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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武隆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重庆市武隆区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武隆调查队

2020 年 3 月

2019 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区委、区政府团结

带领全区人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八项行动计划”，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全年

经济运行平稳较快，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朝着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更加坚实步伐。

一、综合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96598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7.2%。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59559万元，较上年增长 4.6%；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85386万元，较上年增长 8.3%；第三产业实现增加

值 1051653 万元，较上年增长 7.0%。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2.4:37.5:50.1。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7.4%、42.8%、49.8%，分别拉动

经济增长 0.5、3.1、3.6 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1]达到 59613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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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安户籍统计：全区年末户籍总户数为 140324户，总人口[2]410520

人。按城乡属性分，城镇人口 121470 人，乡村人口 289050 人；按性

别分，男性 214275 人，女性 196245 人，男女性别比为 109.2:100。按

年龄段分：0-17 岁 77839 人，18-34 岁 87615人，35-59 岁 161205 人，

60 岁以上 83861 人。全年出生人口 3608 人，死亡人口 3380 人，人口

自然增长率 0.6‰。出生人口中，男 1845 人，女 1763 人，出生男女性

别比为 104.7:100。

全区常住人口[3]35.52 万人，比上年增加 0.70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6.18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城镇化率）45.55%，比上年提高 1.38

个百分点。按卫生居住人口统计（含往年补报）：出生人数 3660 人，



- 3 -

其中政策内出生 3571 人；死亡 2819 人。按卫生户籍人口统计（含往

年补报）：出生人数 4089 人，其中政策内出生 4000 人；死亡 2984 人。

按卫生常住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政策内人口计划生育率 96.6%，

较上年下降 0.1 个百分点。按卫生户籍人口计算（含往年补报），政策

内人口计划生育率 97.8%，较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 3.1%，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8.4%，衣着上涨 0.4%，居住上涨 2.7%。

表 1：2019 年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指标名称 比上年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1

食品烟酒 8.4

# 粮食 2.0

鲜菜 4.1

衣着 0.4

居住 2.7

生活用品及服务 -3.0

交通和通信 -1.4

教育文化和娱乐 -0.2

医疗保健 0.8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30728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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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3.7%。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68480 万元（含农林牧渔服务业），

按可比价计算，较上年增长 4.8%。其中，农业 177589万元，增长 5.5%；

林业 14827 万元，增长 7.4%；牧业 59361 万元，下降 2.5%；渔业 7783

万元，增长 24.2%；农林牧渔服务业 8921 万元，增长 9.2%。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结构由 2018 年的 69.4：5.8：18.9：2.5：3.4 调整为 66.1：5.5：

22.1：2.9：3.3。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48423公顷，较上年下降 0.3%。粮食综合亩产

259.7 公斤，较上年增长 1.6%。烤烟播种面积 2550.67 公顷，收购烟叶

8.80 万担。蔬菜播种面积 26411公顷，较上年增长 0.9%。肉类总产量

（猪牛羊禽）41519 吨，较上年下降 5.1%；禽蛋产量 2816 吨，较上年

增长 2.6%；水产品 4512 吨，较上年增长 15.1%。

表 2：2019年全区主要农产品产量表

农产品名称 单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188641 1.3

稻谷 吨 43378 0.9

玉米 吨 72952 1.5

小麦 吨 50 -4.0

豆类 吨 5325 0.7

薯类 吨 66630 1.4

生猪(出栏) 头 436916 -7.2

牛 (出栏) 头 23227 1.7

羊 (出栏) 只 214448 -0.4

家禽(出栏) 只 1414166 1.1

猪牛羊禽肉类总产量 吨 41519 -5.1

其中：猪肉 吨 33083 -6.5

禽蛋产量 吨 2816 2.6

水产品 吨 4512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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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全年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 96.05 万亩，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

9.58 万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 32.06 万亩，较上年增长 1.0%，

其中：出租（转包）22.41万亩，较上年增长 0.2%。耕地流转率 33.4%，

较上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2019 年末，全区有家庭农场 81 个，其中评定的示范家庭农场 10

个；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 0.40 万亩。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998 个，其

