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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业 （２００）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０）
!!!!!!!!!

党建工作 （２００）
!!!!!!!!!!!!!

信访工作 （２０１）
!!!!!!!!!!!!!

余兴庄乡

概况 （２０１）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
!!!!!!!!!!!

生态环境建设 （２０１）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２）
!!!!!!!!!!!

党建工作 （２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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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议 （２０２）
!!!!!!!!!!!!!

两委换届工作 （２０２）
!!!!!!!!!!!

表彰奖励 （２０２）
!!!!!!!!!!!!!

刘千河乡

概况 （２０２）
!!!!!!!!!!!!!!!

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工作 （２０３）
!!!!!!

农业工作 （２０３）
!!!!!!!!!!!!!

生态环境建设 （２０３）
!!!!!!!!!!!

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 （２０３）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３）
!!!!!!!!!!!

党建工作 （２０３）
!!!!!!!!!!!!!

主要会议 （２０３）
!!!!!!!!!!!!!

表彰奖励 （２０４）
!!!!!!!!!!!!!

古塔乡

概况 （２０４）
!!!!!!!!!!!!!!!

农业产业化开发 （２０４）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４）
!!!!!!!!!!!

集镇建设 （２０５）
!!!!!!!!!!!!!

农田基建 （２０５）
!!!!!!!!!!!!!

财税工作 （２０５）
!!!!!!!!!!!!!

扶贫开发 （２０５）
!!!!!!!!!!!!!

社会事业 （２０５）
!!!!!!!!!!!!!

疫病控制 （２０５）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５）
!!!!!!!!!!!

党建工作 （２０５）
!!!!!!!!!!!!!

主要会议 （２０６）
!!!!!!!!!!!!!

表彰奖励 （２０６）
!!!!!!!!!!!!!

青云乡

概况 （２０６）
!!!!!!!!!!!!!!!

农业主导产业建设 （２０６）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７）
!!!!!!!!!!!

乡镇企业发展 （２０７）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７）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事业 （２０７）
!!!!

党建工作 （２０７）
!!!!!!!!!!!!!

党代会 （２０７）
!!!!!!!!!!!!!!

人代会 （２０７）
!!!!!!!!!!!!!!

表彰奖励 （２０８）
!!!!!!!!!!!!!

安崖镇

概况 （２０８）
!!!!!!!!!!!!!!!

农业主导产业开发 （２０８）
!!!!!!!!!

生态环境建设 （２０８）
!!!!!!!!!!!

集镇建设 （２０９）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９）
!!!!!!!!!!!

扶贫攻坚工程 （２０９）
!!!!!!!!!!!

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 （２０９）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９）
!!!!!!!!!!!

党建工作 （２１０）
!!!!!!!!!!!!!

党代会 （２１０）
!!!!!!!!!!!!!!

人代会 （２１０）
!!!!!!!!!!!!!!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１０）
!!!!!!!!!!

表彰奖励 （２１０）
!!!!!!!!!!!!!

大河塔乡

概况 （２１０）
!!!!!!!!!!!!!!!

农业产业化开发 （２１１）
!!!!!!!!!!

生态环境建设 （２１１）
!!!!!!!!!!!

基础设施和集镇建设 （２１１）
!!!!!!!!

非公有制经济和劳务输出 （２１１）
!!!!!!

财政管理 （２１１）
!!!!!!!!!!!!!

各项社会事业 （２１１）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１１）
!!!!!!!!!!!

党建工作 （２１１）
!!!!!!!!!!!!!

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 （２１２）
!!!!!

主要会议 （２１２）
!!!!!!!!!!!!!

表彰奖励 （２１２）
!!!!!!!!!!!!!

麻黄梁镇

概况 （２１２）
!!!!!!!!!!!!!!!

农业主导产业建设 （２１３）
!!!!!!!!!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２１３）
!!!!!!!!!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１３）
!!!!!!!!!!!

镇村道路建设 （２１３）
!!!!!!!!!!!

小城镇建设 （２１３）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１３）
!!!!!!!!!!!

扶贫建设工程 （２１３）
!!!!!!!!!!!

文教卫生事业 （２１４）
!!!!!!!!!!!

党建工作 （２１４）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１４）
!!!!!!!!!!!

党代会 （２１４）
!!!!!!!!!!!!!!

人代会 （２１４）
!!!!!!!!!!!!!!

表彰奖励 （２１４）
!!!!!!!!!!!!!

牛家梁镇

概况 （２１４）
!!!!!!!!!!!!!!!

农业产业开发 （２１５）
!!!!!!!!!!!

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 （２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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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 （２１５）
!!!!!!!!!!!

集镇建设 （２１５）
!!!!!!!!!!!!!

民政工作 （２１５）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１５）
!!!!!!!!!!!

党建工作 （２１６）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１６）
!!!!!!!!!!!

主要会议 （２１６）
!!!!!!!!!!!!!

表彰奖励 （２１６）
!!!!!!!!!!!!!

金鸡滩镇

概况 （２１６）
!!!!!!!!!!!!!!!

农业及主导产业 （２１７）
!!!!!!!!!!

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２１７）
!!!!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１７）
!!!!!!!!!!!

社会事业 （２１７）
!!!!!!!!!!!!!

移民工程 （２１７）
!!!!!!!!!!!!!

党建工作 （２１７）
!!!!!!!!!!!!!

党代会 （２１７）
!!!!!!!!!!!!!!

人代会 （２１８）
!!!!!!!!!!!!!!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２１８）
!!!!!!!!

表彰奖励 （２１８）
!!!!!!!!!!!!!

孟家湾乡

概况 （２１８）
!!!!!!!!!!!!!!!

农业主导产业建设 （２１８）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１９）
!!!!!!!!!!!

乡镇企业发展 （２１９）
!!!!!!!!!!!

境内重点项目建设 （２１９）
!!!!!!!!!

各项社会事业 （２１９）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１９）
!!!!!!!!!!!

党建工作 （２１９）
!!!!!!!!!!!!!

贯彻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 （２１９）
!!!!

主要会议 （２２０）
!!!!!!!!!!!!!

表彰奖励 （２２０）
!!!!!!!!!!!!!

小壕兔乡

概况 （２２０）
!!!!!!!!!!!!!!!

农业主导产业发展 （２２０）
!!!!!!!!!

生态环境建设 （２２０）
!!!!!!!!!!!

集镇建设 （２２０）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０）
!!!!!!!!!!!

社会事业 （２２１）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２１）
!!!!!!!!!!!

党建工作 （２２１）
!!!!!!!!!!!!!

党代会 （２２１）
!!!!!!!!!!!!!!

人代会 （２２１）
!!!!!!!!!!!!!!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２１）
!!!!!!!!!!

表彰奖励 （２２１）
!!!!!!!!!!!!!

岔河则乡

概况 （２２２）
!!!!!!!!!!!!!!!

农业工作 （２２２）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２）
!!!!!!!!!!!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２２）
!!!!!!!!!!!

社会事业 （２２２）
!!!!!!!!!!!!!

党建工作 （２２２）
!!!!!!!!!!!!!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２２２）
!!!!!!

主要会议 （２２２）
!!!!!!!!!!!!!

表彰奖励 （２２３）
!!!!!!!!!!!!!

马合镇

概况 （２２３）
!!!!!!!!!!!!!!!

农业工作 （２２３）
!!!!!!!!!!!!!

生态建设 （２２３）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３）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２３）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民主法制建设 （２２３）
!!

党建工作 （２２３）
!!!!!!!!!!!!!

主要会议 （２２４）
!!!!!!!!!!!!!

表彰奖励 （２２４）
!!!!!!!!!!!!!

小纪汗乡

概况 （２２４）
!!!!!!!!!!!!!!!

生态农业和产业化开发 （２２４）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４）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２５）
!!!!!!!!!!!

党建工作 （２２５）
!!!!!!!!!!!!!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事业 （２２５）
!!!!!!

撤乡并镇 （２２５）
!!!!!!!!!!!!!

主要会议 （２２５）
!!!!!!!!!!!!!

表彰奖励 （２２５）
!!!!!!!!!!!!!

补浪河乡

概况 （２２６）
!!!!!!!!!!!!!!!

农业工作 （２２６）
!!!!!!!!!!!!!

财政管理 （２２６）
!!!!!!!!!!!!!

小城镇建设和非公有制经济 （２２６）
!!!!!

扶贫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６）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２６）
!!!!!!!!!!!

党建工作 （２２６）
!!!!!!!!!!!!!

主要会议 （２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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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桥乡

概况 （２２７）
!!!!!!!!!!!!!!!

农业工作 （２２７）
!!!!!!!!!!!!!

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 （２２７）
!!!!!!!!

小城镇建设 （２２７）
!!!!!!!!!!!!

扶贫工作及社会事业 （２２８）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２８）
!!!!!!!!!!!

党建工作 （２２８）
!!!!!!!!!!!!!

主要会议 （２２８）
!!!!!!!!!!!!!

表彰奖励 （２２８）
!!!!!!!!!!!!!

巴拉素镇

概况 （２２８）
!!!!!!!!!!!!!!!

农业主导产业 （２２９）
!!!!!!!!!!!

财政工作与财源建设 （２２９）
!!!!!!!!

小城镇建设 （２２９）
!!!!!!!!!!!!

扶贫工作 （２２９）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２９）
!!!!!!!!!!!

党建工作 （２３０）
!!!!!!!!!!!!!

主要会议 （２３０）
!!!!!!!!!!!!!

表彰奖励 （２３０）
!!!!!!!!!!!!!

芹河乡

概况 （２３０）
!!!!!!!!!!!!!!!

农业生产与生态建设 （２３０）
!!!!!!!!

扶持农业发展工作 （２３１）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３１）
!!!!!!!!!!!

小城镇建设 （２３１）
!!!!!!!!!!!!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３１）
!!!!!!!!!!!

教育教学工作 （２３１）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３１）
!!!!!!!!!!!

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 （２３２）
!!!!!!!!

信访稳定工作 （２３２）
!!!!!!!!!!!

主要会议 （２３２）
!!!!!!!!!!!!!

表彰奖励 （２３２）
!!!!!!!!!!!!!

街道办事处

新明楼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３３）
!!!!!!!!!!!!!!!

街道经济 （２３３）
!!!!!!!!!!!!!

财政税收 （２３３）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３３）
!!!!!!!!!!!

环卫建设 （２３３）
!!!!!!!!!!!!!

城市扶贫 （２３４）
!!!!!!!!!!!!!

计划生育 （２３４）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３４）
!!!!!!!!!

党建工作 （２３４）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３４）
!!!!!!!!!!!

表彰奖励 （２３４）
!!!!!!!!!!!!!

鼓楼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３５）
!!!!!!!!!!!!!!!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３５）
!!!!!!!!!!!

财政税收 （２３５）
!!!!!!!!!!!!!

基础建设 （２３５）
!!!!!!!!!!!!!

计划生育 （２３５）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３５）
!!!!!!!!!

扶贫帮困 （２３５）
!!!!!!!!!!!!!

劳动保障 （２３５）
!!!!!!!!!!!!!

防疫保健 （２３６）
!!!!!!!!!!!!!

党建工作 （２３６）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３６）
!!!!!!!!!!!

表彰奖励 （２３６）
!!!!!!!!!!!!!

上郡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３６）
!!!!!!!!!!!!!!!

街道经济 （２３６）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３６）
!!!!!!!!!!!

环境卫生工作 （２３７）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３７）
!!!!!!!!!!!

民政工作 （２３７）
!!!!!!!!!!!!!

社区建设 （２３７）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３７）
!!!!!!!!!

武装工作 （２３７）
!!!!!!!!!!!!!

党建工作 （２３８）
!!!!!!!!!!!!!

表彰奖励 （２３８）
!!!!!!!!!!!!!

青山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３８）
!!!!!!!!!!!!!!!

街道经济 （２３８）
!!!!!!!!!!!!!

民政工作 （２３８）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３８）
!!!!!!!!!

党建工作 （２３９）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３９）
!!!!!!!!!!!

征兵和信访工作 （２３９）
!!!!!!!!!!

驼峰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３９）
!!!!!!!!!!!!!!!

街道经济 （２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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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 （２４０）
!!!!!!!!!!!

环卫建设 （２４０）
!!!!!!!!!!!!!

城市扶贫 （２４０）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４０）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４０）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４０）
!!!!!!!!!!!

表彰奖励 （２４０）
!!!!!!!!!!!!!

崇文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４０）
!!!!!!!!!!!!!!!

街道经济 （２４１）
!!!!!!!!!!!!!

财税工作 （２４１）
!!!!!!!!!!!!!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４１）
!!!!!!!!!!!

环卫建设 （２４１）
!!!!!!!!!!!!!

城市扶贫 （２４１）
!!!!!!!!!!!!!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２４１）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４２）
!!!!!!!!!

党建工作 （２４２）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４２）
!!!!!!!!!!!

征兵工作 （２４２）
!!!!!!!!!!!!!

信访工作 （２４２）
!!!!!!!!!!!!!

表彰奖励 （２４２）
!!!!!!!!!!!!!

航宇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２４３）
!!!!!!!!!!!!!!!

街道经济 （２４３）
!!!!!!!!!!!!!

财税工作 （２４３）
!!!!!!!!!!!!!

基础建设 （２４３）
!!!!!!!!!!!!!

环卫建设 （２４３）
!!!!!!!!!!!!!

城市扶贫 （２４４）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４４）
!!!!!!!!!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４４）
!!!!!!!!!!!

党建工作 （２４４）
!!!!!!!!!!!!!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４５）
!!!!!!!!!!!

征兵工作 （２４５）
!!!!!!!!!!!!!

信访工作 （２４５）
!!!!!!!!!!!!!

表彰奖励 （２４５）
!!!!!!!!!!!!!

党政领导简介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领导人 （２４６）
!!!!!!!

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常委会领导人 （２４９）
!!!!!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领导人 （２５０）
!!!!!!

政协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领导人 （２５２）
!!!!!

榆阳区出席省、市、区人大、政协会议代表

　名单 （２５４）
!!!!!!!!!!!!!!!!

文件·政令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重要文件目录 （２６１）
!!!!

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常委会重要文件目录 （２６７）
!!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重要文件目录 （２６９）
!!!

文　　摘

政论·纪实

团结奋进　务实创新　争做和谐榆林的
　排头兵
　———周一波同志在榆阳区区级领导干

部会议上的讲话 （２８２）
!!!!!!!

省军区政委王振西看望治沙女民兵连

　———周一波就做大做强女民兵连的事
业提出具体要求 （２８５）

!!!!!!!

加强史志交流探讨协作

　———晋陕蒙接攘区史志协作会在神木
举行 （２８５）

!!!!!!!!!!!!

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２８６）
!!!!!!!!!!!!!

《榆林市志》出版发行 （２８６）
!!!!!!!

要加强对修志工作的组织领导 （２８７）
!!!!

一地之史并不好写 （２８７）
!!!!!!!!!

全国地方志规划会在西安举行 （２８８）
!!!!

续志修编：为中华文化写新篇 （２８８）
!!!!

传承文化　服务社会 （２８９）
!!!!!!!!

以史为鉴　立不败之地 （２９０）
!!!!!!!

存史资治　继往开来
　———镇川镇纪念解放五十四周年 ，举

行镇志首发式 （２９１）
!!!!!!!!

毛泽东主席谈 《荆门县志》 （２９２）
!!!!

我省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目标确定 （２９２）
!!

全省第二轮志书编纂业务培训班开班… （２９３）
默默耕耘逾廿年　三千万字留史册
　———我市首届修志工作综述 （２９３）

!!!!

文化·生活

镇北台 （２９４）
!!!!!!!!!!!!!!

明武宗与凯歌楼 （２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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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巡榆始末记 （２９５）
!!!!!!!!!!

榆林城区的巷道 （２９８）
!!!!!!!!!!

榆林名列我国九大古城墙之一 （２９９）
!!!!

陕西境内首次发现榆林出土四千五百年

　前铜刀指环 （２９９）
!!!!!!!!!!!

榆林城的起源 （２９９）
!!!!!!!!!!!

历史上的榆林城垣与城楼 （２９９）
!!!!!!

延绥镇 （３０２）
!!!!!!!!!!!!!!

小北京的来历 （３０２）
!!!!!!!!!!!

康熙访榆林 （３０３）
!!!!!!!!!!!!

红石峡生态公园被评为国家ＡＡＡ级旅游
　度假区 （３０３）

!!!!!!!!!!!!!

榆林古城的老字号 （３０４）
!!!!!!!!!

榆阳书院 （３０６）
!!!!!!!!!!!!!

榆林发现一特大汉墓群 （３０６）
!!!!!!!

榆阳胜景———青云寺观 （３０６）
!!!!!!!

榆林八景 （３０７）
!!!!!!!!!!!!!

读史有感 （３０７）
!!!!!!!!!!!!!

十二时辰何指 （３０８）
!!!!!!!!!!!

“六亲”指的哪些亲？ （３０８）
!!!!!!!

五岳之高谁为冠 （３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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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江泽民总书记榆林行侧记

　　２００２年３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来榆林视察，
这在榆林人民生活中是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事。这

是江总书记第五次来陕视察，但把考察活动的第一

站放在榆林，还是第一次。

１９９７年６月，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曾视察过榆
林，那次视察回到北京之后，他向国务院递交了一

份关于此次陕北之行的调查报告，提出了黄土高原

生态治理的初步设想。也就是从那份报告中，江总

书记认识了榆林。８月５日，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
“要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榆林是山川秀美

工程的主战场。五年时间过去了，榆林人民正好借

此机会向总书记汇报。

３月２６日下午５时许，江总书记和随行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

庆红等领导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榆林镇川机场，

拉开了此次榆林之行的序幕。

２７日上午９时许，他在各级领导的陪同下参观
了榆林市榆阳区七里沙防沙治沙综合治理示范区。

榆林地区的治沙防沙工作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江总书记详细了解榆林人民是怎么创造人进沙退这

一人间奇迹的。这一天，老天善解人意，早晨起来

还有风，转眼间，又下起了小雨，空气也变得湿

润，来到七里沙防沙治沙中心，看到雨后郁郁葱葱

的一片松林，总书记的兴致很高，他亲切会见了闻

名全国的治沙英雄牛玉琴、石光银和长城姑娘治沙

连的全体战士。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把牛玉琴介

绍给总书记：“这是咱们的治沙英雄。”此刻，牛玉琴

激动地望着总书记说：“总书记，我是第四次受到您

的接见了。”是啊，一个农家妇女能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不光是她个人的光荣，也是榆林人

民的光荣，是对他们治沙成绩的肯定。总书记在与

治沙英雄合影后转过身对治沙连连长边振林说：“你

们干得真棒！”接着，总书记又来到了镇北台视察，这

里高高竖起的一块展板上所写的内容正是１９９７年８
月５日，他在姜春云《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
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的批示内容。

总书记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关注还体现在他在对

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的视察中，时间是次日的下午５
时。总书记来到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红石峡沙地植物

园，治沙所党委书记、所长冯斌汇报了治沙所的发

展情况： “榆林沙地植物园始建于１９５７年，占地
３００公顷，内分引种区、试验区、展示区、生态区
和封护区等五个功能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保持了

原始沙丘自然地貌，并且无任何灌溉条件……。整

个园区共搜集保存了４５种１６７个沙生、旱生植物
种。”总书记认真地听着。郭永平继续介绍：“这个

沙生植物园在榆林全市生态环境建设中，起了很重

要的作用，所有树种，都先在这里试种，然后在全

市推广……。植物园已成为展示毛乌素沙地沙漠化

治理成果和实用技术的重要示范区。”总书记又详

细地询问了飞播造林情况。我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飞

播治沙就开始于榆林，在这个治沙研究所的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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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至今还保留着最早的三万多亩飞播实验田。榆

林现有沙区沙生树林，每四亩中就有一亩是飞播林

地。总书记高兴地说：“你们为西北地区的沙漠治

理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时，总书记发现植物园不

设围墙，便问：“这个植物园怎么没有围墙？”郭永

平说：“榆林建国几十年治沙造林，干部群众对树

和草都很爱护，不会有人进来砍树，破坏植被，所

以不需要围墙。”听了介绍，总书记称赞道：“你们

这里干部群众的生态意识很强啊。”并进一步强调：

“你们要把这个植物园很好地保护起来。”在这里，

总书记看到了榆林人民治理沙漠的成绩。

榆林地区，不光治沙防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里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以来，能

源基地建设也在这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此次榆林

之行，总书记视察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神木能源建

设。到达榆林的当天下午４时，总书记的车队来到
了陕北煤电基地项目神木锦界电厂厂址现场。在锦

界电厂厂址一个高７米、面积达１８０平方米的工棚
里摆放着两个沙盘模型：一个是电厂模型，一个是

锦界矿区地貌模型，墙上还挂着陕北资源、陕北煤

电总体规划、陕北煤电基地电力送出示意图。总书

记走进工棚，听取了陕西省电力公司总经理赵杰就

煤电一体化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陕北煤田基地的条

件、陕北煤电西电东送北部通海送气的气田。长庆

油田分公司总经理胡文瑞介绍：“给北京供气的是

靖边气田，将作为 ‘先锋气’，给上海供气的是靖

边气田苏里格气田。苏里格气田目前是中国最大的

气田，探明储量是６０２５亿立方米。”对总书记关心
的与壳牌公司合作的气田，胡文瑞介绍说：“是榆

林气田，是中国第四大气田，就在您脚下的神木探

区，现已发现天然气，井深只有 ｌ６００米，而且单
井产量较高。”总书记说：“汇报得很清楚，我都听

明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并语重心长地对

各级领导交待：“资源这么丰富，一定要开发好！”

继视察锦界电厂之后，车队又来到了大柳塔煤

矿的办公楼前。大柳塔，是我国新发现的最大的露

天煤矿的所在地，江总书记在三楼会议室里听取了

叶青董事长和神东公司杨景才董事长的汇报，对于

高产高效的矿区发展建设给予了肯定，并参观了煤

矿生产指挥中心，他还来到调度台前通过电视荧屏

和井下３０６工作面检查工作的副矿长李波通了话，
亲切慰问了生产第一线的工人。总书记走出办公楼

时，受到矿工的热烈欢迎。 “总书记好！总书记

好！”职工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此起彼伏，总书记与

站在前排的矿工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矿工们不

会忘记这最有纪念意义的时刻。

总书记每次外出视察，都要和百姓亲切交谈，

问寒问暖，把党中央的关心送到群众心坎上。此

次，在视察锦界电厂之后，总书记选择了神木县黄

土庙村视察。进村后，省委书记李建国把村支书呼

留成介绍给总书记。呼留成紧走几步与总书记握

手。总书记的到来使偏僻的山村顿时充满生机。总

书记信步走进李治田的家里，屋内摆设简单、朴

素，但不失大方、干净。总书记坐在沙发上，招呼

李治田的父亲坐在身边。总书记问李有贵老人：

“今年多大了？属啥？”李有贵告诉总书记：“属牛

的，今年７８岁。”总书记又关切地问：“生活过得
怎样？”李老汉如实回答：“这里连续５年大旱，好
多杨树枯死了，人工打的浅井都干了，去年大旱，

山地几乎没什么收成。”总书记忧心忡忡地询问：

“旱情这么严重，你们的日子怎么过？”李治田与婆

姨贺俊英齐声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了，遭了这么

大的灾，群众都没受饿。”听到此，总书记放心地

点了点头。李治田接着说：“政府帮我们村退耕还

林。因为连续五年干旱，种粮没收成，所以我们在

山坡上种草、种树。在这点上，政府严格把关，要

求林草成活率达到７０％以上。我们家栽种的林草成
活率达到了８０％。政府按标准给我们兑现了粮款，
去年我家退耕１４９亩，补助麦子７４５公斤，玉米７４５
公斤，还给我们２９８元管理费。”总书记会意地笑着
说：“全靠退耕还林过日子。”总书记又提到孩子上

学：“一年要花多少钱？”李治田回答：“一年得花三

千元。”总书记勉励地说：“你现在多花点钱，把孩子

培养成才，不但能为国家建设服务，将来还能成为你

们家的摇钱树。”对于总书记的询问，李治田一一作

了回答。并和他们一家合影留念。总书记还看望了

黄土庙小学的师生，他摸着一名小学生的头说：“你

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总书记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他在榆林看到了黄

土高原山川秀美工程的美好前景，看到了中国未来

的希望。２８日下午，总书记结束对神木的视察，２９
日上午离开榆林继续他在陕西的考察……

（任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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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秋深情更深
———记胡锦涛总书记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工作

　　陕北的深秋，天高云淡，层林尽染。
１０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陕西省榆林市，在陕

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和省长袁纯清等陪同下，入农

户、进企业、登沙丘，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

全会精神、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行深入调

研。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胡锦涛高度重视全会精神的

贯彻落实，２８日下午一到榆林，就风尘仆仆前往
榆阳区小纪汗乡考察。

小纪汗乡大纪汗村这几年以玉米为主的种植业

发展很快，村民周世清就是玉米种植户。他家的院

子里、房顶上，都晾晒着新收获的金黄色玉米。

总书记走进周世清家，拿起沉甸甸的玉米察

看，详细询问他家种了多少玉米、国家给种粮农民

的补贴政策落实没有、今年收成如何、日子过得怎

么样……

周世清告诉总书记，全家种了 ３０多亩玉米，
种粮补贴都拿到了，今年收成很好，家里的日子过

得很红火。

胡锦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民以食为天。

我们国家有１３亿人口，粮食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一系列扶

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今后，国家给种粮农民的

优惠会越来越多，粮食最低收购价会稳步提高，种

粮补贴会逐步增加，真正让农民兄弟从种粮中得到

更大的收益。”

在谈到乡亲们十分关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时，总书记说： “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

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同

时允许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多种形式流

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这一点上，请乡亲们放心！”

“中央的好政策让我们农民吃了定心丸，我可

以放心在土地上进一步投资了！”周世清高兴地说。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大力发

展生猪养殖，加快提高村民农业科技素质……５７
岁的村支书张发林向总书记一一汇报村里今后的发

展规划。

胡锦涛高兴地为大纪汗村的未来发展鼓掌。他

说：“有党支部的坚强领导，有全体村民的共同努

力，相信你们一定能把粮食生产搞好、把养殖业搞

好，使大家尽快富裕起来！”

小纪汗乡黄土梁村发展养殖业远近闻名，全村

温棚养猪１万多头、舍饲养羊１１万多只。村民们
通过发展养殖业，走上了致富之路。

在这个村的生猪养殖大户刘世平家，胡锦涛走

到一排排整洁的圈舍前，察看生猪饲养情况，向主

人了解生猪品种、疫病防治、市场价格和生猪养殖

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刘世平家用自己种的玉米做饲

料，大大降低养猪成本，一头猪能净挣６００多元，
今年全家收入可望达到４０多万元。得知这个情况，
总书记由衷地说：“听说你家通过养猪，收入越来

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感到很高兴。中央扶持

生猪生产的政策会保持稳定，你们可以放心。希望

乡亲们依靠科学技术，搞好品种改良和疫病防控，

把生猪养殖业发展得更好，得到更多的收益。”

在考察农村时，胡锦涛对省里的负责同志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适应了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亿万农民的共同心愿，对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全党同志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要坚持把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

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

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农村

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农业、农村、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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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局面。

榆林市煤炭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是国家新型

能源化工基地，已经建成超亿吨煤炭生产基地、亚

洲最大的天然气净化装置和国内最大的甲醇生产基

地。

２９日上午，胡锦涛来到位于神木县的锦界煤
矿考察。在煤矿生产指挥中心，胡锦涛详细了解企

业的运营、销售、安全生产等情况。总书记对煤矿

干部职工说：“现在全国煤炭需求量很大，特别是

电煤供应比较紧张。你们矿为发电厂直接供煤，希

望同志们着力加强科学管理，不断提高生产能力，

同时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坚决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努力保持企业良好运行状态，真正实现既多采煤、

又保安全的目标。”

离开锦界煤矿，胡锦涛又考察了邻近的国华锦

界发电厂。这家发电厂将锦界煤矿生产的煤炭转化

为电能，是榆林市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标志性项

目。总书记走进发电机组集控室，同企业负责人、

科研人员亲切交谈，仔细询问企业生产运营、技术

攻关等情况。听了企业负责人的汇报，胡锦涛赞许

地说，你们企业采取煤电一体化模式，实现了煤炭

资源就地转化，减少了运输压力和环境污染，符合

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方向。总书记特别强调，冬季用

电高峰马上就要到了。作为 “西电东送”的重点项

目，希望你们全力以赴搞好生产，努力增加电力供

应，为缓解我国能源紧张状况发挥更大的作用。

陕西神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现代化

煤化工企业，也是我国大型煤制甲醇生产基地之

一。胡锦涛详细考察了这家企业的６０万吨煤转甲
醇项目建设情况，向技术人员了解项目的生产流

程、工艺和技术。总书记说，我国石油资源短缺，

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希

望你们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煤炭资源的深度开

发，为优化我国能源结构，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实

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是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胡锦涛

非常关心榆林市的环境治理工作，特地来到一处治

沙点，登上沙丘实地了解这里治沙造林和生态建设

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努力，榆

林先后建成总长１５００公里的４条大型防风固沙林
带，８６０万亩流沙有近７４０万亩得到了固定、半固
定，初步实现了区域性荒漠化逆转。

看到连绵起伏的沙丘已经种上一丛丛树木，总

书记深有感触地说：“榆林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

依靠科学，长期奋斗，就一定能够有效遏制风沙侵

蚀，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希望同志们把这件利在当

代、造福后人的实事办好，为建设祖国西北绿色生

态屏障作出不懈努力。”

考察途中，胡锦涛听取了陕西省委和省政府的

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

势是好的。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

济增长总体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明显增多，同时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

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完

善政策、扎实奋斗，继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

需求，继续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继

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努力保

持金融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

胡锦涛特别关心陕西地震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进展情况，他叮嘱省里的负责同志，一定要周

密安排、做好规划，扎实搞好受灾群众住房建设，

加快推进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切实

安排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特别是要确保灾区群众

安全过冬。总书记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热情关心

灾区基层干部，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他们做好工作，

帮助他们减轻压力、恢复体力，保持身心健康，使

他们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

主任令计划，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

任王沪宁一同考察。

（新华社记者　孙承斌）
———摘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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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４６７号

现公布 《地方志工作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
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地方志工作条例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

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方志的组织编
纂、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

性文献。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

料性文献。

地方志分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

方志，设区的市 （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

（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
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

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统筹规划、
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

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二）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

（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

理旧志，推动方志理论研究；

（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第六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
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本
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总体工作规划 （以下简称规

划），并报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备案。

第八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
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

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

人不得编纂。

第九条　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关方面的专
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

合，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第十条　地方志书每２０年左右编修一次。每
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

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

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

作。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
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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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

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

可以对有关资料进行查阅、摘抄、复制，但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不符合档案开放

条件的除外。

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提供有关资料，

可以获得适当报酬。地方志资料所有人或者持有人

不得故意提供虚假资料。

第十二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列
入规划的地方志书经审查验收，方可以公开出版。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应当组织有关保

密、档案、历史、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专家

参加，重点审查地方志书的内容是否符合宪法和保

密、档案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全面、客观地

反映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

对地方志书进行审查验收的主体、程序等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三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
方综合年鉴，经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确定的部门批

准，方可以公开出版。

第十四条　地方志应当在出版后３个月内报送
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图

表、照片、音像资料、实物等以及形成的地方志文

稿，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指定专

职人员集中统一管理，妥善保存，不得损毁；修志

工作完成后，应当依法移交本级国家档案馆或者方

志馆保存、管理，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者出租、出

让、转借。

第十五条　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

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为职务作品，依照 《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著

作权由组织编纂的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享有，参

与编纂的人员享有署名权。

第十六条　地方志工作应当为地方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服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

工作的机构应当积极开拓社会用志途径，可以通过

建设资料库、网站等方式，加强地方志工作的信息

化建设。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上述资料

库、网站查阅、摘抄地方志。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在地方志
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编纂出版以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

年鉴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

的机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审查验收、
批准将地方志文稿交付出版，或者地方志存在违反

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内容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

者本级人民政府责令采取相应措施予以纠正，并视

情节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工作人员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

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一条　编纂地方志涉及军事内容的，还
应当遵守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志编纂的有关规定。

国务院部门志书的编纂，参照本条例的相关规

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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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２４号

《陕西省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已经省政府

２００７年第１９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袁纯清
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陕西省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

　　第一条　为了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的组织编纂、
管理、开发利用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方志，是指冠以县级以
上行政区域名称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本省的地方志分为三级：省编纂的地方志、设

区的市 （含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编纂的

地方志、县 （市、区）编纂的地方志。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方志
工作的领导，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
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下列职

责：

（一）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

（二）拟订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

（三）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

（四）搜集、保存地方志文献和资料，组织整

理旧志；

（五）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六）负责地方志编纂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地方

志理论研究；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
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专职编纂

人员的配备应当和地方志工作的要求相适应。

第七条　地方志书每２０年左右编修一次。每
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

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

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的续修工

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
机构，拟订本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工作规划，经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级人民政府负责

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单位应当按

照本级地方志工作规划承担相应的编纂任务。

第九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
他组织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为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

年鉴的编纂提供真实、准确的资料。

提供有关地方志资料的，可以获得适当报酬。

第十条　地方志书实行审查验收制度。省编纂
的地方志书实行分志单独审查，设区的市、县

（市、区）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整体审查。

第十一条　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和设区的
市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初审、终审两级审查验收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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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由承编单位初

审，设区的市编纂的地方志书由本级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初审，通过后，报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查；

（二）省编纂的地方志书各分志和设区的市编

纂的地方志书，终审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重

要的省级综合类志书应当报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审定。

第十二条　县 （市、区）编纂的地方志书实行

初审、复审、终审三级审查验收制度：

（一）初审由县 （市、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组织，通过后，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

作的机构审查；

（二）复审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

作的机构组织，通过后，报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审

查；

（三）终审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

第十三条　通过终审的各级地方志书由省地方
志工作机构批准后，交付出版社公开出版。

出版社应当出版经省地方志工作机构批准的地

方志书正式文本。

省编纂的地方志书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统一安

排出版。

第十四条　地方综合年鉴按年度编纂出版。
《陕西年鉴》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查后，方可公

开出版。

设区的市、县 （市、区）地方综合年鉴由本级

人民政府确定的工作机构审查批准后，方可公开出

版。

设区的市、县 （市、区）地方综合年鉴的创

办、停办、复办应当报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第十五条　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出版后３
个月内，编纂单位应当将样书和光盘按规定数量分

别报送各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

案。

第十六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将出版的地方
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或地方志

网站上公布，方便社会使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地方志
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其他以 “志”命名的出版物应当真

实、客观、准确，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

报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并依法追究行政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责

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拒绝承

担编纂任务，或者未按要求完成编纂任务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未能在

规定时限内提供资料，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

未执行审查制度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未能在规定

时限内报送样书和光盘，或者未按规定数量报送

的；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及时在网

站上公布已出版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已
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部门志书的
编纂，参照本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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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榆林市第二轮志书编纂动员会上的讲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赵政才

（２００９年４月９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榆林市二轮志书编纂动

员会，我向参会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修史

立志，这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历史上盛世修志，传

承文明，为后世留下丰富而宝贵的史料，不乏其

例。而我们有幸承担起如此光荣而伟大的使命，我

们应该为此而感到荣幸和自豪。下面我就搞好全市

的二轮志书编纂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二轮志书编纂工作量大面广，必须予以高

度重视

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市一轮修志工作已

基本完成，按照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

“地方志书每２０年左右编修一次”，省上２００６年就
以两办发文，对全省二轮三级志书编纂进行了规

划。我市市县两级全市纳入二轮修编的范畴，除

《佳县志》一、二轮合编，现已通过省地方志办终

审，即将印刷出版外，其余大部分县区和市上均处

于收集资料准备阶段。二轮修编的２０年恰好处在
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和经济大发展的辉煌时期，特
别对于我市来说，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前１０年，恰好
又是我市资源大开发，经济快速超常发展的阶段。

无论从 ＧＤＰ的增长，财政增收，城乡经济建设、
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的发展、开发区建设等等，均

是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阶段。如实记载这一时期

的人和事，反映经济社会的变化和成果，就显得尤

为重要。

二轮修编，市上已经拿出规划。明确修志的指

导思想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思想，始终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的思想路线，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循以法修志，质量第一，求

真务实，为党和人民主言等基本修志原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开拓创新，全面真实地反映本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准确记述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发生的深刻变

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推

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和保存有价值的史料。按

照工作安排，市县两级无论新修或续修地方志书，

上限下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２０１２年前出版发行志
书。在这有效的三至四年时间里，要历经资料收

集、整理、内查、外调、编纂、评审、出版、印刷

等工作程序。一轮修志我们普遍花费了５到１０年
时间。二轮修志要在４年内搞完，工作量大，任务
艰巨。

二轮修志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

的方方面面，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制，来

保证这次工作的顺利开展。鉴于县一级党史与地方

志机构合一的现状，二轮修志工作实行 “党委领

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组织实施”的体制。市县两级要成立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负责二轮修编的组织领导工作，编纂委员会

由同级人民政府市长或县长担任主任，常务副市

长、副县长担任第一副主任，主管史志工作的负责

人和地方志办主任担任副主任。市县两级的地方志

办负责二轮修编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鉴于一轮修

编后，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退休或离开了地方志工

作机构，市县两级现有的人员大部分没有经历一轮

修志，这在经验和工作的衔接上存在着很大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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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所以市县两级要选派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

的人员充实修志队伍，两级编委会在编制上要给以

保证，保证能编志的人能进得来，进来的人能编了

志。同时要聘请一批从事过一轮修志的老专家和具

有专业知识、经常从事文史知识研究的老行家来指

导参与二轮修志。二轮修志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市

县两级的部门要承担行业志编纂任务。行业志是我

们修志的第一手资料，各部门能把本系统的第一手

资料提供充分，我们才能编出好的志书。从以往的

经验看，由于涉及的部门太多，有的部门认真，有

的部门不认真，敷衍了事。所以我们要求各部门的

负责同志要认真对待二轮修志工作。市志的编纂规

划已经以两办发文下发，各部门要根据分配的任

务，迅速组织专门班子开展工作，要选择有责任

心，具备专业知识和文字功底的同志承担此项任

务，也可聘请本系统擅长写作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从

事此项工作。

按照 《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省上的实施办法规

定，各级政府要做到 “一纳入”、“五到位”，切实

把修志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做

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

件到位。确保二轮修志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可靠的

人力财力保障。

二、修志工作困难很多，应当大力加强

地方志工作过去没有立过法，可以说无法可

依。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国务院公布了 《地方志工作

条例》，２００７年 １１月 １日，陕西省政府发布了
《陕西省实施 〈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为地方志

工作立了法。尽管这样，地方志工作机构还不是强

势部门，没有人权、财权，主要是编修志书，工作

起来困难比较多。特别是县一级机构没理顺，队伍

人员不整齐，个别县还存在经费不到位，领导不重

视的现象。有些领导认为修志是个 “软任务”，修

与不修，修得快与慢、好与坏都与领导的政绩没有

多大的关系，普遍不太重视。有的干脆把这项工作

给忘了，对这项工作不过问，不检查，不给钱，不

给人。二轮修志是一项耗时、费力、费钱的工作。

《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

“将地方志的工作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从

《条例》的规定看，明确了地方志工作的责任主体

是各级政府，修志是各级政府的事，地方志是

“官”修志书，具有权威性，地方志机构具有履行

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年鉴、整理旧志、推动方志研

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的职责，而这些都需要具

有业务知识和献身事业的精神。

解决二轮修编面临的困难，需要多方面的支

持。

一是市县两级政府要将二轮修志纳入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要让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

知道我们现在进入二轮修志的阶段，需要这些部门

单位组织和提供资料。

二是市县领导要经常过问二轮修编的事情，既

然二轮修编是政府的职责，我们就要承担起这个责

任。主要领导要抽出时间检查督促，分管领导要亲

自抓这项工作，分阶段列出计划，逐项落实任务。

近期特别要抓好机构人员的落实问题，先把修志工

作的框子给搭起来，要有人搞工作，有地方搞工

作。

三是要落实工作经费。修志是花钱的事，内查

外调，聘请专家、收集资料、编纂评审，各级政府

除了地方志机构日常工作经费要保证列入财政预算

外，二轮修志要列专款，建议从２００９年起，北部
县每年安排二轮修编专项经费不少于３０万元，南
部县不少于２０万元，市上不少于５０万元，安排到
２０１２年。除此之外，承担二轮修编任务的部门也要
落实人员和经费，确保提供的资料系统、全面、详

实、高质量。

三、落实责任，保证按期完成修志工作

修志是一种官职官责，历代都把地方志作为

“官书”看待，普遍认为地方志书具有权威性。但

真正的权威性并不是自封的，主要取决于地方志书

的质量。只有坚持存真求实原则，编纂出全面、系

统、客观、有价值的志书，才能真正具有权威性。

如果编出的志书错误百出，反映不了经济社会的真

实面貌，经不起群众和历史的检验，就谈不上权威

性。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质量问题作为修志工作

的第一要务来抓。要加强地方志系统内部建设，造

就一支适应二轮修志工作的地方志队伍。

一是要抓好修志队伍的思想建设。社会上普遍

认为地方志是冷部门，这与一轮修志结束后，方志

工作任务量减少有很大的关系。搞地方志是传承文

明，修志立说的大事业，历史上都是文儒大家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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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说，首先我们搞地方志工作的同志要认识到这

一点，在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必须有相当的文化水

平，有一定历史知识的积累，不是什么人都能干

的。所以我们要教育好我们的干部，要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成一行，在二轮修志中，修出我们

的权威，体现地方志工作的价值。

二是加强业务建设，地方志工作具有行政管理

和编纂的两重职能，因此地方志机构人员的组成既

要有善于组织协调的人，也要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

的人；要有实干家，也要有学者专家。行政管理是

建立在编纂工作基础之上的，没有编纂，谈不上管

理。所以我们说要重视招聘和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

人。对现在的同志，要加强培训工作，不断更新知

识，提高业务素质。省上就二轮修志在宁波已经办

了两期培训班，市上每次都派人去。今后有这种学

习的机会，各县也要派年轻的同志去学习。

三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加强目标责任考

核，把二轮修编的任务按阶段划分，列出计划，按

期考核调度。要求有进度，但不赶进度，在确保质

量的基础上按期完成任务。

同志们，二轮修志任务艰巨，事业光荣，让我

们鼓足干劲，秉笔直书，真实地去记载历史，让改

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名传千古，流芳后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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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创新　务实推进　狠抓落实

努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刘汉利

（２００７年３月６日）

同志们：

我们召开这次全区三级干部会议，目的就是要

全面总结２００６年工作，安排部署２００７年的工作任
务。俊明区长还将对今年经济社会工作作全面具体

的安排。下午，各分管领导也将对单项工作作专题

发言。下面，我先围绕榆阳发展、稳定、和谐等重

要任务，就抓创新、抓推进、抓落实讲一些意见。

一、总结过去，振奋精神，进一步增强又好又

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２００６年，我们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锐意进取，

开创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

业的良好局面。概括起来，就是 “六个二”和

“一个十”。

一是刷新了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两大重要

指标。全区生产总值达６５亿元，增长１６％，经济
总量位居全市第三；财政总收入达１１亿元，增长
１６８％，增幅和增速均实现了年内翻番目标，全区
综合实力跨上了新台阶。

二是取得了农民收入和羊子饲养两个稳步增

长。在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２６１８元，增长９９％；以羊子为主的
畜牧业稳步发展，羊子饲养量突破１５０万只大关，
以羊子为主的畜产业撑起了农民增收的半边天。

三是实现了固定资产和招商引资两个重大突

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７１亿元，增长６９％，为全
区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全年引进

资金近３２亿元，一批重大项目和大企业集团相继

落户榆阳，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是推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和三产服务业两个快

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全年完成总产值 １４亿元，
增长２９８％，实现利润３６亿元；以现代服务业为
主的三产服务业产值达到３０亿元，增长１１％，成
为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五是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两

项重要转变。全区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９∶４１∶５０调整为 ８∶４６∶４６；农业内部粮、经、饲
三元结构比由２００５年的６０∶１２∶２８调整为６１∶７∶３２。
产业结构的调高调优，标志着经济运行迈入又好又

快的发展轨道。

六是强化了社会事业和党建两大建设。累计投

入社会事业建设资金近２亿元，有效缓减了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的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等

突出问题；成功召开了区第十二次党代会，圆满完

成区乡两级党委换届，确立了榆阳今后五年发展的

战略目标，激发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极

大热情。

获得了１０多个奖项。在全国，我们获得了人
口与计划生育科技工作先进集体、计划生育优质服

务先进县 （区）、绿化模范县 （市）、农田水利建

设先进县 （区）、大扁杏国家林业标准示范区等奖

励；在全省，获得了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 （区）、

水土保持先进单位、县市 （区）科协先进单位、统

战工作先进集体、双拥模范区、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等奖励。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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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得益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得益于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锐意创新、务实推进、狠抓落实。这些

成绩，为我们今后又好又快发展，积蓄了后劲，奠

实了基础，必将对 “十一五”时期跨越式发展产生

重大作用。

二、认清形势，锐意创新，全力谋求又好又快

发展

２００７年，是我们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
谐社会十分关键的一年，是全面贯彻区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的第一年。做好今年的工作，责任重大，

意义深远。

２００７年全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
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按照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的 “围绕一个目

标，突出两大重点，实施三大战略，把握四个重

点，推进五项建设”发展思路，锐意创新，务实推

进，狠抓落实，强力推进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

化，切实加强社会事业、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推

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正确判断形势。必须看

到诸多的不利因素：

我们面临着经济扩量提质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双

重任务。一方面，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工业经

济薄弱、产业规模小、企业效益不高、缺乏竞争

力、农村经济发展滞后等长期积累的、制约全局发

展的深层次矛盾；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构建和谐社会

这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

各类社会矛盾日趋多样，安全稳定、社会保障、就

业压力仍然很大。

我们面临着各项改革纵深推进与保障体系不健

全的双重考验。我们既面临着企业改革、工资改

革、行政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的纵深推进，又经受

着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适应的诸多严峻考验。

我们面临着优化硬环境和提升软环境的双重矛

盾。一方面，我们的硬环境还 “硬”不起来，尽管

我们主观上十分重视硬环境建设，举全区之力投入

大量资金，完善硬环境，然而四大园区建设进展缓

慢，小城镇建设滞后，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财政保

障力不强，仍然是阻碍我们加快发展的瓶颈因素。

另一方面，我们发展的软环境还 “优”不上去，行

政不作为、乱作为，损商扰商事件时有发生，影响

改革发展的因素仍然不少，制约着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

我们面临着周边县市发展势头强劲与内部发展

意识不强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放眼周边县市都在

你追我赶，竞相加快发展，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

争流态势，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另

一方面，部分干部群众思想还不够解放，加快发

展、机遇发展、超常规发展意识不强，不能完全适

应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

当然，我们更要看到不少的有利因素：一是从

国内外市场看，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产品继续趋

紧，市场价格一路走俏，单就这一条，作为资源大

区可以说得尽了 “天时”；二是国家能源化工基地

建设步伐愈来愈快，去年以来新上的大项目就有十

多个，对我区的直接带动效应将会逐年增大，特别

是城市规模扩大，基础设施服务功能逐年完善，将

直接带动我区房地产和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

业迅猛发展，加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新农

村建设进程，此为占有 “地利”；三是近年特别是

去年以来我区综合竞争实力明显提升，极大地激发

了全区上下团结拼搏、干事创业的热情，特别是广

大干部群众敢于挑战、善于思考、面对困难、永不

服输的精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拥有

“人和”。

总之，挑战是严峻的，困难是很多的，压力是

不小的；同时机遇很大，动力很足，基础很牢。综

合分析，机遇足以化解挑战，动力足以战胜困难，

基础足以承受压力。我们深信，只要我们上下同

心，众志成城，主动迎接挑战，紧紧抓住并放大机

遇，挑战就会转化为我们成就伟业的事业心和责任

感；只要我们主动应对困难，缩小并战胜困难，困

难就会转化成为我们意志、智慧的磨刀石和发源

地；只要我们主动承接压力，缓解并解除压力，压

力就会转化为我们扩充实力、提升竞争力的基石和

助推器。一句话，形势严峻，信心更足；困难越

多，意志更坚；压力愈大，动力更强，又好又快发

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那么究竟怎样应对挑战、战胜困难，进而解除

压力呢？办法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科学创新。

一要创新发展思路。思路决定出路。榆阳大发

展，好的思路是关键。创新思路，就要把上面的政

策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拓宽发展思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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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积极寻求发展空间，切实解决发展难

题。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在新事、难事、特事面前，

不去创新，不懂创新，懒于创新，抓工作习惯于四

平八稳，不思进取，在困难面前，不是静下心去思

考，想方设法去解决，而是习惯于把责任向上推，

把问题向上报；出思路、定措施常常是照猫画虎，

上面１２３他就来个ＡＢＣ，翻不出一点新意，使不出
一点新招，结果常常贻误工作，拖全区的后腿。针

对这种情况，今年，各乡镇、办事处，各部门、单

位必须把创新发展思路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

结合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求突破，围绕区第十二次

党代会和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积极探索符合部门单

位实际、有益于全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

二要创新工作方法。科学创新的工作方法是解

决困难、化解矛盾，抓好落实、推动工作的重要保

证。然而当前工作中，我们的工作方式方法存在着

许多问题和弊端，年初工作一级向一级布置，任务

一级向一级下达，年终总结一级向一级吹嘘；领导

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大权独揽，主观臆断，不

善于调研思考，不善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工

作安排布置多、督促检查少，口头上喊的多，真抓

实干的少等等，对于这些不良的工作方式方法，我

们必须彻底改变，必须通过创新，探索更科学、更

有效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特别是各级各部门领导干

部，必须要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在实践中探索，

在探索中实践，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推动工作

落实。

三要创新制度机制。制度机制是搞好各项工作

的重要保障。对于好的制度和机制我们一定要予以

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对于那些僵死

的、不合时宜的制度和机制，必须大胆剔除；对于

被实践证明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形成制度，长期

坚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确立一

种思想：就是一切制度和机制的确立，都必须围绕

中心，服务发展，凡与中心背离、阻碍发展的条条

框框，都要及时打破，只要有利于加快发展，有利

于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只要不违背大政方针、法律

法规，什么办法都能用，什么招数都能使，什么制

度和机制都能制定确立。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

点，抓创新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集思广益。

我们有些部门和单位，作决策、出思路，不是立足

于实际，问计于群众，而是靠领导拍脑门，习惯于

在文件堆里找依据，关起门来定调调。抓创新，活

力在基层，潜力在群众，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

每一个工作措施的制定，都必须广泛发动群众。从

群众中汲取智慧，从群众中寻找对策，真正形成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决策机制。

四要创新目标任务。挑战孕育创新，压力迫使

创新。在当前我区机遇与挑战并存，整体发展形势

看好，矛盾和问题相当突出的情况下，我们要本着

好发展、快发展、超常规发展的思想，高质量、高

标准制定目标和任务，彻底打破过去那种上级定目

标任务，下级被动完成，以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

务为使命，完成了就万事大吉的状况。为此，全区

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要解放、胆子要

放大，要按照 “垫起脚尖摘桃子”的原则，在区上

下达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更高的目

标任务和工作要求，激发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创造

力，实现更大的目标任务。

三、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努力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

完成全年任务，实现预期目标，关键是要按照

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工作思路和奋斗目标，扭

住中心，紧扣大局，强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

实现１９６％的增长目标。
（一）强力推进 “三化”进程，夯实又好又快

发展的物质基础。

１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扎实推进新农村
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做到 “五不四结

合”。所谓 “五不”就是：不着急，稳扎稳打；始

终做到心中有数，行动有方，调子不能太高，步子

不能太快，路子不走偏。不攀比，重点突破；既按

照标准，严格要求，又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

在规划、试点、群众最迫切需要的公益事业、宣传

发动方面率先突破。不模仿，做新做特；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突出特色。不强迫，农民自己作

主；不搞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农民意愿的规

定，让农民自己干。不包办，借力发展；充分调动

各种资源要素，利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借势推

进。“四结合”就是：切实把规划体系与具体实际

结合，重点突破与均衡发展结合，自加压力与争取

帮扶结合，高点起步与做新做特结合。

一要科学规划。一套切合实际、易于实施的规

划，就是一幅共同奋斗的蓝图。但就目前全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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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情况而言，发展不平衡、产业化层次不高、农

业比较效益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基础设施条件差、

村庄规划滞后、脏乱差等问题普遍存在。针对这一

现状，我们要从区、乡整体出发，以村为单元，以

户为细胞，围绕总目标，坚持总原则，适度超前，

一次到位，分步实施。要在原来分类的基础上，根

据立地条件，进一步细划乡镇类型，各乡镇也要按

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和村组实际，把村组划分为好、

中、差不同类型，按照收入多少把农民分成高、

中、低不同档次，因地制宜，标准不一，分类规

划，并做到与小康建设、“十一五”规划、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乡村经济发展及具体工作计划结合，

努力使规划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

二要扎实试点。试点是破解难题，总结经验，

以利推广的重要过程，也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

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这一有效的工作方法，

试点先行，及时总结，逐步推广。搞试点，要集思

广益、群策群力，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该出去

取经就大胆出去取经，该咨询专家就多方咨询专

家，该发动群众就广泛发动群众。涉农部门要在综

合分析４４个试点示范村的经济发展、立地条件等
基础上，按照先易后难、分类指导、发动群众、政

府推动、各方参与、讲求实效的原则，稳步推进试

点工作，确保收到实效。各试点乡镇、村组广大干

部群众必须进一步增强建设新农村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根据各自实际确定自己的支撑产业，加大路、

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以 “一池三改”

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同时，要按照向上争取一

点、财政安排一点、资源盘活一点、银行融通一

点、项目带动一点、规费减免一点、村民自筹一

点、社会帮扶一点的办法，多方筹集资金，确保试

点工作有序推进。通过扎实开展试点工作，逐步固

点扩面，加快发展，力争年底再推出一批试点村，

实现新农村建设新突破。

三要发展现代农业。按照 “绿色、循环、特

色”的要求，在继续抓好畜、果、菜三大特色产业

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区农业独特优势，挖掘农业

内部潜力，依托城郊、工矿区、小城镇，打造休闲

渡假农业圈；依托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建设，构

筑沙漠湖坝、丘陵山区生态观光农业区 （带）；依

托特色产业基地，建设特色产业观光园，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拓展农业外延，带动龙头企业，推进单

一的种养业向多元化生产经营转变，延长产业链，

提高附加值。要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用现代物

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逐步提高

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进一步健全农业技术推

广、信息服务、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防病防疫

体系，全面实施农业科技进村入户工程和科技特派

员制度，强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

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四要确立四种理念。一是像关注居民一样关注

农民。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更多地由城镇转向农村，

工作的对象更多地转向农民，更加关注农民的吃、

穿、住、行。二是像抓工业一样抓农业。农业是低

效经济，原因是产业化水平低，产业链短，附加值

不高，为此，工业要向农业靠拢，农业向工业渗

透，把农田变为工业的第一车间，走好工农互补互

促的路子。三是像经营城市一样经营农村。农村没

有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各种资源

匮乏，相对分散，市场化运作的水平低、难度大，

因此，特别需要我们象经营城市一样，聚集多方力

量，加大投入，把农村经营好、服务好。四是像教

育市民一样教育村民。一个低文化、低技能、低素

养的农民群体不可能建成符合要求、富有生机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在制定规划和实施中，要倾

注力量教育村民，使其像市民一样遵守文明公约，

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

２以重点项目和园区建设为重点，强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进程。工业是榆阳各项事业发展的基

础，没有工业经济的大发展、大提升，就不会有经

济实力的大增强。从我区目前的发展现状看，规模

偏小、结构不优、层次不高，依然是工业经济的突

出问题。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必须始终把

做大总量、提升质量，放在工业经济发展的第一

位。今年，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进一步优化工

业布局，鼓励工业集聚发展、园区化发展、基地化

发展，强力推进三大基地四大园区建设，不断扩大

新型工业化规模、优化结构、提升层次，推动又好

又快发展。

一要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按照国家政策要

求，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进一步调整投资方向，着力抓好一批关系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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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项目，保持适度的投资拉动，超前谋划一批

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支撑的重大项目，确保全年

重点项目投资突破２４亿元。要按照在手的项目抓
到位、在建的项目抓投产、投产的项目抓增资、关

联的项目抓配套的总体工作思路，继续实施重大项

目对口联系制度和跟踪落实制度，努力构建领导带

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社会推动的工作格局，

着力抓好项目签约、落地、开工、推进和投产达

效，确保１８个重点项目和２１个重点前期项目如期
完成目标任务。

二要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当前，我们已步入优

商选资阶段，更多的不是商家选我们，而是我们选

商家。要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好中选优，优中选

大，大中选强，力争把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引进来，

把高效益、强辐射、低污染、低消耗的大项目引进

来，把对地方经济贡献大、造福一方百姓的好项目

引进来。要把优商选资作为破解经济发展难题，优

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品位的重要措施来抓，强化

目标管理，创新工作举措，不断扩大优商选资的规

模和数量，提高优商选资的成功率。

三要强力推进园区建设。要按照北煤电、南岩

盐、西化工、东载能的产业化布局，围绕园区建设

和项目入园，采取 “大配套一步到位、小配套跟随

项目”的办法，高起点快速度推进三大基地四大园

区建设，突出抓好载能工业园区工业项目上下游产

品配套项目的引进和实施、煤化工和盐化工园区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项目引进、榆林新区选址论证

和总体规划、环境评估，积极构筑我区优势产业

群。要依托三大基地四大园区，突出特色鲜明、产

业关联、辐射带动等特点，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

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明显的大企业集团，

引导关联度高的企业组团发展、集聚发展，推动各

类要素向优势行业、优势企业集中，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

３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
化。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具有全局性、

先导性的行业，必须在加快工业发展的同时，不失

时机地推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尽

快使服务业发展速度赶上并超过生产总值增长速

度，使服务业发展与一、二产业发展相适应，为

一、二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要做大做强服务业。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

发展重点，促进资源集聚、产业集群、服务集成，

提升服务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重点围绕能源化

工基地建设、中心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大力发

展现代物流、科技服务、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

业；适应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向纵深推进、城市扩容

提质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

流、信息流急剧集结的需求，着力培育信息咨询、

中介服务、高档住宅、休闲娱乐和社区服务等新型

消费性服务业；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发达的交通

优势和深厚的人文优势，全面改造提升现代商贸、

公共服务、文化产业、餐饮住宿、旅游度假等传统

服务业，促进全区服务业迅速升温。

二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活力

在民营，潜力在民资。要充分释放民营经济能量，

激发民间参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热情，加强内引外

联，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和外来资金积极参与城

市开发建设、现代服务业发展，拓展城市经济发展

空间。要精心策划包装一批特色精品现代服务业招

商项目，广开融资渠道，拓展投资领域，积极寻求

区内外投资者，提高外资和民资利用率。要进一步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凡不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领

域，一律向民营企业、外来企业开放，大力吸引民

营企业、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事业

发展。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效

能，严厉打击和治理野蛮、粗暴执法行为，彻底扫

除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障碍，全面激活现代服务

业发展活力。

三要加快小城镇建设。要坚持中心城市带动战

略，加快以榆林城区和三大基地四大园区为中心的

城镇集群建设，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加快城市经

济发展，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城镇化。加快现有建

制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环境，把初级农

产品加工业向乡镇布局，积极引导小规模、从事初

级农产品加工的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落户乡

镇，以达到聚集人口、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加

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着力推进三大建设，营造又好又快发展

的和谐环境。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用更

多的发展成果增进人民的福祉。要着力推进社会事

业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积极构建和谐

榆阳，为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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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立足协调发展，着力推进社会事业建设。
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保

障机制，在全面落实农村 “两免一补”政策的基础

上，逐步向城市推开，加快城区七所新建学校建

设，争取年内招生。以农村和社区为重点，加强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区、乡、村三级医疗卫

生服务网络，全面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扎

实推进 “双创”工作，创造健康优美的城市人居环

境。认真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

平，提高人口素质。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加快城乡

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提高群众健康素质。

要深入推进和谐文化建设。要加强和改进宣传

思想工作，增强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

感召力，切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全区人

民的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形成全社会的思想共

识。进一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我区资源

优势、发展环境及重点工作、特色工作和亮点工

作，提高榆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深入开展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使创建工作成为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和谐榆阳的生动实践和有效途径，把

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要求纳入创建工作的目

标任务，贯穿到活动的整个过程。要坚持以乡镇、

社区为重点，努力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质量和服务

水平，引导广大群众提高科学素质。要把和谐文化

建设作为一项新的战略任务，摆到突出位置，有步

骤、分层次、全方位推进，努力为构建和谐榆阳奠

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２立足和谐发展，着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按

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积极支持人大

和政协充分发挥作用，切实让社会各阶层的意愿诉

求更充分、更准确、更及时地反映出来；支持工青

妇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切实把各

界的注意力和积极性引导到加快发展、促进和谐的

事业中来；支持统战部门以加强民族宗教领域和新

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为重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

构建和谐社会中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争取人心、

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建

设，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

和监督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认真

落实执法为民要求，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法律

保障。大力实施 “五五”普法规划，加强法制宣传

教育，进一步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

识。

加强就业和保障工作，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

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

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加大职业

技能培训力度，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切实做好

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逐步形成城乡统一、机会平

等的就业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

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对困难群众救助的长效机制，

解决好各类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认真做好 “十件

事”，确保全面落实。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和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切实保障进

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

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建设，有重点地开展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与

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加强平安榆阳建设，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始

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坚持专门机关与基层组织、人民群众相

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在平安建设中的主体作

用，积极构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真

正把社会治安管理的重心转移到预防为主上来。建

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

员机制，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遏制重特

大事故；强化对食品、药品、饮水卫生等方面的质

量和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监测和防御，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

部矛盾，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及早发现并妥

善解决各种矛盾，切实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发生。进

一步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机制，实现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

结合，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

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教育群众学法、守

法、用法，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

利益矛盾。

３立足提高执政能力，着力推进党的建设
做好今年工作，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

党。必须扎实推进党的思想、组织、队伍建设，不

断提高各级党组织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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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善于在加强学习中把握规律。要加强理论

学习，在学习中进一步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增强工

作的前瞻性、预见性和主动性，使我们的知识随时

代要求而进步，使我们的思路与发展实际相符合，

努力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行家里手。要把主要精力

放在加强学习、研究问题、谋划发展和推动工作

上，抓住发展的主动权，步入发展的新境界，收获

发展的新成果。

二要善于在统揽全局中突出重点。要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着眼于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努力

建设一支充满朝气、奋发有为的领导干部队伍。各

级领导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提高科

学判断形势的能力，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

高应付复杂局面的能力，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要

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

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和

用人失误责任追究制，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

正之风。建立完善动态长效的识人、育人、选人、

用人、律人的管理机制，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

伍。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围绕 “强基创优争先”，

结合农村 “四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创建 “五个

好”乡镇党委、“五个好”党支部活动，搞好对换

届后乡村两级干部的教育培训和管理，治理整顿后

进班子，突出抓好以村务公开为主的村级规范化管

理，继续做好驻村蹲点工作。创新党建工作机制，

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效推动各项决策部署

在基层的贯彻落实。

三要善于在科学发展中加强党建。要建立健全

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

评价体系、考核指标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干

部把心思用在推进科学发展上，用在促进社会和谐

上，用在全心全意为民谋利上。要扎实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教育在先，使各级干部

不想腐败；坚持监督在先，使各级干部不能腐败；

坚持约束在先，使各级干部不敢腐败，鲜明地叫响

清正廉洁的口号。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从严治党，从严治官，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

是 “一把手”的廉洁自律工作，确保权力规范运

行；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分子，以

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要深入开展纠正

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活动，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

重点，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公开

权力运行的程序，提高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的满意

度。今天我在这里再次重申，我们管理干部的鲜明

导向是以教育培养为主、关心爱护为主，但谁要是

在廉洁方面出了问题，就必然会受到查处，希望大

家从反腐败典型案件中汲取深刻教训，筑牢反腐防

线，坚决做到警钟常鸣、干事干净。

四、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切实推进又好又快

发展

工作落实问题是制定一切规划、计划的最终目

的，是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环节。抓落

实，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一

个大检验，今年全区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要转

变作风、强化责任、狠抓落实。

（一）强化落实的责任，解决不愿抓落实的问

题。

客观地讲，我们的工作常规性的居多，高难度

的比重并不大，但就是常规性工作推进也往往不尽

如人意，根子就在态度。我们一些干部抓落实的意

识不强，缺乏强烈的责任感，对群众没感情、对组

织不真诚，作风飘浮，只想不干，只说不干，松松

垮垮，拖拖拉拉，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想做，凡事

“怕”字当头，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困难就低头，

不愿抓落实也不想抓落实，能拖则拖，能躲则躲；

做表面文章，搞 “花架子”，以文件贯彻文件，靠

会议落实会议，汇报起来头头是道，实际工作毫无

进展。上述种种，说到底，是党性不强、思想作风

不正的表现。长此下去，求真务实之风难兴，发展

大业难成，愧对组织，祸害百姓。因此，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深刻认识转变作风，抓好落实的极端重要

性，增强抓好落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在这里特

别强调：今年，对于易落实的工作要快速落实。凡

是常规性的工作，特别是容易落实到位的工作，各

级领导干部必须要立说立行，日清日毕，绝不允许

任何乡镇、任何部门、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再打折

扣。对于难落实的要坚持落实。要结合重点工作实

行项目化管理，按照分工，各班子成员一揽子兜过

去，一杆子干到底，抓不出成效，绝不放手。区级

四套班子领导干部要带头排除决策落实过程中的各

种梗阻，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顶真碰硬，善于寻求

办法，抓好落实做示范，示范落实促全局。

（二）增强落实的本领，解决不会抓落实的问

题。

—８１—

榆阳年鉴



在推进落实的过程中，我们有些同志热情很

高、态度积极、行动也快，但最终落实的效果不尽

人意。有的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有的方法简单、

盲目蛮干，以致引发矛盾，得不偿失。究其原因，

主要是少数干部抓落实的本领不强。从客观上讲，

不愿抓落实是思想问题，不会抓落实是水平问题，

两者相比，似乎后者理应得到宽容，而实际上，两

种类型的干部给工作造成的危害是同样的。因此，

增强各级干部执政能力、提高抓好落实的水平，在

某种意义上说，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广大领导干部

要想不辱使命，不负重托，抓好落实，就必须在三

个方面下功夫，增强抓落实的本领。要在吃透上情

上下功夫。要认真研读，深刻领会上级的文件会议

精神，准确掌握精神实质和工作要领。要在摸清下

情上下功夫。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开展调

研，彻底掌握各种内外情况，各种错纵复杂关系。

要在结合上下功夫。就是要把上级决策部署与本地

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吃透上情、摸

清下情、做好结合，我们就可以像 “解剖麻雀”一

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矛盾一个矛盾

地化解，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克服。

（三）健全落实的机制，解决落不实的问题。

抓不好落实除了少数干部自身问题之外，缺少

一整套保证落实的机制制度是主要原因。没有好的

机制，就形不成好的风气，真抓实干的同志得不到

认可，弄虚作假就必然从中得利。必须建立全面准

确评价干部工作的评价体系，既看经济建设成果，

又看社会进步成果；既看经济增长的总量，又看人

民群众得到的实惠；既看眼下的发展，又看发展的

可持续性。要按照德才兼备原则和工作实绩选拔使

用干部，确保正确的用人导向。对那些勤政为民、

求真务实，想干事、干实事、能干事的干部要及时

予以提拔重用；对那些沽名钓誉、作风漂浮的干部

要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对那些长期不抓落实、抓

不好落实、有令不行、另搞一套、群众反映强烈的

干部，要坚决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要切实加强

对干部抓落实工作的督查考核和绩效问责，把督查

考核作为落实责任、化解制约、推进工作的有力手

段，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督查考核机制，

强化督查考核权威，加大督查考核力度，着重在重

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上

督出压力、督出进度、督出成效，坚决把各级干部

逼上抓创新、抓推进、抓落实的干事创业轨道。要

下决心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于不落实的要倒逼落

实，抓住 “不落实的事”，追究 “不落实的人”，

对违背求真务实精神、给工作和事业造成损失的，

该处分的处分、该撤换的撤换，真正做到不抓落实

就靠边，抓不好落实就让位，切实推进各项工作全

面落实。

同志们，回首过去，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的历

程；展望未来，榆阳大地生机无限。新的一年，新

的起点，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

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锐意创新，务实推进，

狠抓落实，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

力奋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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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　科学发展

努力开创榆阳跨越发展新局面
———在全区三级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刘汉利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

同志们：

刚才，成继同志就今年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

排部署，我完全同意。现在，我代表区委常委会讲

三点意见。

一、总结过去，振奋精神，进一步增强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２００７年，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
会的要求，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锐意创

新，务实推进，狠抓落实，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良好势

头。

一是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全年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０％；固定资产投入９０８
亿元，增长２９％，地方财政收入突破３亿元大关，
经济总量居全市第三位。

二是工业经济实现新突破。继续实施项目带动

战略，工业经济增速和效益同步提升，１８个重点
项目和２２个重大前期项目完成投资２６亿元，原煤
产量达到８８０万吨，实现工业增加值４０亿元，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４８％以上，有力支撑了全区经济快
速发展。

三是新农村建设取得新进展。累计投入各类涉

农资金２亿多元，扎实推进４６个试点示范村建设。
主导产业优势进一步显现，羊、猪饲养量分别达到

１６４万只和９３万头，产值达７７亿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增加３８４元。

四是招商引资再创新记录。围绕资源转化利

用，加大引资力度，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和大企业大

集团相继落户，“西洽会”成功签约７个项目，引
进资金８１亿元。

五是和谐建设取得新成效。实施生态环境和

“五通”工程 ３００多个，乡镇通油路率提高到
９６％，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率达到９０％。城区新建学
校７所，农村撤点并校２０所，上学难问题得到有
效缓解。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面启动，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顺利实施，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

进。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 ５９％，实现 “应保尽

保”；“十件惠民实事”全面落实，１００名特困优秀
大学生得到救助。“平安榆阳”创建深入开展，信

访形势明显好转。“双创”工作扎实开展，城乡文

明程度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同步发展，人民群

众安居乐业。

六是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圆满完成区乡

两级人大、政府和区政协换届，一批德才兼备、群

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广泛开展十七

大精神学习宣传活动，培训党员干部 ３４００多名。
“强基创优争先”活动扎实推进，８５％以上的基层
班子达到一类标准，被评为 “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先进 （县）区”。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加强，在全

市综合考核中获得第一名，被中纪委确定为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联系点。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正确领

导，得益于全区上下同心同德抓创新、抓推进、抓

落实，得益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在此，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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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区政府，向为榆阳经济社会发展付出辛勤劳

动的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榆阳改

革发展稳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解放思想，认清形势，全力谋求又好又快

发展新突破

解放思想是党的事业前进发展的不竭动力。实

现新跨越，必然要求思想大解放，必须打破陈旧的

思想定势和主观偏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深刻

审视所处的环境变化，重新认识区情实际，科学分

析优势与不足。

首先要看到我们所拥有的诸多有利因素：

一是煤、电、气、油等能源原材料供应继续趋

紧，作为能源大区的独特优势没有变；资源富集的

榆阳承担着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责任，作为国家能

源化工基地更加凸显的战略位置没有变；中央继续

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省上加快推进陕北跨越发展

和 “陕北经济一体化”，榆阳良好的政策环境没有

变，发展的大环境依然对我们十分有利；二是连续

五年经济高速增长形成的综合实力、构筑的产业优

势，为今后的发展集聚了能量，奠实了基础，加之

今年又将有一批重大项目陆续上马或投产达效，必

将对全区经济增长、群众增收、三产服务业发展产

生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以预期，今后的发展后

劲将会更足，势头将会更强；三是以榆林新机场、

西包铁路复线、榆神高速公路为重点的一大批基础

设施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投用，城市功能进一步完

善，榆阳作为投资 “热土”的基础条件更加完备，

区位优势更加凸显；四是持续上扬的煤电和农畜产

品价格，巨大的市场需求，与我区充足的煤电、羊

猪、小杂粮等特色主导产业，形成了良性供需链

条，效益十分看好，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空间将

会更大；五是经过几年艰苦拼搏，磨练了意志，积

累了经验，提升了人气，形成了榆阳人特有的干事

创业精神品格，加之换届配齐了班子、理顺了关

系、激发了活力，全区上下谋发展、抓落实、促和

谐的热情更饱满，信心更坚定。

其次要看到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是以煤炭为主的工业产品和以羊猪为主的农

畜产品基本上都是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加工转化

少，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对持续增收极为不

利；二是三产服务业发展滞后，远远不能适应城市

扩容提质、能源化工基地深入推进和消费需求不断

扩大的需要，发展完备的三产服务业要走的路还很

长；三是随着入区企业和项目逐渐增多，给我们带

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

力，节能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同时，因征地拆迁、

利益冲突等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可以预

见，今年的信访稳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四是全市

企业改制进入攻坚扫尾的紧要关头，而我们还有１６
户企业要集中完成改制，这些企业大多基础差、包

袱重、问题多，改制压力大任务重；五是连续两年

全省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我区均处于末位，加

之公安管理体制不畅、流动人口增多等，各类治安

案件居高不下，要切实提高公众安全感并在全省争

先进位，任务还相当艰巨；六是工作落实的力度还

不够，严格的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和

完善；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畏难情绪，解决问题的

新思路、新办法不多，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够。

综合分析，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

有的是长期存在、持续发挥作用的，有的是阶段性

的、短期内产生效应，二者既相互制衡、相互消

长，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给我们

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

遇和空间。只要我们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抓住并

用好机遇，攻坚克难，赢得主动，挑战和压力就会

增强我们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只要我们积极应

对、主动出击，把握并放大有利因素，因势利导，

趋利避害，困难和矛盾就会转变成我们战胜困难、

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和 “助推器”，就会成为化解矛

盾、推动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能力。总之，只要我们

科学分析、认清形势，自觉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发展大局中定位榆阳，在纵横比照中把握榆阳，认

准目标，矢志不移抓推进、抓创新、抓落实，才能

不断开创榆阳跨越发展新局面。为此，我们必须树

立并强化三种意识。

一要强化忧患意识。榆阳过去以穷著称，近年

来的快速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面对如此快

速、如此大规模的发展，人们很容易在思想上产生

满足感、自豪感，认为榆阳的资源好，优势大，市

场需要，国家重视，不愁发展不了，睡在那里也有

人来投资。这种思想观念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头脑中

滋长蔓延，有一些同志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熟视无

睹，对差距无动于衷，对落后麻木不仁，缺乏应有

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纵比，我们确实进步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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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看到，改变城乡收入、产业结构、南北经济

“三大失衡”，破解财政收入高增长掩盖农民收入低

增长、城市快速发展掩盖农村落后、一些好的典型

和富裕户掩盖面上的贫穷 “三个掩盖”，解决社会

事业发展滞后，上学就业就医压力等，这些在加快

发展中长期积累的、制约全局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的

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狠下功夫，不断努力，积

极探索解决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当前，区

域经济发展又开始了新一轮竞争，沿海发达地区抢

占新领域、争夺新优势，内陆地区争项目、抢市

场，周边市区也是你追我赶，明争暗赛，形势咄咄

逼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可以说，我们现在前有

标兵，后有追兵，而且标兵越来越远，追兵越来越

近，形势相当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

头脑，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居安思

危，自我加压，争先赶超始终以横比争一流、纵比

上台阶、单项争第一、整体上水平的决心和勇气，

把争先晋位、争创一流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站在

全国、全省、全市竞相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审视自

己，查一查本乡镇、本部门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同行业中所处的位次，看一看加快发展的力度够不

够、离目标还有多远，努力把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推

向一个崭新阶段。

二要强化创新意识。我们有些同志，考虑问

题，习惯于照本本、依框框、按惯例，面对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理不出新思路、想不出新办

法、拿不出新措施。发达地区没做的，想不到，发

达地区做过的，又学不到。究其原因，还是思维方

式落后于形势，缺乏创新的勇气和本领。面对工业

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全面提升的新形势，

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严峻的压力和挑战、百舸争

流的竞争态势，抱残守缺、因循守旧按、按部就

班，是行不通的，必须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不断

创新，敢闯敢试，敢学善学，否则就会丧失先机、

趋于平庸、甚至倒退。

创新发展，必须敢闯敢试。敢闯敢试，就是要

解放思想，敢于向体制机制障碍挑战，敢于向束缚

科学发展的条条框框挑战，勇于向传统的思维定

势、行为定势挑战，勇于向自我挑战。面对榆阳改

革发展的矛盾和挑战、禁区和盲区，敢闯敢试、敢

作敢为，敢于冲破重重阻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

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勇敢承担起使命和责任。邓小

平同志曾经指出：“没有一点 ‘闯’的精神，没有

一点 ‘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

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

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有闯的胆量、

冒的魄力、试的勇气，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突

破，在突破中前进，这样才能闯出一条又好又快发

展的新路子，创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新业绩。

创新发展，必须善学会学。善学会学，首先是

善于学习各项方针政策，把上面的精神与本单位、

本部门、本业务结合起来，吃透上情，读懂要义，

灵活运用各项政策法规，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指导

实践。其次是善于借鉴别人，把外边的、发达地区

的、先进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与我们的具体工

作、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大胆引进吸收，积极推广

应用，不断在学习借鉴、比照结合中理出新思路，

找到新方法。再次是善于总结自己，认真研究过去

工作中的成功与不足，找出原因，总结经验，并结

合当前和今后工作，认真思考一下，该用什么办

法、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才

能更好地推动当前工作，努力在总结以前经验与工

作实践的结合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促进发

展的新举措。

三要强化责任意识。责任意识事关党和国家事

业成效。干部只要有了强烈的责任意识，不懂的他

会问，不会的他会学，有条件的肯干，没条件的创

造条件也能干；责任意识强了，就会朝思暮想、绞

尽脑汁，挖空心思想工作、创事业，就会积极探

索，大胆开拓，不断创新。为此，要以深入贯彻落

实省委新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为契机，进一步强化

各级干部责任意识，建立责、权、利有机统一的责

任体系。一是明确责任。要对全区四套班子领导和

各部门单位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对号入座，哪个

项目该谁管，哪个产业谁负责，哪个工程谁主抓，

都要锁定责任人，明确谁牵头、谁落实，在全区建

立从上抓起，四套班子领导班子作表率，中间开

花，乡科技干部挑大梁；底层突破，基层干部上一

线的工作体系。每项工作任务去向不明都要定目

标、定标准、定进度、定时限，真正做到千斤重担

大家挑、人人肩上有指标，形成分级负责、分块负

责、分项负责的目标责任网络。二是落实责任。各

级干部要把主要精力用在责任落实上，敢于负责，

敢于较真，敢于碰硬，不怕触及矛盾和问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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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力气，惹麻烦。对自己分管或把关的每一项工

作、每一个项目，都要有目标，有办法，有资金，

有对策，有督促，发扬求真务实、攻坚克难的作

风，在责任落实上下硬功，在责任落实中比较干

部、评价干部，在责任实中推动工作，开创跨越发

展新局面。三是追究责任。领导就是责任，出现了

问题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责任心不强、工作不

力，群众意见大的部门和干部要坚决进行责任追

究，真正做到不论是谁，不管是哪个部门，该处罚

的处罚、该查处的查处，该调整岗位、免职的坚决

调整、免职，从而形成人人自逼自压、个人奋发赶

超，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水急鱼跳的发展氛围。

三、抓住关键，强化措施，着力推进又好又快

发展

今年是实施 “十一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

也是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同时也是

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一年。今

年全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市全委会精神，

继续按照 “围绕一个目标，突出两大优势，实施三

大战略，把握四个重点，推进五项建设”的发展思

路，坚持好字优先，推动科学发展，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解放思想，务实奋进，加

快融入 “陕北经济一体化进程”，努力开创榆阳跨

越发展新局面。

围绕这一总体要求，今年要突出抓好以下六方

面工作：

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 “一村一品、十村

示范、百村推进”为抓手，在北部草滩区和川道区

有条件的乡村，按照土地规模化、灌溉节水化、作

业机械化、经营产业化、产品标准化的要求，加大

农业科技应用推广力度，大力发展畜果菜为重点的

特色农业，突出抓好六大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推动

羊子、生猪、豆薯、玉米等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生

产、区域化布局、一体化经营。依托已形成的特色

产业基础，大力推广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

收的循环发展模式，着力打造农业特色产业新优

势。

二是加快农民增收步伐。继续加大农机、良

种、化肥、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力度，降低农

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政策性收入。大力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鼓励农民种植大棚蔬菜、制种玉米、地

膜绿豆等优质高效的经济作物，发展温棚养猪、舍

施养羊、笼养鸡等设施养殖业；积极引进和发展科

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精深加工型龙头企业，延

长产业链条，使农户在获得种养殖收益的同时，获

得更多的加工和流通收益。坚持异地转移和就地从

业并举、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并举，切实把人口压

力转化为增收优势，大力开展农民非农技能型培

训，推动劳务由 “体力型”向 “技能型”转变，

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

三是着力解决农村各类民生问题。坚持从农民

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事情做起，完善工业对

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机制，稳步提高公共财政

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比例。认真实施乡村道路建设、

农业综合改造、扶贫开发、上学就医、村级便民服

务、农村饮水安全等事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惠民

工程，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到新农村建设带来的成

果。积极探索兴办村级公益事业的新途径，引导群

众在自愿和量力而行的基础上，按照 “一事一议”

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财务公开、村民自治的原

则，大力兴办各类农村公益事业；积极探索农村公

益事业建设、管理和使用市场化、民营化的新路

子，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兴办农村公益事业。

四是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按照 “规模适度、

增强特色、强化功能”的原则，加快推进４６个试
点示范村建设，努力使试点示范村在主导产业、基

础设施、基层组织建设、村容村貌等方面年内有新

的突破。在抓好现有示范点的同时，有选择地推出

一批基础条件好、班子较强的村扩充为新的试点示

范村。今年开始，区上将拿出更多的专项资金，按

照梯次推进的思路，每年选择几个试点示范村进行

重点扶持，促进率先突破，切实发挥引领示范作

用，带动全区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

２做大做强工业经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要按照

“新型产业规模化、传统产业新型化”的要求，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全

区经济的跨越发展。

一是全力抓好项目建设。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推

进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之举，继续坚持 “六个一”

项目包抓责任制，倾全区之力、举全局之重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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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抓项目、跑项目、服务项目，用大项目、好项

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层次提升。牢牢抓住国

内外产业梯度转移、资本加速流动契机，依托园

区、资源和区位优势，围绕资源转化利用、企业技

改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等，积极引进税源型项

目、培育成长型项目、发展链条型项目、扶持骨干

型项目，确保项目建设持续、壮大、提升。坚持在

建项目抓投产、拟建项目抓开工、后续项目抓储

备，全力抓好１９个重点建设项目和２４个重大前期
项目，力争完成投资２０亿元。创新理念，拓宽视
野，瞄准世界５００强、国内５００强、中央大企业和
国家科研院所、京津沪大城市外迁等项目，主动出

击，叩门招商，着力抓好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成长性好的项目招商，切实搞好三产服务、农

副产品、基础设施、公益性社会事业项目招商，不

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更加重视项目争取和对接工

作，围绕土地、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标

准，加大上市跑省进京力度，快报、快接、快审，

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立项难、审批难、获准难、开

工难等瓶颈制约问题，努力使项目建设再上新台

阶。

二是全面加快园区建设。以载能工业园区建设

为突破口，按照超前性、集聚性、配套性原则，围

绕四大园区产业定位搞好规划，尽快形成功能不

同、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加快园区

水、电、路、污水处理、绿化、美化、亮化等基础

设施建设，引导项目向园区集聚，增强园区承载能

力。各部门、各有关乡镇要积极关心、支持园区建

设，为园区建设提供一切方便，力争年内四大园区

建设全面启动，实现大面积招商入园。大胆创新园

区开发运行机制，吸收各类资本参与园区建设，积

极推行以地置换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模式，努力形

成以区建区、以区养区的发展新模式。

三是狠抓工业产业升级。对照新型工业化标

准，鼓励支持企业技改扩容提效，提高产品档次和

质量，以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产品结构的优化带动产业层次

的提升，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供稳定的支撑。大

力推进以能源化工为主的新兴能源产业，培育壮大

中能、银河、兖矿等骨干企业，改造提升白酒、水

泥、制药等传统产业，提高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能

力；积极发展以羊猪、蛋奶、蔬菜、杂粮杂果等为

主的农产品加工业，扶持发展基础设施、公益性社

会事业类中小型企业，形成一批集中度大、关联性

强、集约化水平高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推进工业

经济发展由初级粗放向精深加工、由高耗低效向高

效低耗、由非再生性向循环永续利用方向转变。

四是着力推进节能减排。严格实行 “一票否

决”制，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刚性指

标，层层细化分解责任，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领

导、每个企业。严把项目入口关，加强新投资建设

项目合理耗能评估和审核，严格控制高污染项目上

马，确保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增加值综合能

耗下降４９％。加大 “六小”企业关停力度，加强

大气污染、工业 “三废”和煤矿采空塌陷区治理工

作，加快建立采空区群众利益补偿机制和能源开发

生态补偿保证金制度，切实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

３大力发展三产服务业，着力推进城乡一体
化。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扩总量、优结

构、提水平，加快构建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的

现代服务业体系。着力扶持现有各大商贸企业，鼓

励发展连锁经营、合作兼并，形成大型商贸企业集

团，带动传统商贸业改造升级。加快城乡流通网络

建设，提高城乡商业网点的配送率和连锁率。积极

发展休闲旅游度假、金融保险、家政服务、社区服

务、信息中介、物流配送、仓储货运和拍卖、典

当、担保等新型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

为强区富民的重要举措，充分认识民营经济的地位

和作用，不断优化发展环境，营造发展氛围，想民

营所想，急民营所急，着力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

中的瓶颈制约。大力扩张创业规模，集全民之智，

举全区之力，千方百计激活民资，不断为民营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民营经济的份额和实力。

要坚持在全民创业中富民，鼓励支持全民创意、全

民创新、全民创业，加快促进城乡群众自主创业，

让更多人通过创业更快地富起来，增加群众收入中

资产性、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以创业拉动就业，以

就业促进和谐。

三要加快小城镇建设。坚持政府投入和市场运

作相结合，加快小城镇供排水设施为重点的基础设

施建设，切实搞好街道硬化、绿化、亮化。发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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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资源优势，培育产业特色，积极引导中小规

模、从事初级农产品加工的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

业落户中心镇、中心村，聚集生产要素，带动农村

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城乡一

体化进程。

４高度关注民生，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一要突出抓好 “惠民工程”。要牢固树立经济

发展是政绩、改善民生也是政绩的理念，坚持在科

学发展中改善民生，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在

社会和谐中加快发展。以 “十件实事”为主要载

体，认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切实使今年成为全区群

众得到实惠更多的一年。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进一

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继续推进学校布局调整，加

快农村撤点并校步伐，确保城区７所新建学校全部
实现秋季招生，４所新建学校完成土地征用和审批
立项；不折不扣落实教育优惠政策，加大困难家庭

孩子上学奖励和补助，努力使人人有学上、上好

学。着力抓好医疗卫生事业，围绕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等突出问题，坚持政府主办、加大投

入、深化改革、完善功能，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着力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报销标准，加快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全面提

高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不断完善和

落实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深度开发社区服务、农

村基础设施等公益性就业岗位，建立促进就业长效

机制，着力帮扶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加强就业观念教育，鼓励城乡居民自主创业，以创

业带动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经济

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启动中心敬老院建设；深化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扩面征缴，逐步建

立覆盖全区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严格奖罚激

励机制，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坚决遏制出生漏报、

流动人口管理漏洞、性别比失调等突出问题，稳定

低生育水平。完善城乡文化体育设施，深入开展

“激情广场大家唱”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进一步加

强 “双创”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公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要突出抓好民主法制建设。坚持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

权，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

议政作用。加强和改善对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

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更

好地发挥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作用。坚持依法治

区，推进各项工作法制化进程，着力健全基层自治

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村民自治，扩大社区民

主。深入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法制观

念，提高社会管理的法制化水平。

三要突出抓好和谐稳定。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稳定，在工作上切实抓好稳定，不断完善信访工作

责任制，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依法妥善

处置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继续深入开展 “三排

查、三落实”活动，逐级建立台帐，逐个逐项限时

解决。要切实把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事项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体现在具体工作上，特别是对城乡

特困户、城市低保户、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等

困难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要重点落实帮扶人员和

帮扶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确保和谐稳

定。

四要突出抓好平安建设。连续两年全省社会治

安满意度调查，我区均处于末位。这固然有调查手

段不尽合理、调查结果不够准确的因素，但更主要

的还是我们抓安全稳定的意识还不够强、力度还够

大、工作还不够实。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

“平安榆阳”创建活动，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要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强化对重点部

位、重点行业、重点环节的安全监管，坚决遏制重

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健康安全。

５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紧密联系榆阳

实际，以提高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核心，以提

升素质、发挥作用为目标，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要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精神，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

果武装头脑、教育群众、凝聚民心，做到学在深

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常委

（扩大）会精神，在全区展开新一轮思想大解放，

围绕事关榆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讨论交

流、调查研究，使干部群众思想在解放中不断创

新、在观念转变中开拓奋进、在对比差距中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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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明确目标中奋勇争先，以无功即过的责任

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把心

思、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建设富裕和谐文明新榆

阳”上来，始终保持思想观念上的不断革新。

二要切实加强班子和队伍建设。要按照政治坚

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

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朝气蓬勃、奋发有

为、干事创业的坚强领导集体。要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体系，制定体现科学发展

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促

进干部考核工作科学化。要坚持重实干、重实绩、

重实效的选人用人导向，创新干部选用机制，积极

探索干部差额考察、任职试用和领导干部初始提名

等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新机制，广泛推行公开选拔

和竞争上岗等制度，切实把那些德才兼备、实绩突

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来。要按照 “谋事、干事、成事、不出事”的要

求，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

教育培训、轮岗交流和实践锻炼，拓宽培训渠道，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

素质。

三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按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的要求，坚持

不懈地把 “强基创优争先”工程推向深入，积极探

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机制、新途径和新方法。

以 “抓城市党建带动农村党建，在城市培养发展农

村党员；抓创业队伍建设带动农村队伍建设，在企

业培养选拔农村党员”为内容，扎实开展 “双带双

培一建”活动，着力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

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深入开展 “三

级联创”、 “四创建一整顿”等活动，通过启发教

育、民主协商、示范引导等方法，不断提高农村基

层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本领。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积极开展各项组织活动，充分

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作用。以服务

社区居民、构建和谐社区为重点，以社区党员作用

发挥为平台，着力解决社区党员细登记、粗管理、

虚设岗、小作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社区党建工作

水平。以健全组织体系和工作网络为重点，不断加

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以提

高能力、优化服务、争先创优为重点，抓好机关和

事业单位党建工作，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增强基

层党组织活力。

四要切实加强作风建设。要针对部分单位、部

分干部中存在的不愿抓落实、不会抓落实、工作落

不实，甚至胡乱抓落实等突出问题，全面加强作风

建设。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抓好落实，干事业

善于创新突破，做工作勇于力争上游，遇难题敢于

迎难而上。要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抓好落实，常

读书，勤学习，善思考，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政

治敏锐性和工作责任感，提高把握机遇、协调矛

盾、处理问题的能力。要以脚踏实地的作风抓好落

实，切忌心浮气躁、作风飘浮、作表面文章，切实

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要走近群众、走近基

层、走近困难，善于从群众的意见中听出责任和义

务，善于从群众的呼声中听出方向和动力，真心实

意为老百姓服务，尽心尽力为群众解忧。要以雷厉

风行的工作作风抓好落实，说了算、定了干，快节

奏、高效率，先人一拍、快人一步，切忌拖拉，决

不允许把该办的事拖着不办，把小问题拖成大问

题，把简单的事情拖成复杂矛盾。要以严明的纪律

抓好落实，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区委、区政府的决策

部署，确保一个声音到底、一根竿子到底，决不允

许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以任何借口而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真正把嘴上

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为具体的行动、实

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

行，靠前指挥，带头实干，要求一般干部职工做到

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决不能当 “甩手掌柜”，不

管不问，切实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树起旗帜，立起

标杆，管好干部，带好队伍。要敢抓敢管，对那些

办事拖拉、工作不落实的人和事，一定要敢于批

评，敢于碰硬，敢于处理，真正做到矛盾不上交、

困难不绕道、责任不推诿。

五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着力加强反腐倡

廉教育，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

思想道德、权力观、政绩观和纪律条规教育。从基

本程序、基本规范、基本要求入手，突出机关、基

层、行业、专业四个层次，加快构建符合榆阳实际

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管理民主为核心、制度

建设为重点，大力推进村、街干部 “促勤保廉工

程”，加强村、街党风廉政建设。以规范权力运行、

强化服务监督为着力点，强化用权监督，坚决杜绝

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廉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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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若干规定，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加强和改进案件查办工作，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推

向深入。

集众木方成大厦，合众力方成伟业。全区上下

要共同担负起发展榆阳、建设榆阳的光荣使命，充

分发挥榆阳人特有的勤劳勇敢、踏实肯干、艰苦奋

斗、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全力搞建设，一心谋发

展，干好每一天，走实每一步，奋力推进全区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同志们，新的目标、新的起点，预示着新的憧

憬、新的希望。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下，万众一心，开拓

奋进，用饱满的热情、辛勤的汗水、不懈的努力，

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为创造

榆阳人民富裕文明和谐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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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困难　坚定信心　狠抓落实

努力开创榆阳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　刘汉利

（２００９年２月７日）

同志们：

刚才，成继同志就今年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

排部署，我完全同意。下面，我再讲五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抓创新，迎难而上抓落实，切实

增强又好又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当前，发展形势复杂多变，坚定信心最为关

键。坚定信心，首要是准确判断形势，审慎辨析利

弊，科学把握机遇。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抓好

落实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判断当前所面临的形势

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诸多突

出矛盾问题：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数明显增多，

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经济社会

的影响，特别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

后果严重的程度还难以预测。受其影响，能源市场

低迷，产品价格下行，关停企业不断增多，原煤价

格较最高峰时下降了４５％，兰炭行业处于停顿半停
顿状态，给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

同时，我们自身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一是长期

制约我区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还没有得到根

本解决，经济总量和规模偏小，质量和效益不高，

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高等问

题仍然突出。二是工业经济主要是以提供初级产品

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小，抗风险能力弱，这

一缺点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以充分显现；农业产业

化水平低，特色农产品档次不高、效益不佳、缺乏

真正能打出去、叫得响的 “名优品牌”；三产服务

业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高品位的服务类企业

少，对三产服务业发展规划、引导、服务不到位，

导致三产服务业整体发育不足、优势不明显。三是

民计民生任务繁重，就业再就业、安全稳定、上学

就医、社会保障等压力依然很大，这些都给我们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又好又快的发展带来巨大困

难，提出严峻挑战。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众多有利因素：一是金融

危机蔓延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迅速作出决策部

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出台十项应对措施，投资４万亿元加快民生工程、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二是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榆林后，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 ２７条意见，在能源转化利用、
特色农业开发、城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三是市委、市政

府相继制定出新规划，确立了新目标，推出了一系

列重大新举措，为我们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四是综合实力大大增强，跨越发展势

头强劲。我区连续五年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两位数增

长，提前两年实现 “十一五”目标任务。２００８年，
生产总值达到１１３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１２７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００亿元，分别首次
突破百亿元大关；财政总收入达到２０８亿元，居
民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２２１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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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８５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增长；特别值
得关注的是羊子饲养量达到１７５万只，全省第一，
生猪饲养量达到１１０万头，成为全省养猪大县，原
煤产量达到 １１００万吨，对财政的贡献超过 ６０％，
无疑，这为我们实现跨越发展奠实了基础，蓄足了

能量。加之一大批大企业、大集团的进入和重大项

目的相继落户，铁路公路、民生工程等相继建成，

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我们应对危机、加快

发展的有利条件。五是我们榆阳干部群众所特有的

干事创业品质和顽强拼搏、不畏艰险的精神，已成

为我们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全区上下干劲足、人

气旺，谋发展、促和谐的热情饱满，信心坚定。所

有这些，都为我们完成发展目标任务加足了底气，

增强了信心。因此，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直面挑

战，迎难而上，不断创新发展思路，在错综复杂的

环境中把握机遇，错位发展，转 “危”为 “机”，

变压力为动力，全力推动榆阳又好又快发展。

２００９年，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基础先行，项
目支撑，园区引领，民生拉动。确立这样的思路，

是基于以下考虑：

基础先行。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先决条件和首要因素。我区基础设施建设欠帐

多、档次低、发展滞后，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产生活需求。面对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应

对危机、扩大内需措施，我们把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和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基中之基，不仅是

因应对策的应时之需，更是长远发展的必须之举。

项目支撑。项目是抓手，是全区经济的命脉所

在，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在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受

冲击严重的产业和企业，必然要寻求新的发展领

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加之国家对能源化工、基

础设施、民生类项目投入加大，项目建设成本降

低，报批进度加快，这给我们承接外来产业转移，

大招商、大引资、大上项目带来了绝好的机遇。坚

定不移地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把项目建设作为抢抓

机遇、助推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不仅顺应了时势需要，更可以借此壮大区域经济实

力。

园区引领。园区是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的平

台，是要素集聚、发展集约、产业集群的重要依

托。建好园区对于促进我区产业化和现代化、提高

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区

项目急剧增多、工农业产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优势

产业提质扩容迅速加快，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园区建

设，积极为集约发展、集群发展搭建好平台，以此

放大集聚效应，实现效益最大化。鉴此，今年我们

要强力推动榆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和麻黄梁工

业园区建设，使其成为引领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火

车头和动力源。

民生拉动。民生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当前，

各级对民生问题重视程度之高、解决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加大财力投入，集中建设一批群众急需、事

关长远的民生工程，对于拉动投资、促进增长、改

善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二、突出重点抓推进，力破难点抓落实，强力

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今年，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目标任务十分艰

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３０％，达到１４８亿元；固定
资产投入增长５７４％，达到２００亿元；财政收入增
长２０％，达到２５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１８８％，达到１４５０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１１％，达到 ４６５０元。指标高、任务重、压力大，
要全面完成全年任务，必须采取超常规措施，突出

重点抓推进，力破难点抓落实。

（一）创新载体建园区，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中省农业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立足全区农村实际，探索新形

势下做好农业农村工作新思路、新办法，扎实推进

新农村建设，千方百计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一是创新载体，建好榆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区。我区传统农牧业发达，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发

展现代特色农业潜力很大。特别是近年来形成了稳

定的产业基地，农业产业化开发初具规模，为园区

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为了尽快启动这项

工程，年前，市区各拿出 １００万元，进行规划设
计、立项报批等前期工作。当前，要突出抓好四项

工作：一要认真做好规划。要严格按照 “一园三中

心、六区五基地”总体布局，广泛听取各方面意

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着眼于长远发展需求，

科学制定总体规划和各功能区详细规划。二要抓紧

做好对接。要加紧与市上有关部门对接，尽快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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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形成合力，加快向中央有关部委和省上申

报，争取项目早立项、早获批、早日挤入中、省大

盘子。三要多方筹措资金。在市区两级政府大量注

入启动资金的同时，降低门槛、放宽政策、扩大视

野，瞄准区内外大企业、大集团和民营老板，主动

出击，叩门招商，广泛吸纳民间资本和外部资金，

从而形成财政、民间、外资一起上的多元化投资格

局。四要尽快启动相关项目。园区办及各相关部

门、周边乡镇要迅速抽调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

启动基础设施和马铃薯试验示范基地、农垦设施农

业基地、榆卜界会展中心项目建设，制定产业规

划，落实产业基地，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六月底前基

本完成，三个项目年内投产达效。

二是创新思路，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在继

续巩固提高１０个示范村的基础上，集中扶持麻黄
梁十八墩、古塔黄家圪土劳等５个重点村。要按照
“三沿三型”新农村示范村建设总体思路，着重将

新农村重点推进村布局在沿城区、沿工矿、沿省道

国道，打造出山区、滩区、园区等区域特色典型，

继续采取城乡联动、村企共建、资金捆绑、项目集

中等办法，加快建设一批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新

农村。对东南部山区特别是一些 “空壳村”，要通

过就近集中人口，整合村级行政资源，提高教育、

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完善路、水、电、讯等

基础设施的办法，大胆尝试建立中心村，从根本上

解决留守人员生产生活问题，解除外出人员后顾之

忧。各乡镇也要因地制宜确定各自的推进重点和推

进办法，努力形成区上指导有典型、乡上推进有示

范、村上建设有项目的新格局。

三是创新方法，大幅增加农民收入。新农村建

设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收入问

题，抓住了农民增收问题，就抓住了新农村建设的

“４牛鼻子”。今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要净增４６５
元，达到４６５０元。从增收潜力和农村形势看，任
务是相当艰巨的。全区各级一定要紧盯目标，突出

四抓：一要抓投入。省市按１∶２的比例配套设立不
少于３亿元的榆林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加上２５
亿元的农业类投资，数量相当可观，必须全力争

取。同时，区、乡两级都要配套拿出不少于新增财

力的３０％和政府土地出让金的５０％，用以发展现
代特色农业，扶持和培育带动力强、有潜力的龙头

企业和种养大户。二要抓产业。要在稳步扩大现有

产业规模的同时，着力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通过

增加农业科技含量、扩大机耕作业面、以种促养、

以加促养等办法，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确保

增产增收。三要抓基地。着眼于保障和促进榆林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加快制定特色产业基地

发展规划，加大政策倾斜、资金注入和技术支持，

确保 “五个百万基地”建设，进一步扩大温棚养

猪、舍饲养羊、大棚蔬菜、外向型大辣子、高产玉

米、优质小杂粮等产业基地，稳步提高基地效益。

四要抓劳务输出。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

源，基本占到农民收入的５０％以上。去年下半年以
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外省务工人员大量回流返

乡，直接影响到农民增收。要在积极开拓外部就业

市场的同时，一方面依托市内重点项目、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等，争取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就地转

移；另一方面，要按照 “农业工业化”的要求，从

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全力扶持农民发展

以加工流通为主的二三产业，以创业促进就业，确

保全年劳务输出不少于５万人。
（二）拉动内需保增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一是围绕内需引项目。当前，国家对基础设施

类、农业类、民生类、公共服务类项目的政策倾

斜、资金投入空前加大，以项目拉动投资，以投资

扩大内需，以内需改善消费。要认真研究国家产业

政策，盯住国家总盘子和省、市分盘子，畅通信息

渠道，多途径、宽领域、深层次收集项目信息，超

前谋划项目，力争更多项目挤进中省市项目盘子。

一方面继续加大能源化工类项目招商引资，千方百

计创造条件促其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另一方

面，加大环境整治类、基础设施类、民生类及社会

事业类项目策划包装、筛选报批和引进，争取尽快

推出一批、引进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投运

一批。年前，区上已筛选上报了总投资２４亿元的
５０个重点项目，启动实施了投资１００亿元的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出总投资５０亿元的全方位覆
盖的民生系列工程。各级各部门要加大进京到部赴

省上市力度，全方位、多层面争取项目和资金，全

面加快城乡路网、水网、电网、通讯网络建设和改

造，加大流域治理、土地整理、环境保护、坝系工

程、农村能源等改善民计民生方面的项目建设，提

升基础设施品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扩大公

共服务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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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围绕增长建项目。继续坚持 “六个一”

项目责任制、倒计时工作制、重点项目挂牌保护制

和项目调度制，加快推进 １０００万吨小纪汗煤矿、
８００万吨杭来湾煤矿等１０个大中型煤矿建设，全力
推进兖矿二期１８０万吨煤制甲醇、煤焦油加氢、东
方集团专用汽车制造等２４个重点项目建设或投产
达效，积极配合市上做好榆绥、榆佳、榆神高速和

２１０国道城区过境线、西包铁路复线建设，千方百
计抓投入、抓开工、抓进度，确保２００亿元固定资
产投入如期完成。要着力帮助企业提高运行质量，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切实增强与企业兴衰与共、休

戚相关的责任感，主动为企业服务，密切关注企业

生产经营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企一策、一

企多策，千方百计保运转、保产能，确保主要工业

品产销两旺，原煤产量达到１６００万吨，工业增加
值达到６５亿元。

三是做大规模建园区。借鉴麻黄梁工业园区建

设模式，尽快启动建设榆横矿区煤化学园区和鱼河

盐化工园区，加快编制马家峁三产服务园、医药食

品工业园和小壕兔创业园区建设规划，尽快形成功

能不同、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园区建设新格局，

实现集约发展、集群发展，发挥规模效应，壮大经

济实力。进一步完善麻黄梁工业园区综合基础功

能，全面加快园区至榆林高等级油路、园区至西包

铁路连接专线工程、园区南北环线道路和污水处理

厂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快策划包装一批能化

类、装备制造类、农产品加工类以及配套服务类骨

干型大项目、好项目，积极寻求项目合作方，力促

企业入园、资金到位、项目开工。妥善处理好园区

建设与群众利益的关系，始终把群众利益考虑在

前，把矛盾和隐患排查化解在前，把群众与企业、

与政府的关系理顺在前，确保不留尾巴，不发生群

体性、突发性事件。

（三）统筹规划抓三产，加快建设三产服务后

勤保障基地。

发展三产服务业，必须认真研究榆林城市整体

发展规划和三产服务业发展规划，在榆林城市发展

布局中寻找发展空间，在融入市上三产服务业规

划、做好对接配合中发展各种新型服务业。要积极

与市上协调，建立市区联合三产服务业领导小组，

象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那样，市区联手，发展

壮大三产服务业，共同经营好城市，做大做强城市

经济；象发展现代特色农业那样，建立三产服务业

发展基金，鼓励全民创业，助推三产服务业繁荣。

要大力发展现代经营业态。引导和鼓励各类商贸企

业，向大型购物中心、综合商业广场、总代理、总

经销等现代经营组织形式和现代销售方式方向发

展，推广现代商业营销理念，倡导连锁经营、大型

超市、电子配送等新型商业运作模式，提高现代流

通水平，推动三产服务业向现代化、集团化、规模

化发展。要大力发展各类商品交易批发市场。结合

市上三产服务业发展布局，找准市场与区域支柱产

业最佳结合点，加快建立便民蔬菜副食批发、家电

家俱批发、装饰装潢材料批发、汽车交易等市场，

通过市区联合， “新建一批，提升一批，扩建一

批”，形成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市场网络体系。

要大力发展集镇商贸服务业。我区集镇大多地处公

路沿线、城郊和工矿区，商贸服务业发展潜力巨

大。要加大集镇建设力度，进一步形成相对集聚的

优势，立足当地村民需求，致力于引进大型商贸连

锁企业，推动集镇商贸服务业上台阶。要着力构筑

近郊休闲度假圈。充分利用牛家梁、红石峡等生态

旅游资源，依托众多的库坝和秀丽的景观，集中开

发建设一批高品味、有档次的休闲旅游度假村。要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管理权

限，按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大力发

展家政、家教、托幼、养老、中介、咨询、培训、

医疗卫生保健、文化娱乐等服务业，提升群众生活

质量。

三、改善民生聚民心，促进和谐抓落实，全力

维护社会稳定

（一）切实抓好民生工程。

近年来，我们坚持每年实施十项民生工程，为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我们

又拿出新增财力的２４倍，集中实施乡村道路、农
综改造、扶贫开发、上学就医、安全饮水等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的十大民生工程，投入之多，力度之

大，前所未有。各级领导都要充分认识做好民生工

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关心群众疾苦的实事

办好，将改善群众生活的好事办实。

民生工程不是形象工程，更不是面子工程。做

好民生工作，一要讲感情。同样一项政策、一项措

施、一件实事，是不是带着感情去做，成效大不一

样，群众的感受也大不一样。真正设身处地地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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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考虑，即使办点小事，群众也很感动；而有些工

作投入不少，但群众并不称道，要认真思考一下问

题出在哪里。二要讲方法。改善民生并不是都需要

财政投入，改进工作方法，同样可以让群众得到方

便和实惠。很多部门的工作都直接和群众打交道，

改进一下态度、提高一下效率、搞一些上门服务，

都是关注民生的具体体现，有时甚至比 “花钱”的

效果还要好。所以，不仅要有 “惠民”的好政策，

还要有 “便民”的好方法，这样惠民政策才不会打

折扣，才能把实事办好，让群众高兴。三要讲质

量。衡量民生工作的最终标准是群众满意。民生是

个大范畴，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各项社会事

业都事关民生，除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级出台的政

策外，还要注意研究本系统本辖区群众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真正使自己的工作更贴近群众的需

要，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二）大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

切实把更多资金投向教育、科技、医疗、卫

生、社保、平安建设等社会事业领域，不断提高社

会公共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优先发展教育、医疗

卫生事业。加大学校布点调整力度，优化教育资源

配置，加快城区新校建设和农村撤点并校；加快发

展职业技术教育，尽快规划建设职业技术培训教育

中心，提高职业教育普及率。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

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确保全区人

人享有医疗卫生保障。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加大环卫设施特别是农村环卫设施投入，巩固

扩大 “双创”成果。继续加大专项治理力度，严格

控制计划外、政策外生育，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加大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引导科技创新要素向企

业、工业基地和园区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城

乡社会保障覆盖面，适当提高保障标准；加大扶贫

开发力度，加快整村推进步伐，力争全年６５００人
实现脱贫。

（三）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当前，我区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不稳定因素

也不容忽视。从大环境看，今年是建国６０周年和
西藏解放 ５０周年，又恰逢 “六·四”风波 ２０周
年、取缔法轮功１０周年两个政治节点，维护社会
政治稳定的压力很大。从我们自身看，企业改制、

征地拆迁、利益分配等引发的矛盾还很突出；“两

抢一盗”、 “黄赌毒”等治安案件仍居高不下；众

多的煤炭、化工企业和输油气管道等隐伏着诸多潜

在的安全隐患，这就需要我们时刻站在维护全区发

展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定

期排查隐患，妥善化解矛盾，及时解决问题，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不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和突发

性、群体性事件。要不断完善和提高民主决策、科

学决策、依法行政水平，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倾听群

众意见和建议，在资源开采中兼顾群众利益，切实

从源头上防止矛盾纠纷发生。要密切关注群众情绪

变化，畅通群众合理诉求表达渠道，理顺情绪、消

除疑虑、化解矛盾，决不能推拖打压，积累矛盾、

积贮民怨。要深入开展 “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

开门接访，主动约访，带案下访；继续推行领导包

案制、信访联席会议等制度，切实解决好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的各类信访案件；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确保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乡，实现 “一控制两下降”目标。要始终保

持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 “两

抢一盗”、涉赌涉毒等刑事犯罪活动，切实提高公

众安全感满意度。要密切注视各种敌对势力动态，

加强重点对象管控、帮教，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切实提高发现、防范、打击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和 “一票否决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整治、食品药品安全检查等专项活动，严厉打击各

种违规生产、非法生产、制假售假等行为，努力营

造社会更加和谐、秩序更加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的

良好局面。

四、抓好党建聚合力，强化领导抓落实，不断

提高引领科学发展的能力。

１扎实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按照
省、市委统一部署，今年上半年我区要开展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中之

重。组织部门要尽快做好准备工作，着手制定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施方案。通过扎扎实实地学习

实践活动，切实做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

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加大干部培训教育力度，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

脑，要突出抓好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发展、

重大项目管理、金融和资本知识、防范和应对突发

事件等专题培训，不断完善各级干部的知识结构，

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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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一步健全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

完善学习方法，注重学习效果，不断提高领导科学

发展的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

２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领导班
子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

建设成为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坚强领导集体。创新

干部选用制度，科学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

扩大提名范围，拓宽选人视野，提高群众的公信度

和满意度。创新干部考察考核、选拔任用和监督管

理机制，着力构建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

干部任用票决制度、干部辞职制度等充满活力的用

人机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

政绩观要求的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机制，努力建

设一支想干事、善谋事、会办事、能成事、不出事

的干部队伍。

３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 “强基创

优争先”、城乡联动抓党建 “六联六创”活动，认

真落实城乡党建工作 “五个一体”工作机制 （即

城乡党建工作一体规划、城乡党建资源一体配置，

城乡党建事务一体共管、城乡党建服务一体开展、

城乡党建考核一体进行）。着力推进城镇机关、企

业党建与农村党建有效对接和融合，积极推进新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切实把基层组织建

设延伸到统筹城乡发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以党的

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选派区乡干部和大学

生到村任职，动员农民企业家、外出务工经商能人

返乡担任村干部。加强农村党组织阵地建设，完善

农村基层干部待遇保障激励机制和农村基层党建工

作经费保障机制，开展乡村两级党组织 “升级晋

档”活动。大力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入党积极分子

和后备干部 “三位一体”综合开发培养工程，不断

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４创新廉政建设。全面推行领导干部问廉、
问责、问效 “三问”活动，继续深入推进 “反六

腐扫三风”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决纠

正损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加强对领导机

关、领导干部和腐败多发易发领域的监督，切实让

权力在监督下运行。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切实保持公务用车、会议经费、公务接待

以及党政机关出国经费等支出零增长。积极试行会

议改革，进一步精文减会，减少应酬，减少检查评

比。

五、强化意识提素质，转变作风抓落实，切实

提高执政能力。

转变作风抓落实，首要是转变思想作风，自觉

树立 “五种意识”。一要树立学习意识。学习是一

种品格，学习是一种境界。积极参加到 “周周读

书、人人培训”活动中，多读书、读好书，勤学

习、长才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

路、促进工作的措施、抓好工作的本领。二要树立

大局意识。我们有些干部只顾及小团体利益、只考

虑个人得失、常常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做

就怎样做，根本不考虑对大局造成的影响。要杜绝

任何单位或部门各自为政，以小局盖大局，绝不允

许为了自身利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切实做到在大局中思考、在大局下行

动、在维护大局中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三要树立

责任意识。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必须做好份内应

做的事情，承担起应承担的任务和使命。树立责任

意识，就是要积极主动，勇挑重担，说了就算，定

了就干。有了责任心，再多的任务、再大的困难也

不怕。责任出勇气、出智慧、出力量、出成绩。四

要树立服务意识。服务是一种自觉行为，一种职业

道德，一种工作责任。主动解民忧、帮民困，积极

为项目争资金、优环境，大力为企业解难题、办实

事，努力使全区各级各部门都成为服务部门，所有

岗位成为服务岗位，所有党员干部成为服务员。五

要树立廉洁意识。廉洁意识强不强，直接关系到干

部的作风和形象，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把自已的言

行置身于党纪国法和组织的监督约束之下，管好自

己，管好部门，管好亲属，管好身边工作人员，正

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慎言、慎行、慎独、

慎微，自觉做到主动自律，严格自律，有效自律，

努力做一个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白，生活上清

正，工作上清廉的优秀干部。

转变作风抓落实，其次要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

作风。

一要找准切点抓落实。必须吃透上情，摸清下

情，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工作切点，逐一细化

分解，制定出具体的方案和相应的措施，落实到每

一个岗位和个人。一是抓基层、打基础，一步一个

脚印抓落实。要一改坐在办公室里谈工作的衙门作

风，走出机关，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了解

基层实情，切实做好基层基础工作。二是抓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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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突破，以点促面抓落实。要紧紧围绕工作大局，

