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23年7月4日 星期二 责编龚爱秋 版式易灵 校对毛凌波 要闻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习近平的调研故事
（上接01版）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
不久，有人请他谈谈“施政纲领”。他笑
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
候，我是要说的。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位“新
官”为什么不着急“点火”？《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一书记录着习近平同志主政
浙江期间的思考和实践，他在书中道明
原委：

“‘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
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
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
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
（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
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
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我牢
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

毛泽东同志开创了我们党重视调
查研究之先风，他通过深入调研撰写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
等，对习近平同志产生深远影响。

2011年面对中央党校学员，习近平
同志提到，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
调查时直接同各界群众开调查会以掌
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表示“这种深入、唯
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2020年9月，
在湖南考察时，总书记提到《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要求各级干部要密切
联系群众；2022年3月，面对广大中青
年干部，总书记谈及毛泽东同志1941年
8月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
究的决定》，强调“这些要求和方法，至
今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凡是
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调查研究
的高度重视和深入实践，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2021年9月，在陕西榆林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绥德县的郝家桥村。

郝家桥村是中共绥德地委在1943
年春，经过1个多月调查研究，挖掘、树
立的一个模范村。78年过去，模范村再
获一份“楷模”称号：“全国脱贫攻坚楷
模”。

总结先进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一语
中的：“调查研究。通过下实实在在的
功夫，掌握第一手资料”。

作风、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2013年7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考察调
研。

冒着瓢泼大雨，总书记卷起裤腿，
打着雨伞，蹚着积水边走边看边问：“内
地港口是不是发展潜力很大，到东南沿
海的集装箱多吗？”“如何解决投资资金
问题的？”……

两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
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调
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
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
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
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
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
入的调查研究。”

回望走过的路，能够看得更加清
楚，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善用调查研
究，这是他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培养起来
的工作方法和优秀品格。

陕北的知青岁月，习近平同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体味了最苦、最难的农
村生活；在正定，习近平同志跑遍了所
有村；在宁德，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
县，后来又跑遍了绝大部分乡镇；到任
浙江后，用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全省90个
县市区；在上海，7个月就跑遍了全市19

个区县……
“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

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
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
区。”在地方工作时，靠着一个“跑遍”，让
习近平同志掌握了基层、读懂了中国。

“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
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到中央工作后，基
层考察调研更是占据了习近平总书记
繁忙日程表的重要部分。

从东北林海到边远山乡，从城镇社
区到边卡哨所，总书记不避寒暑、不辞
辛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真话、察
真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

言传身教，继往开来。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

‘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
2019年1月，在天津考察时，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南开大学。在校史馆，习近平
总书记轻声念诵这段话，细细揣摩：“说
得好！”

每一次深入调研就是一次躬行求
知。唯有将调查研究这一共产党人的
优良传统接续传承、发扬光大，才能“知
中国”更深，“服务中国”更好。

讲求方法的艺术——
“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

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
上下工夫”

2023年5月16日下午，在赴陕西
西安主持中国-中亚峰会途中，习近平
总书记乘坐的专列停在了山西运城。

考察运城博物馆和运城盐湖，了解
文物保护工作和黄河流域生态……中
途停车，多走一走，多看一看，总书记在
忙碌的行程中“挤”出时间开展调查研
究。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调查研究始
终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

一位长期在浙江工作的记者保存
着一份珍贵的日程表，这是2002年10
月12日至2003年2月27日，习近平同志
每天的工作行程。履新浙江省委书记
后的两个多月里，习近平同志到市、县
（市、区）和省直部门调研的时间超过工
作时间的一半，还经常利用周末到各地
各部门调研。

《之江新语》开篇之作便是习近平
同志在浙江撰写的《调研工作务求“深、
实、细、准、效”》。文章指出，全省“各级
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
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
细、求准、求效上下工夫”。

深、实、细、准、效——这是习近平
同志为大家调研工作立下的“规矩”，也
是他多年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

“到街上去！”
1984年10月，伴随着县委书记

习近平的提议，河北正定县历史上第一次
问卷调查正式启动。县委书记习近平，
亲自站在县城街头向百姓发放调查表。

“民意调查表”，有人念出了声，知
道是咋回事后，主动凑到书记面前来拉
话。不一会儿，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习近平同志请大家坐下聊，当场征询意
见，解答问题。

从设计问题到把桌子摆上街头、发
放调查表，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带着
县委工作人员一起做。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30多年后，
“民意调查表”从街头发到了网上。

2022年4月15日至5月16日，党的
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开
展。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全
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面向全党全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活动开展前后，习近平

总书记都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这是
“全党全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
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调查研究是
“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

“走，我们去跟谁聊聊。”
时隔30多年，曾在正定县委工作的

李亚平依然清楚地记得习书记常说的
这句话。“他能接触三教九流的能人，这
也是他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的一种方
式。”李亚平说。

