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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 欣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

治之前提。

立法工作的重点，是解决人民

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而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目的就

是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

2022 年 8 月 7 日，格尔木市人

大常委会被确立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青

海省首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

点，也是全省唯一国家、省、州三级

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及这一点，格

尔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向东

颇感自豪。

“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以来，

格尔木市人大常委会积极配合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省、州人大

常委会，先后围绕《青海省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第二次审议稿）、《青

海省电梯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

《青海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草案）》《关于征集十四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需求和立法工作意

见建议》等 10 余部法律法规开展

立法调研、征求意见等活动，并及

时反馈意见建议 102 条。”现阶段

专职负责格尔木市基层立法联系

点各项工作的索南扎西介绍，“这

样一来，实现了基层立法工作各领

域、各行业全覆盖，‘上情下达、下

情上传’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得

到了充分发挥。”

“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头连

着国家权力机关，一头系着基层

群众，是在立法决策和社会实践

之间开启的“直通车”，为人民群

众有序参与国家立法提供了现实

有效的途径。那么，群众的意见

是如何参与到具体的立法过程中

的呢？

时间退回到 2021 年 3 月，格尔

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向东赴

唐古拉山镇多尔玛村调研时，掌握

到了一条“群众反映多、呼声最强

烈”的“立法线索”：由于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等影响，当地有早婚的习

俗，部分牧民群众存在结婚后无法

领取结婚证、孩子出生无法办理户

口的现象，导致婚姻得不到法律的

保护……这件事引起了格尔木市

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回到岗位后，

辛向东组织同事一起深入牧民群

众家中了解情况，广泛征求意见，

将少数民族早婚这一现象上报海

西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建议根据

民族习俗，作出变通规定，确保少

数民族的权利，维护平等、团结、和

睦的婚姻家庭关系。

很快，事情有了回音——2022
年 2月 24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通过，具有海西州户籍的少数

民族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周

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并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青海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批准实施。变通的条款

更符合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

操作性更强，这件事也成为“倾听

群众心声，加强立法工作质效”的

生动实践。

“高大上的立法要回应的其

实 正 是 ‘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 的

‘民间疾苦声’，也正因如此，‘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也应当成为

基层立法联系点最大的作用。”辛

向东说。

今年 5 月，格尔木市人大常委

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举行基层立法

联络站启动授牌仪式，为市司法

局、市工商联、市陆港型国家物流

枢纽建设办公室等 14 个基层立法

联络站进行了集中授牌，搭建了以

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乡

镇、街道人大立法联络站，村、社区

立法信息采集点为主的三级组织

架构，成立了以行业部门、乡镇街

道 为 主 的 基 层 立 法 联 络 站 15 个

（其中，“双语”基层立法联络站 2
个），87 人组成的人才智库，350 人

组成的立法信息采集队伍，明确了

联络员和采集员的职责和任务，并

且对具体工作程序提出了规范要

求。

“自我们司法局成为基层立法

联络站后，可以说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我们有着

自己的平台优势，可以协调相关

成 员 单 位 和 法 律 工 作 者 发 挥 作

用，参与到‘为立法提建议’中

来！另一方面，我们还主动发挥法

治宣传主阵地的作用，组织相关单

位向群众进行普法宣传，同时号召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来！几个月

来，我们提交了关于立法程序、

优化议事协调机构等十余条意见

建议。”格尔木市司法局副局长张

勇介绍。

广开言路、问计于民、汇集民

意、凝聚民智……就这样，一条条

充满“烟火气”的意见建议被写

入法律法规之中，应用于社会治

理、百姓生活等“群众关切”之

中。

随着信息采集的广度不断扩

大，立法联系点更为广泛地征集意

见建议，真正做到了“原汁原味”将

群众意见传递到立法机关。正如

辛向东所说，“征求意见工作的质

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各族人民群众

直接参与立法工作的机会越来越

多，‘高大上’的立法也真正走到了

群众中间。”

格尔木市人大常委会

群众参与立法群众参与立法
实现实现““零距离零距离””

（上接第一版）
果洛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刘

岩：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向全省发出

了真抓实干的总动员令。我们将紧

扣省委谋发展的坚定意志、整治作风

的坚决态度、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与约束

并重，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精

准运用“四种形态”，鼓励年轻干部大

胆实践、勇于改革创新，紧盯生态环

保、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和作风建设

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以案促

改专项教育整治和作风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激发全州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热情。

