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說明

2007年 3月至 10月，習近平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這是他多

年地方工作生涯的重要一站。當時的上海正處於改革發展的關鍵階

段，習近平着眼全局，扭住關鍵，抓黨建、凝共識，抓發展、聚人

氣，在短時間內讓幹部群眾精神為之一振，使上海進一步呈現蓬勃

向上的昂揚之勢。習近平為上海確立的「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

明睿智、大氣謙和」新的城市精神，進一步豐富提升了上海的城市

氣質與品格。

在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七個月零四天裡，習近平的足跡遍佈全

市當年的 19個區縣，在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從黨的建設到

經濟社會建設，從城市發展到城市精神，習近平書寫的上海故事、

上海篇章，已成為上海破解發展難題的經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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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貫徹

走深走實，我們編寫了本書。全書以平實質樸的語言、全景紀實的

視角，記述了習近平在上海的工作經歷，以及他賦予上海的新使命



新任務，反映了他真摯深厚的為民情懷、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堅韌不拔的擔當精神和從嚴管黨治黨的堅定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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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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2007年上海的初春，濕潤的微風中帶着漸漸增強的暖意。3月

24 日下午，上海市召開黨政負責幹部大會，宣佈中共中央決定，

習近平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在習近平數十年的地方工作歷程中，上海，是重要的一站。

從陝北鄉村到冀中重鎮，從沿海開放城市到閩東老區，從八閩

大地到錢塘江畔，習近平懷着赤子初心一路走來，政績實在，政聲

長留。

這次，習近平走進上海，面對的是一副相當重的擔子——在這

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如何穩定大局、統一思

想、理順情緒，保持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勢頭？

習近平着眼全局，扭住關鍵，抓黨建、凝共識，抓發展、聚人

氣，在短時間內讓幹部群眾精神為之一振，使上海進一步呈現蓬勃向

上的昂揚之勢。

雖然在上海工作時間只有七個月零四天，但習近平的足跡遍及

全市當年的 19個區縣。如今憶起十多年前的情景，上海的幹部群眾

仍清晰記得，當年習近平一到上海就全情投入工作，在上海的黨政機

關、企業單位、市場樓宇、社區里弄、田間地頭，與大家交流、交

心。那些寄希望、鼓幹勁的場景，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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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

習近平主政上海，為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他當年作出的

戰略謀劃、提出的重要觀點、推動的重點工作，至今引領着上海的發

展方向。

對於這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習近平提出，上海黨的建設要不

辱門楣，要走在全國前列；他強調，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放在首位，要

在實際工作中充分體現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他在實踐中堅決貫徹黨

中央決策部署，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模範。

對於這座經濟中心城市的定位，習近平要求，把上海未來發展

放在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放

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

中來思考和謀劃——「四個放在」如今已成為上海一切工作的思考基

點；他高度重視並積極主動地推進長三角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

化發展如今已上升為國家戰略。

在當時的環境下，習近平明確提出發展仍是上海的中心工作、第

一要務，提出要把解放思想作為應對發展路上新情況新問題的法寶；

他對上海的產業結構，超前地提出了三二一產業共同發展、融合發展

的戰略思想；他要求上海把自主創新作為今後發展的根本動力；他強

調科學發展的重要意義，反覆闡明「唯 GDP」發展思路的危害。

習近平為上海確立了「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

和」新的城市精神，豐富提升了上海的城市氣質與品格，也拓展了城

市精神文明建設和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的內涵。

習近平多次提出，上海要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方面走在全國前

列，要在群眾最關注的問題上着力解決最困難的問題，傾注「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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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幸福」的滿腔熱情；他對特大型城市治理也提出了重要論述，推進

了新的重要探索。

所有這一切，是習近平為上海城市發展、社會進步、民生改善所

付出的努力，也成為習近平從政歷程中的上海故事、上海實踐，更在

日後成為上海破解發展難題的經典教材。

上海是一座承擔着特殊使命的城市。2007年 10月，黨的十七屆

一中全會閉幕後，習近平到中央工作。十多年來，他始終牽掛着上

海，多次親臨上海考察，賦予上海新使命、擘畫上海新藍圖，為上海

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

他給上海再鼓勁：百舸爭流奮楫者先，先行先試大膽創新，中國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要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盡快形成

