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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4 年 5 月 10 日

2023 年，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起始之年，也是新

冠疫情防控进入转折点后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一年。在县委、县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践行

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科学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导向，全

力推进省、市系列三年行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一、综合

总体经济稳定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完成现价生产总值

（GDP）1507064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5.4%，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211887 万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增加值 432664

万元，增长 5.4%；第三产业增加值 862513 万元，增长 5.9%。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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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4.2：29.3：56.5 调整为 14.1：28.7：57.2，

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5、1.5 和 3.4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9.6%、27.9%和 62.5%。

图 1 2019—2023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图 2 2019—2023年全县三次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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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3年峨山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情况

指 标 现价绝对值（万元） 可比价增速（%） 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GDP） 1507064 5.4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211887 3.5 14.1

第二产业 432664 5.4 28.7

第三产业 862513 5.9 57.2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213883 3.6 14.2

工业 267336 6.1 17.7

建筑业 165535 4.4 11.0

批发和零售业 221931 10.9 14.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2452 11.1 8.8

住宿和餐饮业 44476 11.3 3.0

金融业 33733 7.4 2.2

房地产业 103914 -2.6 6.9

其他服务业 323804 3.4 21.5

营利性服务业 105762 2.4 7.0

非营利性服务业 218042 3.8 14.5

民营经济保持增长。全年全县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1002616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5.3%，占 GDP 的比重为 66.5%，比

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3.5 个百分点，对全县

经济的贡献率为 64.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94633万元，

增长 3.0%，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0.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307108万元，增长 4.5%，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0.9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增加值 500875万元，增长 6.8%，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2.2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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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

常住人口：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4.88 万人，比上年减少 0.19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7.69万人，女性人口 7.19 万人；0-15 岁为

2.13万人，16-59 岁为 9.78 万人，60岁及以上为 2.97万人。全年

出生人口 0.1 万人，出生率为 6.58‰；死亡人口 0.13 万人，死亡

率为 8.72‰，自然增长率为-2.15‰。全县城镇化率为 49.06%，比

上年提高 1.21 个百分点。

图 3 2019—2023年全县常住人口发展变化情况

户籍人口：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55410人，比上年减少 324 人，

其中：城镇人口 66344 人，乡村人口 89066 人。户籍人口出生率

为 6.05‰，死亡率为 4.27‰，自然增长率为 1.78‰。分民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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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汉族人口 47799 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30.8%；少数民

族人口 107611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69.2%，其中：彝族

人口 88856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57.2%；哈尼族人口 11619

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7.5%；回族人口 5669 人，占全部户

籍人口的比重为 3.6%；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1467 人，占全部户籍人

口的比重为 0.9%。

图 4 2019—2023年全县户籍人口变化情况

三、农业和农村经济

农业经济平稳发展。全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1800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3.7%，其中：农业产值 210828 万元，

增长 3.8%；林业产值 16046 万元，增长 1.2%；牧业产值 79502 万

元，增长 3.7%；渔业产值 1687 万元，增长 13.9%；农林牧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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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 9937 万元，增长 4.6%。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13883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3.6%；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1996

万元，增长 5.1%。

图 5 2019—202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增速

种植业：全年全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456362亩，比上年增加

8502 亩，增长 1.9%，其中：粮食播种面积 177019 亩，比上年增

加 183 亩，增长 0.1%；油料播种面积 60362亩，比上年增加 2508

亩，增长 4.3%；蔬菜播种面积 127776亩，比上年增加 5608 亩，

增长 4.6%。

全年全县实现粮食总产量 7303.3 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9.1 万

公斤，增长 0.1%；油料总产量 863.96 万公斤，比上年增长 25.19

万公斤，增长 3.0%；蔬菜总产量 28504 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1484.8

万公斤，增长 5.5%；烤烟总产量 1100.69 万公斤（收购量 1000 万

公斤），比上年减少 1.7 万公斤，下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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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峨山县 202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3年 2022年 2023年比 2022年增长％

