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峨山彝族自治县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峨山彝族自治县统计局

2025 年 4 月 23 日

2024 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峨山县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工作，全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到有效推动。

一、综合

总体经济持续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完成现价生产总值

（GDP）1471518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7.4%，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205799 万元，同比增长 3.3%；第二产业增加值

357502万元，同比增长 14.7%；第三产业增加值 908217万元，同

比增长 5.6%。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4.0：24.3：61.7，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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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5、3.5 和 3.4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

贡献率分别为 6.8%、47.4%和 45.8%。

图 1 2020—2024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

注：2020-2023 年 GDP 总量已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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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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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518 7.4 100.0

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205799 3.3 14.0

第二产业 357502 14.7 24.3

第三产业 908217 5.6 61.7

按行业分：

农、林、牧、渔业 213692 3.4 14.5

工业 237264 9.1 16.1

建筑业 120480 23.9 8.2

批发和零售业 282298 11.7 19.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1847 12.9 11.7

住宿和餐饮业 64768 6.4 4.4

金融业 32326 1.6 2.2

房地产业 78537 4.8 5.3

其他服务业 270306 -0.9 18.4

营利性服务业 76960 -2.1 5.2

非营利性服务业 193346 -0.4 13.1

民营经济较快增长。全年全县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105148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9.3%，占 GDP 的比重为 71.5%，比

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6.4 个百分点，对全县

经济的贡献率为 86.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80447万元，

增长 7.4%，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0.9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78201万元，增长 11.8%，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2.1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增加值 592832万元，增长 8.7%，拉动全县经济增长 3.4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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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

二、人口

常住人口：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14.83 万人，比上年减少 0.05

万人，其中：男性人口 7.70万人，女性人口 7.13 万人；0-15 岁为

2.06万人，16-59 岁为 9.65 万人，60 岁及以上为 3.12 万人。全年

出生人口 0.11 万人，出生率为 7.64‰；死亡人口 0.14 万人，死亡

率为 9.50‰，自然增长率为-1.86‰。全县城镇化率为 50.24%，比

上年提高 1.18 个百分点。

图 2 2020—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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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96人，比上年减少 114人，

其中：城镇人口 69913 人，乡村人口 85383 人。户籍人口出生率

为 5.97‰，死亡率为 4.96‰，自然增长率为 1.01‰。分民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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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汉族人口 47601 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30.7%；少数民

族人口 107669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69.3%，其中：彝族

人口 88855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57.2%；哈尼族人口 11666

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7.5%；回族人口 5668 人，占全部户

籍人口的比重为 3.7%；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1480 人，占全部户籍人

口的比重为 0.9%。

图 3 2020—2024年全县户籍人口变化情况

三、农业和农村经济

农业经济稳步提升。全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12586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3.4%，其中：农业产值 208237万元，

增长 4.2%；林业产值 17130 万元，增长 2.4%；牧业产值 75291 万

元，增长 1.3%；渔业产值 1608 万元，增长 0.3%；农林牧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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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 10320 万元，增长 4.8%。完成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13692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3.4%；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7893

万元，增长 5.6%。

图 4 2020—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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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83 亩，比上年增加

10982亩，增长 2.4%，其中：粮食播种面积 177475 亩，比上年增

加 456 亩，增长 0.3%；油料播种面积 63502亩，比上年增加 3140

亩，增长 5.2%；蔬菜播种面积 134886 亩，比上年增加 7110 亩，

增长 5.6%。

全年全县实现粮食总产量 7376.2 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72.9 万

公斤，增长 1.0%；油料总产量 917.89 万公斤，比上年增长 53.93

万公斤，增长 6.2%；蔬菜总产量 30321 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1816.9

万公斤，增长 6.4%；烤烟总产量 1039 万公斤（收购量 1000 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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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比上年减少 61.9万公斤，下降 5.6%。

表 2 峨山县 2024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4年 2023年 2024年比 2023年增长％

