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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增长 33.6%、公共安全投入增长 17.1%、教育投入增长 6.6%。 

收入水平继续提高，物价增长平稳。2013 年福田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水平全市最高，达 54116 元，比上年增长 9.4%，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全市最高，达

35303 元，增长 7.0%；恩格尔系数 31.0%，全市最低，综合三项

指标反映，我区居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全市最高。2013 年居民

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7%，比上年增长 2.7 个百分点。八大类消费

品中仅烟酒类价格呈下降趋势，降幅 1.2 个百分点；居住类消费价

格涨幅为 4.8 个百分点，位居八类之首。 

2、营造环境构筑人才聚集高地 

2013 年福田区人才引进业务窗口共办理用人单位立户登记

2418 家，共引进各类人才 4286 人，其中接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1024 人。区政府帮助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组织斯派克光电、飞马

国际、玉禾田等 20 家重点企业参加第 12 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

会，充分展示了福田区的独特魅力和优厚的人才政策，吸引了众

多海外人才和媒体的目光。携 140 余家企业赴成都、武汉和长沙

开展“优才中国行”校园招聘活动，高标准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2013 年“优才中国行”校园招聘的企业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幅度

提升，参加校企双选会的学生达近 3 万人次，为我区人才培养和

储备打好基础。重视杰出人才和专才，评选并表彰第三届“福田

杰出人才”，评选产生了 39 名杰出人才奖、1 名特别贡献奖和 41

名提名奖人员，使我区杰出人才评选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福

田人才工作的知名品牌。开展“文化盛宴共享”活动，分批次组

织福田历届“杰出人才”、“国际友谊奖”获得者及企业专才 400

余名，免费欣赏高端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邀请 20 余名专才参加

休假疗养，邀请 10 余名杰出人才参加高交会论坛；实施博士后“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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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筑巢”计划，将辖区内的博士后工作站纳入区人才安居扩大试

点单位，同时将福田杰出人才、国际友谊奖获得者纳入区人才安

居服务范围。 

3、积极创新创业就业举措 

2013 年共举办各类公益性招聘会 230 场，6251 家用工单位进

场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141077 个，超额完成全年 200 场招聘会的

任务。全区累计登记失业人数 9819 人，促进户籍失业人员就业

6831 人，认定就业困难人员 5082 人，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4350

人，户籍居民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2%以内；促进“零就业家庭”就

业 7 户，在规定时限内实现动态归零。在全市年度就业创业工作

考核中，我区连续第九年位列各区之首。通过开展企业空缺岗位

开发、创业带动就业、举办免费招聘会等系列活动，发掘各类就

业岗位 28277 个，促进辖区居民及广大外来劳动者实现就业, 提前

并超额完成区政府年度民生实事“发掘一万个就业岗位”任务。

全区共建成区级以上创业园区 12 个，全面覆盖我区 10 个街道，

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创业孵化体系。其中 6 家被认定为市级及市级

以上的创业孵化基地，占全市 35%，名列全市第一。全区各类园

区进驻企业 892 家，带动就业 4014 人。组建创业指导专家团队，

在辖区主要创业孵化园开展“创业服务月专家基地行”咨询活动，

帮助园区创业者解决创业问题。 

4、教育更趋公平化、多元化、国际化和现代化 

2013 年福田区创建 35 所普惠性幼儿园,普惠性幼儿园总数已

达 55 所，超额完成“福田区 2013 年民生实事之创建普惠幼儿园”

这一工作和任务。加上 19 所公办园，我区普惠性幼儿园占全部幼

儿园比例已超过 50.0%。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和完善在区内层面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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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均衡投入、师资队伍均衡发展、教育现代技术设备均衡配置

与信息资源共享、学生就近入学以及校内层面的学生均衡分班、

师资均衡配置、课程全面开设和学生全面发展。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开展 105 批次的教师培训，共有 14970

