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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陈炜伟

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来了。目
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已经进入现
场登记阶段，700多万普查人员走入
千家万户，逐人逐项登记普查信息，
整个登记工作将持续到12月10日。

人口普查为何把住房情况纳入普
查范围？如何保护普查收集的公众信
息？如何辨别普查人员身份的真假？
围绕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新华视
点”记者采访了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为何要填报身份证号码？

【社会关注】这次普查与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在指标设置上大体相
同，但也有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填报
公民身份证号码。为何要填报身份
证号码？

【权威回应】为了提高普查数据
质量，在这次人口普查中首次采集普
查对象的身份证号码。这主要是出
于数据比对的目的，实现普查数据与
公安、卫健等部门行政记录的比对核
查，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公众对采集身份证号码
极其敏感，我们将对身份证号信息进
行保密处理，普查全流程将加强对公
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为何把住房纳入普查范围？

【社会关注】此次普查登记的内

容中包括“住房情况”，甚至有人认为
这是“首次”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为何
要登记住房情况？

【权威回应】住房情况的登记，事
实上并非“首次”纳入普查，这只是做
好人口普查的“常规动作”。

以房“查人”是世界各国进行人
口普查普遍采用的方法，人口普查中

“查房”的目的是为了查准人口。同
时，由于人口居住状况是重要的民生
问题，为了解我国人口的总体居住情
况，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开
始，调查问卷中设置了有关居住情况
的指标，主要包括居住状况、生活设
施、房租水平等与人民生活相关的问
题。这次普查进一步完善相关指标，
以便更好反映当前人口的居住状况。

如何保护普查收集的公民
信息？

【社会关注】这次普查登记包括
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
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
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等情况。收
集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会不会成
为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权威回应】此次普查将采用互
联网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部署，
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希望广大
社会公众积极支持参与人口普查，主
动配合、如实填报，确保普查数据真
实准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
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
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全国人
口普查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人口
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
个普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作为
对人口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的依据，不得用于人口普查以外的目
的。

而且，我们将全流程加强对公民
个人信息的保护，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向任何机构、单位、个人泄露公民
信息。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对在普查中所知悉的信息必须严格
履行保密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如何防范借普查之名的诈
骗行为？

【社会关注】普查难道还要收费
吗？如何辨别真假普查人员？近期，
一些地方发生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为名的诈骗案件，公众该如何防
范？

【权威回应】首先，人口普查不收
取任何费用，千万不要轻信任何以人
口普查为由，索取财物、财产、账号密
码信息、短信验证码的行为。

公众要识别真实的普查员身
份。所有普查员必须佩戴证件，证件
必须要有县级及县级以上人口普查

办公室的章。如果看了证件和公章
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建议打电话给
社区或村委会工作人员来鉴别普查
人员的身份。另外，人口普查不涉及
任何收入调查。如果有这样的现象，
也可以判断是有问题的。

公众如何配合普查工作？

【社会关注】开展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是摸清我国人口家底的重要
手段，公众该如何配合这项工作？

【权威回应】开展人口普查，全面
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
面的最新情况，将为科学制定发展规
划、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提
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同时，
人口普查数据也是制定和完善未来
收入、消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
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的基础，为教育
和医疗机构布局、儿童和老年人服务
设施建设、工商业服务网点分布、城
乡道路建设等提供决策依据。

所以说，人口普查不仅是为国家
普查，普查的结果也对每个普查对象
有用。希望社会公众能够支持人口
普查工作，积极配合普查员开展调
查。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人口普
查所需的资料，如实回答相关问题，
不提供虚假信息，不隐瞒、伪造有关
情况。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为何登记住房情况 如何保护公民信息 如何防范诈骗
——权威部门回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董峻 李思远

湖北宜昌，矗立在长江西陵峡谷的三
峡工程有如一座历史丰碑，铭刻着中华民
族一段百年梦想。

日前，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
部程序，三峡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工程
质量满足规程规范和设计要求、总体优良，
运行持续保持良好状态，防洪、发电、航运、
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这也意味着，中国人追寻百年的三峡
工程之梦终于实现。

百年风雨筑坝路

10月28日14时，三峡水库水位蓄至
175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三峡水库连
续第11年完成175米试验性蓄水任务。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
纽工程，监测表明三峡工程拦河大坝及泄
洪消能、引水发电、通航及茅坪溪防护工程
等主要建筑物工作性态正常，机电系统及
设备、金属结构设备运行安全稳定。输变
电工程运行安全稳定可靠，设备状态良好，
满足电站电力送出需要。

