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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乡里的女干部

——记寻乌县菖蒲乡大学生村官彭丽敏

四团（江西寻乌）3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杨建惠

她叫彭丽敏，个子高高，身材苗条，扎个马

尾辫，给人第一印象是那种文静、学生气十足的姑

娘。然而，就是这个姑娘，2010年9月到了寻乌县

菖蒲乡，成为了这里唯一的大学生村官。尽管任职

为菖蒲乡菖蒲村村委会主任助理，但是她的工作范

围却不仅限于菖蒲村，而是工作在菖蒲乡8个行政

村，着实让人佩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走上了村

官之路，村官的工作状况怎样，之后有什么打算，

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极为关注、也最为感兴

趣的话题。我们对小彭进行了一次专门访谈，在轻

松愉快的聊天气氛中，终于找到了答案。

如何走上村官之路

彭丽敏，寻乌县城人，2010年7月江西师范大

学教育学本科毕业，毕业后即参加了江西省委组织

部组织的大学生村官考试，考核合格后，9月份来

到了寻乌县菖蒲乡，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村官之路。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这里，当上

了村官”。小彭学的是师范院校，毕业后可以有三

条就业途径。一是她最希望的，能够到学校任教，

实现小时候的梦想，但是这条路面临了一些现实问

题。“在县城教书需要专业对口，教育学只能到乡

中心学校的初中或者小学任教，虽然是正式老师，

但工作待遇相对较低，工作环境较差。根据现有政

策，如果调往县城的话，至少需要3至5年，对自己

来说有一定的现实困难。现在很多老师在乡里教

书，都无法调往县城”。第二条路就是去大城市闯

荡。“但是一个女孩，父母怎么也不愿意让我独

自去闯，我也不是

经商的好材料”。

谈起一年前的这段

经历，小彭颇有感

慨。“现在大学生

工 作 不 好 找 ， 教

书、经商两条路都

走不了，正好遇上

考大学生村官的机

会，就这样选择了

村官。”

其实，当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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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也了解了大学生村官的一些情况。“现在，国家

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和待遇都很好，也有越来越多的

大学毕业生参加村官考试。近年来，大学生村官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硕士、博士也加入了进来。村

官期满后，可以有多种就业选择，可以到省、市、县

的一些金融部门就业，如果表现好的话，也可以留到

乡镇，成为行政编制的正式公务员，实在不行，还可

以留在乡镇的民政部门，列为事业编制”。据小彭介

绍，去年寻乌县有4个村官期满，都与县里的金融部

门签了工作协议。

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小彭毕业后选择当大学

生村官，最初是由于就业压力较大，是出于一种无

奈的选择；当然，这也得益于国家对大学生村官的

政策倾斜，使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到村官行

列。据了解，江西省赣州市2010年招收了200多名

村官，分配到所辖18个县市，基本上保证了每个乡

镇有一个大学生村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彭到寻乌县最贫困的

菖蒲乡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如何爱上村官工作

“有些人很纠结，大学毕业当村官，可能有人

会不理解，因为农村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又回

到村里当村官，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后来想想

也没什么”。“近一年的村官经历，使我越来越热

爱这份工作，爱这里的山，爱这里的人！”

小彭是乡里唯一的村官，乡里有什么事情，

只要找到她，她都会积极认真地去办，她已经逐渐

成为了这里的“多面手”、“机动力量”。菖蒲的

乡村干部中，大学生很少，自从小彭来了，许多文

字性的工作都交给她来做。比如整理项目资料、起

草宣传材料、撰写工作总结等等。当然还有些其他 

“一些事务性工作，也会积极去做，比如，打印新

农合的折子，平时乡里有什么事情忙不过来，也会

去帮帮忙。”

“近一年来，在乡村干部群众的关心和支持

下，我的工作还是很顺利的。我是女同志，村里人

对我很好，老乡对我很照顾，党委书记也是女同

志，对我也很好，沟通也很方便，有什么不明白

的，我都可以问”。“这里的人普遍淳朴老实，跟

老乡做工作心里感觉很踏实。比如，去年办理新

型农村养老保险手续时，有位老人家没有第二代身

份证，非常着急。我耐心地劝她不要着急，到派出

所去办一个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后来我帮她办了这

件事，她很感激，领到钱之后，非要把她家老母鸡

下的蛋给我。后来，老人家每次遇到我都会给我鸡

蛋。其实，这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但只要帮

群众办了，他们就会感激你，就会记住你，说这个

小姑娘真好”。“还有，去年帮罗大爷打印了新农

合的本子，他就非要请我去饭店吃顿饭，表达他的

感谢”。“这样的事情还一定要去，如果不去，可

能会让罗大爷误会我们瞧不起他。”

