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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习书记干工作有动力有干劲” 

——习近平在宁德（十二） 

 

  采访对象：杨有志，1942年 10月生，福建漳浦人。1984年

任宁德地区霞浦县委书记，后因“杜国桢案”受处分降为福鼎县

委副书记。1993年后任行署副专员，福建省海洋渔业厅副厅长、

厅长。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李政 路也 

  采访日期：2017 年 8 月 28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海洋渔业厅老干部活动中心 

  采访组：杨厅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职期间，您曾在

福鼎县担任主要领导。请您谈谈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感受。 

  杨有志：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 90 年代，对福建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的人，我敬佩的有两位。一位是时任省委书记项南同

志，他拉开了福建改革开放的序幕，对福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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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第二位是习书记，他以亲善、和谐、真诚的形象深入

人心。他当时刚刚 30 多岁，却沉稳成熟，扛起闽东摆脱贫困的

重任，脚踏实地搞调研，深入基层接触群众，表现出赤诚的为民

情怀。他在宁德主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宁德的干部群众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习书记具有极强的科学决策能力。我们福鼎这个地方，地处

宁德最北端，与浙江的温州市接壤，是福建省 3个重要的省边界

窗口之一，另外两个是南平市浦城县，靠近浙江西部；漳州市诏

安县，靠近广东汕头。虽说是接壤，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和温州相

差很大很大。那时候，温州改革开放势头很猛，乡镇企业发展很

快，到处生机勃勃。习书记到福鼎调研后对我们讲，福鼎要主动

靠向温州，搞活边贸，通过边贸脱贫致富。他让我们主动去温州

学习取经，认真研究如何“引进来”“走出去”。 

  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主动对接温州，用温州经济发展的

动力来带动福鼎的发展。“引进来”，主要是引进企业和物资；“走

出去”，主要是把我们福建生产的物资销往浙江。同时，我们还

发挥福鼎“不夜城”的优势，积极发展餐饮业、太姥山旅游、旅

馆业，吸引浙江温州、苍南人来这里游玩消费。到 1990 年左右，

边贸发展拓展了将近 1个亿，两三年就翻到 5个亿，福鼎的经济

迈上新台阶。这充分证明了习书记的英明决策给福鼎带来了发展

的春天。 

  除了搞活边贸，他还要求我们振兴福鼎的工业。福鼎以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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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基础不错，但后来逐渐走了下坡。习书记经过调研，认为

福鼎应该把轻工业振兴起来。县里根据他的指示抓紧研究，专门

成立了振兴领导小组，提出重振二轻工业雄风，对各个厂、各个

系统进行分析，向省、地两级汇报扩大规模、提高质量、拓展销

路的方案。我们采取措施，充分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采取工

业农业两轮并转的方式，发展了啤酒厂、农机厂、味精厂、液化

气厂、农药厂、汽车配件厂等。现在福鼎的工业发展势头很好，

在整个宁德也是重要的工业区之一。 

  众所周知，宁德交通很不发达，当时浙江在修杭州到温州的

铁路。习书记就想，应该把宁德到温州的铁路也修起来，这样宁

德就“活”起来了。他交代我去邀请温州市委书记刘赐荣到宁德

来，他们两人专门在福鼎开了会，商讨怎样把这条铁路打通。商

谈结果是，温州负责把铁路修到温宁边界，宁德负责修建自己境

内的这一段。虽然这条线路还没开工，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

但后任领导接过了习书记手中的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地沿着他

的计划实施。2005年温福铁路动工，2009 年 6 月 30日通车，宁

德地区不仅有高速公路还有高铁，连接了福鼎、霞浦、福安、蕉

城，最终给宁德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兴旺和福祉。 

  第二个方面，习书记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能力。1989 年，

全国各地掀起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未幸免。当时，有一批温州

的中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汽车上都刷着刺眼

的标语，情势特别紧张。我当时感受到压力很大束手无策，就请



 

4 

示习书记，怎么办？习书记态度鲜明地跟我讲了两条：第一，要

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第二，要阻止学

生进行串联，汽车车身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入福建、宁德传播。我

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在汾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是劝说学生回各

自学校继续上课，二是把汽车的标语通通洗掉。从后面中央对此

事的处理来看，习书记当时的决定既果断又正确，稳定了大局，

稳定了人心。 

  他的这种胆识和魄力还体现在反腐工作上。当时宁德地区干

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

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

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

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

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

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

整饬。 

  还有一次，习书记刚到福鼎，就想去海岛调研。调研当天，

赶上风浪大作，船在浪里不断起伏摇曳，非常危险。我们劝说习

书记：“这么大的风浪，就不要登岛了，太危险了。”可他却很坚

持，说既然决定要上去，就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就这样，我

们在风浪中又搏斗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登不了岛，他当时还批

评我对海域气象了解不够，太扫兴了。大家都被习书记的勇气和

心系偏远群众的情怀深深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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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与他们交朋友。

他到宁德之初，一直在基层开展调研，把注意力放在抓经济、抓

政治等方面，对宣传报道这方面注意力相对就少了一点。在一次

干部会上，宁德地区通联站站长翁德云同志站起来“开炮”，公

开向习书记提出批评，指出地委对新闻工作缺乏重视。翁德云胆

子很大，大家听了替翁德云担惊，不知道习书记会作何反应。没

想到习书记听完之后，欣然接受他的批评，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而且后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经常就新闻宣传的问题和他交流。

习书记的胸怀宽广，坦诚待人，在整个闽东都传为佳话。 

 

