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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3 年 4 月 13 日

2022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也是党和国家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

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县委重大决策部署，

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

增长。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2 年全县完成现价生产总值（GDP）1435191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02057

万元，增长 5.2%；第二产业增加值 431173 万元，增长 12.8%；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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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增加值 801961 万元，增长 3.2%。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4.6：27.5：57.9 调整为 14.1：30.0：55.9，一、二、三产业分别

拉动 GDP 增长 0.8、3.4 和 1.9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 12.7%、56.0%和 31.3%。

图 1 2018—2022年全县生产总值及增速

民营经济：全县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956662万元，按可比价

计算同比增长 6.6%，占 GDP 的比重为 66.7%，比上年提高 0.5 个

百分点。

人均生产总值：全县实现人均生产总值 97898 元，比上年增

加 5872 元，同比增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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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年峨山县生产总值完成情况

指 标 现价绝对值（万元） 可比价增速（%） 比重（%）

生产总值（GDP） 1435191 6.1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202057 5.2 14.1

第二产业 431173 12.8 30.0

第三产业 801961 3.2 55.9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204036 5.2 14.2

工业 260468 9.7 18.2

建筑业 170839 17.5 11.9

批发和零售业 194123 1.0 13.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3637 4.4 7.2

住宿和餐饮业 35823 6.7 2.5

金融业 32963 8.0 2.3

房地产业 109365 4.0 7.6

其他服务业 323937 3.1 22.6

营利性服务业 107407 2.9 7.5

非营利性服务业 216530 3.3 15.1

二、人口

常住人口：2022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5.07 万人，比上年增

加 0.82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7.79万人，女性人口 7.28万人。常

住人口出生率为 6.48‰，死亡率为 8.50‰，自然增长率为-2.02‰。

全县城镇化率为 47.95%，比上年提高 0.8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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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2022年全县常住人口变化情况

户籍人口：2022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55734 人，比上年减少

140人，其中：城镇人口 62486人，乡村人口 93248 人。户籍人口

出生率为 6.12‰，死亡率为 5.23‰，自然增长率为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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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2022年全县户籍人口变化情况

三、农业和农村经济

2022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08632万元，按可比价

计算同比增长 5.9%，其中：农业产值 194578 万元，增长 5.7%；

林业产值 17087万元，增长 3.1%；牧业产值 85640万元，增长 7.1%；

渔业产值 1469 万元，增长 4.8%；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9858 万元，

增长 3.0%。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04036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

比增长 5.2%；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979 万元，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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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8—2022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增速

种植业：全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451860 亩，比上年增加 13792

亩，增长 3.2%，其中：粮食播种面积 178391 亩，比上年增加 3

亩，增长 0.0%；油料播种面积 57854亩，比上年减少 2008 亩，下

降 3.4%；蔬菜播种面积 122168亩，比上年增加 9308亩，增长 8.2%。

全年实现粮食总产量 7364.35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12.65 万公

斤，增长 0.2%；油料总产量 838.77 万公斤，比上年减少 24.78万

公斤，下降 2.9%；蔬菜总产量 27019.2 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2114.25

万公斤，增长 8.5%；烤烟总产量 1102.39 万公斤（收购量 1000 万

公斤），比上年减少 15.64万公斤，下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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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峨山县 2022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2年 2021年 2022年比 2021年增长％

粮食产量 万公斤 7364.35 7351.7 0.2

#大春粮食 万公斤 6720.45 6690.09 0.5

稻谷 万公斤 1534.06 2059.45 -25.5

玉米 万公斤 5098.48 4559.6 11.8

#小春粮食 万公斤 643.9 661.61 -2.7

小麦 万公斤 128.62 158.04 -18.6

烤烟产量 万公斤 1102.39 1118.03 -1.4

烤烟收购量 万公斤 1000 1000 0.0

烤烟收购金额 亿元 3.374 3.13 7.8

上等烟比例 % 72.82 72.28 提高 0.54个百分点

油料产量 万公斤 838.77 863.55 -2.9

蔬菜产量 万公斤 27019.2 24904.95 8.5

农业能源及物资消耗：全年全县使用化肥 20673.94 吨，比上

年减少 9063.64 吨，下降 30.5%；使用农用塑料薄膜 1375.28 吨，

比上年增加 12.05 吨，增长 0.9%；使用农药 488.18 吨，比上年减

少 7.97 吨，下降 1.6%。

林业：全年完成林产品产值 17087万元；竹木采运产值 3700

万元；林木的培育与种植产值 2286 万元。全年全县完成人工造林

面积 206.67 公顷；森林抚育面积 333.33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6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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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峨山县 2022年主要林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2年 2021年 2022年比 2021年增长％

