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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销售金额：148,824元

本期开奖号码：01 06 07 08 11
本期出球顺序：11 08 01 06 07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5注

275注

4,355注

单注奖金

7,479元

50元

5元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5月11日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1121期开奖公告信息

中奖注数

1注
2注

12注
622注

11,428注
400,978注
413,043注

单注奖金

5,000,000元
251,149元

3,000元
500元
30元
5元
---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应派奖金合计

5,000,000元
502,298元
36,000元

311,000元
342,840元

2,004,890元
8,197,028元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053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1年5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5,750,446元

本期开奖号码：143646+11

本期中奖情况

238,943,988.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19注

188注

2,098注

25,178注

单注奖金

…

…

3,977元

300元

20元

5元

开奖日期：2021年5月11日
本期销售金额：1,228,776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开奖号码：919192 4

本期中奖情况

53,737,092.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21053期开奖公告信息

363,341,528.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5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13,767,260元
本 期 开 奖 号 码 :08056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

24注

24注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应派奖金合计

2,400,000元

2,400,000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21期开奖公告信息

13,446,153.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开奖日期：2021年5月11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7,017,406元，本省（区、市）销售金额2,180,252元
本期开奖号码：080

本期中奖情况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1121期开奖公告信息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4,565注

7,273注

0注

本地中奖注数

255元

392元

0元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0元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 2021 年 5 月
26日下午 3时整在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交易厅举行拍卖会，参加竞买者请
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拍卖标的：1. 莲都区府前菜场二楼
房产（超市）五年使用权，起拍价 153.22
万元/年；2.莲都区府前菜场二楼、仓前菜
场一楼、城西路等处房产、店面使用权，
租赁期限 3—5年不等，分 4个标的，起拍
价 1.1万元/年—16.65万元/年不等；3.莲
都区府前菜市场一楼肉类 33 号摊位使
用 权（租 赁 期 限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止），起拍价 4万元/年。

以上标的均设保留价；报名手续等
详询山水拍卖公司。

报名条件：1号标的报名者应是具有
独立履行民事行为能力的、且具有 5 年
以上从事超过 3000平方米超市经营经验
的企业法人（提供相关证明）；2、3号标的

报名者应是具有独立履行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或法人和其他组织。

付款方式：买受人均须在拍卖成交
之日起 7日内付清第一年租金和履约保
证金。

咨询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5月25日下午4：30止（双休日除外）

标的报名时间：2021 年 5 月 24 日起
至 2021年 5月 25日下午 4：30止

标的展示地点：均在标的所在地
报名地点：丽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莲都区人民街 607号商会大厦 5楼）
联 系 电 话 ：（0578） 2292213

2292281
详情登录：http://www.inlishui.com（丽

水信息港 山水拍卖版块）
微信公众号“山水网拍”
浙江山水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2日

拍卖公告

云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
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一 本 ，核 准 号 为:
Z343300029702，声明作废。

广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11日公
布，人口总量、生育率、年龄结构等热点数据逐一
揭晓。算清“人口账”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当前人
口发展变化的趋势，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
会的影响，更能为今后高质量发展布棋落子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

当前我国全国总人口 14 亿多、劳动年龄人口
为8.8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目前的 10.75 年……这些最新
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一
支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
优势之一。

然而也要看到，人口结构中挑战与机遇并
存。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
慢减少、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等，
这些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如何
将“人口红利”尽快转化为“人才红利”、如何解决
好“一老一小”问题、如何处理好不断增大的就业
压力、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都是未来需要
持续关注的重点。

人口问题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辩证看待
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科学
制定应对措施，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人口结构和素质，
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新华社记者 邹多为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算清“人口账”
下好“发展棋”

（紧接第一版）联盟成员将先后奔赴
多个地市集中采访，将以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吕梁精
神、浙西南革命精神、红岩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等为报道主线，旨在通
过全方位寻访承载了历史记忆的红
色地标，追寻红色精神源头，深入挖
掘革命故事，记录红色精神所在地
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让

“革命精神”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时代

光芒，为新时代的前行汲取更强大
的奋进力量。

“ 此 次 活 动 既 是 一 次 献 礼 建
党百年的宣传活动，也是一次检
验媒体融合的实践活动，还是一
次检阅践行‘四力’的创作活动。”
红色宣传联盟相关负责人这样告
诉记者。

寻访百年红色精神 重走红色革命地标

（上接第一版）
“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

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
传人寰……”党员任周庆动情地念
着手中的这份红色家书，“家书虽

短，却饱含家国情怀。我辈唯有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担当，才是对革
命先烈们最好的缅怀。”

“我们希望通过 9+9”定制主题
党日灵活搭配个性‘套餐’，确保主

题党日活动党味更浓厚，趣味更突
出，‘鲜味’更持久，真正让党史学习
教育‘活’起来。”景宁县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任人说。

截至目前，景宁已累计接受县
内外预约定制主题党日活动 40余批
次。

景宁“9+9”定制主题党日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5月11日，唐山市滦南县泽恩水稻种植专业合
作社农民在水稻育苗大棚里施肥。

