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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是我区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一年来，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围绕“奉贤美、奉贤强”战略总目标，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转型、补短板、

惠民生、防风险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见效。全年我区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城乡一体化发展开创新

局面，美丽贤城面貌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和保障水平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一、综合

经济运行稳中求进、进中提质。全区全年实现增加值 729.3 亿元，可比增长 5.5%，三次产业结构逐步

优化。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6.3 亿元，可比下降 11.6%；第二产业增加值 396.6 亿元，可比增长 4.2%

，对增加值的贡献率为 24.0%；第三产业增加值 316.4 亿元，可比增长 8.2%，对增加值的贡献率为 77.7%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增加值的比重为 2.2%，比上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4.4%，下

降 1.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3.4%，上升 2.2 个百分点。

区级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大关。全年全区财政总收入为 306.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6%，其中区级地方

财政收入 104.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5%。全年税收收入 285.56 亿元，同比增长 15.3%。税收收入分税种

看，增值税 139.36 亿元，增长 17.2%；营业税 24.63 亿元，下降 23.0%；个人所得税 33.65 亿元，增长 33.4%

；企业所得税 60.62 亿元，增长 20.4%。全年地方财政支出 212.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6.4%。其中，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6.09 亿元，增长 16.0%；教育支出 24.35 亿元，增长 7.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88 亿元

，增长 179.6%；医疗卫生支出 14.72 亿元，增长 59.6%；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7.47 亿元，下降 56.5%；农

林水事务支出 19.71 亿元，增长 124.4%。

固定资产投资企稳回升。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00.6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从产业投

向看，第一产业投资 0.29 亿元，同比下降 35.6%；第二产业投资 85.0 亿元，全部为工业投资，同比下降

9.1%，所占比重为 28.3%，比上年降低 3.7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 215.3 亿元，同比增长 8.7%，所占比

重为 71.6%，比上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业投资 153.8 亿元，同比增长 5.2%。全年城市基础设

施投资 35.0 亿元，同比增长 22.2%。

二、农业

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40.4 亿元，比上年下降 2.9%。其中，种植业产值 19.9 亿元

，同比下降 10.9%；林业产值 1.3 亿元，同比下降 33.3%；畜牧业产值 11.8 亿元，同比增长 16.9%；渔业

产值 6.1 亿元，同比增长 4.4%；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1.3 亿元，同比下降 6.3%。种植业、林业、牧业、渔

业、服务业的产值比例 49.3：3.2：29.2：15.1：3.2。

2016 年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万

吨

9.2 -11.7

夏粮 万

吨

1.0 -54.6

秋粮 万

吨

8.2 0.0

油菜籽 万

吨

0.1 -37.3

蔬菜 万

吨

32.6 -13.7

生猪出栏 万

头

37.5 -7.1

鲜蛋 万

吨

0.8 -18.9

家禽 万

只

502 78.0

牛奶

水产品

万

吨

万

吨

1.9

1.7

-4.1

-5.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发展。积极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622 人，认定新型

职业农民 343 人，完成新型职业农民继续教育 292 人。加快组建家庭农场，大力推进“合作社+家庭农场”

的粮食生产经营模式，粮食家庭农场总数达到 506 户，经营面积总数达 7万亩。规范运行合作社和龙头企

业，创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22 家，市级示范社 58 家，区级示范社 74 家。组织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与电

商合作，加大特色农产品推广力度，苏宁易购上海首个特色馆-奉贤馆正式运营，首批上线的农产品共 50

个。

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稳步推进。围绕 5000 亩生态林建设目标和 2016-2018 年奉贤区林业发展空间

规划，加快推进金汇港、竹港骨干河道防护林建设，全面推进金山化工区（奉贤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任务，重点推进“五违”整治重点村生态修复林地建设，全年已完成造林 3460 亩。全力推进生猪减量提质

三年行动计划，三年累计全区共停养拆除生猪养殖户 750 家，累计共拆除棚舍建筑面积 58.1 万平方米，累

计生猪减量 47.8 万头，完成三年总任务的 120.2%。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畜禽退养工作，顺利完成

35 个点位的退养工作。

农村管理与改革扎实推进。全区 177 个行政村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全区农户委托流转面积达 16.04

万亩，规范土地流转率达 70.79%，较上年增长 16 个百分点。全面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公开交易，完成公