粮食产量 万公斤 7376.20 7303.30 1.0

稻谷 万公斤 1339.64 1378.21 -2.8

玉米 万公斤 5338.61 5216.77 2.3

小麦 万公斤 98.17 110.11 -10.8

豆类 万公斤 468.27 475.60 -1.5

薯类（鲜薯） 万公斤 329.50 322.70 2.1

烤烟产量 万公斤 1038.79 1100.69 -2.5

烤烟收购量 万公斤 1000 1000 0.0

烤烟收购金额 亿元 3.607 3.558 1.4

上等烟比例 % 74.15 72.38 提升 1.77 个百分点

油料产量 万公斤 917.89 863.96 6.2

蔬菜产量 万公斤 30321 28504 6.4

农业能源及物资消耗：全年全县使用化肥（实物）20333.32

吨，比上年减少 233.94 吨，下降 1.1%；使用农用塑料薄膜 1361.43

吨，比上年减少 1.69 吨，下降 0.1%。

林业：全年全县完成林业产值 17130 万元，其中：林产品产

值 10710 万元；竹木采运产值 4221 万元；林木的培育与种植产值

2199 万元。全年全县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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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主要林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4年 2023年 2024年比 2023年增长％

水 果

茶 叶

万公斤

万公斤

928.73

8.17

734.96

12.08

26.4

-32.4

其中：绿茶 万公斤 8.17 12.08 -32.4

核 桃 万公斤 101.42 106.93 -5.2

板 栗 万公斤 117.63 116.25 1.2

花 椒 百公斤 366 357 2.5

松 籽 百公斤 120 167 -28.1

竹笋片 百公斤 100 102 -2.0

棕 片 百公斤 43.9 52 -15.6

木 材 立方米 34225.90 21217.74 61.3

竹 材 万根 1160.99 1112.88 4.3

畜牧业：全年全县实现肉蛋奶总产量 30666.6 吨，比上年增加

2335.8 吨，增长 8.2%。全年生猪出栏 240475 头，比上年增加 4961

头，增长 2.1%；牛出栏 15845 头，比上年增加 862头，增长 5.8%；

羊出栏47317只，比上年增加1107只，增长2.4%；家禽出栏1613575

只，比上年增加 78462 只，增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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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峨山县 2024年主要畜禽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4年 2023年 2024年比 2023年增长％

肉蛋奶总产量 吨 30666.6 28330.8 8.2

肉类总产量 吨 26679.0 25963.1 2.8

其中：猪肉产量 吨 20583 20143 2.2

牛肉产量 吨 1908 1807 5.6

羊肉产量 吨 1119 1089 2.8

禽肉产量 吨 3052 2901 5.2

禽蛋产量 吨 3988 2368 68.4

其中：鸡蛋产量 吨 3583 1943 84.4

渔业：全年全县实现水产品总产量 1245 吨，比上年减少 145

吨，下降 10.4%。其中：池塘鱼 754 吨；水库鱼 360 吨；稻田鱼

131吨。水产养殖面积 9010 亩，比上年减少 190亩，下降 2.1%。

其中：水库池塘面积 5000 亩；稻田养鱼面积 4010 亩。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较快提升。全年全县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 237264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9.1%，拉动 GDP 增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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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 10 —

图 5 2020—2024年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规模以上工业中：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增长 2.0%，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1.8%，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影响较小；重工业增加值

增长 11.0%，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98.2%，拉动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10.8 个百分点。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 2.6%，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的比重为 14.4%，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4 个百分点；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10.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35.7%，拉动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 3.7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增加值增长 14.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49.9%，拉动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7 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增长 11.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

企业下降 6.1%，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下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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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91.8%，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73.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9.7%，汽车制造业增长 18.2%，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10.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3.0%，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0.4%。

表 5 峨山县 2024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24年 2023年 比上年增长%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02.37 239.91 -57.3

铁矿石成品矿 万吨 371.14 164.76 125.3

焦炭 万吨 42.48 42.29 0.4

白酒（折 65 度，商品量） 千升 685 717 -4.5

饲料 吨 88900 97127 -8.5

玻璃包装容器 吨 19565 11118 76.0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27.36 28.93 -5.4

水泥 万吨 93.73 84.96 10.3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89393 723956 -87.7

铸铁件 吨 22338 20987 6.4

钢结构 吨 15924 26612 -40.2

钢丝 吨 13568 14128 -4.0

生铁 万吨 432.76 361.98 19.6

粗钢 万吨 484.53 405.52 19.5

钢材 万吨 530.53 467.63 13.4

发电量 万千瓦时 90938 28415 220.0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231 224 3.1

建筑产业快速发展。全年全县完成建筑业增加值 120480万元，

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23.9%。年末全县在库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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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户，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382155 万元，同比增长 20.8%。签订合

