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21 年 6 月 2 日 星期三 电话／2121545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1版责任编辑／刘 颖 2版责任编辑／赵志坚 终校／李文红

要 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
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通知》（国发〔2019〕24号）要求，我国
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州委、州政府
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体普
查对象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全州广大普查工作
人员的不懈努力，圆满完成了人口普查的现场
登记、比对复查、数据汇总等任务。现将我州人

口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及人口分布
全州总人口（常住人口）为 3337559人。12

个县（市）中，常住人口超过 50万人的有 1个，在
30万人至 50万人之间的有 2个，在 10万人至 30
万人之间的有 8 个，少于 10 万人的有 1 个。其
中，人口居前 3 位的大理市、祥云县、宾川县合
计人口占全州总人口比重为 45.51%。

大理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大理州统计局 大理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6月 1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开展的第一次人口普
查，也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关
键节点的一次重大基本国情国力调查，对
于准确把握人口发展新特点新趋势、推动
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而深
远的意义。为便于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公众
了解读懂普查数据，本文对《大理州第七次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相关数据进行简
要解读。

大理州统计局、大理州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大理日报》上发
布了大理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普查数据显示:全州总人口为 333.8 万
人, 居 全 省 第 6 位, 占 全 省 人 口 总 量 的
7.07%。

——从人口总量上看，我州人口总量
比 2010 年 减 少 。 2020 年 ，全 州 总 人 口
333.8 万人，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减少 11.9 万人。普查结果表明，居住地
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
人口流动活跃，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
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
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
度加大，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大
理州位于祖国的西南边陲，经济社会发展

相对落后，且各县市发展不平衡尤为突出，
近年来，州委、州政府把就业扶贫和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
举措之一，我州劳务输出工作成效明显，大
量劳动力外出到州外、省外就业。

——从人口质量上看，人口受教育水
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升。15 岁及
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7.77 年提高至 8.79
年 ，文 盲 率 从 2010 年 的 4.08% 下 降 为
3.4%。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数据显
示:全州 3 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大学 (指大
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33.0 万人;拥
有高中 (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34.0 万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13.7 万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17.6万人
(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
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总体来看,
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全州每 10 万人拥有
的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数均大幅度
增长,小学文化程度人数下降,受教育重心

向较高文化层次转移。各种受教育程度人
口和文盲率的变化,反映了全州教育普及
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升。

——从性别构成上看，总人口性别比
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全州人口中,男
性人口为 169.4 万人,占总人口的 50.7%;女
性 人 口 为 164.4 万 人,占 总 人 口 的 49.3%。
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
的比例)为 102.99,低于全国 2.1 个百分点，
低于全省 4.2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 102.82 上升 0.17 个百分
点,在正常区间。

——从家庭人口规模看，家庭户人口
规模持续下降。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
系 为 主 、居 住 一 处 共 同 生 活 的 人 组 成 的
户。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州家庭户
人口规模持续下降，从 1990 年的 4.51 人、
2000 年的 3.82 人、2010 年的 3.61 人，下降
到 2020 年的 3.01 人，显示这一趋势继续延
续。家庭户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有生育率
下降使得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住房条件改

善年轻人婚后独居增加和人口流动活跃带
来的家庭结构变动等。

——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和劳
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双双下降，老龄化
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上升。2020 年全州
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 2010年减少 11.5
万人，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 2.8个
百分点。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
217.3 万人，比 2010 年减少 14.7 万人，劳动
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 2.0 个百分
点。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与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州 60 岁及以上人
口比重上升 5.1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
比重上升 4.3个百分点。与上个 10年相比,
上升幅度分别提高 3.0个、2.8个百分点。人
口抚养比上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20 我州人口抚养比（0-14 周岁与
65周岁及以上人口加总与 15-64周岁人口
数之比）为 41.8%，比 2010 年上升 3.5 个百
分点，低于全国（45.9%）平均数，仍处于人
口抚养比低于 50%的人口红利期，但由低

人口抚养比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少。
——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全州城镇

