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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微 山 县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微山调查队

（2023 年 3 月 28 日）

2022年，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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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全面落实“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锚定“走在前、

开新局”，聚焦“打造产业强县、建设大美微山”总体目标，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应对多重超预期困

难挑战，全县经济综合实力再攀新台阶，构建新发展格局取

得新进展，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建设迈出坚实

步伐。

一、综合

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初步核算，全县实现生产总值

（GDP）444.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64.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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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增加值 153.53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第三产业

增加值 225.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分行业看，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 69.39亿元，比上年增长 5.5%；工业增加值 146.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建筑业增加值 7.78 亿元，比上年

下降 17.0%；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74.47 亿元，比上年下降

2.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37.73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5%；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13.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3.1%；金融业增加值 17.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房地

产业增加值 8.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6%；其他服务业增加

值 68.82 亿元，比上年下降 0.2%。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4.4：35.0：50.6调整为 14.6：34.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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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经济活力迸发。全县“四新”经济增加值完成

85.98亿元，比上年增长 9.1%。文化产业增加值 13.97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旅游产业增加值 15.00亿元，比上年增长

5.7%；医养健康产业增加值 15.16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

现代金融业增加值 17.98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

“四上”企业持续壮大。全县新增“四上”企业 141 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 家，资质以上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企业 13 家，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业企业 92 家，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 16 家。

消费品价格温和上涨。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为 102.8%。其中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为 100.7%，消费品价格

指数为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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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情况（以上年为 100）

单位：%

指标名称 2022年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8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100.7

消费品价格指数 104.0

1. 食品烟酒 102.8

2. 衣着 101.8

3. 居住 105.9

4.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1.8

5. 交通和通信 103.9

6. 教育文化和娱乐 99.3

7. 医疗保健 99.9

8. 其他用品和服务 102.5

市场主体总量保持基本平稳。全年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

主体 8247户。其中私营企业 1665户，个体工商户 6514户。

年末全县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63144 户，同比增加 2988 户，

增长 4.97%。其中私营企业 326户，个体工商户 2652户。注

册资本 992.64亿元，同比增加 91.93亿元，同比增长 10.21%。

民营市场主体培育良好。新登记民营市场主体 8240 户，新

登记注册资本 138.56亿元，增长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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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全年实施省级重点项目 3个，总投

资 24.6 亿元，完成投资 21.32 亿元；市级重点项目 18 个，

总投资 84.69 亿元，完成投资 33.92 亿元。智佳智能贴片及

电子终端产品生产制造项目、迪佳电子触摸屏及智能家居车

联网产品研发生产项目入选 2022 年省重大项目；微山县储

能调峰电站示范项目成功入选 2022 年省“双招双引”重点

项目和省级示范项目。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年使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 5702万元。其中实施产业项目资金 2896万元，实施

产业项目 3 个。实施村级基础设施项目 2397 万元，实施基

础设施项目 35个。全年发放小额扶贫信贷 74万元。

开发区建设再上新台阶。全年新落地外资项目 10 个，

新增外贸进出口企业 15家。5家企业成功申报市级专精特新，

2 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专精特新，3 家企业成功申报市级一

企一技术研发中心，5 家企业成功申报市级单项冠军，1 家

企业成功申报省级单项冠军等。完成技改备案 10 家，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15家，新增发明专利 42件，新增省级以上平

台 4 家，全职引进硕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 60 名。新开工亿

元以上十强产业项目 8 个，招引落地过 10 亿元项目 3 个，

总投资 50余亿元，到位内资 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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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林牧渔业

全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9.39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其中农业增加值 17.97 亿元，林业增加值 1.55 亿元，牧业

