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
团结实干，德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

经济总量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优化。综合实
力显著增强。1949年全市生产总值仅为3 . 4亿元，1994年跃上
百亿元台阶，2006年突破1000亿元，2012年突破2000亿元，
2017年突破3000亿元。2018年全市GDP达到3380 . 3亿元，是
1949年的994倍。人均水平迅速上升，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仅有190元，1988年突破千元，2003年突破万元，2018年达
到58252元，是1978年的307倍。财政实力快速发展壮大。
197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1 . 04亿元，1998年跨上10亿元台
阶，2012年跨上100亿元台阶，2018年跨上200亿元台阶，达
到202 . 52亿元，是1978年的195倍。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1978年，德州地区三次产业结
构为57 . 2：16 . 9：25 . 9，第一产业占据半壁江山；1995年实现
产业结构“二一三”的转变；1999年实现“二三一”的转
变。2018年产业结构调整为9 . 5：47 . 7：42 . 8，第三产业比重
比1978年上升16 . 9个百分点。

各产业充分发展，供给能力实现大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不断释放。1949年，全市农业总产值仅4 . 6亿元，粮食产量
76 . 71万吨。1978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一个
发展机遇期，粮食连年丰收，1984年粮食总产量199 . 7万吨，
201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30 . 0万吨，比1949年增长8 . 5倍。

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

为0 . 24亿元，轻重工业比例为87：13。改革开放特别是“十
五”以来，德州立足“工业强市”，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了全市工业经济从工业化初期迈入工业化中期的历史性
跨越。1980年至2018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 . 5%。

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改革开放前，德州服务业
比重和水平偏低，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服务业快速发展。2018年服务业增加
值达到1447 . 38亿元，比1980年增长470倍，服务业对GDP增
长的贡献率达46 . 8%。

投资和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扩大内需成效显著。投资关
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新中国成立以来，德州不断加大投资力
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德州投资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
至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 . 1%。民间投资主体地位
凸显。2000年民间投资仅占18 . 1%，2010年以来全市民间投资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保持在80%左右，2018年全市民间投资占
比为73 . 6%。

消费贡献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前，德州市场供应长
期处于紧张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品市场蓬勃发
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先后于1983年、1998年、2005
年、2009年、2014年分别跨过10亿元、100亿元、200亿
元、500亿元、1000亿元大关。1978至2018年零售额年均增
长16 . 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2017年全市
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 . 9%，比2005年提高
18 . 4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聊城
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奋进，团结一致，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聊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经济总量不断跨越。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3152 . 1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实现年均增长8 . 1%。人均生产总值
由1949年的72元增加到2018年的51935元，实现年均增长
7 . 5%。财政实力不断增强。2018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94 . 27亿元，1949年仅为0 . 15亿元，实现年均增长10 . 9%。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由1949年的89 . 0：5 . 7：5 . 3
逐渐优化为2018年的9 . 9：49 . 1：41 . 0。其中，第一产业比重
下降79 . 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43 . 4个百分点，第三
产业比重上升35 . 7个百分点。

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加快。2018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586 . 10亿元，1949—2018年实现年均增长8 . 5%。粮食生产
实现“十六连丰”。茌平耿店村“棚二代”创业实践得到中
央领导高度肯定，7个乡镇入选齐鲁样板示范乡镇。成功推
出“聊·胜一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叫响了“放心吃
吧，聊城产的”宣传口号，并开通京沪高铁“聊·胜一筹!”
专列，优质农产品品牌进一步打响。

工业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全市工业增加值1443 . 92亿
元，1949—2018年实现年均增长12 . 5%；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5 . 8%，比1949年提高了40 . 5个百分点。形成了有色金属、纺
织服装、化工、汽车、食品等多个支柱产业，涌现出一批全

国同行业名列前茅的大企业和知名品牌。工业效益大幅提
高。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是1978年的
45 . 3倍，实现年均增长10 . 0%；利润总额是1978年的48 . 7倍，
实现年均增长10 . 2%。

