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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朝天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广元市朝天区统计局

2020 年 3 月

2019 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始终专注发展定力，坚持“稳中求进、追赶跨越”工作主

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定落实区委“123456”执政兴区总体思

路，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

作。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人民生活福祉持续增进，各项社会事业繁荣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总

体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重大进展。

一、综 合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642388 万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1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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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长 3.3%；第二产业增加值 320209 万元，同比增长

10.0%；第三产业增加值 204111 万元，比上年增长 7.7%。三次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6.9%、67.5%、25.6%，分别拉动经济

增长 0.6 个、5.5 个和 2.1 个百分点。人均 GDP 达到 33721 元，同

比增长 7.8%。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发展更加协调，产业结构比

由上年的 18.9:48.7:32.4 调整为 18.4:49.8:31.8，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下降 0.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提高 1.1 个百分点。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到 39%，较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7.7%，拉动 GDP 增长 4.7 个百分点。城市建设提质扩容，综合承

载能力不断提升，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39.23%，比上年提

高 1.48 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全年民营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

348394 万元，增长 8.0%，占 GDP 的比重为 54.2%，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 26427 万元，同比增长 2.7%；第二产

业 208550 万元，同比增长 8.8%；第三产业 113417 万元，同比增

长 7.7%。全年个体私营企业实现税收收入 4991 万元，比上年增长

15.0%。

年末全区“四上”企业83家，比上年净增加17家。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达到40家，资质建筑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18家，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13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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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 业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擦亮“5+N”农业特色产业金字招牌，农林牧

渔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全年累计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19315

万元，同比增长 3.3%。

粮油持续增产。全区现有耕地面积 32659.7 公顷，全年粮食

播种面积 28310 公顷，实现粮食总产量 11.95 万吨；油料播种面

积 6486 公顷，实现产量 9963 吨。

特色产业质效并举。核桃产量达到 4.5 万吨，连续 11 年稳

居全省县区首位；蔬菜产业增产增效，种植蔬菜 19100 公顷，产

量 86.06 万吨；食用菌产业稳步提升，香菇（干品）、木耳产量分

别达 6916 吨、872 吨；蚕桑产业由单一产品向多元化转变，蚕茧

产量 552 吨；中药材、藤椒、小水果、笋用竹等特色产业加快发

展。（见表一）。
表一：

2019 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

粮食总产量 吨 119476 0.18

其中：水稻 吨 8429 -1.03

小麦 吨 13817 0.14

玉米 吨 61455 0.2

油料总产量 吨 9963 0.52

其中：油菜籽 吨 6535 0.34

花生 吨 3369 0.87

蔬菜总产量 吨 860600 4.82

核桃总产量 吨 45250 4.98

食用菌(干鲜混合) 吨 9249 1.24

其中：香菇(干品) 吨 6916 1.45

黑木耳(干品) 吨 872 -0.23

http://www.gx.xinhuanet.com/wq/2013-02/21/c_1147516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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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加快实施。全面落实乡村振兴“1+4+N”政策体系，

创成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4 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11 个，建成

曾家山乡村振兴先行先试市级试验区。

林业发展成效明显。完成营造林 3.9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5.7%。全年林业产值实现 2841 万元，比上年增长 5.6%。

畜牧产业稳步提升。全力防控非洲猪瘟，扎实推进生猪稳产

保供，新（改扩）建畜禽标准化养殖场（小区）50 个。全年共计

出栏土鸡 230.32 万只、生猪 15.28 万头，肉类总产量达到 1.67 万

吨。实现畜牧业产值 70999 万元，比上年增长 3.2%（见表二）。
表二 ：

2019 年主要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

肉类总产量 吨 16700 -13.3

其中:猪肉产量 吨 10960 -22.6

家禽出栏 万只 230.32 24.4

家禽产量 吨 3017 24.2

肉猪出栏 万头 15.28 -23.3

牛出栏 头 8041 6.3

羊出栏 万只 6.82 3.8

蚕茧产量 吨 552 3.0

水利事业取得新进展。大力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21.43 平方公里，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2.68 平方公里，

新建各类供水工程 11393 处。全年水产品产量达到 250 吨，全年

实现渔业产值 48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2%。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量质齐升。始终坚持工业强区战略，不断优化“3+5”



