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政绩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2007年 6月 12日，习近平在金山区调研，了解郊区旅游业发展情况。

2007年 7月 5日，习近平到嘉定区调研时，与村民亲切交谈。 均本报记者 郭天中 摄

（上接第 1版）

习近平调研京剧院时陪同的艺术家中，有
著名京剧演员尚长荣。在尚长荣眼中，习近平
亲民、厚重，富有人格魅力。“尤其是对于传统
艺术，对艺术家们的关心是‘掏心窝子’的。”

有一个细节，尚长荣一直很感动。那是发
生在后来他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时。“那天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志特
别叮嘱了一句，这个会可能时间会很长，在座
的有很多年长的艺术家， 如果觉得坐得久了，

可以在会场里走走，或者到休息室休息一会。”

这种关心虽然细微，但是很真诚。

那次座谈会上，尚长荣作了发言，习近平
听了现场回应：“长荣同志演的《贞观盛事》《廉
吏于成龙》我都看过，这两部戏起到了警示、启
迪的作用，有现实针对性，你们做得很好，真正
起到了繁荣发展文艺工作的作用。” 这不仅是
对个人的肯定，也是对京剧传统艺术传承发展
的肯定。

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与社会各界知名
人士广交朋友。 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回忆道，在
各类调研和座谈会上， 大家发言都十分踊跃，

习书记始终在认真听、认真记，听完了还当场
承诺，大家提的意见建议，他都会带回去，与有
关同志商讨，认真研究后负责任地回答大家。

作家叶辛曾两次参与习近平在上海期间
的调研和座谈活动，一次是在市人大，一次是
在文艺单位。他记得，习书记在上海期间，光是
沪剧院就去了两次。“从习书记的履历来看，他
是陕西人，插队又在北方，包括后来的工作经
历，对于沪剧应该了解不多，不太可能是沪剧
的戏迷。 但习书记知道沪剧是上海的地方剧
种，当时也很需要支持，他对沪剧的关心非常
及时，也很必要。”

后来， 叶辛在北京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
会，谈及自己在贵州插队当知青时，作为一个作
家如何从当年苦涩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习
近平当场回应：“我和叶辛同志都是上山下乡知
识青年一辈，你是在南方的贵州，我是在陕北黄
土高原。从延安坐卡车到县城延川，延川坐卡车
到公社，这一路过去，那可比现在这 PM2.5 难
受多了，我有一天开玩笑说那叫 PM250。”

那次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和参加会议的
每一位同志握手交谈。 他走到叶辛面前时说：

“上山下乡的生活，是我们共同的、宝贵的精神
财富，你还可以写。”

就是要往矛盾里走，往
问题里走

领导干部要与群众面对面接
触，直接倾听群众呼声。要敢于到矛
盾多的地方去， 真正变被动接访为
主动服务，变上来解决为上门解决。

领导干部对信访工作既要 “挂帅”，

又要“亲征”。要真下，不能搞形式，

走过场。

———2007 年 9 月 19 日， 习近平在
杨浦区下访活动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 9月 19日下午， 习近平到杨浦区
信访办接待群众。

当时区里引进的五角场一个城市综合体
项目正在开发建设， 施工时因为基坑挖得太
深，造成地基下沉，边上小区有 500 多户居民
的房屋出现了屋顶和墙体开裂、 漏水现象。之
前各方先后开了 60多次协调会， 但在赔偿标
准上始终谈不拢，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针对这个事件， 信访群众派了两个代表，

一位是时任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建新居委会主
任宋维芳，一位是居民赵宏品。两人一起来到
区政府，走进接访的会议室，发现接待他们的
竟然是习书记，一下有点呆住了。

习近平看到他俩，笑眯眯的，很亲切也很
耐心。赵宏品那时 70 多岁，刚开始很紧张，一
坐下就告诉习近平，自己不会讲普通话，只会
讲上海话。习近平挥挥手笑着说，没关系，我听
得懂。赵宏品讲了快半小时，习近平始终在认
真听，还不时地记。

习近平听了赵宏品和宋维芳的叙述，又听
了市区有关部门汇报后说，一定要按照法律和
有关政策处理好这件事，绝不能让开发商笑老
百姓哭！“我当时心里很激动，心想，这位书记
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宋维芳告诉记者。

听完情况后，习近平说了几条：一是开发
建设中，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受损，对开发商要
有约束；二是建设开发前要有评估，不仅要对
开发内容进行评估，还要评估对社会稳定的影
响，对老百姓合法权益的影响；三是解决此类
事件必须依法，赔偿标准要由权威的第三方机
构进行检测和评估。

