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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塔镇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习

近平又搭乘海警船近两个小时，来到台

州椒江区大陈岛。工作调研之余，他还

专门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条件、生活保

障等情况。听说岛上正在翻修办公楼，

他一定要去看一下。

站在办公楼的脚手架前，习近平问

时任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大陈

镇党委书记孙尚权，“办公室条件怎么

样？几个人一间？够不够用？”听说岛上

办公条件有了一定改善，但干部宿舍条

件仍旧很艰苦，他特意叮嘱，“要加快宿

舍改造，今后如果碰到困难，尽管找我。”

对基层的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关爱，

让浙江的干部队伍焕发勃勃生机。

“习书记任上，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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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坚说。

三个“跑遍”

始终与人民心在一起、苦
在一起、干在一起

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
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
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
区。

——习近平

到浙江一年多，就跑遍全省 90 个县

（市、区），习近平在浙江交出的这张“成

绩单”，至今为浙江党员干部传颂。

来到浙江后，习近平坚持调研开局、

调研开路，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

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

部门调查研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

三个“跑遍”，强调要练好群众工作这项

基本功，强调“办法就在群众中”。

“习书记身体力行，带动了全省各级

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这个优良传统传承

至今。”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说，一天工

作 12 个小时以上，一周跑三四个县，是

习近平当时的工作常态。

被习近平称为“省级农民”的时任浙

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多次与习近平

一起下基层调研。他说：“习书记有过插

队经历，在基层锻炼过，对农民有很深的

感情。他通过调查研究、进而研讨制定

政策的这一套工作方法，具有很强的操

作性、前瞻性和创新性，不会犯官僚主义

毛病。”

2003 年，习近平主动提出将距杭州

300 公里以外、山路十八弯的淳安县枫

树岭镇下姜村作为自己的基层联系点。

“即使现在通了高速，从杭州来我们

村里还要 3 个多小时，那时候，来一趟是

真不容易！”时任下姜村党支部书记姜银

祥清晰地记得，2003 年 4 月 24 日，习近

平第一次到下姜，一路上换了 3 种交通

工具，“他先花近 6 个小时从杭州坐车到

县城，又坐快艇三四十分钟到薛家源村

码头，再换汽车一路颠簸约 20分钟进下

姜村。”

到了村里，大家都劝习近平先休息

休息，他却一挥手：“走，到村里转转。”

正在春风里长出新叶的蚕桑基地，

引起了习近平的兴趣。“我是北方人，对

南方的蚕桑生产不是十分了解，你给我

好好介绍一下吧。”穿行在桑树丛中，习

近平抚摸着新叶，对姜银祥说。

“那时我想，这么大的领导来，说个

基本情况应该差不多了。”

没想到，习近平却打破砂锅问到

底。“老姜，开始种桑树时，你们一亩地种

多少棵桑苗？桑苗是什么品种？从哪里

买来的？”接连几个问题让姜银祥有些意

外，“没想到他会问得这样细、这样在行。”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先后 4 次

来到下姜村。“看到村里谁家的屋门开

着，习书记就会拐进去看看，村里大部分

农户家他都去过，每次都先走访慰问老

党员和困难群众。”姜银祥说，“进了村民

家，都会问问大家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

困难。”

自带铺盖在农民家中住上一阵，跟

老百姓拉拉家常，听听村干部们发发牢

骚，为村里办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在习近平的带动下，2005 年 9 月，浙江

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自身建设、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十项规定，第一

条就是“坚持基层联系点制度，每位省委

常委都要确定基层联系点，每年到联系

点和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社情民意，

解决基层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

题”。这之后，市、县、乡三级也都建立了

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

2017年6月19日，浙江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闭幕后的第 3 天，浙江省委印发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会关于加强自身建

