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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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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种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

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

照县委工作部署，着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4 年，

生产供给持续向好，市场需求稳中有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

多项指标创新高，全县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趋优态

势。

一、综合

经地区统计局初步核算，2024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到 58.52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14.61 亿元，同比下降 7.0%；第二产业增加值

10.47 亿元，同比增长 13.6%；第三产业增加值 33.44 亿元，

同比增长 8.4%。

从贡献程度看，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34.6%、45.1%、89.5%，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8、2.4、4.7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 2023 年的 31.6：14：54.4 转变为 2024

年的 25.0：17.9：57.1；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21993

元，同比增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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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地区生产总值发展情况表

图 2：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二、农业

2024 年，于田县农业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农牧民

收入取得新突破。实现农林牧渔总产值（现价）37.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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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 5.2%（可比价、下同），其中：农业总产值 25.53

亿元，同比下降 15.2%；林业产值 0.63 亿元，同比增长 32.7%；

牧业产值 9.64 亿元，同比增长 22.9%；渔业产值 0.14 亿元，

同比增长 5.8%；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31 亿元，同比增长

34.1%。

图 3：于田县 2024 年农、林、牧、渔业占

农林牧渔总产值比重

全县耕地总面积 63.07 万亩；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43.79 万亩，粮食总产量 18.11 万吨；粮食作物中：小麦播

种面积 23.04 万亩，总产 8.75 万吨，平均单产 379.96 千克

/亩；玉米种植面积 18.24 万亩，总产 8.10 万吨，平均单产

444 千克/亩。水稻面积 2.36 万亩，总产 1.18 万吨，平均单

产 498 千克；棉花播种面积 2.71 万亩，总产 0.37 万吨，平

均单产 135.57 千克（皮棉）。

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 11.11 万亩。（其中：玫瑰花 4.86

万亩、蔬菜 4.80 万亩，万寿菊 1.45 万亩）。

设施农业稳步发展，现有设施农业温室大棚 2003 座，

总收入 5887.51 万元，棚均收入 2.97 万元。大田拱棚 1121

座，总收入 1143.42 万元，棚均收入 1.02 万元。

截止 2024 年 12 月，全县森林总面积 282 万亩，其中，

天然林 202.14 万亩，人工林 79.99 万亩（生态林 40.1 万亩、

经济林 39.89 万亩）。

2024 年度全县共完成造林面积（防护林）6.41 万亩，

完成计划造林面积 3.0 万亩的 213.7%。

2024 年全县完成 39.89 万亩经济林的修剪管理，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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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管理培训 102 期、培训 2.5 万人次，完成全年任务的 121%，

同比增加 4500 人。

年末经济林实有面积 39.89 万亩。其中，挂果面积 24.5

万亩，产量 16.5 万吨。葡萄实有面积 9.79 万亩，结果面积

5.27 万亩，产量 12.02 万吨；杏实有面积 1.59 万亩，结果

面积 0.95 万亩，产量 0.53 万吨，红枣实有面积 3.86 万亩，

结果面积 1.89 万亩，产量 0.82 万吨。核桃面积 18.81 万亩，

结果面积 10.61 万亩，产量 1.59 万吨。

人工种植红柳 21.4 万亩，接种肉苁蓉 9.32 万亩，产量

3.62 万吨。全县天然草场 906.29 万亩。

玫瑰花总面积5.18万亩，开花面积4.86万亩，产量1.14

万吨，亩均收入 3957 元。

年末牲畜存栏头数 60.75 万头（只）；其中：羊存栏 56.68

万只，同比减少 12.11 万只，同比下降 17.6%；牛存栏 3.92

万头，同比增加 0.46 万头，同比增长 13.3%；牲畜出栏头数

53.69 万头（只），同比增长 14.2%，其中：猪出栏 227 头，

牛出栏 1.98 万头、羊出栏 51.48 万只。

年末活家禽存栏 23.11 万羽（只），同比减少 11.52 万

羽（只），同比下降 33.3%；活家禽出栏 73.29 万羽（只）,

同比增加 21.25 万羽（只），同比增长 40.8%；

牛肉产量 0.35 万吨，羊肉产量为 0.98 万吨，禽肉产量

0.14 万吨；奶产量 0.04 万吨，禽蛋产量 0.11 万吨。

水产品产量1138.2吨，同比减产1.5吨，同比下降0.2%。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21.76 万千瓦，同比增长 6.9%。

