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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浩荡、奔流不息，征途漫漫、奋斗致远。 今年是新中
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安康解放 75 周年。75 年来，全市人民在
历届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把伟大复兴的初心根植于心，
把绿色崛起的使命倾注于行。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
放，再到党的二十大，安康抢抓历史机遇，战胜重重困难，锐
意进取，励精图治，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
力建设幸福安康，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绘就了安康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宜居、物阜民丰的壮丽蓝
图。

一、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追赶超越步履坚实

经济总量不断扩张。 在 75 年发展历程中，安康经济总
量不断扩张，接连跨越新台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经济规
模十分弱小，1949 年全市生产总值仅 1.40 亿元，1986 年实现
10.43 亿元；2003 年突破百亿大关，为 105.03 亿元；2018 年跨
越千亿，达 1065.17 亿元；2020 年，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经济社会受到严重的冲击与考验，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两手抓两不误”的统筹推进下，全市经济有力恢复。 从
1978 年到 2023 年全市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8.1%。

追赶超越步履坚实。从增速看,“六五”到“十五”年均增速
为个位数；“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发展较快，年均增速两位
数，“十三五 ” 年均增长 5.4%，“十四五 ” 前三年平均增长
3.7%。 从具体年份看，2007-2016 年连续 10 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其中 2012 年增长 15.2%。自 2009 年起，全市 GDP 增速持
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尤其是 2015 年跃居全省第一，2015-
2019 年连续 5 年保持全省首位，呈后来居上、追赶超越之势。
2020 年受疫情冲击，增速回落至全省第 9 位，2023 年全市经
济平稳恢复，增长 1.7%，发展进入新常态。

二、产业结构显著优化，非公占比持续领先

产业结构日趋优化。 1952 年，全市三次产业比为 83.9︰
2.5︰13.6，产业结构呈“一、三、二”模式，为典型的农业市，随
着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全市第一产业比重逐年
下降，二、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2012 年三次产业比为 19.4︰
42.7︰37.9， 第一产业占比首次低于 20.0%， 第二产业突破
40.0%，产业结构呈“二 、三、一”模式；随着第三产业不断壮
大，2020 年占比 45.3%，跃居三产之首，呈“三、二、一”模式，
并连续保持 4 年 ，2023 年全市三次产业之比 15.0︰37.7︰
47.3，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加速形成。

非公经济不断壮大。 1978 年以前，安康经济结构单一，
除居民服务业中有极少量的个体活动外，非公经济成分几
乎为空白。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主体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两
种经济形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市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个
体 、私营等非公有制的市场主体不断壮大 ，特别是 “十二
五”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 2013 年，全市非公
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0.9%，首次超过 50%，占据
半壁江山；2014 年比重 52.9%，首次超过全省水平 ，跃居全
省各市区第 1；2023 年比重 57.0%， 已连续 10 年保持全省
领先，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生力军和新动
能。

三、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生活日益丰裕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种植业为主的
农村经济缓慢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生产条件逐
步改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连
年出台“一号文件”，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业生产、农民
收入、农村环境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近几年，全市大力实
施“十百千万”工程和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统筹推进撂荒地
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培育生猪、茶叶、魔芋、核桃、生
态渔业五大特色产业，生态渔业发展被列为“五大倍增计划”
之一。 积极探索“企业+基地+农户”模式，把园区作为县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承载地，不断完善基础配套设施，推动规模化
集约化发展，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园 1830 个，安康国家农业科
技园通过验收，成功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2023 年，全
市粮食产量 74.01 万吨， 是 1949 年的 2.5 倍； 油料 15.63 万
吨，是 1949 年的 74.4 倍。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23.22 亿
元，是 1949 年的 308 倍。