西宁市委人才办干部李强：我们

要将学习全会精神与正在开展的作

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勇于

挑起工作重担，从自身入手，做到“吾

日三省吾身”，进一步提升工作能力，

补齐自身工作短板，努力在人才工作

中从“干得好”到“求极致”，以打造全

省人才示范区为主线，多想破题思

路，善找破局办法，树立敢闯、敢试、

敢突破的思想意识，打破思想禁锢，

激发动力活力，牢固树牢大局意识，

积极主动作为，做敢于担当的新时代

人才工作者。

主持人：吏治清明，才能政治清
明；政治生态风清气正，才能激发干
事创业的昂扬斗志。广大党员干部
要从自身做起，先正己修身，强党性、
知敬畏、守底线，以忠诚干净担当的
实际行动勇挑时代重担、回应党和人
民的期盼。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
导向，让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
部有市场有舞台；让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的干部丢位子受警醒；让“躺
平式”“两面派”的干部没市场靠边
站，这样才能提振干的信心，营造干
的氛围，掀起干的热潮，交出不负组
织信任、不负人民重托的优异答卷。

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营造竞相干事浓厚氛围

“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将调查研究发扬光
大”——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察实情、出实招、求
实效上下功夫。

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是这次主
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史，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
宝。从启航红船到领航巨轮，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让我们党
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带领人民不断创造历史伟业。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调查研究永远在路上。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如何进一步用好调查
研究传家宝，让调查研究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时代
和人民期待着共产党人作出新的回答。

（一）

“你的工作场所使用的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
他照明设备？”

“机器是专门雇工人来擦拭的呢，还是由使用机
器的工人在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开不开夜工？”……
这是140多年前，马克思为调查法国工人工作、生

活情况而制作的《工人调查表》中的问题，一项一项非
常具体，很接地气。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
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
在文献上的表现。”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在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
展。

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在近40年的时间里对资
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系统、动态的调查研究，阅读
了2000多册经济学著作，收集了4000多种报刊，还经
常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恩格斯用21个月
时间在英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访问工厂、矿
山和工人家庭，与工人、医生、教师等广交朋友，搜集
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不朽之作《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

翻开我们党的历史，许多熠熠生辉的理论创新，
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无不源于深入扎实的调查
研究。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
党一路走来，重视调查研究成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大兴调查研究成为党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
重要法宝。

面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质疑，毛泽东同志立
足中国大地、把握中国国情，科学回答了“中国的红色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重大问题，“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的信念在共产党人心中扎下根来。

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课题，我们党开展大规
模调查研究，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
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探
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带领人民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
成就。

面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的时代之问，我们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
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
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调查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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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党的十八大后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改
进调查研究”。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党史学习教育到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每一
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都对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做
好调查研究成为重要内容。

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调查研究是洞察大势的“望
远镜”，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是科学决策的“地基
桩”，是改进作风的“磨刀石”。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
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
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
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何以“知中国”？调查
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桥梁和纽带。实现“两个结
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以调
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
查，没有发言权”的重大命题，到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
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再到习近
平总书记作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
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的深刻论断，重视调查研究、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
性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

（二）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一次次深入
而扎实的调研率先垂范。在广东，深入企业、港口、农
村，同工人、农民、企业家、科技人员等亲切交流，为广
东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指明
方向；在河北，探工地、看港口、进社区、问民生，主持
召开两场座谈会，谋划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
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北京，考察中国国家版本

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在内蒙古，深入自然保护区、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林场、水利部门等调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
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江苏，深入工业园区、企业、历史
文化街区、科学实验室等进行调研，谋划谱写“强富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四川，来到广元、德
阳等地进行调研，部署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习近平总书记以一堂堂生动而深刻的“调研
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搞好调查研究、推动事业
发展，让主题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实践是最生动的课堂，行动是最有力的示范。从
大别山区到秦巴腹地，从黄河之滨到长江之畔，从厂
矿企业到田间地头，从街头巷尾到寻常人家……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
南北。顶风雪、踏泥泞，问冷暖、听真话，察实情、谋良
策，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亲力亲为，为全党重视调
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通过调查
研究谋划和推动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鲜
明特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
丰富发展的重要动力。

为什么要重视调研？怎样搞好调研？如何用好
调研成果？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想得深、看得远、
抓得实：论重要性，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
之道”，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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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方法论，要求“拜
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强调“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
法”“善于解剖麻雀，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善于透过
现象看本质，提高把握问题实质、把握矛盾规律的能
力”；指明检验标准，“要看是否摸清社情民意、是否解
决实际问题”；改进调研作风，指出“既要‘身入’基层，
更要‘心到’基层”，要求“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
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谋求工作长效，指出“调查研究要经常化”，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调研、经常调研”……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调查研究的意义、内涵、途径、方法，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为
全党在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推动各项工作指明了努
力方向。