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新制度。

他為上海再定位：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上海

要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他要上海再探索：上海的城市管理要像繡花一樣精細，要走出一

條中國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他讓上海再擔當：增設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

家戰略，強調垃圾分類工作是新時尚，要求人民城市人民建。

他對上海再期許：上海要勇於挑最重的擔子、啃最難啃的骨頭，

發揮開路先鋒、示範引領、突破攻堅的作用。

這些使命與任務，或是要為全國探一條新路、創一個樣板；或是

要讓各地藉助上海，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市場資源；或是在更高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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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

上構築新平台，代表國家更好地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又或是從一個

特殊的切口，去詮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

上海是黨的初心始發地。當下，上海的黨員幹部正面對四道特

殊的「考題」：如何始終保持創業初期的那股激情，在新的偉大時代

創造新的發展傳奇？如何繼續走在全國改革開放最前列，發揮開路先

鋒、示範引領、突破攻堅的作用？如何更好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與

競爭，打造出長期可持續、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如何讓工作生活

在這座城市的人們更幸福，滿足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

這四個問句，被稱為「初心四問」，問及上海的發展方向，更問

及每一名黨員幹部的精神狀態和責任擔當。

每一位上海的幹部都感到責重山嶽，面對眼前的舞台，需要拿出

更不一般的狀態。根據習近平的要求，他們應當「充滿激情，富於創

造，勇於擔當」。

2018年 11月 5日，習近平在上海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開幕式上，他深情地說道：「我曾經在上海工作過，切身感受

到開放之於上海、上海開放之於中國的重要性。開放、創新、包容

已成為上海最鮮明的品格。這種品格是新時代中國發展進步的生動

寫照。」

第二天，習近平乘坐上海中心大廈的高速電梯來到 119層觀光

廳，俯瞰上海城市風貌。浦江兩岸美景盡收眼底，上海 40年發展景

象躍然眼前。他感慨萬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上海就是一個生動例證。」

時鐘再撥回 2007年 10月。離開上海赴中央工作前夕，回顧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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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這段工作經歷，習近平滿懷感情地說：「通過這七個月的工作和

生活，我深切地感受到，上海是一座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上海

的幹部隊伍是一支整體素質高、有戰鬥力的隊伍，上海的各項工作基

礎都是很扎實的，上海發展的前景是十分廣闊的。」

十多年過去了，習近平的上海故事，在上海人民心中，歷久彌

新；習近平的上海足跡，深深地印刻在上海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上。

到中央工作後，習近平不斷踏上這片熱土，將新使命新任務交給上

海。上海這座曾經創造過諸多奇跡的城市，必將用自己的行動，創造

新時代的新奇跡。





一、 上海的黨建，要走在全國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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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

2017年 10月 31日，上海秋色靜美。時近中午，一輛車駛到黃

陂南路興業路路口停下。習近平總書記和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從車上下來，走向二三十米外一幢青磚牆紅窗欞的小樓。

「總書記您好，歡迎重回黨的誕生地。」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工

作人員迎上前，習近平神情莊重地說：「我們應該回來看看。」

這話讓周圍的人都心中一熱。1921年的那個 7月，十多位來自

不同地方、從事不同職業的人，身着不同式樣的衣服，滿懷着對馬克

思主義救中國的憧憬來到這裡，叩響大門上的銅環。那時，這些有志

之士或許不會想到，百年後的中國會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歷史變遷。

習近平特地在黨的十九大勝利閉幕的一週後，帶領六位政治局

常委趕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隨後又到浙江嘉興瞻仰南湖紅船，

沿着早期共產黨人的足跡，探尋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密碼。

十年前，剛擔任市委書記不久，習近平就曾帶領上海市領導班子

成員，一起來到興業路 76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他一到紀念

館就說：「今天我是來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的。」隨後，他首先瞻仰了

中共一大會議室原址，接着仔細參觀了「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文物陳

列」展覽，詳細詢問當年的一些細節。陪同在側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

館館長倪興祥記憶最深的，是當習近平看到董必武同志的題詞「作始

也簡，將畢也鉅」時駐足思考良久。

習近平一邊看一邊動情地說：「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這是

上海的驕傲，我們有幸在上海工作，既感到十分光榮，更倍感責任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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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

