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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第十二届

研究生支教团回信，号召广大学生和青年努力向实

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努力在实践中丰富阅历、磨

练意志、增长才干。这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也给正在

开展“百村调研”实践活动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以

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及时发出

了《关于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给北京大学第十二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回信精神扎实开展“百村调

研”实践活动的倡议》，号召青年在“百村调研”

活动中向实践学、向群众学。

5月22日—6月2日，由50多个部门的200多名

团员青年组成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第

二批实践团，分赴8省、15个县、40个村，针对江

西赣江、安徽金寨、河南林州等革命老区，江苏昆

山、张家港等东部沿海地区，四川汶川灾后重建地

向实践学习  向群众学习

——来自“百村调研”第二批实践团的报道

区、云南西畴和广西德保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同

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开展了为期一周的驻村调

研。调研期间，共完成400多份调研问卷，访谈农

户400多家，参与访谈人数达1000多位，访谈实录

200多份，慰问贫困户200多家，挖掘典型案例100

多个、感人故事159个，开展成长对话70多次，协

助村民办理实事100多件，形成调研心得200多篇、

调研报告50多篇。调研期间正值第52个国际儿童

节，各地实践团纷纷走进校园与农村儿童和中小学

生谈理想、话成长，赠送了1000多个爱心包裹。

实践团团员们入农家、进校园、走田间，问民

意、聊民忧、访幸福、话发展，不仅捕捉到了令人

感动的故事、催人奋进的精神，更在了解、学习基

层的过程中以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的视角深入思考了

中国农村的未来。这些与基层群众的无间隙交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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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都为彼此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并在

青年们的心田埋下了一颗关心“三农”、

关注“三农”的种子……

1   大手牵小手谈理想， 情洒校园话成长

“我想当警察，因为警察可以抓小

偷，可以保护大家。”

“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专门写故事给小

朋友。”

“我要好好学习，进入一所师范大学，

然后当一名人民教师，到大山里，为那里的

孩子们讲课。”

“我想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驾驶战

机翱翔在祖国的上空，保卫国家。”

这是5月27日江苏泰兴市三里实验学校六年级

的一次以“理想与努力”为主题的班会。中央国家

机关青年“百村调研”第八团58组全体组员正与孩

子们开展成长对话。

“我最尊敬的母亲，她非常关心我。每当我生

病爸爸妈妈都会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他们的心里也

非常着急，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问我。”安徽霍县

大化坪小学六（2）班的何亚东同学正在“我的爸

爸妈妈”主题班会上发言。5月25日中央国家机关

青年“百村调研”第三团正在当地希望小学参加主

题班会。

“就是这些孩子，两个人挤一张床，冬天也只

有草席子铺着……”听着这样的回答，乔春磊和他

的组员们眼睛湿润了。这是发生在5月26日中央国

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第二批第七团在西畴县莲

花塘乡莲花塘村小学的一幕。

5月26日下午3时，“百村调研”第六团（广

西）43组全体组员走进广西德保县都安小学，分别

为三个班级上了英语课、法制课和科普课。下课

时，同学们齐唱《感恩的心》，令现场的机关青

年们和孩子们为之动容。在安徽金寨县、四川汶川

县、河南林州市等地的实践团共为农村孩子赠送了

1000多个爱心包裹，并表达了对孩子们的祝福。

与 此 同

时 ， 第 三 团

（安徽）凤台

县调研组正在

钱庙乡中学与

来 自 乡 里 的

2 0 名 中 小 学

生开展“健康

成长”的座谈

交流；第六团

4 4 组 正 在 广

西壮族自治区

德保县都安乡

巴荷村小学开

展 以 “ 坚 持 •

第八实践团在江苏泰兴市三里实验小学举办“理
想与努力”的主题班会

第四实践团30组在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

两位来自陇栋屯的寄宿小学生
在学校灶台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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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为主题的拓展训练活动；第四团在江西、

第五团在汶川也在同孩子们开展着不同形式的交

流。《贴在墙上的梦想》、《爱的传递，心的共

鸣》、《孩子的来信与我们的辛酸》、《快乐童

年开心对话》、《让我们携手，用真诚温暖孩子

的心》、《理想与努力》等一大批博文均真实记

录了青年们与孩子们的成长对话。

这些关于成长的对话、理想的追求都深深印

在了孩子们的心里，这些渴望知识的眼神、质朴

的语言、坚强的背影都深深打动了“百村调研”

