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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 3 月底，市县乡三级普查机

构全部组建完成；6 月底，所有社区和村
（居）委会人口普查小组全部成立。至此，
全市共组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177 个，为打响“七人普”人民战争奠定
坚实的组织基础。

非常动员，非常战法

对于 1.4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537
万人口的运城，决战“七人普”需要非常
之动员、非常之战法。

为 打 好 这 场 名 副 其 实 的“ 人 民 战
争”，市人普办着眼舆论动员，组建市县
乡村四级微信工作群 3000 余个，层层下
发宣传内容，定期抽查阅读转发情况，实
现对全市城镇、农村居民的宣传全覆盖；
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普查信息，回
应群众关切；依托融媒体矩阵，在多个媒
体微信平台推送人口普查工作动态，努
力做到人口普查“家喻户晓，人人支持”。

在人口摸底和正式登记期间，市统
计局成立由领导班子带队的 5 个督查小
组，分赴全市 13 个县（市、区）及运城经
济技术开发区，进行三轮人口普查摸底、
短表登记、长表登记 3 个阶段的业务督
查指导，并两次向各县（市、区）政府发
文，就督查情况进行通报，并对各县（市、
区）人普办开展业务指导。

在人口普查查遗补漏期间，市人普
办联合盐湖区人普办，成立由 26 人组成
的 8 个查遗补漏小组，对盐湖区城乡接
合部、厂矿企业等重点区域，特别是容易
遗漏的出租房、公寓楼等，进行两天突击
调查。同时，多次深入基层，对各地普查
工作进行明察暗访，以确保数据的真实
性。

人口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业务培训
会、市级综合试点业务培训会、人口普查

综合业务培训班、人口普查清查摸底登
记工作会议……林林总总的各类培训压
茬进行，贯穿着这次人口普查全过程。着
眼解决建筑物标绘及编码、普查小区划
分及绘制、人口普查实际操作等方面问
题，省市县、市县乡、县乡村组织的各类
普查员培训自上而下、压茬进行。其中，
市级 200 人以上的大规模培训 4 次，各县

（市、区）培训累计超过 300次。
一手抓培训，一手抓普查区及以上

各级边界的修订完善、小区地址码录入
以及普查区域建筑物标绘。最终，全市共
划 分 普 查 区 2421 个 ，划 分 普 查 小 区
21944 个，均已核实、验收；标绘建筑物
117.7 万个，每万人（2019 年抽样调查人
数）建筑物 2190 个，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实现了在全省人口数量最多、建筑物标
绘数量最多的目标，提前完成全市人口
普查区域划分和建筑物标绘阶段工作。

按照 250 人或 80 户左右一个小区、
每个小区配备 1 名普查员，5 个小区配备
一名普查指导员的标准，全市共选聘普
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2.7 万名。他们大多来
自村“两委”人员、待业大学生、小区物业
管理人员，队伍人员之众多、成分之复
杂，加之疫情的特殊形势，组织动员难度
之大可想而知。基于此，市人普办改变传
统办公方式，通过钉钉视频会议对人口
普查前期工作进行部署；第一时间制订
疫情防控和人口普查统筹方案，充分利
用疫情防控基础资料，重点关注社区、村

（居）委会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居民的登记
排查工作方法，收集保存好本次排查的
数据资料，为之后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工
作打好“前战”。

非常战士，非常奉献

每天上班时倒上一杯水，却常常是
临下班了杯盖都没拧开过；中午来不及

回家吃饭休息，就在楼下简单吃个加
班便餐，再趴在办公桌上小憩一会；加
班到晚上 10 点几乎是“家常便饭”。甚
至有一天，十几位同志从早到晚忙到
夜里 12 点，要回家时发现大门已锁，
门卫已经休息……

面对繁重的人口普查任务，人普
办的同志废寝忘食不说苦、披星戴月
不言累。

去年 11 月 1 日零时，人口普查登
记工作正式启动。11 月 1 日至 15 日是
短表的完成时间，之后是短表对比复
查和抽取 10%的居民填写长表工作同
时进行。在登记期间，市人普办人员深
入基层，一方面指导工作，一方面检查
填报效果，一方面督查进度。将近 1 个
月的时间里，因为大多数被调查对象
白天外出上班，只有晚上在家，市人普
办人员和普查员的入户登记工作，每
天都在晚上 10 点左右才结束。回到单
位后，他们还要汇总当天的调查结果，
到平台检查各县（市、区）的工作进度，
并通报各县（市、区）完成情况，每天都
工作到深夜。这样下来，经历绘图、摸
底、短表、长表等流程，一位居民被访
问的次数在 4 次以上。其中，短表住户
项目 7 个、人口项目 12 个，长表住户项
目 19个、人口项目 29个。

