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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浙江—习近平在浙江（（二十五二十五））

“习书记提出浙江党建工作的‘八八战略’”
采访对象：胡坚，1956 年生，浙江温州人。2004 年 5 月任

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8 年 5 月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2017年1月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2019年10月

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11月10日

采访组：胡坚同志，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您曾任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请您谈谈他的党建工作理念和战略布局。

胡坚：我是2004年5月从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上

调来省委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分管基层党建工作。那时习书记

已经到浙江工作一年半多了。我切身感受到，习书记对党建工作

特别重视，他一到浙江工作就深入基层开展细致而全面的调查

研究，并针对调研和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

出系统的工作部署和切实的工作举措。如在深入调研基础上，

习书记在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围绕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

会精神，结合浙江实际，就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

设，提出了“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的工

作部署。具体说来：一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加强理论武

装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

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二是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全面推进

经济强省建设，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三是

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增强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四是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全

面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

领；五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面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不

断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六是巩固党执政的体制

基础，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不断增强地方党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七是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和团结带

领广大群众干事业的本领；八是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本

领。这些工作部署，体现了一种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对全面

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作出了宏观谋划；体现了全面系统地加强

党的建设的理念与思路，全方位、宽视角地解决党的建设面临

的各种重大问题；体现了他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实际状况的深入

了解和全面把握。

大家都知道，习书记曾就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八八

战略”，这个“八八战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

习书记在这里提出的“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

本领”，我认为是党的建设上的“八八战略”。这个“八八战略”，

集中体现了习书记的党建思想，体现了他对新形势下党面对各

种挑战怎样加强党的建设的深入思考，特别切合浙江的实际和

浙江党的建设发展要求，为当时浙江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成

为当时浙江党建工作的总体思路与工作布局。这个“八八战

略”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今天仍然是浙江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

采访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建“八八战略”很重要的一环。

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重视基层党建特别是基层干

部队伍建设的？

胡坚：2004年12月26日，习书记专程到瑞安看望基层干

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随后召开的基层干部座谈会上，

习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

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进行改编时，首创‘支部

建在连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

则，也确立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那次座谈会，他强调

了三句话：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基层。他是

带着感情阐发这三句话的，让大家深受鼓舞和感动。

习书记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也当过县委书记，对基层干

部的工作有深切的体会，因此他对基层干部格外关注、充满感

情，甚至可以说是高看一眼，多爱一分。他看望基层干部时，常

说自己是“老基层”。有那么一段时间，有舆论抹黑基层干部，

好像基层干部做什么都是错的。习书记为基层干部撑腰打气，

强调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看基层干部。

广大基层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整个党的事业中具有

重要地位，发挥着谁也替代不了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讲了当时基层工作和基层干部面临的三个困难。习书记说，由