开交易流转合同 748 份，涉及面积为 7.3 万亩。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经济走势止跌趋稳。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361.7 亿元，可比增长 3.7%。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754.7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526.6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为 87.0%。产值前百位企业支撑作用显著，共实现规模以上产值 875.9 亿元，同比增长 8.9%，增幅高

于平均水平 8.9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高达 57.4%，比上年上升 1.9 个百分点。

八大重点行业整体发展平稳向好。八大重点行业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826.2 亿元，同比增长 0.5%，

增幅高于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产值的比重达到 54.1%。年内，八大重点行业总体平稳

，产值增长呈现五升三降格局。精细化工、生物医药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 15.4%和 10.3%，新能源、汽车

配件和先进装备行业稳中有进，分别增长 8.0%、7.3%和 6.9%，智能电网、新材料行业下滑明显，降幅达到

两位数，电子信息行业情况稍好，仅下降 5.8%。

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587.0 亿元，同比上升 2.2%，

实现利润总额 121.0 亿元，同比上升 20.9%。当期亏损单位数 177 户，同比下降 2.2%，亏损面达 17.3%，

亏损企业亏损额 17.8 亿元，同比下降 7.0%。

工业转型升级提质。第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行动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完成重点项目调整 43个，腾出

土地 3559 亩。推进重点区域调整，已完成金汇泰顺产业园 179 户石材企业的专项调整以及验收，完成生物

科技园区 23 户企业的调整，江海园区调整有实质性启动，完成常规调整企业 446 户，占地近 5000 亩。积

极打造东方美谷品牌，加速美丽健康产业发展。年内，70 家美丽健康产业企业完成产值 180.1 亿元，同比

增长 13.9%，实现税收 23.8 亿元，同比增长 31.8%。

建筑业产值回暖增长。全年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35.0 亿元，可比增长 9.6%，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

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共有 175 家。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148.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7.6%，其中，建筑工

程产值 127.0 亿元，增长 14.7%，安装工程产值 13.8 亿元，增长 18.0%。竣工产值 69.0 亿元，比上年下降

10.4%。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947.1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9.4%；竣工面积 191.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11.0%

。

四、国内商业

消费品市场稳中趋缓。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9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0%，增速较上年回落 2

个百分点。其中，吃的商品零售额 107.3 亿元，同比增长 11.0%；穿的商品零售额 60.9 亿元，同比增长 10.4%

；用的商品零售额 207.7 亿元，同比增长 12.5%；烧的商品零售额 64.3 亿元，同比增长 2.1%。分经济类别

看，国有、集体、私营、其他经济分别为 6.1 亿元、57.3 亿元、219.7 亿元和 157.0 亿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 10.4%、11.2%、10.8%和 9.0%。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342.8 亿元，同比增长 10.0%；住

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72.7 亿元，同比增长 6.7%。

城市综合体日趋完善，网络零售有升有降。宝龙城市广场、苏宁生活广场、金叶时代广场、连城商业

广场、新都汇生活广场等城市综合体日趋完善，融合商业零售、商务办公、酒店餐饮、公寓住宅、综合娱

乐等功能于一体。全区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累计商品零售额为 12.5 亿元，同比增

长 53.5%，占全区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15.7%；全区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的累计客房收入和餐费收入为 600.6 万元和 131.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8.7%和下降 60.5%。

商品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实现增加值 82.8 亿元,可比增长 9.3%。全年实现商品销售

总额 150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全年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 5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

五、交通、邮政和旅游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平稳。全年实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22.3 亿元，可比增长

2.1%。年内，快递业务量完成 9906.9 万件，同比增长 112.0%；业务收入完成 6.71 亿元，同比增长 79.9%

。全年共计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1.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4%。全年投送各类邮件 3787 万件，同比下降 5.5%

；投送各类报刊 2348.3 万件，同比下降 1.3%。

美丽奉贤旅游品牌不断提升。积极打造和提升“美丽奉贤生态休闲”旅游品牌形象，整合旅游资源，

扩大旅游市场，开发新产品和新业态。梅花节接待游客 10.37 万人次，旅游收入 383.2 万元。菜花节接待

游客 38.58 万人次，旅游收入 1977.15 万元。在海湾旅游区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上海亚洲音乐节活动，共接

待游客近 20 万人次。年内，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 895.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1%，旅游收入达到 34.3 亿元

