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

和《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国发〔2019〕

24号）要求，在省、州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开展

了珲春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2]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1400名普查工作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下，圆满完成普查

机构组建、建筑物标绘和区域划分、人员选聘和业务培训、普查

现场登记、事后质量抽查、数据比对复查和行职业编码等各项

任务，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重大成果和显著成效。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将2020年11月1日零时

全市人口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

一、全市人口情况

（一）总人口
全市总人口为239359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减少2418人，下降1%，年均下降0.1%。

（二）户别人口

全市共有家庭户
[3]

100539户，集体户4051户，家庭户人口

为226435人，集体户人口为12924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

为2.25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0.43人。

（三）性别构成
全市总人口中，男性人口为119044人，占49.73%；女性人口

为120315人，占50.2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

女性的比例）为98.94。

（四）民族人口

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55458人，占64.95%；朝鲜族人口

为62976人，占26.31%；满族人口为18819人，占7.86%；其他民

族人口为2106人，占0.88%。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汉族人口增加11140人，上升7.72%；朝鲜族人口减少11987

人，下降15.99%；满族人口减少2408人，下降11.34%；其他民族

人口增加837人，上升65.96 %。

（五）城乡人口
[4]

全市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89760人，占全市人口的比

重（城镇化率）为 79.2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49599 人，占

20.72%。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5405

人，乡村人口减少17823人，城镇人口比重提高7.16个百分点。

（六）流动人口
[5]

全市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
[6]

为109335人。其中，省内人户

分离人口为85813人，跨省流入人口为23522人。与2010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加 48209 人，增长

78.87%。其中，省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45136人，增长110.96%；

跨省流入人口增加3073人，增长15.03%。

二、乡镇、街道人口情况

（一）乡镇、街道常住人口
[7]

13个乡镇、街道中，人口超过5万人的有1个，在1万人至5

万人之间的有4个，少于1万人的有8个。其中，人口居前3位

的乡镇、街道人口总量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为71.45%。

（二）乡镇、街道人口变化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3个乡镇、街道中，靖

和街道人口增加25187人、河南街道人口增加3372人、近海街道

增加3662人，其他乡镇、街道人口均有不同程度减少。

三、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一）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全市人口中，0—14岁
[10]

人口为28993人，占12.11%；15—59

岁人口为157408人，占65.76%；60岁及以上人口为52958人，占

22.1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34366人，占14.36%。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提高2.26个百

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降低12.05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

口比重提高9.7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6.66个百

分点。

（二）乡镇、街道人口年龄构成
13 个乡镇、街道中，15—59 岁人口比重在 65%以上的有 4

个，在60%—65%之间的有5个，在60%以下的有4个。

13个乡镇、街道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21%有5

个，其中，杨泡满族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24.66%；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14%—21%之间有4个；65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比重低于14%有4个。

四、人口受教育情况

（一）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35504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1530人；拥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99486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38363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

业生和在校生）。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

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由9435人上升为14833人；拥有

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由22522人减少至21528人；拥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人口由46481人减少至41564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

口由15773人增加至16027人。

（二）平均受教育年限
[11]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市人口中，15岁及

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0.36年提高至10.43年。

（三）文盲人口
全市人口中，文盲人口（15 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 2188

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1472人，

文盲率
[12]

由1.51%下降到0.91%，降低0.60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普查对象是普

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

[3]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

的人组成的户。

[4]城镇、乡村按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

分。

[5]珲春市流动人口即为人户分离人口。

[6]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

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7]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

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

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

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

[8]各乡镇人口数含其辖区范围内林场生活区人口数。

[9]指各乡镇、街道的常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重。

[10]0-15岁人口为30603 人，16-59岁人口为155798 人。

[11]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

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 年，初

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

[12]文盲率是指常住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

比例。

表3 各乡镇、街道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

�

 乡镇（街道） 

占总人口比重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全全全全� �市市市市� 12.11 65.76 22.12 14.36 
靖和街道� 15.08 66.43 18.48 12.09 
新安街道� 12.77 66.76 20.46 13.56 
河南街道� 12.83 66.78 20.39 13.11 
近海街道� 11.73 69.32 18.95 11.90 
春化镇� 7.26 63.14 29.60 18.73 
敬信镇� 5.46 61.31 33.23 22.48 
板石镇� 6.51 64.02 29.47 17.58 
英安镇� 6.35 64.63 29.02 19.04 
马川子乡� 7.62 60.60 31.78 18.57 
杨泡满族乡� 6.03 57.80 36.17 24.66 
三家子满族乡� 6.47 59.97 33.55 22.07 
密江乡� 4.29 59.97 35.74 22.12 
哈达门乡� 6.16 59.75 34.09 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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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市统计局
珲春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6月9日

