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源评论2024年6月4日 星期二

组版编辑 车占翔 5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
作方案》印发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在
深化调查研究上务实功、出实招、求实
效，用调研推动问题解决。然而在实
际中，对调研安排很“上心”、对调研过
程极“专注”、把“身入”当“深入”、把

“过程”当“解决”的蜻蜓点水式调研时
有发生，这严重背离调查研究本质，是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表现，不但加重基
层负担，更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

“座谈一排排、出行一串串、吃饭
一桌桌”“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顺
着彩排走 、对着稿子念 、拿上材料
撤”……从群众编排出来的顺口溜中，
我们深切感受到基层干部群众对“为
调研而调研”现象的深恶痛绝。如此
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调研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让基层不堪重
负。要坚决避免浮在上面，务必扑下
身子，坚持搞真正的调研。

真正的调研是把群众观挺在前面，

务求真心实意访实情。基层干部群众反
映，他们非常反感一批接一批人来嘘寒问
暖，实际问题却迟迟没有解决。调查研究
根本是解决问题，要把情况摸清、问题找
准、对策提实，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既要
防止“调”而不“研”，又要防止“研”而不

“用”，更要防止“用”而无“效”。开展调研
就是走群众路线，各级领导在搞调研时务
必把为群众解决问题摆在首要位置，切实
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真正的调研是秉持实事求是之
意、克服哗众取宠之心。开展调研工
作务必要坚持“实”的作风，求客观实
际之真。现在有的调研好像有一个

“功能”，就是刷存在感，让别人知道我
在调研、在忘我工作，调研本来目的倒
变成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了。开
展调研，一定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信
念、增强实事求是本领，要用“真心”换

“真经”。不仅要“身入”基层，听汇报、
看材料，还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
实情，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真正的调研是多看一眼、多走一
步、多想一筹。一些地方接待上级调研
已经搞出了一套模块化流程，路线怎么

走、吃什么饭喝什么茶、谁在什么时间
节点出来介绍什么情况，甚至在什么场
合营造感人氛围等已形成“剧本”，而有
的调研者也很默契地顺着“剧本”往下
走，且颇为享受。调查研究是一个细致
活儿，不能打马虎眼大而化之。既要到
工作局面好的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
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
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
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
方去；既要听顺耳话，也要听逆耳言，这
样才能听到实话、看到实情、收到实
效。尤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你好我好
大家好的一团和气，红红脸出出汗本身
也是调研的题中之义。

实践证明，调查研究不是小事，而
是关乎我们党能否得民心、汇民智、聚
民力的大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解决调研集中扎堆、只调不
研等问题。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高度
重视这个问题，在求深、求实、求细、求
准、求效上下足功夫，把调研的真正作
用发挥好、发挥足。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 阳

狠刹蜻蜓点水式调研虚风

“欲治其国者，先
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齐家”是
维系“修身”与“治国”
的精神纽带，居家正
方能作风正，也才会
居官正。家风并不空
泛抽象，它体现在为
人处世上，承载于言
行举止中，对家庭的
影响真真切切，万千
家庭的家风汇聚，对
社会的影响是具体实
在的。

我国先秦就有大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
不入”舍小家为大家
的境界，南北朝《颜氏
家训》留下大量家风
家训的金玉良言，清
代林则徐家训“子孙
若 如 我 ，留 钱 做 什
么？贤而多财，则损
其志；子孙不如我，留

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脍炙
人口……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
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毛泽东同
志倡导“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
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家风三原
则”。周恩来从严要求、从严律己，对收
养的烈士子女以及亲戚要求高、管束
严，立下“十条家规”。

健康的家庭生活，可以滋养身心，
激励领导干部专心致志工作。对于党
员领导干部来讲，培育积极向上的家
风，就要多用红色传统引领家风，重视
家教家风，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
本分做人、干净做事，让共产主义理
想、精神和道德在共产党人的家风中
闪闪发光，真正把优良家风培育起来、
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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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北山千峰叠翠