牢牢把握工作重点，以实现重点工作的新突破推动

工作落实。对重点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可

行的方案，要有具体的措施，确保重点工作真正落

到实处，收到实效。三是抓典型、做示范，辐射带

动抓落实。要争取每项工作都做到胸中有全局，手

上有典型，在各项工作和各个领域都能培养树立起

自己的典型，通过典型促动、示范引路，辐射带动

面上工作。四是抓弱点，促平衡，把握全局抓落

实。要时刻关注全局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善于运用

抓两头、带中间、促整体的工作方法，走活一盘

棋，不漏一个点，形成先进带后进，后进赶先进的

良好工作局面。

二要改进作风抓落实。能不能抓好落实，关键

是看有没有一个好的作风。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扎实改进干部作风，

努力提高执政能力，以各级机关单位干部工作的新

面貌推动工作落实。要坚决克服只说不做、只作表

面文章、制造虚假政绩等不良风气，切实在层层抓

落实、层层抓督查、层层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大力

推行 “一线工作法”，切实做到体察民情、了解民

意、调查研究在一线，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科学

决策在一线，排解民忧、帮助民富、解决问题在一

线，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基层，放在农村第一

线、企业第一线、项目建设第一线，多到困难大、

矛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多到群众意见大的地方

去理顺情绪，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千方百计为基

层、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尤其要解决好那些制

约全局工作推进的重大问题，解决好那些对本乡

镇、本部门、本单位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难点问题，

解决好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及时化解矛

盾，清除不安定因素。

三要强化督查抓落实。督促检查，是领导决策

的后续工作，是一个工作过程的最终环节。工作有

布置而无检查，就容易走过场。一是督查责任要落

实。区考核办、“两办”督查室要切实加强对各乡

镇、各部门、各单位的督查和督办工作。重点看是

否做到将全年工作目标和区上安排的各项工作逐级

分解，细化为每个岗位的分目标和每一个人的子目

标，使人人肩上有担子，项项工作有着落；是否做

到对一些全局性的重点工作和难点问题，由有关领

导专人负责，组成专门班子来抓；是否做到严格实

行 “一把手”责任追究制和 “首问责任制”，形成

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逐级负责，不留死角的

抓落实长效机制。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也要实

行相应的督查制度，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看落

实了多少，落实的效果如何。二是督查方式要改

变。要以抓落实、抓 “不作为”为突破口，大力提

倡变 “明查”为 “暗访”，不打招呼，不露声色，

一步查到最低层。对问题多、矛盾多、群众意见大

的要多杀 “回马枪”，加大 “回访率”，直到彻底

落实为止。三是考评机制要跟上。要进一步完善组

织、人事部门对干部的考核评价制度，对于工作中

确实出色的要使其政治上有待遇、经济上得实惠。

要探索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针对不思进取、不负

责任、不作为的干部，制定约束措施，加大责任追

究力度，切实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

问题。

同志们，责任在肩重千钧，使命在身当奋进。

让我们紧密团结起来，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共度

时艰，为实现榆阳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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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在榆阳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榆阳区人民政府代区长　王成继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

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的简要回顾

本届政府自２００３年１月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以来，认真贯彻区十

五届人大历次会议精神，团结努力，艰苦奋斗，圆

满完成了届期内的各项目标任务。主要工作显示出

如下几方面特点：

经济建设实现新跨越，综合实力跻身全省 “十

强”。截至 ２００６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６５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７１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２６亿元，
这三项指标较之于２００２年均翻了两番以上，与十
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定的五年内实现 “三个翻一

番”的目标相比，提前一年分别多翻了一番。农民

人均纯收入增加了１１００元，与上届人代会议定的
“新增一千元”相比，提前一年多增了１００元。我
区的综合实力由全市的第五位前移到了第三位。在

全省县域经济考核中，连续两年跻身十强行列。

主导产业开发取得新成绩，农村经济全面发

展。五年来累计投资近１亿元，集中扶持发展了一
批 “龙头”企业和种养业大户。以舍饲养羊、温棚

养猪、奶站养牛、笼养鸡为主的科学养殖业持续发

展，以制种玉米、制种西瓜、大辣子、大棚菜、小

杂粮为主的高效种植业不断提效。初步建成全国白

绒山羊繁育基地、全国玉米制种基地、全省设施养

羊示范县区、全省养殖业大区。粮食播种面积较为

稳定，粮食产量保持到３亿斤左右。
基础建设迈出新步伐，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

化。通过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人工种草和封山禁

牧，使生态植被持续恢复，我区被评为全国防沙治

沙先进县区、全国大扁杏林业标准化建设示范县

区。组织实施了李家梁水库新建，红石峡、尤家

峁、河口、石峁、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以及香

水、扎林川、红石峡二期供水工程。我区连续 １７
次夺得全省水利 “振兴杯”，并被评为全国农田水

利建设先进区。大力度推开 “一池三改”项目、整

村扶贫开发和扶贫移民工程，完成一、二期农村电

网改造和小城镇总体规划，扩大有线电视和电话普

及率。建成通乡油路 １４０公里，通村油路 ３００公
里，全区除清泉以外的２３个乡镇和５０％的村实现
通油路。制定出台了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并启动

建设４２个试点村和２个示范村。
招商引资创下新纪录，工业经济步入快车道。

五年累计引进资金３６５亿元，新上了８００万吨榆
树湾、１２０万吨中能和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改造了
人民、东风、金牛等原有煤矿，原煤产量达到６８０
万吨；新上了银河电厂、基泰阳光电厂和北郊热电

厂，年发电量达到１６亿度；新上了兖州煤业６０万
吨甲醇、２×３０万吨水泥粉磨站、沙柳造纸二期、
昱立玻璃制品、云河化工铁合金、乳化炸药生产线

等重点项目，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与此同时，１００
万吨煤液化、２×３０万吨银河电厂二期、１００万吨
水泥粉磨站、二甲醇、二甲酯、洗煤厂、真空制

盐、长北天然气开发等不少引资项目，正在抓紧运

作，有的已着手启动建设。在重点引资项目的推动

下，工业经济以６３２％的速度逐年递增，总产值达
到４５亿元，其中区属规模以上企业产值４２亿元，
年均递增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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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

财政收入在２００４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并实现当
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之后，２００６年再上新台阶，
总收入达到１１亿元。停征农业税和农产品特产税，
广大农民首次实现零负担。化解乡村债务工作在全

省作了推广，城乡 “低保”和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达到６万多人，就业和再就业规模
不断扩大，启动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提高了社

区居组干部、农村老党员、老干部、复退军人、优

抚对象的生活补助，有效解决了一些困难户、灾病

户的生活问题。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成果，社会各

项事业全面发展。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社区、文明

村镇、“五型”机关和效能机关活动，建成一批文

明单位、“五型”机关和小康乡村。全面加强基层

民主政治建设，深入推进政务、村务、厂务公开，

认真开展 《行政许可法》及 “四五”、 “五五”普

法宣传教育。累计办理人民代表建议、批评、意见

２０５件，政协委员提案２６８件。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３万多件 （人）／次，办结信访案件 １９１件。切
实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时有效地

查处涉法涉纪案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治安和安全

生产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排查

和整改安全隐患，稳妥处置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

科技信息工作成绩显著，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５项，市级科技进步奖１９项，被评为全省科技成果
先进县区。统计工作取得新成绩，先后获得全国人

口普查工作先进县区、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先

进集体、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教育工作得到加强，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政策全

面落实，民办教育快速发展，撤点并校有序推开，

学校基础设施继续改善，城区第五中学、第七中学

等７所学校建成并开始招生，城区学生上学难、班
额大的问题可望得到缓解。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项目，推开了药品流通体制改革，顶住了 “非

典”疫情压力，新建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改造

维修了２４所乡镇卫生院，成立了７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区、乡、村三级疫病监测防范体系和卫生

保健网络进一步健全，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有效防

治，被评为全省计划免疫先进县区。网吧、音像制

品等文化市场进一步规范，社区广场文化日益繁

荣，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活动深入开展，组织参

加全省文艺调演获得一等奖，被评为全省文化工作

先进县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健康发展，各街道

办事处普遍建成省级以上先进体育社区，区体育中

心等４单位分别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全
国全民健身周活动先进集体。成功举办了两届农民

运动会，组团参加全国体育先进县比赛获得好成

绩。计划生育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区被评为全国计

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科技

工作先进集体、全国计划生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全省

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级县区。双拥优抚和民兵预备

役工作得到新发展，我区多次被评为 “双拥模范

区”、爱国拥军模范单位和全省老龄工作先进区。

土地、矿产、水资源管理得到加强，资源总体利用

规划和地质灾害规划编制完成。环境保护力度明显

加大，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和环保模范城市工作全面

铺开。

与此同时，审计、监察、人事劳动、技术监

督、市场管理、物价、粮食、商贸、供销等各项工

作也都取得较好成绩。

五年来取得的上述成绩，是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支持的

结果，是全区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辛勤劳动

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全区人民，

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

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存在的

矛盾和问题：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瓶

颈制约、体制障碍、结构束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破

解，长期形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

变。二是经济总量小，工业企业规模化效益小，农

业产业化组织程度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

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

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发展仍然滞后，

全区仍有５万多人口尚未摆脱贫困局面。四是企业
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创新的意识还不够强，集团

化、规模化、民营化发展的步伐还不够快。五是涉

及群众利益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因企业改

制、征砍拆迁、土地纠纷、环境污染、城乡就业等

引发的矛盾纠纷仍然不少，维护稳定与促进和谐的

难度较大。六是部分干部中还存在着思想不解放、

责任不落实、工作不扎实等问题，政府自身建设也

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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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中，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认真研究解

决。

二、今后五年发展的目标要求

今后五年，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

经济强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综观未来五

年的发展形势，我们有不少有利因素和潜在优势。

从全国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西部大开发的扶

持政策将进一步深化，为我们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从全省看，陕西已将建设西部强省作

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更加突出陕北跨越式发展

的战略地位，必将进一步加大对陕北的资金投入和

政策支持，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

全市看，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已经形成大投入、大开

发、大发展的格局，航空、公路、铁路、电力、通

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日益凸显，

为我区加快发展搭建了平台。再从我们的自身条件

看，位居城市周边，受到越来越强势的人流、物

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带动；地处榆横、榆神、榆

绥矿区腹地，受到越来越有力的煤、气、油、盐开

发带动；加之群众生活的日益改善，干部作风的不

断改进，全区上下的凝心聚力，锐意进取，都为我

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保障。

基于上述形势，结合 “十一五”规划，到

２０１２年，我区的发展目标应定位在 “三翻三突破、

两降两前移”上。所谓 “三翻三突破”，就是地区

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翻一

番，达到１３０亿元、２４亿元和５４亿元以上，固定
资产总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

纯收入，分别突破１００亿元、１万元和４０００元；所
谓 “两降两前移”，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５‰
以内，单位ＧＤＰ能耗年均下降２％，我区的综合实
力在全省及全市的位次均有所前移。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做到五个 “坚定不移”：

一是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紧

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历史机

遇，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牢固树立和落

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

“五个统筹”，正确处理好发展速度与经济质量、发

展经济与关注民生、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

关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切实加大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降耗工作力度，绝不

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利益，绝不能以

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绝不能以牺牲全局利

益换取局部利益，做到 “好”字当头，好中求快，

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要牢固树立

“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

第一责任”的维稳意识，牢固树立 “发展是政绩，

稳定也是政绩”的政绩观念，进一步落实维稳责

任，强化维稳措施，全力维护稳定。继续推行维稳

工作目标责任制和 “一票否决”制，从严进行考

核，认真落实兑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机制和信访问题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和完善

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应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切

实从领导、机构、制度上着手，努力营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发展环境。

三是坚定不移地实施项目带动战略。要在积极

应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紧紧围绕我区丰富

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坚定不移地实施项

目带动战略，抢抓机遇，大上快上一批以煤、电、

盐、化工为主的工业产业骨干项目，快上一批以畜

果菜为主的农业产业加工项目，以项目调结构，以

项目兴产业，以项目促发展。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精心包装各类储备项目，充分利用各类经贸

洽谈活动，大力宣传区内的资源优势及开发前景，

提高榆阳知名度。进一步落实重大项目领导包抓责

任制，切实改善投资环境，严肃查处扰乱投资环境

的人和事，不断破除各级的本位主义和小团体思

想，真正做到敞开区门迎商，优质服务亲商，坚守

信用安商，拿出资源富商，使我区成为吸引资金、

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洼地和投资兴业的热土。

四是坚定不移地加快小城镇建设。要大力发展

小城镇，加强小城镇规划编制，加快道路、供排

水、街面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建设质

量。进一步健全城镇服务功能，改善城镇服务环

境，吸引城市的技术、人才和相关产业向小城镇转

移，吸引非农产业、民营企业进入小城镇。制定优

惠政策，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小城镇做工经

商办企业，发展以商贸餐饮为主的服务业和农畜产

品为主的加工业，以设施改善环境，以企业聚集农

民，以产业激活城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

乡一体化进程。

五是坚定不移地关注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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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要在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的同时，把财政支出的重点向改善民生、发展公

共事业方面倾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主导产业、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加强就业再就业工

作，健全完善低保、救灾救济等社会救助体系和养

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健全

完善社会治安、产品质量、价格调控等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体系，切实解决群众行路难、看病难、上

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让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改革发展所

带来的实惠。

三、今后五年发展的主要任务

今后五年，我们要按照区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

“围绕一个目标，突出两大优势，实施三大战略，

抓住四个重点，推进五项工程”的总体思路，全面

落实 “六抓六促六提升”的工作措施，即抓基础建

设，促产业化开发，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力；抓项目

建设，促跨越式发展，提升城市经济综合力；抓小

城镇建设，促城乡一体化，提升第三产业竞争力；

抓环境优化，促招商引资，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生命

力；抓财源建设，促增收节支，提升公共财政保障

力；抓民生改善，促社会和谐，提升干群关系亲和

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有序跨越，实现又好又

快发展。

在具体工作中，要突出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重

点：

（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统领，全面繁

荣农村经济。

要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统筹

城乡发展，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农

村和谐发展。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要紧紧抓住我

区在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区域中心城市中独特

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基地。种植业方

面，要在继续保持粮播面积 ８０万亩、粮食产量 ３
亿斤以上的基础上，围绕特、精、新做文章，大力

发展制种玉米、大明绿豆、大棚菜、大辣子、小杂

粮等高效种植业。大力推广旱作农业、节水灌溉、

农业机械等先进适用技术，组织开展无公害绿色产

品认证，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生产资料和

各种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稳定提高农产品的科技

含量和安全水平。养殖业方面，要在适度扩张养殖

规模的基础上，注重品种改良、质量提高和疫病防

范。深入推广舍饲养羊、暖棚养猪、奶站养牛、笼

养鸡等科学饲养模式，羊、猪饲养规模力争达到

２２０万只和１６５万头。加快实施 “一村一品”百村

示范千村推进工程，逐步健全和完善农村科技服

务、试验示范、信息服务、人才培训、市场营销和

投入保障体系，建成１０个示范村、１００个推进村。
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民按照民办、民营、民收益的

原则，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

产品协会，提高产品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扶持发展

一批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农产品生产、加

工、营销企业，围绕畜、果、菜产业和特色产品，

开展精深加工与研发，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产业

化水平。

切实改善农业农村基础条件。继续抓好以农田

水利、道路交通、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

施，进一步改善农业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完成开

光川、胡岗、小川沟、南沟１０条小流域综合治理，
新建各类淤地坝５５０座；完成塌崖畔、油房台、老
虎沟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和榆溪河道整治工程，完成

西沙渠、三岔湾渠、榆高渠等６大灌区改造工程，
改造渠道２００公里；启动建设海流兔河、耳林滩水
源地开发利用和红石峡供水三期工程。累计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８００平方公里，新修基本农田２０００亩。
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建设、天

然林保护、“三个百树”工程，累计合格造林１００
万亩，种草１２０万亩。继续实行严格的封山禁牧政
策，巩固造林绿化成果。完成镇川至清泉、付家坑

至鲍渠、鱼河峁东岔至桐条沟、红石桥至巴拉素等

５条１７５公里油路建设，实现乡乡通油路和８５％以
上的行政村通油路。大力实施 “一池三改”项目，

新建沼气池３万口，沼气入户率达到３０％。实施中
低产田改造 ６万亩，新建人饮工程 ７５处，解决 ８
万人的饮水困难。加快实施广播电视、通电、通讯

村村通工程，加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

施建设，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认真搞好扶贫开发工作。以整村推进、产业开

发、培训转移为重点，组织好１２３个扶贫开发重点
村的建设，改造水地 ６３００亩，新建集雨水窖 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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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修村组道路９００公里。对居住偏远、交通不
便、吃水用电困难、一次性投资过大、生存环境恶

劣的１６个贫困村组 ９１０个农户，采取集中安置、
就近搬迁的方式，进行整体迁移安置。继续做好

中、省、市定点扶贫、国际计划扶贫、信息扶贫、

社会扶贫工作，组织开展区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员干部包村联户扶贫，开展小额信贷扶贫、

科技扶贫、劳动力转移扶贫和技能培训扶贫，确保

４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兑

现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

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

生活补贴、退耕还林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巩固

好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和杜绝农民负担反弹。

要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

转移，帮助他们解决在子女上学、就医、户籍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要加强劳务输出管理，加大对农民

工的技能培训，切实使他们掌握１—２门适用技术，
拓宽增收的渠道。五年累计输出劳务３０万人，其
中培训后有组织输出３万人，劳务输出收入力争达
到２０亿元以上。

（二）以发展能源化工产业为重点，着力壮大

工业经济

做大做强能源化工产业。要以能化产业 “三个

转化”、 “三个延伸”为导向，加快建设一批能源

化工大项目，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推进大发

展。煤炭方面，加快银河电厂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
榆树煤湾矿一期 ８００万吨建设，完成中能煤田二
期、常乐堡、金鸡滩、金牛、沙炭湾、二墩煤矿的

改扩建工程，启动建设榆横矿区８００万吨／年红墩
煤矿、８００万吨／年红石桥煤矿和榆神矿区杭来湾
井田，建设麻黄梁矿区双山、麻黄梁、柳巷、神树

畔、半坡山、郝家梁、千树塔煤矿。电力方面，加

快覆盖全区的１１０ＫＶ和２２０ＫＶ电网建设，开工建
设银河电厂二期２×６０万千瓦工程，规划新建榆横
矿区４×３０万千瓦电厂。煤化工方面，加快兖州煤
业２３０万吨煤制甲醇项目建设，新建兖州榆林１００
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煤盐气综合利用 ＰＶＣ多联
产项目、榆林煤化科技 ２０万吨粉煤制甲醇项目、
云河化工二甲醚项目，启动红石桥煤化学工业园区

建设。高标准、高起点建成麻黄梁工业集中区，新

建同达焦化公司６０万吨、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

任公司１２０万吨、榆阳三江煤化公司６０万吨焦炭
项目，新增各类载能工业产品２４０万吨／年。盐化
工方面，新建陕西银河集团３０万吨聚氯乙烯、２０
万吨真空制盐盐化工链接项目，神东公司２４０万吨
工业盐一期６０万吨项目、中盐集团１２０万吨真空
制盐项目、盛典化工５万吨氯酸纳项目。要通过大
项目的引进投入，到２０１２年，全区原煤产量达到
２８００万吨，煤制油１００万吨，煤制甲醇２５０万吨，
原盐１８０万吨，发电３４０万千瓦。

改造提升传统工业产业。在加快发展能化产业

的同时，更加重视和发展传统工业产业，加快传统

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换代，提高传统产业的综合

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要完成地毯厂搬迁改造，建成

１００万吨散装水泥粉磨站、水泥制品厂６５千米钢筒
预应力管件生产项目、普惠酒业集团２０００吨／年白
酒生产线搬迁、陕西德福来药业１亿瓶大输液项目
搬迁及配套项目，上马大漠纸业二期７万吨生产线
项目。逐步形成以能化产业一业为主，传统制革、

地毯、白酒、制药、造纸、建材产业多业并举的工

业产业发展格局。到２０１２年，区属工业总产值达
到５０亿元，年均增长２０％，其中规模企业完成产
值４２亿元，年均增长１８５％。

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坚持资源开发

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以节能、节

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为

突破口，着力抓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的节能减排工作，到２０１２年，确保单位生产总值
能耗降低２％，万元ＧＤＰ能耗控制在４６吨标煤之
内，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分别

削减３％，控制在２９６２吨和１５４５０吨之内。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 “三同时”审批制度，凡不

符合产业政策，不符合环境要求的项目，一律不准

立项上马。已经上马的，要按照环保要求限期整

改，整改不到位的，要坚决予以关闭，决不姑息。

要进一步完善环境监测网络，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严肃查处违法排污、破坏环境的行为，进一步落实

“谁开发、谁治理，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

补偿”的环境保护和恢复补偿机制，建立健全社会

化、多元化的环保投融资机制，促进环境资源协调

可持续发展。

（三）以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为依托，着力做优

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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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独具特色的小城镇。小城镇是发展乡

镇企业、搞活商贸流通的重要集散地。要以榆林市

区为中心，以 ２１０国道、榆乌路、榆补路、榆佳
路、旧榆神路为辐射线，在沿线建成一批分别以商

贸物流、能源化工、农畜产品交易为 “品牌”的小

城镇。在此基础上，各乡镇都要结合实际，发挥优

势，建设各具特色的小城镇。要按照小城镇 “五个

一”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建设规划，配套水、电、

路、绿化、美化、亮化设施，规范管理，净化环

境，提高承载和辐射带动功能。

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建成全市购物和餐饮

住宿业消费中心的目标，以城区为中心，以各个小

城镇为网点，引导各大购物商场、宾馆饭店和集贸

市场，不断完善服务网络，提高服务质量。拓宽物

流配送、连锁经营、特许经营、代理制等服务渠

道，开发信息、咨询、法律、会计等中介服务组

织，发展会展、家政、物业管理、社会服务等新型

服务业，提高住房、教育、家用轿车等热点消费的

服务水平。加快建设牛家梁能源化工基地物流中

心、小纪汗万象物流中心等龙头服务业项目，启动

建设榆阳服务新区。加快开发以文物古迹、民情风

俗、观光农业为重点的旅游业。继续整顿和规范市

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

骗税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提升服务业档次。

（四）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着力点，强力支持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

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继续把投资环境作为加

快发展的生命线和各级领导的 “一把手”工程，牢

固树立 “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事关系榆阳发展”

和 “你发财、我发展”的开放开发理念，全面落实

项目服务限时办结制、两次终结制、特事特办制

“三项”制度，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

禁态度蛮横，严禁吃拿卡要。继续发挥投资环境

１１０的作用，及时查处破坏投资环境、扰乱经济秩
序、造成重大损失和不按法律程序办事，配合不

力、有意设置障碍的投诉案件，坚决制止乱收费、

乱罚款、乱检查等不正之风，努力营造公正文明的

执法环境、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

环境、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亲商安商富商的发展

环境。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坚持平等准入、公平

待遇的原则，放宽投资领域，大力鼓励和支持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未禁止的领域，

非公有制企业都能投资经营；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

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在

实行优惠政策的投资领域，其优惠政策对民间投资

同样适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参

股、持证经营的方式，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项目建设，以及现有基础设施、国有企业的拍

卖、购买等。通过大力度、宽领域的扶持，使非公

有制经济在全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下决心完成国有企业改制。企业改制是盘活国

有资产、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根本出路。要下定

决心，迎难而上，在１—２年内全面完成未改制国
有 （集体）企业的改制任务。要以产权制度改革和

职工身份置换为核心，通过破产、拍卖、转让、租

赁等多种有效方式，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增强发展活力。要认真制定改制方案，

严格掌握改制政策，严格按照程序操作，确保职工

利益不伤害，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改制平稳

有序进行。

（五）以增收节支为着眼点，努力提高财政运

行质量。

坚持依法征税，确保应收尽收。进一步加大税

费征收力度，深挖重点税源，切实加强对煤矿等能

源化工企业和餐饮住宿、娱乐消费、房产等第三产

业税源的监控，加大对社保基金、水利建设基金、

水资源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征管，确保各项税费不

流失。进一步协调好与省、市税收征缴部门的关

系，不断改进和完善收入征管手段，加强税费监控

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财政、金

融、工商等信息交流制度，提高税费征缴率。坚持

依法治税，以查促管，加大对偷、逃、抗、骗税行

为的打击力度，加强对税费拖欠的清缴，做到应收

尽收，足额入库。

强化支出管理，保证重点需求。要在保证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离退休费足额发放，确保基层

政权正常运转，确保城乡社会保障支出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对新农村建设、解决民生问题和教育、

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要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坚决杜绝铺张浪费和奢糜之风，坚持一

切从简一切从紧的原则，精打细算，节约支出。大

力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办公费、会议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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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费、车辆费、通讯费，从严限定交通工具档次和

餐饮住宿标准，坚决制止举办一些没有实效的研讨

会、展览会和达标升级活动，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

在刀刃上。要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运行质量和效

益。

积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部门预

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管

理，深化 “乡财乡用区监管”和 “村财村用乡代

管”工作，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加强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

单位，凡是需要配置、处置、经营国有资产的，都

必须报经财政部门审批。未经批准擅自占用、使

用、处置国有资产或将资产用于经营活动的，要严

肃追究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六）以解决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

全力构建和谐榆阳。

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

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稳妥推进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试点工作，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认

真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重点做好大中专毕业生就

业指导服务和退役军人安置改革试点，帮助 “零就

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做好下岗失业

人员、关闭破产企业人员和 “４０５０”人员再就业工
作。进一步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城乡医疗

救助制度，扩大农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提高保障

标准，加强动态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加快推进经

济适用住房建设和廉租房建设，建成经济适用住房

４８万平方米，解决５０００户城镇困难居民的住房问
题；采取租金补贴和实物配租的办法，解决 １０００
户低保对象的租房问题。继续落实好优抚政策，妥

善解决１３００名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切实抓好防
灾减灾救灾工作，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的生产生

活。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依法保障

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成果，健全

经费投入保障机制，继续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杂费，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

助寄宿生生活费。加强职业教育，健全覆盖城乡的

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逐步建立行业、企业、学校

共同参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加快

城区学校建设，新建第十二小学、第十三小学、第

十四小学、第十五小学和第十一中学，迁建榆林四

中，切实解决城区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进一步支持

和规范民办学校，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

性。加强教育教学管理，推行素质教育，稳步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加强科技培训和科普教育，扩大科

技信息扶贫覆盖度，搞好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的引进试验和推广，不断提高生产经营中的科技含

量。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加快以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事业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弘扬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努力形成

人才济济、人尽其才的干事创业局面。积极推进村

级公共设施建设，统筹规划村级 “两委”办公室、

档案室、警务室、多功能活动室、计生室、卫生

室、广播电视室等综合业务用房和村民文体广场，

到２０１２年使全区８０％以上的村完成建设任务。加
强区、乡、村三级卫生医疗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加

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加大地方病、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力度，健全覆盖城乡的疾病预防

控制、医疗救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提高公共卫

生服务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不断完

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当提高支付比例和标

准，全区农民参合率达到９８％以上。支持中医事业
发展，实施名医、名科、名院战略，建成省级中医

达标县区。继续实行计划生育 “三个一”领导机

制，切实加强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干部职工、早婚

早育、特殊人群、出生漏报等专项治理，落实 “关

爱女孩”和独生子女户家庭的优惠政策，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巩固提高全国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区创建成果，人口出生率控制在 １０‰以
内。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市场

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开展群众文化进社区和

先进文化进农村活动，每年建成１个先进文化示范
区、１个先进文化示范乡镇和２个先进文化示范村。
深入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光缆杆路３０４
公里，实现乡镇光缆网络全覆盖。实施有线电视数

字化平移项目４万户，实现榆林城区有线电视数字
化。启动体育场馆和少儿体校建设，大力发展群众

性体育运动，不断提高体育竞技水平，力争在省、

市体育赛事中夺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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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 “创建省级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

市”活动。落实 “双创”“一把手”责任制和责任

追究制，搞好城乡结合部的综合整治和６米以下巷
道的环卫保洁工作。在城区全面推广使用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焦炭、无烟煤、电等清洁燃料，全面

禁止燃烧有烟煤。通过城区禁烧烟煤、降低汽车尾

气排放、控制建筑工地噪音粉尘和燃煤锅炉改造，

确保到２００９年实现省级 “双创”目标，２０１２年实
现国家级 “双创”目标。

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深入开展以煤炭、非

煤矿山、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公共聚集场所消

防安全为重点的安全专项整治，经常组织安全生产

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杜绝重特大事故的发

生。继续推行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区级领导包抓信

访案件制度和信访案件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分管

谁负责、谁包抓谁解决、谁的任务谁落实的原则，

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切实做到责任不落实

不放过、工作不到位不放过、隐患不排除不放过，

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各种矛盾化解在当地，化

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健全预防和处

置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机制，一旦发生重大事件，按

照职责分工，相关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赶赴现

场，迅速控制事态，妥善予以化解。深入开展创建

“平安榆阳”活动。健全和完善区、乡、村、组四

级治安调解组织，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治安

防范网络。继续组织开展声势浩大、震慑力较强的

严打整治斗争，依法打击黑恶势力以及抢劫、抢

夺、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教育感化违法失足人

员，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开展 “五五”普法宣传教

育，提高全民法制意识。切实搞好 “双拥”共建和

民兵预备役工作，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共同维护

好安全稳定的大局。

四、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加强自身建设，首先要强化学习。区、乡两级

政府都要鼓励和引导广大干部通过自学、函授、远

程教育、后续教育等不同途径，认真学习党和国家

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市场经济

知识，学习科技、文化、历史以及与所从事业务密

切相关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学识水平，真

正成为懂政策业务、有经济头脑、熟悉法律知识的

合格公职人员。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认真贯彻实施

《行政许可法》和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进一步改革和规范行政审批制度，继续清理行政审

批项目，切实把那些政府不该管实际上也管不好的

事项交给企业、市场、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政

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转移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

制，进一步落实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

赔偿的责任机制，切实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加强电子政务和网络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政务、村

务、厂务、校务公开。加强行政监督和行政复议工

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自觉接受监督，建设民主政府。要自觉接受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

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意见和政协

委员的提案，主动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和支持人

民群众及新闻媒体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进一步健

全集体决策、社会公示、决策跟踪制度，在研究重

大问题、做出重大决策之前，充分发扬民主，广泛

听取意见，反复协商，集思广益，确保决策正确有

效。要建立健全专家咨询制度，聘请那些熟悉区

情、经验丰富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经济学方面有

所建树的专家学者为区上的咨询员，经常征询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决策方法，提高决策水

平。进一步健全民主沟通机制和透明协商机制，加

强决策的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及时修订完善，促

进决策的有效贯彻落实。

坚持清廉从政，建设廉洁政府。各级公职人员

都要认真实施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严格执行中纪委

《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若干规定》，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

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

继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治理工程建

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

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

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改进工作作风，建设服务政府。要大力弘扬说

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坚决防止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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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继续深化 “五型”机关

创建活动，切实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深入推行首问

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责任追究

制、效能投诉制和绩效考评制，推动全区行政机关

作风建设上台阶。各级领导都要尽量减少文山会

海，减少应酬接待，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轻车

简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倾听

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满腔热情地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事、谋福利。要进一步健全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和督查督办体系，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

来，目标催人奋进。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肩负

的任务紧迫而艰巨。让我们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

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振奋精神鼓干劲，齐心协力抓落实，埋

头苦干促发展，为圆满完成 “三翻三突破、两降两

前移”的目标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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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９日在榆阳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榆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成继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

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二○○七年工作回顾
２００７年，全区干部群众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

紧紧围绕 “三翻三突破、两降两前移”的奋斗目

标，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各项

目标任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８２４亿元，较上年
增长２０％；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９１８亿元，
增长 ２９３％；财 政 总 收 入 １３９亿 元，增 长
２３８％，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３１亿元，增长
２０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８９６５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 ３３０５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２７４％和
１３１％。我区继续保持全省县域经济综合实力 “十

佳”行列。主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特色农业建设成效明显。继建成全国玉米

制种基地之后，又创全国玉米百亩连片单产新纪

录，粮食总产达到 ４３亿斤，较上年净增 １２亿
斤；继建成全省百万只设施养羊示范区之后，又被

确定为全省百万头生猪基地建设示范区，羊、猪饲

养规模分别达到１６４万只和９３万头，较上年增长
９７％和４２％；继建成山区１７万亩名优小杂粮基
地之后，山区的１０万亩大扁杏又获丰收，杏核总
产达到１８０万斤。全年有组织输出劳务５万人，收
入３５亿元。一个滩区猪羊山区杏、劳务收入和粮
食产量两创高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二是农村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新修和改造基

本农田１８万亩，建成淤地坝等各类水利工程２５６
处，实施保护性耕作 １０万亩。植树造林 １５２万
亩，人工种草２４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４７３平

方公里。新建１０５公里通村油路，建成２６１０口“一
池三改”沼气池，实施４个点 １１０户的扶贫移民搬
迁。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４６个试点村开局良好。

三是工业经济的质量效益持续走高。关闭了５
户不符合排污要求的兰炭企业，重点监管了１０户
高能耗企业，促使单位 ＧＤＰ能耗、电耗和万元增
加值水耗开始逆转下降。完成技改投入１９亿元，
改造提升了蒙西水泥、银河电厂粉煤灰利用、普惠

酒业白酒生产线等生产能力。主要工业产品水泥、

白酒、原煤、火电等产量大幅增加，其中原煤产量

达到８８０万吨，较上年增长３３３％。全年实现工业
总产值５５亿元，较上年增长９８％。其中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完成产值５４亿元，增长１５９％；非公经
济完成产值１６３亿元，增长１６８％。我区被确定
为全省加快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示范县区。

四是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全年确定的 １８
个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入２６亿元，其中兖
矿甲醇生产、北郊热电厂建设、银河薛庙滩煤矿、

水库除险加固等 １０个重点项目，完成投入 ２５亿
元，较好地完成了年度计划任务。年初安排的 ２２
个重大前期项目，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展。招商

引资工作再创佳绩，组团参加了第十一届 “西洽

会”，签约项目７个，引资总额８０９亿元，占到全
市引资额的１９６％。

五是财政运行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保证 “两个

确保”、“两个保证”及 “低保”的基础上，按规

定兑现了公务员的津补贴，有效支持了科教文卫、

社会保障、人畜饮水、农田基建、乡村道路建设等

工作。全年进入会计集中核算往来资金１５８亿元，
拒付不合理开支 １３８万元；集中采购 ７１７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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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资金１０３１万元，节约率达１２６％。完成审计
项目８８个，审出违规资金２９９６万元，全部按规定
予以处理。

六是安全稳定形势持续看好。安全生产形势基

本平稳，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一般性安全事故

的三项指标较上年分别下降３５％以上。继续推行信
访联席会议制度和区级领导包抓信访案件责任制，

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及时有效地处置了

一批群体性上访事件，使信访形势明显好转，到

区、赴省、进京上访较上年分别下降２５％以上。我
区在全市信访工作考核中由２００６年的第十一名提
前到第三名。“平安榆阳”创建深入推进，全年共

破获刑事案件 ３９３０起，摧毁犯罪团伙 ６４个 ２６３
人，追回逃犯１５７人，查处治安案件３０５６起，较
好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七是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区乡两级政府自

觉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

加强与区政协的联系，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市、区人大代

表建议、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及时有效，５５
件代表建议、意见和９５件委员提案全部得到落实。
基层民主进一步扩大，村民、居民自治和政务、村

务、校务公开进一步规范。“五五”普法教育深入

推进，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得到加强，行政执法责任

制和责任追究制得到有效落实，依法行政的能力和

水平不断提升。

八是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进

一步健全。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最低生

活保障和生育保险的人数达到９６万人，新增城镇
就业岗位２８２０个，安置 “零就业”家庭就业 １０１
户。落实兑现７５６户的廉租房租金补助，加快一期
２２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新建改造１０所
乡镇敬老院，帮助滩区１００个特困户告别了 “柳疤

庵子”，资助１６０名优秀贫困大学生顺利上学。建
成五中、七中、七小、八小和明德小学，缓解了城

区学生上学难的压力。科技创新和普及明显加快，

获得省、市级科技进步奖９项。新建改建了４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８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和１００个村
级标准化卫生室。组织送戏下乡２６０场次，放映电
影５６０场。新发展广播电视用户２９００户，农村微
波用户８００户。成功举办了第二届农民运动会和第
三届社区运动会。计划生育率达到９９４％，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５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发展，
建成各级各类文明单位５９个，“五型机关”１４个。
城区禁烧烟煤工作稳步推开，兑购无烟煤工作进展

顺利，户户冒烟烟笼城的窘境开始扭转。

与此同时，监察、统计、物价、商贸、供销、土

地管理、市场监管等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是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快

速发展、效益稳步提升的一年。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支

持的结果，是全区人民团结奋斗、辛勤劳动的结

果。在此，我谨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奋战在全区各

条战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驻区部

队、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和省、市驻区单位人员致

以崇高的敬意！向大力支持政府工作的各位代表、

各位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

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

题。一是农业产业化程度还不高，龙头企业还不

多；二是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三是

企业改制的进展还不够快；四是安全稳定压力、就

业再就业压力、城区上学压力仍未从根本上得到缓

解；五是政府工作中还存在着思想不够解放、作风

不够扎实、工作创新不够等问题。所有这些困难和

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

以解决。

二、二○○八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
２００８年是加快实现 “十一五”规划、建设陕

西经济强区的关键一年，也是贯彻落实市委 “解放

思想、跨越发展”新要求的重要一年。做好今年的

工作，责任重大，影响深远。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要求是：围绕一个目标，突出五个重点，推进

八项改革，实施十大工程。即，围绕市委提出的

“五年任务三年完、经济总量翻一番”这一目标，

突出新农村建设、重点项目建设、非公经济发展、

增收节支、安全稳定五个重点，推进国有企业、种

子管理、集体林权、畜牧兽医、公路养护、粮食流

通、水利工程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等八项体制

改革，实施医疗保健、基础教育、扶贫帮困、老有

所养、住房保障、农村电气化、村村通、农村沼

气、畜禽防疫、村级社会事业等十大民生工程，致

力于推进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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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长３１１％，达到１０８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２６４％，达到 １１６亿元；财政总收入增长
１５％，达到１６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１２％，
达到３５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１２３５
元，达到１０２０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７２５元，
达到４０３０元；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５‰之内；单
位ＧＤＰ能耗和电耗分别下降４９％和５％，化学需
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削减３％。

为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将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

面的工作：

（一）抓农业，打品牌，闯出一条新农村建设

的特色之路。

大力发展 “一村一品”农业。按照滩区沙棘与

猪羊、山区果杏小杂粮、川道奶牛鸡菜瓜的产业布

局，大力整合涉农资金和项目，集中扶持以麻生
"

#

为中心的养猪园和以寺伙沟为中心的果菜园，加

快建设北部滩区百万亩沙棘示范区、南部山区 ２０
万亩优质小杂粮和１０万亩优质洋芋示范区、川道
区的大漠绿色蔬菜高效农业示范区，加快建设百万

头生猪、百万只羊的畜牧业支柱产业，加快培育能

够叫得响、拉得出、赚大钱的劳务输出支柱产业，

逐步形成 “两园三区两支柱”的农业产业化开发新

格局。今年，要继续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优化品种

结构，扩大特色高效作物的种植，地膜玉米、优质

薯类、大辣子、大棚菜、小杂粮的种植面积要达到

５０万亩，启动７００亩专用薯科技示范基地和万亩葡
萄产业园建设，加强旱作农业技术、保护性耕作等

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推广，稳步提高农作物的单产

和质量。稳步提高猪、羊、牛、鸡的饲养规模和效

益，加快舍饲养羊、温棚养猪、小区养牛的标准化

建设，建成３３个养殖示范村、１５个二元母猪繁育
村 （场）和２０００个 “五配套”养羊示范户。劳务

输出５万人，收入达到４亿元以上。要进一步扶持
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帮助华丰蔬菜公司、宝丰大

扁杏加工厂、山立农贸公司等龙头企业做强做大，

引导麻黄梁养羊、马合养猪、红石桥养牛等产业协

会和组织进一步走向规范轨道。

全面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香水供

水工程，年内完成征地和主体工程建设。完成河

口、石峁、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尾留工程。建成闫

庄沟流域１４座淤地坝，争取开光川流域坝系工程
批复开工。实施榆东渠１８万亩土地整理项目，启

动榆高渠１万亩土地治理工程。实施退耕还林、三
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以及４９个村的 “三化一片

林”工程，完成植树造林１０万亩，栽植沙棘２５万
亩，种草２０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５０平方公
里，新修改造基本农田９０００亩，完成国家农业综
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８０００亩，退耕还林口粮田建
设７０００亩，实施保护性耕作１４万亩。修编鱼河、
牛家梁等２乡镇的小城镇总体规划和８３个重点村
的村庄规划，完善全区新农村建设规划和４６个试
点村的详细规划。投资６５０万元，组织实施好首批
１０个新农村重点村的建设，使这些试点村在环境
卫生、村容村貌、基础设施等方面有较大的改观。

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和林草地资源管理，严厉打击各

类违法占地行为，确保农耕地林草地不减少。

严格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坚持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认真落

实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和地膜玉米

补贴政策，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种类，提高补贴标

准。全面落实国家对粮食、油料、生猪、奶牛生产

以及退耕还林后续补助等各项扶持政策，确保农民

得到更多的实惠。切实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收费、

涉农收费等农民负担的监督，确保农民负担明显减

轻不反弹。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认真开展

延包后续完善工作，严格执行土地承包期内不得调

整、收回农户承包地的法律规定，依法制止乡、村

组织通过 “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

营权等行为。严格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严禁通过

“以租代征”等方式提供建设用地。进一步深化农

村综合改革，妥善处置乡村债务，促进农业和农村

经济全面繁荣。

（二）抓工业，上项目，探索一条节能降耗减

排的开发之路。

今年共安排建设项目１９个，计划完成投入２０
亿元，其中能源化工方面的投入占到８０％。安排重
大前期项目２４个，能源化工方面也占相当规模的
比重。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０亿元，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完成产值 ５８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９０％和
７４％。

千方百计做大做强能源化工产业。按照大区域

谋划、大产业构建、大集团引领、大项目支撑的思

路，依托榆神矿区、榆林经济开发区、榆横工业园

区、榆米绥盐化工区等园区，做大做强煤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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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煤制甲醇、煤制油等能化产业，实现区域经济

跨越式发展。煤炭方面，建成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
确保年内投产达效；启动 １２０万吨常乐堡煤矿扩
建，年内完成主副井４０％的工作量；加快柳巷、神
树畔、双山、麻黄梁、千树塔煤矿和榆神公司常鑫

煤矿的前期工作，力争年内有开工建设的矿井；抓

紧１０００万吨小纪汗煤矿和金鸡滩煤矿的前期工作，
力争取得探矿权，完成矿区精查。化工方面，建成

兖矿６０万吨煤制甲醇项目，启动二期１８０万吨的
前期工作；开工兖矿１００万吨煤液化项目，力争完
成厂区 “三通一平”；加快２０万吨碳酸二甲酯项目
建设，完成 “三通一平”和设备定货；抓紧煤焦油

深加工项目的前期进度，完成项目调研论证；加快

麻黄梁工业集中区建设，力争上半年完成园区水、

电、路等基础工程，下半年有３—５个工业项目建
成投产。通过招商引资，吸引更多的项目入园上

马。电力方面，继续支持 ２×１３５万千瓦银河电
厂、２×２５万千瓦基泰阳光电厂高效生产；建成２
×５万千瓦北郊热电厂，力争３月底２＃机组投产发
电。盐业方面，完成中盐集团６０万吨制盐项目的
前期工作，具备核准条件。

坚持不懈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年安排技改

项目资金２亿元，重点实施蒙西水泥１００万吨扩建
项目，完成水泥库、水泥磨房等全部土建工程和设

备安装；启动地毯厂搬迁改造，开工建设新厂；加

快大漠纸业二期１０万吨生产线扩建，完成土建工
程及设备安装；加快普惠酒业白酒生产线、ＰＣＣＰ
钢筒预应力管件项目、德福来药业生产线搬迁的前

期工作，完善全部手续，力争下半年启动建设。

切实抓好节能降耗减排工作。加强对电力、煤

炭、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能源、原

材料、水资源的消耗管理，推广集约先进工艺和循

环利用技术，坚决淘汰浪费能源的落后生产工艺和

技术设备，努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继续实行

“关小上大”，关闭剩余１２户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兰
炭企业，淘汰落后产能６４万吨。严格执行准入制
度，凡进入榆阳区的工业项目，都必须符合产业政

策和环保要求，必须按照循环经济的运行模式进行

生产，坚决杜绝高污染、高耗能、粗放式的项目立

项上马。

（三）抓服务，促商流，打通一条加快发展非

公经济的便捷之路。

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坚持把解放思想作为优

化和改善发展环境的先决条件，年内组织党政机关

干部、企业经营人员赴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参观考

察，学习先进经验，拓展开放视野，促进思想解

放。进一步树立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关系榆阳

形象的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区级领导包抓发展环境

责任制和投资环境１１０投诉制，严禁办事拖拉、推
诿扯皮，严禁吃拿卡要、敲诈勒索，严禁乱集资、

乱检查、乱摊派。继续推行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

度，未经区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

何理由进入企业检查或收费。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

争项目力度，坚持把跑项目争投资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千方百计争项目，千辛万苦争投资，坚决杜绝

和反对等待观望、坐失良机的习性。积极组团参加

第十二届 “西洽会”等投资贸易洽谈活动，吸引更

多的客商来区投资兴业谋发展。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认真贯彻落实省、市

有关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措施，允许非公

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和政策未禁止的一切行业

和领域。鼓励除法律、法规限制外的各类在职人员

离岗兴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鼓励和引导机关工

作人员、退伍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城市

下岗失业人员等创办、领办非公有制企业和发展个

体、私营经济；鼓励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人员、事

业单位人员、科技人员发挥专长，以技创业；鼓励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到非公有制企业挂职锻

炼，增长才干。由区财政出资，聘用一批优秀大学

生选派到非公企业挂职锻炼，服务企业。进一步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制

定优惠政策，扶持和发展以中小企业为重点的非公

有制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发展服务业。紧紧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

展以信息、金融、保险、会计、咨询为主的商务服

务业，发展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货物代理、电

子商务为主的运营服务业，发展以物业管理、家庭

护理、教育培训、卫生保洁为主的社区服务业，以

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山水田园为主的旅游业和以

餐饮、住宿、娱乐为主的服务业。积极筹建榆阳服

务新区，力争完成审批立项和选址征地工作。加快

建设能源化工基地物流中心，完成一期１６万平方
米土地征用和４３公里铁路连接线基础工程。配合
市上做好麻地湾货物中心、三岔湾货物中心和榆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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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农家乐”餐饮服务区建设的前期工作。

（四）抓财税，促增收，走出一条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的节俭之路。

依法加强税收征管。依法征收各个煤矿、能源

化工企业等工矿企业的税赋，足额征收餐饮、住

宿、娱乐、房地产等三产服务业的税赋，切实加强

育林基金、水利建设基金、国有资产经营性收益等

非税收入征管，扛实征缴责任，严格征缴标准，确

保应收尽收，足额入库。坚持依法治税、以查促

管，加大对偷税、逃税、漏税的打击力度，严厉打

击虚开和接受增值税费专用发票，以及利用做假

账、两套账、账外经营等各种涉税违法犯罪活动。

千方百计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增加

财政可调度资金，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投入。

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在保证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工资和离退休费足额发放，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

转，确保城乡社会保障支出的基础上，把财政投入

的重点放在农业基础、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改善

民生方面。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办

公费、会议费、差旅费、车辆费和通讯费。按照

《榆阳区车辆管理暂行规定》，从严控制和审批区级

单位公务用车，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坚决予以报

废，可换可不换的坚决不换，可配可不配的坚决不

配，大力压缩和减少购车资金。按照 《榆阳区接待

工作暂行规定》，从严控制接待标准和档次。严格

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标准和范围，严禁巧立名目发

放津补贴以外的其它补贴。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

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 “两条线”管理，提

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管理

体制，全面推行 “乡财乡用区监管”和 “村财村

用乡代管”的管理模式。加大监察、审计和财政的

检查力度，坚决杜绝违规违纪使用财政资金以及铺

张浪费行为。

（五）抓改革，促管理，开拓一条增强发展活

力的创新之路。

今年要着重抓好八项改革。国有集体企业改

革，全面完成地毯厂、制革厂等剩余１６户企业的
改制任务，进一步扛实包抓领导、主管部门和改制

牵头单位的责任，精心制定改制方案，严格把握政

策界线，确保 “国退民进”有序推进，职工利益不

受损害，改制彻底不留隐患。种子管理体制改革，

按照种子市场监管与种子生产经营职能相脱离，种

子管理人员与生产经营人员相分离的原则，整体划

转区种子公司，强化种子管理站的监管职能，扶持

发展民营种子企业，促进种子产业健康发展。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按照先易后难、稳步推进的原则，

在试点乡村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开，力争完成

８０％的勘界、确权工作量。畜牧兽医体制改革，改
组改建成立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畜牧技术推广站，健全完善乡镇

畜牧兽医站，建立村级畜牧防疫网络，切实加强动

物卫生行政监督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保证畜牧业

健康发展。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组建农村

公路管理站，成立农村公路养护公司，设立乡村道

路管理所，建立区、乡、村三级管护体系，做到有

路必管、有路必养、养管并重。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妥善解决好改制遗留问题，组建粮油购销有限

责任公司，成立粮食市场管理稽查队和粮食质量检

测站，筹建粮食综合批发市场，依法加强粮食市场

监管和粮食供应，构建新的粮食流通管理体系。水

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纯公益性、准公益性和

经营性分类，对水利系统的红石峡供水站、渔种场

等１１个国有水管单位定性、定编，测定工程管理
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逐步建立管理科学、经营规

范的水管单位运行机制和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

的水利工程养护体系。依托李家梁水库管理处等８
个水管单位，成立水务 （集团）公司，按市场化运

作的模式，统一协调全区农灌用水、工业用水和城

市居民用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改革，完成事业单

位岗位设置，完善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规范聘

用合同管理，建立以聘用制为基础、以合同管理为

手段的事业单位用人机制。继续深化职称改革，完

善工资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推进上述八项体制改

革，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和动力源泉。

（六）抓民生，解民忧，铺垫一条贴近群众办

实事的畅通之路。

要以关注和改善民生为根本，以解决群众生育

教育、生产生活、就业就医、养老殡仪等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为重点，精心组织实施好民

生十大工程。

人人享有医疗保健工程。投入资金２２００万元，
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区财政人均补助标准由６
元提高到１０元，扩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范围，参
保人数达到６万人。免费提供城乡居民计划内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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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服务，新建２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４个
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建１０个标准化社区
卫生服务站和１８所乡镇卫生院，配齐２５所乡镇卫
生院和４３６个村卫生室的设备。招聘５０名医疗卫
生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充实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基础教育保障工程。投入资金８０００万元，继
续给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提

高家庭贫困寄宿生的生活补助标准，从秋季开学起

全免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完成城区十

小、七中等７所在建学校的尾留工程，秋季开学时
具备招生条件，新增招生７０００人。争取城区第十
一小学等４所新规划学校的土地征用和审批立项，
争取职教中心教学实验基地和教学实验楼的审批立

项，力求达到开工条件。充实职教中心专业教师，

增设专业，配置教学设备，扩大招生规模，打造一

流职教中心。新建一所聋哑学校，让那些聋哑儿童

能进一步接受教育。

扶贫帮困工程。投入资金３００万元，集中开发
２４个扶贫重点村，实施１０个村的社区主导型国家扶
贫项目，搬迁农村贫困人口３５０人，投放小额扶贫贷
款４００万元。加强贫困户劳动力技能培训，凡是在
市职教中心上学的南部山区贫困户子女，在国家每

人补助１５００元助学金的基础上，全部减免学生的住
宿、书本等费用。安排资金５０万元，资助１６０名区
籍优秀贫困大学生顺利上学。安排５０万元，设立特
困群体“打官司”执行救助基金和法律援助基金。

老有所养工程。投入资金４０００万元，启动建
设服务功能齐全、人居环境优美、可容纳３００—５００
人的区级中心敬老院。启动实施助老服务项目，为

城区１００名 ６０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免费提供服务。
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体系，规划筹建区殡仪馆。

住房保障工程。加大农村居民危房改造力度，

帮助剩余６０户特困居民告别 “柳疤庵子”。建成银

沙小区一期２２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使１８００个
住房困难户１０月底前迁住新房。投入资金３３亿
元，开工建设二期４３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３
万平方米的廉租住房项目。

农村电气化工程。投入资金４０００万元，新上
国家级电气化县区建设项目。２—３年内，力争再
投入资金２亿元，彻底解决农村变电站增容扩量和
农民用电不足的问题。

村村通工程。广播电视投资１５００万元，架通
城区至安崖、大河塔的光缆干线，实施多路微波数

字化改造，新增平移数字微波用户２４万个，完成
剩余２９９个自然村的 “村村通”，使农村广播电视

信号覆盖率达到１００％。投入资金２５００万元，新修
通村油路 ２２条 １５０公里，建成巴拉素至小河畔、
鱼河峁至桐条沟、镇川至清泉７３３公里油路工程，
实现乡乡通油路和４１％的村通油路。

农村沼气与安全饮水工程。健全农村沼气管理

服务体系，加强对已建成４１００口户用沼气池的管
理维护，使其发挥最大效益。投入资金２２０万元，
新建沼气池２０００口，推广太阳能灶１５００台。投入
资金１９５０万元，解决１３乡７０村５１００户２２万人
的安全饮用水问题。

畜禽饲养技术保障工程。投入资金５００万元，
用三年时间全面维修改造２４个乡镇兽医站，配齐
设施设备，完善服务功能，并选聘５０名专业毕业
大学生，充实技术力量。加强区级动物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基层畜牧防疫服务体系建设，村级动物防

疫员补贴将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全区畜产业安全健

康发展。

村级社会事业工程。投入资金２０００万元，新
建改造１２０个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办公场所，配套
建设村文化室、卫生室、计生服务室、警务室和体

育活动场所。投入资金２３０万元，启动实施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新建改造１０个乡镇文化站、２２
个村文化室，实施１５个村的农民健身项目。

在突出抓好民生十大工程的同时，进一步健全

完善区、乡、村三级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加快新品

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和推广，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

社会的贡献率。切实加强文化文物市场管理，深入

开展 “三下乡”活动，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扎实推进 “关爱女孩行动”和打击 “两

非”专项整顿，综合治理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落

实好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巩固提高创优成果。大力

开展广场文体活动，争取体育场馆和少儿体校开工

建设。组织引导 “致富不忘桑梓、企业回报社会”

活动，动员各企业家、社会名人为家乡为社会扶贫

济困、捐资助学、架桥修路，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进一步落实 “双创”工作一把手包抓责任制，切实

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巩固和扩大禁煤成果，确

保 “双创”目标如期实现。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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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抓稳定，保安全，共建一条群策群力谋

发展的和谐之路。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落实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制”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深入开展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

输、建筑施工、民爆器材等行业的安全专项整治活

动，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全力做好信访维稳工作。认真落实信访联席会

议制、区级领导包案责任制、下访责任制、责任追

究制和属地管理制，严格推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包

抓谁解决、谁的任务谁落实的包干责任制，切实解

决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积极稳妥处理企业改制、土地

征用、涉法涉诉方面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力争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高度重视群

众来信来访，积极畅通信访渠道，规范信访行为。

加大对犯罪分子的严打力度，深入开展声势大、震

慑力强的严打专项整治斗争，坚决打击 “两抢一

盗”等违法犯罪行为，集中查处一批大案要案，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确保榆阳稳定。

三、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

效率

各级政府都要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

大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和水平，推进

思想解放和管理创新，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

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更加注重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严格按照法定权

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的法

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加强与人民政协的协商，自觉

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和建议，自

觉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

代表建议、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加强政府法制工

作，进一步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完善行政执法程

序和行政复议、行政调解制度，积极搞好行政应诉

工作。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切实做到严格执

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政务、村务、

厂务、院务、校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和政府门户

网站建设。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

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更加注重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要按照国家总体

部署，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审批制度

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健全

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的政府

决策机制，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充分

评估论证，力求科学缜密；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的重大事项，实行公开听证，真正体现群众意愿。

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

公共服务体系，真正做到一切工作对人民负责、受

人民监督，所有举措为人民造福、让人民满意。进

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有效应对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提高危

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

更加注重提高政府执行力。要在政府系统大力

推进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效率大提高，大兴

求真务实之风、开拓创新之风、艰苦奋斗之风，坚

决制止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以人为

本，真诚倾听群众的呼声，真实反映群众的愿望，

真情关心群众的疾苦。进一步健全责任体系，强化

行政问责，努力使各项工作有标准、讲程序、求精

细，每项任务量化、实化和具体化。坚持从严治

政，严厉治懒、治散、治庸，唱响满负荷、高效

率、快节奏、求实效的主旋律。

更加注重提高政府公信力。全面贯彻标本兼

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认真

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大力支持监察、审计部门工

作，加强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要牢固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增强忧患意

识、节俭意识和公仆意识，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奢

靡之风，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大力纠正行业和部

门不正之风，严肃整治损害群众利益和破坏投资环

境的行为。加强对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

键岗位的监督和制约，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征

用出让、政府采购、国有资产转让等公共资源管

理，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保证人

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切实加强公

务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

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公务员队伍。

各位代表，我区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做好

今年的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在区委

的正确领导下，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齐心协力抓

落实，与时俱进求突破，为圆满完成既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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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在榆阳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榆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成继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

见。

一、２００８年工作简要回顾
２００８年，区政府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

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团结带领全区人民，抢抓机

遇，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圆满完成了区十六届人

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经济社会

的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地区生产总

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突破百亿元大关，达

到 １１３亿元和 １２７亿元，较上年增长 ３８％和
３９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总收入突破２０
亿元大关，达到 ２１５亿元和 ２０８亿元，增长
２５５％和４９９％；地方财政收入突破４亿元，达到
４３亿元，增长４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
破１万元，达到１２２１０元，增长３６％；农民人均纯
收入突破４０００元，达到４１８５元，增长２６６％。主
要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经济在自然灾害多发的困境中持续发展。

我们战胜了北部滩区３０年罕见的低温冻灾、南部
山区持续４０多天的春季旱灾和局部地区的冰雹灾
害，保证了３０万亩玉米、２０万亩马铃薯、２０万亩
小杂粮和６万亩蔬菜喜获丰收，其中玉米万亩高产
区和千亩吨产田，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肯定并推

广。粮食总产达到４４亿斤。全年羊子饲养量达到
１６１万只，生猪１１０万头，我区被确定为国家生猪
良种补贴县区和陕西省百万头生猪基地建设县区，

全省第一养畜大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全

年完成植树造林１１９万亩，种草２０８万亩，新建
改造淤地坝等各类水利工程３５３处，新修、改造基

本农田１５万亩，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５１平方
公里，再夺全省水利 “振兴杯”，获得 ２０连冠殊
荣。新修乡村油路３７５公里，我们奋斗多年的油路
乡乡通目标宣告实现，并有４７％的村通了油路。新
建 “一池三改”户用沼气池２０００口，累计有６８００
个农户用上清洁能源。在全省率先启动新农村电气

化县区工程，按标准要求当年完成农电改造１５０个
村。新发展农村有线电视用户１１００户，架通光缆
干线１９６公里，在全市率先实现光缆干线乡乡通、
广播电视全覆盖。

城市经济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中跨越发展。

年初安排的１９个重点项目和２４个重大前期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１９亿元，其中兖矿６０万吨甲醇、工
业集中区２１８万吨兰炭、银河 １２０万吨煤矿等 １１
个项目建成投运。基泰２０万吨煤焦油加氢、小纪
汗１０００万吨煤矿、麻黄梁１２０万吨煤矿等３个项
目开工上马。启动并完成麻黄梁工业集中区的通

路、输水、供电工程，当年实现 ５个项目入区建
设。组团参加第十二届 “西洽会”，协议引资１２６
亿元。全年原煤产量达 １１９５万吨，较上年增长
３６％。工业总产值达１００亿元，其中区属规模以上
企业３８２亿元，分别增长８１２％和９６％。乡镇企
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４８６亿元，增长
１６５％。完成市招待所、五金公司等４户企业改制
任务，审批了皮革总厂等７户企业的改制方案。

财政收入在 “破五难、查三漏”的推动下大幅

增长。去年，我区财政收入再创新高，较上年净增

７亿元，其中 “破五难、查三漏”功不可没，仅此

一项就清缴税费３１亿元。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向
民生方面倾斜，一般预算支出９８亿元，较上年增
长４６４％。在保工资、保运转的基础上，参照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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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标准兑现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津补贴，提高

了 “低保”、“五保”人员的补助标准，增加了对

基础设施和 “三农”的投入，保障了各项民生工程

的顺利推进。资金监管进一步规范，进入会计集中

核算往来资金２７亿元，政府集中采购１亿元，拒
付不合理开支１８０万元，节约资金１０１３万元。完
成审计单位８０个，审出违规资金１６８５万元，核减
工程造价６０９万元。

民生工程在亲民惠民政策的落实中稳步推进。

累计完成投资１０亿元，提高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补助标准，农民参合率达到９２６％；新建改造４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２所乡镇卫生院和畜牧兽医
站，并招聘充实了１０２名医技人员。完成城区７所
新建学校的尾留工程，新增招生５５００名；撤并农
村２０所小学和教学点，招聘充实中学教师２００名，
高考二本上线率居全市第一，我区被评为全省中小

学实验教学普及县区。兑付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

资金２７５０万元，免除职教中心３３０名南部山区贫
困生的学杂费用，给２１９６名贫困中小学生人均补
助１５００元，给 ２６０名优秀贫困大学生每人支助
３０００元。投放扶贫资金１４８１万元，启动１６个扶贫
重点村建设，搬迁贫困人口１０８户，贫困人口由上
年的３４万人减少到２７万人。改造农民危房２０２
处；首期经济适用住房２３万平方米、１８９８套已交
付使用，二期４３万平方米已开工建设，三期７万
平方米完成招投标工作，廉租房３万平方米建设项
目完成前期工作。全年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

伤、生育保险人数达到６７万人，纳入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 ５１万人，城乡低保面扩大到 ５３万
人，一个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的民生保障网初步形成。

各项社会事业在构建和谐榆阳的进程中全面发

展。投入科技三项经费１１２１万元，引进新品种９８
个，推广实用技术 ７５项，获得省市科技成果奖 ５
项，秦汉全天星台遗址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维修改

造５０个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建成星元图书楼
文化信息共享中心和老干部文化活动中心，招聘了

１４４名社区文体活动专干，建成了７２个社区文化活
动点，送戏下乡２８０场，放映电影６５００场。举办
各类体育赛事５７次。计划生育管理服务进一步优
化，计生户优惠政策落实到位。符合政策生育率为

９８５％，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５７２‰。全面实行牛、

羊、鸡畜禽定点屠宰，城区畜禽屠宰管理工作成效

显著。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大排除活

动，生产事故四项指标明显下降。我区被确定为全

国 “平安农机”示范县区，青云等５个乡镇被评为
全省 “平安农机”示范乡镇。深入开展 “县区委

书记大接访”和矛盾纠纷大调解活动，解决了一批

欠拖不决、影响稳定的老大难案件，各类上访较上

年均下降１０％以上，“一控制、两下降”工作受到
市上表彰通报。积极开展 “平安榆阳”创建活动，

全年查处治安案件 ３７３３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３２３８起，查处违法犯罪分子２７８４人，社会治安形
势有所好转，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位次前移。扎

实推进 “双创”工作，进一步扩大城区禁煤范围，

城区空气质量优于国家二级天数达到３１２天，超过
“创模”标准２０天。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中进一步加强。广泛开展了文明社区、文明村镇、

“五型”机关和效能机关创建活动，建成文明单位

２０个，“五型”机关２２个，小康示范乡村２４个。
深入推进 “五五”普法宣传教育，扎实推行行政执

法责任制，清理行政执法主体６１个，梳理执法依
据７１６部。继续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建成区政府门
户网站和信息平台。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

协的民主监督，主动加强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

联系，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

人民团体的意见。人大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政

协委员提案办理及时有效，４８件代表建议和１０７件
委员提案全部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统计、监察、粮食、物价、供销、

老龄、土地管理、市场监管、技术监督等工作都取

得了新的成绩。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

区人大、区政协有效监督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

区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辛勤劳动的结果。在

此，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全区人民，向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几个大的兰炭项目建成后迟迟

不能投产，甲醇、原煤、电力生产也都受到不同程

度的冲击；二是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十分繁重，经

济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三是农业产业化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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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市场化步伐缓慢，规模效益和品牌效益有待于

进一步提高；四是安全稳定压力、就业压力和城区

学生上学压力仍然很大，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

五是政府工作中还存在着思想不解放、责任不落

实、工作不扎实的问题，一些干部作风漂浮，工作

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创新能力不强。这些问题，

我们都将在今年的工作中认真研究，下大气力予以

解决。

二、２００９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及主要目标任
务

２００９年，是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非常严峻
的一年，也是维稳压力空前巨大的一年。我们要应

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在经济发展速度趋缓、市

场需求下滑、能源产品价格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

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扩内需调结构、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增长的困难非常大。省委、省政府要求榆林跨

越式发展的期望值很高，对我们的各项经济指标都

高位下达，高标准要求，并严格考核，这无疑对我

们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建的榆神高速公路、包

西铁路复线、王圪堵水库以及即将开工建设的榆绥

高速、榆佳高速、２１０国道过境线和城区市政工程
的土地征用和移民搬迁，工作量非常大，仅新建道

路总长就达 ４８０多公里，如此艰巨的任务前所未
有。此外，今年还要初步实现榆林城区 “双创”目

标，全面完成皮革厂、地毯厂等８户 “老大难”企

业的改制攻坚，维护国庆６０周年等重大活动期间
的信访稳定。如此等等，显而易见，我区今年的发

展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稳定压力也是空前艰巨的。

尽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我们也要

认识到今年发展中存在的良好机遇。中、省出台的

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措施，特别

是省上支持榆林跨越发展的２７条政策，给我们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

建设中国经济强市、塞上文化大市、大漠生态名市

的奋斗目标，必将进一步加大对榆林能化基地建设

的投入，我区处于全市能化基地的腹地，重要战略

地位更加凸显，将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支持。经过多

年努力，我区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通道，综合实力

明显提升，区域经济内在动力明显增强，这为我们

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区人民都以胡总书记

视察为动力，精神振奋，人心思进，人心思富，这

为我们率先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因此，只要我们

解放思想，坚定信心，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

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就一定能够继续保持跨

越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 “基础

先行、项目支撑、园区引领、民生拉动”这一扩大

内需思路，充分发挥地下地上资源和市区市郊区位

这两大优势，打造榆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麻黄

梁工业集中区、能化基地物流中心这三个品牌，加

快特色农业大区、能化工业强区、三产服务优区、

文明和谐名区这四大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

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３０％，达到１４８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５７４％，达到２００亿元；
财政总收入增长２０％，达到２５亿元，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增长１５％，达到５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２１％，达到２６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１８８％，达到１４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增长１１％，达到４６５０元；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
在５‰以内；单位ＧＤＰ能耗和电耗分别下降４９％
和５％，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削减
１５％和３８％。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将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的工作：

（一）打造农科示范园创品牌，加快建设特色

农业大区。

强力建园区，引领特色农业优化升级。按照高

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和市区联建、

以区为主、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启动建设

位于榆卜界的榆林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力争３月
底前完成１０平方公里规划编制和评审论证，启动
园内的会议接待中心和农垦万头养猪场、千头肉牛

场，建设千亩温室大棚菜、千亩优质马铃薯试验示

范田，争取当年见效。与此同时，进一步巩固提高

３０万亩玉米、２０万亩马铃薯、２０万亩小杂粮和６
万亩蔬菜的规模效益，力争粮食产量达到５亿斤。
进一步规范舍饲养羊、温棚养猪、奶站养牛和笼化

养鸡模式，加强品种改良和疫病防治，确保羊子饲

养量稳定在１５０万只、猪１００万头、牛４万头、鸡
１００万只左右，加快推进畜牧业养殖大区向畜产品
加工转化大区转变。

倾斜给政策，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采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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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引资、兼并重组、参股租赁等多种途径，对山立

农贸公司、益民大扁杏加工厂、大地种业集团等一

批市场前景好、发展潜力大、辐射带动力强的龙头

企业，在资金、土地、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倾斜

支持。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合同订购、向农户提供贷

款担保、赊销生产资料、实行保护价收购等措施，

带动农民进入市场，实现互惠双赢。鼓励重点龙头

企业、招商引资项目、从事农产品加工的企业进入

农科园区，享受工业企业同等优惠政策，并优先保

证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道路等配套设

施。鼓励农业科研单位、农技推广机构和农业科技

人员通过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技术入股等方式，

以领办创办龙头企业等形式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党政机关干部及农业技术人员离岗从事农业产

业化经营或参与重点龙头企业的管理和技术服务，

在离岗期间身份不变，保留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

养老、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视同在职人员办理。通

过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尽快把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真正成为外接市场营销、内联农户致富的桥梁

和纽带。

扎实建新村，带动农村面貌全面改观。按照

“千企帮带、百村示范、十村样板”的新农村建设

思路，进一步完善马合镇麻生
"#

、鱼河镇寺伙沟

等１０个示范村的基础建设，集中支持麻黄梁十八
墩、古塔黄家圪崂等５个重点村，搞好新村规划，
捆绑项目资金，集中投放使用，确保在村庄建设、

村容改观、产业开发、设施配套方面取得突破，发

挥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加强小城镇的规划建设管

理，努力把过境公路沿线的小城镇率先建成辐射范

围广、带动能力强、产业聚集度高的卫星城镇。全

面完成尾留村组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开大户承

包造林模式，实施１８个村的 “三化一片林”示范

工程，完成造林３７万亩，其中沙棘林１５万亩。大
步推进水利工程由 “征山”向 “治沟”转变，由

“新修基本农田”向 “改造中低产田”转变，启动

十八墩、圪流沟等流域的９座水库除险加固和４２
座淤地坝建设，新修各类小型水利工程６６０处，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４３平方公里。继续实施好国家农
业综合开发项目，力争改造北部草滩区中低产田２
万亩，完成三岔湾等灌区改造２７万亩，整治榆溪
河道１６公里，整理榆东渠土地１８万亩，做好榆
高渠１万亩土地整理前期工作。实施保护性耕作１５

万亩，推广农机具５０００台，建成千亩高产玉米机
械化示范区和百亩设施农业机械化示范田。积极探

索扶贫开发由整村实施向整乡实施转变，由部门单

一包抓向部门联合包抓转变，启动开发１０个扶贫
互助示范村，集中开发 １５个重点村，完成 ２４户
１３２人扶贫移民搬迁。

开掘多渠道，保证农民增收活水并流。在大力

发展特色种养业，增加农民生产性收入的同时，不

折不扣地落实兑现种粮农民综合直补、良种补贴、

农机具购置补贴、地膜玉米补贴、退耕还林补助、

生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补贴和 “家电下乡”补贴

等７０００万元惠农政策补贴，确保农民政策性收入
到位。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有组织输出劳务 ５万
人，力争农民的劳务工资性收入达到５亿元。按照
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

营权，增加农民土地收益。逐步建立生态恢复补偿

机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对集体财

产的收益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二）打造工业集中区创品牌，加快建设能化

工业强区。

抓重点项目，拉动内需保增长。今年安排 ３３
个重点项目，计划投资８４１亿元，其中能化项目
占到１７个，占总投资的８７４％。１０００万吨小纪汗
煤矿、８００万吨杭来湾煤矿，１２０万吨麻黄梁、柳
巷、大梁湾煤矿和４５万吨胜利煤矿，要完成 “三

通一平”，开工建设井巷工程；２４０万吨神树畔煤
矿、１２０万吨常乐堡煤矿和双山煤矿，力争年内开
工；１０００万吨曹家滩煤矿、５００万吨金鸡滩煤矿、
１２０万吨常兴煤矿和千树塔煤炭开采项目，要加快
进度，完成前期工作。煤焦油加氢及循环经济建

设、大型专用汽车组装制造等项目，完成土建工

程，及早建成投产；２０万吨碳酸二甲酯、６０万吨
真空制盐和３０万吨铝镁合金项目，完成施工设计
和设备定货，并开工建设；兖矿二期 １８０万吨甲
醇、８０万吨ＭＴＯ生产和１００万吨煤液化项目，完
成报批核准和通平工作；１００万吨蒙西水泥扩建项
目，建成投产。与此同时，要确保 ６０万吨甲醇、
２１８万吨兰炭等已建成项目的达产达效；提高２４０
万吨中能煤矿、１０００万吨榆树湾煤矿、１２０万吨薛
庙滩煤矿的生产能力，新增产煤５００万吨，原煤总
产达到１６００万吨。要加快德福来１亿瓶大输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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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搬迁、ＰＣＣＰ钢筒预应力管件、普惠酒业３万
吨啤酒和 ２０００吨白酒等 ２３个重大项目的前期工
作，力争及早开工建设。加强项目的筛选包装和策

划，不断充实项目库，形成建成一批、新上一批、

储备一批的项目链。

抓工业园区，培育经济增长极。按照 “北煤南

盐”的工业布局，加快以煤炭转化为重点的麻黄梁

工业集中区建设，打通园区内中央大道和部分环区

道路，建成园区至榆林城区 ２５公里高等级油路，
做好园区至包西铁路 ３０公里连接线的前期工作，
落实被征地农民３％的建设用地。对园区内已建成
的兰炭企业，返还半年煤炭价调基金，扶持其尽快

开炉生产；对已入园的项目，实行财政贴息贷款，

扶持其尽快开工建设。要走出去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活动，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园区。加快以盐化工为

主的鱼河工业集中区建设，搞好园区规划设计和配

套设施的起步，增强与中盐集团等大集团企业的沟

通联系，促成一批盐化项目落户上马。通过不懈努

力，实现北煤南盐、两园并举，使之真正成为拉动

经济持续发展的两个增长极。

抓节能减排，开拓 “两型”发展路。坚持合理

开发、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努力开拓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道路。要将项目的环保

达标贯穿于立项、建设、生产的全过程，加快发展

煤电一体化、煤液化、煤制甲醇、煤焦油加氢等能

源转化和循环经济项目，鼓励企业研发、运用和推

广节能集约和清洁生产技术，加快配套的污水处

理、除尘脱硫等减排设施建设，加强对１０户重点
能耗企业的动态监测，确保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控制

在２０９２吨标煤、化学需氧量控制在２８８０吨、二
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 ２３６２６吨之内。严格土地、
水、矿产资源管理，支持区水务集团和煤业集团尽

快开展工作，加快编制矿区生态恢复和环境治理规

划，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抓环境优化，激活多元投资热。继续实行区级

领导包抓发展环境责任制、投资环境１１０投诉制和
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未经区政府许可，任何部门

和单位不得私自进入重点企业检查、收费和开展评

比达标活动，全力打造重商亲商的投资洼地。创新

招商引资方式，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专业队伍为骨干、中介组织为辅助的招商机制，着

力推动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招大引强转变，着力

强化对招商引资项目的跟踪协调服务。积极争取与

各级发改委对接中省扩大内需的项目投资，争取在

第十三届 “西洽会”、杨凌农高会等投资贸易洽淡

会上取得新成果，争取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环渤

海及成渝等重点区域，在承接先进制造业、特色农

业和现代服务业上有新突破。要抓住国家扩大内需

的机遇，千方百计争项目争投资，力争在２—３年
内大上快上一批招商引资大项目。对争取项目力度

大、招商引资成效好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要给予重奖。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认真落实省、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３０条政
策，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在用地、信贷、融

资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继续招聘大专以上毕业生等

专业技术人员到民营企业挂职锻炼，支持民营企业

发展；继续实行电煤限价政策，扶持电力企业发

展；组建成立小额信贷公司和担保公司，支持小额

信贷公司、担保公司向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担

保，想方设法帮助民营企业度过金融危机难关。鼓

励和引导民营企业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

许经营等多种方式，参与经营性资源开发、基础设

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盘活民间资金，激发区域

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认

真搞好地毯厂等８户改制企业的尾留工作，６月份
前完成９０％的工作量，年内完成所有企业改制任
务。

（三）打造物流中心创品牌，加快建设三产服

务优区。

面向国际大市场，发展能化物流业。依托国家

能源化工基地和区域中心城市，相配套地打造能化

基地物流中心。先期启动物流中心一期工程，完成

用地批复、土地征用及 “三通一平”，开工建设

４３公里铁路连接线。加快小纪汗万象物流中心、
榆林航空物流中心和三愚煤炭交易市场、麻地湾货

物中心、三岔湾大型货物中心等物流产业项目前期

工作，力争开工建设。充分利用已建、在建的过境

高速公路、包西铁路干线和榆林航空港优势，加快

发展交通运输业和装备制造业，抢占现代物流业发

展先机，打造能源化工基地大交通、大物流、高效

益、信息化的物流集散枢纽。

扩大内需增活力，繁荣市场促消费。正在推进

的扩大内需政策，带来新的一轮投资热潮。我们要

以此为契机，启动南郊农场大型综合超市项目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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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新建春苑路、上郡南路综合农贸市场和宏远

建材市场，整顿和规范古城、长城路、柳营路等６
个农贸和建材市场，做好轻工批发市场和水利商场

开发改造前期工作。积极开展 “家电下乡”、 “农

机下乡”活动，推进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新

网工程”，扶持健全农村供销网点，逐步形成以城

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统筹

农资现代经营、农副产品市场购销、日用消费品现

代经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农村

现代商品流通体系，全力服务 “三农”，提高农民

生活水平。鼓励和支持城乡主要超级市场、大型购

物中心、农贸市场畅通物流，开拓市场，引导消

费。进一步加强消费品价格和质量监管，维护稳定

健康的商贸流通秩序，营造放心、安全、价廉、便

捷的消费环境。

拓宽领域抢先机，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搭乘榆

林建设中国经济强市、区域中心城市的快车，整合

三产服务资源，有计划地打造一批成规模、上档

次、集团化、品牌化的以餐饮住宿为主的服务业。

借助榆林建设塞上文化大市、大漠生态名市的东

风，开发以生态农业、文化文物、风景名胜为重点

的旅游业。支持发展金融业，积极引入商业银行网

点，增强融资能力，扶持设立乡镇银行。加快发展

以物资递送、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为主的社区服务

业，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四）坚持增收与节支一齐抓，努力提高财政

运行效益。

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要完成２０％的财政增
收，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财

税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到处处精打细算，时时注

重开源节流。

切实加强税收征管。按照抓大不放小、抓税不

放费、抓严不放宽的要求，认真抓好重点税源的税

收征管，切实加大对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

气、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

餐饮业及其他税源的征管力度，突出抓好煤矿、公

路、铁路等重点项目和育林基金、国有资产经营收

益等非税收入的征缴，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

要继续开展 “破五难、查三漏”税收执法专项行

动，坚持以查促管，依法治税，加大对偷税、逃

税、漏税的打击力度，严惩做假账、账外账、账外

经营等各种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做到监管到位，不

遗余漏。进一步理顺市、区两级财税体制，积极向

省、市争取更大财政倾斜和更多的转移支付。进一

步完善税收征管激励办法，落实征缴责任，制定激

励措施，实行重奖重罚，确保全年收入任务圆满完

成。

严格把好支出关口。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

想，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坚决制止和反

对铺张浪费。要科学、合理地安排财政重点支出，

集中财力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保重

点项目。严格控制一般性财政支出，对公务车辆和

用车经费、会议经费、公务接待费、出国出境经费

等支出实行零增长。严格控制以各种名义兴建楼堂

馆所，严禁建设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严格执行财政预算制度，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

集中支付、政府采购、收支 “两条线”管理，加快

构建结构合理、操作规范、运行高效、管理科学、

监督有力、公开透明的财政收支管理机制，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益。

（五）坚持民生与维稳一齐抓，加快建设文明

和谐名区。

民生工程，计划投资１２亿元，全区上下共同
念好水、路、电、气、房，文、教、卫、体、保

“十字经”。所谓 “水”，就是新建２２５处人畜饮水
站，解决８万多人的饮水安全，实现６５％的农村人
口用上干净卫生的安全水。所谓 “路”，就是新修

２３０公里乡村油路，解决４５个村的行路难问题，实
现５６％的村通油路。所谓 “电”，就是完成２４９个
村的电气化改造和通电设施建设，解决８万多人农
灌高峰期用电难的问题，实现５７％的村完成电气化
建设。所谓 “气”，就是新建２０００口 “一池三改”

户用沼气池，推广２０００台太阳能灶，累计有９０００
个农户用上清洁能源。所谓 “房”，就是建成二期

２５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和１２万平方米廉租房，
实施３００户农民的安居工程，解决３３００个住房困
难户的住房问题。所谓 “文”，就是新建１３个乡镇
文化站、２４个村文化室和１０３个农家书屋，启动建
设榆阳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新发展微波及有线电

视用户１万户，完成剩余５９９个自然村的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所谓 “教”，就是新建机场路小

学，争取第十一小学等城区４所新规划学校的土地
征用和审批立项，启动职教中心实训基地和青少年

校外活动中心，建设榆阳区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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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改造农村学校取暖设施，落实

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继续资助南部山区贫困子

女免费上职教中心，切实维护好困难群众子女、留

守儿童及适龄女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谓

“卫”，就是争取区级医院建设审批立项，完善和新

建６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建成５０
个标准化村卫生室，完善和提高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和合作医疗制度，开展门诊统筹报销工作，切实解

决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谓 “体”，

就是实施１９个乡１９个村的农民健身工程，丰富城
区１１０个活动站点和农村５００处重大节日集会场所
的文体活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所谓 “保”，就

是要做到贫有低保，将城乡低保面扩大到 ５５万
人，提高补助标准，力求应保尽保；做到病有医

保，健全城镇居民医保体系，扩大城乡医保救助覆

盖面；做到老有院保，新建高标准区中心敬老院、

高标准区老年公寓，完成殡仪馆前期工作，全力推

动卧云生态陵园建设；加快推进就业援助保障工

作，建设县区Ⅰ级人力资源市场，开发公益性就业
岗位，重点解决好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和

零就业家庭的就业问题；发展壮大慈善事业，认真

做好残疾人和妇女儿童工作，启动建设区流浪儿童

救助站；进一步完善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各

项保险制度。

社会事业，安排科技三项经费１５００万元，启
动实施３７项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加强 ＵＮＤＰ信息
扶贫和电子农务建设，加快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步

伐，做好地震预警预测，鼓励科技特派员创业支

农。扎实搞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扩建６００平
方米区级计生服务站，配齐 ２６个乡镇 （办事处）

中心服务站和５３５个村 （社区）服务室设备，切实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继续开展 “生育关怀”行动和

打击 “两非”专项活动，深入治理性别比失调问

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按照 “双创”验收标准，全

面完成公厕、巷道、市场建设和 ３４条巷道改造，
巩固禁烧烟煤成果，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推进 “双

创”社区行活动，搞好卫生单位和园林式单位创

建、拆墙透绿和病媒生物防治工作，确保 “双创”

目标如期实现。

维稳工作，进一步落实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

“一把手”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

健全完善区级领导包抓信访责任制和信访联席会议

制，继续开展 “区委书记大接访”和矛盾纠纷大调

处活动，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加大对煤矿、

非煤矿山、化工企业、道路交通、民爆物品、公众

聚集场所、中小学校、食品药品、病险库坝、农用

三轮等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安全监管，深入排查

安全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进一

步抓好应急体系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

练，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能力。扎实搞好

“平安榆阳”创建，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继续

开展各类严打专项行动，时刻保持对违法犯罪分子

的高压态势，努力营造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三、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讲学习，重素质，努力提升行政能力。各级政

府工作人员都要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认

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提高

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水平；结合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努力掌

握市场经济和政策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孜孜以求，

不倦学习，切实增强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能力；结

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措施，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不断提高干事创业

的能力和水平。

讲作风，重服务，扎实推进效能建设。要大力

弘扬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坚决防

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大力精简会议文

件，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深入实际搞调研，勤政为

民抓落实。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继续深化

“五型”机关、效能机关创建活动，推行绩效考核

与行政问责，强化内部管理，落实岗位责任，提供

优质服务，努力为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把

作风转变的成效体现在为人民办实事、谋实惠的具

体行动中，体现在优服务、树形象的各个环节上。

讲法制，重决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认真贯

彻国务院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加

强规范性文件审核和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落

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法制培训和法律知识考试

制度，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

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意见和政

协委员的提案，主动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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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加快电

子政务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进一步完善决策机制，实行重大事项集体决

策、专家咨询评估、决策听证公示和决策责任追究

制度，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

顺畅、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

讲廉洁，重和谐，切实维护政府形象。认真落

实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工作规划》，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

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等

违法乱纪案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重点解决征地拆迁、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

等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继续治理教育收费、

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涉农负担中的突出问题，始

终牢记勤政为民，时刻保持清正廉洁，切实维护政

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各位代表，我区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让我们在

区委的正确领导下，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应对金

融危机的冲击，迎难而上，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

展，为圆满完成各项预定的目标任务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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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根据中央要求，榆阳区从２００５年１月份开始
至２００６年７月底，先后在９１７个基层党组织开展
了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参与党员

１７６５３名，参学率达到１００％。先进性教育活动在
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巡回检查组的精心指导

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和中、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针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

伍的特点，把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为我区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一号工程，强化措施，扎实推进，得到了党

员受教育、农民得实惠、干部得民心的目的。通过

群众满意度测评，满意率达９８７％。
一、抓领导，落实工作力量。

区委多次召开常委 （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先

进性教育活动，根据每批先进性教育的对象不同，

分批成立了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成立了综合组、秘书组、宣传组、巡回

检查组，对每个组进行了人员分工和责任分工。同

时，３０个区级党员领导先后分别联系一个部门、
单位，联系一个乡镇、一个村，联系一个企业作为

全区的示范点；区级包乡镇部门负责人每人包抓１
个乡镇、联系２个村；各乡镇党员领导干部每人包
抓１个村，具体联系１０个农村党员，推动面上的
工作。

二、抓宣传，造浓舆论氛围。

各党支部都配置了电视机、影碟机，组织观看

先进性教育专题片、法律知识电教片、警示教育片

等；区委组建了由先进办、科协、党校、科教文卫

等部门党员干部组成的宣讲团，深入各党组织进行

巡回宣讲；宣传、文化等部门精心组织挑选了一批

革命体裁的故事片巡回放映；区有线电视台、广播

电台和 《榆阳报》开辟了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活动”专题栏目，及时宣传报道先进性教育活

动中的新人新事；利用展板在中心广场、各乡镇巡

回展出；各党组织先进办编发 《简报》８１６期，区
委办编发 《督查通报》１４期，通报教育活动情况，
表扬先进，促进后进；在人口密集区张贴、悬挂标

语达６０００多条；由民间艺人边志亚等１２人组成的
宣传队巡回各个镇和部分村组演出９１场。

三、抓学习，提升党员素质。

普遍采取个人学习与集体讨论相结合，集中辅

导与个别辅导相结合、写体会与谈体会相结合的办

法安排了学习；不少单位还组织党员到延安革命圣

地接受传统教育，邀请党校老师做专题辅导；区先

进办组织了论文评选活动、笔记展评活动；各乡镇

在城区成立临时党小组，建立流动党员活动室，为

流动党员参与先进性教育活动创造了条件；各乡镇

将学习的有关内容编写成 “三句半”、秧歌调等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方便党员学习记忆；针对离退

休党员年龄偏大的实际，普遍采取 “结对子”的形

式，帮助这些党员领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

义，提高认识；针对农村党员和企业党员工作的实

际，采取以夜学、夜谈、夜议；区、乡两级领导到

联系点上党课；以系统开展学身边人、学身边事活

动，用具体的、真实的、感人的事迹，把学教活动

引向深入。

四、定标准，党员查摆有镜子。

各党组织根据单位实际、党员的岗位等不同情

况，制订出台了 《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

和不合格党员主要表现》，成为党员自我剖析、党

性分析的依据。

五、抓查摆，深刻党性分析。

通过设立征求意见箱、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

不同类型座谈会、个别谈心交流等形式，为每位党

员多方位、多渠道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按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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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从理想信念、宗旨观

念、生活作风、遵纪守法、发挥作用等方面，认真

进行查摆问题。经过分析自己存在问题的根源和危

害，提出了整改措施和努力方向，每位党员都写出

了书面党性分析材料，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

上进行了检查。

六、抓承诺，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

在推广安塞县拓安镇杨圪堵村党员承诺制的基

础上，开展创建了 “六星级党员”活动，即把党员

先进性分解为政治星、法纪星、科技星、 “双带”

星、开拓星和形象星等，同时建立了考评结果档

案。星级党员每季度评比一次，每季度更换一次承

诺内容，同时要求党员从优点和缺点两方面进行承

诺，优点上承诺的如何服务群众，缺点上主要承诺

如何改正自己，现在每位党员都有了星级标准，每

个季度的标准有所不同，这一做法极大地促进了党

员的先进性。

（贺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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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区 “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回顾

　　 “十五”期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

区上下坚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克服持续干旱、间断性

冰雹、洪涝以及 “非典”、布鲁氏秆菌、禽流感等

灾害所带来的影响，努力适应撤市设区后职能划分

的新要求，把加快发展作为全区第一要务，紧紧围

绕财政增长、农民增收两大目标，抓住西部大开

发、榆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历史机遇，大

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和开放开发战略，与时俱进，

奋发图强，各项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繁荣。“十五”末，

生产总值达到５２２亿元，大大超出 “十五”计划

２５４亿元的目标，比 ２０００年翻了近二番；人均
ＧＤＰ由 “九五”末的３６８３元提高到１１３３６元，增
加二倍以上，特别是２００２年以来，区属生产总值
以年均１６２％的速度递增，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
时期之一，重要经济指标提前一年实现了 “十五”

计划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实现

了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

一、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农村经济稳步发展

舍饲养羊、温棚养猪、建奶站养牛和笼养鸡大

步推开。羊子饲养规模达到１５４万只，较 “九五”

末增长８６％，建成全省 “畜牧业基地”和 “舍饲

养羊示范县 （区）”。１０万亩大扁杏开始挂果，效
益显现。大棚菜、大辣子、大明绿豆、大城谷子的

种植和经营手段逐步改进，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

要补充。以玉米为主的粮食生产始终稳定在８０万
亩左右，总产保持在１５万吨以上。建成全国杂交
玉米制种基地。以小城镇和工矿区为依托的第三产

业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２０００年的１５９６元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３８０元，净
增７８４元。

二、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工业经济持续回升

五年来引进资金２５亿多元。新上了８００万吨
榆树湾煤矿、１２０万吨中能煤矿和４５万吨薛庙滩煤
矿，改造了人民、东风、金牛等１０多处煤矿，原
煤产量达到５６０万吨，较 “九五”末增长９倍；新
上了银河电厂和基泰阳光电厂，年发电量达到１８－
２０亿度；新上了１５万吨镇川真空制盐厂，填补了
我区发电、精制盐空白。与此同时，５０万吨电解
铝、６０万吨甲醇、２×３０万千瓦银河电厂扩建、长
北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相继进入前期准备阶段，有

的已开工建设。在重点项目的拉动下，工业经济以

１３０％的速度逐年递增，总产值达到１２５亿元。
三、生态植被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

进

五年合格造林５２万亩，种草６５万亩，累计保
存面积分别达到４５０万亩和１２５万亩。组织了严格
的封山 （沙）禁牧，基本完成了 “灭荒”任务。

林草覆盖度达到４２％，较 “九五”末提高５个百
分点。植树造林工作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表彰奖

励。新建了李家梁水库，完成了红石峡和尤家峁水

库除险加固，启动了河口、石峁、中营盘水库除险

加固以及香水、扎林川、红石峡二期供水水源工

程。连续多年获全省水利 “振兴杯”。过境的神延

铁路、榆靖高速、陕蒙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建成榆

乌、榆补、榆佳３条三级县际油路，乡镇通油路率
提高到８３％。建成３３０千伏延榆输变电工程，完成
了一、二期农网改造，有８５％的村实现与城市同网
同价。

四、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又有

新提高

“十五”末，财政总收入实现 ４１１亿元，较
“九五”末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３５８％，其中地
方财政收入２２６亿元 （同口径），较 “九五”末

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 ２８８％， “两个确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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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保证”落到了实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６５２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０元，年均分
别增加４９９元和１５７元。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成效显著。有３０个偏
僻落后村实现整体脱贫，２１万贫困弱势人群得到
有效救助。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多种途径，新

增就业岗位１２万个，安置大中专毕业生３７４０多
人。广大农村客运班车到村，电视和电话到户的普

及程度大大提高。

五、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各项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社区、文明村镇、“五型”

机关和效能机关活动，全面推行政务、厂务、校务

和村务公开，积极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

案以及群众来信来访，深入推进 “四五”普法教

育，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使党政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存在的一些 “不作为、乱作为”

风气得到有效遏制，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得到积极清理。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治安和安全

生产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排查

和整改安全隐患，稳妥处置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

科技信息工作成效显著，有３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
和省级科技成果奖；学校基础设施继续改善，民办

教育在缓解城区上学压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社区

广场文化日益繁荣，建成省级文化先进县 （区）；

医疗医药购销体制改革加快，三级卫生保健网络进

一步完善，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有效防治；群众性

的社区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各街道社区普遍建成省

级以上先进体育社区；计划生育率稳定在 ９８％以
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５‰以内，获得 “全

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级县 （区）”称号；完成了

资源总体利用规划和地质灾害规划编制工作，加大

了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撤并了四

个乡镇，增设了３个街道办事处，整合了社区居委
会，改革了城区出殡陋习。民政、村民自治、统计

和 “双拥”工作分别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奖励。审

计、监察、物价、气象、档案、民族宗教、民兵预

备役等工作也都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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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概况

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

【位置、面积】　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属典型
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区境西与内蒙

古自治区乌审旗接壤，北与神木县毗邻，东与佳

县、米脂县相接，南与横山县相连，东西宽１２８公
里，南北长１２４公里，总面积７０５３平方公里。属
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以

明长城为界，北部为风沙草滩区，土地广阔，占总

面积的７５１％；南部为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占
总面积的 ２２９％；中西部为河谷川道区，水草丰
美，占总面积的２％。

【历史沿革】　榆阳区历史悠久，自古就是北方政
治、经济、军事的 “九边重镇”之一。春秋战国及

秦汉时期境内建有上郡治所，明正统二年 （１４３７）
筑榆林城。建国以来，一直是榆林地区行署 （榆林

市政府）所在地，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日撤市 （县级）

设区。现辖 １２个镇、１２个乡，７个街道办事处，
４８７个行政村，４５个社区，总人口为５０９万。

【地质、地貌】　榆林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鄂尔多
斯台向斜陕北台凹东冀地区，地质活动相对隐定，

地震较少。据地质研究，今陕北、内蒙鄂尔多斯等

地原为一片汪洋，后地壳几经升降，到中生代三叠

纪，海水退去，进入内陆盆地发育时期。新生代第

四期，气候变冷干燥，西北风将蒙古高原上的尘粉

沙土向东南卷运，经数十万年，黄土堆积覆盖了陕

北等地基岩，最厚处达３００多米，逐渐形成黄土丘

陵区。下新纪末期，境内无定河、峁沟等河雏形水

系形成，地面起伏加大。上更新世初期，气候湿

润、多雨，榆溪河等宽谷河上游形成河谷式静水盆

地、凹地，其它各大河流堆积了砂粘土。上更新世

晚期，气候温暖干旱，湖泊消失，榆溪河上游断流

在低洼地形成季节性积水洼地、封闭式湖盆、沼

泽。全新世初期，气候干旱，风沙盛行，榆林北西

部一些河流干枯，形成许多堵塞的湖盆凹地，部分

滩地形成。全新世晚期，北部开始风沙堆积，逐渐

形成黄土风沙草滩区。

榆阳区地势总体东北高，中南部低，大致以明

长城为界，形成两大类型地貌布局：长城以北为风

沙草滩区，包括红石桥、补浪河、巴拉素、小纪

汗、马合、岔河则、小壕兔、孟家湾、金鸡滩、牛

家梁等１０个乡 （镇）和芹河、榆阳、麻黄梁、大

河塔等乡 （镇）的北部地区。区内地势较平坦，沙

丘、草滩、海子 （小湖泊）交错分布，地下水储量

丰富，易开采，主要有五十里沙、柳卜滩、古城

滩、麻黄梁、走马梁、七里沙、大墩梁等２０多处
沙地、滩地和山梁。明长城以南为丘陵沟壑区，包

括鱼河、安崖、青云、古塔、刘千河、余兴庄、鱼

河峁、上盐湾、清泉、镇川等１４个乡 （镇）和芹

河、榆阳、麻黄梁、大河塔等乡 （镇）的南部地

区。区内梁峁起伏，沟壑纵横，为水土保持重点治

理区。有山梁、峁３０００多个，其中较大的梁有红
山、大墩梁、四里沙梁、赵家梁、张家峁、谢家梁

等１０多处；有较大常流水沟３４条，较大沟壑２０００
多条，中南部河川区红石峡以南的榆溪河、无定河

沿岸至镇川八塌湾的狭长地带，地势较平坦，土壤

肥沃，水利骨干工程设施配套到位，林网田园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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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规模，是以水稻为主的粮蔬作物高产区。

【气候】　榆阳区地处鄂尔多斯台地东部，属于典
型的大陆性边缘季风气候，四季冷暖分明，干湿各

异。年平均降水量３６５７毫米，年平均气温８３℃。
冬季处在强大的西伯利亚冷气团控制之下，气候寒

冷干燥少雨雪。春季因极地大陆性气团消退，东南

暖湿气流逐渐北进，大地回暖快，降水渐增，易出

现寒潮、霜冻和大风沙尘天气，春旱频繁发生。冬

春多行西北风，最大风力可达１０级。夏季西南暖
湿气流明显加强，是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的季节，多

阵性降水，雨量集中并常伴有大风、沙尘暴、冰雹

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不同程度的伏旱和雹灾出

现。秋季因暖湿气团和干冷气团交替出现，同时因

太阳高度角变小，辐射减弱，低空温度迅速下降，

大气层结构稳定，形成秋高气爽的天气。

２００１年平均温度 ９７℃，比历年同期偏高
１４℃，特别是１—２月，比历年同期偏高３℃以上，
暧冬明显。年最高气温为３７０℃，出现在７月１２、
１４日；最低气温为 －２２２℃出现在１月１４日。日
照总时数 ２５１５５小时，光照充足。年降水总量
５６８７毫米。２００２年平均温度９７℃，比历年同期
偏高１４℃。特别是１—３月，比历年同期偏高３—
６℃，暖冬明显。年最高气温为３５９℃，出现在 ６
月２日；最低气温为 －２８４℃，出现在 １２月 ２７
日。日照总时数２５６８８小时，光照充足。年降水
总量５２６６毫米。２００３年平均温度９１℃，比历年
同期偏高０８℃。年最高气温为３５１℃，出现在７
月２１日；最低气温为 －２６８℃，出现在１月３日。
日照总时数２４５７５小时，光照充足。年降水总量
４３６３毫米。２００４年平均气温为９５℃，比历年平
均值偏高１２℃。年最高气温为３４２℃，出现在７
月２日；最低气温为 －２３８℃，出现在 １２月 ３１
日。日照总时数２７９２２小时，光照充足。年降水
总量４２００毫米。２００５年平均气温９０℃，比历年
同期偏高０７℃。年最高气温３９０℃，出现在６月
２２日，为近 ３０年来的历史极值；最低气温 －
２５３℃，出现在 １月 １日。年日照总时数 ２８６０１
小时，光照充足。年总降水量２４８７毫米。

【河流、水资源】　榆阳区境内河流属黄河水系。
境北、西及东南部为无定河流域，流域面积 ５９０４

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８６４％。东北部麻黄梁、
大河塔、安崖、刘千河等乡 （镇）局部为秃尾河、

佳芦河流域，流域面积分别为７２０平方公里、４２９
平方公里，分别占全区面积的９１％、４５％。全区
境内有大小河流８３７条，其中常年流水河５７０条，
季节性流水支沟 ２６１条。过境的主要河流是无定
河、榆溪河和秃尾河，其余河流多为这３条河流的
支流、溪沟。境内无定河有海流兔河、硬地梁河、

榆溪河、峁沟河、小川沟河、金鸡河 ６条较大支
流；榆溪河有五道河、圪求河、白河、三道河、二

道河、头道河、芹河、沙河、榆阳河、青云沟河、

花园沟河、刘千河、西沟河、许家崖沟河等１４条
较大支流；秃尾河有清水河、扎林川河、杨家畔

河、开光川河４条主要支流；境内佳芦河上游源流
有沙河川河、康家湾河２条主要支流。

榆阳区境内地面年径流量多年平均值为 ４５４
亿立方米，地下水调节储量为７４３亿立方米，全
区拥有水资源量９１４亿立方米。拥有中型以上水
库２７座，总蓄水能力为１８８１２万立方米，年调水
量４５００万立方米。１９８２年人均地表水拥有量２０１７
立方米，是全国人均水量的７４７％，高出全省人均
水量２９３％，比黄土高原地区和榆林市的人均水量
分别高出１９０％和３５３％。随着工农业发展、人口
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１９９９年建设完成的红
石峡供水工程，日供水１５万吨，彻底改变了城市
供水严重不足的问题。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新建李家梁
水库，完成红石峡和尤家峁水库除险加固，启动了

河口、石峁、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及香水、扎林

川、红石峡二期供水水源工程。上世纪９０年代初，
榆溪河、无定河榆林段、秃尾河榆林段及海流兔

河、峁沟河等较大河流水能理论蕴藏总量为 ３４２
万千瓦。随着榆林城乡输变电事业的迅速发展，水

能发电渐趋衰落，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区内仅有小水
电站１处，装机容量共８００千瓦。

榆林城内的普惠泉和距城４５公里的榆阳泉，
泉水洁净晶莹、口味纯正，日流量达 ６０００多吨。
经地矿部组织专家鉴定：ＰＨ值７５、总硬度７２８、
色度０，为低钠重碳酸钙镁型矿泉水，含多种矿物
质，为国家级优质矿泉水。

【土壤、动植物】　榆阳区总土地面积７０５３平方公
里，其中耕地１４０２８万亩，林地４９４４６万亩，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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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３２８１８万亩。区境内土壤在不同自然条件和
成土母质影响下，形成多样的土壤类型，主要分风

沙土壤、黄土性土壤和其它 （河川谷地）土壤三大

类型。据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土壤普查鉴定，全区总土
壤面积９９７０８万亩，分１３个土类，２４个亚类，３６
个土属，１１５个土种。多样化的土壤类型，为区内
种植栽培多品种农作物，发展林牧业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区境内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有野生种子植物

４５０多种，分属７８科，以乔木科、菊科最多，分别
有５１种、４９种；野生草本植物有近 ４００种，占
８６％，木本仅５０多种，占１３５％。野生乔木、灌
木、草本植物、食用菌类植物、苔藓、蕨类植物分

布较广，其中药用野生植物约１００多种，主要有茵
陈篙、甘草、苍耳、蒲公英、柴胡、菟丝子、车前

子、益母草等；牧用草类２００多种，主要有沙篙、
碱篙、长芒草、白草、狗尾草等。野生动物主要有

蒙古兔 （草兔）、达乌尔鼠兔 （无尾兔）、庸鼠

（水老鼠）、三趾跳鼠、黄鼠等兽类；喜鹊、乌鸦、

班鸠、云雀、杜鹃、麻雀等禽类；青蛙、蟾蛤、

鳖、榆林沙蜥、壁虎、黄脊游蛇、蝮蛇等两栖爬行

类；七星瓢虫、大红瓢虫、赤眼蜂、蝗螂、粪金龟

等昆虫类和草鱼、蜗牛等；其中啮齿类鼠科、鸟类

中的沙燕、麻雀以及昆虫纲中的粪金龟等繁衍极

盛。

【矿产资源】　榆阳区是全国著名的能源矿产富集
区，煤炭、天然气、岩盐等矿产资源储量大、品质

优。区境内有榆神煤田、榆横煤田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探明储量３００亿吨，占预计储量的８２％，且
为优质环保煤。区境内西部是我国大陆最大的整装

天然气田———陕甘宁大气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

气东输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已建成国内最大的天然

气化工厂。区境南部是国内外罕见的精品岩盐矿

藏，氯化钠含量达到 ９５％，已探明储量 １３—１８
万亿吨，占全国岩盐资源的１３－１８％。此外，高岭
土、泥炭、石油、铁矿等资源也有相当规模储量。

政区与人口

【政区】　１９８８年９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榆林县改设

榆林市，２０００年６月撤榆林市设榆阳区。２００１年
撤乡并镇，２００３年新设立３个街道办事处并整合社
区。至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全区辖榆阳、鱼河、上盐
湾、镇川、清泉、鱼河峁、安崖、麻黄梁、牛家

梁、金鸡滩、马合、巴拉素１２个镇，余兴庄、刘
千河、古塔、青云、大河塔、孟家湾、小壕兔、岔

河则、小纪汗、补浪河、红石桥、芹河 １２个乡，
４８６个村民委员会，１８８０个村民小组；设鼓楼、新
明楼、上郡路、青山路、崇文路、航宇路、驼峰路

７个街道办事处，辖４３个社区居民委员会，２０２个
居民小组。

榆阳镇辖榆阳东、永乐西、广济北、广榆、永

乐东、新乐、榆阳西、广济南、五雷沟、流水沟、

杏
$

、南川、官井滩、红山、北岳庙、沙河、沙河

口、王家楼、吴家梁、金刚寺、刘官寨、徐庄则、

向阳山、花园沟、韦家楼、归德堡、西沟、大河

滩、三岔湾２９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长城南路。
鱼河镇辖郑家沟、南沙、王庄、王新庄、鱼

河、新立、新建、李家沟、高家
%

、许家崖、寺伙

沟、米家园则、房家沟、新庄科、梁渠、王沙
%

１６
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鱼河堡。

上盐湾镇辖柏树沟、强家渠、郭家沟、杨柳

川、好皮梁、崖窑沟、碎金驿、姬家坡、铁炉峁、

孙山、林家沟、武家沟、林家山、寨
%

、鱼家沟、

周家
$

、高家湾、石马沟、上盐湾、马山、郭山、

苏家
$

、二官山、伙梁城、党山、郭兴庄、党街

则、赵家畔、陈崖窑、高家
$

、桑林
%

、陈兴庄３２
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上盐湾村。

镇川镇辖八塌湾、红柳滩、陈家坡、柳湾、高

梁、杨庄、花渠、朱家寨、河上、瓦岗寨、寺沟、

刘家湾、南
%

、庙湾、东街、西街、赵山、秦山、

芦草沟、方渠、侯渠、葛村、高沙沟、刘兴庄、樊

河畔、街上、张硷、田寨
%

、周圪坨、周沟、石崖

底、杨正沟３２个村民委员会，有１个街道办事处，
８个居民委员会。机关驻地瓦岗寨。

清泉镇辖石窑、刘山、吴庄、马家梁、持家

峁、大麦条、石窑坪、崔家坪、设家沟、大石滩、

赵家渠、秦圪
&

、新庄则、书房湾、寇寨则、尹家

庄、曹家湾、青草梁、向阳山、大王庙山、小庄、

赵家沟、王寨、崖窑
$

、漩水湾、崖窑畔、寨峁

山、埝子湾、钟家
$

、井道峁、党家
$

、炭峁沟、

芦家沟、王界、双念３５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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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山村。

鱼河峁镇辖鱼河峁、西岔、东岔、柏盖梁、刘

贺山、刘崖窑、董家湾、拐上、黄崖窑、郭家湾、

崔
$

、挑黍沟、冯茶庄、胡家沟、田兴庄、常楼、

刘寨、傅家畔、谢家峁、沙
$

、桐条沟、桃家沟、

小范地、杨王庄、梅家畔、朱庄、大碾庄、高成

沟、田园、刘小沟、唐家沟、张家硷、南傅家畔、

小常峁、冯庄、白家沟、沙沟梁、杏树峁、高家

峁、李府沟、王家沟４１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
余河峁村。

余兴庄乡辖余兴庄、曹家
%

、马家沟、王前

畔、洪水沟、木瓜峁、朱家峁、石庄、马家峁、马

响水、黄峁沟、宋家沟、张家畔、阎家沟、赵家

峁、崔家河、王岗畔、陈家沟、酸刺
$

、常家
$

、

阎庄沟、双伏则、王渠、铁沟
%

２４个村民委员会。
机关驻地余兴庄村。

刘千河乡辖刘千河、殷家
$

、王家
%

、果园

塌、白城峁、郭沙畔、新寨、乐家畔、杨渠、褡裢

沟、蔺家畔、高家沟、鸦罗畔、峰山、朱家
$

、朱

岔、胡岗、慕渠、南大圪
&

、李家崾、聚福梁、刘

家畔、刘家沟、康家湾２４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
地刘千河村。

古塔乡辖姚庄、清水沟、张雷沟、王家峁、任

家沟、庞寨则、罗硷、张大沟、石山、许家山、杭

庄、赵庄、黄家圪?、堡山、松树峁、郭石畔、石

井、王昌沟、悟明寺、韩家梁 ２０个村民委员会。
机关驻地姚庄村。

青云乡辖青云、太平沟、稻科湾、刘家
%

、崔

家畔、尤家湾、南峁庄、钟家沟、色草湾、杜家

沟、宣沟、郑家川、柳树沟、李家山、跳沟则等１５
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青云村。

安崖镇辖高沙峁、韩家坡、页梁湾、黄家沟、

王岔、安崖底、刘岔、鱼河湾、枣树
$

、胡家圪

?、房家崖、杨会塔、烟洞山、卢家铺、石瓦寺、

红花渠、房家老庄、黑柏沟、驮柴峁、庞家窑则、

沙舍窠、前杜家沟、后杜家沟、王南沟、白南沟、

王达畔、暖水沟、稍沟、焦崖窑、白兴庄、田家寨

３１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安崖底村。
大河塔 （原称大河塌）乡辖大河塔、刘家沟、

任庄则、马家梁、杨家畔、王家崖、青草沟、石灰

窑、柴兴梁、牛圈沟、断桥沟、兰家峁、后畔、西

窑则、方家畔、香水１６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

冯家湾村。

麻黄梁镇辖大圪
&

、大沟、刘占峁、王庄、下

黑龙滩、崖窑、瓦窑沟、十字
$

、张虎沟、段家

湾、店坊、东刘家畔、双山、闫山、花龙镇、旧

堡、乔界、盘云界、十八墩、东王家湾、清水河、

磨庄、断桥、李家峁２４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
大圪

&

村。

牛家梁镇辖牛家梁、什拉滩、常乐堡、边墙、

大伙场、城大圪堵、谢家
%

、王则湾、郭家伙场、

高家伙场、转龙湾、赵元湾１２个村民委员会。机
关驻地牛家梁村。

金鸡滩镇辖金鸡滩、柳卜滩、掌盖界、上河、

海流滩、白 牛滩、喇嘛滩、小坟滩、柳树滩、曹

家滩、金海南、金海北１２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
地周纪伙场。

孟家湾乡辖孟家湾、野目盖、树壕、波直汗、

马大滩、马场、恍惚兔、三滩、神树湾、三道河

则、大海则湾、四道河则、板城滩、郑家梁、圪求

河１５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孟家湾村。
小壕兔乡辖小壕兔、乌素采当、公合补兔、沙

子汗、早留太、刀兔、旋河、贾明采当、大壕兔、

东奔滩、耳林、史不扣、巴汗采当、贾拉滩、海

代、包兔、忽缠户、特拉采当、西奔滩、掌高兔２０
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小壕兔村。

马合镇辖东马合、西马合、乌杜当、补浪、补

兔、郝家伙场、杨家滩、麻生
"#

、达拉什、脑峁

海子１０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马合村。
岔河则乡辖岔河则、石峁、排则湾、白河庙、

河口、什它汗、灯炉滩７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
岔河则村。

小纪汗乡辖小纪汗、黄土梁、长草滩、昌汗

界、波罗滩、奔滩、井克梁、大纪汗、可可盖、牙

世兔、大海子、敖包、昌汗峁、阿拉补１４个村民
委员会。机关驻地小纪汗村。

补浪河乡辖补浪河、巴什壕、那泥滩、蒿老

兔、云家滩、魏家峁、昌汗敖包、吴家房、曹家

峁、省不扣、点连素、乌拉耳林、小滩、纳林、点

石１５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补浪河村。
红石桥乡辖红石桥、闹牛海则、房梁、肖家

峁、左界、井界、古城界、张家湾、油房湾、韩家

峁、王连圪堵、双红、马路湾、武松界１４个村民
委员会。机关驻地红石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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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素镇辖巴拉素、三场滩、讨讨滩、元大

滩、白城台、新庙滩、大旭吕、小旭吕、讨忽兔、

马家兔、忽惊兔、大顺店１２个村民委员会。机关
驻地巴拉素村。

芹河乡辖谷地峁、前湾滩、天鹅海子、酸梨海

子、黄沙七墩、郑家小滩、张滩、红墩、莽肯、哈

达汗、长城则、纪小滩、长海子、思家海子、马家

滩、水掌１６个村民委员会。机关驻地白家伙场。
新明楼街道办事处辖灵秀街、万佛楼、新楼、

三官会、榆阳路、定慧寺、八狮巷 ７个社区居委
会，３９个居民小组。机关驻址贾盘石中巷１６号。

鼓楼街道办事处辖文昌楼、米粮市、普惠泉、

鸳鸯湖、城隍庙滩、凯歌楼、二里半７个社区居委
会，２５个居民小组。机关驻址红山西路２号。

青山路街道办事处辖建安路、常乐路、保宁

路、榆阳西路、柳营路、文化路、福安路７个社区
居委会，３１个居民小组。机关驻址西沙常乐路。

上郡路街道办事处辖桃花园、凌霄村、秦怀

路、德静路、上郡南路、夏洲路、西一路、永康

路、开光路、肤施路１０个社区居委会，３４个居民
小组。机关驻址上郡北路１００号。

航宇路街道办事处辖航宇、乡企城、龙洋、松

林路等４个社区居委会，１６个居民小组。机关驻址
航宇路中段。

崇文路街道办事处辖芹涧路、崇文路、聚财、

春苑等４个社区居委会，２６个居民小组。机关驻址
西人民路中段。

驼峰路街道办事处辖金华路、兴中路、东岳

庙、长虹路等４个社区居委会，３１个居民小组。机
关驻址驼峰北路。

（张文艳）

【人口】　２００１年，全区总人口为 ４２４万人，其
中男性２１４万人，女性２１万人，性别比为１０１∶
１００；农业人口 ３０７万人，占 ７３％，非农业人口
１１７万人，占２７％。２００５年全区总人口为４７７人
万人，其中男性２６万人，女性２１７万人，性别比
为１１９∶１００；农业人口２９７万人，占６２％，非农
业人口 １８万人，占 ３８％；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
３５８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区共出生 １７万人，
其中男 １０２万人，女 ０６８万人，出生性别比为
１１８∶１００。

２００１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为 ７５７‰，死亡率为
３９１‰，自然增长率为 ３６６‰；育龄妇女 ８４８２０
人，占总人口的１９８％；已婚育龄妇女８２７２０人，
占总人口 １９６％，其中零孩 ３８２８人，一孩 ２９５４１
人，二孩 ２４０３４人，多孩 ２５３０８人；流动人口
４２１６３人，其中流入人口 ２３２７７人，流出人口
１８８８６人。２００５年全区人口出生率为８‰，死亡率
为４‰，自然增长率为４‰；育龄妇女１０８万人，
占总人口的２４１％，已婚育龄妇女８７３０４人，占总
人口 １９２％，其中零孩 ４９８０人，一孩 ３８２５１人，
二孩２４５７８人，多孩 １９４９５人；流动人口 １０７５５８
万，其中流入人口７８７２８万人，流出人口２８８３０万
人。

（高胜军）

基础设施与产业经济

【基础设施】　榆阳区是榆林市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古城修复、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大步推

进，古城墙、步行街、四合院古色古香；世纪、凌

宵、火车站广场遥相呼应；肤施路、乡企城、经济

开发区各具特色。新建路、长城路、常乐路、文化

路、榆阳路 “四纵两横”的城区交通网已形成。城

区道路、给排水、绿化、供气、采暖等各项基础设

施齐全完善。小城镇建设基本实现了 “四个一”，

即有一条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的街道，一个开放有

序的集贸市场，一个能带动区域性主导产业发展的

龙头企业，一个能吸引群众经常开展活动的文化娱

乐场所。

区境内有全市唯一的榆林航空站，每日往返省

城西安航班 ４—６班次，每日往返北京航班 １次；
神延铁路在榆林设有全线最大客运站，每日通列４
趟；城内设有市运输公司和区客运中心 ２个汽车
站，连接全国各大城市、各县区和全区各乡镇。榆

林至靖边高速公路与陕西至内蒙高速公路呈 “丁”

