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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B06 人物人物

从1999年起，杨淑英便

开始在社区工作，有着丰富的

基层工作经验。入职次年，便

遇上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她

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资料录

入工作。十年后，她又以社区

总指导员的身份参加全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工作，从中积累了

不少经验做法。如今，又是新

一轮人口普查，她从众多人员

中脱颖而出，再次被“点名”，带

领社区开展人口普查工作。

中汇社区是毗邻金融高新

区、千灯湖的新建城区，也是一

个广佛同城宜商宜居的重要区

域，聚集了保利星座花园、中海

万锦东苑、依云天汇花苑等共

15000多套住宅以及阳光国

际、中盛国际、承业大厦、中海

环宇城等城市商业体，现已入

住18000多人，经营的个体工

商企业700多家。

面对着庞杂的人口和新型

小区特点，善于观察的杨淑英

很快找到了关于人口普查的突

破口——把各个小区和商圈的

物管公司盘活起来，通过物管

人员做好第一步的摸底调查工

作。于是，杨淑英把辖区的15
个物管公司召集起来开会，传

达普查要求和要点，最终把社

区分成了126个普查小区，如

今物管与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如

火如荼地入户开展工作。

“在执行过程中，我们会严

格要求物管人员做好保密工

作，凡是参与人口普查的都要

签订保密协议。”杨淑英说，在

人口普查工作的推进中，中汇

社区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工作方案，那就是社区党支

部书记全面统筹，她负责推进

和指导普查工作以及解决普查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社区其他

工作人员则做好人员协调以及

审查资料录入，而各个小区和

商圈的物管人员就是走访入户

的调查员。

中汇社区人口普查总指导员杨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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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这件马甲上门
做人口普查工作，实在太
有成就感了……”在桂城
街道中汇社区居委会，来
自依云天汇花苑小区的物
管人员开心地说。作为居
民身边贴心的物管，他们
化身为人口普查员，无比
珍惜这样上门与居民深入
交流的机会。

看着普查员呈现的状
态，中汇社区人口普查总
指导员杨淑英心里乐开了
花，说明此前对他们进行
的动员和培训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也说明她的工作
推进思路是正确的，大家
都齐心协力投入到人口普
查工作中。

与 10年前的人口普查不

同，此次普查除了样本的多样

性外，信息采集和录入的方式

也发生了改变。“新的信息系

统大家都没有使用过，现在我

们需要将社区掌握的户籍和

流动人口数据整理导入模板，

与公安、卫健等系统数据对

碰，确保数据的准确。”杨淑英

说，尽管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

有所增加，但她会与每一位普

查员共同进步，按时按质完成

普查任务。

“这是无法推卸的工作，

为何不去享受它？”杨淑英笑

着说，细想这也是一项多方共

赢的工作。以其中的一环物

管公司为例，小区如何和谐发

展，这与物业和业主息息相

关，而本次人口普查工作则是

一个很好的切口，物管人员上

门不仅仅是做登记工作这么

简单，还拉进了彼此的距离，

可以及时了解业主的诉求，发

现问题立即解决。从另外一

个角度看，这也是社会治理的

一个方面。

她思考了更多，也付出了

很多，这也为自己赢来了很多

掌声——来自居民和物管的

认可与喜爱。杨淑英说，自己

很享受这个不断推动自己进

步和蜕变的过程，相信道路的

尽头会有一份“礼物”等着她。

迅速找到人口普查突破口迅速找到人口普查突破口

按时按质完成普查任务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家里几口人呀？”“平时有

没有一起出去喝茶？”……10月
26日晚，记者来到江滨社区，跟

随何佩仪及其团队入户开展人口

摸底调查工作。临近街口的一户

人家2楼开着灯，多次敲门却无

人应答，何佩仪无奈准备离开。

这时，一位好心居民告诉她，这屋

子有两扇门，大门上了锁，但可以

从前面的理发店绕进去。何佩仪

连忙道谢，并成功入户，了解、登

记这户人家的人口信息。

何佩仪说，在多年的社区工

作中，她学习到如何与居民交

流，更成为了不少居民的朋友，

因此大家都会积极配合，互相帮

忙。不管是平时普查还是开展

活动，她都会在过程中与居民聊

家常，以此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需

求。“这都是梁书记给我传授的

经验，她很了解每户人家的情

况，社区工作开展起来也十分方

便，所以我也在普查中不断学

习、成长。”

