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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丙森调研心得 

上个学期看到这个调研实践招募徐州地区成

员，自己便主动报名，并有幸成为督导。很高兴

也很幸运加入了中国基层治理调查中心苏北地区

徐州市的调查小组。无疑这次活动对我的暑期生

活，大学生活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前期培训 

首先先说一说 29 号的培训吧，我们一行 10 个人 28 号下午便来

到南审莫愁湖校区，安顿好住宿后我们几个人便一直在预设调研中

可能出现的问题。越是讨论心里越是觉得作为督导担当的责任有多

大，不觉有些紧张。 

等到第二天到了培训现场，看到我们苏北的几个市的小伙伴，

顿时亲切感十足啊。再加上亲切和蔼的培训老师，让我们心中充满

了感动。在培训中我们开展了实训，操作了调查设备，签了保密协

议，这一切都让我们知道这次调研其实并没有之前我们想象中的那

么简单，途中可能会遇到的我们始料未及的突发状况，我们也都做

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心中也都牟足了劲，一定要出色完成这次任

务。培训结束我们徐州组的一行人便回到家乡去了，等待安排任

务。 

（二）培训过程 

我们的任务是我们十个人要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完成 150 个基层

社区村委会的调研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交通的不便利，炎热的天气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我们感觉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有一些调

研地的不配合，包括费力找到被调研者，问答过程的不配合等，但

这种现象是极少的。 

最让我们感到的是铜山，睢宁，邳州等县区的审计局的大力帮

助，不仅把村支书统一安排到审计局接受集体采访，还细心地为我

们提供午饭等服务，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审计局的帮忙才让我们的

调研进行的如此顺利，总之一句话：感谢，感谢审计局，感谢各位

村委干部，感谢小伙伴们 

（三）心得体会 

我们徐州组的这次基层调研的过程，队员每一个都信心满满，

每一个都兴致勃勃，都团结一致，有问题大家一起商量着解决，在

调研中，作为督导也是访员的一份子，除了团队建设，分配任务

外，也积极参与调研，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在调研中我们彼此之间由陌生到熟悉再到很铁的友谊，共同激

励每天早早赶第一班公交，一起去审计局寻求帮助，再一起寻找调

研地点，一路虽然辛苦，每个人都成了小黑人，但我们过的很充实

很开心，最开心的便是数据上传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有顺利完成一

个一起，当然接到控制中心打来的电话，也是紧张得不得了，想着

自己哪个版块出问题了。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小激动。 

每一次相遇都是最好的安排。能有幸参与到我们这个基层调研

活动很幸运，让我们学到了知识，懂得了感恩，让我们更快的成

长，谢谢我们这个调研组织。能有幸和其他 11 为徐州老乡相遇相识



很幸运，让我们彼此收获了友谊，收获了欢声笑语，让我们能团结

一致了解我们徐州的风土人情。 

谢谢这么努力的大家，想想这么友爱团结的团队。谢谢！ 

 

 

