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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为摸清“三农”基本国情，查清“三农”新发展
新变化，国务院组织开展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
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时期资料为 2016年度。普查对象包括农业
经营户，居住在农村有确权（承包）土地或拥有农
业生产资料的户，农业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乡
镇人民政府。普查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能力及
其产出、农村基础设施及其基本社会服务和农民
生活条件等。农业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法，由
普查员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逐个查点和填报。
根据国务院统一安排部署，我市共组织动员了普
查员、普查指导员和各级普查机构的工作人员
1万多人，登记了 83.2 万个农户、1984 个村、74
个乡镇、5140 个农业经营单位；组织 70多名工
作人员对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作物播种面积进行
卫星遥感测量，完成了33景卫星遥感数据处理，
实地调查了 33个样方和 11个抽中普查区，取得
了 1.3万笔数据，掌握了全市主要农作物种植空
间分布，取得了全市及种植大县主要农作物种植
面积数据。

根据河南省农普办《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农
业普查事后质量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郑州市
农普办组织了数据质量抽查，评估了普查数据质
量。综合抽查结果显示，全市农业普查登记对象
漏报率、普查指标数据差异率均在控制范围之
内。数据质量达到普查方案设计标准。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的有关规定，郑州
市农普办和郑州市统计局发布普查公报，向社会
公布普查的主要结果。

（第一号）
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

郑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共调查了 74个
乡镇，其中乡 15 个，镇 59 个；1984 个村，其中
1891个村委会，93个涉农居委会；8475个自然
村；412个 2006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

一、农业经营主体
2016年，全市共有农业经营户724929户，其

中，规模农业经营户8106户。全市共有农业经营
单位 5140个。2016年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
民合作社总数4831个，其中，农业普查登记的以
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 1808
个。全市共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21.67万人。

二、农村基础设施
2016年末，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

乡镇占6.8%，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占37.8%。
2016 年末，全市 100%的村通电，16.1%的

村通天然气。31.4%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2016年末，100%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或部

分集中处理。91.3%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
分集中处理，36.1%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
分集中处理，88.1%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2016年末，98.7%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

29.7%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37.8%的乡镇有体
育场馆，91.9%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
79.7%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

2016年末，100%的乡镇有幼儿园、托儿所，
100%的乡镇有小学，36.7%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

2016年末，100%的乡镇有医疗卫生机构，
100%的乡镇有执业（助理）医师，96.6%的村有
卫生室。

四、农民生活条件
2016 年末，99.0%的户拥有自己的住房，

53.8%的户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46.6%
的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

五、设施农业
2016年末，全市温室占地面积 17046亩，大

棚 占 地 面 积 45350 亩 ，渔 业 养 殖 用 房 面 积
199792平方米。

注：
1.乡镇：指行政建制是乡、镇，包括重点镇、

非重点镇和乡。不包括街道办事处和具有乡镇
政府职能的农林牧渔场等管理机构。农普公报
中，2016年度区划调整截止日期为 2016年 9月
30日，10月 1日及以后发生的区划调整纳入下
一年度。

2.村：指村民委员会和涉农居民委员会所辖
地域。

3.自然村：指在农村地域内由居民自然聚居
而形成的村落，自然村一般都应该有自己的名称。

4.农业经营户：指居住在郑州市境内，从事
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经营户。

5.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
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户。规模化标
准为：

种植业：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
土地达到100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
地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 50亩及以上、设施农
业的设施占地面积25亩及以上。

畜牧业：生猪年出栏 200头及以上；肉牛年
出栏 20头及以上；奶牛存栏 20头及以上；羊年
出栏 100只及以上；肉鸡、肉鸭年出栏 10000只
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 2000只及以上；鹅年出
栏1000只及以上。

林业：经营林地面积达到500亩及以上。
渔业：淡水或海水养殖面积达到 50亩及以

上；长度24米的捕捞机动船1艘及以上；长度12
米的捕捞机动船 2艘及以上；其他方式的渔业经
营收入30万元及以上。

农林牧渔服务业：对本户以外提供农林牧渔
服务的经营性收入达到10万元及以上。

其他：上述任一条件达不到，但全年农林牧
渔业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
农业经营户，如各类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大户等。

6.农业经营单位：指郑州市境内以从事农业
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和未注册单位，以

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单位或未
注册单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既包括主营
农业的农场、林场、养殖场、农林牧渔场、农林牧
渔服务业单位、具有实际农业经营活动的农民合
作社；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学校、科研单
位、工矿企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基金会
等单位附属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

7.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指在农业经营户或农
业经营单位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30天
以上的人员数（包括兼业人员）。