字形在市区交汇，２１０国道纵贯南北，乡镇油路以
市区为中心呈辐射状分布，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３３０７公里，基本形成了以公路为主、铁路为辅、航
空为补充的交通运输网。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新修了辐
射周边县区的榆林至乌审旗至补浪河至佳县３条三
级油路，启动建设三岔湾经余兴庄至鱼河峁、旧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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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路麻黄梁至大河塔 （安崖）油路，开工维修镇

北台至郭家伙场、头道河则至十八墩油路，使乡镇

道路率和油路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区内有大学１所，中等专业学校８所，普通中
学４６所 （其中省市重点高中 ３所，示范初中 ４
所），职教中心１所，普通小学３２２所，幼儿园５９
所，农民文化技术学校６０所，其中乡镇农技校２８
所。有各类医院、医疗服务机构２３２个，其中重点
医院５个，普通医院５个，乡镇卫生院２５所，防
疫站１１所，专科防治所 １所，妇幼保健站 ２所，
卫生监督机构２个，职业卫校２所，有病床位２１３５
张；正在筹建全市最大的榆阳区疾控中心。区内供

电网已与西北电网联网，３３０千伏、１１０千伏２条
输电线路由南向北穿越区境；正在筹建７５０千伏输
电线路和第二条１１０千伏输电线路。有２×１３５万
千瓦火电厂１个，３５０千伏变电站１座，１１０千伏
变电站６座，３５千伏变电站７座，区境内各大项目
均有可靠的供电保障和送电条件。农网改造工程进

展迅速，全区４８６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同网同价。
有各类广播电视台５个，调频发射机１台，卫星地
面接收站 １８座，广播电视覆盖率 １００％，普及率
７５％，城区有线电视入户率９０％；农村 ＭＭＤＳ微
波电视信号覆盖率９０％。电信、移动、联通、网通
四大信息网覆盖全区，交换机总容量２２１２万门，
已开通固话拨号、ＡＤＳＬ、光纤等多种互联网接入
服务。

【生态农业】　榆阳区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草）

９９８万亩，其中耕地还林还草２７０３万亩，宜林荒
地造林种草７２７７万亩；同时，按照省、市统一部
署，每年向丘陵区４５万农户兑现现金补助和管护
费４３２４８万元。实施退耕还林 （草）７年中，全
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由过去单一

的农业生产结构向农、林、牧并重转变，畜牧养殖

业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由 ３０％提高到了
６０％；由过去单一的种植粮食作物向粮、经、饲并
重转变，饲料饲草面积由１５％提高到了６０％。全
区生态环境逐步好转，林草覆盖率由３８２％提高到
了４２７％，工程实施区域水土流失得到初步遏制，
整体生态状况有所改善。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２８元提高到了２００５年的２３８０元。
榆阳区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生态环境三大目标，坚持

以 “典型引路、示范开路、先进带路”为治理理

念，以 “规划一次搞好，措施一次到位，规模一次

形成，综合一次配套，效益一次达标”为要求，采

取 “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统一规划，综合治理，

部门联合，资金捆绑，规划建设，整体推进”的治

理模式，按照 “三直一平八配套”的标准，建设农

田水利。“十五”期间，全区累计投入资金６１２３５０
万元，其中国家投入１１７４５４万元，区、乡两级财政
和群众自筹投入４９４８９６万元。初步实现了农村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

【项目带动战略】　 “十五”期间，榆阳区紧紧抓

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建设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的

机遇，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进一步优化投资环

境，努力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取得突破性成

果。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引进招商引资项目２１个，项
目总投资２２９５亿元，其中市外项目１１个，总投
资２０５６亿元。项目涉及煤炭、化工、岩盐、电
力、道路、交通等领域，５年实际到位资金２５亿多
元。新上了８００万吨榆树湾煤矿、１２０万吨中能煤
矿和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改造了人民、东风、金
牛等 １０多处煤矿，原煤产量达到 ５６０万吨，较
“九五”末增长９倍；新上了２×１３５万千瓦银河
电厂和２×５万千瓦基泰阳光电厂，年发电量达到
１６亿千瓦时；建成了中能煤矿铁路专线、煤炭专
用线路、牛家梁铁路货运站；新上了１５万吨镇川
真空制盐厂，填补了精制盐产业的空白。开工建设

了兖州煤业榆林年产２３０万吨甲醇一期６０万吨项
目、２万吨乳化炸药生产项目，规划上马了麻黄梁
载能工业集中区、鱼河盐化工业集中区和榆横矿区

工业园区，引入了中铝集团５０万吨电解铝、兖州
煤业１００万吨煤液化、长北天然气开发、鱼河盐卤
化工等一大批项目，相继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在重

点项目的拉动下，全区工业经济以１８２％的速度逐
年递增，２００５年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５亿元，是 “九

五”末的 ２３倍。与此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餐
饮、商住、金融等三产服务业快速发展，增加值占

到ＧＤＰ的２８６％，榆阳区作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
服务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

【旅游资源】　榆阳区自魏置上郡以来，已有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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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历史。秦长城由东北向西南斜穿区境，“南

塔北台、六楼骑街”展示出塞上古城独特的历史风

貌。被誉为 “万里长城第一台”的镇北台和全省最

大的巨书宝库———红石峡闻名遐迩；集风景、艺

术、宗教于一体的青云寺、黑龙潭、万佛洞、戴兴

寺等古建筑依山居险，风景怡人。特色鲜明、内涵

丰富的文物古迹与黄沙绿洲、羊群草地互相交织，

呈现出一派大漠边关的独特风景。

自然保护区

　　榆阳区自然保护区规划总面积７５４６万亩，其
中臭柏自然保护区 １０万亩、野樱桃自然保护区
３０６万亩、环城生态园保护区５万亩、沙漠生态园
保护区５１万亩，属荒漠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榆
溪河至中营盘水库自然保护区６４万亩，属内陆湿
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２年，沙
漠生态园保护区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 “国家级沙漠

森林公园”；２００３年，环城生态园保护区得到市上
的认可，启动筹建工作；２００４年，市上批准成立
臭柏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内保护野生动植物２６５种，淡水鱼
１４种，留鸟７０多种，其中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
有１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８种，省级重点保护
的９种；国家和省级濒危植物３０种，国家保护的
重要经济科研动植物１０４种；高等植物近４００种，
以草本植物为主，少部分为木本植物和灌木。

【臭柏自然保护区】　臭柏又叫沙地柏、叉子柏、
爬柏，我国北方地区常绿针叶灌木，是防风固沙、

水土保持树种和园林绿化主要树种之一。

榆阳区臭柏自然保护区位于国营巴拉素林场五

十里沙工区，四至界限为：东至红石桥乡的红石

桥、王连圪堵、韩家峁村，北至刘家羊场，西至内

蒙古纳水河乡，南至横山县雷龙湾乡。地理位置为

１０°０８′—１０９°０７′３０″，北纬３０°０３′—３８°０６′，总面积
为１０万亩。

根据自然资源分布状况、保护对象可持续生存

及沙地生态系统恢复和良性发展情况，臭柏自然保

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 ３个功能小
区。核心区位于保护区中心地带，面积２５万亩，

占自然保护区的２５％，主要对现存完好的天然状态
的生态系统及珍稀濒危臭柏常绿灌木林进行封育和

全面管护，使其在自然状态下得到巩固、复壮、提

高，形成榆林沙区臭柏常绿灌木树种资源物种基因

库。该区域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活动。

缓冲区是环绕核心区周围的区域，面积４２万
亩，占４２％，是试验和生产的科研基地和教学基
地。根据树种的生物学特性、产地条件类型和试验

目的，设置不同造林密度、混交类型的防风固沙

林，其作用是防沙固沙，涵养水源，提供种条、林

特产品、饲料添加剂、薪柴等。实验区位于缓冲区

外围，面积３３万亩，占３３％，主要通过人工造林
方式，按照立地类型选用和引进臭柏优良品种进行

栽培扩大试验。

【野樱桃自然保护区】　野樱桃是长梗扁桃的俗名，
是中国温带草原区珍稀濒危植物，１９９６年被中国濒
危植物保护协会列入第二批一级濒危植物名录；

１９９８年被列入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批
濒危植物。

榆阳区野樱桃自然保护区位于区西北部 ４６
公里处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小纪汗、巴拉素、补浪

河３个乡镇交汇处，北靠内蒙古臭柏天然林地。
地理坐标界于东经 １０９°０８′４１″—１０９°１４′３１″，北
纬 ３８°２５′００″—３８°２８′０３″之间，海拨高度为
１２７１ｍ—１３２６６ｍ。该保护区依据原生植被残遗
种野樱桃的稀有性、毛乌素沙地波状灌丛草原的

典型性、沙地生物生态系统遗传基因的多样性、

沙地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和沙漠化土地反馈现象的

自然性进行建设，重在保护和拯救濒危物种，恢

复重建整个沙地生态系统。保护区具体布局为：

主体保护区域２０５万亩，占总面积的６８％；自然
植被恢复、人工造林试验区域０９６万亩，按照学、
研一体化发展模式分布，并形成产业链。

【榆溪河至中营盘湿地保护区】　榆溪河是黄河主
要支流无定河一级支流，北部风沙草滩区河道长６１
公里，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河道长５７公里。中营
盘水库位于榆溪河上游，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

防洪、养殖、发电、拦沙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主河道长１８公里。
榆溪河至中营盘湿地保护区位于毛乌素沙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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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缘，榆林城区以北，处于东经１０９°３８′—１０９°４０′，
北纬３８°３７′—３８°４５′之间，行政隶属小壕兔乡和孟
家湾乡。南北长１３公里，东西宽５公里，湿地总
面积６４万亩。该保护区具有典型的温带干旱、半
干旱荒漠河流和库塘湿地特征，是水禽和其他野生

动物的重要栖息场所，也是我国候鸟迁徙的中转、

越冬和繁殖地之一。区内有淡水鱼１４种、野生动
物３０多种，留鸟７０多种；其中，属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的１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８种，省级重点
保护的９种，国家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野生动
植物１００多种；湿地内有高等植物近４００种，以草
本植物为主，有少部分木本植物和灌木。该保护区

建设以全面保护湿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维护湿地

生态系统珍稀水禽和保护湿地水源水质为重点，大

力恢复和发展生物资源，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实行

分区保护与管理，严格管理保护区域，基本建设与

资源利用项目适度集中在经营区域。

【榆林沙漠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　榆林沙漠国家
森林公园是以人工林为主体的森林公园。森林公园

保护区位于东经１０９°１９′０６″—１０９°２５′４５″，北纬３８°
１０′３０″—３８°１７′０１″，总面积约５１万亩，分为东西两
片。东片面积较小，东临巴拉素乡界，西接付家坑

—鲍渠公路，南接榆林—靖边高速公路，北与榆林

—补浪河公路相连，东距榆林市区２５公里；西片
面积较大，东靠元大滩，南临樊家邦村，西临三场

队、东樊滩，北近王玉海则。该保护区以森林植物

和沙生植物多样性、人工林地与大漠风光相互映衬

为特色，主要功能有生态保育、科研教育、审美启

智、游览观光、度假休闲。

【环城生态园保护区】　环城生态园保护区位于榆
林城区周围，呈环带状分布，带宽约５公里；南至
榆阳镇归德堡村，北至牛家梁镇王则湾村，东至青

云乡政府，西至横山县白界乡刘家海子；涉及２个
县区，１１个乡镇、林场，３５个行政村，总面积 ５
万亩，划分为 “一带、两区、三网、四园、五线、

多片”。“一带”即沿榆溪河两岸形成防风固沙林

带。北起牛家梁镇王则湾村，南达榆阳镇归德堡

村，东西宽约５００米，面积７５０公顷。“两区”即
镇北台—青云和红石峡 ２个生态旅游风景林区。
“三网”即尤家峁水库防护林网、红石峡水库防护

林网和大片农田防护网。“四园”即位于环城林带

之中的东、西、南、北４个公园。“五线”即以榆
林城为中心形成的 “米”字形公路，包括２１０国道
和榆乌、榆靖、榆神、榆佳公路等。“多片”即上

述建设项目之外的以荒山、荒沙为主体的多个造林

绿化区。

（张彦成）

煤炭资源及开发利用

榆阳区境内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榆神矿

区、榆横矿区是陕北侏罗系煤田的主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为发挥煤炭资源优势，振
兴榆阳经济，提出 “南煤北转”战略目标，建设了

一批规模型生产矿井。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先后有大
批国有、乡镇煤矿在榆神矿区南部新建矿井，转入

厚煤区生产，初步建成了榆阳区新的煤炭能源开发

基地。煤炭产量由每年２０万吨左右迅速增长到９００
万吨左右，上缴税费增长了３９倍，安全百万吨死
亡率仅为０５７。

【煤炭资源基本情况】　榆神矿区一期规划中，榆
阳区境内已探明含煤面积２２００平方公里，占矿区
一期规划面积的８８％，主要集中分布在金鸡滩、牛
家梁、麻黄梁、大河塔４个乡镇；探明煤炭地质储
量１７６亿吨 （其中详查储量１２６９亿吨），占矿区
探明储量的８２％，占规划生产能力的 ７３％。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陕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委托煤炭工业西
安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陕北侏罗系煤田榆横矿区

（北区）总体规划》中，规划的榆横矿区北区主要

分布在榆阳区境内，矿区面积约 ３２００平方公里，
地质储量２７０亿吨，主要集中分布在小纪汗、红石
桥、补浪河３个乡镇。

榆神矿区属侏罗系中统的延安含煤地层，共含

可采煤层１３层，其中主要可采煤层４层，大部分
地段煤层累计可采厚度在１５米以上，个别达２０米
以上，整个煤系为一大型稳定煤系，地质的构造十

分简单，断层稀少。其中３（２—２）号煤层厚度稳
定在３７０—１１８０米之间，埋深仅为８０—２４０米左
右。榆横矿区也属侏罗系中统的延安组含煤地层，

共含可采煤层 ３—１５层，其中可采煤层 １—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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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可采煤层２层，为２、３号煤层，煤层可采厚
度一般在２—５米之间，整个煤系为一大型稳定煤
系，地质构造十分简单，断层稀少。榆神矿区、榆

横矿区煤层产状接近水平，平均倾角在１０度左右，
顶板为中等冒落—难冒落，底板稳定，瓦斯含量接

近零，煤层一般无夹矸。其开采技术条件优于神府

东胜矿区，十分有利于强力综合机械化开采，具有

建设大型现代化矿井的先天优越条件。

榆神矿区内的煤属特低灰、特低硫、特低磷、

低砷、特低硅，中高发热量、富油、挥发分产率

高、热稳定性好、抗碎强度高、可选性好的低变质

程度的长焰煤和不粘煤，是优质的动力用煤、气化

用煤及化工用煤，是真正的洁净型 “环保煤”，市

场竞争力强，开发前景十分广阔。榆横矿区各煤层

均属低变质阶段的烟煤，本区煤属低灰、低硫—中

高硫、低磷、高熔灰分、富油、低变质程度的长焰

煤，适合作为动力用煤，也可广泛用于液化、气化

合成甲醇等化工用煤。

【矿井井田分布状况】　榆神矿区一期规划中，榆
阳区境内规划井田２２处，其中大型井田５０处，分
别为金鸡滩井田 （设计生产能力８００万吨／年）、曹
家滩井田 （设计生产能力１０００万吨／年）、榆树湾
井田 （设计生产能力 ８００万吨／年）、西湾井田
（设计生产能力５００万吨／年）；其它１７处井田设计
生产能力在３０—１２０万吨／年之间，均为地方开采
井田。１９８６年以来，榆阳区在榆神矿区一期规划
地方采区内共建设煤矿 １６处 （包括在建矿井 ４
个），占用地方开采井田６处，有１２处井田 （规划

设计生产能力在４５—１２０万吨／年）尚未开发 （其

中１处井田已立项）。榆横矿区北区总体规划中，
榆阳区境内规划井田 １６处，规划设计生产能力
１５０—１２００万吨／年，初期开发井田８处，总设计生
产能力５１２０万吨／年，远期全部开发后总设计生产
能力预计１２５５０万吨／年。榆横矿区榆阳区境内已
建成煤矿２处，中能榆阳煤矿 （设计初期生产能力

１２０万吨／年）在规划的恒远井田内，另有长城煤
矿为国有煤矿 （设计生产能力６万吨／年），其余均
未开发。

【煤炭产业发展状况】　榆阳区现有生产矿井 １６
处，其中国有煤矿３处、乡镇煤矿１３处，另有 ５

处煤矿正在基建。２１处矿井初步设计年生产总能
力为１２０２万吨／年，其中生产矿井初步设计年生产
总能力为 ３６７万吨，现已具备 ９００万吨／年产能，
基建矿井初步设计总产能为９３５万吨／年。

区内煤矿虽然初期设计能力大部分在６—１５万
吨，但由于其井田面积大、储量多，井型、主要设

备、运输回风大巷等重要设施均以后期３０—６０万
吨产能设计建设。随着煤炭市场持续升温，煤炭就

地转化、发电项目建设迅速推进，以及牛家梁煤炭

集装站 （外运能力３００万吨／年）建成投运，煤炭
需求量大幅增长。依照榆神矿区一期规划和铁路运

力的实际情况，初步规划２００８年底现有矿井产能
将全部提升到 ３０—４５万吨／年。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
榆阳区二墩煤矿等４处矿井完成３０—４５万吨／年技
改项目，开始试生产；白鹭煤矿等 ６处矿井启动
３０—４５万吨／年技改项目，中能榆阳煤矿开始１２０
万吨／年矿井技改的前期工作。同时，区境内的大
梁湾等１１处井田已开始６０—１２０万吨／年建设项目
的立项审批工作，８００万吨／年榆树湾煤矿 （面积

８０８平方公里，储量约１５０５２７Ｍｔ）和４５万吨／年
薛庙滩煤矿２个矿井项目开工建设。

在加大煤炭资源开发的同时，煤炭相关产业链

项目发展迅速。区内已建成投产焦化厂１７个，半
焦生产能力８０万吨／年，可就地转化原煤２００多万
吨／年；榆林银河电厂２×１３５万 ＫＷ建设项目一
期工程建成投运，可转化原煤６０多万吨；山东兖
矿集团６０万吨甲醇项目正在建设。榆横化工园区
的开发建设，将为榆阳区煤炭资源开发和后续产业

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李　博）

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凝聚

人心、振奋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目标，大力

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建设小康榆阳提

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认真贯彻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区

委下发实施意见，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各级各部

门、各行开展了一系列学习实践活动。从２００２年
起，每年定期组织开展 《纲要》学习实践活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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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份组织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每年９月２０
日 《纲要》颁布纪念日，在中心广场举行隆重的集

会活动。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全市举办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演讲比赛，榆阳区选手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区精神文明办连续两次获得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２００２
年起，由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和社区建设指

导委员会牵头，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区民政局、

文体事业局等相关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大型社区文体

娱乐活动。２００２年，７个城区街道办事处和榆阳镇
组织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大秧歌和健身操比赛，有数

千名群众参加活动。此后每年５—１０月，周末在中
心广场举行 “激情广场大家唱”等文艺活动。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每年创建１个文明乡
镇，１０个文明村和１００户十星级文明户。２００３年
起，开展先进文化进村入户活动，在岔河则乡排则

湾村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在全区范围内推开先

进思想文化进村入户活动。通过 “三下乡”、 “科

技赶集”、巡回演讲等形式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宣传

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群众的综合素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部分乡镇、村分别被省、市、区三级党委政府

命名为文明乡镇、文明村，部分农民群众被授予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２００４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出台了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若干意见》后，区上聘请知法懂法的专

业人士担任城区中小学校法制教育副校长，加强对

中小学生的法制教育；分片分区按系统开设了 ５３
个家长示范学校，传授教子方法，提高家长素质；

在戒毒所、烈士陵园分别开设了未成年人法制教育

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计划地组织中小学生

参观学习，接受教育。２００４、２００５连续两年区委、
区政府年初公开承诺为未成年人办十件实事，并在

年底全部落实兑现，推动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深化创建文明单位、文明机关、文明校园、文

明乡镇、文明村。先后两次修订 《榆阳区文明单位

管理办法》，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工作进行量化，列为硬性指标予以考

核；同时，将个体私营企业逐步纳入创建对象。榆

林市地方税务局、榆林供电公司评为国家级文明单

位，受到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表彰。深

入开展 “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每年都在公安、工

商、地税、国税等１３个窗口行业开展 “创佳评差”

竞赛活动，树立了窗口行业新形象。

（石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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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况】　 “十五”以来，榆阳区委、区政府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团结带领全

区干部群众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陕北能化基地建

设的战略机遇，克服旱灾、非典、禽流感疫情等多

种不利因素影响，坚定实施 “１２３４５”发展战略
（即紧扣结构调整一条主线，围绕财政和农民增收

两个目标，实施农业立区、工业强区、三产兴区三

大战略，牢牢把握农业产业化开发、工业骨干项目

建设、非公有制经济和以小城镇为主的基础设施建

设四个重点，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政治文

明、民主法制和干部作风五项建设），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跨

越发展态势。２００５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５２２亿元，较２００１年的２６３４亿元翻了一番，年
均递增１６４％，经济总量由全市第五跃升为全市第
三，排名仅在神木、靖边之后，并挤身全省县域经

济十强行列；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３７３亿元，是
２００１年的１６倍，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
居全市各县区之首，走上了依靠投资拉动的快速发

展之路；财政总收入达到 ４１亿元，年均递增
５５６％，是２００１年的５９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２３亿元，年均递增 ４１８％，是 ２００１年的 ４倍，
并在２００４年首次实现了由吃饭财政向盈余财政的
转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６５１７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１元，分别在２００１年基础上增加了
２３１４元和１０５３元，并在２００４年一举摘掉了全国贫
困县区的帽子，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总体小康

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面小康大步迈进。 “十五”

期间是榆阳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

乡面貌变化最大的五年，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

多、生活水平提升最快的五年，也是榆阳区进入新

世纪以来从全市各县区脱颖而出，为 “十一五”乃

至更长时间内的跨越腾飞夯实基础、谋求更大突破

的五年。

【农村经济】　 “十五”期间，榆阳区认真贯彻国
家 “退耕还林 （草）、封山 （沙）禁牧”政策和中

央一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 “税费改革”和 “五

免一补”等惠农政策，并以此为契机，大力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全力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

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特色农业转变，农业结

构调整效果明显，农民增收渠道日趋多元，农村经

济得到稳步发展。２００５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８８７亿元，是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９倍，年均递增１５７。
一是全面推广高产优质农作物新品种，种植结构进

一步优化。大力调整种植结构，集中引进推广了小

杂粮、制种玉米、脱毒马铃薯、大漠蔬菜等产量

高、经济效益好的农作物新品种，初步形成了以南

部小杂粮、大扁杏，北部制种玉米、辣椒，川道瓜

菜的种植新格局，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种植结构。

五年来，全区制种玉米、优质小杂粮、脱毒马铃

薯、大棚菜和大辣子等特色种植业面积一直保持在

５８万亩以上，占全区种植面积的７０％，粮食总产
量保持在３６亿斤水平，２００４年达到４５亿斤，创
历史最高水平。二是改变养殖方式、加快品种改

良，畜牧业成为农业主导产业。结合 “封山 （沙）

禁牧”政策，在北部滩区大力推广饲草种殖、秸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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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舍饲养畜等新技术、新措施，进一步加大对

优良畜禽的引进和繁育，推进生猪、白绒羊、秦川

牛快速扩繁；加快畜禽养殖示范小区建设，养殖方

式由原来的农户庭院分散养殖向规模化、区域化和

产业化经营转变，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２００５年，
全区羊子饲养量达１５３９万只，是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３
倍，年均递增１４６％，成为全省第一养羊大县和舍
施养羊示范县；生猪存栏量达到 ８０２６万头，是
２００１年的１７７倍，年均递增１５３％；家禽存栏量
达１４１４万只，是 ２００１年的 １２８倍，年均递增
６４％，养牛规模稳定在３万只。畜牧业在全区农
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５％提升到２００５年
的６４５％，成为农民尤其是北部滩区农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三是扶龙头、建基地，农业产业化程度不

断提高。在全区大规模推广 “公司 ＋基地 ＋农户”
及 “订单”农业生产经营模式，通过干部联户担保

贷款、贷款贴息等多种形式扶持开发农业主导产

业。五年来，建成特色种植基地２５万亩，形成了
以巴拉素为代表的大辣子种植基地，以寺伙沟为代

表的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以金鸡滩为代表的制种玉

米种植基地，以清泉为代表的脱毒种著种植基地；

建成５万只以上养羊乡镇１４个，１０万只以上的养
羊乡镇５个，１万只以上养羊大村１１个；建成３万
头以上养猪乡镇 １２个，５万头以上的养猪乡镇 ５
个，万头以上养猪村 ７个；扶持规模养殖户 １３４
户。形成了以马合为代表的生猪养殖区，以麻黄梁

为代表的白绒山羊养殖区，以金鸡滩为代表的笼养

鸡养殖区；扶持发展了大漠纸业、大地种业、全华

蔬菜、华丰蔬菜、山立农贸等产业化龙头企业 １２
家，农产品深加工能力大幅提高，农业产业化效益

初步显现。四是南植杏、北种草，林业生产实现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十五”以来，全区上

下齐心协力治沙、造林、绿化，五年累计完成植树

造林１７０６万亩，完成退耕９６４６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１６２平方公里。随着植树造林、退耕还林
工程的实施，全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干旱、霜

冻、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危害明显减轻。全区建成林

草采种基地１３万亩，南部丘陵沟壑区１２个乡镇建
成１０２万亩大扁杏基地，北部风沙草滩区１２个乡
镇，采取飞播与人工造林相结合的办法，建成优质

牧草地１２５万亩，为大力发展畜牧业创造了良好条
件；林草产业的发展带动榆阳生态建设跨入一个全

新的发展阶段，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

【工业经济】　紧紧扭住煤、电、盐三大主导产业，
坚持项目带动战略，采用超常规措施启动了一批重

大项目，推动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

优势。五年来，共引进资金２５亿元，落地重大产
业项目 ７个，其中超１０亿元的项目１个，超亿元
的项目 ６个，引进的资金和项目相当于改革开放
２０多年招商引资总和的２倍。中铝、兖矿、银河、
中能、中盐等一大批国内知名企业集团相继落户，

１２０万吨中能煤矿、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相继建成投
产，人民、东风、金牛等１０多个老旧矿井完成技
改升级，５０万吨电解铝、６０万吨甲醇、银河２×３０
万千瓦电厂、１５万吨真空盐、长北天然气开发等
大型项目相继进入前期准备阶段和启动建设阶段，

初步形成了以金鸡滩、麻黄梁为主的载能工业集中

区和以鱼河为中心的盐化工业园区，形成了以煤、

电、盐新型能源化工和采掘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体

系。２００５年，全区煤产量达到 ５６０万吨、天然气
８０５９亿立方米、精甲醇３６７万吨、发电１５８２亿
千瓦时，分别是２００１年增长１０倍、２３倍、３倍、
８３倍；全区３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
产值３９５２亿元，较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１１家，总产值
增长６６倍，年均递增６０４％；规模以上企业实现
利税２８７亿，是２００１年的６３倍，工业税收对全
区财税的贡献率达到７９１％，能化工业已成为全区
财税最主要的来源，成为推动全区快速增长的主导

力量。另外，白酒、乳制品、焦炭、水泥、建材、

造纸等传统工业也发展迅速，并一直保持着产销两

旺的势头。

【第三产业】　榆阳区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把城市
作为一种资源来经营，作为一项产业来服务；按照

把榆阳建成全市商贸物流、餐饮住宿和休闲娱乐中

心的要求，紧紧抓住城市扩容提质、快速发展的有

利机遇，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依托旧城改建和新区

建设，大力发展房地产、商贸超市、连锁经营、餐

饮娱乐等相关产业；依托街道社区，大力发展中介

咨询、就业培训、家政服务等新型服务业；依托火

车站、高速公路出口和城镇交通枢纽物流集散区

域，大力发展装卸、仓储、运输、商务等服务业

态；依托省道沿线和工矿区重点城镇开发，兴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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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专业市场和批发市场；依托红石峡、镇北台、

大漠风光等风景名胜，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依托民

间雄厚的资本实力，大力引导民营经济参与发展第

三产业，这些措施的深入实施，推动了城市经济进

一步兴旺繁荣。五年来，新发展房地产企业３０家，
仓储物流企业２１家，中介咨询、家政服务等各类
企业５０家，个体工商户２万多户，接待旅游人数
１１０万人次；累计实现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５３６亿
元，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实现第三产业增加

值２６亿元，在２００１年基础上增加了７３％；第三产
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２６％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４９７％，成为全区经济新的增长点，一
个以非公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和运行方式并

存的现代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基础设施建设】　 “十五”期间是榆阳区基础设

施建设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的五年。

投入资金２２亿元，新建了李家梁水库，加固了红
石峡、尤家峁水库，启动了香水、红石峡二期水源

工程，新增库容２１００万立方米，制约我区能化工
业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用水瓶颈初步突破。投入

１８６８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完
成了驼峰路、大街步行街、保宁西路、长乐北路、

崇文路等市区道路的拓展改造，完成了永济桥、河

堤工程、人民广场、城市绿化、天然气管网铺设、

开发区新建等市政工程建设，城市载体功能大幅提

高；完成了镇川、鱼河峁等２０个乡镇的小城镇建
设规划，使多年老镇换新颜。累计新建基本农田

８９万亩，改造中低产田３６万亩，为特色和种养
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新建了榆乌、榆补、

榆佳３条县际油路，配合市上新建了榆靖、陕蒙、
２１０国道等高等级公路过境线；投入９０００多万元，
完成了６００多公里通乡通村道路的新建改造，通油
路乡镇由５年前的３７％提高到８７５％，实现了村
村通公路，深入乡村、幅射周边的畅通便捷的交通

网络基本形成。建成３３０千伏延榆输变电工程，改
造农电线路 ９００公里，实现了农村与城市同网同
价。建成人畜饮水站２１０多处，解决了５８万人、
１８３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实现了村村通广
播、电视和电话，有线电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和互联网用户分别由３３万户、５４万户、５万户、
２７２４户发展到５万户、１４万户、１９６万户、８４７０

户。极大地改善了基础设施，优化了发展环境，带

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区、集镇和工矿区快速聚集，

２００５年，全区城镇人口突破２０万，城市化水平提
高到４０％。

【社会事业】　一是加快扶贫开发。累计投入资金
７４００万元，组织实施了３２个偏远落后山村的综合
扶贫开发，建成移民点２３个，实施移民搬迁４０３６
人；通过党政干部联户包扶、小额信贷等形式提供

贷款４８００多万元，帮助农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到２００５年，共建成小康乡镇１５个，占到乡镇总数
的６３％，被评为 “全省扶贫开发先进县 （区）”；

同时把组织劳务输出作为脱贫的重要措施予以落

实，五年来共培训输出劳务２５万人次，累计实现
务工收入１２５亿元。二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
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和实行 “四制”改制的同时，积

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优化教育结构，

全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改善办学条件，各类教育事业

蓬勃发展。投入２４９亿元，先后撤并学校１８８所，
新建扩建了六中、九小、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等

２１８所公办、民办中小学和２所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为１２３所学校装备了计算机和多媒体网络教室，建
成现代远程增教育项目学校 ２９０所，新聘用教师
４０９名；２００５年，全区学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初
升高升学率９０％，中小学布点调整得到省市的充分
肯定，被省上评为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单位”，

市一中和牛家梁镇分别获得 “省级重点中学”和

“省级教育强镇”称号。三是加快发展医疗卫生事

业。进一步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医疗卫生

系统人事、分配制度等各项改革稳步推进；积极完

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新建、改建、扩建

了星元医院、区中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及２４所乡镇卫生院；继续加强对地方病、传染病
的防治和疫苗接种工作，被评为全省计划免疫先进

县区；２００５年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２３２个，拥有
床位２１３５张，分别比２００１年增长７１％和２６７％；
全区卫生技术人员 ２９４６人，比 ２００１年增长
２０７％。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城乡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将

非公企业职工、“４０５０”人员、失地农民全部纳入
社会保险统筹范围；加强和规范企事业单位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改革和完善企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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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启动城乡育龄妇女生育保险工作，基本

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２００５年，参加养老、
医疗、失业、生育保险人数达到１４８万人，新农
合参合率达到９５％以上，城乡低保扩大到７７７６户，
２１万贫困弱势群体得到有效救助。五是严格控制
人口增长。人口出生率控制在８‰以内，自然增长
率在４５‰以内，计划生育各项指标稳定在９８％以
上，达到创优标准，并顺利建成国家计划生育工作

先进县 （区）和全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级县区。

【人民生活】　２００５年，城镇居民消费中食物性消
费所占比重由 ２００１年的 ３３６１％降低到 ３０４７％，
农民消费中食物性消费所占比重降低到３８％以下，
居民消费大幅向教育、医疗、住房、旅游、文化娱

乐和家用轿车等方面转变，消费结构明显优化；全

区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１７０４平方米，比２００１
年扩大了 ３７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
１７０８平方米，住房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余额达４５６亿元，是２００１年的２０６倍，
年均递增 １９８％，居民储蓄大幅增加。２００５年，
全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１１３３４元，按当时汇率
计算，超过１４００美元，正在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
康迈进，发展后劲更加充足。

【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一是精
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主题教育活动和

“五大创建”活动，在城区组织开展了 “激情广场

大家唱”系列活动和 “四进社区”活动，在农村

深入开展 “先进文化进村入户”“八进村”和 “十

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命名表彰了１５０多个文
明单位、文明村镇和文明社区，举办各类大型文体

活动５００多场次，组织送书下乡、送戏下乡、电影
下乡活动９３００场次；切实加大技术人才引进、科
技经费投入和科普宣传力度，共引进各类技术人才

１７６５人，获得省市各类科技成果奖励２４项，组织
各类技术培训和科普宣传活动１５００场次，培训各
类人员２万人次；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着
渐丰富，科技意识明显增强，全社会的的文明素质

和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科技文化工作多次受到中

省市的肯定和表彰。二是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进一步加强。制定出台了加强人大、政协工作意

见，人大政协依法履行职能水平明显提高，作用得

到充分发挥，五年来共落实人大政协议案、提案

６４５件，办结率 ９２％；特别注重民主党派自身建
设，落实了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实行

了各民主党派与政府有关部门 “对口”联系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

展。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结合 “五型机

关”创建活动，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

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和政务、财务公开制，政府职

能明显转变；扎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通过

“两推一选”、“公推直选”等方式，圆满完成乡镇

党委和村级换届工作。全面加强 “平安榆阳”创建

工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集中检查活

动，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事故责任追究

制，五年来无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继续推行信访联

席会议制度、信访工作目标责任制和区级领导包案

责任制，建立健全了 “区、乡、村、组”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四级工作网络，社会矛盾纠纷 “大调解”

体系进一步完善，调解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成功调

处各类信访案件２２９起，信访案件上升势头得到有
效遏止。深入开展社会治定综合治理和严打整治专

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种治安刑事犯罪和非法宗教活

动，五年来共破获各类治安案件１０６万起、刑事
案件１４万起，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有效保障
了全区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党建工作】　全区各级党组织以先进性教育为契
机，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扎实开展 “强基创优争

先”和 “三级联创”等活动，党的创造力、凝聚

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思想建设上，先后组织开展

了学习 “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和学习 《党章》

等大型学教活动１００次，有计划培训区、乡、村干
部和党员１０多万人次；先后在５３个基层党组织建
立中心学习组，在全区干部中实行述学、考学制

度。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进一

步提高，思想进一步解放，事业心不断增强。组织

建设上，坚持经常性整建和集中整建相结合，对全

区后进支部进行整顿或重建，全区村级一类支部达

到８５％以上，无三类支部；通过区乡党委换届，干
部队伍实现了新老交替，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

导岗位，８５％以上的乡镇党委达到了 “五个好”目

标；不断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在新型经济组织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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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建党组织３８个，新发展党员２０１０名，各级党
组织服务发展、引领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作风

建设上，深入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大力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五年来纪检监察机

关立案１６６件，结案１６６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５０
人，党风、政风明显转变。

【表彰奖励】　五年来，榆阳区所取得的成就得到
了中、省、市等上级党政部门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相继获得 “生态林业建设先进县 （区）”、“全国植

树造林先进集体”、 “三北防护林建设先进集体”、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 （区）”、 “国家级科普示范

县 （区）”、“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二等奖”以及全国

计划生育、老龄、绿化、民政、统计等工作先进集

体等国家级奖励；连续１６次蝉联全省水利 “振兴

杯”，连续４次被评为全省 “双拥模范城”，先后

获得 “全省食品工业强县”、 “全省科技成果先进

县 （区）”、“全省文化先进区”以及全省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纪检监

察系统工作等先进集体等省级奖励；获得 “全市责

任书考核第一名”、“全市财政考核第一名”、“全

市农业农村工作考评第二名”，“万名干部下乡包村

先进县”等市级奖励。

（高吉满）

区委常委任职表

区委书记　
　　　　刘汉兴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７）

杨树业 （２００１７—２００５９）
刘汉利 （２００５９任）

副书记、区长　
　　　　贾亮晓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７）

刘俊明 （２００１７—２００５１２）
副书记　刘俊明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７）

王成继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５１２）
贺永钧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５１２）

副书记、纪检书记　
　　　　常思义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５１２）
副书记　王　玲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５１２）
组织部长　
　　　　贺永钧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薛雄堂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５１２）
武装部长　
　　　　白玉功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６）

王守文 （政委）（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２１２）
郭世胜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５１２）

副区长　张满洋 （２００１１０—２００３５）
赵　勇 （２００３５—２００５８）

统战部长　
　　　　胡统金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５１２）
办公室主任　
　　　　陈应兴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榆阳镇党委书记　
　　　　纪生荣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５１２）

区委办公室工作

【概况】　区委办公室是区委的综合办事机构。下
设政务科、秘书科、事务科、保卫科、督查室、机

要室、保密办。

【加强决策服务，充分发挥参谋作用】　狠抓信息
报送。建立健全了信息管理考核办法，拓宽了信息

渠道，加大了考核奖惩力度。区委办公室连续３年
被市委评为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创新调研方法。由被动型调研向主动预测型调

研转变，由随机调研向规范化调研转变，增强调研

工作的全局性、前瞻性、发展性和对策性。五年来

形成各种重要文件５００多件。
强化督查督办。组织督查人员深入一线，对贯

彻落实区委工作会议情况、“两委”班子选举、乡

镇党委换届、先进性教育活动等一系列重点工作和

领导批示进行跟踪督查督办，着力推动区委重要会

议、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保证了区委、政府安排

部署的重点工作得以有序推进。

【健全工作机制，科学协调内部运作】　细化工作
制度，完善内部管理。进一步修订完善了 《办公室

工作规则》。坚持按章办事，建立了科学的管理方

法，形成了以制度约束人、用机制管理人的工作格

局。合理确定分工，理顺工作关系，健全运行机

制，加强了任务衔接的业务联系，明确了工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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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强化了考核奖惩措施。完善了安全保卫工作制

度，落实了值班守卫责任，值班做到了全天不间

断、不断档，信息渠道畅通，机关秩序井然。

改进机关作风，规范办文办会。公文处理按照

相关要求，严格控制数量，规范办文程序，提高质

量，做到了及时、准确、安全、高效，努力实现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办会加强了预见性和计划

性，细致周密地做好筹备和服务工作，做到了各环

节联系紧密细致、无疏漏，秩序好、效果佳，保证

了各种会议顺利召开。五年来先后共筹备办理大型

会议１００多场次。
改善后勤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狠抓后勤保障

优质服务建设，努力改善机关工作条件和职工生活

待遇。一是积极搞好领导服务工作。认真安排区委

领导的各类公务活动，妥善解决区委领导和干部职

工工作、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二是及时改善办公条

件。重新粉刷了区委办公楼，重新维修安装了办公

楼的暖气管道及其它设施，为办公室文秘人员新购

了笔记本电脑，进一步提高了办公效率。

【增强服务意识】　加强信访工作，确保社会稳定。
指定专人负责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来访，对缠

访户定期排队摸底。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１０００余
件 （次）。

加强联系沟通，理顺各种关系。加强对乡镇、

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和区级各部门办公室的指

导，着力提高全区党委办公室的协调和服务能力。

理顺区委同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

狠抓机要工作，实现安全运转。围绕 “顺体

制、重投入、强队伍、严管理、优服务”的工作思

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了对密码通信网络的使用

和管理。坚持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做到了全方位、
全天候服务，认真做好机要文书传递工作。

增强保密意识，严格保密管理。结合 《保密

法》，在全区范围内加大保密法规的宣传力度，层

层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严把涉密环

节，加强了对涉密文件、涉密会场和重要考试的保

密管理。

【树立宗旨意识，深入开展自身建设】　领导以身
作则，强力打造 “钢班子”。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班子成员讲团结、顾大局，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

格，重大事项集体研究，民主决策。在自身要求

上，班子成员严以律己、秉公办事，认真执行 《廉

政准则》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充分发挥了 “主

心骨”与 “核心堡垒”作用。

加强人才培养，大力锻造 “铁队伍”。狠抓思

想政治、业务素质、结构优化三项建设。加强干部

职工的理论学习、党性锻炼和人格修养。注重对办

公室人员的业务培训，选派多名青年干部参加了全

省文秘工作培训会，重点培养干部职工的实际工作

能力。

（丁　炜　吴换柱）

主　任　陈应兴 （２００１１调离）
刘兴伟 （２００１１０任）

副主任　胡怀山 （２００１１—）
胡统金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３１）
寇福英 （２００１１—）
李志宏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张祁平 （２００１１０—）

组织工作

【概况】　区委组织部是区委主管党的组织建设和
干部工作的职能部门，有２个内设机构 （干部教育

委员会办公室、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２个
下属事业单位 （基层组织建设办公室、党史编纂办

公室）。２００５年底，全区共有基层党组织 ９６７个，
其中基层党委 ４２个，党总支 ２９个，党支部 ８９０
个，共有党员１８２５８人。

【干部学习教育培训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 《榆阳

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几年来，会
同党校、农工部等部门举办区级领导干部培训班３
期，受训３５０余人次，乡镇领导培训班１２期，受
训达５２０人次，举办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培训班
７期，受训达６８０人次。有６０多名干部派往各省、
市学习考察，所有培训都采取了集中授课与互相讨

论，理论学习与实践观察等相结合方式，注重学习

效果，保证培训质量。加强了日常学习管理与考

核，制定、完善了机关制度，每年与宣传部共同对

全区干部理论学习进行考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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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人事工作】　在选人用人上，严格按照 《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 《榆阳区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考核管理暂行办法》，坚持干部队伍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顾原则，建立领导班子表现

登记册和后备干部队伍库，做到动态管理和备用结

合。认真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榆阳区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通报制

度》等制度，进一步理顺与纪委、监察、信访、公

安、审计、计生等部门的关系，完善廉政鉴定、计

生签字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

【基层党建工作】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制定
出台了 《关于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三级联创”

活动三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规划》、 《关于榆阳区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直接责任人”和 “具体责任

人”履行职责述职考核办法》和 《考核细则》，以

“三级联创”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 “旗帜工程”、

“四创建一整顿”、 “一区三户”、党员设岗定责、

党员公开承诺等各项创建活动。涌现出一批省级、

市级党建综合示范先进乡镇党委、综合示范先进村

党支部和带领群众致富的村党支部书记。２００５年
底，８７５％的乡镇党委、８０％的村党支部、８０％的
区级涉农部门和乡镇站、所基本达到了 “五个好”

目标要求。加强了村级阵地建设，采取 “多点”筹

资的办法，共筹集资金６５５万元，对７１个村 “两

委”会活动阵地进行了新修，对６９个村进行了维
修改造，同时实施 “村级阵地建设提升工程”，按

“五有”标准，不断完善规章制度，配备电教设备，

充实图书资料，规范档案管理，改善村级办公条

件，基本解决了 “有室议事”问题。落实了村干部

待遇，核定村干部职数，为离任和现任村干部建立

了区、乡、村三级档案；分川区、滩区、山区三

类，给现任村干部每人每月分别增加工资 １５元、
２０元、２５元；对受到省级以上表彰奖励的，按次
每月增加工资１５元；给任职２０年以上的６００多名
离任村干部从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每人每月发放生
活补助 ３０—４０元，有效调动了村组干部积极性，
稳定了村组干部队伍。圆满完成了村 “两委”会换

届选举工作，经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 “两

推一选”、 “公推直选”的方法，在全区４８６个行
政村全面完成了村 “两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使一

大批致富能人、群众威信高、思想政治素质好的能

力强人进入了村级班子，村班子成员的年龄、文化

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社区党建工作。将原有的４个办事处党委改为
街道党工委，并增设了３个街道党工委。将原有社
区整合为４３个，同步建立了４３个社区党支部。从
街道办事处机关中选派干部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和文书，将原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的居民过渡为新社区的副书记、副主任，社

区党支部书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６５２％，平
均年龄下降了３８岁。依托街道、社区党组织，将
党的工作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中间服务组

织、个体业主、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延伸，

向流动人口和楼栋延伸。先后建立了区委常委联系

社区党建工作制度、社区党建协调制度、街道社区

党组织与在职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双向互动制度。

非公党建。区委先后制定出台了加强非公有制

组织党建工作的 《三年规划》、 《实施意见》和

《区委常委联系和党建指导员联络非公有制组织党

建工作制度》等，召开了非公有制组织党建工作会

和调度会，对非公有制组织中党组织的地位、作

用、职责、任务和工作机构设置、隶属关系，以及

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挥作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

要求，形成了以属地管理为主、行业管理为辅、分

级负责、共同促进的格局。各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各

非公有制组织的实际，积极督促指导，采取独立、

联合、挂靠等模式加快了党组织的组建步伐，并坚

持 “小型、业余、灵活、务实”的原则开展党的活

动，涌现出帅星公司党支部、大德建司党支部等一

大批先进非公有制党组织。全区现有非公有制企业

３８２个，个体工商户７００余户，产值占到全区国民
生产总值的７０％以上，从业人员超过２２０００人，从
业人员中，有党员 ５０１人，占从业人员的 ２４％。
全区建立非公组织党组织６１个，占总数的３６％。

【党员管理工作】　全面加强党员的管理工作，制
定出台了 《榆阳区流动党员管理办法》，制作了流

动党员卡片，积极尝试新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正

常的管理秩序。按照 “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

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把发展党员重点放在生

产一线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坚持对入党积

极分子的谈话、培训、考试、考察和公示制度，严

格发展程序。从２００１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上半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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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在全区各部门、事业单位，２４个乡镇和４８６个
行政村中进行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

动。

【党史工作】　编写出版 《中国共产党榆林市组织

史资料》 （第三卷），完成了 《陕西党史系统编研

成果简介》一书中的榆阳区部分，《“三反”、“五

反”运动》（榆阳区部分），《六十年代国民经济》

榆阳区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榆阳区

部分，完成了中央、省党研室征集 《共和国之最》

榆林部分稿件的征编著任务。编纂出版了 《榆林群

英谱》，《榆阳年鉴》（２００１）卷。着手 《中共榆阳

历史》的编纂工作。党史办与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共同在烈士陵园建成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党史办承办了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制作展板１５块。这两个教育基地的建成，给
榆阳区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

新的生动内容。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９月，在陕西省组织史资料
评比中，《中国共产党榆林市组织史资料》（第二卷）

获全省三等奖。在２００３年全省党史部门先进单位
联评中榆阳区党史办被评为全省党史系统先进集

体，２００５年又被评为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度全省党史工作
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市党史工作先进集
体。

（贺志军）

部　长　贺永钧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薛雄堂 （２００１１０—）

副部长　阎金山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０）
张治平 （２００１４—）
高怀华 （２００２３—）
张　明 （２００２５—）

宣传工作

【概况】　全区宣传思想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高举
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

省、市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全局，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加强理论教育

和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大力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为榆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

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升级和各项

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

论支持。

先后修订出台了 《工作生活制度》、 《学习制

度》、《廉政建设制度》等１０项２１０条规章制度，
明确了任务分工，扛实了责任，加强了日常管理。

整合了业务岗位，２００５年 ３月，成立了区委通讯
组，创刊了 《榆阳报》，年底共有在岗人员１３名，
业务设置：理论教育、社会宣传、新闻、政秘、精

神文明建设。同时，围绕市上中心任务，加强了配

合与协调。

【政治理论学习】　在开展全区党员干部政治理论
学习时，宣传部采取分类指导、重点突出的方法，

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在县处级领导干部

这个层面，重点组织了区委中心学习组活动，修订

完善了 《区委中心组学习制度》、 《学习考勤制

度》，保证了每月集体学习不少于１次，全年不少
于１２次。“十五”期间，共有９位领导的理论文章
发表在省、市级刊物上。在科级和普通党员干部这

个层面，充分发挥基层党委的龙头带动作用，在５１
个基层党委 （党组）建立了中心学习小组制度，扛

实了责任。建立健全了科级 （后备）干部理论学习

档案。五年来，共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３００多期，
受训人员达万余人，１０００多名科级干部５年共撰写
调研报告或心得体会万余篇，８０篇理论文章获区
级以上优秀论文奖，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刊登，每年

组织全区干部进行一次考试，并将考试成绩、理论

文章评定等次，记入个人档案。５００余名党员干部
参加了党校等其他院校的大专、本科班进修学习。

【思想政治工作】　一是建立思想政治工作联系点
制度。五年来，宣传部与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单位

和村组 （社区）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联系点，先后

与星元小学、青云乡、皮革厂、鼓楼社区等２０多
个单位联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完善规章制度，建

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先后共召开政治工

作协调会１００余次，组织协调开办各种思想政治学
习培训班６０期，开设理论辅导讲座１２０场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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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和教育作用。在

广播、电视、榆阳报上新开设了经济动态、重大改

革政策、法律法规、企业改制等栏目，普及相关法

律法规，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对待社会热点问

题，增强群众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参与权和知情权，

使热点问题公开化、透明化，矛盾得到化解。三是

加强对社会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 “三官

两员”进社区，科技、文化、卫生、法律四进社区

和先进文化进村入户、“激情广场大家唱”、“五大

创建”等活动，加强对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进

城务工人员等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丰富他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营造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氛围。同时，加强对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针对全区１２５万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现状，宣传部协调有关部门连续两年

为未成年人办实事 ２０件，创办家长示范学校 ３１
所，组织中小学生观看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２０００
多场次，营造了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生活氛围

和教育环境。四是注重公民思想道德宣传教育。每

年重新修订编写 《榆阳区公民道德建设读本》，全

部免费发放到企业、学校、社区、农村。利用“９·２０
公民道德宣传日”，在广场、社区举行大型宣传教

育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５０余万份。

【新闻宣传】　围绕 “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这一主题，坚持以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

针，紧扣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中心，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全区的 “两个文

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了强有力的

舆论支持。一是狠抓队伍建设。５年间，两次邀请
资深记者和理论专家，就新闻采访、消息与通讯写

作、“三项教育”等知识进行了培训，受训２４０人
次；每年对通讯信息员进行考核，及时补充 “新鲜

血液”，更换不称职的通讯员。区内先后有５０多名
新闻工作者受到市、区表彰奖励，２００多件作品在
中、省、市获奖。同时，狠抓制度建设，先后建立

健全通讯员考核奖励等制度２０多项，进一步严格
了新闻纪律，规范了宣传工作。二是整合宣传资

源，扩大宣传阵地。２００５年４月，宣传部积极筹办
了 《榆阳报》，填补了全区没有报纸的空白，每周

编发一期，每期印刷３０００余份，全部免费赠送到
机关、学校、医院、社区、村组，先后开设１０多

个专栏，深入宣传报道全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三农”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举措、重点项目建

设、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重要新闻。２００５年底，已
编发２９期，刊发各类新闻稿件５５０多篇 （条），达

４０余万字。更换了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设施
设备，全新改版和包装了栏目，新开办少儿频道、

希望的田野、政法在线、廉政经纬、夕阳无限、青

春在线等１０多个栏目，播出时间延长，收视 （听）

率逐年提高，节目在数量和质量上实现了双提高。

同时，加快了城区和农村广播电视网络建设，信号

覆盖率达１００％。三是加大对内对外宣传力度，提
升了榆阳的知名度。２００１年以来，在对外宣传中，
配合榆林日报、榆林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发起抗战胜

利６０周年、长征 ７０周年、扶贫攻坚、先进性教
育、金秋话丰收、重大项目建设巡礼、农业产业开

发、“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等宣传战役５０余
次，发表高质量作品１００余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２００５年，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在黄金时段对
金鸡滩中学、星元小学、一中的先进教学经验进行

了报道；中央４套 《走进中国》栏目制作２集关于
全区地方经济、文化产业方面的专题片进行了集中

宣传，提升了榆阳的知名度；成功接待了中、省、

市新闻采访团５０余次；向中、省、市各级各类新
闻媒体刊发稿件３０００余篇 （条）。

【表彰奖励】　在区委机关部门工作考核中，连续
５年被评为一等奖；在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任务书考
核中，连续５年被评为先进单位；２００４年被市委宣
传部评为理论调研先进单位，被区委、区政府评为

创建 “五型”机关先进单位；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被
市委宣传部评为全市理论学习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机关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省级

文明单位。

（贺建峰　石　林）

部　长　杨　光 （２００１—）
副部长　刘铁牛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张学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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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工作

【概况】　统战部是中共榆阳区委主管全区统一战
线工作的职能部门，与 “台办”合署办公。榆阳区

有四个民主党派组织 （民盟、民建、民进和农工），

共有盟 （会党）员１０６人；有佛、道、基督、天主
四大宗教，宗教场所２００余处 （开放４５处），神职
人员４０人，信教群众 ３４０００多人；有蒙、汉、回
等少数民族１２４人；中高级党外知识分子１５８８人，
党外代表人士１５０余人，党外副科以上４８人；有
“三胞”７８户１９９人，“三胞”亲属３８７户７７０人。

【确立 “１２３４”工作思路】　确立 “１２３４”统战工
作思路，即，紧紧围绕区委和全区工作大局这个中

心，牢牢把握和谐和发展两大主题，始终坚持主动

性、服务性、创新性三条原则，努力实现构建统战

工作新格局，探索统战工作新方法，拓展统战工作

新领域，塑造统战队伍新形象的目标。

【参与全区中心工作】　围绕党委、政府的工作大
局，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调研，退田还林 （草）中粮

食补贴兑现、职业教育改革、农村医疗保健、城市

低保、旅游资源开发、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专题调

研引起区上乃至市上的高度重视，为党委、政府决

策提供重要依据。响应市委 “三百工程”号召，开

展植造 “统一战线林”活动；主动组织系统成员参

与每年的 “科技之春”宣传月各项活动，累计散发

宣传资料５万多份，开展科技咨询６０００余次，送
医送药义诊８００余次；非典疫情发生后，组织捐款
２７万元，并开展 “反思 ‘非典’，服务小康”“三

个一”活动 （向所联系群众发一份革除陋习倡议

书，向党委、政府提一条建议，召开一次座谈交流

会）；疏通与省海联会关系，促成香港福慧慈善基

金会为安崖、镇川两所学校捐资３３万元、１０台电
脑和每学年近３０００元的奖教奖学金等。

【加大统战宣传力度】　２００３年创办了 《榆阳统

战》简报，宣传统战理论，传递党政信息，报道各

界动态，交流工作经验，共发刊４０多期。动员统
战系统力量，在各类媒体上宣传报道统战工作信

息，先后在省、市、区各类媒体报道统战信息２００

多条 （次）。在区电视台开办 “私营风采”栏目，

宣传展示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模及非公有制经

济代表人士风采，累计召开各种情况通报会、座谈

协商会、春节中秋茶话会５０多次。举办了 《统战

之歌》激情广场文艺晚会，宣传统一战线，扩大工

作影响。

【主动服务统战对象】　解决了党派办公用房，结
束了 “无房党派”的历史，争取了开办费，落实了

专干编制，协调财政４次增加办公经费，目前党派
办公经费与群团组织持平。争取区委支持，调整充

实部内和工商联工作力量，理顺工作关系。通过经

常性的走访了解，重新对统战资料进行整理，形成了

民主党派、“三胞”亲属等５个资料库。五年来对系
统单位负责人春节慰问、探病慰问、直系亲属丧事吊

唁慰问共２００多次，部内工作及退休人员实行免费
体检，党外干部定期联谊等，共接待回榆台胞３０人
次，赠送《榆阳投资指南》等宣传资料１００余份。给
无量寺配备果皮箱、给卧云寺落实绿化苗木、帮商会

会员高艳娥维权、为家居农村８０多岁的黄埔会员黄
光耀老人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为会员王玺哉老人

解决了住房问题、为会长罗生祺解决建房纠纷问题

等。部内全体干部连续三年用工资担保为农户提供

主导产业开发贷款共５６万元。

【不断创新统战工作】　在搞好宗教政策宣传的同
时，研究制定专门文件，规范了宗教各场所的修建

活动、培植无量寺示范点、实施了宗教文化创新，

指导无量寺栽植了 “宗教林”、建成无量寺碑林、

召开了黄土文化研讨会、书画展、老年登高等各种

文化活动。指导和帮助区工商联向基层和区外发

展，先后成立了鱼河、金鸡滩、巴拉素分会和榆林

历史上第一个异地分会福建商会，正在筹备成立七

个街道办事处商会分会，还与靖边县和西安市未央

区工商联建立了对口联系关系。创造性地召开 “全

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青年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经验交

流会”，引导会员投身全区 “三个文明”建设。探

索实行了区级领导联系统战代表人士制度，每位常

委联系一个非党干部、一个党外知识分子、一个民

营企业家，通过平时联系、过节走访、联谊交友，

使双方互通信息，互解难题，互相促进，共同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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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奖励】　连续５年被市委统战部评为 “全市

统战工作先进单位”；获得省委统战部 “全省统战

工作先进单位”；省台办 “全省涉台工作先进单

位”；获得省台办 “全省对台工作先进集体”。

（袁　源）

部　长　胡统金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５１２）
副部长　张凤兰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５１２）
副主任　刘月龙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３５）

罗　斌 （２００４４—２００５１２）

农工工作

【概况】　农工部是区委主管全区农业农村工作的
职能部门，内设３个临时机构，即区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区小康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沙地

高效农业试验示范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
年，农村重点抓了七项工作。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

各项政策，组织协调各方面贯彻区委关于农业农村

工作的决议，掌握方针、政策，总结工作经验，发

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指导农村小康建设工作；

组织实施农村改革试验工作，完成 《榆阳区沙地高

效生态农业试验示范项目》；对农村的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向区委提出合理化建

议和意见；搞好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金鸡滩镇上河

村４０个样本户的跟踪调查、记帐汇总及上报工作；
安排和组织实施乡村干部、区级涉农干部培训和全

区农民教育、青年农民技能、实用技术培训工作；

协调好农口部门的有关工作，积极配合全区维稳和

区委交办的其他工作。

【小康乡村建设】　围绕２００５年实现小康县 （区）

的目标，从２００３年起，出台了包建工作实施办法、
安排意见、干部包村管理办法，落实了市、区级包

建、包扶部门１００个，选派干部１００５名，其中区
级领导２５名，科级３０５名，一般干部６７７名，分
赴２４个乡镇、４８６个行政村，实行一包三年不变的
制度；成立了千名干部包建机构，下设下乡办，制

定出全区小康建设５年规划；抓了千名干部下乡包
建小康社会的指导、督查、考核。三年各下乡包村

部门自筹资金５０６万元，争取项目资金２０００多万

元，上项目１００多个，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４００多件，群众的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２００５年，全区累计建成小康乡镇１５个，占乡镇总
数的 ６２５％；建成小康村 ３３９个，占总数的
６９７％；建成小康示范村６２个，小康标兵村４个。

【农村试验改革】　２００１年全省农村改革试验区第
七次会议后，省上调整了改革试验工作的重点，榆

阳区的 “沙地高效生态农业试验示范项目”被列为

下一阶段全省改革试验重点，农工部出台了 《榆林

沙地高效生态农业开发示范区配套改革试验方案》，

确立五个子项目：一是高产高效农业；二是科学养

殖业；三是土地流转制度建设；四是城乡一体化建

设；五是培训制度基地建设。其中封沙育草、利用

秸秆舍饲养羊、温棚养猪三个子项目进行改革试

验，并总结推广了２００２年封沙禁牧利用秸秆舍饲
养羊和２００３年利用温棚养猪及奶牛业发展子项目，
同时启动了种植业结构调整即蔬菜生产子项目，探

求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蔬菜生产龙头企业在产业化进

程中不同运行机制的效果和小城镇建设在新农村建

设中的带动作用。

【农村改革发展的热点问题调查】　紧紧抓住国家
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五年中，多次组织力量，针

对产业结构调整、特色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科学养畜、劳务输出、乡镇职能转变等开展了深入

调查研究。形成了 《关于金鸡滩镇上河村土地承包

中几个重要问题调研结果的报告》、《榆阳区封山禁

牧舍饲养羊情况的报告》、《排则湾村青椒生产调查

报告》、《如何扶持我区奶牛业发展》、《马合镇规

模化温棚养猪调查报告》、《关于发放小额信贷扶持

大棚菜的调查报告》、《海流滩村发展大棚菜调查报

告》、《“非典”对农民收入造成的影响》、《牛家梁

镇肉牛养殖情况调查》、 《榆阳区民间信贷情况分

析》、《镇川镇小城镇建设情况调研报告》、《榆阳

区劳务输出产业的问题与思考》、 《落实 “中央一

号文件”增加农民收入的情况调查》、 《榆阳区非

农建设用地情况调查报告》、 《榆阳区基层组织、

乡、村干部情况调查报告》、《新时期乡镇职能转变

思考》、 《榆阳区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情况汇报提

纲》、《芹河乡纪小滩村党员干部凭信誉担保贷款促

进农业主导产业的成功做法》、《全力加快我区沙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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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发展》、 《我区大明绿豆种植情况调研报

告》，这些调研报告就群众关心的影响社会稳定的

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及政策性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

议，为区委的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农村社会经济固定观察点】　确定金鸡滩镇上河
村为农村社会经济固定观察点，并固定了一名责任

心强、熟悉业务的干部承担该村４０个样本户经济
活动的跟踪调查、记帐工作，及时完成了 《农户调

查》、《农村综合调查》、 《农村畜牧业专项调查》

等２４套调查统计表共３０００多个指标、３５８０００多个
数据的汇总工作，并充分利用这些丰富而详实的资

料，对农户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微观分析，及时把信

息分析报告和观察点动态上报省委政研室。

【“扶薄支教”工作】　积极扶持薄弱地区教育事
业发展，为清泉镇井道峁小学筹措资金 ４５０００多
元，加强了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办学条

件。

【农村工作干部培训】　采用区、乡党校集中培训
和深入村组巡回讲授相结合的方式，对农业系统科

级干部、乡镇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妇女干部等进行了普遍培训，结合农民教育和农村

致富奔小康、“双万”工程等进行了专题培训。培

训紧紧围绕全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结合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机遇和新时期农村面

临的形势，请专家学者就农村政策、ＷＴＯ知识、
法律法规、精神文明、实用技术等内容进行了学习

培训。给群众下发了 《农村适用法律、法规政策问

答》、《农村干部学习培训材料》、《农村民主法制

教育》、 《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提纲》等学习材料。

据统计，五年内共举办集中培训班２５期，培训干
部２３５８人次，深入乡村举办培训班３６０场 （次），

培训干部１１６０２人 （次）。

【表彰奖励】　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小康建设工作
先进集体；被省委奔小康办公室评为先进集体；被

评为农民 “六教育”先进集体；被评为全国农村固

定观察点先进集体；被评为全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先

进集体；被评为全省农村基层干部培训示范先进单

位；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万名干部包村”先进单

位；获得市农村民主法制教育知识竞赛优秀组织

奖；在区委机关综合考评、区计划生育考评、区党风

廉政建设考评中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榆阳区沙地

高效生态农业配套改革试验成果》获省三等奖。

（高小宝）

部　长　高继祥 （２００１调离）
王忠山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副组长　樊生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刘乐怡 （２００１—）

政法工作

【概况】　区委政法委员会和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有７名工作人员。具体负
责全区政法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

领导、协调、实施。２００２年３月成立中共榆林市榆
阳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

区委防邪办，内部称区委６１０办），隶属区委政法
委，编制４人，设办公室主任１人 （由区委政法委

副书记兼任），专职副主任１人。具体负责处理和
解决 “法轮功”骨干分子和顽固分子的思想转化工

作，协调、指导政法各部门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

反动会道门及封建迷信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政法工作以 “维护社会稳定、强化

严打整治斗争、强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队伍

建设、推进政法工作改革”为主要任务目标，以创

建 “平安榆阳”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

职能作用，深入开展各项工作，实现了全区政治稳

定、治安平稳、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目标。

【维护社会稳定】　坚持 “稳定压倒一切”的方

针，按照 “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

激化”的原则，组织开展了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

活动，积极稳妥地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累计２９５３
件，解决２８２５件，调成率达９６％。对影响稳定的
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及时进行情况汇总、分析，并

通报信息、制定工作预案，防止事态发展扩大。把

大量不安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

萌芽状态，确保全区大局稳定。同时，继续开展强

化思想教育转化工作，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的非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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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落实包帮教措施和责任，制定一人一策的帮教

方案和计划，两次邀请省、市专家队伍对榆阳区的

“法轮功”重点教育转化攻坚对象进行帮教，取得

突破性成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按照创建 “平安榆阳”具

体实施意见，积极构筑群防群控体系四大网络建

设。一是以专业巡逻控制为骨干，构建了社会巡逻

防控网；二是以社会警务工作为主体，构建了居民

安全管控网；三是以单位内部防范为依托，落实责

任，构建了以单位主管领导和内保干部为主体的单

位内部安全守控网；四是以农村治安中心户长为基

础，构建了农村治安防控网。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作，不定期对校园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对网吧、图书阅览室进行专项清查。以思想道德建

设为基础，开设法制课、选聘法制副校长，加强青

少年法制教育。在各学校建立健全了学校警务室，

开展治安防范，确保了全区广大师生的安全，为师

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政法队伍建设】　政法各部门紧紧围绕中央政法
委 “四条禁令”和公安部 “五条禁令”的要求，

建立完善了遵纪守法、公正执法的工作机制，适时

开展了政法队伍集中整顿活动，从人民群众不满意

的问题着手，严肃查处了一批政法干警违法违纪案

件，树立了政法干警良好形象。

【表彰奖励】　被市综治办授予 “移动杯”创建安

全榆林知识电视竞赛组织奖；被市委政法委授予

２００４年度人民群众满意的政法单位；被市委防邪
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全市 “崇尚科学反对邪教”演

讲比赛组织奖。

（张红艳）

书　记　吴锦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
李树飞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５１２）

副书记　尚　艳 （女）（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５）

编制工作

【概况】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区机构编制
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是区委和区政府的工作机

构，列入区委机构序列，正科级建制，行政编制５
名。２００３年４月前与区人劳局合署办公，２００３年４
月起由区政府迁至区委单独办公。

【区乡机构改革】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榆阳区区
级机构改革方案》获市委、市政府批准，全区机构

改革工作全面铺开。

机构设置：区委机构调整和设置。撤销区史志

办公室，其党史研究职能划归组织部，区志研编职

能划归区政府办公室；区委机构设置９个工作部门
和３个直属事业机构，工作部门为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局）、区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

部、农村工作部、政法委员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区直机

关工作委员会；直属机构为区委党校、档案馆

（局）和老干部工作局。区政府机构设置和调整。

撤销计划局、工业经济局，组建经济发展局，在经

济发展局挂物价局牌子；撤销国有资产管理局，其

职能并入财政局；撤销烤烟生产办公室，职能划归

农业局；撤销体育办公室和文化文物旅游办公室，

组建文体事业局；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更名为矿产

资源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挂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牌子）由经济发展局管理；农业机械局

改为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中心，为农业局下属事业单

位，其行政职能划归农业局；撤销经济体制改革委

员会办公室，其职能划归区政府办公室；撤销农业

发展办公室，职能由议事协调机构农业综合开发领

导小组办公室承担；老龄问题委员会办公室改为老

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划归民政局管理；人事劳动

局更名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办公室设在卫生局；信访办公室改设为区政府

办公室的内设机构；环境保护局由区政府直属事业

机构改为市环境保护局的派出机构，实行市区双重

领导，以市环境保护局为主。调整后，区政府工作

部门 ２２个，分别为区政府办公室、经济发展局
（挂物价局牌子）、教育局、科学技术局、民政局、

司法局、监察局、审计局、财政局、人事和劳动社

会保障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文体事业

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局、统计局、粮食局、建设

局、交通局、矿产资源管理局、乡镇企业局；区政

府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１个，即农业综合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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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政府直属事业机构

３个，分别为畜牧局、煤炭局、广播电视台 （局）；

区政府派出机构７个，分别为青山路街道办事处、
新明楼街道办事处、鼓楼街道办事处、上郡路街道

办事处、航宇路街道办事处、崇文路街道办事处、

驼峰路街道办事处。其他机关机构设置。区人大常

委会机关设１个办公室和３个专门委员会，三个专
门委员会即法制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教

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区政协机关设１个办公室３个
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即学习提案委员会、经济

科技委员会、社会法制委员会。群团机构５个：共
青团榆阳区委、妇联、总工会、科协、工商联 （商

会）。区法院内设机构１０个，分别为办公室、政工
科、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审判第二

庭、立案庭、审判监督庭、行政审判庭、执行局、

法警大队。区检察院内设机构９个，分别为办公室
（法警大队）、政工科、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反贪

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 （举

报中心）、职务犯罪预防科、监督检查科。

２００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７月，完成榆阳区乡机
构改革任务。２００３年７月，通过了市机构改革领导
小组的验收。一是分配、核定了区、乡 （镇）机关

的行政编制、政法专项编制和区乡 （镇）事业单位

的事业编制，核定了领导职数。分配下达行政编制

１０８７名，政法专项编制 １７５名，核定区乡 （镇）

３４６个事业单位的事业编制１１０４０名。二是制定下
发了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机构改革方案，并指导各

乡镇、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进行督促检查。三是

出台了一系列机构改革的配套政策文件，并落实到

位。四是审批下发了５２个区级机构的 “三定”规

定。五是完成了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区级机构的

人员定岗工作。六是拟定印发了 《榆阳区机构编制

管理实施办法》。

【机构编制管理】　严格执行 《榆阳区机构编制管

理实施办法》。一是坚持编制在先，有空编方可进

人的原则，规范了人员的流动程序。二是控制了满

编单位的无序进人现象，坚决限制人员的逆向流

动。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人员编制与财政经费

预算挂钩制度，形成了组织、人事、财政、编制等

部门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四是坚持实行机

构编制 “三个一”制度，即凡是机构编制事宜，必

须由机构编制机关一个部门承办、主管机构编制的

领导 “一支笔”审签、机构编制机关一家行文。全

区未出现违规行为。

【换发机构编制管理手册】　２００３年下半年，换发
了区、乡两级机关和教育系统事业单位的 《机构编

制管理手册》。２００４年上半年，对区、乡 （镇）其

他事业单位的 《机构编制管理手册》进行了统一换

发。

【乡镇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实行省级实名制管理】　
２００５年，完成了全区乡镇 （街道办事处）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实行省级实名制管理的汇总上报

工作。全区乡镇机关核定编制９５５名，其中行政编
制６０２名，事业编制３５３名；街道办事处核定编制
３７０名，其中行政编制１０１名，事业编制２６９名。

【清理整顿 “吃空饷”问题】　２００５年，对各级机
关和财政供养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开展了一次全

面的、严肃的、认真的清理整顿，查出区级机关“吃空

饷”人员２名，区事业单位“吃空饷”人员４３名。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　２００２年４月成立榆阳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为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的内设机构，正科级建制。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已
对全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２３８个事业单位进行了
登记。

【机构设立】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成立榆阳区走马梁
汉墓群文物管理所，股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文化

文物旅游办公室，编制５名。２００１年５月２日成立
榆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正科级建制，行政编

制５名，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一套机构，两
块牌子，挂靠区工业经济局；撤销区人劳局内设的

区矿山安全卫生监察室和监测站，业务划归区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６日改为区工业经
济局的内设机构，其他不变。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４日成
立榆阳区文化文物稽查大队，股级事业单位，隶属

于区文化文物旅游办公室，事业编制１２名。２００１
年７月２４日，全区２６个乡镇和４个街道办事处的
文化站更名为文化体育工作站，同时对各站编制重

新进行核定：榆阳乡、鱼河镇、上盐湾镇、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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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清泉镇、安崖镇、麻黄梁镇、牛家梁镇、金鸡

滩镇、马合镇、巴拉素镇及 ４个街道办事处等 １５
个文化体育工作站各核定编制２名，其余１７个文
化体育工作站各核定编制１名。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
榆阳区人民政府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更名为榆阳

区财政监督检查局。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０日成立榆阳区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卫生

局，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事业编制 ４５名。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榆阳区交通运输管理站更名为榆
阳区道路运输管理所。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成立榆阳
区政务大厅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科级事业单位，

同时挂榆阳区招商局、榆阳区对外开放办公室的牌

子，共核定编制５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区文物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改设为常设机构，副科级事业单

位，隶属于区文化文物旅游办公室，核定事业编制

５名，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
日成立榆阳区红石峡供水站，科级事业单位，事业

编制３８名，隶属于区水利局，经费形式为自收自
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成立中共榆阳区委基层组织
建设办公室，正科级建制，编制５名，隶属于区委
组织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成立榆阳区非公有制经
济管理局，与区乡镇企业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成立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考评办
公室，正科级建制，编制３名，与区委督查室一套
机构，两块牌子；成立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考评

办公室，正科级建制，编制３名，与区政府督查室
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２年 ３月 ６日区委
“６１０”办公室改设为常设机构，正科级建制，隶属
于区委政法委，财政全额预算，编制４名。２００２年
６月１２日成立榆林市榆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
室，为隶属于区教育局，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４
名。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６日成立榆阳区林业规划设计队，
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林业局，与区林业工作

站合署办公，不增加人员编制。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６日
成立榆阳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正科级

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民政局，编制５名。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０日撤销榆林市第一中学和榆林

市第五中学两校建制，合并组建新的榆林市第一中

学，其机构规格、职能、隶属关系与原榆林市第一

中学相同。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日成立榆林市第九小学，
同时挂榆林市第六中学牌子，一套机构，两块牌

子，隶属于区教育局。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成立榆阳

区体育中心，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文体事业

局，编制７名。榆阳区商贸办公室改设为榆阳区商
贸行业管理办公室，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经

济发展局，编制９名；同时，取消区商贸总公司牌
子。榆阳区轻工业办公室改设为榆阳区轻工行业管

理办公室，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经济发展

局，取消区轻工业总公司牌子；榆阳区手工业合作

社联合社与区轻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一套机构，两

块牌子，编制１３名。２００３年２月８日成立中共榆
阳区党史编纂办公室，为区委组织部下属正科级事

业单位，编制６名；同时，撤销区组织史征集编纂
办公室，成立榆阳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为区政府

办公室的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４名。成立榆
阳区国有资产管理所，为区财政局的下属正科级事

业单位，编制２８名。成立榆阳区经济体制改革办
公室，为区政府办公室的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编

制５名。区老龄问题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榆阳区老
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区民政局管理的正科级事

业机构，编制６名。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在榆阳镇、镇
川镇和鼓楼等 ７个街道办事处成立劳动保障事务
所，为股级事业单位，财政全额预算；在青云乡等

２２个乡镇 （榆阳镇、镇川镇除外）成立劳动保障

工作站，为财政全额预算事业单位。２００３年 ６月
１０日成立榆阳区易马城文物管理所、青云寺观文
物管理所，为股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文体事业

局，经费形式为全额预算，编制５名。成立榆阳区
渔政监督管理站，为股级事业单位，与榆阳区水产

工作站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不增加人员编制。撤

销榆阳区安哥拉山羊种羊场。

２００３年８月５日撤销区审计事务所，人员安置
到区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撤销区委机关保卫科，

撤销区政府机关保卫科，职能和人员分别并入区委

机关事务服务科和区政府机关事务服务科。将区委

机要室由区委办公室的内设机构改设为隶属于区委

办公室的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经费形式为全额

预算，编制５名。２００３年８月５日成立榆阳区煤炭
计量票据结算中心和榆阳区煤炭计量稽查大队，均

为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煤炭局，经费形式为

自收自支，榆阳区煤炭计量票据结算中心编制 ５
名，榆阳区煤炭计量稽查大队编制７名。２００３年８
月８日榆阳区砂石料资源管理站更名为榆阳区矿产
资源监督管理站，为区矿产资源管理局下属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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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正科级建制，经费形式为自收自支，编制 ６０
名。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１日成立榆阳区地质测量站，为
区矿产资源管理局下属的副科级事业单位，经费自

理，编制５名。成立榆阳区水政监察大队，为区水
利局下属的正科级事业单位，与区水政水资源管理

办公室、区节水办公室一套机构，三块牌子，不增

加编制。成立榆阳区招标投标综合管理办公室，设

在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室，正科级建制，与区基

本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编制

２名，财政全额预算。榆阳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加
挂榆阳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牌子。２００３年８月
２５日成立榆阳区镇川镇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为
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镇川镇人民政府，经费形

式为全额预算，编制４名。成立榆阳区生猪定点屠
宰管理办公室，为经济发展局下属的副科级事业单

位，由区商贸行业管理办公室代管，经费形式为全

额预算，编制６名。成立榆阳区森林资源林政稽查
队和榆阳区封山 （沙）禁牧工作队，榆阳区森林资

源林政稽查队和榆阳区封山 （沙）禁牧工作队为一

套机构，两块牌子，为区林业局下属的副科级事业

单位，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编制 １５名。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６日成立榆阳区城建监察大队，为副
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建设局，财政全额预算，

编制８名。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在未成立公安派出所
的榆阳镇、鱼河峁镇、青云乡、余兴庄乡、刘千河

乡、大河塔乡、岔河则乡、小壕兔乡、小纪汗乡、

红石桥乡、补浪河乡和芹河乡等１２个乡镇成立司
法所，为各乡镇人民政府的内设机构，副科级建

制。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成立榆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为股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民政局，财政全额

预算，编制５名。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成立榆阳区水
上交通安全管理所，为股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４年８月
１６日，将其更名为榆阳区地方海事处，隶属于区
交通局，财政全额预算，编制４名。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成立榆阳区市容环境卫生监

察大队和榆阳镇环境卫生管理站，榆阳区市容环境

卫生监察大队为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建设

局，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编制１０名；榆阳
镇环境卫生管理站为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榆阳

镇人民政府，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同时，将

鼓楼等７个街道办事处所属的环境卫生管理站均确
定为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榆阳区收容遣

反站更名为榆阳区救助管理站，隶属于区民政局，

副科级事业单位，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编制

１４名。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榆阳区地质测量站加挂
榆阳区地质环境监测站牌子，不增加编制。成立榆

阳区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中心，为正科级事业单

位，隶属于区教育局，财政全额预算，编制５名。
榆阳区基层组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加挂榆阳区党

员电化教育中心牌子，增加事业编制 ２名。２００３
年，榆林市土地管理局榆阳分局及其所属１０个事
业单位 （含７个农村土地管理所）划归榆林市国土
资源局垂直管理。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６日成立榆阳区国
有资产运营公司，为正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财

政局，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编制 １５名。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６日将榆阳区无定河流域治理指挥部
办公室更名为榆阳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领

导小组办公室，仍为区水利局下属的正科级事业单

位。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撤销榆阳区信访办公室，组
建榆林市榆阳区信访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１０日成立区委通讯组，为副科级事业单
位，隶属于区委宣传部，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

算，编制３名。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０日榆阳区卫生防疫
站更名为榆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仍为正科级事

业单位，隶属于区卫生局，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

算，编制７０名。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９日成立榆阳区法律
援助中心，为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司法局，

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编制３名。２００４年１１
月１０日将榆阳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更名为榆阳区离
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仍为全额事业单位，正科级建

制，隶属于区委老干部工作局。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０日
榆阳区法院立案庭加挂区法院信访接待室牌子，不

增加人员编制。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榆阳区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榆阳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分设，榆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列入

事业单位编制序列，由区政府办公室代管，正科级

建制，财政全额预算，编制４名。２００４年，榆阳区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划归榆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垂直管理。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成立榆阳区流浪儿童救助保
护中心，为股级事业单位，隶属于区民政局，与区

儿童福利院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不增加人员编

制。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４日成立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为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正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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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区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工作机构为一个办公室

和４个专门委员会。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４日将榆林市逸
夫小学更名为榆林市逸夫学校。２００５年９月榆林市
榆阳区矿产资源管理局及其所属事业单位榆阳区矿

产资源监督管理站和榆阳区地质测量站 （榆阳区地

质环境监测站）划归榆林市国土资源局垂直管理。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榆阳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办公室
更名为榆阳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成立榆阳区工伤

保险经办中心，为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的下属

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与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合

署办公，经费形式为财政全额预算，编制 ５名。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成立榆林市榆阳区民族宗教事务
局，设在区民政局，正科级建制，不增加人员编

制。

（高　艳）

主　任　乔世宏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２２）
高继祥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２９）
刘生元 （２００２９—）

副主任　王榆平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２６）
曹治国 （２００２８—）

区直机关工委工作

【概况】　榆阳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简称区直

工委）是榆阳区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区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部分中、省、市驻区单位的党

建工作。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区直机关工委共有党
总支２８个，党支部２０４个，有党员３９９３人，其中
预备党员１３６人。五年来，区直机关工委紧扣全区
中心工作，全面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

度建设，创造性地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先后三

次被区委授予 “先进党工委”，四次被市直工委授

予 “先进党工委”。

【基层党组织建设】　为了积极发展党员，从２００４
年开始，与组织部联合在区委党校对入党积极分子

进行入党前的短期集中培训，两年共培训４期４３２
名。五年来，共培训基层党务干部１２０人。新成立
党支部 （总支）２６个，调整党支部（总支）班子５９
个，调整党支部（总支）书记２９人；审批发展新党员

７１７名，批准预备党员转正６５０名，延长预备期３人，
取消预备党员资格１人。

【党建目标管理】　每年年初召开党建工作会议，
向所属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颁发年度 《党建工作

目标管理任务书》，年底，组织人员按照 《任务

书》要求，进行统一考核验收，对考核验收中总分

获得前三名的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奖励；总分排

在后三名的基层党组织，在区直机关范围内进行通

报批评，并取消下一年度参评先进党支部 （总支）

资格。党建目标管理责任制的实行，使区直机关党

建管理工作走上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普遍推广 《党员手册》】　为了切实加强对党员
的管理教育，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在区直机关范围内，
全面推广使用 《党员手册》，对党员进行管理。

【评优创先，表彰先进】　每年 “七一”期间在各

基层党组织中开展评选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

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活动。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共
表彰奖励７７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２３４名优秀共产党
员，８３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其中向区委推荐并受
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５个，优秀共产党员 ９８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２５名。

【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　２００３年初安排了党
建工作搞得富有特色的广播电视台、市六小、常乐

商贸服务中心党支部，分别进行了经验交流；８月
份，又组织召开了 “榆阳区直属机关党建工作现场

经验交流会”，组织全体参会人员现场参观了水政

水资源办党支部、农机管理站党支部、民政局党总

支、法院机关党总支等党员活动室，并集中听取了

他们的先进经验介绍。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先后四
次参加了市直工委组织召开的全市机关党建工作现

场经验交流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加强企业党建工作】　２００１年８月，组织专人深
入区直属企业对党建工作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根

据摸底调查情况写成了 《关于榆阳区直属企业党建

工作的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又起草了 《中共

榆林市榆阳区委关于加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实施

意见》，经区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印发全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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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委、区直各部门、各单位，成为改制企业党

建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根据 《意见》精神，区直工

委每年就 《意见》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期间涌现出了一批面貌明显改观、成效明显突出的

党组织，如太白庙粮油工贸公司、客运中心、煤炭

公司、电力局、水泥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创办 《机关党建工作简报》】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
创办了 《机关党建工作简报》，坚持一季度一期，

免费发到每个直属党支部 （总支）。

【举办纪念活动】　２００１年７月，为了纪念建党８０
周年，与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办、广播电视台联合

举办了大型歌咏比赛，共１０支代表队、约１０００多
人参加了比赛。同时，与区委组织部联合举办了

“榆阳区建党八十周年座谈会”，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交流了党建工作先进经

验。２００４年８月份与区委宣传部和市直工委共同组
织了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普通话演讲比
赛”，在区直机关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力地促进了

机关党建工作向前发展。

（赵三兴）

书　记　尚国香 （女）

副书记　赵仕飞 （２００３５调离）
刘月龙 （２００３５任）

老干部工作

【概况】　榆阳区老干部工作局是区委主管老干部
工作的职能部门。至２００５年，榆阳区共有离休干
部２３４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３８人，解放战争
时期１９６人，县团级待遇６８人，一般干部１６人。
全区共有老干部活动中心 （站、室）８个，离休干
部党支部１０个，党小组１２个。五年来，区老干局
围绕全区工作大局，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

新，圆满完成了区委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老干部

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生活待遇的各项政

策保障体系基本形成，老干部工作有了新的进展。

【思想工作】　把老干部政治理论学习摆在突出位

置，把离休干部的政治待遇列入 《离休干部待遇落

实任务书》，并下达到各乡镇及所属单位。２００１
年，按照全区学习安排，结合老同志的特点，举办

专题辅导讲座，利用 “五一”、 “七一”、 “十一”

等节日，组织老同志开展寓教于乐的政治学习，每

月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组

织老干部开展知识竞赛答题活动，调动老干部的学

习积极性，有１０名老干部分别被评为省、市、区
优秀共产党员。组织老干部学习 “十六大”会议精

神、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举办知识竞赛、门球

赛、游艺比赛、夕阳红秧歌队上街宣传等文体活

动。１０月１日，组织１８０多名老干部由副书记高德
树带队到神木、锦界、银河电厂等工业经济开发区

参观，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老干部们的视

野。抓好老干部支部建设，在２００４年成立的 “老

干部党支部”的基础上，按居住区域又划分１３个
片，每片成立一个党小组，每半月党小组学习一

次。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老干部

活动中心举办 《老干部学习专栏》，５０多名老干部
党员写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心得体会，免费给老干部

订阅 《老年报》、《金秋》、《当代陕西》等书刊杂

志。２００５年９月２日，召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
周年老干部座谈会，区委、区政府领导代表党中

央、中央军委给抗日老干部颁发了纪念章。

【待遇落实】　２００１年，榆阳区离休干部３２３人，
其中党政事业单位２２５人、企业单位９８人。针对
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改制过程中老干部待遇政策落

实不到位，造成企业老干部医药费、生活费拖欠问

题，组成了由刘俊明区长担任组长的一次性补发离

退休干部 “两费”领导小组，多方筹资４０多万元，
补发１２０多名老干部的 “两费”。２００２年，为解决
全区现有２９９人的生活待遇，老干部工资的补发由
原单位收回交区老干局统一发放，解决了老干部工

资不能按月发放的问题。同时，组织清欠 “两费”

检查小组，多次下到牛家梁林场、供销系统、粮食

系统等特困企业，帮助解决５０多位老干部医药费
没人管的老大难问题，６５万元地方性补助也协调
发放，老干部的公用特许经费和住房公积金得到逐

步落实。２００５年，按月足额发放党政事业单位１１５
名老干部的生活费，根据国家规定给老干部报销医

药费４８万元，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离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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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由每人每年 １２００元提高到每人每年 ２０００
元，帮助１１名老干部家属处理了３家丧葬抚恤事
宜，遗属补助由每人每月２００元提高到３００元。同
时，协调解决了商业、粮食、供销等系统５０多名
老干部医药费拖欠无人管的问题。

【自身建设】　五年来，区委老干局结合自身职能
和业务特点，创造性地对原有的工作、学习、考

勤、财务、党风廉政、车辆管理和岗位职责等一系

列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认真开展了为期３个月的
机关干部作风整顿，重新明确制订了考勤、学习、

财务、党风廉政等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每周学习一

次，每周五活动中心安排干部轮流值班，把老干部

的问题意见及时传达给领导。

【扶贫工作】　按照区委、区政府 《关于党政干部

联户扶持开展农业主导产业工作实施意见》，多次

深入到清泉镇小庄和持家峁两村调查研究，帮助村

上制订了三年发展规划，申请项目资金２６万元，
硬化乡村道路２公里，维修生产道路６公里，修建
小学厕所一座，硷子１２米，硬化小学幼儿园场地，
粉刷围墙１０００米，同时为４户农民提供８０００元的
担保贷款，搞种、养、加工。

（童　军）

局　长　童　军 （女）

副局长　李治国

档案工作

【概况】　榆阳区档案馆 （局）属区委直属事业机

构，履行档案的保管、利用职能，受区委、政府双

重管理，承担全区档案事业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职

能，向社会进行历史与区情、爱国主义、革命传统

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档案馆 （局）核定编制

１６名，现有干部１６名，内设政秘、业务指导、法
规宣传、史料编研、收集保管５个工作岗位。截至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馆藏档案资料共１０１个全宗，５２９３９
卷 （件）。

【基础设施建设】　区档案馆 （局）综合办公楼于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正式启用，总面积１２３２４平方米，其
中，库房面积７０７８５平方米，查阅室、复印室面
积５４５平方米，配备了４台计算机，安装了１套
档案管理软件，７０组档案密集架，实现了馆内联
网。加强档案安全防范措施，在每个库房配备了

１—２个干粉灭火器，一楼库房全部安装了防盗窗。
同时还制定了档案保密安全、查阅借阅、利用收

费、鉴定销毁、登记统计、库房管理等十项制度，

以保证档案在管理、利用过程中的安全、完整。

【业务建设】　在加强基础建设的同时，不断丰富
馆藏，努力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开发档案资源，初

步发展成为一个多载体、多成份的管用全面发展的

综合档案馆，２００３年被陕西省档案局认证为 “省

ＡＡ级综合档案馆”。从２００１年起先后共接收文书
档案１０５卷，财务档案９７８卷，人事档案２６６卷，
印模８枚。同时，从社会上、兄弟单位和个人手中
征集到各类图书、资料 ４２本 （册），新、老照片

８２张，工艺剪纸作品底图６４０多张，接收了民间木
刻艺人捐赠的古城旧址微刻模型１具。加强档案编
研、利用工作，２００１年以来共编写了 《档案馆介

绍》、《档案馆大事记》、财政局 （１９４９—１９８０年）
和县政府办 （１９５０—１９９３年）全宗介绍、榆阳乡、
余兴庄乡、县检察院的组织沿革、张季鸾等名人介

绍、榆林名胜古迹、自然灾害、矿产资源、山川河

流史料介绍等２０多种有利用参考价值的编研资料，
１０多种档案检索工具，并参与了 《军事志》的编

纂工作。２００１年以来总共接待查档利用１１２６人次，
调卷４７６８卷，复印２４４２８页。

【档案业务指导工作】　举办了多期档案业务新标
准培训班，对全区２４个乡镇、７个办事处、７６个
部门、单位的基层文秘、档案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中

培训，受培训人员 １５０多人次。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
每年春秋两季，下到各单位对其上一年度的档案归

档情况进行业务督查、指导，从而使各单位每年形

成的文件材料都能及时归档，保存完整并进入了规

范化管理的轨道。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全区共有２１
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档案室目标管理达标升

级，其中被认证为 “省ＡＡＡ级档案室”１个，“省
ＡＡ级档案室”９个，“省Ａ级档案室”１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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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档案行政执法职能】　２００３年，依法查处了
一起私刻档案查阅证明印章案件，没收了假印章并

当场销毁，取消了其因此获得的经济利益。同年印

发 《榆阳区区级机关单位立卷归档年检试行办法》，

从２００３年起，每年１０—１１月为档案年检工作月，
对各乡镇、各街道办事处、区委、区政府各工作部

门、直属机构、各人民团体、区级机关档案目标管

理达省Ａ级、ＡＡ级的归档单位，每年在各项活动
中形成的各门类和载体档案材料的立卷归档情况进

行检查，检查结果做为考核有关单位档案工作和有

关人员工作状况的依据之一。

【表彰奖励】　先后被授予 “陕西省二级综合档案

馆”、区级 “文明单位”、“治安模范单位”、“先进

党支部”、 “全市档案工作先进集体”、深化创建

“五型机关”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刘红英）

局　长　曹生龙
副局长　张利萍 （女）（２００３１２调离）
副馆长　张秀琳 （女）（２００２９离任）

李树峰 （女）

李　慧 （女）

刘文侠 （女）（２００３６—）

党校工作

【概况】　中共榆阳区委党校隶属于中共榆阳区委，
为区委直属科级事业单位，有教职工１４人，其中
专、兼职教师 ９人。校园占地面积 １２８５３８平方
米，建有综合三层办公楼一座，多功能大教室两

个，建筑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学员宿舍及办公室７０
间，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图书馆一个，藏书近
万册，党校设施较齐，拥有中央党校远程教育Ｃ级
站设施，可直接收看中央党校、省党校讲座。近年

来，榆阳区委党校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各项事业有

了较大发展。

【教学工作】　坚持 “精、深、实、新”的教学原

则，积极推行研究式教学，五年来，在主体班教学

中，先后自办各类培训班２０期，培训人员２０００多
人次，与其他部门合办培训３５期，培训人员１５０００
多人次，派教师下单位、下基层宣讲１５０多期，培
训人数２万多人次。党校从１９９８年开办大专走读
班，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中函本科班，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
年累计大专毕业学员达到 ６１８人，中函本科学员
３０１人。坚持从严办学，注重质量，有４名学员被
评为省级优秀学员，有９０多名学员被评为市级优
秀学员，受到表彰。学校曾多次获得班务管理优秀

奖，教学组织优秀奖，受到省、市表彰。

【科研工作】　坚持 “四为”方针，深化改革，成

效显著。一是把握正确的科研方向，坚持为教学服

务，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为理论创新服务，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对

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已进

入党委、政府的决策。二是建立一支理论功底扎实

的科研队伍，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科研体系，在党

建、经济理论等研究中，形成较为独特的优势。三

是实施精品战略，不断推出优秀著作。五年来，共

发表论文３４篇，其中在省委党校理论研讨会上获奖
９篇，市级刊物发表７篇，《榆林论坛》发表３篇，《榆
林日报》发表１５篇，撰写调查报告被党委、政府采用
２篇，并做到科研与教学的有机结合，坚持以教学带
科研，以科研促教学，逐步实现教学科研一体化，教

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

在学员管理方面，区委党校始终坚持“党校姓

党”的原则，认真贯彻从严治校的方针，加强学员管

理工作，做到“一热六严”，即热情为学员服务，严格

教育、严格纪律、严格管理、严格组织生活、严格考试

考核、严格监督，全校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

【信息化建设和后勤管理】　区委党校于２００２年开
通了远程教育，成为中央党校远程教学网络 Ｃ级
站，投资１０多万元建起了电教室。五年来共投入
资金６万多元，硬化了校园，添置办公设备。校园
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５％以上，做到 “一无六有”，即

无危房，有教室、有桌凳，有相应的配套床位，有

电教设备、有图书。

【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　在党建工作中，榆阳区
委党校突出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时常注重对全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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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管理和教育。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加强对全

体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每年对党员干部进行

形势、任务的教育，增强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和

紧迫性的认识。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４月被榆林市委授予先进党
校称号；２００３年２月被省委党校授予中函学历教育
管理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被市委党校授予
招生工作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被市委宣传
部授予理论学习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５年月１２月被
市委党校授予招生工作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３年１２
月张彦高获得省委党校优秀班主任荣誉。

（牛莉芬）

校　长　柳争春
副校长　李辛悟 （２００２９离岗）

叶贺瑛 （２００１７离岗）
张彦高

副书记　王汉生

总工会工作

【概况】　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
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

榆阳区总工会下辖一个事业单位———工人文化

宫，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全区共有产业 （系统）工

会２２个，乡镇工会２４个，基层工会４２０个 （其中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２８０个）职工总数２９８４２人。

【开展送温暖活动】　２００１年以来，区总工会共走
访、慰问困难职工１６００多人次，发放慰问金３８９
万元；动员全区职工积极参加互助补充保险，共有

６０２人参加了保险，保险金累计金额达２５万余元；
工会举办下岗职工技术培训班３０余期，培训下岗
职工２８００人次；区总工会成立了下岗职工服务中
心和再就业培训机构，共介绍２００余名下岗职工走
上新的工作岗位。每年秋季开学前，开展 “爱心助

学”活动，帮助解决困难职工子女上学问题，共有

２００名贫困大学生得到救助。

【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工会结合自身业务需要和工作实
际，分别组织开展了业务培训、提合理化建议、技

术比武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经济技术活

动。区总工会于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００５年５月分别举
办了 “劳动者之歌”专场晚会和职工运动会，增强

了工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在集体合同的签订上，明确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
务，全区建立此项制度的企事业单位达５０个，合同的
签订率和续签率达１００％，以职代会为载体，大力推行
厂务公开制度，全区厂务公开的推行率达到１００％。

【安全生产工作】　增强对企业的安全监督力度，
一是广泛开展职工安全生产月活动，发放资料一万

余份，办专栏５０期，举办培训班５０期；二是建立
健全工会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全区建立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委员会２０个，在３个国营煤矿１５个私营
煤矿的１２５个掘进组各聘任了１名安全监督员，以
确保企业生产安全。各级工会共参加安全生产检查

２７５次，其中区总工会参加了９０次。

【经费收缴工作】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开展了由地税
部门代收企事业工会经费试点工作，区总工会与地

税部门密切配合，圆满完成每年收缴经费任务。

【积极开展 “建家”工作】　坚持把创建“职工之
家”活动贯穿于整个工会工作的始终，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全区新建成合格职工之家２５个，先进职工之家１８
个，累计合格先进职工之家分别达到５３个和４２个。

【女工工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区共建立 ９９个
女职工委员会，每年都开展 《妇女权益保障法》宣

传，举办了５０场女性健康知识讲座，以及号召各
单位工会为女职工进行身体检查。

【工会组建工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加强了工会组
建工作，尤其在非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大力开展

了工会组建工作，全区共有新建非公企事业工会组

织２８０个，新发展会员８８６１人。
（孙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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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张世虎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３６）
田启庄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５１２）

副主席　张世虎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５１２）
何亚芬 （女）（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５１２）

妇联工作

【概况】　榆阳区妇女工作贯彻落实省妇联第十届
妇代会精神，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坚持 “一手抓发

展，一手抓维权”的工作思路，抓住妇女特点，坚

持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服务基层，宣传、动员、

组织和引导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时加

强各级妇联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妇女，投

身建设小康社会工作，创造新岗位、新业绩、新生

活。

【提高素质增收致富】　一是强化妇女致富技能培
训，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深入农村，为农民群众传授

大扁杏栽植、舍饲养羊等技术，发放资料２０００份，
受益妇女２０００多人次。２００１年５月，区妇联聘请
区林业技术人员到刘千河、古塔、余兴庄乡的 １２
个村注重选择２０—４５岁的１１７９名妇女，进行了每
村一天的大扁杏栽植管理技术培训，并编写印发了

１２００册 《大扁杏栽植管理手册》。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各级妇联累计培训妇女１３３８０多人次，新评定女农
民技术人员１０人，助理技师２人，技师２人。仅
２００２年培训妇女２７期，培训人数达３４００人次，发
放科普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份。二是建立培养发展示范
专业户，培养妇女种养殖业科技致富带头人。还推

荐参加全省 “双学双比”女能手联评。各乡镇推荐

区妇联科技致富典型２５人，受区妇联表彰１５人，
市妇联表彰８人。加强妇女劳务输出。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先后对２４７名优秀青年进行了就业技能培训，实
行劳务输出，输出地域拓展到西安、北京等大中城

市。２００５年累计培训下岗职工 ５３００多人次。仅
２００４年全区输出就业青年１５４名，非公有制企业下
岗女工就业２００多人，还有２１５名下岗女工安排到
社区环卫所。

【强化巾帼建功活动】　各级妇联围绕改制和结构
调整，深化 “巾帼建功”活动。各系统妇委会还组

织开展了 “百名女标兵”、 “教坛新秀大奖赛”等

岗位建功、技术争先活动。２００１年区农行钟楼分理
处被评为陕西省、全国 “巾帼文明示范岗”。２００５
年青山路办事处妇联帮助２７８人取得了个体工商执
照，落实了工商、税务优惠政策，推荐 ３３名
“４０５０”人员安置到社区保洁岗位。开展了 “救助

贫困母亲儿童”活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收到捐助现
金５１４２４０元，衣物７６４１件，面粉３００斤，鞋３６
双，书包６７个，图书、写字本、地球仪等学习用
品若干，参加妇女４０００多人，物品随即送到上盐
湾、桐条沟、清泉等乡镇的贫困母亲儿童手中。

【创设活动载体，提高生活质量】　一是组织贫困
妇女参加学习考察，召开 “妇女学习科学、家庭拒

绝邪教”座谈会，举办迎 “三八”情系西部大开

发百名妇女竞答题”活动，参加新加坡营养学博士

主讲的现代化知识讲座，倡导妇女从营养、美食角

度提高生活质量。二是开展评创 “五好文明家庭”

活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共评出５０户既注重美化家
园、又弘扬家庭美德的新典型；２００３年，区妇联与
区扶贫办联合在全区１０个扶贫重点村开展了以居
室美、庭院美、语言美、仪表美为内容的 “文明家

庭”创建活动，在城区鼓楼办事处红文昌社区和青

山路办事处崇文路社区开展了 “学习型家庭”创建

试点工作。三是狠抓家庭教育工作。家庭教育是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工作。２００１年制定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家教计划》，发放 《农村家长必读》

１００本，发放 《家长学校教材》６３本。开展了创建
示范家长学校活动，与区教育局联合推出市级、省

级示范家长学校各２所。

【实施项目为妇女儿童办实事】　严格遵循科学的
运作方法争取和实施国际计划项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国际计划项目在刘千河、古塔、余兴庄、鱼河峁、

小壕兔五个乡的１０６个村开展工作。一是积极争取
实施项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国际计划给本区共批准实
施项目２５２个，投入资金１３０４２４４２４３元。主要用
于教育类 （新建维修校舍、添置教学设备、培训教

师和资助失辍学儿童上学等）、水与环境卫生类项

目。二是实施了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区妇联争取项目总投资６４万元，先
后在镇川、大河塔等１０个乡，２１个自然村建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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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饮水站或井群，解决村民和牲畜的饮用水问题。

三是实施了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２００３年，区
妇联争取中华妇女基金会 “母亲健康快车”一辆

（价值１４万元，其中基金会补贴９万元）由区妇保
院运营，承担送医送药、接送孕妇、发放健康宣传

资料等任务。至２００５年下乡宣传 “母婴保健知识”

３６次，义诊咨询３７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２１０００
多份，救治农村妇女产后胎盘滞留、产后出血等２２
例，免费接送孕产妇２１４例，培训乡村妇幼保健员
４０２人次，免手术费 １例。四是实施了 “红凤工

程”。已有８名女大学生受助，每年２０００元。

【加强组织自身建设】　一是抓好非公制组织中的
妇女组织建设。２００１年，把１６名大中专毕业生陆
续充实到乡镇妇联岗位上。２００４年６月至８月，各
办事处妇联按照区妇联下发的 《关于在非公有制组

织中整顿和建立妇女组织的实施办法》，对辖区内

已建成的１３个非公有制组织中的妇女组织进行全
面整顿，对未建立妇女组织的各个非公有制组织，

妇女人数在１５人以上的建立了妇女代表会，调整
妇女组织２８个。二是选拔了一批年轻、文化水平
高、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群众威信高的优秀女性充实

到妇代会班子。２００３年，调整配齐了１８个乡镇、４
个办事处的妇女干部，在４３个社区选举产生了妇
代会组织，妇代会主任都有固定报酬 （兼职），并

对其成员进行了业务培训。三是开展了下乡包村工

作，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区妇联为包建村刘千河乡果元
塔村争取 “母亲水窖”等项目工程 ６个，资金
２１４万元，用于村民架桥修路、打坝挖井、修建
米面加工点、维修学校、为贫困户购买种羊、对群

众进行种植和养殖技术培训。

【依法维权推进 “两纲”实施】　２００２年，制定出
台了 《榆阳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纲要》，发放新 《婚姻法》知识问卷和 《妇女权益

保障法》调查问卷各 １０００份。仅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
区妇联共调解家庭纠纷４６起，帮助起诉离婚９起，
解决农村女青年 （夫家城镇居民）原居住地土地权

益被侵５起。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区妇联与区劳动局对
广济大厦、红柳制衣公司等１０个非公有制企业的
女职工 “四期”保护、用工合同、工资兑现、押金

收取等进行了督查和调解，及时纠正了发现的问

题，并赠送维权图书２０本。２００５年９月，各乡镇、
办事处妇联与计生部门开展了 “关注妇女、关爱女

孩平等发展”的宣传活动。开展了以 “双合格”

（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活动为重点的家

长教育工程，努力创办家长学校。自２００４年９月
创办家长学校以来，全区共建成社区家长学校 ２１
所，机关家长学校８所，农村家长学校１０所，培
训家长 １８２次，受训家长 ４０６８８人次。２００５年 ６
月，区妇联被评为全国、省、市 “双合格”家庭教

育工作先进集体，榆阳区被省、市确定为 “双合

格”家庭教育示范县 （区）。区妇联吴玉芳副主席

被省、市表彰为家庭教育工作先进个人。

【提高妇女儿童思想道德水平】　下发了 《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妇女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至２００５
年共创建农村妇女学校６２所。２００４年，通过对全
区４８８名村妇代会主任进行 “母亲健康教育知识”

培训，发放 《母亲健康知识问答》３２４本。到２００５
年，各乡镇累计培训妇女１５万人次，使学校真正
成为提高农村妇女素质的加油站。举办了 “庆三八

巾帼话文明”演讲赛，各办事处选拔了１４名选手
参赛，演讲赛以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

《居民文明守则》为主要内容。城区妇女工作者和

市民代表１８０多人参加了活动。同时，对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中敢于领先、艰苦创业的１１名贤内助予
以表彰奖励。公安榆阳分局妇委会、武警支队妇委

会表彰了１６名好警嫂、好军嫂。组织开展了全国
“三八”健康使者万里行活动。２００４年８月，区妇
联组织健康使者进行了２５场 “妇女六期保健知识”

讲授，培训妇女１２００多人。公民道德建设安排活
动，进行了 “小公民道德建设标兵”评选活动，表

彰 “小公民”道德建设标兵２４名。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创建示范家长学校 ３４所。依托国际计划项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在项目乡的 ２６个村创办幼儿园 １３
所，并对１３所幼儿园教师、家长进行了儿童家庭
教育、营养、保健、防疫等内容的培训，受训妇女

达６００多人次。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获全国 “双合格”家庭教育

工作先进单位奖、陕西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奖、榆林市家庭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奖、陕西省家庭

教育工作示范县 （区）、榆林市家庭教育工作示范

—５９—

中国共产党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



县 （区）；２００４年获市妇联全面工作先进县 （区）

妇联奖；２００６年３月获２００５年度榆林市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奖。

（胡　莉）

主　席　高秋芳 （女）（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５１２）
副主席　韦春霞 （女）（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２２）

吴玉芳 （女）（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５１２）

团委工作

【概况】　共青团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 （简称团区

委）是榆阳区基层团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区委领导

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至２００５年，共有基层
团委 ６０个，团支部 ７９８个，团员 ２６８５３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团区委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严
格遵照 “思想教育要创新，服务青年要具体，开展

活动要扎实，基础工作要打牢”的工作要求，坚持

服务为本、亮点带动、整合资源、塑造形象，强化

思想教育，深化品牌工作，广泛开展 “为青年办实

事，为发展作贡献”主题实践活动，整体推进团建

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加强团组织的能力建

设，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求真务

实，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为全区经济建设和三个

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积极的贡献。

【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　青年文明号是以建设职
业文明为内容，以创建为核心，以职业青年为主体

的一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截至目前，共创

建成省级青年文明号９个，市级青年文明号２３个，
区级青年文明号６２个。

【青年文明社区创建活动】　 “青年文明社区”是

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

区内，以团组织为主要力量，联合政府有关部门，

动员组织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社区三个文明建设，

建立良好的社区秩序、优美的社区环境、完善的社

区服务体系，提高社区青少年素质，形成和谐的社

区人际关系的城市社区。几年来，“青年文明社区”

创建活动，形成了 “青年文明社区”创建新的工作

模式，即：建立一套现代社区理念；建立一个社区

青少年服务中心；建立三套组织包括团组织、青年

工作委员会、团的外围组织；建立七个项目包括社

区志愿服务、“青年文明社区大家乐”、社区校外教

育、维权服务、青少年教育培训、环境保护、社会

治安。

【青年志愿者活动】　以 “共建、互助、共享”为

主题，围绕扶贫帮困、社会服务、文化教育、美化

环境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青年志愿服务活

动。一是在全区城镇社区中广泛开展了 “青年文明

社区大家乐”活动，组织有表演专长的青年志愿者

组成 “文艺演出小分队”，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

开展各种文艺演出活动。二是针对下岗青工和外来

务工青年较多的特点，组织专业性较强的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为下岗青工再就业和外来青工提供技能培

训和再就业服务。三是开展了 “一助一”联户帮扶

服务。由青年志愿服务队牵头，对孤寡老人、残疾

人、离退休老干部、特困职工家庭进行逐一详细登

记，然后安排青年志愿者或集体与他们签订结对帮

扶协议，定期开展义务服务。同时面向居民长期开

展家电维修、房屋维修、医疗卫生等志愿服务，极

大方便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四是组织青年志愿

者利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组织青少年走上街

头，开展卫生清扫、清除白色垃圾等环境整治活

动。

【希望工程】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４１名杰出青年企
业家、优秀青年企业家、“十大杰出青年”共资助

我区５６名贫困学生 （其中榆林市苏州中学４６人，
榆林市第一中学１０人），共发放资助金４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０日，团区委在志慧学校举行了救助
金发放仪式。此次爱心助学活动是由苏州生活广播

电台网、苏州广电总台新闻综合报道、名城苏州网

站、苏州汇凯爱心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及众多的爱

心人士积极响应参与，对志慧学校、市孤儿学校等

５所学校的３６２名贫困学生进行了爱心救助，发放
了善款７２４００元，同时捐助了价值１万多元的医疗
设备和五十套学习用品。

【保护母亲河行动】　２００３年在鱼河镇成功地启动
了保护母亲河武警世纪林项目工程，按照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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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的原则选择造林地块，实现了一条沟、一架

山、一面坡、一个村合理规划，有效治理。通过几

年的项目实施已完成造林面积１万亩并顺利通过了
一期工程 ５０００亩和二期工程 ５０００亩的第一期验
收，项目区苗木长势良好、成活率高得到了验收组

专家的充分肯定和一致认可。２００５年在小纪汗林
场启动了榆林青年林项目工程，该工程建设总占地

２０００亩。计划每年组织５００户家庭参加，每年每户
植１０棵树，五年内全部实施完成。

【扶贫结对工作】　几年来，团区委全体人员到古
塔乡张雷沟村及刘千河乡巨福梁村、高家沟村和新

寨村，深入调查贫困户家庭状况、经济来源，大力

引导贫困户发展产业，发家致富。在张雷沟村小康

建设中，多方奔走，积极筹集资金为该村修建蓄水

池一个，为该村小学建设图书馆一个，累计赠予该

村孤寡老人慰问金２０００多元，衣物８０多件，面粉
３０多袋；在刘千河乡结对扶贫发展产业过程中累
计担保发放贷款４２万元。

（张海飞）

书　记　王艳菲 （女）（２０００—）
副书记　任能军 （２０００—）

张世泰 （２００２—）

工商联工作

【概况】　榆阳区工商联 （商会），有正副会长 ７
名。截至２００５年，共发展会员６００个，其中包括
企业会员、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原有老工商业

者。成立基层分会４个。机关编制人员５人。

【工商联基层分会】　镇川分会：１９８５年成立，会
长陈生有，会员１５０个。鱼河分会：２００３年成立，
会长鱼海波，会员６０个。金鸡滩分会：２００４年成
立，会长马东林，会员５０个。巴拉素分会：２００５
年成立，会长贺凤斌，会员５８个。

【工商联 （商会）代表人士担任人大、政协职务情

况】　人大：市级常委１人，代表２人；区级常委
１人，代表４人。政协：省级委员１人，市级常委

１人，委员３人。区级常委５人，委员１６人，调研
员１人。

【举办理论培训，提升非公人士素质】　２００１年，
邀请市党校教授李世义，结合案例分析讲授 《用法

律武器来维护个体、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请市

工商联会长李保才结合开展会务工作，辅导了 《中

华全国工商联章程》。２００４年，举办了企业管理知
识讲座，请乡企局师小琴讲了 《企业现代全面质量

管理》、会长张冰主讲 《新世纪的企业老板与员

工》、赵建伟讲了 《民企渊罪论》。２００５年，组织
会员参加 “合同仲裁”培训，为企业解决经济合同

纠纷提供服务。

【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服务】　２００３年 “非

典”后，形成了 《工商联对会员企业上半年经营情

况的调查报告》区委办以 “送阅件”转发了调研

报告。同年还对榆林古城解放前大街的商业 “老字

号”进行了调研。榆林日报全文发表调查报告，引

起了市建委的重视，特别是受到了原工商业者的称

赞。２００４年，对部分企业进行了 “搞好非公组织

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的

调研报告。为区委、区政府制定和决策非公有制经

济政策和规定，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投身光彩事业】　在教育动员广大会员 “致富思

源，富而思进”活动中，捐款捐物达八十多万元。

１光彩事业做出贡献的有首家农村教育经济
基金会龙盟集团红石桥乡教育奖励基金会。于２００３
年正式成立。每年捐资 ３万元，累计达 １０万元。
奖励优秀教师和特困优秀学生，以促进农村教学质

量的提高。

２扶薄支教、扶贫济困做出贡献的有：商会
为小纪汗乡昌汗界村小学捐款３０００元，捐赠办公
用品价值１５０００元。执委们为鱼河峁镇民间文化活
动，捐资２０００元，为谢家峁村捐款修建村部５０００
元，解决了该村２０年无村部的状况。非典时期会
员募捐资金１０７３０元，实物合计人币 ９０００元，向
灾区捐款捐物合计人币１００００元。

神华制衣公司为榆林中学捐资一万元；桃园大

酒店为家乡中学捐款；东洲集团为城区几名贫困大

学生帮扶献爱心；帅星公司资助教育和社会公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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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５００００元；史双鱼为沙
$

村捐食物等；红柳公司

为灾区和孤儿院捐衣物４０件价值２７００元。
３为社会公益做出贡献的有：２００２年，广济

大药房全体员工自动为城区 ５０户特困居民举行
“零利润、献爱心”帮贫济困售药活动，为我区光

彩事业增添了风采。

４安置下岗职工做出贡献的有：红柳制衣公
司、国好和电脑公司、天长地久影印公司、桃园大

酒店、塞上饭庄、红英制衣公司、东洲集团公司等

企业解决下岗再就业人数达９８０人。

【会员风采】　多年来，受到省、市、区表彰的有
张冰被省妇联评为 “陕西省第二届优秀创业女性称

号”、区优秀政协委员、市 “三、八红旗手”、市

“优秀企业家”；帅星公司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非

公有制成长型优秀企业”、非公经济先进党支部。

市委、市政府表彰奖励非公有制综合实力５０强有
东洲集团、龙盟集团、羊老大集团。陈生有会长评

为 “省百名农民杰出人才”等多项奖。

【开展形式多样的会员联谊活动】　 （１）举办了
１０期会员联谊会。组织会员到青山农场参观农业
综合开发和大棚菜的种植经营情况，参观了镇川盐

化厂、鱼河小城镇建设及移民一条街工程、芹河乡

开发小区、金鸡滩银河电厂、上河煤矿、牛家梁宝

林奶源基地、陕北文化村等重点企业和项目。（２）
２００４年，为纪念工商联恢复办公２０周年，举办了
“共话工商联过去、畅言工商联未来”联谊活动。

（３）２００４年，为牛培华女士以精湛的美容美发技
艺分别获得陕西和全国美容大赛的冠、亚军，召开

了座谈会表示祝贺。 （４）２００３年，扶贫济困工作
中，到鱼河峁镇沙

$

看望领导帮扶的 ４名贫困老
人，搞了 “榆阳城区一日游”活动。给每个老人洗

脸理发并发了衬衣、防寒衣，用榆林风味饭菜招待

了他们，把党的温暖送给了贫困户。（５）先后对靖
边、渭南白水县商会进行 “加强友好商会往来、促

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回访活动。并赴宁夏红寺堡经

济开发区，考察学习，寻找合作商机。（６）党政干
部联户扶持开发农业主导产业工作，多次到芹河

乡、鱼河峁镇帮助解决村上存在的问题。

【贯彻非公经济政策、努力为会员服务】　 （１）
作好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２００４
年，对作出显著成绩的优秀企业家和甘于奉献的优

