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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街道（乡镇）
辖地面积

（平方千米）

人口 社区（村）

（个）

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万元）

固定资产

投资（万元）

税收收入

（万元）户数（户 ) 人口数（人）

龙江街道 31.1 14420 44342 14 290266 392754 27769 

音西街道 51.1 23493 72098 20 2775787 1031670 130626 

宏路街道 36.6 12654 39487 24 1135955 740609 194438 

石竹街道 15.4 6184 18337 14 5250066 550274 105989 

阳下街道 69 14715 46350 13 2830018 589780 66277 

镜洋镇 88.6 8830 27333 17 622220 98288 15688 

东张镇 128.5 9621 31413 19 13442 66754 6780 

一都镇 108 3659 11819 7 — 51750 2406 

渔溪镇 115.3 15427 50480 23 469698 217326 12145 

上迳镇 50 9893 33999 16 429160 141198 9298 

江阴镇 69.75 29213 93690 24 4268285 1202814 68843 

新厝镇 73.6 8183 26748 16 443276 167040 29670 

海口镇 52.64 25229 78385 20 278477 331763 35920 

南岭镇 34 2439 7868 8 — 52823 4063 

城头镇 70.5 19320 63707 27 2549635 640931 63970 

龙田镇 88 39193 139576 42 1193257 369092 44174 

江镜镇 47.7 28412 104102 26 190734 515395 11256 

港头镇 45 25830 87011 31 65053 157393 4726 

三山镇 102 37033 126948 36 1383963 307495 55452 

高山镇 40.5 21090 72988 25 115587 228841 15423 

东瀚镇 74 12439 43932 17 — 136686 12496 

沙埔镇 42 13993 52494 22 125945 139837 30074 

  （严  明） 

续表 102

闽侯县

【概况】    2021 年，闽侯县辖区面

积 2136 平方千米，辖 1 个街道、8 个

镇、6 个乡，330 个行政村（社区），

户籍人口 72.13 万人，常住人口 101.5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8000 人，人口出

生率 7.9‰，人口自然增长率 2.2‰。

县域经济实力全国百强县排名提升至 38

位、连续 12 年入围全省十强县，排名

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第七位、科技创新

百强县第 21 位。推动项目征迁交地、

重点项目“解难清障”等26项重点工作，

重点项目征迁清盘 68个、开工 130个、

竣工 105 个，“五个一批”项目正向激

励综合考评第四季度排名全省县（市、

区）第一名。

【经济建设】    2021 年，闽侯县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88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1.7 亿元，

增长 6.4%；第二产业增加值 453 亿元，

增长 10.8%；第三产业增加值 376.5 亿

元，增长 8.2%。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49.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3%；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95.2 亿元，增长 21.8%。

固定资产投资 72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8.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1%。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50834 元，比上年增长 9.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180 元，增

长 11.5%。

农 业  实现农业总产值 88.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2%。完成 11013.33

公顷粮食播种任务，统筹利用撂荒耕地

71.67 公顷。培育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示范基地 6 个，创建“一村一品”示

范村（专业村）6 个，白沙镇获评全国

农业产业强镇，容益菌业获评国家级农

业龙头企业。上街镇侯官村获评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廷坪乡党委获评“福

建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工业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37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6%，增加

值增长 12%，增幅居全市第一。食品产

业提升为百亿产业集群，有汽车、机电、

建材、食品、家居装饰、服装纺织等六

大超百亿产业集群。71个“数字·绿色”

技改项目完成投资 130 亿元。落实园区

标准化建设项目 48 个，东南汽车完成

股权重组，奔驰汽车迎 20 万辆整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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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里程碑,保持工业企业税收全市第一。

服务业  “平台福州”项目纳统9个，

新培育限额以上（规模以上）商贸服务

业企业99家。“快来闽侯，吃住游乐购”

