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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

期转弱的宏观环境和多轮新冠疫情反复冲击的不利影响，全县上

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迎接党

的二十大、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全面落实“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任务，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初步核算，202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1.48亿元，增

长 3.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87.4亿元，增长 3.1%；第

二产业增加值 166.97亿元，增长 3.5%；第三产业（服务业）增

加值 197.11亿元，增长 2.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3025元，增

长 3.9%。三次产业结构由上 年的 19.3:36.0:44.7 调整为

19.36:36.98:43.66。

一、农林牧渔业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2022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69.28亿元，增长 6.8%，其中农业 80.09亿元，增长 1.0%；林

业 2.57亿元，增长 15.0%；牧业 37.16亿元，增长 15.2%；渔业

27.22亿元，增长 4.0%；农林牧渔服务业 22.24亿元，增长 18.4%。

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00.5亿元，增长 4.9%，其中农林牧渔

服务业增加值 13.1亿元，增长 18.2%。粮食生产“十九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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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81.94万亩，粮食总产量 87.89万吨，粮食亩

产 483.1公斤，其中：夏粮播种面积 87.06万亩，夏粮亩产 395.94

公斤，夏粮总产量 34.47万吨；秋粮播种面积 94.88万亩，秋粮

亩产 563.07公斤，秋粮总产量 53.42万吨。全年蔬菜及食用菌产

量 96.03万吨；油料作物产量 1677吨；水产品产量 6.42万吨；

肉类（猪、牛、羊、禽）产量 6.96万吨；禽蛋产量 0.71万吨，

其中鸡蛋 0.46万吨。年末生猪存栏 36.48万头，其中能繁母猪

3.98万头；全年生猪出栏 54.87万头，猪肉产量 4.49万吨。农业

机械总动力 95.29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7.8%。

二、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124.7亿元，增长

5.5%；工业应税销售收入 173.1 亿元，增长 6.5%；工业增值税

2.08 亿元，下降 55.3%；全社会工业用电量 7.64 亿千瓦时，增

长 16.1%。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2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 158.86亿元，增长 18.5%；实现营业收入 135.2亿元，增长

4.8%；实现利税总额 7.63亿元，下降 23.4%；实现利润总额 4.11

亿元，下降 46.1%。

建筑施工稳步回升。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42.27亿元，下

降 1.9%。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83.31亿元，

增长 6.0%；房屋施工面积 444.44万平方米，增长 14.0%；房屋

竣工面积 70.38万平方米，增长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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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定资产投资

各项投资增减互现。2022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4.56

亿元，增长 0.9%，其中项目投资 215.02亿元，增长 2.4%。工业

投资 157.08亿元，增长 10.1%，其中工业技改投资 28.63亿元，

下降 8.9%，制造业投资 134.9亿元，增长 36.1%。高技术产业投

资 39.52亿元，增长 57.1%。房地产投资 29.54亿元，下降 8.9%，

商品房销售面积 62.75万平方米，下降 27.5%。

四、城乡建设与环保

城乡建设同步发展。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7个，拆除违法建设

6万平方米。改造县城区道路雨污分流 13.14公里，铺设城镇污

水管网 112公里，建成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 8个。县城区新

建一、二类公厕 5座，升级改造 51座，建成省级垃圾分类达标

小区 20个。盐河沿岸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有序推进。新建口袋公

园 4个，打造城市绿地 9万平方米。完成农村住房条件改善 2452

户，改造农村户厕 2.88万户。建成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示范

村 73个，创建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2个，省级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示范镇街 1 个、示范村 12个。完成农村生态河道建设 87.16 公

里。

生态环境明显提升。全年 PM2.5平均浓度达到省定 35微克

/立方米以下年度目标，首次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6个国

省考断面水质优 III比例达 100%，饮用水水源地稳定达标。“绿

美灌云”建设持续推进，完成国土绿化 4200亩，打造绿美村庄

25个。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乡镇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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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贸易和外经

