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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020 年 8 月 14 日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指示要求，自今年 4 月起，

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在市直机关党员干部中开

展“读党史、守初心、担使命”活动。市委党史研究室既是组织

者又是参与者，在坚持做好面上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参与，带

头推动活动持续深入开展。日前，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读书分享

活动，集中学习研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

平在宁德》采访实录，并择优将部分同志心得体会推荐至市级有

关媒体、刊物发表。经室领导同意，现将在《重庆日报》思想周

刊版发表的文章印发，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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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调查研究这把“金钥匙”

黎余

读罢《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

三本采访实录，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视调

查研究，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深入基层，问计于民所体现

的真挚人民情怀，感人至深，催人奋进。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

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是科学决策的必要前提。我们

要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认清

所处的时、势、事，坚决打好主动仗，牢牢掌握主动权。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

视调查研究，每到一地工作都要到基层亲自摸情况，直接听反映，

寻求开展工作的源头活水。正是由于他通过深入细致的一线调查

研究来发现问题、收集民意，才为他谋划发展战略，找准发展路

径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关系

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

楚地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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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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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

蒙受损失。新时代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调查研究上下真

功夫、苦功夫，使各项工作决策符合客观实际，推动党和国家事

业不断向前发展。

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展

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

见，为我们作出了表率。在正定时，他在街头和一位白发老大娘

说悄悄话的场景令人动容；在厦门同安县五峰村，他接过村民递

来积满茶垢的茶杯就喝，一下就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在宁德时，

他带头“四下基层”，冒着酷暑，步行前往最偏远、最贫困的下

党乡访贫问苦，察民情、听民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在

他心目中的位置。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

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

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

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我们只有经常深入基层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

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

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才能使各项工作更好地服务和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一切从

实际出发，每到一地都会通过调查研究向基层要真相、要思路、

要答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正是由于做了大量细致的调

查研究，他在从政实践中才能始终做到谋之于本、谋之于重、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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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宏、谋之于远。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

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做好新时

代的调查研究工作就是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客观实际情况

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

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

抓工作才会实起来、落下去，才能真正使调查研究成为我们科学

决策、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金钥匙”。

用求真务实书写为民情怀

左涛

手不释卷读罢《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

在宁德》三本采访实录，掩卷沉思，字里行间流露出习近平总书

记真挚淳朴的为民情怀，勇于担当、善作善成的实干精神让人久

久难以忘怀。

察真情说实话。“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

苦。”坚持先调研再发言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优良作风。

他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

情况和各种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大胆提出并解决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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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他走遍了正定的每一个村庄，深入调研，带领人民改写了

“高产穷县”的历史。在厦门，他上高山、进社区、访工厂，足

迹遍布城乡，对发现的问题都设法予以解决。初到宁德，他冒酷

暑访遍下辖 9 个县，认真研究“老、少、边、岛、穷”的现状后，

告诉大家经济发展不能急躁，宁德的发展既要“弱鸟先飞”，又

要“滴水穿石”。这种求实精神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来

源于实事求是的伟大力量，更来源于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体现

了强烈的责任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

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

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探寻解决问题

的有效办法。

出真招办实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无论何时何地，

习近平总书记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只要对群众有益的

事情，他都尽力去做。在正定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带领全县人民

心无旁骛、躬身实干，干成了许多事关发展、事关民生的好事实

事、急事难事，为百姓争取煤气罐户口，开通正定到石家庄的公

共汽车线路，稳步推进“连茅圈”改造等。在厦门，他两度到高

海拔贫困的军营村视察，为村民指明发展思路，帮助老百姓增加

收入脱贫致富。在宁德，他倡导推动扶贫搬迁造福工程，实施茅

草房户搬迁和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工程，三进偏远贫困的下党乡，

察民情，解难题。这种实干精神来源于亲民务实的施政理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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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狠抓落实的工作作风，更来源于心系群众的深厚情感，体现

了真挚的为民情怀。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工作都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

下真功求实效。“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习近平总书

记往往能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长远规划全局，谋实效求长效。

在正定，他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立足正定区位、产业结

构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制定著

名的“人才九条”，为正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厦门，他领导

制订的《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地

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 15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

