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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农必波家

六团（广西德保）  海关总署关务保障司  王淑敏

着村干部的介绍，我顿时惊呆了。他们家是两个

七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三个打光棍的儿子在生活，而

且二儿子和三儿子眼睛都完全失明，丧失了劳动

力，家里基本是靠老大一个人在支撑着。我们送

上了一袋大米、一桶油和200元慰问金，他们的父

亲，顿时激动得哭了，嘴里不停地呢喃着：“感谢

政府啊，感谢你们……”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

母亲不在家，只有父亲和三个儿子在家，“看”到

我们来，老二不停地整理自己的衣服，系扣子，掸

衣服上的土——尽管他看不见自己衣服上到底有没

有土，但家里来了客人，他还是想表现自己体面的

一面，所以不停地整理衣服，不希望让大家觉得因

为他失明了就很邋遢。老三很羞涩，一直都不敢直

面我们，会时

不时地露出一

丝 憨 厚 的 笑

容，正在我们

聊天的时候，

从里屋跑出来

一只狗，一出

来 就 趴 在 了

老 三 的 脚 底

题记：当飞机在地平线上徐徐升起的时候，

当广西这片肥沃的土地渐渐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的时

候，我的胸膛感到无限地澎湃，七天来积攒的一切

情绪在我的心中突涌而来，眼泪又毫无征兆地奔涌

而出。七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却彻底改变了我

以前对农村的一些片面、狭隘的看法，让我重新认

识了中国的农民兄弟，他们朴实的话语和笑容下，

有着最深刻的思想底蕴，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学习。

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周，我们收获的远比在机关大楼

里坐一年所得到的都要多很多。

2011年5月24日，我们“百村调研”第六团44

组一行七人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德保县都

安乡巴荷村，进行为期一周的调研活动，与农民

“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进农必波家

我们来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慰问村里的贫

困农户。

其中的第三户慰问户就是农必波家，那时候，

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是，那一次，我落泪

了。一进农必波家，见到他们家的境况，同时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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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老三非常自然地爱

