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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全国

贸易统计数据处理程序培训班精神，研究部署2023年网购用户调查工作。

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服务零售结构调查、网购用户调查面临的新形

势新任务，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制度，扎实做好培训，夯实基层基础，

确保两项贸经调查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持续提升贸经调查工作质量。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

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贸易统计数据处理程序培训班精

神，把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地。要夯实基层基础。进一步强化基层统计调

查数据质量意识，加强服务零售结构调查、网购用户调查等业务规范化建

设，加强对市、县调查队和企业的培训指导，严格按照国家方案制度要求，

规范日常调查工作操作流程，努力提高企业和居民的配合度，切实提高调

查数据质量。要提升分析研究水平。加强基层调研，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

调研，及时反映贸易外经、消费需求等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党委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更多有深度的统计调查服务。 张毅

湖南总队专题研究部署
网购用户调查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夯实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监测调查基层基础，加

强源头数据质量管控，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统筹谋划，精心组织，扎

实推进农民工调查基层基础工作检查。

宁夏总队第一时间下发《关于开展宁夏农民工调查基层基础工作检

查的通知》，建立《农民工调查基础工作和数据质量检查表》，明确检查内

容、检查方法和检查时间，全面查摆影响源头数据质量的主要根源及关键

点，找准找实存在的问题，高效部署开展基层基础工作检查。此次基层基

础工作检查采取“总队督查+市县队自查”的方式开展，市县队结合实际

开展自查工作，总队成立检查组，针对重点及薄弱环节进行抽查，确保检

查工作全面扎实。

宁夏总队坚持以查促改、以查促干的原则，通过查阅资料、基层调研、

电话访问、核对平台数据等方式，实现了全区20个市、县调查队基础工作检

查全覆盖，并对中卫、青铜峡、中宁、盐池4个基层队进行实地质量抽查。在

全区农民工调查业务培训班上，开展基层调查队农民工调查业务基础材料

“互观互检”。通过检查和观摩学习、互相交流，进一步增强基层队干部的

红线思维和底线意识，促进防治统计造假专项治理行动取得实效。宁夏总

队还在检查中加强与各基层队的沟通交流，了解掌握各队的工作实际和存

在的主要困难，现场进行针对性的帮助和指导。

下一步，宁夏总队将总结各基层队的工作亮点和优秀经验，进一步推

广，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制定整改任务清单，督促各基

层队整改落实落地，切实做到以查促改、以改促进，促进农民工调查工作

提质增效。 王丹

宁夏总队扎实推进
农民工调查基础工作检查

一等奖（5名）

1.初心、利剑、担当、活力 （作者：刘柳，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

2.与《统计法》同行的统计调查岁月 （作者：徐赛赛，国家统计局庐江调查队）

3.一路有你，伴我前行 （作者：林陈玲，国家统计局南平调查队）

4.三十三载统计路 难忘八年法治情 （作者：熊泽荣，江西省南昌市统计局）

5.与《统计法》相伴十五载的酸甜苦辣 （作者：侯晓丽，国家统计局威海调查队）

二等奖（10名）

1.愿以挚心寄法治 且将岁月献统计 （作者：宋鑫龙，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

2.我是一名记账员 （作者：郑勇，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政协）

3.我与《统计法》的故事 （作者：王明宇，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统计局）

4.我和《统计法》的二三事 （作者：朱梦云，国家统计局新乡调查队）

5.四季更迭岁月长，与法同行担使命 （作者：王心雨，国家统计局茂名调查队）

6.一起走过的日子 （作者：陈娟芳，国家统计局柳州调查队）

7.写在统计工作的第八年 （作者：叶靓，国家统计局儋州调查队）

8.全面推进依法统计 （作者：钟雨浓，四川省宜宾市珙县统计局）

9.我与《统计法》的青春之约 （作者：马敏，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

10.我心中的《统计法》 （作者：叶蕾，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

三等奖（20名）

1.心中有戒尺 方能扬帆远航 （作者：刘靖宣，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统计所）

2.做依法统计的统计人 （作者：郭勇，国家统计局昌平调查队）

