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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村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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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惟虑收获,亦以求颠沛

——“百村调研”归来话收获

十二团（山东临沂）团长  外交部团委书记   吴小俊

“三农”是中国最大的国情。不了解这

个国情，偏离了这个国情，做任何工作都难

免有失偏颇。虽然我从小长在农村，但工作

10多年来，一直在北京和国外之间轮回，从

未有过整块的时间去全面了解、体验农村的

生产生活状态。之前没有，之后恐怕也很难

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团工委的“百村

调研”有着强烈的期盼。

6月份，外交部12名青年干部本着“到

农村去，向基层学习，向实践学习”的信

念，分赴6省8县10个村驻村调研。期间，我

率发改委等10个部委青年组成的十二团去了

山东临沂市义堂镇。驻村调研阶段已经结

束，回头来看，作为一名调研团团员、一名

调研团团长、一名部委的协调人，作为一名

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一名中央国家机关

的公务员、一名从事对外工作的外交官，多

重叠加的身份让我对这次调研有了更多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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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和收获。一周调研的时间虽然不

长，但对我们的工作乃至人生的影响

将历久弥深。

一次扎扎实实深入农村的      

学习之旅

农村对机关青年来说是大舞台，

也是新舞台。“百村调研”首先是对

农村和农村工作的学习和了解。此次

参团的青年干部多数是首次去农村，

对农村和农村工作并无经验可言。我

们围绕农村土地流转、乡镇企业发展、农村

旧村改造、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教育医疗养

老等问题进行调研和讨论，了解农村和农村

工作的概貌，把脉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我们看到，中央的免税政策得到老百姓的热

烈拥护，但新农合在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亟

待完善。我们发现，过去农村主要是“路”

和“水”的问题，现在则是“人”的问题。

怎么留住土地，留住土地上的人是解决农村

问题的关键之一。我们注意到，农民最缺的

不是低保，而是致富的门路。

通过不同团团员之间的交流，我们还

了解到贫困农村和发达农村的差距之大。

有的发达地区的农民已经家家住上100多

平米的改造房，还带电动门的车库。他们

的幸福感远远超过在城市生活的我们。有

的贫困地区的农民却依然住着用土块垒起

的平房，家中人畜共居，坑上东面睡人、

西面育苗。这让初来乍到的青年干部惊愕

无语，不敢相信现代社会竟然还有这样的

住所！很多人还在调研期间参加了农业劳

动，割草、剪枝、耕种，姿势未必标准，

但态度非常认真。通过劳动得到的，是对

农民劳作艰辛和不易的理解。

通过调研和实践，我们对农村的认识和

了解发生了从一般到个别、从宏观到微观、

从抽象到真实、从旧印象到新概念的巨大变

化。我们对农村的认识落地了，生根了，鲜

活了。

一次真真切切激荡心灵的           

感动之旅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访谈乡村干部，

入户寻常百姓，慰问困难群众，旁听小学课

堂。我们走到哪里，感动就跟随到哪里。

我们感动于百姓的淳朴。他们热情好

客，把团员当自己的亲人，徒步数里上街买

菜改善伙食，悄无声息把团员的衣服洗晒干

净，默默陪伴在侧听团员讨论到深夜。他们

的这种真诚、善意、无求，很快让团员和他

们成为一家人，任何的做作、羞涩、紧张都

一扫而空，荡然无存。

我们感动于孩子的纯净。他们有着真挚

多彩的梦，有着善良感恩的心。一位小女孩

在主题班会上谈感恩，提及自己的母亲时欲

语泪先流，让在场的很多人为之动容。我们

感动于他们从小就有一颗感恩的心。今天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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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感恩父母的人，明天必然懂得感恩社会和

国家！ 

我们感动于乡村老师的长年坚守。有位

老师为了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自办私立

学校20年坚持不懈。他这么做为了什么？还

不是为了让农村少一些文盲，多一些文化。

他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我们感动于基层干部的无私奉献。在临

沂义堂镇，乡镇干部们“白+黑，五+二”，

“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但他们一

不叫苦，二不埋怨，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饱满的精神，把义堂镇成功打造成全国文明

