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福建（十四）：“习近平同志能够实现富国和
强军的统一” 

 

采访对象：隋绳武，1941年 8月生，山东寿光人。1959年入伍，

1960年入党。曾任炮 3师政委、陆军第 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南京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政委、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委。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4年退出领导岗位。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 9月 5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隋绳武家中 

采访组：隋绳武同志，您好！您在福建任第 31集团军领导期间，

与习近平同志有很多交往。请您讲讲你们最初是如何认识的？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之前，就对他有所耳闻。上世

纪 80 年代初期，我在炮 3 师当政委时，我们师保卫科老科长黄士杰

是河北正定人，与老家联系很多，对正定的情况非常了解。黄士杰经

常跟我唠叨：“我们正定县有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叫习近平，年轻有

为，干得不错！”我当时虽然没见过习近平同志，但他的名字已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这一年的八一建军

节，分管双拥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厦门市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到 31

集团军进行慰问，当时我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我就和习近平同志

见面了。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年轻老成、诚恳稳重，有着远远超越

他年龄的大气。 



那天，我们就双拥工作中大家关心的事情进行了简要交谈。我说：

“习副市长，我可是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啦。你到厦门来任职，我

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彼此寒暄几句，就进入了主题。习近平同志简

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他说：“按照市政府的分工，我分管双拥工作，

还有宣传文化、发展规划、农业等。”我说：“习副市长，你的分工担

子都很重啊。请你对我们多帮助指导，在双拥工作方面，我们以后一

起努力搞好。” 

厦门市与当地驻军从 1981 年开始就建立了军政联席会议制度。

这个会议是厦门军民共建的最高领导协调机构，工作以研究、决定和

指导军民共建为主，是密切关系、加深了解、促进军政军民团结一个

很好的途径，可以说是厦门特区建设的一大特点和一大创举，每年不

定期举行。习近平同志是市双拥领导小组组长，1986 年、1987 年的

联席会议他都参加了。1986年那次会上，习近平同志代表地方政府讲

话，对 31 集团军提出的需要解决办理的若干事项作了归纳，并都写

在会议纪要上。后来这些事情都一项一项落实了，还办了其他一些实

事。 

习近平同志对双拥工作非常重视，给部队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

虽然年轻，但工作经验相当丰富，处理问题果断、细致，统揽全局的

能力很强，真抓实干、勤勉务实，很关心和爱护军队的官兵。 

不久之后，我到厦门警备区参加会议，习近平同志正好也去了，

我们再次见了面，进行了更深入的交谈。后来，我们见面次数就多起

来了，还经常一起散步、聊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

他是否给您提到过这方面的经历？ 

隋绳武：我们都知道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虽然时间不

长，但接触的都是国家和军委的高层领导。应该说，他那时就对军队

的组织指挥体系有充分了解和认识，对军队的作战训练、管理教育等

情况有系统全面的学习和掌握。这段难得的军旅生涯，一定深深融进

了他的血液当中，给他打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我想，正是因为有这段从军经历，为习近平同志到地方任职以后

拥军爱军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能够拥有这么一段从军经历是非常

宝贵的，特别是和平时期，对于年轻一代的领导干部来说更是非常难

得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对双拥工作十分重视。请

谈谈您了解的具体情况。 

隋绳武：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国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厦门是习近平同

志在福建工作的第一站，他作为分管双拥工作的市领导，对部队关心

支持的例子很多。 

1985年，习近平同志到厦门工作后不久便参与到双拥工作中，关

心部队建设，关怀部队干部，重视抓好部队人才培养工作。他先后出

席厦门市庆祝建军 58周年和 60周年大会并讲话，肯定驻厦部队在守

卫海防和军事训练的同时有力支援了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亲自组

织了“军民共建中山路”活动，帮助 31 集团军将各营区门前的多条



泥土路修建成了符合标准的战备路，人们称之为“拥军路”。 

习近平同志经常前往海岛哨所看望慰问子弟兵，了解他们生活、

学习和训练的情况。1987年 7月，习近平同志前往“英雄三岛”（大

嶝、小嶝、角屿）慰问守岛部队指战员。当时角屿岛作为纯军事岛，

是无水、无电、无居民的“三无”岛，官兵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习近

平同志当即决定实施扶持基层连队“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

好猪圈”的“三好”工程，派人在角屿岛打了一口深井，帮助部队解

决用水等实际困难。他表示，要更加关心和支持部队建设，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他还勉励战士们珍惜青春年华，加紧学习和

