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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来 ， 特 别 是 1988 年 张 家 界 建 市 以
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人民团结一心，迎难
而上，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秉持旅游兴市、旅游强市发展
理念，实现了 70 年沧桑巨变，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
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内陆偏远地区成长为享誉中外
的世界知名旅游地，全市经济社会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国民经济不断提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一） 经济总量不断跨越。1952-2018 年，全市地区生产
总值从 0.66 亿元发展到 578.9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
长 8.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 78 元发展到 37719 元，年均增
长 8.9% 。 特 别 是 1988 年 建 市 以 来 ， 全 市 经 济 快 速 发 展 ，
1988-2018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3%；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9.9%。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到 2005 年突破百
亿元，近十年来，全市经济总量实现从 200 至 500 亿元的连
续跨越。

（二） 经济实力大幅提升。1978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
仅为 0.2 亿元。建市以来，财政总收入大幅增长，由 1988 年
的 0.6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60.5 亿元，翻了 6 番，年均增长
16.3%。其中地方财政收入由 0.6 亿元增加到 34.7 亿元，年均
增长 14.5%。从年份上看，在 2012 年、2014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财政总收入分别突破 30 亿元、40 亿元、50 亿元和
60 亿元关口。财力的壮大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
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三） 旅游兴市逐步崛起。张家界因旅游建市、因旅
游兴市，先后摘获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张家界地
貌”命名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
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首
批 5A 级旅游景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文明风景区等
多项殊荣，成长为享誉中外的世界知名旅游地。2018 年来张
入境游客总数 562.15 万人次，较 1989 年的入境游客 1.68 万人
次增长了 334 倍，年均增长 22.2%；实现的旅游外汇收入由
1995 年的 165 万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88590 万美元，增长了
536 倍，年均增长 31.4%，张家界的旅游品牌已经享誉中外。
旅游业总收入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增加，从 1989 年的 0.25 亿元
人民币，增加到 2018 年的 756.80 亿元，年均增长 31.8%。

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行业支撑突出

（一）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1952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
比例为 70.2：9.5：20.3，传统农业占据绝对主导位置；1988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36.7：18.3：45，第三产业开
始攀升。建市以后，张家界全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产业结
构调整实现了两次质的飞跃，一是 2003 年实现了产业结构从

“三一二”型向“三二一”型的转变，二是 2006 年工业增加
值首次超过农业增加值。2018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0.2：17.7：72.1，与 1952 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 60 个百
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了 8.2 和 51.8 个百分点。

图 3 1952-2018 年张家界市三次产业结构

（二）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农村
改革不断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
发展。1952-1988 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0.46 亿元发展
到 5.18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4.4%； 2018 年 达 到 58.76 亿 元 ， 是
1988 年的 11.3 倍，按可比价，年均增长 3.7%。全市粮食产量
由 1952 年的 19.59 万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60.24 万吨；农业机
械总动力由 1965 年的 1.7 万千瓦提高至 2018 年的 115.02 万千
瓦。农业产业化进程稳步推进。2018 年末，全市拥有农产品
加工企业 867 家，其中国家级及省级龙头企业 24 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65.89 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 1890
个，专业大户 4756 户，家庭农场 1243 个。全市三品一标农
产品认证有效数 67 个，建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21 个，
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25 个。

（三） 工业生产迅速壮大。全市工业由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几家手工作坊，逐步发展壮大，尤其建市以来，工业在全
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1952 年，全市工业增加值
仅 536 万元，到 1988 年建市，工业增加值达到 1.87 亿元，年
均增长 10.4%；2018 年末，工业增加值达到 77.18 亿元，增加
值总量比 1988 年增长 40 倍，按可比价，年均增长 12.0%。工
业企业加快成长。2000 年全市规模工业企业 84 家，2018 年
末发展为 206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9.2 亿元，实现利润总
额 6.2 亿元。园区的工业集聚度不断提升。2018 年全市 3 个
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中，有规模工业企业 107 家，实现工业
增加值占全部规模工业的 49.7%。

