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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辽县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     报 

2021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统筹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经济发展保卫战，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六个东辽”建

设任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加快改善民生步伐、不断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凝心聚力，砥砺奋

进，全县经济社会和各项社会事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县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88554 万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8%。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20968 万

元，同比增长 9.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211152 万元，同比增长

20.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556434 万元，同比增长 4.7%。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 30490元，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由上年 22.4：21.3：

56.3调整为 23.1：17.1：59.8。  

全年完成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 52051 万元，同比增长

10.5%。其中，县级财政收入 29617 万元，同比增长 23.2%。全

年税收收入 37921万元，同比下降 0.3%,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

收入的比重为 72.9%。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支出 277624 万元，同

比下降 29.3%。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2216 万元，同比增长

19.7%；教育支出 54105 万元，同比增长 0.1%；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21875 万元，同比下降 66.8%；卫生健康支出 199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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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46.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649 万元，同比下降

48.1%；公共安全支出 7571 万元, 同比下降 19.8%；交通运输支

出 5002 万元，同比下降 34.3%。 

 

表 1:2017-2021年全县财政收入及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年份 全口径财政收入 县级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2017 48440 32035 366733 

2018 50239 26418 372006 

2019 48647 27035 383133 

2020 47091 24033 392866 

2021 52051 29617 277624 

5年平均增长% 1.8 -1.9 -6.7 

 

 

图 1：2017—2021年全县财政收入及支出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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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94673.3公顷，粮食总产量为 667000

吨，同比增长 8.2%，其中，玉米产量 626085.9 吨，同比增长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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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量 23694.1 吨，同比增长 6.6%；大豆产量 10782.1 吨，

同比增长 15.3%。 

 

 

    表 2：2017-2021 年全县粮食产量与农业总产值      单位:吨、万元 

年份 粮食总产量 农业总产值 

2017 693991 266123 

2018 589500 286797 

2019 654632 324880 

2020 616691 408985 

2021 667000 425273 

5年平均增长% -1.0 12.4 

 

. 

 
图 2：2017—2021年粮食总产量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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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猪、牛、羊、禽出栏数分别为 187388 头、63576头、

17232 只、10001.4 千只。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49473.7 吨、

92655.5 吨和 717.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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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指   标 单位 2021 年 

粮食总产量 

蔬菜总产量 

肉类总产量 

鲜蛋总产量 

奶类总产量 

水产品总产量 

出栏生猪 

出栏家禽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头 

千只 

667000 

32624 

49473.7 

92655.5 

717.9 

940 

187388 

10001.4 

 

2021 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25838 万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6%。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总

产值实现 425273 万元，同比增长 12.7%。其中，农业产值 162905

万元，同比增长 8.1 %；林业产值 23500 万元，同比增长 182.9%；

牧业产值 228520 万元，同比增长 10.5%；渔业产值 1603 万元，

同比下降 1.9%；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8744 万元，同比增加 2.7%。 
 

2021 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68.1 万千瓦，同比增

长 2.5%。其中，柴油发动机动力 62.6 万千瓦；电动机动力 5.3

万千瓦。主要农业机械与设备均有增加，其中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2529 台，比上年增加 346 台；联合收获机 1470 台，比上年增加

142 台，其中玉米联合收获机 1339 台，比上年增加 138 台。机

耕面积达到 91.7千公顷，机播面积 95.1 千公顷，机械植保面积

达到 4.3 千公顷，机收面积达到 76.5 千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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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县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2 户，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实现 406445 万元，同比增长 2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实现 76077 万元，同比增长 23.1%。分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

业同比增长 19.5%，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 0.6%，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38.9%。分门类看，制造业同比增长 21.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4.6%。全县“2115555”

七大特色产业工业企业 17 户，产值同比增长 18.6%。全县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46 倍。 

全年建筑企业完成增加值 133820 万元，同比增长 23.1%。

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53700 万元，同比增长 58.4%。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339996 万元，同比增长

18.1%。从产业投资结构看：第一产业投资额 21865 万元，同比

下降 26.8%；第二产业投资额 88876万元，同比增长 37%，其中：

工业投资额 88876万元，同比增长 37%；第三产业投资额 229255

万元，同比增长 26.1%。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394.8 万元，同比增长

8.9%。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11127.7 万元，同比

增长 9.6%，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72.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3267.1 万元，同比增长 7.1%，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8.0%。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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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类型统计，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 126374.3 万元，同比

