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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小店区 2021 年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 5月 20日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区坚持践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好中央、省、市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

难中求成,各行经济基本全面恢复，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增

长，呈现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一、综  合 

经济总量：初步统计，小店区域（包括综改示范区，下

同）地区生产总值（GDP）完成 1425.2亿元，同比增长 11.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5.8亿元，同比增长 5.7%；第二产

业增加值完成 744.6 亿元，同比增长 13.9%；第三产业增加

值完成 674.7亿元，同比增长 9.8%。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

完成 634.1亿元，同比增长 16.1%；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110.5

亿元，同比增长 5.2%。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完成

57.1 亿元，同比增长 17.0%；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完成 106.8

亿元，同比增长 1.8%；住宿餐饮业增加值完成 8.1亿元，同

比增长15.6%；金融业增加值完成54.0亿元，同比增长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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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增加值完成 64.7 亿元，同比增长 8.4%；营利性服

务业增加值完成 144.0 亿元，同比增长 13.4%；非营利性服

务业增加值完成 239.8亿元，同比增长 11.1%。 

小店区（不包括综改示范区，下同）地区生产总值（GDP）

完成 620.7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5%。其中：

第一产业完成 5.8亿元，同比增长 5.7%，第二产业完成 122.8

亿元，同比增长 8.4%，第三产业完成 492.2亿元，同比增长

8.5%。第二产业中工业增加值完成 24.8亿元，同比增长 7.8%；

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97.9 亿元，同比增长 8.5%。第三产业中

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完成 35.9亿元，同比增长 21.6%；批发零

售业增加值完成 82.7 亿元，同比增长 3.5%；住宿餐饮业增

加值完成 6.1亿元，同比增长 15.7%；金融业增加值完成 54.0

亿元，同比增长 5.3%；房地产业增加值完成 59.4 亿元，同

比增长 7.5%；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70.6 亿元，同比增

长 7.4%；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183.3亿元，同比增长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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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店区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速 

产业结构：小店区域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 0.5%、45.2%

和 54.3%调整为 0.4%、52.3%和 47.3%。其中第一产业下降 0.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 7.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下降 7.0

个百分点。 

 

图 2 小店区域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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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调整为 0.9%、19.8%和 79.3%，其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

0.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上升 0.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

下降 0.8个百分点。 

 

图 3 小店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财政收支：小店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7.2亿元，同

比增长 14.6%，两年平均增长 5.6%。全区税收收入完成 24.2

亿元，占全部预算收入比重达到 88.9%，同比增长 14.6%。非

税收收入完成 3.0 亿元，占全部预算收入的 11.1%，同比增

长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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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小店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及其增速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0.3亿元，同比增长 6.6%，

两年平均增长 4.6%。支出占比较大的项目有教育、城乡社区

事务、社保就业，分别增长 23.4%、下降 18.8%、增长 24.2%。

降幅较大的项目有科学技术下降 45.8%、节能环保下降 36.3%。 

二、农林牧渔业 

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完成 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8.9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0%。 

农业种植业：全区农业种植业产值完成 4.3亿元，同比

增长 7.5%。 

表 1 主要农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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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22312 128 

夏粮 254 29.3 

秋粮 22057 130 

蔬菜 97713 9.0 

水果 1864 51.7 

林业：全区林业产值完成 1.0亿元，同比下降 3.4%。 

畜牧业：全区畜牧业产值完成 3.1亿元，同比增长 10.7%。 

表 2 主要畜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产量（吨） 比上年增长% 

肉类总产量 3202 6.8 

牛奶总产量 39873 27.7 

禽蛋总产量 5620 25.0 

渔业：全区渔业产值完成 41.6 万元，同比增长 34.6%。 

农业服务业：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完成 5430万元，同比

增长 5.2%。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小店区域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634.1亿元，同比

增长 16.1%，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256.8 亿元，同

比增长 26.7%。 

小店区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 24.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 7.8%，其中：全区 52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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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4.3亿元，同比增长 12.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

成 96.2亿元，同比增长 18.6%。 

 

图 5 小店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速 

从隶属关系看，中央企业增加值 3847万元，增长 52.2%;

地方企业增加值 13.9亿元，增长 16.9%。从经济类型看，国

有控股企业增加值 9.7亿元， 增长 31.8%；非公有制企业 4.5

亿元，下降 3.7%。  

表 3  小店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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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有控股企业  97333  31.8  

