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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汉滨区地处陕西省东

南部，汉江上游。区境东临旬阳县，

南接平利县、岚皋县，西连汉阴县、

紫阳县，北邻宁陕县、镇安县。区域

介于东经108°30′至109°23′，北纬

32°22′至33°17′之间。东起坝河镇

白龙庙，西至牛蹄镇王根树梁，最宽

处110千米；南起平头山，北至岩屋

河垴，最长处310千米。行政区域总

面积3645.91平方千米。

汉滨区处在全国30个城市经济

圈（群）中综合实力排名第5位的武

汉城市圈、综合实力排名第7位的成

渝经济圈、综合实力排名第10位的

关中经济圈、综合实力排名20位的

兰州城市群的交点上，与西安、重

庆、四川、湖北、甘肃的通达时间

为2至4小时，是成渝、江汉、关中

—天水三大经济区的几何中心和连

接西北、西南、华中的重要交通枢

纽，也是东中部企业向西部地区梯

次转移的桥头堡和承接地。阳安、

襄渝、西康三条电气化铁路及其复

线，国家南北大通道包茂高速、国

家高速公路网东西联络线十天高速

以及安康到重庆城口、安康到重庆

巫溪、安康到湖北竹溪等7条高速公

路在境内交会，316、 210 等 5 条

国、省道穿境而过，境内已实现水

泥路通乡到村。随着安康机场的迁

建，以及汉江梯级水电站建成后汉

江航运能力进一步提高，交通条件

明显改善。

汉滨区是中共安康市委、安康市

人民政府、安康军分区机关驻地，是

安康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信息

中心。旧志称其地理位置“东接襄

沔，南通巴蜀，西达梁洋，北控商

洛”，历代为陕南东部重镇，是连接

西南、西北和华中的枢纽，处于承东

启西的重要位置。

【地形地貌】 汉滨区属陕南秦巴山

地丘陵沟壑区，汉江、月河横贯其

中，以月河为界，北属秦岭山地，

南沿巴山余脉，形成“两山夹一

川”的地貌类型。区内群山叠嶂，

地形起伏，垂直高差达1925米，最

高点为叶坪镇佛爷岭，海拔 2141

米，最低点处216米，位于早阳乡与

旬阳县段家河镇的汉江交界处。主

要山脉有凤凰山、牛山、文武山、

平头山等，分为川道、丘陵、山地

三大自然地貌。

【气象水文】 汉滨区属于亚热带季

风性湿润气候区。光照适中、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无霜期

长。年平均气温15.7℃，年均降水量

799.3毫米，60%集中在7、8、9月，

最小值540.3毫米(1966年)，最大值

为1109.2毫米(1983年)，相差568.9

毫米；无霜期 263 天，年日照时数

1811.5 小 时 ， 年 ≥10℃ 积 温 为

4000℃—4400℃，历时220天；年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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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总辐射量107.53千卡/平方厘米。

