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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从昨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
至 2020 年 11 月 1日零时，我省常住人口
为9936.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04%，位居
全国第三，低于广东和山东，与 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9402.4万人相比，增
加 534.2 万人，增长 5.68%，年平均增长率
为 0.55%，比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年平均
增长率0.16%上升 0.39个百分点。普查数
据表明，我省人口十年来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其中，郑州市的常住人口为1260
万人，常住人口数量居全省第一，占全省的
12.68%。

全省共有家庭户 3178.3万户，家庭户
人口为9074.4万人；集体户144.2万户，集
体户人口为 862.1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
的人口为 2.86 人，比 2010 年的 3.47 人减
少 0.61人。家庭户规模缩小，主要是受迁
移流动人口更加频繁，住房条件改善以及
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影响。

全 省 男 性 人 口 为 4983.2 万 人 ，占
50.15% ；女 性 人 口 为 4953.3 万 人 ，占
49.85% 。 常 住 人 口 性 别 比（以 女 性 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 100.60，比
2010年的 102.06降低了1.46，低于全国的
105.07。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
是人口净流出省，性别比下降并低于全国，
主要原因是我省外出人口中男性比例高于
女性比例。

从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0~14岁人口
为 2298.9 万人，占 23.14%；15~59岁人口
为 5841.3万人，占 58.78%；60岁及以上人
口为 1796.4 万人，占 18.08%（其中，65岁
及以上人口为 1340.2 万人，占 13.49%）。
与 2010 年相比，0~14 岁人口比重上升
2.14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比重下降
7.4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5.35 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
重上升 5.13个百分点）。我省少儿人口比
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了积极成效。
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反映出人民生
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得到改善。

全省常住人口中，56个民族齐全。其
中，汉族人口为 9821.0 万人，占 98.84%；
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15.5 万人，占 1.16%。
与 2010 年相比，汉族人口增长 5.72%，各
少数民族人口增长2.41%。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查数据，
全面翔实地反映了当前我省人口的基本情
况及十年来人口的发展变化，总的来看，十
年来，我省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质量稳
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劳动年
龄人口减少，老龄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
持续提高，人口流动更加活跃。

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郑州常住人口跃升全省第一

七人普初步汇总数据显示，2020年
我省常住人口前五位分别为：郑州市
1260万人、南阳市971万人、周口市903
万人、商丘市782万人、洛阳市706万人；
2010年常住人口前五位是南阳市、周口
市、郑州市、商丘市和驻马店。郑州市从
2010年的第三位跃升到第一位，成为我
省唯一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

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郑州市
人口增长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人口吸纳
能力强，郑州常住人口比 2010 年增加
397万人，增长46%，占全省常住人口的
12.68%，其中市辖区（含航空港区）人口
达到765.5万人，从全省各地流入的人口
成为郑州常住人口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原
因；其次，人口集聚水平高，郑州市城镇

化率达到 78.40%，比 2010年提高 14.91
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其他省辖
市，人口集聚能力明显提升。郑州作为
国家中心城市的集聚作用显著增强。

普查显示，全省常住人口超100万的
县（市、区）有18个，比2010年多5个。常住
人口最多的县（市）为新郑市146.54万人，
常住人口最多的区为金水区214.56万人。

国家中心城市集聚作用增强
郑州常住人口 1260 万人

从受教育程度看，全省拥有大学（指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1167.0
万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
口为 1514.2万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人口为 3728.0万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
的人口为 2440.1 万人。与 2010 年相

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6398人上升为 11744人，拥有高中文化
程度的由 13212 人上升为 15239 人，拥
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42460 人下降为
37518 人 ，拥 有 小 学 文 化 程 度 的 由
24108人上升为24557人。

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达到 9.79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
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5年，分别
比 2010年增加 0.84年和 1.05年。文盲
率从 2010年的 4.25%下降为 2.24%，比
全国的2.67%低 0.43个百分点。

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千万
我省人口素质持续提升

普查数据显示，我省人户分离人口为
2564.0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
口为 443.8 万人，流动人口为 2120.2 万
人。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人口为1992.8
万人，外省流入人口为127.4万人。