4.非公有制企业  45139  -3.7  

5.私有企业  39071  -10.4  

6.中央企业  3847  52.2  

地方企业  138625  16.9  

中型企业  67823  75.2  

小型企业  74649  -7.2  

7.民营企业  45139  -3.7  

8.亿元企业  115182  26.4  

9.高技术企业  2490  16.7  

10.重型装备制造业  26142  9.1  

11.新能源装备制造业  1147  1.8  

表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 

单位 

产量 累计 

 增长（%） 饲料 吨 73572 0.0 

其中：配合饲料 吨 73572 0.0 

乳制品 吨 2105 -5.9 

家具 件 4805 34.9 

多色印刷品 对开色令 0 0.0 

涂料 吨 2882 0.6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2304090 -21.9 

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吨 2686 -10.9 

钕铁硼 吨 478 12.7 

钢结构 吨 23026 -15.4 

金属门窗及类似制品 吨 1680 -27.9 

矿山专用设备 吨 6423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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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小店区域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完成 1251.4亿

元，同比增长 12.9%。小店区 533 家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完成

总产值 700.2 亿元，同比增长 12.9%，两年平均增长 11.3%；

其中：建筑工程产值 619.8亿元，增长 9.9%；安装工程产值

68.6 亿元，增长 28.6%；其他产值 11.8 亿元，下降 18.7%。

在外省完成产值 269.4 亿元，增长 14.2%。产值 5 亿元以上

的建筑企业有 17 家，合计产值 563.9 亿元，占比重 80.5%，

增长 11.7%。 

四、招商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 

招商引资：2021年，我区共上报 8个签约项目，其中 7

个项目开工建设，1 个为非固投项目，因非固投项目永远无

法计算为开工项目，故开工率为 87.5%，目前全市排名第二；

项目投资额 384.34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232.93%，全市排

名第二；新开工项目投资额 356.14 亿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624.81%，全市排名第一；开工到位资金额 47.92亿元，完成

交流电动机 千瓦 3761241 52.9 

变压器 千伏安 434810 8.7 

高压开关板 面 41770 -3.4 

低压开关板 面 49221 5.9 

安全、自动化监控设备 台（套） 3406 534.3 

自来水生产量 万立方米 99 -0.7 

产品销售率 % 99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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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的 319.61%，全市排名一；非固投到位资金 10.12亿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481.9%，全市排名三；根据 1-8月太原

市招商引资工作通报，目前全市排名第一。 

商标专利：全年注册商标年注册为 5500件，总数达 32555

件，专利授权量 2994件，全市领先。 

固定资产投资：小店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86.85 亿

元，同比增长 12.1%。小店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16.9亿元，

同比增长 11.0%，两年平均增长 10.3%。其中，非房地产投资

完成 64.0亿元，同比增长 10.9%；房地产投资完成 153.0亿

元，同比增长 11.1%。 

 

图 6  小店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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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完成 64.0 亿元，同比增长 10.9%。 

2021 年，全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210.7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15.1%，两年平均增长 19.1%。商品房销售以住宅为主，

占比超九成以上。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2 亿元，占全区投资的

比重为 1.0%，同比增长 1.9%；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3.1 亿元，

占全区投资的比重为 1.5%，同比下降 57.7%。第三产业完成

投资 211.6 亿元，占全区投资的比重为 97.5%，同比增长

13.9%。 

从投资结构看，建筑安装工程完成投资 133.3 亿元，同

比增长 11.9%；设备购置 9.3 亿元，同比增长 185.5%；其他

费用 74.3 亿元，同比增长 1.8%。 

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投资完成 43.6 亿元，同比下降

19.7%；非国有投资完成 173.4 亿元，同比增长 22.8%。 

表 5  小店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分行业情况 

指标名称 投资额 

（万元） 

比上年 

增长% 总 计 2169502 11.0 

（一）农、林、牧、渔业 21707 1.9 

（二）采矿业 0  

（三）制造业 22469 953.4 

（四）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9114 -87.4 

（五）建筑业 24816 — 

（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8712 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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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708 — 

（八）批发和零售业 5683 222.5 

（九）住宿和餐饮业 44817 33.9 

（十）金融业 0 — 

（十一）房地产业 1550520 12.0 

（十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080 -33.6 

（十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90615 305.9 

（十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6591 106.1 

（十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 — 

（十六）教育 72030 -8.9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46216 1101.0 