时光回溯到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
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首次提出建设三
峡工程构想。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毛泽东提出：
“在三峡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
役。”1982年对是否兴建三峡工程，邓小平
果断拍板：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6年至1989年，国务院组织412
位专家对三峡工程全面论证。大多数专家
认为建设三峡工程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
理。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2020年11月，截断巫山云雨的“国之重
器”三峡工程建设，终于划上一个圆满句号！

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防洪是三峡工程首要任务。从蓄水至
今年8月底，三峡水库累计拦洪总量超过

1800亿立方米。
“通过建设三峡工程，长江形成了以三

峡工程为骨干、效益巨大的防洪体系。”水利
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陈桂亚说。

改善航道条件也是建设三峡工程的一
个题中之义。三峡船闸自2003年试通航
以来，过闸货运量快速增长，截至今年8月
底，累计过闸货运量14.83亿吨，有力推动
了长江经济带发展。

发电和节能减排方面，作为全球总装
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截至今年8月底，三
峡电站累计发电量13541亿千瓦时，成为
我国重要的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水资源利用方面，三峡水库每年枯水季
节下泄流量提高到5500立方米每秒以上，
为长江中下游补水200多亿立方米。

三峡工程建设中的移民工程共搬迁安
置城乡移民131.03万人。验收结论显示，
移民生产生活状况显著改善，库区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移民
迁建区地质环境总体安全，库区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良好。

推动水电事业跨越式发展

三峡工程建设曾遇到过许多重大技术
问题，全国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历经数十
年科技攻关，在枢纽工程和输变电工程设
计、施工、设备制造、安装和调试等方面解
决了诸多世界级重大技术难题——

工程建设者首创深水平抛垫底、单戗
堤立堵截流技术，解决了超大水深、大流量
截流技术难题。

三峡双线五级船闸是全球规模最大、
连续级数最多、技术条件最复杂的内河船
闸，推动我国内河大型船闸技术位居国际
领先地位。

万里长江奔腾，大坝巍然屹立。靠劳
动者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创造出来的这项
世纪工程，使几代中国人开发和利用三峡
资源的梦想变为现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发展的重要标志。

（据新华社武汉11月4日电）

百年逐梦今朝圆
——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综述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4 日电 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石窟
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到2022年，石窟寺
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要进展，石
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除，石窟寺“四
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
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
理）工作基本健全，重点石窟寺安防
设施全覆盖。到“十四五”末，石窟寺
保护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人才培养体
系基本完善，保护管理机构和队伍更

加健全；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
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意见》明确了石窟寺保护利用
10项主要任务：一是加大石窟寺抢救
性保护力度。开展全国石窟寺保护
情况调查，编制专项规划，实施石窟
寺保护重大工程。二是建立石窟寺
安全长效机制。实施石窟寺安全直
接责任人公示公告制度，建立完善联
合执法巡查制度，开展全国打击文物
犯罪专项行动，开展石窟寺违规妆
彩、涂画、燃香专项整治工作。三是
深化学术研究和价值挖掘。有序开

展考古调查、价值阐释、艺术研究和
成果普及，制定出台石窟寺考古中长
期计划。四是加强石窟寺数字化保
护利用。加快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开
展石窟寺数字化工作，加强数字资源
管理和共享共用。五是提升石窟寺
综合展示水平。实施石窟寺展示陈
列提质工程，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线
路、国家遗址公园。六是规范石窟寺
旅游开发活动。核定、公布石窟寺景
区游客承载量和重点洞窟的最大瞬
时容量，推广预约参观制。七是深化
石窟寺文化交流合作。安排石窟寺

考古研究、文物保护等学术交流与合
作项目，策划外展精品项目。八是发
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石窟
寺病害检测、无人智能监控等关键技
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安排一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九是完善人才教育培养体
系。建立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专门
人才联合培养基地，设立文物保护职
业教育与培训基地，推动建立完善文
物修复领域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十
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健全国
家和区域两级石窟寺协调保护研究
机制，完善石窟寺保护利用项目政府
采购管理方式，优化工程管理，鼓励
采取设计施工一体化方式。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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