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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开始随机抽取长表

一成居民要填 45 个项目
本报聊城 11 月 2 日讯(记者

刘云菲 谢晓丽) 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后，2 日，市区
部分街道办事处开始了抽取长表的
工作。随机抽取的 10% 的普查对象

须填写长表，包括迁移流动、身体健
康、妇女生育等 45 个项目。

聊城市统计局工作人员介绍，

由电脑系统随机抽取 10% 的居民填
写普查长表，需填写 45 个项目，其

中按户填报的有 17 项，按人填报的
有 28 项。除了短表的项目内容外，

还反映了人口的迁移流动、身体健
康、妇女生育、就业和住房情况等。

在住房情况中，住房用途、建筑面

积、住房间数、建筑层数、承重类型、

建成年代、主要炊事燃料、有无自来
水、有无厨房、有无厕所等都在长表
普查的范围内。

该工作人员说，自 2000 年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人口总量、结
构和人们的居住状况都发生了很大
变化，也面临许多新情况，长表上填
写的内容更为详细，能够更有力地
说明这种变化。

打开一扇门咋就这么难
专家：说明市民信任危机越来越重
本报记者 刘云菲 谢晓丽

目前，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已进入

了入户登记阶段，尽
管此前人口普查员
已挨家挨户的进行
了摸底调查，可部分
居民还是将人口普
查员拒之门外。难道
入户普查就这么难
吗？打开一道门咋就
成了最大的障碍？2

日，记者就此展开了
调查。

古楼街道办事处站前社区普
查员张立军和周红蕾都是第一次

当普查员，他们本以为这工作应该
不难，只要统计到户，完成工作肯

定没问题。可没想到，任凭他们费

尽口舌，有些居民就是不开门，

张立军说，有的居民明明是户

主，可偏说是户主的亲戚，硬是不

开门；还有居民有各种不便说的秘

密，也不开门……“那次我们去一

户人家，他喝醉了，在门外说了很

长时间才开门，开门后他一捋袖子

就要打我们。第三次来的时候，幸

好碰到了他家里的其他人，才登上

了。”

周红蕾说，进去门后也经常遇

到尴尬的事。“我们去一户人家，在

门外站了三四分钟她才开门。结

果，她一听要填表，拿起表就撕了，

扔在了我身上。我当时就气哭了。”

站前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王

丛智说，他们社区的普查员差不多

一半是男士一半是女士，男普查员

进门比女普查员还要难。

普查员>> 进个门可费劲了

家住站北花园的刘女士说，平
时她和丈夫工作忙，家里只有老人

和孩子，他们时常嘱咐老人，有陌

生人敲门，一定不能开门。普查员

来了，老人刚开始不知道是谁，所

以不敢开门。

“普查员是带着证件，可俺就

是不相信他们，万一把我家的情况

跟别人说了咋办？”新时代小区的

赵先生说，他一看登记表，上面的

信息很详细，他就不舒服，不愿意

把自己的信息透露给外人。

徐博是一名公务员，他说，平
时经常看报纸也上网浏览新闻，知

道人口普查的事，所以看到戴着证

件的普查员后，他立马开了门。他

分析，不开门的居民多数感觉不安

全。“万一有坏人借人口普查的名

义进入家中，就麻烦了。”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

长赵富才教授认为，居民不开门，

一方面说明市民的信任危机越来

越严重，彼此间不信任，害怕对方

是坏人或抱有其他目的，担心泄露

个人隐私；另一方面也说明市民安

全意识增强了。

赵富才说，普查时一些问题触

及敏感话题，市民警惕性就高了。

比如：现在是学校划片招生，有的

市民孩子上学不在户口所在地，担

心登记信息会影响孩子上学。建议

大力宣传人口普查，打消居民的疑
虑。人口普查员也要注意沟通和交

流的技巧，态度要好，针对不同年

龄段的人用不同的沟通方式。

一个村子

300 户都很配合
邻里之间常串门沟通多

在城市，基本上每个普查

小区都能找到不配合的市民。

而在农村，几乎没有村民不配

合工作的。茌平三十里铺镇的

人口普查员说，一天普查了约

300 户居民，没有一户居民不配

合工作。

王文是茌平三十里铺镇的

一名人口普查员， 2 日她在电

话中欣喜地告诉记者，在村里

入户普查人口，村民很配合。

“我们分组普查， 1 日，我和

同伴 4 点多就起床了，到了村

里。村民看我们佩戴着证件，

搞人口普查，都特别配合，对

我们也很热情。”王文说，普

查了约 300 户，大约 1000 口

人，没有一家不配合的。“现

在农民都种上麦子了，家里基

本上都有人，看我们来得特别

早，都很配合，有的还让到屋

里喝水去。”王文说，普查了

这么多户人家，没有一户拒绝

的。

莘县古云镇大学生村官王

娜介绍，她普查的村子有 300

多户，村民很配合，没有拒绝登

记信息的。临清市烟店镇政府

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镇村

里普查，由村干部任普查员，

因为平时大家都很熟悉，所以

村民很配合。现在面临的问题

就是普查人手不够，有的村干

部毕竟学历低，有的表格自己

也搞不清，人手紧、任务重。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

院长赵富才认为，农村的人口

普查和城市的人口普查之所以

有差距，主要就是因为城市的

居住环境不同，单门独户，比

较封闭，大家平时忙于工作，

沟通交流较少。一些骗局多发

生在城市，城市居民的心态较

为谨慎，戒备心较强；而农村

的生活环境较为宽松，邻里之

间也经常串门，再就是人口普

查员是村民比较熟悉的人，所

以不配合的村民很少。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刘云菲

居民>> 俺凭啥信任他们

专家>> 多沟通打消顾虑

1 1 月 1 日

晚，古楼街道办

事处向阳社区

的普查员在名

人苑小区入户
普查，有的住户
大门紧闭，只能

贴上纸条，等待

居民给他们打

电话。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统计部门>> 泄露个人信息要受处分
针对在人口普查中，部分市民

需要提供详细的个人资料，不少市

民就担心万一个人隐私被泄露出

去谁来负责。对此，聊城市统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等相关法

律条款的规定，人口普查对象提

供的资料依法予以保密。

该负责人介绍，未经本人同

意泄露人口普查对象个人、家庭

资料，造成不良后果的，由任免

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有关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所有参与的普查员必须签订

保密承诺书，保护市民个人隐私，

同时将建立保密制度，规定人口普
查数据不得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

进行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的依据，

所以市民尽可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