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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民至上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立场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也是
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以人民为中心是我
们党的根本立场，也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
新必须始终站稳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马
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
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
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与以往资本
主义社会形形色色反映并服务于资产阶
级利益的思想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一开
始就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探求人类
自由解放的道路，将消灭人类社会剥削和
压迫，消除社会不公正不合理，实现人类
全面解放，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作为奋斗
目标。党的理论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创新，必然要求站稳人民立场。
　　党的性质宗旨的必然要求。作为马克
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
宗旨，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
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推进理论创
新是党的历史使命和重要活动，必须坚持
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
民谋利益、谋福祉。
　　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为人民而
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
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站稳人民立场是党
的理论创新的一贯要求，也是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的强大动力。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
历程，我们党始终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
密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和期盼，时刻反映人
民的意志和利益，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理
论，形成满足人民需要的、与时俱进的理
论创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
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
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

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
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包括理论创新成果
在内的一切精神财富都植根于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
和生活实践，任何精神创造都必然成为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
　　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人
民群众是各行各业的主要力量，处于生产
生活第一线，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对实
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
慧，是真正的英雄。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
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
朗、找到答案。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
动的实践，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
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
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革
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创造的“地道战”

“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战争形式，
为抗日战争和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创造的“枫桥
经验”等基层治理模式，为中国社会治理
贡献了智慧。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的主
体意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智慧不断迸
发，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活水”。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成果，无不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
集体智慧的结晶。
　　理论创新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
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
力的重要传家宝，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有
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紧
密联系人民群众、经常深入人民群众、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
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就能够得
到源源不断的实践力量和理论智慧。”调

查研究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有效形式，是推
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走
群众路线，坚持调查研究，自觉拜人民为
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从而发现问
题、抓住本质、找出规律，才能不断推动党
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要善于总结提炼人民群众
的实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人
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
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
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
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
意、得民心的理论。”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
只有经过系统加工、提炼、概括，上升为理
性认识，才能产生创新性的理论成果。邓
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
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农村
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就要紧密联系亿万群
众的创造性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汲
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深刻总结和
深度加工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经验，
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成新成果。

　　理论来源于人民的实践，同时又反过来
指导实践，服务人民、造福人民。党的创新理
论成果只有不断造福人民，解决人民群众
的实际问题，才能彰显出其价值和意义。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
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成
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对于提升广大党

员群众的理论水平、精神状态具有重要意
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
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境界。要坚持不懈深化理论武装，自觉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
各项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按照客观规律推
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统一思想、统一意
志、统一行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
与机制，推动理论武装常态化长效化。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解决人民
所关注的问题。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
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
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不断反映人民群众
的呼声和要求，关注人民群众的新需求，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创新
理论成果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发
展，服务人民、造福人民。要坚持问题导
向，增强问题意识，直面人民群众所关心
的问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好发
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
突出问题，给出破解之道，彰显党的创新
理论成果的真理力量。
　　坚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要教育人民，转化
为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意志，转化为强大的
社会实践力量，就必须大众化，让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指出，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
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
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
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
大思想武器。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
装人民、造福人民，就要在学理化阐释、学
术化表达、大众化传播上下功夫，处理好
适应群众与引领群众的关系，把彻底的理
论讲彻底，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努力构
建接地气、有生气、富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大
众话语体系，架起科学理论通向人民的桥
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原稿载于《光明日报》1月5日6版）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时强调，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
研究，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
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
性进展，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将调查
研究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
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
新指引，提出了新要求。
　　回顾党的百年发展历程，重视调查研
究一直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
及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下
沉走访、座谈访谈等方式，了解基层实际
情况；聚焦改革发展的痛点难点，深入开
展问题大梳理；认真查找短板弱项，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谋实策。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深化调查
研究推动解决改革发展难题。新时代新征
程上，我们要更好践行知行合一，让调查
研究走深走实，以高质量调研成果推动高
质量发展。

　　聚焦“呼”及时“应”。问题是时代的声
音。调查研究要聚焦时代呼唤，致力于解
决时代课题，这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经验。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同志率领全党开展了艰苦
的革命实践和社会调研，形成了《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著作，成
为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调查研究工作，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基层情况，
掌握发展大势，并据此提出一系列符合人
民根本利益、顺应时代前进方向、推进民
族复兴伟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群众路线是我们
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调查研
究要积极回应百姓关切。这就要求我们聚
焦人民所需，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重要调
研方向，深入群众、“甘当小学生”，基于调
研结果制定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以群众
是否满意认可作为调研成效的衡量标准。
　　突出“严”注重“实”。调查研究要突出
严谨、注重务实，杜绝作秀式调研、拿来式

调研，避免“快门调研”“车轮调研”。严格
执行“调查—研究—决策—落实—反馈”
这一调查研究过程，确保调研的完整性和
规范性。要带着问题调研，避免做无用功；
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
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就
内容而言要突出严缜、从实际出发。调查
研究不能搞“一股脑”“大乱炖”，要有计划
有目标，确保有的放矢、精准发力，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掌握方
法技巧，在问卷调研、走访座谈等传统方
法基础上，探索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调研。以实际为
准，从实际出发，紧扣群众关切和发展实
际，力争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过程要经
得起查摆，结果要经得住推敲和检验。调
研工作的成效必须交由实践来检验，不能
仅仅满足于调研材料的丰富和翔实，更重
要的是从中找出问题的症结，从而开出切
实可行的“药方”，达到“药到病除”。
　　重视“研”强化“用”。调查研究要由静
及动，事物发展时刻处于变化中，新情况
新问题层出不穷，新风险新挑战复杂多
变，只有时刻关注变化，从短期波动中探

究长期趋势，才能切实把握事物发展规
律。要由表及里，既摸清是什么，又深挖为
什么，不断提高解剖麻雀、见微知著的能
力与水平。要由零到整，从调查的大量个
体情况中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层
次分析获得规律性认知，不断将点连成
线，把线合成面，更准确把握事物全貌。确
保调查研究研之有方，需要我们坚持系统
观念，强化辩证思维，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大局观、发展观，全面研判事物发展走势，
客观提出解决方案，既最大限度发挥优
势，又不遗余力规避风险，坚持循序渐进，
分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推动问题解决。
确保调查研究用之有道，需要我们善于将
调研结果应用于实践，真刀真枪地解决问
题。建立和完善成果转化运用机制，坚持
先调研后决策，从程序刚性上予以约束，
坚决避免调研、工作“两张皮”。拓展调研
成果转化渠道，形成转化清单，使调研成
果更多应用于各项工作的决策程序。建立
调研成果落实跟踪台账，追踪考核督促调
研成果转化的落实情况，让调研成果真正
造福于民。
（原稿载于《光明日报》1月18日3版）

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的科学路径，并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置于“六个必须坚持”之首。在二
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把“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
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作为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进行了深刻论述。这些重
要论述深刻表明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理论
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始终站稳
理论创新的人民立场

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

坚持用党的
创新理论成果造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