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解剖麻雀”的 4 个经典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

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长期以来，我

们党不仅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理论方面形成

了系统的观点，解剖麻雀式调研就是其中之一。“解剖麻雀”是毛泽东对典

型调查方法的形象比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曾指出，“要从个别问题

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

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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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好“麻雀”，要找对典型 

解剖一个麻雀，首先要选好麻雀，也就是要选好调查研究的典型。怎样找调

查的典型呢？毛泽东说：“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

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

情形了。”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 

1930 年 5 月，红四军攻克江西寻乌县城，毛泽东利用红军在安远、寻

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在寻乌开

展了 20 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

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这是毛泽东当时最

大规模的一次调查，后来整理成《寻乌调查》，共 5 章 39 节，8 万多字。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寻乌进行调查，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

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也

就是说，通过对寻乌的调查，他对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也就有了大致了解。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进行寻乌调查的旧址（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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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列出 5 个大目，每个大目

之下又列出几个至十几个细目，在细目之下再列出作讨论式调查的具体问

题。针对每个具体问题，他都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调查对象。比如，关于寻乌

的交通，他具体分析了水路、陆路、电报、邮政、陆路交通器具的情况；关

于寻乌的商业，他具体调查了从门岭到梅县、从安远到梅县、从梅县到门岭、

从梅县到安远与信丰经寻乌的生意情况，以及惠州来货、寻乌的出口货、寻

乌的重要市场等情况，并详细调查了寻乌城市场各种货物的种类、店铺分布、

经营品种、货物来源、市场价格、店员制度等情况；关于寻乌的旧有土地关

系，他对寻乌 8 个头等大地主、12 个二等大地主、113 个中地主的具体情况

一一进行了分析；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他从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

池塘分配、房屋分配等 17 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寻乌调查因细致入微，

获取的资料十分翔实。 



 

油画：寻乌调查（来源：人民网） 

2011 年 11 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

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

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

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

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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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住“麻雀”，要俯身蹲点 

“麻雀”确定了，但倘若不俯下身子细心摸清情况、沉到一线精心寻找对

策，就很难将其“捉”住。对此，陈云曾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 90%

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 10%的时间就够了。” 

 

陈云的青浦调查 

    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运动开

展的初衷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由于违背

了经济规律，结果适得其反。为了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尽快恢复和发展国

民经济，党中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当时身体不好，医生建议

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他还是响应中央的号召，决定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

研究。1961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1 日，陈云在上海青浦县的小蒸人民公社

蹲点半个月，进行了仔细深入的调查研究。 

 



1961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1 日，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作农村调

查时，与公社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陈云。（来源：陈云纪念馆） 

青浦是陈云的故乡，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在小蒸领导过农民运动，新中国

成立后他也曾多次到青浦进行过农村调查，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当地农民

朋友也了解他，能够对他讲真话，他能了解到农村最真实的情况。 

 

1961 年 8 月，陈云关于农村情况给邓小平的信和所附的调查报告（来源：

陈云纪念馆） 

调研期间，陈云的日程安排基本是：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到田间地头、

养猪场、农民家里、集体食堂等地方考察。他在《青浦农村调查》报告中谈

到，这次调查“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

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我自

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

仅关于养猪一项，陈云就召集公家养猪的人、私人养猪的人各召开了两次座

谈会，公社的 15 个养猪场，他看了其中 10 个。此外，他还虚心向有经验的

农民请教，亲自到农户家中查看猪圈。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得出了符合

实际情况的结论：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是把母猪发还

给农民私养。在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的问题上，陈云亲自到田间地头，在经

验丰富的农民中做调查，询问早稻、晚稻、小麦、蚕豆的耕作规律，了解种

双季稻和单季稻、稻麦间作的优缺点，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全面算账，种

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 



3  

观察“麻雀”，要带着问题 

解剖“麻雀”从哪里下手？脑子里面要先有问题。如果一个问题也没有

就去搞调查，那就难以掌握主动权，“去调研”难免沦为“被调研”。邓小

平曾告诫党员干部：“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

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邓小平的江浙沪调查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水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250 美元，提高到 20 世纪末的 1000 美元，

翻两番。 

这个目标是邓小平根据国内外材料作出的科学判断。但这个“小康水平”

是个啥样子？具体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实现？他决定到广大人民群众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算算账”，调查一下实际可能性。 

1980 年六七月间，邓小平专门到几个省做了一次调查研究。7 月 22 日，

他在赴郑州的途中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 1000 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 