茶 叶 万公斤 12.75 13.58 -6.1

其中：绿茶 万公斤 12.7 13.58 -6.5

核 桃 万公斤 116.13 124.86 -7.0

板 栗 万公斤 113.8 146.83 -22.5

花 椒 百公斤 366 321 14.0

松 籽 百公斤 172 179 -3.9

竹笋片 百公斤 101 117 -13.7

棕 片 百公斤 56 72 -22.2

木 材 立方米 18888.9 20898.8 -9.6

竹 材 万根 1286.52 1130.08 13.8

畜牧业：全年实现肉蛋奶总产量 27204.5 吨，比上年增加

1801.1 吨，增长 7.1%。全年生猪出栏 222124 头，比上年增加 5930

头，增长 2.7%；牛出栏 15938 头，比上年减少 392 头，下降 2.4%；

羊出栏46227只，比上年减少1373只，下降2.9%；家禽出栏1512358

只，比上年减少 4861 只，下降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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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峨山县 2022年主要畜禽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2年 2021年 2022年比 2021年增长％

肉蛋奶总产量 吨 27204.5 25403.4 7.1

肉类总产量 吨 24928.6 23260.6 7.2

其中：猪肉产量 吨 19045.5 17337.9 9.9

牛肉产量 吨 1910.6 1834.1 4.2

羊肉产量 吨 1087.1 1098.5 -1.0

禽肉产量 吨 2861.1 2962.5 -3.4

禽蛋产量 吨 2275.9 2142.8 6.2

其中：鸡蛋产量 吨 1819.4 1664.6 9.3

渔业： 全年实现水产品总产量 1388 吨，比上年增加 251吨，

增长 22.1%。其中：池塘鱼 925 吨；水库鱼 260 吨；稻田鱼 81吨。

水产养殖面积 8180 亩，比上年增加 59 亩，增长 0.7%。其中：水

库池塘面积 5200 亩；稻田养鱼面积 2980 亩。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全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 260468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

同比增长 9.7%，拉动 GDP 增长 1.6 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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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2年全县分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规模以上工业中：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下降 46.5%，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6.3%，影响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5.1 个百分点；重工业

增加值增长 25.2%，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93.7%，拉动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22.4 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87.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51.1%，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3.8 个百分点；制造

业增加值下降 28.3%，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5.6%，影响规

上工业增加值下降 16.5个百分点；电力生产业增加值下降 0.2%，

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3%，影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0

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增长 18.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下降 2.3%，其它经济类型企业下降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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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86.6%，非金属矿采选业增

长 132.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2.7%。

表 5 峨山县 2022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2年 2021年 比上年增长%

铁矿石原矿 万吨 333.28 212.50 56.8

铁矿石成品矿 万吨 82.75 55.73 48.5

焦炭 万吨 34.81 34.17 1.9

白酒（折 65度，商品量） 千升 762 779 -2.2

饲料 吨 89610 173912 -48.5

精制茶 吨 3 120 -97.5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17.83 28.92 -38.3

水泥 万吨 19.30 56.98 -66.1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1744663 223594 680.3

铸铁件 吨 34647 49015 -29.3

金属切削机床 台 7381 18301 -59.7

钢结构 吨 23160 29972 -22.7

钢丝 吨 27958 29298 -4.6

砖 万块 19818 20264 -2.2

发电量 万千瓦时 9071.63 9719.4 -6.7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244 220 11.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 1.78亿元，比上年下降 7.2%，

其中，利润总额 0.66 亿元，下降 53.3%。

2022 年全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能源消费量中，焦炭消费量

2827.10吨，比上年下降 18.8%；电力消费量 1.63亿千瓦时，增长

0.09%。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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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2022 年末，全县在库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12户，其

