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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

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

局之年。凤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6.5%，地方财政收入同

口径增长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长5.5%和 6.5%。

坚持守正创新打好改革“攻坚战”
深入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凤县实践的

实施方案》，围绕健全推动乡村全

面振兴长效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等重点改革任务，用实打实

的载体、抓手、项目，推进重大改革

事项，推动 7 方面 29 条具体改革

举措落地见效，推出一批“立得住、

叫得响”的凤县改革经验。

坚持量质并举推动产业“快转型”
做精工业，坚持传统产业“智

改数转”方向，实施智能矿山建设一

期、重介质预抛废等技改项目。大力

培育碳酸钙、汽车内饰、生物医药、

有色金属循环四大新增经济动能。

做优农业，加快林麝咳血性疫苗研

制进度，林麝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年内创建为国家级林麝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园。实施花椒低产园提

升改造，支持蔬菜拓展海外市场，加

快农业园区项目建设。做旺文旅，深

入实施“旅游+”“+旅游”战略，优

化红色研学线路，大力发展冰雪经

济，全面激活赛事经济，发展特色民

宿经济，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

条，充分融入“一首歌”“一台戏”“一

桌饭”等元素，打造2至 3条具有凤

县特色、形成品牌效应的沉浸式旅

游线路，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坚持多点发力夯实发展“硬支撑”
提振消费，活跃假日经济，扎

实推动以旧换新促进消费升级，提

升县域商业活力。做实项目，加快

推动LED 系列产品生产等总投资

68.47亿元的92个重点项目建设。

聚焦 7 条重点产业链，推动链上项

目签约落地、建成投产。优化环境，

大力开展“三问三送”联企帮扶活

动，用好“四员四团四平台”服务民

企机制，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 争

创全省营商环境示范县。积极争取

中曲河水环境综合治理等 21 个中

省预算内投资项目，全年争取各类

资金不少于 18 亿元。

坚持统筹兼顾打造乡村“新样板”
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年村集体

经济总收入同比增长 15% 以上，

100 万元以上村达到 25 个，培育

新型农村经营主体 130 家以上，

创建市级以上合作社、示范社及

示范家庭农场 3 家以上。推动人

居环境整治由“建设”向“管护”转

变、村庄环境由干净整洁向美丽

宜居升级。持续唱响“红小凤”志

愿服务品牌，深化移风易俗，推动

文明乡风再上新台阶。一体推进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全面振兴。

坚持精准施策办好群众“关键事”
围绕 51 个灾后恢复重建项

目，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抓好受灾

群众安置，6 月底前河口镇易地

搬迁项目竣工投用。拓展“一体四

化”就业促进机制，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2.3 万人以上。推进“名校＋”

工程，全力创建全国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县。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加快凤县医院急诊急救及服

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启动河口

片区区域医疗次中心建设，不断

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实施凤

羌桥、红化桥建设项目，打通“断

头路”，推进老旧小区供热系统串

改并改造和集中供气入网，推动

城市建设提档升级。充分发挥“七

彩凤县”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和基

础微信群作用，依托网格化管理

和“农民学习会”，打造全市乃至

全省具有影响力的凤县基层治理

品牌。

坚持补短强弱守牢安全“生命线”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生态安全

底线、安全生产底线、社会稳定底

线。全年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9 万

亩以上，产量稳定在 2.8 万吨以

上。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

扎实开展秦岭区域“五乱”和河湖

“四乱”问题整治，持续优化水生态

环境。紧盯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有

限空间、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确

保全县安全生产“零事故”，营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风劲潮涌，自当扬帆破浪；任

重道远，更需策马加鞭。2025 年，

凤县人民将以时不我待的干劲、静

水深流的稳劲、久久为功的韧劲，

锚定目标、破障闯关，挺膺担当、追

赶超越，奋力谱写凤县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时序更替，华章日

新。回首 2024 年，凤县

人民携手奋进、砥砺前

行，凤县经济发展、社会

民生、乡村振兴、生态

环境等诸多领域收获满

满、成绩喜人。2025 年

伊始，凤县人民满怀憧

憬、斗志昂扬，将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更加坚定的

信念、更加稳健的步伐，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

力续写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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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稳中求进  久久为功 
历经暴雨洪灾，全力以赴抗大

灾、抓重建，受灾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快速恢复；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

步伐坚实稳健；情系群众办实事，营

商环境、民生事业、乡村振兴有质量

更有温度……2024年，凤县深化拓

展“三个年”活动，大力实施“凤凰计

划”，各项工作难中求成，经济运行

稳中向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迈出新步伐。据统计，全年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3.5%，财政收入同

口径增长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5.2%和7.4%。 

强化思想引领   推动改革任务全面落实
2024 年，凤县上下深刻领悟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里程碑意义，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举办

