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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普查员丁菊萍

“上山下江”，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上山下江 不落盲区

人口普查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情调查，对国家管理、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
义。江阴澄江街道要塞社区的丁菊萍作为一名参加过三次普查工作的普查员，深知肩
上担子的重量，特别是此次人口普查采用了电子设备普查，新增了身份证号码采集，和
从前的人普工作相比，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求真务实 直面挑战

要塞社区区域宽广，有
黄山、有长江，平时黄山山上
和长江边上没有居民，是网
格员的“盲区”。人普绘图要
求严格，不能遗漏一处建筑
物，因此，即便有高清的航拍
图辅助，丁菊萍仍旧不放心，

“哪怕是一个垃圾房、一个厕
所都不能遗漏。”为了确定是
否有人居住，她坚持多次带

领普查员上山、巡江，探查建
筑物是否有人、是否有船只，
甚至运用派出所无人机遥感
测绘，为地图的绘制提供了
基础信息。

“山上建筑不少，其中
多是我们平时不熟悉的，不
亲自上去看一趟，很难发
现”，正是这一份“不放心”，
让丁菊萍每到一处都耐心

和航拍图上的情况进行比
对，查漏补缺之后，倍感踏
实。例如黄山北面的长江
边，以前有个大型企业，现
在企业搬走了，建筑仍在，
里面也还有人，虽然不在此
居住，仍要标注。如果想当
然地认为人员都随企业迁
走了，而不实地探查，就留
下了疏漏。

勤学善问 乐于助人

人普工作开始之初，丁
菊萍发挥自身学习能力强、
易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认
真学习人口普查相关知识，
与普查员们共同学习探讨，
还开通了社区人普夜课堂。
通过学习，熟练地掌握了第
七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各种知
识，明确了各项工作要求和
具体操作方法，为普查工作

的扎实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除了社区工作人员，要
塞社区参与到人普工作中来
的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由
于大部分老人都是老农民，
不比城市里的退休工人，能
把手机电脑用得溜，只能对
付着接打电话。丁菊萍作为
指导员，为了让上了年纪的

普查员能够尽快适应普
查的流程和节奏，和同
事一起制作了一套纸质
的操作指南，明确标注
了普查时的操作步序，

让他们随身携带。白天领着
人学习操练，晚上上门实干，
帮助老人们及时纠正错漏，
完成摸底工作。

“电子录入虽然给我们
的普查工作增添了一定的难
度，但电子系统的研判和大
数据比对也确保了信息和数
据更加真实准确”，丁菊萍介
绍，面对第七次人口普查的
新变化，上了年纪的普查员
们都很积极，见缝插针地来
社区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普查
工作顺利有序地得以开展。

人普工作必须求真务
实，不能闭门造车，为取得真
实数据，丁菊萍常常利用晚
上的时间上门摸底排查，并
把女儿和先生都拉入普查大
军中来。9月开始，一家三
口主动放弃休息日，两个上
门普查，一个负责核对工作，
下了班一起埋头苦干。而像
这样的家庭普查小分队，在
要塞社区还有不少，夫妻档、
母女档接连上阵，确保普查
工作按时完成。

今年是丁菊萍第三次参
加全国人口普查，相较于前
两届，她感受到翻天覆地的
变化。以前外来人口少，村
民都是邻里乡亲，配合度高，
普查小区的地图也很好画；
而现在高楼拔地而起，人口

日渐增多，居民警惕心强，种
种变化都让人普工作越来越
有挑战。困难没有让丁菊萍
退缩，对不配合的居民，她用
微笑去感化，耐心细致地宣
传讲解人普工作的目的及重
要意义，取得居民的理解配
合；对多次碰不到的居民，她
在门上留好一封信，写上电
话，方便居民联系；对那些约
不到人又没有电话的邻居，
不管多晚，看到家里亮灯她
都会及时上门。“坚持普查方
案不走样，是一个老人普的
基本原则，很荣幸能够为人
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贡献一份力量，相信所有‘普
查人’的坚持和付出终将结
成硕果。”丁菊萍说。

(陈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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