增加值 5.10 亿元，渔业增加值 40.31 亿元，农林牧渔服务

业增加值 4.47 亿元。高效农业增加值 5.39 亿元，比去年增

长 12.7%。

农业生产总体平稳。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75.62万亩，

比上年增长 0.04%。粮食总产量 33.61 万吨，与上年持平。

单产 444.42 公斤，比上年下降 0.03%。其中夏粮产量 17.58

万吨，与上年持平；秋粮产量 16.03万吨，与上年持平。全

县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 34.32 万吨，比上年减少 0.62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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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下降 1.8%；播种面积 10.60 万亩，比上年减少 0.30

万亩，比上年下降 2.8%。全县肉类总产量 2.15 万吨，比上

年增长 4.37%。禽蛋产量 2.03 万吨，比上年增长 123.08%。

全县猪存栏 10.58 万头，比上年下降 22.21%；牛存栏 0.60

万头，比上年增长 46.34%；羊存栏 3.51 万只，比上年增长

25.36 %；活家禽存栏 147.66万只，比上年增长 56.72%。猪

出栏 20.50万头，比上年增长 7.16%；牛出栏 0.48万头，比

上年增长 11.63%；羊出栏 5.24万只，比上年增长 9.85%；活

家禽出栏 230.65万只，比上年下降 1.57%。全县水产品产量

13.95万吨，比上年上涨 2.86%。其中人工养殖水产量 11.41

万吨，比上年上涨 3.14%；自然捕捞水产量 2.54万吨，比上

年增长 1.6%。工厂化水产养殖 332572立方水体。

农业生产更加高效。全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96.51%。主要农作物高效植保机械化能力 84.28%，谷物烘干

机械化能力 77.72%，秸秆机械化处理能力 98.96%。农业机

械总动力 108.64万千瓦，大中型拖拉机 2549台，谷物联合

收割机 1231台，玉米收获机 830台。

林业事业可持续发展。全年造林面积 3090 亩，四旁植

树 103 万株。完成陆地飞防 29 万亩，水域飞防 5 万亩，地

面防治 10万亩。全年新增造林面积 0.12万亩，更新造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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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0.19万亩。全年共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 44万亩次。

农业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年末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1

家，市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发展到 9家，创建省市级“新六产”

示范主体 5家（其中省级 4家、市级 1家），4 家产业联合

体被评为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4个镇街获评山东

省农业产业强镇，24 个村入选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备案名

单。新型经营主体 1522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 1113家（其

中国家级示范社 3家、省级示范社 8家、市级示范社 17家）；

家庭农场 409家（其中省级示范场 3家、市级示范场 17家）。

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 106家，其中省市级农业产业

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到 47 家。新增市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 17 家、市县级示范社会化服务组织 2 家；新增省级家

庭农场示范场 2 家、市县级示范场 11 家；新增省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1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6家。持

续做大做强微山湖大闸蟹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省级

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1个、企业产品品牌 5个，11家企

业（园区）被评为“济宁礼飨”品牌农产品生产基地，44个

农产品入选“济宁礼飨”品牌产品目录，“三品一标”农产

品发展到 85 个。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新建高标准农田 1.6万亩。唱响优势特色农产品品牌，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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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三品一标”17个。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集体经

济组织登记赋码 570个，累计发放“鲁担惠农贷”4.73亿元。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设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21个。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回稳向好。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146.09亿元，

比上年增长 9.2%。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实现增加值 93.90

亿元，同比增长 15.9%；制造业实现增加值 47.95 亿元，同

比下降 2.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增加值

4.24亿元，同比下降 9.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1.8%，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15.6亿元，增长 27.3%。

全年五大重点及特色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纺织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74.50亿元，比上年增长 33.3%，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达 80.9%。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销率为 98.5%。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要产品中，原煤产量 842.83 万吨，同比增长 21.3%；

洗精煤产量 584.78 万吨，同比增长 20.3%；纱 57303.49 吨，

同比增长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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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2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总量 增长(%)

原煤 万吨 842.83 21.3

洗精煤 万吨 584.78 20.3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69463.66 -14.1