等活动成效明显，周末休闲、直播带货、

商圈经济、夜色经济等现代服务业蓬勃

发展，发布《闽侯——这么近，那么美！》

全域旅游宣传片，推介闽侯文旅形象。

新增凤翔首邑温泉度假村、岁昌生态园

2个省级养生旅游休闲基地。

招商引资  举办“八闽首邑·投资

福地”招商大会，实施“招商效率和招商

质量提升工程”，推进“链长制”专项

招商服务工作，落地项目497个、总投资

950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 6个。

引进外资项目13个、总投资4.3亿美元。

【 城 乡 建 设 与 管 理】    城 乡 规 划  

2021 年，闽侯县编制《闽侯县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和 69 个

村庄规划，完成白沙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保护专项规划。

征迁安置  完成房屋征收 48.4 万

平方米。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2094套、

配租（配售）率 99.4%。

市政建设与管理  推进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实施重点项目 88 个，县

级以上文明村占比超 50%。推进闽侯二

桥、闽江南岸防洪工程等一批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旗山湖、洪塘大桥

至国宾大道拓宽改造工程、安平浦生态

水系工程、关西变电站等一批城市功能

配套项目。开展“整洁闽侯”行动。完

成 123 个城市品质提升项目。

基层建设管理  完成乡镇、村（社

区）换届工作，实现村（社区）书记、

主任“一肩挑”。推行“小团队、细网

格”社会治理模式，应用于疫情防控、

防汛抗旱、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领域。

依法处置“两违”（违法用地、违法建

设）面积 117.6 万平方米，新建（提升）

街头小公园 18 个，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4029个，新建（改建）农村公路32千米，

农村卫生厕所实现全覆盖。

【社会事业】    科技  2021 年，闽侯

县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78 家。新增 2 个

院士（专家）工作站、两大产学研技术

转移平台，乡镇（街道）省级科技特派

员实现全覆盖。专利授权 6733 件，居

全市第一。推进科创走廊建设，建成投

用科学城科创中心，首批入驻“零门槛”

团队、双创团队 25 个。

教育  投用县进修校附属中学等10

个教育项目，新增学位4800个。推进学

校联盟、集团化办学，“双减”（有效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工作有序落地，调整新增教师

编制672个，推进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文化体育  新增市级非遗传承基地

1 个，昙石山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

节在闽越水镇举办。更新（新增）健身

路径、驿站 45 条（个），县少体校被

授予“福建省重点体育后备人才基地”。

卫生健康  组织全员核酸检测演练

71 场次，完善“1+9+7”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体系。县医院新病房大楼等项

目全面提速，县人民医院传染病楼等项

目建成投用，充实卫技人员 66 人，县

人民医院获评二级中医医院。

社会保障  财政民生支出 82.18 亿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66%。完

成省、市、县为民办实事项目 62 个。

新增城镇就业人员 1.1 万人。实施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惠及1.3万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增 1172 人、低保

扩面至 8300 人。

生态建设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入选全国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

试点县。完成水利一张图，“两江四岸”

环境提升、小流域整治等工作，整治“散

乱污”企业（不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

和当地产业布局规划，污染物排放不达

标以及土地、环保、工商、质监等手续

不全的企业）873 家，铺设污水管网 80

千米，完成 32 个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主要流域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

例 100%，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建立

县、乡、村三级林长体系，造林绿化及

森林经营面积 3533.33 公顷，森林覆盖

率 60.5%，4 个村获评省级森林村庄。

平安建设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整治县级以上重大安全

隐患 52处。青口汽车工业园区成立职工

法律服务一体化基地，获评首批省级“园

区枫桥”示范单位。加大矛盾纠纷排查

预警和多元化解工作力度，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八五”普法

工作，建设“平安闽侯”“法治闽侯”。

【旗山湖公园建成开园】    旗山湖位

于福州大学城中心共享区，规划面积

125.07 公顷，其中湖体水域面积 70.87

公顷、景观绿化面积 54.2 公顷，兼具

水利和景观功能，为福州市第一大绿色

生态景观湖。旗山湖项目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开工动建，2021 年 6 月 30 日旗

山湖公园建成开园。

【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闽越水

镇举行】    2021 年 12 月 8—12 日，

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福州举

行，闽越水镇承办电影节开幕式、主论

坛、颁奖晚会、闭幕式等系列活动。

2021 年 6 月 30 日，旗山湖防洪节制闸下闸蓄水暨公园开园仪式举行

（闽侯县政府办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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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表 103                                               2021 年闽侯县街道（乡镇）基本情况一览表

