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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期

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4年9月3日

峨山县 2023 年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统计监测报告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峨山县统计局根据《峨山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年）》和《峨

山儿童发展规划（2021-2030 年）》（以下简称“两个规划”）的

实施要求，顺利完成“两个规划”监测统计工作，现将 2023 年峨

山县妇女儿童发展监测情况报告如下：

一、汇总情况

（一）2023 年妇女发展指标

主要指标 98 项，其中：提前达标 44 项，预期可达标 28 项，

预期达标困难 4 项，无法判断 11项，暂无数据 11项。

（二）2023 年儿童发展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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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83 项，其中：提前达标 65 项，预期可达标 1 项，

预期达标困难 7 项，无法判断 7 项，暂无数据 3 项。

二、妇女儿童与经济发展环境

（一）人口发展状况

2023 年全县年末户籍人口 15.54万人，其中女性 7.71 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 49.6%；全县常住人口为 14.88万人，其中女性 7.19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48.3%；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 2.15‰，全县

城镇化率达 49.06%。

（二）综合实力增强，为妇儿事业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2023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0.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00639元，比上年增长 3.2%；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48461 元和 19695元，比上年分

别增加 1352 元和 1346 元，同比分别增长 2.9%和 7.3%。

（三）协调配合，统筹推进各项经费合理投入

2023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4.68 亿元，与上年持平；医

疗卫生经费 1.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5%；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

投入 345.13 万元，比上年增长 22.0%。教育经费和医疗卫生经费

的投入对我县人口素质的提高及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了较强

的经济保障。

三、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情况

（一）妇女儿童与健康

随着妇女儿童事业投入的不断增加，峨山县综合医疗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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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日益成熟，妇幼保健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妇女儿童健康提升到

新水平。2023 年峨山县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2.92%，宫颈癌人群

筛查率 65.26%，婚前医学检查率 91.27%，妇女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为 40.6%，妇女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及以上的

人数比例为 93.2%，妇幼保健机构建设达标率 100%，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80.0%，产前筛查率 98.25%。

儿童接种疫苗全面普及，疾病预防控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2023 年，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率均达到规划目标要求。

其中，卡介苗接种率、脊灰疫苗接种率、白百破疫苗接种率、含

麻疹类疫苗接种率、乙肝疫苗接种率、甲肝疫苗接种率、乙脑疫

苗接种率、流脑疫苗接种率分别为 99.97%、95.57%、97.57%、

97.89%、99.48%、96.87%、97.96%、99.55%。

为应对新环境新市场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儿童的体质和心理

健康服务能力也有明显的提升。2023 年，5 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

率 1.89%、5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 1.95%，均达到规划目标要

求；儿童超重增长率 0.27%，比上年下降 0.27个百分点，儿童肥

胖增长率 0.94%，比上年增长 0.44 个百分点；0—6 岁儿童眼保

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96.57%，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达到优良的比例 63.63%，中学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和性教

育相关课程和活动的学校比例为 100%。

（二）妇女儿童与教育

学前教育全面普及水平持续提高。2023 年，学前教育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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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率为 91.18%，较上年提高 1.13 个百分点；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 89.54%，较上年提高 0.25 个百分点；幼儿园数 31 所，较上年

增加 6 所。

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2023 年，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为 95.7%，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和初中学龄儿童净入学

率均为 100%，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 97.56%，较上年提高

0.46 个百分点。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保障，普通高中在校生

中女生占比 57.33%，职业高中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占比 41.49%。

随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办学蓬勃发展，充分保障了男女

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以改善民

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三）妇女儿童与社会保障

完善社保体系，提高妇女保障水平。2023 年，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 12.39万人，其中女性 6.14 万人，占 49.6%；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 14.51 万人，其中女性 7.18万人，占 49.5%；生

育保险参保人数 1.44万人，同比增长 45.5%；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为 1.36 万人，其中女性 0.57 万人，占 41.9%；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 2.74万人，其中女性 0.91 万人，占 33.2%。

妇女人才建设方面。2023 年，公有经济初级、中级、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中妇女占比分别为 64.52%、62.31%、46.39%，占

比都在逐步提高；农村实用技术人才中妇女占比 20.76%，高素

质农民培育人员中女性占比 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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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日渐完备。2023 年，集中养育孤儿保障

标准提高到 2000/月、社会散居孤儿保障标准提高到 1340/月、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提高到 1340/月；儿童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人数 2.39 万人；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 4.3 个；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救助人数 58 人；低保对象中儿童

人数 686 人；城乡社区儿童之家 81 个；儿童督导员人数 8 人；

儿童主任人数 78 人。

（四）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妇女在参政议政方面已经成为重要力量，对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县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妇

女参政议政、加大女干部培养选拔力度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扎

实有效的工作，各级党政女领导干部比例逐年提高，妇女参与领

导决策和社会管理的层次进一步提高。

2023 年，县级人大代表中女性占比 41.47%、县级人大常委

会委员中女性占比 32.14%、县级政协委员中女性占比 47.3%、

县级政协常委委员中女性占比 31.0%；县级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

子配有女干部的比例 71.43%，较上年提高 3.57个百分点。村委

会成员中女性比例 38.69%、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 12.96%，与

上年持平；居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 38.66%、居委会主任中女性

比例 8.33%，与上年持平。

企业董事会中女职工董事占全部职工董事的比重 37.5%，较

上年提高 20.8 个百分点；企业监事会中女职工监事占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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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 41.6%，较上年下降 15.5 个百分点；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中

女性比例 54.9%，较上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社会组织从业人员

中女性比例为 45.0%，较上年提高 5 个百分点；社会组织负责人

中女性比例为 13.3%，较上年提高 0.54个百分点。

（五）妇女儿童与法律

全社会关爱儿童、尊重妇女合法权益的公民意识不断加强，

及时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保护，加大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力

度，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2023

年峨山县针对女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 5 件，破获强奸案件 1

起，破获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等）妇女卖淫案件 7 起，

妇女获得法律援助 160人次。

未成年人检察专门机构 1 个，少年法庭 1 个，得到法律援助

的未成年 10 人，破获猥亵儿童案件 2 起，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

同期犯罪人数的比例为 0.5%，较上年下降 1.27 个百分点。

（六）妇女儿童的生存发展环境

生活及生存环境明显改善。2023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96.6%，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集 100%，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 83.4%。

儿童文化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2023 年，公共图书馆少儿

文献 3447 册；处置网上危害儿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31 条；社区

少先队实践教育营地（基地）3 个；青少年参加科普宣讲活动

1132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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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两个规划”中部分指标定性不明确，达标范围界定不

准确，一些指标达标范围界定为“减少、降低、提高、保持合理

比例、基本保障、基本普及”等，难于判断。建议建立明确完善

的指标体系，有利于量化评估。

（二）部分指标波动较大，没有形成均衡发展。部分指标在

2020—2023 年之间忽高忽低，一些已经提前达标的指标又出现

不达标的情况，建议有针对性的工作，确保指标均衡发展，不要

大起大落。

（三）少数部门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两个规划”有关数据经

多次催报任存在漏报、迟报问题。建议建立“两个规划”统计报表

制度，落实部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部

门要依法报送统计数据，实事求是，杜绝弄虚作假，确保数据质

量。

签发：郭 燕 审核：邹绍娇 拟稿：陆惠祖

联系电话：0877-4011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