秀青年员工，以及夫妻共同创业的贤内助进行了表

彰，“三八”妇女节表彰了１１位贤内助；“五四”
节表彰了１０位 “优秀青年经理”和１８位 “优秀青

年员工”。 （２）九九重阳节，组织１７家城区美容
美发及化妆品销售业人士１００多人，举办了 “九九

登高献爱心活动”。（３）对非公有制代表人士采取
一人一档管理，按季回访，跟踪调查。掌握他们的

经营、纳税和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捐资情况。

（４）筹集资金１万元，购置电脑设备，开设了榆林
商情网。（５）坚持编办 《榆阳商会》会刊，及时

宣传报道交流经验。（６）与区档案局对部分会员企
业上门指导文档管理工作，填补了企业文档管理工

作的一个空白。

【指导分会工作、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深入基
层指导镇川、鱼河、金鸡滩、巴拉素四个分会的工

作。为各个所在乡镇党委、政府管理市场、协调处

理纠纷、增加市场信贷规模、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作

出了有效的成绩，充分发挥了基层分会的作用。

（刘春娥　毕高伟）

工商联 （商会）第十届会员

会　长　张　冰 （女）

副会长　胡华滨　张凤兰 （女）　毕高伟
史万林　李　峰　史双鱼

执　委　郝炳宏　刘国平　赵建伟
陈生有　杨艳芳 （女）　刘青山
张耀林　王　晶　关二林
李增锋　牛培华　路建平
顾仲琦　高亚龙　高树天
杨　扬　史玉华　马继洲

十届期间新增执委　
　　　　鱼海波　戴广斌

贺聪明　刘树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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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检查·行政监察

【概况】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榆
林市榆阳区监察局合署办公，内设办公室、纪检监

察室、信访室 （监察举报中心）、案件审理室、监

督检查室、纠风办公室、党风廉政建设室、教育研

究室、监察综合室等９个室，农口、财贸、文卫、
工交、行政系统等５个纪检监察组。辖２４个乡镇、
７个街道办事处纪委和区检察院纪检组、区法院纪
检组。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区纪检监察工作认真贯彻落
实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 《实施纲要》），坚持标

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积极进行 “思想防范、行业自律、惩处警示、制度

约束、权力监督、廉政责任”六项机制建设，全面

开展警示训诫防线建设宣传教育，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　２００２年
４月２７日榆阳区召开了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会议。常思义在会上作了题为 《明确任务，坚

定信心，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夺取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果》的讲话。

【区纪委第二次全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８
日，区纪委二次全会第一次会议并入区委工作会议

举行。会上，常思义作了题为 《突出重点，狠抓落

实，努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的工作报告。

【区纪委第三次全会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会议】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召开了中共榆阳区纪
委第三次全会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议。常思义作了 《着力构建惩腐保廉体制，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报告。

【区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中
共榆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

上常思义作了 《坚持惩防并举，推进机制建设，努

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的工作

报告。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一是制定实施了 《关于对

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行为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

严禁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酗酒的规定》、《乡镇招待

费限额管理暂行规定》、《关于重申国家工作人员出

国 （境）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等一系列廉洁自

律制度。二是集中进行了专项清理。严格执行 《外

出学习考察申报登记制度》，严把了外出考察学习

申报登记关，８０％的干部外出考察前到区纪委进行
申报，制止无实质内容的外出考察学习组团３个，
涉及２１人。《关于取消村组招待费的规定》，除少
数村因工程项目有招待费用外，全区８０％的村组招
待费实现了零招待。区财政局、监察局制定了 《榆

阳区党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规范了公

务用车管理，制定实施了节假日公车封存制度。各

单位进一步加强了车辆使用的管理，严把加油、维

修等各个环节，严格限制公车私用。区委制定出台

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干部管理工作的若干规

定》实施后，各乡镇都能够采取一些切实可行措

施，较好地解决了乡镇干部 “走读”问题。四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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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召开了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全区副科以上领导

干部认真进行了对照检查，并将自查自纠的内容全

部进行了公示，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五是继续实行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公开承诺和任前廉政谈话制度。

【案件查办】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
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３９１件 （次），初核 ４３４件，
立案３２３件 （其中区本级 １３１件、乡镇、办事处
１９２件）。结案３１０件 （其中区本级１２７件，乡镇、
办事处１８３件），查结大要案７５件，移送司法机关
１１件，受党政纪处分 ２６９人， （其中受党纪处分

２１７人，政纪处分５７人），涉及科级干部３８人，免
予纪律处分４１人，涉及科级干部１８人。年案件审
理率达１００％，办案追缴违纪资金８３７８万元。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一是深入推进了
“行政审批、财政监管、干部制度”三项改革。在

行政审批方面，第二、三轮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

全面完成，对区计划办等２９个部门上报的１７９项
审批事项进行了认真清理，共精减５４项 （其中直

接取消４５项、改变管理方式４项、降级５项），保
留１３０项，（其中审批４８项、核准２４项、审核４９
项，备案 ９项），精减率为 ３０１７％。认真执行
《关于对行政审批中违纪行为处分的暂行规定》，加

强了对取消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政务大厅的职能

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中２００５年累计办理业务
２５７７件，咨询１８６人 （次）。审批生产性项目和非

生产性项目５２件，办理结婚登记２１００对，协议离
婚１７１对，补办结婚证５６对。“投资环境１１０办公
室”共受理各类举报投诉案件１２件，全部得到妥
善解决。在财政监管方面，继续深化 “收支两条

线”管理，对区法院等乡镇落实 “收支两条线”

管理情况进行了重点抽查，对存在问题作了纠正。

对各单位银行帐户进行了年检，撤销不符合规定的

帐户。对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使用过的各类票据进行
了清理，对违规使用票据和不妥善保管票据存根的

多家单位进行了处理。规范和完善了会计集中核

算，扩大了核算范围，已纳入核算单位１６８个，设
立了专项资金核算专柜，已将国债、人畜饮水等专

项资金纳入了核算中心管理。５年核算资金总量达
２５０３亿元，拒付不合理开支７３０７万元。制定实
施了财务支出 “双审联签”制度，规范了财务管

理。严格执行 《榆阳区乡镇负债管理办法》，化解

了不良债务。“村财乡管”工作进一步规范，全区

４８６个村全部实行了 “村财乡管”。二是严格执行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

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全面推行建设工程监理

招标制，积极试行建设工程设计招标投标。５年有
１０６个重点工程项目向区监察局备案，并签订了
《建设项目廉洁承诺书》。对市一中分校图书楼等

２５个建设工程进行了工程监理招投标。５年进行经
营性土地使用权拍卖１７次，出让３次。政府集中
采购基本实现了 “阳光操作”，５年采购资金
１２５９９４８万元，节资 １８９４０２万元，节资率达
１３０７％。三是进一步规范了政务、村务、厂务、
校务和医院务五公开工作。区政府制定实施了

《区、乡两级政务、村务公开考核办法》，先后三次

安排政府办、民政局进行了专项检查，及时解决存

在问题。区总工会制定实施了 《榆阳区厂务公开实

施意见》，两次对全区厂务公开工作进行督促、检

查，收效明显。每年６、７月份，区监察局对高考
和中考进行了全程监督，确保考试工作的公平、公

正。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根据乡镇、部门和
行业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下达 《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责任书》。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按

照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 《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目标任务和责任分工表》，将全

年反腐倡廉工作分解落实到区级领导、牵头单位和

区纪委、监察局督办室组。对工作不力、管理不善

的及时进行责任追究，现已实施责任追究 ５０人，
对上年度党风廉政建设成绩突出，经考核评选为优

秀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表彰奖励。

（朱虹洁　崔鹏飞）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常思义
副书记　魏　琳 （女）

刘惠建 （２００２１０离任）
陈　凤 （女）

高庆贵 （２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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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榆阳区监察局

局　长　魏　琳 （女）

副局长　高庆贵 （２００３１离任）
郭　峰 （２００３１—）
付永峰 （２００３１—）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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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协

人民代表大会

【概况】　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２０００年７月榆林地区撤地设市后，改为榆林市榆
阳区人大常委会。设“一室三工委”四个工作机构，

即办公室、财经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教科

文卫工作委员会。机关干部职工３３人，其中，正县
级领导１人，副县级领导４人，正副科级领导１１人，
工作人员１７人；党员２５人，妇女５人。区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２１人，其中驻会委员１３人（其中
主任１人，副主任４人），兼职委员８人；其中党员２０
人，非党１人，妇女６人。区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共
有代表１９９人，其中妇女３６人，占代表总数的１９％；
非党人士５４人，占代表总数的２７％；干部１００人，占
代表总数的５０％；农民６１人，占代表总数的３０％；
工人９人，占代表总数的４５％；知识分子４人，占代
表总数的２％；军人１人，占代表总数的０５％；其他
２４人，占代表总数的１２５％。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榆阳区人大常委会确定了
“围绕发展抓监督，抓好监督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坚

持把党委的工作重点、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人

大工作的重要切入点，不断加大监督力度，开创了人

大工作新局面。五年共组织召开人大常委会３３次，
其中十四届人大常委会１５次，十五届人大常委会１８
次，先后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７１项，作
出决定、决议３０项，审议意见２６项。常委会先后组
织委员、代表视察２５次，执法检查２３次。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五年来，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计划、财政预算安排及调整、重点项目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国企改革、教育、科技、卫生等工

作做出决定、决议３０个。对一些事关全局的重要
事项，常委会作出决定、决议后，还多次听取政府

相关工作报告，进行跟踪监督，督促解决了一些重

点、难点问题。

【执法检查】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区人大常委会
先后组织组成人员、市、区人大代表就 《体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等２０多
部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对检

查中发现的部分执法机关在贯彻法律法规过程中存

在的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得力、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有力地推动了依

法治区的纵深发展。

【人事任免监督】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依法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１６４名，其中任职１３２人，免职
３２人。

【代表工作】　一是狠抓制度落实，密切与代表的联
系。二是加强代表培训工作，提高代表素质。区人

大常委会除在人代会期间对代表进行集中培训外，

还以代表小组为单位，对区人大代表进行定期培训。

三是优化服务，为代表闭会期间活动提供保障。

２００５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区人大代表活动
的意见》，为代表闭会期间依法履行职务提供了制度

保证。四是推行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代表作用得

到较好发挥。从２００３年起，常委会每年都组织区人
大代表向原选区选民述职，接受选民评议和监督。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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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榆阳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在区政府礼堂召
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计划、财政报告、

“十五”规划纲要、人大、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相关决议，确定了榆阳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会议还作出了 《关于封山

（沙）绿化推行舍饲养畜的决议》。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２日在区政府礼堂召开，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２００１年前三季度工作报告；
选举李华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明为区人民政

府区长，张满洋、郝宪利、刘亚忠、尤新年四人为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姬世洲为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在区政府礼堂召开，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计划、财政、人大、法

院、检察院六个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至２５日在区政府礼堂召开，会
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计划、财政、人大、

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关决议；会议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区政府

区长、副区长，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会

议期间共收到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４７件，
其中 《关于切实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议案》作为议案

处理，其余 ４６件均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会后交由 “一府两院”办理。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在区政府礼堂召开，会
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计划、财政、人大、

法院、检察院六个工作报告，并作出了相关决议，

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议案４１件，建议、批评和意
见３１件，均作为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会后交
由 “一府两院”办理。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至９日在区政府礼堂召开，会议
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计划、财政、人大、法

院、检察院六个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审议

通过了 《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选举产

生了４１名出席榆林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补选了两名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１９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６日在区人大机关三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榆阳

区实行封山 （沙）绿化推行舍饲养畜的决定的议

案；讨论通过了二○○一年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要
点；补选苏三庆同志为市一届人大代表。

第２０次会议于４月１０日在区人大机关三楼会
议室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２００１年
财政预算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区十四届人大五

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并对 “一府两院”有关工作报告进行了初审。

２１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７日在区人大机关三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企业改制后运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 《体育法》贯彻

执行情况汇报，区检察院关于批捕工作情况汇报；

听取了区法院刑庭庭长黄治国、检察院审查起诉科

科长任鹏二人的述职报告。

２２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９日至１０日在区人大
机关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

府关于医改工作情况汇报，关于住房公积金实施情

况汇报和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情况汇报；会议还进行

了有关人事任免。

２３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６日至７日在区人大
机关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

府关于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汇报、干部责任审计制度

落实情况汇报、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汇

报；审议通过了区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有关事项，

最后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２４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区人
大机关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了部分乡镇

卫生院医疗秩序治理整顿情况及公路建设情况；分

别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医疗秩序治理整顿

工作情况汇报、交通工作情况汇报、榆阳区 ２００１
年财政预算调整安排意见草案的报告及关于实行住

房公积金制度工作运作情况的报告；会议作出了

《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１年财政预算调整安排意见的
决议》，会议还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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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７日在榆溪大酒店七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专题审议了区法院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任命了２０名法官。
２６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６日在广济大厦七楼

会议室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

二○○二年工作要点》和 《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常委

会选举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检察院工作人

员述职办法》，最后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２７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在区人
大机关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了李家梁水

库建设情况；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２００２年
财政预算安排意见（草案），李家梁水库建设进展情

况的汇报，“三五”普法工作情况及“四五”普法规划

的汇报；作出了《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开展第

四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和《榆阳区人大常委

会关于２００２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的决议》；会议还
审议通过了区十四届人大七次会议议程、主席团、秘

书长名单等有关事项和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２８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在榆溪
大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了部分乡镇

文化工作情况和派出所队伍建设情况。分别听取和

审议了区政府关于乡镇文化工作情况汇报，榆阳公

安分局关于基层派出所队伍建设情况汇报；听取了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

意见交办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 《榆阳区人大常

委会关于办理 〈加强城市社区规划管理建设议案〉

的决定》；审议通过了榆阳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终止刘伟代表资格的审查

报告；８名政府组成人员进行了述职。
２９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榆溪

大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了部分乡镇

封山 （沙）绿化、推行舍饲养畜情况和部分街道办

事处社区建设情况及流动人员计生工作管理情况；

结合视察情况，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情况汇报，贯彻落实封

山 （沙）绿化、推行舍饲养畜决议情况汇报，听取

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１号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会
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３０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８日至９日在榆溪大
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了鱼河法庭、

郭家伙场法庭建设情况，并听取和审议了区法院关

于基层法庭队伍建设情况的汇报；会议还听取和审

议了关于榆阳区人大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的汇报和关

于榆阳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汇报，并作出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人大机关机构改革

方案〉的决议》和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榆阳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决议》；会议

还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３１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４日在榆溪
大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在安排视察部分乡镇

卫生院建设管理情况和城区部分社区居委会建设情

况及李家梁水库移民工程建设情况，分别听取和审

议了区政府关于乡镇卫生院建设管理情况报告，关

于 《加强城市社区规划管理建设议案》办理情况工

作报告，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

告，关于李家梁水库工程进展情况汇报；会议作出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划拔城市社区居委会启动

资金的决议》；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３２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区人大机关
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２００２年财政预算调整意见的报告，并作出 《关于

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２年区级财政预算调整的决议》；讨
论决定了换届选举有关事项；会议还进行了有关人

事任免。

３３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在区人大机关三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通报了２００２年乡镇人大工作
检查情况，审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及区

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

【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１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在榆溪大酒店七楼
会议室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２００３
年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 （草案）的报告；并作出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３年区本级
财政预算的决议》；审议通过了榆阳区人大常委会

２００３年工作要点和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

还作出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办理 〈切实加强

小城镇建设的议案〉的决定》。

２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在榆溪大
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

府关于 “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情况报告和关于农

村畜牧兽医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还进行了有关人事

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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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８日在榆溪大酒店七楼
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２００３年１—６月份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工作

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４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５日在榆溪大酒店七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小城镇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教育 “四制”改革进

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法院执行工作情况

报告；会议作出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原

〈榆林市农村集体五荒资源开发管理办法〉的决

定》；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５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在榆溪
大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

政府关于交通道路建设和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

２００２年度同级财政审计工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关于听取和审议区人

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专题工作报告

的暂行办法》；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６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至２４日在广济
大厦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区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号议案办理情况的报
告，关于地方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并投票表决

了这两个报告；审查批准了区政府２００３年度财政
预算调整意见报告；三名市人大代表和三名检察官

在会上进行了述职。

７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在广济大厦七楼会
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了区体育工作情况后，听

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全区体育工作情况的报告，

并作出了《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当前体育工作几

个问题的决议》；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区十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等事项及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４年工作要点。
８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７日在榆溪大酒店七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安排视察本区民办教育工作情

况后，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２００４年区本
级财政收支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工作情况的报

告，榆阳公安分局关于刑事侦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作出了 《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４年区本级财政

收支预算安排的决议》。

９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８日至２９日在榆溪大
酒店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

府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实施前的准

备工作情况报告，关于区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１号
议案办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切实加强小城

镇建设议案办理结果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五

位政府组成人员的述职报告，并进行了民主测评。

１０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３日至１４日在榆溪
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

关于１—７月份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情况的报告，１—
７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关于榆阳区２００３年
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

告，关于煤炭工作情况的报告；作出了 《榆阳区人

大常委会关于对榆阳区２００３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的审议意见》；

审议通过了《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区级财政

预算审查和监督工作的暂行办法》；两名市一届人大

代表在会上进行了述职；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１１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在明德
楼宾馆六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

政府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食品卫生和职业卫生执法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区法院关

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区检察

院关于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榆

林市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的暂行办法》；区法院五名法官在会上进

行了述职。

１２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在区人大机关
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审查批准了区政府关于榆阳

区２００３年财政决算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２００４年财政预算调整的报告，讨论了 《榆阳区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草案）》，会议进行了有

关人事任免。

１３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在榆溪大酒店七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区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

作情况的报告，并分别作出了 《关于榆阳区安全生

产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 《关于榆阳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审议意见》；会议还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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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５年工作要点；会议进行了有
关人事任免。

１４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２日在区人大机关三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全区

“四五”普法及依法治区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

过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人民陪审员任免监督

工作的暂行规定》；讨论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区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日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

单等事项。

１５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下午在榆溪大酒
店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２００５年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安排情况的报告，并
作出了 《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５年区本级财政预算
安排的决议》；会议向区政府交办了 《切实加快体

育场馆建设的议案》和 《榆林四中迁址议案》；审

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评议区公安、教育、水利部

门的工作方案；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１６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在榆溪大酒店七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全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０４年
度榆阳区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

工作报告；审议并批准了区政府 《关于榆阳区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资产处置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榆

阳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榆阳区公民旁听人大

常委会会议试行办法》、《榆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和 《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向选民述职试行办法》四项制度，并作出了 《榆

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订各项制度实施意见的决

议》；会议听取了区检察院三名检察官的述职报告；

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１７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在广济大厦七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区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

区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

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人大代表活动的意见》和 《榆

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司法监督的规定》；会议

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１８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在榆溪大酒店
七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审查批准了榆阳区２００４年
财政决算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２００５年财
政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区人大常委会

对区公安、水利、教育三部门工作的评议意见及《榆

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人民代表大会

选出的市人大代表述职暂行办法》；三名政府组成人

员在会上进行了述职；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被市人大常委会授予 “人

大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钟　飞）

榆林市榆阳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　任　李　华
副主任　郝子华　赵子华

陈晓玲 （女）

贺德飞 （２００３１任）

工作部门、专门委员会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李永革
副主任　张志堂　曹怀清 （２００３１任）
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胡建强 （２００２２离任）
副主任　张　琼 （女）

财经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郭怀军 （２００１８离任）
朱聿政 （２００２８任）

副主任　郝俊杰 （２００２８任）
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绥云 （女）

副主任　吕　卓

人民政协

【概况】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历
经第十一、十二两届委员会。十一届委员会设主席

１名，副主席４名，助理调研员１名，常委２４名，
委员１５０名，代表２２个界别，设学习委员会、提
案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法制委员会、经济科

技委员会、祖国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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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宗教委员会８个专门委员会，内设办公室、经济
科技科、文教卫体科３个办事机构，机关在职干部
１８人。２００３年换届后，区政协十二届委员会设主
席１名，副主席３名，正县级咨询员１名，副县级咨
询员２名，常委２２名，委员１７１名，代表１９个界别，
设办公室、社会法制委员会、学习提案委员会、经济

科技委员会４个办事机构，机关在职干部２２人。
政协榆阳区第十一届委员会有委员１５０名。按

党派及无党人士分，有中共党员６３人，占委员总
数４２％；非中共党员８７人，占５８％，其中民主党
派成员 ２３人，占 １５３％，无党派人士 ６４人，占
４２７％。分布于２２个界别，其中中共１７人，民盟
２人，民进７人，农工１０人，民建２人，无党派２
人，共青团２人，总工会４人，妇联７人，工商业界
１３人，个协５人，科技协会７人，工商联８人，农林水
牧界２０人，文体艺术界６人，教育界６人，新闻界３
人，医药卫生界５人，公检法司８人，民族宗教界４
人，“三胞亲属”界７人，特别邀请人士５人。

政协榆阳区十二届委员会有委员１７１名。按党
派及无党人士分，有中共党员６６人，占委员总数
的３８６％；非中共党员１０５人，占６１４％，其中民
主党派成员２３人，占１３５％，无党派人士８２人，占
４７９％。分布于１９个界别，其中中共２４人，民盟３
人，民进４人，民建３人，农工５人，无党派６人，总
工会２人，共青团２人，妇联６人，工商联９人，科技
协会５人，农林水牧界２５人，文体艺术界５人，教育
界６人，新闻界２人，医药卫生界６人，民族宗教界６
人，经济界３１人，特别邀请人士２１人。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区政协在区委的领导下，

带领广大政协委员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组织委员认真开展调研视察活动，先后

就本区退耕还林 （草）、蔬菜大棚、水利与农田基

本建设、计划生育综合服务、个体民营企业发展情

况、安全生产、职业教育、社区工作、旅游文化资

源开发、重点项目建设、生态建设、流动人口计生管

理、扶贫及农业综合开发、舍饲养羊、农村卫生、民办

教育等工作进行了调研视察，形成专题调研报告１８
份，为全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

政协榆阳区十一届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
日至１８日举行；政协榆阳区十二届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３
年１月２１日至２４日举行；政协榆阳区十二届二次
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举行；政协榆阳区

十二届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６日至７日举行。

【政治协商】　基本形成了区委、区政府领导定期
向区政协委员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党风廉

政建设等重点工作并听取委员建议和意见制度，区

政协主席列席区委和区人大常委会议、副主席列席

区政府常务会议、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列席区属有

关部门工作会议制度。五年来，先后召开全委会议

５次、常委会议２０次、主席办公会议５３次、专题
协商会议７次，着重就制定 “十五”计划和 “十

一五”规划、解决 “三农”问题、推进国企改革、

加强基础教育、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就业和再就业

以及退耕还林 （草）和重要人事安排等方面建言献

策，累计提出意见和建议７５８条，促进了全区民主
政治建设，提高了区委、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

学化水平。

【民主监督】　坚持寓民主监督于调研、视察、提
案和反映社情民意等政协常规工作之中，基本实现

了民主监督的经常化，扩大了民主监督的覆盖面。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员的作用，先后向教育、法院、

检察、城建、矿管、税务等窗口单位和职能部门委

派了１５６名民主监督员，通过参加受聘部门的重要
会议、查看工作部署、了解干部职工的情绪和社会

各界的意见，实施广泛监督。

【调研视察】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先后围绕退耕还林
（草）、大棚菜基地建设、秋冬农田基本建设、计划

生育、文物保护、社区建设、安全生产、文化旅游

资源开发、矿产资源管理、重点项目建设、扶贫与

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卫生工作和解决 “三农”问题

等课题开展调研视察活动１５次，每次都形成调研
报告，累计提出建议和意见７８条，促进了经济社
会的健康发展。

【提案和信息工作】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共收到政
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提案５１９件，比过去五年增长
了３２％。提案质量不断提高，提案的立案率逐年提
高，办复率近三年来均为１００％。信息工作进一步规
范化，五年先后向区委、区政府报送各类信息 ３２５
条，使一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解决。

—７０１—

人大·政协



【委员队伍建设】　严把委员换届筛选关，根据工
作需要和社会发展情况及时纳新２０名委员，使委
员队伍始终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最大的包容性。

切实加强委员学习，先后召开委员理论培训会议３
次，发放各种学习资料１２００多份，重点加强对新
修订的 《宪法》和 《政协章程》、 《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省市政协工作

会议精神、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政协的重要论述和指

示精神等相关理论的学习。

【机关建设】　扎实开展机关作风集中整顿、 “五
型机关”创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主题教

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在区委、区

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改善机关办公条件和办公环

境，增添了办公自动化设备，开办了职工食堂，更换

并新添了工作用车，实现了机关办公场所临时搬迁，

初步完成了新建办公楼的土地审批手续。

【对外联谊】　先后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协考察
团３６批４００多人 （次），组织区政协委员和党政有

关部门负责人出外考察学习 ６次 １２０多人 （次）。

每年坚持参加两次陕晋蒙毗邻县 （旗、区）政协横

向联系会，积极为企业牵线搭桥，为招商引资尽智

出力。成功举办了第十七次陕晋蒙毗邻县 （旗、

区）政协横向联系会。每年定期召开 “三胞”亲

属联谊会，并通过他们鼓励 “三胞”回乡兴业，为

家乡的建设做贡献。

【文史和宣传工作】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组织文史
委员抢救、挖掘建国后文史资料６０余万字，先后
出版 《榆阳文史》５辑，坚持每月编印一期 《榆阳

政协》，较好地发挥了补史之缺、修史之误、详史

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２００５年７月，召开庆祝榆
阳区政协成立５０周年大会。

【参与经济建设】　五年来，共为包抓的乡镇和项
目协调解决各种纠纷２０余起，争取到位资金１２万
元。政协机关干部连续三年为农户担保贷款２４万
元，用于发展农业主导产业。

【参与社会事业】　陆万森基金会和长城学会是挂

靠政协的两个社会组织。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陆万森基
金会先后召开了第七、八两届颁奖大会，共发放奖

学金３１０００元，资助贫寒优秀学生７２人。长城学
会动员社会知名人士捐资修复镇北台西２号墩台和
东１号墩台，并出版 《榆林长城研究》４期、 《榆
林长城研究》专著１本，为榆阳长城旅游资源的保
护、开发和利用作出了积极贡献。政协机关干部积

极为灾区群众、弱势群体和包扶贫困户捐资捐物折

合人民币３万余元。
（黄永莉）

政协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主　席　薛士刚
副主席　段云飞　刘启文

宋虎林　李　瑞
办公室

主　任　寇文茂 （２００２２调离）
李瑜忠 （２００２２任）

副主任　高建宁 （２００２７调离）
黄永莉 （女）（２００２１２任）

文教卫体科 （２００２１２撤销）
科　长　韦明珠 （女）

经济科技科 （２００２１２撤销）
科　长　李瑜忠 （２００２２调离）

高建宁 （２００２７任）

政协榆林市榆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主　席　张满洋
副主席　段云飞　韦明珠 （女）

张崇厚

办公室

主　任　李瑜忠
副主任　黄永莉 （女）

社会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席永升
学习提案委员会

主　任　马双成
经济科技委员会

主　任　高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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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概　　述

　　 “十五”时期，全区人民在区委的正确领导

下，团结奋斗，开拓创新，圆满完成了 “十五”计

划的预期目标，为 “十一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榆阳区在全市１２个县
区的位次前移了两位。２００５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５２２亿元，其中区属生产总值达到２２２亿元，年
均分别增长 ２８２％和 ２４％，高出全市平均增速
１３１和８９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在全市１２个县区
中由第五位前移到了第三位。

农村经济迈出新步伐，全市农业大区的地位得

到进一步巩固提高。２００５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
８３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３８亿斤，分别约占全
市１２个县区总量的五分之一，较 “九五”末分别

增长１７４％和２６７％。舍饲养羊、温棚养猪、奶站
养牛和笼养鸡大步推开，羊子、生猪饲养规模分别

达到１５４万只、８０万头，分别较 “九五”末增长

８６％和８７８％，其中羊子饲养量占到全市的四分之
一，建成全省畜牧业基地和设施养羊示范县区。大

扁杏、大棚菜、大辣子和小杂粮产业，在宝丰华

丰、大地等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走向市场，效益可

观。以玉米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始终稳定在８０
万亩左右，建成全国杂交玉米制种基地。以小城镇

和工矿区为依托的第三产业发展较快，成为农民增

收的新亮点。

城市经济取得新成就，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的重

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逐步形成。五年来引进资金２５

亿多元。新上了８００万吨榆树湾煤矿、１２０万吨中
能煤矿和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改造了人民、东风、
金牛等１０多处煤矿，原煤产量达到５６０万吨，较
“九五”末增长９倍；新上了银河电厂和基泰阳光
电厂，年发电量达到１６亿度；新上了１５万吨镇川
真空制盐厂，填补了精制盐的空白。与此同时，５０
万吨电解铝、６０万吨甲醇、１００万吨煤液化、长北
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相继启动建设。在重点项目的

拉动下，工业经济以１８２％的速度逐年递增，总产
值达到１５亿元，是 “九五”末的２３倍。以城区
为中心的餐饮、商住、金融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服

务业增加值占到生产总值的２８６％，全市服务中心
位置初步形成。

基础建设实现新突破，生态植被恢复到了建国

以来最好水平。五年来新建了李家梁水库，完成了

红石峡和尤家峁水库除险加固，启动了河口、石

峁、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以及香水、扎林川、红石

峡二期供水水源工程。获得全国 “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规范化先进单位”称号，连续１７次夺得全省水
利 “振兴杯”。过境的神延铁路、榆靖高速、陕蒙

半幅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建成榆乌、榆补、榆佳３
条三级县际油路，乡镇通油路率提高到８３％。建成
３３０千伏延榆输变电工程，完成了一、二期农网改
造，有８５％的村实现与城市同网同价。五年造林
５２万亩，种草 ６５万亩，累计保存面积分别达到
４５０万亩和 １２５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 ４２％，较
“九五”末提高了 ５个百分点，先后被评为全国
“造林绿化先进县 （区）”、全国 “生态林业建设先

进县 （区）”和全国 “防沙治沙先进县 （区）”。

财政收入再创新纪录，城乡居民收入高于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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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２００５年财政总收入达到４１亿元，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２３亿元，分别是 “九五”末的

４６和２９倍，年均增长３５８％和２８８％。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６５２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到２３８０元，分别高出全市平均水平４２０元和５７７
元，年均分别增长１０％和８３％。“两个确保”和
“两个保证”落到了实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成效显著，有３０个
偏僻落后村实现整体脱贫，２１万贫困弱势人群得
到有效救助，被评为全省 “扶贫开发工作先进县

（区）”。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各项社

会事业全面进步。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社区、文明

村镇、“五型”机关和效能机关活动，全面推行了

政务、厂务、校务和村务公开，深入推进了 “四

五”普法教育。累计办理人民代表建议、批评、意

见２８４件，政协委员提案３６１件，受理群众来信来
访１７３３５件次，办结信访案件２２９件。切实加强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

单位存在的一些 “不作为、乱作为”风气得到有效

遏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工作，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排查和整改安全隐

患，稳妥处置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科技信息工作

成效显著，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５项，市级科
技进步奖 １９项，被评为全省 “科技成果先进县

（区）”。统计工作取得新成绩，先后获得全国 “人

口普查工作先进县 （区）”、“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

普查先进集体”、“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学校基础设施继续改善，民办教育在缓

解城区上学压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评为全省

“中小学布点调整先进县 （区）”。医疗医药购销体

制改革步伐加快，三级卫生保健网络进一步完善，

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有效防治，被评为全省 “计划

免疫先进县 （区）”。社区广场文化日益繁荣，群

众性的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各街道社区普遍建成省

级以上先进体育社区，被评为全省 “文化工作先进

县 （区）”。计划生育率稳定在９８％以上，人口自
然增长率控制在４５‰以内，获得全国 “计划生育

工作先进县 （区）”、全国 “计划生育系统先进集

体”和全省 “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级县 （区）”称

号。完成了资源总体利用规划和地质灾害规划编制

工作，加大了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治理力

度，撤并了两个乡镇，增设了３个街道办事处，整
合了社区居委会，改革了城区出殡陋习，被评为全

国 “民政工作先进县 （区）”和全省 “老龄工作先

进区”，并连续四次获得全省 “双拥模范城”称

号。

（郭建祥　卢永丞）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区　长　贾亮晓 （２００１７调离）
刘俊明 （２００１７任）

副区长　张满洋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１２）
赵　勇 （２００３５—２００５８）
王成继 （２００５１２任）
叶兴山 （２００１１０调离）
王丽华 （２００２９调离）
万玉林 （２００１７任）
郝宪利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５）
刘亚忠 （２００１１１任）
尤新年 （２００１１２任）
孙武斌

李爱珍 （２００２１２任）
薛建文 （２００４３任）

区政府办公室工作

【概况】　办公室是区政府的综合办事机构，内设
督查办公室、法制办公室和机关事务科、考评办公

室，下设事业单位有地志办和体改办，代管机构有

关工办。现有在职人员６８人，其中正科９人，副
科６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办公室紧紧围绕区委、区
政府的中心工作，按照 “强化五项措施，达到六个

提高，实现一个目标”的整体工作思路，较好履行

了办公室参与政务、管理事务、综合服务三大职

能，充分发挥了承上启下搞服务，沟通内外抓协

调，联系八方促工作的作用，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

成效。

【政务工作】　一是在办文方面，按照精简、高效、
规范的要求，先后对公文办理中的越级行文、多头

报文、横传直送、乱抄滥送以及办理速度缓慢、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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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规范等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基本做到

“三个熟知、四个会、二贴近”，即熟知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熟知政府各个阶段的中心工作和重要

工作部署，熟知法律法规；会公文写作、有较强的

文字表达能力，会调查研究、有较强的概括分析能

力，会工作协调、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会电脑操

作、有应用现代化工具的能力；力求贴近领导思

路，贴近经济工作。不断强化精品意识，使文件质

量明显提高，几年来，共起草政府各类会议材料、

汇报材料和领导讲话４００余篇、３００余万字，印发
整理区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纪要等各种会

议纪要４００多件，审核把关文件９００多件，办理政
府常务会议提案６００多件，收转中、省、市各类文
件４０００多件，收发传真 ６０００多件。二是办会方
面。本着既提高工作效率，又节约开支的原则，严

格按照两办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会务管理的通

知》要求，从会议的安排和文件、讲话材料的起

草、打印、发放、会场布置等各环节，基本都做到

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没有大的疏漏，办文、办会

质量和成效得到大家一致认同。

【法制工作】　多方位进行依法行政和法制教育宣
传，对政府决策提供法律咨询，开展行政复议，制

定法律培训计划，代表政府参与应诉，处理法律事

务工作。同时，对乡镇及政府各工作部门的法制工

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制订印发了 《榆阳区推行

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方案》，从指导思想、推行范

围、方法步骤和保障措施四个方面明确了目标任务

和具体措施，开展 《实施纲要》培训工作。累计培

训执法人员４０００多人 （次），规范性文件备案文件

审查２００多件，受理行政复议案件２０多件，并全
部办结，参与行政诉讼１８件，依法维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督查工作】　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及时对２４个乡镇、７个办事处、４５个政府工作部
门、直属机构目标任务书和考核办法进行进一步修

订完善，并对政府常务会、区属重大工作安排、领

导重要批示，采取专项督查、联合督查等方法，进

一步拓宽督查渠道和范围，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落实。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

批评和议案，高度重视，主动牵头负责，认真分类

整理，及时召开交办会，分解落实到各职能部门，

并限期办理。对拖而不办、久办不结、敷衍应付的

单位跟踪督查。几年来共承办市区两级 “两会”意

见和建议５００多件。

【地方志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 《地方志工作条

例》，积极组织开展了各项地方志工作，借鉴兄弟

省、市先进经验，及时进行总结，重新调整了榆阳

区地方志编纂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了工作重点，

落实了工作任务。几年来，为 《陕西年鉴》、 《陕

西经济年鉴》、 《陕西图鉴》、 《榆阳区军事志》、

《榆阳区党委工作纪事》、《榆阳文史》等重大文献

撰写提供了８０余万字资料，提供了１０多篇优秀稿
件，为全市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关工工作】　积极响应省、市关工委的号召，在
全区关工系统内广泛开展了争做 “双百”带头人活

动，在各中小学校深入开展了 “七个热爱”法制教

育活动，就各基层关工工作中存在的制度不全、职

责不明、宣传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及时组织相关

部门进行督查。积极开展了争做 “双合格”家长活

动，累计培训家长１０００余人；会同文化、工商等
部门，对全区文化市场进行了大清查，共销毁盗版

淫秽光盘５０００余张，没收盗版书刊１０００多册，协
调公安等部门对区看守所进行调查，初步摸清了全

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组织实施了有效

的帮教工作。

（郭建祥　卢永丞）

主　任　王　华 （２００１１０调离）
赵志平 （２００１１２任）

副主任　高万祥
李安雄 （２００１８调离）
刘铁牛 （２００２５任）
雷　刚
付　振 （２００３—）

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概况】　榆阳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于２００３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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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８日成立，为区政府办公室下设科级事业单位。
“十五”期间，榆阳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

展，社会各项配套改革不断完善和深化，２００２年，
镇川镇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被批准为国家级小城镇

综合改革试点，为全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

展区域经济，奠定了基础。同时，体改办积极发挥

参谋助手作用，２００４年向区政府递交 《关于进一

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性、指导

性文件，为全区企业改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具体操

作办法。连续二年被榆林市体改委和区政府评为先

进集体。

【全区体改工作会议】　２００１年３月６日，召开全
区企业改制会议，区级领导、企业主管部门、重点

改制企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市体改办

领导亲临指导了会议。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召开全
区体改工作会议，各企业主管部门和有关工作部门

负责人、各重点企业和改制企业的厂长 （经理）参

加，张满洋副区长主持会议。２００４年 ３月 １９日，
召开榆阳区国有 （集体）企业改革工作动员暨培训

会议，区级各套班子领导、企业主管部门、改制企

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刘亚忠副区

长作动员报告，贺永钧副书记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全

区国有 （集体）企业改革作了专题讲话。会上出台

了 《中共榆阳区委、榆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邀请市物资局

副局长田博同志介绍改革经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体改办主任靳再良介绍鄂尔多斯市企业改革经验。

【企业改革工作】　２００４年２月，区委、区政府成
立 “榆林市榆阳区企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刘

俊明区长任组长，区委副书记高德树，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薛雄堂，副区长赵勇、郝宪利、刘亚忠，

区长助理田启庄、乔世宏，区法院院长郑汉君，政

府办主任赵志平任副组长，相关综合部门、企业主

管部门和银行的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全面负责国

企改革的统筹安排，指挥协调工作。领导小组下设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体改办，负责区国企改革的

具体日常工作。

【企业改革调度会议】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区政
府定期每３个月召开一次全区企业改革调度工作

会。２００３年以后不定期召开全区企改调度工作会，
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企业改革工作中

的有关问题，推进企业改制工作顺利进行。

【企业拍卖或整体出售】　区属国有企业都属小型
竞争性企业，按照省、市要求，原则上国有资产全

部退出。根据企业情况，可按全市上年度职工平均

工资的３—５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同时改制企
业与职工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关系。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有商业储运公司，镇川批发站、镇川面粉
厂、农垦大楼、畜产公司、生产资料公司、供销大

楼、长城地毯厂、金星地毯厂、瓷板厂、耐火材料

厂等企业通过整体出售 （拍卖），妥善安置职工

１１００余人，盘活资金６０００万元。

【企业兼并】　充分利用优惠政策，按照 《榆林市

企业兼并管理试行办法》，加大企业兼并工作力度，

推动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成功
实施了榆林银桥商贸有限公司兼并区油脂饲料公

司，区饮食服务公司兼并区食品公司。通过国有企

业间、跨所有制企业间兼并，盘活资金３５００万元，
使相当一部分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得到妥善安

置，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股份制改革】　截至２００５年，全区国有 （集体）

企业通过改制重组的股份制企业达３２户。榆阳区
人民煤矿和香港中信矿业集团改制合作，组建榆林

常乐堡矿业集团公司，原人民煤矿职工合股出资

２１３０万元，占３０％股份；香港中信矿业集团公司
出资等值４９７０万元，占７０％股份，原人民煤矿改
制剩余８５０万国有净资产全部上缴区财政。通过股
份制改革，明晰了产权，规范了企业经营管理行

为，促进了企业放开搞活。

【企业破产】　榆林市榆阳区制药厂在资不抵债的
情况下，向法院申请依法破产，２００多名职工得到
妥善安置。

（谢　刚）

主　任　白志强 （２００２调离）
副主任　张杭生　闫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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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工作

【概况】　榆林市榆阳区信访局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由
原榆阳区信访办更名而得，为区政府工作部门。信

访业务经费按照榆阳区人均０３元的标准由区财政
预算，并另预算必要的处置信访突发事件和重大政

治活动专项工作保证经费，配备必要的现代化办公

设施。各乡镇、办事处、部门的信访工作纳入区委、

区政府年终目标任务考核。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底，有在职
干部职工１３人，退休干部５人，其中党员１１人。

信访局是区委、区政府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综

合职能部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７３３５件次，其中来信 ７６３件，来访 １６５７２人次；
承办区上领导批阅信件２４６件。按照 “属地管理、

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督办，

严格时限，与办理单位积极联系，解决群众实际问

题。

【案件查办】　２００５年，建立信访联席会议制度，
重点处理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信访事件以及历

史遗留问题。五年共办理中、省、市立案交办信访

案件 ８９件，结案率 １００％。在办信办案中采取
“四定三包” （定领导干部、定办案人员、定结案

时间、定办案质量和包调查、包处理、包落实稳控

措施）的原则，限期办理，有效地保证了案件的查

处质量。同时，加大了自立案件的查办，按照 《信

访条例》有关规定，及时交办和督办，重大案件组

成工作组查办或部门牵头办理，共查办自立案件

１４３件，年终结案率达到９０％以上，办理时限一般
为３０日。

【信访信息】　积极宣传新修订的 《信访条例》，

并在各乡镇、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配备专兼职信访

干部，明确了专职信息员，建立了收集、整理、反

馈工作制度。对于倾向性、苗头性、政策性的热

点、难点问题，以 《信访摘报》、 《信访快报》和

《信访信息》及时报告领导和有关部门，共整理各

类摘报１０５件，为领导当好参谋、保持大局稳定、
创建 “平安榆阳”发挥了积极作用。

【工作目标责任制】　根据 《信访条例》，榆阳区

政府制定了 《区委、区政府国家机关各部门归口分

工预约接待群众来访制度》、《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

性事件实施意见》、 《妥善处理异常行为办法》、

《信访工作追究办法》、 《信访工作责任制考核办

法》等规定，使信访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轨道。

（秦建吾）

局　长　高万祥
副局长　冯学良

安监工作

【概况】　 “十五”期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认真

贯彻落实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

“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工作理念，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动，强化安全生产监

管和执法行为，着力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取得了明

显成效。全区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

“四项指数”稳中有降，有力地促进了全区经济健

康发展和社会稳定。

【推陈出新思路转变】　随着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
日益严峻，安全生产的领域从企业延伸到社会公共

安全的各个方面；安全生产监管走上了专业化、法

制化的轨道，安全隐患整治实现了治标与治本相结

合；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实现了对高危行业的从严管

理，安全教育培训从行政部门领导到企业负责人，

从企业从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到社会公众，逐级

逐层，全面涵盖；安全风险抵押金、安全费用、工

伤保险等制度以经济手段介入安全管理，收效显

著；安监专职部门从无到有，队伍日益壮大，自身

建设得到加强，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治理隐患求真务实】　集中开展１５项专项治理整
顿工作，涉及煤炭、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及农用

车、民爆物品和烟花爆竹、压力容器 （管道）及特

种设备、非煤矿山、地质灾害、病险库坝、中小

学、公共聚集场所消防等多个方面。各乡镇、办事

处、各部门按照区委和区政府的部署要求，不惜人

力、物力、财力，深入基层，摸清情况，排查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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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制定措施，落实责任，限期整改，取得了明显

效果。御碑巷、梅花楼、钟楼、中山堂等一批重点

隐患区得到彻底治理，辘辘井湾滑坡得到有效监

控，全区上百处地质灾害点处于监测之中，城乡学

校危房得以修缮和更新，民爆物品实行专营并严格

管理，病险库坝采取工程技术和监控措施，解决了

危险化学品 （特别是加油站）库区储、卸油等薄弱

环节，重点规范了非煤矿山用电和使用民爆物品的

违规行为，公共聚集场所进一步明确了消防主体责

任，配备了消防器材，使全区重点领域和部位的安

全局势大为改观。

【建立安全长效机制】　以贯彻执行 《安全生产

法》和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为契机，对全区

重大建设项目实行安全审查登记备案制度，并对煤

炭、危险化学品、建筑、民爆物品、烟花爆竹五个

行业实行安全行政许可制度，严把安全生产市场准

入关。全区２００多户相关企业办理了安全生产 （经

营）许可证，经过资料初审、人员培训、安全评

价、综合验收等多项程序，重点高危企业的安全基

础进一步夯实，软硬件设施得到改善，综合素质有

所提高；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被拒之门外，

有效防范了鱼龙混杂、滥竽充数现象，从而缓解了

全区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安全压力。与此同

时，从提高人的安全素质入手，培训企业负责人、

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使关键环节达到本质安全

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的不安全行为，减少

了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现象的发

生，全区培训量达１０００人次以上。每年六月份开
展 “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普及大众安全文化知

识，提高全民安全意识。部门和企业都制订了安全

应急救援预案，重点行业和企业强制参加工伤保

险，职工劳动保障得到改善，初步形成了事故预

防、处置、救援的工作体系和机制。

【强化监管增强自身建设】　认真履行安全综合监
管职能，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安全生产第一线，检

查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调查处理伤亡事故，认真

纠正各种安全违法违章行为，保持了基本稳定的安

全生产工作局面。五年来，全区累计发生各类事故

１５９２起，死亡 ３１９人，受伤 ６５２人，直接经济损失
９９２万元，其中重大事故２起，死亡７人，没有发生特

大事故。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剔除道路交通事故外，
全区各行各业共发生事故３０４起，死亡４５人，受伤
３１人，直接经济损失８１７万元，安全生产局面保持了
基本稳定。

附：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事故统计表

２００１年全区１—１２月份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经济

损失（万）

农机 １ ６ ４ ２４

煤炭 ３ ３ ４０

城建 ４ ５ ２５

电力 ２ ２ １０

合计 １０ １６ ４ ９６

２００２年全区１—１２月份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经济

损失（万）

道路 ２６６ ８０ １７２ ７７

火灾 ２５ １ ２８

农机 １０ ２ １３

企业伤亡 ２ ２ １４

合计 ３０３ ８４ １８６ １１９

２００３年全区１—１２月份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经济

损失（万）

道路 ３２０ ９ １４８ ５１９５

火灾 ２４ ４ ６７４７

农机 １４ ２ １７ ３０７

企业伤亡 ５ ５ ９ １８０

合计 ３６３ １６ １７８ ３０２４９

２００４年全区１—１２月份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经济

损失（万）

道路 ３０４ １０３ １３６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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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经济

损失（万）

火灾 ６８ ９２５

煤矿 ３ ３ １ ３０

合计 ３７５ １０６ １３７ １６９５

２００５年全区１—１２月份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受伤

人数

经济

损失（万）

道路 ３９８ ７８ １４７ ６３

火灾 １３２ １ ６６

煤矿 ９ １２ ２４０

建筑 １ ３

其他 １ １

合计 ５４１ ９５ １４７ ３６９

（张建国）

局　长　王培栋
副局长　张建国

气象工作

【概况】　榆阳区气象局是受榆林市气象局和榆阳
区政府双重领导的事业单位，现有在职职工１４人，
退休职工４人。其中党员５人，副研级高级工程师１
人，工程师 ３人，助工 ９人。主要负责地面气象观
测，每天２４小时值班，定时收集云、能见度、天气现
象、气压、气温、降水、地温等气象要素的变化，并向

航空部门提供本地天气变化实况；农业气象与生态

观测，收集土壤墒情及农作物生育期的有关资料，开

展沙丘植被、土壤风蚀度、水稻等生态气候观测，为

全区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变化服务；人工影响天气，

利用火箭和“三七”高炮进行人工增雨、消雹作业，为

全区农业生产和社会各行业服务。

【业务现代化建设】　２００４年安装建设了地面气象
观测自动站，实现了气压、气温、湿度、降水、地

温等气象要素的自动观测和资料自动上传。２００５年
安装建设了土壤水分自动观测站，自动收集和传输

各层土壤墒情信息。

【人工影响天气】　榆阳区的干旱、冰雹等气象灾
害频繁发生，近年来的人影工作在防灾减灾工作中

起到积极的作用。人影办现有 “三七”高炮１２门，
车载式增雨防雹火箭架一部。在每年的春季和汛

期，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测，及时抓住有利天

气过程，指挥各炮点适时开展增雨防雹作业，经济

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探测环境保护】　２００４年由于肤施路观测站探测
环境遭到破坏，经中国气象局批准，地面观测站迁

往榆阳区青云乡刘家
%

山顶。为了保护新的探测环

境，２００５年４月，分别向区政府、建设局、国土分
局等部门报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中

国气象局第七号令》、《陕西省气象条例》、气象台

站观测环境保护控制图等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标准备

案材料，请政府部门在城市规划和项目建设中充分

考虑对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

【气候】　榆阳区地处鄂尔多斯台地东部，属于典
型的大陆性边缘季风气候，四季冷暖分明，干湿各

异，年平均降水量３６５７毫米，年平均气温８３℃。
冬季在强大的西伯利亚冷气团控制之下，气候寒冷

干燥，少雨雪；春季因极地大陆性气团消退，东南

暖湿气流逐渐北进，大地回暖快，降水渐增，易出

现寒潮、霜冻和大风沙尘天气，春旱频繁发生。冬

春多行西北风，最大风力可达１０级；夏季西南暖
湿气流明显加强，是一年中降水最集中的季节，多

阵性降水，雨量集中并常伴有大风、沙尘暴、冰雹

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有不同程度的伏旱和雹灾出

现。秋季因暖湿气团和干冷气团交替出现，同时因

太阳高度角变小，辐射减弱，低空温度迅速下降，

大气层稳定，形成秋高气爽的天气。

（田红卫）

局　长　郝柱林
副局长　田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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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工作

【概况】　ＰＩＣ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人保财险公司”），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

司更名为中国人保控股公司后发起设立的，是目前

中国内地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已有５７年的经营
历史，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完成股份制改革的国有金

融机构，也是内地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中资金融机

构，是北京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唯一保险合作伙伴。在
国内享有显著的市场声誉，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

响。人保财险公司有着无可比拟的市场优势、产品

优势、技术优势、再保险优势、网络优势、资源优

势和服务优势。在大型商业风险、政府采购、行业

统保等集中型业务以及车辆保险、家财险、意外险

等分散型业务领域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４３５７个
机构、网点遍及全国，形成了强有力的销售网络和

服务网络，足以支撑全国范围的 “通保通赔”与

“异地出险、就地理赔”等保险增值服务。在全行

业率先推出全国统一服务专线电话 “９５５１８”，提供
７×２４小时的全天候服务，无论何时何地，车辆出
险后，只要拨打当地的９５５１８，就有人保财险的分
支机构负责查勘、定损，使您享受到方便快捷的服

务。

【职能】　人保财险榆阳支公司是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榆林市的分支机构，也是榆林市

最大的财产保险公司，一直占据着本地５０％以上的
市场份额。多年来，公司为榆林市大中型企业、政

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提供了各类风险保

障，为地方经济的健康稳定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巨

大贡献，现设７个部门，拥有６０名员工。人保财
险榆阳支公司始终秉持 “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

中心”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 “求实、诚信、拼

搏、创新”的经营原则，向社会提供 “理赔无忧—

车险快捷服务”承诺、 “异地出险，就地理赔”、

“首接责任制”、 “黄金客户绿色通道”等特色化、

差异化的金牌服务，以良好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来

满足社会各界日趋多样化的保险需求。

【保险产品】　人保财险榆阳支公司经营的主要保
险产品有：车辆保险、摩托车保险、拖拉机保险、

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医

疗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学生幼儿

意外伤害保险、驾驶员意外伤害保险、交通意外伤

害保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旅游综合保险和安康

保险等。

（苗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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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

中国民主建国会榆阳区支部

【概况】　民建榆林市支部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７月，随
着撤地设市，２０００年民建榆林市支部改为民建榆
林市榆阳区支部，现有会员５０人，其中：区级单
位１７人，市级单位 ３３人；会员中省政协委员 １
人、市政协委员１３人 （副主席１人，常委３人）、
市人大代表 ２人 （委员 １人）、区政协委员 ６人
（常委１人）；会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４１人，
其中研究生学历５人，获学士学位１４人；会员中
中级以上职称３１人，其中高级职称７人。

【学习情况】　全体会员坚持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
定期集体学习，学习的内容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中共统一战线指导思想、中共十六届

四中全会会议精神、民建省委的各种会议及文件精

神，并及时通报当地党委、政府的各种会议精神，部

署安排筹委会的工作。同时要求会员结合自身工作

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工作能力。

【组织建设】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把民建榆
阳区支部建设成为 “自我教育的学校、团结互助的

集体、参政议政的桥梁、培养人才的基地”，根据

实际，理顺思路，研究规律，通过几年的实践，在

发展中创新和改进，本着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精

神，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增强了基层组织的

凝聚力。一是强化筹委会班子的工作能力，主要是

强化会员的学习意识，扩大学习的范围，增加学习

的灵活性和方法的多样化，以学习促进工作，增强

会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全面摸清会员的基本

情况。三是创造条件，积极培养人才，向民建省委

会和当地统战部推荐后备人才。四是按照 “三为

主”的方针和 “注重质量、注意数量的要求，结合

民建的界别特点和本地实际，经过一年来的推荐、

培养和考察等程序，坚持自愿与高素质原则，严格

遵照组织程序，培养了预备会员１１人。

【参政议政】　各会员根据自己在工作中及所联系
群众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形成建议，然后大家讨论

形成集体提案并安排个别会员负责提案的撰写工

作，通过积极发挥会员的专业特长，我们提出了一

些质量较高的提案和社情民意，在市、区两级政协

会议上民建的提案数量均居第一，市政协二届二次

会议民建提案１９件，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
提案１１件，目前有６名会员是省民建的社情民意
信息员和榆林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员，共计向省民

建反映社情民意１１条、向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１３
条，会员刘亚飞被榆阳区监察局聘为行风评议特邀

监督员，四位同志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４日
对审计、统计等七个部门工作进行了认真的听、

查、看、访，对这七个部门提出了中肯的评议，并

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意见、建议和问题，得到区监察

局及各部门的好评。

【参与统战工作】　响应榆阳区统战部的号召，印
刷了２００００份有关农业科技方面的材料，在榆阳区
统战部的领导下参加了在世纪广场举行的 “科技之

春”宣传活动，散发科技宣传材料５０００多份；参
加了麻黄梁镇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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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单１３０００多份。

【社会服务】　２００５年民建榆林市筹委会派遣５名
会员赴榆阳区古塔乡郭石畔村进行调研，在调研的

基础上经会议研究确定郭石畔村为民建榆阳区支部

的扶贫联系点，去年在榆阳区水利局工作的４名会
员为该村义务设计了中型淤地坝１座，并在该坝施
工期间进行了多次技术指导。组织医疗方面的会员

携带有关设备为该村群众义诊３８人次，并向各家各
户散发了地方病预防宣传画等宣传材料；为该村争

取到棉被１５块、棉衣１０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此基础上，初步确定了改良羊只品种和建设灌溉

水源两个扶贫项目。

【调研工作】　在主委的带领下，先后多次赴神木
县、府谷县就水资源利用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为参

政议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素材，也引起了有关部

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袁　源）

支部主委　王世英
副 主 委　霍迎丰
委　　员　王　佩　霍世春

中国民主同盟榆阳区支部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榆阳区支部成立于１９９６年
３月２３日，李云桢任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９７
年１月—２００３年底王利生任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
员，２００４年元月６日民盟榆阳区支部第三届委员会
成立，张宏任主任委员，现共有盟员６５人，涉及
科技、教育、法律、经济等方面。

【参政议政】　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参政党职能。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在市、区政协会议上提交集体提案达
６９份，均得到有关部门答复和解决，其中 《关于

加大我市食品检查的建议》、《关于农贸市场的升级

改造》等还被评为市政协的优秀提案。民盟榆阳区

支部围绕中心工作，选准角度，积极开展社会调研

活动，《对榆林城区四合院和北郊易马城的调研》，

促使政府文物管理部门出台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

规定》；《对我市职业教育状况的调研报告》得到

有关领导的重视，并送交有关部门研究和参考。

【社会服务】　积极参与 “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为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发展农村经

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２００１年，参
加由市委统战部牵头的到府谷庙沟门的活动，盟员

捐款４２０元，并向困难户送去大米、白面，散发科
技资料５０００余份。２００２年陕南遭灾，清涧暴雨成
灾，支部盟员捐款 １３２０元和衣物几十件献爱心。
２００３年支部参与了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到孟家湾、鱼
河峁两乡镇科技送教活动；渭河汉江流域发生水

灾，盟员捐款１０００多元；“非典”期间盟员以不同
方式捐款１０００多元、支部负责人在区委统战部带
领下慰问坚守防控 “非典”检查站工作人员，为他

们送去急需物品；２００４年，在世纪广场针对当前青
少年犯罪率上升趋势，向广大未成年人宣传相关法

律知识；２００５年，支部选派两名教师到巴拉素中学
支教。

【第二次盟员大会】　２００４年１月６日民盟榆阳区
支部召开第二次盟员大会，民盟陕西省委副主委刘

林、组织部长詹毅立出席，民盟榆阳区支部第二届

委员会主委王利生作了 《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民盟

榆阳区支部第三届委员会，张宏当选新一届的主

委。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被民盟陕西省委评为 “组织

工作先进集体”。

（袁　源）

主　　委　张　宏
副 主 委　乔春玲 （女）

宣传委员　罗支军

中国民主促进会榆林市
榆阳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促进会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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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进榆阳区委）下设一中、二中、苏州中

学、六中四个支部，到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共有会员３２
人。会员中有中高级职称的２１人，大专以上学历
的３１人，担任市人大代表、区人大副主任的１人，
区政协委员８人，担任各类政府特邀人员２人。

【成立民进榆林市委】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根据中共榆林市委的意见，成立民进

榆林市委筹委会。２００４年７月，正式成立民进榆林
市委。原属民进榆阳区委会的会员，根据会员所在

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分别参与民进市委、区委的活

动。

【参政议政】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民进区委在市、
区政协会上共提交集体提案２３件，委员个人提案
４１件，内容涉及教育、文化、科技、法律、经济
等诸多领域。其中 《关于把 “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

工程”列入文化部门工作重点》的提案、《关于加

强劳务人员市场准入管理，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的

建议》、《关于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

质的建议》等提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关于建

立对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减免的长效机

制》被区政协评为优秀提案。

【社会服务】　２００１年，民进区委参加由市委统战
部牵头的到旱灾最严重的府谷县庙沟门镇开展 “三

下乡”活动，组织会员捐款１０００元，向困难户送
去了大米、白面。２００２年１月，民进区委联合北方
医院去孟家湾乡开展医疗扶贫义诊活动，为２户病
困户送去药品和慰问金，组织书画界会员为农民义

务书写、赠送春联２００多幅；与市电视台一起支援
贫困山区教育，为米脂县砖窑小学送去１１台电脑，
还免费接通了电话。２００３年３月，民进区委参加区
委统战部组织的民主党派 “三下乡”活动，深入孟

家湾、鱼河峁两乡镇，开展教育、文艺、科技、医

疗扶贫活动。“非典”期间，动员会员捐款１１００元
支援 “防非”。２００４年７月，民进区委与区科技局
联系，为红石桥乡引进 ＵＮＤＰ科技信息扶贫项目。
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０５年３月民进区委组织在市、区
“赛讲”中获奖的优秀教师先后到红石桥、上盐湾、

巴拉素等农村中学开展 “送教下乡、义务讲课”活

动。２００５年５月，民进区委组织市一中优秀教师在

榆林联通中学开展 “扶薄支教”活动。民进区委为

苏州中学一贫困生每年资助８００元生活费，还联系
二墩煤矿董事长杜永军为榆林学院一贫困生解决了

升本后两年的学习、生活费用３万元。从２００３年
开始，民进区委每年都要参加 “科技之春宣传月”

活动，向群众散发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等宣传资料。

【第五次会员大会】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８日，民进榆
阳区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民进榆阳区第一届委员

会主委靳怀光做了题为 《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为

建设新世纪高素质参政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

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民进榆阳区第二届委员会，区

人大副主任贺德飞当选为新一届主委，民进陕西省

委秘书长程兆源出席了大会。

【会员爱国主义教育】　２００４年８月，民进榆阳区
委组织会员赴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对会员进行爱

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向杨家沟革命旧址赠送 “传

承优良革命传统，建设山川秀美家乡”的牌匾，把

其确定为对会员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优良传统教育的

基地。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３日民进榆林市苏州
中学支部被民进陕西省委评为 “民进陕西省先进基

层组织”。

（叶永峰）

主　委　贺德飞
副主委　侯　瑾
委　员　霍文丽 （女）　薛馨梅 （女）

中国农工民主党榆阳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
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自革命

先烈邓寅达先生于１９３０年８月９日在上海创建以
来，伴随着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已走过７６
年的光辉历程。

中国农工民主党榆阳区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８６年６

—９１１—

民主党派



月，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农工党榆阳区委召开第一次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农工民主党榆阳区第一届委员

会，设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５年，在常务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和咨询服务、参政议政、组织建设等工

作委员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农工党榆阳区委召
开第三次全体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农工党榆

阳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会，并设预防卫生、医疗卫

生、综合三个基层支部。现有党员 ３０名，男 ２０
名，女１０名；医药卫生界２２名，其他界别８名；
党员中有高级职称的１１人，中级职称１２人，研究
生１名，体现了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界的
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结构。

【参政议政】　作为参政党的地方组织，农工党榆
阳区委五年来在参政议政、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作用方面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工作，并取得

了重要进展和新的突破。２００１年始，农工党榆阳
区委党员又有１０人在市区政协、人大机构中担任
职务，其中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常委１人，区政协
委员、人大代表９人，他们多次参与有关政治协商
活动，出席中共榆林市委、榆阳区委，市、区政府

召开的协商会、通报会和市区人大、政协组织的各

种活动，为市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

策，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服务】　在每年由区委统战部牵头开展的
“科普一条街”活动中，农工党员积极参与科普文

化、卫生保健、农业技术、法律法规等知识宣传活

动。医药卫生界专家、农工党员尚正兰、牛玉红、

郝月娥等多次进行现场义诊、咨询服务，备受群众

欢迎。２００１年８月，农工党区委在 “三下乡”活

动中，为农民筹集捐款 ７２０元，赠送了价值 ２０００
元的药品。２００３年春，在 “非典”疫情严重的时

刻，农工党榆阳区委主任委员张小龙置个人安危于

不顾，携３０００斤优质绿豆奔赴北京看望慰问 ３０９

医院医护人员，和首都人民一道抗击 “非典”，被

农工党省委评为 “抗击 ‘非典’优秀党员”，农工

榆阳区委被评为 “抗击 ‘非典’先进集体”。２００５
年１月，东南亚发生地震海啸，农工党区委全体党
员参与捐款，给予受灾国家支援，体现出农工党员

的友爱之心。

【主要活动】　２００１年，６名党员参加榆阳区委统
一战线理论培训，系统学习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理

论。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农工党榆阳区委召开第三
届全体党员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农工党榆阳区委

第三届委员会。２００４年，组织２０名党员参加了由
区统战部举办的 “人人当学院、家家上讲台”的统

战理论培训，并认真参加了 “统战理论知识答卷”

考试，取得较好的成绩。２００５年７月，农工党榆阳
区委根据农工党中央的安排，积极组织全体党员参

加了由农工党中央命题举办 “学习 《意见》 《党

章》《党员读本》答卷活动，并于８月９日与农工
党榆林市委共同举办了纪念中国农工民主党建党７５
周年庆祝大会。９月，农工党区委就榆林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这一社会问题，组织１８名党员考察了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成效显著的山西平遥古城，并形成

《以山西平遥为鉴，重塑榆林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的考察报告，以供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参

考。

为加强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农工党区委每年

为每位党员订阅 《前进论坛》党刊一份，为每位委

员订阅 《各界》杂志一份，为机关订阅 《榆林日

报》、《各界导报》、《炎黄情》各一份，为党内自

学提供了精神食粮。

（叶彩燕）

主　委　张小龙
副主委　闫继国
委　员　尚正兰 （女）　宋改琴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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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武装

【概况】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武装部 （简称区人武

部）原为榆林市人武部，于２０００年随榆林撤地设
市而更名。区人武部属二类县 （区）级人武部，内

设军事科、政工科、后勤科。编制干部８人，实有
干部９人，职工８人，干部平均年龄３６５岁，均
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机关总占地面积４１１６平方
米。建于１９９２年的民兵训练基地，位于榆林市西
北方向２５公里处的麻地湾村，占地面积１３４６９平
方米，有７２９平方米二层训练宿舍楼一座，战术和
射击训练场６０９０平方米，操场和障碍械场４３５８平
方米，教室、灶房、餐厅等面积２２９４平方米，建
有制式射击场。基地设施配套齐全，各种保障条件

完善，一次可供１２０人吃、住、训，达到了 “四能

八有”的标准，有力的保证了民兵军事训练任务的

完成。区人武部下辖２４个乡镇、７个街道办事处武
装部，编配专武干部６６人，基干民兵２５３９人，由
民兵应急分队、作战分队和勤务保障分队三部分组

成。

【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以 “着眼基层，固

强补弱，狠抓重点，抓出特色”为工作方针，认真

贯彻落实 《党委工作条例》和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

针，严格遵守党委工作条例中的各项规定，大力改

进班子作风，提高班子成员能力和工作水平，认真

落实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近年来，在武干调整使

用、大项经费开支、重点工作部署等方面，都由党

委集体研究决定。在抓干部教育培养的同时，还十

分重视干部的调整使用，积极协调区上有关部门，

下大力调整交流了９名专武干部到乡镇主要领导岗
位任职，１２名基层优秀专武干部到城区办事处任
职，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专武干部工作积极性。

【民兵军事训练】　２００１年以来，组织对辖区１２０
名民兵应急分队人员进行了训练，采取了灵活机动

的训练方法，大搞民兵军事训练，开展评比竞赛活

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组织１２０名民兵应急队员进
行了以擒敌拳、警棍盾牌术为主要内容的训练；

２００４年与市人防办联合组织了以人民防空为主要内
容的大演练；２００５年组织民兵应急分队１２０人进行
了以 “反恐”为主要内容的演练；２００６年 ４月，
结合榆阳区维护社会稳定、应对突发事件需要，协

调区委、区政府组建榆阳区民兵治安联防大队，组

织进行了以 “反恐维稳”为主要内容的训练。近年

来几项训练成果均得到了省、市、区军地领导的充

分肯定，创新组建的民兵治安巡逻大队，其经验、

做法在全省得到推广。补浪河乡女子民兵连训练，

完成了队列、射击、擒敌拳三个难点课目，出色地

完成了各年度训练任务。

【承建小流域治理】　２００１年根据省军区承建１０６
条小流域治理工程的总体部署和军分区的指示要

求，人武部组织发动民兵和群众承建了补浪河治沙

连小流域和上盐湾镇老虎沟两条小流域治理任务。

近四年来，人武部先后组织民兵上万人参加流域治

理建设。共投资 １８７万元，动用机械 ２４５２台班，
营造经济林１１００亩、水保林２４３０亩，种草１３０５９
亩；修基本农田１０４７亩、梯田１９００亩、机耕路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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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建淤地坝１０座、水窖４０眼，实施沟头防护
１０公里，完成计划任务的１００％。２００５年３月，在
省级组织的工程验收达标中，人武部上盐湾老虎沟

流域和补浪河女民兵连流域建设项目均被省委、省

政府、省军区评为 “省级优秀工程”，治理效果受

到军地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补浪河治沙女子民兵连建设】　２００１年以来，先
后对连队组织机构和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制定了

连队治沙造林和生产经营发展规划，偿还了连队高

达５８万元的债务，成立了连队建设发展领导小组
和技术指导小组。先后在连队建起了养殖场、育苗

基地、日光温室大棚、连队荣誉室，购置了拖拉

机、割草机、旋耕机等各类农机具，对连队万亩荒

沙实施了飞播造林。狠抓了连队 “四个基本”建

设，连队基本队伍、设施、制度等逐年得到提升和

进步。２００１年以来，连队先后受到江泽民、朱
基、温家宝、曾庆红、迟浩田等党和国家、军队领

导人的亲切接见。连队先后被全面绿化委、国家人

事部、林业部表彰为 “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单

位”，被总参、总政表彰为 “民兵预备役基层建设

先进单位”。

【“双防”工作】　加强了安全管理教育和安全防
范。有重点地加强了人、车、枪、弹等重要目标的

管理，狠抓了季节性事故的预防，确保了安全无事

故。人武部连续６年被军分区表彰为双防工作先进
单位。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２年 ６月，人武部被全国绿化

委、人事局、国家林业局表彰为 “全国防沙治沙先

进单位”；２００２年 ５月，被兰州军区表彰为 “九

五”期间国防工程管护先进单位；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人
武部党委被省军区表彰为先进党委；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部长郭世胜、政委杨世军两人被省军区表彰为 “一

对好主官”；２００５年１月人武部被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评为基层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３月
人武部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表彰为小流域治理

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被陕西省军区表彰为
“十五”期间计划生育先进单位；人武部连续６年
被军分区表彰为先进人武部。

（魏　强）

部　　长　郭世胜 （２００１４任）
政　　委　王守文 （２００２３离任）

杨世军 （２００２４任）
副 部 长　焦存竹 （２００２４调离）

张永生 （２００２１２调离）
边和平 （２００５３离任）
李锦斌 （２００１３离任）
吴凤军 （２００５３任）
吴玉明 （２００５３任）

政工科长　
　　　　　苏玉飞 （２００４７离任）

田选鹏 （２００５７离任）
军事科长　
　　　　　任学文 （２００３１２任）
后勤科长　
　　　　　王三义 （２００４３离任）

吕辉和 （２００４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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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
罪的高压态势，坚持集中打击与经常性打击相结

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

合，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不断增强打

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相继组织开展了春季 “两

打、一禁、一主攻”破案会战、集中整治社会治安

重点地区、冬季严打等多次专项斗争和集中统一行

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公安机关共破获刑事案件

１３６９３件，其中重特大案件５５４６件，抓获各类作案
人员６５１９人，摧毁各类犯罪团伙３１２个。２００３年，
韩仕儒同志被公安部评为 “全国严打先进个人”，

同年李树飞同志被省、市政法委评为 “严打先进工

作者”，区公安分局、检察院批捕科、司法局被市

政法委评为 “全市严打先进集体”。

公安工作

【概况】　公安榆阳分局原为榆林市公安局，系榆
林市的一个县级职能部门，２０００年６月更名为榆林
市公安局榆阳分局，为科级建制，隶属于榆林市公

安局，内设 １４个队 （科、室），有纪检委、政工

科、办公室、指挥中心、国保大队、经文保大队、

法制科、户政科、刑警大队、治安大队、巡警大

队、禁毒大队、经侦大队、看守所，下设派出所１９
个，全局有在编民警 ３６９人，国编 １３４人，地编
２３５人，其中实际在职民警３０４人。

五年来，榆阳分局先后组织开展了各类专项斗

争和统一行动数百次，共出动警力６７７８０次，车辆
７５６５台次，共破获刑事案件６０２起；破获重大案件
２７１７起，抓获各类作案人员３０２４人；摧毁各类犯
罪团伙１８６个，抓获逃犯２３３名，缴获赃款赃物价
值５９１７万元；提请逮捕６７０案１０５７人，移送起
诉６９１案１０８２人；先后与检、法、司联合召开大
型公捕、公判、执行大会１９次。

【维稳和隐蔽战线工作】　重视情报信息工作和秘
密力量建设，共搜集信息３２０余条，预防制止群体
性事件 ３５３余起。加大工作力度，依法严厉打击
“法轮功”、 “门徒会”等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

动。重视与 “法轮功”的斗争，对辖区原 “法轮

功”习练人员落实了 “四位一体”的包帮教措施。

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坚持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积极有效地做好教

育疏导、化解矛盾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力争将事

态处置在萌芽状态，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７６３余
起。

【打击各类刑事犯罪】　五年来，分局坚持以 “严

打”开路，以 “打黑除恶”为主线，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的集中统一行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活

动，一举摧毁了以赵长军、赵军为首的黑恶势力犯

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 ６１名，破获刑事案件 ２３３
起。坚持露头就打的方针，超前预警，主动出击，

开展 “打、防、堵、控”为一体的严打整治斗争，

共打掉１１个特大犯罪团伙，破获摩托车盗窃案６５２
起。积极开展追逃工作，共追回逃犯２３３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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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逃犯１６１人。加大经济案件的侦破力度，严厉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共破获各种经济案件２１７起，
挽回经济损失１８５万元。以 “破大案、打团伙、摧

网络、断通道”为重点，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充分

发挥看守所第二战场和 “线索库”的作用，加强狱

侦工作，共提供２００多条有价值的线索。办案单位
利用线索破获刑事案件４５７起 （重大８８起），通过
查证破获杀人案件７起，抓获杀人逃犯６名。

【开展治安秩序整治】　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整
治方针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改革派出所警务工作运行机制，发挥派出所综合战

斗实体作用。将派出所警务运行模式确定为“三队

一室”，即刑侦民警中队、治安民警中队、社区民警中

队和内勤室。刑侦民警中队负责辖区一般刑事案件

的侦破、治安民警中队负责对辖区治安案件的查处

工作，内勤室负责派出所内务工作，社区民警则深入

到责任区，发挥治安联防员等治安协管队伍的作用。

以派出所等级评定为动力，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建成

一级派出所 ２个，二级派出所 ３个，三级派出所 ２
个。以构建网络为重点，逐步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

城乡治安防控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以指挥中心为

龙头，各警种协调配合，合成作战的快速反应机制。

强化文明接警、快速出警、依法处警的能力，“１１０”年
均接警７８８２起，备勤中队和各所队年均出警 ７１１０
次，抓获违法犯罪人员８５０多人。二是管好用好城
区２９６名治安联防员和５００多名治安员等群防群治
力量，不断延伸治安协管力量工作的触角。制定完

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加强督促检查，及时通报工作情

况，充分发挥他们的协管作用。三是发挥１４３１名农
村中心户长的作用，灵通治安信息，积极参与治安防

范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确保了农村地区的社

会稳定。四是进一步落实内保单位安全责任制，强

化“四防”措施，降低内部单位的发案率。对内保单

位开展安全大检查，并对检查出的隐患及时进行了

整改。通过综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步构筑全方

位、多层次的城乡治安防控体系。积极组织开展各

项治安清查和集中整治工作。一是开展了校园及周

边地区秩序的整治。共查处危害学校师生案件１３７
起，处理违法犯罪人员４１人，取缔了校园周边地区
的歌舞娱乐、录像放影厅、网吧等。二是针对各类不

安全因素和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适时开展治

安专项治理活动。先后在春季和夏季开展了治安秩

序集中整治“春雷”和“蓝剑”行动等３０余次专项治
安整顿，共查处“黄、赌、毒”案件３７８起，处理违法人
员７９２人。五是认真做好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五年
来共完成各种会议和大型活动安全保卫任务２００余
次，特别是２００２年榆阳分局圆满完成了江泽民等中
央首长来榆视察工作的警卫任务。

【加强公安队伍建设】　五年来，开展了 “三项教

育”、“作风建设”和以解决群众对政法系统 “五

个不满意”的集中教育整顿，并积极开展干部纪律

作风整顿。加强学习、教育和培训，先后组织民警

赴省厅、市局学习，各股所队结合自己实际情况积

极开展岗位大练兵。加强班子建设，制定和完善了

《局党委会议议事制度》、 《局长办公会议制度》、

《中心组学习制度》等各种制度。以制度建警为切

入点，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

先后修订完善各种制度五十余种。增强服务意识，

积极开展 “爱民、便民、为民”服务活动。户政、

刑警、治安、“１１０”出入境、信访、巡警等窗口单
位及派出所都实行了警务公开承诺，切实转变工作

作风，着力解决 “四难”和 “冷、硬、横、推”

等问题。狠抓科技强警工作，公安工作的科技含量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把违法犯罪信息系统、机动车

辆管理信息系统、人口管理系统和公安通讯网络的

建设纳入科技强警的范围。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在市公安局冬季严打会战
中获第一名，市禁毒委员会授予“禁毒工作先进集

体”，省政法委授予“政法报刊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０２年被市公安局授予“全市春季严打先进集体”、
“全市公安系统“三讲教育”活动先进集体”、“全市

公安系统执法质量考评先进集体”，被省政府授予

“烟草市场整顿先进集体”，区看守所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监管战线深挖犯罪工作先进集体”。

（王　波）

局　长　韩仕儒
政　委　黄　镇
副局长　张治平 （２００４１任）

王海英 （２００４１任）
马　锐 （２００４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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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波 （２００４１任）
贺海鹏 （２００３１０任）

副政委　寇福栋

检察工作

【概况】　榆阳区人民检察院属副处级行政单位，内
设机构９个，即办公室、反贪污贿赂局、渎职侵权检
查科、公诉科、侦查监督科，民事行政检查科、监所检

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职务犯罪预防科，党组成员

６人、核定编制４１人。９０％以上具有本科学历，１０％
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被省人民检察
院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先进检察院”、２００５年被省检
察院授予集体二等功荣誉称号。

【侦查监督】　榆阳区人民检察院始终把维护稳定
作为第一要素，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为重点（见表

１）。

【审查起诉】　榆阳区人民检察院在公诉工作中以
维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为诉讼宗旨，全面细致的审

查证据和事实，坚决做到不枉不纵不遗不漏（见表２）。

【反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检察】　２００１年度，受理职
务犯罪案件线索４６件，初查３５件，立案侦查 １３
件，其中贪污贿赂案件９件，私分国有资产案件１
件，玩忽职守案件２件，滥用职务案件１件，累计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１６４万余元。２００２年度，受理
各类案件线索５４件，初查３６件，立案侦查１４件，
侦查终结１４件，移送起诉１２件，累计为国家挽回
经济损失８０多万元。２００３年度，受理贪污贿赂案
件线索１９件，立案 １１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１０４３万元。２００４年度，受理贪污贿赂、渎职侵权
等职务犯罪案２３件，立案１４件，其中贪污贿赂案
６件，挪用公款案 ４件，私分国有资产案件 ２件，
玩忽职守案１件，滥用职权案１件，为国家挽回经
济损失３７３万余元。２００５年度，受理贪污贿赂、渎
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２０件，立案１５件，其中贪污
贿赂案１１件，挪用公款案２件，私分国有资产案件１
件，非法拘禁案１件，侦查终结１２件，移送审查起诉
１０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６６７万余元。

【民事行政检察】　２００１度，受理公民、法人不服
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

决。裁定申诉２５件，经审查立案１６件，其中建议
提请抗诉７件，采纳７件，提请抗诉２件，采纳２
件，向法院发检察建议５件，采纳５件，终止审查
２件，说服息诉７件，未立案终止审查２件，结案
率１００％。２００２年度，受理公民、法人不服人民法
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

定申诉２６件，经审查立案２０件，其中建议提请抗
诉８件，采纳８件，向法院发检察建议２件，采纳２
件，终止审查１０件，说服息诉 ６件，结案率 １００％。
２００３年度，受理公民、法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申诉５８件，其
中建议提请抗诉１６件，采纳１６件，向法院发检察建
议７件，采纳７件，终止审查２１件，说服息诉１４件，
结案率１００％。２００４年度，共受理公民、法人不服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

裁定申诉４５件，其中建议提请抗诉１８件，采纳１８
件，向法院及行政机关发检察建议 １２件，采纳 １２
件，终止审查１１件，说服息诉 ４件，结案率 １００％。
２００５年度，共受理公民、法人不服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申诉３４件，
其中建议提请抗诉１５件，采纳１５件，向法院及行政
机关发检察建议２３件，采纳２３件，终止审查１５件，
说服息诉４件，结案率１００％。

【控告申诉检察】　榆阳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控申部
门的 “窗口”作用，扎实为民办实事。２００１年度，
共受理各类控告举报案件９１件，受理后转反贪局
２９件、渎检科 １７件、侦监科 ２件、民行科 ２件、
监所科１件。控申科查办１２件，转外单位１１件，
直接答复８件，存查１３件。接待群众上访４９２人
次；检察长亲自批办案件９１件，有处理结果的２８
件；办理刑事申诉案件１件，并改变原决定；办理
刑事赔偿案件２件，对１件作出了赔偿决定。２００２
年度，共受理各类控告举报案件８３件，受理后转
检察院反贪局４４件、渎检科１０件、侦监科１件、
民行科１件。控申科查办１６件，转外单位１０件，
存查１件。２００３年度，共受理各类控告举报案件
５９件，接待群众上访４９２人次；初查案件６件，不
立案６件，检察长亲自批办案件５９件，办理刑事
申诉案件３件，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１件。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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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共受理各类控告举报案件３１件，受理后转本
院反贪局１０件，初查案件１３件，办理刑事申诉案
件３件，办理刑事赔偿案件１件。２００５年度，共受
理各类控告举报案件４４件，受理后转本院反贪局
３０件、渎检科７件、侦监科２件。检察长亲自批办
案件４２件，初查案件 ７件，办理刑事申诉案件 ３
件，办理刑事赔偿案件１件。

【监所检察】　２００１年度，区检察院监所科对 ２６
人的超期羁押提出纠正。２００２年度，区检察院监
所科对３３人的超期羁押提出纠正，发出１２份纠正
违法通知书，并在监所开展了 “打击通风报信，影

响正常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专项整治斗争活动。

２００３年度，区检察院监所科对２人的超期羁押提出
纠正，在 “非典”时期适时地提出了监督检察建

议，要求 “一手抓防非典疫情，一手抓日常业务工

作”，确保了监所的安全与稳定。２００４年度，开展
了对 “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的专项检查活

动。设立了检察官接待窗口，建立了在押人员约见

检察官制度。２００５年度，共发出发出７份纠正违法
通知书，检察建议４件。

【检察信息调研宣传】　２００２年度，聘请１０名人
大代表作为廉政监督员，定期邀请召开座谈会，听

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２００４年度，创办学习宣传
专栏６期；举办了首届调研文章交流会。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侦查监督情况表
表１

年度
公安机关及自侦部门提请批捕案件

件 增加 减少 人 增加减少

年审批捕

件 人 批捕率

依法决定不批捕

件人

２００１ ２６２ ８３％ ４５９ １５％ ２３０ ４０４ ８８％ ３２ ５５

２００２ ３０３ １５％ ５５６ ２１％ ２７６ ４９６ ８９２％ ２７ ６０

２００３ ２１０ ３０％ ３５３ ３６％ １９０ ３１３ ８８６７％ ２０ ４０

２００４ １７４ １７％ ３１４ １１％ １６８ ３０６ ９７４５％ ６ ８

２００５ ２０６ １８％ ３５８ １４％ １９７ ３４６ ９５６３％ ９ １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审查起诉情况表
表２

年度

公安机关移送案件

件 人 增加减少

本院自侦部

门移送案件

件人

市院指定

管辖案件

件人

起诉至区

法院案件

件人

移送市院

审查案件

件人

不起诉案件

件人

退回补充

侦查案件

件人

２００１ ３２３ ５４０ ３６％ １４ １６ ９ １４ ２５２ ３８０ ２６ ７３ １５ ２０ ５５ ９９

２００２ ３９０ ７３０ ２０％ １４ １６ ９ １７ ３１４ ４８０ ２３ ８７ １３ ３１ ６３ １６５

２００３ ２４９ ４０４ ３６％ １０ １１ ６ ９ ２１０ ３０７ ２１ ６１ １２ １４ ２５ ４７

２００４ ２３０ ４０４ ７７％ １４ １５ ３ ３ ２１３ ３１８ １１ ４３ １ ４ １９ ５２

２００５ ２３４ ３８８ １％ １０ １６ ３ ５ ２１４ ３２６ １６ ６０ ９ １２ １５ ３５

（杨海水）

检 察 长　姬世洲
副检察长　乔兴琦　王鹏飞

王仲智 （２００３任）
纪检书记　曹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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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工作

【概况】　区法院设有刑事、民一、民二、行政、
执行、立案、审监等 １４个庭室部门，下设镇川、
鱼河、巴拉素、郭家伙场四个基层法庭。全院年平

均审执结案件２５００件左右。审结率平均在９８％以
上，执结率在８５％左右，息诉服判年平均达９０％
左右，民事案件调解率达７５％以上。被省政法委评
为 “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单位”。

【审判和执行工作】　几年来，审执工作呈现“三高
三低”的良好态势，各类案件办案效率、审结率、调解

率明显上升，发回改判率、上诉率、申请再审率明显

下降。２００５年共受理各类审判案件 ２１８１件，上升
１０１％，审结２１７０件，结案率９９５％，受理执行案件
６９９件，执结６５７件，执结率９３２％；２００６年共受理
各类案件１７８８件，审结１７８０件，结案率９９６％，受
理执行案件４５８件，执结４３１件，执结率为９３５％。

【责任管理机制】　先后全面建立实行了党风廉政
责任制、“警示提醒、诫免督导、责令纠错”三项

制度、家庭廉洁承诺制度、纠风巡查制度，着力构

建警示训诫防线，有效防止和减少了违法违纪和裁

判不公现象的发生。几年来，榆阳区法院共修订完

善了３３项规章制度，对全院干警各项工作及日常
行为规范进行量化考核、动态管理。

【审判管理机制】　几年来，初步建立了一套符合
基层法院工作实际需要的审判管理机制。一是完善

审判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配置。从２００１年起实
行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实现立案

权、审判权、执行权的科学配置；二是在审判方式

上坚持实行 “六公开”原则；三是推行审限管理改

革。制作审限监督卡，载明案件审理必须的各个环

节和程序，要求审判流程每个环节的责任人，需认

真记录审判责任及审限责任的转移情况，较好地发

挥了案件审限管理的功能；四是建立和完善依法独

立公开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合

议庭职能，把案件的审理权和裁判权放在合议庭，

减少了行政权力对案件审判的干预。

（贺　洋）

党组书记、院长　
　　　　周秉胜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２１２）

郑汉君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５１２）
党组成员、副院长　
　　　　王汶平 （１９９８８任）

胡建强 （２００２３任）
雷鸣甫 （２００３１２任）

司法工作

【概况】　区司法局成立于１９８０年，主要负责组织
全区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制教育活动，协助区委、区

政府实施依法治区工作，管理和指导全区公证、律

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下属单位有榆阳区公证

处、驼城律师事务所，有在职干部职工１４人。在
２４个乡镇、７个街道办事处成立了法律服务所。

【法制宣传教育】　以 “四五”普法规划实施为重

点，进一步加强日常法律宣传，利用全国第一个法

制宣传日和每年３月份，组织公证、律师、普法骨
干等人员，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集中力量开展

了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在全区已形成了普法

教育和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同时，在榆林看守所

和禁毒所创建了 “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通过作

现身说法报告、观看法制教育图片等形式，加强对

青少年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教育。

【依法治理】　全面实施了依法治区第一个五年规
划，通过全面加强依法建制、普法、司法、行政执

法、执法监督、法律服务六大环节工作。按照以点

带面、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突出抓了４个示范镇
（牛家梁镇、鱼河镇、镇川镇、巴拉素镇）、８个示
范村、１个示范办事处、４个示范居民委员会、５
个示范学校、８个示范企事业单位的依法治理示范
点工作。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的特点，为

城区２０所学校和各乡镇中小学配备了兼职法制副
校长，不断推进学校法制教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法制化建设。

【基层法律服务】　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
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以说服教育、规劝疏导，对

—７２１—

公安·司法



民间纠纷进行调处。全区共有调委会６０３个，调解
人员 １５５９人，村级调委会共调处各类纠纷 ６１６５
件，调成率９６％。积极开展 “百日民间纠纷大排

查、大调处”活动，深入扎实开展普法教育。完善

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基层司法所进入正常、

合法、有序的运转轨道。共接咨询求助电话 ５３６０
次，接待群众来访１１２０人次，避免和挽回经济损
失３０万元。公证工作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共办理各类国内公证７４４１件，涉外公证３８９
件。

【律师工作】　紧紧围绕 “坚持信念、精通法律、

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律师

队伍的教育整顿，开展了政治思想、行业意识、职

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律师人员的

素质。累计办理民事代理案件４３３件，刑事辩护案
件５８件，刑事代理案件２７件，委托鉴定案件 １３
件。

（苏媛媛）

局　长　刘正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李志忠 （２００２３任）

副局长　常建中　葛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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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城乡建设管理

【概况】　建设局是区人民政府主管全区城镇建设
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审批，

招标投标管理，发放建筑施工许可证，审批开工报

告，组织竣工验收，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和施工安

全；负责村镇总体建设规划、体系规划、控制性详

规、修建性详规的编制、修订、审查、报批以及规

划区建设项目的选址定点、审批修建、放线定位和

发放 “一书两证”工作；维护村镇建设规划的法律

性和严肃性，对违反规划的建设行为坚决依法制

止，对违章建筑依法予以拆除，以规范全区城镇建

设市场秩序。连续四年被陕西省建设厅授予 “劳保

费征管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先进单位”称号；

被陕西省国情调研中心、陕西省诚信建设办公室授

予 “陕西省十佳诚信服务示范单位”称号；连续两

年被榆林市人民政府授予 “小城镇建设工作先进集

体”和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集体”称号。

【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　规划编制工作，以西部
大开发和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为契机，先后组

织编制完成了榆阳区城镇建设体系规划和镇川、鱼

河、鱼河峁、上盐湾、金鸡滩、巴拉素、牛家梁、

小壕兔、孟家湾、麻黄梁、补浪河、芹河、清泉、

青云、红石桥、安崖、大河塔、古塔、余兴庄、刘

千河等２０个乡镇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完成了马合
镇、岔河则乡、小纪汗乡３个乡镇的建设规划地形
图测绘工作，全区规划覆盖率达到８７５％。小城镇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建立起 “谁投资，谁建设，谁

经营，谁受益”的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机制，最大

限度地盘活土地资产。积极招商引资，进一步提高

了城镇综合服务功能。累计完成小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４３亿元，硬化街道路面１５０公里，铺设排
水排污管道１００公里，道路绿化２４万平方米，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 ５８％，建成商业门市、居民住宅
１１０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达２７平方米，城镇化
水平达３４％。小城镇管理工作，一是推行 “一书

两证”规划建设审批制度，共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

见书２０１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１９５份，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１９０份；二是加强了建前、建中和建
后的全程监督，严格执行放线、验线、复线三线管

理制度，谁签字、谁负责；三是加大对违章建筑的

查处力度，共查处违章建筑案件１４６起，建筑面积
５６万平方米，罚款２７万元，依法拆除１５起、建
筑面积３９８０平方米，规划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
化、程序化、法制化。

【建筑市场和安全生产】　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稳步
提高，建筑业产权制度和结构调整深入推进，企业

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共完成房屋建筑面积３５２万
平方米，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１５５亿元，实现税利
４５００万元，与 “十五”期间相比增长２７％。同时，
进一步强化了劳保统筹费的征缴力度，完成劳保统

筹征缴任务７４０万元。完成建筑工程设计项目２７０
项，规划设计项目１０项，道路及排水工程设计项
目４０项，外管网工程设计项目５项，设计建筑面
积累计达１５０万平方米，完成建设设计投资２５亿
元，收回设计费 ７００万元，上缴国家税金 １００万
元。建筑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运作规范，按照 《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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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区关于五十万元以下工程实行招投标的规定》，

共组织３０—５０万元范围内的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
２５起。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受监工程２３０项，总建筑面积１５４７万平方米，工
程总造价６８亿元。共创建文明工地２３项，其中
省级文明工地７项，市级文明工地１６项，验收工
程合格率为１００％。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建设工作
重中之重来抓，每年与全区各建筑施工企业逐一签

订 《建筑安全生产目标任务书》，并印发年度 《建

筑质量安全专项治理整顿工作实施意见》，进一步

明确了建筑质量安全生产工作的重点，每年四季都

组织开展质量安全大检查活动和起重机械、基坑支

护、工程监理等专项整治活动。共组织各类安全生

产大检查３０多次，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１２０多份，
停工通知单３４份，做到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确保了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房管工作】　直管公房管理得到加强，全区管理
直管公房 １７００多间 （孔），收回空锁或转租公房

２３９间，查处在公房院内乱修乱建违章建筑５０起，
完成租赁费收入 ３０５万元，同时还挤出 ３５万元，
对３４０间 （孔）破损公房进行了维修，从而确保了

公房居住安全，提高了公房居住质量。经济适用住

房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办理经济适用住房确认和审

批建筑面积１８４万平方米，总投资为１１亿元。出
售遗留存量公房 １５万平方米，总售价为 ９６５万
元。房地产开发建设快速发展，完成商品房销售收

入３６００万元，上缴国家税金 ４０万元，获纯利润
４１５万元。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成立了市容环境卫生监察
大队，对榆林城区６米以下巷道的环境卫生管理进
行监督检查。共投入资金１００多万元，购置了一批
环卫设施，改善了城区６米以下巷道环卫设备落后
的状况。同时大力开展环卫集中整治活动，重点清

理了垃圾死角１００多处，清倒垃圾４０００多吨，清
理宅基地垃圾７０处，清倒垃圾８０００多吨，处罚６
米以下巷道乱贴乱画、乱挂牌匾、占道堆物、车辆

乱停乱放、污水垃圾乱泼乱倒等违规行为 ２０００余
例，收回野广告２万多份，处理涉案人员３００余人，
收回罚款６万多元，使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折建国）

局　长　秦怀文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５４）
副局长　张崇厚　高虎林

赵仕怀 （２００４２任）

环境保护

【概况】　榆林市环境保护局榆阳分局由榆林市环
境保护局垂直管理，下设榆林市榆阳区环境监察大

队、榆林市榆阳区环境监测站两个科级建制事业单

位，有职工 ６１人。全区有 ２３个企业分别被省、
市、区命名为绿色文明示范工程企业。

【工业污染防治】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全力防治
工业污染。榆林市云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４２０
万元新建脉冲布袋除尘设备三套，投资８０万元对
厂区及道路进行混凝土硬化，对白灰、焦粉、电极

糊三大原料采用棚式储存，投资 ２０万元修建 ６４０
米长隔离围墙；榆林市青电冶炼公司投资２００多万
元，增设了消声装置，有效地降低了噪声污染，完

善了除尘车间，回收率达９５％以上。此外，全区所
有电石、铁合金、硅钙厂都使用一套除尘器，对电

石炉 （冶炼炉）烟囱口都进行封堵，烟气都经过除

尘器排放，有效防止了大气污染。辖区各机制兰炭

厂也都修建了１５米高的厂界围墙，硬化了７００多
平方米的生产厂区，使环保设施运行率一直保持在

９０％以上。

【自然生态保护】　响应市政府 “三个一百”工

程，大力开展南林北草生态建设，每年造林面积达

４０多万亩，大扁杏种植面积达１０多万亩。制定了
《榆阳区生态保护功能区规划》，确定红石桥乡为区

级生态示范乡，并上报拟升市级生态示范乡；青云

乡杜家沟村、红石桥乡双红村、孟家湾乡孟家湾村

为区级生态示范村。按照 “谁破坏、谁恢复，谁受

益、谁补偿”的原则，在矿区周围进行植树面积达

１０００多亩，各井场勘探后进行回填复垦土地，恢复
植被８００多亩。在夏秋之季大力推广秸杆机械还田
和综合利用技术，５年共秸杆还田３００多万吨。

【环境监测工作】　完成了面向企业服务的竣工验
收、环评和污染源监测工作，累计提供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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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０多个，为各类环境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五年共开展环评监测项目８４个，污染源监测项目
７５０多个。

【环境执法监督】　认真贯彻落实 《排污收费管理

条例》，收费额共计达到４１０万，出动执法人员８００
多人次，检查各类污染源２００多个，立案侦查了８０
多家违法生产企业，关闭了１５家不符合环保产业
政策的企业，处理来信来访，电话投诉３５８起。

【环境法制建设】　相继出台了 《榆林市榆阳区自

然生态保护区规划》（草案）、《榆林市榆阳区自然

生态保护管理办法》、《榆林市榆阳区关于开展城区

大气污染治理的通知》、《榆林市榆阳区清理整顿违

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等

规范性文件，加强了环境法制建设工作。

（姜榆成）

局　长　杜永亮
副局长　曹　勋 （２００５９调离）

赵明生 （２００２１任）
贺文彪 （２００５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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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开发与管理

土地资源开发与管理

【概况】　榆阳区土地局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０年７
月上划，设立国土榆阳分局，隶属于榆林市国土资

源局，拥有干部职工１４４人，下设土地监察大队、
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土地市场管理处三个事业单位

和金鸡滩、镇川、鱼河、巴拉素、青云、芹河、刘

官寨七个基层土地所，实行了人、财、物、事垂直

管理。上划以来，中心工作转移在农村，担负着榆

阳区２４个乡 （镇）４８６个行政村的土地管理工作。
“十五”期间，按照 “３２１”总体工作方略 （“３２１”
即：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严

格依法办事与服务地方经济三种关系；搞好班子和

队伍自身两个建设；实现开创土地管理工作新局面

一个目标），为榆阳区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重点工程用地管理服务】　 “十五”期间，榆阳

区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在该区

建设或开工，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榆阳土地分局积极支持，

主动协调服务，努力作好资源保障和用地服务工

作。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先后完成了落户金鸡滩、芹
河、巴拉素近２０个乡 （镇）的陕西北京天然气输

气管线过境工程及二期工程国家重点项目、“陕京

二线”工程项目、山东兖州煤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２７亿元的６０万吨煤转甲醇项目、中能煤田７８公
里铁路运输专线的用地协调、榆林机场迁建项目、

长北项目、新建榆林第九中学项目、陕西红旗民爆

集团新建乳化炸药厂项目、绥德卫校迁址项目、

“延榆神二回线”和 “３３０千伏”输变电线路等３０
多个大项建设项目用地的论证选址、勘丈测量、征

地拆迁、补偿等协调工作。五年累计上缴市、区两

级财政土地出让金、罚没款２０００多万元。

【耕地资源保护】　榆阳土地分局按照国务院 《关

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全面落实基本

农田 “五不准”，建立基本农田和耕地保护责任制，

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关系，把落

实耕地保护制度和强化基本农田保护力度放到了全

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狠抓落实。每年４月份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一次基本农田保护清查，抽调十几名业

务骨干成立工作组，深入实地落实核查，科学地确

定保护地块，并上图着色，逐步进行登记造册，并

建立起了三级保护信息网络运态巡查制度。榆阳区

保持着建区以来的 ６６６７０公顷基本农田总量不减
少，已占到了耕地总量的８０％以上。“十五”期间
获准实施首批国家级投资项目１个，实施土地开发
整理面积１１３３３公顷，新增耕地 １００公顷，申请
市级补助项目 ２４个，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面积
８２４６７０２４公顷，新增耕地３９３７５０４公顷，五年整
理土地近１０００公顷，在建区时耕地总量基础上新
增耕地近５００公顷，实现了榆阳区建设项目占用耕
地补充平衡，耕地总量稳中有增的目标。

【规范土地市场秩序】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审批建
设用地项目８５个，涉及土地面积９６０５８２４公顷，
积极为煤、油、气、盐、电等大型建设项目统征土

地面积达 １５００９８３３公顷，协调临时用地面积达

—２３１—

榆阳年鉴



７６３６３公顷。采取 “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

查处”的执法原则，几年来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６１５
件，依法拆除非法占地新建建筑物 ８４７０平方米，
围墙７５０米，使榆阳区的土地市场秩序逐步向规范
有序、健康向上方向发展，土地管理工作迈上新台

阶。

【加强和提高基础业务工作】　加强以地籍管理业
务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测绘，是科学管理利用国土资

源的前提和保证。榆阳土地分局充分发挥土地登记

在土地市场管理中的基础作用，严把土地登记关。

形成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记录表、面积统计表 ２０
册，各类图件３８４张的技术资料，建立起了土地利
用现状数据库，完善了用地、管地体系。

（陈建军）

矿产资源开发与管理

【概况】　榆阳区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２００２年机
构改革时被列入区政府工作部门，并更名为榆阳区

矿产资源管理局。负责全区矿产资源调查、勘查、

规划、管理、保护、合理开发利用及地质灾害防治

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下设榆阳区矿产资源监督管

理站、榆阳区地质环境监测站和榆阳区地质测量站

３个事业单位。
２００５年，在全市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整顿工作

中，榆阳区被评为 “矿业秩序整顿工作先进县

（区）”，受到了市政府的表彰奖励。

【矿产资源调查】　榆阳区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煤
炭、岩盐、天然气、高岭土、砂岩、砖瓦用粘土、

泥炭、富铝质塑性粘土、矿泉水等９种。预测南部
镇川一带有煤层气。煤炭、岩盐、天然气为优势矿

产。煤炭资源储量巨大，分跨榆神、榆横两个矿

区，西北角有 ６１ｋｍ２属神府矿区。资源储量为
４８５０７亿吨，含煤面积５６７６ｋｍ２。榆神矿区境内的
２３个井田中，已有榆树湾、金鸡滩、大梁湾、常
兴、杭来湾、郝家梁、双山、柳巷、常乐堡、神树

畔、千树塔、半坡山等 １２个井田达到勘探程度，
西庄、二墩、上河、麻黄梁、西湾、海流滩、韩

界、预留区等 ８个井田达到详查程度，曹家滩井

田、薛庙滩井田正在勘探施工。榆横矿区已有孟家

湾煤矿外围、小纪汗勘查区完成了详查，恒远煤矿

外围、王家梁煤矿区正在勘探施工，孟家湾西勘查

区、红石桥———魏家峁勘查区正在普查施工。岩盐

资源主要分布在镇川、上盐湾、鱼河峁、鱼河一

带，位于榆林盐田的北部，面积３４０３２ｋｍ２，整体
达到普查程度，镇川首采区完成 详 查 面 积

０８６ｋｍ２，正在详细施工面积达２３０５ｋｍ２，资源储
量７６０９１亿吨，预测资源总量 １３—１８万亿吨。
区境内西部、北部及南部是陕甘宁大气田的重要组

成部分，北部榆林气田达到勘探程度，资源储量

７８６２２亿平方米；南部镇川 ３５８ｋｍ２范围内已探
明资源量３５２亿ｍ３。古城滩高岭土矿床达到详查
程度，探明储量１０６６万吨。泥炭资源主要分布在
孟家湾大营盘一带，探明储量９５万吨。榆林城区
东北方向６５ｋｍ２范围内分布有普惠、榆阳及大碾沟
３处大中型泉群，天然气资源量９３４万 ｍ３／年，牛
家梁镇石庄梁正在实施矿泉水勘查评价项目１个。
地下水资源主要分布在沙漠草滩区函水层，已勘查

确立的水源地有小壕兔、牛家梁、马合、头道河

则、芹河、色草后湾、巴拉素、西沙、水掌沟、赵

家沟等１０处水源地，地下水天然补给资源量７７０２４
×１０４ｍ３／年，可采储量１３８８６×１０４ｍ３／年，保有资
源量可采储量 ６５５０×１０４ｍ３／年，榆神矿区深部水
源地正在实施水文勘探项目１个。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已经开发利用的矿产有煤
炭、岩盐、砖瓦用粘土、砂岩、矿泉水、地下水资

源。利用境外矿产资源加工生产的矿产品有墙地

砖、硅铁、硅玻璃制品、金属镁等。煤炭资源：大

规模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全区现有小型煤矿山企

业１７个，中型煤矿山２个，设计生产能力３０５万
吨／年，实际生产能力５８０万吨／年，占有储量５２９
亿吨，小型矿山中有３个在小纪汗普查区的红石桥
大川沟、油房湾及小纪汗的昌汗界，１６个在榆神
矿区一期规划的９个井田内，其中东风、金牛、人
民煤矿正在扩建，一期各为４５万吨／年，二期各为
１２０万吨／年，鑫源、三台界煤矿设计能力均为３０
万吨／年。岩盐资源：镇川首采区岩盐得到了开发
利用，盐厂设计生产能力８万吨，实际可达１５万
吨。天然气资源：由长庆石油天然气公司规模化开

发利用。砖瓦用粘土资源：生产实心砖，共有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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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个，年产砖３２５亿块。砂岩资源：开发利用的
有２８处，分布在青云、鱼河峁、安崖、麻黄梁、
芹河、大河塔等乡镇，用于料石、石柱、石墩等。

矿泉水资源：榆阳泉建成天然气矿泉水厂１个，普
惠泉是城区的重要水源地作为生活用水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管理】　从２００３年起历时近两年多编制
《榆林市榆阳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和 《榆阳区储

量块段管理办法》。合理确定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两阶段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保护的
规划，也为矿产品下游产业项目的布局提供了重要

依据。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００３年组织开展了 《榆阳区地

质灾害区划调查》，全区共确定地质灾害隐患点５９
个，确定了专门临测人员，建起了区、乡、村三级

群防测网络。２００５年组织编制了 《榆阳区地质灾

害防治规划》，预计通过１０年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５年）
左右的综合治理，使险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基

本保障。

（郭治荣）

主　任 （局长）　
　　　　张　明 （２００１１至２００２２）

寇文茂 （２００２２至２００２１０）
副主任 （副局长）　
　　　　刘维华 （２００２１０离任）

姜丕谢 （２００３５调离）
谢喜德 （２００３６—）
赵仕飞 （２００３６—）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概况】　榆阳区境内主要有无定河、秃尾河、佳
芦河三大水系，水资源总量为９１３５亿立方米，相
对丰富。其中，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４５３５亿立方
米，地下水资源总量７４３亿立方米，天然蒸发量
为２８３亿立方米。据分析计算，全区可开采利用
的水资源总量为２２４亿立方米，占全区水资源总
量９１３５亿立方米的２４５％。区内地表径流年内分
配不均，７、８、９三个月地表径流量占全年地表径

流总量的４１５％，４、５、６三个月地表径流量占全
年地表径流总量的 １７１％。全区水资源分布受地
质、地貌、补给源和人类活动影响，各区域水资源

贮藏量差异悬殊。北部风沙草滩区水资源丰富，占

全区水资源总量的７２％，地下水可开采量为１４亿
立方米，水质好，埋藏浅，便于开发利用；东南部

黄土丘陵沟壑区水资源贫乏，地表水和地下水较

少，占全区水资源总量的２１％，且不易开发利用；
西南部河谷川道区水资源较为丰富，３９％的面积
拥有全区７％的水资源量，地下水可开采量为０２２
亿立方米，该区域是全区粮食主产区。“十五”期

间，全区各类水利工程供水总量为８２亿立方米。
其中，农业生产用水６４４３亿立方米，工业生产用
水０８２５亿立方米，城市公共用水 ０１１１亿立方
米，城镇居民生态用水０５１９亿立方米，农村村民
生活用水０２８７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００１５亿
立方米。

【地表水资源利用情况】　榆溪河横贯市区南北，
是无定河的一级支流。据榆林水文站统计，多年平

均径流量为３７２亿立方米，频率为５０％、７５％和
９５％时，其径流量分别为３８８１亿立方米、３３３１
亿立方米和２８９０亿立方米。在红石峡以上流域范
围为沙漠区，降水经沙漠调蓄后，以地下径流形式

补给河道，常流量稳定，河水含沙量小，洪水也

小，目前在红石峡以上，榆溪河水主要为农业灌溉

用水，但由于农业灌溉用水的季节性和天然河道来

水的不均衡性、加之蓄水工程的不足，每逢水量偏

枯年份时，５月中旬至７月下旬间，河道水量便不
能满足现有农业灌溉用水的需求。

尤家峁水库为中型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９７
平方公里，坝高２９米，总库容１５８４万立方米，有
效库容１１８０万立方米。水库除拦蓄本流域０３立
方米／秒来水外，还设有注水建筑物，通过西沙渠
可将榆溪河水引入库内存蓄。每年９月至１１月份
内，农业灌溉基本停止用水，向库内注水，原设计

注水流量为 ２０立方米／秒，最大注水流量为 ３０
立方米／秒，使水库蓄满。次年５—７月份渠道水量
不足时，给河道补水。尤家峁水库除了调节水量、

解决下游农业灌溉外，已具备向榆林经济开发区供

水能力，２００７年开发区水厂工程竣工后，可实现供
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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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石峡水库亦为中型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０４５万平方公里，坝高１５米，总库容１９００万立方
米，有效库容１１００万立方米。红石峡水库自建成
以来，库内泥沙淤积严重，上游河床抬高，两岸滩

地渍水，近年已采取低水位运行，不起调蓄水量作

用。在非农业灌溉用水高峰期，河道天然来水扣除

上游水库蓄水和下游农灌用水外仍有富余水量，可

向尤家峁水库补给水源。

红石峡水库西岸地下水水源为开采水源，该水

源地处沙漠边缘，地势两边高，中间低，为一条近

似南北向的槽状地形。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

统冲湖积层，含水层厚度大于８０米，从古洼槽中
心到两侧，含水层厚度逐渐减小。古洼槽中心地

带，水量丰富，单井出水量在 １０００立方米／日以
上。地下水的补给主要以大气降水、上游断面成地

下水径流以及榆溪河、红石峡水库入渗补给为主，

日补给总量为２８３２万立方米。“十五”期间分别
在此水源地建成红石峡一期水源工程和在建红石峡

二期水源工程。两期水源工程日可向榆林城市规划

区供水４０５万立方米。
圪求河是榆溪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主河道长２２

公里，流域面积１２５平方公里。流域范围内全部为
风沙区，地表为连绵不断的波状沙丘，地形起伏不

大，大气降水经沙漠调蓄后，以地下径流侧向补给

河道。河水清澈见底，常流量稳定，洪水很少。经

水利、地质部门测定，常流量为２０２立方米，在
频率达５０％时，圪求河年平均流量为１７７立方米／
秒，在距城市规划区４０公里处的圪求河段处建成
李家梁水库枢纽工程，李家梁水库总库容２３４０万
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８４８平方公里，年调节供水
３１１７万立方米。从２００４年８月起向银河集团榆林
上河发电厂供水，截止２００５年底，李家梁水库枢
纽工程主体工程基本竣工。

芹河是榆溪河中游的一条支流，主河道长１６５
公里，流域面积１８２５平方公里。流域范围内全部
为风沙区，地表为沙丘地貌。大气降水经沙漠调蓄

后以地下径流侧向补给河道，河水清澈，水质较

好，常流量稳定，洪水也很小。据测定，芹河常流

量为１３３立方米／秒。由于目前流域内无大中型水
利设施，调蓄能力很差，主要为农业灌溉和农村生

活用水。２００５年流域内地表水资源利用量仅为

１３００万立方米／年，开发利用程度很低。随着榆林
市的发展，流域内工农业比重将发生调理，因此可

在芹河选择适宜坝址，拦蓄流域富余水量，年可向

城市规划区供水２８９４万立方米。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水
资源，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在实地勘测、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

别编制完成 《榆阳区水资源开采总体规划》《榆林

城区地下水资源超采区、限采区、禁采区划定方

案》、《榆阳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报告》、《榆阳

区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榆阳区＂十一五＂
时期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榆阳区城市供水水资

源和城市规划区供水应急预案》、《榆阳区城市供水

系统重大事故应急预案》。

【取水许可审批】　按照 《陕西省取水许可制度实

施细则》要求，严格依照审批程序，确立了实地勘

测、各相关负责人联合签字的取水许可审批制度。

加强凿井队管理，禁止 “无申报、无审批、无资

质”的 “三无”凿井队在榆阳区境内随意凿井。

重点查处了城市规划区和北部风沙草滩区的非法凿

井取水，杜绝了城乡非法凿井取水，从而保证了城

乡科学合理取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共发放取水许
可证１５０本，审批地表水开采量４５０７２万立方米、
地下水开采量１７８４６万立方米。

【节水技术与器具推广】　在工矿企业、洗车业等
用水大户和农业综合开发中积极开展了节水技术、

节水器具推广工作。建立了节水长效宣传和检查机

制，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对超计划用水实行累计加

价办法加价征费，积极鼓励各用水户优先取用地表

水资源，限制开采地下水资源。“十五”期间，全

区重复利用水资源１５０万立方米。

【自备水井关闭工作】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完成了除
保留军分区、武警、消防、人防、医院、广场等６
眼战备、应急补充水源自备水井外关闭其余自备水

井的准备工作，提出了关闭方案。

（李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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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工业经济

【概况】　工业经济发展局是区人民政府管理国民
经济和协调全区工业经济运行的综合部门，参与全

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目标、中长期规划及年

度计划的研究编制工作，负责年度工业计划的实

施；组织协调工业经济运行，对宏观经济进行分

析、监测和预测；参与制定和实施全区产业政策总

体规划、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区域政策；负责国有

企业改革的试点工作；指导全区工业企业管理工

作；管理全区技术进步工作；负责减轻企业负担工

作；负责区境内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建材、化工、

食品企业的规划、布局、布点工作，负责行业生产

经营企业许可证、合格证的办理及换证工作。工业

经济局编制１１人，内设区技术改造项目管理办公
室、工业生产调度室、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和减轻

企业负担办公室。

紧紧围绕 “三抓三实现”和 “三个转化”的

经济工作整体思路，全区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截至

２００５年底，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３９５亿
元，年均增长５４６％；资产总计达５１６３亿元，比
２０００年均增长了 １６１％；固定资产总计达 ２８９７
亿元，比２０００年均增长了１５８％；实现销售收入
２８５３亿元，比 ２０００年均增长 ２９６％；从业人员
达１３９１９人，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２２２４人。

【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十五”末，全区完

成工业总产值１５亿元，比 “九五”末的６５亿元
增长１３０８％，年均增长 １１８％，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９５亿元，比 “九五”末的

１０８亿元增长７８倍，年均增长１１８％。规模以上
企业由 “九五”末的８户增加到２０户，完成产值
８亿元，榆阳区非公有制企业完成产值１２６亿元，
占到全部工业产值的 ８４％，比 “九五”末的

３５１３７万元增长了３６倍，工业经济在国内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由 “九五”末的 ３１％提升到了 ４６％，
提高１５个百分点。

【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十五”末，随着能源化工
基地建设步伐的加快和重大产业项目的上马，榆阳

区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快了工业产业结构的

调整，使煤炭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建成了一批依

托资源的骨干企业，使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经济效益

大幅提高。全区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销售产值

９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８％，是“九五”末１１亿元
的８６倍；产销率达到９９５％，同比“九五”末增长
了２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盈亏相抵后，累计盈利
２７７亿元，比“九五”末的亏损１７５万元增长２７８
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税金１３４亿元，比“九五”
末的４２９４万元增长了３０倍，年均增长１９９％。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十五”期间，榆阳区出

台了一系列投资促进政策，加大了奖励幅度，激励

企业提升技术装备和水平，加大工业投入力度，煤

炭、电力、化工、医药、建材等支柱产业投入成倍

增长，支柱产业的地位愈加突出。“十五”末，全

区工业技改投入达到２９８亿元，是 “九五”末技

改投入１６７６万元的１７８倍，年均增长超过１７８％。

【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十五”期间，随着榆林

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的全面启动建设，全区能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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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地建设也拉开了帷幕，依托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积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快能源化工开发建

设，建设了一批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的重点项

目。陕西银河榆林发电有限公司２×１３５万千瓦电
厂、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１２０万吨煤矿、中能煤
田铁路专线、基泰阳光发电有限公司２×２５万千
瓦发电厂、大漠纸业１０万吨沙柳造纸、银河中盐
镇川皓海８万吨真空制盐等项目相继建成投产，拉
开了全区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序幕。

