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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

——习近平在宁德（四）

采访对象：陈修茂，1951 年 7 月生，福建福清人。1987 年

任宁德地区宁德县（市）委书记，1990 年 8 月后任宁德地委委

员、纪委书记，福建省纪委常委、省纪委副书记，厦门市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厦门市政协主席。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8 月 27 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政协陈修茂同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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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陈主席，您好！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到宁德任职时，

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陈修茂：习书记是 1988 年 6 月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

宁德除了宁德、霞浦、古田 3 个县以外，其他 6 个县都是全国连

片贫困区，整个地区财政收入不到 5000 万元，地区所在地宁德

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 400 万元。我那时候是宁德县委书记。1989

年，也就是习书记来宁德的第二年，宁德县由县改为县级市，1999

年更名为蕉城区，但我们还是习惯称宁德县即当时的宁德市为宁

德小市。

当时宁德地区的发展特点，可以用“老、少、边、岛”4 个

字概括。第一个“老”，整个福建有两块老区，一块是闽西的龙

岩地区，一块就是闽东的宁德地区，这里有一半的乡镇都是老区。

第二个“少”，是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福安、宁德、霞

浦、柘荣、古田等地都有畲族乡畲族村。第三个“边”，当时宁

德地区地处边境，发展较为落后。以宁德县为例，县下面的洪口

乡连砂石路都不通，拖拉机都开不到乡里。那时习书记去洪口乡

调研，都是走路去的。第四个“岛”，宁德岛很多，海岸线很长，

弯弯曲曲有 1046 公里。

习书记刚到宁德上任的时候，临时住在闽东宾馆。那时，宾

馆条件很差。正值 6 月，宁德酷暑难耐，宾馆连空调都没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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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既来之，则安之。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

简朴、亲切、平易近人。

那个时候，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习书记充满期待，其中也有“等、

靠、要”的思想，知道习书记在北京工作过，又在厦门特区当过

副市长，希望他能带领宁德人民大干快上，马上开发三都澳、建

设铁路、高速公路等等，能很快地推动闽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

展。

采访组：面对这种期待，习近平同志的态度是怎样的？他采

取了哪些实际举措？

陈修茂：习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扑下身子，到基层开展

调研。他特别看重基层工作，对宁德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明

确提出“四下基层”的要求，就是：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

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这成为他

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

对于“四下基层”，习书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调查研究

下基层”。那些一般人很少去的偏远山村，他都去调研走访。有

的地方车子进不去，他就走路，走也要走进去了解群众的真实生

活状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东西。

调研中，他贴近群众，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问老百姓最关

切的问题。他认为，做好基层工作，村干部至关重要。有一次，

他在一个村里调研时讲：“当好村干部，要做好几件事：一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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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理想，首先要勇于带领大家摆脱贫困；二

是不能多吃多占，不仅群众的东西不能多吃多占，集体的东西也

不能多吃多占；三是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处事要一碗水端平。”

他讲得既中肯又实在，大家听了都不住地点头称赞，感到有这样

的领导做父母官，心里都很踏实。

1988 年底，他到我们宁德县洪口乡调研。洪口是宁德地区

四大特困乡之一，与寿宁县的下党乡齐名。调研中，他了解到整

个洪口乡人口少，梯田面积大，粮食产量低，立即对县里提出要

求：“洪口乡是新成立的一个乡，大家要全力支持，要派最强的

干部去当书记和乡长。”随后，习书记又对洪口乡的发展指明方

向：第一，洪口乡身处大山之中，造林自不必说，还要种一些经

济作物，比如种茶、种果、栽竹子等；第二，这里水资源很丰富，

应该勘察一下，看能不能建水库搞水力发电。我们按照习书记的

指示，派当时任县民政局局长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干部去洪口乡任

书记，很快把洪口乡的各方面工作都带入了轨道。后来，我们在

洪口修路时进行勘察，发现洪口确如习书记所说的，很适合修建

水库水电站。最后，我们把洪口水库建成了，既发电，又吸收部

分劳动力，而且还把洪口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为洪口乡快速

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水库落成时，习书记已经调离宁德，但水

库却是他当年在洪口调研时提出来建设的。如果没有这个水库，

洪口的脱贫速度不会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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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除了调查研究下基层，习近平同志在其他三个方面

