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熟悉中國政情的人士曾經分析，賈慶林之所以
能夠成為政治局常委中主掌全國政協主席的人
選，很大程度緣於他一時無雙的統戰工作經驗。

熟悉統戰 獲委重任
1985年賈慶林走馬福建，在這個與台灣一水之

隔、堪稱「僑鄉」的省份先後擔任省委副書記、
省長、省委書記，一幹就是11年，因而對兩岸關
係事務及中央對台政策極為熟悉，也為發展兩岸
關係做了不少工作。在此期間，他切實推動了閩
台經貿關係的進一步融合發展，極力支持兩岸打
破政治僵局，並為最終實現兩岸歷史性跨越的
「汪辜會談」不遺餘力。

此後，他又在統戰工作吃重的首都北京擔任要
職，在此6年間十分關注和支持統戰工作，許多民
主黨派領導人、宗教界和黨外一些知名人士都是
他的摯友。特別是通過申奧成功、建國50周年、
港澳相繼回歸、迎接新千年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

件，極大地團結了海內外華人，激發出他們的愛
國熱情。這種獨一無二的政治資歷和兩地統戰經
驗，深獲中央高層嘉許。

團結各方 反獨促統
此外，作為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全國

政協亦十分重視「反獨促統」，展開了多方位工
作，讓更多台胞理解和支持大陸對台方針政策，
促進祖國統一。
如圍繞兩岸人民共同關心的問題，組織委員開

展調研和視察；推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研
究與宣傳，從歷史文化層面反「台獨」；熱情接
待來訪的台灣各界人士和團體，推動海峽兩岸經
濟、科技和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人員往來；積極
宣傳大陸對台方針政策，消除他們的疑慮和誤
解；表達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期盼早日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的共同願望；一些民主黨派和政協委
員還通過提案、信息、大會發言等形式，呼籲盡
快制定反對分裂國家的法律，堅決反對和遏制任
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

促成國共 領袖峰會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賈慶林代表中共中央

總書記胡錦濤，向國民黨主席連戰正式發出訪問
邀請，國共兩黨實現歷史性的高峰會；此後，賈
慶林又親自出席國共兩黨合作舉辦的經貿論壇、
農業論壇等，不僅使兩黨在兩岸關係上達成一系
列共識，又釋放出多項符合台灣同胞期盼的利台
政策，兩岸民間交流呈現前所未有之新局。外界
評論說，這些工作都高超運作了最廣泛統一戰
線，施信於、取信於台灣人民，同時也在國際上
樹立了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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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參政議政及統一戰線等功能的人民政協，在中國政治體制中佔據十分重要的

位置。從李瑞環手裡接過接力棒的賈慶林自擔任第六任全國政協主席後，不僅積極

推動社會各界人士為現代化建設建言獻策、促成非中共人士參與政府決策，更切實

團結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等一切愛國力量，為祖國的完全統一和中華民

族的全面振興凝聚人心、增添力量，其出色工作備受海內外讚許。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

去年六月杪，賈慶林主席訪問香港。短短53
個小時的旋風式訪問，賈慶林馬不停蹄，進行
了多達32場活動。有傳媒統計，除了兩個晚上
共16個小時的睡眠時間，賈慶林在香港幾乎是
每小時就安排了一項活動。他登臨高樓，深入
小巷，會見高官富豪，與小學生和普通百姓親
切交談，傾聽民聲，細察民情。儘管來去匆
匆，卻讓彎彎香江，淌滿來自祖國內地的深情
厚意。
賈慶林在香港參觀訪問的第一站，是香港金

融管理局。在聽取了特區官員關於香港金融發
展和開展人民幣業務的情況介紹後，賈慶林語

重心長地指出，對於那些有利於香港金融業發
展，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利
於加強內地與香港金融業互利合作的事情，中
央政府都會繼續積極推進。
賈主席這次到港最有特色的一場活動，還是

他親自到訪一戶中產家庭。這位吳姓家長還與
賈主席同一個母校，都畢業於天津大學。交談
中，賈慶林關切地詢問老百姓認為香港現在最
需要什麼？老吳回答了八個字：「穩定和諧、
安居樂業」。賈慶林聞言連連點頭：「你這話
說得很好，反映了廣大香港市民的普遍願
望。」

賈慶林簡歷
1940年3月出生，河北泊頭人，河北

工學院電力系電機電器設計與製造專業
畢業，高級工程師

★1985-1986年福建省委常委、副書記

★1990-1991年 福建省委副書記、副省
長、代省長

★1993-1996年 福建省委書記、省長、
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1996-1997年 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
長、代市長、市長

