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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哈尔滨市道里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哈尔滨市道里区统计局

2018 年 7月 15 日

2018年，全区上下在区委和区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

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黑

龙江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

施“两部六区”发展战略，全区经济实现

稳定增长，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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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 合

经济总量

初步测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13.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6亿元，增

长 1.7%；第二产业增加值 204.1 亿元，增

长 3.7%；第三产业增加值 502亿元，增长

4.2%。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

为 1.2%、27.5%、71.3%，分别拉动经济增

长 0、1.1 和 2.9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上

年的 2∶29∶69调整为 1.1∶28.6∶70.3。



- 3 -

劳动就业

2018年，城镇新就业 15745人，失业

人员再就业 8616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

业 4118人，职业介绍登记求职 16650人次，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07%以内，下岗

失业人员技能培训 387人；农村劳动者转

移培训 21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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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收支

财政收入

全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合计完成

32.9亿元，增长 4.0%。主体税种中，增值

税 7.2亿元，增长 2.7%；营业税 0.2亿元，

下降 43.8%；企业所得税 4亿元，下降6.1%；

个人所得税 2.1 亿元，增长 24.9；房产税

2.5亿元，下降 1.4%；印花税 0.4亿元，增

长 2.4%；城镇土地使用税 0.5亿元，下降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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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

全区财政支出总计 39.5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5 亿元，下降 20.8%，教育支出 7.1 亿

元，增长 3.5%；科学技术支出 0.09 亿元，

增长 70.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0.3 亿

元，增长 16.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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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增长 11.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 3.5 亿元，增长 0.1%；节能环保支出

0.7 亿元，增长 15.5%；城乡社区支出 7.9

亿元；增长 4.2%；农林水支出 2.5 亿元，

下降 6.4%。

三、农 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5亿元，

比上年增长 2.1%。其中，农业产值 9.6 亿

元，增长 23.8%；林业产值 296 万元，增

长 10%；牧业产值 3.8 亿元，下降 29%；

渔业产值 0.3 亿元，增长 16%；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1.3亿元，增长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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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3419公顷。中草药

材 81公顷；蔬菜、食用菌 7.53公顷，产量

0.26万吨，其中，叶菜类 35公顷，产量 860

吨；白菜类 552公顷，产量 2.9万吨；甘蓝

类 279公顷，产量 1.1万吨；根茎类 90公

顷，产量 4208吨；瓜菜类 409公顷，产量

2.2 万吨；豆类 188 公顷，产量 4406 吨；

茄果类 399 公顷，产量 1.1 万吨；葱蒜类

185公顷，产量 8564吨；其他蔬 1056公顷，

产量 3.3 万吨；食用菌 8 公顷，产量 2570

吨；瓜果类 4公顷，产量 44吨；其他农作

物 128 公顷；园林水果 10 公顷，产量 65

吨。

大牲畜存栏 2988 头，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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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其中，奶牛存栏 1811 头，下降

35.3%；生猪存栏 3.8万头，下降 38.5%；

蛋鸡存栏 45.9万只，上增 2.2%。

全年肉类总产量 8834吨，比上年下降

62.1%。奶类产量 6643 吨，下降 56.3%；

禽蛋产量 0.4101万吨，下降 42%。

全区转移农村劳动力 4.3万人，比上年

增长 0.7％，实现劳务收入 6.1亿元。

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66.3亿元，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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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 11.8%。其中，区直报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发展到 51户，工业增加值 29.1亿元,

增长 8%。地域工业总产值超亿元工业企业

达到 29户。

建筑业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137.9亿元，比

上年下降 0.8%，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

19.3%。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发展到 143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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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13.2%。其中，基本建设和其它投资下降

50.3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8.7%。其中，

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46.8%；第三产业投资

下降 12.1%。

全区计划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64 个，

完成投资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98.4%。

六、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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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增长 4.4%。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8.6亿元,比上年下降 0.5%。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302.3

亿元，比上年下降 2.9%。其中，粮油、食

品类零售额增长 6%；饮料类零售额下降

52.2%；烟酒类零售额增长 19.3%；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增长 4.9%；化妆

