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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第一”
打铁还需自身硬

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
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

——习近平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浙江工作期
间，习近平多次强调，“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要
在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危难
时刻能豁得出来。”

狂风肆虐，大雨瓢泼。
2006 年的那个夏天，苍南县金乡镇半浃连村的

村民彻夜难眠：8 月 10 日 17 时许，超强台风“桑
美”正面袭击这个拥有1500余人口的村庄，造成270
多间房屋倒塌，多人伤亡。

第二天 18 时许，时任村委会委员林兴穗正和大
家积极自救，一辆浅蓝色的中巴车开进了村子，车上
下来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是习书记赶来了！”

“一到村里，习书记就踩着碎砖瓦砾，直奔重灾
点，详细了解灾情，慰问遇难者家属。”尽管时隔多
年，林兴穗依旧记得清楚，面对满目疮痍，习近平神
情凝重。听到灾区处处是各级干部冲在一线，看到一
支支党员突击队奋战在前时，他频频点头，不时停下
脚步和大家握手交谈，要求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
活，及时组织生产自救。

“防灾救灾中，党员干部就要带头。”距离半浃连
村约一公里的坎头村，同样遭受“桑美”侵袭。时任
村党支部书记谢庆钏记得，习近平走过村里的废墟，
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是灾后重建的非常时期。群众看
党员，党员看干部。必须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发挥
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抗台救灾、灾后重建、恢复
生产生活，是每一名党员和干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一定要带领党员干部安置好每
一名受灾群众。

习近平的亲切勉励和亲身垂范，给半浃连村和坎
头村，给苍南，给浙江的党员干部带来巨大鼓舞。

在“桑美”肆虐的前后一年间，浙江共遭受了 4
次强台风袭击，10 万多个基层党组织、百万共产党
员成为抗台救灾的中流砥柱。全省有近 2000 人在经
历了抗台救灾后，向党组织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56 人宣誓入党。许多群众动情地说：“关键时刻，
还是靠党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
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
法。”习近平注重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引导党员。

时任宁波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的傅企平，带领
党员和群众，把一个“亩产只有二百零，有女不嫁
滕头村”的小村庄，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生态村。他提出，“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干部首
先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党委成员首先做到；要
求党委成员做到的，党委书记首先做到”，以及

“村干部不住最好的房子，不拿最高的工资，不多
占股份”。习近平多次接见他，称赞他“你是农村
党支部书记的代表，也是奉化乃至宁波和浙江农村
发展的代表”。

如今，滕头村的村民都已入住小康别墅或生态公
寓，但傅企平一家仍住在 20 多年前的老房子里，家里
用的也是老家具。

2016年 7月 1日，这位“老支书”来到北京，从习
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奖
状，“总书记主动向我打招呼，老傅啊，‘常青树’不容
易，一定要继续走在前列！”

这番亲切关怀和勉励，傅企平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次，让大家深受鼓舞。66 岁的老党员傅央改说，全村
党员都以此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鲜明标志。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党员
的地方就要有党的组织，有党的组织就要有正常的党内
生活。”

2005 年 4 月的一天，山城淳安一间不大的会议室
内，气氛热烈。

“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
之间都要广泛进行谈心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直
面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坚持原则敢批评，心胸开阔
听批评。”在出席淳安县委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开门
见山，开宗明义。

“我觉得我本人，对我们淳安走生态之路的发展定
位认识还不够到位。比如我们县刚成立的坪山工业园
区，它的定位应该转向发展生态。”一名分管工业园区
的县委常委的自我剖析，引发大家共鸣。

“生活要奔小康，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一个
地方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对生态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
重视。”习近平嗓门不高，却让在座的每一个人感受到
了力道千钧。不久，坪山工业园区的功能就彻底转变为
发展生态环保、高新技术、文化三大产业，“生态立
县”成为全县的共识。

“习书记的话非常朴素，但又富有哲理。”时任淳安
县委副书记余永青回忆，这次民主生活会，一开3个多
小时，习近平耐心地给每一位同志指出问题症结，提出
解决办法：谈到调研不深入的问题，习近平说，领导干
部要学会“解剖麻雀”；谈到文件、会议过多的问题，
习近平说，发文件和开会本身就是一种工作方式，不能
因噎废食，但要合理精简、科学压缩；讲到如何科学看
待现阶段发展目标，习近平说，既要 GDP，又要绿色
GDP……

