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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烦县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娄 烦 县 统 计 局

2023年 4月 10日

2022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各级、各部门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总体部署，紧紧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引领、融

合发展”思路和要求，紧扣“一主三翼”战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改

革开放纵深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经济社

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娄烦奠定了坚

实基础。

一、综 合

国民经济：据初步核算，2022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45.0

亿元，同比下降 0.2%，其中：第一产业完成 4.8亿元，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完成 25.5亿元，同比下降 1.7%；第三产业完成 14.8亿元，

同比增长 0.9%。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10.7%、56.6%和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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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据 2022年人口抽样调查，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88850人，

比上年末净增 223人，同比增长 0.25%。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45255

人，乡村常住人口为 43595人，城镇化率为 50.93%，比上年末提

高 0.22个百分点。在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 46266人，男女性别

比为（以女性为 100）108.65%；全年出生人口 420人，出生率为

4.73‰；死亡人口 411人，死亡率为 4.6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1

‰。

就业：2022年完成技能培训转移就业 1500人，新增城镇就业

910人。

二、农 业

2022年全县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完成 81262.38万元，同比

增长 3.02 %；其中：农业产值完成 36282.9万元，同比增长 6.94%，

林业产值完成 27460.7 万元，同比下降 8.72%，牧业产值完成

12481.8万元，同比增长 10.72%，渔业产值完成 1024万元，同比

增长 10.15%，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完成 4013万元，同

比增长 4.88%。

农业：农作物种植面积 11219.8 公顷，同比增长 1.6%。其中：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9750.9公顷，同比增长 0.3%。油料种植面积

156.4公顷，同比增长 184.1%。全年粮食总产量达 24746.7吨，同

比增长 7.4%；油料产量 228.9吨，同比增长 149.9%；水果总产量

1925.4吨，同比增长 26.1%；蔬菜产量 14869.3吨，同比增长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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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全年共完成育种育苗面积 667公顷，同比下降 19.9%；

造林面积 3800公顷，同比下降 5%；当年零星植树 176万株，与

上年持平；木材采运 1793立方米，同比下降 36.1%；核桃产量达

7282.2吨，同比下降 1.2%。

畜牧业：猪年末存栏 20927头，同比增长 35.2%，牛年末存栏

9590头，同比增长 14.2%，羊年末存栏 46286只，同比增长 19.3%，

家禽年末存栏 108613只，同比下降 35.6%。

全年肉类总产量 2660吨，同比增长 17.8%，其中：猪肉产量

2027.5吨，同比增长 34.4%；牛肉产量 241.5吨，同比下降 15.3 %；

羊肉产量 245.1吨，同比下降 21.2%；禽肉产量 146.4吨，同比下

降 4.5%。禽蛋产量 1541吨，同比增长 0.2 %。

渔业：全年鱼类总产量达 640吨，同比增长 10.2%。

三、工业、能源和建筑业

规模以上工业：全县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个，完成现价

工业总产值 51.55亿元，同比增长 6.4%；工业增加值完成 23.81亿

元，同比下降 1.2%；工业销售产值完成 49.98亿元，同比增长 3.5%；

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55.4亿元，同比增长 14.2%；实现利税 12.3亿

元，同比增长 3.4%。

能源消费：全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消费用原煤365.7万吨，

柴油 1.3万吨，电力 2.9亿千瓦时。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6.2万吨标

准煤，同比增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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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全县资质以上建筑企业有 5个，总产值完成 73162

万元，同比下降 9.3%。全年全县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4486万元，同

比增长 12.2%。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2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完成 30.5亿元，同比增长 46.5%。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计 68个，其中：本年新开工项目 34个。

在全部投资项目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 27个，完成投资 28.5亿元，

同比增长 48.8%；500-5000万元项目 41个，完成投资 2.03亿元，

同比增长 20.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3.8亿元，同比增长 2.1％，其

中：林业投资 29558万元，种植业投资 8570万元；第二产业完成

投资 5.2亿元，同比增长 521.8％；第三产业投资完成 21.5亿元，

同比增长 32.1％。

五、财政、金融和贸易

财政收入高速增长。2022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 17.9亿元，

同比增长 71.0%；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8亿元，同比增长 67.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 24.1亿元，同比增长 7.6%。

