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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微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微 山 县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微山调查队

（2022 年 3 月 26 日）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稳

步提升，社会事业迈出新步伐。

一、综合

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初步核算，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GDP）428.4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1.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1%；

第二产业增加值 154.33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第三产业

增加值 212.44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分行业看，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 65.63亿元，比上年增长 5.3%；工业增加值 1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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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增长 8.8%；建筑业增加值 9.78 亿元，比上年

增长 31.2%；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73.7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9%；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13.61亿元，比上年增长 17.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28.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金融业增加值 16.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房

地产业增加值 8.22 亿元，比上年下降 3.4%；其他服务业

增加值 66.99 亿元，比上年增长 3.8%。三次产业结构由上

年的 15.1：32.8：52.1 调整为 14.4：36.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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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提速转换。全县“四新”经济增加值完成 79.2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31%，对全市增量的贡献率为 6.08%。

全县“十强”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3.3%，对全市增量的

贡献率为 4.02%。其中，文化产业增加值 13.21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4.12%，对全市增量的贡献率为 6.52%；旅游产业增

加值 14.27亿元，比上年增长 14.90%，对全市增量的贡献率

为 5.29%；医养健康产业增加值 13.7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27%，对全市增量的贡献率为 5.25%；现代金融业增加值

16.45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对全市增量的贡献率为 4.99%。

就业创业稳步推进。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3200 余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 1.78%。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0386万元，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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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596 人创业，带动 1731 人就业。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

训 8389人。

消费品价格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为 101.4%。其中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为 101.2%，消费

品价格指数为 101.5%。

表 1：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情况（以上年为 100）

单位：%

指标名称 2021年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1.4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101.2

消费品价格指数 101.5

1. 食品烟酒 100.0

2. 衣着 103.9

3. 居住 102.1

4.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4

5. 交通和通信 104.3

6.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0.5

7. 医疗保健 100.0

8. 其他用品和服务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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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企业发展壮大。全县新增“四上”企业 132 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8 家，资质以上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企业 23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企业 79家，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 12家。

市场主体总量平稳增长。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 9058

户。其中私营企业 2053户，个体工商户 6896户；年末全县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60156户，同比增加 4891户，增长 8.85%。

其中私营企业 986 户，个体工商户 3865 户；注册资本

9007091.61 万元，同比增加 1010909.07 万元，同比增长

12.64%。民营市场主体培育良好，新登记民营市场主体 9045

户。新登记注册资本 1198991.04万元，增长 8.17%。

重点项目建设强力推进。实施省市重点项目 8个，总投

资 71.3 亿元，完成项目投资 23.9 亿元。济宁南四湖文旅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岚曹高速微山湖南阳古镇出口综合开发项

目列入省重大项目，实现新突破。2个项目列入 2021年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优选项目名单和省“双招双引”重点

签约项目。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全年使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4889 万元，其中实施产业项目资金 3237 万元，

实施产业项目 14个。全年发放小额扶贫信贷 60万元。1家

企业获评省级乡村振兴（脱贫帮扶）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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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建设取得新突破。新落地外资项目 8个，新增外

贸进出口企业 13家。大力开展产业“链上创新、科技赋能”

系列活动，引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1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1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

中心、省级专精特新、瞪羚企业等。完成技改备案 11 家，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9 家，新增发明专利 25 件，新增省级以

上平台 7 家，全职引进硕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60 名。新开

工亿元以上十强产业项目 9 个，招引落地过 10 亿元项目 4

个，总投资 70余亿元，到位内资 28亿元。

二、农林牧渔业

全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5.63亿元，比上年增长 5.3%。

其中农业增加值 18.00亿元；林业增加值 1.19亿元；牧业增

加值 4.60亿元；渔业增加值 37.91亿元；农林牧渔服务业增

加值 3.92 亿元。高效农业增加值 4.78亿元，占全县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比重 7.28%。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75.60万亩，

比上年增长 0.02%。粮食总产 33.61万吨，比上年增长 0.03%。

单产 444.54 公斤，比上年增长 0.01%。其中夏粮产量 17.58

万吨，比上年增长 0.77%；秋粮产量 16.03 万吨，比上年下

降 0.77%。全县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 34.95 万吨，比上年增

加 3.62万吨，比上年增长 11.6%；播种面积 10.91万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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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减少 0.58万亩，比上年下降 5.1%。全县肉类总产量 2.06

