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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救活了具有百年历史的马尾船厂” 

——习近平在宁德（十三） 

 

  采访对象：谢作民，1944 年 7 月生，福建福鼎人。曾任原

宁德地区宁德市委书记，后任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 

  采 访 组：田玉珏 路 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8 月 28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谢总您好！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是 1988 年到宁

德任地委书记的。当时您就在宁德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谢作民：好的。习书记是 1988 年 6 月到宁德工作的。当时

宁德的经济状况很差，不通高速公路，更没有铁路，从宁德到福

州乘汽车要走 4个小时。整个地区贫困面很大，干部群众的思想

又很保守，农业发展都很困难，更别提上什么工业项目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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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宁德的干部群众对他是寄予很大期望的，

大家都以为年轻有为的习书记一定能烧起“三把火”。可他到了

宁德以后，并没说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很快到各个县跑了一

圈，对宁德整体面貌作了深入了解。困难比他想象得更大一些，

他认为既不能给干部群众泼冷水，还要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所

以他提出了一个总体思路，就是“滴水穿石”。我们当时以为“滴

水穿石”是不要急、慢慢来，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慢慢悟到，

“滴水穿石”是建立在闽东当时实际情况基础上提出来的客观而

深远的发展思路。就像习书记当年说的那样，宁德这样一个“老、

少、边、岛、穷”地区，谈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历史条件、自然

环境、地理因素等各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

夜之间就发生巨变。要摆脱贫困，就要靠一种持之以恒的态度，

一种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一任接着一任干，任任干给人

民看。有的工作可能要做七八年、十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

没关系，只要我们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地干下去，就

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不管是习书记后来提出的“四下基层”也

好，还是整治干部违规建房、倡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好，

都是希望我们宁德的各级干部摒弃不良的价值观和作风习气，拧

成一股绳，为了闽东经济振兴和发展，为了“弱鸟”得以“先飞”，

发扬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精神，创造出一个“滴水穿石”的奇

迹来。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习书记到宁德工作期间一个很重要的

理论创新，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之后的从政经历。我总觉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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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宁德、对闽东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采访组：那么，他在宁德任职期间，给宁德干部群众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 

  谢作民：前面我提到了一点，习书记在宁德扎根基层，深入

群众，这种客观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是他留给我们的最

为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让我们感触很深。 

  习书记当时是宁德的“父母官”，但他从不搞特殊，坐的汽

车是用前任书记的，司机也是用前任书记的，住的房子里只有电

风扇，下乡走山路也都是自己拄一根拐杖，路再难走，都要走到

群众中去，走进老百姓家里。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干部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走群众路线，

坚持公正公道。大概是 1990 年初，宁德地区搞干部民主测评推

荐。经过推荐、民主测评等几个程序，准备安排我到宁德市（注：

当时的宁德地区宁德市，即现在的宁德市蕉城区）当书记。他亲

自来考核我，听了我的汇报，又了解了大家对我的评价，觉得很

满意。他对我说，做干部要德才兼备，但更重要的是德。你们为

官一任，就是要重视品德修养，带领一方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的

话我一直铭记于心，我后来在使用干部上也沿用他的这个标准，

重能力更重品德，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谁和领导靠近就提拔

谁，谁不靠近就不提拔谁；谁送东西就提拔谁，谁不送东西就不

提拔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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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 1990 年离开宁德到福州任市委书记，

在推动闽东经济发展上仍然尽心尽力。您了解这方面情况吗？ 

  谢作民：的确。习书记到福州以后，仍然念念不忘闽东。这

一方面是因为闽东人民的热情、淳朴给习书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着一颗不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誓

不罢休的执着初心。 

  习书记非常重视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我记得是 1992 年，

福州市正在搞旧城改造，习书记通过秘书打电话给我，要我们带

人去福州学习旧城改造的经验，回到宁德以后加以借鉴运用。当

时，我就带了我们宁德小市的副市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到

福州去学习。他亲自打电话给福州市鼓楼区、台江区的负责同志，

请他们向我们介绍情况和经验。我们学习回来后，按照福州的方

法开始搞旧城改造。1994 年他专程回到宁德，了解宁德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实地调研宁德小市小东门的旧城改造工

作，还察看了群众安置点，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促成了宁德小市

和福州福清市、马尾区结对子，发挥各自优势，协作发展，共同

进步。双方定期互派干部交流锻炼，我们的同志在福清工作期间

学到了很多经验，对于反哺宁德小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

们深深感到，习书记对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决不是

对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一种“特殊关照”，而是为了帮助广大

闽东群众摆脱贫困的一种拳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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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福建是沿海省份，船舶工业是福建的支柱产业。您

后来离开宁德，出任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请您谈谈当时

船舶集团的情况，以及习近平同志对福建船舶工业的关心。 

  谢作民：我 1996 年 4 月从宁德到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船舶集团”）工作，那时候习书记已经升任省委副书记。

