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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身上始终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 

——习近平在宁德（十五） 

 

  采访对象：王绍据，1947年 10月生，福建福鼎人。1982年

任福鼎县委办副主任兼县委新闻科科长、县广电局局长，1989

年 8 月调地区负责《闽东日报》复刊工作，同年 11 月任报社总

编辑。其后兼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宁德记协主席，宁德市委委

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4日 

  采访地点：宁德原地委大院会议室 

  采访组：王总编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一手主持了《闽

东日报》的复刊工作，您作为当事人，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王绍据：《闽东日报》创刊于 1952 年 4月，前身叫《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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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958 年 7 月改版为《闽东日报》，曾被评为全国三家先进

地方报纸之一，《人民日报》1960 年 6 月 12 日曾刊发《闽东日

报》代表介绍经验的文章。1961 年，因经济困难，《闽东日报》

又改为《闽东报》，隔日出刊，后改为周三报。1969年在‚文革‛

时期停刊，一停就是 20年。 

  1988 年，习书记来到宁德之后，感觉这里交通不便、信息

不畅、基础不好，指导基层开展工作有困难。这种情况下，他提

出由地委宣传部研究恢复《闽东日报》。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原

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影响，项南书记有一句名言：‚不懂得利用报

纸做工作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就是说，没有新闻舆论就

不利于开展工作。所以习书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报纸办起来。

可是《闽东日报》要复刊，人、钱、物什么都没有，怎么办？习

书记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人选。当时有两种方案：或者请《福

建日报》的记者、编辑来帮助复刊，或者高薪到外面请人来办。

后来，这两种方案都没有成功。一是《福建日报》的记者本来就

有很多事情，这边复刊工作量很大，两头兼顾不下来；二是当时

财政非常困难，捉襟见肘，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何

谈高薪请外援。最后决定就地取材，在宁德本地寻找办报人才。

我当时在福鼎县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长、广电局长，主

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算是有一点经验。于是，这项光荣的任

务就落到了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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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时我对他们物色人选的事一无所知。我清楚地记得，

那是 1989 年 8 月 26 日，习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老王啊，

我们习书记有事情找你，你明天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当时听

了，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8 月 27 日早上 7 点

钟，我就动身出发，从福鼎到宁德走了 4个小时，到了地委大院，

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习书记在办公室里，一看到我来了，马上

走出来，亲切地和我握手，说：‚绍据同志，你辛苦了！‛他看到

我满身是汗，赶紧从橱子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擦汗，还端

了一杯茶过来，让我先歇一歇。我本来觉得很拘束，但见他这么

亲切，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习书记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谈了起来。他说：‚这次我们

研究准备办一张报纸，想请你来负责复刊的具体工作，尽快把《闽

东日报》重新办起来。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说。‛听他讲

完，我吓了一大跳，一时没反应过来，脱口就跟他讲了三句大实

话。我说：‚习书记，我一没有文凭，小时候家里穷，13岁就辍

学了；二没有办过报纸，毫无这方面经验；第三，现在宁德地区

财政这么困难，要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啊！‛他听了以后，稍微

思考了一下，针对我说的三点困难一一给我吃定心丸。他说：‚文

凭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我看到你 1984 年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读者来信，当时你敢于揭露宁德贫困状况，

为广大群众疾呼，引起广泛讨论。就冲这一点，就说明你对闽东

有感情，对党的事业有担当，我相信你。关于经验问题，你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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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写过新闻稿，在复刊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不断积

累经验。经济上，现在我们财政确实非常困难，但地委决定从‘牙

缝’里挤出 10 万块钱给你作为‘起家本’，相关人员由你组织，

用两个月时间把报纸拿出来。‛ 

  就这样，习书记和我谈了 20 多分钟。我完全没想到，我与

习书记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他就对我如此信任，又如此坦诚，

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把《闽东日

报》重新办起来。8 月 28 日我回到县里移交工作，第二天就到

宁德上班了。 

 

  采访组：《闽东日报》复刊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习

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帮助解决的？ 

  王绍据：那个时候报纸复刊就是一切从零开始，一无所有，

先在军分区一个小阁楼里租了两个房间，开始‚招兵买马‛。考

虑到从事新闻工作要有一定的学识和素养，我们就先从教师里招

人，这样上手比较快，也能保证办报质量。 

  时间一长，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军分区的房子很贵，两间房

的房租一个月要 600多块钱，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租了半年多

以后，我实在是觉得负担太重，就找到习书记说：‚书记，我们

就这 10 万块钱，想方设法省着花。可光房租这一项就要用掉好

多钱，我是真心疼啊！‛他听了之后，告诉我他心中有数，他来

解决。后来，在习书记的协调下，我们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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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项负担，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做着复刊工作。两个月时间，

