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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一域中谋全局
《瞭望》报道中的习近平闽浙治理实践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陈燕、商意盈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创新，往往源于一定的
思想基础，萌发于具体实践，经历实践检验，不
断增强时代性，走向丰富发展，进而成熟为一整
套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也是如此。
  新华社主管主办、创刊于 1981 年 4 月的《瞭
望》，从 1993 年至 2004 年，曾先后 10 次专访
习近平同志或刊发他的署名文章，时间跨越他在
福建、浙江工作期间，生动见证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丰富、成熟过程。

亲口尝尝“梨子的滋味”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一吃。”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
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
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直接体
现，连结着党和群众的深厚感情，关系着党和人
民事业的得失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中共
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项规定，将“改进调查研
究”摆在第一位。
  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结合，更是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鲜
明特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
实践者，习近平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进行的调
查研究堪称典范，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不吃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呢？”这是
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基层调研中常常
说起的一句话。
  时任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的费强，曾多次
随习近平参加基层调研。2003 年 3 月 17 日第
11 期、2004 年 4 月 12 日第 15 期《瞭望》先后
刊发了费强采写的深度报道《向实践学习 向
群众学习———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调研纪实》

《从“调研开局”到“调研开路”——— 中共浙江省
委常委会求真务实纪实》。文章记录了习近平
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以特色鲜明的基层
调研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的生动过程。
  超常规、高强度调研快速抓住主要矛盾。
  476，这是习近平 2003 年活动情况统计表
中的活动次数总和。
  《从“调研开局”到“调研开路”——— 中共浙
江省委常委会求真务实纪实》一文中列举的上
述统计表，密密麻麻记录着习近平一年中的调
研、考察、访问、会议、会见等活动，一年法定的
260 多个工作日无论如何也安排不下，大量的
基层调研是他用“挤海绵”的精神挤时间完
成的。
  根据浙江省委办公厅向《瞭望》记者提供的
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两个多月的工作日
程表，他每天工作时间都在 12 小时以上，基层
调研时间占了他有效工作日的 40％ 以上。
  2003 年 5 月，习近平在舟山群岛等地进
行海洋经济调研，渡海登岛跑了 3 个海岛县、3
个半岛县。船在海上开了 4 天，他就在颠簸的
船上开会了解情况。
  “这样的工作量，大到超乎想象。有时我们
疑惑，是不是调研太多了？”费强说，后来才慢慢
意识到，这就是他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敬
业精神选择的一种特殊工作方式——— 用超常
规、高强度的基层调研，在最短时间内掌握全面
情况，形成对浙江发展的总体思考与布局。
  在这篇报道中，习近平介绍了自己的调研
方法：“新时期，领导干部不调研不行，那种慢工
出细活的调研也不行。我的体会是尽量多到基
层去看，从一次看，可能时间短了些，但是积少
成多，就会从量变到质变，就能把握住工作中存
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看，总比不看要好；多看，
比少看要好！”
  面对面、心贴心，以鱼水深情解百姓最盼最
急最忧最怨事。
  变上访为下访，变听报告为直接调研，是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常用的调研方式。
  2003 年 7～8 月间，浙江群众上访事件一
度增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领导
干部要到基层去接待群众来访，并率先到全省
信访重点管理县——— 金华市浦江县下访。
  他特地要求多家当地媒体提前 7 天发布
省委书记下访公告，让“上访大县”群众把问题
统统倒出来。结果下访当天，省市县三级党政主
要领导和省直机关部门领导，分成 14 个接待
小组接待了 436 批、667 人次群众来访。
  习近平直接接待了 9 批上访群众。接待场
地设在当地一所中学。他与群众面对面，中间只
摆一张书桌。在接待一位因工伤未获赔偿而上
访的矿工时，他一边询问情况，一边接过递来的
X 光片高高举起，对着阳光仔细端详。
  “那个画面，至今还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
中。”费强在《瞭望》的报道中记录下了习近平从
浦江县回省城途中说的一段话：现在群众反映
的许多民生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思想
感情问题：没有和广大普通群众深厚的感情联
系，就不可能体谅群众的疾苦，更不可能在调查
研究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聚民智、强治理，以问计于民提升顶层设计
精准度。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
权。”
  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同时，调研成果能
否有效转化为科学决策，考验着领导干部的执
政能力。在习近平的建议下，2003 年浙江省委
召开了以加强调查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会。参加学习的领导同志结合各自
分工形成了 21 个专题调研计划，并明确了落
实时间表。这些专题调研，同时也是浙江省委和
省政府确定的下一年重点工作安排。
  浙江省委还制定了《关于调查研究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明确将调查研究作为
县以上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由
此，习近平的“调研开局”促成了整个领导班
子的“调研开路”。
  习近平与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在调查研究和
学习讨论中，逐渐在一系列事关浙江省社会和经
济发展重大战略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就在

