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参阅
2023年11月13日 星期一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20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煊云 版面 / 文灿 校对 / 娟妮

1941 年 8 月 1 日，党中央下发毛泽东
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总结党成立 20 年来调查研究的基本经验
教训，动员全党大兴调查研究。9 月 8 日，

《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这个决定。自此
之后半年间，《解放日报》紧扣决定精神，
大力宣传调查研究，助推全党调查研究工
作走深走实。

（（一一））

只有让各级干部深刻领悟调查研究的
重要意义，才能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担当。
1941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刊发《论调查
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将中央关于调查
研究决定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
阐释。文章指出，通过开展调查研究，清楚
计算敌友我各方面所依存的社会基础及其
力量的对比，作为党正确决定政策的基础，
有效组织革命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定的
政治立场，客观的态度，善与人处，虚心向
下，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调查研究工作本身应
有的起码条件，而这些是和狭隘的宗派主
义、空想的主观主义不相容的，所以调查研
究工作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文章创造
性地拓展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当前
的调查研究还是使党主动应付时局实际行
动的根据，指出如果不能掌握国内外政治生
活的动脉，不能及时探悉时局变化的动向，
就要迷失方向，在任何突然事变前手足忙
乱，不知所措，为敌所乘。这篇文章得到了
毛泽东的肯定，指定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
之一。

在列宁逝世 18 周年之际，1942 年 1 月
21 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
义的锁钥》，强调只有经过调查研究，马列主
义所指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实
现；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
作中实现；才能了解敌友我三方面情况，规

定出正确的办法，获得工作中的胜利。因
此，加强调查研究，决不仅是一部分研究机
关的责任，而是全党的责任，每个干部的责
任。社论贯穿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了对
调查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彰显了理论高
度、思想深度、实践厚度，对全党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认清形势任务、担当调查研究责
任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二二））

各级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创造了
不少好经验好做法，《解放日报》刊发了多
篇谈调查研究经验和体会的文章供广大干
部交流学习，其中不乏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的好做法。

《材料真实性与研究材料——农村调查
谈》就怎样取得真实而完备的材料提出了

“1+9”的管用办法，“1”为首先必须要做宣
传解释，“9”为视情况选择性采用的包括重
复与本人谈话或把几个问题重问一下、与同
院居住的邻家谈话、从农民的互相矛盾中去
发现材料、知识的准备等9种办法。最后劝
告调研者，无论检查或研究调查得来的材
料，如果开始时不管，等到堆积多了，那时再
来一份一份地补缺和研究，头痛，麻烦，不但
容易马虎，吃力不讨好，而且简直就是很不
容易挽救的遗憾。

《实地调查经验谈》是一篇介绍调查研
究全过程经验做法的高水平文章，把调查
研究分成调查员的条件、怎样选择地区、
知识的准备、提纲与调查表、宣传解释、从
何着手、怎样访问、证实材料与解决群众
困难、检查研究整理 9 个环节，环环相扣，
确保真正取得实效。作者牛山曾是中华
青联考察团调查员，总结经验有理有据，
有实例分析，恳切坦诚，廓清了调查研究
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认识，提供解决困惑的

常用办法。如对有人不要调查提纲的主
张，明确指出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提纲是
目的的具体化，也是检查材料的尺度；没
有它，如同骑上无羁的马，很难掌握全部
情节。对许多干部关心调查研究从何着
手的困惑，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同时也给出了答案：在总的方面，先社会
经济状况而后工作情形，先农村而后城
市；而社会经济或工作的下手处是个别调
查。更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应先从家庭
（或商店）调查起，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比
较切实的材料。

（（三三））

党中央作出调查研究决定不久，毛泽东
布置给西北局一个紧急的调查研究任务，写
一份运盐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将任务交给
了当时正在富县巡视工作的延属10县工委
秘书高克林。他当晚召集刚从定边县盐池
运盐回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干部
王毓贤、孔照庆了解情况，让他们详谈了第
一次运盐的经过。通过算账，一般能驮150
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00元以上。这一
结论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
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
认为是负担等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高克林连夜记录整理了运盐者的经过、沿途
困难、发生的问题、经验教训等7个问题共
计 2700 多个字的调查报告，第二天就派人
将报告送往延安。

