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广元市朝天区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广元市朝天区统计局

2022年 3月

2021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和多重困难叠加的风险挑

战，全区上下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全区经济持续恢复势头进一步巩固，呈现出总量上台阶、追赶超

预期、供需增动力、发展添活力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十四五”

良好开局。

一、综 合

经济持续快速恢复。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初步结果，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798055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9.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3342万元，同比增长 7.5%；第二

产业增加值 390743万元，同比增长 8.6%；第三产业增加值 25397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1.7%。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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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4.5%、39.3%，分别拉动经济增长 1.5个、4.2个和 3.7个

百分点。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实现 428460万元，

同比增长 8.5%，占 GDP 的比重为 53.7%。其中,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民营增加值实现 45278 万元、238105 万元、145077 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 6.8%、7.8%和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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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8.3:31.5 调整为 19.2:49.0:31.8，第一产业占 GDP

比重下降 1.0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提高 1.7 个百分点。

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8.4%，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达到 41.5%，拉动 GDP 增长 3.9 个百分点。

“四上”企业稳步增加。年末全区“四上”企业总数达到 113

家，当年新入库 14 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48家，当年

新入库 5 家；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企业 24 家，当年新入

库 3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16 家，当年新入库 1 家；资质建筑

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 25 家，当年新入库 5家。

二、农 业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持续坚持“农业多贡献”，抓农业富农

民，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

村面貌发生新变化。全年累计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89935万元，

同比增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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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实现扩面增产。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28596公顷，同比增

长 0.53%，实现粮食总产量 12.15 万吨，同比增长 1.49%；油料播

种面积 7159公顷，同比增长 10.29%，实现产量 11246吨，同比增

长 12.08%。

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持续擦亮。朝天核桃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朝天区核桃现代林业示范区被认定为国家朝

天核桃产业示范园区，全年核桃种植面积达？万亩，产量达到 4.87

万吨。朝天区蔬菜现代农业园区升为省五星级园区，两河口笋用竹

基地被认定为四川省现代竹产业基地，全区蔬菜产量达 93.06 万

吨。食用菌、蚕桑巩固提升，中药材、笋用竹、小水果等产业竞相

发展（见表一）。

表一：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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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11 1.49
其中：水稻 吨 8542 1.69

小麦 吨 14044 0.31

玉米 吨 63040 2.25

油料总产量 吨 11246 12.08

其中：油菜籽 吨 7761 17.95

花生 吨 3426 0.88

蔬菜总产量 吨 930629 5.15

核桃总产量 吨 48668 3.13

食用菌(干鲜混合) 吨 10440 6.13

其中：香菇(干品) 吨 7784 4.54

黑木耳(干品) 吨 920 3.84

林业发展成效明显。当年造林 5000 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

66％。全年林业产值实现 4594.3万元，比上年增长 32.92%。

畜牧产业快速恢复。出台《朝天区突破性发展肉牛羊十条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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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肉牛羊产业加快发展，生猪产能恢复。全年出栏小家禽 354.07

万只、生猪 17.54万头，同比分别增长 11.05%、6.8%，肉类总产量

达到 2.08万吨。实现畜牧业产值 10.55万元，同比增长 3.74%（见

表二）。

表二：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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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5 14.6

其中:猪肉产量 吨 12894 15.48

家禽出栏 万只 354.07 11.05

家禽产量 吨 4957 17.69

肉猪出栏 万头 17.54 6.8

牛出栏 头 9284 11.99

羊出栏 万只 8.27 6.84

蚕茧产量 吨 611.6 5.09

水利事业取得新进展。水利事业取得新进展。双峡湖水库灌区

工程等项目加快建设，嘉陵江三滩堤防等项目完工。2021 年新建

农村供水工程 81 处，2021 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3 平方公里，累

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767.81 平方公里。全年水产品产量达到 220

吨，全年实现渔业产值 63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6%。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实施衔接项目 166 个，完成 138 户脱贫村剩余掉边掉角农户搬

迁工作。建立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53 户 183 人全

部落实“一户一策”精准帮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和集中安置

点后续治理有序推进，顺利通过省级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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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持续壮大。优化完善“1+1+N”工业产业体系，出台

