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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沂源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沂源县统计局

2010 年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的一年。

一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坚持以党的十七

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按照建设殷实和谐经济文

化强市的任务目标和“认真、专业、务实”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实施“工业

立县、品牌惠农、旅游带动、以城带乡、环境兴县”战略，全县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一、综合

国民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10 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GDP）1631147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4.1%。其中：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201277 万元，增长 3.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820029 万元，增长 13.7%；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609841 万元，增长

17.5%。三次产业比重由上年的 11.7：52.0：36.3 调整变化为 12.3：

50.3：37.4，变化趋势为第一产业上升 0.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

降 1.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 1.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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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产业对全县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2.07%、

51.71%和 46.22%，对全县生产总值的增长分别拉动 0.29 个百分点、

7.29 个百分点和 6.52 个百分点。全县人均 GDP 达到 28908 元（按现

价汇率折算为 4380 美元），比上年增加 3143 元，增长 13.8%。

2010 年，全县经济社会呈现健康、平稳、协调发展的同时，也

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宏观经

济形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二是经济总量小，人均占有水平低，

与先进区县比还有较大差距；三是服务业发展层次不高，对全县经

济的拉动作用不强，贡献率不高；四是经济外向度不够，利用外资

仍然是薄弱环节；五是财政收支压力大，乡镇财政基础还比较薄弱

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应对并认真加以解决。

二、农业

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整建制建设有机农产品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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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目标，加快发展有机品牌农业，农业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一

是深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新发展名优特果品和改接换优 3 万亩；

因地制宜发展畜禽生态养殖、蔬菜、中药材、黄烟、花卉等特色增

收项目并取得良好成效。二是加快有机品牌农业发展。实施了 30 处、

6000 亩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建设，发展整建制流域片 13个、整建制

基地村 5个，带动发展有机农产品 5万亩。改造提升标准化林果基

地 11 万亩，建成了全国首个有机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国家级标

准化生产示范区达到 3 个。新认证有机农产品 13 个，总数达到 60

个，认证数量为全省县份最多。沂源苹果被确定为“上海世博会专

用果”，品牌效应带动农产品增值 30%以上。编制了《沂源县都市农

业发展规划》，实施了 6处都市农业示范园、10 处循环农业示范园和

60 处休闲农庄建设。三是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新培育省级

龙头企业 2 家、市级龙头企业 3 家，增强了带动能力。创建市级示

范合作社 33 个，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65 个，农民组织化程度

进一步提高。四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提

升工程，完成了田庄水库除险加固、45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30 平

方公里小流域治理、1.5 万亩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和 2万亩基本农

田整理等项目建设，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全年

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8.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实现增加值

20.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1%，其中：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分别实现增加值 14.77 亿元、1.35 亿元、3.32 亿元、0.50 亿元。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2010 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 206579 亩，总产

量 73863 吨，亩产达 357.6 公斤。夏粮播种面积 55461 亩，总产量

16015 吨，亩产达 288.8 公斤。秋粮播种面积 151118 亩，比上年增

加 2733 亩，秋粮亩产 382.8 公斤，比上年增加 17.0 公斤，总产 57848

吨，比上年增加 357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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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作物生产成为我县农村经济增

长、农民增收的的一项重要产业。2010 年，我县烤烟、花生、蔬菜

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全县果园

面积达 362422 亩，总产量达 853301 吨，比去年同期增加 13.4%。

主要农产品产量表

农产品名称 面积（亩） 总产量（吨） 增长（%）

粮食 206579 73863 4.3

#小麦 54756 15913 -2.8

#玉米 107806 44039 7.9

#地瓜 24598 9947 -8.4

棉花 7511 743 51.7

花生 60687 14071 4.2

烤烟 10500 1970 -13.6

蔬菜 85483 388415 9.4

蚕茧 580.5 10.8

水果 362422 853301 13.4

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截止到年底，全县拥有农业机

械总动力 389120 千瓦；农用拖拉机 3775 台；排灌机械动力 8.19 万

千瓦；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10480 公顷。全县农业化肥施用量（折纯）

20594 吨；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4876 吨；地膜覆盖面积 7555 公顷。

