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健

新春伊始，市领导纷纷带头深
入一线，走企业、进工地、访社
区，开展调查研究，面对面听取意
见，帮助企业和群众解决问题，体
现了良好的导向示范作用。

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
功。“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
权”，出思路、做决策，须建立在了解
情况的基础上，这就离不开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只有经常性地深入
基层，听民意、摸实情，了解和掌握
第一手资料，才能使决策有的放矢，
确保出台的政策和举措更具针对
性，避免想当然和脱离实际。因此，
中央一再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密切与人
民群众的联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尽管总体上呈现可喜的变化，
但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仍较
普遍地存在不重视和不善于调查研
究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有的过于
自信，自认为信息来源渠道多，对
情况熟悉，不屑于调查研究；有的
怕吃苦受累，怕接触矛盾，不愿调
查研究；有的陷于文山会海，忙于

事务处理，无暇调查研究；有的也
搞“调查研究”，实则不过是沿着
安排好的线路走一走，蜻蜓点水、
走马观花，装装样子罢了。凡此种
种，是值得注意并需要改进的。

春节期间，笔者认真阅读了《习
近平在浙江》一书，多有感慨，其中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习近平同志对
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在浙江工作
期间，习近平同志以实际行动，为各
级干部如何重视和开展调查研究上
了生动的一课，言传身教，堪称典
范，值得我们好好体会和学习。

据曾经与习近平共事的同志介
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调
研开局，确定目标方向，理清工作
思路，制定战略措施，抓好执行落
实，是习近平同志主要的工作特
色。换言之，习近平同志最显著的
工作特点，就是用调查研究开路。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当县委书
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
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是这
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履新后，便
马不停蹄地走企业、下农村、去海

岛、进山区，密集开展调研工作，
全面了解浙江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
状况。他在浙江任职的头 9个月时
间里，全省 90 个县市 （区） 跑了
69 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所有
的县市 （区） 跑遍了。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
至少每周会安排一次调研，每年至
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和部
门 调 查 研 究 。 如 ， 仅 2005 年 一
年，他就有 117天在外调研。无怪
乎有人感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的
工作史，就是一部对浙江全省的

“调查研究史”。
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到基层

调 研 要 做 到 “ 五 个 字 ”， 就 是
“深、实、细、准、效”。同时，还
提出具体要求：一是提高调查研究
对象的广泛性；二是提高调查研究
内容的针对性；三是提高调查研究
方法的多样性；四是提高调查研究
成果的有效性。

在调研过程中，习近平同志为
了多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可谓用
心良苦、不辞辛苦。比如，在下基
层调研时，他有时会临时改变调研
线路，到一个不是县里安排的村庄

去看。又比如，每到一地，经常是
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
县志，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
况掌握得很透。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尤其是在他主导下形成的“八
八战略”，成为引领浙江发展的总
纲领、总方略，至今仍在发挥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是与习
近平同志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视
野、卓越的能力分不开的，也与他
深入务实的工作作风，特别是注重
调查研究分不开的。

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背后，彰
显的是作风和形象，体现的是担当
和情怀。对照习近平同志对待调查
研究工作的态度和做法，作为新时
代的各级领导干部，又当作何感
想，拿出什么样的行动呢？

善用调查研究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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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进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发布了《关
于小学生综合评价改革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从评价内容、评价
重点、评价方法等给出了指导意见，
亮点多多。

为什么要单独制定一个小学生
综合评价改革方案？因为小学生的生
理、心理以及课程标准，有别于初高
中学生，理应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

可事实是，在此之前，中小学生
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手段基本上是不
分的，沿用的多是传统的功利性评
价，注重学业评价，忽视综合素质评
价；评价方法多以考试、测验为主，

将考试分数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
注重结果评价，忽视动态性的过程
评价，无形中加剧了应试教育。

当此“双减”政策正在逐步推进
落实之际，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小学
生综合考核的《指导意见》适逢其
时，很有必要。综观《指导意见》，其
主旨很显豁，就是配合“双减”政策，
利用考核杠杆减轻小学生的学业负
担，改革现行的功利性评价，建立起
更加合理、科学的评价体系。

既然是征求意见稿，笔者就《指
导意见》正式颁布后可能会遇到的
难题或者阻力提几点建议。

做好家长工作，转变家长观念。
虽然素质教育喊了多年，但“分数决

定一切”的评价观念，还是根深蒂固
地扎根在家长心中，要让家长摆脱功
利性评价观念，接受综合评价有一定
难度，会遇到不小阻力。所以，在实施
综合评价时，应加强对家长的“指
导”，引导他们认识素质教育和综合
评价的意义，同时注重家校互动，让
家长参与到学生的综合评价中来。

做好教师工作，转变教师观念。
《指导意见》有一大亮点，即考核等
第比例的设定，小学低段优秀比例
不超过应届学生人数的70%、中段优
秀比例不超过60%，高段优秀比例不
超过 50%，不合格比例最高不超过
5%。传统的等第比例是倒过来的，优
秀的少，一般的和不合格的居多。小

学生的考核应重在激励，所以势必
要调整现行的等第比例，让教师树
立起每个学生都“行”的评价观念。

把公平作为考核的根本准绳。
在一些老师眼里，凡是成绩优秀的
学生什么都是好的，反之则是“问题
生”，因而，在评定学生时，往往采用
单一的评价标准，即考试分数，这
样，势必对那些考试成绩一般般，但
其他表现优秀的学生造成不公。因
而，《指导意见》能否得到顺利实施，
关键要从多元评价、过程评价以及
评价主体等方面入手，确保评价的
公平、公开、公正。

评价，不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儿
童，而是帮助我们创造适合儿童的
教育。之所以要改革小学生的评价
体系，就是要改变现行的教育生态，
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希望《指导意
见》修订完善后能尽快实施。

小学生综合评价改革须破解三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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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对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意义
重大。但有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
滋生出“数字形式主义”，不仅脱
离群众、增加基层负担，还造成了
资源浪费。

例如，在某些网络问政平台
上，对群众反映的个性化问题，回
复统一而“官方”。群众诉求只是
转交相关部门，平台上显示“已办
结”后就没了下文，问题仍未得到
解决。

有的地方为了提高工作 APP
点击率和官方微博活跃度，给基层
下指标、搞摊派，每周排名通报，
基层不胜其扰，有的地方出现一人
多机刷点击率甚至购买“水军”当
粉丝等现象。

少数领导干部将信息化、大数
据的简单运用视为工作创新，未经
充分论证就搞信息平台开发建设，

“一片火热”之后往往“凉凉收

场”，浪费老百姓的血汗钱。
与传统形式主义相比，“数字

形式主义”更具隐蔽性。梳理媒体
报道发现，在数字化基建、电子政
务、基层数字化办公等领域，“数
字形式主义”已有所抬头，此风当
刹。

“数字形式主义”表现形式多
样，但本质还是忽视实际、脱离群
众，其背后是政绩观错位、作风不
严不实。数字化、智能化只是手
段，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服务才是
目的。数字化治理搞得好不好，群
众满意不满意才是衡量标准。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必须
脱虚向实，从重数据转向重实绩，
求真务实、不玩虚活；对大搞数字
化面子工程的领导干部，应当依规
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推行电子政府、数据化，目的是
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为民服务的效
率，方便群众办事，更好满足群众需
求。如果背离这个初衷，搞成“数字
形式主义”，那就南辕北辙了。

谨防“数字形式主义”
滋生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