三、工业和建筑业

2024 年，全县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2.27 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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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下降 0.2%；全县实现全口径工业增加值 4.03 亿元，同比

增长 11.1%（可比价）。其中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6 家，完成工业增加值 2.90 亿元，同比

增长 14.5%，占全口径增加值的 72.0%。全年工业企业销售

产值（现价）12.20 亿元，同比增长 1.7%，其中：轻工业 8.12

亿元，同比增长 21.3%；重工业 4.08 亿元，同比下降 23.2%；

产销率 99.4%。

图 4：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表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65110.3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6%。

按用途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7709.35 万千瓦时，同比

增长 11.0%；行业用电量 47401.01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 30880.70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16.2%

（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用电量 1071.88 万千瓦时，同

比增长 14.4%）。

图 5：于田县 2024 年用电量构成比例

全县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5.25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11.7%。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

6 家，签订合同额 10.56 亿元，同比下降 10.23%。实现建筑

业总产值 6.81 亿元，同比下降 17.9%；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25.37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9.8%,房屋竣工价值 2.55 亿元，

同比增长 0.40%。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48.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4%，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48 亿元）的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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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在建项目 132 个，其中：5000 万元以上项目 10

个，完成投资 35.65 亿元，占总完成投资的 74.1%；5000 万

元及以下项目 122 个，完成投资 12.48 亿元，占总投资的

25.9%，房地产项目 3 个,完成投资 1.47 亿元，占完成总投

资的 3.1%。

图 6：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五、批零住餐贸易

2024 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33 亿元，同比增长

8.0%，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63 亿

元，同比增长 4.0%。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销售单位所

在地分：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5.58 亿元，同比增长

7.0%；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75亿元，同比增长9.5%。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1.02 亿，同比增长 5.8%；商品零

售 8.31 亿元，同比增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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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情况表

指标
计算

单位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6.6 8.1 7.37 8.64 9.33

增长速度 % 3.4 22.9 -9.1 17.3 8.0

图 7：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情况

六、财政、金融及招商引资

财政：2024 年，全县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 6.24 亿元，

同比增长 5.6%。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5.19 亿元，同比

增长 13.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2.34 亿元，同比增收 0.02

亿元，同比增长 0.8%；非税收入完成 2.85 亿元，同比增长

27.3%。

地方财政总支出为 59.68 亿元，同比增长 8.4%。其中，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53.51 亿元，同比增长 11.3%。财政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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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9.7%，同比下降 1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于田县 GDP

的 10.7%，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

图 8：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地方财政收入情况

金融：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48.71 亿元，同比增

长 8.9%。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31.47 亿元，同比增长 3.9%；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5.79 亿元，同比增长 0.3%。

图 8：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金融机构存贷余额情况

招商引资：截止 2024 年年末，于田县实施招商引资项

目 49 个，其中新建项目 39 个，往年结转项目 10 个，自治

区外项目 11 个。实现到位资金 50.10 亿元，同比增长 28.0%；

其中新执行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44.40 亿元，占全县到位资金

总额的 88.6%；续建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5.70 亿元，占全县到

位资金总额的 11.4%，自治区外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19.51 亿

元，占全县到位资金总额的 35.4%，全县招商引资企业（项

目）新增就业人数 202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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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招商引资资金到位情况

七、交通、邮电及旅游

截止 2024 年底，全县境内农村公路总里程 3299.10 千

米，其中，县道 694.47 千米，乡道 769.93 千米，村道 1834.70

千米。2024 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 个，施工道路 92.02

千米，总投资 7023.72 万元。

积极响应全地区“旅游一盘棋”战略，继续加大建设红

色文化广场、库尔班·吐鲁木文化红色风情街和民族手工艺

坊及旅游附属配套设施等。A 级旅游景区 6 个，旅游星级饭

店 1 家，旅游星级饭店客房数 80 间。2024 年全县完成接待

旅游人数 142.54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6.79 亿元，同比增长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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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1.25 亿元。本地固定电话年末

