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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人 民 为 中 心
【上接第４版】
2004 年 5 月，习近平率团赴川渝鄂考察学习。

在当时浙江省对口支援的涪陵考察学习时，习近平
充满感情地说：“我们要怀着对西部地区人民深厚
的感情，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进一步完
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坚持求真务实，狠抓
工作落实，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对口支
援任务。”

2004年 10月 30日，在全省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
交流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加强对口支
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的工作重点和方法。

2005 年 6 月 1 日，习近平在会见四川省广元市
党政代表团时强调，扶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对口帮扶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一项重大举措。

扶贫帮困，一直在路上。2016 年 7 月 20 日，在
银川召开的东西部协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
一次强调，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
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10 多年来，变化的是经济形势和发展阶段，不
变的是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从浙江到全国，习近
平总书记强力推动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体现了一
个忠贞的共产党人深邃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

努力为困难群体解决实际问题

阳光和雨露，洒遍大地上每一颗树苗，长成的
森林才能茁壮。

除了贫困人口外，习近平高度重视残疾人、农
民工等特殊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时时关心，
处处呵护，点亮他们心中的明灯。

2003年 8月 1日，习近平出席浙江省残疾人联合
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他在讲话中要求：“给
予残疾人工作更多的关心和支持，积极帮助残疾人
就业、康复、教育和脱贫，解决实际困难，努力改
善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切实维护残
疾人的合法权益。”

日常的调研活动中，习近平总是尽可能安排时
间看望残疾人。

2005 年 1 月 27 日，冬雨连绵，习近平一行冒
雨前往湖州市吴兴区考察。在完成既定行程后，
他来到爱山街道红丰西村社区看望残疾人家庭。
彼时，王国荣正值壮年，因一场大病偏瘫，丧失
劳动能力，家中仅有年迈的老母亲相伴。“习书记
握起我的左手说，你的手很凉啊，要注意身体。
知道我平时都是母亲照顾，又担心我母亲年纪大
了 落 下 我 ……” 动 情 的 细 节 ， 王 国 荣 都 记 在 心
间。时至今日，王国荣家中还保留着一条让他倍
感温暖的棉被，这条棉被正是习书记当年带到家
里的。

时光荏苒，初心不改。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
的关爱始终如初。2014 年 3 月 21 日，他致信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强调“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
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两个格外”
的提出，使广大残疾人感慨万千、感动不已。

习近平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在浙江是一段佳
话，更是一个坐标。

习近平视农民工为“城市之友”。早在 2003 年
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就强调要改进对流动
人口的管理，维护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每到一处建设工地
都会深入了解农民工的生产生活状况。2004 年的
盛夏，习近平顶烈日、冒酷暑，来到热浪滚滚、
热火朝天的西湖文化广场建设工地，与站在脚手
架上扎钢筋的民工握手，操心他们“高温下的防
暑降温待遇”。时任西湖文化广场建设指挥部副指
挥 陆 秀 乔 回 忆 ， 当 时 习 书 记 专 门 去 看 了 民 工 食
堂、民工宿舍，他关心食堂饭菜的品种、价格，
关心民工睡眠时间够不够……临走前，习近平再三
叮嘱：“要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努力
为他们解决工作保障、家庭居所、子女就学、个人
婚恋等实际问题。”

2006 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前往住着全国 20 多个
省 （区、市） 近万名民工的下沙邻里中心社区调
研，称赞这里的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和服务水平。

“习书记十分关心新杭州人在城市的生活。”回忆起
当年情形，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敏华难掩兴奋，“是
习书记的关心，让我们从内心生长出对民工的尊
敬。现在社区生活大变样了！习书记去过的食堂改
造成了容纳 28 个店铺的美食城，从早餐到夜宵，新
居民们都可以尝到家乡的味道。”

习近平对特殊群体的深切关怀，体现了他一以
贯之的民生思想：民生是本，群众越是困难，越要
雪中送炭，我们要真正把执政为民思想落实到特殊
群体心坎上。

让每个人全面
享有发展成果

共享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内容而言的。
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
法权益。

——习近平

共享发展是为了全面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的合
法权益，共享各方面建设成果——不仅是经济建设
方面的物质成果，还应包括保障公民参与国家和社
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等，同时，还要努力为人民群众
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也是全面共享的
题中之义。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倡导建设“法治浙
江”，正是为了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
每个人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倾力为民办实事，把
群众利益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建立健全的长效
机制延续至今。

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

习近平在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实践中，早已敏
锐地意识到，处在这样一个重要变革的时代，浙江

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
续走在前列，必须把推进法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2006 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在省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阐明了“法治浙江”的基本
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

在 2006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
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法治通过调节社会各种利
益关系来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法治为人们之间的诚
信友爱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治为激发社会活力创
造条件，法治为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供保障，法治为
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制度保障。

浙中一个小村自发的基层民主探索，让习近平看
到了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的新路径。

在武义县后陈村，坐落在村口的老村委大楼清新
静谧。正门口的一张合影记录下这个小村庄具有深远
历史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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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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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