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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感悟

我说“八八战略”我说“八八战略”
在浦江，在浙江，“省委书记与 97 个印

章”的故事传颂至今。
2003 年 9 月 18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来到当时信访问题集中的浦江
县下访接访。当天，作为第一批来访者，
50 岁的村民蒋星剑等三人反映 20 省道（现
210 省道）浦江段因年久失修，严重制约了
山区的经济发展。习近平同志当场拍板：

这是一条山区群众的“小康之路”，不仅要
建，而且要建好。两年后，新路全线贯通。
2006 年新年伊始，一封盖有浦江西部山区
97 个村民委员会鲜红印章、代表 20 多万村
民的感谢信，寄到了习近平同志手中。

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
众满意是答案。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
实事，为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注入了

“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彰显了“心无百姓
莫为‘官’”的为民情怀。

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浦江始终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下访时的殷切嘱托和谆谆
教导，一任接着一任干。浦江水晶产业的迅猛
发展，曾一度让县内几乎八成的溪流成为“牛
奶河”，一些心急的老百姓怒气冲冲前往县信
访大厅上访。当年，浦江打响了全省“五水共
治”第一枪；1年后，浦阳江同乐村翠湖段成了
可游泳河段；4年奋战，唤回了绿水青山⋯⋯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
察其疾苦。

随着时代的发展，“干部下基层开展信
访工作”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价值

与意义早已跳出了信访工作本身，彰显出历
久弥新、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

把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作为区县领导接
访下访主阵地、实行接访领导“一抓到底”
的领衔包案督办制⋯⋯20 年来，浙江推动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直奔基层、直面群众、直
击矛盾、直接解决问题，不断拓宽这条为民
之路。正如当年“97 个印章”背后浦江老百
姓的直白评价——通过这条路，党和政府
与老百姓的距离更近了，老百姓致富、奔小
康的路更平了。

“97个印章”背后的为民情怀
浦江实验小学教师 刘晓鹏

大道之行——“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大型主题展览呈现我省 20 年精彩蝶变。展览中，一张张发自内心的笑脸尤为令人动容。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这是习近平同志对杭州基层干部提出的十六字谆谆嘱托。
回望过去 20 年，浙江始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迭代升级“民呼我为”工作体系，建立

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推动民生问题解决，让幸福可感、可知、可及。

民呼我为，绘就美好生活新画卷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这是习近平同志
对我们社区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工作指南。

之后，我们建成全省首家社区老年食堂，到现在已经迭代至
4.0的版本，形成了康养一体化的智慧食堂；开设0至3岁婴幼儿
托育中心、青少年科普活动馆，满足0至12岁孩子们日常学习生
活需求；打造“翠品牌”系列民生综合体，让老小区居民享受到高
品质物业服务⋯⋯我们将不断践行“民呼我为”，进一步推进党
建统领、网格管理工作，把总书记的为民情怀真真切切落到老百
姓的心坎上，形成同心同力的社区自治、串珠成链的为民服务、
席地而坐的小区环境和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让居民都能感受
到幸福美好。

——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一区社区党委书记项菲菲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从两个小镇摸索前行到全

国各地开花结果，成功实现从探索改革、经验推广，到地方性法
规专门立法的“三级跃升”。这起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提出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票决制的实施，使为民惠民利民的民生实事从“为民做主”转
变为“由民做主”。一字之差，迈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
步，以民生实事为支点，撬动了群众、人大、政府部门在基层民主
实践中的积极性。作为票决制的发源地，宁海多年来久久为功绵
绵用力，不断让项目征集范围更广、监督效果更实、群众满意率更
高，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提供了宁海探索。

——宁海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严义靖
我们坚持传承发扬“民情日记”，以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为主

线，创新打造“榧树下”品牌倾听室、“榧乡”建议征集队伍、“香榧
币”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等，创新运用党建引领——成事、干部下
沉——管事、乡贤助力——议事、榧乡卫士——共事、榧下夜谈
——问事等“五事”工作法，通过党员干部下沉倾听民意，进一步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实现服务不缺位、矛盾不上交、问题
不上行，推进乡村共富共美。

——嵊州市谷来镇党委委员黄忠旺
民呼我为，只有倾听群众呼声，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和