区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境内河流纵

横，沟溪密布，汉江在境内流经

110.2 千米，流域面积 3563 平方千

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201 亿立方

米；流经面积在5平方千米以上河沟

有210条，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

有17条。过境江河容水总量约213亿

立方米，自产水约13亿立方米，水

质在二类以上。

【矿产资源】 汉滨区古称金州，因

盛产黄金等矿产而闻名，矿产资源十

分丰富。

【生物资源】 汉滨区属南北过渡地

带，是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光

照适中、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区内生物种类繁多，南北荟

萃，山货土特产驰名中外。区境内具

有经济价值的动植物资源 2000 多

种。“秦地无闲草”，全省产中药材

600多种，这里就有400多种。素有

“漆、麻、耳、倍”之乡和“中药材

摇篮”之美称。生漆产量居全国之

首，蚕桑产量居全省第一。烤烟、黄

姜、茶叶、中药材、魔芋、油桐、食

用菌、绞股蓝等农副产品生产初具规

模，有望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茧丝生

产基地，全省前列、全国知名的生猪

生产基地和全国最大的魔芋生产、研

发基地。

【水电资源】 全区水电能源优势明

显，是国家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自

产水 13.1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0.654亿立方米，地下水3.001亿立

方米，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为1420立方

米。水能理论蕴藏量达336万千瓦。

距城区18千米的火石岩水电站总装

机85万千瓦，年发电量28亿度。已

建成安康水电站装机88万千瓦，有

小水电站85处，全区小水电开发量

为1.084万千瓦，已建成小水电站5

处，总装机2365千瓦。水资源和电

力资源非常富裕。

【旅游资源】 汉江是中华民族古代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汉水、汉剧、汉

文化，赋予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魅

力。境内有3个国家AAAA级景区：西

北最大的人工湖——瀛湖，77平方千

米人造高峡平湖，碧波万顷，岛屿棋

布；人文历史悠久的香溪洞风景区；

以龙文化为精髓的双龙生态旅游度假

区。有531处文物点入编《中国文物

地图集·陕西分册》。境内河流纵横，

奇山险峰、明清古镇、战争遗址、自

然湿地、宗教庙宇等自然人文景观吸

引了众多游客观光旅游，汉滨极具开

发价值。一年一度的汉江龙舟节成为

文化体育搭台、旅游经贸唱戏的独特

载体，被国际节庆协会评为“中国节

庆 100 强”，被中国节庆协会评为

“中国十大魅力节庆”和“十大博览

赛事类节庆”。

【环境资源】 随着中等城市骨架的拉

大，江南老城改造面貌一新，江北新

区日新月异，有“中国莱茵河”美称

的汉江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山水园林

城市风格日渐形成。城区内学校、酒

店、银行、通信网络、医院等生活配

套设施完善。同时，境内有陕西安康

工业园区这一处国家级工业园区，恒

口、五里两个省级工业园区，大同、

建民、关庙3个工业园区正在筹建审

批，这些园区和省、市正在规划建设

的月河川道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

区共同构成发展工商业的承载平台。

区委、区政府出台了《汉滨区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在土地、税费等方面为

各方来汉滨投资的客商提供最优的投

资政策，并着力建设投资审批一条龙

服务、开工建设全方位服务和竣工投

产运行环境保障三大服务体系，客商

发财、地方发展、互惠双赢的格局已

经形成。2015年，已有浙江、福建、

江苏、山东、上海、西安等省市的一

大批客商在此投资兴业，落户发展。

行政区划

【建置沿革】 汉滨区建置始于秦惠

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设汉中

郡西城县，迄今2300多年。西汉至

南北朝相沿秦制，北周初废西城县辖

于吉安县，后废县置郡，隋复设西城

县，开皇年间改成吉安县，仍属金

州。大业三年（607）改称金州县。

唐武德元年（618），划金州一部复设

西城县，城区设置金州。天宝元年

（742）撤州设安康郡。元代降金州为

散州，西城县至此废。明万历十一年

（1583）洪水毁州城，于赵台山下筑

新城改名为兴安州。清乾隆四十八年

（1783）州升为府，以原兴安州并汉阴

地在府城设县，取“安民康泰”之

意，称安康县。

1949年 11月安康解放，建立县

人民政府，城区设置安康市，直属安

康专署。1954年4月，撤市改设城关

区。全县划16个区（区公所为县政

府派出机关），辖218个乡。1956年3

月合并为12个区120个乡。

1957年3月，从旬阳县划入水泉

乡烂泥湖地段归茨沟区东镇乡。

1958 年 4月，将张滩区文武乡划为

直属乡隶县政府直接领导。同年12

月，撤销岚皋县建置，所属境地并

入安康县。其间，人民公社实行政

社合一，以区公所辖区范围成立大

公社，将原乡政府改制为管理区。

时设 20个公社 114个管理区。1961

年恢复岚皋县建置，归属旧置。撤

销原区级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区公

所派出机构，将管理区更名为人民

公社。

1963年3月，将岚皋县新坝公社

及晓道河公社何家生产队划入安康县

流水区。1967年，将镇安县太平、紫

荆两公社划归安康县大河区。

1983 年 10 月，改变“政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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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公社改为乡（镇），设立

