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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 1-2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年初以来，各部门镇街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前谋

划部署经济运行工作，全力以赴抓好数据首报，1-2 月份主要经

济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工业方面。1-2 月份全县规上工业增加值 9.5%，列全市

第 4 位。196 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 47.68 亿元、同比增长

8.71%，较去年同期提高 5.78 个百分点。重点企业嘉冠粮油、

益大新材料、世纪阳光总产值增长 10.5%，拉动全县总产值 3.8

个百分点，洪润电碳、琛德实业、鑫广宇重工产值下降，下拉

全县总产值 1.19个百分点，梁宝寺煤矿等三家煤炭企业产值下

降 1.99%，采矿业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支撑力度减弱。

2、投资方面。1-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6%，列全市

第 7 位。其中，其中民间投资增速 15.8%、占比 84.6%，均列

全市第 5 位；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3.2%，列全市第 8 位；建安

投资增长 28.7%，列全市第 1 位。

1-2 月全县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 5.30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列全市第 6 位。

3、贸易方面。1-2 月全县限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6.3%，

列全市第 7 位，批零住餐四行业增幅分别为：批发行业 36.5%，

零售行业 17.6%，住宿行业-2.7%，餐饮行业 10.7%。受天瑞医

药、旭洪煤业、嘉鑫煤业、嘉信供应链等企业较高增幅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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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销售额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49.1 个百分点，重点住宿企

业宗圣宾舍、银座佳悦业绩不佳，下拉全县营业额 11.39 个百

分点。

4、服务业方面。1-2 月份全县规上服务业营收完成 5.69亿

元，增速 20%、贡献率 7.4%，均列全市第 4 位，其中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营收增长 28.8%，信息传输、信息技术服务

业营收增长 14.37%，房地产业营收增幅 28.45%，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营收增幅 23.35%，涉及核算的 11 个大类服务业有 3 个

行业营收增速负增长，分别为科技服务业（-2.8%）、文体娱乐

业（-5.3%）、水利环境业（-28.5%）。

5、财税方面。1-2 月份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35亿

元、增长 5.3%，列全市第 6 位，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31 亿元、

下降 4.9%，列全市第 11 位。截止 2 月底，全县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 772.50 亿元，较年初增加 61.21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473.33 亿元，较年初增加 16.10 亿元。

6、纳统方面。1-2 月份全县新增“四上”企业纳统 66家，

预计数量居全市第 6 位，其中工业新增 15 家，贸易业新增 39

家，服务业新增 12家。3 月期别纳统提报 1 家房地产材料，正

待省级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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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对比表

指标名称

嘉祥县 济宁市 山东省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量
(亿元)

增长
(%)

地区生产总值（2024年） 301 9 5.4 9 5867.49 5.8 98566 5.7

 #第一产业 45 7 3.3 8 636.04 3.4 6617 3.7

第二产业 102 8 5.4 8 2176.01 5.1 39609 6.6

第三产业 153 7 6.0 11 3055.44 6.8 52340 5.4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2024年，%） — — 51.0 5 — 52.1 — 53.1

农林牧渔业产值（2024年） 92.75 — 4.0 6 1240.80 3.9 12832.3 3.9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 — 9.5 4 — 6.0 — 8.0 

规上工业营业收入（2024年） 266.64 5 -5.02 7 4842.25 -3.04 119540.6 3.1

规上工业利润（2024年） 3.46 10 -60.78 11 371.01 -9.6 5353.5 -4.5

建筑业产值（2024年） 84.95 — 9.7 4 — 7.0 — 6.1

固定资产投资 — — 10.6 7 — 3.7 — 3.3

 #房地产开发投资 1.1 11 -61.9 14 46.2 -10.9 756.7 -11.3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5.30 11 -2.0 6 104.6 -10.9 — -11.0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4年） 174.61 7 7.7 3 2910.4 6.5 37960.4 5.0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2024年） 23.00 9 13.4 5 678.2 11.0 16014.1 7.2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5 8 5.3 6 97.8 2.2 1500.8 3.3

 #税收收入 2.31 10 -4.9 11 61.6 -2.4 1035.7 2.8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60 4 7.8 5 134.1 3.2 2027.7 4.2

进出口总额 7.78 9 3.80 11 203.1 27.9 4967.8 6.9

 #出口 7.69 8 3.80 11 165.9 28.8 2964.3 7.8

进口 0.09 12 8.4 9 37.2 23.6 2004 6 

实际利用外资(县 万美元) 403 — 403.8 — — — — —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773.90 5 14.5 3 10374.4 12.9 179906.4 9.1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472.6 4 14.5 7 8633.6 11.2 156062.1 9.4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4年，元） 30932 12 6.0 4 37905 5.7 42077 5.5

 #城镇居民 (元） 41617 11 5.3 8 47812 5.1 54062 4.8

农村居民（元） 24816 10 6.5 8 25408 6.5 25257 6.2

居民消费价格（%） — — — — 99.4 -0.6 99.3 -0.7

常住人口（2024年，万人) 67.6 4 — — 818.73 — 1008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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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指标名称

2024年

现价总量

（亿元）

不变价总量
（亿元）

不变价增速
（%）

占GDP比重
（%）

全县 300.84 292.14 5.4 100.0 

农林牧渔业 50.06 50.47 3.8 16.6 
工业 83.83 84.00 5.8 27.9 
建筑业 19.58 17.84 8.8 6.5 
批发和零售业 37.44 33.65 6.9 12.4 
批发业 26.14 22.51 4.5 8.7 
零售业 11.31 11.13 12.1 3.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44 21.30 6.4 7.1 
住宿和餐饮业 4.02 3.98 6.7 1.3 
住宿业 0.49 0.48 5.4 0.2 
餐饮业 3.53 3.50 6.9 1.2 

