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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阳谷县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阳谷调查队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落实“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攻坚之年。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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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以“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为主线，推动经

济运行稳中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

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突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

强劲动能。

一、综合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初步核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71.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75.32 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139.37 亿元，增

长 3.4%；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56.45 亿元，增长 5.4%。三次

产业结构为 20.3:37.5:42.2。



2

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年末常住人口 67.93 万人，城镇化率

49.45%，比上年末提高 1.21个百分点。

就业创业保障有力。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5553人，其中失业

人员再就业 1039人，困难人员就业 429人。突出援企稳岗纾困，

为 543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补贴 661.86万元，稳定工作岗位 2.3

万个。为 1779名参保职工发放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 326.2万

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28亿元，惠及创业主体 291户，其中

企业 22家、个体工商户 269家。

二、重点战略与改革创新

现代化产业加速崛起。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显著，全年斩

获 6个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等多项成果，

县电线电缆“产业大脑”入选省建设试点，新增国家级轻工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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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领跑者”案例 1个，省级“三优两重”项目 5个，省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 1家，DCMM贯标试点 8家等。经济发展绿色转

型步伐坚实，新增 1家国家级绿色经济园区、9家省市级绿色工

厂、1家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跃居全市

榜首。创新突破再添新荣，新增国家级质量标杆典型经验 1个，

省级管理标杆企业 1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 62家，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 34家，省级单项冠军 1家，省级瞪羚企业 4家，省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 1 家等，并成功在新材料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获批省级新材料领军企业 50强 1家。

双招双引提质增效。坚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招商，县

级领导带队外出招商 20余次，走访企业 65余家，邀请 80余批

次企业、协会来阳考察，营造浓厚招商氛围。2024年，全县新

引进项目 43个、新开工项目 40个，其中招大引强项目 12个，

招商引资综合成绩位居全市首位。

创新动能持续提升。全年新增授权发明专利 131件，同比

增 36.5%；全县有效发明专利达 602件，同比增长 23.9%，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 8.7件，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水平实现稳

步跃升。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全县培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65家，

获评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2506家、家庭农场 1448家，土地经营规模化率达 70%。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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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认证绿色食品 18个、续展 3个，阳谷朝天椒、西瓜分别入选

农耕农品记忆索引名录和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功创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 4个、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 37个，累计

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192个、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 9个，产

业发展与品牌建设成果丰硕。2024年建成省级和美乡村 3个、

市级 21个（含市财政支持 9个、自创 12个），乡村振兴建设

再上新台阶。

三、农 业

农业发展稳中有进。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42.87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4.2%，其中，农业产值 90.04亿元，

增长 4.0%；林业 4793万元，增长 24.6%；畜牧业 37.81亿元，

增长 2.7%；渔业 2.14 亿元，增长 5.5%；农林牧渔及辅助性活

动产值 12.4亿元，增长 9.3%。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播种面积达 162.12万亩，同

比增长 0.3%；总产量 81.7 万吨，同比增长 1.0%。其中夏粮播

种面积 82.43 万亩，总产量 40.09 万吨，同比增长 1.8%。阳谷

县成功获评山东省2024－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储备项目县。

菜势向好瓜情趋弱。蔬菜播种面积 50.09万亩，比上年增长

3.0%；总产量 218.17 万吨，增长 3.8%。瓜果播种面积 0.31 万

亩，下降 0.7%；总产量 1.15万吨，同比下降 0.3%。

畜牧生产涨跌分化。年末生猪存栏 14.49 万头，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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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出栏 23.4 万头，同比下降 39.4%。牛存栏 1.31 万头，

同比增长 26.9%；出栏 0.65万头，同比增长 19.9%。羊存栏 5.3

万只，同比增长 5.5%；出栏 10.6万只，同比增长 11.1%。家禽

存栏 2535.46万只，同比增长 0.1%；出栏 15490.56万只，同比

增长 19.4%。

乡村产业动能强劲。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山东

省农产品出口二十强企业，全年新增 3 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2024年末，县域内已培育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68家、

专业合作社 85家、家庭农场 108家。产业集群建设成果丰硕，

建成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1个、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 2

个，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7个、省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5个。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增长平稳。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646.56

亿元，同比增长 5.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工

业用电量 17.96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58.3%。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 650.63亿元，同比增长 5.3%，利润总