人（次）参与培训。截止 2013 年，我区共有全国模范教师 6 人、

全国优秀教师 43 人、国家级骨干教师 56 人、特级教师 47 人、省

级名校长 1 名、市级名校长 2 名。加大教师节表彰力度，奖励每

位“福田优秀园丁”奖金 3 万元，并发放纪念金牌；为每位满 30

年教龄的教师颁发 1 万元奖金和纪念金牌；同时对 2800 余名优秀

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奖励。2013 年我区在全市率先试行中小学校长

职级制，将校长的职位按照不同的任职资格、条件及岗位职责要

求，分为若干个等级，形成职务等级系列，为校长的任用、考核、

奖惩、晋升、工资待遇提供科学依据和管理标准，并建立与校长

职务等级系列相匹配的校长职级工资制度，为校长提供了上升空

间，提升了校长工作积极性。 

积极探索办学体制改革，区政府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合作

开办深圳明德实验学校，借鉴和引入腾讯公司在企业创新机制、

创造性人才培养和学习型组织管理的经验，通过公立学校的委托

管理方式，建立举办、管理、评价分离的现代学校管理机制，探

索在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用人机制、教学内容、

方法、手段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创新。该项改革荣获由中国

教育报和中国教育新闻网联合评选的“第三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

优秀奖”。 

5、打造卫生强区和健康城区 

2013 年区政府对区属医院投入 43622 万元，增长 29.6%。其

中，部门预算 39426 万元，增长 30.0%，增幅较大。区属各医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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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量达 659.5 万人次，增长 13.1%；门诊、急诊患者 427.6 万人

次，增长 12.3%；出院病人 5.1 万人次，增长 5.1%。在医疗服务

整体管理与质量控制评估中，4 家区属医院均获评 A 级单位，为

全市唯一的参评医院均获 A 级的行政区。 

完善社康网络建设和实现家庭医生全覆盖，自 2013 年 5 月 27

日起，全区正常营运的社康中心 100%提供家庭医生服务，实现辖

区 94 个社区全覆盖，家庭医生总量达 257 人。社区家庭医生服务

计划累计签订服务协议 89503 户和 253343 份，累计提供家庭医生

服务 994808 人次。“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健康五件套促进健康

自我管理”、“健康细胞助力健康城区创建”、“九大项目推进优生

惠民工程”等多项举措和主题活动改善患者就诊体验，增进医患

互信，推进健康城区建设。 

6、文体事业发展求新务实 

积极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的文化强区形象。“一公里文化圈”、

106 个公共图书馆（室）、7 个区级主题文化馆、8 个省特级文化站、

50 个社区文化广场、五万多平米的公共文化设施进一步夯实了我

区建设文化强区的坚实基础。连续举办多年“中国（深圳）标准

舞拉丁舞世界公开赛”、“双钢琴四手联弹表演赛”、“大家讲坛”

等成为我区的文化品牌活动。聘请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先生、木雕

大师陆光正先生为我区文化顾问；国际象棋冠军谢军女士为我区

体育顾问；成功举办孟京辉戏剧春季演出季；与郎朗音乐世界合

作，举办国际钢琴教育大师瓦内莎•拉塔赫钢琴大师课和著名钢琴

教育家朱雅芬艺术大讲堂；与聂卫平合作组建福田女子围棋队参

加全国围甲赛，并成功晋级。 

“公共文体设施空间提升行动”进展迅速，2013 年更新健身

路径 23 套、新增健身路径 3 套、修缮篮球场 3 个、门球场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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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场 1 个。“提升行动”通过两年的实施，全区增加全民健身活

动点 53 个，覆盖率由 5.5 个/平方公里提高到 6.2 个/平方公里，遍

及 10 个街道 115 个社区居委会 486 处，更好地满足辖区居民群众

体育健身需求。 

7、生产建设和社会环境安全稳定 

2013 年福田区全年亿元 GDP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0.008

人，比上年下降 27.3%，远低于市下达的指标任务。 

推进辖区“平安建设”，努力营造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2013

年接报 110 刑事警情 9794 起，同比下降 8.5%，其中“两抢”168

起，同比下降 31.1%；“两盗”672 起，同比下降 36.2%；“黄赌毒”

