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明睿智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

2007年 8月 29日，习近平到奉贤区调研，参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07年 8月 28日，习近平在卢湾区调研时，与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亲切交谈。 均本报记者 郭天中 摄

（上接第 1版）

2007年 7月 22日至 26日，习近平率上海
市党政代表团，赴浙江、江苏两省学习考察，先
后去了杭州、宁波、嘉兴、义乌、南京、无锡、苏
州、昆山等地。对考察路线，习近平亲自谋划确
定，精心安排，为的是让上海党政干部有更深
刻的亲身感受。

一些干部回忆，那次上海代表团苏浙考察
之行，有些细节很值得回味。比如，义乌这一站
原计划中没有，是后来加进去的。在结束杭州
考察后的那天， 代表团驱车 135 公里到达义
乌，参观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实地走访后，很多干部方才明白了习近平
的用心。 义乌曾经是浙江中部交通最不方便、

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可是他们“无中生
有”、“莫名其妙”的发展模式，竟然大获成功，

确实令人称奇。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是许多干部的共
同感受；而苏浙群众不抱怨客观条件的自强不
息的进取精神，更是让大家感慨不已。

跑完两省，从江苏回到上海，代表团没有
解散，所有人直接回到市委接着开会。学人之
长，创己之新，习近平用这样的方法催人奋进。

“上海有责任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担起这份责任，上海需要有进取的精神、

宽广的胸襟、开阔的视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
立足国家战略，站在全局高度，充分发挥中心
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

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要“在有所为有所不
为中大有作为”。

时任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书记、市政府合
作交流办公室主任林湘， 难忘 10年前的一场
会议———那是 2007年 6月 21日，习近平与兄
弟省区市驻沪办负责人一起座谈。

本来，每年和外省区市驻沪办的负责人定
期沟通、座谈，这样的会议是惯例，一般由市政
府合作交流办来牵头组织。

但是那一回， 习近平提出要亲自主持、听
取意见，足见他高度重视和尊重各省区市驻沪
机构。会议的规格因此明显提升了。而且，那天
的活动，从下午座谈一直到晚上，各省区市驻
沪办主任踊跃发言，时间很长，习近平从头到
尾都参加了，并在最后作了重要讲话。

从这一年开始， 新的工作机制产生了，每
年由市委主要领导直接听取兄弟省区市驻沪
办的意见，协调相关工作；不仅如此，每年市政
府的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在提交人大审议
之前，也作为一个程序，听取各省区市驻沪办
事处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这次座谈会的另一重要成果，2007年
7月 7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内合作交流工作的若干政策意见》。从上海
加强合作交流工作的基本原则， 到上海如何积
极参与国内跨区域合作，如何突出重点，扎实做
好对口支援工作等，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份对
全市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工作“定调”的 2007

年市委市政府 21号文，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当年曾多次引用两句很形象的话
教育大家。一句是“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
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他说，上海能成其大，

就是靠内联外拓， 才成为现在的国际化大都
市，今后还要这么走下去。另一句是“授人玫
瑰，手有余香”，他希望大家懂得“助人为乐”

“吃亏是福”的道理。

习近平当年这些话，许多干部都记住了，而
且这么去做了。 这些年， 外省区市同志明显感
到，上海的城市精神绝不是一句口号或空话，而
是化成了实际行动。 上海各项工作的大局意识
不断增强，服务全国更加积极主动,更有作为了。

“不管是带队到苏浙考察， 还是此后的 9

月来长宁区调研，习书记都非常强调要把上海
城市精神作为政府部门开展各项工作的先导，

要增强大局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主动做
好三个服务。”时任长宁区区委书记薛潮说。

习近平在调研长宁区时，专门提到了“大
虹桥”的概念。虹桥开发区、虹桥机场和虹桥综
合交通枢纽，构成了“大虹桥”的概念。对于当
时正在开工建设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习近平
特别指出，它既是上海的枢纽，也是长三角的
枢纽，把大虹桥推到了长三角联动发展的前沿
地带。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明进步
的强大精神动力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尽
小者大，慎微者著”……利用重大活
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的一条
成功经验。上海办特奥、迎世博，是一
个非常难得的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
有效载体，也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响
亮主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2007年 4月 18日， 习近平在上
海市精神文明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 4月 9日，习近平刚到上海担任市
委书记不久，就来到世博会建设现场，调研世
博会筹办情况， 参观世博园区规划的沙盘，在
高处俯瞰园区建设现场。

“座谈中，习书记言简意赅，但每一点要求
都让在场者印象深刻。开门见山，他就指出要动员
全市人民、携手长三角、举全国之力开门办博，从
而体现新时期的上海城市精神。”时任市政府副秘
书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局长洪浩回忆道。