街道（乡镇）
辖地面积

（平方千米）

人口 社区（村）

（个）

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万元）

财政总收入

（万元）户数（户） 人口数（人）

青口镇 127 28000 90729 40 3892087 307218 

尚干镇 5 6046 18094 13 249629 24994 

祥谦镇 89 20440 66540 20 1351569 40301 

南通镇 112 17798 49909 17 419927 78400 

南屿镇 ( 含高新区） 171 34397 103585 32 2265518 301818 

上街镇 157 22193 74386 18 770717 66462 

竹岐乡 224 9218 30498 22 395648 28626 

鸿尾乡 157 9536 33710 20 553255 45221 

荆溪镇 131 16848 50266 20 1245879 58899 

甘蔗街道 47 23231 65047 19 2124000 127417 

白沙镇 175 9821 32568 25 394729 22514 

洋里乡 151 8363 28336 24 19674 1126 

大湖乡 282 10048 34879 27 17113 566 

廷坪乡 217 9535 33069 25 — 746 

小箬乡 46 2657 9700 8 3134 1122 

（叶友锋） 

连江县

【概况】    2021 年，连江县辖区总面

积 4280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 1168

平方千米、海域面积 3112 平方千米。

辖 22 个乡镇，有 278 个村居，人口

67.63 万人。第二季度“五个一批”正

向激励综合考评位居全省第一，蝉联全

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承办福州

市“海上福州”现场会，举办福州首届

鱼丸文化节，完成全国首宗海洋渔业碳

汇交易。申远新材料实现八大产业链完

整布局，福州现代物流城、国家远洋渔

业基地、贵安温泉旅游区建设逐步完成。

【经济建设】    2021 年，连江县完成

地区生产总值 671.44 亿元，比上年增

长7.2%，总量自2013年以来第二次（上

次是 2019 年）超过台江和马尾，三次

产业结构为 25.8 ∶ 37.7 ∶ 36.5，再次

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12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和进

出口总值居福州市前三。

农业  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

基地母港一期、启航大道、公共租赁房

项目在建。深远海养殖“百台万吨”项

目，“泰渔”“定海湾”系列养殖平台

陆续下水。紫海胆育苗试验成功，三倍

体牡蛎养殖示范区落户连江。举办连江

县“海上福州”建设暨 2021 年度海洋

文化蓝皮书发布会、首届福州鱼丸文化

节，建成开放鱼丸博物馆，启用连江电

商产业园。水产品产量 129.85 万吨，

居全国县级第二；渔业产值 254.11 亿

元，居全国县级第一。总投资 5.4 亿元

的 8 个渔港动建，入选中央财政扶持建

设的 15 个渔港经济区试点。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增长 9.1%。总投资 50 亿元的恒申

集团“绿色纺织产业园”产业链项

目、总投资 13 亿元的锂电池添加剂项

目顺利动建。瑞玻二期项目落地，填

补福建区域高端电子玻璃、特种玻璃

的产业空白。国能港电公司全国首台

百万千瓦火电机组节能减排升级与改

造示范项目投产并网。

服务业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78.06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245.08 亿元。魁龙坊历史文化街区获评

市级夜色经济体验示范街区。可门港区

吞吐量完成 4500 万吨，占福州港货物

吞吐量 20%。

招商引资  全年引进南化苯胺、竞

点贸易等项目 476个，总投资 755亿元。

实际利用外资 4.07 亿元。申远新材料

实现“锦纶 6”八道产业链完整布局，

引进电子特气项目，打破芯片产业细分

领域欧美、日本等国的技术垄断。民天

国际、永辉创鸿等商贸龙头企业签约落

地，京东、顺丰、深国际等物流龙头企

业签订框架协议。

【城乡建设与管理】    2021 年，连江

县开展城区规划“回头看”，县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初步完

成。推进县城区“十位一体”综合提升

工作，民俗公园、八一六南北路街区整

治等 53 个项目如期完工。打造黄岐半

岛“最美海岸线”，中高级版试点村总

数在福州市排名第一，乡村振兴热度综

合指数位列全省前十。完成 25 个绿盈

乡村创建工作，蓼沿乡首占村等 4 个村

被命名为福建省森林村庄。推进东岱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