在基层教育一线工作了30年，湖南
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副校长盘
玖仁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当面向习近平
总书记汇报工作，提出“十四五”规划编
制的意见和建议。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南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

“首先是教师数量不足，存在结构
性缺编；其次是条件艰苦，好的老师留
不住……”盘玖仁坦言偏远民族地区基
础教育中存在的短板。

“你反映的问题很实际。”总书记回
应道。

村支书、乡村教师、扶贫干部、农民
工、种粮大户、货车司机、快递小哥、餐
馆店主、法律工作者……30名基层代表
齐聚一堂，10名代表先后发言。两个多
小时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每一
位发言代表都进行了交流。

为了起草好“十四五”规划建议，
从2020年7月到9月，像这样的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7场。

在田间小路、在菁菁校园、在港口码
头、在科技攻关一线……习近平总书记
利用各种场合同基层群众深入交流，听
取意见，了解实情。

不仅同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通过
来信、材料、书籍了解情况、推动工作，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开展调查研究的重
要方法。

2016年6月，我国考古文博界老专
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和张忠培联合
致信习近平总书记，言辞恳切：“我们有
把握地认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
明当之无愧的见证。”他们表示，良渚遗
址尽早申遗，可以在国际舞台“为中华
五千年文明树立一处标志”。

这封信，很快有了回音。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要指示：“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
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
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
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良渚申遗
从此进入快车道，“三个有利于”成为中
国申遗工作的重要遵循。

在河北，熬夜看公社经济社会发展
年报；在福建，下乡调研时特意找来县
志、府志挑灯夜读；在浙江，仔细阅读每
一份办公厅机关干部的基层调研报告，
掌握“原汁原味”的基层情况；履新上海
不久，就让市委办公厅找相关部门给他
提供一套上海地方志……

习近平同志说：“调查研究就是要
了解一个地方的情况，掌握一个地方的
特点，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工作。”

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地处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里山路
蜿蜒、坡急沟深，是总书记常常念及的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脱贫攻坚决
战阶段“难啃的硬骨头”。

坐飞机、乘火车、转汽车……2019
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换乘3种交通工
具，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小
村庄。

用一天时间，从北京到山村，一路

奔波，一竿子插到底，为的就是“解剖”
华溪村这只“麻雀”，解决“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

“解剖麻雀，把问题想深、想细、想
透，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是谁的
问题就由谁来解决。”总书记多次强调。

既要解剖典型，又要把握全局。
燕山脚下、渤海之滨、太行之畔，跨

越三省市，调研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战略；上游、中游、下游，走遍沿黄9省
区，为了大河岁岁安澜；黑龙江、吉林、
辽宁，整体调研东三省，擘画新时代东
北全面振兴图景；自赣州至南昌，深入
江西的企业、乡村，将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的重大课题列入考察日程……

习近平总书记聚焦国家重大战略，
精心选择考察调研的路线，使调查研究
更加系统，决策部署更为科学。

2021年5月，中原大地正值初夏。
正在河南南阳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途中临时下车，走进麦田，仔细察看庄稼
长势。看到丰收在望，总书记十分高兴：

“夏粮丰收了，全年经济就托底了。”
4个月后，黄土高原秋风习习。
陕西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山

下农田丰收在望。来这里调研的习近平
总书记又一次临时叫停了车。

“庄稼能不能浇上水”“地里有没有
套种豆子”“家里几口人出去打工”……
总书记同乡亲们拉起话来。

临时停车，开展机动式调研，为的
是多了解一些“时时放心不下”的情况。

重视调研、善于调研、深入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以“调研开路”，发现问
题、认识国情、寻求规律，为全党上了生
动的调研方法课。

解决问题的钥匙——
“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

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
决好”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大会闭幕不久，冒着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严寒，习近平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
太行山深处河北阜平。

这次调研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
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这次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真贫、
扶真贫、真扶贫”。

目的地选在距京300多公里、年人
均纯收入不到1000元的特困村；村民
家里保持原样，没有添置哪怕一个新板
凳；总书记顶风踏雪访贫问苦，盘腿上
炕同村民共话家常……正如总书记所
强调的，“不管路多远、条件多艰苦，都
要服从于此行的目的”。

摸清贫困底数，扶贫才能心里有数。
通过这次调研，习近平总书记为阜

平找到了产业发展的“金钥匙”，也向全
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拉开了实
现近1亿人脱贫奇迹的大幕。

把脉问诊察实情，开出良方办实事。
在八闽大地以调研明方向——面对

当地林改试点中的问题和争议，时任省
长的习近平亲自到点上考察，详细了解
百姓意见建议，明确林改方向。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由福建小山村向全国拓展。

在钱塘江畔以调研解民忧——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丽水调研
时发现，因为贫困，很多农民初中毕业
就出去打工，文化水平低，工资也低。
于是，他积极研究推动为贫困地区的孩
子提供免费中专教育，为欠发达地区解
决发展问题寻找治本之策。

（下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