- 5 -

工业产业体系。工业园区承载能力全面提升，新增园区面积 500 亩，

新建标准化厂房 1.4 万平方米，农产品加工园污水处理站竣工投运。

产业培育成效明显，新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累计达到 40 家。全年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 250398 万元，同比

增长 10.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887598 万元，同比增长

22.8%，增加值同比增长 11.4%；实现利润总额 120685 万元，同比

增长 21.1%，利税总额 146515 万元，同比增长 18%，产销率达到

99.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见表三）
表三：

2019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

砖 万块 12235 14.8

塑料制品 吨 116857 17.8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554507 94.1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平方米 1162088 10.7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平方米 1066437 14.8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2025 20.9

建筑用天然石料 立方米 66043 16.7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3856909 2.6

水泥 吨 3941318 11.8

饮料 吨 122736 15.1

饮料酒 千升 210 11.6

蚕丝 吨 432.39 14.7

蚕丝被 万条 3.06 7.0

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8 家，房地

产企业10家，实现建筑业总产值172156万元，比上年增长37.1%。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69811 万元，比上年增长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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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投资高位增长。扎实开展“项目决胜年”活动，认真念好

“谋、引、管”三字经，坚持“四个一批”推进机制、“五个一”

抓建办法，项目投资“大比武”持续发力。全年实施项目 197 个，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1.8%。海螺商混等 13 个项目开工

建设，芳地坪风电二期（罗圈岩）等 4 个项目加快推进，蜀中源

等 11 个项目建成投产，全年工业投资、技改投资分别增长 12.2%、

10.7%。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5.7%，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达到 53.52%。

（见表四）
表四：

2019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项目名称 比上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1.8

其中：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23.7

其中： 房地产投资 174.4

（一）按构成分 —

建安工程 30

设备工器具购置 -6.9

其他费用 -44.9

（二）按产业分

（1）第一产业 161.2

（2）第二产业 8.7

（3）第三产业 30.5

其中：交通运输 31.8

（三）工业投资 12.2

（四）技改投资 10.7

（五）民间投资 5.7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大力开展“招商攻坚年”活动，深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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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招商引资“三百工程”，务实推进成广合作、浙广合作、九广

合作，全年新签约山西旭航绿色建材智慧产业园等项目 106 个、

总投资 115.2 亿元，与港澳台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加强，深

化区院、区校合作，与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等院校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年引进到位市外资金 80.12 亿元。

要素保障不断强化。全年向上争取各类项目资金 22.87 亿元，

增长 14.1%。煤、电、油、气、运等要素综合协调有力，为全区项

目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交通运输和邮电业

全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实现增加值 24420 万元，比上年增

长 6.1%。

年末全区境内公路总里程 2207 公里，其中国道 43 公里，省道

133 公里，县道 398 公里，乡道 310 公里，村道 1323 公里。按技

术等级分，二级公路 49 公里，三级公路 16 公里，四级公路 1824

公里，等外公路 318 公里。完成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44664 万吨·公

里，同比增长 18.8%，其中公路货运周转量 44307 万吨·公里，客

运周转量 3574 万人·公里。

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22199 万元，比上年增长 68.6%。其中邮政

业务总量 1510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电信业务总量 20689 万元，

比上年增长 75.9%。

六、贸易和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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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物流业蓬勃发展。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七盘

关公路物流港等项目加快建设，建成省级商贸流通脱贫奔康示范

县，现代物流体系逐步完善。全年新增限上商贸企业 5 家、规上

服务业企业 3 家。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26531 万元，同

比增长 11.1%，其中城镇完成 166344 万元，同比增长 11.3%，乡

村完成 60187 万元，增长 10.3%。

文旅经济加快发展。新华联曾家山旅游综合开发等项目加快

落地，荣乐·养生谷、中子铺细石器遗址博物馆等项目顺利推进，

全区现有文化馆 1 个，体育场馆 1 个，图书馆 1 个，公共图书馆

图书总藏量 13.96 万册。朝天成功入选全省首批天府旅游名县候

选县，曾家山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十大避暑名山；成功举办了全国

“村长”论坛、第三届中国生食蔬菜节、四川省第十届乡村文化

旅游节等系列节会活动，全年接待游客 826.71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实现 87.1 亿元。

七、财政与金融保险

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年地方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

