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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金湖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4 年，全县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

以“走在前、做示范”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

任务，共同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金湖新实践的精彩篇章。

一、综 合

综合实力不断跃升。2024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464.06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7.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 59.15 亿元，增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 183.97 亿元，

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220.94 亿元，增长 6.9%，三次产

业占比分别为 12.8%、39.6%、47.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6 万元，达到 161356 元。

市场主体活跃度显著增强。全年新增私营企业 1343 家，新

发展个体工商户 2216 户，全县拥有私营企业 12840 家、个体

工商户 24879 家。在各招引项目陆续投产达效和全县规模企业

培育的奖励政策引导下，我县 2024 年度新增规模企业 180 家，

数量为历年之最，工业 94 家、建筑业 3 家、贸易 74 家、服务

业 9 家，为全县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奠定基础。2024 年底，全

县规模企业 915 家，其中工业突破 500 家，达到 505 家、贸易

263 家、服务业 76 家、建筑业 57 家和房地产 14 家。

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2024 年末，全县常住人口 28.72 万

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2.92％。2024 年全县户籍人口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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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人口出生率 3.78‰，人口死亡率 8.97‰，人口自然增长

率-5.19‰

二、农林牧渔业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2024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62.12 亿元，同比增长 4.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98.51 亿元，

同比增长 4.2%。全年粮食产量 57.73 万吨，增长 0.2%，其

中夏粮总产 21.57 万吨，同比增长 1.4%，秋粮总产 36.16

万吨，同比持平略减。夏粮单产 404 公斤/亩，秋粮单产 595

公斤/亩，同比分别增长 1.5%、-0.9%。2024 年全年生猪出

栏 20.15 万头，同比增长 6.9%。家禽出栏 214.92 万只，同

比下降 1.5%。生猪存栏 14.20 万头，同比增长 9.1%。家禽

存栏 140.91万只，同比下降 17.1%。全年水产品总产量 63671

吨，增长 8.2%。

现代农业增产增效。新建高标准农田 4.62 万亩。建成省

级千亩粮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方 24 个。改扩建粮库 4 个，新增

现代化粮食仓容 12.92 万吨。建成国家级标准化健康养殖示范

场 6 个、省级水产良种繁育场 1 个、省级现代渔业示范基地 1

个，获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17.5 万亩，

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达 90%。省级农业龙头企业达 7 家。

主要农副产品产量情况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万吨 57.73 0.2

油料 万吨 0.6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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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 万吨 0.57 9.6

生猪存栏 万头 14.2 9.0

生猪出栏 万头 20.25 7.4

家禽存栏 万只 140.91 -17.1

家禽出栏 万只 214.92 -1.5

禽蛋 万吨 0.86 -39.3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增势良好。2024 年，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8.8%。全部工业增加值 150.54 亿元，同比增长 8.1%。制造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9.4%。年末规上工业企业突破 500 家。

全县 30 个行业，有 20 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农副食品

加工业增长 16.5%、纺织业增长 26.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

加工业增长 15.6%、化学纤维制造业增长 11.1%、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 38.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增长 16.9%、通用设

备制造业增长 25.3%、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3.7%、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9.8%、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

0.1%、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增长 37.6%、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6.0%。

重大项目与民生工程带动建筑业发展。城市更新，老旧小

区改造、城市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稳步推进，为居民打造更舒

适便捷的生活环境。大量项目的落地实施，为建筑业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在库 57 家建筑业，完成建筑业产值 123.89 亿

元，同比增长 8.1%。全县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33.43 亿元，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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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增长 8.5%。

四、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2024 年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0%；工业投资增长 18.5%。在库 11 家项目上报商品房销售

面积 29.78 万平方米，增长 1.0%。分结构看，民间项目投资增

长 22.6%，占比为 94.1%。高技术投资增长 49.1%，占比为 26.4%。

年内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有 71 个，其中理士锂电池智能智造园、

中城大有锂电池储能设备制造项目对全县投资贡献力度大。

五、国内贸易和旅游业

2024 年，消费需求持续恢复，促消费政策成效显效。全县

贸易额 381.59亿元，增长7.8%。其中批发业实现销售额184.87

亿元，同比增长 4.0%；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158.51 亿元，同比

增长 11.7%；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5.36 亿元，同比增长 6.5%；餐

饮业实现营业额 32.85 亿元，同比增长 12.4%。全县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140.61 亿元，同比增长 4.3%。

旅游事业回暖显著。推出金湖城市 IP 形象“金小尧、荷

小仙”，全县拥有 4 个 4A 级景区、1 个 3A 级景区、2 个四星级

酒店、1 家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2 个国家级水利风景区等一

批高等级旅游产品。农文旅融合不断深入，三园农庄、十里果

林、塔集黄庄、老渡口、杉荷里等乡村旅游点成为新晋热门打

卡地。

六、开放型经济

外贸进出口增长强劲。外贸进出口总额 54.60 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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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增长 25.8%，其中出口 49.25 亿元（人民币），增长 24.4%，