于我们的经济还处于发展之中，体制还处于改革之中，社会还

处于转型之中，因而在基层基础建设和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上还

存在许多矛盾、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权责不

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权力小而责任重；二是压

力较大，上有组织的压力，下有群众的压力；三是条件艰苦，现

在城乡差距比较大，尤其是“三农”问题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

重，也是天下第一难事，而农村的基层干部工作、生活条件都不

是很好。

习书记讲这些，对基层干部来说就是遇到“知音”了。他由

此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基层干部说的，就是要求大家要承

受得住压力，在压力之下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勤政为民；另一

个是对各级党委说的，就是要求组织上真正关心重视、真正支

持帮助基层干部。他特别强调，关心基层干部，最关键的可能

不是给基层多少钱、多少人，最关键的是支持基层干部化解矛

盾、解决问题，帮助基层干部分担责任、共渡难关。2004年10

月，他在省委常委会上曾经说过：“有些问题，历史上政策不明

朗，现在回过头来指责基层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挑担子；有些

问题，基层同志认识上有差异，允许他们有个过程，我们也不应

责怪他们。”2005年6月，在习书记的倡导下，浙江省委制定出

台《关于认真落实“三真”要求，切实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

意见》（“三真”是指对基层干部要做到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

心爱护），提出了切实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养锻炼、加大对优秀

基层干部的选拔力度等十条措施，每一条都言之有物，每一条

都真正切实地解决问题。这个文件，在浙江基层干部中反响极

为强烈，许多同志说是含着热泪学习这个文件的，大大激发了

浙江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06年8月，习书记到台州仙居县白塔镇调研，开完座谈

会的第二天，乘船近两个小时来到大陈岛调研。当时我也陪着

一起去了。习书记专门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保障等

情况。当他听说岛上办公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条件

仍然很艰苦，特意叮嘱说：“要加快宿舍改造，今后如果碰到困

难，尽管找我。”习书记这种对基层的重视和对基层干部的关

爱，始终激励着浙江的基层干部队伍，努力做到“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拼搏、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服务”。在习书记任上，一大

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夯实了基层基础；也有一大批干部从

基层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极大激发了全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关心基层基础建设，一个重要

的体现是建设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请您谈谈这件事。

胡坚：浙江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也是先富起来的地区，

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第19年位列全国省区第

一，但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却是一块短板。习书记敏锐关注到

这一点，在一次调研结束后，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有针对性地

说：“公章别在裤腰带，开会开在支书家，这怎么行？”他强调：

“村级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会严重影响基层执政能力建

设，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同时，针对当时即将结束的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他说，通过先进性教育，一定要给基

层留下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咱们就好好地解决党组织活动场

所这个问题。

在习书记亲自关心下，我们开展了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

摸底式排查。结果令人震惊，全省竟然有8040个村党组织存

在“无处办公”的问题，比例接近四分之一。于是，2005年6月

省委出台《关于认真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办公场所问

题的意见》，提出力争在2006年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没有办公场

所的村级组织基本上都有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接着从

省里拿出几个亿，各级一起共投入资金14.3亿元，全省共新建

了8000多个村基层组织活动场所，实现了全省3万多个行政

村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全覆盖。到今天浙江还有很多基层

干部经常说起这件事，说习书记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个困扰几十

年的难题。后来，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

采访组：非公有制经济活跃是浙江的特色和优势，同时非

公企业党建也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同

志当时是怎样抓非公企业党建的？

胡坚：浙江作为经济发达地区，遇到的非公企业党建问题

比别的地方早，也更具有典型意义。浙江的非公经济发展早，

规模大，从业人员多，类型也比较复杂，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

影响巨大。2004年8月下旬，习书记在绍兴调研考察，主持召

开了宁波、温州、绍兴、舟山、台州五市党建工作座谈会，主要谈

的就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他强调：“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

义建设的新领域，都要建立党的组织。不能认为单位小就觉得

没有必要，更不能因为目前条件不具备就主动放弃。”他特别强

调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指出：“在非公有制企业，要进一步

做好在符合条件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重点把那些企业

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建立起来。非

公有制企业中已经建立的党组织，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开展工

作，发挥作用。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

业，要通过在优秀员工中发展党员、加强对企业主党员的教育

管理、做好工会工作以及向非公有制企业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

等办法，推动这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此前，他在全

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党建工

作，按照“班子精干高效、党员形象突出、政治优势明显、促进发

展有力、自身建设过硬”的要求，积极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

有效途径，不断增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渗透力、影响力和覆盖

面，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04年2月，习书记在一系列走访调研基础上推出非公企

业的“凝聚力工程”，强调要提升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吸

引力、号召力、战斗力。他指出，要以党的思想来凝聚群众，以

发展的目标来凝聚群众，以深入的群众工作来凝聚群众，以关

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来凝聚群众。实际工作中，习书记要求有条

件的企业、浙江的商会都要建立党组织，没有条件的则与其他

企业或者当地党组织建立联合支部，而且这些支部都要隶属当

地乡镇或者街道党组织进行管理。针对民营企业党组织领导

力薄弱的问题，习书记提出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派年轻的优秀干

部到民营企业中挂任党委书记，以此加强对民营企业基层党组

织的领导。针对民营企业中党员流动性大、流动党员人数较多

的情况，习书记明确提出，外出半年以上的流动党员必须把党

组织关系带在身边，并要求当地党组织定期上门走访流动党

员，定期召开流动党员工作会，有效防止“地下党员”的产生，以

此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浙江在流动党员管理上创造了许

多很好的经验与做法，如建立流动党支部，在各地浙江商会建

立党组织，组建联合党支部，通过各种电教方式和通信方式加

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浙江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份非公企业党