白酒 千升 1355.00 -1.6

纱 吨 57303.49 3.2

硅酸盐水泥熟料 万吨 115.00 -2.3

水泥 万吨 78.80 -13.8

塑料制品 吨 37597.08 -14.4

钢制船舶 万载重吨 2.80 -47.0

砖 万块 9108.58 -29.1

铸铁件 吨 5251.00 -41.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0.05亿元，同比

增长 23.9%；利润总额 44.6亿元，同比增长 356.49%。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63.83元，较上年

减少 8.13 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18.6%，较上年提高 13.5

个百分点。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72.7%，比

上年末上升 10.0个百分点。

建筑业总产值稳步增长。全县资质以上建筑企业 5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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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17.8%，建筑业总产值 9.7亿元，同比增长 12.0%，

高于全市平均增速 4.0 个百分点。其中建筑工程产值 8.1 亿

元，同比增长 19.5%，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83.1%；安装工程

产值 0.7亿元，同比增长 7.2%，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7.2%；其

他产值 0.9亿元，同比下降 35.3%，占建筑业总产值的 9.7%。

建筑业总产值超过 1亿元的企业 2家，总产值过千万元的企

业 15家。

四、服务业

服务业发展保持稳定。全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58家，

营业收入 51.51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9%。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 46.42 亿元，同比增长 89.9%；现代

服务业营业收入 5.09亿元，比上年下降 34.6%。

五、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下降

17.5%，增速较上半年回落 2.0个百分点，低于全市 1.4个百

分点。2022年全县加大重点领域投资力度，重点领域投资增

长较快，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其中高技术投资增长 82.2%，

占全部投资比重 14.5%；民间投资增长 17.6%，占全部投资

比重为 74.8%，占比提升 22.4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60.9%；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72.3%。

房地产业平稳运行。全县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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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下降 9.5%，增速高出全市平均 3.9个百分点。全

县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29.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8.7%，高

于全市平均 19.7个百分点。

六、国内外贸易

消费市场有所放缓。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下

降 0.2%。全县限额以上贸易业肉禽蛋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8.1%、19.0%。在基本生活类商品稳

步增长的同时，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品质类消费保持良好增

长势头，限额以上单位中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4.1%，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 20.1%，智能手机增长 46.8%，

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66.6%，消费升级有效促进了

全县的商品流通和消费市场的扩大。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全县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10 家，增

资企业 1家，实际到账外资 4183万美元，同比增长 55.44%。

对外贸易发展平稳。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29.8亿元，同

比增长 59.9%。其中出口 29.5亿元，同比增长 63.9%；进口

0.28亿元，同比下降 53.3%。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66家，进出

口贸易涉及 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七、财政、税收和金融

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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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亿元，完成全年收入预算的 101.9%。其中税收收入较

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6.84 亿元。其

中民生支出 35.47亿元（数据来源于决算），占全县财政支

出的比重为 75.7%，较上年增长 4.2%。

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全县拥有各类金融机构 36 家。其

中银行机构 12家，保险机构 23家，证券公司 1家。年末全

县本外币贷款余额 190.67亿元，全年增加 18.03亿元。年末

全县本外币存款余额 371.62亿元，全年增加 55.73亿元。

企业上市工作稳步推进。全县完成 3家企业在齐鲁股权

交易中心挂牌，1家企业股权融资 4000万元，发放企业挂牌

上市扶持资金 132万元，有效促进微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八、交通、邮政和通信

水陆运输多向联通。济微高速、京台高速至微山岛连接

线建成通车，湖西航道改造工程已于 2022年 9月 30日全面

交工验收，京杭运河“三改二”工程已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全面交工验收，白马河航道扩建工程已于 2022年 12月 1

日通过交工验收。对 5条县乡公路进行了维修改造，排查整

治农村公路隐患路口 2325 个；整治国省道平交路口 7 处，

整治完成铁路下穿农村公路积水路段 1处，对 4处铁路平交

道口进行了整治。完成“四好农村路”提质增效建设工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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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农村公路路面改善工程 138公里。城乡公交一体化工

