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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

凝成了闽东精神”

——习近平在宁德（六）

采访对象：林思翔，1943 年 7 月生，福建连江人。1983 年

5 月任宁德地委委员、秘书长，1989 年 7 月任行署副专员。其后

任福建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经科委副主任。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 月 3 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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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林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刚到宁德工作时，干部群

众对他期望很高，他当时是怎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的？

林思翔：听说习书记来宁德，闽东人确实抱有很高的期望值。

因为大家听说习书记的父亲是中央领导，只要从上面要些大项目，

就可以把闽东的经济发展起来。闽东那时候真穷啊，交通又闭塞，

干部群众有快速致富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本身缺乏志

气，老觉得闽东在省里什么都是落后的，经济上体量小，发展又

比较慢，滋生出比较强的等、靠、要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习书记不得不给大家浇“冷水”。他讲：“我

不是来当‘采购员’，不是背着项目来的，而且贫困问题也不是

靠项目就能得到根本解决的。大项目是要发展，但条件不成熟的

时候就不能急。现在公路等级低，铁路也没有，港口码头开发也

不具备条件。我们闽东不可能一夜就富起来，不能寄希望于一下

子抱个‘金娃娃’。事物的发展，外因永远是条件，内因才是根

本。关键还是要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凝聚起来。

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先要扶志，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

最终摆脱贫困。”这些是他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与此同时，他响亮地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思想。

习书记提出“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站位高，也很有

新意，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但不太理解，甚至心里觉得不太舒

服。宁德人穷怕了，恨不得一夜致富，可习书记却提出“滴水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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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需要有个适应和接受过程。习书记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

润物无声，不用行政命令来强制大家，而是花些时间慢慢跟大家

解释，推心置腹地交流，解开人们心里的疙瘩。慢慢地，大家都

觉得还是习书记讲得有道理。一方面，“滴水穿石”的概念很符

合宁德实际，虽然有人发牢骚说“滴水穿石”滴到什么时间还不

知道，但经过习书记一番耐心工作，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就被打

消掉，干部群众的头脑也清醒起来了。另一方面，“弱鸟先飞”

的概念确实鼓舞人心，给人长志气。虽然以前大家有一些自卑心

理在作怪，但咱们人穷志不能穷。“弱”是现实，但要从自己身

上找落后原因，要奋勇“先飞”。只要有志气，就能后来居上。

现在回头来看，习书记当年的思路不是很对吗？条件逐渐具

备了，方方面面就发展起来了。当时清单列了一大堆，不切合实

际。说到底，最终还要靠大家振作起来，凝神聚气，把内心的积

极性激发出来，把各项工作做好，改变贫困面貌。“滴水穿石”

和“弱鸟先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习书记在宁德工作的始终，

并被闽东人民传承发扬，称之为“闽东精神”。

采访组：宁德当年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习近平同志尤其重

视脱贫工作。在您看来，宁德的脱贫实践，对他后来形成系统的

脱贫思想起到了哪些作用？

林思翔：摆脱贫困，是习书记当年在宁德工作的着力点。宁

德这样一个脱贫样本，直接推动了他脱贫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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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这个地方，他加深了对地方贫困状况的认识。宁德是福建最贫

困的地方，贫困的面貌在他头脑当中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贫

困地区群众要求摆脱贫困的呼声也给他内心带来强烈震撼。在宁

德基层，农村的房子都很破旧。当年他陪同王兆国省长到宁德考

察，在寿宁县就看到老百姓真有穷得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更

重要的是，地区一旦戴上贫困帽子，干部群众的自尊心受到打击，

就会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所以，鼓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长自

己志气，也非常必要。这些实际感触，对习书记后来锲而不舍地

抓脱贫攻坚，有着重要启发。

宁德的工作经历，也是习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的源头之一。

他最反感不切实际的数字脱贫和“撒胡椒面式脱贫”。他当分管

农村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时，宁德地委的一位领导，向省里报告说

闽东已经基本脱贫。他看到这个报告就表示怀疑。当时全省的计

划是到 2000 年基本脱贫，意味着有 85%能够达标，剩下的 15%

还不能完全脱贫，所以说是“基本脱贫”。考虑到特殊的历史条

件，这 15%不脱贫的指标就是留给闽东地区的。如果连闽东都已

经脱贫了，那全省就全面脱贫了。可见习书记对待脱贫问题非常

实事求是，态度也客观冷静。所以我认为，习书记提出的精准扶

贫理念是在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要精准到每一户里去，一户一户

地算，而不是粗糙地、笼统地说达到什么水平了，人均多少。脱

贫工作可不能搞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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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宁德这个地方，习书记开始下决心通过移民安置的方