建杂志，刊登一些非公企业基层党组织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

这份杂志发放到非公企业当中去，以此指导非公企业做好基层

党组织建设工作，效果很好。由于习书记的高度重视和精心指

导，浙江非公企业党建工作顺利开展起来。截至2007年6月

底，浙江24080家从业人员在50名以上且年营业收入500万

元以上和从业人员在100名以上的规模企业，已建立党组织的

达23986家，占99.6%，基本实现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全

覆盖的目标，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请

您谈谈他在浙江期间的要求和做法。

胡坚：我体会，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抓

干部队伍建设。

一是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2002年他就强调，要按照提

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的要求，狠抓各级领导

班子的自身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不断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

和决策机制，保证党委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他特别强调，领

导班子的“一把手”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

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

展的内在规律。要进一步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善于立足一域

谋全局，把握形势谋大事，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的气度和胸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始终把全局作为观

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

求，以世界眼光去认识政治形势、把握经济走势、了解文化态

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谋划当前浙

江，切实把本地、本部门的工作放到国际国内大背景和全党全

国全省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不断提高领导工作

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习书记很看重班子团结，强调“团结是班子建设的重要问

题。讲团结是讲政治、顾大局的表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

生产力、出凝聚力、出战斗力，也出干部”。对于加强团结，他提

出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一把手”负主要责

任。在《之江新语》中，他发表过多篇直观生动的讲班子团结问

题的短文。比如，他讲懂团结是真聪明，会团结是真本领。在

团结问题上，“一把手”更应带好头，起好表率作用。那些“孤家

寡人”、包打天下的“超人”，是不能长久的。只有靠“众人拾柴”

和“三个臭皮匠”之力，靠大家帮衬，工作才能做好。比如，在书

记和市（县）长的关系上，书记要总揽而不包揽，学会“弹钢

琴”。市（县）长要到位而不越位。要做到补台而不拆台，同舟

共济，齐心协力，共演一台“二人转”的好戏。习书记这里讲的

团结是辩证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一团和气的。他反复强

调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民主生活会

要动真格，不能来虚的，要切实解决问题。

二是要求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本世纪初，正是浙江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之际，一些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把经济

发展简单理解为“唯GDP”，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搞“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旗帜鲜明地引导各

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他不止一次指出：“全体党

员干部要认识好‘潜绩’与‘显绩’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多做埋

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

绩’。”“要甘于做铺垫之事，不要只想拿军功章、立凯旋柱。”

2004年初，浙江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全面开展“树立科学

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观，创为民、务实、清廉

好班子”教育实践活动。习书记大力提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

点调查，了解民意；要敢于担当，求真务实，切实帮助基层解决

各种矛盾和问题；要严于律己，做干净干事的干部。这项活动

在浙江干部队伍建设史上留下了很大影响，今天浙江干部的这

种风清、气正、劲足、实干的状态与当年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成

效是分不开的。

在2004年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书记进一步

阐述了干部在政绩观上存在的“五重五轻”问题，即重始轻终、

重短轻长、重显轻隐、重易轻难、重局部轻全局。造成这种现象

除了认识偏差外，还与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考核工作不科学、

不全面、不完善有关。具体表现在：对显性的“政绩”考核多，对

隐性的“政绩”考核少；定性评价的比较多，定量分析研究的却

很少；注重数据报表多，采纳社会评价少；对班子集体考核多，

对领导成员责任定位到个人的少；上级对下级表扬的多，提出

批评和改进意见的少。习书记大力倡导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

考核体系。他指出：“有的人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做打基础的

工作，收获的时候他却走了。有的‘十月怀胎’时他不在，‘一朝

分娩’时他来了。所以对干部要有客观的公认，这个关键在党

组织本身。”

