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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随州市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随州市物流行业协会等 2家社会组
织存在连续两年及以上不按规定参加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号，2016年修改）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随州济和皮肤医院存在连续两年及以上不按规定参加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
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号）第二十三条之规定。

本机关于 2023年 11月 26日向 3家社会组织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公告期内 3 家社会组织未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公告期满视为已
送达。规定期限内当事人未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听证要求。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2016 年修改）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撤销以上社会组织登记。现依法
公告送达。限上述社会组织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
书》，逾期视为送达。

本决定自送达当事人时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处罚决定
书之日起 6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本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随州市舜井大道壮鑫香湖路24号
联系电话：0722-3590135
特此公告。

随州市民政局
2024年 4月 8日

社会组织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公告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
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扛起打造城乡融合发展
示范区的历史使命，攻坚克难、加压奋进，推动全市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示范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迈出
坚实步伐。

一、综合
初步核算，2023 年全市生产总值 1330.85 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8%。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190.47 亿元 ，增长 3.8%；第二产业增加值
551.26亿元，增长 4.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589.12
亿元，增长 5.7%。三次产业结构由 2022 年的 14.8:
42.7:42.5 调整为 14.3：41.4：44.3。全市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为 66254元。

（2024年 3月 27日）

随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随州调查队

图1：2019-2023年随州生产总值及其增速

城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99.7，比上年下降
0.3%。分类别看，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0.3%，衣着类
上涨 1.7%，居住类下降 1.5%，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
0.1%，交通和通信类下降 2.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
上涨 0.3%，医疗保健类上涨 1.2%，其他用品及服务
上涨 1.9%。

二、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209.63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0%。粮食种植面积 211.23
千公顷，增长 0.7%；棉花种植面积 3.71 千公顷，下降
4.0%；油料种植面积 42.79 千公顷，下降 2.4%。粮食
总产量 147.37 万吨，增长 1.1%；棉花总产量 0.3 万
吨，增长 1.1%；油料产量 9.72 万吨，下降 11.2%。完成
人工造林 0.93千公顷。

图2：2019-2023年随州粮食产量

全年主要畜禽肉类产量 29.38万吨，比上年增长
3.1 %（主要农产品产量见表 1）。生猪出栏 219.07 万
头，增长 3.7%；羊出栏 45.08 万只，下降 3.1%；家禽出
笼 7822.27 万只，增长 0.9%。水产品产量 9.13 万吨，
增长 3.7%。

表1：2023年全市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产品名称
粮食
棉花
油料
茶叶
水果
蔬菜
# 食用菌
主要畜禽肉类总产量

产 量
147.37

0.3
9.72
0.37
28.98
145.14
9.79
29.38

比上年增长（%）
1.1
1.1

-11.2
0.2

-14.8
-10.5
-5.4
3.1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4.8%。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5%。在规模以上工业
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0.6%，
股份制企业增长 5.7%，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
长 5.7%，私营企业增长 3.6 %。分门类看，采矿业增
长 46.5%，制造业增长 5.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 10.1%。

表2：2023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纱
布
啤酒
大米
小麦粉
铸铁件
水泥
改装汽车
移动电话机
风机
服装

单位
吨

万米
千升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辆
万部
台

万件

产 量
36109
9791
85577
60.6
4.02
20.39
163.05
15.13
981.6
9220
1145

比上年增长%
16.2
20.7
-22.1
-8.7
-87.9
3.1
0.3
3.3
46.1
33.5
-18.1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
值比上年增长 8.1%，纺织业增长 14.2%，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0.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增 长 5.3%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增 长
3.3%，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 23.2%，专用设备制造
增长 13.4%，汽车制造业增长 8.7%，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增长 2.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增长 5.9%，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
长 10.5%。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76.91亿元，比上
年下降 6.3%。分门类看，采矿业利润 0.13 亿元，
下降 7.1%；制造业 63.53 亿元，下降 4.8%；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3.24 亿元，
下降 13.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
收入中的成本为 86.15 元，增加 0.16 元；营业收
入利润率为 6.2%，减少 0.34 个百分点。年末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47.9%，上升 3.1 个百
分点。

全市资质以内建筑企业 151 个，完成施工产
值 106.3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4%；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 546.9万平方米，其中新开工房屋建筑施工面
积 97.8万平方米，下降 4.8%。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7.1%。其中，民间投资下降 5.7%。按登记注册类型
划分，内资企业投资增长 8%，港澳台投资下降
37.3%，外商投资下降 76.7%，个体经营投资下降
22.0%。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19.2%，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 14.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5.5%。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33.9%。商品房销售面
积 103 万平方米，下降 6.4%；销售额 48.6 亿元，下
降 9.1%。

