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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二 O 二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 计 公 报

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之际，新平县委、县

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

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高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县经济较

快增长，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安定， 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实现

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 合

2021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37517 万元，按可比价计

算比上年增长 10.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40711 万元，增

长 9.9%；第二产业增加值 1009678 万元，增长 7.1%；第三产业

增加值 1087128 万元，增长 14.8%。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4.1:41.8:44.1 调整为 14.0:41.4:44.6，一、二、三产业分别拉动

GDP 增长 1.4、3.0 和 6.5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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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8%、27.3%和 59.8%。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 1178317 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1.8%，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48.3%,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分点。

二、农 业

2021 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639029 万元，按可比

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12.3%,其中：农业产值 407786 万元，增长

12.7%；林业产值 48030 万元，增长 8.6%；畜牧业产值 161436

万元，增长 13.0%；渔业产值 2867 万元，增长 1.1%；农林牧

渔服务业产值 18910 万元，增长 8.7%。

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521764 亩，比上年增长 1.7%。甘蔗

播种面积 75557 亩，比上年下降 14.3%；烤烟播种面积 79099

亩，比上年下降 10.1%；蔬菜播种面积 190844 亩，比上年增

长 9.3%；油料播种面积 10180 亩，比上年下降 7.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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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单 位 绝对数 增长（%）

粮 食 万公斤 18191.5 0.2

烤 烟 万公斤 1004.6 - 6.2

甘 蔗 吨 361012 - 17.4

油 料 万公斤 161.8 1.7

蔬 菜 万公斤 32616 39.9

水 果 万公斤 36171 29.6

茶 叶 万公斤 222.9 2.7

核 桃 吨 8075.4 43.1

竹 笋 干 吨 1788 1.6

2021 年，全县培育林木苗木面积 3900.7 亩，苗木 489.6 万

株，其中：城镇绿化苗木面积 3612.3 亩 55.9 万株、造林苗木面

积 16.0 亩 85.0 万株、经济苗木面积 221.4 亩 341.9 万株、花卉苗

面积 51.0亩 6.8万株（丛）。全年投入营造林资金 3753.7万元，完

成征占用林地异地造林 2100 亩，改造核桃、竹子低效林 35000

亩，绿化美化村庄集镇面积 300亩，种植旱冬瓜 60 万株；建成

核桃竹子林区道路 120 公里；实施天保工程封山育林面积 5000

亩。全县森林覆盖率为 73.7%。

一年来，全县强化畜牧重点科技措施推广与服务，加强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卫生监管和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

作，年内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和重大畜产品质量安全事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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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畜牧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 年全县完成肉蛋奶总产量

4391.9 万公斤，比上年增长 29.6%。

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

指标名称 单 位 绝对数 增长（%）

肉蛋奶总产量 万公斤 4391.9 29.6

＃：猪肉产量 万公斤 2719.2 40.9

生猪年内出栏 头 291100 28.4

生猪年末存栏 头 271814 26.4

牛年内出栏 头 29951 8.2

牛年末存栏 头 73670 1.3

山绵羊年内出栏 只 87200 6.2

山绵羊年末存栏 只 113110 4.3

家禽年内出栏 万只 436.7 21.5

2021 年，全县水库养殖水面 4455 亩，坝塘、渔业专用塘

养殖面积 2745 亩，推广稻田养鱼 8860 亩，完成水产品产量 1575

吨，比上年增长 0.6%。

2021 年末，全县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30369.7 万瓦特，比上

年增长 11.9%；拥有中型拖拉机 152 台，增长 67.0%，小型拖拉

机 3169台，下降 25.0%。全年化肥施用量（折纯）15245吨，比上

年下降 5.1%；农药使用量 764.4 吨，比上年下降 5.5%。

2021 年末，全县拥有水库、坝塘 679 座，总库容 15338.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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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年末蓄水量 11917.3 万立方米，其中：中型 2 座，库容

