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Y L X F   2023·06

先锋讲坛

奎山经验”便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为了增加钢铁年产

量，解决原料问题，昆明钢铁厂将玉溪新平县扬武镇

鲁奎山铁矿作为接替矿山上报。而玉溪地区和新平县

考虑到地方实际利益，向昆钢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为

了妥善解决双方矛盾，1986年8月，省委、省政府提

出了昆钢与地方政府联合办矿、开发利用资源与发展

民族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坚持矿镇结合，在矿区建

设中解决扬武镇群众用水、用电、交通、学校、通信

等问题；改革用工制度，建设一支以当地少数民族为

主体的职工队伍……对于这样的开发思路，一些人存

有疑虑。1987年6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派人到鲁奎山

对几个月来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形成《关于新平鲁

奎山铁矿开发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份调研报告为鲁

奎山铁矿建设扫平了障碍，促进了“鲁奎山经验”的

形成。为了顺利推行工作，省委、省政府于1986年和

1989年两次到鲁奎山铁矿开展调查研究后，召开现场

办公会，省委主要领导还与丕且莫村的彝族同胞促膝

长谈，听取他们对矿山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在1989年

2月召开的全省矿山建设现场会上，鲁奎山经验被总结

为“两个结合”，即国家开发资源与发展当地民族经

济、提高民族文化技术素质相结合，中心城市的加工

业与农村原料基地的建设紧密结合。鲁奎山铁矿自建

矿起至2000年，共上缴利税1亿多元，矿区所在的丕且

莫村摘掉了特困村的帽子，也带动扬武镇经济和社

会发展欣欣向荣。

优秀的调研报告是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调查研究

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研究是调查的“后半篇文章”。

在云南改革开放史中，一些优秀的调研报告成为重要

的指导性文件，直接推动工作实践。

中央对云南加强边疆宣传文化建设高度重视。

1981年4月，省委宣传部组织了3个工作组分赴文山、

红河、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的边境，就加强边疆农

村文化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形成《调查报告》。

省委于8月批转了宣传部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地执

行并向中央报送。该《调查报告》成为长期指导边疆

宣传工作的重要文件。

1992年12月2日至19日，时任省委书记普朝柱率

队到普洱、景洪城等地的20多个商品生产基地、加工

企业、乡村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调

研过程中发现，普洱板山茶厂、江城牛洛河茶厂采用

城乡结合、规模化、科技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普朝柱

根据调研情况，撰写了《关于加快边疆山区生产力发

展问题的调查报告》。这篇调研报告实际上在全国还

没有提出农业产业化之时就提出了边疆民族地区如何

走农业产业化道路的问题。1993年1月3日，省委发出

《关于传达学习普朝柱同志<关于加快边疆山区生产

力发展问题的调查报告>的通知》，作为1993年第1号

文件下发，要求全省学习贯彻，并指出“三结合一体

化”指明了边疆民族山区实现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的路

子。此后，全省各地迅速掀起大办商品生产基地的热潮。

继续大兴调查研究

继续大兴调查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具体的

调研工作中，要聚焦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真正把情况摸清、把

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同时，还要在研究上下一番

苦功夫、深功夫、细功夫。

继续大兴调查研究，要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要拜

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

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到群众意见多

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

去，让群众敢反映问题、反映真问题。只有通过深入

群众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

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

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

出符合规律的科学决策。

继续大兴调查研究，推动正确决策。近年来，云

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但欠发达和后发展的省情

没有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奋进

新征程，云南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将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不断解放思想，科学掌握

省情，正确认识和把握云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和作用，及时把握机遇，在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继续大兴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云南推进的一系列

改革、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实现的一系列进展、取得

的一系列成果，无不凝结着调查研究付出的心血和获

得的智慧。奋进新征程，云南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立足所处发展阶段，清醒认识发展中需要解决的

重大问题，推动解决发展难题，奋力赶超、后来居

上，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谱写好中国式现代

化的云南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