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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再认识
第十四团（陕西安塞）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  吴  强

6月14日，“百村调研”第十四团举行

全团活动，安排延安精神讲师团的贺教授为

我们讲解“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人民

服务”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

主席当年亲自为张思德这样一名普通战士主

持追悼会，并且为他写下《为人民服务》的

悼文，可见毛主席对他及他所代表的精神的

推崇和肯定。而当时在延安和不在延安的中

共党员们，也身体力行着这一精神。

那些是1944年的事情了。那时候我们党

还是革命党，现在，我们党不仅执政，而且

已经执政60余年了，建党也已经90年了。现

在我们仍然在讲要为人民服务，但是，有些

党员已然不知所云，还有些口是心非了，甚

至极个别的会对媒体直言不讳道：“你是替

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这次在延安安塞县的驻村调研，我住在

村党支部陈书记家里，得以充分了解这位中

国最基层政治领导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双

脚站在陕北坚实的黄土地上，我更深刻地理

解了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第一个问题：人民是谁？

我们政治课本上的定义，人民是“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个定义比

较抽象，对于我来说，人民的形象一直也是

比较模糊的。驻村的日子使我对人民有了更

加直观的了解。对于村支书陈三义来说，人

民是谁根本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人

民就是村子里的2000口子村民，他们生生不

息于这黄土高坡，陈书记的工作就是关心和

服务他们——这些陕北农民的喜怒哀乐、悲

欢离合。由此我理解到——原来人民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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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位置上所能服务、所需服务的那部分

人。只有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来看待身边的

服务对象，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的含义，才

能更深刻地领会自己工作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当公务员或者说做官

是为了什么？

《新京报》曾有报道，某位小学生说

将来的人生理想是“我想当大官”。闻之，

听者哗然，读者愤懑。我不禁想到，为什么

在当前社会的主流语境下，“我想做大官”

和我想成为科学家，或成为一代名医，或成

为伟大的企业家等不一样，不是一个非常光

荣，可以时常挂在嘴边的人生理想？再联想

到前不久在媒体上爆炒的武汉市少先队总队

委——“五道杠”小学生H，因为积极参与

公共事务，讲话有领导风格，在网络上受

到千夫所指，批评、谩骂之声一浪高过一

浪。我想，网友们深恶痛绝的绝不是这个小

学生，恐怕更多的是其背后所代表的“官本

位”思想。

为什么现在社会舆情对官员如此不宽容？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部分官员忘记了做官

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和所有的其他事业一样，做官也有做

官的目的。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

海新华门内矗立着的“为人民服务”大红牌

匾，再清晰不过地阐述了党和政府工作的目

的是什么，同时也应当是各级官员为官的目

的。比如我所在村的陈书记，他以前是村子

里的一名致富带头人。在交谈中，我发现他

最引以为豪的就是通过征求大家的意见以及

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村子里做一些实

事，并因此而得到大部分村民的认可和尊重。

他就无所图吗？不是，他也有所图，有目的，

只不过他的目的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升官发

财，作威作福，鸡犬升天，而是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真正成为百姓，或者说人民的父母

官，村民们的认可就是他最大的鼓励。

我们来看看陈书记的政绩：

本村每年有40000元财政资金，减去人

员工资（见下表）、固定的2000元订报费，

就只剩15000元，村支部副书记也没工资，

只能从剩余的钱中开支。此外，由于事务庞

杂，每年光汽油费就得40000多，基本上都

得靠自己补贴。

村支部人员工资费用

年薪（元） 人数 合计（元）

村支书 5000 1 5000

村主任 4500 1 4500

村妇女主任 400 1 400

村会计 2000 1 2000

村民小组长 1200 9 10800

共计 　 　 22700

在这样的财政情况下，他当书记三年

以来，本村公共设施投资共计200多万，包

括：建大队部23万，全村通自来水（山泉水

引入）70多万，修4.5公里石子路36万，修

小学教室屋顶30多万，老大队部维修8万，

修娘娘庙5万，还有别的一些工程20来万

等。这200多万投资都是他先垫款把事情做

了，然后再千方百计到镇上、到县里去找财

政拨款完成的，截至目前还有30来万的款项

尚未找到来源，一直由他个人垫付着。村子

里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他的参与乃至主

导。他自己的一辆破吉普车扮演多重角色：

村里人娶媳妇的婚车、拉病人的救护车、送

孩子上学的校车等等。同时，他也会耿直地

斥责为了扩建自家院子而占据公共道路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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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并因此得罪不少人。他就像一位宽厚而威

