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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

干在“一线”，为了晋江永远“一线”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乌梦达、樊攀）
一件夹克、一双运动鞋，这是北京市西城
区展览路街道工委书记魏建明穿着的
“标配”。

转业快 20 年，这位在北京“疏解
整治促提升”中涌现出的“突击队长”
身上，还是有着鲜明的军人印记———
习惯穿着绿色的武警马甲，习惯用双
脚来丈量街道，习惯以雷厉风行的作
风和敢于承担的勇气来面对工作中的
困难。

敢啃硬骨头：“感觉他军

人的状态还在”

10 月 29 日 7 点 26 分，魏建明在名
为“做事群”的微信群里发了张照片，他在
每天例行“转街”时发现有游商在路上违
规摆地摊。8 点 06 分，这条路所在的社区
书记在群里回复了道路恢复畅通的照
片。

“做事群”的名字是魏建明定的，成
员囊括了街道全体科级干部、街巷长和
社区书记等。

魏建明规定，群里不表扬、不转发无
关帖子、不展示成绩，只说困难和问题，
一旦有哪些地方发现问题被点名，相关
工作人员立马跟进，将处理结果反馈到
群里。

“感觉他军人的状态还在。”共事多
年，在西城区车公庄社区党委书记王文
红看来，雷厉风行是魏建明身上难以抹
去的军人印记。

2000 年，当兵近 20 年后，魏建明从
部队转业，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市政管委、
城管局工作。2016 年，他走上展览路街
道工委书记的岗位。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位于核心
区，面积 5 . 87 平方公里，分布着 15 个
批发市场，包括号称中国北方最大的服
装批发集散地“动批”。

随着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的重新确立
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步伐的加快，批发市
场成为被疏解的重要对象，拥有上万个
摊位、从业人员超过 4 万人的“动批”更
是其中的一块“硬骨头”。

2017 年 11 月 30 日，“动批”最后一
个市场闭市，疏解腾退工作交出了一份
合格答卷。

动员产权单位、动员商户……魏
建明不知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路。

“几年来，魏书记带着我们啃下了一
块块硬骨头。”

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宋正武说。

“人民不满意，还叫什么

‘以人民为中心’？”

“干事情就像上战场，能打败仗回
来吗？”为了帮老百姓做好服务，魏建
明在工作上积极探索、创新，目的只有
一个：解决问题。

魏建明把社区书记比作“战区司
令”，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
向社区延伸，建立了 22 个社区综合治
理工作站，明确由社区党委书记担任
“区域总调度”，社区书记一声“哨响”，
科、所、站联动，将街区难题发现在基
层，处理在一线。魏建明利用这一机
制，协调在街道建设了更多的生活服
务中心，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百万庄中里环岛，原来白天摆摊
阻碍出行，半夜卸货噪声扰民，成为
“老大难”问题。为解决问题，魏建明先
后召开 9 次居民民主协商会。如今，经
过努力，这里已经变为一个集菜站、超
市等多项民生服务于一体的“便民岛”。

在对社区的考核上，他提出了“下
考上”的方式，让百姓从党建、安全、服
务等角度打分。“天天说‘以人民为中
心’，要是人民不满意，还叫什么‘以人
民为中心’？所以我们就是要让人民评
价，让被服务对象评价。”

评价机制变了，各级干部更是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少百姓身边
的“老大难”问题被解决。

“关键是要赢得百姓的信任”

首都核心区开始疏解整治时，不少
干部感到难度大：有的违建在楼下挖个
地下室，一张单人床大的面积都没有，
一个月房租就能到 500 元钱……

但魏建明先动了手：展览路街道下
辖的月坛北街不少临街房子开墙打洞、
私搭违建，房子的原产权单位“很有背
景”，他顶着压力带领干部群众打响了整
治开墙打洞的“第一枪”。

