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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建设“数字福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信息化篇（一）

（上接第1版）1989年7月8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带着
地区行署副专员汤金华、宁德地区邮电局局长和我，一同到
省邮电管理局申请。我们来到福州电信局和省微波总站参
观。习近平拿起话筒给北京打了个电话，一拨就通，声音很
清晰。习近平说：“看了邮电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我大开眼
界。宁德要改变落后面貌，非加快发展邮电不行，邮电是基
础建设的基础，电话不通，开放就是一句空话。闽东比较落
后，但我们的通信一定不要落后，闽东的邮电要发展得快一
点。”他当时就表态：“尽管我们的财政比较困难，但我们也要
集中财力把它用在最急需的地方，我们要把宁德全区各县通
信建设列定的项目，落实到县长的责任书上，这样才能使我
们的目标得以实现。”

结果，宁德成了全省第一个上了2个万门程控电话交换
系统的地区。当时宁德财政收入全省倒数第一，能下这个决
心并做成这事，十分不易。

后来在省长任上，习近平对农村通信的关心和支持，也
让杨锦炎这位“老邮电”感念至今。

【杨锦炎讲述】
我省及时认识到“信息化的短板在农村，摆脱贫困必须

‘通信先行’”。2001年，福建启动村村通电话建设，是2000年
电信政企剥离后全国最早启动电信普遍服务工作的省份。
但当时固定电话只允许电信部门一家干，进度不理想。我就
这一问题向时任省长习近平作了汇报。

2002年5月17日，正值第34届世界电信日，习近平在《福
建日报》发表《缩小数字鸿沟，服务经济建设》的署名文章。
文章写道，帮助山区致富，必须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在获取
信息方面的差异。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快电信普遍服务
的进程，努力创造条件为山区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各
电信企业都应当为普及农村电信服务承担义务，政府相关部
门应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确保“村村通”工程顺利进
行。今后，还要适时地开发新的电信业务，提高农村通信的
层次，为农村经济建设铺设信息公路，以实际行动服务农村
经济建设。

习近平为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交通不便、信息不
灵问题鼓与呼，省政府出台政策，全力支持。我省首创多家
基础电信企业分片包干的做法，移动、联通也参与建设“固定
移动”，按固话收费，政府适当补贴，力克农村通电话难题。
此举被信息产业部向全国推广，加快了农村信息化进程。
2005年9月28日，福建提前实现全省14595个建制村全部开
通电话。

在互联网应用普及之前，邮电业是信息化的主力军。对
邮电业在信息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习近平时时关注、时
时推动。

1994年，福州168声讯信息系统上线，向社会提供包括交
通旅游、商品供求信息、公益服务等在内的信息咨询服务。
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鼓励福州电信“发
展经济，通信先行”，希望福州电信加快发展，不断丰富、完善
信息服务内容，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在“数字福建”建设之初，习近平多次听取福建省通信管
理局的工作汇报，并实地调研，帮助协调解决问题。

2001年 10月 18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到省邮电系
统进行了一整天的调研。在座谈会上，他指出，邮电业是国
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先行官”，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
来，邮电通信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省要抓住

这个机遇，推动邮电业更大发展。电信部门还要抓住建设
“数字福建”这一契机，在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
中大显身手，做好服务。

2.一项着眼未来的战略决策
在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不断革新，全球信息化浪潮

涌动，信息化水平一步步提升，“数字化生存”渐行渐近。
1998年初，国际上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把地球上

的信息按空间位置加以整理，使之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
构成一个完整的地球信息模型，以便于通过网络相互查询协
作、共建共享。这个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关注。“数
字地球”由此升温，不断演化，如“数字城市”“数字社会”等。

习近平对此高度关注，意识敏锐。2000年，在福建省省
长任上，他着眼未来，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增创福
建发展新优势，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决
策，开启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大幕。

这与一位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建言密切相关。他就是
1999年初从国外归来、对信息科学与技术有深入研究的时任
福州大学副校长王钦敏。