珲春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1]

表1 各乡镇、街道常住人口
单位：人、%

乡镇(街道) 人口数[8] 
比重[9] 

2020年 

 

2010年 

 
全全全全� � 市市市市� 239359 100.00 100.00 

靖和街道� 90666 37.88 27.08 
新安街道� 42073 17.58 17.47 
河南街道� 38275 15.99 14.44 
近海街道� 12067 5.04 3.48 
春化镇� 6091 2.54 4.09 
敬信镇� 3665 1.53 2.07 
板石镇� 4238 1.77 3.12 
英安镇� 22170 9.26 14.95 
马川子乡� 4647 1.94 2.61 
杨泡满族乡� 2372 0.99 1.71 
三家子满族乡� 5469 2.28 3.45 
密江乡� 1469 0.61 0.83 
哈达门乡� 6157 2.57 4.71 

�

图1 历次人口普查总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表2 全市人口年龄构成
单位：人、%

年龄 人口数 比重 

    总总总总        计计计计    239359 100.00 
0—14岁 28993 12.11 
15—59岁 157408 65.76 
60岁及以上 52958 22.12 
其中：65岁及以上 34366 14.36 

�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企业党建

伴随着非公企业的萌芽起步而探索

推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成

长中加快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持续加强。党中

央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2012年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

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中央组织部召开全国非公有制企业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会