中市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 33 个。按从事行业分：种植业 552 个，林

业 108 个，畜牧业 268个，渔业 30 个。按经营服务内容分：产销一体

化类合作社 881个，运销服务类合作社 14 个，加工服务类 2 个。

2019年完成减贫人口 925 户 2765 人，未脱贫人口减少到 39户 102

人，贫困发生率 0.03%。

全区全年机耕面积 106.33 万亩，机耕水平 98.3%，较上年提高 1.6

个百分点；机播面积 5.27 万亩，机播水平 3.9%，较上年提高 0.9 个百

分点；机收面积 12.38 万亩，机收水平 10.7%，较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

点；农业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43.7%，较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农业

机械总动力达到 33.38 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4.8%。其中：汽油发动机

动力 14.55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7.0%；柴油发动机 10.95万千瓦，较上

年增长 3.5%。全区种植业机械中：有微耕机 2.47 万台（套），总动力

10.57万千瓦；水稻插秧机 120 台，总动力 156 千瓦；机动植保机械 5900

台，总动力 2257 千瓦。有农产品初加工动力机械 3.28 万台，总动力

9.40 万千瓦；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40 台，总动力 3500 千瓦。

三、工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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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368769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9.4%，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7.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4.1%，拉动

经济增长 1.7 个百分点。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454872 万元，较上年增长

4.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完成产值 195273 万元，占规上企业产值的

比重为 42.9%；大中型企业完成产值 84975 万元，占 18.7%。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59901万元，较上年增长 29.0%；实现营业利润 59344

万元，较上年增长 27.9%。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产

值 1598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20.4%；非金属矿采矿业实现产值 16006

万元，较上年增长 50.7%；专用设备制造业实现产值 23551 万元，较上

年增长 6.5%；汽车制造业实现产值 3731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实现产值 167011万元，较上年增长 1.1%；燃

气生产和供应业实现产值 1741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7.3%。

表 3: 2019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饲料 吨 3491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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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罐头 吨 4615 -12.1

汽车 辆 349 9.1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253317 6.2

水泥 吨 394009 14.2

钢绞线 吨 49680 -9.9

模具 套 435042 -0.2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598138 77.2

发电量 万千瓦时 472248 3.4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时 8005 13.7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416617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7.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9.9%，对全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8.7%，拉动经济增长 1.4 个百分点。全区注册在武总承包和专业承包

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140619 万元，较上年下降 8.7%，其中注册在武完

成在地产值[4]124619万元，较上年增长 16.4%。

四、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8337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4.4%。其中，

500 万元以上地方项目完成投资 625680 万元，较上年下降 5.7%，占

75.0%；房地产业完成投资 208111万元，较上年增长 53.9%，占 25.0%。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经济投资 473623 万元，占 59.0%；私

营经济投资 360168 万元，占 41.0%。从产业看：一产业投资 24421 万

元，占 2.9%；二产业完成投资 162279 万元，占 19.5%；三产业完成投

资 647091 万元，占 77.6%。
表 4: 2019 年全区按产业分固定资产投资

产 品 名 称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833791 4.4

第一产业（万元） 24421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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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第二产业（万元） 162279 42.7

# 工业 162279 42.7

采矿业 43693 61.0

制造业 35629 86.1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82957 23.1

第三产业（万元） 647091 15.4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57120 -21.2

住宿和餐饮业 18585 216.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1004 -19.1

教育 7252 -65.8

全区资质内房地产开发企业施工面积 211.60 万平方米，新开工面

积 78.56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64.17 万平方米，竣工房屋价值 19.84 亿

元。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27.14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127.42

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 57.66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38.81 万平方米，销

售面积 19.77 万平方米，销售住宅 2633 套，实现销售额 13.26 亿元。

表 5: 2019年全区商品房建设和销售

产 品 名 称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万元） 208111 53.9

# 住宅 139644 136.2

办公楼 12807 3.7倍

商业营业用房 24714 -47.3

施工面积（平方米） 2116031 32.8

# 住宅 1274176 48.6

办公楼 59829 4.1倍

商业营业用房 360242 -16.0

新开工面积（平方米） 785642 4.3倍

# 住宅 576599 36.4倍

办公楼 46577 33.7倍

商业营业用房 17640 97.1

竣工面积（平方米） 641746 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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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绝对量 比上年增长±％

