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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见证时代变迁
连日来，第十一届“中国统计开放日”

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活动在全国
各地火热举行。

人口问题，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
于基础性地位。 正为因此，人口普查意义重
大。 于国，通过普查获取的人口数据，可为
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对准确把握人口
变化规律，进而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具有深远的意
义。 于民，幼儿园学位应该有多少、社区应
建几个公园，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借助
准确数据作出决策。 换言之，人口普查直接
关系民生福祉，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从 1953年到 2020年， 从第一次到第
七次，人口普查见证着时代变迁，记录着社
会发展的铿锵脚步。 即将拉开帷幕的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非同寻常。 此次人口普查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一
次重大调查， 站在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即将实现的重要历史节点， 我们透过它可
以触摸鲜明的时代印记， 能够感受到浓郁
的时代气息。

相比以往， 此次普查最明显的变化是
电子化。 全面推行电子化采集方式，首次开
发自主填报小程序， 首次探索利用行政记
录和大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十年之间，
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 +”涌向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口普查也成为其
拔节生长的新场景、新实践。 应该说，人口
普查“新”意盎然，正是新经济快速发展的
一个侧影，展现着我国经济的蓬勃朝气、创

新动力。
人口普查意在为人口精准画像， 涉及

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程量浩大。 正为因
此，其组织动员能力、其间的“绣花功夫”，
可视作观察社会治理水平的一扇窗口。 此
次人口普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的“大动作”。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宣传动员正有声有色地展开， 不同部门分
工协作……经过抗疫大考的各地各部门闻
令而动，求精、求细、求实，高标准、高质量、
高效率开展相关工作， 展现着基层治理精
细化水平的再提升， 展现着一个大国治理
能力的再升级。

人口普查依靠人，也为了人。 观察此次
普查宣传活动，相关讨论也颇有“新”意。
例如，如何保证普查户的隐私和信息安全，
备受瞩目。 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
保护，被强调、再强调。 此前民法典获得审
议通过，其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强化对隐私
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从 2010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到今天，十年之间，公众个人信息保
护意识持续提升， 共建共治共享观念深入
人心，越来越多网友询问“怎样配合普查员
开展工作”。 点滴细节，展现着“人的全面
发展”，展现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

有学者认为，“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
人”。 人口普查折射社会变迁，也展现着人
的变化。 相信高质量的普查数据和全面发
展的人， 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文 /夏振彬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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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迎小康。 9月 22日秋分日，是我国第
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亿万农民以不同的
方式欢庆丰收，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国自古就有庆五谷丰登、 盼国泰民安的传
统，如藏族农人的“望果节”，四川省理县米亚罗
地区嘉绒藏族一年两次的“若木纽节”，浙江省丽
水景宁畲族自治县每年举行的绝活大展演等。 还
有的地方以家庭为单位， 在农作物收成后置办酒
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庆祝丰收。但也
应该看到，少数农民丰收忘了节约，在一些地方传
统的庆祝丰收活动中存在铺张浪费现象。因此，丰
收时节话节俭，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今年夏粮再获丰收，创历
史新高，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更加夯实，但我国粮
食产后损失浪费问题仍不容小觑。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粒粮
食都凝结着耕种者的汗水，都值得敬畏珍惜。《朱子家训》有言：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今天我们
已经告别缺衣少食的年代，但通过生活了解了“一粒米千滴汗”的
辛劳，进而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和劳动者的付出，懂得“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的道理，就会尽己所能不铺张浪费。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
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对粮食安全始终要有危
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粮食安全始
终是直接关系我国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在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
每个个体的细微浪费都将汇聚成一个庞大的数字。 在“珍惜粮
食、反对浪费”已成社会基本共识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应自觉
涵养节俭品德。
“温饱不忘饥寒，丰年不忘灾年，增产不忘节约。”丰收不丢勤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眼下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时刻，全面小康既是物质丰盛的小康，更是饮食健康、饮食环保
的小康。每个人都要深植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将节约理念真正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厉行节约、远离浪费的坚定践行者，让节俭
美德久久传扬。

文 /宛诗平 据《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