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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2024年，我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及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围绕省、市委及区委发展思路，着力扩内需、优结构、

防风险，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统筹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老城市新活力引领区迈出坚实步

伐。

一、经济发展

经济总量

根据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荔湾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数）1316.3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下同）增长 2.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60亿元，

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329.58亿元，增长 3.6%；第三产业

增加值 981.17亿元，增长 1.8%。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例

为 0.4:25.0:74.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0.7%、39.0%和

60.3%。2024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1.61万元，经济密度 22.27亿

元/平方公里。

财税收入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0.01亿元，增长 3.7%，其中，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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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组织收入 40.29亿元，增长 5.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15.71

亿元，下降 2.3%。全年税收总额 381.27亿元，增长 7.4%。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下降 7.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26.2%。分投资主体看，民间投资下降 7.6%，工业投资增长 68.7%，

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51.9%，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9.4%，国有

投资增长 26.5%，制造业投资增长 29.6%。

对外贸易

全年商品进出口总值 219.6亿元，增长 5.0%，其中，出口总

值 87.5 亿元，增长 0.9%；进口总值 132.1亿元，增长 7.9%。实

际利用外资 1.42亿美元。

二、主要行业

农 业

全年农业总产值 8.50 亿元，增长 3.7%。其中农业产值 7.03

亿元，同比下降 3.3%，占比 82.7%。

工 业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77.07 亿元，增长 0.9%。分行业

看，产值前两位依次是烟草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 3.2%

和下降 7.2%，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71.3%和

11.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率 97.6%。

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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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 91 家，全年建筑业总产值

234.56亿元，下降 6.5%；新签订合同金额 385.32亿元，增长 5.7%。

房屋施工面积 1082.81万平方米，增长 9.0%。

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92.41 亿元，下降 2.7%。从限额

以上批发零售业商品类别看，零售额前三类分别是中西药品类、

汽车类和粮油食品类，分别实现零售额 66.75亿元、46.34亿元和

17.82亿元。全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

额比上年增长 1.7%，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 36.5%。

服务业

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355.92 亿元，同比下降

0.6%。分行业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14.5%，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2.7%，房地产业增长 1.1%，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下降 11.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下降 3.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下降 11.6%，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增长 1.9%，教育业增长 11.4%，卫生和社会工作增长

6.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长 1.6%。

三、民营经济

年末全区个体经营户 8.64万户、资金数额 24.62亿元，分别

增长 1.0%和下降 27.3%；私营企业 5.51万户、注册资金 1818.61

亿元，分别下降 1.0%和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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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区建设和管理

城市建设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稳步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区儿童医

院新建大楼、广州市第四中学、区看守所 2号及 6号单体建筑、

区妇幼保健院改造工程 1至 4楼已正式交付使用；芳村体育中心

应急隔离设施完成拆除回收，芳村体育中心网球场恢复使用，浣

花路 33号 2层场地整修工程顺利竣工；区“0801”项目、鹤洞小学

及教研院项目正按计划稳步建设，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力。在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花地河东侧路（浣花西路—茶滘涌）、白