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抓

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作出重要部

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深

入企业调研指导，特别是主持召开

民营企业座谈会、企业家座谈会，对

非公经济发展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指方向、强定力、增信心，为加强这

一领域党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中央组

织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全国工商

联等部门持续推动，各地着力健全

体制机制，构建各级党委统一领导、

组织部门（两新工委）统筹指导、行

业管理部门纵向推动、园区等聚集

区横向拓展、街道社区兜底管理的

工作体系；着力摸清工作底数，指导

各地建立常态化摸排机制，创新工

作手段，动态掌握底数，精准推进

“两个覆盖”；着力分层分类推进，突

出抓好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及时跟进新兴领域、新就业群

体，非公企业组织党建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党对非公经济领域的全面

领导不断加强，重点企业、重点区域

党的组织和工作实现全面覆盖，党

组织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团结凝聚

职工群众的引领作用有效发挥，党

在非公经济领域的阶级基础、群众

基础不断厚植。

突出重点区域，强化园区、楼

宇、商圈统筹，抓块扩面、整体推进，

把牢非公企业党建基本盘。

——系统推进园区党建。1992

年以后，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

产业区、自由贸易区等各类园区蓬

勃发展，到2015年70%的规模以上

非公企业、半数以上从业人员集聚

在园区。2016 年中央组织部在厦

门召开全国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座谈会，对以园区为龙头抓好非公

企业党建作出部署。目前，全国

2540多个省级以上园区构建“园区

党工委－非公企业综合党委－党建

工作指导站－非公企业党组织”四

级工作体系，实现园区非公企业50

人以上有党员、100 人以上有党组

织，民营企业 500 强实现党组织全

覆盖。福建对上百个市级以上园区

开展“体检”，围绕优化管理体制、规

范阵地建设、有效发挥作用等把脉

问诊、整改提升，打造园区党建升级

版。

——打造开放共享的楼宇、商

圈党建。把楼宇作为“竖起来的园

区”，深化拓展聚集区党建工作。

2017 年中央组织部在上海召开全

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

会，对楼宇、商圈党建作出部署。北

京、上海、大连、南京、广州等地推广

把“支部建在楼上”，依托街道或产

权单位、骨干企业、物业公司建立区

域性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活动共

联、资源共享。天津推动全市多数

菜市场商圈建立党组织，引导党员

商户亮牌诚信经营，利用公开栏、大

屏幕等传递党的声音，以菜篮子温

暖心窝子、小菜摊服务大民生。

——探索沿着产业链条开展党

建联建。上海、广东、四川、湖南等

地在重点产业聚集区，依托产业链

组建联合党组织或党建联盟，打破

体制、行政、地域边界，以党建引领

产业上下游融合发展。安徽芜湖依

托园区、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建立

汽车、航空等10个新兴产业集群党

委，以党组织为“通关密码”，打通政

府部门、链上企业、科研机构等体制

壁垒，协调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项

目对接、科技攻关、人才培养等难

题。

紧盯新兴领域，突出抓好互联

网企业党建，探索快递物流业党建，

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不断

扩大。

——互联网企业党建实现重点

突破。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广泛应

用，互联网企业迅猛发展，影响力剧

增。2014年以来，中央组织部把加

强互联网企业党建提上日程，持续

调研推动，指导各地探索创新。

2018 年会同中央网信办在深圳召

开全国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座谈

会，2019 年印发指导意见，作出全

面部署。突出抓好体制机制，压实

网信部门抓行业党建责任，31个省

区市和近80%的地级市依托网信部

门建立互联网行业党委。突出抓好

重点企业，推动各地网信部门确定

的722户重点企业实现党组织全覆

盖。突出抓好作用发挥，重点企业

中由高管担任党组织书记的占

76.7%，党组织和党员在促进企业健

康发展、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动快递物流业党建开局

破题。近年来，随着电商产业井喷

式发展，快递物流业呈爆发式增

长。浙江和广州、武汉、成都等地出

台快递物流业党建工作指导意见，

建立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各方联动

工作机制，以县区为单位统筹推

进。江苏 13 个地级市全部依托邮

政部门成立行业党委，加强重点企

业党建工作的具体指导。国家邮政

局和北京、重庆、深圳等地开展“暖

蜂行动”，出台关爱快递员具体举

措，依托城乡社区设立“爱心驿站”，

解决快递员维权难、上路难等问题。

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

量多、分布广的实际，压实街道社区

属地责任，发挥市场监管部门网络

健全、贴近市场主体优势，双向发力

推动“两个覆盖”横到边纵到底。

——强化街道社区责任。2018

年以来，各地结合街道管理体制改

革，成立街道党建办、党建工作指导

站，加强对区域内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的领导和指导。上海、安徽、福

建、广东、重庆等地在乡镇、街道成

立两新组织综合党委，选派党建工

作指导员，抓好辖区小散非公经济

组织党建。北京东直门街道党工委

设立非公经济组织党委，将辖区划

分为 3 个片区，分别成立党建工作

站，兜底管理辖区 900 多个非公经

济组织。

——发挥党群服务中心辐射带

动功能。各地在非公经济组织聚集

的区域建立1.3万个党群服务中心，

打造党的政策宣传、党组织活动、职

工群众服务的综合性平台。深圳在

全市建设 1050 个“全域覆盖、功能

完备、开放共享”的党群服务中心，

整合党务、政务、公共服务资源，打

造“一公里”党群服务圈，2019年以

来举办“新时代大讲堂”、党务培训、

公益讲座等活动7.7万场，200多万

人次参加。

——发挥市场监管部门职能优

势抓“小个专”党建。从 2014 年开

始，工商管理部门承担起“小个专”

