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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下）

——习近平在宁德 （一）

采访对象：陈增光，1939 年 7 月生，福建寿宁人。1984 年

至 1990 年任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接习近平同志任地委

书记、行署专员。1995 年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2003 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2 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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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听您讲这些故事我们也很受触动，很受教育。我们

还听说习近平同志当年曾“三进下党”，对下党有着特殊的感情。

请您给我们讲讲他“三进下党”的故事吧！

陈增光：去下党乡是在他对宁德 9 县进行调研之后的事情。

当时宁德有四个特困乡，分别是下党、范坑、北壁、洪口。这 4

个乡习书记总共跑了 3 个，都一一帮助他们解决过问题。就剩下

一个北壁，在一个海岛的边上，实在太偏僻了，路又陡，所以我

当时就没有建议他去，怕来回有危险。他离任后还特别跟我讲：

“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所以

我退下来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就把这个北壁作为我的

扶贫挂钩点，每年去一次，到那里搞现场办公，现在北壁已有了

一定发展。凡是他交代做的，接任班子同志都会按照他的交代去

做去落实。

他第一次进下党是 1989 年 7月 19 日。在那天之前，我们地

委召开了一次贫困乡党委书记座谈会。下党乡的党委书记叫杨奕

周，胆子很大，当时在会上就站了起来，说：“习书记啊，我这

个乡的书记难当啊，下党太落后了，你能不能到我那里去看一

看？”习书记就问他怎么个落后法，他说：“第一，财政上拿不

出钱，干部的工资发不出；第二，教育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

呢？有一天电影队来放电影《上甘岭》，很多小孩子高高兴兴地

就去看电影了。可是看完了都不走，蹲在那个地上找东西，我们



第 3 页 共 20 页

就过去问他们，你们找什么？孩子们说‘我们看到他们打仗，想

看看地上有没有留下子弹壳’。您看，这里的孩子们这么大了都

不懂得什么是电影，教育太落后了。第三，贫困户太困难，有一

对夫妇，穷到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要合穿一条裤子，就是谁出

门，谁就把家里那条唯一的新裤子穿出去，回来再脱下来，换给

另一个人。”习书记说：“这是真的吗？”杨奕周说：“是真的，

你不信就来看一下。”结果，没几天，习书记就带上机关几个同

志，连同 18 个相关委办局的同志，一共 30 多人，踏上了去下党

的路。

当时我陪着他，从地委到下党，用了好几种车。先是我们的

小车送到寿宁县城，后来是军用吉普车送到岔头坂，然后就没有

通车的路了，我们就下来沿着山路往下走，走了两个多小时。一

路上，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怕他吃不消。因为我们毕竟是本地干

部，既要让他的工作顺利开展，又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能让他出

危险，也不能让他中暑。但我看得出来，他有基础，因为他当过

知青，是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尽管如此，他后来回忆这次下

党经历，仍然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这两个词来形容。当地

老百姓自发在中途给他送祛暑茶，他拿起来就喝，喝完继续走。

到了下党，他已经汗流浃背了。当地干部在村口的鸾峰桥上

拉起一块塑料布围了个小圈，他在里面拿了一桶水，从头到脚冲

下去，然后换了身衣服，歇都没歇就组织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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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下党没有办公用房，我和习书记到了下党，就在那座叫

鸾峰桥的廊桥对面的小学校开办公会。他们摆了一张桌子，三把

椅子，习书记对杨奕周说：“你坐中间，我们两个坐在边上，听

你讲。”老杨一下子就紧张了，手发抖，说：“你让我坐在那儿

我讲不出话来啊。”习书记就讲：“我们尊重基层同志，你就放

心大胆地坐在当中，讲给我们听。”老杨平复了一下，就坐到中

间去讲了。我刚才说当时去下党带了 18 个委办局的同志，习书

记把现场反映的问题当场交办给各部门，让他们限时解决，比如

基本办公设施、干部基本食宿、通水通电等等。

那次去下党，再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的脚磨出

了泡，我们在县里给他找了个医生简单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

我们都以为累了一天该睡觉了，没想到他竟然还自己跑到街上去

买书。我的秘书听说了，跟在他后面想给他出钱，可他不肯，说：

“我自己买书自己出钱。”他这个人就是很爱学习、很爱看书的，

平时走到哪里，看到有什么好书、自己又喜欢看的，他就买下来。

他还曾对我说，正面反面的书都要看，看完以后进行独立思考，

这样有助于锻炼和提高自己的思维。

一周之后，1989 年 7月 26 日，下党遭遇一场洪水。习书记

本来陪同当时的省长王兆国同志到福安视察，视察结束后他们听

说了下党的灾情，当即决定前去察看。路被洪水冲垮了，可他当

时坚持要走进去，说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我们就慢慢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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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披荆斩棘、几番涉险。后来我们终于走进去了，见到了群众。