他对船舶集团的发展非常关心，而且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省船舶集团旗下有三大骨干造船企业，就是马尾船厂、

东南船厂、厦门船厂。这三家船厂都是国家船舶出口基地重点企

业，马尾船厂更是历史悠久，1866 年清政府重臣左宗棠在马尾

创办福建船政局，在中国近代工业近乎空白的土地上，建船厂、

造兵船、办学堂，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基地。可以说，一个马尾

船厂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工业跌宕起伏的历史缩影。 

  我到省船舶集团任职时，船舶工业已经出现了步履维艰的状

况，船市不景气，干部职工思想不稳定，再加上马尾等三家船厂

设备陈旧，没有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在国内造船行业

中的地位越来越落后，出现了没落的危机。 

  那时候船舶工业竞争非常激烈，全国像马尾这样的船厂至少

有几十家。马尾船厂虽然是百年老厂，但福建作为战备前线，长

期没有资金投入，很快就被一些船厂赶上和超过了。当时马尾船

厂已经资不抵债，发职工工资都很困难，尖端人才留不住，而且

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群体事件。有些人提议，要不就让马尾船厂

走破产的道路。我坚决不同意，像这样的百年老厂，如果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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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破产了，那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采访组：的确，马尾船厂是福建的重要名片，不能轻言破产。

那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支持马尾船厂发展的？ 

  谢作民：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曾多次到马尾船厂考察和

指导工作。 

  1997 年 4 月 6 日是他第一次到马尾船厂调研。当时，福州

市要修一条江滨大道，有一段想取道马尾船厂的厂区，横穿船厂，

如果这样就严重影响了船厂的生产布局。当习书记了解到这些情

况，他认为江滨大道从船厂穿过确实不合适，但也不能因此不发

展公路，于是就提出采用高架桥的方式，从船厂上空通过。建设

虽然给船厂带来一些不便，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生产。 

  2001 年 5 月 15 日，习书记已经担任福建省省长，在省市两

级领导的陪同下到马尾船厂调研。他先登上 3.5万吨船台，仔细

察看了正在建造的一号、二号 700箱集装箱船生产情况，又驱车

到码头，察看正在舾装施工的两艘 1.76 万吨轮，向正在繁忙生

产的工人们问候和致意。 

  在接下来的汇报会上，我向他汇报了省船舶工业的发展状况，

也讲了马尾船厂遇到的困难，希望省政府能够给予扶持帮助。习

书记在会上给我们打气，肯定了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成绩，特别是

赞扬了领导班子和工人的精神状态。他也开诚布公地讲，省政府

在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有意把造船工业的调整作为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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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重点。 

  习书记针对造船企业的资本金注入、贷款担保和对创汇企业

的技改贴息问题，一一作了政策性阐述。他表示，今后省里在财

政资金安排上，将继续对马尾船厂安排适当的投入。同时希望马

尾船厂要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方面融资，甚至可以尝试走合

资办企业的路子。他鲜明提出，马尾船厂要搞债转股，要先甩掉

负担，才能轻松上阵，再创辉煌。几经联系，福建华融集团出资

9925 万元，占 41.29%股份，马尾船厂以固定资产入股，评估为

1.34 亿元，占 55.79%股份，剩余股份由其他 3 家企业出资。同

年 12月 21日，马尾船厂成功实现改制，12 月 23日正式挂牌运

营。 

  从那以后，马尾船厂重新焕发生机。银行贷款顺畅了，流失

的人才也回来了，大家都对发展前景充满希望。我们也开始积极

到国际市场寻找商机，渐渐有了来自丹麦、德国的订单。多的时

候，单从一个德国客户手里就陆续接了 26 艘轮船的订单。像马

尾船厂这样的情况，当时要是一年能生产 3到 4艘船，全厂的费

用就能很好解决，如果能生产 7到 8艘船，那就过得相当不错了。

因为造船设施是固定的，生产的多，相对来说管理费用自然就少

了，利润也就高了。债转股之前我们一年也就生产二三艘船，改

制以后，我们两个船台一年就能生产七八艘船。负担减少了，资

金活起来了，工人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整个福建省的船舶工业也

因此走出低谷，得到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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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除了马尾船厂，习近平同志对船舶集团发展还给予

了哪些支持？ 

  谢作民：习书记对福建船舶工业发展的支持是全方面的，不

仅给予了资金支持，而且提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发展思路。 

  在他主导下，省里每年无偿划拨 2000 万元给船舶集团公司

作为资本金投入，在技术研发和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省里全

力支持我们参加国际性的海事会，一方面增长见识，另一方面在

国际市场中寻找商机，拓宽发展渠道。 

  2001 年 6 月 23 日晚上 10 点多钟，台风“飞燕”在福州登

陆，把马尾船厂停靠在码头上的两艘 1.76 万吨级船舶的缆绳刮

断了，船产生移位，搁浅在附近的江畔。当晚我和船舶集团的几

个同志刚好在厦门船厂，得到消息立刻往回赶，凌晨 4点钟才到

达马尾。不久后，省海事局领导就赶到马尾，这是习书记专门给

他们打了电话。他也专门打电话给我，对船厂的损失情况十分关

心。当时天还没亮，他的一通电话让我们非常感动。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2000 年 4月 25日，习书记到厦

