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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喷火、卸帽子……技艺娴熟的演
员操控着提线木偶在台上表演各种绝技。
5月11日，在第五届丝博会上，华阴老腔、合
阳提线木偶、富平阿宫腔登上舞台，在来自
五湖四海的观众面前献上精彩的表演。

提拨勾挑间便是戏

丝博会上，合阳县线腔木偶剧团表演
了一场名为《欢天喜地》的提线木偶戏，围
观的群众络绎不绝，纷纷称赞叫好。

合阳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始于
汉而兴于唐，清乾隆后，逐渐达到鼎盛。
据合阳县线腔木偶剧团肖团长介绍，合
阳提线木偶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了，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剧目代表有《金碗钗》，在本次丝博会
上，为了更好地将提线木偶传承下去，也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剧团将变脸、喷
火、脱衣服、卸帽子等杂技表演融入到提
线木偶的表演之中，形式上的创新收获
了奇效。“目前，我们在每个周五、周六推

出两场免费表演，以便让更多观众能够了
解合阳提线木偶戏。另外木偶的制作也
是我们的绝活，目前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肖团长说。

将“老腔”推向世界

华阴老腔是陕西省华阴县泉店村张家
户族的家族戏，其声腔具有刚直高亢、磅
礴豪迈的气魄。说起“老腔”的历史，大概
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船工们为了
统一节奏，一边用木块敲击船帮，一边喊
着号子。水流湍急，号子雄壮激烈，众人
帮腔，场面蔚为壮观。华阴老腔艺人张喜
民说：“老腔其实是一种以皮影的形式进
行演出的剧种，在过去只需要5个人便能撑
起一台戏。”

现在学老腔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
最小的也有 71岁。提到传承，张喜民有着
一丝隐忧。“现在为了把老腔传承下去，我
们也在不断创新。2006年，林兆华将华阴
老腔搬上了话剧《白鹿原》的舞台，谭维维

和老腔艺人在春晚舞台上表演了《华阴老腔
一声吼》。”近三年来，华阴老腔已经在国内
外表演了一百多场，走进德国、澳大利亚、法
国、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在国外，我们
还表演了《关中谷歌》，这是我们创新的作
品，主要是想把华阴老腔推向世界。”

融入时代弘扬经典

阿宫腔是由秦时宫廷乐舞衍变而来，因
阿房宫而得其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2006年5月20日，阿宫腔经国务院批准被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富平县阿宫腔剧团演员王瑜介绍，
剧团的代表作是《大唐女巡按》。目前剧团
里面年轻人比较多，为了传承创新，剧团结
合红色经典，排出了一些红色现代戏。富
平打造的阿宫腔红色现代戏《红梢林》作为
参赛剧目亮相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于
2020年 11月 5日、6日在千阳大剧院上演，
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实习记者 郝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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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性别比为104.79

陕西人口性别比为 104.79，低于全国总
人口性别比105.07的平均水平。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9.20%

陕西省 0-14 岁人口占 17.33%；15-59
岁 人 口 占 63.46% ；60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19.20%，老龄化程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陕西省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为10.26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陕西省人口普查结果

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

然充沛。

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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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

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龄
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人口加快集聚

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

新的要求。

据人民网 5月 11 日上午就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
果举行发布会，国务院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
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发布会
上表示，中国劳动力资源依然丰
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
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
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

宁吉喆透露，十年来，我国人
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
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
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
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
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
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人口总量上看，虽然

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放缓的，但仍
然保持了平稳增长。2020 年，我
国总人口达到 14.1亿人，约占全球
总人口的 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
口大国。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实
现了从 13 亿人到 14 亿人的跨越，
人口总量增加了 7206 万人，比
2010 年增长了 5.38%，年均增长
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 0.57%的
平均增长率。

第二，从人口质量上看，我国
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的
素质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08年提高至 9.91年。16-59岁劳
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 9.67 年提高至 10.75 年，文
盲 率 从 2010 年 的 4.08% 下 降 为
2.67%。

第三，从性别构成上看，出生
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
到改善。普查结果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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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人口看，出生人口
性别比 2020 年为 111.3，较 2010 年
降低了 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第四，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
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0-14
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 2010年增加
了 3092 万人，比重上升了 1.35 个

