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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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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坑 • 中国

——参加“百村调研”实践活动点滴体会

四团（江西寻乌县）30组  国家信访局办信一司  曹  冰

这些天来，一直被一种久违的感动和震撼

包围着。孩子们的笑脸、老人们的眼神、老俵们

的期待和基层干部们的企盼，挥之不去地在我的

心灵深处萦绕着，最终交织成了关于“族坑•中

国”的独特记忆与清晰责任。

我们行过许多的桥，看过无数的云，却只在

正当好年华的青春住过一个今生难忘的村。

                        ——沈从文

族坑，一个安静而美丽的赣南乡村，距离北

京大约2300多公里。5月21日，我与国务院国资

委、国土资源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5名年轻人组

成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第四团第四

组，历时26个小时，先后换乘火车、汽车和皮卡

来到了这里。为期一周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围绕

着“宣讲党的三农政策、了解农民和基层的愿望

诉求以及挖掘农村的典型故事”三条主线，召开

基层座谈会3次、参加人数52人次；走访农户10

户，30多人次；访谈户数7户、12人次；与30多

个孩子进行成长对话；慰问贫困户4户；完成调

查问卷10份；人均参加农业劳动1小时；自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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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捐赠文化体育用品价值1000元。光脚下地割

鱼草，徒步果园计增收，走村入户唠家常，访贫

问苦受教育，关注教育话成长，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我们初懂了农业的艰辛，深感到农民的不易，

担忧起农村的未来。一周来，我们日均睡眠不

足5小时，听着鸡叫起床，枕着蛙声入眠，没有

电视，没有网络，没有娱乐，没有酒精，没有堵

车。有的是我们迎着清晨的朝霞奔走和访问；有

的是夜幕下秉烛夜谈的痛快和淋漓；有的是观点

鲜明碰撞的交锋和思辨；有的是讨论交流过后的

片刻沉寂和深深思索。一周下来，我们已经习惯

了跟老乡一样站着吃饭，蹲着抽烟，沿着田埂走

路。我们将身上被蚊虫叮咬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

大包当作是独特的收获，将寂寞清寂的夜晚被寒

冷叫醒看成是对心灵的拷问。离开族坑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怕村里的狗了，村里的小孩子

也开始不怕我们了。我们很骄傲，我们将自己变

成了族坑人。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

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

需要加快。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赣州，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的每一寸土

地都镌刻着一段红色历史，感受过中国革命的激

情与理想，承载过先烈的鲜血与生命，演绎过时

代的风华与沧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

在这里留下了光辉足迹，我们党领导和管理国家

政权在此伟大预演，伟大的苏区精神由此孕育而

成。在赣南乡村的一周，我们始终被这样的红色

赣州感动的同时，也默默地为中国的农民们算计

着——看学生的义务教育账本，算普通农民的种

粮成本收入，聊社会主义新农村下的生活支出。

如同全国许许多多的乡村一样，虽然有以种粮直

补为代表的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但种粮的比较效

益还是太低，农民种粮积极性还未充分调动；虽

然旨在全面加强水利建设的“一号文件”已经下

发，但是农田水利设施还比较旧，病险小水库还

不少，一些地区引水“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没

解决；虽然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方针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5年，但有的地方

危房、旧房还很多，广大农民的居住条件仍需改

善；虽然有希望工程、校安工程等的强力扶持，

虽然我们从未移开我们对农村教育的关注目光，

但义务阶段基层基础教育亟待加强，留守儿童还

需更多关爱……

——农村教育。族坑村中央的族坑小学始建

于1950年。狭小的操场、漏雨的教室、简陋的黑

板，斑驳的墙壁无不述说着这所不起眼的乡村小

学的沧桑。目前，学校有1、2、3、4年级、四个

教学班，学生58人，教师6人（代课教师3人）。

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们需要到留车镇中心小学

寄宿就读。虽然国家对于贫困住宿生有补贴，但

平均每个孩子每周的饮食等花费要25～40元，

“一顿饭不吃肉菜也要2元多”，一般家庭两个

孩子每年要花费5000元左右，家庭教育支出的增

加显而易见。根据我们召开基层教育座谈会了

解，随着适龄生源的减少和流失，这种“不完全

的小学”在当地较为普遍。目前，该镇乡村小学

有的已经转变为只有一、二年级的“教学点”，

平均每个教学点有学生32人左右，最少的一个

“教学点”只有8名学生、2位老师。这样的“教

学点”，教育氛围不足，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几

年前，教育部曾统一部署启动了农村中小学教学

点的撤并工作。因不少地区地形复杂，撤并后学

生入学困难等原因，撤并工作于2010年初被叫

停。可以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点”撤

并是个典型的“两难”问题：存在，是群众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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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是农村适龄儿童“有学上”的保证；撤

并，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然要求，是孩子们

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方式。现在看，问题或许

有解，但是一定很难。

——农民增收。寻乌县以丘陵山地为主，

是典型的“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的山区县。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农民的增收显

