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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怡

我的父亲是一名已经驻村七年的“老”工

作队员。回想脱贫攻坚时期，父亲整日忙于村

里的事务，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偶尔回一趟

家，也总是来去匆匆。当时还在上学的我对基

层工作知之甚少，总以为驻村工作就是简单的

到群众家串串门、和乡亲们聊聊天，对父亲“乐

此不疲”地沉浸于村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

心中总有些埋怨和不以为然。

时光荏苒，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也有幸成为

了一名驻村工作队员。接到驻村任务时，我觉

得这是一项没什么难度的工作。串串门、聊聊

天，谁不会？然而，初到村里，现实就狠狠地给

了我一个“下马威”——听不懂的乡音土话、分

布杂乱的农户地址、高度相似的群众名字……

各方面的不适让我措手不及。这时我才知道

驻村工作的不易。我急忙找父亲“求救”，让他

给我传授几招做好驻村工作的“秘诀”。父亲

笑笑告诉我，工作中哪有什么致胜秘诀，要做

好驻村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练好调查研究这

个基本功，做到“接地气”、“沾土气”、“冒热

气”，从而为做好工作积攒底气。

拜民为师，问计于民，让调查研究“接地

气”。刚驻村时，我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语

言关”，听不懂大家讲话的我只能尴尬的微

笑。时间一长，我就变成了大家口中的“淑

女”。对我面临的困扰，父亲笑我驻村“一只脚

都还没有落到地上”。他说要想和老乡们打成

一片，最重要的是学会他们的语言。为了能更

好地拉近与老乡的距离，我努力学习当地的方

言，虽然偶尔不标准的方言会逗笑大家，但一

个个方言词汇成了我打开群众“心门”的金钥

匙，老乡们渐渐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有什么都

愿意和我分享交流，让我深入了解了他们的所

思所想、所急所盼，为我开展好驻村工作奠定

了基础。

调而研之，研而用之，让调查研究“沾土

气”。回想脱贫攻坚时期，父亲的肤色在一个

月内由健康黄变成了古铜色，我嘲笑他与我的

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却告诉我说这

是他驻村工作的最好见证。我一开始还不明

白是什么意思。直到我驻村后才发现，那是

父亲走村入户、努力为老乡建设美好社区而

留下的深深印记。驻村工作与统计调查业务

工作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与“数字”打交道到

与“人”打交道，我的服务对象发生了改变。

驻村时，每当我有疑问时，老乡们总会热情的

告诉我。他们让我知道了烤烟的生产收购过

程、肉牛的养殖、竹篮的制作……在他们的影

响下，我不再是那个“韭菜麦苗，傻傻分不清

楚”的女干部了。

真察实访，找准问题，让调查研究“冒热

气”。驻村时，老乡们入户时热情的招待、生病

时暖心的问候、出行时关切的叮嘱……像一股

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记得驻村时一位老乡

为了申请临时救助，每天都到社区哭诉，但因

条件不符合规定，社区干部们只好轮番去开导

他，可依然没有效果。想起父亲曾经和我讲过

他所驻村的村民因为山林赔偿款争论不休，他

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后来，父亲找到每一

位村民，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诉求，在充分

了解情况后，他号召大家将所有赔偿款一起作

为乡村路灯的建设，得到了所有村民的一致认

同。成功将矛盾化解成造福村民的好事。于

是，我们决定从“背面”入手，开始走访这位老

乡的家人。我们发现是因为老乡对政策不了

解。在我们为他讲清楚政策后，他再也没有来

社区哭诉了。父亲告诉过我“中国的百姓都是

淳朴善良的，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一定要耐下心

倾听他们的想法。只要是与群众生活相关的

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不是‘鸡毛蒜皮’的小

事，都应时刻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现 在 ，我 已 结 束 驻 村 工 作 回 到 单 位 上