消费市场低位运行。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9.19亿

元，下降 2.3%。批发业销售额 192.13亿元，增长 4.7%；零售业

销售额 80.6 亿元，下降 0.8%；住宿业营业额 0.56 亿元，下降

0.6%；餐饮业营业额 7.13亿元，下降 7.3%。

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33726万美元，

增长 32.8%，其中出口总额 32709万美元，增长 33.2%；进口总

额 1017 万美元，增长 21.0%。实际利用外资 11784万美元，下

降 2.0%。

六、交通运输和旅游

交通设施日趋完善。204国道、242省道灌云段竣工验收，

324省道养护大修、杨陡公路改造完成通车，连宿高速新建、连

淮高速扩建工程加快推进。新改建农村公路 43公里，改造危桥

22座，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499公里。全年海河联运吞吐量

达 1600万吨。

全域旅游不断发展。成功获评“长三角高铁旅游小城”。大

伊山、伊甸园、潮河湾、伊芦山四大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大

伊山景区通过国家 4A级景区评定复核，伊甸园景区获评“2022

年江苏春季赏花胜地”。

七、财政和金融

财政收支小幅下滑。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财政收入增长

缓慢。全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78 亿元，下降 6.1%，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同口径增长 0.3%，其中税收收入 16.7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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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口径下降 9.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0.3%。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69.23 亿元，下降 3.4%。县级财政收支紧平衡状态

延续。

金融信贷稳定增长。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26.47亿元，增

长 8.1%，占 GDP比重 5.9%。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418.8

亿元，比年初增加 29.67亿元，增长 7.6%，各项贷款余额 483.59

亿元，比年初增加 89.1亿元，增长 22.6%。

八、社会事业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伊西九年制实验学校顺利搬迁，高新区

高级中学、珠江九年制学校、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新改扩建工程

有序推进。县体育馆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县博物馆

入选“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县档案馆获评“省规范档案馆”，

院士风采馆先后获批江苏省和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县

妇幼保健院建设完成，伊山镇卫生院入围全国卫生院 500强，小

伊镇卫生院、陡沟中心卫生院建成省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

图河镇创成省级健康镇。“15分钟医保服务圈”实现镇街全覆盖。

建成使用公益性公墓 16个。

社会保障更加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放富民兴村贷

5000万元，全县行政村年经营性收入均超 30万元。全年新增城

镇就业 5505人，自主创业 4342人，发放富民创业贷 8.45亿元。

新增企业参保 6790人，全年发放低保金、特困供养金、临时救

助金、防贫救助金、村级公益医疗互助金等 2.1亿元。建成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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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9个，蝉联“江苏省双拥模范县”

称号。

社会治理成效显著。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行动，

全年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30.0%、33.3%。有

效管控政府债务、隐性债务、国有企业经营性债务等各类债务风

险。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三级两会”保障工作，信访工作

绩效继续保持省市领先。深化平安灌云建设，推进扫黑除恶常态

化，全县大局持续稳定向好。

九、人口和人民生活

人口数量略有减少。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1011967人，比上年

减少 7667人。户籍人口中男性 536547人，女性 475420人；出

生人口 5756人，死亡人口 6109人；户籍人口中城镇人口 479391

人，乡村人口 532576 人。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71.33万人，比年

初减少 0.61万人。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 36.557万人，乡村人口

34.77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1.25%；常住人口出生率 6.92‰，

死亡率 7.48‰，自然增长率-0.56‰；常住人口中 0-14岁人口 13.73

万人，15-59岁人口 39.82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 17.78万人，

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 13.09万人。

居民收支稳步增长。据城乡居民住户抽样调查，2022年全

县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49元，增长 5.1%，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388元，增长 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1256 元，增长 6.4%。全年全县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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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4 元，增长 3.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253 元，

增长 2.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532元，增长 5.5%。年末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300.87亿元，比年初增加 43.63亿元，

增长 17.0%；人均储蓄余额达到 42000元，增长 17.9%。

注：1. 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增加值绝对值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

可比价格计算。

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储蓄余额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算。

3. 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正式数据以《灌云统计年鉴》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