（十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 — 

（十九）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6152 0.2 

（二十）国际组织 0 — 

五、交通运输和国内贸易 

交通运输：公路建设,推进小仁线（南格—G208）公路改

造工程。该工程路线全长 5.164 公里，估算总投资 1198.09

万元。公路养护，一是全面开展农村公路小修养护工作，上

半年完成路面养护 8000余平米，划设标线 1.9万余平米，粉

刷行道树 4.2 万余棵，完成投资 150 余万元；二是完成南代

农村堡到 208国道道路养护 1200 余平米，完成投资 20余万

元。完成小仁线西桥段集中养护 750余平米，完成投资 1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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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累计零星养护工程完成 60余万元。 

国内贸易：小店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707.5亿

元，同比增长 17.0%。小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5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5%，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

成 365.4亿元，同比增长 10.2%；限额以下完成 178.5亿元，

同比增长 15.8%。 

表 6  小店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标名称 
本年完成 

（万元） 

同比增长 

（%） 

总计 5438993 12.5 

一、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1、城镇 5429577 12.6 

其中：城区 5374192 12.4 

2、乡村 9417 -26.7 

二、按消费形态分   

  1、商品零售 144644 21.4 

  2、餐饮收入 5294350 12.3 

 

表 7  小店区批发零售销售额和零售额 

指标名称 
销售额 

（亿元） 

零售额 

（亿元） 

销售额增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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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1510.8 510.9 27.4 

一、批发业 982.4 68.3 44.8 

1、限额以上 957.8 30.6 47.7 

2、限额以下 24.6 37.7 -53.3 

二、零售业 528.4 442.6 -1.3 

  1、限额以上 307.9 304.3 -11.4 

  2、限额以下 220.5 138.3 22.6 

 

表 8  小店区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指标名称 
住宿业 

（万元） 

餐饮业 

（万元） 

住宿业 

增速

（%） 

餐饮业 

增速（%） 

总计 37416 143043 14.2 28.6 

一、限额以上营业额 32160 116491 11.2 26.6 

1、客房收入 24289 9980 7.6 30.2 

2、餐饮收入 5145 103643 22.7 26.8 

3、商品销售 21 678 -54.8 16.7 

4、其他收入 2705 2191 28.1 8.1 

二、限额以下营业额 5256 26552 37.1 38.2 

1、餐饮收入和商品销

售额 
2053 23536 9.0 6.4 

表 9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分类情况 

分类指标 
零售额 

（万元） 

增长(%) 

合计 3346536 8.6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 118293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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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粮油、食品类 84151 2.1 

  2.饮料类 4162 -5.5 

  3.烟酒类 26187 28.4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362208 16.4 

  5.化妆品类 79468 6.0 

  6.金银珠宝类 41687 37.2 

  7.日用品类 90638 24.8 

  8.五金、电料类 798 -36.8 

  9.体育、娱乐用品类 6275 26.4 

  10.书报杂志类 309 -51.0 

  11.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 175 -59.5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388880 -3.4 

  13.中西药品类 24769 5.6 

  14.文化办公用品类 18044 -2.8 

  15.家具类 2890 34.5 

  16.通讯器材类 20011 41.4 

  19.石油及制品类 181122 18.7 

  2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2360 -23.6 

  23.机电产品及设备类 15400 263.3 

  24.汽车类 1981242 7.9 

  27.其他类 15761 -18.6 

六、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 

城乡建设：开展重点街区品质提升改造，开展长风街（太

榆路-滨河东路）和学府街（太榆路-滨河东路）品质提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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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推动亲贤北街三化工程提档升级项目。开展线缆下地工

