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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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组：对于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

习近平同志有哪些战略构想和实践？

  吕祖善：关于区域协调，习近平同志

有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接轨上海，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习近平同志来之

前，省里面已经有了沪、苏、浙加强协作

的构想和初步实践，但仅限于我们常务

副省(市)长这个层面的交流。我们每年

有一次聚会，协调发展的一些事，这个活

动已经搞了几年。到浙江工作后，习近

平同志对我说：“祖善，每年常务副省(市)

长的聚会还不够，应该提高级别到书记、

省(市)长参加的‘长三角峰会’”。我根据

他的指示做了通报以后，当时上海和江

苏的主要领导都表示赞同，认为这个“峰

会”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将会起到很大

的作用。这样，第一次长三角峰会 2005

年下半年在杭州召开。

  习近平同志曾经直截了当地对我们

说：“接轨上海就是接轨发展，就是接轨

国际化和现代化。我们要乘上海之船发

展，然后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但当时有些同志对长三角一体化还

是有些担心，他们担心企业外撤，到长三

角的其他省份和城市去发展，会不

会造成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习近

平同志对这个问题解释得很精

辟。他说，企业是否走出去，是从

经济规律、企业发展以及市场和资

源等各个方面来衡量的。这是全

局的意识，也是浙江的责任。

  在长三角峰会上，习近平同志

明确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并提出

了一些重点方面的具体设想。比

如，交通基础设施联网——— 公路、铁路、

海运、江河运输；环境共治——— 长江、太

湖水、空气等治理；金融一体化——— 比如

银行业；公共服务一体化——— 比如医

保。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重点讲了长三

角各地区之间推动产业互补的问题。

  长三角一体化是提升区域发展协调

性的重要途径，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首

先提出构思并实际推动的战略规划，得

到了上海、江苏的赞同和支持，长三角一

体化从这里起步，之后又成为国家战

略。后来，国务院制定了长三角区域发

展规划，确定长三角为亚太地区的重要

门户、世界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

务业基地，着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世界

级的城市群。

  采访组：生态保护也是协调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生态省建设上，

浙江走在了全国最前列。请您谈谈习近

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期的生态省建设。

  吕祖善：习近平同志一到浙江工作，

就开始到各地进行调研，用 7 个多月时间

跑了 69 个县。有一次，他在和我谈工作

的时候就说：“祖善，浙江真是个好地

方。在我们手里，要把她保护好，还要发

展好。如果能够做到为今后的发展打下

扎实基础，那就更好了。”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

已经有了生态省建设的实践经验。2003

年 7 月，他结合浙江的实际，提出了生态

省建设。省委省政府召开生态省建设动

员大会，提出了建设生态省的发展目

标。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句话，给

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不重

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

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这就把

生态建设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不容忽视

的重要地位上。接下来，习近平同志对

整个浙江省的生态建设提出三个阶段的

规划：启动阶段、推进阶段、提高阶段。

启动阶段有两年的时间，因为生态省建

设首先从环境治理起步，所以启动阶段

就要把浙江污染的严重性、环境整治的

重点地区、污染源调研清楚，搞清楚污染

源在哪里、是什么、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从 2006 年到 2010 年是生态建设的推进

阶段；从 2011 年到 2030 年则是提高阶

段。我们省政府制定了相应的“811 ”环

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8”指的是浙江省

八大水系，“11 ”既是指全省 11 个设区

市，也指 11 个省级环保重点监管区)，这

个计划不是两年三年的计划，而是一个

长效机制，浙江要坚持十几年甚至数十

年，要一以贯之地抓。

  浙江河网密布，水自然成了环境整

治的重点。省里提出了整治的重点行

业：化工、医药、皮革、印染、味精、水泥、

冶炼、造纸等，涉及这些重点行业的企业

有 573 家，每一家都完全按照习近平同志

的要求进行调查，摸清楚基本情况。当时

我们提出，监督与建设并举，既要利用现

有的条件进行严格的监督，也要建设一批

监督环境的基础设施。比如，建设重点水

域交界面的自动检测监控设施，在严格检

测下，甲流域流给乙流域的如果是三类水

质，乙流域再流给丙流域的就不能是四

类，当时这在全国都是很先进的。我们对

污水处理厂也都要进行在线监测，可以随

时知道处理之后的水是不是达标。我们

对县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

测，对重点行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

点地区也进行了废气的重点监测。

  根据以上这些措施，我们提出了“两

个基本、两个率先”的要求。“两个基本”

是：通过启动推进阶段，全省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环境污染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两个率先”是：率先

在县以上城市建成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

设施、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的重点监测

网络，要求在 2007 年完成。

  “ 811 环境污染整治行动计划”是

2003 年 7 月提出的，从 2004 年开始实

施。到了 2007 年，“两个基本、两个率先”

