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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有心的人 用心的书

《农民日报》是党和政府指导“三农”工作的权威媒体。作为农民

日报青年记者，李朝民同志情系“三农”，聚焦底层，多年来致力宣传报

道全国各地“三农”工作新思路、新实践、新问题、新现象。他紧跟生

产实践和农民群众需求，采写了一批高质量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为彰显《农民日报》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三农”调查实录《一只眼睛看底层》是李朝民同志而立之年

的作品。这是一本以“崇农立言、惟仁求真”为社训、以记录中国“三

农”真相为主要内容的新闻作品集，视角宽广、内容丰富、语言生动，

既对新闻工作者搞好“三农”宣传报道具有参考价值，也对基层干部群

众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具有借鉴意义。

本书饱蘸深情，用写实的手法、通俗化的笔调、图文并茂的形

式、多元化的视野，通过聚焦农业、田野骄子、底层脉动、微观样

本、瞭望“三农”等5部分，从不同侧面对十七大以来中国“三农”进行

了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解读，既有对农民工返乡的真实

记录、义务教育内幕的披露，也有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创新的系统探

讨，更有对中国渐进改革路径的思考和提升，充分展示了中国“三农”

发展的真实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

目标，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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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城乡

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的差距。“四化同步”最薄弱的环节在农业，面

临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物质基础脆弱、农业比较效益低。全面小康，

关键看老乡。“四化同步”，农业不能拖后腿。解决“三农”问题，现在

真正到了一个攻坚克难的阶段。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举全党全

国之力，加强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对亿万农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只要我们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巩固对农民少取的成果，加大对农村多予的力度，

特别是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广大农民会继续得到巨大实惠，农民的

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会继续提高，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目标时，亿万农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为农民说话，反映农民呼声是这本书的突出特点。这类作品对推

动中国农村改革，繁荣农业农村经济，密切各级领导同广大农民的关

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纵观这本书记叙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当代中国

“三农”发展中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既有宏观理论探讨，也有底

层微观实践，是一本比较丰满的新闻作品集。

这部书中的作品，不是说每篇都是尽善尽美的佳作，但作者能坚

持不懈地写，一篇比一篇好，终于写出一本书来，确实不易，这是一

个有心人写了一本用心的书，我为作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表示

祝贺。也许还有一些文章的思想深度和文字结构不无可商榷之处，但

重要的是，这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有助于许多人正确认知

和研究中国“三农”历史。好政策不是我们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是

起草文件的人在会议室里讨论出来的。只有了解到基层的实情，才能

制定出好的政策。毛主席上世纪50年代就曾说过：共产党领导机关有

两件大事，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制定政策。如果越往上越不了解真实

情况，肯定会误国，肯定会害了百姓。从长远看，书中反映的一些“三

农”问题是值得忧虑的。历史必须真实。真实的历史才能总结真正的经

验，汲取真正的教训，使连续不断又跌宕起伏的历史能更好地继续向

前发展。

作者是幸运的，作为一个皖北农家子弟，当了记者，而且当了

《农民日报》的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机会成

为这么多“三农”真相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

的参与者。然而，正因为他出身农民，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心系农

民，才可能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才可能写出这么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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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刻苦的品格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是促成此书的两大因素，也是

此书最有启示性的两个亮点。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是为序。

         韩俊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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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三农 情洒乡土

《农民日报》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农村发展中茁

壮成长，在“三农”发展新的黄金期走向成熟。创刊30多年来，《农民日

报》承担着“三农”新闻宣传“挑大梁”和主力军的使命，为“三农”事

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良好的舆论引领作用。在记录中国农村改革历

程，见证中国“三农”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日报》培养造就了一大

批热爱“三农”、奉献“三农”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青年记者李朝民便是

其中一位。

朝民写的人物通讯《玉树有个宋仁德》，给我印象深刻。这篇稿

子讲述了青海省玉树州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宋仁德的感人事迹，采

访深入，文风平实，我看过后很受感动。自此，我开始关注他采写

的其他报道。后来，他又采写了《旭日阳刚中国梦》、《谁来救救柑

橘——来自永顺县柑橘滞销的调查》、《乡村医生郑万全》等多篇报

道，社会反响良好。这些文章浸透了一种对农民群体和草根人群的深

沉感情：哀其不幸之情力透纸背，励其奋起之愿跃然纸上，感其坚强

之怀扑面而来。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个有理想追求、

有奋斗精神的青年，是个勤奋刻苦、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对“三农”