式，从根本上解决部分百姓因为自然条件局限无法脱贫的问题。

他到基层调研，多数都是去最贫困的地方，接触最底层的群众。

当初他“三进下党”的下党乡，建乡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是几

座旧房子。赤溪村（原下山溪村）的贫困早在 1984 年就引起了

中央领导的关注。习书记到宁德后更加重视这个村的脱贫问题，

后来整村实施搬迁，从山上移民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除

了要给移民盖房子，还要让大家有田种、有事做，安居乐业，让

他们的子女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斩断“穷根”，防止贫困的代际

延续。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改造，也是他在地区和省里任职期

间搞起来的，最初只是宁德小规模小范围的尝试，后来在全省推

开，被称为“造福工程”。这都是他到省里任副书记和省长期间

大力推动、起了主导作用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两年的接触中，他在哪些方面让

您感受最为深刻？

林思翔：习书记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重情义，有真性

情，我认为这是他最富有人格魅力的地方。最有代表性的事情，

就是他对老干部的感情。闽东这个地方，北方的老干部比较多。

他对老干部敬重有加，舍得花时间跟他们谈话。老干部有什么事

找他，甚至谈一两个钟头，他都不觉得是“浪费时间”。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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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他说：“通过谈话可以沟通思

想，这比做其他工作还要管用。”

有这样一件事情。宁德行署有一位领导干部叫李治礼，是从

山西过来的。他开始是行署副专员，后来是地区纪委书记，习书

记到宁德时他已经退休了。很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个李书记突

发脑溢血，去世了。他的老伴慌乱之中，抓起电话就给习书记打

了过去，说：“习书记，我们家老李走了。”后来他老伴跟我讲，

她并没有与习书记直接接触过，但在那样的时刻，什么人都没有

想起来，一下子就想到了习书记，要给他打电话。其实，是李治

礼同志觉得习书记对老干部们很尊重，对他印象好，经常在家里

提到，就给他老伴留下了习书记非常值得信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宁德地委有一个老书记叫李天瑞，也是

习书记很敬重的人。老书记回闽东来，习书记都交代办公室要派

车接送，还虚心向他请教。后来李书记也是突发急症去世了。料

理后事的时候，习书记非常难过，当即发了唁电，并交代我全权

代表宁德地委去安排抚恤，后来还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

他对宁德地委前任书记吕居永同志也格外尊重。他接吕书记

班的时候，吕书记已经 62 岁，他才 35 岁。但是他下乡调研的时

候，还会请吕书记一起去。这份现任领导对上任领导的敬重是非

常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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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过节，习书记去慰问老干部的时候，都要专门去看望老

红军。有时下基层，也不忘记这方面的事。屏南县是宁德最贫困

的地方之一，他去调研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寿山乡东盘村。寿山

非常偏僻，是野猴子出没的地方。东盘村就更偏僻了，可是他带

着我们跋山涉水，一路走进那个村子，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位老红

军。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除了对老干部的感情很深，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的故事太多了。他千方百计考虑闽东如何摆

脱贫困，说到底就是一种为民情怀。他心中牵挂群众，就是人情

味的集中体现。还有，他在宁德掀起反腐风暴，清理违规建房，

不是说为了抓几个“老虎”，主要还是从维护人民利益角度出发，

考虑到闽东的土地本来就稀缺，良田被挤占了，人民利益就受损

失。而且，他从陕北的山沟沟里面走出来，又在宁德的万千大山

中感受百姓疾苦，对基层农民的情感早就融入了血液。

习书记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和他一起共事的班子成

员，或者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他谈到一些想法和要求，他都会随

时记在上面，甚至包括一些要求解决的个人问题。比如有人要求

工作变动啊，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啊，只要你的要求是合理的，

他都会记在这个小笔记本里。可能当事人自己说完都没有在意，

但过一段时间，他就帮助解决了。所以说，他是个行胜于言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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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不爱讲官话套话，或是张口闭口讲大道理，而是用实际行

动关爱干部群众。

他和大家谈起话来非常平易近人，彼此什么话都可以放开讲，

全是大实话，让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

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真佛只讲家常话”。我想，他的这种人情味，

与他丰富的阅历有关。他在陕北农村插队 7年，生活中也承受过

各种各样的磨难，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珍惜的。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亲身经历

的故事吗？

林思翔：习书记调到省里以后，对我的工作仍然非常关心支

持。1996 年底，我调到省科协工作。他知道了，还专门给我打

电话聊过几回。有一次，我们省科协在南平市举办山区经济发展

论坛，是带有务虚性质的研讨会。我想，最好能请到一位省领导

参加，对会议效果能起到促进作用，与会者回去后也好贯彻。我

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习书记办公室，想请他到会讲话。习书记

想了想，说：“好啊，我支持科协工作。”1999 年 3 月，他就

和我一起去了南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论坛办得非常成功。

那时候他是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会后还专门提出，要去看一看南

平灾区重建情况。因为 1998 年南方发生特大洪水，南平受灾很

严重，过了一年，他还在牵挂这件事。就这样，我陪着他把南平

的几个县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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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灾区重建，他又去考察了地处南平西芹的福建林学院，