“所以，老乡都是真心实意的，实实在在的，

都很讲感情”。“有时候乡村干部在落实工作中，

群众一时不理解，可能不会很配合，其实就是憋着

一口气。如果干部的工作方式更恰当一些，耐心跟

群众解释，好好做工作，群众一般是不会刁难你

的”。“农村工作还是讲感情吧，跟老乡熟了的

话，怎么也会买面子，配合工作。对于我，群众一

般不会刁难我这个女大学生的。因此，有时我会扮

演调解员的角色，老乡知道大学生肯定不会骗人，

我做起工作来很得心应手。”

短暂的村官经历，使小彭的见识和阅历越来越

丰富，办事越来越老练，也明白了如何与群众打交

道，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这些收获足以使小彭对村

官的态度由最初的迷茫，逐渐转化为现在的热爱。

她是带着感情去工作，带着责任感去工作，在工作

中真实体会农村人的热情、淳朴、善良。从她为我

们诉说的每句话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她对这片土

地的热爱，感受到她从事这项工作的莫大成就感和

自豪感。

村官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小彭工作顺风顺水，深得群众欢迎和喜爱。但

是她遇到了两个困惑。一是她最大的遗憾：“没有

为乡村带来致富项目，其实心里很想给群众做点事

情”。这里是贫困乡，老百姓的生活她看在眼里，

她很想在这里做出一些实事。 “其实，村官除了

宣传科普法制之外，还要创业、赚钱的，村官要带

头致富，但是现在我忙于事务性工作较多，也没有

争取到上面的支持，也没有带来一些好的致富项

目” 。“其实，菖蒲养猪户很多，就是没有团结

好，如果乡里能够正确地加以引导，这个项目还是

很有前途的” 。菖蒲乡没有集体企业，也没有矿

产，更没有别的特色资源，招商引资很困难。一个

刚走出校门的小姑娘，也没有背景，也没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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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了好点子，落实起来也非常不易。

为此，小彭深切感慨她所处的尴尬地位，这就

是第二个困惑。“我们比较自由，乡村也不会对我

下达任务指标。虽然这里的熟悉了，但是独立完成

工作有难度，许多工作还是要靠村干部”。因此，

“看上去，你就跟乡村干部差不多，但没有独立的

工作任务，境遇很尴尬。”说到这时，她也有些苦

恼。“我既不属于村干部，也不属于乡干部。工资

都是国家财政直接拨的，我的工资卡都跟乡里干部

的不一样。乡里开生活会、村里开小组长会、党员

大会等各种会议，都会点名让我参加，但是年终又

不考核我，总感觉人虽然在这儿，但又不属于这

里，没有归属感。”

我们感受到，小彭遇到的困难属于体制上的障

碍，这使他无法融入到当地的工作。当前摆在小彭

面前的，是如何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下，做好自己的

工作，使自己有所收获，有所进步。

村官经历之后的期待

当问及两年村官结束后有何打算时，小彭有所

期待。她非常珍惜这两年的村官经历，希望在这期间

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基层干部请教，积累更多的

基层工作经验。期满后，无论在当地，还是在其他地

方工作，还是在更高的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她能够始

终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能够以群众根本利

益为出发点，制定执行更加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能

够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开展各项工作。

小彭谈了她的工作体会。“每个地方都有自

己的特殊情况，国家政策比较宏观，不能一刀切地

在各地执行。上级机关、领导干部如果能随时了解

各地情况，了解地方需求和群众需求，制定出台符

合实际的好政策、好办法，才能实现群众利益最大

化。否则，执意执行不适合当地实际的政策，会给

当地群众带来不利影响”。对小彭来说，“倘若以

后能够从事机关工作，有了基层工作经验作保障，

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做出较好的决策，避

免决策时一头雾水，只听别人的。如果干部没有基

层工作经验，也不能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出台

的决策不能有效代表群众利益，无法在基层得到有

效执行，这样的决策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

小彭有个梦想，她希望两年村官结束后，通

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一个好的岗位。“尽管现在政策

很好，但是也不能完全靠政策，自己努力是硬道

理。”就像菖蒲乡干部常说的老话：“菖蒲这边

风水好，尤其是女干部，能做大官” 。“他们都

这样说，到时我做不到，就丢大人了，好好努力

吧。”

