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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新民（时任余村党支部书记）：

“没想到他首先讲生态环保问题”

2005年8月15日下午4点，习近平同志一行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进行调研。
“村里和镇里基层同志先讲，畅所欲言，县里的同志可以作补充。”顶着烈

日仔细查看余村民主法治建设宣传栏后，习近平同志在会议室坐下，顾不上擦
汗，就让鲍新民第一个发言。

“我紧绷的神经马上放松了下来，没想到省委书记这么随和。”鲍新民回
忆，“我接下来汇报时，他一直认真听，并不时对我微笑点头，表示赞许。”

鲍新民在汇报时讲到：依靠炸山开矿和建水泥厂，余村曾经成为安吉首富
村，上世纪 90 年代末村集体年收入曾达 300 万元。虽然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
了，但生态环境也被破坏了：尘土飞扬、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村民不敢开
窗，山上连笋都不长了，矿上爆破频出事故……痛定思痛，余村用民主决策的
方式选择将高污染企业陆续关停，开始向绿色发展转型。

“关停村里的矿山和水泥厂，得到全村绝大多数村民支持。”鲍新民说，但关了
水泥厂和矿区几乎就断了村里的财路，很多村民一下子失业了，村集体年收入最
少的时候减少到21万元；而生态旅游怎么搞，能不能搞起来，大家心里也没有底。

“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即兴讲了话。”鲍新民回忆，习近平同志
当时来余村调研的主题是民主法治建设，“大家都没想到他听完汇报后会讲那么
长，更没想到他首先讲生态环保问题。”

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生态环境问题有着长期思考。
“生态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经济增长，这样

的经济增长不是发展。”
“我们要留下最美好的、最可宝贵的，也要有所不为，这样也许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
“刚才你们讲了，要下决心停掉矿山，这些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安吉的名字，我想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经济发展的和谐。”
“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要有所得，有所失……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

时候，要知道放弃，要知道选择。”
……
习近平同志结合安吉、余村发展实际，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我们这里 8 月份天还很热，‘秋老虎’啊！我们看到他的衣服都湿透了。
也怪我们粗心，连条毛巾都没准备……”

开完会，村里人都想和习近平同志合张影，但都不好意思提。鲍新民回忆
说，“还是他主动招呼我们说，大家过来合个影吧。”

■ 沈铭权（安吉县委书记、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

“他为我们送来了绿色发展方法论”

2003年4月9日，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约半年后，就曾到安吉调研过。
“那次来安吉，他说，他最早知道安吉的名字是在福建省分管农村工作的时

候，知道安吉的竹业经济发展得比较好，老百姓也比较富，这是他对安吉的第
一印象。”安吉县委副书记、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德清回忆说。

“习近平同志第二次来安吉，讲话一开头就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话：安
且吉兮。他称赞安吉是个好名字，在安吉能感受到一种和谐的氛围。”安吉县委
书记、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沈铭权说，“他在这里首次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重要论断，拨云见日，为我们送来了绿色发展方法论。”

十多年来，安吉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态立县
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先后获评全国首个气候生态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首批中国生态文明奖，还是我国首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县级城市。

安吉以全国 1.8%的竹产量创造了全国 20%的竹业产值，去年达到 217 亿
元；白茶产业去年产值达 24.57 亿元，惠及 1.58 万户茶农；在建绿色项目 174
个，总投资达1500多亿元，全部竣工后将为安吉新增4500亿元以上的产出；城
乡收入比为1.73∶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没有习书记指点迷津，安吉不可能发展得这么顺利，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最美县域’。”沈铭权说。
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时指出，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要下决心舍去严重污染环境的、高能耗的产业，我提出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就是这个意思。“这段话我们一直牢记在心。我们认真学习了总书记在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感他的生态文明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他当时对我说，一定要把百草原这片山林和湿地保护好，用你们的智慧，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中南百草原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崔世豪拿出当时他陪同习近平同志参观时的照片，百感交集。“一开
始做生态旅游的时候，并不被人看好，景区开业之初也几乎无人问津，说实话当时心情有些低落。”

