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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晋中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

（来源：晋中市统计局）

人口是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我市坚定
不移地走人口与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道路，努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
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
革的不断推进，生育政策、户籍制度
改革等一系列人口相关政策陆续出
台，全市人口发展呈现人民健康水平
稳步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整体提升、
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城镇化水平大
幅提高的态势。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全市常住人口总
量从1949年的138.14万人，逐步增加
到 2023 年 末 的 337.65 万 人 ，净 增
199.51万人，年均增长1.01%。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镌刻鲜明时
代印记。依据人口总量和人口自然
增长率的变化，全市总人口的变化可
分 为 四 个 阶 段 。 迅 速 增 长 阶 段
（1949-1982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
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改善，为人口的
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人口数量
由 138.14万人增长到 262.00万人，净
增 123.86 万人，年均净增 3.75 万人。
计划调控增长阶段（1983-1999年），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落实，人口
自然增长率下降至 6.42‰，但新中国
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
续进入婚育年龄，这一阶段全市总人
口由 264.11万人增加到 298.85万人，
净增 34.74 万人，年均净增 2.17 万
人。平稳增长阶段（2000-2020年），

全市总人口由 301.65 万人增加到
338.04万人，净增 36.39万人，年均净
增 1.82 万人。自增率负增长阶段
（2021年至今），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2021 年以来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负，2023年末总人口为337.65万人。

人民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社会
经济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逐渐
改善，同时，世界医疗卫生新成果的
推广应用以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
长足发展，让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
传染病、流行病等疾病得到有效控
制。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
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多，老年人和中
青年人的死亡率上升，全市人口死
亡水平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再升的
变化过程。

随着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
的日益健全，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
善，全市人口的平均寿命显著延长。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年，全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7.55 岁，比 1982 年的 67.71 岁增加
9.81岁。

全民文化素质整体提升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途
径，也是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
利”转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人口的
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
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市在“普九”义
务教育、积极优化教育资源、调整教
育结构、扩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高

等教育规模等方面取得成效，全面有
效提高了全市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
才基础和智力支撑。

总人口中有文化人口比重不断
上升。全市总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
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从 1982年
的 68.34%上升到 2000 年的 85.19%。
到 2010 年，其比重上升到 90.24%。
2020年，全市总人口中具有小学以上
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提高到
92.57%，较 1982 年提高 24.23 个百分
点，这充分说明全市人口文化素质总
体水平有了显著进步。

接受中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口迅
速增加。1982 年全市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人口的比重为 7.38%，1990 年为
9.71%，2000 年为 14.17%，2010 年为
22.27%，2020年为32.44%。1982年至
2020年，年均提高0.66个百分点。

文盲率大幅度下降。文盲人口
（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占总人口
的比重从 1982 年的 17.82%下降到
2020年的1.10%。文盲率的大幅度下
降和文盲人口的大量减少是人口素
质总体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

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
发展，全市人口总量一直保持着持
续递增的态势。与之相伴，晋中 15
岁至 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在不
断扩大。

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1953年，全市15
岁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5.99 万
人，1964 年为 98.68 万人。改革开放

以后的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
年和202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148.70
万人、180.56万人、198.56万人、229.15
万人和 218.39 万人。尽管在 2014 年
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
段，但仍保持了较大规模，依然保持了
每10个人中就有近7名劳动年龄人口
的态势，劳动力资源优势仍然明显。

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
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
支撑。

改革开放前，由于人口就业压力
巨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
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市
情，城镇化进程较缓慢。1949 年至
1978 年，全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从 9.26%提高到 14.59%。改革开
放 以 来 ，我 市 城 镇化水平快速提
升。1978 年至 2023 年，全市总人口
增长 0.34 倍，而城镇人口增长 4.76
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4.59%
提高到62.52%，平均每年提高1.07个
百分点。

75年沧桑巨变，我市人口形势发
生了深刻变化，人口优化也取得了新
成效。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大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我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不断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
系，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提供
坚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

人口发展呈现新特点 人口优化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郭 娟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市人口数量稳
步增长，人口素质大幅提升，城镇化水平
持续提高，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城镇化
水平大幅提高，人口整体面貌和生活质量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晋中总人口的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迅速增长阶段迅速增长阶段（（19491949--19821982年年））。除去自然灾害特殊年份，