★1997-2002年 北京市長、市委書記，
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2002年11月 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2003年3月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主席

■1996年，主政福建的賈慶林出席福
州市政工程竣工典禮。

旋風訪港53小時 細察民情贏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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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賈慶林當選全國政協主席。在十屆政協
一次會議上，他特別指出，政協工作是政治性、政策
性很強的工作，光有熱情和幹勁還不夠，還必須熟
悉、掌握和身體力行地貫徹黨的有關政策，遵循統戰
和政協工作的規律。做好統戰和政協工作，一要與各
界別委員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二要發揚民主、充分
協商。三要求同存異、廣泛團結。四要滿腔熱忱，做
好服務工作。五要嚴守紀律，在各方面都作出表率。

充分發揮參政議政作用
5年來，在賈慶林領導下，全國政協及各地方政協充

分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作用，關注民
生，以人為本，通過工作創新和廣泛調研，積極協助
政府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
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的基本制度，賈慶林還特別重視為非中共人士的政
治參與開闢寬廣渠道，越來越多的黨外精英開始擔任
政府部門的重要職務。

兩非中共人士出任部長
據統計，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中央

委託有關部門召開的非中共人士協商會、座談會和情
況通報會平均每年18次；中央國家機關部門和最高法
院、最高檢察院領導班子中有非中共領導人士19名；
全國擔任縣處以上領導職務的非中共人士有3.2萬人。
2007年，來自致公黨的萬鋼和無黨派人士陳竺先後出
任國家科技部和衛生部部長，顯示未來中共領導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更寬廣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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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掌政協凝人心
統一戰線開新局賈慶林

身材高大、皮膚黝黑、笑容可掬的賈
慶林，為人樸實忠厚，待人和藹誠懇。
其為官勤政務實的作風，在福建、北京
主政期間都留下很好的口碑。

親抓扶貧 成效卓越
1986年5月，福建開展扶貧工作，提出

3年解決溫飽，5年改變面貌的目標。時
任省委副書記的賈慶林兼任全省扶貧領
導小組組長，經常帶領下屬深入偏遠山
村實地調查。看到吃不飽穿不暖的村
民，賈慶林深感難過和 急，更加下定
決心要踏踏實實從基層開始，狠抓扶貧
試點工作。
3年後，福建全省17個貧困縣在賈慶林

出色的工作下基本解決溫飽問題，曾是
福建最大貧困縣之一的安溪縣還跨入
「全國綜合競爭力百強縣(市)」行列。多
年來，福建扶貧工作的成績始終處於全
國前列，這與賈慶林主政福建時，積極
推行以建立貧困地區造血功能為主的扶
貧政策關係很大。
1996年10月，賈慶林準備赴京擔任北

京市長時，福州義序機場前來相送的人
群排起長龍，依依不捨。賈慶林與大家
一一握別，機艙門關了又開，開了又
關，直到賈慶林第六次站在機艙門口告
別時，大家還不願意離去，這位性格豪
爽、樂觀開朗的「燕趙大漢」，被大家的
一片真情感動得流下熱淚。

輕車簡從 走遍京華
1996年，北京赴任不足半月的賈慶

林，就乘地鐵開始他的第一次「微服出
巡」。往後6年，賈慶林一直堅持周六出
巡，每次私訪都輕車簡從，不許警車開
道，其務實作風至今在京城傳為美談。
據媒體報道，1996年11月第一個周

六，北京市政府幾位官員陪同一位領導
模樣的人物乘坐了一上午地鐵。每到一
站，他們都下來視察一圈，一路上親切
地向乘客和工作人員詢問情況，關鍵之
處還動筆記錄。當時人們並不知道，這
位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笑容可掬的領
導，正是剛剛上任不足半月的北京市代
市長賈慶林。更讓北京市民想不到的
是，就是從這一次起，往後的6年間，他
們的這位市長、市委書記再沒有休息過
一個周六。這天成為他專門到基層走訪
調研的現場辦公日。在這些「調研日」
中，賈慶林深入群眾，足跡遍佈北京18
個區、縣。

周六必私訪
現場解民困

■2005年，
賈慶林代表中
共總書記胡錦
濤邀請時任國
民黨主席的連
戰訪問大陸，
促成國共兩黨
歷史性峰會。
圖為賈慶林與
連 戰 碰 杯 祝
酒。

■賈慶林在江西九江農村考察
調研，與村民開懷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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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24日，賈慶林會見出席中華海外聯
誼會十周年紀念會的代表。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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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一些中國公民的旅遊陋習，嚴重損害
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
泛關注和批評。2005年8月11日，《參考消息》以
「台灣人擔心大陸遊客不拘小節」為標題，轉載「台
北中央社」報道大陸遊客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的不文
明行為。
這條不足600字的報道，驚動身居政治局常委的李