额 11.25 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 1.73%，比上年下降 1.77 个百

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产销率为 94.6%，产品产销衔接

良好。

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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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小麦粉 吨 413590.00 13.93

饲料◇ 吨 420175.81 9.39

鲜、冷藏肉 吨 617317.66 9.85

熟肉制品 吨 166909.84 8.76

饮料酒◇ 千升 1865.88 -5.88

人造板◇ 立方米 115044.25 -23.48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138050.31 1.93

硫酸（折 100％） 吨 1340683.66 -9.56

塑料制品◇ 吨 95888.34 -83.91

其中：◇塑料薄膜△ 吨 20933.58 -0.57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948724.26 -27.16

耐火材料制品 吨 23519.41 -15.57

钢材◆ 吨 159976.98 29.01

十种有色金属◆ 吨 320761.97 -12.58

◆精炼铜（电解铜） 吨 320761.97 -12.58

黄金 千克 7639.00 14.18

白银（银锭） 千克 122551.43 -18.45

电力电缆 千米 233098.10 0.47

光缆 芯千米 1207647.82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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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发展提质增效显著。2024年，全县资质以上总承包

及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达 47家，较上年新增 3家；实现建筑业

总产值 33.8亿元，同比增长 5.0%。

五、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2024 年，全县服务业增加值达

156.45 亿元，按可比价同比增长 5.4%，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2.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52.3%。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76.3亿元，同比增长 3.8%，占比提升至 48.8%，较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 6.9%，道路交通运输、

租赁商务、居民服务等重点行业增势强劲，营收分别同比增长

14.8%、26.2%、34.3%。

交通事业建设稳步推进。截至 2024年末，全县公路通车总

里程达 3194.20公里，其中，国省干线 104.19公里、县道 304.85

公里、乡道 504.74 公里、村道 2280.43 公里，实现乡镇和建制

村 100%通客车。运输服务能力显著提升，营运性车辆达 11131

辆，涵盖载货汽车 10017辆、载客汽车 199辆、巡游出租车 128

辆及公交车 89辆。邮政快递网络不断健全，10家主流快递品牌

入驻，全年完成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 3094万件。

六、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稳健提质。2024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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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农户）同比增长 5.9%，三次产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占比为

2.5:23.7:73.8。重点领域投资动能强劲，制造业投资增长 11.9%，

占总投资比重达 16.1%；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 85.9%，占比提升

至 42.6%。

房地产市场延续降温态势。2024年，全县房地产开发投资

34.3 亿元，同比下降 2.3%，其中住宅投资 25.8 亿元，降幅达

5.9%。商品房施工面积 395.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21.2%，住宅

施工面积 278.3 万平方米，下降 24.7%。商品房销售面积 63.6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9.2%，住宅销售面积 49.3万平方米，下降

10.5%；商品房销售额 29.5亿元，同比锐减 18.6%，住宅销售额

25.6亿元，降幅为 15.5%。

七、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快速增长。2024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 141.6 亿元，同比增长 9.0%。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

粮油食品类、烟酒类、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类分别增长 24.2%、

34%、37.8%；五金电料类、日用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涨

幅依次为 39%、43.1%、22.1%；汽车类增长 29.9%，其中新

能源汽车增长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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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财政金融

财政收支保持平稳。2024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15.63亿元，同比增长 6.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1.15亿元，

同比增长 2.3%，税收占比达 71.3%，收入结构持续优化。财政

支出保障有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0.87 亿元，同比增长

8.7%，其中民生领域支出达 4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84.5%。

金融信贷稳健运行。2024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余额达 622.63 亿元，同比增长 7.3%；贷款余额 350.81 亿元，

同比增长 6.1%。

九、民生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比逐年缩小。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778

元，同比增长 5.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2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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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998元，增长 5.4%。城

乡收入比由 2023年的 1.69:1调整为 1.67:1。

城市建设品质焕新。全年铺设城区道路 9.5公里，雨污分流

管网 21公里，雨污合流管网实现整县制清零，顺利通过省级验

收。实施谷溪公园、谷山北路道路绿化提升改造，新建黄河路

与谷山路交叉口口袋公园，新增绿化面积 5万平方米，谷山公

园项目荣获“山东省工程建设泰山杯奖”。新增集中供热面积 22

万平方米。

城市管理精管善治。市政设施完好率保持在 95%以上，路

灯亮灯率在 98%以上，城区道路绿化完好率达 90%以上。持续

巩固城市道路深度保洁成效，城区主次干道机扫率、洒水率均

达 100%，深度保洁率提升至 9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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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振兴路、育才街、黄山路等弱电下移入网总计 9620米。

