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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阳谷调查队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全县上下在县委、

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走在

前、开新局”的目标定位，全县经济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

质态势，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一、综合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根据县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

果，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7.33亿元，比上年增长6.7%。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2.77亿元， 比上年增长4.3%;第二

产业增加值116.64亿元， 同比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

157.9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0%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20.9:33.6: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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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县“四新”经济增加值121.4亿元，同比增

长8.2%。

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年末常住人口68.87万人，城镇化

率48.24%，比上年末提高0.94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企稳向好。全年城镇新增就业5868人，为全县

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失业人员再

就业2137人， 比例达到81.53%，位居全市前列；承压开发城

乡公益性岗位5800个、在岗人员11748人。

二、重点战略与改革创新

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成功获选山东省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先进县，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工

业转型发展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鲁财工指【2023】22号），

获奖励资金200万元。新增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2家，全市

第一。新增省级智能工厂1家（极景门窗），省级数字化车

间2家（汉河（阳谷） 电缆、日辉电缆），省级智能制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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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2个（昊辉电缆、昊泉机械）；市级数字化车间5家：华泰

化工、海之信（山东） 新材料、汉河（阳谷）电缆、日辉电

缆、金蔡伦纸业。天盾矿用、新太平洋电缆、新富瑞农业科

技、日辉电缆、汉河（阳谷） 电缆5家企业获评山东省瞪羚

企业，全市21家， 申报数量全市第一。高端颐养膳食特色产

业集群获评2023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全市2

家，全省35家。

双招双引成效突出。2023年全县新引进项目63个，项目

计划投资额299.8亿元，招大引强项目15个，开工项目53个，

开工率84.1%；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52.8亿元，完成比例

105.6%，招商引资工作全市排名第一位。县级领导干部带队

外出招商拜访企业217家，邀请企业来阳考察180余次，统筹

各级各部门收集招商线索171条，整理在外能人、商会、协

会等人脉信息392条，营造了以上率下、层层带动的浓厚招

商氛围。

知识产权工作取得新突破。2023年，全县新增授权发明

专利96件，同比增长31.5%；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29件，同

比增长30.21%。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486件，同比增长21.5%，

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125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6.98件。

坚持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加快企业专利价值实现，累计质

押融资额度5906万元，质押发明专利4件、实用新型专利15

件。推进企业争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全县拥有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1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3家、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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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优势梯次培育企业3家。

乡村治理激发新活力。新增省级和美乡村5个、市级和

美乡村12个。在全市率先以各乡镇（街道）为主体分别创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片区工作创新机制。打造石佛乡

村振兴市级示范片区,“春和八里”“情满西楼”等乡村振

兴集中推进区高效推进。探索建立的“信誉+积分制”乡村

治理长效机制在52个村庄示范应用。“阳谷木雕”和“阳谷

黄河夯号”被认定为全省乡村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郭屯

镇九都杨村等4个村庄被确定为省级文化体验廊道建设重点

村。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其中50万元以上村达

到92个。实现脱贫人口及动态监测人口务工就业1692人，缴

纳孝善基金296.4万元、发放雨露计划补助资金37.95万元、

发放“鲁担惠农贷”“齐鲁富民贷”4.3 亿元。获评山东省

乡村振兴示范县，全市唯一。

三、农业

农业生产稳步提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7.1亿元， 比

上年增长5.1%。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粮食播种面积161.67万

亩， 同比增长0.09%；总产量80.86万吨，同比增长2.28%；

单产500.15公斤/亩， 同比增长2.18%。其中，夏粮种植面积

82.17万亩，总产量39.38万吨，同比增长1.34%，单产479.32

公斤/亩， 同比增长1.22%；秋粮种植面积79.5万亩、总产量

41.48万吨，单产521.68公斤/亩，分别增长0.05%、3.18%、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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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产量稳步增加，瓜果种植减少。蔬菜播种面积48.63

