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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以平凡心真诚对待我们” 

——习近平在宁德（十四） 

 

  采访对象：邢常葆，1955年 10月生，福建罗源人。1983年

起从事电视新闻工作，曾任宁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调研员兼

宁德电视台台长。2015年退休。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6日 

  采访地点：宁德市三都澳迎宾馆 

  采访组：邢台长您好！我们来福建之前，就听说习近平同志

当年在宁德工作期间，和您接触比较多。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

是什么印象吗？ 

  邢常葆：我是从 1983 年开始做电视新闻记者的。当时宁德

还没有电视台，也没有报社，我在地委下属的电视宣传中心站工

作，相当于福建省电视台宁德记者站，工作地点就在地委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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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当时整个宁德，做电视这一块只有我一个人，9个县也只有

我这里有一台设备，我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剪、自己配稿，定

期给省台送过去。 

  习书记 1988 年 6 月到宁德上任，一来就直接下乡搞调研去

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多月之后，他到市直机关各单位走访，

和大家认识一下。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编一个叫作《太姥情》的

音乐片，想把工作几年来积累的一些素材编辑成一部音乐片，借

此宣传一下闽东的好山好水。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和我打招呼，还

看了我编的这个片子。他看完之后很高兴，对我说：‚闽东的山

水很漂亮，以后你们要加大宣传。‛我觉得这位新来的地委书记

既年轻，又亲切，没有大领导、大干部的那种距离感，很平易近

人。 

  后来，因为我是宁德唯一的电视记者，所以他的会议活动都

是我去跟访，对他在宁德期间的工作情况比较了解。又因为习书

记这个人非常随和，喜欢和基层干部、和我们这些媒体记者交朋

友，所以一来二去，我们就熟识起来了。 

 

  采访组：请您讲讲当时宁德的基本情况。据您了解，习近平

同志对这些情况有什么评价？ 

  邢常葆：当时宁德的经济状况是比较落后的，总体的财政收

入刚刚过亿，县财政大都在两三千万左右，一些大的县，财政勉

强够发工资，小的县可能会有 40%到 50%的缺口，像周宁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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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就更加入不敷出了。很多干部出差，过了一年半载，差旅费

单据还揣在裤兜里面，就是因为单位拿不出钱来报销。很多县都

如此，不是一个县两个县的事情。 

  再就是路程远。从宁德城关出发，没有一个县是可以两个小

时到达的，最近的福安县也要两个半小时。交通状况差，没有一

条柏油路，都是土路，那时候要是下去出个半天差，眉毛、头发、

全身都是白灰和泥巴，恨不得到了那里就先洗个澡。 

  所以，习书记刚来的时候，我们宁德的干部也好、群众也好，

都对他期望值很高，毕竟穷怕了，我们想靠他的资源‚抄近路‛

尽快致富。但是，宁德这种现状，硬件软件都跟不上，连最起码

的路都不通，能引进什么项目？习书记进行充分调研之后，提出

要给宁德的期望值降火，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推进经济发展。

他首先肯定了闽东过去取得的成就。从历史上看，叶飞同志曾在

这里北上抗日打游击，闽东人民帮助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叶飞

同志遇险，也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群众把他救下来的。解放后闽东

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古田溪水电站就不是供应宁德本地，而是供

应全省的。他说：‚宁德具有革命老区人民的坚韧精神，让我很

感动。过去闽东人不是没有做事情，也不是完全在等靠要。但闽

东的现状制约着我们，一下子就做成事情是不现实的。‛他教育

广大干部不要有过高的期望值，要脚踏实地总结经验，查找落后

原因，实打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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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您提到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出席的各项会议活动，

您都跟访，请您回忆一下他当年施政方面有哪些事情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 

  邢常葆：我讲几个具体的事情吧。第一个就是 1988 年 12月

在霞浦开展的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习书记来

宁德不久，就了解到这个地方交通情况不好，群众要想到地委来

反映情况，都要有大半天浪费在路上，事情办不办得成还难说。

他就想出办法：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

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那一天，习书记得了很重的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出发到了霞浦。他亲自坐镇，接待群众，一个