表3：2023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增长速度

行 业
总 计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比上年增长（%）
7.1

-14.2
205.0
17.8
-17.5

-
-14.5
58.6
48.1
89.4
-

-26.7
-39.4
85.0
9.9
11.2
90.1
-24.6
14.6
175.9

五、内外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88.6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3%。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
售额 617.44 亿元，增长 8.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71.19亿元，增长 9.8%。按消费类型统计，批发业实
现销售额 470.08 亿元，增长 13.8%；零售业实现销
售额 553.43 亿元，增长 7.7%；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23.47 亿元，增长 10%；餐饮业实现营业额 74.23 亿
元，增长 12.6%。

全市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333.32 亿元，增长 8.8%。其中，网上零售额达到
24.3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3.5%。

图3：2019-2023年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115.0亿元，比上年下降
11.3%。其中，进口 2.2 亿元，下降 43.0%；出口 112.8 亿
元，下降 10.3%。在出口中，农产品出口 75.91 亿元，下
降 2.8%。

全年实际利用外资 1361.19 万美元，比上年下降
43.0%。

六、交通、邮政和旅游
全年完成公路货物周转 129.33 亿吨公里，比上年

上升 4.7%；旅客周转量 7.69亿人公里，上升 2.5%。
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9.33 亿元，比上

年 增 长 19.3% ；累 计 完 成 业 务 总 量 9.46 亿 元 ，增 长
15.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17 亿元，增长
27.6%；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155.72万件，增长 27.1%。

全年接待旅游人数 2998.9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2.1%；旅游收入 193.20亿元，增长 28.5%。

七、财政和金融
全 年 完 成 财 政 总 收 入 99.91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7.6%。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1.09 亿元，增长
20.7%。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 39.16亿
元，增长 13.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5.95 亿元，
增长 19.4%。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2272.45亿元，比
上年末增长 10.2%。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1857.10 亿元，
增长 14.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217.54 亿元，增
长 11.4% 。其 中 ：住 户 贷 款 余 额 467.69 亿 元 ，增 长
11.1%；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749.83 亿元，增长
11.6%。

八、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市普通高等教育招生 3190 人，在校生 8979 人，

毕业生 2391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 703人，毕业
生 471 人；普通高中在校生 43212 人，毕业生 12276 人；
普通初中和小学在校生 214950人。

全年争取省级以上科技项目 42项，实现高新技术
增加值 183.63 亿元，其中四上单位实现高新技术增加
值 182.41亿元，比上年增长 6.9%。

九、文化和卫生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全市共有文化机构 65 个（含

文旅局机关、局属单位，乡镇文化站 41 家），艺术表演
团体 3 个，电影院 11 个，公共图书馆 4 个，公共图书馆
藏书 130.71 万册，博物馆（纪念馆）3 个。市级广播电视
台 1个，县级融媒体 3个。

全市共有卫生机构 (含村卫生室) 1435 个。其中：
县级医院 43 个（含民营），乡镇医院 46 个；卫生技术人
员 13308 人。其中：执业医师 5342 人，注册护士 5831
人；病床床位 14099张。

十、人口和居民生活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00.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

口 118.46 万人，城镇化率 59.12%，比上年提高 0.8 个百
分点。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684 元，比上年
增长 4.9%，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5703 元，增长 7.9%；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012 元，比上年增长
8.1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8477元，增长 11.4%。

十一、能源消耗与环境保护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53.36 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

0.5%。其中，居民生活用电量 15.52 亿千瓦时，下降
5.3%；工业用电量 25.58 亿千瓦时，增长 0.4%；第三
产业用电量 10.53亿千瓦时，增长 4.9%。截止 2023年
12 月份，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 327.53 万千瓦；全年
新能源发电量 57.51 亿千瓦时，占全省新能源发电量
的 14.55%。

全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 302 天，其中：优 91 天、
良 211 天。轻度污染 45 天、中度污染 8 天、重度污染 9
天、严重污染 1天，达标天数占比为 82.7%，比上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可吸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值为
59μg/m3，比上年升高 7.3%；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
度值为 41μg/m3，比上年升高 17.1%。

注：1. 本公报 2023 年数据为统计快报数。2022 年
全市生产总值为最终核实数。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
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2023年随州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馨怡）

4月 9日，全市投资项目绩效综合评
价工作推进会召开，全面落实全省
投资项目绩效综合评价改革推进会
要求，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项目谋
划统筹指导主体责任。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吴丕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提出，项目是经济发展的
“生命线”，也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抓手。要强化组织领导，
狠抓落实，建立完善省市县一体、各
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
方责任。要细化分工协作，进一步分
解任务，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形成
强大工作合力，强化学习培训，全面
提升投资项目策划生成、建设管理、
绩效评价等重点环节业务操作水
平。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

果导向，切实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
发展方式转变。要加强信息互联互
通，加快推进投资项目绩效综合评
价平台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
统、相关行业审批管理系统有效对
接。要加强项目谋划，牢牢锁定“项
目为王”这个关键词，积极抢抓国家
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持续加力的窗
口期，聚焦发展方向、政策导向、资
金投向再梳理、再谋划、再储备一批
重大项目，为全市项目建设汇聚更
多“源头活水”。

