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
教师(优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我
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
和分享。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教师篇一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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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了解基层详情，知晓人
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基层走访是调查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是表达关爱、解决问题、
凝聚力量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广大基层干部当饱含“真情实
感”、做到“戒虚务实”，用心写好这一“命题作文”，真
正让文风朴实、内容动人、回味悠长。

用“精准规划”谋篇，写好“基层走访”的框架。在信息化、
网络化极度发达的时代，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电话沟
通”“网络对话”“视频问询”，但实实在在“走一遭”和
浅浅淡淡“问一句”的效果肯定是有千差万别的。既是初春
时节，一次入户的交流、一场面对面的沟通、一段心贴心的
互动，想必是最为暖心的行为了。广大基层干部当用“精准
规划”谋篇，既要事先了解走访对象的具体情况，又要细致
规划时间和流程，切莫搞“车上看、门外转、手机拍”的假
大空，也不摆“看似精彩、实则无用”的盆栽架子，真正做到
“身入”且“心入”，努力写好“基层走访”的框架。

用“非凡成就”装填，写出“基层走访”的深意。“访”字
原意为向人询问、调查，有看望、探问之意，后来引申为专



程前往问候和交流。此次基层走访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__精
神的重要载体，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日常工作中，通过“访”
的形式，将非凡十年的闪光成就认真讲述为老党员、老干部
和群众们听，将党的“好政策”“好声音”解读给基层群众
和党员、干部们学习，在互相探讨、深入揣摩、共话未来中，
进一步燃起他们对党的忠诚之心，真正发挥出基层走访
的“政治功能”，用心写出“基层走访”的深刻意义。

用“真情实感”落笔，写暖“基层走访”的温度。基层走访
的重要功能在于了解问题的同时，也带去真情实感的温度。
在现实工作中，个别单位和领导干部在基层走访的过程中，
过于重“形”而非重“实”，将米面油等慰问品“一送了
之”，用“赶场式”“应景式”走访冷了基层群众和困难党
员干部的心，也让基层走访变了味、失了真。广大基层干部
当用“真情实感”落笔，时刻牢记访民意、贴民心、凝众
力“急不得”也“浮不得”，只有丢掉“空话套话虚话”、
放下“架子面子”，真正用心用情与老党员、老干部和困难
党员交流，使之心里舒畅、安适，才能写暖“基层走访”的
温度。

用“实干作为”答卷，写深“基层走访”的回音。“以诚感
人者，人亦诚而应。”问而知之、知而思之、思而行之，才是
“正向循环”，基层走访既要把关怀、温暖和政策“送下
去”，更重要的是要把诉求、需要、期盼“带回来”，只有
了解老党员、老干部和困难党员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才
能为后续工作提供指引，才能把实事办到心坎上。广大党员
干部当用“实干作为”答卷，在聊家常时嘘寒问暖、在品甘
苦时知急难愁盼，学会把问题写进“责任清单”，在实实在
在解决问题、步步推进回应期待中，真正写深“基层走访”
的回音。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教师篇二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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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是了解基层、通达民意的“桥梁”，是
使决策和工作符合实情的重要途径。广大党员干部要“实之
又实”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增强运用调查研究发现问
题、研究情况的能力，以脚步向下了解实情，以真诚以待赢
得民心，以担当作为解决问题，把基层一线的情况摸清摸透。

调研要“沉得下”，以脚步向下了解实情。调查研究只
有“足践之”，才能在一次次走近基层中了解基层；只
有“目见之”，才能在真看真听中获得真感受，把群众的呼
声听清楚，把群众的诉求摸透彻。调查研究必须走到一线去、
走向群众去，而非围着材料打转，从文字材料里找问题、要
答案。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的，具体的情况、产生的问题
也在不断变化，党员干部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了解事物发展
的规划、群众实际的需要、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够获取详
细的“第一手资料”，找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抓手”。
因此，党员干部要“沉得下”，坚持脚步向下，从村头到村
尾，从田间到阡陌，从屋舍到炕头，在群众生产生活的地方
了解实情，让调研饱含“热乎气儿”，让我们所获取的材料
也冒着“热乎气儿”。