用户 1.01 万户，移动电话年末用户 15.94 万户，全县 100%

的乡（镇）通电话。全县互联网接入用户 6.01 万户。

八、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

教育：2024-2025 学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总数 166 所，

其中幼儿园 78 所、小学 73 所、初中及一贯制学校 11 所、

普通高中 3 所、职高学校 1 所。

教学班级 2012 个，其中幼儿园 268 个、小学 1168 个、

初中 369 个、普通高中 167 个、职业高中 40 个。

在校学生总数 85763 名,同比减少 303 人，下降 0.4%，

其中幼儿园 4668 人、小学 48031 人、初中 19025 人、普通

高中、职业高中 14039 人。

教职工 5888 人（学前 1211 人、小学 2769 人、初中 1350

人、普高 494 人、中职 64 人），其中专任教师 5314 人、教

辅人员 425 人、工勤人员 57 人、行政人员 92 人。党员教职

工 2247 人。

图 10：于田县 2024 年-2025 年教学年各类学生数量

文化体育事业：2024 年内财政投资 2500 万元。全县建

成体育场馆 2 个，全民健身场地 120 个，其中：乡镇体育健

身场所 15 个，全民健身路径工程 105 个，场地面积 8.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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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有艺术团体 1 家，送戏下乡 90 次，演出 280 场次；文

化馆 1 个，文化站 16 个，培训次数 11 次，活动次数 120 次；

图书馆 1 家，总藏书量 7.2 万册；检查文化市场 441 次，收

缴盗版出版物（盗版书）0 个（本）。博物馆 1 个，纪念馆

1 个、电影院 1 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入国家级 3 项、

自治区级 4 项、地区级 31 项、县级 56 项，成为名副其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乡。

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2024 年年末有县级广播电视台

（融媒体中心）1 个，县“户户通”运维中心 1 个，建立村

级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站 200 个，全年维修“户户通、村村通”

设备 789 户，维修大喇叭 590 个。

卫生健康：卫生服务事业不断改善。2024 年末全县有医

疗卫生机构 269 家。其中，医院 6 家（公立二级甲等医院 2

家、社会办医院 4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60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16 家、乡镇卫生院 15 家、

村卫生室 197 家、个体诊所 30 家）、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

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所、妇幼保健机构 1 所、采供血机

构 1 所）。医疗卫生机构核定床位 1646 张（其中县级医院

核定床位 750 张，占比 45.6%），实际开放 1776 张，每千常

住人口医疗卫生床位数 5.8 张。

2024 年全县有卫生工作人员 2770 人。其中，计生宣传

员 231 人、技术人员 1573 人（医生 584 人、技术人员 989

人），乡村医生 4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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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民生活

2024 年，于田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547 元，同

比增长 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60 元，同比增长

8.6%。

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表

指标 2020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607 10501 11380 12302 13360

增长速度 9.5 9.3 8.4 8.1 8.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490 32868 33435 34973 36547

增长速度 0.1 7.8 1.7 4.6 4.5

图 11：于田县 2020 年-2024 年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

十、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877 人，全年新增自主创业人数 982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130 人，登记失业率 0.6%。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全县年末实现技能培训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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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7 人，通过培训实现多渠道稳定就业 12024 人，就业率

达全年培训总人数的 95%。

县儿童福利院 1 所，有孤儿 60 人。2024 年底 5 所农村

幸福大院集中供养老人 189 人（男 112 人，女 77 人）。享

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187 户 1871 人，累计发放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金 0.13 亿元；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6493户 37997人，累计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1.99亿元。

为 4539 户 5585 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0.06 亿元。

80-89 岁的老年人每月补贴 50 元，90-99 岁老年人每月

补贴 120 元，100 岁以上老年人每月补贴 200 元的标准，为

1367 名 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 84.92 万元。全年为

3571 名残疾人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护理补贴 755.44

万元，其中享受护理补贴的 695 人，享受生活补贴的 1035

人，同时享受“两项补贴”的 1841 人。社会福利院 1 个，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360 床。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33970 人，累计征缴养老保险金 0.18 亿元，累计发放养老

金 0.43 亿元，发放率 100%；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 21231 人，征缴保费 0.84 亿元；医疗保险：全县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5965 人，基金征缴 1.44 亿元；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244704 人，征缴 0.94 亿元，

其中：个人征缴 0.57 亿元。失业保险：全县参保人数 15096

人，基金征缴 0.14 亿元；工伤保险：全县参保人数 20466

人，基金征缴 0.07 亿元；生育保险：全县参保人数 260669

人。

十一、乡村振兴、市场监督、安全生产及生态环境

抓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预警帮扶机制：2024 年以来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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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监测户 433 户 1818 人，其中脱贫不稳定户 92 户 357 人，

