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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事求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它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实事求是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

精神,而且也是其重要理论主题。 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

根本的唯物论基础。 习近平同志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

法论的高度统一,突出地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与辩证方法的统一,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

性的统一,也体现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其发展

过程中不断地被注入新的理论内涵,而构成这一思想路线的各个方面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是内在统一的;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是党的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习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制胜法宝;坚持实事求是就能

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在他看来,要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实

事”,同时还必须深入探索和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为了人民利益而追求真理、
修正错误。 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即求真务实,并把求真务实的思想作

风和工作作风具体化为“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强调新时代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建设的重点是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由此不仅继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思想,而且赋予实事

求是的“实”极为丰富的新内涵,同时还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建设视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

点内容,实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思想作风;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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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它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实事求是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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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精神,而且也是其重要理论主题。 实事求是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

根本的唯物论基础。 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承继了自毛泽东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

思想,同时又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实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创

新性发展。 在习近平同志看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党的

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也是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 [1] 。
(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景十三王传》。 在该书中,班固称河间献

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2] 。 唐代学者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

是说,做学问务必掌握充分的事实材料,以求得正确的结论。 清代初年,顾炎武大力倡导实事求是

的学风,反对空谈心性、轻视实务的虚浮态度,主张经世致用,对清代学术产生重要影响,实事求是

也因此成为清代学者普遍推崇和广泛运用的治学方法,乾嘉学派甚至把他们的训诂考据称为“实事

求是之学”。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3]另一位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也

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 [4]到了近代,郭嵩涛、郑关应、梁启超等一批

学者也经常用“实事求是”来概括西方学术的基本精神。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
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它主要是被作为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而为人们所重视和强调。

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

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进行了提炼、改铸和重塑,并实际上将其确立为党的思

想路线。 他指出,实事求是实质上是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即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所谓

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问题而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找立场观点方法。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事’就是客观

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我们要从国

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

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
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

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5] 801。 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同志揭示了“实事求是”的三层基本含义:一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包括认识事物、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各项工作等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二是

理论联系实际,即“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去分析研究来自客观实际的材料,得出正确

的结论;三是用关于“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的知识即真理性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实

践活动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这样,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
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时还是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由此,毛泽东同志

赋予“实事求是”以全新的内涵,将其由历史上的一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创造性地转化为党的思

想路线。 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的提炼和概括,198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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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党章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
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之所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

高度统一,突出地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与辩证方法的统一,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的统一,也体现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首先,实事求是强调客观事物具

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变化规律,要求人们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坚持了马克思主

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其次,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即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积极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努力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

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 再次,实事求是要求人们用关于客观

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

实践观和真理观。 总之,实事求是内在地融合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观、规律观和能

动反映论,是彻底的唯物论与彻底的辩证法的有机整体。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事业的推进而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的。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突出和生动地表现

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 习近平同志指出,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就是说,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和灵魂[1] 。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

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确立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6]278。 实事求是也是毛泽东思

想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作不懈

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

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6]114,126。 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其

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实事求是[7] 。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

体结合时代特征和党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新的概括,在重申“实事求是”原则的同时

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解放思想”这一新的重要内容。 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成功地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和姓“资”姓“社”的困扰,开辟了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为此,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8] 。 习近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

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他“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 [9] 。
进入新世纪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国际

国内形势进行了周密分析,在提出和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

“与时俱进”这一新的内涵。 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是对党的思想路线更完整、更
全面、更富于时代特征的新概括。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使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决定性

因素,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 习近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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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10] 。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

题,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

想,并给党的思想路线注入了“求真务实”这一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本身也集中体现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要求。 习近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11] 。

习近平同志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

断地被注入新的理论内涵,但其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 也就是说,作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构成

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内在统一的。
首先,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纵观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实事求是

的原则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其中,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要求则是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进一步发挥。 其中,解放思想的要求内在地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

想就是为了更好地做到实事求是。 习近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的目的在于更好实事求是” [12] 。 同

样,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要求也内在地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与时俱进是以发展的眼光对实

事求是原则的创造性运用。 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

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

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 [7]

面对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如果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不能与时俱进,坚持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

话。 求真务实则是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表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坚持

求真务实,才会避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各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
其次,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 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之一,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然而,