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亲自
拟定题目《鲁忠才长征记》，推荐《解放日报》
发表并加了署名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
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
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
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
扫 掉 ，把 那 些 主 观 主 义 、形 式 主 义 扫
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

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
股。后来，高克林回忆：这个调查报告不仅
在贯彻边区政府运盐决定中发挥了指导作
用，而且还在整顿党风和文风中起了作用，
成为当时整风学习的参考材料之一。

（（四四））

1942年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
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列出
了 31 个问题，要求各地回答所列问题加以
详细检查，将执行调查研究决定的成绩、缺
点、经验作出总结，报告中央。

为了助力各地检查总结半年来的调查
研究工作，三四月间《解放日报》围绕如何
回答这些问题集中推出了一批执行程度较
高的地方工作报道，其中有两篇报道被安
排在头版刊发。一篇是《晋西区党委设立
各级调查研究机构》，主要回答了“建立了
何种调查研究机关”等问题。报道指出晋
西区党委仔细研究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
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认为晋西北党内的主
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还严重地存在着。同时
指出区党委已成立了调查研究室，除专任
干部外，还请晋西北一级在职高级干部 50
多人兼任调查研究员；各地委设调查研究
科，县设调查研究员，由地委、县委书记直
接管理。

另一篇是《北方局积极进行调查研究与
整顿三风》，主要回答了“是否进行典型研
究”“怎样在同志中进行中央决定教育”等问
题。报道指出1941年10月，北方局即派出
了两个调查团，在3个月中间，以两个县的
四五个村庄为典型，调查了根据地与敌占区
的社会情况与党的支部工作。为了帮助同
志们的学习，晋东南的新华书店翻印了中央
决定和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一书，极受各地
欢迎。

（林宁）

读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开
展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与政治思想教
育和文化教育相结合的集体性学习活
动。中央苏区时期，读报运动在宣传普及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达学习贯彻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知识文化水平、扩大
党报党刊影响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由于中央苏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社
会极为落后，老百姓普遍处于文盲半文盲
状态。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开展土地革命，
首先迫切需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
化水平，帮助群众读懂革命的目的和方
式。中央苏区读报运动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初始阶段。1927年10月至1930
年2月，井冈山斗争时期组织推广了读报
运动。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就党内
教育的问题，提出利用党报，开展“有组
织地分配看书”及“对不认字党员读书
报”等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清除
红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红军从创办
各种简易刊物、成立宣传队起步，广泛采
用简便易行的传播手段，如标语、歌谣、
传单、布告、壁报、简报等方式，来发动群
众读报。部队和群众中逐步建立起读报
小组，读报成为政治学习和文化教育的
重要方式。

二是发展阶段。1930 年 2 月至 1931
年11月，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毛泽东领
导红军各基层单位创办《时事简报》，号召
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都参与读报。与此
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读报运动，1931年1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
议》明确要求各地举办“读报班”。1931年
7 月 1 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在《青年实话》
创刊号上号召青年群众正式开展“读报运
动”，这是中央苏区首次将读报从“活动”

上升到“运动”的层面，标志着读报运动全
面铺开。

三是高潮阶段。1931年11月至1934
年10月，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成立，《红色中华》《斗争》《红星》《苏
区工人》等党报党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为大规模开展读报运动创造了良好条
件，读报运动覆盖面迅速扩大到中央苏区
党政军民的各个方面，各地普遍建立起读
报组、识字班，设立列宁室俱乐部，建立读
报规章制度，开展读报竞赛等。

四是延续阶段。1934 年 10 月之后，
中央红军在长征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
办《红星》报，一有闲暇就组织红军战士读
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鼓舞斗志。

““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推动下，中央苏区
读报运动从党内走向广大基层群众，逐步
从散、小、弱走向了规模化、制度化、规范
化和常态化。

建立读报场所列宁室俱乐部。列宁
室制定了专门的读报工作计划，不断创新
方法，提高了群众参与读报的积极性。各
小组长经常进行宣传引导，吸引群众来到
列宁室看书报、研究问题、参加工作。