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
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全州城镇常住人口增
加了 31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10.44 个百分点。总人口超过 50 万人的有
大理市，在 30万至 50万之间的有祥云和宾
川两个县。人口持续向大理市集聚，2020
年大理市常住人口为 77.1 万人,与 2010 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理市常住人口
增加了 11.9 万人,其余 11 个县均不同程度
减少，大理市的人口吸纳和集聚效应进一
步凸现。普查结果表明，随着我州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落实落地,10年
来全州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
推进,人口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人
口持续向经济更为发达、公共服务更为完
善的区域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更为显著。

十年间，我州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
我州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
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人口自身发展趋
势和人口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
律。同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州人口发
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少儿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进程加快等。

大理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解读一

十年间大理州人口的发展变化

2020 年《大 理 州 第 七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的全州总人口（常
住人口 )333.8 万人，比 2019 年公布的全州
总人口 (常住人口）361.9 万人减少 28.1 万
人 ，主 要 由 于 非 普 查 年 份 的 人 口 数 是 根
据 当 年 抽 样 调 查 数 据 推 算 的 ，部 分 年 份
抽样调查漏登率较高造成推算的人口总
体 会 存 在 一 定 的 偏 差 ，而 且 随 着 时 间 的
推移，这些偏差会不断累积，对年度数据
以及 2019 年数据的准确性会造成影响。
因此，不能直接用 2019 年原公布的总人

口与 2020 年普查数据做比较来计算年度
变化。

普查年份人口数据是全面调查获得
的，数据更加全面准确，这也是世界各国为
了摸清人口状况费时费力也要开展人口普

查的原因所在。普查是全面调查，不需要
进行推算，特别是这次人口普查采用了一
系列新技术新方法，加强了全过程质量控
制，普查现场登记也得到了广大普查对象
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大幅降低了漏登率，

普查漏登率在 0.05%以内，低于国际上一
般认可的 3%的标准，表明了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真实可信，是一次高质量的
人口普查。

非普查年度年末常住人口数采用上

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年度人口抽样调查
进行推算，误差率偏高。其中，尾数逢 0
的年份依据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准确；尾
数逢 5 的年份依据 1%人口抽样调查，俗
称“小普查”，数据相对准确；其他年份依
据 1‰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偏
差相对较大。

根据国际惯例，人口普查之后会对两
次普查之间的抽样推算数据进行修订，这
将消除目前抽样推算的数据和人口普查获
得的新数据之间的差异。

大理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解读二

2020年普查数据与2019年常规统计数据的关系

县 市

大理州
大理市
漾濞县
祥云县
宾川县
弥渡县
南涧县
巍山县
永平县
云龙县
洱源县
剑川县
鹤庆县

总人口（人）

3337559
771128
97610
406642
341319
261205
192942
267474
164613
182977
248147
160471
243031

占全州比重（%）
2020年
100.00
23.10
2.92
12.18
10.23
7.83
5.78
8.02
4.93
5.48
7.44
4.81
7.28

2010年
100.00
18.87
2.96
13.18
10.09
9.06
6.12
8.80
5.07
5.78
7.76
4.92
7.39

二、户别人口
全州共有家庭户 1048985 户，集体

户 37268 户，家庭户人口为 3161302 人，
集体户人口为 176257 人。平均每个家
庭户的人口为 3.01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减少 0.6人。

三、人口性别构成
全州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1693368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50.74% ；女 性 人 口 为
1644191 人，占总人口的 49.26%。总人
口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
比例）为 102.99 ，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 102.82上升 0.17个百分点。

四、人口年龄构成
全州人口中，0-14 岁人口为 557626

人，占总人口的 16.71%；15-59 岁人口为
2212105 人，占总人口的 66.28%；60 岁及
以 上 人 口 为 567828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7.0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18121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2.53%。 与 2010 年 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
的比重下降了 2.75 个百分点，15-59 岁
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2.32 个百分点，60 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5.07 个百分
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4.27

个百分点。
五、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州 3 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大学