那段时间，最让普查员“夜不能
寐”的，是短表比对复查。因为短表登
记结果统计出来后，我市居民户籍地
与居住地不匹配的人数竟有近 20 万
条。普查员只好加班加点，先在户籍
地、再到居住地反复比对核查。

“在核查过程中，要不就是电话打
不通，要不就是好不容易接通电话，说
不是本人，要不就是已经接听了多次
人口普查的查询电话，说他都抑郁了，
这其中有太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市人

普办主任、市统计局副局长王涑波说，
“没日没夜忙活近 20 天，到去年 12 月
5日才结束短表的比对核查工作。”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可以
说 是 市 统 计 局 2020 的 全 年 中 心 工
作。”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平安
说，“回望过去的一年，有很多事令人
难以忘记。”

——人们难以忘记，去年 8 月，市
人普办全体人员多次深入盐湖区、万
荣县督查指导人口普查综合市级试点
工作情况，头顶炎炎烈日，深入试点区
域，对试点小区进行现场踩点摸排。

——人们难以忘记，去年七八月
份，在普查区域划分及绘图阶段，人普
办的同志加班加点对村级及以上区域
名称、地址代码和建筑物标绘进行核
实，汗流浃背也全然不顾。

——人们难以忘记，去年 9 月开
始，全面摸底阶段，面对一些住户对调
查工作不热心、不配合的情况，工作人
员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甚至半夜登门，采集到最真实
的一手调查数据。

——人们难以忘记，去年 12 月中
旬至今，人普办的同志心无旁骛，在浩
如烟海的数字海洋里埋头苦干，对长
表数据中 18 岁至 65 岁共近 29 万人的
行业、职业进行人工归类、编码，便于
上传国家人口数据库。

……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筚路蓝缕，

初战告捷。目前，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主要工作已经进入数据验收阶
段，这标志着我市“七人普”登记阶段
主要工作即将收官，进入普查数据汇
总、评估、发布和开发阶段。

非常之年的非常大考，“完胜”已
指日可待！

非常之年 非常大考

七天长假，生活状态放松下来，
正常工作节奏被打乱。此刻的你，
有没有“节日综合征”缠身？有没有

“模式切换”困难？是时候喊一句：
该“满血复活”了！

收假关键是要收心，要尽快从
懒散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把节日
幸福转为做好工作的激情，把美好
祝愿化作干事的动力，抖擞精神，集
中精力，收心上班，专心干事。

老话说“牛马年好耕田”。今天
是辛丑年第一个工作日，也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雨水。人误地一时，地
误人一年。在这个万物萌动生长的
关键时候，我们希望看到“耕人扶耒
语林丘，花外时时落一鸥”之景洒满
广袤田野，更乐于见到“春雨断桥人

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般的欣欣向
荣遍布神州大地各个行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不仅是节
令 的 规 律 ，更 是 对 辛 勤 劳 动 的 催
促。今年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
都是一个不一般的年份，注定会留
下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印记。

我们要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开局“十四五”，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中国经济逆势前行，消费需求持
续释放，中小微企业复苏加快，诸多
新机遇层出不穷。

重重峰峦待跨越，全新境界待
开拓，先机变局待斩获……我们的
肩上，任务多多。在这个呼唤辛勤
耕耘、眼见收获可期的年份，我们没
有理由不快马加鞭犇起来！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满血复活”犇起来！
新华社记者 刘 阳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记
者 赵文君）国家邮政局快递大
数据平台监测显示，春节期间

（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邮政
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
6.6亿件，同比增长 260％。

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人
群的寄递需求明显增加，邮政快
递业处于高位运行状态，全网揽
收量约是去年同期的 3 倍，投递
量更达到 3至 4倍。

“ 春 节 快 递 包 裹 大 多 是 食
品、农特产品和亲友之间互寄的
礼物，直接反映了线上消费的蓬
勃活力。”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
全中心主任王丰说。

“ 百 姓 有 需 求 ， 政 府 有 组

织，企业有准备，这是今年春节
期间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的主要
原因。”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
副司长边作栋介绍，国家邮政局
提出“不打烊、不休网、不积
压”要求，预先安排了超过 100
万名快递员以保障网络有效运
转，加强与上游商家对接，动态
调节运力和人力，有力保障了寄
递渠道的有序畅通。同时，将防
疫要求贯穿始终，严守境外输入
关和进口冷链关，精准落实通
风、消毒等防控措施。此外，各
级邮政管理部门走访慰问坚守一
线的快递小哥，指导企业落实假
期调休和加班工资等要求，切实
保障快递员的合法权益。

