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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村民相处像小两口过日子
大学生村官在给农村带来变化的同时，自身也在被改变
文/本报记者 马云云 片/本报记者 周青先

几乎每个扎进农村的

大学生都曾有过困惑，或者

正在困惑着。

有人刚进村就感受到

了理想与现实的撞击。张兆

斌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感觉

自己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就

像小两口过日子，经过一段

时间的“磨合期”后相互了

解，大伙儿才逐步改变对他

的看法。

去地头

不能臭美穿靴子

在济南段店镇敬老院三楼，
住着7名在辖区各村工作的大学
生村官。张萌和一个叫陈雪梅的
女孩同住一屋。屋里有浓郁的女
孩生活气息——— 鲜艳的床被、满
桌的化妆品、时尚的长筒靴，尽
管有时候，这些时髦的东西是不
方便在村里穿的，“比如要去地

头，肯定不能臭美穿靴子”。
张萌进村是2009年的事，当

年，济南市从全市选聘第一批大
学生村官。那时，她刚结束在山
东大学的三年读研生活。之所以
选择当村官，与她所读专业有
关。张萌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民俗
学专业——— 它的根基不在城里，

在农村。“历史大多记录君王贵
族的生活，而民俗学关照的是最
底层的人。”

张萌的职务是村党支部书
记助理，主要负责文字和远程教
育工作，村里有材料要写、有村
民想学电脑都找她。除了这些，
她没忘老本行，四处向当地的老

师、老人们打听，如今已撰写十
几个史志，并参与编写了当地民
俗文章。在她的案头，正摆放着
一本邻村的村志。

省委组织部有关人士介绍，
2004年以来，我省各级共选聘大
学生村官13878人，目前有6653
人在岗。

在村里

从来不说普通话

一股不同于以往的空气随
着一批批大学生吹到农村。

在济南市槐荫区匡山街道办
事处老屯村，大学生村官李娅斐
一段看似有趣的经历更是耐人寻
味。去年夏天，一户村民给村主任
送来一份“奇怪”的通知书，他家
孩子考上了国外大学，要办理奖
学金。可通知书上都是英文，村主
任看不懂这手续要怎么办，无奈
找到李娅斐做翻译，这才明白。

在许多农村，正缺少这样的年
轻人。“我们这缺懂农业科技和市

场的农村经济人。”长清区孝里镇
张营村还没有分来过大学生村官，
这让村党支部书记张廷一有些着
急，他说大多数农民只知道埋头种
地，不知道植保知识，对市场常常
把握不好。而在村办经济较发达的
村，又缺少懂法律和企业管理等方
面的人才。“村办企业希望大学生
能带来新理念。”济南市槐荫区匡
山街道办事处老屯村主任刘治国
表示，下一步村里将建立合同管理
办公室，对合同版本进行规范并统
一管理，到时候就能让李娅斐参与

进来，发挥她法律专业的优势。
作用是双向的，在给农村带来

新鲜空气的同时，大学生们自身也
在此过程中悄然被改变，并一点点
融入农村。2011年12月12日，济南
市县乡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
上午10点，几乎所有选民都投了
票，张萌才有空抬起头来，一个中
年女人走过来，两人握着手寒暄起
来。对方是从镇上中学退休的老师
翟明香，经常和张萌聊天，两人感
情很好。“跟我闺女似的。”翟明香
觉得，这个大学生跟村里人不一

样，“有想法”。
在村里，张萌从来不说普通

话，张口闭口“俺村儿”，还剪掉
了一头长发。现在回想起来，这
两年她最高兴的事儿，竟是理成
短发后，敬老院的朱大娘夸她

“越来越像俺村里人了”——— 她
很在乎村里人对自己的认同感。

“这两年让我变得特别踏
实、独立。”张萌说，“我学会了珍
惜所有机会，比如领导让我今天
负责发选票，那好，今天我就一
心一意地发选票，组织好选举。”

被村民接受

需经过“磨合期”

几乎每个扎进农村的大学生
都曾有过困惑，或者正在困惑着。

有人刚进村就感受到了理想与
现实的撞击。张兆斌就有这样的经
历，他感觉自己和村民之间的关系，
就像小两口过日子，经过一段时间
的“磨合期”后相互了解，大伙儿才
逐步改变对他的看法。

张兆斌是幸运的，在一些村
子，部分村干部不敢或不愿把活
儿交给这些年轻人，这让他们缺
乏“主人翁”的感觉。不只一位刚
刚走上岗位的大学生村官表示，
在村里他们主要负责文秘方面的

工作，感觉施展不开，没有认同
感，“我们不怕远、不怕累，就需要
身份上的认同。”

对此，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坦言，
对大学生村官，一些村的确不能完
全接受，一方面是干部不信任他们
的工作能力，在大问题上不敢让他
们处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会觉得
他们不是本村人，有排外心理。另一
位村党支部书记明确表示，由于担
心村里的大学生会走，所以没有安
排更好的平台，“一些事务让他参
与，但并没有让他参与管理，万一哪
天突然走了怎么办？”

村官经历

是一笔巨大财富

未来——— 这是每个大学生
村官都绕不过去的词。在张萌
的床头，堆放着一摞书籍，备战
公考，是她生活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
和张萌一样，想在那里把自己
在村里学到的东西用上。据大
学生村官网一份名为“村官期
满你会选择哪条出路”的调查
显 示 ，选 择 报 考 公 务 员 的 占
64%。根据相关政策，大学生村
官报考公务员和事业编享受一
定的优惠政策。

现在，张萌已经顺利通过了

槐荫区事业单位考试，23日挑选
岗位时，她放弃了市区的办事
处，而是选择回到段店镇，两年
的工作生活，让她对那里的人和
事都有了感情，也好把自己这两
年学到的东西用上。

张萌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
一页。

而在去年的乡镇领导班子
换届中，济南市首次从大学生村
官中选拔部分乡镇领导班子成
员，4名大学生村官被提名，其中
就包括张兆斌。另外在去年的村
级组织换届中，全省有882名大

学生村官当选村“两委”成员，其
中担任村支部书记的178人、村
主任的 47人，其中有个大学生

“女猪倌”付晓娟。
在枣庄市峄城区吴林镇，付晓

娟养猪是远近闻名的。去年8月，付
晓娟考上了区商务局，但她没去。
因为就在此前4个月，她以全票当
选为大李楼村党支部书记，当时，
她向村民做出承诺，要带他们致
富，并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我不
能没兑现承诺就走了”。

选择创业的大学生不少，据
统计，全省共有2140名大学生村

官参与创业，领办、合办创业项
目857个。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
官中，自主创业或参与创业的
1065人，占总数的13 . 6%。

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对这支
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段经
历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让
我成熟、懂得如何待人处世，更重
要的是知道基层群众困惑什么，让
我知道将来工作时怎样为他们着
想。”如今，张兆斌已在长清区归德
镇担任党委委员，他相信那段跟农
民在一起的日子，已是他人生中最
大的收获之一。

▲2011年12月12日，济南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大学生村官张萌（中）在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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