品类零售额增长 12.4%；金银珠宝类零售

额下降 4.7%；日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0.7%；

五金、电料类零售额下降 96.9%；体育、

娱乐用品类零售额下降 18.4%；书报杂志

类零售额下降 15.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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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类零售额下降 18.8%；中西药品类零售

额下降 3.9%；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下降

15.9%；家俱类零售额增长 43.1%；通讯器

材类零售额增长 9.5%；石油及制品类零售

额增长 9.6%；机电产品及设备类零售额下

降 39.4%；汽车类零售额下降 12.9%；其他

类零售额下降 11%。

七、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

2018 年 全 年 实 现 进 出 口 总 值

200683.27万元，同比增长 75.94%。其中，

出口总值 147902.29 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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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2%；进口总值 52780.98万元，同比增

长 34.83%。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

口总值 199803.81万元，同比增长 75.54%；

其 他贸 易 810.94 万 美元 ， 同比 增 长

268.29%。

从国别（地区）看，与我区有贸易往

来的国家和地区达 94个。主要贸易伙伴为

印度、俄罗斯。

招商引资

全年实际使用国内资金 180.64亿元；

实际使用外资 23431.0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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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

城市建设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建设内容

1 村镇环境
建设

基础设施
环境整治

2 经济房
补贴

经济房
货币补贴

为 2012 年前中号经济适
用房中号申请人中已按要
求购买住房的 5 户发放货
币补贴共计 20 万元。

3 廉租房

廉租房实物

配租和租赁

补贴

廉租房实物配租 221 户；
公租 914 户；廉租租赁补
贴 1139户。共计 6867036
元

4 热费补贴
针对供热保
障对象

2017-2018 年六种人供热
保障补贴发放 8015户，金
额达 1004.52 万元(其中，
市财政补贴金额为 736.41
万元，区财政补贴金额为
268.11万元)。

5 淘汰燃煤
小锅炉

针对驻区供
热企业

淘汰 65蒸吨锅炉 2台，淘
汰 40蒸吨锅炉 1台，淘汰
20蒸吨锅炉 6台。

6 建筑节
能改造

道里区中医
院（康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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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环境卫生

区政府投资购置路面养护车 12台、垃

圾压缩车 71台、洗扫车 104台、洗路车 45

台、护栏清洗车 4台、勾臂车 15台、连体

式压缩箱 306台、半挂车 1台、吸粪车 14

台、吸尘车 49 台、自卸车 21台、自动装

卸式电动三轮车 3台、快速保洁三轮车 312

台、新型景观式果皮箱 1177个。

园林绿化

全年植树 2.01万株，市、区政府总投

资 5153.77万元，建设绿化项目 1个，建设

立体五色草景观 27 处，新增绿地面积

108.87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7.58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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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人，绿化覆盖率 46.89%，绿地率 46.41%。

市政道路

1、市政道路全年完成工程量。全年共

维修道路 236条，其中：车行道 7.9万平方

米，人行道 6.8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100

万元；累计调整盲道 40余条街路，累计长

度达 7300延米；整治检查井 800余个；对

181 个点位进行道路复旧，总面积达 4.56

平方米；对主城区二类及二类以下的 205

条道路进行灌缝处理，累计灌缝长度达

21.92万延米。

2、提升道路维修标准。为保证道路维

修质量，我局坚持预防性养护、常态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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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精细化养护，做到“人员到位、机械

到位、资金到位、质量到位”。按照《道

路养护技术标准》对管理人员及施工队伍

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施工中严把质量关，

派专人检查验收，并由区财政局评审跟进

验收工程量。针对道路病害，现场制定切

实可行的维修方案，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标

准，确保维修一处达标一处，道路完好率

逐年提升，使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以

延长道路使用寿命。此外，施工现场要设

立反光标牌及警示锥，施工车辆配备爆闪

警示灯，施工材料摆放整齐，做到工完场

清，确保安全文明施工。

3、源网恢复工程及时到位。为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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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复旧工作顺利进行，保证无缝对接，

我局精心安排、科学制定施工方案，为保

证施工质量，对道路复旧进行层层检验。

市政工程处克服困难、昼夜施工，及时维

修，安全文明施工，确保道路通行顺畅。

施工单位克服困难、昼夜施工，及时维修，

安全文明施工，确保道路通行顺畅。

4、推进道路预防性养护，路况质量明

显提升。几年来，通过对车行道灌缝，对

车行道翻浆、车辙处理到位，减少了龟网

裂、车辙等病害的发生，延长道路 2～3年

使用寿命，节约维修资金，使有限资金发

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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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行道专项整治。由于我区主要街