警情同比下降 52.6%，全市降幅最大。立案八类暴力案件 276 宗，

同比下降 38.8%，仅占立案总数 2.1%，再创历史新低。 

不断巩固刑事情报和刑侦技术支撑作用，向百姓痛恨的恶性

案、团伙系列案、多发性侵财案发起凌厉攻势，维护群众利益，

回应社会关切。2013 年破案 2713 宗，打掉犯罪团伙 139 个，逮捕

犯罪嫌疑人 2399 人，刑拘 3179 人，行政拘留 3853 人，强戒 247

人，破毒品案 455 宗。其中逮捕率、“八类”到案率、缉毒结案率

等七项指标超过全年任务。 

规范执法与强势执法并重，消防服务与消防宣传齐进，打造

高质量的消防管理“大服务年”。2013 年全区发生火灾事故 400

起，实现 365 天人员“零伤亡”，141 天“零火灾”。 

8、济困扶弱体现政府和社会关爱 

2013 年福田区在济困扶弱行动中投入 6108.54 万元，将一次

性救助和常态性保障相结合，积极推进济困保障、助老颐养、帮

教助孤、助残助医、就业帮扶、文化共享和结对帮扶 7 个项目及

24 条帮扶措施，共惠及困难人群、老年人、残疾人、定恤定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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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对象等约 8 万人。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放低保金 5182 户次、10952

人次共 453.82 万元，养育扶助 6787 人次共 110.79 万元，临时救

助 418 宗共 193.06 万元；在养老和为老服务方面，居家养老补助

1056 人共 358.71 万元，全区老人日照中心服务 7.7 万人次；在建

设老人日照中心方面，以区政府物业为主，租赁和购置社会房产

为辅，建成 13 家日照中心，超额完成 3 家，实现街道全覆盖。 

9、环境改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2013 年福田区积极推进红树林生态公园项目、环保入户行动

等重点专项工作，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和水务建设，进一步改善辖

区生态环境质量，有力地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2013 年，福田

区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水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0 天；辖

区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道路交通噪声等级为良好，区域声

环境质量处于轻度污染水平。 

10、保障民生推动社会保险覆盖率 

重点落实《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深圳经济特

区失业保险若干规定》，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保意识，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深度推进全民医保工作，

为新医保政策的实施做好铺垫，巩固多层次医保体系基础；深化

与辖区学校协同工作机制，努力实现在园在校非户籍少儿医保全

覆盖；深入社区，摸底调查掌握常住人口参保情况；加强宣传，

引导个体工商户积极参保。2013 年福田区各险种参保总数达 968.2

万人。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186.3 万人、 219.4 万人、191.1 万人、

190.9 万人和 180.5 万人，分别增长 11.1%、10.9%、5.7%、38.3%

和 7.5%。户籍居民个人缴费 79881 人，同比增长 7.0%。正常参保

单位 9221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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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田区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医疗资源短缺制约社会协调发展 

社康中心分担医疗负担作用较小，医院与社康中心的双向转

诊模式尚未建立，通道尚未打通，社康中心的承接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家庭病床数量基本为零，无法为双向转诊提供基本的服

务支撑。社康中心发挥分流普通病人的作用不明显，社康中心的

全科诊疗水平尚未得到普遍认可，百姓大病小病仍然到医院就诊，

造成医院人满为患。卫生人才与患者人数比例严重失衡，卫生人

才总量不足，且存在人才引进难、引进质量不高等难题，尤其是

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导致我区目前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严重

缺乏，制约我区学科和临床诊疗水平的发展，难以满足群众对健

康的需求。空间环境拖累发展速度，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建设

工程导致所在医院病床萎缩、空间受限、交通受阻；区域社康中

心的规划与建设用房也存在租赁或回购费用过高、首诊和分级诊

疗的配套政策不到位等问题，随着医疗卫生的不断发展，空间环

境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患者就诊体验和满意度的主要问题之

一。 

2、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任重道远 

面对全国生态问题堪忧的现状，福田区生态环境亦不容乐观，

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和声环境质量均迫切需要改善。空气质量

下降，2013 年福田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AQI）为 310 天，比去

年减少 33 天，空气综合污染指数为 3.14，上升 15.6%。空气中主

要污染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PM2.5 、一氧化碳的年

日平均浓度比上年增高。降水酸雨频率为 62.5%，上升 4.6 个百分

点。全年灰霾天数 98 天，增加 21 天。河流污染严重，辖区内多

数河流水质虽有明显改善，但水质均为劣 V 类，其中皇岗河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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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净化工程由于年初改造停用，水质有所下降，综合污染指数

