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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情怀】

《半月谈》杂志曾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

的故事。

1985 年 6 月 12 日清晨，东方刚吐出一丝鱼肚白，上海西

南角最大的菜场和农贸市场乌鲁木齐路、五原路菜场，照例开

始了一天中最为繁忙喧闹的早市。

行色匆匆的人们，几乎谁也没有注意人流中两位穿着普通

的男子。而他俩却对周围的一切都饶有兴趣，慢慢地转悠，一

个个摊位察看。

他俩，就是前一天刚从北京来上海赴任的江泽民同志和他

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江泽民同志用上海话询价：“几钿一斤？”

得知每斤米苋两角、黄鳝一元八角，江泽民同志点点头。

9 月底，江泽民同志去北京搬家，30 日回上海，10 月 1 日

清晨又去察看小菜场，这回他吃了一惊，黄鳝每斤三元八角。

一位老太太买了半斤，嘴里在发牢骚：“这么贵，吃了成神仙啦！”

还有人边采购边咕噜：“看，市长来了啥事未干，首先涨价。”

江泽民同志心里难过，深沉地说：“上海这么个大城市，如果

市民的小菜篮子保不住，就很难稳定。”

为解决菜篮子问题，江泽民同志的足迹遍及郊区各县。

1986 年 1 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了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

1987 年，书记和市长一肩挑的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

是关于农业发展的干部大会。江泽民同志指出，郊区农业搞得

好坏，直接影响到市民的菜篮子。他强调：丝毫不能动摇以农

业为基础的思想——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1988 年，上海召开副食品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菜篮子

工程”的概念。

江泽民同志说：当我们在车站上、车厢里看到拥挤不堪的

人群时，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甚至危险的教室里上课、数

万名幼儿入托入园难使年轻父母愁眉不展时，当我们了解到全

市有 2 万名职工上下班路上要花 4 小时以上的时间时，当我们

看到一场暴雨使11万户居民家中进水时，心里就感到深深不安。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一定要把群众的疾苦、人民的利益放

在心上，这是办实事的根本原因，也是对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

1986 年春节前夕。江泽民同志得知本市一家醋厂因停电无

法生产食用醋，库存的醋也不多了。江泽民同志想，虽然上海

人吃醋不像山西人那么多，但在春节期间，烧糖醋黄鱼、糖醋

排骨，吃饺子，买不到醋，那就不好了。江泽民同志了解情况后，

立即打电话给华东电管局负责人，请他们无论如何立即帮助解

决醋厂供电问题，并把结果告知。供电部门很快就解决了。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每年限时完成十几件人民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事。第二年年初要公布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检查。1987年 1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人民政府为人民，

扎扎实实办事情》的文章，总结了 1986 年上海实事工程的实施

情况，阐述了为民办实事制度化的具体内容。从 1986 年开始，

实事工程成为上海的民心工程。

【城市发展】

江泽民同志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七五”期间着重抓

好的三件大事之一。如动工建设了上海第一条轨道交通线——

地铁一号线，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

路，开工建设市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南浦大桥。

临近 1986 年元旦只有 3 天了，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

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

此后他 20 次深入工地现场办公。一次，设计单位拿出了设计图

纸，施工单位接图后认为无法施工，公文来公文去，就是定不

1985年7月，由于垃圾出路发生困难，乌镇路垃圾码头垃圾堆积100多吨。21日，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来到码头，挥动铁锹，与环卫工人们一起冒

暑清运垃圾。摄影 / 毕品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