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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文心副刊

■ 高焕

在乡村的巷道间，总有这样一群人，

她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服务群众，

用数据描绘乡村发展的蓝图。每月 10日，

当晨曦还未完全照亮乡村的阡陌小道，

一支身着统一蓝马甲、佩戴劳动力调查

证的“蓝色轻骑”便已活跃在各个村落之

间——他们就是农村劳动力调查员们。

“活地图”

“桂花，又开始搞调查了！”树荫下，村

民们看到马桂花穿着蓝色马甲、提着公文

包的身影，总会热情地打招呼。作为圆德

村的村会计兼劳动力调查员，马桂花早已

习惯了这样的问候。“李婶，这次刚好抽到

你家了，家里掌柜在不？”她笑着回应，话

语间透着亲切与熟稔。

在农村开展调查工作，摸清家庭情况

是关键。这一点，有着近 5年调查经验的

马桂花深有体会。她既是圆德村的女儿，

又是圆德村的媳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

熟悉，让她如同熟知自己掌心纹路一般，

了解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谁家院落的

老梨树挂果最甜，谁在哪里打工，这些看

似琐碎的信息，在她的脑海中编织成了一

张精密的数据网。

“我没什么优点，就是群众基础好，见

了谁都能聊两句。”马桂花总是谦虚地

说。然而，正是这份良好的群众基础，为

她采集高质量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即使身怀六甲，在预产期前

一个月，她依然坚持带教新人。隆起的腹

部与手中的调查手册相映成趣，她挨家挨

户地示范询问技巧，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调

查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的调查员。

以心换心

在柯庄村，马小兰同样用自己的行动

诠释着调查员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

“外来媳妇”，初到柯庄村的她，曾遭遇过

村民警惕的目光。但她坚信，真诚是融化

隔阂的暖阳。

劳动力调查期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

冰天雪地，马小兰都坚持走访每一位调查

户。从一个无人知晓的陌生人，到家家户

户都熟悉的“小兰”。面对农村地区相对传

统、紧密的人际关系，村民对陌生人的警惕

性较强，马小兰充分发挥自己本地媳妇的

身份优势，从日常的简单问候开始，关心村

民的农事生产情况，主动在农忙时节搭把

手，帮忙解决生活中的小困难。通过这些

点滴小事，村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真

诚与善意，逐渐消除了戒备心。为后续的

调查工作打好了群众基础。面对复杂多元

的农村就业形态，她自创“望闻问切”调查

法：观察院落农具判断农事活动，倾听方言

细节捕捉就业线索，反复核对多方信息确

保数据精准。她的细致入微，让每一组数

据都成为反映农村就业脉搏的鲜活样本。

星光为伴

“我要妈妈……”电话那头，双泉村干

部贾容女儿稚嫩的声音让人心疼。作为

村委会主任，贾容每天一上班就一头扎进

村部的事务中，忙得不可开交。年仅两岁

的女儿，只能交给婆婆照顾。每月劳动力

调查入户阶段，她都要在下班后才能打着

手电筒，挨家挨户地开展入户调查。当农

户家的灯光在夜色中次第熄灭，贾容仍在

车内反复校验数据。手电筒的光束在调

查手册上来回游走，她就像一位守护数据

真实的卫士，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每次调查开始前，她都会仔细核对住

户信息，精心规划走访路线，确保路线最

优、效率最高。同时，她深入研究各项指

标含义与填报细则，对可能出现的特殊情

形预设应对之策。贾容还创新运用“三维

核对法”——家庭成员互证、电话本人核

实、邻里旁证补充，有效破解了农忙务工、

代述偏差等数据采集难题。她对数据真

实性的执着坚守，让她成为行走的“数据

质量标尺”，每一次审核都在夯实乡村振

兴决策的根基。

这支年轻的劳动力调查队伍，她们是

田野间的数据采集者，更是连接政策与民生

的桥梁纽带。她们用脚步丈量民情，以真诚

换取信任，将万千家庭的就业故事编织成精

准的统计报表。她们的坚守与付出，必将成

为乡村发展道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激励着

更多的人投身于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固原调查队）

忙碌在乡间的“蓝色轻骑”

■ 拉追

父亲从未说过“我爱你”。康巴汉子的沉默

像高原上的风，裹着酥油茶的醇厚，在54圈年轮

里悄然沉积。他手掌皴裂的纹路里嵌着木屑、

机油和松茸的香气。三年级因家庭贫困辍学，

他攥着半截铅笔，在歪扭的算式里算出梁柱的

斜度——那是他此生唯一的文化课，却足够让

木头在他手里化作流云。

我们见过父亲最骄傲的手势：单掌托起五

米长的木梁，食指在墨线上一划，电锯便沿着他

心里的尺子游走。香格里拉的藏屋上，至今留着

那些榫卯咬合的印记，像他从未说出口的承诺，

沉默地撑起四壁。母亲说我们出生时，他连夜

打了对包银木碗，碗底刻着藏文“格桑”——他

说女子要像格桑花，根扎冻土、花向太阳。

父亲开大车运水泥时，驾驶室里总摊着我们

的作业本。海拔4000米的山路上，方向盘在冻僵

的指节间微微转动，后视镜里却映着歪扭的汉语

拼音，父亲在跟着我们学习汉语，好学并且持之

以恒的学习是他给予我们最优秀的品格。小学

毕业到城里上初中那天，他把攒了3年的松茸钱

换成两套校服，藏青布料烫着红边，像大地上长

出的红菇，他说：“穿上校服，好好读书。”

