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2002 年 10 月至 2007 年 3 月，習近平帶領浙江廣大幹部群眾

幹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率先推進浙江經濟社會轉型升

級、科學發展，不斷探索完善區域現代化建設佈局，取得了一系列

重大突破。

習近平在浙江工作近五年，擘畫了作為浙江省域治理總綱領和

總方略的「八八戰略」，制定實施了創建生態省、建設「平安浙江」、

加快建設文化大省、建設「法治浙江」、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等重大

決策部署，為浙江改革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些年，浙江發生的

變化全面深刻、影響深遠、鼓舞人心，是新中國成立 70多年偉大成

就的縮影，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

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為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理論邏輯、歷史

邏輯、實踐邏輯的認識和理解，推動對這一重要思想的學習貫徹走

深走實，我們編寫了本書。全書系統講述了習近平謀篇佈局、推動

實施「八八戰略」的過程，全面展現了他主政浙江期間的重要思想

和生動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本書編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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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戰略」是統領	

	 浙江發展的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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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着急「點火」的「新官」

一

金秋，總會給人帶來特別的期待。

2002年 10月 12日，浙江省第 12屆運動會開幕。賽場上，選手

們全力以赴、奮勇爭先，展開一場場熱火朝天的激烈角逐。

也是這一天，全省領導幹部會議在杭州召開，面對台下 500多名

幹部熱切的目光，剛剛履新浙江擔任省委副書記和代省長的習近平鄭

重承諾：跑好「接力賽」中自己的「這一棒」。

彼時的浙江，正在新世紀的賽道上奮力奔跑，前有「標兵」，後

有「追兵」，鼓點緊密，不進則退。

為了跑好手中「這一棒」，習近平開始馬不停蹄地下基層，訪農

家、上海島、進企業，披星戴月，不辭辛勞，問計於民、問計於基

層，思考跑好「接力賽」的辦法，探尋浙江發展的良策。

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習近平剛到浙江工作不久，一位中央

新聞單位的記者請他談談「施政綱領」。他笑着說：我剛剛來，還沒

有發言權。到時候，我是要說的。

「到時候」是甚麼時候？不早點把「火」燒起來，怎麼出政績？

這位年輕的新領導，到底有甚麼新思路新舉措？

帶着一連串問號，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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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真的不着急「點火」。

「這次來浙江工作，我的首要任務是學習。」履新浙江第一天，

他言辭懇切地說，「我初來乍到，對浙江的情況不熟悉，首先要深入

基層調查研究，全面了解情況、熟悉工作，盡快進入『角色』，履行

好黨和人民賦予的工作職責。」

這並不是他的客套話。

到浙江工作的第二天，習近平就着手進行一次特殊的學習和調

查研究—— 10月 13日晚開始，分四個晚上，分別看望鐵瑛、李豐

平、薛駒等七位正省級離休老同志，認真了解浙江省情，徵求他們的

建議。

俗話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習近平對老領導老同志的尊重和

關心，一直為人稱道。

也正是從這樣特殊的學習和調研開始，習近平身邊的工作人員對

他日夜連軸轉的工作作風有了切身感受。

夜深人靜之時，站在省委、省政府大院門口抬眼望去，省委辦公

廳所在樓層經常燈火通明。習近平在辦公室裡忙於各種事務，常常工

作到半夜三更。

11月 20日，中央任命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此後一段時

間，省委書記、代省長兩個崗位「一肩挑」的他，工作更加忙碌。除

了必須參加的重要會議和重大活動、會見等，其他時間習近平基本在

考察調研和聽取工作彙報。

短短兩個多月裡，習近平到市、縣（市、區）和省直部門調研

的時間超過 50%。為了爭取更多時間調查研究，他幾乎每天工作超過



005

  

