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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和践行党的
调查研究优良传统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
践遵循。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
宝”。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
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之一，
以研究中国国情，把握主要矛盾，制定正
确的革命策略、发展谋略和施政方略。可
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调查研究方法与实践
的历史。调查研究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
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一头连着最基础的社会实践，
一头连着最深刻的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理论不断与社会实践相契合的中
间环节，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
论、唯物史观的哲学内涵。首先，它是应对
内外形势之“变”的现实需要。从“帝国主
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
众的矛盾”的判断，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的把握，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
变，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不同历史时
期，坚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客观反映现实
矛盾的具体体现。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
全球问题更加突出，各种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因素频发。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得起来
自外部的各种遏制和打压，能否对当前中
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着清醒认识，能
否对国际发展态势做到精准把握，就需要
依托调查研究这一法宝来破解。其次，它
是理论指导行动之“用”的必然要求。回顾
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三次飞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的调查研究实践创新。以调查研究实践创
新回应历史问题，倒逼和推进中国共产党
的理论创新。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不断向前推进，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擘画
了党的中心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同样离
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再次，它是破解风
险考验之“源”的有效方法。破解危险考验
就需要依托广泛而深刻的调查研究，以此
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升党的执政本
领。从中国共产党坚持调查研究的百年历
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向“人民
学习”的良好习惯、向“现实找答案”的优
良传统，不断在反思实干中推进党的执政
本领建设。

如何做足调查研究的基本功？一是要
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
研究，本质上就是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新时
代我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就是要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密
切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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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断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要有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
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验证条件和目的。在全党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三是要有鲜明的问题导向。问题
导向是调查研究的基础导向。在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必须突出现实问题导向，
持续跟踪关注社会热点，聚焦重点难点，
勇于和棘手问题“硬碰硬”，拿准吃透基层
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在调查研究的过
程中，我们要坚定不移从实际出发，找准
切口、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一锤接
着一锤敲，一步紧跟一步行，把一个个“问
题清单”变为“成果清单”，我们就一定能
积小胜为大胜，用实际行动扎实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
（作者单位：湘中幼专马克思主义学院）

用好传家宝 练好基本功
杨曼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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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笔者到一些单位
采访，了解到很多地方和部
门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当
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几
乎每个单位都召开了专题
会议推动调查研究工作，制
定了工作方案，提出了目标
任务，细化了工作措施。要
求每一位领导干部都选定
好调研课题，安排好调研行
程，有的还下达了完成多少
篇调查报告、发表多少篇调
研理论文章等“硬指标”。

但笔者认为，这种“带
着课题走”的调查研究方式
值得商榷。调查研究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是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是获得真知
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
作的基本功，是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
途径。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紧
紧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
展，“奔着问题去”，实行问
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着
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
淤点难点。而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一些单位和部门，
却把“解决问题”这道“必答
题”理解成了“选择题”，调
查研究不是“奔着问题去”，
而是“奔着选题去”“带着课
题走”，这种做法，有违瞄准
急难险重任务，锚定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带着疑
问、抱着目标开展调查研究
工作的初衷，取得的效果自
然也会大打折扣。

粗看起来，“奔着问题
去”和“带着课题走”，只是字

面上的差异，但两者实质上
有着很大区别。“奔着问题
去”有鲜明的导向性，是发现
问题、找准问题、与基层群众
一道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
过程，是一项以打通工作中
的堵点淤点难点为目的的系
统工程；而“带着课题走”则
有一定的主观性，去哪里调
研？调研哪些方面？都带有固
定思维、定式框架。这样，就
很容易“提前预设调子”，导
致在调研中有意或无意地重
视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
忽视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
息；或者避重就轻，只看到表
面的粗浅问题，忽视了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
样的调研结果必然失之偏
颇。另外，“奔着问题去”注重
做好调查研究“后半篇文
章”，研究出问题本质，研究
出硬招实招，并进行决策执
行和落实环节的反馈调查；
而“带着课题走”注重的是收
集相关材料，形成调研报告，
至于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
有得到解决？堵点淤点难点
究竟有没有打通？则关注不
多，容易造成调查研究和贯
彻落实的“两张皮”。

因此，我们各级领导干
部，要扎扎实实在调查研究
中做到“奔着问题去”，走出

“带着课题走”的误区，盯着
“难点”而非“观点”、怀着
“感情”而非“感性”、带着
“思考”而非“总结”，坚持问
题导向，实事求是、慎终如
始做好调查研究，使问题得
到解决、事业得到发展、群
众得到实惠，让调查研究出
实效、见真章。