2008年10月，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书记回到浙

江考察，得知我们在搞干部双推双考（即县委书记通过参加考

试竞聘副厅长），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说，县委书记管着

几十万、上百万人，党政军民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党建，样样都在抓，有没有政绩都在那里摆着，还需要通过考试

来看谁干得好吗？从这番话中既可以看出他评价干部的导向，

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基层干部的关心和厚爱，直到现在我们很多

同志都还记忆犹新。

三是高度重视做好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对于干部

选拔，习书记主政浙江期间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要正确处理

德与才的关系。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时，特别要注重德，把德

放在首位。同时，德与才也不是抽象的，由于工作战线、事业领

域的不同，德与才也都应结合实际加以具体化。二要正确对待

民主测评。强调群众公认当然很重要，如果大多数群众反对，

一般来说这个干部是有问题的。但讲群众公认绝不是单纯以

票取人，干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丢点票，不能形成“唯票”的导向，

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

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搞拉票、贿选。

习书记高度重视干部的实践锻炼。他多次指出，现在在一

些地方，有的干部被列为后备干部、成为培养的“苗子”后，组织

上就很愿意为他设好“台阶”，铺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把他

放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炼；如果组织上真的把他放到艰苦的岗

位上，他本人往往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这其实是干部培养工

作的一大误区。他强调，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马”要在大

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后备干部不能放在“温室”里去刻意培养。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磨难历练他，这样才能“曾益其所

不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习书记指出，越是艰苦的环

境，越能磨炼干部的品质，考验干部的毅力。欠发达地区、工作

复杂的地方、挑战性强和困难较多的领域是培养干部的重要部

位，也是选人用人应关注的地方。他主政浙江期间，一方面特

别看重有基层经验的干部，推崇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另一方

面将最强的干部配置到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重要岗位上。同

时，给一些实绩突出的县委书记解决副厅待遇，鼓励基层干部

为一方百姓谋福祉、办实事。

在推进干部队伍建设中，习书记很重视发掘一些先进经

验，在各个领域都树立了相应的典型。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

温州市永嘉县后九夅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郑九万书记平时

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在他生病以后，因为交通不便，山高路

远，几十个村民就轮流抬着他走了几十公里的山路，把他送到

温州市医院治病，并且，几十个农民等在病房外守着他，还凑钱

给他看病，场面非常动人。温州日报的记者报道了这件事情，

习书记得知后，作出重要批示：“老百姓在干部心中分量有多

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后来，习书记还不辞

劳苦，辗转几百公里，专程到后九夅村郑九万的家里去看望

他。因为我是永嘉人，所以那天陪着习书记去后九夅村，他还

笑着说叫我给他当方言的“翻译”。那天还下着雨，他替郑九

万撑着雨伞走在山间小路上，那个场景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在习书记的发掘和宣传下，浙江在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大量的

先进典型。像带领农民致富的舟山市定海区新建社区党支部

书记余金红，将作坊式小厂逐渐改造成一家现代化大型国有

企业的傅国定，在带领村民学习竹笋加工技术途中遭遇车祸

去世的乡镇科技特派员邵志鹏……每年7月，浙江省委都要召

开大会，表彰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为浙江营造了良好的向上

向善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

采访组：浙江党建工作很有特色，有不少创新。习近平同

志当时是如何看待党建创新的？

胡坚：习书记非常重视基层党建工作中的创新探索。当时

嘉兴依托96345服务热线成立了党员志愿者服务站，开展了党

员志愿服务活动。习书记得知此事后很感兴趣，专程赶到嘉兴

考察。他还推动在浙江全省1700多个乡镇设立乡镇科技特派

员，在3万多个村里设立了农村工作指导员。按照习书记的要

求，我们从高校及科研机构中选派科技特派员到乡镇工作；从

省市县三级机关中选拔年轻干部，到基层去挂职1到2年，担任

农村工作指导员。这么做，一方面锻炼了年轻干部，让年轻的

干部在基层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长才干。另一方面利用

年轻干部学历高、眼界开阔的优势，帮助当地农民发展。现在

浙江农村工作指导员和科技特派员制度已经做了十五六年，成

效非常显著，为推进浙江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习书记大力推动下，浙江在改进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上进