到安吉调研时，习近平同志专程到中南百草原考察。崔世豪说，“他考察后不久，我们就投入8000多
万元，对中南百草原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提升。去年，我们这里吸引游客138万人次，营业额2亿元，同时带
动了2万多名农民就业。没有他当时的叮咛和鼓励，哪会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 谭江洪（天荒坪镇大溪村中山酒楼老板）：

“咱这农家乐得好好开下去，等着习书记再来！”

天荒坪镇大溪村有家名为“中山酒楼”的农家乐，习近平同志两次到安吉调研都是在这里简单用餐。
“2005年8月15日那天，我陪他一直走到二楼，他详细询问村民的就业和收入情况，还问了我好几个经

营方面的问题，问得很细。得知我的农家乐做得很红火，他很高兴，还问我要不要一起坐下来吃一点，听
着既贴心又暖心！”中山酒楼老板谭江洪回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

谭江洪早年在当地的江河造纸厂工作。2000年前后，造纸厂因为污染大、效益差而关停。谭江洪凭借
灵活的经营头脑，很快开办了这家农家乐，不到两年就买上了小汽车。

“那天我们做的全是普通农家土菜，其中咸肉炖笋、山木耳炖豆腐、萝卜烧肉这3个菜，看得出，他很爱吃。在了解
到我是下岗工人创业后，他当场提出这3样菜各加1份。当时听了这话，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谭江洪说，“临走时，
他拉着我的手说，下次来安吉还到你家吃。我跟媳妇说，咱这农家乐得好好开下去，等着习书记再来！”

“习近平同志当时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逆城市化会更加明显，一些人可能更喜欢住在农村或郊
区。到那时候，安吉更是一块宝地。”沈铭权说，“他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从安吉的情况看，习近平同志当
时的判断已经完全成为现实！”

“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生意越来越火，可比以前在水泥厂干强多了！”农家乐“春林山庄”的老板潘
春林说起这些，笑得合不拢嘴。“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现在既留住了绿水青山，也挖出
了发家致富的金山银山！”

在乡村旅游热的带动下，余村村民俞金宝办起了自己的葡萄采摘园：“我贷了200万元，不过一点不担心！”
“放心吧，他可亏不了！葡萄成熟的时候，正是漂流的旺季，我们两家离得近，到时候来漂流的人谁不

来采摘一串！”经营着一家漂流基地的村民胡加兴抢过话头：“每到旺季，来玩漂流的都得排队喽！”
▼ 8月7日，游客在浙江省安吉县大溪村坐云民宿的露台上观景。 新华社记者 马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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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我们
连 家 渔 民 可 能 还 住 在 船 上 ， 漂 在 海
上！”从船上搬到岸上 18年了，江成财
依然充满感激。

连家渔民，又称疍民，就是居无定
所、以船为家的渔民，他们常年以打鱼
为生，日子大多比较清苦。

1997年 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闽东，对连家渔民
易地搬迁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看到一家几代人挤在阴暗潮湿的渔
船上，习近平同志动情地说，共和国成立
都快50年了，部分群众生活还这么困难，
一定要解决好他们的生活困难。没有连
家渔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在习近平同志的力推下，福建连家
渔民上岸工程迅速展开，到2000年，下
歧村建成了 6 个渔民安置点，511 户
2310名连家渔民告别了海上漂泊岁月。

“2000 年 11 月，我们搬到岸上新家
没多久，习近平同志就来看我们了。”
江成财说。

来到江成财家，习近平同志仔细询
问：家里几口人？现在做什么工作？收
入怎么样？搬上岸过得习不习惯？“我
告诉他，现在的生活很好很舒服。祖祖
辈辈都在船上，做梦也想不到能上岸。
以前在船上，怕风怕雨，片刻离不开
人。现在住进了新房，终于能踏踏实实
做事啦。习近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走