“方向对，依法依规会出啥事？万一
有，我来担责。”魏建明说。

后来，西城区领导带着不少街道干
部来这里观摩时说：“再难能多难，月坛
北街的违建都能拆，你们还有什么不能
干的？”

从 2016 年至今，展览路街道共拆除
违建 1730 处，清理规范地下室空间 56
处，治理 28 条街道 1012 户“开墙打洞”，
街道整洁、美化了，车辆乱停乱放少
了……

“我们不是机关，是基层，社区工作
人员得清楚街在哪儿、楼在哪儿。”魏建
明说，“我经常说，别让老百姓指着鼻子
骂就行，有人说这个要求太低，我觉得
这其实是很高的要求。”

“关键就是要赢得百姓的信任。”王
文红颇有同感地说，在魏建明的带动和
激励下，社区书记们普遍通过自己的扎
实工作，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赖。

北京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工委书记魏建明：

啃“动批”疏解硬骨头的“突击队长”

▲ 6 月 28 日，魏建明（右二）在北京西城百万庄百姓生活服务中心
与居民交谈。 新华社发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涂洪长)晋江，
福建县域经济领头羊，号称“福建第一
县”。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晋江经验”从
这里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从市长到书记，刘文儒在晋江干了
8 年。如何在更高起点上传承与发展“晋
江经验”，是晋江面临的新时代命题。作
为基层领导干部，刘文儒坚定带着大家
跑在“一线”、干在“一线”，使晋江发展持
续保持在全国县域“一线”水准。

当好“领路人、推车手、服务员”

一杯清茶、促膝而谈，每到大年初
一，刘文儒都要走访当地龙头企业，重要
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

民营经济是“晋江经验”的根，全市
有 5 万多家民营企业。重实体、守主业、
政企互动一直是晋江的优良传统。

恒安集团 CEO 许连捷说，晋江企
业大多从草根起步，历史遗留问题多，晋
江的领导班子提出“新官更要理旧账”，
并在全市推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
务周到、说到做到”的准则。“亲、清”政商
关系让企业家放心、舒心、暖心。

2014 年底起，晋江民营企业遭遇危
机，一批企业金融风险开始暴露。金融风
险防控压力不断增大。

“我们是企业的领路人、推车手、服
务员，再难也要挑起来，再苦也要冲在
前。”刘文儒这样说，这样做。

挂钩重点困难企业、深入银企一线
现场办公、国有企业“接包”不良贷款、打
击恶意逃废债……那段时间，市委办公
楼的会议室经常深夜灯火通明。

晋江一家纺织龙头企业出现资金链
断裂迹象，牵涉上下游数十家公司。刘文
儒赶赴企业实地调研，发现危机虽大，但
公司开发的产品极具市场竞争力，便连
夜协调，一周内为企业办下“两证”；之后
带着企业主走访省市两级银行，成功拿
到救命资金。

据统计，2016 年以来，晋江累计处
置不良贷款近 200 亿元，迅速止住了风
险蔓延势头，金融运行逐步恢复正常。

发展“加速度”，城市“有温度”

敢想更要敢干，敢干就要干好。
2016 年，按照国家部署，晋江抓抢国家
芯片产业重大布局契机，进军集成电路

产业，“晋江制造”由此跨越到“高精
尖”的芯片时代。

从“门外汉”到准专家，从单个项目
突破到全链条、全生态布局，刘文儒带
着大家一起学、一起做，把只有大城市
才敢做的集成电路产业在晋江做起来。

晋江市委组织部部长吴忠刘说，
这 8 年正是晋江全面转型升级的关键
时段，除了经济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
城镇化也从硬件向软件升级、农民向
市民转变。后者因为涉及征迁和公共
服务配套等，考验着党委政府的群众
工作水平。

在征迁工作中，刘文儒用“苛刻”
的标准要求每名干部。碰到工作难做
的拆迁群众，刘文儒带头入户做工作，
一坐就是半天。城建出身的刘文儒，以
专业素养服务于群众利益保障，专门
制定了道路退让、绿化景观、公共配套
等 7 个强制性指标。