边缘易致贫户 133 户 579 人、突发严重困难户 208 户 882 人。

累计风险消除 145 户 583 人，做到监测对象有进有出，应纳

尽纳。截止 2024 年底，于田县现有监测户 8853 户 36487 人，

其中已化解风险 7213 户 30558 人，2024 年风险消除占比

83.8%。

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截止 2024 年年底注册登记存续市

场主体 23972 户，其中个体工商户 21139 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 500 户，其他类型企业 2333 户；其中：2024 年新增的市

场主体 2073 户（个体工商户 1651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74

户，企业 348 户）。

图 12：于田县 2024 年存续市场主体构成

安全生产：全县累计检查企业 2655 家次，排查隐患 8845

处，下发整改通知书 589 份，整改 8845 处，停产停业整顿 9

家次，行政处罚 85.51 万元。县安委会对自治区、地区各级

各类推送的 101 条隐患及时分析研判，按照行业监管与属地

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向相关乡镇和行业部门下发隐患整改督

办函 13 份，对督办的问题隐患定人定时定责跟踪督办，限

时销号整改，101 条问题隐患已全部销号整改完毕，整改率

100%。

道路交通安全：以保 315 国道和民洛高速交通秩序通畅

为重点，科学合理布置警力，强化路面执法管控。扎实推进

“一盔一带”专项治理行动，全力推进“千灯万带”工程，

切实保障道路交通秩序。2024年以来整治隐患道路244公里，

安装标志牌550个，清理路面障碍物18处，安装防护栏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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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爆闪灯 25 个，安装警示桩 25 个，规范标线 33KM。各乡

镇在乡村主要路段、路口、学校附近安装、维修、更换减速

带 118 处，爆闪灯 25 部，为 2.1 万辆摩托车、电动车张贴

反光贴，覆盖率 95%。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0.48 万起，

警告 10.1 万起。

气候概况：全县年平均气温 13.8 摄氏度，比历年偏高

1.6 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 41.9℃，出现在 7 月 30 日，极

端最低气温-13.5℃，出现在 12 月 14 日；全年总降水量 94.6

毫米，比历年偏多 35.6 毫米,年总日照时数 1975.5 小时，

比历年偏少 918 小时；年极大风速为每秒 15.6 米每秒，出

现在 9 月 28 日；平原区开春在 3 月 9 日，日最高气温大于

等于 30℃日数 109 天，分别为 4 月份 3 天，5 月份 20 天，6

月份 23 天，7 月份 29 天，8 月份 25 天，9 月份 9 天；本年

终霜日 3 月 19 日，初霜日 11 月 20 日，无霜期 247 天。沙

尘日数较多，浮尘 183 天，扬沙 44 天，沙尘暴 16 天。

生态环境：2024 年，全县污水处理厂 2 个，垃圾填埋场

1 个。环境空气站监测有效天数 365 天，数据有效率 99.7%，

其中：优良天数 137 天，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37.5%，轻度

污染天数 74 天，比例为 20.3%，中度污染天数 47 天，比例

为 12.9%，重度以及以上污染天数 107 天，比例为 29.3%，

（重度污染天数 29 天，比例为 7.9%，严重污染天数 78 天，

比例为 21.4%）。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21.84 吨。

图 13：于田县 2024 年气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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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统计局

2025 年 3 月 6 日

注：

[1]本公报中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总量共留两位小数点，

增速保留一位小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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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区生产总值（GDP）、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

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科技、卫生、文化、林业、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数据

不含兵团。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县统计局和国家统计

局和田调查队，其他数据来源于相关部门。其中，农业机械动

力来源于县农业农村局；林业数据来源于县林草局；货物进出

口数据来源于县商工局；民用汽车数据来源于县交警大队；邮

政业务数据来源于县邮政管理局；电信业务数据来源于三家通

信公司；旅游数据来源于县文旅局；财政数据来源于县财政局；

金融信贷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田地区支行；教育数据来

源于县教育局；卫生数据来源于县卫健委；乡村振兴数据来源

于县乡村振兴局；体育数据来源于县文旅局；就业与社会保障

数据来源于县人社局；医疗保险数据来源于县医保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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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数据来源于县文旅局；城乡低保、数据来源于县民政局；

环境监测及自然保护区数据来源于和田生态环境局于田分局；

安全生产数据来源于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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