12個小時，有時甚至在 16個小時以上。

停不下來的腳步，伴隨着一種只爭朝夕、時不我待的緊迫感，聲

聲敲打在浙江大地上。

即便是夜以繼日，工作日也不夠用了。那就把雙休日加上！

那段時間，習近平經常利用週末到各地各部門跑：2002年 11月

24日，週日，出發到麗水，之後在山區調研三天；11月 30日，週

六，到省警衛局調研；12月 15日，週日，在杭州市蕭山區調研，宣

講黨的十六大精神，走訪慰問困難群眾；12月 20日，週五，這天起

用四天時間先後去了寧波、台州、溫州；12月 28日，同樣利用週末

時間，到金華、衢州調研……

此行何為？12月在溫州與基層幹部座談時，當地領導請習近平

「作重要指示」。他說：「我到浙江工作時間不長，哪有這麼多重要指

示？目前到各地考察主要是熟悉情況，了解浙江。我打算在春節之前

到 11個市都跑一跑，以盡快對各地的情況有個大致了解。」

2003年 1月初到舟山、紹興兩地後，習近平給自己佈置的「到

11個市都跑一跑」的任務完成了。

「儘管這種調研僅僅是初步的，還會有『走馬觀花』之嫌，浙江

的省情、民情要了解，全省的幹部要盡快熟悉，一些事關浙江發展的

重大戰略問題需要省委、省政府盡快決策，等不及啊！」習近平這樣

對一位中央媒體的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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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研要有扎扎實實的作風，要簡化公務接待，不要搞官僚主義和

形式主義，這是習近平一再強調的。

有一次，習近平下鄉調研，雖然此前省委規定領導下鄉不能

迎來送往，但是有位地方主要領導依然出現在高速公路出口。遠遠

地，習近平看到了，在車上就嚴肅批評了這種做法，並囑咐司機不

要停車。隨行的省委秘書長建議，人都來了，還是讓他上車吧。司

機這才慢慢停下來，讓前來迎接的這位地方領導上了車。

「你來幹甚麼？」習近平一臉嚴肅。

這位領導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一時語塞。

「你以為省委下發的文件是兒戲嗎？」

「正好上午有空……」

「你有空不能接待上訪群眾？不能批閱幾個文件嗎？」

車廂裡，空氣彷彿凝固了。隨後，習近平又嚴肅地叮囑隨行的省

委辦公廳工作人員，有了規定，必須落實到位，對這種違反規定「迎

來送往」的行為，一定要搞好督查。

大約 20分鐘後，車子終於到達調研的第一站。一路上，習近平

沒有再多說一句話。

此後，習近平下鄉調研，再也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直奔主題，直達目的地，直接和基層幹部群眾面對面交流，

習近平這種實打實的調研作風也逐漸為更多人所熟知。

在一些地方，當地安排的調研行程往往會寫清楚在每個點上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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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時間是多少分鐘。對此，習近平也提出了批評：調研又不是走過場

完成任務，大概的時間可以排一下，但是不要精確到幾點幾分，得根

據現場情況來定。

這樣一來，下鄉調研早出晚歸，也就成了常有的事。

習近平不但千方百計擠出時間下基層，而且幾乎每次調研，只做

「加法」不做「減法」，總是希望多跑幾個地方，多看幾個點。

好多次，省委辦公廳負責人把安排好的行程交上去後，拿回來

一看：日程表上加上了密密麻麻的新考察點，很多都是習近平自己的

筆跡。

數字是最有說服力的：2003年，習近平赴市、縣（市、區）調

研 25次，53天；赴省直單位調研 20次，15.5天；赴上海、江蘇和

西部地區調研 3次，18天。此外，陪同中央及兄弟省市領導考察 41

次。這一年，他還參加了各類會議 164次，參與各種會見 222次。

「一年 200多個工作日，如果都只是『朝九晚五』，這樣的日程

表是無論如何也安排不下的。」習近平身邊的工作人員感慨道。

下鄉調研點多，習近平看得仔細、問得認真，經常誤了吃飯時

間。這時，地方上的同志往往提出，下一個地方不要去了。

「我們說不去就不去，老百姓不是要罵娘嗎？」習近平還是堅持

要去，他告誡大家：這樣是不行的，人家聽說省委書記要去，都翹首

盼着呢。

於是，大家餓着肚子繼續跑，還常常利用晚上時間趕路。有一

次，他在車上和大家開玩笑說：我們都是「遊擊隊」，趁着夜色急

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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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考察點，習近平通常都要進行深入調研，但也有例外的