实践团的团员们。青年们的奋斗故事激励了孩子

们，孩子们的求学劲头感染了青年们，两个群体

的交流与对话为这些校园激荡起了更多关于“梦

想”的憧憬与期盼。

2    入农家访幸福，春风化雨润乡亲心田

“一是种地不交税，还能领补贴，这在以前

是想都不敢想的；二是想吃啥就吃啥，不想吃肉想

吃菜；三是井水变成自来水，方便又安全。” 当

“百村调研”凤台团第二组问及“何为幸福”时，

77岁高龄的吴怀书老人如是回答。吴大爷说到这句

话时，还激动地站起来，带着调研组成员去看他挂

在屋梁上的羊肉和鱼肉，说是前几天孙子来看他时

准备的，但一直都没吃，不是不舍得，而是想吃蔬

菜。

类似的关于幸福话题的访谈也同时在山西、江

苏、江西、四川、云南、广西、河南等七省15个县40

个村进行着。这种侧重了解民情、民生、民意的访谈

活动让农民有话想说、有愿望想表达、有诉求想聊。

5月24日，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老年公寓

13层1306，74岁的王大爷正在接受“百村调研”第

八团51组的访谈。王大爷说，我现在早上起来吃吃

饭，就去锻炼身体了。上午打打太极拳，下午打琉

璃球，晚上跳跳舞。村里生活丰富得很，有老年活

动中心，棋牌室、健身室什么都有。

而在云南西畴莲花塘小洞村幸福的者大妈说：

“在农村，只有三类人比较贫困，一是人多地少

的，缺乏先天的发展基础；二是懒汉；三是没有经

济头脑的。农村人只要有经济头脑，只要肯干、勤

劳，生活就会慢慢变好。”幸福的人，也是有烦恼

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挣钱，一个月见不了几面，

年纪大了，也想孩子能经常陪在身边。这就是幸福

多于烦恼的者大妈。

“要是有一天，我们村的人不

用外出打工，在家里能发财致富，能

够天天和老人、老婆、孩子在一起，

那我就真的满足了。”在汶川县水磨

镇衔凤岩村，村支部书记张学林在回

答“什么是满足”时如是说。

相同的幸福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像安徽桃源河村村民的幸福、广西德

保县新郎周荣弟的幸福生活、汶川县

水磨镇衔凤岩村胡大妈的幸福心愿

等，都打动了国家机关的青年们。

乡亲们的生活境况不同，对幸

福的理解和追求也就不同。但这些追

求幸福的态度却不断地感染、激励着

“百村调研”的实践团团员们。

3   向村干部学经验，促膝长谈感受基层情怀

村干部被称为中国行政体系“最后一公里”的

实践团团员深入农户开展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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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群，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直接影响着

村里乡亲们的生活和幸福。大学生村官和致富带

头人又会与村干部一起形成一种左右乡村发展的

关键力量。因此，关注他们才能看清乡村的未来

之路，同时，关注他们感受到的则是宽广的基层

情怀。

在安徽凤台县关庄村，耕地在老百姓的生

活中是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一家人的生存之

本。2010年，关庄村人口1523人，比5年前增长了

6.7%，寻找更多的土地资源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村支部书记林峰就挑了一个全村最开阔

的地方建成了“村公墓”，并带头将自家祖坟从耕

地里迁出。这样既节省了耕地资源，还有利于机械

化作业。这就是村干部的担当！

与村支书一样为村民的幸福努力着的还有致

富带头人。安徽凤台县的回族女企业家、享有“蘑

菇大王”盛誉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鲁中祝，作

为凤台县永望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已发展带

动1260户农民加入食用菌种植产业，公司年产值达

5000多万元，直接吸纳就业30余人，其中有10多人

均为残疾人。

在江苏张家港市，青年们访谈了杨舍镇农联

村党支部书记赵建军。“当农村书记，关键的问题

就是要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来面对我们的老百姓，

要真正做到百问不厌，百事必解。”这就是赵书记

的理念。农联的老百姓都非常依赖赵建军，遇到一

些特殊情况，村民就会想起赵建军，农联村村民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困难找书记”。面对村民

的评价，赵建军总是说“我的责任就是多办一点好

事、多做一点实事、多解决一点难事”。

“人啊，什么都要靠自己，人要学会自力更

生，哪怕苦一点都没有关系。”27岁的汶川县水磨

镇衔凤岩村团支部书记蔡兵祥在访谈中如是说。据

了解，他在地震时积极组织青年开展自救，在震后

拿出家里仅剩的50斤大米交给集体，因在抗震救灾

中的出色表现已发展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此期间，《一个村支部书记的致富心经》、

