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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文心副刊

■ 刘小桃

冬日的清晨，我穿上红马甲，佩戴好调查证，

带着调查纪念品，迎着寒风走进西区行政服务中

心大厅。今天，我要参加政务服务群众满意度调

查，心里感到既紧张又期待。在我看来，每次对群

众的调查都是一次挑战。今天这次挑战能否顺利

过关呢？我心里并没有底。

大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种各样的交流

声此起彼伏。我径直朝咨询台走去，向工作人员

清楚地说明了我的来意，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

告知我哪里比较适合开展调查。随后，我找了一

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放下手中的纪念品，打开文件

袋并取出调查资料。深吸一口气，我在心里默默

地给自己打气：“加油！”然后开始观察前来办事的

群众，有人在窗口办理业务，有人坐在椅子上等待

被叫号，有人在向工作人员咨询……

看着热闹的大厅，我心想今天应该能很快完

成任务。环顾四周，我开始寻找合适的调查对象，

根据多年的调查经验，最好选择那些办完事的群

众或者正在等待的群众作为调查对象，特别是刚

刚办完事的群众，因为他们的心态相对平稳，也更

愿意填写问卷。

很快我选定了一些调查对象开始问询，然而

事情进展并不顺利。

“对不起，我急着回家。”

“我没空，下次吧。”

……

十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愿意参与。这

让我感到有些失落，同时意识到应该换个思路，

于是我在咨询台不远处的一张圆桌旁的椅子上

坐下来了，并把问卷放在桌子上。

坐下不一会，就看到有办事群众坐到圆桌

旁填写资料，还有的把我当成了前台工作人

员，向我咨询问题。我见机行事，尽自己所能

对办事群众做一些指引，同时跟他们说：“等您

办完事过来填写一份问卷，填完有一份纪念品

赠送给您。”

我突然发现，有了“据点”之后，整个调研顺畅

多了。我不但可以招呼坐在同桌的办事群众填写

问卷，同时还可以招呼坐在不远处在等待叫号的

群众填写问卷。因为圆桌不远处是入口同时也是

出口，所以我很容易分辨哪些是刚刚进来办事的

群众，哪些是已经办完事要离开的群众。对于刚

进来的群众，我热情地打好招呼，尽可能争取他们

办完事能过来填写问卷。对于已经办完事的群

众，我就微笑着开门见山道：“您好，我看您已经顺

利办完事了，能否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填写一份问

卷？政府部门将根据您的意见建议，不断改善政

务服务水平。”大部分群众都欣然接受，并提出了

很多建议。

一份、两份、三份……看看逐渐多起来的填好

的问卷，我舒了一口气。我数了数，还剩下最后几

份了。因为接近下班时间，大厅的群众也明显少

了起来，我精神也再次紧绷了起来：一定在下班前

圆满完成任务！

这会刚好又有一位群众坐在我旁边填写资

料。这是一位年轻男子，戴着一副眼镜，表情中有

些迷茫的样子。他一边填一边问我：“请问办理社

保的是哪个窗口？”我告知了他，同时问道：“您是

帮自己办社保还是帮公司办？”他答道：“我自己，

我是自由职业者，之前在公司上班交过几年社保，

现在是自己创业，同时也从事一些灵活就业的工

作，好几年没交社保了，不知怎样补起来。”男子语

气中明显透露一丝担忧。

我根据自己平时掌握的情况宽慰道：“现在很

多新的就业模式，灵活就业人员不少，政府部门也

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像您这种情况是可以

自己缴纳社保的，具体您等会去窗口咨询。我这

里有份问卷，就是请群众对政府部门政务服务作

评价并提意见建议的。您方便的话，请帮忙填写

一下，我们会把您的意见写到报告，传达给相关部

门的，谢谢！”

“好的，这会叫号还没轮到我，我来填一份

吧！”这位男子认真地填起了问卷。

……

就这样，下班前，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虽然

很累，但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脑海里不断回忆着群众认真填写问卷的样子和

充满期待的眼神，尽管寒风凛冽，但仍能感受到心

中的暖意。

这次调查，我顺利“过关”了。同时，我也明

白，未来还有许多关口等着我去过，我相信，我一

定行。

调查“过关”记

■ 黄欣兰

老秦是一名资深的辅助调查员，从事住户调查工作 10余年。他是村里的“百

事通”，用他的话说：“村子的每家每户我都熟悉，村里的每条小道我全走过”。

元旦过后的第一天，清晨 6时，老秦和往常一样早起，翻看工作笔记复盘上月

的记账情况，写下新一年记账工作要注意的事项。这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记账户的基本信息和记账情况，他一边翻阅一边用

