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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路上的兄弟姐妹
二团（湖北房县）4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石宗英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百村

调研”实践团的一员，踏上了湖北房县红塔乡潮汪村

的调研之旅。在难忘的一周时间里，我们二团四组的

组友们与潮汪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进村入

户,访民情、问民生,开展幸福访谈和成长对话，夜晚

集思广益,分工协作,奋笔疾书。当我们随团返回北

京西客站时，同组的兄弟姐妹们谁也不愿离去，仍在

一起交流心得，依依惜别。一曲《难忘今宵》后，几

天来朝夕相处的西永、胜永、一凡、艺丹和涂慧都依

依不舍地走了，每个人又将回到各自的单位，为了各

自的事业和家庭而忙碌。好多个夜晚我常常难以入

眠，鄂西之行的点点滴滴总是在脑子里萦回，调研路

上的欢声笑语时常在耳畔回荡。其间难忘的人很多

很多，当然也少不了我的组友。每当看到组友的博文

后，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潮汪村，于是情不自禁地写

上一篇随笔，来怀恋那段美好的日子。

一个随机结成的队伍

实践团第二团（湖北房县团）由来自22个部门

的27位青年组成，水利部直属机关团委书记于春

山担任我们的团长。整个团被分成四组分别驻扎

在四个不同的村，我们第四组的驻地为红塔乡潮

汪村。

我们组的6位组友来自国家6个不同部门，出生

在6个不同的省份，人人身上透着出生地天然赋予

的气息。按最初的安排，西永、胜永和我三个人不

在名单之列，只是因为出发前三个部门原来的同志

有事难以成行，所以半数的人员做了调整，我们三

人就作为“替补队员”上场了。

相对而言，第四组是一个平均年龄较小、“涉

世不深”的组，也可以说是一个平民组长带领了一帮

个性要强、血气方刚的“八零后”。临出发前，我的

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个临时结成的队伍到底能

走多远。

车厢连接处的那次“会议”

5月7日下午,我们从北京西站乘火车前往湖北

十堰。为了便于沟通，春山团长以组为单位就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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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了铺位。看得出，每个组都特别重视这次实践活

动，虽然天色已晚，但车厢里的讨论仍在热烈地进

行。春山团长不时地穿梭于各组间进行巡回指导，

他来到我们第四组车厢不久就到了熄灯时分，只有

借着手机屏幕上的光亮才能隐约看到彼此的表情，

但春山团长细致入微的辅导大家都听得非常入神。

夜已深，车厢里很多人都已就寝。出乎意料的

是，我们这支主要由“八零后”组成的队伍却了无睡

意，还想把会议继续下去。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我

们决定把“会议室”转移到厕所旁边的车厢连接处。

在这次“站式会议”上，大家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我

跟大家也分享了自己在海外亲历的一些事情，特别是

在大阪国际交流会馆居住时目睹了同一个厨房里中

日两国学生不同的聚餐过程，就连那一次普通的聚餐

都能让人感觉到团队精神是何其重要。从大家的反

应里看得出，组友们很有诚意和热情在这次调研中

为共同打造一个优秀的团队而努力。“会议”结束后

已近子夜时分，意犹未尽的西永还想跟我单独夜话，

但在他去卫生间的当儿，胜永把我给劝上了卧铺，他

是考虑到第二天任务繁重，担心我几天来“连轴转”

