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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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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25日

2019年，全区上下在区委和区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

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

面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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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省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市决策

部署，解放思想、保持定力、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较好地完成了区委十一届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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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和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

任务，全区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各项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综 合

经济总量

初步测算，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5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6亿元，增

长 1.3%；第二产业增加值 154.7 亿元，增

长 1.3%；第三产业增加值 592.6 亿元，增

长 4.9%。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 0.5%、7.8%、91.7%，分别拉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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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0、0.3 和 3.6 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由

上年的 1.1:28.6:70.3调整为 1.1:20.5:78.4。

劳动就业

2019年，实现城镇新就业 16.5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 9200人，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就业 4255人，职业介绍登记求职 17512

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7%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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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28万人次。完成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 438 人，农村劳动

者劳务输出前培训 2688人，职业技能鉴定

641人。

二、财政收支

财政收入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完成 31.0

亿元，下降 5.7%。主体税种中，增值税 7.5

亿元，增长 4.8%；企业所得税 4.3 亿元，

增长 8.4%；个人所得税 2.2 亿元，增长

6.3%；房产税 2.1亿元，下降 15.4%；印花

税 0.4亿元，下降 8.6%；城镇土地使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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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亿元，下降 25.5%；车船税 0.8 亿元，

增长 11.2%。

财政支出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44.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1%。其中：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3.4 亿元，下降 3.8%，教育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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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亿元，增长 13.0%；科学技术支出 0.07

亿元，下降 19.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支出 0.3 亿元，下降 18.6%；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10.1 亿元，增长 13.3%；卫生健

康支出 3.1 亿元，下降 10.6%；节能环保

支出 1.2 亿元，增长 87.9%；城乡社区支

出 8.4 亿元；增长 6.2%；农林水支出 3.5

亿元，增长 44.5%。

三、农 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6.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8%。其中，农业产值 11

亿元，增长 14.1%；林业产值 28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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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1%；牧业产值 3.7亿元，下降 17.1%；

渔业产值 0.3亿元，下降 15.8%；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1.3亿元，增长 0.6%。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3247.7公顷。中草

药材 47.5公顷；蔬菜、食用菌 3188.6公顷，

产量 12.1万吨，其中，叶菜类 44.6公顷，

产量 1153.3 吨；白菜类 620.1 公顷，产量

2.6万吨；甘蓝类 286.7公顷，产量 1万吨；

根茎类 82.2 公顷，产量 3621 吨；瓜菜类

477.7公顷，产量 2.2万吨；豆类 164公顷，

产量 3612.2 吨；茄果类 336.6 公顷，产量

8500吨；葱蒜类 184.5公顷，产量 6751吨；

其他蔬菜 984.7公顷，产量 3.7万吨；食用



- 8 -

菌 7.5 公顷，产量 2034 吨；瓜果类 1.3 公

顷，产量 45.1吨；其他农作物 10.3公顷。

大牲畜存栏 3283 头，比上年增长

9.9%。其中，奶牛存栏 1188头，下降 34.4%；

生猪存栏 3.8万头，增长 0.6%；蛋鸡存栏

41.2万只，下降 10.3%。

全年肉类总产量 8764吨，比上年下降

0.8%。奶类产量 5342吨，下降 19.6%；禽

蛋产量 4506吨，增长 6.3%。

全区转移农村劳动力 4.3万人，实现劳

务收入 6.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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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99.5亿元，比上

年增长 3.5%。其中，区直报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发展到 36 户，工业增加值 20.3 亿元,

增长 5.9%。地域工业总产值超亿元工业企

业达到 34户。

建筑业

全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55.2亿元，比

上年下降 2.7%，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

8%。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发展到 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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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1.7%。其中，基本建设和其它投资下降

47.6%；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27.8%。其中，

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70.9%；第三产业投资

增长 13.2%。

全区计划总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67个，

完成投资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98.0%。

六、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

增长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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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8.2亿元,比上年下降 3.7%。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315.9

亿元，比上年下降 6.2%。其中，粮油、食

品类零售额增长 9.9%；饮料类零售额增长

3.4%；烟酒类零售额增长 2.6%；服装、鞋

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下降 18.3%；化妆

品类零售额增长 3.9%；金银珠宝类零售额

下降 5.8%；日用品类零售额下降 10.8%；

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 18.6%；书

报杂志类零售额下降 48.5%；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零售额下降 15.2%；中西药品