抚着他的“伴儿”，他

们之间无声却很默契的

交流让我的眼泪毫无预

兆地夺眶而出。虽然之

前已经慰问了两家贫困

农户，但是都没有此时

此刻让我那么的想流眼

泪。他们身有残疾，家

庭贫困，缺衣少食，没

有爱情，他们的大哥为

了他们没有娶媳妇，他们也娶不上媳妇，但是他们

不孤独，他们有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

由于之后还有别的工作，所以我们待了一会就

离开了，出门的时候看到他们家门口盛开的小花，

我忍不住拍了下来，希望这朵小花能够见证我此时

此刻的心情。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到农必波家的情形，匆匆一

瞥，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

二进农必波家

之后，我们走访农户，做访谈，做调研问卷，

去学校看孩子们……就这样忙碌着，但是我的心里

一直放不下他们，牵挂着他们，我急切地想要了解

他们的生活，想要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想知道

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到了第三天，5月26日的下午，我终于有点空

闲时间，再也按捺不住，跟罗曦、张弩相约去他们

家一探究竟。路上我的心怦怦直跳，也琢磨着一会

要说些什么。

来到他们家门口，我们敲了敲门，没有人应，

唉，不会没有人吧？我激动的

心情当即跌落谷底！没有人，罗

曦便提议先去另一家农户进行访

谈，一会儿再过来。也只好这样

了，我们便悻悻地往回走。真没

想到，往回走了没多远就远远地

看见他们家的老三，在前面背对

着我们走着，虽然走得不快，但

是并没有到处摸索，如果不说，

从后面真看不出他是一位盲人。

张弩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去叫住了

他，跟他说要到他家去坐一下好

不好，他一听是我们，特别高

兴，立马很爽快地说好啊，就转

过身来领着

我们往他家

走，往回走

的路很短，

可 能 只 有

一分钟吧，

但是在这个

过程中张弩

一直都拉着

老三的胳膊，我很感动，为我们的队员感动。他能

够做到跟农民打成一片，亲如一家，是真正打心眼

里视他们为亲人，我看着这样的画面，心里暖融融

的，这一分钟，虽然很短，但是足够我将这一画面

永远定格在心里。

来到农必波家，他把正在里屋睡觉的二哥叫起

来，跟我们三个人围坐一圈。交谈中，我才知道，

他们一家都是壮族，父亲今年73岁，母亲78岁；老

大叫农必峰，今年47岁，是老二、老三的监护人；

老二叫农必通，今年45岁，患有严重的哮喘，但原

来是看得见东西的，还去城里打过工，学过按摩，

可是两年前突然双目失明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

先天性的，治不好，所以现在每天只能在家里静

坐；老三叫农必波，今年40岁了，他从生下来就没

有看见过这个世界，但是却是家里除了大哥以外唯

一还有些劳动力的成员，他养狗养猫，还负责给家

里人做饭，虽然40岁了，但是脸上却保持着儿童才

有的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纯真笑容。

老三特别热情，又很害羞。在交谈中一直羞涩

地侧着身子跟我们说话，还不时地起来坚持要给我

们倒水喝。后来谈的过程中他又起身走了，我们过

去一看原来是去厨房了，要给我们做饭……我们把

他拉回来，说是吃过饭来的。老三还

爬到床上，拿他的五保证和残疾证

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他的床就是在

一个谷仓上面垫了一块木板，他要睡

觉的时候必须要踩着凳子爬上去。交

谈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现在住的房子

已经十年了（原来的旧房子就在前

面），是老大2008年以前去广东打

工挣的钱攒下来盖的，他那时候去

广东打工，一个月给家里寄一两百元

生活费，自己只维持够基本生活，剩

下的就存起来，攒了2万多块钱，回

来盖了现在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

房子的西侧已经有裂痕了，下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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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漏，但是因为一

