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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全市人
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调结构、促
转型这条主线，转中求进，攻坚克难，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平稳增长、结构优化、民生改善、大局
稳定的良好态势。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335.4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6.1%，其中，第一
产业完成增加值130.0亿元，增长4.7%；第二产业完
成增加值710.9亿元，增长5.4%，其中工业完成增加
值 646.1 亿元，增长 5.4%；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494.6亿元，增长7.9%。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3104
元，同比增长5.8%。非公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52%，较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一、二、三产业的结
构由上年的10.0∶54.8∶35.2变化为9.7∶53.2∶37.1。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
降1.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1.9个百分点。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商
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0.2%。八大类商品消费价
格指数六升一降一平，其中食品类上涨2.5%，衣着
类上涨 2.0%，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上涨
0.4%，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上涨0.9%，娱乐教育
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2.1%，烟酒类上涨3.1%，居
住类价格与上年持平，交通和通信类下降1.3%。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8.76万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 3.37万人，其中困难群体就业 9340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 3.3%。全市新增劳动力转移就
业5.27万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5.1亿元。

二、农业

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38.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4.7%。其中农业产值 126.0 亿元，林业
产值 6.0 亿元，牧业产值 96.8 亿元，渔业产值 4.8
亿元，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5.2亿元，比上年分
别增长5.8%、9.3%、2.9%、6.3%、7.3%。

全年粮食总产量 163.9 万吨，增长 27.5%，其
中夏粮 86.8 万吨，秋粮 77.1 万吨。经济作物中，
棉花产量1638吨，增长37.3%；油料总产量10.5万
吨，增长12.9%；蔬菜瓜果类总产量211.0万吨，下
降3.6%；烟叶总产量2.9万吨，增长26.1%。

全年肉类总产量29.5万吨，比上年下降5.0%，
其中猪肉产量20.2万吨，下降4.1%；禽蛋产量9.7万
吨，增长4.5%；奶类总产量19.5万吨，下降6.3%。生
猪存栏192.5万头，下降7.2%；山绵羊存栏89.6万
只，增长6.0%。大牲畜年末存栏头数25.7万头，比
上 年 下 降 25.3% ,其 中 牛 存 栏 24.5 万 头 ，下 降
25.0%。水产品产量4.5万吨，比上年增长2.3%。

全年人工造林面积 3956公顷，其中：经济林
2656公顷，零星植树 670万株。幼林抚育作业面
积3493公顷次。

表1：2015年主要农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15年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其中：夏粮

秋粮
油料
其中：花生

油菜籽
棉花
烟叶
蔬菜瓜类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吨
万吨
万吨

163.9
86.8
77.1
10.5
6.7
3.3
1638
2.9
211.0

27.5
9.2
57.1
12.9
42.5
-21.4
37.3
26.1
-3.6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09千公顷，新增节
水灌溉面积5.92千公顷，新打机电井969眼，新增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44 千公顷。年末农业机械
总动力 265.9 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2.7％；农用拖
拉机和农用运输车分别达到8.7万台和3.9万辆；
全年农村用电量 87469 万千瓦小时，增长 2.4％；
化肥施用量(折纯)28.5万吨，下降0.5％。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工业总产值 2586.4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559.7亿元，
比上年增长5.5%。分所有制类型看，国有及国有
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97.0亿元，增长4.8%；
集体工业企业增加值3.0亿元，下降47.7%。分轻
重工业看，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115.8 亿元，增长
8.0%；重工业完成增加值444.0亿元，增长4.9%。

规模以上工业41个大类行业中，增加值增速
居前的行业为：金属制品业完成增加值 25.5 亿
元，增长27%；食品制造业完成增加值11.1亿元，
增长24%；专用设备制造业完成增加值30.9亿元，
增长 17.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44.8亿元，增长17.2%。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19.7亿元，增长8.8%，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
速3.3个百分点。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见表2）。