百分点。“单独二孩”“全面两孩”
等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促使出生
人口出现回升，“二孩”生育率明
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
由 2013 年的 30%左右上升到 2017
年的 50%左右。

第五，从人口迁徙流动情况
看，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
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普查结果表
明，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
现象已相当普遍，2020 年我国人
户分离人口达到 4.93亿人，约占总
人口的 35%。其中，流动人口 3.76
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 70%。从
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
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
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
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第六，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
住 人 口 的 城 镇 化 率 进 一 步 提
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
了 2.36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了 14.21 个百分点，比上一
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 0.75 个百
分点。普查结果表明，加快实施
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
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
了明显成效。

宁吉喆表示，十年间，我国人
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社
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反映
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历程，也符合
人口自身发展趋势和人口与经济
社会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同
时，普查数据也反映出我国人口
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
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
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
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

宁吉喆强调，要辩证看待人
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国
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
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
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
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发布

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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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直挺支持我玩手机的，都觉得我上网后思
维开拓了，交流沟通也顺畅多了，可最近却频频给我提
意见，限制我做这个，不让我干那个！”近日，现年61岁
的咸阳退休职工贺玲玲很苦恼。

微信晒照片、刷抖音、听音乐、转发新鲜事，还有网
购……这些已成为越来越多像贺玲玲一样的准退休、离
退休职工每天生活的常态。在子女们的“大力支持”下，
他们不仅拓宽了眼界，还认识或联系上了不少新、老朋
友，退休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只是，作为触网新人，这批“老江湖”也难以把控自
己，出现了易沉迷、辨识度低等一系列问题。不少子女发
现，起初的“有同感”“好交流”“越来越新潮”，逐渐被“固
执”“疯狂”“可怕”所取代，自己的好言相劝竟变成与父母
沟通的“新矛盾”，以至于大家紧急呼吁，各种网络平台能
否效仿“青少年模式”，给父母也设一个“老年模式”。

1 现象：问题频频 有些让人担忧

说起母亲近一年来刷抖音的经历，职工
王飞懊恼地直摇头。他说，母亲在孙子孙
女的影响下，开始玩起了抖音，看孩子发
的小视频或者一些有趣的内容，母亲不仅
挺开心，还给他们讲一些相处之道，大家
的关系和谐了不少。

但是，好景不长，王飞就发现了新问
题。“母亲有时候刷抖音直至凌晨两三
点，作息严重不规律不说，还动辄相信视
频里那些骗人的理财、抢购什么的。”王
飞有些无奈，“这一下可急坏了我，只是上
瘾还好，被乱七八糟的套路‘洗脑’可不是
开玩笑的！”

像王飞母亲这样刷短视频上瘾，甚至陷
入各种套路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五一”前夕，西安北郊一职工杨敏的父
亲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条攒够剩余数额
即可提现的视频，“转发十几个好友就能轻
轻松松拿到600元”的说法让他着了魔。

大半夜的发链接让别人帮忙助力，别人
没看到，他还要打电话过去“专门交待”。甚

至为了最后那几分钱，不惜被平台诱导花几
十元钱购买金币助力。眼看着越来越接近，
却始终无法凑齐，他还使劲埋怨杨敏不发动
自己的亲朋好友支持他。

“这不是父亲第一次上当受骗了。”杨敏
的抱怨中透着无奈。“年前，他刷到一条讲理
财的短视频，感觉像捡到了宝，整个人的精
气神和说话的语调都不一样了。”

相比刷视频易上当，更让子女头疼的
是，父母用微信转发一些信息时，难以分辨
纷繁复杂的内容，稍有不慎容易违法犯罪。

“大家请注意，某某小区发现数位新冠肺
炎患者，小区已经封了……”春节前一天，父
亲随手转发的几则“内幕消息”让刘亮惊出了
一身冷汗。

他查遍所有大型新闻网站，都未找到
任何与这两件事有关的新闻。经他仔细查
看那两条链接的内容来源，确信是“三无网
站”无疑后郑重告诉父亲不要再转了，转发
这种虚假信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甚至有
可能会被判刑。

2 影响：引发矛盾 改变迫在眉睫

某互联网调研机构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 5月，我国 50岁以上“银发群体”移
动设备活跃用户已超 1亿，而且看短视频成
为了准退休职工、退休职工们最主要的娱
乐方式。在当年 5月份，中老年人当月人均
使用快手、西瓜视频、抖音的时长分别达
800分钟、1000分钟、1500分钟。