# 住宅 388070 119.6

办公楼 11114 8.9倍

商业营业用房 99208 5.3倍

销售面积（平方米） 271405 -25.1

# 住宅 197687 -31.2

办公楼 10517 5.1倍

商业营业用房 40622 -17.7

销售额（万元） 196765 -6.6

# 住宅 132584 -17.0

办公楼 12107 8.0倍

商业营业用房 46815 11.6

待售面积（平方米） 191575 43.6

# 住宅 15364 -54.1

办公楼 0 -100.0

商业营业用房 52943 37.6

住宅销售套数（套） 2633 -28.8

五、城市建设

至年末，全区城区城市道路 39.52公里，其中：主干路 22.65公里，

支路 10.68 公里。道路照明灯 4260 盏，安装路灯道路 48.50 公里；公

共停车场停车位 740 个，配建停车场停车位 11031 个，路内停车位 523

个。道路清扫面积 300.86 万平方米，生活垃圾清运量 6.98万吨，建筑

垃圾清运量 53 万吨，生活垃圾转运站 8 座，转运能力 700吨/日。有公

共厕所 173 座（不含对外开社会放厕所数量）。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

备 145 辆，其中：道路清扫保洁专用车辆 28辆，生活垃圾运输专用车

辆 109 辆。生活垃圾处理厂日处理能力 191.27 吨/日。

至年末，城区绿化覆盖面积 435.09 公顷，其中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积 281.51 公顷，绿化覆盖率 47.71%。绿地面积 313.16 公顷，其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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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254.47 公顷，绿地率 43.13%。绿地面积中：公园绿地面积 154.88

公顷,公园 3 个，面积 148.17 公顷。

六、国内商贸、对外开放和规上服务业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210048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

增长 8.6%，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0.0%；住宿和餐饮业实现增加

值 101740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5.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4.9%。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4547 万元，较上年增长 9.9%。按

经营地统计：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435696 万元，较上年增长

9.9%；乡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8851 万元，较上年增长 9.9%。

按消费类型统计：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384591 万元，较上年增长

9.5%；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餐费收入 109956万元，较上年增长 11.5%。

在限额以上法人企业商品零售额中：汽车类商品占限上社零额的

比重为 28.9%，石油及制品类商品占 18.9%，建筑及装潢类商品占 6.8%，

家用电器和音像制品类商品占 6.3%。在限上批发和零售业有店铺零售

企业中：专业店占 19.2%，专卖店占 28.5%，购物中心占 3.8%，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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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0.1%。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23799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8.5%。其中：批发业实现销售额 527429 万元，较上年增长 30.2%；零

售业实现销售额 71056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2%。全年住宿和餐饮业

实现营业额 291361 万元，较上年增长 11.9%。其中：住宿业实现营业

额 106282 万元，较上年增长 10.2%；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185079万元，

较上年增长 12.9%。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862.09 万美元，较上年增长 8.1%。其中：

出口总额 1849.94万美元，较上年增长 7.4%；进口总额 12.16 万美元，

较上年增长了 28.9 倍。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完成营业收入 194349 万元，较上年增长

51.6%。其中：规模以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营业收入 13741

万元，较上年增长 20.3%；规模以上营利性服务业（不含三大运营商）

完成营业收入 131838 万元，较上年增长 95.4%；规上非营利性服务业

完成营业收入 48769 万元，较上年下降 1.2%。

七、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78758 万元，按可比价

算，较上年增长 31.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8%。全年道路客

运总量 673 万人，旅客周转量 35326万人公里；道路货运量 536万吨，

货运周转量 41737 万吨公里。铁路旅客发送 522401 人、到达 455419

人；铁路货物发送 26976 吨、到达 37425 吨。内河港口完成货物吞吐

量 377.17 万吨，较上年增长 58.2%。其中：出港 374.73 万吨，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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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2.3%。

