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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周国富，1945年7月生，浙江诸暨人。1998年12月至2007
年4月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其间，1998年12月至2003年12
月兼任省政法委书记，2003年7月至2006年11月兼任省纪委书记。2007
年2月至2011年1月任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11年3月至2018年3月
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2018年8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7年9月18日

——习近平在浙江（三）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是习书记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

采访组：周国富同志，您好！习近
平同志2002年到浙江任职时，浙江当
时的省情是怎样的？面临哪些问题？
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周国富：浙江是一个陆域面积 10
万多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多平方
公里的沿海省份，陆域面积中山区占
70%左右，被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
人多地少资源能源匮乏，人们常说，

“浙江人倒霉，就倒在没有煤”。同时，
浙江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大的国有工
业企业，1953年至1957年苏联援助中
国的 156个大项目中，没有一个落户
浙江。加上 1962年蒋介石提出“反攻
大陆”，浙江地处沿海前线，一些基础
设施和工业建设也搞不了，所以在改
革开放之前，浙江的经济社会情况与
全国大多数省份差不多，甚至比其他
省份还要更困难一些。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区位优
势、市场优势、人文优势等伴随着改
革开放的政策贯彻实施激发出来、凸
显出来，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也面
临不少“成长的烦恼”。比如，习书记
2002 年 10 月到浙江任职时，民营经
济已经占据浙江生产总值和财政收
入的大部分，称作“三分天下有其
二”。我曾把浙江的经济情况归纳为

“老天爷经济、老祖宗经济、老百姓经
济”。“老天爷经济”是指浙江具有沿
海区位优势；“老祖宗经济”是指历史
文化悠久，人文积淀较为深厚；“老百
姓经济”就是指民营经济较为发达。
但浙江的民营经济也有着先天的不
足——这些民营经济大多是从乡镇
企业转制和个体私营经济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科技水平较低、企业规模
较小、分布较散、实力较弱，处于产业
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这种现象初起时
被叫作“村村点火、乡乡冒烟”，这是
对当时浙江民营经济“低、小、散、弱”
情况的形象描述。同时，从全省情况
看，民营企业虽然有了大的发展，但
还不可能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浙江
经济又是以民营企业为主，所以浙江
的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到发展
底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需要

对浙江经济的发展理念和路径进行
认真梳理和思考，找到新的发展思路
和方位。如何加快实现浙江经济的转
型升级，壮大发展浙江经济，成了摆
在习书记面前的一道难题。

习书记到浙江以后，先是俯下身
子扎实开展调研，然后基于对浙江省
情的了解提出了“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的新的工作坐标。走在前列是目
标，干在实处是关键。这让大家耳目一
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是对改革开
放以来浙江人民在创新创业中秉持的
奋进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对今后工
作的明确要求，极大提升了浙江干部
群众的精气神。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
的国格，一个省有一个省的省格，一个
人有一个人的人格，“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就是我们浙江的省格，是浙江发
展的精气神。同时，更是习书记个人品
格的高度凝练、集中体现。

在 2003 年 7 月召开的省委十一
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书记提
出了著名的“八八战略”。“八八战
略”，八大优势，八大举措，针对浙江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主客观条件，提
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
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针对浙江独特
的地理位置，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
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
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交流与合作，不断
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他还把民
营经济发展经历的“走过千山万水、
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
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纳入浙江人
文优势的内容，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
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
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等等。

“八八战略”是习书记在全面、深
入调研的基础上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全面、系统、贴切、务实，每条优势和
举措都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所以
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
认同。不仅为浙江未来发展明确了方
位和目标，更重要的是使浙江4000多
万人民提振了发展的信心。至今，“八

八战略”依然是指导浙江经济社会发
展的总纲领、大战略和原动力。

采访组：具体来讲，习近平同志
是怎样将“八八战略”落到实处的？

周国富：习书记提出并实施了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新抓
手，将“八八战略”落到实处。概括地
说，有“七个两”，即“两只鸟”“两座
山”“两种人”“两个治”“两只手”“两
个优势”“两个发展”等。

