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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零时，随着普查标准
时点的到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正式开启，这意味着全国700多万
名普查员将在这天走入千家万户，
逐人逐项开展普查登记。在普查正
式开启当日，记者跟随一线普查员
的脚步，对此次人口普查进行了实
地采访。

“36度，体温正常。”11月1日
上午 9 点半，北京市区天气清冷。
在朝阳区奥运村街道林萃社区居委
会，社区工作人员正给人口普查员
郭海岩测温，做普查前的最后准
备。换上工作服，佩戴好证件，郭
海岩快步走向一旁的京师园小区。

“与以往不同，今年入户普查
全面采用电子化方式开展，实时直
接上报数据，既减轻了工作负担，
也提高了数据采集效率。”郭海岩
告诉记者。

挨家挨户，逐项登记。人口普
查大幕拉开，郭海岩成为众多奔忙
在一线的人口普查员的代表。“在
北京市，共计有11.5万名普查人员
走进千家万户，他们来自社区工作
人员、小区物业、辖区单位和居民
志愿者等。”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
室工作人员张菁介绍，普查期间还
将随机抽取10%的住户填报普查长
表，调查更为详细的人口结构信
息。整个登记工作将持续到12月10
日结束。

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
国情，而人口普查则是摸清人口

“家底”的重要手段。作为一项全
民总动员的国情国力大调查，如
何确保普查登记真实准确、不重
不漏？

人口普查登记前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划分普查区域。国家统计局人
口和就业统计司普查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普查区域划分以地域为原
则，分省、地、县、乡、普查区和
普查小区六级。其中普查区以村居
为基础，再按照一个普查员所能承
担的工作量划分成若干个普查小
区。这些普查区域彼此不重不漏，
所有区域连接起来便可完整覆盖。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人口流动
性的增加，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如
何才能做到统计不重不漏？

“如果户口在老家、常住在外
地，我们会两头都登记，汇总时再
进行排重。”在林萃社区，郭海岩
遇到一户存在这种情况，家中有 3
口人常住在西安，登记时便会标注
户口在北京，但人在西安。在西安
工作的人口普查员则会做相反的标
注，这样一来便不会重复。“再比
如，一个人现住地和户籍地都没登
记上，但行政记录里有，经过反馈
后，我们也会去搜寻这个人，确保
不会漏掉。”

为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据了

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首次采
集普查对象身份证号码，以实现与
公安、卫健等部门行政记录的比对
核查，同时将运用大数据开展比对
核查，多管齐下解决现场登记中人
口的漏报问题。此外，为确保数据
质量，在登记方式上，不仅普查员
采用电子设备登记，也增加了普查
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的方式。

“选择自主填报的户主，后台将为
其生成二维码，只需用微信一扫，
填写普查员提供的自主填报码和密
码后，便能开始填报。”郭海岩说。

事实上，人口普查不仅对国家
有意义，普查结果也将会使每个参
与普查的人受益。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陈卫民举例说，从年龄统计
数据可以分析出一个地区有多少适
龄儿童需要就学，有多少老年人需
要照料，从而指导相关部门规划学
校和老年人服务设施；从人口就业
数据能够得出哪类人群就业有困
难，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就业
的政策。甚至当遭遇地震、洪水、
重大疫情等灾害时，人口普查信息
也可以帮助确定需要救助的人员和
物资数量。

“只有每个人都参与配合人口
普查，人口普查数据才能反映一国
人口的真实情况，才能使每个家
庭、每个人都受益。”国家统计局
有关负责人说。 据《人民日报》

如何确保登记不重不漏？
——探访第七次人口普查

这是在新建福厦铁路湄洲湾
跨海大桥建设现场 （11 月 2 日
摄，无人机照片）。

近日，新建福厦铁路湄洲
湾跨海大桥作业加紧推进，施
工单位克服入秋以来海上风大
浪大、昼夜温差大等困难，确
保工程进度。福厦高铁是我国
首条跨海高铁。 新华社发

跨海高铁施工忙

新华社长春11月3日电 记者
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
11月2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吉林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工程师葛琳在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境内经历了
惊险的一幕：她与汪清国有林管理
分局的两名同事刚从汪清林业局大
荒沟林场11林班完成调查任务回到
车上后，发现了前方不远处的树丛
里有一只野生东北虎。

