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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县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

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经济恢复进程中的诸多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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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

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全力以赴拼经济、促转型、抓项

目、蓄势能、保安全、惠民生，全县经济稳中加固、稳中提质、

稳中向好，各项事业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1489781 万元，按不变

价计算比上年下降 0.3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50614 万元，

比上年增长 4.7%，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6.8%；第二产业

增加值 396858 万元，增速为-14.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6.6%，其中：工业增加值 339542 万元，增速为-18.1%；建筑

业增加值 57944 万元，增速为 17.1%；第三产业增加值 842309

万元，下降 0.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6.5%，其中：金

融业增加值 84811 万元，增长 9.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增加值 142578 万元，下降 9.6%；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46214

万元，增速为-3.4%；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26388 万元，增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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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增加值 54856 万元，下降 6.8%；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373651 万元，增长 3.8%。

图 1 2020-2024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二、农 业

2024 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 1207144.52 亩，比上年减少

14192.75 亩，减少 1.16%；油料种植面积 8760.1 亩，增加 348.8

亩；在粮食种植面积中，玉米种植面积 516306.36 亩，减少 14279

亩；小麦种植面积 683846 亩，增加 106.8 亩。

全年粮食产量 449897.63 吨，比上年减少 4242 吨，减产

0.93%。其中，夏粮 232111.58 吨，增产 3.1 %；秋粮 217786.06

吨，减产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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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4 年主要农林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单位：吨

产品名称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 食 449897.63 -0.93
其中：玉 米 216278.12 -4.9

小 麦 232111.58 3.1

谷 子 247 21.47

豆 类 220.59 15.13
薯 类 5201.75 -15.88

油 料 1690.6 0.01
蔬 菜 184944.6

156128.3

8.45
水 果 127092

110830.8
6.2

其中：苹 果 91815.2 5.2
红 枣 11025.3 6.3

食用坚果 1366.8 -2.35
其中：核 桃 1366.8 -2.35

全年全县猪牛羊肉总产量 23452.25吨，比上年增加 10.3 %。

其中，猪肉产量 21870.34 吨，增加 10.2%；牛肉产量 668.13 吨，

增长 17.6%；羊肉产量 913.78 吨，增加 7.8 %。年末生猪存栏

170768头，生猪出栏 281226头。牛奶产量 1373.7吨，减少 14.8 %。

禽蛋产量 32866.96 吨，增长 9.3%。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4 年末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3 家。全年全县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25.47%。其中，采矿业下降 4.20 %，制

造业下降 57.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 4 -

150.93%。

表 2 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

指标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25.47
其中：轻工业 9.81

重工业 -27.14
其中：股份制企业 -32.00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00.00
其中：焦炭工业 -83.56

炼钢工业 -100.00
化学工业 -92.86
钢材工业 -59.66

表 3 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产量（万吨） 比上年增长%

生 铁 57.58 -55.43

铁矿石成品矿 7.01 -79.24

精 甲 醇 28.1 -25.2

粗 钢 66.06 -56.35

水 泥 139.05 -5.83

洗 精 煤 487.97 -2.3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8.84 亿元，比上年

下降 42.65%。其中，炼焦和冶金工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45亿元和 21.88亿元，分别比上年下降 87.98%和下降 58.95%；

化学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0.57 亿元，下降 88.8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93.45 元，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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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利润率为-4.05%；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68.17%，比上年末

增长 0.77 个百分点。

表 4 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利润总额（亿元） 比上年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 -5.90 -98.00
其中：炼焦

冶金

-2.88
-1.54

-102.78
-102.89

化学工业 -0.27 -105.29

全年全县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57944 万元，同比增长 17.1%。

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27084 万元，上升 27.2%，共

签订合同额 51031 万元，上升 53.5%。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6032

平方米，下降 99.2%。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共 11 家，其中：一

级资质企业 1 家，二级资质企业 7 家，三级资质企业 3 家。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4 年，全年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98963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5.3% 。

图 2 2020-202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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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内资企业投资 398963 万元。其

中：城镇项目投资 349649 万元；房地产投资 49314 万元。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53459
万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3.40%；第二产业投资 217237 万

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54.45%；第三产业投资 128267 万元，

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2.15%。

全年全县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34 个。其中 5000 万元以

上项目 52 个，计划总投资 1702583 万元，完成投资 193431 万

元。500-5000 万元以下项目 182 个，计划总投资 306092 万元，

完成投资 205532 万元。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 49314 万元。其中，住宅投资 45097
万元；办公楼 0 万元；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1 万元；其他投资 4206
万元。

