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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秋水、万派涛声，钱塘大潮奔涌而来。
9 月 23 日晚，钱塘江畔，亚运圣火第三次在中国点燃。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见证亚洲共此时的高光
时刻。

整场开幕式，贯以“潮起亚细亚”的主题：
巨大的地屏和网幕上大潮交迭激荡，飞旋于空中的演员与

潮共舞，“弄潮儿”乘着风帆竞渡；
超过 1 亿人参与汇聚而成的“数字火炬手”，奔赴而来，点

燃“钱江潮涌”主火炬塔。
一幕幕视觉盛宴，尽显之江大地的万千气象。
这是水浪之潮、体育之潮，更是时代之潮、文明之潮，令人

不禁想起 2016 年总书记在杭州出席 G20 峰会时所引用的诗
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生生不息的潮，始终奔腾在浙江人的血脉里。
“弄潮儿”是谁？我们沿着总书记此次在浙江考察的足迹，

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义乌市李祖村，一个曾被称为“水牛角村”的“脏乱差穷”小

山村，得益于“千万工程”，变身“绿富美”。
在村里的“共富市集”，总书记见到了一张张青春的面孔。

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农创客”，创业项目从创意咖啡、盆景农场，
到木艺陶艺、手工竹编，琳琅满目、花样迭出。一个小村庄，集
聚了50多家创业主体。

面对总书记，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这样总结：“流量变
产量、颜值变产值、资源变财源、山区变景区、农房变客房、村民
变股民。”原乡人、返乡人、新农人，共同探索出“绿水青山”变

“金山银山”的丰富路径。
当年启动实施“千万工程”时，习近平同志就特别强调农民

的主体作用。
这次来，总书记更加感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当时听

起来不得了，这个‘大战役’怎么打？政府得给多少钱啊？不是
这样。政府主要采取一些鼓励引导政策，主要还是要靠农民群
众自力更生。实际上，这个经验我们后来推广到了扶贫工作
中，下一步乡村振兴也要这样。”

20 年来，“千万工程”造福万千群众，也发动起万千群众，
形成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和不竭动力。

“弄潮儿”，始终扎根大地、不懈探索奋斗。
乘汽车沿着高速公路，从杭州市到义乌市。高速路口收费

站上方的“货郎担”图案，引人注目。这正是当年义乌人摇着拨
浪鼓，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形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义乌无疑是一个勇立潮头的“弄
潮儿”。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来过义乌 10 多次，对此
深有体会。

这次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习近平总书记同这里的商户、
小企业主代表亲切交流。

“在这里打拼多久了？”
“37年”“20年”“30年”“27年”⋯⋯每一声回答，背后都蕴

含着一段艰辛的创业故事。
回答“27 年”的是张吉英。总书记刚到她的商铺里参

观过。
从张吉英的父亲走街串巷给人修伞，到 1997 年她自己来

义乌市场摆了个一平方米小摊位，到后来开设商铺、开办企业，
再到女儿留学回来加入企业、打通线上线下⋯⋯张家的奋斗经
历，正是义乌创业者的典型故事。

“这个地方，既不临海也不临边，怎么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
个贸易中心呢？是因为义乌人做到了‘无中生有’‘莫名其
妙’。”总书记再次谈起“义乌发展经验”。

《之江新语》中，有一篇《不畏艰难向前走》，谈的是浙商
精神：

“浙江之所以能够由一个陆域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
省，正是由于以浙商为代表的浙江人民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
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在听取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再次
强调要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持续弘扬“四千”精神，言语
之中饱含激励：“这是我们这里的人文特点啊，大胆干大
胆闯！”

“弄潮儿”，从未停下敢闯敢试、创业创新的步伐。
绍兴会稽山脉西麓的枫桥镇，是元朝画家、诗人王冕的家

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诗句广为人知。
而在新中国，枫桥基层群众创造的一项经验，也从这里推

广向全国，为公众所熟知。
此次来浙江，总书记专程来到枫桥镇，走进枫桥经验陈

列馆。
“枫桥经验”如陈列馆旁的枫溪流水，从未停滞、不断更

新。杭州“武林大妈”，诸暨“红枫义警”，桐乡“乌镇管家”，舟山
“东海渔嫂”⋯⋯陈列馆里，讲解员向总书记介绍之江大地的基

层治理实践故事，诠释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蓬勃生机。
总书记这样阐释“枫桥经验”的精髓：“这里面有我们党处

理问题、化解矛盾的政策策略，就是要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

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
这次来浙江，一路调研、一路思索，每到一个地方，总

能勾起总书记的回忆：“对这里，我脑海里的印象太深刻
了。”