同总额 451959万元，同比增长 15.3%；从事建筑业活动的平均人

数 4721 人，同比下降 19.8%；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650093 平方米，

同比增长 170.9%；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561343 平方米，同比增长

162.3%。

五、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22.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138.2 %，占投资总额的比

重为 7.5%，拉动投资增长 3.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59.1%，

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36.6%，影响投资下降 40.7 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投资增长 51.0%，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 55.9%，拉动投资增长

14.5个百分点。

图 6 2020—2024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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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峨山县 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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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74.9

-59.1

-75.9

-49.2

-74.4

-93.0

-100.0

——

216.7

10.7

——

——

-33.9

-3.6

46.2

-83.2

132.2

-8.8

400.9

-48.4
净增长

-90.2

48.2

全年全县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39.9%，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

的比重为 48.3%。产业投资下降 46.3%，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为 59.2%。工业投资下降 59.1%，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6.6%。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14.5%，占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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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县共有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 169个（不含省返项目），

较去年同期少 7 个。其中：计划总投资 500万-5000万元在建项目

139个，较去年同期少 4 个；5000 万元以上项目 30 个，较去年同

期少 3 个。

全年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33.6%，在总投资中，住

宅投资占 100%，无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和其他投资。全年房屋施工

面积 5492 平方米，下降 92.6%，其中：本年新开工面积 4742 平方

米；房屋竣工面积 5492 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 28499平方米，

同比增长 44.0%。

六、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消费品市场稳步壮大。全年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62270万元，同比增长 8.7%。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实现零

售额 524738 万元，增长 8.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79.2%；乡村实现零售额 137532 万元，增长 10.7%，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0.8%。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实现 537496

万元，增长 8.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81.2%；餐饮

收入实现 124774 万元，增长 11.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 18.8%。在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中，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

年增长 52.3%，饮料类增长 55.3%，烟酒类增长 14.7%，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下降 8.0%，化妆品类增长 45.5%，日用品类增长

22.6%，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12.0%，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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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石油及制品类增长 23.7%，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 58.5%，

汽车类下降 25.4%。

全年全县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18425 万元，同比下降 9.5%，

其中：出口总额 722 万元，同比增长 56.3%；进口总额 17703 万元，

同比下降 12.8%。

图 7 2020—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

招商引资回落较大。全年全县引进市外国内项目 60 个，全年

引进市外国内资金 47.84亿元，同比下降 57.9%，其中：省外国内

资金 41.26 亿元，同比下降 62.98%。全县新签约项目 60 个，其

中，1 亿元以上 7 个，5 亿元以上 3 个，10 亿元以上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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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业

交通流动充满活力。全年全县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增加值 171847 万元，增长 12.9%。年末，全县共有客运车辆 48

辆 998 个客位；共有货运车辆 2737 辆 45975 吨位（货车总质量 4.5

吨以上，含牵引车、挂车）。全县机动车拥有量 59739 辆，其中：

汽车 40221 辆；摩托车 18883 辆；挂车 615 辆。全县公路通车里

程 2308.916 公里。按行政等级分：国道 194.471公里，省道 94.018

公里，县道 384.452 公里，乡道 1368.751公里，村道 267.224 公里；

按技术等级分：高速公路 77.740 公里，一级公路 23.821 公里，二

级公路 76.162 公里，三级公路 37.715 公里，四级公路 2093.478

公里。

邮电通信显著提升。全年全县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2314 万

元，同比增长 13.7%；快递业务总量为 92.16万件，比上年增加 33.57

万件。年末，全县共有互联网用户 224226户，比上年增加 31680

户；固定电话用户 4330 户，比上年增加 199 户；移动电话用户

158332户，比上年增加 18533户。电话普及率 109.46 部/百人，其

中，固定电话普及率 2.91 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 106.55 部/百

人。

旅游行业蓬勃发展。全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89.14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3.8%，实现旅游总收入 208245 万元，同比增长

11.6%，其中：接待国内游客 189.17 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08245 万元，同比增长 11.6%；接待海外游客 120 人次，实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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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旅游收入 2.38万美元。

八、财税和金融

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全年全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7156

万元，同比增长 53.4%。税收收入 2409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 42.2%，比上年同期数 19445 万元，增收 4645 万元，增长