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的,它必然会这样

那样地妨碍着人们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此,在任何时候,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
习近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本身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冲破

各种过时的观念和偏见的束缚,改变那种不接受新事物的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使我们的思想更符

合客观实际,“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解放思想” [1] 。 只有

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思想认识从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

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始终正确地把握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使实事求是的要求落到实

处。 如果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只知道“唯书”“唯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
再次,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 “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13] 。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

求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从
而做到与时俱进,使党在理论上、思想上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使党的全部工作都做到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新性。 习近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我们要

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地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研究

652



汪信砚　 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

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1] 。

最后,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 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更不能表里不

一、说一套做一套,而必须落实到行动上。 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就要做到求真务

实。 “求真”就是要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不断“求是”,即在

全面了解和把握实际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总结规律,使提出的工作思路、方案、举措符合实际情况、
符合客观规律;“务实”就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指导下努力实践和行动,就是扎实工作、真
抓实干和不断开拓进取,就是把各种理想、蓝图、规划、方案和设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 只

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求真务实,才能把实事求是落到实处。 习近平同志说:“领导干部一定要

求真务实,大力弘扬我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 [1]

(三)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制胜法宝

正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所以习近平同志把实事求是提到兴党兴国之魂

的高度来认识和强调。 他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不断发展壮大的,我们党的历史表明,
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什么时候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

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

国” [1] 。 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党的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也是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与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作斗争中逐渐取得胜利的过程。 对此,1945 年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较系统的阐述,特别是在总结党的历

史及其经验教训时强调,“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

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

民的客观需要出发” [5]987。 决议指出,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

义,其“理论”和实际相脱离,其领导和群众相脱离,它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因而多次使中

国革命遭受惨重的损失;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特别是辩证唯物论和历

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国内外和党内外各种复杂情况,具体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使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5]987。 也

正是由于坚持了这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
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

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

想,而且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

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然而,从 1958 年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先后出现了“大

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严重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使中国社会

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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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

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

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 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40 多

年来,遵循这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

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不同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继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
成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
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不断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而且带领人民不断取得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和

建设成就的制胜法宝,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

务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不断开

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4] 。

二、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党的思想路线首先是作为思想方法起作用的。 思想方法是人们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观察、研
究事物和现象、分析和解决问题所遵循的方式方法,它是由世界观转化而来的。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

想路线,首先就表现为它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 所以,习近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 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 今天,我们要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 [15] 。
(一)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方法

作为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与主观主义根本对立的。 正如前述,主观主义就是中国革

命史上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那些“左”倾和右倾路线代表者的思想方法。 主观主

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
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

验并得出结论,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实质,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一些个别词句当作教条,丝毫不去考虑这些词句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

情况[5]988。 经验主义则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满足于个人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作到处可以使用的教

条,不懂得理论的作用,不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革命的运动”,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

习和运用。 虽然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思想方法上却是一致的,即都把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割裂开来[5]989。 在这里,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它重视

书本、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个别词句当作抽象的教条,当作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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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情况下都适用、可以无条件地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只是我们

行动的指南,不懂得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验主义的错误也不在于它重视

经验,而在于它仅仅重视和满足于自己狭隘的经验,不懂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作为行动

的指南。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要求,都是与实事

求是相对立的、必须予以坚决摒弃和克服的错误思想方法。
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截然相反

的态度。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过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毛泽东同志指出,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 所谓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即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立场

观点方法,而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单纯地为了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

矢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5]799。 这种态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

则[5]798。 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正如前述,所谓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就是有

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的实

际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立场观点方法。 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态度[5]801。 毛泽东同志还强调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即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态度,它是共产党员起码

应该具备的态度,而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

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革命才会胜利[5]800。 正是根据以上

论述,习近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

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的’” [7] 。
(二)实事求是是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实事求是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必然也是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因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不过是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或领导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常常是将实事求是作

为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提的。 例如,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

方法” [7] 。
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工作方法,强调党的工作方法对于坚守

初心、担当使命、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极端重要性。 早在 1934 年,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曾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 我

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

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16]因此,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

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探索和形成了多样化的有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如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统筹

兼顾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等等。 而作为党的根本工作

方法,实事求是是贯注于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的基本精神和灵魂。 例如,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基