的要求我们如期达到了。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生态省建

设的启动阶段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任

务。从 2006 年开始，启动了推进阶段。

前面提到的“五大百亿”工程，其中就有一

项“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5 年投资

400 多亿，包括万里清水河道建设、城市

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

　　象棋，传统益智游戏也。古称“象

碁”“象戏”，相传起源先秦，继之秦汉，兴

于隋唐，定型于两宋。源远流长，渐成完

备之制；蔓延城乡，势如春野之风。文人

雅士，推波助澜；方家名宿，多有精论。

韩信结合实战演绎兵法，洪迈绾会古今

著写棋经；《橘中秘》论斗炮局著称，《梅

花谱》研屏风马闻名；更有古往今来各路

高手争雄斗奇，天下名局精彩纷呈。悠

悠千载，垒石成塔，穷理尽微，登堂入室，

终使闲娱小技蔚成堂皇大观。

　　象棋之制，含藏玄数。方形棋盘，纵

横直线相交，如大地经纬分明，九十交点

喻示一季之日数，六十四格隐含易经之

覃奥。圆形棋子，周全之法；红黑二色，

阴阳之道。三十二子，各负职责使命；楚

河汉界，行子明定规则。二人对弈，分数

十六，列阵如两军对垒；及至开战，越河

厮杀，场面犹生死决斗。一局终了，或有

胜负平局；推枰敛手，各自罢战归去。弈

者男女不限，老少皆宜；常博健体娱心，

开脑益智。

　　象棋之谋，兵法之用。尺方生死之

地，千古存亡之道。河界三分阔，智谋万

丈深。布子似布阵，点子如点兵。兵不

厌诈，棋不避诡。先计而后战，运筹帷

幄，入局谨慎细微；谋定而后动，纵横捭

阖，运子神鬼莫测。瞒天过海，声东击

西，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利而诱之，乱

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出其不

意，攻其无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

城略池，棋战堪比兵战；深谋远虑，兵法

即是棋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胜负之

算十无一失。如此棋谋，大师棋王

是也。

　　象棋之德，首在娱乐，贵在修行。工

作之余，大街小巷随意置枰；休闲娱乐，

三五棋友切磋技艺。人有智愚之分，棋

前人人平等；艺有高低之别，弈后方见分

晓。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

夫。你来我往，但求随心所欲；见招拆

招，笑谈胜负得失。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据德游艺，乐在其中。更有贵德修行

者，以棋陶冶情操，修心养性。仁义礼智

信，儒家五德扶棋风纯正；智信仁勇严，

兵家五德促棋艺精进。艺精而心旷，心

旷而神怡，神怡而品高，品高而德厚，德

厚而境界阔远。观乎象棋，如临人生。

知常达变，守正出奇。进退有度，收放自

如。胜而不骄，败而不馁。荣辱不惊，棋

我两忘。如此棋德，堪称棋圣。

　　象棋之道，玄妙之门。幽微发乎心，

浩渺应乎外。观其盘，犹观宇宙之深邃；

审其势，如审内心之玄奥。执其子，宇宙

在乎手；行其着，万化生乎身。置身市

井，如临云峰绝顶；安坐对弈，胜比天山

论道。道以御棋，棋以载道。有招化无

招，无招胜有招。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目中有棋，心中无

棋；目中无棋，心中有棋。棋是棋，棋非

棋；棋是道，道即棋。道生一，一生二，阴

阳之分合；纵数九，横数十，易理寓其

中。二人对弈，实为一体，形似太极，互

冲互存。棋逢对手，竟成知音；履中蹈

和，方为大道。故而至高棋艺，不在胜人

在于自胜；至高棋道，不在争胜在于致

和。为而不争，争而无为；大武止戈，天

道贵和。如此棋道，当为棋仙矣。

　　嗟夫！中国象棋，中华智慧之体现，

人文道德之渊薮。千年传承，历久弥新；

今至我辈，自当珍惜。精研棋艺，宜肩承

前启后之责；深悟大道，当立发扬光大

之功。

象 棋 赋

潘宝安◆

  为展现即墨撤市设区五年来经济

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深

情讲述新时代即墨人的奋斗故事和幸

福生活，生动展现即墨人的崭新精神

风貌，《新即墨》报即日起开展“踔厉奋

发这五年——— 聚焦即墨高质量发展”

主题征文活动。

  作品要求：1、主题鲜明。围绕全

区各部门各行业提升能力，转变作风，

实干立身，争先出彩，讲述即墨全面转

型高质量发展的故事；围绕城乡发展

变迁，讲述民生改善、生态宜居、城市

文明的百姓故事；围绕乡村旅游示范

村、精品旅游民宿集群、休闲旅游度假

区、康养旅游示范工程、特色美食及古

城风采等文旅地标，讲述文旅文创融

合发展的故事；围绕风土民情、乡风乡

韵、文化遗产、美丽乡村等，讲述乡村

振兴、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经济社会发

展的故事。

  2、文体以散文、随笔、诗歌为主，

散文、随笔在 2000 字以内，诗歌在 100

行以内。3、作品要求内容真实、情感

真挚、语言清新，注重文学品位，具有

独特视角。

征稿启事

荷塘 李世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