。第二个，就是 1992 年东

街口百货商店上市。那个时候，东街口是福州最繁华的地方，像

北京的王府井一样，这个商店是福州第一个上市的公司，上市前

要发原始股。习书记为这个事也开了一个常委会，明确提出“常

委都不能去买这个股票”。



我想，习书记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行得正、坐得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

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的个人关系也很好，请您讲讲和他

交往的一些事情。

赵文法：在宁德的时候，他住在地委宿舍，我住军分区宿舍，

之间隔着一道小门，我们每天早晨、晚上都在一起散步，他来军

分区的院子找我，我们一边走一边聊，相处就像一家人一样。

习书记个子比较高，福州的被子他脚都盖不过来，彭丽媛就

从家里头给他做了床被子，准备带到福州来。可她中途还要去沈

阳演出，就带着被子先飞到沈阳，再来福州。在机场候机的时候，

有人认出她来了。一个人说，那个是彭丽媛。另一个说，那不可

能是彭丽媛，彭丽媛怎么可能自己扛被子。

1996 年他要调到省里工作了，好多人请他吃饭，他都没去。

有一天他到分区来吃饭，我跟市委秘书长说，习书记就要走了，

将来我们可能没机会见到他了，能不能请他来我家吃顿饺子。我

是山东人嘛，习惯吃饺子。习书记一听，马上就答应了。那天他

和彭丽媛都去了，还拿了两瓶酒。我家里有一瓶洋酒，是我最好

的酒，拿出来准备给他喝。可他不喝，说：“你拿你们家乡酒给

我喝。”我是潍坊安丘县人，我们那里生产一种酒叫“景阳春”。

我把那个酒拿来给他喝，他很痛快地就喝了。包饺子的时候，我



们按老家的习惯把饺子放在串盘上，因为面食比较软，底部就硌

出了一楞一楞的印儿。煮出来吃的时候，彭丽媛说：“哎呀，这

个饺子就跟在家里吃的一样。”她也是山东人，觉得很亲切。吃

完饭，习书记和彭丽媛还主动提出和我全家合了影。

采访组：您认为习近平同志身上最鲜明的品质是什么？

赵文法：从我和他共事的经历看，习书记身上最大的特点就

是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群众路线是他一直坚持和践行的首

要原则，我不止一次从他的讲话和行动中体会到他对群众的这种

拳拳之心。在宁德的时候，他经常和我聊天，有一次他对我说：

“我得益于在陕北插队的那七年经历，使我懂得了群众。”他还

给我讲了个故事，我听了以后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陕北那个

地方很冷，秋天的时候苍蝇都跑到屋子里去，小孩在炕上睡觉，

脸都看不见，因为上面全是苍蝇；吃饭的那个碗，也看不清里面

装着什么，因为也都是苍蝇趴在上面。我说，都这样了你还敢吃

饭吗？他说：“怎么不敢吃饭，老百姓都是这样子，我和他们一

起吃。”

他从不讲大话、不讲空话，就是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心头，

扎扎实实地带着干部一块儿干。他现在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三严

三实”，其实在那个时候就身体力行地在做。他倡导干部要下基

层挂钩，固定联系点搞调研。他建立“四下基层”制度，把群众

上访变成领导下访，实打实地给群众解决困难。他还积极从基层



挖掘先进典型，请他们到机关、到部队作报告，介绍先进经验，

“宁德农民给干部上堂课”，解开了当时我们专武干部感到没有

出路的思想包袱，当时被普遍传颂。

现在，我已经退休赋闲 20 余年了，作为一名普通退休干部，

我能够明显感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大提高

了，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习总书记在短短 4

年时间里，创造了 4 个第一：一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以卓越

的领导能力、举世瞩目的执政成绩，在我们这个大党里赢得衷心

拥护和爱戴，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二是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在治理腐败问题上取得压倒性的成绩，老百姓满意率很

高。三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世界公认，使中国成为世界

瞩目的中心。四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自己的执政思想、执

政理念、执政理论，是一个非常成熟完备的体系。作为曾经与他

一起共事过的下属及老朋友，我们衷心为他高兴，为他骄傲。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政)


	“习书记对发展军队事业有感情有思路有办法”
	——习近平在宁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