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1月15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67歲的
俞正聲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最

高領導層。
言談舉止中透 儒雅之風的俞正聲，是位學者型領

導，有 從中央到地方多個領導崗位的豐富從政經歷。
無論崗位如何改變，「多做實事，多解決問題，不求波
瀾壯闊，但求無愧於國家，無愧於人民」是俞正聲的從
政信條。

善打基礎 利於長遠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描繪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宏偉藍圖，也為上海今後發展指明了
奮鬥方向——加快推進『四個率先』、加快建設『四個
中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11月20日，上
海召開黨政負責幹部大會，俞正聲正式卸任上海市委書
記。會上，俞正聲向與他共事5年多的同事們表示衷心
的感謝，並寄語上海：「始終保持堅定的信念，始終保
持開拓的銳氣，始終保持為民的情懷，把上海的明天建
設得更加美好。」
俞正聲主政上海的五年，正值這座中國最大的工商業

城市進入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長期扮演中國經濟
增長火車頭角色的上海經濟面臨新的挑戰。
對此，俞正聲要求上海各級幹部，推進轉型發展不是

在公園裡散步、在沙灘上曬太陽，要有拋開個人得失、
耐得住寂寞的實事求是的勇氣，要有逐個突破體制機制
等障礙的堅韌毅力。
在這種耐得住寂寞的思路影響下，上海的轉型發展取

得實實在在的效果。經濟增速雖然有所下降，但財政收
入、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等更能反映經濟品質的
數據卻不斷提高。
過去5年間，國務院發佈關於上海「兩個中心」建設

的文件，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成為國
家戰略；南匯併入浦東、黃浦與盧灣兩區合併，新的行
政體制調整為上海未來騰飛規劃出新藍圖；在全國率先
開展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的實踐，更是為這項中國近20年
來最重大的財稅體制改革探出了新路。
持續時間長達半年的上海世博會，是對俞正聲及上海

各級幹部群眾的另一場大考。半年會期吸引7,300多萬
人次參觀，最高峰日突破103萬人次，屢創紀錄的上海
世博會，在俞正聲「辦一天世博，改進一天工作」的要
求下，從試運行期間的混亂無序走向日益完善，最終兌
現了「成功、精彩、難忘」的承諾。
俞正聲，浙江紹興人，1945年出生在革命聖地延安，

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曾做過16年的技術工作，
並先後擔任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負責人，煙台市長及
青島市長、市委書記，建設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
2007年起擔任上海市委書記。自2002年進入中共中央政
治局任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不僅在上海，在山東、在湖北和在建設部，俞正聲都

提倡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煙台市市長，俞正聲在中國

率先寫下的房改第一筆，成為一項有標誌性的改革突
破。在青島工作期間，建設國際化都市的新構想、國際
資本的大流入等，讓人看到了俞正聲的魄力，而對工業
品牌建設的重視，使青島的海爾、海信、澳壟瑪等在全
國有了響噹噹的名氣，他也因此得到了「品牌市長」的
美譽。在建設部部長任內，他把建設部的第一中心工作
定為「抓品質」，他曾語重心長地說「再不把品質問題
放在第一的位置上來研究，採取堅決的態度來對待，我
們會有負於人民的」。在湖北，俞正聲大力發展武漢城
市圈、壯大縣域經濟，這「兩大抓手」成為湖北發展的
重要戰略。

求真務實 多做實事
「你們膽子大一點，人人做起，我帶頭講真話！」俞

正聲鼓勵下屬在民主氣氛中發表意見。他剛到上海不
久，各系統、各研究機構就接到通知說，市委公開納
諫，「言論無禁區，只要有建設性即可」。這股清新的
作風被稱為「俞式風格」。
輕車簡從的調研考察也是俞正聲的一種工作方式。

「他經常不按既定路線走。」上海市委組織部一位工作
人員告訴記者。有一次，俞正聲到黃浦區調研，直接讓
司機把車開到高樓大廈的背後，走進棚戶區，走進掛滿
塑膠袋接雨水的居民家中。回來後，實現400萬平米二
級以下舊況改造工程進一步加快。
在青島做市長時，正值全國紡織業疲軟之時，為掌握

一線真實情況，他半夜來到印染廠，和夜班工人談心聽
建議。市長夜訪一事轟動了青島的紡織業，人們從中看
到了決策者抓經濟的決心。至今，青島一些紡織廠的老
廠長們還感念敬重這位老市長。
接待過俞正聲的各級官員也對其專業水準印象頗深。