作完成，推进运输网点布设工程，2022 年新建设客运站点

30处，全县客运站点达到 588处，基本实现全县城乡公交全

覆盖。年末全县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 1831.193公里。其中县

道 105.063公里，乡道 282.69公里，村道 1443.44公里，农

村公路路网密度达 102.80 公里/百平方公里。县内 2 处高速

出口建成通车，微山境内Ⅱ级公路里程增加了 140 余公里，

III级航道里程增加了 25余公里。可通航 2000吨级船舶、万

吨级船队，航道通航能力显著提升，全县内河航运货运量

2122.8万吨，比上年增长 16.5%；港口吞吐量 1322万吨，比

上年下降 5.23%。

交通路域环境不断优化。G104 京岚线枣庄济宁界至微

山寨子段中修工程，全长 7.1公里，已完成普通国省道中修。

G104京岚线伊家河桥及伊家河船闸桥危旧桥改造工程，2022

年 8 月开工建设，2022 年底完成 80%工程量。S104济微线

邹城微山至两城段路面改造工程，总长 19.777 公里，2022

年 8 月底开工建设，2022 年底完成 14.6 公里的建设任务，

目前该完成路段已开放交通。G104 京岚线韩庄北桥至韩庄

运河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完成前期工作。国省道养护大中修

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微山县境内的交通路域环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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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交通便捷性，促进了微山县经济社会发展。

民用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年末全县机动车保有量 12.00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10.84万辆。民用汽车中，载客

汽车 10.75 万辆，载货汽车 0.09 万辆。营运车辆 1.16 万辆

（其中载客汽车 0.08万辆，载货汽车 1.08万辆）。2022年，

全县机动车减少 0.01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减少 0.04

万辆。 民用汽车中，载客汽车减少 0.03万辆，载货汽车减

少 0.01 万辆，营运车辆增加 0.37 万辆（其中载客汽车增加

0.33万辆，载货汽车增加 0.04万辆）。

邮政通信能力显著提升。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07亿

元，比上年增长 0.05%。全年发送函件 8.93万件，报刊杂志

787.69 万份、快递包裹 295.6 万件、标准快递 63.89 万件。

全年完成快递包裹业务 176.5 万件，标准快递业务 106.2 万

件，快递业务总收入 1334.23万元。联通业务总量 8081万元，

电信业务总量 2460万元，移动业务总量 19261万元。

九、教育、体育和科技

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效。年内教育投资 10.58亿元。收

购外国语学校，新建实验幼儿园青山路分园、留城路分园、

碧水明珠分园，金源路幼儿园，阳光花苑幼儿园，红荷路幼

儿园，春蕾幼儿园。职业中专年内招生 1118 人，积极推行

校企合作，职业教育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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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情况

学校数

（所）

在校

学生数

（人）

毕业

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教职

工数

（人）

一、高、中等学校 0 0 0 0 0

二、中等职业教育 1 2706 460 1118 116

三、基础教育 295 92193 23912 22986 8020

普通高中 4 9900 3185 3423 864

普通初中 26 18401 6379 5528 2047

普通小学 88 36723 7597 5680 2901

学前教育 177 27169 6751 8355 2208

四、特殊教育学校 1 124 11 11 44

全民体育健身更加完善。完成 48 个村居体育健身器材

升级改造，新建完成 3处社会篮球场地建设。组织开展气排

球邀请赛、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暨

健步走、全民健身运动会健康进社区系列活动、中老年太极

拳展示活动、中老年篮球友谊赛、喜迎二十大重阳节体育展

演等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体育产业加快发展。全县注册登

记的单项体育协会 8 个，体育组织 29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发展到 1715人。体育彩票站点达 50家，全年体育彩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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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5258万元。

科技创新工作成效凸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认定 33

家，新增 25家，全县高新技术企业个数达到 72家。65家企

业成功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库。1个项目纳入山东省重点

研发计划（乡村振兴类），2个项目纳入市级重点研发计划，

争取上级无偿资金 672.54 万元。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内部支出 3.479亿元。新增市级创新平台 2家，

