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童健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lmb0808@8531.cn6 亲历

“您好，我们正在开展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今天依法进行现场登记，希望您
能积极配合⋯⋯”这些天，不少“蓝马甲”
出现在温州的大街小巷。他们统一穿着
印有“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标识的马
甲，佩戴着“两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
员）工作证，手持平板电脑，进行入户
登记。

1月1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
开启，这是党的二十大后我国对国民经
济进行的一次“全面体检”和“集中盘
点”，将完成对全国数千万家普查对象的
数据采集登记，以全面调查我国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

当前，经济普查进入关键的现场登
记环节。温州全市 1.2 万名经济普查
员、普查指导员，深入企业商户，对 36.7
万家单位和 5.4 万家抽样调查个体经营
户开展普查数据采集登记。

现场登记如何进行？普查员如何摸
清经济家底？近日，我们当了一回普查
员助理，与温州的普查员一起走进企业，
亲身体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现场登
记工作。

拍照记录
多次验证核准数据
经济普查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龙

湾创客小镇社区的数字产业园。
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成为我国经济
新的增长点。本次普查在内容上新增了
对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三新”经济的
普查内容。

我们眼前的数字产业园，入驻了上
百家互联网、科技型企业，其中就包括网
络直播、电商平台等服务贸易类企业。

创客小镇社区普查员王林带着我们
走进了一家主营服装销售的电商公司。
这是他第二次上门。

“最近企业有哪些变化？”见到企业
负责人，王林先唠起家常。

“我们刚布置了新的直播间，招了新
主播，春季衣服的销量还不错，好几个款
式的销量都超千了。”企业负责人一边介
绍一边带我们参观。

王林一边翻看着记录册,一边告诉
我们：“这里的企业都很年轻，基本是首
次接受经济普查，数据问询有难度。再
加上互联网企业种类多、人员流动多、经
济状况变化多，很多数据需要反复询问、

验证、核实。”
“如何确保数据不错不漏、真实准

确？有没有什么技巧？”我们问道。王林
传授了自己的“笨”办法：多次上门，加记
录、拍照。“一次上门待太久，企业也会觉
得厌烦。我们普查要尽量压缩时间，带
上一双慧眼，仔细观察企业办公环境、设
备器材等，这些都与企业的财务等信息
有关联，并多做记录、拍摄，回去后结合
画面分析数据，看数据是否有差错、遗
漏，为下一次上门做准备。这样也不影
响企业的正常工作，互相体谅很重要。”

我们拿起手机四处拍摄、记录。先
是在大门内拍一张全景，然后到员工的
工作区，拍摄办公环境，只见三张大长桌
并排而列，员工相向而坐，这一片区域大
约能坐 24 人，每个工位都放置电脑，桌
子外摆放着两大排可移动的晾衣架，挂
满了女士春装，办公桌的上方，悬挂着十
多个亚克力材质的“万物可爱，绝不虚
度”等网感十足的字牌。接着我们又来
到生活区，一张长条吧台，摆放着咖啡机
以及各式饮品，边上的白墙粘贴着员工
活动的照片，悬挂着可爱的小彩球，温馨
的氛围扑面而来，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一
家青春活力十足的企业。这些画面，我
们都“咔嚓咔嚓”记录下来。

我们和企业负责人聊起员工的人
数、直播方式、工会福利活动等情况，他

都愉快作答。然而当我们问起营业额和
订单量时，企业负责人便有些支吾：“去
年大概400多万元吧。”

“应该不止吧？去年底我们来的时
候，就听说你们企业出了一件爆款，卖了
5万件，这里营业额算起来就至少有200
万元了。”

“哦，那是我们之前合伙人的订单，
今年我们已经不合作了。现在服装生意
竞争太激烈了。”“我们普查登记是算到
2023年末的，说不定今年还会有新合伙
人进来，爆款也还会有的，要有信心。”在
我们的宽慰下，企业负责人也逐步敞开
心扉，继续与我们核对相关数据。