1983 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又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再次进行

调查研究。2 月 6 日，他抵达苏州，第二天下午就在下榻的宾馆开门见山地

向江苏省负责同志了解：“到 2000 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

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江苏的同志向邓小平详细汇报了近年来全省及

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 5 年实现党中央提

出的奋斗目标，实现“翻两番”。 

达到人均 800 美元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

子？针对邓小平提出的这个问题，江苏的同志具体汇报了 6 条：人民的吃穿

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

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邓小平为苏州人民取得的成绩兴奋不已。之后，他又到杭州、上海等地

调研。这次在江浙沪为期 3 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



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了调

研时了解到的“小康水平”的社会状况和 6 条标准，高兴地说：“看来，‘四

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在此基础上，1987 年 10 月，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

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部署。 

  



4  

解剖“麻雀”，要以小见大 

 

通过解剖一只“麻雀”，将“点”上的经验推广到“面”，是推动全局

工作的重要一招。调查研究，关键在于发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示范带动

作用，以达到在全局中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自

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到坐标、找准

定位。” 

 

习近平的老县镇调查 

2020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专程来到位于陕

鄂渝交界地带的平利县老县镇考察脱贫攻坚等情况，带头“解剖麻雀”。 

 

在老县镇，习近平主要考察了 4 个地方：一个社区、一所卫生院、一所

小学、一座茶园。每一个考察点都蕴含深意，都直指当下脱贫攻坚和复工复

产复学的重点工作。 

2011 年，平利县规模最大的移民搬迁安置区开工建设，命名为锦屏社

区。截至 2020 年，锦屏社区共搬迁安置 11 个村、1346 户、4173 人，是全

镇搬迁群众最多、规模最大的安置区。习近平当天的第一个考察点就是锦屏

社区。在这里，他实地察看了已经复工复产的社区工厂，还到社区居民汪显

平家中，同一家老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调研结束后他对当地“山上兴产业，

山下建社区，社区办工厂”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并叮嘱“解决好贫困群众

就业问题非常重要”。 

脱贫攻坚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是：有的孩子反复失

学辍学，不少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低。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他在老县镇重点

考察了这里的卫生院和中心小学，了解基层卫生防疫、医疗保障工作，询问

孩子们学习和生活情况，还专门到学校食堂，了解学生伙食和复学后疫情防

控情况。调研结束后他强调，要“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疫情防控能力建设，



把各项防控措施常态化”，“乡村振兴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教育，乡村的孩

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用好革命老区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脱贫致富的重

要途径。在老县镇调研的第四站，习近平总书记选择了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

范园区。在园区，他拾级而上，步入茶园，沿途察看春茶长势，同茶农们亲

切交谈，仔细询问茶叶收成、价格和村民土地流转、参加分红、务工收入等

情况。针对了解到的情况，他强调“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并勉励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脱贫奔小康。 

 

洪福茶山（来源：平利县人民政府官网） 

在老县镇，习近平总书记看的是一个社区、一所卫生院、一所小学、一

座茶园，实际上关注的是就业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脱贫

攻坚领域这些重大命题。以小见大，以点带面，老县镇调研正是习近平总书

记以调研开路、以调研开局这一战略思维的典型体现。 

 

 

 

 

 



启示“解剖麻雀”要细心耐心用心 

要“细心”，细微之处见真章。焦裕禄同志有句话：“蹲下去才能看到蚂

蚁。”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有细才有真，有细才能准，搞调查研究必须做到

细致入微，不能粗枝大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满足于“差不多”“能凑

合”“还将就”，而是要善于抓住小事和细节，通过“解剖麻雀”，以小见

大，盯住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于细微处见功力、见真章。 

要“耐心”，滴水穿石取真经。开展调查研究，尤其是下基层调研是一项

艰苦的工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勤跑腿、多蹲点，反复研究，通过“解剖

麻雀”取得真经，找到解难题的钥匙。如果只在表面上用功，蜻蜓点水“意

思一下”，是调查不到实情、发现不了问题，也研究不出成果的。 

要“用心”，心无旁骛摸实情。调查研究是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重在凝神聚力、专心致志，把功夫下在心无旁骛“解

剖麻雀”上。如果心不在焉，满足于走走过场、装装样子，存在应付心理，

就不能发现和解决真问题。只有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把

群众的期盼和需求作为下基层调研的主题和出发点，做到有的放矢、倾力投

入，才能摸透实情，达到预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