万吨，比上年增长 9.57%。禽蛋产量 0.91万吨，比上年下降

47.70%。全县猪存栏 13.60万头，比上年增长 7.94%；牛存

栏 0.41万头，比上年增长 7.89%；羊存栏 2.80万只，比上年

下降 26.89 %；活家禽存栏 94.22万只，比上年下降 38.44%。

猪出栏 19.13万头，比上年增长 27.45%；牛出栏 0.43 万头，

比上年增长 43.33%；羊出栏 4.77万只，比上年下降 3.83%；

活家禽出栏 234.33 万只，比上年下降 24.04%。全县水产品

产量 13.56 万吨，比上年上涨 4.04%。其中人工养殖水产量

11.06 万吨，比上年上涨 4.6%；自然捕捞水产量 2.5 万吨，

比上年增长 1.6%。工厂化水产养殖 332572立方水体。

农业生产条件不断优化。全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 96.33%。主要农作物高效植保机械化能力 83.28%，谷物

烘干机械化能力 76.72%，秸秆机械化处理能力 98.95%。

林业事业稳步发展。全年造林面积 4586 亩，四旁植树

92万株。开展“绿满乡村”行动，绿化建设村庄 58个，完

成飞防 22 万亩次，地面防治 7 万亩次。全年新增造林面积

0.12万亩，更新造林面积 0.34万亩。全年共完成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面积 29万亩次。

农业现代化不断提升。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到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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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创建省市级“新六产”示范主体 5家（省级 4家、市级

1 家），4 家产业联合体被评为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

体，3个镇街获评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16个村入选省级乡

土产业名品村。新型经营主体 1522 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

社 1113 家（国家级示范社 3 家、省级示范社 8 家、市级示

范社 17 家）；家庭农场 409 家（省级示范场 3 家、市级示

范家庭农场 17 家）。投资 500 万元以上规模农业企业 78

家，其中省市级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到 50 家。新增

市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17 家、市县级示范社会化服

务组织 2家；新增省级家庭农场示范场 2家、市县级示范场

11家；新增市县级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6家。做大做强微

山湖大闸蟹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农产品公用品牌 1

个、企业产品品牌 4个，11家企业（园区）被评为“济宁礼

飨”品牌农产品生产基地，44种农产品入选“济宁礼飨”品

牌产品目录企业，“三品一标”农产品发展到 85 个。年末，

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105.34万千瓦（不含农用运输车），大

中型拖拉机 2423台，谷物联合收割机 1855台。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新建高标准农田 5.2 万亩。唱响优

势特色农产品品牌，新认证“三品一标”17个。完成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 570个，累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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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担惠农贷”4.73亿元。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设省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8个。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发展稳定。全县 12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0.94%。其中轻工业增长 9.8%，重工业增长

12.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达 98.5%。全县 26个在统

大类行业中有 14 个行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占全县规上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53.8%。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33.5%、

25.8%、17.3%、13.1%、11.6%。

重点行业支撑稳固。全县六大重点支柱行业合计总产值

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83.7%。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县规上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61.4%、5.7%、5.7%。

主要产品产量有增有减。锂离子电池 3321.2万只，同比

增长 83.2%；水泥 91.5 万吨，同比增长 3.5%；纱 4.8 万吨，

同比增长 18.4%；塑料薄膜 3.8万吨，同比增长 15.4%；原煤

694.8万吨，同比下降 38.2%；洗精煤 485.9万吨，同比下降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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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1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总量 增长(%)

原煤 万吨 694.8 -38.2

洗精煤 万吨 485.9 -31.1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70233.8 -25.7

白酒 千升 1377.0 9.5

纱 吨 48144.2 18.4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117.8 -13.6

水泥 万吨 91.5 3.5

塑料制品 吨 41480.2 14.2

钢制船舶 万载重吨 5.4 -60.5

砖 万块 12665.9 -3.6

铸铁件 吨 8455.9 -25.1

建筑业稳步发展。全县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45 家，比上

年增加 21家，建筑业总产值 8.7亿元。全年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 75.3 万平方米，其中新开工面积 34.8 万平方米。建筑业

总产值超过 1 亿元的企业 2 家，总产值过 0.5 亿元的企业 5

家。

四、服务业

服务业支撑有力。全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60 家，营

业收入 31.01亿元，比上年增长 8.6%。其中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营业收入 24.49亿元，同比增长 15.4%；现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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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业收入 6.16 亿元，比上年下降 5.5%。服务业“十强”

产业 1.85亿元，比上年下降 9.3%。

五、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保持稳定增长。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4%。