他慰问了几个受灾户，了解了他们的受灾情况和基本供给，停留

了许久。这天到下午两点才回福安吃午饭。

1996 年 8 月 7 日，他已经到省里工作，仍然非常牵挂下党，

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组织人再进下党，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了乡

公路建设和下屏峰村灾后重建问题，还调研了清源乡花菇产业发

展情况。

20 多年过去了，下党人至今都忘不了当年习书记三进下党、

对下党的关怀和恩情。他赤诚的为民爱民情怀，都被这片大山深

处的百姓们牢牢记在了心里。更加难得的是，那个当年在地委大

会上站起来“放炮”的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成了习书记一位非常

要好的基层朋友，习书记经常把他请到家里交谈，老杨后来还去

浙江看望过他。后来他生病，习书记还给寄过药。他不幸过世之

后，习书记还对他孩子的就业等问题给予帮助。习书记对基层干

部的这种爱护关心，对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不仅对下党这

样的贫困乡镇充满深情，而且积极推动“四下基层”，号召各级

领导干部积极贴近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请您讲讲这方面情况。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期间跑了很多地方，最远的到过福鼎

县的嵛山岛，这是闽东岛屿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但当时还有待

开发。去得海拔最高的地方是屏南县的仙山牧场，860 米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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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那里举办了一次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住了 5天，这也是

地委读书班第一次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他在班上大力宣讲闽

东的资源优势，包括宣讲仙山牛场良好的自然资源。他还对办读

书班提出要求，说读书不能关在办公室里面，要走出去到外面一

边看一边学。

关于“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

调查研究下基层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个理念是他在接

待来访群众的时候形成的。我们宁德行署每月都有一个接待信访

日，他在霞浦县亲自参加接待。那天来访的群众很多，估计有五

六十人，每一个人他都接待，然后把问题记下来，有的当场就批，

有的向群众承诺带回去办，还有的现场就提出转给哪个部门。另

外还有一些，我们几个班子成员当场找相关人员谈话，并把了解

的情况分门别类交给他的秘书。

那次回来之后，他不是参加完接待就过去了，而是深入思考

这个事。他在想，人民群众有这么多来访，我们应该形成一个规

范化的制度，既让群众满意，也让群众好找。所以他把实践中的

积累归纳成“四下基层”，地委领导都要带头到基层接访，各县

各层各级都以此类推。我们一确定接待日期，就马上向老百姓通

知，老百姓知道书记要来，就可以向书记反映问题。习书记说：

“这样把别人找我们，变成我们上门去，也是工作方法的一大创

新。”这种做法，闽东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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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政治智慧独特，概括能力很强，又非常善于思考，能

够把理念性的观点，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高度，再结合实际情

况归纳提炼成施政举措。他在宁德提出的“滴水穿石”“弱鸟先

飞”“四下基层”，是当时指导工作非常有效的创新措施，我接

任后坚持这种理念开展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干部始终遵

循的工作思路，对宁德的发展发挥了长效作用。

采访组：为民办实事，是习近平同志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一

以贯之坚持的。请您介绍一下他为宁德百姓办实事的情况。

陈增光：这方面他做得太多了。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

是造福工程。这个名字虽然不是他在宁德期间提出来的，但这件

事是他在任时就提倡并推动的。他当时倡导，为官一任，就要造

福一方。闽东贫困面这么大，扶贫发展很困难，需要有一个具体

载体，比如先把分散居住在山上的群众搬迁下来。凡是一方水土

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都把群众迁出来，集中到水电等基础条件

比较好的地方。我接任他当地委书记后，继续做这件事。按照他

这种做法，搬迁的群众后来大都过上了好日子，对党衷心拥护，

有的在自己家门口贴上对联，上面写着：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

农家感党恩。这上下两句的第一个字“造”“福”，和习书记讲

的不谋而合，我们就正式把这个搬迁工作定名为造福工程。这个

工程当时还被列为全省一个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常规性的扶贫

项目，成为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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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就是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宁德霞浦和福安一带