至年末，全区境内公路里程达 4991.40公里1。按类型分：国道 256.45

公里（含高速公路 88.50公里）；村社道路 3510.90 公里。按等级分：

等级公路 4486.40 公里，等外级公路 505.04 公里。等级公路中，二级

公路 325.25 公里；四级公路 4026.60 公里。按路面类型分（不含高速

路）：沥青混凝土 529.60 公里；水泥混凝土 3094.37 公里。

至年末，全区有客运车辆 474 辆 14406 座，其中：大型客运车辆

225辆 11534座；小型客运车辆 178辆/2278座。有货运车辆 2234辆/6772

吨，其中：大型货运车辆 409 辆/4230吨；小型货运车辆 1614 辆/1939

吨。全区实有船舶 27 艘，总载重量 5.52万吨，其中：货运船舶 24艘，

总载重量 5.52万吨；客运船舶 3 艘，总载客量 42 客位。

全年实现邮电业务收入 27243 万元，较上年增长 4.3%。其中，邮

政业务收入 3967 万元，较上年下降 0.6%；电信业务收入 23276万元，

较上年增长 5.2%。年末全区拥有固定电话 5.13 万户，移动电话 39.70

万户，互联网用户数 10.93 万户（不含广电用户）。

全年共接待游客 3610.15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2.5%；实现旅游总

收入 1700145 万元，较上年增长 13.3%。其中：主要景点接待游客 834.24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4.6%；实现门票收入 62928万元，较上年增长 4.4%。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21198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8726万元，占 56.0%；基金预算收入 87251 万元，占 41.2%；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 6007 万元，占 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1 该数据不包含机耕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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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87 万元，占 62.9%；非税收入 44039亿元，占 37.1%。在主要税种

中：增值税 27829 万元，占 37.3%；企业所得税 9446 万元，占 12.6%；

城镇土地使用税 6105 万元，占 8.2%；契税 8323 万元，占 11.1%。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 63234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89662万元，占 77.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38484 万元，占 21.9%；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200 万元，占 0.7%。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0138 万元，占 8.2%；公共安全支出 17657 万元，

占 3.6%；教育支出 84621 万元，占 17.3%；卫生健康支出 44398万元，

占 9.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444 万元，占 9.9%；农林水支出 103071

万元，占 21.0%。

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104613 万元，按可比价算，较上年增长

8.7%，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0%。至 12月末，全区金融机构本外

币存贷款余额 4691465 万元，较上年增长 14.0%。其中：存款余额

2251266 万元，较上年增长 4.9%；贷款余额 2440198 万元，较上年增

长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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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19 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

指 标 年末数（万元） 增速（％）

各项存款余额 2251266 4.9

# 住户存款 1429995 12.8

非金融企业存款 463178 8.3

广义政府存款 358023 -20.7

各项贷款余额 2440198 24.0

# 住户贷款 1012962 68.1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427236 4.5

全年实现保费收入247083 万元，较上年增长 15.7%。其中，财产险

收入 17412 万元，较上年增长了 17.2%；人身意外伤害险收入 1950 万

元，较上年增长 25.4%；寿险收入 20474 万元，较上年增长 19.1%。全

年财产保险赔款和给付 18766 万元，较上年下降 3.2%；人身意外伤害

险赔款和给付 1023 万元，较上年下降 0.2%；寿险赔款和给付 2661 万

元，较上年增长 12.7%。

九、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4928 元，较上年增长 11.1%。按常住

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396 元，较上年增长 8.8%；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274 元，较上年增长 10.9%。全区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18109 元，较上年增长 9.7%。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5397 元，较上年增长 6.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 12345 元，较上年增长 11.5%。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中：食品烟酒支出 8522 元，较上年增长 4.3%；医疗保健支出 1809

元，较上年增长 26.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生活支出中：食品烟酒

2 不含未在武隆注册保险公司在武完成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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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4505 元，较上年增长 10.7%；医疗保健支出 801元，较上年增长

20.0%。全体居民恩格尔系数[7]为 34.7%，人均现住房面积[8]48.96 平方

米。其中：城镇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33.6%，人均现住房面积 39.49 平

