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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自今年 5月 9日起，发行 2021吉祥
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7枚，包含
金质纪念币3枚，银质纪念币4枚，均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货币。其中，5月20日将发行心形纪念币。

此次发行的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造型精美，自
公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
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纹饰，并刊

国名、年号。背面图案则各有不同。
5月 9日发行的 5克圆形金质“美意延年”纪念币

背面图案为鹿、寿桃、吉祥花卉等组合图案，并刊
“美意延年”字样及面额；100克圆形银质“美意延年”
纪念币背面图案为蝴蝶与猫组合图案，并刊“美意
延年”字样及面额；60克圆形银质“寸草春晖”纪念币
背面图案为母子天鹅造型，并刊“寸草春晖”字样及

面额。
5 月 20 日即将发行的 3 克心形金质“琴瑟和鸣”

纪念币背面图案为 2只小鸟、树、果实等组合图案，
并刊“琴瑟和鸣”字样及面额；30克心形银质“琴
瑟和鸣”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百合花装饰衣袖、女子
手、香囊、瑟等组合图案，并刊“琴瑟和鸣”字样
及面额；3克圆形金质“竹报平安”纪念币背面图案
为喜鹊与竹子枝叶组合图案，并刊“竹报平安”字
样及面额；15克圆形银质“竹报平安”纪念币背面
图案为梅瓶、竹子枝叶、窗等组合图案，并刊“竹
报平安”字样及面额。

据悉，该套纪念币中5克圆形金质纪念币面额80
元，最大发行量5000枚；10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面额
30 元，最大发行量 10000 枚；6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
面额20元，最大发行量20000枚；3克心形金质纪念
币面额 50 元，最大发行量 20000 枚；30 克心形银质
纪念币面额10元，最大发行量30000枚。3克圆形金
质纪念币面额 50 元，最大发行量 10000 枚；15 克圆
形银质纪念币面额5元，最大发行量20000枚。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纪念币是一个国
家为纪念国际或本国的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
重大事件、杰出人物、名胜古迹、珍稀动植物、体
育赛事等发行的法定纪念币。包括流通纪念币和非
流通纪念币。在中国，流通纪念币又称普通纪念
币，包括纪念币和纪念钞，材质一般为铜镍锌等贱
金属；而非流通纪念币又称金银纪念币，材质一般
为金银等贵金属。

购买纪念币的方式主要为预约购买。2015 年中
国人民银行开始在部分省市试点预约兑换发行方
式，直到 2017年贺岁鸡发行全部采用。目前，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等多家银行负责纪念币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预约发行工作，市民可在承办银行官网线上预
定或到线下网点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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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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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克心形精制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3克心形精制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总量减少517万人

——农民工总量近年来首次出

现下降，有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性，

也表明农民工总量已经从过去的无

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

“点对点”运输、复工专列、返岗专车
……去年以来，为保障农民工顺利外出就
业，一系列特殊举措让人印象深刻。基于农
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特质，针对这一群
体，许多人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规模多大？

《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人，比上年减少 517 万人，下降 1.8%。
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
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比上
年减少 51 万人，下降 0.4%。在外出农民工中，
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
上年减少399万人，下降3.0%。

本报记者查询比对统计数据发现，全国
农民工总量是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为何会
有这样的变化？

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帅看
来，总量变化背后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农村整体人口数量的变化相关。
按国家统计局释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
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随着近年来城镇化不
断推进，农村户籍人口已相应减少。公安部
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1亿多农业转移
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

化 率 由 2013 年 的 35.93%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44.38%。户籍的改变是大背景。

其次也与上述统计口径中“在本地从事
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要求
相关。“去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农民工外出时
间有所延迟，导致统计调查时时间尚不足 6
个月。”吴帅说。

另外，农民工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新生
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客观
上也导致了农民工总量的减少。《报告》 显
示，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在外
出 农 民 工 中 ， 大 专 及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的 占
16.5%，比上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在本地农
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8.1%，提
高0.5个百分点。吴帅认为，这正是中国职业
教育、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扩大背景下，农民
工群体出现的积极变化。

不过，将时间轴拉长来看，农民工总量
近年来已呈现出增速下降的趋势，直到去年

首次出现绝对值下降的情况，这样的趋势会
持续吗？

“去年受疫情影响，农民工总量变化的确
有其特殊性，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农民工总
量已经从过去的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农民
工资源有限性特征越发突出。”吴帅说。

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

——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

民工的比重为 58.4%，比上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产业梯次转移，就

地就近就业政策显效

跑过北京、上海、广州，干过销售、上
过工地、待过工厂，七八年的走南闯北之
后，“85 后”周俊前年回到了湖南农村老
家，安心在村里做起几门生意。“回来离家

近，孩子老人都能照顾，再加上附近乡镇好
多年轻人也都回来了，我同学里就有在县城
周边搞水果种植的，还有养螃蟹的、办农家
乐的，效益都不错。”

周俊解释，过去，想做点产业既难找
人，也没技术，还缺销路，想成事不容易。
而现在，返乡创业慢慢成气候，前几年过年
回家，一进县城就能看到“欢迎大伙返乡兴
业”的大标语。“我身边就有真把生意做起来
的，光是供应县城市场就够忙活了，在家有
活儿干、能挣钱，谁还乐意背井离乡呢？”周
俊说，他看准了一个品种的葡萄前景好，正
拉开架势圈地搭棚呢。