招引大院大所 3家，完成实体化运作。新增省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 1人。23位专家申报了省人才工程项目，其中 1位专家

获奖；38位专家申报了市人才工程，其中 3位专家获奖。

认证认可质量提升。全年授权专利 677件，其中发明专

利授权 66件。有效发明专利累计总量 212件。全县拥有中

国驰名商标 1 件，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3 件，中国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26 件，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 12 家。新增

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 1 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件。新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 1 项。通过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的组织 69 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 2 家，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 38 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组织 3

家。4 家企业入选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微山县南四

湖渔业养殖有限公司成功申报山东省标准化试点建设项

目，争取到国家级智慧生态渔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筹建

完成“济宁市 NQI 综合服务中心·微山县创达高科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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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人才发展活力奔涌。强劲人才支撑，建设更具活力的人

才引、育、用、留新环境。全年引进硕士研究生 130 余人，

引进大学生 2000余人，其中引进海外留学生 10人。年末 1

人获评齐鲁首席技师，培养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351名，

企业新型学徒制招生培训 143人，进一步优化了全县企事业

单位青年人才队伍结构。以青年人才引进补贴政策为重点，

实行“政策找人”“无形认证”，发放青年人才引才补贴 152.5

万元。2 家企业被授予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 家园

区获评省级专家服务基地，1处街道获评市级乡村振兴工作

站，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正式开工建设。

十、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和卫生

公共服务普及水平稳步提高。全县有文化馆 1个、图书

馆 1 个、美术馆 1 个，剧场、影剧院 1 个，电影公司 3 个。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20 万册，数字化建设及提升改造的

县文化中心实现了所有功能室全部免费开放。对合村并居后

的 304 个村（社区）群众文体软硬件设施进行了全面提升，

每村配送图书价值 2000 元。在傅村街道建设 1 处高标准城

市书房，实施“五位一体”统筹改革，以图书馆为主体，图

书馆总分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城市书房、新华书店等

阅读设施为载体，建立统一管理系统，实现县内各总分馆、

城市书房的统借统还，提高了公共阅读资源的有效整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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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已拥有备案注册文艺表演团体 9家，演职人员 100余人。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微山湖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微山县成功创建山东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微山

岛镇被评为 2022 年度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微山岛镇古留

村被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为第二批山东省红色文化特

色村培育创建名单；微山岛镇杨村获评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

村；留庄镇运河里村、南阳镇南阳村和振兴村、微山岛镇小

官村获评第三批山东省景区化村庄；微山岛渔家虎头服饰坊

获评省级、市级非遗工坊；夏镇天泽生态园获评 2022 年济

宁市研学旅游基地。微山湖荷花节被评为 2022 年度“好客

山东·乡村好时节”年度主题活动优秀案例。

文化事业扎实推进。“送戏进校园”90余场次，“送戏

下乡”570余场次，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3200余场次，组织各

类群众文化活动 1800余场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00余场。

挖掘微山历史文化底蕴，创作的群众性小戏小剧《山中宰相》

在济宁市首届群众性小戏小剧大擂台中荣获三等奖。为全县

15个乡镇（街道）发放广场舞服装 2500余套，价值 49万余

元。购置服装、演出道具等文化物质价值 10 万余元，扶持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端鼓腔。

广播电视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全县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65%，广播电台 1座，广播电台节目 1套，无线数字电视节

目 24 套。《今日微山》订阅达到 0.3 万户，发行量达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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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数字电视用户 53016 户，广电宽带用户数 13361 户。

数字电视收入 555.85万元，广电网络收入 48.20万元。

卫生服务保障不断完善。全县卫生机构 635个。其中医

院 19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7个，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596 个（含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卫生所、

医务室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 个。卫生技术人员 4780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738人，注册护士 2110人，药

