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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灌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面对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挑战和疫情反复冲击，全县上下坚定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大要求，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全年经济运行稳步恢复向好，

各项社会事业迈上新台阶。

一、综合

经济总量稳定增长。2022年，全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科学组织复工复产，细化落实惠企抒困措施，全力

稳住经济基本盘，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小幅波动，总体运行平稳。

初步核算，2022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80.42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2.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2.9亿

元，增长 0.8%；第二产业增加值 228.47亿元，增长 2.6%；第三

产业增加值 179.05亿元，增长 2.3%。

经济结构有序改善。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5.49:46.58:37.93调整为 15.17:47.56:37.27，二、三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84.83%，比上年上升 0.32个百分点。

二、农林牧渔业

农业生产形势总体向好。2022 年，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123.36亿元，现价计算增长 5.3%。其中，农业产值 73.10

亿元，与上年持平；林业产值 1.53亿元，下降 21.2%；牧业产值



— 2 —

23.92亿元，增长 21.4%；渔业产值 16.75亿元，增长 3.8%；农

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8.05亿元，增长 29.3%。

农产品稳产保供落实有力。2022年，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132.02万亩、增长 0.1%;粮食总产量 64.42万吨,增长 0.2%，实

现单产 488公斤/每亩,其中,夏粮 26.65万吨,增长 0.4%，秋粮 37.76

万吨、增长 0.1%。油料种植面积 1.55万亩,增长 16.5%，产量 0.28

万吨,增长 18.1%；蔬菜及食用菌种植面积 24.4万亩,下降 12.9%，

产量 107.3万吨、下降 6.2%。全年生猪出栏 70.14万头，增长 0.3%；

家禽出栏 1985.33万羽，增长 242.4%；水产品产量 4.73万吨，

增长 2%。

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加快。2022 年，全年完成新建高标准农

田 5万亩，新增稻田综合种养 7000余亩，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水平达 98%、特色农业机械化水平达 66%，农产品检

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创成区域公用品牌 2个，新增绿色有

机品牌 20个。食用菌科技产业园、牧原生猪屠宰和温氏肉鸡加

工等项目破土动工，优势特色产业实现扩链延链。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2022年，全年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1%；工业用电量 25.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0%；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11.96亿元，同比增长 2.2%；全年新增规模

工业企业 29家。年末快报规模工业企业总数达到 125家，其中，

产值超亿元工业企业 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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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稳健支撑。2022年，钢铁、精细化工及原料药、

绿色食品加工、机械电子四大主导产业产值逆势增长，增幅分别

达到 1.5%、39.6%、17%、6.1%。

建筑产值较快增长。2022年，全年签订建筑合同额 190.82

亿元，同比增长 31.6%；实现建筑业总产值 109.1亿元，同比增

长 10.5%。全年建筑业企业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750.1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9.2%；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193.5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49.9%。年末全县拥有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 39家（劳务分包除

外），其中，一级资质企业 4家，二级资质 13家，三级资质及

以下 22家。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势。2022年，全年完成全部投资 164.14

亿元，同比增长 1.1%，其中，工业投资 124.34亿元，同比增长

12.2%；工业技改投资 44.57亿元，同比下降 7.4%；制造业投资

119.71 亿元，同比增长 12.3%；高技术产业投资 29.95亿元，同

比增长 64.9%；民间投资 152.14亿元，同比增长 2%。

房地产市场延续下探。2022年，全年实现房地产开发投资

20.51亿元，同比下降 27.8%。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59.38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27%；商品房销售额 29.67亿元，同比下降 33.5%，

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56.4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8.5%；销售额

28.23亿元，同比下降 34.6%。

五、国内贸易和开放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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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逐步回稳。2022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95.1亿元，同比下降 3.8%。批零住餐贸易额 266.91亿元，同

比增长 1.0%，其中，批发业销售额 171.79亿元，同比增长 4.0%；

零售业销售额 79.85亿元，同比下降 1.9%;住宿业营业额 0.94亿

元，同比增长 2.0%；餐饮业营业额 14.34亿元，同比下降 14.7%。

外资外贸呈现分化。2022年，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25184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9%，其中，出口额 22358万美元，同比增

长 21.5%；进口额 2826万美元，同比下降 34.4%。全年实际利

用外资 3229万美元，同比下降 73.5%。

六、交通、邮电业

交通能级实现再提升。2022年末，全县公路里程 1873公里，

按公里等级分，一级公路 118公里，二级公路 230公里，三级公

路 99公里，四级公路 1426公里；按行政等级分，高速公路 27

公里，国道 15公里，省道 111公里，县道 318公里，乡道 791

公里，村道 610公里。全县内河航道里程 175公里。全年公路客

运量 48万人，公路货运量 629万吨，水运货运量 168万吨。长

深高速灌南段扩建工程无障碍施工，产业大道改建、345省道大

中修、白皂渡口撤渡建桥建成通车；完成农路提档升级 50公里，

改造危桥 12座，实施安防工程 36.2 公里，创成 40公里市级农

路示范路。

邮政电信持续发展。2022年，全县实现邮政业务收入 1.06

亿元，增长 7.1%；快递业务收入 1.55 亿元，增长 59.8%。实现



— 5 —

邮政业务总量 3.34亿元，增长 20.6%。主要业务经营量分别为函

件 1.51万件，包裹 693万件，快递 3083万件。实现电信主营业

务收入 4.84亿元，增长 8%。全县固定电话用户数 4.11万户，移

动电话用户数 58.05万户，互联网用户数 23.28万户。

七、财政和金融业

财政运行平稳健康。2022年，全县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61亿元，同口径增长 1.7%。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7.83亿