本内容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对此,毛泽东同志曾作了精辟的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工作中,凡
是正确的领导,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
成一定的方针政策,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将其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并
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这些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然后再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把经过完善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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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5]899。 群众是党的工

作对象,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的意见、需要、愿望和追求是党的工作所面临的最大实际。
“从群众中来”,就是从实际出发;“到群众中去”,就是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因此,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仅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实践,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

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再如,统筹兼顾也内在地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

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统筹兼顾、“弹钢琴”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他引用毛泽东同志

的话说:弹钢琴时十个指头都要动,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如果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

调子,要弹出优美的音乐就必须使十个指头的动作相互配合;与弹钢琴一样,我们要抓好中心工作,
又要紧紧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抓好其他各方面的工作[17] 。 显然,要学会和做到统筹兼顾,首先必须

对全局及全局中的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的客观实际有全面了解,需要求得中心工作与各部门工

作的内在联系之“是”,简言之,首先必须做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突出地体现在党的领导工作中。 党的工作主要是领导工作,因

而实事求是也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

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

相结合” [5]897。 这里所说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

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方法,也就是前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毛

泽东同志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论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将群众路线的工

作方法作为党的领导方法来加以强调的,因此,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实
际上是党的领导方法应该具有的基本精神。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

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其主要负责人重温这篇文章。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总结讲话的一部分,它所说的党委会的

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党的领导方法。 该文阐述了十二种工作方法或领导方法,包括“要善于当‘班

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

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 “‘安民告示’” “‘精兵简政’” “注意团结那

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力戒骄傲”和“划清两种界限”,这些方法都内含着实事求是

的要求。 例如,关于“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工作方法,毛
泽东同志解释说,中央有些文件起草后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

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

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再如,关于“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毛泽东

同志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比如说,要进行土

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

定出正确的政策[18] 。 在上述两例中,无论是强调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还是强调“对情况

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其目的都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之所以成为党的根本领导方法,是由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思想方法,同

时也与党的领导工作的性质密切相关。 党的领导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决策。 而要作出科学决策,就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策过程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就必须把调查研究工作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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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于决策的全过程,使调查研究成为决策的重要一环;决策过程中必须经过什么调研程序,都要严

格执行,不能图省事、怕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问题,
必须坚持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的原则,使所有提交讨论的重要决策方案都是在经过深入调

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19] 。 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

过程,也就是强调决策必须始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亦即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总体上看,当前我们党能够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广大党员干部

自觉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工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不同领域

和战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很多新的经验,展示了共产党人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和良好形象。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做得很不

够,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上还存在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例如,有的因循守旧、固
步自封,思想和工作明显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有的机关作风严重,长期呆在办公室,不愿下基

层,没有或很少接触群众,不了解基层和实际情况,不接“地气”;有的还是固守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

义思维方式,只唯上、唯书,就是不唯实;有的为了迎合或满足某种需要,满嘴假话、空话、大话,甚至

弄虚作假;有的不喜欢听真话、实话,不愿意择善而从、承认和改正错误;有的明哲保身,怕担风险,
对错误的东西听之任之;有的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甚至蛮干、瞎干[1] 。 凡此种

种,都严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要求,都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坚

决予以纠正和克服。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如何坚持和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
在他看来,在实践中坚持和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实事”。 习近平同志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最

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什么是“实事”,亦即了解实际、掌握实情。 为此,必须对实际情况作系统、深
入和细致的调查研究。 他强调说,我们只有通过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真正掌握全面而真实的第一

手材料,真正了解我国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真正认识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把握人民

群众的人心所向和所思所盼,才能真正掌握“实事”,“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 [1] 。 他指出,重视调

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 我们党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全

党上下都重视和坚持调查研究,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党的各方面工作就顺利发

展;相反,如果不重视调查研究,就会主观主义盛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党
的事业就会蒙受损失[19] 。 他说,虽然现在科技发达、通信手段先进,信息获取越来越方便快捷,但都

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临一线做调查研究,因为与间接地听汇报或看各种汇报材料相比较,到基层去

与广大干部群众直接接触、面对面地了解情况和商讨问题,对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感受上所起的作

用是完全不同的。 他还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不仅要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注意学习和掌握正确的

调查研究方法,努力提高调查研究的水平和成效。 他指出,调查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了解事情的真