中，新纳入企业 0户，年初退出 1户。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4.1%，

其中：完成建筑工程产值同比增长 14.6%，安装工程产值同比下降

16.1%，其他产值同比增长 15.9%；企业完成竣工产值同比下降

1.2%；签订合同总额同比增长 43.5%，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36.2%；

从事建筑业活动的平均人数 3665 人，同比增长 11.8%，按建筑业

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 58.6 万元/人，同比增长 2.1%；房屋

建筑施工面积同比下降 1.8%，其中，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3.0%；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21.7%。

五、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8.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91.8%，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3.1%，

拉动投资增长 2.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257.0%，占投资

总额的比重为 71.1%，拉动投资增长 86.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

资下降 31.8%，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25.8%，影响投资下降 20.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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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2022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33.8%，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 71.4%。工业投资增长 257.0%，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71.1%。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9.2%，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8.6%。

全年共有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 125 个（不含省返项目），

较去年同期减少 4 个。其中：计划总投资 500-5000 万元在建项目

98 个，较去年同期减少 3 个；5000 万元以上项目 27 个，较去年

同期少 1 个。

房地产开发：2022 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7.5%，

在总投资中，住宅投资占 89.4%，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占 2.37%，其

他投资占 8.2%。全年房屋施工面积 82389 平方米，下降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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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0 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8826 平方米；商

品房销售面积 90103 平方米，增长 3.5%。

六、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消费品市场：全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4696万元，同

比增长 1.3%。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 425034

万元，增长 0.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78.0%；乡村

市场实现零售额 119662 万元，增长 2.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 22.0%。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实现 452603 万元，增

长 0.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83.1%；餐饮收入实现

92093万元，增长 3.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6.9%。

在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售

额比上年增长 118.3%，饮料类增长 51.9%，烟酒类增长 42.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 44.0%，化妆品类增长 19.6%，日用

品类增长 39.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76.6%，文化办公用

品类增长 64.1%，石油及制品类下降 0.9%，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

降 4.8%，汽车类增长 26.3%。

招商引资：全年引进市外国内项目 42 个，其中：新建项目 27

个，结转项目 15 个。全年引进市外国内资金 115.27亿元，同比增

长 37.1%，其中：省外国内资金 103.95 亿元，增长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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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8-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对外经济：2022 年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1783 万美元，同

比降低 77.8%，其中：出口总额 1770 万美元，降低 77.9%；进口

总额 13万美元，下降 54.3%。

七、财税和金融

财税：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省口径）68170 万元，同比

增收 856万元，增长 1.3%。

按同口径（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因素后）计算，完成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45235万元，同比增长 13.8%；按自然口径计算，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2010万元，同比增收 2287 万元，增长 5.8%。

其中：税收收入 28087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6.9%，比上

年同期数 28694 万元，减收 607 万元，下降 2.1%；非税收入 1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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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3.1%，比上年同期数 11029万元增

收 2894 万元，增长 26.2%。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5200万元，

同比下降 12.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5401 万元，下降 7.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054 万元，增长 3.9%；交通运输支出 3805

万元，下降 74.2%；农林水支出 27847 万元，增长 6.0%。

金融：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32963万元，比上年增长 8.0%。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854638万元，同比增长

10.0%，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40384 万元，同比增长 11.9%。金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911136 万元，同比增长 25.3%。存贷

比为 106.6%，比上年同期提高 13个百分点。

八、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支：2022 年，全县完成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282 元，同比增长 4.8%。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109 元，同比增长 2.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49

元，同比增长 7.2%。全体居民消费支出 21350 元，同比增长 1.3%。

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9062 元，同比下降 3.9%；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882元，同比增长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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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8-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就业：2022 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5014 人，完成目标任务

2800 人的 179.1%；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766 人，完成目标任务

660人的 267.6%；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105 人，完成目标任务 600

人的 184.2%；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9500人，完成目标任务 9450 人

的 100.5%，全县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2022 年，共发放个人担保贷款 305 笔；发放“贷免扶补”创业