畜牧业生产持续发展。全年肉类总产量实现 35486 吨，比上年

增长，其中猪肉 10531 吨，比上年增长；生猪出栏 14 万头，生猪存

栏 7.2 万头；牛出栏 2.3 万头，牛存栏 1.8 万头；羊出栏 44.6 万只，

羊存栏 37 万只；家禽出栏 1155.6 万只，家禽存养 322.9 万只。全

年水产品产量实现 1537 吨，水产养殖面积达到 1320 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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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打造高新产业园地为目标，围绕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大力培

植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发展中小企业，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发

展后劲，全县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2010 年全县工

业完成总产值 37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2.4%；实现销售收入 346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4.3%；实现工业增加值 7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0%。

其中，国有及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非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简

称规模以上企业)个数达到 176 家，比上年增加了 6家。完成工业总

产值 331291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3.4%。①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工业

完成工业总产值 103780 万元，集体工业完成 48187 万元，股份合作

企业完成 69041 万元，股份制企业完成 2204269 万元，外商及港澳

台商投资企业完成 817385 万元。②从产业结构上看，重工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 199895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4.7%；轻工业完成 1313959

万元，比上年增长 31.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3188745 万元，比上年增

长36.4%；实现利税584764万元，比上年增长43.3%，其中利润392237

万元，比上年增长 44.0%，年利税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达到了 40

家，其中过亿元的达到 8家。产品销售率达到 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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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主要

工业产品产量有增有减，具体如下: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

工业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总产量 增长(%)

原煤 万吨 19.3 7.64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29648 -11.38

水泥 万吨 107.77 -12.27

合成氨 吨 114513 11.36

浓硝酸 吨 99472 -19.06

碳酸钠(纯碱) 吨 27442 -6.83

玻璃纤维纱 吨 99763 94.16

布 万米 10874 18.49

啤酒 千升 271982 19.01

化学原料药 吨 861 32.85

塑料制品 吨 75547 96.15

轻革 万平方米 134 73.37

铁矿石原矿量 吨 1005100 31.51

鲜冷藏冻肉 吨 39815 -10.7

耐火材料制品 吨 158326 26.64

全县规模以上建筑企业达到 34家，实现施工产值 166381 万元，

比上年增长 10.1%；完成增加值 36547 万元，比上年增长 20.6%；实

现利税 16188 万元，增长 71.9%；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114540 元/人，

增长 3.8%。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93.5 万平方米，竣工房屋建筑面积

137.3 万平方米，房屋竣工率为 70.9%。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98415 万元，比上年增长 23.49%，其

中：50 万元以上项目完成 807313 万元，增长 24 %；50 万元以下项

目完成 91102 万元，增长 19.15%；房地产开发完成 54004 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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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7.99%。分城乡看，城镇项目和农村项目分别完成 511632 万元、

295681 万元，分别增长 24.11%和 23.81%。

就 50万元以上项目来说，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3451 万元，增长

43.25%，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455732 万元，增长 18.48%，其中工业项

目完成投资 4401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72%。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328166 万元，增长 31.23%。三次产业投资比重为 2.9:56.45:40.65，

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比去年提高 2.24 个百分点。全年施工 50

万元以上项目 264 个，新增固定资产 528469 万元。

五、交通.邮电业

城乡道路建设进一步加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沂源段开工建

设。完成了健康路北延及中段提升改造、沂河西路南延、南外环路

等 4 条城区道路建设，实施了省道薛馆路改建和草齐路改造工程，

完成了 26公里的农村道路硬化工程，改善了城乡交通条件。全年公

路通车里程达到 686 公里，好路率达到 97.4%。全年完成公路货运量

2201 万吨，货运周转量 85282 万吨公里，客运量 2451 万人，旅客周

转量 61910 万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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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通讯业平稳发展。全年完成邮电通讯业务总量 18689 万元。

