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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内容

滁州市来安县新安镇
永阳社区，金禾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企业24
小时生产排放黑色腐
蚀性刺鼻烟气，夜间尤
为严重，日常生产噪声
及夜间偶发性巨响严
重扰民，经常采用临时
停工停产的方式规避

检查。

滁州市凤阳县刘府镇
陈圩村南湖队，两家养
殖场无环评手续，其中
一家为正邦集团养猪
场，另一家禽业有限公
司养鸡场（厂名不详），
异味刺鼻、污水乱排。

滁州市定远县拂晓乡
庄杨村，乌龟岭山上从
事采石采砂，破坏当地

生态环境。

污染
类型

大气,
噪音

大气,
水

生态

是否属
实

部分属
实

部分属
实

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信访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被举报企业为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滁州市来安县

东大街127号,是一家拥有总资产10亿元，员工3500人，年销售收入
达20亿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厂区由南向北依次分为A、B、C三个厂
区。

废气核查情况：现场检查A区130吨锅炉、75吨锅炉和75吨三废
炉、75吨新三废炉产生的废气通过各自烟囱排放，排口为白色烟气，均
安装有CEMS监控设备，并由无锡大禹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维护。经调
阅2020年以来在线监控数据显示，在线CEMS监控设备均运行稳定，在
线检测指标月均值没有超标现象，无真实超标情况发生。根据第三方
检测公司（有资质单位CMA）2020年12月31日、2021年3月17日出具
的金禾实业厂界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厂界无组织废气达
标排放。来安县生态环境分局同时分别于2021年3月15日、30日和4
月12日、4月25日、4月28日、5月6日，会同新安镇政府、县开发区管
委会相关人员到金禾公司及周边进行不定时夜间巡查，巡查时企业正
常生产，经走访和夜查异味扰民问题偶尔存在。

噪声核查情况：根据2021年1月7日和2021年4月30日第三方检
测公司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厂界噪音未超标。

停工停产情况：2021年4月12日，检查该公司20万吨氨醇和30万
吨硫酸等项目正常生产；5月6日核查该公司5000吨和3000吨三氯蔗
糖项目，正常生产，未发现停产停工方式规避检查现象。

正邦集团养猪场全称凤阳县名众农业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刘
府镇陈圩村南湖队，远离村庄500米以上，存栏4800头母猪繁殖场种
养结合循环农业建设项目已于2019年11月7日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建成部分硬化地板，地板上建有若干约1米高漏缝地板立
柱，已停止建设约1年多，无养殖。
养鸡场全称安徽好尔斯禽业有限公司，位于刘府镇陈圩村南湖队，远
离村庄500米以上，设计年存栏蛋鸡60万只，有环评手续，《滁州市凤
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关于安徽好尔斯禽业有限公司60万只蛋鸡养殖项
目环境影响报书的批复》（凤环评〔2020〕59号）。已建成2栋圈舍，一
栋空栏，一栋存栏蛋鸡12万只，每栋圈舍均有一套履带式清粪装置，
拥有运输车1辆、装载车1台，堆粪棚2栋，粪污处理设施设备配套完
善，但粪污未及时收入堆粪棚堆积发酵。

1.经定远县自规局现场调查，该信访件反映的区域位于滁州市定远县
拂晓乡庄杨村境内，系定远县先友养殖家庭农场施工场地范围，2020
年12月办理了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备案号为：拂设农字（2020）17
号），占用土地性质系园地，批准用地面积0.6612公顷，用于家禽养殖
和看护房。2021年初，定远县先友养殖家庭农场开始建设，由于处于
山丘地带，场地高低不平，施工机械就地整平，现基本整平到位。
2.现场查看，现平整区域部分超过办理的设施农用地范围，据当事人
介绍，超过的范围原高低不平，平整后的土地用于种植牧草和植树。
经询问定远县矿山联合执法大队驻点池河中队、拂晓乡包庄杨村乡干
部、庄杨村干部及周边群众，未发现该公司有外运砂石土行为。

处理和整改情
况

1、加强对该企
业监管力度；
2、督促企业加
强环境管理，
针对检查发现
的轻微气味问
题，加大排查
整改力度，减
少无组织废气
排放。
3、积极开展夜
查 和 走 访 工
作。

凤阳县生态环
境分局对安徽
好尔斯禽业有
限公司立案处
罚，罚款 1.45
万元并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
目前企业粪便
全部收入堆粪
棚发酵，2 栋
堆粪棚进口起
垄，堆粪棚正
在 搭 建 防 雨
棚。

定远县自规局
已要求当事人
尽快对超过设
施农用地范围
的土地进行复
垦，种植牧草
和植树。

问责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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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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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明光市中央广
场内，经营大量饭店、
排档、火锅店等，距离
居民区较近，餐厨垃

圾、油污等导致附近居
民区下水道长期堵塞，
油烟、噪音严重扰民；
潘村排挡，距居民区仅
2米，油烟净化装置未
正常运行；码头故事火
锅店，空调外机、排烟
排风设备均安装于居
民区内，2021年两次
噪声监测结果均为超
标，明光市城市执法局
却未对商家违法行为