轮训班 6期，开展对象化、分众化、

互动化宣讲236场次，受众 3.68万

人次。坚决落实人口小县机构改革

要求，党政机构精简率达到28.6%。

精准把握改革方向和实施路径，对

标党中央要求制定凤县实施方案，

系统谋划 7方面 29条具体改革举

措，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

部署要求在凤县落地落细。 

工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
2024年，凤县在做强传统产业

的同时，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加力提

升新质生产力，交出了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坚持“智改

数转”方向，四方金矿信息化系统建

设、19.8万吨/年采矿改扩建等项

目竣工投用，传统工业智能化、绿色

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培育新兴产

业，鼎川汽车内饰件销路不断拓展，

新增江苏环宇、泰斯孚等合作伙伴，

产值同比增长30%。矿山弃渣综合

回收利用、年产万吨电极材料等项

目建成投产，全市首个利用闭库尾

矿库建设的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

循环经济初具规模。凤县工业园区

成功创建为省级经开区。

做好“土特产”文章  特色农业成效显著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是产业

振兴，而产业振兴中，“土特产”是

一篇大文章。2024年，凤县围绕“土

特产”，全力以赴强龙头、补链条、

兴业态、树品牌，为群众增收奠定

了坚实基础。凤县大红袍花椒地方

标准通过省级评审，获评 2024 年

“陕西好商标”，年产值突破6亿元。

6个林麝疫病防治救治服务站投入

运营，咳血性疫苗研发进入收尾阶

段，林麝保险纳入全省特色种植养

殖产业保险名录，成功举办首届中

国林麝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论坛。凤

县苹果荣获中国好苹果大赛金奖，

嘉陵绿谷蔬菜产业基地被认定为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平木镇创建为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一次次的进步，彰显了凤县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的坚实步履、乡村振兴

的累累硕果。

 文旅融合焕生机  魅力山城活力满满
2024 年，凤县深挖地域文化，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取得了一系列

喜人的成绩。省级非遗节目《对灯》

参加全国民歌展演，红光沟航天精

神文化区被评为全国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典型案例，梁鹿坪遗址考古

入选考古中国重点项目。深化红色

研学，累计与 90 余家院校单位签

订研学协议，开展研学活动 410 余

场次。坚持“以文塑旅、以赛兴城”，

精心策划举办全省秋季“村晚”示

范展示暨金秋红叶旅游季、秦岭冰

雪民俗体验季等文旅活动 65 项，

高标准举办全国门球锦标赛暨第

八届亚洲门球锦标赛选拔赛、全国

农村大联动门球交流赛等精品赛

事。长桥驿栈、云溪隐庐等 6 家康

养旅居基地开放迎宾，凤凰城高品

质酒店、温尧康养旅居基地等一批

文旅大项目进展顺利。黄牛铺镇创

建为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嘉陵江

源度假区入选陕西省新一批省级

旅游度假区，凤县上榜 2024 年全

国县域文旅综合竞争力、中国康养

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双百强县”

榜单。“引客入凤”成效显著，全年

接待游客 610.7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 31.14 亿元。

干字当头抓项目  释放发展强劲动能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

是谋未来。2024年，凤县坚持项目

为王、干字当头，坚定不移谋项目、

招项目、干项目，84个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72.36亿元，总投资3000万

美元的LED系列产品生产项目落户

凤县，注入外资575.5万美元。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探索建立营商

环境“365”新机制，“政务服务集市”

被推荐为陕西省营商环境“小切口”

改革试点项目，“心凤献”政务服务

品牌注册为国家商标。培育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1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6户，新增中小微企业113户。这些

成绩，为凤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灾后重建迅速有力  协力恢复美丽家园
2024年 7月，面对超历史极值

强降雨，凤县人民以“汛”为令，与时

间赛跑、与洪水较量，全力以赴抢险

救灾，3天基本实现水电路讯“四

通”。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谋划

灾后重建项目51个，争取资金9000

余万元。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河口镇

易地搬迁项目启动实施。梳理恢复

重建相关政策导引，分类落实救助

政策，以工代赈吸纳群众参与灾后

重建，1541名受灾劳动力全部实现

就业。

乡村振兴亮点纷呈  农民富起来乡村美起来
项目建设激情澎湃、特色产业

百花齐放、美丽村落宜居宜业，走

进美丽凤县，一幅幅产业兴、乡村

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新图景令人

沉醉。2024年，凤县深入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全年新增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124家，村集体经济总

收入突破5800万元，百万强村达到

22个。永生村、白蟒寺村通过省级

“千万工程”示范村验收。大力唱响

“农民学习会”基层治理品牌，累计

开展活动620场，参与群众2.3万余

人次，《农民学习会：让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入选陕西省

移风易俗工作案例。

民生硕果满枝头  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

谐之本。2024年，凤县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

问题。整体迁建双石铺中学，新设立

凤县第三小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县创建通过教育部实地核查。

316国道凤县酒奠梁段改建、留坝至

凤县管道天然气等一批民生工程顺

利竣工。“凤县麝工”跻身全国劳务

品牌。重点特殊群体稳定就业7592

人，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7

万人，城镇新增就业1513人。全面完

成9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群众503

户。新增停车位494个。“七彩凤县”

社会治理体系作用持续发挥，解决

群众诉求4400余件，全市“网格化+

信息化”服务管理工作现场会在凤

县召开。

深入推进生态保护  秦岭山更青水更绿
山水如画、空气清新、蓝天白

云……2024年，凤县以更高站位、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持续抓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建立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十项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五乱”专

项排查整治，凤县林长制智慧管理平

台建成投用，全省秦岭巴山地区松材

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联防联

治会议在凤县召开。实施小流域综

合治理等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5.8平方公里。全年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360天，稳居全市第一。

上 篇

凤县县城全景

2025年：扬帆起航  再创佳绩下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