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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3日，“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

表彰会暨“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调研实践活动启动

仪式在中国工程院报告厅举行，标志着由中央国家机

关团工委组织的“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调研实践活

动正式启动。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国家机

关工委书记马凯出席会议活动并讲话。工委常务副书

记杨衍银为“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活动第一调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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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走进一线活动正式启动了。
去年，百村调研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效果，作为百村调研的姊妹篇，我们反复思考的是走进

一线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亮点特色在哪里？
4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就是“百万干部下基层”，我们反复思考的是中央国

家机关青年干部下基层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收获是什么？
张璐同志说，他喜欢做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工作，他乐见事业的传承，我们则欣于能够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专刊》面世了，寄望于陪你走进一线，带领更多的人走进一线。

                                                                   冀萌新

 卷  首  语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马凯出席

中央国家机关“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

调研实践活动启动仪式 



2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2012年基层调研实践活动专刊

践团授旗。工委副书记俞贵麟主持会议。

马凯同志在讲话中强调，组织青年干部下

基层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从战

略高度加强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希望

广大青年干部积极参加“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

调研实践活动。他对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开展

这次调研实践活动提出了四点要求：一要在坚定

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努力从历史、现实、理论的

高度充分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筑牢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履职的信仰基础。二

要在增进群众感情上下功夫，强化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自觉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作为人生

目标和价值追求，做人民公仆。三要在增强过

硬本领上下功夫，主动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困难多、

任务重的地方接受锻炼，向基层同志学习求教。

四要在锤炼意志作风上下功夫，着力锤炼求真务

实、艰苦奋斗和廉洁自律的作风。

俞贵麟副书记指出，团工委设计策划了

“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活动，作为去年“百村

调研”活动的姊妹篇，组织青年干部走进行业一

线，了解基层工作，学习先进模范，进一步转变

工作作风、提高履职能力。这次活动相较于其他

下基层活动有三个特点：一是更注重面向各部门

的基层一线，覆盖各行各业、天南海北，内容

精彩丰富。二是采取同工同勤、同吃同住的形式，

着重体验基层一线常态化的日常工作。三是着眼

于发现一线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发现行业精神，

发现时代精神，向基层先进模范学习。他在会议

总结时强调，各部门要以这次会议为契机，通过

多种途径深入推进干部下基层工作。当前要扎实

做好“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活动的组织实施工

作，确保工作形成规模，营造氛围，取得实效。

5月6日，调研实践先遣团团员已陆续出发

前往青海省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

分公司、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人民检察院、栾川县

检察院来访接待处等地开展为期一周的基层蹲点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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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察尔汗 

调研实践第一团第一组

从西宁到格尔木，全程共776公里。到达格

尔木-察尔汗盐湖时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西部

高原的春季比南方而言，显然来得要晚些。高山

溶雪的冰水漫在宽

广的草原上，树枝

也刚刚抽芽，让人

不由想起一句不太

贴切的诗：“人间

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一开始，我

们还认为，这里挺好的啊，有山，有水，有草

原。随着越来越接近盐湖矿区，能见到草越来越

少，最后，只余下满目的苍茫。

在去往厂区的路上，迎面而来的除了电线

杆，就是一望无际

的盐碱地。在这

里，我们才真正感

受到什么叫“寸草

不生”。

察尔汗盐湖

矿区没有任何可

供使用的淡水。这是70年代，盐湖人从60公里外

的格尔木往矿区拉生

活用水的水车。讲解

的大姐笑着说：“连

洗件衬衣都是奢侈

的。”那微笑里，充

满了历经艰辛的骄傲

和自豪。

最早的盐湖人

就地取材，用盐块

垒成房子。如今条

件早已改善，盐块

房子也完成了它们

的历史使命，进了

博物馆。

察尔汗是蒙语，意

思是“盐的世界”。察

尔汗盐湖总面积为5856

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

的可溶性钾镁盐矿床。

湖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

钾、钠、镁、硼、锂、

溴等自然资源，总储量

为600多亿吨。晶莹剔

透的盐结晶，是察尔汗

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5月9日上午，第

一团第一组与采卤一车

间全体人员一起到现场，

修复8号内部输卤渠的

漏洞。经过3个小时的

奋战，清理工作完成，

铺上pe膜后，将投入使

用。图为清理工作现场。

一线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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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没空说句话，所以我和老人家商量着第二