类零售额增长 13.9%；文化办公用品类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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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下降 11.4%；家具类零售额下降

51.8%；通讯器材类零售额下降 3.6%；石

油及制品类零售额下降 9.3%；机电产品及

设备类零售额下降 34.6%；汽车类零售额

下降 16.9%；其他类零售额增长 15.4%。

七、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

2019年全年实现进出口总值 29413.97

万美元，同比下降 3.59%。其中，出口总

值 23562.47 万美元，同比增长 4.42%；进

口总值 5851.49万美元，同比下降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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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

29392.35 万美元，同比下降 3.25%；其他

贸易 21.61万美元，同比下降 82.08%。

从国别（地区）看，与我区有贸易往

来的国家和地区达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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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亿元；实际

使用外资 1117.79万美元。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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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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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户发放货
币补贴共计 3万元。

2 廉租房

廉租房实物

配租和租赁

补贴

2019年保障性住房租赁补
贴发放共计 18952570元。
分配实物配租住房共计
2198套。

3 热费补贴
针对供热保
障对象

道里区2018-2019年度供

热保障对象热费补贴共补贴

7867 户居民，补贴面积共计

27.51 万平方米，补贴金额共

计 991.14 万元。

4 淘汰燃煤
小锅炉

针对驻区供
热企业

2019 年建成区内淘汰燃煤锅

炉 14 台。2019 年度并网补助

金额为 340,098,292.6 元（以

最后测绘报告确认面积确定

补助资金为准），所需资金由

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 50%，

市级财政预计承担补助资金

为 170,049,146.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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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环境卫生

区政府投资购置清街车（厢式板车）6

台、高压清洗车 4台、清洗车（加水车）2

台、电动车 40台、散袋垃圾收集车 15台、

垃圾桶清洗车 1台、自装卸式垃圾车 2台、

小型高压清洗车 1台、真空吸污车 4台、

连体式压缩箱 12台、压缩式垃圾车 3台、

勾臂车 3台、小型垃圾压缩车 3台、果皮

箱 500个。

园林绿化

市、区政府总投资 3370万元，建设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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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 3个，建设立体五色草景观 20处，

新增绿地面积 7.6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7.67平方米/人，绿化覆盖率 47.04%，绿地

率 46.56%。

市政道路

1.市政道路全年完成工程量。全年共

维修道路 242条，总面积 6.2万平方米，其

中车行道 5.3万平方米，人行道 0.9万平方

米，边石 900 延米，调整检查井 482个；

恢复车行道 1.90万平方米，人行道 0.96万

平方米。

2.全年市政道路建设工作。一是完成

配合地铁 3号线施工打通爱园路、爱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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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街、河江街、河梁街、安红街 6 条市

政道路。二是完成无名街 1（松源街-松森

街）、无名街 2（光华街-光礼街）等 8条

街巷路维修改造工程。三是完成群力第一

大道及景江东路景观桥维修工程。四是启

动哈西联络空间龙腾路（6标）、滇池路（13

标）结转工程。

3.临时性应急抢险工作。一是对高开

区南湖路北环驾校门前路段积水进行排

涝，对破损道路进行维修。二是对顾新路

172号康安家园小区道口积水进行排涝，重

新维修排水管线，彻底解决附近居民出行

难的实际问题。三是对四方台大道 2666号

群力第四小学门前道路道路进行维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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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学校开学期间师生进出难的实际困难。

四是对群力第七大道兆麟二小门前人行道

裸土地进行铺设道板，保证了师生出行安

全。五是对哈尔滨机场扩建项目指挥部主

要交通道路路面抢修施，经过昼夜奋战，

维修长 1200 米，宽 8 米，总面积达 9600

平方米的道路，确保该区域通行顺畅。

环境保护

废水排放总量 3230.18万吨，其中，工

业源废水排放量 25.32万吨；生活源废水排

放量 3204.86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29.9万吨，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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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达标区覆盖率为 100%。