“千峰叠翠万重烟，缭绕清风十二盘；足踏群山我为岭，欣然挥臂举蓝天”，这是对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十二盘千峰叠翠壮观景象的赞美。步入夏
季，这里的壮观美景更是如诗如画（6月2日摄）。 本报记者 祁国彪 摄

精美绝伦的皮绣、唐卡、手工艺
品……在第六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上，来自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区的特色手工艺品引人驻足。这些
作品，不仅凝聚了艺术家的心血和智
慧，更是青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体
现了青海工艺美术的精湛技艺和独特
风格。

非遗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体现着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
价值。青海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
交错地带，曾是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
古道必经之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在
广袤的江源大地上，民族众多、各民族
文化绚丽多彩，创造了如青海藏族黑牛

毛帐篷制作技艺、海西民间青盐药用技
艺、汗青格勒等诸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从民间走来，向远方而去。
经过无数非遗传承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黄河沿岸、河湟谷地、祁连山下……
到处遍布非遗踪迹，盛开着非遗之花。

让非遗之花常开不凋谢，在于做到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需要积极培养传
承人，才能让非遗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
彩。同仁刻版印刷技艺对研究藏族历
史、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等文明进程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第六代刻版印
刷技艺传承人，夏吾李加深知自己肩负
的使命和责任。为此，他在技艺上苦下
功夫，持之以恒培养37名学生加入到刻
版印刷技艺行列中来。“传统藏绣的针脚
碎得很，绣起来费劲，但图案立体感强，
保存久了颜色也不会褪，这就是最原始、
最古老的绣法。”多杰措自幼跟随母亲潜

心学习藏族传统手工技术，是贵南藏绣
传承人。正是因为有她这样的民间藏绣
艺人，才使得藏绣成了我国少数民族刺
绣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艺术之一。

需要依托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强
的非遗项目，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使
非遗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那达慕充满生机而活态地传承着蒙古族
生态、信仰、竞技、饮食和游牧文化，是青
海大地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是一
个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载体。那达慕大会举办的一系列包括开
幕式、搏克、赛马、传统射箭、非遗展、摄
影展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正在助推文旅
经济高质量发展。无独有偶，在黄南藏
族自治州的一些传统村落里，“家家有画
师、户户画唐卡”，文化产业欣欣向荣，实
现了文化富民与文化遗产保护双赢。

需要守正创新，融入现代生活，赓

续涵养文明价值、凝聚民族精神。走进
果洛藏族自治州谢格太创办的黑陶旅
游产品开发公司的阴干仓室，大到雕
龙、刻纹、镶金裹银的藏饰工艺品，小到
茶盏、梳子等旅游纪念品，上百件制品
等待阴干后烧制。2018年，传统的黑陶
藏饰陶器生产开始向工艺品领域转型，
雕花塑像、镶金塑银，黑陶焕发出新的
光彩，以旅游纪念品、工艺品的身份亮
相，通过网络线上销售和线下文旅推
进，800余件黑陶制品销售一空。

让非遗焕发出强大生命力，需要以
初心来守护、以匠心来传承、以敬畏心
来开发利用。对此，我们应当积极主动
赓续历史文脉，在懂文化、爱文化、强文
化中提升青海文化软实力，在懂青海、
爱青海、兴青海中持续做好热贡艺术、
花儿、青绣、藏毯等非遗项目保护传承，
让青海非遗传下去、深扎根、结硕果。

戴美玲

让非遗之花绽放时代芳华让非遗之花绽放时代芳华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光打
雷、不下雨”“重‘唱功’、轻‘做功’”，做
样子、多吆喝、不出力，动动嘴、开开
会、发发文……现实中，有的干部表态
之后无表现，声动之后没行动，把说了
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把做成了当
做好了，殊不知，这种“说了等于做了”

“做了等于做成了”“做完了等于做好
了”的重“唱功”而轻“做功”落实，不仅
会带坏风气、贻误事业，也是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的突出表现，必须在组织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中有针对性地加以整
改，做到坚决纠正。

