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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在意的常

常 是 基 层 群 众 衣 食 住 行 的“ 小 事 ”。

2003年12月30日，在检查节日市场供

应和物价情况时，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对

各级干部说：“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

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

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

‘小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影

响他们的思想情绪，影响他们的生产生

活。”“我们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一定要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以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真心诚意

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要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

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

初到浙江，习近平的几次调研活动，都

选择了相对欠发达地区。因为这里的群

众困难最多，也最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怀。

寒冬腊月，冷雨寒风。2002 年 12

月末，习近平来到衢州，走访慰问困难

企业和困难群众。那年夏天，衢州市衢

江区双桥乡暴发特大山洪，包括杜学集

在内的许多村民房屋和财物被冲得一

干二净。衢江区异址安置灾民，兴建

“希望新村”，173 户房屋全倒户和半倒

户搬进新居。习近平到衢州后，特意赶

赴灾区慰问群众。

习近平的到来，温暖了杜学集一家。

那天的情景，今年79岁的杜学集老人历

历在目：“习书记来的那天，正下雨，我看

到他自己撑着把黑伞走了进来。当时我

们家的新房子刚造了一层，红砖都露在外

面，还没来得及粉刷。他来了之后，问我

们搬过来之后救灾物资有没有落定、穿

什么衣服、吃的菜哪里买这些小事情。

我没想到，他还专门检查了我家的米袋

子，打开菜柜看我们中午吃剩下的菜。”

习近平还关心地问老杜建房子的

钱够不够，当地乡镇干部介绍，造新房

子的 90 平方米的宅基地是政府免费划

拨，免收建房审批费用，还有6000元建

房补助、600 元生活补助。习近平这才

放心地点点头。如今，杜学集一家住在

两层楼房里，习近平来家里做客的照片

成了最珍贵的收藏。

习近平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

每逢新春佳节来临，他总是风尘仆仆，

走进百姓家“看真贫”，送去党的问候。

200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四

明山革命老区，在老党员、老游击队员

和困难群众家里，嘘寒问暖，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向他们拜年。

2004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到遂昌、

松阳和缙云等县走访慰问下岗困难职

工、农村低保户、优抚对象、残疾人家庭

和敬老院。

2005年1月26日，又是春节前夕，

习近平来到长广煤矿慰问调研。长广煤

矿地处皖、浙、苏三省交界，当年几万名

矿工在此工作。因为多种原因，当时的

长广煤矿生产经营困难，正在谋求转型。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但是气温

很低。习书记身材很魁梧，身着一件半

新的蓝色羽绒服，很平和。早听说习书

记要来，大家既激动又紧张。直到习书

记出现在面前，与大家一一握手，我们

的心才踏实了。习书记的手握着让人

感到特别温暖⋯⋯”时任长广煤矿七矿

办公室主任吕键鸣回忆说。

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心里一直惦

记着长广煤矿。在和矿区职工的座谈

会上，习近平的一番真心话让在座的长

广人心头一热。习近平谈到，他到浙江

工作后，任代省长，在工作交接时，原省

长柴松岳跟他交代了不超过 5 件事，其

中一件就是长广煤矿。当时，长广煤矿

经营比较困难，涉及几万人的生计。正

因为如此，习近平一直将长广煤矿放在

了心上，一定要来看看这里的干部职工。

习近平来到七号矿和查扉矿，第一

件事是慰问困难职工。在困难职工沈

水法家里，习近平关切地询问沈水法的

身体情况，了解沈水法一家的生活状

况。“沈水法家是只有 30 多个平方米的

低矮平房，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个孩子

在读书，一家人生活都靠他。习书记来

时，他在家养病，拿病假工资。”原长广

报记者冯明回忆，习近平当时鼓励他们

要有信心，生活会好起来，临走时再三

交待矿区负责人一定要关心困难职工，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慰问完困难职工后，习近平换上矿

工服，戴上安全帽，下到离地面920多米

深的井底。当时在七号矿井担任副矿

长的陆祥根回忆，井洞里巷道高低不平，

习书记的身材又高大，他弓背弯腰走了

1500多米。见到正在采煤的工人，习书

记也没什么官话、套话，就问工人们：“你

们这么辛苦在井下工作，有没有什么想

法？”工人们答得也实在：“没其他想法，

就是想收入高一点。”习近平顺着话头问

下去：“去年的收入比往年高一点吗？”工

人说比往年高多了。习近平说：“这就

好。只要生产经营搞好了，收入就会提

高。我祝愿大家收入年年有增长。”