承诺保密
打消企业顾虑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龙港小包装工
业园区。

“下午我们要走 5 家企业。工业企
业需要重点关注设备和产品。”普查员王
小哲递来一沓《经济普查登记告知书》让
我们发放。“一会我们互相打配合，沟通
的时候要有耐心。”

我们来到一家印刷企业。企业负责
人老李带着我们穿过企业车间，只见十
多台设备整齐排列，设备上方还安装了
管道。

“这些都是智能设备吗？”我们问道。
“是的，现在我们园区朝着绿色、低

碳发展，企业安装了环保设施，引入了数
字化设备，还有几台刚购置的数控设备
要等调试。”老李告诉我们，这几年行业
变化快，如果不更新设备，产能就跟不
上了。

老李带着我们到了企业财务处，调
取营业执照、主营业务、从业人员数量、
经营总支出、全年营业收入等信息。

眼见马上就能顺利登记，没想到老
李却有些退缩了。“企业的数据是保密的
吧？第一次给企业以外的人提供信息，
还挺慌的。”他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您放心，今天我们的调查内容都不
会外泄的。”我们再次翻出告知书，劝说
道：“这里写了，企业提供的所有资料，都
有《统计法》保障，如果泄露，我们是要负
法律责任的。而且，您也要依法如实提
供数据，不然会触犯《统计法》，留下失信
记录就不好了。”

近20分钟的“拉锯”后，老李终于松
口。他拿过我们递来的平板电脑，一一
核对，最终确认无误并签字。

“或许是一提到钱，大家就有些敏
感。”好在王小哲是这里的网格员，也曾
是园区所在村的村两委成员，有着熟门、
熟户、熟环境的熟人优势。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温州，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人员多数像王小哲
一样，是熟悉社情民情的“活地图”。选
聘的 1.2 万名普查员、普查指导员，社区
网格员和村社干部就占了半数以上，一
定程度上能解决普查工作中普查对象配
合度低、普查员入户难等问题。

反复复盘
确保数据真实完整
普查员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数据分

析支援团。
每周五下午，是各街道例行的“统计

工作会议”时间。我们来到了蒲州街道办
事处，当起了会务助理。当天，龙湾区统
计局普查中心主任吴晓春要组织街道各
片区的普查负责人召开复盘会。“今天我
们一是看经普登记进展，二是分析数据。”

蒲州街道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余建
金拿出了辖区内企业的“家产清单表”。
我们看到，上面不仅详细罗列了此次涉
及普查登记的企业，还标注了各企业经
济普查的进展情况，有的显示已登记，有
的显示正在入户。

根据这份清单，我们翻出了此前走
访企业拍摄、记录的信息，与企业提供的
数据进行比对，协助街道整理、汇总。

“这家企业的产品均价 5 万至 10 万
元，根据全年订单量计算出的营业额，与

企业提供的数据有些出入。”
“这家企业的会议室、大厅的一些家

具、设备没有列入企业采购清单，固定资
产方面还要再问问。”

我们将一些存疑的数据挑出，交给
余建金分类、登记，再通过多组相关数
据，进行交叉逻辑关系核查。“企业的财
务报表与统计口径可能有所区别，所以
在复盘环节，我们要细之又细。”余建
金说。

吴晓春也拿出电力等相关部门数据
表单，并从中圈出重点数据，供大家分
析，来佐证核对企业数据的真实性。

在严谨的分析与讨论中，蒲州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王荣伟的笔记本上已密密
麻麻记录了多个需要再入户的企业以及
待更新的数据。

一次次的入户普查登记，我们不仅
感受到了普查工作的严谨，也让我们意
识到，想要做好普查工作，真正摸清“经
济家底”，光靠普查员是不够的，还需要
动员企业、个体户，以及园区、社区等共
同配合参与。

记者在温州当经济普查员助理——

跟着“活地图”，摸清经济家底
本报记者 谢甜泉 孙 坤

青年越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的闪亮
出圈，让传统戏剧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
爱，也为传统戏剧服装产业添了一把火。