会上，发改委（市重点办）通报
了市直部门项目谋划和全市投资项
目绩效综合评价工作推进情况；市
财政局汇报了投资项目绩效综合评
价财力论证和两算工作推进情况；
相关单位汇报本单位、本领域项目
谋划储备落地情况。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
莹、实习生王旭旭）4 月 9 日，我市
召开耕地流失整改调度会。市委常
委、副市长黄继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上通报了全市耕地流失整
改、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新增工业
用地“标准地”出让工作进展情况，
各县市区汇报了耕地流失整改情
况以及做好耕地保护的规划打算。

会议强调，耕地保护是粮食安
全的根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把耕地流失整改工作作
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摆上重
要位置，全力以赴推进问题整改。
要锚定目标、集中发力，明确时间

节点、重点任务和方法路径，做好耕
地流失整改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做到加强源头管控，早发现、早制
止、早报告、早查处，相关职能部门
要协同推进整改。要加强调度，压实
责任，相关领导要靠前指挥、严格把
关，坚决压实镇村任务，严肃奖惩制
度，确保每一块整改土地都有专人
负责。对于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
出让工作，要加大资金投入，扩大区
域性统一评价范围，强化批后用地
服务保障和监管工作力度，全力促
进企业“拿地即开工”“开工即投产”

“投产即见效”，要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推进自然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可
持续利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4
月 9 日，我市召开炎帝故里文化旅
游区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推进
会暨培训会，打响 5A 创建攻坚战。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栋梁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提出，创建 5A级旅游景区
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叫响城市品牌、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当前，创建工作已经进入冲
刺的关键阶段，各有关地方和单位
要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要
求，切实扛起创建责任、明确努力方
向、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创则必胜、
创则必成。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

实“九统一”和日常创建工作；建立
分工协作、定期调度、清单销号等工
作机制，对照任务清单，明确整改时
限，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压实责任链条，确保硬账
硬结，坚决打赢 5A创建攻坚战。

炎帝故里文化旅游区 5A 创建
工作自 2014 年通过 5A 级景区景观
价值评审以来，历经 10 年，已经进
入最后冲刺期。今年初，创建辅导单
位对照 5A景区创建质量标准，对联
合创建的炎帝故里、博物馆、曾侯乙
墓遗址三家景区进行了现场明察，
明确了任务清单。会上，创建辅导单
位对重点创建内容进行了培训讲
解。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刘方平）
“感谢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关
爱，实行残疾鉴定免费政策，给我们
残疾人又省了一笔钱”。在听到工作
人员宣传残疾鉴定免费政策时，在
曾都区残联服务大厅刚领到残疾鉴
定申请表的王某某说。

据 了 解 ， 从 2024 年 4 月 1 日
起，曾都区实行残疾鉴定免费政
策，对曾都辖区内户籍申请人到指
定鉴定医院进行残疾鉴定实行免
费，所需经费由卫健部门列入财政
预算补助。这项政策的实行，进一

步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在
我市首次实行。据曾都区残联工作
人员介绍，平均每年可为约 2000
名办证残疾人减免费用 15 万元左
右。

近年来，为确保残疾人都能享
受国家各项惠残政策，曾都区残联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宣传政
策，简化办证流程，采取申办受理下
放、上门办证、集中办证、残疾鉴定

“零距离”、残疾人“零跑腿”等措施，
提高残疾人办证率，得到了残疾人
的一致好评。

我市推进
投资项目绩效综合评价工作

全市耕地流失整改调度会召开

我市打响炎帝故里
文化旅游区5A创建攻坚战

曾都区实行残疾鉴定免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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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一池春水”

随州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背
后，是地方与企业的双向奔赴。

在广水市杨寨镇，福建尚焜投
资公司注资近 60 亿元，盘活华鑫冶
金公司，实施产能置换、转型升级
后，年产值将达到 160亿元。

“选择随州，看中了这里的产业
基础和营商环境。”该公司董事长林
尚国表示。

一直以来，随州坚持“产业兴
市、工业强市”战略，厚植民营企业
发展的“沃土”，积极搭建平台、创造
条件，以政府更有为促进市场更有
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激
活经济发展“一池春水”。

总部位于深圳的天一智能，选
择随州作为五大基地之一，计划建
成 1000 亩的产业园区，可生产超过

1000 万种标准件，助力随州高端装
备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市出台多项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中小
企业上规模、提质量，有力激发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活力。全市优
质中小企业发展到 160家，其中省
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达到
95 家，占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总量
的 13%。

市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介绍，随
州以民营经济为主，民营经济景气
指数一直位居全省前列。

正是民营企业的不断壮大，随
州获得中国专汽之都、中国香菇之
乡、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
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等一批国
字号产业名片，擦亮了随州民营经
济的活力名片。

新时代，新征程。随州民营经
济必定大有可为。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郝君、鲁
丽）4 月 9 日，随县举行交通运输综
合执法培训活动，以规范交通运输
综合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服务质量。

培训邀请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专家作专题讲座。讲座围绕法律法
规、执法程序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并结合典型案例传授执法技巧。通
过此次培训，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
浅。

随县开展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