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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

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 20 时 57 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 92 岁。

姜春云同志，1930 年 4 月生，山东莱西人，1946 年 7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 年 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至 1949 年先在山东省莱西县教师训练班学习，后任莱西县

土改宣传工作队队员，莱西县马仁区姜家泊小学教员，中共莱西县马仁区委文书，中

共莱西县委文书、秘书。1949 年至 1957 年先后任中共莱西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兼办

公室主任，中共山东省莱阳地委生产合作部秘书科负责人。1957 年至 1960 年先后任

中国土产出口公司青岛分公司副科长，山东省青岛市外贸局秘书科副科长。1960 年

至 1966 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员、一级巡视员、办公室副主任。1966 年

至 1970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先后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1970 年至

1977 年先后任山东省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负责人、省革委会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成

员兼秘书组组长、省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兼秘书组组长。1977 年至 1984 年先后任中

共山东省委办公厅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山东省委

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他全力做好省委重大事项实施协调服务工作，开展大量卓有

成效的调查研究，积极为省委工作出谋划策，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实。

1984 年至 1987 年，姜春云同志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他带领

市委一班人大刀阔斧实施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推动干部群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推动实施“弹跳式改革”，建设文明清洁城市，整治强化基层组织，积极倡导“兴科教、

聚人才、扬文化、促文明”，使济南各项事业发展呈现出新局面。

1987 年至 1988 年，姜春云同志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代省长、省长。

1988 年至 1992 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1992 年至 1994 年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引导干部群

众从旧观念和小生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全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发展商品经

济、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大讨论，鼓励各级干部大胆试、大胆闯，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推广诸城贸工农一体化、寿光温室大棚蔬菜种植等鲜活经

验。他坚定不移推进山东改革开放事业，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种植业内部和

整个农业、农村经济良性循环，调整优化重轻工业、大小企业结构比例，大力发展城乡

流通服务业，构建农村和城市两大社会化服务体系。他领导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强

市强县带动战略，推进“海上山东”和“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两大战略工程，重视能

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引黄济青、济青高速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大规

模对外招商引资，推动设立各类开发区。他领导实施科教兴鲁战略，在全省兴起大办

教育热潮，显著改善中小学校基础设施，推动创办烟台大学、青岛大学等一批地方大

学，实行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和引进人才、引进技术政策，推行“政科教”、“产

学研”相结合。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领省委

班子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维护了全省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稳定。他注重

抓党的建设，主持制定省、地（市）、县委书记“约法三章”，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他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他从省情出发开创山东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新局面，推动山东步入全国经

济大省行列，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 年 9 月，姜春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兼

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95 年 3 月，任国务院副总

理，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分管农、林、水等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他坚

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采取系列措施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调动

农民积极性，推动我国农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提前实现中央确定的到 2000 年全国粮

食总产量达到 1 万亿斤的目标。他坚定不移贯彻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强调要真正把

农业科技摆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实行“种子革命”，有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加快农

业现代化进程。他积极推动全国农业产业化，强调要选准优势产品产业、抓好龙头企

业建设、注重采用先进技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形成科学规划和良好机制，推动一二

三产业有效融合。他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策部署，研究采取系列

政策措施，坚持依法监管，有效减轻农民负担。他针对水利建设重点难点问题，提出

一系列治水兴水的思路和举措，抓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

力开展节约用水活动，加大水土保持工作力度。作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他未雨绸缪，狠抓各项防灾抗灾措施落实，推动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江河、水库和城市

的防洪能力，多次奔赴现场指挥防汛抗旱工作，在防灾抗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倾注大

量心血。作为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他高度重视林业建设，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大力

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三期工程建设，推进十大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他积极探索荒漠

化治理之路，集成各地治理经验，把封山育林、封牧育草等作为治理沙化荒漠化的有

效手段，推进国家退耕还林工程。他推动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实现解决贫

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主攻目标，强调扶贫工作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救济与发展兼

顾、重在发展，深入全国扶贫攻坚主战场调研指导，为扶贫攻坚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98 年 3 月，姜春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联系立法工作。他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推进立法、法

律实施等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他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参与领导立法法制定工作，把立法工作纳

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积极指导地方立法工作。他注重发挥法律在市场经济中的规

范、保障和促进作用，参与研究行政许可法、种子法、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立法修法

工作。他兼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积极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他高度关注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大力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学习宣传，牵头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执法检查工作。他积极推动法律贯彻实施，对代表法、防沙治

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总结实践经验。

他重视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探索新形势下做好人大工作的思

路方法。他积极参加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

政策的了解和认同。

姜春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山东工作期间，他推动马路保洁、厕所改造、污染治理、绿化造林，启动海上资源开

发保护。到中央工作后，他深入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推动走恢复优化生态、建设生态农业的新路子。他发起

成立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编《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偿还生态欠债

——人与自然和谐探索》、《拯救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出版《生态新论》

等著作，积极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姜春云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心系人民群众生活，表现

出一名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

姜春云同志是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第十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姜春云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性强、讲政治、顾大局，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

决问题。他光明磊落、求真务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虚心好学、勇于探索，勤勉廉

洁、生活俭朴，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深受

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

姜春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

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姜春云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 9月 2日电）

姜 春 云 同 志 生 平

1993 年 12 月 9 日，邓小平同志在济南听取姜春云同志汇报山东省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