万亩， 比上年增长3.1%；总产210.20万吨，增长2.7%；单产

4322.43公斤/亩， 同比下降0.3%。瓜果播种面积0.31万亩，

同比下降42.3% ；总产1.16万吨， 同比下降43.1% ；单产

3725.16公斤/亩， 同比下降1.4%。

畜牧业生产受市场影响较大。年末生猪存栏21.64万头，

同比下降30.3%； 出栏38.62万头， 同比下降7.74%。牛存栏

1.04万头， 同比增长31.65%；出栏 0.54万头，同比持平。

羊存栏 5.03万只， 同比下降1.76%；出栏9.53万只，同比下

降 0.63%。 家禽存栏 2533.47 万只， 同比增长 15% ；出栏

12975.96万只，同比增长14.58%。

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明显。 全县拥有规模养殖场

175家，市级以上现代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场50家，畜禽养

殖规模化率达到88.67％。累计建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

处、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7处、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15家、国家级产业强镇1个、省级产业强镇4个、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4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2个、

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1个、省知名农产品品牌9个，

培育省级以上示范社33家、省级以上示范农场10家，实施水

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技术推广，成功创建大金堤渔

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美丽渔场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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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605.05亿元，

同比增长7.7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工业

用电量18.5亿千瓦时，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60.34%。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608.41亿元， 同比增长8.35%，利

润总额21.15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3.5%，比上年提高3.79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为98.01%，产品产

销衔接良好。

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

增长%

小麦粉 吨 362539.27 15.25

饲料 吨 384109.04 -1.09

鲜、冷藏肉 吨 560195.73 7.38

熟肉制品 吨 135395.28 15.49

饮料酒 千升 1982.53 -24.70

人造板 立方米 150350.05 -20.29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135430.33 8.68

硫酸（折100%) 吨 1482394.46 28.11

塑料制品 吨 600682.23 -7.26

其中：塑料薄膜 吨 21053.19 -12.03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1062864.76 -16.10

耐火材料制品 吨 27856.83 -11.24

钢材 吨 124000.53 18.80

十种有色金属 吨 366937.23 23.12

其中：精炼铜（电解铜） 吨 366937.23 23.12

黄金 千克 6690.19 -14.35

白银（银锭） 千克 150269.32 -17.83

铜材 吨 0.00 -100.00

电力电缆 千米 232403.19 -11.06

光缆 芯千米 1023018.30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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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发展稳步增长。2023年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

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44家。建筑业总产值32.2亿元，比

上年增长6.6%。

五、服务业

服务业恢复性增长加快。 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57.92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7.0%， 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4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78%。现代服务

业增加值72.66亿元，同比增长6%，占全部服务业比重46.0%，

比上年提高2.1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长6.1%。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道路交通运输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

长10.7%、7.7%和51.1%。

交通事业有序推进。年末公路通车里程达3164.322公

里，其中国省干线公路104.188公里，县道304.846公里， 乡

道504.737公里，村道2250.551公里。全县乡镇、建制村通

客车比例均为100%。年末，全县营运性运输车辆10534辆，

其中营运载货汽车10104辆，载客汽车211辆、巡游出租车130

辆、公交车89辆。全县借助“四好农村路”、“城乡交通一

体化”等有利政策，坚持客货邮资源相融合，统筹发展邮政

快递物流行业。年末共有邮政、京东、顺丰等11家快递品牌

入驻，2023年处理邮政快递4000余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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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稳健攀升。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比上年增长11%，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为1.3 ∶22.6 ∶76.1。重

点投资领域中，制造业投资增长39%，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5.2%；基础设施投资35.4%，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24.3%；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80.9%，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1.1%。

房地产市场投资呈现下滑，销售面积回暖初显。房地产

开发投资35.14亿元，比上年下降23.8%，其中住宅投资27.44

亿元，下降20.7%。商品房施工面积502.29万平方米，下降

3.8%，其中住宅施工面积369.74万平方米，下降5.6%。商品

房销售面积70.06万平方米，增长5.4%，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5.06万平方米，增长5.8%。商品房销售额36.27亿元，增长

15.1%，其中住宅销售额30.34亿元，增长7.9%。

七、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活力释放。2023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7.8亿元，比上年增长11.2%。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

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8.4%，烟酒类增长11.6%，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15.3%，金银珠宝类增长10.8%，