累坏身体。

初到潮汪村

几经辗转，5月8日我们终于来到大山深处的潮

汪村。

当天下午在潮汪村与乡村的领导干部们开过

见面会后，我们就直奔特困户张世群大爷和“五保

户”张千梅大娘家。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贫困农

家，涂慧——一个生在京城长在京城的女孩情不自

禁地哭了。对于涂涂这样典型的“三门”干部（从

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她始

料不及的，在潮汪村调研的一周里，这个善感的女

孩曾不止一次地洒下了热泪。她说回到北京后她要

用有限的时间感动无限的人，让大家都来关注农村

的发展。

夜幕笼罩下的山村异常静谧，只能听到远处

的犬吠和蛙鸣，这是久居闹市的人们多么向往的地

方，要是去马路上透透气该多好啊！可是大家谁

也没有出去散步。一回到房间，讨论会很快就开始

了。那晚的“头脑风暴”为随后几天的工作开了一

个好头。

组员的亲密接触

当然“头脑风暴”几乎每晚都会刮起，晚上

“不过瘾”时，中午也会在餐桌旁或房间里不知不

觉中刮起。

组友们一旦有想法，就争先恐后，滔滔不绝

地发言。这样一来，我不但要速记他们的“重要讲

话”，还得标记一下自己被打断的地方，免得听完后

自己找不着北。偶尔，有兄弟在我还没有入睡的时候

径直来到房间要跟“老大”谈感想，有的兄弟还索性

脱掉鞋子往我的床边一躺，两个人对着天花板讨论

一番，或者一骨碌爬起来写写划划。为防止灵感转瞬

即逝，我的床边总是备着纸和笔。

看来大家已经在不经意间融入了这个团队。各

位组友不待扬鞭自奋蹄，主动认领任务而不是被动

接受“分配”。最终大家不但完成了规定动作，还

自选了好多其他动作。工作似乎不再是一种负担和

压力，更多地是激情和分享。

令人刮目相看的“八零后”

组里除了我年龄偏大些，其他全是清一色的

“八零后”。平常也不止一次地听人们说过“八零

后”的负面新闻，诸如生活条件好，经历磨难少，

处事“不够成熟”，做人“以自我为中心”之类的

说法。然而这次的驻村调研却使我对机关里的“八

零后”加深了了解。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我越来

越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激情、活力和创造性。作为

“八零后”，固然存在不拘小节以及言行 “冒失”

的时候。但在反反复复的思索中，我领悟到对于这

些小年轻，如果过于计较小节，或者简单化地用

“家长制”的做法去管理，将会压抑他们的个性，

挫伤他们的锐气，甚至扼杀他们的才气，其结果势

必是大家为了各自安全，谁也不愿多讲多干，只求

完成“份内”的活儿了事。反过来，如果“头儿”

能放下架子，抛开面子，多给小年青发言机会，容

忍“冒失”，让他们淋漓精致地表达，一定会有鲜

活的思想不断涌现。

反思一下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不少人进入社

会后，性格的棱角逐渐被磨平，不知不觉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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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了，习惯了安常处顺，学会了圆滑世故。

