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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县泉湖镇双口村是此次抽中的样本点之一，我有幸担任本

次工作的调查员，调查对象是 18~64 周岁的常住人口 ( 包括户籍人

口和常住的流动人口 )。经过了两天紧张的培训、模拟练习和在线

考试，并获取调查资格证之后，我便开始人口信息收集工作。

7 月，尽管每一天都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但阻挡不了我对工

作的全面开展。我和镇妇联刘主席每天早早地来到双口村村部，

每天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能回家。入户调查时，我知道村民干活一般

都是中午一点钟左右才收工回家，我便利用这个时间段入户调查。

面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调查对象，我们调查员需要逐

字逐句地用本地通俗的语言来翻译，且必须不厌其烦地解说。深刻

记得入户调查的第一户，抽中的对象是一位 63 岁的阿姨，一开始因

为听不懂问题，她几乎都是答非所问。整场问卷下来，我花费了三

个多小时，每一道题都用挖空大脑找通俗易懂的比方、苦口婆心的

方式来解说。因为是第一户调查，所以有督导老师在场指导，也给

了我很多提示。

说实话，这场问卷下来让我感到精疲力尽，但我告诉自己必须

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当天晚上，我除了重新阅检那份问卷外，还

拿了培训课本挑灯夜读，找到了很多问题解说的方法，为后续工作

奠定了基础，也让自己有信心重振旗鼓。

还有一户姓杨的男士让我印象深刻。他 50 多岁，性格比较固执，

刚开始对我的调查感到没有安全感，所以不想提供家人的出生年月、

夫妻的收入情况等等信息，我们反复做解释工作还是无果。在问

卷快僵持不下时，我突然想到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家里培养了两个优

秀的大学生，并且都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一般老百姓都是喜欢聊自

己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于是，我把这个题材作为切入点，跟他分析 :

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孩子，他本人必须是很优秀的，家庭必须是很

和睦的，既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怎么可能不了解妻子的收入情况

呢？怎么可能跟妻子 AA 制呢？最后，他还是说出了自己家庭的相关

信息，让我的调查顺利完成。

我总算是有惊无险，又过了一关！

在入户调查期间，我都是白天争分夺秒地入户面对面问卷，晚

上利用清静的环境把白天的问卷重新过滤一遍，看有没有逻辑性错

误问题，然后再提交问卷。每当提交问卷后，收到审核通过的消息，

我都欣喜若狂，累并快乐着。说来也算有点小幸运，当我最后一天

入户完时，次日上午便收到了初审全部通过的消息，并且，全衡南

县我是第一个初审通过者，这时我一直紧绷的情绪豁然开朗，真是

功夫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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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县作为湖南省三十六个样本县市区之

一 ，被抽中的样本点有五个，包括永丰街道

光辉社区、金开街道桑园社区、杏子铺镇双源

村、甘棠镇四方村、花门镇珠江村。作为一名

调查员，2020 年的这个夏天，这段平常但又不

寻常的“38 天”，这些“意料之外”的感动，却

成为了我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感动一：放弃午休配合调查的“建筑工人”
由于当天上午已调查过 2 户，时间有点迟了，

所以不得不留在村干部家中吃午饭。闲谈中得

知李小明的老婆现在在家里，我特别高兴，赶

紧扒拉了两口饭，便与村干部一同前往他家。

来到他家，了解完他们家庭基本情况之后，

系统抽中的调查对象是李小明。因为在去之前，

我已得知李小明正在隔壁村帮人家建新房，所

以我就想着这么大热的天，好不容易可以午休

一会，李小明是绝对不会回来接受我们的调查

的。但调查对象都是由系统随机抽取，无法更

改，我又怕他老婆为难，于是客气地说 ：“他

不在家没关系，我改日再来。”