路、商圈周边人行道步道板严重超期服役，

均达到使用寿命。人行道路面严重老化，

出现缺板、低洼不平、脱皮等病害现象。

在施工中严把质量关，人行道步道板铺装

平整、横纵缝平顺，道板强度 C40以上。

维修过程中，重点整治“三根”，盲道及

无障碍道口。对建国北六道街、河广街、

建河街等 9条人行道进行专项整治 2.53万

平方米。

6、市政道路调平及检查井专项整治工

作。按照孙喆市长在 2月 23日“今年道路

维修要实现全覆盖，首要任务就是把道路

搞平整”的讲话精神及市道桥办召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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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专项部署会议要求，为顺利、快速、

有序的开展道路调平及检查井专项整治工

作，我局市政科组织市政工程处，出动铣

刨机、钩机等机械设备 20余台。为保证施

工质量，我局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施工，

同时聘请监理单位，并由质量监督站跟踪

检验，严格检查施工顺序及质量。采取深

处理方式，重点整治车行道翻浆、拥包等

道路病害。采取错时、夜间维修的方式，

避免因道路施工造成交通拥堵现象。施工

现场要设立反光标牌及警示锥，达到安全

文明施工的工作目标。共完成四方台大道、

森林街、通达街等 5条街路，总面积达 3.86

万平方米，完成检查井调平 17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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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工业废水排放量 16.39万吨，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 1.18万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 100%。

噪声达标区覆盖率为 100%。

数字城管

全年受理案件 11 万余件，办结率

99.98%；协调处置紧急突发事件 768件，

满意率达 100%,综合考评成绩继续保持全

市同行领先。持续推进中心机房、终端设

备及平台系统维护升级，对中心网站和官

微系统进行实时更新和维护，有效保证户

外设施完好无损，监控网络正常运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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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区级平台软件系统和硬件设施方面存在

问题，围绕全市“智慧城市三年行动规划”，

启动区中心平台系统升级改造方案起草、

技术标准制定、管理框架搭建等前期筹备，

完成公共场所无线网络（ WIFI）点位筛选、

预算评估等基础性工作，为“数字城市”

向“智慧城市”过渡提前做好准备。

十、社会事业

科技事业

全区共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1230家，其

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3家。实现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 136.46亿元，同比增长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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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9.07亿元，同比增长

21.73%；专利申请数量 1538件；专利授权

835件。

全区有哈尔滨龙门科技企业孵化器、

哈尔滨市均信高科技创业中心、黑龙江普

智科技企业孵化器、哈尔滨大国工匠孵化

器、哈尔滨速加孵化器、哈尔滨双创空间

孵化器、哈尔滨爱创孵化器、捷迅电竞孵

化器、翼匠医养孵化器、龙门客栈、青二

创客共 11家孵化器及众创空间，入孵科技

企业 300家。11家孵化服务机构均以不同

形式为科技创新创业主体开展全链条服

务，让创新创业的种子能够茁壮成长,解决

创新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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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系统通过开展“知识产权活动

周”、“科技活动周”及各类技术交流路

演等活动，提升了科技创新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引导作用，我区被评为 2018年哈尔

滨市科技活动周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教育事业

现有幼儿园 87 所、普通小学 32 所、

教学点 17所、普通初中 19所、高中 7所、

特殊教育学校 1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2

所，附设中职班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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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教育机构学生情况

