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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会实践调研总结 

组长：任笑影 13040313   

为期半个月的暑期调研很快就结束了，首先很荣幸能够得到老师

的肯定担任宿迁组的组长一职，此次社会实践的调研活动让我受益匪

浅，既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同时也为以后的调研甚至是人际交往方面

提供了很多改善的方面。 

在本次社会实践的最开始几天，我们前往南京审计大学的莫愁校区进

行为期两天的培训活动，在培训课上，老师对我们进行了调研报告、

平板应用等方面的培训，从这一系列的培训我们能够感受到学校对我

们此次调研活动的重视和关心。 

在前往宿迁实地调研的前一天，我们给宿迁市审计局的主任提前

拨打了电话，主任在电话里对我们的调研提供了支持同时安排了人员

帮我们联络各个县区的审计局，同时在我们到达宿迁的第一天，还专

门和我们见面讨论了一下具体的行程并且帮我们解决了食宿。 



因为有了宿迁审计局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调研开展的尤其顺利，为了

节省时间，我们分区域进行了调研，6 人分为 3 个小组分别前往不同

的县区进行调研，在我们每天开展调研活动的前夕宿迁市审计局都会

帮我们提前联系各县区审计局，以确保调研的顺利开展。 

我在此次宿迁调研的过程中，主要进行宿迁市宿城区和泗洪县的

问卷调查工作，我们在第一天前往宿城区的审计局，宿城区的审计局

就位于我的母校宿迁中学的旁边，以前上学的时候天天路过谁曾想大

学时有机会进入其中。宿城区审计局的王军主任热情的迎接了我们，

并帮我们联系各个乡镇的乡长或是书记前来宿城区审计局进行问卷

调查，王主任特地为我们安排了一间会议室专门用来进行调研以保证

问卷的过程中不会受到干扰，因为节省了下乡及来回奔波的时间，我

们很快便在宿城区审计局的办公室内完成了调研工作。 

休息了一个周末后我们再次动身前往泗洪县审计局，泗洪县审计

局的张主任同样为我们安排会议室并帮助联系了各乡镇的书记及乡

长前来进行调研，整个过程的开展也很顺利。 

与其他组相比，宿迁组的调研开展的很顺利，首先是感谢孙杨老

师帮忙联系宿迁市审计局的办公室主任，有了宿迁市审计局的大力支

持，我们组的调研才能够以第一的速度高效率的完成整期的调研工作；

其次感谢各县区的审计局帮忙联系乡镇的乡长书记同时给我们安排

会议室进行调研；也感谢南审和西财的老师们为我们的调研提供支持

答疑解惑；最后便是感谢组员们为期半个月的付出和努力，以进度第

一高效地完成了调研工作。 



在此次调研的过程中，总结和反思部分如下： 

1、 人际交往方面仍存在缺陷：此次调研需要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而在调研过程中，作为组长的我仍然出现了面对陌生人少许紧

张表达感谢的方式过于生硬等情况，在以后不论是生活还是工

作中我会努力改善自己； 

2、 问卷调查中许多村长或是书记年龄过大，导致问卷需要反复重

复读的情况，而在初期反复阅读问卷的过程中容易缺失耐心，

因此在后期的问卷调查中逐渐减少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在

以后不论是何时我们仍应该保持了更平和的态度认真完成任务。 

这次的社会调研是一段很棒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到每一位教授

为了报告中的数据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在调研过程中我也深入的了解

了农村村委会或是城镇居委会的基本情况，而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宝贵

的财富，同时让我体会到合作的重要性，所有组员一起去完成一份实

践的经历，是大四的我最后一次暑期调研，也是最棒的一次经历。 

 

 

 

 

 

 

 

 



