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1

热点事件：“一问就说好”糊弄了谁

一、热点概述

一些基层干部面对各类调研尤其是上级部门调研时，无论正面问还是反面提，都习惯性地回答

“一切都好”，他们的回答只谈成绩和优点，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避而不谈。

当下，“调研一问就说好”似乎成了部分基层干部的习惯话术。这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你好

我好大家好”的“一切都好”真的都好吗？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近期，有记者采访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被问到相同问题时，回答差异巨大，群众

往往有所抱怨，而基层干部多是“一切都好”。

如，被问到秸秆禁烧问题时，一些干部只谈禁烧防控有力、宣传到位，不讲农田病虫害增加、群众

不满加剧的问题；再如，在房屋安全排查中，一些干部只讲工作落实快、排查面广，不讲专业人员匮乏，

难以分辨危房等问题。

“调研一问就说好”看似维护了当地形象，实则是饮鸩止渴，基层群众实打实的问题被掩盖，矛盾

被堆积，耽误了问题的解决，影响基层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严重时或将激化矛盾引发一系列问题。

综合观察，“调研一问就说好”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成因——

2.危害：

（1）基层群众：基层群众期待的是真实的问题解决和改善，如果只听到正面的汇报而看不到实质

性的进步，可能会对政府的工作感到不满。

（2）上级领导：上级领导通过调研来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以便做出决策。如果得到的都是正面

的反馈，而忽视了真实存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

（3）实际工作：长期而言，这种只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会影响到实际工作的质量，因为问题得不到

及时解决，可能会积累成更大的难题。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一些基层干部面对各类调研尤其是上级部门调研时，无论正面问还是反面提，都习惯性地回答

“一切都好”，他们的回答只谈成绩和优点，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避而不谈。当下，“调研一问就说

好”似乎成了部分基层干部的习惯话术。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提出对策-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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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调查研究贵在“真”、重在“实”。调研时站稳群众立场、实事求是讲真话，是共产党员最起码

的素养。唯有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讲真话、诉真情、建真言，才不会被各种形式主义材

料“牵着鼻子走”，才能让群众问题得以解决，为民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步——危害：

（1）影响调研的真实性：调研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进而提出改进措施。如果

基层干部在调研时只谈成绩和优点，对问题和困难避而不谈，那么调研结果将失去真实性，无法为上

级决策提供准确依据。

（2）阻碍问题解决：掩盖问题和困难，意味着这些问题和困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长期积

累下来，小问题可能变成大问题，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3）损害政府形象：基层干部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他们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政

府的印象。如果基层干部在调研中只报喜不报忧，可能会让民众觉得政府不够坦诚，从而损害政府的

形象和公信力。

第三步——原因：

（1）干部能力不足。有些基层干部自身本领不过硬，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怕露怯，不知如何应对，

只能“掩耳盗铃”，将存在的问题遮掩起来。“成绩一讲一箩筐，问题一谈三不知”。

（2）调研作风不实。“一问就说好”，问题看似在基层，根源却在调研形式上。部分调研存在走

过场的情况，有的则是为了调研而调研，并非从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出发；有的则是“结论先行”，

还没开始调研，结论已经出来了，调研过程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调研之下，基层干部“只能说好”。

（3）工作风气不正。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存在“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不良风气，导致不少干部

对“忧”产生了“不敢报”的心态，调研时找“群演”，光拣好听的说，报的都是“喜事”。怕遇

事、怕难事、怕担责的干部多了，“一问就说好”就成了调研的“标准”话术。

第四步——提出对策：

（1）坚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研绝不是走一走、看一

看，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真正做到问计于民，到问题多的地方去，脚步要轻，脚印要深。调研是手

段，不是目的，只有抱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才能让基层干部放下戒心、敞开心扉，将工作

中的困难、问题一一说出来。

（2）摒弃应景作秀。调研要放下架子、躬下身子、撸起袖子，下沉到一线，走到群众身边，了解

第一手真实信息，听群众说“不好”，如此调研的数据、资料才会更加真实、可靠，进而推动更多基

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办公室里看不到基层问题，电话声里听不出人间冷暖，要打破传统模式，少走

经典路线，摒弃应景作秀，实实在在与人民群众一条战线。

（3）营造宽容环境。调查研究要用好“四不两直”，让基层干部从迎“检”的压力中走出来，用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真抓实干。严格监督问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基层干部，奖励提拔敢于担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3

当、勇于作为的基层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形成人人“敢于反映问题、善于反映问

题”的良好氛围。

第五步——结尾：

“调查研究隔层纸，决策执行隔座山。”调查研究不能流于“一问就说好”的形式，各级各部门

应当重视起来，深挖问题、广纳灼见，确保调研成为照亮基层问题的明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事业

长远发展的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