进行处理。

大气,
噪音

基本属
实

经全面排查中央广场餐饮经营单位，举报反映情况基本属实，部分餐
饮经营单位油烟净化器安装不规范，空调外机未采取隔音措施。与第
二十一批编号D2AH202104270035信访内容重复。

明光市城管执
法局已对中央
广场东侧全部
餐饮经营单位
开 展 油 烟 检
测，责令 2 家
油烟净化设备
不合格餐饮经
营单位更换完
善油烟净化设
备，督促各经
营单位做好油
烟净化设备清
理维护。
码头故事火锅
及潘村排挡已
按要求将油烟
净化器及排烟
管道安装至商
业建筑楼顶。
对空调外机噪
声问题突出的
经营点，要求
采取安装隔音
板等措施控制
噪声。同时计
划对小区下水
道进行疏通维
护。

无

滁州市落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七批）
第二十七批 2021年5月11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11日发布。10年来，我国人口有哪
些变化？“全面两孩”政策给力吗？老龄化进程加快了吗？我们一起从数据
中找答案。

【数据1】14.1亿人：增速放缓，平稳增长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
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下降0.04个百分点。

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86311334人，占91.1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25467390人，占8.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
60378693人，增长4.9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11675179人，增长10.26%。

增速放缓，平稳增长，是我国总人口状况的主要特点。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我国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
的惯性增长。

宁吉喆说，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速将继
续放缓。同时，人口增长还受人口年龄结构、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政策、生
育成本、公共卫生和健康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
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
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数据2】2020年总和生育率1.3：低生育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出生人口数量快速回升。”宁吉

喆说，生育政策调整成效积极。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
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
人和100多万人。从生育孩次看，2014至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
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
但仍然高于 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
1000多万人。

宁吉喆说，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的结果显
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宁吉喆说，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
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
响。从2020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
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宁吉喆认为，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
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
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
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数据3】平均每户2.62人：家庭越来越小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 49416 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129281 万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减少0.48人。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

善以及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宁吉喆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家庭户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发

展资源配置影响很大。我国从传统的几代人大家庭逐步发展为更多小家
庭，无论对养老还是育儿来说，代际家庭支持功能将弱化，也意味着需要更
多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政策支持。

【数据4】10年减少1101万人：东北人去哪了
数据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9851万人，接近1亿人，规模依然较

大，但比10年前减少1101万人。
宁吉喆表示，东北地区人口减少，受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人口生育水平

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东北地区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攻坚
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机会和就业前景，对其他地区包括东北地区人口
有较大吸引力。

“当前东北经济发展的韧性仍在，潜力很大。”宁吉喆说，新一轮振兴计
划必将带来东北地区人口发展新变化。

【数据5】男女性别比105.1：逐渐趋向正常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男性人口为 72334 万人，占 51.24%；女性人口为

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宁吉喆说，“从新生儿的情况看，出生
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贺丹表示，性别均衡发展是人口结构均衡发展的重要方面，也反映出我
国在促进性别平等发展方面的进步。

【数据6】老年人超2.64亿：挑战也是机遇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15至59岁

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
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

与2010年相比，0至14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1.35和5.44
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压力。”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
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
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

【数据7】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2.18亿：人口素质更高
从人口质量上看，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普查结果显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
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15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文盲率从
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宁吉喆表示，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
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

【数据8】“城里人”增了2亿多：城镇化率还会上升
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

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
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表示，城镇化率提高较快，是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
的结果。预计城镇化率还会保持上升趋势。

【数据9】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户籍束缚减弱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49276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88.52%。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
人，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192.66%和69.73%。

贺丹说，人口流动趋势明显，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体现出户籍对人口流
动的束缚正在减少，人口流动更符合市场原则。

李晓超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
理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数据10】人口平均年龄38.8岁：和美国差不多
普查结果还显示，我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我国人口平

均年龄为38.8岁。
宁吉喆表示，总的看，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年富力强。美国最近

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38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
国家统计局总统计师曾玉平指出，我国劳动力资源绝对量较大，但就业

压力也不小。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解决岗位需求
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十大看点
新华社记者谢希瑶 姜 琳 吴 昊

（上接第一版）“去年，我家猪得了猪瘟，幸亏
村里早早为我们办理了特色种养保险，申报
产业损失保险理赔，为我们挽回了不少损
失。”单成喜说。

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单成喜成了村里名
副其实的种养大户，现在院子里就有 2000 多
只鸡和 7 头猪。“去年出栏了 3000 多只鸡和
100 多只鹅，除去饲料费用外，光养殖的收入

就有 4 万多块。”单成喜掰着手指给大家算了
一笔账。2020 年底，他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
摘下了贫困帽。

单成喜的病经过几次手术，也有了起
色。生活有了奔头，单成喜脸上的笑容也越
来越多了。“我打算过段日子再养几百只鹅，
多购进些鸡苗，扩大养殖规模。”浑身充满干
劲的单成喜笑呵呵地讲着今年的养殖计划。

养殖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