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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辽宁开展“三同”活动期间，我们结
合新形势、新任务，以“三同”党课、“三同”
夜话、“三同”劳动、“三同”日记等多个抓
手，对“三同”党建形式进一步探索，党建内
容进一步丰富，党建色彩进一步强化。

驻村期间，我们共召开三次党课，两场
调查会，把口头上的党性转化为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扎实做好调查研究。“三同”活动的目
的是让党员们、编辑记者们走出去、沉下
去，锤炼党性。由于队员们普遍缺乏对农村
的深入了解，为解决这个问题，驻村第一
晚，报社党委副书记、领队张宝川同志就带
领队员们上了第一堂“三同”党课。他随身
携带了《毛泽东文选》等书籍，带领大家认
真学习《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等文章。队员们初步了解了调查研究的
原则、方式、方法，懂得了“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要与群众做真朋友，用事实说话。
之后，我们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比如，晚上七点去老乡家炕头上唠嗑，开展

“炕大夜话”，老乡很热情，把炕头烧得热乎
乎的，都烫屁股；我们帮身体残疾的村民摘
苞米，和他们唠嗑，与驻村工作队共同劳
动；跟着村支书感受了一天的工作生活；同
驻村第一书记赶“哈尔套大集”，听着猪
you（肉）、羊you（肉）、牛you（肉）的吆喝
声，体验当地风土民情……通过这些尝试，
队员们不再是村里的“陌生人”，而是同老
乡们打成一片。

精心准备党课主题。“三同”党课是强
化党建引领的重要抓手，关键要出实效。此
次前往丰田村有一个特殊背景——即处在
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阶
段。在我们出发前几天，《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于是，第二次“三同”党课以“共同富
裕”为主题，专门学习这篇文章。学习过程
中，队员们大胆设想，决定将第一次党课上
学到的调查研究方法应用到实际中，策划
与村民共同上党课的途径。该想法得到驻
村工作队的大力支持。

理论联系实际。经过前两次党课的学
习准备，一场在村支部召开的“三同”党课

“隆重登场”，参加人员有“三同”队员、驻村
工作队、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党课
上，我们先请老乡们说说自己心里的共同

富裕是什么，再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中的论述。最后，大伙再结合村里实际，一起
探讨丰田村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样的方式让
老乡们深深感到总书记的话说到了他们心坎
里，增加了情感认同。

其实，这种形式的党课对于每一个参会
的人来说都是第一次，我们也有过担心。老乡
们配合吗？会不会冷场？能说到一块儿吗？

没想到，党课从一开始就急速“升温”，老
乡的东北话一开口就刹不住车，到最后党课
已经没了“秩序”，像开了锅的肉汤不断沸腾！
这次党课让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为乡
村要振兴，村集体经济得壮大起来，用丰田村

“谢广坤”的话说就是“肉肥汤也肥”。而且，通
过这次党课，队员们深入了解了基层情况，锻
炼了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也为新闻报道找
到了鲜活的素材——这次党课被我们写进了

“三同”日记中，并拍摄了视频，实现了党建和
新闻业务深度融合。

我们充分发挥融媒体特色，驻村期间共
发布5篇“三同”日记稿件，分别是《农民不
愁，书记愁》《肉肥汤也肥》《第一书记赶大集》
《探路》《一封家书》。11部短视频作品，如
《“三同”党课之不做侦探做朋友》《到多咱我
都得感谢共产党！》《村上，一场“开了锅”的党
课》……特别是《第一书记的一封家书》视频
短片，以驻村第一书记陈阳写给妻子的信为
切入点，由陈阳的讲述展开驻村工作和生活，
用画面反差的手法给人形成强烈冲击，令所
有观者为之泪目。这11部短视频同步在人民
政协网、人民政协报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
等近20个平台发表，并首次开设了微博话题

“和第一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截至目前全
网点击量约600多万。

“三同”活动对我们党员来说，本身就是一
堂生动的党课。在广阔的农村天地中，我们真
正融入人民群众中，理解了什么是“国之大
者”，进而思考去哪里寻找“国之大者”。我们认
为，作为一名党员，既要思虑庙堂之高，也要担
忧江湖之远。要勇于迈开腿，去基层，去乡村，
去国家发展最末梢的毛细血管走一走、看一
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

离开丰田村，我们对这片土地久久不能
忘怀，“把感情带走，把牵挂留下”，从此，6位
队员又多了一个“家”。

（注：作者于2021年10月前往辽宁彰武
县开展活动）

“三同”党课怎么上？
谢颖 刘彤

三年多前，人民政协报社成为中央主要新
闻单位，担负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也更加艰
巨。提升既有人员特别是编辑记者的能力成为
当务之急。当时的报社党组科学研判，确定把加
强党的建设、造就过硬队伍作为根本举措。