沿海有一批渔民，长年累月生活在船上，被称作连家船民。这些

人常年在渔船上打鱼、生活、居住，久而久之脚都是弯的，常被

取笑为“曲蹄”。那时我已经到省政协工作，我们组织民宗委、

社法委同志对茅草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作专题调研，形成调研

报告，建议把宁德作为一个试点，争取早日实现连家船民上岸定

居。习书记当时已经在省里工作，他看到这个报告后非常重视，

很快作了批示，还亲自带队去考察，现场办公制定方案，又拨款

600 万，要求妥善做好连家船民上岸工作。经过几年努力，连家

船民已经全部上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岸上有房，作业有

船”，都非常高兴。与此同时还有霞浦县的茅草房改造，把贫困

户住了几代人的茅草房全部改造成砖房，和连家船民上岸差不多

同一个时期。这样下来，山上再也见不到茅草房了，连家船民也

不用在船上过夜了，老百姓打心眼里感谢他，发自肺腑地敬佩他。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的时候，是

您接任的地委书记。我们从材料上看到，你们前后任地委书记的

交接很特别。请您讲讲这段经历。

陈增光：我和习书记的工作交接，是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

段经历，也是我从政以来最受教育、最受感召的一次工作交接。

这件事社会上传播得比较广，今天我根据记忆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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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5 月，福建省委决定调习书记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

由我接任宁德地委书记。5 月 4 日青年节这一天，习书记说：“我

们地委班子交接也搞个创新吧，今天不在办公室交接，到基层

去！”

我当时一听，觉得很意外。以前离任领导交接都是在办公室，

一杯清茶，几粒糖果，话别嘛。可他不这样做，他说要下基层，

我觉得很有深意，当即表示没问题，我陪到底。我跟他说：“你

可以看看路线怎么走，我组织地委几个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出

发。”他说：“福安县是我的挂钩联系点，就从福安开始，然后

再去寿宁。”我说：“就按你说的办。”

就这样，5 月 4 日早晨，下着濛濛细雨，我们一行冒着春雨

到了福安。我们先来到他挂钩的一个企业，叫赛岐铁合金厂，当

时是我们闽东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柱企业。座谈会上，厂领导介绍

了这几年习书记挂钩之后给厂子发展带来的变化，副厂长和其他

骨干人员也谈了习书记挂钩以来帮助解决厂里具体问题的事例，

一桩桩，一件件，非常详细。厂长对习书记说：“我们厂今天取

得的成绩都有您的一份辛劳，一份汗水。听说您要离开闽东了，

我们从心里舍不得。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厂里的全体职工感谢

您。”

习书记听了以后，也很动情。他肯定了厂子两年来的发展变

化，并提出要进一步抓好企业党建工作，力争生产上新台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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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来之不易的企业声誉，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要进一步

增强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为国分忧，多作贡献。他满怀深情地说：

“我就要离开闽东了，许多工作只是开了个头，来不及展开。增

光同志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你们，支持你们。”

离开铁合金厂，我们来到坂中畲族乡，乡党委书记、乡长以

及很多群众代表都赶到现场，回顾了习书记在这里挂钩以来关心

他们特别是爱护、培养畲族干部的情况。随后我们到福安县城召

开座谈会，县几套班子领导汇报工作，畅谈与习书记接触和交往

的轶事。习书记当场也作了讲话，不长，核心内容主要是三方面。

他讲福安地理位置重要，是宁德的中心县市，也是闽东重镇，他

之所以要挂钩在福安，就因为福安对整个闽东影响很大，一举一

动都牵动宁德的九个县市。因此，福安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地位，

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其一。第二，福安要想带动其他县市，首

要的就是靠实力，靠经济发展，一定要立足开发致富，善于把科

技示范、推广与创新相结合，走出一条有闽东特色的科技兴农路

子。第三，他勉励同志们一定要珍惜现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再上

一层楼。最后他强调了党建工作，指出党的建设是关系成败、关

系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幸福安康的关键，一定要紧紧围绕和依靠

党的领导，推动坂中更好发展。

短短一上午跑了 3 个地方。中午简单吃了个饭，我们下午又

来到坦洋村，这是习书记的党建联系点。坦洋功夫茶是福建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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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夫名茶之一，在国际上都获过奖，英国女王都曾喝过这种茶，

