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 习近平在厦门（一）

编者按

从 2016 年 11 月开始，本报已先后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前两部采

访实录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先后出版，截至目前销量超过

1110 万册。

从今日起，本报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厦门》。1985 年 6

月至 1988 年 6月，习近平同志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开拓者。

他领导制定了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探索推动了一系列开创

性改革举措，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大力度推进

生态环保工作，注重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的问题。厦门 3 年，习近平同志一心为民、严于律己，勤于工作、

勤于调研，敢于担当、敢于创新，展现出对大势的科学把握和远

见卓识。他深有感触地说：“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本

报连载这组《习近平在厦门》采访实录，主旨在于为党员干部深

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

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源泉，为更好领会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

经典的学习范本。

采访对象：李秀记，1937 年 1 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 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72 年到厦门工作，1983 年 2月起任

厦门市副市长，1984 年 2 月任市委常委，1984 年 12 月任市委副

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 年 9 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

1992 年 12 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

年 8 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 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 年 6月 2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李秀记家中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

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 1985 年 6 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

是他 32 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

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

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

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 8个多小时才能到。

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 8 点

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 3 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

4 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

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

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

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 2 号

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

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

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

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

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

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

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

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

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

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 7 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

作过，也是 7 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

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

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 年 9 月 5 日，他任国家副主席

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

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

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 1980 年 10 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

候只有 2.5 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

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

平同志 1984 年 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

括鼓浪屿）131 平方公里。1984 年 9 月 1 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

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

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 2.5 平方公里是

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

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

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

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



“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

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

时就有 7 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

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 4倍，人文

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

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

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

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

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

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 30 多年，厦门作为

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

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

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

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 15%

征收（一般是 33%）。但一开始只有 2.5 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

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 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

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

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

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

的城市人口只有 28 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

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

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

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

夜里 12 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

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

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

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 11 亿元，财政收入 1.85

亿元。1972 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

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 30 多年，国

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 1200 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

这 1200 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

移山填海，花了 900 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 300 万元兴建各类

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 300 万元建起来的。那个

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

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

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

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

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 1985 年 11 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

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

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



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

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

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

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三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

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

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

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

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

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

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

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

有海拔 1000 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

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

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

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

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

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

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

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

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

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

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

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 1986 年 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

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

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

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

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

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

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

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 2000 年把厦门建设

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

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

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

15 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 年 1月在省人代会上，



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

“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 6 月，他

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

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

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

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

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

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

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

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

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

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

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

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

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

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

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

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

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 2000 年 1 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

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

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

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

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

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

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

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

洽谈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 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

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

展中心于 1998 年开始建设，2000 年建成。这三年中，近平同志

4 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 1999 年 8

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

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

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

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

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

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

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

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



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

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

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

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

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 3000 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

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 洽谈会”。他担

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洽谈会。这个洽谈会

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 1984 年给深圳特区的

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

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

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

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

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

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

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

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

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

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

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

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 9 月 8 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 5

月和 10 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 7 月、8月份台风多，

就剩下 9 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洽谈

会时间定在每年 9 月 8 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

“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 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到：“洽谈会举办 13 年来，已

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

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

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五十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

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

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是从 1997 年开始的，到 1999 年，刚好第三届。

说 13 年来，是从 1987 年的“9·8 洽谈会”开始计算的。近平

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洽谈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

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

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

届投洽会。2010 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

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

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

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 1982

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

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

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

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 年后的 2002 年，我已经 65 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

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

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 20 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

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

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

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

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

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

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

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

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

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

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

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

“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

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

到这二十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

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

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



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

15 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

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

25 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

“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

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

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

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 62 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

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

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

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

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

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

创造了很多精神：陈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

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

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

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 年 6 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

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



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

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三次

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 年 1 月，他强调“要

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 2001 年 2月，他

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

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

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

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 年 8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

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

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

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

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

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

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

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

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

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

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

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 年 9 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

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

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

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

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

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

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 年 9 月 16 日，近平同志出席在

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 2017 年 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

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

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

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

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

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

平同志“回家”看看。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