农民生活日益丰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不断加大农
村水、电、路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农村文化、教育、医疗等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千村万户” 工程进农村，79.9 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992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0 个贫困
县区全部摘帽，如期实现全域脱贫，乡村振兴战略成效明显。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 从 1978 年的 161 元增
加到 2023 年的 14403 元， 增长近 90 倍， 年均增长 10.5%，
2023 年增长 7.7%，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 个百分
点。 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由 2002 年的 3.74︰1 缩小至
2023 年 2.34︰1，共同富裕的幸福安康进一步迈进。

四、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工业化进程加快

工业规模不断扩大。 纵观 75 年发展历程，全市工业迅猛
发展，支柱产业加速崛起、规模效益稳步提升。从 1949 年仅 2
户工业企业，发展到 2023 年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80 户。
全市依托丰富的矿产、 水利和特色农副产品等自然资源，逐
步确立“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强市发展目
标，从单一落后的工业生产到以“富硒食品、新型材料、装备
制造、清洁能源、秦巴医药、纺织服装”六大产业为主的工业
发展体系，大力实施绿色工业倍增计划，工业化进程步伐加
快。 旬阳工业集中区升级为省级高新区，汉阴、石泉、平利工
业集中区获批省级经开区，绿色工业快速发展，生态产业扩
量提效，2023 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 29.3%，工业经济
发展强力支撑全市经济增长。

主要产品增长迅猛。 75 年来，全市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
升，特别是近年来，安康市积极抢抓共建“一带一路”重大机
遇，统筹布局预制菜全产业链建设，预制菜加速“出圈”，石泉
县荣登“2023 预制菜产业基地百强”榜单。 毛绒玩具产业“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迅速成长为新兴支柱产业，恒口示范区创
建毛玩工业旅游基地，2023 年安康荣获 “中国毛绒玩具产业
新都”称号；全市特色产业体系日益完善，富硒产品、生态旅
游、新型材料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快速推进。 工业新产品
不断涌现，卷烟、水泥、发电量、包装饮用水和茶叶等特色产
品迅猛增长。 2023 年全市卷烟 114.30 亿支， 水泥 358.31 万
吨，发电量 89.56 亿千瓦时，包装饮用水 9.19 万吨，茶叶 0.31
万吨。

富硒产业蓬勃发展。 安康是全国最大的天然富硒区，土
壤硒含量以中硒和高硒为主，占全市总面积 81.87%，被专家
评定为“优质、环保、安全”的富硒地区，赞誉为“中国硒谷”。
自 1980 年国家宣布在紫阳县发现富硒土壤资源以来， 全市

上下抢抓机遇，积极探索实践，以富硒产业为抓手，深入践行
“两山”理念，走出了“硒资源变硒产业”的“安康模式”。 199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习仲勋为安康（紫阳）富硒茶
题词“健康佳品 驰誉神州”，1994 年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为
安康富硒产业题词“富硒食品 健康的食品 理想的食品”。
2021 年，省委、省政府将安康市富硒产业纳入全省 23 条重点
产业链之一。 安康将富硒食品作为全市 3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之一加快推进，深入实施“富硒+有机”品牌提升行动，持续壮
大茶叶、魔芋等六大特色农业，大力提升基地规模和产业化
水平， 富硒产业综合产值由 2016 年的 350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760 亿元，富硒产业蓬勃发展。

五、消费市场发展繁荣，生态旅游唱响安康

消费市场欣欣向荣。75 年来，全市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
衣、食、住、行有了显著改善，手机、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品
进入寻常百姓家，百姓消费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生
活必需品转向享受型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 消费
水平不断升级，释放出强劲动能和巨大潜力，消费差异化、个
性化、多元化逐步显现。 安康上港无水港启动，首趟中欧班列
商用车出口专列正式开行；“安康跨境数字贸易产业园”项目
落地恒口示范区，首个“公用型保税仓库”在恒口正式批准建
设，“安康壹号”英国海外仓正式投用，开放发展水平与经济
外向度大幅提升，呈现市场“活”、人员“动”、物流“忙”的一片
繁荣场景。 1949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 0.11 亿元，
2005 年突破 50 亿元，2009 年突破 100 亿元。 1978 年-2023
年平均增长 13.7%。 2023 年进出口首次破 20 亿元，达 20.16
亿元。