乡政权。乡下为村，设村民委员会。

同年，将月池乡划归岚皋县。改恒

口、五里、大河、流水4个乡为乡级

镇建置。

1988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安

康县改县建市称为安康市。1995年年

底，安康市辖11个区、1个区级镇，

有93个乡（镇）、7个办事处、65个

居委会、878个村民委员会。

1996年，安康市对所管辖的区乡

（镇）进行了行政区划和基层管理体

制的重大改革，在全市认真组织实施

了撤区并乡建镇工作。经省政府批

准，全市由原11个区、1个区级镇、

93个乡镇、7个办事处调整为20个

镇、27个乡、3个办事处、70个居委

会、876个村民委员会。

2000 年 12 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陕西省人民

政府〔2000〕31号、陕西省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2000〕76号文件，安

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安康市（县级）改为县

级汉滨区，其行政区划和下设机构

不变。

2001年 12月，经陕西省人民政

府批准，撤销马坪乡、将军乡、瓦仓

乡、流芳乡建置，全区设 20个镇、

23个乡、3个办事处。

2010年 12月，根据陕西省市机

构改革文件要求，结合安康市机构

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汉滨区

部分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意见的函

（安乡机改办函〔2010〕2号）和中

共安康市委办公室、安康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汉滨区撤乡并镇和

重 点 镇 设 置 的 批 复 》（ 安 办 字

〔2010〕113号）文件精神，经陕西

省委、省政府授权，省民政厅批准，

汉滨区进行撤乡并镇，共设 30 个

镇、4个办事处。

2011年 11月，市委、市政府批

准成立恒口示范区，示范区工作委员

会和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为汉滨区委、

区政府派出的正县级机构，辖恒口、

大同两镇。

2015 年 6 月 5 日，根据中共陕

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镇村综合改革的指导意

见》，汉滨区委印发《汉滨区镇村

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汉发〔2015〕

1号），公布镇村调整方案，具体情

况为：撤销双溪镇，并入大河镇；

撤销共进镇，并入早阳镇；撤销石

转镇，并入洪山镇；撤销新坝镇，

将马泥村、茶栈村 2个行政村整建

制划归大竹园镇；将良田村、黄泥

村、碾坪村 3个行政村和新坝中心

社区整建制划归流水镇。撤销田坝

镇，将板庙村、砖垭村、天山村、

纸坊村、汪河村 5个行政村整建制

划归吉河镇；将胡家沟村、联坪

村、雷公坡村 3个行政村和田坝社

区整建制划归晏坝镇。调整后，汉

滨区辖 25 个镇、4 个街道办事处。

撤并 320 个行政村，保留 245 个行

政村。

2015年 12月，根据中共安康市

委办公室、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汉滨区镇村综合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安办字〔2015〕

11号），经市区两级批准，将老城办

事处、新城办事处、江北办事处、建

民办事处分别更名为老城街道办事

处、新城街道办事处、江北街道办事

处、建民街道办事处。

2016年8月，根据陕西省民政厅

陕民函〔2016〕248号文批复，大同

镇整建制并入恒口镇。

2017年8月，恒口示范区工作委

员会和恒口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上划为

市委、市政府派出机构。

【现行区划】 汉滨区现辖23个镇、

4个办事处、100个社区、395个行

政村。23 个镇称谓分别为：关庙

镇、张滩镇、瀛湖镇、五里镇、吉河

镇、流水镇、大竹园镇、洪山镇、茨

沟镇、大河镇、沈坝镇、早阳镇、

石梯镇、关家镇、县河镇、晏坝

镇、谭坝镇、双龙镇、叶坪镇、中

原镇、坝河镇、牛蹄镇、紫荆镇，4

个办事处为：老城街道办事处、新

城街道办事处、江北街道办事处、

建民街道办事处。

【人口与民族】 2021年年末，全区

总人口102.61万人，常住人口88.64

万人。全区民族除汉族外，有23个

少数民族。分别为：回族、满族、蒙

古族、土家族、壮族、苗族、黎族、

侗族、瑶族、白族、朝鲜族、佤族、

彝族、藏族、布依族、达斡尔族、畲

族、东乡族、维吾尔族、傣族、羌

族、水族、俄罗斯族。少数民族常住

人口约1.7万。

（汉滨区档案史志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结果，2021 年，辖区生产总值

407.27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2.05亿元，增

长6.2%；第二产业增加值140.63亿

元，增长 8.1%；第三产业增加值

224.59亿元，增长7.9%。三次产业增

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3∶34.5∶
55.1。人均生产总值45605元，比上

年增加3745元，增长7.8%。

2016年全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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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辖区非公有制经济增

加值227.52亿元，占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55.9%，比上年提升 0.7 个百

分点。

2021年，辖区单位GDP能耗下降

率为 3%，比上年提升了 0.7 个百

分点。

据公安部门年报统计显示：2021

年年末，辖区户籍总人口102.61万

人，比上年增加0.38万人。按性别

分：男性54万人，女性48.61万人；

按地域分：城镇人口48.98万人，乡

村人口53.63万人。暂住人口2.06万

人（不含高新区、恒口示范区）。汉

滨区（不含高新区、恒口示范区）户

籍总人口 75.23 万人，比上年增加

0.06万人。按性别分：男性39.75万

人，女性35.48万人；按地域分：城

镇人口34.28万人，乡村人口40.94

万人。

【农业】 2021年，辖区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72.6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9%。其中：农业产值47.57亿元，

