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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学赵亚夫，是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的明确要求。怎么学，学什么，带

着这些问题，我们于“七一”前夕来到句容戴庄村，深度访谈了“时代楷模”赵亚夫。大半天的时间里，

赵亚夫向我们娓娓道出他的农村情缘和农业梦想，并谈了对农村党建的认识、学习新思想的心得、搞好调

查研究的方法以及系统做好农村工作的思考。在主题教育正在深入推进之际，党员干部不仅要学他的精神，

也要学他的方法；不仅要学他的情怀，也要学他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党组织的带动作用

扎根农村，赵亚夫深切体会到发挥党组织作用的重要性。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们，“前面几十年在农

村搞农技推广，我们主要靠点对点去找一些熟悉的农民，跟着我们做的，慢慢都条件好起来了，没资金没

技术的农户，还在原地打转，这不是共同富裕。”

一个都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怎样才能让大家都富起来？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景，赵亚夫选择了茅山

老区丘陵腹地的戴庄村，他想尝试通过“整村推进生态农业”的方式，为经济薄弱地区的农民找一条共同

富裕的道路。

本世纪初的戴庄村，村级经济很差，集体的事情办不起来，村干部讲话没人听，更无力帮助农民脱贫

致富。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要从培养“火车头”开始，刚进戴庄，赵老就带着村干部培养示范户、建设示

范园，手把手教他们农业技术、经营管理，甚至指点他们怎么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绿色农产品有机桃、“越光”水稻逐步被戴庄人接受，没过几年，村民的收入就比过去有了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大家对技术、销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怎么才能把农户进一步组织起来?赵老学习了日本农协的

做法，鼓励农户加入合作社，由合作社为他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农户不需要直接承担市

场风险，只要做好田间锄草、灌溉等日常管理工作就可以。

一些老弱病残贫困户入社以后，可以先期无偿使用生产资料，有了收成再偿还，这就解决了生产资金

短缺问题。不懂技术，有合作社的技术指导；不会销售，有合作社的代销；缺劳力，有合作社的农机服务

等，贫困户种田的困难，都能在合作社的日常运行中得到解决。此外，合作社销售农产品的收入，会有少

部分被提留为公积金，村集体经济也因此大幅提高。

谁来为合作社服务？同样要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作用，在一户一票的竞选规则下，党组织带头人能不能

当选合作社理事长，要村民说了算。赵老认为，“道理很简单，服务做得好，大家觉得你有能力，才会选

你。”这也倒逼“村两委”从“管理”向“服务”转变，从而赢得广大村民的信任。跟着合作社就是跟着

党组织，“村社协同”的模式把党组织、村民、村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了民富、村强、组织有

力的目标。

把合作社和党组织的力量进行“耦合”，是赵老在戴庄探索的一条有效路径。他强调“，一个地方发

展起来，一定不是靠哪一个技术人员能干，必须撬动基层党组织的能量。支部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给农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他们自然会说，跟着支部跑、跟着党跑就对了。这样一来也放大了党建的效应。老

有人说，戴庄能做成是因为有我赵亚夫，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能有什么用，如果说我为戴庄

做了点事的话，那就是把大家再次组织起来了。”

“身入”而“心至”，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2001年的赵亚夫，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听到了朋友们“吃饭都不敢下筷子，各种污染防不胜防”的议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袭上他的心头，引发了他对农产品安全的追问，开启了他在戴庄

的高效、有机农业探索之旅。

他在戴庄的实践强调对生态的修复和保护，采用了大力培育生物多样性和健康栽培、健康饲养技术，

如种水稻，不施农药，用醋喷洒；不施化肥，用发酵的有机堆肥。

党的十九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述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

明了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这也证明了戴庄这么多年来走的绿色发展之路是正确的。

“习近平总书记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探索这种规律，包括他在福建、浙江的一些实践。”在谈到

对新思想的认识时，赵老说到，“新思想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在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对发展规律的总

结，非常符合自然规律，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在农村这么多年的摸索，实际是验证了新思想的正确

性。因为规律只有一个，真正深入实际探索规律的人，最终都会走到新思想所指的路上来。”

党的十九大召开，赵亚夫在收听大会报告时，没有听到“合作社”，感觉有点意外。当时，国内有两

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走欧美的路，做大农场，还有一种是学日本韩国，发展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模式。

中央的顶层设计到底是什么？在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时，赵老一颗

悬着的心落地了。在他看来，合作社是小农联合起来对抗市场风险的互助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的可靠路径。2018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把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作为经营主体，把合作社放在了首要地位，

再次与“戴庄经验”不谋而合。

如何学懂弄通新思想，赵亚夫的经验是，不能仅仅看字面意思，要去琢磨它背后的探索过程，只有把

这个弄透彻，才是真正的学懂了。对基层干部而言，倘若没有“身入”，很难得出正确结论，但如果只是

“身入”而没有“心至”，就不可能做深、做实、做细，取得实效。



每往前走一步，都要做好调查研究

进入戴庄村之前，赵老就带着团队对戴庄进行了一次“大摸底”，农户种田意愿怎么样，在种什么作

物，农产品销售情况怎么样，家庭有没有外出打工人员，人均纯收入怎么样，走进每家每户，搜集了厚厚

的一沓资料。正是在这些数据的支撑下，戴庄才提出了整村发展有机农业的思路。

随着有机农业的发展，受示范园、示范户的影响，村民获得技术、资金支持的意向愈来愈强，对联合

生产、联合销售的要求愈来愈高。2005年，作为中日合作句容市农业农村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工作的一项重