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在宁

德，他提出倡导实施“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成为联系群众、服

务群众的重要平台和干部成长的有效途径。这种务实作风来源于

立足实际、胸怀长远的战略思维，来源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更来源于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体

现了务求实效不做虚功的优良品格。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

确的事业观和政绩观，把工作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

上，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把工作的重点放到

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打好基础上，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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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求表面政绩，不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高大红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完《习近平在

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三本书后，一位酷爱

读书的领导干部形象跃然纸上。掩卷遐思，感触良多。

一是读书多。从这些访谈里我们看到，读书成了习近平总书

记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在他的书架里、床头边还是办公桌上，

到处都是触手可及的各类书籍。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

要，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

之气。“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当今时代，知识

更新的速度在加快、更新的周期在缩短，知识总量也呈几何级数

增长，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读书学习稍有懈

怠，就会落伍。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

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

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

的脚步。因此要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博采众长，广泛涉

猎，兼收并蓄，力争学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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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二是读书勤。“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习近

平总书记平时工作忙、事情多，但是在读书上仍很勤奋、不放松、

抓得紧。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三

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大家经常看到他在处理完公

务后看书学习到深夜。大家也经常看到他手不释卷，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时间读书学习，即使是下乡最辛苦的时候，晚上也是雷

打不动地看书。“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为学之要贵在勤奋、

贵在钻研、贵在有恒。读书是一个需要长期付出辛劳的过程。有

人研究过，一个人每天阅读一小时，三年之后可以变成某一问题

的专家。把读书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将各种零碎时间利用

起来，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

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

三是读书实。“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习近平总书记

既能够博览群书、旁征博引，又能够学以致用、活学活用。他在

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

导意义座谈会时，谈笑风生、游刃有余，赢得厦大师生们的一致

赞许和敬佩。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现象，事有所成，必

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大凡有作为者，都注重

读书与运用的结合，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我们要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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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做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田姝

读罢《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

三本书，习近平总书记一身正气治党，两袖清风律己的从政风范

跃然纸上，使人深受感动和鼓舞。他敢于从严治党，从党风廉政

抓起；勇于廉洁自律，从日常细节做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不仅赢得了基层群众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也为广大党员干部

作出了表率和示范。

公私分明，一心为公。习近平总书记一贯秉持公私分明、克

己奉公的原则。在正定时，他因工作需要，每年都要往返北京五

六趟，但他一趟车费都没有报销过，都是自己拿钱买车票。每次

下乡调研，他也一定如数向乡镇食堂缴纳粮票饭费，绝不占公家

半点便宜。公私分明，克己奉公，是党员廉洁自律规范的首条要

求，也是从政为官的基本底线。一张票、一顿饭、一趟车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小事，却恰恰反映出党员干部公与私之间泾渭分明的

严格界限。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公、私二字是衡量党性强弱的根

本尺子。若思想的“总开关”没拧紧，不能事事出于公心秉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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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

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手握戒尺，克己奉公。我们要牢记手

中行使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唯有时刻谨记公权一丝一毫不

能私用、公款一分一厘不能乱花，切实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拿

捏好公与私的分寸，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慎独慎初，才能不负

职责和使命。

俭以养德，一心为民。在很多老同志的回忆中，习近平总书

记给人的印象都是衣食住行非常简朴的。在正定，他长年身着一

身旧军装，脚穿一双军布鞋，下乡调研时斜背一个绿挎包。勤俭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与奢侈绝不

仅仅是个人生活问题，更关系到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为政之德。

“俭”可以磨练人的意志，培养人的品德，进而促成精神层面更

高的追求。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要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唯有养成节俭自律的习惯，不为物役，

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追求，才能成为有益于国家、有

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严治党，一身正气。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尤

其是党的作风建设。在正定工作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改进领

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宁德，他针对部分干部违规占地建房，

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进行了大力整顿。党的作风就是

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对我们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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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 9000 多万党员、在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长期执政

的大党来说，唯有一刻也不松懈地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才能营造

良好的党风政风并引导整个社会风气持续向好，才能更好地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尤其是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要牢记在“党要管党”中不断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从严治党”中

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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