训练，热爱海岛，坚守海岛，为保卫海防、保卫特区作出更大贡献。

30多年过去了，角屿岛现在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已经通了自来

水，但习近平同志当年为官兵们打的那口水井仍然保留着，也成了他

关心支持基层连队建设的真实见证。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出席厦门市入伍青年前往部队报到欢送仪式，

勉励应征青年到部队后积极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他还

前往解放军一七四医院、海军厦门干部疗养院等地亲切看望伤病员、

疗养员和离职休养干部。1985年 12月，习近平同志出席军队离退休

干部欢迎会，在讲话中深情地说：“厦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子弟

兵在解放厦门、保卫厦门和建设厦门中创立下的丰功伟绩。”1986年

10月，他前往厦门火车站出席欢送退伍战士仪式，热情赞扬退伍战士

在厦门各部队服役期间所作的贡献，希望他们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

地方发扬光大。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部队人才培养工作。1987年 7月 30日，他

出席在厦门警备区举行的庆祝建军 60 周年大会并讲话，强调军队培

养军地两用人才，是军队工作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一项重大措施。他

指出：“帮助部队的干部战士掌握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是我们义不

容辞的光荣任务，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武部门，都要进一步做好

这方面的工作，把军政军民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91年，厦门市被命名为首批 10个全国双拥模范城之一，并在

以后历次双拥模范城表彰中连续夺冠，现在已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九

连冠。“鼓浪屿好八连”、思明区中华街道还分别被授予全国拥政爱民

模范、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称号。 

厦门市双拥工作做得好，与当年习近平同志打下的坚实基础关系

极大。这方面他投入精力很大，为驻厦部队办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得

到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爱戴，驻厦陆海空三军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他

长期践行的朴素风范、求实精神、爱兵情怀和亲民作风，为我们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工作以后，您于 1994 年到福建省

军区工作。请您谈谈他担任福州市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对

双拥工作的贡献。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在宁德主持工作期间，我在南京军区任政治

部副主任，直到 1994年我到福建省军区任政委，我们两个又重新“接

上了头”。我是 4 月 4 日报到的，6 日我去看望他，也给他通报一下

我来了。他热情接待，我在他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长。他给我谈了福



州市的主要情况，希望我多支持他的工作。之后我们来往就很频繁了，

我对他关心军队建设的感受就更多、更直接了。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

记时，兼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和省长

期间，还一直兼任着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

建设发展以及军备能够走在全国预备役部队的前列，与习近平同志当

年倾注的大量心血密切相关。每年至少两次大集会和一次四级书记

（政委）集训，习近平同志几乎是逢会必到必作讲话、逢训必参。他

还与官兵一道上炮架、操作实弹射击。令人感动的是，从营房建设、

训练中心（基地）设立，到部队生活、官兵思想以及队伍建设，他都

关心备至。他常说，部队的事无小事，地方领导兼职要当作实职来干。

他言行一致、说到做到。部队的经费来源、建设用地供给、兼职军官

的岗位津贴落实等，习近平同志都是亲自批示、亲自协调。在福州市

和福建省工作期间，他为部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解决随军干部家属工作安排及子女入学问题。福州是省会城