有感情、有热情、有激情、有痴情的“四情”记者。如今，他要出书，

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古人云，文以载道。一个“三农”新闻工作者的作品要载什么道？

见一叶而知秋。朝民而立之年结集出版的中国“三农”调查实录

《一只眼睛看底层》，与其说是一本描绘中国“三农”的新闻作品集，

倒不如说是农民报人秉持“崇农立言、惟仁求真”的社训，“为农民说

话，反映农民呼声”的缩影，值得我们同行一读。

首先，这是一本不回避问题的书。“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

“作为一张面向全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党报”，我们不为农民说话，谁为农

民说话？新闻报道应以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舆论监督。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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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可替代，更不可把两者对立起来。舆论监督报道要求记者有一定

的政策和理论水平，对实际情况要真正了解，否则很难发现问题，即

便发现了也很难准确把握问题实质并推动问题解决。从这本新闻作品

集来看，作者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是有一定功底的，所采写的一些报

道，既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诉求，又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促成了问

题的解决，农民的利益得到了应有的保障。

其次，这是一本敢于讲真话的书。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坚持真

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也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但

并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能做到。新闻工作者应把每一篇新闻作品当

成时代的见证，要让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得

起群众的检验。我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坚持用事实说话，一切从

实际出发，要有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的勇气。其次还要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严肃认真的采访作风和娴熟的业务技巧。事实就是最大的深

度，作者最可贵之处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没有那些假话、大话、

空话，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第三，这是一本注重理论探讨的书。虽然新闻作品是用事实说

话，但作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将视线延伸，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各种相

关事实展现给读者，它所提供的现实世界图景是立体的，不仅增加了

报道的深度，而且给读者以思想启迪。一篇好的分析性新闻，它应当

能够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洞察其底，让人回味无穷。作者在这方面

进行了努力，也取得了效果。

研究问题是一个记者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

感的职业表现，我很高兴看到朝民在“三农”研究方面不断深入、不

断拓展。我也希望朝民今后能继续多研究些问题，早日成为一个专

家型记者，把报道写得更扎实、更有分量，为“三农”事业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是为序。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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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贴近农民

为农民日报青年记者李朝民最新力作中国“三农”调查实录《一

只眼睛看底层》的出版而高兴。

对底层百姓的境遇，理解比同情更有意义，呼吁比理解更有

价值。

我想，那些对农民工进城心存疑虑的人们该读读这本书。农民工

进城的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就个体而言，那就是他们要摆脱贫穷，要

过更好的日子。而更大的背景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

劳动力必将大量涌向城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大势所趋。至于如何

推进、怎么改变，书中提供了可行性解决方案。

作为一个农村记者，要经常注意抓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上传下达，为农请命。作为一个农村记者，为农民说一句管用的话，

比你获什么奖的意义都大。在农村记者中，朝民是不是最有成绩的一

位，暂时不好说，还有待历史做出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无疑

是当代农村记者中最为勤奋的一位。

他从2007年开始记者生涯，繁重的日常工作之外，已出版两本著

作。第一本是《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山东广饶大王镇的经验》

（与人合著）。该书是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研究成果，该课题研究的基本

思路、实施方案曾报送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得到肯定和支持。朝民承担课题中关于构筑农业产业化体系

与提升现代农业水平的研究，是课题执笔人之一。

另一本便是中国“三农”调查实录《一只眼睛看底层》。为农民说话

是该书的突出特色。略举几例，以飨读者：

其一是《一个农民工返乡后的生活实态》。雁因时而迁，人因势

而徙。中国的农民工如大雁一般，在东与西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迁

徙流转。2008岁末，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城乡迁徙的季

节惯性：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带上家当，提前回到他们的故土，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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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后的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乡，是否将为这