连日来，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水稻种植区农
民抢抓农时，进行水稻秧苗施肥、浇水等管护工
作，确保秧苗长势良好，为水稻丰产丰收打下基
础。

新华社传真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11 日发布。10 年来，我国人口有哪些变
化？“全面两孩”政策给力吗？老龄化进程
加快了吗？我们一起从数据中找答案。

【数据1】14.1 亿人：增速放缓，
平稳增长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 141178万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相比，增加 7206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
增长率为 0.53%，比 2000年到 2010年的年
平均增长率下降 0.04个百分点。

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286311334
人 ，占 91.11% ；各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为
125467390 人，占 8.89%。与 2010 年第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相 比 ，汉 族 人 口 增 加
60378693人，增长 4.93%；各少数民族人口
增加 11675179人，增长 10.26%。

增速放缓，平稳增长，是我国总人口
状况的主要特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说，我国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性增
长。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育龄妇女还有
3亿多人，每年能够保持 1000多万的出生
人口规模。

宁吉喆说，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
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续放
缓。同时，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构、
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育成本、公
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
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
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 14亿人以
上。

【数据 2】2020 年总和生育率
1.3：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
问题

“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出生人口数量快速回升。”宁吉喆说，
生育政策调整成效积极。2016年和 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 1800
万人和 1700 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前分别多出 200 多万人和 100 多万人。
从生育孩次看，2014至 2017年，出生人口
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 2013年的 30%
左右上升到 2017年的 50%左右；此后虽有
所下降，但仍然高于 40%。由于生育政策
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

1000多万人。
宁吉喆说，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

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这个规模
仍然不小。

宁吉喆说，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
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
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 2020
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
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
居民生育的意愿。

宁吉喆认为，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
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
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随
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
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
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
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
实问题。

【数据3】平均每户2.62人：家庭
越来越小

普 查 结 果 显 示 ，全 国 共 有 家 庭 户
49416 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129281 万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2.62人，比 2010年
减少 0.48人。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
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以
及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
宁吉喆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
表示，家庭户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
配置影响很大。我国从传统的几代人大
家庭逐步发展为更多小家庭，无论对养老
还是育儿来说，代际家庭支持功能将弱
化，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来自家庭外部的社
会政策支持。

【数据4】10年减少1101万人：
东北人去哪了

数据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
9851万人，接近 1亿人，规模依然较大，但
比 10年前减少 1101万人。

宁吉喆表示，东北地区人口减少，受
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和经
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东北地
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攻坚期，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

区包括东北地区人口有较大吸引力。
“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

力很大。”宁吉喆说，新一轮振兴计划必将
带来东北地区人口发展新变化。

【数据 5】男女性别比 105.1：逐
渐趋向正常

普 查 结 果 显 示 ，我 国 男 性 人 口 为
72334万人，占 51.24%；女性人口为 68844
万人，占 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 105.1，
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05.2相比基
本持平，略有降低。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宁
吉喆说，“从新生儿的情况看，出生人口性
别比为 111.3，较 2010 年下降 6.8，逐渐趋
向正常水平。”

贺丹表示，性别均衡发展是人口结构
均衡发展的重要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在促
进性别平等发展方面的进步。

【数据6】老年人超2.64亿：挑战
也是机遇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0至 14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15 至 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
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
以上人口为 19064万人，占 13.50%。

与 2010年相比，0至 14岁、60岁及以
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 1.35 和 5.44 个百
分点。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
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的压力。”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将减少
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

“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
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数据 7】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
2.18亿：人口素质更高

从人口质量上看，我国人口受教育水
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普查结
果 显 示 ，具 有 大 学 文 化 程 度 的 人 口 为
21836万人。与 2010年相比，每 10万人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为
15467人。

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年提高至 9.91年，文盲率从 2010年的
4.08%下降为 2.67%。

宁吉喆表示，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
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
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

【数据8】“城里人”增了2亿多：
城镇化率还会上升

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90199 万人，占 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
口为 50979万人，占 36.11%。与 2010年相
比，城镇人口增加 23642 万人，乡村人口
减少 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 14.21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表示，城镇
化率提高较快，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
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
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预
计城镇化率还会保持上升趋势。

【数据 9】人户分离人口增长
88.52%：户籍束缚减弱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4927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88.52%。
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万
人，流动人口为 37582 万人，与 2010 年相
比分别增长 192.66%和 69.73%。

贺丹说，人口流动趋势明显，人户分
离人口增长，体现出户籍对人口流动的束
缚正在减少，人口流动更符合市场原则。

李晓超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
高质量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流
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
新局面。

【数据 10】人口平均年龄 38.8
岁：和美国差不多

普查结果还显示，我国 16 至 59 岁劳
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我国人口平均年
龄为 38.8岁。

宁吉喆表示，总的看，劳动力人口资
源仍然充沛，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 38岁，
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我
国劳动力资源绝对量较大，但就业压力也
不小。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
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
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记者 谢希瑶 姜琳 吴昊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十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