均值上升，升幅 57.7 个百分点。声环境质量未得到改善，2013 年

福田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 56.5 分贝，达标率 94.1 %，平均值

和达标率与上年持平，区域声环境质量处于轻度污染水平。 

3、安全生产不可控因素增加 

福田区高层建筑密度高，人员密度高，安全基础设施薄弱，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消防电气、交通拥堵、轨道交通建设施工等

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系数较高，安全生产事故防控任务艰巨。辖

区生产经营单位多，主体责任能动性不高，加上流动人口多，从

业人员安全素质参差不齐，安全意识较差，违章指挥、违章操作、

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屡禁不止。2013 年福田区安全监督管理方面

各项指标中除死亡人数下降外，其他指标均呈上升态势，个别指

标增幅较大，发生道路交通、工矿商贸、火灾等安全事故 448 起，

增长 76.4%。其中火灾 400 起，增长 98%;受伤 47 人，增长 6.8%；

直接经济损失 431.5 万元，增长 31.8%。 

三、对策和建议 

1、软硬实力提升医疗综合实力 

加强社康中心标准化建设，解决社康中心业务用房、人员配

备、设备配置等问题，推动社康中心作用的实效性。继续引导和

鼓励社会力量办医，优先支持高水平、专科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的举办，严格落实社会医疗机构监管责任，宽进严管，健全社会

医疗机构考核评估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规范运营、优质服

务的正确发展导向。完善医疗人才引进方式方法，推进柔性引才

工作，借助植入式合作办医，引进知名专家、团队，开展业务帮

扶、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推动建立我区卫生人才引进优惠配套

政策，申请设立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建立人才全周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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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制度。指导各医疗卫生单位，区分层次人才，科学制定人才成

长全周期培养学习计划、健全人才队伍激励机制、建立首席专家

队伍、建立学科发展激励机制、建立专业技术职务竞聘上岗制度。 

2、环境治理和加大监督双管齐下 

启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建设，进一步改善红树林湿地生态

环境。推进禾镰坑水库生态景观提升工程，努力打造生态景观亮

点。开展环保入户行动，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从宜居城区建

设、资源能源节约、生态文明素养提升等三个方面，以及市民群

众、中小学校和企业三个绿色主体入手，全面推进环保入户行动。

抓好污染减排，持续改善辖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

维护辖区环境安全稳定。严把建设项目准入关，严格执行排污许

可制度，严格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项目，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源的

产生。加强环境监察，严厉打击各种违法排污行为，坚决维护群

众环境权益。加强环保验收，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严

格发放排污许可证。 

3、加大安全生产监督和宣传力度 

推广使用安全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发动、督促辖区生产经营

单位规范安全隐患自查自报工作，强化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的有效

落实。突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

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加大对事故易发区域和领域的监

控力度，及时排查、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围绕“安全社区”建

设工作，合力推动各项安全促进项目建设，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基

础建设。组织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进一步提

升市民的安全意识和素质。 

 

撰稿：田秀瑛（区统计局高级统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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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 2013 年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13 年 增长(±%) 数据提供 

1 人均 GDP 万元 20.23 9.8 区统计局

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54116 9.4 区统计局

3 空气质量优良率 % 57.6 — 区环水局

4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100 — 区环水局

5 公共图书馆（室） 个 106 — 区文体局

6 失业转就业人数 人 8001 2.5 区人资局

7 普惠幼儿园 个 55 — 区教育局

8 区属医院总诊疗量 万人次 659.5 13.1 区卫人局

9 亿元GDP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人 0.008 -27.3 区安监局

10 民政事业费支出 万元 9996 21.5 区民政局

11 刑事警情 起 9794 8.5 区公安分局

12 结案数 宗 1510 -21.9 区公安分局

13 社会各险种参保总人数 万人 968.2 11.2 区社保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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