可没承想，李小明的老婆马上请村干部拨

通了他的电话，叫他回来接受调查，而李小明

竟然也毫不推脱地答应了，20 分钟后，一辆摩

托车停了下来，李小明微笑着朝我们打招呼。

这次调查用了40 多分钟，也是温暖我心的 40

多分钟，没有丝毫怨言，全程十分配合回答提问，

总是笑脸相迎的李小明，让我深受感动，也更

坚定了要将这项工作做好的信念。

感动二 ：“ 百善孝为先”的老板
禹老板今年 40 岁，在广州同妻子经营一家

床上用品店，育有 2 个儿子，大儿子 12 岁，小

儿子 5 岁。他的父年老多病，又不愿意去广州与

他们同住。今年 5 月份，父亲病情有所加重，

禹老板毅然决定，让老婆带着大儿子在广州，

自己带着小儿子回家照顾父亲。

接受调查时，他时不时叮嘱在身边玩耍的

儿子，要他小心，不要碰坏东西。他同我说：“让

父母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床前有人照顾是儿

子最快乐、最自豪的事”。从他的身上，我看到

了为人子女应有的担当，也感受到了血脉亲情

的可贵。对他而言，生活的压力，家庭的牵绊，

是阻力；但我亦觉得，“子欲养，亲仍在”的美

好画面，更是他获得力量，披荆斩棘的有力武

器。

感动三：只有母亲走出阴影，家才能焕发生机
刘姐是换户后抽中的调查对象，我也不曾

想到会在这个被抽中几率比中彩票还难的“大

项目”中与她结识成为朋友。刘姐的丈夫三年

前去世，育有三女一儿的她感觉天从此就塌下

来了，她变得不愿出门，不愿和别人沟通。看

调查对象不配合？
我从孩子打开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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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衡南县泉湖镇调查员  朱锦荣

不寻常的 38天，
收获“意料之外”的感动

娄底市双峰县花门镇调查员  谢季福

着在家偶尔玩手机看电视的儿子，她总是泪眼

婆娑地说 ：“妈妈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好好学

习，考上大学。”即将读高三的儿子本来内心就

有很大的压力，加上妈妈一天到晚的唠叨，叛

逆心越来越强。

当我问到她“是否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样

的问题时，她的回答全部是“否”。我很着急，

担心这个家从此沉沦。于是我同她分享了我和

即将读高三的女儿沟通的一些经历，我对她说：

“当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应该对自己说，

我是孩子们的榜样，只有我们坚持克服困难，

孩子们才有勇气面对困难。只有你走出了阴影，

你的孩子们才能走出来，你们的家才能焕发生

机。”在我的一番开导下，刘姐沉默了许久，后

又面露笑容，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那更

是与自己、与生活和解的、释然的笑容，那一刻，

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光。

感动四：教育好孩子是最重要的事
小丽，32 岁，轻度残疾，腿脚不便，育有

2 个儿子，大儿子 7 岁，小儿子 5 岁，属建档立

卡贫困户。她以前在电子厂当品检，因公婆几

年前相继去世，孩子无人帮忙照看，所以她就

辞职回家，成为了无收入的家庭主妇，目前其

家庭的收入来源全靠老公在外地养鸡场打工，

收入微薄，生活艰辛。

但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她们夫妇选择在学校附近租房，现租住在花

门镇中心小学附近的民房内，虽然生活艰苦，

但他们夫妇二人仍然乐观向上，她说 ：“我现

在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好两个孩子的起居，陪

他们一起学习，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电视机，没

有大的风扇，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觉得，

教育好孩子，是我们两口子最重要的事情。”从

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虽无寸外物，却有

万丈心”，这样的家庭教育理念，才是正确的

教育理念，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

我也充分相信，在他们夫妇二人的积极努力下，

他们家庭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38 天的别样工作经历，让我感动、令我震

撼的细节远不止于此，仅摘取几例，与君共享。

谢季福（左）向入户对象讲解调查意义。

朱锦荣（右）入户调查时，总是耐心的一一解释问题。

扫一扫，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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