方米；农村常住居民恩格尔系数 36.5%，人均现住房面积 56.45平方米。

表 7：2019 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标名称
全区居民 城镇常住居民 农村常住居民

绝对量
（元）

比上年增
长（%）

绝对量
（元）

比上年
增长（%）

绝对量
（元）

比上年
增长（%）

人均可支配收入 24928 11.1 38396 8.8 14274 10.9

# 工资性收入 12293 12.9 21967 10.2 4640 12.1

经营净收入 6090 9.1 6575 7.1 5707 10.5

财产净收入 1364 9.8 2670 6.6 330 9.4

转移净收入 5181 9.5 7184 7.2 3597 10.1

年末失业保险参保 24578 人，失业保险费总收入 963 万元，失业

基金保险总支出 2840 万元，领取失业保险 788人。全年城镇企业职工

参加养老保险 32855 人，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160865人，参加

工伤保险 39045 人；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 39898 人；城乡居民参加

医疗保险 339122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支付 27720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57051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

入 2702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支出 16350 万元。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24250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总

支出 15965 万元。

本年城镇新增就业 5297 人，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员 493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 1.29%，有效控制在 3%以内。全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11.10万人，其中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 8.20万人。在常年外出务工劳动

力中：乡外区内 2.78万人，区外市内 2.66 万人，市外 2.7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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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有 2226 户 3488 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6425 户 11512

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市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597 人、分散

供养 699人；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 300 人、分散供养 1168 人。城市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296 人，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1468 人，农村传

统救济 411 人。全年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28742 人，其中

重点救助对象 20133 人。全年登记结婚 2643 对，离婚登记 1269 对。

年末拥有社会福利收养单位（农村养老服务机构）106 个，拥有床位

503张；社会福利收养单位（社会福利院）27 个，拥有床位 2005 张。

表 8：2017-2019年主要社会保险的参保人数

单位：万人

指 标 名 称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失业保险 2.10 2.25 2.46

工伤保险 3.74 3.67 3.90

城乡养老保险 15.53 15.48 16.09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34.48 34.25 33.91

初步统计，2019 年全区非私营经济单位从业人员[9]平均人数 15591

人，较上年下降 27.9%；平均劳动报酬 102044 元，较上年增长 26.3%。

其中，在岗职工平均人数 12510人，较上年下降 31.4%；平均劳动报酬

117299元，较上年增长 31.7%。

十、教育与科学技术

全区共有基础教育校（园）数 148所。其中：幼儿园 80 所，义务

教育学校 63所，高中 4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全区基础教育招生 12852

人，在校生 53580人，毕业生 14443 人。其中：学前教育招生 2648 人，

在校生 9657 人，毕业生 3496 人；小学招生 3347 人，在校生 2393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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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 4903 人；初中招生 4581 人，在校生 13450 人，毕业生 4205 人；

高中招生 2270 人，在校生 6426 人，毕业生 1837 人。全区基础教育学

校教职工 4147 人，其中：幼儿园 630人，小学 2009 人，初中 626人，

高中 846人；特殊教育 36人。职业教育方面：全区有中等职业学校 2

所（含成人中专学校），在校生 3567 人，招生 1300 人，毕（结）业

生 1145 人；有教职工 290 人，其中职业高中有教职工 252 人，成人中

专 38人。全区高考报名 3038 人（含高职扩招），参考 2899 人，高考

录取 2619 人，录取率 90.3%。全区学前三年毛入学率 89.2%，小学学

龄儿童净入学率 99.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0%，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 97.0%，青壮年文盲率（15-50 岁）0.44%。特殊教育方面：在校生

310人，毕业生 37 人，招生 41人；有教职工 36 人，其中专任教师 26

人。至年末，全区国有及企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 9400 人3，其中工

程技术人员 1743 人，农业技术人员 1377 人，教学人员 4350 人，其他

专技人员 450 人。

全年实施科技项目 16项，科技项目总投资 515万元，各类科技活

动人才 125 人。全年专利申请受理量 91 件，其中：发明申请受理 14

件，实用新型受理 63 件，外观设计受理 14 件。获得授权专利 122 件，

其中：发明 5 件，实用新型 103 件，外观新型 14 件。

十一、文化体育、广电和卫生健康

全年共组织文艺活动 22 次。博物馆（纪念馆）藏品 3285 件/套，

到馆参观 22.16 万人次；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172777 册/件，其中图书