规定读报的主要内容。读报主要读
墙报和党报党刊，不同人群所读的党报党
刊各有侧重。其中，《斗争》是各级党组织
的必读刊物，《红色中华》报是广大群众的
普读刊物，红军战士必读《红星》报，青年
团员和儿童团必读《青年实话》，工人必读

《苏区工人》，以及各省县苏维埃、各军政
治部、各行业办的机关报分别被相应群体
列为读报内容。

明确读报的方式方法。根据文化程
度的高低分成不同的读报班，每个读报
班人数控制在 10 人左右，最多不超过 20

人，读报时间一般在农闲时节和夜校活
动，由墙报委员、通讯员或者文化程度较
高的人担任领读员，带领全班读报、讨论
和竞赛。群众读报之后，有的将读报体
会写信告诉前线的红军战士，鼓励他们
奋勇杀敌；有的向党报党刊投稿，抒发对
苏区生活的热爱和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
热情。

讲究读报的技巧。一是灵活性。红
军行军打仗，利用中途休息随时随地开
展读报、识字、唱歌、猜谜、讲革命故事
等，使战士们不感到疲劳。二是形象
性。比如在列宁室挂一幅《红色中华》报
刊载的地图《国民党公开出卖了半个中
国》，吸引群众来看地图和听时事报告，
把时事报告像说故事一样地讲出来。三
是趣味性。比如《红色中华》报刊登了通
讯《两只山歌煽动全屋（一个宣传队员的
笔记）》，宣传员在夜校里很活泼地唱起
山歌，吸引群众挤到夜校里来听山歌，然
后宣传员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宣传，
还发动群众做草鞋、竹碗等慰劳品。四
是多样性。《红色中华》报开设了“宣传工
作介绍”专栏，以期推动读报运动。比如

《瑞金下肖区官山乡的讲报工作》介绍了
讲报的做法和经验，先由教员向3至5名
听报员讲报，再由听报员分别到群众中
去讲报，读报受众面迅速扩大到二三百
人。文章号召各地学习官山乡的读报经
验，提出：“讲报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法
呵，每个乡都应该建立这一工作呵！”

““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好快活的一天过一天””

读报运动在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动员
支持革命战争、促进苏区政权建设、提高
群众文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凝聚人心，提升群众政治觉悟。各行
各业的党员群众积极购买党报党刊，工作

人员组织政治讨论会，讨论党及苏维埃政
府、中革军委的决议与策略路线，使政治
水平较低的同志对政治形势有更深刻的
认识。

鼓舞士气，动员支持革命战争。红军
与群众通过读报来互相鼓励，团结一心，
同仇敌忾，共抗强敌。前方红军战士热情
地参与读报、唱歌、呼口号、讲故事，斗志
昂扬，随时准备冲锋杀敌。后方红军家属
参加夜校组织的读报课，最喜欢听前方的
胜利消息和各地动员情形，“他们总要兴
奋得跳起来”。

动员力量，促进苏区政权建设。读
报运动鼓舞了民心，激发了斗志，引导
广大党员群众积极投身到苏维埃建设
工作中。比如在经济战线方面，党员群
众踊跃购买经济建设公债，有的还把伙
食尾子节省下来购买公债券。在拥军
优属方面，瑞金全县红军家属代表大会
给全苏区红军家属发出通电，提出做

“模范苏维埃公民”的七个条件，条件之
一就是红军家属“要做到人人都会看红
色中华”。

扫盲教育，提高群众文化程度。读报
运动与扫盲、识字、夜校相结合，极大提高
了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学习积极性，成为中
央苏区文化教育的一大创举。识字班是
读报运动中常见的组织，《红色中华》报经
常被识字班列为教学材料。这种识字的
过程可谓一举两得，群众既可以学文字使
用和表达技巧，又可以获得大量的时局信
息。大批苏区群众因此摘掉了文盲半文
盲的帽子，许多适龄儿童走进了学校。据

《青年实话》载，印刷厂青年工人张一台在
写给战斗在火线的哥哥张一昌的信中说：

“我天天都有新的报纸杂志啦，比较重要
的就让读报班的同志讲给我们听”“好快
活的一天过一天”。

（邱明）

《解放日报》如何宣传“调查研究”

中央苏区的读报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