時候。

有一次，習近平去某地調研，到了一個規模並不大的工業園區，

發現這裡都是周邊發達地區轉移過來的落後產能，馬上變了臉色，嚴

肅地對當地領導說：這有甚麼好看的？要抓住自身的定位，把這裡的

綠水青山保護好，才是你最大的政績。

一席話，讓當地領導滿臉通紅。

三

聽實話、摸實情、辦實事、求實效。調研中，習近平特別重視群

眾工作，真心傾聽基層同志的意見。他經常和身邊的幹部講，不要小

看座談會，對村幹部和村民來說，可不是小事，一定要讓他們在會上

都有發言的機會。

「如果參加了座談會卻沒發言，回去後，大家問，省委書記來開

會你講了甚麼，他怎麼說呢？所以我們寧願自己休息時間少一點，也

要多聽他們講，向他們請教基層情況。越是基層來的，越是要讓他們

講。」因此，習近平在基層調研時，座談會往往是中午開到 12點多，

晚上開到 7點多。會上，習近平總是要讓基層幹部群眾個個發言，而

且頻繁地和他們互動交流。

基層幹部群眾面對省領導，如果緊張得說不好話怎麼辦？話都說

不好，又怎麼來表達民情民意？

習近平自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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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村支書，你在村裡是一把手，家裡是幾把手啊？」在一次農

村調研中，習近平看到基層幹部在座談會上很緊張，就詼諧地問一位

村支書。一句玩笑話，引來現場一陣大笑。大家看到省委書記這樣和

藹可親，氣氛頓時活躍了許多，話匣子由此打開，基層的社情民意

「直通車」更加通暢了。

「省委書記沒甚麼架子，親切得很！」「說得很盡興，我們想說啥

就說啥！」……座談會結束後，來自基層一線的幹部群眾由衷感歎。

每一次調研，除了相關的必要人員外，習近平一直堅持輕車簡

從，不搞層層陪同、不帶框框，既到條件好、發展快的地方去，也到

問題多、困難大的地方去，力求聽實話、摸實情、辦實事、求實效。

下基層調研時，習近平通常會帶上兩件東西：一是當地的縣志，

車上可隨時翻翻，提前了解情況，有時晚上休息前也會再讀一讀；二

是當地領導幹部的名冊及簡歷，先熟悉熟悉人員情況，晚飯後還會找

縣裡主要領導談話。

在《幹在實處　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

一書的自序中，習近平說，自己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時間深入基

層和部門調查研究。

「幾年下來，我幾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與浙江廣

大幹部群眾的真切感情，並在實踐中逐漸跑透了浙江的省情市情縣

情。」這樣的真情，不是僅憑嘴巴說出來的，而是一個腳印一個腳印

踩出來的。

時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舒國增，對「跑遍」「跑深」「跑透」這三

個詞也深有體會。「習書記提出，當縣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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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委書記一定要跑遍所有的鄉鎮，當省委書記應該跑遍所有的縣市