2016 基层治理调研暑期社会实践总结 

                    14020326  周燕飞  

  记得第一次接触基层治理调研的时候，我还是个大二的学生。是我

的舍友收到报名的短信，安利我去的。（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并

没有收到报名的短信）一看到那个报名短信，我就瞬间来兴趣了，觉

得这个社会实践很高大尚，可以趁这个机会锻炼一下自己，而且它调

研的地方就在我家乡宿迁，自己对宿迁也比较了解，于是果断地报名

了。而且很幸运的是，自己被录取了。和我一同被录取的还有宿迁地

区的其他 5 个人，小组成员的性别分布是 4 男 2 女，我们分别来自宿

迁的各个不同地区。 

  在暑假期间，我们小组就建立了微信群，组长学姐会时不时地通知

我们一些事情。终于到了 29 号，是我们去南京培训的第一天，我们

是在南审的莫愁校区机房进行集体培训，第一天的培训安排的很紧，

几乎是从早上不间歇地培训到傍晚。不过学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调研

的技巧、问卷的解释等等。第二天上午同样是高强度的培训，而且最

后还对我们进行了评估。第二天的下午大家都收拾东西准备开始调研

了。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实践是基层治理调研，调研组为江苏省的每个



地方都分配了样本点，大多为村委会。比如宿迁的 3 县 2 区就一共被

分配了 75 个样本点。我们组考虑到样本多、时间紧、经费不足的问

题，就决定依据家乡凑近原则，把 6 个人分成 3 个组，每个组调研 25

个样本点，同时进行。我和另一个男生孙力调研沭阳和宿豫地区。 

对我们来说，在 20 天的时间内，完成 25 个样本点同样有点困难，因

为样本点大多是村委会，即使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不一定能找到。

于是，我们组的成员一起去宿迁找到了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向他说明

了此次调研的具体情况，希望他能帮助我们一下。主任很热情，立即

帮我们联系了宿迁各 3 县 2 区的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向他们说明了此

次调研。联系好后，我们 3 组成员就各自出发了。 

我们组先去的是沭阳，到沭阳的当天下午我们就去沭阳县审计局找了

办公室费主任，费主任同样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提议我们直接在沭

阳县审计局调研，由他来负责联系各村委会的负责人，让他们从下面

上来，集中地点进行调研。此次调研比较创新，是问卷的形式，但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问卷，是电子问卷，在平板上进行，每组只有一

个平板，而且我们必须要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调研只能一个一个进

行，所以我们安排了时间段，分时间段进行调研。 

沭阳的调研很顺利，村长、会计、书记等都非常配合，在调研的过程

中，我也真真切切感受到基层人员的不容易，他们每天的任务、工作

很多，但是工资却并不是太高。真心希望这次的调研能够帮助他们，

为他们谋取更多的福利。 

宿豫地区，我们采用同沭阳地区一样的调研方法，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同样，我们宿迁组也是最早完成任务的小组。 

通过此次调研，不仅真切了解到基层的情况，还学会了如何团体合作

以及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务，我想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受益匪浅的。 

 

 

 

 

 

 

 

 

 

 

 

 

 

 

 

 

 

 

 



调研全纪录 

组员：孙力  

其实我觉得本次调研没啥要总结的，大概是因为我们组没有遇到啥困

难。因为我们的宿迁市审计局里面有我们的学姐，有我们的学长，他

们很照顾我们，这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是按照地域分组的，两人一组，这就造成了和我的队友无尽的插

科打诨，一路欢笑。 

印象最深的还是沭阳审计局的办公室主任。给人的感觉很好，我觉得

人民有这样的领导是我们的福气，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 

因为实在乏善可陈，所以也写不出太多的东西。我们没有遇到想象中

的那些困难，异常顺利。本想借这次调研好好地走走了解了解自己的

家乡，但是最后只是程式地看了政府大楼，做采访，其余的精彩也就

没有那么惊艳。 

原谅我如此匮乏的文字，更多的感觉已经沉淀在心底，只能去看，不

能将其描绘了。 

 

 

 