金融业 13.90 14.04 2.1 4.6 
房地产业 15.41 14.45 -0.5 5.1 
其他服务业 55.15 52.41 6.1 18.3 
营利性服务业 25.76 24.70 10.7 8.6 
非营利性服务业 29.39 27.71 2.3 9.8 

 #  第一产业 45.28 45.85 3.3 15.0 
第二产业 102.22 100.58 5.4 34.0 
第三产业 153.34 145.71 6.0 51.0 

产业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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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税收

指标名称

1-2月

单 位 本 月 累 计 累计增幅
（%）

（一）财政总收入 万元 29660 61770 5.2

税务部门 万元 15983 42241 -0.7

增值税 万元 9879 20768 4.7

企业所得税 万元 32 5492 -25.0

个人所得税 万元 752 2062 56.5

（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万元 22659 43509 5.3

税务部门 万元 9355 24666 -4.1

增值税 万元 4771 10318 4.9

企业所得税 万元 13 2197 -25.0

个人所得税 万元 301 825 56.6

（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 95998 7.9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万元 — 7350 2.7

教育支出 万元 — 25461 6.6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 20358 -5.4

（四）税收收入 万元 8623 23119 -4.9

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 38.06 53.1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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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用电量

行业名称

1-2月

用电量累计
（万千瓦时）

占全社会比
重(%)

本月增长
(%)

累计增长
(%)

全社会用电总计 38362 100.0 7.7 -2.13

 #全行业用电合计 24646 64.25 22.2 -1.64

 #第一产业 723 1.88 21.0 13.15 

第二产业 17096 44.56 24.9 -4.59

第三产业 6828 17.80 15.8 5.05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合计 13716 35.75 -12.1 -3.00

 #城镇居民 4963 12.94 -0.6 1.96 

乡村居民 8753 22.82 -17.8 -5.60

全行业用电合计(分类) 24646 64.25 22.2 -1.64

 #农、林、牧、渔业 1054 2.75 55.7 38.59 

工业 16555 43.15 23.7 -5.49

 #采矿业 2588 6.75 10.0 5.57 

制造业 10495 27.36 36.9 -10.60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472 9.05 3.0 4.39 

建筑业 556 1.45 76.4 35.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61 1.20 19.0 14.7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60 0.94 -7.3 -3.61

批发和零售业 1901 4.96 27.8 17.72 

住宿和餐饮业 546 1.42 -1.0 -4.00

金融业 117 0.30 -1.7 -7.11

房地产业 321 0.84 5.1 -0.0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25 1.37 19.4 11.58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2251 5.87 5.3 -9.67
320.3357 1.141832825 27.7500589
593.3159 432.248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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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及产品产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2月

总量 增长（%）

企业单位数（个） 198 ——

　其中：今年新增（个） 15 ——

工业生产指标
1-2月

总量（亿元） 增长（%）

工业总产值（现价） 47.70 8.71 

　工业销售产值 45.35 10.46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9.50 

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
1-2月

总量（亿元） 增长（%）

存货 29.46 -25.92

产成品 13.20 -39.36

应收帐款 41.07 17.21 

流动资产合计 137.95 -3.78

资产总计 285.94 -0.25

负债合计 180.27 -2.16

营业收入 41.40 2.52 

营业成本 38.02 1.53 

税金及附加 0.29 31.49 

利润总额 0.98 9.12 

应交增值税 0.39 -34.45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1-2月

总量（万吨） 增长（%）

原煤 36.97 36.78 

小麦粉 3.32 19.50 

白酒（千升） 178.21 61.16 

食用植物油 4.29 -2.27

棉纱 0.43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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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分行业主要指标 

编
码

行业名称

1-2月

营业收入 利润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量
(万元)

增长
(%)

总计 419387 2.52 9759 9.12 

0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2184 4.81 45 -84.91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932 -16.91 -67 -179.08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3453 -10.40 1135 -57.87

14 食品制造业 5012 -4.22 183 -18.78

15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1687 40.01 283 26.50 

17 纺织业 19032 1.50 693 -15.28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1595 -33.24 -24 -151.72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4261 43.16 -142 37.61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5990 -11.66 537 3.67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3660 35.78 16 -84.04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5458 1.22 -63 -186.82

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0809 41.74 1515 1031.16 

27 医药制造业 973 22.29 72 176.45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77 -15.42 0 103.33 

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700 53.62 108 170.60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5073 -28.71 3052 -44.75

3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1 -29.53 7 22.41 

3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94 34.37 0 -157.14

33 金属制品业 6826 -16.46 137 109.63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6076 -32.33 247 220.42 

35 专用设备制造业 8512 13.78 459 16.99 

36 汽车制造业 3649 32.57 -174 -99.31

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1749 61.16 173 243.85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742 68.80 219 42.83 

42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业 713 -14.49 15 828.57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6635 2.65 941 382.03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2536 -1.80 -117 88.25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151 27.87 509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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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分行业用电量

行业名称

1-2月

总量

（万千瓦时）

行业用电
占比（%）

同比增速
（%）

全部工业 16554.8 100 -5.4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570.8 15.53 5.04 

非金属矿采选业 14.3 0.09 1715.78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13.5 7.33 4.39 

食品制造业 164.6 0.99 -4.59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44.0 0.27 0.26 

纺织业 1772.8 10.71 5.20 

纺织服装、服饰业 148.6 0.90 8.4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43.1 1.47 9.80 