设的意见》，再次明确了“每位省委常委

确定 1 个县（市、区）、1 个乡镇（街道）、1

个村（社区）作为联系点”。

时任丽水庆元县屏都镇敬老院副院

长的杨梦蛟，至今都对 3 个“没想到”念

念不忘——没想到，省委书记会走进偏

远山区的敬老院；没想到，他这么操心老

人们的衣食住行；更没想到，他还现场为

老人们烧了一道菜。

2007年1月23日，傍晚时分，山区的

气温已经很低了，杨梦蛟引着习近平快

步走入敬老院文体活动室。见到老人们

正围坐着下象棋，习近平也饶有兴致地

加入棋局：“大家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

“看看电视、唱唱戏，有时候剧团也

下来演出。”

习近平微笑着点头，说：“老人家光吃

饱穿暖不够，精神生活也要过得丰富。”

听闻杨孔和老人卧病在床，习近平坚

持前去探望。“老伯，我来看看您。今天感

觉怎么样，看过医生没有？”他一边细心

询问着，一边俯下身摸摸被褥的厚薄，

“晚上睡觉会不会冷？衣服穿得暖吗？”

听到老人肯定的回答，习近平笑

了。他代表省委，向敬老院老人们送上

3.5万元春节慰问金。

“给老人们的年货备得怎么样了？

走，去看看你们的厨房。”习近平来到厨

房，看到里面摆放着的一袋袋米面、一筐

筐蔬菜、一块块猪肉，十分高兴。

“当时，炊事员吴开玉正在下一锅包

心菜。习书记就走过去说，能不能让我

来给老人们炒这个菜？然后他接过锅

铲，很认真地炒了起来。”杨梦蛟回忆，习

近平边炒边和大家拉家常，说，“你们看

我炒菜的动作是不是挺熟练的？我当知

识青年的时候，就学会了烧菜。”

“习书记还说，上年纪的人大多喜欢

吃软的，你们要多留心照料。菜也要荤

素搭配，注意营养。”杨梦蛟说，那天，老

人们都觉得这锅菜格外香。

从厨房出来，习近平又径直走进了

洗浴间，拧开热水龙头，用手试了试水

温。当时敬老院的热水供应主要靠太阳

能，那几天是阴雨天，水温有些偏低。习

近平嘱咐杨梦蛟和乡镇干部：“要保证老

人随时能用热水，如果太阳能跟不上，就

用电烧。”

这一次调研，还有一个细节让杨梦蛟

印象深刻，“听说省里有领导要来敬老院，

我们就想准备个欢迎横幅，可镇上的干

部告诉我们，‘上面说了，不要搞这些’。”

习近平下基层调研，从来都是轻车

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一名跟过他调研

的干部回忆：“一次，习书记看到警车开

道，还鸣着警笛，当即提出‘以后不要这

样安排，以免影响群众生活’；外出调研

时，他常与当地干部一起吃工作餐，说得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既然来了，就要听

真话、摸实情、办实事、求实效’。”

为了使调查研究在全省蔚然成风，

真正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基本

的工作方法，2003 年初，习近平在率先

深入调研的同时，向省委常委会建议，召

开以加强调查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中心组

学习会。

就在这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浙江省

委制定了《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的意见》，并对加强调研作出规

定：县以上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必须

事先充分开展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充分

调研并形成调研意见或比较方案的，一

般不列入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议的

决策议题；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

年分别要有 2 个月和 3 个月时间下基层

调研，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每年撰

写 l 至 2 篇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

查研究报告，总结经验，指导工作。领导

干部要在基层建立联系点。省级领导每

年至少到联系点 2 次，市县领导要与基

层联系点保持经常联系。

“求客观实际之真；务执政为民之

实”“深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

究重实际”“狠抓工作落实动真格；加快

浙江发展务实效”“高度关注民生系真

情；坚持为民谋利出实招”⋯⋯2004 年

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省委举行新一

年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一次学习会，习近

平以“求真务实”为横批，诵读了他自撰

的 4 副春联，作为自己的学习心得，再次

与大家共勉。

在习近平的示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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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书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