8.农民合作社：指有合作社的名称，符合《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合作社性质、设立条件
和程序、成员权利和义务、组织机构、财务管理等
要求，有农业生产经营或农林牧渔服务，名称为
农民合作社的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包括已在
工商部门登记，以及虽未登记但符合上述要求的
农民合作社，不包括以公司名称登记注册的股份
合作制企业、社区经济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村
信用社等。也不包括从事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
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非农行业的农民合
作社。

9.有火车站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国家
铁道部门设立的能够正常进行货物或旅客运输
的站点。

10.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指在乡镇辖
区内有符合中国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
定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11.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指本村地域
内有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品交易模式服务的配
送站点。

12.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指全部或
部分住户通过城乡自来水管道网饮用自来水的
乡镇。

13.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
村：指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
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
实行统一集中清运处理。

14.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
村：指本村地域内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水集中
处理，或者虽然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但是对污水
实行统一集中收集由其他单位处理。

15.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指本村地域
内完成或部分完成了露天粪缸、粪坑、旱厕、简易
厕所的改造，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粪池、
沼气池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所或
其他村里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场所。

16.有图书馆、文化站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
内有经过文化管理部门批准，并对公众开放的图
书馆和文化站，不包括单位内部的图书室。

17.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指乡镇辖区内有
独立核算的专用剧场和属文化部门主管的能演
出戏剧的影剧院、兼映电影的剧场，以及附属在
剧院、团公开营业的非独立核算的剧场、排演场。

18.有体育场馆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
体育场和体育馆。体育场指有400米跑道（中心
含足球场），有固定道牙，跑道 6条以上并有固定
看台的室外田径场地。体育馆指有固定看台，可
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等项目训练
比赛活动用的室内运动场地。包括学校或企事
业单位的对外开放的各类体育场馆，但不包括体
育健身广场。

19.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指在乡
镇辖区内有经过有关管理部门批准，供居民休闲
游玩的地方。

20.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
由村集体、个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
众为目的的、有固定场所和必要设施的体育活动
站、馆、场所等。

21.有幼儿园、托儿所的乡镇（村）：指乡镇
（村）辖区内有幼儿园、托儿所，包括学前班，以及
虽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却有一定规模（儿童数
超过10人）的个人办幼儿园、托儿所。

22.有小学的乡镇：指乡镇辖区内有经过县
及县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适龄儿童为主实
施小学教学计划的学校。

23.有医疗卫生机构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
内有从卫生行政部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或从民政、工
商行政、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法人单位登记证
书，为社会提供医疗保健、疾病控制、卫生监督服
务或从事医学科研和医学在职培训等工作的单
位。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24.有执业（助理）医师的乡镇：指在乡镇辖
区内有 1名或 1名以上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

“级别”为“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且实际从
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包括有执业证
但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医师。

25.有卫生室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经县及
以上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
办的卫生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
定经营场所，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
的牙医室，以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26.住房：一般指有墙、顶、门、窗等结构，周
围有墙，能防风避雨，供人居住的房屋。按照各
地生活习惯，可供居住的窑洞、竹楼、蒙古包、帐
篷、毡房、船屋等也包括在内。

27.拥有住房数量：按本户拥有所有权的住
房处所数量计算，单栋的楼房按一处计。

28.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指通过自来水
厂或集中净化设施进行净化和消毒，并符合国家
饮用水标准的供人们生活的水。

29.水冲式卫生厕所（冲入下水道、化粪池和
厕坑）：指有上下水系统，或厕间有备水桶（瓢
冲），坐便或蹲便器有水封或无水封的厕所，且粪
便及污水冲入到下水道、化粪池和厕坑，无蝇，不
会造成环境污染。

30.温室、大棚占地面积：由三部分组成，一

是实际使用面积，指沿墙内侧的围绕面积；二是
墙体面积，指设施的墙体等其他支撑体自身的占
地面积；三是采光占用面积，指设施距遮光物体
（其他设施、房屋等）的必要距离所占的面积。

31.郑州市公报的数据不包含巩义市。

（第二号）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服务

郑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市 74个乡
镇和1984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服务
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公布如下：

一、交通
2016 年末，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

乡镇占全部乡镇的 6.8%，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
占37.8%。

74.5%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村委会到最
远自然村、居民定居点距离以5公里以内为主。

乡镇、村交通设施
单位：%

二、能源、通讯
2016年末，100%的村通电，16.1%的村通天

然气，100%的村通电话，81.6%的村安装了有线
电视，98.2%的村通宽带互联网，31.4%的村有电
子商务配送站点。

三、环境卫生
2016 年末，100%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或部分集中处理。91.3%的村生活垃圾集中
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36.1%的村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88.1%的村完成或部分完
成改厕。