在嵊州市黄泽镇，戏剧服装制作技艺
已流传近百年，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目前，黄泽镇有10余家生
产戏服的企业和数十个加工点，产品远销
国内外，年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近期打算推出新款越剧戏服。”在
黄泽镇的“越都戏剧”工坊，创办人李华
英正在琢磨新产品。作为行业的领头
羊、黄泽戏剧服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李华英不仅开办企业，钻研技艺拓市
场，还免费开课教技术，带动一批村民办
起小作坊，带动他们在家门口增收。

近日，我来到“越都戏剧”工坊，跟
着李华英当一天裁缝学徒，学做越剧戏
服，在一针一线中，体会匠心。

剪开 30 厘米宽的布
料，足足花了20多秒

刚走进工坊，我就听到了机械运转
的“隆隆”声。

“你就从最简单的裁剪开始吧。”看到
我这个新学徒来报到，李华英递上一块布
料，布上有两块已经绣好的扇形图案，“这
是两块衣领的花片，你试试裁出来。”

我心想，不过是剪开一块布，这有何
难？便自信上前，抓起裁剪刀和布料准
备“秀”一把。不料，修长的裁剪刀分量
不轻，拿在手里并不服帖，而丝滑柔软的
布料也在手中不停“逃窜”，让我的动作
变得更加迟缓。

将一段30厘米宽的布料沿线剪开，
我足足花了 20 多秒。好不容易将布料
一分为二，铺平一看，边缘却参差不齐，
被我硬生生锉成了锯齿状。“你下剪太
慢，不够流畅。”看着有些泄气的我，李华
英接过裁剪刀帮忙修正，只见她刀尖向
下，“嚓嚓”地快速下剪，三两刀就把花片
的边缘修得整整齐齐。

“干了 20 多年，这是练出来的基本
功。”李华英笑着说。经过多年的实践，

李华英的一双巧手，甚至比机器更精准，
在第十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博览
会、2023 年中国(杭州)工艺美术精品博
览会等展会上，她的手工戏服作品多次
获奖，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

处理完花片，我坐到缝纫机前，体验
缝合、拼接，这是让戏服从平面走向立体
的关键步骤。但是，我的表现同样不理
想——不仅“油门”踩得犹犹豫豫，手上
也没谱，缝出来的线歪歪扭扭似蚯蚓。
李华英指导我，要想流畅使用缝纫机，除
了手脚协同配合，还要在心里提前“画”
出针线的走向，操作机器时的胸有成竹。

土办法解决杂乱线头

休息间隙，我被一套迷你戏服摆件
吸引了。这件戏服按照大约5∶1的比例
缩小，用木质支架撑成“大”字型，搭配一
顶手掌大的头盔，小巧精美，煞是可爱。

“眼光不错！这是我们的创意产品，
现在蛮受欢迎呢，每年能卖上百套，下单

的多是年轻人。”李华英自豪地说，近段
时间，为了打开市场，工坊创新推出了迷
你戏服摆件，眼前这件紫色迷你龙袍，是
自己的得意作品，做了足足一个月。

戏服上面的挂件、坠饰不仅代表着角
色的不同身份、地位，也让演员的表演更
加细腻好看。而迷你戏服的挂件更是精
细入微。看着眼前的“小家伙”，我又来了
自信，向李华英要来一件迷你戏服的半成
品，选了一盒金色的珠子、几串流苏和针
线工具，尝试制作小挂件，点缀在戏服上。

我瞪大了眼睛，小心捏着缝针，用红
线串起两颗珠子，再接上一根小流苏，扎
在迷你戏服的领口处固定。捏着米粒大
小的珠子时，我恨不得手指能够缩小几
号。就这样重复几次，我缝完5串挂件，
兴冲冲地“交作业”。

“做得还不错，但是你看，针线的痕
迹都留在了戏服外侧。”我定睛一看，李
华英果然一针见血：红线裸露在领口外
侧，十分“出戏”，而刚才缝制的时候我竟
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是做什么用的？”看到工具盒边
还放着一个打火机，我拿起来好奇询
问。“这是我想的土办法，用来烧掉多余、
杂乱的线头。”李华英说。我拨动打火
机，用火苗尖对着一串流苏的顶部快速
一蹭，原本蓬松发散的线簇立刻缩紧。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迷你戏服
上，平时被忽略的“小问题”会被放大，一
小截裸露的线头就可能破坏戏服整体的
美感。因此，戏服虽小，却藏着许多“小
心思”。