日用品类增长1.1%，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35.6%，新能源汽

车增长16.2%。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2.1亿元，

比上年增长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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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财政

财政运行平稳有序。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14.71亿元， 比上年增加1.34亿元，增长10.02%。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10.89亿元，比上年增加0.99亿元，增长9.94%；

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4.06%。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完成46.8亿元，比上年增加1.23亿元，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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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生保障

居民收入合理增长。2023年阳谷县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

好，社会民生得到有效保障。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25501元， 同比增长6.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752元，同比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14元，

同比增长7.4%。

城市建设持续深入推进。投资5.3亿元精心谋划实施15

条道路改造提升，新铺设路面18公里、雨污分流管网60公里。

聊阳渠生态环保水环境治理项目顺利完工，治理河道4.7公

里、修建休闲步道4.6公里、建成高标准游园广场3处。新开

放7处公园绿地，总面积87.35公顷，其中草坪面积约16.47

公顷，为市民提供更多高品质公共活动空间，获评全省第一

批城市公园绿地共享试点县。新建小区换热站14座，新增供

热面积36万平方米，城区新建供热管网3.64公里，集中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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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覆盖城区360个小区及单位。新增绿

化面积7.1万平方米。聚焦精细管理，市政基础设施完好率

保持在95%以上，城区道路绿化完好率达90%以上，路灯亮灯

率保持98%以上。完成跨路弱电下移入网10.01公里。

社会保障扎实稳固。年末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7.51万人、7.18万人、

3.5万人、 7.01万人和5.11万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44.45万人和64.11万人。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人均2638元/月。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68元，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和

个人缴费最低标准分别由610元、330元提高至640元、360元。

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人数及开通应用定点医药机构分别为

65.82万人和285家。

年末全县共有226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9161人享

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人享受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3431

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临时救助261人次。年

末全县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民政服务机构12个，其中养老机

构11个，流浪乞讨救助人员管理机构1个。民政服务床位4354

张，其中养老服务床位4333张，流浪乞讨救助人员管理机构

床位21张。

保障安居工程持续改善。加快推进12个在建棚改项目，

基本建成1190套，完成率158.4%。实施9个老旧小区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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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改造面积11.7万平方米，惠及群众1100户。完成了380

户公共租赁住房住户年度复核；发放37户保障家庭住房补贴

2.1万元，94户新就业无房职工阶段性住房补贴7.9万元；新

筹集人才住房100套。

十、社会事业

教育事业质优升级。年末，全县有中等职业学校1所，

在校生2840人。普通高中4所，在校生15383人。初中27所，

在校生30563人。小学96所，在校生60944人。优质教育资源

明显均衡。2023年，总投资7136万元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4处中小学扩建、4处幼儿园建设项目开工，确保了2处中小

学扩建、2处幼儿园投用。 33家幼儿园通过了市级检查验收。

全县优质园（省级一类和省示范园）57所，优质园占比达28%。

新招聘教师357人，全县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科结

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体育事业成绩显著。年末全县共有体育场地1260个，场

地面积190.9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6平方米。全

年全县运动员共取得4个全国冠军、 5个省冠军和51个市冠

军。在全国掷球锦标赛、全国塑质球精英赛上，全县运动员

获得4枚金牌、8枚银牌、4枚铜牌；在聊城市第三届运动会

上，阳谷代表团共取得51枚金牌、31枚银牌、22枚铜牌，位

列奖牌榜第三名，总积分达到1247.5分，位列积分榜第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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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蓬勃发展。2023年年末， 公共图书馆1个，

文化馆1个， 综合文化站18个， 城市书房12个， 形成了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2处 (运河包括1段6点、景阳冈遗址)、省级 14处、市

级 24处 ，县 级 26处。现 有 非遗项 目173个， 其 中 ，国

家级 1个 (张 秋 木 版 年 画)、省 级 9个 (张 秋木版年 画、

阳谷木雕、阳谷古阿邑达仁堂张氏阿胶糕技艺、阳谷寿张黄

河夯号、景阳冈陈酿酒传统酿造技艺、阳谷石佛鲁庄造纸、

阳谷顾氏红木镶嵌技艺、孟氏手针法、阳谷柘木弓箭制

作技艺)、市级53个。持续开展文化惠民活动，“送戏下乡”

