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敲门百次，多半家里没人
人口普查入户登记普查员的“一日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马辉

一上午，王振梅和李芳挨家挨

户地敲门，由于一些上班族要上

班，白天家里没人，所以，白天普查

登记的多是一些退休的老人。

上午10点多钟，王振梅和李芳
来到了益民东区12号楼的居民郑

遵银家中。敲开门，王振梅微笑着
对郑遵银说，“您好，大爷，我们是

普查员，对您做一下入户登记，我
们可以进去吗？”郑遵银非常配合

工作，赶紧把王振梅她们让进屋
里。

“您的户主叫什么啊？您家里

有几口人？您住的这套房子有多大

面积？”王振梅按照填表内容一一
询问。按照郑大爷的回答，王振梅

做好登记。“您老伴是哪一年生

的？”碰到拿不准的地方，郑大爷赶

紧找出户口本核对，大约5分钟时

间登记结束，郑大爷在调查表上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一个人负责80户，两个

人一组，我们这一天基本上要保证

采集到40户居民的信息，可是多数

人白天不在家，这一天下来，我们

俩跑了七八个单元，敲门也敲了近

百户，在家的还不到一半呢。”王振

梅说，最怕的就是一些住户一天去

五六次还找不到人，这样弄不准信
息的，还得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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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关乎民生
——— 访济宁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徐伟

文/片 本报记者 马辉

有些住户一天五六次还找不到人

中午12点多，益民东区14号楼

的居民祁连英正忙着做饭，米饭的

香味弥漫在整个房间中。王振梅来

到了祁大娘家中，“您好，大娘，打

扰您做饭了，我们是人口普查员，

登记一下您的人口普查信息。”

“赶快进来，家里没怎么收拾，

有点乱。”祁连英一边收拾着沙发
和茶几，一边忙着给王振梅他们倒

水喝。按照流程，整个登记过程只

用了5分钟左右。祁大娘客气地说，

“你们这么辛苦啊，吃饭的时间还

忙着，要不在这吃饭吧。”

随后，王振梅又来到了居民骆

树荣家里，正巧他们老两口正在吃

午饭，看到普查员来了，他们放下
了筷子。正巧，他们需要填的是一
个长表，内容包括居住情况、就业

情况、婚姻情况等多个项目。骆树

荣和老伴韩光凤一直耐心地配合

着，直到填完所有内容。

“多数居民都是很支持我们工

作的，也有一些人对我们不信任，

他们存在着防范心理。有些居民开

门甚至只开一个缝儿，拒绝登记。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还得再来做工

作。”王振梅说。

专门赶午饭点去“逮”人

早上不到7点，王振梅就和同

事李芳来到了她们负责的普查区

域——— 益民东区。“这个点正是上

班时间，调查难度很大，很多人都

去上班或者送孩子。”王振梅告诉

记者。

在益民东区15号楼的2单元门

口，正巧碰到一位准备开车去上班

的居民，王振梅和李芳赶紧迎了上

去，亮出工作证，并说明来意。这位
居民连忙说，“等晚上回来吧，我急

着送孩子上学，不然就迟到了。”说

完，他便开车离去了。

王振梅对记者说，一早上碰到

的多数居民都是这样，有的人起得

晚，大早上就敲门让人家很烦，有

的就是在楼下碰到了，问准门牌号

和联系方式，到了晚上再来。

一早起来就赶到普查社区

在市
民祁连英

家中，王

振梅向祁
连英亮出

普 查 员

证。

“您好，我是洸河社区的人口普查员，登记一下您的人口普查信息。”作为济宁市任城

区金城街道洸河社区一名普查员，11月1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正式入户调查首日，这句
话王振梅重复了多少遍，连她自己也数不清了。

从1日起，济宁市第六次

人口普查正式入户工作全面

展开，全市51947名人口普查

人员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进

行人口普查登记。当日上午，

济宁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徐伟接

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普查面临两大挑战

徐伟介绍，进行人口普
查，弄清楚当地的人口总量、

结构、地域分布，将为政府及

国家制定政策提供重要依
据。“我们需要克服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流动人口多。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迁

移和流动增多，人口的户籍

所在地和居住地越不一样，

普查工作越难。”徐伟对记者
说，从2009年的调查情况来

看，全市户籍人口达831万

人，而常住人口为803万人，

这说明流出人口较多，这是

一个挑战。另一个挑战是人

户分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不少居民有两套或以上

住房，可能户口登记在一个

地方，则住在另一处地方。此

外，人们对自己的隐私保护

意识比较强，多多少少将出

现一些进门难的情况。

不会泄露居民隐私

“人口普查登记主要分
长表和短表，90%的居民需

要填的是短表，这个表上的

人口信息比较简单，包括姓

名、性别、年龄等18项，整个

填表过程不到10分钟，甚至

可能5分钟就能完成登记。”

徐伟告诉记者，也会有一些

居民担心自己的资料会被外

漏。比如说有的居民超生了，

入户的时候应该填报，但不

会以人口普查的信息作为处

罚的依据。总之，每一个普查

人员都将严格对登记的人口

信息严格保密，仅用于人口

普查所用，不用于任何普查

之外的目的。录入之后，所有

表格将全部销毁。

“当下，住房问题是一个

热点问题，也是涉及老百姓切

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统计数据

汇总之后，将直接反映出一个

地区的整体居住条件及居住

成本，也会为国家及各级政
府制定相应的住房政策、住

房改革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徐伟告诉记者，在长表上，主

要包括户信息和个人信息两

部分，户信息所填的包括17

项，按人填报的有28项。其中，

户信息以“居民的住房情况”

为主，除了短表中要填的“本

户住房建筑面积”、“本户住房
间数”等两项，还包括了填建

成年代、承重类型、建筑层数、

住房来源、住房方式、月租金

等，也包括用何炊事燃料、住

房内有无管道自来水、厕所、

洗澡措施等。

个人信息中，包括受教

育程度、工作情况、主要生活

来源、婚姻状况、生育情况、

60周岁及以上的人等信息。

“比如我们掌握了一个地区、

一个社区的老年人有多少，

就可以有针对性地修建养老

院，或者鼓励社会来修建养
老院。”徐伟告诉记者，哪些
地方需要增建文化、体育、娱

乐设施，之前必须对当地的

人口年龄分布进行调查，这
些信息汇总以后，将对一个

地区的教育、交通、养老保障
等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济宁市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 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