3.崇法唯实 与你“统”行 （作者：韩冰，国家统计局蓟州调查队）

4.组诗·《统计法》走进我心中 （作者：王峤磊，国家统计局忻州调查队）

5.我的统计法治梦 （作者：解中南，国家统计局长春调查队）

6.我与《统计法》的点滴故事 （作者：崔耀志，黑龙江省统计局）

7.三重境界看统计法 （作者：金晶，江苏省统计局扬州调查局）

8.我心中的《统计法》 （作者：钱思汐，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

9.四十不惑的《统计法》 （作者：陈梦娜，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统计局）

10.法科生心中的《统计法》 （作者：沈超，浙江省长兴县统计局）

11.践行《统计法》逐梦新时代 （作者：张广鑫，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统计局）

12.牢记执法“使命”坚守执法“初心” （作者：代红丽，河南省商丘市统计局）

13.统计法治四十载 初心笃实向未来 （作者：邓坤云，湖南省郴州市统计局）

14.《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马旭玲，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统计局）

15.我心中的《统计法》 （作者：王梓健，国家统计局红河调查队）

16.《统计法》一直在我心中 （作者：郝岁民，国家统计局山南调查队）

17.《统计法》在我心中像什么？ （作者：韩锦辉，陕西省西安市统计局）

18.听我说，谢谢你——致《统计法》40周年的歌

（作者：王爱玲，宁夏回族自治区统计局）

19.一场跨越四十年的胡杨精神接力 （作者：田瑶，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

20.我与《统计法》的七年之约 （作者：吴丽楠，国家统计局兵团第四师调查队）

优秀奖（80名）

1.《统计法》赞（作者：张炯卿，北京市怀柔区统计局、北京市怀柔区经济社会调查队）

2.亦师亦友国之重器《统计法》 （作者：蔡曲，北京市通州区潞源街道办事处）

3.坚法治之心，做有为青年 （作者：宋冰洁，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统计所）

4.笃志前行，虽远必行——《统计法》在我心中（作者：鲁扬，天津市红桥区统计局）

5.《统计法》，心中的灯塔 （作者：张春斌，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统计局）

6.春风十里不如你 （作者：项洋，国家统计局丰润调查队）

7.《统计法》为统计调查工作保驾护航 （作者：刘晓宇，国家统计局张北调查队）

8.我与《统计法》的情路历程 （作者：薛荣华，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统计局）

9.统者惟实 计者惟精 （作者：薛效康，山西省河津市统计局）

10.《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李雅虹，内蒙古赤峰市统计局）

11.于回眸中展望 （作者：范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统计局）

12.统计执法人的“三北精神” （作者：吴萌，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

13.初拥《统计法》勇毅再前行 （作者：谢洪鹏，辽宁省沈阳市统计局）

14.我与《统计法》同生日 （作者：王斯艳，国家统计局大连调查队）

15.我的统计法治情缘 （作者：张丽宇，吉林省四平市统计局）

16.词两首·《统计法》颁布 40周年感怀 （作者：王帅，国家统计局松原调查队）

17.我与《统计法》统计法的不解之缘 （作者：毛迎龙，国家统计局德惠调查队）

18.《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邱驿茜，黑龙江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19.品读统计法 点滴润初心 （作者：张彦，黑龙江省绥化市统计局）

20.七律·统计法感怀 （作者：邵妍，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

21.调查路上 与法同行 （作者：黄韬，国家统计局嘉定调查队）

22.《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叶子，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人民政府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23.持法于心，不惑于行 （作者：席雅琴，江苏省太仓市统计局）

24.明灯相伴统计随行 （作者：闻佳音，泰州医药高新区统计局）

25.百字令·敬《统计法》 （作者：缪敏，国家统计局常州调查队）

26.与光同向 与法同行 （作者：谈倩茹，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

27.让《统计法》成为夯基固本的“金钥匙” （作者：董益娟，浙江省兰溪市统计局）

28.心有统计法，行亦有度量 （作者：黄麟雅，浙江省玉环市统计局）

29.我与《统计法》 （作者：钭潇琪，国家统计局柯桥调查队）

30.四十华章，我们时刻感受着您的力量 （作者：杨艳，国家统计局台州调查队）

31.携手与共统计路，人生岂只如初见 （作者：李金杉，安徽省阜阳市统计局）

32.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作者：焦浩东，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统计局）

