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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022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全县上下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东营重要指示要求，深入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县经济总

体呈现承压而上、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发展态势，向富有

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之城·幸福广饶建设迈出坚实的步伐。 

一、综合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2

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781.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8.0%。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7.7亿元，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 504.6

亿元，增长 9.9%；第三产业增加值 219.4亿元，增长 4.8%。三次

产业结构调整为 7.4:64.5:28.1。 

     人口总量稳中略降。年末户籍总人口 53.3 万人，比上年末减

少 0.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0.4万人，出生率为 7.06‰，死亡人口

0.6 万人，死亡率为 11.0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02‰。其中，

0-17岁人口 10.7万人，18-34岁人口 9.7万人，35-59岁人口 20.6

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 12.3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8.3%。

年末常住人口 52.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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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年末户籍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 末 数（人） 比  重（%）  
全县人口 532964 100.0 
  其中：城镇 257194 48.3 
     乡村 275770 51.7 
  其中：男性 266204 49.9 
     女性 266760 50.1 
  其中：0-17 岁 106605 20.0 
     18-34 岁 97271 18.3 
     35-59 岁 205754 38.6 
      60 岁及以上 123334 23.1 

企业活力稳步增强。年末全县登记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54788

户，比上年增长 4.3%（同口径）。其中，实有各类企业 16690户，

比上年增长 10.1%；农民专业合作社 1063户，比上年增长 49.7%

（同口径）；个体工商户 36923户，比上年增长 0.9%。 

二、重点战略 

动能转换加快推进。新动能培育壮大，全年实现“四新”经

济增加值 179.5亿元，同比增长 15.1%，占 GDP比重达 23.0%；“十

强”产业增加值 239.5亿元，同比增长 9.1%，占GDP比重达 30.6%；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6.3%，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32.7%。 

乡村振兴全面实施。开展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高

标准新建 1 个市级和 3 个县级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片区建设实现

县域全覆盖。创建 1个省级和 3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个省级

农业产业强镇、2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以及 27个省级乡

土产业名品村，建成省市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79 个。农产品品

牌影响力不断增强，省知名农产品品牌达到 10个，农产品“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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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认证达到 247 个。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服务主体发展到 2144家，家庭承包地流转率达到 69%。持

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改建“四好农村路”72 公里，完成

5500户农户清洁取暖改造、65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100%。大王示范片区被认定为首批乡村振兴省

级示范区，我县被评为省级现代农业强县。 

“双招双引”成效显著。2022年，全县重点在谈项目 50个，

签约项目 63个，签约金额 469.6亿元，其中，签约 500强项目 15

个，列全市各县区第 1位。“走出去”招商 480批次，其中县主要

领导“走出去”16 批次，创新开展“云”端招商，组织开展“选

择广饶”线上系列招商活动 30余期。招商引资典型经验获得省政

府发文推广。全年引进高层次人才 33 人、海外人才 21 人，推荐

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4人，举（承）办人才活动 17场，对接高

层次人才 300余人，新增青年大学生 3600余人。新建重大人才平

台载体 8个，出台“人才新政”配套细则 25项，兑现落实各类人

才补贴 2000余万元。 

三、改革与创新 

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紧紧锚定“全省争一流、全市当排

头”目标定位，全面落实省委“十大创新”改革任务和市委改革

创新部署要求，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重点

领域持续攻坚突破，有效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推动“一

件事”改革再扩面、基层政务服务再延伸，初步建成“无证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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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2022年，全县 140项重点改革事项、202项“十大创新”任

务全部完成年度目标计划，新争取国家级和省级改革试点 18 项，

召开省级以上现场会 3次，22项改革典型获得省级以上层面肯定

推广。 

科技创新持续推进。全年共为企业争取扶持资金 784 万元。

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 81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31家。全年