然很成问题。据我们了解，当地一亩水稻田一年

种一季的话，一般是亩产在1300多斤（稻谷，

下同，100斤稻谷可出约70～80斤大米），如果

一年种两季的话，一季的产量大概在1000～1100

斤，加起来就有2000～2200斤了。按照现在的

市场价格，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就是挣个

自己家吃的口粮”，“发家致富完全不可能”。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末，寻乌县农民人均纯

收入2944元（全国平均为5919元），82个扶贫重

点村农民人均收入1903元。近年来，当地政府因

地制宜，大力发展脐橙产业，经过努力，实现了

“农业人口人平一亩果”，脐橙已经成为当地百

姓增收的主要渠道。同时，一些有实力的公司也

开始进入脐橙产业，包括产品的清洗、打蜡、分

级、包装和储藏等“都要雇工”，从而带动了

不少农户实现增收。我们参观的当地寻乌尼洋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包荒山近1000亩，种植脐

橙树2万多棵，2010年的产量是70多万斤，“价

格最好的时候成色好的每斤能卖1.8元”。果园

实行了承包制，5户家庭承包，每户划片负责管

理3000～4000株，公司负责统一打药、下肥，小

工自己请。公司与承包户签订合同，“每株管

理费6元，每斤果奖金提成1毛钱”。这样算下

来，“勤劳点、少请小工”的承包人大约能收入

35000～40000元，收入较为可观。长远来看，如

何进一步推广和完善“猪——沼——果”的立体

种植模式，通过品牌建设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风

险，是确保当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课题。

——农业未来。在族坑村的7天时间里，不

出所料，我们很少能见到没有外出务工的年轻人。

据说，“结了婚的90%都出去了，没结婚的100%都

出去了”。现在的农村，“能出去的基本都出去

了”，年轻的一代不会干也不愿干农活，身体和技

术所限不得不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没干过也不

会干农活”，那么，当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农民

逐渐老去，未来，谁来接管农村？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

只是怔怔地望着你的脚步。这何尝不是一种领

悟……”

——辛晓琪《领悟》

5月27日离开族坑村的时候，当乡亲们依依

不舍地送别，当我们的房东丁来大叔悄悄地背过

身抹眼泪，当几天来为我们做饭的老陈不停地说

着“欢迎再来”和“北京再见”，心里突然有一

种“说不出味道的情感”充溢在心头，觉得自己

的心一瞬间被掏空了。短短一周的“百村调研”

带给我的除了久违的温暖和感动，更是沉甸甸的

一份期待和责任。

这是一次“补课之旅”，应该来。2002年

大学毕业之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中央国家机

关，成为了别人眼中“居庙堂之高”的从家门到

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虽然工作的性

质比较贴近基层和群众，但自己的双脚却从未真

正地走进农村、踏入农户，听不到、也听不懂乡

土乡音。或许这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与那些上大

学、进机关之前就做过工、下过乡、扛过枪，社

会阅历丰富的前辈们最大的不同。很多事情，经

历过，才会懂；知道了才能明白；接触了才能理

解；设身处地才能感同身受。“百村调研”为我

实现了长久以来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土地，用朴素

的心灵倾听呼声，用亲身的体验感受“三农”的

愿望，补上了应该补也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这是一次“心灵之旅”，值得来。族坑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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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五夜，我收获了太多感动的感动，受到了太多

心灵震撼。永远记得在族坑小学召开基层教育座

谈会的时候，我们邀请了几位学生家长参加。会

议结束的时候，时钟已经指向了21点30分。乡村

的夜晚宁静而漆黑，是这些家长默默地打开摩托

车灯慢慢地跟在我们身后，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当时我们并未觉察，直到我们到家，他们悄然转

身离去，我们才突然发觉。那是让人心头分外温

暖的灯光，他们用车灯照亮我们回家的路，何尝

不期待着我们能够开启农村孩子的成长之路？

“百村调研”，洗涤心灵，唤醒责任，为梦充

电，有爱启航。毕竟，无论我们多么理性，也得

承认，有感情，才有爱，才有责任和行动。

这是一次“成长之旅”，还想来。“百村调

研”实践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一周时间我们进驻

农家小院，深入田间地头，看望困难群众，参加

农村劳动，开展幸福访谈，关注社情民意和百姓

冷暖，下真功、动真情、听真话、取真经，学到

了太多书本和大学里学不到的“管用的知识”，

懂得了阅读社会大课堂的“无字之书”，打通了

枯燥繁重的工作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联系的

“任督二脉”，大得教益，大有收获。真的感

到，我们深入基层了解实际的时间太短，我们了

解和倾听的还不够，我们为这片红色的土地付出

和贡献的还太少。感谢你，“百村调研”，期待

着你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再次回来。

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宇宙拥有时间和空

间，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我们

脆弱地像根芦苇，但却是拥有“思想”的芦苇！

所以，我们应该专注地思考、勇敢地决定，不管

探索之路是崎岖还是泥泞！

是的，我愿就此从族坑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