【发展非公有制企业】　“十五”期间，随着鼓励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国企改制的深

入推进，全区非公有制经济逐步步入健康、快速发展

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进步，企业实力不断

增强，已成为全区工业经济的主力军。到“十五”末，

榆阳区非公有制企业已发展到 ２６１７个，从业人员
２２万人，完成总产值１０７亿元，其中，完成工业总
产值７８亿元。非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
要的主导地位。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十五”期间，全区企业

改革工作全面铺开，坚持国退民进、一企一策的原

则，因企施策，对症下药，有序推进，国企改革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区属国有企业中，制药厂实施了

破产拍卖，组建了德福来药业公司；酒厂进行了股

份制改革，成立了普惠酒业集团，已成为省内第二

大酒类生产企业；人民煤矿与香港中信矿业集团公

司进行了改制合作；１６户轻工集体企业，有１５户
实施了改革；其他企业也正在进行清产核资、资产

评估、财产审计和改制方案制定等工作。

【百强企业】　到 “十五”末，区内共有１５户企
业实现税金分别达到 ５００万元以上，进入了全市
“百强企业”的行列，受到了市政府的表彰奖励：

陕西银河榆林发电有限公司、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

司、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三台界煤矿、榆林常乐堡矿

业有限公司、榆林市榆阳区农垦榆卜界煤矿、榆林

市榆阳区十八墩煤矿、榆阳区东风煤矿、榆阳区沙

炭湾煤矿、榆林普惠酒业集团、榆阳区金牛煤矿、

榆林市文昌建工有限责任公司、榆林市常兴煤矿、榆

林市上河煤矿、榆林市永乐煤矿、榆林市二墩煤矿。

（王慕朋）

局　长　杨红畅
副局长　朱继福

刘　涛 （２００２８—）
张　龙 （２００３１２—）

电力工业

【概况】　榆阳区电力局是陕西省地方电力 （集

团）公司所属榆林供电局的下属企业，分设１个市
区分局。全局设有１２个职能管理科室，下设３６个
基层班站 （所），有全民合同工３１０人。该局担负
着榆林市区及２４个乡 （镇）、４８６个行政村以及周
边５县１４个乡 （镇）近１０万用户的供用电管理工
作。农网改造面达８５％，通电率实现１００％。被陕
西省农电管理局授予 “先进单位”称号。

【用电量逐年增长】　２００１年，榆阳区工农业生
产、生活用电量 １２４２８６２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
９８４％；２００２年，榆阳区用电量 １３９７３４７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１２４３％；２００３年，榆阳区用电
量１７４１４２３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 ２４６２％；２００４
年，榆阳区用电量２２４６１５８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
２８９８％；２００５年，榆阳区用电量 ２６４１３７３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１７６％。

【电网改造工作】　 “十五”期间，上级对榆阳区

投资１８５亿元实施城农网改造工程。城网改造共
完成９８００多万元的投资，其中，新建１０ＫＶ开闭所
５座，对榆林市城区新建南路、大街步行街、上郡
路等十多条路段进行改造，实施了世纪广场和凌宵

广场的配套电网改造工程。配合市政道路建设，区

电力局实施了部分线路的下地、迁移改造工程。完

成 １０ＫＶ项目 １０个，共新建和改造 １０ＫＶ线路
９４ＫＭ，新增和改造配变 １４８台，增容 ３７８６５ＫＶＡ，
完成投资８８６０多万元；完成低压项目９８个，新建
和改造低压线路１０９ＫＭ，新建和改造配变台区１９
个，完成投资９９０多万元。在农网改造工程上，区
电力局投资８６００多万元对全区４２２个行政村的电
网进行了建设与改造，分二期实施工程，改造面达

８５％，受益群众达１２万户。农网改造共完成１０ＫＶ
项目４５个，新建和改造 １０ＫＶ线路 ５８６ＫＭ，新增

—７３１—

工　　业



变压器５９０台，增容２９０２５ＫＶＡ，完成投资２９００多
万元；低压完成４２２个行政村的改造工程，新建和
改造低压线路３０６０ＫＭ，新增和改造配变台区９４４
个，完成投资５７００多万元。

【建立县级电力自动化调度系统】　２００４年，榆阳
区电力局建成县级电力调度系统，负责调管榆阳区

内的北郊变电站、巴拉素变电站、牛家梁变电站、

小壕兔变电站、镇川变电站、马合变电站、双山变

电站、孟家湾变电站、四平峁变电站、中能３５ＫＶ
变电站１０座，以及榆阳区城乡１０ＫＶ配网调度。榆
阳区电力自动化调度系统可以对变电站的遥测数据

与遥信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及时了解各个变电站电

气设备的运行状态改变情况，更利于维护榆阳区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

【建立配电网络自动化系统】　２００３年８月开始，
区电力局在城区建立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实现了城

区４个开闭所、３７台柱上开关、２２台箱变、１１０台
台式变压器的信息采集和监控，并实现了配电自动

化高级应用功能。配电自动化的骨干通信网采用

ＳＤＨ光纤自愈环网，分支线采用光纤和双绞线结合
方式。目前市区主干线路均已实现了配电自动化。

【建立城市电费联网收费体系】　２００１年，为了方
便城区群众交费，区电力局在东沙、西沙、南郊、

北郊增设收费网点，并且通过 ＤＤＮ电信线进行联
网操作，实现了各收费点之间联网收费，城区用户

到任一收费网点，都可以及时缴纳电费，既方便了

群众，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城乡生活用电实现 “同网同价”】　２００３年４月
１日，榆阳区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实行同网同价，同
价水平为 ０４９元／ＫＷＨ。城市居民生活用电由
０４１元／ＫＷＨ提升至 ０４９元／ＫＷＨ，农村居民生
活电价由０７４１元降为０４９元／ＫＷＨ，农村居民生
活用电平均每千瓦时降低０２５１元，２００３年当年可
减轻农民负担４７６９万元。农村用电实现了 “三公

开”（电量公开、电价公开、电费公开）、 “四到

户” （销售到户、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

户）、“五统一”（统一电价、统一发票、统一抄表、统

一核算、统一考核），农村电网通过改造后，行政村实

行一户一表管理，极大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

【完成市政路灯建设工程】　２００２年元月，区电力
局从城市电网改造资金中挤出５００多万元，对市区
人民西路、青山路、文化路等路段进行了路灯建

设，对凌霄塔实施了点亮工程，亮化了市区的主要

街道，美化了城市环境，也方便了人民群众出行。

【开展规范化供电所建设活动】　从２００２年起，按
照 “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用电服务方针，扎

实开展规范化供电所建设工作，城关供电所于２００４
年２月建成并通过了规范化供电所验收。

【实施标准化变电站建设工作】　在北郊变电站、
镇川变电站、巴拉素变电站开展标准化变电站的建

设工作，强化变电站的安全管理、设备管理，运行

管理、技术管理，进一步健全完善了 《防闭锁装置

管理制度》、 《变电站安全保卫制度》等制度，规

范了基础资料建设，加强变电站的硬件设施建设，

为广大群众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编制 “十一五”电网发展规划】　树立 “市场与

服务并举，发展与效益并重”的原则，编制了榆阳

区 “十一五”电网发展规划，在规划的编制上，对

区域电力网现状及区域电力负荷预测都进行详细分

析，在此基础上完成区域电力网规划：榆阳区在

“十一五”末最大用电量为５９５亿 ＫＷＨ，年最高
负荷为６８９１亿 ＫＷＨ。规划新建１１０ＫＶ变电站７
座，１１０ＫＶ线路８条，计１５２ＫＭ；新建３５ＫＶ变电
站２座，３５ＫＶ线路２条计４５ＫＭ，增容改造３５ＫＶ
变电站２座；新建１０ＫＶ开闭所４座，１０ＫＶ线路
６２３３ＫＭ，改造１０ＫＶ线路３８５８ＫＭ；新建０４ＫＶ
线路１５８ＫＭ，改造０４ＫＶ线路４９ＫＭ；并且对相应
的通信调度自动化、配网自动化和无功补偿都做出

了建设规划。

（佟小艳）

局　长　尤　龙
书　记　夏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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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电管理

【概况】　榆阳区农电管理工作从２００１年起由榆林
农村电气化发展公司负责，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榆林农村
电气化发展公司撤销，业务并入榆阳区电力局。

２００３年５月，区电力局实施公司化改制，将２４个
基层供电所合并为１３个供电所，２００５年红石桥供
电所划转榆阳区电力局管理，供电所增至 １４个，
基层１４个供电所共聘用农民合同工２１７人。农村
另设８个３５ＫＶ变电站。

【农村用电量逐年增长】　２００１年全区农村工农业
生产生活用电量为 ５５１６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
７８％；２００２年榆阳区农村用电量 ５８５６４１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１３９４％；２００３年榆阳区农村用
电量７８４６３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 ２４１４％；２００４
年榆阳区农村用电量１１０９９９３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
长４１４７％；２００５年，榆阳区农村用电量１２９７５万
ＫＷＨ，较上年增长１６９％。

【农村电网改造面积达８５％】　区电力局积极争取
农网改造资金，对４２２个行政村实施了农村电网建
设与改造工程，改造面积达８５％，户数达１２万户。
农网改造共完成 １０ＫＶ项目 ４５个，新建和改造
１０ＫＶ线路 ５８６ＫＭ，新增变压器 ５９０台，增容
２９０２５ＫＶＡ，完成投资２９００多万元；低压完成４２２
个行政村的改造工程，新建和改造低压线路

３０６０ＫＭ，新增和改造配变台区 ９４４个，完成投资
５７００多万元。榆阳区农村乡镇所在地网改后供电
可靠率达到９５％，乡村供电可靠率９０％，农村地
区居民客户网改后电压合格率不低于８０％。

【开展农村规范化供电所建设】　从２００２年起，确
定在榆阳区电力局农村的北郊供电所、南郊供电

所、西郊供电所、镇川供电所、鱼河供电所、青云

供电所、金鸡滩供电所、小壕兔供电所等８个供电
所开展创建活动，创建活动成效显著，基本具备规

范化供电所验收条件。

【镇川３５ＫＶ变电站建成投运】　２００３年４月，新
建的镇川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镇川变电站配有主

变１台，容量５０００ＫＶＡ，主要为镇川镇及镇川盐化
厂供电，解决了镇川镇经济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

求，对米脂与榆林的电网联结也起到枢纽作用。

【农村供电所实施 “撤站建所”改制工作】　２００３
年５月，区电力局在实施公司化改制的过程中，对原
有的２４个乡镇供电所进行合并，在农村成立北郊供
电所、南郊供电所、西郊供电所、鱼河供电所、镇川供

电所、马合供电所、双山供电所、孟家湾供电所、巴拉

素供电所、金鸡滩供电所、小壕兔供电所、青云供电

所、清泉供电所，撤销了牛家梁供电所、古塔供电所、

刘官寨供电所、芹河供电所、榆阳供电所、董家湾供

电所、余兴庄供电所、上盐湾供电所、小纪汗供电所、

岔河则供电所、安崖供电所、补浪河供电所、官庄供

电所、李站供电所，按照“便于管理、方便群众”的原

则对供电所１０ＫＶ高低压线路进行统一管理，精简
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

【实行农村供用电合同管理】　２００３年开始，区电
力局在农村签订高低压用户用电合同，明确用电性

质、用电容量、用电方式、电价及电费结算方式，

对供电设施维护管理责任、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

方式等都进行约定，提高用户安全用电的意识，确

保广大用户安全、经济、可靠、有序用电。

【加快农村供电所基础设施建设】　区电力局加快
基层供电所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基层办公条件

和生活条件，２００１年新建了马合供电所，２００４年
购置清泉供电所，２００５年新建金鸡滩供电所。２００４
年为基层金鸡滩供电所、青云供电所等１３个供电
所普遍配置了微机，通过使用相应的用电营业程序

软件，实现农村收取电费微机管理。

【农村变电站增容改造】　２００４年，区电力局及时
做好负荷监测，制定限电序位表，确保迎峰度夏、

防汛抗旱期间安全用电。对马合变电站、小壕兔变

电站、巴拉素变电站、孟家湾变电站进行增容改

造，缓解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

【开展农村标准化变电站建设活动】　２００５年，区
电力局在农村的镇川变电站、巴拉素变电站开展标

准化变电站的建设工作，加强变电站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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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运行管理、技术管理等，进一步健全完

善了 《两票管理制度》、 《设备巡视检查制度》、

《交接班制度》、《防闭锁装置管理制度》、《变电站

安全保卫制度》等制度，规范了基础资料建设，同

时加强变电站的硬件设施建设，通过实施标准化变

电站建设，为广大群众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做好农村 “十一五”电网发展规划】　２００５年，
在农村紧紧围绕工业园区的电力负荷增长需求，开

展 “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将未实施农网改造行

政村、无电自然村、无电户的用电问题纳入统筹规

划之中。同时，榆阳区电力局于２００５年底从横山
县电力局整体接管红石桥乡供电工作。

（佟小艳）

经　理　郭继强 （２００３调离）
尤　龙 （２００４—）

书　记　宋子林 （２００３调离）
夏仲伟 （２００４—）

煤炭工业

【概况】　榆阳区煤炭局为区政府直属事业机构，
正科级建制，编制１５人，领导职数５人。煤炭局
下属三个事业单位，分别为煤管站、票据结算中

心，稽查大队。目前全区范围内共有煤矿 ２１个，
全部位于榆林以北，以西的厚煤层区域，分布在榆

神、榆横规划区的边缘地带，有国有重点及国有重

点控股矿２个，地方国有矿３个，其余１６个为乡
镇个体矿；生产矿井１６个，在建和技改矿井５个。

“十五”期间是榆阳煤炭事业全面快速发展的

五年，煤炭事业呈现出煤炭产量增速高、税费上缴

增幅大、安全形势稳的特点。

煤炭产量增速高，２００１年全区原煤产量５６万
吨，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２００５年原煤产量突破
５００万吨，达到５６０万吨，每年以１００万吨的速度
增长，２００５年煤炭工业总产值突破４亿元大关，达
到４５７亿元 （９０不变价）。

税费上缴增幅大，２００５年全区煤炭企业上缴
税费达２１亿元，是２００１年１５０万元的１４０倍，煤
炭产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占到一半以上，已成为名

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安全生产形势稳，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榆阳区煤
矿安全形势基本稳定，百万吨死亡率控制在１５以
下。认真组织井上井下干部职工安全培训，实行严

格的考试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农民工培训率达到

９５％以上。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
作业人员持证率达１００％。安全投入进一步加大，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区煤矿用于技改和安全投入达
４３亿元。２００４年在全省安全评估中，区属煤矿全
部达到 Ｂ级，２００５年在全省安全许可证发放过程
中，全区１６个生产煤矿都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通过了验收。

【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建设】　从２００４年起，榆阳
区开始开展创建质量标准化矿井工作。２００４年区属
２个煤矿被省上列为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建设试点
推广矿，２００５年东风、人民、中能、二墩、六墩、
常兴、榆卜界７个矿井全部通过了省、市验收，安
全质量标准化矿井占到全区生产矿井的４４％。

【重点项目建设】　由全区煤炭企业自筹资金建设
的煤炭专用线工程始于十八墩，止于２１０国道，全
长１６３２公里，总投资２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开工建
设，２００６年建成通车。新建薛庙滩煤矿４５万吨基
建项目，到２００５年已完成投资６４６０万元，主斜井
建成，地面主要辅助设施已全部完成。技改项目，

全年累计完成技改投入１０５０９万元，榆卜界煤矿３０
万吨技改项目，技改工程全部完成，安全设施都已

到位，各单项验收已完成，正在组织综合验收；七

山、三台界两矿基建工程都已完成，安全设施均已

到位，正组织单项验收；常乐堡煤矿４５万吨扩建
项目，省发改委已批准，设计方案已报省煤炭局；

沙炭湾煤矿３０万吨技改项目的设计已经省经贸委
批准。重大前期项目，柳树巷、神树畔、半坡山等

７个煤矿，前期预可研核准工作稳步推进。

【煤炭经营秩序整治】　２００５年，开展了４次大规
模的清理取缔非法储煤场活动，先后共取缔非法煤

场５５个，拆除临时建筑２４间、磅称１８个，拆毁
地沟２０个。对非法煤场的监管，采取露头就打的
策略，有效地控制非法煤场的反弹，形成了以煤炭

局负责日常检查，乡镇政府负责及时清理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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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新成立了煤炭计量稽查大队和票据结
算中心两个副科级单位，与煤管站形成计量、结

算、稽查 “三位一体”、相互监督的煤炭规费征收

机制。２００５年对所有煤矿安装完成了电子计量监
控系统，形成了监控计量与计量站计量相辅相成的

煤炭规费征收机制。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获市煤炭局 “安全生产先进

单位”称号，获党风廉政、招商引资、计划生育、

工会、支持社区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艾绍元）

局　长　叶长志 （２００２２离任）
高明伟 （２００２３—）

副局长　齐东海 （２００２９离任）
王培栋 （２００１７调离）
李志新 （２００１１—）
张建革 （２００２３—）
王怀贤 （２００３２—）

轻 工 业

【概况】　区轻工业行业管理办公室（简称轻工办）
与城镇集体企业联合经济组织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

（简称手联社）合署办公，共有工作人员１６名，领导
班子成员５名，其中主任１名，副主任３名，产业工
会主席１名；区联社有兼职理事会主任１人，兼职监
事会主任 １人，理事会副主任、监事会副主任各 １
人。共有直属企业２０户，其中国有企业３户，集体
企业１７户，职工总数为 ４１４１名，其中离退休人员
８３５名，资产总计１４４６１万元，负债总计１３００５万元，
负债率８９９％。近年来，积极推动下属企业改革改
制，放手调整，放活经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华全国手
工业合作总社、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榆阳区手联社

“全国集体经济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劳动保障】　２００１年，轻工办从保障职工基本利
益出发，为全系统近４０００名职工办理了基本养老
统筹保险关系。有６８０名职工进行一次性经济补偿
安置，８１７名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中心，３９２名
职工申领失业保险，３５４户特困职工实行了城市低

保，１１９３名职工实行医疗保险，推行完善了职代
会、职工大会和厂务公开制度。

【企业经营】　轻工办对所属企业经营状况进行分
析归类，制毡厂依法破产；木器厂、油画厂、制刷

厂顺利解散。落实技改和新产品开发计划，组织生

产，尽量减轻政府负担，增加税收。造纸厂完成沙

柳制浆造纸技改项目，当年实现了盈利。皮革厂实

行小生产单位，在企业内部组建了７个股份体，为
以后的改制奠定良好的基础。地毯厂在企业内部组

建了３个股份体，实行不失业核算，自负盈亏，使
手工地毯这一古老的行业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对有

一定资产但生产经营落后的企业实行跨行业兼并重

组。市五金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由富达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兼并后重组为榆林市五金富达有限责任公司，

确认了股东受益分配和职工量化分配安置工作。皮

毛厂与塞米尔公司兼并成立皮毛绒有限责任公司，

筹资利用厂区原有土地、技术优势，恢复生产，巩

固了传统产业。区毛纺厂、装潢公司、制鞋厂、棉

织厂四户企业与华融公司协议剥离处理银行债务

１２４３万元，通过法律程序处理了企业与财政的借款
本息２１２万元。区服装公司２００１年时处于资不抵
债状态，在改制中 “以物还贷”，划给工行、农行

部分房地产，剥离不良资产２３００万元，实现无债
轻负荷运营。投资对服装生产大楼进行改建，成立

商业大厅，２００２年８月成立榆林常乐工贸市场，每
年管理费收入４０万元，安置长期从业人员３６０名，
实现交易额２５００万元，上缴各类税金１５万元。

【室内装饰管理】　全区取得了行业资质等级证书
的装饰企业发展到５５户，其中甲级资质１户，乙
级资质２２户，丙级资质３户，丁级资质９户，无
资质的２０户。并有３６８人取得了上岗证，８０人取
得了项目经理资质。机关全员通过省行政执法考试

认证，４人取得了项目监理资质。全区装饰企业有
５户企业获得了省装饰优秀企业荣誉称号。

【手联社工作】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召开了第五届职工
代表会，产生了新一届区手联社班子。五年来区手

联社收回联社借款和股份资金，其中向上级联社缴

还合作事业资金、扶植重点企业改造发展等支出近

万元，本级联社预提留机关干部职工养老统筹和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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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上级联社合作事业两项资金２０万元。维修年久
失修办公大楼，改善办公条件，形成固定资产２１０
万元。区联社多年积累形成资产现值 １８００万元。
为此，陕西省联社对全区积极开展社务活动，联社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不断壮大联社实力，具备了联

社单独设立标准的优异成绩。

（李文忠）

主　任　高明华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５）
王锦山 （２００３５—２００５）

副主任　杨宝春　张　宁　葛黎明

粮食工作

【概况】　榆阳区粮食局内设办公室、财务股、业
务股、储运股、工业股，有干部职工１６人，管辖
１９户购销企业，１户经营性工商企业 （已有３户工
商企业完成改制，退出粮食企业序列）。截至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底，具有合法职工身份的职工４５２人，离
退休职工９２人。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２００３年底以前继续实行以
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和加强粮食企

业改革为主要内容的 “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２００４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意见》颁发，以及省、市实施意见的出台，掀

起了新一轮粮改的高潮，区政府成立了以刘俊明区

长为组长，万玉林副区长为副组长，财政、人劳、

监察、物价、审计、国土等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粮改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出台了 《榆阳区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 《榆

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阳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

施方案的通知》，并于２００５年３月召开了全区粮改
会议。这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全面

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加快粮食市场体系

建设步伐；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全面推进国有粮食

企业改革，彻底解决老粮、老人、老帐的 “三老”

问题；对国有粮食企业的现有职工全部实行身份置

换，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按榆林市２００４年
度社会平均工资１１１６６元的４３５倍确定，即人均
４８５７０元；改革粮食收购资金供应办法，完善信贷

资金管理措施；加强粮食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维护

正常流通秩序；改革粮食主管局的职能，由过去的

部门管理变为行业管理，由过去的计划管理变为市

场管理；由过去的行政手段管理变为市场手段管

理；加强和改善粮食客观调控，确保全区粮食安

全。

【政策性挂帐审计和清产核资】　２００４年５月，由
财政局企财所和审计局、粮食局抽调得力人员集中

对１９户粮油购销企业进行政策性挂帐审计，并由
区政府常务会议进行研究审定。１９９２年 ４月至
１９９８年５月底，政策性财务挂帐２９５４万元，由区
财政５年内消化，利息继续由中、省、市、区财政
分级负担；１９９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５月底政策性财
务挂帐７３２万元，２００４年６月份集中处理历年粮食
损耗 （老粮）形成的政策性挂帐７９万元，以及该
挂帐至２００５年３月底前的利息４５万元，共计８５６
万元，由区财政按季度向农发行结清利息，本金由

区财政挂帐消化；１９户粮油购销企业总资产５４２２
万元、总负债４１０１万元，所有者权益１３２１万元；
经榆林博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资产评

估，１９户粮油购销企业总资产８５０１万元，总负债
４３５４万元，净资产４１４７万元。

【人员管理】　经区人事劳动局和粮食局共同对粮
食企业各类人员进行审档，具有合法身份的在册政

府招用员工４５２人，离休职工１２人，退休职工８０
人，退养人员２人，五、六十年代精减下放人员４
人，享受遗属补助人数３１人，工伤人员２０人。以
上人员都在企业资产变现中，依据政策予以了合理

解决。

【职工安置】　这次粮食企业改制各级政府给予了
很大的支持和优惠政策的照顾，一是省财政给每个

职工补助５０００元，二是职工历年欠缴的社会保险
费２６５７４万元，由省、市财政各负担一半；三是
资产拍卖中的土地出让金全部返还粮食部门用于职

工安置。

【企业改制】　１９户粮油购销企业全部退还出国有
序列 （太白庙粮油公司是以重新组建的形式保留

的）。实行资产拍卖，清除历史包袱，一次性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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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职工，实现产权置换和职工身份全部置换，加

快了 “国退民进”步伐。改制形式实行由粮食局统

一处置资产、统一补偿标准、统一安置职工。榆阳

区政府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召开了粮改动员大会，
区委组织部抽调２５名副科以上得力领导干部和粮
食局的干部以及企业负责人组成１０个粮改工作组
深入企业开展工作。由粮食、财政、审计、监察、国土

等部门全程参与，粮改全面进入资产处置阶段。

（马　彪）

局　长　张开仁

副局长　付翠连 （２０００４—）
姜丕谢 （２０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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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经济

农　　业

【概况】　农业局是政府管理全区农业的行政职能
部门，主要负责全区农业行政执法、农业技术推

广、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市场

体系建设、农村经营管理、农村能源建设、农民负

担监督管理、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以及农民的实用

技术培训等工作。“十五”期间，全区认真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各项政

策措施，充分发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效应，迅速提

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经济】　 “十五”期间，全区上下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 “多予、少取、放活”的惠

农方针，积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大力发展农

业生产，全区农业总产值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６亿元提
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８２亿元，增加３６亿元，增长了
７８２％；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２８元提高
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３８０元，增加了１０５２元；粮食产量
年均达 １８万吨，最高年份产量达 ２２５万吨，较
“九五”同比年增长１５４％；全区粮食总播面积每
年保持在８０万亩左右，油料面积稳定在５０００亩左
右，实现油料总产３７５０吨，基本与 “九五”持平，

水果及蔬菜年均产量分别比 “九五”净增２万吨和
１５万吨。

【农业产业结构】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区种植
业内部结构逐渐由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饲

三元结构转变，截至２００５年粮、经、饲的比例为

６０∶１２∶２８，效益较高的玉米、洋芋、豆类、小杂粮
的比重不断上升，围绕全区杏、羊、菜三大农业主

导产业，全区发展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３个，其中
省级龙头企业１户，市级龙头企业达２户。全区乡
镇以上农副产品生产购销企业达到１６户，建立各
类农产品市场 ３５个，组建农民专业协会 １１个，
“订单农业”和 “公司＋农户”生产机制在积极探
索中有序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　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加快特
色农业主导产业建设进程，将杂交玉米制种、优质

小杂粮生产、大棚菜和大辣子生产作为全区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着力点，从品种、技术、投

入、营销等方面入手，落实优惠政策，强化科技培

训与推广，在技术管理上求突破、增效益、促发

展。同时，将优质小杂粮新品种推广、大棚菜和大

辣子生产纳入全区各乡镇主要经济建设目标任务考

核指标，并下达了专项任务书和具体考核细则，全

面提升了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战略位置，进一步加

快了特色农业产业化建设进程。在北部风沙滩区以

杂交玉米制种为主的制种业，已成为全省最大的杂

交玉米生产基地，最高年份基地面积达７万亩，产
量达２８００万公斤，远销２０多个省区。为了将玉米
制种产业做大做强，凸显地方优势，壮大特色产

业，２００１年，农业部门成立了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办
公室，抽调了５名业务干部专门从事农业综合执法
工作。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平均每年建立以杂交玉米
制种为主的生产基地５万亩，较 “九五”同比每年

净增２万亩，平均每年生产良种达 １６００万公斤，
实现产值达 ３８００多万元，形成制种专业村 ３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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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杂交玉米制种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新亮

点。优质小杂粮在南部山区种植历史悠久，种类繁

多，常年种植面积达２６万亩。从２００１年起，将南
部丘陵山区的优质小杂粮生产作为农业生产中的一

项特色产业来抓，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申请省财政项
目资金１００多万元，启动实施了榆阳区优质小杂粮
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项目建设，前后开展以大城谷

２号为主的谷子新品种对比试验、区域试验、品种
选育等各类试验６项，建立科技示范基地５０００多
亩，开展以大明绿豆为主的地膜绿豆各类试验 ３
项，建立示范基地５０００多亩。通过几年的试验示
范，表现出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２００４
年区委、区政府又将小杂粮生产纳入南部山区乡镇

主要经济建设考核指标，并落实出台了优质小杂粮

生产农用物资补贴政策；２００５年区财政投资５０万
元，用于优质小杂粮农用膜补贴，每亩补贴农用膜

３公斤，无偿发放优质良种１公斤，大力发展小杂
粮生产。２００５年，全区共建立优质小杂粮大明绿
豆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２万亩，实现总产１８２４万
公斤，平均亩产９１７公斤，较一般大田每亩增产
３２７公斤；实现产值达９１２万元；建立以大城谷２
号为主的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１２５万亩，生产优
质小杂粮 １１２５万公斤，实现产值达 ２８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建立了小杂粮研发中心，开展小杂粮深加
工，产品远销国内各大城市；２００５年南部山区优
质小杂粮生产通过省级认证确定为无公害生产基

地。南部山区优质小杂粮新品种得到了全面更新，

现已成为山区农民增收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

山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增添了新的活力。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大棚菜产业走出了一条节本、增产、增
效、无公害的高效农业发展路子。大棚菜生产从无

到有，面积从１９９６年的３０亩，发展到２００５年的
２６２０亩。发展规模迅速扩大，花色品种日益增多，
产业效益日趋提高，共涉及１４个乡镇５２个村９６０
多户农户，形成３０亩以上的集中连片生产基地１３
处６２０亩，形成了一大批如海流滩、刘家

%

、寺伙

沟、城大圪堵等典型专业村，实现年提供反季节鲜

菜７０００多吨，日上市鲜菜７万斤，产值达１８００多
万元，从而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吃菜难的矛盾。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以金华和华丰公司为龙头，每年在
北部滩区的岔河则、马合、孟家湾、巴拉素、小纪

汗等乡镇建立了外销型大辣子生产基地５０００多亩，

新建蔬菜保鲜库５处，年均生产鲜辣子２万多吨，
实现生产总值达１３００多万元，户均最高收入可达
３０００多元，产品远销深圳、上海等南方城市。

【农业科技推广工程】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力度，全面

推进农村科技进步，努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实现全区农作物布局的合理分布和优化升级。

一是开展地膜玉米工程建设，每年实施推广面积达

８万亩以上，争取省财政支农补贴资金１６０多万元，
每亩直接补助农户１０元，仅此一项实现粮食总产
４８万吨，产值达５７６０万元。二是围绕农业产业化
建设，加强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与试验示

范推广工作，共开展各类农作物新品种引进、试验

研究工作 １２０多项次，年均示范面积达 ３万亩以
上，引进各类农作物、蔬菜新品种８６个，每年开
展各类农业新技术推广１５次。三是积极开展农民
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学历教育培训工作，每年举办

农业实用技能培训２５０多场次，发放各类培训资料
２５０００多份 （册），培训农民达３万人次，培训村
级干部中专学历教育２６人。四是在南部山区和北
部风沙滩区开展了以小杂粮和棚菜、大辣子为主的

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证工作，截至 ２００５年，
共通过省上认证农产品无公害生产基地４个，生产
面积达３万多亩。五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
劳务经济日益壮大。以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阳光工程”为载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

按照 “以需定培”的原则，每年举办培训班２０多
期，开设计算机、驾驶员、家电维修、服装加工、

工程机械等专业１０个，建立阳光工程培训基地３
处，年均培训阳光学员１４００多人次，转移就业率
达９５％以上。农民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速
度以及外出务工人员显著增加，年均劳务输出总数

为５万人次以上，年均实现劳务经济收入 ４５亿
元。六是科技进村入户工程在全区范围内全部展

开。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积极开展科技进村入户工
程，区农业局每年调选４０名科技干部组成科技服
务小组，深入１０个乡镇，每年建立科技示范村３０
个，科技示范户１５００户，开展农作物、蔬菜新品
种引进、试验和新技术推广项目２６项，举办各类
培训班８０多场次，培训示范户２０００多人次，促使
农业科技得以普遍推广。七是全面启动实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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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三改”沼气国债项目，共实施新建沼气池

１４５０口，完成项目工程总量的１００％，已建好的沼
气池全部启用。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　按照 “多予、少

取、放活”的原则，认真落实一减免、三补贴等各

项惠农支农政策。狠抓减负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培

训，提高乡村干部的政策水平，每年利用科技之春

宣传、农业法制宣传、中央一号文件宣讲、执法专

项检查等活动，开展政策法规宣传，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共召开相关会议、培训等活动８００多场次，
受训人员达３０多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６万多份
（册）。认真落实减负各项制度，全面推行涉农价格

和收费公示制、农村公费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农

民负担党政 “一把手”负责制、村级财务公开制、

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和村级范围内的 “一事一议”

制。认真开展农民负担专项治理，重点开展农村灌

溉用水用电、农机服务等生产费用中的不合理收费

和指导收费、农村中小学乱收费、农民建房中的乱

收费等专项治理活动，共查出各类不合理收费 ７０
多万元，全部退还群众，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责

任追究，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

【农业行政执法工作】　为了进一步转变部门职能，
实现依法行政，确保农业生产正常运行，２０００年
农业部门成立了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常年从事专

职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工作。每年利用３月份科技宣
传活动，开展宣传培训班 １０多场次，散发资料
５０００多份 （册）。同时，抓住春耕生产关键期，以

种子、农药、肥料为重点，积极开展农资市场的清

理整顿工作，共查处各类违规违法案件２６０多起，
其中种子案件２００起，农药案件６０多起，共处罚
款２０多万元，并对重点市场、经营大户实行重点
检查和全面监督，将农资市场管理纳入法制化、正

常化的管理轨道。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市农业局评为全市 “百万

亩玉米增产工程组织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２年被市
农业局评为全市 “农业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３年被
省农业厅评为全省 “玉米备种供种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０４年被省农业厅评为全省 “农村经营管理工作

先进集体”，被市农业局评为全市 “农业工作先进

单位”，２００５年被市农业局评为全市 “农业行政执

法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被省农业厅评为 “农

业成本调查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３月被省农业厅评
为 “基点调查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８月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办公厅评为全国 “农业系统信访工作

先进集体”。

（王成祥）

局　长　白生贵 （２０００３—）
副局长　常鹏满 （２００３５—）

张亚平

米耀甫 （２００３３—）

林　　业

【概况】　区林业局主要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
林业方针、政策，指导全区造林绿化工作。局机关

与绿化办合署办公，内设办公室、业务室、林政办

公室３个科室，辖 “五场” （鱼河、城郊、牛家

梁、小纪汗、巴拉素林场）、“三站”（林站、林种

站、治沙站）、 “一所” （林业派出所）、 “一圃”

（区苗圃）和 “一队”（林政稽查队）。系统在职职

工７１３人，副科级以上领导 ６２人，干部 ３４７人，
工人 ３０４人；其中高级职称 １１人，中级职称 ５１
人，初级职称３７１人。

按照 “南抓果杏，北抓飞播，东抓红枣，长城

沿线建立樟子松示范林基地”工程建设的总体布

局，紧紧围绕 “一个中心”（一切林业工作必须紧

紧围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抓好 “两个重点”

（重点抓好退耕还林工程和杏产业开发），立足

“三个突破” （要在林业产业建设、营林机制和科

技支撑方面有新的突破），做到 “四个结合” （发

展林业要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相

结合；要与发展区域经济、培植主导产业、促进财

源相结合；要与资源开发、保持生态安全相结合；

要与增加饲草资源、发展畜牧产业相结合），共完

成植树造林 １４２７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１０６８万
亩，飞播造林３５９万亩。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区有
５７０多万亩荒沙全部达到固定和半固定，１００多万
亩荒山达到绿化，造林保存面积达到４５１７万亩。
与建国初相比，林木覆盖率由 １８％ 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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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林草植被恢复到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先
后受到中、省、市表彰奖励共５１项，其中国家级
大奖９项，省级７项，市级３５项；被全国绿化委
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 “全国造林绿化先

进集体”、 “全国造林绿化模范县 （区）”，被国家

林业局授予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先进集体”、

“全国防沙治沙先进县 （区）”和 “全国林业生态

建设先进县 （区）”，被陕西省绿化委员会授予

“陕西省绿化模范县 （区）”，被陕西省人事厅、林

业厅授予 “全省林业系统先进集体”。

【退耕还林工程】　完成退耕还林８０７４万亩，其
中，耕地还林 （草）２０５４万亩，荒地还林 （草）

６０２万亩。经中、省验收退耕还林和荒地还林成
活率、保存率都达到国家标准，工程所需的各项标

准全部合格。尤其是退耕还林 （草）档案信息化管

理走在了全省先进行列。

【杏产业一体化建设】　杏产业作为全区确立的三
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初步形成了 “基地规模化、

加工产业化、产品系列化、品牌市场化”的发展雏

形。以南部丘陵沟壑区１２个大扁杏种植乡镇为基
地，辐射带动全区杏产业基地规模化产出；在鱼河

峁镇建成宝丰开口杏仁加工厂２处，开展杏核的初
级深加工，把杏核包装上市销售，实现了杏核的收

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发展；杏核产品打

入市场，备受广大清费者的青睐，被省级权威部门

评为 “绿色无公害产品”。

【“三个一百”工程】　筹集资金２００多万元，完
成植树７５０多万株，适龄公民义务植树尽责率达
９５％。在城区建成了大墩梁、七里沙、镇北台、昌
汗界、金沙路集中连片义务植树基地４万亩，在２４
个乡镇建成了相应的植树基地３６块，形成了全党
动员、全民动手共建绿色榆阳的良好局面。

【种苗基础产业】　进一步健全了以国有场圃为主、
集体个户育苗为辅的种苗产业发展模式，以建立

“一场一业”、“一圃一品”、“一乡一色”的产业格

局为目标，大力培植品种丰富、树种齐全的苗木基

地，形成了以鱼河林场发展桑苗和杨树、小纪汗林

场发展营养袋樟子松、苗圃发展各类绿化苗木等具

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年均育苗稳定在０３万亩
左右，预计年可出圃各类苗木１２亿多万株，不仅
满足了本地林业生产和城市绿化的需要，而且为晋

陕蒙周边地区造林绿化提供了优质的种苗。

【征占用林地和限额采伐】　严格各类项目征占用
林地的审批制度，按照国家征占用林地的有关规定

和程序报批，严查各种未批先占、少批多占等不法

行为；严格执行限额采伐制度，杜绝超限额采伐，

严肃查处各类非法毁坏、征占用林地，破坏林木的

不法行为，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序，使林业行政执

法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封山 （沙）禁牧】　将封禁管理同森林资源管理
有机结合起来，在搞好造林技术指导的同时，加强

对乡镇护林员管护职责的监督检查，封禁监管落实

到位，不留 “死角”，偷牧、乱牧、散牧、夜牧现

象得到明显遏制，全区的封禁工作稳步推进。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采取预测预报—监测预警
—及时防治 “三位一体”措施，对全区４５１７万亩
林地进行监测预报，通过设立大扁杏测报点，完成

病虫害防治３０２万亩，使监测率和产地检疫率分
别达到７２％和９５％，实现了 “一降三提高”目标。

【森林防火】　通过签订防火责任书和采取多种形
式的宣传，提高了公民的防火意识；认真落实了森

林防火领导负责制，建立了２４小时轮流值班、领
导带班制度、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确保责任

到人，措施到位，没有发生大的森林火灾。

（张彦成）

局　长　王志雄
副局长　贺仲岐　秦希柱　刘培禄

畜 牧 业

【概况】　区畜牧局下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区草
原工作站、区动物检疫站、区良种畜推广服务站、

区种猪场、区种羊场６个科级事业单位和２４个乡
镇畜牧兽医站。全系统在职干部职工２５１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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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技术职称４人，中级技术职称４６人，初级技
术职称９３人。２００５年，全区人工种草保存面积达
１２５万亩，羊子饲养量达１５３９万只，生猪饲养量
达８０２６万头，牛饲养量达 ３７万头 （其中奶牛

０５３万头），笼养鸡达 １０４万只，畜牧业产值达
５３３亿元 （现价），占农业总产值的６４５％。榆阳
区被誉为 “全省第一养羊大县”，被授予 “全市百

万只养羊大县”称号，在市委、市政府责任书考核

中荣获 “羊产业发展第一名”、 “草产业发展第一

名”，被市政府评为动物防疫先进县 （区）；区畜

牧局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 “创佳评差”最佳单

位，被省农业厅评为 “草原建设先进单位”、 “肉

羊开发先进集体”。

【养羊业】　从 ２００１年起，全区全面实行了封沙
（山）禁牧、舍饲养畜，按照封沙 （山）禁牧、人

工种草、秸秆利用、科学舍饲 “四位一体”、棚

（棚舍）、场 （活动场）、槽 （饲槽、饮水槽）、窖

（青贮、氨化窖）、机 （铡草机） “五配套”的模

式，建成规范化舍饲养羊户２４０００多户，占到了全
区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引进良种白绒山羊 ６５００
只，全面开展了对陕北白绒山羊的选育提高，使全

区陕北白绒山羊数量迅速扩大，存栏达到了６９万
只。建成了１个陕北白绒山羊育种镇、２６个陕北白
绒山羊育种村、１５０个陕北白绒山羊核心群育种
户。同时，引进了无角道赛特、白杜泊等优良肉用

种羊，开展了与本地细毛羊、同羊、小尾寒羊的经

济杂交试验示范。全区羊子数量逐年以１０多万只
的速度增加，建成了麻黄梁、小纪汗、补浪河、巴

拉素、小壕兔５个１０万只养羊大乡镇。

【人工种草与秸秆利用】　先后引进、试验示范国
内外牧草新品种６４个，筛选出适合全区的高产优
质牧草品种 １０多个，同时建成专门采种基地 １２
万亩。人工种草上了新的规模和水平，到２００５年，
全区人工种草保存面积达１２５万亩，其中：水地种
草保存面积２０万亩。已建成规模种草带７条，全
长１１５公里，面积达１６万亩；万亩以上规模种草
区８块，面积达１０万亩；千亩以上大块牧草地４２
块，其中水地种草８块，面积达１万亩。秸秆加工
利用得到全面推广，为了加快秸秆加工利用，几年

来，联户配置铡草机、多功能粉碎机 ３０００多台，

建青贮氨化窖 （池）３６万个，每年青贮秸秆 １５
万吨以上。同时开展了碱化、氨化、微贮、粉碎加

工等，使秸秆利用率达到了７０％以上。

【养牛业】　与内蒙伊利、蒙牛两大奶业集团合作，
围绕重点奶牛养殖乡镇，建成奶站１４个，每个奶
站都建立了相对集中的奶牛养殖小区，实行了集中

挤奶、统一售奶。２００５年，全区奶牛存栏０５３万
头，比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２３１％。以河川和草滩区为重
点，积极发展肉牛生产，建成了１０个千头上以肉
牛养殖乡镇。

【养猪养鸡业】　在全区大力推广了暖棚养猪，已
建成了３万头以上暖棚养猪大乡 （镇）１２个，其
中马合镇年生猪饲养量达１６８万头，户均养猪７５
头，农民年人均养猪纯收入达２５００元。全区笼养
鸡达１０４万只，５００只以上养鸡户达５２０多户。

【动物防疫】　全面推行了动物防疫“双轨制”，形
成了各乡镇人民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

的互动防疫机制。实行了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制度。

牲畜Ｗ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
密度达到了９９％以上，笼养鸡程序化免疫密度达到
了１００％。动物产地检疫工作的开展面达到了
１００％，上市肉类检疫率达１００％，全面规范地开展了
奶畜检疫、动物出县境检疫和公路动物检疫等各项

工作。成功地完成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任务，确保了全区没有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畜牧执法】　为了贯彻实施好畜牧 “三法五条

例”，区畜牧局对全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全部进行了

上岗培训，规范了执法程序，提高了执法水平。大

力开展了畜牧 “三法五条例”的普法宣传活动，使

群众对 “三法五条例”有了全面了解。推行了动物

防疫监督执法 “八公开”和检疫人员 “八不准”

制度，全面整顿规范了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兽药经

营行业，查处了一批破坏草原植被的行为。

【畜牧科技普及】　组织８名技术骨干组成了两个
畜牧科技宣讲队，常年深入乡、村，开展畜牧实用

技术的宣传与培训。结合每年三月份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组织干部深入城乡集贸市场，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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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咨询服务、散发传单、播放声像资料等形式，对

畜牧实用技术进行了广泛宣传。抽调１００多名技术
干部，每人每年抓２户科技养殖示范户，从人工种
草、秸秆利用、棚圈规范化建设、饲养繁殖、疫病

防治等方面进行了指导，有力地促进了畜牧实用技

术的普及与推广。

【畜牧兽医体系建设】　新修和改造了１８个乡镇畜
牧兽医站的办公场所，并将全区乡镇畜牧兽医站

“三权”归区管理。对乡镇畜牧兽医人员工资实行

财政全额预算，村村配备了动物防疫员，彻底改变

了基层畜牧兽医站 “线断、网破、人散”的局面。

（高文惠）

局　长　刘候义
副局长　董才山 （２００２４离任）

任建忠 （２００３１２—）
张建华 （２００３１２—）
高怀明 （２００３１２—）

水利水保

【概况】　区水利水保局内设政秘股、财务股、业
务股、科教股、治安办，内辖无定河流域治理指挥

部办公室、商品粮副食品基地建设项目办公室、佳

芦河世行贷款项目办公室３个科级事业单位，局机
关行政编制１５人。

“十五”期间，全区水源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１１８亿元，生态工程建设完成投资１１１亿元，民
办水利完成投资 １０５７万元。水产养殖完成产值
５２８６万元，农业供水完成产值１２１６万元，非农业
供水完成产值１０９３万元。水利经济完成产值１０２
亿元，实现利润９７５万元。

【水利工程建设】　在水源工程建设方面，累计完
成投资７５３８２９万元；在病险水库治理方面，累计
完成投资２９８７７８万元；在城乡供水方面，完成农
业供水５５亿立方米、非农业供水８００万立方米；
在生态工程建设方面，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０２６５平方公里，其中，新修基本农田８９３万亩，
累计完成生态工程投资１１１亿元。

【水行政执法】　编制完成了 《榆阳区水资源开采

总体规划》、 《榆阳区水资源开发利用 “三区”划

定方案》，初步划定了水资源禁采区、超采区、限

采区。建立了 “榆阳区水土保持网”，成立了 “榆

阳区河道采砂产业协会”，挂靠水产工作站分别设

立了渔政监督管理站和水生动物防疫检疫中心，发

放了 《滩涂养殖证》，整顿了水产品市场，维护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全区共查处
各类水事违法案件８０７起，累计征收水资源费８００
万元，水土流失防治费与补偿费１５０２万元，河道
砂石资源费１５８万元。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十五”期间，共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１０２６５平方公里，其中，建设基本农
田８９３万亩，营造水保林 ８００９万亩。建成各类
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１２５６处，累计投劳 ８３４万个，
投入资金１０８亿元。

【生态工程建设】　无定河流域二期二阶段综合治
理工程完成治理面积６７７平方公里，建成各类水
利水保工程１１６处，投入治理资金１８０万元。２００２
年顺利通过中、省、市三级验收。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改造中低产田 ０５万亩，完成农业生态工程
１５万亩，建成排灌站２座，打多管井１５眼，衬砌
渠道９公里，铺设输水暗管６公里，建成桥、渠、
涵等小水建筑物３７座 （处）。沙棘产业建设项目，

营造沙棘林２４７８万亩，兑现沙棘种植户沙棘种植
费、管护费１６０５８万元。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
工程，完成李家沟示范区治理 １１２９２平方公里，
新建淤地坝２３座，新修生产道路７６５公里。黄土
高原流域坝系工程，完成闫庄沟流域３座骨干坝、
５座小型淤地坝建设，完成扎林川流域３座骨干坝、
９座小型淤地坝建设。完成南沟流域坝系工程勘测
和单项坝设计。水保债券工程，完成榆阳镇平方沟

小流域治理３２平方公里，建成骨干坝１０座，新
淤耕地５２亩。

【水源工程建设】　李家梁水库工程，自２００２年８
月开工建设以来，移民区工程完成土地平整 ２６５０
亩，沙地垫土２３００亩，新修干渠３９４公里、支渠
６４９公里、生产道路１６公里；建设田间林网１６公
里，架设高压线路４公里、低压线路１２公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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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屋 １８３４０８平方米，搬迁水库移民 １８７户、
５５９人。水库枢纽工程，完成放水塔、工作桥、输
水洞、引水渠、交通和坝体工程，坝体筑高２５米，
达到设计高程，累计完成土方 １４５５０万立方米、
石方０１３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０３８万立方米，
钢筋制作安装１１９０４吨，完成投资６２５５万元，占
工程总投资７５６９万元的８３％，２００４年８月实现了
向银河集团榆林上河发电厂供水。南郊抽水站迁建

工程，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开工建设，先后实施了引水涵
洞、机房、引水前池、设备安装等工程，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竣工。工程累计完成土方２３５万立方米、石
方０１１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７６８５立方米，完
成投资３８０万元。榆高渠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工程，
２００５年９月开工建设，先后改造干渠２１公里、斗
渠２２６公里，改造斗门１４座、分水闸１座、退水
闸１座，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竣工。工程累计完成土方
３８００立方米、筑砌体 １０００立方米，浇筑混凝土
７３５立方米，完成投资７０万元。红石峡供水站除锰
工程，２００２年９月开工建设，除锰工程建成２９２６
平方米除锰厂房 １处，采用接触氧化法工艺安装
１０００ｍｍ压力加爆气装置２套，填加锰砂料１５０吨，
完成投资１９５万元。除锰工程实施后，红石峡供水
站供给水源锰离子含量降至００５毫克／升以下，符
合了国家优质饮用水标准。红石峡供水站除锰工程

２００３年３月竣工，７月通过市、区两级验收。香水
供水工程为榆阳区自行贷款建设的一项水源工程，

工程概算总投资６１５８８６万元，分两期实施。一期
香水沟水库工程概算投资１８８０５６万元，二期输水
管线工程概算投资４２７８３万元。香水供水工程已
完成水资源评价、库区淹没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并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单位完成了一期香水沟水

库工程的施工设计报告、施工设计图、施工设计预

算书、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香水供水工程

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被市发改委批复。同时完成了管理
机构———榆阳区香水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红石

峡二期水源工程通过区政府控股５１％、榆林经济开
发区昌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参股３９％、红石峡供水
站参股１０％的融资方式，于 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开工建
设，工程概算总投资１１２５万元。截至２００５年底，
架设高压线路４０公里，低压线路４５公里，平整
井线道路路基３６公里、平整加压站站址５亩，钻
采取水井 ４眼，压埋球墨铸铁管上水管线 ２１公

里，完成投资３００万元。工程于２００６年６月竣工。

【病险水库治理】　尤家峁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２００３年３月开工建设，主要完成高压摆喷防渗墙、
坝坡整修、坝背坡绿化、上坝防汛道路建设、副坝

加固、闸房改造、闸门配重等子工程，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竣工。工程累计完成土石方２４１４万立方米，浇
筑混凝土０３３万立方米，完成投资１７６７７８万元。
红石峡水库除险加固工程，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开工建设，
主要完成坝体固结灌浆、坝基防渗帷幕灌浆、左右

岸输水洞和泄洪洞室加固、闸门启闭设备改造、上

坝防汛道路建设等子工程，２００５年６月竣工。工程
累计完成土方１４２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０５５万
立方米，帷幕灌浆４２０米，固结灌浆６９５米，回填
灌浆１９５１平方米，闸门制作４４８５２吨，预埋制作
安装 ４０３２５吨，完成投资 １３８１万元。河口、石
峁、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实施方案于２００５年６
月被省水利厅批复。其中，河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概算总投资１４９０万元，石峁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概
算总投资１６４０万元，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概
算总投资１８４０万元。河口、石峁、中营盘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完成监理标、工程标招
标工作，２００６年全面开工建设。

【人畜饮水工程】　围绕保障饮水安全、维护人的
生命健康这一目标，以解决好高氟水、苦咸水、污

染水和无水源地区群众饮水问题为重点，坚持科学

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设工程类型和规模，完成

了 ２１０处人畜饮水站工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１２８４８５万元，解决了 ５８万人、１０５万头大牲
畜、１７２４万头 （只）猪羊的饮水困难问题。

【城市供水】　 “十五”期间，红石峡一期水源工

程向城市规划区供水５５０万吨，完成产值４３７７万
元。随着城市规模的逐年扩大、城市人口的逐年增

加，２００５年以来，城市规划区供水能力又明显不
足，为了缓解榆林市城市供水压力，解决城市规划

区居民饮用水问题，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启动了红石峡二
期水源工程，工程设计日供水能力３２万吨。

【防汛抗旱】　大力推进防汛抗旱工作由控制洪水
向洪水管理转变、由单一抗旱向全面抗旱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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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转变”。

【表彰奖励】　榆阳区水利工作先后被水利部、陕
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水利厅、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评为 “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 “全国水土保持

监督规范化建设先进单位”、“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

行贷款项目先进集体”、 “全省渔业生产先进单

位”、“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先进集体”，水利商

场被评为 “省级文明市场”，连续 １６年夺取全省
“水利振兴杯”。科研方面先后完成 “黄土高原水

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规划及综合技术推广项目”、

“黄土丘陵沟壑区窖灌农业试验示范研究”、“陕北

高寒地区池塘养鱼高产优质高效综合技术推广项

目”、“沙漠绿洲科技示范区建设及风沙区生态良性

循环综合技术研究”、 “水力治沙研究”等课题研

究，科研成果分别荣获省、市奖励。

（李　琦）

局　长　高建保
副局长　高玉祥　罗树学

胡宏飞　赵鹏飞

乡镇企业

【概况】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是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五年，按照 “积极

支持、正确引导、总结经验、逐步规范”的要求，

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注重实效，稳步推进，把加

强企业管理和推进科技进步结合起来，加快实现企

业的管理体制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给企业注

入了活力，促进了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又快又

好发展。２００３年被省局评为 “陕西省乡镇企业技

术改造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被省局评为 “守诚信重

质量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０１年，全区有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２１６０个，实现增加值 １１８２７万元，完成生产总值
５８２５８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区有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
企业２２０７个，实现增加值１２４９３万元，比上增净
增６６６万元；完成总产值６４０９４万元，比上年净增
４５６１万元，增长７６６％，占全区 （国民）生产总

值的１９９％。２００３年，全区有乡镇企业和非公有

制企业２５６２个，比上年增加２９２个，从业人数达
到２２９０５人，实现增加值１４３０２万元，比上年净增
１８０９万元，增长 １４４８％；完成总产值 ６９３５３万
元，比上年净增 ５４２５万元，增长 ８４９％。２００４
年，全区有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２５５７个，从
业人数２２１９８人，实现增加值１５９３２万元，比上年
净增１６３０万元，增长 １１４％；完成总产值 ７７３４８
万元，比上年净增７９７５万元，增长１１５２％，占全
区 （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７３６％，其中完成工业产
值 ５１２１９万元，比上年净增 ６７４４万元，增长
１５２％。２００５年，全区有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２６１７个，比上年增加 ６０个，从业人员达到 ２２３３０
人，实现增加值２２２７６万元，比上年净增 ６３４４万
元，增长３９８１％；完成总产值１０７６３１万元，比上
年净增 ３０２８３万元，增长 ３９１５％，占全区 （国

民）生产总值的 ２０６１％，其中完成工业产值
７８６７３万 元，比 上 年 净 增 ２７４５４万 元，增 长
５３３６％。

【产权制度改革】　２００１年，全区加快乡镇企业产
权制度改革步伐，９０％以上的乡镇企业完成了改制
工作，并建立起了 “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

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２００２年，全区
乡镇企业继续采取股份合作制、委托经营、兼并、

租赁、转让、拍卖等多种改制形式，逐步组建股份

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

革，具体完成了鼓楼原二办街道企业和市玉米淀粉

厂的改制工作。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在有条件的行业、
企业中以骨干企业或主导产品为龙头，按照自主自

愿的原则，积极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实现了生产

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主要有：对青电冶炼

公司的股份制合作改造；引导榆阳镇所辖村组利用

区位优势、大力发展 “三为主”集体企业；指导鱼

河榨油厂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建立董事会；对原区

第六建筑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对新明楼街道企

业部产进行拍卖改制。

【企业规模壮大】　２００５年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
制企业实现产值过亿元的乡镇３个，过５０００万元
的乡镇５个，过１０００万元的乡镇１２个，过５００万
元的乡镇２０个；产值过５００万元的企业１３个，过
１００万元的企业１９９个，营业收入过亿元的企业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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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榆阳、牛家梁、镇川、青云、麻黄梁等５个乡
镇的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产值之和占全区乡镇

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总产值的９１１％。乡镇企业和
非公有制经济规模空前壮大，已形成了以煤炭、房

地产开发、建筑建材、农副产品加工、餐饮服务为

主的６个工业产业体系，以猪、羊、鸡、鱼、菜、
豆、薯、杏、枣、果十大农业产业，产品占领榆林

大部分市场。有年产１亿吨硅铁的青电冶炼公司；
年产３０万吨的三台界、六墩、榆卜界煤矿；总投
资达４亿元的中能煤田；营业收入过亿元的普惠酒
业公司；榆溪、广济等营业收入过５００万元的餐饮
行业；红柳制衣公司、红英制衣公司、大漠蔬菜公

司、山立公司等一大批龙头企业以及文昌、大德、

振兴、中承、树天等占榆林市建筑业主体的建筑公

司。企业对科技含量的要求更高，规模企业不断向

现代化方向发展，并占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

业主导地位。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２００１年全区乡镇企业和
非公有制企业实现利润５９８３万元，上交税金１６１５
万元，人均创利税３４１８元。２００２年全区乡镇企业
和非公有制企业实现利润６８１２万元，比上年净增
８２９万元，增长１３８５％，上交税金１９０５万元，比
上年净增 ２９０万元，增长 １７９６％，人均创利税
３４０３元，从业人员２００１７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
２３３１％。２００３年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实
现利润７３２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０７％，上交税金
２１８２万元，较上年增长 １４５４％；人均创利 ２２６１
元，人均纳税９５２元；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职
工人数达２２９０５人，工资额１０５９９万元，比上年增
长２１４８％。２００４年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实现利润８１８９万元，较上年增长１１３６％；上交税
金２４８６万元，较上年增长 １３９３％；人均创利税
３６８９元。２００５年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实
现利润１４９５８万元，较上年净增６７６０万元，增长
８２５５％；上交税金１５４６０万元，比上年净增１２９７４
万元，较上年增长５２１８８％，人均创利税６６９９元，
人均纳税６９２３元，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发放
职工工资总额１１６３８万元，职工年平均收入是农民
人均收入的８倍。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上交税
费总额约占全区财政收入３７７％。乡镇企业成为全
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也为城市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成为全区财政和农民收入的

重要来源。

【科技进步】　２００５年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
业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已占全区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

企业６０％以上。特别是醉乡酒业有限公司陕北红枣
酒获２００３年 “中国农业新科技成果博览会金奖”，

醉乡系列酒获 “中国优质酒”、 “中国市场知名品

牌”称号，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占有率；红英制衣公

司生产的神华西服也被评为陕西省著名品牌。

（高　源）

局　长　周锦华 （２００２８离任）
白志强 （２００２１０—）

副局长　田保存
郑世明

农业综合开发

【概况】　区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老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是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承担全区

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面向农村、服务农

民、促进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有工作人员１７
人，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副科级以上领导 ５
人，副主任科员１人。

【扶贫开发】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７４００多万元，其中扶贫信贷资金３６００万元，财政
扶贫资金１６５０万元，社会扶贫资金２１５０万元。开
发重点村３２个，新建移民点２３个，扶持开发羊、
草、菜、牛等主导产业，引进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

５项、新品种６个、研制开发推广新机具３项，使
得２１万个贫困户增收受益，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
由２０００年７９４元增长到１４３７元，有２万贫困人口
解决了温饱问题，２８万低收入人口脱贫。重点村
建设、小额信贷社会扶贫等工作成为全省典型，连

续五年被省、市评为先进单位，并于２００３年在榆
阳区召开全省扶贫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

【重点村建设】　３２个扶贫开发重点村按照 “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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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兴产业、抓科技、促增收”的综合开发思路，

开展了以通电、通路、通水、修田打坝为主的基础

设施建设，以舍饲养羊为主的产业开发和以改厕、

改厨、改圈为主的村容村貌建设，实行综合开发、

综合治理。

【移民搬迁】　建成移民点 ２３个，扶持 ７９８户
４０３６个贫困人口实现了搬迁。建房２２８５间 （孔），

兴修农田１７００亩，打井４５眼，建人饮站７处，架
电３８公里，新修改造道路４１公里。鱼河峁和大河
塔两乡镇建设集镇移民一条街，二、三产业安置移

民户１６３户。项目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极大改
善，拥有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环境。

【产业开发】　扶持发展羊、菜主导产业和辣椒、
葡萄、奶牛等区域特色产业，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３６００多万元。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８个，种、养殖
农户１４万户，小额信贷实现了放得出、收得回、
有效益的产业化扶持目标。

【社会扶贫】　充分利用华能扶贫资金和涉农部门
单位技术优势，进行资金、技术服务。中国华能集

团公司、省建设厅牵头的 “两联一包”扶贫团的

１４个省级单位、１３个市级单位以及中国妇基会、
扶贫基金会、国际计划等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在榆阳

区开展定点扶贫，并组织动员区级部门单位和党员

干部开展包村联户扶贫，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２１００
多万元，实施了科技、教育、卫生、集镇建设、人

畜饮水、技术培训等一批扶贫项目，成为全区扶贫

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业综合开发】　紧紧围绕 “国家引导、配套投

入、民办公助、滚动开发”的工作方针，以加强农

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

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为

目标。实施土地综合治理 ６１万亩，其中在余兴
庄、鱼河峁、上盐湾等乡镇实施农业生态工程治理

２５万亩，在巴拉素、小壕兔、马合等乡镇实施中
低产田改造 ３６万亩。扶持金华沙漠农业有限公
司、正大油脂公司等８个产业化开发企业，累计投
入 ４５７５万元，其中，中、省、市、区财政投资

２７７０万元，群众自筹 ８２０万元，企业自筹 ８３５万
元，银行贷款１５０万元。项目建设全部达到了优良
工程，在接受省级两个年度的验收中都被评为陕北

片第一名，获得奖励性开发规模１万亩，投资３００
万元，年度开发面积也由０９万亩增加到了１８万
亩，两次获得全省先进集体，三次获得市级先进单

位。

【农业生态工程项目区建设】　按照山、水、田、
林、路、村、院、圈、厕综合治理、羊、草、薯、

豆综合开发的思路，在项目区新建淤地坝 ７１座，
其中大型淤地坝４座，新修梯田４５００亩，建集雨
水窖１１２眼，抽水站６处，新修农田道路５６公里，
营造水保林 ９３００亩、经济林 １２００亩，种草 ９０００
亩，并建设沼气示范户１０户、舍饲养羊户１８８户，
小菜园建设示范户１７２户，示范推广了双沟覆膜种
植绿豆技术，推广多功能饲草粉碎机２３台，穴播
机４０台，覆膜机２０台，项目区新增基本农田５８００
亩，新增羊子１６０００只，人均粮食达到５００公斤，
人均纯收入实现２０００元，实现了泥不下山、水不
出沟，达到了山绿、水清、村美、人富的开发目

标，总结出了黄土丘陵区 “沟道治理坝系化、陡坡

陡洼林草化、缓坡梯田节水化、庭院建设沼气化、

增收致富产业化”的治理模式，受到了省、市的肯

定，在陕北地区得到了推广。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

呈现出了 “田成方、林成网、电抽水、水管流、旱

能灌、涝能排”的小江南景象，实现了节水、节

支、省劳、增产和增效。按照以中低产田改造为龙

头，通过五项治理、三项开发、一个推广、实现两

提高、两增加，即通过治田、治水又治村、治家、

治圈，中低产田改造开发、产业开发，科技推广实

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实现粮食生产增加、群众收入增加的开发思

路。项目区共新打、改造机电井 （多管井）４０２
眼，渠道砌护 ２８公里，埋设输水暗管 １０７公里，
小水建筑物 １６９处 （座），架设输变电线路 ７４公
里，完成农田防护林网４０００亩，新修机耕道路１７８
公里，并在项目区推广了沼气、玉米青贮、秸秆还

田等技术，引进推广了猪、羊、玉米等新品种，粮

食亩产由４００公斤增加到７００公斤，年可增加粮食
１０８０万公斤，相当于新增基本农田１５万亩，灌溉
成本由每亩 ３０元减少到 １０元，年可节约投入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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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年可节约电１１０万度，节水４３２万立方米；
新增羊子１２万只、生猪９万头，平均每亩农田增
效１８０元，建设沼气示范户１１３户，农民人均收入
由１８００元增加到２１８０元，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受广大群

众欢迎。

【表彰奖励】　有２项农业科技成果获省政府科技
进步三等奖，１项获市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３项
获二等奖、１项获三等奖。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区扶贫
办被陕西省扶贫办评为扶贫系统先进单位；２００２
年区农综办被陕西省农综办评为农业综合开发先进

单位；２００４年区扶贫办被陕西省扶贫办、人事厅
评为扶贫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区扶贫办被陕西
省扶贫办评为扶贫系统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区农综
办被陕西省农综办、财政厅评为农业综合开发先进

单位；２００４年华能培训中心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评
为陕西科技进步三等奖；２００５年华能培训中心被
陕西省人民政府评为陕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胡　兵）

主　任　艾　保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
黄飞鹏 （２００２２—）

副主任　牛连启 （２００１—）
谢文祥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９）
高正祥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２１２）
王世华 （２００１１０离岗）
白万华 （２００１—）
邵小亚 （２００４５—）

农业机械

【概况】　区农业机械技术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区

农机中心）负责全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生产、鉴

定、安全监督管理，技术推广和教育培训等项工

作。中心下设农机管理站、农机安全监理站、农机

化学校、农机推广站，现有职工２４２名，取得专业
技术职称的有１４３名。区农机中心以加强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建设和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目标，以节本增效为核心，突出抓好重点农

时、重点作物、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的机械化生

产，强化农机教育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加强农机

化系统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

务水平。被农业部评为保护性耕作项目执行优秀单

位和部级 “文明监理，优质服务”示范窗口单位，

被省农业厅评为 “创佳评差”活动最佳单位，被省

农机局评为全省先进集体和 “全省农机推广甲级

站”，被市委、市政府评为 “创建农机科技示范村

工作”第一名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先进单位。

【农机装备作业】　全区农机总动力达到２２９万千
瓦，农机作业面积达到３０万亩，机播２０万亩，机
收２７万亩，机脱及粮食加工能力５０万吨。农业
机械化开始从产前向产中、产后延伸，从粮食生产

机械向经、牧、副机械化方向发展。全区农业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４８％，列全市之首，是全省十个机
械化示范县 （区）之一。

【农机经营服务】　伴随着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组
织的兴起，农机销售、作业、维修三大市场日益兴

旺，各类农机作业服务组织 （含农机户）总数达到

１５５０１个，农机从业人员达到１５６６７人，农机经营
总收入达到１０９８６万元，农机作业服务收入成为农
机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新亮点，对农民增收的贡

献率逐步增大。

【保护性耕作推广】　在岔河则、小纪汗、马合、
金鸡滩、牛家梁、小壕兔等 ６个乡镇 ３０多个村，
集中规划了农机保护性耕作示范区，实施面积达到

４５万亩，累计推广旋播机 （含旋耕机）３５１台，
２ＢＲ－１玉米穴播机１２４０台，大、中型免耕施肥播
种机６台，秸秆还田机２台，动力机械２０７台，形
成了以机具保面积、以面积促推广的良性运行机

制。

【农机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贯彻 《道路法》、《陕

西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落实了农

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机安全专

项治理活动。将农机 “宣传培训”、 “技术检审”、

“执法监控”三大防线向乡村延伸，严防和查处了

一大批无牌行驶、无证驾驶和载人载客等违章行

为。狠抓了农用机车驾驶员安全教育，农机挂牌

率、持证率、检审率分别达到９５％、９０％、９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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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农机事故 “四项指数”低于部颁标准，遏制

了农机重特大事故发生，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显现平

稳，保障了农机安全。

【农机市场监督】　依法加强对生产、流通领域和
在用农机的质量监督和调查，给近２００名从业人员
颁发了资格证书，取缔了无证经营，打击了一大批

假冒伪劣农机产品、维护了农机生产者、经营者、

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农机培训】　把农用机车驾驶员培训作为源头工
作，坚持先培训、后考试、不培训不考试、考试不

合格不发证的原则，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每年举办农机驾驶人员培训班１５期以上，培
训驾驶员近１０００人，提高了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的
遵章守法意识和安全作业技能，其中不少已成为当

地科技示范大户、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科技兴农】　针对不同区域，在北部风沙草滩区
重点推广玉米精量播种、玉米旋播和饲草加工技

术；在南部山区推广绿豆覆膜穴播技术；在川水道

地区推广水稻直播技术，创建了１０个农机科技示
范村和发展了１００户农机科技示范大户。开展了百
日科技下乡服务活动，建立起了 “农机科技人员直

接到户、农机科技示范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

人”的农机科技转化长效机制，累计推广各种农机

是近１００００台，实现了农机科技增成致富。
（康虎平）

主　任　刘　鹏
副主任　杜文耀 （２００１９离岗）

马玉昌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２１２）
赵仕怀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４２）
郭喜元 （２００３６—）
李金林 （２００４３—）

农　　垦

【概况】　农垦总公司辖鱼河农场、南郊农场、牛
家梁农场、马合农场、农垦农工商联合公司、区第

四建筑工程公司５个国有企业和农垦榆卜界煤矿１

个股份制企业。农垦系统按照 “农业稳局、工业强

垦、养殖富民、人才兴垦”的发展战略，通过做大

做强 “瓜、稻、种、畜、乳、煤”６个龙头产品，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高效农业、畜禽养殖、精深加

工、旅游经济”四大竞争新优势和农工商一体化、

种养加一条龙的经营格局，累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２４０５０万元、上缴税金 １９００多万元，实现利润 ８６
万元。

【农业生产】　以实现 “农业发展、农场稳定、农

工增收”为目标，广泛推广利用科学技术和农业机

械化，逐步调整农林牧 “三业”比例，逐年制定年

度工作方案，将各项任务指标分解落实到各企业，

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实现了农业增效，职工增收目

的。实现农业产值９１９６万元，生产粮食１５６８８吨，
出售肉类产品１２３４６吨、鲜牛奶８５５０吨；畜牧养
殖方面，实现奶牛养殖现代化，奶牛繁育全部人工

授精，存栏猪 ６５６２头，舍饲养羊 ６８１２只，养鸡
２００００只，大牲畜存栏１３８２头，养殖奶牛８５７头；
农业方面，林草保有面积达１０７３公顷，推广玉米
良种繁育１００００多亩，生产优良种子５００多万斤，
引进大豆示范品种５个，水稻品种６个，生产稻子
１３８７４万斤，引进各类瓜菜品种６个，累计生产西
小瓜２３９０万斤，青饲料１３８２万斤；农业机械化方
面，机械化作业不断提高，拥有农机总动力 ７９７２
千瓦。

【工商业生产】　把做强做大做实工商企业作为实
现农垦二次腾飞的根本途径来抓，苦练内功，挖潜

增盈，不断加大原有工业企业的技改力度，加快场

办商业企业建设，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４８５４万元，完
成建筑工程额７７５２０万元，完成建筑面积７１０００平
方米，生产原煤 １１０吨，生产混合饲料 ５５２５吨，
消毒牛奶及乳酸菌奶５５１４吨，建成牛家梁城北建
材市场、岔河则农贸市场、榆星科技综合市场、农

工商联合公司农贸市场等多个市场，完成商业营业

额３２５０万元，工业产品产销率达９５％以上。

【企业管理】　以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激励农
垦广大职工的奉献精神和创业热情，实现跨越式发

展为目标，不断深化农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加大

企业监管力度，盘活企业存量资产，加强对农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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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管理，形成了陕西秦源公司、榆卜界公司草示

范基地、鲁榆绿化公司和鸵鸟养殖示范场。加强资

金管理，严格实行 “双审联签”制度，实行阳光管

理，保证每笔支出的合理性，形成了党委、支部统

一领导，党政工齐抓共管，职工群众全员监督的新

格局。

（冯　华）

总经理　武振平 （２０００１—）
副书记　高长河 （２０００１—）
副经理　王爱年 （２０００１—）

刘安银 （２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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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概况】　榆阳区交通局是区政府主管全区公路建
设、养护、管理和交通运输的行政职能部门。下辖

区道路运输管理所、地方公路管理站、客运中心３
个事企业单位，内设区路政办、地方海事处、古道

研究室三个股级事业单位，全系统有干部职工４００
多人，其中党员１３４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区交通系统围绕 “区乡公路

黑色化、乡村道路等级化”建设目标，在 “九五”

末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的基础上，全面加快了区域

内区乡油路建设步伐，先后组织完成了榆林至乌审

旗、榆林至补浪河三级油路和左界至红石桥四级油

路改造工程，铺筑总里程１２０多公里，全区通油路
乡镇比率提高到８０％以上。

【公路建设】　高速公路建设。２００１年７月，首条
沙漠高速公路榆靖高速公路正式在榆开工建设；同

年１０月，２１０国道榆林至陕蒙界高速公路上半辐破
土动工；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１０国道榆林至陕蒙界下半
辐高速公路奠基启动。榆阳区境内高速公路实现

“零突破”，总里程增至１６０多公里。
区乡油路建设。２００１年９月，榆阳区首条国债

扶贫出境公路建设实施项目———５６公里榆乌公路
三级油路改造工程全线完工，被省、市交通质监部

门以部颁标准验收评定为优良化工程。２００３年，
榆补公路６８公里三级油路改造工程被省、市被列
为国债项目，并于２００４年通车；同年，自筹资金
启动建设的１８公里左界至红石桥四级油路全线竣
工。２００５年底，３８公里三鱼公路 （古塔—鱼河峁）

被列为全省通乡油路试点项目批复建设。

乡村道路等级化改造。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辖区范

围内有６００公里乡村公路完成砂砾石改造。

【公路养护】　以 “建养并重、养管结合、全面发

展”为工作方针，坚持专业养护与群众自养相结

合，突击性抢修与普遍性整修相结合，重点对公路

边沟、涵洞、路面裂缝、坑槽进行全面的清理与修

补；以 “维护路权、保护路产、严禁超限运输”为

目标，加大路政稽查力度。２００３年在郭家伙场、昌
汗界、芹河路口等主要路段设立临时检查站３个、
限高槽钢卡１２个；抽调２０多名路政执法人员，对
超过公路设计载重量１０吨以上的车辆，坚决禁止
通行，对超载１０吨以下的按有关规定收取公路补
偿费。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所列养的２５１公里区级公路
年末好路率均保持在８５％以上，公路养护稳居全市
先进行列。

【交通运输】　严格遵照 “市场有形化、运营公平

化、管理规范化”的原则，严把运输经营者市场准

入关、营运车辆技术状况关、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

关 “三个关口”，加强客运源头安全监督，有力地

规范了辖区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征地拆迁】　区交通局坚持以跟踪协调、保障服
务为重点，积极为省、市重点项目创造良好的施工

环境，确保了榆靖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顺利建设；

承担了２１０国道榆林至陕蒙界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区
境内６６公里征地拆迁与环境保障工作任务。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５月，被中宣部、司法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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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表彰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
位；２００５年３月，被市政府评为２００４年度农村公
路建设目标责任书考评第二名。

（白国伟）

局　长　高振华
副局长　杜成仓 （２００２离任）

张元义 （２００２离任）
宣利国

吕双喜

杨永峰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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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国有商业

【概况】　２００３年政府机构改革后，榆阳区商贸行
业管理办公室挂靠区经济发展局，与商业总公司合

署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有干部职工１４人；
下设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下辖民爆公司、五

金公司、饮食服务公司、食品公司４户企业。商贸
办坚持全面推进商贸系统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发展

大市场、大流通，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２００５年度被省商务厅评为商务系统 “创佳评差”

竞赛活动先进单位。

【企业改制】　根据省委、省政府 “两个决定”精

神和市、区两级政府有关企业改制安排部署，紧紧

围绕产权置换、职工安置和处置银行债务三条主

线，以改革、发展、稳定为主导，从解决与职工利

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着手，对原有的７户企业进行全
面改革，参改职工２００４人，占职工总数的１００％，
已安置职工１５９４人，安置率为７９５％，百货大楼、
外贸总公司、国营镇川批发站、储运公司等企业相

继完成了改制任务；饮食服务公司、食品公司、五

金公司等企业正在实施改制。

【成品油市场监管】　本着 “合理布置，安全生

产，诚信经营，规范管理”的方针，坚持 “城区内

不再建加油站，省道国道干线少建加油站，引导偏

远乡镇按要求适度建站”原则，制定了五年建设规

划，实行 “四统一”（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统一

调拨、统一质量）管理，在各偏远乡镇、新修道路

增设加油站点２２个，共建成加油站 （点）９８个，
逐步建成了布局合理、保障供应的成品油市场销售

网络体系，成品油市场逐步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管

理轨道。

【生猪屠宰管理】　成立榆阳区生猪定点屠宰管理
办公室，为财政全额预算的副科级事业单位，主要

负责榆阳区行政区域内的生猪屠宰行业管理和屠宰

活动监管等工作。全区生猪屠宰企业先后投资１０００
多万元，按照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建厂标准，建

成半机械化生猪定点屠宰厂 （场）６处，年屠宰生
猪２３万头左右。会同工商、质检、公安等部门积
极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先后取缔私屠滥宰窝点 ２９
个，查获并销毁病害肉品５３４０公斤，处理违法案
件３０多起；多次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活动，先后培
训肉品品质检验人员４０多人次，屠宰技术工５０多
人次，实现了检验人员和屠宰技术工持证上岗；对

屠宰肉品实行了同步检疫检验，要求出厂肉品必须

具备 “三章两证”，全面规范生猪屠宰行为，有效

提高了上市肉品质量，净化了肉品市场。

【民爆物品经营监管】　民爆物品管理职能由榆林
县物资局、物资总公司并入商贸办和商业总公司。

２００３年榆阳区民爆公司正式组建成立，明确法人管
理职责，建立公司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安全生产

设施设备，累计实现销售额２１０６万元，创利税８４万
元。２００５年４月建成２万吨乳化炸药生产线，年增
加产值８０００万元，创利税１５００万元左右。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会同公安、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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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等１０个部门，就汽车销售、酒类批零等领域
的市场环境进行集中整治，查处问题企业和门店１８
个，并为各企业建立了登记卡。对辖区２３户汽车
品牌经销企业，４９３家酒类生产、批发企业和个体
经营户进行了备案，逐步实现了汽车、酒类市场规

范化管理。对城区内的美容美发市场进行了摸底调

查，对商业特许经营企业按其业种、业态进行了整

理备案。

【豆腐项目开发】　榆林豆腐具有酸浆点制、工艺
独特、质地鲜嫩等特点，区政府先后组织有关人员

赴豆腐生产开发技术先进的四川、安徽、北京等地

考察调研，并邀请南昌中德技术研究机构资深技师

进行豆腐保鲜科学实验，提高了榆林豆腐工艺水平

和制作技术。根据开发豆制品产品前期调研结果和

榆林豆腐保鲜实验经验，结合豆制品生产实际，经

过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 《榆林豆腐生产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为榆林豆类产品的开发和豆腐深加

工项目奠定了基础。

（纪向东）

主　任　张志德
副主任　程怀锦 （２００２９离任）

刘德锦

乔培英 （２００３１２—）

食盐专卖

【概况】　榆林市盐务局榆阳分局 （科级事业单

位）与榆林市榆阳盐业有限公司、榆林市盐务局榆

阳分局盐政稽查中队三个机构、一套人员，主要负

责盐政管理、碘盐配售等工作。

【碘盐配售】　全区碘盐配售工作纳入区委、区政
府与各乡镇签订的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书》进

行考核，同时下达碘盐配售专项任务书，明确奖罚

措施。每年定期抽查各乡镇２个村，每村１０户和
两所小学２０个学生。对碘盐入户率、食用率、甲
状腺肿大率及碘盐配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面验

收。２００４年，城区销售实行市场化管理。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全区共配售合格碘盐６７５０吨。

【盐政管理】　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 《食盐专营

办法》、《盐业管理条例》及 《陕西省盐业管理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盐政管理。一是

取缔土盐生产作坊，没收土硝盐４吨、制盐铁锅８
口，砸毁盐缸９口，没收生产工具１６件，拆除土
盐生产炉多座，查处集中生产点２处，取缔了镇川
镇杨正沟村、上盐湾乡铁炉峁村等土盐生产场所；

二是规范食盐经营市场秩序，对城乡盐业市场全面

实行盐业经营许可证制度，共发放食盐零售许可证

３２０份；三是加大盐政稽查力度，采取平时检查和
重点检查相结合、蹲点守库和跟踪稽查相结合的方

式，加强学校食堂、餐饮业、工业盐用户、食品加

工企业和城乡结合部的管理工作，共出动盐政稽查

人员１９７１人 （次），没收私盐５１吨。
（张忠君）

经　理　张忠君
局　长　张忠君 （２００５６任）
副局长　张忠君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５６）
副经理　刘海云 （２００３１任）

黄照国 （２００４４任）
薛培刚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４１２）

供销合作商业

【概况】　榆阳区供销社是区政府主管全区供销工
作的办事机构。主要对农业生产资料、烟花爆竹、

农副产品经营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对所属企

业和基层供销社进行指导、协调、监督、服务。下

辖基层供销社２１个、直属企业９户，有职工 ７１７
人；有村级综合服务社 ６０个，农资专业合作社 ３
个，农家店１８个，加油站２处。２００１年商品销售
总额４５０００万元，汇总利润４万元；２００５年商品销
售５５０００万元，较２００１年增长了２２２％；汇总利
润８万元，较２００１年增长了一倍。

【经济效益】　各类化肥组织供应工作。２００５年销
售各类化肥５１万吨，占市场需求的７０％以上，有
力保障了农业生产。烟花爆竹归口经营管理工作，

成立烟花爆竹管理办公室，健立健全了各项安全管

理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经营责任制，配合公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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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安监部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确保了烟花爆竹

的安全有序经营。２００５年烟花爆竹销售总额１２５万
元。油品供应业务，全系统建成加油站７个，年销
售各类油品２０００多吨，实现利润１０万元。基层供
销网点改造工作，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投入资金近
３００万元，对三分之二以上的供销社进行维修改
造，提高了全系统的资产潜力和经营实力。

【企业改制工作】　２００５年底，９户社属企业中已
有７户企业完成改制任务。认真贯彻中、省、市有
关国企改制政策，坚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分类

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妥善处理国家、集体、个

人的利益关系，实现了企业的产权和人员身份的双

置换。

【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自２００１年以来，采取与
村委会联办、基层社主办、个体户自办等多种形

式，在全区１０００人以上的行政村办起村级综合服
务社６０个，建立农资供应服务点１３０多个，形成

了以农资公司为龙头，基层社为依托，村级服务社

为前沿的综合服务体系。２００３年，区社自筹资金
５０万元，从山东梁山金角集团引进法国良种肉牛，
在马合兴农养殖场进行饲养，２００５年底该场已达
到肉牛５０头、白绒山羊１００多只的饲养规模。同
年，借鉴马合兴农养殖经验，耳林供销社投资 １６
万元，承租荒地１５０亩，开办以养羊为主，养牛为
辅的养殖场，为周边农户提供配种服务，起到了良

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４年被省供销社授予参与农业产
业化经营先进县级供销社；２００５年被市政府评为
为农服务先进单位。

（张　斌）

主　任　王玉珠
副主任　朱启茂

白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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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物·旅游

【概况】　榆阳区文体事业局负责全区的文化、文
物、旅游事业工作，局机关编制８名，下设星元图
书馆、文化馆、文工团、电影公司、电影院、影剧

院、镇川放映站、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走马梁

文管所、青云寺观文管所。该局以建设文化大区为

目标，本着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坚持以活

动带战略，在活动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搞建设，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净化文化市场，积极搞好文物保

护和旅游工作，巩固省级文化先进区，努力为全区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持。被人事部和文化部授予 “全国文化工作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连续七年被省文化厅等单位评

为 “‘创佳评差’最佳单位”，创建成省级先进文

化县 （区）。

【重大文化活动】　以 “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为原则，通过以传统文化特色为主的节日

文娱活动，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组织举办了

“激情广场大家唱”、“农村民歌大赛”等一系列活

动，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累计演出５７场，演
出节目１０２８个，参演人员达６７００多人，观众达８８
万人次。同时，积极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逐步

形成了党政积极引导、部门通力合作、各界协助支

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工作格局。

【“文化三下乡”工作】　建立 “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网络，设立电子查阅图书目录、公务目

录，实现了接待读者 ＩＬＡＳ数据备份。结合全区的
农业主导产业发展，剪贴有价值的农业科技信息，

办科普宣传栏和科技小报，及时送往各乡镇。积极

组织摄影、书法等系列群众艺术创作活动，对全区

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进行了总体规划，并开

展全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 （艺人）调查登记工

作，建立了全区声乐类人才名录、艺人类人才名

录。文工团演职人员在保留秦腔戏的基础上，编排

现代歌舞、小品，５年来送戏下乡 １３００余场
（次）。积极推进农村电影 “２１３１”工程，下乡放
映影片８０００多场，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电影难的问
题。

【文化市场】　不断发展壮大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规模发展到５００余家，从业人员达３９００多人。成
立了文化文物稽查队，不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检

查各类场所８２４家 （次），检查各类演出团体７０家
（次），查处违规经营网吧５０多家 （次），收缴盗

版音像制品 ８万多张 （盒）、收缴非法盗版图书

２２万多本 （册）、查处和取缔无证经营户８０多家
（次）。按照点、面结合督查的原则，对农村文化市

场进行全面检查和重点集中检查，使全区农村文化

市场管理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制度化轨道。

【文物旅游】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不
断开发青云寺观、黑龙潭、戴兴寺特色文化旅游，

使其成为新的旅游亮点。

【文物遗产】　成立文管办和走马梁、青云寺观、
易马城等文管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对重点文物

的保护管理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文物保护网

络。全区共有４５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１处 （明长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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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走马梁汉墓群、古城界古城遗址、肖家峁遗

址、白城台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０处。走马
梁汉墓群出土一、二级文物２６０多件 （组）。

【民间传统文化遗产】　制定了 《榆林市榆阳区民

间文化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和 《关于加强保护我区

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工作的意见》。针对榆林小曲这

一独具特色的地方音乐濒临失传的问题，２００４年
成立榆林小曲研究会，通过积极争取，榆林小曲已

被国务院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胆创新陕北

剪纸艺术，把剪纸与陕北的民俗、风情、信天游与

绘画融为一体，全面提升了艺术品味。成立６０多
人的陕北说书演唱团。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被省委宣传部等六部委评为
百县千场文艺调演优秀组织奖。

（徐　瑞）

局　长　米国林
副局长　刘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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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

【概况】　榆阳区广播电视台是区政府直属事业单
位，负责全区广播电视事业的规划、建设和各种广

播电视设施的维护、管理，并承担着市、区两级党

委、政府的主要宣传任务。下设榆林人民广播电

台、榆阳电视台、榆阳广播电视传输中心、广电网

络榆阳区支公司 （业务省直管）及２４个乡镇广播
电视站，全系统有职工３８８人，其中中共党员１００
多人，中高级以上职称４０多人。

【新闻宣传】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
“团结、稳定、鼓劲”和 “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

针，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安排部署

开展宣传工作。努力把握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以及

焦点问题进行报道，注重舆论监督作用，力争为政

府排忧解难，做到了 “帮忙而不添乱”，唱响了时

代主旋律，舆论引导水平不断提升。榆林人民广播

电台自２０００年改版以来，每天节目播出１８小时，
其中自办节目首播时间达 １０小时，开办栏目 １０
个；经过 ２００４年重新改版，又增设了 ４个栏目，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共设有栏目１４个，即： 《榆林新
闻》、 《一周新闻荟萃》、 《岁月如歌》、 《法制经

纬》、《夕阳无限》、 《时尚生活》、 《９９４听吧》、
《健康快车》、《评书连播》、《要闻点击》、《阳光旅

程》、《欢乐无极限》、《青春在线》、《专题节目》。

榆阳电视台每年有１０件以上新闻作品获市级以上
奖励，有２０多件作品在省级媒体播出，连续多年
被市人大、政协授予宣传人大、政协先进单位。除

了办好新闻节目外，每年购买各种文艺片１００部以
上，极大地丰富了大众荧屏。

【事业发展】　２００１年成立的广电网络榆阳区支公
司，具体负责对城区有线网络的业务管理。公司隶

属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榆阳区

广播电视台只进行行政管理。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榆阳
广电网络公司投资近千万元，对城区有线电视网络

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２００５年底，所有网络 （用

户分配网除外）全部实现了光缆传输，网络级数由

原来的３５０兆升级为５５０—７５０兆。农村广电事业
建设方面，２００１年对乡镇广播站实行了归口管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两年投资近１００万对各乡镇广播电视站
办公场所进行了维修或新修，并重新配置了办公用

具。农村广播电视覆盖方式，北部草滩地区以微波

传输为主，南部主要以有线光缆传输为主，未覆盖

区域主要采用 “村村通”和小片联网形式 （安崖

和大河塔以此为主）。２００５年底，榆阳区广播电视
台拥有农村多路微波用户１６万户，有线电视用户
１万户。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投资近５００万元，更
换了电台、电视台所有采、编、播设备，电台实现

了计算机播出，电视台配备了数字摄像机 １８台，
非线性编辑机５套，从采摄、编辑 （非线性编辑）

到播出 （硬盘播出系统）全部实现了数字化、专业

化、网络化。

（余生爱）

台　长　李生辉
副台长　刘彦平　马兴华　白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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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综合监督管理

计　　划

【概况】　榆阳区计划局于２００３年３月更名为区发
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区计划办），仍履行原

榆阳区计划局工作职能，具体负责全区国民经济和

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的制定以及重点项目、重大

前期项目、以工代赈、基本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建

设、招商引资、信息化建设等多项业务工作；代管

区招商局 （对外开放办）、项目办、以工代赈办、

生态办、政务大厅管委办、投资环境１１０办和信息
中心。２００４年，全区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省、市平
均水平，主要经济指标提前一年实现了 “十五”计

划目标。生产总值完成 ２７１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９２％，是 “十五”计划目标的１０６７％；地方财
政收入达到 １４１亿元，较上年增长 ８６７％，是
“十五”计划目标的１２５９％。２００５年，全区经济
总量由全市的第五位前移到第三位，仅次于神木、

靖边两县。全年完成生产总值５２２亿元，较上年
增长１６７％，其中区属生产总值２２２亿元，增长
１５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３７亿元，较上年增
长３３％，其中区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７亿元，
增长 ２０％；财政总收入 ４１１亿元，较上年增长
７０５％，其中地方财政收入１７１亿元，按旧口径
算完成２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０６％，相比２００１年
的０５７亿元，４年内翻了两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６５２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０元，分别较
上年增长８８％和１４％；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５‰。

【“十一五”规划编制】　榆阳区 “十一五”规划

编制工作从２００４年底开始着手，根据中、省、市
精神，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榆阳区

“十一五”规划编制方案、基本框架及规划体系设

置，确定了１１个课题研究、６个重点专项规划和
２０个行业规划，明确了规划编制工作的牵头部门
和参与部门，安排了工作进度，保证各项规划按要

求完成。《榆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要》经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先后九易

其稿，编制完成，经区人代会审议通过，区政府颁

布实施。同时，组织完成了 《榆阳区鱼河化工工业

园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配合省发改委完成了

《榆横矿区总体规划》。

【经济运行分析】　区计划办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管
理调控职能，把分析经济形势、搞好经济运行分析

预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对全区经济和社

会发展思路与战略的研究，对全区经济运行的基本

情况、发展态势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分

析，及时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

依据。同时，按季度研究分析全区经济运行情况，

提出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下一阶段的工作措施和工

作重点，每年主办 《经济信息快讯》５期以上；组
织召开全区半年经济运行分析调度会，通报全区经

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建设工作，督促

各部门按照年初既定目标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招商引资工作】　坚持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的招商引资思路，利用省、市开展集中招商引资活

动的平台，积极组织参加经贸考察和项目招商活

动。先后组团参加了长三角、珠三角经贸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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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年的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第八

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农业产业化发展大

会等活动。在开展集中招商的同时，坚持招商引资

日常化。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
合同、协议引资近３００亿元，其中到位资金２５亿
元，是榆阳区有史以来引资最多的５年。先后有中
铝、中盐、银河、兖矿、中能等国内知名企业集

团，投资开发煤炭、岩盐等资源，建设产业链项

目，促进了全区能源大开发和大发展，为建设经济

强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完成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５５４亿元，其中区本级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达到 ４５８亿元，年均增长 ２９％，是
“九五”期间总和的３１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全
区经济增长６３个百分点，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
４３８％。

【以工代赈项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上级下达以工
代赈总投资２１５５９万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１６７０
万元，省级配套６１５万元，地方配套２８１６万元，
群众自筹１４２８万元。全区安排以工代赈项目２１２
个，涉及小型农田水利９０处、人畜饮水２８处、淤
地坝７９处、区乡村公路１５处。通过这些项目的实
施，农村的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农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三
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 （草场）保护工程和以

坝系工程为主的流域治理，生态建设取得阶段性成

果。“十五”末，全区造林保存面积４５０万亩，种
草保存面积１２５万亩，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５３６１平
方公里，治理度达到７６％。

【农村电网改造项目】　加快全区电源电网建设，
１１０千伏主网架覆盖全区，延榆３３０千伏输变电工
程建成投用，过境神延３３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建；
全面完成了一、二期农网改造工程，全区８５％的行
政村所有农户实现同网同价。

【重点项目建设】　重点项目是推动全区经济增长、
财政增收的主动力。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榆阳区大力实

施项目带动战略，狠抓重点建设项目目标管理，实

行区级领导包项目制、任务分解制、项目检查调度

制、重点项目挂牌保护制和考核奖罚制 “五项制

度”推动项目建设。２００５年，全区安排重点项目
１９个，其中新建项目９个、续建项目１０个，总投
资９８６亿元；１３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７３９
亿元，是年计划的７５％。兖州煤业６０万吨甲醇项
目完成部分土建工程和设备定货；李家梁水库大坝

主体建成：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完成土建主体工程，

锅炉安装完毕，辅机完成８０％，计划２００６年９月
投运；中能煤田铁路专用线进入验收和试运营阶

段；煤炭专用线路基工程全部完成；旧榆神路改造

项目完成连接线千安路路基工程２０公里；山立农
贸园区牛羊肉加工厂冷库、综合服务大楼、蔬菜市

场建成，技工培训中心于 ２００５年 ７月交付使用；
北郊热电厂主厂房、冷却塔、烟囱的碎石桩基础及

垫层完成；荞麦及小杂粮加工项目主厂房主体六层

已封顶，主体工程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５日通过验收；
牛家梁铁路货运站建成投入运营，完成投资 １２００
万元；银河薛庙滩煤矿完成主斜井９０米，副斜井
８０米，回风斜井８０米，综合办公楼、单身宿舍楼
主体封顶，部分设备定货；中营、河口、石峁三个

库坝除险加固工程和香水供水工程，完成招标程

序，具备开工条件，计划２００６年３月开工建设。

【重大前期项目工作】　２００５年，全区安排重大前
期项目２０个，均按既定目标推进。４月，陈德铭省
长视察了中铝集团煤电铝产业链项目选址，该项目

预可研通过专家评审，完成了配套煤炭井田精查工

作及厂区地形测量、水资源论证；银河榆林电厂二

期建设前期工作，完成了项目可研报告的编制及评

审工作；鱼河化工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委托中国成达

公司编制完成，通过了专家评审，上报省、市发改

委审批，引进中盐、银河、神东、香港三友企业集

团对鱼河岩盐项目进行开发；煤制油项目落实项目

业主，与武汉凯迪电力公司初步达成投资意向，项

目基础资料搜集具备可研水平。在区计划办的积极

协调下，道路建设项目旧榆神路、三鱼路、镇清路

列入全省 “十一五”道路建设规划；乳化炸药生产

线在 “西洽会”上签订了协议，已开工建设并完成

办公楼、职工公寓楼主体工程，建成膨化生产线；

载能焦化工业集中区选址落实，规划委托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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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完成，初稿通过讨论。

【投资环境１１０】　２００３年５月成立了榆阳区投资
环境１１０办公室。该机构运行以来，通过电话、来
访、信函等方式共受理投诉案件５２起，其中受理
市外投资商投诉９起、市内私营企业２３起、国有
企业３起、消费者１０起、其它经济组织７起，全
部得到解决处理。投诉对象和内容包括农民阻挡施

工、道路建设拆迁补偿不到位、乱收费乱罚款等问

题。通过对各类投诉案件的查处，解决了投资商在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改善了全区投资环

境，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

【国债项目建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区共争取国
债建设资金和专项投资４５亿多元，其中道路工程
０９亿元，病险库坝加固１亿元，天保工程、退耕
还林工程１２亿元，农网改造０６亿元，其它０８
亿多元。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市政府授予在小康建设
中做出显著成绩单位；２００２年，被省发展计划委
员会评为二○○一年度全省计委系统先进单位；
２００３年，获得第七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
洽谈会经贸洽谈成果奖、第七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

投资贸易洽谈会组织奖；２００４年，被市重大项目
前期工作领导小组评为２００３年度重大项目前期工
作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被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领
导小组评为二○○四年度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目标责
任书考核先进单位。

（许　斌）

局　长 （主任）　
　　　　边光明 （２００２１０离任）

贾晓东 （２００２１０—）
副局长 （副主任）　
　　　　刘　辉

张生文

贾晓东 （２００２１０调离）
陈广荣 （２００３５离任）
高文智 （２００３５—）

统　　计

【概况】　榆阳区统计局是区政府主管综合统计业
务的职能部门，指导全区的统计工作，为全区宏观

经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十五”以来，区统计局

圆满完成了农业、农村统计，工业、交通、能源统

计，投资、建筑、房地产统计，商贸流通统计，劳

动工资统计，综合核算统计和农村住户调查、贫困

监测、果业监测、１％人口抽样调查、劳动力调查、
妇女儿童监测、国防运动潜力调查、统计法制建设

等工作任务，先后开展了第五次人口普查、第一次

经济普查、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第二次农业普查

工作。统计、普查、调查工作先后多次被评为国家

级、省级、市级先进集体，多次受到省统计局、省

人事厅表彰奖励，连续５年被评为全市统计系统先
进单位。

【依法统计】　认真贯彻落实 《统计法》和 《陕西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办法》，积极开展统

计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省率先提出 “全面执法，全

员执法，全年执法，带头执法”新理念。严肃查处

虚报、瞒报、迟报、拒报统计资料违法行为，从源

头上有效制止了弄虚作假行为，促进了统计事业健

康发展，逐步形成了诚信统计的良好氛围。

【基层网络建设】　基层基础统计建设重点抓三方
面：一是加强对乡 （镇）统计工作站的指导，二是

规范农村住户调查工作，三是理顺区级主要业务部

门统计工作。做到了统计工作有目标任务、有考核

办法，普查、调查有基层报表、有统计台帐，基本

形成了以区统计局为龙头，乡 （镇）、部门为基础，

村、单位、企业为源头的三级统计网络新格局。

【确保统计数据质量】　先后制定了农业、工业、
投资、建筑、房地产、商贸、劳动工资、综合、核

算专业统计报表报送制度，严格基层报表报送程

序，严把数据质量关。抽出大量时间深入实际，开

展重点项目建设、粮食产量、农经作物、主导产业

开发、新品种引进等方面的调研，掌握第一手资

料。协调配合计划、工业、乡企和各涉农部门，就

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技术更新改造、重点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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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退耕还林、种草养羊、增加农民收入、劳务输

出等工作进行检查、考核，避免了数出多门、弄虚

作假、人为干扰、以权定数等不良行为，确保了统

计数据库客观、公正、真实，较好地维护了统计数

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组织编印了 《第一次

农业普查资料》、《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第一

次经济普查资料》、《榆阳辉煌五十年》、《榆阳区

十五期间资料汇编》等资料。

（刘春华）

局　长　高治峰 （２００１—）
副局长　张云霞 （２００３离任）

李　林 （２００１—）
张丽萍 （２００３—）

物　　价

【概况】　榆阳区物价局有干部职工５７人，其中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 ５０人，占 ８８％，党员 ２３名，占
４０％。有价格鉴证师２名，价格鉴证员２３名，价
格成本监审员９人，物价检查所全体检查人员持有
检查上岗证。“十五”期间，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和价格宏观调控任务，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

革，大力整顿和规范价格秩序，适时适度疏导价格

予盾，不断提高调控监管水平，有效保持了全区价

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区物价局先后被省物价
局评为收费管理先进单位、价格管理先进单位、价

格法规宣传先进单位，涉农收费工作也受到省政府

通报表扬。

【规范收费行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年审、换
发 《收费许可证》１７６６本，新核发证 １０８本。近
年来，共取消涉企涉农收费２６项、降低收费标准
１８项、减免收费项目４１项，减轻企业、农民负担
达６００多万元。编印收费目录向社会公布，在全区
收费单位推行收费公示制度和提醒告诫制度，并实

行收费政策、收费程序、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

费人员身份 “五公开”，强化了收费单位对收费管

理的意识。

【价格监督】　重点开展煤炭、工商、土地、城建、
教育、农资、医疗服务药品和旅游等专项检查工

作，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５８６件，实
行经济制裁总金额６３９３万元，打击了乱涨价、乱
收费、价格欺诈、牟取暴利等价格违法行为，维护

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积极开展明码标价工作，采取

日常性检查与节日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对经营者检

查督促，推行示范引路，评选推荐 “价格、计量信

得过”单位，以提高其知名度、信誉度；利用电

视、广播等大力宣传价格法规政策，促使经营者知

法守法。２００３年 “非典”期间，及时启动价格异

常波动工作预案，促进行业自律，确保市场稳定。

加大价格检查力度，累计出动检查人员４６０人次，
检查门市８６７个，实施经济制裁１０万多元，责令
退还用户２０多万元，有效抑制了群众普遍关注的
药品、医疗用品、粮油副食品等生活资料的物价上

涨势头。认真受理群众举报，严格查处举报案件，

２００２年设立价格举报中心，共受理各类投诉举报案
件４９件，案件办结率、答复率达１００％。

【价格认证】　２００１年选派十余人次专门学习价格
认证和价格评估知识，进一步拓宽了价格评估和价

格咨询领域。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受理价格评估认证
案件１０９５起，总金额２６４０８万元，为司法机关准
确打击犯罪提供了积极服务。

【成本调查】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逐步加强餐饮业评
等定级工作，先后评审特级店１０家、一级至三级
店８０多家，维护了正常的行业竞争秩序和消费者
利益。按时完成各年度的生猪、谷子、玉米、山

羊、土种绵羊、绵羊六个品种的国家级农产品成本

调查任务及省级农户种植意向、农户收支情况、生

猪规模饲养成本及收益等专项调查。通过分析农产

品成本调查户生产经营活动记录，核算其投入和生

产成本，了解各乡镇的农业比较优势，及时掌握不

同农产品生产效益和市场供求情况，对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提出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充分发挥

了成本调查引导生产发展的作用。坚持将成本调查

前置，并作为调定价的重要依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先后对城市供热、水电价格、天然气价格、城区殡

葬服务收费标准等进行调整。开展农产品信息服务

工作，在市区范围内选定了有代表性的农贸、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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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粮、油、蔬菜等农副产品以及各类建材的

市场价格按周、月分次进行采价上报，并通过电视

进行公布，及时反映市场动态，方便百姓生活。

（王亚平　张　星　张淑媛）

局　长　王亚平
副局长　王榆平

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

【概况】　榆阳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
全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事务，推行人事制

度改革等工作。有行政编制 １８名，实有人员 ２０
名，下设劳动服务科、医疗保险经办中心 （工伤保

险经办中心）、劳动监察大队３个事业单位，内设
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才交流中心 ２个机
构。先后被省政府评为全省基层劳动保障机构建设

工作先进区，被省劳动厅评为省劳动保障监察先进

集体和２００２年劳动仲裁办案质量年活动先进集体。

【人事制度改革】　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给卫
生、教育系统放权，促其灵活自主地向市场化方向

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教育系统 “四制”改革全面完

成，卫生系统的改革取得良好的成效。改革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制度，取消了计划安置政策，采取择优

选聘的新办法，先后组织选聘考试３次，录聘大中
专毕业生７６０多名；改革职称评审制度，努力打破
论资排辈的职称评审老做法，推行了以能力、实

绩、贡献为主要考核内容的职称晋升制度；改革机

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制度，推行业绩考核与群

众评议相结合的考核办法；改革流动人才管理服务

制度，完善和加强了人事代理机制，为社会各类人

才提供平等的考核、职称评审、工资晋升等方面的

服务。

【人才资源开发】　出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完善
人才引进机制，为卫生、教育系统引进优秀人才

１５３名；采取多种形式，划范围、分层次经常组织
人才培训活动，不断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优

化人才队伍结构，全区具有高、中、初级职称人员

占到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８３％；乡土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已登记在册８９４１名。

【社会保障】　稳步推进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
度与失业保险并轨；强化宣传教育，扩大社会保险

覆盖面，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１０９９６人，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达到１５８４０人，失业保险参保人员达到
９１００人，工伤保险全面启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提高了社会保险费的收缴率，各项社会保险费收缴

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完善管理制度，定

期进行稽查，保证了社保基金的安全稳定和专款专

用。

【就业再就业工作】　千方百计开拓就业渠道，创
造就业岗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员 ２４００多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２％以内；狠抓优惠政策
落实，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４０００多名下岗失
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接近７０％；开展下
岗失业人员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免费培

训下岗失业人员２６０００多人次；抓社区就业岗位开
发和就业援助工作，９００多名下岗失业人员在社区
开办便民利民小门市、小摊点，实现了自主创业，

公益性岗位安置 “４０５０”人员及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４００多名；组织农民工技能培训，免费培训农民工
２０００多人；完善政策措施，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每
年输出劳务５万多人，实现经济收入２５亿元。

【劳动保障执法】　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力度，
规范劳动力市场用工行为，每年集中开展２次用工
检查，共查处违法案件１０７件，清理拖欠民工工资
１０００多万元；规范劳动争议仲裁工作，提高了案件
办理质量；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活动，通过下乡巡回

宣讲，在城市广场设立宣传点，深入厂矿企业、施

工工地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 《劳动法》、 《劳动

保障监察条例》、《陕西省工资支付条例》、《陕西

省劳动力市场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了劳动者的

维权意识。

（陈新林　王彦军）

局　长　乔世宏 （２００２３调离）
高继祥 （２００２３—）

副局长　白晓林 （２００１１—）
许生祥 （２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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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军 （２００１１—）

工商行政管理

【概况】　榆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榆阳分局是主管
全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贯彻工商

管理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区有关工商行政

管理政策、规章等工作。内设办公室、企管股、个

体股、合同股、市管股、个协、消协；下设城区、

镇川２个分局，１个经济检查队和１个车辆管理所，
辖６个基层工商所。连续３年被省工商局授予 “全

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

【市场培育和管理】　以增强市场服务功能为重点，
鼓励和引导名优企业及外地投资商在全区开设连锁

店、专卖店、专业批发商场、综合购物广场等市

场，着力提高市场档次，健全市场规则，提升管理

水平，市场布局日趋合理。投资２１００多万元，新
建和改扩建商品集中交易市场１８个，全区成规模
的商品集中交易市场达到５８个，建成省级文明市
场３个，市级文明市场４个。在加大培育建设市场
力度的同时，坚决清理１５处 （个）占道经营马路

市场。开展多项专项治理，加强市场规范化管理，

制定 《食品安全监管五项行政执法制度》，贯彻实

施市场监管 “六查六看”，帮助、督促各类商场、

超市、综合市场、专业市场、批发企业等制定和完

善六项 《企业自律制度》。

【市场主体准入与管理】　依法开展企业登记注册
工作，严格执行省工商局提出的 “三严格、三禁

止”，把好市场准入关，集中进行了企业前置审批

手续健全自查，使市场主体资格进一步规范合法。

认真贯彻 《企业登记操作规程》，加强与基层工商

所的上下联动，自行研发的企业登记注册管理软件

全面投入使用。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逐步推行 “一审一核”制和 “工商受理、

转告相关、同步审批、限时完成”的互联审批制

度。充分利用基层工商所 “经济户口”信息，实现

了对企业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强化以年

检为重点的监督管理工作，企业年检率保持在９０％
以上，及时、严肃处理逾期不年检企业，注销名存

实亡企业的营业执照。年检中严格审查企业经营资

格和前置审批项目，强化对企业出资行为的监管，

严肃查处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和提

供虚假证明骗取登记等违法行为，共查处违法违规

企业１６家，清理假集体企业１７户。坚决取缔无照
经营，严肃查处 “三无”企业。狠抓政策宣传和各

项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大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加

快发展。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共为５００多名下岗再就
业人员给予了优先登记和减免登记费、个体工商户

管理费等相关费用的优惠，累计减免行政性事业性

收费达５０多万元。强化 “窗口”岗位职能，为个

体私营业主提供方便，建成 “一厅式”服务厅

（室），公开办事程序、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并对

外承诺 “个体工商户办理营业执照只要手续齐全，

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办理企业营业执照，手续完

备，三个工作日内登记完结”。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
登记企业７３５户，个体工商户１００８４户，截至２００５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企业 ８７４户 （申请年检数），

注册资金 １４６４亿元；个体工商户已达 １３４１０户
（验照实得数加当年登记数），从业人员２８９１０人，
自有资金２１５亿元。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在分局设立“１２３１５”申
诉举报中心，在各基层工商所全部建立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站。认真开展消保投诉工作进农村、进

学校、进社区、进商场的“四进”活动，设立消费者申

诉举报站（点）８０多处，树立消费者维权投诉提醒牌
３０多块，受理消费者申诉（投诉）９１０起，妥善解决消
费纠纷７０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７３万余元。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持续加大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的力度，先后出动人员６０００多人次、
车辆１５００多台次，共查扣各类过期变质、不合格
食品、化妆品、保健品和假冒名烟、名酒等假冒伪

劣商品总价值２００多万元，在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
保护日进行了集中销毁。坚持开展 “红盾护农”行

动，查获２３起涉及农药、种子、化肥、农机具等
农资商品的涉农违法违章案件，总案值５０多万元，
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１７万多元。与其他部门
联合行动，大力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２００５年，
取缔无照食品经营户３００多户，查获假冒伪劣食品
０７万公斤，捣毁了藏匿于城乡结合部的案值１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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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制售假冒醋酱 “黑窝点”；开展 “网吧”专

项整治，共取缔 “黑网吧”３５户，规范经营６户，
暂扣处置电脑游戏机４２台，上网经营用电脑、显
示器、输入设备等２１０台 （套）；进行了加油站点

的规范化管理和质量抽检，对全区所有加油站点负

责人进行规范化管理培训，就辖区加油站点的主体

资格、油品质量、油品来源及进销台帐等内容一一

建立了详细监管档案；贯彻落实 《无照经营查处取

缔办法》，开展取缔无照经营专项整治活动，共查

处取缔无照经营户１３００余户，督促、规范２７００多
户经营户领取营业执照，合法经营；整顿和规范煤

炭生产经营秩序，取缔区内经营煤场点 ７０多处，
维护了榆林品牌煤形象。认真查处经济违法违章案

件，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查处案件２３７４起，其中立
案处罚７０４起，罚没金额５３３万元。

【商标广告管理】　认真开展商标注册指导，引导
企业树立商标品牌意识，将商标应用与产品开发、

市场开拓有机结合起来，鼓励企业争创省市著名商

标。接受商标注册咨询１６０多人次，指导申请注册
商标１７件，推荐７件商标参加省市著名商标、知
名商标评选，入围３件。加大注册商标保护力度，
查办商标侵权案件１８起，对区内１７户商标印制单
位全部进行了专项检查。加大广告管理执法力度，

以 “反误导、打虚假、树诚信”为重点，查处各类

广告违法违章案件１３３起，清除户外非法广告４６０
块，没收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广告等违法宣

传单１５万余份。

【法制建设】　成立了普法工作领导机构及 “干部

培训中心”，深入开展了普法教育和干部职工业务

培训，提高工商企业及个人经营者的守法经营意

识，改善执法环境，提高队伍整体的法律素质和业

务水平，促进依法行政工作进程。全面落实行政执

法责任制和市工商局三个执法规范意见，严格执法

程序，规范执法文书填写，健全执法监督制度、错

案责任追究制，政务公开及执法公示等一系列规范

化执法制度。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办理处罚案件
２０００多起 （其中立案７００多起），有２件被申请复
议，１件被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结果都维护
了原处罚决定，办案准确率达１００％。

【基层建设】　按照小局大所的原则，坚持把工作
重心向基层倾斜，先后投资近２００万元对基层单位
的办公场所进行改善。两次调整增加基层单位的经

费，新增更换执法办案车辆１０辆，给每个基层办
案执法单位都配备了执法办案车。在所有基层单位

全部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的基础上，整合资源撤并

２个工商所，截至２００５年末，全系统６个工商所均
采用 ＡＤＳＬ或电话拔号入网与分局联网，实现了网
上办公。

（王世保）

局　长　高占飞
副局长　王　兴 （２００３１０调离）

顾士贵 （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５７）
叶长春 （２００３１离任）
李振祥

张　彭 （２００５１０—）
常维宝 （２００５１０—）

质量技术监督

【概况】　榆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榆阳分局主要职
责是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实施与质量技术监督相关的

《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陕西省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陕西省计量监督管理等

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组织机构代码、商品条

码、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等行政执法和综合管理工作。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积极探索建立打假治劣的
长效机制，相继开展了食品、建材、农资等专项打

假活动，针对油品、电线电缆、水泥、汽车配件等

重点产品，开展了追根溯源的专项执法活动。坚持

打假治劣工作的 “四延伸、四结合”，即由查一般

产品质量向查垄断行业及涉及安全的产品延伸，由

查门面、办小案向端窝点、办大案延伸，由查流通

领域向治理源头延伸，由查商品标识向查商品内在

质量延伸；做到联合行动和专项整治相结合，突击

性检查和经常性检查相结合，重点检查和全面展开

相结合，主动出击和群众举报相结合。共查处大小

案件１３００余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６０余个，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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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３００余万元。

【狠抓 “两个安全”】　在抓好食品安全工作中，
共普查食品企业 ４６２家，建立电子质量档案 ４６２
份、纸质档案２０份。绘制完成了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分布图和重点食品生产企业监控图，制订了 《食

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抓好特种设备

安全工作中，制订了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建立了分工明确、责任落实、监管到位的动

态管理机制。同时，成立了以主管副区长为组长，

其他相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安全监察领导小组，并

从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大型企业聘请安全协管

员，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全面管理安全运行工

作。坚持节假日期间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确保

全区几年来无一起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

【“４１５５３５”工程】　实施服务企业 “４１５５３５”工
程，“４”即四个转变：变短期服务为长期服务，变
零散服务为系统服务，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

单一服务为全方位服务； “１”即服务企业实行
“一把手工程”，由局长亲自抓、负总责；“５５”即
开展 “进、知、解、帮、暖”五字爱心活动和落实

五个到位，对重点服务企业实行登门服务到位，对

企业遇到难题咨询解疑到位，对质量信得过和重点

保护企业跟踪服务到位，对骨干企业服务做到局领

导班子成员到位和技术骨干到位五个 “到位”；

“３”就是遵守三条纪律：禁止乱检查、乱罚款、乱
摊派；“５”就是联系企业制度、现场办公制度、服
务企业承诺制度、行政执法回访制度、社会监督制

度五个服务企业制度。

（李新华）

局　长　王文宽
副局长　王　鹏　姚玉林

审　　计

【概况】　榆阳区审计局是区政府负责审计监督工

作的职能部门，负责编制全区审计项目计划，依法

对区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等。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完成审计项目２１６个，审计出违规违纪资
金８７３５１万元，上缴应上缴财政资金９０４万元，处
理处罚１６８万元，核减工程造价３５８万元。向区检
察院移送案件４件，向被审计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和
建议５６４条；审计单位５２个，发现违规资金２２８９
万元，罚没金额９３６万元。