相和全貌,因而必须深入到实际、基层和群众中去,全方位、多渠道地获取信息,既要解剖典型又要

了解全局,既要面向干部又要面向群众,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到情况好的地方去总结

经验又要到情况复杂的地方去研究问题,其中,应将基层、群众、典型和困难多的地方作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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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同时,要带着问题去调研,并且要把握调研的主动权,调研过程中除了“规定路线”外还应有

“自选动作”,随机地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由此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避免出现“被调研”的现象。
只有这样去搞调研,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了解到在办公室里不可能得知的新情况,才能真正找出

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对策[19] 。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解实际、掌握实情,最为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口多、底
子薄和发展很不平衡。 比如说,我国有 13 亿多人口,其中的半数人口又在农村,因此,当我们考虑我

国城镇化问题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外城镇化的有关经验,但决不能简单照搬其他

国家的做法。 又比如,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又属于发展

中国家,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相同,因此,在推进改革和发展时,我们既要借鉴那些适

合我们的东西,又要鉴别和摒弃那些不适合我们的东西。 再比如,虽然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

二位,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非常突出,因
此,我们固然要充分肯定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认识到我们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也要特别清

醒地认识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推进改革发展、制定方针政策,都要牢牢立足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坚持一切从这个基本国情

出发。 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

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20]26。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探索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

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1] 。 他强调,我们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
都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能否按客观规律办事,是决定我们的各项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能否掌握

主动权和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 他之所以特别重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领

导干部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

在规律,为人们观察世界、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 [21]220。 同时,他也特别强

调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深入探索和把握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规律,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社会运行和治理规律、
改革规律、创新发展规律、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文艺工作规律、宣传思想工作规

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高校党建工作规律、教育和人才成长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学前教育规律、学
生成长规律、教师成长发展规律、思政课建设规律、高级任职教育院校建设规律、干部成长规律和干

部教育培训规律、青少年成长规律、社会公益事业建设规律、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律、乡村建设规律、
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生态系统规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管党治党规律、宪法法律发展规律、
立法规律、司法规律、公安工作规律、金融规律、统计工作规律、知识分子工作规律、群团工作规律、
大数据发展规律、人工智能发展规律、互联网规律、网络空间发展和治理规律、科研规律、科技管理

规律、科技创新规律、技术发展和转移规律、科技人才成长和发展规律、农业科技规律、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网信军民融合规律、现代军队建设规律、部队党的建设规律、军事教育规

律、军事科研规律、军事训练规律、现代战争规律、战争指导规律、战略力量运用规律、集团军建设管

理和作战运用规律、世界足球发展规律,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是人们获取关于客观规律的认识的基本途径,要认识和把握客观规

262



汪信砚　 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

律,就必须勇于并善于实践。 “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在实

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客观规律的必由

之路” [1] 。 在他看来,作为实践活动的必要准备和实践过程的内在环节,调查研究对于人们认识和

把握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规律极其重要。 他强调说,调查研究包括调查与研究两个方面、两个环

节。 衡量调查研究工作成效如何、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在多大规模上展开、经历了多长时

间或调研报告写得如何,而要看调查研究是否管用、是否真正有助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而要真正

把问题解决好,就必须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他指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领导干部开

展调查研究尚存在各类问题,既有调查不够的问题,也有研究不够的问题,而研究不够的问题可能

更为突出。 比如说,有的人下去转了一圈,带了一堆材料回来,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就了事;有的人既

不听调研汇报也不看调研材料,更谈不上在调查的基础上做研究。 这种调查多研究少、材料多分析

少的所谓的调查研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

决问题,调查结束后一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

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19] 。 他强调

说,各级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都应该像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对调查得来的大量而零碎的材

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思考,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

质,从事物的表面联系中发现其内在的规律,由此作出正确的决策[19] 。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所以要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是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必须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理论

也只有运用于实践、指导实践,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1] 。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必须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深入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理

论解释,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正确的方案,真正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 他特别告诫说,我
们应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运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但我们决不能脱离中国

具体实际而盲目地照抄照搬;同时,我们也要研究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理论和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和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但同样也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
他认为,无论是照抄照搬经典著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还是照搬照套西方理论和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都是背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 他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他指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以我们