春节期间快递处理量同比增长 260％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记
者 王雨萧）国家税务总局 18 日
公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
年春节期间（2 月 11 日至 17 日），
全国居民消费市场持续活跃，餐
饮 服 务 销 售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58.4％，已恢复至疫情前常态水
平，比 2019 年春节增长 5.4％。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茶
馆服务、正餐服务、小吃服务实现
较快增长，增幅分别为 473.3％、
421.5％、253.6％，餐饮配送服务、
快餐服务保持稳步增长，增幅分
别为 148.7％和 26.1％。

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全国
批发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9％。其中，医疗医药、服装鞋
帽、化妆品及卫生用品等消费增
速 较 快 ，分 别 增 长 35.7％ 、
31.1％、38.4％。部分快递企业提
出“春节不打烊”，助力商品消费，
邮政快递服务消费增长 43.7％。

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 117.1％，其中文化艺术服务同
比增长 111.6％，娱乐服务同比增
长 128.7％ ，体 育 服 务 同 比 增 长
77.4％，旅游娱乐服务同比增长
57.4％。

春节期间，人们响应倡议选
择就地过年，外来人口聚集地区
商品消费旺盛，用工较大省市消
费出现较快增长。

春节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超 350％

2 月 18 日，村民在广西柳州三
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茶园采
茶。

雨水时节，三江侗族自治县茶
园嫩芽勃发，当地茶农抢抓农时，赶
采早春茶。

新华社发（龚普康 摄）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 月 18
日说，春节期间，中方对外提供和援
助新冠疫苗的脚步也没有停歇，向
津巴布韦、土耳其、秘鲁、摩洛哥、塞
内加尔、匈牙利、阿联酋等 7 国交付
了疫苗。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2 月 17 日
发布公报说，该国临床试验方面的
伦理机构已认可了一项新冠病毒

“人体挑战试验”计划，研究人员呼
吁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参与到这个项
目中来。据该学院介绍，这是全球首
个新冠病毒“人体挑战试验”，志愿
者为了研究需“以身试毒”。该项目
首阶段研究将分析导致新冠病毒感
染的最少病毒量。这一阶段的研究
计划招募不超过 90 名健康志愿者，
年龄在 18 岁至 30 岁间。试验将在安
全、可控环境中开展，志愿者会在专
门隔离设施内接触到新冠病毒，以
便研究人员观察并分析感染过程。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
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
冠 疫 情 暴 发 以 来 ，美 国 已 有 超 过
30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1 日，美国
累 计 报 告 3033370 例 儿 童 确 诊 病
例 ，约 占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总 数 的
13％，每 10 万名儿童中有 4030 人感
染。 （据新华社）

庚子鼠去，辛丑牛来，新的春天“犇”
腾而至。

工厂车间里，机器的轰鸣，传递春的
律动；大街小巷中，火红的色彩，洋溢春
的欢歌。平凡岗位上，无数人的坚守，守
护春的温暖；田间地头处，勤劳的身影，
点缀春的风景。

一元欣复始，万象喜更新。牛年开
年，我们深入祖国大江南北，全方位感受
满满的牛气……

听，新春的声音

春节里，你听到最多的是什么？祝福
声？还是欢笑声？

在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天津
静海制造基地，回荡的是“滋……”“嗡
……”的交响曲。

“滋滋”声中，技工王玉亮熟练操作
着焊接设备，正对一台用于电动汽车智
能化生产的 AGV 小车进行加工。

大 年 初 二 开 始 ，王 玉 亮 就 和 其 他
300 多名职工一起，投入到新年的紧张
生 产 中 ，“ 企 业 订 单 多 ，就 得 加 班 加 点
赶”。

不久前，中汽工程在与其他国际企
业竞争中，赢得了美德两家电动汽车装
配生产线订单。

“这个订单许多国外企业都不敢接，
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中汽（天津）汽车装
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晓林说。

2020 年受疫情影响，这家企业一度
按下“暂停键”。3 月“重启”后，公司迎头
赶上，当年合同额位居全球同行业第二。

这一牛势延续到牛年。“今年订单排
到 11 月份了。”焊接车间主任翟超一脸
自豪。

订单纷至沓来，源自中国制造的硬
核实力。

春节期间，记者走访各地，从国企到
民企，从跨国公司到小微企业，从传统制
造业到高新企业，越来越热闹的机器声，

“奏响”我国经济的强劲旋律。

2020 年，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GDP 首次突破百
万亿元大关。

“过去一年，我们扛住了疫情、洪涝
等各种挑战，交出了一份极不平凡的答
卷。中国了不起，中国未来会更牛！”王晓
林说。

看，新春的色彩

送走实“鼠”不易的一年，喜庆的红
色，热闹登场。

从年前到年后，徐阳手中的剪刀一
直在“舞”动。作为“北京剪纸”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他把红火的日子剪进了
窗花。

