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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人 民 为 中 心
（上接4版）

2005 年 6 月 17 日，风和日丽。村

民们听说省委书记习近平要来，纷纷放

下手头的农活，赶到村委会门口迎候。

一下车，习近平就走到村务公开栏前认

真地查看。当看到村里小到一瓶墨水、

一把扫帚的支出都“晒”在墙上，接受村

民监督，他马上给予了肯定。

后陈村是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

另类典型。它曾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先

进村”，但随着当地大开发、大建设的推

进，村集体收入逐年猛增，村务却因村

级财务管理不善陷入混乱，干群关系紧

张，先后两任村书记因经济问题“落

马”。后来，上级党委对症下药，强化村

级治理，赢得民心。

在当时的浙江，后陈的情况具有一

定的典型性。

习近平敏锐地看到了问题所在，权

力腐败、分配不公的背后实则是人民民

主权利没有得到根本保障，公民参与社

会事务缺乏有效途径。时任武义县委

书记金中梁回忆说，当听到后陈村创建

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务、约束公权力

后，习书记随即来到后陈调研。

“没有监督的权力，肯定会趋向腐

败，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和村干部座谈时，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

出，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是农

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是正确的。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讲到了村干部

和村民的心里，掌声一次又一次在小小

的会议室里响起。后陈村首任村监会

主任张舍南回忆，调研结束，一行人走

到村委会门口时，习书记主动邀请村干

部一起合影，“习书记这是在给我们这

项创举鼓劲打气！”

从那以后，后陈村不断摸索完善村

监会制度。2010 年，全国人大修订《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时，规定“村应当建立

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

监督机构”，肯定了“后陈经验”，治村之

计上升到法律层面，成为治国之策。今

年 8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八

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

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13 年来，后陈村连续保持群众零

上访、干部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违规收

入零入账。村集体经济也从 10 多万元

增长到400多万元。

在民主法治村的示范带领下，目

前，浙江省 95%的村基本达到了“由民

做主”：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

10 多年来，浙江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扩大有序

参与，强化权力监督，保障人民群众享

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替民做

主”到“由民做主”，依靠民主法治，浙江

夯实了基层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逐步建

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

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

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权利。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造福人民

这一价值定位从未改变。

制度是为民办实事的保障

民生记心头，事事总关情。

习近平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当成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

制机制和政策规定，群众在哪些领域、

哪个环节还没有充分共享发展成果，哪

里就是工作的重点。

就业是民生之本。

充分就业，人民才能改善生活，社

会才能安定。习近平把就业再就业和

社会保障摆在民生工作十分重要的位

置，多次调研并作出指示。

2003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意外”

地来到杭州中策职业学校。“最早的方

案里可没有我们中策，是习书记自己提

出要看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这说明习

书记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更是对年轻人

就业问题的重视。”想起当年的情景，时

任中策职业学校党总支书记宓铨尧记

忆犹新。

2003 年是高校扩招后应届大学生

毕业的第一年，社会上有一些关于“就业

难”的讨论。习近平在中策职校了解到，

职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很好、特别抢手之

后，非常高兴。他说：“职业教育要以就

业为导向。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掌握了

一技之长，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发展。”

10 多年来，浙江省全面落实中央

就业政策，积极扩大就业面，取得丰硕

成果。2012 年至 2016 年，全省累计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 536 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保持在3%左右，低于全国水平，就

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连续 5 年超过

95.5%，位居全国前列。今年召开的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更进一步提出，实施更