何佩仪表示，现阶段遇到的

难题是普查员不足，工作量太

大。另一个难题就是入户难。

“我们社区长者比较多，大部分

是独居的，他们可能不是故意不

开门，多是听不清，没有理会。”

此外，很多长者身上只有身份

证，户口本在年轻一辈家中，这

也让普查工作难以开展。

人口普查的任务虽然任重

道远，但何佩仪始终第一个冲在

前面。“第一次做总指导员，压力

再大也不能喊累，要带好头，和

他们一起入户，一起上下班，这

才能鼓励大家一起完成普查任

务。”何佩仪说。

江滨社区人口普查总指导员何佩仪：

把握“黄金三小时”提升普查效率

10月26日晚，桂城江
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卷
闸门慢慢拉下来，但整栋
大楼的灯依旧亮着，会议
室、资料室仍旧“热闹”。
原来，是不同片区的人口
普查队伍在讨论晚上入户
普查的路线，并准备相关
资料。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
一起吃饭，然后回来整理、
录入资料，等到6时30分
准时出发入户普查。”桂城
街道江滨社区人口普查总
指导员何佩仪说，从10月
11日开始，江滨社区40多
人的人口普查队伍就开始
连轴转，从白天到黑夜，每
天分片区、分队伍做好人
口摸底调查工作。

截至10月26日，江滨
社区已完成人口普查摸底
阶段90%的任务量。效率
为何如此之高？一起来看
看作为总指导员的何佩仪
有何秘诀。

何佩仪在江滨社区工作

12年，今年是她第二次参加

人口普查工作。“以前是普查

员，只需要按时段完成任务就

可以了。现在是总指导员，才

知道工作有多繁琐。”何佩仪

说，江滨社区约有13000人，

老龄及流动人口较多。前期

在社区党委书记梁雪卿的帮

助下，她将社区划分成4大组

8大片40个普查小区，由4位
网格长任组长，每人负责2片

即 10个普查小区，带领团队

入户开展人口摸底调查工作。

“我们首先梳理流管、计

生等部门及社区积累的户籍

人口数据，然后再入户，这样

更精准一些。”何佩仪介绍，社

区有不少3层楼的自建房，部

分自住，部分用于出租，这些

屋子大约有 7~8间房，“具体

住了多少人，要到现场查看才

了解。”

何佩仪说，白天大家都要

工作，家中没有人，难以开展

普查工作，因此要抓紧晚上

“黄金三小时”入户，满足居

民实际需求，提升工作效

率。每周一至五，社区人口

普查团队晚上都会聚在一

起，吃完晚饭后回到办公室整

理资料、录入数据，并计划当

晚的入户路线；周末则从下午

开始加班入户。

“一天下来，一队能摸查

40户~60户。为了防止遗

漏，大部分普查员都当日统

计数据，第二天由我查漏补

缺。”自 10月 11日以来，何

佩仪和普查团队基本每天晚

上 10 点 过 后 才 离 开 办 公

室。截至 26日，江滨社区已

完成人口普查摸底阶段90%
的任务量，有部分社区居民

更积极到社区申请自主申报。

抓紧“黄金三小时”入户 做好人口摸底调查

入户普查聊家常
更有利于开展社区工作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何佩仪（左一）在人口普查的同时，还和居民聊家常。

■何佩仪在审查资料。

■杨淑英（左一）入户做人口普查工作。

■杨淑英给普查员讲解入户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