一个了解情况，问得很详细。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家里两代人都在边远山村里教书，已

经有十几年了。他对习书记讲：‚我现在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还

有其他一些毛病，在县里住着不方便，书记能不能想办法给我一

个进城指标？‛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而且

两代人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于是就和县里讲，这位老人的事情要

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就真的解决了。 

  后来，习书记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各有关部门的规定

动作是一年到基层去两次，能当场解决的就把问题终结在基层，

不能当场解决的就带回来限时解决。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亲下基层，

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如果上半年从山区走就从沿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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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就从沿海开始走，再从山区回来，一去好几天，带着市委

行署班子成员、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去，访真贫、查实苦。遇

到一些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他就和涉及的几个部门说好，哪天、

哪个时间，几个部门凑到一起，一次性现场办公，老百姓办事简

便多了。他说过：‚‘硬’的我们缺少些条件，可以多讲‘软’的，

比如简化手续、改善服务质量，这些方面我们就很有一篇好文章

可做。‛ 

  当然，他参加的其他一些下乡活动就更多了。在他的带领下，

宁德干部深入基层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业建设。周宁县有一个造林大户，早些年

率先搞多种经营，针对林木生长期较长的问题，在树林间套种魔

芋、马铃薯等作物，搞长中短结合，成效显著。习书记到当地了

解情况以后，非常高兴，让这个造林大户直接到地区干部大会上

作经验介绍，让大家都来学学他的创新精神。一时间，‚农民给

干部上课‛在全省都留下美名。 

  习书记的大胆创新之处还不仅体现在此。有一次，时任省长

王兆国同志来宁德调研，习书记向他汇报关于林业发展问题。当

时造林大户要想扩大规模，就要向银行贷款，但没有可以抵押的

资产，政府虽然想帮助农户，但又不能干涉银行的贷款政策，十

分发愁。习书记就向王兆国同志提出一个思路：‚我们能不能用

活立木贷款？老百姓种的这些树虽然现在还没长成，但再过二三

十年，就是参天大树，价值不菲，能不能就拿这个作为资产去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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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他讲的这番话我记得很牢。最终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采纳，

我不得而知，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那种迫切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的心情，能深切感受到他为了闽东发展大胆开拓新路的勇气和魄

力。 

  第三个事情，是关于建数字基站。1989 年夏天，邮电部准

备在福建选址建机房，最初意向是建在南平，但也到宁德进行考

察。习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宁德经济落后，通讯不能再落后

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于是他决定找邮电部的同志好好谈一

谈。当时，邮电部的同志住在邮政招待所，习书记早上早早起来，

也没叫驾驶员，走路走了 20 多分钟才到。他到的时候，邮电部

的同志还没起床，他也不急，就站在门口的操场上等。等到他们

起来，洗漱完，出门一看，习书记已经等了那么久，非常感动，

也非常佩服习书记的工作作风，所以在考察之初就对宁德留下很

好印象。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基站终于在宁德建成了。所以你

看，我们宁德的区号是 0593 开头，仅排在福州、厦门之后，这

也一直被我们宁德人当成一种骄傲。 

  还有一点，就是他对修志工作的关注。1989 年 8 月，全地

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我去做新闻报道，他讲的很多话都令人印

象深刻。他说：‚你们做方志工作，很辛苦，一直兢兢业业、默

默无闻地埋头文海，搞学究。但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起码还可以

留下你们的芳名，是谁写的就会留下谁的名字。你们看，我的秘

书、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些领导起草报告或是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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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落款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不是他们的。从这个角度讲，你