（指 大 专 及 以 上）文 化 程 度 的 人 口 为
330138 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 340410 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 1136842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
度的人口为 1176197 人（以上各种受教
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
业生和在校生）。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4677 人上升为 9892 人；拥有高中文化程
度的由 8762 人上升为 10199 人；拥有初
中文化程度的由 32419 人上升为 34062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42173 人下
降为 35241人。

全州 15 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人口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113613 人，
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
盲率由 4.08%下降为 3.40%，下降 0.68 个
百分点。

六、城乡人口
全州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1431062 人，占总人口的 42.88%；居住在

乡村的人口为 1906497 人，占总人口的
57.12%。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309667 人，城镇
人口比重提高 10.44个百分点。

注：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据。
2.全州人口不包括居住在我州的港

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

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
4.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

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
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
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
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
工作学习的人。

5.0-15 岁人口为 596547 人，16-59
岁人口为 2173184人。

6.文盲率是指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不
识字人口所占比重。

7.城乡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乡村
地域上的人口，城镇、乡村是按国家统计
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 本报记者 杨艳玲 文／图

“同学们，快来领新校服了……”
5 月 31 日下午，在云龙县检槽乡完
小校园内，随着四年级杨老师的一
声吆喝，同学们像快乐的小鸟一般，
飞到杨老师身边，拿起崭新的校服，
开心得合不拢嘴。“可以穿新校服
了，可以穿新校服了……”校园到处
洋溢着喜悦的氛围。

5 月 31 日，州扶贫办在云龙县
检槽乡完小举行校服捐赠仪式，在
大理多家企业的助力下，云龙县两
个乡镇的近 2000 名小学生在“六·
一”儿童节这天，穿上了新校服。

经州扶贫办积极协调，州国资
委下属企业和相关爱心企业，捐款
26万元，购买了云龙县诺邓镇福堂
社区“永福制衣扶贫车间”生产的
校服 1910 套，无偿捐赠给云龙县
检槽乡、民建乡小学学生。

在这次捐赠中，州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集团捐款 12 万元、云南欧
亚乳业有限公司捐款 5 万元、大
理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捐款 5
万元、云南万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捐款 2 万元、大理矿泉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捐款 2万元，共计 26万元。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州
507 个企业和组织勇于担当、热忱

奉献，共结对帮扶 915个行政村，累
计投入帮扶项目资金 1.22 亿元，帮
扶带动 37824 户贫困户，为全州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正在组织学生接受捐赠的检
槽乡完小校长杨秀芬笑着说：“我
们学校因为学生家庭条件差异，一
些孩子至今没有校服，这批捐赠的
校服刚好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检槽乡中心校校长段成军说：
“社会多一份关爱，孩子就多一份
信心，我们的乡村教育就多一份未
来，检槽乡将心怀感恩，严谨办学，
努力把学校办成社会满意、家长满
意、学生成才的好学校。”

云龙县检槽乡完小校园内云龙县检槽乡完小校园内，，四年级学生在领取捐赠的新校服四年级学生在领取捐赠的新校服。。

企业献爱心 云龙山区学子“六·一”喜穿新校服
□ 通讯员 袁建锋 罗月娟

今天是“5·21”漾濞地震后的第11
天，“六·一”国际儿童节如期而至，笔
者来到了位于震中的秀岭小学。

在秀岭小学看到，学校的小朋
友们正在举行庆祝“六·一”节活动，
他们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让人
很难想象，这里不久前刚发生过 6.4
级强震。

秀岭小学学生杨平山告诉记者：
“能够重新到学校上学非常开心。我们
这里有困难了，别的地方的叔叔阿姨

们来帮忙，等以后我长大了也会伸出
援手去帮忙其他地方的人。”

秀岭小学是一所山区寄宿制
学校，有学前班和 1 到 4 年级 5 个
班，共 76 名 学 生 。 此 次 地 震 造 成
一栋教学楼受损被暂停使用，当地
党委政府把及时解决学校复课问
题 作 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为 民 办 实
事”的重要内容，在震后的第一时
间在操场上搭建起了临时活动板
房和帐篷并对学校建筑物全面进
行了检测评估。5 月 27 日，秀岭小
学除了学前班以外，所有班级都已

