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们透过历史，回望我党调查研究

的优良传统，江西省寻乌县，无疑记录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进行

社会调查并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

本主义》两篇光辉著作，首次提出“没有调

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提出“中国

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

情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我党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的寻乌

县城南门外有座小山，名叫马蹄岗。

马蹄岗上，有一座石砌的二层楼房。

1930 年 5 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

这里生活工作了 34 天。如今，这

里成为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是知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

“毛泽东在这里开了十多天

的调查会。”跟随寻乌调查纪念

馆副馆长侯爱萍的脚步，记者

走进了旧居中厅，两台方桌拼

成的长桌、六把椅子、两条长

凳，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调

查会现场。

在《寻乌调查》序言中，

毛泽东写道：“我过去做过湘

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

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

……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

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

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是有

着深刻的认识的。早在 1920

年 3月 14日，放弃去法国留学

机会的毛泽东就在致周世钊

的信中写道：“欲改造中国，有

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

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

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

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

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从那时起，他便坚定了留在国内

研究中国的信念。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

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把调

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市。为

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赣州市委党史办

主 任 胡 日 旺 介 绍 ，

1930年4月，红四军

打下信丰县城以

后，不明白农村

的地主和城市

中的资本家的区别，就把信丰县城的十几

家商号全部没收了，但是这一没收，群众买

不到东西生活不便，从而引发不满。

这次经历，让毛泽东开始反思，后来

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这不是由于不了

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

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

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的富农问题和

城市商业状况，解决党在土地革命斗争中

的路线问题并制定正确的工商业政策，正

确指导土地革命，毛泽东决定下大力气作

一次深入的社会调查。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作调查工作十分细致。”寻乌

调查纪念馆讲解员何惠芳介绍，《寻乌调

查》全文 8万余字，内容涵盖地理位置、历

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风貌、水陆交通、

土特产品、商业往来、税收制度、人口成

分、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方式、土地

斗争等内容。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式调

查、开调查会等形式，毛泽东对寻乌县城

300 多人进行了详细调查，形成了几十万

字的调查笔录。毛泽东调查方法的精髓，

就是突出重点、选准典型、耐心细致、刨根

问底。

毛泽东搞调查历来主张深入、唯实的

工作作风。据毛泽东警卫员吴洁清后来回

忆，调查开始之前，毛泽东在对寻乌基本情

况进行摸底了解的基础上，亲自准备和拟

定调查纲目，既有大纲，也有细目。在细目

之下再列出作讨论式调查的具体问题，比

如在细目“寻乌城”之下就列出 25 个具体

问题。毛泽东从了解寻乌县城入手，首先

绕县城四周城墙走了一圈，他说这叫“走马

观花”，有助于对寻乌城有个整体的印象。

接着，他们便在城内大街小巷转悠起来，

“下马看花”，详细了解。他们到各家店里

问价钱，问品种，问哪些商品卖得好，为什

么，问商品的进货渠道……直到问得商家

不耐烦了才不得不离开。

“这种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的精神，正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最

直接的体现，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

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寻乌调查

纪念馆原馆长黄少斌说。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旧居二层一间不足 10 平方

米的房间，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当年，

毛主席就是在这里整理调查中获得的第

一手资料，写出第二天的调查提纲。”何惠

芳说，“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

主义》。”

毛泽东同志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

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

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认识到：对于

地主必须给予生活出路；对于富农应在

经济上限制而不是彻底消灭。通过这次

调查，毛泽东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

分配方案，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提供了实际依据；进一步弄清了城市商

业状况，明确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为深

化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写道：

“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

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

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

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结合一系列的调查，毛泽东在理论

上进行总结和概括，发表了《反对本本主

义》，为此后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

了基本规范和遵循，在党的理论建设和理

论指导上开拓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光明之路。”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

