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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疏导群众思想的
基本方法论析

魏 强,韩 梦 馨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400044)

摘 要: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当中,邓小平对疏导群众思想有着持久深入的实践探

索和丰富深刻的思想论见。邓小平认为,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就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

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就要以“改革的实际进展”和“丰富的事实”来说服群众,就要“坚持说服教育为主”,

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还必须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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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十分重视思想疏导工作,并把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视为“党的传家宝”,强调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可以说,思想疏导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克服困难,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从思想认识方面解决问题,就要依靠和结合思想疏导。“邓
小平历来坚持疏导原则,善于运用疏导的艺术。”[1]邓小平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

当中,对疏导群众思想有着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深入总结探析邓小平关于疏导群众思想的基本方

法,对深化改革凝聚士气人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扎实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启示。

一、思想疏导“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密切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党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就能同群众共

同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种种困难。
通过思想疏导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信任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

众,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进而赢得群众真心信任,巩固提升党和政府的威信。无论处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困难时期还是顺利时期,都要做到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都要向群众摆清楚情

况、讲清楚道理、说清楚前景,如此,群众才能熟悉情况进而理解并支持党和国家的事业和工作。邓

小平反复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

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2]152即使处于困难时期,“我们把困难告诉人民,把克服困难的办法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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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人民,……在最困难的时期,人民对情况是清楚的。在过去战争时期,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在建

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人民在困难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心底是亮堂的。我们克服困

难的工作是得到群众支持的”[3]168。邓小平还以粮食征购、棉花征购任务为例①,特别指出:“越到困

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信任群众。……真正跟群众讲清楚,群众是愿意拿出来的。……对工人也是如

此。有些问题真正讲清楚,群众苦也会自己刻苦耐劳,省吃俭用拿出一点来给国家。而我们许多人

着眼于指标数目字,细致的群众工作就做得不够。”[3]133中国共产党过去经历过许多困难时期,之所

以能够顺利渡过难关,“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
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2]217。可见,真正信任群众,对群众讲清道理,往往就能取得群众

的理解信任,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和政府之所以能够拥有很高威信,并能领导人民群

众攻坚克难、不断取得胜利,很大程度在于党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并且党能赢得广大人民群

众的理解信任和真心拥护。向人民群众摆出实际问题、说明实际情况,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的重要桥梁。
经过困难时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时期,当中遇到的新旧问题十分突出,遇

到的困难和障碍没有比过去减少。但是随着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带来群众意见怨气的减

少,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困难和问题告诉群众,没有同群众共同商量解决问题。“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问题面

前没有与群众取得共识,没有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问题。”[4]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把国家的形势和

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2]368舆论工具是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的重要载体,事
实反复证明,善于运用舆论工具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党的工作和政策”“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向群

众讲清楚贯彻“党的工作和政策”的重要性,讲清楚党和国家克服实际困难的办法,往往就能赢得群

众的理解支持;同群众之间的联系就愈加密切,就愈能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同群众一起攻坚克难、
夺取胜利。改革开放之初,就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必须切实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时,
邓小平以实例谈到,只要把道理讲得透彻清楚,“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很大影响。“如果

我们各个单位真正把国家面临的问题给群众讲清楚,……还把我们现在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克服困

难,都向群众讲清楚,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反映肯定不同。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
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2]228-229然而,舆
论工具没有跟上,宣传解释不到位,工作不够深入细致,群众对国家的形势和困难不清楚,对党的方

针政策不认同,必然不能克服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与障碍。邓小平还举出经济工作实

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实例说明遇到任何困难或者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解

释,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诉求,扎扎实实做好群众工作;若非如此,同群众关系势必会愈加疏远,难
以同群众共同商求克服困难的办法。“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

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

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2]229总而言之,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进步,来源

于认识的正确和思想的进步。要促进工作的进步,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解决思想认识问

题,没有形成共同的思想作为真正团结一致的基础,行动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和强大的动力。做好疏

导群众思想工作,就要把党在每个时期的工作和政策、国家在每个阶段的形势和困难“经常真实地

告诉群众”,就要把遇到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问题向群众说得明明白白,同时还要把克服困难的道理

向群众讲得请清清楚楚,让群众理解认同并贯彻执行“党的工作和政策”。这样,党和人民群众的联

系就愈加密切,就愈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能以共同的思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贡献

① 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当中强调,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信任群众,并以粮食征购、棉花征购

任务为例来说明。



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二、思想疏导要以“改革的实际进展”和“丰富的事实”来说服群众

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既要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逻辑来说服教育人们,更要用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规律展现出来的“可感触到的物质事实”,从“全部事实的总和”和“事实的联系”①来说

服教育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加深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认同,坚定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

义系列改革的信心,坚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心和共产主义信念。“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

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144-145无论是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任何时期,邓小平历来强调通过“事实的力量”坚定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工作,要有强大的事实力量作为支撑才会发生效用。邓

小平认为,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就要用丰富的事实来说话,就要以改革的实际进展来说服群众。
思想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声。没有思想的逐步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启动推进。同时,改

革的推进过程同样是澄清思想认识、凝聚思想共识的过程。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动中国进

