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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  深省  深情

——“百村调研”实践活动心得体会

十七团（四川仪陇）1组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室综合处  孙佳男

在工委办公室领导的关爱支持和机关党委的

统一安排下，我有幸参加了团工委组织的“百村调

研”实践活动。在胡总书记于2004年视察过的四川

仪陇县日兴镇白塔村，利用一周时间，通过走访、

慰问、座谈、参观等形式开展调研，进一步加深了

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以个人视角记载

了许多难忘的片段。希望这一帧帧、一幅幅以意识

流形态记录的画面，能够描绘出那方红色土地上的

山、水、人，一卷心中永远珍藏的难忘回忆。

青山间、绿水畔、白云边

——旖旎风光无限，叹问谁愿在此久居

仪陇县坐落于川东北嘉陵江畔，幅员1767平

方公里，历史久远，早在公元502年就已建县。这

是一方神奇的土地，一批批热血儿女从这里走出，

仅1935年就有1万多人加入中国工农红军，5000多

人血洒疆场；这是一片令人自豪的土地，诞生了

一代伟人、三军总司令、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元

帅，培育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张思德同

志，这片土地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获得了“对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殊荣。

白塔村，因其村中山上有一座建于清朝的白

塔而得名。过去这里靠天吃饭，靠雨饮水，世代为

水所困，缺水程度堪用“水资源比老百姓眼泪还吝

啬”来形容。胡总书记视察后，在各方支持下，解

决了26万人的饮水难问题。白塔村也抓住这一机

遇，开展扶贫项目对接，村里面貌发生了很大变

化，尤其是水利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完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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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人畜饮水问题，农田灌溉也得到很大改善；农

民生活居住条件也得到较大改观，很多村民自建了

楼房，购置了家电。

择高处放眼整座村落，巍巍的青山、翠绿的

苍柏、袅袅的青烟、错落的梯田，加之被一片静

谧、祥和的云雾所笼罩，无异于如诗如画的美景仙

境，再配上鸟儿欢快清脆的鸣唱，真是难以不为这

动静相伴、浑然天成的山川秀美所动容。在体会原

生态的自然风光，领略雄浑浩荡的山野魂魄之时,

难免会有种渴望通过激扬文字镌刻、锁定和记载这

美好的冲动。

在村里的安排下，我们小组7人分别住进了门

前通路的3户农家。这3户农家位于村中3个不同的

社，位置就像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散落分布在村庄

中。忽略该村586米的海拔高度，3户间彼此直线

距离不超过500米，可面对山上山下的海拔落差和

九曲回肠依山而建的绵延小路，小组成员每聚首1

次，都要走1个多小时，近10里山路。虽无法深切

体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种山路的陡峭坎

坷，却已着实让我们领会到了“望山跑死马”的交

通不便。

走进白塔村小学，映入眼帘的不仅有乡村孩

子那倍感亲切的质朴笑容和带着好奇的求知目光，

还有狭小老旧的教室及残缺破损的桌椅。这是一所

仅有2名乡村教师，只能开设3个班级的私立学校。

教学条件虽极度有限，仍无法压制农村孩子渴望获

取知识的梦想，以及农村家长望子成龙成凤的期

盼。这种现实场景的冲击力不免令人心生酸楚，当

城市里已非常重视学龄前儿童早期教育，追求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时，仍有多少农村孩子还在

把获得九年义务教育当作一种奢求。

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风光之美丽与工业发

展之富饶，两者间往往是相悖的。伴着自然风光的

青山绿水已被城市发展的钢筋水泥所淹没或取代，

自然景观的缺失已成为现代城市的悲哀，“富饶的

地方不美丽，美丽的地方不富饶”，已成为具有讽

刺意味的真实写照。对于久居城市的人，沉浸在秀

美的自然风光中稍作停留，很难不心生留恋，但面

对道路、交通、教育、卫生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都非

常滞后的农村现状，即便具有诗情画意也很难笑对

生活不便的残酷现实。努力在脑海中勾勒出定居于

此的场景，可那种境遇真的很难想象。

我不深刻，但这一情形却无法令我不深

思……

五分地、两亩田、四千元

——农民收入之痛，还是土地经济之殇

2004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仪陇，看到老

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还不尽如人意，作出“一定要

把朱德故居保护好,一定要把朱德故里建设好”的

重要指示后，县域经济驶入了快速发展的新轨道，

去年全县税收总额突破了2亿元。作为一个以种养

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县，境内粮油、生猪、蚕桑、獭

兔、木瓜基地等已颇具规模，但仍然还是一个国家

级贫困县。

白塔村紧邻仪陇老县城金城镇，全村有320户

人家，6个村民小组共1128人，全村耕地面积652.8

亩，除去修路等占地外，目前实际耕种面积530多

亩，人均耕地不足五分。仪陇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

县，白塔村常年外出务工人员近500人，有劳动能

力的留守村民，平均可耕种面积近两亩地，大多

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2010年全村人均纯收入约

4000元左右，与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基本持平。

对于丘陵地带来说，平原上那种成规模的平

整耕地绝对堪称稀缺资源。地形原因造成了耕地高

低不平、分布散落，致使大型农业机械无法投入农

业生产，土地种植基本上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传统

阶段，农民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劳作。农业机械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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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使这里不能发展大规模集约农业，严重制

约了现代高效农业的普及推广。这也意味着只能进

行粗放式的农业种植，农民既要承受高强度的体力

付出，还要面对微薄收入的残酷现实。

村支书家院前，一片荒弃了的水田已化作一

汪沼泽，旁边充满生机的稻田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探其究竟后，解开了我心中的困惑。原来是一