造纸和纸制品业 45.0 0.27 -14.97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20.5 0.12 -10.5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46.7 0.28 406.4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4108.2 24.82 8.40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41.0 1.46 -4.5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851.7 5.14 -3.3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5 0.03 9.63 

金属制品业 324.6 1.96 -85.52 

通用设备制造业 162.8 0.98 30.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396.9 2.40 50.52 

汽车制造业 129.3 0.78 49.00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3.8 0.20 -9.2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4.5 0.09 13.9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238.3 19.56 4.7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18.5 1.32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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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

1-2月

单位 总量 增长（％）

1、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10.6

          房地产投资 万元 —— -61.9 

   其中：住宅 万元 —— -59.5 

             商业营业用房 万元 —— -54.8 

2、结构性指标 ——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 % —— 63.5 

     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 % —— 39.7 

     民间投资占比 百分比 —— 84.6 

     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 —— 13.2 

3、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个  数 个 142 ——

     投资额 % —— 45.6 

4、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情况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2716448 -16.5 

      竣工面积 平方米 0 0.0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52957 -2.0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30558 4.0 

5、建筑业总产值（2024年） 亿元 85.0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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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服务业、外贸外资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
2024年

总量
（亿元）

增长
（%）

总计 23.00 13.4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22 14.4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29 10.21 

房地产业（物业管理和房地产中介） 0.21 18.82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13 18.76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0.92 17.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81 -8.62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06 19.9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16 19.5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20 16.55 

外贸外资

1-2月

总量 增长（%）

进出口总额（亿元） 7.78 3.8

　#出口总额（亿元） 7.69 3.8

　 进口总额（亿元） 0.09 8.4 

实际利用外资（万美元） 403 4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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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销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月

总量（亿元） 累计增幅(%)

总　计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3.40 16.3 

　　 #按销售区域分 —— ——

　　　　#城镇 2.77 15.2 

　　　　 乡村 0.63 21.6 

　　 #按消费形态分 —— ——

　　　　#餐费收入 0.48 5.7 

　　　　 商品零售 2.92 18.3 

限额以上单位四行业销售额/营业额
(含企业和个体)

1-2月

增幅(%)

总　计 ——

　　#批发业 36.5 

　　 零售业 17.6 

　　 住宿业 -2.7 

　　 餐饮业 1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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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分类情况

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销售额

1-2月

批发业 零售业

总量(万元) 增幅(%) 总量(万元) 增幅(%)

总计 145575 36.5 29093.8 17.6

  1.粮油、食品类 6107.7 39.71 8126.3 8.59

  2.饮料类 405.7 13.67 1659.7 11.43

  3.烟酒类 2563.7 42.98 1793.6 25.07

  4.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 976.1 -13.63 229.3 34.49

  5.化妆品类 - - 203.3 24.95

  7.日用品类 - - 2203.8 13.28

  10.书报杂志类 - - 126.4 28.98

  12.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 - 2405 18.53

  13.中西药品类 19300.5 55.25 1710.3 26.68

  14.中草药及中成药类 5528.6 -46.38 214.5 75.82

  15.文化办公用品类 - - 110.8 -46.73

  16.通讯器材类 - - 1753.8 96.57

  17.煤炭及制品类 21698 269.21 - -

  19.石油及制品类 14068.9 72.92 5505.9 12.25

  20.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8353 17.72 - -

  21.金属材料类 34994.7 12.75 - -

  22.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8546.9 44.27 - -

  24.汽车类 6594.3 13.75 2083.3 44.1

  25.种子饲料类 8363.9 3.17 - -

  26.棉麻类 8447.3 -9.41 - -

  27.其他类 1739.4 -11.1 318.6 1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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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街“四上”企业

指标名称

1-12月企业数（个）
新增
汇总

总计 工业 新增 建筑业 新增 批零 新增 住餐 新增 服务业 新增 房地产 新增

全县 651 196 15 80 0 212 32 64 7 74 12 25 66 

1.县 属

县开发区 44 34 7 2 1 

住建局 105 80 25 

2.镇 街

嘉祥街道 134 22 1 77 15 14 2 21 4 22 

金屯镇 31 7 0 15 1 0 9 4 5 

满硐镇 9 3 0 4 1 1 0 1 0 1 

纸坊镇 41 10 0 10 1 12 2 9 2 5 

仲山镇 22 7 1 9 1 3 1 3 0 3 

卧龙山街道 33 10 1 14 2 6 1 3 0 4 

孟姑集镇 20 6 1 9 0 1 0 4 2 3 

老僧堂镇 30 15 1 7 2 2 0 6 0 3 

黄垓镇 28 12 2 7 1 6 1 3 0 4 

梁宝寺镇 33 10 1 14 1 5 0 4 0 2 

大张楼镇 44 27 1 11 1 4 0 2 0 2 

马村镇 37 15 3 13 4 4 0 5 0 7 

万张街道 40 18 3 15 2 4 3 3 0 5 

备注：部门新增规上企业可与镇街新增重合，“四上”企业数包含国家自动摘抄（停歇业）单位1家，

不含国家自动摘抄（破产注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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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镇街财政收入

指标名称

1-2月

总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

累计完成
（万元）

计划占
比 (%)

增长
 (%)

位次
累计完成
（万元）

计划占
比 (%)

增长
 (%)