金融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截止 2022年底，全县金融机构存款

余额达 75.8亿元，同比增长 12.7%。其中：非金融企业存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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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5.6%；个人存款 54.3亿元，同比增长 14.5 %。全

县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 49.0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短期贷

款 10.1亿元，同比下降 47.1%；中长期贷款 34.3亿元，同比增长

256.2 %。

市场销售稳步增长。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3亿

元，同比增长 2.3 %。

按销售地区分：城镇零售额完成 34581.8万元，占全部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的 65%，同比下降 4.7%；乡村零售额完成 18620.9万

元，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 35%，同比增长 18.4%。

全县商品销售额完成 8亿元，同比下降 10.1%，其中：批发业

完成 25769.8万元，同比下降 31.8%；零售业完成 54523.6万元，

同比增长 5.9%。

六、交通运输

截止 2022年底，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 600.9 公里，其中：县

道 101.8公里，乡道 125.2公里，村道 373.9公里。按技术等级划

分为：一级公路 0.8公里，二级公路 18.9公里，三级公路 134.8 公

里，四级公路 446.4公里。

全年全县货运车辆 1836台，客运车 33辆，其中：长途班线客

车 23辆，乡镇客运班线客车 10辆，乡村纯电动公交 12辆，出租

车 12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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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旅游和医疗卫生

文化旅游：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为抓手，推动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提质增效。稳步推进汾河水库旅游景区 3A提升工作以及高

君宇故居 4A级红色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全县有 4个景区被文旅部、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推荐为“乡村是座博物馆”全国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2022年我县共推出 5条精品红色旅游和 2条金

秋旅游线路。

实施群众文化惠民工程。以传统节日为抓手，组织开展各项群

众文化活动，在七一建党节、中秋节、国庆、元旦、春节等节庆期

间举办主题文化活动；精心举办广场舞、歌手大赛、锣鼓大赛等各

项比赛；积极参加省市各级群文系列比赛，挖掘和培养更多文艺人

才；集中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活动，开展非遗进校

园、社区、景区活动。组织文化志愿者开展好“文化进万家”，“送

欢乐下基层”，关爱老年人，青少年，残疾人等群体的文化志愿服

务活动，充分调动文艺小分队、乡土文化能人、艺人、乡村文化带

头人，以多举措、小而散、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文化惠民活

动，将文化真正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2022年度完成市级送戏下

乡 50场，县级送戏下乡 45场。“三个一批” 乡村群众文艺队伍

（文艺小分队）、乡土文化能人艺人、乡村文化带头人开展活动

2635场。

医疗卫生事业：疫情防控科学高效。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根据不同的疫情发展形势动态调整防控措施，排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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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35750人次，累计撰写疫情通报 987期，在疫情放开前保持了“零

疑似、零确诊、零感染、零输入”的防疫成效，是太原市十县（区）

中唯一没有实施静默管理的县（区），为全市抗疫交上了满意的“娄

烦答卷”。

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聘请山西省人民医院原主任医师、娄

烦籍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冯变喜教授为娄烦县人民医院名誉院长，领

衔组建了普外、呼吸、泌尿等 100余名专家为主的 24个省医专家

团队进驻娄烦，开启“组团式帮扶”，为娄烦医疗把脉问诊，精准

施策。累计开展诊疗活动 38次，门诊量 4542人次，实施手术 317

台，胃肠内镜检查及治疗 572例，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70余项，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高水平、高技术、高质量的专

家医疗服务。完成中医院升级改造，建成了一所功能设施齐全，宽

敞、舒适、美观的现代化中医院。聘任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

任医师、娄烦籍著名脑病科（神经内科）专家王爱梅教授为中医院

名誉院长，组建起 6个省级中医专家团队；建成了全市首家中药材

标本馆。用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卫星定位的 49个样地，全

县共发现 230种药用植物，制作合格腊叶标本 1685份，按采收季

节收集药材样品 93种，种子资源 38种。共制成腊叶标本 860份，

药材样品 74种，种质资源 10种，收集照片近两万张。

积极推进县乡医疗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组建了县、乡、村医

务人员联合的流动服务队，累计送医送药上门服务 15600余人次，

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 55846份，完成双签约 1527户 3983人，彻

底解决偏远山村缺医少药的实际困难。与 2021年相比，门诊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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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2.87%，出院人次增长 7.12%，手术例数增长 8.82%，三四级