年末宽带用户 28833 户，比上年同期增长 36.18%；移动通讯用户数

397121 户，比上年增长 5.18%；无线市话用户 15278 户，比上年增

长 16.46%；市话和农话年末到达户数分别为 26071 户和 49482 户，

市话交换机容量达到 37188 门，农话交换机容量达到 54760 门。

六、国内外贸易.物价.旅游

城乡消费市场进一步活跃，商品销售平衡增长。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新口径：下同）完成 6897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 其

中，从行业分类看：批发业完成 61065 万元，同比增长 17.55%；零

售业完成 496768 万元，增长 18.62%；住宿业完成 6978 万元，增长

28.58%；餐饮业完成 124930 万元，增长 20.78%。从经济类型分类看：

公有经济完成 135146 万元，增长 21.92%；非公有经济完成 554595

万元，增长 18.31%。

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坚持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不动摇，

全年引进项目 47个，到位资金 15.9 亿元，同比增长 16.5%；实际利

用外资 2100 万美元。全县实现进出口总额 18674 万美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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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其中出口 14018 万美元，同比增长 43.3%，进口 4656 万美

元，同比增长 85.5%。

市场物价全年有上长趋势。全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4%，非

食品价格指数 102.1%，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101.1%，消费品价格指数

102.8%，扣除鲜菜鲜果总指数 102.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类表

分类项目 分类指数（%）

食品类 103

烟酒及用品 99.7

衣着 104.6

家庭设备及用品 103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1.5

交通和通讯 99.2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0.3

居住 105.4

旅游业发展成效显著。加快旅游重点景区建设，实施了牛郎织

女景区综合开发和沂源溶洞群景区道路提升、水景打造等项目建设，

加强了翠屏山、圣佛山等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景区品位和承

载能力；加大旅游招商开发力度，实施了沂河漂流项目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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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天湖旅游度假区规划。加强旅游品牌创建，沂源鲁山溶洞群景区

通过国家 AAAA 级景区验收。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在济南、青岛等城

市开展了专题推介活动。举办了第三届中国（沂源）七夕情侣节、

中华大果园赏花节、采摘节，开展了沂源优惠二日游活动，进一步

提升了沂源旅游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其中第三届中国（沂源）七夕

情侣节，更加注重了创新和发展，更加突出了节会的开放性、务实

性和参与性，先后组织举办了 14 项主题及配套活动，活动期间接待

国内外游客 24.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870 万元，项目签约资

金达 21.22 亿元。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旅游报、山东电视台、

大众日报等 30 多家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进一步扩大了牛郎织女文

化旅游品牌的对外影响力，彰显了“生态沂源”的独特文化魅力，

显著提升了我县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截止 2010 年底，共创成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1 个，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2个，国家 AA 级旅游景

区 3 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个，国家森林公园 1 个，省级风

景名胜区 2 个，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5 个，省级地质公园 1 个，三

星级饭店 3家，二星级饭店 1 家，“银叶级绿色旅游饭店”5 家，三

星级餐馆 2家，是“山东旅游强县”。 2010 年全县接待国内外游客

200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9.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9.79 亿元，比上

年增长 9.6%。

七、财政.金融

大力培植工业主体财源和服务业、民营经济等新兴财源，狠抓

城市经营、土地运营、房地产开发、旅游、物流等财政增长点，促

进了财源持续稳定增长。狠抓综合治税，健全完善税源动态监管管

理机制，加大征管力度，基本做到了应收尽收。加强非税征管，规

范国有资产和政府资源运营管理，增加了可用财力。全县境内财政

总收入 17339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52%，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95529



