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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做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在福建（二）

采访对象：王一士，1926 年 1 月生，福建福州人。1946 年 6

月入党，曾在福建开展学生运动。1981 年起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

会主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2 年任福建省委常委、厦

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83 年任省

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1984 年任省委常委、副省长。1987 年任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 年离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4 日初访，2020 年 1 月 10 日核访

采访地点：福州市王一士家中，福州悦华酒店

采访组：王老，您好！您是革命老前辈，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

期就一直在厦门市和福建省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您 1983 年初调

到省里工作，习近平同志是 1985 年到厦门工作的，你们最初是如

何认识的呢？

王一士：1981 年 9 月，我调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那

时的厦门经济特区设立在厦门市郊禾山公社的湖里大队，面积仅

有 2.5 平方公里。1983 年，我调到省里工作，不再具体负责厦门

经济特区的事，但对特区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关注的。

1984 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1985 年，习近平同志从

河北正定调到厦门工作。那时，从厦门来的同志告诉我，新调来

的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很年轻，为人谦和，工作扎实。他一到厦门，

先看望老同志，很多老同志家他都去过。他为人淳朴，大家都乐

于与他相处，虽然他刚来不久，但和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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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事们都很喜欢他，跟他没有一点隔阂。干部和群众对近平同

志都给予一致好评。大家评价说，近平同志很实干，待人很诚恳，

群众乐于和他接触，向他反映问题。向他汇报工作的同志，从不

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很有耐心，从来不打断人家说话。即使有不

对的地方，他也不会当众批评人，有错误的，就给人家讲道理，

让人心服口服。

许多人对近平同志的修养给予很高评价，都说他这个人从来

没有跟人发过脾气，非常注重团结。他自己也说过：“人团结得

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很善于团结同

志，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

厦门的很多老同志也跟我反映说：“近平同志很不错！”他

们说，这个年轻人对老同志非常尊重，非常关心，也很有工作能

力，干部喜欢他，老百姓也喜欢他，老中青都一致赞赏他。老干

部们觉得他很真诚，很实干，平易近人，是一个完全能胜任本职

工作的优秀干部。

在很短时间内，我听到关于习近平同志这么多好的评价，让

我对这个年轻人感到由衷的喜欢。于是，我就想安排一个时间去

厦门，亲眼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副市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第一次见面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王一士：1986 年，我到厦门去。我的秘书陈芸找近平同志约

好会见的时间。见面后，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近平同志把到厦门工作后了解到的情况讲给我听，我发现他

的记忆力惊人。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能够把厦门本地企业和外资

企业的情况摸清楚。当问到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时，他能把这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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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情况讲得很透彻。同时，他的工作思路也很清晰，对厦门下

一步工作怎么做，怎么发展，从微观到宏观，都有独到的看法，

表现出强烈的前瞻意识和规划意识。在我看来，这是一般年轻干

部很难达到的高度。

从那次开始，我和近平同志的接触就多了。不久后，我约他

一起到“闽南金三角”走一圈，深入考察一下。在考察过程中，

我给他介绍说，“闽南金三角”这个经济圈当中，厦门是龙头，

与泉州、漳州 3 个地区连成一个“金三角”，并辐射到闽中、闽

西，带动福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闽南金三角”概念是著名经

济学家童大林同志提出来的。这给习近平同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提出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的发展思

路，我想这应该与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的思考和这次考察有一定联

系。

我在厦门调研期间，还到近平同志家里看过。他生活简朴，

为人真诚，我所接触过的干部中，对他都是好评。总之，从厦门

认识习近平同志开始，他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厦门到宁德、福州，再到省里工作，

整个过程您都比较了解。请您简要讲述一下他在各地任职的情况。

王一士：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了 3 年时间。省委研究讨论，

认为他工作能力很强，群众基础非常好，决定把他调到宁德这个

比较贫困的地区去工作。以他的能力，是能够负起领导责任，带

领这个地区的干部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

习近平同志1988年调到宁德任地委书记。他在宁德工作期间，

我去过 3 次。他生活还是那么简朴，他的秘书和他一起住一个两

室一厅的房子。他经常穿一身绿军装，脚上穿一双解放鞋。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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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时间都在基层调研考察，宁德地区所有偏僻的地方都去过了。

在有些比较偏僻的地区，不仅没有路，甚至连羊肠小道都没有，

需要披荆斩棘才能进去。习近平同志带着有关部门的干部，下到

这种非常偏僻的地方去调研，有的时候要徒步走一天，吃饭的时

候就蹲在荒山野岭吃口干粮、喝口水。在 2 年时间里，他走遍了

宁德的山山水水，对贫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扶贫工作也提出

了更加有效的方式方法。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的扶贫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强调扶贫要

