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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数  量

一、农村基层组织情况        村委会个数 3086

      乡镇数量 164   二、农村基础设施

      1.镇 81         自来水受益村数 2729

         #城关镇 9         通有线电视村数 1827

      2.乡 67         通宽带村数 2387

      3.涉农街道办事处 16         通汽车村数 3085

      4.其他乡级单位        通电话村数 3085

7-1  农村基层组织及基础设施情况(2017年)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数  量

一、乡村户数(户) 1078636    按行业分

二、乡村人口(人) 3114152    1.农业从业人员 815235

     #男 1668363       #男 464920

      女 1445789        女 350315

三、乡村劳动力资源数(人) 1708682    2.工  业

     #男 966399    3.建筑业

      女 742283    4.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

四、乡村从业人员(人) 1446347    5.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按性别分   6.批发与零售业

     #男 829166    7.住宿与餐饮业

      女 617181    8.其他行业

7-2  乡村人口与从业人员情况(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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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数  量

一、乡、村办水电站(个) 7   四、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吨) 75785

    装机容量(千瓦) 204055       1.氮  肥 28846

    发电量(万千瓦时) 1894       2.磷  肥 8762

二、农村用电量(万千瓦时) 98037       3.钾  肥 3529

三、农用化肥施用实物量(吨) 199151       4.复合肥 34649

    1.氮  肥 82481   五、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吨) 1410

    2.磷  肥 38833        #地膜使用量 1181

    3.钾  肥 6418       地膜覆盖面积(公顷) 23473

    4.复合肥 71418   六、农用柴油使用量(吨) 11127

 七、农药使用量(吨) 744

7-3  农业主要能源及物质消耗情况(2017年)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078911 3.3

    农  业               479297 -2.8

    林  业               87325 17.6

    牧  业               488898 8.3

    渔  业               3391 -2.9

    农林牧渔服务业 20000 5.3

二、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     499871

    农  业               205154

    林  业               39981

    牧  业               243448

    渔  业               1540

    农林牧渔服务业 9750

三、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579040 3.2

    农  业               274143 -2.6

    林  业               47345 19.2

    牧  业               245451 8.4

    渔  业               1852 -3.3

    农林牧渔服务业 10250 3.1

7-4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2017年)

指    标
总  量
(万元)

比上年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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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作物 340557 994034 195
一、谷  物 241246 876341 242
  1.小  麦 1729 4750 183
  2.玉  米 174597 761482 291
  3.谷  子 44871 76445 114
  4.高  粱 7099 19825 186
  5.秋杂谷物 12950 13839 71
     #燕麦(莜麦) 1669 1637 65
      荞  麦 783 856 73
二、豆  类 54349 50007 61
  1.大  豆 36584 35070 64
  2.秋杂豆 17765 14937 56
    #绿  豆 2363 1875 53
     红小豆 3037 2364 52
三、薯类(鲜薯) 44962 338434 502
  1.马铃薯 42560 320413 502
  2.甘  薯 2402 18020 500

7-5  粮食作物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播种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单  产
(公斤/亩)

 
 
 

经济作物 31842
一、油  料 15574 16854 72
    1.花  生 1623 2309 95
    2.油菜籽 317 312 66
    3.芝  麻 1059 729 46
    4.胡麻籽 1896 1541 54
    5.葵花籽 4088 3873 63
    6.其他油料 6591 8091 82
二、棉  花 47 23 33
三、中草药材 4539 749 11
四、蔬菜及食用菌 9896 251616 1695
五、瓜果类 681 15838 1551
六、其他农作物 1105
     #青饲料 949
七、特种农作物

    花  卉 1
    鲜切花(百支) 2060
    盆栽观赏植物(盆) 102060
     #盆栽花(盆) 102060
    香料原料 9
     #花  椒 9
补充资料：饲料用青贮玉米面积 444

注：盆栽观赏植物包括盆景。

7-6  经济作物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播种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单  产
(公斤/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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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蔬菜及食用菌 9896 251616           西红柿 1258 46045
    1.叶菜类 350 6651       8.葱蒜类 722 18166
       #芹  菜 103 1360          #大  葱 642 16569
        油  菜 56 1154           蒜  头 49 1149
        菠  菜 107 1848           葱  头 1 26
        香  菜 79 2078           韭  菜 18 333
    2.白菜类 1329 48698       9.水生菜类

