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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年奋楫争先，七十五载沧桑巨变。1949年5
月商洛地区各县陆续解放，商洛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75年来，商洛人民抓
住计划经济、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西商融
合等重大历史机遇，以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意志，战胜
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阻碍，实现了由封闭、落后、缺乏生
机到开放、兴盛、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特别是进入新时
代后，商洛人民昂首阔步、万众一心，开拓奋进打造“一都
四区”，共同谱写了高质量发展的壮丽诗篇。

从小到大完成总量跨越，经济总量四次
跃升，人均国民收入年均两位数增长，财政收
入跨上30亿元台阶

经济总量实现稳步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商洛经济总量相继迈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创造着一个
又一个辉煌。1949年，全市生产总值只有0.36亿元，2023
年已达到835.73亿元，累计增长2321.5倍，年均增长8.4%，
经济总量呈现跨越式发展。第一次跨越，1949年—1990
年，实现了 GDP迈上 10亿元的跨越；1990年达到 13.83
亿元，经济总量增加了13.47亿元，年均增长7.2%。第二
次跨越，1991年—2005年，实现了突破百亿元大关的跨
越；2005年达到114.43亿元，增加了100.6亿元，年均增
长8.9%。第三次跨越，2006年—2013年实现了总量500
亿元以上的跨越；2013年达到510.88亿元，年均增加50
亿元，年均增长 13.4%。第四次跨越，2014年—2023年
相继突破了 600亿元、700亿元、800亿元，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年均增长 5.6%。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新水平。1949年，全市人均生产
总值只有 29元，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人
均 GDP“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商洛人均 GDP
首次突破1000元大关。2006年—2010年，商洛人均GDP
从超过5000元，快速提升至1万元以上。至2013年，人
均GDP首次迈上2万元台阶，2017年达3.07万元。2018
年—2021年，实现了人均3万元到4万元的跨越。202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1444元，累计增长1429倍，年均
增长 10.3%。

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由 1949年
的11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30.32亿元，累计增长27563.6
倍，年均增长14.8%。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亿元，
2010年超过10亿元；2011年后财政收入增长进入加速
期，到 2012年，全市财政收入突破 20亿元，达到 21.5亿
元；2013年—2022年保持在 20亿元以上，2023年财政
收入首次跨上 30亿元台阶。

从散到聚强化产业支撑，产业结构两度
标志性转变，工业发展迈向中高端，现代服务
业迅速崛起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1949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
值占 GDP比重高达 80.6%，工业比重仅为 5.6%，服务业
比重为 13.8%。随着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的逐步实行，
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在1997年由“一三二”转
变成“三一二”，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大产业。
经过多年的经济建设发展，商洛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第
二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到2003年，商洛第二产业占
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实现了由“三一二”到“三二一”的
历史性转变。经过工业、服务业齐头并进的快速发展，第
一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逐步减少。2023年，商洛一产稳
定在 15%以上，二产占比 28.2%，三产占比达到 56.3%。

工业发展迈向中高端。全市工业初创于20世纪50
年代，起步于 20世纪 70年代，快速发展于“九五”至“十
四五”期间。1978年前，工业几乎处于手工作坊式的原
始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加大工业投资和技术改
造，使得全市工业取得快速发展。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
的767万元增长至2023年的355亿元，累计增长4628.4
倍，年均增长12.1%。2023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0.1%和
16.3%。现已初步形成了以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食品
为龙头的三大支柱产业，以抽水蓄能为新兴重点行业的
工业格局。全市拥有32个工业行业、41个工业门类的区
域工业体系，产品涉及矿产、建材、太阳能、化工、医药、食
品、工艺品、服装、饮料、饲料、酿酒等 57个品种。

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1949年前，商洛服务业极不
发达。20世纪 90年代后，全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各类市场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近10
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广泛应用，全市新领域、新业态服务
业不断涌现。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由1949年的0.05万元
增长至2023年的470.74亿元，累计增长9414.8万倍，年
均增长 12.7%。生产性服务占服务业比重达六成以上，
互联网相关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等含量高、业态领域新的服务行业均呈两
位数以上增长。推动居民消费持续升级的生活性服务业

