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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普办〔2020〕21号

常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摸底登记期间重点人群查遗补漏工作的

通 知

各区县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桃花源旅游管理区、

西湖和西洞庭管理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市第七次全国人ロ普査工作已进入摸底登记的关键阶段，

根据多次督导中发现的和各区县市反映上来的情况，普査摸底中

还存在一些漏登现象，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为确保普查摸底和普

查登记工作全覆盖，经梳理，各级普査机构、指导员、普査员要

对相关易漏登的 22类常住人口认真开展好查遗补漏和摸底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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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容易出现漏登现象的常住人口

1．租房户摸底登记的同时，注意房主（房东）不要漏登；

2．居住生活在写字楼、办公楼、地下室及前店后住的外来

常住人ロ（如众创空间、电商企业、门面商铺、加工店面等）；

3．居住在高新区、工业园、乡镇山区的的厂矿企业宿舍集

体宿舍里的管理人员、务工人员、留守人员；

4．居住在金融银行、保险、电力、税务、海关、国安、电

信、移动、联通、消防宿舍、纪委监委留置基地、电站等装有门

禁系统或安保很严，外人难以进入单位的外地来常德工作生活、

留置的常住人口；

5．在我市工作的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驻常德单位外地交

流来常德干部职工；

6．各级领导干部的居住住所；

7．居住生活在各企事业机关单位的门卫、食堂的常住人口；

8．吃住在建筑工地、工程项目部工地工棚的外来项目管理、

施工队常住人口；

9．工作居住在军事单位的文职人员、家属、子女、门卫（安

保）食堂、保洁等工作人员；

10．工作居住生活在我市境内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及服务区、

机场、高铁站、火车站（包括火车站、汽车站、货站等）、车务

段、汽车站的外来常住人口；

11．大中专院校、中小学的门卫（保安）和集体宿舍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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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如文理学院、高职院、常德市一中等）；

12．在我市从事驻村帮扶工作的国家、省直单位驻村扶贫工

作队长、队员（在扶贫村登记）；

13．居住在住宿餐饮业、休闲娱乐场所、KTV、网吧、美容

美发保健、足浴店、洗脚城、宾馆旅社、门面房从事服务业的外

来流动人ロ（如宾馆酒店里的集体宿舍）；

14．在我市民宿、山庄、养老院生活超过半年的外来人ロ；

15．在我市居住的外籍人员（含婚嫁来常德、外教、工作人

员，由公安、外事办提供人口信息）；

16．长期在我市医院住院特别是外地来常德住院的病人及长

期陪护的家属；各家医院、妇幼保健院 11月 1日之前出生的新

生婴儿（建议医院所在地普查小区的普查员与医院联系并及时掌

握情况）；

17．居无定所的流动商贩及其他人群（如在我市的外地房屋

补漏人员、外来的流动水果商）；

18．我市范国内的庙宇、道观等宗教场所居住生活的道士、

和尚、尼姑等常住人口（由所在村（社区）负责普查登记）；

19．在我市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的羁押人员（由公安机关、

监狱管理机关统一向当地社区普查员申报登普查登记）；

20．在我市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民政部门配合收容，普查员

及时登记）；

21．因受疫情影响，我市今年 1－8 月份在家生活学习、9

月份才开学外出上学的大中专院校学生、1－6 月份在家居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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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毕业的应届高校大中专毕业生；

22．因受疫情影响，今年 6月份以后才外出的务工人员；或

上半年外出务工中途又返乡人员。

二、查遗补漏摸底登记工作要求

从现在到 11月 15日前，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组织普查员抓

紧开展以上人群的查遗补漏工作，按照“区不漏房、房不漏户、

户不漏人、人不漏登”的原则，认真核实摸排常住人口，针对可

能遗漏的情况进行全面摸排、多次摸排、地毯式摸排，确保人口

普查摸底数据的全面、真实、准确。一要对照普查图及底册进行

清查，将各普查区边界线的重点部位等薄弱环节作为重点查遗对

象，一户户核对，做到查遗补漏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二要切实

开展自查互査，指导员、普查员要查看本普查小区户数是否齐全，

是否存在漏登、漏录的现象；查看户口底册中居住入数与户籍人

数逻辑关系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照抄户籍资料情况；结合辖区人

口动态流动情况，核实重点区域容易发生漏登的集体户、外来人

口、户籍外出人口等人群。要通过查遗补漏工作，及时补登补录

缺失的人数和户数。

常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6日

常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6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