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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晶

清晨的阳光里，夜晚的路灯下，
小区的楼道里， 住户的房门前……
目前， 一批身穿白色马甲的华阳人
正凝心聚力进行着一桩国家大

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 自
2020 年 10 月 11 日“七人普”摸底启
动， 华阳路街道 500 多位普查指导
员和普查员加班加点， 奋战在第一
线，以最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展工作。
本期华阳社区晨报开启特别策划，
将目光聚焦 21 个居民区的 “白马
甲 ”们 ，读一读他们的 “七人普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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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宅居民区
“四人成组”啃下“硬骨头”

利星国际小区楼层高、户数多、人员
密、分类杂。党员马瑾和陈淑文是此地的
普查员，她们联系许秋璇、郭英兰这两位
同属该小区的普查员，组建了“利星国际
普查小组”。马瑾是业委会成员，协调能
力强；许秋璇参加过“六人普”，经验丰
富；郭英兰和陈淑文，在该小区生活多年，
与居民沟通无障碍。针对工作难点，四人
取长补短、明确分工。深夜讨论是常态，错
过就餐也已习惯。四人齐心，在规定时间
内将“硬骨头”啃下，圆满完成正式登记。

建宁居民区
“老少配”跑出排摸加速度

建宁居民区指导员曾恕婷和普查员
李小玲是对“老少配”。作为最年长的普
查员、又是老党员，李小玲就像对待孙女

一样照顾曾恕婷。一位是 80 后妈妈，有
着灿烂的微笑和不服输的精神，一位是年
近八旬的老人，热心居民的带头人。有着
这样的“老少配”，她们负责的楼栋无论
在排摸速度和质量上都遥遥领先，同时自
主填报率在建宁也名列第一。

潘东居民区
家有后盾相扶持，老将出马“七人普”

卞金强是土生土长的潘东居民，曾任
“六人普”指导员。他早早约定：“七人
普”有需要，一定帮忙！考虑到老卞的腿
做过手术，起初居委会并未安排他上岗。
后来，老卞的爱人来居委会说：“让他参
加吧，我是坚强后盾，我扶着他一起完成
任务！”普查开始后，楼道里经常能看到
他们老夫妻同出同进的身影。短表填写阶
段时，卞金强表示：“手机操作不如年轻
人熟练，但我会倍加细心，请放心！”

姚家角居民区
甘做“女保镖”，守出好成绩
徐维琴是社区中的热心人，此前就参

与垃圾分类，老伙伴计划等工作。她做事

认真负责，深得大家信任。普查期间，经常
要一户跑多次，有时还要起早摸黑蹲点守
候。由于经常蹲守，徐维琴被居民称为小
区“保镖”。普查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位普
查员因故退出，关键时候徐维琴挺身而出
临时接替，通过几个日夜的加班加点，虽
身体抱恙，但她还是按时完成了工作。

飞乐居民区
两两相结对，事半又功倍

在飞乐居民区，常能看到 50后和 95
后普查员双双结对。虽年龄悬殊，但工作
中大家都是一把好手。老同志有经验，擅
长和居民交流；年轻人手机操作熟练，接
受能力强。年纪大的遇到手机输入问题来
询问年纪轻的；年纪轻的上门遇到不配合
的也会请年纪大的一起陪同。当然年纪相
仿的普查员遇到问题也会相互探讨。正所
谓是双人行，事半又功倍！

陶家宅居民区
老将“临危受命”，干劲急速上线

摸底排查启动前，一普查员突发疾病
因故退出，居委会邀请 “六人普”老
将———党员董彩珍帮忙，她二话没说即刻
补位。在未参加普查课程的情况下，董彩
珍利自学了全套材料完成培训，并很快进
入工作状态。其实，董彩珍的老伴上半年
刚大病初愈，她除了普查工作还要照顾家
庭。但她克服种种困难，发挥熟悉居民、了
解工作的优势，顺利完成短表登记任务。