《朝天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二十五条措施》。新入库规上工业

企业 5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达到 48 家。新培育亿元企业 3

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户。新增园区开发面积 252 亩，新建标准

化厂房 7000 平方米。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实现 306714万元，同比

增长 10.4%。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118亿元，增加

值同比增长 10.7%；实现利润总额 157664 万元，同比增长 16.6%；

利税总额 179782 万元，同比增长 13.8%；产销率达到 99.4%。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见表三）。

表三：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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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2 7.2

塑料制品 吨 122895 -1.8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875458 37.4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平方米 1559966 19.1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平方米 1378623 19.1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2297.8 5.4

建筑用天然石料 立方米 71678 7.4

硅酸盐水泥熟料 吨 3965652 3.1

水泥 吨 4441811 9.3

饮料 吨 143964.0 7.5

口罩 万个(只) 92.3 163.6

饮料酒 千升 239.4 8.5

蚕丝 吨 546.3 14.5

蚕丝被 万条 3.4 9.3

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12家，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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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 13 家。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8402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6%。

四、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投资高位增长。深入开展项目投资“拉练评比”活动，实

施项目 208 个，集中开工项目 6批次 78 个、总投资 71.47 亿元，

城市棚户区改造等 119 个项目加快推进，海象防水卷材等 89 个项

目竣工投产。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0.4%，工业投资、

技改投资和民间投资分别增长-2.7%、0.2%和 8.4%（见表四）。

表四：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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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其中：500 万元以上项目投资 21.3

其中： 房地产投资 38.8

（一）按构成分 —

建安工程 24.8

设备工器具购置 -50.3

其他费用 -32.7

（二）按产业分 —

（1）第一产业 -24.8

（2）第二产业 -2.1

（3）第三产业 43.8

其中：交通运输 42.5

（三）工业投资 -2.7

（四）技改投资 0.2

（五）民间投资 8.4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加强与成渝地区和宁强、汉中等毗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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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深化与浙江省滨江区、路桥区等地合作，“朋友圈”和战略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新签约投资 10.5 亿元的中航油羊木综合油料

储备配送中心、投资 10.6 亿元的杭加绿色建筑材料生产基地等项

目 25 个，全年引进到位市外资金 78.5 亿元、同比增长 25.6%。

要素保障不断强化。全年向上争取各类项目资金 26.91亿元，

增长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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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和邮政业

全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21417万元，同比增

长 6.6%。

交通网络更加完善。黑石坡至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等项目前期

工作有序推进，七盘关至曾家山旅游扶贫公路、七盘关超级服务区

等项目加快建设，新（改）建农村公路 180 公里，创成“四好农村

路”省级示范县，曾家山生态旅游环线位列全省最美农村公路榜首。

年末全区境内公路总里程 2947.507 公里。其中，国道 43.085 公里，

省道 129.875 公里，县道 542.002 公里，乡道 754.962 公里，村道

1477.583 公里。按技术等级分，二级公路 57.37 公里，三级公路

13.908 公里，四级公路 2665.302 公里，等外公路 210.927 公里。

完成公路运输总周转量 32395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16.2%。

其中，公路货运周转量 32116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16.2%；公路

客运周转量 2784 万人·公里，同比增长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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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2102 万元，同比增长 6.7%；实现增加值 640

万元，同比增长 5.7%。

六、贸易和旅游业

商贸物流日趋活跃。朝天时代广场、曾家汉王老街改造提升，

华美达国际连锁酒店正式运营，曾家山文体旅游集聚区创建为省级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成区级农产品配送中心 1个、社区配送网点

7 个、产业村收购网点 20 个，城乡双向流通高效配送体系基本建

成。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52733 万元，同比增长 18.1%。

其中，城镇完成 189071 万元，同比增长 19.1%；乡村完成 63662

万元，增长 15.2%。限上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 3166

万元，同比增长 22.8%。

文旅经济突破发展。荣乐·养生谷、曾家山原乡等项目加快建

设，康养地产、度假民宿成为曾家山独特优势产业。曾家山养生文

化展览馆、曾家山旅游大数据中心等项目竣工投用。建成七彩滑道、

岭上石林景点、岭上民宿等精品业态。罗圈岩村被命名为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曾家镇被命名为天府旅游名镇，朝天区创建为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天府旅游名县。高质量举（承）办了全省旅游景区