深入分析当时的人员状况，报社党组认为
主要存在理论素质不高、责任担当不够、能力水
平不足等与新使命新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必须组织党员特别是采编岗位青
年党员走出报社的“舒适圈”，沉下心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在实践中磨炼成长，把习近平总书记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要求落到实处。

精准脱贫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应当成为报社
党员接受党性锻炼和考验的主战场。在全国政协
机关党组的坚强领导和机关党委的悉心指导下，
报社党组把准脉、开新方，组织以采编岗位为主
体的年轻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深入到全国政协
办公厅和地方各级政协的帮扶点，开展与驻村第
一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活动。

三年以来，报社先后派出12支队伍，46名
中青年员工（其中党员32人）深入安徽舒城、河
北隆化、贵州黎平、湖南邵阳、河南扶沟、宁夏同
心、吉林农安、甘肃西和、福建古田、山东平邑、
陕西延川、辽宁彰武等地的20多个贫困村开展
活动。

三年时间里，队员们在炊烟里读懂了最真
实的中国，在乡恋中听懂了新时代的强音，沾着
泥土写出了有温度的好文章，脚力更强了、眼力
更准了、脑力更活了、笔力更硬了。

■ 到田间地头，认识乡土味里的中国

不同于过往的工作调研，“三同”活动要求
一竿子插到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第一
线去，深入贫困村、成为庄稼汉；不同于普通的
新闻采访，“三同”活动要求实打实地与第一书
记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好第一书记的
帮手。

同吃，同食五谷土菜；同住，同睡火炕篾席；
同劳动，同事稼穑耕锄。

2019年元旦前后，“三同”活动的首站选择
了安徽省舒城县的韩桥村和青墩村。乍一住进
农村，队员们难免需要短暂的适应，但强烈的使
命感责任感促使大家尽快“入乡随俗”，“即插即
用”进入工作状态。安排好住宿，队员们就同第
一书记一起走进老乡家中，帮助协调网商解决
起卖粮难题。访农户、听民声、聚民意，队员们渐
渐学会了如何在农村开展工作、与农民攀谈交
心。十几天之后，大家不仅带回了只有扎根基层
才能了解的情况，帮助第一书记疏解为群众办
实事的堵点，更动员同事朋友帮助村民卖出了
2000多斤优质稻米和价值30万元左右的风味
腊肉。

在数九寒天的吉林农安县，队员们在东好来
宝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冷”。冰天雪地里，火
炕上暖意融融，生火的技术可非一日之功，得“搁
楞”——就是拿根棍子在灶膛炕洞里可劲儿地
搅，把苞米瓤子搁楞得若即若离、舒舒服服。老乡
们传授的“搁楞”技术，不仅让冬日农舍温暖如春，
更让队员们体验了农家生活的不易。

在曾经“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队员们
体验到缺水给生活带来的困扰——洗脸刷牙能
够基本满足，洗头属于奢侈，洗澡根本就是奢
望。通过十几天的“三同”，队员们更加深切体会
到水对于西海固地区发展生产的限制，对于以
解决“缺水”为主要目标的扶贫政策有了深刻理
解。缺水难，有了水的西海固还面临着出行难。
队员们到达同心县青羊泉村时，恰逢一场难得
的降雨，土路和成泥潭，四驱车下到谷底再翻到
塬上，漂移着艰难前行……

了解贫困地区的“难”和“苦”，才能懂得这
些地区一朝摆脱千百年的贫困，那心头的“美”
和“甜”。

“三同”是个广阔田野里的大课堂，稻麦咋
种咋收，牛羊生病咋办，咋样干活讨巧，节气有
啥讲究……大伙在书本里学不到的课程，在“三
同”活动的农村补上了。队员们与农户到大田到
大棚除草施肥，一起喂牛放羊养鸭，体验到起早
贪黑、终日劳作的辛苦；摘黄瓜、摘樱桃、刨春
笋，体会到丰收季节硕果累累的喜悦；杀年猪、
烧柴灶、包饺子，与村民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
统佳节……

好一个缤纷多彩、各具风情的乡土中国，好
一个汗浇黄土、躬耕勤获的美丽乡村。

在“三同”活动中，被农家的狗咬过，被田里
的蛇袭击过，被硕大的老鼠、蟑螂惊吓过的“小
事故”不胜枚举，却都被队员们做成“故事”带回
了北京。经历过农村十几日的生活教育，青年党