我瘦了 20 斤，但能跟着习书记做这项有意义的事业，我感到很

值得。 

  终于，1989 年 11 月 1 日，《闽东日报》复刊了。那个时候

不叫《闽东日报》，叫《闽东报》，因为是一周一期，后来变成一

周三期，直到 1993 年才变成日报。习书记亲自为《闽东报》撰

写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坚定方向弘扬正气振兴闽东》。他写道：

‚期望《闽东报》重展当年雄姿，紧扣时代脉搏，在坚持四项基

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

时代的强音。‛他亲自拟定了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提出要大力

宣传本地区各条战线的新成就、新人物、新典型、新经验，探讨

新问题。还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信息、拓宽思路、增长才干，

促进闽东经济振兴，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采访组：在《闽东日报》复刊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就办刊等

问题和您聊过哪些想法？ 

  王绍据：我们当时住得很近，他在地委宿舍，我在军分区，

他平时经常到军分区散步，晚上有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找我闲聊。

他经常和我讲一些办刊的想法。讲得最多的有这样三条：一是新

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既要结合当前形势传达好、宣传好、贯

彻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又要着眼闽东实际，为振兴闽东服务；

二是报纸要形成一面旗帜，成为地委的喉舌，发挥正确的舆论导



 

6 

向作用；三是报纸内容要接地气，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和呼声。

他很推崇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

做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单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

的人的责任。‛可见，他对办好《闽东日报》、对做好闽东的新闻

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也有深刻的思考。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调离宁德后，对《闽东日报》还一直关

注吗？ 

  王绍据：1990 年 6 月，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但他一直

关心着《闽东日报》的发展。《闽东日报》复刊 10 周年的时候，

他写了一个题词‚为振兴闽东服务‛，15周年的时候，他在浙江

省委书记任上，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1996 年，报社从军分

区搬出去，在法院旧址上盖新大楼，8 月 10 日举行奠基仪式。

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但他是我们的老书记，又是

推动《闽东日报》复刊的决策人，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

他发了请帖。本以为他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可没想到当天他专

程赶到这里，就为了出席仅有 10 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这对我

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还是 2000 年，我带队走访全省特困乡洪口乡，考察了这个

曾是全省最困难乡镇的脱贫历程，写了一篇 7000 多字的《走近

洪口特困乡》长篇通讯，发表在《闽东日报》上。没想到习书记

注意到了这篇通讯，还一口气作了 100 多字的批示，大意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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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特困乡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感到非常喜悦；但是这个变化

还是阶段性的，我们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希望全省各地

都要继续努力。他离开闽东，仍然牵挂着闽东，也一直关心着《闽

东日报》的发展，还特别乐于看到《闽东日报》在闽东脱贫致富

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这也是他当初推动报纸复刊时的初衷

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着宁德的扶贫状况。您作为新

闻工作者，当年有没有和他一起下乡调研的经历？能给我们讲一

些具体的事例吗？ 

  王绍据：1998 年、1999 年，习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跟他下乡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到宁德都

是我陪他去调研。他的调研工作非常深入，而且非常务实，尤其

关心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解决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

房搬迁问题就是典型例子。 

  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

主要在闽东，大概有 13000多人。他们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一

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船就是房子，就是所有家当。连家船民过

去被人歧视，叫作‚曲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蜗居在船里，脚

都是弯的。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遇到狂风暴雨，船一翻，

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所以习书记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岸问

题，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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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问题解决之后，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又去找

那些连家船民搞回访，我跟他一起去过。结果，我们发现不少人

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这引起了他的重视，房子都建了，为什

么他们不愿意住在里面？带着这份疑问，他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

1998 年夏秋之交，我陪他到霞浦县盐田乡，走进船舱，和船民

面对面交谈。习书记个子很高，而连家船的船舱很矮小，他几乎

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我们找到船老大，问他：‚岸上已经给

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船老大见到习书

记，很吃惊，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会跑到船上来找他。他很感动

地说：‚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我就给你们说真话。

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有什么用？

我们吃什么？哪有钱买菜、哪有钱买衣服？‛习书记听后，回到

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后来又回到连家船聚集较多的福安县

开了一个现场会。他说：‚解决连家船问题，根本的是解决船民

上岸、定居、乐业一整套问题，不仅有房可住，还要有业可就。‛

他还提出很多具体务实的意见，比如给连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

高层，照顾他们的居住习惯；要让他们能够养鸡养猪，能靠养殖

业解决生计问题，等等。这个现场会开完以后，他立即要求做好

相应的实施和推广工作，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

人上岸了，心也上岸了。 

  另外，我感到习书记对宁德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把闽东的

锦绣河山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比作‚闽东之光‛。我们闽东的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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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特色文化，尤其是畲族文化。畲族没有文字，但有独立的语

