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 大兴调查研究学习
心得体会(优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篇一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作决策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对情况
的准确把握。在《__日报》“__”专栏中曾经谈到，为什么
我们现在有些决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说到底，根子
还是在于调查研究少了一点儿，“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
数点子多”。调查研究就是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就是为了
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
从而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确保形成的思路、
提出的对策经得起历史、人民和实践的检验。

把真实情况摸上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能不能、敢不敢坚
持实事求是，是水平问题，更是党性问题。要坚守党性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听真话、察实情，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
书、不唯上、只唯实，对调研不预设前提、不预设框框、不
预设结论，使结论真正产生在调研之后，而不是调研之前。
要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也要
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也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也要
了解全局，做到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从而使决
策有更多的事实依据。同时，还要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机
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抽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



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科学性和实
效性。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
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
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通过“交换、比较、反复”，取得
真实可信、扎实有效的调研成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篇二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
案》中强调，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带头抓好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群
众，增强问题意识，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
提实。

调查研究是倾听民意、摸准实情、推动落实、评估成效的重
要抓手，有的干部开展调研只走一马平川的“好路”，乐于
去先进地区学习经验，不敢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
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影响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成效。党员干部开展调研要行之有向，多趟乡野泥路、多
探险路梗阻、多解群众难处，在调研中访实情、求实解、出
实招。

多在泥路“下马观花”，以“鸬鹚入水”之姿沉下去、访实
情。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发现
和解决问题，而人民群众最了解实际情况，最容易发现问题，
也最有解决问题的经验。开展调查研究必须要眼睛向下、脚
步向下，在一线倾听最真实的声音，观察最真实的情况，决
不能搞跟着剧本走的“盆景式”调研。党员干部要以“鸬鹚
入水”的方式踏踏实实沉下去，带着感情与群众打交道，真
心实意地了解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换得基层一线真实情况，
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时刻保持甘当小学生的姿态，



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主动问计于民、问策于民、
问需于民，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多在险阻“上下求索”，以“滚石上山”之力迎上去、求实
解。

调研要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
去。当前，有的干部为调研而调研，甚至“图方便”，开展
带着调研结论、再找地方例证的“逆向式”调研，这样的调
研察不了实情、观不了全貌、也得不到解决办法。调研必须
保持“滚石上山”的姿态，葆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
多在险路中“上下求索”，敢于正视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
和各种问题，将问题导向贯穿调查研究始终，不断追根溯源、
一插到底，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清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
要方面，抓住关键问题研究思考，以此找准问题源和突破口。

多在难处“修桥补路”，以“近林知鸟音”之举钻进去、出
实招。

解决问题的实效是检验调查研究的根本标准。调研不是一场
放松身心的旅行，而是一场绞尽脑汁的考试，考卷上是一道
道民生题，需要我们在不停探索中给出答案。在调研中发现
的问题，党员干部要以“近林知鸟音”的态度钻进去，由小
及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解剖麻雀”，在抽丝剥茧中
挖掘问题成因、抓住问题本质、形成调研成果，并逐步转化
为整改问题、化解矛盾、引领发展的“引路石”。要用好交
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进行立体式分析，通过发展地而不是
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稳扎稳
打中解决难题，一丝不苟开好良方“治病”，推动问题真正
得到有效解决。

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篇三

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在革命、



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到改革开放最前沿、到人民生产生
活第一线、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听民声、察民情、问民意，
谋划治党治国方略，探求改革发展之策，引领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
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
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
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
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和路径。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作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决定，可谓正当其时、
意义重大。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深入调查研究，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为推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

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篇四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
案》，提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
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国情调研是组织部门培养锻炼选调生
的关键一环，也是选调生深入基层、了解基层最直接最有效
的一种方法。广大选调生要深刻认识开展国情调研的重大意
义，坚持问题导向、走好群众路线、学会抽丝剥茧，确保
能“选”准课题、“调”出症结、“生”成对策。

穿“问题导向”之针，引“精准调研”之线，确保“选”准
课题。

确定选题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基础，曾用非常生动的比喻来说
明调研选题的重要性：调研选题就像搞科研，选题选好了就



