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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的作风，真正做出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的实绩。一百多年来，我
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这个

“传家宝”，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我
们党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联系群
众的重要途径、做好工作的重要方
法、改进作风的重要环节。其中，听
真话、察实情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先
手棋”。

要敢听真话。邓小平同志说得
好：领导人的度量要大一些，要能
容人，能听得进反面意见。真言可
贵，未必悦耳，甚至会使人脸红心
慌，如芒在背，有的还会涉及个别
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有
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只有有勇气听
真话，基层才有勇气讲真话，而不
会说瞎话。反观，如果认为直言自
己工作和决策上的问题与不足，是
跟自己过不去、唱对台戏，便在日
后的工作中对提意见者打击报复，
这样做不仅损害了领导干部的威

信，久而久之就没有人说真话、反
映实情了。因此，在调研时要有充
分的思想准备，要敢于听真话，不
带着偏见听，做到客观、耐心、真
诚，不急、不恼、不躁，对涉及的问
题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认识，这样
听真话才是出于真心的，基层讲真
话也自然会蔚然成风。

要善听真话。“兼听则明，偏信
则暗。”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
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因此，对于一些
意见建议，最好先打个问号，看看与
自己平时掌握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多问几个为什么，要有一种“打破砂
锅问到底”的态度。调查中看到的往
往是表象，听到的往往是一个方面
的情况，如果不刨根问底，只能是得
其表不得其里，无法找到症结所在。
因此，在调研中要多想一层，深思一
分，抽丝剥茧、追根究底，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真正掌
握第一手的真实情况，为决策提供
科学可信的依据。

要乐听真话。大时代需要大格

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英国大哲
学家培根说：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
诤言中，所得来的光明比从他自己
的理解力、判断力中得出的光明更
是干净、纯粹。乐于听真话是一种
导向，一种责任，一种优秀品质。领
导干部要乐于听真话，善于接受批
评，才能增强领导能力，提高领导
威信，并使直言之士多起来，使那
些察言观色之人、溜须拍马之话失
去市场。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武
装，充分认识听真话、察实情的重
要性，主动俯下身子，鼓励基层干
部群众进诤言、提意见、讲实情，认
真倾听真言善谏，从真话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要破除私心杂念，带头
听得进真话，善待一切讲真话的
人，树立“听真话”意识，养成“听真
话”的习惯，守正创新，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努力奋斗!

（作者系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员、
军事学博士）

带 头 听 得 进 真 话
鲁闻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
家宝。广大党员干部要拜“理论知识”为师、拜“实践操
作”为师、拜“客观评价”为师，真正做到调查研究中坚
持“人民至上”。

坚持群众路线，拜“理论知识”为师，以“人民至上”
提升调查研究“高度”。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
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
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
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
主张变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调研中，必须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为指导，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善于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
验、探索新规律，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以
群众满意为标尺，提升调查研究“高度”。

坚持实事求是，拜“实践操作”为师，以“人民至上”
拓展调查研究“广度”。实践操作是成事之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性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
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从基层党
建、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事业发展等“实践操作”中总结经验、发
现和解决问题。在调研中，既要走进田间地头看生产状况，又要实地了解
群众生活情况，还要走村串寨察访社情民意，了解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全
面系统地收集第一手资料，拓展调查研究“广度”。

坚持问题导向，拜“客观评价”为师，以“人民至上”体现调查研究“深
度”。“客观评价”是调研之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
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
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在调研中，广大党员干部要以群众利益为己
任，与群众打成一片，结成命运共同体。既要看见好的、也要看见不足，既
要看到表面、也要看到本质，既要看到当前、也要看到长远，把群众面临的
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以
群众满意为标尺，真正让“人民至上”体现调查研究“深度”。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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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层调研是联系群众、学习
群众的重要渠道，是抓基层、抓落实
工作的需要，也是领导干部和领导
机关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调查研
究要尽可能做好“四件事”。

听听“数家珍”，才能向群众学
习，全面了解基层。每一个基层单位
在工作中都有一套自己的招法，即
使一个相对后进的单位，在某个方
面也会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所以，领
导和机关干部下基层时，一定要十
分重视地听听人家“数家珍”，让人
家把自己最满意的工作、最好的经
验说出来，这对于基层的同志来说
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鼓励；对于领
导和上级机关来说，是了解基层情
况、掌握工作动态的好时机。听听

“数家珍”，对基层的情况就不会不
明不白，就会了解许多坐在办公室
里了解不到的真知灼见。

帮帮“挠头事”，才是急群众所
急，真正为基层办实事。帮助基层
解决问题是领导和上级机关义不
容辞的责任。新形势新任务给基层
干部群众带来许多“烦心事”“挠头
事”，制约了基层建设整体水平的
提高，致使一些工作总在低层次循