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提出新观点,特别是要着力

系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深入研究

和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21]232-233。 另一方面,实际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

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牢固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坚持实事求

是的理论基础,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难以透过

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无法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工作中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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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1] 。 他指出,广大领导干部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仅要重

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更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在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注重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
统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如前所述,党的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必
然要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发展真理。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既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客观需要,也是遵循党的宗旨、坚守党的立场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因此,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 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

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之处;我们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亦即必须以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

障来评估我们各项工作的成效[7] 。 既然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

标准,就没有必要掩饰缺点、回避问题、文过饰非,就必须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实事求是就要自觉坚持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因此,要
有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敢于直面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敢于承认和纠正思想认识上出现的偏差、
决策中出现的失误、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能够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

们各项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客观规律,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7] 。
必须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的百年奋斗所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共

产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其从不犯错误,而在于其富于自我革命精神,善于从错误中学习并勇于改

正错误。 在百年党史上,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曾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各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陈独

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党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纠正了以往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彻底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勇气和决心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和顽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一

些随时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隐患,使管党治党方面令人忧虑的宽松软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

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
断发展壮大” [22]549-550。 党的百年奋斗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只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思想作风是人们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和精神

风貌,而工作作风则是思想作风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不仅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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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而且也是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一)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集中地表现为思想行为上的求真务实,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所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我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 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

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1] 。 这一论述表明,讲
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是作为求真与务实之有机统一的求真务实的具体表现,也是新时代党

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建设的重点。
“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 [1] 。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讲实

情,首先是要讲事物的本来面貌。 而要讲事物的本来面貌,首先必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来面貌。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来面貌,就必须重视和开展调查研究。 正如前述,调查

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必然要求,是领导干部全面了解和把握

“实事”、深入探索和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 领导干部做调查研究,本身也有一个思想作风

和工作作风问题。 首先,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 所谓“身入”基层,就是要眼睛向下看、
脚步向下迈,就是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一线,近的远的地方都要去,好的差的情况都要看,表
扬和批评的话都要听,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所谓“心到基层”,就是要

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实际、服务基层和服务群众的真心、决心和恒心,不做表面文章,不知难而退,不
浅尝辄止。 只有这样,方可了解实情,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 其次,要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研

究真问题,就是时刻都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就是要心中装着问题并且

为着解决问题而去搞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那种不研究真问题、不是真正为

了解决问题的所谓的调查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真研究问题,就是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思

考,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真正找到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办法[22]527。
讲实情,也包括讲真话、讲真理。 习近平同志强调,“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

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 [1] 。 一个干部在工作中是不是实事求是,我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

方面来观察,但首要的是要看其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真话,前提是要听真

话。 为此,他特别强调,要营造人人都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鼓励人们如实地反映

客观实际情况和提出各种不同意见,倡导自觉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反对那种相互吹捧、逢
迎讨好的党内生活庸俗化现象。 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善于察言观色,在上级领导来调研前就提前预

备了几个方案,等调研领导来后再根据对领导意图的揣摩而投其所好地提供材料。 要从根本上杜

绝这种现象,领导干部调研就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好的调子下去,要把结论建

立在扎实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调查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和问题,要尊重事实,要坚持有一

是一,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领导干部说,听真话其实是一种智慧,它能够使我们

少走弯路,能够使我们避免犯错误或尽量少犯错误
 [1] 。 他还列举了《古文辑要》上的一个故事来说

明营造讲真话的良好氛围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是说: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是一位阿谀逢

迎、溜须拍马的人,但到了唐朝,他却又成了一位忠直敢谏的诤臣。 这个历史故事表明,只有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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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的良好氛围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敢于和乐于讲真话[1] 。
“出实招,就是要求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提超越阶段的目标,

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 [1] 。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要做到出实招,最重要的是必须按照实

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作过类似的论述。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

文中,毛泽东同志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态度”亦即实事求是的作风时曾经明确指出,根据这种“实事

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从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握客观实际中各种事物的内部联系,得出

规律性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5]801。 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断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这一

论述的进一步发挥,它把“我们行动的向导”具体化为“工作方针”,并对如何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

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他特别强调,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谋划各项事业,使政策、措施、方案符合客

观实际及其规律,决不能违背科学精神,决不能好高骛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出实招,强调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对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思想

