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真 刀 真 枪 干 一 场 ”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二）

□记者 吴艳荣 潘文静

带领正定干部群众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走上
“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他既有战术措施，又有战
略思维。

多方筹资建起荣国府，开创旅游业发展的“正定模
式”，他用实际行动做到“说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
件”。

千方百计抢救古树、古寺、古城墙，保护这里值得骄
傲的历史文化，他对自己的第二故乡“知之甚深，爱之愈
切”。

“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事，求实效，真刀真枪
干一场。”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的难忘岁月，这一理
念贯穿始终。

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
新路子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
战术措施，更要有战略思维，成
为各个岗位上的战略家。”

——习近平

正定县塔元庄村，坐落在滹沱河北岸、距县城西4公
里处。30 多年来，习近平一直关怀和牵挂着这个有 500
多户人家的普通村庄。

1982 年至 1985 年，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和书记期
间，习近平经常骑着自行车来这个村调研，和村民拉家
常、谈发展。1984 年夏天，他提出正定发展“半城郊型”
经济不久，又一次来到塔元庄村的田间地头，了解他们
发展多种经营、集体经济的情况，鼓励大家用好县里的
政策，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搞好农副产品深加工，实现多
次增值，增加村民收入。

2013 年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调研
指导河北省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再次
来到塔元庄村考察，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老书记”。那
次考察，他走访了村委会、村民家、综合超市，并在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召开座谈会，为塔元庄村指明了小康村建
设的方向：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
成规范化。

如今，塔元庄村人均年收入超过 2.1 万元，过上了
“有钱有车有楼房”的幸福生活。

“这‘三化’，其实就是‘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
这与 30 多年前‘老书记’引领正定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尹计平说。

1984年，习近平为正定确立了走“半城郊型”经济发
展的路子。塔元庄开始改变粮食生产单打一的模式，种
大棚蔬菜，建养鸡场、养猪场，向石家庄市送蔬菜、鸡蛋
和猪肉。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建起了棉织厂、水泥构件
厂、防水材料厂，生产医用纱布、建筑材料。尹计平当时
还搞了个工程队，领着 100 多名乡亲在石家庄市从事建
筑工程。

塔元庄的变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村民的粮袋
子、钱袋子一天天鼓了起来，这个村在全乡（当时隶属西
柏棠乡）第一个通上了自来水、第一个搞了村庄规划。

正定更多农村发生的变化，同样从发展“半城郊型”
经济开始。

上世纪 80 年代初，石家庄地市尚未合并，正定归石
家庄地区管辖，南部和西部与石家庄市接壤。

但是，受“以粮为纲”的思想束缚，对于这个毗邻省
城发展商品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不仅没有正确地
认识和利用，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大批所谓“以副坑
农”“弃农经商”。

疏远城市的结果，是经济落后、农民受穷。特别是
当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之
后，这种思想越发阻碍着正定的经济发展。

正定经济如何起飞？习近平思考：正定需要找到一
条新路。

请来专家指导。从 1983 年下半年到 1984 年年初，
先后聘请省内外 55 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顾
问团。经济学家于光远数次来正定讲学，指导农村经济
发展。

组织调研摸底。自 1983 年 9 月起，用 3 个月的时
间、组建 11 个专题组，对全县商品经济的现状和前景进
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外出考察学习。习近平两次到经济发展较快的石
家庄郊区谈固参观，学习“城郊型”经济发展经验；组织
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到石家庄市和蠡县参观考察商品生
产。

一条经济发展新路子逐渐清晰。
1984 年 2 月 8 日，习近平召开县委工作会议，专题

研究如何实现正定经济起飞。他提出：“积极研究探索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子，开拓有正定特色的经济
起飞之路。”

“‘半城郊型’是什么意思啊？”
时任县长的程宝怀回忆说，乍一听这个词，人们都

懵了，从前只听说过“城郊型”经济，不太理解“半城郊
型”经济的含义。

“所谓‘半城郊型’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它既具有‘城

郊型’经济依托于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联系比
较密切的某些特点，又具有一般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
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习近平解释。