名气很大。所以习书记讲，一定要珍视、保护、发展、应用好这

个品牌，让坦洋功夫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在坦洋村，习书记和当地干部群众袒露心扉。他说：“原想

安排一段时间到村里住一阵，走走家，串串户。没料到这次走得

这么匆忙，心里很遗憾。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喝过坦洋功夫茶，

人走情常在。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永远贴在一起的。”他讲得很

多干部都动容了。

5 月 5 日，交接工作的最后一站安排在寿宁县。习书记在那

里也是听汇报、谈交情、话离别，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寿宁

的干部都情不自禁地说：“习书记，我们碰到你太迟了，你早几

年来，我们可以在你的领导下多干几年。你来的时间这么短，我

们非常舍不得啊！”他也很受感动，说：“听了大家的汇报，感

到我们寿宁这几年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也很高兴。但是客观地

说，寿宁还是‘小个子’，发展较慢，总量也好、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也好、交通设施也好，都还处在贫困状态。寿宁有一片大好

河山，但只是条件太差了。要路没有路，要钱没有钱，要电没有

电，这样的地方引进外资很困难。所以，寿宁发展慢，我完全不

怪干部，也不怪群众，不是你们不努力，是我们的客观条件制约

了发展。现在我们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

一定要看到我们才刚刚走出第一步。”他这样一讲，不少干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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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都眼含热泪，他们说从来没有领导讲过这样的话，都是说我们

思想保守、思想落后、干劲不足，可习书记今天讲的话，对我们

却是一种鼓舞。我本人也是寿宁人，听他讲这些话，也非常感动。

这种对基层干部的肯定和理解，就是调动大家积极性最好的方法。

感慨之中，我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送给习书记：夏日怀情迎君到，

春风化雨惜别离。千言万语终有限，唯有岁岁报丰年。

采访组：在工作交接中，习近平同志有没有和您单独说些什

么嘱托的话？

陈增光：我们单独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把这个担子

放心地交给你，你要认识这副担子的分量。你是闽东本地人，有

优势，土生土长，对情况比较熟悉，可以放手工作。但也要看到

不利因素，本地人有许多难处，期望你能团结大家，共同把工作

做好。今后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帮助，就及时找我，我们

可以通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来找我，我都会热情接待你。”

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记。我也一

直按照他的嘱托，尽力多为宁德、为宁德百姓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就直接到福州上任了吗？

陈增光：我们从寿宁出来，回宁德召开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告

别会，第二天上午习书记就直接去福州了。那天，我家属特地煮

了六个红鸡蛋送行，表示“六六顺”。我们地委办的同志也对他

依依不舍，大家都想送一程，于是就默默地跟在他的车后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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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送到飞鸾岭，距离宁德城关有十几华里吧。他的车突然停下来，

他出来讲：“你们不能再送了，就到这儿。你们有时间到福州来

走一走，我有空也回来看你们。”他还叫我说：“增光，你动员

一下，让大家都回去。”

当时去送的大概有 30 多个人，都被习书记劝回去了。我们

下车过去跟他握了个手，我说：“在这里跟你告别了，祝你旗开

得胜，常回闽东看看我们。”

就这样，习书记连续两天与我以“清茶、叙话”的方式交接

在基层的经历，一直被传为佳话。之后很多年直至今日，宁德的

干部提拔也好、调动也好，都是简化迎来送往，可以说恢复了我

们党最早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轻车简从，不搞吹吹打打甚至放鞭

炮什么的，在群众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

交接在基层这一崭新方式，我体会有三点意义：一是习书记

亲力亲为，是践行“四下基层”理念的典范；二是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的政治嘱托；三是调离宁德，他最牵挂的还是基层干部群

众。这就是“交接在基层”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听了您的回忆，我们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给

各级干部留下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形象。我们了解到，他在清理干

部违规建房问题上、在整顿作风上，也采取了雷霆态度。

陈增光：习书记一来宁德，给大家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亲切、

随和。他虽然年纪很轻，但非常沉稳，也很容易几句话就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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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距离，干部群众都很喜欢他。但他并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

