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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2月 28日

星期三数说民生

■ 邹晓琳

2023年，湖北省生产需求回升向好，就业物价

总体稳定，内生动能持续释放，经济向好发展有基

础，民生福祉改善有支撑，先行区建设有先机，高

质量发展有动能，民生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供给有效支撑

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丰”。2023 年，湖北

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调整优化

种植结构，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年

粮食总产量达 2777.04 万吨，同比增长 1.3%，连

续 11 年保持在 500 亿斤以上，创近 5 年新高。粮

食播种面积增加，单产提升。全年粮食播种面

积达 4706.97 千公顷，增长 0.4%；部分品种农作

物 单 产 提 升 行 动 成 效 初 显 ，全 年 粮 食 单 产 达

5899.85 公斤/公顷，增长 0.9%，增幅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

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2023 年，湖北省各

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着力

保障生猪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畜牧业实现

稳定发展。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达 457.12 万吨，

增长 3.8%；其中，猪、牛、禽肉产量分别为 347.2 万

吨、17.19 万吨和 82.17 万吨，增长 4.7%、5.7%和

0.1%，羊肉产量为 10.52 万吨，下降 0.1%。禽蛋产

量 为 216.25 万 吨 ，增 长 4.0% 。 全 年 生 猪 出 栏

4438.53万头，增长 3.6%；年末生猪存栏 2595.30万

头，增长 1.7%。

需求持续回暖

消费市场需求持续恢复。2023 年，随着促消

费扩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场景不断改善，市

场活力和消费意愿提升，全省消费市场复苏态势

强劲。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1%，市

场价格总体平稳；物价变化继续呈现结构性特征，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6%，季度

间波动较小，总体保持稳定。

服务消费需求加快释放。2023 年，随着经济

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

得到补偿性释放，带动全省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影响CPI同比上涨 0.38个百分点。接触型聚

集型服务业明显改善，其中飞机票、宾馆住宿、旅

行社收费、电影及演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在外

餐 饮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24.2%、10.2%、10.0%、

5.9%、3.1%和 2.0%。服务性消费活力增强，全省全

体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13.1%，快于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3.9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

支出比重的 46.4%，比上年上升 1.6个百分点。

保障加力提效

稳就业政策发力显效。2023 年以来，经济整

体企稳向好，接续增量政策精准直达，企业生产经

营改善，夯实就业支撑基础。全年全省城镇调查

失业率均值为 5.4%，比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与

疫情前 2019 年持平；城镇新增就业 92.88万人，比

上年增加 1.23 万人。就业活力有所增强，在新产

业、新业态、新商业的发展带动下，就业渠道更加

多元，就业形式更加灵活，三产和私企吸纳就业占

比较高。监测的劳动力调查人口中，正在工作人

员周平均工作时长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其中在

企业就业的周平均工作时间高于平均数 4.8小时，

劳动力工作饱和度高于上年同期，从事第三产业

的比重也高于一、二产业。

农民工就业扩容提质。2023 年，随着强县工

程加快推进，促就业专项行动大力实施，全省农

民工就业形势向好、规模稳中有增。全年农民工

总量为 1559.8 万人，增长 0.4%。其中，外出农民

工为 1070.6 万人，增长 2.0%。外出农民工在省内

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省外，占比 54.8%，比上年提高

6.7 个百分点。从昔日的“雁南飞”到今天的“凤

还巢”，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不仅更安稳，还

能有效带动居民增收。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 2.5 个百分点，农民工月均

收入水平达 5446元，比上年增长 3.7%。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2023 年，稳增长政策效

应持续释放，降本纾困政策落地见效，稳岗拓岗持

续加力，农业生产平稳向好，民生实事有序推进，

带动全年居民收入稳步增长、量质提升。全年全

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146元，比上年增

长 6.8%。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44990元，增长 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21293元，增长 8.0%。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为 2.11，比上年缩小 0.05，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共

同富裕基础进一步夯实。

供给有效支撑、需求持续回暖、保障加力提效——

湖北2023年民生经济实现协同发展

农历正月十六，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举办民间艺术展演活动，3100多名民俗演员尽展才艺。井陉秦时置县，是中国首批千年古

县，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县。图为演员们正在县城街道上表演。 中新社供图

河北河北““千年古县千年古县””上演上演““民俗大联欢民俗大联欢””

