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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葛志华

行吟偶记行吟偶记

江西瑞金行

在一个草长莺飞的日子里，我如愿以偿地再访江西
瑞金。瑞金犹如一部生动丰富的教科书，一处处旧址群
诉说着筚路蓝缕的艰辛，一座座纪念馆映照出苏区的壮
怀激烈，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折射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一张张泛黄的旧报刊记录着当年的苦难辉煌……扑面而
来的红色文化洗涤着心灵，使这次瑞金之行成为一次醍
醐灌顶的洗礼、触及灵魂的叩问、不忘初心的感召。

深化了对调查研究的认识。调查研究既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大革命失
败后，大批共产党人血染江河，白色恐怖阴云不散，“中国
革命向何处去”这一严峻课题摆在全党面前。毛泽东在
中央苏区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
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作，为寻找适合中
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依
据这些研究调查，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星星之火
渐成燎原之势，苏区得以巩固与扩大。以土地法为例，毛
泽东在兴国调查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	兴国土地法》，把
《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
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赢得了农民的拥护。毛泽东
在寻乌县做了十多天的调查，弄清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
并据此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有了抽多补少、抽肥
补瘦之说。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就同样没有发言权”“调
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
研究就是解决问题”等著名论断。成为我党克敌制胜的
重要秘诀，演变为我党传家宝。

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历史的车轮驶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仍要用好

调查研究的传家宝，练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在深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找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中国
式现代化的途径。这也就是中央多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的目的之所在。

深化了对合作经济的认识。合作经济是经济社会发
展到一定阶段，劳动者自愿联合、实行民主管理、获得服
务与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契合了农业产
业特征与家庭特点，受到苏区农民的广泛欢迎。自愿、民
主、互利是合作经济的本质特征。合作成员个人所有与
合作成员共同所有相结合，既能发挥家庭经营的积极性，
又有统一经营的优越性。

在苏区的经济结构中，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
人经济三种成分。三种经济成分各有特点，又各有局限。
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发展适度，数量较少；私人经济
虽得到鼓励与发展，但力量弱小，规模不大。合作经济作
为苏区的主体经济，其形式主要有商品流通领域的消费
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各类生产合作
社、金融领域的信用合作社等。合作社经济在支援革命
战争、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
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指出：“苏区的
经济血管，一切必须生活的供给，完全只有靠‘消费合作’、
‘粮食合作’‘生产合作’来担负非常艰巨的支配任务”。

毛泽东把发展合作社列为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
之一。苏区政府成立了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统一规划与指
导合作社的发展。毛泽东又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制订
颁发了《苏区合作社暂行条例》《合作社标准章程》等规
范合作社发展，并多次深入农村指导合作社建设，在《才
溪乡调查》中充分肯定了才溪乡发展合作经济的经验，并
把才溪乡命名为“第一模范区”。

发展合作经济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
历史的穿透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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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多次要求办好各类合作社，努力发挥合作社的独特优
势与重要作用，并对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作出重要指示，
奋力打造为农服务的综合平台，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

深化了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客家主要指从中原南迁
的汉人。为了躲避边疆部族侵扰与战乱，在千百年的辗转
迁徙中，客家先后融合南北文化，形成了具有祖先崇拜、
重教观念、寻根意识、开拓精神等特质的多种表现形式的
客家文化。

苏区所在的赣南、闽西是“客家”摇篮，也是客家先
民南迁“第一站”。长汀被誉为客家首府，汀江被誉为“客
家母亲河”。客家土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客家
文化的标志性民居，外形体量巨大、结构奇巧，内部气象
万千、别有洞天，在功能上具有防御外侵的特殊作用，在
理念上又折射出客家人对天圆地方传统汉文化的崇拜与
坚守。当夕阳西下时，辉映着通体金黄的土楼让人宛若
穿越历史，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客家人以其特有的勤劳与开拓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
化，并续写着今日的荣光。瑞金城旧貌换新颜，一幢幢现
代建筑拔地而起，一条条绿茵大道连接四方，一个个绿茵
广场交相辉映。2022 年，瑞金市所在的赣州市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 4523.63 亿元，主要经济指标位列江西省“第一
方阵”，赣州新区更是生机勃勃，流光溢彩。