增长 7.7%；住宿、餐饮业零售额 28020.5 万元，同比增长 14.4%。 
 

表 4：2017-2021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年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 镇 乡 村 

2017 239488 160051 79437 

2018 247262 155285 91977 

2019 257698 171459 86239 

2020 141820 101423 40396 

2021 154395 111128 43267 

5年平均增长% -10.4 -8.7 -14.1 

 

图 3：2017—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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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通、邮电 

2021 年,全县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69135 万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10.9%。全年全社会完成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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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 万人；客运周转量 5447.3 万人公里；货运量 397.8 万吨；

货运周转量 130776.6 万吨公里。 

道路基础建设稳步发展。全县等级公路总里程 1969.1公里，

其中，一级公路 75.2 公里；二级公路 189.4 公里；三级公路 10.5

公里；四级公路 1694 公里。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18826.6 万元，同比下降 23.5%。其

中，邮政业务总量 4672.6 万元，同比下降 3.3%；电信业务总量

14154 万元，同比下降 21.4%。年末全县固定电话用户 25390 户，

固定电话普及率 7.8 部/百人。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296200 户，移

动电话普及率 91.4 部/百人。互联网络宽带接入用户 48742 户。 

 

七、金 融、保 险 

2021 年，全县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68624 万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下降 0.7%。全县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405907万元，比

年初增加 106550 万元，同比增长 8.2%，其中，住户存款 1240179

万元，比年初增加 145998 万元，同比增长 13.3%；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 993284 万元，比年初增加 12942 万元，同比增长 1.3%，

其中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854164万元，比年初增加 42352

万元，同比增长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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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2017—2021 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 

年份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2017 952293 1237585 

2018 1014581 1143700 

2019 1109219 1107423 

2020 1299357 980341 

2021 1405907 993284 

5年平均增长% 10.2 5.3 

 

图 4：2017—2021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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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1 年 12 月末,东辽县有保险公司 13 户，其中财产

保险公司 9 户，人身保险公司 4 户。全年保费收入 20267 万元，

同比下降 6.2% ,赔付 7105 万元,同比下降 15.4%。其中,财产险

保费收入 10887 万元，同比下降 0.5%，理赔 6804 万元,同比下

降 16.3%；寿险保费收入 9379 万元，同比下降 12.0%，赔款 300

万元,同比增长 11.8%。 

八、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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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秋季，全县拥有小学 19 所，村小教学点 52 所，招

生 1317 人，比上年减少 140 人；在校生 9517 人，比上年减少

714 人。普通初中 17 所，招生 1902 人，比上年增加 17 人；在

校生 5761 人，比上年减少 695 人。普通高中 2 所，招生 1625 人，

比上年减少 28 人；在校生 4923 人，比上年增加 14 人。高中阶

段职业教育在校学生 558 人，比上年增加 169 人；招生 223 人，

比上年增加 71 人；毕业生 91 人，比上年减少 124 人。特殊教育

学校 1 所，在校生 43 人。2021 年，东辽县高考继续保持良好态

势，参加考试 1735 人，本科上线率为 71.5%。 

2021 年全县教职工总人数为 3602 人，其中专任教师 3301

人。全县小学教师共 204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932 人；普通初中

教师共 1076 人，其中专任教师 956人；普通高中教师共 409 人，

其中专任教师 353人；职业高中教师共 53 人，其中专任教师 47

人。特殊教育教师共 1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3 人。 

2021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民办学校（机构）31 所，在校（园）

生 2230 人，其中民办普通小学 1 所，在校生 73 人；民办幼儿园

30 所，在园学生 2157 人。 

九、文化、卫生和体育 

2021 年，全县共有文化（文物）事业机构 6 家，其中文体活

动中心 1 家，文化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1 家，图书馆 1 家，文化馆 1

家，博物馆 1 家，文物管理所 1 家。企业机构 3 家，其中艺术表

演团体 2 家，影业 1 家。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3.5 万余册，电子图

书室 1 个。全县拥有各类文化经营场所 15 家，其中,互联网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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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营业场所 2 家，文化娱乐场所 9 家，图书销售场所 4 家。 