125065册。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7个，其中市级名录 26个，区级

3 不含卫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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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 161个。有篮球场 360 块，羽毛球场 396块，网球场 31 块，乒乓

球场 550块。有教练员 36 人，裁判员（二、三级）60 人，各类体育项

目后备人才 320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认证总人数 90 人。参加市级以上

体育活动获得奖牌 21 枚，其中金牌 8 枚，银牌 5 枚。建成 24 小时自

助图书馆 2 个，非遗传习所 2 个；完成 1085 个体育场地普查、旅游资

源普查及国民体质测试；李进士故里题刻、大石箐石林寺石刻、四川

红军第二路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旧址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平桥薅

秧号子列入重庆市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拟推荐申报名单。

全年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长 6600 小时，按节目类型分：新闻资讯

类 931 小时，专题服务类 735小时，广告类 744小时；按节目来源分：

转播中央台 200小时；自制节目 3648 小时。全年公共电视节目播出时

长 6299 小时，按节目类型分：新闻资讯类 852小时，专题服务类 650

小时，影视剧类 3203 小时，广告类 495 小时。至年末，全区有线广播

电视传输干线总长 582 公里（含到镇、乡、村及国干），微波传送线

路 84.19 公里，数字微波传送线路 76.70公里。有线广播电视用户 82185

户，较上年增长 2.7%，其中：数字电视用户 72575 户，较上年增长 4.0%。

广播电视网络互联网用户 23338 户，较上年增长 5.5%。有线电视入户

率 63.5%，较上年提高 6.7 个百分点；广播综合覆盖率 96.7%，较上年

提高 0.6 个百分点；无线广播综合覆盖率 96.1%，较上年提高 1.0 个百

分点。电视综合覆盖率 98.3%，较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无线电视综

合覆盖率 95.1%，与上年持平。

至年末，全区有卫生机构4324 个，床位 2738 张；卫生机构共有人

4 不含不达标村卫生室。村卫生室达标指必备简易呼吸器、便携式高压消毒锅、观察床、诊查床、中西药柜、健康档案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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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2066 人。卫生机构中：有医院 11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11个。卫

生机构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 687人，注册护士 566 人，药师（士）

54 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166 人。全年医疗机构总诊疗 205.11万人次，

门诊人次 200.14 万人次，健康检查人次 2.24 万人次。全年医疗机构入

院 4.38万人次，出院 4.32 万人次，住院病人手术 1.05万人次。至年末，

全区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 7.3‰，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 1.1%，婚前医

学检查率 11.7%，孕产妇产前检查率 98.7%，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4‰，

年内活产儿 3324 人，婴儿死亡率 1.8‰。“八苗”[10]接种中：卡介苗接

种率 99.6%，白百破疫苗接种率 99.7%，乙肝疫苗接种率 99.9%。

十二、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至年末，全区有蓄水工程 9313 座，其中：水库 35 座，塘坝 1673

座，窖池 7605 座。在水库工程数量中：大型水库 2 座，中型 3 座，小

型 30座。水库总库容 95899 万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 90600 万立方

米。其他水利工程中：水电站 151座，泵站 20 座，农村集中式供水工

程 3898 座。全部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11240万立方米，其中：规模以上

水利工程供水能力 8000 万立方米。城乡供水工程 5921 处，其中：城

乡集中供水工程 3902 处，农村分散工程供水 2019 处。农村已建成巩

固提升工程 3901 处，受益人口 25.09 万人，年末农村自来水供水人口

达 8.93万人。全区灌溉面积 23.81万亩，实际耕地灌溉面积 17.67万亩，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 14.61万亩。全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4.0 万亩，有自

然保护区 3 个，面积 23.13万亩。耕地面积 92.53万亩，林地面积 341.09

万亩，国有建设用地出让 1824 亩。

桌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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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352 天，优良率 97.0%；大溪河水质稳