内外需求拉动强劲。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累计完成投资
额1 . 90万亿元，实现年均增长20 . 9%。商贸市场繁荣兴旺。
2018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334 . 35亿元，1949—2018年
实现年均增长11 . 7%。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18年，全市进
出口总额489 . 56亿元。外贸依存度达到15 . 5%，比1997年提高
11 . 6个百分点。

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日趋完善。交通运输业快速发展，高
速公路、铁路从无到有。京九铁路与邯济铁路在聊城相交形
成了黄金交叉，济郑高铁、京九高铁（雄安—聊城—商丘
段）、聊泰铁路、聊城机场等前期工作均取得重大进展。德
上高速、莘南高速建成通车，青兰高速即将开通，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达到309公里。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1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27276元，是2005年的3 . 0倍，年均增长8 . 9%；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492元，1949—2018年实现年均增
长8 . 2%。

回首70年，全市上下不忘初心、栉风沐雨，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征途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展望未来，新的经济增长
点在加快孕育，为聊城加快发展提供了现实机遇。聊城已站
上新台阶，必将迎来新跨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祖国奋进的脚步，滨州市

委、市政府带领全市390多万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持

续深入探索符合滨州市情的发展道路。70年峥嵘岁月，70年

光辉历程，滨州逐步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向开放的、

外向型经济的转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70年来，滨

州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更趋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市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不到2亿

元，增加到2018年的2640 . 52亿元，增长1319 . 3倍，在1993年

提前7年实现了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人均

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56元提高到2018年的67405元。财政实

力快速发展壮大，1952年地方财政收入2512万元，发展到

197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1 . 5亿元，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240 . 54亿元，较1952年增长了961倍多；人均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由1978年的49元，提高到2018年的6140元，增

长124 . 3倍。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科技、教育、

卫生等重点支出得到较好保证，有力支持了全市经济和社会

事业发展。

农林牧渔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比重不断减少，林

业、畜牧业、渔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工业经济占比日趋合

理。1949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滨州是典型的农业区，工业

占国民经济份额偏低。1978年以来，工业经济的发展步伐迅

速加快，到 1 9 9 2年工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达到

34 . 81%；2006年底，工业比重为55 . 41%，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2007年以来，工业占比略有下降。工业结构不断向轻重

平衡和高新产业化发展，新兴产业迅速崛起。第三产业发展

迅速。 2 0 0 2年，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30 . 84%；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1 . 27%；到2018年，三

产占比首次超过二产，“三二一”产业结构正式形成。

70年跨越发展，70年砥砺前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向纵深推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加快孕育，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多重战略叠加

效应的加速释放，都将为滨州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

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勤劳智慧的滨州人民，必将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时代大潮

里，主动作为、敢作敢为，以勇于自我革新的担当，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拼搏，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助力。锐意进

取！再塑辉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菏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全
市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发展。2018年，菏泽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3079亿元，是1949年的1924倍。其间，1994年突破百
亿元，2010年、2013年、2018年分别迈上1000亿元、2000
亿元、3000亿元台阶。从百亿元至突破千亿元用了16年，
从1000亿元至跨越3000亿元仅用了8年时间。经济发展跑
出了“菏泽速度”。在2007至2018年的12年间，11年增速
保持全省首位。

增长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菏泽产业以
农业为主导，三次产业结构为87 . 5：1 . 2：11 . 3；1993年，第
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三产业，结构为48 . 9：26 . 1：25 . 0；
2004年，三产结构为36 . 9：39 . 8：23 . 3，演变为“二一三”；
2008年，三产结构为23 . 2：50 . 1：26 . 7，产业结构优化为“二
三一”。

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改革开放以来，菏泽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投资额由1978年的0 . 027亿元发展到2018年的
168亿元，年均增长24%。全市境内公路通车里程已达2 . 4万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317 . 4公里。铁路、高速、港口相继
通车通航，机场、高铁加快建设，立体交通格局初步形成。
市区建成世界重量最大的转体斜拉大桥——— 丹阳路立交桥，
环堤公园、赵王河公园、城区道路改造等项目的实施改善了