落实到人。这一工作思路也一直延续下来。我前两年专门去宁德

的周宁、寿宁、屏南等几个县看了一下，每一个村里有多少贫困

户，致贫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病、因残，还是因为缺少劳力等等，

当地主管部门都调查得很清楚。具体应该怎么脱贫，从户到人都

建档立卡、记录在册。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提出“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的理念，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贫

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理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

人施策，进而打赢脱贫攻坚战。他这个扶贫思路和在宁德工作时

的理念办法，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了一段时间，省委决定把他调到福州

任市委书记。在 1992 年 5 月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习近平同志

指出：“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每 3 至 5 年上一个新台阶，

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

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深层次的探讨，研究 20 年

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个发展水平。”在他主导下，福州组织了

一个班子制定《福州市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也被称为

“3820”工程，其中包括了“闽江口金三角”发展规划。这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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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设想的序中写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

建设，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中产生严重的失误，

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

习近平同志调到省里工作以后，做了很多扎实有效的工作。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提出“生态福建”的思想，还提出了加

强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关于“生态福建”建设，他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个生态建设

思想的提出和实施，在全国是领先的。福建省的山水保护得很好，

应该说，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一思想和决策。从全国范围看，在对

外开放的前沿省份中，福建省没有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弯路，

这是习近平同志建设“生态福建”留下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一切工作都是以人民为中心，

要把事情做到人民满意。他提出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构建“服务

型政府”的理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他在省里工作

的时候，曾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

二字。”这句话至今回荡在福建各级领导干部耳边，意思就是：

政府是做服务工作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我跟不少人讲过，选

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战略

眼光，同时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的干部，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采访组：您是怎样看待习近平同志这些优秀品质的？

王一士：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注意学习，学问是可以学到的，

但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和高尚品德，却要有优良家风的熏陶，并经

过长期磨练才能形成。

习仲勋同志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同志。上世纪 90 年代，我

只要到深圳就会去看望习老。他要求很严格，不允许访客带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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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 月 6 日，我去看望习老，特意给他带了一块牌匾，上面

写着“正大光明”4 个字。我觉得这 4 个字特别有意义，是习老一

生的写照。他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浓缩起来就是“正大光明”这

4 个字。习老看到牌匾上的这 4 个字，很高兴。齐心大姐也赞同，

她很平静而又朴实地对我说：“确实，他一辈子没整过人，而且

在那个年代，他还保护了很多干部。”

事实上，了解习老的人，了解习家家风的人，也就会理解习

近平同志为什么会这么出类拔萃。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我认为，他的家风带

给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以后，您和他有哪些联系？

王一士：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给他写过 4 封信，都

是肺腑之言。我们相处、共事多年，我对他比较了解，我觉得他

这样杰出的干部，到中央工作是非常合适的。他从知青到大队党

支部书记，到清华大学、中央军委办公厅，再到正定、厦门、宁

德、福州和福建省，是一层一层踏踏实实干上来的。他来自基层，

来自群众，来自实践。所以，他所有的讲话都很接地气，很朴实，

没有大话、空话，也没有什么华丽的修辞。

2008 年，我到北京观看奥运会闭幕式后，去看望他。他当时

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办公室非常朴素，陈设也非常简单。我们

聊了大概 40 分钟时间。他关心福建的发展情况，还询问过去老同

事的近况。

采访组：请您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

想，谈谈您的感受。

王一士：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一直关注着习近平同志的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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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关注着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方略、执政理念，深深感

受到习近平同志对历史担当、对人民负责的胸怀和气度。

他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他清醒判断国内外形势，锐

意改革，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决

策。他以极大的气魄，铁腕反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力挽狂澜，使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受到极大的警醒、警示、

警戒，深得党心和民心。他以卓越的胆识进行史无前例的军改，

力度之大、难度之高、情况之复杂，都是空前的。他提出强军思

想，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建

设作为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根本大事来抓。他提出“四个自

信”，是用事实来说话的。一个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全面小

康，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最生动的体现。

习近平同志的语言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

上来的，最了解民情和民心，他讲的都是群众一听就懂的语言。

比如，讲到体制和国情相适应的问题时，他用“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作比喻，语言平实，富有哲理，意义深远。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开拓了治国理

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党心、军心、民

心得到极大提振。照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

们的民族大有希望，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资料来源：《学习时报》2020 年 6 月 17 日 0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