言，他们的歌叫作畲歌，在一些饮食服装方面很有特色。当时习

书记对这些内容都很感兴趣，还多次开会强调要多从文化角度找

到闽东的闪光点，做到知我闽东、爱我闽东。他还就怎样传承畲

族文化、保护畲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见，鼓励闽东搞旅游开发。这

在当时来讲，都是很超前的观念。 

 

  采访组：当时您陪着下去调研，习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众聊

些什么？问些什么问题？ 

王绍据：习书记很接地气，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群众听

得懂的话，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今年收入多少钱，收入靠什么，

每样能卖多少钱，等等。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了解之后

还会认真计算一下。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卖茶收入多少钱、

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和之前地方政

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比如稻

谷，亩产 1000 斤就不得了了，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如果有的

地方报 1500 斤，他就知道肯定是虚报了。习书记在陕北当过七

年知青，对农活很在行，在这上面搞猫腻骗不了他。他和群众聊

天都问真情实况，基层干部不敢给他讲假话。他的务实，正体现

于此。 

 

  采访组：2016 年 2 月 19 日，您在赤溪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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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视频连线。您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赤溪村这样一个地点？ 

  王绍据：赤溪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说就是中国扶贫的

一个缩影。1984 年，我在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任上，也算是基

层一个普通的通讯员，有一次到赤溪村调研，震惊于当地的贫穷

落后，那真是‚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买不起鞋子光脚板‛的辛

酸景象。我写了一个情况调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

富》，寄到《人民日报》，没想到《人民日报》6 月 24 日在第 1

版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出来，当时乔石同志作了批示。批示传

真件很快传到福建省委，又传真到我们福鼎县委，1984 年 6 月

下旬，赤溪村扶贫工作就正式开始了。这是我们党最早有领导有

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村，所以叫作‚扶贫第一村‛。30多年间，

赤溪村经历了‚输血‛‚换血‛‚造血‛三个扶贫历程。输血扶贫

就是缺什么给什么，缺钱给钱、缺粮食给粮食。换血扶贫就是实

施搬迁，因为当地陆地条件太差，作物很难种植，既然一方水土

难养一方人，就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最后是造血扶贫，如果不

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扶贫最终是扶不起来的。赤溪村因

地制宜精准发力，激发群众的脱贫意识，敢于同贫困作斗争，现

在依靠开发旅游资源和村民自主创业，赤溪村已经实现了脱贫致

富，成为中国许多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 

  2014 年是《人民日报》刊登赤溪村贫困状况 30 周年，《闽

东日报》刊登了整版‚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嬗变‛，由福建省委办

公厅摘其要报送到国家民委，国家民委把相关内容做成简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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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习近平总书记。他看了赤溪村的变化，作了 200多字的批示。

2016 年 2 月 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脱贫路上的赤溪

村》，第 10版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

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据说总书记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把这

两篇稿件都看了。我想，习书记选择在赤溪村视频通话，代表了

他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也代表了他对宁德人民的深深惦

念。而他选择与我视频连线，可能也是看了这两篇新闻稿的缘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视频连线的具体情况。 

  王绍据：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能和总书记视频连线。2016

年 2 月，《人民日报》两篇报道刊发不久，市委宣传部长给我挂

电话说：‚你最近不要离开宁德，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我没

想太多，就说可以。到了 2 月 17日，《人民日报》福建分社的社

长给我打电话，说：‚下午会有车来接你，咱们一起去一个地方。‛

我问去哪里，他说：‚现在你不要问，你就跟我来。‛下午见了面，

坐上车，他才告诉我去赤溪村，一路上也没再解释什么。 

  2月 18日下午，人民网总裁和我们连线，他说：‚请大家明

天一定要精神饱满，总书记要和你们视频连线！‛我当时听了感

到非常震撼，总书记要跟我们对话！那我要怎么说呢？我觉得，

习书记在宁德和我们是很亲近的，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真感情和他

对话。 

  2 月 19 日，视频连线开始，先由赤溪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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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汇报 1 分钟，总书记再和他进行对话后，就轮到我了。