总是怀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做工

作，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

的事情，再小也不含糊。”时任浦江县信

访局干部楼旭芳说。

2003 年 9 月 8 日，《浦江报》头版刊

登的一则公告“轰动”了这座小县城：9

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及省级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参加浦江县领导信

访接待日下访接待。一周后，又公布了

接访的具体时间、地点。

当时，浦江因环境问题、拆迁问题导

致上访激增，被列为全省 8 个信访重点

管理县之一。

“领导干部在急难险重等关键时刻，

应该冲在最前列；面对目前大量的群众

信访问题，领导干部也应站在最前面，面

对面地做好群众工作。”

9 月 18 日上午，习近平准时接访。

“从没见过省委书记那么大的官，递材料

的时候，我的手抖个不停。”因拆迁问题

上访的赵仲富回忆。

“来，坐下慢慢说。”

“习书记，街道拆迁我们不反对，但

图纸、规划、方案什么都没有，一句话就

让我们搬，哪个愿意？”

习近平耐心倾听赵仲富的诉求，与

他逐个商讨问题，讲道理、说政策，反复

做工作，还再三嘱咐身边的当地干部：

“要尽快拿出图纸，让老百姓一起参与，

选出满意的户型。”

临别时，他握着赵仲富的手说：“今天

我们是来诚心诚意听取意见的，对你们的

要求我们充分理解。刚才职能部门从法

律和政策的角度作了解释，采纳了你们

合理的建议。希望这次接访后，大家能

进一步加强沟通，达成共识。衷心祝愿

你们通过旧城改造，过上更好的生活。”

上午的接访一直持续到 12 时。简

单用餐后，习近平没有休息，又开始接待

来访群众。

据统计，当天，习近平率省直 15 个

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金华市、浦江县党政

主要领导，一共接访 436 批、667 人次，

当场解决 91 个问题，交办落实责任制的

324件，定性处理的21件。

在下访中，习近平一再告诫当地干

部，信访工作就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必

须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高

度，努力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从源头做好信访工作，关键还

在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领导下访

接待群众这项工作，贵在经常下去，长期

坚持，必须靠健全的制度来保障。”

以2003年习近平下访浦江为契机，

浙江拉开了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干部

和人大、政协主要领导联动下访的序幕，

逐步形成了省级领导坚持带头接访、市

级领导坚持定期接访、县级领导坚持开

门接访、乡镇领导坚持随时接访、村居干

部坚持上门走访的5级接访机制。

习近平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刻

在了浙江党员干部的心底。2017 年 8

月，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在杭州下访接待

群众时强调，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倡导建立的

一项制度，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密切党

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渠

道，是促进干部转变作风、做好群众工作

的有效方式，必须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实

施好。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还发起过

一场“效能革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省

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

长庄跃成介绍，当时正逢互联网兴起，一

些机关干部利用上班时间炒股、打游戏，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受到群

众诟病，引起习近平的强烈关注。他明

确指出，要坚决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奢靡之风划清界限，决不能把干群关系、

“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和水火关系。

“要切实增强公仆意识，摆正与人民

群众的关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主动

性。以创优服务为主题，根据各自工作

特点，采取有效形式，建立健全各种便

民、利民的服务措施，着力解决目前依然

存在的‘事难办’的问题。”2004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在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

会上发出动员令；7 月 9 日，他又在省卫

生厅检查机关效能建设工作的现场，中肯

地点出了6方面突出问题：“事难办”、行政

行为不规范、“文山会海”、“素质不高，本

领恐慌”、“浮躁、涣散”等。他还明确要

求，“有关整改方案要以适当的方式公之

于众，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做到真查

真改，真见成效，不能只讲不做，只查不

改，搞一阵风，雨过地皮湿。”一位在场的

领导干部称，习近平这番切中时弊的警

示，让大家十分震动。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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