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以上，我市人口由新中国成
立时的138.14万人增长到262.00万人，净增123.86万人，年均净增
3.75万人。

○○计划调控增长阶段计划调控增长阶段（（19831983--19991999年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1983 年的 9.53‰下降至 1999 年的 6.42‰。净增人口数仍相当可
观，全市总人口由264.11万人增加到298.85万人，净增34.74万人，
年均净增2.17万人。

○○平稳增长阶段平稳增长阶段（（20002000--
20202020年年））。全市人口自然增
长率一直维持在 6‰以下。
2000-2020 年，全市总人口由
301.65 万人增加到 338.04 万
人，净增36.39万人，年均净增
1.82万人。

○○自增率负增长阶段自增率负增长阶段
（（20212021 年至今年至今））。 2021 年以
来 我 市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为
负，2023 年末总人口为337.65
万人。

**人口平均寿命人口平均寿命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达到7777..5555岁岁，比1982年的67.71岁增加9.81岁。

**人口死亡率人口死亡率
由1949年的12.16‰上升到1960年的 16.08‰，然后逐步下降

至2020年的5.02‰，后又逐年上升至2023年的8.47‰。

**文化素质文化素质
有文化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文盲率大幅度下降，接受中等文

化教育以上的人口迅速增加。1982年全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
口的比重为7.38%，1990年为9.71%，2000年为14.17%，2010年为
22.27%，2020年为32.44%。

1982-2020年，年均提高0.66个百分点。

●●1515--59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1953年为8585..9999万人万人；
◇1964年为9898..6868万人万人；
◇1982年为148148..7070万人万人；
◇1990年为180180..5656万人万人；
◇2000年为198198..5656万人万人；
◇2010年为229229..1515万人万人；
◇2020年为218218..3939万人万人。
2014年之后增量由正转负，但依然保持了每10个人中就有

近7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态势。

19491949--19781978年年，全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9.26%提高到
14.59%，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2个百分点。

19781978--20232023年年，全市总人口增长 0.34 倍，而城镇人口增长
4.76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4.59%提高到62.52%，平均每
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

本报讯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
晋中市分局组织党员开展了“淬炼党
性强党纪 凝心聚力勇担当”系列主
题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时刻紧绷
纪律之弦，筑牢作风之堤，振奋精神、
砥砺作为。

该局坚持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修
身之本，采取局领导讲党课、警示教育
剖析等方式教育党员干部自觉接受政

治淬炼、纪律体检。以学习研讨、参观
见学等多种方式，组织党员赴晋中市
家风家训馆、太谷麻雀战红色教育基
地等地，开展主题活动。同时，严格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统筹推进外
汇管理工作及意识形态工作。利用线
上平台，宣传“金融为民”理念，精准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

（王佳丽）

国家外汇管理局晋中市分局

开展系列活动 加强队伍建设

发展态势发展态势

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资源

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

【注：由于资料所限，平均预期寿命，分年龄、分文化程度的
人口数据采用最新的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9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深刻阐
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
势，系统总结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重大成果，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好、完善好、
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全面

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当前正值全
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之际，省、市人大常委
会组织10余家中央、省级、市级媒体
来晋中开展“三晋人大代表采风行”
活动，旨在通过组织记者团集中采
访，进一步讲好代表履职故事、激发
代表履职热情，充分展现全过程人
民民主在晋中的生动实践，推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深入人心。本
报现推出系列宣传报道，以飨读者。

编者按

本报讯 （记者王文安）近日，中
国纺织机械协会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委托，在四川省雅安市组织召开了
由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企
业研制的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经纬
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
纬智能公司）自主研发的“JWF1576型
快装式平台细纱机”“JWF1590型整节
装配式平台细纱机”和“JWF1288型高
速精梳机”三款新产品顺利通过了科

技成果鉴定。
据悉，这三款新产品突破了新型

高速快装式机架、重载全电子牵伸系
统和多轴控制、大角度锡林变速梳理等
多项关键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国产纺机
优质高产的技术水平，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是经纬智能公司近年来自主创新
能力的全面展现。公司将持续提升产
品核心竞争力，推动纺机行业向智能
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经纬智能公司三款新产品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全市常住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