单位:人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毕业生数 招生数 在校生数

各类教育机构合计 17721 18702 73416

学前教育 4393 3236 13816

义务教育 9840 12118 48843

小学 5902 6876 29679

小学 5575 5810 26972

九年一贯制学校 327 1066 2707

初中 3938 5242 19164

初级中学 3500 4543 16814

九年一贯制学校 59 299 628

完全中学 379 400 1722

高中 3073 3116 9757

完全中学 635 591 1850

高级中学 2438 2525 7907

特殊教育 13 24 122

中等职业学校 402 208 878

职业高中 402 208 878



- 26 -

群文事业

道里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2 个，街道社

区分馆 23个，市级图书分馆 5个。道里区

共有公共文化馆 1个，街道社区分馆 23个、

社会分馆 1 个。道里区文化馆为国家一级

馆，2018年累计开展大型演出活动 150余

场次，在全国“央音”青少年艺术类大赛

中获金奖 11个、银奖 13 个，文化馆荣获

优秀组织奖；在第二届黑龙江省合唱大赛

中荣获金奖；在全省戏曲票友展演活动中

荣获《最佳组织奖》；在第十七届哈尔滨

市秧歌大赛中荣获创新秧歌特等奖、传统

秧歌一等奖、文化馆荣获优秀组织奖；在

哈尔滨市“冰城最美合声”比赛中获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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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在哈尔滨市第十届“好歌大家唱”比

赛中荣获一等奖 9 个，二等奖 4 个，文化

馆荣获最佳组织奖；在哈尔滨市“唱响中

国梦.迎庆十九大”文化惠民群众文艺演出

活动，区文化馆“群星大舞台”和 “永不

褪色老兵乐团”两个品牌活动，荣获全市

“十佳优秀品牌”称号，两项活动均被评

为一类优秀节目等国家、省、市级奖励 200

余项。

文化产业

我区免费向市民发送价值 100 万元

的特惠文化消费畅享卡。居民出示本人身

份证即可领走一套 5 张卡（抵 100 元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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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持卡前往道里区域内的影院、书店、

健身房等场所或商家快乐消费。道里区特惠

文化消费畅享卡为一套卡片，由观影、图书、

培训、文化娱乐、体育健身 5类卡构成，单

张卡面值金额 20元。本次福利可谓是，企

业让利，政府补贴，持卡居民可享受道里区

33家文化消费联盟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

享受道里区政府给咱补贴的 20元体验消费，

享受畅享卡带来的文化愉悦。我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共有 25项，其中省级项目 7项，

市级项目 16项，区级项目 2项。第三批文

物普查名录里公布的道里区不可移动文物

为 140处，其中国家级为 15处，省级为 4

处，市级为 15处，其他为 106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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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

2018年度我区共有文化体育经营单位

243家，其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76

家、娱乐场所 21家、文艺表演团体 13家、

游泳馆 5 家、出版物零售单位 128家，全

年共开展“扫黄打非”、“文化市场校园

周边专项检査行动”、“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专项检査行动”、出版物市场专

项检査行动”、“高危体育经营项目专项

检査行动”、“道里区文化体育安全生产

工作大排查行动”等专项执法行动，出动

执法车辆 90余合次，执法人员 500余人次，

检查文化体育出版经营单位 620 余家次，

清缴盗版出版物 240 余本、盗版光碟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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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余片、整改存在安全隐患经营单位 32

家次，有力净化文化体育市场环境。

群体事业

全年城乡安装健身器材 15套、更换 25

套，全面开展健身路径巡检工作，维修破

损器材 26件，现有晨晚练健身团队 300余

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群达 4 万余人。在

群力体育公国建设有 5 万平方米道里区中

心冰场，在防洪纪念塔和通江街附近江面

分别建设了一处公益冰场和公益滑梯，全

部免费对外开放。2018-2019年度共接待上

冰人员近 20万余人次。举办“全民健身百

日系列活动”综合活动十余场，社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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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健身活动 100余场，培养三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 208人。对全区 4个镇的 1000名

农民进行了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广泛开展

针对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冰球、旱地冰球和

校园足球联赛等活动。

竞体事业

参加黑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及 2018

年哈尔滨市 15个单项年度比赛，参赛人数

达到 300 余人。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第

十四届运动会速度滑冰比赛，专业组别获

得 3块金牌，传统校组别包揽全部 16块金

牌。参加市年度比赛，短道速滑项目获团

体第三名，男女排球和女子冰壶分获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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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乒乓球获得金牌 2 枚、银牌 1 枚、

铜牌 1枚，射击项目获得金牌 4枚、银牌 3

枚、铜牌 2 枚，棋类项目获得金牌 4 枚、

银牌 3枚、铜牌 4枚。

卫生事业

共有各类卫生机构（不含农村卫生室）

359个，比上年增加 36个。其中，医院 59

个、卫生院 5 个、门诊部（所）（含个体

诊所）245 个。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

100%。

社区建设

道里区辖 19 个街道 140 个社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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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扩建、购建、资源共享、租赁、

