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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岗区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红花岗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全部工作的鲜明主题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主线，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按照省委“一二三四”总体思路，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扎实做好“六保”“六稳”工作，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

稳中提质、稳中向好，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地区生产总值 329.3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88 亿元，增长 7.4%；第二产

业增加值 97.91 亿元，增长 32.1%；第三产业增加值 215.54 亿

元，增长 6.7%。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8%，

比上年降低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29.7%，比上

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65.5%，比上年降

低3.9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52097元,比上年增长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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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红花岗区 2021 年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图

二、农业和乡村振兴

2021 年红花岗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04289 万元，比上年增

长 9.1%。其中，种植业总产值 62459 万元，增长 9.9%；林业总

产值493 万元，增长5.5%；畜牧业总产值28588 万元，增长5.1%；

渔业总产值 4034 万元，增长 3.0%。

红花岗区粮食产量 21880 吨，比上年下降 0.52%；蔬菜及食

用菌产量 110015 吨，比上年增长 12.05%；园林水果产量 18169

吨，比上年增长 10.98%。

红花岗区猪存栏22400头，比上年末增长4.09%；牛存栏6602

头，比上年末下降10.27%；羊存栏1508只，比上年末下降21.38%；

家禽存栏 672248 羽，比上年末增长 8.49%。全年猪出栏 3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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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比上年增长 2.36%；牛出栏 2029 头，比上年下降 6.63%；羊

出栏 1481 只，比上年下降 60.06%；家禽出栏 591872 羽，比上

年下降 33.81%。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4729.04 吨，比上年下降

5.50%；禽蛋产量 1331.28 吨，比上年下降 69.82%；牛奶产量 726

吨，比上年下降 22.77%。

红花岗区水产品产量 1820 吨，比上年增长 7.56%。

争取区级乡村振兴资金 130余万元,强化饮水安全保障。投

资 5045万元实施 45个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实现用电保障全覆盖。

打造“四好农村”路 56.11公里，投资 386.6万元铺设光缆线路

66公里，建成 4G基站 59个。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全区乡

村公益性岗位安置 361人、村民自治补贴岗位安置 535人，促成

贫困劳动力省外就业 955人、区外省内就业 1041人、区内就业

2917人、在家发展种养殖 920人。发展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165

家，其中市级以上 17家、省级 6家。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8.9%。分门类看，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

加值增长 12%。2021 年末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 62 户，比上年

末增加 18 户。

全区 17 个重点监测的行业中，增加值占比前三的分别为金

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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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0.0%、57.5%、85.3%。

表 1 2021 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速

指 标 比上年增长（%）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389.6

食品制造业 10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85.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84.4

汽车制造业 7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7.5

专用设备制造业 54.4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49.3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8.1

医药制造业 38.5

农副食品加工业 21.6

造纸和纸制品业 18.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

纺织业 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3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1.6

金属制品业 0

2021 年末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总承包企业和专业

承包企业 64 户，比上年末增加 4 户。其中，特资质企业 1 户、

一级资质企业 5 户；二级资质企业 38 户；三级资质企业 20 户。

建筑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2.3%。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3.8%。其中，第一产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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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325.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66.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0.5%。

表 2 2021 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指 标 比上年增长（%）

第一产业 325.6

第二产业 166.6

#采矿业 151.3

#制造业 82.2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917.9

第三产业 10.5

#批发和零售业 32456.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6.2

#住宿和餐饮业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4.2

#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 -100

#教育 68.6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390.1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55.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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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重点领域分，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166.6%，其中，制造

业比上年增长 82.2%，基础设施投资比上年增长 47.5%。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54.2%。其中，住宅投资

81.66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4%。商品房销售面积 178.51 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 3.6%；商品房销售额 99.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