让我们一起为她祝福吧！

不会游泳的鱼
五团（四川汶川）  文化部办公厅  黄  悦

   一直都想见到村大（村大是本地人对大学生村

官的称呼），村支部书记在我们面前，张口闭口

“村大”，说他明天中午就回来，言行间总是流露

出一丝自豪与骄傲。

组织上派下来的年轻人

   认识村大，是在全村户主代表大会上。大家都

很兴奋，讨论得口干舌燥，村大忙着给大家递矿泉

水，然后坐在角落，静静地听，一言不发。

   他静静地倾听，与大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很

想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于是我走到他身边坐下。村

大很健谈，眼镜片后的双眼，总是闪烁着神采。他

是重庆人，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成都的厂子里干了

三年，工资也不太高，一千多块钱，看着自己的经

理大学毕业干了快十年，工资还是涨不上去，他迷

茫起来。后来，他从网上看到当地政府招聘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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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也很想投身于农村，为新农村建设贡献点

微薄之力，而且村官工资比工厂里还高，时间很充

裕，可以静下心来学习充充电，于是就来做了。

在灾后重建中体现自我价值

   他的网名叫“不会游泳的鱼”，看上去有点消

极，鱼怎么不会游泳呢？然而他的个性签名却是“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显得很踏实、稳重。

   “你一个人住在这山脚下的三层大楼里，晚上

害怕吗？” “不怕，安静的时候我正好可以学

习。”他回答。刚来的头两年，正是汶川地震后村

庄重建的关键两年，他与广大村民一起，投身于

轰轰烈烈的重建工作中。加固装修房屋、硬化村道

路、绿化花园，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让他自豪的，

要数村委会里的工作了。他是村里学历最高的，懂

技术，他协助建立了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和文化

信息共享工程，把图书馆弄得有声有色，装上投影

仪给村民放电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从中央到

省州镇各级来村里考察的领导数不胜数，都对村委

会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村大功不可没。

村民眼里的“大律师”    

   农村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老百姓经常为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不休，处理不好，矛盾很可

能会升级。村大这两年一直在复习司法考试，认识

到法律在人民调解中的重要性。他积极主动地向上

级部门建议，在村委会成立一个人民调解室，用以

调节村民之间的小纠纷。后来，集中村成立了人民

调节室，在调解村民的纠纷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每当当事人双方因为纠纷吵得不可开交，双方都不

愿意妥协，久拖不决时，就会到村部申请人民调

解。大家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村支部书记及村委

主任也搞不清文件中关于人民调解的程序。这时

候，村大就唱主角了。

 与村民的“鱼水情”

   村大说，老百姓很感谢党和国家在地震后对村

庄的大力援助，感谢对口支援这个村的广东省中山市，

让他们提前三十年住上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村

大说老百姓很朴实、善良，有着一颗感恩的心。

   村大又何尝不是一个朴实、善良的人呢？与他

的交谈中，他很少谈及自己，心中总是装着村里的

事。他瘦小而精干，说话滔滔不绝，总是微笑着。

据村民介绍，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村里发生余

震，他们出去检查农房受损情况，只发现三组一

农户家的墙上裂了一大口，虽然房子没有危险，但

冷风从裂口灌进去，由于是深夜，农户家人已经

睡下，就没有及时处理。这一夜村大一直没有睡踏

实，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拿上材料和工具赶到农户

家，当时还是凌晨五点，农户家人都还没有起床，

他就在寒冷的院子里等着。当农户起床看到他时，

感动得竟然流泪了。

而立之年的迷茫与追求

   当我问到他对自己未来的思考时，他感觉有点

迷茫。就像一条鱼在分岔口，不知何去何从。他坦

然，在农村待的两年来，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渺

小。他开始时有很多想法，但是发现却很难施行，

主要是得不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或苦于没有经费。

   当我问他：“在你而立之年，你会后悔这三年

的村官工作吗？”他回答：“不后悔，我从最基层

的地方学到了很多，看明白了很多，这会对我以后

的人生是一种历练。”

   我问他：“你觉得，这三年的村官生活，你最

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让我看问题、思考问

题，更现实。我慢慢地成长了走过来了。”昏暗的

灯下，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看到了他眼中透出

的坚韧和老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