“我在浙江提出的‘八八战略’，是经过深入调研之后制定
的。‘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生态浙江’⋯⋯很多经验做法，现
在推广到全国，这其中有浙江老百姓作出的贡献。共产党就是
要根据基层群众的创造，发现好的经验做法，然后总结推广开
来。所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弄潮儿”，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
当前，浙江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省委和省政府在

汇报工作时提到“新征程上的竞争逻辑之变、突围策略之变、前
进动力之变”。

总书记用“五个坚持”深刻总结“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的
启示，也为浙江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其中一条正是坚持全面激
发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

“我们说看到问题，也看到我们这里的优势所在，这些优势
无不来自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积极性创造性，来自浙江人民身上
所蕴含的那样一种极具爆发力的创造力。”

只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能勇立潮头、永立潮头。
（新华社杭州9月27日电）

新华社记者手记：

总书记心目中的“弄潮儿”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 玥

9月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浙江考察。这是20日下午，习近平在绍兴市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记者手记：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上接第一版）
一家制伞企业的发展，是新时代义乌制造业和贸易模式转

型升级的缩影。去年，义乌进出口总额达4788.0亿元，首次突
破 4000 亿元；今年 1 月至 7 月，义乌实现进出口额 3211.0 亿
元，同比增长19.7%。

义乌国际商贸城入口的大屏幕向总书记展示着两张图表：
一张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出口的实时情况，另一张便是“义新
欧”班列运行的动态数据。

2014 年 11 月 18 日首发的“义新欧”班列，从义乌出发，横
跨亚欧大陆，直抵西班牙，成为“一带一路”上亮丽的风景线。
截至目前，“义新欧”班列累计往返运行突破6100列，发运规模
位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

如今，以义乌国际商贸城为核，以“义新欧”为轴，一个国内
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已然浮现⋯⋯

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

早秋的枫桥古镇，山明水秀，静谧祥和，枫溪静静流淌，正
是诗画江南的模样。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上世纪60年代由诸暨枫
桥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历经全国各地坚持和发展，焕
发出旺盛生机与活力。

2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枫桥经验”发源地诸暨市
枫桥镇，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
实践。

回到枫桥，可谓是一次久别重逢。
20年前——2003 年 5 月 30日，习近平同志着眼应对和解

决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大转型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带着
思考来过枫桥。

2003 年 11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这里，出席了纪
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 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
会，强调“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
新‘枫桥经验’，必须着眼工作大局，在统筹发展中丰富新鲜内
涵”。

自此，建设“法治浙江”、建设“平安浙江”等一系列事关全
局、着眼长远的决策部署接续出台。在习近平同志的亲自推动
和谋划下，“枫桥经验”在推动浙江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焕发
出旺盛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为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
根本遵循。

10 年前——2013 年 10 月 9 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
“枫桥经验”50 周年大会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
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这些年来，浙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系列重要论述，持续擦亮“金名片”、传承

“传家宝”、用好“活教材”，不断深化“枫桥经验”实践创新，推动
“枫桥经验”从乡村拓展到城市、海上、网上，形成了一批具有浙
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
创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写入党的第三个历
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重温“枫桥经验”诞生、演进、发展的历程，总书记深刻指
出：“这里面有我们党处理问题、化解矛盾的政策策略，就是要
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

60年，变的是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矛盾纠纷，需要设计不同
的解决思路和对策，不变的是党的群众路线，是坚持中国共产
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

从浙江到全国，从“平安浙江”到“平安中国”，如今，“枫桥
经验”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一张重要名片。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

离开枫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东运河文化园，详细了解
浙东运河发展演变史和当地合理利用水资源、推进大运河保护
等情况。

悠悠运河，生生不息。如果说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的
脊梁，大运河就是流动的血脉，是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
篇，展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
的悠久历史和文明。

浙江，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大运河浙江段包括京杭大运
河浙江段和浙东运河，哺育了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等灿烂文化，
同时具备生态、航运功能，在浙江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浙东水乡田园牧歌的美丽画卷，沿着运河徐徐展开。作
为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以及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联通的通
道，浙东运河西起杭州西兴，贯穿宁绍地区，滋养着“没有围墙
的博物馆”绍兴、“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宁波，再向东流入
大海。

拾级登上园内高拱石桥，习近平总书记举目四望。眼前，
古运河流水绵延；不远处，高架桥上客货车辆疾驰而过，给人以
穿越古今之感。总书记感叹道：“在这里可以畅想一下古今沧
桑。”