余明辉调研心得 

在此篇文章之前，我要首先诚挚的感谢徐州

市 10 个区县的审计局给予我们在此次调研中的

巨大帮助，当然还有晏校长对我们访员的慰问

和金融学院孙杨老师，沁园书院徐婷婷老师的

关注关怀和帮助。 

炎炎夏日，暑期又再次到来，我们要开始了假期的社会实践活

动。今年在学校老师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加入了长江学者甘犁教

授的“中国基层治理调查与研究”调查项目，并担任徐州地区的访

员，负责徐州地区各居委会村委会的样本调查活动。 

今年的夏天格外炎日，我们培训的日子定在了南京最热的那两

天，每天的温度都达到了三十七八度，不过小伙伴们都客服了种种

困难，在西南财经大学几名老师的培训下，我们逐渐熟悉了此次调

查项目的内容，流程，调查方式和最终需要的数据等等。 

我们团队总共 12 名同学，需要调查徐州 10 个区县的 150 个调查

点。在培训完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宾馆用地图标出了这 150 个地点

的大致位置，小伙伴们都惆怅了，因为这 150 个点并不是我们想象

的那样，都在城市的中心地段或者是县区的核心地段，而是分布在



各个区县的各个城镇，有市区中心的居委会，也有很多偏远农村的

村委会，甚至于有些村委会并没有通公交车，这对我们的调研活动

是极大的阻碍。在我们晚上的激烈讨论中我们不光分配着最优的调

研路线，还考虑着这次调研的种种困难。（例如交通不便、居委会/

村委会拒访、找不到具体地址、人身安全等）不过大家都充满信

心，相信调研会圆满结束。 

8 月 1 日，我们开始了调研活动，因为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问

题，我和我的搭档选择了样本中距离自己家最近的居委会开始了调

查活动。结果可想而知，我们碰壁了，居委会并不会随便接受我们

这种访问活动，需要我们找街道办事处先去沟通。没办法，我和我

的搭档就跑到了 xx 街道办事处去寻求帮助，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

后，终于同意我们去调研这个居委会。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问卷调

查中，我们了解了社区的基本信息、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社区经

济、社区政治、社区政治、社会组织、环境卫生、社会保障、教育

文化、基层法制等情况。我是口干舌燥，当然，被访的居委会主任

也有些不耐烦。在边安慰边引导下，我们终于完成了问卷。下午的

调研就没那么容易了，连街道都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但是在学校老

师和当地审计局的联系后，审计局给我们提供了巨大帮助，帮我们

通知联系了样本中的各个居委会和村委会，让他们配合我们的调

研。尤其是在沛县、铜山区、睢宁县、贾汪区这四个地方，更是把

我们需要调研的样本居村委会的负责人集中到了当地审计局的会议

室，集中接受我们的调研。这对我们的调研是何等大的帮助啊！帮



我们解决了交通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因为其中的一些村委会已

经到了和安徽、山东接壤的地方，不通公交车甚至可能都没有正规

的公路，我们自己根本无法到达） 

在我的调研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去徐州云龙区的长山村和上河

头村的调研活动。因为其中一个村不通公交车，所以我选择骑电动

车。烈日炎炎，我的胳膊的肤色已经被晒得和身体其他部分有明显

的色差了，这个还算小事，我足足骑了一个上午才找到地方，车子

没电了，上河头村没有路，只有最普通的那种乡间小道。虽然旅途

艰辛，但是两个村委会书记都挺热情，很配合我的调研。在所有采

访过程 中我也深深的了解到，现在的徐州在经历变革，农村城镇

化，产业在转型升级，可是经济状况还是不容乐观。 

相比于我，我的其他队员们就不是那么幸运了。新沂地区的同学

在调研中遇到了一个拒访的村委会，不管是如何交涉都不接受调

研。李玉贺同学在丰县的调研中，眼睛发炎，继续治疗，因为那个

调研的村委会不通车，最后是村会计开电动三轮将他送回了镇上的

公家车站，甚是辛苦。 

经历了 20 天的调研活动，我们完成了任务，总共 150 个样本，

我们完成了 146 了，最终只有 4 个样本年因为种种原因没法完成。 

短短的 20 天，我们经历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从前不知道我国基

层的治理情况，通过这次调研基本了解了基层的一些基本事物。只

有一切从基层做起，才可以使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了解自己，改

变自己。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质变。居委会村委会是我国



最基层的组织，了解了他们，可能会对国家以后的政策发展有一定

的影响作用。我觉得，我们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次调研

也离不开学校老师们的支持，和我们徐州市各区县审计局的积极配

合，没有他们，我们可能一半的样本都收集不到，再次感谢。 

 

