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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商务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永 康 市 爵 一 健 身 器 材
厂 遗 失 永 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5 年 4 月
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0085818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爵一健身器材厂
2017年7月4日
声 明

9501 永康市麦包包工贸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副 本），浙 税 联 字 ：
330784576540317，声明
作废。

声 明
9506 永 康 市 象 珠 镇 寺
口 吕 村 经 济 合 作 社 遗
失 农 村 信 用 社 核 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82000557204，声 明
作废。

声 明
9506 永 康 市 象 珠 镇 寺
口吕村经济合作社遗失
农村信用社核发的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
Q9933078400055720A，

声明作废。
声 明

9516 永康市芝英镇瑞银
五金制品厂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浙税联字：
33072219770401381701 ，
声明作废。

声 明
9517 永康市雅致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浙税联字：
330784307725663，声明
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9518 永康市维圣家具有
限公司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1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000210657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维圣家具有限公司

2017年7月4日
声 明

9530 永 康 市 启 达 五 金
工 具 厂 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正 本），浙 税 联 字 ：
33078476520913X，声明
作废。

近日，记者从市农普办、市统计局获悉，十年一次的
全国农业普查在我市已经完成了最后阶段的村表、乡表
国家平台上报，数据质量审核，省事后质量抽查等工作，
主体工程喜迎全面“结顶”。这也意味着农普最繁忙和
艰难的阶段在长途跋涉一年多后顺利接近“终点站”。

此次普查中，3000 多名普查人员在 300 多个日夜
里连续作战，清查摸底出了 14.7 万农户、874 家规模
户、887 家农业经营单位的普查对象、确权耕地面积 20
余万亩和实际耕种面积 14 余万亩。正是通过这些普查
数据，我市全面掌握了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而接近

“零差错”一次性通过国家验收的数据审核结果也有力
地证明我市农普工作在省内各县市中的示范作用。

第三次农业普查试点开展入户登记工作第三次农业普查试点开展入户登记工作

三农普主体工程屡获殊荣完美收官
接近“零差错”通过国家验收 成各县市典范

我市三农普大事记

●三农普在初期被列为市政
府2016年、2017年重点工作；

●三农普工作前期，我市创新
编写的《永康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清查摸底工作指南》手册，被金
华市农普办作为清查摸底指南范
本及工具书进行推广；我市按高标
准配强办公设施 ，配备 PDA760
台，是金华市唯一保障一村一台
PDA的县市区；2016年10月，我市
为 2800 名指导员、普查员投保意
外伤害险，是金华市仅有此举的县
市区；市财政划拨农普工作经费约
650 万元，其中 300 余万元为两员
报酬补贴，经费预算在金华各县市
中最为充足。

●三农普宣传计划严密，宣传
工作贯穿划区绘图到入户登记，及
普通集日到五金博览会、中国统计
开放日等重大节点，全程不停歇；
宣传手段从新型媒介到传统媒介，
形式多样，包括发放《致被调查户
的一封信》30 万份，在本报以农业
普查领导小组组长答记者问，采访
报道普查人与事，在电视台黄金时
段播放农普宣传视频，开展农业普
查有奖问答，利用统计官方微博及
市镇村三级微信群层层传播，镇村
组建腰鼓队走街串巷进行宣传。
我市另投入近30万元制作环保袋、
水杯、手电筒、雨伞等宣传用品，发
放1万多份纸质资料，粘贴宣传画1
万多份，基本实现“逢市必有横幅、
逢村必有标语”，增加普查对象对
农普的了解并提高配合程度。

●三农普调查表完成数据核
实后，我市以接近“零差错”的好成
绩一次性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县市
工作鲜有的范例。

●三农普事后质量抽查侧记
《不遑暇食，与时同行》在5月23日
《中国信息报》第六版上刊登，成为
省内全国三农普工作开展以来唯
一上榜国家统计局报刊的县市，此
文也从侧面印证我市三农普成果
及全市 3000 多名普查人员的汗水
与艰辛。

●三农普截至目前，我市农普
团队共有 3 篇文章被国家级媒体
采用，70 余篇被浙江省普查信息
网采用，100 余篇被金华普查信息
网采用，信息上报量在金华各县市
中位列第一。

