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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在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161个。其中：5亿元以上项目 245个，完成投

资增长 14.6%；10亿元以上项目 126个，完成投资增长 18.3%。
房地产开发：全 年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下 降 18.6% 。 其 中 ：住 宅 投 资 下 降

21.4%；商业营业用房投资下降 20.7%。全年商品房竣工面积 148.55 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额 499.02亿元。

八、对外经济

进出口贸易：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1467.07亿元，比上年下降 20.2%。其中：
出口额 971.82亿元，下降 14.6%；进口额 495.25亿元，下降 29.2%。

出口商品中，不锈钢材、机电产品分别为 82.50亿元、829.17亿元，占出口额的
93.8%。煤炭、焦炭、金属镁分别为6.93亿元、3.48亿元、12.25亿元，占出口额的2.3%。

招商引资：全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1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3.05

亿美元，增长 76.9%。

九、财政金融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37.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3.3%，其中：税收收入
332.34亿元，下降 1.1%；非税收入 105.14亿元，增长 20.3%。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15.90亿元，比上年增长 13.8%。其中教育、卫生健
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等民生支出
551.82亿元，增长 14.0%。

金融：年 末 全 市 金 融 机 构 本 外 币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18288.01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长 14.9% ；本 外 币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18162.14 亿 元 ，增 长 9.5% 。 人 民 币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17982.06 亿 元 ，增 长 15.9%，其 中 ：住 户 存 款 余 额 7761.93 亿 元 ，增
长 18.2%；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7947.70 亿元，增长 10.1%。人民币贷款中，
中 长 期 贷 款 余 额 12793.35 亿 元 ，增 长 8.8% ；短 期 贷 款 余 额 3152.53 亿 元 ，增
长 2.4%。

年末上市公司 18家，其中：主板 1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46家。
保险：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 307.58 亿元，增长 6.01%。其中：寿险业务保费

收入 178.89亿元，增长 3.94%；健康险业务保费收入 50.62亿元，增长 13.58%；意
外伤害险业务保费收入 7.13亿元，下降 8.57%；财产险业务保费收入 70.95亿元，
增长 8.04%。

支 付 各 类 赔 款 及 给 付 102.90 亿 元 ，下 降 10.48%。 其 中 ：寿 险 业 务 给 付
35.59 亿 元 ，下 降 30.61%；健 康 险 业 务 赔 款 及 给 付 21.31 亿 元 ，增 长 23.30%；
意外伤害险业务赔款 2.26 亿元，下降 6.50%；财产险业务赔款 43.74 亿元，下
降 0.48%。

十、城市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龙 城 大 街 打 通 工 程 、滨 河 东 路 南 延 二 期 竣 工 通 车 ，中 心
街、大运路打通工程按序推进，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大盂产业新城核心区路网
11 条道路全部竣工通车，二期路网 6 条道路加快建设，已基本完成主体工程。
完成滨河东路化章街口天桥等 11 座人行天桥建设。轨道 1 号线 21 座新建车
站全部开工，封顶 17 座；24 个盾构区间始发 18 个，双向贯通 8 个。积极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开工 688 个小区，已完工 564 个小区。开工既有建筑加装电梯
256 部，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二期）PPP 项目 565 万平方米，已完成改造 508

万 平 方 米 。 新 增 公 共 停 车 泊 位 10151 个 。 城 中 村 改 造 拆 除 旧 村 建 筑 面 积
27.91 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正在建设 5234 套。全市新开工建筑 371.75 万平
方米，新增新建建筑验收面积 258.11 万平方米。新增绿色建筑 248.77 万平方
米 ；新 增 可 再 生 能 源 建 筑 应 用 面 积 224.79 万 平 方 米 ；新 建 装 配 式 建 筑 面 积
122.8 万平方米。

年末全市燃气供应量 13.78 亿立方米。集中供热面积扩网 502 万平方米。
城市公交运营车辆保有量 2533 辆。公交运营线路长度 4103.98 公里，年客运量
1.88亿人次。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1285个，累计投放自行车 4.1万辆。