       #大白菜 1231 48310          #莲  藕
    3.甘蓝类 540 11091       10.其他蔬菜 144 1789
       #茴子白 285 6808          #黄花菜 1 3
        紫甘蓝 2 45           芦   笋 114 1271
        菜  花 10 231       11.食用菌(干鲜混合) 11893
        西兰花 241 3987       (1)干品 637
    4.根茎类 1149 17683           #香  菇 629
       #白萝卜 297 3970            黑木耳(干品) 6
        胡萝卜 738 11857       (2)鲜品 11256
        生  姜 1 2           #蘑  菇 2963
    5.瓜菜类 2268 57539   二、瓜果类 681 15838
       #黄  瓜 403 20750        #西  瓜 472 12004
        南  瓜 1304 20987         香瓜(甜瓜) 140 2800
        西葫芦 527 14279         草  莓 57 1006
        冬  瓜 30 1332   三、中草药材 4539 749
    6.豆类(菜用) 1344 13357        #人  参
       #豇  豆 210 1081         甘  草 7 0
        四季豆 1057 12041         枸  杞 15 7
    7.茄果类 2050 64749         黄  芪 875 48
       #茄  子 322 9698         党  参 81 0
        辣  椒 464 8813         生  地 0 4

7-7  蔬菜及食用菌、瓜果、中草药材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播种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指     标
播种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一、园林水果 52208 220405      9.沙果 4 14

    1.苹果 1919 9378      10.其他园林水果 45 576

    2.梨 4263 117417  二、食用坚果 51197

    3.桃 176 1571      1.核桃 80802 50786

    4.杏 582 1880      2.板栗

    5.猕猴桃     3.松子

    6.葡萄 335 7860      4.仁用杏 411

    7.红枣 44798 80623      5.其他

    8.柿子 88 1087  

7-8  茶叶、水果及食用坚果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年末果园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指    标
年末果园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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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蔬  菜 688 41463

     #芹  菜 10 408

      油  菜 11 183

      菠  菜 29 770

      黄  瓜 161 12036

      西红柿 332 22119

      生  姜

      辣  椒 43 1067

二、瓜果类 48 1028

     #草  莓 35 657

三、花卉苗木 1

四、食用菌(干鲜混合) 11172

    1.干  品 481

    2.鲜  品 10690

       #蘑  菇 2504

五、其他作物 15

7-9  设施农业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播种面积
(公顷)

产  量
(吨)

 
 
 

合  计 17945 1131 779

  1.连栋温室 67 3 2

  2.日光温室 3441 499 284

  3.大  棚 4428 525 408

  4.中小棚 10009 104 85

7-9  续表

指    标
设施数量

(个)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公顷)
实际使用面积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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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年造林面积(公顷) 79399       4.薪炭林

    1.用材林  二、育苗面积(公顷) 7988

    2.经济林       #本年新育

    3.防护林  三、零星植树(株) 11250000

7-10  林业生产情况

指   标 2017年 指   标 2017年

 
 
 

一、猪(头) 658820 795287 64223

    #能繁殖母猪 73092

二、牛(头) 197571 135491 17118

    #肉  牛 175347

     奶  牛 7228

三、羊(只) 923550 679545 11367

    1.山  羊 678967 442107 7021

    2.绵  羊 244583 237438 4346

四、活家禽(只) 17467431 47216942 93057

    #活  鸡 16644855 41470215 73959

      #蛋  鸡 8424348

       肉  鸡 8220507

附：禽蛋产量 91595

     #鸡蛋产量 90224

    牛奶产量 27373

    蜂蜜产量 262

7-11  主要畜禽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年  末
存栏数

当  年
出栏数

畜产品产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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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牲畜(除猪、牛、羊外)(头) 12524 1695 184

    1.马 1760 384 45

    2.驴 6781 867 89

    3.骡 3980 444 51

    4.骆驼 3

二、家兔(万只) 0.56 0.28 5

三、其他肉产量(吨) 6

四、其他奶产量(吨)