，同比增长 5.1%。

六、金融业

金融存贷运行平稳，证券交易下滑明显。全年实现金融增加值 40.6 亿元，可比增长 9.8%。至年末，

全区共有银行分支机构 25 家，分布经营网点 144 个，新增 3 个，证券业 13家。至年末，全区各项存款余

额 1373.6 亿元，比年初增长 12.6%。各项贷款余额 1040.4 亿元，比年初增长 10.8%。证券市场整体走低，

成交下滑。全年证券交易总额 4460.1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0%；其中 A 股成交 2525.0 亿元，比上年下降

47.1%。

金融机构存贷款

指标 绝对值（亿元） 比年初增减(%)

各项存款余额 1373.6 12.6

#企业存款 642.1 13.9

居民储蓄存款 731.5 11.5



各项贷款余额 1040.4 10.8

#短期贷款 251.8 2.8

中长期贷款 788.5 13.7

#住房按揭贷款 302.8 57.4

七、对外经济和非公经济

对外贸易降幅收窄。全年进出口总额 644.2 亿元，比上年下降 3.1%。其中出口总额 399.0 亿元，下降

3.1%；进口总额 245.1 亿元，下降 2.9%。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251.2 亿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2.9%

。机电产品出口 161.1 亿元，增长 4.9%。分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出口 238.0 亿元，增长 5.5%；加工贸易

出口 141.9 亿元，下降 15.6%；其他贸易出口 19.2 亿元，增长 4.8%。出口额位列首位的国家为美国；出口

额排名前列的地区是亚洲、北美洲、欧洲。

出口市场结构

类别 绝对值（万元） 比上年增长（%）

出口总额 3990387 -3.1

亚洲 1834810 -7.4

#日本 596323 -17.5

东盟 449933 2.1

韩国 202521 0.6

北美洲 863248 -2.4

#美国 784403 -1.2

欧洲 689550 -3.2

拉丁美洲 268911 30.1

大洋洲 236247 9.5

2016 年主要商品出口金额及增长速度



商品类别 金额（万元） 比上年增长(%)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 1610786 4.9

杂项制品 418332 -6.2

贱金属及其制品 368591 -5.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342119 -15.8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302026 -22.5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 283888 0.5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 158684 -7.5

光学、医疗等仪器；钟 139718 26.9

矿物材料制品；陶瓷品 101354 -1.0

招商引资结构不断优化。全年新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344 项，比上年增长 19.4%；吸引合同外

资金额 6.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5%，实际到位金额 2.6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7.4%。合同外资产业结构

优化，第二产业共吸收外资 1.7 亿美元，比重为 24.8%；第三产业共吸收外资 5.1 亿美元，比重为 75.2%。

全年批准总投资在 500 万美元以上的直接投资项目 15项，合同金额 4.0 亿元，占合同外资的比重达 58.3%

。投资项目数分地区和国别看，台湾（63 个）、香港（56个）、美国（17 个）位列前三位。

“千人计划”构筑引才聚智新高地。截至年底，共有 66个千人计划及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落户，年内

新增落户项目 8个，集聚效应初显，其中国家千人项目 25个，地方千人计划项目 16 个，海外高层次项目

25 个。主要涉及生物医药项目 30 个、高精密制造项目 12个、新材料项目 8个、信息技术项目 7个。创业

园共有中央千人计划专家 25名，上海千人计划专家 16 名，其他相应海外高层次人才 25名。

非公有制经济提质增效。全区税收收入中，私营企业所占比重为 37.1%，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重为 24.4%

，港澳台所占比重为 5.7%。截至年底，全区共注册私营企业 20.2 万户，比上年增长 18.2%；当年新增 4.6

万户，比上年增长 10.0%。私营企业完成税收 105.8 亿元，同比增 15.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以及私营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分别完成产值 710.9 亿元和 594.5 亿元，分别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46.6%和 38.9%。

商贸型招商三年行动计划圆满完成。全年新增商贸型纳税项目数 2.2 万户，比上年增长 3.0%。商贸型

企业完成税收 125.9 亿元，同比增长 18.3%，占全区税收的 44.1%，商贸型企业实现地方税收 40.6 亿元，

占区级税收的 42.9%，同比增长 17.3%，圆满完成三年行动计划目标。

八、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轨交 5号线南延伸段主体结构实现全线贯通，完成 8个站点的装修设计方案

。贤浦路、浦星公路、南奉公路等 BRT 专用道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全力推进“1517”项目建设，闵浦三