2018 年秋，父亲攥着两张大学录取通知

书，像捧着刚刨光的檀木。自动售票机的荧光

屏刺得他眯眼，地铁玻璃门开合的瞬间，他下意

识用身子挡住人流。首次入城，地铁如迷宫。

只有三年级文化的“老木匠”竟领着我们换乘、

出站，去了动物园。他指着铁笼感叹：“城里人

把猴子圈起来看，在我们山上它们追着大车

跑。”送走 18 岁的女儿们回家后的那夜，我那

47 岁的父亲蹲在老屋门槛前，摸出我们幼时的

银项圈，反复摩挲。后来才知，那晚他对着高德

地图“走”了整夜，把两个大学城的路线描了

18 遍。后来他学会发朋友圈，语音转的文字支

离破碎，标点错乱——“希望我女儿两个。一切

顺利，开开心心。”姐姐截图存进云盘，说这是阿

爸的“史诗”，比《格萨尔王》更珍贵。

我的公务员拟录取名单出来那天、姐姐的

教师编体检报告出来时，父亲都偷偷去寺庙供

了盏酥油灯，比平时多嗑 3个长头，当松赞林寺

的喇嘛对他说“两个姑娘争气”，他本就黑红的

脸上更是添了几分抑不住的神采。次年，姐姐

带他去北京。53岁的康巴汉子初见天安门，脚

踏长城砖。他仰头望城楼，脖颈上的皱纹如年

轮。带他登长城那日，秋阳把八达岭染成鎏金，

他摸着城砖缝隙里的糯米灰浆，突然冒出一句：

“这和藏屋打榫差不多”。那双在转经筒上留下

凹痕的手，曾为我们裁过人生第一张课桌；那个

在地铁站迷路的老汉，用木匠的直觉劈开都市

的钢筋丛林；那条标点错乱的朋友圈，是他用半

生心血刻下的最美经文。

父亲带我们经历无数第一次，如今我们带

他见识新天地。他曾肩宽八尺，如今日渐佝

偻。我们走得越远，他的身影越小，缩成一个

黑点，却始终在视线尽头。木匠的手量过无数

木料，却量不出女儿们飞了多远。当我们带着

他的年轮走向更远的世界时，终于懂得：所有

未出口的爱，都藏在 54岁康巴汉子挺直的脊梁

里，那曾是我们最初的山，如今依然是归巢的鹰

最温柔的峰。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怒江调查队）

我的康巴父亲

■ 邓鹏

夏日的喧嚣，总是被蝉鸣唤醒。

那声音初如潮水试探，继而便汹涌澎

湃，拍打着窗棂，也拍打着案头堆积的纸

页。我埋首于数字的田畴，指尖在表格间

游走，算珠的脆响竟与窗外绵延的蝉噪隐

隐相和。这声响之下，流淌的是阡陌间起

伏的麦浪，是农家里新收的芬芳。

蝉声在灼浪里沸腾，沿着田埂前行，

阳光如密集的芒刺扎在脊背，蒸腾的热

气裹挟周身，几乎令人窒息。汗珠滚落，

衣衫紧贴皮肤，黏腻沉重。耳畔的蝉鸣

是密集的鼓点，时高时低，偶尔戛然一

顿，寂静便陡然倾覆下来，带着令人心悸

的焦灼。

推开老农家的院门，老人摊开粗粝的

手掌，递过一纸记账本。我凝神细看，一

行行数字跃入眼帘，心头却蓦地一沉：眼

下禾苗蔫头耷脑，焦渴的土地龟裂着唇，

纸上这串“喜人”的产量又从何而来？老

人浑浊的目光扫过我微蹙的眉头，沉默在

燥热的空气中蔓延了片刻。我正要询问，

老人顺着我的视线将布满厚茧与裂痕的

手指点在表格的一角：“同志，这里……有

小数点嘞，莫看错了。”声音不高，却如金

石坠地，字字清晰。他抬眼，目光坦荡得

如同曝晒过三伏的麦场，“地里的收成，是

老天爷眼皮底下过秤的物件，虚一分，心

头的秤砣就坠一分沉。收成薄是薄了，可

记在账本上的都是实情。”