要内容，赵亚夫与江苏省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共同进行了戴庄村、倪塘村、和平村等三个行政村的入

户问卷调查，分别就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农业经营情况、农业技术学习情况以及今后五年务农的打算等

作了调查了解。入户问卷调查显示，当时已有 267 户受访农户（占受访总户数的 53%）表示，如果戴庄成

立合作社，他们愿意参加。这表明戴庄成立有机农业合作社的条件已经成熟。2006年 2月，戴庄有机农业

合作社正式成立，第一批入社农户达 152 户。问卷调查显示，在希望合作社帮助解决的问题中，技术、销

售和资金问题位列农户关注度前三。因此，合作社成立后除了开展技术培训服务外，还开办培训班、编写

农民易学的小册子，引导、帮助农民由生产者向经营者转换，在争取政府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培养示范农

户，调动农民自主投入资金的积极性，戴庄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有了这些调研的资料，我心里就有数了，戴庄每往前走一步，都必须了解农民的意愿，顺着他们的

意愿来。”在采访中，赵老对每一次大调研的数据都记忆犹新、信手拈来，正是这些尊重客观规律、顺应

民意的选择，让戴庄的生态农业之路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

赵亚夫在深入基层一线调研的同时，还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为“三农”事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公益型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不能丢》《对发展农业旅游产业的认识》《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谁》《五谈“三农”》等报告都是经过面广而详实的调查研究之后，再经过深思熟虑

而写成的。去年底，省政府办公厅根据赵亚夫提交的调研报告，印发《关于学习推广“戴庄经验”推动生

态农业建设的意见》，要求总结推广句容市“戴庄经验”，加快推动全省生态农业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说，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要发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好作风，把调研成果融合到各项

工作中，转化为发展目标的内涵要求、推动重点工作的有效举措。赵亚夫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做农民的知

心人、交心人、贴心人，从而使得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基层更需要“全科干部”

“葡萄专家只管种好葡萄，草莓专家只管种草莓，这是不行的。”赵亚夫感慨道。在戴庄村十多年的

时间里，赵亚夫有着多重身份，是个实打实的“全科干部”。农民种植中遇到困难，需要技术指导时，他

是农技员；农民种的农产品需要打开销路时，他是懂市场营销的农经专家；农村人才出现匮乏与断档时，

他是组织干部。在“本领恐慌”“能力不足”的问题相当普遍的当下，做赵亚夫式的“全科干部”，不断

进行工作转型、能力升级，才能适应百姓日益多元化的需求。

创办有机农业合作社之初，赵亚夫被聘请为特别顾问，不拿报酬，不要股份，既“顾”又“问”。每

次理事会都参加，共同研究重大事宜，每有重大活动，都置身其中，提出一些“金点子”“银办法”，为

合作社谋划运筹，建言献策，不断完善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合作社的凝聚力日益增强，社员的向心力、

认同感日甚一日，社员收入年年大幅提高。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为帮助句容的草莓种植户销售草莓，赵亚夫开始研究并实践“营销学”。到了戴

庄，赵亚夫把平时所学、所悟、所得的“营销学”，在戴庄来了个综合性的运用体验。推广种植“越光”

水稻后，为打开销路，经过市场调研和分析研判，锁定目标客户，亲自带着农民前往上海一高档小区，用

“越光大米”现场煮饭、煮粥。此后，上海成为“越光大米”一个有着较大固定需求的市场。

城镇化带来的阶段性农村空心化，让赵亚夫意识到了“谁来种地”“谁来把地种好””的严峻问题。

大学生村官能够为新型职业农民输入新鲜血液，改善新型职业农民的整体素质与结构。对来到戴庄的大学

生村官，他倾其所有、言传身教，办起了村官培训班，在实践中教授农村日常事务处理办法、调解纠纷技

巧、生产组织、营销技能、农业科技知识等。在赵亚夫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已经有大学生村官走上了领

导岗位，有的在农村创业，事业如日中天，有的成为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独当一面的“土专家”。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赵亚夫说，农村最需要“全科干部”，什么政策都知晓个一二，什么问题都

能拿出个对策，做名副其实的“百晓生”“多面手”。“要把农业、农村、农民看成一个系统，上下联动，

前后接续，才能实现整体推进。我的这个系统思维是田野里‘长’出来的。”农业科技人员敏锐的职业直

觉，让赵亚夫早早坚定了发展有机农业的信念，几十年在农村开展田野调查的经历让他作出了向发展农业

合作社并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方向发展的决策，与农民打交道的经历让他明白尊重民意、顺应民意，从而

真正把实事办到农民心坎上。

赵亚夫一辈子扎根农村，心系农业“，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销，实现农民富”，用几

十年的行动践行着他乡村振兴的理想，这种精神将会让希望的田野里结出更多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