贷款 216笔；发放小企业贷款 11笔。三项贷款共发放 532笔，发

放金额 10818 万元。完成市级下达任务 483 笔的 110.1%，8100 万

元的 133.6%。

2022 年，补贴性职业培训工作于 6 月底完成招投标，培训工

作于 7月正式进行。培训总任务 2500人次以上，完成培训人数 3408

人次，完成任务数的 136.3%（其中：展翅行动完成 515 人，完成

任务数 250 人的 206%，新型学徒 100 人，完成任务数 50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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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2022 年，峨山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0132 人，完成上级下达

指标任务 48600 人的 103.2%；全县农村劳动力培训（引导性培训、

专项培训、技能培训）15692 人，完成目标任务 13000 人的 120.7%；

农村劳动力补贴性培训人数 2793 人，完成目标任务 700 人的

399%。

参保：2022 年，全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92700 人，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25200 人，企业养老保险 13300 人，机关

事业养老保险 4667 人；工伤保险 21108 人，失业保险 9404 人。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42104 人，其中：城镇职工参保 18164 人，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123940 人。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98.5%，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 97.0%，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96.0%。

最低生活保障：2022 年末，全县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

员供养对象 4209 户 6034 人，其中：农村低保对象 2490 户 3963

人，城镇低保对象 1371户 1723人，特困供养人员 348户 348人，

特困供养人员中集中供养 92 户 92 人。发放城乡低保金 2685.1 万

元。发放临时救助 202.8 万元，支出特困供养金和护理补贴 428.35

万元。

脱贫攻坚：2022 年来，峨山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经济工

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部署，严格落实过渡期内“四个不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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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同时将主要精力转到促进脱贫地区接续发展上，切实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2022 年末，国家防返贫系统锁定全县脱贫人口

3273 户 11635 人。“三类人员”监测对象总数 511户 1745 人，其中：

脱贫不稳定户 136 户 479人、边缘易致贫户 260 户 870 人、突发

严重困难户 115户 396人。目前，全县未稳定消除风险监测帮扶“三

类人员”171户 529人均按一户一策实施监测帮扶。2022 年上级共

下达财政衔接补助资金 3782.712 万元，所有项目均在上级资金到

县后的 25 日内完成项目批复和资金下达工作，组织实施各类衔接

资金项目 54 个（其中：工程类项目 45 个）。年度“雨露计划”

补助 724人共 144.5 万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余额 4458.91 万元。

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确

保高质量巩固脱贫成果，稳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九、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业

交通运输：2022 年末，全县共有客运车辆 49 辆 1022 个客位；

共有货运车辆 2621 辆 43341 吨位（货车总质量 4.5 吨以上，含牵

引车、挂车）。

年末全县机动车拥有量 57893 辆，其中：汽车 38363 辆；摩

托车 19135辆；挂车 395 辆。共有机动车驾驶员 68345人，其中：

汽车驾驶员 57748人；摩托车驾驶员 31242 人。

境内公路：2022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2288.251 公里。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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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等级分：国道 175.760 公里，省道 94.018 公里，县道 389.605

公里，乡道 1366.840 公里，村道 262.028 公里；按技术等级分：

高速公路 75.1 公里，一级公路 15.051 公里，二级公路 68.861 公里，

三级公路 37.715 公里，四级公路 2091.524公里；按路面类型分：

沥青混凝土路面 195.572 公里；水泥混凝土路面 1673.211 公里，

简易铺装路面 42.948 公里，未铺装路面 337.160 公里。

邮电通信：2022年末，全县共有互联网用户 187257 户，比上

年增加 1055 户；固定电话用户 4649 户，比上年减少 726 户；移

动电话用户 139311 户，比上年减少 4040 户。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960.45 万元，同比增长 16.1%；快递业务总量为 53.94 万件，比

上年增加 4.47 万件。

旅游业：2022 年，开展云茶山庄云南省最美“半山酒店”申报，

推动彝人谷竹海提档升级、培育等级旅游民宿以及嶍峨古镇特色

文化旅游街区建设运营，新增一批“星级乡村旅游接待单位”、生

态旅游宿营地，创建双江厂上村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年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57.81 万人次，同比下降 56.0%，实现旅游总

