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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就必须要为村级组织培育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

队伍。

同时，徐伍达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农业农村现

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这不是投入一些现代化设

备，搞了现代产业，打通了交通就能实现的。比如现在

农牧区的年轻一代也和内地的年轻人一样，看短视频、

网购，但他们是否真的已经融入外部的现代社会？”在

他看来，如果乡村人的思想、人的教育、人的素质达不

到现代化水平，“即使把高铁修到家门口，他仍然会选

择骑马！”

虽 然 已 经 是 研 究 员 ， 还 担 任 西 藏 民 族 大 学 兼 职 导

师和西藏农牧学院农村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老

师，但徐伍达还是决定再去读博士。对这样的选择，徐

伍的解释是“主要还是为了个人学术上的提升。”他觉

得 自 己 需 要 静 下 心 来 ， 对 这 些 年 在 基 层 调 研 遇 到 的 问

题，还有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通过导师的

引导，能够给予系统性的整理和疏解。

“ 我 今 后 的 研 究 方 向 ， 会 更 倾 向 人 类 学 的 田 野 调

查，从书本中抽离出来，从理论走向实践，通过实践建

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徐伍达说，他这次申请的是定向

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还是要回到西藏的。

多年前，徐伍达就确定了自己的研究目标，那就是

致力于为西藏贫困问题寻找到解决之道。如今，为已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农牧民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寻

找方向，又成了他继续学术深造的动力。

这样的徐伍达，颇有些古代名士的风范：事了拂衣

去，深藏功与名。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特别致谢！）

乡镇很多超市一样，都在成都寻找一个固定代收点，去

成都进货的时候，就帮附近的村民们将购买的物品带回

芒康，只收一点跨省的手续费，这样就解决了西藏网购

不包邮的问题。村里的农副产品也通过这样的方法，解

决了网络销售的问题。而且京东、阿里等电商在一些大

的乡镇也布局了网点。与内地农村一样，这里的土特产

网络销售通道已经打通。

徐 伍 达 还 发 现 ， 不 管 是 毛 尼 村 还 是 加 嘎 村 ， 基 础

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各个自然村的主要道路全都硬

化，村民饮水不仅安全而且便捷；手机4G信号也覆盖了

绝大部分的自然村，只有个别相对偏远的放牧点因为高

山阻挡还有一些信号盲区。

十 年 后 ， 徐 伍 达 带 着 工 作 队 再 次 来 到 帮 达 驻 村 ，

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乡村振兴。“核心任务是要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个方面实现乡村振

兴。”

经过一段时间走访调查，徐伍达了解到，当地群众

的增收渠道依然不多。他觉得，这其中有自然环境的原

因，也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个仅有1198人

的村庄，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村里的富裕群体都搬到

城镇居住，年轻人都到城里务工去了，剩下的800多人，

不仅年纪大，文化程度低，而且大多思想比较守旧。

“这就引出三大问题：为什么要搞乡村振兴？谁来

振兴？振兴的主体是谁？”这也是徐伍达给自己出的研

究课题。

如何让加嘎村村民增收？徐伍达和驻村工作队提议

村民种树，因为种树政府是有补贴的，而且有利于发展

生态经济。但是，村委会和村民们担心种树会把土地圈起

来，这样牲畜就过不去了。于是，这个提议就不了了之。

徐伍达经常反省，工作队的设想与村民意愿的距离

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有些看似不错的规划，却成了村民

们眼中的“天真想法”？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自己一直

强调要有扎根理论。“如果不因地制宜，你的想法再好

也做不下去，村民们既不支持，更不愿意加入其中。”

2023年5月，徐伍达与工作队结束一年的驻村工作返

回单位，他也带回了对乡村振兴的更多思考。其中一个

思考是城乡融合方面的，他正在写成对策建议。

这次驻村，徐伍达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年各

个村长期派驻工作队，间接地导致了乡村干部综合能力

偏弱。村干部工作主动性不强，什么事都想交给驻村工

作队代办。”在他看来，乡村要振兴，要实现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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