更青睐就地就近就业，这样的变化在数
据中也有所反映。《报告》显示，农民工流动
半径进一步缩小。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
动农民工 7052 万人，比上年减少 456 万人，
下降6.1%；在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9907万
人，比上年减少10万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

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 58.4%，比上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
比上年提高1.6、1.3、1.8和1.0个百分点。中
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
年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79万人，比上年
增加106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2.0%。

吴帅认为，就业背后是产业支撑，农
民工流动变化背后是近年来产业在地域间
有序转移的成果，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实施的
一系列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创业就业等政
策的成效。

从年龄来看，年轻农民工更倾向于外出
工作。《报告》显示，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 46.1
岁，其中 40 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 32.9%，50 岁
以上所占比重为 38.1%；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
为 36.6 岁 ，其 中 40 岁 及 以 下 所 占 比 重 为
66.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4.2%。

不过，整体而言，农民工平均年龄近年
来持续提高。去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41.4
岁 ， 比 上 年 提 高 0.6 岁 。 在 各 年 龄 组 中 ，
31-40 岁占比最高，为 26.7%；50 岁以上次
之，为26.4%。

过半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

——就业选择不仅看工资，也

看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多重因

素；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

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

跑快递、送外卖、开网约车、做家政服
务……随着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
大批农民工进入现代服务业，活跃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但与此同时，制造业“招工难”
等问题也频频成为热点。当前农民工就业去
向究竟怎么样？

《报告》显示，去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
工比重为 51.5%，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
且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近几年已持续
提 高 。 从 事 第 二 产 业 的 农 民 工 比 重 为
48.1%，比上年下降 0.5 个百分点。其中，从
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27.3%，比上年下
降0.1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8.3%，下降0.4个百分点。

但若论工资水平，第二产业工资增长相
对较快。《报告》显示，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
均收入 4096 元，比上年增加 138 元，增长
3.5%，增速最快；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
入 4699 元，比上年增加 132 元，增长 2.9%。
整体来看，去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
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

在吴帅看来，有关“招工难”的问题频
频出现，也说明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到了新阶
段，从过去解决温饱问题到如今关注“发
展”问题。农民工在行业和工作的选择上已
不仅仅是看工资，而是会同时考虑工作环
境、社会地位等多重因素。

眼下的就业选择也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在
第一、第二产业中参与不足的担忧。“新生代
农民工不愿进入制造业的情况现在比较突
出，但同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对
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需要不断转变社
会对制造业的认知，大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
能的提升。”吴帅说，目前，农民工总量告别
过去的高速增长，也提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中
国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提质增效的问题。

许多积极变化也在同时发生，例如进城
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
强。《报告》 显示，进城农民工中，41.4%认
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
高 1.4 个百分点；83.3%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
适应和比较适应。

从普工到技工，从农民工到新市民……
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着新的历史性转变。

总量微降，流动半径缩小，从事现代服务业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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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递、网约车、家
政等现代服务业，到手
机、汽车、新能源等现代
制造业，再到港珠澳大
桥、北京大兴机场等超级
工程建设，农民工群体在
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
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
色。与此同时，就业招
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
创业等许多热门话题不时
围绕这一群体展开。

目前，农民工群体究
竟是怎样的面貌？其流动
与变迁呈现哪些特征？近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勾
勒了这群“无名”建设者
现状。

本报合肥电 （记者徐靖） 5 月 1 日，随着淠
河总干渠水缓缓流进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渡槽，
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
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渡槽充水试验成功，正式
通水并具备通航条件。

引江济淮工程淠河总干渠渡槽位于江淮分
水岭北侧，淠河总干渠作为合肥和六安两座城市
的重要供水渠道，比引江济淮航道高出 30多米，
通过架设渡槽，渠水从引江济淮运河上凌空而
过，形成了“天河地河相交，上下通水通航”的奇
观。渡槽总长 350米，分左右两幅，其中钢渡槽全
长 246 米，总用钢量达 2.1 万吨。设计流量 150 立
方米每秒，设计水深4.0米，为Ⅵ级航道，通行100
吨级船舶。桥跨布置采用68米+110米+68米的三
跨钢结构桁架式梁拱组合设计，主跨达110米，是
目前世界上单跨最大的钢结构通水通航渡槽。

这一工程是国务院要求加快建设的172项重
大节水供水工程之一，工程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
巢、江淮沟通、江水北送三段，供水范围涵盖安徽
省13市和河南省2市，共55个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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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经由“闽宁劳
务协作”和“扶志扶能”助学项目前往福建，学习
技能，增长知识，增加收入，为乡村振兴汇聚力
量。图为在飞毛腿 （福建） 电子有限公司车间，一
名宁夏青年正在指导工人操作。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近年来实施“筑巢引凤”
就业工程，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对接用工
企业搭建就业平台，将就业岗位送到村民家门口，不
断吸纳农村劳务人员留乡回乡就业。图为 3 月 28 日，
务工人员在邢台市南和区一家服装加工企业工作。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摄

淠河总干渠水缓缓流进引江济淮淠河总干
渠渡槽。 李 博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