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就业公共服务

体系，认真做好就业援助和创业帮扶，

不断提高就业质量。

社保是民生之需。

浙江“失海”渔民生活来源缺乏保

障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习近平对此非

常关注。2004年9月3日，习近平来到

舟山桃花岛考察，在塔湾村渔民吴瑞庆

家中逗留良久。

“习书记一来就笑着跟我握手，非

常和蔼。还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渔家

乐的房间价格、游客数量⋯⋯”吴瑞庆

回忆说，当知道自己是渔民转产转业

后，习近平关切地询问渔家乐的经营和

家庭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情况。

1995 年，在海上捕鱼 23 年之久的

吴瑞庆“上岸”办起了塔湾村第一家渔

家乐。当得知渔家乐仅夏季收入就有

2 万多元，比捕鱼收入高得多时，习近

平说，要加强对转产转业渔民的就业技

能培训，引导渔民从事水产养殖、水产

品加工、海洋运输和休闲渔业等。分别

前，习近平嘱咐随行干部：要不断加强

和保障转产渔民的生产生活。

如今，吴瑞庆的渔家乐已几经翻新

“升级”。“一年能赚 20 多万元，还给儿

子在城里买了房。”吴瑞庆说，如今养老

也不愁了，每月还能领取渔民养老补贴

230元。“习书记来时，村里总共才12家

渔家乐，现在已经发展到 64 家，村里有

300 多名渔民从事旅游业。”塔湾村党

支部书记周国南告诉记者。

截至2016年底，全省经核定的传统

海洋捕捞渔民已有约60%参加社保或享

受生活补贴，月待遇水平在 900 元至

1500元之间，较好地解决了老年渔民的

养老后顾之忧。同年，全省失业保险参

保人数达1317万人，比2012年增加251

万人，年均增长5.43%；建立失业保险金

标准随最低工资标准实时调整机制，失

业人员月人均领取失业保险金1321.48

元，比2012年增加379.58元，年均增长

8.83%。为103.33万失业人员发放失业

保险金 56.35 亿元，为 127.04 万名农民

工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 41.86 亿元。

全 省 失 业 保 险 促 进 就 业 支 出 总 额

131.87亿元，惠及618.65万人次。

健康是民生之源。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把建

设卫生强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摆到十

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亲力亲为抓卫生抓

健康。

2003年12月19日，在毛泽东同志

诞辰 110 周年和视察杭州市小营巷卫

生工作 46 周年纪念日前夕，习近平来

到小营巷调研。

浅浅小巷，悠悠岁月。习近平缓缓

步入小营巷56号墙门——“毛主席视察

小营巷纪念馆”。在纪念馆后院，几口大

水缸一字摆放。时任社区主任陈慧芳

告诉习近平，这就是毛主席参观小营巷

时的水缸，当年毛主席打开水缸检查里

面有没有蚊子幼虫。习近平听后，旋即

俯身打开同一口水缸查看。抚今追昔，

他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如此重视卫生

工作，我们各级党的干部更加要把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摆在心里、抓在手里。

在随后主持召开的小营巷“爱国卫

生运动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没有

人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的先进

理念。他还围绕构筑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的“防疫大堤”，对公共卫生建设

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坚持预防

为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要

求。他特别指出，农村卫生工作是公共

卫生工作的薄弱点和难点。结合浙江

实际，农村卫生工作要重点解决“有钱看

病”“有人治病”“有人管事”等三个问题。

2005年，习近平在省委十一届八次

全会上明确提出，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

没有卫生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

化。全会提出了实施农民健康工程、公

共卫生建设工程等卫生强省建设的六大

主要任务。2006年，浙江省制定出台了

《浙江省卫生强省建设与“十一五”卫生

发展规划纲要》，并将农村卫生工作作为

建设卫生强省的重中之重。从此，浙江

的医疗卫生工作迈向新的征程——创新

性地设计并实施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着力推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历史性地为农民提供了免费健康体检。

多年来，浙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

引的道路大步向前，大力建设卫生强

省。浙江全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从

2004 年的 75.97 岁提高到 2016 年的

78.4 岁。目前，浙江已实现“县县皆有

名院、县院皆有名医”的阶段性目标，县

域平均就诊率达到 84.99%，群众看病

就诊满意率在90%以上。

教育是民生之基。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十分关心教

育事业的发展，着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2006 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

平来到“新杭州人子女学校”——杭州

树人小学看望小朋友。参观学校的“爱

心小屋”，他细致询问如何获取爱心积

分和奖励方法；走进正在上课的语文课

堂，看着孩子们高举一双双小手，抢着

回答问题，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行至操场，看见学校“少年交警”英姿飒

爽，他拍手称赞⋯⋯来到“六一”联欢活

动的现场，孩子们为习近平系上了红领

巾。时任树人小学校长金小龙说：“习

书记脸上满是慈爱。”

习近平深情地说：“祖国各处都是

大好河山，这些大好河山的子女到杭州

来生活，杭州叔叔阿姨们也应该关爱你

们，支持你们，让你们迅速适应这里的

环境。”临走时，习近平再三嘱咐金小

龙，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要让孩

子们共享优质教育的甘甜雨露。

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

一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重视的一项重

大民生工程。2006 年，我省将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政府教育事

业发展规划；2009 年，设立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教育专项基金；如今，符合条件

的外省务工人员子女在浙江全面实现

流入地升学，在我省接受义务教育的进

城务工人员子女总量达 143.9 万人，占

全省义务教育段在校生的28.5%。

习近平高度重视素质教育。

2005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绍兴

调研期间，关心素质教育发展，专门来

到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他察看了

中心设施，询问教师队伍建设，还与孩

子们一起愉快地制作手工玩具。习近

平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保

证，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

对中小学生进行文化教育，不仅要注重

科学知识的教授，而且更应重视人文精

神的培养。只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有机交融，才能使一个人真正树立科学

精神，“活化”所学知识，正确认识世界，

能动改造世界。

如今，浙江教育事业走在全国前

列。全省所有县（市、区）均通过国家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县评估。

促进就业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

系、确保人民健康、促进教育公平⋯⋯

在一次次调研中，在和基层干部群众的

广泛接触中，习近平深入思考一个问

题：如何通过建立一套长效机制为民办

实事，重点解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的民生问题。

2004 年，一场关于“小事”的讨论

引起了习近平的关注。原来，湖州一位

退休教师写信给当地媒体，批评当地一

些干部办事拖拉、马虎的作风。他在信

中讲述了自己跑了 7 天，却连到药店配

药、申请安装水表交费和退订重复报刊

这 3 桩小事都没办成的经历。这封信

震动了当地干部。由此，湖州市级机关

开展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大讨论。

当年6月3日，习近平来到湖州，在

专题调研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

制等工作时，再提此事。他说：“为民办

实事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

须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

生活的实际工作中去，带着深厚的感情

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使

广大群众真正成为现代文明成果的创

造者和享有者。”他指出，制度是带有根

本性的。要使为民办实事工作长期坚

持下去并不断深化提高，关键在于把制

度建设贯穿到实事项目选择、决策、实

施和督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形成一整套

比较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

一个重大举措已在习近平心中酝

酿成熟。2004 年 10 月，浙江省委省政

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

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重点工

作领域为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

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

定等 10 个方面。这十大领域集中了群

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了群众最直接的

呼声，代表了群众最现实的利益。《意

见》同时就建立健全民情反映机制、民

主决策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投入保障

机制、督查考评机制作出了制度安排。

（下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