桥、金海南路、运河北路-泽丰路下穿地道、南港路金汇港大桥等 4 个项目加快建设；浦卫北路、望园南路

、金海中路等 3 个项目实现开工；G228、大叶公路、民乐路等 10 个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着力推进南桥

城区排堵保畅，菜场路浦南运河桥建成通车。

公共事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我区自来水日供水能力达到 50 万立方米。全年售水总量为 10812 万立方

米，其中生活用水 3374 万立方米，工业用水 4049 万立方米。全年全区用电量 74.2 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0.6%。其中大工业用电 49.5 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5.3%，居民生活用电 9.0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 17.0%，

呈现快速增长的走势。至年末，全区天然气管线长度达 1011 公里，比上年延长 3.6%。全年天然气销售量

18355 万立方米，比上年增 96.1%，主要受工业企业燃煤锅炉改造影响，年内天然气的使用量骤增。家庭用

天然气户数 17.2 万户，比上年增 14.4%。全年液化气销售量 2.6 万吨，比上年降 0.6%。

公用事业

指标 单位 绝对值 比上年增长

(%)

自来水日供水能力 万立方米 50 -9.1

自来水售水总量 万立方米 10812 4.8

#生活用水 万立方米 3374 3.7

工业用水 万立方米 4049 -0.3

用电量 万千瓦时 742004 -0.6

#居民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89503 17.0

大工业用电 万千瓦时 494648 -5.3

液化气销售总量 吨 25731 -0.6

天然气销售总量 万立方米 18355 96.1

房地产市场先扬后抑。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加值43.5亿元，可比增长18.6%。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5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房屋施工面积 945.2 万平方米，增长 17.0%，其中，新开工面积 351.2 万平方米

，增长 89.8%；房屋竣工面积 27.9 万平方米，下降 71.6%。年初房地产市场延续上年楼市升温的态势，但

随着楼市调控政策的三度收紧，呈现出“量小跌、价大涨”的特征。全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93.7 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5.2%，降幅比上年收窄 1.7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为 71.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9.6%，

降幅比上年扩大 12.5 个百分点；全区商品房销售额 163.8 亿元，同比增长 1.0%。全区空置房面积 54.4 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 25.5%。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 239 所。其中，基础教育 161 所，中等职业教育

及培训机构 65所，高等教育（民办非学历）7所，其他教育机构 6 所。基础教育中，幼儿园学生 26836 人

，专任教师 1835 人；小学生 37946 人，专任教师 2573 人；初中学生 20690 人，专任教师 1862 人；高中学

生 6000 人，专任教师 611 人。

教育工程不断推进。实施“人文蕴育”德育创新工程，深入推进“名家进校园”。启动区中小学生重

走“红色之路”项目。坚持“全面课程、校本特色”、“人文课堂、有效教学”理念，实施“人文课堂”

教学改革工程，大力推进 STEM 教育，初步建成 101 门区级特色课程。实施“七彩成长”学生发展工程，成

功举办主题为“精彩自我放飞梦想”的第二届学生活动节。启动奉贤区青少年“四院一团一部”建设，学

生成长活力有效激活。

推进各类教育实现协调发展。出台《奉贤区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布局未来三

年学前教育工作。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高中特色发展，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汇贤中学、育秀实

验学校、南桥小学等 5个“学区集团”建设扎实推进，深化覆盖全区所有学校的紧密型办学资源联盟建设

。提升职成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区教育“331”工程（即“三校一堂”、“三室一家”、“三史

一风”）取得新发展，成功创建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和第一批国家级农村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区。关注

特殊教育，出台《关于开展奉贤区特殊教育医教结合工作的通知》，建立多部门合作的特殊教育“医教结

合”合作机制。

科技项目助推活力区建设。构建“1+2+X”创新政策体系，为我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区建设提供制

度保障。加大全区科技资源市场配置力度，组织上海市创新创业大赛奉贤分赛点工作，81 家企业获得市创

新资金立项，位列全市第六。科技项目有效推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年内获得市级以上科技项

目立项 231 项，获得支持资金 2160 万元。11 家企业被评为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新认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 73 家，年末累计数已达到 488 家。81 个项目列入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项目，获得

资金支持 930 万元。5 个项目列入上海市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支撑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780 万元。科技创新

创业载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1家被评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企业被评定为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市级孵化器总数达到 8家，4 家企业被认定为市级创新苗圃，11 家企业被认定为区级众创空间。知识产