區，這就是他本人身體力行的實踐感悟。」舒國增說，習近平尤其重

視「跑透」，比如縣委書記對全縣每個村的情況都要了如指掌，特別

是「兩頭冒尖」的村，更要多跑幾趟，進村就像進了自己家一樣，張

三家如何、李四家怎樣，都要一清二楚，這樣才能真正和老百姓建立

深厚的感情。

調查研究出良策

一

海寧有皮革和裝飾布，平湖產服裝，嘉善的招牌是木業和紐扣，

桐鄉和秀洲則因羊毛衫而興……

2002年 10月 22日，第一次離開杭州外出調研，習近平來到嘉

興。雖然初來乍到，但是對於嘉興的塊狀經濟，他卻如數家珍。

其實，關於浙江的塊狀經濟、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等，習近平到

浙江工作之前，就已經關注了。

地域分佈廣闊、發展特色鮮明、產業結構多元的塊狀經濟，是

浙江改革開放的「金名片」。低壓電器、輕紡面料、服裝領帶、鞋子

襪子、皮革皮草、小五金、小商品等，眾多塊狀經濟產業基地星羅

棋佈。

發展首先要抓住「牛鼻子」。在奔赴各市調研過程中，習近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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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開始研究「塊狀經濟如何轉型升級」這一關係到浙江長遠發展的

課題了。

12月 5日至 6日，習近平在湖州調研，深入長興經濟開發區考

察科技創業園，一口氣跑了好幾家企業。他說，我們正面臨着一個加

快發展新興工業、打造先進製造業基地、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的難得

機遇。

溫州的皮鞋、眼鏡、打火機、低壓電器等特色產業蜚聲海內外。

2002年 12月 23日在溫州調研時，習近平說，溫州同他工作過的寧

德地區地相連、人相親，還有部分語言相近。他來浙江工作之前，曾

三次到過浙江，其中兩次就是在福建工作時到溫州學習取經。

溫州此行，他還特地考察了樂清低壓電器產業和正泰集團、德力

西集團等企業，指出要進一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大力運用高新

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和優勢特色產業。

在杭州桐廬，塊狀經濟發展迅猛，已佔到全縣經濟總量的 60%

以上，服裝、製筆、機械製造、箱包、玩具等行業都已形成特色經濟

區塊。特別是分水鎮的製筆業在全國獨樹一幟，年產銷各類圓珠筆

30億支，佔全國市場份額的三分之一，年產值近 15億元。分水鎮也

因此被國家有關部門命名為「中國製筆之鄉」。

2003年 4月 10日，習近平來到桐廬的分水鎮、瑤琳鎮等，冒雨

考察建設工地、工業園區和製筆企業，向企業負責人詳細了解製筆業

的發展情況，與建設工地負責人一起察看施工現場。

調研中，習近平充分肯定了分水鎮的發展路子。他說：「『一縣

一業、一鄉一品』的塊狀特色，是我省經濟的一大特點和優勢，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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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縣域經濟、增強整體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抓手。要堅持從浙江實

際出發，着眼於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這一目標，進一步認真總結經

驗，加快發展塊狀經濟，不斷取得新的成效。」他還指出，當前和今

後一個時期，發展塊狀經濟必須在「做大做強、強化特色、拓展空

間、城鄉聯動」上下功夫。

二

2003年 1月 7日，習近平到紹興調研。這是他第三次來到這座

歷史文化名城。2002年 10月，他曾兩次到過紹興，一次是陪同中央

領導同志考察，另一次是陪同河北省黨政代表團。

習近平務實的調研作風一直有口皆碑，只是「去過」不能算數，

必須有明確的主題，做好充分的準備，安排專門的時間，沉下心來蹲

幾天，並且要有成果。

此次紹興之行，習近平走訪了中國輕紡城、紡織企業和黃酒企業

等，肯定紹興「經濟發展生機勃勃，特色經濟優勢明顯，塊狀經濟非

常有效益，有獨到的地方」。

習近平也明確道出紹興的短板：發展很快，但是發展層次較低。

紹興開始認識到，如果按照傳統的路子走下去，資源要素將難以

支撐、環境容量將難以承受、成本上漲將難以消化。

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是習近平的一貫風格。他經常說：要保持

清醒頭腦，增強憂患意識，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想得更深

一些，發展得更快更好一些，努力在新一輪的競爭和發展中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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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地位。習近平的話，為紹興紡織業的轉型升級之路撥開了迷霧。