现已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王钦敏向
记者深情回顾了17年前的“数字往事”。

【王钦敏讲述】
2000年，当时的福建省计委正牵头编制福建省“十五”计

划，省委、省政府领导要求，要在其中凸显当时方兴未艾的信
息化内容。当年8月，我受邀在省计委做了信息化专题讲座，
提出了“数字福建”示范工程的设想。

那时，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兴起，国内很多省市也在
搞信息化。但传统的信息化建设，只考虑要建多少兆网络、
安装多少部电话，这些只是基础设施建设。我提出，信息化
的关键应是以内容为灵魂，实现信息的挖掘和共享，网络只
是通道。这就好比高速公路修好了，路上要有车有货，还要
有交通规则。这样的信息化建设，需要通过实施示范工程来
带动。

之后，我带着助手，到省直部门、各地市，对已有的信息
资源和信息化发展现状展开全面调研，看了 200 多个数据
库。2000 年 9 月，我起草完成了《“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

《“数字福建”总体框架方案》，提交给省政府和省计委。
2000年 10月 12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项目建议

书上做出长篇批示。他指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
政府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高
点。建设“数字福建”，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点之
一。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
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
抓住这个科技制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

习近平同时提出，省政府可成立“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
组，由他担任组长。

着眼长远，他还提出，要抓紧做好人才准备，在注意充分
依靠省内专家的同时，善借外力，聘请和引进省外和国外的
知名专家来闽，共谋建设“数字福建”的大事。

让人没有想到的，还有“数字福建”后来的奔跑速度。
就在习近平做出批示仅仅半个月后，在 2000年 10月 27

日闭幕的中共福建省委六届十二次全会上，“数字福建”被写
入省委提出的“十五”计划纲要建议。全会《决议》提出：“加
快开发利用全省信息技术和资源，建设以实现国民经济和社
会信息化为目标，以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共享为

主要内容的‘数字福建’。”
这是“数字福建”首次公开亮相，受到广泛关注。
第二天，“数字福建”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就在福州召

开。习近平会见专家并与他们座谈。他说，建设“数字福
建”，是福建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一个实际
行动和重大举措。

两个月后，习近平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数字
福建”建设工作方案。正是这次会议，明晰了“数字福建”的
概念、内涵，以及远期和近期建设目标。

可以说，也正是这次会议，正式吹响了福建全力攻占信
息化战略制高点的号角。

会议明确，“数字福建”即信息化的福建，是以福建省为
对象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的信息集成及应用
系统，它将全省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的信息通过数字化和
计算机处理，最大程度地集成和利用各类信息源，快速、完
整、便捷地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
化。“十五”期间，重点抓好基础设施、重点应用、信息空间技
术研究开发等方面的十几项工程。

习近平在会上阐述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重大意义。他
说，这是福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一大举措。建设

“数字福建”，攻占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可以统揽我省信息
化全局，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意义
十分重大。

为统筹全省信息化建设工作，省政府决定成立“数字福
建”建设领导小组，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3位副省长担任副
组长，成员包括18个省直厅局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挂靠在省计委，办公室主任由副省长兼任。如此高规
格，可见省委、省政府对“数字福建”建设高度重视。

这次专题会议还议定，成立“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主
任由王钦敏担任；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中科院院士童庆禧等
3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

在2001年2月召开的福建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数字
福建”被写入习近平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会议批准通
过的福建省“十五”计划纲要中，“数字福建”被列为重点建设
项目。

本世纪初，电脑、手机正在普及，智能手机还未出现，笔
记本电脑尚属奢侈品，对信息化浪潮，人们只有初步体验，切
身感受还不深。在此背景下，福建率先提出推进“数字福建”
建设，可谓洞见未来，超前引领。

3.一次严肃的“信息化扫盲”
正因为超前，当时在现实中确实有人连“数字福建”是什

么都搞不清楚，为了建设好信息化的福建，习近平不仅亲自
解释“数字福建”，并且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要求领导干部学习
信息化知识，善于运用信息化提升工作效率。

在省政府2001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十分严肃地
指出：“我们提出‘数字福建’工程，指的是建设信息化的福
建，有的同志竟以为又要搞‘数字出干部’了。”他批评了干部
队伍中存在的“科盲”现象，并告诫在座的各地各部门领导干
部，应多思、多学、多干。

2001年3月23日，在“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上，习近平特别要求，公务员队伍要加强“信息化扫盲”工作，
把信息化普训与公务员队伍达标考核相结合，提高公务员信
息化知识水平。就在前一天晚上，省政府学习中心组还召开
扩大学习会，邀请王钦敏作“信息化与数字福建”报告，带头

