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青年 2019年9月19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赵一智 美术编辑谭丽娜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当沈磊的千村之行结束的时
候，他更加明白了要坚持开展“千
村调查”的意义，他的头脑中思考
最多的就是青年学子今后究竟应
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许每个回程的学生都有了
自己的答案。至于我个人，我想就
是要做对国家、社会发展有用的
人。我们党引领新中国走过 70
年，‘为人民服务’这一句绝不是一
句单纯的口号。我们必须再接再
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更
需要的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
步前进。”

在中秋小长假里，还在埋头写
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领乡村振兴——“千村
大讲堂”走进云南元阳的调研报
告》的沈磊决定，下一个在上海财
经大学的暑假，他要继续参加千村
之行，他想要把他过去看到的问题
给出解决方案后，再回到农村一一
解答村民和干部们的疑惑。“青年
学生是今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
力量，我们对社会责任感的强弱，
关系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

“我们用脚丈量祖国的土地，

用心感悟人生的每一种奋斗，时刻
提醒自己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使命担当，为实现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其实，回到校园后，沈
磊团队已经马不停蹄地书写下了
一封情感饱满、数据丰富的信。他
们希望通过致信同龄人的方式，号
召更多的青年，一起成为把青春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参与者。

在信里，他们串联起过去12
年里上财学子把青春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的故事，那是青春见证改革
发展的伟大成就，见证农民年收入
增长率、见证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精
准扶贫、见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成效、见证农民思想转变和留守
儿童问题改善、见证为人民服务初
心的一道道履痕。

“历史证明，青年把个人前途
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联，才能大有作
为。千村行，带给我们每一届学生
一件最珍贵的礼物，那就是责任，
这份责任不仅仅是个人的奋斗史，
而是与祖国紧密相连的命运史。
我们会接续奋斗，切实将扎根中国
大地的经济学反哺农村，助力乡村
振兴。”沈磊说道。

只有在这里，才体会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财大学子把青春写在阡陌田野间

祝福祖国，不仅是最深情的青春告白，更化成广大青年学子的实际行动。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上海财经大学“千村
调查”第12次出发。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一学生沈磊来说，这是追寻学长学姐的步伐，走向田野大课堂，见证伟大成
就的一次体验和历练，这也是在“行万里路知中国情”的亲身参与中，与同行者一起体悟青年人责任担当的一次成长与
触动。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2018年 9月，沈磊进入上海
财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这一年，

“千村调查”已经走过了第11个
年头。这是该校统筹设计和组织
实施的大型社会实践活动，每年
组织在校学生于暑期开展“三农”
问题的主题调研。学子行走于阡
陌田野，用眼睛观察，用心灵感
受，用知识解读，用理论建言。

“金融投资领域来钱快，当然
是好好学习买债券、炒股票，以后
赚大钱……”也许，这是外界心目
中一个财经类大学学生的完美暑
假计划，但对上海财大来说，大学
生不应仅仅只会啃着书本，更应
该走出家门。中国农村才是经济
学最好的自然实验室，是大学生
熟悉当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国
情的最好课堂，也是培养人才、锻
炼人才的重要阵地。

于是，一批批青年学子走进
田间迈向地头，通过“走千村访万
户”来读懂中国农村。这一在共
和国田野上进行国情教育的新型
育人模式，从2008年开展首期活
动至今，累计已有两万余名学生
于此间收获成长。

从刚入学时，沈磊就听说了
这一特色品牌项目，他开始像个
充满好奇的孩子，不断搜寻了解
着有关千村调查的信息，看着过
往同学穿梭祖国阡陌田野的照

片，以及在农村大地上写出的论
文，他开始渴望加入他们的队伍。

2019 年 5 月，学校召开第八
次党代会。作为一名学生共产党
员，沈磊有幸成为了马克思主义
学院唯一一名学生代表参加此次
党代会。在创业中心的会堂里，
沈磊聆听了校领导许涛书记所作
的报告。

“报告中，许书记首次提出
‘实施千村调查2.0版’，其核心要
义是鼓励学生走进农村，引导多
学科的青年教师、海归教师一同
加入，并开展千村大讲堂活动，把
我们的调查成果反哺农村。”此后
的沈磊，就积极准备起来，每日都
要刷一遍相关微信公众号，只为
了不错过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经层层选拔，6月中旬，沈磊
如愿在“千村大讲堂”的入围名单
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被
沈磊形容为“坚持了一年想要实
现的愿望，终于近在眼前”。

那一天，千村调查第十二期出
征仪式暨第十一期表彰大会如期
举行。那一天，沈磊也真正知道了
学长学姐与“千村调查”之间的故
事，他也因此认识了坚持参加调查
5年的“90后”博士生小姐姐蓝紫
文。“这已经是习惯似的，也有着特
有的一份情怀与使命”，蓝紫文的
这句话让沈磊印象尤为深刻。

学长学姐指引我们前行

今年7月9日，在辗转飞机、大
巴，经历了16个小时路程后，沈磊
同其他6名师生抵达了美丽的云南
元阳县哈尼村落。路途中，暴雨、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频
出现。在颠簸盘旋的山路上，雨刷
器吱嘎作响，只有两盏微弱的车灯
照向前方的路，窗外只有无尽的漆
黑。他们的元阳行，就在这般颇为
艰险的环境中开始了。

在元阳产业园参观考察电商
模式和发展状况后，沈磊知道了这
是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和十九大

“乡村振兴”的号角，当地政府和百
姓齐心协力，一齐把当地哈尼文化
和特产推向世界的一次尝试。

“我们的宣讲团今后可以将
先进、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
式提供给助力乡村发展的企业，
又或者通过高效的途径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文化素
质，使乡村振兴的步伐能够加速
前进。贫困县的现状让我们师生
感到身上肩负了更大责任，也赋
予了千村调查2.0更多的内涵。”
沈磊说。

根据既定计划，除了参观调
研，学生们当主讲人的“乡村振
兴宣讲会”也如约在元阳县主鲁
村开讲。“一个多月的准备，我早

已把演示稿修改了多次，可来到
这里后，我发现很多东西与我原
来想的不一样。”就在宣讲会的
前一天晚上，沈磊把来到元阳后
所见所闻重新整理，根据当地的
实际的发展情况，修改了准备的
内容，并给出了因地制宜的发展
对策。

虽然前期准备漫长又辛苦，
可每当看到台下干部群众频频点
头，或者积极提问的时候，沈磊觉
得，这不仅是对于学生主讲者的
肯定，更是对继续推进“千村调
查”的莫大动力。

在与村民交流过程里，有一
个人被反复提及，那就是他们当
地的村支书韩智慧，一位来自异
乡挂职于此的北京人。沈磊说，
他原本只是挂职，但在挂职期到
期后，他毅然决定留在这里继续
服务。

“韩书记的事迹不仅值得青
年学子学习，也值得我们去传
播。”在沈磊看来，“千村调查”进
入到第12个年头，如今又升级到
了“千村2.0版”，创新之处不仅是
每次下乡获得的数据，不仅要让
学生走出去，今后还可以把这些
服务在一线的人们请回高校，学
习和体会怎样才是优秀党员。

踏上乡间小路了解农村
沈磊。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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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把青春写在祖国大地上致同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