5730.0 万立方米,年末蓄水量 5094.0 万立方米。全县年末蓄水量

比上年增加 1117.8 万立方米，增长 10.4%。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1 年，全县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925808 万元，按

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36.7%；实现利润总额 226972万元，比上年

增长 43.0%。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 784937 万元，按可比价

计算比上年增长 5.8%，拉动 GDP 增长 1.9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17.4%。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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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标名称 单位 绝对数 增长（%）

成 品 糖 万吨 3.5 8.9
合成橡胶 万吨 1.0 -27.1
铁 精 矿 万吨 453.7 -4.0
机制纸及纸板 万吨 5.4 19.7
铜金属含量 万吨 4.0 -7.2
铁矿石原矿 万吨 1040.7 -6.8
粗 钢 万吨 300.9 34.6
线 材 万吨 90.1 -0.1
棒 材 万吨 170.2 32.7
水 泥 万吨 70.4 -24.3

2021年，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企业 15个，从业人员 3203

人，比上年增长 0.5%。从业人员中工程技术人员 566人，占从业人

员总数的 17.7%。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529247 万元，比上年增长

19.3%。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225511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

长 12.0%。

四、固定资产投资

2021年，全县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5.9%，其

中：第一产业增长 36.1%，第二产业下降 4.8%，第三产业增

长 23.9%。

全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18015万元，比上年增长 67.9%，其

中：商品住宅投资 96959万元，增长 63.1%；商业营业用房投资

19900万元，增长 16.2倍。全年商品房施工面积 46.3万平方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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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增长 70.8%；商品房销售面积 9.9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57.1%；实现销售额 62165 万元，比上年增长 48.7%。

五、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2021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3227万元，比上年

增长13.6%。按消费形态统计，实现餐饮业收入209591万元，增

长10.9%；实现商品零售额683636万元，增长14.5%。按经营地

统计，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749981万元，增长14.1%；乡村实

现消费品零售额143246万元，增长11.3%。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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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县共实施市外国内资金项目 58 个，实际到位市

外国内资金 74480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7.4%。完成外贸自营进

出口总额 1390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83.3%，其中：出口 1382 万

美元，下降 83.3%；进口 8 万美元，增长 14.3%。

六、交通运输、邮电业和旅游

2021 年末，全县公路通车里程 5699.6 公里，按行政等级

划分，国高 33.9 公里，省高 66.6 公里,国道 254.8 公里，省道

118.4 公里,县道 512.2 公里，乡道 2261.0 公里，村道 981.2 公

里，库外道路 1471.5 公里；按技术等级划分，高速公路 100.5

公里，二级公路 124.9 公里，三级公路 112.5 公里，四级公路

4449.1 公里 ,等级外公路 912.6 公里。公路密度 135 公里 /百

平方公里。年末拥有各种机动车辆 136168 辆，比上年增长

16.6%，其中：营运货车 2030 辆，营运客车 452 辆（巡游出租

汽车 100 辆、网络预约出租车 86 辆、公交车 18 辆、班线客

车 82 辆、乡镇区域循环营运农村客运 166 辆）。全年实现交通

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增加值 242360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

年增长 24.9%。

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3040.9万元，比上年下降25.3%。完

成快递业务总量188.2万件，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796.4万元，比

上年增长21.5%。年末电话机总数25.96万部，比上年增长6.5%，其

中：固定电话0.63万部，增长8.6%；移动电话25.33万部，增长

6.4%。互联网宽带用户7.16万户，比上年增长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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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县共有星级饭店 4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 41户，旅

行社 1 家，AA 级景区 3 家，AAA 级景区 3 家，AAAA 级景

区 1 家。全年接待游客 567.8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4.1%；实

现旅游业总收入 528092.7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1%。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2021 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177065 万元，比上年下降

23.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9015万元，增长 0.1%；完

成地方财政支出 394906 万元，比上年增长 0.8%，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303111万元，下降 14.3%。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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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1208011 万元，比

上年增长 7.8%,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820320万元,增长 10.1%；贷