“ 奔 着 问 题 去 ”
并非“带着课题走”

羊长发

说出文章标题这句话
的，是一位刚从某小区调研
归来的领导。与其说这是他
对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认
识，倒不如说是他经过亲身
实践后的真切感受。

他告诉笔者，前不久他
到一个居民小区走访调研，
群众反映这个小区建成快
两年了，可有一栋楼的燃气
还没有开通。燃气公司说是
这里面有几户常年不在家
进不去试不了压，不能供
气。就这么点事，群众上访
一年多总也解决不了。

这位领导了解内情后，
心想：不能因为这几户人家
开不了门而让几十户群众
常年用不上气呀！于是他想
了一个法子：动员楼栋住户
推选出几个代表，社区再来
个领导，派出所来个片警，
在大家共同见证下，让开锁
公司为这几家开锁，燃气公
司来试压。“如出了其他事，
我负责！”就这样，拖了近两
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到半
天就解决了。

由此笔者想到，有一些
干部到基层调研时，掰着手
指数来数去都是难题：上项
目难、招商引资难、拆迁难、
转型升级难、筹资难、解决

群众纠纷难......一句话，干
什么都难。说白了，他们的
思想里还是没有完全树立
以民为本、为民解难的意
识，没有一种非要将问题解
决不可的想法。因而，就只
能被表面的困难和问题绊
住，施展不开手脚，不会去
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更不
会千方百计去寻求解决问
题和矛盾的办法。

其实，再难的问题都有
“解”。当然，这个“解”，并非
得来全不费功夫，不但要付
出艰辛的努力，跑断腿、磨
破嘴，还得动脑筋、想办法，
就像数学上解方程式、做几
何题那样，或加“辅助线”，
或采取迂回的思路。如此，
许多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基层许多涉及民生的
问题都有类似的情况。看似
不大、不复杂的问题，可绕
来绕去总也没有解决的办
法。但有时换一个人或一种
思路来解决，就很容易。但
前提是，一定要具有以民为
本的思想。只要有了一心为
民的想法，就一定能探索出
攻坚克难的办法。

（作者系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退休干部）

有 为 民 的 想 法 ，
就会有解难的办法

刘克勤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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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广大党员干部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从“精度”“广度”“深度”上着笔，点好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之“睛”，敢于

“解剖麻雀”，获得真知灼见，锤炼干事基
本功，真正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的
实际举措。

从“精度”上着笔，凝心聚力把情况摸
清，点好发现问题之“睛”。“精度”是调研
之基。摸清问题，关键在于瞄准方向不动
摇，直奔事物“原生态”而去。围绕群众所
思所想所盼，倾听“原生态”声音、考察“原
生态”面貌、了解“原生态”实情。要坚持问
题导向，常同群众交流互动、常思群众急

难愁盼、常听群众肺腑之言。要与群众“拉
着大黄牛”躬身田野、“进一扇农门”了却
民难、“坐一条板凳”促膝谈心，把问题搞
全搞对，把明招真招好招用到对口位置，
把群众“芝麻小事”摆到桌面上、放到行动
上、落到结果上，敢于“啃硬骨头”，实事求
是填报问题“清单”，做到凡事有交代、事
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从“广度”上着笔，勇往直前把问题根
源找准，点好分析问题之“睛”。“广度”是调
研之要。要不拘于身边事，着眼于“广度”，
以点带面，各个击破，遍地开花。在调研中，
要善于分析前因后果，群众反映的要思考，
群众没反映的也要思考，真诚倾听群众呼
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冷
暖，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做。分析问题要
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衣食住行，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对标对表群众所思
所盼，不遗余力办好群众心头事。要带头到
社情复杂的地方去，练就化解矛盾本领，既
要看到中心、更要看到边缘，既要看见好
的、更要看见差的，既要看到今天、更要看
到明天，把全部问题一一分析透彻。

从“深度”上着笔，一五一十把对策提
实，点好解决问题之“睛”。“深度”是调研
之魂。既要看到“面子”、更要看到“里子”，
既要看到表象，更要看到本质，既要看到
成绩、更要看到不足。要把对策提实，既要
深入调研政策法规执行情况，又要深入挖
掘生产生活中、人民群众中积累的解决问
题的“干货”，既要攻坚克难完成“规定动
作”，又要创新思路做好“自选动作”。要深
入收集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层次的各种信
息，凝心聚力瞄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与群众结成命运共同体，勇于涉险
滩、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一对一
提出解决方案，实打实抓好工作落实，让
调研成果经得起党和人民检验。

（作者单位：武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调研要有“点睛三笔”
胡南春

海岛人家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