23.9%，其中：增值税完成 1462 万元，增长 516.9%；企业所得税

完成 884万元，下降 29.3%；个人所得税完成 307万元，下降 15.2%；

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857万元，下降 25.9%；非税收入 33066 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7.8%，比上年同期数 17804 万元，增收

15262万元，增长 85.7%。

图 8 2020—20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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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1

万元；小街街道 8849 万元；甸中镇 4102 万元；化念镇 7483 万元；

塔甸镇 3154 万元；岔河乡 1755 万元；富良棚乡 3146 万元；大龙

潭乡 2598 万元。

财政支出有所提高。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690万元，同比增

长 12.0%。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406万元，增长 10.1%；教

育支出 36390 万元，增长 0.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2855 万元，

增长 1.3%；卫生健康支出 11088 万元，下降 28.2%；农林水支出

48432万元，增长 63.5%。

各乡镇（街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双江街道 5058

万元；小街街道 3664 万元；甸中镇 2533 万元；化念镇 3704 万元；

塔甸镇 2596 万元；岔河乡 1911 万元；富良棚乡 2658 万元；大龙

潭乡 2690 万元。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全年全县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32326 万元，

同比增长 1.6%。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916930

万元，同比增长 0.9%，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741726万元，同比增

长 6.7%。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088417 万元，同比增长

0.5%。存贷比为 118.7%，比上年同期下降 0.5 个百分点。

九、教育与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持续稳固。年末全县共有幼儿园 20 所（公办 9 所、

民办 11 所），校舍建筑面积 43530 平方米（当年减少 1015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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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专任教师 206 人，招生 1181 人，在校学生 3368 人，毕业

生 1541人。

共有小学 17所，校舍建筑面积 153173平方米（当年新增 10682

平方米，当年减少 6806 平方米），专任教师 687 人，招生 1409

人，在校学生 8236人，毕业生 1300人。

共有初中 9 所，校舍建筑面积 100974 平方米（当年新增 0 平

方米，当年减少 0 平方米），专任教师 435 人，招生 1258 人，在

校学生 3802 人，毕业生 1319 人。

共有高中 1 所，校舍建筑面积 30682 平方米（当年减少 0 平

方米），专任教师 152 人，招生 634 人，在校学生 1673 人，毕业

生 529 人。

共有职业高中 1 所，校舍建筑面积 20334 平方米，专任教师

91 人，招生 256人，在校学生 946人，毕业生 424人。

科技创新稳健推进。全年全县完成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6 户，

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级 7 户、省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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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人。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生机勃勃。全年全县完成 12个乡级文化站、42 个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提升完善工作，完成 253户市级“文化家庭户”

申报命名工作。组织举办免费培训活动 13期，培训 500余人次；

开展下基层进乡村（社区）培训辅导 30 次，惠及 100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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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举办文化惠民演出 72 场次，线上线下惠及 22 万余人次；组

织开展进乡村（社区）免费书赠春联活动 5 次，共组织“彩云之南

等你来”夜间群众文化活动 30 场次，参与群众超 1.5 万人次。组织

戏曲进乡村、进校园活动及戏曲培训，培训农村业余文艺队 12支，

村业余文艺队 30 支，累计超 1.1 万人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队伍

建设不断加强。成功举办 2024 年峨山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同心共庆 2024 年火把节暨第七届彝族花鼓舞艺术节活动，广受好

评。小彝剧《吃不完》入围全国第二十届群星奖复、决赛。图书

馆累计接待读者 29885 人次，外借 675 人次，阅览 28549 人次，

举办读书活动 37 次，参与活动 4441 人次。举办线上展览 27 次，

阅览 376人次，举办线下展览 2 次，观展 4200 人次，举办线下培

训 3 次，参与 70 人次。全县广播综合覆盖率 100%，电视综合覆

盖率 100%。

卫生事业稳健发展。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125 个，其

中：县级直属医疗卫生机构 7 个，乡镇（街道）卫生院 8 个，村

（居）委会卫生室 74 个，民营医院 1 家，个体诊所 28 家，学校

医务室 7 个。医疗卫生机构实有病床 854 张，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1331 人，其中：执业医师 384人，助理执业医师 92 人，注册护士