全县高技术投资同比增长 80.7%，“四新”经济投资同比增

长 4.9%，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4.4%，工业技改投资

同比下降 42.1%，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下降 43.2%，民间投

资同比下降 3.1%。

房地产市场下降态势明显。全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9.5

亿元，同比下降 39.3%。其中住宅投资完成 6.8 亿元，同比

下降48.6%。商品房销售面积2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7%。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25.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2.0%。

六、国内外贸易

消费品市场加快升级。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15.3 %。全县限额以上贸易业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

酒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17.7%、38.3%和 39.7%。在

基本生活类商品较快增长的同时，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

加快。其中，限额以上单位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45.0%；智能手机同比增长 35.5%；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 81.9%。消费升级有效促进了全县的商品流通

和消费市场的扩大。

招商引资稳步推进。全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8家，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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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家，实际到账外资 2691万美元，同比增长 7.6%。

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18.6亿元，同

比增长 32%。其中出口 18.00 亿元，同比增长 29%；进口

0.62 亿元，同比增长 377%。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43家，进出

口贸易涉及 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七、财政、税收和金融

财政收入完成预算目标。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3.28 亿元，完成全年收入预算的 102.6%。其中税收收入

19.35亿元，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83.1%，同比

提高 3.3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3.57 亿元。其中民

生支出 34.05亿元（数据来源于预算），占全县财政支出的

比重为 78.1%，同比提高 2.1个百分点。

银行存贷款增量较大。全县拥有各类金融机构 3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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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 12家，保险机构 22家，证券公司 1家。年末全县

本外币贷款余额 172.65亿元，全年增加 20.48亿元。年末全

县本外币存款余额 315.9亿元，全年增加 28.21亿元。

企业上市挂牌工作有序开展。全县完成 5家企业在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挂牌，1家企业通过股权融资 7600万元，并与

中泰证券签订上市协议。为挂牌上市企业发放扶持资金 240

万元，促进了企业发展。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稳步推进。全县共有 1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开展了信用互助业务，累计发放互助金 116 笔，

450.15万元。

八、交通、邮政和通信

交通工程全面推进。枣菏高速、枣荷高速至微山县城连

接线通车运营，结束了我县不通高速的历史。环湖大道东线

工程、泗河堤顶路已经建成通车，韩庄复线船闸顺利通过交

工验收。济微高速、京台高速至微山岛连接线、湖西航道

改造工程、京杭运河“三改二”工程稳步推进。完成赵庙

镇政府 -赵庙码头、湖西堤 -永胜南码头、马坡济微线潘

庄 -邹两线北薄等 6 条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完成“四好农

村路”道路提档升级。自然村通达 71公里，农村公路路面

改善工程 146公里。农村通户道路硬化 523个原行政村 1600

余公里。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完成，推进运输网点布设工程，

建设客运站点 273 处，基本实现全县城乡公交全覆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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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 1821.41公里。其中县道 105.06

公里，乡道 282.71公里，村道 1433.65公里，农村公路路网

密度达 102.30公里/百平方公里。完成省道 104大修工程 30.2

公里，农村主干道硬化率达 100%，县内 3 处高速出口建成

通车，改造升级航道 150余公里。全县内河航运货运量 1822.8

万吨，比上年增长 6.1%；港口吞吐量 1395 万吨, 比上年增

长 11.2%。全县公路运输量 622万吨，比上年下降 3.4%。

县域省级干线公路建设有序推动。S104济微线微山留庄

至微山北环路口段，共 30.3公里普通国省道完成大修。全长

7.1 公里的国道 104 京岚线枣庄济宁界至微山寨子段中修工

程完成前期工作。

民用汽车快速增加。全县机动车保有量 12.01万辆，其

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0.71万辆。民用汽车中，载客汽车 10.87

万辆，载货汽车 1.14万辆，营运车辆 1.10万辆（其中载客

汽车 0.05万辆，载货汽车 1.05万辆）。全县新增机动车 10847

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0315辆。民用汽车中，载客汽车

8175辆，载货汽车 1154辆，营运车辆 1518辆（其中载客汽

车 12辆，载货汽车 1506辆）。

邮政通信业快速发展。全年发送函件 5.22万件，特快专

递 42万件，报刊杂志 781万份。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 1.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09%。完成包裹业务 258万件，快递业

务 216 万件，快递业务收入 689.53 万元。邮政业业务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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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76万元（不含储蓄业务量），电信业务总量 2560万元，