長春。人民網稱，據國家旅遊局綜合司司長李任芷
披露，李長春對此事當即批示，「提高中國公民文
明習慣，除社會上的宣傳教育以外，還要進一步研
究切入點，其中旅遊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06年8月8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
中宣部部長聯合批示的「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
質行動」宣告開始。該行動為期3年，破題動作是公
開徵集並公佈「中國公民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國外媒體紛紛對中國政府敢於「揭醜」的舉動表示
讚賞。評論者指出，自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
和1981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之後，又一場自
上而下的生活習慣改良運動在中國大地展開。所不
同的是，前兩次是社會內部的運動，而這一次是因
國際交往而起。中國政府把這次行動與提升國家軟
實力與國際地位相提並論。

李長春簡歷
★1944年2月：出生，遼寧大連人。哈
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工業企業自動化
專業畢業，大學學歷，工程師

★1961-68年：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系
工業企業自動化專業學習，後留校待
分配

★1968-75年：遼寧省瀋陽市開關廠技
術員

★1975-80年：瀋陽市電器工業公司革
委會副主任、黨委常委，瀋陽市電器
控制設備工業公司副經理、經理、黨
委副書記

★1980-81年：瀋陽市機電工業局副局
長、黨委副書記

★1981-82年：瀋陽市委副秘書長

★1982-85年：瀋陽市副市長兼市經委
主任、市長、市委書記

★1985-90年：遼寧省委副書記兼瀋陽
市委書記、副省長、代省長、省長

★1990-92年：河南省委副書記、副省
長、代省長、省長

★1992-93年：河南省委書記

★1993-97年：河南省委書記、省人大
主任

★1997-98年：中央政治局委員，河南
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

★1998-2002年：中央政治局委員，廣
東省委書記

★2002至今：中央政治局常委

親作批示 倡國人文明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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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主政廣東近5年的李長春進京後，一直心繫廣東的發展
建設，尤其對於事關民生大計的珠江治污工作念念不忘。
2002年10月10日，李長春第一次提出恢復市民游珠江的

設想：「等珠江水變清了，要恢復市民集體下珠江游泳的
傳統。」兩個月後，李長春調離廣東，赴京就職。到京
後，李長春對珠江的牽掛不斷，每年全國兩會參加廣東團
討論時，幾乎次次都問到珠江治理狀況。2006年廣東省兩
會期間，廣州市領導公開表示計劃夏天組織萬人游珠江。
李長春看到報道後，當天就批示祝賀。

大小民事牽掛於心
今年兩會，參加廣東團全體會議的李長春跟廣東省長黃

華華、廣州市長張廣寧「敘舊」，再次談到了珠江游。張廣
寧說，他還記得老書記曾要求他把珠江治理得像萊茵河一
樣清澈。黃華華也匯報，他們2006年已經完成了老書記當
初交的重要任務 ——再游一次珠江。「我專門嘗了一下，
沒有異味，跟自來水口感差不多，老書記提出的『三年整
治珠江不黑不臭』的目標還是基本達到了。」
李長春這種「大小民事牽掛於心」的作風始終貫穿其就

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履歷中。媒體報道稱，上任伊始，他把
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第一站，選在了廣東最貧困的粵北山
區。1998年3月31日，他只帶了少數隨行人員，乘坐普通列
車，首先來到廣東最北面的韶關市。由該地出發，他先後
到了韶關、清遠兩個地級市的12個縣市區，足跡幾乎遍及
粵北主要的區域。
在廣東任職近5年中，他的足跡遍及南粵大地，從珠三

角，到邊遠的粵東、粵西，調研、慰問，訪貧問苦。在貧
困的鄉村，他常常揭開村民的鍋蓋，看看他們都吃的是什
麼。這是個習慣性的動作，從這個動作中，民眾可以感受
到他那一刻的心境。

推國粹走出國門
促和諧文化建設李長春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丁亥年九月十三

李長春於1968年進入瀋陽開關廠工
作，到1986年任遼寧省委副書記、省
長，直到1990年任河南省委書記，20多
年的時間在遼寧工作，對故鄉懷有深厚
感情。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遼寧，是中國工