表 5 2024年襄汾县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

指标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

长%

投资完成额 亿元 5.0 -41.18

其中：住宅 亿元 4.5 -39.19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1740946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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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住宅 平方米 1413245 -15.54

房屋新开工面积 平方米 39440 -73.03

其中：住宅 平方米 2018 -98.12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311461 477.95

其中：住宅 平方米 260972 554.39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104011 -33.24

其中：住宅 平方米 103467 -27.73

商品房待售面积 平方米 99202 456.07

其中：住宅 平方米 58787 249.82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5.4 -30.77

其中：住宅 亿元 5.4 -23.94

五、能源

全年全县社会用电总量 209261 万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

用电 20509万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 9.8%；第二产业用电 123736

万千瓦时，占全部用电量 59.1%；第三产业用电 25605 万千瓦

时，占全部用电量 12.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39411 万千瓦时，

占全部用电量 18.9%。

六、国内贸易

全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8665.1 万元，增长 2.7% ;

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608714.1 万元，增长 1.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89951.0 万元，增长 9.9%。按消费形态统计，

商品零售额 608130.9 万元，增长 2.4%；餐饮收入额 90534.2 万

元，增长 4.8% 。

表 6 2024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零销售额、住餐营业额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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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年绝对数(万元) 上年同期（万元）
比上年增

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8665.1 680297.1 2.7

分地域：城镇 608714.1 598469.9 1.7

乡村 89951.0 81827.2 9.9

批发、零售业销售额 717875.0 762701.5 -5.9

批发业 398508.7 424279.7 -6.1

零售业 319366.3 338421.8 -5.6

住宿、餐饮业营业额 35738.5 35047.8 1.9

住宿业 8503.5 9356.9 -9.1

餐饮业 27235.0 25690.9 6.0

2024 年末全县公路里程达到 1276.314 公里，按功能分：一

级路 17.643 公里，二级路 102.846 公里，三级路 172.155 公里，

四级路 983.670 公里。按性质分：国道 26.055 公里，省道 87.566

公里，县道 136.549 公里，乡道 388.927 公里，村道 750.838 公

里。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 100%。

2024 年文旅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陶寺遗址博物馆盛大开

馆，“光被四表 协和万邦”基本陈列入选 2024 年度全国文博

行业 100 个热门展览。汾城古建筑群免费开放，累计接待游客

14 万人。丁村民俗博物馆成功创建 3A 级景区。深入实施“文

旅+”发展战略，与清华大学文旅设计公司合作，启动编制《襄

汾县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龙澍峪和尧京酒庄基础设施全面

提升，荷花小镇打造临汾不夜城游园，太平绣球文创产业园建

设基本完工，唐人居被文化旅游部确定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龙澍峪、尧京酒庄上榜全省“畅游一夏清凉山西”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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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避暑打卡地，荷花温泉酒店成功创建临汾市“回家·悦生活”

服务品牌。全年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261.48 万人次，门票

收入 1776.66 万元，经营收入 9667.17 万元。

八、财政和金融

全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1236 万元，同比下降

34.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9531 亿元，下降 37.64%；非税

收收入完成 11705亿元，下降 24.6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29209

万元。其中：教育支出 5413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413 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3865 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86444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25588 万元，农林水支出 59374 万元。

图 3 2020-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4 年末，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359.77 亿元，比年初增加 24.18 亿元，增长 7.2%；各项贷款余

额 203.46 亿元，比年初增加 18.09 亿元，增长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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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2024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4 年度全县新招聘教师 201 人，其中公开招聘 129 人，

省级特岗教师 30 人，三支一扶 30 人，校园招聘硕士研究生 11

人，免费师范生 1 人。2024 年全县高考二本 B 类达线人数 2711

人，其中，985 录取 29 人，211 录取 119 人。

截至 2024 年末全县拥有普通高中 4 所、职业高中 4 所、初

中 15 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12 所）、小学 42 所（其中教学

点 1 所）、学前教育 91 所、特殊教育 1 所。

表 7 2024年各类教育发展情况

单位：个、人

指标
学校

数量

教职工

人数

招生

人数

在校生

人数

毕业生

人数

普通高中 4 876 3446 8367 2970
职业高中 4 482 1759 4938 1647

初 中
普通初中 3 424 2612 7354 2115

九年一贯制 初中部 12 758 2281 6380 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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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小学部 469 692 5631 1388

