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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倡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习近平在宁德（九）

采访对象：姚智梅，1946 年 11 月生，福建福鼎人。曾为海

岛女民兵，在福鼎县先后任大队、公社、县干部，1978 年任宁

德地委常委、罗源县委书记，1986 年任宁德地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2000 年任宁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采 访 组：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采访日期：2017 年 6月 6日

采访地点：宁德市三都澳迎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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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姚主席您好！您在宁德工作了一辈子，习近平同志

在宁德工作期间，您和他都是班子成员。请讲讲当时宁德的主要

情况和您对他的第一印象。

姚智梅：1988 年到 1990 年，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任地委书记，

我当时是地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和他共事、相处了两年时间。

对于这段经历，我既感到荣幸，也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当时宁德确实非常贫困，而且具有特殊性，可以总结为“老、

少、边、岛、穷”，既是革命老区根据地，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

岛屿很多，海岸线占全省的 1/3。岛屿多、岸线长决定了宁德的

“前线”地位，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什么建设项目。当

时整个宁德的经济状况非常脆弱，被定为全国 18 个贫困片区之

一，9 个县区中有 6 个是贫困县，有 50 多个乡镇被划为省贫困

乡镇，200 多万人口中有 70 多万被划为贫困人口，交通等各方

面条件都很落后。

习书记到宁德上任，只跟我们简单开了个会、见了个面，就

深入基层调研去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他对宁德整个面貌有了

初步了解，讲到关于闽东发展的思路都能结合实际情况来谈。关

心百姓疾苦、深入基层调查，是我对习书记的第一印象，也是最

深刻的印象之一。不光是我，就连当地老百姓都对他赞不绝口，

认为这个新书记和群众心贴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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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组：当时您分管统战工作，他对宁德开展这方面工作有

哪些思路和举措？和您谈过哪些问题？

姚智梅：当时，从国内大环境来讲，我们党对民主党派人士

刚刚落实政策还不久，哪些人应该团结、怎么团结，我们在政治

上总觉得不好把握，有很多顾虑，工作上有畏首畏尾的情况。也

有一些来自党内的声音说：“共产党为什么要去发展民主党派？”

这也体现出当时我们内部对统战工作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宁德还

有人认为，统战工作是大城市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事情，

我们这样一个基层地区，连“市”都不是，抓经济还忙不过来，

统战工作未必有那么重要。可习书记却对统战工作高度重视，讲

了很多具有指导性的话。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情况，他对我说：

“虽然宁德是一个贫困地区，但宁德是全国畲族最大的聚集地，

在东南亚的华侨也比较多，而且是宗教工作的重点区。所以，闽

东的统战工作任务是比较重的，要建设闽东、发展闽东，必须重

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把方方面面人士的积极性都调动起

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宁德 1988 年 12 月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党

派组织——民盟的地区委员会。他不仅亲自出席成立大会，还和

彭丽媛同志一起参加了当天晚上举办的民主党派代表联欢会，拉

近了和民主党派同志的距离。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组织也一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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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了。每次中央有民主党派的领导同志到宁德考察，他都对

相关活动进行亲自部署，活动期间亲自陪同、亲自汇报。

他还建立了地委领导班子与民主党派组织挂钩、对民主党派

知识分子定期走访制度，每半年或一个季度到自己挂钩的民主党

派听取意见，和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老同志谈心。

他对民主党派遇到的难题非常关心，对帮助民主党派同志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也很明确。有一件事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民盟有位老同志，早期革命时参加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但新中

国成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民主党派人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他提出，要求组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生活上给予照顾”，但

由于依据不足，我们感到有些难办。习书记得知以后，亲自过问

这件事，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与我们统战部门的同志谈心时说：

“虽然这位同志提出要解决国家干部身份的依据不足，但从实际

来看，这位老同志参与过宁德解放事业，参加过革命工作，做过

一些贡献，我们应该对他的晚年给予关心和支持。首先要在政治

上落实他的政策，为他平反。生活上虽然解决不了享受国家干部

的待遇，但可以与民盟协商，帮助协调解决他安度晚年的问题。”