《加强各项制度建设 提高农民抵抗风险能力》、

《“两委会”谈落儿岭村的政治结构》等文章也反

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状态和独特情怀。在汶川，青

年们访谈了“要让村民都幸福起来”的水磨镇衔凤

岩村党支部书记张学林；在云南西畴，青年们

访谈了香坪山村的“杨善洲”——村支书林乾

武。如此众多的基层干部、大学生村官和致富

带头人，为机关青年们不仅提供了一种鲜明的

参照，更有震动心灵的激励。

4   聊土地话产业求发展，探寻农村致富路

在广西德保县足荣村田庄屯，“百村调

研”第六团第45组正在向乡亲们询问土地流转

的问题。田庄屯在发展烤烟种植业过程中，农

民自愿转出水田100多亩（仅第一季转出种植烤

烟，大多第二季收回种植晚稻；占全屯烤烟种植

总面积的1/3多），每亩收入200元，屯里承包种植烤

烟超过10亩的农户达10户，既形成了适度的规模化经

营，又较好地保证了农民的收益权。

这种方式的土地流转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参

加该组调研的海关总署吴培阳认为，我国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一家一户分散的经营方式与以农

业机械化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矛

盾。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应是当

前完善和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有效化

解上述矛盾的重要措施。

两个孩子在外工作，一个50多岁的人需要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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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正为经营的“农家乐”没有及时办理工商营

业执照而焦急不安时，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第

十实践团团长盛保晨同志当晚就联系了当地的

工商部门，了解具体情况、核对审核条件，并

邀请当地工商部门于次日进行了现场办公，为

符合条件的群众现场办理了营业执照，赢得了

当地群众的赞誉。

雨季将至，各地都在组织当地村民修缮水利

设施。在四川汶川县和云南西畴县的实践团团员们

也纷纷加入到修渠劳动的行列，帮助村民采石、背

沙、垒坝。

“百村调研”第七实践团在江西莲花县调研

时，帮助一名患有急性肾衰竭、年仅15岁的中学生

及时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并办理了住院手续，开展

了募捐活动，让一名在当地农村无法救治的中学生

重拾生命的希望！

在山西阳高县，第九实践团在调研之余组织

煤炭文工团举办了“百村调研”慰问演出活动，

让近千名村民实地感受了火热的艺术现场。同

时，该团还和当地困难家庭的孩子开展了结对帮

扶活动。

5月26日下午，安徽凤台实践团第四组成员，

在关庄村会议室给当地的村民举办了一次法律知识

普及讲座。

类似的活动同时还在江苏、广西等地开展。据

了解，调研期间，第二批实践团团员们共慰问贫困

户200多家，协助村民办理实事100多件。“百村调

研”实践团团员们以务实的风格、真诚的沟通赢得

河南团在现场办公

种二十多亩地，平时耕种可以靠咬咬牙自己完成，

可每到播种季节就要雇人劳动，还要支付不小的

开支。这就是山西阳高县北徐屯村徐老伯面临的境

况。北徐屯村七成左右的青年人都在外打工，留在

村里种地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

去，二十年后将有大片的耕地面临无人耕种的局

面。在山西阳高县调研的第九实践团团员、国家统

计局的申孟宜面对此种状况陷入了沉思并在当天写

出了调研文章《二十年后的田地谁来耕种》，从推

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完善农产品价格调节机制等方

面提出了解决建议。

在汶川水磨镇衔凤岩村，调研组成员看到了一

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在以传统种养业为主导的基础

上，积极发展猕猴桃、跑山鸡等特色农业，大力开

拓“农家乐”旅游观光第三产业，目前已种植了猕

猴桃1150亩，发展生猪养殖大户5户、跑山鸡养殖

场1个、农辉蛋鸡养殖场1个、农家旅游32户。谈到

今后的发展，村支书坚定地说：“今后将进一步扩

大种养规模，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采取‘支部+

农户+公司’的农家乐旅游发展模式，让全体村民

更快致富。”当问及村民对未来生活的愿望和诉求

时，村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三个心愿：“一是如

何实现种养业的持续、更快增收；二是如何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拓展农家乐生意；三是如

何更好地筹措创业启动资金。”

第二批实践团更加注重理性认识的提升，目

前共形成涉及土地流转、金融服务、农村教育、社

会保障等几个方面内容的论述几十篇。《融资难成

为制约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幸福的

难题——涉农小额贷款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对农村

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广西都安村农产品销

售难的问题调研》、《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发展

的有效动力》、《对水磨镇衔凤岩村经济发展的感

悟》等文章对农产品流通、农业发展和乡村经济的

发展进行了思考。

5   贫困农家问疾苦，排忧解困做实事

在河南林州，第十实践团在访谈中得知当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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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层和村民们的赞誉。

