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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新长号”火车轮
渡静静地停靠在长江江阴段江边，至此，
新长铁路江阴—靖江火车轮渡正式停止
业务，渡轮全部封存。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新长车务段江阴轮渡所党
支部书记朱恒表示：“这是国内内河唯一
在航的火车轮渡，12月30日完成了历史
使命。”

江阴—靖江铁路轮渡于2004年开
通，为新(沂)长(兴)铁路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按照设计标准，江阴火车轮渡
日渡运量达20渡次，每一次的货物运
送量约1600吨，江上航行时间约需30
分钟。

江阴轮渡先后有“新长号”、“北京
号”和“芜湖号”三艘渡轮，担任新长铁
路线货运车流的过江运输任务。其中

“北京号”、“芜湖号”最先投入运营。

2012年，“新长号”加入，承担起新的使
命。这三艘渡轮随着时代的变迁已逐
步退役，至2019年4月，只剩“新长号”
还在继续履行它的使命。

随着国家铁路建设的蓬勃发展，以
及长江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加上我国
南沿江城际铁路江阴段工程的建设启
动，轮船驮着火车过江的“落后”运输方
式真的被时代“淘汰”了。

火车轮渡老员工朱恒是江边轮渡
的最后守护人之一，他说，父亲是芜湖
火车轮渡的修桥人，芜湖长江大桥的建
成替代了芜湖长江南北两岸的火车轮
渡，他与另外300多名员工集体转移到
江阴。19年后的今天，他再次送别火
车轮渡，“心情复杂，但转念一想，这又
见证着我们祖国交通事业的蓬勃发
展。” （宋超/文、摄）

本报讯（晚报记者 张月）
昨天获悉，经过5个半月的闭馆
修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邦宪故居修缮工程全面竣工
并通过验收，于今日对外开
放。得益于《无锡市文物保护
工 作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
2020年）》及市文物保护专项资
金的支持，秦邦宪故居自2005
年开放以来首次全面维护修
缮，重现光彩。

秦邦宪故居位于崇宁路
112号，全年免费开放。故居修
缮严格按照“修旧如故”的原
则，在保持整体建筑群不变的
基础上，对古建筑的屋顶局部
进行筑漏修复，对故居内的墙
面、墙体和门窗等木构件分别
进行粉刷和油漆。故居内的排
水系统也进行了疏通清理。值
得一提的是，此番修缮彻底打
通了位于故居西面的消防通
道，消除了消防安全隐患。

秦邦宪故居原是无锡地方
名流、秦邦宪族叔秦琢如的家
宅“既翕堂”，建于清光绪末年，
是座典型的江南晚清建筑。故
居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条轴
线。秦邦宪于1916年至1921
年住在西轴线上第四进。“这次
也是沿着东西两条轴线，对四
进房屋进行了全面修缮。”市名
人故居文物管理中心主任陈建

强介绍，得益于市文保三年行
动计划，此次对故居进行了彻
底保养维护。

秦邦宪故居东侧有一条长
约40米的碑廊。2002年，故居
开放之前启动修复后，挖掘出土
了20余块珍贵的清代碑刻，其
中包括体现古代书法精华的法
帖碑刻以及《金匮县衙碑刻》等，
就展示在碑廊内。这些碑全部
镶嵌在墙面上，碑墙承重过大，
时间一长，碑廊整体开始往东倾
斜，存在安全隐患。陈建强透
露，这次修复对碑廊进行了整体
加固和整修。目前，故居已修复
完毕，维持原有展陈，不定期推
出红色文化主题展，为广大市民
游客提供更舒适的游览环境和
更优质的展陈体验。

故居开放当天，第三进既
翕堂内将举行“《共产党宣言》
博古版本展”，其中包括秦邦宪
孙女秦红的珍贵收藏。据悉，
《共产党宣言》在全世界共有
2200多个版本，秦邦宪翻译校
对的版本多达65种。1943年8
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
古校译本《共产党宣言》。该版
本出版后，被中共中央指定为

“干部必读”之一，在各解放区
广泛印行传播，成为新中国成
立前发行量最大的汉译本。该
展将持续到2月28日。

修缮后的秦邦宪故居今起迎客
全年免费对外开放

最后的“新长号”退休

我国再无内河火车轮渡

1、为啥要开展“七人普”？
答：定期开展人口普查，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
查条例》的明确规定。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开展“七人普”，是摸清我国人口
家底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完善人口发展战
略和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迫切需要，因此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

2、“七人普”的对象有哪些？
答：这次人口普查对象是指普查

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
员。

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和外
国人也属于普查对象，需要进行普查
登记。

3、“七人普”，查什么？
答：这次普查主要调查人口和住

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公民身份
证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
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

死亡、住房等情况。
为了提高普查数据质量，在这次

人口普查中将首次采集普查对象的
身份证号码，普查将会对身份证号信
息进行保密处理，普查全流程加强对
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严禁向任何机
构、单位、个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

4、“七人普”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答：这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20年11月1日零时。按此规定，
此次普查工作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是准备阶段（2019年10月—
2020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
作是：组建各级普查机构，制定普查
方案和工作计划，进行普查试点，落
实普查经费和物资，开展普查宣传，
选聘培训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普查
区域划分和制图，进行户口整顿，开
展摸底等。这些工作都将在2020年
10月31日前全部完成，以确保普查
登记工作的如期进行。

二是普查登记阶段（2020年 11
月—12月）。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是：普查员入户登记，进行比对复查，
开展数据质量抽查等。这是整个普
查工作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也是工作
量最大、动员力量最多、直接决定普

查数据质量的重要阶段。
三是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2020

年12月—2022年12月）。这一阶段
的主要工作是：数据处理、评估、汇
总，发布主要数据公报，普查资料开
发利用等。

5、“七人普”既要“查人”还要“查
房”吗？

答：以房“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
人口普查普遍采用的方法，因为人都
居住在房子里，所以人口普查中“查
房”的目的是为了查准人口。同时，由
于人口居住状况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为了解我国人口的总体居住情况，从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调
查问卷中设置了有关居住情况的指
标，主要包括居住状况、生活设施、房
租水平等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这
次将进一步完善相关指标，以便更好
地反映当前人口的居住状况。

6、人口普查获取的资料是否会
被泄露？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
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在统计工作
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
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全国人口普查
条例》规定：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

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的
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
供、泄露，不得作为对人口普查对象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不得用于
人口普查以外的目的。而且，将全流
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严禁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任何机构、单位、
个人泄露公民信息。各级普查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
信息必须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否则，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作为普查对象应做好哪些配
合工作？

答：开展人口基础信息采集意义
深远，不仅为国也为家。普查对象应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人口普查
所需的资料，如实回答相关问题，不
提供虚假信息，不隐瞒、伪造有关情
况。

好了，“人普”老师一节课已经上
完，人普知识知多少？小伙伴们慢慢
消化吧！欢迎大家关注“七人普”相
关信息，更期待大家在普查过程中且
行且配合哦！ （许威）

走进“人普”小课堂，读懂明年“流行词”
10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决定于2020

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人普”，一定是明年贯穿一年的“流行词”，大家聊起
来你要是说不知道，肯定就“Out”了！下面，让我们赶紧走进“七人普”知识小课堂，
跟随“人普”老师共同了解一下人口普查的小知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