粮食产量 万公斤 7303.3 7294.2 0.1

稻谷 万公斤 1378.21 1535.06 -10.2

玉米 万公斤 5216.77 5044.7 3.4

小麦 万公斤 110.11 124.9 -11.8

豆类 万公斤 475.60 454.97 4.5

薯类（鲜薯） 万公斤 322.70 339.70 -5.0

烤烟产量 万公斤 1100.69 1102.39 -0.2

烤烟收购量 万公斤 1000 1000 0.0

烤烟收购金额 亿元 3.558 3.374 7.8

上等烟比例 % 72.38 72.82 下降 0.44 个百分点

油料产量 万公斤 863.96 838.77 3.0

蔬菜产量 万公斤 28504 27019.2 5.5

农业能源及物资消耗：全年全县使用化肥 20567.26 吨，比上

年减少 106.68 吨，下降 0.5%；使用农用塑料薄膜 1363.12 吨，比

上年减少 12.16 吨，下降 0.9%；使用农药 481.76 吨，比上年减少

6.42吨，下降 1.3%。

林业：全年全县完成林业产值 16046 万元，其中：林产品产

值 10658 万元；竹木采运产值 3340 万元；林木的培育与种植产值

2048 万元。全年全县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93.33 公顷；森林抚育面

积 333.34 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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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峨山县 2023年主要林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3年 2022年 2023年比 2022年增长％

水 果

茶 叶

万公斤

万公斤

734.96

12.08

689.51

12.75

6.6

-5.3

其中：绿茶 万公斤 12.08 12.70 -4.9

核 桃 万公斤 106.93 116.13 -7.9

板 栗 万公斤 116.25 113.8 2.2

花 椒 百公斤 357 366 -2.5

松 籽 百公斤 167 172 -2.9

竹笋片 百公斤 102 101 1.0

棕 片 百公斤 52 56 -7.1

木 材 立方米 21217.74 18888.93 12.3

竹 材 万根 1112.88 1286.52 -13.5

畜牧业：全年全县实现肉蛋奶总产量 27157.8 吨，比上年增加

771.5 吨，增长 2.9%。全年生猪出栏 205800头，比上年增加 13453

头，增长 7.0%；牛出栏 14910 头，比上年减少 1340 头，下降 8.2%；

羊出栏45500只，比上年减少1550只，下降3.3%；家禽出栏1540600

只，比上年减少 39200 只，下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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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峨山县 2023年主要畜禽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3年 2022年 2023年比 2022年增长％

肉蛋奶总产量 吨 27157.8 26386.3 2.9

肉类总产量 吨 25176.8 24347.3 3.4

其中：猪肉产量 吨 18714 17650 6.0

牛肉产量 吨 1868 2060 -9.3

羊肉产量 吨 1069 1107 -3.4

禽肉产量 吨 3502 3506 -0.1

禽蛋产量 吨 1981 2039 -2.8

其中：鸡蛋产量 吨 1625 1630 -0.3

渔业：全年全县实现水产品总产量 1390 吨，比上年增加 2 吨，

增长 0.1%。其中：池塘鱼 877吨；水库鱼 383吨；稻田鱼 130吨。

水产养殖面积 9200 亩，比上年增加 1020 亩，增长 12.5%。其中：

水库池塘面积 5200 亩；稻田养鱼面积 4000 亩。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逐步恢复。全年全县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 267336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6.1%，拉动 GDP 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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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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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9—2023年全县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增速

图 7 2019—2023年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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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中：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增长 7.2%，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6.1%，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4 个百分点；重工业

增加值增长 8.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93.9%，拉动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7.6 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17.9%，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60.1%，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2 个百分点；制造业

增加值下降 2.7%，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6.9%，影响规上

工业增加值下降 1.2 个百分点；电力生产业增加值增长 0.3%，占

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0%，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影响较小。

分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增长 7.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下降 21.4%，其它经济类型企业增长 38.1%。

分行业看：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增长 38.1%，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 19.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18.2%，非金

属矿采选业增长 7.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3%，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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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峨山县 2023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3年 2022年 比上年增长%

铁矿石原矿 万吨 239.91 333.28 -28.0

铁矿石成品矿 万吨 164.76 82.75 99.1

焦炭 万吨 42.29 34.81 21.5

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 千升 717 762 -5.9

饲料 吨 97127 89610 8.4

石灰石 万吨 35.26 92.44 -61.9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28.93 17.83 62.2

水泥 万吨 98.65 32.08 207.5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723956 1688036 -57.1

铸铁件 吨 20987 34647 -39.4

钢结构 吨 26612 23160 14.9

钢丝 吨 14128 27958 -49.5

砖 万块 23570 19818 18.9

发电量 万千瓦时 12693.11 9071.63 39.9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224 244 -8.1