中国国家馆建设是上海世博会筹办工作中
的一件大事。2007年 8月，上海市委的一次专题
会上专门研究了中国馆的主题演绎方案。

习近平对当时提出的“城市发展中的中国
智慧” 这一中国馆主题表示肯定。 他补充说，

“中国智慧”要体现中华民族的大智慧。比如大
象无形、大方无隅、大智若愚、大音希声，这些
“中国智慧”，若体现出来，会很有意思。

习近平表示，从包容性看，改造、融合、兼
收并蓄，都是“中国智慧”的特点。要通过中国
馆的舞台，借鉴国际化的传播方式，将东方的
智慧，变成世界的智慧。

“习书记的话点燃了大家的思想火花。”洪
浩介绍，习近平对“中国智慧”的诠释，不仅融入
到后来中国馆布展中， 更融入到世博会举办和
上海城市发展之中，并让人们对“海纳百川、追
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2007年， 上海的另一件大事是筹办特奥
会。两段“特奥记忆”让时任杨浦区区委书记陈
安杰至今难忘。

第一幕是习近平到杨浦区殷行街道调研，

其中一个点就是街道的“阳光之家”。智力障碍
人士在此为上海制皂厂包装肥皂，通过力所能
及的劳动，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同时
也为家庭减轻负担。“习书记对 ‘阳光之家’高
度肯定，他评价说，这件事做得好，上海做在了
全国的前面。”

第二幕是特奥会举办前夕，习近平查看位
于杨浦区的江湾体育场，特奥会闭幕式在此举
行。在现场，习近平嘱咐要把特奥会办出上海
水平、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同时反复强调：安
全第一，上海责任重大，一定要照顾好来自全
世界的特奥运动员。

江湾体育场有 80多年历史， 设施比较陈
旧，组织方特地在水泥看台上安装了座椅。考察
时，习近平走上看台，用手拍一拍，检查座椅牢
不牢；走到出入口，看看通道是否方便；又特别
强调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他说两万多名运动
员都是不一样的孩子，必须要考虑周全一些。

10月 11日， 习近平从北京赶回上海参加
特奥会闭幕式。临走时他还特意回过身来叮嘱

组织方：天黑了，孩子们还在那儿，大巴车的导向
指示一定要醒目、清楚，不要让孩子们走错了。

通过特奥会， 推动全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关
爱，推动上海社会福利、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是习近平十分关注的问题。习近平到上海工作后
不久，就听取了关于特奥会筹备工作的专题汇报，

听到将以奥运、残奥的规格筹办特奥会时，他很高
兴，一方面非常赞赏特奥会平等包容的理念，另一
方面指出上海一定要肩负光荣使命，办好特奥会。

根据习近平要求， 上海借助特奥会举办，在
2007年掀起了专为智障人士服务的 “阳光之家”

建设高潮，最终“阳光之家”在上海每个街道实现
全覆盖；在松江区还建成了大规模的上海阳光康
复中心。

“到了今天，回过头看，2007年特奥会的高潮
早已过去，但在这座城市中留下了硬件，更升华
了城市的精神。”时任上海特奥会主席施德容说。

在上海市民印象中， 当年提出的上海城市精
神，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影相伴：上海进行了“全
城总动员”，组建了一支规模 4万人的志愿者队伍，

他们都穿着橙黄色衣服，汇成了一股“橙色暖流”。

这次特奥会的志愿者工作以及筹办经验，成
为后来上海乃至全国举行大型活动的宝贵财富。

2007年 4月 18日， 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市精
神文明委全委会时，就曾指出，上海办特奥、迎世
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
载体，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是推动精神文明
建设发展的极好机会。

习近平还指出，利用重大活动推进精神文明
建设，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他要求，必须从细微之
处着手，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使广大群众
自觉摒弃有碍观瞻、有损形象、有悖科学、有害健
康的陋习，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

“特奥会、世博会早已相继落幕，但重温这一

理念和要求，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习书记在上
海时提炼的 16字城市精神，对上海来说，真是一
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 市文明办主任朱匡宇翻开他的工作本回忆
道，当时习近平针对城市精神有过一段精辟的诠
释，自己特地抄下来时常翻看：“上海是全国的上
海， 上海要更加坚定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行动。

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上海的发展也绝
不可以独惠其身。”

一个城市没有个性，就没有灵魂。

中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但一定要
保持、延续自己的历史文脉。城市中的
老建筑，应该像“老人”一样得到善待。

———上海世博会开幕倒计时 1000天之
际，习近平在接受央媒采访时说

无论是到中心城区还是到远郊调研， 习近平
总是不忘提醒上海的各级干部， 要保护好历史建
筑，保护好自然村落，保护好城乡的历史风貌，妥
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 改造与新建的关系。 他曾
说：“城市中的老建筑，应该像‘老人’一样得到善
待。”

2007年 7月，习近平利用周末，来到苏州河
边由老厂房改建的 M50创意园区调研。

当时，M50设计者、 同济大学城市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张雪敏接到通知有接待
任务，但他事先并不知道谁会来。

张雪敏一边等，一边跟朋友聊天喝茶竟忘
了时间，直到工作人员来电，才匆匆下楼，一看
竟然是市委书记习近平，一行寥寥数人，轻车
简从。

当时张雪敏感到很抱歉， 但习近平表示没

关系，他在门口指着墙上挂着的“中国大运河保
护论坛”宣传内容，表示很感兴趣，并询问：“这
个论坛很好，为什么没有请上海市政府作为主办
单位？”

