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阅读马拉松”，机关青年这样学党史
400多个学习小组、数万人参加，累计阅读时长约4057万分钟———

一场特殊的“马拉松”，正在上海数万名

机关青年党员中开展———以党史为核心内

容，选取4本指定书目和2本自选书籍，参加由

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组织的“学百年党史 聚

奋进力量”2021年上海机关青年 “阅读马拉

松”超级赛，突出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

每读完一本书，青年党员们还及时组织

线下分享会， 把个人学习心得分享给小组成

员，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火花；此外，他们

还走进《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渔阳里、龙华烈

士陵园、 陈云纪念馆等70个红色旧址或纪念

馆，“触摸”看得见的鲜活党史……

近年来， 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十分重视青

年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引领他们传承红色基

因，自觉固本强基坚定信仰，坚定永远跟党走。

“阅马超级赛”
累计撰写读后感 9500篇 ，

人均每?阅读逾1小时

所谓“阅读马拉松”，即参赛者需要在马拉松

比赛一样长的时间内， 挑战完成一本书籍的阅

读，并根据读书用时和阅读质量进行团队排名。

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自2018年起就将“阅读

马拉松”这一创新学习形式与机关青年理论学习

相结合，去年首次把“阅马赛”由一年一次的“杯

赛”扩大为持续半年的“联赛”。 茛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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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青春态”，当下年轻人应发挥巨大力量
上海未成年人修身励志讲堂首讲“百年新起点”,激励新时代好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穿越回百年前，如果你们是当时的青

年， 会作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 走进新时

代，你们同样作为青年，今天又该交出怎样

的答卷？”这是市委讲师团党史学习教育专

家宣讲团成员徐明抛出的问题， 台下数百

名学生凝神倾听，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昨天， 2021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修身励

志讲堂首讲在建平中学举办 。 以 “百年

新起点 时代好少年” 为主题， 本次讲堂

将历史与当下串联 ， 激励着新时代的好

少年传承红色基因， 在新征程上肩负起重

要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

青年的党———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

岁。”徐明表示，青少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

的未来和希望。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始

终是青年人冲在前线。“要保持 ‘青春态’，

不断以青年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 当下的

年轻人应发挥巨大力量”。

10天建起火神山医院 ，12天建成雷神

山医院……在复旦大学外交学系主任、中外

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张骥看来， 只有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进行如此恢弘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

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社会合力。

数天前 ，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

星 。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 、 中

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

师查学雷为同学们讲述了探月路上那些鲜

为人知的故事 ， 激励广大青少年科技报国

和创新强国。

上海市未成年人修身励志讲堂于2015年

面向全市未成年人推出， 每年都以不同主题

举办各类活动，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积极探

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途径。今年，该讲

堂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深入各区推进一系

列活动， 引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做合格的新时代接班人。

上海“护苗联盟”成立，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记者宣晶）2021 年上海 “绿书

签行动” 系列宣传活动全面启动， 为未成年

人绿色阅读、 文明上网保驾护航。 昨天， 哔

哩哔哩、 喜马拉雅等 30 家单位在嘉定区金

鹤学校宣布成立 “护苗联盟”， 携手护助未

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 。 它们将以建立 “护

苗” 工作站、 开展 “护苗” 主题活动、 打造

“护苗” 教育服务基地等形式， 整合 “护苗”

资源， 打响 “护苗” 品牌。

近年来， 上海围绕 “护苗” 工作， 打造

沪小苗、 文小虎等形象， 将文创文艺文明与

“护苗 ” 活动相融合 ， 形成了一批 “护苗 ”

特色平台， 推动 “护苗·网络安全课” 进课

堂， 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护苗联盟” 是新形势下上海助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而开展的一项创新探索和实践。 下