建筑业快速发展。全年全县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165535 万元，

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4.4%。年末全县在库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15户，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16459万元，同比增长 47.3%。签订合

同总额 392012万元，同比增长 37.3%；从事建筑业活动的平均人

数 5883 人，同比增长 60.5%；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39988平方米，

同比下降 21.2%；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214043 平方米，同比增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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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8.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56.0%，占投资总额的比重

为 1.7%，影响投资下降 1.7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25.4%，

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65.0%，影响投资下降 18.1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投资增长 5.4%，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33.3%，拉动投资增长

1.4 个百分点。

图 8 2019—2023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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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峨山县 2023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业

工业

其中：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生产与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与供应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

仓储业

邮电通讯业

金融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业

住宿和餐饮业

公共设施管理业

水利管理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其它

-7.9

-25.4

54.1

-48.7

401.9

291.3

-91.2

——

-25.3

79.2

——

——

491.1
净增长

86.0

-50.1

12.1

15.9

657.0

559.8

——

1083.5

-18.1

全年全县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32.3%，占全县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为 59.4%。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16.4%，占全县固定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77.9%。工业投资下降 25.4%，占全县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 65.0%。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36.3%，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比重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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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共有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 177个（不含省返项目），

较去年同期多 52 个。其中：计划总投资 500-5000 万元在建项目

157 个，较去年同期多 59 个；5000 万元以上项目 20 个，较去年

同期少 7 个。

全年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76.0%，在总投资中，住宅

投资占 29.1%，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占 3.3%，其他投资占 67.6%。

全年房屋施工面积 74313 平方米，下降 9.8%，其中：本年新开工

面积 750 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 73563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

19786平方米，同比下降 78.0%。

六、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消费品市场较快增长。全年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9498 万元，同比增长 11.9%。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实现

零售额 485260万元，增长 14.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 79.6%；乡村实现零售额 124238 万元，增长 3.8%，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4%。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实现 497594

万元，增长 9.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81.6%；餐饮

收入实现 111904万元，增长 21.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 18.4%。在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

年下降 20.9%，饮料类增长 41.4%，烟酒类增长 30.0%，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59.0%，化妆品类下降 21.4%，日用品类增长

26.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7.1%，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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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8.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 23.4%，

汽车类下降 38.4%。

全年全县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20377 万元，同比增长 163.4%，

其中：出口总额 72 万元，降低 99.1%；进口总额 20305 万元，同

比增长 24072.6%。

图 9 2019—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招商引资成效明显。全年全县引进市外国内项目 49 个，其中：

新建项目 43 个，结转项目 6 个。全年引进市外国内资金 113.54亿

元，同比增长 160.0%，其中：省外国内资金 111.45 亿元，增长

185.0%。全县新签约项目 53 个，其中，5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

落地 5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4 个、落地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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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业

交通运输活力凸显。全年全县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增加值 132452 万元，增长 11.1%。年末，全县共有客运车辆 47

辆 989 个客位；共有货运车辆 2721 辆 46137吨位（货车总质量 4.5

吨以上，含牵引车、挂车）。全县机动车保有量 57786 辆，其中：

汽车 39206 辆；摩托车 18077 辆；挂车 503 辆。全县公路通车里

程 2290.891 公里。按行政等级分：国道 17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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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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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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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电通信稳中有进。全年全县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2034 万

元，同比增长 3.8%；快递业务总量为 58.59 万件，比上年增加 4.65

万件。年末，全县共有互联网用户 192546 户，比上年增加 5289

户；固定电话用户 4131 户，比上年减少 518 户；移动电话用户

139799 户，比上年增加 488户。电话普及率 96.08部/百人，其中，

固定电话普及率 2.76 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 93.32部/百人。

旅游产业活力迸发。全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6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3%，实现旅游总收入 186663 万元，同比增长 20.4%，

其中：接待国内游客 166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86663 万元，

http://www.baidu.com/link?url=35mGLvy6FsLXs23_oCk04IlhOixQDr3LSq8dKUGyd-GQGZAetV7BeApbP2YKORqS4m_Ryo4IrqFV1LC0Scpg69OJ7WUKkx48Yi1Nj346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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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20.4%；接待海外游客 84 人次，实现外汇旅游收入 2 万