位次

合计 61770 19.42 5.21 — 43509 20.13 5.28 —

县本级 34617 25.6 15.51 — 28080 28.7 17.41 —

   其中：经开区 2880 23.3 82.28 1 1624 20.2 43.84 3

镇街级 27153 14.9 -5.53 — 15429 13.0 -11.37 —

嘉祥街道 13867 13.4 -13.08 9 7897 11.4 -21.77 11

    其中：房地产 4351 15.7 5.22 — 2491 12.0 -15.99 —

金屯镇 2235 25.3 77.38 2 1167 23.5 91.63 1

满硐镇 454 10.9 -21.32 10 223 7.3 -43.83 14

纸坊镇 1667 16.9 28.63 5 961 15.5 17.20 5

仲山镇 704 17.5 0 6 402 15.8 -16.25 10

卧龙山街道 951 11.0 -29.29 13 541 9.7 -41.89 13

孟姑集镇 258 10.4 -1.15 7 137 8.6 -3.52 7

老僧堂镇 557 17.4 -25.13 11 365 19.4 -5.19 8

黄垓镇 430 15.9 -5.29 8 267 16.8 9.43 6

梁宝寺镇 1981 21.7 39.31 3 1163 19.6 49.29 2

大张楼镇 1031 11.6 -29.43 14 587 10.3 -30.86 12

马村镇 1413 21.8 30.35 4 741 19.1 30.92 4

万张街道 1605 15.0 -26.38 12 978 16.3 -12.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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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1-12月

评估增速
 (%) 位次

 全   县 9.50 —

嘉祥街道 11.27 8 

卧龙山街道 23.25 2 

万张街道 9.82 10 

纸坊镇 10.90 9 

梁宝寺镇 8.24 11 

马村镇 14.25 6 

金屯镇 11.44 7 

大张楼镇 1.54 13 

孟姑集镇 -19.62 14 

老僧堂镇 24.63 1 

仲山镇 19.36 4 

满硐镇 7.93 12 

黄垓镇 19.97 3 

县开发区 17.9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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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开发区贸易限上零售额、批发业销售额完成情况

指标名称

1-2月

限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限上批发行业销售额

增长
（%）

位次
增长
（%）

位次

全县 16.31 — 36.5 —

嘉祥街道 16.8 12 49.0 3

卧龙山街道 21.2 10 15.3 10

万张街道 33.3 2 -14.3 14 

纸坊镇 21.8 9 26.5 8

梁宝寺镇 16.6 13 8.4 12

马村镇 40.5 1 51.8 2

金屯镇 24.6 6 18.6 9

大张楼镇 28.0 5 1.9 13

孟姑集镇 28.7 4 27.2 7

老僧堂镇 24.6 7 30.2 5

仲山镇 29.2 3 33.5 4

满硐镇 23.1 8 29.5 6

黄垓镇 20.0 11 12.2 11

县开发区 — — 135.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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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

县（市区）

2024年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5867 — 5.8 —

任城区 665 2 5.5 8

兖州区 643 3 5.6 7

微山县 477 5 5.8 5

鱼台县 264 11 5.4 9

金乡县 299 10 5.8 5

嘉祥县 301 9 5.4 9

汶上县 305 8 6.1 4

泗水县 234 12 4.7 14

梁山县 322 7 5.2 12

曲阜市 459 6 5.4 9

邹城市 1104 1 6.2 3

济宁高新区 617 4 6.3 2

太白湖新区 76 14 5.0 13

济宁经开区 103 13 6.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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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县（市区）

2024年

第一产业
（%）

位次
第二产业
（%）

位次
第三产业
（%）

位次

济宁市 3.4 — 5.1 — 6.8 —

任城区 3.3 8 1.5 14 7.1 6

兖州区 3.4 6 5.1 10 6.3 8

微山县 4.2 1 6.1 5 6.1 10

鱼台县 3.0 11 8.0 1 5.3 13

金乡县 3.4 6 7.3 2 6.5 7

嘉祥县 3.3 8 5.4 8 6.0 11

汶上县 2.4 14 3.8 11 9.9 1

泗水县 2.7 13 2.3 13 7.3 3

梁山县 3.9 2 3.2 12 7.2 4

曲阜市 3.3 8 5.5 7 5.5 12

邹城市 3.9 2 5.6 6 7.2 4

济宁高新区 3.6 4 5.3 9 7.6 2

太白湖新区 3.6 4 7.0 3 4.3 14

济宁经开区 2.8 12 6.8 4 6.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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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县（市区）

1-2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97.8 — 2.2 —

任城区 15.6 2 4.7 12

兖州区 12.4 3 5 10

微山县 6.1 6 5.1 8

鱼台县 2.9 12 5.7 4

金乡县 4.2 9 6.1 2

嘉祥县 4.4 8 5.3 6

汶上县 4.0 10 5.6 5

泗水县 3.5 11 5.3 6

梁山县 4.7 7 6.1 2

曲阜市 6.5 5 5.1 8

邹城市 16.9 1 5 10

济宁高新区 7.8 4 -18.2 13

太白湖新区 2.2 13 -33.3 14

济宁经开区 1.2 14 17.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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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县（市区）

1-2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134.1 — 3.2 —

任城区 12.4 3 5.8 6

兖州区 13.7 2 -0.9 8

微山县 9.0 6 -15.4 11

鱼台县 4.9 11 -5.8 10

金乡县 7.1 10 -19.2 13

嘉祥县 9.6 4 7.8 5

汶上县 9.0 5 1 7

泗水县 7.4 9 20.6 2

梁山县 8.3 7 -4.1 9

曲阜市 8.1 8 13.6 3

邹城市 15.0 1 -15.5 12

济宁高新区 4.8 12 9.6 4

太白湖新区 2.2 13 41.6 1

济宁经开区 1.2 14 -26.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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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税收收入

