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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你好，我是经济普查员贾艳
钠，这是我的证件……”1 月 22 日
下午，市区建设路与公园北街交
叉口一商店内，贾艳钠对店主说。

经营情况、年收入、员工工
资……贾艳钠的询问内容都与
钱有关，店主并不愿意多谈。贾
艳钠便耐心地讲解经济普查的
意义、作用及要求，争取店主配
合。经济普查是对我市经济的
一次全面“透视和体检”，对掌握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家底”，为
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具有重要意
义。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
决策离不开经济普查的数据支
持，最终受益的依然是各种经营
主体。

贾艳钠今年46岁，是新华区
湛河北路街道经济发展中心办
公室工作人员，也是全国第五次
经济普查的普查员。自 2004 年
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开始，她已
连续 5 次参加经济普查，以自己
的辛苦和普查数据见证鹰城的
经济发展。

第一次参与经济普查，贾
艳 钠 刚 到 湛 河 北 路 街 道 上 班
不 久 。“ 没 有 任 何 普 查 资 料 和
经济数据可以参考，一切都靠
两条腿去跑。”贾艳钠说，“当
时网络不发达，数据统计全靠
手写。”

没有电子地图，贾艳钠就和
同事手绘辖区地图，按图逐户走
访。

市青少年宫有很多培训机
构，但均在晚上或双休日上课，
招牌上也没有联系方式。为了
采集到真实数据，贾艳钠在下班
后或双休日到市青少年宫“蹲
守”，或与送孩子来上课的家长
套近乎，以获取培训机构负责人
的联系方式。

街道当时没有电脑，他们在
采集完信息、审核无误后，还要
跑 到 新 华 区 相 关 部 门 统 一 录
入。

2009年，我国开展第二次经
济普查，贾艳钠的父亲因突发事
故正在住院，但她二话没说，默
默挑起了照顾亲人与入户普查
的双重担子。

“那段时间非常难，但经济
普查不能等、不能停，我毕竟参
加过一次，有经验。”贾艳钠说，
虽然仍是手工操作，但她和团队
对普查流程更熟悉，对数据采集
和分析更准确，而且成员之间的
沟通协作也更顺畅，她觉得自己
不能离开。

经济普查员：

用辛苦和数据感受鹰城经济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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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梅是湛河北路街道经
济发展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自
2014年起，她和贾艳钠搭档参
加了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
经济普查。

张红梅说，2014年，我国进
行第三次经济普查时，普查手
段从“手工”过渡到“触键”，“引
入了PAD数据采集技术，速度
更快、更精准。为了让大家适
应新的普查手段，市、区开展了
多次普查培训”。

为了提高录入水平，他们
请来了两个大学生，“我们负责

采集信息，在审核无误后，由他
们负责录入”。

2019年，全国第四次经济
普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让普
查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有了航拍图，而且市场监管、
税务等部门提供了经济数据，
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辖区的企
业数量和经营状况，从而杜绝
重复统计、漏统计的现象，数据
质量也得到大幅提升。”贾艳钠
说。

王俊伟是新华区西市场街
道武庄村村委委员，全国第四

次、第五次经济普查普查员。1
月 22日上午，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对辖区法产单位进行经
济普查。“第五次普查采用了更
加智能化的手段，如遥感技术、
国家航拍等，大大提高了数据
采集的效率和分析的准确性，
而且这次普查更有深度和广
度。”王俊伟说，对于法产单位
来说，以前普查只涉及企业的
固定资产、经营情况等，现在又
增加了固定资产折旧、员工福
利、社保等情况，“普查内容特
别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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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作为全国性动员
的工作，普查员是整个工作最
前沿的角色，一个个普查员看
似细微琐碎的工作汇聚在一
起，构成了整个经济普查的基
础，每个行色匆匆的普查员都
肩负着重任。

如何让企业和个体户相信
自己，是几乎所有经济普查员
面临的难题。贾艳钠说，为了
打消普查对象的疑虑，去普查
时，他们都会穿上印有“经济普
查”字样的蓝色制服，佩戴具有
身份识别二维码的工作证，携
带经济普查宣传册、政府相关
文件等。不过，与这些硬件相
比，更重要的是与普查对象进
行沟通。入户登记不是简单的
数据采集，不能生硬地要求对
方填表，要让普查对象理解经
济普查的意义，形成信任，才能
顺利入户登记，采集到真实的
信息。

“有些商家不配合，态度也

不好，让他们说出每月赚多少
钱非常讲策略。”贾艳钠说，“要
找准时机与他们拉家常、套近
乎。比如，见到抱小孩的，就逗
孩子玩玩；见到开店的，就在店
里买点家里常用的东西。先跟
他们混个脸熟，他们才能告诉
你可信的数字。”

“经济普查时，我们会询问
企业有没有困难，比如贷款等，
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
题，拉近与企业负责人的距
离。”王俊伟说。

阎晓涛参加过全国第三
次、第四次经济普查，直言“普
查很辛苦，上门问营业收入，很
多店主都会躲起来”。他说，遇
到这种情况，就要多次上门沟
通，一些商户或企业甚至要多
个部门沟通协调后才肯接受入
户登记。

“我遇到过三次上门才完
成一个商户登记的情况，还有
同事被拒绝过四五次。这种

情况多见于一些客流量较大
的商户，比如零售、餐饮等，入
户 登 记 会 影 响 人 家 服 务 客
人。后来我们总结经验，避开
饭点去餐饮类商户普查，缓解
了上述尴尬的情况。”贾艳钠
说。此外，普查员还要不断完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顺利完
成数据采集工作。

在经济普查员看来，经济
普查是对我市经济的一次全面

“透视和体检”，对掌握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家底”，为政府
提供决策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20年来，经济普查工作的变迁
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升级，更是
对经济发展趋势把握能力的提
升。

贾艳钠等人向记者表示，
国家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决策
离不开经济普查的数据支持，
最终受益的依然是各种经营主
体，希望普查对象配合他们的
工作，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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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贾艳钠（右）正在辖区进行经济普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