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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
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
产党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贯彻
这一理念的根本工作方法就是要
切实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八
大把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作为执政
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
程》，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作
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专门论述
和强调。这也是党的历史上第一
次把“群众路线”写入党章。具体
内容如下：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主张的实
现，都要通过党的组织和党员在人
民群众中间的活动，都要通过人民
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的努
力。因此，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
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党的领
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
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
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
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
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
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
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党的领
导的责任，就是要善于在这个“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反
复的过程中，使党和群众的认识不
断地提高，使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
地前进。因此，中国共产党和它的
党员必须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和其他爱国人民建立广泛的密切
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扩大和巩固
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理
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
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
意见，关心群众的痛痒，尽力帮助
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中国共产
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
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
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
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
义现象进行斗争。

这是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这一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的
概括和阐述，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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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党员必须向群众负责
本报记者 赵婷婷

扫码参观和合调查展室

盛伟民戴着一副花镜、盯着桌案上
一本厚厚的社区志，阅读停顿之处，还不
时地添上几笔。看到记者进来，他撂下
笔，摘掉眼镜，展了展衣襟，招了招手。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头儿”有着
多重身份，是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
街道和合社区文化礼堂的理事长，是社
区文艺队的带头人，是原和合村村干部，
也是《和合社区志》的主编。

400多页的《和合社区志》里，名为“和
合调查专记”的篇章占据了全书的五分之
一。“这一章很重要，它记录了 60 年前中
央调查组到和合生产队开展农村调查的
历史。”盛伟民说，“那次的浙江调查足足
有100天。”

“和合调查”始于1961年1月。关于开
展此次调查的背景，还要从党的八大说起。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修改党章报告
时明确阐述，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
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每一个党员必须
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
众商量、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同
时，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取决于
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

工作方法。
1957 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

额完成，提振了党和人民继续建设社会
主义的磅礴气势，但同时，部分领导干部
滋生骄傲自满的情绪，忽视经济规律，急
于求成。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苦
干蛮干，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损
害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从 1958 年
11 月开始，党中央领导全党作了许多努
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
泽东号召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
民群众的实际出发，要求 1961 年成为实
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随后，中央组
织 3 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
村开展调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
干部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开展典型
调查。

中央派出的调查组之一——由毛泽
东秘书田家英带队的调查组，来到当时
位于浙江省嘉兴县魏塘人民公社的和合
生产队（今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
道和合社区）。

一切从实际出发

《和 合 社 区 志》中 的“ 和 合 调 查 专
记”，记录了一位名叫“王老五”的人物。

“关于王老五，说来话长。”盛伟民
说 ，王 老 五 是 当 时 和 合 生 产 队 第 四 小
队 的 村 民 ，“1960 年 ，他 们 一 家 7 口 挤
在一间 12 平方米的草房里，日子过得
很困难。中央调查组专门到他家了解过
情况。”

和合社区文化礼堂二楼建有“田家
英和合调查展室”，详细记载了那段不
寻常的日子。展室里还有一份根据王
老五回忆整理的笔记——

1961 年，王老五家。1 张竹垫、1 张
地铺、3 条被子；1 只行灶、1 张破桌、3 条
板凳。

王老五坐在板凳上，面对中央来的
“大干部”，紧张得连茶水都忘了烧。“你
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把家里的情况、
从生产到吃穿住用都实事求是地告诉
我。”看出了王老五的顾虑，“大干部”和
气地说，“我们来调查就是为了帮助大
家解决困难的。”

其实，王老五这两天听到不少有关

调查组深入细致工作、和村民同吃同住
的事情。眼前的这位“大干部”，就住在
村民家现搭的“柴地铺”上。王老五打
量着这位“大干部”，一身中山装，笑容
和蔼，说起话来一点架子都没有，这让
他放松下来，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家的
情况。“大干部”边听边问边记，两
人谈了 3 个多小时。

“王老五说的‘大干部’就
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盛
伟民说，“有一天晚上，调
查 组 正 在 梳 理 笔 记 ，生
产队的干部觉得他们
日夜工作太辛苦，特
意 拿 了 一 小 袋 番
薯 来 给 他 们 加
餐，被田家英拒绝了。他说，‘我们来这
儿做调查，决不搞特殊，这番薯我们不
能要’。”那时，盛伟民只有 13 岁，但这件
事他一直记在脑海里。

正是因为这种同吃同住、不搞特殊
的工作作风，让田家英跟村民们迅速打
成了一片，成为大家信赖的“田同志”。

帮助人民解决困难

根据《和合社区志》记载，调查组在和
合工作期间，要么住在村民家，要么住在
生产队的抽水机埠房里。白天走访调查，
晚上睡在一张用稻草搭的“柴地铺”上，直
到小学放假后，调查组才搬进校舍里。

盛伟民告诉记者，调查组有一个工
作原则，叫“敢想敢说不敢做”。“敢想敢
说”是指敞开思想，只要是有利于人民
的，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
提；“不敢做”则是不对地方工作指手画
脚，随意指挥。

在和合，调查组走遍了生产队的各
个角落，与村民、干部促膝座谈，收集到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基本上掌握了生产
队的全部情况。此次调查最终形成了
一份 4 万余字的调查报告，向党中央传
递了大量地方信息，毛泽东当即就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提出意见。这份调查报
告 还 促 进 了《农 村 人 民 公 社 工 作 条 例

（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的出
台。《农业六十条》颁布后，率先在和合
生产队展开试点工作。资料显示，和合

生产队的变化立竿见影：过去白相（玩
耍）人多，现在劳动出勤的人多；过去上
街看戏多，现在上街积肥多；过去荒地
白田多，现在开荒绿化水面多……随着

《农业六十条》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到
了 1962 年，嘉善县的农业生产恢复到了
正常年景。”盛伟民说，“这一年，全县农
业总产值达到 2628 万元，比上一年增长
25.5%；粮食总产量 13.87 万吨，比上一年
增加 41%。”

此后几年，嘉善县的农业生产不断
发展，农村形势日益好转。到了 1965 年
12 月田家英回访时，农民生产生活情况
已经大有改观。

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
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整，
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也使党员干部
更直观、更深切地认识和掌握了“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思想和
作风上更加坚定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理念。

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说

嘉善县档案馆保存着调查组在和合调查时的工作笔记。

本报记者 黄瀚博 摄制

本报记者 赵婷婷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