学习信息化知识。
2002年 1月 16日，在全省政务信息网开通仪式上，习近

平再次强调，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
知识，要着眼于应用，积极组织各自的信息上网，传达最新信
息，提高信息的质量，开展信息服务和互动沟通，提升政府工
作效率。

顶层设计，科学有序推进建设
“在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中，要总体规划，统筹安

排，密切协作，形成合力，集中有限力量，整合配置资源，突出
重点，分期实施，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促进我省信息化建设
的跨越式发展。”

——2000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福建省政府专题会议
上的讲话

1.影响深远的“131”计划
“数字福建”蓝图已绘，如何化为现实？注重顶层设计与

系统工程相结合的理念，是17年“数字福建”建设一直遵循的
模式，为我国区域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先导和示范。

2000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建省政府“数字福
建”建设专题会议时，要求在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中，
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这一理念，成为此后推进“数字福建”建设的指引。
2001年3月23日，“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召

开。会上，习近平指出，实现“数字福建”的建设目标，要在搞
好规划的基础上，以信息资源的网络化为主体，在加强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突出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和信息资源
的整合与利用，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要有“路”、有“车”、有

“货”，“路”“车”“货”要一体化。
正是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数字福建”建设影响深远

的“131”计划，即：一个规划（“数字福建”“十五”建设规划）、三
个工程（福建省公用信息平台、福建政务信息网络工程、福建
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和一项政策（福建省信息共享政
策）。

习近平在会上要求，将 3个启动工程同时作为示范工程
抓实抓紧，确保年内“数字福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纳入
当年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进行管理，充分论证建设方案，做
到目标明确、任务到位、责任到人。

在建设步骤上，坚持“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突出重点”。
前3年，建立若干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示范工程；
后2年，示范成果在各行业、各区域、各领域推广应用。

3个启动工程也是“数字福建”的骨干工程。福建省公用
信息平台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服务公众；
福建政务信息网络工程是推进政务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福建
空间信息工程研究中心是“数字福建”建设的技术支撑和人
才培养基地、政产学研用结合开放实验室。

这次会议还提出，抓紧制定资源共享政策，“信息资源共
享政策是‘数字福建’建设的重要保障，要对全省信息资源进
行普查，提出信息资源的开发、整合、利用方案”，并在全国已
有的基础上，根据省情，制定出相关标准。

这点颇让王钦敏自豪。“如果各个政府部门信息化都做
好了，但却没有统筹协调，标准不一样，没法兼容，没法共建
共享，那么，还是信息孤岛状态，实现不了信息资源的挖掘、
利用。很欣慰，‘数字福建’建设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关键
点。”他说。

日薄西山霞染水，半溪色绿半溪红。
岸边白鹭闲寻食，石落惊飞上碧空。

梅溪见景
○ 红豆

锤镰树帜水云间，破浪行舟十九滩，
直唤东方苏宇宙，长将雨露润江山；
五州共仰三军健，四海同歌一路牵，
一带春光呈锦绣，鲲鹏再展艳阳天。

喜迎中共十九大召开
（新韵）

○ 王芳

七 绝
国庆中秋双节叠，蟾光亮丽照神州。
合家欢乐团圆聚，幸福安康万众讴。

词：浣溪沙
国庆中秋紧接连，五星焕彩百花妍。家家

团聚乐欢天。
经济腾飞民点赞，肃贪惩腐史无前。同圆

国梦再扬鞭。

对 联
国庆家家欢，五星焕彩扬九域；
中秋户户乐，代代辉煌炳炎黄。

国庆·中秋诗词联
○ 黄 胤

五年砥砺创辉煌，党政惠民硕果香。
立国兴邦功伟著，倡廉反腐德昭彰。
登天舟箭星空舞，下海蛟龙水底翔。
举世喜迎十九大，和谐欢谱小康章。

举世喜迎十九大
○林伯震 老家祖厝坐落在坂东镇牛坪山山麓下，坐西朝东，在门前

100多米处，老祖宗种有棵硕大的枫树，约有200年树龄，要4个
成年人方可合抱得了，二十来米高，覆盖面积约四五十见方。
树下铺有二块厚平的石板条,可供多人坐下或两三人躺卧。树
旁有一条通往大山深处的崎岖山路，是乡邻们跋山砍柴的通
道。