步的重大社会变革而言,是通过改革的实际进展和取得的进步事实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

持。改革启动期,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

对内开放还是对外开放,作为重大的社会变革,必然引来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甚至争论,这就要以实

践来检验改革、以事实来说服群众。邓小平指出:“改革中抱怀疑、等着瞧态度的人是有的,办法还

是让事实去说服他们。”[6]1118就农村改革而言,“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
……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5]155。城市

改革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对这种怀疑态度,我们也允

许存在,因为这是正常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

他们”[5]156。“对于群众中存在的对改革心存疑虑的现象,邓小平认为这是正常的,应该允许其存

在。”[7]这是因为,“改革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顺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8]。
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必须依靠实践和事实的力量才能发挥实效,具体来说,就要“政策允许看”
“允许不同观点存在”“不搞争论”,就要“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5]156。可

见,邓小平认为,无论是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对内对外开放,起初总会有群众不理解而持怀疑

态度,甚至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同样会怀疑、观望;这样,既要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同时要“拿事

实来说话”,就要通过农村改革、城市改革、改革开放的实际进展和丰富事实来说服群众普遍接受。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及其推进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这同样需要以改革开放的实际进展、丰富的发

展事实、改革开放坚持的正确方向以及中国改革发展显示出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夯实人们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对于不同意见,“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5]374“回顾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上,都有过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由于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用事实来说话,逐步澄清了是非,使广大党员、干部转变了观念,统一了认识。”[9]对
于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始终存在不同意见。“不搞争论”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放弃

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放弃共同富裕,相反,越是扩大改革开放,越是深化经济改革,

① 列宁深刻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

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

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

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越要以改革开放的发展实践、新的丰富的事实来证明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强调:“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

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

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6]1340“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

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5]38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
实行市场经济,取得改革的实际进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展生产力,这就是社会

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

率,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

性。”[10]“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现

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

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5]111由于实行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有些干部群众担心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忘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共产主义的最终

理想,对于这样的忧虑同样要以事实来教育引导群众,要教育后代“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

的原则”[5]111和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信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丢掉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抛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必然走向

歪路、邪路。总而言之,邓小平认为,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就要用实践这个最硬的标准来解答人

们的困惑,就要善于向人民群众生动展示改革的实际进展和发展的丰富事实,进而雄辩地说明改革

开放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不断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三、思想疏导要“坚持说服教育为主”,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是践行群

众路线、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邓小平更是鲜明指出:“要能够用道理说服人,这才算是共产

党。”[11]67“坚持群众路线同充分的宣传、说服工作不能分开,不用充分的说服方法来进行工作,不可

能有群众路线。”[12]206可见,正确反映群众意见、开展充分的说服教育工作,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

内在要求。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建设时期,做好思想疏导工作,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都要“坚持说

服教育为主”,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这是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改革开放之

初,就贯彻经济调整方针,站稳脚跟稳步前进,邓小平强调经济调整要向人民说清楚确实是为全体

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而不是简单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经济调整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要

向人民说清楚,不进一步调整为什么不行,调整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调整好了会带来什么效果。
这样,人民才会理解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才会相信党和政府确实是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是
为稳步实现现代化的利益着想,才会支持我们。做好这一步工作非常重要,决不能希望用三言两语

的命令解决问题。”[2]356命令主义同群众路线格格不入,势必妨碍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势必不能

赢得群众的赞成拥护,因此,“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说服的工作方法,反对命令主义”[12]207。邓

小平同样深刻认识到,从所有制方面消灭资产阶级并不难,但是,从政治思想方面消灭资产阶级影

响就不易,并且,对外开放同样会带来消极影响特别是思想价值观念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思想理论战线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保持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成为一项十

分重要的任务”[13]。邓小平多次强调,对于思想的不正确倾向,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并且,思想战场不同于普通战场可以通过短时间斗争取得胜利,思想斗争的过程是说服教育的过

程,需要通过长期发展的事实来说服人们。就根本扭转党的风气和社会风气、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



服教育为主的方针。”[5]145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

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

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5]204“邓小平将扎实的工作和正确的方法相结合,把摆事实和讲道理相

统一。”[14]同时,“要积极地开展思想斗争,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用正确思想来教育和引导广大民

众,而不能听任自由化思潮搞乱人们的思想,争夺广大青年。邓小平要求,思想理论战线要根据新

的丰富事实,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15]。“理论彻底”同“透彻说理”
相结合,是做好疏导群众思想的重要遵循。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
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6]邓
小平历来主张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就要坚持“透彻说理”。这是因为,只有坚持透彻说理,做到

“向人民说清楚”,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理解支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从容讨论”,可
以相互交换意见,熟识不同的思想意见,虚心接受正确意见,促进思想进步。可见,解决群众思想教

育问题,必须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通过不断发展的丰富事实“透彻说理”“从容讨论”,而
不是采用“简单生硬的办法”。

坚持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就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2]392,开展“充分的说理和实

事求是的科学分析”[5]47。“透彻说理”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采取民主谦和的态度、实事求是