的继承和发挥,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党的百年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不按实际情况决

定工作方针,特别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它们都曾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 在民

主革命时期,曾连续出现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虽
然其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所提出和制定的路线方针都超越了当时

的革命发展阶段,都模糊或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且主观主义地急于要超

越民主革命[5]972,结果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惨败。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

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深入,特别是由于领导人滋生了骄傲自满情

绪,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23] 。 正是鉴于这

些历史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要清醒认识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并始终基于这个基本国情来制定各项方针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强调在战略上出实招即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而且也特别重视在战

术上即在各项具体工作中出实招,反对好高骛远地提不切实际的口号、提超越阶段的目标和做不切

实际的事情。 例如,在谈到扶贫问题时,他说,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2016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指出,脱贫和高标准小康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即使在

脱贫以后,相对贫困也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做扶贫工作,不能搞数字游戏[24] 。
“办实事,就是要求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空谈” [1] 。 习近

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表明,所谓办实事,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做事、做实实在在的事,就是要真抓实

干,而绝不只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一切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毛泽东同志当年也曾尖锐地批评过

这种夸夸其谈的作风,说这种人作演讲就会开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大串,写文章则会夸夸其谈

一大篇,实际上不过是哗众取宠。 他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

人。” [5]800 习近平同志对夸夸其谈工作作风的批评与毛泽东同志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强调实干、
反对空谈。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他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是千百年来

人们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结论。 古人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

小,不为不成’,‘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 历史上有许多空谈误国的教训,比如战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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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以致 40 万赵军全军覆没,赵国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此类误国之

鉴,发人深省” [25] 。 正是鉴于这类历史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干的重要性。 2012 年 12
月,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也要靠实干[26] 。 2013 年 4 月,他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

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良好风尚[27] 。 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许许

多多类似的论述,如“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

来创造”“社会主义不是喊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一百年来,我们

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等。 习近平总书记说,“崇

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 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

花、水中月” [28] 。 他还经常强调,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抓工作。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习近平语录,充分体现了他特别重视“办实事”、特别崇尚实干的精神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办实事、真抓实干,必须敢于担当作为。 干部的职责和价值就在于担当

作为,而不是当官享福。 担当和作为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作为必然会有一定的风险,因而作为

就需要担当。 只有敢于担当才能真正有作为,而不作为其实就是不担当。 凡是有益于党的事业和

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们就要不畏艰难、勇于担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习近平总书记还把“办实事”或真抓实干具体化为“从点滴入手、从具体事做起”,并要求人们将

其落实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中。 例如,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强

调,广大青年要立足本职工作,踏实苦干,从点滴事情做起,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一流的业绩,努力成

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20]52;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抓民生实事必须

一抓到底,一件一件地接着办,一年一年地接着干[29] ;他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说,“中共十九大描绘

了我国发展今后 30 多年的美好蓝图。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30] 。
“求实效,就是要求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抓则已、抓则必成,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不好大喜

功、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 [1] 。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求实效,就是要狠抓落实,做出

实实在在的业绩。 强调求实效,是为了反对好大喜功、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飘浮作风。 在现实

中,有些干部慕虚荣、图虚名、务虚功,善于搞那种装门面、掺水分的“假”“大”“虚”“空”,经常用“花

架子”忽悠组织,摆“假样子”糊弄群众,造“典型”、建“盆景”、亮“样板”显示政绩,看起来光鲜亮丽

甚至轰轰烈烈,实质上是水中月、镜中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种表现与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完

全背道而驰的,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克服。
求实效,关键是要狠抓落实。 所谓狠抓落实,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矛盾面前不躲闪,挑战面前

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经得住考验,就是要抓住关

键、精准发力,敢于啃硬骨头,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狠抓落实,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抓落实的问题上,不同的政绩观会有不同的做

法和不同的结果。 一些人之所以不能狠抓落实、热衷于搞华而不实甚至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绩观出了问题,即个人主义思想严重,追求的是树立个人形象、为自己升迁铺路,
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 “我们做事情、干工作,如果做到了上有利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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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利于人民;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做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 [25] 。 只

有树立这样的政绩观,把抓落实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上,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第二,要持之以恒。 而要做到持之以恒地抓落实,必须锻造出这样几种品质:
一是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毅力。 如果不能经常抓、反复抓、持久抓,而是

