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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莲都、景宁、遂昌和云和是我市
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这 4 个地
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达 7.82 万
人 ，占 全 市 少 数 民 族 总 人 口 的
71.96%，其中莲都区少数民族人口
数达 3.50 万人，居全市第一。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季慧玲

丽水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有多

少？他们在从事哪些行业？⋯⋯昨天，记者从市统

计局了解到，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

全市有少数民族 44 个，少数民族人口共 10.87 万人，

其中 10 人以下少数民族有 9 个，人数最少的为基诺

族，仅仅 1人。

我市少数民族总人口增加

丽水是浙江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浙江省民

族工作的重点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和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

近年来，丽水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包容、多元

化的生活环境及良好的发展空间，吸引着大量的外

来人口，其中不乏少数民族人口。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我市现有少数民

族 44 个，少数民族人口共 10.87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

比重达 4.34%。”市统计局普查处副处长王开欣介绍，

与 2010 年“六普”相比，我市少数民族种类减少了 3
个，但是人口增加了 1.81万人。从历次普查数据看，

“一普”至“七普”我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数一直呈现递

增趋势。

王开欣介绍，我市外地流入少数民族人口有

2.99万人，占全部少数民族人口的 27.54%，其中从贵

州省流入最多，有 1.95万人。

从地区分布看，莲都、景宁、遂昌和云和是我市

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这 4个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

总数达 7.82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1.96%，

其中莲都区少数民族人口数达 3.50 万人，居全市第

一。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步伐加快，就业岗位

不断增加，各县（市、区）均有大量外来少数民族人口

流入，其中缙云县与青田县流入的外来少数民族人

口 ，占 本 地 的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比 重 最 大 ，分 别 为

75.60%、69.37%。

我市畲族、苗族人数最多

记者了解到，在我市 44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数超

千人的共有 9 个少数民族，除原先的畲族、苗族、侗

族、土家族、布依族外，增加了彝族、水族、壮族、仡佬

族，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94.08%。

“七普”数据显示，我市人数破万少数民族有畲

族和苗族，分别为 72214 人和 10007 人，有 22 个少数

民族不到 100 人，其中 10 人以下少数民族有 9 个，其

中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为基诺族，人数仅为 1人。

基诺族是云南省人口较少的 7个特有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下简称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基诺族民族乡及四邻的

勐旺、勐养、勐罕，勐腊县的勐仑、象明也有少量基诺

族散居。1979年，基诺族被正式确认为单一民族，根

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基诺族总人口

数为 23143人。

记者了解到，我市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呈“大分

散、小聚居”分布，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莲都区

（32.19%）、景 宁 畲 族 自 治 县（14.01%）、云 和 县

（13.26%）、遂昌县（12.50%）四个地方。

“畲族虽仍是丽水市少数民族的主体，但比重持

续下降，从“二普”到“七普”，畲族人口占全市少数民

族人口比重由 99.67%降到了 66.42%。”王开欣表示，

由于外来少数民族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得全市少数

民族人口的集中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畲族占比最高，主要分布在

莲都区、景宁畲族自治县、遂昌县，分别占畲族人口

的 30.08%、19.74%、17.05%，其中在景宁少数民族自

治 县 ，畲 族 人 口 达 14254 人 ，占 该 县 总 人 口 的

12.84%；苗族和土家族主要分布在莲都区、青田县和

缙 云 县 ；侗 族 人 口 分 布 最 多 的 是 云 和 县 ，占 了

46.16%；布依族人口的 58.51%分布在缙云县和莲都

区。新增的 4个超千人民族中，彝族和壮族主要分布

在莲都区、缙云县，水族和仡佬族分别集中在云和

县、莲都区。

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提高

2020 年，我市少数民族人口中，男性为 5.57 万

人，女性为 5.30 万人，性别比（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

女性的比例）为 105.08，其中 20 至 34 周岁的性别比

为 108.51。婚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 10年来流入丽水的少数民族人口中年轻的男性

增多。

“从年龄构成情况来看，在丽水居住的少数民族

人口的年龄构成较年轻。”王开欣介绍，因为从人口

的 老 少 比 来 看 ，2020 年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老 少 比 为

54.57%，在年龄结构上要比全市总人口年轻，其老龄

化程度也低于全市总水平。

此外，10年来，我市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有

了明显提高。在 6岁及以上少数民族人口中，大专及

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 9188人，占 9.06%，比“六普”提

高 了 4.27 个 百 分 点 ；未 上 过 学 人 口 6038 人 ，占

5.95%，比“六普”下降了 3.51 个百分点。“2020 年，我

市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42 年，比 2010
年的 7.66年提高了 0.76年。”王开欣说。

数据显示，我市少数民族就业人口中，职业为生

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占 45.48%，商

业 、服 务 业 人 员 占 21.29%，较“ 六 普 ”分 别 提 高 了

20.86 和 9.01 个百分点，职业为农、林、牧、渔、水利业

生产人员占比较“六普”减少了 32.68个百分点，表明

少数民族人口从事的职业转变明显，生产和服务岗

位比例升高。

丽水有少数民族44个，人口超10万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42 年，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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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兰雷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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