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不仅调研在基层，面对宁德当时较为繁重的

信访工作，他要求信访工作也要下基层。具体来说，就是由县有

关部门领导组成队伍，县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带队，到乡镇一线去

开展信访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主动下访。

按照习书记的要求，群众接待日要提前一个星期贴出公告，清清

楚楚地告诉老百姓：某月某日，县里主要领导要到某某镇召开群

众接待会，欢迎大家前来反映问题。

当时还是 6 天工作制，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我们就把接待

日放到这一天。因为来反映问题的人比较多，镇里条件有限，地

点一般安排在学校操场或教室里。我们把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七

八个大类，不同的问题到不同的教室，老百姓来了一看就很清楚：

反映经济问题的到一个教室去，反映处理案件不公的到另一个教

室去，如此等等。接待过程中，有的群众是反映困难希望政府帮

助解决，有的是对政策不了解或是有误读，希望我们帮助解释。

一开始，老百姓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过来，没想到经过我们耐

心细致的解释、疏导、分析利弊，和老百姓的心贴近了，问题迎

刃而解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大大增强了。

就这样，群众接待日每个月搞一次，坚持了下来。一开始，

教室经常被挤得满满的，一天要接待上百人，梳理下来能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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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具体问题。渐渐地，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来得也越来

越少，信访接待下基层这项工作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其实，“四下基层”制度不仅是习书记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

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以这项制度为抓手，带动做好各乡镇的脱贫

致富工作。那时候的农村，脱贫不容易，但返贫却很容易，要想

确保脱贫成果，必须做到责任包干。“四下基层”就是责任包干

的有力抓手。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基层实际，对贫困状

况、群众生活有基本的把握，自然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这种

类似“包干”式的方法，在当时发挥了显著成效。习书记在“四

下基层”中了解了宁德的农村，也引导宁德各级领导干部俯下身

子，走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采访组：您的讲述让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通过“四下基

层”了解了宁德的基层面貌。那么，他是怎样带领宁德人民摆脱

贫困的呢？

陈修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研，习书记对整个宁德地区

的面貌有了深刻认识。他认为宁德扶贫要先扶志，要想发展，首

先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解决思想贫困问题。他提出要

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想飞得

高，就要看准一个目标，脚踏实地积极干，长期不懈地干下去，

实现“弱鸟”先飞、快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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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给整个宁德地区的脱贫致富制定了长远规划：在保护

环境、植树造林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发展多种经济；各个

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宁德小市既有沿

海乡镇，也有山区乡镇，属于复合型城镇，同时又是地区行署所

在地，所以当时习书记对我们宁德小市的定位就是：发挥地区所

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发展目标就是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

心。

习书记很重视环境保护，对宁德地区植树造林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有深刻认识，很有远见。1987 年 9 月，宁德九都乡畲族村

九仙村，因为连降暴雨，水土流失，一天晚上出现了山体滑坡。

除 1 人逃过一劫外，其余 15 户 32 位村民全部遇难。我们都感到

很痛心。后来，我陪习书记专门视察了该村灾后重建家园的生产

生活情况，在得知宁德地区山体滑坡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森林破坏

严重，习书记要求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村搬到平整的、不会出现滑

坡的地方，然后整片整片地造林。于是，我们就根据习书记的要

求，重新选址建立了新九仙村。后来，他还专门去看望了新九仙

村的群众，又向乡亲们讲起植树造林的重要性，告诉大家要多种

茶、多种水果，做好环境保护。

习书记还特别注重植树造林与当地经济相结合。宁德小市虎

贝乡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 年）就开始做蒸笼，至今有 900 多

年历史，是一份珍贵的民俗文化遗产。但在当时，虎贝乡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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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户自己做蒸笼，规模很小，只能内销。习书记了解到这个情