俞正聲在上海電氣集團建設的臨港基地調研時，提了很
多專業性問題，集團負責人感覺他「好像是清華大學電
站設備專業畢業的」。其實，俞正聲是學彈道式導彈自
動控制專業的。
俞正聲講話往往不用稿子，調研不喜歡聽匯報，而是

自己直接提問。
樸實的用語也是俞正聲的講話風格。擔任建設部部長

時談住房品質，他說：「老百姓攢一輩子錢買的房子，
我們各級建設主管部門要站出來，替老百姓嚴把品質
關，否則我們怎麼能對得起群眾啊。」當上海市委書記
時談就業，他說，老人們一般對自己穿衣服都不講究，
房子也不需要太大，就是希望孩子生活得好一點。如果
孩子的就業問題不能解決好，對老人們的影響是很大
的。
無論在哪個崗位工作，「虛名不可圖」是俞正聲的一

個準則。他說：「你做一個地方的領導，老想自己歷史
上留點什麼，別人怎麼評價自己，就會妨礙你作出正確
的決策，你該觸及的矛盾你不敢觸及了，應該長遠做的
事情，非要挪到當前來。我不希望做這樣的領導。」

正直做人 親民為官
聽實實在在的聲音，做實實在在的事，對百姓的事，

俞正聲從不敢「怠慢」。
他要求信訪部門和秘書，凡內容扎實、尖銳反映問題

的群眾來信都必須讓他過目。在青島工作時，僅1995年

一年，他就批示了500多封群眾來信。其中，一位困難
企業職工來信向他反映工廠拖欠職工工資問題，他看到
信的當天就組織有關部門開會，第二天就把拖欠工資發
到了工人手中。
今年3月，一位上海市民在博客上致信俞正聲，反

映其患晚期癌症的父親住院困難。俞正聲很快通過
「上海發佈」微博平台給他回信：「我不能保證問題
都能很快解決好，但我相信，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
痛，大家（包括醫院同志們）的共識會推動我們前
進。」
俞正聲的微博回覆和問題的很快解決，讓這位市民非

常欣慰，連說「真的沒有想到，沒有想到」。
俞正聲是個書迷，逛書店、轉書攤，是他忙中偷閒的

嗜好。俞正聲外出，除書相伴外，還有就是一台筆記本
電腦。已有多年網齡的俞正聲，每天都會上網看新聞。
他說：「網絡是改進政府工作的好工具，是回應群眾關
切的重要手段。」
在市民眼中，俞正聲隨和沒架子，座車不設特殊號

牌，外出時要求警車在後尾隨不擾民，走在路上和環
衛女工、遊客隨意攀談，很多老百姓喜歡叫他「老俞」
⋯⋯而在一些幹部眼中，俞正聲很嚴厲，有一副冷峻面
孔，遇事總要盤根問底，如被問到有些情況不清楚時就
會被批評。
俞正聲的父母親都曾擔任新中國省部級領導。在談及

家庭對自己的影響時，俞正聲說：「他們就是希望我們
做一個正直的人，不要有特權，不要謀求特權。」
俞正聲不久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領導人一定要把

職務行為和非職務行為分開。「比如說看戲，職務要求
出席的和純粹自己觀看商業演出要分開，這恐怕就是平
等意識的基本體現」。
上海市目前已經有了重大事項申報制度，包括住

房、有價證券等個人收入情況，領導幹部個人每年都
要申報。俞正聲在青島工作時，就曾通過電視公佈自
己的收入、住房和接受禮品的處理情況，讓群眾監
督。
俞正聲夫人張志凱現已退休，他們育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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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實事不圖虛名」
——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

據新華社24日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必須最廣泛地凝聚包括民主黨派和無黨派

人士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12

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會見中國

農工民主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與會代

表，並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致賀詞。

■2010年6月17日，俞正聲在上海市徐匯區調研。 新華社

■2005年5月16日，俞正聲在武漢大學學生宿舍與學生

談心。 新華社

■1994年，俞正聲（左三）在青島考察跨海公路建設。

新華社

■2010年2月11日，俞正聲在鐵路上海南站視察春運保

障工作，並向返鄉旅客祝賀新春。 新華社

■2010年10月31日，俞正聲來到上海世博園看望世博會

工作人員，感謝他們的辛勤勞動。 新華社

■2002年1月11日，俞正聲在湖北省嘉魚縣進行農村調

研，了解農民負擔情況。 新華社

■2011年5月31日，俞正聲為上海市「十佳少先隊員」頒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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