行了探索。2006年8月，省委组织部正式出台《市、县（市、区）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新的考核

办法的一项创新是“实绩分析”考核项目，其中15个定量指标

既包括地方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人均经

济指标，也包括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被征地农民基本生

活保障率、环境质量等社会文化发展指标；既考察经济增长的

规模、幅度，也考察万元GDP建设用地增量、万元GDP能耗、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地方政府负债率等涉及发展的成本代价指

标。这是浙江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重大突破。我们

由此不断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

本事、作风上过得硬、能够领导科学发展的干部选拔任用到各

级领导岗位上来。

干部能上不能下，是干部工作中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针

对当时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的现象，习书记见事早、抓得深、谋得远，着力推进干部能上能

下。他指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下有

不同的下法，有纪律惩处的下，有不胜任工作的下，还有正常的

退出机制的下，不能‘华山只有一条道’。”他在不同场合强调，要

以改革精神解决干部能下问题。2003年至2004年间，温州148

名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办事拖拉、吃拿卡要、对待群众态度刁蛮等

原因，受到行政告诫、降级、降职、撤职和辞退等处理，260多人被

通报批评，震动了温州全市，也震动了全省。习书记就此批示：

“各有关部门与各市县都应做全面探索。”

采访组：您作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定有不少机会陪同

习近平同志到基层调研。请您谈谈他当时是怎么深入基层开

展调研工作的？

胡坚：习书记的调研工作确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他的调研地点大多在基层农村、企业和学校，有时调研点