天诚居民区
吃透材料，拿下老洋房任务

叶建明是星辰公寓楼组长，曾参加过
两次经济普查工作。“七人普”开始后，她

负责的是房屋结构和人员信息最为复杂
的老洋房。一拿到地图，她就请指导员一
起，一家家了解情况，并初步认识住户，认
真记录住房单元。老洋房租客较多，很多
时候，还得晚上去登记，叶建明凭借认真
负责的态度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高
质量完成了排摸和短表登记工作。

潘中居民区
守时守约记于心，不为居民增烦忧

必须守时！必须入户！这是宓伟群在
普查时恪守的工作准则。煜王苑有位百岁
书法家顾老，为不影响老人休息，她登记
前和家属提前约定在晚餐后上门，对她来
说，晚点吃饭没事、朋友聚会也可以不去，
一切以完成信息登记为重！上门时，她用
光了分配的 100 双鞋套，又自掏腰包买
了 200 双，宓伟群说：疫情期间，普查员
上门要注重清洁卫生，不给居民添麻烦。

潘西居民区
初入生处探和访，上门恪守礼与节
通过社会招聘方式担任普查员的翟

伟芳负责悦达花苑小区。因对情况不熟
悉，她第一时间与居委会干部了解情况，
每次上门前都做好功课。她入户时有礼有

节，走访排查连着敲门，手指都敲红了。敲
门没人应答，她就在大堂蹲守，发现有居
民、外卖进入楼栋，她第一时间观察对方
去往的楼层，发现是尚未排查的，就及时
到相应室号和居民宣传并进行登记。

西一居民区
遇上困窘不言弃，想方设法解难题

杜林红负责的楼宇出租率高，又以外
籍人员为主。她认真学习政策和知识，白
天打电话，晚上挨家挨户走访、核对数据，
经常忙到深夜。一次等一户外籍人员下班
回家，她守到半夜十二点，最后投靠附近
朋友过夜。针对租户，杜林红也有办法。她
通过物业找到房东了解租客联系方式和
作息规律，并与租客取得联系；对于是通
过中间代理人出租的，她多方打听代理人
联系方式，掌握新租客动向；遇到有顾虑
的住户，她耐心解释政策、争取理解。

华四居民区
家事普查齐兼顾，一诺千金尽职责

曹金妹是华四居民区的党员志愿者
骨。家姐在普查摸底阶段开刀住院需陪夜
照料，她却未因此搁置工作，依然每天准时
9 点到居委会汇报工作进度，从未请假迟
到。白天，曹金妹挨家挨户进行摸底登记，
晚上在医院陪夜还一边用手机录入户主姓
名底册，一刻都不耽误摸底进度。曹金妹
说，咬着牙也一定要完成任务；要干就干
好，决不能拖后腿！

华院居民区
孕妈心系“七人普”，牢记使命战一线

华院居委会干部茅芝敏担任“七人普”
指导员，虽有孕在身，但她仍坚持在一线工
作。她每天耐心解答普查员的疑问，有时还
和普查员一起到居民家里进行宣传。她的认
真与坚持，大家记在心头，纷纷为她点赞。茅
芝敏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又是社区工作者，
普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自己力所能及做
一点是一点，能成为人口普查大家庭中的一
员，很荣幸也很开心，感谢大家的关心。

华五居民区
主动请缨揽重责，家人支持添动力

003普查小区因有人才公寓，多为来沪
租客，情况相对复杂，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普
查员。一次偶然机会，胡方萍来居委会办
事，得知情况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成为该
小区普查员。为配合公寓租户的作息规律，
胡方萍取得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毅然放
弃休息时间，在双休日与晚上进行普查登
记。她的爱人有时也陪着她，协助一同做好
信息采集。

苏一居民区
购置新装备上阵，速学上海话沟通

陈桃英是一名新上海人。因此次人口
普查采取电子化方式进行，为能更好完成
登记，她特地购买了新手机。由于不会上海
话，上门时吃过闭门羹，但她并未退缩，在
指导员的帮助下，她尝试学习简单的上海
话，以便有效沟通。为了碰上普查对象，有
时候她一天里不得不反复上门，虽然辛苦，
但只要完成了普查登记，她的笑容就像孩
子般灿烂。

