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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宁行思

——“百村调研”心得

九团（山西大宁）2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  张  祚

2011年6月13日至18日，我参加了中央国家机

关青年“百村调研”实践活动山西团大宁分团第二

调研组，在大宁县曲峨镇曲风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

基层调研活动。

大宁是国家级贫困县，2010年全县财政收入仅

仅3323万元，在山西119个县中财政收入排名倒数

第一。曲峨镇地处大宁腹地，位于县城以西。南北

高山对峙，东西昕水横贯，山、川、垣、沟、峁、

梁俱全。全镇总面积173.6平方公里，辖17个村

委，87个自然村，2168户，10557口人。有耕地面

积3.6万亩，其中水浇地2138亩，土地肥沃，气候

温和，光照充足，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我们具体调

研的曲风村是镇政府所在地，由于在邻近昕水，又

在川上，自然条件相对更好一些。 

 在短短一周的调研时间里，通过和当地村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无论在田间还是在炕头，在

川里还是垣上，在小学还是中学，我都和组内其他

同志一样，张开自己身体里的每一个毛孔去感受能

感受到的一切，调动大脑每一根神经去思索一切值

得思索的问题。 

遗憾的是，每一刻都是匆匆的一瞥，但给我留

下的影响，已然终身难忘。 

“人均年收入不如北京一顿饭”

下到村里之前，在和大宁县领导班子座谈时，

县委书记刘奎生作为调研分团的“导师”，一再强

调让我们做好面对现实的准备，他的一句话深深地

映入我的脑海。刘书记为了让我们这些年轻人直观

地了解这个贫困县到底穷到什么程度，作了一个比

较——“大宁的人均年收入不如你们北京一顿饭”。

下到村里，刘书记的话变立即变得更加立体和

鲜活起来。

和大多数中西部农村一样，曲风村很难见到年

轻人，当地流行一句话：“农村有‘三多’——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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涕多的孩子，头发多的妇女，胡子多的老头”。

贺大爷和老伴，都已年过80，他50多的儿子都

已经当了爷爷。5个儿女除了老二住得离他较近，

其他都不在身边。老两口有承包地1亩8分，由于年

事已高无法自耕，都已租包转出。转出每亩年收入

650元。2009年国家出台了新型农村养老制度，要

求所有农村老人必须办理，解决老有所养问题。当

问及贺大爷和老伴是否有领到养老金时，两位老人

都表示没有。一旁陪同的乡镇干部解释到，农村养

老金是交的多拿的多，目前交的村民只占到全村的

5%。其中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太穷买不起保险；二

是农民对养老保险信任感不足；三是绝大部分青年

在外务工，较难推广。于是每年靠1亩8分地租包转

出所得的1100来块钱，就是贺大爷和老伴全部的家

庭收入来源。

冯大叔，男，51岁，和妻儿一家3口住在垣

上。居住的窑洞异常简陋，昏暗，脏乱，并伴有浓

烈的异味。冯大叔的妻子有智障，据说是她姐姐在

火车站“拣”回来的操南方口音的媳妇。由于交不

起学费，8岁的儿子辍学在家，当我们早上10点大

部分孩子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走进窑洞时，发现他

坐在炕上，呆呆地望着斑驳不堪的墙壁。由于老冯

家情况特殊，县里已经准备将其列为低保户对象。

我们调研组也为其送去了300元“访贫问苦”的慰

问金。大伙都劝老冯还是想办法让孩子上学，老冯

盯着装慰问金的信封默不作声。大家心里都清楚，

一点慰问金和几句劝告，对于让孩子重新回到课堂

来说，太微薄了。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冯和他的儿

子似乎没有什么表情，只有他的智障的妻子一直在

憨憨地笑。

曹大哥口中的“经济学原理”