刘文儒心目中的晋江，是一个“本
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值得托付终
身”的城市。为保护乡愁，刘文儒积极
推动在城市核心区的五店市集中保留
126 亩、100 多栋闽南古建筑。有感于
此，香港乡贤苏千墅只象征性领取 1
元征迁费，将古厝捐献出来。

“老年人觉得很怀旧、年轻人觉得
很时尚、华侨觉得很乡土、外地人觉得

很闽南。”红砖古厝、出砖入石、飞檐翘角
的五店市，已成为晋江新的文化地标和
城市会客厅。

“小晋江”追逐“大梦想”

5 次率团、奔走 10 多个国家、行程
数十万公里，刘文儒带领申办团队在世
界各地留下一串串饱含中国诚意的足
迹……在 2020 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
申办过程中，晋江战胜各路竞争对手，
成为我国历史上首个举办国际综合性
运动会的县级市。

从晋江人走天下，到天下人看晋
江——— 晋江创下又一个奇迹。

老华侨苏千墅告诉记者，世界中学
生运动会申办成功后，他在晋江经营的
涉外酒店客源翻了一番。前不久，他又
带头捐赠 500 万元支持世中会的筹办。

晋江，这个只有 649 平方公里的县
域小城，已连续 24 年综合实力保持全
省首位，连续 17 届县域基本竞争力稳
居全国百强 5-7 位。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晋江重新标注自身定位：建设国际
化创新型品质城市。

刘文儒说，国际化的程度并不在于
城市的大小，而在于城市的品质和魅
力。要通过软硬件的全面提升，让“闽南
晋江”成为“世界晋江”。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姜伟超)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市藏语叫“黑
措”，意为“羚羊出没的地方”。如何既保
生态又鼓口袋？乡村振兴从何处发力？新
形势下基层党建如何破题？……如何走
出一条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绿色崛起之
路，是甘南州副州长、合作市委书记刘永
革一直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刘永革说，发展和稳定是甘肃藏区
发展的“两条腿”，短期发展靠稳定，长期
稳定靠发展，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
系，就必须要用改革的精神破题，用践行
的勇气前进。

书记的职责就是带头干

深秋季节，甘肃省甘南藏区寒意已
浓，阴湿的天空飘洒着雪花。刘永革一整
天都在忙乡村振兴规划的事，一个凉盒
饭放在办公桌的一角。一直忙到晚上灯
光亮起，刘永革把剩下的盒饭扒拉了几
口，然后又出现在城市道路夜间施工工
地上，直到凌晨 1 点才回到宿舍。这是刘
永革作为市委书记平常的一天。

今年 47 岁的刘永革 2012 年底从甘
肃省敦煌市经公选成为甘南州副州长，
2015 年兼任合作市委书记。上任合作市
委书记后，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硬骨
头”，就是脱贫攻坚。

打赢脱贫攻坚战，需立移山之志，下
足“绣花”功夫，而抓住产业，就是抓住了
脱贫攻坚这场战役的“牛鼻子”。

那吾镇更知地村是一个贫困村。刘
永革带领干部积极探索农牧民股份化
模式，成立了专业合作社，采取养殖、管
理、营销等“五统一”运行模式，一年下
来，每户分红 3 万余元。目前农牧民专
业合作社已经覆盖全市所有贫困村和
贫困户。

2018 年 9 月底，合作市通过国家验
收，贫困发生率由 28% 下降到了 0 . 8%，
正式退出了贫困县行列，实现了在全省
藏区率先脱贫摘帽的目标。

由于高原缺氧，刘永革每天只能睡
四五个小时，但当有人问“在高原能适应
吗”，刘永革的回答从来都是：“能！”