场大雨彻底损毁了田埂，造成水田不能蓄水，无法

种植水稻，可地势低洼的泥泞田地，也只能用来种

植水稻。若想耕种这片水田，就必须用宽1米以上

的条石进行修缮，确保水田能够蓄水。要修复水

田，用于买石料、请工人、雇吊车等费用将不低于

5000元，而辛苦种植这块地需要很多年才能把这些

成本赚回来。一边是微薄的种地收入，一边是高昂

的修缮费用，面对这种抉择，无奈的农民也只能弃

地而去。

2004年，县里用扶贫资金推广枇杷种植项

目，村里也借此机会建了60亩琵琶林，提高了部分

农户的经济收入。可惜这并不是村民收入增长的主

流，改善生活条件主要还是依靠年轻劳力外出务工

或做生意。种一亩地一年仅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

要赚钱就必须外出打工，种植粮食只能维持生计，

根本无法提高生活品质。面对“种地只能糊口，打

工才能赚钱”的现实，这种老幼结合的家庭模式，

已成为村民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景象。

从村里小学了解到，在此就读的孩子基本上

都是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父母亲的关爱，很多孩子

都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在与孩子们进行互动的

过程中，有些孩子已经表现出不善于沟通、较为自

闭。让孩子们写出最想给爸爸妈妈的一句话，他们

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希望爸

爸妈妈能在自己身边，有位孩子甚至无法克制住相

念，提及父母就泪流满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浓厚陆地文化的国度，

那些栖息于此世代耕作为生的农民，对土地有着特

殊的情感，已融入血液，渗入骨髓。农民为何忍心

离开眷恋的热土而漂泊异乡，与其说是想外出寻找

致富机会，不如说是微薄的土地收入,迫使其不得

不离开。面对令农民已经产生“鸡肋”心情的土

地，也就不难找到造成留守儿童缺失健康成长环境

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此番景象所带来的沉闷感觉，

着实令人久久不能释怀。

我不深沉，但这种现状却令我无法不深

省……

身离去、心未远、情长留

——关注三农领域，胸中不灭的牵挂

“你是我老汉，有空上北京耍撒！”（你是

我父亲，有空到北京玩）用刚学的四川方言道出这

句离别，是称谓、是感激、是难舍、是期望，是太

多的五味杂陈，但亲切而又厚重。住在村支书家的

几天里，当他知道我与其儿子同岁后，我总能感受

到那慈祥的目光。这句道别，分明触动了支书心中

最柔软的部分，看着他那面带微笑却泪光闪闪的面

庞，我情不自禁张开双臂，一个释放情感的拥抱，

成了最真实的内心独白。挥手离别的瞬间，这些天

的一幕幕如立体电影般在眼前浮现。

来时火车上，我们来自7个部委的14名年轻

人，在从陌生到熟识之中了解到，有13人在城市中

长大，唯独1名有过农村生活的同志，也已离开农

村十几年，大家都对农村有太多的不解和疑惑。我

们或许正是中央国家机关年轻干部的一个缩影，反

映出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且又不在涉农部门工

作，对“三农”问题基本上就处于一种不够了解、

不够清楚、不够关心的状态,我深感这次调研不仅

是一次单纯意义的农村之行，更是一次难得的“补

课”良机。

几天里，我们坚持做到同吃、同住、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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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走访12户村民，获取了11份调研问卷；慰问了

贫困农户，献上了我们的爱心；同乡村小学的孩子

互动，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共同做了游戏，还捐赠

了现金和文具用品；参观了村里的砖厂和水泥板

厂；专访了村委会一班人、致富带头人、大学生村

官；体验了农村劳动，亲手进行了果树修枝。饱满

而又充实的行程安排，只为能够最大限度去了解和

发现。虽然很多问题还没有答案，但至少进一步体

恤到了农民的艰辛，了解了农业发展的状况，不知

不觉中培养了对农村的情感。

走街串户访谈调研的过程中，每当大学生村

官向村民介绍“他们是从北京来的中央机关干部”

时，可以看到很多村民的眼神都明亮了许多。刹那

之间仿佛读懂了什么，是一种纯朴的期许，是一份

厚重的责任，更是一生坚守的担当。更加深切体会

到，无论官员大小都必须经常深入基层，从群众

来，到群众中去，通过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

苦，听取群众意见，才能始终做到与人民群众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

大家普遍感到，这次寻根觅源之旅收获巨

大，不仅进一步了解了国情，掌握了民意，还培养

了对群众、对基层的情感，是对灵魂的一次洗礼，

对作风的一次促进，对思路的一次更新，对今后工

作必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调研中，大家也纷纷

让我向团工委的同志转达谢意，非常感谢能够提供

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更希望能够多搭建这种平

台。大家的赞许中，我为工委组织这样的活动而骄

傲，为自己是工委的干部而感到自豪。

一周时间短暂，仅有些粗略的体会与模糊的

概念，对“三农”领域的理解和认识还很肤浅，走

进这“冰山一角”的同时，也开启了我持续关注

的“启航之旅”，我坚信这种情结就是一个好的

开端。我们的力量也许很微薄，但这次调研迸发出

的炽热情感，已将我们年轻人的心和中国农村、

农业、农民的未来相捆绑。关注“三农”问题的种

子已在这里萌发，必将会不断茁壮成长，并汇聚成

一股不竭的力量，鞭策和激励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贡献才华！别了，仪陇！别了，白塔！转身

而去绝不意味着永远的离别,我们的心已留在了那

里。

我不深邃，但那方热土却令我无法不深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