一番番见筋见骨的自我剖析，一次次辣味十足的相
互批评，照亮了 11 位县委常委在思想、精神和作风上
的“盲区”，让大家亲历了一次灵魂洗礼和党性锻炼。

“习书记现场点评我们这种形式好，‘民主生活会就
应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共同提高’。”余永青对这次

“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至今难忘。他说，从此，坚持
“问题导向”，成为一任又一任淳安县委和各乡镇党委班
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坐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深
得其中精髓。

“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在习近
平看来，“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他这
样阐述心目中的“为官之道”：“莫道昆明池水浅”，一
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
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
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
多大，但求无愧于民。同时，一个干部的能耐有多大，
最终人民群众看得清清楚楚，组织上也明白。是“锥
子”总会脱颖而出的。当干部的，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

“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

题，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

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努力建设一支
能够适应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
近平有着一系列深远的战略思考：

“铺‘路子’不如压‘担子’”，说的是如何培养干
部；

“要发挥党委一把手‘一双眼睛’和班子集体的
‘多双眼睛’作用，多视角多侧面识别干部”，说的是如
何考察干部；

“干部使用既要坚持群众公认，又不能简单‘以票
取人’，不能搞‘数字游戏’，坚决防止‘干部出数字，
数字出干部’”，说的是如何选拔干部……

习近平多次指出，现在在一些地方，有的干部被列
为后备干部、成为培养的“苗子”后，组织上就很愿意
为他设好“台阶”，铺好“路子”，而恰恰忽略了把他放
到艰苦的岗位上去磨炼；如果组织上真的把他放到艰苦
的岗位上，他本人往往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这其实是
干部培养工作的一大误区。

他特别强调，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马”要在
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后备干部不能放在“温室”里去
刻意培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以磨难历练
他，这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
彩虹？

针对当时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
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习近平更是见事早、抓得深、
谋得远，着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下有
不同的下法，有纪律惩处的下，有不胜任工作的下，还
有正常的退出机制的下，不能‘华山只有一条道’。”习
近平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干部能下
的问题。

温州对干部能下动了真格。2003 年至 2004 年间，
温州148名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办事拖拉、吃拿卡要、对
待群众态度刁蛮等原因，受到了行政告诫、降级、降
职、撤职和辞退等处理，260多人被通报批评，震动了
全市、震动了全省。习近平批示：“各有关部门与各市
县都应做全面探索。”

本世纪初，正是浙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际，一些
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把经济发展简单理解为“唯
GDP”，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搞“形象工程”

“政绩工程”。
“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民谋利益。”对此，习近平

旗帜鲜明地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
他不止一次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认识好‘潜绩’与

‘显绩’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
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要
甘于做铺垫之事，不要只想拿军功章、立凯旋柱。”

2004 年初，浙江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中全面开
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牢固的群众
观，创为民、务实、清廉好班子”教育实践活动。

当年 8 月 31 日，台州市路桥区把 1056 个直接排污
入河口全部封闭起来。接着，一张四通八达的地下排污
管网悄然覆盖了路桥城区的角角落落。城市生活污水集
中汇入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后再入河道，昔日黑臭的
河水成了清流。

这一投入2.35亿元的工程，是区委班子一致决定修
建的，被当地百姓称为“看不见的政绩”。

“有的人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做打基础的工作，
收获的时候他却走了。有的‘十月怀胎’时他不在，

‘一朝分娩’时他来了。所以对干部要有客观的公认，
这个关键在党组织本身。”习近平大力倡导树立科学的
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各位乡亲，请你们给县委书记和县长‘打打
分’。”2005 年 6 月的一天，缙云县前路乡大集村的村
民，从省委组织部直接派出的调查员手里拿到一张《地
方党政领导班子民意调查问卷表》，被调查者是时任缙
云县委书记和县长。村民们至今感慨：“我们是普通的
农民，让我们给县里‘最大的官’打分，真是想不到。”

打分，是为了第二年的市、县 （市、区） 领导班子
换届考察。在那一次对县 （市、区） 领导班子换届考察
中，考察组共找了44897人次个别谈话，对考察对象进
行考察，还对 1942 名考察对象实行考察预告，其中在
新闻媒体进行预告的有904人。

“这是我省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一个重大突
破。”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综合处副处长王利月
说，在习近平的大力推动下，浙江不断创新干部选拔任
用方法，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
硬、能够领导科学发展的干部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
上来。这次换届后，县 （市、区）、乡镇领导班子整体
素质进一步提高。