鹅潭大道（上涌直街至信义会馆段）等 47条道路约 31公里建成

通车。完成鱼博路、凤池路、十八甫路等 100条道路共 48.66公

里的改造，增设机非护栏 1.78 公里，完成非机动车道建设改造

18.63公里，打通岭南花卉市场、花博园片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关

键节点，为交通出行提供便利。建成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 6万个，

新建 5G基站 714座。

城市绿化

改造提升陈家祠等重点片区，建成广钢公园示范点二期等 11

个公园，新增及改造提升绿地 12.5万平方米，完成绿道及碧道建

设 8.5公里，完成小微湿地建设 1处、1.7公里绿道建设、新增口

袋公园 9个。启动醉观公园盆景专类植物展示园建设，完成 5个

生态科普宣教点建设，加强公共绿化管养，绿地补种地被 5.22万



—5—

平方米、乔灌木 435株；绿化修剪地被 93.38万平方米、乔灌木

8.61万株。排危抢险 2951宗、排危树木 2951株。

住房保障

全年受理审核住房保障各类申请案件 13360 宗。截至 2024

年底，全区在保家庭 26682户，其中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物配租

14639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租赁补贴 5091户，经济适用住房配

售 6810户，共有产权住房配售 142户，新增解决 1751户家庭住

房困难问题，保障量同比增长 7.0%。加强辖区内危房督修治理，

526幢在册危房，已解危销册 91幢，目前在册危房总数为 478幢；

对辖内 4幢住人危房动员迁出，共迁出人员 4人。全年出动房屋

应急抢险 560余人次，处理一般以上房屋险情 79宗，处理轻微房

屋安全问题 124宗。

“三旧”改造

扎实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利用。以“绣花”功夫六步走

工作法为指导，重点推进耀华大街、多宝路、宝源路、恩宁路、

光复中、上下九-第十甫等 6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活化利用，完成

街区改造面积约 36万平方米。合计认定公布传统风貌建筑第五批

415处，数量居全市第一。让老旧街区重现历史风貌、焕发生机

活力，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完成与街区相

关的约 10.7千米、25条市政道路建设；完成上下九广场等 12处

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在高标区域内全面铺开“三线”下地和强电整



—6—

治，完成 356条道路及内街巷“三线”管道预埋，109条道路及内

街巷主缆穿线，25条道路及内街巷废旧线缆剪除以及 105条道路

及内街巷强电整治；完成 217处外立面整治，257处第五立面乱

搭建拆除以及 179处第五立面整治。加快实施老旧小区微改造，

隆庆等 6个小区已基本完工，冼基等 15个小区已开工实施。大坦

沙岛等 4个旧模式城中村改造项目有序开展，山村、坑口 2个新

模式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建设。分批推进泰兴等 25个老旧小区微

改造，隆庆等 6个老旧小区完工。

环境保护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环境质量创 5年来最好

水平，辖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AQI）90.7%，PM2.5年

均浓度为 23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浓度为 42微克/立方米、二

氧化氮年均浓度为 33微克/立方米，改善幅度排名全市第一。地

表水环境水质指数为 4.6818，同比改善 7.77%。水功能区达标率

为 100%，东朗断面综合水质连续 5年达到Ⅲ类。开展臭氧污染

防治、危险废物、机动车排气检验机构、广佛跨界河涌等专项执

法行动 9 次。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老旧物业小区排水单元达标建

设，累计建成排水达标单元 2103个，达标面积 3291.5公顷，达

标率 95.17%。着力完善城市排水系统，共新建污水管网 45公里。

加强河涌日常保洁，出动保洁人员 95749人次，保洁船只 44189

船次，清捞水面及堤岸垃圾共计 7338.61吨。开展河涌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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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完成污染源整治 756宗，整治率 99.34%。依托河长制平

台，累计巡查河涌 1.89 万次，巡河总里程 2.63 万公里。全面推

进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严格把关固体废物

申报登记和管理计划备案，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一般工业固废

等年度申报和管理计划备案均 100%完成。全年清理整治各类“散

乱污”场所 137处。扎实推进噪声污染防治，区域昼间环境噪声等

效声级平均值为 55.1dB(A)，道路交通昼间噪声等效声级路长加

权平均值为 69.5dB(A)。

城市管理

推进市容品质提升，全年共办理大型广告证 32个，临时广

告证 11个，审核大型广告 371块。拆除违法或不合规的户外广告

和招牌 198块，整治乱摆卖 2.79万宗，占道经营 2.96万宗，立案

查处市容环境秩序类案件 1429宗。教育限改乱拉挂、小广告 1156

宗，乱张贴、乱涂写约 976宗。强化环卫设施建设，高标准建成

环卫公厕 30座，升级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261个。全年办理

“建筑废弃物处置（排放）”行政许可 126宗，核准排放量共 972.5

万立方米，核准回填量 94.19万立方米，年审建筑废弃物运输车

辆 608台；检查工地 703个次，检查建筑废弃物运输车辆 825台。

加快推进管道燃气用户发展，新建燃气管道 5.99公里，完成老旧

燃气管网更新改造 6.45公里，全年新增管道燃气用户 0.95万户。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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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发生各类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15起、死亡 11人、受伤

5人，与上年相比，事故起数增加 2起、上升 15.4%，死亡人数

减少 1人、下降 8.3%，受伤人数增加 3人、上升 150%，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五、科技和社会事业

营商环境

全区实有各类市场主体约 14.57万户，同比增长约 0.4%，注

册资本总计约 2186.99亿元，全年新增市场主体约 1.39万户。完

成“个转企”139户，“名特优新”申报数量居全市第二，“星火贷”

项目启动以来已与区内超 40户“名特优新”、约 400户个体工商户

达成授信意向，意向授信金额超 2亿元；累计为个体工商户发放

个人经营贷款超 600笔，金额约 3亿元。推广使用开办企业“一网

通”平台，网办率达 94.5%，实现企业开办一次办结、半日领照。

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白名单”管理，为我区115户重点行业“白名单”