权运用和保护工作日益加强，全年全区专利授权 2900 件，其中发明专利 351 件，实用新型 1924 件，外观

专利 625 件。

区校融合工作顺利推进。聚焦东方美谷“研发创新功能”和“研发中心”建设两大主题，与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协商推进“东方美谷研究院”事宜。推动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年内已有 8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获

批通过，累计获批建立院士专家服务中心 2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 19 家，累计柔性引进两院院士 17 位，特

级专家 66 位，位居全市前列。组织区内企业与高校对接申报市产学研联盟计划，采集技术需求 83 项，申

报联盟计划项目 47 项，立项 20 项，申报和立项数量位居上海市第一位。推动上海市奉贤交大产学研合作

促进中心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的合作，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奉贤分中心（筹）已经挂牌。

张江高新区奉贤园建设加快推进。获得张江专项 33 项，资金资助 1.33 亿元。全年奉贤园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 371.04 亿元，税收收入 50.04 亿元，出口总额 84.22 亿元，利润总额 47.99 亿元，固定资产

投资 28.98 亿元。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广播电视新老媒体融合发展。围绕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开展关于“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专题

教育、“贤城先锋”系列争创活动、巩固文明城区创建成果、《对话：展望十三五共谋贤城发展》、《我

们的节日》等 28 项主题系列报道，全年电视播出时间达 5390 小时。区广播电台每天直播 4小时，全年广

播播出时间达 5840 小时。全年共播出广播电视新闻 1.1 万篇，其中在央视新闻频道各时段发稿 8篇，新闻

联播发稿 1条。“爱看奉贤”等微信平台及官方微博影响力扩大，其中《对话：展望十三五共谋贤城发展

》栏目，通过新媒体发布话题帖，共吸引 2万多人次阅读，参与投票的网民达 4千多人次。

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项目。开展 2016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第 18 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等重大群众文化

活动，举办第九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上海•奉贤）活动、上海亚洲音乐节-BANGBOX 海湾音乐嘉年华、

第二届“美丽奉贤”戏剧节、第六届奉贤阅读节、首届“言子杯”孙文明二胡大赛、“言子杯”故事大王

选拔展示活动、第三届“言子杯”全国学生书法大赛，组织民俗表演团赴比利时参加“欢乐春节”系列活

动，并获市委宣传部嘉奖。“群文四季歌”获选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全年全区共开展

各类文化活动共 2235 场，观众人数达 100 万人次。

文化服务阵地建设持续推进。完成区博物馆新馆立项选址及项目建设前期工作。截至年底，全区 15 家

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建成并投入运行。已建村（居）级文化设施数量 226 个，村级文化设施场所面积

10.89 万平方米。区图书馆流通人次达 159.89 万人次，书刊流通量达到 385 万册次，新增办证量 8146 张

（其中少儿 1618 张）。全区各影剧院共放映电影 7.3 万场、观众 172.7 万人次、放映收入 6202.3 万元；

全区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 172 个，全年放映 4382 场次，观众人数达 17.9 万人次；全区流动放映队 9支，

共放映公益电影 1035 场，观众人数达 25.8 万人次。

医疗服务综合实力持续提升。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 257 所（含村卫生室）。其中

：医院 12 所（其中 1所分支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32 所，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8所，其他卫生机构 5

所。全区医疗机构实有床位 4826 张，其中公立医疗机构 4406 张，民营医疗机构 420 张。全区卫生人员 6536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5297 人，包括执业（助理）医师 2079 人，注册护士 2175 人。全区医疗机构共完成

门急诊 602.8 万人次，同比上升 2.1%；出院 8.78 万人次，同比上升 4.3%；征兵体检、毕业生体检及从业

人员、驾驶员健康体检等 10.66 万人次；受理 120 呼救电话 3.08 万次，急救路程 52.42 万公里；无偿献血

1.30 万人份，自愿无偿献血量达到临床用血总量的 100%。

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全面加强。实施第四轮“奉贤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开展 60 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免费接种肺炎疫苗、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等重点健康问题综合防治等市级项目。开展高血

压、儿童等特殊人群健康管理 19.35 万人，为 1.45 万名儿童提供免费口腔健康检查，并为 1735 名儿童提

供在校即刻窝沟封闭术。创建上海市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调整成立 5 支区级卫生应急队伍（共 83人）及

专家咨询委员会（共 32 人），开展区级及各医疗卫生单位卫生应急演练 34 场，参演和观摩人员 900 多人

次。

社区卫生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制定《奉贤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及 7个配套文件，确定