手术占比增长 6.66%，医疗收入增长 25.3%。

八、教 育

截止 2022年底，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2所，其中幼儿园

14所（小学附设幼儿班 7所），小学 3所，小学教学点 30所，初

中 1所，九年一贯制 2所，高中 1所，职业高中 1所。全县在校学

生 12758人，其中：在园幼儿 2287人，小学在校学生 5579人，普

通初中在校学生 3043人，普通高中在校学生 1456人，职业高中在

校学生 393人。2022年大文理达二本分数线以上 37人，体艺二本

以上达线 22人。

全县教育系统共有特级教师 2名，省教学标兵 1名，省教学能

手 4名，省学科带头人 2名，省骨干教师 6名，市教学标兵 24名，

市教学能手 62名，市学科带头人 20名，市骨干教师（名师）102

名，市“三杯”竞赛获奖 145人，市“三优”评选获奖 16人，市

优秀教研团队 1个，形成了特级教师、省市教学能手、省市学科带

头人、省市骨干教师的梯次队伍。

新建晨兴、晨旭两所幼儿园，改扩建晨英、晨辉两所幼儿园，

总建筑面积 20878.73平方米，增加了 1640个学位，提高公办幼儿

园的普惠率。完成了娄烦县第二中学维修改造项目，娄烦县尖山学

校餐厅扩建、宿舍楼维修项目，启动娄烦县君宇实验学校师生服务

保障一体楼建设项目，娄烦县第二实验小学维修改造项目，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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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个义务段学位，有效消除“大班额”现象，缓解学生学习、住

宿、用餐的实际困难，促进了我县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九、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645元，

同比增长 8.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384

元，同比增长 5.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680元，同比

增长 12.3%。

社会保障事业：紧紧围绕稳就业保民生，社会保障事业全面

提升。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6489人，其中：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参保 6701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 9788人。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65663人，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

65501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0889人；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 97694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7716人；失业保险

参保人数 7538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8562人。

十、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面完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试点工程。完成了“创森”项目营造林建设 10.65万亩、村庄

绿化 39个、通道绿化 54公里。组建了库周综合执法管理队伍，完

善了 65公里的库周生态隔离护网运维机制，建成了水源地智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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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管平台，高标准水源地保护人防物防技防体系更加完备。“三

大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明显，境内汾河水库入库水质达标率长年

保持 100%、出境断面水质长期保持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其中汾

河水库国考断面水质达到了一类标准；新增县城集中供热面积 15

万平方米，完成农村“煤改电”清洁取暖改造 9859户。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为 3.15，同比下降 1.9%；SO2均值为 10ug/m3 同比下降

16.7%；NO2 均值为 17ug/m3 同比上升 6.2%；PM10 均值为

62ug/m3 同比上升 6.9%；PM25均值为 19ug/m3 同比持平；二级

以上优良天数为 326天，优良率为 89.3%，同比上升 0.3%。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全市排名第一，在全省各县市区继续保持前列。

安全生产保持良好态势。2022年，我县安全生产领域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弘扬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围绕县委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工作任务，

保安全、促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全县经济平稳

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安全环境。对 7家煤矿企业、12

家非煤矿山企业、14家尾矿库企业、8家危险化学品企业、9家冶

金工贸企业实行了科级领导干部、股室负责人安全生产包保责任

制。组织省、市各行业安全生产专家在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

学品、冶金工贸等行业开展了“入企服务、专家会诊”保安全促发

展活动，解决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397处。党的二十大

期间，开展了“强作风、严执法、防风险、保安全”护航党的二十

大行动，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86条，全年共排查整改各类隐患和问

题 1360条。实施了平安校园、智慧交通等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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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违法行为 3819起，其中农用车事故

同比下降 60%；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等新型网络犯罪，发案和财损

分别同比下降 19.2%和 40.5%，破案同比提升 40%。“控新治旧”

推动信访积案化解和重复信访治理，全面办结上级交办信访案件

56件，“平安娄烦”创建纵深达效。全县煤矿、非煤矿山、尾矿

库、危险化学品、冶金等工矿商贸企业未发生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注：

1、本公报数据为统计部门和其它相关部门初步统计数据。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

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万元及以上

的法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为项目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是指年销售额 2000万元及以

上的批发企业和年销售额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企业。

4、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存在分项合计与总项不

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