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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跟随“蓝马甲”上门登记

从“五经普”看凉山大变化

春 节 特 别 报 道

春节即将到来，“新马泰”接连免签
等各种好消息接踵而至，成都市民春节
出境游的热情进一步释放。1月31日上
午，记者来到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办
事大厅了解办证情况。

1月以来迎来办证高峰

记者在现场看到，春节将至，前来
办理业务的人员增多，大多以家庭为单
位，为即将到来的假期出游做准备。据
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统计，中国港澳
地区、日本、新加坡是春节假期人们旅
游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管
受理大队大队长张智告诉记者，春节临
近，出入境办证量持续攀升。1月以来，
全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共受理出入境证

件25万余件次，环比增加60%，同比增
长111%。为积极应对办证高峰，全市
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举措，以

保障全市出入境办证秩序。
一是增加号源供给，实行“预约+现

场”双轨办理。在现有预约号的基础
上，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增加20%预约
号源。

二是增加受理窗口。全市出入境
管理部门立足内部挖潜，加强统筹调
配，向前台倾斜警力，高峰期增设受理
窗口20余个，减少了群众的等待时间。

三是延长服务时间。通过“上班提
前30分”、下班延后、周六预约等方式，
全力保障群众办证需求。

四是实现电子化缴费。2月1日起，
出入境证照缴费通过四川省政务服务
公共支付平台办理，同步生成电子票
据。申请人可通过扫码进行支付，免去
排队缴费的等候环节。

提醒：
网上提前预约可减少等候时间

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醒：
近期各出入境接待大厅人流量较大，广
大申请人可通过“移民局12367”小程序
（微信、支付宝）提前预约，节约大厅等
候时间。如有业务咨询，可关注“成都
出入境”微信公众号“中国公民”板块，
通过出入境管理局自主研发的智慧咨
询小程序“小智一点通”，获取涵盖申请
材料、申请方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
受理部门等重点内容的个性化“一对
一”办证须知，或拨打“12367”移民管理
政务服务热线咨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 袁梦馨摄影报道

1月30日上午8时30分，凉山州西昌
市，吴梦恺穿上专属蓝色马甲，佩戴证
件，来到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
（简称“西昌钢钒”），准备开始一天的普
查登记工作。

100公里之外的昭觉县三岔河镇，
同样身穿蓝色马甲的赵萌，带着手持电
子移动终端、入户告知书等普查资料，
开始对辖区内普查对象进行上门登记。

在四川，像吴梦恺、赵萌这样的“蓝
马甲”有近10万人。2024年1月1日，第
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登记工作正式启
动。在4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全省普查
工作者将走进近900万个法人单位、产
业活动单位、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场所进
行现场登记、采集数据。

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
州的普查工作者不仅要面对语言不通、
沟通不便的障碍，还要克服县（市）乡镇
间距离较远、交通不便等困难。而从一
个个普查对象的经济账本中，也能看到
凉山发生的巨大变化。

企业迎来“全面体检”
数字经济活动纳入普查指标

在西昌钢钒，制造部统计记录主管
郭庆霞打开电脑，登录进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数据采集系统，在吴梦恺的指导
下，开始逐项填写企业基本情况信息。

作为一家规上工业企业，西昌钢钒
属于“五经普”普查对象中的一套表单
位，需要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采集处
理系统上自行填报普查表。

“这一项必须填吗？这样写对不
对？”填写过程中，郭庆霞不时提出疑
问，吴梦恺一一解答。

吴梦恺一共负责西昌市106家工业
企业的普查登记，主要工作就是对企业
统计人员的平台操作、统计指标、表间
的逻辑关系进行培训指导，并在企业填
写报表完成之后，对企业上报的报表进
行审核。“审核一是看报表是否填写完
整，有没有指标漏填的情况；二是看指
标有没有逻辑性差错。”

而参加过“四经普”的他，明显感觉
“五经普”工作更紧迫。“普查对象更多
了，填报平台变了，报表指标也增加了，
普查内容更详细更全面。”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上述调查单

位基本情况外，企业还需填报财务状
况、人员工资、生产能力、固定资产投
资、研发活动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
为更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数字化进程，
今年的“五经普”还新增了数字经济调
查内容。

“近年来，公司一直大力推进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西昌钢钒制造部部长
龚洪君介绍，从2017年以来公司累计投
入4.9亿元，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果，
获得10余项国家和省级智能制造荣誉
称号，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全面提升，
钢铁料消耗、产品成材率、人均产钢量、
综合能耗等多项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总产值从2018年的198.17亿
元，增长至2023年的244.98亿元。

透过数据看变化
凉山经济“家底”更厚实

除了有一定规模的一套表企业，经
济普查对象更多是数量众多且分散的非
一套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需要普查员
进行入户调查，现场采集普查表数据。

“您好，我们是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的普查员，需要您提供营业执照等相
关证件。”1月31日下午，普查员赵萌走
进昭觉县三岔河镇中心卫生院，对普查
对象提供的材料逐一进行核对。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两年前，三岔
河镇中心卫生院仅有1名中级职称医
生，其余均为初级、助理级别或无职称
者；如今，卫生院33个医生编制全满，有
医生取得了副主任医师职称。同时，医
院还会选派医护人员到州上学习医疗
设施设备专业操作，医院医疗水平得到
了明显提升。

和赵萌一样，昭觉县新城镇普查员
吉史博史每天都要无数次重复同样的
开场白，唯一不同的是他说的是彝语。
由于当地居民普遍说彝语，入户普查工
作由懂彝语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一
起配合完成。

吉史博史和同事负责的片区共有
100多户个体户参与五经普抽样调查，
两人平均一天要到3个乡镇进行入户普
查。而这些散落在城市和扎根乡野的
个体户，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毛细血

管”，折射出地方经济的变化。
“请问你去年房租是多少？进货大

概花费多少钱？”“整个店铺销售额多
少？线上收入多还是现金收入多？”在昭
觉县一家银饰店，吉史博史向老板马沙
作曲仔细询问相关信息，并做好记录。

在入户登记的过程中，记者了解
到，马沙作曲销售银饰已经有20年，如
今店铺一年的销售额超过200万元，平
均一年净利润有10多万元。

“彝族姑娘出嫁都要置办嫁妆，一
套纯银的帽饰、项圈加起来上万元，以
前大家买不起，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门店销售额每年都有9万-10万元左
右的增长。”马沙作曲告诉记者，去年她
重新装修了店铺，设计了玻璃橱窗，让
各种精美的饰品能更好地展示。

在银饰店完成普查登记后，吉史博
史和同事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户。
正是这些普查对象的“小账本”，汇聚成
凉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数据”。2023
年，凉山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61.11
亿元，比上年增长7.0%，凉山高质量发
展动力正不断积聚。

“五经普”

按照《全国经济普查条例》规定，经
济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分别在逢3、8的
年份实施。我国已在2004年、2008年、
2013年、2018年开展了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2023年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简称“五经普”。

此次经济普查的主要目的是全面调
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布
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本情况，掌握
国民经济行业间经济联系，客观反映推动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新进展。“五经普”普
查对象是在我国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
体经营户。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普查
对象的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人员工资、
生产能力、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能源生
产和消费、研发活动、信息化建设和电
子商务交易情况，以及投入结构、产品使
用去向和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情况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摄影报道

节前办证量持续攀升 成都出入境延长服务时间

吴梦恺（右）在西昌钢钒开展普查登记。

赵萌（右一）和同事在昭觉县三岔
河镇展开入户普查登记。

市民在成都市出入境接待中心办
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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