组织开展产学研活动 4次，签订科技合作合同（协议）4项。发明

专利授权 168件。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1个，院士工作站 5

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40家。 

质量强县建设加快推进。年末有效注册商标 9020件，比上年

增长 31.5%。其中，驰名商标 13件，地理标志商标 19件。马德里

国际商标注册量 364件。2022 年全县累计制修订国家标准 5 项，

地方标准 2 项，团体标准 6 项。4 家企业入选山东省知名品牌，1

家企业入选山东省优质品牌，1家企业入选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

业，2家企业入选首批“好品山东”名单。 

四、农业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7.2 亿元，

比上年增长 5.5%，其中农业总产值 50.4 亿元，增长 5.9%。全年

粮食总产量 50.8 万吨，增长 6.6%，其中夏粮单产 440.5 公斤/亩，

总产量 24.7 万吨、增长 0.5%；秋粮单产 385.7 公斤/亩，总产量

26.0万吨、增长 13.2%。棉花总产量 0.1万吨，增长 11.1%；园林

水果总产量 0.7万吨，增长 15.1%。 

林牧渔业发展平稳。全年实现林业产值 0.7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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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360公顷，育苗面积 482公顷。林地面

积 12053.6公顷，森林覆盖率 7.5%。全年实现牧业产值 36.2亿元，

比上年增长 5.9%，猪牛羊禽肉总产量 6.8 万吨，其中，猪肉产量

1.2 万吨、禽肉 5.3 万吨；蛋类总产量 1.1 万吨，奶类总产量 13.3

万吨。全年实现渔业产值 14.3亿元，比上年增长 2.0%，全年水产

品总产量 6.4万吨。 

表2  2022年农林牧渔业产值及增长速度 

表3  农作物播种面积情况 

全年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16.2万千瓦，比上年增长3.8%。农用

化肥施用量（折纯）3.2万吨，下降1.2%；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960

吨，增长0.6%；农药使用量703吨，下降0.9%。 

五、工业和建筑业 

指  标 产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农林牧渔及其服务业 117.2 5.5 

一、农 业 50.4 5.9 

二、林 业 0.7 13.6 

三、牧 业 36.2 5.9 

四、渔 业 14.3 2.0 

五、服务业 15.6 7.1 

农作物名称 单位 播种面积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万亩 133.40 
粮食播种面积 万亩 123.62  
其中：夏粮 万亩 56.14  
      秋粮 万亩 67.48  
棉花播种面积 万亩 1.24  
蔬菜播种面积 万亩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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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持续加快。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483.4亿元，比上年

增长10.1%。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

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达276家。其中，年营业收入过10亿元的企

业36家，过50亿元的企业13家，过100亿元的企业8家，过200亿元

的企业4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9.8%。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2.7%，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897.3亿元，比上年增

长 3.4%；实现利税 189.3亿元，下降 11.9%。从主导行业看，化

工行业营业收入增长 4.5%，橡胶轮胎行业增长 2.2%，造纸行业下

降 3.1%，农副产品加工行业下降 3.1%，机电及汽车零部件行业增

长 8.9%，纺织行业下降 11.1%。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1家、省瞪羚企业 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3家，省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2家、年内上榜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 7家、世界轮胎企业 75强 6家。荣获全省首批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先进县。 

表 4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原油加工量 万吨 1989 
汽油 万吨 403 
柴油 万吨 871 
燃料油 万吨 184 
石脑油 万吨 287 
液化石油气 万吨 115 
发电量 亿千瓦时 26 
原盐 吨 209380 
小麦粉 吨 183071 
饲料 吨 127490 
纱 吨 38386 
非织造布（无纺布） 吨 4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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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单     位 产    量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万吨 143 
  其中：新闻纸 吨 205233 
单色印刷品 令 43001 
多色印刷品 对开色令 65666 
烧碱（折 100％） 吨 217341 
化学试剂 吨 261761 
表面活性剂 吨 70095 
橡胶轮胎外胎 万条 10778 
  其中：子午线轮胎外胎 万条 9797 
水泥 吨 701816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612610 
预应力混凝土桩 万米 209 
石墨及碳素制品 吨 48127 
精炼铜（电解铜） 吨 1405 
铝材 吨 20281 
钢绞线 吨 150615 
铸钢件 吨 25402 
锻件 吨 49076 