元，同比下降 5%；其中，用于交通运输支出 1.5亿元，同比增

长 45.1%；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54亿元，同比增长 24.5%；

住房保障支出 4.52亿元，同比增长 5.9%；农林水支出 8.6亿元，

同比增长 1.2%；科学技术支出 0.93亿元，同比增长 1%。

金融市场规模扩大。2022年，全县金融机构年末各项存款

余额 366.6亿元，比上年增长 16.5%；人民币存款余额 364.09亿

元，比上年增长 17.6%，其中，住户存款 229.84亿元，比上年增

长 19.8%。金融机构年末各项贷款余额 4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

八、科学技术和教育

创新驱动蓄势赋能。2022年，新引建哈尔滨商业大学、南

京农业大学产业技术科研平台 2个，新增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3家，通过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 35家，新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20家，拥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90家，技术合同成交

额超 3亿元。净增发明专利授权 37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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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效发挥科技镇长团作用，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 65 份，获

批省产学研项目立项 2个，新增省“科技副总”11名。

教育事业全面进步。2022年，全县拥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

所，在校学生 0.43万人；普通高中 5所，在校学生 1.49万人；

普通初中 24所，在校学生 3.17万人；小学 37所，在校学生 5.29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1所，在校学生 0.03万人；幼儿园 76所，

在园儿童 1.49万人。全县在职教职工人数 10667人，其中专职

教师 8599人。参加高考人数 4557人，专科以上录取人数 4047

人，其中本科 1796人。惠泽高级中学、扬州路小学建成投用，

改扩建校舍 1.24万平方米，教学场所空调实现全覆盖，中考 700

分以上人数首次突破千人，高考重点本科录取人数增长 30.64%。

灌南中专创成“连云港市灌南技工学校”。

九、文化、体育和卫生

文旅融合不断提升。2022年末，全县拥有电影放映单位 5

家，观影人数 1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1%。拥有乡镇文化站

11个，县级剧团 1个，县级文化馆 1个，县级文化宫 1个。大

戏《孟里人家》获省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淮海戏《面》、美术

作品《百年颂歌》获第 15届省“五星工程奖”。盐河商旅文化

带、汤沟醉美酒乡等文旅项目快速推进，刘园村获评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成功举办省级钓鱼邀请赛、首届美酒音乐节和“名店

名厨名菜”评选活动，“红色上马台”教育基地承接参观学习培

训 85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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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事业稳步发展。2022年末，全县拥有体育运动设施 1983

个，其中，县田径场地 1个，群众体育活动场地 1983个。拥有

少儿体育学校 1所，体育传统学校 43所，其中，省级传统学校

3所，市级传统学校 15所，县级传统学校 25所。实验小学等 3

所小学和小红花幼儿园等 3所幼儿园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

围棋特色学校（幼儿园）”称号。全年举办县级运动会 10 次。

全年或市级以上奖牌 70枚，其中，金牌 25枚，银牌 20枚。在

省第二十届运动会灌南籍健儿获得金牌 7.5枚，奖牌总数全市县

区第一。

卫生事业持续增进。2022年末，全县拥有卫生机构（含村

居卫生室）387个，其中，医院 14个，镇卫生院 15个，门诊（所）

65个，村卫生室及其他 290个。卫生机构床位 4107张，比上年

增加 239张，其中，医院 2939张，卫生院 1168张。卫生技术人

员 4226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696人，注册护士 2530

人。县第二人民医院加快建设，三口镇中心卫生院服务能力达到

国家推荐标准，增设市级基层专家工作室 8个、特色科室 9个。

建成“15分钟医保服务圈”省级示范县，田楼镇等 3个镇创成

省级健康镇，新增省级卫生村 12个。

十、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

人口总量略有减少。2022年，全县年末户籍总人口 80.56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0.5万人，其中男性 42.63万人、女性 37.93

万人，户籍男女性别比为 112.4（以女性人口为 100），户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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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数为 3.43人。户籍人口出生率 5.42‰，死亡率 5.45‰，人口

自然增长率-0.03‰。常住人口 60.7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0.34

万人，常住人口出生率 6.71‰，死亡率 7.55‰，人口自然增长率

-0.84‰。城镇化率达 54.3%，比上年提升 0.61个百分点。

就业创业迸发活力。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855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9963人，帮扶困难人员再就业人数 2466人，返乡创

业 1311人，全年组织就业创业、高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员网

上继续教育等各类培训人数 7369人，一般农村劳动力培训人数

4294人，职业技能鉴定人数 3912人。全年累计发放富民创业担

保贷款 3.65亿元，惠及 2023家市场主体，14家企业或“苏岗贷”

授信贷款 1.05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2022 年，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8105元，同比增长 5.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611元，同比增长 4.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93元，

同比增长 6.1%。全县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8406元，同比增长

3.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014元，同比增长 2.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174元，同比增长 5.3%。

社会保障更加健全。2022年，全县居民社保主要险种参保

率保持在 98%以上，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十八连涨”，机

关事业单位连续七年同步调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调

升至 203元/月。残疾人“两项补贴”、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等

按时足额发放，医保帮办中心模式成功入选全国医保系统群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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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类典型案例。完成 500户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新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之家 2个、梦想小屋 122个。

注：1.公报中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和快报数。

2.公报中地区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行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计算。

3.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问题，未作机械调整，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

况。

4.部分指标数据因统计口径调整，较上年不具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