天再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他们家里。当时，

奶奶刚从地里回来，准备领着妹妹去村卫生所看

牙，妹妹的牙疼了一夜，也哭了一夜。然而老人

又有点犹豫，她说：“上次去村卫生所给孩子

看牙就欠了人家5块钱，这次怎么好意思再去啊，

可家里没钱，实在没办法了。”老人说，老伴儿

前几年得癫痫去世了，为了治病花了很多钱，不

得已儿子和儿媳才去北京打工。她今年已经70多

岁了，还得拉扯着3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家

里还有几亩地，春天正是给麦苗浇水的时候，她

白天没空去，只能等晚上，谁知道夜里刮起那么

大的风，本来就瘦弱的老人差一点就被风卷走了。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但在拍照片的时候，

老人还是特意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她笑着说，

昨天看到小孙女哭着回家，还以为在学校里受到

了欺负，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从北京来的老师

要走了，她舍不得。老人感激地说，你们来一趟

农村不容易，孩子们能见到北京老师更不容易。

老人平时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唯一的喜好

是听戏，就在我们来到村里的第四天，河南省濮

阳市豫剧团开着演出车来送戏下乡，当时老人忙

着家里家外的活，没能听成，这让她很遗憾，因

为这是演出团第一次来崔宋村演出，下一次还不

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尽管豫剧团每年演出场次超

过200场，但要走完市里所有的村镇至少需要3年

老人和孩子的村庄 

文化部河南濮阳市南乐县福堪乡崔宋村调研实践先遣团  屈  菡

寻找感动

认识和了解这个

家庭，是从孩子开始

的。照片上的女孩叫赵

宁，今年13岁了，上五

年级，她个头挺高，说

起话来笑眯眯的。在得

知她的父母都出外打工

后，我很想跟她去家里

看看。在放学回家的路

上，我和她边走边聊，突然她问我，“老师，爸

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是不幸福的吗？”

我一时被问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印

象里，电视上的留守儿童是孤独和缺少关爱的，

然而面对一个孩子，我却不能这样回答。我有点

心虚地告诉她，“只要你心里想着幸福，就是最

幸福的孩子！”

快到家的时候，赵宁6岁的弟弟跑了出

来，高兴地告诉姐姐，“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

了！”赵宁有点激动却又半信半疑的问，“是真

的吗？”弟弟说，“真的，真的。”听到弟弟这

么肯定，她拔腿就往家里跑。我心里也很高兴，

准备着为一家团聚而祝贺，可走进屋里时，却看

到只有赵宁一个人坐在床边抹眼泪。原来弟弟又

在骗她，而每一次，她都会上当，因为她实在太

想见到妈妈了。

照顾赵宁和弟弟、妹妹的是她们的奶奶，

当天下午我去的时候，老人在忙着给3个孩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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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何况崔宋村只是个三省交界，位置偏僻的

小村庄呢？

在村里的那些天，我一直在想，能为老人

和孩子们做点什么？在已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哪些能让这些老人和孩子们受益？在采访北