部原主任蒋建农说。

寻乌调查 90 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

依然从调查中汲取精神营养。2017 年 7

月，中宣部课题组赴寻乌县开展扶贫调

研，形成了《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推动农

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寻

乌 扶 贫 调 研 报 告 》。 2017 年 12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

示，对调研报告进行了肯定，认为此次调

研发扬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唯实求真的

精神，并对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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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
赖永峰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

道。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

作的重要传家宝，也是做好各项工作

的基本功。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用一个

月的时间，把寻乌这个江西南部的小

县城摸了个遍，写下了闪耀着唯实求

真精神的两篇经典之作。寻乌调查告

诉人们，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深埋在国

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来，必须拿

起调查研究这把锄头。毛泽东同志在

中央苏区调查研究的丰富实践、经验

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和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然焕发着时

代的光辉。

从寻乌调查中汲取精神养分，首

先要厚植人民情怀，真心实意地和群

众“坐在一个板凳上”，拜人民为师，汲

取群众智慧，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我

们进行科学决策的源头活水。

其次要直面问题、找准问题、破解

问题，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正确认识、把握和破

解各种风险挑战，提高决策的科学化

水平。

再次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要把坚持实事求是搞调研作为“转变

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时刻牢记一切

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唯有如

此，才能取得真经，求得实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倡导全党大

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调查研究

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到

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并

将调查研究始终贯穿治国理政的全过

程和各方面，为全党做好调查研究树

立了榜样、作出了表率。

实事求是永无止境，调查研究永

无止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展现出美好前景，也面临更

加繁重的任务，迫切需要各级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传承弘扬好寻乌调查精

神，站稳人民立场，发扬求实作风，直

面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

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

方案，书写新答卷，建立新伟业。

图① 毛泽东寻乌调查油画。

图② 《调查工作》复制件。

图③ 毛泽东寻乌调查旧址。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中

国共产党执行着一条“抽肥

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它

有效地保证了赣南、闽西土

地斗争的顺利进行，对全国

土地运动的深入开展起到

重大作用。

1930 年 5 月 的 一 天 ，

毛 泽东离开了马蹄岗的住

处，赶往位于城里西井巷的

县苏维埃政府。他头一天

就让县委书记古柏安排好

了，今天要去召开一次基层

苏维埃干部座谈会。

此时大厅里已经聚集

了好几位县、区、乡干部，他

们正在讨论着问题，气氛非

常热烈。坐下后，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向毛泽东介绍寻

乌的土地分配情况。

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

政府）成立后，在全县开展

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

田地”运动。由于是土地斗

争 初 期 ，没 有 经 验 可 以 借

鉴，因此土地分配百分之八

十五是以乡为单位。苏维

埃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拿出

来平均分配给没有土地或

者少量拥有土地的贫苦农

民和中农，实行的是“抽多补少”，即照人口平分的

原则。

听完大家的介绍，毛泽东说：“平分富农土地的

做法，使得广大贫农群众政治上得到翻身解放、生

活上得到改善提高，劳苦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纷纷

参军参战，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次我在寻

乌也同样看到了这种令人振奋的景象。”

“不过。”毛泽东话语一转，“经过调查，我总感

觉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肥瘦分配问题。”

毛泽东接着说：“这段日子我基本弄清了地主

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地主阶

级对农民的剥削和迫害是非常残酷的，所有的大中

地主都是反革命，在土地斗争中必须把他们全部打

倒，但在生活上又要给他们出路，要给他们分一部

分土地，这样才不会激化矛盾，给革命带来更大的

阻力。”

“我们对待富农要采取限制的策略，要在经济

上削弱他们而不是消灭他们，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

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至于小

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尚处于分化之中，其中的一

部分在初期的革命运动中有着革命的要求，我们必

须注意争取他们。”

他继续说道：“农村土地分配中的实际斗争在

于‘抽多补少’，而土地斗争的中心又在于‘抽肥补

瘦’。这种肥瘦分配的斗争实质上是广大农民和地

主、富农的斗争。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最广大贫

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证，才能得到更多群

众的拥护，革命成功才更有希望。”

后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写道：

“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

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

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

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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