根据普查初步汇总结果，我省外
出到省外半年以上的人口有 1610 万
人，比 2010 年的 1015 万人增加了 595

万人。外省流入人口比 2010年增加了
68 万人。整体来看，我省仍是人口净
流出大省。

从省际人口流向看，我省流出人口
总体呈现“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人口流
向最集中的省份仍然是广东，其次是浙
江、江苏、上海和北京，分别为277万人、
247 万人、220 万人、134 万人、127 万

人，流入到这 5个省、直辖市的流动人口
占我省流出人口的 62.44%。省统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也是我省此次人口
普查常住人口未过亿的主要原因。“河南
人口过亿”主要指的是户籍人口，如果加
上流出的1610万户籍人口，再减去外省
流入我省的人口和未上户口的人，显然
已经超过1亿人。

我省户籍人口已过亿
仍是人口净流出大省

普查数据显示，全省居住在城镇的
人口为 5507.9 万人，占 55.43%；居住在
乡村的人口为 4428.7 万人，占 44.57%。
与 2010 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 1885.9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1352.3 万人，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16.91个百分点。
十年来我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

推 进 ，我 省 常 住 人 口 城 镇 化 率 提 高
16.9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4.21个百分
点，十年年均提高 1.69 个百分点，与上

一个十年年均提高 1.51个百分点相比，
城镇化进程加速明显。但同全国相比，
我省城镇化率仍比全国 63.89%的平均
水平低 8.46个百分点，城镇化发展仍有
较大空间。

城镇化进程加速明显
城镇居住人口超五成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郑州海关昨日发布信息，今年前 4个
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完成 2536.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2.3%，
与 2019年前 4个月相比增长86.6%。前 4个月我省外贸增速高
于全国整体增速 43.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五位。其中，出口完
成 1594.3 亿元，增长 72.5%，高出全国出口平均水平 38.7 个百
分点；进口942.1亿元，增长72.1%，高出全国进口平均水平49.3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 652.2亿元，扩大 73.1%。前 4个月，我市
进出口完成 1865.9 亿元，增长 83.5%，占全省进出口值的
73.6%。

4月份当月，我省进出口完成 613.7亿元，同比增长 53.2%，
环比增长 5.2%。其中，出口 390.5亿元，同比增长 40.3%，环比
增长4.9%；进口223.2亿元，同比增长82.4%，环比增长5.7%。

今年前 4个月全省外贸呈现以下主要特点：进出口总值中
部第一，进出口增速全国第五。今年前4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
居全国第九位，较去年同期上升 4位；中西部第 2位，较去年同
期上升 2 位。在中部六省中，我省进出口总值居第一位。自
2012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长期保持中部第一。民营企业成
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主力军。前 4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完成1053.9亿元，增长111.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41.6%，比去
年同期提升 7.7个百分点，对全省外贸的贡献率为 52.2%，比外
商投资企业贡献率高出10.3个百分点。

美国、欧盟、东盟、韩国为我省前四大贸易伙伴，前4个月分
别完成进出口 556.5亿元、286.5亿元、281.7亿元和 229.2亿元，
分别增长 197.2%、39.3%、25.3%和 162.1%。此外，我省对
RCEP国家进出口 714.7亿元，增长 53.9%；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进出口575.8亿元，增长38.2%。

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六成以上。手机产业是我
省外贸主力军。前4个月，我省手机、集成电路和音视频零件等
3项商品进出口占全省外贸的 55.1%。出口方面，手机、劳动密
集型产品、人发制品是主要出口产品。前4个月手机出口961.1
亿元，增长 103.4%，占全省出口的 60.3%；集成电路、音视频零
件、金属矿砂是主要的进口商品。

前4个月我省进出口
总值稳居中部第一

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中，如
何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孩子的
睡眠质量？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郑东新区龙华小学、龙源小学、众
意路小学等 6所小学在全市率先

“试水”校园午休改革，让孩子们
午睡从“趴着睡”改为“躺着睡”，
充分改善孩子们的午休状态，提
高睡眠质量。

5月 14日中午 11时 40分，一
年级的孩子们第一批享用了丰盛
的午餐后走出食堂。为了避免学
生们餐后马上午休会影响健康，老
师们带领孩子们在美丽阔大的校
园里缓步慢行，适度放松。

经过近 20 分钟悠闲散步后，
孩子们回到了专用的“午休房”。
铺好厚实柔软的午休垫，盖上软软
的夏凉被，孩子们一个个舒舒服服
地躺上了“床”。此时，值班老师们
轻轻地拉上遮光窗帘，调暗室内光
线，室内响起舒缓的睡眠音乐……
短短不到 10分钟，孩子们几乎全
都酣然入梦。

