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枣庄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
下，同心同德，艰苦创业，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经济结构不
断优化，民生条件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国民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经济总量不断跨越。新中国成立初期，枣庄经济总量和
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经济实力弱小。1952年生产总值仅为
0 . 95亿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增加到8 . 25亿元。改革开
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达到2402 . 38亿元，按可比价
计算比1952年增长692倍，年均增长10 . 4%。

财政实力由弱变强。1953年全市财政收入处于困难期，
财政收入只有960万元，经过长时间缓慢增长，1978年上升
到12631万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规模的
扩大，财政收入大幅增长，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46 . 70亿元。

农业生产全面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农业生产能
力低下，1949年耕地面积只有247 . 99千公顷，粮食总产量
17 . 93万吨。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
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2018
年粮食总产量实现172万吨，比1949年增长8 . 6倍。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枣庄是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
市。70年来，全市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经济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的煤炭结构，逐步形成了门类比
较齐全的工业体系。2017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039 . 72亿元，

1949—2017年年均增长15 . 4%。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全市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0 . 24亿元，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建设工程
和重工业发展，投资规模较小，直到1978年，也仅有1 . 21亿
元。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着力加大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的投资力度，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797 . 52亿元。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1952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0 . 38亿元，市场处于缓慢发展阶段，197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2 . 97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超市、购物中心、专卖
店、便民店、折扣店等各种业态遍地开花，商业新模式、新
业态持续涌现，消费品市场提档转型趋势明显。2018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950 . 3亿元。

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居民收入和
消费水平很低，居民人均收入仅为50元，人均消费粮食182
公斤。由于人口增长快，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1元，城乡居民生活基本处于温饱
不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生活档次和质量不断提升。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24334元。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215 . 7平方
公里，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到231 . 24万人。城市基础设施水
平、群众生活居住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昔日煤城逐渐蜕变
成为自然生态优美、宜居宜业新枣庄。

自1983年建市以来，东营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顺
应时代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东营特色的发展之路。尤其是
东营市委六届四次全会确立了“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极，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
城市”的目标定位，明确了东营发展的前进方向，全面拉开
了东营发展的新格局。

建市以来经济发展阔步前行。经济总量实现大跨越。建
市之初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仅20 . 76亿元。1993年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百亿元，2005年突破千亿元，2008年、2012年分别
突破2000亿元、3000亿元，2018年达到4152 . 47亿元。人均
GDP由1983年的1350元增长到2018年的191942元，经济总量和
综合实力实现大跨越。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1983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
19 . 1：72 . 7：8 . 2，经过35年发展，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为3 . 5：62 . 2：34 . 3。第三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力保障，
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农村经济全面振兴。2018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83 . 32亿元，粮食播种面积255675公顷，是1983年的1 . 46倍，
粮食产量146 . 55万吨，是1983年的3 . 2倍。

工业经济占据主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1983年的
239家增加到2018年的987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1983年
的20 . 9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2769 . 43亿元，年均增长
14 . 7%，工业依然是全市经济的重要支柱。

内外贸市场繁荣稳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83年建
市之初的3 . 25亿元起步，逐步发展壮大。2018年，全市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67 . 01亿元，是1983年的266 . 8倍，年均
增长17 . 3%。东营积极适应国际市场变化，对外贸易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2018年，全市完成进出口总额1627 . 94亿元，其
中出口368 . 98亿元，进口1258 . 97亿元。

财政金融事业得到长足发展。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244 . 59亿元，是1983年的107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6 . 33亿元，是1983年的1199倍。2018年，全市各项存款余额
3721 . 44亿元，是1983年的1279 . 9倍；各项贷款余额3553 . 14亿
元，是1983年的1415 . 7倍。