员记者不仅认识了乡土中国，结交了乡亲父老，对
于自然和田野也多了融入和敬畏。大惊小怪的“骄
娇”二气少了，谦恭务实的作风多了，全天候新闻
作战的能力强了。

“三同”三年，报社的同志们见证了中国的脱
贫攻坚是如何打的、如何赢的——赢就赢在党带
领人民万众一心，向各种各样的“穷根儿”发起总
攻；赢就赢在群众间蕴藏的大无畏和大智慧；赢就
赢在无数个第一书记们舍小家、顾大家的忘我工
作。

大多数第一书记都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
纪，家家都保不齐遇上难事急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感人故事，给予“三同”队员们太多的教育洗礼。

“三同”归来，队员们依然保持着与第一书
记们的热线联系。咱村崭新的柏油路通了、咱村
上了新生产项目了、咱村谁谁谁家的土房子翻盖
了、咱村被县里评上先进了、咱村娃以后上学有校
车了……“咱村”的好消息不断传来，队员们认识
的乡土中国每天都在持续更新着。

■ 乡音乡情，增强年轻记者“四力”

前后12批“三同”队伍，带回了12种南腔北
调的乡音。十几天的“三同”活动，队员们从“听不
懂”到“讲得了”，对“咱乡咱村”有了富有感情色彩
的认同。

带着这种认同，讲着各种“土话”，队员们和农
民的心近了。群众愿意交心交流，队员们也对乡亲
们的诉求感同身受。既有文字、照片又有视频影像
的全媒体“三同日记”，是“三同”活动的标配，队员
们在乡村农舍第一时间写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见
闻实录，不求文字华美、都是用心之作，看似鸡毛
蒜皮、芝麻谷子的讲述，实际上讲的都是农村的实
情、乡亲们真正的感受和期盼。比照以往的新闻报
道，这些文字稿件更接地气、有泥土味儿，这些视
频报道更鲜活真实、带着朴素的热情。

带着这种认同，讲着各种“土话”，队员们的脚
力更强了。山路十八弯，绕着的是民生九连环。在
甘肃省西和县洛峪镇关坝村，队员们与第一书记
一起翻山越岭，经过4个小时跋涉，上到了村里最
高处六社，平日里很多本村村民都从没有上去过。
正是当初第一书记爬山上去几次做工作，世世代
代居住在六社的村民最终被说服打动，易地搬迁
安置。重走六社路，队员们腰酸腿胀脚上起了泡，
体会到第一书记和当地干部平日开展工作的艰
辛。

带着这种认同，讲着这种“土话”，队员们的
眼力更准了。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观察农村
面貌、发现三农问题、判断政策成效、辨别发展道
路，原本从文稿里了解的基层问题，如今有了深
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条件。在“三同”活动深入
的20多个南北乡村里，发展状况不一而同，村情
民情千差万别，群众的诉求也各有差异，但群众
的眼睛同样是雪亮的。扑下身子和乡亲们一起干
农活、真情实意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群众就会买
账，就会讲真心话、知心话。“三同”队员在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看到了仔细记录第一书记上门来
访和政策帮扶款项的细账，看到了残疾党员绝不
给党“添麻烦”自立更生脱贫致富的坚毅，看到了
富起来的农村党员第一时间学习党的全会精神
的“实况”。

带着这种认同，讲着各种“土话”，队员们的脑
力更活了。开展“三同”活动的同时，队员们还力所
能及地帮助第一书记完成好扶贫工作，开展调查
研究。村两委班子配置得强不强、村里集体经济发
展得好不好、群众中是否还存在着“等靠要”的思
想、发展生产建设指标不足怎么办、农民的思想政
治工作如何有效开展、如何吸引村里的中青年“能
人”回乡创业、村里的孩子如何享受到公平教育
……带着这些问题，队员们与第一书记、基层党员
干部广泛交流，炕头上问农夫、田埂上访妇孺，实
地探访农户，带着一大串问号去组织报道，脑海里
多了些“为什么”和“怎么办”，也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是党员，就该积极通过
各种途径帮助反映乡亲们的愁心事、难为事、挂心
事；是记者，就要宣传好这新时代新农村新面貌的

“山乡巨变”。
带着这种认同，讲着各种“土话”，队员们的笔

力更硬了。在田野上写作，语言里自然带着泥土的
芳香，冒着“土气”的大白话，成为“三同体”的标
配——没有假话空话冗套话、篇篇见人见事见精
神。每一次活动都尽量挑选文字记者、摄影记者、
新媒体记者等多兵种开展“联合作战”，平日里不
相熟的同事们共赴“三同”路，不仅感情上有了交
流，新闻业务上也有了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机
会，为报社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同”归
来，网络记者学会了遣词造句写感情，文字记者学
会了拍摄出镜剪片子，晒黑了跑瘦了的同时，每个