款余额 1175163 万元，增长 19.3%。存贷比率为 97.3%，比上年

提高 9.4 个百分点。

2021年全县实现保费收入 29384万元，比上年增长 2.4%，其

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14395 万元，增长 2.2%；人寿险保费收入

14989万元，增长 2.7%。全年赔款支出 8819 万元，比上年增长

25.2%，其中：财产险业务支付赔款 6175 万元，增长 28.9%；人

寿险业务给付赔款 2644 万元，增长 17.3%。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1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62所，其中：高中 2所，高

级职业中学 1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所,初级中学 12 所，小学 61

所，幼儿园 85 所；教职员工 4026 人，专任教师 3113 人，其

中：小学 1349 人；在校学生 40640 人，比上年增长 1.8%，其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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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 17588 人，增长 0.8%；毕业学生 10198 人，比上年下

降 3.3%，其中：小学 2759 人，下降 4.3%。学龄儿童入学率

99.93%，小学巩固率100%，小学升学率98.1%，初中升学率96.3%，高

中升学率 94.1%。

2021 年，全县组织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 10 项，其中 2 个项

目获得立项。年内申报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 户、科技型中小

企业 10户；申报认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13户、星创天地 1个、专

家工作站 2 个、工程研究中心 1 个；玉溪矿业有限公司申报认定

市级《玉溪市低品位铜铁矿采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南玉溪

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户企业申报认定研发经费投入

3.897 亿元。全年共争取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和科技项目

经费补助 771.5 万元。全年专利授权 180 件、累计发明专利拥有

量 224 件，万人发明拥有量达 8.0 件。在市对县“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目标”年度考核工作中，新平县荣获第一名。

九、文化、广电、卫生和体育

2021 年，全年开展农村文艺骨干、广场舞、舞蹈、文化人

才等群众文化培训 193期，受训人数达 1.2万余人次；开展讲座、红

色影片展播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148 期，参与人数达 1.5 万余

人次；举办、协助、参与各项文艺演出 112 场次，现场和线上

参与观众达 27.8万余人次；新创编音乐、舞蹈、戏曲、小品等文

艺作品 69个。全县共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 14个，其中：国家

级 1 个、省级 1 个、市级 5 个、县级 7 个；有可移动文物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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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1102 件，其中：国家三级文物 3 件；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 119项，其中：国家级 1项、省级 13 项、市级 39 项、县级

66 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01 人，其中：省级 11

人、市级 22 人、县级 68 人。县、乡、村三级图书馆（室）及

农家书屋共有藏书 33.5 万册，其中：县民族图书馆图书外借

1960 人次共 3695 册次，电子图书下载 5219 册，杂志阅览 2398

人次共 11990 册次，报纸阅览 3239人次共 14350册次，更新电子

书 1420册。县文化馆微信平台网页版注册用户量达 725 人，网

站信息资讯点击量达 15.9 万余次，年内入选国家一级文化馆。

2021 年，县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媒体主阵地作用，紧紧围

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突出建党 100周年庆祝活动、党史学习

教育、疫情防控、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美丽县城建设和乡村振兴

等重点工作及重大项目开展宣传报道。全年电视平台播出新闻稿

件 2219 条，其中：央台 3 条、省台 31 条、市台 550条，县台 1635

条；中央、省级新媒体（纸媒）刊发稿件 555条，其中：新华社客

户端 40条、新华网 7条、人民网 7条、人民日报客户端 23条、云

南网 423 条、云南日报 21 条、云南经济日报 4 条、春城晚报

4 条、开屏新闻客户端 26 条；“大美新平”APP 发布稿件 13526

条，阅读量达 12.56 亿人次；“大美新平”抖音号发布作品 2221

条，阅读量达“10W+”以上作品 67 条；“大美新平”微博号累计发

布作品 12425条，阅读量达 1288.3万余人次。全县广播电视信号覆

盖率达 100%。

2021年末，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 57个，其中：县级 4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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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卫生院 10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个，私立医院 4 个，综合