離開紹興前，習近平說：「等到兩會之後，等我這一階段的工作

完成之後，我要經常到各地走一走，包括到紹興走一走，可能是蹲

三五天，進行全方位的調研；也可以來一天半天，看某一個點，研

究一個專項的問題。現在，我就想到有兩個專題要很好地到紹興來

學一學。一個是文化專題，看一看紹興的文化；再一個是研究塊狀

經濟。」

讓紹興幹部群眾沒想到的是，十多天後，習近平在一個特殊的日

子和特殊的場合，又來了一次特殊的「串門」。

「今天正好是我到浙江工作的第 100天。」2003年 1月 20日，

一年一度的省兩會正在進行中，各代表團在駐地審議政府工作報告。

這天上午，習近平來到紹興代表團駐地「敘舊」。

一番肯定和鼓勁之後，他提醒道：「要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

自豪而不自滿。事業就和練武功一樣，永無止境。武林中也有很多

『寂寞高手』，我們實際的武功還沒有達到這個層次。從辯證的角度

看，『三人行，必有我師』『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尺有所短，寸有

所長』，始終要走好萬里長征第一步，始終要有進京趕考的心態。我

們雖然一路高歌猛進，但是還要保持冷靜頭腦。」

誠懇又十分接地氣的話語，贏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三

2003年春節後上班不久，習近平到台州、紹興，調研加快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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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基地建設。

2月 14日一早，他冒雨從杭州出發，下午 1點左右趕到台州市

玉環縣，考察了蘇泊爾集團等企業，隨後又奔赴溫嶺市，考察愛仕達

電器、錢江摩托等企業，直到晚上 7點多還在忙碌着。

15 日是元宵節。上午，習近平趕到紹興，陸續走訪新昌、嵊

州、上虞的八家企業，進車間，問生產，察實情。又是一天馬不停蹄

的奔波，不覺間時針已指向晚上 7點，習近平一行還在赴企業調研的

路上。

瀟瀟春雨中，流光溢彩的元宵花燈從車窗外閃過，而車內的人們

彷彿忘記了這是一個和家人團圓的日子，談興所至，始終是此次調研

的所見所聞所感。

當晚，習近平一行趕到諸暨，連夜召開座談會。16 日一早，

習近平又前往四家企業調研，下午專門召集全省 11 個市的黨委、

政府負責同志，請他們為加快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支招。

三天的調研，行程 1000多公里。「雖是走馬觀花，仍覺大受裨

益。」習近平說，「製造業是浙江經濟的優勢。我們應該為此自豪，

但決無理由自滿」。

習近平語重心長地說：「加快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是浙江緊緊

抓住國際產業分工格局變化帶來的戰略機遇，加快提升和發展製造業

的客觀要求，必須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堅持國際競爭力導向，

堅持內外資經濟互動融合，堅持從浙江實際出發，發揮比較優勢，構

築競爭優勢。浙江要繼續保持和不斷強化紡織、服裝、機械等產業的

競爭優勢，加快發展電子、醫藥、環保等產業，努力在重化工領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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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大突破，力爭在五年內初步建立起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高附

加值特色產業為支柱、高度國際化的先進製造業基地。」

四

調查研究不是走馬觀花，而是要直面矛盾和問題，尋求破解矛盾

的「鑰匙」，拿出解決問題的「藥方」。

調研時，習近平看到了成績，也注意到了不足。

面對新世紀以來的市場變化和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低小散」

的產業結構面臨轉型升級的嚴峻考驗。塊狀經濟存在素質性、結構性

矛盾，尤其是產業層次低下、創新能力不強、規劃引導缺失、平台支

撐不力、轉型升級緩慢等問題逐漸顯現。

世紀之交，浙江的一些企業開始頻繁遭遇反傾銷訴訟、貿易設

限，從最初的打火機、眼鏡，向皮鞋、紡織品等產品延伸，其實質就

是給低價產品設置了一道道「坎」。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浙江較早遭遇了種種『成長的煩惱』，傳