2016 基层调研实践活动心得 

14051023          王如梦          社保 2 班 

在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自

己书写它们的时候。 

2016 年 7 月 29 日坐了十四个小时火车回南京的我，

还正在想象未来的调研有多少困难的时候，还没有想过

中途会有那么多的欢声笑语。 

在一夜没睡后强撑精神听培训的我，还在埋怨外边天气那么热的

时候，还没有想过别人雪中送炭会那么温暖。 

这次基层调研的过程中，队里成员兴致满满，在行动中结成了深

厚的友谊，可能是同出一源，同是徐州人，大家的心更加亲近，一起

做讨论作战计划，一起早起，一起赶车，一起去寻求帮助，在高温状

态下寻找调研地点，一起晒的黝黑，一起回传数据，一起完成调研成

果。 

在寻求审计局帮助的时候，工作人员的热情让我们诧异，在邳州

做调研的时候，审计局的办公室主任帮我们一个一个联系了相关人员，

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另外跑睢宁的时候，睢宁审计局帮我们将村负



责人直接叫到了办公室，真的很感谢当地审计局的帮助。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人员，也接触了一

周没有一天休息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说，村与村之间也存在贫富差异，

教育水平的差异，但是所有人的生活不断变好，个人也有各人的选择，

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我认为这样的调研活动很好，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深入基层。 