那天下午， 习近平接待了五批信访群众，

内容涉及城建、物业管理和菜场问题等。

之后在座谈会上，习近平说，我们各级干部
就是为了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而配备的。就是要
往矛盾里走，往问题里走，要解决矛盾、解决问
题。下访不要看得那么难，要“敢下”。你到群众
中去，群众有什么好怕的？共产党什么时候会怕
群众啊？共产党历来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习近平下访之后，宋维芳和赵宏品作为居
民代表又和开发商交涉过几次， 明显感到，他
们的口气不一样了。老百姓的腰杆硬了，开发
商的口气软了。

时任杨浦区区委书记陈安杰告诉记者，后
来，杨浦区成立了工作组，很快把这件事情圆
满解决了。开发商让居民自选评估公司，走进
受损的每家每户，对房屋安全和所有损失进行
评估，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赔偿。始终依法维护
好群众利益，这一指导思想，使杨浦区在之后
城市开发建设中遇到类似问题时，有了基本的
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

采访中， 许多基层干部和百姓都对记者

说，虽然当年和习书记只见过一面，但他的平
易近人，急群众所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经常在想，习书记对老百姓这么好，肯
定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
的，还当过知青，亲身感受过老百姓的疾苦。所
以我对他的这段经历特别感兴趣。”8月上海书
展举行，赵宏品专门去买了《习近平的七年知
青岁月》来细细阅读。

宋维芳动情地说：“现在，每当我在电视上
看到习总书记到贫困地区访贫问苦，走进困难
群众家里嘘寒问暖，我都会回想起当初和他碰
面时的情形，总会心头一暖。我知道，他是带着
一腔真情去的，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去的。”

要做这种雪中送炭的事情，把
有限的钱用在节骨眼上， 不要做那
些图虚名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
绩工程， 真正的政绩在老百姓的口
碑里。

———2007 年 6 月 14 日， 习近平在
黄浦区调研时的讲话

习近平到上海各区县调研，尤其关注百姓
最有需求、问题最突出的那些地方。

位于中山东二路、金陵路口的光明大厦，当
时是外滩地区的制高点。调研黄浦区那天，区领
导陪同习近平登上楼顶，一边俯瞰四周，一边汇
报正在进行的黄浦江开发工程情况。 朝西南望
去，十六铺、董家渡的大片旧区尽收眼底。指着
那一片正在动迁、亟待开发的地块，习近平语气
坚定地说，旧区改造一定要坚持推进，不能让老

百姓再在这么破旧的房子里生活下去了。

习近平来到南京东路街道的承兴居委，那里
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旧式里弄。居委会主任一
见市委书记来了，特别激动，边走边详细汇报
起工作来。区领导有点担心汇报得太琐碎，但见
习书记饶有兴致地听着，还不时问这问那。在托
老所里，习近平亲切地与老人们交谈，询问他们
的伙食怎么样、开展哪些活动。当听到老人们对
居委和托老所表示满意时，习近平欣慰地笑了，

并叮咛时任黄浦区区委书记钱景林，上海已进入
老龄化社会，区里一定要重视做好养老工作。

在承兴里，习近平对石库门房子里的厨房改
造十分赞赏，他说，像这样的小事、实事，看上去
不那么隆重， 不像一个大楼建起来那么精彩，但
它是惠及群众的，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事情一件
一件办好。我们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想，假如我
们是那里的居民，我们最期盼解决什么，换位思
考以后，群众的期盼就应该是我们的实际举措。

在一位老妈妈家的厨房里，习近平看到经过
改建的公用厨房面貌一新时，一边称赞居委会为
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一边轻声对身边的黄浦区领
导说，“厨房改建还是比较容易的，我看最难的是
解决马桶问题。”大家有些惊讶，习书记到上海工
作才几十天时间，就对群众疾苦了解那么深！

让上海人民的生活过得
更美好

作为上海的党政领导， 心里有一

种责任，一种压力，就是如何让上海人
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 1000

天之际，习近平接受央媒采访时的讲话

习近平要求上海领导干部，要多干群众急需
的事、 多干群众受益的事、 多干打基础的事、

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 切实把各项利民、惠
民、安民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什么是“三最”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要以老百姓
说的为准！

他说，上海经济发展了,市民的生活水平也要
有所提高，特别要关注经济还不富裕、生活还有
困难的群众。

十年前，上海中心城区有大片旧区，习近平
非常挂心百姓的住房困难。

2007年 8月 2日，习近平到闸北调研，那时
上海火车站南广场已经基本建设好了，北广场正
在开发建设，那个区域还有大片棚户区有待动拆
迁，南北广场一眼望去“新旧两重天”。习近平一行
来到闸北彭浦新村街道一个社区， 了解旧房改造
情况。在廉租房政策受益居民家中，他与居民一家
亲切攀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在另一户
居民家中， 他仔细察看经过成套改造后的独用厨
房和卫生间， 叮嘱区领导要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
事工程办好。习近平说，推进旧区改造，是加快闸
北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事关解决老百姓的“三
最”利益问题，应该集中精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时任闸北区区委书记姚海同向习近平汇报
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闸北从 2003年起，每年财
政收入增幅在中心城区名列前茅。习近平对此十