看到总书记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我一下子就激动了，铆足了

一股劲，大声地说：‚总书记，新年好！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给

你拜个年！回想你在宁德工作的日日夜夜，我们都历历在目，记

忆犹新，我们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赤溪村脱贫致富有如此变化

的今天，印证了你在批示中的 16 个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其实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时间

所限，我最后讲了一句话：‚总书记，乡亲们热切盼望你回宁德

走走，到赤溪村看看！‛这一讲，一下子就把总书记的感情牵动

了起来，他深情地讲道：‚绍据啊，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一听

说你已经退休了，我很感慨，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你还是个

小伙子。当年，我们的下乡调研还是比较深入的，所以现在我特

别注重倡导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新闻战线的同志也

要多接地气，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你几十年前报道赤溪村的

情况就很有新闻价值。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全国扶贫工作

的历程，要很好地总结。绍据，你是当地的‘活地图’‘活字典’，

要很好地帮助大家总结扶贫经验，提供一些实际情况，为下一步

全国全面摆脱贫困、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余热。最后，也祝你们新

春愉快，生活幸福、事业兴旺！‛原本计划 4分多钟的视频连线，

总书记跟我讲话就讲了 3 分 20 秒。听着总书记的亲切话语，望

着他充满喜悦的神情，我一直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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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那一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 

  王绍据：当天下午，很多朋友甚至在国外的朋友都给我打电

话表示祝贺，打得我手机一直发烫。回家后我也不敢随意出去，

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你真厉害啊，能跟

总书记视频连线‛。直到 4 个多月过去了，我在街上走，还有出

租车司机在我旁边停下来，说：‚我认得你，你是和总书记视频

的那个人！‛说着，还让我免费坐他的车。我知道我是沾了总书

记的光，这代表着大家对总书记的尊敬和爱戴。 

  这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的影响就更大了，总书记相当于为赤

溪村做了一次广告。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想帮助赤溪村

尽快致富。我举一个例子。视频播出以后，厦门有一个人专程自

驾来到赤溪村，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着头巾，他问是什么原因，

女同志就说是患了偏头痛，到处都治不好。他就拿出家里祖传的

秘方免费为她们治疗。他后来连续来了 8 次，带着自己熬的药，

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村民们做了面锦旗送给他表示感谢，他说：

‚这要感谢总书记呀，没有总书记的视频，我也不会知道赤溪村，

更不会来到赤溪村。‛ 

 

  采访组：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同工作过的新闻人，您还

有什么切身感触吗？ 

  王绍据：总的来说，在我与习书记有限的相处中，有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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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体会，就是在习书记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务实精

神。具体体现为五个‚实‛：一是为人朴实，他从厦门到宁德来

当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一方主官，但他从不摆阔气，办公、开会

的地方都原封不动，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旧宿舍里。他穿的衣服

非常朴实，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夹克衫、中山装，冬天还

有一件羽绒服。二是待人诚实，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

经常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几句。三是讲话真实，

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会拐弯抹角，正确的事情就支持，错误的

就反对，不做‚好好先生‛。四是工作踏实，从来都是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地干，不讲虚的，也不好高骛远。就我们闽东扶

贫来讲，他一直坚持‚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这是他治理闽东

的名言，也是科学的发展理念，是他经过仔细调研、总结经验后

针对闽东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五是领导务实，他在宁德不论是扶

贫、创收还是开展文化活动、发展经济，都是贴近宁德实际、贴

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而不是急于烧‚三把火‛，或是搞什么‚大

干快上‛。 

我在新闻宣传口工作了一辈子，从农村出身的农民通讯员到

小县城里的一个专职新闻干部，成长为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辑，

我感谢习书记的信任和重托，感谢他对我一片赤诚的肯定与鼓励。

正是他在闽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对闽东振兴的殷殷期盼，鼓舞着

我在新闻战线上不断做着鼓与呼的工作。他对闽东方方面面工作

投入的大量心血、为宁德建设勾画的长远蓝图，我都努力通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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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宣传的手段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闽东、了解习书记的施

政方略。他 30 年不曾更改的对闽东的厚望，是我们进一步扎扎

实实做好工作的动力。我会按照他的嘱托，做更多为闽东发展发

挥余热的事情。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