企业提供“无事不扰、有求必应”一站式服务，对文创、非遗、高

新技术等 484家企业设置“包容监管企业”标签，实行触发式监

管。实行信用修复主动告知制，建立信用修复数据库，帮助 1.06

万户次市场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科技

全区专利授权量 3333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 548件，同

比增长 13%；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23 件，同比增长 91.7%；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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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效注册量 111500件，同比增长 7.7%。全区有效发明专利 3033

件，同比增长 15.9%，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量 1085件，同比增

长 15.8%。科创平台有力推进，年末拥有 22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7家众创空间。全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00家，年末实有 314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入库累计 438家，申报完成率在全市排第五

名。年末实有新三板挂牌企业 5家；年末实有广东股权交易中心

挂牌企业 94家。推进 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年建成 5G基站

714座，完成率排全市第二名。积极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全

年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8家，认定创新型中小企业 33家。全

年认定 7个产业领军人才，6个产业领军团队。

教育

年末区属基础教育各类学校 193所，其中，幼儿园 114所，

小学 44所，完全中学 4所，初级中学 12所，高级中学 1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 14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2 所，特殊教育学校 2

所。持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新开办小学 1所、幼儿园 4所，

新增中学学位 1500座、小学学位 1350座、幼儿园学位 1440座。

现有基础教育在校学生 13.85万人，毕业学生 3.45万人，专任教

师 0.96 万人。全年接收公建配套学校 7 所，新增教育用地 6.0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33万平方米。

文化

全年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5992 场，文化惠民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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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开展进社区进校园送演出 145场、精品巡演 22 场等惠民活

动，粤博广福台开展常态演出 1100场次。区图书馆获评为国家一

级图书馆，全年接待读者 205.4万人次，向读者推出新书 4.5万册，

外借图书突破 140.98万册次，新办借书证 1.5万个，开展读者活

动 1261次。大力开展群众活动，举办“YUE荔湾·铸红魂”全

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入开展 2024民生实事“百场文艺演出惠百

姓”、文艺轻骑队惠民演出 100场、“百场美育 向美出发”2024

年荔湾区文化馆民生实事公益培训 100场、书画巡回展览 10场，

将高质量的文化服务送进街道社区、校企单位。荔湾博物馆全年

接待游客约 42 万人次，讲解导览 620 余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6

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40 场。粤剧艺术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约

322万人次，永庆坊非遗展厅接待游客 43万人次，讲解导览 1192

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2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53场，开展百场

粤剧展示进社区活动 105场，开展少儿粤剧传承基地粤剧粤曲教

学课程 380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全年接待游客 101万人次，讲

解导览 803 场次，举办专题展览 2 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51 场

次。荔湾区非遗保护中心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先进集体”。两位非遗大师新入选国家级传承人，新引进非遗工

作室 7家。区产投基金首个投资项目《雄狮少年 2》成功上映。

旅游

深化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整合永



—11—

庆坊、沙面、陈家祠等文旅资源，推出“传统文化主题线路”“美

食购物主题线路”等 10条精品旅游线路。广州春节烟花汇演时隔

12年在白鹅潭重燃，现场观看超 54万人，30余家媒体平台实时

转播烟花盛况，超过 1560万人次线上观看。三月三·荔枝湾规模

空前，共吸引市民游客达 225.37万人。各重点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7155余万人次，大西关（上下九—永庆坊）商圈获评广州市首批

都会级羊城夜市先行区，五一、十一假期期间接待游客量同比增

长 74.0%、78.2%。32项相关文创产品取得商标，在机场、地铁、

邮轮等重点场所进行文旅推介。

体育

全年举办和承办各类群体赛事活动约 40 项，线上线下参与

人数累计约 118万人次。成功举办 2024年荔湾区第十五届运动

会、2024 年荔湾区龙舟邀请赛。区属各公共体育场馆累计开放

3.88万小时，惠民 116.20万人次。全年新开放体育场馆 0个，新

建 60条健身路径、52张乒乓球台，2个篮球场，1片羽毛球场。

竞技体育再创佳绩，区籍运动员参加全国以上赛事获冠军 20人

次、亚军 19人次、季军 27人次，参加全省赛事获冠军 98人次、

亚军 78人次、季军 47人次。

卫生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293家，其中，医院 28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11个、门诊部 9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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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机构 1个、卫生监督所 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个，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28间。开放住院床位 8856张，卫生技

术人员 13050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床位数 7.8张，每千人口执

业（助理）医师 4.4人、注册护士 5.3人；每万人口全科医师达到

6.4人，优质卫生健康资源配置不断增强。每千人托位达 5.2个，

“一街一托育机构”覆盖率达 100%，托育机构备案率全市排名第

一。全年无户籍孕产妇死亡，婴儿死亡率及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均维持在较低水平，居民健康水平稳步提升。据统计，全年区属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 561.83万人次。其中，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门诊量 329.25万人次，门诊量占区属（公立）医疗卫生机

