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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2日-28日，我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

青年“百村调研”实践活动，作为第四团第四组的

一名成员，赴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留车镇族坑村开

展调研工作。在一周的调研时间里，我与第四组的

其他5位同志一起，驻村入户，走访慰问，按照中

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的统一要求，围绕“三农”有关

问题，解民情，察民意，探民心，与农民群众和基

层干部交朋友，获取了宝贵的调研资料，也经历了

难得的心灵锤炼。这次农村调研实践活动，让我有

了许多的思考和体会，现从三个方面报告如下： 

一、立足现实，把“三农”问题继续摆在战略

基础地位

“三农”问题为何一直这么重要？因为农业仍

是最基础的产业，农村仍占有最广大的国土面积，

农民仍是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又因为即使在已经开

始迈步走入“十二五”的今天，无论农业、农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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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江西“百村调研”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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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在

这次调研活动中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也亲身感受

到了。

第一，农业可持续发展由谁接手？千百年来，

农业和土地都是中国农民的立命之本，但现在的情

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我们所调研的族坑村来看，

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务农的

只有留守的老人、妇女等。更关键的问题，这些外

出的人即使回来，也已经不愿或者不善于种地了，

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也遵循着跳出农业、脱离土

地的方向。“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当我们明确了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推进农

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些战略目标的时候，还需要做的

一件事，就是要加快培养新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由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接手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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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农民增收如何实现？农民难，最难在

增收。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农民的收入包括三个

方面：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从族坑村的情况看，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家庭经