增长5.2%；林业产值1.74亿元，增

长7.1%；牧业产值18.78亿元，增长

9.1%；渔业产值 1.25 亿元，下降

17.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3.27亿

元，增长4.9%。

辖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43.74亿

元，比上年增长6.1%。其中：农业增

加值30.02亿元，增长5.6%；林业增

加值1.05亿元，增长7.0%；牧业增加

值9.98亿元，增长9.3%；渔业增加值

1亿元，下降11.2%；农林牧渔服务业

增加值1.68亿元，增长3.6%。

粮油生产保持稳定，详见下表：

2021年粮油生产情况

农业经济作物较快发展，详见下表：

2021年经济作物生产情况

畜牧业平稳发展，主要畜牧产品

产量详见下表:

2021年畜牧业发展情况

2021年，辖区森林面积26.25万

公顷，当年造林面积3347公顷，森

林覆盖率达70%。自然保护区 1个，

自然保护区面积0.81万公顷。

【工业】 2021年，辖区全部工业增

加值比上年增长18.3%。其中，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0%。

辖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3.9%。其中：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33.2%；中央、

省、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

长14.6%；区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16.7%；恒口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4%。

辖区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比上

年增长21.5%。其中：高新区规模以

上工业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28.9%；

中央、省、市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2021年全区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

主要指标

粮食面积

粮食产量

# 夏粮产量

秋粮产量

油料面积

# 油菜籽

芝麻

花生

油料产量

# 油菜籽

芝麻

花生

单位

万亩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亩

万亩

万亩

万亩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绝对量

69.19

19.40

5.29

14.11

32.55

26.34

2.26

3.95

5.35

4.03

0.26

1.06

比上年

增长%

-1.0

0.6

1.0

0.5

1.4

1.5

3.4

-0.9

4.1

3.5

2.4

6.7

主要指标

蔬菜面积

蔬菜产量

中药材面积

中药材产量

园林水果面积

园林水果产量

茶园面积

茶叶产量

单位

万亩

万吨

万亩

万吨

万亩

万吨

万亩

万吨

绝对量

32.97

55.64

2.91

2.21

11.44

6.42

20.53

0.77

比上年

增长%

2.2

4.9

0.9

5.3

3.6

8.3

2.0

10.7

主要指标

肉类总产量

# 猪肉

牛肉

羊肉

禽肉

禽蛋产量

生猪出栏

牛出栏

羊出栏

家禽出栏

猪存栏

牛存栏

羊存栏

家禽存栏

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头

万头

万只

万只

万头

万头

万只

万只

绝对量

4.56

3.78

0.24

0.18

0.36

1.36

47.58

1.61

8.81

214.51

31.39

4.80

10.99

192.81

比上年

增长%

9.1

11.7

-0.1

-13.2

2.8

-12.8

8.1

0.5

-9.4

5.0

1.1

-3.5

0.1

-1.1

2016—2021年辖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

2016—2021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增速（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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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14.6%；区属规模以上工

业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15.2%；恒口

规模以上销售产值比上年增长71.3%。

辖区规模以上工业中六大支柱工

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5%。发展情

况详见下表：

2021年辖区六大支柱工业发展情况

截至12月底，辖区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达到216户（含陕西硒谷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和供电局）。其中：高

新区88户，中央、省、市3户，区属

104户，恒口示范区21户。辖区产值

过亿元企业达105户，其中，当年新

增产值过亿元企业7户。当年辖区累

计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户。其

中：汉滨区9户，高新区10户，恒口

示范区3户。

【建筑业】 2021年，辖区全部建筑

业增加值 51.61 亿元，比上年下降

6.8%。

辖区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

151.97亿元，比上年增长4.9%。其

中，汉滨区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值

84.63亿元，下降5.8%。房屋建筑施

工面积 925 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

0.1%。其中：新开工面积295万平方

米，增长17.1%；房屋竣工面积271

万平方米，增长17.8%。

截至12月底，辖区资质以上建

筑业企业达 161 户。其中：汉滨区

130户，高新区25户，恒口示范区6

户。当年辖区累计新增建筑业企业

25户。其中：汉滨区16户，高新区8

户，恒口示范区1户。

【规模服务业】 2021年，辖区规模

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52.34亿元，比

上年增长7.9%。其中，汉滨区规模以

上服务业营业收入41.2亿元，增长

5.7%。

截至12月底，辖区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达134户。其中：汉滨区84

户，高新区47户，恒口示范区3户。

当年辖区累计新增规模以上服务业企

业7户。其中：汉滨区4户，高新区

3户。

【固定资产投资】 2021年，辖区固

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7.3%。其中，

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32.6%；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17.8%；第三产业投

