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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全国经济普
查时，曹桥村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只有
六七十家规模以下企业。”郑良英说，“那
时候，这些企业主要以加工业为主，生产
的产品类型较为单一，市场竞争力相对
较弱。”

回忆起第一次经济普查，郑良英也是
感慨万千：“每一次普查都是一次检阅，检
阅发展的变化，也检阅经普本身的变迁。”
郑良英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曹桥村，村庄
的道路状况不尽如人意，许多通往企业的
道路还没有完成硬化，路面狭窄，给企业
的生产和运输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此外，
由于交通不便，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
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影响了企业的
发展速度和规模。

“经济普查就像是为地方经济绘制
详尽的画像。”作为第五次经济普查的参
与者，郑良英对曹桥村的经济发展有着深
刻的了解和发言权。郑良英说，经济普查
不仅是对经济状况的统计和分析，更是对
地方经济进行全面、深入诊断的重要环
节。通过经济普查，政府和企业可以更加
清晰地了解曹桥村的经济现状和问题，为
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依
据和参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桥村的经济状况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普查的
推动下，政府和企业精准施策，采取了一
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例

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交通状
况，优化营商环境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措
施，为曹桥村的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
境和条件。

“经普数据还为企业提供了决策样
本。”郑良英深有感触地说，村里的很多企
业通过数据的比对，积极适应市场变化，
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拓展业务领
域，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这些努力
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适应性，
也为曹桥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和动力。

“今年经济普查的时候，我们村已有
300多家规下企业了，不但企业数量越来
越多，企业规模也在不断发展壮大。”郑良
英欣喜地说，“我们村的产业结构也越来
越优化，不再是以加工业为主，还涉及高
新技术、环保产业等多个领域，数字经济
产业也快速兴起，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如今，郑良英翻看这20多年来参与经
普记载积累的一本本记事簿，仿佛打开了
一面面镜子，从中能清晰地折射出地方经
济的总体规模、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从
这面镜子中，郑良英也看到了自己20年五
次经普的深刻印记，映照出从第一次经济
普查到第五次经济普查，曹桥村经济高质
量蝶变，村民生活高水平嬗变。而永恒不
变的，是郑良英对经普那份执着的初心和
坚定的责任，那是她用热辣滚烫的情怀烙
下的最亮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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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里”
2004年开展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时，郑良英就接手

了经济普查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小材料，她一时毫无
头绪、无从下手。但面对全面把脉经济、摸清家底的经济
大普查，她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再难也要把事
情做好！

当时村里办事人员不足、摸底任务繁重，郑良英一个
人要追踪的普查区域就有很多，但她毫不懈怠，迎难而
上，“不厌其烦”四个字成了她的工作写照。她总是认真
细心地核对：对那些联系不上、实地不符的异常商户和企
业，去了又去、问了又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厌其烦
地核查；哪里疑似漏报了商户、哪里单位数量与实际有所
出入，一条一条记上本子，一点一滴记在心里，一件一件
落在实处。

一支笔、一本册子，就是郑良英当时的所有“装备”。
那时还没有数码采集设备，经济普查采用的是纸质表，所
有的报表只能通过普查员手工填写。如果有问题需做记
录，就需要郑良英汇总表内信息后，通过电话向上级汇
报，等待上级给出意见，再做后续进一步的处理。

为查清一户信息免不了需要反复多次上门登记核
实。当时交通条件也比较有限，入村只能骑自行车。一
碰到下雨天，雨水冲刷乡村路，泥泞湿滑，溅得满身泥水
是常事。一天工作下来，郑良英常常累得精疲力尽，到家

倒头就睡，第二天天没亮又要爬起来继续入户。初生牛
犊不怕虎，尝尽了普查工作甘苦的郑良英，经历了首次经
济普查锻炼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她更加坚定了
持之以恒做好普查工作的信心。

转眼已是20年，山河无恙，草木依然，平湖的巨变却
如百川入海，奔腾向前。今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时，郑良英已经退休。