这件事，当时不仅当事人非常满意，在整个宁德的民主党派

当中也引起强烈反响，对调动他们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习

书记在统战工作上站得高、看得远，提出的这些思路和举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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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为我们在宁德开展好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打开了思路，让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感觉心里更有“底”了。

采访组：宁德是畲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工作自然是统战工作

的一个重点。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期间，对少数民族工作提出了哪

些思路和举措？

姚智梅：我刚才讲到，习书记在和我谈统战工作时，就把做

好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华侨工作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给我们树立了“大统战”的概念。他经常讲：“宁德的统战工作

不是没有事做，而是任务很重。”

我先讲讲民族工作。习书记讲过：“我们的事业涉及方方面

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我们在交流统

战工作情况的时候，他还说道：“做好宁德的统战工作，要抓住

我们这个地方的特点和重点。什么是宁德这里的特点和重点？少

数民族工作就是一大块，一定要紧紧抓住。”

闽东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畲族群众有将近 20 万人，占全国

畲族人口总数的 40%，占全省畲族人口总数的 70%。可以说，推

动闽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就意味

着推动整个闽东摆脱贫困。因为在闽东，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是

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几千年来散落在偏僻的山区，住着破陋不堪

的茅草房。习书记在宁德期间，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非常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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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灾难救济还是在生活助困方面，财政再困难都会安排资

金予以支持。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亲自推动实施了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

上岸工程。大概是 1997 年，省政协向省政府提交了一份调研报

告，就是关于福建全省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的生存状况，其中

面积最大的就在宁德。习书记看到这份报告，专门在省里召开会

议进行研究讨论，还亲自回到宁德开展专题调研，经过反复核实、

论证，制定了支持闽东开展茅草房住户搬迁工程和连家船民上岸

工程的实施方案。当时的省委书记以及整个省委班子对此事都非

常重视，给宁德一次性拨款 600 万，宁德市和各有关县也都相应

做出资金投入，整个工程实现 1000 多户住户搬离茅草房，10000

多连家船民上岸定居。习书记还从长远角度统筹考虑，出台了很

多保障措施。比如，明确政府拿出土地用作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的

住房用地，不能拿来买卖；茅草房住户和连家船民搬迁之后，不

仅要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还要考虑他们的长远生产问题、子女

读书和就业问题，配套制订具体措施。习书记说：“这样才能让

他们搬进来，安心地住下去。”我深深感到，习书记对解决少数

民族和连家船民老百姓的生活疾苦这项事业，是充满感情的。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始终重视统战队伍建设和统战人才

的使用与培养。所以，当时宁德从地委到下面的县区，都十分重

视民族工作。后来几次机构改革，宁德的民委队伍都没有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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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进一步加强。他还在多个场合讲过，要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党

外干部和女干部。

他到省里工作以后，对宁德的少数民族工作仍然非常关心，

每年都给少数民族乡发放专门性财政补贴，大的乡镇 100 万，小

的也有 50 万，用来帮助当地解决实际困难。直到现在，这个政

策仍然在延续，而且还加大了力度。

采访组：您刚才说，习近平同志还讲到宗教工作和华侨工作

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请您讲讲当时这两方面的具体情况。

姚智梅：习书记对统战工作的几大块讲得非常明确，除了民

主党派建设、少数民族工作以外，他强调宗教方面要引导好，海

外华侨要团结好。

当时，宁德个别地方出现宗教地下势力非法组织活动，这是

我们做好宗教工作的重点之一，更是我们关注和治理的对象。习

书记当时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不同是正常的，也

是允许的，重要的是加强对宗教活动和信教群众的引导，绝不允

许搞地下活动。参加地下宗教活动的大多数还是我们的群众，要

向他们宣传好党的宗教政策，引导和团结他们形成爱国爱乡的力

量。”

华侨工作也是宁德统战工作的重点。当时，宁德在外华侨有

30 多万人，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华侨，都是我们闽东人到那边去

谋生的，他们经常在所在国组织一些乡亲会，习书记都鼓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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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习书记说：“宁德的改革开放需要外面的乡亲回到家乡