联建、配建等方式，目前已投入 7.2 亿元

建成使用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达标社区

140 个,其中使用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中

心社区 35 个，分别是兆麟街道兆麟社区、

尚志街道斜角社区、尚志街道西十五道街

社区、通江街道上红社区、斯大林街道江

桥社区、工程街道工程社区、抚顺街道抚

顺社区、安静街道安升社区、共乐街道福

同社区、正阳河街道富丽江湾社区、建国

街道建国社区、新华街道乡政社区、新华

街道顾新路社区、康安街道海富康城社区、

康安街道河柏社区、城乡路街道迎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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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路街道天薇社区、城乡路街道恒大悦

府社区、工农街道新城社区、工农街道美

晨社区、工农街道景江社区、工农街道玫

瑰湾社区、工农街道漫步巴黎社区、工农

街道盛和社区、工农街道观江社区、工农

街道天鹅湾社区、工农街道宝石花园社区、

工农街道丽江社区、工农街道金河社区、

爱建街道爱建社区、群力街道康泰嘉园社

区、群力街道群力家园社区、群力街道星

光耀社区、群力街道海富锦园社区、新发

镇民生尚都社区。在抚顺街道试点开展“全

科服务+网格管理”街道社区治理体制改

革，实现街社一体扁平化服务。目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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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工作实现了人力资源、空间和业务三项

整合，实现了基层服务方式改革、基层管

理模式改革、基层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改革

和薪酬制度等集成式改革，实现了“多门”

向“一门”转变、“专科”向“全科”转

变、“待遇不同”向“同工同筹”转变。

预计2019年 6月将全面推行街道社区治理

体制改革。以此项为工作为实验主题，已

荣获全国街道服务管理创新实验区，是全

国十三家城区之一，全省唯一一家按照城

乡社区一体化建设发展目标，我区着重推

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在农村重点村设立

为民帮办员，开展为民帮办服务，已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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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幸福社区示范单位和全

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已启动连续三年

实验区的创建工作，上述两项荣誉均是全

省唯一一家城区单位。同时，新农镇和平

村还荣获省级“多村一社区”十家单位之

一，全市唯一一家。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

道里区总人口为：869843人。比上年

增加 365 人。出生人口 6962 人,其中男孩

3592人，女孩 3370人。一孩出生 60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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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3123人、女 2921人；二孩出生 908人：

男 464人、女 444人。多孩出生 10人：男

孩 5人、女孩 5人。出生率：8‰。死亡人

口 3908人。死亡率：4.4‰。人口自然增长

率：3.6‰。

年末户籍总人口 77.1万人，比上年增

加 4.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65.1 万人，

增加 1.7 万人；男性 36.9 万人，增加 0.6

万人；女性 40.2万人，增加 0.9万人。

居民收入

据抽样调查测算，城市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38368元，比上年增长 8.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6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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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8.1%。其中，工资性收入 8650.4

元，增长 8.0%；家庭经营收入 10164.2元，

增长 8.1％；财产性收入 1989.6 元，增长

8.1%；转移性收入 821.8元，增长 9.3%。

社会福利与救助事业

召开了全区残疾预防工作联席会，积

极推进全国残疾预防示范区试点单位创建

工作。全区 115 名高危孕产妇接受残疾预

防筛查诊断，发放补助 5.75万元。68名 0-6

岁儿童接受筛查诊断，发放补助 2.04万元。

残疾评定补贴1006人，发放补助5.24万元。

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 945人，康复进

家庭服务 300 人，精神病服药 270 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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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名 0—6岁脑瘫、智力、孤独症、聋儿开

展康复训练，为 204 名残疾人配发了助行

器具，为 126名残疾人适配助听器，为残

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托养 1800人次，“阳光

家园”居家托养入户服务 140户。推荐 83

名残疾人就业。共为 109 人次残疾人进行

了职业技能培训。为 8 家盲人按摩旗舰店

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共 9万元。组织 46名盲

人医疗按摩人员参加国家和省级继续教育

培训班。

我区有 5 家社会组织获得了共计 30

万元“关心你的残疾人邻居” 项目专项资

金，服务 100多名残疾人。“阳光伴我行”