据龙华小学副校长马志红介
绍，自从为孩子们开启校内供餐
后，改善学生午休质量一直是学校
关注的重点。今年 4月，为了提高
孩子们睡眠质量，学校尝试改革校
内午休方式，计划把孩子们原来趴
在课桌上午休改为躺卧睡眠。4月
底，在通过校级家委会充分征求全
体家长同意的前提下，学校立即紧
锣密鼓地着手进行午休房选定、班
级睡房分配、午休垫配备、卫生及
安全消防检查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5月 6日起，龙华小学全体学

生已开启了‘躺睡’时光，全校 1～
3 年级，10 个教学班，401 名学生
分别在 12 间‘宿舍’男女分寝午
休。”马志红说，考虑到学校是新建
学校，未来还将不断增加新生入
学。因此，学校按照未来满员 24
个教学班的学生总量，进行了下一
步的午休房筹备，确保满员后也能
满足所有孩子的午休需求。

午睡改革效果怎么样？孩子
们的亲身感受最有说服力。当日
13时 40分，睡饱起床的一年级二
班的孩子们一个个小脸红红、眼神
清亮，韩翔宇同学说：“以前午餐后
都是趴在课桌上休息，感觉总是半
睡半醒，现在躺着睡好舒服啊，下
午上课也觉得特别有精神。”

据介绍，此次与龙华小学同步

开启校园午休改革尝试的还有郑
东新区另外 5所小学。为了让孩
子们午休都能睡得好，各学校老师
们也开动脑筋，各出“妙招”。

据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强作业、睡眠、
手机、读物、体质等五项管理，是教
育部 2021 年基础教育的工作重
点。睡眠管理，看似小事，却是关
系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大
事，也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按照
计划，下一步，郑东新区将在学校
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学校的
午休条件，合理安排学生的午休时
间，加强午休管理，将午休与劳动
教育、养成教育等有机结合。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张勤 文/图

让孩子从“趴着睡”转为“躺着睡”

6所小学开展改善校园午休条件试点

龙华小学老师在孩子们午睡前读睡前故事 本报讯（记者 曹婷）14日上午，“钜惠夏季·火热中原”促消
费专项行动重要内容之一——“寻味黄河·品飨中原”河南美食
季系列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包括近 30场活动，9大特色亮点，
时间持续至8月。

启动仪式现场，郑州、开封、洛阳，以及河南省认定过的8个
美食之乡——“中国厨师之乡”长垣市、“中国炖菜之乡”商城县、

“河南土馍之乡”济源市、“河南茶筵之乡”信阳市、“河南皮丝之
乡”固始县、“河南山珍美食之乡”栾川县、“河南胡辣汤之乡”西
华县、“河南豆腐之乡”新密市，依次做了特色推介。

据介绍，该活动将线上线下结合打造餐饮消费新场景，线下
聚焦重要节假日和周末、夜间等重点餐饮消费时段，开展形式多
样的餐饮促消费和美食节活动，挖掘餐饮消费潜力。线上以“点
亮豫菜地图”为主题，开辟活动专区，消费者可以在线上打分、评
论。并通过省级带动、市县联动、企业互动，突出地方特色。通
过政府搭台，电商平台助力，协会、企业积极参与的运作模式，进
一步激发餐饮市场活力。

该活动与全省“钜惠夏季·火热中原”促消费专项行动同
期进行。以阿里本地生活、支付宝、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为
依托，由阿里本地生活平台投入 600万元优惠券，开展网红探
店直播，推出超值套餐、红包等促进餐饮消费扩容。同时推出
七个线上餐饮品牌馆，甄选当地管理规范、信誉较强、经营稳
定、消费者信得过的品质餐饮企业、老字号等入驻平台，阿里
本地生活提供流量、资金、运营、促销、培训等，打造河南餐饮
品牌高地和数字名片。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省餐饮业实现营
收 604亿元，同比增长 60%，充分彰显了全省餐饮消费的巨大
潜力。此次活动内容丰富，让大家在“遇见河南味道、品尝河南
美食、感受河南文化”的美好体验中，进一步释放河南省餐饮消
费的巨大潜力，助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形成。