作，对 208 国道及小街巷的弱电线缆开展整治工作，线缆入

地共计 155900余米。做好防汛检查，集中清掏雨水箅子、疏

通管道，共清掏检查井 824座次，清掏进水井 2911座次，疏

通连接管 11389.5 米，安装防坠网 753套。加强路灯设施管

护，全面摸排、巡视维护辖区 47条线路，2233盏灯具，1477

个检修井；更换小牛线、太茅线太阳能电池 45块；新建检修

井 51个，更换破损烧坏电缆 700米；配合紫云路修建，拆除

85根太阳能路灯及附属设施，更换并下管入地高速口公园内

电缆 110米；恢复康宁街、通达街地铁站路灯 39根、高杆射

灯 8根。开展燃气安全检查，排查安全隐患 530余处。 

生态环境：对全区 164个施工工地实施“红绿牌”动态

管理制度，截止年底，全区共有绿牌工地 123 家，红牌工地

41家；全面摸排小汽修 430家，建立了常态化联合巡查管控

机制；对区域内农村生活污水进行全收集、全处理，目前有

34 座农村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

辖区内大气排放企业 168 家高标准完成应急减排清单修订；

加强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管控，5 家工业涂装、家具制造、包

装印刷企业已全部完成源头替代，6 家企业全部完成无组织

排放控制；控制面源污染工作，完成燃气锅炉低氮改造 96台，

秋冬防期间监测柴油货车 861 辆；全年对 10 家环境违法企

业罚款 5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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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绿化：新建 5 个游园：汾东园，占地面积 6000 ㎡；农

科院社区游园，占地面积 600 ㎡；南站新中心游园，占地面积

2000 ㎡;东岗游园，占地面积 1670 ㎡；郜村游园，占地面积 3500

㎡。新建 5 个绿地：科源路绿地，面积约 950 平方米；汾东南路

中招绿地，面积约 5000 ㎡；南十方绿地，面积约 700 ㎡；绿地

新里城绿地，位面积约 600 ㎡;太原广场绿地，面积约 800 ㎡。

完成 5 条林荫路：天悦路林荫路，栽植法桐 30 棵；马练营西路

林荫路，栽植白蜡 60 棵；星河街林荫路，栽植国槐 25 棵；庄儿

东路林荫路，栽植国槐 30 棵；庄儿西路林荫路，栽植国槐 60 棵。 

城乡清洁：“三清五治”常态化，累计集中清理各类积

存垃圾 13.35 万立方米；清理各类违法小广告 36.38 万条；

清理破损、脏污对联、福字等 2.54万处，处理无主大件垃圾

约 7600吨、无主建筑装修垃圾约 3310吨。垃圾分类目标化，

推行生活垃圾责任主体、分类类别和运行系统三个全覆盖，

打造精细化运营精品示范小区，精细化运营示范小区累计达

到 522个、精品小区 68个，覆盖居民 22 万户，建成分类亭

1628个、归集站（暂存点）51座。强化农村卫生，清理交通

沿线积存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16489吨；清理整治乱堆乱放、

乱贴乱画 21477处；清理村内河渠垃圾 138 处；清理村内垃

圾 6960.5吨；清理各类犁田垃圾 335吨。加强污染防治，查

扣无证拉运、带泥上路、车身不洁等违章车辆 317 辆，巡查

工地 2479 次，下责令整改通知书 55 处，处理路面带泥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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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款 18.14万元。 

七、科技、教育、文体和卫生 

科技：积极落实科技创新政策，省级科技孵化载体补助

下拨到我区 7家企业中，补助资金 350万元；24家企业提交

了区级科技创新载体补助资料，拨付到企业补助资金 288 万

元。全力开展高企培育，2021年度高新技术企业共申报备案

45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到目前已公示 4 批，其中小店区域

企业入库 2665家。双创工作持续推进，山大科技园今年成为

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被科技部和教育部认定第十一

批国家大学科技园；太原同创谷通过山西省科技厅审核，成

为山西省科技创新券管理服务系统服务单位；我区有 7 家企

业向市科技部门提交了申报省级众创空间资料。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山西大学量子光学和光量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科

研团队将入驻第一实验室；加快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山西省

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山西省电子工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等 2 家企业向省科技厅提交了新型研发机构的申报资料。推

进省校合作相关工作，继续推进小店区--山西大学产学研合

作项目，如“具有智能互动功能的双屏电子黑板的研发及应

用”是山西大学计算智能与中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陈红星教授团队与太原世纪朗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并推

广应用，目前山西大学东山校区共使用 189套智能电子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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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约 1000 万元，同时已推广至省内外 50 余所高校及中小

学使用；山西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文剑教授团队与山西集创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并推广应用的“微服务架构的高校一站