  采访组：从您个人经历看，习近平同志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

刻的事情吗？ 

  杨有志：习书记对我个人可以说有再造之恩。1984 年，我

在霞浦县当县委书记。当时闽东地区只有霞浦一个小口岸开展对

台贸易，受中央精神的鼓励，在地委要求之下，我们开始把对台

贸易扩大，大胆试大胆闯，但没想到一下子“冒”了。当时规定，

大陆和台湾做生意单笔不能超过 3万元，也就是小额贸易，但是

我们做了一笔 500万元的蘑菇罐头交易，也就是闻名一时的“杜

国桢案”。杜案当时影响很大，处理结果是把我由县委书记降为

福鼎县委副书记，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客观地讲，这个案子对

闽东干部的改革开放热情打击很大，大家都背上了思想包袱，不

敢往下闯了。习书记到宁德以后知道这个情况，对我非常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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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鼓励我：“不要紧，你是一条汉子。只要你大胆工作，干出

成绩，组织还会关心和重用你。”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

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人都既同情又敬而远之。习书记非但没有

如此，反而对我体恤备至，愿意给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重新投

身事业的机会。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哪还能没有动力、没有

干劲呢？1988 年《福建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我的访谈文章《放

胆书记话放胆》，我讲了这个看法。后来我老婆得了白血病，习

书记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习书记的宽容与

信任犹如春风化雨，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再次出发。 

  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像我这样犯过错误

的同志身上，更体现在他对干部的使用上。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

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

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

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

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

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虽然习书记在宁德时间不长，但宁德人民都把他放在心里，

他和宁德的感情是很深的。习书记调任浙江省长之前，到福州机

场去送他的人当中，三分之二是闽东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

飞”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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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有志：宁德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习书记当时满怀信心，

要带领闽东干部群众改变命运，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滴水穿

石”和“弱鸟先飞”两个理念。 

  当时，宁德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因为经济一直是“老九”，

干部提拔没有机会，待遇最低，所以觉得发展无望，提不起干劲。

习书记提出做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首先就是为了激发干

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两个理念，就是强调不要跟别人攀比，没什

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接受落后的现实，但决不

能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而要鼓起干劲，要有“先飞”的劲头，

有“穿石”的韧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习书记这样一点拨，大

家都受到启发，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干劲儿就起来了，而且

也有了久久为功的韧劲。习书记走了以后，陈增光同志接任地委

书记，提出“人一我十”，人家付一分力量，我们要付十分力量，

拿出这样的精气神来发展闽东经济，这就把习书记“滴水穿石”

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习书记在闽东虽然时间很短，但他的精神财

富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这个是实打实的。在闽东人民的心里，习

书记的影响是扎下了根的。 

 

  采访组：您后来到省直部门工作，习近平同志是省委领导，

您和他还有工作接触吗？ 

  杨有志：我 1994 年到省海洋渔业厅工作，习书记那时已经

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海洋渔业属于农口，所以我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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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还是比较多的。在他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我感到他有三

件事对福建贡献很大。一是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

字福建”，开启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治理餐

桌污染，狠抓食品安全，特别是农副产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

心。三是大力提倡保护自然资源，这与我们海洋渔业厅工作密切

相关。海洋污染、超强捕捞能力导致的海产品资源破坏，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恢复很难。习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高度重视，还亲自参加在闽江放流中华鲟。 

  还有一点，当时我们福建的海产品生产量已经上来了，但加

工、销售、流通等环节还没有大的突破，产值一直不高。习书记

在全省提出，生产环节上来之后，很关键的就是流通与加工，要

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样农民才能够增收。实践证明，海产品

深加工大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得到了增产增收，形成

了良性循环。 

 

  采访组：那么，习近平同志留给您怎样的印象？ 

  杨有志：习书记为人很朴实，从不为个人的事提特殊要求。

在宁德时他的办公条件很简陋，很小的一间办公室，连卫生间都

没有。可就在那里，他读书、工作，擘画了闽东振兴的蓝图。我

先后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了十几年，从没有见他发过脾气，是一

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 

  2013 年，习书记回到福建，和我们这些老下属叙旧。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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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已经退休，他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拉家常，热络地聊天。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闽东九个县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名字，有的我

们都叫不出来了，但他记得牢。这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折射出

他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的深情关心。 

  习书记对老同志一向敬重，老同志和他的关系都很融洽。有

一件小事。习书记在福建任省委副书记时，有一个老革命离休以

后赋闲在家，养了几只鸡。老同志拿了两只鸡，专程给书记送去。

其实老同志不可能再有求于书记干什么，更不涉及什么送礼问题，

就是想表达一份很朴素的心情：他敬重书记、喜欢书记，想让他

吃点家养的鸡补补身体。老同志也曾送给另一位同志，但这位同

志断然拒收，可习书记见了，立马向老同志表示感谢并欣然收下，

还说这就把鸡宰了吃。这个老同志见习书记这么痛快，感到自己

的一番心意得到了理解和接受，也非常感动。这是习书记很家常

的一面，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幕。 

  习书记对老百姓很亲切很关心，能够帮助的他就尽力帮助。

当时曾有一段佳话，就是宁德三任地委书记，也就是吕居永、习

近平、陈增光同志联袂回闽东视察经济发展情况，这一方面反映

了三任书记的团结和谐，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对闽东的共同深情。

那次，他们详细视察了宁德海产品、茶叶加工、农副产品加工情

况，并提出了发展意见。当时他们都已经在福州市，有的早已退

休，有的是省领导，但他们对宁德这个贫困地区仍然如此牵挂，

对闽东百姓念念不忘，让宁德的干部群众很受感动、很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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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还在平潭专门资助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他每次到

平潭调研，都会专门去看望这个孩子。这件事没有多少人知道，

因为他从来不声张，只是把事做在实处。他总是让人感到既敬佩，

又亲近。我深信，在习书记这样领袖人物的带领下，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人民一定会更加幸福。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李政 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