25359 万元，同比增长 4.9%，其中，税收收入 16154 万元，同比

增长 15.3%。财政支出结构明显优化，民生取向更加突出。全年地

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8092 万元，比上年增长-25.2%，民生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5.3%。

金融支持发展作用显著。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594222 万元，同比增长 4.6%，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41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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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比增长 12.9%；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553958 万元，同比增

长 25.6%。

保险保障大幅提升。全年各类保费收入 1.2 亿元,增长 16.3%。

全区 7402 户贫困户“扶贫保”全面参保，覆盖率均达 100%，提

供各类风险保障 6.66 亿元。全区受理、理赔“扶贫保”案件 297

起 39.23 万元，理赔率 100%。

八、科学技术和教育

科技创新成效明显。积极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申请发明

专利 39 件，建成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个、科普基地 2 个，《“广

元灰鸡”保种选育配套技术》荣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大力

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提升行动，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 家，

入库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0 家。

教育事业长足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改革纵深推进，新

（改）建幼儿园 6 所，建成全市美丽乡村学校 5 所，朝天中学创

成省二级示范性高中，职业教育、特殊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基础

教育质量考核获全市二等奖。到年底，全区拥有各类学校 50 所，

在校学生 15893 人，专任教师 1104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100%。

九、文化、体育和卫生

文化体育事业纵深推进。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创成省级

文化扶贫示范村 2 个，中子铺细石器遗址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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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单位”。成功举（承）办了 2019 年全国老年人门球赛、中国·曾

家山国际山地超级马拉松、朝天区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文体

活动，曾家山滑雪场创建为“2019 全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现全域覆盖。建成区乡村三级应急广播

联播联控体系，全年发展有线电视用户 1200 户，直播卫星 300 户，

无线数字电视 110 户。全区共建有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18 座，直

播卫星达到 4.3 万户，有线电视用户达到 2.65 万户，转播电视节

目 218 套，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 100%。

卫计事业明显进步。医疗卫生体系加快完善，基本药物制度、

分级诊疗制度全域实施，率先建成全省县级医疗急救中心，朝天

区被纳入全国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试点。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通过复审验收，曾家山创建为“中国长寿养生基地”，

曾家中心卫生院创成省级社区医院。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数 260

个，医院、卫生院技术人员 908 人，执业（助理）医师 312 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1102 张；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 100%，5 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为 4.12‰，婴儿死亡率为 3.29‰。

十、生态环境

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严守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扎实推

进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实施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五

大行动”，完成省级经开区循环化改造，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大力实施“气化朝天”工程，新发展燃气用户 200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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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面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8.4%，河（湖）长制落实有力，主要流域

水质达到国家Ⅱ类标准，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分类实施矿企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完成 11 家煤矿、59 家非煤矿

山环境问题整治。巩固提升城乡垃圾分类处理成果，确保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 90%，50%左右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

理，90%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 85%。

十一、人口和居民生活

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 69806 户，总人口 200850 人，其中农业

人口 176335 人，非农业人口 24515 人；常住人口 19.1 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7.4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942人，人口出生率8.91‰；

死亡人口 2311 人，人口死亡率 6.81‰；人口自然增长率 2.1‰。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565 元，

增长 10.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3320 元，比上年

净增 2823 元，增长 9.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2882 元，

比上年净增 1262 元，增长 10.9%。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3.51%，

比去年同期下降 1.5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8.67%，

比去年同期下降 1.5 个百分点。

脱贫成果巩固提升。全面完成 4 个深度贫困村退出、345 名贫

困人口脱贫的年度减贫任务，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0.01%。深化东西

部扶贫协作，完成 14 个帮扶项目建设，惠及贫困人口 258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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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经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并被省委、省政府

表彰为“摘帽先进县”。

民生保障全面改善。全面完成 21 件民生实事。城镇新增就业

1660 人，登记失业率 3.95%。全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2 万人，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9%，建立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群体

医疗救助基金，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实现全覆盖。曾家山冬季饮水

难等 12 个突出问题有效化解。全面提高老龄补贴标准、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持续关爱空巢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区、乡、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注：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最终定案数据以《朝天区统计年鉴—2020》为准。

2.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相关行业增加值和人均 GDP 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地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及

相关行业增加值等相关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3.总人口为公安年报数，人口质量指标由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提供。

4.核算口径调整后，原第一产业中农林牧渔服务业划入第三产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