收入 155095.23 万元，同比下降 41.9%，其中：接待国内游客 157.81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55095.23 万元，同比下降 41.9%；接

待海外游客 0 人次，实现外汇旅游收入 0 万美元。

十、教育与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2022 年末，全县共有幼儿园 30 所（公办 1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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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 13所），校舍建筑面积 40085.54平方米（当年新增 3440.55

平方米），专任教师 183 人，招生 1909 人，在校学生 4353 人，

毕业生 1325 人。

共有小学 42 所（完全小学 41 所、教学点 1 个），校舍建筑

面积 183627.71 平方米（当年新增 6869.77 平方米，当年减少

7582.58平方米），专任教师 730 人，招生 1182人，在校学生 7818

人，毕业生 1331 人。

共有初中 9 所，校舍建筑面积 101222.91 平方米（当年新增

1994.54 平方米，当年减少 1958 平方米），专任教师 515 人，招

生 1323 人，在校学生 4032 人，毕业生 1428 人。

共有高中 2所（包含玉溪市民族中学），校舍建筑面积 69752.47

平方米（当年增加 9459.77 平方米），专任教师 309 人，招生 1288

人，在校学生 3782 人，毕业生 1240 人。

共有职业高中 1 所，校舍建筑面积 20333.62 平方米（当年新

增 428.42 平方米，当年减少 452.98 平方米），专任教师 98 人，

招生 307人，在校学生 1166人，毕业生 446 人。

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7.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7.7%。

科技创新：2022 年全年完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1 户，认定科

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 8 户、省级 9 户；加快领军型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培育，认定省级科技特派员 8 人；专利授权 100 件，专利有

效量 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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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有序推进“两馆一站”标准化建设，实施“智慧公共

文化服务工程”，新建图书馆分馆基层服务点 3 个，建成“云上乡

愁书院”，县文化馆被纳入第五批全国一级文化馆拟定级名单。全

民阅读意识进一步增强，县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 5.50 万人次，“博

看期刊”、“歌德电子借阅”、“少儿阅读借阅”终端设备等累计下载

量 1.37 万人次，举办“三区”文化人才“四腔”传承人、“花鼓舞”、“非

遗传承”等各类培训班及活动 9 期（场）、参训 300 余人次。结合

“新时代文明实践暨百千万文化工程文化惠民送戏下乡”、各种文

化惠民演出，举办各类演出 80 场次、累计观演群众 18.8 万余人。

2022 年组织和开展“彩云之南等你来”夜间群众文化活动 30 场

(次) ,参与群众达 1.1 万人 (次)。采取展览展演、非遗成果展示、

巡游、巡演等多种形式。截至目前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培训班

及活动 54 期、参训 22000 余人次，展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3 周年系列活动”，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暨百千万文化工程文

化惠民送戏下乡”“非遗花鼓舞进校园”6 次专场演出 32 场、服务群

众 2.8 万余人次。今年来在峨山县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峨山县彝族

自治县文化馆公众号、峨山县文化馆云南公共文化云账号、峨山

县文化馆网站等数字网络多媒体平台上传信息共计 110 余条，上

传视频总时长 1800 余分钟，信息点击浏览量达 10.6万余人次。我

县非遗项目传统舞蹈罗思则、传统技艺四弦制作技艺正式列入云

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街舂菜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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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艺正式列入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推荐柳学

光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人选，目前

省级公示中。完成玉溪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调查、记录、申报工作，新增彝族服饰钱映花、普丕的故事黄

立光、彝族花鼓舞李翠琼等玉溪市第六批市级非遗传承人 3 人。

开展非遗进校园及舞台展演活动 8 次，培训教授彝族花鼓舞套路

2000 余人次。

2022 年峨山县人民政府公布 7 项县级文物单位。峨山县人民

政府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布峨山县第一批革命遗址共 9 项，分

别是峨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化念革命烈士纪念碑、觅池冲滇中地

委办公旧址、峨山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地旧址、甸中革命烈

士墓群、文山老村护粮抗匪旧址、峨山中学旧址、峨山文庙、峨

山起义武装革命活动旧址。2022 年完成 14 处文保单位、46 处一

般文物点、43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图片收集和文字的完善工作；

完成第一批省级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信息采集工作（共 65项）；开

展全县碑刻拓片、照片、翻译整理工作，已拓 34 块碑，4 套 136

个拓片，已完成翻译工作。派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人员 2518

人次、检查经营单位 675 家（次），立案调查 8 件、结案 8 件，

停业整顿 1 家次，罚款 7 家次，罚款金额 22400 元，没收违法财

物 14 件，有效维护全县文化市场秩序。

广电事业：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加快工程建

设管理，使更多群众看到、听到更多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建

立“村村通”、“户户通”管理运行维护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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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成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监测平台，做好广播