參觀結束，習近平對在場的市領導說，通過翔實的歷史資料，看

到了我們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從最初的幾十個黨員

發展到現在，這個偉大的征程使我們更加堅定地認識到，我們黨的使

命光榮和責任重大。

習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間，先後三次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每次來

到這裡，他都仔細參觀，跟身邊同志親切交流。他反覆強調，黨員幹

部要接受革命傳統教育，重溫黨的光輝歷程，緬懷黨的豐功偉績，學

習革命先輩的崇高精神。

時鐘撥到十年後的 2017年。

在中共一大會址，對着按當年開會原樣佈置的 18平方米房間，

習近平久久凝視，叮囑一定要把會址保護好、利用好。習近平還滿

懷深情地說：「毛澤東同志稱這裡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這個比喻

很形象，我看這裡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

在一系列專題展區，陳列着大量實物和圖片，習近平一邊聽取介

紹，一邊詢問細節。他對着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一一列數代表的

姓名，感歎英雄輩出，也感歎大浪淘沙。他感慨地說：「建黨時的每

件文物都十分珍貴、每個情景都耐人尋味，我們要經常回憶、深入

思索，從中解讀我們黨的初心。」

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

記為甚麼出發。在宣誓廳，面對巨幅黨旗，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政治局

常委同志一起重溫入黨誓詞。宣誓完畢後，他對在場的人說：「入黨

誓詞字數不多，記住並不難，難的是終身堅守。每個黨員要牢記入黨

誓詞，經常加以對照，堅定不移，終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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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

黨的誕生地，要牢記歷史使命

2007年 3月下旬，習近平在浙江工作四年多後，調任上海。

離別浙江那天的情形，給前去杭州迎接習近平的沈紅光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作為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沈紅光一早來到浙江省

委大院，發現很多人比他來得更早，還有不少人在不斷聚攏。他們中

有幹部，也有普通職工，都是來送習近平的。

「習書記說，離開浙江，他的留戀之情難以言表。而浙江的幹部

群眾，對習書記的留戀可以說是溢於言表，依依不捨之情都寫在每個

人臉上。那種來自習書記和幹部群眾之間，雙向的真心惜別場面，非

常質樸，非常感人。」沈紅光感慨地說。

七個多月後，習近平離開上海，前往中央工作。

臨行前，他特意到市委各部門告別。在上海市委辦公廳，他和每

一位普通工作人員握手致謝，對提出合影要求的都笑着一一滿足。辦

公廳工作人員說：「習書記待人的真誠謙和，跟他推動黨建等工作時

的硬朗風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工作上他容不得一點隨意馬虎，

但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又始終是那麼和藹可親。」

那天在市委組織部，他同樣走進每一個處室，和大家一一握手。

走到大門口，他一隻腳已經踩上了麵包車的踏板，又回轉身，對組織

部的幹部們再次囑託：「上海的黨建要成為中央的一個點。」

與他臨別上海的鄭重指示完全一致，從初來上海工作第一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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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就把抓好上海黨的建設，作為一切工作的核心和突破口。

在上海，習近平有兩個「首次亮相」。一次是在全市黨政負責幹

部面前，一次是在市民面前，都頗具深意。

2007年 3月 24日下午，在宣佈中央任命的幹部大會上，新任上

海市委書記習近平的發言簡短樸實、語氣堅定、擲地有聲：「要按照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保持先進性的要求，進一步加強市委領導班子的

自身建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進一步

健全和完善各項制度，全面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以實

際行動向黨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六天後的 3月 30日下午，習近平來到中共一大會址。作為一大