表 3 2021 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935.45 3.6

#住宅 629.26 5.8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25.01 -48.2

#住宅 16.82 -43.5

房屋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178.51 3.6

#住宅 161.18 6.1

房屋销售额（亿元） 99.26 2.2

#住宅 85.64 4.4

房屋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18.51 -35

#住宅 0.00 ——

五、国内贸易和旅游

全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2.4亿元，比上年增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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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销售额增长 24%；零售业销售额增长 13.7%;住宿业营业额

增长 31.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 35.2%。

2021年末全区共有4A级旅游景区1个，3A级旅游景区8个，

全年共接待外省游客 421.83 万人次，入境游客 555 人次，旅游

总人数 1260.71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45.69 亿元。

六、财政和金融

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 64.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8%，其中税收收

入 13.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比重为 80.5%。

表 4 2021 年财政收入主要指标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值（万元） 比上年增长（%）

财政总收入 643095 5.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9697 4.8

其中：税收收入 136689 6.1

# 增值税 49361 -3.0

企业所得税 11455 18.3

个人所得税 6949 -2.3

非税收入 33008 0.1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71 亿元，增长 1.6%。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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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公共服务支出 4.32 亿元，下降 25.1%；教育事业支出 11.39

亿元，增长 0.4%；社会保障就业支出 4.5 亿元，增长 11%；卫生

健康支出 3.35 亿元，增长 7.9%。

表 5 2021 年财政支出主要指标及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绝对值（万元） 比上年增长（%）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7075 1.6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43236 -25.1

公共安全 22155 -3.8

教育 113865 0.4

科学技术 4415 -26.1

社会保障和就业 44955 11.0

卫生健康 33500 7.9

节能环保 5536 24.5

城乡社区 31243 -6.7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35.83 亿元。年末市辖区金融机构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1915.85 亿元，同比下降 1.8%；金融机构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566.63 亿元，同比增长 12.6%。

七、科技、教育和卫生

2021 年末，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54 家，科技创新平台 38 个，

备案科技型企业 111 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262 件，有效商

标注册量 8243 件。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1.5%。

年末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共 186 所（含中等职业学校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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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幼儿园 102 所，专任教师 1180 人，在校学生人数 18707 人；

小学 47 所，专任教师数为 2567 人，在校学生人数为 51925 人；

初级中学 22 所，专任教师数为 1883 人，在校学生数为 24032 人；

高级中学 9 所，专任教师数为 1175 人，在校学生数为 12448 人；

中等职业学校 4 所，专任教师 322 人，在校学生数为 6398 人；

特殊教育学校 1 所，专任教师 23 人，在校学生数为 175 人；专

门学校 1 所，专任教师 22 人，在校学生人数为 97 人。

2021 年，全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558 家，其中：医

院 47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00 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 家，

其他卫生机构 4 家。医疗机构编制床位 8255 张，每千人口床位

数 8.52 张。卫生机构人员总数（在岗职工）10751 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 3453 人，注册护士 4033 人，每千人口拥有卫

生技术人员 9.11 人。

八、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常住人口 63.08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0.19 万人，同比

下降 0.3%。

年末户籍人口 178158 户，共 493258 人。其中，男性人口为

242397 人，占总人口的 49.1%;女性人口为 250861 人，占总人口

的 50.9%；城镇人口 408574 人，乡村人口 84684 人。

人民生活环境进一步优化，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8.1%。

城乡居民收入进稳定增长，收入差距逐渐缩小，2021 年全区城

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374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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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9165 元，分别比上年名义增长 9.5%和 10.6%。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26，较上年同期下降 0.03。

图 2 近年红花岗区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685 元/月，月调高 10 元；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 4608 元/年，年调高 276 元。城镇新增就业 20914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8%。

年末全区共有 4790 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1958 人享受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215 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临

时救助 956 人次。

年末全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17.67 万人，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8 万人。年末全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 42.88 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1.46 万人,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1.42 万人。年末全区领取失业

保险金 1.44 万人次。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8.6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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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报中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为红花岗区（含新蒲新区）数

据；市辖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贷款余额为红花岗区、汇川区、播州区、新蒲新区数据；其余均

为红花岗区（不含新蒲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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