四、文化教育
2016年末，100%的乡镇有幼儿园、托儿所，

100%的乡镇有小学，98.7%的乡镇有图书馆、文
化站，29.7%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37.8%的乡
镇有体育场馆，91.9%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
广场。

36.7%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79.7%的村有
体育健身场所，67.4%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

五、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
2016 年末，100%的乡镇有医疗卫生机构，

100%的乡镇有执业（助理）医师，96.6%的村有
卫生室。

六、市场建设
2016年末，85.1%的乡镇有商品交易市场，

58.1%的乡镇有以粮油、蔬菜、水果为主的专业
市场，10.8%的乡镇有以畜禽为主的专业市场，
6.8%的乡镇有以水产为主的专业市场。

61.7%的村有 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
超市，5.1%的村开展旅游接待服务，45.2%的村
有营业执照的餐馆。

注：
1.乡镇：指行政建制是乡、镇，包括重点镇、

非重点镇和乡。不包括街道办事处和具有乡镇
政府职能的农林牧渔场等管理机构。农普公报
中，2016年度区划调整截止日期为 2016年 9月
30日，10月 1日及以后发生的区划调整纳入下
一年度。

2.村：指村民委员会和涉农居民委员会所辖
地域。

3.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指本村地域内
的主要道路由村集体或其他单位统一组织安装
了路灯。道路两旁由住户零星安装在门前的灯
不包括在内。

4.通电的村：指能用电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
活的村。

5.通天然气的村：指天然气管网已经架设到
本村，并能通过该管网使用天然气的村。

6.通电话的村点：指能用固定电话或手机与
外界联系的村。

7.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指安装了有线电视
接收装置，并能正常收看电视节目的村。

8.通宽带互联网的村：指可通过宽带或光纤
宽带上网查看各种信息的村。宽带对家庭用户
而言指传输速率超过 1M，可以满足语音、图像
等大量信息传递的需求。

9.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指本村地域内
有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品交易模式服务的配送
站点。

10.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
村：指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
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
实行统一集中清运处理。

11.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指本村地域
内完成或部分完成了露天粪缸、粪坑、旱厕、简易
厕所的改造，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粪
池、沼气池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
所或其他村里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
场所。

12.有卫生室的村：指在本村地域内，经县及
以上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
办的卫生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
定经营场所，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
的牙医室，以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13.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指有营业执照，
在本村地域内从事旅游接待、餐饮和住宿等服务
的居民户。包括提供茶馆、酒馆、乡村旅店、农家
乐等活动的居民户。

14.有商品交易市场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
内经有关部门和组织批准设立，有固定场所、设
施，有经营管理部门和监管人员，若干市场经营
者入内，常年或实际开业三个月以上，集中、公
开、独立地进行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等现货商
品交易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的交易场所，包括各类
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的乡镇。

15.郑州市公报的数据不包含巩义市。

（第三号）
农民生活条件

郑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832286户农
户的生活条件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公布
如下：

一、住房
2016年末，99.0%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

其中，拥有 1处住房的 665264 户，占 80.0%；拥
有 2处住房的 126789户，占 15.2%；拥有 3处及
以上住房的 31743 户，占 3.8%；拥有商品房的
102463户，占12.3%。

农户住房主要为砖混。住房为砖混结构的
603390 户，占 72.5%；砖（石）木结构的 16019
户，占 1.9%；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194461 户，占
23.4%；竹草土坯结构的 592户，占 0.1%；其他结
构（含无住房）的17824户，占2.1%。

表1 住房数量与结构构成

二、饮用水
448722户的饮用水为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

水，占 53.8%；327904户的饮用水为受保护的井
水和泉水，占 39.4%；37399 户的饮用水为不受
保护的井水和泉水，占 4.5%；444户的饮用水为
江河湖泊水，占0.1%；9466户的饮用水为收集雨
水，占 1.1%；395户的饮用水为桶装水，占0.1%；
7956户饮用其他水源，占1.0%。

三、卫生设施
使 用 水 冲 式 卫 生 厕 所 的 388995 户 ，占

46.6%；使用水冲式非卫生厕所的 17214 户，占
2.1%；使用卫生旱厕的 254272户，占 30.6%；使
用普通旱厕的 170406 户，占 20.5%；无厕所的
1399户，占0.2%。

四、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
平均每百户拥有小汽车 57辆，摩托车、电瓶

车 131 辆，淋浴热水器 71台，空调 112 台，电冰
箱 93 台，彩色电视机 127 台，电脑 67 台，手机
281部。

表2 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注：按电视节目接收方式分的户比重是指使
用不同电视节目接收方式的户占拥有彩色电视
机户数的比重；上过互联网手机比重是指上过互
联网手机数量占登记户拥有手机总数的比重。