（四）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全市第
三产业快速发展。1952 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 0.13 亿
元，到建市的 1988 年达到 6.35 亿元，翻了 5 番。2018 年达到
417.59 亿元，1988-2018 年年均增长 12.9%。交通运输业发展
迅速。2018 年，全市公路客运量达 6226.3 万人，货运量达
2170.5 万吨，分别是 1988 年的 6.5 倍和 5.0 倍。国内外贸易繁
荣兴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52 年的 0.14 亿元，达到了
2018 年的 230.07 亿元，年均增长 11.9%。进出口总额从 1995
年 的 67 万 美 元 ， 至 2018 年 达 到 10999 万 美 元 ， 年 均 增 长
24.8%。全市的房地产开发从 1998 年正式起步，投资规模以
年均 34.5%的速度递增，2018 年达到 77.04 亿元。金融市场不
断壮大。1988-2018 年，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余
额分别由 2.26 亿元、5.51 亿元增加到 853.63 亿元和 662.10 亿

元；全年各项保费收入由 0.07 亿元增加至 25.20 亿元。

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城乡统筹平衡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全市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特别是
建市以来，1989—2018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年均增长
20.9%，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 交通体系日臻完善。70 年来，全市综合运输体系
建设逐步加快，交通网络日益完善，运输能力和效率明显提
升。荷花机场 1994 年通航，执飞航线由通航时的 4 条发展到
目前的 42 条，累计运输旅客突破 2400 万人次；累计通航城
市 84 个，其中国内 58 个，国际地区 26 个；2018 年航空旅客
吞吐量突破 220 万人，迈入全国中型机场行列。2018 年末，
全市公路里程达到 9014 公里，比 1989 年末增长 3.8 倍，年均
增加 238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18 年末达到 168
公里；全市铁路营业里程 117 公里，内河航道里程 699 公
里。2018 年末全市民用车辆拥有量 15.02 万辆，是 1989 年末
民用车辆数的 37.9 倍。

（二） 信息水平全面提升。建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邮电通信业规模不断扩大。2018 年，邮政业务总量 2.47
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3.2 倍；电信业务总量 65.08 亿元，比
2002 年增长 16.4 倍。党的十八大以来，邮电通信全面发展，
信 息 化 网 络 化 迅 猛 发 展 。 2018 年 ， 全 市 互 联 网 宽 带 用 户
45.02 万户，比 2002 年增长 19.5 倍；移动电话用户 148.59 万
户，1994-2018 年均增长 35.6%。

（三） 城乡结构日趋平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
快，城乡人口流动不断增强，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市城
镇年末人口由 1952 年末的 2.9 万人增加到 2018 年末的 75.7 万
人；城镇化率由 1952 年末的 3.4%提高到 2018 年末的 49.2%，
提高了 45.8 个百分点。

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年 来 ， 全 市 大 力 促 进 各 项 社 会 事 业 发
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科教文卫事业飞速发展，
环境更加宜居宜业，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一） 科技实力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市科技
事业从无到有，产学研结合不断强化，科技领域投入持续增
加，创新产出不断扩大。2018 年，全市拥有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2 个。全年登记科技成果 14
项，签订技术合同 16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0.63 亿元，实现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17.87 亿元。全年专利申请量 937 件，授
权专利 363 件，均为 2007 年的 9 倍。其中，大专院校、工矿
企业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72 件和 166 件，专利授权量分别为 7
件和 12 件。

（二）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2018 年，全市普通高中毕业
生 7901 人 ， 初 中 学 校 毕 业 生 16632 人 ， 普 通 小 学 毕 业 生
18803 人。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5 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
率 99%，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91.7%。普通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 25859 人，比 1989 年增长 64.6 倍。现代职业教育和学前
教育取得长足发展，2018 年，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 12
所，在校学生 9977 人；幼儿园达 310 所，在园幼儿 48976 人。

（三） 医疗卫生长足进步。1952 年，全市医院和卫生院
仅 9 个，床位 52 个，医生 222 人。2018 年末，全市已拥有各
类 卫 生 机 构 1103 个 ， 床 位 8729 个 ，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达 9140
人，其中执业 （助理） 医师 3303 人，注册护士 3949 人。尤
其 2001 年以来，陆续建成市县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 个，
形成了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公共卫生网络体系；建成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站） 20 个、村卫生室 728 个，城乡医疗卫生条
件大为改观。