参与建设。”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们还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各

种活动，调动侨民积极性，吸纳他们加入人大、政协组织，请他

们多关心家乡事业，多回家乡发展经济。

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虽然才三十五六岁，但对统战工作很

熟识，也很有想法，思路敏捷、敢于创新，开展工作重点突出，

考虑问题又非常周到，表现出很强的领导才能。

采访组：在您和他共事的两年里，习近平同志还给您留下哪

些深刻印象？

姚智梅：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感到他对闽东群众感情很深，

为改变闽东贫穷面貌的决心很大。只要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

他都一 一去了解；只要是关系到民生疾苦的工作，他都一一去

认真落实。他经常讲：“宁德这个地方比较贫困，基础比较弱，

我们必须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多到基层为百姓解难题。”

他也经常讲：“发展经济不能急于烧‘三把火’，而是要‘小火

烧温水，常烧不断火’。”他的比喻非常恰当，意思是经济发展

不能停滞，但也不能急躁，不能想几个月就改变面貌，要发扬“滴

水穿石”和“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发力，专心做

好铺垫工作，因地制宜地摆脱贫困。

他反复强调，宁德山海兼备，要念好“山海经”。在“海经”

方面，他发现宁德黄瓜鱼（注：大黄鱼的别称，俗称“黄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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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大有潜力可挖，就把黄瓜鱼育苗繁殖纳入星火计划的项目当

中，专门组织对海洋产业领域比较熟悉的专家进行攻坚。之前黄

瓜鱼都是野生的，不能人工繁殖。经过科研攻关，这个项目最终

获得成功，宁德沿海的家家户户都开始从事黄瓜鱼养殖行业，这

个产业随之形成，成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这不仅成为

习书记在宁德经济发展方面实施创举的鲜活事例，而且也是他尊

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生动体现。后来，这批开

展科研攻关的技术人员还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习书记这个人充分发扬民主，

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对班子成员非常尊重，平时经常主动和我们

沟通工作。班子会议上讨论一些重大事情，他从不轻易发表意见

“定调子”，而是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每

次讨论都非常充分。遇到一些一时定不下来的疑难问题，他就提

出下次再议。对于一些常委分管领域的工作，他也非常尊重分管

领导的意见，比如有一年，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同志要来宁德

调研，习书记知道这个消息比我早，但他并没有急于部署什么，

而是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跟我商量怎么安排，而不是强硬

地下达指令。

每次我们开会，习书记都是最早到的一个，总是他等别人，

而不是别人等他。如果会前也有其他人到了，他就主动和大家聊

起家常，或者谈自己的一些见闻体会。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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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先到的同志讲他出访的经历。他说，他发现我们中国人出国，

总是要穿西装，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对方有没有要求，就是这

么一身西装“挂”在身上，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出汗了

也不敢脱下来。站在街上一看，凡是穿西装的亚洲面孔都是我们

大陆人。他讲这个故事，是说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走出国门还没有

树立足够的自信。这些故事不仅对我们个人思想上有启发，也拉

进了彼此的距离。大家感觉这个书记很开朗，和大家很亲近，于

是工作上就很容易拧成一股绳。他虽然年纪比我们都小，但我们

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因为他就是有那样一种人格魅力，有那样

一种工作风范。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敬佩他，看到闽东有这样的领

路人，闽东发展一定大有希望。

采访组：在日常生活中，习近平同志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可以给我们讲几个具体事例吗？

姚智梅：习书记在工作上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务实的人，

但在生活上却非常简朴，也非常节俭。他到宁德以后，用的还是

前任地委书记的办公室，既没有重新粉刷，也没有买新家具，一

切都还是原来的摆设，直接进去办公。车子也还用老书记原来那

一部，驾驶员也还选原来给老书记服务的那一位。平时我们都住

在一个家属楼里。他搬家的时候也没有重新装修，就是打扫了一

下卫生、弄了个床铺就住进去了，我也从没见有人鞍前马后地为

他生活起居服务，他从来都是身体力行，没有搞特殊。平时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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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打饭，如果有家人来，就是在家里起炉