表2：2015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2015年 比上年增长（%）

原煤
发电量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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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纶帘子布
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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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亿千瓦时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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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台

3200.2
205.9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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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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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7.7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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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1.9
25.0
-10.5
7.1
-7.2
-5.0
5.1
-16.8
-20.4

全 年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2045.8 亿元，比上年下降 4.8%；产销率 97.5%，比
上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实现利税 196.2 元，下降
17.1%，其中利润 114.0 亿元，下降 20.3%；亏损企
业 99 家，比上年增长 26.9%；亏损企业亏损额
3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01.3%；亏损面为 14.2%，
比上年上升 3.0 个百分点；产成品库存 77.7 亿
元，比上年下降7.9%。

全年建筑业完成增加值65.0亿元，比上年增
长 1.5%。资质等级三级及三级以上独立核算建
筑施工企业房屋施工建筑面积1019.4万平方米，
比上年下降 3.1％；竣工面积 385.0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9.0%。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41.1亿元，
比上年增长8.8%，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20.4
亿元，增长 9.2%。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
投资 137.1 亿元，增长 59.6%；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646.1 亿元，增长 1.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537.1
亿元，增长10.6%。其中房地产业完成投资194.5
亿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完成投资
73.2亿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完成投资69.2
亿元。

2015 年，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完成 196.7 亿
元，增长 48.1%。湛河治理工程进展顺利，中
国 平 煤 神 马 集 团 尼 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热 电 项
目、河南中原大佛旅游文化项目、平-郏快速
通道、国道 311 徐西线鲁山八里仓至尧山镇段
改建工程、省道 236 宝丰县至平顶山市新城区
段改造工程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均建成投入
使用。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72.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2.1%。分城乡看，城镇实现消费品
零售额 503.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9%；乡村实现
消费品零售额 68.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1%。分
行业看，批发零售业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471.2 亿
元，比上年增长11.9%；住宿餐饮业实现消费品零
售额100.8亿元，比上年增长12.7%。全年批发零
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实现增加值 149.0 亿元，增长
7.0%。

六、对外经济和旅游

全年完成进出口总值 67835 万美元，比上
年增长 4.2%，其中出口总值 58869 万美元，增长
6.3%，进口总值 8966 万美元，下降 7.6%。实际
直 接 利 用 外 资 30284 万 美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9.0%。年末实有“三资”企业 391 家，比上年增
加 1 家。

2015 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3445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 7.1%；入境游客 2.8 万人次，比上年
增长 2.5%。国内旅游收入 169.3 亿元，比上年
增长 9.2%；旅游创汇 828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3.6%。

七、交通和邮电通信业

全年完成公路货物周转量 194.8 亿吨公里，
比上年增长 7.6%，公路客运周转量 45.4 亿人公
里，比上年增长5.3%。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2.3亿元，比上年增
长26.7%。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339.0万部，
下降 3.4%，计算机互联网络用户 39.3 万户，下降
8.1%。

八、财政和金融

2015 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35.8 亿元，
同比减收53.7亿元，下降28.4%；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 收 入 97.2 亿 元 ，同 比 减 收 15.2 亿 元 ，下 降
13.5%；市本级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4亿元，
下降 1.9%；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 亿元，下
降 24.6%；县(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8.3亿元，
下降13.3%。全年地方财政支出264.4亿元，比上
年下降7.0%，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4.0亿元，
增长4.1%。

年 末 全 市 金 融 机 构 存 款 余 额 201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8% ，其 中 储 蓄 存 款 余 额
1259.6 亿元，同比增长 12.8%。年末金融机构
贷 款 余 额 140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1%，其 中
住户贷款余额 283.6 亿元，增长 14.9%，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余额 1121.7 亿元，增长
12.7%。