可以说，相较于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80、90后，老年人触网时间较短，互联网带来
的新奇感受要远远高于年轻人，更容易上瘾。

这种“上瘾”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就是
各种被骗。

对于母亲，王飞只能善意地提醒，话说
多了，老人还不高兴，甚至以“老江湖”的资
历数落他不懂。如今，王飞家里尽是母亲在
链接里买回来的“劣质品”，用也用不上，扔
了又可惜。

杨敏的父亲被“高手老师”拉进了一个
微信群，强烈推销他购买几千元的课程。杨
敏及丈夫再三劝说，父亲依然深陷“学会了
投资几天就能赚回多少倍”的承诺中，还教
育他们“正是因为不懂生财之道，才把日子

过得紧巴巴”。
梳理各种“骗老伎俩”，记者发现，假冒

官方账号、以“点赞抽奖”为名假装送福利、
称兄道弟诱导互动见面诈骗、通过猎奇伪
科学等内容骗取互动等不良内容，让人防
不胜防。尤其像一些冒充其他机构、公众
人物，或在文字描述中写出“对方是你的通
讯录好友”等欺骗性话术，并非是老年人擦
亮双眼就能避免的，着实让子女担忧，甚至
到了迫在眉睫需要重视的地步。

“太可怕了，我不可能一天老盯着自己
的父亲。”看到个别网站平台弹出的“青少年
模式”，杨敏觉得，相关平台是时候推出“老
年模式”了。

在记者调查中，这一观念和想法也代表
了广大子女的心声。

很多子女一致认为，因为老年人触网时
间较短，他们对于网络上谣言、广告、诱骗
内容等的识别能力普遍较低，尤其对一些
冠上了相对权威机构名头的信息，老年人
往往都会选择相信。所以，“老年模式”是
时候推出了。

3 建议：疏堵结合 多管齐下改善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将会有越
来越多的准退休、退休职工，因此老年人的
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将成为重要的社会和
家庭问题。那么就相关问题，老年人自身、
子女以及社会究竟该如何正确对待？记者
采访了大康心理咨询师贾晓娜。

“职工退休后空闲时间更多，人际交往
变少，生活内容发生较大的变化，生活节奏
也与退休前不同，很多人退休初期的适应
问题比较明显。”贾晓娜说，为了填补生活
空白，加之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智能手机
承载的微信、抖音、直播、购物等程序又能
快速满足人们与他人交往的需求、填补碎
片时间等，因而手机的使用和依赖问题在
老年人的生活中也日益凸显。

贾晓娜认为，智能手机在发挥作用的同
时，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心理机能老
化的客观原因，老年人在接触网络时凭借
在以往工作生活中形成的经验来处理和应
对新时代的新问题，难免会出现辨识不明、
应对不力的情形，可以在积极引导老年人
用好智能手机，支持各平台推出“老年模
式”外，从三个方面进行调节和改善，让自
身积极调节、家庭足够支持和社区主动干

预形成三位一体的退休后生活情境，从根
本上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环境。

贾晓娜建议广大老年人，应当主动积
极适应退休生活，经过一年左右的退休适
应期，逐渐建立新的生活秩序，倡导和建设

“与其闲死，不如忙死”“挑战老年，拥抱生
活”“走出家门，服务社区”等理念，具体可以
进行如锻炼身体、真实的人际交流、参加社
交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等。

“作为子女，首先要了解老年人的心理
需求，‘甘愿上当受骗’的固执行为背后可能
有着恐惧老化、孤独感受或抑郁体验等深层
次原因，子女们平时应多抽时间陪伴父母，
多带孩子回家看看，不要只是用社交软件或
电话与父母沟通联系；协助老年人回归或重
建新的‘家庭关系’，家庭完整、家庭和睦才
是消除老年孤独的根本途径。”贾晓娜说。

贾晓娜特别提到了社会作用，尤其是社
区。她认为应当发挥基层组织的社会支持
作用，为社区退休人员提供“老有所乐、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等服务，关心
退休人员的身心健康，组织开展社团性活
动，增添健身器材、图书室等配套设施。

本报记者 王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