资增长1.3%。

2021年，汉滨区固定资产投资比

上年增长10.0%。其中，第一产业投

资比上年增长25.3%；第二产业投资

增长34.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

截至12月底，辖区房地产企业达

93户。其中：汉滨区47户，高新区37

户，恒口示范区9户。当年辖区新增房

地产开发企业11户。其中：汉滨区6

户，高新区5户。辖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比上年增长1.6%，其中，汉滨区增长

10.1%；辖区民间投资比上年增长

13.9%，其中，汉滨区增长29.7%；辖区

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增长22.2%，其

中，汉滨区增长33.1%。

截至12月底，辖区500万元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541个，比上

年增加70个。其中，新开工项目302

个，比上年增加86个。汉滨区5000

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60个，较上年增

加11个。

【邮电】 2021年，辖区邮电业务总

量100.99亿元，比上年增长19.2%。

其中，邮政业务总量2.75亿元，增

长24.6%。

辖区固定电话年末用户达19.84

万户，比上年增加2.66万户，增长

15.5%；移动电话用户达106.9万户，

比上年增加3.18万户，增长3.1%；国

际互联网用户达79.47万户，比上年

增加9.39万户，增长13.4%。

【贸易业】 2021年，辖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89.99亿元，比上年增

长15.1%。其中：城镇零售额180亿

元，增长14.8%；乡村零售额9.98亿

元，增长19.9%。汉滨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41.25亿元，增长12.6%。

2021年，辖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

和住宿餐饮业累计实现零售额123.92

亿元，增长15.1%。其中：限额以上

批发业零售额 26.57 亿元，增长

12.1%；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92.31

亿元，增长17.4%；限额以上住宿业

零售额1亿元，增长21%；限额以上

餐 饮 业 零 售 额 4.04 亿 元 ， 下 降

15.8%。汉滨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业累计实现零售额82.06亿

元，增长11.1%。

截至12月底，辖区限额以上批

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达346户（批

主要指标

六大支柱工业总产值

# 清洁能源

富硒食品

装备制造

新型材料

生物医药

纺织服装

单位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亿元

比上年

增长%

23.5

5.7

14.5

39.1

16.6

56.7

25.6

2021年汉滨区固定资产投资三次产业构成

2021年辖区固定资产投资三次产业构成

2016—2021年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速（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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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业88户，零售业152户，住宿业

44户，餐饮业 62户）。其中，汉滨

区231户（批发业66户，零售业83

户，住宿业37户，餐饮业45户）。当

年辖区累计新增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

住宿餐饮企业51户。其中：汉滨区36

户，高新区14户，恒口示范区1户。

【文化、旅游业】 2021年，汉滨区

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100%，电

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100%，有线

电视入户率22.0%，公共图书馆图书

总藏量181.4千册（件）。

2021 年，汉滨区共接待游客

838.95万人次，比上年增长5%；旅

游总收入49.35亿元，增长5%；旅游

从业人员达6800人，其中，导游人

数260人；旅行社23个。

【财政、金融】 2021年，汉滨区财

政总收入 26.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3.4%。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27

亿元，比上年增长34.8%。财政一般

预算支出 58.8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2%。

2021年年末，辖区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830.05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558.62

亿元，增长14.3%。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 583.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