■ 胡玉敏 陈兴涛

2023年，青海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切实抓

好稳经济各项举措落实，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全

省民生经济快速恢复、稳步向好。

粮食生产喜获丰收。2023 年，青海粮食总产

量达 116.23 万吨，比上年增加 8.96 万吨，增长

8.4%，突破 110万吨大关，连续 16年保持在 20亿斤

以上。其中，青稞产量达 26.96 万吨，增加 3.5 万

吨，增长14.9%；小麦产量达39.66万吨，增加2.75万

吨，增长 7.5%。粮食播种面积小幅增长。全省各

级党委政府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持续开展“非

粮化”撂荒地整治，积极落实各项补贴政策，提高

农牧民种粮积极性，全省粮食播种面积达457.35万

亩，比上年增加 2.14 万亩，增长 0.5%，实现“四连

增”。粮食单产创历史新高。2023年，青海粮食综

合单产达 254.14 公斤/亩，创历史新高，同比增加

18.49公斤/亩，增长 7.8%。

牛羊出栏稳定增长。作为全国重要的牧区，

2023 年，青海各地强化工作措施，全力推进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住“菜篮子”。全年牛羊出

栏和肉产量实现稳定增长。其中，牛出栏211.26万

头，比去年同期增加 5.92 万头，增长 2.9%；羊出栏

710.12 万只，比去年同期增加 34.03 万只，增长

5.0%。牛肉产量达 22.84 万吨，增加 0.96 万吨，增

长 4.4%；羊肉产量达 13.00 万吨，增加 0.62 万吨，

增长 5.0%。

城乡居民收支继续增长。2023 年，青海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587元，比上年增长 5.9%。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0408 元，增长

4.3%，成功迈过“4 万元”大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15614元，增长 8.0%，略高于全国平均涨

幅。城乡收入比为 2.59，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

缩小。全体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长明显。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达 25373元，增长 16.9%；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达 14790元，增长 18.2%。城镇居民

八大类消费支出全面增长，农村居民八大类消费

支出呈现“七快一慢”增长趋势。

居民消费价格平稳运行。2023 年，在有效需

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的压力

下，青海畜肉类和鲜菜等部分食品价格持续走弱

影响CPI低位运行，CPI上涨 0.5%，涨幅比 2022年

回落 1.9个百分点。全年CPI呈现环比震荡波动、

同比高开低走态势，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较上年同期上涨 1.4%。全省服务需求持续释

放，服务价格恢复性上涨 2.4%，但能源、食品价格

由涨转降，分别影响 CPI 下降 0.18 和 0.37 个百分

点，有效抑制了全年CPI较快上涨。

农民工外出人数上涨明显。随着全国经济

回升向好，促进农民工就业增收的各项政策落

实显效，青海农民工全年就业形势保持恢复向

好的态势。2023 年，全省农民工总量达 91.5 万

人，比上年增加 3.4 万人，同比增长 3.9%，已恢复

至 2019 年同期水平。青海农民工外出从业月均

收入为 4699 元，同比增加 230 元，增长 5.1%；外

出从业时间为 9.1 个月，同比增加 0.4 个月，增长

4.6%。同时，城镇就业平稳向好，2023 年，青海

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5%，较前三季度

平均值下降 0.1 个百分点，全省城镇就业形势保

持平稳向好态势。

青海2023年民生经济快速恢复、稳步向好
城乡居民收支继续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平稳运行

■ 吴玲玲

2023 年，福建省厦门市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做好稳增

长、稳物价、促消费工作，着力提升

民生保障水平，全年主要民生指标

稳中有进、承压增长，呈现较强发展

韧性。

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2023 年，厦门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呈温和上涨态势，全年 CPI
比上年上涨 0.2%，涨幅与全国持平，

比上年收窄 1.6 个百分点。全年 CPI
虽比上年涨幅明显回落，但仍呈现

出较强企稳态势。

核心 CPI 保持稳定。2023 年，厦

门部分月份 CPI 同比结构性下降，

主 要 是 受 食 品 和 能 源 价 格 回 落 影

响。若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影响，

核心 CPI 运行平稳，全年各月基本

保持小幅上涨，除 11 月下降外，其余

各月涨幅均在 0.1%-0.9%之间。

服务类消费价格保持较快上涨

态势。2023年，厦门教育文化和娱乐

类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

年同期上升 1.4 个百分点，高于 36 个

大中城市平均水平 0.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2023年，厦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为 71062 元 ，比 上 年 名 义 增 长

4.5%，增速比 GDP 快 1.4 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3%。全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虽比上年回落

个 1.2 百分点，但仍呈现出较强增长

韧性——

全年增速企稳回升。从累计增

速来看，厦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呈现曲折向上的企稳回升态势，

202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 3.8%、4.4%、4.2%和 4.5%。

经营性收入持续恢复。接触型

消费场景恢复推动居民经营性收入

增长，2023 年厦门城乡居民人均经

营净收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为

11.1%和 19.0%，城乡居民人均经营

净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在

4 项收入中均排第二位，仅次于工资

性收入。

居民消费加快释放

2023 年，厦门居民消费支出加

快恢复，全体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 为 46512 元 ，比 上 年 名 义 增 长