6   深入基层悟精神，自我鞭策立新功

基层是实践的一线，是孕育创新思想的

重要场所，更是诞生精神的母体。深入基层

的过程，是了解国情社情民情的过程，更是

一次领悟基层宝贵精神的过程。在第二批实

践团的调研之地，我们的实践团团员再次感

悟、学习了云南西畴的苦干精神、江西寻乌

的务实精神、河南林县的红旗渠精神、汶川

重建的涅槃精神和安徽将军县的奉献精神。

“山大石头多，出门就上坡，只见石头

不见土，玉米长在石窝窝。”当地人用这4

句话来描述云南西畴。但也正是在这艰苦的

环境下，铸就了西畴精神：苦熬不如苦干，搬家不

如搬石头。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百村调研”第七团四组在云南西畴县香坪山

村深深地被这种精神打动了。“每当想到西畴的艰

苦环境和西畴的奋斗精神，心里就不是滋味。”赴

云南参加“百村调研”实践活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的刘烁动情说。

在江西赣州，

来自11个部门的27

名青年组成的“百

村调研”第四团正在

“寻乌”学习毛主席

著作中关于调查研究

的代表篇目《反对本

本主义》和《寻乌调

查》。四团团长、国

土资源部的王正颐在

博文中留下了这样的

文字：每个青年都是

一颗火种，中国的伟

大复兴就孕育在这火

种之中！我们可以通过自己扎实的调研，为自身的

成长播下一份信仰的火种！为今日的农民播下一份

信赖的火种！为祖国的未来播下一份燎原的火种！

在四川调研的第五实践团团员丁维顺有感

于汶川震后“重建家园”的奋斗精神，在调研心

得中写道：一是有感于村容村貌的巨大变化；二

是有感于村民的坚强和朴实；三是有感于村里百

姓对更好生活的期盼。在感受灾后重建的丰硕成

果、感恩灾区人民的热情和教导的同时，也在思

考和感悟衔凤岩村未来的经济发展，希能尽一己

绵 薄 之 力 ，

为 村 的 发 展

建言献策。

上 世 纪

六十年代，林

县人民在严重

自然灾害中，

依 靠 每 人 每

天0.5公斤原

粮，在太行山

悬崖绝壁上，

逢山凿洞、遇

沟架桥，建成

了长达1500公

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中国水利建设史

上的奇迹，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古有愚公移山，今

      田间拔草（江西）

在汶川震后新建的黄家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有面五星红
旗。村民们说：感谢党和政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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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脑子不够想，心里满得装不下。到了离别的日

子，尽是不舍。从不想来到不想走，从写不出到写

不尽。我写得尽兴，有话要说，有话可说。到了

村，入了户，接了地气，有了根底，在真实的生活

里收获了真切的感受和真诚的文字。

调研期间，实践团的团员们克服时间紧、任

务重和气候环境的转换性影响，严格要求自己、

深入访谈村民，共完成调研问卷400多份，访谈

农户400多家，参与访谈人数达1000多位，形成

访谈实录200多份，形成调研心得200多篇、调研

报告50多篇。

团员们白天外出工作、下地劳作，开展各种形

式的调研访谈活动，晚上挑灯夜战，开会小结、讨

论、整理材料，往往工作到凌晨，许多博文和微博

也都是在凌晨以后上传的。据不完全统计，调研期

间，实践团团员人均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

团员们在调研期间严守纪律，谢绝了当地政府

的各种宴请，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互相感染，互

相帮助，沉下心来搞访谈、弯下腰来做研究，让基

层群众看到了大机关里的小干部的过硬作风。团员

们在深入基层的实践中体现出能吃苦、务实效，与

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精神风貌，赢得了

基层干部群众的肯定。

8   千里鸿信传使命，厚重着的真实

就在“百村调研”第一批实践团完成

调研任务带来许多感动、第二批实践团分

赴各地即将开展调研实践的当夜。张璐同

志在5月22日凌晨1:37给全体实践团团员

们提笔写下了这样一封信《带着感情沉下

去》。信中这样写道：

百村调研是个梦，它一直在鼓舞着我

们。这些天来，被感动所包围。看博客

时，或是在总结会上，常常是嘴角还挂着

笑，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下来。为那些思念

爸妈的孩子、贫困无助但却坚强乐观的人

们、在基层一线默默无闻辛苦工作的干部

们感动，同时也为我们的实践团员以及那

有林县（现更名为“林州市”）人民修渠，只要有

希望在，地狱也成天堂，只要有决心在，痛苦也成

快乐，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红旗渠子孙，也

激励着实践团的每一位团员，在生活和工作中，勇

于吃苦，无私奉献。

在安徽霍县、金寨等革命老区，“百村调研”