人都多了几把“硬刷子”。
带着这种认同，讲着各种“土话”，队员们在千

里之外交了一群第一书记朋友，也结下了一群富
起来的“亲戚”。逢年过节，报社都会通过“三同”队
员给“咱们村”送上节日问候，了解乡亲们的最新
情况。连续两年的全国两会报道中，报社专门开启
了“总书记讲话后,委员们拨通了第一书记的手
机”特别策划，由记者与政协委员共同视频连线一
起“三同”过的第一书记，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第一时间传达到基层民众当中，收集回
引起的热烈反响，同时把来自基层的新风新貌新
变化、急难愁盼新诉求通过政协委员带上两会现
场。正是有了这条“亲情热线”，接通天线和地气，
连通党心民心，庙堂不再高高在上、江湖不再遥遥
不及，这种富有创新的“双向发力”宣传方式，得到
全国政协领导同志和中宣部的高度认可和多次表
扬。

■ 精神洗礼，党课写在大地之上

乡村是国家发展最末梢的毛细血管，用自己
的双脚走进田间地头，用眼睛观察脱贫攻坚后乡
亲们的幸福生活，用心用情与群众交心交流，投身
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队员们真切感受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力量、实践
力量，也真正领会了“国之大者”。

“三同”活动本身，就是一堂扎根在泥土之中、
行走在大地之上的生动党课。住农家屋、吃农民
饭、干农田活、写农村事，这一活动把新闻报道同
体验生活、增进对农民群众感情、加强党性锻炼融
为一体，通过迈开双脚、亲近泥土，使共产党员在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
才干，是炼党性、磨意志、改作风、转文风的一种重
要载体和有效抓手。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
年赴山东平邑、陕西延川、辽宁彰武的三次“三同”
活动在继续跟进关注贫困地区脱贫新貌和乡村振
兴美好前景的同时，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庆
祝建党百年开展，重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

在沂蒙山区的平邑等区县，队员们带着崇敬
的心情赴沂蒙革命纪念馆、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孟
良崮战役纪念馆、红嫂纪念馆等地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对伟大建党精神和沂蒙精神有了深刻的认
识理解。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在纪念碑前重温入
党誓词、聆听红嫂后代讲述先辈光荣事迹，与跟随
百万大军决战淮海的支前老模范重温光辉历史
……血浓于水的军民鱼水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迹让队员们饱含热泪，更加懂得如今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当年用小车推出了“革命胜利”的沂蒙
人民如今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党的好政策，老区人
民“跟党走、感党恩”的传统代代相传，勤劳、质朴
的品格让大家处处受教，队员们“一次沂蒙行”积
攒下了“一生沂蒙情”。

在革命圣地延安，队员们见证了在党的政策
支持下，“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的巨变之路。从脱贫
攻坚实现全面小康，到再起征程锚定乡村振兴，延
川县甄家湾村靠着民宿、影视、餐饮、观光等新型
经济，靠着“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民”的三变之路，村集体经济壮大起来了，乡亲们
的腰包也鼓起来了。跟着共产党，乡亲们找到了奔
向幸福生活的光明路，向往这种光明，就像当年仰
望宝塔山一样。

“多咱（什么时候）都感谢共产党！”在辽宁省
彰武县丰田村，年近70岁身上挂着尿袋的村民林
树柏一句话道出了对于党的深厚情谊。正是有了
党的好政策，这个因残致贫的家庭如今才有了富
裕的光景。也正是在这个村，“三同”活动首次开设
了乡村党课，课堂设在村支部，十天时间开了三堂
课，队员们与农村党员一起重学毛泽东同志著作，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学
习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探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共
同富裕之路。

同样在这个村，队员们还首创了“炕大夜话”。
炕指的是东北的热炕头，大是劳动大学的简称，夜
话则是与老乡们一起挑灯夜聊、促膝唠嗑。在老乡
们的招呼下，队员们一进屋就“脱鞋、上炕”，男同
志还与老乡们互相递支烟，以茶代酒，交谈甚欢
……入乡随俗，队员们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交了朋
友。很多大白天不好讲、没讲透的问题在“炕大”有
了明确解答，火炕烧得旺旺的，知心话聊得透透
的，这样的群众路线暖了身子暖了心。

劳其筋骨方能识得五谷，出了苦力才会增强
“四力”，得了民心才是懂了“党心”。“三同”活动开
展三年来，新农村田野里的花香氤氲在报纸的油
墨香中；三三见“久”，队员们知党恩、跟党走，察国
情、懂民意的成效，正转化成为支撑报社事业长远
发展的持久动能。

