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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黄金十年：一个新闻记者笔下的中国“三农”



◎序  言

1

序　言

这是我国“三农”发展史上最黄金的十年之一 , 也是我从事“三

农”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个十年。

从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至今的十年，我国“三农”事业进入

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

把它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理论指导、政策制定、制度建设、

法律规范、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和提升“三农”发展的能

力和水平，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们公认，这十年，

农业发展最快、农村面貌变化最大、农民得到实惠最多 ,我国“三农”

事业进入历史最好的时期之一。

非常幸运的是，2003 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

进入到农民日报社从事“三农”新闻宣传工作。我在农民日报这十年，

正好契合了我国“三农”发展的这个黄金期。我有幸能用手中的笔

参与、推动、见证了这十年农业农村发展。感谢农民日报用十年的

时间，给了我成长的空间和施展抱负的平台，使我从一个对“三农”

知之不多的门外汉变成了熟知“三农”的新闻人，这本集子中选录

的新闻作品就是我十年变化的一个鲜活见证。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

这决定了“三农”发展不可能有相同的路径。正因为如此，这十年

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特点的“三农”发展方式，

不少地方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对其他地方的“三农”

工作应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鉴于此，本书第一部分就收录了这些

年我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的一些典型，希望能够做到典型指引，意图

对其他地方“三农”发展有一定启发和借鉴。

这十年，我在进行典型挖掘的同时，也在进行积极的理论思索。

对一些事关“三农”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一些农业发展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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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有损“三农”事业发展的不良现象等等，我都会进行深入思考，

写了一些评论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应景之作，有些是感慨之

言，有些是熟虑之果，因水平所限，难免观点浅薄，但都是发自内心，

带着感情、怀着深情、满腔热情、充满痴情、富有激情为农立言，发

于情止于理，不会因情忘“形”。所以书中收录和集纳了这些年我参

与写作的一些编辑部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和部分时评。

这十年，毫无疑问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最好最快的十年。粮食

生产“九连增”，农民增收“九连快”，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最

突出的亮点，也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有幸参与、

见证了这十年农业发展的辉煌，也为这些辉煌激动和自豪。这十年，

我将更多的笔触伸向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农业从种植

到收获，农民从生产到生活，农村从建设到保护等等，都有一定程

度的涉及。这次选择的一些行业经验的文章可能不是最好，但是也

许能代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部分成就，所以也一并收录在书中。

作为农业部的时政记者，我曾经跟随过三任农业部部长到农村

基层调研采访，前后持续长达七年。这七年的艰辛和收获不是其他

新闻同行所能体会的。跟随部长下乡调研采访，开阔了视野，锤炼

了思维，增长了见识，学到了许多作文为人的道理，受益匪浅。所

以本书也尽可能地收录了几篇对部长的专访和一些侧记类的文章，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总结。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三农”工作尤其如此。

虽然实践中各地各级都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但难免有些地方、

有些领导干部急于发展，方法手段不对，路径措施不准，有些还损

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引起了社会的公愤，我也带着建设性的意见，

写过一些批评报道，希望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为农民利益鼓与呼。

书中因此也收录了几篇批评类型的报道，意在引人警惕。当然，瑕

不掩瑜，这十年“三农”发展成就是最主要的。

其实，将新闻作品结集出版，我诚惶诚恐。因为新闻是易碎品，

新闻记者是捡拾、挖掘这些易碎品的人。因其易碎，也说明了时间

的紧要性，大多新闻报道都是仓促成稿，雕琢不足，每每见报总有

遗憾。但是，正因为易碎，往往显出它的宝贵和稀有，新闻作品也

才能显示出它对变化的社会和生活的忠实记录，所以有人说，新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3

是今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既然是历史，那就有结集的必

要，可以让人把握这十年我关注“三农”发展的脉搏。能总结历史，

这让我非常欣慰。更值得让人欣慰和兴奋的是，书中的部分新闻作

品得到过习近平、吴邦国、回良玉、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部分省（市）的书记、省长也对一些文章作出过批示，推动了“三农”

工作深入发展，这更加坚定了我做好“三农”新闻宣传工作的信心

和决心。

这十年，我常常自问，怎样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党报记者，或者说

一名合格的“三农”新闻记者？这十年的跋涉中，我找到了很多标准，

比如能否脚穿草鞋行走天下，比如能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还

比如能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这些可能涵盖了为人为文的一些

很重要的方面，肯定不是唯一标准。但是，跟随部长下乡调研采访这

些年，我觉得作为一名合格的党报“三农”新闻记者，一定要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想问题，到田间地头找答案；要有大局意识、全局观念，

还要有细微的人文关怀；要思考宏观的事关“三农”发展全局的大问

题，还必须要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火热的生活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

案，尽可能地用宏观的理论、中观的视角，指导微观的实践。

这本书是十年“三农”新闻实践的总结。但老实讲，这十年采写

的新闻作品有一千多篇，不可能尽数收录，只是粗略挑选了2006年到

2012 年在《农民日报》发表的部分通讯和评论，2003 年到 2005 年只

有少数的几篇，林林总总也有近150多篇，以时间倒叙的方式排列。

限于字数和篇幅，消息作品此次没有收录，等将来有机会再结集出版。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我的人生中是最为

宝贵的青春十年。我愿把接下来的人生融入火热的“三农”实践，

为“三农”新闻宣传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是为序。   

                                                       宁启文

2012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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