营收入的来源是种植水稻、脐橙和养殖畜禽。种水

稻，只能保证温饱，在增收方面的贡献很小。种脐

橙，是增收的主要渠道，但市场价格的变化无常和

大多数农户的经营规模很小，使它的作用仅限于能

增收而难致富。养殖畜禽，利润大，但风险也大，

再加上投资大、筹资难，不是人人都能做，大多数

情况可能是我们所遇到的那样：一个老汉一头牛，

顺顺当当养上三年不过赚来千把块钱。再看工资性

收入，主要是外出务工，族坑村有人出去打工的家

庭生活基本都还不错，但也谈不上富裕。这些人在

外面辛苦不说，家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普

遍存在，而且还有他们出去后如何退回来的问题。

因此，打工有助于增收，但却未必有助于生活质量

的提高和幸福感的增强。第三是转移性收入，主要

是农业补贴、社会保障和扶贫，农民对此十分欢

迎，增收效果也比较明显。但从现阶段看，它不是

普惠性的，而且水平也比较低。可见，要真正实现

农民增收特别是持续增收，在上述三个方面都要继

续再下工夫。

第三，农村教育为何两难？孩子是未来的希

望。在这次调研中，最感动我们的恰恰也是孩子。

当听到孩子们在教室里朗朗读书，我们欣慰，但转

而见到年久破旧的校园，我们又不禁嗟叹；当发现

孩子们在“小白老师”的课堂上十分活跃，我们开

心，但转而探访一个孩子的家，看到一间不属于他

们家的旧屋，一桌简单且缺乏营养的饭菜，一对年

老体病的老人，以及一个与白天在学校截然不同的

男孩儿，我们又不禁心酸。特别是那一晚与校长、

教师、学生家长座谈，面对他们反映出的农村教育

两难问题，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在尚未巩固的农

村教育体系内，却和城市一样存在着优质生源流失

的问题，这是农村教育不能承受之重。镇上为优化

整合教育资源，将村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孩子集中到

镇中心校继续学习，这本是好事，但上学地点的变

化增加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政府补贴

孩子生活的支出，而在现阶段对农村教育支出有

限的情况下，对于改善办学条件的投入就要相应减

少。这些两难为何存在？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

我们要努力的是，不仅让农村的孩子们上得起学，

还要让他们上得好学。

第四，农村文化发展怎样保障？我们调研所

在的族坑村有着悠久的家族传统，全村人都姓陈，

一族出过三位进士，至今还保留着家族的祠堂和祭

祖仪式。上一任村支部书记按名字在家族里算是长

辈，再加上他又是个能人，因此任内的工作有声有

色，威望也高。这应该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家族传

统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家族传统说到底是一种文

化，现在保留着这样文化的农村已不多见。与城市

一样，农村也存在着文化断档的问题；与城市不一

样，农村不那么多元、开放，文化或许真的会就此

断掉了。文化缺失在农村的影响已经显现，由于缺

少更多的文化活动，包括族坑村在内的许多农村都

还有赌博的恶习，许多已经致富的农民，因此再次

返贫。或许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这样

的情况会慢慢减少，但文化真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

的。为此，在农村重拾传统文化是需要的，引入新

文化也是需要的，但关键在于怎样给文化的链接和

发展提供保障。多年来开展的“三下乡”活动是一

种探索，农民欢迎，政府支持，效果明显。但如何

能让送下去的东西留住、扎根，进而生长出新的东

西来，却正是现在更需要做的。

因为有了上面的问题，所以作为国家基础的农

业、农村、农民都还不稳固，必须把“三农”继续

放在战略基础的地位来对待。短短一周，我没有给

上面提出的问题找到答案，但我有了继续寻找下去

的决心。同时，我也明白了，绝不能离开“三农”

谈“三农”，只有返回农村，回到农民身边，才能

找到正确的答案。

二、深入基层，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最深厚的

感情

这次调研实践活动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为我

们提供舒适住房的大叔，是为我们烹调可口饭菜的

大哥，是为我们准备洗澡热水的大婶，是为我们安

排调研行程的村干部，是一个又一个就在我们身边

的农民群众。短短数日，我们和他们没有太多言

语，但哪怕只是几分钟的交流，也让彼此之间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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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只有来到群众身边，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我

们的存在，相信这些共产党的年轻干部对他们是充

满感情的。

最后，要与人民群众建立最深厚的感情。随

着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的深入发展，我们都处在剧烈的大变动之中。越是

变动，越要找到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这样才不

致迷失。这股力量就是人民群众。只有与人民群众

建立起最深厚的感情，从群众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

量，我们才能应对一切变动，迎接所有挑战。与人

民群众相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在去族坑村的

路上，我心里也忐忑过，不知见了那些陌生的农民

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见面后，握一下手，敬一

根烟，我得到的是一脸憨厚的微笑，换来的是一番

推心置腹的交谈，转眼间，一切顾虑烟消云散。其

实，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

不需要多复杂的形式，举手投足之间，我们便与他

们培养了感情，基于这感情，他们给了我们从工作

到心理上的莫大支持。

三、实事求是，让调查研究成为工作的基本

方式

我不敢说在这次调研中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

果，但调查研究本身已经是我最大的收获。一路

上，我们听得最多的是同一句话：“没有调查，没

有发言权”。众所周知，就是在寻乌这个地方，毛

泽东同志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

两篇光辉著作，从此这句话就成为全党的共识。我

从2004年参加工作开始，至今已近7个年头。在工

作中，我讲过很多话，但做过的调查研究却很少。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年轻干部，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把

“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当作

习惯，今天来看，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要认真对待

和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明确在实际工作

中应该反对什么、倡导什么、避免什么、追求什么。

反对空口无凭，本本主义。我们年轻干部最

缺少的是经验。在缺少足够经验积累的情况下，最

容易犯的是两种错误：一是空口无凭。张嘴就说

话，什么都敢说，这作为一种工作态度是积极的，

但如果说的内容没有事实作为基础，没有认真的思

考和论证作为依据，空口说白话，就要不得了。特

建立起了感情，以致最后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一

直以来，我们这些在“大机关”的年轻干部，工作

不愿讲感情，只知道办事要讲求规律、服从原则、

遵守规定。然而，通过这次调研，我发现其实我们

错了，或者说认识是不全面、不深刻的。我们做工

作，关键是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最深厚的感情。

这件事说起来最容易，做起来最难。

首先，要对人民群众充满感情。当前，党和

政府都在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就是群众

工作。我们作为党员，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青年干

部，做好群众工作，就要对群众充满感情，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次调研，短短几天就能留下