平稳发展，批发零售业占GDP比重达7.2%，非营利性服
务业占 20.9%。

从弱到强迸发经济活力，商品市场扩大
开放，创新园区持续赋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商品市场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结束了国有商业独
有的历史，多种经济、多种方式的商品流通体系日益完
善。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企业迅猛发展，占据了市场
53.5%的份额，既方便了居民生活，又提供了就业岗位。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 1949年的 744 万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219.62 亿元，累计增长 2951.9 倍，年均增长
11.4%。伴随着响亮的汽笛声，首趟中欧班列“商西欧”
专列从商洛陆港集团启程，商洛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2023 年，全市进出口总额 17.15 亿元，其中
出口 16.06 亿元。

创新驱动持续增强。秦创原（商洛）创新促进中心揭
牌成立，商洛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成功，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试点市获得命名。2023年，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2.45亿元，新增瞪羚企业3家、专精特新企业
12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到121家，注册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 518家。签订技术交易合同 202项，实现技术合
同成交额4.36亿元。全年专利累计获授权507件，其中
发明专利49件、实用新型专利324件、外观设计专利134
件。商洛高新区、山阳高新区、丹凤高新区3家省级高新
区相继获批。建成双创孵化载体68家，组建健康产业研
究院、红仁核桃产业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 25家，新增科
技服务机构 146家，科技创新主体不断壮大。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商洛认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
部署，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印发《优化营商环境三
年行动计划》，制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专项规划》《实
施方案》《二十六条措施》和《考核办法》，优化市场准入
环境，注重强化服务扶持，激发大众创业活力，深挖经济
增长潜力，释放市场经济活力。2023年底，全市市场主
体总数达 14.79万户。其中企业 3.08万户、个体工商户
11.07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0.63万户、外资企业（含分
支机构）194 户。平均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 73 户、每千
人拥有企业 15 户。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 2.14 万户，其
中新登记企业 0.48万户、个体工商户 1.64万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 159 户。

从穷到富实现民生巨变，城乡协调快速
发展，居民消费跃阶升级，民生保障日益完善

城乡收入更趋协调。坚持城乡统筹，着力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乡村发展短板不断
补齐，城乡关系更趋协调。2023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201.25万人，比 1949年增加 77.53万人，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 51.5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2023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727元，比1985年增加31220
元，年均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873元，
比1985年增加13709元，年均增长10.4%。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连续 10年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1995年
的 3.78∶1缩小到 2023年的 2.29∶1。

居民生活显著改善。高档耐用消费品和互联网进入
寻常百姓家。1978年以前，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和收音
机成为城乡居民家庭富有的象征。历经20世纪80年代
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新三件”，20世纪 90年
代的电话、空调、数码相机等以及进入 21世纪的家用电
脑、移动电话、汽车等的变迁，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手机、
电脑等中低档耐用消费品已基本普及，小轿车已走进平
常百姓家，新型高档用品渐成居民新宠。2023年，电话
用户普及率102.1部/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94.2部/
百人，4G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 43.3部/百人，5G移动电
话用户普及率 40.2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69.6万户，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 31辆。

民生保障日益完善。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动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完善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2023 年，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 199.85万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44.47万人，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17.12万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18.03
万人，生育保险 12.61 万人，工伤保险 16.22 万人，失业
保险13.58万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1.12
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14.77 万人，城乡特困供
养 1.78 万人。全年民生支出 255.56 亿元，占公共预算
支出的 81.1%。

从荒到绿推动生态变迁，坚定践行“两山”
理论，聚力打造中国康养之都，强力推进全域
旅游

生态商洛建设有力推进。近年来，商洛立足生态
优势，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发展要求，深入开展秦岭保护专项行动，
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生态环境取得显著改
善。2023 年，全市完成造林绿化 67.4 万亩，修复矿山
生态 3517 亩，恢复整改和异地补划耕地 6.8 万亩，治理
水土流失 331.06 平方公里，商洛优良空气天数 334 天，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91.5%，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3.18，中心城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第一。主要
河流监测断面和城市饮用水水质全面达标，重点流域
水质总体保持稳定。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97.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9.7%。口袋公园将城市点缀
得越发美丽，旱厕改造和“千万工程”建设使村容村貌
大幅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 70%，荣获“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气候康养之都”称
号，建成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区 1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 2 个。