【政策制定】　建议出台了 《预算外资金管理办

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各乡镇招待费限额

管理暂行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办法》、《乡镇、办事处债务清偿办法》、《政府投

资基本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性文

件，使财政预算管理得到进一步规范，预算外资金

和国有资产管理得到加强，消费性支出逐步压缩，

财政收支的紧张状况得以缓解。

【基建工程决算审计工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审
计项目２７个，审计资金总额达１１０９１万元，审计
发现管理不规范资金 １３９万元、违规资金 ８８３万
元，核减工程造价３５８万元。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接受组织部门的委托，对
３３任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配合企业
改制，完成了１２户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改制审计，
完成了１９户粮食企业改制审计，为企业顺利改制
铺平了道路。

（王建平）

局　长　杨生光 （２００２３离任）
闫金山 （２００２３—）

副局长　李生义 （２００１９离任）
高世成 （２００５６离任）
张士斌

吴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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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

财　　政

【概况】　２００４年，榆阳区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亿元大关，达到１４亿元，近１５年来首次实现了当
年预算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消化历年赤字５０００万
元。２００５年地方财政收入达到２２６亿元，在安排预
算时，首次安排了８００万元预备费。同年，财政总收
入达到 ４２亿元，三年实现了翻番目标，创历史新
高。与“九五”末相比，全区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由

２０００年的８８９３万元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２亿元，年
均递增２１％；地方财政收入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５７３万元
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６亿，年均递增２７９９％。

【财税协调】　区财政局加强与国税、地税部门的
协调配合，制定重奖重罚的激励措施，充分调动征

收工作积极性，税收征管不断迈上新台阶；加强税

源监控和清欠力度，对全区重点项目税收实施跟踪

管理，并配合税务部门对历年欠税进行了清缴。

２００５年，区财政局契税收入由２００２年的２４０万元，
增长到 ９４３２万元，增幅 ２９３％；完成非税收入
１５７４１万元，超收３１４％。全区财政状况由 “吃饭

型”逐步转向 “建设型”。

【支出结构】　２００２年，榆阳区首次纳入全省财政
转移支付序列。省、市各类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从

２００２年的 ５２５０万元增长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９４７８万元，
缓解了财政压力，保证了重点支出。“十五”期间，

全区共争取各类专项补助资金６１亿元，转移支付
资金３３亿元。２００５年，全区地方财政支出完成

３４５００万元，比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５５８万元增加了３倍，
５年累计完成财政支出１０８亿元，是 “九五”期

间的２３倍，基本上实现了 “两个确保”、 “两个

保证”和 “低保”工作目标。全面启动了 “村财

乡管”，累计化解乡村不良债务１３４５万元。

【重点支出】　２００５年新增安排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金３０万元，农村大病救助金１０万元，企业下岗职
工困难补助５０万元，困难事业单位养老统筹金３０
万元，困难退伍军人生活补助１５万元，提高离退
休特需经费、医疗费等１００多万元。加大社会保障
力度，累计发放 “低保”金 ５４０万元。积极落实
“科教兴区”战略，累计安排科教资金 ３６亿元，
对榆阳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 “两

免一补”。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累计拨付医疗

资金４９７６万元；进一步加大对城市建设的投入，
累计投入基建资金２３３５万元。

【财政改革】　建立了会计集中核算、“村财乡管”
的财政资金管理体系。区会计核算中心于２００１年９
月正式挂牌运行，到２００５年，全区应纳入会计核
算中心的１３２个单位全部纳入。“十五”期间，共
完成资金核算量２５亿元，拒付各类不合理开支９００
多万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了腐败。２００３年，全
面启动 “村财乡管”的管理模式，全区４８８个行政
村全部纳入。按照 “一账户、二直达、三支付”的

运作方式，统一了财政账户。积极推进改革国库集

中支付管理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了政府

采购评审专家库，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完成集中采
购９５７８万元，节支１３９３万元。２００２年全面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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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共核减农业 “两税”１０００万元，
争取省上转移支付补助资金２０９８万元，为改革提
供了资金保证。２００４年停征免征农业 “两税”

１３００多万元，使全区农民实现了 “零负担”。

（王　伦）

局　长　高冠三 （２００２离任）
张志勇 （２００２—）

副局长　张志勇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马占明 （２００２—）

国家税务

【概况】　榆阳区国家税务局是本辖区内国家税收
征管的执法机构，负责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

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

税、车辆购置税等税种的征收管理，负责增值税专

用发票、普通发票和其他税收票证的管理工作，实

行垂直领导管理体制。内设９个行政职能科室、１
个直属机构、１个事业机构，９个派出机构，有在
职干部职工 ２１１人，共管辖各类纳税人 ４４８８户。
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文明单位”称号。

【税收收入】　２００１年，共组织税收收入６２５１万
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１２２１２％，超收１１３２万元。
其中，“两税”收入５４８４万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
１１１０８％，超收５４７万元。２００２年，按照 “依法征

收，应收尽收，坚决不收 ‘过头税’”的原则，坚

持组织收入与依法治税并重，收入考核与征管质量

考核并行，不断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全年共组织税

收收入 ６８６７万元，占年度计划 ６５５０万元的
１０４８％，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增收 ６１６万元。
其中， “两税”收入 ５８７８万元，占年度计划的
１０９％，比上年同期增长７％，增收３９４万元；区级
税收任务完成 ５２５万元，占年度计划 ５００万元的
１０５％。２００３年，按照 “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

治腐败、清缴欠税”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强税收征

管，积极面对 “非典”严峻形势，保证了税收任务

的完成。全年共组织税收收入９５３８万元，完成年
度计划的１３５％，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９％，增收２６７１
万元。其中，“两税”收入８８７９万元，占年度计划

的１４２％，比上年同期增长５１％，增收３００１万元。
区级税收任务完成６３１万元，占年度计划的１４０％。
２００４年，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征管质量考核和税
务稽查为重点，强化 “两权”监督。全年共组织税

收收入２２７８７万元，占年度计划任务的１６０７０％，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９％，增收 １３２４９万元。其中，
“两 税” 收 入 ２１２４０万 元，占 年 度 计 划 的
１５６４０％。区级税收任务完成１９４７万元，占年度
计划的１３３２５％。

【税收管理】　按照税收征管科学化、精细化的要
求，从规范税收征管入手，完善征管新机制，不断

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加强源头控管，堵塞征管漏

洞，制定 《煤炭生产企业增值税管理办法》，严格

一般纳税人认定管理，开展纳税评估，加快信息化

建设，改进税收征管手段。完成了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税务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任务。

【依法治税】　深入贯彻《关于整顿和规范税收秩
序的通知》精神和《税务稽查审理工作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稽查程序，明确稽查职权，严密组织安排

税收执法检查，针对检查出的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措

施。在加强日常稽查的同时，组织开展对电力、金融

保险和商业企业的专项检查，对部分纳税户和典型

案件适时采取了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措施。

【税收政策】　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提高税收管理
水平。加强对重点税源、重点行业的监控管理，加

大清缴欠税力度。健全稽查管理机制，进一步提高

稽查工作实效。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深入开

展税收专项检查，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加大对加油

站和集贸市场的税收专项整治工作力度，全区１９６
台加油机全部安装了税控装置，加油站企业按一般

纳税人管理，并按税控加油机记录的数据进行税源

监控，确保了加油站行业税款的足额征收。

（韦晨飞）

局　长　宋米英 （女）

副局长　刘万全 （２００４调离）
刘恩和

卢大春

白建民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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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林 （２００３—）
王晓滨 （２００５—）

地方税务

【概况】　榆阳区地方税务局是主管地方税务的执
法机构，负责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税种。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组织入库各项税收４８１亿元，社
会保险费１２５亿元，基金３５６４８万元。连续两年
荣获全省地税系统“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

位”；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

【加强征收管理】　认真贯彻组织收入原则，积极
探索进一步加强税费征管的有效措施，改进税款核

定工作，严格减免税和延期纳税审批，清理欠税欠

费，加强对税费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和对组织收入

工作的考核，注重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税收征管质

量，继续加强货物运输业的税收征管，保证了各项

收入任务的全面超额完成和快速增长。２００５年地
税收入总量突破２亿元。

【细化税源管理】　以税源管理为重点，积极实施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明显提

高。加强信息横向联系，促进征纳双方良性互动；

加强信息沟通和比对，多渠道了解辖区管户情况。

通过税源普查、与国税部门核对纳税户数、与工商

部门交换登记信息和实施社会综合治税等办法，强

化了源头控管并在部分地区推行纳税人信息 “一户

式”存储和管理，夯实了税收征管的基础。会同国

税部门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共评定Ａ级纳税人５７户。在饮食服务业和娱
乐业中普遍推行使用定额发票和有奖定额发票，相

继监管了邮政、电信、保险、有线电视、物业管

理、旧机动车交易等原实施行业管理的发票，增强

了税务机关以票控税能力。

【深化税政管理】　以严格认定自开票纳税人、提
高发票信息采集质量、做好货物运输业发票审核检

查工作为重点，切实加强了货物运输业税收管理和

所得税重点税源户管理。全面清理有关所得税政策

和审核审批管理制度，取消和调整了有关行政审批

项目，完善了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提取总机构管理

费、财产损失等管理办法，加强了企业所得税审核

审批事项的事后检查和后续管理及税前扣除费用审

核。认真贯彻个人所得税 “四一三”工作思路，完

善了重点纳税人建档管理制度，开展了个人所得税

的双向申报、全员全额管理、明细账制度、档案管

理制度的试点，加强了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和合

伙企业投资者的基础信息和税源管理工作。积极落

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陕西省煤炭和石油资源

税税额的调整方案，制定了加强印花税和土地增值

税的管理办法。认真落实农村税费改革各项政策，

实现了从主抓收益税到主抓行为税的转变。认真落

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共为３７５户纳税人减免各项
税收６０８万元，免收税务登记工本费６０００元，审
核申请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３例，经过市局审
批减免企业所得税１０５５９万元。

【优化基金管理】　加强重点费源监控，注重对改
制、破产企业的征缴，在清理欠费方面取得了明显

成效。加大对企业欠费的催收催缴力度，对个别故

意欠费的企业进行了税务稽查和公开曝光。开展社

保费账户及入库情况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了基层

的社保费征管工作。通过协调检查、召开现场会等

办法，促进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工作。地税

部门征收水资源费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规范执法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
设立行政许可受理或咨询窗口，对地税行政审批事

项和涉及税务行政审批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清

理。制定《税务行政许可规定》和《税务行政许可监

督检查制度》，实行税务行政许可月报制度、备案备

查制度和过错追究制度，共受理税务行政许可１９７７
项，所有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结率达到１００％。严
格按照新的税收征管模式，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

设，推进征、管、查相互衔接又相互制约、各司其职的

专业化管理。严格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会签制度、

备查备案制度、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度、减免税

集体审批制度、税务行政复议等制度，积极开展税收

执法责任制试点，严格税收执法检查，加大涉税违法

案件查处力度，组织开展了货物运输业、医药生产及

购销企业、房地产开发、广告经营业和汽车市场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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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查，有力地规范了税收秩序。

（张海平）

局　长　沈凤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高世祥 （２００５—）

副局长　白彩文 （２００２调离）
孙勇林 （２００２调离）
张鹏飞 （２００２调离）
高世祥 （２００５调离）
沈凤亮 （２００３调离）
庞振亚 （２００２—）

信 用 社

【概况】　榆阳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２００５年经统
一法人体制改革，组建成榆林市榆阳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２００１年被省信用联合会评为陕西农村信
用社先进单位。

【深化改革转机制】　２００３年６月，榆阳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被批准为陕西省第一批以县 （区）为统

一法人的改制试点单位。２００４年１月，开展准备工
作。２００５年１月９日，召开了榆阳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创立暨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理事会和监事会。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在履行注
册登记手续并经银监局批准后，正式挂牌开业。

“十五”期间，全区１１个资不抵债社、５个高风险
社得到了全额化解。

【存贷两旺助 “三农”】　始终坚持 “以农为本、

为农服务”的信贷支农方向，形成首先满足 ５０００
元以下农户贷款需求，其次满足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之
间农民贷款资金需求，再次满足万元以上客户需求

的 “１２３”阶梯式放贷模式，连续多年被区委、区
政府评为 “支农先进单位”。

（马占军）

主　任　张占荣 （２００３３离任）
李锦平 （２００３３—）
汪振敏 （２００５１—）

理事长　李锦平 （２００５１—）

副主任　汪振敏
曹元海 （２００３１２离任）
李子有 （２００３１２—）

监事长　吕中华 （２００２２）

叶向东 （女）（２００２２—）

农业银行

【概况】　农行榆阳区支行是榆林市国有商业银行
中机构营业网点多、服务功能全、网络遍布城乡的

县级支行。２００４年，实现拔备后利润 ２２９４万元，
在全市农行中排名第二位；各项存款净增加１６５７２
万元；不良贷款五级分类余额为２０１８３万元，较年
初下降１２６万元，占比为６４１％；非生息资产下降
１３２９万元。２００５年，实现拔备后利润４４５０万元，
在全市农行中排名第一位；各项存款净增２９７２２万
元，增量、存量市场份额均名列同业前茅；不良贷

款五级分类余额为２２９万元，较年初下降２０４５０万
元，占比为０５４％；非生息资产下降２２４０万元。

【稳步推进改革】　２００３年初，伴随着市、区扁平
化管理改革，农行榆阳区支行一分为五，四个实力

最强的营业网点被上级行升格为直属机构。支行制

定出了定岗、定编、定员的 “三定”方案，对机关

编制进行了精减。

【信贷支持地方经济】　集中资金，集中规模，大
力拓展以优良客户为龙头的高效信贷市场。先后重

点支持了公路、电信、电力、房地产、煤炭等 “十

五”计划重点项目和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

大批优良客户和项目。

（王　峰）

党委书记、行长　
　　　　李应图 （２００２１２调离）

卫　伟 （２００３１—）
副行长　王建飞 （２００２１２调离）

王仲斌 （２００２１２调离）
宋凤英

李建华 （２００３１１—）
李子双 （２００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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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技

教　　育

【概况】　榆阳区教育局内设办公室、教育股、人
事股、财务股、教育工会和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

室，下设招生办公室、教育教学研究室、教育督导

室、勤工俭学办公室、教育老干室、教育基金征收

办公室、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教育监察室、电教

站和教师进修学校等１０个事业单位，直管榆林市
第一中学等７所中学，榆林市第一小学等９所小学
和榆林市第一幼儿园等２所幼儿园。

【改善办学条件，充实内部设施】　多渠道筹集教
育经费，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征收城区教育费附加
５００余万元，落实区级各部门单位扶薄支教资金及
社会各界捐资共１７０余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投入３１８４９万元改造校园环境，新建改建校舍。积
极推进撤点并校工作，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农村小学从
３２２所撤并至２４８所，整合了教育资源，发挥了规
模效益。调整城区中小学布点，开展市五中扩建和

六中九小筹建工作，实现了市一中分校与市五中顺

利合并，六中九小开始招生。同时，逐年加大民办

教育投入，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以 “师德建设年”为契

机，通过下发文件、评选标兵、推出典型、师德研

讨等方式深化和丰富师德建设内容，加强师德教育

工作。以脱产进修、函授、自修等方式，大力推进

继续教育工作，提高教师的学识水平。制订出台了

《榆阳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计划》等文件，

对教师继续教育的内容、方式等提出要求，举办中

小学微机、英语、体育教师培训，新上岗、待岗教

师培训，新课改培训、中小学教导主任和乡镇学区

校长集中培训等各类培训活动，有力推动了师资质

量的提高。积极委派教师参加省、市级培训，扩大

教师的视野，强化教育教学技能。在全区教师队伍

中开展基本功达标训练，规定农村中学、中心小学

４８周岁以下在职教师参与上课、写字、普通话等
１０个方面内容的基本功训练，进行统一的考核验
收。积极培育教学能手，每年组织１次中小学教师
大讲赛，推选出教坛新秀和教学能手。开展 “送教

下乡”活动，影响带动农村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提

高教学水平。强力推进 “四制”改革，从２００３年
起，在全区中小学教师中推行了岗位责任制和结构

工资制，校长聘任制、教师聘用制改革也陆续推

开。在 “四制”改革中，有 ３位校长落聘，１８名
长期不上班教师提出了辞职申请，１４名教师被解
除公职，１２名教师办理了停薪留职。２００３年，全
区考试录用大中专毕业生１００名，安排到薄弱学校
或到偏远乡镇任教，同时考察选拔了部分高中教

师。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修订、健全、完善教
育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评估体系，强化管理环节，

细化管理过程。落实领导管理责任，教育局与各乡

镇学区、区属中小学、各直属单位签订工作责任

书；局机关副科以上干部采取划片包干的办法，对

所包乡镇、学校进行定期不定期的督查。根据课改

理念，修订课改要求，指导全区中小学有序推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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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建立了 “区、乡、校———学校、班主

任、教师”三横三纵的德育工作网络，对学生进行

全员教育和全程教育。有效开展 《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和 《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教育活动；深

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若干意见》。积极开展各种

活动，先后组织了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广播操比

赛、科技创新大赛、作文竞赛和电脑制作大赛等活

动，促进了中小学生技巧技能的掌握和综合素质的

提高。建立了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坚持定期排查制

度、重大事故报告制度、检查督导制度和责任追究

制度，几年来全区中小学未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

故。小学毕业生质量测评、初中升高中考试和高考

均取得较好成绩，２００１年市一中考生白蓉蓉以８９５
分的总成绩名列全省第二。全区的幼儿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和民办教育也得到了较好较快发

展。各类创建活动效果明显，市一中创建为省级重

点中学，市二中、市苏州中学创建为市级重点高

中；市一小通过省级示范小学验收，区教师进修学

校被教育部命名为 “开放教育”示范学校，牛家梁

镇被授予省级 “教育强镇”称号。

【强化作风建设】　加强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
纠风工作，认真查处和遏制中小学教师中存在的

“三乱”现象。端正考风，严肃考纪，促进了学校

校风、教风和学风的根本好转。坚持政务、校务、

财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强化审计督

查工作。积极开展 “五型机关”创建，改善机关作

风，被市委评选为 “五型机关”创建先进单位。扎

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员参学率

达１００％。
（左子初）

局　长　杨宝明 （２００２１０离任）
高生恒 （２００２１０—）

副局长　高生恒 （２００２１０调任）
刘　华
刘鑫全 （２００２６—）
杜济民 （２００２６—）
刘巨广 （２００４４—）

科　　技

【概况】　 “十五”期间，榆阳区科技局共承担

中、省、市、区科技项目５１项。其中：国家级科
技项目２项，省级项目３项，市级项目８项，区级
项目３８项。所有项目均实行合同制管理，加快了
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全区共申报各级各类科技成果 １１项，其中：
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项１项，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三等奖１项，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
项，市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一等奖１项。

【ＵＮＤＰ信息扶贫项目】　 “中国信息技术扶贫能

力建设”项目 （简称 “信息扶贫项目”）是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 （缩写ＵＮＤＰ）立项，对外经贸部负责
管理，科技部负责实施的国际项目。榆阳区作为全

国仅有的５个示范县 （区）之一，从２００１年起参
与了该项目的实施。在区科技局增设 “ＵＮＤＰ信息
扶贫项目办公室”，属正科级事业单位。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日至４日，ＵＮＤＰ信息扶贫项目
现场会在榆阳区召开。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３日至２１日，
美国信息咨询顾问 ＰａｕｌＣ．Ｕｌｒｉｃｈ对榆阳区信息扶
贫项目的实施进行了短期调研。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
至１０日，在国家项目负责人的陪同下，中央电视
台 “信息扶贫”专题片摄制组在榆阳区进行了为期

三天的采访活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国际环球影
视集团 （英国）委托国内媒体在榆阳区就ＵＮＤＰ信
息扶贫项目拍摄了专题片，该片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初
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扶贫大会上播出。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１４日，信息扶贫项目２００２至２００３年度三方
审评会在榆阳区召开。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２日，在欧盟
（北京）举办的 “均衡发展信息技术”年会上，榆

阳区 ＵＮＤＰ项目办作了经验交流。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
日至２３日，欧盟沛丰协会驻北京办事处培训总监
韩莉对榆阳区ＵＮＤＰ信息扶贫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
了考察。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３日至２５日，美国微软 （中

国）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及政策高级经理洪军考察了

ＵＮＤＰ信息扶贫项目在榆阳区的实施情况。２００４年
３月２９日，瑞士知识经济与企业发展国际组织高级
项目官员乔瑞森博士来榆考察。２００４年５月下旬，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与法国沛丰联合举办的小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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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培训会在榆阳区举行。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由
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陕北科技扶贫十五年记者采风团

在榆阳区进行了参观采访。

在ＵＮＤＰ项目实施中，榆阳区共配套项目专项
资金１６０多万元。建立区信息中心１个，马合镇、
鱼河峁镇信息站２个，东马合村、西马合村、拐上
村、柏盖梁村信息站４个，并接入互联网；开通了
“榆阳科技信息扶贫网”、 “项目专用图文电视频

道”、“专家咨询科技培训”３条专用科技信息培训
和宣传通道。利用三级信息技术培训机构，将示范

区农民分为三个层次开展信息技术和实用技术培

训，到２００３年底，示范村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会操作计算机的人数分别占到总数的９３％和８５％
以上；每年统一组织大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１５次，
平均每次不少于２６０人。从２００４年起，在图文电
视频道上增开 《项目信息》、 《科技动态》和 《电

子农务快递》３个栏目；新建了麻黄梁镇 “羊产

业”网站、红石桥乡 “牛产业”网站、安崖镇

“山区农村科技信息”网站和 “山立农贸综合市场

信息站”４个信息站。先后在榆阳区成功举办了由
多个省、市、县项目实施单位参加的ＵＮＤＰ项目现
场会、三方审评会、中国小额信贷和信息通讯技术

培训班３个国家级的大型会议。ＵＮＤＰ项目实施取
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递增１４０多元，直接受益户数达到９５％以上。项
目实施的成功经验，受到欧盟沛丰、美国微软、瑞

士国际组织、国家ＵＮＤＰ项目办、省科技厅，英国
ＢＢＣ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陕西日
报》、 《榆林日报》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组织和各

级政府、各大媒体的关注。

【民营科技企业管理】　民营科技企业审批认定是
科技局保留的唯一一项行政审批事项。“十五”期

间，共认定审批民营科技企业６户，并对历年来审
批认定的３１户民营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逐一
进行了实地调查，对１５户民营科技企业进行了登
报注销。到 “十五”末，全区共保留民营科技企业

１６户，产业门类涉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
保健业、农业服务业等，总产值达１１１８万元，涌
现出广播电视器材厂、农机研改修造厂、山立农贸

公司等较大规模的企业。

【科技培训和科学普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组
织、配合开展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和科技、文化、卫

生 “三下乡”活动各２０多次，组织涉农部门技术
人员实地开展大型农村实用技术培训３０余次，散
发各类科技资料１５万份。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２年，榆林市榆阳区舍饲养羊规
范技术示范推广项目获市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一

等奖；２００３年，榆阳区特色产业生产技术示范推广
项目获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三等奖；２００４年，
榆阳区ＵＮＤＰ项目办获评中国信息通讯技术扶贫能
力建设项目组织实施工作先进单位，榆阳区科技局

被省科技厅授予陕北老区十五年科技扶贫先进集

体。

（蔡淑芳）

局　长　薛复兴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３）

周自生 （２００１３—２００２３）

蒲　海 （２００１３—）
副局长　贺锦园 （２００１１—）

叶艳霞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４３）

科　　协

【概况】　榆阳区科协是全区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和
乡 （镇）街道科普协会的联合体，编制６人，主席
１人、副主席２人，下设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中
国科协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非正规教育合作项目办

公室。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区共有研究会１９个，专
业学组３１个，乡镇科普协会２４个，街道科普协会
７个，基地示范村１１个，示范乡镇６个，民办民营
科技示范企业６个，一级科普示范村８３个，一级
科普示范户３８６户，二级示范户上万个。科协拥有
会员７１８７人。建成青少年科技教育示范基地６处，
非正规教育学习中心 ５处，省级科普示范基地 ４
处，省级文明社区１处，市级科普示范基地３处，
科普文化长廊３处，形成了以区科协为枢纽，各专
业学会、协会、研究会为依托，乡镇、办事处科普

协会、示范基地为桥梁，村级科普小组为基础，农

民技术员和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骨干的科普网

络。２００４年，被中国科协命名为第二批全国科普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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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县）区。２００１年，被评为全市科协工作先进
集体；２００２年，被评为省、市级先进基层科协；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连续３年被市科协评为全区科普工
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省科协工作先进
单位。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　 “科技之春”宣传

月活动是科协工作的重要内容，每年３月份开展宣
传服务活动，协调２９个职能部门，确立重点活动
项目３０多项。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区科协共举办了五
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累计组织活动项目

５１０项，大型科普文化广场 ７次，科普赶大集 １３
次，科技、文化、卫生 “三下乡”１００多次，组织
培训１４００多次，散发资料２００多万份 （册），受益

群众１４０多万人次；３次被评为全市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先进集体。

【青少年科技教育】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区科协举办
了第十六至二十届科技创新大赛，累计评选作品

９８５件，其中一等奖６３件，二等奖１０６件，三等奖
１６９件，先进集体 １７个，优秀科技辅导员 ５５人。
榆林市第二小学白璞同学发明的可携带多功能输液

架，获全国铜牌奖，第二小学申善和老师获全国优

秀科技辅导员奖。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区科协获得全市
青少年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２００４年，获全市青
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４年，被评为全
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先进集体。

【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 （区）】　榆阳区作为第二
批创建的全国科普示范县 （区），紧紧围绕 “科教

兴区”战略，创新科普工作思路，加大工作力度，

突出重点，典型引路，以科普体系和科普网络建设

为载体，把创建工作与目标管理相结合，经过３年
的努力，初步形成了科普示范创建体系和科学、健

康、文明的社会风尚。２００４年通过验收，被中国
科协命名为全国科普示范县 （区）。

【首届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开展科学素养调查目
的是为摸清陕西省公众科学素养的基本状况，为省

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提供科学依

据，为制定科技、教育、科普等方面政策提供可靠

的信息支持服务。根据省科协的要求，区上确立１

个乡镇３个街道办事处为观察点，抽取６４户居民，
历时１月，累计行程３５０多公里，完成入户调查任
务，并将数据汇总上报。区科协被评为全省调查工

作先进集体。

【中国科协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　中国
科协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区非正规教育合作项

目，是面向贫困地区校外青少年提供教育的一项合

作项目。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是合作的第六周期，期间进
行了消除碘缺乏病知识、环境保护知识、生命知

识、《儿童权利公约》宣传等工作，对失学儿童进

行基本技能教育，组织青少年开展校外科技活动。

２００４年区科协被中国科协青少部评为合作项目先进
单位。

【主要科技活动】　以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为目标，
努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积极举荐优秀人才；发挥

科协学术交流主渠道作用，组织科技工作者参加各

种学术交流活动；发挥人才汇聚优势，组织科技人

员开展各种培训，服务经济建设。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区科协会同区委组织部、农工部、党校对全区村级

党员干部进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实用技术技能培训，

组织科技工作者１４０多人 （次）参加了第八至十二

届杨凌农高会，组织科技人员会同区人劳局深入全

区２４个乡镇进行 “外出务工人员维权知识和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在预防 “非典”、禽流感期间，

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乡镇、社区进行预防知识宣传，

并实地指导预防工作。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组织科技人
员参加 “中日卧云山绿色文化交流活动”。同年，

向第一、二届 “榆林科技奖”推荐候选人，其中尚

正兰、张小龙获奖；推荐常虹、谢美玲、汪娟娟为

陕西省青年科技奖候选人；举荐马莲芳、房子胜为

榆林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举荐生产一线科技

工作者曹园为区级劳动模范，并参加市劳动模范评

选，２００５年评为榆林市劳动模范。２００３年，组织
３０名科技人员赴港澳进行为期 ５天的考察学习。
２００４年，组织１５０名老年科技工作者参加陕西省首
届老年人科普知识大赛，组织榆阳区科技人员参加

陕西省 《科普法》暨生活科学知识电视大赛活动，

获三等奖、优秀组织奖；邀请全国教育学会会员、

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理事张国正教授为各校辅导员老

师作 “探索身边科学”科技创新报告；会同区妇联

—０８１—

榆阳年鉴



对全区４２名农村妇女进行了职称评定，并颁发了
农民技术员职称证书。２００５年，组织区级各学校
科技副校长、科技辅导员老师、学生代表４０多人
参加上海第九届智力七巧板科普夏令营。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两次组织全市科技辅导员老师参加科技创
新培训。

（李　军）

主　席　谢春如
副主席　张　霞 （女）　王素琴 （女）

—１８１—

教育·科技



卫生·体育

卫　　生

【概况】　榆阳区卫生局是代表区政府管理全区卫
生事业，贯彻国家卫生方针政策、指导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拟定区域卫生规划、行使卫生监督执法权

力的行政职能部门。设有办公室、爱卫办、红十字

会办和医政、劳资、基层及公共卫生等科室，行政

编制１０人。全系统有公立医疗卫生事业单位 ３５
个，其中区属医疗卫生单位１０个，乡镇卫生院２５
所，有民办医院８家，个体诊所１９４家，村卫生室
４２８个，总从业人员超过２０００人。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争取中、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资金 ５００多万元，新建、改
建、扩建了星元医院、区中医院、疾控中心、妇保

院及各乡镇卫生院，新建房屋面积 ４１１０平方米，
改扩建房屋面积５６８８平方米，改造危房面积１０５０
平方米，购置医疗设备 ３５６台 （件），总投入达

１０００多万元。

【农村三级卫生网络建设】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全区
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全面达标。２００４年，区委、区
政府出台 《榆阳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

决定》，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对公共卫生承担全面责

任，加强区疾控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建设。狠抓三

级预防保健网络建设，各乡镇积极落实村卫生室防

保人员补助，同时加强对村卫生室的整顿规范工

作，每年对村卫生室进行一次评审。全区农村卫生

覆盖率达９５％以上。

【预防保健工作】　启动实施乙肝疫苗纳入常规免
疫程序，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８５％以上。开展
实施现代结核病控制工作，启动了艾滋病高危人群

监测工作，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全

面完成了地方病区 “惠民工程”搬迁任务，鼠间鼠

疫、布病、氟中毒、大骨节病继续得到有效控制。

人群三项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全省中等水平。孕产

妇、适龄儿童死亡率稳步下降。

【卫生执法监督工作】　２００２年，区卫生监督所成
立，进一步加大了卫生法规的执法力度，实施了食

品放心工程，加强了医疗市场秩序整顿，坚决查处

了无证行医、非法义诊、非法婚检、非法接生、非

法鉴定胎儿性别等行为。加强职业卫生和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工作，基本上实现了集中专项整治与经常

性监督检查相结合。

【人才工作】　区属各医疗单位共引进区内外专家
和高级医技人才 ５０人次，输送外出培训 １０１人。
星元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应届医学本科毕业生３６
人，积极从西安和市内引进骨科、儿科专家，并创

办了榆林一流的儿童医院。

【卫生改革】　城乡医疗卫生行业全员聘用制全面
推开，初步建立了竞争上岗、分配向业务骨干和技

术尖子倾斜的激励机制。药品集中定点采购工作逐

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的轨道。全区城乡

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集中定点采购，药品零售价

格大幅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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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　每年开展两次集中的爱国卫生
活动，与１１５个大型机关单位签订了灭鼠合同，城
区６米以下巷道和城乡结合部脏、乱、差状况有了
明显改观。积极开展全民健康教育活动，健康知识

普及率逐年提高。实施农村改水、改厕项目，粪便

无害化处理达到１６１％。先后建成省级卫生先进单
位１１个，市级卫生先进单位３３个，区级卫生先进
单位５７个。

（薛建荣）

局　长　杨德祥 （２００２３离任）
李锦明 （２００２３—）

副局长　赵德勇
张振华 （２００２２调任）
韩利民 （２００２９离任）
赵永亚 （２００３５—）
张学东 （２００３５—）

体　　育

【概况】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榆阳区体育事业办
公室更名为榆阳区体育中心，编制７人，下设少儿
体校，有教师和教练员２２人、运动员６０名，设田
径、武术、射击、摔跤、举重五个项目。

２００１年，组织举办各类体育比赛１４次、综合
运动会２次；建立了３０个全民活动站，９个单项体
育协会，３个体育俱乐部。各协会、俱乐部、社区
组织的体育比赛６０次。２００２年，组织举办了各类
群体活动８０项次。２００３年，受 “非典”影响，区

体育中心组织开展了以 “小型分散，多种多样，因

人因地制宜”为原则的户外运动 １５项次。市委、
市政府根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

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以及省委、省政府 《关于进一

步加强体育工作努力建设西部体育强省的意见》精

神，区体育中心制定 《榆阳区关于进一步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的实施意见》和 “十五”期间体育发展

思路，贯彻实施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大力推动

群众体育工作。２００４年组织举办体育比赛３０项次，
新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８０名，增添健身路径２个，
城区学生和农村学生达标率较２００１年分别增长了

４％和５％，培养和输送了在全国大赛上获冠、亚军
的朱艳梅、李娜等运动员。２００５年是国务院颁布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十周年，区委、区政府确定

２００５年为 “榆阳区广场体育展示年”。区体育中心

组织举办体育比赛５０多次，开展项目２０多个。８
月２７日，在世纪广场举办了以 “健康和谐新榆阳”

为主题的大型全民健身展示活动，各办事处、武警

支队、学校等单位 ４０００多人参加活动；１２月底，
区体育中心被市政府评为群体工作先进单位。

【群众体育和社区体育】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０日，在
体育场举行 “榆阳区全民健身展示活动”，７个街
道办事处、武警支队、农校等单位参加了展示活

动；９月，鼓楼办事处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社
区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办事处负责人郝亮受到了江

泽民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接见。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２０日，区体育中心、民政局联合举办了 “榆阳区

第一届社区运动会”，设有乒乓球、象棋、门球、

拔河、健身操５个项目。５月８日，榆阳区代表队
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老年人运动会，获乒乓球女子

团体第三名，男子团体第五名，象棋团体第三名，

木兰扇团体第五名的好成绩。１１月２日，青山路、
鼓楼两个办事处组队参加陕西省 “延炼杯”秧歌大

奖赛，分获团体第一名和第三名。上郡路办事处和

青山路办事处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体育先进社区。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１日，区民政局、区老体
协联合举办了 “双拥杯”陕蒙老年人门球邀请赛，

参赛队２９支，是榆阳区２０００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门球赛事。航宇路办事处、驼峰路办事处、崇文

路办事处被评为陕西省先进体育社区，全区７个办
事处全部进入省级先进社区行列，健身路径增加到

７个。榆林天然气化工厂被评为全国职工体育先进
集体，在南京举办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上受到表

彰。

【学校体育】　２００１年，城区中小学生体育达标率
８８％，农村中小学生达标率８３％，镇川中学成为陕
西省足球协会命名的陕西省足球后备人才训练基

地，镇川中学被评为全国学校体育先进单位。星元

小学被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评为全国学校体育工

作先进单位，星元小学教师刘顺利被评为全国学校

体育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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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日至７日，榆阳区组
成１１３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榆林市第十届全运
会，取得了２２１７３分，夺取金牌７６枚，居团体总
分和金牌榜 “双第一”，并获得代表团体育道德风

尚奖；９月１０日，榆阳区委、区政府颁布 《关于

表彰奖励参加全市第十届全运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的决定》并召开了表彰大会。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４日成立少儿体校，为正科级事
业单位，解光明兼任校长；８月１日至４日，区少
儿体校射击队、武术队、田径队、摔跤队代表榆林

市参加了陕西省第十二届全运会，取得金牌８块、
奖牌１６块的好成绩。２００２年２月，榆阳区籍运动
员杜雷在世界青年射击锦标赛中获队赛冠军；１０
月，榆阳区籍运动员高克连在第十四届亚运会上获

女子２０公里竞走亚军。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至２８日，少儿体校组队参加

陕西省 “三集中”体校田径分区赛，获团体第六

名；８月１日至４日，参加榆林市田径运动会，获
团体第二名，并为省级运动队输送５名运动员。１２
月２４日，市委、市政府授予榆阳区体育中心群众
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授予榆阳区少儿体校体育后备

人才输送先进单位和参加省级以上大赛人才突出贡

献奖。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榆阳区代表队参加榆林市
田径运动会，取得少年乙组和丙组两个组别团体第

一名；７月１６日至３０日，榆阳区代表团参加陕西
省第四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在全省５８个参赛
代表团中荣获团体总分第七名，金牌榜第四名，取

得历史性突破，被省体育局授予体育人才输送先进

单位、体育后备人才先进单位等４项荣誉，受到榆
阳区委、区政府通报表彰。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日至６日，榆阳区体育代表团参
加榆林市第十一届全运会所有６个大项的比赛，共
获金牌４０枚，名列奖牌榜第五名。其中男子足球
队获团体第一名，男子篮球队和男子举重队均获团

体第三名，体育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中国体彩发行】　２００１年２月４日至２月１２日，
区体育中心第五次发行中国体育彩票，销售额１４６
万元，为全区积累体育专项公益金 ２１９万元。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０日，区体育中心第六次发行
了４００万元中国体育彩票，销售总额 ８８７万元，
提取公益金１２６万元。

【全民健身周】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０日至１７日为全民
健身周，先后举办了 “百年榆中”杯篮球、足球、

乒乓球、象棋等９项比赛。６月２８日至７月２日，
镇川镇举办了 “皓海杯”篮球邀请赛和全民健身周

活动。９月１６日至２８日，区体育中心、民政局联
合举办了社区职工综合运动会，４０００多名干部职工
参加了比赛。

【乡镇体育】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７日至８月２日，镇川
镇举办了第八届 “兴镇杯”足球邀请赛，有内蒙、

山西等６省市代表队参加比赛。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８日
至８月３日，镇川镇举办了第九届 “兴镇杯”足球

邀请赛，来自河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西

安市、延安市等省市的８支代表队参赛，是榆林历
史上水平最高的一次足球赛会，中央电视台、陕西

省电视台均做了相关报道。同年，镇川镇被省农业

厅、省体育局、省农民协会评为 “陕西省第二批百

万农民健身运动先进乡镇”。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份，榆
阳镇获评陕西省第二批百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

镇。

【场地普查】　全国第五次体育场地普查工作中，
区体育中心成立榆阳区体育场地普查领导小组，完

成了榆阳区体育场地普查工作。

【体校过渡】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榆阳区人民政府
常务会议决定，少儿体校过渡到城区各中小学校

内，保留体校正科级事业单位建制。

（吴爱国）

主　任　孟凡林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１１２）
张振华 （２００２１—）

副主任　解光明 （２００１１—）
任泾榆 （２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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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

【概况】　榆阳区计划生育局有干部职工１７人，内
设办公室、财务室、科技室、人口计划管理室、信

访室、宣传室、微机室、统计室８个科室，下设局
属单位服务站、干职办、流动办 ３个科级事业单
位。“十五”期间，榆阳区共出生１７万人，其中
男１０２万人，女０６８万人，出生性别比为１１８∶
１００。全区连续５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８‰左右，计
划生育率保持在９８％以上，责任书综合考核先后４
次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嘉奖。制定出台了 《干部职

工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干部职工计生

“双向管理”办法》和 《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管理的若干规定》等重要文件。先后给城乡７７０
个单位的１６２１４名已婚育龄职工建立了计划生育管
理服务档案卡，实行双向管理。全区干部职工重点

对象 “三查”率达 ９９８％，男职工配偶 “三查”

反馈率达９８９％。２００２年９月，被国家计生委授
予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２００４年，被省计生委
授予全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级县区荣誉称号和全

省计生系统作风建设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荣获全
国计划生育避孕药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三个一”领导机制】　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
责、一班人齐抓共管、一票否决的 “三个一”领导

机制，区委、区政府每年与各乡镇、办事处及区属

１８个相关部门签订计生工作专项任务书，层层落
实责任。全区各级党政一把手做到 “三让路”：即

工作再忙要给计划生育让路，经费再紧要给计划生

育让路，事情再难要给计划生育让路。全区上下形

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

抓、负实责，党政一班人齐心抓、负全责，部门参

与、上下联动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新局面。

【“一票否决”制】　 “十五”期间，按照 《榆阳

区关于实行计划生育 “一票否决”与奖励的若干规

定》，５年先后提拔重用１７人，累计奖励了２３个乡
镇、办事处，３０个先进个人；黄牌警告了 ５个乡
镇、通报批评了 ８个乡镇、办事处，否决单位 １２
个、个人１４人。

【基层网络建设】　先后投资６００多万元，装修扩
建了区计生服务大楼，新建、改建２４个乡镇的计
生服务站。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区服务站通过 ３年创
建，得到了省检查验收组的肯定，优质服务示范站

初验达标，先后有１个乡镇服务站被评为省级优秀
服务站，２２个被评为市级优秀服务站。先后投资
６０万元，强化了 “三网一库”建设工作，建立了

计生局局域网、广域网和网站，形成了与乡镇、办

事处３１个已婚育龄妇女数据信息库和总人口库资
源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了全区人口与计划生育信

息化管理。

【“自治村”创建】　全区建成村服务室４８６个，
配备了４８６个计生专职副村长、９７６个中心户长，
把工作重心移到了村一级，有８０％的村达到自治村
标准。

【“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　针对出生人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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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比失调的现状，在红石桥乡开展 “关爱女孩行

动”试点工作，召开全区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

会议和关爱女孩行动现场会议，出台了 《榆阳区加

强 “Ｂ超”、人工终止妊娠和定点分娩工作管理办
法》、《关于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实施意见》等

文件。全面落实全区 “关爱女孩行动”各项工作任

务，加强计生部门与公安、卫生、药监等部门的配

合，严厉打击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溺弃女婴等不法行为，为关爱女孩及女孩家庭、治

理性别比失调起到了积极作用。先后有４２１户女孩
家庭得到帮扶，５２户独女户主动领取了独生子女
证，人口性别比逐年下降。

【利益导向机制】　建立以区财政投入为主渠道的
资金保障机制，每年足额预算计划生育事业费，严

格按照 １２８４％的比例划拔计划生育转移支付。
“十五”末，全区有一孩领证户２４１５６户，农村独
男户领证率达９２９％，独保费兑现率达到９６４％
以上。建立计划生育帮扶机制，５年落实 “三结

合”帮扶金５００万元，使４５０户计生贫困户直接受
益；全区党政干部帮扶５６５户计生贫困户发展农业
主导产业，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两年，担保贷款资金达
３１０万元。建立计划生育奖励机制，２００５年摸实上
报农村计生家庭奖扶对象１２１人，兑现了每人每年
６００元的奖扶金；有５２户独女户主动放弃二胎生育
指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每户奖励２０００元。

（高胜军）

局　长　赵维连
副局长　曹　晖 （２００３６调离）

李俊芳 （女，２００２１２调离）
刘巨广 （２００４６调离）
李榆生 （２００３２任）
李云峰 （２００３６任）

民　　政

【概况】　民政工作以社会保障和基层政权建设为
重点，以实现民政工作 “十五”计划为目标，注重

实际、加强调研、夯实基础、搞好服务，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步入规范轨道，实现了快速发展；各项优

抚安置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婚姻登记管理工作日

趋规范，依法行政水平明显提高。连续 ４次被省
委、省政府、省军区命名为双拥模范城，２次被授
予全省民政工作先进县 （区）；２００２年被授予全国
民政工作先进县 （区）荣誉称号。

【救灾救济】　编制了 《榆阳区自然灾害紧急救助

预案》，使救灾工作有章可循，遇灾不乱。逐步完

善了以城乡低保为主体，以农村五保、医疗救助、

危房改造、子女上学、临时救济为辅的社会救助体

系，改变了原来救济工作随机性大的弊端，有效减

少了重救漏救现象，社会募捐款累计达 １００多万
元。建立起了表、卡、册齐全的档案和一套民政台

帐，并实现微机化管理。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城市低保人数由２００１年的
４９８人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３３８人，保障线由人均纯
收入７０元／月提高到１３０元／月，年保障金总额由
１１万元增加到１０３２万元，其中区财政配套由１０万
元增加到１０５万元。农村低保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０１人
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３１５５人，保障标准按照家庭人口
多少核定：１人的年补助２４０元，２人的年补助２００
元／人，３人的年补助１８０元／人，４人以上的年补
助１６０元／人，保障资金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６５万元增
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６２０７万元，按照区、乡、村６∶３∶１
（山区）和５∶４∶１（滩区）的比例分级负担。低保
工作的规范运作为国有企业改制和优抚对象生活改

善提供了有力保证。

【农村五保供养】　全区五保供养人数３７６人，随
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将农村五保供养资金由村

集体负担改为区财政转移支付，生活费标准为每人

每年１０００元。

【医疗救助】　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救助制
度，按照年度医疗费支出情况，对３０００元以上的
实施大病救助，由区卫生局牵头，民政局配合；对

３０００元以下５００元以上的实施医疗救助，由民政局
牵头，卫生局配合。２００４、２００５两年共支付大病救
助资金１０３５万元，救助３３６人，支付医疗救助资
金２４万元，救助２８２人。结合 “明天计划”，利用

福利彩票资金对１７个孤残儿童进行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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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　启动实施 “向柳笆庵子”告别工

程，先后投入２０多万元，使１５０多户城乡特困户
告别了传统的 “柳笆庵子”住房，住入砖混结构的

楼板房。

（李锦宏　张文艳）

局　长　乔建平
副局长　刘宏儒 （２００４离任）

胡世礼 （２００２离任）
罗正忠 （２００２任）

老　　龄

【概况】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为区民政局管理
的正科级事业机构。依照 “党政主导、社会参与、

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全面落实各项老年政

策法规，积极开展创建全国、全省老龄工作先进县

（区）、先进单位和敬老模范村活动，加强和理顺了

各级老龄组织管理，推动基层老龄工作深入发展，

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老龄机构】　２００４年 ８月成立榆阳区老年基金
会。同年１２月，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和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分设。

【创优活动】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副区长刘亚忠主持
召开老龄工作先进县 （区）创建工作动员会。２００４
年５月，省老龄办专职副主任艾向东深入区老龄
办、榆阳镇广济北村、鼓楼办事处老年活动中心检

查指导创建工作。６月，西安市、宝鸡市、渭南市
老龄办领导专程来榆考察老龄工作；７月，省老龄
办派出检查组对全区老龄工作和鼓楼办事处老龄工

作进行抽查验收。１０月，榆阳区政府被省老龄委
命名表彰为全省老龄工作先进区，区鼓楼街道办事

处被授予全省老龄工作先进单位。

【落实老年优待政策】　２００２年 ６月，对全区 ６０
周岁以上老年人进行调查摸底，８０周岁以上老人
在辖区派出所以乡镇为单位全部调户建档；对 ９０
周岁以上老人发放申报表。２００２年，９０周岁以上
老人每人每月享受区财政补助的保健费 ２０元；
２００３年，９０周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新增享受市财
政发放的保健费１０元；２００４年３月，享受的保健
费增加到５０元，其中市财政１０元、区财政４０元。
２００１年，确定北方医院为老年定点医院，实行老年
人检查、挂号费优惠，就医优先。从 ２００２年起，
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开始办理 《榆林市老年人优待

证》，凭证享受有关优待政策。

【老年节活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区财政每年安排
２万元，社会捐赠４万元，用于老年节活动。区政
府主要领导专门召开筹备会，对老年节活动进行安

排部署。老年节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书画展、登高

看戏、文体活动、秧歌比赛、普法宣传、义诊、特

困慰问、座淡会等。老年节期间，区老龄委对一年

来在老龄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敬

老好儿女进行表彰奖励。

【扶贫助老送温暖活动】　２００５年６月，榆阳区启
动 “孝心进社区工程”，该工程为榆阳镇广济北村

老年活动中心、鼓楼办事处老年活动中心配置了康

复医疗的检测理疗仪器和文体器具，并为社区购置

书刊、报纸等宣传品，组织专家和志愿者深入社区

开展医疗康复服务，定期开展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多

种文体娱乐活动。

（王进华）

主　任　慕生华
副主任　叶美荣 （女）（２００３２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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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概况

榆 阳 镇

【概况】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榆阳乡与刘官寨乡合并
构成榆阳镇建制。该镇地处榆林市区近郊，总土地

面积１４８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５７５２亩；总人口
３４４８２人，其中常住农业人口２３０７５人。辖２９个行
政村，９９个村民小组；有党支部３６个、中共党员
８７５名，其中农村党员６６３人。有放大站、兽医站、
医院、供销社、园艺场、三岔湾渠管处等镇属企事

业单位６个，刘官寨中学、北岳庙中学和刘官寨、
西沟、花园沟、三岔湾、归德堡、韦家楼、王家

楼、金岗寺、北岳庙、沙河、流水沟、吴家梁小学

等镇属中小学校１４所。
２００１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１８２亿元，财政

收入７５４万元，粮食总产量９４４２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２４０１元。人口出生率 ９５５‰，自然增长率
８３‰。广济北村、广济南村、榆阳西村达到市级
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
值１８６亿元，财政收入 ６５６万元，粮食总产量
７７７８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５３１元。人口出生率
９４‰，自然增长率９‰。广榆村、榆阳东村、五雷
沟村、永乐西村达到区级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
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８９亿元，财政收入
６３９万元，粮食总产量 ６７６８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７８５元。人口出生率１３６‰，自然增长率１２８‰。
流水沟村、官井滩村、新乐村、杏

$

村达到区级小

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８９亿元，由于市、区财政体制改革，从本年度
起财政收入只做部门决算报表，粮食总产量 ６６６２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０１０元。人口出生率 １０‰，
自然增长率７８‰。永乐东村、沙河村、沙河口村、
红山村达到区级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镇完
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９２９亿元，粮食总产量７８１４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３７５元。人口出生率１０９‰，自
然增长率 ７９‰。南川村、北岳庙村、金岗寺村、
王家楼村达到区级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工作】　榆阳镇坚持因地制宜，强化农业的
基础地位，形成 “城区兴三产、城郊畜牧菜、城南

林上山”的经济格局，稳定面积，调整结构，优化

品种，提高单产，加大新品种、新技术应用，重点

发展牧畜菜产业和林草产业。减轻农民负担，２００３
年免收农业特色税，２００４年 “两税”全免。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发放扶贫贷款
２０３户、１３０９万元，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干部以工资
为农民担保贷款２２０多万元，扶持种植户１２１户、
养殖户２６１户。依靠科技手段，发展蔬菜产业和舍
饲养牛 （羊），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养殖羊子３２万只、
奶牛９６０头，建奶站２处。

【非公有制经济】　榆阳镇依托区位优势，利用城
市化带动作用，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注重在

“筑巢引凤”和 “借船出海”上立策，形成 “一户

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带全镇”的经济发展格

局。２００１年，全镇非公有制企业达２７８户，总产值
１６１亿元，实现利润１６５０万元，上缴税金３８７万
元。２００２年，新增非公有制企业 ４８２户，总产值
１７亿元，实现利润 １７０８万元，上缴税金 ４５２万
元。２００３年，全镇３００个非公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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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５万元以上的达到２０个，总产值１７亿元，实
现利润 １７８０万元，上缴税金 ５２０万元。２００４年，
完成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９亿元，新增企业 ３０６户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５０万元以上的１４户），实现利
润１９１８万元，上缴税金５６８万元。２００５年，新发
展非公有制企业２０２个，总产值１９２亿元，实现
利润２０３０万元，上交税金５７０万元，固定资产投
资５０万元以上企业１１个，投资总额７９５０万元。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榆阳镇连续１１年在全区
计划生育质量考评中位居前列，人口出生符合政策

率达到１００％，综合节育率达到９１％，人口性别比
趋于正常。围绕创建国家级优质服务先进镇目标，

抓 “三村”战略，实行村民自治，创建市级自治村

９个，区级自治村２０个。强化计生干部队伍管理，
坚持面向基层、深入乡村、服务上门、方便群众，

重点村育龄妇女管理实现微机化，“三查”不出村，

药具送上门。全镇常住人口己婚育龄妇女５３６２人，
流动人口１１４０７人 （其中己婚育龄妇女４３６５人），
独生子女户１０８９个，双女节育户１４个，优惠政策
兑现率达到 １００％。２００５年组织大清查，与房
（业）主签订责任书 ３８９９份；市场流动人口实行
“五位一体”挂牌管理和动态管理，流动人口持证

率９６％，验证率１００％。同时，开展 “关爱老人”

活动，各村根据实际，在享受集体分红后按年龄阶

段发放养老金，每月６０—２４０元。

【党建工作】　推行镇村党建目标管理责任制，健
全完善学习工作各项制度，创建 “五型机关”，转

变干部思想意识，树立 “镇兴我荣、镇衰我耻”的

主人翁意识。５年整建全镇村党支部班子１２个，新
发展中共党员８７名，扎实创建党建示范村和 “五

型支部”、 “五好村支部”，实现全镇无 “三类班

子”。加强作风建设，与各驻村干部、计划生育干

部等签订工作责任书，经常组织人大代表督查；加

强反腐倡廉源头治理，在工程招标中，实行工程计

划申报制度和定额分级招标制度；在企业发展中，

承租费２０万元以下的企业，由村两委会研究决定
出租方案并组织实施，承租费２０万元以上的企业，
发包前经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提出具体方

案，镇政府同意后实施。成立采购中心，推行公开

采购，采购物金额２万元以下的由村两委会实施，

２万元以上的由镇采购中心和村两委会共同采购。
２００３年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实行村财镇管，采取
“备用金”限额制度，全镇城区 １８个村每村预借
“备用金”５０００元，城郊１１个村每村预借 “备用

金”１０００元。制定实行 《村级会计核算中心会计

业务流程操作规程》。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２００５年７月，
榆阳镇开展镇、村两级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活动”。实施 “党员素质”工程，提高党员干部的

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深化

“自身建设”工程，解决村级党支部在自身建设和

工作中存在的意识淡化、队伍老化等问题。推行

“群众满意”工程，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上学

难、看病难、致富难等问题。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榆阳镇多次荣
获市委、市政府计划生育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０５年，
荣获国家、省、市、区经济普查先进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镇武装部长郭鹏鸣获国防部征兵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娇　蓉）

书　　记　李锦明 （２００１１２调离）
纪生荣 （２００１１２—）

人大主席　万春郁
镇　　长　刘建亮 （２００１１２调离）

万文祥 （２００１１２—）

鱼 河 镇

【概况】　鱼河镇位于榆林城区以南３１公里处，总
土地面积９６平方公里，其中耕地２２万亩，辖１６
个行政村、３７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４８万人，其
中农业人口１３６万人。全镇有党支部２４个，中共
党员３６９名；有企事业单位２６个，初级中学１所、
完全小学６所。
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５１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７６万元，粮食产量３７０６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１５６０元。寺伙沟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５３０４万元，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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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９３万元，粮食产量３８６９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６１７元。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５４１５万
元，财政收入 ９５１４万元，粮食产量 ５２３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６０元。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
总产值５４３０万元，财政收入１２７６万元，粮食总
产量５５０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１６０元。２００５年，
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５５６０万元，财政收入 １３４
万元，粮食产量 ７５０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７００
元。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镇人口出生率均控制在
７‰以内。

【农业工作】　鱼河镇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民增收，推行 “一村一品”发展战略，发展畜、

果、菜三大主导产业。全镇羊子饲养量达到２２万
只，猪存栏达到８０００头，牛存栏达到２２５０头，笼
养鸡达到３９万只；建立以寺伙沟、南沙为龙头的
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全镇大棚种植面积达到 １０５
亩；加强１９５１亩大扁杏的病虫害、施肥、浇水等
管理，促其尽快挂果；将新立村、新建村建成蔬菜

专业村，王庄建成养羊专业村，寺伙沟建成果品专

业村。推广科学种田，引进新品种，试种 “榆引

２０１、２０３”、大明绿豆、脱毒种薯、东大 （２号）
大豆、地膜玉米、地膜西瓜、花生等作物，单位产

量明显提升，蔬菜、果品、薯类等农产品已具备区

域优势。党政干部联户扶持主导产业，落实联扶干

部２１１人，扶持农户 ３４４户，落实贷款 ８２万元；
为种养殖示范户优惠提供铡草机具等现代农业机

械，组织开展农业适用技术培训，引导农民由粗放

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免费提供种籽和地膜，

优惠提供覆膜机和穴播机，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

全镇种植地膜玉米１０００亩，“榆引水稻２０１、２０３”
２５００亩，亩产达１２００多斤；种植大明绿豆１９０亩，
亩产２００斤。

【农业基础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　鱼河镇累计投
资５６万元，维修改造王沙

%

、郑家沟、寺伙沟、

李家沟、高家
%

、鱼河等村的抽水站及灌溉渠道，

保证了７１００亩水地的灌溉需求。投资３２万元全面
完成李家沟流域治理，新建淤地坝２座，加固坝体
１５座。新修农田 １４１０亩，完成中低产田改造
１４７００亩。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造林１３６００
亩、种草２９７３９亩，对１９９９年以来的新植林地进

行了锄草、浇水等管护。开展秋冬生态综合治理大

会战，加大经济投入和建设力度，实施郑家沟、米

家园则小流域治理和鱼河村土地整理开发项目，完

成 “三个一百”工程植树４７４万株。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鱼河镇在
改善投资硬环境的基础上狠抓投资软环境，争取区

财政、国税、地税、工商等部门支持，兑现招商引

资优惠政策；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城镇环境卫生集

中整治，在群众心中逐步树立了 “人人都是投资环

境、事事都是投资土壤”的新理念。２００３年，在
全镇范围内集中整治 “黑心棉”加工窝点，严厉打

击了制假售假活动，查获并销毁 “黑心棉”１４２大
包、防寒裤成品 １４５条、半成品 ６０条。２００３年，
榆林市正大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落户鱼河。

【财政管理】　鱼河镇政府通过自身开源节流并争
取部分财政拨款，扭转债务过重、财政困难、工作

难以正常运转的境况，努力保工资、保运转、保稳

定，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累计偿还债务３６万元。强化
对工资、抚恤救助资金和办公经费的全方位管理，

压缩人、车、会、话等非工资性支出；改革灶务，

实行社会化管理，规定凡镇政府来客一律在客灶就

餐，每年可节省开支５万余元；政府内部财务严格
执行 “双审联签”制度，采取 “多头会计合一”

的管理办法。全镇１６个行政村的财务全部纳入镇
级管理，并能及时将政务、财务、村务全面公开。

【计划生育工作】　制定出台了 《鱼河镇计划生育

工作奖励和处罚的若干规定》，把 “一票否决”规

定延伸到包片领导、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将奖励、

处罚、晋级晋职与计生工作挂起钩来，严格兑现责

任追究制。２００２年抽调５名年轻干部组成计生督察
队，由计生副镇长带队，重点督察全镇的计生 “难

缠户”和 “钉子户”。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流动人口

集中清查整顿，实行 “一证管多证”和 “房主业

主负责制”。２００４年开展常住人口计划生育大清
查、大整顿，解决了多年遗留问题，实行了干部职

工 “双向”管理。

【党建工作】　结合党员先进性教育、“五型机关”
和 “五型支部”创建及 “四创建、一整顿”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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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了 “党员先进性”大讨论、“党在我心

中”演讲比赛、“有困难、找党员”等主题实践活

动和 “送温暖、心连心”、党员干部义务献血等活

动。结合村级支部换届选举，强化了支部班子建

设，调整支部书记 ２人、支委 ７人。农村 “两委

会”阵地建设稳步推进，全镇１６个村中１５个村有
“两委”办公室和党员活动室。结合乡镇干部职能

转换试点，２００４年出台了 《干部年度工作综合考

核办法》，推行干部 “三制”管理，实行干部竞聘

上岗、双向选择，打破了过去 “干多干少一个样”

的干部管理机制。建成寺伙沟村、李家沟村２个党
建示范村；发展党员１１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２
名；评出区级优秀党员 ２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２
名、先进党支部１个；评出镇优秀党员２６名、先
进党支部７个。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鱼河镇第十二次党
代会第一次会议在镇政府二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到

代表６５名，实到６３名。会上，周凤斌作了 《党委

工作报告》，李生社作了 《纪委工作报告》。大会

一致通过了 《关于镇党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和

《关于镇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周凤

斌、甄怀毅、赵秀怀、程月斌、王益富、李生社、

鱼道洋、闫世平、郭彦贵、高世祥、高登科１１人
组成的镇党委会，周凤斌当选镇党委书记，程月

斌、王益富、李生社当选镇党委副书记；选举产生

了由李生社、任玉堂、李文庆、叶庆正、王仲华５
人组成的镇纪委，李生社当选镇纪委书记。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鱼河镇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镇政府二楼大会议室召开，

应到代表５１名，实到代表４８名。大会听取和审议
了赵秀怀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甄怀毅所作的

《人大工作报告》和王仲华所作的 《财政预决算报

告》，一致通过上述报告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选

举甄怀毅为人大主席，赵秀怀为镇长，闫世平、鱼

道洋、高登科、郭彦贵为副镇长，王世义、袁功

旺、童维孝为人民陪审员。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５日，鱼河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在镇政府二楼大会议室召开，应到代

表５１名，实到代表４９名。会上，一致通过了赵秀
怀所作的 《镇政府工作报告》、高玉柱所作的 《镇

人大工作报告》、乔亚雷所作的 《２００３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４年财政预算报告》。因周凤斌工作
调动，补选马万荣为鱼河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８日，鱼河镇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５２名，实到代表４９
名。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的决议》，选举高玉柱为人大主席，王新为人

大副主席。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２年，鱼河镇１６个行政村
进行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换届选举前，镇政府

组织各村民主理财小组对各村财务进行了清理，重

点处置了一些热点、难点问题，确保换届选举顺利进

行。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日，鱼河镇进行第
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选举实行全民“海选”提出候

选人，再通过“海选”选出村委会班子，选举过程严把

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关、选民登记关、候选人提名确

定关、正式投票选举关、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推选

关，全镇１６个行政村，有１２个村选举成功。

【村级党支部换届选举】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鱼
河镇召开由驻村干部、带片领导、村支部书记、村

主任参加的村级党支部换届动员大会，对换届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全镇 １６个村党支部组织换届，
有１３个村支部书记连选连任，新当选村支部书记３
人，换届工作如期完成。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鱼河镇政府被市纪委、市
监察局评为全市纪检监察基层办案工作先进单位。

（刘国富）

书　　记　田启庄 （２００２调离）
周凤斌 （２００３调离）
马万荣 （２００３—）

人大主席　甄怀毅 （２００４调离）
高玉柱 （２００４—）

镇　　长　高有华 （２００２调离）
赵秀怀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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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河峁镇

【概况】　鱼河峁镇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由原董家湾乡
和桐条沟乡合并而成的建制镇。该镇位于榆林城区

以南４５公里处，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总土
地面积１９４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８６万亩，总人
口２１８４６人。辖４１个行政村、１２１个村民小组；有
党支部４４个，中共党员９０１人；有教育办、卫生
院、兽医站、广电站、邮电所等机关企事业单位，

有董家湾、桐条沟２所中学和鱼河峁、西岔、柏盖
梁等１１所小学。
２００１年，鱼河峁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９８３万

元，财政收入 ５３２万元，粮食总产量 ２６２１５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９６７元。人口出生率１１６‰，自然
增长率 ５６‰。２００２年，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００６
万元，财政收入６７８万元，粮食产量４２６５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２０元。人口出生率１０５‰，自然
增长率４８‰。郭家湾等２个村达到小康村标准。
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３２０万元，财政
收入８３６万元，粮食产量７０９８吨，农民人均纯收
入 １１７０元。人口出生率 ８２‰，自然增长率
３８‰。沙

$

等 ２个村达到小康村标准。２００４年，
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７８０万元，财政收入８３６
万元，粮食总产量７７８５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２６
元。人口出生率 ７２‰，自然增长率 ３５‰。刘贺
山等２个村达到小康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
农业总产值１９６８万元，财政收入８３６万元，粮食
总产量９８３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６４８元。人口出
生率７‰，自然增长率４‰。杨庄等２个村达到小
康村标准。

【农业工作】　鱼河峁镇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突
出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模式，推出 “三二一、

一二三”的经济发展思路，即 “人均退耕三亩地、

只种二亩田、管好一亩杏，户均输出一个劳、用好

二亩草、养好三个畜”。种植业在稳定粮食生产基

础上，２００５年种植双沟覆膜大明绿豆２９００亩，年
增加收入１３０万元。畜牧业形成郭家湾、拐上等一
批养殖示范村，利用社会扶贫资金２５万元新建鱼
河峁养殖示范小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提高大扁

杏种植科技含量和产业化程度，投资２５万元建成

榆阳区宝丰大扁杏加工厂，生产开口杏核产品，经

加工后的大扁杏每斤纯利４元，仅此一项实现年增
收２００万元；开口杏核产品在杨凌农高会参展时受
到各级领导和外地客商好评。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至２００５年底，累计新建骨干坝１５座、小
型淤地坝３７座，维修加固坝４２座，建设基本农田
３５６０亩。

【财政工作】　在开源节流上下功夫，着力解决财
政困难，减轻债务负担。培植 “基础型”财源，强

化征管，增加收入；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压缩会议

费和招待费，杜绝一切不必要开支；分清轻重缓

急，积极偿还历年旧债。

【小城镇建设】　２００２年，修建镇机关办公楼 １
栋，建成长３５０米、宽２０米移民一条街，并完善
了排水、供水、硬化、绿化、供电等公用配套设

施，完成投入４１３万元。２００３年，争取省建设厅和
扶贫项目资金１００多万元，实施移民区主街道西端
至政府办公楼东 ２２５米的道路及排水工程。２００４
年，争取省建设厅扶贫资金４６万元，修建了长１５３
米、宽３２米的镇区主街道与三鱼路贯通工程和占
地６５００平方米的镇中心农贸市场。２００５年，投资
９万元，在镇政府前建设占地４７６０平方米的绿化广
场；投资８万元，安装移民街路灯２５盏，新建公
厕２所。

【扶贫工作】　鱼河峁镇坚持走移民搬迁和扶贫重
点村建设相结合的路子。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共有
２５个贫困村１３９户搬迁至新建的移民村；有５个村
按照国家扶贫政策和重点村标准通过上级部门验

收。利用妇联小额信贷，帮助 ２３５０户群众脱贫；
利用国际计划项目资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做好生产救灾工作，累计发放

救灾款１５万元、救灾粮１７５吨。

【计划生育工作】　以创建市级优秀服务站为目标，
加强对已婚育龄妇女的避孕措施指导，实行孕前监

测、孕期保健、孕后随访全程服务。开展 “关爱女

孩行动”，遏制了全镇出生人口性别比逐年升高趋

势。严格流动人口管理和 “三查”工作， “三查”

率达到１００％。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累计完成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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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４３２例，其中结扎６３例、人流１０３例、上环
２６６例。

【党建工作】　按照 “加强基层党建，带动强镇富

民”的指导思想，完善制度，强化措施，重点抓好

村级支部班子和干部思想作风两方面建设。结合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施 “双培双带”工

程，即 “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致富带头人

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

展，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同时制定

无职务党员设岗定责制度，发挥普通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鱼河峁镇第一次
党代会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５５名。会议听取
审议了镇党委工作报告、纪委工作报告，并形成了

相应的决议。朱喜堂当选镇党委书记，高万爱、常

庆生当选副书记，刘小平当选镇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鱼河峁镇第一届人代会第一
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５９名。会议审议
通过了镇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决

算报告。吴瑞林当选镇人大主席，王世宗当选镇

长，李生成、高劲良、任斌当选副镇长。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９日，鱼河峁镇第一届人代会第
二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５９名。会议审
议通过了镇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

决算报告。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鱼河峁镇第一届人代会第
三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５９名。会议审
议通过镇人大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雷志锋当

选镇人大主席，王建军当选镇长。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８日，鱼河峁镇第一届人代会第
四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４９名。会议听
取２名区人大代表述职报告。秦岗当选镇人大副主
席。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６日，鱼河峁镇第一届人代会第
五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３９名。会议审
议通过镇人大工作报告和镇政府工作报告。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２年，获得先进党支部、第五次
人口普查先进集体、广电工作先进集体、杏产业管

理先进乡镇、救灾救济工作先进集体、纪检监察工

作先进集体等奖项。２００３年，获得农业综合开发工
作先进乡镇、小城镇建设工作考核第一名、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晋升一级、南部山区乡镇造林绿化第二

名、优抚工作先进集体、党管武装工作先进党委。

２００４年，获得全市劳务输出先进单位、民兵预备役
先进单位、小城镇建设工作考核第二名、双拥优抚

工作先进乡镇、反邪教工作先进集体、南部山区造

林绿化 “秀美杯”竞赛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获得
千名干部下乡包村工作先进集体、计划生育统计工

作专项任务书考核第二名、民兵预备役先进单位、

第二届民歌大赛优秀组织奖、乡村公路建设改造先

进集体、南部山区造林绿化第二名、杏产业基地建

设先进集体、动物疾病防控工作先进单位、扶贫工

作先进乡镇。

（郭　勇）

书　　记　朱喜堂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吴瑞林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１２）

雷志锋 （２００３１２—）
镇　　长　王世宗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１２）

王建军 （２００３１２—）

上盐湾镇

【概况】　上盐湾镇位于榆林城区以南４９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９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５５３万亩，辖
３２个行政村、８９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３９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１３７万人。全镇有党支部３５个，中
共党员 ５４２名；有派出所、农电站、水利所、医
院、信用社、广播电视站、畜牧站、邮电所、道

班、四平峁变电站等机关企事业单位；有上盐湾镇

初级中学及上盐湾镇中心小学、碎金驿小学、林家

沟小学、赵家畔小学５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９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４２万元，粮食产量１９８６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０７２元。人口出生率 ５７‰，自然增长率为
５３‰。党街则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年，
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５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５１万
元，粮食产量２１６４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２１元。
人口出生率 ５３‰，自然增长率 ５１‰。２００３年，
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１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５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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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粮食产量１９８６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５２元。
人口出生率９３‰，自然增长率７‰。陈兴庄村达
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
产值 ２４００万元，财政收入 １９６万元，粮食产量
２１１５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５０元。人口出生率
６‰，自然增长率２５‰。郭兴庄、高

$

２个村达到
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
值２５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１０３万元，粮食产量２１１５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５３元。人口出生率４６‰，
自然增长率为４１‰。二官山、苏

$

２个村达到小
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基础建设和产业化开发】　种植业方面，按
照 “缩小面积、优化品种、提高单产”的思路，以

陈崖窑、赵畔、寨
%

３个科技示范村为重点，辐射
带动全镇整体开展科学种田，推广种植水稻榆引

２０１、地膜玉米、大成谷、东大１号黄豆、大明绿
豆、脱毒马铃薯等优良新品种，效益明显。养殖业

方面，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品，山区以高
$

、二

官山、苏
$

３个示范村为重点，以二官山、马山２
个道赛特羊人工授精品种改良站为基地，发展舍饲

养羊；川区以上盐湾、林家沟、寨
%

村为示范，发

展温棚养猪、笼养鸡和獭兔等多种养殖。

２００２年，实施 “稳农扩牧调结构，兴水治旱

强设施，退耕还林抓产业，建设城镇促经济”四项

战略，完成退耕造林任务６１２９亩和郭兴庄扶贫重
点村建设，顺利通过各级验收。２００３年９月，召开
全镇秋冬工作大会，全年完成退耕造林１０３８４亩；
投资２８万元完成郭山至伙梁城１５公里乡村道路拓
宽改造及姬家坡至周岩１７公里乡村道路；建成郭
山至伙梁城千亩天然草恢复与建设示范线，配套发

展 “五位一体”舍饲养羊示范户２６５户；争取国家
专项资金 ５１万元，完成铁炉峁、高

$

、二官山、

郭山、鱼家沟等１１个行政村的人畜饮水工程，解
决了 ３０９６人和 ６２４０只 （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２００４年，争取国家投资６４万元对１１个村进行农网
改造，架设线路３６公里，全镇农网改造村达到１９
个；镇政府组织架设开通２１０国道沿线赵畔至碎金
驿１７个村的有线电视光缆，完成入户３２０户；与
电信部门协调为林家沟等４个村架设光缆５公里，
全镇２２个村开通程控电话，其余１０个村均安装无
线电话，电话入村率达到１００％；争取国家资金６１

万元，完成高
$

、桑林
%

两村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区建设工作，建成玄龙山骨干坝１座；完成苏
$

扶

贫开发重点村建设工作。２００５年，全镇造林２８００
亩，建成赵畔至桑林

%

、姬家坡至高家湾、寨
%

至

周岩３条林业生态示范线，累计退耕还林 ３００５３
亩。

【集镇建设】　投资４４０万元，新建２１０国道东侧
二层商品房２２０间１０５６０平方米；投资５万元，架
设１０千伏线路２公里；投资４万元，新修沿旧街
道路２公里；投资５万元，新修集贸市场１８００平
方米；投资２万元，组织５人环卫清洁组，并配备
垃圾车辆，负责日常街道清扫，建公厕２个；投资
２５万元，完成２公里新街道平整及给排水设施建
设。利用小城镇建设规模扩大的有利时机，新发展

各类个体户２３户，吸引服务行业设代办点２个。

【计划生育工作】　以优质服务为核心，以综合治
理为依托，把稳定低生育水平、治理性别比失调、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与增进群众生殖健康、开展关爱

女孩行动、实现家庭幸福统一起来，全面开展人口

与计划生育工作。２００２年，上盐湾镇计划生育服务
站被评为市级优秀服务站。

【党建工作】　贯彻实施区委 《关于开展农村基层

组织建设 “三级联创”活动三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
规定》，积极开展 “五个好”村党支部的创建及其

巩固提高工作，将姬家坡、孙山、寨
%

、上盐湾、

赵畔、陈兴庄、苏
$

、二官山８个村支部建成了全
镇的党建样板村、示范村，均达到了 “五个好”支

部的要求和小康村标准，在班子配置、工作能力、

村务公开、民主议事、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方

面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对郭山、好皮梁、高
$

等村党支部进行了调整，规范财务管理，明确责任

制度，实现了全镇无 “三类”支部。实施 “旗帜

工程”，开展了 “五型支部”、“一区三户” （党员

责任区、党员双带户、党员科技示范户、党员先进

文化传播户）、乡镇科技服务示范基地等创建活动。

镇党委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两委会”

阵地建设的安排意见》，全镇有５个支部进行改建，
６个支部办公场所进行维修，投入资金３万多元，
在各村建成 “两委会”办公室和党员活动室；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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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电教网络建设，开展党员电教化教育；坚持

“三会一课”制度，每月过一次组织生活；在机关

事企业单位党员中开展了 “扶助一个贫困户、办一

件实事”活动。开展 “评优树模学先进”活动，

机关事企业单位党员参评率达９７％，农民党员参评
率达９２％；全镇每年推荐并受区上表彰优秀共产党
员３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１名、先进支部 １个。
２００４年制定了党员三年发展规划，发展党员５２名，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４８名，培养后备干部３２名。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上盐湾镇召开第十
二次党代会，８３名党代表出席会议，未列入代表
的支部书记、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镇政府干部列席

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 《上盐湾镇党委工作报告》

和 《上盐湾镇纪检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马

万荣、刘海江、白万荣、付贤斌、左子生、艾文

华、王波、刘占国、王子明组成的镇党委班子，马

万荣当选镇党委书记，刘海江、付贤斌、左子生当

选镇党委副书记，左子生当选镇纪委书记 （兼任）。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上盐湾镇召开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到代表 ４９人，
实到４９人。会议听取审议通过了 《关于封山绿化

推行舍饲养羊加快农业主导产业开发的报告》并形

成决议；选举白万荣为镇人大主席，刘海江为镇政

府镇长，王波、艾文华、董海岗为副镇长，马国

强、薛启明为人民陪审员。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上盐湾镇召开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应到代表４９人，实到４５
人，会议选举谢平为镇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被市纪委、市监察局评为
全市纪检监察办案工作先进集体，被区委、区政府

授予造林绿化 “秀美杯”，被评为全区乡村道路建

设先进乡镇、畜牧产业开发一等奖、水利水保建设

第三名、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０４年，被
区委、区政府评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先进镇、人工

种草与草原保护先进镇、南部山区造林绿化第二

名、党管武装先进党委、民政工作规范化建设先进

乡镇、千名干部下乡包村工作先进单位、获得区造

林绿化 “秀美杯”、非公有制经济综合开发晋升一

级；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综合

考核三等奖、取缔私盐工作先进集体。

（鱼功建）

书　　记　马万荣 （２００３调离）
刘海江 （２００３—）

人大主席　李生成 （２００２调离）
白万荣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左子生 （２００４—）

镇　　长　刘海江 （２００３调离）
谢　平 （２００３—）

镇 川 镇

【概况】　镇川镇位于榆林城区南６５公里处，总土
地面积５９８７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３万亩，规划
区面积８２平方公里；总人口２８５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１９万人。辖 ３２个行政村、１０２个村民小
组、１个街道居民办事处、８个居民小组；设党支
部５２个，有中共党员８６０名。有派出所、工商所、
医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４５个，镇川中学、黑龙潭
中学及镇川小学、朱寨小学等１２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４亿元，财

政收入３６４万元，粮食产量１５７４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２２４８元。人口出生率 ５１１‰，自然增长率
３‰。东街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年，全镇
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５６亿元，财政收入２６４万元，
粮食产量２８５１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２８元。人口
出生率５７９‰，自然增长率３５‰。高梁村达到小
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７亿元，财政收入２５３万元，粮食产量１４４２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６２元。人口出生率６５‰，自然
增长率 ３８‰。高沙沟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８６亿元，财政
收入２６０万元，粮食产量２８９７吨，农民人均纯收
入２８００元。人口出生率 ６‰，自然增长率 ４２‰。
庙湾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
农业总产值２亿元，财政收入２６５万元，粮食产量
２８２４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１２１元。人口出生率
６‰，自然增长率２４‰。葛村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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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作】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镇川镇农业产
业化开发围绕 “畜果菜”三大主导产业，全镇羊子

饲养量达到２５万只，猪存栏７５００头，牛存栏９０４
头，笼养鸡 １３５万只。新增大棚菜种植面积 ６０
亩，全镇达到１２７亩，大田蔬菜种植面积达到２１００
亩，在陈家坡村建立蔬菜集装站，解决了农民卖菜

难的问题。重点对２９６３亩大扁杏、红枣果品基地
加强病虫害防治和施肥、浇水等管理，促其尽快挂

果。对大棚菜种植户，在区上每亩贴息贷款 ６０００
元以外，镇上每亩补助１０００元，鼓励其发展。党
政干部联户扶持主导产业，落实联扶干部３０４人，
扶持农户５２４户，落实贷款１４２６万元，支持农户
发展种养殖业。对种植养殖示范户免费提供铡草机

具、良种公羊，优惠提供现代农业机械，组织开展

农业适用技术培训，增加种养殖业科技含量，引导

农民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转变。２００５年，积极
实施农业新品种推广，免费提供籽、膜，优惠提供

覆膜机、穴播机，种植地膜玉米２９９６亩、大城谷
子２１３亩、大明绿豆３００亩。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投入力度，累计投资８０万元，维修改造石崖地、
葛村、街上、张硷、秦山、南瓦、八塌湾、刘兴

庄、樊河畔、高沙沟等村的抽水站及灌溉渠道，保

证了３２００亩水地的灌溉需求。投资２８万元全面完
成瓦岗寨村４０米沟小流域治理，新建淤地坝３座，
加固１５座。投资１万元，由村上投劳，修建芦草
沟村盘山公路１０公里，砌护涵洞２个。投资２０万
元，实施葛村、周圪坨村土地整理开发项目，有效

提高了粮食单产。

【生态环境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镇川镇完
成造林９１６５亩，种草４０６４５亩，对１９９９年以来新
植的１８４２９亩林地进行了管护。开展秋冬生态综合
治理大会战，加大淤地坝建设和瓦岗寨村４０米沟
小流域治理、周圪坨村土地整理开发项目的建设力

度。实施 “三个一百”工程植树９２万株。制定出
台 《镇川镇封山禁牧处罚管理办法》、 《镇川镇护

林员管理办法》，镇上配备护林监督员，村上配备

护林员，并落实了工资待遇。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０３年，为净化市场经营秩
序，营造良好的工商业发展环境，在全镇范围内严

厉打击制假售假活动，集中整治 “黑心棉”加工窝

点。期间，捣毁 “黑心棉”加工窝点１个，拆卸异
地扣押 ＢＣ２７２梳毛机１台、销毁 “黑心棉”原辅

料３６２大包、防寒裤成品 ２７９条、半成品 ８０条。
２００４年，投资２８０万元选址庙湾村修建梳毛企业加
工小区，将全镇梳毛厂集中到一起并成立行业协

会，统一规范管理。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镇川镇着
力改善投资环境，争取区财政、国税、地税、工商

部门支持，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核减工商户税

费１２０万元，并组织开展了城镇环境卫生集中整
顿。截至 ２００５年底，全镇实现招商引资近亿元，
榆林浩海盐化厂落户高梁村并建成投产；益丰油脂

厂、榆林市高民塑编有限责任公司、二汽集团特约

维修站、广东 “纵情”太阳能热水器厂相继建成投

产。

【财政管理】　债务处置方面，截至２００２年，全镇
债务为１２７３万元；２００３年处置安置楼债务３００万
元，２００４年处置张庄拆迁安置楼债务２３６万元，旧
车冲抵债务６８万元；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已累计偿
还债务６８０万元。镇上对工资、抚恤金和办公经费
实行了全方位管理，并进一步压缩人、车、会、话

等非工资性支出。实行灶务社会化管理，规定凡镇

政府来客一律在客灶就餐，每年节省开支１０万余
元。２００３年设立政务大厅，将民政救灾、计划生
育、城镇低保、城建土地、村财镇管集于一厅办

理，将全镇３２个行政村的财务全部纳入镇级管理，
及时公开政务、财务信息。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００１年，镇川镇委托陕西省
城乡规划设计院对原有的 《总体建设规划》进行修

编。新的 《规划》界定了各个功能区的具体范围，

并绘制了城镇总体近、远期规划图和基础设施规划

图，严禁城控区私自建房，使小城镇建设有章可

循。２００２年，镇川镇被国务院体改办中国小城镇改
革与发展中心确立为 “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镇”。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３日，镇川镇小城镇建设编制方
案通过省级有关部门专家论证批复。具体实施了１９
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１）投资 １４万元，实施
２１０国道与铁道之间的绿化工程；（２）争取国债专
项资金２３０万元、自筹４５万元，完成自来水水源
改造和管网配套工程，新增日供水能力４８００多方；
（３）争取近２６０万元资金，对庙湾、瓦岗寨等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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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农电网进行改造，３１２３户群众受益； （４）争
取资金１００万元，新建北关小学主体工程及操场；
（５）投资１２０万元，修建镇川中心卫生院住院大
楼；（６）投资４６５万元，对老街进行全面改造；
（７）投资２４０万元，修建长４００米、宽４０米的兴
镇路；（８）筹资１００万元，修建长３６０米、宽２０
米的义昌路；（９）争取省上资金１７０多万元，完成
长５００米、宽１２米的工业小区道路；（１０）镇村联
合投资５６万元，修建长５１０米、宽７米的崇义路；
（１１）盐化厂与高梁村联合投资 ７３万元，修建长
８２３米、宽８米的全区第一条村级砼道路； （１２）
政府无偿提供土地，电力部门投资４２０万元，新建
３５千伏输变电站；（１３）投资２２０万元，完成红柳
滩村４００×６米景区砼道路工程；（１４）投资１５０万
元，完成红柳滩村完全小学校舍建设工程； （１５）
投资２２０万元，完成河龙公路下湾段周龙公路周沟
支线杨正沟至石崖地村级道路等工程；（１６）群众
集资１１００万元，建成兴镇路、义昌路、崇义路两
侧商住楼，总建筑面积２０３００平方米；（１７）投资
２００多万元，新建镇川中学教学楼北楼，维修了其
它附属设施；（１８）投资３６万元，完成南北大街、
兴镇路两侧路灯安装及绿化工程；（１９）投资９０多
万元，修建了西街村委会办公大楼。强化城镇管

理，组建 “城镇监察队”，严格执行 《规划法》，

拆除了一批历年遗留的违章建筑；出台 《镇容镇貌

环境卫生管理若干规定》，沿街门市实行 “四至一

包”责任制，重点治理了乱搭乱建、乱贴乱画、乱

堆乱倒现象。

【社会事业】　教育方面。深化教育 “四制”改

革，实施农村小学布局调整，将杨庄小学并入朱寨

小学，投资１００万元新建葛村小学，计划逐步将高
沙沟、秦山、方渠小学并入葛村小学。医疗卫生方

面。加大镇川医院住院部、医疗设备和农村卫生工

作投入力度，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加强农村

疾病预防工作，７岁以下儿童计划免疫建证率达
９８％以上， “四苗”单苗接种率达１００％。积极开
展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农村健康教育，文明健

康生活方式逐步形成。文体事业方面。从２００３年
起，成功举办四届 “旅游文化周”和 “全民健身

周”活动，举办陕西省２００４年丙级足球联赛暨第
九届 “镇川杯”邀请赛和 “小灵通”杯、 “联通

杯”、 “青龙杯”篮球赛等体育比赛，各中小学校

坚持每年举办运动会。２００５年 “八一”前夕举办

了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大型 “双拥”晚

会。将文体活动与经济建设、法制宣传、科技、文

化、卫生 “三下乡”结合起来，实现了市级 “文

明乡镇”创建达标。广电事业方面。加强广电老线

路维护和新线路延伸扩展工作，５年新增有线电视
用户４８０户，入户率达９６％。提升镇川有线电视台
“镇川新天地栏目”水平，并根据群众意愿增设科

教片等播放内容，该栏目已成为镇川宣传工作的主

要阵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开展 “安全镇川”、“平安

镇川”创建活动，健全完善治安调解网络，推行社

会治安中心户长制度，推行率达１００％。成立由镇
人大主席为主任的综合协调办，会同镇派出所、法

庭开展治安问题排查和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变群众

上访为干部下村寻访，民事纠纷调解率达９９％，调
成率达９５％。开展标本兼治的严打整治斗争，利用
节日文体活动及每月逢四、逢九集会，开展 “四

五”普法、“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镇妇联

发出倡仪，由妇女担当禁毒品、禁赌博、禁邪教

“三禁”监督员和宣传员，促进全社会参与铲除黄

赌毒和邪教等丑恶现象。

【计划生育工作】　制定出台 《镇川镇计划生育工

作奖励和处罚的若干规定》，将 “一票否决”规定

延伸到包片领导、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把奖励、处

罚、晋级晋职与计生工作相挂钩，严格兑现责任追

究制。２００２年，抽调５名年轻干部组成了 “计生

督查队”，由计生副镇长带队，重点督查全镇的计

生 “难缠户”、“钉子户”。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流动

人口集中清查整顿，实行 “一证管多证”和 “房

主业主负责制”。２００４年，开展常住人口计划生育
大清查、大整顿，解决遗留问题，推行干部职工

“双向管理”。同年，西街村被命名为市级 “自治

村”。

【党建工作】　认真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五型”
机关、“五型”支部创建和 “四创建、一整顿”活

动，组织 “党员先进性大讨论”、 “有困难、找党

员，送温暖、心连心”主题实践活动和党员干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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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献血等活动。２００５年，建成区级 “五好”支部３
个，镇级一类支部比例占８５％，二类支部占１５％，
无三类支部；发展党员 “双带”户７０户，党员科
技示范户２８户，党员先进文化传播户３２户；创建
西街、庙湾２个示范村和２个科技服务示范基地。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镇新发展党员１８９人，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６０８人，每村每年培养党员后备干部
１—２名。稳步推进村 “两委会”阵地建设，全镇

３２个村都有固定的 “两委”办公室和党员活动室。

结合乡镇干部职能转换试点，２００４年出台 《干部

年度工作综合考核办法》，推行干部 “三制”管

理，实行干部竞聘上岗、双向选择，打破了 “干多

干少一个样”的干部管理机制。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镇川镇第十二次党
代会第一次会议在镇政府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代表１３３名，实到１２７名。会上，田启庄代表中共
镇川镇第十一届委员会作了 《党委工作报告》，杜

学明代表上届纪委作了 《纪委工作报告》。大会一

致通过了两个 《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镇

川镇第十二届党委会，委员由田启庄、李锦仲、张

力勤、雷志锋、杜学明、刘生武、石彦民、姚轩、

马维华、马珍贵、王程１１人组成，书记为田启庄，
副书记为张力勤、雷志锋、杜学明；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镇纪委，委员由杜学明、刘强如、刘统华、杨

伟、伊仲虎５人组成，书记为杜学明。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镇川镇第十二届人
代会第一次会议在镇政府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

代表５７名，实到代表５５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张
力勤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李锦仲所作的 《人

大工作报告》和李振宏所作的 《财政预决算报

告》，一致通过了三个 《报告》并形成相应的决

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府镇长张力勤，人大主席

李锦仲，副镇长刘生武、石彦民、姚轩，人民陪审

员王靖、白云飞、陈国斌。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镇川
镇第十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在镇政府四楼会议室

召开，应出席代表５７名，实到代表５０名。大会一
致通过了郭凤存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李锦仲

所作的 《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报告》、李振宏所作

的 《镇川镇２００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４年财
政预算报告》。因田启庄工作调动，补选郭凤存为

镇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郭凤存为镇

长。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８日，镇川镇召开第十二届人代
会第三次会议，应到代表５８名，实到代表４９名。
会议选举伊仲虎为镇人大副主席。

【村委会换届】　２００２年，镇川镇进行第五届村委
会换届。除花渠村已改选、高梁村因工程实施等原

因推迟１个月选举外，其余３０个村均进行了换届
选举。换届选举前，镇政府组织各村民主理财小组

对各村财务进行清理，重点处置了一些热点、难点

问题，确保了换届选举顺利进行。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
日至１２月１日，镇川镇进行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
举。选举通过全民 “海推”提出候选人，再由全民

“海选”选出村委会班子，选举过程通过对村民选

举委员会推选、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确定、正式

投票选举、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推选５个环节严
格把关。全镇３２个村，有３个村村委班子任期不
满３年未作选举，其余２９个村中有２７个村选举成
功，其中一次选举成功的村２５个，二次选举成功
的村２个。

【村级党支部换届选举】　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镇
川镇按照区委组织部 《关于全区村级党支部换届工

作的实施方案》精神，召开由各驻村干部、带片领

导、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参加的村级党支部换届选

举动员大会。全镇３２个村党支部，有２５个参加本
次换届选举，有６个村支部书记任职不满２年，１
个村支部书记任职不满３年未进行换届。２５个换届
的村支部中，仅柳湾村因故未如期换届，推选１位
支部委员担任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镇川镇村级支

部换届选举呈现 “三高两低一变化”的特点。“三

高”即：村党组织干部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村支部

书记中大专学历的占 ６２％，高中文化的占
５１６％，初中文化的占４２２％，班子成员普遍达到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两委”成员交叉任职比例提

高，通过换届１１个村委会主任选进了支委，占本
次村支部换届的４４％，村委成员和支委成员交叉任
职的比例由过去的２０％提高到４８％，有２个村实
现了支部书记、村主任 “一肩挑”；妇女干部在支

部班子中所占比例提高，由过去的 ８％提高到
２０％。 “两低”即：支部书记平均年龄有所降低，
由过去５０岁下降到４７岁；支部班子成员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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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由过去５５岁下降到４８岁。 “一变化”
即：班子调整变化大，通过换届，７位能人新当选
为支部书记，１７位支书连任，２５位同志新当选为
支部委员。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领导小组评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２００３年，获全省党员电化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全
省防治非典先进集体、陕西省新兴产业调查先进集

体、陕西省第五届农民运动会 “龙华杯”篮球赛

（男子）第四名，被市委授予模范乡镇称号；２００４
年，获陕西省农村青年科技培训先进集体；２００５
年，被授予陕西省五四红旗团委，获全区主要工作

目标任务考核第二名、南部山区造林绿化第三名、

碘盐配售工作先进集体、乡村公路改造建设先进

镇。

（刘强如　张　迟）

书　　记　秦怀文 （２００２２调离）
田启庄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５）
张力勤 （２００３１２—）

人大主席　李锦仲
镇　　长　许世祥 （２００２２调离）

张力勤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３１２）

郭凤存 （２００３１２—）

清 泉 镇

【概况】　清泉镇位于榆阳区南部，地处榆阳、米
脂、佳县三县区交界地，距榆林城区９０公里，属
黄土丘陵沟壑区。全镇总土地面积１２３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３３０００多亩，退耕还林地面积２７７８０亩；
辖３５个行政村、１２６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１３５００
人。全镇有党支部３７个，中共党员５６８名；有信
用社、中心卫生院、供电站、广播电视站、邮电

所、派出所、兽医站、供销社８个事企业单位；有
中学、中心小学各１所、完全小学２所。
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６８６４万元，

财政收入３４万元，粮食产量１４７２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７８８元。人口出生率 １０２‰，自然增长率
５２‰。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７５１８万

元，财政收入４１万元，粮食产量４４１３吨，农民人
均纯收入９１０元。人口出生率９８‰，自然增长率
５１‰。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７９３６万
元，财政收入４７万元，粮食产量６３８５吨，农民人
均纯收入９９２元。人口出生率８９‰，自然增长率
５‰。赵家沟、芦家沟２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９２１万元，财政收
入６２万元，粮食产量 ５５６７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７９元。人口出生率６‰，自然增长率５‰。崖窑
畔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农
业总产值１０６２万元，财政收入６０万元，粮食产量
３０２１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４０８元。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３年，投资８０万元完善了
石窑集贸市场１４０间商品房建设及配套工程；争取
投资２９万元，新建石窑商贸市场大桥；争取以工
代赈项目资金３０万元，新建马家梁大桥；争取移
民投资项目资金３０万元，实施赵家沟、刘山２个
村移民工程；争取重点村建设投资５０万元，完善
赵家沟、芦家沟２村村容村貌改造、舍饲养羊、道
路建设、人畜饮水等项目；争取网络公司投资 ４０
多万元，架设镇川至清泉段２０公里有线电视线路；
争取联通公司投资５０万元，开通清泉镇联通手机
信号。２００４年，争取移民搬迁投资项目，刘山村
２３户群众一次性搬迁至刘山新区；投资３０多万元，
新建刘山大桥；争取交通局项目投资，拓宽赵渠至

设家沟５公里乡村道路，达到乡村四级公路标准；
对书房湾、崔坪、新庄则、向阳沟、石窑、芦家

沟、井道峁、崖窑畔８个行政村进行了农网改造；
争取 “大地之爱母亲水窑”工程项目投资，彻底解

决芦家沟、赵家沟、书房湾村的人畜饮水困难。

２００５年，投资３０多万元新建刘山市场；争取到尹
家庄、井道峁２村的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

工程，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

【农业工作】　２００３年，除书房湾、寇寨则、尹家
庄３个村受冰雹袭击轻微减产外，其他各村农作物
获得丰收。２００４年，全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４８３６０
亩；发展重点养羊村３个，每户补助扶持资金２００
元，全镇羊子存栏 １９４８５只，养猪 ４５２１头，大牲
畜存栏１８８４头。２００５年，全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为４５２２５亩，其中玉米５７７５亩、糜谷５３７０亩、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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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１７８２０亩、薯类１５３００亩、油料作物５２５亩、蔬
菜４３５亩，年末镇粮食总产量３０２１吨，其中玉米
４２７吨、糜谷２９８吨、豆类６８９吨、洋芋１６０７吨。
发展农村劳务输出产业，２００４年输出剩余劳动力
４２００多人次；２００５年组织劳务输出２２００人，收入
１０余万元。

【生态建设】　２００３年，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８６２１
亩，补植完善了１９９９年以后退耕和五荒地短缺面
积３０００亩，完成 “三个一百”工程植树４８万株，
落成 “三个一百”功德碑；完成人工种草 １０２６７
亩、青贮１９７５吨；新修梯田２００亩，补修梯田７９０
亩、沟台地５０亩，维修加固险坝２５座。２００４年，
完成退耕还林面积４１７９亩，补植完善１９９９年以后
累计退耕还林还草面积 ２７７７８亩；完成人工种草
９２００亩，完成青贮任务１５１２吨。２００５年，完成种
草面积６００７亩，沙棘栽植面积１３０００多亩，补植
完善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５年退耕还林和荒沟造林短缺面
积，完成 “三个一百”工程５万株栽植任务。

【疫情防控】　２００３年，成立清泉镇高致病性禽流
感防治工作领导小组，与各村及５００只以上养鸡场
签订责任书，出资购买消毒液并将疫苗下发各村，

组织专门人员对家户笼养鸡舍进行消毒防疫，要求

农户散养鸡必须笼养，实行疫情防范日报告制度。

２００５年，对崖窑畔村发生的布病疫情，成立清泉
镇布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大力宣传布病防治知

识，对各村可疑患者进行调查摸底，对各养殖户羊

子以及牛进行详细统计，配合上级防疫部门对崖窑

畔村１３名布病患者进行及时治疗，对３２只患病羊
子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

【扶贫工作】　２００４年，兑现刘山移民村的移民
款，落实赵家沟、芦家沟２个扶贫重点村工程项目
建设资金，启动实施崖窑畔扶贫重点村工程和刘山

村的移民搬迁工程。开展干部联户扶持开发农业主

导产业活动，２７名干部共包扶农户８５户，共担保
贷款１９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完善赵家沟、刘山２个
移民搬迁村尾留工程，成立清泉镇干部下乡包村建

设农村小康社会领导小组，将全镇３５个行政村的
镇包村干部进行重新调整，每人负责包建１个行政
村。争取部门包建扶贫资金８万多元，从基础设施

建设和养殖产业等方面扶持贫困村。

【赈灾工作】　２００５年，清泉镇遭受旱灾，造成大
部分农作物减产。镇政府共发放救灾款 ４９０００多
元、优抚款４８０００多元，兑现五保户供养金１２０００
元，落实１１８人低保金２１５８０元；每个副科级以上
领导干部为１户困难群众解决１袋面粉、５０元钱，
一般干部为困难户解决１袋面粉、２０元钱，帮助贫
困户渡过了难关。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０４年，全镇兴办扩办石料厂
２处、采矿石场１处、米面加工点３处；新增个体
工商户１３户，新增大小运输车辆１３辆，其中货车
６辆、大小客车７辆；累计投资９８万元，解决农村
剩余劳动力就业５０人。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四项手术５２
例，重点对象 “三查”率达１００％。２００４年，全镇
完成四项手术 ６３例，重点对象 “三查”率达

１００％，计划生育率９７％。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四项
手术６２例，重点对象 “三查”率达 １００％，计划
生育率达９８％。

【社会事业】　出台 《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

《公民办教师奖罚考核办法》、《中小学优秀学生奖

励办法》，加强全镇教师队伍的管理。２００４年，一
次性为镇中学购买了３０台电脑，在中学开设了计
算机课程。不断拓宽镇中心卫生院服务范围，强化

个体门诊管理，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强化碘

盐配给制，防治碘缺乏症，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分别
完成碘盐配售任务６４吨、５５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０４年，全镇共处理刑事
案件１起，一般治安案件１８件，调解民事纠纷２５
起，刑事拘留３人。２００５年全镇无刑事案件发生，
治安案件发生１５起，调解民事纠纷３２起，行政拘
留１人。

【党建工作】　清泉镇先后出台 《党委民主议事制

度》、 《党委廉政建设制度》、 《镇村干部考勤制

度》、《干部工作生活制度》、《干部政治理论学习

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直接责任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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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责任人职责》等 １０余项工作制度。开展
“三级联创”、 “四创建、一整顿”、 “旗帜工程”、

“五型”支部、“五型”机关创建等活动，党员培

训率达到９０％以上。完成全镇各村支部班子换届选
举工作，３５个村支部共调整支部书记５人；建成一
类班子２７个，二类班子１０个，无三类班子。２００５
年，全镇按期转正党员 １２人，新吸收年轻党员 ８
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３２人。加强镇村班子党风
廉政建设，明确镇政府５０００元以上投资项目工程
必须经党委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实行财务 “双审联

签”审批制度，取消了村组招待费，下乡干部一律

在机关灶就餐，下村干部一律吃派饭，并严格制止

“三乱”现象发生。

【信访工作】　落实信访责任制，建立领导干部接
访下访工作机制，要求信访专职干部切实负起责

任，认真接待来访群众、登记举报问题，及时化解

越级访、群体访苗头。落实查办案件责任制，镇党

委书记为办案第一责任人，纪委书记为直接责任

人，明确分管案件查办的纪委委员责任，做到有访

必查，违纪必究。镇纪委与各村信访信息员经常联

系、及时沟通，掌握各村信访动态，主动解决群众

反映的问题，确保全镇不发生群众集体性上访和越

级上访。

（张昕平）

书　　记　曹建忠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朱维星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刘小平 （２００４—）
镇　　长　杨志军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高岳东 （２００４—）

余兴庄乡

【概况】　余兴庄乡位于榆林城区东南３５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 １３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４３２万亩；
总人口７１２５人，其中农业人口６９７３人。辖２４个
行政村、３６个村民小组；有党支部２４个、中共党
员３９９名。有中心医院、兽医站、信用社、邮电
所、电管站等机关企事业单位，余兴庄乡中学及中

心小学、王前畔小学、王岗畔小学、赵家峁小学５

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８５２万元，财
政收入２０４万元，粮食产量２４３７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１０２２元。人口出生率 ６‰，自然增长率
２３‰。双伏则、曹家

%

２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
准。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８５６万元，财
政收入２１２万元，粮食产量２４６６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１１３元。人口出生率５‰，自然增长率２‰。
酸刺

$

、常家
$

、余兴庄３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
准。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８６０万元，财
政收入２１万元，粮食产量２４９０吨，农民人均纯收
入 １１６０元。人口出生率 ６４‰，自然增长率
１９‰。黄峁沟、朱家峁、木瓜峁３个村达到小康
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８７２
万元，财政收入 ２１２４万元，粮食产量 ２４９３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５０元。人口出生率７‰，自然增
长率１８‰。王前畔、马家沟２个村达到小康示范
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８１０万
元，财政收入２２３万元，粮食产量２３２０吨，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５６１元。人口出生率７６‰，自然增长
率２‰。马家峁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余兴庄乡
实施了酸刺

$

、马家沟、常家
$

３个村的扶贫重点
村建设，在马家峁、宋家沟、曹家

%

、闫庄沟等村

实施移民搬迁工程２４６户１２３５人。积极协调水利
部门实施坝系工程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投资

１７００万元，新打骨干坝３座、中型坝４座、小型坝
１７座，维修加固淤地坝３９座，新修宽排梯田３６００
多亩。全乡新建人饮站 １１处，维修人饮站 ６处，
解决了２２个村６４００多人饮用水困难。配合国际计
划项目，在曹家

%

、马家沟等５个村新建沼气池９８
个、卫生厕所２９４个，有效改善了农村环境卫生。
全乡累计新修、维护乡村公路３６公里，并在２００５
年秋配合交通部门进行三鱼路勘测设计工作，计划

２００６年建成开通。

【生态环境建设】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余兴庄乡实现
退耕还林还草３２０００多亩，保有草地面积３７０００多
亩，为羊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全乡羊子存栏

量达到１８０００多只，养殖白绒山羊 １８００多只。不
断加强大扁杏管理和生态林管护工作，全面落实封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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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禁牧措施。积极配合林业部门管理督查退耕地林

草管护工作，实施 “三百工程”新栽树木 ８万多
株，全乡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计划生育工作】　结合创建国家级计划生育优质
服务乡，深入持久开展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

认真实施 “三村战略”，搞好生殖保健和 “三查”

两项工作，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加快

了创优达标步伐；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努力保

持新生儿性别比例平衡。２００５年，全乡计划生育
率达到９９％以上，乡计划生育服务站被评为市级先
进服务站，服务站站长罗旺斌被授予国家级计划生

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党建工作】　努力开展 “五型”机关、 “五型”

支部、“五好”党支部创建活动，在各村党支部和

广大党员中组织实施以 “三级联创”为主线，以创

建 “综合示范先进村党支部”和树立 “党员致富

带头人”为内容的旗帜工程。２００５年，乡党委开
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各支部均建立了

党员学习园地；结合创建 “五型”机关，制定出台

《机关干部责任追究制》、 《机关干部接待群众来

访、办事首问制》、 《机关干部末位淘汰待岗制》、

《机关干部 “十不准”》等一系列制度，进一步强

化干部管理，提升服务能力。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余兴庄乡第十五
次党代会在乡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７１名，其中女
代表１２名。会议听取审议了乡党委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了由孙锦耀、苏海燕、郭维昌、宋怀中、张

坚、李兴军、马明飞、高学德、蒋生保９人组成的
新一届乡党委，孙锦耀当选书记，苏海燕、张坚、

宋怀中当选副书记；同时选举产生了由张坚、高兴

林、余允革、王继山、马春元５人组成的乡纪检委
员会，张坚当选为纪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余
兴庄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

４５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审议了乡政府工作
报告、人大工作报告、财政预决算报告，选举产生

了乡人大主席、乡长、副乡长及人民陪审员。郭维

昌当选乡人大主席，苏海燕当选乡长，高学德、李

兴军、蒋生保当选副乡长。

【两委换届工作】　２００５年上半年，全乡进行村党
支部换届工作，广泛采取 “两推一选”办法，把群

众公认和信赖的党员选入支部班子中，全乡１８个
村支部班子成员发生变更，新选任支部书记２人、
支部委员２７人。同年１１月，进行全乡第六届村民
委员会换届工作，采取 “海选”办法产生候选人，

新选任村主任８名，村民委员会委员变更较大。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评为退耕还林还草先进
集体；２００２年，被授予实施国家 ＡＣＤ项目先进单
位称号；２００３年，被市委授予 “先进乡镇党委”

荣誉称号，被评为陕西省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防治二

期二阶段工程建设先进集体；２００４年，被评为千名
干部下乡包村工作先进集体。

（寇　斌）

书　　记　孙锦耀
人大主席　冯芳林 （２００２４调离）

郭维昌 （２００２４—）
乡　　长　苏海燕

刘千河乡

【概况】　刘千河乡位于榆林城区东南２０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１８７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３６万亩，
总人口８６１４人。辖２４个行政村、８６个村民小组；
有党支部２５个，中共党员３９６名。有卫生院、邮
电所、信用社等企事业单位和刘千河、联办、鸦罗

畔、康家湾等５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 １１０５万元，

财政收入９５万元，粮食总产１５５０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７４５元。人口出生率８５‰，自然增长率８‰。
鸦罗畔、刘家畔２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
年，全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１３９８万元，财政收入
１４２万元，粮食总产１８６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８６９
元。人口出生率６２‰，自然增长率５‰。郭沙畔
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年，全乡实现工农业
总产值１３２６万元，财政收入１５５万元，粮食总产
２０５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９８３元。人口出生率
４５‰，自然增长率３９‰。新寨、殷家

$

２个村达
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乡实现工农业总产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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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１８５７万元，财政收入１５６万元，粮食总产２３４０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２０元。人口出生率６‰，自
然增长率４２‰。康家湾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５年，全乡实现工农业总产值１９４６万元，财政
收入１５８万元，粮食总产２５７０吨，农民人均纯收
入１２８０元。人口出生率 ３５‰，自然增长率 ２‰。
丰山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工作】　争取计划、水利、
农业、畜牧、农发等部门投资８００多万元，乡、村
配套资金３００多万元，加快农业主导产业开发、农
田水利基建、交通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工程等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建立领导干部

联系帮扶贫困户、计划生育户和党员结对帮扶长效

机制，推行党委成员挂片包村制度。大力扶持客运

货运、个体商品门市、小型石料厂、砖厂和劳务输

出等产业，累计发展个体商品门市２０个、石料厂
１２处、砖厂５处，接受培训人员７００多人，输出劳
动力 ３５００人，创收 ２１００多万元。从 ２００４年起，
全乡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取暖费，免收５岁以下
儿童在本乡卫生院的治疗费，免收适龄儿童防疫费

和免疫费，免除所有动物防疫费、检疫费、免疫

费，减免碘盐配给费。同时，对全乡范围内的孤寡

老人实行 “五保”供养，对生活确实困难的农户实

行最低生活保障。

【农业工作】　刘千河乡坚持以扶贫奔小康总揽农
业农村工作全局，实施 “规模种草兴羊产、科技种

植兴杏产、以副补农兴豆薯、技能培训抓劳务”的

经济发展战略，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加农

民收入为目标，通过国际计划、干部联户工资担保

贷款、群众自筹等方式，重点发展白绒山羊养殖、

地膜作物种植、退耕还林和大扁杏、劳务输出四项

主导产业。争取国际计划项目资金５００多万元、支
农贷款３００多万元，引进优良白绒山羊、种羊８０００
多只，建成养殖示范村３个、示范户３０５户。按照
“农业稳乡、生态立乡”思路，引导扶持农户调整

产业结构，发展舍饲养羊和地膜玉米、地膜绿豆种

植，鼓励农户多种草、种好草，促进农民增收。

２００５年底，全乡羊子存栏４万多只，种植地膜玉米
５４００亩、地膜绿豆３８００亩。

【生态环境建设】　以基本农田建设、退耕还林、
生态种草和封山禁牧为工作重点，着力改善生态环

境。流域综合治理面积８５平方公里，新修基本农
田２５００亩，补修梯田３２００亩；新修淤地坝１５座、
滚梁坝６座，加固淤地坝 ４０座；退耕还林 ２５６５０
亩，荒山造林 ３５００亩，人工种草 ３５５００亩，大扁
杏种埴９６７５亩。加大封山禁牧查处力度，遏制偷
牧、乱牧现象，保护了林草资源。

【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　克服地处南部山区、资
源紧缺等困难，积极引进各方资金，着力拓宽创收

渠道。组织征收长庆钻井公司在殷家
$

、丰山、李

家崾、高家沟等村的土地临时税源，抓紧零散税源

征收，壮大石料厂、砖厂等产业税源。加强乡镇企

业安全生产和技术改造，提升生产能力，拓宽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

【计划生育工作】　巩固 “三村”战略成果，按照

市、区计生工作要求，确立计划生育死包硬罚、重

奖重罚和 “一票否决”制，严把 “三查”关、非

婚抢生关、流动人口管理关，稳定了低生育水平。

强化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搞好准生证、独生子女光

荣证发放和健康普查、妇病普查、知情选择、重点

对象跟踪服务等工作。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缩

小男女性别比。全乡计划生育率达９５％，人口自然
增长率控制在６‰以内。

【党建工作】　实施 “教育为基、典型为范、管理

为则、纳新为源、建设为旗”五大战略，围绕党建

抓经济，抓好党建促发展，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

质，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发挥党员模范作用。２００１
年至２００５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９０多名，发展党
员６５名，全乡党员平均年龄由６２岁下降到５１岁；
建成党建示范村８个、“五个好”村支部７个。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刘千河乡第十一
次党代会在乡政府召开。高有华、李世禄、纪磊、

杨生彦、李建伟、付守军、郭正坤、刘红金、陈华

发当选乡党委委员，高有华当选乡党委书记，纪

磊、刘红金、杨生彦当选乡党委副书记；杨生彦、

朱耀堂、慕生亮、左林飞、赵飞当选乡纪委委员，

杨生彦当选乡纪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刘千河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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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第十三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李世禄所作的人大工作报告和纪磊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世禄当选乡人大主席，纪磊

当选乡长。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刘千河乡第十五届人
代会第三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刘红金当选乡人大

主席，赵飞当选乡人大副主席，杨志军当选乡长，

李建伟、郭正坤、艾文华、徐永宏当选副乡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计划
生育综合服务乡镇，被省农业厅评为陕西省农村经

营管理工作先进集体，被市农业局评为农村经营管

理工作先进集体。

（左林飞）

书　　记　谷世保 （２００２调离）
高有华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李世禄 （２００２１０调离）
刘红金 （２００３—）

乡　　长　万　良 （２００１调离）
纪　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杨志军 （２００３—）

古 塔 乡

【概况】　古塔乡位于榆林城区东南１５公里处，总
土地面积 １２２９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１２８５８８亩，
总人口８１４０人，其中农业人口８０６９人。辖２０个
行政村、５３个村民小组；有党支部２２个，中共党
员４１２名；有信用社、供销社、医院等１０个企事
业单位，有古塔中学和中心小学、赵庄小学、张大

沟小学等８所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３３４万元，

财政收入３５１２万元，粮食产量９６４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８１４元。人口出生率 ６２４‰，自然增长率
６９‰。赵庄、黄家圪崂等３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
标准。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８６２万元，
财政收入３８９３万元，粮食产量３３４６吨，农民人
均纯收入９６０元。人口出生率６４‰，自然增长率
８２‰。赵庄、黄家圪崂等６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
标准。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５０９万元，
财政收入４８８万元，粮食产量３６００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１０６９元。人口出生率８２‰，自然增长率控
制在１０‰以内。赵庄、杭庄等６个村达到小康示范
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８７６万
元，财政收入２０万元，粮食产量３９９０吨，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２３４元。人口出生率７５‰，自然增长率
２５‰。罗硷、任家沟等８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
准。２００５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３２７４万元，
粮食产量３３２６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４９８元。人口
出生率７７６‰，自然增长率７‰。许家山、郭石畔
等１０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产业化开发】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古塔乡
按照 “三树三抓三实现”的发展思路，围绕

“２２５１８”奋斗目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
发展和农民增收。根据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差异，

将全乡２０个行政村按产业重点进行划分，确定石
井、郭石畔等 １０个村发展舍饲养羊产业；赵庄、
黄家圪崂等６个村发展牛产业；松树峁、张雷沟等
９个村发展地膜绿豆产业，王家峁、任家沟等９个
村发展葱产业。到２００５年底，全乡实现农业产值
１６１４万元，羊子存栏由１００００只增长到１５０００只，
养牛由２１０头增加到 ５００头；种植地膜绿豆 １５００
亩、大葱３０００亩，１４０００亩大扁杏均已挂果。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古塔乡积
极争取上级部门支持，投资 ５６万元，完成赵庄、
黄家圪崂村的农电网改造工程；投资 ３０多万元，
完成庞寨则、张大沟等５个村的淤地坝建设；争取
投资６０多万元，在罗硷、郭石畔等５个行政村种
植２个万亩种草作业带并完成了棚圈改造，舍饲养
羊３２００只；争取投资３４万元，建成张雷沟、罗硷
等８个村的肉牛养殖项目；争取２６万元，新建赵
庄、黄家圪崂等４个村的卫生厕所改造项目；争取
１２０万元，对庞寨则至石山７５公里的乡村道路进
行拓宽改造，使其达到四级路面标准，修通石山、

木雷石至赵庄全长６３公里的生态路建设工程，以
及石井、郭石畔等 ７个村的道路拓宽改造硬化工
程；争取投资４６万元，完成了黄家圪崂、王家峁
等６个村的人饮工程。２００４年，投资近１００万元，
架通了赵庄至乡政府的有线电视线路，有线电视和

多路微波电视入户率较２００１年底提高了３８个百分
点，电话宽带网络工程启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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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建设】　古塔乡成立了小城镇建设领导小
组，并聘请相关专家对小城镇建设进行了科学统一

规划。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在赵庄建设小区硬化道

路６０００平方米、排洪排污管道１０００米，农电网改
造３００余户，固定电话入户率达３０％，自来水入户
率９８％，有线电视入户率９８％。投资６０多万元，
新建占地３６０平方米的商业门市５间；投资５０万
元，建成兴源奶站和奶牛集中养殖场。

【农田基建】　２００４年，古塔乡在任家沟、庞寨则
２村组织了大规模的秋冬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累计
投资１５０万元，动用各类农机具１０００多台 （次），

调动全乡群众投劳 ２万多个，新修基本农田 １７８０
亩，拓宽改造乡村道路２４３公里，新建淤地坝 １
座，完成退耕还林１２００亩。完成国家水土保持李
家畔流域示范区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

３０平方公里，全乡农业基础条件明显改善。２００４
年夺得了区委、区政府颁发的水利 “惠泽杯”。

【财税工作】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古塔乡完成财
税收入１４３３２万元。从２００４年起逐步减免各种税
收，到２００５年全乡实现了各种税 “零负担”。在保

工资、保机关正常运转基础上，增加对农业、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开发的投入，为财政增收

培育稳定的税源。

【扶贫开发】　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

针，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乡先后实施石井、郭石
畔、庞寨则３个村的扶贫重点村建设项目，累计投
入资金９０多万元。新修淤地坝５座，新修改造大
桥２座，改造道路 １５公里，新建、改建圈舍 １２０
个，新建沼气厕所１１个。先后争取担保贷款和扶
贫贷款１００多万元，扶持养殖户２００多户。完成庞
寨则村移民搬迁工程。