构门诊量比重 58.60%。推广家庭医生签约“646”服务模式，全人

群签约 58万余人，签约率 54.61%，较 2023年提升近 2%；其中，

重点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

重性精神性疾病及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 86.76%。强

化老年人健康管理，推进“医养结合”扩大家庭病床服务覆盖面，

累计建立家庭病床 978张次，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25间，全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率 86.49%，65岁以上失能老年人健

康指导率 94.49%。完成重点场所 100台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配置，提升公众急救能力。落实特需儿童接种门诊建设，完成超

50000名学生脊柱侧弯筛查及健康教育。全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

乙类传染病 10202例，丙类传染病 24713例，甲乙类传染病发病

率 830.52/10万，丙类传染病发病率 2011.84/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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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

全年开展社区协商议事 1832次，形成决议 1905件，执行落

实决议 1903件。全区在册法人登记的社会组织 464家。全年各

街道社工服务站围绕 17类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开展服务个案

889个、小组服务 759个，累计服务 17类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约

44.01万人次。各类注册及实际参与志愿服务人员超 26万人，累

计志愿服务时长超 928万小时。区慈善会和社区慈善基金累计筹

募善款物资约 1645.64万元。

社会保障

年末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1.97万人，失业保险参保 30.30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32.23万人，生育保险参保 32.09万人。年末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3.60 万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

17.58万人。

全年做好向 4360户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特困人员等困

难群众发放各类救济金、春节一次性价格补助、节日慰问金等保

障工作。开展流动救助服务，出动 2743车次，派出工作人员 8807

人次，护送流浪乞讨人员入救助站 47人，协助护送至医院 5人，

成功劝导寻亲返乡 54人，派发救助物资共计 7403份。

年末全区共有备案养老机构 48间，各类养老床位总数 9506

张（含家庭养老床位 2411张），累计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233.13

万人次，全年建成社区颐康服务站 197个，实现社区颐康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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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覆盖，设立 22个荔湾区老年大学颐康中心分教点。建成长

者饭堂 164个，全年累计提供助餐配餐服务 86.09万人次。

六、人口、就业和人民生活

人口

年末常住人口 113.50万人。年末户籍总人口 81.39万人。全

年户籍出生人口 0.62万人，户籍死亡人口 0.64万人。户籍人口出

生性别比 117.93，人口自然增长率 0.40‰。

就业

年末全区登记在册城镇失业人员 2.69万人，全年城镇失业人

员实现就业 1.81万人，其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0.67万人。

全年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165场，提供就业岗位 13.87万个。

开展“绿马甲”就业服务，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发放各

项就业创业补贴近 1.44亿元，惠及 1.37万家次企业，5.64万人次。

全区共 30个就业驿站投入使用，采集求职登记约 4.9万人次，收

集招聘岗位约 2.4万个，举办就业服务活动 471场，促进就业 1.3

万余人次。跟踪服务登记失业人员 17.09万人次，就业困难人员

1.04万次，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157人，帮扶 1.8万名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6673名就业困难人员、1077 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就

业。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9013人次，培训就业率 81.7%。其

中，开展粤菜师傅培训 525人次，南粤家政培训 3174人次，农

村电商 895人次，创业培训 275人次，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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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人次。年末拥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10个，进驻经营户数

417 户，带动就业 2292 人。开展创业指导进社区、进校园活动

72场，指导创业 2513人，职业指导下基层活动 7场，为 262人

提供职业指导服务。创建“充分就业社区”153个，创建率 77.7%。

人民生活

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6783元，增长 4.4%。

注：

1.本公报的统计数据为快报数。

2.本公报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工农业总产值

绝对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本公报中财政收支、税收数据来自荔湾区财政局；

对外贸易数据来自荔湾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科技、清理“散乱污”

场所数据来自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营商环境、专利数据

来自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市建设、城市绿化、住房保障、“三

旧”改造数据来自荔湾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环境保护数据来自市

生态环境局荔湾区分局；环境保护中的排水以及河涌治理数据来

自荔湾区水务局；城市管理数据来自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户籍人口数据来自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安全生产数据

来自荔湾区应急管理局；教育数据来自荔湾区教育局；文化、旅

游、体育数据来自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卫生数据来自荔

湾区卫生健康局；社区建设、各类救助以及养老数据来自荔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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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社区协商议事以及志愿服务数据来自荔湾区委社会工作

部；社会保险参保、就业数据来自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参保数据来自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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