會址所在地盧灣區的區委書記，沙海林是當天提前幾個小時得到通知

的。而按慣例，市領導到區裡調研，一般都會提前幾天通知。

「但我並不驚訝，在此之前我已經有預感，感覺他會來。因為這

麼多年來，習書記對黨的歷史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對黨的建設一貫非

常重視，對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領導地位，也是一次次不斷強

調。只是沒想到，他會來得這麼快。」沙海林說。

2007年 8月 28日，習近平在調研盧灣區時，向區裡的幹部們強

調：「盧灣區是中共一大會址所在地，從精神象徵的意義來講，盧灣

也應該成為黨建的先進所在地，這樣才能不辱門楣。」

接着，習近平話鋒一轉，特別提到了隊伍建設和作風建設：「盧

灣區地處繁華之地，領導幹部在這裡要經受各種考驗，必須切實加強

領導幹部的作風建設，以更加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不斷

開創各項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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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進一步告誡大家：「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不斷加強

黨的建設。」這番話令當時在場的幹部們印象深刻。

習近平對黨史的重視是全方位的，他對黨的歷史上的重要紀念地

都十分關注。

2007年 3月 30日下午，習近平一行離開一大會址後，又馬不停

蹄地趕到二大會址。和在一大會址一樣，他悉心聽取介紹，對展廳內

的各種史料看得非常認真。

二大會址紀念館的同志向習近平提起一個小細節，為了完好保留

二大會址，當年上海建設「東西向大動脈」延安路高架時，在設計時

作了一個重要的改動，特意為二大會址繞了個彎。

習近平頻頻點頭，表示讚許。他對一起參觀的領導幹部說：「瞻

仰一大和二大會址，就是要進一步激發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奮鬥的

豪情和鬥志，把上海建設得更美好。」

三個多月後的 7月 12日，習近平到虹口區調研，特意來到中共

四大史料陳列館，仔細觀看一件件珍貴文物和一張張歷史照片。他鄭

重地對大家說：「我們黨的前五次代表大會都在國內召開，六大在莫

斯科召開，我們一定要把黨的歷史完整地記載下來，教育下一代，

這也包括要把四大紀念館建造好，把史料徵集好，要重視黨史研究

工作。」

虹口區委書記孫衛國陪同在側，他說：「聽了習近平同志的話，

讓我們在場的同志都深受教育，更深感責任重大。」很快，虹口區委

成立了中共四大紀念館籌建領導小組，緊鑼密鼓地展開籌建工作。

2012年 9月，中共四大會址從原先的陳列館升格為紀念館，建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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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完成了習近平的囑託。

習近平在跟上海的幹部交流時，曾經很感慨地說到他的工作軌

跡：「我在很多革命聖地工作過，陝西有延安，河北有西柏坡，福建

有蘇區，浙江有南湖，上海有一大會址，還是二大、四大召開地，革

命傳統是我們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凝聚人心、激勵向上的一種精

神動力。」

在上海工作期間，習近平時常告誡大家，上海在黨的歷史上具有

特殊的地位，「要充分認識抓好上海黨的建設的特殊重要性，因為上

海是黨的誕生地」。

因此，習近平到上海工作後，最關注的一件事就是兩個月後即將

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會，這是一次換屆的大會。

習近平一到上海，就要求黨代會報告起草組盡快拿出初稿。

沈立新是當時市委研究室的主任科員，也是報告起草組成員。他

回憶說：「初稿完成後，習書記馬上召開一系列座談會，聽取方方面

面的意見。每次都要匯總大家的意見，然後對起草組提出明確的修改

要求，工作特別細緻深入，讓我們起草組都很受教益。」

其中，讓大家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習近平提出對報告作兩處大的

改動。

一是對黨代會報告的初稿框架作了調整。他明確要求，起草黨

代會報告、謀劃上海未來發展，必須着眼「四個放在」：放在中央對

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放在全國發展

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思考和

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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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論述在當時就引起很大反響，多年後人們發現，這對此後上

