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2021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

ZHENGZHOU DAILY6 2021年5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宋利 电话56568179 E－mail：zzrbbjzx＠163.com综合新闻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5月
17日启幕的2021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
会，发布了《2020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

为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河南省互联网
发展状况，推动全省互联网行业高质量发
展，自 2013年开始，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会同
省互联网协会每年组织一次河南省互联网
发展状况统计调查，编撰并发布《河南省互
联网发展报告》，通过调查数据反映河南省
互联网建设和发展历程。《2020河南省互联
网发展报告》共 12章，从网民规模、互联网
应用、产业数字化等 10个方面反映了 2020
年河南省互联网发展状况。

《报告》显示，2020年，河南省网民总数
达 到 8836.5 万 人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达 到
91.7%。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18亿户，其
中宽带接入用户数达到3090.9万户、移动互
联网用户数达到 8748.7 万户。宽带接入端
口总数达到 4934.5 万个。移动电话基站总
数达到 49.4 万个。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总带宽达到 1360G。互联网应用保
持良好发展态势，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网络

新闻，用户数分别达到 8687 万、7992.6 万、
7810.5万，渗透率分别达到 99.3%、91.4%和
89.3%，上云企业总数达到10.8万家，互联网
业务经营单位总数达到4912家。

2020年河南省互联网发展呈现六个主
要特点——

一是聚焦 5G 新基建，信息通信枢纽和
集散中心地位不断巩固。2020 年，河南省
出台加快 5G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完成
电信固定资产投资 202 亿元，居全国第 5
位。累计开通 5G 基站 45387 个，实现县城
以上城区 5G全覆盖。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
干直联点总带宽 1360G,居全国第 3位，互
联网内平均时延（26.29ms）、网间平均时延
（28.59ms）均居全国第 2位。建成 1个超大
型、3个大型数据中心。

二是网民和互联网用户持续增长，用户
规模居全国前列。2020年，河南省互联网用
户、宽带接入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同比分别
增加 824.7万户、321.7万户、503万户，均居
全国第 1位。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移动互联
网用户总数分别居全国第4位和第 3位。宽

带 IPTV（网络电视）用户总数达到 1868 万
户，居全国第 5位。手机上网流量达到 95.1
亿G，居全国第3位。全省100M以上宽带接
入用户占比99.1%，居全国第1位。手机上网
资费同比降幅26.5%，居全国第4位。

三是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产业生态体系
日趋完善。网络直播、在线教育、在线政务快速
增 长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了 33.2%、21.6% 和
11.1%。短视频应用异军突起，抖音同比提升
10个位次，支付宝同比提升7个位次。互联网
企业数量较 2019年增加 44.9%，居全国第 5
位。涌现出一批以UU跑腿为代表的本地特色
企业。以腾讯、今日头条为代表的行业龙头企
业积极布局河南，研发机构加快建设，成立了一
批产业联盟，赋能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是实施五大工程，助力脱贫攻坚取得
新成果。2020年，全省统筹实施农村 4G和
5G网络覆盖、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电信普遍
服务试点、网络提速降费、网络信息惠民等
五大工程，全省 20户以上自然村 4G网络和
光纤接入全覆盖，农村固定宽带家庭普及
率、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同比分别提升 14.6

部/百户、7.5部/百人。网络信息扶贫成效显
著，数字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全省农村100M
以上宽带用户占比达到 96.4%，居全国第 1
位 。 河 南 省 农 业 数 字 化 发 展 水 平 达 到
26.6%，居全国第5位。

五是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加强防疫通信保障和大数据
支撑服务，建成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大数据
综合分析平台（河南），发送防疫宣传公益短
信 26.9亿条。助力“停课不停学”，服务全省
教师及学生家庭线上教学1.8亿次，开通 IP-
TV 名校课堂 2379 套，名校课堂累计观看
4.2 亿次。大力助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中
小企业上云 2.6 万家，服务企业在线远程办
公 13.7 万家、视频会议 166.4 万次。为全省
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贡献。

六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2020年，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电信条例》，是
全国第4个完成地方电信行业立法的省份。省
政府相继出台了《河南省推进“5G+工业互联
网”融合发展实施方案》等10余项政策文件，为
河南省互联网行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20河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发布

我省互联网用户总数达1.18亿户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昨日下
午，全省“三夏”生产暨夏粮收购秸秆
禁烧工作电视电话会结束后，我市随
即召开电视电话会，对全市相关工作
进行部署。

今年我市小麦播种面积 204.5万
亩，由于春季麦田管理特别是重大病
虫害防治及时有效，加上天气条件总
体有利，目前小麦长势较好。现在距
麦收还有两周左右时间，如后期不出
现大的自然灾害，全市小麦有望再获
丰收。

