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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习近平高度重视“云娜”台风的防

御工作。为确保防台抗台斗争取得胜利，他再三要求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岗在位。习近平说：“领导干部可

以不一定是防台的专家，但领导的坐镇是一种无形的

力量，是一种支持和鼓舞，也是一种督促和鞭策。这不

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重要的保障。今后，在重大灾害面

前，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领导干部必须迅速到岗在

位，靠前指挥，提供有效保障。”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

2004年8月10日至11日，习近平在金华考察并

主持召开金、衢、丽三市党建工作座谈会。一接到“云

娜”台风可能在浙江登陆的报告，他立即赶回杭州。从

8 月 11 日晚上到 8 月 13 日，短短数十小时内，他四赴

省防汛防旱指挥部，亲自指挥部署防御工作。为抓好

灾后慰问和重建工作，13日下午，习近平顶风冒雨，赶

到温岭市大溪镇、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黄岩区东城，

实地了解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全省抗灾救灾工作，17

日上午开完电视电话会议后，习近平下午即赶赴重灾

区乐清市仙溪镇溪口、石碧岩村和龙西乡上山村等地；

18日又来到永嘉县上塘镇、渠口乡坦下村，慰问灾民，

指导救灾重建工作，并听取温州市相关工作汇报⋯⋯

时任浙江省防指办常务副主任姚月伟对当时的情

形记忆深刻。他拿出浙江省防指办整理的“习近平总

书记在2004年8月11日晚防御14号台风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讲话记录”上，清楚地记录了习近平对人民生命

安全的牵挂——

“与其说‘抗’，不如说‘抗’的重点是‘防’，现在不

是说抗台风就要站在风眼上，而是要在台风来临前，把

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好，主要是‘防、避’。”

“海上渔民有8.2万人，要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他

们；近海滩涂养殖人员12.5万人，这批人很多是民工，

哪里知道台风有多大威力，必须转移。”

“房屋不安全的群众要统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避

风，不要怀有侥幸心理；渔港里的渔民，不要以为在渔

港里就没事了，这些渔民不能留在渔港里，一阵大风过

来一碰撞就有很大伤亡危险。”

⋯⋯

在此之前，浙江曾有过因过分强调“誓与大堤共存

亡”而造成重大伤亡的惨痛教训。在与台风斗争的问

题上，以前大家的传统思维是一个“抗”字，认为在强台

风面前，人员伤亡可能难以避免。而习近平把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看得更重，把“防”字摆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上。“在防御‘云娜’时，习书记首次提出了‘不死人，

少伤人’的防台目标要求。这在当时引起全省甚至全

国极大的反响！”

为了实现“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习近平又提出

“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

可事后听哭声；宁可信其来，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重，

不可信其轻”的理念。

2005 年，防御“麦莎”台风，浙江提前转移 124 万

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人口规模，这在浙江历史上

前所未有。统计数据显示，在这场大台风中，浙江省仅

死亡两人。那3年，浙江实施了数场百万人员大转移

行动。

围绕习近平提出的“不死人、少伤人”目标要求，

10多年来，浙江省开展了“千库保安”“强塘固房”“五

水共治”“百项千亿”等一系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同时

不断完善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等非工程措施，使浙

江省的整体防汛防台能力有了质的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浙江从此真正确立了“生命至上”

的防台宗旨，坚持了“转移避险”的科学防台举措。“以

人为本”的理念彻底代替了原有的抗台思路。浙江的

经验，也被沿海各省（区、市）效法。

防御“非典”，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遇到的另一

大挑战。在应对这件急事上，习近平的为民情怀同样

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2003年4月19日下

午，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出现在浙江。“非典”既严重

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又给浙江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如何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播？需要尽快排查与感

染者接触过的人群。但是，单靠卫生系统的人力根本

无法做到这一点。习近平果断指示：立即调动公安力

量排查直接接触者！当晚，公安系统、卫生系统有效联

动，排查出直接接触者1000多人并有效隔离。在习近

平的直接指导下，浙江在抗击“非典”这场公共卫生硬

战中，在全国创造了科学隔离的样板。

习近平在“非典”期间，先后视察了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省疾控中心，反复叮咛“要做好预防

工作，不让其他人感染”“要隔离病人”“要全力保护好

医务人员”。

声声关切，阵阵暖流，无限感动。时任省卫生厅厅

长李兰娟至今记得，习书记在视察期间与每一位传染

病实验室工作人员亲切握手，向他们表达省委省政府

的关怀。在划定隔离点的次日，习书记还察看了隔离

点，逐一慰问医务工作者和被隔离居民，详细了解防治

措施落实情况。

“你能想象吗？那样的特殊时刻，习书记温暖的双

手，对浙江人民抗击‘非典’是多么重要的鼓舞！”时隔

10多年，忆及往昔，李兰娟依然激动不已。

老百姓身边的每件小事都是大事
人民群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有着最重的

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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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习近平在《世界茶乡看浙江》一文中提

到：“浙江茶叶连续 20 年的持续增长，不仅解决了百

万户农民的增收问题，也为农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

供了新的思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基础和

条件。”

“以茶脱贫”“以林富农”的设想，开启了龙泉市与

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市校合作”的新篇章；也让茶叶

成为浙江山区农业中经济收入最稳定、效益最显著的

产业。

不要跟老百姓算小账
待人平和的习近平，在扶贫问题上讲了“狠话”。

时任松阳县委书记林健东回忆：2007 年春节前

夕，习近平在龙泉市召开加快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

工程”座谈会。会上，丽水有干部提出，给低保户的补

助能否给足，给全额。原来，按照当时政策，低保户申

请补贴要扣除自家从事生产所得部分收入，比如种菜、

砍柴等。当时，会上有人对此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

一直在静静倾听的习近平当场表态：“不要跟老百姓算

这个小账，我看补助力度还可以大一点！”

“我们重视贫困问题，给贫困人口政策支持和补助

力度，谁如果不支持，我看就让谁来当这个市委书记和

县委书记！”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在扶持

政策、工作力度等方面大力支持帮扶困难群众的工作。

早在2003年，刚刚到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提出，

“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要求，我们应该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帮

扶城乡困难群众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写道：“有的县里每年从省

里拿到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几千万元，却拿不出几十万

元的低保金。如果对群众有感情的话，这些钱是拿得

出来的，也是应该拿出来的。”

今天，浙江交出了一张脱贫攻坚的漂亮答卷。

2015年初，浙江26个欠发达县“摘帽”。这26个县经

济发展水平已超过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部

分县经济总量、财政收入等方面甚至已赶超中西部省

区地级市的水平。 （下转第三版）

2005 年5月31日，习近平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小朋友共庆“六一”儿童节。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