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时节，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黄山毛峰

核心产区，茶农们趁天气晴好安插诱虫黄板，实

施茶园绿色防控，防治虫害。黄山市现有茶园约

80万亩，从今年起，黄山市将全面禁止化学农药

进茶园。 ■ 施亚磊/摄

安徽黄山：
小黄板助力茶园绿色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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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常住人口增长放缓
去年增量和增速均创“十三五”以来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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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和增速均创“十三五”以来新低
2021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常住人口为6113

万人，比202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10万人，增长0.16%，

我省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均创“十三五”以来新低。

记者获悉，近年来，我省人口增长稳中趋缓，2015

年至2021年，常住人口每年增加14万人、22万人、24

万人、19万人、16万人、11万人、10万人，分别增长

0.23%、0.37%、0.40%、0.31%、0.26%、0.18%、0.16%。

去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44%
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省0～15岁人口为1218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9.92%；16～59岁人口为3749

万人，占61.33%；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46万人，占

18.75%，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944 万人，占

15.44%。与 2020年相比，0～15岁人口减少 29万

人，16～59岁人口增加40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减

少1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28万人。65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比2020年上升0.43个百分点，老龄化程

度进一步加深。

相关负责人分析，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

主要是因1961年出生人口较少所致，根据我省人口

年龄结构推算，未来一段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

比重仍将延续之前的下降趋势。

城镇常住人口比前年末增加71万人
随着我省城镇区域扩张、乡村人口流入城镇，加之，

人口从省外回流至省内城镇地区，加速了我省常住人口

城镇化进程，2021年末，我省城镇常住人口3631万人，

比2020年末增加71万人；乡村常住人口2482万人，减

少61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39%，比2020年

末提高1.06个百分点，增速快于全国0.23个百分点，居

中部第2位，长三角第1位。

人口回流成常住人口增长主因
从中部六省看，2021年，我省常住人口增量居第

2位，中部六省除湖北和我省以外，常住人口均呈现

负增长。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和死亡率上升的大

背景下，人口的自然增长对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持

续减弱，人口流动对各省常住人口增长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省人口回流2万

人，2021年增加到9.7万人，对常住人口增长贡献率

由18%上升为97%。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21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常住人口为6113万人，比2020年人口普查时

增加10万人，增长0.16%，我省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均创“十三五”以来新低。据悉，2021年，我省常住人口总

量略有增长，增速持续放缓，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人口回流对稳定常住人口数量的作

用显现。 ■ 记者 沈娟娟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记者日前从省卫生健康

委召开的全省卫生健康暨改进作风工作会议上获

悉，2021年安徽省持续推深细化综合医改，开展改

善医疗服务专项行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着力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 年，安徽省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突发应急

处置有力有序有效，成功打赢 5 地 3 起突发疫情

阻击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安全平稳有序，2021

年全省共接种疫苗 1.19 亿剂次，全民免疫屏障加

快构建。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取得突出成效。建成124个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40个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县域

内就诊率达85%,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监测评价居全

国第2位；截至去年12月底，全省跨省就医同比减

少18.59万人次，占比下降至7.73%。实施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专项行动，获批1个国家中医疫病防治

基地、4个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等；新建180个中

医馆，实现全省基层中医馆全覆盖。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优化。健康扶贫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空白

点”动态清零，31.97万脱贫人口34种大病实行“应

治尽治”，96.08万脱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继续

实行“应签尽签”。在全国率先开展村（居）公共卫

生委员会建设，7308个村（居）建立公共卫生委员

会，占村（居）总数的40.6%。医疗中心建设加快推

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肥西新院区建设实现主

体封顶，上海市六院与省立医院共建国家创伤区域

医疗中心获国家批准等；新增建设安庆、马鞍山、宿

州3个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在芜湖、蚌埠、阜

阳、安庆4个市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2022年，安徽省将坚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健

全常态化全链条精准疫情防控机制，坚持人物同

防。扎实推进综合医改显效深化，加快医疗卫生资

源提质扩容，全面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

星报讯（汪晨 记者 徐越蔷） 2月28日，省

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安徽省“十四五”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进行政策解读。记者获悉，到

2025年，逐步形成“绿色、共享、高效、低耗”的

生产生活方式。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省

细颗粒物（PM2.5）浓度总体达标，基本消除重污

染天气，优良天数比率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

全面改善，水生态功能初步恢复，基本消除劣V

类断面和城市黑臭水体。

据统计，“十三五”末，全省细颗粒物（PM2.5）

年均浓度39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2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82.9%，比2015年提高5

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我省将继续紧盯空气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重点

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三个标志性战役。

“十四五”期间，为长江早日重现“一江碧水

向东流”的胜景，安徽将系统推进长江污染治

理。开展新一轮“三大一强”专项攻坚行动，持

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持续抓好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继续拍摄长江经济带（安徽）生态

环境问题警示片。扎实开展长江全流域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一口一策”分类推进实施。

该规划提出，我省将深化新一轮巢湖综合

治理，积极推动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深

入推进碧水、安澜、生态修复、绿色发展、富民共

享“五大工程”，加快实施“十百千万”行动计

划。积极探索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路径，贯通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努力把巢湖

打造成为大湖治理的典型范例、城湖共生的示

范工程。进一步提升环巢湖区域水生态环境质

量，深化“数字巢湖”建设，完善蓝藻水华预警、

应急打捞工作机制。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关

系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安全。在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防治方面，该规划提出，加强土壤污

染防治系统监管，完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监

测、污染控制及配套政策法规等相关体系，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纳入排污许可证统一监

管。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源头管控和安全利

用，实施“断源行动”。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依法督促关闭搬迁工业

企业腾退地块开展土壤污染调查评估。加强

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的监管，严格建设用

地准入，实行开发利用“负面清单”管理。

我省将系统推进长江污染治理
“一口一策”排查整治入河排污口

去年全省共接种疫苗1.19亿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