城市绿化：完 成 兴 墕 公 园 建 设 ；龙 城 公 园 、动 物 园 提 质 扩 容 工 程 接 近 尾
声 ；启 动 千 峰 路 泵 站 公 园 等 一 批 公 园 前 期 手 续 办 理 工 作 。 完 成 迎 泽 大 街 东
延、化章街西延、森园路、大运路、滨河东路南延、龙城大街打通等多项新建
续建道路配套绿化工程。全市共有综合性公园 21 个，社区公园 50 个，专类
公园 17 个，游园 278 个。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16228.8 公顷，园林绿地
14378.4 公 顷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5530.91 公 顷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45.08%，绿 地
率 39.94%。

十一、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年末共有普通高等院校 53 所（其中高职院校 19 所），成人高等学校 2

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49所，普通高中 91所，普通初中 128所，小学 409所，幼儿
园 800所。

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7.77%；小学、初中巩固率均达到国家标准；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 98.21%。 2022 年高考一本、二本达线率和录取率在全省稳
居前列。

科学技术：全年技术市场共登记技术合同 2628 项，成交金额 265.65 亿元。
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 17 家，省级技术中心 140 家。截至年末，累计建成省级及

以上重点实验室 107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1个、省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
化器 33 个、省级及以上众创空间 112 家，拥有院士工作站 75 个。年末累计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 2220 家。获得省科技奖 165 项，占全省获奖总数 79.3%。全年发
明专利授权量 3761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16381件。

十二、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文化：年末全市共有各类专业院团及具备规模的民营艺术表演团体 18

个。群艺文化馆 12 个，博物馆 21 个。公共图书馆 11 个，馆藏图书 679.06 万
册。广播人口覆盖率 100%，电视人口覆盖率 100%。组织创作了国风舞蹈《宋
时芳华》、晋剧《庄周试妻》、话剧《新报童》、儿童剧《哪吒闹海》等一批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不同风格、不同门类的优质文艺精品，全市文艺创作
持续繁荣。组织开展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推荐申
报，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演展示、“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展、

“太原锣鼓”非遗专场、“太忻”非遗项目展演、晋源非遗展示展演、省级非遗项
目文创产品微型展等活动，举办“锦绣太原城——主播带你看非遗”优秀非遗
短视频抖音宣传等主题活动。钟楼街成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与太原古县
城共同入选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方特东方神画获评省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太原古县城十字街、钟楼街、中正天街入选省级旅游
休闲街区。年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18 项、省级保护项目 66

项、市级保护项目 160 项。
旅游：全市重点监测景区共接待游客 629.47 万人次，实现门票总收入 2.27

亿元，旅游经营收入 3.37亿元。
卫生：年末共有卫生机构 3227 个（不含村卫生室），医疗床位 46102 张。各

类卫生技术人员 70074 人，其中：执业（包括执业助理）医师 26282 人，注册护士
34368 人。我市获准实施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健康中国行动
考核全省第一，基本公卫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全省“四连冠”，入并检疫登记、高风
险区管理机制、常态化核酸检测等经验全省推广，医养结合、托育服务、妇幼保
健、综合监管、职业病防治、健康促进等领跑全省。

体育：我市运动员苏翊鸣获得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
牌和坡面障碍技巧银牌，这是山西和太原体育史上的首枚冬奥会金牌。我市
运动员周泽琪获得 3 项世界跆拳道公开赛（挑战赛）冠军。我市运动员武桐桐
作 为 中 国 女 篮 队 员 ，随 队 获 得 女 篮 世 界 杯 第 二 名 。 截 至 2022 年 年 底 ，共 计
1215 名运动员取得省十六运会决赛资格，资格赛成绩以 288 金、192 银、188
铜、总分 6501 分的优势位列全省第一。全年销售中国体育彩票 14.08 亿元，居
全省第一。