的分析来通过道理说服引导广大群众。“从容讨论”就是沟通各方围绕特定问题各自表达意见观

点,相互倾听不同意见观点,既倾听“顺耳之言”,又倾听“逆耳之言”,进而通过深度讨论虚心接受正

确意见。邓小平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

的手段。”[2]144同时,为着团结的批评同样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无论在农村也好,在城市、工
厂也好,我们的党员进行工作时要用充分教育说服的方法”[12]209。“当然,我们强调以引导、教育和

说理为主要形式,并不是说,对错误的思想、观点和认识不能争论和批评,不去分清是非,而是要根

据矛盾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17]邓小平还认为,坚持说服教育为主,同时,必要时还

要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
必须坚决处理。”[5]194改革开放会贯穿中国发展的整个过程,思想战线的斗争同样是长期的过程。
“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

段。”[5]208“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

段。”[5]211总之,邓小平认为,做好疏导群众思想是一项长期工作,要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
坚持“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同时需要特别注意,
对于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和妨碍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违法违纪行为,采用必要行政手段和法

律手段同样是疏导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思想疏导要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

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重视矛盾的疏导化解、实现社会的柔性维稳,就要正确反映和对待人

民群众的意见诉求。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对群众意见诉求的

充分尊重。创造条件让人们充分表达意见诉求,总结集中人们的意见诉求并带领群众前进,积极回

应群众的需要期待是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的内在要求。
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意见诉求,就要创造条件让人们充分有序地表达意见诉求。邓小平

深知,“社会生活总会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调整。调整的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激烈的方法,……一

种是人民内部的调整。我们把不断地解决问题当成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因为人有‘气’
总要出,因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长期存在的,总还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总还有进步与落后之分,总还有守旧派,总还有违法乱纪”[12]291。社会生活的矛盾往往会通过人们

的思想观念和诉求关切反映出来,堵捂挤压人民内部的思想意见和利益诉求,必然会加剧已有的利



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疏通引导人民内部的思想意见和利益诉求,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路径

选择。邓小平形象地把群众表达意见诉求、释放情绪情感称为“出气”,并认为要创造条件让群众

“有气就要出”“有气就能出”。“民主的手段”就是要让群众出“气”,因为“人有‘气’总要出”。“应该

允许出气,出气是对没有民主的惩罚。”[18]448同时,“出‘气’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集中出,一种叫分

散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

了”[12]291。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说:“某些观念的爆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

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

量。”[19]这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就是忽视负向思想情绪疏导积累的精神能量。人民群众充

分有序表达意见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无论人民群众

的意见诉求是否正确妥当,通过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总可以熟悉情况、把握动向。可见,创造条件让

人们充分有序地表达意见诉求,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过大的社会动荡甚至社会动乱。
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意见诉求,就要总结集中人们意见诉求并带领群众前进。邓小平深

知,既要创造条件让人们充分有序地表达意见诉求,又要严肃对待群众反映的意见诉求,“不严肃对

待群众反映问题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容忍的”[11]291。群众的意见诉求并不一定都正确、成熟,严肃对

待群众反映的意见诉求,并不是简单汇集群众的意见诉求,这就需要“总结和集中”。“所谓总结和

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整理、分析、批判和

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
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20]219因此,既要积极倾听、严肃

对待群众的意见诉求,还要对群众意见诉求进行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并进一步从群众实践中汲

取智慧和力量。人民群众表达意见诉求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充分体现。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各级领导人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经常

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认真考虑各种合理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12]354“人民群众提出的意

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

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2]145这就是说,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意见诉求,待人们充分表达意见

诉求以后,不能简单堆积人们的意见诉求,而要分析总结群众意见诉求,接受合理意见诉求,解释说

服不合理或者不正确的意见诉求,从而集中群众的经验智慧,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人民群众前进。
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意见诉求,还要积极回应解决人们的诉求关切。人民群众反映的意

见诉求、表达的情绪情感,究其根本是群众利益的反映。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十分清楚

物质利益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十分清楚物质利益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不讲多劳多

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

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146同样,邓小

平反复强调,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必须要紧密结合群众的生活实际,时刻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

问题,积极回应解决人们的诉求关切。当群众物质资料比较缺乏、生活水平低下时,邓小平认为,
“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

活”[2]27,并主张“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采取各种办

法保护和争取他们的利益”[18]685。正确反映人民群众意见诉求,积极回应人们的诉求关切,就要做

好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扎扎实实地、细致地做工作”[3]277,“只要于基本群

众有一点利益,都要积极地去做”[20]58。对于人民群众反映的意见诉求,一定要及时积极回应解决;
对于群众遇到的实际生活困难,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如果没有积极回应解决人们的诉求关

切,不能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遇到的实际困难,必然会导致疏导群众思想工作缺少有力支点。可见,
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意见诉求,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

他们的迫切需要,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扎实细致地做好保护和争取群众利益的工作,积极



回应解决人们的诉求关切。
总之,邓小平关于疏导群众思想方法的论见集中而深入、丰富而深刻。新时代,在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中理解、领会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于正确对待群众意见诉求、扎实细致地做好群

众工作、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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