县（市区）

1-2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61.6 — -2.4 —

任城区 8.4 2 -8.9 12

兖州区 7.3 4 3 7

微山县 4.7 5 3.1 6

鱼台县 2.2 11 8.5 2

金乡县 3.5 8 6.8 3

嘉祥县 2.3 10 -4.9 11

汶上县 3.6 7 13.6 1

泗水县 1.9 13 4 5

梁山县 2.7 9 5.8 4

曲阜市 3.7 6 -3.5 10

邹城市 10.8 1 0.1 8

济宁高新区 7.4 3 -11.7 13

太白湖新区 2.2 12 -25.9 14

济宁经开区 0.9 14 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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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4年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37905 — 5.7 —

任城区 50362 2 5.6 9

兖州区 46204 3 5.6 9

微山县 35018 7 6.4 1

鱼台县 31162 10 6.1 3

金乡县 34740 8 5.9 6

嘉祥县 30932 12 6.0 4

汶上县 32205 9 6.0 4

泗水县 27132 14 5.4 12

梁山县 31104 11 5.8 7

曲阜市 36018 6 5.5 11

邹城市 41110 5 5.7 8

济宁高新区 56000 1 5.4 12

太白湖新区 44679 4 5.3 14

济宁经开区 29735 13 6.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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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4年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47812 — 5.1 —

任城区 54685 1 5.4 5

兖州区 53973 2 5 8

微山县 44019 4 6.2 1

鱼台县 42155 7 5.8 4

金乡县 43603 5 5 8

嘉祥县 41617 9 5.3 6

汶上县 42138 8 6 2

泗水县 35734 12 4.7 12

梁山县 41357 10 4.9 10

曲阜市 42693 6 4.8 11

邹城市 50000 3 5.1 7

济宁高新区 — — — —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36650 11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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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县（市区）

2024年

总量（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25408 — 6.5 —

任城区 25863 4 6.2 10

兖州区 28642 1 6.6 4

微山县 25216 7 6.7 3

鱼台县 24750 9 6.3 9

金乡县 26592 3 7 1

嘉祥县 24816 8 6.5 6

汶上县 24557 10 6.1 12

泗水县 20319 12 6.5 6

梁山县 24140 11 6.6 4

曲阜市 25397 5 6.8 2

邹城市 27205 2 6.4 8

济宁高新区 — — — —

太白湖新区 — — — —

济宁经开区 25351 6 6.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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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工业增加值

县（市区）

1-2月

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3.7 — 6.0 —

任城区 10.5 8 9.4 5

兖州区 11.1 6 9.2 7

微山县 9.6 11 -3.1 11

鱼台县 10.2 9 9.3 6

金乡县 9.4 12 -3.6 12

嘉祥县 10.6 7 9.5 4

汶上县 10 10 8.3 8

泗水县 -44.1 14 -9.7 13

梁山县 11.5 5 18.3 2

曲阜市 13.3 1 19.7 1

邹城市 11.8 4 2.1 10

济宁高新区 -17.7 13 5.1 9

太白湖新区 12.8 2 -9.8 14

济宁经开区 12 3 1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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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结构

县（市区）

1-2月

民间投资 高技术投资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6.6 — -25.6 —

任城区 1.3 9 15.6 3

兖州区 62.7 3 197.2 1

微山县 19.7 4 -54.5 11

鱼台县 -0.4 11 -16.6 5

金乡县 -0.2 10 -36.4 7

嘉祥县 15.8 5 63.5 2

汶上县 10.1 7 -40.8 8

泗水县 -45.6 14 -91.0 14

梁山县 4.4 8 -30.6 6

曲阜市 64.1 2 -45.5 9

邹城市 11.8 6 2.5 4

济宁高新区 -40.1 13 -53.0 10

太白湖新区 178.9 1 -77.5 13

济宁经开区 -0.9 12 -74.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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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投资结构

县（市区）

1-2月

工业技改投资 房地产投资

增幅（%）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0.5 — -10.9 —

任城区 25 1 -27.1 12

兖州区 16.6 7 -35.4 13

微山县 18.6 2 13.9 1

鱼台县 17.1 6 -3.3 8

金乡县 -22.6 11 -16.9 11

嘉祥县 13.2 8 -61.9 14

汶上县 -4.5 10 -13.7 9

泗水县 -70.9 13 -14.1 10

梁山县 18.1 4 -1.4 6

曲阜市 18.2 3 4.9 4

邹城市 17.2 5 0.7 5

济宁高新区 -52.7 12 12 2

太白湖新区 — — -1.9 7

济宁经开区 -1 9 5.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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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县（市区）

2024年

单位
个数
(个)

位次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位次

济宁市 2526 — 4842.25 — -3.04 —

任城区 160 10 231.6 7 -4.09 5

兖州区 196 7 904.31 1 3.66 2

微山县 163 9 221.46 8 -4.64 6

鱼台县 148 12 180.33 11 -7.77 13

金乡县 178 8 324.76 4 11.84 1

嘉祥县 202 5 266.64 5 -5.02 7

汶上县 209 4 219.57 9 0.89 4

泗水县 154 11 138 13 -7.34 12

梁山县 240 3 218.89 10 -9.31 14

曲阜市 200 6 248.67 6 -5.23 9

邹城市 259 2 866.91 2 -7.21 11

济宁高新区 293 1 811.69 3 -5.15 8

太白湖新区 13 14 31.31 14 1.98 3

济宁经开区 111 13 178.11 12 -6.4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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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县（市区）