33.《统计法》颁布四十载札记 （作者：赵紫伟，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

34.初识不知“法”中意 再见已是“法”中人 （作者：谢瑞，国家统计局淮南调查队）

35.心怀《统计法》依法治统计 （作者：鹿志远，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双岗街道）

36.与法同行 幸甚至哉——记《统计法》一路走来四十年

（作者：李小琦，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统计局）

37.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 （作者：许欢，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

38.一起走过的这些年 （作者：黄小娉，国家统计局龙岩调查队）

39.感谢您伴我成长——给《统计法》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李巧江，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统计局）

40.我和《统计法》有个约会 （作者：杨理添，国家统计局南昌调查队）

41.《统计法》的自述 （作者：窦雪莲，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统计局）

42.眷眷统计梦 绵绵统法情 （作者：曹雪英，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统计局）

43.《统计法》小传 （作者：王靖，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

44.《统计法》伴我成长，助我前行 （作者：石伟康，河南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统计局）

45.《统计法》的独白 （作者：岳海燕，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

46.我和《统计法》的三次“牵手情” （作者：赵丽琳，国家统计局洛阳调查队）

47.你在盛世阳光里茁壮——写给《统计法》诞生 40周年

（作者：李田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统计局）

48.我与《统计法》的故事 （作者：王廷徽，国家统计局恩施州调查队）

49.始于初见 愿伴终老 （作者：邓丽君，湖南省长沙市统计局）

50.数字如歌，统计似镜，法润统计路 （作者：陈丹，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统计局）

51.与法同行，人生逐梦正当时 （作者：黄佳苗，国家统计局邵阳调查队）

52.你若空气 丰盈天地 温润人间 （作者：彭碧月，国家统计局醴陵调查队）

53.癸卯词札 纾新时代下统计魂 （作者：文琬仪，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统计局）

54.学好《统计法》做新时代统计人 （作者：吕甜，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

55.礼赞《统计法》 （作者：林诗意，国家统计局汕尾调查队）

56.崇法唯实 伴我前行 （作者：王子孟，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总队）

57.《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洪培鑫，国家统计局潮州调查队）

58.《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陆秋雨，广西崇左市统计局）

59.《统计法》陪我走过的那些年 （作者：屈俊雁，国家统计局梧州调查队）

60.执法的旅程 （作者：柳丝雨，国家统计局澄迈调查队）

61.《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夏嘉伟，重庆市北碚区统计局）

62.《统计法》指引前进路 （作者：何金娴，国家统计局武隆调查队）

63.漫漫统计路，浓浓法治情 （作者：伏倩，四川省泸州市统计局）

64.《统计法》在心中 （作者：任方琦，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统计局）

65.《统计法》赋 （作者：吴其超，国家统计局广元调查队）

66.我们要是回去了，他怎么办 （作者：吴金桂，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

67.敬畏《统计法》恪守统计法规 （作者：赵元富，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统计局）

68.统计赋 （作者：徐国文，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

69.外公口袋里的“依法统计” （作者：白帆，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

70.《统计法》赞歌 （作者：刘鹏莲，西藏昌都市统计局）

71.从数据中解读世界：《统计法》的价值与挑战

（作者：龙小强，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统计局）

72.我的统计缘 （作者：郭晓锋，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统计局）

73.《统计法》之我见 （作者：黄朝鹏，国家统计局安康调查队）

74.在新时代统计法治征程上谱写新的辉煌 （作者：郭家骅，国家统计局陇南调查队）

75.推进统计监督与审计监督贯通协同 努力构建统计法治工作新格局

（作者：李源，青海省统计局执法监督局）

76.基层调查二三事 （作者：李雪婷，国家统计局门源调查队）

77.染活《统计法》色彩 （作者：戴婷婷，新疆昌吉州统计局）

78.用好《统计法》的长短拍，谱一曲新时代的慷慨歌

（作者：王蕾，国家统计局伊犁调查队）

79.道来提：乡村统计的马拉松者

（作者：买迪亚尔·哈斯卡尔，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阿什里乡人民政府）

80.《统计法》在我心中 （作者：何贵婷，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统计局）

“《统计法》在我心中”征文评选结果

■ 王勇 李明颢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

个国家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强

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农业农村

现代化需要加强统计监测与评价，以

科学研判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情

况，这也是统计工作服务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贯彻落实党和国

家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

认识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
监测与评价的重大意义

提供准确的方位坐标并辅助进行

科学的路径规划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统

计监测与评价的核心意义。围绕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农业农村现代

化进展过程、实现路径等一系列关键

问题的判断，需要统计监测与评价提

供科学依据。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

测与评价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

大意义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是有利于明确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建设内容。结合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内涵，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

