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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挂牌的杭州高新区（滨

江），可谓是浙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

“试验田”。在习近平的亲自关怀下，

遵循“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发展理

念，滨江不依靠土地财政增加收入、不

依赖招商引资发展产业，而是按照内

生培育、自主创新的思路，大力引进人

才，不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通过区域

整体“腾笼换鸟”，实现整体“凤凰涅

槃 ”。 目 前 滨 江 区 80% 多 的 GDP、

70%多的财政收入是高新技术产业贡

献的，在国家级高新区中的知识创造

和技术创新能力两项排名均高居第二

位，技术创新核心指标达到了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水平。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多次去

浙大调研，“创新”几乎成为每次必谈

的话题。在习近平的倡导下，浙江专

门建立了省领导联系高校制度，他还

亲自带头坚持每年为大学生作形势报

告。

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曦曾担任

省委秘书长，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工

作两个年头，他感触很深。“前后几年，

我直接聆听习书记对浙大和全省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所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和指示，直接感受到他对高等教育

培养人才、创新知识、服务社会和传承

弘扬中华文明所作的一系列深刻思

考，特别是对浙江大学建设成为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殷切期望和对

师生员工的殷殷关怀之情。”张曦说。

2007 年元旦上班后的第二个工

作日，习近平第 18 次来到浙大。“想来

想去，新年伊始，我的第一个调研活动

就安排到浙大，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推

动浙大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浙

大计算机学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实验室

边看边听后，一落座，习近平便这样说

道。

在浙大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

学院脑机系统实验室，习近平看得认

真，问得仔细，还就有关问题与实验室

技术人员进行探讨。他边走边说，创

新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灵魂和核心竞争

力。浙江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要坚持创新不停顿，扎实工作不

松劲，加快建设一流学科、创造一流的

成果、实现一流的效益、造就一流的人

才，在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骨

干作用和引领作用，努力实现向创新

型和研究型大学的新跨越。

习近平鼓励浙大人充分发挥浙大

多学科综合优势，使浙大成为创新文

化研究和传播的基地，把创新思想、创

新意识及创新文化移植入企业和社会

各界，为构筑全社会的创新文化作出

贡献。他还殷切希望浙大，要坚持以

创新带动教育教学改革，切实把创新

实践活动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走

一条创新型教育之路。

对于浙大的发展创新，习近平始

终十分关注。在浙江工作的 6 个年头

里，他就浙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问

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对广大教师和

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成果多次致函表示

祝贺：

2003 年 11 月 25 日，习近平发贺

信，祝贺朱位秋、黄宪两位教授当选中

科院院士；2004 年，在丽水召开的浙

江省“山海协作”工程系列活动会议期

间，习近平专门接见了由浙大等单位

选送的科技特派员代表，并与他们亲

切交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院在 2004、2005 连续两年承办国家

商务部“反贫困问题高级研修班”项

目，习近平给予高度评价；2005年4月

12 日，习近平专程到毛江森育苗公司

调研，肯定浙大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科

技人员科研创新积极性，并鼓励毛江

森院士专心致志多出科研成果、造福

广大人民⋯⋯

文化创新“软实力”

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

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

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习近平

文化软实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硬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政

策并无特殊、陆域资源并不丰富的情

况下，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范

生”，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力量，

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于浙江

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

统，在于浙江人敢为人先、自强不息、

改革创新的人文精神。

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创新带来的

巨大力量。“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

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

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

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

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

会和谐的‘黏合剂’。”在《之江新语》的

《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习近平这样写

道。翻阅《之江新语》，“文化”是个高频

词，出现了160多次。

走得再远，
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湖烟湖雨荡湖波。秋日的南湖，

秋风徐徐，微波粼粼。2002 年 10 月

22 日，嘉兴南湖迎来新上任的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而那天正是习近平履

新浙江的第11天。

“南湖是全国的南湖，红船是全国

的红船，甚至应成为国外友好人士研究

我们党史的基地。这是活生生的革命

传统，年轻人容易淡忘，革命传统教育

十分重要，要不断扩大影响。”习近平在

瞻仰南湖“一大”会址时如是说道。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光明

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以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

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涵的红

船精神，指出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

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

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

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

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这篇文章还专门阐述了弘扬红船

精神与实施“八八战略”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指出：“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

弘扬红船精神，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努力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走

在前列；强调要在红船精神的激励和

鼓舞下，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

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

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

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努力为全国大局

作出积极的贡献。”

“习书记提炼的红船精神，科学概

括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领导中国

革命实践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洗雪耻辱、实现百

年复兴精神的源头。由红船精神源起

的一系列伟大革命精神一脉贯通，不

断发展，汇聚成团结强大的民族力量，

成为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宝贵精神财富。”曾担任南湖纪念馆馆

长的张志松深有感触，作为研究红船

精神方面的专家，他和同事撰写的《红

船精神》一书，对红船精神的提出与渊

源、历史地位、史学内涵及其教育实践

做了全景式梳理叙写和概括论述。

2016 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习

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

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

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

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

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初心”在哪里？就在南湖红船

里。“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

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

心。”

立时代之潮头，
发时代之先声

与红船精神相辅相成的是浙江精

神。

2006年2月5日，习近平在《浙江日

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

神》，强调要“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

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

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这是对浙江精神的继承与创新，更

是对今天的鞭策和对明天的引领。

在这篇文章里，习近平开宗明义

地指出：“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

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

来的宝贵财富。浙江精神世代传衍，

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

图治，开拓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和创造力。”

7 年后的 2013 年 3 月 17 日，在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的闭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

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而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也

指出，红船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民族精神，浙江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

红船精神和浙江精神，与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提出并深刻阐述

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这块

占全国 1.1%的土地上，创造了占全国

6.2%的经济总量，靠的就是与时俱进

的浙江精神，这是全省上下实施“八八

战略”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我们坚

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

走下去，也必须依靠这种精神。G20

杭州峰会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勉励

浙江干部要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是习总书记

对浙江人民新的嘱托与期待，是浙江

人民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与精神状

态，也是贯彻落实“八八战略”，再创浙

江辉煌的新使命与新要求。

从红船精神到浙江精神，体现了

习近平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邃思

考和远见卓识。

“文化是灵魂”——习近平在浙江

工作期间经常强调的这一思想内涵，

十八大以后更是经常体现在其重要讲

话中：“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

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

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

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

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

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洞察文

化创新的深刻内涵：“历史和现实都证

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

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

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

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

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

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

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

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正是由于习近平对文化自信以及

文化创新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早在

2005 年 7 月 28 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十

一届八次全会上，围绕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着眼于不断增强浙江的文

化软实力，习近平在认真总结推进文

化大省建设经验和启示的基础上，进

一步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

部署，持续不断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澎湃的文化创新伟力。

循着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勾画

的蓝图、指明的方向，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在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基础上，

接力提出建设文化浙江，并将其放在推

进实现“两个高水平”奋斗目标的进程

中加以谋划部署，赋予浙江文化建设、

文化创新以新的内涵和使命。

后 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的这句古语，

创新是他主政浙江的一条主线；创新

也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前

途命运的战略思考。

其实，只要仔细研读习近平在浙

江工作期间的两部著作，就不难发现：

《之江新语》，精髓就在于一个

“新”字；署名“哲欣”，寓意在“浙江创

新”；《之江新语》全书 60 多处提到“创

新”一词；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

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紧扣一个

“新”字，全面反映了习近平对推进浙

江新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实践探索。

面对新的征程，惟创新者进，惟创

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浙江将继续坚

定不移沿着习总书记亲自谋篇布局的

“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创新的活力竞

相迸发，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新

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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