况后提出：“蒸笼是老字号，要成规模，把老字号搞起来。”而

要把规模搞起来，首先就要求原料能跟上，竹子是蒸笼的主要原

材料，这就需要造林造竹。大家觉得植树造林对自己增收有帮助，

自然就提高了积极性。很快，虎贝蒸笼的原料问题得以解决，规

模也越做越大，现在已行销世界。

今天你们再到宁德去走一走，就能看到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

种植的树和竹子都已经成材，宁德市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67%，超

过了福建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这就是他当年早抓植树造林工作的

硕果。而当时全国各地对环境保护和植树造林重视程度还不高，

习书记能高瞻远瞩，真的很不简单。

习书记还要求我们结合实际发展多种经济。有一次他跟我们

讲，宁德地区有种水果的先天优势，特别是有特色的水果，像水

蜜桃、蜜桔、柑橘、葡萄，都适合宁德的气候条件，而且现在市

场非常好，需求量很大，为什么不发展呢？我们就在习书记的指

引下开始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如今，全国品质最好的水蜜桃就出

产在我们宁德市的古田县，还有蜜桔、柑橘、巨峰葡萄等销路也

很好。这些都是习书记当年大力推广的结果。

现在我们都知道，宁德是全国茶叶的主产地，但在当时，我

们这里虽然也种茶，但却是零零散散的，每个县都有一个茶厂，

品种杂乱，质量不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有什么出名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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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自然也就卖不上好价钱。有一种说法：各拿各的号，各吹各

的调。这些说法用来形容当时宁德乃至福建的茶叶生产情况，是

再形象不过的了。

习书记经过调研，发现福安、周宁、寿宁、福鼎这些县非常

适合种茶，就要求我们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要成片、成规模地

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尤其要打出宁德的品牌，做出精品

茶叶。他还特别强调：“一些贫困户搞不起来你们就要帮他，由

贫困户提供劳动力，生产队在其他各个方面提供支持”。那个时

候银行贷款还比较少，生产队就给农民赊账，还给一些补助，终

于使茶叶生产成了规模。

除了推进茶叶种植的规模化，习书记还指导推进茶种改造，

提升茶叶质量。后来习书记离开宁德去福州任职的时候，我们的

茶叶生产已经成了规模，经过茶种改造，生产出来的茶叶质量也

有了提高，但他还一直牵挂着宁德茶叶产业的发展，叮嘱我们：

“成了规模，有了质量，没有品牌，销路也不行。”考虑到宁德

地区的宁德小市、霞浦、福鼎能够出产茉莉花，习书记就支持我

们从福州引进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还帮助我们打造白茶和茉莉花

茶的品牌。

现在，宁德已经成为福建生产茶叶的一个重要基地。谈起福

建的茶叶，除了武夷山，接下来就是宁德的品牌，像闽东白茶、

福鼎白茶、宁德茉莉花茶，都已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单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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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这一块，就使我们宁德小市的霍童、虎贝、洋中、石后、赤溪

等许多乡镇摆脱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规模化生产、质量

提升，还是打造品牌，都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

在带领宁德人民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习书记不仅对植树造林、

种植经济作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他也很注意因地制

宜发展工业，提升人口素质。有一次，我们向他汇报石后乡引进

香港的针织厂，他听了很感兴趣，就实地去调研，看一下这个山

沟沟里怎么引进针织厂。来到石后乡，他就问我们：“针织厂办

到这里来，那工人素质怎么样？”我回答说，工人基本上都是小

学文化，能有初中文化的就算不错了。他听后说：“你们劳动力

资源很雄厚，引进这个针织厂也不错，但要注意抓好工人培训，

要有一批能够胜任针织厂工作的工人。如果你的培训没有跟上去，

那开办针织厂就是给别人打工。”

还有一次，习书记来到飞鸾镇，给我们出主意：“你们飞鸾

镇离福州这么近，而且有这么多华侨，为什么不搞‘三来一补’？

这里有劳动力，可以引进一些适合农民做的事情。”所谓“三来

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对当

地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条件的要求比较低，确实非常适合

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很快联系到福州十邑同乡会会长林铭森，

准备在飞鸾镇开办一个玩具来料加工厂。习书记得知这个消息后

非常高兴，就对我们说：“据我了解，玩具方面的来料加工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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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加工订单很多。我看飞鸾周边几个乡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特别

是妇女劳力闲置的比较多。这个玩具加工厂，可以考虑把周边乡

镇的劳动力也吸引进来，形成一个聚集区域。这样的话，周围的

劳动力也都调动起来了。”我们就按照习书记的建议，把千家万

户都纳入其中，形成了飞鸾、三都、城南的玩具制作聚集区。因

为是“三来一补”的模式，制作玩具的原料和样品都是对方拿来

的，我们工人只需要照着样品去制作，甚至都不需要厂房，妇女

在家就能做，这样她们还能兼顾做家务、照顾小孩，效果非常好。

在习书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思想的指导下，宁德经济

快速发展，地区财政收入从以前不到 5000 万元发展到现在超过

100 多亿元，涨了 20 多倍。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联系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脱贫攻坚的论述，几十