向成功走出了一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调研开
始前，我们首先要对村情村貌有较详细的了解，基层党建、
农村治理、村集体经济发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等重点工
作都需了然于胸，然后找准“小切口”，确定调研选题。要
做到“见渺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聚焦“小切口”，找
到“突破口”，坚持问题导向，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
阴胡同”，花细功夫摸清真实情况，有的放矢、抽丝剥茧、
切中要害，善于从小事件中发掘大信息。

穿“群众路线”之针，引“实地调研”之线，确保“调”出
症结。

“不吃梨子，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呢?”“调查研究是一项讲
求方法的艺术”，唯有得其法、循其理，方能找得准、查得
透。“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是否于他
们有利。”“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所以
我们开展调查研究，要“身入”更要“心入”，要带着感情
下去、带着责任下去、带着问题下去，真诚倾听群众呼声、
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群众所忧
所盼，从而听到真声音、掌握实情况、解决难问题。“知屋
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要多从“草野”“江湖”
中听取意见，要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与群众谈心说
话“唠唠家常”，用沾满泥土的“铁脚板”来丈量民情，扎
扎实实地“蹲下去”，从而察“真情”、取“真经”。

穿“抽丝剥茧”之针，引“有效调研”之线，确保“生”成
对策。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
决策就像“一朝分娩”。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的根
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如“解剖麻雀”般不
断地“比较”和“深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
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
效。“责字当头，效字为先。”国情调研是为民而来，要保



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
上下功夫，调研成果要见成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
实际出发，千万不能走马观花、囫囵吞枣、敷衍了事。广大
选调生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摸实情、察民意的基础上，
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难题，把调研
成果转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以调查研究推动工作开展，
真正为群众谋福祉，切实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
感。

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篇五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
推动解决发展难题。”踏步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牢记嘱
托，紧握调查研究“传家宝”，坚持“到群众中去”，身入
基层，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
题，让调查研究“接地气”“沾土气”“冒热气”，确保真
调研、找问题、解难题、促发展。

拜民为师，问计于民，让调查研究“接地气”。

“树高千丈总有根，河流万里总有源。”群众路线是我们党
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
本工作路线。调查研究要想取得实效，关键在于人民。广大
党员干部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当家长里短的“贴心人”，倾
听群众呼声，与群众同甘共苦，深入实地，采用主题座谈、
实地察看、走访入户等方式，真诚倾听，真心交流，让调研
成果反映民情、赢得民意。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时刻扪心
自问，厚植为民情怀，常思常做为民之事，把群众所需所急
所盼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站稳人民立场，树立学徒思
维，真诚地向群众请教、向实践学习，如此才能让调查研
究“接地气”。

真察实访，找准问题，让调查研究“沾土气”。



调研的本质是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因此调查研究要紧紧抓
住问题这个“牛鼻子”，以问题为“靶”，聚焦于民生的重
点领域、重大问题、重要课题，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广大
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当基层战场的“解题人”，
针对难点和盲点，解决突出的问题，从问题角度寻找调研方
向。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党员干部要拒绝做“表面功
夫”“走马观花”，要广泛听取意见、查找病灶，真正摸清
情况，不断研究新思路新办法，找到解决之策。当面对不确
定、难预料的复杂形势时，广大党员干部当开展有的放矢的
调研，研究问题的本质和规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承
认问题、认识问题、不回避问题，不逃避责任，以自身行动
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让调查研究“沾土气”。

调而研之，研而用之，让调查研究“冒热气”。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用调研成果指导工作、推动发展，必须注重
“调”与“研”并重，对调查情况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判，
及时反映问题，围绕民生痛点、堵点、难点，制定行之有效
的措施，化解工作难题，提高调研实效性。此外，要建立督
查回访机制，定期回访调研对象，跟踪落实整改进度，实实
切切地将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工作清单”和“成果
清单”，真正做到“事事有回应”，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
题。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成果导向，当挺膺担当的“实
干家”，把调查研究的成果落到实处，通过对基层问题的调
查研究，干实事、出实招、求实效，让调查研究成为实际工
作中的有效工具，真正让调查研究“冒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