华三居民区
加班加点无怨言，守得云开见月明

张翔山是一名共产党员，住在华三居民
区。虽不是上海人，但来沪十年的他对小区
情况熟门熟路。因自身工作是做一休一的
晚班，为不耽误普查进程，他就利用休息时
间多做一点。一户外籍人员上班早出晚归
且从不开门与他人交流，多次上门都没碰
上。张翔山向单位告假，连续多个晚上在楼
道口守候，终于在第三个晚上碰到了该外籍
人员，通过基本交流和翻译软件最终顺利完
成信息登记。

长支二居民区
用实际行动诠释“老当益壮”

老党员余求真是长支二居民区年龄最
大的普查员。她曾是“六人普”的骨干力量。
由于“七人普”采用手机录入，培训初期，她
对手机软件反复进行实操训练，碰上不清楚
的知识点就询问指导员，直到弄懂为止。在
上门排摸和正式登记中，如遇居民质疑，她
便会解释登记内容，直到居民打消顾虑。其
所负责的普查小区登记数据保质保量，日做
日清。余求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当益
壮”。

华一居民区
潇湘姐妹花，人普展风采

来自湖南的姐妹马丽和马娜是华一居

民区普查员。担起这份工作，她们最初有所
顾虑：怕听不懂上海话，影响信息采集质量；
并非属地居民，担心会遇阻力。10月 11 日，
她们勇敢踏出了第一步，并牢记“腿要勤、
心要细、嘴要甜”的工作口诀。居民们的配
合和理解让她们的工作很顺利。11月 3日，
老家传来奶奶过世的消息。虽归乡心切，可
此时正处于正式登记最紧张阶段，姐妹俩秉
着“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完”的责任心，最
终提前完成任务，安心回乡。

华二居民区
忙完这阵子，爸就能回家陪你

彭鹄主要负责架空线入地的工地施工
人员排摸。工人一般都是早上 7点出门，晚
上 10 点回来。为做好登记工作，他利用自
己是人口协管员的有利条件，细心核对信
息，每天深夜等工人返回基地，再逐一登记
输入。因家离普查小区远，为方便工作，他就
近住在母亲家。女儿总是来电，希望爸爸能
回家陪伴，他安慰说：等忙完这阵子，爸爸就
回家多陪你。

秀水居民区
上门普查遇意外，急智耐心巧解难
熊凌珍是秀水居民区 72号楼组长。今

年她响应号召成为“七人普”普查员。在普
查登记中，她突闻一声惊叫，马上敲门进屋，
发现是老妇和儿子发生矛盾，老妇想不通爬

上窗户要跳楼，熊凌珍迅速冲上去把老妇扶
下来，劝说母子有话好好说，还用老妇的家
乡话安慰，直到母子俩都冷静下来才离开。
热心肠的熊凌珍用实际行动缓和了家庭矛
盾，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悲剧，让居民感受到
了社区的温暖。

长一居民区
顶住连番重压，坚守普查一线

金廷八八小区的业主多为年轻白领，普
查员要根据他们的作息，尽可能利用晚上和
双休日上门。作为该处的普查员，排摸刚开
始时，张红得体、极具亲和力的上门访谈方

式，很快成为大家的学习范本。但就在普查
期间，张红的母亲因病住进重症监护室；爱
人在外出办事途中遭遇意外；新婚的儿媳被
查出重病；所有的这一切，她却只字未提，直
到有人看到她偷偷抹眼泪，追问下才得知。
这期间，张红每天医院小区两点一线，从未
请假早退，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大家都心生
敬佩。

长二居民区
碰壁受阻不气馁，功夫不负有心人

高美英在长二居民区住了 35年。因是
第一次做普查工作，她生怕在培训中听漏了
内容，便带着爱人一起听课。普查中，高美英
碰到一户居民不甚配合，第一次上门未开
门，第二次上门，男主人一看是人口普查就
把门关上了。为此，她几天晚上没睡好，总觉
得心里有块石头压着。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任务，她每天晚上去这户居民家门口等
着，几日后的晚间，终于等到女主人回来，顺
利完成了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