师（士）189人，技师（士）219人。全年诊疗 326.33万人

次。其中门、急诊 229.81 万人次，健康检查 12.32 万人次；

住院 6.86万人、出院 6.71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3775张，

全年医疗卫生支出 11.37亿元。适龄妇女“两癌”筛查 20424

人次。

十一、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和气象、地震

城市建设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面积 26.25 平方公里。

新增供气管道长度 9.5 公里，新增供热管道长度 1.89 公里，

供热面积 459万平方米。全年改造 6个老旧小区，共计 327

户，4.529万平方米，完成投资约 1358万元。新建市政道路

雨污分流管道 20.71 公里，完成投资约 4461 万元。64 个建

筑小区雨污分流改造，完成投资约 3822 万元。累计新建、

改建 312 处农村公厕，完成投资约 4025 万元，清洁取暖工

程新建 20286户。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090.3公顷，绿地面

积 1056.47公顷，其中公园绿地面积 311.07公顷。维修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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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车行道沥青路面约 21200平方米，维修人行道花砖约 16700

平方米，维修更换路缘石约 1430米，树穴池修整更换约 860

套，修换树池格栅约 430 套，人工清理 30 座桥梁排水孔。

维修路灯 2136杆，增设太阳能路灯 100杆，清洁路灯 1100

余杆，清理变压器围栏杂草 43 处。城区改造公厕 3 座，新

增分类垃圾桶 350个，新建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1处。

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围绕“治、用、保”主线，坚持

系统施策、多措并举，实施《南四湖流域生态保护三年行动

计划》，大力推进南四湖水污染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汛

前、汛期、冬季水质达标攻坚行动，全力保障河湖水质达标。

老运河微山段、岛东、大捐、二级坝、南阳、前白口等 6个

国控断面水质均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20条入湖河流优良水

体率达到 80%，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

全县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100%，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

合格率为 100%。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以结构减排为主抓手，大

力实施新一轮“四减四增”行动，坚持减污、降碳、扩绿、增

长协同推进，分线开展VOCs专项治理、扬尘污染治理集中攻

坚、大气污染防治“十条工作线”等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攻坚。

全县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41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0.9%；

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72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0%；二

氧化硫平均浓度为 11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5.4%；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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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平均浓度为 22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2%；空气质量优良

率为 69%，同比改善 2.9%，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32，同比改

善 7.9%，均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平均浓度长期稳定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环境执法监管力度加大。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

开展综合性执法检查，一次检查多个事项，2022年共检查企

业 1058 家，立案查处 137 件，处罚金额累计 350 余万元，

移交公安机关 2起。严厉打击了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有效保

障了环境安全。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建取得成效。高位高效高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2022年 11月 18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命

名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公告》，微山县作为济宁市

唯一被授予“第六批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气象保障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县拥有区域自动站 14

个。全年平均气温 15.5℃，比常年偏高 1.1℃。极端最高气

温 37.6℃，极端最低气温-8.6℃。年降水量 771.3mm，较常

年偏多 24.4mm。年日照时数 2171.9 小时，比常年偏多 4.9

小时。

社会用电量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全县社会电力消费量

21365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1%。其中第一产业电力消费

量 569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第二产业电力消费量

131668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5.37%（其中工业电力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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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27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5.71%）；第三产业电力消费

量 26041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38.55%。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3 起，

死亡 3人。其中建筑业事故 3起，死亡 3人。

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建成 III类标准地震应急场所 3

处，占地面积共计约 17.55万平方千米，震时可临时疏散安

置 6.9万人。为进一步完善应急避难场所，共配备了 16种应

急物资，完善了相关配套设施。同时，积极开展“防灾减灾

日”、“国际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十二、人口、就业、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发展总体均衡。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60.99万人，城

