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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合肥 5 月 18 日电 5 月
18 日上午，在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省
统计局局长陈军发布了安徽省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陈军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国
务院决定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
标准时点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一年多来，全省上下精心组织、
扎实推进，高质量完成了普查摸底
登记、比对复查、编码抽查等工作，
全面查清了安徽省人口数量、结构、
分布等方面情况。

全省常住人口为 6102.7 万人，
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152.7万人，
增长2.57%，年均增长0.25%。（其中，
安庆常住人口为416.5万人，2020年
安庆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的6.83%）
数据表明，十年来安徽省人口保持
平稳增长。

全省共有家庭户 2191.0 万户，
集体户 97.8 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5727.2万人，集体户人口为375.5万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1
人，比第六次人口普查减少 0.39
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
受迁移流动人口增加、年轻人婚后
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

全 省 常 住 人 口 中 汉 族 人 口
6059.5万人，占99.29%，少数民族人
口43.3万人，占0.71%。与第六次人
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149.0万
人，增长 2.52%；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3.7 万人，增长 9.33%。各民族人口
稳步增长，体现了安徽省各民族全
面发展进步的面貌。

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3110.3万人，占50.97%；女性人口为
2992.4万人，占49.03%。常住人口性
别比由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03.39略
升为103.94，人口性别比基本稳定。

全省常住人口中，0-14 岁人口
为 1174.3 万人，占 19.24%；15-59 岁
人口为3781.5万人，占61.96%；60岁
及 以 上 人 口 为 1146.9 万 人 ，占
18.79%，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915.9万人，占15.01%。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1.47 个百分点，
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5.25 个百
分点，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3.78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4.78个百分点。少儿人口
比重上升，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取得
了积极成效。老龄人口比重上升，
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安徽省仍将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压力。

全省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
的人口为3559.5万人，占58.33%；居
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2543.2 万人，占
41.67%。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
人口增加 1001.8 万人，乡村人口减
少 849.1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5.34个百分点。这表明，安徽省加
快实施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稳步推进以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
化，持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取得了明显成效。

我省发布“七普”主要数据
常住人口为6102.7万人 共有2191万户家庭

新 华 社 杭 州 5 月 18 日 电
“2021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
推选活动18日在杭州启动。本年度
调查推选活动以“百年红、幸福
城”为主题，围绕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以人民城市为人
民、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对中
国城市的幸福感进行调查，推介幸
福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
选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4年，
累计推选出80余座幸福城市，“幸
福城市”已成为国内众多城市新时
代的城市名片和目标。

2021年度的调查推选活动将通
过大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
报、实地调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进

行，最终推选出“2021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推选结果名单将于10
月发布。

由瞭望周刊社牵头成立的中国
幸福城市实验室推出的 《基于大
数据的城市幸福感指标体系》，包
括就业指数、居民收入指数、生
活品质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城
市吸引力指数、公共安全指数、
教育指数、交通指数、医疗健康
指数等9个一级指标以及上百个二
级细分指标。该指标体系在百度
研究院商业智能实验室的技术支
持下，采集相关城市样本数据超
过10万亿条。

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榜单，并通过大数据初

步筛查，确定杭州、广州、成都、
宁波、长沙、南京、郑州、温州、
铜川、佛山、徐州、台州、合肥等
100 个地级 （以上） 城市和佛山南
海区、广州天河区、深圳南山区、
杭州富阳区、江苏太仓市、湖南长
沙县、宁波鄞州区等100个县级城
市（区）作为“2021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的候选城市。

作为本次调查推选活动启动的
一部分，“中国幸福城市治理论
坛”也于当日在杭州富阳举行，来
自全国的城市管理者和专家学者以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中国智慧”
为主题，在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
调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等领域进行了
深度交流和研讨。

调查推选“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百个地级（以上）城市、百个县级城市（区）参评

新华社南宁5月18日电 在
村民眼里，唐以金很“愚”。这位
77 岁的老人是广西桂林市全州
县全州镇邓家埠村人，10多年来
倾尽家产“复活”一座座古民居。

2009年，位于全州县永岁乡
和好铺村的清代古建筑群，因修
建高铁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地处湘桂走廊的全州县，在
2000 多年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
独特的古建筑风格。和好铺村14
栋古民居占地2600平方米，是结
构精巧、雕梁画栋的建筑群，这些
让 16 岁开始学木工的唐以金深
深着迷。

唐以金计算，这建筑群有
1000 多根木头，要 200 亩土地种
60 年的树木才能满足工程的木
工用料需求。他决定买下再整体
搬迁。

真正拆解时，是一场智力与手
艺的考验。虽然这组古民居并未列
入文保单位，但唐以金严格按照有
关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拆除，并请
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指导，每拆一个
木构件都拍摄影像资料。

“拆解古建筑必须懂得榫卯
结构的奥妙，如果强行拆除，损坏
的榫卯结构就无法复原。”唐以金
意外发现其中蕴藏的“密码”，每
一个榫卯结构的结合部位都有先
辈工匠用竹笔留下的标记索引，
标明何处与何处连接。

为了这些房子找到“新家”，
唐以金跑遍全县。他以置换自家
6亩田地和出资方式定下灌阳河
西岸的新址，“这里没有路就修了
一条路”。2010年，他开始按照1:1
修复古建筑。

2 年后，用 40 多天拆解下来
的数万个构件，“拼成”一座座青
砖青瓦飞檐翘首的民居在灌阳河
西岸伫立。“复活”100 栋古民居
的愿望，在这位老人的心中种下。

这个心愿意味一辈子好不容
易在建筑业积攒的财富，将在数年
内尽数投进守护古民居的梦里。过
去几十年，老伴黄让英跟着唐以金
在工地上，两口子吃了不少苦。黄
让英说：“刚开始家人都是反对‘复
活’古民居的，后来看着这个老头
实在可怜，我们得帮帮他。”

当“搬”来的房子越来越多，
这片土地“长出”数千平方米的建
筑群。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州
县思源民俗博物馆于 2015 年正
式挂牌。“我有些地产，最后卖掉
也来做这个事。”唐以金说，至今
已耗费约8000万元。

他花8000万“搬”民居：

古建筑群“复活”记

5月 18日拍摄的海军退役昭
通舰接舰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
牌仪式现场。当日，海军退役昭
通舰接舰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
牌仪式在青岛市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准零点广场举行。据介绍，
昭通舰舷号555，是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的某型导弹护卫舰，于2021
年4月退役，经山东省政府报中央
军委批准，移交青岛市用于爱国
教育和国防教育。 新华社发

退役舰艇落户青岛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