工作或生活中经常碍于面子或为了少惹麻烦而谨

小慎微，激情和创意逐渐淡化。即使偶有创意，也

因瞻前顾后，许多创意的火苗在自我否定中熄灭

了。而同组的这些小年轻们鲜明的个性、分明的棱

角、敏锐的思维、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激情却是多

么难能可贵呀！

回头想想，假如没有这帮“八零后”兄弟，

怎能有潮汪村夜晚那一场场心无芥蒂的交流？如果

不是他们自告奋勇，我们的足迹怎能遍及潮汪村的

每个小组？如果没有他们的主动请缨，怎能有那热

烈的庭院沙龙？如果没有他们的默契配合，南潭小

学的互动还会那样精彩吗？如果没有大家的智慧碰

撞，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案例还要在大山深处尘

封多久？如果……

论年龄，他们的确很年轻，但他们身上并不缺

少无私的品质。西永工作地点在保定，来京并不方

便。但是当我在外地给他发一个短信后，他就立即

回复并很快踏上赴京的火车，准时参加座谈会。每

逢关键时刻他总能独当一面。胜永平常不尚空谈，

文采横溢的他忘我工作，援笔立成，屡有好稿出

手；一凡手勤脑快，创新不断，频频给人以惊喜；

艺丹才思敏捷，为团队出点子不惜力，翻山越岭不

叫苦，办实事不知疲；涂慧天性善良，除了圆满完

成“份内”工作，还为协助其他组友工作而奔走张

罗，不遗余力。

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组友们各展其长，分工协

作，互助共勉。为了团队荣誉大家不计得失，甘当

配角，默默补台。可以说每一个感人故事，每一张

精彩照片背后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当房县电视台

播放西永和涂慧的采访场面时，电视机前的我们都

欣喜不已，他们的风采不仅属于他们自己，也是我

们全组的光荣。

分享合作的喜悦

《堂屋里的棺材》、《李文光的三重身份》、

《77岁老人的52里山路》、《潮汪村万红芝的幸福

访谈》、《为了大山的孩子而感动》、《下一个还

有谁》、《乡村小别墅》和《北京女孩，你为什么

要哭》等一篇篇乡村故事在大家的真情和汗水中出

炉了。作为“百村调研”的第一批“探路”部队，

虽然我们的经验还很欠缺，虽然我们的文笔还不够

成熟，虽然许多故事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虽然许多

工作还没有形成文字和图片，虽然……但我们大家

都为这个团队真诚愉悦的合作而干杯，我们都曾经

用一颗颗赤诚的心拥抱过潮汪村的大地。

快要离开潮汪村的时候，乡亲们找上门来要跟

我们这些“中央”来的人谈心。虽然我们能为乡亲

们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但老百姓却对我们充满信任

和期待。也许在老乡眼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是吃

吃喝喝走走过场，而是扑下身子了解民生想做些实

事，所以乡亲们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我们说，兄弟们

便乐此不疲的和乡亲们拉家常，并适时宣讲“三农

政策”。

在离开房县前的总结大会上，我们将自己在潮

汪村的收获和感受向房县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和第二

团的团友做了汇报。当听到沈明云县长以“四感”为

主题词（感动、感受、感人和感恩）来评价第四组工

作的时候，同组兄弟们不禁感慨万千。每位组友的成

果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留在美好的回忆中。

相信兄弟姐妹们的这次携手只是一个好的开端，我

们期待着踏上下一次的寻梦之旅。

精 彩 跟 帖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00:04:09  

一个好组长带着一帮好兄弟！“百村调研”让

我们重新认识机关青年，由衷地为你们感到骄傲！

（张璐）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08:29:38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或许在宗英的心理，他

并不想让大家知晓，一份悲伤让我们这位西北汉子的

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就在我们用背影告别大山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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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乡亲时，宗英老家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奔丧的

路上，我安慰兄弟，跟他讲看需要弟兄们做点什么？他

说：我亏欠家父太多太多，我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

做，这一辈子有太多太多的感恩需要我安心静下来一

个一个去做！

宗英，今天、明天、未来我还是那句话，兄弟

一心，协力前行！（春山）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08:58:21  

在下乡住在农户家里的7天

他们像疯子一样忘我地工作,无私地投入

感动着住户，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包括

乡村的干部们！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09:01:36  

也给我们提供个下去锻炼的机会吧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12:15:36  

老大，你是我们永远的老大！

还是那句话“任时光任然、岁月流逝，四组兄

弟间的情谊万古不变、天地可鉴；任天长地久、沧

海桑田，四组兄弟互帮互助、勇往直前。”

兄弟们期待着你再次吹响集结号。（一凡）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20:52:47  

团队精神放光芒！

最爱共青团  2011-06-01 21:01:20  

只有对农民有感情，才会像二团四组那样动情

最爱共青团  2011-06-02 08:34:21 

临时组建的团队，可以做到如此地步，感叹！

感动！文字的背后，这一群80后要怎样的努力和投

入，才会有这样的收获和感动！

最爱共青团  2011-06-02 13:50:28  

平时工作朝九晚五，想跟身边的人交个知心朋

友不那么容易。看了博文后，才知百村调研能把年

轻人的心凝聚在一起，我要去，我要去……

最爱共青团  2011-06-04 13:52:28

这篇博文对调研过程中二团四组的组友们从初

识到难离娓娓道来，让人读了后感到振奋，感到一

种向上的力量。我在想，只要咱中国人都能团结一

心，成为发达国家还会那么遥远吗？ 

最爱共青团  2011-06-04 13:54:55  

是呀，咱中国人才很多，如果能把人才都凝聚

起来，作用都发挥出来，那可了不得啊

最爱共青团  2011-06-09 09:54:14  

感动仍在继续,想念我的村友

最爱共青团  2011-06-16 20:05:38  

在吉林调研期间，我们的战友们还经常看二

团四组(第一批)的博文，还有那些首创性的工作简

报，受启发，很感谢呀

最爱共青团  2011-06-17 21:46:50  

质朴也是一种美

最爱共青团  2011-06-18 22:33:31  

看了后，就是羡慕。今后如果还有百村调研，

而且领导让俺也参加的话，就幸福，帅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