556 人。

体育事业持续进步。全年全县组织及参加竞赛活动 16次，参

赛代表队 120 支，参与 13000 人次，向上级输送运动员 5 人。年

末峨山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3.02 平方米，体育设施占地面积 45.66

万平方米，共有体育场地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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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名，每千人口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为 3.71名。

十一、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

城市建设有序发展。年末县城建成区面积 4.57 平方公里，市

政道路 45.57公里、道路面积 116.18万平方米、道路照明灯 8892

盏、亮灯率 96%。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 0.881 万立

方米，比上年末提高 4.4%，污水处理率 98.8%，比上年末提高 1.6

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峨山县顺利通过“云南省生态文明

县”复核，被命名为“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力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和 6 个标志性战役，全年县城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有效天数 362 天，其中：优 244 天，良 116 天，轻度污染

2 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9.4%。PM2.5为 17.0 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 19.0%，未出现重污染天气。全县 1 个地表水国控、1 个地表

水省控监测断面年均水质类别达到考核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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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87万立方米（蓄水新增龙门电站水库和阿

依电站水库，大、中、小型水库及坝塘）。全年新增水土流失治

理面积 19.4183 平方公里。

全年全县单位 GDP 能耗增长 2.1%。全县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

费量为 280.48 万吨标准煤（当量值，下同），增长 12.8%，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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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能源消费量为 0.71 万吨标准煤，下降 6.5%；制造业能源消

费量为 279.15 万吨标准煤，增长 12.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能源消费量为 0.62 万吨标准煤，增长 3993.1%。规

模以上工业电力消费量为 24.23亿千瓦时，下降 3.1%。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全年全县完成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040元，同比增长 4.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120

元，同比增长 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928 元，同比增

长 6.3%。城乡收入比为 2.39，较上年同期下降 0.07 个点。全体居

民消费支出 25123 元，同比增长 7.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32964元，同比增长 6.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9563元，

同比增长 8.5%。

图 9 2020—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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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形势持续向好。2024 年，城镇新增就业 2037 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362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351 人。“贷免扶补”

贷款受理申请 63 户，发放 63 户，金额 1335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受理 82户，发放 82 户，金额 2265 万元，（其中企业贷款发放 2

户，发放金额 800万元）。三项贷款共发放 145户，发放金额 3600

万元，报告期带动就业人数 223人。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44

个班，培训人数 1923 人次，（其中：农村劳动力补贴性职业技能

培训人数 826 人次，展翅行动培训 784 人）。全县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 52150 人，其中，省外转移 5134 人；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5151 人，其中，省外转移 598人，县外省内 1560 人，乡外县内转

移 383 人，本乡镇内转移 2610 人。易地搬迁劳动力转移就业 229

人。

社会保障更加完善。全年全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91766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4136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 21519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4430 人；工伤保险 27822 人，失

业保险 14180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145090 人，其中：城镇职工

参保 23371 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121719 人。企业劳动合

同签订率 98.4%，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 98.5%，劳动保障监

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97.0%。年末，全县共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和特困人员供养对象 4347户 6218 人，其中：农村低保对象 2692

户 4213人，城市低保对象 1288 户 1638 人，特困供养人员 367户

367 人，特困供养人员集中供养 99 户 99 人。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

2775.83万元，临时困难救助 454户次 139.37万元，特困人员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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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护理补贴和一次性丧葬补贴 495.39万元。养老服务机构和设

施 212 个，养老床位 1060 张。销售社会福利彩票 2526 万元。

脱贫成效持续加强。年末全县系统内共有脱贫户及监测户

3657 户 12805人，“三类人员”监测户 597 户 2002 人，未消除风险

194 户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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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个，发放工资 418.8 万元；实现脱贫劳动

力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业；兑补“雨露计划”820 人，补助资金 173.15

万元；完成跨省务工三个月以上一次性交通补助 534 人，补助资

金 53.4 万元，兑补率 100%。实现脱贫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十三、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全年全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9 起、死亡 9

人，事故起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2 起、上升 28.5%，死亡人数增加 1

人、上升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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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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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起，造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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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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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正式统计数据以《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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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受公安部门报表取数时间段不同（总人口报表取数时间段为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分民族报表取数时间段

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导致总人口与分民

族人口合计数有所差别。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户籍人口情况来源于峨山县公安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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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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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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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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数据来源于峨山县卫生健康局；城市建设情况中

建成区面积、市政道路数据来源于峨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

余数据来源于峨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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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