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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千万工程” 

“浦江经验”等重要批示精神 

 

（一） 
“千万工程”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是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和推动实施的一项创新工程。

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

断深化“千万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引领中

国“三农”发展的宏观高度，对浙江“千万工程”作出多次批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要求在全国推广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做法，并在全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使

浙江这项民生工程转化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的一项战略工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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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整个中国农村面貌，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项工程还在 2018年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可以说，“千万

工程”历久弥新，具有全国和世界意义，成为一项改写当代中国

“三农”历史的伟大工程。 

总结提炼和宣传推广“千万工程”成功经验，对于推动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具有

重要意义。我们尤其要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在创造性地谋划决策

和科学实施持久推动“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的历程中所体现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 

通过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作出实施“千万工程”的科学决策。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在短短 118 天里，跑遍全省 11 个市，

走访了 25个县，在调研和与农民群众的访谈中，形成了把解决农

村环境脏乱差问题，消除垃圾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改善农民生

产、生活、生态环境，作为“三农”工作的切入口，形成“千万工

程”的整体方案。显而易见，“千万工程”是深入调查研究，了解

农情民情之后的科学决策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瓜”的产物。 

实施“千万工程”是深厚“三农”情怀的充分表达，是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充分体现，是深刻把握“三农”工作规律性，把

执政为民重“三农”的重农理念体现在着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

生态环境条件上，把实现农民对优美人居环境，美好生活追求作为

“三农”工作的根本目标。 

创造性地把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解决与难中之难的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整合起来加以解决。“千万工程”既是一个强农美村富

民的惠农民生工程，又是一个生态省建设的生态环保工程，通过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理解，广大农民普遍增强了

生态环保意识，农村生态环境脏乱差问题得到极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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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层设计上以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战略思维，把“千万工

程”做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龙头工程，成为浙江缩小城乡差距，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抓手。“千万工程”强调构建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共进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聚变新机制，

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

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形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全新机制体制。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持续关心指导“千万工程”，并与时俱

进地拓展“千万工程”内涵外延，促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启始的

“千万工程”实现向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迭

代升级。2005 年，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此后引导“千万工程”向着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方向拓

展内涵。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并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作为总要求，由此实现了“千万工程”向美丽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

战略的迭代升级，促使“千万工程”演变成改写当代中国乡村建设

历史的一个伟大工程。 

亲自制定了政府出钱出物，农民投工投劳，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千万工程”投资建设基本原则，历史性地改变了以往城市建设由

政府出钱，农村建设要由农民和集体自筹自建，城乡二元的做法，

并创造性地提出以县为主体实施单位，每年选择一个干得好的县

召开全省“千万工程”现场会推广先进经验，这种竞争机制大大调

动了各县（市、区）加大对“千万工程”投入的积极性，形成了你

追我赶，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 

强调通过建立由党政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千万工程”协调领导

小组，让“千万工程”成为多部门协力共建、多方出力的大系统工

程，奏响了强农美村富民的大合唱。在这种领导协调机制运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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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门的乡村康庄工程，水利部门的美丽河湖工程，农村安全饮

用水工程，林业部门的一村万树工程，宣传部门的农村文化礼堂建

设工程，生态环境部门的治污工程等一系列工程使得“千万工程”

投入和建设内容不断增加和拓展。 

以身作则，把“千万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五级

书记抓“千万工程”的强大的组织保障体系。党政一把手合力抓

“千万工程”的政治组织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政治动员力，确保各

级各部门领导干部能够尽心尽责地投入到这项工程建设中来，从

而确保了“千万工程”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投入上都得到有

效保障，使这项工程能够持久、高质量、高效率推进。 

 

摘编自《浙江日报》报道 

 

 

（二） 
“浦江经验” 

 

2003年 9月 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浦江

下访接访。接访时，有群众反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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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新路