市，也是军事要地，驻军多，机关多，干部多。福州驻有陆、海、空、

武警四个军级领导机关，还有若干师、团级领导机构及后勤保障系统，

营职以上的干部数量多。为此，随军家属的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等问

题，一直困扰着干部本人和领导机关。习近平同志知道后，明确表示

这不是困难问题，而是必须做好的工作。他在相关会议上明确，凡是

军属符合条件随军调入福州市的，按照行业优先对口接收安排，子女

就近安置上学，并将接收安置纳入各机关单位“双拥共建”的实际考

核内容。各单位领导都响应号召积极执行，从此驻榕部队这方面的工



作一直走在全省和南京军区的前列。 

二是关心部队官兵生活改善。上世纪 90 年代，部队生活还很艰

苦，还得搞好农副业生产。当时地方时兴“菜篮子”工程，习近平同

志积极支持部队副食品基地建设。基地既能养殖又能种植，还能减少

生产用兵，为部队提供蔬菜和肉禽蛋鱼等副食品。他要求市政府支前

办、市财委具体负责，驻榕部队团以上单位，至少每个单位配置一个

基地，每个基地都由市里补助适当经费、提供科技支持。 

三是关心支持部队营房营区基础设施建设。地方上进行自来水、

电力、燃气、道路建设时，习近平同志也都想着部队。福州市各县区

遵照习近平同志指示精神，帮助部队修拥军路、建双拥桥，部队的营

房营区面貌焕然一新，通往营区的道路直了、平了、宽了、亮了。 

四是慎重处理军民纠纷，尽量不造成负面影响。习近平同志始终

重视和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现实生活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军民纠