数字城管

全年受理各类案件 48，846件,处置紧

急突发事件 848件，结案率 99.95%，综合

考评成绩继续保持全市同行领先。

按照“智慧城市三年行动规划”，完

成道里区“智慧城管 14611”项目（1个区

级平台系统、4大基础模块、6个应用软件、

1套标准体系和 1套管理体系）方案编制，

为“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搭建系统架构、

完善基础模块、预设闭环流程、提供管理

应用。如期完成市、区两级执法平台系统

整并和职能划转，整并后平台系统运行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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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顺畅，案件流转正常，处置能力提升。

启动实施公共场所“共享WIFI”试点，完

成项目资金筹集、点位选址布设、前端设

备安装等节点任务，项目覆盖音乐喷泉广

场、音乐厅广场、丁香公园及远大购物广

场。

十、社会事业

科技事业

全区共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1430 家，

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38户，新增 4户，

增长率 11.76%；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57

户，增长率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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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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大

国友谊孵化器、哈尔滨速加孵化器、哈尔

滨爱创孵化器、哈尔滨纽美迪新媒体孵化

器、哈尔翼匠医养孵化器、哈工大科技园

爱建科创园等 8 家孵化器，龙门客栈和青

二创客 2 家众创空间，入孵科技企业 400

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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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低

创业者创业风险和成本、提高成功率、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

科技系统通过开展“科技活动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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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科技交流活动，营造了良好创新创业

氛围，推动了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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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哈尔滨市科技活

动周优秀组织单位。

教育事业

现有幼儿园幼儿园 100所，小学 32所

（另有 13个教学点），初中 20 所，普通

高中 7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职业高中 2

所，附设中职班 1个,成人中专 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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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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计 16759 22187 78224

学前教育 3626 6289 16249

义务教育 9863 11955 51457

小学 5410 7114 31710

小学 5068 6184 28229

九年一贯制学校 342 930 3481

初中 4453 4841 19747

初级中学 3950 4104 17031

九年一贯制学校 85 349 1013

完全中学 418 388 1703

高中 3257 3889 10356

完全中学 627 584 1804

高级中学 2630 3305 8552

特殊教育 13 54 162

中等职业学校 3821 3660 10888

职业高中 359 419 925

中专 3462 3241 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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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文事业

道里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2 个，街道

（镇）分馆 23个，2个社会分馆、市级图

书分馆 5个。道里区图书馆为国家二级馆，

2019年累计开展文化活动共 200余次，在

黑龙江省《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冰

天雪地 美好生活”——讴歌党、讴歌人民、

讴歌新时代百姓诵读会中荣获优秀组织

奖、在哈尔滨市“冰城·超星杯”21天阅读

打卡训练营荣获优秀组织奖、在哈尔滨市

第二届社区文化艺术节“美丽家园·幸福生

活”朗诵大赛荣获优秀组织奖。

道里区共有公共文化馆 1个，街道社

区分馆 23个、社会分馆 3个。道里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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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为国家一级馆，2019年累计开展大型演

出活动80余场次，在哈尔滨市第十八届“迎

新春·庆佳节”秧歌舞大赛中，传统秧歌获

特等奖，创新秧歌分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个，文化馆荣获优秀组织奖；在“炫彩五

洲2019春晚港澳颁奖晚会”活动中荣获“最

佳节目奖”；在第十届“哈尔滨市大众舞

蹈节”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9

个、三等奖 17个，文化馆荣获最佳组织奖；

在第十一届“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舞蹈

类比赛中获金奖等国家、省、市级奖励 70

项。

全年发放“普惠全民阅读卡”1万张，

“特惠文旅消费畅享卡”近万张；启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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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区惠民文化艺术普及季，开展声乐、模

特、舞蹈等培训 41项、568场，参加培训

团队 200余支；先后开展“我们的节日”、

“奋进新道里·礼赞新中国”合唱展演等系

列文化活动 3000余场，打造“书香道里诗

歌节”、“市民江畔音乐节”、“满族民俗

文化节”等文化品牌。道里文旅云平台微

信公众号增设道里旅游路线、旅游景点专

栏，发布文旅融合专题推文 29篇，发布特

色旅游线路推荐 6 条；目前平台微信公众

号粉丝数 53155人，平台用户数 70417人，

推广各类活动 1148场次，发布惠民免费赠

票 7369 张，赠出 6671 张；发布推文 761

篇，阅读量 168万+，平台点击量 5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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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