美元。

八、财税和金融

财政收入下降明显。全年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7249

万元，同比下降 11.3%。税收收入 1944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 52.2%，比上年同期数 28087 万元，减收 8642 万元，下降

30.8%，其中：增值税完成 237万元，下降 97.8%；企业所得税完

成 1251 万元，增长 22.2%；个人所得税完成 362 万元，增长 0.8%；

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1156万元，下降 5.5%；非税收入 17804 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7.8%，比上年同期数 13923万元增收 3182

万元，增长 22.9%。

图 10 2019—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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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双江街道 11104

万元，增长 127.8%；小街街道 1887 万元，增长 45.6%；甸中镇

822万元，增长 72.3%；化念镇-4957 万元，下降 443.8%；塔甸镇

71万元，下降 87.8%；岔河乡 70 万元，下降 80.9%；富良棚乡 123

万元，下降 79.6%；大龙潭乡 33 万元，下降 89.3%。

财政支出持续下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62200 万元，同比下

降 7.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4903 万元，下降 3.2%；教育

支出 36291万元，增长 0.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443 万元，

下降 19.0%；卫生健康支出 15439 万元，增长 18.4%；农林水支出

29622万元，增长 6.4%。

各乡镇（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双江街道 5245

万元，下降 3.9%；小街街道 4456 万元，下降 10.3%；甸中镇 2423

万元，下降 10.8%；化念镇 6073 万元，增长 101.6%；塔甸镇 2701

万元，下降 8.6%；岔河乡 3332 万元，增长 18.4%；富良棚乡 2192

万元，下降 17.5%；大龙潭乡 2809 万元，增长 14.2%。

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全年全县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33733 万元，

同比增长 7.4%。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908596

万元，同比增长 6.3%，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695085 万元，同比增

长 8.5%。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082966 万元，同比增长

18.9%。存贷比为 119.2%，比上年同期提高 12.6 个百分点。

九、教育与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基础稳固。年末全县共有幼儿园 21所（公办 9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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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 12 所），校舍建筑面积 44545 平方米（当年新增 4460 平方

米），专任教师 197 人，招生 1672 人，在校学生 3937 人，毕业

生 1753人。

共有小学 18 所，校舍建筑面积 149297 平方米（当年新增 9782

平方米，当年减少 9035 平方米），专任教师 739 人，招生 1576

人，在校学生 8129 人，毕业生 1261人。

共有初中 9 所，校舍建筑面积 100974 平方米（当年新增 1936

平方米，当年减少 2185 平方米），专任教师 489 人，招生 1228

人，在校学生 3865 人，毕业生 1350 人。

共有高中 2 所（包含玉溪市民族中学），校舍建筑面积 68134

平方米（当年减少 1618 平方米），专任教师 314 人，招生 1304

人，在校学生 3636人，毕业生 1250 人。

共有职业高中 1 所，校舍建筑面积 20334 平方米，专任教师

97 人，招生 270人，在校学生 1022 人，毕业生 467 人。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1.2%，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99.9%，九年

义务教育巩固率 95.7%，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7.6%。

科技创新稳步提升。全年全县完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3 户，

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 6 户、省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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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人。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全年全县组织举办文化惠民演出（展演）

活动 65 场次，受惠群众 25000 余人。成功举办 2023 年火把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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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节暨第六届彝族花鼓舞艺术节迎宾文艺晚会，首次开展无人

机表演，广受好评。组织举办舞蹈、戏剧、广场舞、合唱等免费

培训活动 9 期，参训 350 余人。在玉溪市首届群众文化“玉星奖”

展演活动中，选送 38 个（件）作品，其中 8 个（件）作品荣获“玉

星奖”；小彝剧《顺英养猪记》荣获 2023 年中国小戏小品盛典暨

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奖；广场舞《巾舞飞扬》

获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大舞台系列活动——2023 年“彩云之南等

你来”夜间群众文艺演出广场舞展演优秀广场舞奖。图书馆累计接

待读者 30764 人次、阅览 92292 册次，举办读书活动 58 次，参与

活动 10310 人次。完成县内 101 块名刻石碑的拓印、翻译、整理

工作，拓印碑文 350 余块。持续推进“村村通”、“户户通”管理运行

维护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023 年全

县广播综合覆盖率 100%，电视综合覆盖率 100%。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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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家，厂矿