2024年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长（%） 位次

济宁市 371.01 — -9.59 —

任城区 -4.23 14 -125.32 14

兖州区 45.84 3 -2.88 6

微山县 16.45 6 -42.84 9

鱼台县 -0.91 13 -112.34 13

金乡县 18.71 4 -2.29 5

嘉祥县 3.46 10 -60.78 11

汶上县 18.01 5 21.84 1

泗水县 1.64 12 -74.2 12

梁山县 2.11 11 -41.89 8

曲阜市 8.1 7 -39.32 7

邹城市 177.64 1 4.49 4

济宁高新区 74.88 2 19.66 2

太白湖新区 5.39 8 14.09 3

济宁经开区 3.91 9 -43.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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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县（市区）

2024年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2910.36 — 6.5 —

任城区 503.24 1 6.8 11

兖州区 283.29 4 7.6 4

微山县 162.07 9 7.8 2

鱼台县 151.49 11 7.4 6

金乡县 170.02 8 3.8 13

嘉祥县 174.61 7 7.7 3

汶上县 179.16 6 7.5 5

泗水县 139.50 12 -1.9 14

梁山县 156.92 10 7.1 9

曲阜市 286.54 3 7.3 7

邹城市 422.98 2 6.8 11

济宁高新区 270.87 5 6.9 10

太白湖新区 7.17 13 7.2 8

济宁经开区 2.52 14 8.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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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县（市区）

2024年

营收增幅（%） 位次
2024年现代服务业
增加值增幅（%） 位次

济宁市 11 — 4.7 —

任城区 3.8 11 3.6 11

兖州区 10.4 6 8 1

微山县 29.3 1 6.2 2

鱼台县 -10.8 12 4.8 4

金乡县 -14.8 13 3.2 12

嘉祥县 13.4 5 4.7 5

汶上县 7.8 10 4.5 6

泗水县 -27.1 14 1.8 14

梁山县 17.3 2 3.8 9

曲阜市 8.7 8 4.4 7

邹城市 15.9 3 4.3 8

济宁高新区 14.9 4 6.1 3

太白湖新区 9.1 7 3.7 10

济宁经开区 8.7 8 2.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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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进出口总额

县（市区）

1-2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增幅（%） 位次

济宁市 203.08 — 27.9 —

任城区 36.05 2 135.8 3

兖州区 32.91 3 5.4 10

微山县 7.61 10 100.8 4

鱼台县 1.08 14 -33.60 14

金乡县 12.76 6 -2.8 12

嘉祥县 7.78 9 3.8 11

汶上县 10.15 8 6 9

泗水县 5.40 11 167.3 2

梁山县 16.41 5 95.4 5

曲阜市 17.77 4 84.6 6

邹城市 12.60 7 58.3 7

济宁高新区 38.43 1 -17.7 13

太白湖新区 2.30 12 192.2 1

济宁经开区 1.82 13 52.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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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进出口总额

县（市区）

1-2月

出口总额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进口总额
（亿元）

位次
增长
（%）

位次

济宁市 165.87 — 28.8 — 37.21 — 23.6 —

任城区 35.88 1 138.6 3 0.17 11 -32.9 12

兖州区 15.73 5 3.9 10 17.18 1 6.8 10

微山县 7.34 9 100.5 4 0.27 7 108.6 4

鱼台县 0.91 14 -41.3 14 0.17 10 124 3

金乡县 12.55 6 -1.1 12 0.21 9 -51.6 14

嘉祥县 7.69 8 3.8 11 0.09 12 8.4 9

汶上县 9.89 7 7.8 9 0.26 8 -34.2 13

泗水县 4.19 11 173.5 2 1.21 4 147.8 2

梁山县 16.35 4 95.8 6 0.06 13 24.9 7

曲阜市 16.94 3 89.3 7 0.83 6 22.3 8

邹城市 6.59 10 234.3 1 6.01 3 0.3 11

济宁高新
区

28.76 2 -30.6 13 9.67 2 83.6 5

太白湖新
区

1.24 13 98.4 5 1.07 5 544.3 1

济宁经开
区

1.80 12 53.3 8 0.02 14 29.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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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存款余额

县（市区）

1-2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同比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10374.4 — 12.9 —

市辖区

（含兖州区）
4431.1 1 12 8 

兖州区 800 3 9 11 

微山县 521.4 9 15.2 2 

鱼台县 330.9 11 12.2 7 

金乡县 625.6 7 15.4 1 

嘉祥县 773.9 5 14.5 3 

汶上县 577.2 8 11 10 

泗水县 416.9 10 11.6 9 

梁山县 784.9 4 14.4 4 

曲阜市 689.1 6 13.2 6 

邹城市 1223.4 2 13.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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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县市区贷款余额

县（市区）

1-2月

总量
（亿元）

位次
同比增幅
（%）

位次

济宁市 8633.6 — 11.2 —

市辖区

（含兖州区）
4206.5 1 8.3 11 

兖州区 674.3 3 21 2 

微山县 301.6 9 23.6 1 

鱼台县 283 10 14.4 8 

金乡县 448.6 6 15.7 5 

嘉祥县 472.6 4 14.5 7 

汶上县 382.3 7 16.6 4 

泗水县 252.2 11 13.9 9 

梁山县 380.3 8 16.9 3 

曲阜市 455 5 15 6 

邹城市 1451.3 2 1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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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统字〔2025〕5 号

关于印发《服务嘉祥高质量发展统计效能

大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经开区管委会，局各科室（中心）：

经局党组研究同意，现印发《服务嘉祥高质量发展统计效

能大提升行动方案》，请认真贯彻执行。

嘉祥县统计局

2025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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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嘉祥高质量发展
统计效能大提升行动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