门诊部 1 个，急救中心 1 个，个体诊所和医务室 35 个。有病床

1374 张，比上年下降 6.3%。有卫生技术人员 1746人，比上年下降

4.8%，其中：医生 736人，增长 9.2%。有村级卫生室 122 个，乡

村医生和卫生员 282 人。全年病床使用率达 65.0%，门诊、急诊

治疗病人 146.4 万人次，住院人数 4.3 万人。年内无甲类传染病

病例报告，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164.76/10 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

573.46/10万。

2021 年，全县共主办、承办、协办各类赛事 10 场次。全县

体育场地总面积 61.4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2.3平方米。有

各类体育专业社会团体 13 个，社会体育指导员 660 余人。年内

向玉溪体育运动学校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9 名。新平县体育馆连续

五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大型体育场馆（丙类）免费低收费开放

场馆。

十、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

2021年末，全县城镇建成区面积达 15.4平方公里，其中：县

城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6.5 平方公里。县城建成区绿化覆盖

面积达 259.0 公顷，绿化覆盖率 39.7％；绿地面积达 228.8

公顷，绿地率 35.0％；县城公园绿地面积达 80.0 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2.0 平方米。

2021 年，县城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99.7%，PM2.5年均浓

度为 18μg/m3，县城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优良；县城集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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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乡镇（街道）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的占比达 100%；县域主要

河流平甸河和戛洒江监测断面达标率为 84.7%，优良水体断面

比率达 81.9%，比上年提升 2.7 个百分点；县城区域声环境质

量、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达标率均为 100%。全县纳入省、市级

重点管理的 6 个减排项目运行稳定，综合脱硫脱硝效率及系统投

运率符合规定要求，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稳步提升，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全年出动环境监察执法人员 369

人次，检查企业 228家次，下达监察记录 138份，下达责令整改

决定书 17 份，进行立案查处 19起，共处罚金 289.5 万元。全年

辖区内未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

十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2021 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3310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95478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121 人，城镇失业登记率

为 3.3%。

全县年末共有 212057 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中：在职职

工 28796 人，离退休人员 7264 人，城乡居民 175997 人；有 19247

人参加失业保险；有 275055 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其中：城镇

职工 26696 人，城乡居民 248359 人；有 18256 人参加职工医疗

互助活动。

全县年末共有 1056 户 1523 名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补

助，全年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19197人次共 958.5 万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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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0 户 7722 名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全年累计发放

最低生活保障金 96314 人次 3262.7 万元；有 773 名特困供养人

员，全年累计发放供养资金 9222 人次 918.4 万元。

十二、人口和人民生活

2021 年末，全县共设村（居）民委员会 124 个,村（居）民

小组 1483个。年末户籍人口总户数 87281户，人口 280233人，其

中：城镇人口 64210人，比上年增长 0.1%;乡村人口 216023人，比上

年下降 0.1%。彝族傣族人口 185236人，比上年增长 0.1%，占全县

总人口的66.1%。年内出生落户人口2195人，出生率 7.83‰,比上年下

降 1.29个千分点；死亡注销人口 1892人，死亡率 6.75‰，比上年下

降 0.23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 1.08‰，比上年下降 1.06 个

千分点。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年来全县紧扣消除风

险，抓实防贫监测和针对帮扶同步实施，精准锁定脱贫户和“三

类”（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脱贫不稳定户）监测户

3507 户 12153 人。全年落实中央、省、市、县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4088.3万元，完成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目 67个，其

中：产业及其配套设施项目 40 个，完成投资 2276.9 万元；人居

环境巩固提升项目 20个，完成投资 1196.9 万元；人饮安全改善

提升项目 1 个，完成投资 39.0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贴息项目 1

个，资金 330.0 万元；文化保护等其他项目 5 个，投入资金 24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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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7549元，比上年增长 10.3%。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45812 元，增长 9.2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17602 元，增长 11.0%。

注：1、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非公经济增加值、农业总产值

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2、公报所列数据为年快报数，正式统计数据以《2021 年新

平统计年鉴》为准。

元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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