“正定人多地少，用单一粮食经营的观点看，它就是
个劣势。而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观点看，它又是个优
势。”习近平条分缕析，县政府所在的正定镇，距石家庄
市15公里，处在一个相当于城市郊区的位置。地理上的
郊区位置和行政上的非城郊体制，决定了正定必须走

“半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
“原来是这么个‘半城郊型’啊！”大家恍然大悟。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设想有了，如何抓住关键，

落到实处？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动员大家：“全县要‘一盘

棋’，拧成一股劲，坚定起飞的信心，夺取起飞的成功。”
他特别提出：“今年，我们的任务很重，工作量很大，

许多工作相互交织、相互联系。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战
术措施，更要有战略思维，成为各个岗位上的战略家。”

在习近平看来，发展“半城郊型”经济，首先必须摆
脱“小农业”思想的局限和束缚，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思
想，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的经济结构。

1984 年 4 月 23 日，县政府制定出台《从实际出发，
积极探索有正定特色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方
案》。种植业怎么充分利用空间，养殖业怎么形成合理
的食物链，工业怎么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重点发展哪
些行业，一目了然。

这个方案，引导正定“靠城吃城”，打破了行政壁垒，
打开了思想禁锢，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迸发出来。正
定农民开始利用自己的劳力、产品等优势，去叩城市市
场的大门。

“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
们就加工什么。”时隔 33 年，习近平当年提出的号召，今
年60岁的西关村菜农王道永仍清晰记得。

西关村的蔬菜远近闻名、热销石家庄，这源于 33 年
前习近平大力倡导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当年，习近平鼓励农民种植蔬菜，提出在城关片和
滹沱河南片的乡镇试办商品菜基地，积极推广应用塑料
大棚、地膜覆盖等新技术。

县里出技术、送地膜、给无息贷款，一下子激发了农
民种菜的积极性。王道永的父亲王小辈，在全县第一个
建起大型温室种蔬菜。大棚里一年四季瓜菜常鲜，王道
永骑着自行车一天三趟到石家庄市卖菜。

“摸着黑就上路了，车后面驮着两筐菜。出了村往
南，沿着滹沱河大桥往石家庄市里骑。到桥上一看，嗬，

都是骑车驮菜的人。”
王道永说，依靠种菜，他家成为全县首批万元户之

一。如今，他加入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合作社，只管种菜，
不管销售。与 33 年前相比，销售方式变了，但市场依然
在石家庄。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老百姓都特别欢迎。疏远
城市的‘闭关’政策，让人们发展商品生产的热情压抑太
久了。”时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戴留金说。

从那时起，滹沱河大桥上热闹起来。一辆辆自行
车、拖拉机、汽车，满载着农副产品、建筑材料、手工制品
和各种零配件，从正定涌向石家庄市，来来往往，川流不
息。

南村乡东塔口村的吴会来，瞅准商机为石家庄市生
产劳保手套。他让爱人和两个女儿做手套，自己跑销
路，每年收入三四千元。但他并不满足，又联合5户农民
集资兴办生产内墙涂料的小化工厂。

没几年，吴会来就从一个年年欠债的困难户，变成
了“七机部长”，有了洗衣机、电视机、3 台缝纫机、2 台收
音机。

在发展“半城郊型”经济的实践中，习近平总结出
“二十字经”：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
应其所变。

有的人直接生产为城市生活服务的服装、家具、食
品、花卉，有的跑运输、搞劳务，还有的与城市工厂企业
搞联营加工。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一批批专业户、联
合体应运而生。

滹沱河以南、紧靠石家庄市的二十里铺、西兆通、南
村三个乡（当时隶属正定），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发展

“半城郊型”经济的模范乡。
“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显然，工业这

个层次在‘半城郊型’经济中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下大
力量，突出抓好，加快发展。”习近平一席话，让时任二十
里铺乡党委书记的王秋生豁然开朗。

按照这个方向，二十里铺乡大上高精尖项目，与省
化工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等 61 个科研单位、大专院校
挂钩，引进了16个大型项目、65个中小型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研制成功氨基乙酸工艺，但因场地缺
乏无法安排生产。二十里铺乡得知后，当即移接过来，
组建联合化工厂，一年就获利40余万元。1985年，厂子
生产的氨基乙酸获得农牧渔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后来，
这个厂发展成为中国化工行业500强企业。