《瞭望》刊发《向实践学习 向群众学习——— 浙江
省委书记习近平调研纪实》一文 4 个月后，指导
浙江科学发展的蓝图“八八战略”诞生了。

顺势而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见证了中国对外开
放大门越开越大的历史进程：成功举办三届进
博会、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面
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多次缩减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容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布
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
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向
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
工作时的对外开放丰富实践之间有着鲜明的
联系。
  国内、国际双定位，坚定不移走开放融通、
合作共赢之路。
  世界上的大多数巧合，都源自必然。
  2000～2002 年连续三年，读者都能在《瞭
望》上看到习近平的署名文章或专访报道。耐人
寻味的是，三篇稿件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投
洽会。
  2000 年 9 月 4 日，一篇题为《发挥窗口作
用 促进对外开放》的文章刊发于《瞭望》第 36
期，作者是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时值第四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简
称“投洽会”）在厦门经济特区开幕。投洽会的前
身是 1987 年 9 月创办于厦门的“闽南三角区
外商投资贸易洽谈会”，当时习近平在厦门任市
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投
洽会被视为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把“金钥
匙”，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外来资金问题，更
打开了一扇中国和海外之间的沟通窗口。
  习近平在文中表示，投洽会面临着两个十
分有利的机遇：一是中国即将加入 WTO，二是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两大机遇将进一步
增强投洽会吸引力，使之发挥更加重要的桥梁
作用。
  在全国发展版图中找准定位，更放眼全球
寻找契合点，宽视野、高站位的战略眼光，令这
一诞生于东南一隅的区域性投资洽谈会三十余
年来不断升级发展。2005 年，投洽会更名为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成为中国唯一以促进
双向投资为目的的国际投资促进活动。
  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下，投
洽会如期召开，2300 多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
协议总投资额超 8000 亿元人民币，在传递中
国“投资好声音”的同时，更为世界经济复苏提
振信心。
  求质量、促发展，在更加开放条件下办好中
国自己的事。
  2001 年 9 月 3 日，《瞭望》再次刊发专访

报道《福建省省长习近平谈：对外开放——— 福
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在这篇刊发于第五届投洽会开幕之际
的文章中，习近平介绍福建未来对外开放战
略措施时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
量和效益。“把利用外资与我省的经济结构
调整结合起来，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结合
起来。”
  “在习近平同志的思考中，对外开放不
是短期行为，更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通
过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来办好中国自己的
事，始终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时任新
华社福建分社常务副总编辑的王运才，曾连
续三年作为《瞭望》记者就投洽会主题独家
专访习近平。
  多点支撑、强化联接，形成陆海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2002 年 10 月 14 日，《瞭望》刊发专访报
道《构建对外开放的战略通道——— 福建省省长
习近平谈：山海协作，对内联接，对外开放》。文
中，习近平由第六届投洽会成果，谈及福建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具体思路——— 着力构建
山海协作、对内联接、对外开放三条战略通道。
  这一旨在打通省内沿海与山区协作堵点、
强化福建与全国其他区域经济联接、全面提高
对外开放质量水平的决策，从经济全球化的视
野来审视福建发展，从全国市场经济发展大局
来把握福建的定位，从全省“一盘棋”的角度来
考虑生产力布局。这样的战略安排，意在通过
内外联动、多点支撑，确保经济社会整体运行
不受或少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
  能够连续三年就同一主题接受同一家媒
体的独家专访，习近平对投洽会的重视程度
可见一斑。这次专访结束后不久，习近平离开
了工作 17 年半的福建省。
  “后来才得知，他把在福建最后一次接受
中央媒体专访的机会，留给了《瞭望》。”王运
才说。
  全方位、高水平，回应全面对外开放时代
命题。
  半年后的 2003 年 3 月全国两会前夕，
费强专访了已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
当年第 10 期《瞭望》采写了《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双轮驱动提速发展》一稿。
  报道开篇直陈——— 习近平到浙江任职后
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大浙江
对内、对外开放的力度，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为蓬勃发展充满生机的浙
江省再装上一个强大的“动力轮”。
  在习近平看来，浙江的开放是对内、对外
两个开放，是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
体地说，就是“北接上海、东引台资”。一方面，
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主动接联上海。另一方
面，抓住台资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历史性机
遇，做好引进台资这篇大文章。同时强调，引
进外资不仅仅是引进一些资金，更重要的是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新的理念，引
进品牌和市场营销网络。核心目标，是以“双
轮驱动”实现浙江全省内外资企业的融合互
动、共同发展。
  《瞭望》记录的这些历史片段，见证着不
同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走向与特点，体现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国情基础
之上对于中国对外开放问题的独立思考。