意愿。民生热线，也是改革一线。杭州在全省率先打造“民呼我
为”统一平台，全面整合了12345政务服务热线、领导信箱等100
多个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的各类民意反映平台渠道，通过一个口
子收集民意大数据。如今，这颗“大脑”正在不停“进化”，努力通
过一次次迭代升级，进一步解决载体过多投诉乱、分头受理监督
难等难题，提升效能，让老百姓“呼”得更便捷，让党员干部“应”得
更及时。

——杭州市信访局局务会议成员、二级巡视员余鹏标
（本报记者 李攀 万笑影 整理）

交出一份更温暖的
民生答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
在心上，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习近平在省纪委第九次全会上的讲话（2006年1月13日）

● 率先在全国建立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截至2023年6月，福利机构和社会散居孤

儿平均养育标准分别达到每月2680元和2080元。

● 在全国率先颁布社会养老服务条例。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均建有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助餐服务村（社区）服务覆盖率达70％。

●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十年保持在100万人以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

● 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从2003年的75.61 岁上升至2022年的82.3 岁，人群主要健

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 20 年来，浙江省市县三级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共约15万人次下访接待群众，累计接

待群众20万余批70万余人次，化解20余万件信访问题，群众满意率达85%
以上。

悠悠万事，民生为先。
对“民呼我为”这 4 个字最感到亲切的，

莫 过 于 杭 州 市 西 湖 区 翠 苑 一 区 的 居 民 。
2003 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试点期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将翠苑一区社区作为基层联系点，先后 3 次
到社区调研，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并作出“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的
重要指示要求。

20 年来，“民呼我为”的理念从一个社
区、一座城市传遍之江大地。“群众需要什
么，我们就做什么”成为党员干部一种共识，
一种工作导向。

2004 年 10 月，一份让万千浙江人倍感
温暖的重要文件亮相。在习近平同志的提
议和推动下，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国率先
出台《关于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
若干意见》，围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科教
文化、社会稳定等十大重点领域，明确加快
建立健全民情反映、民主决策、责任落实、投
入保障和督查考评五大工作机制。

紧接着，在 2005 年 2 月召开的省两会
上，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突出抓好
十个方面实事”，浙江每年为民办十方面实
事的温暖征程由此开启。近十几年来，省
委、省政府每年拿出新增财政的三分之二以

上用于改善民生。随着一批又一批为民办
实事项目建成，极大提升了浙江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以人为本，浙江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出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群众之所困——

在民生项目的征集中集思广益。各地
纷纷建立群众“用得来、用得着、喜欢用”的

村情民意信息网。2014 年底，省政府还首
次通过网络征集新一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鼓励群众参与到民生项目的决策实施
中来。2008 年，宁海县在力洋、大佳河探索
试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实现了
民生项目从政府“为民作主”到“由民作
主”。2018 年 4 月，这一机制在全省市、县、
乡三级实现全覆盖；

根据群众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不断
拓展实事领域，丰富实事内容，细化实事项
目。近年来，浙江持续打造“民呼我为”统
一平台，通过全面整合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
等各类民意反映平台渠道，实现了一个口子
收集民意大数据。

“民呼我为”，只有办实每件民生事，才
能取信于民。浙江不断建立和完善监督机
制，对落实解决群众诉求的全过程、各环节
加强监督。如今，责任机关、单位对涉及群
众利益的事不敢有丝毫马虎。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的意见》指出，积极探索开展“民呼我
为”、“接诉即办”等，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
体问题。

中 央 有 要 求 ，浙 江 有 行 动 。 省 委 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此进行
专题研究，提出要深入推进民呼我为工作
体系改革。通过这项改革，浙江将继续深
化对“民呼我为”实现路径、机制、手段的
探索。

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20 年来，浙
江具有鲜明特色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已
驶入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轨道，浙江用一
份靓丽民生答卷绘就百姓幸福底色。

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
本报记者 李 攀 万笑影

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
本报记者 李 攀 万笑影

2005年8月，台州市路桥区路北环卫所112名环卫工人，搬进了路北街道投资100多万元专门为他们建造的公寓。

2005年，浙江省全面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爱心营养餐工程、食宿改造工程和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图
为杭州市建德市小学生吃上“营养午餐”。

2005年 7 月，宁波市镇海区西门社区开设能与居民群众
进行互动沟通的“回音壁”。群众随时可以在“回音壁”上列出
需求，社区则给出相关职能部门、办事流程等具体答复。2005年9月，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邀请社区老人到食堂当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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