们做这件事情应该更有动力。‛他还说，修志是一件‚非常‘得

志’的事情‛，希望修志人员‚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

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在他之前，

从来没有哪一任领导像他这样重视地方志工作，都觉得边缘、觉

得不重要，可他却发现宁德有搞地方志的传统，还主持专门工作

会议并发表讲话，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指导，确实非常了不起。 

  习书记在干部工作上也有独到之处。他深刻认识到，闽东要

发展，人才是决定因素。在他的影响下，闽东也确实出了一批优

秀干部。他在位两年期间调整的县委班子成员，都称得上是历史

上最精干的，工作上、作风上都很过硬。他用干部也很老到，既

结合实际深思熟虑，又大胆起用新人，敢于做一些尝试。有的干

部‚其貌不扬‛，习书记提出‚放到基层去试试看‛，结果一干工

作，风生水起，就是他看中了这个人的潜力，通过大胆使用、强

压担子，让人才迸发活力。他总说，当干部就要心正、气正，不

能一想到提拔就想哪里有好肉，先啃下来再说。到目前为止，他

任上提拔的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干干净净的，没有一个犯错误，

没有一个出事情。 

 

  采访组：您多年从事新闻工作，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宁德

的新闻工作提出过哪些发展思路、采取了哪些举措？ 

  邢常葆：习书记对闽东的新闻事业发展非常重视，强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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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要认识到当前形势所赋予我们的任务、职

责。他提出要在闽东办一份报纸，建一个电视台。他让我了解一

下办一个电视台需要多少钱，我找了一位懂技术的领导询问，电

视采、编、播加上覆盖，可能要 300多万。那时候的宁德，拿出

300 多万来做一件事是天文数字。习书记对我说：‚还是先办报

纸，电视台的事你也再问问，能不能走‘捷径’，少花一点钱。‛ 

  就这样，1989 年 11 月，《闽东报》先办起来了。其实宁德

原来就有《闽东报》，‚文革‛以后停刊了。习书记来了之后提出

恢复，召集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再从各县临时抽一些新闻报道骨

干，再请《福建日报》资深的同志把关，这样就把一个报社的架

子搭起来了。当时的《闽东报》是小四开，还是个小报，习书记

专门写了一个复刊词，当时在宁德引起很大反响。 

  宁德电视台是 1990年 12月办起来的，当时习书记已经调任

福州市委书记。但他离开宁德之前特意开会，强调宁德电视台一

定要办起来。他说：‚闽东一定要加强对外宣传，如果只躲在这

个山沟沟里，有多好的东西别人都不知道，人家只知道我们穷，

只知道我们基础设施差，那还怎么引进项目？还怎么发展经济？‛

当时因为经费困难，按照他提出的‚走捷径‛的想法，我们只花

了 100多万，暂时不做信号覆盖，节目做完了就送到宁德差转台，

依靠福建省电视台的力量，等他们的新闻播完，再插播我们宁德

的节目，每次 10 分钟左右。当时条件也很简陋，只有两三台设

备、五六个人，每周做一两档节目，插播一次。后来才慢慢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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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再到现在，发展成为 100多人的队伍，也实现了 9 个县区

全覆盖。我还记得 1998年筹建电视台大楼，2000年底习书记来

宁德调研时得知我们资金缺口较大，专门批了 150万给我们，帮

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习书记不仅关心新闻事业，而且懂新闻，对新闻工作者有很

高的要求。他说过，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关系很密切。

但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

的真实性，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

自身的规律性。那时候，他喜欢和新闻记者聊时事、谈看法，地

委的各项工作会议活动，他都邀请各路记者去参加。我们这里有

一些老记者，有时候有抵触情绪，因为当时新闻版面有限，有些

活动参加了，也不一定能报道出来，大家比较为难。习书记打消

了大家的顾虑。他说：‚我叫大家来开会，不是一定要你搞报道，

你们可以从这些会上了解到第一手资料，有的事可能刚刚有意向，

刚刚起步，这时候你们不用报道，可以关注、追踪，再过几个月，

‘火候’到了，来龙去脉你们都掌握了，相信就能写出厚重的稿

子来。‛那时候，除了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其他各类会议他

都破格让记者参加，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性会议，都对记

者敞开大门，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看，习书记考虑问

题着眼长远，也有创新精神。记者们在他的鼓励和调动下，都很

积极地在会议活动中选题，也能沉下心来写稿子，为闽东发展鼓

与呼。他也从来不在记者面前摆官架子，不是说我是地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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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记者，必须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真诚地和我们交朋友，还经常和我们讲：‚你们新闻报道工作