京大学王子舟教授时，他的思考给了我启发。在

他调研过的30个农村中，他发现阅读可以改变一

个村子的精神面貌，对于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

更有帮助。因为读书和看报不仅能增长知识，开

拓视野，更重要的是可以填补心灵上空白。

然而，这让我想起来了和赵宁的一段对话。

我问她，你想看课外书吗？她点点头说，想！我

问，那喜欢看哪方面的？孩子又摇摇头说，不知

道！那是因为除了课本以外，她没有读过任何书

籍和报纸。崔宋村还没有建起文化大院，只有农

家书屋，原来安置在村委会，由于很少人去看，

村长就把图书搬到了小学，但是因为没有适合孩

子们阅读的书目，所以平时都锁在屋子里。

想到孩子的话，我心里涌上一阵酸楚。当

城里的老人在公园里唱歌、跳舞，安享晚年的时

候，农村的老人却仍要与贫困和劳碌抗争；当城

里的孩子为了上名目繁多的课外辅导而烦恼的时

候，村里的

孩子们却不

知道什么是

课外读物。

作为一名文

化领域的青

年记者，也

是一个从农

村长大的孩子，我心里更多是内疚和自责，因为

曾经我把更多目光放在繁华的城市中，而对农村

的关注则太少了。

我努力搜索相关的资料，了解农村老人和

儿童的文化需求。值得欣慰的是，如今文化系统

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并在努力改变现状。一

些地方已经成立农村青少年图书室，给孩子推荐

最优秀的读物，并围绕阅读展开各种形式的活动，

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离开

村子的那天，村长告诉我，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

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买一些健身器材，再组建

一支秧歌队，让村里老年人也能像城里人一样生

活。我真心希望，赵宁和奶奶能早日享受到这些

文化设施，在艰苦的生活能多一些快乐和幸福！

蹲点日记

由升旗仪式上的工作点评想到 

河南省嵩县检察院调研团

5月7日    多云转晴

今天是跟随嵩县检察院调研团的第一天，

工作安排的很满。参加了嵩县院每周一的升旗仪

式，简短的升旗结束后，由院里上周值班领导汇

报上周工作整体情况，对工作进行点评，表扬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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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这位剪纸艺人叫蔺满德，是我们

文化部“文化青年走基层”实践活动民俗文化调

研小组，在河北蔚县西古堡村调研时认识的一

位普通的民间艺人。蔺师傅的剪纸手艺是家传

的，从事剪纸三十多年，在村里经营着一家不大

的剪纸作坊。剪纸作坊就在村大队部院子的角落

里，是前店后厂的格局，为使销售展厅空间更

大些，蔺师傅把自己的工作室压缩到不足五平米。

其实这里也谈不上是什么工作室，一张破旧的书

桌、一把椅子、一张临时搭架的床铺就是全部的

摆设。早春的天气还特别寒冷，屋里仅靠一个小

一个民间剪纸艺人的文化坚守 

文化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暖泉镇古堡村调研实践先遣团  白  冰

调研心得

暖风机取暖，穿着棉

衣都会觉得屋里很阴

冷。

我们走进工作

室的时候，蔺师傅正

在用刻刀全神贯注地

刻一个戏剧脸谱。破

旧的桌上摆着十几把

自制的大小不一的刻

刀和几个刻好但未上

色的剪纸半成品。我

点、指出不足。我感觉这种形式很好，对于及时

改进不足、推广好的经验是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

方法。由此想到，我们平时的一些工作也可以

采用这样的方式，让所有的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明确指出优点和不足，明白哪些是需要发扬的，

哪些是需要纠正的，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有时对于

促进工作却是最有效的。现在，多数人对于优点

会积极表扬，但对于缺点，人们基于维护面子或

其他原因，通常讲得非常委婉或干脆不讲。事实

上，我感觉及时的批评是改进不足的有力助推器。

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人通常是爱

听赞扬之词，厌恶批评之语的，被批评的人亦如

此，不好听的话，大家都不爱听，别人既不爱听，

则少说；另一方面，批评人的人，说了批评别人

的话，是容易得罪人，遭人记恨地，很多人出于

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愿去批评人；再有，我认为

也是最重要、最本底的一点，即现在的人很少从

促进自我发展、有利改进不足的角度去看待对自

己的批评，很多人容易从恶意的角度去理解批评。

当然，也有批评者批评的正确性问题，但相比之

下，我感觉被批评者的心态是否正确可能更重要。

因为，好的心态可以帮助人正确地分析批评正确

与否，然后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正确

处理即可。如果多数人都能这样看待“批评”问

题，相信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进步的步伐都会

更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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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很奇怪，这剪纸咋不用剪刀。还没等我们问，