为学院办了一件大好事。那个时候，福建林学院建在南平西边的

大山里面。学院一直想迁到福州去，但领导层没有人敢拍板，也

没有把这件事摆到议事日程上。林学院的领导来找我，说能不能

请习书记来看一看，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我就向习书记汇报了

这个事。他听完，就决定马上去看看。看完以后，他跟我讲：“学

院确实应该搬出来，在山沟沟里面是不行的。”不久，他当选省

长，就在他手上，把林学院搬到了福州，和农业大学合并，改名

为福建农林大学。

和习书记一起共事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感到他待人

非常真挚，在一起经历的很多事情都铭记于心，不管他当了多大

的领导也没有忘记。2010 年他回到宁德，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

主席，还专门找到当时一起在宁德搭班子的老同志座谈，和大家

聊得非常愉快。他回想起当年吃宁德本地小吃地瓜粉扣，还高兴

地对我讲：“当初咱们做邻居，你们家里有几种菜烧得可好啦！”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样子，和大家讲家常话，非常亲切。

后来，我们单位先后编了两套书，我专门寄给他。本以为他

收不到，可没过多久，他就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说

书都已经收到了，向我表示感谢。他从来没有忘记老朋友，这种

为人和风格，让我们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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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除了刚才这些话题，习近平同志在工作和日常生活

交往中，还有哪些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林思翔：习书记到宁德任书记的时候，我是地委秘书长。他

的办公室在我办公室楼上，宿舍在我家隔壁，两家的厨房中间仅

隔着一个采光小天井。

刚和习书记打交道时，就感觉他非常朴实，生活上也没什么

讲究。吃饭就在地委食堂。穿衣服也是入乡随俗，没让大家感觉

有什么与众不同。住的跟我们一样的旧房子，建筑面积大约是九

十几个平米，条件差不说，还是个把西头儿的房间，太阳一西晒

就会很热。他坐的车是一台很旧的老爷车，出事故大修过，经常

在路上抛锚。不熟悉的人不知道，宁德虽然离福州不远，可外面

的人一来就会被这里的山路吓住。刚出宁德城就是著名的飞鸾岭，

山高路险，盘山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看下去很可怕。宁德的路

这么糟糕，习书记本可以配个好点的车子，可他坚持不用。

他的办公室也是老书记用的办公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里外两个小房间，外面有一套沙发接待客人，里面就是一组老式

办公桌椅。唯一的“高档”电器是一部窗式空调，转起来噪声非

常大，嗡嗡作响，还时不时出点故障，闹罢工。可习书记对这些

都不在意。

习书记爱读书、爱学习，这在宁德也是出了名的。我记得那

个时候在家属楼里，灯关得最迟的就是他家。有时候到了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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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整个院子里都黑乎乎的一片，只有他家的灯光还亮着，他还

在看书。我有时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就看到一摞一摞的书堆在

地上，走路都要绕着走。我看了看，既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

也有张承志的小说，天南海北，他什么书都看。他说：“我什么

书都爱看，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就是这样，白天挑担子，晚上就在

小油灯下读书。”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非常提倡机关干部读书看报。当时宁

德地委财政比较困难，我当秘书长时，所有常委只订了一份《人

民日报》，谁要看就去会议室看。这既是节省开支，也因为需求

不大。没想到他来了就问我：“我的《人民日报》呢？”我跟他

讲没专门订。他就说：“《人民日报》一定要订，不看《人民日

报》怎么了解国家大事，怎么能当好领导干部？”原来他有天天

看《人民日报》的习惯。后来，我们不仅订了《人民日报》，《福

建日报》也是每人一份，在习书记的潜移默化之下，地委机关读

书看报的气氛也逐渐浓厚起来。

他不仅自己爱读书看报，而且对于报刊建设和发行也重视，

《闽东报》是在他手里复刊的。他刚来的时候就讲：“宁德应该

有一张报纸。”其实宁德之前一直是有报纸的，“文革”中停掉

了，一直没有恢复起来。他很重视复刊工作，专门成立了筹备组，

用了 2 个月时间就把《闽东报》恢复了，他还专门写了复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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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次在福安县召开地区报刊发行会，他还专门去讲话，谈

到要重视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虽然只有短短的 2 年，但大家的反映很好，

他在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他每次讲话，思想深，视野宽，站

位高，看问题有辩证分析，话讲得又务实周到。每次他作报告，

会场就很安静。有时候可能开到中午 12 点半，但大家都听得很

认真，觉得有收获，都不觉得累。

应该说，习书记来宁德之后，给这个古老而又闭塞的地方带

来了一股清新气息。他的理念是新的，讲的话也是新的，总是充

满辩证的力量，分析很透彻。一方面讲清宁德的弱势有哪些，另

一方面摆出好的优势在哪里，两相比较，利弊自见，这对大家都

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机会。他为人厚道，有人情味，从不冷冰冰

地居高临下，而是给人温暖和安全感，每次找到他谈话以后，心

里都热乎乎的。

今天，他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闽东干部群众都

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骄傲。有这样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领袖，

我们的伟大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习书记提出的‘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
	凝成了闽东精神”
	——习近平在宁德（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