中午，习近平主动提出，要和工人

们一起吃饭。当时跟习近平同桌的都

是一线煤矿工人。毕竟是和省委书记

一起吃饭，一开始，工人们有些拘谨，吃

得很“秀气”。习近平就边吃边劝菜：“大

家在井下挖煤，劳动强度大，得多吃一

点，补充营养，保重身体。”吕键鸣记得，

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所以在安排饭

菜时，他特意准备了饺子，“我记得习书

记一个劲地对大家说，饺子好吃。矿工

们看他吃得很开心，就都很放得开了。”

如今长广煤矿正在二次创业，通过

对原有资源的综合利用，已在生物医

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上展开布局，发

展势头良好。

推开一扇扇寻常百姓的家门，用暖

心的家常话，问生计、讲政策、说希望。

习近平以强烈的为民情怀，温暖着浙江
的每一个角落。

全面小康
是全体人民的小康

共享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
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
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

——习近平

“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平
均衡、全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小
康路上始终追求的目标。共享发展是
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
一部分人共享。

当时的浙江，经过 20 多年改革开
放，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
跨越，但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
转。扶贫攻坚、共享发展、全面小康，成
为省委省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

浙江人民没有忘记，习近平心系民
生，在绿水青山间作出“实现全面小康
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他
牵挂万千百姓，留下“把帮扶困难群众
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深切关怀；他
主张先富帮后富，描绘出“百亿帮扶致
富”“山海协作”的壮丽蓝图。

实现全面小康一个
乡镇也不能掉队

2003 年 1 月 13 日，在全省农村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

“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
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

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轻松。有着多
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习近平很早就意识到，

欠发达地区要脱贫，离不开产业发展。

开化县华埠镇金星村，一颗无花果

的故事人尽皆知。

2006 年夏天，习近平到金星村调

研，他信步走进了村民刘玉兰家中。刘

玉兰以自家院中所植的无花果招待，习

近平拿起一只果子，吃了一口，称赞道：

“无花果是个好东西，没想到浙江也有。”

他还鼓励刘玉兰“可以多种一些”。刘玉

兰的儿子周平记下了习近平的话，此后

开始从事无花果的种植，慢慢延展到深

加工。如今，开化全县的无花果种植面

积已近2000亩，小小一颗无花果，如今

成为带动上千名农户增收的重要产业。

当年陪同习近平在村里调研的村支

书郑初一回忆，习书记说的虽是无花果，

关心的却是能帮农村脱贫的产业。习近

平曾几番嘱咐当地党员干部：“新农村建

设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为群众办实事。”

如今的金星村，不仅有无花果等特色农

产品，还成为城里人旅游休闲的目的地。

年近八旬的刘玉兰老人说：“特别想

请总书记回开化看看，再来尝一尝自家种

的无花果。”而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牵挂

着开化的父老乡亲。2016年2月23日

下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参会

的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说：“开化是个好

地方，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代我向基

层同志问好，向开化的父老乡亲问好。”

“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低

收入农民的增收，要着眼于推进高效生

态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山区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习近平谈到产

业扶贫时，如是说。

2007 年 1 月 22 日，龙泉市竹垟畲

族乡飘起冬雨。习近平一行沿着竹垟

乡泥泞的茶园小道蜿蜒而上，他的身旁，

绵延着数千亩生态茶叶基地。行至半

山腰，习近平把时任龙泉市委书记赵建

林喊到身旁，与他算起了一笔茶叶账。

赵建林回忆：“习书记当时问我，按

照每亩茶园经济效益5000元折算，如果

每户村民有10亩茶园，那么年收入就是5

万元。这5万元能不能分红？够不够村

民生活？”得到肯定答复后，习近平嘱咐

道：“种茶叶是技术活，光靠农民还不行，

每个乡政府、镇政府都要有懂茶叶的人。”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茶叶，是

浙西南山区人们赖以生存的特色支柱产

业之一，习近平对这一产业的独到理解

和深厚情感背后，是他对山区群众增加

收入、改善生活的记挂。 （下转4版）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2005年1月26日，习近平在长广煤矿井下慰问煤矿工人。 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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