11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5%；地方财政支出 154410 万元，比上年

增长 18.52%，地方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86%。实

现各项税收135206万元，同比增长19.51%，其中国税收入实现68599

万元，同比增长17.03%，地税收入实现66607万元，同比增长22.17%，

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健全完善金融发展协调机制，加强政

银企合作，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年末金融机

构存款余额达到 1058226 万元，较年初增长 9.1%；城乡居民储蓄存

款余额 633431 万元，较年初增长 9.52%；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747521 万元，较年初增长 14.9%。金融机构现金收入 184.91 亿元，

增长 15.53%；金融机构现金支出 184.91 亿元，下降 15.53%。

八、教育.卫生.科技.体育

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统筹城乡教育发展，

实施了校舍安全、教育信息化和农村中小学教学仪器更新等工程，

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年末全县拥有教育机构 169 处。

其中职业学校 1处，普通中学 21 处（其中完全中学 1处，高级中学

2处，初级中学 18处，初级中学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6处)，普通小学

49 处，幼儿园 97 处，特殊教育学校 1 处。年末在校学生 79334 人。

其中职业学校学生 9016 人，高中学生 11873 人，初中学生 29892 人，

小学生 28459 人。在园幼儿数 13614 人。聋哑学生 94 人。适龄儿童

入学率为 100%。全年向外输送大中专学生 3519 人，其中本科学生

1622 人，专科学生 1882 人，中专学生 15 人。

卫生事业继续发展，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进一步完善落实“十

二条社会保障救助线”制度，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应保尽保；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扎实推进，新农合农民参合率达 100%，

城乡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全

县有各类卫生机构 18 处，其中县级医院 2 处，乡镇卫生院 13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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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疾病控制中心、妇幼保健院、卫生监督所各 1处，2处县级医院均

达到国家二级甲等医院标准。全县医院病床床位数 1588 个，各类卫

生人员 1369 人。

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加快，科技队伍逐年壮大。全年累计完成科

技攻关项目 49 个，获科技进步奖 9 项，全县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达到

31510 人，其中高级职称 2081 人，中级职称 5895 人，初级职称 23534

人。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606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56 人。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新设立了院士工作站 1 家（全县

达到 2家），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家，高新技术企业 11 家，高新技术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

比重达到 56.16%，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2.77 个百分点。

体育事业全面发展，人才辈出。2010 年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的发展人数为 73861 人。发展等级运动员 189 人，等级裁判员 16 人，

专职教练员 14 人。全年共荣获奖牌 321 枚，其中：国家级金牌 4 枚；

省级金牌 16 枚，银牌 13 枚，铜牌 13枚；市级金牌 58 枚，银牌 122

枚，铜牌 80 枚。全县举办城乡田径运动会 46 次，参加人数达到 40110

人。承办了省运动会公路、山地自行车比赛项目。

文化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加强对牛郎织女民俗爱情文化、

沂源猿人生命文化等特色文化品牌的宣传推介，沂源世界爱情邮票

博物馆入选“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特种邮

票在我县首发，进一步扩大了沂源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加强基层文

化阵地建设，全面完成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新建 50 个农家书屋

示范村、3 处乡村少年宫、10 处村文化大院和 10 处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站点；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积极扩大农村有线电视

覆盖面，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推动了文化产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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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文化馆组织专业文艺表演场次达到 58 场，观众人次达到 120

万人次，图书总藏量达到 14.6 万件册，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

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 98%。

九、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

以打造“鲁中生态高地”、建设山水生态城市为目标，深入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城市承载力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城

在山中、水在城中、人在绿中”的山水生态城市特色日益彰显。实

施了管道天然气、城区循环水供热、弱电下地、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等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完成了日供水 1.5 万立方米的引泉入

城饮水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城乡道路建设进一步加强。

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沂源段开工建设。完成了健康路北延及中段提

升改造、沂河西路南延、南外环路等 4 条城区道路建设，实施了省

道薛馆路改建和草齐路改造工程，完成了 26 公里的农村道路硬化工

程，改善了城乡交通条件。加强县乡道路养护管理，提高了通行能

力。实施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700 套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