门船厂调研指导。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厦门船

厂造船能力达到了国际水平，接单能力也有所提高，三年完成了

异地搬迁，实现了从建造千吨轮向万吨轮的跨越，创造了我国造

船建设史上的奇迹。 

  他接着说，发展船舶工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我省船舶

工业已经有了很好基础，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考虑如何进一步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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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府资金可以支持一些，计委、财政、经贸委也要争取从技

术改造、结构调整等资金中给予支持。但是，政府的钱只是杯水

车薪，根本出路在于改制。现在企业有前景，相信会有人愿意参

股，解决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 

  习书记的一番话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先后找了闽东电力公司、厦门建发公司、重庆钢铁厂等企业，

共同参与改制。由于资金缺口很大。习书记了解以后，帮助我们

专门给宁德领导打电话，看闽东电力能否出资。没想到联系之后，

闽东电力很“给力”，同意入股 8000万元，占股份 32%，加上建

发出资 5000 万元，占 20%，加上重钢以及一家民营企业均出资

500万元，各占 2%，剩下的由船舶集团以厦门船厂自身资产评估

1.1 亿元入股，占 44%，一共筹措 2.5 亿元，于 2002 年 3 月 28

日成功实现改制。我们深知，没有习书记的关心指导，就没有厦

门船厂后来的发展，更没有船舶集团的发展。 

 

   采访组：看到福建船舶工业的发展变化，习近平同志作出

了怎样的评价？ 

  谢作民：习书记没有与我系统地谈过这方面内容，但我能感

受到，他对船舶工业、对马尾、对福建造船行业的关心和厚爱。 

  我记得 2002 年 6 月的一个星期日，马尾船厂有一艘出口德

国的 700箱集装箱船即将交付使用，我专门邀请他过来看看。他

一听，欣然答应。一早，习书记轻车简从，只带着秘书来到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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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厂，还特意让我不要告诉宣传部门。他看得非常仔细，从底舱

看到驾驶室，走到船长居住间时还连连赞叹，说这里就像五星级

酒店一样，非常高兴。他问得很仔细，造船用料怎么样，国产占

比有多少，等等。我说主要的设备以及导航系统都还是靠进口。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造船工业要想真正发展好，还是要把重

心放在提高技术水平上，不要总干“苦力活儿”，要着眼高精尖，

解决国产化，掌握主动权。我想，对一个行业最大的关心，莫不

是帮助它从根源上找到症结，提出对症下药的良方。习书记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来关爱我们的。 

  我们也能感受到，习书记把船厂当成福建的一种骄傲，非常

乐于向外推介。有两次，宁夏和江西的领导来福建学习考察，习

书记还专门陪同他们到马尾船厂来，向他们介绍船厂的发展历史。 

 

  采访组：我们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从您与习近平同志交往的

这些年看，您认为他给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谢作民：你们谈到这个问题，我很感慨。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吧。我在宁德小市当书记的时候，世界知名良港三都澳就在我们

这个市，当时讨论得沸沸扬扬的三都澳开发的事情就在我的任上。

我们要开放，要发展，当时很多人就把三都澳港和荷兰鹿特丹港

相比，认为我们的自然条件比如水深、港阔等方面都比荷兰鹿特

丹港强，只讲自然条件，没讲基础设施和其他条件。为此，我还

专门请了专家过来“把脉”，其中有个专家实地看过之后，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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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问我：你去过荷兰鹿特丹港吗？我说我没去过。我听出来他

的话里有一丝嘲讽的意味，当时心里还有些不服气。可后来，我

到省船舶集团工作，有机会出国谈业务，有一次真的到了鹿特丹

港口，现实给了我很大的打击：我们的三都澳怎么能跟人家的港

口相比？！鹿特丹的港口，地理位置优越，吊车林立，铁路、公

路、航空四通八达。可我们的三都澳，空有长长的海岸线，什么

交通都不通、配套也没有，怎么能一下子就开发了呢？ 

这些事给我的教训很深，我也越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上世纪

80 年代在宁德任职时就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是多么的务

实和深刻！我们都能体会，他有一份雄心壮志，也恨不得闽东能

迅速摆脱贫困。但他也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抱

上“金娃娃”，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最终才能成事。

我记得 2010 年 9 月，他回到宁德，专门和宁德的领导和老同志

相见，又谈起当年闽东人的三大梦想，虽然当时不能实现，但一

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宁德建市、温福铁路都实现了，三都澳也

在开发之中。这就是“滴水穿石”的力量。这是习书记留给我们

闽东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路 也 李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