三三见“久” 久久为功
——写在人民政协报社“三同”活动三周年之际

任政通

站在今天回首1000多天前，我终于明
白，第一批“三同”下村的时点，对于处在脱
贫攻坚关键期的农村、农民和驻村第一书
记来说，都是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往前一
步，是无数人努力之下消除绝对贫困的人
类壮举，但如果当时不憋住一口气、拧成一
股绳地干，贫困这只老虎还会反扑过来，把
大家咬得体无完肤。

站在今天回首1000多天前，我也终于
明白，这次“三同”对我个人以及第一批“三
同”队员而言，是报社更是时代给予的人生
礼物。因为我认为，没吃过农民做的土菜，
没上过旱厕，没赶过鸭子、大鹅，我们是报
道不好“三农”稿件的。

在韩桥村的十几天里，我发现了自己
的潜能。那里真是片神奇的土地，让默默无
闻者换了脑子、掏心窝子、撸起袖子。

韩桥村耕地面积2000多亩，有村民
2000多人，我们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围着
村子走上一到两圈，特别是当时还没有脱
贫的人家，我们会进去讨杯茶喝，坐上半
天，问东问西。我们惊讶地发现，居然能听
懂他们的方言，能和他们保持同一种眼光
看待生活、看待贫困。

后来舒城下了雨夹雪，我们踩着泥泞
的土路上高坡，一位老婆婆喊我们不要往
她家走，因为门口那面墙是危墙，她怕出意
外；还有老王一家人，父亲儿子都得了很重
的病，靠母亲打工维持生计，村里为他们申
请低保延误了一段时间，让这家人的生活
难上加难；还有一位驼背老人，一生未婚，
晚年和自己养的鸡鸭住在很矮很臭的房
里，腿脚不好，干农活有时需要跪着走。

看到这些，我开始反思，脱贫攻坚真的

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更不是
纸上富贵、口中繁华就能让生活翻新篇的。脱
贫很难，大家铆劲儿干，脱贫之后，如果和现
在生活没太大区别，那么对他们来说，脱贫的
意义又是什么？

当然，我们在村里更多看到的是希望：比
如村致富带头人的稻虾混养收成不错，在外
面打工的闺女都回来帮忙了，去年还在村里
入了党；比如我们在那里赶上了元旦假期，外
出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我们站在他们中间
问起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事，他们掰着手指
头给我们讲。

这些都是捍卫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
振兴的基座，也是民心向善的具体体现。

虽然只去了十几天，又相隔了1000多
天，往事却历历在目。脚上沾满泥土，我们闻
到了芳香；被农民兄弟环绕，我们自己也觉得
那是个高光时刻，因为那一刻我们既代表报
社和自己，其实也代表他们。

回来之后这三年，每一位队员都不一样
了。我更加主动地去工作，哪怕做得不够
好，想想第一书记，我遇到的挫折困难，超
不过他们。我们时刻想着村里，2020年村
里遇水灾，我们帮着呼吁以农业保险全覆盖
方式帮大家脱困；2021年他们遇到贷款难
问题，我们也想方设法引起有关部门的关
注。可以说，我们在韩桥村有了根，有了乡
愁，更像有了个家。

常态化关注农村，今年，我们也会聚焦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很期待能再回去一次，看看乡
亲们，相信我们也能为乡村振兴再加把劲儿。

（注：作者于2018年12月前往安徽舒城
县开展活动）

我在韩桥村有了根
崔吕萍

转眼离开厦格村，马上就至三年。时常
拿起手机翻看那个时候的照片和影像，看
到那里的乡亲、孩子们的笑脸，依然对他们
十分记挂；看到第一书记的身影，心底再次
升腾对他们的敬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只有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在乡
下，“土”是他们的命根，而中国有8亿人生
活在那里，作为肩负讲好中国故事的新闻
人，需要我们去读懂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的
所思所想，需要我们的心与他们建立真挚
的情感联结，只有这样，我们才算眼中有人
民，笔下有百姓，我们的报道才可能为党和
政府提供社情民意，成为推动相关政策出
台的参谋助手。

“三同”活动让我们有机会真正沉浸到
乡土中国，有机会去深度观察中国最末梢
治国理政细胞的日常运转，去了解在那里
工作的党员先锋队如何工作，在那里生活
的百姓的素朴愿景。只有了解了这一切，我
们才算真正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中国广袤的乡土能发生如此举世
瞩目、令世界惊叹的变化。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两张面孔让我
至今记忆犹新。