“我们也在求变，尝试更多样的经营
模式。”李华英说，做戏服是一门老手艺，
要想在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也需要
借助流量，不断创新。迷你戏服就是一
次大胆的尝试，如今，工坊开通了网店，
做起短视频，开展直播带货，还设置了戏
服展厅和换装体验中心，经常有戏迷和
客户上门试装。和以往“摆摊吆喝”不
同，现在工坊会在线“接单”，收到客户发
来的剧本后，根据故事情节进行定制。
最近，团队就接了一笔新订单，正忙着给

山西一个剧团远程设计服装。

做出将军帽，手要稳
眼神也要好

“带我去看看你的‘乡村合伙人’。”
我跟着李华英从工坊出发，驱车10多分
钟后，来到灵溪村村民蔡志强家，一间平
屋被他就地改造成了小作坊。

一套完整的越剧戏服，除了衣服，还
要搭配帽、靴等“行头”，这处小作坊，便
是专门给“越都戏剧”制作戏剧头盔、帽
子的。

“我们这里没有留什么样品，做好的
头盔都直接发货啦。”看我四下张望寻找
成品，蔡志强说，这几天订单不断，所以
没有存货。

门口向阳处，68 岁的村民蔡梅娟坐
在一张小竹凳上，正给一块手掌大的火
球形配件沥粉。沥粉是一种传统工艺，
用于制作凸起的装饰线条。只见她右手
拿着胶筒，均匀地挤出胶水，在配件边缘

仔细描出纹路，一块配件一气呵成。
这份工作，每个月能为蔡梅娟带来

2000多元的收入。“我已经做了好多年，
一般的小年轻还吃不消做呢。”蔡梅娟说。

比起戏服，帽子上有时需要更多的
装饰和配件，如一顶将军帽上可能会有
30多个配件，将帽子衬得精致华贵，用来
体现角色的气势。我拉来一张小板凳，
在架子上找到一块新的配件，准备沥粉。

没想到开工后，手中的胶管并不给
面子，直接“罢工”了。

“这是胶水冷了，过一下热水就行。”
见我挤不出胶，蔡梅娟接过胶筒，熟练地
放入热水中浸泡了一会，刚才还“卡壳”
的胶筒马上服服帖帖开始出胶。我正式

“开工”后，刚开始注意力还比较集中，但
没过一会，眼神就有些“飘”了，尖锐的直
角被我勾成了圆弧，不仅如此，挤出来的
胶也不顺畅，一段粗一段细，还出现了好
几处“断点”。

“要有耐心，不能开小差，不然胶水
要‘逃’掉的。”蔡梅娟在一旁弯着腰，看
了看我的“作品”，笑着说：“干这个活，不
光手要稳，眼神也要好。”

完成沥粉的配件被晒干后，平面的
图案变得立体，之后就会来到村民魏庆
的工位上，45 岁的她主要负责为不同的
配件裁切、填充布料。在这间作坊里，
从裁剪纸板、刷底胶、贴布，到沥粉、上
色、装配，各道工序由数人分工，大家配
合默契。

李华英告诉我，像这样的作坊还有
好几处，分布在附近的村子里，已经带动
村民就业 130 余人次。不仅如此，去年
以来，李华英还开设了缝纫班、刺绣班等
课程，免费为周边村民提供技能培训 20
多场，培训村民300余人次。

记者在嵊州“越都戏剧”工坊当裁缝学徒——

一针一线，指尖生繁花
本报记者 阮 帅

记者（左二）参与经济普查。 本报记者 孙坤 摄

记者（左）制作迷你戏服摆件。 本报见习记者 毛艺蓉 摄 “越都戏剧”工坊生产的越剧戏服。受访者供图“越都戏剧”工坊生产的越剧戏服。受访者供图

阮 帅

谢甜泉谢甜泉 孙 坤

龙湾创客小镇社区的电商企业。 本报记者 谢甜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