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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习习习近近近近平平平平的的的的故故故故事事事事
————习习习习近近近近平平平平在在在在浙浙浙浙江江江江

  采访对象：王永昌，1953 年 1 月生，

浙江金华人。2002 年 3 月，任绍兴市委

副书记、市长。2004 年 5 月，任绍兴市委

书记。后历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2016 年 4 月退休。

　　采访组：田玉珏 薛伟江 路也

　　采访日期：2017 年 9 月 17 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大华饭店

　　采访组：王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

在浙江工作期间，您曾先后担任绍兴市

长和市委书记。请您首先讲讲当时他对

绍兴的评价是怎样的？

　　王永昌：绍兴是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习书记对绍兴发展方向的指

导，在我的印象中，也是从文化开

始谈起的。2003 年 1 月 20 日省两

会期间，习书记出席绍兴代表团的

讨论会。他讲道：“绍兴有很多典

故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今天，我

们弘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

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就是要围

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

代化的目标，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努力

谱写新时期的‘胆剑篇’。绍兴这块土地

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相信将来能

够创造更大的辉煌。”这篇讲话虽然不

长，但给在场的干部和代表们留下了极

为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觉得习书记一定

看过很多书，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绍

兴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小黄山文化开

始，至今已有约 9000 年历史。即便从公

元前 490 年越国定都算起，绍兴也有

2500 年的建城史，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是

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吴王夫差和

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习书

记用短短十来分钟的讲话，将绍兴历史

的精华概括为“胆剑精神”，是很了不起

的。那时，我就感到，习书记很善于挖掘

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重视把绍兴当地

的历史文化继承并发扬光大，让传统文

化为新时期的发展服务。

　　后来，习书记又多次阐述“胆剑精

神”。在 2003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绍兴市

新一届市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根

据习书记在年初省两会讲话的内容，作

了以“发扬胆剑精神，谱写新时期的胆剑

篇”为主题的讲话。习书记在这篇讲话

稿上批示：“希望你带领绍兴市政府一班

人，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

合绍兴实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

工作、勤政为民，谱写好新时期的‘胆剑

篇’。”2004 年 8 月 24 日，习书记听取绍

兴市委、市政府工作汇报后，再次强调在

新时期弘扬“胆剑精神”的重要性。他指

出：“要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加快发展

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要大

力弘扬‘胆剑精神’。过去有一部历史剧

《胆剑篇》，专门描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奋发有为，这种精神很好。越王勾践生于

绍兴，绍兴更要发扬‘胆剑精神’。绍兴正

是因为弘扬了这一精神，才从一个农业小

城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工业新兴城市、全

面发展的城市。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

之成为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

　　习书记的这些指示给我们极大的鼓

舞。2004 年我担任市委书记后，就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了“胆剑精神”大讨论，主要

讨论新时期“胆剑精神”的具体内涵，以及

如何结合工作将“胆剑精神”落到实处。

通过大讨论，既传承了绍兴悠久的文脉，

又给绍兴的历史文化赋予新的精神特质，

同时激发了干部群众克服困难的勇气，为

绍兴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明确提

出，“优先发展农

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乡村

振兴，关键在人。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必须要把“人”

的因素放在重要

位置来考虑。如

何为各类乡土人

才大展才华创造

有利条件，确保引

得进、干得好、留

得住，打造一支过

硬的乡土人才队

伍，应成为各地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课题。据

报道，唐山曹妃甸

区第三农场坚持

改进培训方式，以

网络新闻媒体+技

术服务为载体，加

大提升全农场种、

养殖乡土人才的

服务力度，切实提

高了乡土人才整

体素质，为当地发

展提供了有力智

力支撑，也为如何

打造乡土人才队伍提供了有益经验

参考。

　　立足于“精准”，分门别类“引”人

才。如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

现，要引进的人才也愈发丰富多元。

要推动乡村振兴，就必须开发乡土人

才资源。不仅需要引进专家教授、科

研人员等高端人才，更需要培育掌握

一技之长的“土专家”和沾满泥土气息

的“田秀才”。各地基层党组织要以慧

眼识珠的眼光对外引“才”、就地取

“才”。一方面，要拓宽渠道加大宣传力

度，利用多种媒介渠道广而告知，彰显

引“才”的决心。另一方面，要通过摸底

调研、组织推荐等形式，层层挖掘、动态

掌握各行各业的乡土人才，建立专门

信息库，实行资源信息化管理，为今后

的培养、使用、流动和培训等提供依

据。同时还要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

干部人才对接机制，探索“项目引才”