五、主要生活能源
农民做饭取暖使用的能源中，主要使用煤

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 776265户，占 93.3%；
主要使用电的 541154户，占 65.0%；主要使用柴
草的 9347户，占 1.1%；主要使用煤的 92840户，
占 11.2%；主要使用沼气的 3042户，占 0.4%；主
要使太阳能的 1900户，占 0.2%；使用其他能源
的1035户，占0.1%。

表3 主要生活能源构成
单位：%

注：此指标每户可选两项，分项之和大于100%。

注：
1.住房：一般指有墙、顶、门、窗等结构，周围

有墙，能防风避雨，供人居住的房屋。按照各地
生活习惯，可供居住的窑洞、竹楼、蒙古包、帐篷、
毡房、船屋等也包括在内。

2.做饭、取暖用能源：指住户在家庭炊事和
取暖中使用的主要能源，包括柴草、煤、煤气、天
然气、液化石油气、沼气、电、太阳能，以及其他能
源如牛粪等。

3.郑州市公报的数据不包含巩义市。

（第四号）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情况

郑州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市农业生
产经营人员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公
布如下：

一、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
2016 年，全市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1216695

人，其中女性 590554人。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中，年龄 35岁及以下的 320393人，年龄在 36至
54 岁之间的 552625 人，年龄 55 岁及以上的
343677人。

表1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

二、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
和结构

2016 年，全市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包括本户生产经营人员及雇佣人员）
22363 人，其中女性 10699 人。年龄 35 岁及以
下的 5180 人，年龄在 36 至 54 岁之间的 12095
人，年龄55岁及以上的5088人。

表2
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

三、农业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
结构

2016 年，全市农业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
人员 34733人，其中女性 14904人，年龄 35岁及
以下的7561人，年龄在36至 54岁之间的20491
人，年龄55岁及以上的6681人。

表3
农业经营单位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和结构

注：
1.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指在农业经营户或农

业经营单位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30天
以上的人员数（包括兼业人员）。

2.郑州市公报的数据不包含巩义市。

指 标
有火车站的乡镇
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

按通村主要道路路面类型分的村

其中

按村内主要道路路面类型分的村

其中

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距离
5公里以内
6~10公里
1~20公里
20公里以上

水泥路面
柏油路面
砂石路面
砖、石板路面

水泥路面
柏油路面
沙石路面
砖、石板路面
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

全市
6.8
37.8

62.2
36.7
0.5
0.1

84.2
11.9
1.5
0.1
74.5

99.2
0.5
0.2
0.1

按拥有住房数量划分构成
拥有1处住房
拥有2处住房
拥有3处及以上住房
没有住房

按住房结构划分构成
钢筋混凝土
砖混
砖（石）木
竹草土坯
其他（含无住房）
拥有商品房户数
拥有商品房农户所占比重

单位

%
%
%
%

%
%
%
%
%

万户
%

全市

80.0
15.2
3.8
1.0

23.4
72.5
1.9
0.1
2.1
10.2
12.3

小汽车
摩托车、电瓶车
淋浴热水器
空调
电冰箱
彩色电视机
按电视节目接收方式分的户比重（可多选）
有线电视接收
卫星接收
其他方式接收
电脑
手机
上网手机比重

单 位
辆/百户
辆/百户
台/百户
台/百户
台/百户
台/百户

%
%
%

台/百户
部/百户

%

全 市
57
131
71
112
93
127

42.6
50.0
10.9
67
281
54.7

柴草
煤
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沼气
电
太阳能
其他

全市
1.1
11.2
93.3
0.4
65.0
0.2
0.1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数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性别构成

男性
女性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构成
年龄35岁及以下
年龄36~54岁
年龄55岁及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主要从事农业行业构成
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单位
人

%
%

%
%
%

%
%
%
%
%

%
%
%
%
%

全市
1216695

51.5
48.5

26.3
45.4
28.3

3.4
22.3
54.8
16.1
3.4

96.3
1.0
1.6
0.5
0.6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数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性别构成

男性
女性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构成
年龄35岁及以下
年龄36~54岁
年龄55岁及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主要从事农业行业构成
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单位
人

%
%

%
%
%

%
%
%
%
%

%
%
%
%
%

全市
22363

52.2
47.8

23.2
54.1
22.7

2.0
16.7
59.1
19.0
3.2

46.4
0.8
38.7
9.1
5.0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数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性别构成

男性
女性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年龄构成
年龄35岁及以下
年龄36~54岁
年龄55岁及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主要从事农业行业构成
种植业
林业
畜牧业
渔业
农林牧渔服务业

单位
人

%
%

%
%
%

%
%
%
%
%

%
%
%
%
%

全市
34733

57.1
42.9

21.8
59.0
19.2

1.6
12.6
43.3
29.1
13.4

47.3
11.7
20.6
2.8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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