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版人口普查专版2020 年 11月 30日 星期一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许泾村涉及近 7000 户居民，且非户
籍人口占绝大多数，加之普查区域面积大、住户分散，普查工
作的量和难度都相对较大。许泾村组建了一支与之相适应的
58人的普查员队伍。
在正式登记前的摸底阶段，普查员逐门逐户进行实地勘

察，摸清每个区域住房的数量和具体位置，并进入住户家中进
行普查告知，询问居民选择何种登记方式，了解户内人员的大
致情况，许泾村为人口普查可谓做足了准备。“在这个阶段，普
查员要进行普查告知并编制《户主姓名底册》，为了提高效率，
我们还将整个普查区域划分成83个网格，每个普查员负责各
自的网格，一一对应完成普查工作。”普查员宋志伟说，尽管做
足了准备，但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后还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
难，“村里租户比较多，他们往往早出晚归，白天很难见到人。”
从工作实际出发，许泾村的人口普查员们便抓住工作日

晚间和周末休息日来完成登记工作。陆明华今年 69岁了，在
许泾村普查队伍中年纪最长。他曾与一户居民约好，深夜十
一点半上门，终于完成了信息登记工作。年过六旬的普查指
导员许顺清也经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到了周末也能看到
他在村里来回穿梭的忙碌身影。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正式登记阶段，要随机抽取 10%的住

户填报普查长表，调查更为详细的人口结构信息。按照 10%
的比例，许泾村有 665户居民被抽中要填报普查长表，“长表
的填报项目有 48 项，工作量更大，要求更细致，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长表的填报工作，接下来要
完成比对复查工作。”宋志伟说道。

“您好，我是梅陇镇爱国村人口普查员，今天我们开
展人口普查长表入户登记，感谢您的配合。”日前，爱国村
人口普查指导员、村党总支书记宋红明来到省殿禅寺，进
行普查长表入户登记。
普查长表采取普查指导员使用电子采集设备入户询

问、当场填报的登记方式进行，不支持自主填报方式。按
照规定流程，宋红明首先先向普查对象核实确认人口普
查短表信息，随后采集普查对象的住房情况、受教育程
度、工作情况、行业、职业、婚姻生育、居住状况、身体状况
等信息，并录入电子采集设备。经普查对象再次核对信
息，在确认填写无误后签字确认，数据通过互联网实时上
传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采集处理中心。
“和一般村民比起来，省殿禅寺看上去是一个有些特

殊的普查对象，但普查过程没什么差别，感谢大家给予的
配合，普查工作进展顺利。”宋红明说，目前已进入冬季，
疫情又出现反复，近期特别要求普查员上门时要做好防
护，保护自己也让他人感到安心。
爱国村人口普查工作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户籍还

在村里的200多户 880名村民已搬迁至 209地块动迁小
区居住，现在属于金都路居委管辖。“我们了解到，金都路
居委本身的普查工作任务已经很重，考虑到我们的普查员
和那些村民相熟，经过沟通，这些村民的普查工作由我们
来负责。”虽说与这些昔日的村民相熟，但如今毕竟已是
“异地”，爱国村的普查员们不辞辛劳、早出晚归，奔波往
返于两地之间，保质保量完成了登记工作。 （黄志强）

穿上人口普查马甲，戴好口罩，带好电子采集
设备，孙芸走进小区一栋单元楼，开启又一天的人
口普查工作。
11月初，在入户开展短表登记工作时，孙芸不

小心摔倒，导致左手手臂骨折。然而，到医院打上钢
钉，仅在家休息了几天，她轻伤不下火线，又回到了
自己的工作岗位，按部就班的继续“扫楼”。罗阳四
村是个老小区，6层的住宅楼没有安装电梯，入户登
记免不了要“爬楼梯”。手受伤后，对孙芸来说，这
项工作要比以往更吃力一点。
孙芸是罗阳四居的人口普查指导员，这片普查

区域涉及 1400 余户居民，居委的普查团队有 20
名成员，平均每人要负责70户居民。看似工作量不
大，要完成任务却也不容易，遇到的问题和前期摸
底调查阶段相似。
“找不到人或者在家也不开门，有些住户不让

我们普查员进屋，就只能在楼道里完成登记工作。”
敲开每户居民的大门并不容易，普查员们要寻找门
道，除了耐心还要善于观察总结。孙芸说，根据之前
积累的经验，她们已经摸清，晚上 7点到 9点，最有
可能找到居民配合完成信息登记工作，“这个时间
段老人还没休息，白天上班的居民也下班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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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梅陇镇““七人普””普查员团队

用心用情助力““大国点名””
11月 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进入正式登记阶段。 梅陇全镇 2000 多

名人口普查工作者持续奋战在一线，走进居民家中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截至目前， 各居村已基本顺利完成普查短表登记工作， 并进入长表登记阶
段。 信息登记工作完成后，普查员们还要对登记信息进行比对复查，确保录
入信息完整准确。

“大国点名，没你不行”“不错登一个人、不漏登一个人”……人口普查要做
到“一个都不能少”，这一标准正被梅陇镇的每一位人口普查工作者亲身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