“岗位引才”等模式，重在实效，让乡土

人才有“用武之地”。

　　致力于“培优”，全心全意“育”人

才。要注重把乡土人才培育统一到当

地发展、乡村振兴的大局中去。致力

于打造培育优质乡土人才队伍的目

标，准确把握“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关

系。一方面，要根据市场供求和乡土

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

方案、内容，根据教学反馈进行完善优

化，杜绝“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流水式培

训，不断提高农村乡土人才的技术运

用和实际操作能力，让乡土人才愿意

听、听得懂、学得会。另一方面，要有目

的、有计划地分期分批组织相应的人

才到先进地区进行参观学习，拓宽视

野、取长补短，再以实干检验学习成效，

杜绝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学习，打造一

支能够 “影响一片、带动一群、造福一

乡”的过硬乡土人才队伍。

  着眼于“长远”，因人施策“留”人

才。各级党委政府要因人施策制定相

应的政策激励机制，重点整合农业、人

社、金融、科技等部门资源，在项目支

持、土地流转、金融信贷、科技服务、税

费减免等关键环节给予保障支持，帮

助乡土人才把产业做大做强。要按照

乡土人才的实际贡献，选树先进典型，

加大宣传力度，给予人才足够的尊重，

切实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同

时可采取产权激励、市场激励、企业激

励、政府激励相结合等激励方式，提供

具备竞争力的报酬，保护好乡土人才

的一切合法所得。此外，还要建立健

全乡土人才干事创业容错纠错机制，

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减少不必要的顾虑，让他们轻装前

行。真正用宽厚包容、人尽其才的环

境，大有可为、勃勃生机的前程，坚定乡

土人才扎根农村的决心，以乡土人才

为核心，汇聚起乡村振兴所需的各种

资源要素，共同谱写好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乡村振兴精彩篇章。

(选自《人民论坛网》)

　　近日，有网友在媒体平台的领导留言板

上，建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

虹：“希望可以把资金多放一点在农村或者郊

区等不发达的地方，多建设一些体育设施，比

如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等等，因为这些运

动对下一代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希望

国家可以重视。”这个朴实的建议，引发了不

少网友的共鸣。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现乡村振

兴，是一个包含多维度目标任务的系统工程，

其中乡村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备程

度，也是衡量乡村振兴成色的重要标尺。我

国农民群体数量庞大，乡村居住人口达到

50979 万人，特别是一些农村孩子，因为缺乏篮

球场等体育运动设施，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较

少得到锻炼机会，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养成运

动习惯的最佳年龄窗口。

　　推进乡村振兴，不能让体育缺位，要补齐

乡村体育健身设施这块短板。统计显示，我

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41 平方米，而根据估

算，我国乡村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15 平方

米，还不到全国均值的一半。正因为此，刚刚

闭幕的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

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提高乡村基础设

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补齐乡村体育设施的短板，是推动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从城市到

农村，从市民到村民，体育锻炼和休闲健身都

不应该成为一种奢侈。其实，早在今年 6 月，

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就发

布了《关于推进“十四五”农民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将农村公共健身设施

建设纳入各地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

计划、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工程和村级综

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加快

补齐 5000 个以上乡镇(街

道)全民健身场地器材。

　　客观来说，乡村体育设

施存在历史欠账，这是由我

国国情决定的。补齐这块

短板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

不能平均用力，避免“撒胡

椒面”式的运动式建设造成

资源浪费。建设体育设施，

归根结底是为了让群众加

强锻炼、强身健体，因此要

因地制宜，结合人口结构、

群众喜好、天气条件等有针

对性地补短板。例如针对

北方冬季较长且气温寒冷，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多

建室内运动场地；而贵州的

“村 BA”打得火热，两广地

区的乡村篮球赛也广受欢

迎，那么不妨重点支持建设

一批篮球场，更好满足群众

对这项运动的场地需求。

　　此外，补齐乡村体育设

施的短板，“建”是一方面，

“管”是另一方面，要避免陷

入只“建”不“管”、只使用不维护的误区。一些

地方探索建立了农村学校体育设施与农民健

身资源共建共享和运行维护补偿机制，大大

提高了农村体育设施的使用率和管理水平。

还有的地方将体育设施与本地特色文体活动

结合起来，发展休闲体育和文化旅游产业，也

受到群众欢迎。只有“建”“管”并举，因地制

宜，才能让乡村体育设施更好发挥作用，让乡

村体育锻炼蔚然成风。

(选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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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评论员◆

“习书记指导绍兴谱写新时期的‘胆剑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