一步， 上海将探索 “护苗联盟” 常态化运行

机制 ， 合力培育联盟品牌 ， 逐步构建 “护

苗” 体系，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少年健康

成长的良好环境。 中宣部反非法反违禁局副

局长高青云指出， “护苗联盟” 体现了上海

的工作创新意识， 成员单位要以对未来高度

负责的态度强化 “护苗” 使命担当， 以踏石

留印的力度紧抓 “护苗” 行动重点任务， 着

力破解未成年人保护特别是网络保护领域的

难点问题。

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 即将实

施， “扫黄打非·护苗 2021” 专项行动将持

续深入开展， 聚焦 “育新人” 使命任务， 突

出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导向， 努力形成治理

有方、 引导有效、 市场有序的“护苗”工作局

面，不断提升“护苗”工作成效和水平。

宝山区 2235218 9.0      8.3

嘉定区 1834258 7.4      6.4

浦东新区 5681512 22.8      21.9

金山区 822776 3.3      3.2

松江区 1909713 7.7 6.9

青浦区 1271424 5.1      4.7

奉贤区 1140872     4.6      4.7

崇明区 637921          2.5      3.0

[第二号]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市 16

个区的常住人口 [2] 有关数据公布如

下：

一、各区常住人口

分区域 [3] 看， 中心城区人口为

6683712 人 ，占 26.9 %;浦东新区人

口为 5681512 人 ，占 22.8 %；郊区人

口为 12505671 人，占 50.3 %。

二、各区人口变化

分区域看 ， 与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 中心城区人口

所占比重减少 3.4 个百分点 ， 浦东

新区人口所占比重增加 0.9 个百分

点 ， 郊区人口所占比重增加 2.5 个百

分点 。

注释：

[1] 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

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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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心城区是指： 黄浦、 徐汇、

长宁、 静安、 普陀、 虹口、 杨浦区， 郊

区是指闵行 、 宝山 、 嘉定 、 金山 、 松

江、 青浦、 奉贤、 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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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规模稳定增长、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有所下

降、 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昨天举行的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

据情况， 不仅客观反映上海人口基本现状以及十年来发

展变化， 也从侧面反映过去十年上海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全面提升人的素质、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市统

计局局长朱民表示， 将充分利用这次人口普查得到的宝

贵、翔实的数据资源，对重大人口问题展开前瞻性研究，

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超大城市治理等政

策制定提供有力的统计数据支撑。

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规模缩小

此次普查数据显示， 上海全市常住人口为24870895

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1851699人 ，增长8.0%。对比过去

三次人口普查周期，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规模缩小。在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上海常住人口增加307万人；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增加661万人。

朱民表示，相比前两个普查周期，近十年上海常住人

口总量规模的增长是相对平稳的， 这与上海落实国家控

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要求，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城市布

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政策措施目标是一致的。

十年来，随着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日益完善，区域公共服

务资源分布更趋均衡以及经济产业布局调整，上海常住人口

空间分布由中心城区向郊区疏解的趋势变得愈发明显。

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也是此次普查的变化

特征。朱民介绍，这一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与上海高度重

视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以及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是密切相关的。同时，近十年来，上海着力推进经济转型

升级，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大力集聚海内外优秀

人才，这对流入人口的结构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低龄老年人口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次普查数据也反映了上海在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

一些值得关注的情况，如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需要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朱民认为，从历史情况看，上海老龄化程度一直是全

国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上海老龄化程度高，但其中年轻

老年人的占比较高。数据显示，上海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

占全市老年人口比重是5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认为，

上海有非常充分的老年人力资源，不仅表现在比较年轻

的老年人口比重大，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健康程度都

更高，而且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 。上海可

以积极促进老年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参与，发挥老年人力

资源。

朱民表示，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然较大，总量接

近9亿，上海的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

上海16-59岁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比十年前是显著提高的，具有大学

文化程度人口占比46.4%，比2010年提高20.2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6

年，提高1.4年。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主任殷志刚表示，通过对比长三角内

部城市的数据发现，上海15-59岁年龄段人口占比较高，这说明上海地区经济仍

很活跃，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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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5月18?

[第一号]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 我国以2020

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国务院、市政府

的统一领导和全体市民的配合下，通

过全市13余万普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

力， 圆满完成普查现场登记和复查任

务。现将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全市常住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２]为24870895人，同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3019196人相

比 ， 十年共增加 1851699人 ， 增长

8.0%。平均每年增加185170人 ，年平

均增长率为0.8%。

全市常住人口中， 外省市来沪常

住人口为10479652人，占比42.1%，同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977000相比，

十年共增加1502652人， 增长16.7%。

平均每年增加150265人， 年平均增长

率为1.6%。

全市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３]的

人口为22209380人，占89.3%；居住在

乡村的人口为2661515人，占10.7%。

二、户别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 ， 共有家庭户 [4]

9644628户，集体户822219户，家庭户人

口为22347586人，集体户人口为2523309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32人，比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49人减

少0.17人。

三、性别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 ， 男性人口为

12875211人 ， 占 51.8% ； 女性人口为

11995684人，占48.2%。常住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19上

升为107.33。

四、年龄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 ，0-14岁人口为

2436296人 ， 占 9.8% ；15-59岁人口为

16619137人，占66.8%；60岁及以上人口

为5815462人 ，占23.4%，其中65岁及以

上人口为4049012人，占16.3%。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0-14岁人口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 ，