【教育】 2021年，辖区共有普通高

等学校2所。全年共招收普通本专科

学生 7469 人，其中，本科 3567 人；

在校学生数 28063 人，其中，本科

12509 人；毕业生人数 6792 人，其

中，本科3430人；教职工人数1551

人，其中，专任教师1112人。

辖区共有中等职业学校4所。全

年共招收学生 3444 人，在校学生

10978 人；教职工人数 330 人，其

中，专任教师238人。

辖区共有普通中学 64 所。其

中：初中50所，高中14所；全年在

校学生55418人，其中：初中34232

人、高中21186人；教职工人数6116

人，其中：初中3076人、高中3040

人；专任教师4867人，其中：初中

2039人、高中2828人。

辖区共有小学106所（不含教学

点）。全年在校学生72569人；教职

工人数 3797 人，其中，专任教师

4626人。

辖区共有幼儿园212所。全年在

园人数 37193 人；教职工人数 4559

人，其中，专任教师2748人。

辖区共有特殊教育1所。全年在

校学生186人；教职工人数50人，其

中，专任教师42人。

【卫生】 2021年，辖区医疗卫生机

构1013个。其中：医院27个，卫生

院41个，妇幼保健院2个，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2个，诊所（卫生所、医务

室）235个，村卫生室679个。床位

数 8332 张。其中：医院床位 7374

张，卫生院床位683张。卫生技术人

员数8946人。其中：医院、卫生院

7528人，妇幼保健院357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102 人。婴儿死亡率为

1.9‰。

【水利】 2021年，辖区发展节水灌

溉面积1.14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累计1.32万公顷，年末农村饮

水安全达标人口77.08万人。

全年辖区水利工程总供用水量

21781 万立方米。其中：农业灌溉

11845万立方米，工业生产供水3035

万立方米，城镇生活用水量4568万立

方米，乡村生活用水量1543万立方

米，人工生态环境用水790万立方米。

【城镇建设】 2021年，辖区（不含

恒口示范区，下同）供水综合生产能

力 14 万立方米/日；城市供水总量

2805 万吨；售水量 2476 万吨，其

中，居民生活用水量1527万吨。

2021 年，辖区（不含恒口示范

区，下同）供气总量 5334 万立方

米；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5173吨。

2021 年，辖区（不含恒口示范

区，下同）绿地面积 16.7 平方千

米，其中，公园绿地面积4.28平方

千米；建成区面积45.18平方千米，

绿化覆盖面积18.13平方千米，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为40.1%；污水排放总

量3606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99.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9%。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2021年，

辖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43天，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94%；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3.14%。

全年汉滨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

数1人，比上年减少1人。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2021年，

辖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44

元 ， 比 上 年 增 加 1813 元 ， 增 长

9.1%。其中：工资性收入9747元，增

长 8.7%，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44.8%；经营净收入 3313 元，增长

9.6%，占比 15.2%；财产净收入972

元，增长10.8%，占比4.5%；转移净收

入7712元，增长9.1%，占比35.5%。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918元，比上年增加2279元，增长

8.0%。其中：工资性收入14352元，

增长7.3%，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46.4%；经营净收入 4013 元，增长

8.7%，占比13.0%；财产净收入1845

元，增长9.7%，占比6.0%；转移净

收入 10708 元，增长 8.3% ，占比

34.6%。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62元，比上年增加1162元，增长

10.4%。其中：工资性收入5038元，

增长11.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40.8%；经营净收入 2596 元，增长

10.4%，占比 21.0%；财产净收入79

元，增长11.3%，占比0.6%；转移净

收 入 4649 元 ， 增 长 9.7% ， 占 比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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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汉滨区 （不含高新

区）城镇职工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4.18万人；辖区城乡居民已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80.82万人；辖

区城乡居民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

数45.23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已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32万人，机

关事业单位已参加养老保险人数

2.47万人，农村已纳入养老保险人

数38.44万人；辖区当年离退休人员

8304人；汉滨区城镇企事业单位已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28万人；汉滨

区城镇已参加生育保险人数2.46万

人；汉滨区城镇已参加工伤保险人

数3.31万人。

2021年，汉滨区（不含高新区、

恒口示范区，下同）临时救助人数

1.67万人，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机

构34个，提供住宿的社会工作机构

床位 4408 张，社区服务设施数 393

个。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

3943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达 44514 人，农村特困供养人数达

5722人。

（汪慧芳）

注释：

1.本公报部分指标数据为四季度

快报数。

2.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

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3.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

计算。

4.邮电业务总量按2020年不变价

格计算。

5.本公报中辖区所指的范围是指

包含高新区、恒口示范区、瀛湖旅游

区在内，除专门标注外，汉滨区所指

的范围是指不含高新区、恒口示范

区，但包含瀛湖旅游区。

6.当年辖区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数是以上年

度年报申报企业数与当年新培育企业

数为准统计的。

本公报资料来源：

1.邮电数据来自市邮政管理局、

市移动公司、市电信公司和市联通

公司。

2.文化、旅游数据来自区文旅广

电局。

3.财政数据来自区财政局决算。

4.金融数据来自市人行。

5.教育数据来自高等学校和区教

体局。

6.卫生数据来自区卫健局。

7.水利数据来自区水利局。

8.城镇建设数据来自区建设局。

9.环保数据来自区生态环保局。

10.安全生产数据来自区应急管

理局。

11.城镇就业、失业、社会保障

数据来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医保局和区民政局。

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

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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