集善明门儿童轮椅捐赠活动中，我区获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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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轮椅 25 台，价值 25 万元，用于残疾

儿童康复和护理。在防洪纪念塔广场开展

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专场庆祝活动，现

场社会爱心企业和海员总医院共为贫困残

疾人捐赠 140件价值 6.5万元残疾人辅具。

发动驻区爱心企业，开展社会化助残活动。

十一名爱心学子家长共出资 24余万元，为

900 多名残疾人和残疾儿童捐赠了运动服

和运动鞋。驻区女企业家在贾秀芳的带领

下出资 12.6万元，为 410户贫困残疾人家

庭送去米面油、月饼等节日慰问品。全年

社会各界共为1500多名贫困残疾人捐赠物

品价值 71.5万元。贾秀芳和徐延梅等助残

志愿者共与我区 300 多户残疾人结成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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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

全年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 2 期，培训

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近 300人。建立健

全残疾人维权工作机制，针对民主动迁中

残疾人补贴问题，为拆迁户核实残疾人证

86份，切实保证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全

年受理来电、来信、来访案件 87件次，案

件办结率达 99%，无越级信访现象发生。

深入残疾人家中走访调研，完成农村残疾

人危房翻新和维修改造 44户，发放危房改

造款 23.36万元，解决了部分农村贫困残疾

人住上暖房子问题。为 342 户因病致贫和

一户多残的残疾人发放了价值 16.9万元的

米、面、油。为 224 户贫困残疾人备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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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发放种籽化肥款 8.96万元。区残联干

部每人都与贫困残疾人结一个帮扶对子，

走访看望解决困难，全区残工委成员单位

与 35户贫困残疾人结成帮扶对子。对全区

一万余名残疾人公交优惠卡进行年审，新

办理残疾人公交优惠卡 543 张，累计申领

并发放 12162 张。开展困难残疾人和重度

残疾人两项补贴审核工作，共审核8818人。

为42户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

改造，为 318名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

贴组织申报。为 54名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高等教育

和培训进行资助，补贴 8.65万元。

全年残疾人办理新证、换证、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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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出、转入等 1276人次，持证残疾人 20046

人。对 173 家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

况进行申报审核。开展全国残疾人基本服

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新工作，

2018年累计调查 18040人。建立了助残服

务监管应用智慧云平台，进一步实现了残

疾人数据可视化，服务项目透明化，办公

模式远程化，整体统筹简单化。

居家养老

为全区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中

的三无、孤寡、重点优抚对象、失独家庭

老年人、百岁老人、“三低”中的失能半

失能、重度残疾、独居、空巢老人及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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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提供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其中，

城区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三无、孤

寡老人及百岁老人，服务标准每人每月 340

元；城乡 60 周岁以上（含 60周岁）“三

低”中的失能、半失能及重度残疾老年人，

服务标准为每人每月 250元；城区 60周岁

以上（含 60周岁）重点优抚对象及失独家

庭老年人、80-89周岁“三低”中的老年人、

90周岁以上（含 90周岁）高龄老人，服务

标准每人每月 200元；城乡 60周岁以上（含

60周岁）“三低”中独居、空巢老人，服

务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元。全区共享受政

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达到645人，2018

年全年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92880 小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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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养老服务资金 103.6万元。城市社区及农

村居家养老服务站 116处。

社会保障事业

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来的每月 610 元提

高到 642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年的 3780

元提高到 3900 元。共有城市低保 4807 户

6170 人 ,月人均补差 466.2 元；农村低保

1536户、2545人,年人均补差 2084元。农

村五保 278人,年人均保障集中供养为 8424

元,分散供养为 5892元。参加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的居民人数 0.85万人。新农合参合人

数达到 0.17万人。



- 46 -

注：

1、本公报中的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

据，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

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地区生产总值和各产业、各行业增

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

建筑业增加值绝对数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范围为年主

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

4、固定资产投资范围为 500万元及以

上项目。

5、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范围

为批发业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

零售业为 500 万元及以上、住宿业为 200

万元及以上、餐饮业为 200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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