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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工程2004届梅列籍毕业生黄帮群的人生轨

迹。 “毕业之后，我辗转福州、泉州等地，希望找到一份好

点儿的工作。换了好几份工，还是没有满意的。2005年夏天

，在泉州一家企业上班时，我接到了梅列区人事局打来的电

话。他们希望我回梅列，做个‘村官’。”这个电话，让离

家漂 经过层层考核，2006年2月，黄帮群来到三明市梅列区列

西街道小蕉村，担任村主任助理，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村官

”生活。和他一批“走马上任”的，还有另外七名梅列籍全

日制高校毕业生。 黄帮群他们赴任时都还不知道，在晋江，

已经有近130名大学生“村官”，先行一步，活跃在晋江基层

各乡村的舞台上。 人才渴求，催生“大学生村官”计划 “我

们选聘的这些驻村的大学生，更确切的称谓是专职村务工作

者。”梅列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易建光告诉记者

，梅列推行这项举措，有着很现实的考量。“随着新农村建

设的推进，农村需要一大批了解农村工作、有开拓性思维，

包括能熟练掌握电脑技能的干部。可大多数村里的现状是，

几个村主干找不出一个会电脑的。而另一方面，不少大学生

也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一方‘求贤若渴’，一方‘就业无门

’。”2005年，中办发文《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

基层就业的意见》，这成了梅列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契

机。“看到文件后，我们就萌生了选聘梅列籍大学生驻村的

想法，并得到了区里主要领导的肯定。大学生在村里锻炼一



年后，成为区里的储备干部。这也算吸引本地人才的一个办

法吧。” 相关方案制定出后，梅列区组织、人事部门通过各

种渠道，广发“英雄帖”，开门纳贤。黄帮群就是在这个时

候接到电话的。一开始，来报名的大学生有三四十人。后来

，有的考取公务员，或另有高就，分流了一部分。最后，陆

续确定下来驻村的有八人。在《梅列区专职村务工作者管理

办法（试行）》的文件里，记者看到，“村官”们的职责有

，“负责做好宣传栏、村务公开栏和《村务报》的刊发、编

印工作”等等。 “人少了点。全区23个村，要是每个村都能

配一个大学生就好了。其实，我们的条件不算差，工资不低

，一年后择优入事业单位的编制。要怪，只能怨我们山区现

在对大学生吸引力还不够，留不住人。”据易建光了解到的

信息，每年梅列籍大学毕业生返乡的不到两成。 在沿海经济

相对发达的晋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基层干部经

济、法律、计算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短板”也日渐

显现，“人才饥渴”的信息从各乡村反馈而来。而在晋江市

人才市场，有5000多份晋江籍的大学生档案，这当中有相当

一部分并不在晋江就业，甚至还未就业。“这是一笔宝贵的

资源，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一个想法在晋江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王连赞的大脑里盘旋起来。 程序完成之后，晋江市开

始尝试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首批32名大学生“村官”。令晋江

市委组织部始料未及的是，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就吸引

了400多名大学生前来报名，最后经考试录用了27名。之后，

晋江市委组织部决定“扩大战果”，进行第二批招聘100名，

报名人数突破800人，最后录用了98人。 四位“村官”的乡村

体验 A.黄帮群：“我随身带着烟” 1月16日，梅列区小蕉村



村部。瘦高的黄帮群一脸的“书生气”，快一年了，帮群的

“村官”也将告一段落，等待他的是梅列经济开发区的新工

作。尽管即将“高升”，帮群对坐在一旁的村支委老高充满

敬重，“老高是我师傅”。 一到小蕉村，从小在市区长大的

黄帮群就陷入到零零碎碎的村务之中。“有时觉得没什么事

，有时又觉得事情一大堆，不知从哪里入手。这里没有严格

的上班时间，很多工作都是在八小时之外完成的。村支书布

置工作，很少书面给你写得清清楚楚，多数时候，聊完天，

工作就安排完了。什么时候完成，也没个时间表，更没有谁

来监督你的工作，全靠自觉。” 只念了三年小学的“师傅”

老高，对自己大学生“徒弟”的评价是：不简单，踏实，懂

礼貌，知道尊重人。不简单，是因为“徒弟”拿着大学文凭

，还肯到农村来锻炼，而村里的不少大学生，毕业了就没影

了；踏实，是指“徒弟”不懂不装懂，知道请教别人，“对

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不容易”。 帮群这一年来最大的收获，

是知道了怎么跟村民“套近乎”。小蕉村位于梅列经济开发

区内，村民的征地补偿是个“麻烦事儿”。“有的村民不清

楚政策，而按照自己想法要求赔偿，不答应，就不搬。没辙

，村两委的干部只好挨个入户做工作。村民白天都不在家，

只能晚上去找他们。一趟不行，两趟；两趟不行，三趟。有

的村民讲道理，会慢慢跟你说；有的村民性子急，没说几句

嗓门就大起来，真有‘秀才遇到兵’的感觉。” 跟着“师傅

”入了几次户，帮群慢慢摸到了一些与村民打交道的“窍门

”。“这里头很有学问。村民递给你的茶水，不管渴不渴，

你都要喝上一大口，还得夸几句好喝。跟大婶聊天，你得和

她聊子女；跟大叔搭腔，要先散几根烟。”一年下来，不抽



烟的黄帮群已经养成了在口袋里搁一包烟的习惯。 B.郭文君

：“我已经是后洋村人了” 梅列区后洋村郭文君给人的第一

印象是，空气好，村民热情。“以前没有和农民打过交道，

一接触，真的很容易被他们朴实、热情所感动。不管男女老

少，只要见了你，大老远就会和你打招呼。‘小郭，吃了没

’，‘小郭，来家里坐坐吧’。到村民家里，他们会捧上一

大篮子柑橘、柿子堆在你面前，一个劲儿叫你吃。” 村民的

热情，让郭文君有“无功受禄”的感觉。“到村里，我能做

些什么？”刚下村，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郭文君，她形容

那时的自己像一只“无头苍蝇”。“好在下派村支书和村两

委的干部都很热心，教了我很多东西。”郭文君说：“他们

告诉我，要做好基层工作，一定要沉下去。”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