谋一域以谋全局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进
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
后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党的十九大正式提
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一个全国层面的区域
协调发展大格局完整显现。
  透过《瞭望》的多篇报道，可以观察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浙工作期间对区域协调
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注重处理好局
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重点与一般、内部与
外部等重大关系，体现出他对于区域协调发
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定位，让地方与
全国协调发展。
  1993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第一次接受

《瞭望》专访。
  当年第 16 期《瞭望》刊发了《福州市委
书记习近平谈：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发展战
略》。文中，习近平表示福州计划用 3 至 5 年
的时间，建成以吸引外资为目标、外向型经济
为主体的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并明确了这
一经济圈的短、中、长期发展目标。
  “在当时的中央媒体里，《瞭望》对闽江口
金三角经济圈发展战略的报道力度是最大
的。”本文作者、时任《瞭望》评论编辑室主任
董瑞生回忆，专访时能够感受到，习近平同志
站位非常高，视野开阔，他敏锐地洞察到世界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台湾一水之隔的
闽江口显现出“珠江三角洲之于港澳”一般的
地理优势。习近平在文中提出，从全省、全国
乃至世界的经济分工和经济互补的角度，摒
弃“小而全”的观念，确定闽江口金三角经济
圈的产业结构，并决心把这一经济圈建成全
省的商贸金融中心、闽台经贸交流的主要基
地、闽浙赣三省的重要商品集散地。
  这是在全国改革开放总体进程中来定位
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发展。在他看来，加快闽
江口地区开发建设，对福州、福建及至全国经
济文化发展都会十分有利。
  8 年后，2001 年 2 月 26 日，《瞭望》刊发
了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建设
海峡西岸的繁荣带》，提出新世纪之初的第一
个五年是福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的重
要时期。
  从最初的厦漳泉闽南金三角，到闽江口
金三角经济圈，再到海峡西岸繁荣带，立足于
福建区位优势特点的区域发展规划一脉
相承。
  山海协作、海洋强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
特色机制。
  山与海，是最直观的地理风貌。然而很多
时候，山与海也阻挡了人们走向富裕的脚步。
  浙江省陆域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新世
纪之初人口 4600 万，人均只有 0.45 亩耕
地。《瞭望》刊发的《向实践学习 向群众学
习———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调研纪实》一文，
记录了习近平在舟山调研时与当地的干部群
众共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些片段———
  新世纪新阶段，浙江省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天地在哪里？在海上！浙江省有 2000 多公
里的海岸线和 4000 多公里的岛岸线，有海
域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这是浙江省的重要
战略资源。要着手规划省内海域资源的开发，
使海洋经济成为浙江省在新世纪新阶段可持
续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资源。
  在精准把握当时浙江区域发展不平衡现
状和内在原因的基础上，习近平开创性提出
实施“百亿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
程”“山海协作工程”，加大对山区、海岛、老
区、民族地区的帮扶力度，缩小地区差距，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大工程通过政府联动、市场拉动、产业
带动，逐渐探索形成了有浙江特点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
  跳出区域看区域，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区
域协调发展大局。
  在习近平的视野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大势所趋。
  《瞭望》2003 年刊发的《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双轮驱动提速发展》曾有这样的判
断———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龙头
地位、国际大都市的突出地位和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国际地位，都是浙江省
在今后 20 年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在这一战略思路指导下，浙江提出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对上海