到我家餐桌前，看到有鱼、有肉、有蔬
菜，一边笑一边冲我点头。”

“既然上了岸，就要努力做事，做
出个样子来。”习近平同志的这句话，
时时激励着江成财。

“离开前，他对大家说，有困难就
找政府。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不
要忘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
任下歧村支书陈寿章回忆说。

“20年里，有两个不一样的我。”江
成财说，船上的我，缺衣少食，到十来
岁有时都没裤子穿；现在的我，做养
殖，搞基建，住进了 120 平方米的大房
子，日子红红火火。

2000 年搬进新居时，江成财的儿子
江陵才2岁。去年，江陵和朋友去海上体
验了一次渔民生活，回来后告诉父亲，真
不容易。“我对儿子说，要永远记住，是
习近平改变了我们连家渔民的命运！”

习近平帮我们挖习近平帮我们挖““穷根穷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魏魏 贺贺 李李 翔翔 郑郑 娜娜 赵赵 鹏鹏

“下党乡是出了名的‘地僻人难
到’，习近平同志是建乡以来第一个到
乡里的地区领导。”时任寿宁县下党乡
党委副书记的刘明华回忆说。

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当年是“朝迎
山村风寒，夜伴泥瓷灯盏”。1989年 7月
1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地直机关 18个单
位负责同志，来到下党乡现场办公。

那天刚好是大暑的前 4天，“日头特
别毒”。习近平同志一早从寿宁县城出
发，坐了 2 个多小时的车，又走了 2 个多

小时的山路，才到了下党村头的鸾峰桥。
“他汗流浃背，一边拿搭在脖子上

的白毛巾擦汗，一边同桥上迎接他的干
部群众握手。脱下的白衬衫晾在廊桥
上，看上去湿漉漉的。”刘明华说。

喝了一碗乡亲们送来的凉茶，习近平
同志当即在鸾峰桥边的小学校召开现场
办公会。他对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杨奕周
说：“你是主人，坐中间。”

没有路，没有电。为了尽快让下党
乡通上电，有人提议从临近乡镇拉线过

来，但习近平同志不认可：“要致富，
先修路，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架线拉
线通电，我看就罢了。拉线过来，看似
见效快，实际背了电费的包袱。下党有
水利资源，咱们自己建个电站，等于抓
了一只能下蛋的鸡。”

一席话，让在场干部群众频频点
头。“他想得深、看得远呐！”刘明华说，现
场会结束时，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要“以
干得助”，“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91 年 1 月，下党第一条公路建成
通车；12 月，一座 250 千瓦水电站建成。

“这么多年，父老乡亲一直念着习近平同
志的好，一直希望他有空再回来看看！”
说起这些，刘明华眼眶有些湿润。

“习近平同志开展扶贫工作，‘实’
字当头，‘干’字为先。”时任寿宁县委
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回忆，1989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同志赶回寿宁县城
时，已是晚上 8点多，第二天一早，他
就开会研究落实对下党乡的帮扶举措。

“他讲得很动情，‘下党有多苦，大
家都看到了。下党不改变面貌，我们就
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连德仁说，习近平
同志让宁德地直机关18位负责同志现场
表态，对于乡亲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各部门谈谈办法。

民政局最先表态，从局里挤出 5 万
元，支持下党公路和电站建设：“我们真
的是把口袋底都翻出来咯！”习近平同志
笑了，他说，这很好，大家都要翻箱倒柜，
竭尽全力。扶贫，就不要有所保留。

习近平同志还当场拍板：地委支持
下党乡建设资金72万元，其中32万元用
于修路，40万元用于水电站建设。

针对下党乡帮扶工作，习近平同志
说，水电项目，不能成为“胡子工程”，包括
道路建设也要认真核定，办一件成一件，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两年内，下党