十三、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居民收入消费：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957 元，比上年增长 5.8%。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694元，增长 5.6%，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4948 元，增长 5.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822 元，增长 5.9%，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17517元，增长 7.5%。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1.91：1。

社会保障：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210.52 万人，比上
年 末 增 加 14.35 万 人 。 参 加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 数 83.50 万 人 ，增 加
3.90 万 人 。 参 加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人 数 386.60 万人，增加 0.47 万人。其中，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85.27 万人，增加 2.88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人数 201.33 万人，减少 2.42 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128.63 万人，增加
4.31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145.44 万人，增加 10.44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
人数 121.53 万人，减少 1.83 万人。年末城市低保覆盖人口 1.73 万人，农村低
保 覆 盖 人 口 2.98 万 人 ，3778 人 纳 入 农 村 五 保 供 养 ，全 年 发 放 最 低 保 障 资 金
3.59 亿元。

十四、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环境质量：市区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 241 天，全年 PM2.5达标 298 天，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5.0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地表水
国家和省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80.0%。市区区域环境噪声年均值 50.0 分贝、
交通噪声年均值 66.1分贝。

气温降水：全年平均气温 10.4℃，降水量 527.5mm。社会用水量 7.25 亿立
方米，其中：生活用水 3.14 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 1.50 亿立方米，工业生产用
水 1.76亿立方米，生态用水 0.85亿立方米。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起数比上年下降 18.4%。

注：
1. 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2. 本公报部分数据由相关部门提供。
3. 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行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

变价格计算。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为项目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及以上；限额以上批发
零售企业是指年销售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企业和年销售额 500 万元及以上
的零售企业。

5. 电信业务总量按 2021 年价格计算。
6. 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存在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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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学校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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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表 9 2022年各类教育学生数

指 标 学校（所） 招生（人） 在校生（人） 毕业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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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202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表 8 2022年外贸进出口总额

指 标 绝对数（亿元） 比 2021年增长（%）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其中：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其中：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其中：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进口额

其中：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其中：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其中：国有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20.2

-14.6

-2.5

-10.6

-17.0

587.9

9.1

-3.9

-29.2

8.8

-44.2

-48.7

-48.4

11.9

-85.8

1467.07

971.82

188.08

779.58

829.17

774.75

104.33

780.60

495.25

263.06

211.03

249.06

203.78

220.00

31.68

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分类有交叉。

图 7 2018—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各级各部门有效提升道路安全管理协同共治水平，
我市日前印发《2023年太原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积极探索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路径，不断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明确六项重点工作任
务，全力以赴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现代治理体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的原则，理顺道交安体制机制，健全完善市、县、乡三级道交安、道
交办“一个平台体系”，推动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规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构建责任全覆盖、管理全方位、过程全监管的
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格局。

——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依法治理能力。紧盯市级交通秩序乱点及易致祸交
通违法易发区域、事故高发点位，通过“现场+非现场”模式部署开展交通违法集
中整治，科学织密管控网络，规范交通秩序，大力减少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着力
破解行人、非机动车非现场执法难题，坚持“业务+科技+法制”三同步模式，完成
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机动车路口未停车让行等非现场执法课题的试点部署，
并配套形成执法规范指引，逐步在全市推广应用。

——打造安全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持续提升农村公路安全防护能力，加

大农村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力度，重点推进临水、“宽路窄桥”、急弯陡坡路段路侧
安全防护设施设置，完善客运线路沿线公路安全设施，在平交路口 100%落实警
告标志、道路标线、减速带、警示桩、交通信号灯“五必上”；切实优化普通国省道
隐患治理成效，全面排查可能导致车辆坠河、落水的路侧险要路段，推动相关隐
患路段 100%落实警告标志、减速设施、路侧护栏“三必上”；重点排查交通设施
突出安全隐患；精细化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安全性。

——源头强化车辆生产运行安全。严格落实车辆生产销售企业安全主体责
任，加强重点车辆运行安全监管，强化高风险重点运输企业整改，推动规范施工
养护作业。

——提升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着力提升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全面落实
全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强化文明出行共识。