（四） 环境保护成效显著。2018 年，工业废水排放量
63.8 万吨，比 1989 年减少 2522 万吨，年均减少 84.07 万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21.9 万吨，比 2008 年降低 28.7%；全市
规模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 27.11 万吨标准煤，比 2008 年降低

了 22.6%；市城区空气质量达标率 93.2%，比 2008 年提升 1.2
个百分点；城市污水处理率 95.2%，比 2008 年提升 39.5 个百
分点；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9.72 平方米，比 2005 年增加
4.97 平方米；年末森林覆盖率 71.0%，比 2005 年提高 4.4 个百
分点。建成 9 个国家级生态村镇、172 个省级生态村镇、912
个市级生态村；成为中国绿色旅游示范基地。

五、坚持保障改善民生，持续增进人民福祉

（一）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建市以来，全市城乡居民收
入较快增长，1988-2018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432 元增加到 9562 元，总量增长 21 倍；1992-2018 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499 元增加到 24825 元，总量增长 16
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速分别为 8%和 1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
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8 年末住户存款余
额 489.65 亿元，1988 年末仅 1.36 亿元，年均增长 21.7%。

（二）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和工资
水平的提高，非农产业和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
1952 年末，全市从业人数仅 37.92 万人，1989-2018 年，全
市从业人数从 74.46 万人增加到 95.06 万人，增长了 27.7%；
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从 1989 年的 1599 元增加到 2018 年
的 70633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新兴就
业岗位不断涌现，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逐步增强。2018 年
全市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 16.6%和 30.9%，比
1989 年末分别提高 10.5 和 20.7 个百分点。2018 年末，城镇登
记失业率 2.05%。2013—2018 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连续 6
年超过 1 万人。

（三） 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全市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障全覆盖。2018 年末，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148.63
万人。其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5.05 万人，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58 万人。参加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职工人数 20.25 万人，是 1996 年的 4.4 倍。新型农村
养老保险登记参保人数 95.59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职工人数
15.51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职工人数 11.31 万人。参加失业保
险职工人数 10.52 万人，是 1996 年的 2 倍。获得政府最低生
活保障的城乡居民 4.67 万人。

回首 70 年，张家界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边陲小镇
变成了“奇山秀水天下知”的旅游新城，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这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励精图
治、锐意进取的结果，是全市人民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勇
气、改革和创新奋斗而来的结果。展望未来，我们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高质量发
展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头苦干、改革创新，确保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张家界继续奋斗！

注:文中 2018 年数据均为快报数。
（张家界市统计局）

沧桑巨变七十载 旅游兴市铸辉煌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张家界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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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

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

永定区纪委监委派驻财政局纪检监察
组副组长

张家界佰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陵源区委办、公务用车管理服务中
心主任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小埠头村党总支
部书记

桑植县昌盛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慈利县洞溪乡民政所所长、退役军人

服务站站长
慈利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

张家界鼎盛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出生
年月

1973.10

1965.7

1972.6

1974.4

1966.4

1975.1

1978.2

1960.11

1971.10

1983.9

民族

土家族

汉族

土家族

土家族

汉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政治
面貌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人员类别

军转干部

军转干部

军转干部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入伍
时间

1990.12

1983.10

1990.3

1995.12

1984.10

1994.12

1996.12

1976.12

1990.3

2002.12

退役
时间

2013.11

2006.10

2010.1

1998.12

1987.11

1997.12

1999.12

1981.12

1999.9

2007.12

一、10 名全市“最美退役军人”拟确定对象基本情况 二、10 名全市“最美退役军人”提名拟确定对象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姓 名

