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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100多所高校 700余名大学生走近乡村失能老人

一场调研成为撞击心灵的民情田野课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师中农

院”）举办了“中国老龄协会‘百

村千居’农村失能老年人家庭生

活状况专项调查”座谈会。这项

调查自 2024 年夏季启动以来，
来自 100多所高校的 700余名大
学生参与其中。

调研期间，大学生们进村入

户，了解农村老人的日常生活、

健康状况及养老需求，收集了大

量一手资料，为乡村失能老人养

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使其面临

的实际问题得到更多关注。

“此次调研不仅是学术层

面的探索，也是一堂生动的民

情田野课。”课题组负责人、华

师中农院教授郝亚光感慨，没

想到这个活动吸引了超过百所

高校的大学生参与。更为重要

的是，在课题推进过程中，取得

了“意料之外”的收获：数百名

00 后大学生走进乡村、深入田
野，倾听那些田野上的社情民

意，增进了大学生对乡土中国

的情感认同，让一场调研实践

成为一堂民情田野课。

野带着问题去调研冶

看到活动招募通知时，华中

师范大学 2023级政治学理论硕
士研究生张雨脑海中出现了自

己奶奶的形象。自她上中学起，

就看到奶奶时常坐在沙发上发

呆。奶奶的身体逐渐变差，后来

只能依靠轮椅行动，她的生活空

间就是卧室-厕所“两点一线”，
身边时刻离不开人，话也变得越

来越少。

奶奶的落寞无助，成为张雨

对失能老人的最初印象。如何照

护像奶奶一样的老人？年轻人能

为他们做些什么？参加调研活动

的张雨开始了行走与思考。

调研中，通过与一位位老人

面对面交流，张雨走近了这个既

熟悉又陌生的群体。“基础设施、

照护人员、政策惠及……有很多

问题亟待解决，不能再等了。”张

雨语气急切地说。

很多同学都是像张雨这样

“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田野行

走中融入自己的思考。

华中师范大学 2024级政治
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吴诗雨

的外公就是农村失能老人。老伴

去世后，他被接到城里。但由于

儿女时间精力有限、照护技能不

足等原因，家人商定将外公送往

养老机构。“外公变得越来越沉

默，除了吃饭和吃药，大多数时

间都在睡觉。我们试图为外公找

到一个好的照护场所”。

在此次调研中，吴诗雨既是

一名调查者，也是一名被调查者

的家属。她想通过扎实的田野行

走，寻找让失能老年人安享幸福

晚年的“良方”。

进村入户调研中的一位老

人让吴诗雨心头一紧。按照问

卷，她要详细了解受访者的日常

生活。问着问着，老人家突然像

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拉着她的手

说，“姑娘，你对我真好。”老人

说，除了村干部定时来看望，这

是第一次有人如此关心他、详细

了解他的生活起居。老人的一番

话，让吴诗雨反思，同为失能老

人的外公是否也有过“被忽视”