落实县委县政府和市统计局决策部署，激励全县统计系统“走在

前、勇争先”，为实现全市“一个万亿、五个倍增”奋斗目标提供

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统计服务，经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开

展服务嘉祥高质量发展统计效能大提升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精准把握“走在前、勇争先”总定位、新要求，全面落实市

县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党建为引领，以数据质量为核

心，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整合资源、条线作战、重点突

破，全面提升统计服务效能，为建设“强富和美”新嘉祥提供有

力统计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政治担当。牢固树立政治机关

意识，突出统计部门政治属性，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捍卫“两个确立”，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坚持依法统计，守牢数据质量。全面提升依法统计、

依法治统能力水平，建立严格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健全全链

条溯源机制，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压紧压

实防惩统计造假政治责任。

（三）坚持结果导向，注重工作实绩。打破科室界线，践

— 38 —



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坚持考用结合、

奖惩并举，以实绩为导向，不断激发统计干部干事创业强大动力。

（四）坚持改革创新，打破思维桎梏。紧跟新形势新变化

新要求，与时俱进提高统计生产力，拓展监测广度，提高分析

深度，推动统计工作数智化转型，构建开源开门开放新格局，

推动统计现代化改革取得实效。

三、重点任务

（一）攻坚突破普查调查。提升数据质量管控质效，从专

业审核、执法检查、质量评价三个方面，强化全流程管控，提

升统计数据协调性、匹配性。提升统计工作挖潜质效，加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现代高效农业等新经济统计挖潜，

扎实推进劳动工资统计改革，开展重点企业挖潜提质行动，统

全统实各项数据。提升企业（项目）纳统质效，把牢入退库关

口，及时开展部门预警指导，确保符合纳统标准企业（项目）

应纳尽纳。提升重点普查成效，统筹做好“五经普”公报发布、

资料开发和“四农普”国家专项试点，扎实做好 1%人口抽样调

查等工作。

（二）攻坚突破统计服务。完善统计监测分析机制，构建“专

业+专业”协作机制、“事前事中事后”监测体系及“指标看走势、

行业看变化、企业找支撑”分析模型，做好预期管理、预警服务，

抓实重点领域研究分析，形成常规分析抓定式、决策分析抓效

率、专题分析抓突破的良性格局。推进统计监测服务扩面提质，

强化 6 条标志性产业链常态化监测，突出做好市县重点工作监

测服务，对生产性服务业、食品产业、港航物贸、新能源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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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民营经济等领域开展专题监测。提升统计智能化服务水平，

创新统计工作模式，推进统计服务、统计分析、数据审核等工

作更加便捷化、智能化、精细化。

（三）攻坚突破基层基础。提升基层规范化水平，加强全

县镇街统计队伍建设工作，建立统计专导员制度，探索基层基

础新机制，结合镇街实际选点突破，形成特色经验做法。完善

包保镇街制度，制定落实年度培训计划，加强对镇街、村居、

企业的帮扶指导，积极参与上级业务技能大赛，提升基层统计

服务能力。加大企业电子台账推广力度，健全数据溯源机制，

不断提升源头数据质量。加强部门间沟通协同，夯实部门工作

基础，开展进部门培训服务活动，提升部门学用统计能力。

（四）攻坚突破统计监督。加强统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

组织监督、巡察监督、审计监督等统筹衔接，深化统计监督结

果运用。建立问题发现整改有效机制，常态化反馈数据质量问

题，定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清理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

和做法，加大数据质量核查力度，做到“四上”企业、在库项目

全覆盖。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发现问题严肃查处，实现执法企

业案件“零突破”，有效遏制统计违法行为。强化统计执法力量，

督促更多行政人员考取统计执法证，动态保持 2 名以上执法人

员，确保独立开展统计执法能力。

（五）攻坚突破队伍建设。加强机关自身建设，围绕“统计

嘉”党建品牌建设，组织开展系列精神文明活动，积极营造队伍

成长良好氛围。推进统计队伍技能大提升，丰富教育培训形式，

通过“大调研、大服务”“统计分析大赛”等系列举措，组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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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以练代训、深入实践，全面筑基提能。坚持每周四下午“明

规守纪-依法统计”和“科长讲业务”集中学习活动，人人上讲台，

科长讲业务、年轻人讲专长，开展青蓝行动、基层蹲苗、交流

学习等多形式培训活动，提升“传帮带”成效，增强队伍能力，

激发队伍活力。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全县统计系统要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

牢牢把握住新时代统计工作主动权。县局成立以局党组书记、

局长任组长，其他局领导任副组长，各科室（中心）负责同志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项工作落实。

（二）细化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各工作线负责领导，

按照责任分工，亲力亲为抓落实，对每条工作线任务目标，明

确时间表、路线图，落实具体责任，细化措施办法，确保工作

取得实效。责任科室要主动担责，条线成员要积极作为，对全

年任务目标做到心中有数，积极建言献策促共识、凝心聚力促

推动，确保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强化配合协作，严格跟踪问效。各工作线负责领导

要定期督导调度，及时了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推进措施。各

科室要坚持分工不分家，主动认领工作任务，按照任务目标要

求，建立跟踪督促、定期盘点机制，确保落实有效。牵头科室

（中心）要做好责任分解、措施落实、跟踪监督和及时收集进

展情况等工作，并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进展情况。

附件：2025 年统计专项任务工作线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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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统计专项任务工作线实施方案