“书记的职责就是带头干。你怎么
样，干部看着你；你干得好，干部跟着你；
你干不好，干部跟你学。”刘永革说。

推动发展就要敢于改革

刘永革刚到甘南州上任的时候，封
闭、落后、贫穷、脏乱差就是甘南藏区的

代名词。如何打开缺口、从哪里下手改
变甘南藏区，是困扰当地干部群众的
首要问题。

没有伤筋动骨之痛，哪来脱胎换
骨之变。2015 年，在甘南州委的谋划
部署下，合作市在全州率先开展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在甘南藏
区推开一扇“文明之窗”，加速现代文
明涌入。

环境综合整治需要常抓不懈。刘
永革只要不外出就坚持每天一小时捡
拾垃圾、督查成效。一年后，无论在城
市还是草原，都真正实现了“视线内无
垃圾”。

“环境革命”让合作市打了一场漂
亮的翻身仗，今年旅游人数突破 2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10 亿元。

在推动“环境革命”的同时，甘南
州上马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着力打
造美丽乡村，全面释放青山绿水的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10 月份是合作市生态文明小康
村项目建设的攻坚期。刘永革带领相
关部门挨个村督促检查。那吾镇拉咱
生态文明小康村自从去年建成以后，
村里的巷道硬化了，安装了宽带和无
线网络，修建了文化广场……村民洒
老一家用上了自来水，睡上了电热炕，
烧上了液化气，两层楼用玻璃暖房包
裹，里里外外一尘不染。“和城里人过
着一样的日子。”

近三年来，合作市整合资金 6 亿

多元，建成了 87 个生态文明小康村，惠
及全市 48% 的农牧民、37% 的贫困人
口。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有力助推了脱
贫攻坚，改变了藏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方
式，成为乡村振兴的大平台。

“事实证明，改革硬碰硬，发展实打
实。”刘永革说，“甘南的发展处处需要改
革精神，书记就要做改革践行者。”

用好“第一法宝”为民永不止步

合作市有藏、汉、回等 18 个民族聚
居，促进各民族团结是做好民族地区群
众工作的“第一法宝”。

到甘南工作后，刘永革勤于钻研新
时期统战和民族宗教政策，了解各民族
群众生产生活习俗，学习藏传佛教知
识，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创新推动民族
团结工作。

在整体推进小康村建设过程中，刘
永革探索总结出了“网格化+十户联防”
的社会管理机制，构建了基层维稳全覆
盖、无缝隙的治理模式。宗教和顺、民族
团结、经济发展、群众安乐在合作市变
为现实。

刘永革曾收到群众送来的一块牌
匾，上面“人民的好书记”几个字代表了
群众的认可，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群众口中的一句‘挂真切’(谢谢)，
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我们的力量
源泉。”刘永革说，“只有加倍努力工作心
里才踏实。”

甘肃甘南州副州长、合作市委书记刘永革:

让“羚羊出没的地方”保生态又鼓口袋

▲刘永革(左二)在那吾镇塔瓦行政村调研小康村建设工作(10 月 21 日
摄)。 新华社记者姜伟超摄

江西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

脱贫“摘帽”了，继续求解“新三问”
新华社南昌 11 月 11 日电(记者郭

强)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他就摸爬滚打
在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先后主政过 2
个贫困乡镇、3 个贫困县市。在他的带领
下，江西井冈山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
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市。

如今，他又带领 17 万井冈老区人民
踏上了决胜全面小康的新征程。

他叫刘洪，江西井冈山市委书记。

用脚“走”出脱贫路

见到刘洪时，他身着白色衬衫，脚穿
黑色运动鞋，胸前佩戴着党徽，风尘仆仆
地从乡下调研回来。

精准扶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刘洪每
月都要进村入户走访调研，所有贫困乡
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运动鞋成为他的
“标配”。

井冈山市扶贫和移民办主任刘新至
今记得，有一次，为协调当地一个偏远贫
困村的整体搬迁问题，刘洪带领干部徒
步 10 多里山路来到这个村，一家一户了
解情况，倾听顾虑，并一一解决。第三天，
迟迟不愿搬迁的贫困户全都搬到山下的
移民安置小区。

