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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

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更是新时代推进各项工作

的重要原则。与实践相结合、与群众心连心，必须走调查研究的路子，必须深入一线，扎根人

民。为此，要把调查研究贯穿这次主题教育的全过程，从而不断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推

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问题检视整改、检验干部担当作为，确保主题教育不走偏、不走样、不走

空。

  

通过调查研究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须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一方面，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科学谋划，对今后一个时期党

和国家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只有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准确领会这些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面临新征程上愈加复杂的风险考验，只有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

研究，各地区各部门才能在充分了解差异性的基础上，精准把握政策的出台时机、推进方式、

潜在影响。因此，要有效提升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能力水平，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调查研究工

作，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通过调查研究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组织主题教育，须求真务实、凝心聚力，将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力、团结奋斗的原动力。调查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而是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对策性应用研究。因此，开展调研必须紧扣现实工作需要，把能否解决高质量发

展的难题摆在突出位置，围绕补短板、防风险、通堵点，形成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

和政策举措。要紧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短板及其根源，开展

“靶向治疗”；加强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对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进行分析，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开展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和对策性调研，破

解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存在的堵点淤点难点，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

工作的实际举措。

  

通过调查研究推动问题整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

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

准、把对策提实。”只有将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

效。为此，要通过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

难题排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调研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和普遍性问题，不断查不

足、找差距、明方向，从制度上找原因，推动相关制度机制的完善，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

施，防止久拖不决、整而不改。此外，应下功夫发现基层的有益探索，从基层实践找到解决问

题的金钥匙，及时分析、归纳和概括基层群众创造的生动实践经验，将其提炼为指导全局工作

的新思路新方法，促进各项工作推陈出新、取得突破。

  

通过调查研究检验干部担当作为。主题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而一个领导干部如何实施调查研究、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体现出一个干

部的能力素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

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对于借着调查研究搞作秀、调研成果无法落地

等乱象，必须杜绝。我们要高度警惕调查研究工作异化变质，坚决反对只反映困难但不主动寻

求解决办法的现象。要通过调查研究工作检验干部担当作为，检验干部的政治能力，敦促广大

领导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时把自己职责摆进去，在学思践悟中汲取奋进力量，自觉站在党和国

家的战略全局、政治大局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真正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献策，

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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