5.8%，增幅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6%。厦门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幅虽低于全国

3.4 个百分点，但仍呈现出较强恢复

韧性——

发 展 型 消 费 成 为 复 苏 重 要 驱

动力。旅游、教育培训等接触性服

务消费受益于场景限制解除，修复

动能较快，2023 年，厦门全体居民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类消费支出为 4207
元，增长 10.6%。另外，全体居民人均

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为 2707 元，增

长 11.9%。

绿色智能消费需求加快释放。

居民对品质化消费、绿色消费、智

能消费需求逐步释放，2023 年，限

额以上智能手机、限额以上可穿戴

智 能 设 备 消 费 分 别 增 长 43.9% 和

36.9%。此外，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

零售额增长 23.7%，占全市限上汽车

类 商 品 消 费 的 比 重 比 上 年 提 高 个

8.2 百分点。

粮食产量保持增长

近年来，随着《扶持粮食生产六

条措施》《厦门市能繁母猪和育肥猪

保险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厦门市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持续

完善，农业基础更加稳固。

2023 年，厦门粮食作物总产量、

单产都比上一年度有所增长。总产

量 2.60 万吨，比上年增加 300 吨、增

长 1.2％；平均单产 6302.32 公斤/公
顷，比上年增加 81.26 公斤/公顷、增

长 1.3％。

稳增长、稳物价、促消费——

厦门2023年民生经济稳中有进

■ 巫果

2023 年，湖南省岳阳市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三高

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加快推

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全力打好

“发展六仗”，凝心聚力抓发展、保民

生，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工作，主要民生监测指标稳中有进，

好于预期。

粮食产量创新高。岳阳市坚持

贯彻落实粮食安全生产责任制，持

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科

学有效应对不利气象条件，2023 年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增幅位居全省第

一，粮食产量创新高。全年粮食播

种面积为 728.3万亩，同比增长 0.5%，

其中早稻播种面积为 235.01 万亩，增

长 0.1%；夏粮播种面积为 15.75万亩，

增长 0.6%；秋粮播种面积为 477.54 万

亩，增长 0.8%；单产为 416.04公斤/亩，

同比增长 1.0%；总产量为 303.01 万

吨，同比增长 1.6%。

生猪市场供应充足。岳阳坚持

把稳住生猪生产作为推动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和端稳百姓“肉盘子”的关

键，围绕“调产能”和“稳政策”发力，

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稳产

保供根基更加坚实，全年猪肉市场

供 应 充 足 ，生 猪 产 能 去 化 加 速 。

2023 年 生 猪 出 栏 472.12 万 头 ，创

2019 年非洲猪瘟以来的新高，同比

增 长 0.11% ；四 季 度 末 生 猪 存 栏

296.08 万头，同比下降 6.9%，其中，

能繁母猪存栏 26.35 万头，保持在绿

色合理区间。生猪价格涨跌平缓，全

年生猪月度价差缩小到每公斤 3 元

左右，远低于 2022 年约每公斤 13 元

的月度价差。

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岳阳市就

业大局保持稳定，民生政策扎实有

力，通过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和

残疾人补贴，提高低保、临时救助标

准等，有效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

长。2023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5202 元，同比增长 5.8%。城镇、农

村均呈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4045 元，同比

增长 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23178 元，同比增长 7.0%。

居民消费加速恢复。岳阳市委

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打好经

济增长主动仗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的若干政策措施》，持续组织开展

“她消费”“洞庭渔火季”等一系列节

庆活动，加大促消费工作力度，积极

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推动消费市

场持续向好，岳阳城乡居民消费支

出加速增长。2023 年全体居民人均

消 费 支 出 为 25657 元 ，同 比 增 长

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为 29451 元，同比增长 5.5%；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0498 元，同比增

长 6.3%。

消费价格总体平稳。2023 年岳

阳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4%，

涨 幅 较 去 年 同 期 低 0.9 个 百 分 点 。

其中，食品价格下跌 0.1%，非食品价

格上涨 0.5%，消费品价格与上年持

平，服务价格上涨 1.0%。与全国全

省比较，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0.2 个百

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8%。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呈“六涨二降”。其中，其

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5%，医疗

保健价格上涨 2.8%，衣着价格上涨

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0%，

居住价格上涨 0.1%，食品烟酒价格

上涨 0.1%；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1.3%，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 0.2%。

岳阳2023年
主要民生指标好于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