統的發展方式、低端的產業結構及現代化佈局都亟待轉型和升級。靠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換取工業增長，靠低成本、低價格、低效益

拓展市場空間的路子已經越走越窄。這個難題必須破解。」時任省委

副書記周國富說。

象山一位替國外某知名服飾品牌商加工服裝的企業主，曾經對媒

體記者說了一個「不敢釘 8顆紐扣」的故事：該品牌服裝一件售價上

千元，而作為加工企業，為每件衣服釘 6顆紐扣，尚有微薄利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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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將紐扣數量增加到 8顆，就無利可圖。

其實，對於這些困難和挑戰，習近平一到浙江就有思想準備。他

坦言，有一種上華山爬險道「只能向前不能後退」「只能向上攀登，

不能停滯不前」的感覺。「山越高越難爬，車越快越難開」，要將一

個好的地方的工作做得更好，難度是很大的。「我願意承擔重任，為

在新世紀中加快實現省委、省政府確定的奮鬥目標，竭盡自己的綿薄

之力。」

在基層調研時，習近平多次對地方的黨政主要領導說：一路高

歌猛進，更應增強憂患意識。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與廣東、上海等

發達地區相比，浙江在經濟總量、產業層次、對外開放、科技進步等

方面還存在一些差距；與全國其他省份相比，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

長，各有各的優勢。滿招損，謙受益。我們有理由為過去發展的成就

感到自豪，但我們決不能自滿、決不能懈怠、決不能停滯。

習近平經常用「天下大勢，此消彼長」「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

西」這類話，來激勵各級領導幹部再創新優勢。從浙江面臨的挑戰和

機遇看，建設經濟強省，關鍵是加快提升製造業，把浙江建設成先進

製造業基地，發揮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特殊作用，同時抓好一批重大

基礎設施項目和重大工業項目的建設，實現生產力的跨越式和可持續

發展。

2003年 6月 24日，全省工業大會召開。這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次

全省工業大會。

這次大會，對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作出全面部署，標誌着建設先

進製造業基地進入實質性的實施階段。習近平在會上強調，這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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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關全局和長遠的重大戰略舉措，要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先

進製造業基地建設。

會議還為浙江工業發展勾畫出了藍圖：到 2010年，基本形成國

內領先、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先進製造業基地，成為我國走新型工

業化道路的先行地區。在若干行業和區域形成一批產業規模、創新

能力、出口規模均領先國內的全國性製造中心和重要產業基地。到

2020年，浙江製造業全面融入世界現代製造業體系，基本形成以高

新技術為先導、高附加值的加工製造業與現代裝備製造業協調發展的

國際性先進製造業基地。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習近平在調研中，看到了浙

江塊狀特色產業的優勢和不足，看到了產業發展演進規律和信息化帶

來的機遇，提出要以「騰籠換鳥」的思路和「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的勇氣，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正是在習近平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指引下，浙江的產業

結構不斷轉型升級，逐步從「低小散」轉向「高精尖」，以「高質量」

取代「高增速」。

「幹在實處」還必須「幹在難處」，時代進步總是在解決時代難

題的基礎上實現的。「必須具有探路者直面荊棘的勇氣，正視矛盾和

問題，不使『癬疥之憂』變成『心腹之患』，不因局部問題影響發展

全局，不讓絆腳之石阻擋前進步伐。」這是習近平在《幹在實處　走

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中說的一段話。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不僅是習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間的寫照，也是

他開展調查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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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懷胎」與「一朝分娩」