142 项基本服务项目、156 项标化工作量标准，结合财政综合预算，初步完成标化工作总量测算和补助标准

。实现与市“1+1+1”分级诊疗系统对接，全区试点“1+1+1”分级诊疗制度签约居民 11194 人。稳步推进

医养结合工作，2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 50 家养老、托养机构签订医养结合服务协议全覆盖，已开展上

门服务 310 次，服务老年人 6106 人次。

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断强化。全面贯彻两孩生育政策，全年户籍人口出生 3863 人，计划生育率 99.35%

。以优生优育、生殖健康、早教服务为重点，为 1143 对计划怀孕夫妇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开展



0-3 岁早教亲子活动。加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开展出生监测信息核实业务培训及现场点评分析，查验流

动人口婚育证明 1.06 万份，发送个案信息省际协查 8769 条。加强流动人口孕产妇生育关怀，发放宣传品

9.18 万份、生育交通补贴 5.83 万元、生育关怀礼包 4000 份。全年流动人口出生 5307 人，计划生育率 93.5%

。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管理日趋完善。新建健身苑点 21个、市民益智健身点 16 个、市民健身步道 12条、

社区足球场 1片和市民健身房 2个。全区已建成健身苑点 537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 23 个、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 194 个、百姓健身步道 36条、百姓健身房 15 个、百姓游泳池 3个、灯光球场 1个和区级体质监测中心

1个。全区体育场地面积达 260 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27 ㎡。

青少年体育综合实力不断夯实。年内新进击剑教练员 1名，外聘教练员 5 名，完成二线输送 14人，一

线输送 4 人，完成 19 个项目 1034 名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完成射击、射箭、田径、自行车、冰上等五

个项目的精英基地创建申报工作。推进区办二线运动队工作，对区内 21 所体教结合学校、9支“一镇一队

”、53 支青少年运动队进行检查考核。组织参加市 18 个项目的比赛，奉贤代表团获优秀组织奖，奉贤区

青少年田径队获得 9 金 5 银 10 铜的佳绩，创历史最好成绩；作为射击强区，区射击队在冠军赛中获得 16

金 14银 9铜的成绩，团体成绩位列第一；乒乓队、羽毛球队、武术队成绩都有新突破，首次有青少年运动

员闯入市前八。

全民健身活动活力开展。承办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系列展示活动奉贤区大会、PDM 自行车系列赛（

上海站）、上海市美丽乡村健身运动系列比赛乡村特色田径运动会、上海市首届新型职业农民农耕运动会

、上海市首届村主任运动会、上海海湾半程马拉松赛、奉贤区“美丽奉贤乐动生活”系列活动、奉贤区社

会体育指导员素质大赛、区级十大“品牌赛事”、“一镇二品、一开发区（社区）一品”进学校进企业等

精品赛事活动。圆满完成了第二届市民运动会奉贤代表团的各项工作，完成录入各级各类赛事 411 个，赛

事人数 11.6 万人，参赛人次 34 万人，各类活动 77个，参与人次 15.9 万人，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1个、三

等奖 1个，市级一等奖 20个、二等奖 6个、三等奖 9个。

十一、人口、就业、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人口总量低速增长。至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 19.87 万户，户籍总人口为 53.19 万人，比上年增加 3466

人。户籍人口出生人口 3921 人，出生率 7.4‰，死亡人口 4447 人，死亡率 8.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

‰。户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 82.77 岁，比上年增长 0.02 岁，其中男性期望寿命为 80.02 岁、女性为 85.46

岁。至年末，常住人口 116.74 万人，比上年增长 0.6%，其中外来常住人口为 60.09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

比重为 51.5%，比上年下降 0.2 个百分点。

就业创业工作稳步推进。全年实现新增就业岗位 30205 个，完成指标的 100.7%；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5566

人，在市下达指标 6000 人之内；扶持成功创业组织 527 户，完成指标的 105.4%；带动就业 2635 人；职业

技能培训 27446 人。全力推进创业型城区建设。

城乡居民收入加速增长。据住户抽样调查，全年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680 元，比上年增长 10.9%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565 元，比上年增长 11.2%。全年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2591 元，比

上年增长 9.9%；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289 元，比上年增长 9.5%。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