俗话说，口喊千遍，不如手做一

遍。分析个别干部重“唱功”而轻“做
功”不外乎这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

“唱功”容易“做功”难。应该说，戏曲
舞台上的做功难，唱功亦难。而现实
工作中，说就比做容易多了，何况干实
事往往还会费力不讨好。而“唱”，可
以是什么好听唱什么，唱它个天花乱
坠不重样。另一种原因是喜欢听“唱”
不愿看“做”。进言之，一个演员唱功
不错，做功不佳，听众还能欣赏他的好
嗓门吗？一个党员，一个干部，“唱功”
不错，“做功”不行，作报告口若悬河，
表态慷慨激昂，声声动听，行动上却是
另一个样，这种言行不一的坏风气，在

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形象不好。
所以，“唱功”好，更须“做功”实。

一个人不真干，垮下去的是个人形象；
一个单位或部门不真干，垮下去的是
一个牌子；一个地区不真干，垮下去的
则是这个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政府
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杜绝表态时雷声
大、表率时雨点小的不良作风，不图虚
名、不务虚功，吹糠见米、落地见效，必
须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
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
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宏伟目标
定能如期实现，美好愿景定能化为风
景。

朱 波

“唱功”好更须“做功”实

开展警示教育，强化以案促学，是
这次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旨在
让全体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
畏，以敬畏之心、戒惧之尺汲取覆辙教
训，坚守人生底线，走正人生道路。

敬畏制度，戒惧“笼子”越扎越紧，
守住党纪底线。“木受绳则直”，制度的
存在就是为了让人类社会更有序、更
规范。作为党员干部，一言一行都受
党内制度体系的约束和保护，与制度
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对此要有敬畏戒
惧之心。时刻提醒自己，党规党纪根
源于党的初心使命、党的优良传统，对
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至关重要，从而
准确把握其重要性、特殊性；时刻提醒
自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规党纪制度
建设日臻完善，制度“笼子”越扎越紧，
从而准确把握现实态势、未来趋势；时
刻提醒自己，党规党纪既是约束更是
保护，坚持真学深学细学，从而准确把
握党规党纪标出的红线、底线，切实做
到敬畏制度、掌握制度、悟透制度。

敬畏执纪，戒惧“伸手必被捉”，守
住欲望底线。“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
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的党规
党纪意识越来越强、敬畏戒惧之心越
来越强，依靠的是我们党坚持挺纪在

前、一寸不让，“打虎”“拍蝇”“猎狐”多
管齐下，无禁区、零容忍、强执纪带来
强大震慑力。知敬畏，就是要敬畏我
们党执纪必严的坚定决心、鲜明态度、
强大定力，清醒认识到党内决不允许
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存戒惧，
就是要戒惧“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的必然规律，清醒认识到不能心存侥
幸，自觉克制欲望、降低欲望、战胜欲
望。

敬畏代价，戒惧“废职亡家”，守住
责任底线。“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
其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个
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无数事
实证明，违规违纪违法的代价往往不
是一个人单独承受的，而是影响全家、
波及后人、蔓延社会。因此，广大党员
干部应有系统思维、历史视野，自觉把
自己摆在各个角色之中去思考自身价
值、认识人生意义，深刻认识担负的各
种责任，准确把握对后果负责才是真
正的负责、为之计深远才是真正的关
心，清醒计算失责的各种直接间接代
价、有形无形代价，始终心存代价不能
承受的敬畏，始终心怀“废职亡家”的
戒惧，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谨慎，牢牢守住对自己负
责、对家人负责、对组织负责的底线。

祁 蓉

心怀敬畏 行有所止

青年人白天上班，晚上可以解锁
什么新场景？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丰
富。近来，“夜校”这个颇有年代感的
教育形式，成为不少青海年轻人夜生
活的一种打开方式。

