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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 2023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年，洛宁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打造“实力

洛宁”为目标，抢抓发展机遇，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实

施重大项目调度工作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发展质量稳步提高，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全县社会经济保持

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县生产总值 2182352 万元，同比增长 4.5%,

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247804 万元，同比增长 1.2%；第二产业

完成增加值 770812 万元，同比增长 6%；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1163737 万元，同比增长 4.5%。三次产业结构为产业结构呈

现 11.4:35.3:53.3 三二一格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8752 元。

2023 年，全县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00.9%。八大类商品呈

5涨 2平 1降态势。

各类价格指数如下：（以 2022 年价格为 100）

项 目 指 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100.9

食 品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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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113.3

薯类 97.9

食用油 100.6

菜 98.6

畜肉类 90.0

水产品 100.7

蛋 类 98.2

调味品 100

奶类 100

干鲜瓜果 97.3

糖果糕点类 101.8

烟酒 107.4

衣着 99.5

居住 102.1

生活用品及服务 100.2

交通和通信 100

教育文化和娱乐 100

医疗保健 100.5

其他用品和服务 103.8

劳动就业工作有所加强。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全年城

镇新增就业人员 3640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825 人，其中

就业困难实现就业 286 人。

二、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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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62095.8 公

顷与去年基本持平；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284004.23 吨，下

降 1.73%。其中，夏粮产量 133485.18 吨，下降 6.33%；秋粮

产量 150519.05 吨，上升 2.74%。蔬菜面积 3215.59 公顷，上

升3.0%；油料面积3096.33公顷，上升2.5%；烟叶面积5771.84

公顷；小麦面积 29320.5 公顷；玉米面积 24210.9 公顷，下

降 0.4%。

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产品名称 2023 年产量 比上年±%

粮 食 284004 吨 －1.73

夏 粮 133485.18 吨 -6.33

秋 粮 150519.05 吨 +2.74

油 料 7351.54 吨 +2.01

蔬 菜 120744.41 吨 +3.9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畜禽存（出）栏数量如下：

产品及畜禽名称 2023 年产（存、出栏）量比上年±%

肉类总产量 19469 吨 +2.29

奶类总产量 17868 吨 +11.5

牛 奶 17868 吨 +11.5

禽蛋总产量 15784 吨 +19.5

牛当年出栏数 3.8069 万头 +0.03

牛年末存栏数 8.6782 万头 +11.29

生猪当年出栏数 11.4918 万头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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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年末存栏数 8.6030 万头 -7.5

羊当年出栏数 17.0738 万头 +0.41

羊年末存栏数 10.4054 万只 -3.07

家禽当年出栏数 142.5198 万只 -29.8

家禽当年存栏数 212.4806 万只 -3.9

林业生产进一步发展，2023 年完成国土绿化 4.9 万亩，其

中人工造林 0.9 万亩、封山育林 3万亩、飞播造林 1万亩。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年末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51.98 万千瓦；比上年增加 0.24 万千瓦；农用拖拉机达 9633

台，比上年增加 46 台。2023 年农业电量 4321.12 万千瓦时，

与去年 3128.74 万千瓦时相比，同比增长 38.1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7.88%。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股份

制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4.77%。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4%；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05%。中型企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9.7%，小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9%，微型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5.9%。

建筑业经济效益逐步好转。

全县资质以内建筑业企业总产值 66043 万元，同比增长

42.3%。建筑业增加值 21433 万元,同比增长 228%。

四、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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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回落。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20.4%；

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34.6%；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4.5%，第三产业投资下降 31.2%。

全年民间投资下降 25.2%。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94333 万元，比去年下降 41.6%。商

品房销售面积 174742 平方米，比去年增长 2.5%。

五、国内贸易

全年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22426 万元，比上年

增长 7.7%。分行业看，全年累计完成批发业销售额 222368

万元，同比增长 0.4%；零售业销售额 728009 万元，同比增长

7.7%；住宿业营业额 15663 万元，同比增长 6.5%；餐饮业营

业额 138656 万元，同比增长 9.5%。从销售模式上看，超市、

专卖店、连锁店等生意火爆，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住宿餐

饮业以迅猛的发展形势形成赶超。从商品销售看，家用电器、

汽车、通讯产品、家装材料以及旅游、文化等正在成为持续

升温的大众消费热点，成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

六、对外经济

全县全年进出口总值 7307.18 万元，同比下降 42.48%。

招商引资成果丰硕。实际利用外资 1万美元，同比下降 98.6%。

利用省外境内资金 57.57 亿元，同比增长 9.66%。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交通运输业平稳发展。全年交通运输部门完成,客运量

526.43万人，客运周转量36849.94万人公里,同比上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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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量 297.45 万吨，货运周转量 55162.03 万吨公里,同比上

涨 0.9%；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8197.54 万元，比上年增加

4.44%；本地电话年末用户达 1.52 万户,比去年减少 0.03 万

户，移动电话年末用户达 36.29 万户,比上年增加 0.62 万户,

互联网用户 13.59 万户，比上年增加 0.44 万户。

旅游业快速发展。据旅游部门统计，全年接待国内外旅

游总人数达 638.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30.02 亿元。年末

共有 4A 级景区 1个，3A 级景区 2个，乡村旅游点 6 个。

八、财政、金融和保险业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2023 年，全县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 160470 万元，同比增长 8.7%；地方财政支出 357470