调研期间，我和搭档裴凌罡被安排住在曹大哥

家。大哥名叫曹文产，43岁，一手好厨艺，村里红

白喜事都是“掌勺人”。家中5口人：老父亲、妻

子、女儿、儿子。大哥的女儿刚刚高考完，成绩还

没出来就到县城去打工了；大哥的儿子读到高二，

不想继续读了，大哥将他转到县里的职业高中学厨

艺；大嫂有冠心病，医生说不能生气，不能劳累。

但多少年来，她一直毫无怨言地悉心照顾着由于一

次脑出血，变得神志不清，行动不便的公公。

据说曹大哥是还在村里务农的最年轻的男丁，

由于大嫂身体不好，曹大哥一个人担当了家里所有

的粗活、重活。曹大哥家里劳动力并不充足，需要

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但收入在村里算得上中上水

平，也是村里人眼中的“致富能手”，和村里很多

其他农户形成反差。为了一探究竟我们在曹大哥的

田间地头认真地向他讨着“致富经”。

“现在国家政策好，日子咋能难过哩？关键还

是自己不能懒，而且会动脑筋。”曹大哥现在打理

着7亩水浇地，包括：4亩李子树和甜瓜，2亩棉花

和1亩柏树苗；垣上还有15亩苹果树。这些都是经

济作物，收益都比小麦和玉米高。但是种植的投入

成本和种植难度也高。曹大哥读过一年农林技校，

每年都订阅《山西果林》杂志，以此了解果林知识

和市场信息，来确定要种植的果木以及联系购入幼

苗。1997年曹大哥开始在靠世界银行贷款在垣上整

理出的坡地上种植苹果，但是当时村里多数人嫌垣

上交通不便，苹果树结果时间太长、前期成本高，

不愿意种。而那一年曹大哥买一台拖拉机，一口气

承包了15亩地种苹果。2003年他收获了第一批苹

果，拖拉机也成为他农闲时跑跑运输的工具。

曹大哥告诉我们“村里人多数人都不愿意投

钱，喜欢种植周期短的作物”，又对着我们小声

说:“种得越快的越不值钱，要挣得多咋能不担风

险哩”，“种啥不是光靠东西好就能卖出好价钱

的，还得有肯出价钱的人买才行啊”，“以前大家

都跟风种杏，种的人多了，价格就不好，现在我种

李子也不敢多种，明年可能还要试试种核桃” 。

听了曹大哥小声告诉我的“秘密”，我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西方经济学中“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

的原理吗？

防渗渠和“靠天收”

在去往田间的路边，一直伴随着潺潺流水，

沿着各个方向淌向田间地头，与地里的庄稼、树苗

相映成趣。村民任大叔介绍说，这是3年前（也就

是2008年），在国家拨款支持下，村里组织修建的

防渗渠，现在已经覆盖了川里（山垣之间的平地）

绝大部分田地，现在农田灌溉已经不是问题。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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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他的话，任大叔走到自己的地头，比划着如何