据青海日报报道，海南藏族自治
州各级共青团组织积极为广大青年利
用业余时间、提升文艺素养、强化专业
技能搭建平台，青年夜校系列课程自4
月中旬启动以来，截至5月24日，覆盖
青年近200余人次。另据西海都市报
报道，在西宁，入夏后越来越多的城区
开办夜校。在海湖新区青海大剧院
内，每周周一至周五 19 时至 20 时 30
分，合唱、民族舞、围棋、艺术插花等11
类课程，都有专业老师授课，目前已有
200多人报名学习。可以个性化选择
课程内容、能够满足多元化学习需求、
主动提供精细化文化服务，让年轻人
利用晚上非工作时间接受自己选择的
无压力教育，正为人们津津乐道、真心
向往。“不为成绩、只为开心”“培养兴
趣、自我提升”“解压、成长”“分享、社
交”“趣缘、融入”……精准、实效，课程
着眼全新需求；公益、优质，青年夜校

实力圈粉。时下，夜校正以新面貌
“闯”进年轻人的夜生活，以新姿态助
力年轻人在学习中找到更好的自己。

进一步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教育体系，方能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
学习的机会、更加便捷的学习资源、更
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促进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青年夜校突破学
习时间和空间局限，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共创共享，丰富终身学习的渠道和
资源，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提
供更有趣味性针对性的学习服务，善
莫大焉，潜力很大。办好青年夜校，还
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引导、规范管理，整
合跨领域资源，创建一个更加多元繁
荣的学习型社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储备更新
知识是必须的。青年夜校映射出广大
青年拥抱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世界，
是很多年轻人愿意互相帮助、共同进
步的一个缩影。让我们倾听青年心
声、多做服务工作，紧扣群体需求、提
升服务能力，让类似青年夜校的公共
文化服务场所更多涌现出来，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冉志敏

青年夜校为何“出圈”？

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预见
的困难问题。面对的态度有两种：一
种是积极应对，另一种是消极回避。
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会选择积极应
对，并最终战胜困难，取得成功。但
是，也有少数同志会采取消极回避的
态度。实践证明，消极回避是不能解
决问题的，越回避，问题越容易找上门
来，只有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顺应规
律，在解决矛盾中成熟成长、进步提
高，才能在化解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中
到达快乐和幸福的彼岸。

把工作痛点转化成工作重点。不
少同志对工作痛点感到很焦虑，比如，
征地拆迁，觉得问题涉及的面广，太棘
手不好办。工作痛点往往需要投入很
多的精力，但是一旦找到突破口就可
以解决一个方面甚至一个行业的问
题，从工作痛点入手是打开工作局面
的一种有效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把工作痛点当成工作重点来看待，
更容易把事情办好，把难题解决。有
些同志对此认识不深，常常对工作痛
点感到心烦意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

“甩锅”。这都是不对的。工作痛点往
往是我们工作中用力不够，做得不优
之处，把这些当成工作中的重点，花大
力去解决，那些从中受益的群众才能
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为民造福，是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
求，应该做也必须做好。

把工作难点转化成工作特点。工

作中总会遇到难点。但只要认真对待
又总是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的。如果我
们总是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问题躲
着过，不钻下“矛盾窝”，不接下“烫手
山芋”，就始终不能提高我们驾驭复杂
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难以独当
一面。把工作难点转化成工作特点，
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工作中的
难点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好落实
和群众参与不积极。不好落实的，我
们做足调查研究，及时向上级反映情
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争取上
级的支持；群众参与不积极的，我们向
群众做好解释宣传，让群众知晓政策
的详细内容和重大意义，群众思想通
了，我们的工作也就顺了。

把工作堵点转化成工作亮点。很
多同志希望自己做的工作能出亮点，这
是人之常情。然而，很多工作是常规性
的，大家都那样做，想出亮点很难。而
那些工作中的堵点，他们又不愿意花时
间、精力去研究解决。这就使得他们很
为不能做出亮点工作而苦恼。其实，很
多亮点工作是打通了工作堵点才“冒”
出来的。打通工作堵点本身就很难得，
其中的经验做法，自然就容易形成工作
亮点。何不从工作堵点中去寻求工作
亮点呢？比如，一些信访问题、遗留问
题，看似难办，但是想解决还是可以解
决的。我们想办法解决了，以后类似问
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解决这些疑难问题
多了，亮点也就出来了。

彭 宇

把工作逆势
转成为工作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