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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曹 斌）1 月份，五洲矿业公司处理
钒矿石 4.19 万吨，完成月计划的 108%；生产五氧化二钒
287.68吨，完成月计划的101%；生产氮化钒170.054吨，完成
月计划的113%，各项工作良好开局，实现首月“开门红”。

正月初七，笔者走进五洲矿业公司生产厂区，不管是地
层深处的采矿工作面，还是设备轰鸣的选矿厂，工人们分工
明确、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景象。今年以来，五洲矿业公司紧
紧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在“早”字上做文章，在“实”字上下功
夫，加大生产组织和统筹调度，充分挖掘释放矿山生产、钒选
冶、钒产品加工环节产能，严抓安全不放松，开足马力抓生

产，精打细算提效益，全力冲刺“开门稳”“开门红”。
该公司各单位精心组织生产，保质量提效率，力求实现

产能最大化。采矿厂结合生产实际情况，科学分析产量提升
关键点，强化采矿生产组织，及时调整采场布局，优化矿房结
构参数，保证供矿质量，提高供矿量；及时组织人员清除公路
积雪，确保运矿安全。选矿厂加强生产过程管控，提高选矿
回收率；科学安排球磨机、萃取、反萃取等设备检修，落实好
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确保两个选矿厂满负荷运转。大家紧盯
目标任务，细化各项举措，压实主体责任，全力以赴抢抓生
产，确保了 2023年良好开局。

五洲矿业实现“开门红”

2022 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
力，全市上下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
进“一都四区”建设，持之以恒推项目，加快转型优结构，积
极应对复杂多变宏观环境，努力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经济
运行顶住压力持续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
质的积极态势，经济发展韧性增强，新兴动能快速成长，社
会民生持续改善，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经济答卷”。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2年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 902.56 亿元，较上年增长 3.3%。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 125.77 亿元，同比增长 3.8%；第二产业增加值
359.56亿元，同比增长 2.4%；第三产业增加值 417.24亿元，
同比增长3.7%。三次产业占比为13.9%、39.8%、46.3%。

农业生产稳步发展，畜牧业形势向好。全市实现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 234.73 亿元，增长 4.1%。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 133.63 亿元，增长 4.1%。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238.72 万
亩，增长 0.2%。粮食总产量为 49.97 万吨，其中夏粮 19.84
万吨、秋粮 30.13 万吨。分品种看，小麦产量 9.94 万吨，玉
米产量 24.64 万吨，大豆产量 3.62 万吨，油料产量 1.90 万

吨。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10.08万吨，增长 2.9%，其
中猪肉产量 7.32 万吨、牛肉产量 0.41 万吨、羊肉产

量 0.37 万吨、禽肉产量 1.97 万吨。蔬菜及食用菌产
量 63.57万吨，增长 2.8%。园林水果产量 3.34万吨，增

长 2.1%。禽蛋产量 7.42 万吨，增长 3.2%。全年生猪出
栏 89.14万头，增长 4.7%。

工业经济承压前行，主要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全市规
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2%；增加值同比增长 1.6%，工业经济
克服疫情散发、物流不畅等不利因素影响，实现平稳增
长。从主导行业看，三大工业支柱产业产值同比下降
5.3%，现代材料同比下降 7.4%，现代医药同比下降 8.2%，
绿色食品同比增长 7.7%。其中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三个行业呈增长态势，同比分
别增长 18%、7.1%、7.7%。从产品产量看，57 种重点产品
中有 33 种产品产量实现正增长。消费品工业中铁矿石成
品矿、水泥、太阳能电池和葡萄酒分别同比增长 105.7%、
15.9%、24.5%和 17.9%。从经营效益看，企业利润持续增
长。1至 11月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6.2%，利润总额
增长 6.8%。

建筑业增长较好，签订合同额持续增长。全年全市建
筑业总产值 149.78 亿元，增长 15%；建筑业增加值 49.23
亿元，增长 13.5%，位居全省第一。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共
签订合同额 209.76 亿元，增长 28.4%。资质以上建筑业总
专包企业 171家，增长 18.8%。

服务业发展提速，现代服务业增势较好。全年服务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7%。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2.4%、10.2%。1 至 11
月，全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8.03 亿
元，同比增长 30.5%。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97.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0.5%，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 16.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
服务业增长 15.2%。

固定资产投资全面发力，增速持续领跑全省。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19.0%，增速连续两个月稳居全省第一，
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13.9和 10.9个百分点。全市商品房销
售面积 93.84万平方米，增长 14.1%，连续 11个月位居全省
第一。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28.4%，第二产
业投资增长 1.7%，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28.7%。从投资主体
看，国有投资增长 42.2%，民间投资增长 3.4%。从投资领
域看，民生领域投资增长 4%，其中卫生、教育投资分别增
长 103.2%、80%。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438个，增长 20%，大
项目支撑作用明显，对投资增长贡献显著。

消费市场恢复较快，网络销售增长较快。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06.04 亿元，同比增长 7.6%，位居全省第
六。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82.29 亿元，增长 15.9%，
位居全省第四。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52.60 亿元，增长 6.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3.44 亿元，增
长 11.3%。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183.91 亿元，增长
7.9%；餐饮收入 22.13 亿元，增长 4.4%。基本生活消费稳
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比
上年分别增长 14.4%、3.8%。全市网上零售额 1.26 亿元，
增长 23.8%，占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 1.5%，较
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

出口总额增势较好，招商引资成果丰硕。“西商欧”班
列常态化运行，全年全市实现进出口总额 19.87 亿元。其
中，进口总额 9.72 亿元，出口总额 10.15 亿元，同比增长
28.7%。招商到位资金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169 亿
元，增长 40%，利用外资 1.21亿美元，增长 35%。