掘开地垄引水入田，如何既确保灌溉质量又尽量少

耗水。当我们问起大家是否都有节水观念时，任大

叔回答说：“那可不是嘛，我们农民种地，就是靠

天吃饭，最怕没雨。现在政策好，政府给建了这个

防渗渠，浇水就没问题了，我们就得想办法保护好

它，保护好水，不能胡乱用啊。”简简单单的几句

话，一如任大叔憨厚的面容，朴实无华；然而，只

言片语间，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政府做出

的实事，农民们往往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嘴上

或许说不出太多表达感激的话，却在日常生活、实

际行动中默默地珍惜着。

然而引水入田的防渗渠也有一些烂尾工程，

给村民带来“只差一步之遥”的不便。在走访北风

村时，李大叔站在自家田地前的防渗渠前不停地

摇头，反复念叨着“只差一步，就一步之遥，可惜

呀，可惜”。原来，2008年村里组织修建防渗渠

时，眼看就要修到李大叔田地前时，据说因为资金

不足，突然停工。这一停就是3年，快要到头的防

渗渠始终“差一步”。据我们目测，大约就是30

米左右的距离，白花花的水就是到不了李大叔的田

里，心里不是滋味，“这一步之遥”并不需要多少

钱，也不至于拖3年，到底差在哪里？

整个曲峨镇水浇地面积为2138亩，仅仅只占全

镇耕地面积的6%。当我们走访到垣上的时候，才深

切地感觉到，这里的问题更严重。满眼的果树地，

全部只能“靠天收”，而这对于一个年均降水量仅

400mm的地区而言，无疑是不容乐观的。难道就不

能建提灌站来引水灌溉么？一旁的陈副县长告诉我

们，引昕河水提灌的想法不是没有，由于海拔高，

需要巨大的资金……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

没有国家的支持，完全不可能实现。目前村民的做

法是挖旱井用来蓄积雨水，但是这也往往只是杯水

车薪。发展果树种植业是大宁县未来农业经济发展

的重点方向，如果垣上“靠天收”的情况得不到改

善，果树种植的前景令人担忧。

快乐的学生和忧心的老师

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位于曲风村的曲峨小

学。围绕“我的理想与幸福”给五、六年级的孩

子们上了两节主题班会课。首先我以“有志者事竟

成”、“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等成语，结合趣

味游戏，向孩子传递了“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事情

终会成功”的道理和历史典故，进而引出关于理想的

话题。随后其他组员分别讲述了自己祖孙三代为之

努力的故事，组织同学们开展发散思维型游戏，围绕

“理想”与孩子们交流，并收集了每个孩子一个理想

放入“理想瓶”中，承诺将大家的“理想”带到天安

门，并鼓励孩子们为了理想而努力学习。

第二节的课程围绕“幸福”开展，通过生动的

童话故事和有趣的活动引出幸福话题，引导孩子们

理解什么是“幸福”。之后，带领着孩子们学了一

首《母亲》，希望通过这首歌唤起孩子对母亲的感

恩之心。孩子们学得很快，不一会就可以跟着老师

一起大声演唱，由于父母大都长期在外打工不在身

边，孩子们眼里个个鞠满泪花。

在授课的最后环节，我们向曲峨小学94名孩子

每人赠送了“爱心包裹”，并向学校赠送了乒乓球

台等体育器材。拿到这些漂亮的书包和文具，每一

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天真、灿烂的笑容。然而，

这些孩子不曾知道，他们的校园正面临着“无生可

招”的窘境。在与曲峨小学教师的交流中得知，

曲峨小学近年来招生人数逐年下降，预计今年9月

份，可招到的一年级新生仅2人。该校的12名教师

中有10名是“民转公”教师，他们对于学校未来的

发展以及自己的去向表示很茫然、很担忧。如果曲

峨小学的命运是像全国其他农村小学一样最终被兼

并，很多教师都将面临着转岗的选择，村里的小学

生上学也将至少多走5里路，放学的铃声和孩子们

的朗朗读书声也将成为村庄中的绝响。

回到“现实”

短短几天的调研很快就结束了。当我在电脑前

回忆调研期间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时，我已然回到

了北京，坐在了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吹着舒适的

冷气。一幕幕的感动，不停浮现在我眼前，让我不

得不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淳朴的人们。

对于我而言，回到北京的繁华就是回到了“现

实”。但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大宁的贫苦和北京的

繁华都是“现实”。我不能因为自己身处繁华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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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幸运或沾沾自喜的感觉，因为我很 清楚，繁

华的生活不是谁的特权，无论是贺大爷、冯大叔、

曹大哥还是曲峨小学的那些孩子们，贫苦都不应该

是他们理所应当的宿命。我也很清楚像大宁这样的

贫困县我们国家有592个，我们5天的见闻只是冰山

的一角。

我只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一名普通青年，

近8000万共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我深知仅凭我

的力量也许可以帮助冯大叔8岁的儿子回到小学课

堂，但却无法实现提水灌溉大宁垣上的果树，也无

法阻止曲峨小学消失的命运。大宁需要的决不仅仅

是装着“访贫问苦”慰问金的信封，我想全国其他

591个贫困县也是如此。

尽管我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我坚信我

们的党，坚信我们党的事业。因为，经过90年风雨

洗礼，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始终是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践行者。

刚刚绘就的十二五规划蓝图，强调把民生作

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温家宝总理也指出

“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就是我们今后五年最主

要的考虑”。如何实现提水灌溉大宁垣上的果树这

样的问题不是我需要考虑周全的问题，也不是我能

够考虑得周全的问题。但是以党的名义，我们一定

需要，我们一定能够。期限也不会太久，请再给我

们5年时间。

文思涌乱，心静如一。文字是苍白的，思考也

是无力的，一周时间，也并不能深刻地认识全部问

题所在，更或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至少我现在

很清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每一天的工作、每一

份努力到底是为什么、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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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跟帖
金珠银珠  2011-06-23 10:41:53 

当时的感动与纳喊，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地

点变换而减褪的。正如你说文字是苍白的，思考也

是无力的。

农业、农村、农民是需要花时间去认真对待的。

古道西风  2011-06-23 10:48:33 

政策时不我待，青年自当奋进！

1766190182  2011-06-23 11:11:53

发人深省......

chenjin0982_cn  2011-06-23 12:40:36 

感动是收获，思考是启发。可能还需要我们补

充知识，更加理解政策，继续带着帮助老乡脱贫的

责任感，从这冰山一角走进去，更加深入的关注、

研究、思考和呐喊，做会比不做强，想就比不想

强，百村调研结束，百村调研才刚刚开始，让我们

继续出发！

新浪网友  2011-06-23 14:06:48 

张祚文如其人很踏实，也很深刻。回来和他交

流的时候，已经分享了到他们“百村调研”这最后

一团的许多收获。坚信大宁的调研成果会为“百村

调研”添加最为浓重的一笔。 

新浪网友  2011-06-25 17:37:57 

文风朴实，但道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下

一步要做的，就是回到现实我们该怎么办？任重道

远！（张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