好人”，盲目追求一团和气，遇到原则性问题、遇到侵犯群众利

益的事情，他对干部的要求是严厉的，眼里不揉沙子。在宁德清

查干部违规私建住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闽东有三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地下宗教势力泛滥，天

主教有“三自爱国会”，这是受我国宗教政策保护并支持的，但

地下的是外来渗透勾搭的势力，这也是闽东的“土特产”。第二

个难题是“标会”成灾，就是老百姓自发搞借贷行为，成立一个

标会，你一百，我一百，放在一起，这个月你“标”去，就是放

到你那里，下一个月给他，再下一个月轮给我。有的人不诚信，

把这个钱整个滚走了，就“倒标”“倒会”了。第三个难题就是

干部乱占耕地建房成风。习书记认为这种不正之风对党内和社会

上都会形成负面影响，就决心从作风入手，抓惩治腐败。这个问

题得到根本治理，其他事情就会让位，有的慢慢也就平复下去了。

如果干部的腐败风没有刹下去，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好的风

气也树不起来。

当时采取四个步骤。第一阶段是摸底，看看地区干部乱占耕

地建房到底有多少面积，一户一户、逐个摸清底细。第二阶段是

分门别类、确定重点，一般性的问题进行说服教育，有一些虽然

严重一点，但态度好的、能自我处理的，就以教育为主，态度不

好、比较顽固的就是处理的重点。第三阶段就是动员清退，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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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对整个问题进行通报。第四阶段就是查处，组织部、纪委、

监察局介入并从地委抽人手去依法依规按程序办理。

采访组：听说当时涉及了很多干部，面很大，你们有没有遇

到阻力？

陈增光：阻力相当大。当时这件事被称为“马路边的腐败”，

涉及干部职工 200 多名，从地委机关到各县都有，光宁德城关、

塔山一带，就是成片的违规建房。有的干部家里住房确实有困难，

几代人挤在一间公房里，一下子让清退，就面临无处可住的问题，

他们接受不了。还有的人说，习书记不抓经济发展，一上来就刹

风，触动了大家积极性，还得罪这么多人。但习书记始终很坚决。

他在地委工作会上明确表态：“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

利用职权占用公共用地，给自家盖房子，还怎么取信 270 万闽东

人民？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

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几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

习书记对清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倾注心力，很多事都亲自指

挥、亲自做。当时我们宁德有一个侨联副主席，既滥建住房、滥

占耕地，又贪污受贿，去香港的时候把香港同胞捐赠给宁德的钱

私吞了。地委决定给予从严处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打了一

只“老虎”。习书记当时有句名言：“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想

发财就选择做别的事情，你要当官就按当官的标准和要求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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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一直强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领导干部要把这句话

作为座右铭。”

对于那些思想上有“结”的人，习书记还亲自找他们谈话，

给他们讲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如果换你做这个书记，你

看看是不是得这样处理，说得人家心服口服。最终清理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宁德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大家都公认习书记看问题

很敏锐，旗子扛得正，意志坚定，而且不仅论法纪法度，也以情

感人，更加牢固树立了他在宁德党员干部中的形象与威望。

采访组：请您说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日常生活中给您的

印象。

陈增光：习书记在宁德两年时间，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我经

常见他手不释卷，坐在车上也带书，到了县上又看书又买书，还

看县志。回到办公室，桌头上也总是放着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时间去读书学习。

习书记很关心体育事业。当时我们霞浦县体委有一个业余田

径队，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参加省里比赛时拿了个第一名，结果

消息就在体育报上登出来了。没想到习书记居然看到了，还专门

给他们批示，写了个贺信，发给霞浦。那个田径队拿到这封信，

出奇地感动，没想到地委书记连这样一件小事都能关心到。这个

田径队的教练受到鼓舞，一直坚持这项事业，据我了解到现在还

在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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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他很爱游泳。屏南县有一个旅游景区叫白水洋，