“百姓大舞 台”文化惠 民活动演 出1219场，送 电影下

乡 10000场， 依托各文化阵地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 5525场 ， 受众 面达 52万余人次 。 大力 实施精 品创作

工程，2023年，共创作艺术作品211件，其中创作歌曲4首，

《运河唱晚》入选“水城文艺高峰计划”（2023-2027）首

批重点项目库。创排小戏小剧63部，进行展演330场。创作

书画作品42件，摄影作品102件。

旅游资源优势明显。全县共有A级景区8处：4A景区2处

—景阳冈狮子楼旅游区、景阳冈酒文化旅游景区，3A景区4

处—蚩尤陵旅游区、苏海森林动物世界、仓亭津农业休闲旅

游度假区、山东华珍堂阿胶有限公司工业旅游示范区，2A景

区2处—海会寺、文庙，以及红色文化景区—刘邓大军强渡

黄河战役纪念园、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坡里暴动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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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陈等。共有省级景区化村庄5个：前仓村、沙河崖村、九

都杨村、后梨园村、苏海村。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271.51万

人次，同比增长21.48%,旅游业综合收入26.8亿元,同比增长

40.58% 。

医疗服务能力提质增效。县人民医院成功通过三级综合

医院管理评审，并被纳入国家“千县工程”管理。县中医医

院通过国家《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验收，

并顺利通过“二甲”复审；县妇幼保健院顺利创建“二甲”

妇幼保健机构。县人民医院已拥有市级重点学科13个、市级

重点学科建设单位1个、省级癌痛规范化示范病房和优质护

理示范病房各1个、国家级示范卒中中心1个；陆续构建肿瘤

防治、慢病管理等临床服务“五大中心”，建有杜怡峰教授、

袁双虎教授、刘炬教授3位“泰山学者”工作站。县中医医

院已建成市级特色专科1个、省级特色专科2个、国家级特色

专科1个、山东省齐鲁中医药优势专科集群建设科室2个、国

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1个、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强

基层服务基地”1处。投资2.2亿元新建县中心医院，建筑面

积3万平方米的一期工程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投资2.16亿元，

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县中医医院应急救治能力建设项目

主体工程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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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能源、环境、应急管理

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30.65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1.51%。

其中，全行业用电量25.3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2.81%；城

乡居民用电量5.26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5.64%。

大气综合污染指数4.55，排全市第3名，综合指数、PM2.5、

PM10、SO2、CO 同比分别改善2.2%、6.7%、6.3%、7.7%、8.3%，

优良天数222天，环境空气优良率为61%。水环境质量省考核

断面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市考核断面均达标，水质改善率列

全省第6位、全市第1位。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重点建设

用地安全利用率100%，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不

断提升。

2023年全县年平均气温15.6℃,年降水量600.9mm，年

日照时数2477.2小时。

2023年，全县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5起，死亡5人，事故

起数较去年同期下降28.57%，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持平。未

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注：1.本公报中资料均为初步统计数（快报数）。部分数据因四

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增长

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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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

4.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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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行业法人单位；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

以上的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行业法人单位；以及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

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行业法人单位。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包括：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

餐饮服务的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

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

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

业（单位）。

6.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包括：辖区内计划总投资500 万元及以

上建设项目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不

包括农户投资。

7.资料来源：本公报中就业数据来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产业转型数据来自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双招双引数据来自县经合服务

中心；知识产权数据来自县市场监管局；乡村振兴数据来自县农业农

村局；交通事业数据来自县交通运输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政局；居

民收入来自国家统计局阳谷调查队；城市建设数据来自县行政执法

局；社会保障数据分别来自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和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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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保障安居数据来自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教育、体育事业数据来

自县教育体育局；文化、旅游事业数据来自县文化和旅游局；医疗服

务数据来自县卫生健康局；社会用电量数据来自县供电公司；环境数

据分别来自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气象局； 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县

应急局；其他数据来自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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