形形色色的人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

生活轨迹，这世界有另一种人，他们的生活模式与朝九晚五格格不入，

却也活得有血有肉，有模有样，慢慢走慢慢修行，总会找到适合自己

的道路。 

感谢学校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去深入基层，进行实践调研。 

徐玉胜调研心得 

回顾一下十多天的社会调研，自己还是颇有些

感触的。 

1.有些东西大家都明白。 

第一天我们去邳州审计局找局领导接洽，总的

来说还是很顺利的，书记对这个很支持，看着我

们觉得很稚嫩，也和我们说了一些话，大学生在

做这些活动很多只是走个过场，有心无力，有些东西你是想伸进去也

是不可能的，没人会让你伸。书记很实在，提到了中国特色，大学生

对基层，对现实很多东西是一无所知的。有些东西是体系内的惯例。

一般来说每级每层都有两本账，一本是大家都知道可以让人家知道的。



一本是可能连你的直系上级，体系内的都不能知道（这个是我猜的，

或许他们知道）。最近在读一本小说鹿鼎记，韦小宝的八面玲珑，虽

然是小说人物，却也反映了自古以来的官场之道，当然我这个局外人

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以前在各种途径上会听说有些东西是有黑面的。

但是从一些特定的人的嘴里说出来，那么真实，对自己来说还是有些

感触的。尤其是之后真正下地走访的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是深入不进

去。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到处都是黑色的，我的感觉是有些数据真的

不能反映出什么问题，好的一面可能会被放大，甚至夸张，暗的一面

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深沉一点说，可能是人的本性使然。我太

多的接受别人的观点，加上自己主管臆造，有很多需要去资料里查阅

提到的专有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暂时还是保留这样的一个观点。 

2.首先要学会说话，然后要学会做人。 

想到这个觉得还真是难啊，有时候想表达谦虚或者感谢，但是觉得斧

凿的痕迹太重，有时候觉得随意一些又怕不太让人感到诚意。其实也

不止是这次出去才感觉到，之前也有人提醒过我说的太过，显得自己

太过于渺小不说，也会让人心生厌恶，觉得油腔滑调，一种点头哈腰

的样子。这个度确实该好好学学怎么把握。和那些镇里领导或者下村

的时候和人家电话沟通一直是我感觉最难的，怕的就是说话时候的度

把握的不好，万一弄巧成拙，反而会很尴尬。 

这一段行程的体会还有一点，官大一级真的是了不得。铜山，沛县，

睢宁，这都是县领导喊村书记来开会，经过几天调研竟然之后总结出

来村会计文书是最了解村情况的，但是开会的都是村书记，我斗胆这



样推测，县里喊开会在村里面是很难遇的一件事，尤其在很多村中只

抽取部分代表的时候更是被看做是很光荣的事情，因此要有最有力量

的人才能得到这个荣誉。依据是当部分村书记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的

时候我隐约感到了他们的失望，本以为是多大的事情，没想到也太。

还有到睢宁那里采访的那个女书记，是跑这么多天见到的唯一的女书

记。不过对她我也是很失望的，她不断的怀疑我们的实际意义，虽然

我也知道效果会没有多大，但是你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还说早知道就

让会计来了，随便报个数字敷衍，明知道自己很忙赶时间，打电话通

知的时候也说了最好找主任服务站长这类的了解村里情况的人来，为

什么你还这么急切地来啊，来了又这么急切的要走。刻薄一点说，这

不就是官大一级的表现吗？因为上面官大，所以他说的话你要急切地

去办，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讨好，但是你的潜意识里觉得

你必须重视，努力达成他的期望，尤其是这个人是你的直系，和你有

相关利益的时候，这种表现会更加明显。说到这不得不提起那位文书

同志，一开始拒绝的那么干脆，到镇里领导一个电话，我都替他感觉

尴尬，虽然都到饭点了，电话一个劲的打来，一个劲的催他。但是上

面有人还在，自己就不能走 ，也真是难为他了。 

大学生来做这样的调查，因为有上头给联系，真的是方便了太多，蹭

吃蹭喝，有人接待 除了要多走些地方，即使做的不好也也可以说是

因为我们是大学生，还不了解世事，可以把责任撂给这个群体，自己

很坦然。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尤其到了基层之后被很多人认为是流于形

式，包括一部分大学生也都这样想。我们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



要靠是不是给打好招呼（此处仅指基层治理调查），真正能够最大程

度锻炼人的，我想还应该是最困难的方式，自己跑到村里，硬着头皮

去磨采访，去采集第一手资料。真的希望有些力量能够做出改变。 

3.很高兴认识你 

一场活动收获最直观的还是认识了好多人，结识了几个人，有意思的

几个人。在其中尤其是整天在一起，慢慢由陌生建立了友谊，到可以

很随意的开着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可以确认自己和他（她）已经是

很熟的了，然后就可以盖一个鉴定~~重要朋友。 

牛锐调研心得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小组 12 名同学参加了南京审计大学基

层治理调查研究活动。在此之前，我们大多互不相识，但是经过近一

个月的相处，我们相互支持成为彼此最信赖的伙伴。 

这一次我们小组暑假实践的对象是

徐州市各区县的共 150 个居委会或村委

会。通过我们的走访调查，得到真实、综

合的描述基层治理现状，为中国基层治

理体系完善和 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有价

值的调查数据、研究成果及政策建议。 

我们 12 个人要在一个月内完成 150 个基层社区的走访调查任务。

而有些社区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农村，加上今年异常炎热的天气，我们

的任务显得尤为艰难。好在有学校老师的帮助，还有各区县审计局的

配合，任务进行的还算顺利。 



万事开头难，第一天走访，我们就遇到了难题。在我们到达社区

之后，居委会负责人拒绝采访，理由是他们没有收到街道办事处的通

知不能随意接受访问。我们只好又找到街道办事处，然而负责党政办

的主任在开会，等了半个多小时会议才结束。好在党政办主任很配合

我们，及时和有关社区联系，使得接下来的采访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社区负责人同意接受采访之后，问题又来了。由于需要访问的问