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9.5个百分点 ，

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8.3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提高6.2个百分点。

五、民族构成

全市常住人口中 ， 汉族人口为

24471085人，占98.4%；各少数民族人口

为399810人 ，占1.6%。与2010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 汉族人口增加

1728052人，增长7.6%；各少数民族人口

增加123647人，增长44.8%。

六、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8424214人；拥

有高中 （含中专 ） 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4730359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7196422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966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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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1893人上升为33872人； 拥有高中文化

程度的由20953人下降为19020人； 拥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6519人下降为28935

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13562人下降

为11929人。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全市常住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5]由10.7年升至11.8年。

全市常住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

以上不识字的人）为401585人，与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文盲人口减

少 229778人 ，文盲率 [6]由 2.74%下降为

1.61%，下降1.13个百分点。

注释：

[1]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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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城镇 、乡村是按国家统计局 《统

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划分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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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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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文盲率是指常住人口中15岁及

以上不识字人口所占比重。

黄浦区 662030 2.7      2.9

徐汇区 1113078 4.5      4.7

长宁区 693051 2.8      3.0

静安区 975707 3.9      4.7

普陀区 1239800 5.0      5.6

虹口区 757498 3.0      3.7

杨浦区 1242548 5.0      5.7

闵行区 2653489 10.7      10.6

比重

2020 年 2010 年

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
本报讯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动员会昨天举行，

标志着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工作全面启动。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周

慧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开展巡回指导，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

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 要深刻认识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

工作的重大责任，准确把握任务要求，注重讲求方式方法，紧密

结合上海实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扎扎实实完成好巡回指导各项任务，推动全市党史学

习教育更高质量开展。

会议要求，指导组要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安排，当好党史学

习教育的“参谋”、上传下达的“桥梁”、被指导单位的“帮手”。 要

统筹考虑不同阶段的巡回指导，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指导，尊重

情况差异和基层首创， 挖掘推出更多可推广、 可复制的典型经

验，不断提升巡回指导的针对性、实效性。

据悉，市委共组建 8 个巡回指导组，分三个阶段对各区、各

部门、 各单位开展巡回指导工作。 巡回指导专题培训会同期举

行，对巡回指导组全体成员进行专题业务培训。

临港新片区迎来批量48艘
“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迎来批

量“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前天，上海海事局把办好的船舶

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光船租赁登记证书、船舶国籍证书、最低

安全配员证书等证书、文书交到“新连云港”轮船舶所有人手中。

这标志着临港新片区迎来批量48艘 “中国洋山港” 国际船舶登

记，“新连云港”是其中第一艘。

今年，中远海运集团决定将中远海运发展有限公司所属的48

艘中国籍船舶的船籍港注册登记到“中国洋山港”，并将船舶所有

权转到在临港新片区新成立的上海新远海集船舶租赁有限公司。

洋山港海事局副局长韩胜红介绍， 船舶总量是衡量船籍港

航运实力的重要指标， 也是区域航运产业及相关航运支持产业

的基础。此次批量船舶入区登记，将有效壮大临港新片区国际航

行船舶队伍，提升“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体量，为临港新片区建

设国际航运服务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2020 年 2010 年

（表1 ?区人口 单位：人、%）

地区 常住人口
比重

地区 常住人口

市审计局“国资悦读慧”学习小组举办阅读分享会。

上海累计签约家庭医生逾815万人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5月19日是第十一个“世界家庭医生

日”。在昨天举行的“519世界家庭医生日”主题宣传活动上，记者获

悉，作为全国率先试点家庭医生制度的城市，从打造服务模式到构

建上海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供给基本制度，上海家庭医生制度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数据显示，目前，上海累计签约家庭医生超815万

人，常住居民签约率超30%，其中，老年人、儿童、慢性病人、孕产妇

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77%，失能老人签约率超过九成。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已连续五年在第三方满意度测评中位列

首位；超过 68%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优

质服务基层行”推荐单位标准，名列全国首位。

目前，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门诊量占全市门诊量三分之一以

上，签约居民在社区就诊率达六成以上。 去年疫情防控期间，社

区门诊量一度达到全市七成以上。今后，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将着力打造“康复中心”“健康管理中心”“护理中心”三大功能，

让社区卫生服务守护更多居民健康。

在昨天的主题宣传活动上，2021 年“上海市十佳家庭医生”

评选结果出炉。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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