“两只鸟”。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较
早，基础薄弱，“低小散弱”的问题比
较突出。为了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模式
的转变，实现转型升级，习书记提出
了“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两
鸟”重要论断，促进了思想的再解放，
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升级
步伐，引导浙江经济科学发展、品质
发展和提升发展。

“两座山”。浙江“七山一水二分
田”的地域特点，发展不够平衡，粗放
发展，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山区发展与平原发展、长远发展与眼
前发展等诸多矛盾，制约着浙江的发
展空间和发展容量。就农村来说，当
时有顺口溜说：“走了一村又一村，村
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镇镇是
农村”；“在家穿拖鞋，出门穿套鞋”；

“浙江到，汽车跳”。这说明村镇建设
缺乏规划、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
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破坏、城乡发展不
平衡。2003年，在习书记的领导下，省
委决定在农村全面开展“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
2005年 8月 15日，习书记在安吉县天
荒坪镇余村调研中提出著名的“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
正在开展的“千万工程”和整个浙江
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指导方
针。习书记亲力亲为，每年主持召开
由各市市委书记和省级有关厅局长
与会的农村“千万工程”现场会，进行
经验交流和工作部署，脚踏实地，步
步推进，形成市县书记和机关厅局长
共抓齐干的大气势。同时，在“千万工
程”推进过程中，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如实施乡村通路工程、万里清水河道
工程、乡村规划和民居保护设计工
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工程、下山
脱贫和千万农民培训工程等。通过十
几年持之以恒的奋发创新，浙江农村
呈现了一大批美丽乡村和农（渔）家
乐等“三农”（指农业、农村、农民）新
景象，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村美
了，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乡村旅游
休闲成为新兴产业，生态环境发生了

质的变化。山区农民说，过去是“砍
树”卖“木头”赚钱，现在是“看树”卖

“美景”致富。“砍”与“看”一字之变，
深刻反映了浙江“三农”面貌所发生
的根本变化。

“两种人”。落实“八八战略”，推
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处理好

“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平原与
山区”“陆地与海岛”的均衡发展至关
重要。习书记提出并主抓“生态浙江”

“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山海协作”
等，进一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让
城市文明辐射到农村，也让农村文明
辐射到城市，农民进城务工，市民下
乡旅游休闲并创业，不仅密切了城乡
关系，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市民与农民
的共同富裕、均衡发展。至今，浙江一
直是全国城市农村、市民农民发展差
异、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省份。

“两个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我国实现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是以一
次又一次冲破思想禁锢为前提的，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群众迸发出
蕴藏着的极大创造力。习书记提出的

“无为而治”“有为善治”的“两治”思
想，意义重大。习书记十分重视老百
姓为发展生产力所创造的新事物、新
作为，积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的
创新和创造。同时，对于政府有法制
和政策规定并已经清楚明了的事情，
就要敢于和善于去治理。如习书记主
抓的“法治浙江”“文化大省”“平安浙
江”等系列建设，为浙江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两只手”。习书记善于运用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
见的手”来发展经济。创立于毛泽东时
代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对发展城乡经
济、促进农业生产、富裕农民作出过重
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村供
销合作社渐渐偏离了为农民服务的宗
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供销合作
社出现了诸多问题。习书记对浙江供
销合作社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
研，并在 2006年 1月召开的全省农村
工作会议上，重新明确了新时期供销
合作社的目标任务、改革重点和发展
方向，特别强调供销合作社要为农民、
农村和农业服务。他还亲自签发浙江
省委〔2006〕106号文件，即《关于深化
改革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新农村建
设中重要作用的意见》。同年，习书记
在温州瑞安市农村供销合作社“三位
一体”工作现场会上，首次提出“积极

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
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
系”。此后，全国首家集生产、供销、信
用于一体的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
温州市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
随后，在浙江省18个县（市、区）展开试
点，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显
著成果。