拥有量：家用汽车 34 辆，空调 137 台，移动电话 225 部，计算机 71 台。平均每百户农村常住居民耐用消

费品拥有量：家用汽车 18 辆，彩电 142 台，洗衣机 73台，热水器 51 台，移动电话 211 部，空调 93 台，

计算机 45台。年末全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3.3 平方米；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50.5 平方米。



住房保障工作全力推进。廉租住房新增租金配租 37 户，做到了“应保尽保”。完成年内批次共有产权

保障房申请、受理工作，238 户家庭递交了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竣工 128 套，完成率 100%。完成 10.68 万

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含 2.09 万平方米直管公房改造）和 17.08 万平方米旧住房综合改造工程。

我区已签约的商品房配建保障房项目 43个，合计 3493 套、27.1 万平方米。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年内继续深入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外来人员三险过渡期结束。至

年末，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单位数 38548 户，参加城镇社会保险人数共 40.75 万人（包括离退休人数 6.52 万

人），比上年减少 6.0%，有 34.23 万在职人员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参加城镇失业保险人数

33.47 万人，参加城镇生育保险人数为 33.3 万人，参加城镇工伤保险人数 33.3 万人。年末，按月领取小

城镇养老金人数 6.8 万人，比上年增长 1.0%.

养老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持续推进城乡居保和征地养老人员的参保和扩覆工作。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参保缴费 37445 人，完成指标的 105.4%，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扩覆 356 人，完成指标的

135.52%，养老金发放 56645 人，月平均养老金水平达到 907.41 元；征地养老生活费每人每月 1480 元。

社会救助帮困工作积极推进。全年共有 41050 人次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保障金 2786.33 万

元，全区 12484 人次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救助资金 797.44 万元，救助的困难户有 8798 户；年

内共实行医疗救助 6434 人次，发放救助资金 2109.12 万元

老年福利事业不断加强。至年末，全区 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到 15.9 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29.9%。全区现有养老机构 34 家，养老床位 5445 床，占户籍老年人口的 3.4%。

十二、环境保护、土地减量化和公共安全

创模和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推进。创模共 180 项任务，项目启动率为 99%。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共 97 项任务（市级项目 53 项），已启动 96 项（市级项目启动 53 项），已完成 42 项（市级项目 18 项

）。启动率达到 99%（市级项目启动率达到 100%），完成率达到 44%（市级完成率 34%）。我区环境空气质

量 AQI 优良率 77.3%，比全市平均优良率（75.4%）高了 1.9 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第 8。PM2.5 年平均为 45

微克/立方米，与全市平均浓度持平，全市排名第 4。

各项环保行动计划扎实开展。年内，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共 31 项，已完成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

，153 家 VOCs 排放企业全部完成治理，41 家汽修行业整治全部完成。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共设 8大类、45

个项目，已启动 38项，完成 10 项，完成率 22%。2 个断面（1+1）达标任务按时完成。

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大力推进。年内减量化任务 108 公顷，实际立项 265 公顷，年底全区共拆平建设

用地约 187 公顷，其中工业仓储用地 175 公顷，超额完成年度目标，预计新增耕地约 187 公顷，获得占补

平衡指标约 187 公顷。

生态绿化建设有序推进，城市管理能力不断加强。以“3 座公园，6 块绿地，20 公里林荫道”为主要

任务的 22个绿化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共新增各类绿地 100.08 公顷，建成区园林绿地面积 2946.86 公顷。

其中公共绿地新增 31.67 公顷，居住区绿地新增 26.14 公顷，单位附属绿地新增 42.27 公顷，林荫道新增

23.1 公里，屋顶绿化新增 9002.3 平方米，垂直绿化完成了 6456.25 平方米。年内，奉贤区生活垃圾末端

处置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建立分类投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运作模式，11 台湿垃圾末端处置设备运转正

常，日处理湿垃圾 100 吨。完成 668 吨/日的生活垃圾减量任务。提升源头分类质量，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



覆盖，共计 21万户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创建绿色账户 10 万户，覆盖 140 个居民小区。

社会秩序保持和谐稳定。年内，我区工厂企业工伤死亡事故数 15 起，比上年增加 2 起，死亡 15 人，

与上年持平。全区刑事立案数 9182 起，同比下降 20.7%。全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9954 起，同比减少 1677

起，死亡 48 人，同比减少 8 人，经济损失 10.25 万元，同比下降 71.8%。火灾事故大幅下降，发生 98 起

，下降 40.2%，死亡人数 1人，与上年持平，经济损失 656.04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