在浙东运河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起浙东引水
工程的情况。

当时，浙东运河沿线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但水资源供
需矛盾和水环境问题突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推动建设浙东引水工程，为解决
浙东地区的缺水问题开出良方。记者不会忘记，2003年，习近平

同志还亲赴浙东地区考察浙东引水工程规划路线，并实地踏勘
曹娥江大闸闸址。

200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在地处曹娥江河口的钱塘江畔，
记者目睹了这一历史时刻：随着习近平同志宣布“曹娥江大闸
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建设工地上一字儿排开的施
工机械发出“隆隆”轰鸣，五彩缤纷的礼花、气球腾空而起，鼓乐
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钱江两岸人民盼望已久的曹娥江大闸枢
纽工程正式拉开序幕，浙东引水工程由此启动。

2021 年 6 月，总投资超 117 亿元、干线总长 323 公里的浙
东引水工程正式全线贯通，实现了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好
愿景。

饮水思源。这些年来，浙东运河沿线实现精彩蝶变，生态
景更美、文化韵更浓、共富路更宽。水润浙东惠民生、精神传承
筑新梦，一幅幅幸福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如何做好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如何从流淌着
的宝贵遗产中挖掘更多文化价值？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
作时就一直思考的命题。

2006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同志踏上杭州水上巴士“西
湖”号，一路从拱宸桥行船到艮山门码头。

在考察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
时，习近平同志认真察看和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对杭州市改
善运河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和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所作出的
努力给予肯定。习近平同志说，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
工程突出了还河于民、造福于民的要求，希望杭州用好运河
这张“金名片”，把运河真正打造成具有时代特征、杭州特色
的景观河、生态河、人文河，真正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
运河”。

2012 年，运河杭州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2014
年，大运河成功申遗。2017 年，国内首个保护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
式出台。为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杭州、宁

波、湖州、嘉兴、绍兴等运河沿线五市积极谋划推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通航蓄水、遗产保护、民俗
发掘等领域持续发力，共同擦亮中国大运河这张世界文化遗
产金名片。

这些年来，浙江的大运河文化带已经串点成线，新时代的
运河正传唱东方活力，续写创新传奇。

“把大运河这篇文章做好。”走出博物馆，临别前，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好好挖掘大运河文化，统筹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治水关乎治国，水脉连着文脉。在总书记心中，大运河是
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
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
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的运河”的论述，振聋发聩。

只有一条“人民的运河”，才会流向更远方。贯通南北、哺
育人民的大运河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如今，这条承载着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蓬勃发展、文化源远流长的幸福河，继续奔腾澎
湃向未来。

心里惦记的始终是人民群众

无论是在李祖村的“共富市集”里，还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
里的摊位前，无论是对传承新时代“枫桥经验”、让群众安居乐
业的谆谆嘱托，还是对运河文化的殷殷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心里
惦记的，始终是人民群众。

这样的情怀，对于浙江人民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
那是他履新浙江第一天时“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

土地上成长、发展”的深情倾诉，是马不停蹄奔波在全省各地的
脚步声声，是酷暑天来到工地民工宿舍里走访慰问的殷殷关
切，是一心为民谋划宏图大略的如椽巨笔⋯⋯

浦江山区的百姓记得，那次习近平同志下访时当场拍板要
修的“小康之路”，还有通路之后，那封盖着97个村委会印章的
感谢信；

庆元屏都中心敬老院的人们记得，习近平同志亲自掌勺的
那一锅饭菜香；

长兴县长广煤矿的工人们记得，那位一起在千米深井之下
合影的“工友”，还有一起吃的那顿热乎乎的饺子；

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一区社区群众记得，那一番“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为”的贴心话语、三次来访的满满
诚意；

台州大陈岛上的老垦荒队员及其后代们记得，那年夏
天不顾舟车劳顿的登岛看望慰问，还有两次情深意重的
回信；

余杭小古城村村民记得，大樟树下那一次无话不谈的座谈
会，以及对“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肯定与鼓励；

永嘉老百姓记得，沿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大山里看
望“为民好书记”郑九万的那次来访，还有那一句“老百姓
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
多重”；

西湖边的居民和游客记得，那一份对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事
事挂心的责任感，甚至亲自过问湖边座椅如何调整、公厕24小
时免费开放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

舟山偏远海岛“东海前哨模范营”的战士们记得，那一首轻
声合唱的《战士第二故乡》的优美旋律；

淳安下姜村“思源亭”里的村民们记得，村里第一个沼气
池、第一个科技特派员、第一封回信⋯⋯

青山不言，河流不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人民领袖的人
民情怀和那些铿锵有力而又饱含深情的告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