恢复了正常教学。
为了过好这个特殊的儿童节，

秀岭小学结合实际开展了“红领巾
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六·一
系列活动，通过举行少先队新队员
入队仪式，向学生讲一堂国旗下的
思政课等方式，激励同学们从小立
志，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做共
产主义的接班人。州县相关部门和
志愿者们还给孩子们送来了学习用
品和慰问金，与孩子们一起玩游戏，
让孩子们在欢歌笑语中度过了一个
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漾濞：震后的“六·一”儿童节

11 月中旬，滇西人民自卫团总
部获悉，弥渡县城守敌士气低落，
经常 沉 迷 于 看 戏 。 根 据 形 势 ，决
定将 2 支队调出南山区，抓住战机
攻下弥渡、全歼守敌。滇西人民自
卫团 政 治 处 主 任 普 之 宝 、副 主 任
何 以 中 率 2 支 队 经 过 两 天 行 军 抵
达弥渡县城东南的苴力，与 3 支队
2 大队会合。经过侦察，召开会议
部 署 攻 城 ，决 定 于 18 日 围 攻 弥 渡
守备 部 队 沙 有 元 部 ，由 丁 锡 功 、
左蕴章、戴天率部攻打北门，王述绪
率 2 支队 1 大队攻打西门，夏树清、
徐坤 率 2 支 队 2 大 队 攻 打 东 门 ，
杨 祚 、高峰率 3 支队 2 大队攻打南
门，2 支队直属中队在北门外河里
打援。18 日拂晓，信号枪一响，四
门同时攻击。战斗打响后，3 支队 3
大队赶到参加攻打北门和王家楼。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战，各门相继攻
破 ，但 在 巷 战 中 受 阻 ，出 现 了 伤
亡。夏树清及时向敌兵喊话，交代
政 策 ，有 20 多 名 敌 兵 交 出 两 挺 机
枪 和 10 多 支 步 枪 向 自 卫 团 投 降 。
左蕴章利用与沙有元是军校同学
的关系，给沙有元写了字条，说明
只 要 他 投 降 可 保 证 他 的 生 命 安
全。在大队长李汉三及各部奔袭
敌指挥部的情况下，沙有元率部投
降 。 这 次 战 斗 共 毙 敌 11 人 ，俘 敌
沙有元及以下官兵 200 余人，缴获
机 枪 7 挺 、长 短 枪 100 余 支 、骡 马
20 多 匹 、半 开 2000 多 元 以 及 一 批
弹药和军用物资。弥城近郊陆家
营、肖家营、吴家营等“农抗会”组织
给部队送来饭团、茶水、米花糖等
慰劳部队，军民共庆胜利，全城欢
腾。午饭后，部队撤离到县城以南

的 五 台 山 ，同 时 派 出 侦 察 员 到 公
路沿线侦察敌情。在获知祥城守
敌 力 量 薄 弱 、城 防 不 足 100 人 、驻
守县政府的政警队人 少 装 备 差 的
情 况 后 ，何 以 中 、普 之 宝 率 领 人
民自卫团 2 支队、3 支队在祥云城
区 党 组 织 的 配 合 下 ，于 21 日 拂 晓
一举攻克祥云县城并全歼守敌，缴
获步枪 50 余支、子弹 1 万余发、半
开 2000 余元。县常备队及城防人
员 经 教 育 后 遣 散 回 家 ；对 被 俘
的 县 长 雷 秉 钧进行了教育，晓以
大义、指明出路，要他不再做有损
人民之事。同时，释放了县政府抓
捕 关 押 的 无 辜 群 众 ，并 开 仓 济
贫。中午时分，部队按计划撤离到禾甸，
祥弥区办事处派出正副镇长接管
了政权。

（州委党史研究室 牛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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