九、科学技术和教育

2015 年末，全市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5
万人。科技创新能力有新的增强，全年共申请专
利2444项。获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07项，其中
省级10项，国家级1项。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总数 2137 所，教职工
59746 人，在校生人数 88.4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
12 所，在校生 2.4 万人；普通中学 185 所，在校生
20.2 万人。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 100%，小学、
初中升学率分别为 95.4%、91.6%。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2015 年，全市拥有各类文艺团体 5 个，群艺
馆（文化馆）10个，公共图书馆 7个，总藏量 142.7
万册。《平顶山日报》全年发行量1679万份，《平顶
山晚报》发行量 1610 万份。拥有广播电台 6 座，
中波广播发射台1座，电视台6座，有线电视用户
28.2万户。

全市有国家综合档案馆 10 个，保藏档案

67.3 万卷册。专业档案馆 3 个，机关企事业立档
单位 1182个，获得规范化管理认证的档案室 565
个。

2015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938
个，卫生技术人员 26808人，其中执业医师 10253
人，注册护士10281人，村卫生室2905个。

2015年，全市运动员共在省级以上体育比赛
中获得奖牌251枚。其中：金牌83枚，银牌91枚，
铜牌77枚。

十一、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2015年，全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96.7%，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95.0%；城市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 100％。万元 GDP 能耗 0.797 吨标
煤，比上年下降 5.43%。“12369”环保热线受理群
众投诉 1456 起，处理率 100%。全年市区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133天，达标率36.7％；市区交通噪声
67.7分贝；全年没有酸雨。

十二、人口、人民生活、社会与劳
动保障

2015 年末全市总人口 436.3 万人，常住人口
404.2万人，城镇化率51.0%。

2015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592
元，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50元，增长8.7%，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7.3%。年末城镇居民每百户拥
有彩电 108.3 台，冰箱 91.2 台，洗衣机 98.0 台，家
用电脑55.0台，家用汽车19.5辆。每百户农民拥
有彩电95.8台，冰箱65.0台，空调器45.7台，洗衣
机82.9台，摩托车58.9辆。

2015 年全市已有 32.2 万名职工和 10.6 万名
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统筹，42.5万名
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统筹，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的总人数为 116.8 万人，其中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的职工 67.1 万人，居民 49.7 万人。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 190.6 万人，领取待遇人数 57
万人。

2015 年全市社会福利收养单位 60 个,床位
数 6253 张，收养人数 4790 人。全年国家抚恤、
补助各类优抚对象总人数 33980 人。享受城
镇居民低保人数 6.5 万人，保障总额 18951 万
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21.4 万人，保障总
额 27112 万元，五保供养人数 1.8 万人。安置
退 役 士 兵 复 员 干 部 2078 人 ，自 主 就 业 人 数
1780 人。

注：
1.本公报各项统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2.国内生产总值及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

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3.本文数据除金融和城乡居民收入外均不含

汝州。

(201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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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尽情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增大、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使人们的健康状况频频发出警报，出现亚健康状态、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随着国家对全
民健康事业的提倡，人们对追求健康生活愈加重视，健康体检成为大家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在常规体检之外，增
加了更多深度检查的项目，以期肿瘤及全身疾病隐患及早发现。

面对渴望健康的人潮，作为中国领先的专业健康体检和医疗服务集团——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健康标准，于行业内率先引进热 CT（红外线热扫描成像系统）绿色环保检测设备，
顺应检查过程对身体无侵入性的绿色体检潮流，让民众尊享全面、专业、便捷的体检。近日，笔者走进美年大健康
平顶山体检分院，就引领绿色环保体检潮流的专业、标准体检配置的热CT进行了实地探访。

新一代“绿色体检专家”——热CT：开启鹰城健康新风尚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
热CT——红外线下“检阅”身体健康的专家

现代医学认为，癌症早期，细胞新陈代谢异常引起的功
能学变化早于形态学的变化。因此，早期的细胞检测更容易
提前“预知”身体病变的发生。由于细胞病变部位的热辐射
非高即低，因此检测细胞热量就可为诊断疾病提供依据。一
直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红外线技术就此进入医学领域。红外
线热扫描成像系统，即俗称的热CT技术被研制出来，以红外
线层析人体热量的形式反映病变发生前后人体新陈代谢的
机理变化。