金开军

宋 纤

全建国

朱成东

金珍标

郭先绪

刘小平

刘前军

王章财

傅斌成

工作单位和职务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一队大队长

市税务局长期聘用工

永定区王家坪镇石堰坪村原村党支
部书记

慈利县许家坊土家族乡红岩村党总
支部书记

武陵源区中湖乡青龙垭村大沙潭组
村民

武陵源区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

桑植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司机

张家界市湘西豪猪生态农业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慈利县澧西驾校校长

慈利县岩泊渡镇渔米村村民

性别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出生年月

1974.10

1985.5

1960.10

1975.10

1931.8

1971.4

1973.6

1976.10

1960.3

1954.3

民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土家族

白族

白族

土家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党员

人员类别

军转干部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军转干部

抗美援朝老
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退役士兵

入伍
时间

1992.12

2002.12

1979.10

1993.12

1950.12

1991.11

1993.12

1996.12

1979.10

1971.1

退役
时间

2014.12

2007.12

1985.1

2013.3

1962.8

1995.12

1996.12

2001.12

1984.1

1976.12

三、评选条件

（一）凡符合以下条件的，均可参加评选：

1．爱党爱国，英勇无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和公

民利益临危不惧，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挺身而

出，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英雄壮举影

响深远。

2． 爱 岗 敬 业 ，无 私 奉 献 。 热 爱 本 职 工

作，具有无私奉献精神。在本职岗位上，爱岗

敬业、踏实做事，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服从组

织安排、恪守组织纪律，起到良好垂范引领作

用。

3． 热 心 公 益 ，扶 贫 帮 困 。 热 心 公 益 事

业，积极参加组织捐赠救助，自愿为社会和他

人提供服务和帮助，事迹突出，社会赞誉度

高，充分展示退役军人永葆本色，奋发图强的

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风貌。

4．诚信友善，传承美德。弘扬传承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诚实守信、友善待人。孝敬父

母、尊重师长、敬老爱幼，遵守社会公德、树立

家庭美德，具有较大社会影响。

5．自强不息，勤劳致富。在自主创业或

自主就业过程中，自强不息，勤劳致富。带头

建设家乡，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

献，是本地区勤劳致富的“领头羊”。

（二）凡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参加

评选：

1. 有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受到有关

部门处理；

2. 组织、参与重大群体性事件或重大不

良社会影响事件的；

3.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或受过党纪政纪处

分；

4. 有违法行为或受过刑事处罚的；

5. 有其他违规违纪，违背社会公德等行

为。

公示时间：2019 年 9 月 17 日-2019 年 9 月

24 日。在此期间，如对拟确定对象有异议，可

向张家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同时，请

告知或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

方式，以利于调查核实和反馈情况。

特此公告。

公示电话：0744-8350071

来信地址：张家界市子午路王家岗巷 64

号（市军休总站院内）张家界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 101 室

邮政编码：42700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批

示精神，树立干部群众身边的退役军人先进

典型，进一步激发广大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奋发有为，在全市营造关心国防、尊

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中共张家界市委宣传部、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张家界军分区政治工作

处开展了全市“最美退役军人”评选表彰活

动。为充分发扬民主，接受社会监督，现将 10

名全市“最美退役军人”、10 名全市“最美退役

军人”提名拟确定对象基本情况以及评选条

件予以公示。

中共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张家界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关于全市“最美退役军人”

拟确定对象有关情况公示公告
新华社天津 9 月 16 日电 （记者付光宇） 记者 16

日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管局、中华全国总工
会联合举办的 2019 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
传周启动仪式上获悉，我国绿色出行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绿色出行方式每天服务近 3 亿人次。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小明介绍，截至
目前，全国共有城市公共汽电车 67 万辆，其中新能源
公交车突破 34 万辆，占比达 51％，位居全球第一。共
有 37 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 5300 公里。
城市公共交通年客运量超过 900 亿人次，共享单车日
均使用量超过 4000 万人次，绿色出行方式每天服务
近 3 亿人次。

刘小明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
城市交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深入
实施，绿色出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形成了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
通运输新业态新模式蓬勃规范发展，为全球提供了
中国经验。

记者了解到，今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
宣传周主要包括绿色出行主题公益宣传大赛、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城市交通发展回顾、绿
色文明安全出行教育、赴公共交通一线体验活动、
关注无障碍出行服务改善等系列活动。

我国绿色出行方式
每天服务近 3 亿人次

（紧接 1 版） 随着 3 声信号枪响，起义军统一在脖子
上系着红领巾，胳膊上扎着白毛巾，马灯和手电筒
贴红十字，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国民党反动
派发起猛攻。经过浴血奋战，天亮时，起义军占领
了全城。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南昌城，震惊了海内
外。尽管南昌起义的时间一波三折，但是在党的周
密领导下，起义取得了胜利。1933 年 7 月 11 日，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的建议，决定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
人民解放军前身） 成立纪念日。从此，8 月 1 日成为
人民军队的诞生日。贺龙的这块怀表，见证了人民
军队诞生这一伟大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