行程万里，伟略在胸。在湖南调研时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在江苏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在贵州考察时就扶贫开发工作提出“六个
精准”的基本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
代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的一系列变革性实
践，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
成果，无不凝结着总书记一次又一次深入调查研究的
心血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的调查研究实践，彰显了
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宝贵品格，折射着心
系人民、造福人民的深厚情怀，展现了把握规律、破解
难题的高超智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
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稳经济、促
发展，攻贫困、建小康，战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
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人民闯过了多少难关险隘，创
造了多少人间奇迹！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既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又植根于历史
的中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接地气、
有温度、得民心的科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
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不
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
们奋进新征程就有了无比强大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动
力。

（三）

“越是深入调研，就越心明眼亮，越感到肩上担子
很重”“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
全是办法”“接地气才能出实招”……不少党员干部的
调研心得体会，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传家宝永不过
时，新征程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时代在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意义更加深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
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
伟力。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有利于党员干部全面系
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
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
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共同把党锻造
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
灼见的源头活水。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应对新时
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风浪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有力举措。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
心任务。这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
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艰难险阻。新时代新征程

上，科学认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回答好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好经受
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准备，不断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事业，都需要通过高质量调查研究把握大
势和规律，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
法，更好地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大有大的优势，大有大的难处。今天，我们党已
经成为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
定、回答“六个如何始终”的现实需要。通过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了解实情、摸清问题，查不足、找差距、明
方向，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
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
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根植沃土，其叶方茂；实事求是，其理乃明。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
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实践是真理
的依据，调研是成功的基石。越是深入扎实进行调查
研究，才越能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越能锻造优
良作风、激发奋进动力，越能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
学到手，不断交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精彩答卷。

（四）

浙江杭州市富阳区组织党员干部以“昼访企业项
目＋夜谈群众干部”等形式，分层分类深入一线开展
调查研究；江西兴国县建立“网格说事点”，组织党员
干部深入社区收集民情民意、办好民生事项；青海开
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排查、大攻坚”，到海拔高、条件
艰苦的地方，研究提出举措建议；农业农村部分批派
出党员干部赴650多个县开展调研，系统梳理“三农”
领域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面临的重点难点任务和关键
紧迫问题……在主题教育中，各地各部门、广大党员
干部纷纷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实情、
把脉问诊，推动调查研究蔚然成风。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
坎不易。用心用情，搭起干群连心桥。排忧解难，做
好百姓贴心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
面”，在身挨身坐、心贴心聊的深入交流中，真诚倾听
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说
百姓话、办百姓事，才能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甘当“小学生”，向群众求教，向人
民问策，学习借鉴人民群众的“真知识”“金点子”，才
能更好地察民情、聚民智、汇民力，把调研结果转化为
正确认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能不能、敢
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
题。做好调查研究，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坚持真理
的追求、修正错误的魄力。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
阴胡同”，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
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一门心思
听真话、察实情、谋实策，确保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都真实可靠，才是真正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毛泽东同志
曾形象地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能不能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是检验调查研究成效的试金石。要聚焦发
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真正
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有效
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
着一锤敲，积小胜为大胜，把一个个“问题清单”变为

“成果清单”。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攻坚克难。志不求易者

成，事不避难者进。开展调查研究，不能搞“坐着车子
转、隔着玻璃看”的“假调研”，也不能搞“看‘门面’和

‘窗口’多、看‘后院’和‘角落’少”的“浅调研”，更不能
搞“遇到困难绕着走、碰见矛盾拐个弯”的“选择性调
研”，必须务实事、破难题，不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
争本领。要敢于接“烫手山芋”、善于啃“硬骨头”，多
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
单位开展调研，找到解决难题的有效办法和科学路
径。“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要防止调查多研究
少、情况多分析少，扑下身子摸实情，撸起袖子干实
事，努力写好“后半篇文章”，切实把调查研究成果转
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

搞好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深入实际、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了解情况，不能“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更不能“一叶障目”“盲人摸象”。要不断
提高系统思维能力，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
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
系。不为一时一事所惑，不为风险挑战所惧，明发展
大势，谋长远之计，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前瞻
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让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行稳致远。

（五）

井冈山的翠竹郁郁葱葱，深圳的前海石屹然矗
立，雄安高铁站内的“千年轮”转动不停……

穿越历史时空，追寻永恒足迹。一代代共产党人
奔赴的身影，闪耀着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光辉。

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神州大地徐徐
铺展。扎根中华大地，心中装着人民，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奋斗的底气更加充足，前进的步伐更加有力，
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意志更加坚
定！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钟华论

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