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兴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工作
心得和反思(通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大兴调查研究篇一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
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引发广大党员干部热议。
《方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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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民众呼声是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体现，调查研究就是一个“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开展调查研究要将“群众呼声”
置顶，做到“身入+心入”“上情+下情”“谋事+谋效”，才
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才能真正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
问题。

以“身入+心入”发现问题，查民之所盼。要坚持到群众中去、
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
真实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
党员干部应当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用心用情与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农村、企业、群众和社
会各层面中去调查情况。“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只
有亲自去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和“七嘴八舌式”的讨论，
才能摸到实情，听到真话，获得“第一手资料”。深入开展



调研工作，要心系群众“冷暖”，深刻关注群众生活，从群
众普遍关心的学位、车位、床位、厕位等问题出发，解剖麻
雀，发现典型，真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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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情+下情”分析问题，研民之所思。《__在浙江》采访
实录中记录了__曾写过一副对联关于调查研究的春联：“深
化理论武装求真谛，深入调查研究重实际”。这副春联生动
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研究分析问题就是该拿出这种精神，
既要“吃透”上情，准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及上级的指示精神，也要“把握”下情，了解和掌握本地
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情况，干部群众的
思想实际以及工作的成绩和不足等;既要着眼于推进共同富裕、
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大问题，也要立足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
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只有将上情与下情紧密结
合起来思考问题，才能真正和老百姓想在一起。

以“谋事+谋效”解决问题，解民之所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
实效。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决
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
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对调研中
反映和发现的问题，梳理形成问题清单，定人定责，逐一列
出解决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推动问题及时
解决。要突出“效”的应用导向，善于做好调查研究的“后
半篇文章”，调研结束后要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
认识深刻化，做好调研工作的推广运用，比如印发优秀调研
报告文集、召开专题分享会……让调研报告能够回应更多群
众的呼声。



大兴调查研究篇二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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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古语有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
活水，只有锻造“真”功夫，答好“实”字题，方能让调查
研究服务实践、指导实践。

动脑子用“真心”精准“把脉”，确保接题“守正笃
实”。“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
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调查研究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
方法论，是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把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明确调研方向，否则即使工作做得再扎实，都是不无裨益、
徒劳无功的。须破除思维上的“陈规陋习”，达到“我自岿
然不动”的政治定力，方能为调查研究把脉定向。将调查研
究作为一种学问，从理论层面去理解和消化，深入学习和把
握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打好理论“根基”、备足思想
“功课”，在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上
下功夫，切不可“好高骛远”幻想“顺理成章”。

扑身子动“真格”深查“症结”，确保解题“循名责实”。
调查研究是落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等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抓手。须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难
点，下猛劲、出实招，带着任务、带着目标沉到调研一线去。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拨云见日、看清本质，要独立
思考，避免随大流甚至是人云亦云;解放思想，做到创新突破，
切忌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把心沉下来、把腰弯下去，真研
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既“扬鞭”也“驾辕”，打破常规，
不拘一格，做到掌握情况“明察秋毫”，发现问题“一针见
血”，提出对策“义正词严”。做到“走心”而不“走形”，
避免出现“繁文缛节”“迎来送往”，亦或是追捧“应景文
章”“盆景造型”等现象，坚决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



生蔓延。

迈步子下“真功”细谋“良方”，确保结题“货真价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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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是前提，研究是过
程，解决问题是目的。调查研究“后半篇文章”要做到“查
以致用”，全面梳理汇总调查研究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深入提炼总结，分类分级施策，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
决不彻底不放手。要将成功做法经验化、有效措施制度化、
碎片认识系统化，使调研成果及时“落地生花”，为推动工
作提供良方良策。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实行定期汇
报、协调、反馈工作机制，持续跟踪问效，切实把调研成果
固化为改进和推动工作的长效机制，坚决不能“一调了之”，
致使调查研究成为“空中阁楼”。

大兴调查研究篇三

调查研究切忌“伪”“假”“浅”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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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一直是我党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的法
宝，调研课题深不深入、调查内容细不细致、研究方案可不
可行，直接反映出党员干部队伍可不可靠、联系群众紧不紧
密，直接关乎事业发展稳不稳定、国家根基牢不牢固，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因此，调查研究工作切忌“无中生有”伪课
题、“本末倒置”假调查、“浅尝辄止”浅研究。

切忌“无中生有”伪课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一
个调研课题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开展调查研究的第一步必须
对调研课题进行仔细梳理，预设方向。当下，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更为突出、更显急
迫、更加复杂，无论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还是科技强国数字
建设，调研课题门类众多。广大党员干部务必要对研究课题



要进行全面检索，既可以从过往报道、也可以从文献资料中
汲取灵感，找准方向，瞄准对象，选准典型，避免“煎水作
冰，缘木求鱼”;对课题的设置要细化拆解，突出重点，避免
想到什么就调研什么，找不准方向、抓不住重点、把不住中
心，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困境。