时松时紧、忽冷忽热、虎头蛇尾,是不可能抓出成效的。 二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干工作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一般都不是一锤子就把钉子钉好的,往往要一锤一锤地反复

敲,直到把钉子钉牢钉实,钉牢一颗后再接着钉下一颗,如此不断钉下去,必然会大有成效[20]400。 三

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有了这样的境界,才能防止和自觉纠正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不贪眼

前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干到底,特别是重视和乐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 第三,要确保

各项措施落细、落稳。 有些政策不能落实或某些方面落实不到位、落实过程中变形变味,多数属于

“最后一公里”问题,而“最后一公里”问题往往是由相关配套措施过“粗”、细化和量化不够造成的。
因此,“抓落实的工作必须抓得很具体很细致很扎实,这也是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的必

然要求。 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许多问题客观地存在着,之所以看不到、想不到、抓不到,解决不

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失之于‘粗’,失之于‘虚’,工作抓得不具体不细致不扎实。 古人说,天下大

事必作于细。 抓落实的过程,也是一个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致千里的过程。 从细处入手,落实才

会日见成效” [25] 。
总之,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基本要

求。 倘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自觉坚持求真务实,时时处处都能真正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
实事、求实效,那么,实事求是的要求就会在各个地方、部门和单位都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1] 。

(二)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领导干部党性纯

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

带头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涵养一切以人民利益和

党的事业为重的思想境界和公而忘私、不计个人得失的品格,以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做到实事求是。
他说,可以从多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干部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其中最根本的则是要看其是不是讲

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尤其是广大年轻干部,必须以党性立身做事,把“三老”作风即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自觉坚持求真务实,敢于坚持真理,善于

独立思考[22]528-52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党的光荣传统。 早在延安时

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完成既已确定的

任务。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仅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论述,而且还实际上将其确定为党的思

想路线。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必须要有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 他说,他读的

书不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相信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 正是由于富有这种求真务实精神,邓小

平同志能够正确处理党和国家面对的各种重大问题,引领党和人民战胜重大风险和挑战,开创党和

国家事业新局面[9] 。 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 朱德同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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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他的许多真知灼见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晶。 刘少奇同志始终实事求是、
勇于直面问题、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他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 周恩

来同志一生勇肩重任、勇挑重担、呕心沥血、任劳任怨,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陈云同

志富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一生是践行实事求是的一生。 万里同志具有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开

拓精神,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胡耀邦同志具有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他坚持实

事求是原则,并躬行实践。 刘华清同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他是实事求是的身体力行者。 党的十

三大以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须臾不

可离开的重要法宝,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重视抓作风建设,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 而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虽然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总体上是好的,但各种作风方面的问题也日益严峻地摆在全党面

前,其中的某些问题还非常严重,这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
上。 其中,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

主义,其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
我膨胀、唯我独尊,其实质是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残余思想作怪,其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

曲;享乐主义主要表现为精神懈怠、贪图享受和玩风盛行,其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弥,
根源是“总开关”没拧紧,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问题;而奢靡之风则主要表现为铺张浪费、挥
霍无度、生活奢靡甚至腐化堕落,其实质是受剥削阶级思想奴役和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其根源是思

想堕落、物欲膨胀[20]368-370,[31] 。 这“四风”严重背离了党的根本宗旨,严重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求
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也是当

前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的重要根源。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了八项规定、在全党深入

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直接聚焦于反对“四风”,就是要

教育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切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弘
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包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解决“四风”问题的重要目的,而要切实解决“四风”问题,本身也必须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的优良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从实际出发,找准靶子,
有的放矢,着力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务求实效[20]375;要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和

巩固作风建设新成效[20]382;要建立长效机制,经常抓、长期抓,锲而不舍地纠“四风”树新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问题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关系到党的形象、人心向背甚至党的

生死存亡,我们要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抓作风建设,坚持抓

常、抓细、抓长,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使实事求是、求真务

实的优良作风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

正落到实处。

96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4 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N] . 学习时报,2012-05-28(01) .

[2]班固.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M] . 北京:中华书局,1962:2410.

[3]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21.

[4]阮元. 揅经室集·自序[M] . 北京:中华书局,1993:1.