会议指出，当前小麦大部分处
于灌浆期到乳熟期，是提高千粒重、
提高单产的重要时期，各级各部门
要把麦田后期管理作为“三夏”工作
的重中之重，确保夏粮增产 丰 收 ；
各 区 县（市）要 提 升 机 收 服 务 水
平,做 好“ 三 夏 ”期 间 农 机 跨 区 作
业 证 发 放 工 作 ，指 导 农 机 合 作 社
牵 头 组 建 农 机 跨 区 作 业 队 ，提 高
农 机 化 生 产 组 织 化 程 度 ，引 导 收
割 机 合 理 流 动 ，并 注 意 做 好 农 机
维 修 维 护 保 养 ，确 保 全 市 农 机 安
全 生 产 形 势 稳 定 ；相 关 部 门 要 深
入 开 展 农 资 打 假 专 项 行 动 ，同 时
要 做 好 种 子、化 肥、农 药、农 机 具
等 生 产 资 料 的 调 剂 、调 运 和 供 应
工 作 ，确 保 农 资 充 足、不 误 农 时 ，
保障秋粮播种顺利推进。

“三夏”期间也是秸秆禁烧的关
键时期。会议要求，各区县（市）要落实细化责任，继续按
照“五不变”“三不减”“一确保”，抓好秸秆禁烧管控；要强
化秸秆综合利用，以用促禁，加大监控力度，确保有烟必
查，有火必罚，严格考核问责。

关于强化夏粮收购责任落实，会议明确，市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要加强夏粮收购形势分析研判，因地制宜确定
收购方案；各区县（市）政府要完善粮食收购工作协调机
制，加强粮食收购管理和服务；各级粮食部门要认真履
行收购监管职责，强化监管工作职责，加大违法违规案
件查处力度，切实维护粮食市场秩序。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互联网企业成为
毕业生最期待行业
本报讯（记者 成燕）一年一度的大学生毕业季又将临

近，本届毕业生最期待从事哪些行业？智联招聘昨日发布的
“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IT/通信/电子/互联网
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择占比成为毕业生最期待从事的行
业，排在其后的是房地产/建筑业、文化/传媒/娱乐、金融
业。

据了解，新一代求职者作为“信息时代原住民”，对
互联网行业自带热情，而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明星企业，
也激发了毕业生“驰骋互联网产业蓝海”的浓厚兴趣。

相关调查显示，理工科毕业生首选技术岗，文科生
则偏好职能岗。毕业生的期待岗位与所学专业高度关
联。29.8%的理学毕业生与 39.5%的工学毕业生倾向
技术岗，理工属性强的岗位还有研发一职，吸引 12%的
理科生与 16.6%的工科生，而其他专业人才寥寥 。

相比之下，行政/后勤/文秘、运营为文科生的重点选
择，共吸引超六成的人文学科毕业生，而经管类人才则首
选财务/审计/税务，占比36.4%。

综上而言，应届生专业与岗位的对口程度高，但同时
凸显出不同专业的就业力落差。据专业人士分析，当下，
技术与研发等核心岗位竞争壁垒高、高端人才缺口大，理
工科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上具有一定优势。而行政/后勤/
文秘、财务/审计/税务等岗位存量人才本就庞大，且竞争
激烈，这也成为文科与商科毕业生的就业隐患。因此，为
进一步解决各专业人才高质量就业，应加强不同学科深
度融合、推进专业制度改革与创新。

据专业分析师介绍，本届毕业生求职更注重现实，薪
资、稳定、落户等因素权重提高。对本届毕业生来说，薪
酬福利仍是求职时的重点，倾向于“稳定最重要”以及看
中“落户、补贴等人才政策”者占比也比去年上升，体现出
后疫情时代毕业生对未来规划更具现实主义色彩。

此外，求职时看中“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占比同比上
升 3.5个百分点，且绝对占比排在整体第二位。这表明，
年轻求职者在追求成长的同时，也不愿被工作挤压自我
生活空间。 专业人士建议，虽然年轻人面对就业心态
更加从容，但毕业生应该避免“眼高手低”，积极通过技能
提升、实习、求职准备等行动，争取斩获更多机遇。

4月份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涨幅稳中略升
据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

局 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统计监测的 70个大中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总体有所扩大，二手住
宅涨幅有升有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庆介绍，据测算，
4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
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6％、0.3％、1.1％和 0.5％。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
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上涨 1.2％、0.9％和
1.2％，深圳持平。

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分别上涨0.6％和 0.5％，涨幅比上月均扩大0.1个百
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上涨0.3％，涨幅与上月相同。

从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变化来看，2021年 4月份，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有 62个，与上个
月相同；下跌的城市有 5个，比上个月少 1个；3个城市房
价环比持平。

虽然 4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有升，但商品住
宅成交量相比 3月份有明显下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
一组数据显示，今年前 4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 45203万
平方米，拆分单月数据来看，4月份单月商品住宅销售量
为12871万平方米，与上个月相比下降超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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