与学校医务室 7 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病床 733 张，拥有卫生技

术人员 1290 人，其中：执业医师 342 人，助理执业医师 86 人，

注册护士 567 人。

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全年全县组织及参加竞赛活动 18 次，参

赛代表队 110 支，参赛 4386 人次，向上级输送运动员 19 人。年

末峨山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03 平方米，体育设施占地面积 45.81

万平方米，共有体育场地 565 个。峨山县 8 个乡镇（街道）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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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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 527名，每千人口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为 3.49名。

十一、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

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年末县城建成区面积 4.57 平方公里，市

政道路 45.31公里、道路面积 115.56万平方米、道路照明灯 6780

盏、亮灯率 96%，绿地总面积 182.87 公顷，绿化覆盖总面积 194.66

公顷，绿地率为 40.0%，绿化覆盖率为 42.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为 14.56 平方米。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0.85 万立

方米，比上年末提高 0.1%，污水处理率 97.2%，比上年末提高 2.2

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截止年底，峨山县顺利通过“省级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复核，获延续命名。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和“六个标志性战役”，全年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有效

天数 357 天，其中：一级天数 217 天，二级天数 129 天，超二

级天数 11 天，县城环境空气优良率达 96.9%。PM2.5 为 21 微克/

立方米，全县未出现重污染天气。全县 1 个地表水国控、1 个地表

水省控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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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水利工程

蓄水总量 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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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平方公里。

全年全县单位 GDP 能耗增长 5.5%。全县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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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量为 13.46万吨标准煤（当量值，下同），增长 48.7%，其中：

采矿业能源消费量为 0.85 万吨标准煤，增长 22.3%；制造业能源

消费量为 12.60 万吨标准煤，增长 51.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能源消费量为 0.02 万吨标准煤，下降 1.6%。规模以

上工业电力消费量为 3.57 亿千瓦时，增长 119.0%。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全年全县完成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1630元，同比增长 4.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461 元，同比增长 2.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695 元，

同比增长 7.3%。城乡收入比为 2.46，较上年同期下降 0.11个点。

全体居民消费支出 23415 元，同比增长 9.7%。其中：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31010 元，同比增长 6.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18030 元，同比增长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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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9-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就业形势稳定向好。全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2054 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628 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402 人。共发放个人

担保贷款 70 笔；发放“贷免扶补”创业贷款 60 笔；发放小企业贷

款 1 笔。三项贷款共发放 131笔，发放金额 2192 万元。开展补贴

性培训 54 期 2815 人次（人社部门培训 45 期 2292 人次，统筹其

它部门培训 9 期 523 人次），其中，技能等级证 2571 人次，专项

能力证 220 人次，合格证 24 人次。脱贫劳动力培训 1009 人次；

农村劳动力培训 11559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1439人，其中，

省外转移 5077 人。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4949 人，其中，省外转

移 551 人，县外省内转移 1450 人，县内转移 2948 人。

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全年全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92425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1495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19201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4609 人；工伤保险 27376 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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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险 13634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45053 人，其中：城镇职工

参保 23066 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121987 人。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 98.2%，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 98.6%，劳动保障监

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96.0%。年末，全县共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和特困人员供养对象 4244 户 6141 人，其中：农村低保对象 2620

户 4164 人，城市低保对象 1269 户 1622 人，特困供养人员 355户

355人，特困供养人员集中供养 94 户 94人。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

3290.29万元，临时救助 153.07万元，特困供养金和护理补贴 464.05

万元。年末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209 个，养老床位 1045 张,

社区便民服务站 24 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2373 万元。

脱贫成果持续巩固。年末全县系统内共有脱贫户及监测户

3624 户 12738 人，“三类人员”监测户 543 户 1834 人，未消除风险

185户 571人。全年到位上级财政衔接资金 5304 万元，组织实施

各类衔接资金项目 48个（工程建设类项目 32个），其中，产业

项目共计安排衔接资金 3667.9 万元，占比 69.2%。年度运用衔接

资金开发公益性岗位 540个，实现脱贫劳动力家门口就地就近就

业；兑补“雨露计划”757人，补助资金 175.9 万元；完成跨省务工

三个月以上一次性交通补助 476人，兑补率 96.0%。实现脱贫群众

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全年全县脱贫及监测户人均收入统计为 20891

元，同比增长 8.0%。

十三、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向好。全年全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7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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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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呈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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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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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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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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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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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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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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事故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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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