“两个优势、两个发展”。充分发
挥浙江的“市场优势、浙商优势”，“跳
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出去融合发展
浙江”，是习书记抓发展的又一个重
要思想。浙江人多地少，资源能源匮
乏，发展容量和空间不大。但浙江有
市场先发优势和特有的浙商优势。浙
江在海外有众多华侨、华人、华商，在
国内各省都有浙商和商会。至今，浙
商在省外已超过 600多万，在海外也
有200多万。浙商富有敢为人先、勇立
潮头、坚韧不拔、创业创新的浙江精
神，跳出去、走出去，发展浙江、发展
全国、造福人民就是更高层次、更高
站位的发展观。习书记每到省外和国
外考察，都要去看望浙商、勉励浙商，
听取意见，指导工作，使浙商备受鼓
舞。“两个优势、两个发展”的大发展
思想，不仅促进了浙江发展，而且也
促进了浙江的企业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获得了丰硕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
间，您曾分管过纪检监察工作，请您
谈谈他是怎样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的？

周国富：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市场经济先发之地，浙江在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中，党员、干部确实面临很
多诱惑和严峻考验。当时有人开玩笑
说，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是靠“手榴弹”

“炸”出来的，意思是经常拎着酒瓶请客
喝酒；是靠“机关枪”“扫”出来的，意思
是见了人就分发香烟联络感情；是靠牛
皮“吹”出来的，意思是磨破嘴皮推销产
品。习书记很理解民营企业家创业的艰
辛和难处，他常说：我们浙江的民营企
业家很不容易，党和政府一定不能瞧不
起他们，要亲近他们，给他们支持。同
时，习书记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党风
廉政建设，强调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他也非常支持纪检监察工作，在反腐败
斗争中，特别强调惩防并重，坚持教育
与惩治相结合。对于违纪违法的党员和
干部，从来都是态度坚决，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教育一片。

在大力惩治腐败的同时，习书记
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全社会的廉
政教育，教育党员干部算清经济账、

法纪账、良心账。在习书记的重视和
支持下，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开展廉政
文化建设的省。省纪委专门编纂了一
部《廉政镜鉴丛书》，分为《从政风范》

《从政警戒》《古今廉文》《清官故事》
《中国廉政史话》《廉政文化新探》等
六册，由习书记亲自作序，作为党员
干部读本，并公开发行。宁波市鄞州
区委编纂的《中国廉政文化丛书》，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在全省
各地还建立17个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同时还在全省开展廉政文化进街道、
社区、农村和学校活动，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得到了时任中纪委书记吴官
正和副书记刘峰岩的赞扬和推广。我
曾经到杭州市区一所初中听过一堂

“廉政文化教育课”，主题是“诱惑”，
讨论什么是诱惑？我们身边有哪些诱
惑？怎样对待诱惑？学生们讨论热烈，
老师循循善诱，分析透彻，取得良好
效果，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清廉”的
种子。做好教育为上、惩防结合的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为浙江党员、干部
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社会环
境，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这是习书记率先垂范，敢抓、善抓
党风廉政建设的丰硕成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
间，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周国富：习书记是一位拥有大智
慧、大谋略、大抱负、大实干的杰出领
导者。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非常低调，
始终扎扎实实地干好每一项工作。他
认真负责，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注重
调查研究，讲求工作效率。在我们心
中，他既是我们的班长，也是我们的
朋友，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大家知道，我们浙江是世界闻名
的产茶之乡，习书记爱茶、关心茶，支
持浙江茶产业的发展。2006年，还专门
给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所属刊物

《茶博览》撰写《世界茶乡看浙江》的文
章，给浙江茶人以极大的鼓舞。更重要
的，我觉得他做人如茶。茶叶在其生命
最美好的时候（一芽一叶、一芽二叶）
被采摘离开了生命之母（树），经历凋、
揉、烘、焙甚至发酵等艰苦磨炼方成好
茶。这正是习书记的人生经历和奉献
成就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个人品格的高度凝练和精
彩体现。习书记阅识丰富，胆识过人，
身体力行，无私奉献。可以说，当年主
政浙江时的探索和实践，是习近平总
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源头活水。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原载3月3日《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