联通业务总量 7358.25万元，移动业务总量 18476万元。

九、教育、体育和科技

教育事业不断进步。年内投资 9.6亿元，搬迁新建了驩

城镇实验小学。职业中专年内招生 860人，积极推行校企合

作，职业教育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表 3：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情况

学校数

（所）

在校

学生数

（人）

毕业

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教职

工数

（人）

一、高、中等学校 0 0 0 0 0

二、中等职业教育 1 2048 325 860 116

三、基础教育 325 93119 25134 24383 8017

普通高中 3 9662 3020 3391 861

普通初中 28 19252 6108 6329 2037

普通小学 125 38640 7459 6316 3038

学前教育 169 25565 8547 8347 2081

四、特殊教育学校 1 124 10 6 38

全民体育健身更加普及。完成 8个村居体育健身器材升

级改造，新建完成 7处社会足球场地建设。全年承办省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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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赛事赛会 4 项。竞技体育再创佳绩。在省级以上大赛中，

培养输送的运动员荣获国家级 6金 3银、省级 3金 1银 2铜

的优异成绩。体育产业加快发展。全县注册登记的单项体育协

会 7 个，体育组织 2 个，健身活动站点达到 76 处，社会体

育指导员发展到 1400人。体育彩票站点达 47家，全年体育

彩票销售额 3918.70万元。荣获“全国老年人太极拳之乡”

称号。

科技创新工作成效显著。3个项目列入济宁市级以上科

技发展计划，其中省级项目 1 个。新认定重点实验室 1 家。

实施县科技发展计划（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25 项，扶持资

金 80万元，取得科技成果 30项。1个项目纳入省级重大创

新专项，2 个项目纳入市级重点研发计划，争取上级无偿扶

持资金 754.95万元。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5家，新

增 21 家，新增重点实验室 1 家。“赢在济宁”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大赛 3 人获奖。完成技术合同登记 52 项，技术交

易额 5709亿元。全县实施科技计划项目 28项（其中市级以

上 3项，县级 25项），取得重要科技成果 10项，推广应用

新技术成果 41 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

部支出 32200万元。

高新技术产业稳步发展。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21 家，总

个数达到 47家。完成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 51家。

专利工作成绩突出。全年授权专利 635件。其中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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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授权 42件，有效发明专利累计总量 146件。

质量强县战略成效显著。全县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 件，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3 件，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5 件，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 11 家。新增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

业产品品牌 1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件。新参与制修订行

业标准 1项。通过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 83家，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 2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 48

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组织 3家。

人才工作取得新突破。引进硕士研究生 140余人，引进

大学生 1600余人。其中引进“双一流”人才 22人，引进海

外留学生 9 人。完成培养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241 名，

企业新型学徒制招生培训 106人。以青年人才引进补贴政策

为重点，建立“政策找人”“无形认证”机制，优化政策兑

现服务流程，发放青年人才引才补贴 146万元。1家企业被

授予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家企业获评省级乡村振

兴专家服务基地，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微山岛站作为全

国第 25 家全省第 3 家授牌工作站落地微山。人才平台项目

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全面促进了我县乡村振兴发展。

十、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和卫生

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全县文化馆 1个，剧场、影剧

院 1 个，电影公司 3 个，广通公司 1 个，公共图书馆 1 个。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20 万册。完成改造及数字化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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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工程建设，并进行了试运营。微山县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二

级文化馆。对合村并居后的 304个村（社区）群众文体软硬

件设施进行了全面提升，每村配送图书价值 2000 元。全县

村级儒学讲堂建设达到全覆盖，并聘请儒学讲师开展授课活

动。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及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实现全覆盖，村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器材实现全覆盖。

成功举办第九届“舞动微山”全县广场舞大赛、2021年山东

微山太昊伏羲文化节暨公祭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全县已拥有

备案注册文艺表演团体 5家，演职人员 70余人。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不断加强。全县文物保护单位 42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2 处。公布了微山县第四批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6 项，微山县第四批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3 人。启动了大运河微

山湖博物馆展陈设计。积极争取中央、省级文物保护资金，

开展南阳古建筑群消防工程、房头北村城门保护修缮工程、

铁道游击队队部旧址保护修缮工程、褚雅青革命烈士墓地保

护工程、近湖泉碑保护展示及环境整治工程。

文旅品牌创建卓有成效。编制完成《南阳古镇旅游区创

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提升方案》。与山东省演艺集团签订

协议，合作打造了红色话剧《微山湖》，先后在济宁、济南

两地公演，在微山湖旅游区实现常态化演出。《微山湖上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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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交通线》微视频入选全省“100个红色故事追述历史”短