全域旅游加快推进。近年来，商洛围绕打造中国
康养之都总目标，按照城市景区化、田园景观化的总体
要求，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秦岭山水乡村建设和全域旅
游示范市创建，走出了一条具有商洛特色的旅游发展
之路。全市累计培育 3A 级以上景区 46 家、省级乡村
旅游示范村 41 个、省级文化旅游（特色）名镇 19 个、省
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4 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村 8 个，
秦岭康养清凉之旅、商於古道文化体验之旅等 4 条特
色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以金丝峡、木王
山、天竺山、柞水溶洞精品高 A 级景区建设为抓手，特
色小镇点缀、风景廊道联通、田园风光衬托，着力构建
全域旅游新格局。陆续建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主题酒
店、精品民宿、休闲农庄和房车营地，满足游客的多元
化需求。2023 年，全市接待游客 5085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 319.67 亿元。

从慢到快加速社会建设，文化底蕴更
加彰显，教育事业更加高质量，卫健服务更
加完善

文化产业事业快速发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全市 5 个县获得省级文明城市称号。2023
年，全市共有公共图书馆 8 个，公共图书馆总藏书量
达 111 万册，拥有博物馆数 8 个，人均接受文化场所
服务 4 次。全市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 98.8%，电视人
口综合覆盖率 99.3%。商洛花鼓现代戏《情怀》亮相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花鼓现代剧《若河》荣获第十届
陕西省艺术节最高奖项“文华大奖”，商洛将承办 2026
年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纪录片《丹江》启动拍摄，
美文集《商洛蓝》出版发行。文化产业不断繁荣，2022
年 全 市 文 化 产 业 增 加 值 12.2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达
1.5%。共有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 51 家，
实现营业收入 8.58 亿元。

教育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1949 年，全市中等学
校在校生仅有 0.18 万人。1978 年，全市中高等学校仅
有 3 所，在校生 0.28 万人，教职工 342 人。目前，全市
拥有普通大学 2 所，在校学生 2.60 万人，教职工 1319
人；普通中学 162 所，在校学生 12.55 万人，在校教职工
1.27 万人；职业中学 7 所，在校学生 1.25 万人，在校教
职工 1031 人；小学 309 所，在校学生 16.94 万人，在校
教职工 9924 人；幼儿园 470 所，在园幼儿 6.36 万人，在
校教职工 8098 人。同时，全市拥有技工学校 3 所、特
殊教育学校 5 所。

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卫生医疗条件进一步改
善，现代医疗检测手段得到普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
快。全市卫生机构个数由 1952 年的 25 个增加到 2023
年的 2717 个，累计增长 108.7 倍；卫生床位数由 1952
年的 26 张增加到 2023 年的 17386 张，累计增长 668.7
倍；卫生技术人员由 1952 年的 93 人增加到 2023 年的
17438 人，累计增长 187.5 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中卫生领域支出36.73亿元，比1966年增长2805.9倍。
全市共拥有医院 67 个，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23
个，执业（助理）医师 5800 人，注册护士 6954 人。每千
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达 8.7 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8.6 张。

七十五年前，商洛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一
穷二白的商洛大地上奋力耕耘；七十五年后，商洛人民
生机蓬勃，万家灯火，在日新月异的商洛大地上阔步前
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故土深情的眷恋，激励着一
代代商洛人热爱商洛、建设商洛，鼓舞着商洛人站在历
史的新起点、把握时代的新机遇，锐意进取、踔厉奋发，
打造“一都四区”，加快追赶超越，奋力谱写商洛高质
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七十五年奋进路七十五年奋进路 商山洛水展新颜商山洛水展新颜
——商洛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纪实

王小宁 赵敏鸿 李桃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特稿

丹水环城丹水环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