按照国家和省市统计创新改革要求，为高效落实上级关于

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全面提升服务效能，高质量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对专项重点工作实施分线作战机制，

成立 2025 年统计重点任务领导小组，下设 6 条工作线，明确牵

头领导，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确保

任务落实落地。

一、统计重点任务领导小组

组 长：李冬华

副组长：刘诗含、姚 勇、田鹏志、姜保华、赵克平、

赵慧芳、陈 科、梁之国、曹雪英

成 员：各科室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姚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统筹负

责方案制定、协调各方、调度督导等工作，督促各条线工作任

务落实、高效推进，总协调机构设在局办公室。

二、专项重点任务工作线

1.重点工作监测服务工作线

牵头领导：刘诗含 田鹏志

牵头科室：综合科 统计学会

成 员：姜保华、陈 科、郑晓文、毕晓辰、开 璇、

司端政、张茂振、谷翠霞、朱 彤、胡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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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任务：围绕重点经济指标，完善统计监测办法，细化

工作职责，加强分析动态监测服务，做好《统计专报》、《统

计月报》、《嘉祥统计》刊印工作，及时做好数据公布，强化

统计产品宣传，回应各类数据信息需求；紧扣上级经济工作会

议、全县重点中心工作，立足统计职能，跟进监测服务，加大

进度分析、专题研究力度，全面及时提供统计意见建议，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名录库和升规纳统工作线

牵头领导：姚 勇

牵头科室：名录库科

成 员：韦纪军、胡金风、曹 静、毕晓辰、王 灿、

郑晓文、姜燕燕

职责任务：围绕纳统工作提质增效，强化名录库数据质量

审核，完善纳统工作联动机制，加强与职能部门横向联动、协

同配合，压实部门、专业纳统责任，规范纳统审核流程。用好

税务部门资料和“五经普”成果，优化培育企业监测办法，研判

纳统工作新思路，助力新经济新领域纳统，确保全年完成企业

纳统 140 家以上，争取达到 170 家。进一步规范材料申报审核

流程，提升部门、镇街升规纳统工作能力和申报质量，保障纳

统申报通过率达到 95%以上。提升行业主管部门筛选培育能力，

促进我县市场主体“产转法”“个转企”，严把企业“入退库”审核

关，完善纳统质量评估机制，提升源头数据质量。

3. 统计信息数据共享工作线

牵头领导：姚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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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科室：办公室

成 员：赵慧芳、陈 科、张茂振、程海宾、司端政、

胡金风、姜燕燕、郑晓文、开 璇、刘丽霞、

杨 瑞

职责任务：加强重点行业部门信息融合共享，依托五经普

资料开发，强化普查成果运用。加大统计信息工作投入，提高

信息服务便捷方式及范围，加强数据分析预测预警功能，构建

嘉祥县统计大数据库信息系统。完成手机 app 建设，达到实时

提供预警信息和动态分析的效果，实现统计服务由“数库”向“智

库”转变。积极向市统计局、县大数据局汇报沟通大数据库建设

思路和工作进度，实现大数据信息库挂接“山东通”平台，及时

共享预警信息及统计产品，实现为政府决策提供高效便捷优质

统计信息服务。

4. 数据质量大提升工作线

牵头领导：田鹏志

牵头科室：执法监督科

成 员：林新颖、陈 科、赵克平、曹 静、王 灿、

张 茜、姜燕燕

职责任务：强化依法诚信统计意识，深入学习贯彻新《统

计法》等法规文件，结合“9·20”统计开放日等活动开展形式多

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持续推进“统计法治五进”常态化，做好国

家统计督察迎查准备。制定全县数据核查检查实施方案，会同

部门加大基层现场联查力度，对指标存疑单位进行核查，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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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企业证书安装使用和统计台账情况，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执法检查，配合上级统计执法检查活动，确保全年执法检查企

业数量不少于 25 家，实现所有镇街、专业核查全覆盖。争取打

破统计执法“零立案”困境。

5. 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线

牵头领导：刘诗含

牵头科室：核算科

成 员：姜保华、陈 科、赵克平、梁之国、曹雪英

毕晓辰、姜燕燕、曹 静、王 灿、程海宾

职责任务：以“优化基层基础、强化统计监督”为目的，加

强镇街统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兼职统计人员，在选定镇街

派驻“统计专导员”开展业务技术指导、形势预警分析、统计流

程监督工作，确保全县镇街统计人员按照上级文件要求保持在

60 人以上，且人员队伍相对稳定。配合部门镇街指导企业项目

用好统计云平台，做好原始记录和单据凭证收集整理工作，加

快企业统计电子台账建设，争取覆盖率达到 50%以上。提升社

区村居基层统计能力，坚持“一线工作法”，在社区建立“统计之

家”，在村居培养“统计明白人”，打通基层统计工作“最后一公

里”。构建“协同高效、约束有力、权威可靠”统计监督体系，不

断提高源头数据质量。

6. 普查调查工作线

牵头领导：田鹏志

牵头科室：农业科、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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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程海宾、谷翠霞、姜燕燕、朱 彤、陈 科、

郑晓文、毕晓辰、开 璇、司端政、张茂振、

林新颖、周聪聪

职责任务：筹备“四农普”准备工作，提前开展走访调研，

摸清全县农业生产情况，组织实施好“四农普”国家试点工作，

争取试出经验、试出成果。扎实开展 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

充分考虑逢“5”年份样本量大的特点，提前测算报告，确保人财

物保障到位，圆满完成人口抽样调查工作。做好五经普公报和

后续资料开发工作，强化普查成果应用。

嘉祥县统计局 2025 年 3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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