五、山羊毛产量(吨) 471

    1.山羊粗毛 304

    2.山羊绒 167

六、绵羊毛产量(吨) 199

    #细羊毛 49

     半细羊毛 82

七、其他禽蛋产量(吨) 0

八、蚕茧产量(吨) 2

    #桑蚕茧 2

特种养殖产值(万元) 30

7-12  非主要畜禽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年末存栏数 当年出栏数
(肉、产品)产量

(吨)

 
 
 

淡水产品产量        1233 1739

   #鱼类产量 1233 1739

  1.养殖产量          1233 1739

  2.捕捞产量

7-13  渔业生产情况(2017年)

指    标
养殖面积
(公顷)

总产量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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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特)  115.55    农用水泵(台) 8551

  大中型农用拖拉机(台)   6764    联合收割机(台) 1365

            (万千瓦特) 28.44    机动脱粒机(台) 5234

  小型农用拖拉机(台)   7907    农用动力机(台) 21864

          (万千瓦特) 7.32        (万千瓦特) 18.19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机具(部)   9868      1.电动机(台) 19555

  小型拖拉机配套机具(部)   8157        (万千瓦特) 15.57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台)   14157      2.柴油机(台) 2383

            (万千瓦特) 13.54        (万千瓦特) 2.73

7-14  农业机械拥有量情况(2017年)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数  量

 
 
 

单位：千公顷

一、机耕面积 274.01   四、机电植保面积 68.14

二、机播面积 215.74   五、机收面积 131.89

三、机电灌溉面积  82.02  

7-15  农机化作业情况(2017年)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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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乡村户数 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居住在城关镇

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内；

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不包括乡村地区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户。 
乡村人口  乡村地区常住居民户数中的常住人口数，即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 6 个月以上，而且经济和生

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 6 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

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在家居住，生活和本户连成一体的国家职工、退休人员也为家庭常

住人口，但是现役军人、中专及以上（走读生除外）的在校学生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看病等）且

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应当作家庭常住人口。 
乡村从业人员 指乡村人口中 16 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既包括

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

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从业人员年龄为 16 岁以上。从业

人员按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间相同按收入）分为农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建筑业从业人员、交运

仓储及邮政从业人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批发与零售业从业人员、住宿和餐饮

业从业人员、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的全部产品总量和对农林牧渔业生产进行的各种支持

性服务活动的价值。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是观察农林牧渔业生产水平和发

展速度，研究农林牧渔业内部比例关系、农林牧渔业与工业、农林牧渔业与国家建设、人民生活比例关系

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计算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基础资料。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指农、林、牧、渔业生产及农林牧渔服务业提供服务活动所增加的价值，为农林

牧渔业现价总产值扣除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后的余额。 
农作物播种面积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农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上的播

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农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播种面积，但不包括本年播

种，下年收获的农作物面积。移植的农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植前的秧田、畦田等面积。

多年生作物，即播种后可连续生长多年的缩根性草本植物，如有些麻类、中药等作物的播种面积，按本年

新增面积加往年的连续累计面积计算。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

新补或改种，并在本年收获的，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

积，如果完全混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

每种一次计算一次。再生稻、再生高粱、再生烟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算入播种面积。 
期末畜禽存栏头(只)数 指本调查期末饲养的生猪、各类型的牛、各种羊只、家禽以及饲养的活牲畜（除

猪、牛、羊外）、家兔的总量。 
肉类总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各种牲畜及家禽、兔等动物肉产量总计。猪、牛、羊、马、驴、骡、骆驼肉

产量按去掉头蹄下水后带骨肉的胴体重量计算，兔及禽肉产量按屠宰后去毛和内脏后的重量计算。 
禽蛋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饲养的蛋用家禽生产的禽蛋总重量。包括出售的和农民自产自用的部分。品种

主要为鸡鸭鹅。 



吕梁统计年鉴—2018 

 164 

农用化肥施用量  指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数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化肥施用

量要求按折纯量计算数量。折纯量是指把氮肥、磷肥、钾肥分别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的百分

之百成份进行折算后的数量。复合肥按其所含主要成分折算。公式为：折纯量=实物量×某种化肥有效成份

含量的百分比 
农村用电量  本年度内，扣除在农村中的国有工业、交通、基建等单位的用电量以后的农村生产和生活

的全年用电总量。包括国家电网供电和农村自办电站供电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