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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来安县雷官镇埝塘村村民在田里装苗木。

近年来，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雷官镇将发展苗

木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建立起“公司+合

作社+村民”的苗木产销模式。如今，苗木产业成为

当地支柱产业，在美化乡村环境的同时也带动村民

增收致富。 ■ 据新华社 记者 刘军喜/摄

“绿色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图说图说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

办5月1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

省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实

现党的十八大以来连年“双提升”，2020年

分别达到98.95%和97.71%。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东明

介绍说，我省打击违法犯罪“零懈怠”。充分

发挥平安建设主力军作用，纵深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扎实开展“守护平安”系列行动，

全省安全稳定形势呈现出“四升、五降”的良

好态势。“四升”，即与2012年相比，2020年

全省抓获犯罪嫌疑人数、治安处罚数、行政拘

留数、移送起诉数等四项主要打处犯罪指标

分别上升45.5%、27.7%、2.6%、17.4%。“五

降”，即与2012年相比，2020年全省刑事案

件发案总数、命案发案数、八类暴力犯罪发案

数、三类可防性案件发案数、道路交通事故起

数分别下降 28.9%、37.8%、67%、78.4%、

41.3%。

对公共安全管理“零松懈”。截至今

年 4月底全省已连续 70个月未发生重特

大道路交通事故，连续 11 年实现危爆物

品“零流失、零被盗、零炸响”。优化便民

服务“零距离”。先后推出“全程网办”“刷

脸住宿”“一键挪车”等 230 余项有力度、

有温度、能感知的便民利民措施。实现

290项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活跃用

户数超 2500 万，日均为群众提供服务 20

余万人次，使广大群众到公安机关办事像

“网购”一样方便。

此外，今年以来，全省共侦破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15080起，同比增长267.72%，抓获犯

罪嫌疑人5207人，同比增长172.90%；全省

反电诈中心共落地劝阻被骗群众72918人，

冻结涉案银行账户43205个，冻结资金21.1

亿元。

在安徽智慧公安建设方面，据张东明

介绍，我省针对信息采集繁杂问题，以自动

感知获取为主、人工无感采集和社会信息

接入为辅，在提高数据采集质效的同时，最

大限度减轻民警负担，目前大数据中心自

动采集的数据占比98%。将人像比对功能

嵌入业务系统，赋能一线1404个身份证办

理点、1322个交通事故非现场违法处理窗

口，日均服务8.2万次。

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

合肥超阜阳成为安徽人口第一大城市

我省刑事案件总数
比8年前下降28.9%
连续70个月未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5月18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由省统计局公

布了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据悉，截至

2020年11月1日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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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表明，十年来我省人口保持平稳增长。 ■ 记者 祝亮

数据：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1人
结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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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少数民族人口43.3万人，占0.71%
结论：各民族人口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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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我省各

民族全面发展进步的面貌。

数据：性别比由六普的103.39略升为103.94
结论：人口性别比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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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78个百分点
结论：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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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仍将面临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数据：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10.5万人
结论：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全省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810.5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811.3万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058.1万人；拥有小

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640.1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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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六次人口普

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上升6547人；拥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上升2454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由 8.28 年提高到 9.35 年，文盲率由 8.14%下降为

4.49%。受教育状况不断改善，这表明我省全面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

了积极成效，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数据：58.33%人口居住在城镇
结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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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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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流动人口增加820.1万人，增长144.63%
结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全省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为1810.0万人，其中，市

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422.8万人，流动人口为1387.2万

人。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入人口为155.1万人，省内流动人口

为1232.2万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1100.0万人，增长154.91%，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

加279.8万人，增长195.68%；流动人口增加820.1万人，增长

144.63%。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

了条件，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

数据：合肥市常住人口达到9369881人
结论：合肥超越阜阳成为安徽人口第一大市

16个市中，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的市有2个，在300

万人至800万人之间的市有8个，少于300万人的市有6

个。其中，常住人口居前五位的市合计人口占全省常住人

口比重为52.90%。

与2010年安徽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6个市

中，有6个市常住人口增加，分别为：合肥、阜阳、亳州、蚌埠、

芜湖、滁州，分别增加1912854人、600351人、146187人、

131941人、99353人、49186人。

其中，合肥市常住人口达到 9369881 人，超过阜阳

（8200264人）成为安徽人口数量第一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