式服务平台”项目，已经实现营业收入 700余万元。 

教育：打造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高标准推进 6所学校

建设；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新改扩建等 3 所农村普惠

性幼儿园；新建 3 所公办幼儿园；建成 4 所配套学校，新增

学位 7290个。形成为学生减负的长效机制，对全区 92 所义

务教育学校和 8 万余名学生课后服务全覆盖；全面推行课后

服务“5+2”模式，参与课后服务的城区小学教师有 3271人，

参与课后服务的乡镇和农村小学教师有 557 人。教育队伍建

设再发力，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了 130 名教师，引进高层次专

业人才 100名，选聘优秀免费师范生 19名，全区交流校长 3

人，交流教师 127 人。五育融合再深入，确定了 8 所美育基

地校；开展了 96场名师进校系列专业技能培训。 

文化和旅游：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提档

升级 25 个基层文化服务中心。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组织开展“过年在小店，幸福千万家”“我们的节日”春节、

元宵节系列活动；开展建党一百周年主题性庆祝活动共计 10

场；积极推进全民阅读，新增两个城市书房，龙城天悦城市

书房和狄村城市书房。落实文化惠民工程，文化惠民演出市

级表演院团演出场次51场，区级表演院团演出场次共61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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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化馆已成立了 10个分馆建设。 

卫生和体育：全力推进成果转化，为小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刘家堡乡卫生院配备 DR检查设备 2台，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服务能力；为 9 个基层医疗机构购置除颤仪、心电监护

仪等设备，增加了平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悦综合门诊

部 2 个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点。精准施策“守阵地”，全年累

计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达 5.2 万余人次；排

查重点人员 146万余人，隔离管控 2.4 万余人；累计承担国

际航班接机任务 18班次、隔离观察 2529人；累计接种 112.4

万人、229.8万剂次，接种量全市第一；开展演练 20余场次，

设置核酸检测点 535个。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全年，

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数为 859276 人，建档率为 99.52%；

动态健康档案为 121906 人，动态使用率 14.12%；完成产前

筛查 15210 人，婚前检查 3108 对（婚检率 80.85%）、“两

癌”筛查 3000例。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持续加强，全年一类免

疫规划疫苗共接种约 24 万人次、二类非免疫规划疫苗共接

种 18.6万人次。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发展，启动全民健身“十

四五”发展规划，为 16个社区（村）安装健身路径。 

八、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数据：根据 2021 年度太原市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

查，小店区域常住人口 141.4万人，其中男性 72.5万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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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68.9 万人；性别比（女=100）为 105.09；其中城镇人口

132.3 万人，乡村人口 9.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93.5%。 

居民收入：2021 年小店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072 元，同比增长 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496

元，同比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724元，同

比增长 9.2%。 

社会保障：就业工作，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4488人；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 4839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245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04%；转移农村劳动力人数 1003

人。社会保险覆盖面工作，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78023人，

其中：企业职工参保人数（不含离退休）163954人；机关事

业单位参保人数 11813人，其中：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不

含离退休）7154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8243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13076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32849

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人数 7839人；新

增技能人才人数 4028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人数 1279 人。劳

动关系协调工作，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 90%；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结案率 60%；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74.25%；拖欠农民工工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 70.29%。能力

建设工作，“社会保障卡”累计发卡数 30万张。 

社会救助：依法依规提标补发，2021年共计补发 845户，

1194 人，发放保障金 25.2 万元。社会救助资金按时足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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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共实施临时救助 2172人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1.3万

人次；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 5.1万人次；各类救助资金共计

发放约 2047万余元。深入开展“解忧暖心传党恩”行动，共

走访慰问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众 124 人次，发放资

金 6700 元。持续深化殡葬改革，2021 年以来为符合绿色惠

民办法的村民家属发放了丧葬惠民补助和奖励 13500 元。妥

善救助流浪乞讨人员，2021年共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574 人次，共发放救助费 23517 元。科学规范婚姻登记，全

年共办理婚姻登记 9034 对，其中结婚登记 4619对，离婚登

记 1068对，补领婚姻登记 1090对，申请离婚 2257对。有序

推进高龄津贴发放，及时为约 1.9 万人次各类高龄老人发放

高龄补贴 1800万元。加快建设区老年福利院，小店区老年福

利院项目总建筑面积 68362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55247平

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3114 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

一期建成 200床位，预计总投资 4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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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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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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城乡住户一体化改革制度，原有指标“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更为“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