 “中国基层治理调查”暑期实践感想 

组员：汤时  

首先自我感觉很荣幸能够参加甘犁教授组织的基层治理调查，作

为宿迁组的一名成员，也很高兴能够和其他六位成员共同完成这项任

务，从中也收获了许多经验和知识。 

在前一天的晚上，在组长的组织下，我们六个人制定了详细的行

程计划，我们决定分三组进行，我和朱一凡一组，主要负责泗阳县城。

在调研的 12 天时间里，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泗阳县审计局，

镇财政所，还有接受调研的村支书的配合，非常的热情，我觉得首先

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的调研也不可能非常顺利的进行下去。

其次，我们自身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因为调研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们

要制定合理的计划，并与当地的财政所进行有效的沟通。既锻炼我们

组织能力，又能很好的加强沟通能力。 

最重要的一点，在调研的过程中，认识了我们宿迁组的其他几位

小伙伴，并且与与他们结成了很深的友谊，这是让我收获最大的一点。 

 

 



中国基层治理调查总结 

组员：朱一凡   

2016 年 8 月，“中国基层治理调查（CGGS）”如期开展，通过调查、

收集、整理异界集成中国社区治理的数据，为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与

决策制定等提供基础性数据库。 

为期十数天的调研中，切实感受到基层治理的不易与艰辛，调研中也

积累了些许经验。首先是方法上，按照被分配的任务，我们选择了去

往镇级政府，并邀请各村干部到镇政府与我们会合，这里也很有幸获

得了县级审计局的支持，使得各村干部积极配合，这样一来省去了我

们赶往各村村委会路途上的时间；然后是人员选择上，起初我们邀请

各村村支书来进行问卷访谈，后某位村支书会若隐若无的提及“这些

会计都知道啊”，为了数据的准确以及时间效率上的考虑，从第三个

村子开始我们统一邀请村里的会计来进行问卷调研，事实也证明，会

计在这些基础数据上的了解远高于村支书，既提高了数据准确性，也

节约了双方时间。接着是问卷内容上，按经验来看，访员如若能清晰

了解问卷内容，则可以大大节约时间，可以在边输入某题的回答时，



边告诉被访人下一题以便及时思考，并且了解题目内容也可以自然。

的解释某选项含义而不需要临场思考。最后是访谈完态度上，当我们

有礼貌的表示谢意时收获的往往也是笑容，多数村干部还会和我们多

聊上一会，而当我们几次赶任务而没有在问卷结束后把人送出会议室

或办公室，村干部往往也会默不作声离开，所以态度真诚收获的数据

往往可能也会更真实一些。 

既有经验，也有些许改进建议。首先是样本选择上，按我们实地到达

的地方来看应该是随机抽样，这样的确更有代表性，但是也往往存在

一个问题，就是稍发达的城镇可能只有一个样本点，而欠发达的城镇

可能有数个样本点，个人以为可以根据城镇发展情况来设置样本点。

另外是信息更新上面，我们小组此次调查的样本点包含众兴镇 3 个

点，但实际上有两个点已于前几年被划入了史集镇，而洋河新区的某

个点则由前几年两个村子合并而来，只是行政上归属于一个村，但是

两村基本自治所以信息统计上需要将两者汇总，相信最新的信息可以

让访员们更高效的收集并反馈信息。 

最后是对基层干部的感想吧，按我们组接触到的 20 来个点来看，村

里会计基本可分为 50 岁以上的老人与 35-40 岁左右的中年男性，也

可能是巧合，老人一般都是做了 10 数年左右的会计，但是认真敬责，

对村里大多数数据有着清晰的记忆，而 35-40 岁左右的会计，往往略

显烦躁，对村里的数据也需要思考一会才能给出，而他们任职也往往

超过了 5 年。也同样的通过村里的干部能反窥村里的情况，有的村里

的村支书是挂职的，往往在政府有其他工作，这样的村子一般发展前



景较好，有的村里村支书以及一班老干部是上了年纪的有自己的经验

与见解，这样的村子一般较为融洽，发展也可以，也有的村里村干部

带有匪气，甚至有些干部前身就是地痞流氓，想借村里为自己赚钱，

这样的村子也不能说乌烟瘴气，至少前景不容乐观。总的来说，这次

基层治理调研的确给我带来了经验，提升了交流能力的同时也开阔了

自己的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