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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2016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下行压力，全县
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省委、市委、县委一系列
决策部署，全面实施“六大战略”，不断提升“六条路径”，
全县经济稳中有快，各项事业持续向好，实现了“十三五”
良好开局。

一、综 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34923 万元，同
比增长 5.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8790 万元，同比增
长 4.8%；第二产业增加值 36124 万元，同比增长 7.4%；第
三产业增加值 140009 万元，同比增长 5.8%。

图一院2011-2016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3333 元，同比增长 5.3%。三次产
业结构比例为 25.0:15.4:59.6。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101015 万元，同比增长
9.7%。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6332.7 公顷，同比增长 0.09%。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5518.3 公顷，同比增长 0.3%，其中：
玉米播种面积 21332.4 公顷,同比增长 0.11% ;小麦播种面
积 62.9 公顷, 同比下降 80.22%；蔬菜播种面积 715.6 公
顷，同比增长 1.36%。

全年粮食产量 186252.1 吨，同比增长 1.90%。其中：夏
粮 205.3 吨，同比下降 78.85%；秋粮 186046.8 吨，同比增
长 2.33%。玉米产量 167678.2 吨，同比增长 0.92%；蔬菜产
量 29585.8 吨，同比增长 8.04%。

全年牛存栏 14572 头，出栏 10194 头；羊存栏 67338
只，出栏 29396 只；猪存栏 15328 头，出栏 24816 头；家禽
存栏 116.05 万只，出栏 291.87 万只。肉类总产量达 8264
吨，其中猪肉 1940 吨、牛肉 1431 吨、羊肉 435 吨、禽肉
3929 吨；禽蛋总产量 6588 吨；牛奶总产量 236 吨。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8511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9.89%，工业增加值完成了 2454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7.83%。

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有 1
家。全社会建筑业实现产值 3474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4.05%。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完成 435556 万元，同比
增长 13.7%，其中投资完成 419312 万元，房地产完成 16244
万元。投资项目共计 152 个，其中本年新开工 142 个，新开
工项目占施工项目比重 93.4%。房地产企业 6 家，建设项目
6 个，本年新入库 1 个，竣工 1 个。本年竣工项目 129 个，其
中亿元以上投资项目 10 个，占总项目个数的15.2%。

图二院2011-2016 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完成 203289
万元，同比增长 22.5%；第二产业完成 66485 万元，同比下
降 33.5%；第三产业完成 149538 万元，同比增长 27.5%，
投资比重偏向第一产业。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8339.9 万元以上，同
比增长 7.2%。其中：限上企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13561.4
万元，同比增长 2.01%；限下企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84778.5 万元，同比增长 8.08%。城镇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 33892 万元，同比增长 5.14%；乡村实现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 644479 万元，同比增长 8.32%。

六、交通和邮电

2016 年全县民用车辆保有量达到 22929 辆，其中：小
型汽车 7616 辆，当年新增 1227 辆；普通摩托车 11305 辆，
当年新增 38 辆；低速车 2240 辆，当年新增 4 辆。全县营
运车辆 850 辆，其中：出租车 113 辆、农村公交 43 辆、货运
车 694 辆。

全年全县完成邮政业务收入 1346.26 万元。年末全县
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1.18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 10.72 万
户，宽带用户达到 2.59 万户，全年移动、联通、电信三家公
司业务总量达 6596 万元。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2016 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8789 万元，占年计划
7341 万元的 119.72%，比上年同期 7764 万元增长 13.2%。
分部门：国税留县 871 万元，地税留县 2714 万元，财政
5204 万元。

按收入全口径看，沁县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9362 万
元，占年计划 7923 万元的 118.16%，占上年同期 8510 万元
的 110%。分部门看，国税收入完成 1108 万元，占年计划
1120 万元的 98.93%；地税收入完成 3050 万元，占年计划
2928 万元的 104.17%，；财政收入完成 5204 万元，占年计
划 3875 万元的 134.3%。

2016 年，沁县一般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120593 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4.5%。其中民生事业支出 103239 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4.89%。

表一院2016 沁县主要民生支出情况表
单位院万元

2016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484436 万元，
较年初增加 35956 万元，同比增长 8.02%。其中，住户存款
377370 万元，较年初增加 40116 万元，同比增长 11.90%。
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187501 万元，较年初减少 18054
万元，同比下降 8.78%。

八、教育、文化和卫生

年末全县各类学校 80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 所，教
师进修校 1 所，中学 13 所，其中普通初中 9 所、完全中学
3 所、九年一贯制 1 所，小学 29 所，全县幼儿园 36 所。本
年度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人数 5284 人，其中小学 1157
人，初中 1362 人，高中 667 人，九年制 217 人，职业中学
364 人，幼儿园 1517 人。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
19474 人，其中小学 8083 人，初中 4131 人，高中 1813 人，
九年制 727 人，职业中学 535 人，幼儿园幼儿 4185 人。全
县共有教职工 189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728 人。

年末全县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2 个，文化馆 1 个，博物
馆 1 个,网吧 9 家，音像店 1 家，印刷厂 5 家，图书零售 9
家，打字复印店 16 家，KTV6 家，数字影院 1 家，公共图书
馆 1 个，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5.6 万册。全县城网用户 9600
户，农网用户 2 万户，二郎山中转台覆盖率 56%，村村通
覆盖率 100%。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95%、
98%。

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350 个，病床 492 张。卫
生技术人员 594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49 人、注册护
士 216 人、药师（士）47、技师（士）23、其他 59 人。