调研要“心贴心”，以真诚以待赢得民心。调查研究想要调
得清楚、研得透彻、究得深入，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必须
真诚以待，才能让群众真正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若是党员
干部调研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心入”，没有真走实看
的“身入”，只是见面“隔着车窗”、到村“鞋不沾土”、
走访“摆个样子”，没有真正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是不
可能对问题有全面的认知的，最终的调研报告必然空话连篇，
没有群众的观点、详实的数据为支撑，这样的调研自然也就
失去了意义。因此，党员干部只有走得近，才能和人民群众
的心“贴得近”，必须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顶在心，在
调研中不走马观花、不马虎大意，善于发现、善于观察，以
真诚以待、认真细致赢得民心，切实把调研工作开展好。



调研要“问实效”，以担当作为解决问题。调研不能“事后
一场空”，要出实效。党员干部不能有视而不见的“盲视”，
也不能有无头苍蝇般的“盲办”，要善于抓住问题之“源”，
顺着问题的源头找准问题产生的关键，善于把问题之“脉”、
开解题之“方”，善于分析和研究问题，以最短的路径、最
快的速度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需要灵活多变的思路，也需要
有扎实过硬的能力。党员干部要在能力提升上多下功夫，自
觉在工作实践中加强锻炼，有能担当的“铁肩”，有善作为的
“本领”，以攻坚克难的“冲劲”和紧抓快干的“恒心”，
敢于啃下实践中的“硬骨头”，将调研的结果和实践的开展
深度结合，把问题逐项“销号”，以问题的解决交出人民满
意的“答卷”。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教师篇三

一是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被下派到基层工作后，我按照
自己的工作职责认真开展工作，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
接受群众监督，经常深入基层，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注
同劳动，深知群众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便
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到户，在教育农民的同时，
也使自己深受教育，在工作中，自觉转变工作作风，接受群
众监督，增强为群众、为基层服务的意识。通过自己的工作
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树立了机关干部的良好
形象，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进一步拉近。

二是自身各方面素质都有较大提高。我非常珍惜这次锻炼的
机会，深知基层工作有别于机关，自己十分欠缺基层工作经
验。因此，我虚心地向基层干部学习，学习工作经验，在活
动中，我与村干部真诚相待，合作共事，不怕困难、不避重
就轻，以严谨的作风和实实在在的工作，感染了身边的同志，
以实际行动起好带头作用，跟村居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得
到了他们的认同、信任和支持，以送市情、送温暖、送科技
信息、送文明、送规矩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
本着学习的态度，在工作中，一心为公，针对干部群众反映



的问题，想尽办法，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在多方面做
出了许许多多的实事好事，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困难，面对
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复杂的基层工作局面，参与镇、街、村多
项工作的决策和实施，学到了很多机关学不到的东西，磨炼
了意志，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组
织协调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为今
后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基层工作经验。

“五送两带”实践活动，给村群众送去了温暖，送去了知识，
切实解决了人民的一些急难问题，取得了较好的实效，我认
为这是项长期的工作，如何做好需要我们党员干部从以下几
方面共同努力：

一是要加强党员干部自身建设。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为农
村谋发路、破难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改革创新的精神、
求真务实的作风，解放思想，积极探索，不遗余力地把基层
的各项工作推向正确的轨道上来，努力开创农村的新风新貌。

二是要抓调查研究。只有仔细的深入调查研究后，才知道基
层缺的是什么，因此要自觉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深入
基层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和调整
工作计划和目标，在工作进程中，针对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
的进展情况，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三是要加强农民的学习教育。那里的农民让我感受到了劳动
人民的朴实以及他们对知识的需求，因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调动农牧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
弘扬科学、破除迷信，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可利
用“学教”活动、板报、标语等形式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各
项方针政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和经营
方式，增强他们生活信心和致富勇气，可通过组织扭秧歌、
办舞会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消除不和-谐因素，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总之，此次下基层活动让我收获良多，我深知这是项长期的
工作，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努力尽到党员干部的责
任和义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着力帮
助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帮助理清发展思路，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着力帮助解决农村群
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帮助化解群众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
定;着力帮助解决农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教师篇四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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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确了12个重
点方面内容和6个步骤要求，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根本
遵循。“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
言权”，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专门有一章节列举了调查
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调研要带着问题和纲目，深入到明了问
题情况的人群，针对问题“刨根问底”，还要亲自出马、亲
自记录。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要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
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
来。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不仅要重视调研，更要懂调研、
善调研、精调研，真正使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第一步，调有主题。调研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
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因此，开展调研要针
对涉及领域或工作中最突出的难点问题，直击工作痛点，从
小的切入口入手，找寻大面经验。《工作方案》中提到了发
展新形势下11个重点聚焦领域，还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长期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对于这类问题，要把握调查研
究的契机，把问题摆上来，把靶立起来，集结群众的智慧，为
“老大难”把脉开方、聚力击破。