需要地委行署做什么，可以跟我说，我们全力支持！‛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闽东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哪些工作？ 

  邢常葆：习书记慧眼识珠，发现闽东文化特色非常突出，应

该宣传和弘扬出来。他说，闽东具有红土地文化、畲族文化，还

有很多好的民俗民风，还有山海的旅游资源，风光很美。但当时

财政经费有限，他觉得要加大宣传，必须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

他提出制作一部名叫《山海的交响》的电视音乐片，背景素材采

用我和其他同志之前拍的一些风光片，比如太姥风光、鸳鸯溪风

光等。音乐部分由彭丽媛老师邀请音乐家和歌唱家来作曲、演唱，

这就叫‚土洋结合‛。当时我们自己的制作水平很有限，还要动

员省台来参与制作。最后制作很成功，传播也很广泛，习书记很

高兴，说这比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强多了，外界一看闽东是这样一

块风水宝地，都会对这里产生兴趣。 

 

  采访组：听您这样介绍，习近平同志对宁德各项事业发展确

实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日常生活中他给您留

下怎样的印象？ 

  邢常葆：习书记在生活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过去我们地

委大院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干打垒的石头房一到夏天就很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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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开大会只有电扇，没有空调。习书记办公室里的窗式空调，

开机以后像拖拉机一样突突的响。你们现在到地委大院去看，门

口那条斜坡路都是水泥路吧？那是在习书记手上才修好的，以前

就是一条破土路，旁边还有条水渠，又脏又臭。他来了之后组织

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把那条水渠盖起来，这条路才拓宽，好走很

多。 

  当时彭老师没有跟在习书记身边，他每天下班吃完饭，就跟

秘书还有班子里面的一些同志一起，在隔壁的军分区操场散步，

然后回来，有会议就开会，有工作就继续工作，没有工作就回宿

舍。他住的地方也很简单，屈指可数几件家具，看上去空荡荡的。

厨房里装了一个液化气灶，但他从来都不用，不会给自己‚开小

灶‛，都是彭老师来时才会炒几个菜。过去宁德也没什么酒店，

就一个招待所，算是还有几个像样的饭菜，其他都是街边小炒。

可这些地方，我都没见他去过。 

  他最喜欢看书，搬家到宁德来时就带了一大堆书。我们跟他

出差的时候，经常一忙就忙到中午 1点多，吃完饭就 2点多，下

午 3点接着开会。就这么一点时间他也不放过，要到街上转一转，

一转就转到新华书店，偶尔买一两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本书，连

北京都买不到，就特别高兴。 

  我刚才讲，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随和，接触时间长了，

才感到这个人也非常沉稳，对自己、对身边人要求非常严格。他

和秘书定好下乡的时间，说几点钟就是几点钟，如果晚了他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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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秘书。在基层调研，他都是按惯例吃食堂、交伙食费，每次