九、资源和环境

全县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1320 平方公里，常用耕地面
积 56.45 万亩。造林绿化本年实际完成投资 1950 万元，其
中重点防护林绿化 410 万元、退耕还林 200 万元、通道
两侧荒山绿化 400 万元、重要水源地治理工程 320 万
元、中央财政造林补贴工程 120 万元、省级植被恢复造
林 10 万元、市级补贴造林 400 万元、园林村绿化 50 万
元、特色林业产业示范基地 （双季槐） 40 万元；新造林
面积 45625 亩；新增育苗面积 1600 亩，其中宽叶树苗
1120 亩、针叶树苗 148 亩；义务植树 52 万株；森林覆盖
率达到 36.17%。

2016 年水利建设当年投资 1.46 亿元，实施河道治理
工程,40 公里；耕地灌溉完成 7.45 千公顷，当年新增低
压管灌 1 千公顷；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完成 73 千公顷，
当年新增 1.31 千公顷；年末累计解决 12 .49 万人安全饮
水问题，当年新增农村饮水安全达标人口 0.16 万人；
当年投资 2500 万元西汤水库工程顺利建设，累计投资
4630 万元。自然保护区个数 1 个，自然保护区面积 21 .3
万亩。

图三院2008 年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

单位院公顷

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污染减
排“4+2”考核指标全部完成。

十、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县有 67362 户，总人口为 174626 人，比上年减
少 946 人。出生人 1823 人，人口出生率为 10.47‰；死亡人
口 618 人，死亡率为 3.55‰；自然增长率为 6.92‰；性别比
（女 =100）为 112.74:100。

表二院2016 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5650 元，同比增长 8.1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7489 元，同比增长 7.1%。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52023
元，同比增长 5.57%。

图四院2011-2016 城乡居民收入及增幅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9155 人，其中在职
职工 6114 人、退休 3041 人；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6771 人，在
职 4333 人、退休 2438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61087
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9256 人，其中在职职工
7025 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20421 人，参加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 115955 人。参加失业保险 6115 人，参加工伤
保险 7642 人，参加生育保险 9130 人。

年末全县城镇农村共有养老服务机构 12 家，床位数
998 张，收养人数 680 人。全年全县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
障的居民 51702 人，发放城市低保资金 1671 万元；纳入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 129567 人，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20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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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六、扎实抓好脱贫攻坚宣传工作
（三十三）加大脱贫攻坚宣传力度。加强与新闻

媒体和各类宣传平台的合作，采取集中宣讲、新闻媒

体报道、开设专栏、制作专题片、召开新闻发布会、信

息简报等形式，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

战略思想，宣传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的决策部

署，宣传各地各部门改革创新推动脱贫攻坚的生动实

践和典型做法，宣传社会各界守望相助、扶贫济困的

实际行动和脱贫攻坚的工作成效，宣传贫困地区干部

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先进事迹，营造浓厚氛围。

（三十四）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讲好

山西扶贫故事，总结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选树一批

扶贫系统先进典型、一批脱贫先进典型、一批组织帮

扶先进典型和一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功案例，建立

扶贫脱贫先进典型案例数据库资料库，树立样本和标

杆。

（三十五）开展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选树先进

典型，做好全省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和全国脱贫攻坚

奖推荐申报工作，激发更多社会力量支持脱贫攻坚。

（三十六）加强脱贫攻坚舆情监测。加强舆情监

测和舆情收集，密切关注微信、微博、网络、报刊、广播

电视等媒体舆情和涉贫热点问题，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和涉贫事件处置工作。

（三十七）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扶贫、扶志、

扶智并举，完善帮扶内容，改进帮扶举措，提高贫困群

众的参与度；探索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帮扶政策落实

和群众主体参与相挂钩；大力弘扬大寨精神、纪兰精

神和右玉精神，宣传自强自立脱贫典型案例，强化教

育引导、激励奋发有为，抓好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

习，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增强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七、全面加强扶贫机构队伍建设
（三十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战略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交

流研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成果，用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三十九）加强扶贫系统党的建设。深入学习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制定出台“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调整理顺

党支部设置，切实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每个支

部，率先垂范的要求落实到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做合

格党员的要求落实到每个党员，“善做善成”落实到

每项具体工作。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开展警示

教育活动，推进集中整治和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专项工作，确保廉洁扶贫阳光扶贫。

（四十）加强扶贫机构队伍建设。进一步充实加

强扶贫机构队伍建设，选调优秀基层干部到扶贫部

门挂职。理顺省扶贫办机关处室和事业单位工作职

能，打通机关事业干部交流通道，拓展人才成长上升

空间。出台全省扶贫系统考核细则，建立工作台账，

强化过程管控结果运用;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提高

办公效率和服务水平。

（四十一） 加强扶贫系统作风建设。深入推进

“四比四看”活动，弘扬“善作善成”扶贫文化，开展健

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转观念、转思

维、转作风，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更好发挥统筹协

调、督促落实和参谋助手作用，以“精细严实”的作风

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四十二）加强各类干部能力培训。会同省委组

织部等相关部门，以干部调训、轮训和示范性培训等

形式，举办贫困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扶贫系统

干部专题培训、贫困村基层组织负责人等各类培训，

提高推进脱贫攻坚能力。办好“扶贫大讲堂”，邀请专

家讲政策、讲业务、讲技术，提高干部职工能力素质。

（四十三）推进扶贫立法工作。加强与省人大、

省政府法制办协调配合，推进扶贫立法进程，出台

《山西省扶贫开发条例》，推动扶贫开发走上法治化

轨道。

（四十四）加快推进《山西省扶贫开发志》编写。

加强与省地方志办公室协调对接，做好《山西省扶贫

开发志》成稿工作，年内完成编写和送审定稿任务。

山西扶贫 2017 年工作要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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