2019年，全区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9 个。道里区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达到 26 项，其中省级项目 16 项，

市级项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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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融合发展

整合松花江沿线文旅资源，打造“松

花江文化旅游观光带”城市文旅新名片；

组织“凡塔吉亚”啤酒花园、群力外滩啤

酒嘉年华等啤酒节分会场活动。依托长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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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生态环境，组织长岭湖金秋节、山地自

行车环湖赛、水上龙舟大奖赛等活动；精

心规划冰雪旅游、冰雪娱乐、冰雪演艺、

冰雪体育、冰雪节庆、冰雪论坛、动漫展

示于一体的第二届冰雪嘉年华方案，构建

冬季冰雪旅游新动线。深入挖掘道里区旅

游资源，印制《道里印象》文化旅游手绘

地图，用暖元素盘活“冷”资源；创新我

区文化旅游产品营销手段和途径，开展“里

尚网来·悠游道里”时尚文旅推介行活动，

首次运用抖音、快手直播平台等新媒体推

介文旅产品，扩大影响力和曝光度，将道

里区文旅资源打造成彰显城市特色的时尚

网红打卡点；组织参加国家文化和旅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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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2019 亚洲文化旅游展”、中国旅

游商品大赛、2019 年黑龙江省夏季文化

旅游推介会、冰城伴手礼大赛等旅游推介

活动。

文体旅市场

区文体旅局所监管行业单位共 1033

家，其中出版物经营单位 125家、印刷经

营单位（包装装潢、其它印刷品）109家、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27家、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 135家、互联网文化单位 14家、

娱乐场所 96家、影剧院 15家、旅行社 305

家、景区 4家、星级旅游饭店 10家、文艺

表演团体 17 家、演出经纪机构 29 家、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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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所经营单位 7 家、文物保护单位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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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里区文化体育和

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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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次，执法人员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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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余本、盗

版光碟制品 470 余片、整改存在安全隐患

经营单位 26家次，有力净化文体旅市场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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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事业

2019年在城镇广场、庭院共安装健身

路径工程 43套 462件；在群力体育公园湖

区建设了集速滑场地、冰球场地、冰壶场

地、雪滑梯、迷宫等冰雪设施为一体的道

里区中心冰场。举办哈尔滨市“赏冰乐雪”

体育活动暨“全民上冰雪”百日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第三届中国残疾人冰雪运动季”

哈尔滨孤独症亲子冰雪趣味运动会、“燃

情道里 挑战自我”2019 年道里区冰雪穿

越定向比赛、道里区青少年冰雪嘉年华、

道里区中小学生雪地足球比赛等冰雪体育

活动，直接参与人群 10000 余人次。成功

举办 2019年哈尔滨市全民健身“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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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起来、火起来、嗨起来”健身展示周道

里区专场、道里区全民健身大讲堂、“我

和我的祖国”群众广场舞培训、哈尔滨市

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技能展示活动暨哈尔

滨市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等十余

场大型健身活动，社区全民健身活动 400

余场；打造“奔向 2020 打卡百年老街 领

略城市风情”道里区全民定向运动大赛、

“魅力道里”篮球嘉年华暨 2019黑龙江省

三人篮球邀请赛等品牌赛事，吸引了众多

外地选手参赛。举办道里区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班，共有 211名健身爱好者获

得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组织道里区

1000余名一线工人进行了体质测试，合格

达标率为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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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体事业

参加 2019 年哈尔滨市 11 个单项年度

比赛，参赛人数达到 300余人。获得 2019

年哈尔滨市“育苗杯”青少年儿童乒乓球

比赛暨省赛选拔赛 U12 组男子单打第一

名、U11 组男子单打第一名、男子团体第

二名。获得 2019年哈尔滨市青少年 U系列

足球比赛 U12组第一名、U10组第三名。

获得哈尔滨市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比赛

U15 组男子单打第一名、U13 组男子单打

第二名、U13和 U12组混双季军，女子单

打第一名和团体第三名。获得 2019年哈尔

滨市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冠军。获得 2019年

哈尔滨市青少年U系列击剑锦标赛U17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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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佩剑第一名、U16组男子重剑第一名、