（一）文体活动开展进一步丰富 

举办首届器乐展演。举办建党 100 周年大合唱展演。举办建

党 100 周年文艺演出，并通过抖音官方账号，同步直播。举办第

三届乡镇专场文艺展演，共演出 13 场。举办了第十三届歌手大赛。

举办“光辉历程 筑梦东辽”党史图片展。举办首届书法临创作品

展书法作品展和“以艺抗疫”书法网络展。举办了第八届全县小

学生“学党史、颂党恩”读书演讲赛和“以书会友、阅读经典”

读书演讲会活动。组织了“体彩杯”象棋比赛、五人制足球比赛、

大众篮球赛、大众排球赛。参加吉林省青少年夏季六项比赛，其

中跆拳道、柔道、摔跤共获得了四枚金牌、四枚银牌、四枚铜牌

的好成绩。通过线上举办全民健身日活动。成立民间艺术团。成

立了东辽县文化馆民间艺术团,现有 91 名团员。 

（二）文化惠民活动进一步深入 

组织东辽县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和“文化惠民直通车”送万福进万家活动，送出福字 5800

多个，门对等 4000 多副，春条 4000条；完成送戏下乡演出 65 场、

送电影下乡 2820场。 

（三）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 

为加强东辽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保护、宣传、营销工作，9

月，在吉林省图书馆举办“非遗，东辽之美”民俗传承艺术展，

共展出东辽弓箭等 10 余种东辽非遗文化产品，展品共 150 余件。

此外，对特色文化产品展室进行了重新布展，更新了剪纸、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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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木板烙画，新增了衍纸作品，丰富了展室作品数量和内容。 

（四）旅游工作进一步推进 

加强旅游产业宣传。联合县融媒体中心在吉林网络广播电视

台直播间进行了《最美四月天，“吉”美乡村游》——打卡东辽

县金州乡鴜鹭湖度假区的现场直播，直播现场推介了关东八铺炕

景点和特色美食；开展了“周游辽源”——东辽篇旅游宣传推介

活动，在市、县两级旅游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了生态东辽旅游攻

略以及东辽新晋旅游打卡地，向广大游客推荐了热门旅游景点 10

个，优质用餐地点 8 个，特色采摘园 3 个，土特产品商店 1 个，

乡村旅游线路 3 条；组织开展了“5·19”中国旅游日“绿色发展 

美好生活”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等方式向

游客介绍旅游小常识，进一步提高了游客的文明旅游意识。 

积极开展景区申报工作。为安石镇朝阳村申报 5A 级乡村旅游

经营单位和省级重点乡村旅游精品点、为辽河源镇安北村申报 3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和省级重点乡村旅游精品点、为渭津镇恭和

山庄申报 2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为泉太镇老营村申报 A 级乡村

旅游经营单位、为东辽县民俗博物馆申报 3A 级旅游景区、为田雨

德国风情小镇申报省级重点乡村旅游精品点并为其总经理周星宇

申报文化和旅游能人。同时，为景区申报补助资金 108 万元，其

中鴜鹭湖 40 万元，朝阳村 68 万元。 

举办东辽县第二届采摘节。在朝阳村举办的第二届采摘节有

40 个业户参加，带动消费近百万元。本次采摘节通过网络投票评

选出最具人气商户 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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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遗产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 

收集整理二人转资料，收集传统二人转经典曲目，把原滋原

味的二人转录制成演出视频，放入网络平台，供大家学习欣赏；

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东辽烙画、柳编、面塑技艺，申报

为市级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积极申报，东辽县渭津镇被

文化部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巡

查、保护力度，配合省文物部门对 9 家省级保护遗址进行实地测

量，整理上报《中西部供水工程》走向布置所涉及的遗址数据。 

（六）行政审批工作进一步提升 

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和“放管服”改革力度，为娱乐场所办理

延续 4 件,设立表演团体 1 件，为表演团体办理延续及法人变更 3

件，完成了新版全流程平台设置；完成了政务服务数据需求和垂

管需求的梳理工作；完成了权责清单梳理工作；完成制定了行政

许可安全监管手册；对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进行重新设置，完

善了用户资料。 

（七）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 

完成全民健身广场暨溪水广场舞台建设工程和全民健身广场

led 大屏幕更新改造安装工作；新建金州乡双福村村志博物馆和泉

太老营村柞蚕博物馆两个乡村博物馆；新建24个农村文化小广场，

并安装了照明灯杆、健身路径等配套设施；加强健身器材管理，

对广场、公园等地损坏器材进行维修、更换；为泉太镇等 6 个乡

镇及福利中心等部门发放体育器材 120 余件；完成已建 24 座旅游

厕所普查工作，对 7 座不合格旅游厕所进行整改；完成“户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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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换代 150 户，完成“户户通”维修 270 户。 