生态旅游唱响安康。75 年来，全市依托本土资源，立足
当好秦巴生态卫士，坚持“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深入
实施全域旅游工程 ，打造 “秦巴明珠生态安康养生旅游目
的地”，特别是 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安康考察调
研，作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科学论断，全市人
民牢固树立和践行 “两山 ”理念 ，着力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
乡村生活环境和绿色发展水平，扎实推进生态宜居幸福安
康建设。2023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68%，中心城区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 3.18、空气优良天数 340 天 ，连续多年保持
全省前列 ；地表水水质优良率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 100%， 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国家Ⅱ
类标准，水环境质量、平均改善指数排名全省“双第一”。这
里千山竞秀、万水争绿，空气负氧离子丰富，生态环境质量
稳居全省前列 ，生态建设擦亮安康新名片 ，助推旅游产业
蓬勃兴起 。 2023 年末 ， 全市拥有 A 级旅游景区 54 家 ，其
中 ：4A 级 16 家 ，3A 级 37 家 ，2A 级 1 家 。 接待国内游客
4637.0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50.72 亿元。

六、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投资规模持续扩大。 75 年来，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围绕各
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投资政策，紧紧抓住改革开放、撤地建市、
西部大开发等机遇，结合安康实际，多渠道争取项目，在农
业、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文化、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
领域全面覆盖，投资规模逐年扩张。 近几年，全市上下坚持以
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高质量项目建
设推进年”“深化产业项目建设年”等行动，高质量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 固定资产投资 1952 年仅 10 万元，1978 年突破 1
亿元，2006 年达到百亿元，2006-2018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呈两位数增长，跨越千亿元台阶，近十年年均增速 14.3%。 高
质量投资项目建设， 为打造安康门户区、“西北生态经济强
市”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交通设施日趋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康交通运输事
业发生历史性巨变，公路、铁路、高速公路、航运及航空交通
网络日趋完善，枢纽经济借“道”而兴，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G316 和 G210 等 6 条国道相继建成，包茂、十天、
京昆、麻安、安来、银百、宁石高速贯通，十县区均实现二级以
上公路相连。 2020 年 9 月，安康富强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安
康—深圳—泰国（曼谷）”陕南首条全货机航线开通运营。 “安
西欧”中欧班列 17 条国际干线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安康集
结分中心常态运行，安康保税物流中心、安康智慧物流信息
平台、安康航空物流产业园、安康白河港、陕南邮政电商物流
园等重大物流项目加快建设运营，无水港多式联运体系加快
完善。 襄渝、阳安两条铁路穿境而过，西康铁路“复兴号”开通
运行，正在建设的西渝高铁，将实现安康到西安的车程缩短
至 1 小时以内。

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 1949 年， 安康总人口 146.75 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89.4%，属于典型传统的农村社会，交通
不便，人员相对封闭不流动。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
建立，特别是 2000 年撤地设市，对安康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
的意义。2021 年旬阳撤县设市，成为陕南首个县级市，标志着
全市城镇化步伐迈向更高水平。 全市抓住东部劳动密集型产
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依托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大力兴
办新社区工厂，把农民变为居民，大力开展新环境、新服务、
新产业、新民风、新生活“五新”社区创建工作，完善配套设
施，健全服务体系，城镇化建设步伐显著加快。 2023 年，全市
户籍人口 300.75 万人，常住人口 245.72 万人。 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由 2000 年的 18.9%， 提高到 2023 年的 53.77%，23 年间
提高了 34.87 个百分点。