百闻不如一见。从客家文化到红色文化、从苏区精
神到时代风貌，短暂瑞金之行让我有了满载而归的感觉。

福建岚岛行

我又一次踏上福建平潭这片热土。平潭，也称岚岛，是
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由126个岛屿组成，土地面
积相当于香港的4倍、厦门本岛的2倍，人口40多万。海
岸线长408公里，蜿蜒曲折，深藏长江澳、海坛湾、坛南湾、
山岐湾等优良港湾，拥有70公里的优质沙滩，海平水阔，
雪白的浪花由远而近一层层席卷而来，仿佛在动情地歌唱。
平潭东面与台湾新竹仅68海里，堪称一苇可渡，站在这头
的平潭眺望那头的台湾，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几多
相思几多离愁，不由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写的《乡愁》，所谓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平潭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
此从事狩猎和原始农业，壳丘头遗址就是明证；平潭与台

湾的关系非同一般，两地文化、方言、民情风俗、民间信仰
乃至民间艺术都有太多的同质性。平潭的现实精彩纷呈，
山海画廊般的美景与如火如荼的建设现场交相辉映，综
合实验区更让平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平潭的未来更值
得期许，“现代化 +原生态”的画卷将徐徐展开。

环岛路是平潭的一大亮点。环岛路全长100多公里，
成为勾画岚岛这一海滨城市的美轮美奂的圆弧线，犹如
一条精美的项链，串起沿线众多的城市组团、经济重镇与
美丽景致，把岚岛打扮得格外美丽动人。给人的感觉是平
阔、大气、雄奇、壮美，可与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马拉松
赛道”的厦门环岛路相比肩。平潭环岛路富有特色；从功
能来看，这条环岛路集防风沙与景观于一身，融交通与休
闲于一体。依托自然山体、森林公园、沿海基干林带布局
公路走向，形成了一条防风沙的绿色屏障；主体部分双向
六车道，与三个城市组团、重要生产生活设施、网红打卡
地等快速相通；又将众多的景观连为一体，把石头、沙滩、
海水、阳光、民宿、林带组合成巨大的财富，绿水青山变成
了金山银山；环岛路边又有宽阔的健身步道，一侧是白色
的沙滩与涌动的大海，一侧是绿树婆娑、花团锦簇。从布
局上看，这条路以联山串水为理念，统筹考虑岸线、绿廊、
道路、水鸟、湖泊、景观、民居、生产生活设施等要素，凸现
“	显山露水”“山水交融”“城乡一体”的空间格局。从
层次来看，道路的绿化带错落有致，高大的乔木有榕树、
相思树、南洋梅、木麻黄等，中等的灌木有三角梅、夹竹桃
等，低矮的地被植物有黄心梅等，依次而栽，犹如一幅赏
心悦目的山水画，让人流连忘返。从理念来看，平潭人用
“现代化 +原生态”的理念规划建设，在发展中保护，又在
保护中发展，把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环岛线上的北港
村原是典型的渔村，临海的山坡上保留着层层叠叠的石
头厝，宛如兀立在天地间的群雕，阅尽地老天荒。在修筑
环岛路时，平潭人并没有将这些石头厝一拆了之，而是精
心维护，使之成为旅游休闲胜地与网红打卡地。

环岛路两侧的相思树林，是平潭的又一特色。相思
树树形高大、苍翠绿荫，耐旱、生命力极强。每到初夏，就
会开出小球形状的茎花，星星点点，轻盈灿烂，这些花又
会结出鲜红的相思豆，晶莹红亮。相思树林的后面，一排
排现代风能发电机伫立云天，就像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巨
人诉说着现代神圣的诗篇。■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