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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城事

3 .5万人口普查员入户登记
首次选配了懂外语的普查员

本报泰安 11 月 1 日讯 1 日，
泰安市 3 . 5 万名人口普查员开始
入户进行普查。早在去年 7 月份，
泰安就开始着手准备此项工作，
规格高、工作细、人性化操作成为
此次人口普查的特点。

泰安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明旭介
绍，泰安市此次派出了 3 . 5 万名人
口普查员，很多都是选派的地方
骨干。选出这些普查员之后，专门
对他们进行了培训，还对普查员
入户登记进行了实战演练。同时，
泰安市于去年 11 月底完成了县市

区人口普查领导机构的组建，今
年 3 月底完成了乡一级的机构建
设。成立机构后，又建立了规章制
度，并选取泰山区上高街道办事
处作为人口普查试点，进一步完
善工作方案。

“我们与国土部门合作，依照

国土部门出具的第二次土地调查
资料，对普查区域进行了划分，对
城乡属性进行了界定。公安部门
为了配合人口普查，还开展了户
口整顿活动。”赵明旭说，从机构
配备层次、管理水平以及各地的
重视程度来看，此次人口普查规

格比以往水平都高。比如为了防
止漏报、瞒报，国家要求把通知下
发到县市区一级，但泰安市都下
发到各乡镇。

针对外籍人士增多的现状，在
做好提前摸底的同时，泰安市在各
单位内都选配了懂外语的普查员。

“那时候通信不像现在
这样发达，找个人可费劲
了。”1 日，御碑楼社区第六
次人口普查员李秋泳谈起他
历经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感
慨地说。

李秋泳说，2000 年第五
次人口普查时，正赶上市政
府西迁，整个御碑楼社区人
员居住分散，给他们这些普
查员出了一个大难题。他至
今还记得当时有个 70 多岁
的老人叫李光安，从东北搬
回泰安居住。老人的户籍在
御碑楼社区，由于搬回家乡
时正赶上拆迁，老人住在了
岱岳区。李秋泳辗转打听了
十几个人，最终了解到老人
暂住在大河附近的杜家庄。
李秋泳和几名普查员骑着自
行车 3 次登门却没有找到老
人，原来老人经营磨剪子抢
菜刀的活计，挑着担子走街
串巷，回家时间很不确定。

“那时候也没有通讯工
具，我们又联系不到老人，只
好采取最笨的办法，勤跑着
点，终于在第四趟去的时候，
才碰到老人挑着担子回来，
这才登记上。”李秋泳说。

“与10 年前的人口普查不同，这次人口
普查的对象加入了在国内的外国人。对于外
国人的普查，我们也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
泰安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目前统计的情况看，光泰前街道办
事处就有 32 名外籍人员。针对这些外籍人
员，印制了专用的人口普查登记表。与中国
居民相比，外籍人士所用的登记表项目较
为简单，像做选择题一样，只需标示就可

以。”泰前街道办事处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
任米亮说，泰安市外籍人士最多的应该是
高校，上次摸底，一个高校好像有大约 400
多外籍人士。

泰安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赵
明旭介绍，为方便外籍人士参与人口普
查，学校普查小组都聘请了英语专业的
普查员进行普查，社区也都有懂英语的
普查员进行指导。

变化 1：普查对象

外籍人士

首次列入普查范围

与 2000
年举行的第
五次人口普
查相比，第
六次人口普
查在普查对
象、方式及
统计等方面
都有很大的
变化。

现在人口流动这么大，如何避免重复普
查成为市民关心的问题。对此，泰安市创新
登记原则，以半年为时间节点，采取使人口
普查过程更为严密的措施。

“这次人口普查登记，是按照现有住户
加户籍外出原则，而以前是按照常住人口原

则。”泰安市人口普查员张璐璐告诉记者，为
了防止出现重复普查现象，他们按照规定，
以半年为时间节点，对已离开辖区半年以上
的人员，问清去向，不再进行人口普查，而是
由当地人员进行检查。

变化 2：准确性

以半年为时间节点

1 日，御碑楼社区人口普查员刘辉接
到了居民高文杰的短信，称上午家中有人，
可以填写普查信息，刘辉接到短信后随即
上门。“现在电话、短信、网络通讯都很方
便，普查效率大大提高。”参加了两次人口
普查的老普查员李秋泳说。

科大社区居委会书记王相红说，科
大社区准备了六七百个各种颜色的小便
签，上门登记遇到居民不在家时就贴一
张。家住科大社区的孙女士称，她下班回
家一眼看见了小便签，直接去社区服务
中心填写了信息。

第四趟才找到

磨剪子的老人

人口普查员给御碑楼小区居民高文杰(左)登记。 本报记者 刘慧娟 摄

两块手机电池

一会儿就用完了

记者在财源街道办事处
了解到，由于人口普查工作
很复杂，人口普查员经常会
遇到不明白的问题，而办事
处的人口普查员则成了他们
有问必答的“百科书”。

“这个就按一个初生儿
登记在户主姓名底册上，短
表上先不用登记，你听明白
没有啊？”记者见到财源街道
办事处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
人员崔玉洁时，她正在通电
话。崔玉洁说，旧镇社区一个
人口普查员遇到了搞不清楚
的问题，社区一户人家有一
个新生儿，还没有名字和户
口，不知该如何统计。她反复
给社区工作人员做解答，电
话打了 5 分钟。

“没办法，人口普查就是
这么琐碎，政策领会了，但落
实到实际工作中还是会遇见
这样那样的问题。”崔玉洁
说，自从人口普查工作开始
以来，街道办事处人口普查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成了各
社区人口普查员的“百科
书”，每天负责接电话解释普
查办法问题。“白天电话还算
少，主要集中在晚上 6 点到
9 点，两块手机电池一会就
用完了。”崔玉洁说。

“人口普查办法是 4 开
的大书，足足有 1 指厚，我全
能记忆并领会，包括人口普
查表上的条条目目我也能记
得。”崔玉洁说。

格故事

入户难：亮明工作证就是难进门
人口普查工作中入户

难的问题普遍存在，有的居
民家明明有人也不让进门，
愁坏了人口普查员。

泰前街道办事处米主
任对记者说：“今天我入

户调查，在一户人家门前
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说
不认识我们，不能给我们
开门。”前灌社区人口普
查员刘振有说，他去一户
人家进行普查，屋里明明

亮着灯还开着电视，可是
敲门就是没人开，“大晚
上的，我在那里敲了 10 分
钟，没有人来开，我只好
走了。”他说。

后七里社区谷副书记

告诉记者，他们社区几乎
每个人口普查员都遇见过
这种情况，尤其是老人和
小孩，给他们看工作证也
不行。遇见这种情况，他
们只有多去几次了。

1 日上午，后七里社区
人口普查员刘桂芳拿着一
张人口普查表进了社区人
口普查办公室。“为了这一
张表，我跑了 3 趟。”刘桂芳
说，早上 7 点半她去了一

趟，发现该户家没人。下午
5 点多她又跑了一趟，住户
还是大门紧锁，直到晚上 9
点多再去时才见着户主并
进行了登记。

“跑 3 趟还算是少的，

有的户主比较难找，跑五
六趟的都有。”财源街道办
事处人口普查办公室负责
人崔玉洁告诉记者，财源
街道办事处流动人口多、
人员复杂，老住宅区和新

建小区并存等特点，找人
难的问题特别突出。针对
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分
类措施，老居住区重点在
白天普查，新建小区普查
工作集中在晚上。

找人难：为填一张表跑了三次

变化 3：人性化

电话预约便签提示

本报记者 李虎 刘慧娟 陈新 赵兴超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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