小 学
普通小学 41 1017 3044 21312 3454
教学点 1 7 4 51 18

学前教育 91 1142 2621 10127 4071
特殊教育 1 25 21 99 24

截止 2023 年末，全县规模以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

力、和供应企业法人单位中，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 5 个，同比

下降 16.7%；R&D 经费内部支出合计 6045.4 万元，同比下降

50.1 % （2024 年数据尚未公布）。

全县有气象台站 1 个。4 月 25 日 21 时 00 分在我县（北纬

35.85 度，东经 111.26 度）发生震源深度 16 公里，距离襄汾县

（城区）17 公里的 3.2 级地震。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县共有文化馆 1 个,美术馆 1 个、博物馆 3 个、县级

公共图书馆 1 个，档案馆 1 个、广播电视台 1 个。

截止 2024 年年末，襄汾县图书馆馆藏图书数量 80046 册，

全年接待读者 68837 人次，新增办理读者证 877 张，文献借还

册次 38365 册，全年流动图书 1200 册。

2024 年，我县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馆一

站”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全部免费开放。图书馆举办阅读推广活

动 596 场。圆满完成消夏月活动 19 场，开展非遗公益课堂 13

期。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 7145 场次，送戏下乡 70 场。开展

文化惠民进农村、进景区、进社区演出活动 22 场，累计惠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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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6 万余人次。“丁陶鼍鼓”、太平绣球表演先后登上央视 2024

年、2025 年《“四海同春”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舞台，

天塔狮舞、万都威风锣鼓先后登上 2024 年、2025 年《非遗里的

中国》非遗盛典舞台，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新闻发布会、开馆

仪式及学术研讨等活动，被央视、新华网等各方媒体争相报道

解读，“帝尧之都 最初中国”文化品牌进一步擦亮。

2024 年全县医疗服务持续优化，成功创建“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示范县”，开展“千名医生进万家”活动，群众就医更

便捷更优质。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475 个，其中：综合

医院 8 个、中医院 1 个、专科医院 8 个、基层医疗机构 456 个、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 个。基层医疗机构中：乡镇卫生院（分院）

18 个、村卫生室 369 个、个体门诊部及诊所 69 个。年末全县卫

生机构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3688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324

人、注册护士 1356 人、药士 121 人、技师（士）154 人、卫生

监督员（兼职）28 人、其他 705 人。

年末全县体育场地面积 119.65 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 2.9 平方米。拥有体育场地数量 1307 个，其中足球场地 20

个，篮球场地 515 个，排球场地 7 个。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据 2024 年人口抽样调查，年末全县常住人口为 412543 人，

比上年减少 5882 人。其中：男性 207113 人，女性 2054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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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 176636 人，乡村人口 235907 人，城镇化率 42.82%。

全年全县出生人 2426 人，人口出生率 5.84‰，死亡人口 3612

人，人口死亡率 8.6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85‰，人口性别

比为 100.82。

表 8 2024年及上年人口数和构成

全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940 元，增长 5.6 %。按常

住地分，全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901 元，比上年

增长 4.2%；全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61 元，增长

6.6 % 。

图 5 2020-2024年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 2024年末 比重（%） 2023年末 比重（%）

全县年末常住人口 412543 — 418425 —

其中：城镇人口 176636 42.82 171910 41.09

乡村人口 235907 57.18 246515 58.91

其中：男性 207113 50.20 209978 50.18

女性 205430 49.80 208447 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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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20-2024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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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86%，比上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新增城镇就业 6772 人，转移农村劳动力 13214 人。

年末，全县提供住宿服务的民政服务机构有 13 个，床位

1130 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50695 人，城乡居民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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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参保 286673 人，城乡居民月人均领取养老金 162.67 元。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 422685 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396174

人，失业保险参保 23598 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36 人，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590 人。

十二、资源、环境和安全生产

2024 年，我县城乡环境改善显著，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高效植绿护绿，改造“四好农村路”30 公里，农村改厕

1500 座，农村生活污水管控率 21%，3 个村庄入选省级“美丽

宜居示范村”。完成滨河东路绿化提升改造工程。在滨河东路、

108 国道、陶寺旅游路等主干道路实施“路灯点亮”工程。加快

推进汾河治理系列工程。“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 7

个省定项目完工 5 个，汾河出境断面水质同比改善 23.29%。年

末全县拥有森林面积 4200.4 公顷，全力推进“露天零焚烧”，

生态增绿 60 万平米，优良天数 259 天，同比增加 40 天。积极

开展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动态巡查，水土保持率 80.3%，

粮食安全的根基更加牢固。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全县安全形势逐年向好。

注释：

1.本公报部门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除注明外，所有增长或下降速

度均为与上年相比较。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合计

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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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价计算。

3.本公报部分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部分数据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如有必要请与相关部门核实后使用。

4.根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对部分指标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

如本年公报有速度、增量或上年数据，请以本年公报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