海發展的引領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當時的預料。因為對上海來說，

這已經成為一切工作的基點。

二是在報告修改過程中，習近平特別強調講政治和加強黨的領

導，要求將黨的政治建設部分單列。最終定稿的報告，對加強黨建增

加了很多篇幅，大大加重了這方面的分量。

對如何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習近平從六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

針對性的要求和措施：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

新成果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增強

黨的團結和活力；加強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把各級領導班子建

設成為善於領導科學發展的堅強集體；加強基層黨的建設，充分發揮

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重要作用；加強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以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效取信於民；加強黨的作

風建設，努力形成團結奮進幹事業的良好局面。

起草組的同志回想起那段報告修改的過程，深切體會到，習近平

當年提出的兩處大改動，實際上貫穿了一個思想：講政治和加強黨的

領導，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核心。

而講政治和加強黨的領導，首要的就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

中統一領導。對此，習近平多次要求上海的幹部提高認識，在闡釋

上海的發展時，他反覆強調上海「要更加堅定地在國家戰略下思考

行動」。

作為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說過一段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話：「上

海是全國的上海，上海要更加堅定地在國家戰略下思考和行動。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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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絕不可能獨善其身，上海的發展也絕不可以獨『惠』其身。」

時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劉衛國最深的感受是：「維護黨中央的權

威，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習書記不僅堅定，而且自覺。」

在與中央保持一致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習近平不僅從大處着

眼，同時也非常注重一些細節。

上海當年提出「社會主義新郊區建設」，與中央「社會主義新農

村建設」的口號，並不完全一致。習近平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明確地

說：「上海農村雖然有自身的發展特點，工作中也可以有自己從實際

出發的做法，但大的口號、工作的基本原則，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

不能另搞一套。」從此，上海不再使用「社會主義新郊區建設」的

提法。

2007年 7月，上海的東方衛視開始轉播央視《新聞聯播》，也是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細節。之前，上海由於地域面積較小，又都是平

原地區，央視信號已全域覆蓋，所以東方衛視一直沒有轉播央視《新

聞聯播》。習近平到上海工作後，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向有關方面

了解情況，隨即提出要求，東方衛視必須轉播央視《新聞聯播》，不

能強調特殊性。

朱紀華當時是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清楚地記得這些細節。他

由衷地感慨：「習書記是從講政治的高度看待這個問題的。」

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剛一落幕，習近平又提出新要求：起草新一

屆市委常委會議事決策規則和加強自身建設意見，並親自主持起草工

作。後來，他還主持起草了新一屆市委工作規則。

這三份文件，有循例和破例的不同。周蔚中當時是市委辦公廳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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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處長，參與了這些文件起草，「一般來講，市委換屆後，都要制

定常委會議事決策規則和市委工作規則，但當時習書記特別提出要制

定加強自身建設意見」。

後來，上海市委在加強自身建設的意見中提出了「八個堅持」，

即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黨

的民主集中制、堅持黨管幹部原則、堅持黨的紀律、堅持黨的群眾路

線、堅持加強作風建設、堅持廉潔自律。

對於這些規則、意見的制定，習近平高度重視，提出了很多具

體的要求。而在關於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部分，他特別提出，

市委常委會除了聽取審議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市政府黨組、市政協黨

組工作彙報外，還要每年聽取審議市高院黨組、市檢察院黨組工作

彙報。

市委辦公廳同志向他請示：「常委會議事決策規則中已經提到要

聽取審議政法委工作彙報，是否還需要聽取審議『兩院』黨組工作彙

報？」習近平明確指出：「這不是一回事，都要聽取審議。」

2015年 1月，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專門聽取全

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黨組的工作彙報。會議指出，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支持全國

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依

法依章程履行職責、大膽工作、發揮作用，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兩

個方面哪一方面都不能偏。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彙報，是保證黨中

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性安排，意義十分重大。

從中，不難看到 2007年上海實踐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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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初，習近平在參加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