与评价能够科学选取体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要求的若干农业农村现

代化指标，进而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具体领域与内容并展开农业农

村现代化量化研究，有利于精准发力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二是有利于呈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建设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成果丰硕，但农

业农村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

逐步显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

与评价能够充分发挥统计监测评价的

客观性、预警性及有效性，展开农业农

村现代化趋势性、潜在性问题分析，深

度监测评价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情

况，有利于及时识辨农业农村现代化

发展不足并作出合理应对。

三是有利于辅助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建设决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

动态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非一日之功。依据农业农村

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结果，农业农

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能够辅助各

相关部门结合区域特点、发展背景及

政策要求，准确识变、依时而动，科学

制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政策方案，谋划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思路。

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
监测与评价的关键基础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完备的

统计数据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

测与评价的关键基础。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提升农业

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质量，要

努力夯实指标体系与数据两个关键

基础。

一是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

指标体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科学

理论指导，构建既能充分解读农业农

村现代化丰富内涵、又能科学引领农

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农业农村

现 代 化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习 近 平

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

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要

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

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

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

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因此，一方面，围绕农业现代化

构建包含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农业

生产体系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现代

化在内的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另一方

面，围绕农村现代化构建包含农村基

础设施现代化、农村居民生活现代

化、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内的农村现代化子系统。

二是整合农业农村评价的多源数

据资源。农业农村数据资源不仅是农

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的关键

基础，更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素，对于构筑国家农业农

村竞争新优势意义重大。随着新一轮

科技革命的深入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的实施，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得到极大

丰富。整合农业农村数据资源，也必

须紧抓农业农村数据生产与采集新趋

向。要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与调研数

据采集的基础上，充分依托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以及卫星、遥感等现代空间信息

技术采集农业农村数据，实现农业农

村数据采集多源化与数字化，推动现

代信息技术与统计监测评价工作深度

融合，打通农业农村数据孤岛，完善农

业农村基础数据整合共享机制，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提供多

源、高质、及时的统计数据。

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
监测与评价的核心内容

进程监测与成效评价是农业农村

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的核心内容。

充分发挥统计监测与评价在了解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情况、制定农业农村

现代化推进方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有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

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与评价

的核心内容。

一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监

测。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是对标农业

农村现代化推进目标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实现程度。要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实

现程度测度为重点，并进一步探索实

现程度的时序特征及区域差异。其

一，实现程度测度。要科学设定农业

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目标

值，测度对标目标值的农业农村现代

化实现程度，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当

前水平与目标水平差距。其二，实现

程度时序特征描述。要对农业农村现

代化实现程度展开连续的长时段监

测，参照农业农村现代化演进一般规

律，把握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发

展趋势。其三，实现程度区域差异分

析。要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程度展

开可比的多区域监测，考察不同区域

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程度差异大小及

差异演变特征。

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效评

价。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更加侧重农

业农村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各方面所达

到的状态。要结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统

计监测结果，重点关注农业农村现代

化推进过程中的系统协调、地域关联

及影响因素等关键问题。其一，系统

协同效应分析。分析农业农村现代化

系统协同效应，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

化与农村现代化子系统的良性耦合，

协同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其二，地域空间关联探索。探索农业

农村现代化地域空间关联格局，有利

于明确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地

域组合模式，充分发挥要素溢出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协调效应，完善农

业农村现代化空间发展格局。其三，

发展影响因素识别。识别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影响因素，有利于明确农业

农村现代化内在障碍机制与外在驱动

机制，引导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激

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推动农业农村

现代化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强化统计监测与评价 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

统计论语 局队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