的感受。

为了不让独自居住在山沟

里的老人被落下，吴诗雨和团队

顶着烈日、翻山越岭去走访，他

们挨家挨户地敲门、问候、解释、

走访，希望在到访的同时送去一

份温情与关爱。

在实践育人的大课堂中
写出真情实感

深入田野做调研，并非只是

按流程提出问题、填写问卷这么

简单，更重要的是近距离观察农

村失能老人家庭的生活状态，了

解他们的真实生活。

华中师范大学 2023级政治
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春晓

调查了 4个村庄、30户农村失能
老人家庭。她走访的一位 62岁
奶奶，半身瘫痪，老伴外出务农，

奶奶只能整天躺在床上。

“奶奶很孤单。”回想起老人

向她倾诉的样子，李春晓百感交

集。有的老人曾经是撑起整个家

的顶梁柱，如今躺在床上，连翻

身都要儿女帮忙……这些场景，

让李春晓坚定了要为老人们出

一份力的决心，“我们不能当旁

观者了，真的应该为老人做些什

么”。

让华中师范大学 2024 级农
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庞瑜琦

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姓郭的爷爷。

郭爷爷 90多岁了，中年时落下
残疾，80 多岁时因疾病做过手
术。前几年，老人又患上阿尔茨

海默病，如今已经说不清话、认

不清人。照顾郭爷爷的是他 89
岁的老伴陈奶奶，穿衣、擦洗、喂

饭、喂药几乎占据了陈奶奶全部

时间，但她默默承受，尽力把老

伴照顾好。

这样生活中普通而感人的

场景不胜枚举。庞瑜琦深受感

动，“这些患难中相互帮扶的珍

贵情感值得好好珍藏，让我们面

对生活心怀希望”。

走访中，一对相互陪伴了六

十余载的老夫妻给华中师范大

学财务会计教育专业大三学生

麻一宁留下了爱的印记。

年逾九旬的童爷爷早年投

身军旅，与奶奶聚少离多，老了

成为相扶相携的伴儿。在爷爷的

话语里，奶奶永远是他心中的

“管家”，叮嘱他喝水吃药，陪他

在村里散步。在奶奶的眼中，童

爷爷是一名“大英雄”，讲述爷爷

的事迹时，她眼里写满了骄傲。

麻一宁感慨，这次走进田野，

她读懂了童爷爷夫妇几十年的相

濡以沫，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无论

富贵贫穷或健康疾病，都愿意携

手共度一生”的爱情真谛。

调查员郭艺萌在日记里记

录下这样一幕幕“暖心”场景：

为了把国家助老扶老的政策宣

传好、实施好，一些村干部深入

每家每户，耐心细致地讲解；每

月领取津贴时，村干部及时赶

到老人家中，协助他们完成认

证流程，使其享受到应有的福

利与关怀。

项目组创建的“岁月思绪”

公众号，汇集了 40余篇大学生
调查员的心得体会，记录了他们

的所见、所闻、所感。这群大学生

一起“上山跨海”，感知生活、了

解社情民意，记录下在这堂实践

育人田野大课中的真情实感。

走出书斋尧走出校门
触摸生活的真实样态

在河南省安阳市东街村，华

中师范大学 2023级政治学理论
专业研究生王冰看到惠农政策

给农村带来的改变：一幢幢小洋

房拔地而起，村居环境越来越整

洁，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他

探访一位失能老人时，得知政府

部门安排人员上门对他家附近

泥巴路进行地面硬化，村里为他

发放了轮椅和拐杖。

困境依然存在。填写问卷

时，有两位老人忍不住落泪了。

“闺女你看，我们这钱得掰成两

半花，买菜都得精打细算，要给

老伴备着药钱。”他们每月的养

老金和残疾补贴能保障基本生

活，但遇到生病等突发状况时仍

显捉襟见肘。看到这一幕，王冰

突 然理 解了基 层调研 的意

义———一些数字背后，都有亟待

政策解决的现实。

“你养我小，我要养你老。”

在李春晓的调研中，“家户伦理”

四个字的专业术语第一次具象

化了。调研中，她看到多家子女

尽心尽力照护失能父母，桌角整

齐摆放的药物、墙边堆放的辅助

器具、屋内的新家具，无声诉说

着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与爱心。

通过这次实践，李春晓对华

师中农院“顶天立地，理论务农”

的院训有了更深刻理解。“知识

获取不再是‘从书本到书本’，而

是走出书斋、走出校门，触摸到

生活的真实模样，实现学以致

用、用以促学。”

江浙片区的调研负责人、华

中师范大学 2023级政治学专业
研究生胡佳叶坦言，在这次调研

之前，她从未如此真切触摸过失

能老人的状况，“让失能老人得到

更多关注，是我们参与调研的意

义所在”。除了完成自己的调研任

务，她还负责协调整个片区 80多
名调查员的日常工作，定期整理

调研进展，为大家提供帮助。

“很多调查员在实地走访调

研中找到了所学专业的意义和

价值，坚定了未来的学业方向。”

胡佳叶说。

江汉大学 2022级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专业学生何叶作为在

农村长大的孩子，加入了“百村

千居”项目，参与家乡湖北大悟

刘楼村的调研工作。在对不同家

庭的观察和调研总结中，她重新

认识了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

“我希望毕业后能为家乡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让乡村振兴惠及更

多老年人”。

王冰说，“这次调研对我和

很多大学生调查员来说，是一次

思想的洗礼，更是一次责任感与

使命感的历练。我们来自五湖四

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成长经

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脚踩田

野，感受到真切的国情教育，在

心底埋下‘学以报国’的种子。”

这群年轻人开始思考并期

待着，能用所学为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做点什么，“因为造福的不

仅是他们，也是以后的我们”。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在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的“中国老龄协会‘百村千居’农村失能老年

人家庭生活状况专项调查”活动中，数百名 00 后大学生走进乡村、深入田野，倾听

那些田野上的社情民意，增进了大学生对乡土中国的情感认同，让一场调研实践成为一堂民

情田野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颍西街道办事处代郢村袁 华中师范大学国
际政治专业 2022级本科生王心语渊左一冤尧2023级本科生赵雅文渊右
二冤尧2023级本科生袁与祺渊右一冤与老人合影

山西省繁峙县砂河镇上小沿村袁 山西大学政治学专业 2023级
硕士研究生高月敏渊中冤与两位老人合影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
究院供图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