为城市服务，掏城市腰包，滹沱河以北的乡也变了
样。

农民冬闲变冬忙，让时任曲阳桥乡党委书记的梁臧
仁印象深刻。曲阳桥乡境内有周汉河、大鸣河，水稻是
当地重要农作物。收割完稻穗，农民就把稻草堆在院子
里，不是当柴火烧，就是用来沤肥。

习近平到曲阳桥乡调研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特别叮
嘱梁臧仁：“要用稻草做深加工，不要浪费。”

稻草深加工好是好，可卖给谁呢？县里提出发展
“半城郊型”经济，为曲阳桥乡稻草制品找到了销路。经
协商，石家庄市每年从正定购进50万斤草编品。这下可
好了，稻草变废为宝，编草绳、做草帘成了曲阳桥乡农民
冬天里的好活计，家家户户多了一项可观的收入。

“习书记有个生动的比喻，领导干部要‘既有老黄牛
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
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时任县委办公室资
料组干事的李亚平回忆说，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就体
现了习书记的“战略思想”“实干作风”。

1984 年 6 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发通讯《正定翻身
记》，肯定正定的探索，赞扬正定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
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正定实现了不丢城，不误乡，

利城富乡。1984 年，正定经济实现了“九翻”“十超”，工
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收入等九项指标比 1980 年翻一
番；粮食总产、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十项指标超历史。

荣国府，认准了就要建

“不论是改革工作，还是经
济工作，要说一件，干一件；干一
件，成一件。不能说了不做，言而
无信。不能有始无终，虎头蛇尾。
更不能华而不实，弄虚作假。”

——习近平

到正定旅游，人们大多会去荣国府看看。那里是
1987 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地，是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其实，当年正定修建荣国府，也有着一波三折的
故事。

1983年，正定县领导班子发生了一场争论。
“隆兴寺门票才由 5 分钱提高到 1 毛钱。建造荣国

府需要投资 300 多万元，按隆兴寺的门票价格算，荣国
府要收回投资得需要100多年！”

“咱们县是‘吃饭财政’，哪有钱干这个？”
⋯⋯
泼冷水者居多！
面对这些反对的声音，习近平没有退缩。因为他有

自己的考虑：要想把游客留住，在正定吃、住、玩，带动第
三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建立更多的旅游、娱乐场所。

一个偶然的机会，正定县工商局的两位同志，与中
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工作人员坐上了同一趟火
车。闲谈间，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红楼梦》，已经
在北京选址建大观园，还有意在北京周边选址搭建荣国
府和宁荣街。

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此时，习近平正
在酝酿发展旅游业，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
旅游窗口。

听到两位同志带回的消息，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
正定的机会来了！

经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接触沟通，对方同
意荣国府和宁荣街选址正定，搭建临时外景地，由正定
县无偿提供场地，中央电视台负责投资。

“假景拍完就拆除了，不能给正定留下什么，还是得
建真景。”习近平看得长远，提出应把荣国府建成永久建
筑，为正定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他判断，“随着《红楼梦》热播，正定的知名度将大大
提升，掀起旅游业发展热潮”。

但是，把荣国府建成实景，需要追加投资 300 多万
元。一些领导干部想不通，这就有了那场争论。

心里的疙瘩解开，思想才能统一。
习近平、程宝怀和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等分头

找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讲意义、谈发展。
随后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习近平说：“要用

发展的眼光看旅游、长远的眼光看发展，不能只盯着眼
前。南方有些地区发展旅游业，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
展。”

个别谈心，大会动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县
委很快做出兴建荣国府的决定，成立了筹建荣国府的专
门机构，将修建地址选在隆兴寺西北角的一片空地。

思想统一了，可钱从哪里来？
中央电视台出资一部分，县财政拨款 27 万元，剩下

的资金缺口还很大。怎么办？习近平等县委领导想到
了石家庄市，想出了找钱的办法。

通过协调沟通，在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的帮助
下，市里的几家大企业入了股——石家庄市红星机械厂
入股 42 万元，华北制药厂用门票偿还的方式投入 25 万
元⋯⋯

（下转第二版）

1982年12月，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讲话。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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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欲者胜。只要我们 13 亿多

人民和衷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

站在一起，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

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