U14组男子重剑第二名、U8组女子花剑个

人赛第一名和第二名。哈尔滨市棋类锦标

赛、田径锦标赛均获得不错成绩。

卫生事业

共有各类卫生机构（不含农村卫生室）

398 个，比上年增加 39个。其中，医院 66

个、卫生院 5个、门诊部（所）（含个体诊

所）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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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个社区，于

2019年 6月 28日在全区实施“全科服务+

网格管理”街社一体扁平化服务模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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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行街道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以此项工

作为实验主题，荣获“全国街道服务管理

创新实验区”的荣誉称号。2019 年 12 月

25 日顺利通过民政部专家组对道里区以

“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推动农村社区协商

制度化”为主题的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

区创建的中期评估。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

道里区总人口为：886,040人。比上年

增加 16,197人。出生人口 8,065人,其中男

孩 4,131人，女孩 3,934人。一孩出生 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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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男孩 3,685人、女孩 3,635人；二孩出

生 830 人：男孩 437 人、女孩 393 人。多

孩出生 15人：男孩 9人、女孩 6人。出生

率：9.1‰。死亡人口 4,023 人。死亡率：

4.5‰。人口自然增长率：4.6‰。

年末户籍总人口 78.5万人，比上年增

加 1.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66.6 万人，

增加 1.5 万人；男性 37.6 万人，增加 0.7

万人；女性 41万人，增加 0.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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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

（万人）

比重

（%）

户籍总人口 78.5 100

按所在地分

城镇 66.6 84.8

乡村 12.0 15.2

按性别分

男性 37.6 47.8

女性 41.0 52.2

按年龄分

0-17岁（含不满 18周岁） 9.9 12.6

18-34岁（含不满 35周岁） 14.6 18.6

35-59岁（含不满 60周岁） 33.2 42.3

60周岁及以上 20.8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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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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13元，比上年增长 6.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209 元，

比上年增长 7.3%。其中，工资性收入 9334.6

元，增长 7.9%；家庭经营收入 10987.7元，

增长 8.1％；财产性收入 2045.2 元，增长

2.8%；转移性收入 841.5元，增长 2.4%。

社会福利与救助事业

深入推进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创

建试点工作。召开了全区残疾预防工作联

席会，残疾预防培训会，141名高危孕产妇

接受残疾预防筛查诊断，发放补助 7.0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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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2 名 0-6 岁儿童接受筛查诊断，发放

补助 1.56万元。残疾评定补贴 1104人，发

放补助 5.724万元。出台了《道里区人民政

府关于建立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对 0-10岁残疾儿童康复给予救助。

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残疾人康复救

助项目融入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康复进家

庭服务 420人，精神病服药 502人，为 105

名 0—10 岁脑瘫、智力、孤独症、聋儿开

展康复训练，52名肢体残疾人接受假肢、

矫形器配备，为 559 名残疾人配发助行器

具，为 74名残疾人适配助听器。智力、精

神机构托 81人。全面开展以满足残疾人基

本医疗卫生与康复服务需求为导向的残疾

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好重度残疾人托



- 40 -

养工作。残疾人日间照料站 2 家，居家托

养服务机构 2家，日间照料活动中心 9个。

日间照料站残疾人托养活动近 1000人次，

居家托养入户服务残疾人 270人。“阳光

家园”计划项目入户服务 135人。托养活

动受到残疾人的欢迎和好评，收到锦旗 1

面，表扬信 3封。

依托助残云服务平台，通过公益创投

的方式区残联开展了第一届“幸福逐梦助

残工程”项目，10个公益创投项目脱颖而

出，从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盲人按摩、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电商营销等多方面

创新残疾人就业培训新局面，受益残疾人

达 150人次，223家企业共安置 622 名残

疾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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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开展春节普惠行动，投入资金