年前他在宁德的实践就已经堪称“精准扶贫”了。说实在的，作

为本地人，我们都没能够像他那样对问题了解那么透，也没他想

得那么深，看得那么远。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是在习近平同志任职宁德期间提任

地区纪委书记的，请您结合自己的情况讲讲他的用人观吧。

陈修茂：习书记经常对我们讲，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我认为，他在干部使用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

是五湖四海，一个是默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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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习书记不唯亲、不唯年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有没

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已经担任宁德小市

市委书记一段时间，但资历比我老的同志多的是。那时，组织上

推荐我任地委委员、纪委书记。据说，省里有位领导提出：纪委

书记一般要求年纪大一些，德高望重一些，这么年轻的同志去当

纪委书记，会不会不合适？习书记就讲：“我比陈修茂还小了两

岁，我都能当地委书记，他为什么不能当纪委书记？关键还是看

能力。”后来在正式文件下达前，习书记找我谈话，我至今记忆

犹新。他说：“你当纪委书记是很适合的，因为从你的工作风格、

水平，到你的为人、本质，都适合当纪委书记。我相信你能做得

好。”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和习书记的接触并不算多，他之所以

这么信任我，推荐我当纪委书记，很可能就是看到我工作中处理

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能够脚踏实地地去做，有了问题也敢于担

当。这也是在他言传身教影响之下形成的。

习书记选用干部的第二个特点就是默默奉献。他观察人并不

是听你汇报时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实实在在做了什么，有没有做

着眼长远的铺垫性工作，有没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当时

的宁德是个穷地方，福建的其他地区都撤地改市了，唯有宁德还

没有。在这种地方工作，如果不能选出一批默默奉献、勇于铺垫

的干部，人人都想着眼前的工作，那宁德就很难有后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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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非常注重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1989 年初，他召开

了宁德地区的党风廉政工作会，会议主题就是讲廉政治理，就是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他通过一段时间调研，发现了许多问题，

就在会议上提出来重点抓三个方面：一是查处违法违纪的干部，

尤其是领导干部违规占地建房问题；二是查处以权谋私，违规审

批各种项目、指标的问题；三是查处贪污受贿问题。在这三个问

题中，习书记把处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作为最突出的问题来抓。

起因是他在调研的时候，发现郊区很多房子盖得跟小洋楼一样，

每栋都不错，但看过去又很不规整，而且又听到群众对干部违规

占地建房反映强烈。他就问这些房子都是谁盖的，有没有一些干

部参与其中。我经过调查，向他做了汇报：这些房子，一部分是

农民盖的，一部分是干部的，还有些是籍贯在这里，但在其他地

方任职的干部盖的。他接着就问：“群众有没有反映？”我说，

群众当然有反映了，别说老百姓的反映了，我们自己都很纳闷，

这些干部怎么会有钱在这里盖房子？当时工资收入很低，每月只

有 100 块钱上下，哪来那么多钱？要知道，干部占地建房会引起

群众最直接的反感，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所以习书记把干

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当作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问题来抓。

抓违规占地建房，当时是从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始查起，

整顿力度非常大，全地区查处了一两百名干部违规违法占地建房，

单宁德小市就查处了 12 名违规占地建房的干部，有的追究法律

责任，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这件事，在全地区反响很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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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拍手叫好，都说“共产党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的了！”这件事，

也充分展示了习书记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担当，在宁德干部群众心

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习书记对干部要求严格，但对老干部十分尊敬，非常重视发

挥老同志的作用。我们宁德有一位红军老战士叫黄垂明，是当年

闽东游击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福安专区（后改称宁德地区）

副专员，大家都很尊敬他，尊称他“阿伯”。习书记到宁德任职

的时候，阿伯已经 80 多岁了，习书记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平

时还经常去和他聊天，听取他对宁德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宁德地区前任地委书记吕居永。习书记接任的时候只有

