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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7 月 2 日） 

  截止到 7月 2日，很多支队的暑假实践之行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对于远赴青海尖扎县

的一支队、二支队来说，实践才刚开始。 

    今天是第五支队此次暑假实践的最后一天，调研地点已经由永嘉县转移到了温州市区。

同学们在温州市政府分别与市经信委的负责人、银监分局的负责人就温州金融改革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同样今天也是经管学院赴温州乐清调研支队调研的最后一天。同学们谈论起这五

天的实践，感触最深的是每次座谈会的收获以及每次散场后的新的思索。 

7 月 2日，长春支队的暑假实践之行已经进入了倒数第二天。上午，支队同学乘车前往

吉林省金融办，与金融办的领导们进行了座谈。省金融办对同学们的这次调研非常欢迎，各

部门的处长给大家介绍了金融办的基本情况和业务，着重介绍了吉林省农村金融的发展状况，

解答了同学们在之前的调研中积累的问题。下午，大家继续走访了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

在座谈过程中，同学们对农业银行在三农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第一支队今天调研的地点主要有三站：第一站是昂拉乡政府周边，调研的对象包括昂拉

乡第一完全小学的校长和老师、卫生局的医师等等；第二站是措加村，调研的对象是村长；

第三站是牙那洞村，调研的对象是村长和副村长。调研的最大进展是对昂拉乡完全小学的教

师和周边医生、公务员的调查。这部分人的网络使用相对来说更普遍。虽然完小是一个不大

的小学，但是老师却人手配备一台电脑，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分队今天调研的收获。其中一位

被调查的医生表示，医院的工作有时会要求他们使用电子邮件来传送文件，同时她也曾使用

过网络为孩子寻找一些教育方面的资料，有过三次网购或网上充话费的经历，但是付了款，

货和话费却没有送到，所以对网络有一定的不信任。综上所述，第一分队今天的调研非常成

功，获得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是，使不使用网络，第一决定于有没有相应需求，第二决定

于受教育程度。第二分队组一早来到了措周乡多拉村调研。他们首先来到的是措周乡乡政府，

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小学，对学校的网络使用情况进行了电脑。在学

校调研结束后，他们又在当地的领导的带领以及翻译的陪同下深入农户家庭，来到了多让村。

调查发现：总体而言，年轻一代对于电脑和互联网了解更多，上学的比不上学的了解更多，

没有接触过网络的人对于网络并没有太多的期待，接触过网络的人对于网络的期待比较大。 



 

一支队的同学们在昂拉乡完小进行调研 

今天是二支队同学们正式调研的第二天。第二支队继续分成两个调查小组分别行动。第

三调查小组（包括第 5、6、7 小组）继续前往康杨镇。上午的调研地点选在了尕麻塘村。这

是一个主要以藏族为主的村子，因此语言不通便成了调研的主要阻力。在藏族同学万玛的翻

译下，第六组才得以与藏族村民顺利沟通，获取信息。通过调研，同学们发现这个村庄中人

们的收入并不低，但是互联网的普及却十分低。居住在当地的村民基本没有使用过互联网的

经历，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十分有限。谈到他们接触互联网的困难时，他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语言不通。就算那个村庄最普遍的电视，虽然大多数用户都能收看到 40 多个频

道，但他们真正经常看的频道不超过 4个。因为只有这几个频道是藏文的。同理。由于网上

的信息大部分也是汉语，当地居民大多数不认识汉语的文字。因此，在这样一些以藏民为主

的村镇中推广互联网，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便显得至关重要。结束了早上的调研，下午，第

三调查小组来到了康扬镇镇上。在这里，同学们将调研对象锁定为了街边的商贩。与农村不

同，身处城市的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明显更加丰富，对互联网的接触与运用也更为普遍。总

的来说，今天第三调查小组的调研分别设在农村和城市，对比两处，可以发现两处居民的生

活水平的差距并不太大，但他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和利用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在该调查小组看

来，这种区别一方面是由于硬件设施——联网的容易程度以及是否有语言障碍；另一方面就

是观念，在城市中更多能接触到一些新鲜事物，因此对于互联网便更加乐意去接受。 

在实践中，同学们不仅获得了调查数据、增进了对实际问题的全面理解，更在交流中得

到锻炼，拓展了视野，也提高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