——完善道路交通应急处置和救援急救机制。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专
业化水平，完善道路交通应急救援机制，建立风险监测预警、风险影响评估、快
速指挥联动、路面区域管控、应急现场处置、伤亡人员救援、信息传递发布等环
节的全链条、全周期长效联动。

（杨 沫、杜原珍）

本报讯 晋祠的玉兰、太山的桃花都开好了，文
物景点里藏着太原的最美春色。文博春景交相映，踏
青赏花正当时，3月 28日，太原市文物系统推出重要
文物景点赏花攻略，与春共舞，与太原悠久的历史文
化相遇。

晋祠：迎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
迎春花、连翘、玉兰、桃花、杏花、梨花等春花相

继盛开，春光融融，百花争艳，生机勃勃的自然山水
与古色古香的人文景观相映成趣，如诗如画、宜静
宜动的春色为市民朋友迎来一年的好光景。

交通攻略：Y1 路、Y2 路、79 路、301 路、308 路、
317 路、318 路、319 路、329 路、804 路、804 支路、
856路、911路。

太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山中春色来得虽迟，但毫不逊色，山桃、杏花、丁

香、海棠在冬雪融化后静待着春天的到来，不同于园
景的精致秀丽，山中春花贵在肆意洒脱，漫山遍野
萌动的新绿和盛开的春花交相辉映，五彩缤纷。

交通攻略：Y5路、329路。
晋商博物院：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柳舒千丝绿，花放万处红。迎春花、连翘、玉

兰、碧桃、紫叶李等群花绽放，万紫千红，为满园春色增添了别样风情。
交通攻略：K2路、19路、K19路、4路 (外环 )、4路 (内环 )、10路、602路、828路

(内环 )、828路 (外环 )、851路、863路、地铁 2号线。
永祚寺：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晋阳。
永祚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更有百余株牡丹，其中明代紫霞仙历经 400多

年仍老干虬枝，苍劲旺盛。每年 4月下旬，牡丹盛开，暗香袭人，展现出无穷魅力。
交通攻略：23路、81路、812路、820路、836路、843路。
崛 山：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
多福寺、窦大夫祠、净因寺牡丹身处崛 山中，在幽静独立的古老寺院中期

待游客一睹芳泽。
交通攻略：12支路。
龙山：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
桃花沟、丁香谷，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绘就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特别是丁香

谷，每到春夏之交，芳香馥郁，清香四溢。桃花沟也在此时以盛开的桃花为远足
的游客带来春季独特的美景。

交通攻略：Y2路、308路、310路、329路。 （陈辛华）

（上接第 1版）
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包含新建防火通道 50.5 公里、新建防火检查站

36个、新建消防蓄水池 182个、防火阻隔带 7公里。
生态文化建设任务总计 8项，含特色项目 3个、森林康养基地 2处、绿色驿站

3处。其中，特色项目为娄烦县汾河湿地公园二期、尖草坪区马头水古树公园建
设和晋源区鹭鸟栖息地公园建设。

义务植树任务包含义务植树苗木保障 16 万株、9 个“互联网+义务植树”基
地建设、“太原植树码”运维管理、市级尽责基地建设。

古树名木保护任务是对全市 4700 株古树名木实行补助性责任保护并继续

开展古树名木政策性投保，实现全市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
市政府要求，各类工程要优先向汾河及其支流沿线周边及两侧可视山体、

重点生态区位、重大民生工程、重要生态保护区块布局，要集中连片规模化打
造，要先易后难分类推进。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合理配置造林绿化树种，力
求提高针叶林和阔叶林的配比、提升乡土树种使用率、丰富树种多样性。所有
建设任务均需带图斑上报、带图斑作业，严禁在耕地上开展植树造林和项目建
设。所有工程项目要明确目标、责任到人、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统筹实施，确保
工程进度和质量。

（李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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