“我在曹桥村工作了20多年，辖区内商贸业发达，大
小企业众多，没人比我更了解这里的情况。经济普查是
大事，能做普查员是我的荣幸，等到‘六经普’的时候，我
就真的做不动了，退休不退岗，我还能发挥余热、作点贡
献，实现自我价值。”郑良英这样说道。

在郑良英的主动请缨下，她被破格“录取”。这次的普
查，对于郑良英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她已是经普

“五朝元老”，陌生是因为此次普查，无论是普查对象还是普
查手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新的挑战，郑良英没落
下一场培训，努力学习普查方案，直到熟练掌握普查业务的
新知识。通过不断的请教与学习，她已经熟练掌握了现代
化的电子采集流程和注意事项，挑起了普查大任。

如今，郑良英已是一名身经百战拥有丰富统计工作
经验的老同志了。20多年的统计工作生涯里，她走遍了
大街小巷、村村落落，成为村里的“活地图”和“百事通”。

“每个数据都不是轻而易得的”

3月，风中有了春的暖意，草长莺飞、万物苏醒。身着“经普蓝”的
郑良英成了曹桥村乡间小路上一道特别的风景。

“老板您好，祝您生意兴隆！我是此次的经济普查员，需要占
用您一点时间，配合我们填写信息，谢谢！”每日，郑良英便用这样
一段问候语作为开头。开展经普工作以来，这样的话语，她不知说
了多少遍。

在嘉兴市玮炜服饰有限公司，郑良英熟练地出示《致普查对象的
一封信》、普查员证，耐心地为企业负责人讲解经济普查的要求以及普
查对象应尽的义务，再查阅营业执照等普查资料，最后与其逐一沟通
相关事宜，一整套流程行云流水，从容高效。

“主要业务范围、从业人员人数、预计今年营业收入……”对于手
中登记表上的一栏栏指标，郑良英早已熟记于心。大约20分钟，便完
成了这家企业的登记工作。熟练的背后，不仅得益于郑良英多次参与
经济普查工作的经验，更是因为其对自身工作的上心与负责——没有
什么本领是两三天就能练成的，作为经验满满的老将，郑良英对于经
普工作的种种关窍谙熟于心。

“做经济普查需要耐心和细心。”郑良英说，每个看似简单的数据，
却不是轻而易得的，碰钉子的现象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在普查一家企业时，企业负责人以为郑良英是借经济普查之名的
“骗子”，拒不回答，还强调经济普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对于这种情
况，郑良英早有自己的应对招数：一是“骂”不还口，讲话要有礼貌，用
词要恰当，问询要耐心，以“微笑服务”赢得人心；二是每次上门前一定
要佩戴好普查证件，向企业主亮明自己普查员的身份，不断做其工作，
解释各项政策，告知经普的意义和目的；三是利用“七拐八绕”的人际
关系，调动亲戚朋友过来打招呼。有了这三个“秘诀”，经普路上所谓
的“疑难杂症”都被郑良英一一“攻下”。

在填报《企业普查表》时，财务状况、固定资产等企业敏感信息也
多次阻碍了郑良英普查的脚步。有一次，一家公司的企业法人以“不
知道、不清楚相关信息”为由拒绝了普查。但郑良英并没有退缩，而是

“八顾茅庐”。伴随着一遍又一遍的询问，企业主终于被她的坚持所感
动，对她有了朋友般的信任，最终都如实填报并积极配合普查。

数据质量是普查工作的生命线，普查任务完成得好不好，数据真
实性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经济普查最大的困难不是填满而
是填对，需要普查员多多‘较真’。”郑良英说。为确保单位基础信息、
工作数据的准确性，她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下到车间查看，同行业数
据做比对，与负责人友善沟通……“有些企业故意把数据往低了报，我
就不断做工作，要到准确数据为止。”郑良英说。

在普查过程中，郑良英还是个“有心人”，完成经济普查工作之余，
还会额外询问对方有无需要帮助的地方，关心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遇到有难处的企业便积极向其介绍相应的惠企政策，在完成经
济普查的同时也做好企业服务。

