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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新語 二○○七年

為民辦實事旨在為民

（二○○七年一月五日）

堅持以人為本，重民生、辦實事，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

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滿足人民群眾最基本、最緊迫的需

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基礎性工作。領導幹部應按照

“認認真真察民情，誠誠懇懇聽民意，實實在在幫民富，兢兢業

業保民安”的要求，深化認識，拓展方式，切實做好為民辦實事

工作。

現實中確實有一些幹部，為民辦實事的工作熱情很高，但所

辦的事倒不一定是群眾最需要、最歡迎、最能得實惠的。當然，

這裏面有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等關係問

題，但也確實存在沒有很好體現以人為本理念和正確政績觀的問

題。領導幹部一年忙到頭，根本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完善和

落實為民辦實事的長效機制就是忙到了點子上，為民辦實事對象

是“民”，要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問需於民、問計於民、

問情於民，掌握民情、分析民意，民主決策、科學安排，落實好

為民辦實事項目，做到讓人民群眾參與、讓人民群眾做主、讓人

民群眾受益、讓人民群眾滿意，真正使群眾成為利益的主體。

為民辦實事重在辦事

（二○○七年一月六日）

要為民辦實事，先要想辦事，還要能辦事、辦成事。辦成事

就要創造良好的條件。要落實領導責任，建立完善責任落實機

制，使為民辦實事工作真正形成長效機制，使群眾日益增長的物

質文化需求不斷得到滿足。要切實增加投入，按照建立服務型政

府的要求，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完善公共財政制度，優化財政支

出結構，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和轉移支付的力度。

為民辦實事還要形成良好的氛圍，發動各方面都來關心、支

持為民辦實事的工作。要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發揮

廣大群眾的作用，使廣大群眾真正成為選擇的主體、利益的主

體，有的事還要成為行動的主體和投入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

下，一些事可以不是由政府直接來辦，要從擴大就業、應對老齡

化、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的角度，大力發展生活型服務

業，辦好為群眾服務的組織或企業，為更多的群眾提供更好的服

務。通過鼓勵和扶持發展社會組織為群眾解憂，實質上也是為黨

委、政府分憂。同時，要積極鼓勵引導社會資金投入社會公益事

業，參與實事項目建設，形成人人參與辦事、人人得到實惠的良

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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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辦實事成於務實

（二○○七年一月七日）

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最終要落實在一件一件的實事之

中。這些實事，既體現於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惠及全社會的“大

事”，也體現在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家門口的“小事”。

“群眾利益無小事”。抓好為民謀利的“小事”，必須要像抓“大事”

那樣，把求真務實的精神貫徹到為民辦實事的具體工作之中。做

好為民辦實事工作，關鍵在於用好的作風來辦好事，用實在的項

目來辦實事。最實在的事就是要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特別是關心

困難群體，多做、大做“雪中送炭”的事，多搞一些直接造福於民

的“滿意工程”、“民心工程”，切實把老百姓家門口的事情辦好。

實事必須實幹，要改進工作方法，轉變工作作風，腳踏實地、穩

扎穩打，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決不喊空口號、搞花架子。實事

還要見實效，最大的實效就是真正使廣大群眾得到實惠、感到幸

福，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和人文效應。群眾最能體驗為民辦實事

工作的成效，要讓群眾來評判為民辦實事工作的成效。總之，“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1］
。我們把

為民辦實事的工作做好了，群眾的幸福感就會提升，人民群眾與

黨委、政府心相繫、情相連，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會更加扎實。

【註釋】

［1］見《孟子．梁惠王下》。

在學習中深化認識，在實踐中提升境界

（二○○七年一月八日）

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是我們黨對共產

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科學認識的

又一次歷史性飛躍。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過程，是一個在實踐中不

斷深化認識，再以深化認識來推動實踐的漸進的過程。這幾年

來，我省把落實中央宏觀調控政策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

踐，這個實踐就充分體現了這樣的過程：一是注重當前，破題

解難，就是在令行禁止、堅決執行的同時，運用“倒逼機制”，

破解經濟運行中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著力解決粗放經營等

“先天的不足”和要素制約等“成長中的煩惱”。二是著眼長遠，

抓“調”促“轉”，結合“八八戰略”的深入實施，加快經濟結

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構築科學發展的新平台。三是突出根

本，以人為本，抓住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按照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的要求，轉變思想觀念，激發群眾活力，切實把人的發

展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之中，回歸了經濟發展以社會發

展為目的、社會發展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本義。這個過程，體現

了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涵

蓋了科學發展觀關於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內容。做好這

三個方面的工作，我們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和實踐就會進入到一

個新的境界，經濟社會發展就能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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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理解“好”與“快”

（二○○七年一月十日）

由“又快又好”發展改為“又好又快”發展，充分體現了以

科學理念促進科學發展。科學發展，一是科學，一是發展，一定

要在“好”和“快”上做足文章。“又好又快”這個有機統一體中，

“好”在“快”前，居第一位，處於主導地位；“快”置“好”後，

居第二位，處於從屬地位。所以，“又好又快”，首先就要“好”