全线贯通。沿线村民给习近平同志寄去一封盖有 97个村民委员会

鲜红印章、代表 20多万村民心意的感谢信。 

不止是一条路。浦江之行，习近平和有关同志总共接访 436批

667人次，当场解决了 91个信访问题。 

历史选择浦江并不是偶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市场取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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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既具先发优势，也使一些矛盾和问题较早露端倪、显征兆，这

些“成长中的烦恼”通过信访渠道大量反映出来。浦江县的信访问

题尤为突出，仅 2002年，全县受理信访 10307件次，是全省信访

重点管理县。习近平同志把第一次下访放在了情况最复杂、矛盾最

尖锐、难度最大的地方，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先河。 

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2005 年，浙江省委就切实加强省委

常委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作出十项规定，其中一项就是

完善领导下访约访制度，省委常委每年到基层下访或约访不少于

一次。习近平同志更是以身垂范，继浦江之后，他先后下访临安、

德清和衢江。 

20 年来，浙江历任省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对于下访

接访工作的指示要求，带头下访接访群众。每次省领导下访前，省

信访局筛选全省信访量大、矛盾问题多的县（市、区）供省领导下

访，专往“矛盾窝”里钻；在信访事项上，选取具有全省普遍性、

领域性、政策性信访问题作为省领导下访接访重点，力求解决突出

问题，取信于民。 

除了完善领导干部线下接访，近年来，浙江省与时俱进用好大

数据和数字化手段，畅通“网上信访”，以构建“民呼我为”工作

体系为抓手，大力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归集各类网上民意渠道 3078

个，建立健全网上信访接诉即办、分类办理、评价反馈等机制，实

现群众诉求“马上办、网上办”。目前浙江省网上渠道信访占比提

升至 85%以上，网上信访已成为群众信访主渠道。 

“浦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

下访接访群众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示范带动真下真访民情、实心

实意办事，是改善干群关系、加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历经 20年，“浦江经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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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依然熠熠生辉，彰显出历久弥新、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成为

一个常谈常新的经验。 

20年的生动实践，“浦江经验”越来越被证明是一举多得的有

益创举。在创新发展中，它的价值与意义也早已跳出了信访工作本

身。 

在“浦江经验”20 年之际，再提这个经验，既是重温历史，

也是启发当下。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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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评判主题教育

成效的根本标准。“浦江经验”蕴含的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扎实开展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浦江经

验”是开展好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一个模范标杆，在调查研究、

工作整改过程中都应与之对标看齐。各单位要运用好浙江“浦江经

验”，引导党员干部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

的地方开展调研、现场办公、直接交办、协同攻坚、跟踪问效，并

强调要进一步对调研题目、时间、地点等加强统筹，避免扎堆调研、

重复调研、多头调研。 

 

摘编自《浙江日报》报道 

 

（三） 
新时代“枫桥经验” 

 

1.什么是“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赫赫有名，长盛不衰。其创造推出于 1963 年，

其要旨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经验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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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

治安好”。 

2.毛泽东同志对“枫桥经验”是怎么批示的？ 

1963 年 11 月，毛泽东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各地仿效，经

过试点，推广去做。” 

“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

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

不上交”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 

3.关于“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是怎么指示的？ 

2003年 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

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 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明确要求“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最大限度发挥‘枫桥经验’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 

2013年 10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

委和政府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把“枫桥经验”坚持好、

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2023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

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4.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是什么? 

是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努力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5.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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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

体地位，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是创建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努力实现经

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

更加美丽的总体目标。 

7.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科学方法是什么?  

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

发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8.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强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实现人人参与、人

人尽力、人人享有。 

9.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是抓基层、打基础、建机制、架网络、明责任、强保障，把矛

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和困难解决在基层。 

10.“枫桥经验”为什么能经久不衰、永葆活力? 

因为始终依靠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始终坚守人民至上这

一不变初心，始终弘扬改革创新这一时代精神，始终激活基层基础

这一深厚本源。 

 

摘自丹阳丹北镇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