第二步，查之有道。调查研究讲求群策群力，要真正踏入基



层，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表扬和批评都要听，
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等方式，
确保收集的一手资料范围领域够广、数据基数够大。调查研
究也要有所侧重，要带着问题去找答案，摒弃千篇一律、模
板套路化调研，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向重点场所
和目标人群做精准化调研，更好地找到问题、察到实情、寻
到办法。

第三步，研之有理。调查研究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即把
大量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的过程。《工作方案》中指出，要
充分运用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
深入分析、充分论证和科学决策。具体实践中，要利用现代
分析手段，坚持问题导向，把调查得到的数据、建议、经验
分门别类地筛选、提炼，让经验规律和破题思路随之浮现。

第四步，究其根本。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那一纸报
告，而是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难题的办法和
路径。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
清单，针对不同的问题要根据矛盾根源，因病施救、对症下
药，能修缮的喂以补剂，沉疴则施以猛药。同时，还要强化
跟踪问效机制，定期对调研对象进行回访，让群众真正感受
到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重视、逐步解决，提出的建议落实落
地、变为现实。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教师篇五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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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方案》)，对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说“家常话”“体己话”“激励话”，听真话、
察实情、求实效，不断提高调查研究本领。



说“家常话”，增进感情“听真话”。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正确利用语言的魅力，可以加强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连接。
党员领导干部放下“官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
农户家中，与群众打成一片、“泡”在一起，多讲百姓愿意
听、喜欢听、能听懂的大实话。要采取打比方、摆事实、讲
道理、列数据、作比较等方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直白
晓畅地宣讲党的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愿意听、听得懂、听
得进，在进村入户、爬坡上坎、促膝交谈中增进感情、融洽
关系。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具有针对性、全局性的问
题入手，在上与下之间架起民心桥、连心桥，在唠家常中倾
听群众的真实思想和建议、呼声，真正了解民之所急、民之
所盼。

说“体己话”，增强信任“察实情”。情感是沟通的纽带。
只有感情热络了、深切了，才能了解真情况、找到真问题。
党员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要尊重群众、将心比心、换位
思考，体贴群众的困难和诉求，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
要“以心换心”“以情换情”，采取聊家常、摆龙门阵、说
知心话的方式，引导群众敞开心扉、打开话匣，在增强信任、
见微知著中收集群众意见，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要采取
“望、闻、问、切”的方式，善于察言观色，想方设法、刨
根问底了解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洞若观
火、明察秋毫中切实了解基层的真实面目，千方百计发现问
题。要防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多到基层一线蹲点调研、
解剖麻雀，以钉钉子精神把情况摸准摸透，通过抽丝剥茧、
庖丁解牛，把握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

说“激励话”，增添信心“求实效”。信心是力量的源泉。
只有增添群众信心、引导群众主动作为，才能把调查研究成
果转化为推进工作、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党员领导干部开
展调查研究，既要深入分析、充分论证和科学决策，形成解
决问题、促进工作的思路办法和政策举措，又要加强动员、
引导，提振群众信心、开发群众智慧、依靠群众力量，共建
幸福美好生活。既要积极排忧解难，更要激励人民群众树立



竞争创业意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扬首创精神，自力更
生、艰苦创业。要鼓励人民群众自觉担负自己的时代责任、
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踊跃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伟大实践中来，胸怀全局、脚踏实地，崇尚实干、齐心协力、
团结奋斗，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