定在Ⅲ类标准以上。全年平均气温 17.4℃，与历年平均 17.4℃持平；

年极端最高气温 38.8℃，比历年最高 42.7℃低 3.9℃；年极端最低气温

0.4℃，比历年最低高 2.5℃；年降水总量 1199.7mm，比历年平均

1024.9mm 多 174.8mm；年总日照时数 939.0 小时，比历年平均 1115.7

小时少 176.7 小时。

全年城乡用电量 69428 万千瓦时，较上年增长 10.0%。其中：城乡

居民用电 21032 万千瓦时，较上年增长 5.2%；行业用电 48396 万千瓦

时，较上年增长 12.3%。规模以上工业水力发电企业发电 472248 万千

瓦时，较上年增长 3.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 87336.81吨标准

煤，较上年增长 18.3%。

全年群众信访总量 3690 件次、4577 人次，司法受理民事法律援助

514 件，法院审结刑事案件 217 件，司法咨询 935 次，获得法律援助

674人。全年各类安全事故 9 起、死亡 9 人，其中交通事故 4 起、死亡

4 人；建设施工事故 4 起、死亡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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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 2019年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增速按可比价计算。

【2】户籍人口：是指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已在其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户籍

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这类人口不管其是否外出，也不管外出时间长短，只要在某地注册有

常住户口，则为该地区的户籍人口。户籍人口数一般是通过公安部门的经常性统计月报或年报取得的。

【3】常住人口：是指在本乡镇（街道）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或虽居住不满半年但离开户口登记

地半年以上人口以及户口待定人口。

【4】在地产值：指在武隆完成的建筑业产值。

【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含农户投资和跨区投资，仅含 500万元及以上地方项目投资和房

地产投资。

【6】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得到的可用于

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即城镇居民家庭或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

全面反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结构变化的最主要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按住户常住人口

人均当年的可支配收入。

【7】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8】现住房面积：本指标为常住人口人均现住房面积，指调查户现住房的总面积，包括扩建面积，

计算方式可按使用面积1.333计算得出或来源于房屋产权证、租赁证登记面积。

【9】非私营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是国有经济、城镇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和港、

澳、台投资经济、其他经济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在岗职工的平均从业人员水平。私营单位从业人

员、城镇个体劳动者及离退休、退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员等按规定目前暂未列入其统计范围。

【10】八苗：指卡介疫苗、骨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疫苗、含麻疹成分疫苗、乙肝疫苗、甲肝疫

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

【11】行业统计标准：

规模以上工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资质内建筑业：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

以上的零售业法人单位。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

规模以上服务业：年营业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

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

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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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

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12】资料来源（以文中数据为序）：

本公报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区公安局；户籍、居住出生和死亡人口，卫生健康数据来自区卫生健康

委；农机、农经数据来自区农业农村委；城市建设数据、绿化数据来自区城市管理局；货物进出口数

据来自区商务委；内河港口数据来自区地方海事处；公路里程及公路等级数据来自区交通局；客货运

车辆数据来自区道路运输管理处；通信数据来自中国电信武隆分公司、中国移动武隆分公司、中国联

通武隆分公司；文化体育、旅游数据来自区文化旅游委；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局；人民币存贷款数据

来自人行武隆支行；保险数据来自区金融管理中心；失业数据来自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养老保险数

据来自区社保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区医保局；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社会福利、婚姻情况来

自区民政局；教育数据来自区教委；专业技术人员数据来自区人力社保局；科技项目及科技人才来自

区科技局；专利授权、申请数据来自区市场监管局；广播电视数据来自区融媒体中心、广电网络武隆

分公司；水资源、水利工程数据来自区水利局；空气监测数据来自区生态环境局；林业、自然保护区

数据来自区林业局；气温、降水、日照数据来自区气象局；电力消费数据来自区供电公司；信访数据

来自区信访办；司法受理、刑事案件数据来自区司法局、区法院；生产安全事故数据来自区应急局。

其余数据来自区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隆调查队。

【13】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武隆统计年鉴-2020》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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