镇、重点镇。面对他们，怎能不感动？

我们感动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残疾员

工占半壁江山的鲁蒙食品公司的联欢晚会，

让十二团的人唏嘘不已。残疾员工在晚会上

表现出的自信、自强、自立精神令人钦佩和

感动。而这要感谢公司年轻的掌门人，是他

帮助残疾人士实现了自已的人生价值，充分

享受到做人的尊严和幸福。让我们记住他的

名字：张金全。

一周的行程，一路走来一路感动，时

时刻刻我们都被感动环绕包围着，我们也享

受地沐浴着这种奇妙的感觉。而感动之后，

大家对基层百姓和干部的深情厚谊也喷薄而

出，为基层和农村服务的强烈信念也油然而

升。怎样为这群可爱的人服好务，让他们早

日过上好日子？大家脑海里都开始萦绕、思

考这么一个问题。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

任，这是一项带着情感的使命！

一次硕果累累促成长促工作的         

收获之旅

此次“百村调研”，大家在知识、实

践、精神、能力、形象等层面都有多重的收

获。很多人第一次到农村，这就是一个收

获。各团行前群策群力，积极筹划，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团员们的组织策划能力和独

当一面的能力得到充分锻炼。我所知道的张

琼琼、罗熹、姚馨在不同地点主持召开的班

会课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她们收获的除

了能力之外，还有孩子们的信任、不舍和泪

水。向她们致敬！

大家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学习基层、

服务基层，以谦虚的姿态和低调的身段与基

层打交道，收获的是脚踏实地、联系群众、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大家以实际行动，与

老百姓打成一片，访民情、询民忧、解民

愁，收获的还有基层对中央国家机关的信任

和期待，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在基层积极务实

的形象。

作为外交战线的青年，表面看来似乎与

“百村调研”关系并不大。但实践证明，这

次活动给青年外交官带来的收获和启迪并不

比其他行业的人少，甚至还要多。

首先是坚定了一种认识，就是中国仍

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我们不要被“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头衔所迷惑，不要被

世界舆论“G2”的论调所忽悠，也不要

受“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的干

扰，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想一想

那些因病致贫返贫的困难群众，想一想那

些人畜共居、家徒四壁的低保家庭，想一

想农村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的大量问题，我

们的头脑就肯定不会发热。

其次是强化了一种理念，就是外交为民

的理念。维护国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是外交

为民，帮助侨民撤离战乱危险地区也是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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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但这些国民、侨民都只是“民”的一

部分，我们大量的可敬可爱的民是祖祖辈辈

生活在国内的普通民众。他们当中还有不少

人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营造更加有利

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提升包括9亿农民在内的国内民众的

生活水平，这是当代外交青年的重要使命，

这是最大的外交为民！

第三是引出了一段思考，就是国情课

在外交青年的日程里怎么摆。通过这次调研

大家感受到，外交和内政融合日益紧密，诸

如“三农”等国内问题正在成为国际社会新

的关注点,而青年外交官对不少问题还不了

解。作为外交人员，只有全面了解国情，才

能真正胸怀祖国；只有真正“知己”，加上

“知彼”，才能在外交工作中百战不殆。了

解熟悉国情是一名优秀外交官必备的素质和

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四是开阔了若干思路。有的团员回来

后，马上结合外交工作提出，在设计外宾来

访行程时，应尽量考虑适当安排一些欠发达

地区，以帮助外宾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有的

提出，要加强国外城镇化建设经验的调研，

为国内提供借鉴和参考；有的建议重视引进

先进农业技术及优良育种，提高我国的农业

产能，等等。

“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称最；岂惟虑收

获,亦以求颠沛。”最后借用孟郊这首诗来

概括对这次“百村调研”的感受。也借此机

会，向团工委的领导同事、向陪伴我们的农

村朋友、向外交部的参团青年、向十二团的

亲密战友致敬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