班。虽然父亲对我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已给不

出更多的建议，但父亲关于要练好调查研究

这个基本功的谆谆教导仍让我在现在的工作

岗位上受用无穷。年过半百的父亲仍坚守在

乡村振兴的阵地上，褪去稚气的我则在统计调

查一线奋斗。连接着前行路上的父亲与女儿

的，除了那份割舍不断的浓浓亲情，还有父女

之间的工作理念传承。这，也将成为我今后在

统计调查事业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的最大

底气。

来自父亲的秘诀

■ 王众阳

站在养殖户的院门外，我的心里还是有

些忐忑，更准确地说是紧张，院子里的羊叫

声一阵阵传出来，仿佛在嘲笑我的胆怯。当

年我初入统计，这样直接面对基层百姓，我

还是第一次。独自一人站在院门外，手心里

全是汗，迟疑了好久，我才迈开步子，推开了

院门。

这确实是我第一次独自做统计调研。

在此之前，上级单位需要一份辖区畜禽生产

情况的数据，需要实地调研。这让我为了

难，之前从来没有深入基层一线进行过调

研，而要提供这些详细数据及分析，必须要

进行实地调研。我通过电话提前与村干部

进行沟通，在村干部的配合下选取了比较有

代表性的几家养殖大户及企业。同时，在老

同事的指点下完成了初步的构思，询问的关

键词集中在出栏价格、养殖头数、饲草料价

格、养殖困难及政策需求等。即便之前做了

一些准备工作，但是真正上门调研的时候，

心里还是犯嘀咕，所以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

那一幕。

走进调查户的大院子，视野一下子开阔

起来，院子中央种着几棵果树，西侧是简易

的彩钢板房，存放着各种农机具及饲草料

等，东侧则是大大的羊圈，一群小羊羔咩咩

地叫着。主人赶紧迎了上来，黝黑的脸上露

出了质朴的笑容，这笑容让他脸上的皱纹更

深了。他粗糙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热情地将

我往屋里让，正是下羊羔的季节，炉子旁边

的纸箱里两只刚出生不久小羊羔嗷嗷待

哺。主人告诉我，现在是母羊下羔的季节，

下了双羔的母羊只能哺育一只羊羔，另一只

需要人工喂养，现在羊的品种不断更新，双

羔率也越来越高，下羔子的季节养殖户们也

越来越忙。主人把我让到炕上，一边跟我说

着话，一边端来了热气腾腾的奶茶和奶制

品。主人的热情让我受宠若惊，院门外的忐

忑和紧张一扫而光，我也慢慢进入了工作状

态。盘腿坐在炕上，就像拉家常一样，屋外

寒风呼啸，屋内火炉上的水壶嘶嘶冒着水蒸

气，这是多么温馨的场面。我这才发现，实

地调研不同于平日里单位电话沟通询问情

况说明，实地的了解会让你打开一扇新知识

的大门。通过与主人的聊天，我对羊有了新

的认识，“双胎率”“杜泊羊”“杜蒙羊”“三元

杂交”“胚胎移植”“以草定畜”……很多之前

听都没有听过的名词都有了直观且具体的

印象。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开始喜欢上了调

研，实践出真知，要想出真数据、真分析，就

应该而且必须走到基层去，走到老百姓的家

里，走到田间地头，用脚步丈量大地。

这次统计调研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人

生经历，让我对统计调查工作有了新的认

识。深入一线调研，不仅可以发现平时发现

不了的问题，找到平时找不到的解决问题的

办法，也可以拉近我们与调查对象的距离。

事实证明，调查研究不光是一种工作手段，

也是我们同人民群众加强血肉联系的纽带。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一百次，第一万

次，我愿意在这样实地调研的路上踏实走下

去。一次次的实地调研，一次次深入基层，

才让我明白，统计调研还真不是为了几个数

字，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摸实摸透与统计数据

相关的鲜活情况，只有踏踏实实做好实地调

研，才能为政府宏观管理决策提供科学、准

确的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第一次与第一万次

■ 远之

风吹麦浪

荡漾着满目金黄

曾经沸腾了整个村庄

躬身与麦子亲近的声响

惊醒了夜空中的星光

如今

收割机的欢唱

早已替代了手提肩扛

镰刀独自在墙角惆怅

仿佛在咀嚼过往的辉煌

麦熟熟一晌

调查员深知肩上的分量

快马加鞭追赶金色麦浪

汗滴滋润着泥土芬芳

精打细算握在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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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金明