由秘书和当地结账，每半个月他再和秘书集中‚结算‛一次。下

乡的伙食标准是早上 1 块、中午 1 块 5、晚上 1 块 5，一顿午饭

基本就是吃碗面条，如果菜做多了，他不吃，还会提出批评，让

他们拿下去。有一次我和他去屏南县调研，回来路过虎背乡，在

那里吃午饭。吃完饭，习书记的秘书照例去交伙食费，乡党委书

记怎么也不肯收，我看他们来回推了好几次。临走时上车，习书

记问秘书：‚伙食费交了吗？‛秘书说：‚交了，但是他们不要。‛

习书记说：‚那怎么行？赶快去交，还要让他开收据，不然口说

无凭，有收据才证明人家真收了。‛你看，他这人就是这么‚较

真儿‛。 

  照这么算，习书记每月的工资是不够花的。当时他的收入只

有 170多块钱，这样一天 4块花下来，一个月就是 120块，他还

要买书，还有其他开销。所以那时候彭老师也支援他。可就是这

样，他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更不是做做样子就完了。 

  虽然他对自己很严格，但对宁德百姓总是一片赤诚。有一年

冬天，一个畲族村发生泥石流，死了二三十个村民，经济损失也

很重，我陪他一起去慰问。各项事情都安排好了，慰问礼物也都

准备好了。这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个农户居然还在打赤脚，马上

掏钱在村上给这个农户买了双鞋。那么多基层干部都没发现的细

节，他却一眼就发现了，还立马采取行动，我相信老百姓对这样

的领导干部，没有不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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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下党乡党委书记杨奕周，我们都叫他老杨，一个彻头彻

尾的老农民。可习书记跟他关系很好，后来到省里当省长还和他

保持联系。那一年，老杨的孩子考大学没考上，就跑到福州习书

记的家里去找他帮忙。他跟习书记说：‚我小孩现在没书念了，

你是省长，能不能帮我搞个名额？‛习书记问清楚之后说：‚高

考是大事，也有严格规定，我不能一口答应你。我先了解一下具

体情况，再给你答复。今天别走了，就住我家里。‛其实，老杨

从基层来，习书记完全可以让秘书给他安排一个宾馆，但他没有，

他觉得这是私事，私事私办，公事公办。虽然他没有答应老杨的

私托，但还是拿老杨当亲人看待，这说明习书记这个人，既讲原

则，又重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总是亲切地叫您‚阿葆‛，您和他之间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邢常葆：习书记来之前，我就有一部上海牌的二手车，还是

从胡平省长那儿‚讨‛来的。因为我做电视记者，又要扛摄像机，

又要背充电器，还要带灯光，每次下乡都得买好几个位置的车票，

非常不方便。胡平省长认识我，就给我拨了一辆车，方便我跑新

闻。宁德交通状况不好，我又经常下乡，车子颠来颠去的，没几

年就坏了。习书记来了以后，我就找到他，希望能给我解决一下

交通工具。习书记马上找来常务副专员问财政上还有没有钱，副

专员说上半年的钱都安排出去了，下半年的钱还没动。习书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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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我的特殊情况，请他解决一点经费。习书记说：‚新闻工作

讲究时效问题，而且搞电视采访的不像文字记者，要带着一堆机

器，没车不方便，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支持一下。‛最后，行署花

8 万多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新的上海牌汽车，还带空调，这可真是

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 

  有一年初春，我陪习书记去福鼎县调研，住在当地的招待所。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发现他穿的涤卡中山装的手肘位置破了，

长长短短的线头都露出来，像胡须一样。我跟他说：‚书记，你

这衣服都破得不像样了。‛他低头一看，还真是，看来是破了好

久了，另一边同样位置也一样，只不过没有那么严重。我说：‚我

给你处理一下吧。‛当时手边也没有针线，没有剪刀，我灵机一

动，说：‚你信得过我的话，我用打火机给你烧一下。‛他很痛快

地答应了，抬起胳膊让我烧。我一打火，点着线头儿的尾部，刚

冒点火苗我就赶快闭火儿，线头顺着余火，很快就烧没了。他一

看，很满意。虽然这样不能治本，但只要不细看，乍看上去还是

好多了。我心想，习书记对群众打赤脚都观察得那么仔细，可自

己的衣服破了那么久都没注意，可见他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群众

身上了。 

  他对闽东这片土地和闽东人民的感情太深了。他知道我以前

拍过很多纪录片、汇报片，都是以闽东贫困面貌为主题的，反映

当时的真实情况。他让我把这些录像带拿给他，带回北京，给家

人看，给朋友看，给一些国家部委的同志看，希望他们能够为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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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他家里人看了之后都掉眼泪，觉得闽东

这个地方太穷了，也都非常理解习书记想帮助闽东摆脱贫困的迫

切愿望。（下转 4版）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的家人和您也很熟悉，也对您有过

帮助。请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邢常葆：习书记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就像个老大哥，