138138..1414万人万人，逐步增加到2023年末的 337337..6565万人万人，净增
199.51万人，年均增长1.01%。

“自 2016年晋中市获批地方立
法权以来，立足‘小切口’，突出‘有
特色’，探索出了以小题目为基础、
聚民智为路径、细内容为灵魂、瘦体
量为表现形式的‘小切口’立法模
式，我参与制定出台了一批特色鲜
明的法规。”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吴丹说。

在历史文化领域，吴丹参与起
草了《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传承
保护条例》《晋中市太谷传统医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晋
中市静升古镇保护条例》等多部法
规，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开了好头。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她认真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省
委“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与修
复、“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
程等中心工作，先后参与出台了漳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条例、云竹
湖保护条例和湿地公园保护条例等
3 部法规，与之前的燃煤污染防治
条例等 9 部法规共同构成了环保

“法治网”，护航美丽晋中建设，守护
山清水秀、天蓝地净。

在民生领域，她紧扣群众普遍
关切，参与出台了《晋中市城市居民
二次供水管理条例》《晋中市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
例》和《晋中市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等8部法规，让人民
群众真正享受立法带来的制

度保障、法治保障。
自2019年1月担任市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副主任以来，吴丹始终坚
持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把体现人民利益、反
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
民福祉落实到立法全过程。

“地方立法就是要围绕市委中
心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吴丹对记者说道。

在立法工作中，她始终坚持党委
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
的立法工作格局，完善立法制度机
制，不断提升立法质量效率，力求“小
而精”，不搞“大而全”，拓宽“开门立
法”的广度和深度，以实际行动践行
地方立法工作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谈及下一步工作，吴丹表示：“将
在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的坚强领导
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我市立法的
新要求、新期待，不断开创科学立法工
作新局面，以高质量立法护航我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关于基本
立法联系点和人大代表联络站融合
建设，这项工作受到市人大常委会
的高度重视，下一步将继续坚持高
标准、严要求，不断提升站点融合建设
水平，进一步畅通民主立法渠道。”

用法规“扮靓”美丽晋中
本报记者 王志敏

《黑神话：悟空》游戏不仅让游戏
圈沸腾，还带火了古建游。我市的平
遥双林寺、镇国寺两处取景地自《黑
神话：悟空》上线后成为旅游热点，尤
其是在节假日，更是游人如织、市场
火爆。据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数据
显示，中秋节3天假期，双林寺累计接
待游客近1万人次，镇国寺累计接待
游客4000余人次；而国庆节7天假期，
双林寺累计接待游客4.84万人次，镇
国寺累计接待游客1.91万人次。

游客的增长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双林寺国庆节7天假期累计接待
游客4.84万人次，同比增长693.57%，
累计门票收入124.97万元，同比增长
758.9%；镇国寺累计接待游客1.91 万
人次，同比增长431.74%，累计门票收
入32.74万元，同比增长566.8%。

《黑神话：悟空》IP 受众广泛、传
播度高，有助于提升目的地知名度。
我市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推出“跟着
悟空游晋中”3条主题线路，并开展景

区门票优惠、免费开放停车位、赠送文
创产品等活动。双林寺发放“跟着悟
空游山西”通关文牒，开启快闪活动，
黑神话悟空COS惊喜现身，与游客互
动，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
验。平遥县借势发力，推出“悟空带你
游平遥”旅游攻略，介休张壁古堡推出

“跟着悟空游古堡”打卡活动，祁县乔
家大院推出“跟着悟空游乔家”系列活
动，让游客深度感受晋中古建魅力。

最近，我市古建因《黑神话：悟空》
成为游客关注的热点，事实上，这里一
直都是古建爱好者的游览之地。行走
在晋中的大街小巷，穿过如珍珠般散落
的古建，触摸历史，感知文化，可谓“一
眼千年”。此次环环相扣的宣传，不仅
展示了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文旅
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黑神话：悟空》带火我市古建游
本报记者 张春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