财政收支增长平稳，金融存贷支撑有力。全年完成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6.89 亿元，同比增长 5.8%。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16.39 亿元，同比增长 8.9%。全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增长 9.9%，其中，科学技术、卫生健康等事务
支出分别增长 29.5%、16.1%。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力
度增大。全年全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2464.98 亿元，增
长 14.5%。其中，贷款余额 877.63亿元，增长 15.8%。

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在库单位持续增加。全年新增私
营企业 3405 户，新增个体工商户 10305 户，市场主体达到
13.5 万户。从“五上”单位看，2022 年全市新增“五上”企
业 230 家，在库“五上”单位数突破 1000 家，为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

总体来看，2022 年全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经济总量持
续扩大，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全市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
下一步，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为主线，以推动西商融合发展战略为牵引，以加快打造“一
都四区”为主攻方向，加快提升县域能级和竞争力，持续改
善民生，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谱写商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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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赵敏鸿 李桃峰

茶叶、蚕桑、烤烟、魔芋、中药材，一个个叫得响的特色产
业，犹如“五朵金花”，伴着乡村振兴的和煦春风，在秦岭南麓
的镇安县悠然盛开。近年来，一批“金字招牌”农产品，逐渐
成为引领镇安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绿色花”促农稳增收

镇安县土壤多为中至微酸性黄棕砂壤土，腐殖质含量
高，富含硒、锌等微量元素，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
其种茶加工历史悠久。

目前，全县有盛华茶叶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 5 个龙头企
业，已建成达仁、柴坪、木王、月河、青铜关 5个镇 13个村茶叶
基地，总面积达 11.5万亩，产业规模居全市第二。

镇安象园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列入全国名特
优 新 农 产 品 名 录 ，“ 象 园 雾 芽 ”被 认 定 为“ 陕 西 省 名 牌 产
品”，荣获陕西省优质茶叶金奖、中国（上海）国际茶博会

“中国好茶叶”称号。
2022 年，全县产茶叶 1200 多吨，产值 2.5 亿元，茶农

4515 户，户均茶园 25.6 亩，年户均纯收入 5.5 万元，让全县
615户 1953人脱贫户、监测户搭上了产业增收的“快车”。

“白色花”开启富民路

在缫丝车间，机声隆隆，梭如流星，缫丝、编检、整理、查
验、打包……万千蚕茧在这里变成了一束束柔滑的生丝，又
变换形态，化作一张张精美绸布。

目前，全县发展桑园面积 6.5 万亩，产业规模居全市第
一、全省第二，其中密植桑园 4 万亩，田坎桑 2.5 万亩，建成小
蚕共育室 43处 330间，标准化养蚕工厂 335处 6.9万平方米。

2022 年，全县养蚕 10885 张，产茧 380 吨，产值 1800 万
元，养蚕户 1880户，户均增收 9574元。

在 种 植 端 ，镇 安 县 推 出“ 桑 +中 药 材 ”等 多 种 间 作 模
式；在加工端，开发桑葚酒、桑葚果汁、蚕沙枕、桑叶茶品、
桑叶菜品、蚕蛹食品、桑枝菌品等蚕桑产业产品项目，注册

创立了百神山系列“红双喜”牌、“锦绣前程”牌蚕丝被，
2022 年产蚕丝被 200 多床，总收入 40 多万元，带动本地务
工 50 多人，人均增收 4000 元；在文创端，打造蚕桑文创体
验馆，实现农文旅融合。

“黄色花”鼓起群众钱袋

镇安县按照“巩固提升核心烟
区、稳步推进老烟区、适度开发
新烟区”的发展思路，以稳烟
区、稳烟田、稳烟农为重点，
采取“能人大户带动一批、
自主创业发展一批、产业
发展鼓励一批”的模式，
优化布局、完善机制，强
化服务、提升水平，努力
实 现 烤 烟 增 效 、烟 农 增
收、生态增值，全力打造
烤烟生产强县。

目前，镇安县发展烤
烟基地镇 13 个，种植烤烟
2.8 万亩，产业规模居全市第
二、全省第三，产烟叶 2614 吨，
实 现 产 值 6589 万 元 ，带 动 就 业
1600 多户、6000 多人，让烟叶产业
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黄金叶”。

“黑色花”做成大产业

镇安县按照“做大基地、做强龙头、做响品牌”的思
路,充分发挥林地优势，发展林下种植魔芋，以木王、柴
坪等镇为核心区，建设 15 个标准化示范基地，打造特
色品牌，延伸产业链，切实做大做强魔芋产业，形成优
质、高产、高效、生态的魔芋产业优势区，倾力打造新的

经济增长极。
目前，全县发展魔芋 5.6万亩，产业规模居全市第一，商品

芋面积 3万多亩，综合产值突破 1亿元，小魔芋不断释放出大
“魔力”，为镇安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赤色花”引得“凤凰”来

镇安县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

发展模式，引进瑞琪中药材、宏法牡丹、陕西嘉阳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丰禾源五味子种植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在镇安落
户，大力发展芍药、天麻、五味子、重楼、猪苓等优质道地中
药材，拓展中药材产业深加工链，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吃
上产业饭”。

目前，全县新发展中药材面积 3 万亩，累计发展中药材
面积 23.89 万亩，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 1000 亩，建立野生中
药材基地抚育管护区 6万亩，成立中药材购销服务站 2处，开
展了以种植、加工、市场营销等为主的技术培训 5 场次、受训
群众 400多人次。

现 代 农现 代 农 业 绘 新 景业 绘 新 景
本报通讯员 陈维智

镇安县蚕丝缫丝镇安县蚕丝缫丝
加工车间加工车间

青铜关梅花烟站职工在进行烤烟分级青铜关梅花烟站职工在进行烤烟分级

城市交通更便捷城市交通更便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