党建工作责任。各地依托市场监管

部门成立“小个专”党委1800余个，

依托基层市场监管所设立党建工作

指导站 1 万多个，推动成立“小个

专”党组织20.3万个。河南市场监

管部门结合注册登记、年检年报，近

两年引导3.7万名“隐形”党员亮出

身份，新发展党员2600多人。

着眼融入中心服务大局，把完

成重大任务作为试金石、磨刀石，发

挥党组织实质作用，有力促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

——引领企业政治方向。各地

各企业突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建

立健全党组织“发挥实质作用”的机

制办法，推动建立党组织和企业管

理层共同学习、定期沟通、重大事项

会商等双向互动机制，推动符合条

件的党员出资人、高管等担任企业

党组织书记，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担

任党组织书记的占64%。浙江传化

集团党委建立“三联三会”制度，企

业党组织书记联系出资人、班子成

员联系中层骨干、党员联系职工群

众，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党群议事

会、党企联席会，把政治引领贯穿企

业经营管理各方面。

——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各地

引导企业党组织在转型升级、技术

攻坚、提高效益等方面发挥作用，推

行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等做法，

推动党员在生产和项目一线打头

阵、当先锋。北京科兴生物公司党

支部组织党员骨干开展疫苗研发生

产攻关，100 天建成生产基地，5 个

月生产 1 亿剂，创造了疫苗研发生

产“中国速度”。飞鹤乳业党委组建

党员科技攻关小组，在工艺流程、配

方优化等方面获得18项国家专利，

助力重塑中国婴幼儿奶粉品牌形

象。

——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各地

推动企业党组织建立健全党员联系

服务职工制度，与区域、部门、单位

党建共建，联合工青妇等群团组织，

共同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疫情期间，很多企业党组织组织党

员职工开展信息排查、体温检测、卫

生消杀，做好职工情绪疏导、健康知

识普及，确保职工队伍稳定。上海

沪江网党委牵头实施安居、亲子、成

长等工程，为年轻员工提供免费住

宿，帮助解决假期子女托管难题，发

起成立互联网投资基金，助力员工

实现创业梦想。

——服务国家中心大局。不少

党组织推动企业发挥人才、技术、平

台等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

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在关键时刻

发挥了“硬核”作用。全国近 11 万

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2.7万个村，

东部地区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

投资1万多亿元。比亚迪、富士康、

红豆、雅戈尔等企业党委组织党员

骨干改造调试设备，转产口罩、防护

服等紧缺防疫物资。圆方集团党委

派出 8 支党员突击队伍驰援湖北、

北京等地医院，上千人战斗在隔离

病区等高风险岗位。

抓好出资人教育培训，建强非

公企业党组织书记和党建指导员队

伍，落实经费阵地保障，非公企业党

建基础不断夯实。

——加强出资人和高管教育引

导。各地普遍建立组织部门、两新

工委成员单位负责人直接联系重点

企业和出资人制度，对出资人和高

管分级分类开展培训，对符合条件

的加强政治吸纳。全国工商联在延

安、西柏坡等地设立11个民营经济

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常态化组

织新一代企业家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做好政治传承、事业传承。首都

互联网行业党委2013年成立以来，

组织互联网企业创始人和高管等到

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开展红色

教育，发展400多人入党。

——强化党组织书记和党建指

导员队伍建设。各地采取内部推

选、协商委派等方式，选优配强非公

企业党组织带头人，其中大学以上

学历的超过43%。中央组织部连续

9年举办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示范

培训班，带动各地逐级开展培训。

江苏引导非公企业将党组织书记纳

入管理层序列，开展专职资格认证，

发放“红领津贴”。各地普遍制定党

建指导员选派管理办法，明确工作

职责，规范管理制度。深圳、厦门等

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职党建指导

员，打造专业化党务工作力量。各

地选派56.3万名党建指导员，联系

非公企业177万余户。

——落实经费阵地保障。各地

认真落实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经费税

前列支、财政支持、党费拨返等政

策，统筹建好用好党组织活动阵地，

切实解决缺经费、少场所等问题。

回顾 2012 年以来非公企业党

建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取得的历史

性进步，党中央顶层设计、高位推动

是决定性因素。非公企业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在非

公企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关键节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篇

布局、把关定向，为非公企业党建指

路引航，助推非公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许多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说，

把党的活动与生产经营有机融合是

非公企业党建的生命线，只有找准

发挥作用的切入点，才能做到以党

建强引领发展强。不少非公企业负

责人表示，没有党建工作助力、各级

党组织关心，企业不可能发展得这

么好，“党建工作抓实了就是生产

力，抓好了就是凝聚力，抓细了就是

竞争力”的理念在企业上下深入人

心。

新华社记者

以高质量党建助推非公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