2006 年 7 月，浙江又在全国率先出台 《浙江省市、
县 （市、区）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
施办法 （试行）》。

习近平在浙江的谆谆教诲，已化为浙江党员干部的
座右铭。浙江历任省委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打出“上下管育爱”系列组合拳。
如今，一支高素质的“浙江铁军”，已成为浙江的一张
名片。

三个“基层”
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执政重在基层、工作倾斜基层、关爱传给
基层。

——习近平

“今天是什么日子？”
2004年 12月 26日，习近平专程到瑞安看望基层干

部，调研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飞云镇，他拍着时任潘岱
街道党工委书记陈连丰的肩膀发问。看陈连丰一时发
愣，他又自问自答：“今天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

在随后召开的基层干部座谈会上，陈连丰懂得了这
个问题背后的深意。习近平在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可以
说是全世界最重视基层的党。当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
收起义，在三湾进行部队改编时，首创“支部建在连
上”。从那时起，我们党不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
则，也奠定了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础
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始终强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围绕主题、解决问题”。在
浙江期间的下基层调研，习近平都尽量安排时间到农
村、社区，与当地的党员干部交流，了解基层组织建设
的情况。

2003 年 3 月，浙江在全国率先部署农村基层组织
“先锋工程”建设，力求通过5年努力，使全省1万个村
党组织和 500 个乡镇党委，成为经济发展健康快速、

“五好”“六好”成效明显、村镇管理科学规范、精神文
明协调共进、农民群众拥护满意的基层党组织。

2005 年 12 月，习近平来到绍兴县由 4 个行政村搬
迁聚居而成的新农村社区——新未庄社区考察。

“党支部威信高吗？党员们能起好表率作用吗？”在
老党员周星福家，听说因为历史积留问题，社区党群、
干群关系一度紧张，习近平频频发问。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周星福竖起了大拇
指，“现在我们有了好班子，党员事事带头，大家越来
越有奔头了。”习近平十分高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在参观社区党员活动
室时，习近平叮嘱社区干部，“一定要继续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好。”现任新未
庄社区党委书记的薛忠兴，当时是文书，他把习近平这
番话牢牢记在了心里。10 年之后，全国农村基层党建
工作座谈会在浙江召开，新未庄社区作为一个现场考察
点，接受来自全国各地基层党建工作者的检阅。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发地区，也是先富起来的地区，
2004 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第 19 年位列
全国省区第一。长期在基层走访调研的习近平，却敏锐
关注到基层党组织阵地建设的短板。

“公章别在裤腰带，开会开在支书家，这怎么行？”
在一次调研结束后，习近平将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召
集在一起，“村级党组织没有固定活动场所，会严重影
响基层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杨立平说，在习近
平亲自关心下，一场关于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的摸底式
排查就此展开。而调查结果令人震动：在浙江这样的

“富省”，竟然有 8040 个村党组织或多或少存在“无处
办公”的问题，比例接近四分之一。

浙江迅速行动，立整立改。2005 年 6 月，省委出
台 《关于认真解决集体经济薄弱村村级组织办公场所
问题的意见》，力争在 2006 年年底前使全省所有没有
办公场所的村级组织基本上有约 100 平方米的办公场
所。不到一年时间，各级各部门先后投入资金 14.3 亿
元，实现了全省 3 万多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
的全覆盖。

武义县俞源乡新九龙山村是个下山脱贫村，也是个
典型的“无处办公”的行政村。武义县将其列入首批经
济薄弱村村级办公场所建设计划，通过省里补助一点、
县里帮助一点、部门捐助一点、乡里解决一点、村里筹
集一点的办法，建起一幢3层6间的办公楼。

“新楼一开工，党员干部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务劳
动，挑砂、抬石头，一天天看着办公楼建起来。”时任
村党支部书记田华平至今记忆犹新，办公楼投入使用那
天，村里放起了鞭炮，男女老幼都赶来看，一些老党员
摩挲着党员活动室里崭新的桌椅，脸上笑开了花。这之
后，办公楼派上了大用场，不但村党支部活动正常了，
村民议事、学习也有了地方，“党员电教室”更是常年
对村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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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远 的 征 程

2006年8月29日，习近平在大陈岛看望和慰问老垦荒队员。 （浙江日报记者 周咏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