专家介绍，人体是一个新陈代谢基本平衡的热辐射体，
如果某一区域的新陈代谢出现异常的活跃或减低，则表示该
部位发生了病理性病变。如乳腺癌组织的新陈代谢要比正
常乳腺组织旺盛得多，乳腺癌所在乳腺也要比自身对侧正常
乳腺新陈代谢旺盛许多，以患者的正常组织和正常乳腺作为
对照，肿瘤部位的异常热辐射迹象就十分明显了。

热CT查癌症 给全身“画”张温度表

“要查哪个部位，就让它暴露在外，然后走进一个‘小房
间’，接受红外线‘检阅’。”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总经
理申远翔化繁为简的解释很形象，与受检者一“墙”之隔的电
脑上，很快显示出一张照片，以不同颜色标明受检者身体各
部分温度，看上去就像地理课本上红红绿绿的海拔地图。

所谓“温变早于病变”，哪里有炎症、肿瘤，哪里的代谢就
会比较快，温度比正常情况下高，图片上，颜色也较红。看图
说话，一目了然。“画”出全身温度表后，体检医师还会给你提

更多建议，比如：左胸温度应该比右胸高，可是你两边都是
“青绿”一片，说明心脏功能欠佳，动脉输血不足，记得多运
动，调整饮食，少熬夜；颈肌一片红，看来是有劳损，电脑前坐
一小时最好就扭扭脖子转转肩……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总经理申远翔介绍，热CT对
乳腺癌疾病诊断、炎性病变的判定，以及在肿瘤的良恶性鉴
别等方面，与其他诊断方法相比有着早期诊断速度快、准确
率高的特点。经过大量临床研究统计证明，热CT扫描对一些
重大疾病的早期发现有极高的准确率，其中乳腺癌为95%以

上，肝癌、肺癌、胃癌、宫颈癌等腹部癌症约90%以上，心脑血
管疾病 85%以上。同时该系统还能对治疗的疗效进行观测
与评估。有研究表明，热层析成像系统比钼靶早5年至8年
发现乳腺癌。

区别于CT的新一代“绿色体检专家”

学名红外线热扫描成像系统的热 CT，也叫“红外绿色
体检”，以“绿色”两字，以示和 CT 的区别。“从专业上来说，

CT 是形态影像学技术，主要呈现各个系统疾病的影像表
现，方便医生对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热 CT检查是功能
影像学技术，与 CT 检查不同的是，它多用于健康体检中。”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专家介绍，热 CT的红外扫描与
人体无接触、无辐射、无损伤，其作为美年大健康的特色体
检项目，以其操作简单、绿色环保等特点，成为尊享健康体
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初步评判健康状况的“晴雨
表”，它在受检者中享有广泛好评，被誉为新一代“绿色体
检专家”。

热CT扫描能整体评估人体健康状况，其检查功能特别全
面，包括身体的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检查，也有
甲状腺、乳腺专项检查，男女泌尿系统生殖检查，肢体运动系
统、亚健康检查等，涵盖了不同年龄的各种检查需求，一步到
位，不论大病小病都将难以遁形。早发现早预防才是真正的
养生之道。热 CT以其便捷性、高效性还可用于定期健康查
体，同时，它在早期预警重大疾病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可以减少措手不及的大病烦忧。

伴随着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旗下的美年大健康平顶山
体检分院的入驻，鹰城人民得以尊享热CT的独特绿色体检。
笔者获悉：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新开连锁体检
分院特别推出涵盖热CT在内的“3650精准体检套餐”，全市
1000名限额也在火热预约中。

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以至臻至善的技术设备、至
真至诚的体贴服务正引领鹰城绿色体检潮流，助推鹰城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健康产业圈的构建和繁荣！地址：市建设路西
段建宏国际大厦（生态园对面），健康热线：0375—2055599。

（李莹 牛瑛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