纷和矛盾事件，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着眼大局，正确

处理；小事不小要重视，促成坏事变好事。”为此，习近平同志指示

由军分区司令、政委牵头，请驻榕陆、海、空及武警部队师以上政治

机关指定一名领导，并由群联科长作为联络员，共同组成“驻榕部队

拥政爱民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处理本部队所发生的军地矛盾事件。

由于有这样一个工作机构，此后凡在福州市发生的军地人员打架斗殴、

利益冲突、矛盾事件等情况，都及时由部队团领导和地方县区领导亲

自过问妥善处理，弄清起因，分清责任，各自做好工作，总结经验教

训，增进军地团结。 



五是重视民兵和预备役部队建设。习近平同志国防观念和人民战

争思想十分明确。他对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工作十分重视、十分支持，

明确强调基干民兵参加训练的“误工补贴”一定要保证到位，因此福

州市基干民兵训练全员参加、全面落实。他还重视海防民兵哨所全面

建设，关心他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保障条件，明确提出“财政需要拿

的就拿，不能亏欠我们的海防民兵！”他强调“民兵要建还要用”，指

示福州军分区与市公安局共同组织推广民兵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做

法和经验，在多数县区的乡镇都获得了好的效果，推动乡风民风向好

的方向转化。 

1993年，上级决定在福州市组建预备役高炮团。习近平同志非常

重视，明确表示坚决按照上级要求高标准搞好部队建设，尽快形成战

斗力；建全新团部营区营房，让预备役高炮团以崭新面貌问世。当时

福州财政不宽裕，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人建议找一个废旧工厂厂房

作团部，习近平同志当即否定。他明确告诉大家，建立预备役部队是

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的新要求，任务交给福州市，我们一定做好这篇文

章，交出优秀答卷。既然建，就要高标准去建，基础要打好，要另外

选址。市委、市政府、军分区领导统一认识后，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

市土地规划部门专门批地，市设计部门作出专项设计，市政府明确领

导负责，军分区和高炮团具体实施。经过一年多努力，一座具有现代

新貌又兼具作战指挥功能的新大楼以及附属设施完备的新营区在福

州新店大北岭落成。这件事为全省预备役部队建设树立了榜样，也受

到总部工作组的高度赞扬。 



习近平同志对预任军官的选配十分重视，明确要求由市委组织部

和军分区共同负责严格把关，对预备役部队的训练管理也作出明确指

示，使得福州预备役高炮团从组建开始就叫响了“争创一流业绩，不

负组织重托”的口号。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他强调，预备役要按

照正规部队的标准来建设。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是我们贯彻毛泽东同

志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尝试。一旦有战事，并非光靠部队，根本上还要

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其一。其二，预备

役部队的主体来自人民，既是兵也是民，平时搞生产、搞经济，战时

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

同志在那时就提出了要搞军民融合，要求预备役部队的经常性工作要

做到“军民融合”。其三，地方领导兼职军官要当作实职来要求。他

明确指出预备役部队建设、发展离不开地方，地方领导为预备役部队

排忧解难、办实事是应尽的职责，不是穿上军装耍派头、赶时髦。地

方兼职领导，还要把当地的预备役部队真正当作本地改革发展稳定的

生力军，所在地党政领导机关要经常“议军”，现役的预备役领导自

然也要给地方预任（兼任）军官开单子、提任务。由地方领导成建制

兼任预备役预任军官的初衷和要旨，也可以说是“人民国防”建设的

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同志对民兵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投入了很大精力，花费了大

量时间，特别是对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的建设标准要求比较高，投入

精力比较多。在他的支持下，师部办公楼整体提升，各项设施更加完



善，预任干部选拔任用更加规范，训练考核更加严格，平战转换更加

快捷。习近平同志任省长后，按规定可以不兼任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省军区考虑到他公务繁忙，怕精力顾不过来，去征求他本人意见。他

认为，当省长仍然应该关心支持预备役师，因此一直兼任这个职务，

直到离开福建。他对这个预备役师念念不忘，2014年回福州视察时还

专程去看望。习近平同志的所言所行，充分体现了他心系国防、心系

人民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智慧。 

六是非常尊重和关心军队的老领导老首长。他对老干部工作一向

十分重视，在厦门时我就深有体会。记得在一次军队离退休干部会上，

他就曾对 1985 年百万大裁军后到厦门安家落户的军队离退休干部讲：

“军队离退休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有功之

臣。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你们为着人民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英

勇作战，努力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

放后，你们又担负起保卫祖国、巩固国防的重任，并在社会主义建设

和军队建设中建立了新功绩。”这样饱含深情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他

对军队老干部的尊重和关心，也是拥军爱军思想的真情流露。 

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军队老干部特别关心。原来的

福州军区撤编后，留下了许多老革命、老红军、老八路，他每年都要

去看望，对老干部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他常讲，对老干部的尊重，

也是对党和革命历史的尊重。他是这样讲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在市

里省里也都是这样要求大家的。他在福州工作期间，基本形成了一个

制度，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和八一建军节都要组织慰问老干部。由军



分区领导带着市民政局、支前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先组织军、师职

离休老领导，乘车参观福州市区的新发展、新面貌。中午，习近平同

志和市里领导与老干部一起共进午餐，交流沟通，表示慰问。老干部

们非常高兴，赞扬习近平同志：“暖了心，浓了情，固了根，不忘民！”

对于年事已高的老干部，习近平同志亲自登门慰问，聊聊家常，了解

需求，解答问题。 

习近平同志深得军队老干部的称赞，他的言行也带动和形成了省

市各级领导尊老、敬老、扶老的好风尚。许多老同志对习近平同志尊

重老干部、重视老干部给予很高评价，对他感情也很深，多年后还对

他念念不忘。 

七是非常关心军队转业干部。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

对军转干部工作非常重视。他强调，军队干部在部队工作多年很辛苦，

转业地方工作一定要安排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做好军转干

部安置工作，就是支持军队干部安心部队工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对师团职转业干部的安置，习近平同志考虑得更是非常周到。他