深刻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就是因为我们带着感情

下去，带着感情去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件事。我们

的感情，首先是对身边那一个个普通农民的，尽管

他们带着客家乡音的话语令我们半懂不懂，但连日

来的朝夕相处，一起吃饭、喝茶、抽烟、聊天，彼

此的心在不断贴近；我们的感情，也是对基层干部

的，他们陪着我们转遍每家每户，从农民的话语和

表情中，我们看到了基层干部为党和国家、为农民

群众的谋心出力，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们体会了

基层干部的不易与淳朴，尽管他们不完美，但却很

真实；我们的感情，更是对农村广阔天地的，族坑

村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仿佛是鲜活的，把我

们与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面这段

话不是在写散文，而是我们这几天的真实感受，离

开族坑村，我们都被“掏空了”，人回到北京，心

却留在了那里。群众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我们又

怎能不对群众充满感情？

第二，要让人民群众接受我们的感情。我们对

群众充满感情，不能嘴上说说就算了，而要让群众

感受到。在族坑村，我们探访了村里的贫困户、五保

户，慰问了留守儿童，尽管带去的慰问品和慰问金很

有限，但农民们依然激动不已。是因为他们太需要这

些东西和钱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真实地走进了他们

的家里，和他们坐在了一起。农民群众最讲人情味，

只要你走近他，他就会接受你。如果我们只是坐在

北京的办公室里，研究和制定这样那样的政策，即

使我们造福于群众，群众也会和我们陌生、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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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对群众说话、为群众制订政策的时候，尤其

要反对空口无凭，因为它影响极坏、危害极大。二

是本本主义。喜欢说书上怎么写的，领导怎么指示

的，文件上怎么规定的，唯独不愿说实际情况是怎

么样的。当然，这不是说书上的话、领导的话、文

件上的话不能说，我们的工作要以书上的理论作为

指导，要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要严格按照文件规

定办事。但是，理论之所以有效，中央精神之所以

正确，文件之所以可行，都是因为与实际情况相符

合，是对实践的客观反映，否则，也需要修订和

完善。因此，根本上还是要用事实来说话。只拿本

本说事，根源在于不掌握实际情况，怕犯错误，殊

不知本本主义是更大的错误，因为本本看似正确，

更有迷惑性。所以，我们必须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

样，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

倡导调查研究，亲身躬行。为了不犯空口无

凭、本本主义的错误，我们就要调查研究。有了调

查研究，才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要掌握实际

情况，因此必须到实际中去，特别是要到基层去。

要知道，信息在一级一级传递的过程中必然要被筛

选，进而与原始信息产生偏差，有时甚至与原始信

息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基层产生的是原始信息，从

那里获得的情况才不会失真。同时，做调查研究，

不能由别人代劳，特别是在调查环节，绝对要亲身

躬行。因为调查就是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别人给

你的，怎么也不会是第一手的。在研究的环节，可

以让别人参与，大家讨论，吸收不同的意见，但主

要的和具体的分析工作还是要自己来做，从自己收

集的资料中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避免漫无目的，主观臆测。调查研究，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容易，做好很难。这里面有方式方

法问题，也有态度问题。漫无目的就是一种错误的

态度。来到农村，满眼全是没见过的新鲜事儿，走

马观花，眼花缭乱，最后在脑袋里什么都没留下。

调查研究首先得目的明确，你要了解什么，寻找什

么，获得什么，挖掘什么，都要事先准备提纲，按

图索骥，才能得到需要的资料。拿稀罕当宝贝，是

调查研究最容易犯的错误。即使是这样，调查研究

也不会一帆风顺，往往实际的情况与当初的设想差

别很大。这个时候，又容易犯下主观臆测的错误。

为了把调查研究做下去，让资料尽可能符合需要，

我们往往会主观猜测实际情况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把不相干的事也强拉进我们划定的圈子里。这虽然

不同于前面说的空口无凭，但实际后果是差不多

的。当然，主观臆测与合理的主观推断是不同的，

合理的主观推断是调查研究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但它的基础还是事实，手中已掌握的情况必须能够

充分佐证推断，这个推断才是合理的。

追求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要把调查研究做

好，首先要端正态度。正确的态度之一是有的放

矢，带着明确的目的性来搞调查研究，提高效率，

有舍有得。另一个正确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实际情

况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调查研究开始了才发

现困难重重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个时候，我们就

要实事求是，或者调整调查范围，或者改换调查对

象，或者修正调查思路，或者完善调查方法，总之

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围绕着获取实际情况这个

唯一的目的，来组织调查研究工作。对待调查的结

果也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它不和我们的心意就舍

弃，往往越是这样的情况，才越有价值。因为，从

主要目的的角度来看，调查不是为求同的，而是为

求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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