180多万元，对 3315户残疾人低保户家庭

实行全覆盖救助,每户发放春节慰问金和米

面油等生活慰问品。区直单位结助残对子

150个，其中区直委办局与 39户贫困残疾

人结成帮扶对子，积极开展“帮、包、带、

扶”活动，每户残疾人发给 1200元帮扶款。

开展备春耕补贴发放工作。为 437户农村

贫困残疾人发放春耕补贴，每人补助 400

元，共计发放补贴金 174800元。各镇分别

对农村低保残疾家庭住房情况进行了全面

普查及评定，确定 25户残疾人家庭给予救

助，全年共为农村残疾人维修改造住房 41

户共计 41.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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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社会各界共为3062名残疾人捐赠

了价值 138.2万元的食品、衣物、学习用品

等。在爱心企业中开展扶残助残“幸福暖

心”行动，哈尔滨英利酒业有限公司、哈

尔滨月亮八珍食品有限公司、哈尔滨华美

金店等 14家企业出资 4.8万元，为道里区

100户贫困残疾人购买了米面油、刀鱼和月

亮八珍食品礼包等春节慰问品。科美地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方华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和太平人寿保险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三家爱

心企业共捐赠总价值 80多万元的爱心“大

礼包”，分别为重度贫困残疾人捐赠 20吨

大米，受益家庭达 2000户。为全区残协委

员进行免费体检，为 50名高中的残疾人女

童和残疾人家庭中女童捐资助学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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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恋积善幸福温暖项目、中狮联哈尔滨代

表处、道里区青联现场为道里区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和残疾人捐赠价值 30 余万元物

品。博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贾秀芳

为太平镇太安村残疾人田伟家捐建房款 1

万元。中秋节为 280 户贫困残疾人捐赠了

大米、豆油、挂面及月饼共计 5.6万元。道

里区律师协会和区司法局、区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共同为残疾孩子们捐赠了包括 141

双新鞋、121件防晒服、70 份儿童节食品

礼包等价值 3 万余元的生活用品。秋冬交

际，蒋宇航等 14名爱心学子及家长为育新

特教学校学生和23个街镇贫困残疾人们捐

献了 340 件价值八万余元运动服装。省肢

残协联合省医院、中医药大学、哈医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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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医院专家组成志愿者服务队来到新农

镇团结村，为 60名残疾人及家属和村民进

行了内科、外科、口腔科、中医科进行医

疗健康服务及口腔卫生义诊活动。

完善“互联网+残联工作模式”，通过

一把手走流程等方式，完善残疾人办事流

程 21项，全面完成了残疾人需求动态数据

更新工作。引导全区 260 余名助残志愿者

积极投身到志愿活动中。接待残疾人上访

19 人次，办理和答复市长热线交办件 10

件，及时反馈残疾人集体访预警信息和诉

求 9 次、属地维稳 4 次。优化残疾人证办

理服务流程，新办时限缩短至 7个工作日，

2019年新办理残疾人证 760人次，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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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证、变更、迁出、转入等共 995人次，

合计 1755人次。对患有偏瘫、全瘫以及植

物人等 23位居民进行上门服务，最大限度

降低了家属的负担。效验审残疾人公交卡

11000余张，新办残疾人公交卡 600余张。

全面完成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

统运行各项工作。共审核“两项补贴”人

员 9112 人次，其中低保家庭残疾人 1393

人，低保家庭重度残疾人 2147人，非低保

家庭重度残疾人 5572人。

居家养老

为全区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中

的三无、孤寡、失能、重度残疾、“三低”

中的独居、空巢老人、重点优抚对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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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庭老年人及高龄老人提供政府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其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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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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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周岁以上（含 60周岁）中的“三低”

中的独居、空巢老年人，重点优抚对象及

失独家庭老年人、80-89周岁“三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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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60周岁以

上（含 60周岁）“三低”中失能、半失能

及重度残疾中的老年人，服务标准为 250

元、农村 60 周岁以上（含 60周岁）“三

低”中独居、空巢老年人，服务标准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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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区共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

象达到 717人，2019年全年提供居家养老

服务 103248小时，居家养老服务资金 156

万元。现有城市社区及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站 126处。

社会保障事业

城市低保标准由原来的每月 642 元提

高到 684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年的 3900

元提高到 4020 元。共有城市低保 4562 户

5710人，月人均补差 534.85元；农村低保

1478户 2359人，年人均补差 2353元。农

村五保 273 人，年人均保障集中供养为

8424元，分散供养为 58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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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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