35 岁，而吕书记当时已经 66 岁了。吕老亲口对我说，习书记在

宁德的时候对他就很尊敬，后来他退了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

还是一有空就去看望他，他认为像习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确实不

可多得。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和交往中，还有哪些

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

陈修茂：习书记有三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特点是生活朴素。当时地委的食堂很简陋，习书记平

时就在食堂吃饭。有一个周末，他和秘书一起散步到我家里，我

留他吃午饭，他说食堂还留着他的饭呢，不回去吃就浪费了。习

书记平时基本没有什么应酬。有一回元旦，我看他晚饭后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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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就约上几位同志去他家里和他一起过节。我们上街买了点

卤肉卤料，到他家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饭。我记得当时筷

子不够用，就直接用手抓着吃，他很随和，一点都不介意。

有时候，习书记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来看望他，他们就自己买

菜做饭，我在菜市场碰到过两次。生活中，他们穿着很朴实，走

在街上很难认得出来。

习书记的住处也很简朴。门外的栏杆后面有个储物的地方，

那里放着四副挑土的簸箕，还有两三把锄头，这都是他和秘书劳

动用的工具。每次机关搞义务劳动，他只要在，从不落下，干起

农活来也有板有眼，一看就是在陕北插队时打下的基础。

第二个特点是热爱学习。他很爱看书，涉猎广泛，尤其是对

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特别感兴趣。他不仅自己看书学习，还推

荐别人学习，也经常组织干部学习。他曾经对我说：“修茂，你

要多学一些哲学，还要广泛地读书，更多地了解世界。”1989

年 7 月，习书记把宁德地区所有县委书记都集中到仙山牧场，参

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那个地方都是沙土路，有的路段拖拉

机也难上去，只能坐一截拖拉机，再走一截土路。即便如此，习

书记还是扛了很多自己的书上去，想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牧场上

没什么人，很安静，也没有电话干扰，我们就在习书记的带领下，

安安静静地看了些书，学了几篇文章和一些哲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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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拥军爱军。宁德是我国重要的海防前线，当时福建

海军基地和海军第 21 支队都驻扎在这里。每逢台风、暴雨，习

书记都是先问部队和驻军有没有损失。我有两次陪同习书记抢险

抗灾，都是去的飞鸾和三都这两个驻军所在地。有一次我陪同习

书记去三都考察，他对我说：“双拥工作是你们宁德小市整个工

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必须尽全力帮助部队解决各个方面的问

题。”在习书记的要求下，虽然宁德县驻军家属比较多，工作岗

位有限，但我们依然给各个随军家属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子女

安排入学。当时驻军所在地飞鸾和三都都有中学，但水平还不够，

我们就把县一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各增设一个班，专门接收部队子

女前来就读，由部队派两个人负责这两个班级的管理，学校则负

责具体的教学工作。

习书记还很注重国防教育，积极选树典型。宁德小市有一位

英雄人物叫蔡威，真名蔡泽鏛，1928 年入党，1930 年调入党中

央无线电训练班学习通讯技术，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讯与技术

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红军长征中曾成功破译敌军密码，

为党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遗憾的是他在第三次过草地

时病逝了。徐向前为他题词，称他是“无名英雄”。新中国成立

后，他的战友遍寻他的后人，最终在宁德小市找到了。习书记来

到宁德后，专门看了蔡威的家史。他说：“为了教育下一代不要

忘了革命前辈付出心血打下的江山，一定要做好革命传统教育。

蔡威是无名英雄，宁德人要感到骄傲，要好好地宣传。”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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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蔡威家门外立了一座塑像，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宣传他的

事迹，弘扬他的革命精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以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陈修茂：习书记离开宁德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主要还是工

作上的联系。习书记爱好体育，当年在宁德的时候，我们会约着

去游泳。到了省里，也曾一起游泳、打球。

现在，回想起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日子，几十年过去了，依

然觉得恍如昨天。我很感激习书记对我的信任，更感激他在工作

上对我的要求和指引。现在，他是我们党的总书记，是国家主席，

是我们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作为他曾经的下属，都由衷地感到

自豪。我们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成为

世界强国，我们的军队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就需要有

他这样的领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不仅仅是我个人

的心声，也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习书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宁德人民早日摆脱贫困”
	——习近平在宁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