实践团团员们也正在大别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入

农家、走田间、问心愿。

7   扎实调研验作风，磨练意志重实效

在广西德保县，有这样一件事情深深打动了当

地的干部和群众。为深入了解当地的贫困村，第六

实践团的团员婉言谢绝了基层干部的劝说，顶着烈

日徒步翻越两座大山、艰难跋涉2小时，才深入到

山沟中的贫困村——陇栋屯，写出了感人文章《有

个山村叫陇栋屯》。

“在江西赣南，有几天气温骤降，最高22度左

右，田里的水很凉。农业劳动时大家毫不犹豫地光

着脚进入水田里拔鱼草。老乡说，真没想到中央来

的人能给我老陈拔鱼草。一刹那间，我们突然不知

道说什么好。真是为他们做得太少了！”一名赴江

西的第四实践团团员在微博中这样写道。

在安徽凤台县钱庙村调研的陶莹在博文《一句

话，一辈子，一生情》中这样写道：短短的几天，

竟然过得飞快。只觉得自己眼睛不够看，耳朵不够

为了不影响农户休息，深夜里来到楼顶露台研究白天的调
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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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关注我们博客的网友们感动。看你们的文章和留

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情，像一种温暖的力量在更

多人心中传递。这样的时代太需要这样的声音、这样

的感动了！

我们下去首先是改造自己，其次才是帮助

他人，因为只有改造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他

人。而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改造自己。其实一切

期待的、怀疑的、甚至指责的，目标都是一个，

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沉下去，和群众在一起，了

解和反映他们的心愿诉求，力所能及地为群众做

实事。调研的时间有限，切忌蜻蜓点水、走马观

花，一定要沉下去！带着感情沉下去！

赴云南的第二批实践团团员、中国农发行王咏

梅在微博上留言：“这几日，几乎每天都在紧张中醒

来。看到《带着感情沉下去》，更是压力大涨。”

5月25日，“百村调研”第五团的邹治宇通过

博客发表了《关于对“百村调研”如何“带着感情

沉下去”的一点思考》。他在文中写道：

 “百村调研”第五团走进汶川已经三天了。大

家白天马不停蹄的走村串户进行访谈，挖掘典型案

例和感人故事；晚上热火朝天地讨论交锋不断迸出

思想的火花，即便躺在床上依然思绪万千，时不时

起来把所思所想及时地记录下来，以免遗忘。三天

以来，我们无不感动于大家的感动，振奋于大家的

振奋，成长于大家的成长。我们不奢望也不可能用

短短一周的时间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们必

须面对百姓的困惑、渴望和期待的眼神,将我们通

过“百村调研”沉淀下来的对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

深厚感情，转化为不断做好各项工作的动力和源

泉，有勇气从我们自身检视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

因，找到开启通向解决问题途径之门的钥匙。

而在5月31日，远在江西莲花的“百村调研”

第四团的团员们也通过博客发回了来自“前线”的

书信——《第二批江西莲花分团致张璐书记的一封

信》。热情洋溢的回信反映了调研一线的工作状态

和大家的心情。部分内容如下：

如果用一个词组概括“百村调研”的收获，

“学会感恩”，也许比较贴切，这既指感情上的领

悟，也包括行动上的转变。对于国家机关的“三

门”青年干部，能够有机会跳出单纯封闭的生活轨

迹，扎入国家的现实根基，直面农民的真实生活，

由团工委搭建的“百村调研”这一广阔平台实属

难得，我们将这份感激化为珍惜,愿意担起责任，

带着那一股年轻的豪迈和些微的忐忑，就此踏出了

“村上寻根”的脚步。

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从朴实的村民身上、从喜

忧参半的农村现实中找回了一颗感恩之心，找到了

今后工作的情感根基、动力源泉和努力方向，这将

成为我们一生中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同时，提前出发赴河南的第十实践团团员

罗凯世也从调研一线发来了《致“百村调研”

第三批团员的一封信》，给尚未出发的实践团

提出了培训务必参加、要带着问题下去、要做

好充足的准备、要根据当地实际调整侧重点等

诸多珍贵建议。

这一封封的来信，承载的是使命，激发的是责

任。正是这种责任与使命让“百村调研”实践活动

显得愈加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