红笔对特殊情况进行标注：“人老了嘛，记性不好了，怕记不住”。

天刚蒙蒙亮，很多人还在酣睡中，老秦已裹着厚厚的灰色棉大衣，走出家

门。他一手拿着笔记本和需要核实的台账，一手拎着两捆青菜，开始了一天的

调查之旅。

老秦年轻时候是厂里的会计，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回乡当上了村里的会计。

12年前，经村里推荐，他成为住户调查辅助调查员。老秦有 2个女儿，都已出嫁，

老两口种些晚熟柑橘，一年收入 10 多万，晚年生活平安无虞。当辅助调查员让

他平静的生活有了小变化，家人也全力支持他的这份工作。

12年来，无论炎炎烈日还是寒风暴雨，这段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上总能看到

老秦的身影。

“这天还不算冷，我都走出汗了”，老秦一边走一边说。早晨的温度很低，老

秦呼出的热气化作清晰的白色烟雾，在冬天的空气中飞速蔓延开来。他的头发、

眉毛上渐渐凝聚起白霜。

来到记账户张大哥家中，老秦熟练地核实起账目来，还不忘嘱咐张大哥将小

女儿的幼儿园生活费补记上。完事后，老秦将那两捆青菜递给了张大哥。

老秦说：“张大哥是厂里的生产工人，平时是三班倒，每次来都会跟他提前约

好时间。他这次上晚班，我知道他没空去买菜，把家里的青菜给他带了来。”

“自从做了调查员，我跟大家的关系更亲密了，谁家有什么事儿都乐意告诉

我，我也乐意去帮忙。乡下人嘛，平时忙活惯了，闲不住。看着大家记的账，日子

真是越过越好。如今这么好的生活，过去说啥都不敢想。”老秦说，“新年没什么

奢望，我希望大家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收入越来越高，认真把账记好。”

老秦的新年愿望

■ 刘蕴

瑞叶压枝迎献岁，梅绽寒梢尤可贵。回眸旧岁涌豪情，数海遨游精气锐。

壮阔征程催我辈，宜趁东风争折桂。精析严数创新局，赤帜领航启新岁。

玉楼春·调查启新岁

■ 胡超

与北方冬天的干冷不同，南方的冬天是湿冷的，如果没有阳

光，空气中会透着一股刺骨的凉意，让人不自觉地一哆嗦。我与住

户调查科的同事老周、小蔡一同前往农村记账户张大哥家访户。

张大哥家距离市区有两个小时车程，听老周介绍，进村的路是脱贫

攻坚时期重建的，比原来更宽，也更平稳。

上午 10 时左右，司机小韩缓缓踩下刹车告诉我们到了。我

抬眼一瞧，面前是一座高耸的大山，山脚下坐落着几栋房屋，其

中一栋房屋前有个约莫 40 岁的男人，正坐在太阳底下摆弄着手

机。老周说：“那就是张大哥，新记账户。”张大哥抬头望过来，

见是老周，立即站起来迎了上去，边走还边笑着说：“今天怎么

有空到我这来啊？来看账吗？放心，我每一笔都认真记着呢，误

不了！”

老周推了推厚厚的眼镜打趣着说：“这不‘双十二’刚过没多

久，还有 1个多月就要过年了，我们来看下你是不是悄悄买了什么

好吃的不告诉我们。”张大哥则憨笑着说道：“我买东西都是第一时

间记上去。”老周笑了笑接道：“我们这次主要是来看下你们会不会

记了错的内容，把账本拿来看看吧。”

老周和小蔡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小蔡从随身携带的包里迅

速地拿出了本子和笔，准备记录检查情况。我则打量起张大哥的

房子，虽然房子只有一层，但整个房子非常整洁干净，可以看得出

张大哥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在核对记账本时，老周跟张大哥闲聊，老周问道：“家里都好

吧？近期收入怎么样？”张大哥拉过凳子坐在老周旁边，一脸兴奋

地说道：“都好都好，老婆孩子去城里了。我前段时间接的几个活

也都结到钱了，今年过年肯定是不愁了，我还买了洗衣机，还置办

了些年货，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通过这次亲身经历，我对记账工作有了更深刻理解，记账记的

不仅仅是账，更是我们国家的民生实情，我也更明白“为国统计为

民调查”这 8个字的真正含义。

冬季访户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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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广阔

这一年，我们的脚步匆匆，

穿过那弯弯的小道，

一路奔向田头，

炎炎烈日挡不住工作的热情。

无人机飞过蓝天，

是我们为农业调查插上翱翔之翼。

远处田地传来的欢声笑语，

是我们在与农民朋友亲切交谈。

我们将足迹深印在大地，

用数据描绘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我们的脚步欢快，

走过大街小巷，

一串串足迹连成一座座通心桥，

一头系着国家，

一头系着百姓。

一本本账册，

一个个编码，

记下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

我们用脚步踩准时代的节奏，

见证着社会变迁。

这一年，我们的脚步向前，

一路上留下忙碌的背影，

一步步践行国家调查重托，

用汗水谱写统计赞歌。

微笑挥手，只是暂时告别，

那熟悉的脚步声，

不曾远逝。

明天又是新起点，

我们必将一路高歌，

步伐矫健。

这一年，我们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