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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

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

究中，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深入、唯

实、联系大局、敢于担当，具体体

现就是“问数字”和“爱算账”。他

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直接深入

到基层干部群众中了解情况，通

过倾听群众的呼声发现存在问

题、纠正工作失误，基于调研的情

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

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参与作决

策和最后拍板之前，都要首先进

行深入调查研究。他历来反对轻

率地“拍脑袋”，凭想象作出决策，

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

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问题的，那

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

认真负责的态度。

1961年 7月 14日，为进一步

讨论《国营工业管理工作条例（草

案）》，邓小平亲率调查组到东北，

就工矿企业和城市工作、人民生

活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对职

工的生活关心得最多，也说得最

多，问得最细。在哈尔滨时，他问

油田负责同志：“职工生活如何？

一个月的生活费要用多少钱？”这

位同志回答：“按过去一个月十三

四元就够了，最近来了一批进口面

粉，每斤三角二分，这样花钱就多

了，低工资工人手头很紧。”邓小平

当即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

白说：“进口面粉也不能抬高物价，

按国内的价格调拨。”李剑白表示

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多交的款退

回。接着邓小平又问：“职工冬装

解决了没有？食堂办得如何？”听

了汇报以后，他指示：“食堂要好好

管理，不宜过大。”到了油田，看到

工人们正在搞干打垒房子，他一一

询问：“去年盖了多少平方米？今

年能盖多少？每平方米多少钱？”

当他听到每平方米十二三元钱时

表示，这样就可以多搞。

领导同志下基层调查和听取

汇报时，经常会接触一些与实际情

况不太相符的情况。因此，如何了

解到真实情况，极为重要。在这个

问题上，邓小平极为反对弄虚作假

和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调研。

1961 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4月，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

郊区顺义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

研究，邓小平认为，农业减产的原

因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的一些政

策，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他充

分肯定了当时尚有争议的“三包”

（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

（超额有奖，减产受罚）、“四固定”

（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

产队使用）的责任制，指出“一定要

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

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当他了解到不少农民不想吃食堂

时，他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

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

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致信

毛泽东，信中说，要进一步全面地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供给制、粮

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

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

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

加以端正。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七

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

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遍主

张取消。3天后，毛泽东将此信批

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供参考。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爱算

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

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

考虑问题的依据。看起来他是在

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

看全局，算大账。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提

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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