要求市委组织部对每个正团职的安置，准备两个安置岗位，让转业干

部本人选择。定岗后，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同每个正团职军转干部见面

谈话，鼓励他们发扬军队优良传统，在地方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习

近平同志的这些做法，使驻榕部队转业干部深受感动和激励。 

习近平同志对军转干部敢用善用。1996年，原福州军分区参谋长

陈正生，任副师职 8年，转业福州安置。习近平同志对军分区干部有

接触有了解，因此建议将陈正生参谋长安排任福州市市容管理委员会



主任。陈正生同志接受这个任务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干得很不

错。 

原福州军分区政委王爱平，1995年到福州军分区工作之前，在驻

泉州的海防 13 师当了 8 年政治部主任，还当了 5 年多师政委。根据

中央军委有关规定精神，其本人愿意转业地方工作。省军区领导给省

里领导协商后，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向省委建议，将王爱平同

志安排到新成立的“福建省口岸与海防管理委员会（福建省打击走私

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负责海防管理工作。王爱平

同志 2000年 3月上任后积极工作，不负众望，广受好评。 

八是特别重视贯彻落实军队系统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

宁德军分区、福州军分区的领导都反映，习近平同志作为军分区党委

第一书记，政治敏感性很强，组织纪律性很强，在贯彻落实军队系统

上级领导和机关的指示、意见方面做得非常好。 

1996年，各县区武装部收归省军区建制。军委总部规定，各武装

部现有的干部，凡符合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年龄规定的，一律收归穿军

装；不能收归的干部，由地方安排相应的领导职务和工作，个别工作

优秀的要提拔使用，其余的都应平职安排，原来是常委的仍然要保留

常委职务等。福州军分区共有 13 个县（市、区）武装部，部长、政

委共 26 人，少数年轻的、符合晋职条件的留下来交给军队，多数年

龄偏大的、任职时间长的、稍微过杠的、按照条件不能收回的，由地

方另外安置工作。我将需要由地方安置的同志列了个名单，找到习近

平同志给他作了汇报，说这些同志虽然超龄了，但资历比较老，干得



是很好的。我建议把他们安排好，没提什么具体职务。习近平同志非

常重视省军区党委提出的安置方案，他提出经市委组织部考核后，由

市委领导讨论决定。由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福州市人武部收归军

队建制时，由地方安排的人武部领导，安排得最快也最好。习近平同

志对各项原则把握得非常好，使这些同志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充分施展

了才华。 

在“个别工作优秀的要提拔”方面，例如鼓楼区部长、闽侯县部

长，多年工作表现优秀，被分别提拔为鼓楼区委副书记、闽侯县委副

书记。 

在“原来是常委的要保留常委”方面，如连江县政委、永泰县部

长、平潭县部长、马尾区部长、罗源县政委等原来都是常委，因年龄

大不能随武装部回军队，便在地方上保留常委，并改任政法委书记。 

在“其余武装部领导都要作相应安排”方面，因年龄偏大不能收

回军队建制、原来没有担任常委的几名部长、政委，也都分别安排在

区县人大、政协担任副主任、副主席职务。 

后来我得到反馈，各级安排得都很认真、很到位，真正做到了“三

满意”，即武装部满意、干部满意、双方领导满意。福建省军区、南京

军区都在第一时间总结和转发了福州市这一好的做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很注重双拥模范的表彰工作，他自己也屡获

殊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隋绳武：习近平同志是拥军支前、支援国防建设的模范，同时也

注重双拥表彰工作。1991 年，他听说要召开第一届全国双拥工作大



会，就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争取在福州市举行。我当时任南京军区

政治部副主任，会议由南京军区和福建省具体承办，我参与了大会全

部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会上表彰了全国十个双拥模范城、十大双拥模

范人物。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代表举办地领导讲了话，还赋

诗一首，表达爱民爱军之情，这就是影响深远、广为流传的《七律·军

民情》： 

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 

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 

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 

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 

从这首诗作中，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同志心里装着人民、心系人民

军队的情怀。鉴于当时福州市在支持国防建设和双拥工作中所取得的

成绩，1992年，习近平同志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拥军优属模范”。 

 