孟庆英书记是其中之一。工作中面临
如何顾“大家”与平衡“小家”时，我时
常会想起孟书记的话。“作为急诊科医
生，做第一书记我未必擅长，但是医院需
要有人去，作为党员，我就要去。别的我
不会，可以慢慢学，但我会搞卫生，我可
以带着村民先把村里的卫生搞好！”在她
看来，一个村子的村容村貌，也反映了一
个村子的精气神儿。深度贫困村，村集体
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为了帮村民提升收
入，孟书记带着村民养的猪，到此前工作
的医院门口卖，当她的同事看到她亲自上
手，如“庖丁解牛”一般分割猪肉，十分
惊讶：“老孟，你怎么成了屠夫！”

只有用双眼去“看见”这些鲜活的场
景，才更入心入脑，才触发了我们作为新闻
人身上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我们要去讲述

这些工作在基层的优秀共产党员群体，发生
在他们身上的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故事。我
们要让更多的受众去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是
如何在各自小而不小的工作岗位上，真心实
意，身体力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同”面孔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还
有一位，他叫兰茂标，一个50多岁的厦格村
村民。小学五年级文化的他，有着和普通村民
不一样的致富逻辑。

“政府让干的事，跟着干，就没错。”当贵
州省政协给厦格村种植油茶树的扶贫项目，
很多村民踟蹰犹豫，当知道种三年后才能有
收益时，兰茂标没多犹豫，就当了吃螃蟹的
人。在他看来，政府让百姓种油茶树，其实是
个长远的营生，“等我们老了，不能出去打工
了，在家门口看着树，就有得钱赚！”听到他的
这番心里话，让我想起初到厦格村，第一书记
田自文的一句话，“我们给农民扶贫项目，当
他们一时不买账、不积极或有部分人又特别
积极时，我们要耐心去听听农民兄弟心里到
底在想什么。”

得知兰茂标是村党支部新发展的党员
时，我很想知道，党组织在一个传统农人心
中，是一个什么概念。他给我的回答是，“当初
让我入党，我不太知道。现在我清楚了，作为
共产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看，一个基层
新党员给我一个有着15年党龄的“老党员”
上了生动的一课。

相信政府，肯干，不短视，有行动力，我在
兰茂标身上，分明看出了这位农民兄弟身上
具有的，优秀人生所需要的很多标签。这也是

“三同”活动带给我的，读懂农民的全新视角。
乡村振兴要靠谁？在参加“三同”活动前，

我曾做过多个和乡村振兴有关的报道，也在
向各方求解。参加“三同“活动后，我对这一问
题也有了新解：乡村振兴最终要靠，从那片乡
土生长出来的“兰茂标”们。他们需要我们去
尊重，去看见，他们是深藏在中国广袤乡土中
土生土长的蓬勃力量。

我们的国家，正是由孟庆英、兰茂标，这
样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由他们去创造，并且
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愿意不计个人得失，

从“三同”看乡土中国
修菁

关坝村的10多天，是我们记者生涯
中，最为难忘的一段日子。杨春、杨雪一老
一少两个记者，在走进关坝村之前，或许都
未想过，这个村子让我们在回来之后的每
一天，都依然在惦记着它。

我们连续写了近两万字——《关坝村
的早晨》《关坝村的夜晚》《关坝村的三桶
水》《关坝村的‘六间房’》《彼时年节，一定
笑得更畅怀》《关坝村的思考》《细碎之中见
精神》，其中，《细碎之中见精神》是在春节
前夕发表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凝聚着
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力，我们的思考，还
有我们对关坝村寄予的无限希望。

离开村里的前一天晚上，六社村民任
长红带着上高一的孩子来到我们的宿舍，
送来了自己亲手刺绣的鞋垫。我们别无所
留，便把行李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
她和孩子。孩子哭、她哭，我们也哭。趁我们
下楼的空当儿，孩子把我们房间的地板拖
了，孩子叫杨雪小姨。回北京后，在视频通
话中，孩子们依然喊杨雪小姨。她们总是责
怪妈妈，为什么小姨走的时候，没有给小姨
带几个核桃，没给小姨买瓶水，并要把我们
在村口的合影洗出来一张大照片，标上年
月日，挂在家中。

第二天一早，任长红又早早地来到村
口，送别我们。从村里回来后，段振鹏书记
告诉我们，村民们也一直念叨着我们。他们
用自己的善意，朴素地揣度着我们的一切。
在村委会的厨房里，在晚上入户村民家的
时候……他们都想着我们，他们说：“杨雪
走的时候，都没吃早饭，咱也没给人家捎上
一个馍，到县城那么远，娃儿怕是路上饿着
呢！她在这里吃得那么少，是吃不惯咱的饭
吧？她在咱这住得肯定不舒服，要不然，走
的时候咋能哭呢？咱自己都没爬过六社那
山，一个城里的女娃，那么远的山路，五六
个小时，咋爬啊……”