视频名单。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入选全省 100家红色研

学基地。微山湖英烈纪念园入选全省“100家革命场馆特色

展陈”。微山岛被评为“山东省文旅康养发展试点区”。

微山岛镇大官村、吕蒙村荣获“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荣誉

称号。高楼乡渭河村、微山岛镇吕蒙村和微山岛镇杨村荣获

“第二批山东省景区化村庄”荣誉称号。微山岛镇吕蒙村、

小李庄村荣获“济宁市第三批文旅融合样板村”荣誉称号。

微山岛镇杨村荣获“济宁市 3A 级景区化村庄”荣誉称号。

驩城镇尹洼村荣获“济宁市 2A级景区化村庄”荣誉称号。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送戏进校园”100余场次，“送

戏下乡”1262场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996场次，组织各类

群众文化活动 80余场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98余场。成立

微山县实验中学青山路校区助学图书流动站，陈列图书 1576

本。为革命老区微山岛镇吕蒙村红日书店捐赠红色书籍 200

册。创作的端鼓戏《张郎休妻之打丁香》获 2021 年度济宁

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联合山东省演艺集团创作的大型红色

话剧《微山湖》相继在济南、济宁、微山进行演出。

广播电视事业健康发展。全县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65%，广播电台 1座，广播电台节目 1套。数字电视用户 52805

户，广电宽带用户数 12797 户，无线数字电视节目 24 套。

数字电视收入 458.20万元，广电网络收入 96.09万元。《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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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微山》订阅达到 0.3万户，发行量达到 35万份。

卫生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全县卫生机构 653个。其中医

院 22 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7 个，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 611个（含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卫生所、

医务室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 个。卫生技术人员 4759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682人，注册护士 3005人，药

师（士）178人，技师（士）206人。全年诊疗 289.13万人

次。其中门、急诊 260.06 万人次，健康检查 17.44 万人次；

住院 7.78万人、出院 7.67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3730张，

全年医疗卫生支出 10.32亿元。适龄妇女“两癌”筛查 20511

人次。

十一、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气象、地震

城市建设统筹推进。全县城镇化率 53.87%。城市建成区

面积 25.6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018 公顷，公园

绿地面积 265.4 公顷。全年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

投资约 2.16亿元，新增供气管道长度 4.9公里，新增供热管

道长度 18.25公里，供热面积 443万平方米。综合整治 3个

老旧小区，共计 170 户，1.997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727.13

万元。全年新建雨污分流管道 1.8 公里，完成投资 386 万元。

新建 1 处停车场，增加车位 31 个，完成投资约 150 万元。

新建、改建 204处农村公厕，完成投资约 612万元，电代煤

工程新建 15000 户。维修车行道沥青路面约 2495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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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约 10400平方米，修复或更换路缘石、树穴石约 5980

米。更换桥梁栏杆及小件共 596 件。维修路灯 2100 余杆，

增设太阳能路灯 337杆，清洁路灯杆 1200 余杆，清理变压

器围栏杂草 60 余处。城区改造公厕 2座，更换全封闭式垃

圾中转站 6台。

水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围绕“治、用、保”主线，坚持

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老运河微

山段、岛东、大捐、二级坝、南阳、前白口等 6个国控断面

水质均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率为 100%。2家煤矿完成全盐量治理。全县污染地块安全利

用率 100%。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合格率为 100%。

持续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以“十条工作线”和污染

防治攻坚行动为总抓手，从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两处发力，先

后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夏秋

季臭氧管控、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百日攻坚等行动。全县细颗

粒物平均浓度为 4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9.8%；可吸入颗粒

物平均浓度为 80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3.6%；二氧化硫平均

浓度为 13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3.3%；二氧化氮平均浓度

为 25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7.4%；臭氧平均浓度为 168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2.3%；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长

期稳定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环境执法监管不断强化。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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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执法人员 1100余人，检查企业 370余家，立案 227件，

处罚金额共计 477.92万元，移交公安机关 3起。严厉打击了

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有效保障了环境安全。

生态创建取得显著成果。相继开展系列创建活动。创建

9 个国家级、15 个省级生态乡镇，207 个市级生态村，6 个

省级生态村，6 个省级绿色学校，2 个省级环境教育基地。

积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目前规划已通过专家

评审。

气象服务能力增强。全县拥有区域自动站 14 个。全年

平均气温 15.6℃，比常年偏高 1.2℃。极端最高气温 36.4℃，

极端最低气温-13.8℃。年降水量 1249.1mm，较常年偏多

502.2mm。年日照时数 2064.4小时，比常年偏少 102.6小时。

社会用电量保持平稳。全县社会电力消费量 203459 万

千瓦时，同比增长 9.41%。第一产业电力消费量 5155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 10.65%。第二产业电力消费量 114126万千瓦