城市环境，提升了城市品位。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仅有4701万元，2003年、2013年分别突破百亿
元、千亿元，2018年实现1811亿元。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
达到53个，建成了一批现代新型商业综合体。电子商务蓬勃
发展。菏泽获批创建“全国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被认定为
“全省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至2019年6月底，全市淘宝
镇、淘宝村分别达47个和307个。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2018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突破两百亿元达到206亿元。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75元提高到2018年的26176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35元提高到2018
年的12848元。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事业成绩显著。2018年，全市
共有各类学校4184所，在校生213 . 3万人。社会保障能力逐步
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参保914 . 9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556 . 7万人。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全市医疗机构5623个，其中
综合医院175个；实有病床数5 . 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 . 3万
人，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加407倍和5 . 8倍。

70年来，菏泽取得辉煌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菏泽
人民将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努力把菏泽建设成为经济发
达、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区域中心城市。

砥砺奋进七十载 厚德之州铸辉煌
德州市统计局

雄关漫道七十载 魅力水城换新颜
聊城市统计局

七十年光辉征程 铸滨州辉煌巨变
滨州市统计局

波澜壮阔七十载 辉煌发展迎巨变
菏泽市统计局

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

山东省统计局
新时代呼唤新统计，高质量发展对依法统计、依法治

统提出更高要求，统计部门作为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承担
着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责任，一定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的引领
下奋发作为，向新时代交出反映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一、牢固树立法治理念，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牢
固树立法治理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认
同和自信。一是主动学法。按照《全国统计法治宣传教育
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的要求，完善党组理论中心组
学习制度，通过以上率下，提高统计系统学习运用统计法
的意识。做到熟知法律条文，为依法统计奠定基础。二是
真心尊法。自觉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的思想，强化对《统计法》的敬畏之心。三是善于用

法。自觉依法规范统计行为，抵制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维护统计权威。把依法统计贯穿到数据采集、审核、上
报、发布等各个环节，自觉遵守法律程序，做到一事当前
法律先行。四是有效普法。把领导干部作为普法关键，提
高党政领导依法指导、管理统计工作的法律意识。深入推
进《统计法》进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
院工作。推进调查对象和社会公众普法宣传，结合专业培
训宣讲、案例警示等方式，培养统计人员法律自觉。

二、坚持依法治统，努力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不出
假数、真实可信”是统计工作的生命，也是《统计法》的
根本要求。一是依法加强统计调查管理。依法设置统计调
查项目，形成科学规范统一统计调查指标体系。依法管理
部门统计，实现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依法保守国家统计

秘密和被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保护单项调查资料。二是
坚持依法独立调查。健全统计全流程管控机制，确保统计
调查对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健全国家
基本单位名录库，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坚决拒绝
和抵制各种人为干扰和影响独立统计调查的行为。三是
加大数据审核力度。认真开展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和治
理，建立源头数据质量抽查制度。依法开展统计数据质
量评估，对数据间的协调性、匹配性进行客观评价，提高
基础数据质量。

三、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处统计违法行为。以“零
容忍”的态度，及时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
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问题发生。一是有案必查违法必惩。
建立统计违法案件举报制度，畅通举报渠道。严肃查处统

计机构、有关部门及其相关人员统计违纪违法行为，依法
惩治统计调查对象拒不履行法定义务行为，形成防惩统计
造假震慑氛围。严格执行案件移送规定，严肃追究统计违
纪违法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二是突出重点夯实责任。
完善统计执法检查责任制，统计机构主要负责人坚持把关
抓总，分管负责人靠前指挥，统计执法部门认真组织实
施。加强对统计执法队伍的培训，锻炼一批业务精、能力
强的执法工作骨干。三是惩教结合增强实效。严格落实统
计违法惩处标准，防止重调查轻处理、重批评轻处罚。认
真落实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公示制度，将统计调查对象的
信用状况置于阳光下，让统计上的失信企业一处失信处处
受限，形成统计调查对象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
会共治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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