全市经济发展前景继续向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较快发
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新时期还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一是宏
观环境因素。中国经济正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增长的基本
面没有发生改变，东营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积极应
对、加快发展、快速跟进。二是区位优势和环境资源。作为
国务院批复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前沿城市，在两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
具有充分获得政策支持的优势。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充当全市
经济发展的“加油站”和“助力器”作用依然显著，仍然是
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四是工业作为支柱产业为东营
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重点行业对全市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
依然明显。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泰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凝心聚力，迎难而上，从贫穷落后走向富裕文明，从温

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较快增长。1949年

泰安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亿元，1978年为14 . 4亿元，2006年超

过1000亿元，2014年突破3000亿元，2018年为3651 . 5亿元，改

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12 . 0%。财政实力显著增强。1949年泰

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7 . 0万元，1978年超过1亿元，2018年

达到219 . 5亿元，年均增长13 . 3%。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中国成立之初，泰安产业层

次很低， 1 9 4 9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 9 0 . 0： 5 . 0：

5 . 0，2 0 1 8年演变为7 . 8：44 . 2：48 . 0，形成“三二一”模

式。农业供给稳定增长。1949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

种植面积的81%，粮食总产42 . 5万吨，2018年粮食总产247万

吨，较1949年增加204 . 5万吨。工业供给体系日臻完善。全市

工业增加值从1949年的0 . 05亿元、1978年的5 . 3亿元增至2018

年的1325 . 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49年的5 . 0%，

1978年的36 . 9%，至2007年达到最高值49 . 6%，随着转型升

级、结构调整的加快，调整至2018年的36 . 3%。市场供给繁

荣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初，泰安商业市场货源奇缺，1978年

后明显缓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 . 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

来，商贸流通领域繁荣发展，2018年达到1593 . 8亿元。旅游

业精彩纷呈。1987年逐年举办泰山国际登山节，旅游业不断

发展壮大，2018年5A级泰山景区接待游客562 . 1万人次，全

市境内外游客7589 . 4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总额847 . 7亿元。

基础设施功能完善。交通运输飞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

公路总长度2590公里，2018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15588公里，

客运量2984万人，货运量8259万吨，营运性汽车保有量达到

2 . 9万辆，集约化客车比例达67 . 5%。通信基础网络完善。

2018年邮电业务总量76 . 4亿元，是1949年的19 . 1万倍，年均增

长19 . 3%，年末固定电话户数59 . 0万户，移动电话583 . 1万

户，上网用户261 . 1万户。城镇化水平提升快。新中国成立

以来，泰安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全面加强，2018年城镇化率达

到61 . 9%，公园绿地面积2550万平方米，用水普及率、燃气

普及率均达到100%。

民生事业崭新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泰安城市居民

年人均收入70元，农民年人均收入33 . 4元，2018年，泰安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5196元、16959元，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2106 . 1亿元，是1949年的526 . 5万倍，年均增

长25 . 1%；养老、医疗等5个险种9个类别的社会保险费收

缴率均达95%以上；9所普通高校招生3 . 6万人，14所中等

职业学校在校生3 . 8万人，196所普通中学在校学生31 . 8万

人，520所小学在校学生29 . 8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成

人识字率均达到100%。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威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发展质量显著提升。经济总量跨越
式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 . 6%，达到3641 . 48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 . 8%，达到128774元，多年稳居
全省前三位。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改善。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年均增长14%。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5896元，是1985年65 . 3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423元，是1983年的37 . 5倍。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业基础地位
更加巩固。2018年，全市水产品产量达到272 . 11万吨，是1949
年的103倍；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17 . 5亿元，年均增长
5 . 7%，其中渔业产值达到333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到64 . 3%，较1949年提高12 . 6个百分点。服务业实现较快
发展。2018年，接待旅游总人数4751 . 72万人次，实现旅游消
费总额达到682 . 99亿元。2018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
7 . 7：44 . 0：48 . 3，与1949年相比，第二产业提高了37 . 33个百
分点，第三产业提高了33 . 3个百分点。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功能升级。投资总量迅速
扩大，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精致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18年，全市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291 . 09平方公里，燃气普
及率100%，公交运营线路325条，公交车辆2310辆，平均日