时，同比增长 6.66%。其中工业电力消费量 112800万千瓦时，

同比增长 6.52%。第三产业电力消费量 42378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 22.94%。

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5起，死亡

5人。其中建筑业事故 2起，死亡 3人；电力供应业事故 2

起，死亡 1人；交通运输业事故 1起、死亡 1人。

地震服务能力增强。全面升级改造防震减灾科普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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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已建成Ⅲ类标准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3

处，占地面积共计约 17.55万平方米，震时可临时疏散安置

6.9 万人。积极开展“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

十二、人口、就业、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均衡健康发展。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61.49万人。户

籍总户数 21.8591万户。户籍总人口 73.08 万人。其中城镇

人口 33.64 万人；男性 38.81 万人，女性 34.27 万人。全县

出生人口 5250 人，全县死亡人口 3404 人。人口出生率

8.07‰，死亡率 3.44‰，自然增长率 4.63‰。

表 4：全县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人） 比重（%）

全县总人口 730797 100%

其中：城镇 336350 46.03%

乡村 394447 53.97%

其中：男性 388147 53.11%

女性 342650 46.89%

其中：0-17岁 162377 22.22%

18-34岁 156239 21.38%

35-59岁 267946 36.66%

60周岁及以上 144235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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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108

元，同比增长 9.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7322

元，同比增长 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281元，

同比增长 11.2%，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 2.7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稳固有力。大力推广社保缴纳等业务“网上办、

掌上办”，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经办服务。全年累计征收

机关企事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5.97亿元，发放

机关企事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 9.54亿元，发放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42亿元。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 99%。全

县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409114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68581人。其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53787

人，参加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 14794 人，参加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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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31人，参加城镇职工失业保险 43022人。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 618678 人，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52470

人。参加生育保险 42616 人。医疗、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79048

万元。

全县共设置 320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全年国家

抚恤、补助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4838人。

社会福利事业成效显著。全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066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800.1万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12851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6468.8元。全县 9976

名残疾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补贴。其中

5714 名重度残疾人，4262 名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支出

1534.4万元。全县为 3782名 60-79周岁经济困难老年人、759

名 80-89周岁经济困难老年人、133名 90-99周岁经济困难老

年人、13名享受增发 85元护理补贴低保老年人，共拨付老

年人补贴 525.3 万元。全县共有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101 处，

养老床位 5434张，比上年增加 300张。

全县各类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21 个，拥有床位 3686 张，

入住人数 1475 人。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8647 户 13917 万人。

其中城市 592 户 1066 人，农村 8055 万户 12851 万人，全

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7268.9万元。城乡特困人员 3158 人,

全年发放救助供养金 4131.5 万元，接受社会捐赠 96.0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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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按照 GDP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

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经最终核实，

2020 年，我县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 382.05 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8%。

2.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影响，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最终核实数以《微山

统计年鉴 2021》公布的数据为准。

3.全县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可比价格计算。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5.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是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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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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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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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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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6.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

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

资 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

7.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批发业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8.全县城市建成区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和公园绿

地面积指标数据来源于 2020 年山东省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重点项目数据来自县发改局，教育、体育数据

来自县教体局，科技数据来自县科技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

县公安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民政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

局，人才、社会保险、就业数据来自县人社局，林业数据来

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来自县住建

局，交通数据来自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公路局，农

业农村数据来自县农业农村局，扶贫数据来自县乡村振兴

局，进出口、对外经济数据来自县商务局，文化、旅游数据

来自县文化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健局，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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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服务数据来自县应急管理局，市场主体数据、专利数据

来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医疗保险数据来自县医保局，渔业

数据来自县南四湖管委会，广播电视数据来自县融媒体中

心、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微山分公司，企业上市挂牌数据

来自县金融服务中心，农业机械数据来自县农业机械现代化

发展促进中心，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县生态环境分局，气象数

据来自县气象局，金融机构存贷款数据来自县人民银行，用

电量数据来自县供电公司，邮政通信数据来自县邮政管理

局、联通公司、移动公司、电信公司，开发区数据来自微山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粮食产量、价格、居民收入数据来自国

家统计局微山调查队，其他数据均来自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