又是收获季，又到麦熟时。沿着快速

干道，车辆平稳地运行着。窗外大片金灿

灿的麦穗随风摇曳。路边一些不知名的花

草上，蝴蝶扑闪着翅膀相互嬉闹追逐；鸟儿

在树梢上欢快地飞上跳下，叽叽喳喳传递

着收集的讯息；田野里偶尔能看到农人在

忙碌，那是他们正播种玉米——为秋天的

丰收做准备。

微风中，成熟小麦的清香不时送进鼻

孔，让人禁不住闭上眼睛轻轻咂摸几下。

大家的情绪一直高昂，欢声笑语充斥着整

个车厢。我是组里仅有的一名六零后，对

于麦收有着深刻的经历和感受，印象中以

前的麦收不仅仅有丰收的喜悦，更多的是

疲累和无奈，这是现代的青年人所不曾体

会到的。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农业正处于

追赶发展阶段，一到农忙季节，田野里基本

是人的海洋，为了有好收成，往往是全家齐

上阵，一起赶农时。

记得第一次真正参与麦收是初三学

年临近中考前，当时是备考的关键阶段，

为了减轻焦虑情绪，我积极要求参与收

麦。周日回家住，早上 4:30，父亲起床开

始磨镰刀，母亲忙着烧开水、烙葱油饼、煮

咸鸡蛋，哥、姐则抓紧整理捆扎麦子的稻

草绳、给地排车装车轮。我打着呵欠，愣

愣地看着他们忙活，心想不就是割个麦子

吗，干嘛整地跟打仗似的，还起这么大

早！但我不敢说出来，怕父亲熊我，我一

直都怕我父亲。

全部准备就绪，我们开进麦田，到后才

发现，田里已经有不少人在忙碌着。赶紧

的，我们也立马投入战斗，父亲给我讲了

一些要领，提醒我注意别割了手和脚后就

忙去了，哥、姐也展开收割比赛。由于初

次作为“主力选手参赛”，尽管我被放在最

后，但好胜心作祟，也是拼劲十足，为了不

让前边的拉得太远，急急慌慌、生拉硬扯，

总算是跟上了速度，但效果却不太理想，

不是麦茬放高了，就是麦铺摆得太乱了，

而且有的还有漏茬，但即使是这样还是累

得够呛够呛的。

不久后，太阳出来，温度在逐渐升高，

脸上的汗水也冒出来了，临出门身上穿的

厚衣服被脱掉，此时就感觉口干舌燥、腰酸

背痛。特别是腰，弯的时间久了变得麻木，

得不时的捶打几下才有感觉，好在早上的

收割任务完成了。望着自己割下来的一长

溜麦子，心里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虽然哥

姐调侃我成绩不咋的，但父亲却说“不孬

了，能撑下来很不错啦。”就这一句，戳到了

我的心窝子，登时就感觉鼻子酸酸的，因为

这是十几年来父亲对我的第一次表扬，在

我印象里，父亲总是一种威严，一种冷峻！

割麦仅是第一步，随后还有捆扎、运

输、晾晒、脱粒等流程，整个过程大概需7到

15 天，长的时候甚至可以到 20 多天，直到

颗粒归仓，才真正放心。麦收阶段是最忙

最累的，也是农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夏粮

的丰收预示着一家人全年的口粮有了最基

本的保证。

正当我沉浸在过去的回忆时，“快看，

收割机过来了”，一声惊呼唤回了我的思

绪。田间一台收割机隆隆开过，巨口吞吐

间，成片成垄的麦子被“扫荡”，另一边金黄

的麦粒正通过传送臂输送到伴走的车辆

上。路边围观的群众告诉我们，现在都在

用机器收割，这样一台机器一天的作业量

很惊人，作业面宽，收得干净，不但大大提

高了麦收效率，更是缩短了后期“打、晾、

晒”时间，是农民的好帮手！

一番大实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是啊！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发展没有统一

模式，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但愿青年同

志们能通过所见所闻有所感悟，也希望他

们在不断地思考锻炼中快乐成长。

麦收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