当时《解放军报》每年都要推选 10 个关心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新

闻人物，主要由省军区推荐并征求省委省政府意见，达成一致后上报

解放军报社的后备力量建设宣传部，最后经总参国防动员部批准，然

后在《解放军报》发消息，《中国国防报》发人物照片和事迹。1995

年，我们省军区经研究，决定推荐习近平同志作为“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新闻人物”候选人。当年 10 月，解放军报社派有关领导到福州了

解采写福州市全民国防教育和双拥情况，由省军区政治部领导陪同采

访。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采访，了解到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



间，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事迹十分突出。他多次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深

入部队，帮助解决了营区建设用地规划、水电路、军转干部安置及部

队家属子女户口迁入安置、子女入学等问题，对部队的事实行特事特

办。他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及时出台

一系列政策、法规，切实维护军人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

的落实。大量事实证明，习近平同志完全符合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新闻人物”候选人评选标准。 

1996年，习近平同志被评为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十位新闻人物”，

并被授予“特别荣誉奖”。当年 9 月在北京召开颁奖大会，而此时他

已担任省委副书记，因工作繁忙没有到会，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同志随

省军区宣传部的相关同志到京开会。临行前，他还专门把这些同志叫

到办公室，叮嘱关心国防是大事，务必开好会，把经验带回来，好好

贯彻落实。 

回顾在福建期间对习近平同志的一些认识和印象，我深深感觉到，

习近平同志关心尊重军队老干部，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关心体贴军队

官兵切身利益，关心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等等，都是源于他心系人民、

忠诚于党的政治素养和精神品格。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直坚持把

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说到也做到了。我们要向他学习，

向他看齐！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队也

经常支援地方建设。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隋绳武：福建省作为革命老区和海防前线，双拥优良传统源远流



长。驻闽部队也始终牢记根本宗旨，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

部队领导始终把双拥工作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完成以军

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任务同时，积极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广

泛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援建重点项目，在扶贫帮困、保护生态、

捐资助学、共建文明和抢险救灾等方面为地方作出了应有贡献，在广

泛开展爱民助民活动中融洽了军政军民关系。特别是在抗击台风、扑

灭山火、海上救助等重大抢险救援行动中，驻闽部队总是闻令而动，

全力以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成果，受到八闽大地

人民的衷心爱戴。 

在厦门期间，我们驻厦部队就经常与政府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印

象比较深刻的有，为庆祝建军 60周年，厦门市政府、31集团军、厦

门警备区和厦门水警区联合举办了军民横渡厦鼓海峡活动，参加横渡

海峡的部队指战员和群众共 4000 余人。竞渡者从鼓浪屿小德记海滩

下水，到厦门水仙宫码头上岸，全程 800多米。活动开幕式在郑成功

塑像下举行。习近平同志和我们部队指战员一起参加横渡活动，并胜

利到达终点。 

1995 年我任省军区政委时，为帮助解决闽北贫困地区儿童上学

难问题，组织军区广大指战员开展“献爱心捐资助学”活动，募集资

金 50 余万元，为宁德市福安县赛岐镇捐建了“泰康八一希望小学”。

这是积极响应和关心地方建设所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可以说，在习近平同志带动下，福建军民关系非常融洽，军爱民、

民拥军蔚然成风。习近平同志重视改善军民关系，强调军民共建，对



这些实际举措不断总结提炼。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他多年重视双拥

工作的体会和总结，也是今天他关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等创新理论的

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当然，这是经过实践检验，充分证明是行之有

效的。 

采访组：您是 1996 年离开福建的，这之后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

哪些联系？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隋绳武：我 1996年 4月离开福建，到了北京武警总部任副政委，

我们见面就比以前少了，但联系一直没断。1998年，抗洪结束后，陈

明义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到武警总部机关，代表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武警

部队在闽江抗洪抢险战斗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当时是我联系的。 

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有一年还曾专门给我寄来一本

书，是关于浙江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规划的。每逢重大节日，他在工

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会委托他人来看望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