外贸进口 5.35 亿元（人民币），增长 40.9%。注册到账外资总

额 4166.7 万美元，同比下降 30.9%。

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情况

指 标 总量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值（亿人民币） 54.60 25.8

出 口（亿人民币） 49.25 24.4

进 口（亿人民币） 5.35 40.9

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 4166.7 -30.9

七、交通、邮政电信业

宁淮高铁金湖段主线建设加快，推进桥梁段下部结构、路

基软段建设，金湖站站前广场已开始施工。全面完成省农村公

路示范工程 300.77 公里建设任务，实现行政村、居民集中点

等级农村公路全覆盖。

邮政电信业务发展稳固。全县邮政业务网点 25 个，全年邮

政业务收入达 0.69 亿元。4G 移动基站 1536 座，5G 移动基站

1167 座，移动电话用户 35.43 万户。

八、财政、金融

2024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56.61 亿元，同比增长 10.2%，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57亿元，增长8.5%；税收占比85.5%；

全县财政总支出 73.72 亿元，增幅-11.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5.58 亿元，同比增长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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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537.66 亿元，同

比增长 3.6%，其中住户存款 386.56 亿元，增长 13.2%。全县金

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596.21 亿元，增长 13.5%，其中住户贷

款 131.55 亿元，同比增长 7.6%；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464.65 亿元，增长 15.3%。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科技创新能级跃升。兑现科技创新奖励资金 2412 万元，引

进科技型项目 51 个，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6 家、省民营科

技企业 12 家，省瞪羚企业实现“零突破”，新增省级专精特新

企业 14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11 家，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数、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数全市最多。出台科技

人才项目招引奖励办法，引进高层次人才 45 名，入选省科技副

总 7 人。创成省级研发平台 8 家。

教育资源均衡配置。育才初中二期、金湖中学报告厅建成

投用，金湖中专异地新建项目开工建设。一本达线率两年提升

21 个百分点，985、211 等名校录取人数较 2023 年翻了一番。

实验小学获评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创成省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县。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公共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国家一级图书馆 1 个、文化馆 1

个，县文化艺术中心 1 个，含大小剧院各 1 个、青少年文艺

活动中心 1 个，国家二级标准县博物馆主体通过验收。建有城

市书房 1 个、名人书房 1 个、职工书房 7 个、军营书房 1 个、



- 7 -

校园书房 3 个，拥有淮安书房 16 个，看看书吧 11 个。城区

建有多个公共文化场所，8 个镇（街）均建有精神文明实践所、

文体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分馆、健身广场和淮安书房。

卫生服务趋于完善。县人民医院创成互联网医院，塔集、

银涂卫生院通过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评审。县中

医院、吕良中心卫生院获评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优秀单位。年

末全县拥有卫生机构 12 个，其中：医院 2 个、卫生院 5 个，社

区服务中心 3 个、妇幼保健院 1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站）1 个。全县卫生机构床位数 2055 张，卫生技术人员 1878

人，其中：执业医师 616 人，助理医师 97 人，注册护士 819

人。

体育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入选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2 个、

省级非遗项目 2 个。承办全国蹦床青少年锦标赛、环南京都市

圈自行车赛暨长三角自行车穿越赛、省青少年手球锦标赛等系

列赛事。

十一、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质量更加优化。完成大气重点治理项目 68 个，淘

汰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 49 辆、生物质锅炉 24 台，PM2.5 年均

浓度 30.0 微克/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 83.6%。地表水

国省考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 90%。重金属污水处理厂

建成投用，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1%。实施老三河治理工程，

建成生态河道 31 条、幸福河湖 3 条，完成人民路、沿河路等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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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整治工程。

社会治安安全稳定。实施新一代雪亮技防工程，补盲老旧

小区、农村公共区域技防设施，安装视频监控 2300 台、智慧物

联设备 161 套。组建公安大数据实战赋能中心，深入开展夏安

行动，刑事、电诈发案数同比分别下降 43%、53%，群众安全感、

扫黑除恶满意率全省前列。

十二、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增收平稳。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261 元，

增长 6.0%；其中，工资性收入 25892.6 元，增长 3.3%；经营净

收入 6724.7 元，增长 5.7%；财产净收入 2132.9 元，增长 11.2%；

转移净收入 6510.9 元，增长 16.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1426 元，增长 4.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848 元，比

上年增长 6.8%，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72: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51 平米，农村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 63 平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1665 元，比上年增长

4.8％，恩格尔系数为 30%。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指 标 人均消费支出（元） 比上年增减(%)

人均消费支出 31665 4.8

食品烟酒 9499 6.0

衣着 2306 15.5

居住 7598 5.3

生活用品及服务 2306 -6.6

交通通信 287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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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娱乐 4316 3.0

医疗保健 2216 0.6

其他用品和服务 554 19.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5096 元，比上年增长 9.0％；恩

格尔系数为 31%。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指 标 人均消费支出（元） 比上年增减(%)

人均消费支出 25096 9.0

食品烟酒 7779 9.3

衣着 1390 10.7

居住 5019 6.1

生活用品及服务 1858 6.0

交通通信 3262 16.0

教育文化娱乐 3311 10.8

医疗保健 2027 0.2

其他用品和服务 450 28.2

城乡保障日臻完善。推荐发放富民创业担保贷款 6000 万

元，支持自主创业 780 人，城镇新增就业 1800 人。发放各类救

助资金 5950 万元，惠及 1.12 万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

标准实现十六连增，社会保险覆盖率达 98.6%。完成适老化改

造 332 户，建成示范性乡村养老互助睦邻点 9 个、社区助餐点

3 个，塔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创成省级“15 分钟

医保服务圈”示范点 2 个、残疾人之家 1 个。深化殡葬改革，

城市公益性公墓主体完工。
备注：部分数据为快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