通过5次经济普查，郑良英越来越感到经济普查，查的不是一个个
冷冰冰的枯燥数据，而是那些数据背后，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
一个个体的“衣食住行”、每一家企业的“经营晴雨”，既是发展程度的
体现，也是社会现实人情冷暖的反映。“我的工作就是将人生百态以数
据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郑良
英感慨地说。

“带新人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五经普开始之初，郑良英不仅认真细

致地做好自己区域内的普查工作，还耐心
指导协助其他普查员，尤其是“新手”普查
员一起解决难题、完成任务，做好“传帮
带”，确保普查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经济普查员的“传帮带”，可以说是个
宝藏模式。就像是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带
着新手水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用
他们的智慧和经验为新人保驾护航，确保
整个普查航程平稳又顺利。郑良英就是
这样一位“老船长”，也是一本行走的“普
查宝典”。

在郑良英口中，有很多个故事、很多
个技巧，这些都是普查工作的宝贵“秘
籍”，让新手普查员们少走弯路，快速掌握
普查的精髓。她不仅传授方法，还分享她
的那些“独家秘籍”。

今年，曹桥村的普查员中有两位新
人，虽然经过了系统的培训，但缺乏经
验。“我们几个普查员有一个微信群，几乎
每天都会在群里分享普查中遇到的问
题。”郑良英说，“有一次，小王说她已经是
第四次上门了，但连企业负责人的面都没
见到。”面对这一情况，郑良英的“秘籍”就
能发挥作用了，她及时与小王进行了详细
沟通，了解到前几次去不是门关着，就是
负责人不在，电话也联系不上。

于是郑良英凭借丰富的经验，及时指
导小王向村里及该企业周边人员了解情
况，果然发现该企业虽然在登记地从事生
产工作，但负责人并不在登记地办公。

怎么办？郑良英通过进一步了解，掌
握了企业负责人的办公地点，再次上门的
时候，终于如愿见到了企业负责人。当
时，企业负责人并不配合，还对她们发了
一大通牢骚。

郑良英和小王耐心地边倾听边记录，
直到该负责人发完牢骚后，她们对企业面

临的处境表示非常理解，再用暖心的话语
安抚他、宽慰他，也表示会向相关部门沟
通。牢骚过后冷静下来，该负责人也被普
查员的真诚所感动，于是非常配合地按要
求填报了信息。

虽然为了得到这几个普查数据，几乎
耗费了一天的时间，但在郑良英看来，距
离目标又近了一步。经过这一次，小王也
更加明白，面对复杂情况时的应对策略，
或是在与被调查对象沟通时的绝妙技巧，
也使她在接下来的普查工作中更加顺畅。

“当遇到数据不准确、调查对象不配
合等棘手问题时，郑老师就像是‘智多
星’，引导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说
起郑良英，小王总是一脸的佩服，“我们一
起探讨、集思广益，把问题一个个攻克，就
像是在探险中找到了宝藏一样，让人兴奋
不已。”新老普查员携手并肩，共同面对普
查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就像是团队里的一
次次“大冒险”。

“在普查过程中，郑老师还会向我们
展示如何与被调查对象有效沟通、如何
记录数据等实际操作步骤。这种实地调
查的学习方式使我们能够更快地掌握普
查技能，为之后的普查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小王说，郑老师带着她们熟悉路
线，掌握入户技巧，完善普查细节，通过

“实操”来传授经验和技巧，让她们受益
匪浅。

在基层工作的 20多年时间里，郑良
英已然对曹桥村的每条街道、每家企业都
了如指掌。“我也算是个‘老普查’人了，对
村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带‘新人’的过
程，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郑良英说，
她将多年的普查经验无私传授给新手普
查员的同时，也看到了年轻普查员的朝气
蓬勃，以及对新设备新技术的熟练运用，
这也是对老普查员力量的有效补充。

“每一次普查都是一次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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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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