对老朋友、老同事的关心。他到浙江后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但心

里时常惦记。 

2007年 5月 17日，我退休后到外地疗养途经上海。习近平同志

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了解到我在沪时间只有一天，决定当晚同

我见见面。我们谈了约两个小时，谈得比较深入，也比较投入。 

我对习近平同志说，我们俩相识 20多年了，通过这么多年接触，

我感到你有五个特点，也是五个优势。 

第一，根红苗正。你是老革命的后代，从小受父辈红色传统的教

育培养，并且经历政治运动的磨砺，受到了不寻常的考验，但你为人



低调，多少年来默默奉献，踏踏实实。 

第二，多岗历练。你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当过县、地、市、

省 4级书记，这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是凤

毛麟角。你工作阅历丰富，在河北干过，福建干过，浙江也干过，一

步一个脚印，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都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出了

突出政绩，都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没有杂音。我说：“你是近

平不平啊！叫近平但是不平常啊！” 

第三，经历丰富。你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军队工作经验，和

平时期高级干部同时具有这两个经历和身份的为数不多，十分难得。 

第四，年轻老成。你历来沉稳低调，从不张扬。和你接触，会有

一种亲切感，有靠得住、信得过的感觉。这些年你所到之处，各方面

的反映和口碑都很好。 

第五，酷爱读书。你善于钻研，有相当的理论根底和水平，这是

领导干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以你的品德、能力和政绩，大家都看

好你的发展，期待你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更大的作为。 

习近平同志听我讲完后说：“您的这些肯定，这些溢美之词，都

是肺腑之言，也是对我提出的希望，是对我的提醒和帮助，感谢！” 

那天，习近平同志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和感受。他回顾了父亲

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讲到习老 1962 年就受到冤屈，讲到“文革”

中的苦难遭遇，这些对他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意志都是深刻的磨炼。

接着，他谈了担任正定县委书记的情况。因为干得不错，当时河北省

委研究决定他出任团省委领导，他得知这一消息，一晚上没睡好觉。



经过认真考虑，他觉得自己到正定时间还短，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

还想多给正定人民干点事情，于是就给省委领导写了封信，表示希望

在基层继续锻炼。后来，省委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还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工作成绩，当时引起了中央的

关注，中组部在 1985 年安排他到厦门任职，让他在改革开放的前沿

经受考验和锻炼。三年后，组织上又调他到宁德这个福建最贫困落后

的地区担任一把手，他在那里沉下心来、埋头苦干，倾尽心力带领闽

东群众摆脱贫困。组织上非常认可他在宁德的工作表现，于是 1990

年就让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从正定到厦门，从宁德到福州，从福建

到浙江、上海，习近平同志一路走来，都是听从组织安排、不怕挑重

担子的。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后，可以说是日理

万机。我很想与他叙叙旧，但一直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不打扰；第

二，不添乱。有了大事、要事，我还是很注意跟他沟通的。2009年，

我向习近平同志推荐寿光老县委书记王伯祥同志为模范县委书记典

型的事，得到了他的重视。 

2014年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前，上面有一个相关文件，我

认真学习后，感到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强调的问题，必须鲜明地指出

和纠正。例如，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

拉山头，搞宗派，培植个人亲信，人身依附空前严重；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严重削弱，“军队国家化”这种思想有所抬头，这些危险的存

