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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礼生

下基层调研热衷于前呼后拥；发

现问题应付了之，群众希望落空；工

作解决方案脱离实际，难以落实……

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曝光的一些

党员干部调查研究虚风，严重背离

调查研究本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的表现，值得警惕。

有的党员干部下去调研“坐着

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

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

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

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

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

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去……这样的假调研、浅调研，不仅

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浪费大量资源，

加重基层负担，影响实际工作。

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就是要

改进调查研究，充分彰显出调查研

究作为我们党传家宝的重要性。调

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不能搞作秀式

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

研，要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

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不 想 吃 调 研 的 苦 ，就 极 易 吃

“无效”的亏。调查研究首先是“体

力活”，需要大量实地走访，广泛搜

集材料，有的甚至需要长途跋涉，

长期跟踪，才能获取一手资料，掌

握真实情况；其次更是“脑力活”，

需要对搜集到的材料和观察到的

现象深入思考，反复对比研究，透

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找到破解问题

的方法。

面对海量信息，党员干部必须下

大力气提升自己的调研能力。调研

前要做足前期功课，带着问题去、揣

着方法干，有的放矢；直奔基层、直

插现场，真正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

众所思所盼；要建立健全调研成果

转化机制，让调研成果变成解决问

题的实际举措，努力把调研的一张

张“问题清单”变成“成果清单”，做

好“后半篇文章”。

党员干部要始终秉持“甘当小学

生”的谦逊态度，发扬“解剖麻雀”的

求实精神，少一些“出发一车子、开

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的虚浮，多

一些“蹲点摸实情、入户听真话、现

场解难题”的实干，切实把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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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调研解决不了真问题

自觉涵养良好家风

“正家而天下定矣。”领导干部

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

而是关系干部作风、党风政风的大

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败坏往

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

重要原因”，要求领导干部“做家风建

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

家风建设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

要内容，是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重要基础。领导干部应自

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家风是家庭文化的灵魂，反映一

个家庭的生活准则、行为规范和价值

取向。关于家风，习近平总书记曾有

形象的比喻：“大家仔细看一看‘家’

和‘冢’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

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

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

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

能葬送一个好家庭。”领导干部的家

教家风不仅关系自身之进退、合家之

荣辱，而且关系所在地方、领域、单位

的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在营造良好

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上有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领导干部涵

养良好家风，需要在破立结合中认识

和践行。

自觉涵养爱党爱国的家风。中

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苟利国

家，不求富贵”“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等古语，彰显着个人对民族、国

家的担当精神。革命战争年代母亲

教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为大

家舍小家等，都体现着为国奉献的

价值追求，呈现出高尚无私的家国

情怀。领导干部的成长凝结着组织

的培养和人民群众的厚望，更应知

恩感恩，带头把小家融入大家，把忠

诚于党、奉献人民、报效祖国摆在家

风建设的重要位置。始终做到对党

忠诚，并以忠诚的品格影响和带动

家庭成员，引导亲属子女坚决听党

话、跟党走，培养家人的爱党爱国情

感，引导他们把实现个人梦融入国

家梦、民族梦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贡献力量。

自觉涵养艰苦奋斗的家风。《触

龙说赵太后》中“位尊而无功，奉厚

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的情形，与

今天一些领导干部纵容默许家人

“打牌子”“提篮子”等相类似，都是

特权思想使然。领导干部手中的权

力、所处的岗位，都是党和人民赋予

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切不可

模糊公与私之间的界限。毛泽东

同志要求子女以普通人的身份看待

自己，周恩来同志曾定下“不谋私

利，不搞特殊化”的家规，焦裕禄教

育孩子不能“看白戏”，杨善洲不让

家人搭“顺风车”……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先进模范在律己治家中

形成的家风，为廉洁齐家树立了标

杆。领导干部要在公与私之间画一

条红线，不仅自己要做到公私分明、

先公后私，还要教育家人不居“无功

之尊”、不取“无劳之奉”，不占公家

一分一厘、一丝一毫，靠自己的努力

奋斗走好人生之路。

自 觉 涵 养 崇 廉 爱 廉 的 家 风 。

“裙带腐败”“家族式腐败”的出现，

是领导干部廉洁家风建设出了问

题。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

带坏家风，不良家风又推波助澜，

导致全家一起贪腐；有些领导干部

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作关爱

补偿，甚至为亲属“打招呼”，最终

害人害己。在家庭之中，应以本分

恪 守 名 分 ，以 真 情 守 护 亲 情 。 但

是，守护亲情并不能成为纵容家人

违纪违法的借口。这样非但守护

不住亲情，反而会葬送一个家庭。

领 导 干 部 既 要 以 身 作 则 ，清 白 做

人、干净做事，也要树立正确的亲

情观，做到“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

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筑

牢家庭助廉防腐坚固屏障。

家风作为领导干部的“治家之

道”和“德行之镜”，关乎家庭之幸、

社会之幸、国家之幸。涵养良好家

风，要注重从中华民族重家教、守家

训、正家风的优良传统，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严于律己、修身齐家的

红色家风，一代代优秀党员干部干

净做事、廉洁治家的家风中汲取滋

养，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为抵御贪

腐筑起“防火墙”，为干事创业增添

精神力量。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6

月 09 日 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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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