他们说的六社，就是我们后来拍摄视
频《六社下山记》中的六社。

到村里没两天，作为文字记者的我们，
便觉得，除了文字，我们还迫切需要用影像
把我们想反映的内容直观地报道出去。于
是，我们在山里，第一次独自摸索着学会了
视频软件。连夜制作《六社下山记》，杨雪连
续四五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没想到的是，
我们的影视处女作《六社下山记》还获得了
由首都女新闻工作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女
记者短视频大赛”的三等奖。

去六社的那天早上，我们带着干粮和

水，绑上了护膝。六社距离村委会6.5公里，
需要翻越两座大山，任长红的家过去就在山
上。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了四个小时之后，终于
到了任长红的家，在与她无意的聊天中我们
得知，才仅仅30岁出头的她和婆婆都患有腰
椎间盘突出。原因是一切生活所需，甚至盖房
子的材料，无论多重，都需要从山下往山上一
点点地扛。任长红在怀孕8个月的时候，还在
挑水……而这样的日子，从她嫁到这里，一过
就是十几年。

直到脱贫攻坚的好政策，让他们易地搬
迁下了山，政府帮助他们在山下盖起了房子，
又打了水井……任长红和六社的村民们再也
不用往山上一点点地扛了。她用我们听不太
懂的方言笑着讲着这些往事，我们听着听着，
脸上的笑容就一点点消失，直到我们都说不
出话来……

下山后，天已快黑了。我们还是想去山下
的任长红家看看。到了她家，一聊就是3个多
小时，回到支部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只要见到院子里有
人，就和老乡招呼。再次未想到的是，农户们
毫无保留地与我们敞开了心扉。80多岁的问
三路老人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农
民，他说的大部分话，我们听不太懂。但是有
一句，让我们震撼：“如今咱农民种地，你把粮
食吃了，共产党还给你钱，吃得好，住得好，
咋？你还想共产党喂着吃哩？”

不识字的农民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语，给
了我们极大的触动。这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
抑制的，我们把它带入到了每一帧画面中，夜
里无法入睡，并非仅仅是要赶时间，而事实
上，在村里的整个十几天，我们每天的睡眠也
只有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一种兴奋和难以名
说的感情一直在我们心里难以排遣……段振
鹏书记也跟着我们经常忙到夜里两点。视频
出来后，我们看哭了。段振鹏书记说，他看了
很多遍，心中感慨万千。

我们在村里写了很多的文章，有流浪汉
回村的故事，有房子的故事，有水的故事……
每一篇文章转发到朋友圈时，几乎都是沸腾
的。有太多的朋友、委员、名家，帮忙转发、评
论，甚至多次激动地致电给我们。有朋友写诗
来表达心中的感动：“点滴故事皆暖人心，扶
贫攻坚更铸辉煌”“笔触接民生，心中有民
情”……

关坝村的山，关坝村的人，还有为关坝村
流的泪，已成为我们人生中永远难忘的回忆。

（注：作者于2020年10月前往甘肃西和
县开展活动）

关坝村的山·人和眼泪
杨春 杨雪

我们“三同”活动去的是福建省宁德市
古田县。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到古
田县调研时曾说：“我知道古田有一座很大
的梯级水电站，是一个库区大县，现在库区
移民的生活、生产情况怎么样？”随后到了
安置搬迁移民的黄田新镇去视察工程施工
情况。

如今的黄田镇被喻为“闽江边的一颗
明珠”。我们开展“三同”活动的洋上村就位
于黄田镇。听镇上的农民说：“当年大家离
开故土，感到有些失落，但从来没有失去信
心。多年来，干部群众造新房、拓产业，靠着
双手奋斗出幸福生活，移民生活越来越有
奔头。”

与洋上村第一书记黄才盛同吃同住同
劳动，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里充满了生
机与活力——每天都能闻到桂花香，看到
半山腰上挂满枝头的脐橙，就连路边的小
菜园和堆放整齐的柴火都是一道景色。当

然，还有村民们淳厚、热情、昂扬的精神风貌。
洋上村有位村民叫林春花，第一书记黄

才盛专门为她写了一段快板词——
林春花，林春花，用啥词来把你夸？
小学才读一年级，再握笔时六十八；
虽说自认基础差，好在虚心爱听话；
遵从要求做作业，唱念诵写过暑假；
点横竖撇钩折捺，端端正正顶呱呱；
尤其难得心态好，像个菩萨乐哈哈。
第一次见到林春花时，她说了快板词《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笑容满怀、声音洪亮。其
实，以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林春花曾沉迷于打
麻将、打花牌，惹得家人对她意见很大。这几
年，她简直换了一个人。