的项目不要再报到地区来了，要集中精力
办好电力和公路。“各个部门都要到贫困
地方去调查研究，带动解决实际困难，种
种情况都不能成为不下乡的理由。”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先后
9 次到寿宁，其中 3 次专程到下党乡现
场办公。原宁德地委秘书长李育兴说：

“他不仅一贯强调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自己也始终以身作则，宁德地区
124个乡镇，他去过123个。”

连德仁曾8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乡调
研。“习近平同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最深
——干部一定要抓‘做’功，而不是‘唱’功。
他说，要以一村一户为对象，去找路子，去想
法子，找准穷根，合力攻坚。这是指导党员
干部做好扶贫工作的基本法则。”他说。

闻名中外的“茶乡”福安社口镇坦
洋村，曾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
记期间的农村党建联系点。

1988年秋天，习近平同志轻车简从
来到村里。“那天，他穿着深蓝色短
袖，裤子上还有补丁，脸上始终挂着笑
容。”当年刘智勇刚刚担任村支书，他
没想到的是，“地委领导竟然这么年
轻，穿着也这么朴素。”

座谈会上，刘智勇准备了汇报材
料，刚要念，就被习近平同志微笑打
断：“不用念材料，我问你答就好。”他
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更好发挥农
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怎么增

加村集体收入？
“习近平同志问得非常细，现在种了

多少亩茶？是什么品种？有什么困难？
当时心里挺紧张，生怕答不上来。”刘智
勇说，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
路，爬上村后一座茶山。“当时，天上下起
小雨，他鞋子上沾满了泥巴。”

“他对我们说，坦洋村要大力发展
特色茶产业，党员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农村党组织，是脱贫第一线的核
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
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
削弱。”这些话，刘智勇一直牢记在心。

1989年2月，习近平同志邀请8位基

层农民代表到地区行署，给地直机关副
科以上干部作报告，刘智勇的父亲刘少
如也在其中，他是坦洋村老支书，带着大
伙儿开荒种茶，脱贫致富。“父亲回来对
我说，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夸他，站在改革
的前头，带领大家致富，很不容易。”

后来，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来坦洋。
“他鼓励我们，坦洋要当领头羊，不断
放大坦洋功夫红茶的品牌效应，因地制
宜，壮大茶叶经济。还明确提出，坦洋
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
成对子，开展帮扶。”

很快，坦洋村茶叶种植面积增至
3000多亩，村资产超过 300万元，村党
支部也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成了闽东明星村。“时常想起习近平同志
当年冒雨走在山路上的背影，还有他鞋
子上的泥巴，心里暖暖的。”刘智勇说。

■ 刘明华（时任寿宁县下党乡党委副书记）：

他鼓励我们“以干得助”

■ 连德仁（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他要我们抓“做”功而不是“唱”功

■ 刘智勇（时任福安县社口镇坦洋村支书）：

他冒雨走泥路看茶山

■ 江成财（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村民）：

他改变了连家渔民的命运
■ 江成财（福安市下白石镇下歧村村民）：

他改变了连家渔民的命运

“他当年来余村调研，也没准备讲话，但听了我们从‘卖石头’
转向‘卖风景’的汇报，他十分高兴，即兴讲了很长时间，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后待了近两个小时。”
回忆起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安吉调研的情景，时

任余村党支部书记的鲍新民至今仍很激动。

◀ 8 月 5
日 ， 游 客 在 宁
德 市 周 宁 县 玛
坑 乡 的 生 态 观
光 茶 园 里 体 验
采茶乐趣。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过洋村能有今天，多亏了习近平同志！当年，他到宁德上任后第一次下基层就来到我们村，鼓
励大家发挥自身优势，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走林业、种植业等多元发展的道路。”回忆起30年前
习近平同志到过洋村调研的情景，69岁的老支书钟祥应清晰如昨。

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到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闽东9县乡镇，进村入户，访贫问苦，一心要让乡亲们彻底摆脱贫困。

在这里，他倡导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这里，他强调弱鸟先飞，因地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