今年，剪得最多的、卖得最多的都是
牛。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我们有很
多关于牛的美好寓意和精神标识，大家
憧憬我们的国家劲如三牛，我们的日子
牛气冲天！”徐阳说。

在他看来，剪纸热销的背后，除了寄
托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有越来越
富裕的人们对传统文化日益浓厚的热
情。

从辘轳井打水到小康剪影，从土房
窑洞到嫦娥探月，从毛驴拉碾到飞驰高
铁……小小的剪纸，记录着时代的巨大
变迁。

“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文化自信，曾
经失落的传统手艺又飞入寻常百姓家。”
69 岁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凤翔木版年画
传承人邰立平感慨地说。

今年春节，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联合多个新媒体平台，推出系
列网上非遗过大年活动，点燃了春节文
化市场的热情。包括剪纸在内，我国与春
节、元宵节相关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已有 200多项。

在数字化技术的加持、跨国贸易合
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漂洋过海，让世界看见了“中国之美”。

闻，新春的气息

见到赵鸣雁时，她正在黑龙江省新
冠肺炎救治中心忙碌。

今年春节，这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是在消毒
水味弥漫的病房中度过的。

回首庚子，无数人以生命赴生命，用
挚爱护苍生，用逆行、坚守、担当甚至是
牺牲，书写了众志成城的抗疫史诗。

“记得救治中心第一次启用时，我们
131 名女性全报了名。”赵鸣雁说，“穿着
密不透气的防护服、戴着三层手套，6 个
小时下来，几乎虚脱。”

在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
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
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346
支国家医疗队、4 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
奔赴前线。从出生仅 30 多个小时的婴儿
到 100 多岁的老人，每一个生命都得到
全力护佑。

这场战斗还在继续。全球疫情仍在
肆虐，国内尚有零星散发。这个春节，为
了疫情防控大局，无数人选择了就地过
年，很多平凡岗位的人选择了坚守，以涓
滴之力共汇抗击疫情的磅礴伟力。

寒冬总会过去，暖春总会到来。“战
疫中凝聚成的伟大抗疫精神，是激励中
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哈医大一
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姜宏佺，这个春节
同样坚守在一线。

感，新春的温度

年味正浓，广东省台山市广海镇的
田间地头又忙碌起来。

大年初三一早，种粮大户冯承志开
工了。通水源、起田埂……一天下来平整
了 100 多亩土地。大年初六，300 多亩稻
田备耕工作已完成。

人勤春来早。广东各地，春耕如火如
荼。

南雄市，17.58 万亩早稻、11.38 万亩
花生、3.92万亩蔬菜，正陆续播种；

湛江市，甘蔗地里处处闪现着忙碌
的身影，耕地、播种、施肥、覆膜、管护；

阳江市，春播意向面积 134.2 万亩，
早稻、蔬菜、花生、油茶、火龙果，品类丰
富多样……

如今的春耕备耕中，各种农业“黑科
技”纷纷亮相。无人机播种等，正成为“新
农人”必备的技能。

“从育苗场流水线般的育苗开始，有
大型机械平整田地、插秧机插秧、无人机
植保等。”冯承志说，现在水稻种植基本
实现机械化，20 多天后 300 多亩水稻就
可以插秧了。

品，新春的味道

大年初四，胡振开始整理行囊。
大包小裹装的是香肠、腊肉、花生

……带着满满当当“家的味道”，他又踏
上奋斗的行程。

37 岁的胡振老家在四川仁寿。他从
烹饪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打拼，从学
徒干到总厨，最近正在贵州帮助筹建一
家星级酒店。

“回家是团聚的亲情，出门是梦想的
打拼，都是幸福的味道。”胡振说。

四川仁寿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
有 40 多万人在外务工。假期还没过完，
许多人像胡振一样陆续踏上返城的旅
途。

这几天，返回仁寿过年的周茂勤两
口子也出了门。2007 年开始，周茂勤和
妻子便在西藏那曲做小生意。

“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要早点去赚
钱，等孩子毕业工作了，就回老家。”出门
前，周茂勤对记者说的话，更像是对孩子
和老人的承诺。

春回大地，风景正好。
“一分打拼一分收获，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周茂勤说。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 犇 ”向 新 的 春 天
——“NEW”年感“牛”气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