镇化率 54.55%。户籍总人口 72.0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33.18

万人，乡村人口 38.91万人。男性 38.36万人，女性 33.73万

人。出生 0.47万人，死亡 1.04万人。

就业创业齐头并进。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3154 人。坚持

兜底帮扶，聚焦南四湖退养渔湖民安置、微山湖旅游、疫情

防控等领域，开发完成城乡公益性岗位 4429 个。推行创业

担保贷款一次办、提速办、简便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9745

万元，扶持创业 405 人，带动就业 1597 人。实施“就业援

助月”“五进五送”等专项行动，全方位开展线上线下招聘

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9900余个。

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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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 5.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214

元，同比增长 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802 元，

同比增长 7.5%，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2.4个百分点。

社会保障坚强有力。坚持民生为本，推动完善覆盖全民

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落实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费，全年为 9588人代缴保费 95.88万元，为 6570名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4.38亿元，为 14713名企业养老

保险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5.35亿元，为 12.79万名城乡居民

发放养老金 2.66亿元。严格落实阶段性缓缴社保费政策，深

入企业现场宣传惠企政策，积极帮助指导申请。全县共有 13

家企业申请缓缴，全县 9家快递企业 185名从业人员参保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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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保险，建筑业新开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达 100%。全县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 51512人，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达 39.43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 39398人，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达 46709 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65 万人。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 598445 人，其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531697 人。参加生育保险 43072 人。医疗、生育保险基金

支出 64833万元。

全县共设置 320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全年国家

抚恤、补助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4915人。

社会福利事业取得新成效。全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801 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626.2 万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12752 人，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7012.7 万元。全县

9916名残疾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补贴。

其中 5769 名重度残疾人，4147名困难残疾人，两项补贴支

出 1834.3万元。全县为 3827名 60-79周岁经济困难老年人、

762名 80-89周岁经济困难老年人、117名 90-99周岁经济困

难老年人、10名享受增发 85元护理补贴低保老年人，共拨

付老年人补贴 487.8 万元。全县共有各类养老服务设施 110

处，养老床位 5221张，比上年增加 544张。

全县各类社会养老服务机构 21 个，拥有床位 3439 张，

入住人数 1062人。最低生活保障救济 8472户 13553人。其

中城市 453 户 801 人，农村 8019 户 12752 人，全年发放最



— 26 —

低生活保障金 7638.9万元。城乡特困人员 3143 人，全年发

放救助供养金 4396.9万元，接受社会捐赠 1266.95万元。

注：

1.按照 GDP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地区生产总

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经最终核实，

2021 年，全县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 427.90 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8%。

2.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

影响，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情况。最终核实数以《微山

统计年鉴 2022》公布的数据为准。

3.全县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可比价格计算。

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5.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一是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2000万

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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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二是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三个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

类。三是辖区内年营业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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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两个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6.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包括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

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以及城镇个体户计划总投

资 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法人单位开发项目投资。

7.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批发业企业，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重点项目数据来自县发改局，教育、体育数据

来自县教体局，科技数据来自县科技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

县公安局，社会福利数据来自县民政局，财政数据来自县财

政局，人才、社会保险、就业数据来自县人社局，林业数据

来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来自县住

建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数据来自县公安局、县交通

运输局、县公路局，农业农村数据来自县农业农村局，进出

口、对外经济数据来自县商务局，文化、旅游数据来自县文

化和旅游局，卫生数据来自县卫健局，退役军人事务数据

来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安全生产、地震服务数据来自县应

急管理局，市场主体数据来自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县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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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专利数据、认证数据来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医

疗保险数据来自县医保局，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市生态环境局

微山县分局，渔业数据来自县南四湖管委会，广播电视数据

来自县融媒体中心、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微山分公司，扶

贫数据来自县乡村振兴局，企业上市挂牌数据来自县金融服

务中心，农业机械数据来自县农业机械现代化发展促进中

心，气象数据来自县气象局，金融机构数据来自县金融服

务中心、县人民银行、济宁银保监分局微山监管组，用电量

数据来自县供电公司，邮政通信数据来自县邮政公司、联通

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开发区数据来自微山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粮食产量、畜禽生产、价格、居民收入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局微山调查队，其他数据均来自县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