字當頭，注重優化結構，提高效益，節能降耗，減少排放。同

時，還要好中求快，優中求進，在“好”的基礎上努力保持經濟

平穩較快增長。在制定工作目標時，“好”作為對經濟發展質量

和效益的要求，主要貫穿於以節能降耗減排為代表的約束性指標

中；“快”作為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強調，則更多地體現在以 GDP

增長為代表的預期性指標上。在當前的條件下，要做到“好”比

做到“快”難度更大。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定和執行工作計劃時，

必須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能片面追求 GDP 增長速

度，要著重關注節能降耗減排等約束性指標，把結構調整、資源

節約和環境保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加注重發展的協調性、

均衡性和可持續性，努力實現又好又快發展。

強本還須節用

（二○○七年一月十二日）

中華民族歷來講求勤儉持家，勤儉辦一切事情。古人云：“強

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1］
意思是說，在廣開財路的基礎上，

如果節用節流，那麼日子會越過越好。現在，經濟持續發展，財

力得到改善，利潤實現增長，群眾收入提高。成績令人鼓舞，也

容易讓人陶醉，甚至容易降低一些方面的要求。因此，杜絕鋪張

浪費之風，重申勤儉節約之風，確是一記當予敲響的警鐘。

我們在“強本”上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也要清醒地認識

到，“本”不僅在於我們所創造的財富，也在於自然界賦予我們

的財富，這樣的“本”不是我們所能創造的。當前，制約經濟發

展的資源、環境等因素比較突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

社會的任務十分艱巨。我們應當繼續發揚艱苦奮鬥和勤儉節約的

優良傳統，切實珍惜民力和財力，珍惜資源、環境，在“節用”

上花大力氣。要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旗幟鮮明地反對鋪張浪費

和大手大腳，堅決反對奢靡享樂之風，大力弘揚勤儉節約之風，

讓勤儉精神廣為弘揚，勤儉意識深入人心，勤儉行為化為自覺，

真正使崇尚勤儉成為社會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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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見《荀子．天論》。《荀子》為荀子所著，是先秦儒、墨、道諸家學派哲學思想

的總結和發展。荀子（約前 313—前 238），名況，趙國人。戰國末期哲學家、

思想家、教育家。認為“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和

性惡論等。

推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古人有語：“落其實思其樹，飲其流懷其源。”
［1］
現代企業

是社會的細胞，社會是孕育企業成長的母體。所以，企業在自身

發展的同時，應該當好“企業公民”，飲水思源，回報社會，這

是企業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大量事實證明，只有富有愛心的財富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財

富，只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才是最有競爭力和生命力的企

業。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的企業，甚或只顧賺取利潤、不顧

安全生產的企業，終究難以持續。可喜的是，在落實科學發展觀

和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已越來越成為企業界

乃至全社會的共識。

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需要各方合力推進。政府要進一步強化企

業約束機制，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完善誠信體系，落實監管職

責，充分發揮稅收調節作用，使價格形成機制真正反映資源稀缺

程度和付出的環境代價，引導企業切實承擔起社會責任。社會各

界要做好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員，努力形成全方位的監督企業承

擔社會責任的輿論環境。廣大企業要自律自重，樹立科學經營理

念，理順內外部關係，爭做負責任的“企業公民”，使企業的發

展壯大真正走上和諧健康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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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參見庾信《徵調曲》六首之一。原文是：“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

庾信（513— 581），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北周文學家。

在慈善中積累道德

（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古人有云：“上善若水
［1］
，厚德載物

［2］
。”孟子有道：“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
［3］
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歷來尊崇厚仁

貴和、敦親重義，並將樂善好施、扶貧濟困奉為美德。季羨林
［4］

老先生說過，“慈善是道德的積累”。樹立慈善意識、參與慈善活

動、發展慈善事業，是一種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道德實踐。無論是

個人還是組織，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裕，不管在什麼條件下，不管

做了多少，只要關心、支持慈善事業，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就開

始了道德積累。這種道德積累，不僅有助於提高個人和組織的社

會責任感及公眾形象，而且也有助於促進整個社會的公平、福利與

和諧，有利於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會主義榮辱觀在全社

會得到更好的弘揚，切實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

我們欣喜地看到，一大批企業家和先富起來的人成為慈善家

或者積極參與到慈善事業當中。這些先富起來的人作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浙江發展慈善事業的重要力量。浙江

的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應以“兼濟天下”的精神，更加主

動、勇敢地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積極加入到慈善事業

中來，以自己的愛心和善行，提升自身的社會價值，以自己的實

際行動扎實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各類組織和各界人士積極加入到



296 297

之江新語 二○○七年

這一愛心事業中來，人人心懷慈善，人人參與慈善，我們的社會

一定會更加文明、更加和諧。

【註釋】

［1］見《老子》第八章。

［2］見《周易．坤》。《周易》，亦稱《易經》，中國儒家重要經典之一。《周易》通

過八卦形式（象徵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推測自然

和社會的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

推，變在其中矣”等富有樸素辯證法的觀點。

［3］見《孟子．公孫丑上》。

［4］季羨林（1911— 2009），山東臨清人。一生致力於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

並在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上頗多建樹。

要“和”才能“合”

（二○○七年一月十九日）

一個好的領導班子，要善於團結協作。大事講原則，小事講

風格，遇事多通氣，多交心，多諒解，真正做到講團結、會團

結。講團結不是不要原則，而恰恰是要坦誠相見，勇於直率地開

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一個班子裏就像是在同一條船上，開展工

作就好比划船。大家同舟共濟，目標一致，心往一處想，力往一

處使，形成了合力，這船就能往預定的目標快速前進。如果各有

各的主張，各往各的方向划船，這船只能在原地打轉，不能前進

半步。更有甚者，如果互相拆台，還會有翻船的危險。百年修得

同船渡。班子裏的同志能聚到一起工作就是一種緣分，要珍惜在

一起共事的時間，同心協力，幹出一番事業。班子的主要負責同

志，是一“船”之長，要起好把舵抓總的作用，凝聚全“船”之

力，使“船”沿著正確的航道前進。班子裏的其他成員要各司其

職，相互配合，這樣“和”然後“合”，大家團結和諧，就能形

成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