新华社发

2014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这是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姜春云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2000 年 3 月 13 日，江泽民同志和姜春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九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讨论。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2002 年 3 月，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胡锦涛同志与姜春云同志交谈。

新华社发

1995 年 10 月 2 日，姜春云等同志同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庆祝

活动的乌鲁木齐市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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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头一开，栽秧种菜，淘米做饭。有了水，啥事都好办

了。”看着自来水“哗啦啦”流淌出来，四川省南部县永定镇黄

莲村村民张俊如满面笑容。黄莲村地势高，过去生产生活用

水一直是难题。县里投入资金，整治山坪塘、修建提灌站，村

民用上了集中供应的自来水。

农民喝上“放心水”。“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2.7 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到巩固提

升，解决了 1710 万脱贫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截至 2020 年底，

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88%，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3%。

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日趋完善

社会保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加快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

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

地全力兜牢民生底线，保障农村群众基本生活，为乡亲们托起

稳稳的幸福。

——看病有医保，就医不再愁。

“过去就怕生病，如今有医疗保险撑腰，得了大病也不怕

了。”去年，河北省巨鹿县堤村乡塔堤村村民杜淑文因肾脏疾

病住院，治疗费用花了 23 万多元。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三重保障”下，杜淑文一家人顺利渡过难关。

从看病自费到全民医保，医疗保障网越织越密。近年来，

我国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全面实

施，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 13.6 亿人，参

保率稳定在 95%以上。2018 年以来各项医保扶贫政策累计惠

及脱贫人口就医 5.3 亿人次，助力近 1000 万户因病致贫家庭精

准脱贫。

——困有所助，民生温度传送到千家万户。

“遇到难处有人帮，我也要献爱心！”今年暑期，内蒙古赤

峰市敖汉旗下洼镇的高二学生李小明总是帮村里进行垃圾分

类。去年，李小明突发疾病，镇民政办启动“绿色通道”，给予

他 4200 元临时救助后，还帮他办理了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如

今他病情稳定，成了村里热心公益活动的志愿者。

弱有所扶、困有所助、难有所帮。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

整套社会救助制度，通过分类施策、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

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 1213 万人、重度残疾人

1474 万人。去年全国实施临时救助 13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1%。

——应保尽保，牢牢兜住民生底线。

“多亏低保政策，让我重燃生活的希望！”在江西省万安县

宝山乡街道上的一间杂货铺里，村民曾繁伟摇着轮椅，忙着整

理货物。曾繁伟因遭遇意外，造成肢体二级残疾。民政部门

了解情况后，将他家里两个人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每月的稳

定收入，让一家人缓过劲儿来。如今，曾繁伟开起了小卖部，

日子越过越踏实。

兜住最困难群体，保住最基本生活。从 2017 年底开始，全

国所有的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截至 2020 年，193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

障范围，占全部脱贫人口的 19.6%，脱贫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

增投入、强体系，推进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加快完善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机制，持续增加农村民生投入，加大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健

全农村关爱服务体系，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不断

提高。

——真金白银投入，公共资源加速向农村延伸覆盖。

“家门口就能娱乐健身，日子越过越有滋味！”四川省旺苍

县水磨镇板桥村党群服务中心里，刚打完乒乓球比赛，老人冯

光跃来到社区“爱心食堂”排队买饭。“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文

体活动等齐全，还有不少志愿者提供免费理发、心理咨询服

务。”旺苍县投入 260 万元在 37 个社区建起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推动公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乡村覆盖。

加大投入，公共资源向农村流动。2012 年至 2021 年，中

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 4.54 万亿元增加到 8.34 万亿元，年均

增幅为 7%，并向财政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从 1.2 万亿元增加到 2.5 万亿元，年均增

长 8.5%，支持推进农业农村发展。

——发挥互联网优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根网线连城乡，新技术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插上翅

膀。“备课、授课融为一体，还能录屏存储，可以跟城里孩子

‘同步’上课了。”在安徽省怀远县包集镇路圩小学的网络教

室里，校长王守龙正带着老师一起学习如何通过网络上好

“双师课堂”。各地通过网络课堂、在线教育，城乡师生同上

“一堂课”。

“通过视频就能请专家看病，踏实又方便。”在山东省东营

市东营区牛庄镇东庞社区卫生室里，社区医生庞星范与市人

民医院专家视频连线，为村民武金店进行远程会诊。目前，我

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5.9%，为了让远程医疗服务覆盖

脱贫县和边远地区，已审批设置 1100 余家互联网医院，建成县

域医疗共同体 4028 个，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4%。

——体系更完善，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

关爱服务体系。

“在家生活有人管，子女外出务工更安心。”在河南省新县

箭厂河乡戴畈村“三留守”服务中心，张祖秀老人在护理员方

敏菊的指导下学习剪纸。方敏菊说，依托服务中心，老人难事

有人帮，留守儿童有人看，不少家庭妇女成为护理员、志愿者，

找到稳定的就业岗位。

各地陆续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目前，全国范围内已建立了 5.6 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

员、67.5 万名村（居）儿童主任的基层儿童工作队伍，成为关心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主力军。全国农村地区已有

养老机构 2 万多家，幸福院、颐养之家等互助养老设施 10.8 万

个，初步构建起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推动

城 乡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奋 力 绘 就 农 村 宜 居 宜 业 的 新

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