一

以調研開路、用調研促進決策的習近平，決心在浙江全省上下大

興調查研究之風。

2002年 12月 26日，省委辦公廳收到一份材料——曾擔任過浙

江省委書記的薛駒撰寫的《一次非同尋常的調查研究——關於 1961

年農村調查研究的情況》。1961年，田家英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

在浙江開展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調查。當年，陪同調查的正是薛

駒，時任省委副秘書長。

薛駒在這份材料裡寫到，1961年至 1962年的農村調查，在我們

黨的歷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通過這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各級領導幹部不僅了解了實情，發現和糾正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化運動中存在的「左」傾錯誤，而且還促進了全黨幹部思想作風的

轉變。

省委辦公廳負責人收到材料後，立即呈報。向來事不過夜的

習近平，直至 2003 年 1 月 5 日才閱批返回：薛駒同志的文章很

有意義，建議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結合部署調研課題，專題學習

一次調查研究問題，屆時可參考薛駒同志這篇文章，加深體會。

2003年 2月 10日，農曆正月初十，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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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習近平在會上點明了這個批示件壓在案頭的原因：選這個題

目，是有現實和深遠的考慮的。調查研究，實質上就是一個抓工作落

實的問題。調查研究是個手段，就是用調研的形式來破題開局。一年

之計在於春，春季怎麼開局，我們選了調查研究這個形式，從轉變作

風入手，解決全局性的重點問題。

會前，省委辦公廳還專門收集印發了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關

於領導幹部調查研究的重要論述學習材料。參加中心組學習的省級領

導同志，結合自己分管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準備。會上，大家展開熱

烈的討論：調查研究是一種工作方法，更是一種工作作風；是實現領

導決策科學化的保證，更是新時期密切黨和群眾聯繫的重要途徑。

在習近平的直接推動下，會議討論通過了《2003年省委、省政

府領導調研計劃及有關重點工作》和《關於推進調查研究工作規範化

制度化的意見》。後者對加強調研作出制度規定——

縣以上黨委、政府的重大決策，必須事先充分開展調查研究，沒

有經過充分調研並形成調研報告的，一般不列入黨委和政府會議的議

題；省級和市縣領導班子成員，每年分別要有兩個月和三個月時間下

基層調研，主要領導幹部要自己動手寫一至兩篇高質量的調研報告；

領導幹部要在基層建立聯繫點，省級領導幹部每年至少到聯繫點兩

次，市縣領導幹部要與基層點保持經常聯繫；等等。

為何要如此重視調查研究？

習近平在會上直截了當地說：「當前，我省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形

勢很好，但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要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不能蹲

在機關裡，而要深入基層調研，問計於基層，問計於群眾，探索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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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途徑和辦法。」

第二天，2月 11日，省委召開「兩個年」活動總結和加強調查

研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兩個年」即「轉變作風年」和「調查研

究年」。

這是一次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要會議。習近平在會上鮮明地提

出：在全省範圍內進一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這兩次會議，在全省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許多基層幹部群

眾說，這樣大張旗鼓地通過調查研究推動實際工作、改進幹部作風的

工作形式，多年來沒有看到了，只要真正堅持做下去，一定會在全省

各地的實際工作中結出豐碩的果實。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還在這次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上

給大家出了七個調研「題目」：關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關於建設經濟

強省、打造文化大省、推進依法治省，關於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關於「北接上海、東引台資」，關於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關於維

護社會穩定，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以上七個方面的問

題，都是涉及浙江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的全局性大問題，需要在今後

調研工作中進一步具體化。」

而這些「題目」的大部分內容，都能在之後習近平提出的「施

政綱領」中找到呼應之處。可見，浙江接下來要如何發展，此時的他

已胸有成竹。而這些思路到底行不行，還得在調研中進一步驗證和

完善。

2月 25日，《浙江日報》新開闢的專欄——「之江新語」，就是

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習近平以「哲欣」為筆名，寫了開篇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