题太多，而有些问题需要的数据很精确，起初受访者还比较配合，越

到后来受访者越不配合。我们只能不停地安抚受访者，加快语速，尽

可能快的完成。每份问卷完成至少需要一个小时，结束之后感觉嗓子

都要冒烟了！有的时候社区负责人有事情需要处理或者接近下班时间，

我们只能中断采访，这样可能一天只能完成一个样本的采访，很浪费

时间。 

最要感谢的是几个县政府的审计局，他们帮助我们把样本涉及的

社区负责人召集到县政府，集中进行采访，这样我们一个上午或下午

就可以完成整个县的采访，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强度。之前担心的

村子不通车的问题也解决了。审计局的领导还为我们提供免费的工作

餐，真的非常贴心！ 

虽然这次的暑期实践很热很累，但是我们深入的了解了社区的基层治

理现状，更加了解社会，使得暑假这么宝贵的时间没有白费。 

乔佳男基层调研 



临近暑假时，通过一位好友的邀请，有幸加入了

中国基层治理调查中心苏北地区徐州市的调查组。作

为一位来自徐州地区的审娃，我十分开心能够参与这

样高大上的组织，来对自己家乡的基层进行走访调

查，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对自己的大

学生涯，对自己的暑期生活，定是一笔浓墨重彩的勾勒。根据组织的

安排，我们在七月底，也就是 7 月 29 号到 31 号，去了莫愁湖的校区

进行集中培训。虽然培训只有短短的三天，但是我们进行了系统的学

习，实战演练操作了调查设备，签订了保密协议，与此同时，我也对

这次的基层调查有了重新的见解，其实并没有之前我想象中的那么简

单，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途中遇到的突发状况也有，而且这些突发

状况使我们无法预料的，因为这是我们学校同西南财经大学甘犁长江

学者的团队第一次在暑期开展这样的活动，我们这一批访员是拓荒者，

是创新者，所以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这次的基层实践调查才显得意义非凡，确实能够锻炼我们现在这代“不

知人间苦”的大学生。在出发回到徐州之前，晏维龙校长和加新书记

在总的指导群里，给我们加油打气，“安全第一”是他们反复强调的事

情，我和组员们在如此氛围下也非常激动，信心倍增。31 号中午，离

开的那天，沁园团委的徐婷婷老师还专门请我们徐州小组成员吃了一

顿，为我们践行，当天饭桌上开心的味道至今回味还是那么浓烈，我

们斗志昂扬地离开了南京，开始奔赴远方的“战场”。 

由于地域限制和个人家庭所在区域不同，我们小组成员分为了不



同的调查小组，而我是单独负责自己家乡—新沂市。新沂市需要调查

的一共有 15 个乡镇，说真的，我以前在家就是个宅男，连公交汽车都

没坐过，所以这 15 个乡镇我只是听过名字，具体在哪我是一无所知，

所以从这调查的第一步，我就是那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8 月 1

号，我爸带着我去新沂审计局寻求帮助，希望他们能为我提供帮助，

最好能把这 15 个乡镇的书记或者主任能集中在一起访问，但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审计局的负责人称，他们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让

我去农工办询问，后来农工办的负责人帮我给各个乡镇政府发了他们

收到的“请求帮助的函”，他们提供的帮助也仅限于此。失望的我只能

回家，重新思考该如何调查者 15 个村委会，最终决定，自己去跑。凡

是都有第一次，要敢于去尝试，于是从 8 月 2 号开始，我是上午跑去

调研，下午学车备考科目三，但是效率真的很低，加上期间的设备流

转问题，在我考科目三之前，自己一共才跑了 4 个村委会。不过在考

完科目三之后，我爸空闲了几天，开车带我跑了一半的乡镇，那时觉

得：有车真好！最后自己跑完了剩下的几个乡镇，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调研的 15 个乡镇，感触颇多，每个乡镇对于我们这次调研的态度