严的大家长，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全体村民。

善良淳朴的村民是支持、爱戴陈书记

的，因为他的工作增进了公共利益。但是，

他的个人利益怎么样呢？因为时常站在村民

的角度发言，他是本镇18个行政村支部书记

中唯一敢对镇领导当面发表不同意见的人，

因此有时会得罪上级。他的同僚们也多半劝

他要识时务。不过由于群众基础很好，村支

书又是由本村的党员选举产生的，他依然可

以继续担任这一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可

见，对于陈书记来说，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官员，不但不能增进个人利益（无

法像以前一样经商，还要倒贴钱），而且自

身官位能否保住都是一个问题。

当我问及陈书记他的家人是否支持他这

么做的时候，他说老伴、儿女、媳婿也不理

解，发牢骚说他好好的生意不做，还倒贴钱

来做这些公共事务，真是缺根筋。可见，对

于陈书记来说，做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官员，在家庭中是孤独的。

村支书在国家行政序列中没有级别，即

使有，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科员级。但是对

于本村那2000名百姓，他就是顶天立地、说

一不二的父母官。他的文化水平很低，由于

家境贫寒，念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因此

他永远也没有希望成为乡镇的干部。但是，他

选择了为人民服务，他为此竭尽全力，他为此

义无反顾，那是他的召唤，那是他的梦想。

我们呢？我们作为中央国家机关的青

年干部，我们的觉悟是否达到了只有小学

二年级文化的陈书记的高度呢？在面对社

会上弥漫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时，

我们是否还能坚持自己少年时“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理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信

念？我想，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不是孤身一

人。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人

一旦爱，遂极脆弱：世间没有所谓爱恋之中

却同时思量应否去爱之事。就是如此。伤得

最少的爱，不是最好的爱。当我们爱，就须

承受伤害和失去之险。”选择了这份感情，

就请无怨无悔地投入吧！和革命先烈们抛头

颅、洒热血付出的牺牲比起来，我们所需要

付出的代价已经少了很多。作为国家的栋梁

之材，我们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们

享受了这个国家最优秀的教育，经过最严格

的考试进入中央国家机关，我们有了参与整

个国家政策、法律制定的资格，我们理应做

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理应为那些没有享受到

这些幸福的人们谋利益。我们不要去管自己

的努力是否螳臂挡车，是否杯水车薪；不要

去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们为人民服务是正义

的，我们正义了，我们就是安宁并幸福的，

人民是热爱我们的。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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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如一股股清新质朴之风，沁人心脾，给人享

受，催人振奋。

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成果，都反映了

青年干部的调研收获。这样的成果，首先要

特别感谢各部门各级领导，您们的关心与关

爱，让青年干部专心开展调研实践活动，并

在活动中迅速成长、进步、提高！还要感谢

全体实践团员，你们用忘我的付出与努力，

收获了认识与责任，传递了热情与希望！

团工委张璐书记在《坚持理想主义》

一文中曾写道：“尽管百村调研的作用很微

弱，但它毕竟在这600多名实践团员心中播

下了种子。从这种意义上说，百村调研没有

结束，百村调研才刚刚开始！”是的，百村

调研活动即将圆满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终

点，相反，它播下的600多颗种子，正如井

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承载着责任与梦想，蓬

勃萌发……

百村调研，随时出发！你准备好了吗？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百村调研”总结会召开在即，本期

为《百村调研》专刊收官之篇。提笔撰写后

记，忍不住将前面的40多期专刊收齐再次细

细品味，透过细腻的文字，实践团员的感

动、泪水、欢笑以及自然流露的责任和情

怀，调研中一幕幕生动的画面如电影般在眼

前不断闪现。

自5月10日《百村调研》专刊第一期正

式刊发，至今共刊发47期，登载文章77篇,

累计发放超过30000份。这47期专刊，从

“百村调研”活动正式启动开始，及时传递

630余名实践团员赴17省36县100个村的调研

动态，反映基层调研情况，构建了共享调研

信息和成果的思想阵地、展示中央国家机关

青年精神风貌的舞台。专刊文章主要从“最

爱共青团”博文、团员主动投稿及各团报送

材料上千篇文章中优中选优而来，突出反

映实践团员的真情实感、理性思考和调研成

果。这些优秀的文章，似一道道精神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