一束光斜斜穿过窗棂，在他古铜色的

侧脸上雕琢出深峻的轮廓，他朴拙的话

语，在这一刹那压过了窗外所有喧嚣的蝉

鸣——原来人间最沉的金石之声，是淬炼

于泥土深处最本分的诚实。

蝉声依旧嘶鸣不息，仿佛在为沉默的

土地代言。有时，在复核数据的深夜，窗外

渐息的蝉鸣会化作一种背景般的低吟，陪

伴着指尖在数字经纬间的穿行。每一个微

小的数字都牵系着田垄的期盼、灶膛的温

度。汇总、核算、比对、确认，这看似枯燥的

循环，却是对田野间那份托付的沉重回响。

踱步至窗前，目光掠过枝头。几枚蝉

蜕伶仃地悬挂着，轻若无物，宛如蝉儿们

卸下旧壳、振翅向更高处时，遗落给尘世

的透明誓约。这空灵易碎的躯壳，竟让我

想起那些被我们一一清点、记录、守护的

数据——它们微小如芥子，却如蝉翼，承

载着整个大地的重量；它们沉默如磐石，

却以精密的经纬，编织着“为民调查，崇法

唯实”的肌理。我们伏案核算的每一粒微

尘，便悄然沉淀为祖国河山的基石；那源

于大地深处的无声鸣唱，终将织就覆盖尘

寰、永不喑哑的经纬。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渠县调查队）

蝉蜕为凭

晨光透过百叶窗，在办公桌

上投下细密的光影。在国家统

计局海口调查队的生产价格调

查科，工作人员小杨的眉头紧

皱，目光锁定在一份工业生产者

价格调查月度报表上，某药企报

送的某规格品价格数据波动很

大——单价从上个月的 80元/盒
骤降至 40元/盒，降幅整五成。

作为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统

计员，小杨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

题。于是，他调出该企业相关品

种近一年的价格汇成波动曲线来

观察，结果发现：数据只在今年 5
月出现“断崖式”下跌，但这与目

前原材料价格稳定、行业政策无

重大调整的市场背景严重不符。

“李经理，我是海口调查队生

产价格调查科的小杨，想和您核实

下本月一个规格品的价格数据，降

幅很不合理啊。”电话沟通中，电话

那头李经理的声音带着几分笃定：

“是小杨啊，你说的降幅五成那个

品种，我知道，填报的数据都是财

务部门核对过的，有正式合同，确

实是这个月的成交价。”他的语气

里透着一丝不解，不知这样的“正

常数据”为何会被质疑。

挂掉电话，小杨翻开《工业生

产者价格调查制度》，目光停留在

“价格采集原则”章节，决定带着

制度手册和疑问，马上去企业走

一趟。

夏日的阳光懒洋洋的，但药企的厂区并不安静，工人们

正在忙碌着。在会议室，李经理热情地递来最新的销售合

同：“您看，这批货是月初成交的，对方一次性采购了 10万

盒，我们才给了这样的优惠。”合同里“一次性付款享五折优

惠”的条款赫然在列。

小杨接着问道：“其他同等条件的客户也可以享受这种

折扣吗？”

李经理摇摇头：“不能，这个客户是长期合作的客户，平

时都是零散采购，这次赶上他们做集中备货，相互协商后公

司才决定给他们这样的优惠，而且是一次性的。”

小杨顿时明白了，自己的敏感没有错，这里确实是存在

问题的。于是，他立即拿出调查制度给李经理看，指着其

中具体的条款道：“李经理，您对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制度

理解还不到位啊，制度中明确要求上报价格要剔除特殊

折扣。”

李经理面色顿现尴尬：“是这样吗，真不好意思，我可能

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这个周期内真实

发生的大额交易，就该填报这个价格啊，如果继续沿用上期

价格不变，会不会显得我们不真实？”

“统计工作要求我们在遵循制度的前提下反映客观

事实，制度要求剔除特殊折扣，正是为了精准反映市场普

遍价格水平。”小杨耐心解释，价格调查必须要反映市场

‘常态体温’，如果将此类特殊交易纳入统计，那就无异于

用‘退烧药’掩盖了真实市场状况。“一旦后续这家公司无

大额订单不再享受折扣，那么价格回升将会导致数据剧

烈波动，这会影响到政府对医药行业价格趋势的科学研

判啊！”

经过深入沟通，李经理最终理解了制度要义，重新报送

了符合要求的数据。于是，报表系统中企业报送的规格品

价格那条突兀的“断崖线”又回归了平缓，如实反映着市场

价格的波动趋势。

回到办公室，小杨在走访记录中翻开新的一页，用笔及

时写下了本次访企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以明确数据

修改原因。

从扑面而来的数据‘浪花’中捕捉市场的‘潮汐’，工业

生产者价格调查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吧。而那每一次对异

常数据的追问，每一次对制度原则的坚守，都是为了让统

计数据成为真正连接企业微观经营与宏观经济决策的

‘桥梁’。

统计人手中的笔，并非简单记录数字的工具，而更像一

把丈量真实的‘标尺’——它既丈量着企业的诚信底色，也

丈量着统计工作服务发展的责任厚度。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海口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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