那里的高山顶上有一个湖，叫鸳鸯溪，湖里只有一片深水区，清

清净净的，每年都会有很多鸳鸯到这里过冬。吴仪副总理曾到那

里看过，评价说是“人间的奇迹”。习书记到那里调研的时候，

就到湖里去游泳，我说这个地方多深啊，不安全，他也不怕，说

大海都游过。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厦门曾经从鼓浪屿游到对岸，

水性非常好。

除此之外，就是善于运用文化音乐等宣传地方优势，树正气、

长干劲。例如，他给我们闽东留下的一个宝贵财富——《山海交

响》。这是他亲自拟定歌名并倡导制作的一部风光音乐电视片，

向外界宣传闽东的山海资源优势。当时我们省音协主席是宁德霞

浦人，他听说习书记提出要搞这样一部电视片，非常高兴，决定

把这部作品创作出来。初步创意形成后，习书记又请中国音协的

同志来修改，定稿以后，让彭丽媛老师帮我们找歌手演唱，还特

意交代要“义务劳动”，不能要钱。彭老师也很费心地联系一些

名人来演唱。很快，这部《山海交响》就成型了。我们一起去审

片的时候一看，确实把闽东拍得很漂亮，歌声的旋律也把一股正

气唱出来了。他对我说：“你看，这电视片拍出来，闽东多美啊，

有山有水，让人一看，就想来走一走，对发展经济也是个推介。

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音乐片，这是山与海的交响，是山

的优势和人民群众的交响，是闽东奇特景观与艺术家之间的交响。

我们闽东就是要树立正气，把我们的‘闽东之光’发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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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做这件事情是很超前的，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还没有多少

人做。而且他的这一番话也很深刻，对我们更新观念、正确看待

宁德地区发展前景，起到了很大影响。后来，这部电视片还被评

为全国优秀音乐片金奖。

总体来说，我和习书记共事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在宁德期

间任书记时，我作为专员一直和他搭班子，他到基层的多项活动

我几乎都跟着去了。后来我到省政协工作时，他也在省里，先后

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始终有些交集，他对我个人的影响是非常

深刻的。特别是 1990 年，我之所以能比较平稳、比较顺利地把

他的担子接下来，在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下成就了闽东发展

的一层铺垫，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我们下一任

工作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这既是他对闽东的卓越贡献，也是与

闽东人结下的厚缘。

采访组：陈主席，您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讲得这么

精彩，我们听了都很受教育。最后，我们不揣冒昧，请您谈谈，

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政宁德对他后来的领导工作实践以

及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陈增光：十八大以来，特别是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的

领导核心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他的治国理政思

想，“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等引领发展，中国梦深入人心，

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而且不断传来喜讯，取得那么多令人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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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的成绩。在这样的形势下，回顾他当年在福建特别在闽东期间

的生动实践，让人特别有种亲切、敬仰之感。

习近平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期间形成的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

以及由此产生的《摆脱贫困》这本书，与他现在的治国理政思想

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可以说闽东的实践是基础篇、典范篇、精彩

篇，很多他现在提出的理念都可以从宁德的经历、从《摆脱贫困》

一书中找到影子、找到“宁德元素”，只是平台不一样，范围不

一样，要求不一样。我经常拿出这本书来翻翻看看，对比着学习

领会。我认为，讲好他在宁德的故事，弘扬他的精神，这对当前

学深悟透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非常必要、也非

常重要的。

习书记对闽东的感情很深，当年走遍闽东山山水水，离开宁

德之后也始终对这片土地给予关注，每次讲话讲到闽东的时候，

他都记忆犹新，接触到每一个闽东的干部群众，都会情不自禁地

打招呼和表示问候。对于闽东人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自觉，

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把对他的拳拳之情转化为勤奋工作的动

力，在各条战线上认真贯彻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撸起袖子加

油干，努力走在前头。我退休以后到省扶贫基金会当会长，当年

他明确提出闽东一定要富起来，一定要真脱贫，不要数字脱贫，

这些我都一直记在心里，按他的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添砖加瓦

的事情。我还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滴水缘》，就是取他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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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穿石”精神，以示老同志对他治国理政智慧、品格的执着

践行和深深的敬仰！

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成为军队统

帅、人民领袖，是当之无愧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党的选择，也

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我们闽东人民的期盼。我觉得，你们做的这

件事情很有意义，是民心所盼。我们讲的这些真实故事，一定能

在社会上激发正能量，感染和鼓舞更多的领导干部、更多的群众，

让大家对我们党、对我们祖国、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前景更加充满

信心，更加充满希望。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我与习书记交接在基层”（下）
	——习近平在宁德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