发展大会、第十一届大蜀道文化旅游节和全市文旅发展大会等系列

节会活动，全年接待游客 8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9.1%、43.3%。

七、财政与金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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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全年地方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

30963万元，同比增长 15.5%。其中，税收收入 15658万元，同比

增长-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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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36万元，比上年增长 4.5%，民生支

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65.9%。

金融保险支持力度加大。年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67.98亿元，同比增长 11.2%。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54.03

亿元，同比增长 13.4%。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66亿元，同比增长 2.4%。

全年各类保费收入 13770 万元，同比增长 1.46%。

八、科学技术和教育

科技创新推进有力。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家，入库国家科

技型企业 11 家，签订企校产学研合作协议 18 项，取得省、市科技

成果 4项。2020 年，全区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3315

万元，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与地区生

产总值之比）为 0.47%。

教育质量有效提升。新（改）建幼儿园５所，学前教育三年毛

入园率达 92.8%。启动全国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县区创建，“双

规范双减”政策落地落实，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率、巩固率

均为 100%。高考本科升学率同比增长 10％。职业教育学生就业率

达 100％。全区拥有各类学校 49 所，在校学生 13786 人，专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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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1300 人。

九、文化、体育和卫生

文体事业稳步发展。麻柳乡（麻柳刺绣）被评为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城市十分钟、乡村十五分钟文化圈”全面建成。

曾家山网球场改造完成，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广泛开展，成功承办全

国女子门球赛，曾家山滑雪场荣获“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实现全域覆盖。通过有线、无线、直播卫

星三种覆盖方式实现广播电视全域覆盖。基本建成区乡村三级应急

广播体系，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服务网点延伸到了区、

乡、村。全年发展有线电视用户 1350 户，直播卫星 123 户，无线

数字电视 100 户。全区共建有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18 座，直播卫

星达到 4.4 万户，有线电视用户达到 2.68 万户，转播电视节目 218

套，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 100%。

医疗卫生体系加快完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稳步推进，

“1+2+2+N”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全面构建。医疗机构 DRG 付费方式

实现全覆盖，29 家定点医院全部开通异地就医住院直接结算。区

中医院创建为“二甲”医院，曾家镇中心卫生院成为全市两项改革

示范点。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数 258 个，医院、卫生院技术人员

964 人，执业（助理）医师 319 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933 张；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 99.84%，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3.1‰，婴儿

死亡率为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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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更加优良。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98.1%，在川东

北 34 个县区排名第二。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持续做好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禁捕工作，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90%，主要河流水

质基本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城乡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多

彩曾家山”村庄绿化和生态修复工程完成。

十一、人口和居民生活

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 68997户，总人口 199575人。其中，乡

村人口 171035人，城镇人口 28540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14.3%。

全年出生人口 1507 人，人口出生率 6.8‰；死亡人口 1162 人，人

口死亡率 6.79‰；人口自然增长率 0.02‰,较上年下降 1.9 个千分

点。

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683元，同

比增长 10.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8897元，比上

年净增 3326元，增长 9.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5730元，

比上年净增 1603 元，增长 11.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4425

元，同比增长 9.2%，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3.1%；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13197元，同比增长10.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3%。

疫情防控成果持续巩固。各级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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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环节和重点场所监管有力，有效应对多轮疫情冲击。规范设置

隔离点 10 个，建成核酸检测实验室 3个，应急处置能力全面提升。

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25.4 万剂次，重点人群实现应接尽接。全

区始终保持零输入、零感染的良好态势。

民生保障坚实有力。30 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组建朝天区人

力资源公司和乡镇（村）劳务专合社（分社），新建杭州农民工工

作站和滨江区劳务协作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2.98 万

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8%以上。改造农村危旧房 295

户，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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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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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总人口、出生和死亡人口为公安年报数，人口质量指标由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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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

附表：1.全国、全省、全市及各县区 2021 年主要经济指标

2.2021 年全市分县区“四上”单位在库情况

3.2021 年全市分县区“四上”单位入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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