[5]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3-12-27(02)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要)[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3,17.

[9]习近平.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4-08-21(02)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1]习近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 . 求是,2013(1):3-7.

[12]习近平.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8-04-14(02) .

[13]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J] . 求是,2002(22):3-19.

[14]习近平. 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5-11-21(02) .

[15]习近平. 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6-11-30(02) .

[16]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

[17]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 人民日报,2016-05-

10(02) .

[18]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习近平. 谈谈调查研究[N] . 学习时报,2011-11-21(01) .

[20]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21]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2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49-550.

[2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N] . 人民日报,1981-07-01(01) .

[24]习近平. 习近平谈务实作风[N] .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6-21(05) .

[25]习近平. 关键在于落实[J] . 求是,2011(6):3-7.

[26]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N] . 人民日报,2012-12-

12(01) .

[27]习近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强调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依靠诚实劳动开创美好未来[N] . 人民日

报,2013-04-29(01) .

[28]习近平谈抓落实[N] .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4-26(05) .

[29]习近平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强调
 

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N] . 人

民日报,2017-06-24(01) .

[30]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一八年新年贺词[N] . 人民日报,2018-01-01(01) .

[31]习近平在调研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

善成[N] . 人民日报,2013-07-13(01) .

072



汪信砚　 习近平的实事求是论

Xi
 

Jinping’s
 

Theor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ANG

 

Xinyan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
 

P.
 

R.
 

China)
Abstrac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is
 

embodied
 

in
 

all
 

aspects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not
 

only
 

the
 

basic
 

spirit
 

of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it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theme.
 

Xi
 

Jinping s
 

theor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onstitutes
 

the
 

most
 

fundamental
 

materialist
 

basis
 

of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Xi
 

Jinping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essence
 

and
 

soul
 

of
 

Marxism
 

and
 

is
 

a
 

high
 

degree
 

of
 

unity
 

of
 

Marxist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which
 

prominently
 

embodies
 

the
 

unity
 

of
 

materialist
 

scientific
 

attitude
 

and
 

dialectical
 

method 
 

the
 

unity
 

of
 

objective
 

regularity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and
 

historical
 

unity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
 

Party  s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constantly
 

infused
 

with
 

new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but
 

the
 

various
 

aspects
 

that
 

constitute
 

this
 

ideological
 

line 
 

namely
 

freeing
 

our
 

min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oving
 

with
 

the
 

times 
 

and
 

applying
 

a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approach 
 

are
 

intrinsically
 

unified.
 

And
 

as
 

the
 

Party  s
 

ideological
 

lin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Party  s
 

method
 

of
 

thinking 
 

working
 

and
 

leadership
 

 
 

as
 

well
 

as
 

the
 

Party s
 

conduct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Xi
 

Jinping
 

emphasizes
 

tha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magic
 

weapon
 

for
 

China 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if
 

we
 

insist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e
 

can
 

revitalize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if
 

we
 

go
 

against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e
 

will
 

misguide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his
 

opinion 
 

to
 

insist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e
 

must
 

first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facts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deeply
 

explore
 

and
 

grasp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things 
 

continue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continue
 

to
 

pursue
 

truth
 

and
 

correct
 

mistak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Xi
 

Jinping
 

attaches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the
 

conduct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embodied
 

i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namely
 

applying
 

a
 

realistic
 

and
 

pragmatic
 

approach 
 

and
 

reifies
 

it
 

as
 

being
 

open
 

and
 

frank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address
 

real
 

issues 
 

and
 

seeking
 

good
 

outcomes  
 

stressing
 

that
 

the
 

key
 

point
 

of
 

the
 

Party s
 

conduct
 

building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the
 

new
 

era
 

is
 

to
 

tell
 

the
 

truth 
 

do
 

honest
 

things
 

and
 

be
 

honest
 

persons .
 

Therefore 
 

Xi
 

Jinping
 

has
 

inherited
 

the
 

though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and
 

has
 

endowed
 

facts 
 

with
 

extremely
 

rich
 

and
 

new
 

connotations.
 

He
 

has
 

also
 

regarded
 

the
 

Party s
 

conduct
 

building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Party
 

members
 

cultivation
 

of
 

the
 

Party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thus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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