分肯定。他说，尽管闸北的财政不是很宽裕，但你
们舍得加大对民生保障的投入力度，实实在在地
为群众解决了一批急难愁问题。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
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扎实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在解决“三
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走在前
列。

———2007年 8月 23日， 习近平在松江
区调研时的讲话

2007年，习近平到金山区调研。时任金山区
区长吴尧鑫一上车，习近平就对他说，“你今天的
主要任务是陪我多看看，汇报可以少一些。我以
前每次从浙江来上海，都会经过金山，对金山很
关注，也有所了解。”

在车上，习近平“考”吴尧鑫，“你讲讲看，现
在农村百姓最希望解决哪些问题？”

吴尧鑫说，“我到金山工作半年多，听到基层
干部反映，新农村建设中政府部门认为办了不少
好事，但有些好事老百姓不领情。比如，有的村建
起了几幢高楼，让农民从简陋平房里搬出来，‘洗
脚上楼’。但农民抱怨生活反而不方便了，种地的
锄头没地方放了，种菜种葱的小园子没了。”

习近平问：“对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吴尧鑫答：“政府服务百姓一定要注重实效，

让农民得实惠，如果农民的生产方式没变，硬要
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这恐怕不行。”

习近平说：“改革发展要讲规律，给百姓办好
事也要讲规律。那你准备怎么改变这个现象呢？”

吴尧鑫说：“农民不一定要集中住大楼，我们
要想办法让农民即便住在村宅平房里，也能够享
受城区市民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习近平点头表示赞同。

时隔十年， 吴尧鑫对当年车上那场特殊的
“考试”记忆犹新。

包括吴尧鑫在内， 上海许多领导干部都记
得，当年，习书记在不同的会议场合都说过，统
筹城乡发展，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老
百姓有获得感，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
生活质量，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成果。

各级党组织要解决好 “政绩为谁
而树”的问题，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
点；解决好“树什么样的政绩”问题，要
认真“做事”而不是“作秀”,要真正“造
福一方”而不是“造势一时”；解决好
“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大兴求真务
实之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办实实在
在的事；解决好“如何考核政绩”的问
题， 抓紧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考核
体系。

———2007年 7月 5日，习近平在嘉定区
调研时的讲话

在嘉定和青浦调研时，习近平都与干部说了
交心的话 ： “基层百姓有几个真正关心 GDP

的？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每年有增收，是
不是在社保方面有改善，跟他们息息相关的利
益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他谈起一些地方出现
的环境事件，“当人们连喝自来水都遇到了麻
烦，这个时候，这样搞出来的 GDP 到底有多大
的作用？”“我们听喝彩声， 还是要真正听老百
姓的喝彩声。”

习近平到青浦调研时，一路走，一路看，边听
汇报边说道，进入青浦，满目绿色，湖光山色，生
态环境很好。

多年来， 青浦为保护水资源付出了艰辛努
力，甚至作出了一定的牺牲，老百姓还有一些牢
骚，认为这样那样的限制，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和
收入。“习书记此前已经了解到这一情况，他对我
们说，对发展中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切不能因为
一时的发展，而牺牲了长远的利益，付出沉重代
价。”时任青浦区区委书记巢卫林回忆道。习近平
还叮嘱青浦区领导，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
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放在
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在环境
保护方面的突出问题。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正是习近平长
期以来坚持的绿色发展理念。

十年前， 崇明生态岛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
段。习近平在崇明调研时说，一路走来，他对于崇
明岛有了深刻的印象， 崇明的发展理念很好。要
按照建设生态岛的思路，认认真真做下去，只要
认准了方向，就不要动摇。

水清、 气洁、 林茂、 土净、 环境宜人， 这
是习近平当时对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目标要求。

“对于生态岛的建设， 习书记指明了相当务实的
路径。 他强调要正确处理生态与民生的关系，要
加快构筑现代生态型产业体系。” 时任崇明县县
委书记孙雷说。

十年过去， 习近平总书记依然牵记崇明。今
年全国人代会上海代表团审议现场，习总书记详
细询问崇明岛生态保护情况，“崇明岛现在是什
么保护级别”“有没有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崇明现在通大桥了吗”……

这十年来，上海对崇明生态岛建设的认识也
从未动摇。今年 6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
于促进和保障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继
续按照习书记当年的思路和部署，从功能空间布
局、环境品质、发展能级、人居环境等 12 个方面
对崇明生态岛建设提供了立法保障。许多崇明的
同志都希望总书记能再来生态岛上看一看！

2007年 10月 27日，习近平离开上海赴中央
任职。回顾在上海的这段工作经历，他深情地说，

“我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对上海产生
了难以割舍的感情。”

同样，上海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感情也深
厚而绵长。 （徐敏 潘高峰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