建筑业平稳增长。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21.5亿元，比上年增

长3.6%。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实现总产值58.0亿元，比上年

增长8.2%，房屋施工面积382.0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09.4万平方米。

年末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56家。 

六、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0.2%。

其中，新动能投资快速增长，拉动作用增强。“四新”经济投资同

比增长43.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达40.7%，占比较上

年同期提高16.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9.8%，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6%。“四新”经济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

共同拉动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17.6个百分点。全年施工项目

212个，其中亿元以上施工项目78个，10亿元以上施工项目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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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较上年略有下行。全年完成房地产投资28.9亿元，

比上年下降9.0%，其中住宅投资23.5亿元，下降14.7%。房屋施工

面积187.1万平方米，下降10.1%，其中住宅施工面积151.9万平方

米，下降13.0%。 

七、国内外贸易 

消费市场实现恢复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9.5亿元，

比上年增长2.9%。从消费区域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53.8亿元，

增长2.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8亿元，增长3.3%。从消费形态

看，餐饮收入额52.6亿元，下降8.8%；商品零售额117.0亿元，增

长9.1%。年末限额以上商贸企业（单位、个体）363家，其中批发

业251家，零售业78家，住宿业7家，餐饮业27家。 

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海关数据显示，全年完成进出口总额783.5

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出口总额250.3亿元，比上年增长

13.6%；进口总额533.2亿元，增长23.9%。分行业出口看，橡胶轮

胎类出口217.6亿元，比上年增长9.6%；化工产品类出口10.7亿元，

增长57.3%；机电制品类出口7.5亿元，增长17.6%；农副产品类出

口2.6亿元，增长37.7%；纸制品类出口2.1亿元，增长1595.1%；纺

织服装类出口1.6亿元，下降0.7%。 

八、其他服务业 

规模以上服务业平稳增长。年末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55 家，

实现营业收入 4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7%。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企业 26 家，实现营业收入 4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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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条件进一步优化。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2099.3 公

里，比上年增长 0.9%。其中国道 119.2公里、省道 106.3公里、县

道 106.5公里、乡道 461.4公里、专用公路 63.2公里、村道 1242.8

公里。从技术等级看，高速公路 74.3公里、一级公路 193.1公里、

二级公路 111.8公里、三级公路 248.1公里、四级公路 1472公里。

公共汽车运营车辆 200 辆，实有出租汽车 289 辆。全县共有汽车

站 2个，公交线路 44条。 

邮政电信加快发展。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0.7亿元，比上年

增长 21.5%。电信业务总量 4.7亿元，同口径增长 20.6%。年末固

定电话用户 3.8万户，比上年增长 4.0%；移动电话用户 57.6万户，

比上年增长 2.6%；互联网宽带用户 20.9万户，比上年增长 10.9%。 

旅游环境进一步优化。全县拥有国家 A级旅游景区 12家，其

中 4A级景区 2家，3A级景区 10家。省级旅游强镇 3个，省级旅

游特色村 4个，省级景区化培育村庄 6个。 

九、财税、金融和保险 

财政收支保持相对稳定。全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70.9亿元（含

黄三角农高区，下同），比上年下降 15.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55.7亿元，同比增长 4.6%。地方财政支出 96.8亿元，比上年增

长 7.2%，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4.4亿元，比上年增长 18.5%。 

税收收入运行稳定。税务局完成收入 237.7亿元，比上年增长

6.2%。其中税收收入 197.8亿元，比上年增长 0.7%。 

金融信贷规模持续增加。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012.1亿元，比年初增加 180.1亿元。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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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年初增加 72.2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640.1

亿元，比年初增加 39.6亿元。 

保险事业平稳发展。年末保险公司发展到 29家，全年完成保

费收入 13.1亿元，比上年下降 2.2%。其中，财产保险公司 16家，

完成保费收入 4.63 亿元，增长 1.8%；人寿保险公司 13 家，完成

保费收入 8.5亿元，下降 3.4%。 

十、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城市环境持续优化。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长度 147.1 公里，道路