环，一些单位总在低谷中徘徊。为
此，领导和机关的同志必须扑下身
子，对基层的“挠头事”要善于发
现，善于解决。如有些“挠头事”是
基层经验不足造成的，基层同志年
纪轻、阅历少、功夫浅，要注意教方
法、传帮带、“授人以渔”，帮助他们
修炼好“内功”，提高自己的能力，
让他们今后碰到类似“挠头事”的
时候，心里不慌，处置有方。而有些

“挠头事”确非基层自身力量能解
决的，领导和机关要不推诿，不扯
皮，不拖延，该物质上支持的要支
持，该政策上倾斜的要倾斜。对于
本级无力解决的，则应如实报告上
级机关。

点点“当局迷”，才是真正关心
爱护群众，从根本上帮基层。有些基
层的同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习惯
了，容易麻木，对问题不敏感。有的
不了解上情，看问题产生片面性，一
些“旁观者清”的问题，对当事者却
成了“迷津”。这就需要机关的同志
深入一线，扭着问题不放松，把脉号
准，把病根找准，然后对症下药。点

“当局迷”，有时需要“和风细雨”劝
说，有时也可采取“单刀直入”的办

法，促使“迷”者醒悟。但对于那些为
私心所“迷”，为名利而隐忧藏拙、造
成损失的，则要“当头棒喝”，使其彻
底悔改。

谈谈“心里话”，才能沟通上下
关系，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机关的同
志，首先要端正对基层的态度，放下
架子，以平等姿态与基层同志相处，
不要当客人，更不能高高在上，要主
动找基层的同志交心通气、亮出自
己的思想，以诚相待，以心换心，让
基层的同志听到你的“心里话”，得
到他们信任，他们才会向你倾吐心
声。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思所
想所盼，更利于有的放矢地抓好工
作落实。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退休干部）

调查研究应做好“四件事”
刘克勤

大兴调查研究，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工作方法，是我
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
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因
此，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很有
必要，调查研究贵在深。

调查要深入。要通过广泛深入
的调查，全面了解掌握工作一线的
真实情况，这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前提。没有广泛深入的调查，就掌
握不了全面的情况，就会陷入“情况
不明决心大”的误区，做出错误的决
策，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一要防止走
马观花式调查。坐在车子里，东看
看，西瞧瞧，蜻蜓点水，脚不沾地，

“只看见马屎皮皮光，没看见马屎里
面是巴糠”。二要防止只听取工作汇
报式调查。“出发一阵子，开会一屋
子，发言念稿子”，这样的调查是听
不到真实情况的。安禄山曾向唐玄
宗汇报说：“去年营州闹蝗虫之灾，
臣为此焚香祈祷：‘臣若是持心不
正，事君不忠，愿出虫食臣心，若臣
不负神祇，愿使虫散’。说也奇怪，臣
祷告完毕，立刻有一群鸟从北方飞
来，把蝗虫吃得一干二净”。这样的
汇报可信吗？三要防止道听途说式
调查。如网上信息、手机微信、马路
消息、街巷谣传等，都是缺乏真实性
的，都是不可信的或不可全信的。因
此，我们搞调查一定要走出车子，放
下架子，扑下身子，现场看，当面听，
直接问，你要调查农民问题，你就必
须深入农村；你要了解工人状况，你
就必须深入工厂；你要知道牧民疾
苦，你就必须深入牧场。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
盼，才能获得真实情况，正如毛泽东
同志所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
就得亲口吃一吃。

研究要深刻。就是要通过深刻
研究，分析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性。一是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
惑。只知其表，不见其里；只知风平
浪静，不见惊涛骇浪；只知莺歌燕
舞，不见鸡犬不宁；只知太阳高照，
不见阴雨连绵。表面现象往往容易
造成假象，利用假象作出决策，必定
导致失败。二是不要浅尝辄止。研究
工作一曝十寒、半途而废、浮光掠影
都是不行的，一定要追根究底，举一
反三，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才
能取得成效。三是不要主观臆断。不
要凭老经验、老习惯、老做法，不要
凭主观想当然，以“好像、大概、估
计”等概念做结论；不要以偏概全，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一孔而窥全
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研究，也达不
到研究的目的，只能功亏一篑。我们
只有对所掌握的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进行全面深刻的研究，才能找出事
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把握其规
律性，只有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才能
反映事物的本质，对社会实践才具
有指导作用。

融合要深度。无论调查还是研
究，它们都是手段，发现和解决问题
才是目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
了发现和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而问
题解决的路径、问题解决的办法、问
题解决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调查研究。因此，要能够及时地发
现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的开展，必须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工
作。如果说调查研究是知，那么发现
和解决问题则是行，只有把调查研
究与发现解决问题深度融合起来，
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才
能达到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
题、推动事业发展之目的。

（作者系市委办退休干部）

调查研究贵在深
刘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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