是村里的乐龄学堂改变了林春花。乐龄
学堂成立于2018年 3月，以60岁以上老年
村民为主体，邀请福建省内外终身教育、社区
教育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为老师，每周末
开展一次活动。我们有幸参加了第100期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姜贵东 罗韦

2021年 5月底，党的百年华诞前夕，
我们赴沂蒙精神的承载地山东临沂开展

“三同”活动。当到达平邑县武台镇时，迎接
我们的不是一位第一书记，而是“浩浩荡
荡”的4位来自山东省政协的第一书记，我
们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三同”队伍。

密切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是我们此次
“三同”活动最大的特色。此行，我们多次前
往革命纪念地参观学习，向革命先烈敬献
了花篮，在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在沂蒙
大地，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深深打动
了我们。

出发之前的行前动员会上，报社党委
书记、社长王相伟同志就向我们讲述了牺
牲在沂蒙山区的陈若克烈士的故事。在抗
日战争时期，怀有8个多月身孕的陈若克
不幸被俘，在狱中产下一名婴儿。陈若克饱
受身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在狱中
她毅然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哺育自己
幼小的孩子，使我深受震撼和感动。带着这
份感动，我们一起寻访红色沂蒙五个区县
的革命圣迹。在沂蒙红嫂纪念馆里，红嫂王
换于70多岁的孙女为我们讲到了在战时
托儿所，红嫂们把自己的奶水都留给烈士
们的子女，她们说：“自己的孩子饿死了还
可以再生，如果革命烈士的孩子饿死了他
们就断了根！”

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
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我们来

到支前模范王克昌的家中，听这位80多岁的老
人讲述他的经历时，我们对此深有体会。年仅18
岁的他当年成为一名支前民兵，抬担架、救伤
员，推着小车一路南下，给解放军运送后勤补给
和物资。“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口饭做军
粮、最后一个儿子送站场。”一个个故事催人泪
下，让我感悟到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队员
们中的党员在华东革命烈士纪念馆重温了入党
誓词，而我则是提前预习。在“三同”活动结束后，
我第一时间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沂蒙老区人民热情、乐观，有着很强的奉
献精神。我们去到村里的时候正是收获的季
节，村里的桃子、樱桃收获了，四位驻村第一
书记也即将完成两年的驻村工作。我们从累
累硕果追访他们的耕耘，也看到了他们为村
里脱贫攻坚带来的成果。看到了村里的大姐
在为他们送别时的热泪盈眶。老区富起来了，
我认为支撑他们富起来的正是我们所感悟到
的沂蒙精神。

一次沂蒙行，一生沂蒙情。通过“三同”活
动，我认识到了乡土中国，认识到了沂蒙精
神，更认识到了在新时代我们青年媒体工作
者该有的责任和担当。参与“三同”活动让我
增强了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和向往，提升了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坚定了做好各项工作
的信心和决心。未来，我将用实际行动践行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注：作者于2021年5月前往山东平邑

县开展活动）

一次沂蒙行 一生沂蒙情
刘佳政

摘编引言：

2018年12月，本报启动与各级政协驻村第一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活动。三年来，报社先后派出12支队伍，46名中青年员工，深入
安徽舒城、河北隆化、贵州黎平等12省市自治区的20多个贫困村开展活动。他们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写农家事，三年过去活动效果如
何？队员们有哪些收获？1月13日，与第一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周年座谈会举行，队员们分享了最深刻的记忆、感受与收获。现将部分
发言摘编。

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有总激励自己办法
总比困难多的人，有不轻言放弃的人，我们
才能说，我们有信心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定能实现。

“三同”十天，我们爬了山里十八弯，我
们的脚、眼、脑、心、胃，都注入了乡土味。我

想，这种味道会成为持续滋养我们的党性养
料，它支持我们向前走得更坚定，笔下的家
国，更接地气。正所谓，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
深爱她。

（注：作者于2019年4月前往贵州黎平
县开展活动）

龄学堂，与大家交流了如何用手机把家乡
拍摄得更美，还建议他们把村里的文化墙
做成村容村貌的展示窗口。

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给这个小山村
带来了新风貌。无论是实施“零污染村庄建
设”、开展高铁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还是
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综合治理环保巡逻队
……一切活动都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有意识地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纲领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寓于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之中，教育和引导农民自发改造精神世
界、移风易俗，提振精气神、共创美好生活。

一年多过去了，我们几名队员商量着，等
春暖花开时，我们乘坐北京南站到古田北站
的高铁，再到洋上村去看看，再次感受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新风。

（注：作者于2020年12月前往福建古田
县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