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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桥·

民生

入户之前 五里桥街道人口普查员已经做了这些准备
“您好，我是人口普查员，向您了解一下

您和家人的基本信息。”本月，随着全国第七
次人口普查工作启动和入户调查摸底的推
进，家家户户都听到了这样的提问。
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背景下，人口普

查是对人口基本国情国力信息的及时采集，
对未来的政策制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
是面对有些居民楼“门难进、脸难看”，普查
员入户有什么窍门？和前几次人口普查相比，
“七普”的入户装备和工作方式又有哪些进
步呢？让给我们走进五里桥街道瞿南居民区，
看看人口普查员如何入户调查。

要想顺利入户 前期就要铺垫

走进南园新村的一幢高层住宅，人口普
查员敲开了一户居民的家门，出来的是一位
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她用英语向普查员问
好。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普查员带回了这位姑
娘之前填好的外籍人员摸底表。
随后，另一位居民家的入户工作也还顺

利。穿上鞋套后，普查员和记者进了居民的家
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是一户典型的陪
读家庭，每周一至周五，老两口带着孙女住在
这里。白天，孙女上学去了，只有老两口在家。
普查员向老人询问了一些情况，用了差不多
十分钟。
在为期两周的入户排摸阶段，瞿南居民

区的三十多位普查员要把每户居民的基本情
况都了解一遍。上门时间一般安排在午饭和

晚饭前后，因为这两个时间范围内，居民在家
的概率比较高。
普查员的入户情况是否都像今天这样顺

利呢？瞿南居民区书记王黎凤回答：“不一定。
运气好的时候，一名普查员一天能采集二十
多户人家的信息，运气不好的时候只有十来
家，要看家里有没有人，以及居民是否配合。”
王黎凤告诉记者，顺利入户的背后，有许多前
期工作的铺垫。“我们的入户排摸工作已基本
结束，今天只是对个别特殊家庭进行回访和
信息补充。像那位外国姑娘，疫情期间从海外
抵沪后居家隔离，居委干部一直和她保持联
系，所以比较熟悉，去之前打声招呼就行。再
比如陪读家庭，之前初访时，老两口对我们的
入户是抵触的，说自己只是租房，在户籍地已
经登记过信息，没必要重复调查。我们解释了
居住人口和户籍人口都要分别登记，对方才
放我们进去。”

居委干部“刷脸”效果好
居民普查员回避熟人区

要想提高入户普查效率，居委会为普查
员分配辖区时也得掌握窍门。如果是居委干
部担任普查员，要遵循“刷脸”原则，尽量安
排他们原本管辖的区域。“居民听见熟悉的声
音请求开门，看见面熟的居委干部，回答问题
就很配合。有些年轻人不认识上门的居委干

部，向家中老人求证一下，也就放心开门了。”
若是居民担任普查员，则要把他们安排到不
相干的辖区去。“居民一般不希望自家底细被
邻居了解得过于透彻。如果是熟悉的邻居上
门调查，他们会有顾虑，担心个人信息被传播
出去。如果普查员与居民素不相识，没有交
集，居民反而比较放心。”
而在普查过程中，年长者和年轻人的工

作方式也是各有特色。在上门阶段，年轻普查
员的提问往往直截了当，讲究效率。上了年纪
的普查员愿意从聊家常入手，更有人情味，看
似问得慢，却能引导对方把家中每个人的情
况都讲一遍，省去了反复询问的周折。
到了信息录入阶段，熟悉电子产品的年

轻普查员速度较快，还会指点、帮助上了年纪

的普查员使用电脑、PAD等工具，可谓优势
互补。

“七普”的入户装备
可比之前强多了

为了取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每次入户
普查前，普查员们都要穿戴好全套装备。他们
的身上是工作背心，胸前挂着工作牌，上面印
有关联身份信息的二维码，供居民扫码验证
真伪；肩上背着普查包，里面放着工作手册、
感谢信、鞋套和小礼品。因为疫情防控，口罩
也是必须戴的。
看到“全副武装”的普查员出现在小区

里，51岁的居民周先生感叹：“可比过去周全
多了！”周先生参加过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
口普查，作为一名居民普查员，他的入户装备
简单到只有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66 岁的居民黄增华做过第五、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居民普查员。据她回忆，2000
年“五普”的时候，普查员已经有了胸牌、工
作包和文具，但信息还是全靠纸笔登记、上传
的。到了 2010 年的“六普”，居民普查员书面
采集信息后，要交给普查指导员录入电脑。
和之前的人口普查相比，第七次人口普

查工作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进步呢？在统管居
民区普查工作的过程中，王黎凤感受最深的
是，规范化电子表格的出现，为后续统计工作
提供了很多方便。当普查指导员将普查员上
交的纸质入户摸底表信息输入电脑后，电子
版入户摸底表和户主姓名底册会自动生成。
普查指导员参照准确生成的户主姓名底册，
将信息逐条输入 PAD，就能进入下一道工
序。
从居民区到街道再到上级部门，整个流

程使用的电子表格是统一的，后一道工序直
接使用前一道工序上传的信息即可。“十年前
我参加‘六普’，还没有这样的电子表格和工
序。现在流程升级了，信息录入更加规范全
面，开展普查也就更方便了。”王黎凤说。

（新闻晨报·周到上海 记者 何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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