种无奈的后退支付高昂的成本？为解答各方疑惑，朝民奔赴农民工输

出大省安徽，随机追踪了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芦岭镇大张村返乡农民

工张庆文，与他同吃同住了4天，记录了一个返乡农民工的真实生活

状态。

《一个农民工返乡后的生活实态》文章刊出后，不仅被人民网、

新华网等上百家网站转载，中央电视台《小崔会客》栏目组还通过作

者邀请到被报道对象，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一起参加了央视

2009年两会特别节目，主题就是如何关注、关爱众多返乡农民工。主

持人崔永元在节目中与张庆文夫妇交流时，几度哽咽，潸然落泪。节

目中，农民工张庆文还把当日《农民日报》亲自送给王金山书记，《农

民日报》第一次被央视向全球亿万观众免费推介，大大彰显了《农民

日报》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

其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流失严重》。这篇调查性报道之所以

出炉，主要是想回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个疑问。2009年1月

初，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有个现象值得

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

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

事情。”此言一出，激起了无数人心中的涟漪。

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

会多了，但是他们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这个悖论的后面有着怎样

的逻辑联系？农村义务教育的实际情况如何？农村娃都得到了哪些实

惠？带着这一连串问题，朝民耗时4个多月对河北、安徽、湖北、湖南

四省5所中学、4所小学进行了跟踪调查。当年6月10日，该调查报告通

过农民日报内参上送给中央领导，受到中央领导高度关注，并于6月12

日对该文作出重要批示。

其三是《谁来救救柑橘——来自永顺县柑橘滞销的调查》。永顺

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是我国的柑橘之乡。2011年，全县16.5万亩柑橘获

得丰收，柑橘产量2.5亿斤。由于受全国柑橘普遍丰产、市场饱和等因

素影响，截至2012年2月26日，尚有1亿多斤存库柑橘滞销。产地的路

边、河中间随处都可见到腐烂柑橘的踪影。朝民在村民的带领下走村

入户进行深入调查采访。《农民日报》于2月29日刊发题为《谁来救救

柑橘——来自永顺县柑橘滞销的调查》的深度报道，呼吁社会各界关

注永顺柑橘滞销事件。随后该报道被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上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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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网络媒体转载，引起了全国各地客商的热情关注，纷纷前往永顺采

购柑橘。

由于《农民日报》报道的大力推动，永顺县柑橘滞销难问题得到

缓解。朝民从该县柑橘产业办获悉，截至3月7日，永顺柑橘由原来的

滞销，逆转为一周内销售达3000多万斤。当地村民电话告诉朝民，每

天都有几十辆大卡车前往永顺收购柑橘。此次报道不仅缓解了销售

难，而且还促使了柑橘价格的上涨，中间两次涨价，由原来的每斤0.15

元涨到每斤0.25元、再到每斤0.5元，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不到一个

月时间，永顺县上亿斤滞销柑橘基本售完。

从洋葱滞销、芹菜滞销、白菜滞销、土豆滞销到柑橘滞销，农产

品滞销潮一波接一波，可以说年年有。农产品滞销问题到底该如何解

决，成了菜农、果农们的一块心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产品的

滞销？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近年来，

农民日报多次报道农产品滞销事件，并努力探讨解决滞销之道，助力

破解农产品滞销难题，有力地促进了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朝民作

为主力记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朝民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有影响的报道，原因很多，但出身这一条

我以为很关键。朝民生在农家，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做“三农”新闻

报道，有一个感情和态度问题，对农民没有感情，甚至鄙夷瞧不起农

民，张口“你真农民”，闭口“乡巴佬”，这样的人是做不好“三农”新闻

工作的。

朝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评价是：做人诚实、真挚。做事尽

职、尽责、尽心、尽力。新闻写作属于责任感极强的一种创作。原新

华社社长郭超人有一句名言：在记者的笔下“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

奸，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为了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记者

要有忠诚老实的人品，要敢讲真话，不说假话，要实事求是，不做“风

派”。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的使命，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在记录历史。朝民是一个敢讲真话，不说假话的人，是一个历史的

忠实记录者。

是为序。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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