七、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教育文化医疗硕果累累

社会保障逐步完善。 75 年来，安康始终将改善民生作为
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紧紧围绕城乡资源共
享、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目标，扎实推进教育、医疗、
文化“三个紧密型共同体”建设，城乡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
服务差距缩小，水平不断提升。 全市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民生保障
持续改善。 2023 年末，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268.34 万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161.10 万人；生育保险参保的职
工 15.09 万人。 现有公办敬老院 142 所，床位 25718 张。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5 年来，全市始终坚持把教育作为
兴安富民的基础来抓，切实加大教育投入，稳步推进教育改
革，协调推进教育发展，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1949
年全市拥有各类学校 425 所，其中：中等专业学校 2 所，普通
中学 5 所，小学 418 所。2006 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安康
学院，全市高等教育实现零的突破；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又相
继成立，全市拥有普通高等学校 2 所。2023 年，全市各类学校
1054 所 ，是 1949 年的 2.5 倍 ，其中 ：学前教育 496 所 ，小学
360 所，中学 179 所，特殊教育 5 所，职业教育 12 所，普通高
等学校 2 所。 形成了一个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各
类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教育体系。

卫生事业健康发展。1949 年全市仅有卫生机构 13 个，病
床 10 张，卫生技术人员 412 人。 随着全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医疗一体化服务和分级诊疗全面实施，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工作逐步推进，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初步
形成， 医疗环境日益改善， 医疗水平大幅提升，“住院难”和
“看病贵”问题得到明显缓解。 2023 年末，全市健康卫生机构
2783 个，比 1949 年增加了 2770 个，卫生技术人员 21483 人，
是 1949 年的 52 倍；床位数 19933 张，是 1949 年的 1993 倍，
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

文化事业蒸蒸日上。 1949 年， 全市几乎没有文化设施，
1957 年才拥有图书馆 1 个，电影院 1 个，电影放映站 10 个，
有线广播 6 个。 改革开放后，全市上下积极推进文化事业繁
荣发展，汉江大剧院、安康体育馆等一批惠民工程建成投用，
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省级文明城市。
2023 年底，全市共有图书馆 11 个，群众艺术馆 1 个，文化馆
10 个，24 小时阅读吧 49 个，广播电视台 10 座。 紫阳民歌、汉
调二黄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遗产目录，安康汉江龙舟文化
节被评为全国十大最具魅力的地方节庆活动； 紫阳富硒茶
节、汉阴油菜花节、岚皋旅游文化节、平利茶文化节、旬阳农
民文化节等节日活动连年举办，推动全市文化事业突飞猛进
发展。

八、城乡收入稳步增长，居民生活迈入小康

城乡收入不断增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人民从温饱
不足逐步迈向全面小康，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储蓄大
幅增加。 全市城镇居民收入 1978 年仅 172 元，于 2008 年突破
10000 元，2023 年达 33639 元；农村居民收入由 1978 年的 161
元增至 2023 年 14403 元。 1952 年全市居民存款仅 0.0042 亿
元，于 1984 个突破 1 亿元，到 2023 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中住户存款达 1824.33 亿元，城乡居民存款大幅增加。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1949 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 152
元，2023 年， 全市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达 75573
元。 1978 年全市城、乡人均居住面积 5.5 和 9.0 平方米；2023
年，全市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 48.8 平方米，农村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达 53.3 平方米， 分别是 1978 年的 8.9 倍和 5.9
倍。 城、乡居民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 114 台和 105 台，冰箱
123 台和 112 台， 洗衣机 107 台和 102 台， 汽车 39 辆和 26
辆，生活条件日益优越，人民生活迈入小康。

回首往昔，七十五载峥嵘岁月栉风沐雨；展望未来，新时
代继往开来信心满怀。 75 年来，安康儿女感慨社会发展之迅
速、感知人民生活之幸福、感恩伟大时代之美好；75 年来，安
康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卓越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开拓
创新、勇毅前行，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跨越，书写了一部
砥砺奋进的壮丽史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人民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继往开来的
决心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埋头苦干、奋发作为，迎着春风奋跃
而上，向新而行，为加快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坚定不移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幸福安康而不懈
奋斗。

注：一般数据以 1949 年为基数，个别指标无 1949 年资
料，用最早历史数据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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