直没有钱修，就这

样凑合着。我参观

了一下他们的家，

第一次体会到什么

是阴暗潮湿，家徒

四壁……我们问他

们，盖这栋房子的

时候政府和村里有

人帮忙吗，他们说

没有。

他们家有五亩

地，全部用来种粮

食，来维持全家的

吃饭问题。另外家

里还养了两头猪，

每年卖两次猪，一

斤八九块钱，一头

猪一百多斤，两头

猪大约收入3000块钱，两次一共6000块钱。另外还

养了20只鸡鸭，自己过年过节吃一半，还卖一半，

大约能收入600元钱。过年的时候可以去乡里领100

元钱。老二是低保户，一个月领60元钱，老三是

五保户，一个月能领110元钱，分别是从2009年、

2008年才开始领的。这就是他们全家一年的收入来

源。我算了算大约有8840元钱，加上农闲的时候老

大会去别人家里打打零工赚点钱，全家一年的收

入大约也只有1万元。他们全家一个月的开销需要

600-700元，再加上一些零星看病、交通等费用，

算下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结余。

我们正说着话，他们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回来

了，看到我们来，非常高兴。他们的母亲年纪很

大，头发都白了，耳朵有点儿背。老父亲的脸上写

满了风霜，写满了无奈，眼睛很浑浊，可能是经常

犯愁、流泪，感觉他的眼珠都深陷在了眼窝之中，

看得我心里一阵心酸。我们问他有什么困难，他一

再说不好意思，给政府添麻烦了，一副欲言又止的

样子。他告诉我们，村里有比他们年轻的、身体好

的，都是低保户、五保户，他们老两口也去申请，

可是村里给的答复是名额有限，没有指标了。我们

问他村里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没有，他们说没有，要

有也是乡里边给过一些帮助。我的心中一颤，可

见，在我国的农村，低保户和特困户救助的监督管

理机制还不健全，如何确保有限的资金能够及时发

放到真正困难和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手中，让像农

必波家这样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实惠，是我们应该更

加关心的问题。

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他们一

家在村子里一定

很受歧视，没有

人管，也没人来

串门。通过这

些天的走访我

也发现，村里的

村民一般都是各

家自扫门前雪，

自己过自己的日

子，自己琢磨自

己的，并不存在

什么先富带动后

富。如何建立起

有效的机制，充分发挥村委会的作用，把村民们整

合起来，将一盘散沙铸成一堵墙，改变这一现状，

值得我们深思。

直到我们走的时候大哥都没有回来，我们提议

给他们照一张相，母亲特别高兴，还专门回屋收拾

了一番，老二、老三也是非常高兴，一直整理自己

的衣服。

看他们一家

笑得多开心。他

们的物质生活是

很贫乏的，但是

他们一家人其乐

融融，他们心中

有爱，内心是满

足的。他们的爱

让我们切实感觉到了春满人间的温暖，春风拂过我

的脸颊，我的镜头在这一刹那融化了。

三进农必波家

我们实在不知道靠自己的微薄之力能为农必波

一家做些什么，第二天中午我们去了一趟县里，吃

饭的时候打包了很多好吃的，又凑了五百块钱，送

到了他们家，当时只有老二和老三两个人在家，我

们把东西送到他们手里，并再三嘱咐东西晚上就要

吃，要不然会坏掉的。他们一再说不要，最终拗不

过我们收下了。

四进农必波家

5月27日晚上，调研即将结束，我们就要离开

村里到县上开总结会了。想到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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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这个小山村，我的心中充满了不舍，最放心

不下的就是这一家人。我想起了老三破旧的床铺，

于是把自己的床单被罩收拾出来。我很惭愧，因为

实在是没有全新的可以送给他们。来到农必波家，

老大不在，老三说大哥去村里的一个孤寡老人那里

帮忙做饭去了，我听到这个非常惊讶！这是什么精

神？一边要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和残疾的兄弟，另

一边却还在无偿地默默帮助着非亲非故的孤寡老

人，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强大！大哥，他是真的称

得上这个称呼的人。跟他们家接触的这几次，大哥

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他做的这些事，都不是一

个普通的农民所能做到的，我们跟他相比都自惭形

秽，他才真正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意想不到的惊喜

送完东西，我们回来接着收拾行李，听到楼

下支书叫我们，原来是我们慰问过的农户来送我们

了，大哥农必峰和另外一家老人也都在。大哥给

我们送来一大箱花生，说一定要带上，是他们全家

的心意。另一位老人送给我们三个女孩一人一顶

他亲手编的帽子，礼物虽小，

情意却深。我的鼻子一酸，心

里说不出的感动，他们都是勉

强能吃饱饭，却对我们有这样

一番情意，这种纯真挚朴的感

情，我有多久没感受到过了？

我内心那股柔软的神经被深深

地触动了，跟他们相比，城市

里的尔虞我诈显得那么肤浅。

在这个小山村，在那一刻，我

觉得自己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不算事儿了，在他们

面前，我是渺小的。谁说农民没有思想，他们有着

最深沉的思想，深深地蕴藏在他们纯朴的笑容之

下；谁说农民不懂感情，他们有着最朴实的感情，

深深地蕴藏在他们最简单的话语和行动之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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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

表，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

要义。原来在机关大楼里的体会太肤浅了，既不了

解农民，也不了解工人，也很难与普通群众有深厚

感情，不深入到农村，不深入到最底层，就不能有

切身的体会。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够战胜强

敌、取得胜利，靠的是干部与群众一起出生入死。

解放后，我们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根本原因

是“我们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胡锦涛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也讲

到：“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

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

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全党

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

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只

有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干部，才能深刻地了解人民

群众，才会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才有基础成长

为一名自觉执政为民的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孔繁

森、郑培民、王伯祥、沈浩等人民群众衷心爱戴的

好干部，都是在基层这个熔

炉里锻炼成长起来的。

七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了，回到北京，在回味感叹

和感动的同时，我也陷入了

深深的沉思，如何做好农村

特困和特殊群体的工作，为

他们谋求一种可以自力更生

的致富之路，促进农村和谐

繁荣将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

解决的问题。

虽然在广西省百色市德保县巴荷村只待了七

天，但是我觉得，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候惊鸿一瞥

远比长久的凝望来得更为深刻，在广西深入农村的

七天，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