据葛琳回忆说，老虎出没的地
点在汪清林业局大荒沟林场11林班

附近，距离汪清千年红豆杉景区不
远，与珲春林业局紧邻。“我们发
现老虎后赶紧关上车窗，我用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和视频，老虎好像对
我们也很感兴趣，一直在路边树丛
中跟着我们的车，随后它伸伸懒
腰，慢悠悠地沿着公路向珲春方向
走去。”她说。

据了解，这只东北虎出没的地
点正是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域内。从视频上看，这只野生
东北虎体格健壮，营养状况良好。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
务不断推进，试点区生态系统得到
有效恢复，虎豹种群不断由中俄边
境地区向内陆扩散，视频拍摄区域
已持续监测到东北虎繁殖家族。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大野
生动物保护力度，野生东北虎种群
数量明显增长，活动范围不断扩
大，东北虎与社区居民接触的概
率显著上升。为最大程度避免人
虎冲突事件的发生，东北虎豹国
家公园管理局于今年 6 月发布了

《人虎冲突应对社区指南》 动画宣
传片，以此来指导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者和社区群众用科学的方法降
低人虎冲突。

吉林工程师偶遇野生东北虎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3 日电
看到有人进屋，正在打盹的唐荣
福老人一下子来了精神，眼睛里
透出了光亮，摸索着手边的香烟
招呼客人，四五寸长的灰白胡须
随着说话气息抖动着。

1921 年出生的唐荣福今年
100 虚岁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百
岁老人，有生以来搬了四次家，如
今住在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新
区，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

他第一次搬家是“跨省搬迁”：
20岁时，他从黑林沟村搬到一山之
隔的山西省五台县铁堡村。

唐荣福 18 岁那年到地主家
当长工。“玉米棒子芯磨了，加点
野菜蒸了吃，一年下来，总填不饱
个肚子，逃荒到山西的舅舅家。”

1962 年，因为媳妇生病，唐
荣福搬了第二次家：从五台县搬
到阜平县小胡卜村，这是黑林沟
的一个自然村。

“为啥不回原来的黑林沟
呢？”记者问。

唐荣福回答：“这是不同的生
产队，黑林沟人多地少，小胡卜村
人少地多，在那儿盖了三间房。”

7个孩子越长越大，小胡卜村
磨面不方便，吃饭又成了大问题。
于是，唐荣福决定第三次搬家：从
小胡卜村搬回最初的黑林沟。

在黑林沟村，唐荣福一家一
直住到2019年。

说起以前的黑林沟，57岁的
村党支部书记罗四清很感慨：“土
地望天收，穷得很，十里八乡都说

‘有女不嫁黑林沟’。”
住在村里，取暖、做饭都得用柴

火。“冬天上山砍柴，手上裂开一道道
口子。平日里伸出手来，指甲缝都是
黑的。”老人儿子唐俊有插话说。

阜平县“九山半水半分田”，
村庄分散、住房条件差。2016 年
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先后建
了39个集中搬迁安置区，龙泉关
新区就是其中之一。

谈起现在的生活，唐俊有掰
着手指说：“流转出 5 亩多地，一
年4700多元；当生态护林员一年
收入 8000 元。父亲有养老保险、
低保，还有高龄补贴。”

聊到这里，唐荣福有点困了，
蜷在沙发上，头越埋越低。唐俊有
忙起身，带记者参观他们的新家。

“新房子冻不着、热不着，做
饭方便，还能洗上热水澡。”唐俊
有笑着说。

见记者起身要走，唐荣福又
来了精神：“中午别走了，在家吃
饭呀！”老人热情地挽留。

百岁老人的四次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