蔺师傅就给我们介绍开了。蔚县剪纸是一种以阴

刻为主，阳刻为辅的点彩剪纸。刀刻和彩色点染

是蔚县剪纸最大特点，也是剪纸艺人最重要、最

需要下苦功的基本功。蔺师傅一边给我们介绍，

一边伸开他的右手，我们才发现他的手因为常

年用力握刻刀早已骨头变形，无法伸直，手指疼

痛对蔺师傅来说更是家常便饭。看着蔺师傅游刃

有余的刻着戏剧脸谱，如果不是蔺师傅介绍，我

们难以想象，这么个巴掌大的脸谱剪纸，刻起来

难度特别大，尤其是“拉胡须”这种刀工技法更

是看功力的，在50张经过特殊处理的宣纸做成的

纸胚上刻人物的胡须，根根细如发线、间距如丝，

每一刀都得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差池，刻断一

根全盘作废。没有十年以上的工夫，是做不出来

这样的剪纸作品的。蔺师傅跟我们说，做剪纸是

苦差事，他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意学习剪纸，要掌

握剪纸技艺要有一定的天分，而且得下苦功，再

说在村里经营剪纸生意也不太赚钱，生活比较拮

据。家传的手艺无人继承，而自己带的几个徒弟，

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外出打工，都不干这行了。

在这个狭小简陋的作坊里，蔺师傅的身影显得有

些落寞和无奈。

听说我们是从文化部来的，还有几个是国

家博物馆的小专家。蔺师傅立刻兴奋起来，说要

给我们看看他的宝贝，说着从书桌的抽屉里掏出

一个破旧的笔记本和一个旧报纸包成的纸包。笔

记本里夹着的是五颜六色的窗花，这些窗花小巧

别致，一般八种图案组成一个系列，有花草鸟兽、

有福禄寿喜，每张窗花都色彩绚丽饱满、刻工细

腻柔美、充满乡土气息。蔺师傅告诉我们，蔚县

剪纸最早的形式就是草窗花，他手里这些剪纸都

是村里农民过年时候家家户户贴的窗花。

打开手上另一个纸包，蔺师傅小心翼翼拿

出一打彩色的剪纸，这些剪纸都是戏剧人物，尺

寸比之前的小巧，色彩也比较柔和，人物造型却

是形象完整、栩栩如生。蔺师傅说这些就是他父

亲那辈传下来的，是他珍藏的剪纸花样儿，过去

刻的很多窗花都是用这些来晒图样的。剪纸窗花

一般都是剪纸艺人年节时候的买卖，窗花往往被

看作是一种消耗品，很少有人会保留过去的老窗

花，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剪纸窗花的社会

文化功能也随之变化，过去的窗花样子逐渐成了

的收藏品。蔺师傅仔细地给我们讲每一张剪纸是

什么人物，是哪一出戏里的造型，每个窗花背

后都有自己的故事。听着蔺师傅娓娓道来的讲述，

那些故事简单、朴素，却是真实、动人，好像把

我们带回那个并不遥远却早已陌生的年代。讲完

故事，蔺师傅专门从这些窗花样子中挑了一套送

给我们，大家知道这些剪纸很珍贵，心里喜欢却

不好意思收下。蔺师傅笑了，对我们说，我知道

现在这些宝贝很值钱，可是我从来也舍不得把他

们卖掉，看得出你们是真喜欢这些窗花，现在喜

欢老物件的年轻人不多，你们留着总比放在我的

抽屉里有用吧。手捧着这么珍贵的礼物，虽然只

是几张轻薄的剪纸窗花，却感觉沉甸甸的。这份

礼物是蔺师傅珍藏的独一无二的宝贝，更是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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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民间艺人对我们这些青年文化工作者的一

份信任和期望。

说到自己将来的打算，蔺师傅很淡定，他

说其实这几年情况越来越好了，剪纸成了世界级

的非遗，政府很重视剪纸，加上村里搞旅游，游

客来得挺多，也很喜欢这些剪纸，他这个小店比

以前可挣得多了。村里的小学还请他去当课外辅

导员，平时不忙的时候，就去给小学生上课教他

们做剪纸。蔺师傅的话很朴实，他说自己也没想

太多，他会一直做剪纸，会刻到老、刻到刻不动

为止，不为什么，就是喜欢剪纸，离不开。

从西古堡村回来，我总是想起蔺师傅，他

那一句淡淡的“我会刻到老，刻到刻不动为止”，

总是让我莫名感动。在外人眼里，剪纸也许是蔺

师傅一辈子的手艺，养家糊口的营生，可是对他

来说，剪纸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割舍不

下的生命记忆，是值得用一生去坚守的信念和

热情。蔚县剪纸被称为是古老土地上的灵魂之花，

剪纸艺人就是刻染灵魂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刻刀

和色笔刻染着日月荏苒和传承着文化情怀。

我相信每个坚守信念的人都是幸福的，都

是成功的，都是值得尊敬的。对于剪纸艺人，对

于那些普普通通还在生活中传承着属于自己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们，非遗不仅仅是一项技艺、

一场表演、一种民俗，在他们心里，非遗是对传

统的尊重和敬畏，是对那片生养他们的土地和过

往生活的眷恋追忆和无限情感，是他们祖祖辈辈

传承和坚守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