灶自己做饭，包括彭丽媛同志到宁德来看望他，也都是自己到市

场去买菜。

习书记虽然是我们宁德地区的一把手，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

的。他见到谁都主动打招呼、和对方聊天，大家有什么心里话也

喜欢和他讲。当时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她都不住地对我讲：“你

们那个书记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点点头，我普

通话讲不来，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冲我笑呵呵的，真亲切！”

过去我们地委机关干部每周都要拿出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

时间，一起动手打扫一次卫生，包括各自办公室和大院。习书记

只要在，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是拿起扫把、或是拿起锄头，跟

大家一起劳动，然后再回办公室办公。他的一举一动，给所有的

干部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虽然习书记为人谦虚随和，但面对原则性问题却丝毫不讲

“人情”，对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党的干部都提出严格要

求。他首先从自己做起，从不搞轰轰烈烈的迎来送往，到宁德来

上任也是很正常很低调的来，走的时候也不搞热热闹闹的欢送。

地委有个别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借着领导的名义给基层“找麻

烦”，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教育。对当时在宁德闹得沸沸扬扬

的干部违规占地盖房现象，更是狠下决心治理。当时，很多人对

此事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一部分盖房的人都是具有相当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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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面太广，处理起来比较难。对此，他专门召开干部大会来讲

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

决，怕得罪人，我们就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得罪了我们党的纪律。

不能为了怕得罪几百人，就得罪闽东上百万百姓！”他讲了很多

道理，使大家思想得到统一，很快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识，

这股腐败之风也很快被刹住了。之后，他还牵头制定很多规章制

度，进一步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

在习书记带动下，那时宁德干部队伍整体风气是好的，在群

众心目中树立了正面的机关形象、干部形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对宁德发展依然非常关注。

请讲讲您了解的一些情况。

姚智梅：我能体会到，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是真心实意

为闽东振兴奉献的，虽然他后来离开了宁德，但他的心一直牵挂

着这里。

我记得他在福州工作时，搞了一个五地市合作，其中就包括

和宁德的对接，就是帮助宁德发展经济。他后来离开福建到浙江

工作，这份感情依然不减。宁德的福鼎县和温州是福建省和浙江

省交界的地方，他到温州调研时还特意把宁德的几个领导干部叫

过去，向温州方面的领导交代，要多关心宁德的发展，多给宁德

一些支持和帮助。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宁德就好像兄弟一样，

他们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投资，也邀请我们到



第 13 页 共 14 页

温州招商引资。习书记调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又鼓励我们到上海

搞招商引资，还专门安排时间接见我们，了解宁德的近况，这些

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他主政宁德的两

年对您有哪些影响？

姚智梅：2002 年，习书记即将调往浙江工作的时候，专门

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此事。我和几位老同志专程到省里看望他，结

果到他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正在跟习书记说话。

我们就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习书记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

跟那些人说：“请你们暂时停一下，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基层同志

先请进来聊一会儿。”他对我们的这份珍视，令我们感动。

2010 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和我们

当时的班子成员一起吃饭。大家再次闲话家常，感觉他还是当年

那个温和可亲的习书记，和我们依然是那么亲近。他还特意让我

们把当初给他服务的驾驶员也叫过来，一块见见面，聊聊家里的

近况。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我经常回想和习书记一起共事的那段

日子，也经常体会他讲“宁德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句

话背后的含义。当年，刚刚三十几岁的他来到宁德，却能对一个

地区发展方向作出如此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判断，能够提出“滴

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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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可见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也能看出他对“闽东振

兴”这一夙愿饱含深情。而且，他以严谨的作风、认真务实的态

度、一心为民的赤诚，为广大闽东干部树立了榜样，让大家能够

在困难的时候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块使，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

调动起来。可以讲，他在宁德做一把手时，扛旗扛得正，做事做

得正，为人行得正，工作自然就开展得好，进行得顺。

过去在宁德，他是这样做的，给宁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在全中国，他也带着这样的才能、魄力、胆识、情怀和作风，

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旗，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得

更远、走得更好。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田玉珏 薛伟江 李 政）


	“习书记倡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习近平在宁德（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