客运量达到58 . 8万人次。城镇化率逐年提高。2018年，全市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 . 7%，较1949年提高55 . 4个百分点。

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威海积极实
施城市国际化战略，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2018年，全市进
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38 . 2%，较1993年提高29 . 2个百分
点。外贸新业态加快发展，全市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达到21 . 3
亿元，增长56 . 6%，规模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利用外资
高速增长。到2018年底，有36个国家（地区）的外商来威海
投资设立企业，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8 . 6亿美元，年均增
长20 . 4%。

社会事业繁荣发展，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
70年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市科技、教育、
文化、卫生、民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同步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和进步。2018年末各类学校达到556家，在校学生43 . 08
万人，专任教师3 . 16万人；每千人拥有床位数7 . 5床，增
长74倍，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9 . 2人，增长45倍；
全市214 . 65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253 . 29万人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

当前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之年，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威海要牢牢把握争当全省
走在前列排头兵的目标定位，以勇于超越的气魄、不断创新
的精神、持续赶超的执着，全力开创“精致城市·幸福威
海”新局面。

七十载铸就辉煌 新时代再谱华章
枣庄市统计局

开拓奋进展宏图 经济发展创辉煌
东营市统计局

凝心聚力七十载 国泰民安写新篇
泰安市统计局

不忘初心共筑梦 扬帆起航再出发
威海市统计局

夯实统计基层基础 确保源头数据质量
山东省统计局

统计基层基础是统计工作的基石，是统计发展的根本
保证，对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特别是源头数据质量至关
重要。近年来，省统计局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决策部
署，坚持抓根本、抓源头、强基础，全面推进全省统计工
作上水平、上台阶。

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充实基层统计人员力
量。明文要求各市、县(市、区)根据统计任务变化，相应增
加县级统计机构人员力量。建立辖区基本单位数量变动、
人口规模变动与统计人员增减联动机制。村居（社区）和
企业统计人员变更时，要向乡镇(街道)统计机构备案。在乡

镇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比例总数之外，增设“定向评
价、定向使用”的乡镇统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支持发展
民间统计调查机构，鼓励基层探索购买统计服务，充实基
层统计力量。

以提升履职能力为根本，持续强化基层统计干部培
训。积极回应基层统计干部诉求，统筹省市县乡四级培训
需求，构建全省统计系统教育培训大格局。加强对统计报
表制度、统计指标内涵外延、统计规范化要求、统计法律
法规等内容培训，提高基层统计人员实际操作技能。初步
形成省统计局统一制订培训方案、统一选择培训机构、统
一进行课程设置、统一商谈培训管理服务项目及培训费用

的“四统一模式”。开设“山东统计大讲堂”，利用全省
统计视频会议系统，共享精品高端培训资源。

以夯实源头数据质量为核心，不断加强基层统计规范
化建设。深入开展基层统计规范化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建
成和树立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基层统计单位。严格执
行基层统计规范化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原始记录、统计台
账等规章制度，确保基层统计工作有章可循、依规开展，
确保源头统计数据生产规范、质量可靠、真实准确。按照
“四上”单位管理规定，及时做好“四上”单位纳统、修正
和退库工作。加强对部门统计业务指导，建立部门统计资
料报备制度，对涉及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相关部门向上

级主管部门报送统计资料时，须向同级政府统计机构报备。
以新技术新手段为支撑，加快提升基层统计信息化水

平。将统计信息化纳入电子政务总体规划，总体部署，统
筹推进。优化完善乡镇统计网络建设，保证省、市、县、
乡四级统计网络的稳定畅通。强化创新，加强对互联网、
大数据、卫星遥感以及空间地理信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
用，提高统计生产效率，加快推进数据采集、整理、传
输、存储、应用和管理的统计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基层
统计信息化应用水平。积极探索统计数据获取方式，提高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记录等获取统
计信息的能力。

1122 专版 22001199年年1100月月1100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电话:(0531)85196509 Email:dzjr2013@163 .com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