業最發達省份，在當時人稱「遼老大」。
1968年，李長春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
業，分配到瀋陽開關廠任技術員，與他
一同分配來的還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大
學同學張淑榮(音)。
那時，人們對半導體技術很感興趣，

李長春便利用業餘時間，動手製成了半
導體硅原件，應用於工廠。李長春當時
喜歡技術革新在廠裡很有名氣，業餘時
間到文化宮參加技術交流活動，切磋技
術研究心得，給工人講課。這段經歷使
李長春在後來出任工業大省遼寧省省長
時，成為一個很內行的高級官員。

難忘開關廠工友
當時與李同在技術科工作的宋女士回

憶，那時的生活條件很艱苦，沒有房子，
後來廠裡開始分房，李長春分到離廠很遠
的棚戶房。要自己動手生爐子取暖、做
飯，妻子還曾被煤氣燻倒過兩次。
那時李長春每天騎車上下班，有兩個

小孩，妻子張淑榮每天便腳蹬三輪車帶
兩孩子上班。到廠裡將孩子放在車間幼
兒園裡，然後去工作，下班再將孩子放
在三輪車裡帶回家。
據故友介紹說，李長春走上領導崗位

後，經常在春節回到瀋陽開關廠拜年，
看望幹部職工。1990年，他從遼寧省調
任河南省長前，還特意回到開關廠與昔
日的老同事話別，並與大家合影留念。

曾住棚戶房
妻蹬三輪車

■李長春曾要求治
理珠江，讓民眾恢
復「珠江游」。圖為
廣東省長黃華華在
治污見效的珠江暢
游，「以身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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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內分管意識形態的李長春，力推
和諧文化建設。圖為李長春在湖南長沙
考察少年兒童「快樂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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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春看望文化界知名人
士，與著名演員于洋握手。

和對外貿易「出超」相比，擁有5,000年文明史
的中國在對外文化交流和傳播方面則是嚴重的
「入超」。對此，中央近年來積極推進文化體制改
革，逐步開放演出和文化市場，提出了「引進
來，走出去」的對外文化發展戰略。2005年底，
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的若干意見》，文化體制改革按照「區別對待、分
類指導、循序漸進、逐步推開」的原則，積極穩
妥地推進。

破除陳規羈絆 做強文化品牌
李長春多次在有關文化體制改革的工作會議上

指出，改革進程中，要堅持以改革促創新、促發
展，推動文化觀念、文化內容、文化形式和文化
科技的全面進步，堅決衝破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
觀念，堅決改變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堅
決革除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培育一批有自
主創新能力、有知名品牌、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文
化企業和企業集團，大幅度提高中國文化的整體
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廣建孔子學院 全球普及漢語
李長春還主張，中國應主動向外介紹、宣傳中

華文化，借助中華文化傳播和諧理念、和諧價值
觀、和諧的外交原則。今年4月，他在孔子學院總
部調研時指出，應該大力建設孔子學院、深化孔
子學院的影響力，提高漢語國際推廣水平，這是
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的重要途徑，是促進中外語言和文化交流的重要
形式，是中國加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
漢城（首爾）掛牌，至今短短3年，已有125所孔
子學院和孔子學堂落戶5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孔
子為代表的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與倫理理念，跨越
千山萬水、打破幾千年時間阻隔，再次征服世界
人民。
李長春還要求宣傳思想戰線提高輿論引導能力，

紮實推進和諧文化建設。在2006年11月舉行的中國
文聯第八屆全國委員會、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
會全體會議上，李長春發表講話勉勵廣大文藝工作
者深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第一線，了解社會
真情、把握時代脈搏、體驗百姓情感，把創作真正
扎根於社會生活和人民群眾之中。他要求有關部門
建立和完善有利於落實「三貼近」（ 貼近實際、貼
近生活、貼近群眾）原則的體制機制、政策措施，
鼓勵和支持「三貼近」作品的創作、生產和傳播，
使遵循「三貼近」原則成為廣大文學藝術工作者的
自覺追求，最終滿足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2002年11月，時年58歲的李長春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是

新晉9位常委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黨內分管意識形態，任內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力

促文化創新以及和諧文化建設，推動傳統文化復甦，大大增強了中國文化的整體實

力和國際競爭力。 ■本報十七大報道組

■李長春力倡
向世界宣揚中
華文化。圖為
2005年在北京
舉行的首屆世
界 漢 語 大 會
上，各國高等
學府的代表獲
頒「孔子學院」
匾牌。

情
繫
珠
江

寄
語
殷
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