河南美食季活动启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文/图）郑州跨境电商“买
卖全球”再添新航线，5月 14日，菜鸟宣布开通郑州到匈牙利首
都布达佩斯的首条直航货机航线。这架名为“菜鸟号”的货机，
每周运营5班，每天货运量达17吨，运输包括珠宝配饰类、骑行
服饰装备、居家生活类、园艺类等商品。

与此同时，以匈牙利布达佩斯为中心的卡班网络将同时开
通，覆盖东欧 10国。在新增航线和卡班网络的加持下，来自中
国的商品将更高效地送往目的国，相较之前的转运模式，整体物
流时效提升 20%，成本降低 5%。菜鸟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4
月，菜鸟从中国往匈牙利的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53.17%，预计
今年菜鸟从中国发往匈牙利的货量将整体增长30%。

布达佩斯机场首席执行官克里斯·丁斯代尔表示：“布达佩
斯和郑州两个机场正在成为中东欧地区和中国的重要货运枢纽
门户。菜鸟新增郑州—布达佩斯的航线，为两地商品贸易流通
提供了更便捷的通路。我们很欢迎菜鸟这样的合作伙伴，积极
建设物流设施。”

除“郑州—布达佩斯”航线以及欧洲卡班网络外，菜鸟还将
数字清关能力带到当地。在匈牙利，菜鸟联合当地海关及合作
伙伴搭建数字化通关系统，将订单、支付、物流等原始数据线上
化，货物落地前就能完成清关。目前，该系统已将过去线下手动
1～2天的申报时长，缩短至平均 6小时，12小时内的通关率达
到94%，仅0.36秒就可完成一个包裹的清关。

目前，菜鸟的“5美元 10日达”物流产品，已覆盖西班牙、法
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德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预计今年将覆
盖全球十多个国家。

“郑州—布达佩斯”
菜鸟货机航线开通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5月 14日，由郑州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主办、金水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承办的“郑州市小微企
业园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郑州举行，旨在引入外部优质资源和产
业园区先进发展理念，推动郑州市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郑
州市各级工信系统负责人及全市各小微企业园代表共150余人
参加论坛。

论坛现场，中国自贸区联盟国际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夏雪
敏、中国产业园区国策委员会智库专家颜海军，围绕产业园区发
展分别做了题为《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园数字化发展方向》和《新
时期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分享，并就郑州市小微企业园如
何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同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探讨。

小微企业是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最基本的创新主体、最广阔
的就业平台。小微企业园是新动能培育的孵化器、企业成长的
加速器、招商引资的新平台，具有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
约、服务集成、治理集中的强大功能。

据了解，今年，郑州出台了《关于加快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到2023年，要新建小微企业园
60 个以上，引导小微企业入园 1 万家以上，培育科技型企业
1500家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500家以上，推动全市规模以上
企业数量翻番。

小微企业园高质量
发展论坛昨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娜）为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正式
启动第五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

本届大赛以“澎湃发展动力 助力中原出彩”为主题，参赛对
象为年满16周岁的各类创业群体均可报名参赛，项目所在地位
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报名参赛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
家产业政策，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不侵犯任何
第三方知识产权。已荣获前四届“豫创天下”创业创新大赛决赛
一、二、三等奖的项目不得参加。

根据实施方案，大赛分为创新项目组和创业项目组两个组
别，按照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选拔赛、全省决赛两个阶段实
施。

报名时间截止到 2021年 6月 30日，报名由各地自行组织，
按创业项目组、创新项目组分类报名，不得兼报。各地选拔赛于
2021年 8月 31前完成。全省决赛时间为 2021年 9月 15日至
10月 31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全省决赛各组别分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
秀奖10名。省大赛组委会对获奖项目将颁发奖杯和证书，并给予
相应的奖金，一、二、三等奖奖金分别为15万元、8万元、4万元。

“豫创天下”创业
创新大赛开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倩）14 日，据郑州地铁运营分公司
发布消息显示，5 号线经北二路站
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 正 式 开 通 启

用。
经北二路站 A口位于经北二路

与经开第九大街交叉口向东 300米
左右路南。经北二路站 C口位于经

北二路与经开第九大街交叉口向东
300米左右路北。

经北二路站开通后，5号线运行
时间将有调整。

地铁5号线经北二路站今日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