切忌“本末倒置”假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当下，部分党员干部为完成调查研究任务，追求工作业绩，
忽略调查研究中的“民”字真谛。通过美化文字、创造概念，
用“新瓶旧酒”完成“规划”，“东拼西凑”绘制“蓝图”，
对现实问题夸大其词，调查情况胡编乱造，在办公室内“按
键”调查，对脑补课题“记件”研究，如此形成的调查研究
彻底失去“烟火气”，没有丝毫“泥土味”，即使想得再面
面俱到，写得再花里胡哨，终究是一些“表面文章”。正所谓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广大党员干部
要力戒“无中生有”假调查，端正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多形
式多手段多角度的开展调查工作，坚持下基层“走一路，看
一路”“问一路，记一路”，了解清、调查透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影响生活的痛点堵点，从而为下一步研究分析提供
真实数据支撑，做足充分准备。

切忌“浅尝辄止”浅研究。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剖析现状、
找准根源、精准施策。在信息爆炸的新时代，数据成果已可
以依赖“ai分析”“大数据检索”等方式进行便捷处理，甚至
可以通过“智能写作”提供参考意见，研究分析显得“便捷
且高效”。然而，面临复杂多样的发展矛盾，“浅尝辄止”
的浅显分析极易导致决策失误，甚是导致调查成果付之东流，
研究工作脱离实际，出现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的尴尬局面。
广大党员干部要掌握研究要诀，“以点带面”做深、“点面
结合”做实，深入分析群众所需所想，充分考虑群众所思所
感，彻底剖析问题本质，结合现实问题，参考成功经验，采
纳有效建议，依据大局规划，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
路，进而形成可持续、可发展、可复制的有效做法，形成察
实情、解实题的良好局面。



大兴调查研究篇四

调查研究要说“家常话”“体己话”“激励话”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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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方案》)，对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说“家常话”“体己话”“激励话”，听真话、
察实情、求实效，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本领。

说“家常话”，增进感情“听真话”。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正确利用语言的魅力，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连接。
党员领导干部放下“官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
农户家中，与群众打成一片、“泡”在一起，多讲百姓愿意
听、喜欢听、能听懂的大实话。要采取打比方、摆事实、讲
道理、列数据、作比较等方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直白
晓畅地宣讲党的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愿意听、听得懂、听
得进，在进村入户、爬坡上坎、促膝交谈中增进感情、融洽
关系。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具有针对性、全局性的问
题入手，在上与下之间架起民心桥、连心桥，在唠家常中倾
听群众的真实思想和建议、呼声，真正了解民之所急、民之
所盼。

说“体己话”，增强信任“察实情”。情感是沟通的纽带。
只有感情热络了、深切了，才能了解真情况、找到真问题。
党员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要尊重群众、将心比心、换位
思考，体贴群众的困难和诉求，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
要“以心换心”“以情换情”，采取聊家常、摆龙门阵、说
知心话的方式，引导群众敞开心扉、打开话匣，在增强信任、
见微知著中收集群众意见，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要采取
“望、闻、问、切”的方式，善于察言观色，想方设法、刨
根问底了解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洞若观



火、明察秋毫中切实了解基层的真实面目，千方百计发现问
题。要防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多到基层一线蹲点调研、
解剖麻雀，以钉钉子精神把情况摸准摸透，通过抽丝剥茧、
庖丁解牛，把握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

说“激励话”，增添信心“求实效”。信心是力量的源泉。
只有增添群众信心、引导群众主动作为，才能把调查研究成
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党员领导干部开
展调查研究，既要深入分析、充分论证和科学决策，形成解
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又要加强动员、
引导，提振群众信心、开发群众智慧、依靠群众力量，共建
幸福美好生活。既要积极排忧解难，更要激励人民群众树立
竞争创业意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扬首创精神，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要鼓励人民群众自觉担负自己的时代责任、
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踊跃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伟大实践中来，胸怀全局、脚踏实地，崇尚实干、齐心协力、
团结奋斗，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大兴调查研究篇五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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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
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广大党员干部要将这
个“传家宝”炼成推动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多到基层走
一走，多和群众坐一坐，切实做深做实做细“调查、研究和
运用”“三篇文章”，推动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产生
实效。

坚持实事求是，实化“调查”文章，做“敦本务实”之功。
李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记者会时分享了他在地方工作时
的生动感受：“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
的全是办法。”做实“调查”文章讲究一个“热乎气
儿”，“查资料、听汇报”“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式的



调研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法真正科学服务决策。广
大党员干部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
主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群众，听真话、察实情，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做到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
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秉承系统观念，深化“研究”文章，寻“入木三分”之法。
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基层
工作的对象种类多、工作要求细、利益涉及杂，因此，调研
获得的素材也存在碎片化、分散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广大党
员干部必须学会“捡芝麻”的工作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
到本质，准确把握问题要害和内在规律，进行多层次、多渠
道的分析研究，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等问题。
要全面梳理汇总调研情况，运用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
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论证和科学决策，结
合实际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确保调查研究成果能够落
地见效。

突出问题导向，强化“运用”文章，求“移山填海”之效。
调查研究是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调查研究的成果是否高效
转化、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决不能“一调了之”“一研了
之”，让调查研究成为“空中阁楼”。广大党员干部在调查
研究中要带着问题来，奔着问题去，奔着实效去，对调研中
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
务清单，逐一列出解决措施、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坚持立查立改、边查边改、即知即改、按期整改和持续整改，
真刀真枪解决好调查研究发现的实际问题，以实实在在的调
研成果回应党和人民群众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