【社会事业】　深入推进教育 “四制”改革，实施

素质教育和远程教育。积极配合争取政府和国际计

划投资１２４万元，完成张雷沟小学、张大沟小学等
８所小学的维修与设备配套；争取投资近１２０万元，
完成古塔中学实验楼、活动中心、操场和４０多间
师生宿舍的新建维修工程和电脑配制。２００３年，
争取投资１０万元，新建、维修乡卫生院并配置了

必要的医疗设施。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通过举办各
类培训会、现场经验交流会等形式传授科技、卫

生、文明知识，累计达３１５场 （次），培训教育面

达１００％。

【疫病控制】　２００５年，任家沟、张大沟、许家山
村布鲁氏杆菌病蔓延相当严重，共发现布病患者

１０４例。乡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采取 “围、

追、堵、防”并重的办法，历时４个月，先后投资
６０余万元，动员全体乡村干部，对全乡的牛、羊
全面血检、消毒、接种疫苗。全乡共血检羊子３１２０
只、牛１２０头，扑杀羊子５１２只、牛８头，疫情完
全得到控制，确保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

定。

【计划生育工作】　加强基层网络建设，建立严格
的考核制度和 “一票否决”制度，不断提高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水平。实现了工作任务由单纯控制人口

数量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转变；

工作手段由单纯的行政制约向 “依法管理、村民自

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主转变。

开展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 “关爱女孩”行

动。２００３年，投资 １２万元，新修乡计生服务站，
先后投资２０万元，建立２０个村的计生服务室，并
统一挂牌。投资近８万元，建成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两条街。２００４年，计划生育服务站获得 “全市计

划生育优质服务站”的称号，张雷沟、松树峁等３
个村分别达到了市级 “计划生育自治村”标准，清

水沟、杭庄 ２个村分别达到市级 “计划生育合格

村”的标准。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共完成 “四术”

３４１例，其中上环 ２４３例、结扎 ７８例、人工引产
２０例，计划生育率达 １００％，双女户结扎率达
９８％，各种优惠政策兑现率１００％。

【党建工作】　以乡党委 “六个好”和创建 “五

型”支部、“五型”机关为目标，认真开展 “三级

联创”工作，结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加强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后备干部队伍

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工作，要求每个支部每年

至少培养３名入党积极分子、２名党员后备干部。
全乡先后调整支部班子３个、村委会班子５个，全
乡８０％的支部实现 “五个好”目标。到 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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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全乡共发展党员 ４１２名，其中农民党员 ３４４
名、女党员４８名。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古塔乡第十二次
党代会在乡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６７名。会议听取
审议了高保明代表第十一届乡党委会所作的题为

《忠实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民主、

文明、富强的新时代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和李建维

代表第十一届乡纪委所作的题为 《狠抓落实、标本

兼治、深入持久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由高保明、余志飞、

张忠山、郝海彦、李建维、白万福、申利平、薛超

８人组成的第十二届乡党委，高保明当选乡党委书
记，余志飞、张忠山、郝海彦、李建维当选副书

记；选举产生由李建维、张连明、姬斌、薛超、薛

宝华组成的乡纪委，李建维当选乡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古塔乡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在乡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４４名。会议听取审议
了由余志飞所作的乡政府工作报告，由高保明所作

的人大工作报告、由王秀峰所作的乡财政预决算报

告和乡统筹村提留预算报告。高保明当选乡人大主

席，余志飞当选乡长，白万福、申利平、薛超当选

副乡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评为规模种草先进集
体，小额贷款回收先进集体，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第

二名；２００２年，被评为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畜牧
产业化开发三等奖；２００３年，被评为卫生工作先
进乡，畜牧产业化开发三等奖；２００４年，被评为
乡村道路建设先进乡；２００５年，荣获党风廉政建
设先进集体，动物疫病防控先进单位。

（吴海彦）

书　　记　高怀华 （２００２２调离）
高保明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冯国华 （２００２２调离）
高保明 （２００２２兼）
郝海彦 （２００４４—）

乡　　长　杨永峰 （２００２２调离）
余志飞 （２００２２—）

青 云 乡

【概况】　青云乡位于榆林城区东南５公里处，总
土地面积１０５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１２３万亩，辖
１５个行政村、６０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１２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１１５万人。全乡有党支部１７个，中
共党员 ４０８名；有土地所、国税所、信用社、医
院、供电所、工商所、放大站等１３个机关企事业
单位；有青云中学及尤家湾、刘家

%

、南峁庄等７
所中小学。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０９２亿元，
财政收入１０５万元，粮食产量３６２３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２０７０元。人口出生率 ７４‰，自然增长率
２５‰。尤家湾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年，
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０９８亿元，财政收入 １２０
万元，粮食产量 ３５４３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７０
元。人口出生率１０‰，自然增长率５‰。钟家沟村
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
产值 １０５亿元，财政收入 １３０万元，粮食产量
３９０７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３２０元。人口出生率
９３５‰，自然增长率４３６‰。刘家

%

村达到小康示

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１３
亿元，财政收入１５０万元，粮食产量 ４２７１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８０元。人口出生率１０１４‰，自然
增长率４６２‰。郑川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
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２９亿元，财政收入
１７０万元，粮食产量 ２５６９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６４元。人 口 出 生 率 １１６７‰，自 然 增 长 率
７７７‰。柳树沟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主导产业建设】　青云乡依托地处城郊的独
特优势，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变广种薄收为少

种高产，变种大田粮食为种经济作物、饲料作物。

各村根据自身实际，确立一村一业、一村一品发展

路子，经过几年努力，逐步形成了色草湾、杜家沟

舍饲养羊，青云、崔家畔笼养鸡，跳沟、崔家畔、

刘家
%

、尤家湾奶牛饲养，稻科湾、太平沟、柳树

沟、郑川、宣沟、李家山小杂粮、脱毒洋芋、季节

菜和葱的种植特色产业，部分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

模。全乡累计发展舍饲养殖户６００多户，舍饲羊子
存栏１２０００只，养牛 ５００多头，笼养鸡 １２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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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全乡劳务输出２３００多人，劳务输出收入
达２０００万元，成为新的农民增收点。

【基础设施建设】　截至２００５年底，青云乡已实现
１００％的村通公路，并完成农网改造工程；人畜饮
水工程受益村达１００％，受益人口达９８％；移动公
司、联通公司在乡境内设有基站，已有１２个村开
通程控电话；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有线电视入户

率达９０％以上。全乡１５个行政村中，有７个村在
榆佳公路沿线，有５个村在榆林城区南郊和东郊，
乡村道路已全部完成焦砖硬化。

【乡镇企业发展】　青云乡电力、矿泉水和粘土资
源较为充裕。利用榆林南郊变电站毗邻乡农牧场及

南郊沿线刘家
%

、尤家湾、崔家畔３个村的便利条
件，开办了硅铁、电石、碳化硅等生产企业，经营

效益较好。青云乡是榆林 “桃花水”发源地，水质

好、无污染，日出水量１２万立方米，供应榆林城
区居民 ６０％的生活用水，利用这一资源生产的
“蓝天”系列纯净水已打开市场。利用粘土资源生

产内燃砖、空心砖，开办砖场２９处，年产粘土砖
１９８亿块，占领了榆林城区７０％的建筑市场。全
乡初步形成了以粘土砖、纯净水、塑料制品、纸制

品、电线、硅铁、电石、碳化硅等工业产品为主的

乡镇企业体系。２００５年，全乡共有各类企业 １８３
家，乡镇企业年固定资产投入１８００万元，总产值
达到８８００万元。此外，青云乡有小四轮等农用车
６００辆、各种工程机械车２００多台 （辆）、各类汽

车８２０多辆，２００５年全乡交通运输业收入达１９００
万元。

【计划生育工作】　以实现 “村民自治”为总目

标，以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优质服务为重点，巩

固 “合格村”，创建 “自治村”。各村按照 《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结合自身实际，经村民大会

讨论通过，制订 《自治章程》，将计划生育工作纳

入了 “村规民约”的约束机制。坚持开展了以生殖

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育、生活、生产服务，组织妇

科病检查、婚前检查、孕产期保健和独生子女健康

检查，逐步建立完善了优质服务机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事业】　２００２年，青云

乡在全区首家推行治安中心户长制和安全小区设立

制，有效改善了治安环境。全乡重视科普推广工

作，农业发展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大部分乡镇企业

均进行了技术改造。全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乡中

学在全区升学考试中连续３年名列前茅。

【党建工作】　积极实施党建工作 “四大工程”。

以培养思考型、学习型党员干部为目标，乡党委出

台 《党员干部学习制度》，积极实施素质工程。以

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乡党委出台 《党员干部转变作

风密切干群关系的实施意见》，实施贴民心、知民

情、解民忧、帮民富的连心工程，建立了乡主要领

导联系点工作机制和党员联系户制度。开展评优树

模和基层党组织整建，实施奠基工程，对全乡 １７
个支部分类排队，实行动态管理；采取因村配人、

包村联片、蹲点整顿的办法，调整问题班子，教育

后进班子，激活老化班子，全乡一类支部达到 １６
个，占支部总数的 ９４％；建立党支部领导下的
“两委”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两委会关系；改变党

员队伍年龄老化、梯队薄弱状况，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１２３名、后备干部１５名。以精简、效能为原则，
实施效能工程，促进了作风转变，提升了工作效

率。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青云乡第十三次党
代会在乡政府会议室召开，参会代表６９名。会议
听取审议了许世祥所作的 《党委工作报告》和许向

春所作的 《纪委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上

报告，并形成了相应决议；选举产生了由许世祥、

陈培林、葛守才、许向春、李红栋、梁生勇、刘

欣、秦治生、刘建武９人组成的新一届乡党委，许
世祥当选乡党委书记，葛守才、许向春、李红栋当

选乡党委副书记；选举产生了由许向春、王亚丽、

张宝如、柳增荣、李振华５人组成的乡纪委班子，
许向春当选乡纪委书记。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青云乡第十五届人
代会第一次会议在乡政府会议室召开，参加代表４６
名。会议听取了乡 《人大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

报告》、《财政预决算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人

大工作报告的决议》、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和

《财政预决算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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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政府班子，陈培林当选人大主席，葛守才当

选乡长，梁生勇、刘欣、秦治生当选副乡长，朱仲

才、胡建华、曹响林当选人民陪审员。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５日，青云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
二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会议选举张强为科技副乡

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计生
工作先进集体、计划生育综合服务乡镇；２００５年，
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乡镇、平安乡、万名干部

下乡包村工作先进集体。

（陈占东）

书　　记　刘兴伟 （２００１１—２００２２）
许世祥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王世保 （２００２２调离）
陈培林 （２００２２—）

乡　　长　郭喜元 （２００２２离任）
葛守才 （２００２２—）

安 崖 镇

【概况】　安崖镇位于榆林城区以东 ６４公里处，
榆、神、佳三县 （区）交界处，属黄土沟壑区。全

镇总土地面积２２３平方公里，其中耕地４１６２５万
亩，辖 ３１个行政村、９８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１１４３２人，其中农业人口 １１３１９人。有党支部 ３３
个，中共党员 ４２８名；辖信用社、卫生院、邮政
所、电信所、电管站、供销社、兽医站、派出所８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安崖中学及中心小学、房

崖、红花渠、卢家铺、杨会塔、鱼河湾、驮柴峁、

韩家坡、高沙峁、黄家沟、焦崖跃、王岔１３所中
小学。

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０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８３万元，粮食产量１７３８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１０８０元。人口出生率 ６８‰，自然增长率
８‰。白南沟、稍沟、黄家沟、房崖４个村达到小
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１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１５０万元，粮食产量３０１５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８４元。人口出生率６７‰，自然
增长率７８‰。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８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２５９万元，粮食产量２８９０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４９元。人口出生率６６‰，自然
增长率８‰。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０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 １５６９万元，粮食产量 ２９２９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８０元。人口出生率６２‰，自然
增长率 ６５‰。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３２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１３８４万元，粮食产量 ３５２５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０２元。人口出生率６２‰，
自然增长率６‰。韩家坡、鱼河湾２个村达到小康
示范村标准。

【农业主导产业开发】　坚持 “稳定面积，调整结

构，优化品种，提高单产”的粮食生产方针，确定

以豆类、薯类、玉米为主导种植产业，提升高产、

优质、高效农作物种植比例，推广种植特色名优小

杂粮和油料作物，促进农民增收。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
年，安崖镇遭受严重风灾、旱灾、雹灾，四成农作

物绝收，全镇粮食产量明显下降，两年分别完成区

上下达任务的３２％和６０％。面对严重灾情，镇政
府采取以工补农、以副补农措施，积极开展生产自

救，组织劳务输出，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２００３
年，全镇种植豆类１６５００亩、薯类１２３２０亩、油料
作物２０３５亩，玉米制种１２３０亩，推广种植 “金谷

子”１００亩。２００４年，全镇种植豆类１６６５０亩、薯
类８２５０亩、玉米等秋收农作物４１６２５亩。２００５年，
在稳定主要作物种植面积的同时，开展农业技术、

劳务输出技术培训５次，受益群众１２０００余人次；
对全镇１２０００余亩枣树进行修枝嫁接技术处理，开
展病虫害防治工作，指派专人到山西等地引进红枣

深加工技术，实现了红枣就地加工、就地推销，解

决了农民 “卖枣难”问题。

【生态环境建设】　贯彻中央关于 “再造一个山川

秀美的西北地区”和 “退田还林、封山绿化、个体

承包、以粮代赈”指示精神，全镇以绿化开光川沿

线为骨架，向两面山拓展，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坚

持生态环境建设与产业化开发相结合，与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相结合，与扶贫攻坚相结合，走 “粮下

川，果上山，畜进圈”的发展路子。２００１年，全
镇完成荒山造林３０００亩，新植沙棘２０００亩、补植
９２００亩，绿化道路 １４０公里，四季植树 １５０００多
株；新建淤地坝４座，维修坝３２座，新修梯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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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补修９００亩，新修水地１３０亩，改造低产田３０
亩。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荒山造林５７５０亩，道路绿
化１０公里，四季植树 １５０００多株，新种草 １２１５９
亩。全面推行封山禁牧、舍饲养畜工作；新购置３６
台多功能粉碎机，完成秸杆青贮７１２８吨；新建淤
地坝３座，可淤地２８０亩，补修梯田１０００亩，新
修梯田１００亩，清理渠道１５公里。２００３年，全镇
完成飞播造林８０００亩，种草１２０００亩，新植枣树
１０００亩，四季植树 ４００００株，栽植 ５００亩 “功德

林”一块，顺利完成 “三个一百”工程任务。

２００４年，全镇人工种草９４９７亩，继续实施 “三个

一百”工程，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植树

５株，村民人均植树３株以上。２００５年，补植侧柏
３２００亩、桑苗４０００亩，种草９０００亩，巩固 “功德

林”１块；维修砌护壕道２６３公里，新修淤地坝５
座，维修库坝２７座。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镇累计完
成退耕还林２１５２４亩，生态环境发展走上了良性循
环、持续发展道路。

【集镇建设】　成立了集镇建设领导小组，２００５年
聘请区建设局对全镇进行科学合理的测绘和规划，

并于同年 １０月通过规划论证评审。坚持高标准、
长眼光开发小区建设，维修改造原有集镇。２００２
年投资２５万元新建集镇农贸市场１处，投资１万
元新建牲畜交易市场１处，延长街道１００米。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全镇开挖深井５眼，
开通安崖至卢家铺２０公里乡村道路，其中炸石砭２
处４６０米，新建桥涵７座；拓宽改造乡村道路 ８５
公里；新修安崖中学教室４座１６间；投资１０万元
维修改造卫生院各科室、门诊１５间，增置 Ｂ超等
医疗器械。２００２年，投资３万元新建集镇人饮工
程；投资３５５万元开炸石砭１５公里，修桥２座、
涵洞１个，新开通道路２公里。２００３年，完成安崖
至麻黄梁油路勘测设计工作；投资２万元完成中学
危房改造，投资 １３万元新修中心小学教室 ２座；
拓宽白南沟道路５公里、王达畔道路７公里；开通
中国移动通信网络，建成安崖村有线电视传输网。

２００４年，完成麻黄梁大口子至安崖油路土建工程，
拓宽硬化刘岔至驮柴峁道路８公里，打通田间道路
３０余公里；对王岔、暖水沟、卢家铺、黄家沟等
村进行农电网改造；新增程控电话１００部，新架光

缆线路８０００米，启动联通移动电话发射塔 １处，
投资２０万元为镇中学购置电脑５０台。２００５年，新
建镇中学二层教学楼１座，建筑面积６７０平方米；
硬化麻黄梁大口子至安崖路面，对全镇乡村道路进

行了两次全面普修，新修 “兴安大桥”１座；新增
程控电话和无线电话 １０４部，延长光缆线路 ３公
里。

【扶贫攻坚工程】　在巩固扶贫成果的基础上，遵
循 “立足眼前，注重长远”的原则，继续加大扶贫

攻坚工作力度。２００１年，发放扶贫贷款 ５７万元，
回收旧贷款近３０万元；全面完善白南沟村１５户８３
名贫困人口的移民搬迁，完成高沙峁村１６户８６名
贫困人口的移民搬迁；新建人饮站５处，解决了近
２０００名贫困人口、５０００头 （只）牲畜的饮水困难

问题。２００２年，发放扶贫贷款３２万元，回收到期
贷款９０万元；实现暖水沟村１６户７２人、韩家坡
村１０户５０人的移民搬迁，完成白南沟重点村建
设；争取省联县扶贫团后续帮扶资金 ４０多万元。
２００３年，实施韩家坡重点村建设项目，新实施白南
沟村移民搬迁工作；完成小额扶贫贷款回收５０多
万元。２００４年，实施鱼河湾村移民搬迁工程项目，
王达畔重点村建设项目；由镇干部担保 ２４３５万
元，农发办帮扶８６万元，对全镇农业主导产业进
行扶持。２００５年，实施鱼河湾 （二期）、页梁湾村

４０户移民搬迁工程项目和鱼河湾重点村建设项目；
由２５名镇干部和上级包扶部门干部１２０名担保贷
款３７９万元，扶持全镇１４５户养殖户发展产业。

【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　坚持培植 “基础型”财

源，努力壮大乡镇财力，克服财政困难；严格控制

财政支出，严肃财政纪律，实行 “双审联签”制

度，压缩会议费、招待费、办公费等非工资性支

出，确保了干部职工工资按时发放和机关工作的正

常运转。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０５年，计划生育工作实现
“三为主”，全镇人口出生率降至６５１‰，人口自
然增长率降至 ３７８‰，计划生育率达到 ９３２％，
保持了低生育水平。实现了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

变，发放独生子女证 ３７０个，占独生子女户的
９５４％，独女户每户一次发奖金２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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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落实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认真履
行直接责任人和具体责任人职责，开展“三级联创”

活动，搞好“五个好”村党支部创建及巩固提高工作，

及时整建后进支部，实现全镇无“三类”支部；实施

“旗帜工程”，开展党建示范村，“五型”支部、“一区

三户”（党员责任区、党员“双带户”、党员科技示范

户、党员先进文化传播户）创建活动，对无职务党员

“设岗定责”；开展机关思想作风教育整顿和保持共

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安崖镇第十三次党
代会在镇政府召开，应到代表８３名，实到７８名。
会议听取审议了高宽世代表镇党委作的题为 《认清

形势，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安崖发展新局面》的工

作报告和郭培林代表镇纪委作的 《纪委工作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上报告，并形成了相应决议。会

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委、纪委领导班子。镇党

委由高宽世、赵仕怀、余生虎、尹学富、郭培林、

李韶君、高世成７人组成，高宽世当选书记，赵仕
怀、尹学富、郭培林当选副书记；镇纪委由郭培

林、刘宏飞、祁永平、乔腾业、刘仲万５人组成，
郭培林当选书记。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安崖镇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参

加代表４９名。会议听取了 《政府工作报告》、《财

政预决算报告》、 《人大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财政预决算报

告的决议》、 《关于封山绿化推行舍饲养畜的决

议》，选举余生虎为镇人大主席，赵仕怀为镇长，

李韶君、高世成、蒋平为副镇长，王应武、高生金

为人民陪审员。２００４年３月９日，安崖镇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参加代表

３３名。会议听取了尚建军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和刘宏飞所作的 《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上报告，并形成了相应决议，选举郭培林为

镇人大主席，尚建军为镇长。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安
崖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镇政府召

开，参加代表２６名。会议听取审议了尚建军所作
的 《政府工作报告》、听取了派出所和供电站工作

汇报，并进行了民主测评，选举王峰为镇人大副主

席。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４日，安崖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参加代表 ３８名。
会议听取审议了尚建军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预决算报告》，审议通过了上述报告，并形成

了相应决议。此次会议调整了全镇发展战略，确定

了安崖镇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工作思路和目标。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安崖
镇３１个行政村进行了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工作，选举一次成功。选举的村委会主任中连任的

有１５名，新当选副主任１名，新当选委员９２名。
２００５年９月中旬至１１月１６日，安崖镇３１个行政
村进行了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一

次成功。选举的村委会主任中连任的有１０名，新
当选副主任１名，新当选委员６３名。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安崖镇白南沟村党支部被
市委评为“五个好”先进党支部，该党支部书记白庆

利被市委评为“先进共产党员”；２００５年，被市委、市
政府评为计划生育“三为主”乡镇。

（王子锋）

书　　记　刘进跃 （２００２２调离）
高宽世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薛生雄 （２００２２调离）
余生虎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４２）
郭培林 （２００４２—）

镇　　长　赵仕怀 （２００３３调离）
尚建军 （２００４２—）

大河塔乡

【概况】　大河塔乡位于榆林城区以东６２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２８４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２５万亩；辖
１６个行政村、７７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９１５１人，其
中农业人口９０６２人。全乡有党支部１８个，中共党
员２７９名；有卫生院、兽医站、放大站等机关企事
业单位；有大河塔中学及大河塔中心小学、杨家畔

小学、香水小学等１２所中小学。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８９万元，财

政收入８０万元，粮食产量１７６０吨，农民人均纯收
入７３５元。人口出生率３５‰，自然增长率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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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窑则、任庄则２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２
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１３４万元，财政收入
１３０万元，粮食产量２８８４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８８３
元。人口出生率８９‰，自然增长率８‰。香水村
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
总产值 １３３８万元，财政收入 ５０万元，粮食产量
３４４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９７２元。人口出生率
６‰，自然增长率４２‰。杨家畔、王崖２个村达到
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
值１５２０万元，财政收入 ２０万元，粮食产量 ３４６０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１６０元。人口出生率６‰，自
然增长率７‰。方家畔、马家梁２个村达到小康示
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６９３
万元，财政收入２５万元，粮食产量２８５４吨，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３４０元。人口出生率４８‰。后畔、断
桥沟２个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产业化开发】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推
动农作物优化升级，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在香水等１０个村种植地膜玉米
３６００多亩，在兰家峁等１２个村推广种植双沟地膜
绿豆９６０亩、大城谷５１０亩，全乡已形成建安堡、
杨家畔、曹小沟３个大明绿豆种植示范点。落实群
众购置农机补贴资金２０００多元。建成舍饲养羊示
范村３个、示范户２１户，引进白绒山羊７００多只；
利用重点村项目新建标准羊舍１７０个，干部结对帮
扶养殖户１５０多户，落实帮扶资金５３２万元，全
乡羊子存栏突破２９０００只。

【生态环境建设】　实施退耕还林８７００多亩；对原
有的１５００亩大扁杏、４８００亩枣树进行补植、修剪、
锄草、打药，对 ９７００亩退耕还草工程植补桑苗，
发放柠条籽；继续完善狮子大梁万亩 “丰草工程”，

在兰家峁、大河塔、牛圈沟、断桥沟等村实施人工

种草１０２００亩；群众春季栽植青杆杨１０万株，组
织机关干部实施 “三个一百”工程植树１０２万株。

【基础设施和集镇建设】　利用区级项目投资，新
建人饮站１４处，解决４５０多户２５００多人的饮水问
题；新修方家畔至西窑则乡村道路１２公里，香水
至红石克公路７５公里，改造任庄则至杨家畔道路
１０公里；投资３３万元新修了兰家峁、红石克至麻

黄梁镇李家峁村道路１１公里，全面补修乡村道路
３５公里，连续５年被区委、区政府评为乡村道路建
设先进乡。小城镇建设初具规模，规划方案由省设

计院设计完成，以大河塔商贸小区为切入点，拓宽

硬化道路１０００米，新建商品房２００多间，成立农
贸市场１个，新建公厕１处，排洪渠５００米；安装
路灯 １５盏，新架高压线 ５０００米，更换变压器 １
台，建成通讯台２座。投资１３０万元，新建乡政府
办公楼和计生服务站。

【非公有制经济和劳务输出】　２００５年，全乡乡镇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１８６０万元，新建砖厂２个、焦
化厂１个；全乡工业总产值达到９６０万元，创历史
新高。全乡劳务输出培训 ５００多人，输出劳动力
２１００多人，实现劳务收入１５００多万元。

【财政管理】　实行 “双审联签”制，严格控制招

待费和财务开支，追缴拖欠公款，严禁挪用公款。

村财乡管方面设专人管理，严格执行政务、村务公

开制度，公开率达到１００％。按照区上要求，结合
实际制定乡级债务消化计划，清偿债务１０８万元。

【各项社会事业】　加强教师队伍管理，推进教育
“四制”改革，加大撤点并校力度。投资７０多万元
新建教学楼１幢、操场７００平方米，维修校舍１２００
平方米，建成电脑室１个。全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升学率居全区前列。投资２９万元新建乡卫
生院办公楼，改善群众就医条件。成立乡动物防疫

领导小组，执行免疫标识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免疫

档案，防疫率达到９６％。

【计划生育工作】　坚持优化计划生育服务水平，
健全村级网络建设，落实各项优惠政策，规范行政

执法措施，加大 “四术”力度，建立利益导向机

制，启动 “关爱女孩”行动。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
全乡人口出生率控制在９８‰以内，计划生育率达
９５％，“三查”率达９５％。２００５年创建优质服务乡
通过市上验收达标。

【党建工作】　对乡镇党员干部突出实用技术培训，
组织党员代表到金鸡滩、小纪汗等乡镇参观学习，

增强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 “双带”能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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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农村普通党员先进性、党纪与法纪、新党章教

育，激发党员的奉献意识。全乡有９０％的党员干部
参与 “三级联创”活动，８５％的农户有致富项目。
全乡共创建 “五个好”村支部７个、党员 “双带

户”１２０户、科技示范户 ３０户、先进文化传播户
４５户，建成党建示范村 ４个。乡党委制定出台了
《党委议事制度》、《干部工作制度》等１１项制度，
从党员干部的学习、工作到各级财务管理等方面作

了详细规定。２００５年，大河塔乡组织实施党支部
和村委会换届工作，１３名党支部书记连任，新调
整支部书记２名；村委会换届中连选连任８人，新
当选主任４人，两委成员年青化，文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乡党委投资 ３万元，对 １２个村 “两委会”

阵地进行维修改造，并按 “五有”标准完善配套设

施，基本实现村村有党员活动室。全乡５年内精减
村干部１０名，为每位在职村干部提高工资３５元，
调动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全乡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９０名，新发展党员５４名，党员平均年龄由原来
的６０岁下降到５２岁。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乡上成立保持
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做到认识、责

任、措施、指导、研究、宣传六个到位。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 “入户走访”普遍谈心活动，全乡共征求

意见２３２条，梳理合理化建议８８条，均认真整改
落实。推广安塞县农村党员承诺制经验，党支部和

党员分别作出承诺，全乡党支部承诺７１条，承诺
率达到１００％，兑现率达８０％。全乡民主评议优秀
支部２个、优秀共产党员２６名、合格党员２０３名、
基本合格党员７名，无不合格党员。在先进性教育
活动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７０件，解决了群
众反映强烈的５０个问题。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大河塔乡召开第
十三次党代会。会议听取审议了任建政所作的题为

《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为实现富民强乡的目标而

努力奋斗》的报告；选举产生了由任建政、柳世

祥、郭凤存、高子雁、刘正雄、刘怀东、张培平、

李永杰、房占琪９人组成的党委会，任建政当选乡
党委书记，高子雁当选乡党委副书记，刘正雄当选

乡党委副书记兼乡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日，大河塔乡召开第十五届人代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柳世祥为乡人大主席，郭

凤存为乡长，刘怀东、张培平、李永杰为副乡长。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大河塔乡召开第十五届人代
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选举刘文占为乡人大主席，牛

建国为乡长，刘怀东、张培平、李永杰为副乡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乡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晋升三级；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连续４年获
乡村道路建设先进乡镇；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连续
２年获重大项目协调工作奖；２００２年，获全区党风
廉政建设先进单位；２００４年，获党建工作先进党
委、碘盐配售工作先进集体、扶贫工作先进乡镇、

小城镇建设考核第二名、办理政协提案先进单位、

卫生防疫先进乡；２００５年，获全区水利水保建设第
三名。

（王凤华）

书　　记　叶祥云 （２００２２调离）
任建政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叶祥云兼 （２００２２调离）
柳世祥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４２）
刘文占 （２００４２—）

乡　　长　任建政 （２００２２调离）

郭凤存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４２）

牛建国 （２００４２—）

麻黄梁镇

【概况】　麻黄梁镇位于榆林城区东北部 ３５公里
处，属黄土丘陵沟壑区与风沙草滩区的过渡地带，

总土地面积４８８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２万亩，辖
２４个行政村、１１９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１０７３２人，
其中农业人口１０６２２人。全镇有党支部２７个，中
共党员４７７名；有派出所、医院、信用社等机关事
企业单位１２个；有麻黄梁镇中学及镇中心小学等
１６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３４４８万元，
财政收入３０万元，粮食产量２４１７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１０１３元。人口出生率 ８６８‰，自然增长率
１１‰。磨庄村、闫山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６０２万元，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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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６３万元，粮食产量５６７９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２５８元。人口出生率８４５‰，自然增长率２８‰。
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３８６万元，财政
收入７０万元，粮食产量６９６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０２元。人口出生率９‰，自然增长率８３‰。旧
堡村、店坊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
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４８２８万元，粮食产量 ８６０３
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８５元。人口出生率８‰，自
然增长率６２‰。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５２０５万元，粮食产量 ４７１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２３３元。人口出生率８‰，自然增长率８２‰。大
沟村、李家峁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主导产业建设】　狠抓羊、草产业的发展。
在种草上，镇政府采取无偿提供草籽、借籽还籽等

办法，将每年人工种草保持在３万亩以上，为羊产
业发展提供充足饲草保证。在养羊上，采取区业务

部门支持、镇政府扶持、干部帮扶、科技辅导、科

学管理、协会带动、群众参与等办法，使麻黄梁陕

北白绒山羊品牌逐步打开市场，享誉省内外。全镇

羊子存栏累计达１０５万只，其中陕北白绒山羊９８
万只，羊子年收入达１６５０万元，人均养羊纯收入
达１６００元。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区级部门为麻黄梁
镇改良羊子品种、改造圈舍、配置机具等投入资金

１７０万元，镇政府投入资金１８万元，干部联户扶持
主导产业贷款８２万元。２００２年３月，全镇落实封
山禁牧政策，实行羊子舍饲喂养、科学管理，有

１８９０个养羊户实现 “四位一体、五配套”科学养

羊；２００３年４月，镇政府组织群众成立养羊协会；
２００５年６月，成功举办陕北白绒山羊展销大会，推
动羊子产业逐步走上科学、规范管理轨道。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麻黄
梁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累计退耕１２万亩，
造林８１万亩，种草１６万亩 （其中人工种植优质

草１３万亩，飞播种草３万亩）；新修基本农田３０００
亩，其中水地１２００亩，改造低产田２６００亩；新建
淤地坝１９座，打深井１２眼、多管井２３６眼，砌护
Ｕ型渠道１２６公里，架设农电线路６８公里，累计
资金投入达３５０万元。２００３年４月，投入资金３１
万元，建成了集镇供水站１处，解决了集镇 １８００
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建成村级人畜饮水站１２处；

架设高压线路１０公里，为十八墩村七大煤矿安全
用电提供了保障；完成了断桥、花龙镇等１０个村
的农网改造工程。

【非公有制经济】　麻黄梁镇煤炭资源富集，２０００
年已建成煤矿４个。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新建煤矿
４个，其中２个煤矿已建成投产，２个煤矿正在筹
建；开办焦化厂４个、砖厂２个、楼板厂１个。乡
镇企业年固定资产投入３８００万元，企业年总产值
１５２０５万元，年上缴税金３９２８万元。

【镇村道路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完成了十
八墩村至牛家梁运煤专线和李家峁村千树塔至安崖

油路工程，硬化了麻黄梁镇至盘云界、麻黄梁镇至

金鸡滩、麻黄梁镇至双山、麻黄梁镇至大沟的乡村

道路４２公里。每年新修村组道路２条，按照镇村
道路宽６米、村组道路宽４米的标准，由镇政府组
织验收评比，兑现奖罚措施，保证镇村道路普修质

量。全镇东至安崖、大河塔，南至佳县王家砭，北

至金鸡滩的主要骨干道路已实现全面通达。

【小城镇建设】　成立了集镇小区建设领导小组，
于２００３年４月聘请省建设厅进行科学规划，大力
引进外来投资，改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派

出所至新街面１公里道路硬化，硬化门市街面２１００
平方米，绿化街道５００米，新修中心小学１所；新
建加油站１处，引进楼板厂１个，新开醋厂１处，
新修商品房 ８５间，开办商业门市 ３２家，开设移
动、联通营业厅２处；全镇安装有线电话１５６０部、
微波电视１２６６户。

【计划生育工作】　狠抓市级综合服务镇建设，在
全镇推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每年定期培训村计生

副村长、统计员、中心户长和育龄人群，按时发放

村计生干部工资，及时兑现了 “双女户”和 “独

生子女户”优惠政策；开展流动人口、早婚早育、

出生漏报、定点分娩、痴呆傻再婚夫妇特殊人群管

理５个专项治理，健全了基层计生网络建设。２００１
年至２００５年，全镇无计划外出生、无出生漏报，
“三查”率达到１００％。

【扶贫建设工程】　实施干部联户扶持主导产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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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共收放小额贷款 １６５万元。
完成店坊村老庄组和断桥村、阴山界村移民搬迁工

作；重点实施了崖窑沟村和李家峁村重点村扶贫建

设项目；新建淤地坝５座、人饮站３座，改厨改厕
１８９户，建成标准 “四位一体、五配套”羊舍２１６
处，调回种羊３８只。

【文教卫生事业】　推行教育 “四制改革”，顺利

完成撤点并校工作，搞好 “两基”工作，提升了适

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２００５年６月新建镇中心小
学１处，已投入使用。镇医院投资１０万多元，新
购置Ｂ超、透视机等医疗设备，进一步改善医疗条
件，定期开展疾病预防工作，保障群众健康。

【党建工作】　从２００１年起，在基层广大党员干部
中相继开展干部作风集中整顿、“五型”机关创建、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了

《党风廉政制度》、《党建工作制度》、《民主生活会

制度》等１６个制度。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培养入党
积极分子１６９人，吸收党员６８人，培养后备干部
４８人。

【精神文明建设】　广泛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
重点加强十星级文明户、党员模范户、科技示范户

等创建活动。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已创建十星级文明
户３６０户，党员模范户 １３８户，科技示范户 ４２０
户。乔界村２００３年被评为市级文明村，盘云界村
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市级文明村。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至３日，麻黄梁镇召
开第十三次党代会，会议听取审议了高凤强所作的

题为 《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努力开创麻黄梁镇发

展新局面》的报告，确立了羊、煤两大主导产业发

展思路；选举产生了由高凤强、赵清葆、谢平、田

占区、韩振文、刘振银、王国峰、柳建树、许智泉

９人组成的镇第十三届党委会，高凤强当选镇党委
书记，赵清葆、田占区、韩振文当选党委副书记；

选举产生了由韩振文、李文尼、谢万福、刘增芳、

冯卫兵５人组成的镇纪委，韩振文当选镇纪委书
记。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至３日，麻黄梁镇召

开第十四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赵

清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实行封山禁

牧的决议，选举谢平为镇人大主席，赵清葆为镇

长，刘振银、王国锋、柳建树为副镇长。

２００４年３月７日，麻黄梁镇召开第十四届人代
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了赵清葆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选举许向春为镇人大主席。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日，麻黄梁镇召开第十四届人代
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选

举薛斐耀为镇人大副主席，杨生林为科技副镇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区委、区政府授予种草
养羊大镇；２００２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治安模范
镇，被区委、区政府授予计划生育综合服务乡镇和

畜牧产业开发一等奖；２００３年，被市委授予种草养
羊先进乡镇，被区委、区政府授予招商引资先进乡

镇，畜牧产业化开发一等奖；２００４年，被区委、区
政府授予十万只养羊大镇和安全乡镇称号。２００５
年，被区委、区政府评为畜牧产业化开发先进镇，

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专项一等奖，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综合考核二等奖，被区综治委评为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先进集体。

（马玉良）

书　　记　张凤世 （２００２２调离）
高凤强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何　祥 （２００２２调离）
谢　平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２１１）
许向春 （２００４２—）

镇　　长　赵清葆

牛家梁镇

【概况】　牛家梁镇位于榆林城区以北１５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１８７６平方公里，其中耕地２９８５０亩；
辖１２个行政村、６７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６７７４人，
其中农业人口１４８５０人。有党支部２１个，中共党
员４９８名；有派出所、医院、工商所等机关企事业
单位２２个，有牛家梁中学及牛家梁、高家伙场、
谢家

%

村等１３所中小学。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
施条件较好，２１０国道、榆神公路、神延铁路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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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镇；镇内有５渠１库水利设施，可满足农业
生产；煤炭、高岭土、铝土矿、石灰石等矿产资源

富集；全镇有１１个村通油路，自来水安装入户率
８０％，电视微波、电话入户率９８％，村村建有医疗
室和文化活动室。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牛家梁镇加快建设煤炭化
工、蔬菜种植和特色养殖三个基地，努力实现经济

结构由纯农业型向工业为主多业并举型转变，小城

镇由建设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非公有制经济由多

元投资型向投资效益型转变，农业由经济型向高效

生态型转变。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亿
元，财政收入 ９７４万元，粮食产量 １３４０７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元。人口出生率１０‰，自然增
长率８‰。大伙场、谢家

%

等６个村达到小康示范
村标准。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１２８亿
元，财政收入１１０万元，粮食产量１５０００吨，农民
人均纯收入２４００元。人口出生率８‰，自然增长率
７‰。王则湾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年，全
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３亿元，财政收入 ２９５万
元，粮食产量１４３０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００元。
人口出生率８‰，自然增长率６７‰。牛家梁村达
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
产值 １４亿元，财政收入 ５００万元，粮食产量
１６３７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８００元。人口出生率
７５‰，自然增长率６７‰。什拉滩等村达到小康示
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４８亿
元，财政收入 １５００万元，粮食产量 １６８５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３２６０元。人口出生率７３‰，自然
增长率６‰。高家伙场、转龙湾２个村达到小康示
范村标准。

【农业产业开发】　主要种植玉米、水稻、洋芋、
西瓜等农作物。２００５年玉米种植面积１２２００亩，品
种主要为登海９号；种植水稻１６３０亩，品种主要
为榆引２０１；种植洋芋 ４６６５亩，品种主要为紫花
白；种植地膜西瓜１３００亩。实施保护性耕作２２００
亩，水稻机械化插秧种植 １０亩。推广科学养猪、
胺化养牛、舍饲养羊等先进养殖技术，全镇饲养羊

子２４２００只、猪 １４２００头、牛 ５４５０头；笼养鸡发
展到１６７８万只，成为全区养鸡大镇；人工鱼塘发
展到４５００亩，新建增氧设备，科学改造传统养殖
方式，亩产由原来的５０公斤上升到１５０公斤；奶

牛养殖发展到１０２０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先后有
７３名干部为农户担保１１０万元扶持主导产业发展，
扶持重点为养羊、养猪、养鸡、养牛和温室大棚

菜。推进 “龙头企业＋科技＋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发展模式，引进郭家伙场山立公司和４个奶站，发
展城郊特色农业，逐步缩小粮食作物面积，扩大蔬

菜、西瓜等经济作物面积，并积极扶持发展养殖

业。全镇粮经比例由原来的６：４调整为４：６，农
业总产值达到６０００万元。

【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
牛家梁镇累计投资３４６万元，砌护水渠３５条，总
长４２公里；改造中低产田１０００亩，农网改造６个
村；修油路和水泥路 ４条，总长 ４８公里。截至
２００５年底，全镇完成造林２３８００亩，种草６０００亩，
植被覆盖率达到８０％以上。

【非公有制经济】　采取独资、合资、股份制等多
种经营方式，引进银河电厂、２个煤炭集运站、１０
个煤矿、２０多个焦化厂以及砖厂、加油站等企业
２００多家，固定资产投入累计达到６亿元，创利税
近１２亿元。全镇近３０００人在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就业，５７０辆车辆、３２０台大型机械在各工程和厂
矿企业务工，剩余劳动力实现就地转化，年收入

４０００多万元。

【集镇建设】　牛家梁镇聘请省建设厅村镇规划院
对全镇集镇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坚持高标准开发小

区建设，投资６７０万元新建２９００多平方米商业门
市１００多间；修建中心街道１条并完成地下管道铺
设、街道路灯安装和硬化绿化工程；开发建设郭家

伙场、赵元湾、常乐堡３个农贸市场和１个养殖小
区；拓宽改造原有集镇规模，完成拆迁３６００多平
方米。

【民政工作】　共有低保户１２５户、五保户３４户，
基本实现贫困户应保尽保和五保老人老有所养。

２００５年，发放救灾化肥 ３４吨、救助款 ５８００元、
优抚款４２００元，救助春耕困难户３４户；镇政府出
资８０００元，为６户困难群众维修危房８间。

【计划生育工作】　建立完善 “依法管理，村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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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每年３月、９月和１２月，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流动人
口清查整顿、节育措施平茬、“三查”服务、社会

扶养费征收、优惠政策兑现等专项治理活动。全镇

符合政策生育率达到 １００％， “三查”服务率达

１００％，节育措施及时率达９５％以上，优惠政策全
部兑现到位，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步趋于合理。

【党建工作】　结合农村基层干部 “三个代表”学

习和先进性教育活动，每年下达党建任务书，加强

后备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全镇各村每年确定

２名以上后备干部对象和５名入党积极分子，指定
专人跟踪管理。开展“三级联创”、“四创建一整

顿”、“党员设岗定职”和“旗帜工程”活动，全镇共建

设党员责任区１３０个，对１２０名党员设岗定责，创建
区级党建示范村２个、科技示范基地２个。

【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 “中央１号文件”、“八荣
八耻”学习活动，加强了 “三通五改”宣传，提

高镇、村干部建设新农村的认识和为民谋利、为民

服务的意识。在全镇 １２个行政村和 ５０多家企业
中，每年进行一次 《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大规模学

习活动，参加人数 ５０００多人次；建立健全学校、
社会、家庭 “三位一体”教育网络，加强未成年人

德育教育建设。针对招商引资项目较多的实际，开

展普法教育活动，把适合农村的 《土地法》、 《婚

姻法》、《合同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作为重

点学习内容，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开展十星级文

明户、文明诚信户、科技示范户、五好家庭、好公

婆、好媳妇等树优评模活动。开展村企结对创建活

动，引导牛家梁集装站与牛家梁村结对，化解矛盾

纠纷，营造村企和谐环境。全镇建成区级文明村５
个、区级文明单位７个，郭家伙场村创建成国家级
文明村。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牛家梁镇第十一
次党代会在镇政府召开，米海湖作了题为 《统一认

识，抢抓机遇，为实现我镇新世纪的全面振兴而努

力奋斗》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米海湖、朱依华、

孙培华、王栓林、张生富、刘占江、王生斌、任宏

军、解世龙、艾晓宏等１１名镇党委委员，米海湖
当选镇党委书记，朱依华、王栓林、张生富、刘占

江４人当选镇党委副书记；选举产生刘占江、王培
玉、刘尚付、张士君、杜志成５人组成的镇纪委，
刘占江当选镇纪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牛家梁
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镇政府召

开，朱依华作了 《政府工作报告》，孙培华当选镇

人大主席，朱依华当选镇长，王生斌、任宏军、解

世龙当选副镇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获区委、区政府颁发的主
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任务考核中第一名，妇联工

作、计划生育、地方病防治、民兵预备役工作、党

委重视人大工作先进集体，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晋升

一级；２００２年，获区委、区政府颁发的主要经济社
会发展指标任务考核第一名，非公有制经济晋升二

级，大棚菜开发第二名，水利水保建设第二名，教

育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３年，获区委、区政府颁发的
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任务考核第二名，小城镇建

设第二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晋升二级，获创建省

级文化先进区工作、招商引资工作、非典防治工作

先进集体，获省委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普

法依法治理基层司法防治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４年，
获陕西省教育强乡镇称号，获区委、区政府颁发的

奶牛产业开发、重大项目协调、村务公开工作、农

村民主法制教育工作、农机专项治理、计划生育工

作先进集体，小城镇建设第三名，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晋升二级；２００５年，获区委、区政府颁发的计划
生育、重大项目协调、无偿献血、畜牧产业开发、

农机安全专项治理、“五型”机关、构建警示训诫

防线工作先进集体，获非公有制经济综合考核一等

奖和非公有制税收专项考核一等奖。

（张生福）

书　　记　李树飞 （２００２调离）
米海湖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孙培华 （２００３调离）
王栓林 （２００４—）

镇　　长　朱依华

金鸡滩镇

【概况】　金鸡滩镇位于榆林城区东北２７公里处，
属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风沙草滩区，东临神府煤田，

—６１２—

榆阳年鉴



北及内蒙，南依长城。全镇呈长方形，南北长 ２８
公里，东西宽１４公里，总面积３３０平方公里，神
延铁路、２０４省道、３３０千伏、１１０千伏高压线横穿
镇区。全镇辖１２个行政村、９０个村民小组，常住
人口３５１８户 １３０７３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３１０人；
有党支部１６个，中共党员３９２人。辖区内有事企
业单位１７个，学校１２所，中心集镇１个，开发小
区４个，企业５７个，个体工商户２７４户。２００５年，
全镇工农业总产值 ２６５０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
３０１０万元，完成固定资产投入２３８０万元，实现利
税３００万元，年商品贸易零售额近１４亿元，人均
纯收入２８５０元。

【农业及主导产业】　组织群众扩大种植面积，推
广实用技术，种植地膜玉米，确保粮食稳产高产。

调整粮经作物种植比例，推广种植油葵、西瓜、制

种玉米、药材。海流滩村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利用房
前屋后闲散地建起日光温室大棚菜３０５座，年产值
１５２万元，粮经种植比４∶６。开展干部联户扶持农
业主导产业建设，２００４年发放资金４８万元，２００５
年发放资金 ３６８万元，全部用于种养殖业生产。
２００５年，全镇饲养生猪４３万头，羊子存栏３４万
只，牛３８００头，笼养鸡１１８万只，养殖业收入占
人均纯收入的４０％，种养加产业结构比例为４∶４∶２。

【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 “三个一

百”造林工程，２００５年育苗２００亩，造林７０００亩，
植树 ５７万株，栽植沙棘 ４０００亩；种草 １万亩，
其中人工种草４０００亩。２００１年实现村村通电，村
村硬化道路。全镇村民安装电话１４００多部，微波
电视４６０台，电视入户率达９９％，移动通讯信号覆
盖全镇，手机用户突破６０００户。小城镇建设初步
形成了 “一线三带”新格局。２００４年积极争取金
鸡滩镇集贸市场的规划、立项，多方筹资１０００万
元，全面启动建设，完成土建工程１１２间８４００多
平方米，硬化市场内部道路９条，建成露天雨棚２
座，拆迁改造２０４省道沿街旧商品房４０间。２００５
年架设牛家梁至金鸡滩１１５公里和金鸡滩至曹家
滩１３５公里的有线电视主线路，改造全镇５０公里
土路，实施柳卜滩、海流滩两村３０３户群众的 “一

池三改”沼气工程。

【非公有制经济】　坚持 “加强服务，突出重点，

注重效益，多轮驱动，确保安全”，积极开展协调

服务工作。２００３年，长庆勘测公司在小坟滩村、
牛滩村顺利作业；２００４年，完成３３０千伏线路架设
工程，榆树湾煤矿、６０万吨甲醇厂、薛家庙滩煤
矿等重大项目启动建设，上河蒙西水泥厂、云河化

工有限公司、玻璃瓶厂投产运营。

【社会事业】　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工
作，参合率达８６％。加强了计划生育规范化管理，
开展流动人口、性别比失调、计划外生育三项整

治，２００５年全镇人口出生率９０６‰；兑现独保费、
两减一免费、养老保险金近３万元，贷款扶助计生
户４８万元。２００４年组团参加全区第一届农民运动
会，获第四名。２００５年发放救助粮２０吨、救灾款
７万元，纳入五保、低保１８０户。

【移民工程】　金海南北两村地处金鸡滩镇海流滩
村西国有土地内，西临２１０国道榆蒙段，隶属金鸡
滩镇辖管。金海南村为２００３年国家以工代赈扶贫
搬迁移民新建村，该村移民对象涉及榆阳区２乡５
村、２５４户１２０２名村民；移民村总占地面积 ２５５０
亩，其中建筑面积５０亩，附属设施１０亩，学校等
公用设施４０亩，耕地２３００亩，由榆阳区计划办实
施兴建。金海北村为２００３年榆林李家梁水库搬迁
移民工程新建村，该村移民对象涉及 １８７户 ５６０
人；移民村总占地面积 ３６５０亩，其中林地 １０００
亩，开发耕地２４５０亩，宅基地 ２００亩，由榆阳区
水利局具体实施兴建。

【党建工作】　按照党委 “五个好”标准和 “五

型”机关创建要求，努力加强学习，广泛发扬民

主，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狠抓基层组织

建设、“三级联创”、“四创建一整顿”和 “五型”

支部创建活动，通过 “思想上防，源头上治，制度

上卡，行动上查”，推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党风廉政建设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金鸡滩镇第九次党
代会在镇政府召开，应到代表６３名，实到６２名。
会议听取审议了刘进跃代表镇党委作的题为 《抢抓

机遇，迎接挑战，为实现我镇社会各项事业的新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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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刘文占代表镇纪委作

的 《纪检委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上报告，

并形成了相应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镇党

委、纪委领导班子。党委成员由刘进跃、高小峰、

乔世枝、张向阳、刘文占、李兆虎、朱伟、张世

泰、李晓明９人组成，刘进跃当选镇党委书记，高
小峰、张向阳、刘文占当选副书记；纪委成员由刘

文占、马云飞、郝于强、李恩海、曹磊５人组成，
刘文占当选镇纪委书记。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金鸡滩镇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

４７名。会议听取了镇 《政府工作报告》、 《财政预

决算报告》、《人大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 《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财政预决报告的决

议》、《关于封山绿化，推行舍饲养畜的决议》，选

举乔世枝为镇人大主席，高小峰为镇长，李兆虎、

朱伟为副镇长，卢世贵、杜二明、曹刘娃为人民陪

审员。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金鸡滩镇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参加代表３６名。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８日，金鸡滩镇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４９人。会
议听取了王世宗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吕占成作

的 《财政预决算报告》。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上报告，

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选举王世宗为镇长。

【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１２月，
金鸡滩镇１０个行政村进行了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
届选举工作，选举一次成功。换届选举的村委会

中，６名主任连任，新选主任 ４名，新选委员 ５４
名。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２０日，金鸡滩镇１２
个行政村进行了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选举一次成功。换届选举的村委会中，８名主任连
任，新选主任４名，新选委员６４名。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市委授予基层组织建设
先进乡 （镇）党委；２００２年，被市委、市政府授
予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作先进集体。

（佟卫星）

书　　记　赵志平 （２００２２调离）
刘进跃 （２００２２—）

人大主席　康占彪 （２００２２调离）
乔世枝 （２００２２—）

镇　　长　高小峰 （２００３９调离）
王世宗 （２００３１０—）

孟家湾乡

【概况】　孟家湾乡位于榆林城区以北３５公里处，
属北部风沙草滩区，总土地面积４５０平方公里；辖
１５个行政村、７３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 ２６７６户
１２２８５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１２８９人。全镇有派出
所、供电所、信用社等机关企事业单位１４个；有
中学１所、乡办高级小学 １所、村级小学 １７所；
陕蒙高速公路和２１０国道南北纵贯乡境，榆东渠主
体库区座落于孟家湾村，李家梁水库座落于王家圪

堵村。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２３０万元，
财政收入４４万元，粮食产量８０５６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６４８元。人口出生率１１‰，自然增长率６‰。
三道河则、王家圪堵等 ９个村达到小康村标准。
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７５８万元，财政
收入７４万元，粮食产量７８５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７３４元。人口出生率 １３‰，自然增长率 ５８３‰。
野目盖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
工农业总产值５２００万元，财政收入７６万元，粮食
产量９８５９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４８元。人口出生
率１２‰，自然增长率６‰。波直汗村达到小康村标
准。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６０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１５３万元，粮食产量１０６９３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２１３０元。人口出生率 １１‰，自然增长率
６‰。板成滩村达到小康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乡完
成工农业总产值 ６０６０万元，财政收入 １５１万元，
粮食产量１０２５５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５０１元。人
口出生率９‰，自然增长率５８‰。

【农业主导产业建设】　孟家湾乡是传统的种植业、
养殖业大乡。２００５年，在普遍干旱情况下，全乡粮
食总产量达到１０２５５吨，较２００１年增加 ２２００吨，
创历史最高纪录。根据 “以农养牧、以牧富民”的

发展思路，加快发展养殖业，先后投入资金３００万
元，建成 “五位一体”舍饲养羊示范户２３０户，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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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改良种羊 ６０００多只，其中布尔山羊 ６００多只，
购置铡草机和粉碎机１０００多台。坚持做到牲畜防
疫工作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畜，猪、羊、

牛等家畜防疫率均达到１００％。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
乡森林管护面积达１０８３００亩，人工种草２４万亩，
羊子存栏 ４８０６０只，出栏 ３６３２０只；生猪存栏
２５３２０头，出栏２５６５０头；牛存栏２１００头，家禽存
栏４００００多只。肉类总产量２６５１吨，畜牧业收入
占到农业总产值的４７％，成为全乡经济收入的支柱
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３年，孟家湾乡投入资金
１８０多万元，完成波直汗、三滩等６个行政村的农
网改造；投资１８万元，架通孟家湾村至草壕的 ８
公里电路，基本实现村村通电目标。２００５年，三
滩村投入资金５８万元，增设５０Ａ变电器１台，新
打４寸多管井２眼，压设ＰＶＣ管４００米，新修水地
２００亩。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累计投入资金 ４１５万
元，改造中低产田１１万亩，维修乡村道路２６０公
里，新打多管井 １７９眼，实施旱改水地 ４０００亩，
新修 （砌护）引水渠２７公里。６０００亩农业综合配
套工程列入区农发办、计划办建设范围并进入施工

阶段。

【乡镇企业发展】　２００３年，在资金紧张的情况
下，投资３８万元对孟家湾集市进行硬化、绿化改
造，促进个体工商业发展。２００５年，全乡实现乡
镇企业总产值４６８万元，较２００１年增长１３％；固
定资产投入１３２万元，较２００１年增长５３％；发展
个体、私营企业６３家，其中５０万元以上私营企业
３家。

【境内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０１年陕蒙高速公路开工
建设，涉及孟家湾乡 ３个行政村 ６个村民小组，
４２５户农户１８００多人，征用土地１９３２亩，其中旱
地９０亩、水地２６亩。为了保证该项目建设顺利进
行，乡党委、政府成立协调领导小组，经过５年努
力，完成了全部征地、拆迁等工作。李家梁水库建

设工程从 ２００２年 １月动工实施至 ２００４年 ３月结
束，为榆阳区的重点项目之一。该工程涉及孟家湾

乡王家圪堵、郑家梁２个行政村５个村民小组，征
用耕地４９３３５３亩，移民人口５５９人，经过２年努

力，顺利完成了移民搬迁任务，保证水库建设顺利

进行。

【各项社会事业】　推开全乡教育 “四制”改革，

清退代课教师３０名，５年投入资金１４０多万元，修
建中学和高级小学校舍４２间，实施孟家湾中学的
“四机一幕”教学工程和全乡１５所小学的远程教学
工程。乡卫生院投资 ４０余万元，新建卫生大楼 １
座，更新各类医疗器械，完善村级卫生室，健全了

乡村两级医疗卫生网络。２００３年积极应对 “非典”

疫情，被区委、区政府授予 “全区防治非典先进集

体”称号。大力治理碘缺乏症，普食碘盐率达到

１００％，连续５年被区政府评为碘盐配售先进集体。
移动、联通公司在辖区内搭建基站各３处，实现手
机信号全覆盖，多路微波电视入户率达 ９５％。到
２００５年底，全乡安装固定电话 ７００部，移动电话
４０００多部。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０５年，全乡计划生育率达到
１００％，重点对象 “三查”率达 １００％，完成四项
手术１４６例，节育措施基本实现平茬，定点分娩率
明显提高，集中整顿了全乡流动人口，生育秩序进

入良性循环轨道。

【党建工作】　顺利完成１５个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
换届选举工作，各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文化程度较

上届有所提高，平均年龄较上届降低 ４岁。开展
“四创建、一整顿”和党员 “设岗定责”工作，巩

固党建示范村１个、科技示范服务基地２个，建立
党员责任区１３６个、党员科技示范户１８户、党员
先进文化传播户 １２户，培养入党积极分 １１４名，
转正２６名。开展评优树模学先进活动，经民主测
评，全乡４４９名农民党员合格以上的占９２％，基本
合格的占８％。５年中共有８个党支部、７４名优秀
共产党员受到表彰，其中区级优秀共产党员１２名、
优秀党务工作者３名、先进党支部４个。对２０年
以上离任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对２０名村干部进行
建档立卡，发给每年最低３００元生活补助。

【贯彻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　通过会议、板
报、标语等形式，广泛宣传 “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并多次邀请区党校、农业局、畜牧局讲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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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三农”政策及农业种养殖技术等，累计召开

宣传培训会议２１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６００份。落实
地膜玉米补助款１２６万元；开展干部联户扶持开
发主导产业工作，区、乡联扶干部２６９人联扶农户
４９５户，落实扶持资金１３０万元。举办劳务输出培
训８期，培训人员９０００多人次，劳务输出４０００多
人。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孟家湾乡第十一
次党代会召开，参会代表６９名。会议听取审议了
叶祥云所作的乡党委工作报告和王秀成所作的乡纪

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乡党委会，叶祥云

当选乡党委书记，白鹏飞、王成斌、王秀成当选乡

党委副书记，梁文智、张世亮、王候关、任雄、谢

润奎当选乡党委成员；王秀成当选乡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孟家湾乡第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参会代表４８名。会议选举梁文智为乡
人大主席，白鹏飞为乡长，张世亮、王候关、任雄

为副乡长。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１日，孟家湾乡第十二届
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孟家湾乡

小城镇建设规划，选举袁波为副乡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
计生委授予婚育新风进万家先进乡镇；２００３年，
被评为市级优秀计生服务站，非公有制经济晋升一

级；２００４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计划生育综合
服务乡镇、小康乡镇。

（曹永富）

书　　记　蒲　海 （２００２１调离）
叶祥云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梁文智 （２０００３—）
乡　　长　高宽世 （２００２１调离）

白鹏飞 （２００２２—）

小壕兔乡

【概况】　小壕兔乡位于榆阳区最北端，北与内蒙
古乌审旗图克镇接壤，东与神木县尔林兔镇相邻，

距榆林城区６０公里，属典型的风沙草滩地区，呈
长方形，南北１６公里，东西３７公里，总土地面积

５８６平方公里。全乡辖２０个行政村、９４个村民小
组，总人口１５４３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２４２人；有
党支部２５个，中共党员５６５人；有小壕兔乡中学、
耳林中学、小壕兔乡中心小学、耳林中心小学、小

壕兔乡幼儿园、耳林幼儿园６所学校；有企事业单
位１７个。包茂高速公路和三级辅线穿越乡境，乡
内建有农贸集市２个、开发小区１个，有私营企业
５家、个体工商户１５８户。

【农业主导产业发展】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小壕
兔乡通过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和群众自筹等方式累计

筹资２００多万元，实施了史不扣、东奔滩、早留
太、武素、巴汗５个村的１１０００亩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全乡粮食生产稳步增长，增长１７％。大力发展
以羊子饲养为主的畜牧业，２００５年全乡羊子存栏
６４万只、出栏 ２９万只，存栏数比 ２００１年增长
３２％；生猪存栏５９万头，出栏６３万头，存栏数
比２００１年增长 ２９％；牛存栏 １６８０头，出栏 ９６８
头；养殖业收入占人均收入的６１％。５年间，全乡
争取小额信贷资金、华能公司补助、干部联户包扶

发展农业主导产业贷款等资金近９００万元，帮助农
户发展优质白绒山羊３万多只，猪３万多头；推广
水地种草６０７０亩，购置铡草机具９００多台、穴播
机１３２０台。

【生态环境建设】　小壕兔乡５年累计完成 “三个

一百”造林１００万株，飞播造林２万亩，栽植紫穗
槐４００万株、杨树８万株、樟子松１０万株，营造
沙棘林３万亩，全乡林草覆盖率达到８０％。

【集镇建设】　编制了集镇发展总体规划，投资
２３０万元实施集镇南北街道和东西街道的拓宽及硬
化工程，新铺乡政府门前３００米东西街道油面，实
施小壕兔、耳林２个集镇的排水工程。投资４００多
万元，新建新旧街道两侧商业用房２３９间，总建筑
面积１２４９０平方米，发展加工、餐饮、旅店等个体
工商户４９户，新增私营企业４户。２００５年全乡乡
镇企业完成总投资 １１８０万元，总产值 ８１０万元，
年创利税６８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多方筹资７１０万元，新铺油面
公路５８公里，硬化砂砾石路６０公里，２００２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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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硬化道路；完成２０个村的电网改造工程，实
现村村通电和城乡同网同价；新修政府办公大楼和

中心小学教学楼；新建移动通信机站８座，手机通
讯信号覆盖全乡。全乡有固定电话８００多部，手机
用户突破２７００户；微波电视２７００多台，电视入户
率达１００％。

【社会事业】　２００２年启动实施撤点并校，共撤并
村级小学１８所、教学点８个，设立耳林中心小学、
天狮博爱小学、耳林中学、小壕兔中学４所中小学
和２所幼儿园。新建学校教学楼和学生食堂，教育
基础设施和教学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分别维修耳林、小壕兔２所卫生院，不断完
善卫生院医疗设备，在各村设村级卫生室，健全村

级网落，疾病防治、预防接种等工作成效明显。民

政工作进一步加强，落实农村低保政策２６３户，救
助”五保 “户２６户，改造柳笆庵子１００多户。

【计划生育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和上级有关精神，落实 “三查”

制度，严厉惩处偷生、抢生对象，坚决打击胎儿性

别鉴定和虚报、假报、隐瞒生育事实行为，不断提

高优质服务水平，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全乡计划生

育率达到９８１％，性别比为１０８∶１００。

【党建工作】　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教活

动、机关干部作风整顿活动、“五型”机关创建活

动和 “五型”支部创建活动，完善了机关干部学

习、工作、值班、驻村等多项制度，促进机关作风

转变。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工作，顺利完成村支

部、村委会换届工作。５年发展新党员１００名。

【党代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小壕兔乡第十二次
党代会在乡政府召开，应到代表 ７７名，实到 ７７
名。会议听取审议了叶士亮所作的 《统一思想、抢

抓机遇、开创我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新局面》的

工作报告和思耀文所作的 《纪检委工作报告》。会

议讨论通过了以上报告并形成相应决议；选举产生

了由叶士亮、刘光明、韦春霞、赵应华、思耀文、

白占明、李明浩７人组成的新一届乡党委，叶士亮
当选乡党委书记，韦春霞、赵应华、思耀文当选副

书记；选举产生了由思耀文、方玉忠、刘步洲、李

秀琴４人组成的乡纪委，思耀文当选乡纪委书记。

【人代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０日，小壕兔乡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参加代

表５１名。会议听取了 《乡政府工作报告》和 《人

大工作报告》并审议通过。选举刘光明为乡人大主

席，韦春霞为乡长，白占明、李明浩、刘彦雄为副

乡长。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６日，小壕兔乡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参加代表３７名。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０日，小壕兔乡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参加代表４３名。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韦春霞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

告》，选举王雪峰为副乡长、陈鲁为科技副乡长。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小壕兔乡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参加代表４９名。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韦春霞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

告》。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３日，小壕兔乡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参加代表４９名。
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韦春霞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

告》、刘光明所作的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了 《小壕兔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年规划》。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１１月２２日，
小壕兔乡２０个行政村进行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工作，３个村进行了二次选举。通过选举，１５
名村委会主任连任，新当选主任５名，新当选委员
４３名。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２０日，小壕兔乡２０
个行政村进行了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

４个村进行了二次选举。通过选举，１０名村委会主
任连任，新当选主任１０名，新当选委员２５名。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小康
乡镇。

（万利平）

书　　记　叶士亮 （２００２４—）
人大主席　刘光明 （２００２４—）
乡　　长　韦春霞 （２００２４—）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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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河则乡

【概况】　岔河则乡位于榆林城区西北３６公里处，
属风沙草滩区，总土地面积２９６平方公里，其中耕
地２５万亩；辖７个行政村、５０个村民小组，常住
人口１７３８户、７７１６人。有党支部１１个，中共党员
２３５名；有卫生院、邮电所、信用社等机关企事业
单位；有岔河则中学及灯炉滩、什它汗、河口、白

河庙等７所中小学。

【农业工作】　种植业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以青椒种植和玉米、西瓜制种为主的经济

作物。全乡粮食种植面积１７７万亩，产量１５万
吨；青椒种植 ２１９０亩，亩均收入 ２０００元；玉米、
西瓜制种１５００亩。推广 “五位一体”的舍饲养羊、

温棚养猪技术，扩大养殖规模，全乡羊子饲养量达

到５９万只，生猪饲养量达到 ５８万头，笼养鸡
３９万只，奶 （肉）牛５３４头。种养殖业收入占到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７０％以上。组织外出务工２２７４
人次，实现经济收入１５００万元。全乡农民人均纯
收入２８００多元。

【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马岔路三级油路，完成岔
排砂砾石道路改造，普修村级公路，普遍达到四级

以上道路标准。实施河口井灌配套和灯炉滩保护性

耕作工程。改造中低产田７８００亩，清淤２６公里，
砌护Ｕ型渠道５０公里。完成石峁万亩精品人工造
林、什它汗万亩飞播造林、灯炉滩５０００亩沙棘造
林工程。全乡累计造林 ３４万亩，种草 ７０００亩。
加强天然林管护工作，杜绝了乱牧偷牧现象。

【非公有制经济】　坚持 “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

户”的办法，加强龙头企业建设，扶持金华蔬菜开

发有限公司，丰登、天禄农牧业综合开发公司和鲁

榆绿化有限公司发展。金华蔬菜有限公司联系农户

６８５６户，营销青椒 １３２００吨，直接收益 ８６万元。
鲁榆绿化有限公司养殖驼鸟 ８９只，生猪 １６７头。
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公开竞价招标引进客商，承包

白河庙沙场，建成全乡第一个非农企业。２００５年，
全乡非公有制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０万元，实

现产值７３０万元，其中工业产值２５６万元。

【社会事业】　先进文化进村入户工作全面铺开，
结合科技下乡、百车千村送健康和庙会文化活动，

开展政策法律和新人新事新风尚宣传教育活动。教

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中小学入学率达

１００％，岔河则中学被列入区级示范中学。加强公
共卫生管理和服务工作，在强化居民接种免疫的同

时，有效预防了禽流感、布病、猪瘟、口蹄疫的传

入，牲畜防疫率达到１００％。计划生育各项指标全
部达标，连续 ４次被区上评为计划生育工作第一
名。

【党建工作】　坚持 “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收到了 “三增四无五提高”的成效。全

乡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增加，羊猪饲养数量明显增

加，瓜菜制种面积明显增加；无群众上访，无违法

犯罪，无安全事故，无环境污染；生态植被覆盖率

明显提高，机动车辆普及率提高，电话拥有量提

高，计划生育率提高，反对迷信崇尚科学的自觉性

显著提高。全乡新发展党员１２５名，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１２６名，建成一类支部１０个，二类支部２个，
无三类支部。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开展创建文明乡镇、
文明村组和 “五型”机关、效能机关活动，推行政

务、厂务、校务和村务公开，推进 “四五”普法教

育。岔河则乡被评为市级文明乡镇，全乡评出 “十

星级文明户”８３户，“文明标兵户”５户，“文明
小组”１４个。信访调解率达１００％，解决了群众关
心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加强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

工作，及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被评为全区 “农机

安全先进乡镇”。依法顺利完成第六次村民委员会

换届工作，成为全区试点。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岔河则乡第十二
次党代会在乡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６９人。米海湖、
高启荣、高怀民、尚建军、付协斌、叶光旺、炎世

平当选乡党委委员，米海湖当选乡党委书记；高怀

民、尚建军 （兼纪检书记）当选乡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岔河则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一次
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４７名。大会审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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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高启荣所作的人大工作报告和高怀民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高启荣当选乡人大主席；高怀民当

选乡长，付协斌、叶光旺当选副乡长。２００２年１１
月７日，岔河则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在乡
政府召开，高怀民当选乡长。２００４年３月４日，岔
河则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

李保良当选科技副乡长、孙大中当选计生副乡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２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治安
模范乡称号。

（张建军）

书　　记　米海湖 （２００１调离）
张凤世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高启荣 （２００３调离）
高之雁 （２００４—）

乡　　长　高怀民 （２００３调离）
陈虎平 （２００４—）

马 合 镇

【概况】　马合镇位于榆阳区西北部，属典型风沙
草滩区，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壤，西南与小

纪汗乡相连，东与岔河则乡相连，距榆林城区 ４０
公里。全镇总土地面积２３４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
积２２２５３亩，辖１０个行政村、５６个村民小组，常
住人口２４００户、１０７３６人。有党支部１２个，中共
党员３６９名；有企事业单位 １２个，有中学 １所、
小学１０所。２００２年全面建成小康镇，２００５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０８０元。

【农业工作】　２００５年，全镇种植玉米 ２３０００亩，
其中地膜玉米１８５００亩，种植制种西瓜５００亩、青
椒８００亩、饲草玉米４００亩，经济作物面积占到总
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形成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

产业格局。马合镇是全市养猪大镇，全镇９５％的农
户发展温棚科学养猪，建有榆阳区第一个养猪协会

和肉联畜产品加工公司，有日产猪饲料２０吨的秸
杆生化颗粒饲料加工厂１座，年饲养１０００头左右
的大型标准化示范养猪厂 １个。全镇生猪存栏达
１０５万头，人均养猪１０头，户均温棚１０间，仅养

猪一项人均纯收入２８００多元，占到农民家庭总收
入的８５％以上。

【生态建设】　按照 “粮下川、林上山、畜进圈”

的思路，２００５年马合镇人工种草面积１２０００亩，飞
播造林１万亩， “三个一百”工程植树１６万株，
四旁植树２万株，新栽沙棘８６００亩。在巩固发展
舍饲养畜的基础上，建设饲养棚、青贮窑、饮水

槽、活动场、铡草机 “五位一体”标准化圈舍，推

进封沙禁牧、秸杆利用和舍饲养畜。

【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高标准农田１８万亩，完
成９个村的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并通过省、市验
收。争取国债项目资金１６００万元，完成榆乌路马
合段２６公里三级油路建设并顺利通车。国际信息
扶贫项目投资４８万元，开通镇政府、东马合、西
马合３个信息网站。电力部门投资１７２万元，组织
实施了１０个行政村的农网改造工程。国家林业总
局投资１００万元，实施了农村小型公益林建设。争
取资金７８万元，建成补兔商贸小区和东马合集贸
市场。争取电信公司投资１２０万元，开通６个行政
村的程控电话，移动公司投资２００万元，建成覆盖
全镇的手机信号发射塔。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０５年，全镇计划生育重点对
象 “三查”率达到１００％，完成四项手术 １７７例，
人口出生率为１０３‰，建成市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民主法制建设】　成立镇治
安领导小组，由１名副镇长牵头，负责解决各村民
事纠纷，开展治安群防群治工作。协助派出所打击

赌博和迷信歪风，净化农村社会环境；严禁农用车

辆载客拉人，不定期对各中小学校以及乡镇砖厂进

行安全检查，及时处理安全隐患。结合第三批 “保

先”教育，对广大村民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举办农

村适用法律知识讲座，接受农民群众的法律法规知

识咨询。

【党建工作】　开展 “四创建一整顿”和党员 “双

培双带”活动，实施 “旗帜工程”，创建 “五个

好”先进党委和 “五个好”先进村党支部，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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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中的致富能手培养成支

部书记。全镇建成党员 “双带”户４９户、先进文
化传播户４９户、科技示范户４１户，１０个村支部全
部达到一类支部。学习贯彻 “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结合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开办科学养猪技术培

训班６期。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马合镇第十三次
党代会在镇政府召开，应到代表 ５９人，实到 ５９
人。会议听取审议了上届镇党委工作报告和镇纪委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高怀明、万良、贺虎祥、叶

云、任付来、何生德、周培林、陈建国、马国歧９
人组成的新一届镇党委会，高怀明当选镇党委书

记，万良、何生德、叶云当选镇党委副书记；选举

产生了由何生德、许忠山、罗玉华、黄青山、康东

风５人组成镇纪委，何生德当选镇纪委书记。２００２
年４月３日，马合镇第十四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在
镇政府召开，应到代表４８人，实到４８人。会议听
取审议了镇政府工作报告和镇人大工作报告，讨论

通过了 《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实施方案的决议》和

《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议》；贺虎

祥当选镇人大主席，万良当选镇长，任付来、陈建

国、周培林当选副镇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被市委授予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六个好先进党委。

（刘振明）

书　　记　高明伟 （２００２调离）
高怀明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贺虎祥 （２００２调离）
王成斌 （２００２—）

镇　　长　高怀明 （２００２调离）
万　良 （２００２—）

小纪汗乡

【概况】　小纪汗乡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距榆林
城区２３公里，总土地面积６００平方公里，耕地面
积３４４９０亩；总人口 １２８５３人，其中农业人口
１２６６２人。辖１４个行政村，５８个村民小组；有党

支部１８个，中共党员 ４４０名。有林场、信用社、
供销社、卫生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有小纪汗、可

可盖２所中学和小纪汗中心小学、可可盖中心小学
等１４所小学。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４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２７万元，粮食产量６７３９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１５１１元。人口出生率 ８８４‰，自然增长率
４１‰。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１５００万
元，财政收入６８万元，粮食产量 １０８５５吨，农民
人均纯收入１７３５元。人口出生率９３５‰，自然增
长率 ４２‰。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产值 ２９５０
万元，财政收入１０５万元，粮食产量１２０２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２４元。人口出生率１１５‰，自然
增长率 ４８‰。大纪汗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２００万元，粮食
产量１２７４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８６０元。人口出生
率１０‰，自然增长率６１‰。昌汗界村达到小康示
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５０６６
万元，粮食产量 １０１００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４４８
元。人口出生率１０‰，自然增长率５５‰。全乡１４
个村全部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生态农业和产业化开发】　小纪汗乡把 “猪、

羊、牛”多业并举作为乡主导产业来抓。２００１年
至２００５年，全乡生猪饲养量由２０５１０头增至５３６１２
头 （人均 ４２头），羊子饲养量由 ６５７００只增至
１１４万只 （人均８９只），成为全区养羊大乡，牛
存栏１５２２头。全乡粮食种植面积 ３４４９０亩，制种
面积６０５７亩，其中制种玉米５１７２５亩，制种西瓜
８８４５亩；种植地膜玉米３７９７亩，辣椒１６１５亩；
种植青杆玉米３４１８１亩；人工种草面积１６８４５亩；
植树造林面积９万亩，育苗３５４亩。

【基础设施建设】　抓住长庆公司等外来单位在辖
区内施工的契机，对全乡２７１公里乡村公路进行全
面补修。多方争取项目资金２００多万元，新修１６８
公里小可路，协调配合实施长石路１８公里油面工
程，新修政府办公楼和大纪汗商贸小区，硬化、绿

化、美化政府院落和小纪汗小区。实施全乡１４个
村的农电网改造工程，大纪汗村１０００多亩小水配
套工程和以工代赈水利灌溉工程，昌汗峁村 ２０００
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工程和以工代赈水利灌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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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长草滩人畜饮水工程，可可盖村以工代赈水

利灌溉项目工程，黄土梁村以工代赈水利灌溉项目

工程。

【计划生育工作】　强化计划生育工作 “三个一”

领导机制，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完善管理制

度，着重进行了早婚早育、干部职工、特殊人群、

流动人口、非婚生育５个专项治理活动。全乡育龄
妇女３１６６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２６１６人，有 “三

查”对象１０９０人，“三查”率１００％；符合政策生
育率９９５％以上，独生子女领证率９８％以上；流
入人口持证率９３％，流出人口持证率９５％，流入
人口建档率１００％。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计划生育工作
分获区级三等奖、二等奖。

【党建工作】　实施党建 “１２５”工程，推进思想、
组织和作风建设，全乡１８个党支部均达到二类以
上。对全乡支部班子和村委会班子进行了换届选

举。组织开展了创建党建示范村、 “五型”支部，

“三级联创”、“旗帜工程”和 “四创建一整顿”党

员设岗定责活动，开展了干部作风整顿和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发展党员 “双带”户２００多
户，创建党员科技示范户９０多户、党员先进文化
传播户４２户、党员科技示范基地２个。全乡每个
村至少确定３名后备干部和５名入党积极分子，加
强培养教育，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事业】　结合 《公民道德实

施纲要》，加强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开展评优树模

活动，组织实施 “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和 “五好

家庭”评选活动。乡文化站落实专人、场地和活动

经费，在井克梁、大纪汗、啊啦补、敖包等地举办

丰富多彩的农民业余文化活动。累计投资６２万元
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乡卫生院多方争取资金１８
万元，新修、维修平房１８间，设法落实了村医待
遇；加强农村人畜疾病防治、抗击 “非典”、高致

病性禽流感工作。全乡电视微波入户率达到７５％，
碘盐配给率达到９８％以上。

【撤乡并镇】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小纪汗乡、可
可盖乡两乡并乡建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小纪汗

乡党委会议室召开。刘亚忠副区长出席，李锦瑞、

李锦宏等区级部门负责人及可可盖乡党委书记罗正

忠、乡长王世清，小纪汗乡党委书记李明智、乡人

大主席贾栓栓、乡长马玉昌参加。会议传达了榆阳

区并乡建镇领导小组 〔２００１〕１号文件精神，成立
了由李明智任组长，罗正忠任第一副组长，马玉

昌、王世清任副组长，贾栓栓、刘振艮、余志飞、

李世禄、柳富祥、田晓宏为成员的并乡建镇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指定相关人员组成宣

传组和财务财产清理组。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举行
了可可盖乡并入小纪汗乡揭牌仪式。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小纪汗乡第十三
次党代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李明智、王世清、贾

志荣、杨磊、纪林华、郑秀和、米林甫、柳富祥、

寇治荣９人为党委委员；李明智当选乡党委书记，
王世清、贾志荣、杨磊当选副书记。选举产生由贾

志荣、李荣、薛金才、薛彦军、谢文成５人组成的
乡纪委，贾志荣当选乡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５日，小纪汗乡第十二届人代会第
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５１名。会议听取审议了
乡 《人大工作报告》和 《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

过了相关决议。贾栓栓当选乡第十二届人大主席，

王世清当选乡长，米林甫、郑秀和、纪林华、柳富

祥４人当选副乡长，方茂发、冯兴华、刘玉祥３人
当选人民陪审员。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８日，小纪汗乡第十二届人代会
第二次会议在乡政府会议室召开，出席代表５２名。
会议听取了 《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相关决

议；补选张晓明为乡长，张芝国为副乡长。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０日，小纪汗乡第十二届人代会
第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５０名。会议听取审议
了 《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相关决议，补选马

皓为乡人大副主席。

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１日，小纪汗乡第十二届人代会
第五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５１人。会议听取审议
了 《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修补榆可路、小可油

路的报告》、《农网改造的报告》、《关于米林甫同

志辞去副乡长的决定》，并形成相应的决议。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小纪汗乡被市委、市政府
授予小康乡称号。

（米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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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李明智
人大主席　贾栓栓
乡　　长　马玉昌 （２００２３调离）

王世清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３４调离）
张晓明 （２００３４—）

补浪河乡

【概况】　补浪河乡位于榆林城区以北６１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４８０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２万亩；总
人口１２５３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１１万人。辖 １５
个行政村、９６个村民小组；有党支部１５个、中共
党员４６５名。有信用社、邮政所、兽医站、卫生
院、电管站、供销社 ６个企事业单位和补浪河中
学、中心小学等６所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１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４５万元，粮食产量１２８００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１９５０元。人口出生率 ８１‰，自然增长率
３５‰。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８００万
元，财政收入４８万元，粮食产量１３５００吨，农民
人均纯收入２０８５元。人口出生率８９‰，自然增长
率４１‰。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３２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５２万元，粮食产量１３００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１２５元。人口出生率９０‰，自然增
长率３６‰。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５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５６万元，粮食产量１３４８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２５０元。人口出生率９２‰，自然增
长率５１‰。２００５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５６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６２万元，粮食产量１３５０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５０元。人口出生率８３‰，自然增
长率３７‰。

【农业工作】　补浪河乡围绕 “以农养牧、以牧致

富”的主导产业发展思路，努力调整农业农村经济

结构，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以

水地种草为支撑的舍饲养羊和温棚养猪两大产业，

突出抓好以养羊为主的特色畜产业。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全乡羊子饲养量由９２万只增长到１１５
万只，生猪饲养量由４３万头增长到６５万头。

【财政管理】　坚持做到财政管理的 “两坚持”和

“两严格”，即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依据财力

状况统筹安排各项工作，确保不负债；始终坚持从

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促进增收节支；严格控制

支出，严格厉行节俭。在项目建设上，严格执行招

投标规定，实行先筹措资金后建设项目的办法，并

对项目事前进行审计，杜绝 “无资”项目和 “举

债”项目建设，有效防止了债务形成。

【小城镇建设和非公有制经济】　多渠道筹资加快
小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 ３８０多万
元，硬化市场街面１６８００平方米，新建门市２８０多
间，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乡镇企业总产

值从２００２年的３７０万元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１０万元，
乡境内现已开采天然气井２６口。

【扶贫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市、区千名干
部下乡进村建设小康社会总体工作要求，补浪河乡

不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健全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机

制。积极争取多方投资，改善全乡 １５个村的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状况，砌护Ｕ型渠道，加宽改直
乡村道路，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和卫生建设、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优化。对全乡 “三难”户、重大病灾

户、五保户进行详细摸底，保证将民政部门下拔的

救助款如数、及时发放到位。

【计划生育工作】　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重点，以
优质服务为核心，突出抓计划生育综合服务建设和

合格村建设。优化技术服务，强化网络建设，规范

管理程序，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水平，努力实

现计划生育工作由行政命令向综合服务转变。

【党建工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将党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推动三

个文明协调发展，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和入党积极分

子培养教育工作。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召开补浪河乡第
十二次党代会，选举谷世保为乡党委书记，高怀

发、赵鹏飞、陈兴华为乡党委副书记，选举陈兴华

为乡纪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１日，召开补浪河乡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高怀发当选乡长，李金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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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乡人大主席。２００４年５月５日，召开补浪河乡第
十四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赵二虎当选乡人大主

席；同年８月５日，高保平当选乡人大副主席。
（李晨飞）

书　　记　高正祥 （２００１调离）
谷世保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白万荣 （２００１调离）
李金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赵二虎 （２００４—）

乡　　长　曹建忠 （２００１调离）
高怀发 （２００２—）

红石桥乡

【概况】　红石桥乡位于榆林城区西南５２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５４０平方公里，其中耕地１７万亩；辖
１５个行政村、６５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１７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１１６万人。全乡有党支部１９个，中
共党员４９０名；有卫生院、邮电所、信用社等机关
企事业单位，有红石桥中学及双红、王连圪堵、房

梁、油房湾４所小学。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４６４４万元，

财政收入５０万元，粮食总产量９０００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１９８０元。人口出生率 ６４‰，自然增长率
２４‰。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５０００万
元，财政收入７５万元，粮食总产量９８９４吨，农民
人均纯收入２０００元。人口出生率７３‰，自然增长
率１４‰。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６８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 １０５万元，粮食总产量 ９５２９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７５元。人口出生率７７‰，自然
增长率４７‰。闹牛海则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７０００万元，财政
收入１１０万元，粮食总产量９５７８吨，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２５００元。人口出生率 ７１‰，自然增长率
２７‰。红石桥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年，
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７２００万元，财政收入 １８０
万元，粮食总产量１０１０８吨，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６８０
元。人口出生率 ７５‰，自然增长率 ５３‰。马路
湾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工作】　针对川滩河谷等不同的地理条件和
地域特点，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民增收为

目标，通过财政补贴、干部联户工资担保贷款、群

众自筹资金等方式，重点发展肉牛养殖、舍饲养

羊、温棚养猪、玉米制种四项农业主导产业。乡财

政先后补助３００多万元，支农贷款５００多万元，乡
干部给每户担保贷款５０００元至２万元；引进秦川
肉牛１４８０头，购进辽宁白绒种山羊２５００只，建成
养殖示范场 １个、示范村 ３个、示范户 １２５户。
２００５年底，全乡玉米制种１０３００亩，育苗２０００亩；
羊子存栏 ４２万只，生猪存栏 ３８万头，牛存栏
２８００头。确立林业大乡奋斗目标，投资３５０万元，
建成古城界 １５万亩精品林基地和红左路绿色通
道、“三个百树”工程、“三北”四期防护林工程；

在草滩地区、红海渠沿线水地种草，生态种草累计

保存面积９万多亩，人工造林累计保存面积２５万
亩，林草覆盖率达５９％以上。

【财源建设与财政收入】　按照工业强乡的思路，
乡政府协调收回长庆钻井土地临时税源，狠抓零散

税源，进一步壮大乡办煤矿等支柱产业税源，加强

煤矿等企业的安全生产和技术改造，将长城煤矿、

大川沟煤矿的产量分别由２０００年的３万吨提高到
２００５年的３０万吨和２０万吨，为乡财政每年新增可
支配财力近６００万元。提升长城焦化厂煤炭合成生
产效率，更新左界砖厂、李家坟砖厂、宏盛砖厂生

产设备，提升产能，拓宽增收渠道。按照农业稳

乡、生态立乡的思路，鼓励引导农户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舍饲养羊、温棚养猪、肉牛养殖、玉米制

种等产业，鼓励农户大种草、广种草，仅优质饲草

草籽和花棒、踏榔等草种收入就占到农民人均纯收

入的２１％。

【小城镇建设】　按照 “农村城镇化、乡村一体

化”的发展目标，依托区域优势，延升拓展原有街

道。２００４年聘请陕西长城绿景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会同区建设局，对全乡集镇建设进行统一规划。

新修乡政府办公大楼及其附属设施，维修乡计划生

育办和乡信用社，新修乡电管站、红海渠、卫生院

及中学灶房、库房；新建农民科技培训大楼１座，
个体门市４０间；铺设主街道油面２公里，完成农
电网改造４公里，硬化绿化了集贸市场；架设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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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座，新修排洪沟４６公里，建成微波电视小片网，
新安装通村微波网２０台，建成集镇供水工程１处，
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

【扶贫工作及社会事业】　建立领导干部联系贫困
户、帮扶贫困户、计划生育户和党员结对帮扶制

度，实行党委成员挂片包村。争取计划、水利、农

业、畜牧、电力等部门资金１０００多万元，乡村配
套资金５００多万元，进行农业主导产业开发、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交通道路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通

过乡财政补助方式，从２００４年起，全面免除全乡
中小学生学杂费和取暖费；免收全乡５岁以下儿童
在本乡卫生院的治疗费，免收适龄儿童防疫费和免

疫费；免除全乡所有动物防疫费、检疫费、免疫

费，减免全乡碘盐配给费；向各行政村每年每人补

助５元公益事业建设经费，对全乡范围内年人均收
入不足８６５元的贫困户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成立龙
盟集团、榆林移动公司、长城煤矿教育奖助基金

会，每年筹措资金２７万元，用于奖学助学。

【计划生育工作】　巩固 “三村”战略成果，继续

实行计划生育死包硬罚、重奖重罚制和 “一票否

决”制，严把 “三查”关、非婚同居关、流动人

口管理关，稳定了低生育水平。搞好 “三查”、独

生子女证、准生证发放、健康普查、妇病普查、知

情选择、重点对象跟踪服务等工作。开展关爱女孩

行动，治理性别比失调问题。全乡计划生育率达到

９０％，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７４‰以内。

【党建工作】　实施“教育为基、典型为范、管理为
则、纳新为源、建设为旗”五大战略，树立“好书记、好

队伍、好制度、好作风、好思路”五好新风。发展党员

２２５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３８名，建成一类支部１０
个、二类支部５个，无三类支部。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红石桥乡第十二
次党代会在乡政府召开，出席代表 ６９人。会上，
万彪、马志宏、王建伟、冯国华、刘生元、李振

军、高玉柱、谢柱才当选乡党委委员，刘生元当选

乡党委书记，王建伟、高玉柱、万彪当选乡党委副

书记；万彪、冯怀林、刘文明、张鹏峰、陈长军当

选乡纪委委员，万彪当选乡纪委书记。２００２年４月

２日，红石桥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在乡政
府召开，出席代表４７名。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冯国
华所作的人大工作报告和王建伟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会上，冯国华当选乡人大主席，王建伟当选乡

政府乡长，马志宏、谢柱才、刘治祥当选副乡长。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６日，红石桥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二
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会上，李世禄当选乡长。

２００４年３月４日，红石桥乡第十五届人代会第四次
会议在乡政府召开。会上，王双世当选科技副乡

长，刘文明当选计生副乡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人口
与计划生育综合服务乡镇；２００４年，被省委、省政
府评为陕西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被市财政局

评为全市 “村财乡管”先进乡，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治安模范乡，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乡镇荣誉

称号；２００５年，被陕西省委评为 “旗帜工程”省

级综合示范先进乡 （镇）党委，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治安模范乡，被市委、市政府评为２００４年度万
名干部下乡包村工作先进集体，被市委、市政府授

予文明乡镇荣誉称号。

（余　峰）

书　　记　刘生元 （２００２１０调离）
王建伟 （２００２１０—）

人大主席　曹国庭 （２００１离任）
冯国华 （２００２—）

乡　　长　王建伟 （２００２１０调离）
李世禄 （２００２１０—）

巴拉素镇

【概况】　巴拉素镇位于榆林城区西北３９公里处，
总土地面积４４６平方公里，耕地面积４０２９万亩；
总人口１１３１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１１１４万人。辖
１２个行政村、５２个村民小组；党支部１５个，中共
党员４３９名；有土地所、国税所、地税所、工商
所、派出所、法庭、供电站、林场、医院、放大

站、畜牧站、供销社、造纸厂等１４个机关事企业
单位，有巴拉素中学和巴拉素中心小学、讨讨滩丹

尼尔希望小学、大顺店小学等１０所小学。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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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０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６４５万元，粮食产量１１７２４吨，农民人
均纯收入１４８３元。人口出生率５５‰，自然增长率
－０５‰。２００２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３００万
元，财政收入６９５５万元，粮食产量１１１１３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５２１元。人口出生率１０‰，自然增
长率３５‰。２００３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５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 ７６５１万元，粮食产量 １２５０６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６０４元。人口出生率９２‰，自然
增长率３‰。２００４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０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 １０２５万元，粮食产量 １２８００吨，
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７３元。人口出生率４‰，自然增
长率３４‰。白城台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
年，全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５０００万元，财政收入
１５２７万元，粮食产量１２８３４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３５０元。人口出生率９‰，自然增长率３９‰，大
顺店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主导产业】　基本实现了产业模式由单一的
羊子产业到畜草、沙棘、林木、青椒和劳务输出共

同发展的转变。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镇羊子存栏 ７
万只，较２００１年净增３万多只；生猪存栏１６万
头，较 ２００１年净增 ４０００头；引进优质白绒山羊
７０００只、改良３万只；引进优良种猪１００多头，争
取贷款５００多万元引进推广先进养殖技术。２００１年
至２００５年，改造羊子圈舍３０００多间，改造温室猪
棚２４００多棚。２００３年起步沙棘产业，栽植成活面
积４万亩；林木产业在大漠纸业公司沙柳造纸项目
带动下，年沙柳栽植面积 ２万亩左右。青椒产业
２００５年初建成冷藏保鲜库１座，当年种植青椒３００
亩，亩均增收 １５００元。每年劳务输出 ２０００多人
次，实现产值１６００多万元。

【财政工作与财源建设】　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中心，狠抓 “生财、聚财、用财”之道，积极组织

收入，合理安排支出。２００５年，完成财政收入
１５２７万元，较上年增长 ５０多万元。加强财源建
设，最大限度组织收回各项税源，鼓励和引导农民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增收。２００４年引资建成造纸
厂，成为沙柳加工龙头企业，开辟了农民销售沙

柳、劳务输出增收新渠道。２００５年引资建设保鲜
冷库，引导农民种植青椒，发展草畜产业，引进种

植青杆玉米、苜蓿等优质牧草，从辽宁盖县等地大

量引入白绒山羊，提高种养殖业效益。

【小城镇建设】　按照 “建设榆阳西部中心镇和经

济强镇”目标，以龙头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

发展促进小城镇建设，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抓住榆

补路建设、大漠纸业公司项目上马的机遇，加快小

城镇建设。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共修建临街门市８１
间 （２７５０平方米），完善排水渠道 ２０００米，硬化
街面、道路４０００米，新建政府办公楼、中学教学
楼、小学教学楼、纸厂办公楼。在信贷、土地征用

等方面给予优惠，为个体工商户和非公有制企业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２００５年新增民营企业２户、个体
户２３户，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３０万元，实现产值
９６０万元。完成付家坑、巴拉素２个集贸市场建设，
镇政府所在地完成小城镇规划编制并通过省级验

收。

【扶贫工作】　按照市、区 “千名干部下乡包村建

设小康社会”总体要求，建立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制

度，落实计划生育 “三结合”帮扶制度。争取财

政、计划、水利、农发等部门投资近千万元，实施

农业主导产业开发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７个村组农网改造工程，实施白城台等 ３个村
１２０００亩农综项目，新修乡村公路４０多公里，实施
人畜饮水工程２处，沼气建设２００多户。２００５年将
全镇各类贫困对象排座归类，实行针对性救助。全

镇人均纯收入 ６２５元以下的特困家庭共 １８４户、
５３８人，其中五保户１２户１２人，低保户１２户５２
人，定供户５０户５０人，领导帮扶３３户，全部落
实到位；另有６２户纳入干部包扶和临时救助范围。

【计划生育工作】　以实现国家级优质服务镇为目
标，贯彻 “一法五规”，加强五项治理，实施 “三

村”战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

动，实行孕妇定点分娩制度，制止打击溺弃女婴行

为；巩固完善计划生育服务阵地，提高计划生育服

务质量，稳定低生育水平。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
镇计划生育率为９８％，重点对象三查率１００％，优
惠政策兑现率９９％，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以
内。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全镇８０％以上的村分别创
建为市、区级自治村。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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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加强党委自身建设，注重班子团结
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认真落实党建目标管理责任

制。２００４年制定 《基层组织建设 “三级联创”三

年规划》、《发展党员三年规划》，在村级党支部开

展 “四创建、一整顿”和党员 “设岗定责”活动。

２００５年，进一步推动 “旗帜工程”和 “三级联创”

工作，发挥 “一区三户”党员带动作用。全镇１２
个行政村共建有党员责任区 １２０个、党员 “双带

户”６０户、“党员科技示范户”３０户、“党员先进
文化传播户”１２户。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巴拉素镇第十
一次党代会召开，应到代表７１人，实到６５人。郭
锦飞、马双成、艾阳、刘世喜、任志鹏、杨永峰、

张虎则、赵二虎、谢文亭当选镇党委委员，郭锦飞

当选镇党委书记。杨永峰、赵二虎、张虎则当选镇

党委副书记。刘建飞、李发祥、吴凤飞、张虎则、

陈志革当选镇纪委委员，张虎则当选镇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巴拉素镇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在镇政府召开，出席代表４５名。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马双成所作的 《人大工作报告》和杨永峰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杨永峰当选镇长，刘世喜、任志

鹏、艾阳当选副镇长。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巴拉素镇
第十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在镇政府召开，郑秀和

当选镇人大主席，赵应华当选镇长，田治军当选副

镇长。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小康
镇；２００３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人工增雨防雹
先进镇；２００４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计划生育
综合服务乡镇，被市纪委评为全市纪检办案工作先

进集体。

（康　峰）

书　　记　周凤斌 （２００１调离）
郭锦飞 （２００２—）

人大主席　白春权 （２００１调离）
马双成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郑秀和 （２００４—）

镇　　长　杨永峰 （２００３调离）
赵应华 （２００４—）

芹 河 乡

【概况】　芹河乡位于榆林城区以西６公里处，东
与榆阳镇接镶，南与横山县白界乡交界，西、北分

别与巴拉素镇、小纪汗乡为邻，南北长约２０公里，
东西宽约２８公里，总土地面积３８５平方公里，总
耕地面积３４７９９亩。全乡辖１６个行政村、７９个村
民小组，总住户 ３３７５户，农业人口 １３２３９人；有
党支部１８个，中共党员４０３名；有土地所、医院、
邮电所等 ８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有中学及中心小
学、长海则、张滩、酸海则、口则、水掌７所中小
学校。

２００１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６００万元，
财政收入５１８万元，粮食产量９７００吨，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１６００元。人口出生率 ８３‰，自然增长率
４６‰。２００２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 ２７００万
元，财政收入 ２８８８万元，粮食产量 ９７８８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６８９元。人口出生率９４‰，自然增
长率５６‰。２００３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９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３４７万元，粮食产量１３２５８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２６元。人口出生率９５‰，自然增
长率４３‰。２００４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２９００
万元，财政收入１８５万元，粮食产量１３２６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４０元。人口出生率９‰，自然增长
率４８‰。谷地峁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２００５
年，全乡完成工农业总产值３０００万元，财政收入
１７２万元，粮食产量 １３２６８吨，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９４５元。人口出生率１２‰，自然增长率８２‰。纪
小滩村达到小康示范村标准。

【农业生产与生态建设】　芹河乡年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保持在５０００亩左右，主要种植制种、油料作
物和葡萄、蔬菜等，实现收入１７６万元；３万亩耕
地以种植大田玉米和种草为主，满足全乡畜牧业发

展需要。畜产业发展方面，鼓励群众种草、青贮，

２００３年完成种草１２０００亩、青贮１２０００吨，全乡种
草面积保持在 ８８００亩。实施品种改良示范带动，
包乡部门区纪检委 ２００２年帮助引进白绒山羊 ４０
只，乡畜牧站从麻黄梁乡调入良种羊３０只，各村
自筹资金引入新品种，基本实现了品种更新换代。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乡羊子存栏由２８１００只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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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０００只，增长了 ４７％；养猪由 １４６００头增加到
３５０００头，纪小滩村的温室养猪 ２００４年发展到
６０００头，创收１６０万元，人均创收１２００元；全乡
笼养鸡由５００只发展到６４户近１０万只。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先后投资３０多万元，在长海则建成千亩
草原种草示范基地，养羊示范户发展到４６户；长
城则、黄七墩等村连片种草近千亩；向区畜牧部门

争取草籽２０００多斤，全部免费发放到群众中，引
进美国Ｗ３２３草籽，大幅提高了种草效益。２００２年
榆补路开通后，动员干部、群众、学生，采取责任

包干办法，短期内完成绿化工程。２００３年，对水
掌村和前湾滩万亩荒沙进行二次飞播；实施 “三个

一百”工程，在前湾滩植树 ２０万株，保存面积
１１０亩，落成 “工程碑”１座；实施 “天保工程”

和 “三百四期”防护林工程，５年累计植树造林
８４５０多亩。

【扶持农业发展工作】　先后在酸梨海则、长海则
等村邀请区有关部门科技人员组织科学种田、养畜

等学习培训，培训人数达３０００多人次，并组织村
民参观外乡的农业综合项目和沼气利用项目。从

２００４年起，组织干部２５７人次，给５５６户村民结对
贷款 １８０２万元，平均每户 ３２４１元。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协调信用联社向农民借贷 ６０００多万元，
纪小滩村干部连续两年为本村信用担保１２０万元以
上。发挥城郊乡区位优势，加强政策引导，每年输

出劳务 ２１００多人次，创收 １０５０万元，人均收入
５０００元。同时，先后开办多家乡镇企业和多间商
业门市，马家峁、水掌村炖土鸡和口子小组手抓羊

肉等农家餐饮已形成特色。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２年，榆补路贯通乡境；
２００３年，榆靖高速贯通乡境。２００２年冬季，开通
天鹅海子排梁至横山土地海则４公里道路，此后相
继开通红蟒路、长沙路、长石路和榆补路数条连接

线。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芹河乡对１４个村进行农网
改造，总投资 １２００多万元，其中群众自筹资金
４３７万元；协调电力部门，争取新增变压器７台、
高压线路 ３０００米，其中长海则 ２０００米、黄七墩
１０００米，解决了个别村的日常用电和农灌用电不
足问题。长庆公司、陕京一线二线压气站、壳牌公

司、榆横矿区等集团公司相继落户芹河，以长海

则、红墩为中心的工业基地逐步形成。２００３年，乡
计生综合服务楼开始选址、办理手续并进行基建，

先后投资２４０多万元，于２００５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小城镇建设】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筹措资金４０余
万元，硬化马家峁集镇路面并修建标志性建筑；投

入固定资金 ２００多万元，扩建翻修了商业门市。
２００２年，省上批准芹河开发小区后，从２００３年起
先后投资 ３００万元，推开了纵横 ５条路基。２００４
年，小区根据国家政策取消开发区规划后，改为小

城镇建设规划，并转入实质性招商引资阶段。２００５
年，投资２０００万元硬化道路２条，引进榆林卫校、
榆林第九中学，筹建榆林市老年公寓。

【非公有制经济】　发挥地处城郊、交通便利优势，
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５年，个体
工商户由９８户发展到２００多户，增长１倍多；乡
镇企业总产值由６８０万元增长到１０４２万元，增长
了５３％。

【教育教学工作】　２００３年实施教育 “四制”改革

后，制定了严格的 《教师管理、考核与奖罚办法》，

在教师使用上实行择优上岗，对考核末位予以淘

汰，发给２４０元基本生活费待岗培训，连续三年考
核不合格者予以辞退。２００４年，实行全乡 “撤点

并校”工作，清退全部民办教师，将原有的２５所
小学撤并为４所完全小学；为全乡３年级以上学生
开设了英语和电脑课，基本实现了与城区的同步

化。乡上出资２０多万元，扩建酸梨海则小学，并
购置相关设施。乡中学升学率由２００２年全区４４所
中学中倒数第５名，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第６名，被评
为教育工作先进乡镇并两次在区上作经验介绍。

【计划生育工作】　成立计划生育督查队，将责任
具体落实到人；严格实行干部错案追究制、“三年

回访制”和 “一票否决”制；开展查 “三非”打

“五假”整治，加大外逃户追逃和计划生育有奖举

报力度。２００３年，摘掉 ２００１年的计划生育黄牌；
２００４年建成市级计生优质服务乡；２００５年度计划
生育工作考评中，名列全区第三名，成为计生工作

先进乡。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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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　深化创建 “五型”机关

和 “五型”支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

制定出台 《干部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了班

子建设。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坚持 “三会一课”制

度，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培养接收农民党员

５２名，评选优秀党员、党务工作者９０多名、先进
党支部６个。完成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和第五、
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评选文明村 ４
个、文明单位３个、文明校园３个、“十星级文明
户”１００多户、“十星级文明标兵户”３０多户。

【信访稳定工作】　针对乡情复杂、上访严重问题，
芹河乡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每年在两干会上进行专

门部署，成立信访机构，指定专职信访员，完善信

访制度，解决了一批遗留信访案件，及时化解了新

的矛盾纠纷。全乡未发生到市、赴省、进京越级上

访重特大事件。

【主要会议】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召开芹河乡第
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日，召开芹河乡第十四次党员代
表大会，出席代表６７名。会议选举产生了由蒲海、
白春权、任如冰、周增雄、牛建国、李建林、高山

亮、李荣、叶士伟９人组成的乡党委，蒲海当选乡
党委书记，任如冰、周增雄、牛建国当选乡党委副

书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牛建国、贾子文、白杨、

杨碧华、尤鹏兵５人组成的乡纪委，牛建国当选乡
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芹河乡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在乡政府召开，参加会议代表４９名。
会议选举白春权为乡人大主席，任如冰为乡长，李

建林、高山亮、李荣为副乡长，贾子文、姬世智为

人民陪审员。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４日，组织了芹河乡第十五届村
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０日，召开芹河乡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选举纪磊为乡长，孙凤

祥为副乡长。

２００５年６月，芹河乡开展村级党支部换届选举
工作，１１月１６日进行第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依法选举产生了各村委会干部。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２年，被市纪委、监察局评为全
市纪检、监察查办案件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０３年，被
市委、市政府评为计划生育综合服务乡镇；２００２至
２００５年，在防疫工作、碘盐发放和各项民政工作中
共获区级以上奖励２８次。

（白　杨）

书　　记　康占璋 （２００２１调离）
蒲　海 （２００２１—２００２９）
刘　瑜 （２００２９—）

人大主席　刘殿贵 （２００２２调离）
白春权 （２００２２—２００４２）
任富来 （２００４２—）

乡　　长　任如冰 （２００３５调离）
纪　磊 （２００３５—）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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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

新明楼街道办事处

【概况】　新明楼街道办事处位于榆林城区中心。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辖区范围东至东沙沙畔，西至
榆溪河，南至榆阳河，北至钟楼巷，总面积６５平
方公里；下辖１３个居委会、１个家委会、５９个居
民小组，常住人口９７２１户２３０６８人；驻有省、市、
区属单位１２０个；下设党支部４个，机关内设科室
１２个，有干部５１人。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办事处
辖区范围调整为东至东城墙，南至榆阳河，西至榆

溪河，北至钟楼巷，总面积３８平方公里；下辖７
个社区居委会、３９个居民小组，常住人口６１１４户
１７２３７人，驻有省、市、区属单位５５个；全办下设
党支部９个，机关内设科室１３个，有干部职工５２
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０１年，企业总产值完成２５８０万
元，固定资产投入完成 ６５万元，税金完成 ４８万
元。２００２年，企业总产值完成１５００万元，固定资
产投入完成 １０００万元，税金完成 ６５万元。２００３
年，企业总产值完成１４００万元，固定资产投入完
成３２０万元，税金完成４２万元。２００４年，企业总
产值完成１３７７万元，固定资产投入完成４５万元，
税金完成４３万元。２００５年，企业总产值完成１５３０
万元，税金完成３６０万元，固定资产投入完成２８０
万元。

【财政税收】　２００１年区上下达财税任务１７２万
元，完成１７３万元；２００２年下达财税任务 １２万

元，完成２９万元；２００３年下达财税任务１２万元，
完成４１万元；２００４年下达财税任务３０万元，完成
５６万元；２００５年下达财税任务 ４０万元，完成 ５７
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硬化巷道３８条２４３５
米，新修下水道 ３７条 ２８４８米，维修巷道 ３５条
１５６３米，新修公厕１处，维修公厕１６处，维修下
水道１２条２４５米，帮硷子２处１３５米，新建垃圾
箱７个。２００２年，硬化巷道 ３３条，维修巷道 ２１
条，修建公厕６所，维修公厕５处，新修２个社区
居委会办公场所。２００３年，硬化巷道１２条８０００平
方米，铺设下水网管８处２１０米，新建、维修厕所
６处。２００４年，改造巷道 １１条 １８０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５年，新修建巷道１０条近１５０００平方米，新修
垃圾仓９个，新建水冲式厕所 １处，维修公厕 ３
处，新建社区居委会办公室１处。

【环卫建设】　成立环境卫生领导机构，设立环卫
站，全面负责辖区内７６条６米以下巷道６８３１６平
方米的环境卫生。配备卫生保洁员２３名，环卫督
查员１５名，对环卫工作实行捆绑式管理，确保人
员、报酬、措施到位。制定了 《六米以下巷道卫生

目标责任制》、《卫生员岗位职责》、《卫生监督员

职责》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７６条巷道及卫生死
角按方位、地块、巷道进行明确划分，形成了街

道、社区、单位、小区、巷道五级管理网络和社区

环境卫生体系。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共清运垃圾
２７６处４８２０吨，清除杂物４１６处１１２０多吨，清除
野广告、野传单 ８３２００多张，基本上解决了脏、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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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差问题。

【城市扶贫】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开展以 “五扶”

为主要内容的 “党心连民心，亲情进万家”活动，

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２００１年，辖区包扶特困户
４６户，捐款捐物５６７０元；有低保户８７户，社会定
补对象２３户，优抚对象６户，贫困户１４０户；发
放社会定补 ２３５７０元、优抚款 ２０１７８元、低保款
２５５１５元，发放救助面粉１４０００斤、肉１８５斤、衣
物２０包、棉衣２０套、现金２０００元。２００２年，给
１４５户３１３名特困居民发放救助面粉１０７５０斤、棉
衣１０套、棉被１０块。市、区领导及办事处机关干
部、私营企业人员与１４５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发放现金５４５０元、面粉３６５０斤。全办共发放定补
款１５０１０元、优抚款１８８８２元、低保款４１８７５０元。
２００３年，给１００户特困户发放面粉２０００斤、棉被
４０床、食用油４００斤、肉４００斤。全办发放社会定
补１１２８８元、优抚款３１６１９元，为９８６户２５０８人发
放低保金１３３２４００元。２００４年，给８６户特困户发
放救助款１７７００元，米面油肉５０５０斤；发放社会
定补１０２２０元、优抚款２８４８元，向１０８２名低保对
象发放低保金１５３１３５０元。２００５年，为１３０户特困
户发放社会救济款９７００元，优抚款１８０００元，救
灾款１００００元，米面油６７５０斤；为８０户老弱病残
弱势群体发放燃煤１００吨，给９９０户２５５２人发放
低保金１８１２６００元。

【计划生育】　加强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深化优质
服务。突出抓好 “三村”战略实施，提高了社区自

控能力和自治水平。加强流动人口和干部职工计划

生育管理，深入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
每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１０‰以内，出生人口持证率
９８％，验证率１００％，房业主合同签订率１０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办事处设立综治办，３名
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各社区成立民警办公室，

形成街道、社区、单位、小区四级组织领导、创安

联防、普法教育、民事调解、刑释解教安置帮教、

禁毒、矛盾排查等一系列工作网络。建成封闭式创

安小区１８个，半封闭式小区３６个，开放式小区８
个。６２个安全小区有安全员８１人，治安联防员４９

人，做到了人员、制度、措施、报酬 “四落实”。

开展创建 “安全榆阳”、 “平安榆阳”活动，在大

街小巷、单位小区进行不同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４个社区、３６个单位先后创建为市、区级安全 （平

安）社区、单位。矛盾调解率达１００％，调成率达
９８％。开展 “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和 “四五”

普法教育，强化全民科学素质和知法、懂法、用法

观念。

【党建工作】　每年召开 ８次以上党建工作会，２
次以上民主生活会，１０次以上例会。党工委书记
履行 “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 ２个党建联系
点，党工委成员每人抓１个党建联系点。人、财、
工程等重大事项实行集体决策，施行财务 “双审联

签”制度。搞好基层组织建设。开展 “评优树模学

先进”活动，机关内部党员参评率达 ９５％以上。
２００１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８名，新发展党员８名；
２００２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１３名，新发展党员 １１
名；２００３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７名，新发展党员
８名；２００４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４名，新发展党
员１２名；２００５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４名，新发展
党员８名。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０１年，建成省、市、区级文
明单位９个，市、区级卫生先进单位５个，建成文
明大院２６个、五好家庭５６户。２００２年，建成省、
市、区级文明单位１５个，五好家庭６１户，文明巷
道２条。２００３年，建成省、市、区级文明单位 ８
个，其中省级文明示范单位１个，省级文明单位１
个，市级２个；建成文明大院１４个，五好家庭３５
户，文明小区２个。２００４年，建成市、区级文明单
位７个，其中市级５个；文明小区１个，文明大院
１４个，五好家庭３５户。２００５年，建成市、区级文
明单位５个，其中市级２个；文明大院１４个，五
好家庭３５户。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治安
模范办事处，被省乡企局授予企业财务管理先进集

体；２００２年，被省政府授予先进体育社区；２００４
年，被省政府授予劳动保障工作示范社区，被市

委、市政府授予文明机关，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安

全办事处；２００５年，被国家文明委、文化部授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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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先进社区，被市、区综治委授予创建平安榆

阳先进集体。

（余小艳）

书　记　马维良 （２００２离任）
朱序庆 （２００２—）

主　任　王忠山 （２００２离任）
刘建亮 （２００２—）
任如冰 （２００３—）

鼓楼街道办事处

【概况】　鼓楼街道办事处辖区范围为榆林城区钟
楼巷以北，榆溪河以东，镇北台以南，东岳路以

西，总面积６８５平方公里。全办辖７个社区居委
会、３５个居民小组，有党支部８个、中共党员２１０
名，常住人口 ９９２７户 ３００００余人，驻有省、市、
区单位１５８个。办事处机关位于榆林城区红山西路
２号，办公楼１９９８年建成启用，占地面积３５５０平
方米。机关内设２４个科、室、委、站，有干部７２
人，其中在职干部５３人。

【非公有制经济】　２００１年，完成企业总产值１７６２
万元，固定资产总投入６２万元，工业产值１０２万
元，建立非公有制工会组织１５个。２００２年，完成
企业总产值 １０８４万元，固定资产投入 ５４０万元，
新增个体工商户３６户、私营企业１２个。２００３年，
完成企业总产值１１８５万元，固定资产投入１０４万
元，工业产值６１２万元，增加值３４０万元，创利税
１２２万元，新增私营企业 ４户、个体户 １２４户。
２００４年，完成企业总产值１３００万元，固定资产投
入７１５万元，实现增加值 ３７５万元，工业增加值
１３０万元，新增私营企业４户，个体工商户１２４户。
２００５年，完成企业总产值１３２６万元，营业总收入
１２２１万元，增加值２７５万元；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８０
万元，工业增加值１３５万元。

【财政税收】　根据辖区契税零散的特点，狠抓
“网底工程”，强化税收征管力度。２００１年完成契
税征收１５万元，占年任务的１８８％。２００２年完成
税收５３万元，超额完成任务的１８％。２００３年完成

税收１５０万元，占任务的３００％。２００４年完成税收
１９８万元，占任务的１２３％。２００５年完成税收 １５３
万元，占任务的１３９％。

【基础建设】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新成立中老年
健身中心５处，新建社区居委会活动场所和党员活
动室２个，完成１处老年公寓前期准备工程。累计
实施硬化巷道工程５００００多平方米，安装排污管道
３５０００多米，新修便民公厕３个，维修公厕１０个，
自砌垃圾箱４０处，解决了红文昌楼２００多平方米
的洪水渠改造和修建工程。实施单位、庭院、小区

绿化、美化工程，动员辖区单位、居民种树 ５０００
多株，养花５００００多株。

【计划生育】　以创建计生优质服务区为目标，不
断健全完善优质服务机制。加强新型婚育文化建

设，全面开展 “关爱女孩”行动。认真落实各项计

生优惠政策，完善流动人口房主业主负责制和一证

管多证制度，进一步规范干部职工计划生育 “双向

管理”责任制。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办事处连续５
年在区委、区政府计划生育年度考评中荣获一等

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辖区人口稠密、单位集中，
商场、旅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众多。办事处动