式前，又一次來到上海，深入楊浦濱江、古北社區進行調研，同基層

幹部群眾親切交流。

「上海是我們黨的誕生地，黨成立後黨中央機關長期駐紮上海。」

習近平叮囑上海的各級幹部，要把這些豐富的紅色資源作為主題教育

的生動教材，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切實在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程中奮勇爭

先、走在前列。

「上海是黨的誕生地」這個概念，習近平極為重視、反覆強調，

他要求大家要牢記歷史使命。對此，上海廣大幹部群眾深感責任

重大。

上海始終牢記習近平的囑託，這些年加緊實施「黨的誕生地發掘

宣傳工程」，深入發掘紅色資源，生動講述建黨故事，大力弘揚偉大

建黨精神，讓紅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脈、根植市民心中，凝聚起強大精

神力量，傳承好共產黨人的光榮與夢想。

在習近平心中，堅定的理想信念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

精神支柱，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

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無論是他在上海工

作的七個月零四天，還是到中央工作後，念兹在兹的，是如何把黨

的光榮傳統繼承好、發揚好，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建設好、推

進好。

正如他多次跟上海幹部說的：「這是一項光榮而神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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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服務黨員，更要教育黨員

習近平一到上海，就跟相關部門打了招呼：「盡快安排基層黨建

的調研。」

市委組織部比對了幾個方案後，建議第一站去靜安區。他們的理

由是：「靜安區是中心城區，社區黨建包括商務樓宇和『兩新』組織

黨建，有一定特色，而且上汽集團總部也在靜安區，還可以調研國企

黨建。」

習近平對這個建議很滿意，認為體現了上海的特點。

2007年 4月 17日，上海大雨如注。習近平不改行程，冒雨前往

靜安區，進行了一次國企和基層黨建的調研。

第一站，上汽集團公司。

迎接的人群中有位美國人，他是上汽集團外籍執行副總裁墨斐。

習近平跟他聊起企業的情況，他告訴習近平，「共產黨員是企業中最

有責任心的群體，是最好的員工」。習近平聽了十分高興。

隨後，習近平自己撐着傘，來到江寧路社區（街道）黨員服務中

心看望基層黨員幹部。他的冒雨前來，讓大家很感動。進門後，他和

在場的每個人一一握手。

街道負責人特地向習近平介紹了一位同志：「這位是滕霞瑾同

志。為了充實黨的社會工作隊伍，靜安區探索建立了社會化招聘、專

業化培訓、契約化管理、職業化運作的人才隊伍機制。她就是靜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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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招募的社區專職黨群工作者，現在擔任江寧路街道黨群工作者黨

支部書記。」

習近平聽後，關切地詢問滕霞瑾：「黨員服務中心工作條件怎

麼樣？」

「區裡和街道都非常重視，為我們創造了很好的工作環境。」

滕霞瑾說。

「你們黨建工作的模式是怎樣的？工作任務是甚麼？」習近平語

氣親切，頻頻發問。

「我們服務中心在街道黨工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任務很明確，

就是要走進樓宇、凝聚黨員、服務白領、組織開展各類活動。」

習近平聽後點點頭：「我以前在浙江工作，杭州的基層黨建重點

在園區，上海的情況不一樣，黨建重點是樓宇，希望你們把黨建工作

做得更好！」

滕霞瑾後來回憶說，當時自己確實有點緊張，但習近平同志的問

題很具體，而且不給人壓力感，自己很快就放鬆了。

當天走出江寧路社區（街道）黨員服務中心，習近平看到旁邊是

淮安里居委會。雖然當天的調研計劃中沒有這個點，但他還是決定進

去看看，主要是上門看望社區幹部。

此時，正好有不少社區居民在搞活動，看到習近平進門，大家都

有點喜出望外，不禁叫出聲來：「習書記，我們正在參加健康測試和

老年書畫班學習，都是我們居民自己組織的。」

習近平微笑着點頭，走進居委會黨總支書記薛芳華的辦公室，說

道：「你們社區幹部辛苦了！」薛芳華沒想到習近平會來，一時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