“主动接轨、全面融入、发挥优势、实现并赢”。
  在舟山群岛调研时，习近平同志对基层
干部说，上海在大、小洋山港的建设，是中央
的重要决策，不要将其与舟山的发展分割开
来看待。洋山港的建设，也是舟山发展的重要
机遇。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快宁波港和舟山港
一体化建设的步伐，使其成为未来世界级港
口群的重要一翼。

  如今，宁波舟山港的货物吞吐量已位居
全球第一，与大、小洋山港一起，为提升“长三
角”的整体竞争力、影响力作出重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的这种跳出区域看区域，主动
接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定位，是很
难能可贵的。”费强表示。
  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在中央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在
新的发展阶段，时代呼唤我们更加注重区
域协调发展，以每个区域的发展增强国家
整体力量。

十个指头弹钢琴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
观念”，这是党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作出的
重大理论概括。
  系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方
法论，也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翻阅《瞭望》刊发的多篇习近平同志署名文章
或专访稿件不难发现，他善于发展地而不是
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
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观察大势、
作出决策。形象地说，就是擅长“十个指头弹
钢琴”。这一特点，贯穿他在闽浙工作的各方
面全过程。
  2000 年 9 月 25 日，《瞭望》刊发习近平独
家专访。这篇题为《福建省省长习近平谈：调整
经济结构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报道指出，站在

“九五”“十五”计划交汇点上，提升福建经济综
合竞争力的关键，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在明确“支柱产业的支柱带动作用不够
显著”这一困扰福建发展的最大痛点问题基
础上，习近平畅谈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设
想。细看可以发现，这一设想已不再是选定几
个单一支柱产业，而是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确
定四大品类的支柱产业，构筑多系统支撑，为
产业结构调整全局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主导力
量，极大带动其他产业优化升级。
  而实际上，当时在福建省内对于加快经
济结构调整是存在争议的。长久以来，作为海
防前线，受台海形势的影响，福建经济发展较
慢。经过上世纪 90 年代的对外开放和快速
发展，福建社会各界迫切希望经济增速能够
乘势而上、更快一步。
  习近平在兼顾福建当下和长远发展的基
础上，以前瞻性思考坚定提出，必须加快结构
调整。这是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
的大背景中来考虑福建的经济结构调整，立
足于全国经济发展全局来把握福建经济结构
调整的方向，以避免传统产业在新世纪出现
竞争力衰落，同时布局新兴产业以形成新的
战略支撑点。
  秉持这样的系统观念，必须具有居安思
危的辩证思维，更要有高度的政治勇气和政
治担当。
  习近平坚持系统观念和系统谋划的特
点，在他浙江工作期间体现得更加充分。
2002 年 11 月 18 日，党的十六大闭幕第四
天，《瞭望》刊发了时任浙江省代省长习近平
的署名文章《着力提高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
力》。
　　习近平在文中提出：按照发展要有新思
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的要
求，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把工作的着力点放
在不断提高我省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上。            （下转 5版）

  文海拾珠，回望《瞭望》过往 40 年

报道，生动见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丰富、成熟

过程

  2000～2002 年连续三年，读者都

能在《瞭望》上看到习近平的署名文章

或专访报道。耐人寻味的是，三篇稿件

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投洽会

  “习近平同志的这种跳出区域看

区域，主动接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

和战略定位，是很难能可贵的。”

  从“美丽浙江”到“美丽中国”，从

“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从“平安浙

江”到“平安中国”，从“海洋强省”到

“海洋强国”……从浙江到中央，一系

列战略布局、重大改革发展举措及创

新实践理念前后对应、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