公共租赁房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加快城北新区开发建设，在抓好和

源名居、源泰景城等住宅项目开发建设的同时，启动了翡翠山居、

教苑名居、聚贤苑等开发建设项目，年内新开工建筑面积 56.1 万平

方米，有力推动了以瑞阳大道和北外环路为轴线的城北新区开发建

设步伐。

大力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和城市水系建设，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环

境。坚持增加绿量与提升品质相结合，采取拆墙透绿、顺街铺绿、

见缝插绿、沿河造绿等方式，全面推进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绿化

体系建设，实施了南外环一期及二期绿化、水景公园蓄水和清淤防

渗工程，对健康路绿化进行了改造提升，建成了长途汽车站游园，

扎实推进“因景植绿”和“鲜花美城”工作，不断提高精细化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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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水平，城市绿量大幅提升，我县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5.26%，

绿地率达到 40.96%，人均拥有公共绿地 19.93 平方米，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深入实施“环境兴县”战略，举全力保护生态、优化环境，环

境质量进一步提升，增创了可持续发展新优势。全面落实“碧水蓝

天行动计划”，大力实施污染治理再提高工程，抓了城区大气污染

点源治理和开发区污水管网建设，关停了 3条立窑水泥生产线和 14

家污染企业。实施了沂河生态修复三期工程，加强矿山生态治理和

水土保持，实施了县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了生

态环境。全县主要环境质量指标达标率均达 100%。

十、人民生活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据抽样调

查，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425 元，比上年增加 2110 元，

增长 12.93%；人均消费支出 14068 元，比上年增加 2438 元，增长

20.96%。居民家庭高档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有所增加，每百户拥有家

用电脑 87台、空调器 97 台、洗衣机 97 台、移动电话 190 部。接入

互联网的计算机达到 73 台，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电话达到 63 部，分

别比去年增加 10台、10 部、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年末每

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如下：

城市住户耐用消费品百户拥有量

消费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摩托车 辆 83

助力车 辆 77

家用汽车 辆 27

洗衣机 台 97

电冰箱 台 93

彩色电视机 台 123

家用电脑 台 87

组合音响 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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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炉 台 50

空调器 台 97

固定电话 部 60

移动电话 部 190

照相机 架 70

淋浴热水器 台 67

接入互联网的移动电话 部 63

接入有线电视网络的电视机 台 100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7715 元，比上年增加 1206 元，增长 18.5%；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345 元，比上年增加 1138 元，增长 18.3%；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4673 元，比上年增加 510 元，增长 12.3%。

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百户拥有量

消费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洗衣机 台 34

热水器 台 41

电冰箱 台 45

自行车 辆 89

摩托车 辆 85

电话机 部 43

移动电话 部 148

彩色电视机 台 102

黑白电视机 台 10

影蝶机 台 49

家用电脑 台 13

照相机 架 10

全县年末从业人员 59986 人，工资总额 161230 万元，年平均工

资 26878 元/人，比上增长 7.92%。其中在岗职工人数 59765 人，工

资总额 161037 万元，年平均工资 26945 元/人，比上年增长 8.02%。

全县个体私营经济业户达到 12452 户，增长 10.7%，其中私营企业

1477 家，增长 11.1%，个体工商户达到 10975 户，增长 10.6%。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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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到 79734 人。

人口增长继续得到有效控制。年末总户数达到 205180 户，总人

口 564794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121834 人，农业人口 442960 人。集

中开展计划生育综合整治活动，稳定了低生育水平。全年出生人数

4156 人，出生率为 8.1‰；死亡人数 4279 人，死亡率为 7.6‰；全

县总人口比上年增加了 282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5‰。

注：

1.本公报所列各项数字均为统计快报数或初步统计数。

2.全年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

按不变价（可比价）计算。

3.金融部分数据统计范围仅为人民币口径，不包括外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