刘洪先后担任过永新县、吉安县、井
冈山市 3 个贫困县市的县市委书记。在
永新县推行“进村入户大走访”，在吉安
县倡导“群众大走访、诉求大办理”，在井
冈山市开展“党员干部进村户，精准扶贫
大会战”……始终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用脚步丈量民心，是他的一贯作风。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
之举在精准。扶持谁？在刘洪的带领下，
一场新时代的“井冈调查”就此展开，根
据贫困程度深浅不同首创的红蓝黄“三
卡识别”机制应运而生。

怎样帮？刘洪和 3000 多名党员干部
一起走村入户，“有能力”的“扶起来”，
“扶不了”的“带起来”，“带不了”的“保起
来”，“住不了”的“建起来”，“建好了”的
“靓起来”……一整套对症下药的治贫举
措随之推开。

“新三问”带来好日子

走进井冈山拿山镇的九丰农业博览
园，只见现代化的智能温室内，一排排无
土栽培架整齐排列，许多农民穿梭其间，
负责打理和采摘果蔬。

九丰农业博览园是刘洪去年引进
的一个项目。在洽谈投资时，刘洪除关
注项目前景外，最关心的就是能带动
多少贫困户增收。

“过去我们在发展中关注更多的
是‘GDP 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实现多
少’‘固定资产投资了多少’，现在我们
更注重的是‘新三问’——— ‘村集体经济
收入如何’‘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何’‘贫困
发生率如何’。”刘洪说。

“新三问”，为群众“探问”出了一
条条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井冈山大陇镇大陇村案山村小组曾
是黄洋界脚下的一个贫困小山村，在脱
贫攻坚中，当地引入广东一家旅游公司
投资发展乡村旅游。在建设中，刘洪多次
深入现场办公，最终确定以“1+8+48”的
模式，让这家旅游公司联合大陇镇 8个
村集体和 48户贫困户，以合作方式搭建
起公司、村集体、村民共赢的平台。

大陇村村支书尹仁善说，通过这
一模式，当地 8 个村集体年均可增收
1 .5 万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也从过去
的不足 3000 元一跃增至 6400 多元。

在九丰农业博览园，出租土地的
农民每年每亩可按 450 斤谷子折算租
金，同时还有 150 多名农民在园内就
业，每人每年可挣 2 . 4 万多元工资。
在园内打工的村民兰冬妹说：“真想不
到，我 60 多岁了还能挣钱！”

刘洪说：“我们在发展产业中推动土
地流转，不是简单地一包了之、一租了
之，而是通过奖补政策强化农户与企
业、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把村级集体经
济和贫困户带进去，让老百姓享有租
金、佣金、股金‘三金’收入。”

“摘帽”了，仍在路上

不久前，彭夏英又见到了她的“老朋
友”刘洪。

50 岁出头的她曾是井冈山茅坪乡
神山村 21 户贫困户之一。这两年，在脱
贫攻坚中，彭夏英已记不清刘洪往村里
跑了多少趟。在刘洪和乡村干部的帮扶
下，前年，彭夏英开办了一家农家乐。如
今，靠招待到村里的游客，她家收入超
过 10 万元，成功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现在，刘洪依然隔三岔五来村里。
不久前，彭夏英家新落成的民宿开业，
他又来了解经营情况，并问她有什么困
难需要帮助。

脱贫后，井冈山厦坪镇厦坪村第一
书记谢冰每月仍有 20 多天吃住在村
里。他说：“我们这是刘洪书记挂点帮扶
的村，他经常会来，我们不敢有丝毫懈
怠，乡亲们刚脱贫，我们还要‘送一程’。”

“率先脱贫‘摘帽’不是最终目标，让
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才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刘洪说。

▲刘文儒(前右)在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9 月 6 日摄)。 新华社发
▲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左一）在井冈山市龙市镇相公庙村走访脱贫户刘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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