电视安全播出工作。2022年全县广播综合覆盖率 100%，电视综合

覆盖率 100%。

卫生事业：2022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24 个，其中：

县级直属医疗卫生机构 6 个，乡镇（街道）卫生院 8 个，村（居）

委会卫生室 75 个，民营医院 1 家，个体诊所 27 家，厂矿与学校

医务室 7 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病床 693 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000 人，其中：执业医师 355 人，助理执业医师 60 人，注册护士

442人。

体育事业：全年组织及参加竞赛 11 次，参赛代表队 98 支，

参赛 3600 人次，向上级输送运动员 30 人。年末峨山县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 2.96 平方米，体育设施占地面积 42.591 万平方米，共有

体育场地 543 个。峨山县 8 个乡镇（街道）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覆

盖率为 100%；峨山县 78 个行政村（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覆

盖率为 100%。峨山县网络注册通过共有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494

名，每千人口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为 3.43 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 38.8%。

十二、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

城市建设：2022 年末，峨山县城建成区面积 4.57 平方公里，

市政道路 44.76 公里、道路面积 104.04 万平方米、道路照明灯 6031

盏、亮灯率 96%，绿地总面积 173.93 公顷，绿化覆盖总面积 193.1



— 25 —

公顷，绿地率为 38.1%，绿化覆盖率为 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为 13.52 平方米。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0.7377万立方

米，比上年末下降 0.08%，污水处理率 95.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100%。

生态环境：截止 2022 年止，峨山县已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

命名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县，8 个乡镇（街道）全部被命名省级生态

乡镇，其中，2 个乡镇（街道）被命名国家级生态乡镇。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九个标志性战役”，

2022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天数 362天，其中：一级天数 281

天，二级天数 81 天，超二级天数 0 天，县城环境空气优良率达

100%。2 个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 5 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2022 年，全县水利工程蓄水总量 4234 万立方米（大、中、小

型水库及坝塘）。全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8.2462平方公里。

十三、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2022 年，全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7 起、死亡 8 人。

事故起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5 起、下降 41.7%；死亡人数减少 6 人，

下降 42.9%，安全生产事故起和死亡人数呈现了“双下降”。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分行业看，工贸行业领域 1 起，造成 1 人死亡；危化领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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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造成 1 人死亡；非煤矿山领域 1 起，造成 1 人死亡；道路交

通安全领域 3 起，造成 4 人死亡；建筑施工领域 1 起，造成 1 人

死亡。其他行业领域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正式统计数据以《2022 年

峨山县统计年鉴》为准。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本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

资行业划分标准依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修订的《三次产业划分规

定》，即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第二产业是指工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即

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水产养殖情况来源于峨山县农业农村局；招商引

资情况来源于峨山县投资促进局；财政数据来源于峨山县财政局；

金融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峨山支行；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来

源于峨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镇和农村低保数据来源于

峨山县民政局；脱贫攻坚情况来源于峨山县乡村振兴局；公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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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数据来源于峨山县交通运输局和峨山公路管理段；教育和体育

数据来源于峨山县教育体育局；对外贸易和科技创新情况来源于

峨山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专利情况来源于峨山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文化和旅游数据来源于峨山县文化和旅游局；广播电视

数据来源于峨山县广播电视局；卫生数据来源于峨山县卫生健康

局；城市建设情况来源于峨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生态环境数

据来源于市生态环境局峨山分局；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来源于

峨山县应急管理局；林业数据来源于峨山县林业和草原局；水利

数据来源于峨山县水利局；其他数据来源于峨山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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