万元，同比增长 9.4%。

分部门完成情况是：税务部门完成 92753 万元，同比下

降 5.5%，减收 538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7.8%；财

政部门完成 67717 万元，同比增长 36.7%，增收 18195 万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42.2%。

分收入结构看：税务部门完成 92753 万元，同比下降

5.5%，减收 538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7.8%；财政

部门完成 67717 万元，同比增长 36.7%，增收 18195 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 42.2%。

金融秩序运行平稳。2023 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

余额 2175772 万元，比年初增加 248322 万元。其中，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 1782919 万元，比年初增加 216141 万元。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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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492107 万元，比年初增加 282518 万

元。

保险事业健康发展。全年保费收入 7497.88 万元，其中：

财产险保费收入 3917.88 万元，人寿险保费收入 3580 万元。

全年赔付额 3505.22 万元，其中：财产险赔付额 2305.03 万

元，人寿险赔付额 1200.19 万元。

九、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

教育事业继续发展。2023 年，普通高中 4 所，招生 2911

人，在校生 9146 人。初中 33 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在校

生 17917 人。小学 58 所，在校生 34448 人。幼儿园 66 所，

在园儿童 11392 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1 所，招生 346 人，

在校生 1558 人。特殊教育学校 1 所,招生 13 人,在校生 140

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6.5%；初级中学入学率 100%;小

学学龄儿童入学率 100%。

文化事业稳定发展。2023 年末，县公共图书馆 1 个，县

文化馆 1 个，县美术馆 1个，县剧团专业剧团 1 个，在平台

注册文化合作社 399 个，组建自乐组织 431 个。年末，一千

瓦以上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 2 座。无线地面数字多频道发射

覆盖我县边远山区十二个乡镇，覆盖率达 60%，对广播电视盲

村安装“村村通”直播卫星设备 4260 套。应急广播覆盖全县

18 个乡镇 390 个行政村，主动发布终端 270 套，全县广播人

口覆盖率 40％，县级电视台周播出时间 105 小时，日播出时

间 15 小时，县级广播电台日播出时间 6小时。



8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截至 2023 年底，全县共有各级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 418个，其中，委属二级机构 4 个，分别是洛

宁县计划生育协会、洛宁县卫生健康服务中心、洛宁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洛宁县 120急救指挥中心；二级以上公立医

院 3个，分别为洛宁县人民医院，洛宁县中医院，洛宁县妇

幼保健院；民营医院 5 个，分别是洛宁博爱医院、洛宁爱德

医院、洛宁民康医院、洛宁大众医院、洛宁福宁医院，乡镇

卫生院 21个，洛宁县地方病防治院 1 个，均为一级综合医院；

标准化村卫生室 334个，公有化率为 100%；个体诊所（含中

医、牙科）48 个，门诊部 2个（九龙口腔门诊部、疾控中心

门诊部）。全县医疗卫生床位数 3924 张，每千人口平均为 10.1

张；全县现有在职人员 2493 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1735

人，占总在职人员数的 69.59%。全县卫生技术人员有正高级

职称 14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数的 0.8%；副高级职称 110人，

占 6.34%；中级职称494人，占 28.47%；师级 546人，占31.46%；

士级 571人，占 32.9%。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2023 年洛宁县全年共举办县以上运

动会及各种体育比赛 22 场次，参加运动员 5100 余人次。全

县在校生体育达标率达 100%。

十、环境保护

环境治理力度逐步加大。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作成效

明显。截止 2023 年底，全县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共有 68人。

其中：行政编制公务员 5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事业编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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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环境监测站事业编制 15 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涉及 18

个乡镇 146 个村；新划定的禁煤区范围：“县城建成区：东

至在礼社区西界，南至宜故路，西至中原桥，北至梅窑村南

界。乡镇范围：已完成"双替代"改造的村庄全部划定为禁煤

区”。洛宁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约 41.48 平方公里（含水域），

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26.38 平方公里。

共分为 4类，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为 12.14 平方千米，占整

个规划功能区面积的 46.02%；2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为 5.4

平方千米，占整个规划功能区面积的 20.47%；3 类声环境功

能区面积为 8.84 平方千米，占整个规划功能区面积 33.51%；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洛宁县城区内主要城市主次干道、快速

路、高速公路等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区域以及交通设施（不

统计面积）；国控长水断面、省控故县水库断面和市控温庄

断面水质综合达标率为 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故县水库被河南省命名为“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受污

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 100%，重点建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

保障；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均浓度 53微克/立方米，细颗粒

物 PM2.5 年均浓度 33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累计 316 天，

实现了环境空气质量二级达标。

十一、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平稳增长。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36.89 万人。出生

率 7.20‰；城镇人口 15.8 万人,城镇化率为 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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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37646.8 元，同比增长 5.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278.7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480.5 元，同比增

长 8.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975.06 元。

全县社会福利收养机构 22 个，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机构床

位数 1795 张。2023 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407.7

万元，比上年减少 31.54 万元；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824

人，比上年减少 17 人；发放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4492.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90.97 万元；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13542

人，比上年减少 29 人；全县共有五保人员 2793 人，发放特

困供养人员生活费、护理费（含丧葬费）2396.2 万元。

注：１、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２、公报中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

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

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