近期，《中国信息报》刊登了我市一

篇名为《不遑暇食，与时同行》的三农普

事后质量抽查侧记，讲述了 5 月上旬，

我市被抽为金华市唯一接受浙江省三

农普事后质量抽查单位时，抽查小组与

被抽中小区群众间的感人互动。

农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是普查登记

之后独立进行的调查，是确保普查质量

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是通过核查农业

普查登记范围的完整性、普查登记内容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评估普查数据质

量和合理应用普查结果提供科学依据。

此次抽查抽中“芝英镇宅口村第02

普查小区”，抽查小组严格按照《浙江省

第三次农业普查质量抽查方案》，对事

后质量抽查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和要

求。工作中，抽查小组不放过最佳时间

点，争分夺秒，不遑暇食、不厌其烦地进

行访问，用真实的调查数据、实实在在

的成果印证了我市三农普工作的成绩。

据悉，《不遑暇食，与时同行》这篇文

章从侧面肯定我市三农普工作，让我市

成为了我省开展全国三农普工作以来，

唯一上榜国家统计局报刊的县级市。而

《中国信息报》这份海内外发行量达 50

万份的报刊，间接地表征了我市三农普

工作中3000多名普查员一年多来辛勤

的工作。

▶延伸阅读
农业普查旨在查清每个十年农业、

农村、农民发展变化情况，为科学制定
“三农”政策提供基础性决策依据。普查
对象包括全国所有的农业经营单位、农
业经营户、行政村和乡村（全国3万多个
乡镇、60多万个村委会、2亿多农户）。普
查标准时点定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时期资料为2016年度资料。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步入全
面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
等关键时期进行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与前两次农业普查相比，这次农普
时间节点十分关键，因此具有十分重大
而特殊的现实意义。

全国农业普查在逢 6 的年份实施。
2016年1月，随着国务院和省市陆续下
发《第三次农业普查通知》，我市政府关
于开展第三次农业普查的通知下发并落
实到各镇街区，正式启动三农普工作。

对这项全面了解“三农”发展变化
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市委、市政
府予以高度重视。普查伊始，市政府便

专门召开农业普查协调会议，成立第三
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副市
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市长、副市长就贯
彻落实农普工作分别作出批示，把农业
普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布置到各
镇街区和市直有关部门，并纳入市政府
2016年、2017年重点工作。

为强力推进农普工作，我市组建了

由统计、农林、国土、水务、民政等部门组
成的20余人农业普查办公室；在全市16
个镇街区先后组建不少于5人的农业普
查工作机构；在全市 710 个行政村建立
每村不少于3人的业务团队。这支总数
达3000余人的农普队伍集结永城，在全
市基本形成了市镇村三级联动的农普统
计机制，吹响了农业普查战役的号角。

市镇村三级联动 吹响普查战役号角

三千“精兵”啸聚永城 全力奋战农普一线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市 16
个镇街区共召集了 3000 多名来自不
同岗位担任不同职务的农普人员，形
成了以村会计为主体，农普老兵为引
领，熟悉农村情况的老人、精通信息技
术的青年、掌握人脉的村干部为成员
的普查队伍。他们在农普工作第一线
用奋战的精神，辛勤的汗水谱写三农
普工作新篇章。

三农普工作开展以来，农普人员先
后经历了综合试点、划区绘图、清查摸
底、入户登记、PDA 录入、数据审核等
阶段。每个阶段业务培训时，普查人员
都会从各村赶来，在会场通过材料、听

课、做笔记等形式熟悉普查流程，培训
结束时还带着问题在农业普查工作机
构继续学习，主动解决首次参加农普过
程中不了解的情况，也与时俱进掌握三
农普首次引进的先进科技。

考虑农普环环相扣的特点，普查人
员严格控制各阶段普查质量，在划区绘
图阶段实地走访全村的每一幢建筑，画
好后接着实地再走访核实小区图，一有
不对，全面翻工，一个月时间内完成
1870份小区图的绘制；上门入户登记阶
段拿着普查登记表一户一户询问登记，
对于常年不在村里的村民，通过询问其
亲戚或打电话的方式进行填表，一个月

时间内完成 15 万余份普查表的填写；
PDA录入阶段，连年逾花甲的老人都学
会了操作，把指标达六百多项的表格录
入 PDA，还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
个月时间内完成15万余份普查表PDA
的录入，真正做到村不漏房、房不漏户、
户不漏人、人不漏项，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

每日并肩作战，让普查人员在短时
间内培养了如军人般深厚的情谊。一
位参加过三农普的老人告诉记者，自己
常常想起普查期间和同事加班赶任务
的感觉、那些忙碌而充实的日子、那段
为农普奉献的美好时光。

数据接近“零差错”一次性通过国家验收

农业普查的每个阶段，登记表数
据的录入、核实和修正都是繁琐而冗长
的工作。结合 1996 年与 2006 年两次
全国农业普查的经验，借鉴其他地区在
数据质量控制方面的做法，我市在数据
审核阶段主动出击、创新方法、提前谋
划，使数据质量一直保持领先水平。

今年 2 月至 3 月，各镇街区陆续完
成了普查表的现场登记及 PDA 录入
工作。我市市镇村三级联动，对入户

登记表进行审核，查议程、重核实、改
错漏，严把统计数据质量关：市镇两级
农普办立足“走、查、改”勤审快核出数
据，建立分片负责、一对一联系制度，
全员下沉奔赴村级开展实地指导，共
达 2000 多人次；三级普查员根据《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现场登记数据质量
控制办法》自查、互查、抽查，有计划有
步骤地组织质量审核工作；市农普办
每天第一时间更新数据平台审核，及

时下发上级新增审核公式后出现的差
错，依照审核验收工作流程，几上几下
进行核实修改。

3 月至 4 月，三级农普人在数据审
核期间连续作战，在上级规定的时间
内，全面完成农户、规模户、农业经营
单位报表 20 余万条下发的数据核实
工作，以接近“零差错”的好成绩一次
性通过国家验收，成为县市工作鲜有
的范例。

《中国信息报》刊文 侧面肯定我市农普成果

□记者 陈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