春天,霏霏雨中，光秃粗糙的枝杈上，就会吐出嫩绿新芽，
贪婪地吮吸雨露，接着长出小小的叶子，在春风里摇曳，在细雨
中欢笑，着实可爱。

夏天，气候渐渐热了，枫树逐渐枝繁叶茂，整棵树变成圆
形，象一把绿色大伞覆盖地面，这里变成了乡亲们最好的乘凉
去处。每当农民夏种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候，就会看到三
五成群的人们坐在石板上,在此斑驳的树荫下,享受微风习习的
情景；时儿也会遇见一群身负柴薪，放下担子汗流浃背的人们，
在这里歇息喝水；不时还常见到有村民扛着竹床，光着身膀，手
摇蒲扇，悠哉悠哉地来这儿休闲午睡。

夏晚，月明星稀，晚风轻拂，饭后的乡亲们，似乎约定俗成，
三三两两随带小板凳聚集树下。他们谈古论今，交流信息,天
南地北地谈天说地。这时小孩们也往往跟随父母来到这里，讲
故事、猜迷语，或追逐游戏，个个乐而忘返。这里，也是我儿时
的乐园。读小学时，东方欲晓，我常吸着清新空气，在静静的树
下早读。假日也常与同学在此游戏玩耍，如见到一只蜻蜓停在
小草上，就蹑手蹑脚跟在其后，伸手捉住它的尾巴，然后在树下
找到一只蚂蚁,用蜻蜓尸体喂食它，小蚂蚁拱一拱，搬不动，便

会回到窝里报讯，带出一群蚂蚁来。我们就在一旁，观看成群
结队的蚂蚁同心协力抬走一只蜻蜓。有时也跟同学在这里下
棋或在树下看毛毛虫蠕动爬行；夏晚，我也会与小朋友们在这
里嬉戏、奔跑或旁听大人们谈论的话题。

秋天，老枫树从绿色变成黄色最后变成鲜红,远看就像一
团燃烧的火焰，甚是美观；近看，那片片枫叶在秋风里轻轻地颤
抖着，不时落叶飘零，给地面铺上一条红红的地毯。若拾起一
叶细看，就会见到叶子像张开的手掌，其脉洛清晰，叶缘有锯齿
状，红似二月花。到了秋末冬初，树上黑色果子也纷纷掉落，有
乒乓球大小，表皮有毛刺，內有种子,不可吃。这些枫叶和果
子，我小时候常扫集一堆,装进袋里拿到家里当柴火烧饭。

春去秋来，似水流年。常言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给人们带来清爽、欢乐、幸福的老枫树，终于逐渐枯槁衰老，前
些年消失了。

老 枫 树
○林垂枢

时间太紧，杂务缠身。从青春
少年到三十而立，只在瞬间。娶妻
生子、买房买车，而立之标配；几多
挣扎、几多欢喜，一一去实现。

清晨，照见镜中发福的身材，不
忘提醒自己，今天该锻炼了。跑步、
登山、打篮球、骑单车……让汗水浸
透衣裳，让清风飞扬长发。每日的
提醒，终究只是提醒，偶尔蹦一蹦、
跳一跳，沦为一种自我安慰，身体的
弧线越来越圆了。

随着身体圆了，性格也圆了。
不再愤世嫉俗，无心打打杀杀。理
想主义关进铁笼子里，完美主义抛
到九霄云外。曾经以为的真善美与
假恶丑的界限变得模糊，相信存在
的都是有理由的。

世事洞明易，人情练达难。亲
戚不见我孝，朋友不见我义，领导不
见我忠，群众不见我仁。待人以诚、

不免于直，知我者谓我坦荡，不知我
者谓我无礼。懂得面壁思过，无法
痛改前非。

一切习惯既已养成，往往习惯
于习惯。积累的些许经验和知识，
有利于前进，也阻碍发展。于是乎，
更加奋力学习，汲取古今中外名人、
能人的智慧，修身、齐家，在平凡的
生活中追求不平凡。

叔孙豹曰：“太上立德，其次立
功，其次立言。”苏东坡云：“古今成
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
韧不拔之志。”对照目标，遥不可及；
反观才志，才小而志弱。无力把握
方向，却不愿随波逐流；时有出世之
念，却不舍花花世界。

三十而立，在笃定与彷徨之
间。因为笃定，所以站在脚下的土
地；因为彷徨，所以仰望头上的星
空。

○陈仕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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