大不相同，有的热情积极配合，有的冷淡互相推诿，下面我想就印象

最深的两个个乡镇做简单回忆。 

一、最热情的乡镇——阿湖镇墩新村 

阿湖镇在我家的东面，我爸说是这 15 个乡镇中最偏远的，让我等

他空闲时再去调研。但是时间紧迫，我决定自己坐公交车去调研。1 个

多小时的路程，窗外的风景由熟悉变陌生，我就坐在司机大叔身旁，



请他提醒我什么时候该下车。10 点多的太阳其实挺晒的，当我下车步

行 10 多分钟到阿湖镇政府时，全身都已经被汗水浸湿。说明来意后，

办公室的负责人员让我坐下休息，就立刻给墩新村的村支书打电话，

请他来镇政府把我带去他的村委会进行调研。我现在还记得这位敦厚

的村支书庆峰大叔，他当时车上还带着他的女儿，就赶来了镇政府，

把我接上车后，一路上交谈甚欢，从此次调研目的到家长里短，一路

上很愉快。从镇政府到他们村自驾车竟然还需要半个小时，我暗想如

果自己去的话，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到达，那地方根本没出租车，连

黑三轮都没有，想想都头大。调研总共花了有一个多小时，结束时都

已经 12 点多了，耽误了他们吃午饭，内心很过意不去，特别是对这个

几岁大的小姑娘，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一直盯着他爸爸看，不说话但我

知道，小姑娘早就饿了。后来庆峰大叔把我送到公交站台，两次三番

请我留下来吃完再走，我还是拒绝了，下午还要学车，赶不回去的话

挺麻烦的。在公交站台望着远去的车的身影，内心很是感动，能碰上

这么负责任的热情的镇政府和村支书，对我们此次调研的帮助意义重

大，如果每个乡镇都能做到这样，进程定是一帆风顺。 

二、最让我感动的乡镇——草桥镇苗圩村 

说起调研苗圩村的经历，四个字概括：一波三折。早上 9 点我爸

办事顺路把我送到了草桥镇政府，那边的书记也很热情，为我联系了

苗圩村的站长，然后把我送到镇政府对面的劳动保障所等待，那是他

们一般接待信访人员的地方。保障所的阿姨告诉我，苗圩村的林站长

碰巧今天上午去了市里医院去做体检，她已经通知过，但一时半会是



回不来。正好来保障所办事的一位大叔要去市里办事情，她安排我坐

这位大叔的车去和林站长碰面，在医院里调研。我想也好，省的我爸

再来接我回家，体检的医院离我家也很近，我就坐上大叔的车原路返

回。戏剧性的是，当大叔开车快把我送到市里时，接了电话才知道，

这位林站长回到了苗圩村，他以为调研蛮重要，赶忙搭车赶了回来.......

没办法，我让大叔把车停在附近的公交站台，我再坐回去吧。再回到

保障所时，已经 11 点了，而从苗圩村到镇政府这边要花 1 个多小时，

林站长没有私家车，搭别人的电三轮赶到镇政府时已经是晌午，太阳

的毒辣似乎要杀死这个世界。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镇政府已经下班，

我只能将调研地方改成传达室，不到 10 平米的小房间，没有空调，老

旧的电风扇在上方吱呀吱呀的转着，费力的驱赶正午的炎热，我就和

林站长挤坐在沙发上完成了此次调研。其实调研很顺利，一些细小的

问题，林站长几乎是脱口而出，没有隐瞒。两个人就一边擦着汗，一

边问答，时不时被一些问题的答案逗乐。结束后，林站长把我送到公

交站台，一直和我谈到公交车到来，走的时候还一直叮嘱我注意安全。

坐上车回家的那一刻，内心无比的感动，年过 5 旬的林站长在如此炎

热的天气从偏远的村子赶到镇上实属不易，为他点赞，也为自己点赞。 

接下来还想对此次调研的问卷提几点建议： 

①规避主观情感问题。有些问题的答案是一定的，例如：该社区

与镇政府的关系是否协调？从我调研的 15 个乡镇结果来看，答案都是

一样的——非常协调。不管出于什么心理，受访者对于类似问题的答

案都是一样的，就我个人观点来看，这样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可



以替换成其他问题，比如，你想对镇政府提出什么意见，想对镇政府

说些什么之类的问题。 

②问卷过于冗长。从调研结果来看，每个乡镇访问的平均时间要

到 1 小时，但大多村支书在经过几轮过于细化的问题后，变得焦躁不

耐烦，这对剩余问题的回答质量是有坏处的，所以，我希望问卷的问

题可以精细，但是要减少一些极端细化的问题。 

    其实 15 个乡镇带给我的体验都不尽相同，但都让我成长，变得成

熟。虽然吃了以前不曾吃到的苦，受了许多累，但我不后悔，参与此

次中国家庭金融调研，真的是受益匪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最后想

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