我有什么心事都愿意和他讲。我刚才讲到，1998 年，我们宁德

电视台大楼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是在我手上做的，我直接管基建。

那时候，大楼选址的位置是一片滩涂，一打桩就像打在蛋糕上，

为了能把楼建好，我没少花心血。可没想到，有人告我，说我拿

工程款、吃回扣，我又生气，又委屈，就和他诉苦。习书记听了，

就对我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我们都理解你。你可以请组织、

请纪委出面调查，查清楚你就没事了。‛我对他说：‚你连下乡调

研都主动交伙食费，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受你影响，怎么能不自觉

自律呢。况且，我要是真为了一点利益就贪污受贿，你也瞧不起

我了。‛ 

  习书记和彭老师他们一家都是非常谦虚、低调的人，待我好

像家人一样。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彭老师来的次数不多，因为他

们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任务。有时她演出经过福建，就空出

两天到宁德来。习书记从来没有派车去接过，她都是搭便车过来。

有一次我开车去福州送片，正赶上彭老师坐火车到福州，我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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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她。那天接上她已经中午一点钟了，我说：‚彭老师，我们去

吃个便饭吧。‛她说：‚不用了，我在火车上简单吃了一些，直接

回去就行。‛我知道，她这么说是怕我花钱。我只好买点面包、

矿泉水给她垫垫肚子，开着车直接回宁德了。 

  彭老师在宁德的时候都是自己买菜，自己烧饭，给习书记改

善伙食，也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我们在一起做饭是这样子的：

习书记负责包饺子，彭老师烧清蒸鱼，是她在广东出差时学的手

艺。我负责个别不好处理的海鲜，比如我们福建有道特色菜是爆

炒章鱼，章鱼要洗得很干净，刀功也有讲究。所以我们各显神通，

有多少本事就使多少本事，谁会做什么就干什么，氛围非常融洽。 

  彭老师人好，心也很细。有一年，习书记已经到福州工作，

他们一家在福州过年。我正好到福州办事，就去拜访他们。彭老

师见我来了，很高兴地说：‚阿葆，我记得你家小孩是属狗的，

我给她做了一双鞋，小礼物，你收下。‛我一看，鞋子上面绣着

两只小狗，特别可爱。然后，彭老师就用塑料袋给我装起来，放

在我包里。回家后，我女儿打开一看，非常喜欢。这虽然是一件

小事，但在我和家人看来却非常温暖。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不

平凡的人，可他们却以平凡、朴素的心对待我们，设身处地为我

们着想，实在太感动了。 

 

  采访组：后来，习近平同志也曾多次回到宁德，他和您见面

期间对闽东的发展还讲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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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常葆：其实，习书记在宁德工作只有一年 11 个月，可他

离开宁德之后，在福州市、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又先后来

过 17 次，以各种方式帮助宁德发展，比如要福州与宁德联谊，

搞帮扶政策；介绍企业来宁德考察，搞对接项目，等等。他情系

闽东，虽然知道闽东不可能马上富起来，但他时刻都在开动脑筋，

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和韧劲，努力把闽东的资源发挥出来，潜

力激发出来。他多次讲过‚闽东不富，天理难容‛，表达了他对

闽东强烈的感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翻开《摆脱贫困》那本书，

看到他 30 年前讲的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方法，都由衷地

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大胆创新的勇气魄力而心生敬佩。 

  2010 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就下榻在

这个三都澳迎宾馆。原本市委安排的是他和过去的班子成员见面，

他和彭老师还专门提出来想见见我。见了面，他还是老样子，没

有官架子，和我拉着家常。我用手指着窗外的一片地对他说：‚你

还记得这片地方吗？当初我们挑化肥上山去劳动，就是这里。‛

他看到原先的一片荒地，现在已是高楼拔起，非常高兴，对我说：

‚‘滴水穿石’可不是老牛拉破车啊，能看到宁德发生这么大变

化，是领导干部带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来的。但是宁德跟发

达的地方比还是距离很大，所以还得继续花气力认真地去做。‛ 

我知道他的话是由衷的。我们还要跟着他，撸起袖子加油干

下去。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