面积 371.2 万平方米；排水管道长度 273.8 公里；县城区道路清扫

保洁面积 351万平方米，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 17.59万吨（含镇街），

城区绿地面积 2815.70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46.4%。 

生态环境继续改善。全年 PM10 平均浓度下降 11.6%，PM2.5

平均浓度下降 11.1%。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

比上年分别下降 6.7%和 7.1%，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十一、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事业平稳发展。年末有普通中学 18所，在校学生 31096

人，专任教师 2914 人，其中高级中学 2 所，在校学生 9910 人，

专任教师 987人。特殊教育学校 1所，在校学生 46人，专任教师

23人。小学 25所，在校学生 32522人，专任教师 2101人。职业

中学（专）1所，在校学生 6589人，专任教师 495人。高等教育

学校 1所，在校学生 12584人，专任教师 4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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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繁荣发展。2022年，22家社会文艺团体参加全市“进

千村乐万家”文化惠民巡演，全年演出 531场。全县共有文化馆、

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各 1 处。改造提升村（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 9处，完成了 20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提升工作，在西关文化公园新建 1 处城市书房；开展了农

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按照一村一月一场电影放映标准，全年放

映公益电影 6144 场次，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组织开展了第

二十三届广饶之夏广场文化活动，共演出 300 余场；组织开展了

第五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工作，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增加到 125项。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达到 84.7万册

（含电子书）。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继续提升。年末有医疗卫生机构 429 家，

其中医院 10家，卫生院 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7家，村

卫生室 297 家，门诊部 12 家，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82 家，专

科疾病防治所 1处，妇幼保健机构 1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处，

卫生监督所 1 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8 处，其他卫生机构 1

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 3870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655人，

注册护士 1573 人。实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628 张。全县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率为 93.4%，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规范健康

管理率为 73.1%。 

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年末有市级业余训练点 6 处，在训人数

1160人。全县共有标准 400米田径场 24个，300米田径场 26个，

篮球场 523个，乒乓球台（室）1598个，健身活动广场 70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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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有体育协会 11 个，俱乐部 28 个，三级以上社会体育指导员

达到 2221人。全县共有体育场地 1745个，占地面积 122.02万平

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34平方米。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2798 元，比上年增长 5.2%。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068 元，

与上年持平，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5608元，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3.3%；居民人均自有现住房面积 44.01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 52691 元，增长 3.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8053

元，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6515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3.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369元，增长 6.3%，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7855元，其中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4194元，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为 23.5%。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1.98：1缩到 1.93:1。 

社会保障更加到位。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34996

人，失业保险参保 73288人，工伤保险参保 105043人，生育保险

参保 69963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106365人，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386694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271204

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185人（含黄三角农高区），现保

障标准每人每月 1004 元，比上年提高 48 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4298 人（含黄三角农高区），现保障标准每人每月 850

元，比上年提高 49 元。编制登记养老服务机构数 17 个，编制登

记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 2042张。 

注释：公报所列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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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涉及的绝对数按现

价计算、增速按可比价计算；县级粮食产量为全县抽样调查数据；规

模以上工业、具有建筑业资质的建筑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

发经营业、商贸、服务业单位个数均为年报数。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林业数据来自林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渔

业相关数据来自农业农村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部分来自县委改革办；

乡村振兴数据来自乡村振兴局；“双招双引”数据来自投资促进中心、

县委人才办；市场主体、商标、专利等数据来自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行

政审批局；外贸数据来自商务局；交通运输数据来自交通运输局、公

路事业发展中心；人口数据来自公安局；邮政数据来自邮政公司；电

信相关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局；文化事业及旅游数据来自文化和旅

游局；财政数据来自财政局；税收数据来自税务局；金融数据来自人

民银行；保险数据来自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城建数据来自综合行政

执法局；环保数据来自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广饶分局；安全生产数据来

自应急管理局；科技数据来自科技局；教育、体育数据来自教育局；

卫生数据来自卫生健康局；养老、失业、工伤保险数据来自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生育保险、医疗保险数据来自医疗保障局；社会福利

数据来自民政局；其他数据均来自统计局。 

 - 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