（八）广播电视工作平稳运行 

加强对县广播电视台安全播出检查，确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

严厉打击非法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行为，开展“清卫”专

项治理工作，清理非法安装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4260 个，全面

完成非法卫星电视广播地面设施整治工作。大屏幕播出1900小时，

公益宣传播出 170条。 

（九）文化市场监管平安有序 

加强文化市场安全管理，在疫情时期，加大了对歌舞娱乐场

所、网吧、景区的检查和巡查力度，指导经营单位做好疫情防控

等工作，将文化市场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

加强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工作。对文化市场经营场所进行安全生产

和安全经营日常检查，特别加大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力

度，确保东辽文化市场安全稳定。 

（十）数字文化建设有新进展 

通过多种方式，优化数字网络平台，共享文化数字服务产品，

满足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年初，东辽文旅云平台正式对外开

放，上传了历年春节文艺晚会等视频、东辽籍作者图书 45 部、摄

影书法绘画作品及活动资讯 2000 多篇；利用网络平台，将我局开

展的活动，做到线上线下相结合；上传东辽文化年鉴，把 1983 年

市县分设以来，每年文化的大事记和重要资料进行整理，制作年

鉴，使东辽文化资料、视频，得到保存传承，实现资源共享。 

2021年全县共有卫生机构29个，其中公立医院4个，民营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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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3个，卫生院17个，其他机构5个，卫生技术人员共1185人，其

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501人，注册护士479人。全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防疫站）1个，卫生技术人员总数39人，其中执业

医师11人。2021年全县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人，千人拥有医

疗床位4.4张。城乡居民就医条件得到逐步改善，进一步地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十、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1 年末全县户籍总人口 324218 人，同比减少 2479 人，

其中，乡村人口为 254994 人，城镇人口 69224 人。出生人数 1093

人，死亡人数 1477 人，人口出生率为 1.9‰，死亡率为 11.5‰,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9.6‰。人口性别比为 106.6：100。 

表 6:  2021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人 

指  标 年末数 比 重（%） 

 

全县总人口 

其中：城镇人口 

其中：男性 

女性 

其中：0-17岁 

18-34岁 

35-59岁 

60岁以上 

 

324218 

69224 

167319 

156899 

40890 

61071 

144490 

77767 

 

100 

21.4 

51.6 

48.4 

12.6 

18.8 

44.6 

24.0 

 

2021 年全县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9500 元，

同比增长 7.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999 元，

同比增长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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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017—2021年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7 23055 12240 

2018 24600 12974 

2019 26366 14223 

2020 27328 15347 

2021 29500 16999 

5年平均增长% 6.4 8.6 

 

图 5 2017—2021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240 1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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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7
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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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末城镇新增就业 2035 人，登记失业率为 4.01%，全

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557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302 人。

全县外出劳务输出人员 64286人，其中异地 49155人，本地 15131

人。 

截止到 2021 年末，全县共有各类收养单位 16 个，收养 987

人。其中公办养老机构 13 个，收养 745 人；注册登记民办养老

机构 3 个，收养 242 人；未登记民办养老机构 0 个，收养 0 人。

公办儿童福利机构 0 个，收养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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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共有城市低保对象 4880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 3243 万

元，比上年减少 40.1%，月人均补助水平 477.6 元。共有农村低

保对象 6086 人，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2484.7 万元，增加 17.1%，

年人均补助 851 元。 

2021 年末全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8777

人，比上年减少 4.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57260

人，比上年增加 14.8%；失业保险人数 10986 人，比上年减少

16.2%。工伤保险达到 20934 人，比上年增加 37.3%；全县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24700 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包括新农合）为 240100 人。 

十一、安全生产 

2021 年，全县共发生各类事故 475起，死亡 24 人。全县工

矿商贸发生 3 起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3 人；道路交通发生 190 起

事故，死亡 19人;消防领域火灾扑救发生 282起事故,死亡 2人。  

说明：1.本公报发表的数据为年度快报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省

统计局未最终核定。 

2.本公报部分指标数据系有关部门（行业）提供。 

3.本公报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

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4.农林牧渔林产值数据为上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