在还是值得高度警惕的。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分严重，一些光



荣传统丢失，等等。经过认真梳理，我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讲

了我的上述意见。后来，总政派了两位同志来我家里，认真听取了我

的意见和建议。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推荐王伯祥同志的事情吧。 

隋绳武：2009年清明节，我回老家山东寿光扫墓期间，有人给我

看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地为鉴》。这本书写的主要是王伯祥同志在任

寿光县委书记五年间创造和推广大棚蔬菜种植的感人事迹，他后来担

任潍坊市长期间因患肝癌退出领导岗位，享有崇高威信，寿光人都称

他为“活着的焦裕禄”。离开县委书记岗位 18年后，老百姓对他仍念

念不忘。于是农村的一些大队支部书记、退休教员和老百姓自发组织

搜集整理了一些素材，编了《大地为鉴》这本书，意思就是王伯祥的

事迹大地可以作证。我对王伯祥的事迹很清楚，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

王伯祥是个苦孩子，学习很好，人也很好。当时我看到了人民群众为

他编写的《大地为鉴》，再一次被他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禁不住流

下热泪。 

回京后不久，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封信，并寄去一本《大地为

鉴》。我在信上讲，王伯祥的事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

群众的检验，如果能够把王伯祥树立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相信对县

委书记队伍建设，乃至对整个党的建设都有好处。 

大约 7 月初，我得知习近平同志将我的信批给中组部和中宣部，

让他们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到寿光进行了 20 多天的采访调查。后来，

中宣部将王伯祥作为时代先锋进行宣传。 



当年 12 月 31 日，王伯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习近平同志出席了报告会，并对王伯祥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在会

见报告团成员时，习近平同志给他们讲，这个典型是武警部队老副政

委隋绳武同志给我推荐的。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伯祥同志改革先锋

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评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

化的典型代表”。这件事充分说明，习近平同志很爱护人才、珍惜人

才，特别是对抓县委书记队伍建设、树立干部的良好形象非常重视。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接触的 30 多年中，您认为习近平同

志有哪些鲜明特点？ 

隋绳武：我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 30 多年，

当初我认识他时，他才 30 岁出头。经过多年的交往与接触，深深感

觉到他做人很实在，处事很稳重，工作很扎实，负责任敢担当。 

这么多年，无论他走到哪里，口碑都很好，没有杂音，没有非议，

这很难得。所以，我认为他是读书有成、事业有成、做人有成。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就是修身有成、齐家有成、做事有成，

真正做到了德才兼备。在新一代领导人当中，他是新干部老作风，赢

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我对习近平同志特点的评价是，他是老革命的后代，虽然是高干

子弟，但有平民心态。第一，酷爱学习，善于学习，常常引经据典，

对问题的把握比较准，看得比较透，有独特见解，深思熟虑。第二，

年轻老成，成熟稳重，夙夜在公，理想远大。第三，工作作风很简朴，



很扎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四，品德高尚，作风正派，尊重老同

志。第五，谦虚务实，重视和尊重军队同志的意见。 

我常常想，他现在给全党同志提出来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这实际上是他多年来实践过程的真实写照。他一路打拼，一路成长，

一路身体力行。他的思想、决策和行动来源于三个最重要的立足点：

第一，根植于民。一切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第二，爱党如命。为了保

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保持党的生机活力，千方百计严格党的教育和

纪律。第三，惜军如己。以爱惜军队、拥护军队、支持军队建设为己

任，能够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由于这些特点，习近平同志不愧是

党和国家、军队、人民的好领袖、好统帅。 

据我观察和体验，习近平同志有四个方面过硬的基本功。 

一是做普通人的基本功。关心普通人的利益，讲普通人愿意听的

话，为普通人服务。随着职务提升，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是保持本色、

不忘初心的突出体现。对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自我

修养成果，也是党的希望之所在。 

二是善于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这是正确决策的根本保证。他不管

身在何处、官居何职，总能深入基层，总能到老百姓身边调查研究，

这既反映了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又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智慧和艺术。

我曾亲自到他三次走进去的大山深处的下党乡，听群众讲习近平同志

的吃苦精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往事，十分敬佩！ 

三是善于听取群言的基本功。职务越高，这一项基本功越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听功”比“说功”更重要。这一点他做得非常好，



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听得进，很不简单。 

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功。他善于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解

决实际问题。他一贯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能够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做到有的放矢。他敢于直面问题，对调研了解的问题、

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通过整改落实，让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常言道，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今天的每一

步都是明天的基石。我感到，他的每一步走得都很扎实，每一步都留

下了坚实而深刻的脚印。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继往开来、笃定前行，就

一定能够早日实现富国强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