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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

专题

“人普金点子”助力小巷“大国点名”
□记者 武 钢 综合报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已进入关键阶段，
为进一步推动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准确
把握街道人口数量、结构、分布和居住等情
况，欧阳路街道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摸底工作动员大会。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黄海滨

对入户摸底登记和人口普查提出 4 点要
求：一是要严肃对待，以高标准、高要求对待
普查工作，明确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复杂性
和紧迫性；二是要明确责任，树立“一盘棋”
思想，齐心协力，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
相互配合，切实把人口普查工作抓紧、抓实、

抓好；三是要认真细致，树立依法普查工作
意识，确保人普工作质量，对于普查开展的
内容和要求要说得清、讲得明，让人听得懂、
做得对；四是要真实准确，强化数据质量全
过程管理，确保数据准确真实可靠，全力以
赴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普查任务。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人普办主任夏玲通

报了人口普查已开展的工作并对下阶段的
普查摸底和短表登记工作进行部署。她强
调，要明确了解普查内容，充分认识数据质
量的重要性，树立临战意识，按照各自职责
分工，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人口普查工作。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黄海滨对
人普工作提 44 点要求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人普办主任夏玲检
查调研人普入户排摸工作

董家宅居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董家
宅居委人口普查排摸表》，贴在墙上，挂图
作战，责任到人，扎实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这一方式沿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利用挂
图作战进行排查的方式，运用不同颜色突
出工作状态，更直观地让“两员”看到小区
每天人口普查的实际工作进展，指导员拿

到第一数据，明确每项工作重点，分清各项
工作脉络，做到明晰重点、抓准难点、疏通
堵点，统筹推进人口普查各项工作。
董家宅居委每天下午要召开“答疑解

惑”会，人口普查员对当日入户调查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讨论，人口普查指导员进行答
疑解惑，做到问题不过夜，确保数据真实完

整，提高人口普查准确率。
经过前期宣传，绝大多数居民都能了

解并配合普查员的工作，当极少数居民不
愿意配合时，人口普查员会进行耐心沟通
与解释，讲明数据采集是为了摸清社区居
住人口和老龄化情况等，为社区长久和谐
发展提供依据，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人口普查也用上了““挂图作战””法

街道人普办开展摸底前系列培训

入户摸底前，街道人普办对业务组、
质量控制组及人普工作联络员进行深入
开展专题培训，各居民区也自行开展了
人普工作动员和专题培训，旨在夯实人
口普查顺利开展的基石，确保高质量高
标准圆满完成入户摸底及短表登记等各

项工作任务。如今，街道人普办和各居民
区已按时间节点稳步有序地开展上门摸
底工作。

近日，夏玲与区人普联络员夏之韦
带队对普查小区和点位进行检查和调
研，听取普查工作进展，了解人普员在

入户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工作指导，提
出进一步要求，确保排摸全面、数据精
准，确保普查信息数据不漏一人、不漏
一户。
现在，各居民区在上门摸底工作中还

形成了许多“人普金点子”。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专题报道】

科普惠及大众 创新点亮社区
虹口区“全国科普日”欧阳路街道分会场活动圆满落幕

为了展示科技创新成就和科技
战疫成效，促进科技创新和科学普
及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
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民，欧阳路街
道近日开展了“科普惠及大众 创新
点亮社区”2020 年虹口区“全国科
普日”欧阳路街道分会场活动。
活动现场，区科协二级调研员

王成东、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丽娜
共同为街道“社区书院”揭牌。
今年，街道结合自身特色，整合

资源，成功申报了“社区书院”科普
项目，全力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公共
科普文化空间和科学精神。“社区书
院”将以“虹阳风尚、智惠行动”为
工作主线，围绕科创发明、心灵沙
盘、红色阅读等主题，着力提升科技
志愿服务队伍建设，以“科普资源中
央厨房”为基础，形成科技志愿服务

常态机制，将科普资源辐射到基层。
街道党建办主任叶俊为科技志

愿者工作室领衔人颁发聘书。
近年来，智能化机器人不仅服务

于军事、农业、教育等领域，更为人们
日常生活带来便捷与欢乐。一群可爱
的机器人来到活动现场，为欧阳路街
道“全国科普日”活动助兴。
本次活动的科普集市展示了 3D

打印、生态瓶制作、标本制作、激光宝
盒、真假烟鉴别、防金融诈骗、禁毒宣
传、防疫宣传、欧阳创新屋等多个精彩
纷呈的科普项目和机器人足球对抗赛、
机器人垒高、VR垃圾分类等科普互动
游戏。通过互动体验、展板介绍、科普小
课堂等形式多样的体验，使科技活动更
亲民，让智慧科普渗透百姓生活，共同
推进科普事业和公民素养提升。

（党建办）

人普员王亚萍（（左））““见人就登””

建设居民区内祥德路沿线大都是老式
弄堂、二级旧里，其中祥德路 96 弄、124 弄
是开放式的私房和租赁房，弄堂犹如羊肠
小道式的迷宫，别说找人，就是想找特定的
门牌号也难。这里地理位置和人口结构相
当复杂，光是集体户口内就有 1087 人。要
在老旧弄堂里准确无误地完成 “大国点
名”，真是太难。

可是，困难再大也难不倒建设居委的
人口普查员。
共产党员王亚萍是建设居委干部、人口

普查员，负责的有有一百多户居民的老小区，
仅祥德路96弄 28号就有十多户人家、15间
房、49个人，在这样一片规格不一、大小不同
居民楼，光弄清楚哪间房是谁家的已经够难
了，更别说要搞清每间房里的人员信息。

为此，大家一起商讨出了一套“点名办
法”。首先实地摸清同一个门牌号的房屋数，
在不同房间上标记虚拟室号予以区分和记
录，搞清哪些房子是自住，哪些是出租，经过
分门别类做好功课后，再开始上门入户排摸
登记，将一团乱麻似的户口信息整理清楚。

由于许多居民白天都要上班，人普员
往往要利用休息时间上门。王亚萍常常是
下班后匆匆吃完晚饭，又一头扎进小区蹲
点，直到晚上 10点多才回家。

她的敬业让许多居民从不解到感动，
热心居民会给她提供住户信息。通过几天
的摸索排查，王亚萍总结出一条辨房认人、
有门就敲、见人就登的普查经验，逐步理清
了每户每人的详细情况，在短短 5天时间
内就完成了一百多户居民的信息普查及录
入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