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性别结构变动较为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人口性别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3121.3万

人，占总人口的51.1%，女性人口2991.7万人，占总人口的

48.9%，人口性别比为104.3（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

比例），比全国低0.5，与2012年相比略有上升，人口性别

结构变动较为稳定。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向省会城市集聚明显，数据

显示，2021年合肥市常住人口947万人，比2012年增加

159万人，增长20.1%，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为我省第一

人口大市。分区域看，2012至2021年9年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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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万人、50万人、15万人、14万人、

11万人、6万人。

常住人口近六成是城镇人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城镇人口稳步增长，城乡分布格

局持续优化。2021年，全省城镇人口3630.5万人，占常住人

口的59.4%，比2012年提高13.1个百分点，增速较全国同期

快1.5个百分点，九年间全省新增城镇人口862.7万人。

数据显示，2021 年 16 个市中合肥、芜湖、马鞍山

三 市 城 镇 化 进 程 超 过 70% ，分 别 为 84.0% 、73.0% 、

72.4%，阜阳、亳州、宿州、六安四市城镇化进程不足

50%，分别为 42.7%、43.2%、45.0%、49.5%，地区间差异

明显，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南方城市增长速度快于北

方城市的特点。

随着我省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省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流动人

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虽然我省作为一个人口流出大省的

现状没有改变，但从外省流向我省的人口也呈现出稳步

增长态势，2020 年，外省流入人口为 155.1 万人，相比

2010年增加83.0万人，增长115.1%。

女性人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5.2岁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医疗卫生水

平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20年全省人均预

期寿命为78.0岁，其中男性为75.5岁，女性为80.7岁，较

2010年分别增加2.9岁、2.9岁和2.9岁，女性人均预期寿

命高于男性5.2岁。

16个市中，合肥、马鞍山、滁州、黄山、芜湖、淮北、宣

城七市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为80.9岁、

79.9岁、78.8岁、78.6岁、78.6岁、78.4岁、78.3岁。

人口文化素质较快提升，受教育程度持续改善，与

2012年相比，2021年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由6763人上升为13847人，上升104.7%；拥有高中文

化程度的由11911人上升为13706人，上升15.1%。

全省平均每个家庭户人数为2.7人
2021年，我省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18.8%。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4%，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1.2个百分点，与2012年相比，60岁以上人口比重提高

0.9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比重提高3.3个百分点。

从我省老龄人口规模来看，2021年，我省60岁及以上

人口高达1146.2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943.8万人。

我省居民家庭户规模持续缩小，2021年，全省平均每

个家庭户人数为2.7人，比2012年的2.9人减少0.2人，家

庭规模趋向小型化。

数据显示，2021年我省就业人员为3215万人，占常

住人口的比重为52.6%，与2012年相比就业人员减少163

万人，比重下降3.9个百分点。

记者昨日从省统计局获悉，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6113万人，比2012年

增加135万人，增长2.3%，年均增长0.2%，常住人口规模居长三角三省一市

第3位，中部六省第3位，人口总量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全省平均每个家庭

户人数为2.7人，常住人口近六成是城镇人口，近两成是60岁及以上人口。

顾任玲 记者 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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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共产党宣言》首演至今热度不

减，扮演母亲林雨霏的是安徽省青年戏曲演

员袁媛。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袁媛近日表

示：要努力推出和塑造好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文艺角色，用艺术讲好每一篇

“中国故事”，让徽风皖韵的软实力展现出独

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袁媛是土生土长的合肥姑娘，从小开始

学戏，“戏途”颇顺然而不乏艰辛，闪光时刻

的背后是汗水和泪水。如今，如种子般在泥

土中积蓄了多年的力量，终破土而出，袁媛

在经历了自己的“红色三部曲”之后，也将要

拥抱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舞台。2021年是

建党百年，为此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了新

编黄梅戏《共产党宣言》。 2020年冬天，全

组成员就开始加班加点、起早摸黑地排练这

部戏，希望赶在2021年年初推出来。 其实

这部戏已经是袁媛第三次出演红色大戏。

早在2011年建党90周年时，袁媛就主演了

自己的第一部大戏《红梅赞》，20岁左右即开

始担纲大梁，对她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当时时白林老师写的《红梅赞》的唱腔，每

一段都是经典。对于我来说，第一次接触这

种经典剧目，最可惜的是严凤英大师此前的

演唱并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供我们后辈

去学习借鉴。我去了时老家里，让他给我们

说说当时严老师是怎么去表现的，他还拿出

一些很珍贵的音频资料，让我们反复去听。

我师傅吴亚玲也给了我很多指导，帮助我刻

画人物。我也看了小说，借鉴了一些别的剧

种，融合到自己的黄梅戏表演中，在当时确

实是一个挑战。”

10年之后，恰逢建党百年之际，再演红

色大型剧目，对于袁媛来说，其实是对自己

的精神洗礼，“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通过演不

同的角色，真正体会到先辈的那种伟大。虽

然现在回望《红梅赞》，觉得那时候的表演还

是有一点稚嫩，但也是发自内心的表演”。

演员有信仰，作品才有价值。“作为党的

二十大代表，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

不仅仅是一份认可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

担当，我必须要认真履行好代表的职责和使

命，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做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弘扬者和传播者。”袁媛说。

星级记者 孙婷/文

星报讯（记者 祁琳） 10月13日，记者从合肥市

民政局获悉，近期，合肥市民政部门对全市在籍百岁老

人情况进行摸底，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共有

百岁老人657位（100 周岁及以上），比10年前2012年的

307位增加了114%。肥东县拥有百岁老人159人，占比

超过24%，成为全市百岁老人最多的县区。

据悉，截至今年9月底，肥东县在册80周岁及以上

高龄老人共有39154人，其中，80～89周岁33350人，90～

99周岁5645人，100周岁及以上159人。80周岁及以上

建档立卡高龄老人数量位居合肥市第一。最大年纪百岁

老人是梁园镇蓝玉社区南管村的黄其兰老人，今年109

岁，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肥东县民政局相关人员介绍，该县通过改造提升、新

建社区老年食堂、社区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餐机构的形

式，解决社区独居、空巢、经济困难、高龄老人就餐难题，

同时兼顾解决其他有需求的老人就餐问题。截至目前,

全县已建成城市老年食堂（助餐点）27个,农村老年食堂

（助餐点）72个。在经营模式上，通过乡镇养老中心、社

区食堂和引导市场餐饮主体参与助餐服务，满足社区养

老就餐需求，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21年，安徽常住人口6113万人

袁媛：用艺术讲好
每一篇“中国故事”

合肥共有百岁老人657位，肥东县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