之间的距离很远，坐车要坐很长时间，可他从来没有疲惫之

色。我作为分管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经常陪着他

上午去一个地方调研，下午和晚上又去另外一个地方调研，很

晚才能回到驻地。淳安下姜村是浙江当时有名的贫困村，也

是习书记的基层联系点，当时道路不通，交通很不方便，每次

去都要坐船，经过很长时间的颠簸，才能到达那里。在下姜

村，他走访农户，与村干部座谈，鼓励农民养蚕搞沼气。他亲自

到蚕房看养蚕情况，到沼气池看沼气发生情况，手把手指导下

姜村民寻找发展之路。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从大陈岛回来，途

中经过一江山岛。解放一江山岛是解放战争中打得很惨烈的

一场战斗，也是人民解放军首次动用海陆空三军进行立体化作

战才得以攻克的一个岛。习书记说，这样的革命纪念地，我们

要去看看。但当时岛上没有停靠码头，地势险恶，尽管如此，

习书记还是登上岛屿开展调研。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

时浙江有90个县市区，习书记到浙江任职的头9个月时间

里，就到66个县市区基层开展了调研工作，获取了第一手资

料，并与地方和基层的干部交谈，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给他

们以极大的鼓励与激励。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所有的县市

区跑遍了，真的很不容易。

习书记的调研工作特别细致深入。调研前，他会详细地询

问当地情况，一些基础数据都要掌握到个位数。我当时分管基

层组织工作，跟习书记外出调研前，都要把最新的党员数、支部

数等再记一遍，以备习书记随时了解情况。在调研中，习书记

从来不是走马观花地随便看看，而是要亲自上手操作。有一

次，他去湖州市长兴县的一个电瓶车制造厂调研，原本以为去

参观一下，没想到他直接走进车间，亲自试驾了最新出产的电

瓶车。还有一次，他到下姜村调研，了解当地农民办沼气的情

况，就详细询问村民养了多少猪，每天往沼气池里丢多少废料，

够不够维持沼气等等。在村民屋里，习书记试着点燃沼气灯，

看好不好用；他不顾气味难闻，亲自打开沼气池的盖子，捞出沼

气池里的废料进行观察，并向大家介绍了他当年在梁家河时带

领村民办沼气的经验。

习书记的调研不仅深入细致，还很贴近群众。他当过知

青，自己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与基层群众特别亲密，很容易与大

家打成一片。大陈岛是台州市椒江区的一座岛屿，国民党从大

陆撤退时，带走了岛上的全部居民，毁坏了岛内设施，致使这座

岛成为荒岛，后来在胡耀邦同志的号召下，一批青年开始上大

陈岛垦荒。记得习书记专程去大陈岛调研的那天，海上风浪很

大，同行的很多同志都被颠簸得吐了，即便如此，习书记还是坚

持登岛。他来到大陈岛垦荒队员的家中，与大家坐下来聊家

常。后来我又去过大陈岛，岛上的老农民到现在都还清晰地记

得习书记同他们拉家常时的场景。还有一次，习书记到衢州市

开化县红星村调研，看到村民赋闲在家的比较多，就提出“人人

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意见并得到贯彻实施。直到现在，开化

的百姓都还记着习书记说的这句话。这不是一个两个的特例，

我们浙江很多基层群众都曾经见过习书记深入基层调研的情

景，很多村里面还挂着当年他调研时的照片，很多基层的同志

回忆起习书记当年调研的场景都是如数家珍，甚至感动得热泪

盈眶。我觉得，习书记在调研过程中的这种细致入微的作风，

这种贴近群众的感情，这种不辞劳苦的精神，使他对中国实际

情况有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了解和掌握，这也是他后来提出许

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底气所在。

在习书记的示范下，浙江党员干部坐在办公室的少了，访

贫问苦的多了；跑上级机关的少了，下基层为群众办实事的多

了。仅2005年上半年，浙江党员干部就实现了对全省3万名

困难党员走访慰问全覆盖，给50.4万名困难群众送钱送物计

3.1亿元，并与12.11万户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群众办实

事30余万件。

采访组：现在您回想起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

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胡坚：习书记说自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对浙江的山山水

水、风土人情、历史传承、当下省情都要全面地掌握。所以他

在浙江工作时总是特别细腻，了解情况也总是特别深入。有

一次，习书记在衢州市江山市调研，在返程的车上，有一位工

作人员聊到，附近有一个清漾村，存有一座毛氏宗祠。习书记

听了，当即决定要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可是通往那个村还没

有大路，车子不好开进去。习书记说，走路也要去看看。后来

我们就在他的带领下，从附近的公路上下车，徒步走到清漾村

进行调研。习书记看到毛氏宗祠已经成为危房，非常心痛，特

批从省里拨经费，要求当地将毛氏宗祠修缮一新。现在的清

漾村已经成为浙江省级文化村落，是当地非常著名的旅游景

点。不仅如此，习书记对许多革命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都

很重视，比如修建了嘉兴红船革命纪念馆，修缮保护平阳县凤

卧乡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革命遗址等，这样的例子数

不胜数。

习书记还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尤其是与群众在一起

的时候，毫无大领导的架子，既真诚又朴实。他在浙江干部和

百姓心目中的威信极高，大家都是真心地服他、敬他、拥戴他。

记得有一次他去村里面调研，村支书对他讲：“习书记，我年纪

大了，工作慢慢地要交给年轻人做了。”习书记就问他多大，村

支书说53岁。习书记哈哈大笑，说：“你年纪哪里大了，我跟你

年纪差不多，你还要继续好好干！”

在习书记主政浙江4年多的时间里，他总是保持着旺盛的

精力，满怀热情地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经常想，他这种工

作的热情和精力到底从哪里来？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的那一

天，当我从电视里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

地作了三个半小时讲话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其实他从很早

的时候就已经以身许党、以身许国、以身许民，他的精神境界早

已超越常人。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位伟大领袖，真是国家之幸，

民族之幸，更是每一位百姓的福祉。

（采访组：田玉珏 路也 原载4月2日《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