张雪敏回答说，这次是一个学术论坛，大运
河相关城市都参加了，因为上海没有运河，没这
样的资源。习近平表示，上海是码头，外地的、外
国的都可以作为外部资源，上海要提供平台。

习近平随即对身边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今后办这样的论坛，建议把“上海市政府”写上去。

近两个小时的调研中， 习近平提了 30多个问
题，问得很细。张雪敏从这些问题中，感受到习近平
对历史、建筑、工业等历史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视，他
也很关心城市更新中的创新，关注如何通过保护和
更新，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形成新的产业。

“习书记当时提出的理念， 在上海后来的城
市规划建设中不断延续，城市更新取代了过去大
拆大建的传统模式，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理念深
入人心。”张雪敏说。

当年 7月的另一天， 习近平到青浦区调研。

那天冒着高温，习近平从上午 8时多一直调研到
傍晚，还专门去了朱家角古镇，他沿街踏访，与古
镇的居民和游客亲切交谈。

座谈时，习近平对在场的青浦区党政干部们
说：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上写，有些古镇全镇充满
了“酱肘子的味道”，我们这里管理得好一些。他
肯定了朱家角古镇保护的特色，对当地规划布局
的控制给予积极评价。

习近平特地叮嘱当地干部，在上海这么一个
时尚都市，像这种江南水乡、明清风格，已经不多
见了，弥足珍贵，要很好地保护。要切实保护我们
的自然村落和城镇，千万不能“千城一面”。

2007年 9月，习近平在徐汇区调研时，听取
了关于徐家汇商业开发和徐汇历史风貌保护区
的情况汇报， 还登上港汇广场 1号楼的顶楼，在
220多米高的楼顶俯瞰徐家汇全貌。

看到武康大楼等老建筑后， 习近平对上海的
城市文脉流露出浓厚的感情。他说，上海历史风
貌的价值精华就在 4000多幢老建筑， 如果这些
老建筑消失了，上海的文脉就切断了，历史风貌
就没有了，城市特色也就没有了。对于历史风貌
区要防止大拆大建，切实传承好历史文脉。

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 海纳百
川、兼收并蓄，中西交融的文化特质更
突出一些。建设国际大都市，综合实力
反映在文化上。

———2007年 8月 21日， 习近平在文艺
单位调研座谈时的讲话

市第九次党代会上，建设文化大都市的奋斗
目标首次被写进市党代会报告。 经济是基础，文
化是灵魂。实现文化繁荣发展是提升大城市软实
力的客观要求。

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积极推动、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革命精神，给很多上海的干部和群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7年 7月 12日，习近平在调研虹口区时，

专程参观了鲁迅纪念馆。

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鲁迅先生的石膏面膜，

这上面黏有鲁迅的 20根胡须和两根眉毛， 是迄
今可以看到的鲁迅身上遗留下来的仅有的原物。

“习书记参观时间比计划延长了一倍多，足见他
对鲁迅先生非常有感情。”那天，时任上海鲁迅
纪念馆馆长王锡荣为习近平做了讲解。 有一个
动人的场景，让他迄今难忘：在结束参观临上车
前，习近平看到纪念馆前聚拢了不少游客，于是
热情、大声地对大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我们
一起来弘扬吧！”说完他和大家挥手告别，在场群
众热烈鼓掌。

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习近平担任总书
记后，曾在各种公开场合提到鲁迅多达 50余次，

仅 2015年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 7次
提到鲁迅。

习近平为何对鲁迅如此推崇备至？在参观鲁
迅纪念馆后，与虹口区干部座谈时，习近平这样
说道：“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受鲁迅文化熏陶出来
的。我在‘文革’期间，把当时出版的鲁迅文集都
看了，有的书看了好几遍。”

按照习近平的说法， 他和鲁迅颇有缘分：插
队时期他在延安，延安有鲁艺；调到厦门工作，厦
门大学是鲁迅曾教书著述的地方； 后来到浙江，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再到上海工作，这是鲁迅长
期生活的地方……习近平推崇鲁迅文化，在他眼
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一种民族
魂。他希望上海能发扬鲁迅文化养人心志、育人
情操的功能。

习近平曾经这样阐述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
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生生不息的
力量源泉。上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鲜
明特色的城市精神，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深深
融铸在上海人民的性格、意志、情感以及行动之
中。面向未来的发展，上海还必须提升、丰富城市
精神的内涵，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
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形象，使全市人民始终保持
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为上海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说，习近平同志
当年科学提炼和确定的这 16字城市精神， 是对
上海城市文化特点的最好诠释，丰富并且提升了
上海城市文化的内涵特质，对十年来上海的进一
步发展和上海城市的精神形象塑造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在城市精神引领下，上海城市定位与产
业发展，都首先考虑国家战略，考虑服务与辐射
功能；重视培育创新文化，形成了以深化改革带
动创新发展的鲜明导向，上海也因此正变得更有
朝气、更有活力；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市民
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彰显了上海
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可以说，10年来，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上海城
市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两个层面，都在引领上海
的发展，提振整个城市的精气神。

（本文执笔：樊丽萍 徐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