十、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成效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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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 万人、7.37 万人、3.61

万人、7.30万人和 5.11万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为为 43.93万人和 61.57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月人均 2680.8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月 188元，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到 1638元。居民

基本医保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最低标准分别由 640元、360元提

高至 670元、390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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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2万人和 282家。

年末全县有 205人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8903人享受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6 人享受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3385人享

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临时救助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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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8张，其中

养老服务床位 4637张，流浪乞讨救助人员管理机构床位 21张。

住房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加快推进回迁安置项目建设，有

序实施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全县 11个续建棚改项目扎实推进，

年内完成建成交付 760套。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不断提升

群众幸福感。2024年列入改造计划老旧小区 23个，惠及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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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余户，改造面积 17万余平方米。

十一、社会事业

教育事业扎实有序开展。截至 2024年底，全县有中等职业

学校 1所，在校生 2641人。普通高中 4所，在校生 16347人。

初中 27所，在校生 29452人。小学 85所，在校生 60433人。

体育事业成绩显著。全县有体育场地 1340 个，场地面积

193.29万平方米，人均面积 3.05平方米。在全国锦标赛、全国

掷球俱乐部联赛和省比赛中共获得 12个全国冠军、5个全省冠

军。有 4人次入选国家集训队，其中两人代表中国参加了在法

国第戎举办的世界锦标赛。在全国掷球锦标赛、全国掷球俱乐

部联赛中共获得 12枚金牌、7枚银牌和 5枚铜牌，在山东省掷

球联赛中获得 5枚金牌、2枚银牌和 3枚铜牌。

文化事业发展繁荣。全县有公共图书馆1个，文化馆1

个，综合文化站18个，城乡书房15个，形成了覆盖城乡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级文物保护单位68处，其中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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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处。非遗项目 193项，其中，国家级 1项 (张

秋木版年画 )、省级14项，市级53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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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场，送电影下乡1

万场，依托各文化阵地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3453场。大

力实施精品创作工程，2024年，创作歌曲3首，小戏小剧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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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品195件，摄影作品1700余件，其中小戏小剧《巧劝妈》

在聊城市小戏小剧大擂台活动中获三等奖，摄影《丰收季》在

第二届“高铁环游齐鲁”主题摄影大赛中获优秀奖，摄影《过大

年》在2024年中国旅游报社主办的“欢欢喜喜过大年”摄影大赛

中获三等奖。创作书画作品42件，摄影作品102件。

旅游资源凸显优势。全县有A级景区8处：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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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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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里暴动旧址展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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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

2%、10.7%。

县域医疗能力稳步提升。年末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931个，

其中，医院24个，基层卫生医疗机构904个。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5210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2275人，注册护士2215人。

全县拥有医疗床位3865张，其中医院2501张，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1336张。

十二、能源、环境、应急管理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30.8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6%。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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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业用电量25.2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5%；城乡居民用电量

5.5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6%。

全年年平均气温为15.8℃，较历年气温平均值偏高1.8℃。

年降水量为552.4mm，较历年平均值偏多2.9mm。年日照时数为

2391.9小时，较历年平均值偏多179.5小时。

全县空气质量综合污染指数4.59，SO2、NO2、CO同比分

别改善41.7%、14.3%、9.1%，PM2.5、PM10、O3同比分别恶化

11.9%、10.8%、0.6%，空气优良天数240天，同比增加18天，优

良率为65.6%。省控断面水质达到Ⅳ类及以上水平，优良率为3

3.3%，市控以上断面水质稳定达标，2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

全县发生安全生产事故5起，死亡5人，均为道路交通事故。

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被省、市安委会、市应急局

评为“全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表现突出单位”、“全市安

全生产月优秀组织单位”和“全市防汛抗旱表现突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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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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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2023年阳谷县地区生产总值修订为362.44亿元。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结果，2023年阳谷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修订为129.9亿元。

3.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

4.规模以上服务业统计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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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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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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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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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和县医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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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