员辖区社会力量，以抓防范为重点，以降发案、保

平安为目标，充分发挥辖区单位、社区居委会、办

事处的三级调解作用，逐步形成以办事处综治委为

龙头，创安办公室为骨干，基层治保调解 （单位保

卫科）为基础的综合治理立体结构。抓法律法规宣

传教育，在各社区推行 “安全文明家庭、平安小区

和普法依法进社区”宣传教育活动，加强了对刑释

解教、吸毒等重点人员的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开

展创建治安模范活动，辖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扶贫帮困】　动员辖区６０个机关单位与６０户特
困户建立长期帮扶结对关系。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
累计慰问特困户１２００余次，捐款３４２５００元，发放
大米２２５０斤、白面１７５００斤、油１２５０斤、肉２２５０
斤。

【劳动保障】　依托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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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和

“４０５０”人员实现再就业。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累
计培训下岗人员５００多名，新增就业岗位５６０个，
劳务输出９９８人次。

【防疫保健】　坚持做到上门服务、跟踪服务，实
行０至７岁儿童免疫插卡式管理和 “七苗”预防保

健工作。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建卡建证率达９８％以
上，满１２个月龄儿童免疫率和加强免疫率达９８％
以上，及时接种率达 ９０％以上，碘盐食用率达
９８％以上，乙肝全程免疫率达９０％以上。

【党建工作】　实行党委成员包支部、支部书记包
党员的联系点制度，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的领导和党

工委自身建设，落实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

责任制。全面推行党员承诺制，把党建主题创建活

动的着力点放在了解决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上。

制定出台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安排意

见》，修订完善各项制度２９项，形成了党员教育管
理的长效机制。

【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

着力点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创办社区家长学校，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组织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强化６米以下巷道的卫生管理。２００１年
至２００５年，共建成国家级文明单位１个、省级文
明单位７个、市级文明单位１３个、区级文明单位
４２个；建成省级卫生先进单位１３个、市级卫生先
进单位２２个、区级卫生先进单位４２个、文明大院
５０个、五好家庭４５２户。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１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２００２年，被省人口普查领导
小组评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被市政府

评为助残先进集体；２００３年，被省委依法治省领
导小组评为陕西省依法治理示范单位，被市委依法

治市领导小组评为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基层司法工作

先进集体，被省档案局评为机关档案目标管理省二

级。２００４年，被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分
别评为创建 “五型机关”标兵单位；被市建委评为

环卫工作达标单位；２００５年，被省统计局评为第

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集体，被市城建局评为２００４
年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被市妇儿工委、市

文明办、市教育局、市妇联评为家庭教育工作先进

集体。

（高　敏）

书　记　郝　亮 （女）

主　任　李云峰 （２００３离任）
曹　晖 （２００３—）

上郡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上郡路街道办事处位于榆林城区以南，
辖区北起榆阳桥，南至三岔湾，东邻青云乡，西接

榆溪河畔，总面积８５平方公里。辖１０个社区居
委会、３９个居民小区，常住人口７３１３户２８４７２人；
下设１０个党支部，有中共党员１５３名，其中机关
支部党员４８名；驻有中、省、市、区级机关企事
业单位９７个。办事处机关驻南郊上郡北路１００号，
内设２１个科、室、委、站，有干部职工６９名，其
中科级领导干部９名，在职干部职工５４名。

【街道经济】　２００１年，有街道企业９家，固定资
产投入８１１万元，总产值１４５４万元，其中工业产
值９００万元。街道企业工作晋升奖励一级。２００２
年，有街道企业１０家，其中新发展２家，固定资
产投入８２６万元，总产值１２５０万元，其中工业产
值８０５万元。２００３年，有街道企业１１家，新发展
３家，新增个体户９０户，固定资产投入１２０万元，
总产值１３６８万元，其中工业产值１０４０万元。街道
企业工作晋升奖励一级。２００４年，有街道企业１３
家，新发展４家，新增个体户１０５户，固定资产投
入２６６万元，总产值 １４９０万元，其中工业产值
１１２５万元。２００５年，有街道企业１２家，固定资产
投入５７０万元，总产值１５９８万元，其中工业产值
５７０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筹集资金 １０万元，
硬化小康巷 ６００米。２００２年，筹集资金 １４万元，
硬化区委家属院巷道１５００米；７月，由居民自筹资
金１０万元，硬化延寿路北段２５００米；年底筹集资

—６３２—

榆阳年鉴



金２３０００元新建公厕３处，改造１处。２００３年，组
织动员机械队家属院居民修建夏洲路排污排洪渠

７００米；集资１４万元硬化集贤巷１５００米，卫校南
２０００米，永济路４８００米，开光路９００米，筹集资
金２１０００元新建公厕３处。２００４年，组织群众硬化
秦怀路６００米，由居民自筹资金７０００元新建公厕１
处，改造公厕１处。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筹集资金２万
多元在夏洲路至小康路安装路灯２０盏，铺设排污
管道４３８米，由居民自筹资金５０００元修建公厕 １
处。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累计投入资金 ４２０００元，
新建垃圾仓１０５个。

【环境卫生工作】　２００３年９月，根据市上有关城
区内６米以下巷道由区上管理的决定，成立上郡路
街道办事处环境卫生管理站，业务上受区爱委会、

区建设局双重领导，协助市环卫处开展环境卫生管

理工作，负责全办的爱国卫生工作。办事处所辖６
米以下巷道９５条，总面积１０８３５４６平方米，其中
硬化路面６３条，面积７５６５３１平方米；未硬化路
面３２条，面积３２７０１５平方米。雇佣环卫清扫保
洁和垃圾清运人员５９名。６米以下巷道取消垃圾散
点，新建垃圾仓１０５个，部分巷道实行居民生活垃
圾 “袋装化”管理，做到日产日清。制定出台

《环境卫生管理实施方案》、《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环卫站工作职责》、《机关卫生制度》、《社区居委

会环境卫生工作职责》、《清扫员工作职责》、《卫

生保洁工作职责》、《社区居民卫生公约》、《环境

卫生工作质量要求及考核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按章办事，严格执行。

【计划生育工作】　向辖区育龄妇女印发 “上郡办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卡”和 “避孕药具免费发放

卡”，开展避孕方法知情选择、育龄妇女 “三查”

服务工作和计生 “三结合”帮扶工作，重点对象

“三查”服务率达到 ９９％。开展 “婚育新风进万

家”活动和 “关爱女孩行动”，按时兑现居民独生

子女保健费。全面推行干部职工计划生育 “双向管

理”，联网实现了计划生育育龄妇女信息交换平台，

辖区单位男职工 “双向管理”建档３１７４人，建档
率１００％，男职工配偶 “三查”反馈 １６６８人，反
馈率１００％。与辖区房主、业主签订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责任书１６０８份。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全办计划

生育率１００％，人口出生率９３‰。

【民政工作】　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５年，兑现 ９９２户、
２４８２名下岗职工和辖区贫困家庭人员的城市生活最
低保障金，向特困户发放慰问金２万多元、救济粮
２万公斤、食用油１００桶。２００５年底向１００个贫困
户每户发放燃煤１吨，解决过冬取暖问题，同时组
织全体干部职工捐款６８００元、衣物５００多件救助
贫困户。与双扶汽修厂联系为辖区２０名残疾人配
备擦鞋机，支持再就业。２００５年，６位区级领导定
点包扶上郡路辖区６户贫困家庭，捐现金６０００元、
面粉３０袋。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协调榆天化党工委
捐资１万元，为榆阳区敬老院购置彩电、洗衣机、
被褥等物品。

【社区建设】　２００２年，整合成立１０个社区居委
会，负责管理辖区内单位及居民的计划生育工作、

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环境卫生工作，完成党工

委、办事处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２００３年，各社区
共选举人大代表８名，针对辖区居民的切身问题向
区人大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议案。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５年，开展激情广场文艺活动８场。以老体协为
主，组织秧歌、门球、太极拳、木兰扇活动并在松

树林和凌霄广场设立２个活动点。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实行 “一票否决”和 “属

地管理”，将全办划分为７９个安全小区，其中开放
式小区３１个，封闭式小区２９个，半开放半封闭式
小区１９个。在社区低保户中聘请义务治安员 １６８
名，做到人员、责任、报酬三落实。２００３年，接受
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检查，受到中、

省、市、区领导一致好评。辖区６２％的单位建成市
级治安模范单位，３８％的单位建成区级治安模范单
位，创安率和建成率同时达到１００％，综治工作连
续１０年禅联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和治
安模范办事处。

【武装工作】　主要负责预备役登记、地方与军事
专业对口登记、民兵军事训练、防空演练、征兵、

防汛和双拥等工作。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共向部队
输送合格兵６８人，参加学生和民兵军事训练１３余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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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工作】　２００２年整合设立１０个社区党支部，
选举产生了社区支部书记、副书记。先后有永康

路、夏洲路、上郡南路党支部荣获区级先进集体奖

励，夏洲路社区被区委评为先进性教育先进集体。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连续两年被市上
评为环卫达标单位。２００４年，被区政府评为爱国
卫生先进单位，被区武装部评为党管武装先进单

位；２００５年，被区政府评为爱国卫生先进单位和
环境卫生先进单位；被区武装部评为民兵预备役先

进单位。

（张　丽）

书　记　李增亮 （２００１离任）
康占璋 （２００２—）

主　任　刘宝山

青山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青山路街道办事处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８日
成立。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２月，辖区面积７０２平方
公里，居住人口１３６８５户５２１８９人，下设１８个居
委会；驻有省级单位５个、市级单位７４个、区级
单位６４个，大专院校 １所、中等专业学校 ４所、
中小学校４所。２００３年２月，榆林城区增设３个街
道办事处。青山路办事处辖区调整为 ６５平方公
里，四至变更为东至榆溪河、北至西人民路、南至

榆阳西路、西至大墩梁。辖区居住人口 １２１１１户
３８０００余人，共设社区居委会 ７个、居民小组 ３２
个，设党支部 ８个、有中共党员 １４２人。辖区驻
中、省、市、区级直属单位１０５个 （市、区政府设

在本辖区），有大专院校１所、中等专业学校４所。
２１０国道、包西铁路贯穿辖区。办事处机关位于常
乐路２９号，内设２１个主要职能科、室、委、所、
站，有干部职工６８名。

【街道经济】　２００１年，全办完成街道固定资产投
入４１０万元，非公经济总产值１２２６万元，工业企
业产值１０５０万元；完成税收任务１０９万元，超额
４９万元；发展个体工商户 １２３户。２００２年，完成
固定资产投入 １８０万元，企业总产值 １３３６万元，

营业收入１２８６万元；完成税收任务７７万元，超额
２１万元；新发展个体、私营企业６５户，安置下岗
待业人员３８８人。２００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入３８６
万元，非公有制企业总产值１００９万元，工业加工
业产值 ６１３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９１９万元、利税
１３４万元；完成税收任务 ５９万元，超额 １９万元。
２００４年，完成固定资产投入３５０万元，非公有制企
业总产值１１０５万元，实现利税１４７万元；完成税
收任务１６０万元；新增个体户１０４户，安排就业人
员２８５人，实现产值８０万元。２００５年，完成固定
资产投入３６７万元，实现非公有制企业总产值１１２８
万元、增加值２３８万元、营业收入 １０３８万元、利
税１２０万元；完成税收任务 １６０万元；安排就业
２３０人，实现产值６０万元。

【民政工作】　２００１年，对１５６０个城市贫困户和
下岗职工家庭入户摸底，确定低保对象６１５户１８４０
人，当年兑现低保１２６户３３４人，发放低保金８万
余元，捐助贫困户１５００余元、面粉３５００斤、安排
临时工 ３人。２００２年，兑现低保 ６１０户 １９００人，
发放低保金４５万元。２００３年，调查低保对象１２４６
户３７５８人，入保７０３户１９６１人；１０月份低保扩面
６７户１７５人，发放低保金９万多元。全办有特困户
２０６户，残疾人 ６７人，优抚对象 ４９人，其中市、
区级领导包扶２６户，办事处干部包扶１９户；救助
粮食４７２０斤，捐款２８００元，衣物２００多件，并发
放药品和部分生活物资。２００４年，落实低保对象
８８７户２４５７人，发放低保金１０４５万元；市、区级
领导干部包扶２７户，辖区单位包扶１１户；发放临
时救灾款９１４６元，救助面粉３５００斤，募捐救助款
１７７０元，资助特困大学生１２００元。２００５年，排查
低保对象８８１户２４４５名，退出低保２１户６３人，新
增低保对象２６户８３人；发放优抚对象补助金８５０８
元，并捐助部分生活物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０１年，建立派出所、居
委会、居民组三级管理网络，对各类重点对象实行

了规范化管理。２００２年，成立街道创安领导小组，
建立封闭、半封闭、开放式小区１０８个；在各社区
成立综合治理办公室，开展创建安全社区、小区、

楼院活动。２００３年，申报市级治安模范单位１０个，
区级治安模范单位５个；建成青山路示范安全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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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安全小区６０个，其中封闭式２７个，半封闭
式９个，开放式２４个，落实专兼职治安员８４名。
６月２５日开展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强化普法工作，辖区各教学机构将普法

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受教育率达 ８０％以上。２００４
年，开展创建 “安全青山办”活动，安全小区创建

率达５０％以上，覆盖率达７０％。２００５年，全面落
实辖区 “安全榆阳”创建各项工作，发放宣传资料

５万多份，培训治安联防员、安全员２次；调解民
事、治安案件 ７４件，解答法律咨询 ３００多人次；
配合法院调解、撤诉、判决、执行 ３件，调解率
１００％。建成区级安全单位３６个。

【党建工作】　２００１年，落实党建目标管理责任，
健全党员干部学习制度。建立党员活动室，每月１５
日为党员活动日；每月２５日由计育办组织人口学
校学习。２００２年，整建１４个居民党支部，培养６
名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以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为主题的廉政教育活动。成立信访领导机构，设立

信访办公室。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财务审批、政府

采购、政务公开等项制度。２００３年，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对照 《廉政准则》要求，作出书面廉洁承诺

并予以公示。９月底召开专题会议，对７个社区居
委会财务收支和财产造册登记情况进行内部审计，

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完善资料存档、群众评议和监

督检查等制度。２００４年，认真学习贯彻 “两个条

例”精神，４月中旬，特邀区党校理论教师进行专
门学习辅导。２００５年，组织领导干部学习 《榆阳

区建立警示训诫防线工作实施办法》以及区委 《关

于加强对党政 “一把手”管理和监督的实施办

法》，落实领导干部 “经常学廉、承诺示廉、公开

述廉、民主评廉、基层访廉、组织考廉”六项制度

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精神文明建设】　成立办事处精神文明建设领导
小组，实行属地化管理，形成共驻共管的共建运行

机制。将社区文化、社区教育与创建文明城区相结

合，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公

德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 “整治环

境、美化家园”、 “五型机关”创建和创 “三优”

（优良社会秩序、优质服务、优美环境）活动。加

强文明家庭建设，组织社会公德进万家知识竞赛和

健康知识普及活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持续开展文明
家庭、文明小区、文明楼院、文明店铺、五好家

庭、好媳妇、好公婆等创建评比活动；建成省级文

明单位１个，市级文明单位９个，区级文明单位１３
个；连续３年在火车站广场等地举办大型激情广场
社区文艺晚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

【征兵和信访工作】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共输送新兵
１７０名。信访工作达到 “三无” （无重信访、无越

级上访、无集体上访）标准，信访处结率１００％。
（赵宇霞）

书　记　李志忠 （２００１调离）
刘润宏 （２００２—）

主　任　高根堂 （２００２离任）
马玉昌 （２００３—）

驼峰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驼峰路街道办事处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挂
牌成立，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正科级建制。

辖区位于榆林城东，总面积５６平方公里，东至原
设计中的旧火车道，南至榆阳河，西至东城墙，北

至牛家梁林场家属院。辖 ４个社区、３６个居民小
组，常住人口４８６７户１８１６７人，暂住人口３０９９户
１０７９１人。辖区驻有省、市、区级单位２６个。驼峰
路街道办事处内设党委办、行政办、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工会、妇联、团委、信访办、精神文

明办、民政办、司法办、财政所、老龄办、劳动保

障站、企业办、计育办、计划生育服务站、环卫

站、防保所等１８个业务部门，有干部５０人；设党
支部５个，有中共党员１０９名。

【街道经济】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街道年平均完
成企业总产值６００万元，增长率５％；完成工业产
值２６０万元，增长率 ６％；完成增加值 １２０万元，
增长率 ５％；完成营业收入 ５５０万元，增长率
１０％；完成利润７０万元，增长率１０％；完成税金
３５万元，增长率８５％；固定资产投入逐年增加。
２００３年，下达税收任务 １５万元，实际完成 ２５万
元，占任务的１６３％；２００４年，下达任务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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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 ３８万元，占任务的 １９０％；２００５年，下
达任务８０万元，实际完成６６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多方筹资对逸夫小学以东及驼
峰北路、望湖路等主街道进行油面铺设。动员居民

集资和争取专项资金４２４万元，对辖区１２条主巷
和９７条支巷进行砖面硬化和排污设施建设。对人
口密集、居住集中和汛期易造成自然灾害的区域，

铺设了下水管道和排污设施。安装街巷路灯 ５千
米，架设各类光缆线路和天然气管道３５千米，新
建办事处办公楼１座、职工住宅楼２座。购置４个
社区的办公房并添置了办公设备。２００５年，在东
山建成占地７０００平方米的群众健身活动中心１处，
新建占地约１万平方米的蔬菜市场１处。

【环卫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和集中整治力度，配
备保洁员２０多名，设置生活垃圾箱１２０个。动员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对房屋、建筑、街

道、院落进行绿化、美化、净化。

【城市扶贫】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累计对辖区３００
余户特困居民、１０多名特困大学生进行帮扶救助；
对８６３户２２５７名低保对象发放了低保金；对部分
老弱病残和因病因灾致贫的特困居民，给予了及时

有效的专项救助。

【计划生育工作】　重点突出 “一把手工程”、“队

伍建设工程”、 “三结合工程”、 “优质服务工程”

建设。对流动人口实行房主业主负责制，社区属地

抓管理，机构、制度、人员 “三落实”的管理体

系。截至２００５年底，辖区流动人口持证率１００％，
验证率１００％，“四术”及时率１００％，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２‰以内。计划生育
工作综合名次由２００３年的全区倒数第一位，提升
到２００５年底的第三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认真开展治安问题排查和
矛盾纠纷调处工作，落实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责任

制，强化社会治安管理控制体系，做好刑释解教人

员的帮教工作。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创建安全

小区，配齐治安监督员，对治安案件进行有效防

范。加强信访工作，做到有案必查，有信必答，实

现了 “小事不出居委会，大事不出办事处”的工作

目标。

【精神文明建设】　积极开展创建文明社区、文明
街道、文明楼院、五好家庭、文明店铺、文明校园

等活动；组织社区、机关单位、居民群众开展 “树

文明新风，做文明市民”主题文明知识竞赛活动。

利用每年春节等重大节日开展体育表演、娱乐比

赛、秧歌、文艺汇演、科学文化宣传等多种活动，

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被市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评为卫生先进单位；１１月，被市老年人体
育协会评为榆林市老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
３月，被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被
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机关。

（曹东梅）

书　记　刘建亮 （２００３—）
主　任　王世清 （２００３—）

崇文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崇文路街道办事处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
正式挂牌成立。辖区位于榆林城区西北，２００３年
初，所辖区域东接榆溪河，西至变电站以东，南到

人民西路，北以榆靖高速公路为界，与青山路办事

处和鼓楼办事处为邻；２００４年 ７月向西扩至大墩
梁，北延至麻地湾村，辖区总面积约７平方公里。
２００３年，全办总人口３５７５人，其中流动人口６９４９
人；２００５年末，辖区总人口７９７６户２７８０１人，其
中常住人口 ４４２６户 １６８８９人，流动人口 ３５５０户
１０９１２人 （不含在校居住学生）。辖芹涧路、崇文

路、聚财、春苑４个社区居委会、２９个居民小组，
有５个党支部，驻有中、省、市、区级机关企事业
单位２６个，其中国家直属单位 １个，省级 ５个，
市级１２个，区级８个，民营企业５个。

崇文路办事处机关驻西人民路２３号 （租赁榆

林工业研究所房产），内设党委办、纪委办、人武

部、团委、妇联、行政办、财政所、司法所、防保

所、民政办、老龄办、残联办、计划生育办、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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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计划生育服务站、文体办、城建城管办、企业

办、环卫站、劳动保障工作站 ２１个主要职能科、
室、委、所、站。办事处成立时定编 ５０人，２００３
年底，共有干部职工４７人，其中在职４３人；２００５
年底，共有干部职工５５人，其中在职４９人，党员
３３人；在职干部平均年龄３８岁，其中大中专以上
学历５０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０３年，新办企业４个、个体工商
户３６户，完成固定资产投入５２２万元，总产值５７０
万元，工业总产值２３７万元，增加值１０５万元，营
业收入 ４７６万元，利润总额 ５３万元，税金 １６万
元。２００４年新增企业７户，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６８
户，固定资产投入累计达１１３３万元，完成总产值
６０９万元，工业总产值２７８万元，增加值１２０万元，
营业收入５３５万元，利润总额６４万元，税金１８万
元。２００５年，新增百万元企业３户，新发展个体工
商户３２户，固定资产投入４１０万元，完成总产值
５８５万元，增加值 １２３万元，营业收入 ５３８万元，
利润总额６３万元，税金８６万元。

【财税工作】　２００３年，制订了 《契税征收管理办

法》、《契税征收奖惩办法》、《财税干部工作职责》

和 《财税干部工作纪律》，采取 “一摸查二筛排三

力征”的办法，对辖区４个居委会２９个居民组的
房产、地产买卖进行摸底排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征收办法和具体措施，入户进行依法征收。最终实

现全年征收契税６０万元，超额完成任务的４００％。
２００４年，征收契税 ６７万元，完成任务的 ３３５％。
２００５年，征收契税８６万元，完成任务的１０８％。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３年，筹措资金１４３万元，
开工硬化巷道１１条，新添置垃圾箱６个；在龙盟
豪苑广场、治沙所林园、榆林学院等处成立１０个
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点。新建起中老年活动中心８
个；设立劳动保障服务所１个，工作站４个；妇幼
保健所１个，社区医疗卫生点１个，计划生育服务
站１个；法律服务所１个，民事调解组织４个，治
保组织４个，有治安联防员２３名、治安员９０名。
组建志愿服务者队伍５个，设置便民利民社区服务
点２个。２００４年，筹资８８万元，完成聚财巷、王
家楼小学巷等８条大中巷共１６６０米的巷道硬化和

排污工程，完成５５条２米以下小巷共１１００米的巷
道硬化和排污工程。２００５年，为聚财社区和春苑社
区购买办公用房各１套。辖区内的崇文路、长乐北
路全部硬化改造，文化北路硬化工程开工。２００３年
至２００５年，建成安全小区３７个，其中封闭式安全
小区１６个，半封闭式安全小区４个，开放式安全
小区１７个。

【环卫建设】　２００３年，清理卫生死角５６处，清
运垃圾２４００余吨，疏通水沟２１３米，清理乱贴乱
画３２０处，清除乱搭乱建４８处、乱堆乱放２３７处，
整治小街小巷９条。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在社区环境
卫生治理上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净化工程，辖

区绿化面积达到７６４万平方米。完成１３条大小巷
道的硬化改造，在聚财路内４条主要巷道安装路灯
４３盏，投资４０多万元修建了水冲式公厕２个。

【城市扶贫】　２００３年，办事处４０名干部与辖区
４０户特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向办事处干部、辖
区私营企业主募集资金２７００元、衣物８８件，扶助
贫困户１３５户。２００４年，结成 “一帮一”特困户

帮扶对子５７对，向贫困户发放救助金３８００元、面
粉９００斤、大米 ９００斤、油 ２００斤、衣物若干件，
帮助１２人解决就业。对４９９户１３４１名低保对象实
行 “一年四访”制度、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实施分类施保，动态管理。办事处干部２次为贫困
大学生救助捐款２５４０元、衣物４１件。２００５年，给
贫困户发放救助金３８００元、米面油１０００斤、衣物
若干件，帮助１２人就业；调整低保对象４１户１２５
人，年底纳入低保范围的居民共 ５１５户 １４０４人。
建立健全辖区７９名残疾人档案，组织康复需求调
查和生活需求调查，制定优惠政策并发放优惠卡。

开展残疾人 “温馨家园”建设，建成３个残疾人免
费医疗点和残疾人活动室、图书室、康复训练室。

实施 “八个一”工程，向残疾人赠送擦鞋机３台和
轮椅１把。聚财社区被省上列为２００５年 “残疾人

温馨家园”示范点。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０３年，全办总人口
２３５７５人，其中流动人口 ６９４９人；已婚育龄妇女
３４６４人，其中流动已婚育龄妇女１５４２人；当年出
生７９人，其中１孩７７人、二孩２人。落实四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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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１４６例，签订药具合同８６份。辖区 “三查”对

象１９１９人，其中重点 “三查”对象１８１４人。流动
人口应持婚育证人数４００４人，已持３９７９人，持证
率９９％。辖区单位干部职工全部实行 “双向管

理”，建卡、建档 ７２８份，发放独生子女费 １４７６０
元。落实 “三结合”资金帮扶计生贫困户１７４户。
２００４年，开展辖区计划生育管理试点工作，对单
元楼住宅小区计划生育实行 “一牌、一卡、一册、

一箱”，选用住宅楼门卫为计生中心户长，组织专

业技能培训２次，进行辖区人口居住情况及生育节
育情况、流动人口、干部职工、早婚早育、特殊人

群、出生漏报、执法工作等７个专项治理。男职工
配偶 “三查”反馈率９８％。流动人口应持婚育证
４８９０人，已持 ４８６８人，持证率 ９９％，验证率
１００％；落实四项手术 ２７１例，签订药具合同 ２３０
人。全年出生８６人，出生率５２６‰，死亡１９人，
死亡率１１６‰，自然增长率４１‰。当年发放独生
子女费２１３８５元。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崇文路街道
办事处连续３年无计划外生育，计划生育率、重点
对象 “三查”率、晚婚晚育率、节育措施落实率、

统计合格率均达１０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０４年，制定综治工作四
年规划和创建安全小区 （单位）标准，健全各种

卡、册、表证簿登记管理，与基层单位签定综合治

理责任书，加大 “四五”普法教育力度和创建

“安全崇文”宣传活动。在街道和社区人群集中点

书写创建 “安全榆林”主题标语１８条，开展矛盾
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妥善解决了排查出的 １２
起矛盾纠纷。上报推荐榆靖高速公路管理处榆林收

费站为区级安全文明单位，聚财社区为区级安全社

区，省治沙所、区交通局、区质监局为市级安全单

位，苏州中学为省级安全文明校园。几年内辖区未

发生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案件，民事调解率

１００％。

【党建工作】　２００３年，集中培训办事处和社区干
部１０天，培训面达９８％，集中培训党员６０小时，
培训面达９０％。全年发展３５岁以下党员２人，培
养入党积极分子 １０名，培养党员后备干部 ２名。
评选先进党支部２个，先进党务工作者１名，优秀
党员６人。２００４年，进一步完善党内生活制度、重

大事项公开制度、资金审批 “双审联签”制度，推

行以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和民主监督为

主要内容的 “三公开一监督”制度。新发展党员１
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０人，党员培训面达到了
９８％以上。办事处党工委、春苑社区党支部分别被
区委授予先进党工委、优秀党支部荣誉称号。２００５
年，建立由街道、社区、单位共同参与的党建联席

会，定期开展 “四个共商”：即共商社区党建、社

区精神文明建设、社区双拥优抚工作和社区建设工

作。对辖区党员实行分类统计、分类管理，根据各

层次党员的能力、特长、意愿情况，充分发挥作

用，为社区服务。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４人，讨论通
过３名转入预备期党员和１名预备期满转正党员，
５个党支部开展党建知识竞赛活动，组织成立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伍４个。

【精神文明建设】　成立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实行属地管理，加大与驻街单位共建力度，形成共

驻、共建、共管的工作机制。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

“整治环境、美化家园”活动、 “五型机关”建设

和 “创三优”（优良社会秩序、优质服务、优美环

境）活动，组织社会公德进万家知识竞赛、健康知

识教育和普及知识问答活动。２００４年申请创建省级
文明单位２个、市级文明单位３个、区级文明单位
１个。２００５年推荐区级文明单位３个、市级文明单
位１个。

【征兵工作】　２００３年输送新兵９名，２００４年输送
新兵６名，２００５输送新兵９名，征兵工作连续３年
无责任退兵。

【信访工作】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信访工作达到
了无重信重访、无越级上访、无集体上访的 “三

无”标准，信访处结率达到１００％。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４年，被省科协、省文明办授予
省级科普文明社区称号；被省政府授予陕西省城市

体育先进社区称号；被市司法局评为全市司法行政

系统创优评差先进集体；被市综治办评为榆林市移

动杯安全榆林知识竞赛组织二等奖；被市体育局评

为榆林市全民健身展示活动暨农村体育年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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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被市城乡建设局评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先

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被市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
誉称号；获市综治办首届移动杯 《未成年人保护

法》暨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法》知识竞赛组织

二等奖；获市老干局、老体协榆林市城区中老年人

门球比赛第一名；被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授予卫

生先进单位称号。

（刘春林）

书　记　樊生华 （２００３１—）
主　任　韩金华 （２００３１—）

航宇路街道办事处

【概况】　航宇路街道办事处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
正式挂牌成立。辖区位于榆林城西，北起榆阳西

路，东接榆溪河畔，西连尤家峁水库，南至榆林经

济开发区，总面积约９８平方公里。辖航宇路、乡
企城、龙洋、松林路４个社区居委会、２４个居民小
组、７个党支部。２００３年，辖区总人口 １１０００人，
其中流动人口 ６２３０人；２００５年末，辖区总人口
３１３５户１８３０３人，其中常住人口１９２３户１２００５人，
流动人口 ２２００户 ６２９８人 （不含在校居住学生）。

辖区驻有中、省、市、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５５个，
其中国家直属单位 ２个、省级 ９个、市级 ３２个、
区级１２个，有民营企业２４个。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航宇路办事处先后两次租

赁办公场所，后迁至航宇路市建委对面三层楼内办

公。机关内设党工委办、纪工委办、人武部、团

委、妇联、行政办、财政所、司法所、防保所、民

政办、老龄办、残联办、计划生育办、流动办、计

划生育服务站、文体办、城建城管办、企业办、环

卫站、劳动保障工作站等 ２１个主要职能科、室、
委、所、站。办事处成立时定编５０人，其中行政
编制１４人，事业编制３６人；２００３年底有干部职工
５３人，其中在职４３人；２００５年底，有干部职工５９
人，其中在职５０人，党员４２人；在职干部职工平
均年龄３９岁，其中大中专以上学历４７人。

【街道经济】　２００３年，全办有非公有制企业 ２８
户，其中区级企业８户，新引进省外企业３户，新

增个体工商户 ６０户，全年完成总产值 ５２６万元，
工业总产值 ２４０万元，固定资产投入 ３５７万元。
２００４年，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实现非公有制经
济晋升一级的目标。２００５年，办事处将乡镇企业工
作与社区百分制考核有机结合起来，在对外招商引

资上有新的突破。总产值完成８４９万元，占年任务
的 １４４％；完成营业收入 ８２６万元，占任务的
１５２％；完成利润９６万元，占任务的１６０％；完成
税金５１万元，占任务的１４６％；完成固定资产投入
６９６万元，占任务的３３０％；完成契税征收 １０５万
元，占任务的１７５％。

【财税工作】　２００３年，采取 “一摸、二查、三强

征”的办法，全年实现契税收入８７８万元，完成
任务的２８４７％；设立建委大厅契税代办点，为全
区其它街道办事处代征解契税１９２万元。２００４年，
征收契税１１３４万元，完成任务的１４１７６％；建委
大厅代收缴各办契税９１９６万元。２００５年，征收契
税１２７６２万元，完成任务的２０４％；建委大厅代收
缴各办契税７３２１万元。

【基础建设】　２００３年，设立劳动保障服务所 １
个、工作站４个，妇幼保健所１个，社区医疗卫生
点１个，法律服务所１个；计划生育服务站１个，
民事调解组织４个，治保组织４个，有治安联防员
２３名；设置便民利民社区服务点２个，有志愿服务
者队伍５个。２００４年，投资１２８万元，先后完成宝
丰巷、畅达路、利得巷３条主巷道的硬化和排污工
程。２００５年，修建龙洋社区和乡企城社区两处办公
用房，辖区内的宝丰巷、畅达路全部得以硬化改

造。

【环卫建设】　２００３年，动员辖区内家家户户搞卫
生，清理卫生死角５６处，清运垃圾２４００余吨，疏
通水沟２１３米，清理乱贴乱画３２０处，清除乱搭乱
建４８处、乱堆乱放 ２３７处，整治小街小巷 ９条，
清除杂草４００多平方米。自制垃圾箱１０个，率先
实现垃圾 “袋装化”管理。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动
员辖区单位、居民在房前、屋后、院内种树养花，

辖区绿化面积达到７６４万平方米；同时，完成１３
条大小巷道的硬化改造，在宝丰巷内主要巷道安装

路灯４３盏。每年集中开展除 “四害”治理工作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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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次投放各类药物３００多公斤；与居民住户签
订 “四至一包”卫生管理责任书；在空宅基地上修

建围墙１０多处，清理社区、楼道、广场、居民区
等公共场所废弃堆积物及暴露垃圾４００余吨，捡拾
白色污物２５０多公斤；擦拭社区灯饰照明、广告灯
箱及公益广告栏等公共设施２８６０余件。

【城市扶贫】　２００３年，实行 “一帮一”扶贫结

对，将５０户特困家庭与办事处５０名干部结成帮扶
对子；向辖区私营企业主、办事处干部募捐资金

３２００元、衣物 ８０件，对 １３５户贫困户进行扶助；
组织众康医院为特困病人送医送药。２００４年，发
放了 “扶贫济困”活动记录卡并对实施过程跟踪监

督。全年为辖区贫困户送去救助金３８００元、米面
油２０００斤、衣物若干件，帮助１２人就业。对纳入
低保范围的２３４户６４５人实行 “一年四访”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和公示制度，实现了分类施保、动态

管理。在援助贫困大学生和扶贫济困活动中，全体

干部两次共捐款２５４０元、衣物４１件。２００５年，调
整低保对象４１户１２５人，年底纳入低保范围居民
共计２８３户７１６人。发放救助金３８００元、面粉４００
斤、大米４００斤、油２００斤、衣物若干件，帮助１２
人解决就业。为２１名残疾人建立健全了残疾人档
案，制定了残疾人优惠政策并发放优惠卡，赠送了

擦鞋机２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０３年，制定 《航宇路街

道 “四四五三”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方案》和 《创

建治安模范街道五年规划》，与辖区单位签定了综

合治理责任书，把治安责任与评优创模、创建精神

文明单位及 “主要、主管、直接”三种责任人的经

济利益挂钩，实行 “属地管理”和 “一票否决

制”，形成了街道、社区、单位、小区以及综治领

导责任网络。２００４年，在４个社区、５５个单位和
２０个小区，层层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委员会
和调解服务站，妥善解决各类纠纷３２件，做到了
小纠纷不出社区、大纠纷不出办事处。街道选配司

法助理员２名，成立了街道法律服务所和司法调解
中心。建成治安模范小区 ２个、安全文明家庭 １０
户，被区委、区政府评为区级治安模范办事处、创

建安全榆阳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在各社区开展建
立法律宣传服务站、配备法律服务工作者、设置法

律图书角、法律宣传栏的 “四个一”建设。组建以

“４０５０”人员为骨干的治安巡逻联防队，有联防队
员２６人，辖区未发生一起白天入室盗窃、抢劫案
件。辖区派出所组织集中治理行动１０多次，打击
各类违法犯罪人员１８名，遏制了犯罪苗头。邀请
区法院民事庭、司法局每年对新任调解主任、委

员、居民组长、治安员、单位综治办等人员进行学

习和业务培训，组织以会代训６次，成功调解各类
纠纷２４件，成立了刑释解教安置教育工作站，在
各社区成立帮教工作组。

【计划生育工作】　２００３年，落实四项手术 １０９
例，流动人口的持证率为９９％；在辖区范围内全部
实行 “双向管理”建卡、建档。２００４年，组织居
民制定 《社区计划生育自治章程》，制定出台计划

生育错案责任追究制。对孕期、产褥期、 “四术”

后随访率达到１００％。全年免费为１１５００人次的育
龄妇女做Ｂ超检查，出具免费手术单１１４份，帮扶
计生贫困户１９户，发放独生子女保健费１０４６９元。
加大房主、业主的管理力度，合同签订率达９８％，
坚持落实 “凭一证办多证”工作机制，严把流动人

口子女入学许可证关口，流动人口持证率达９９％，
验证率１００％。全年 “四术”１６７例，出生５２人，
出生率 ７４‰。２００５年，全办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
重点对象 “三查”率１００％，综合节育率９５％，流
动人口持婚育证率和验证率均为９８％。实行婚前教
育、婚后访视、孕期跟踪、产中探视、产后回访、

术前咨询、术后护理。对０—７周岁儿童实行计划
免疫；对育龄妇女每月进行１次婚育新风、生殖保
健、科学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出台关爱女

孩十项优惠政策，发放独生子女费１９２４０元，开展
《陕西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４万多份。

【党建工作】　２００３年，集中培训办事处和社区干
部２０天，培训面达９８％，集中培训党员６０小时以
上，培训面达９５％。各支部制定了 《学习制度》、

《党组织生活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等，先

后办学习园地４次，举行党建知识竞赛２次。全年
发展３５岁以下党员 １１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１０
名，培养党员后备干部２名。开展创先树模活动，
评选了先进党支部２个，先进党务工作者１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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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党员６人。２００４年，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推行以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和民主监督为主要

内容的 “二公开一监督”制度。新发展党员９人，
预备转正９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８人，党员培训
面达到了９８％以上。办事处党工委、航宇路社区党
支部分别被区委授予 “先进党工委”、 “优秀党支

部”荣誉称号。２００５年建立了由街道、社区、单
位共同参与的党建联席会，定期共商社区党建、精

神文明建设、双拥优抚和社区建设工作，分析解决

新形势下党建工作和社区工作。对辖区党员实行分

类统计，分类管理，年内新发展党员１５人，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６人，９名预备期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００３年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１
个，市级文明单位３个，区级文明单位５个；２００４
年创建省级文明单位１个，市级文明单位３个，区
级文明单位２个；２００５年创建省级文明单位１个，
市级文明单位２个，区级文明单位１个。

【征兵工作】　２００３年输送新兵７名，２００４年输送
新兵４名，２００５输送新兵１４名，连续三年无责任
退兵。

【信访工作】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信访工作达到
了 “三无” （无重信重访、无越级上访、集体上

访）标准，信访结案率达到１００％。

【表彰奖励】　２００４年，被省政府评为基层劳动保
障机构建设先进集体，被省爱委会评为卫生先进单

位，被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命名为陕西省促进社区

就业先进劳动保障事务所，被市委、市政府评为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先进集体，被市综治委评为创

建安全榆林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被市爱委会评为卫

生先进单位，被市体育局评为群众体育工作先进集

体，被市计生局评为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先进集体，

被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评为依法治市先进集体，被

市老体协评为老年体育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
被省政府评为陕西省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被省政府

评为全省同 “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斗争防范控制工

作先进单位，被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评为全省基层

劳动保障机构建设先进单位，被市卫生局评为榆林

市计划免疫工作先进单位，被市体育局评为群众体

育工作先进单位，被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评

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先进单位，被市公安局评为警

民共建先进单位，被市统计局评为全国１％人口抽
样调查工作先进单位，被市效能办评为机关效能建

设先进单位。

（陈　颖）

书　记　高正祥 （２００３１—）
主　任　高巨才 （２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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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简介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领导人

◆刘汉兴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７年 １２月，米脂县人，
中共党员，大专学历。１９７０
年９月至 １９７７年 ５月在米
脂县化肥厂工作。１９７７年６
月至 １９８３年 ３月先后任共
青团米脂县委书记、米脂县

杨家沟公社党委书记。１９８３
年３月至１９８４年９月，先后任榆林县副县长、榆
林林校校长。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６年８月在陕西省
广播电视大学榆林分校就读。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
年１１月先后任子洲、定边县委书记。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任中共榆林市委书记。１９９７年８月任中共榆林地委
委员。２０００年６月，撤市设区后任中共榆林市委常
委、榆林市政协主席，兼任榆阳区委书记，２００１
年７月不再兼任榆阳区委书记。

◆杨树业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８年２月，子洲县人，大
学文化，中共党员，陕西省

第九届人大代表。１９８０年毕
业于陕西省商业学校计划统

计专业，分配到榆林地区计

划委员会工作，先后任计划

科科 员、副 科 长、科 长，

１９８９年任计委副主任。期间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在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学习。１９９５年调任中共靖边

县委常委、靖边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１９９８年１
月当选为靖边县人民政府县长，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任中
共靖边县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１月在中
央党校学习。２００１年２月，开始在职攻读中央党校
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２００１年７月任中共榆阳
区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９月调离。

◆刘汉利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６年１月，佳县人，１９７３
年 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４年２月参加工作，研究
生学 历。１９７４年 ２月 至
１９７８年２月在佳县任中学教
师。１９７８年 ２月至 １９８２年
１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学习并毕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２年１月至 １９８４年 ４月在佳县任中学教师。
１９８４年４月至１９８４年６月在佳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１９８４年６月至１９９２年３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干事、
副科长、科长。１９９２年３月至１９９６年６月任榆林
地区审计局副局长，期间在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班学习。１９９６年６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榆林地区财
政局副局长。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７月任吴堡县
委书记，期间在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２００１年７月
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待分配。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５
月任市委秘书长。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９月任市
委常委、秘书长。２００５年９月至今任中共榆林市委
常委、榆阳区委书记。中共陕西省第九次、第十次

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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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亮晓　男，汉族，１９９５
年１１月任中共榆林市委副
书记、市长，２０００年６月撤
市设区后，任榆阳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区长，２００１年７
月调离。

（详见政府领导人名录）

◆刘俊明　男，汉族，１９９５
年１２月任中共榆林市委副
书记，２０００年６月撤市设区
后，任榆阳区委副书记、区

政府区长。

（详见政府领导人名录）

◆高德树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７年１月，神木县人，中
共党员，大学文化。１９７５年
２月至１９７５年７月，在神木
县孙家岔公社 （现为孙家岔

镇）刘石畔中学任代教。

１９７５年８月至１９８０年１２月
在神木县孙家岔公社先后任

通讯员、党委委员、管委会委员兼财政会计。１９８１
年１月至 １９８６年 １１月，先后在神木县中鸡公社
（现为中鸡镇）、县农业局工作。１９８６年 １２月至
１９８９年４月任神木县花石崖乡党委副书记。１９８９
年５月至１９９５年９月，先后任神木县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兼法制办主任、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至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任神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办公室

主任。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任中共
榆林市委副书记。２０００年６
月，撤市设区后，任榆阳区

委副书记，２００５年 ９月调
离。

◆王成继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８年６月，佳县人，２００７

年９月至今，任中共榆阳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
长。（详见政府领导人名录）

◆贺永钧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４年５月，靖边县人，中
共党员，大专学历。１９７３年
４月至１９８３年１２月在靖边
县王渠则公社、柠条梁镇、

县委农工部工作。１９８３年
１２月至１９８７年８月先后任
靖边县席麻湾乡乡长、党委

书记。１９８７年 ８月至 １９８９
年７月在榆林地委党校学习。１９８９年７月至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先后任靖边县政研室主任、农工部部长、
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中共榆林市委委员、
常委、组织部长。２０００年６月，撤市设区后，任中
共榆阳区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任中共榆阳区委副书记。

◆常思义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６年３月，米脂县人，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１９７４年
３月至 １９７６年 １２月，先后
在榆林县青云公社插队、任

半脱产林业专干。１９７６年
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４月在部队
服役。１９７９年 ５月至 １９８３
年１２月，先后在榆林县社

队企业局、检察院、人事局工作。１９８４年 １月至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任团县委书记。１９８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任榆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干教办主任。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市委委员、常委、市纪检委书记。
２０００年６月，撤市设区后，任榆阳区委副书记、纪

检委书记。

◆薛雄堂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３年６月，吴堡县人，中
共党员，大专学历。１９６８年
９月至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先后在
吴堡县横沟乡、宋家川中学

任教，期间 １９７３年 ９月至
１９７５年 ７月在榆林师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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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１９７８年１月至１９８２年７月在榆林县上盐湾中
学任教。１９８２年８月至１９８５年９月在榆林县教研
室、教育局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在
榆林市政府办公室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兼机

要室主任、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中共榆林
市委委员、常委。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中共榆阳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

◆白玉功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５年２月，定边县人，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１９７４年１２
月参加工作，１９７４年１２月至
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定边县砖井公
社石圈大队当老师。１９７５年
１月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在榆林
军分区独立营一连，历任战

士、班长、副指导员。１９７９年
９月至１９８１年 １月在解放军广州体育学院学习。
１９８１年１月至１９８５年５月在解放军兰州军区榆林
守备营机炮连任副教导员、一连副指导员。１９８５年
５月至１９８６年３月至在榆林军分区守备营一连任指
导员。１９８６年３月至１９８７年８月任定边县人民武
装部政工科副科长。１９８７年８月至１９９１年８月任
定边县人民武装部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１年 ８月至
１９９４年６月任定边县人民武装部办公室主任。１９９４
年６月至 １９９６年 ４月任府谷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１９９６年４月至１９９７年５月任神木县人民武装部副
部长。１９９７年５月至２００１年４月任榆林市榆阳区
人民武装部部长。

◆郭世胜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１年 ４月，神木县人，
１９８４年 ９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１９７９年 １２月至
１９８１年 ９月在 ２１军 ６２师
１８４团任文化教员。１９８１年
９月至１９８３年７月在西安陆
军学院学习。１９８３年７月至

１９９１年７月在兰州军区舟桥团、司令部干部处、第
二通信总站先后任干事、排长、连指导员、分队

长。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７年６月任榆林军分区政治

部干事。１９９７年６月至２００１年４月任榆林军分区
组织干部科副科长、科长。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任榆阳区人武部部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至今任榆
阳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

◆张满洋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６年 ８月，府谷县人。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至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任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常

委、榆阳区人民政府常务副

区长。（详见政协领导人名

录）

◆赵　勇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府谷县人，
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３年５月至 ２００５年 ８月
任中共榆阳区委常委、榆阳

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详见政府领导人名录）

◆胡统金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８年５月，榆阳区人，中
共党员，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６
年７月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
秘书专业学习，１９８９年７月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榆林市巴

拉素乡工作 （驻村蹲点）。

１９９１年５月调入榆林市委办
公室工作，历任科长、副主

任、督察室主任 （兼），期间于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１年
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榆林分院法律本科专业学习。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中共榆阳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陈应兴　男，汉族，生于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榆阳区
人，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１９７５年参加工作，
先后在巴拉素镇、刘官寨乡、古塔乡、岔河则乡工

作，历任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期间于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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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９月至 １９９５年 ８月在中
共陕西省委党校培训部学

习。１９９７年 ２月至 １９９８年
８月任榆阳乡党委书记，期
间于 １９９８年 １月任中共榆
林市委常委，１９９８年９月兼
任市委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０年
６月撤市设区后，任榆阳区
委常委、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１

年１０月离任。

◆纪生荣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６年 ５月，榆阳区人，
１９７９年 ２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７３年 ８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１９７３年 ８月至
１９７６年３月在芹河乡放影队
工作。１９７６年 ３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３月在榆林军分区服现
役。１９８２年 ３月至 １９９２年

９月，先后在市民政局、二建司、建设局工作。
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至 １９９７年 ３月任董家湾乡副乡长。
１９９７年３月至１９９８年６月任董家湾乡乡长。１９９８
年６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任董家湾乡党委书记。２００２
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榆阳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任榆阳区委常委、榆阳镇党委书记。

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常委会领导人

◆郝子华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６年４月，榆阳区人，中
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

１９６５年 １１月参加工作，先
后在小壕兔乡、金鸡滩乡、

司法局、纪检委、市委办工

作。１９９８年１月任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处理

区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负

责机关日常事务、人事代表、信访、人大宣传、议

案办理等方面的工作，分管办公室工作，并联系教

科文卫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李　华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６年 １２月，榆阳区人，
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程度。

１９６７年８月参加工作，先后
在神木县人民银行、县政府

工作，１９９２年 任 榆 林 市
（榆阳区）副市 （区）长；

２００１年９月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主持
区人大常委会全盘工作。

◆赵子华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７年 １０月，榆阳区人，
中共党员，大学文化。１９６３
年３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马
合农场、南郊农场工作，

１９９６年８月任农垦总公司总
经理。１９９８年１月任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负责财税、

计划、金融、工交、农业、

商贸、建设、工商、环境及资源等方面的工作，分

管财经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陈晓玲　女，汉族，生于
１９５０年１月，榆阳区人，中
共党员，大学文化。１９７０年
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７０年至
１９８０年２月在五一化工厂工
作。１９８０年 ３月至 １９９６年
６月在市 （区）统计局工

作，先后任科员、副局长、局长。１９９６年 ７月至
１９９８年１月任市 （区）审计局局长。１９９８年１月

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

责法制宣传及公安、审判、

检察、民政、审计、监察等

方面的工作，分管法制工作

委员会的工作。

◆贺德飞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４年６月，佳县人，民进
会员，研究生。１９８３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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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先后在佳县、镇川、苏州中学任高中教

师，２００１年任苏州中学副校长。２００３年１月任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科技、教育、卫生、文

化、体育、广播电视、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工作，分

管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领导人

◆贾亮晓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７年９月，府谷县人，中
共党员，大专文化，经济

师。１９６８年至 １９７０年在府
谷县参加工作，１９７０年至
１９７５年先后在府谷火电厂、
电力局工作，曾担任府谷县

氮肥厂的领导职务。１９７６年
至１９９０年底担任府谷县委副书记。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４
年５月，先后在府谷水泥厂、榆林卷烟厂任书记、厂
长职务。１９９４年５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任原榆林地区
石油天然气办主任。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任榆林市人民政
府市长，２０００年６月撤市建区后，改任榆阳区人民政
府区长。２００１年７月调任榆林市市长助理、工会主
席。

◆刘俊明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４年 １０月，横山县人，
中共党员，大专学历。１９７２
年８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在横
山县石瑶沟公社中学任教。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７月
在延安大学中文系就读，毕

业后留校在延大组织部工

作。１９８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中共榆林地委
组织部工作，先后任青干科副科长、干一科科长。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任中共榆林市委副书记。２０００年６
月，撤市设区后，任榆阳区委副书记。２００１年７月
任榆阳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成继　男，汉族，生于１９５８年６月，佳县人，
１９７５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学历。１９７５年７月至１９８６年１１月，佳县

乌镇公社任干事、副镇长。

１９８６年 １１月至 １９９５年 １２
月任佳县通镇副镇长、镇

长、党委书记。１９９５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年 ３月任佳县计
划生育局局长。１９９７年３月
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佳县人大
副主任。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任中共佳县县委副书记。２００１年 １２
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调任中共榆阳区委副书记。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任中共榆阳区委副书记、区
政府常务副区长。２００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７年９月任区
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２００７年９月至今任中
共榆阳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张满洋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６年 ８月，府谷县人。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至 ２００２年 １２
月任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常

委、榆阳区人民政府常务副

区长。

（详见政协领导人名录）

◆赵　勇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府谷县人，中
共党员，研究生学历。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１９７６年３月至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府谷县前石畔
村插 队。１９７９年 １月 至
１９８０年７月，府谷县焦化厂
工作。１９８０年 ８月至 １９８２
年８月，府谷县委办公室工

作。１９８２年９月至 １９８４年 ７月，陕西省委党校学
习。１９８４年８月至１９８５年３月，府谷县委办工作。
１９８５年４月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府谷团县委任副书记、
书记。１９８９年元月至 ２００３年 ５月，共青团榆林地
（市）委任副书记、书记（期间２００２年８月至２００３年
元月在广东省顺德市政府挂职任市长助理）。２００３
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８月，任榆阳区委常委、榆阳区政
府常务副区长。２００５年９月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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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兴山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４年９月，榆阳区人，中
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

程师。１９７９年９月在榆林农
校农田水利专业毕业，１９９６
年１２月毕业于中央党校经
济管理专业。１９７９年 １１月
至１９８９年 ４月在榆林县水
利水保队、水利工程管理站

工作。１９８７年被评为全国流域治理先进个人，１９８６
年至１９９１年连续六年评为陕西省水土保持先进个
人。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任榆林市水利水保
局副局长、局长。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任榆林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２０００年６月撤市设
区后，任榆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调
离。

◆王丽华　女，汉族，生于
１９５７年１月，河北省人，中共
党员，大学文化。１９７５年１２
月参加工作，曾在原榆林县

（市）计划局工作，担任副局

长。１９９８年 ４月，任榆林市
副市长，分管计划、工交、矿

管、技术监督等工作。２０００
年６月，撤市设区后任榆阳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中共榆阳区委
常委、副区长。２００２年９月调离。

◆万玉林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４年 ３月，榆阳区人，
１９８８年７月人党，１９８４年７
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

１９８４年７月至 １９８６年在小
纪汗林场工作。１９８６年７月
至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先后在市
林站、林业局、农工部工

作。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６年
６月在市委办公室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６年
６月至２０００年３月任麻黄梁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０年３
月至２００１年 １月在省党校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２００１年７月任榆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郝宪利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１年 ８月，绥德县人，
１９８７年４月入党，１９８３年７
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程

度。１９８０年 ８月至 １９８３年
７月在榆林农校就读。１９８３
年７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在榆
林地区计委工作，先后任副

科长、科长职务。期间在西

北大学进修计划经济专业。１９９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任清涧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任榆
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分管文教、卫生、计

划生育等工作。

◆刘亚忠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０年３月，神木县人，本科
学历，１９８０年 ３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在神木
县公安局参加工作，先后任神

木县公安局副局长、政委。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任神木县神木镇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９月任神木县政府县长助理。
１９９９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神木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９月任榆阳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２００７年９月任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常委、区
政府副区长。

◆尤新年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８年 １月，榆阳区人，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０年 ３月入党，大学文
化。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８１年
１月，在榆林县林站工作。
１９８４年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２月，
先后在古塔乡、安崖镇、耳

林乡、牛家梁镇工作，任副

乡长、镇长、党委书记。１９９８年１月，当选为中共
榆林市委委员。１９９８年６月任榆林市人民政府市长
助理。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任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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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斌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８年４月，湖北省武汉市
人，博士研究生学历。１９８７
年毕业，在西北工业大学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陕

西巨丰投资资讯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西北工业大学

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科研成果多次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公开发表论文１０余篇。２０００年由陕西省
委组织部选派，担任榆阳区人民政府科技副区长，

分管工业和科技工作。

◆李爱珍　女，汉族，生于
１９５８年８月，神木县人，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１９７６年
３月参加工作。１９７６年３月
至１９８４年 ８月，在府谷县
二中任教。１９８４年 ８月至
１９９０年８月在府谷县委统战
部工作，同时任工商联副会

长。１９９０年 ８月至 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在府谷县工商联主持工作，任副会长、党组
书记。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佳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薛建文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７１年 １０月 １日，吴堡县
人，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４年参
加工 作。１９９４年 ７月 至
１９９８年９月，原榆林市建筑
工程公司，任技术副处长。

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
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任副科

长。２００４年３月任榆林市榆
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政协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领导人

◆薛士刚　男，汉族，生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神木县

人。１９６８年毕业于西北政法
学院法律系大学本科。１９７１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８年
１２月至１９７０年５月在横山
县党岔农场劳动锻炼。１９７０
年６月至 １９７３年 ５月在榆
林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

工作。１９７３年 ６月至 １９９２
年８月在榆林县人民法院工

作，期间于１９７３年任榆林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
兼刑事审判庭庭长，１９８０年任榆林县人民法院副院
长，１９８４年１月任榆林县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
记。１９９２年９月任中共榆林市委副书记。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１月任中共榆阳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任政协榆阳区委员会主
席、党组书记。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任榆阳
区政协正县级咨询员。２００４年１月退休。

◆张满洋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６年８月，府谷县人，大
专学历，１９７０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７０
年８月至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在府
谷县物资局工作。１９７２年１
月至 １９７８年 ８月在中共府
谷县委办公室任干事、副主

任。１９７８年 ９月至 １９８７年
１０月任中共府谷县委农工部副部长。１９８７年１０月
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任府谷县煤炭局局长。１９８９年１月
至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任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１９９３年
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０月任府谷县政府副县长。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任中共府谷县委常委、府谷县
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任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常委、榆阳区人民政府常

务副区长。２００２年１２月任中共榆阳区政协党组副
书记。２００３年１月任中共榆阳区政协党组书记、榆
阳区政协主席，主持区政协全盘工作并分管区政协

办公室工作。

◆段云飞　男，汉族，生于１９５５年３月，榆阳区
人，大学学历，经济师职称。第二届市政协委员。

１９７３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７５年加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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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１９７１年 ９月至
１９７７年３月在榆林县双山公
社任电影放映员、公社团委

书记、公社管委会副主任。

１９７７年３月至 １９７８年 ３月
在共青团榆林县委工作。

１９７８年３月至 １９７９年 ２月
任榆林县董家湾公社党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１９７９年
２月至１９８２年３月任共青团榆林县委副书记，兼任
县级机关团委书记。１９８４年３月至１９８５年５月任
榆林市林业工作站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

１９８５年５月至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任榆林市林业局青年机
砖厂厂长。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１年６月在榆林市体
改委工作。１９９１年６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榆林市房
地产开发公司经理。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任
榆林市政协十一届常务副主席、党组成员 （后改为

榆阳区）。中共榆阳区第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党

代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当选为榆林市长城学会会长。
２００３年１月任榆阳区政协十二届常务副主席、党组
成员，分管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的工作并负责对

口联系协商计划、统计、民政、工业、工商、科

技、金融、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土地、财

税、物价以及农村乡镇等方面的工作。

◆刘启文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４年 ８月 ２５日，榆阳区
人。１９６５年８月前在榆林县
读小学、初中、高中。１９６５
年８月至 １９６９年 ８月在西
北财经学院统计系读书。

１９６９年８月至 １９７０年 ８月
在西北财经学院统计系工

作。１９７０年 ８月至 １９７９年
６月在榆林县小纪汗公社工作。１９７９年６月至１９８０
年３月在榆林县计划委员会工作。１９８０年 ３月至
１９８７年６月在榆林县统计局工作，任副局长。１９８７
年６月至１９８８年８月在榆林县人民政府工作，任
副县长。１９８８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１月在榆林市人民
政府工作，任副市长。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６月
在榆林市 （现榆阳区）政协工作，任副主席。２０００
年６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在榆阳区政协工作，任榆林

市政协委员、常委、榆阳区政协副主席。曾２次当
选为榆林市 （后改为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２００３年１月后仍在榆阳区政协工作，担任榆阳区政
协副县级咨询员，协助段云飞、韦明珠二位副主席

分管区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学习提案委员会。

２００５年８月退休。

◆宋虎林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４５年 ９月 １日，榆阳区
人，高级工程师，无党派人

士。１９５３年至 １９６５年在榆
林四完小读小学，榆林中学

读 初、高 中。１９６５ 年 至
１９７０年在西北大学化学系读
书，并于 １９７０年 ８月 １日
毕业于该校化学系分析化学

专业。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２年在榆林县铁厂工作，任技
术员。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９年在榆林县玻璃制品厂工作，
任技术员。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８年在榆林市地毯厂工作，
任技术员、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等职。１９８７年
６月担任榆林县政协常委。１９９０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１
月连续担任榆林市 （后改为榆阳区）政协十届、十

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其中于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１年同时
兼任榆阳区商会会长、工商联主任。曾经两次当选

为榆林市 （后改为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２０００年任榆林市政协委员。２００３年１月任榆阳区
政协副县级咨询员，并协助张崇厚副主席分管区政

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工作及对口联系协商区政府有关

方面的工作。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退休。

◆李　瑞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５７年２月，子洲县人，无
党派人士，大学学历，副主

任医师。１９７７年１月参加工
作。１９７７年至 １９７８年在榆
林县医院 （后改为榆林地区

第二医院）工作。１９７８年
至１９７９年在榆林卫校学习。
１９７９年至 １９８０年在西安市

中医院进修。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任榆林县中医院痔
瘘科主任。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７年任榆林县痔瘘医院院
长。１９９７年任榆林市星元医院院长。历任陕西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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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届青联委员、陕西省中西药学会常务理事、陕西

省中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西南西北

片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榆林胡星元慈善基金管

理委员会理事、榆林市慈善协会名誉会长。是国家

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评定的先

进工作者和陕西省岗位学雷锋先进个人、陕西省卫

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榆林地区首届十佳青年、

榆林地区十佳科技工作者。曾任榆林市 （后改为榆

阳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１９９９年起担任陕西
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委员。１９９３年 １月至
２００３年１月连续当选榆林市 （后改为榆阳区）政

协第十、第十一届副主席。２０００年地改市后任榆
林市政协副主席。

◆韦明珠　女，汉族，生于
１９５９年 ８月 ２７日，榆阳区
人，无党派人士，大专学

历。１９７７年 ３月至 １９８０年
９月在刘千河公社达连沟大
队插队。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被中
共榆林县委组织部招收为国

家正式干部。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
至１９８３年 ７月在古塔公社

任计划生育专职干部。１９８３年８月调入榆阳区政协
工作，１９９３年任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９８
年任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２００３年１月，在区
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区政协副主席，分

管区政协学习提案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并对口

联系协商城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

◆张崇厚　男，汉族，生于
１９６２年，米脂县人，大专学
历，无党派人士。１９７１年至
１９７９年在米脂县龙镇马湖峪
学校上小学、初中。１９７９年
至１９８３年在榆林县一中和
镇川中学上高中。１９８３年考
入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中专部

城镇建设规划专业读书。

１９８５年在榆林县建设局工作，具体搞城市道路及
供排水的设计施工和小城镇的地形图测绘规划等项

工作。１９９６年９月任榆林市建设局副局长，分管建

筑业管理和招投标工作。２０００年４月兼任榆阳区建
筑招投标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０年任榆林市政协委员。
２００３年１月在榆阳区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
区政协副主席，分管社会法制委员会的工作，并对

口联系协商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城建、交

通、环保、矿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计

生、广播等方面的工作。

附：

榆阳区出席省、市、
区人大、政协会议代表名单

榆阳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组团名单

（代表１９８名）

第一代表团　 （２２名）
团　长　郝　亮 （女）

副团长　艾绍珍 （女）

鼓楼办　王萍华 （女）　　韦景荣 （女）

白玉功　米玉平　李应图
李景瑞　乔建平　乔建国
刘建忠　刘晓辉　张炳义
张旺升　余世琦　赵升儒
郭怀军　胡建强　钞国富
高旺才　高建保　秦焕英 （女）

第二代表团　 （２７名）
团　长　王忠山
副团长　李保智
新楼办　马金芳 （女）　　王仲元　王亚平

王绥云 （女）　　史双鱼　刘启文
乔晓艳 （女）　　李　峰　李　瑞
李健雄　李继鸽　李翠兰 （女）

阎济国　宋虎林　吴兰英 （女）

张　冰 （女）　　张巨奎　陈占训
高建礼　赵莲芳 （女）　贺美霞 （女）

康霞芳 （女）　　梁秀英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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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爱华 （女）　　穆翠华 （女）

第三代表团　 （２３名）
团　长　李志忠
副团长　杜文斌
上郡办　史玉华　李成俊 （女）　李俊芳 （女）

赵　敏 （女）　高巨才　郝鹏飞
郭明德　崔志疆

青山办　朱聿忠　张文英 （女）　余玉兰 （女）

李桂英 （女）　　张彩玲 （女）

杨文珠 （女）　　贺沙莲 （女）

赵子华　高根堂　常巨才　谢世廷
谢珍兰 （女）　　薛定堂

第四代表团　 （２０名）
团　长　马万荣
副团长　赵明生　高有华
榆阳乡　刘宝强　张志祥　宋喜旺

陈应新　杭建忠　马继洲
刘官寨　高占华　谢志忠
鱼　河　王世旗　米德义

李旺宝　鱼海波
上盐湾　尤忠义　叶庆万　郭子富

强生斌　薛士刚

第五代表团　 （２３名）
团　长　秦怀文
副团长　纪生荣　高保明
镇　川　任加明　刘　伟　刘继清

张秦川　陈国斌　陈晓玲 （女）

许世祥

清　泉　朱喜堂　叶如玉　冯丽霞 （女）

刘玉来　李兴平　贺永钧
桐条沟　刘开章　李占金　赵艳霞 （女）

孟家湾　郭春花 （女）　　高斯开
高增忠　薛雄堂

第六代表团　 （１６名）
团　长　刘兴伟
副团长　谷世保　杨永峰　孙锦耀
余兴庄　李长金　李长满
古　塔　李玲霞 （女）　　张喜科　罗旺平

刘千河　王忠耀　刘权高　郝翠玉 （女）

青　云　田佃林　朱仲才
胡建华　郭冠英

第七代表团　 （１８名）
团　长　赵志平
副团长　孙培华　高宽世
牛家梁　王栓林　关　峰　柳召华

贾亮晓　高生全　谢候祥
金鸡滩　刘汉兴　段鸡换　曹留娃

蒋芳芳 （女）　　李永革
孟家湾　王保林　李世江　郝子华

高发成

第八代表团　 （１３名）
团　长　叶祥云
副团长　张凤世
安　崖　白世国　白庆利　周秉胜

张桂霞 （女）　　屈守忠
大河塔　王兴海　刘美翠 （女）　杨栓有
麻黄梁　刘玉花 （女）　米世华　黄启雄

第九代表团　 （１７名）
团　长　米海湖
副团长　高明伟　李明智
耳　林　李世堂　张仲高　谢喜德
小壕兔　张来运　曹凤岐
可可盖　刘振华
马　合　万青芳 （女）　　张满旺　白马罗
岔河则　高加义　高虎栓　曹生龙
小纪汗　奚　华　曹忠林

第十代表团　 （１９名）
团　长　高正祥
副团长　康占璋　曹建忠
巴拉素　田保存　白马泉　邢少祥

张振丽 （女）　　常思义
补浪河　马世宽　王治宏　刘俊明
芹　河　付玉华 （女）　　周永庭

郭才喜　高德树
红石桥　边长宏　李玉怀　李应旺

思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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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组团名单

（代表１９７名）

第一代表团　 （２１名）
团　长　郝　亮
副团长　刘建亮　王世清
鼓楼办　王万富　米宏英 （女）　刘候义

刘鑫全　安锐峰　孙淑萍 （女）

李永革　张兰芳 （女）

郝　亮 （女）　赵仕怀　高怀明
高旺才　高明伟　高建保
常胜富

驼峰路　王世清　刘建英 （女）　刘建亮
陈　娟 （女）　景长春

军分区　陈　军

第二代表团　 （２３名）
团　长　朱序庆
副团长　刘宝山　任如冰
新楼办　方文圣　史双鱼　王绥云 （女）

朱序庆　任如冰　李生辉
李世平　李生霞 （女）　李茂全
李保智　李敬浈 （女）　张　艳 （女）

张惠娥 （女）　　曹亚梅 （女）

罗海俊　韩仕儒

上郡路办　
　　　　王小明　刘宝山　朱聿政

孙建斌　李　瑜　贺国艮
赵仲华

第三代表团　 （２２名）
团　长　刘润宏
副团长　高巨才　韩金花 （女）　马玉昌
青山办　马玉昌　史志宏　李云峰

刘安银　刘润宏　张彩玲 （女）

张　琼 （女）　　杨兰香 （女）

贺世祥　高冠三
高翠霞 （女）　寇文茂

航宇路办

　　　　乔建平　周慧明
赵　艳 （女）　高巨才

崇文路办　
王亚平　李桂英 （女）　苗润才
杨永峰　谢珍兰 （女）　韩金花 （女）

第四代表团　 （３３名）
团　长　纪生荣
副团长　朱依华　万文祥　赵清葆

葛守才　王世宗
榆　阳　万文祥　纪生荣　刘宝强

师建军　李志平　张志祥
张满洋　胡金柱　高国庆
谢志忠

牛家梁　王彦林　朱依华　关　峰
李学军　陈晓玲 （女）

柳召华　高生权　谢随祥
麻黄梁　米子强　赵清葆　薛秀芳 （女）

青　云　王付喜　贺金山　胡建华
高秋芳 （女）　　葛守才

金鸡滩　王世宗　杜二明　杜东清
赵　勇　曹留娃　薛士刚
周东红 （女）

第五代表团　 （３４名）
团　长　张力勤
副团长　赵秀怀　谢　平　郭凤存
镇　川　王克华　田启庄　刘继清

李　华　张力勤　陈生友
陈国斌　张喜平　李锦仲
郭凤存　党福忠

上盐湾　王成继　孙海东　姬占有
谢　平　薛启明

鱼河峁　王增芳 （女）　　陈　凤 （女）

李仁忠　高斯开　高增忠
梅成元　谢成江

鱼　河　王世义　米凤明　刘步保
李　飞　郑汉君　赵秀怀

清　泉　叶庆岐　刘玉来　张加树
李艳萍 （女）　　贺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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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代表团　 （２０名）
团　长　余志飞
副团长　苏海燕　杨志军
余兴庄　刘俊明　余洋山　苏海燕

赵贤军

古　塔　刘生成　余志飞　李玲霞 （女）

罗旺山　郝子华
安　崖　白庆利　张桂霞 （女）　郭爱生
大河塔　段云财　柳世祥　郝宪利

曹怀清

刘千河　刘权高　杨志军　姬世洲
郝翠玉 （女）

第七代表团　 （２５名）
团　长　白鹏飞
副团长　万　良　韦春霞 （女）

马　合　万　良　韦张莲 （女）　王铁锁
李治华　贺虎祥　薛雄堂

小壕兔　王二巧 （女）　韦春霞 （女）　刘光明
贺永钧　高亮成　曹凤岐

岔河则　邱海峰　杨树业　郭　栓
小纪汗　万德旺　白兰兰 （女）　史保忠

张仁义　赵子华
孟家湾　白鹏飞　刘青海　李世江

李艳梅 （女）　　高明华

第八代表团　 （１９名）
团　长　纪　磊
副团长　李世禄　高怀发
芹　河　付玉华 （女）　　刘子服　纪　磊

周永庭　常思义
红石桥　边长宏　李世禄　李应旺

思文凯　高德树
巴拉素　马世爱 （女）　　马俊祥

陈生明　胡统金　
补浪河　马世宽　王治安　边振玲

郭世胜　高怀发

榆阳区出席市一届人大代表名单

刘汉兴　苏三庆　谢志富　杨颖德
贾亮晓　郝子华　郭冠英　刘俊明

贺永钧　李锦升　李　华　王丽华 （女）

王忠耀　尤新年　李永革　高冠三
乔世宏　乔建平　刘建忠　谢世廷
张　冰 （女）　　高建保　赵志平　刘建亮
许世祥　刘兴伟　李树飞　纪生荣
刘润宏　高有华　郝　亮 （女）　王忠山
朱喜堂　高秋芳 （女）　张文堂　刘开章
贺莎莲 （女）　张治平 （公安）　陈淑兰 （女）

高旺才　蒋芳芳 （女）

榆阳区出席市二届人大代表名单

王登记　何　宁　甄达梅　李利民　肖　炼
杨树业　李　华　刘俊明　王建伟　韦春霞
韦章莲　白庆利　师建军　利春玲　朱喜堂
刘　成　刘建亮　刘候义　杜永军　李　瑜
李小平　李庆萍　李恩海　张　冰　张文堂
房子胜　胡金柱　赵志平　姜国璋　贺金山
贺德飞　贾晓东　高明伟　高秋芳　高彩霞
黄　晔　曹翠芳　常胜富　常艳珍　韩仕儒
解建国

榆阳区出席省九届人大代表名单

贾亮晓　高仰秀　李　谠　郭冠英

榆阳区出席省十届人大代表名单

刘俊明　贺彩珍　张文堂

政协榆阳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　 （１５０）
薛士刚　惠振强　段云飞　高继祥　刘宝山
杨　光　吴锦成　田汉民　乔建平　高占飞
边光明　赵凯江　寇文茂　李瑜忠　贺永钧
高建宁　张凤兰 （女）

民　盟　王利生　张继雄

民　进　靳怀光　周运杰　刘天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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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廷 （女）　马永生
赵兴国　霍文丽 （女）

民　建　王世英　刘亚飞

农工党　郭冠英　赵建国　屈秋耘
郭云琴 （女）　　韩继林　韩义峰
杨永生　宋　涛　闫继国
杜达荣

无党派人士

　　　　刘启文　李　瑞

共青团　王艳菲 （女）　田晓虎

工　会　张世虎　彭玉梅 （女）

余志斌　阎桂芝 （女）

妇　联　朱聿霞　童　军　韦明珠
边兆芳　付玉华　李　惠
高秋芳

农林水牧界　
　　　　高建保　赵　江　白森林　师铁道

郭育升　杜永兴　高振东　高连生
乔国栋　高志全　王克华　张继军
杜玉山　高旺生　李　彦　马俊成
郑富山　席志峰　朱仲才　刘青山

教育界　田起荣　孙淑萍 （女）　郝艳琴 （女）

杨文珠 （女）　贺莎莲 （女）　曹利敏

医药卫生界　
　　　　杨德祥　李兴慧　史志宏

杨国宁　宋玉英

新闻界　李德忠　高治雄　陈　胜

文化艺术体育界　
　　　　付建华　赵勤奋 （女）　王子俊

吕　静 （女）　付京华　贺菊芳 （女）

科技协会及科技界　
　　　　纪兆万　康　庄　胡奎生

张崇厚　段开存　赵玉恩
谢春如

工商联　宋虎林　胡华滨　张　冰 （女）

张晓玲 （女）　　李　锋　牛　林
赵建伟　袁建忠

个体协会　
　　　　艾银章　顾仲琦　路建平

郝斌宏　张文堂

工业商业界　
　　　　黄　瑜　米玉平　宋祥林　赵拴明

米建强　张志雄　崔志疆　樊德才
史双鱼　李锦荣　李彦林　贺子明
马继洲

公检法司界　
　　　　黄　镇　刘正富　乔兴琪

田　斌　雷红伟　郝明亮
王晓明　赵菊丽 （女）

民族宗教界　
　　　　杨振华　哈拉金 （女）

崔志仁　尚冠仲

“三胞”亲属　
　　　　张秀英 （女）　　谢福元　王珍民

柳引强　陆建榆　王子和
武　英 （女）

特别邀请人士　
　　　　叶玉起　韦健雄　李镇江

李永清　高志霄

政协榆阳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中国共产党　 （１７１名）
　　　　张满洋　薛士刚　段云飞　薛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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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统金　郝宪利　杨　光　乔建平
高继祥　张志勇　张凤兰 （女）　王忠山
张志德　胡华滨　李瑜忠　席永升
马双成　高建宁　刘月龙　李志忠
李子东　黄　镇　胡建强　曹振江

民　盟　王利生　张　宏　罗支军

民　进　贺德飞　霍文丽 （女）

贺建忠　候　瑾

民　建　刘亚飞　王　焱　尚鸿雁 （女）

农　工　闫济国　张小龙　杨秦军
刘亚琴 （女）　宋改琴 （女）

无党派　刘启文　宋虎林　韦明珠 （女）

张崇厚　姜丕谢　袁　军

总工会　张世虎　史万林

共青团　任能军　贺成贤

妇　联　童　军　吴玉芳　李　惠
黄永莉　米宏英　王宝琴

工商联　张　冰 （女）　李　峰　陈生友
郝炳宏　张耀林　赵建伟
陈国良　戴广斌

科技协会　
　　　　谢春如　蒲　海　朱怀兴

李庆萍 （女）　尚正兰 （女）

农林水牧业界　
　　　　高建保　白生贵　刘侯义

贺仲岐　赵　江　崔志疆
郭玉升　金　丹 （女）　师铁道
刘青山　付永虎　崔世忠
王克华　朱仲才　乔国栋
杜玉山　曹山秀　张继军
刘永兵　高治国　黄　塬 （女）

马世爱 （女）　曹　彬　赵　凯
王爱年

文体艺术界　
　　　　米国林　刘鲜翠 （女）

关　琪　付京华　张振华

教育界　刘　华　贺莎莲 （女）

郝艳琴 （女）　刘　向
常艳珍 （女）　薛馨梅 （女）

新闻界　陈　胜　白永江

医药卫生界　
　　　　李锦明　曹　辉　宋玉英 （女）

张亚飞　王湘兰 （女）　薛建堂

民族宗教界　
　　　　任海斌　娜仁花 （女）　徐登堂

尚冠中　宋宏斌　释体证

经济界　杨宏畅　高明伟　贾晓东
寇文茂　刘德锦　杨　扬
李彦林　史双鱼　吴振民
李　瑜　路建平　顾仲琦
高怀耀　马继洲　白志强
黄　瑜　米玉平　高树天
李茂林　谢海平　付选明
赵五申　尚建国　张志雄
程秀峰 （女）　高艳娥 （女）

张文堂　张福厚　王仁山
余社明　李国勇

特别邀请人士　
　　　　武　英 （女）　陆建榆　李瑞庭 （女）

高军强　解建国　郝明亮
马占胜　王世才　贺国银
靳怀光　彭玉梅 （女）　吕　静 （女）

李德忠　田　斌　刘成君
宋建国　马永生　李永清
康　庄　吕虹江　李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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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区出席省、市政协委员名单

张　冰　薛士刚　刘启文　宋虎林
王利生　贺德飞　张小龙　张崇厚

郝炳宏　陈国良　黄　瑜　靳怀光
霍文丽　李德忠　马继洲　尚鸿雁
段云飞　胡统金　赵建伟　刘亚飞
张福厚　高怀耀　高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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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政令

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重要文件目录

文　　号 文　件　名 印发文时间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１号
关于在全区农村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实施意

见
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２号 区委２００１年工作要点 ２００１年２月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３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 《江泽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陕西代

表团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４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春季 “严打”整治斗争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５号 关于２００１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１年４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民满意、不满意政法单位干警评定及奖惩办法的

暂行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７号 关于在全区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８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农村税费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０９号 关于加快新建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工会组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６月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０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１号 关于转发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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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２号 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３号 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治理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４号 关于加快 “十五”期间农业主导产业开发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５号 关于加强文化文物旅游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９月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６号 关于创建文化先进县 （区）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１年９月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７号 关于进一步搞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１９号
关于批转 《政协榆林市榆阳区委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０号 关于加强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规定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２号 印发 《关于实行领导干部家庭廉洁承诺制的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３号 关于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４号 关于加强改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５号
关于印发 《榆林市榆阳区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的通
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６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７号 关于开展村级 “三个代表”活动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１〕２８号
关于按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实施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４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１号 区委、区政府印发乡镇任务书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２号 区委、区政府印发办事处任务书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４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３号 关于实行计划生育工作奖励和 “一票否决”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４号
关于开展第二期村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实施

意见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５号 关于２００２年计生工作安排意见 ２００２年３月８日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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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纪检委及区委各部门 （单位）２００２年主要工作
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７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领导干部选拨任用考核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８号
区委、区政府印发 《区城市社区建设三个规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的
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０９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依法治区五年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０号 关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基层安全创建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１号
关于批转区委组织部、区教育局、区人劳局 《关于党政部门和事

业单位第三期扶持薄弱学校支援基层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干部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３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４号
区委、区政府印发 《榆阳区关于安全生产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办法》

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２００２年双拥工作要点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４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６号 关于榆阳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 （区）实施意见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７号
关于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主题教育月活

动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８号 关于认真开好区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１９号 区委、区政府关于中小学推行 “四制”改革工作意见 ２００２年９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２０号
区委、区政府转发 《市委、市政府关于区级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２１号 关于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２２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乡镇办事处机构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２３号
关于转发区人大党组 《关于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安排意见》的

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２〕２４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宗教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１号 关于印发余兴庄等十二个乡 《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２号 关于印发榆阳镇等十二个镇 《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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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３号 关于印发青山路等七个街道办事处 《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４号 关于切实解决好当前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５号 关于印发 《各乡镇２００３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６号 关于印发 《各街道办事处２００３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７号 关于２００３年人口计生工作安排意见 ２００３年３月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８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纪检委及区委各部门 （单位）２００３年主要工作
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０９号 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督查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０号 关于做好２００３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１号
关于转发区综治委 《关于印发 〈榆阳区治安模范乡 （镇）、街道

办事处和单位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２号
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８月１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３号
区委批转 《关于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 “艰苦奋斗、勤廉从政”

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意见》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４号 关于创建国家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区实施意见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５号 关于批转 《榆林市榆阳区机构编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８月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６号
关于批转区统战部 《关于执行区各民主党派组织换届工作的请示》

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８月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７号 关于切实做好今年几个月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８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农村小康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
通知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１９号 关于召开２００３年区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２０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２１号
关于市一中等三所区属中小学和芹河等十个乡镇全面推行 “四制”

改革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３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２２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关口前移办法 （试行）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３〕２３号
关于批转区委组织部、区总工会 《关于工会干部管理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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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１号 关于印发 《街道办事处２００４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２号 关于印发 《各乡镇２００４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３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组织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４号 关于非公有制组织党的建设三年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规划 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５号 区委２００４年工作要点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６号 关于２００４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安排意见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７号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民政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８号
关于印发 《榆林市榆阳区党政干部联户扶持开发农业主导产业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０９号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０号 关于在全区开展创建 “安全榆阳”活动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１号
关于印发 《区纪委及区委各部门 （单位）２００４年工作目标任务
书》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２号
关于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三级联创”活动三年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规划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３号 关于进一步改进 “领导工作作风的补充意见”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４号
关于印发 《关于做好２００４年农业农村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的通
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５号 关于印发 《关于做好劳务输出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关于印发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７号
关于印发 《关于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管理和监督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１９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８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０号 关于认真做好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１号 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２号 关于开展中小学和幼儿园安全工作专项整治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３号 关于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 “四制”改革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

—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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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４号
关于贯彻市委、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５号
关于榆阳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直接负责人”和 “具体负责人”

履行职责述职考核办法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６号
关于榆阳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直接负责人”和 “具体负责人”

履行职责述职考核细则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７号 关于建立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４〕２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１号
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榆林市委关于党外人士培养选拨和管理文件

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３号 关于第一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７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４号 关于印发 《各乡镇２００５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５号 关于印发 《各街道办事处２００５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６号 关于２００５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安排意见 ２００５年３月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７号
关于印发 《区委各部门 （单位）２００５年主要工作目标任务书》通
知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８号
转发 《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机构编制管理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

员的通知》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０９号 关于在全区范围内推进 “八进村”行动的意见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１０号
关于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实施意

见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１１号 区委创建 “五型机关”工作考核办法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１２号 关于提高村干部待遇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１３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０日

榆区发 〔２００５〕１４号
关于印发 《区委委员、区纪委委员询问和质询的暂行规定》的通

知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８日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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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常委会重要文件目录

文　　号 文　件　名 印发文时间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１〕４号 关于印发 《关于封山 （沙）绿化推行舍饲养畜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７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１〕１１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的决

议》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４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１〕１７号 关于批准２００１年财政预算调整的决议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７号
关于印发 《榆林市榆阳区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政府组成人

员和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述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１０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开展第四个五年法制宣传

教育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９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１１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０２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的决
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９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１２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李家梁水库工程建设的决

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９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１５号 关于终止刘伟代表资格的公告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８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１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办理 〈加强城市社区规划管理

建设议案〉的决定》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９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２４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区人大机关机构改革方

案〉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２５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榆阳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

案〉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２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划拨城市社区居委会启动资金的

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２９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２年区级财政预算
调整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２〕３号 关于表彰奖励人大工作先进集体与个人和区人民好代表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５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５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３年区本级财政
预算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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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６号 关于办理 《切实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议案》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５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１５号
关于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承诺偿还李家梁水库工程贷款》

的批复
２００３年３月６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１７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原 〈榆林市农村集体五荒

资源治理开发管理办法〉的决定》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２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２１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区人

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专题工作报告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２２号 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２年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８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３〕２４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３年区本级财政
预算调整的决定》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３号 关于当前体育工作几个问题的决议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４号
关于印发 《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２００３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２００４年财政预算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４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５号 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４年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安排的决议 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７号 关于 《切实加强小城镇建设议案》办理结果的决议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８号 关于开展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５０周年活动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４年８月４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９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区级财政预

算审查和监督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１３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暂行规定》

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３年财政决算的
决定》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４〕１７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４年区本级财政
预算调整的决定》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４年度人大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８号
关于印发 《关于榆阳区２００４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５年财政
预算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９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人民陪审员任免监督工作的暂

行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３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０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３日

—８６２—

榆阳年鉴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１号 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５年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安排的决议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３号 关于办理 《切实加快体育场馆建设的议案》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４号 关于办理 《榆林四中迁址议案》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区政府 〈关于榆阳区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资产处置的报告〉的决定》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１８号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订各项议事制度实施意见的决议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２５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４年财政决算的
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７日

榆区人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榆阳区２００５年财政预算调
整的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７日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重要文件目录

文　　号 文　件　名 印发文时间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榆阳区退耕还林草政策兑现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月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号 关于批转区教育局２０００年扶贫支教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２月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０年度税利达标工商企业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０年度管理达标企业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０年度完成工业经济工作任务先进部门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６号 关于印发减免加强企业负担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７号
关于申请 “现代远程教育扶贫示范工程项目重点应用作试点区”

的报告
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１年度全区工交生产安排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９号 关于印发城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３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０号 关于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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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１号 关于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区长助理工作分工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２号 关于下达２００１年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计划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３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乡镇碘盐普及达标考核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４号
批转区矿管办关于在区煤炭公有企业全面推行储量块及管理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５号
关于调整我区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地方病防治目标任务书中部分条款
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６号 关于榆林市元宝典当行债权债务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７号
转发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暂行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８号 转发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生产整顿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１９号 关于认真做好榆林电厂前期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０号 关于印发陕西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１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责任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２号 关于认真搞好榆溪河系轮灌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６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３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６月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４号 关于印发开展榆林城区市场经济秩序整顿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５号 关于印发国务院饲料增加剂管理条例等四项法规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６号 关于废止一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７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支持工会工作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８号
批转区教育局关于榆阳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程实施方案的通

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２９号 关于全区地方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０号 关于贯彻区人大实行封山 （沙）绿化推行舍饲养畜决议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１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和规范行政审批制度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６日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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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２号
关于转发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办

法的通知》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３号 关于切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４号 关于开展流动人口、干部职工计划生育专项治理活动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５号
转发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市化学危险品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实施意见的通知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６号 关于表彰奖励第五次人口普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９月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７号
关于扶持普惠酒业集团啤酒分公司与青岛啤酒西安有限责任公司

合资联营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８号 关于住房公积金封闭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３９号 关于转发陕西省学校公园周边环境管理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０号 关于深入开展医疗秩序治理整顿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２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政务大厅筹建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３号
关于撤销榆阳乡吴家梁村张月怀等２４户村民集体 “五荒资源”使

用征地的决定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４号 关于转发榆林市加强到逾期扶贫贷款回收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５号
关于转发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陕西移动通信公司榆林分公司光缆

传输网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６号 关于认真做好减免村提留乡统筹费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７号 关于并乡建镇的请示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８号 关于增设航宇路、崇文路、驼峰路街道办事处的请示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４９号 关于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０号 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区基本单位普查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１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０１年秋粮收购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２号
关于转发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榆阳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批

复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６日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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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３号 关于切实抓好２００１年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４号 关于发布榆阳区乡镇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区级会议费开支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１〕５６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榆阳区文化文物旅游事业五年发展规划的通知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号 关于落实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号 关于对２００２年以工代赈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行重点保护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２年林业工作要点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号
关于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实行工作人员末位淘汰待岗制的暂行办法

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１年度民政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６号 印发关于在全区实行借籽还籽扩大人工种草面积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７号
转发榆阳公安分局关于开展民爆物品和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治理工

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８号
关于榆阳区高家峁村前峁村民小组与铁匠沟村民小组水事纠纷的

处理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９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１年度税利达标工商企业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０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１年度管理达标企业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１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１年度完成工业经济工作任务的先进部门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２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１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先进单位的决
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３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１年企业改制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４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１年爱国卫生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５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１年度卫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６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除碘缺乏病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７号 关于下达２００２年地方财政收入计划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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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阳年鉴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８号 关于实行流动人口子女 《入学 （托）许可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１９号
印发 《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 （试用）》

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０号 关于清理涉及稳定相关政策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１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１年度煤炭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３号
关于全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传贯彻活动的

意见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４号 关于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专项治理活动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６号 关于加强河道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７号 关于加强中考高考期间外部环境治理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８号 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救灾捐赠物资工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２９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０号 关于榆林李家梁水库工程淹没区移民搬迁相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１号 关于开展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遏制污染反弹专项行动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２号 关于榆阳区在榆林经济开发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参股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７月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３号 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４号 关于划分区六中、九小招生范围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５号 关于规范乡镇财务管理逐步清化债务的意见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６号
关于印发 《办理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办理加强对 “五荒地”拍卖

管理议案的决定〉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７号 关于五十万元以下工程实行招标的规定 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８号 关于关闭榆阳区服装公司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３９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０号 关于加强有线电视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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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政令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１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规划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２号 关于印发区计划办等３０个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３号
关于转发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 《陕西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

办法 （试用）》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４号
关于印发 《陕西省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管理使用的办法》

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碘盐配售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６号 关于认真搞好榆溪河系轮灌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７号 关于全区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２年秋冬植树造林安排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４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２年秋冬水利与农田基本建设安排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０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考核奖励
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１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第五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成员

单位的职责》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２号
关于转发 《榆林市人民政府实施促进重大项目建设的政策的措施》

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３号 关于印发秋季动物防疫安排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４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２〕５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企事业单位下 （待）岗职工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

法 （暂行）的通知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号
关于榆林李家梁水库工程库区淹没补偿和移民安置有关问题的通

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号 关于请求协调处理曹华美烧伤问题的报告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号 关于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区长助理工作分工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号 关于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５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教育发展 “十五”规划》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６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２年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先进乡镇、办事处
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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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７号 关于实施以工代赈易地扶贫移民优惠政策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８号 关于成立航宇路等三个街道办事处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９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２年度目标任务考评先进部门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０号 关于办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相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１号 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２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２年度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３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２年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乡镇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４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２年度经贸系统先进集体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５号
关于对２００２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和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表彰奖励的决
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６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２年度技术改造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７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小城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８号 关于下达２００３年度地方财政收入任务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１９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２年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０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１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２００３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重点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２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榆阳区救灾应急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５月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３号
转发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控非典型肺炎工作减少群

众越级上访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４号 关于对五荒资源进行规范管理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５号 关于撤销王静等持有的集体五荒资源使用证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６月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６号 关于公布榆阳区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７号 关于表彰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８号 关于电影院存在安全隐患限期拆除改造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３日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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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２９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榆阳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０号 关于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统一征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７月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１号 关于认真搞好榆溪河轮灌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２号 关于印发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３号 关于区政府区长、副区长、区长助理工作分工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４号 关于印发银河榆林电厂供水工程补偿费标准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５号 关于开展２００３年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６号
关于转发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７号 关于大力发展养牛业实施意见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８号 关于切实加强秋冬季节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３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３年秋冬植树造林安排意见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０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３年秋冬农田基建安排意见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１号 关于调整榆阳区老龄工作委员会职责及组成人员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２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预防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３号 关于调整榆阳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４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创建省级卫生城市规划》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行政机关效能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６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乡镇招待费限额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７号
关于建设银河榆林电厂项目需收回牛家梁林场、东风煤矿部分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３〕４８号 关于撤销芹河乡乡镇企业小区的决定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号 关于切实安排好当前困难群众生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号 关于巴拉素镇动物防疫工作相对滞后的通报 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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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３年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先进乡镇办事处的
决定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５号 关于切实加强我区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６号 关于切实加强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７号 关于李家梁水库工程移民搬迁有关问题的通告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３年民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９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３年度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０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３年度经贸、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及小城镇建设
先进集体及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１号 关于创建 “学习型”机关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３月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２号 关于表彰ＵＮＤＰ项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３号 关于李家梁水库移民用地四至界限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４号 关于印发乡镇街道办事处财政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５号 关于２００３年度政府部门目标任务书考评情况的通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关于转发榆林市老年人优待规定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７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集中授权运营管理的通

知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８号 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１９号 关于下达地方财政收入任务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０号 关于开展对榆神矿区非农业用地清查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１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人民政府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地方病防治计划的通
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２号 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区经济普查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３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审计项目中期计划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４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２００４年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６日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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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５号
关于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开展重点领域清理整顿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６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６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政务村务公开考核办法 （试行）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７号 关于认真搞好榆溪河轮灌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８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２９号
关于收回省治沙研究所、小纪汗林场、榆东渠管理处部分国有土

地使用权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０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 “五小企业”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１号 关于参加２００４年省市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参赛成绩的通报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２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３号 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４号 关于切实加强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５号
关于印发区计划办等２９个部门第二、第三轮行政审批专项清理方
案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６号 关于尽快实施区级粮食储备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７号 关于加强重大动物疾病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８号 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３９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粮食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４０号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４１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牲畜口蹄疫应急处理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４２号 关于印发切实加强防治工作的安排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４４号 关于全区民主评议行风工作情况的通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４〕４５号 关于万玉林、侯全仓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号
关于收回市职业教育中心、小纪汗林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

定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０日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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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６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７号 关于印发榆林市榆阳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４年度环卫工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９号 关于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０号 关于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１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２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４年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进乡镇和办事处的决
定

２００５年１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３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４年乡村公路建设先进乡镇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４号 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５号 关于加强碘盐配售工作确保２００５年消除碘缺乏病基本达标的意见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６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４年度全区碘盐配售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７号 关于整顿城区客运市场秩序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４年度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１９号
关于转发陕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的实

施的意见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０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４年度民政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１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４年度经贸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及小城镇建设先进
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２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３号
关于表彰奖励２００４年度动物防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４号
关于印发区政府党组及党组成员党性分析民主评议阶段工作方案

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５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质量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６日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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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６号
转发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的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７号 关于印发煤炭生产企业推行电子计量系统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５年审计计划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２９号 关于２００４年度政府部门目标任务书考评情况的通报 ２００５年５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０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１号 关于印发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２号 关于整顿全区煤炭生产经营秩序的实施意见 ２００５年５月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５年榆阳区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４号 关于收回榆阳区小纪汗林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５号 关于收回榆阳区小纪汗林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４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６号 关于下达地方财政收入任务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７号 关于认真搞好榆溪河轮灌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７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３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３９号 关于加强 “Ｂ超”人工终止妊娠和定点分娩工作的管理办法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０号 关于印发榆阳区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１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第六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成员

单位职责》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２号
关于印发 《榆阳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的规

定》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８月３１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３号 关于切实加强秋季动物防疫工作的安排意见 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６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４号
印发市政府关于印发市煤炭局等八部门关于贯彻市政府集中整顿

煤炭生产经营秩序通告全面清理取缔储煤场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５号
关于收回省治沙研究所、区小纪汗林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

定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５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６号 关于红石峡二期水源工程征地补偿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３日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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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７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沙棘林管护工作的通知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８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８号 关于收回区牛家梁林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４９号 关于收回区牛家梁林场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榆区政发 〔２００５〕５０号 关于民主评议行风工作情况的通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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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政论·纪实

团结奋进　务实创新
争做和谐榆林的排头兵

———周一波同志在榆阳区区级

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摘要）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０日）

同志们：

今天，我受市委委托，来榆阳区宣布中共陕西

省委、榆林市委关于榆阳区委书记的调整决定。刚

才，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宣读了刘汉利同志的任职通

知和情况介绍。这次区委书记的届中调整，既是榆

阳区领导班子建设的大事，又是全区上下普遍关心

的 “热点”问题。刘汉利同志担任区委书记是合适

的，这不仅是组织的重托，更是工作的需要。

市委对榆阳区委书记的调整，非常重视，从有

利于工作的角度出发，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

过市委常委会研究讨论，并报请省委批准。这充分

体现了省委、市委对榆阳区工作的关心、重视和支

持。杨树业同志的提拔使用和刘汉利同志的任职，

都是工作需要，是正常的干部调整。市委衷心希望

人大、政府、政协班子要像支持配合杨树业同志一

样支持配合刘汉利同志的工作，支持配合好区委的

工作，以实际行动拥护省委、市委对榆阳区委书记

的调整决定。各大班子及每位领导干部要相互支

持，携手共进，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充分发挥工

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榆阳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

新的贡献。

今天，汉利同志就正式上任了。会后，汉利同

志要尽快进入角色担当起新的工作重任，在过去工

作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抓好当前工作，团结

带领全区人民，力争使榆阳区的各项事业再上新台

阶，再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借此机会，我对几

大班子和当前工作提几点希望和要求：

一是要把学习放在首要位置。新形势、新任务

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适

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解决新课题，完成新任务，需

要我们不断加强学习。要学习理论。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是指导我们搞好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

精神动力，要通过认真扎实的学习，汲取其精神实

质，不断提高理论素养。要从实践中学，在工作实

践中处处都有新学问、新知识，在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的关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的历史课题，

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反复实践，不断探索，需要我

们不断积累，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要把学习融于

工作之中，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学用结合，不断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走群众路线，经常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学习、多交流、多探讨，及

时发现群众的好经验、好做法，从群众中发现问

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要向其他地区学习。榆

阳区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决

不能满足于现状，放眼区外，周边一些地方比我们

做得更好，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更大，要把目光投

向全省甚至全国，不断寻找差距、寻找不足。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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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学习借鉴先进发达县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取人

之长，补己之短，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

他们。在学习方法上要坚持一个 “勤”字。信息时

代各种媒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电视、报纸、互联

网都是获取信息的好途径，但最要紧的就是要勤于

去看、勤于去查，在学习上多下功夫，要学有深

度，学有所成。要勤于思考，善于对比，在思考与

对比中找出症结所在，理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

法。

二是要始终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要实施

项目带动战略，以项目为龙头，以工业项目为主

导，使项目成为统领各项事业发展的纽带，通过抓

项目带动经济发展，通过抓项目推动全局工作。近

年来，榆阳区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在项目建设

上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项目引进中，大项目所占比例

小，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不很明显；农业

产业项目较少，对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

业主导产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还不很强。当然，对

于一些大的项目，仅仅依靠市、区的力量是不够

的，必须和全省的发展统一起来，谋求巨人型项目

落户榆阳。对区上来说，抓项目带动，着力点就在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上，一方面是抓硬环境建设。

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引以为荣的资源优势，但随

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全球资源共享时代的到来，

对这种传统的发展战略思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有

资源优势不见得就有经济优势。因此，我们实施项

目带动战略，首先要从硬件抓起，强基固本，进一

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

市、区两级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交通、通

信、电力、供水等各种设施有了明显改善，但还不

能适应加快发展和加快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步伐的需

要。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增加人

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积极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投

资硬环境。特别是随着煤转油等一批重大项目即将

落户榆林，大批外国专家及高级技术人员的生活区

将放在榆阳，要围绕重大项目建设，在建设现代服

务业体系上做大文章，要求我们要把配套生活设施

的建设提到工作日程。另一方面要狠抓软环境建

设。近年来，市、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制定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政府及部门的服务意识有所增

强，工作秩序得到简化，办事效率逐步提高，乱收

费、“吃拿卡要”等现象有所减少。但仍有许多亟

待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和部门不正之风严重，缺

乏大局意识，对待客商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特别

是在落实优惠政策、提供优质服务上，不积极、不

主动、不到位、不得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大程度

上影响到了招商引资上项目的广度和深度，影响到

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充分认

识加快发展的重大意义，努力改善政策、法制和人文

环境，树立以开放促发展意识，提供一流服务，营造

一流环境，争创一流业绩。

三是要把创新融入各项工作之中。创新是人类

进步的灵魂，也是加快榆林发展的关键。随着陕北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榆林的发展正

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

遇，既快又好地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把创新

摆在重要位置。创新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更需要我

们敢闯敢冒，放手拼搏。我们必须要确立这样一种

思想：要继续大力推进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作

创新，打破一切不利于发展的思想束缚，把科学发

展观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各项措施中，通过构建和弘

扬创新文化，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困难，

拓宽发展领域，推动榆阳区跨越式发展。当前，我

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各级干部中还或多或少地存

在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存在着经验主

义、本本主义思想，凡事习惯于凭经验、靠老办

法、按条条框框办事，缺乏敢闯、敢干、敢拼的精

神。这种思想不根除，既快又好地发展只是一句空

话。我们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 “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加快发

展上来，统一到时代需要和工作需要上来；要不断

地集思广益，不断地开拓创新，增强发展意识，拓

宽发展领域，提高发展水平；要大胆地探索有利于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要大

胆启用创新型干部，重用有闯劲、能推陈出新的人

才，用创新型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营造一种能

干事、敢创新、会干事的氛围。我们的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区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表

率，把解放思想贯穿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绝不能让僵化的思想观念捆住我们开拓创新的手

脚，堵住创新的清新空气，更不能满足于现状，裹

足不前。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用创新的

眼光、创新的方法，谋求发展，加快发展，实现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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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又好的发展目标。当然，创新不是标新立异，而

应当以现实发展目标为取向，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

变化，把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和发展需要紧密结合

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本地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快速发展。

四是要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责任。现在许

多矛盾、上访是由于我们工作不到位引起的。区

委、区政府每个领导同志都要对稳定问题高度警觉

和重视，要着力构建一种信息灵敏、主动化解矛

盾、快速稳妥处置突发事件的机制，保证市所在地

的稳定和谐。

五是要把班子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抓住发展第

一要务，加快榆阳发展，关键在人，重点在党员领

导干部，特别是区级领导干部。区级领导干部是全

区各级的领头雁、带头人，没有一支讲团结、讲正

气、讲实绩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区级领导班子，就

很难带领全区各级创造一流的业绩，谋求更快的发

展，更不会使榆阳区尽快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表率。为此，区级领导班子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

要讲团结，增强班子的凝聚力。汉利同志作为 “班

长”，一定要带好头、持好家，凡事都要从讲政治、

讲正气、讲党性的高度出发，搞好与班子成员之间

的相互团结、相互支持。要充分发扬民主，绝不搞

“家长制”、 “一言堂”，切实做到支持而不迁就，

统揽而不包揽，放权而不放任，真正把民主与集中

结合起来，发挥班子整体作用。各套班子之间、班

子内部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都要讲党性、讲胸

怀、讲规则，把班子整体团结、发挥集体作用放在

第一位；要着眼全局，树立一盘棋思想，互相信

任、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补台，分工而不分

家，演好 “将相和”，做到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

力、行动上合拍。通过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奋发有

为的良好形象影响全区干部群众，把广大干部群众

的士气鼓舞得更旺，精神振奋得更高，力量凝聚得

更大，真正营造一种抓工作一盘棋、干事业一条

心、求发展一股劲的良好氛围。二要讲正气，增强

班子的号召力。领导班子特别是区级领导班子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全干部群众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和示范作用，为此，区级领导班子要率先垂范，讲

正气、讲团结、讲实绩，绝不讲排场、比阔气、争

权力；要带头做到多谋事少谋人，多实干少空谈，

多深入实际少坐而论道；要把廉政建设放在突出位

置，每一个班子成员都要带头廉洁自律，管好家属

子女和下属，做自重、自省、自励的表率；要发扬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班子内部要争做

“润滑剂”和 “粘合剂”，任何人都不得拉山头、

立帮派、搞内耗，在班子外部，要争做 “催化剂”，

经常深入基层，体察下情，关心基层干部群众疾

苦，最大限度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真正以领导

班子集体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广大干部群众，把全

部精力集中在加快榆阳区跨越式发展上来。三要有

活力，增强班子的创造力。讲团结，绝不要表面看

似一团和气，背地里明争暗斗的好人主义，而是要

在团结的大旗下造就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领导班

子，创造一种和谐顺畅的人际关系。实践证明：没

有生机和活力的领导班子就像一潭死水，绝不会激

起一点波澜，更不会创造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有

充分激发领导班子内部每个成员的的创造力，挖掘

其内在潜力，才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创新发展

思维、拓展发展领域、加快发展步伐，尽快走在全

市最前列，成为全市各县区的排头兵。四要出实

绩，增强班子的战斗力。区级领导班子战斗力的集

中表现，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各种关

系，沿着既定发展目标，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创造一

流的业绩。全体领导干部，特别是区级领导干部都

要不断强化目标意识，切实找准拉动经济发展的突

破口和切入点，化压力为动力，负重奋进，真抓实

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贯穿于加快

区域经济发展的始终，争做全市科学发展、构建和

谐社会的排头兵。要不断强化责任意识：每位领导

干部特别是区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历史使命感，把加快发展、解决群众普遍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自己的第一责任，在其位

谋其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兢兢业业工作，扎扎

实实苦干，切实排除一切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

消极因素，力争在任期内建设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更

加美好的新榆阳。要强化重点意识：对一个县区来

就，事业涉及方方面面，工作千头万绪，但要学会

弹钢琴，做到抓主不漏副，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统

筹兼顾，重点突破。重点是什么？就要改革、发

展、稳定这个大局，在日常工作中要一手抓经济社

会发展，一手抓改革和稳定。抓发展要有大气魄，

大手笔，抓改革要有新思路、新举措，抓稳定要有

大动作，绝不能出现顾此失彼或时轻时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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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过程中，必

须把领导班子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真正发挥各级领

导班子特别是区级领导班子领头雁、带头人的作

用，不断为推动榆阳区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原载 《榆林日报》

省军区政委王振西

看望治沙女民兵连

———周一波就做大做强女民兵连的

事业提出具体要求

文／严维文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０日上午，省军区政委王振西，
在市委书记周一波、榆林军分区政委赵保利、副司

令员张正平、政治部主任韩文芝的陪同下，专程看

望了补浪河治沙女民兵连的姑娘们。

王振西一行首先来到女民兵连营地，与等在那

里的姑娘们合影留念，然后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女民

兵连的养猪场、养羊场、养鸡场、种苗繁育基地和

治沙造林基地。看到女民兵连一茬接着一茬在此奋

斗３０年治理的成片沙漠披上了郁郁葱葱的绿装，
王振西盛赞女民兵连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榆林人民治

理荒漠的成果，并不时与周一波交换意见，探讨用

何种机制来促使女民兵连这面治沙大旗永远飘扬。

补浪河治沙女民兵连从１９７４年５月组建以来，
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以治理沙害为已任，坚

持不懈地治沙造林，共推平沙丘８００多座，营造防
风固沙林带３３条２５华里，修引水渠３５公里，治
理荒漠１４２２５亩，使昔日寸草不生、人迹罕至的茫
茫荒漠，成为今天绿树成荫、粮丰林茂的塞上绿

洲，受到了中省市各级和军队的多次表彰。

在连队举行的座谈会上，王振西听了现任女民

兵连连长边振玲的情况汇报后说，女民兵连从组建

至今３０年的奋斗历程，是一个始终听党话、跟党
走，矢志不移、艰苦奋斗的历程；是一个扎根大

漠，无私奉献、顽强拼搏、创造辉煌的历程；是一

个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历程，在西北

乃至全国影响很大。３０年来，尽管形势在变，人
事在变，但女民兵连一茬接着一茬坚持干下去的精

神没有变，为治理荒漠改变生态环境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这是军地各级正确领导积极支持的结果。

王振西说，治沙女民兵连这个典型是一个很有

生命力的连队，能够保持至今是因为这个典型 ３０
多年所从事的治沙造林事业符合当地和国家经济发

展的大趋势，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要求。如何

让这样一个有光荣传统的连队生存下去，这是需要

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军地各级要用足用活国家扶持

林业发展的政策，千方百计把女民兵连的治沙造林

纳入全市的总盘子中。女民兵连要注重人才的培养

和民兵素质的提高，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与时俱进

的精神，为建设塞上小江南做出更大的贡献。

周一波在座谈会上就如何贯彻王振西的讲话精

神，做大做强女民兵连的事业提出具体要求。他

说，女民兵连既是生态建设的一面红旗，也是榆林

治理荒漠的一个品牌，要使这面红旗永远飘扬，要

使这一品牌永葆青春，关键是要与时俱进，树立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引进人才提高女民兵的

素质来解决治沙女民兵连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只有做大做强事业，才能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培养人才，通过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使女

民兵连成为一支荒原上有极强生命力的人才队伍。

周一波说，要想做大做强女民兵连的事业，除

了人才是决定的因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

引进市场观念，用经营的理念去经营女民兵连。治

沙女民兵连在全国都有影响，这就是品牌，就是无

形资产。我们要利用这一无形资产进行精心策划，

使女民兵连队成为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艰苦奋

斗，求真务实的教育基地，带领周边群众脱贫致富

的领头羊。只有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经营生态

产业的同时寓于文化的内涵，两个文明一起抓，才

能永葆治沙女民兵连的青春活力。

原载 《榆林日报》

加强史志交流探讨协作

———晋陕蒙接攘区史志协作会在神木举行

文／白泽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９日至１０日，晋陕蒙接壤区史志
协作会首次会议在神木召开。来自榆林和内蒙古鄂

尔多斯、山西忻州市和相关县旗区史志部门的负责

同志及专家学者共５０多人参加会议，就共同发展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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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志工作进行了相互交流和学术探讨。

会议指出，榆林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山西忻

州毗邻县镇，同处黄河中游，不仅土地相连，地缘

关系密切，而且经济相联，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交

往频繁，以协作会的形式整合三地史志资源，加强

横向交流和协作，是新形势下探索史志工作共同发

展的好途径、好形式。会议围绕如何做好史志工作

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和探索。会议强调，广大史志工

作者要创新思路、勤奋工作，努力深化史志研究，

加强协作攻关，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写好本地的党

史和第二轮修志，力争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使史

志工作真正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为三地的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

会议通过了协作会的章程和倡议书，交流了学

术论文，决定今后每年在有关县旗举行一次会议。

原载 《榆林日报》

罗振江在有关部门检查修志工作时指出

发挥地方志工作在文化

强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文／齐小英

　　２００７年５月３０日，副省长罗振江在省民委、
省委统战部、省武警总队检查指导地方志编修工作

时指出，各有关承编单位要努力克服困难，务必在

今年年底前完成省委、省政府交给的任务，为我省

第一轮修志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罗振江先后听取了省民委主任马尔立，省政协

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胡悦，省武警总队政委邱

能扬关于第一轮省民族宗教志、省民主党派志、省

武警志编纂工作的汇报后说，全省首轮修志工作已

经开展二十多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地 （市）

县 （市、区）志已经全面完成第一轮志书出版任

务，省志完成规划任务的９０％，剩下的几部也应在
年内完成，届时一部由８９卷组成、反映陕西自事
物肇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各行业、各方面历史与现

状的巨幅长卷将展现在全省面前。他指出，各级各

有关部门，一定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认真

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发挥地方志工作

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促进全省第一轮修志工作全面完成任

务，在加快完成第一轮修志工作任务的同时，把反

映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轮修志工

作全面开展起来，为文化强省建设作出贡献。

原载 《榆林日报》

艰辛笔耕十四载

《榆林市志》出版发行

文／张边林

　　艰辛笔耕１４载的新编 《榆林市志》已出版发

行，填补了自清雍正九年 （１７３１）建置榆林县２６０
多年无正式出版过方志的空白。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日，在榆林市举行了首发式。省
地方编委会副主任腾云，地委委员、榆林市委书记

刘汉兴，行署秘书长谢志富，榆林市党政领导张巨

奎、贾亮晓，张增厚、惠振强及 《榆林市志》主编

霍世春及有关部门２００多人参加首发式。榆林地区
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艾建国代表地委、行署赠送 “祝

贺 《榆林市志》出版发行贺匾”。

《榆林市志》坚持求实存真原则。运用现代科

学理论和方法，上限从事物发端记启，下限记至

１９９３年或１９９４年，纵贯古今，横列百科，突出地
方特色，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榆林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与现状。是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权

威著述。

《榆林市志》按志书体例，除市情述要未列入

编章外，共设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地理、人

口、农业、工业、经济管理、政权、教育、文化、

社会风俗、人物、附录等２８卷，１５０万多字，卷首
有彩色照片８０余幅，地图２幅，各卷共插有黑白
照片９０余幅，序、后记置于首尾。该书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文字通俗流畅，图文并茂，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是各界人士了解、认识、研究榆林，考查

其投资环境的重要参考书；是图书、档案、文史、

科研部门颇值收藏的珍贵资料。

《榆林市志》经榆林地区地方志指导小组复审，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终审，由三秦出版社出

版，国内外公开发行。为１６开精装本外套彩印复
膜护封，设计新颖，装帧印刷精美。

原载 《榆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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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对修志工作的组织领导

文／刘永平

　　近年来，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已在我国各省、
市、自治区陆续展开，专职人员达数十万。每年耗

资以亿计，真可算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工程。但

从目前情况看，这项工程的命运令人十分忧虑。

首先是无人领导，归属不明。尽管有一个挂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机构，名曰 “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但它对谁负责，谁是它的上级？

无从知晓。而各省、市、县的修志机构，有归政府

的，也有归党委的。还有归人大的，或者归政协

的，等等，真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其次是工作条件极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自

己无房办公，暂借两间小屋勉强放下六个人，办公

桌椅还是借的。其他条件可想而知。各省、市、县

的情况，是依当地领导对此项工作的兴趣高低而

异。

再者，人心浮动，纷纷调离。从事修志工作的

人员大多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因职

称、住房、工资、福利待遇等具体问题无法解决，

不少人要求调离，有不少修志机构正面临 “散摊

子”的局面。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应继承。但要

搞就要把它搞好。如果认为条件尚未成熟，就暂时

停下来。以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甚至

在政治、民族、保密等方面出问题。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原载 《人民日报》

一地之史并不好写

文／陈　虎　郑艳平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
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

着巨大的作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各地区各民族的文

化精髓，铸成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凝聚着奋发向

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可以说地方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丰富多彩的地

方文化的不断绵延和积累，才汇成了光辉灿烂、洋

洋大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的

《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

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

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

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因此，欲系统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要研究中国历史上曾经

存在或仍然存在的地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

于地方文化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挖掘，便就构成了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地方文化研究就构成了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上个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不断升

温，学人们在关注宏观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把研究

的触角延伸到了地方文化领域，并相继出版了颇具

学术水平的一些学术著作，如辽宁教育出版社组织

出版的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共２４本、中华书局
出版的 《齐鲁文化通史》等。近年来历史文物的不

断发现和整理，研究视野的展开和研究领域的拓

宽，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许多

学者开始以新的视角研究地方文化，并探索用新的

体例来展现地方文化的优秀成果。 《聊城通史》

（中华书局）一书就为新时期研究、撰写新的地方

文化著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好范例。

该书将地区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视野中

进行考察，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以往地方文化研究和

撰述中只注重于局部、强调个性，而忽视全局和总

体特征的弊端。而是将历史进程作为重要内容，依

照时间顺序，上下贯通，分析叙述了地方文化范围

内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全文化

的视野下，体现了地方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特点和

规律。此其鲜明的特点之一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区域内曾经兴会飚举

的贤良才俊们是如何创造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

这是地方文化研究和撰述中不能回避的课题。对

此，清代学者章学诚在 《修志十议》中早有论述，

他说： “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

传。”该书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一改以往以

人系事的修史传统，采取以事传人、以事系人的方

法，以客观、科学、求实的态度，将历史上贤良才

俊们的业绩置于地方文化发展序列中进行描述和展

示，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不再是一些文

化碎片和片段的回忆。此其鲜明特点之二也。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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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地域文化的探讨和研究，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从业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

和付出艰苦的劳动，尽管 《聊城通史》在体例等方

面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但该书作者们勇敢

的开拓精神和他们在编撰该书过程中所做的有益尝

试，在地方文化研究和撰述中却有导夫先路的作

用。

原载 《光明日报》

全国地方志规划会在西安举行

本报讯　全国地方志规划会议一九八五年五月
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在西安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全

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志编纂机构的代表

四十多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地方

史志协会会长梁寒冰主持了会议。

会议在检查全国地方志第六个五年规划执行情

况的基础上，重点讨论、部署了 “七五”规划，同

时交流了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情况和经验。

二十七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庆伟，省委副

书记周雅光看望了与会代表。

原载 《陕西日报》

续志修编：为中华文化写新篇

文／徐　馨

　　编修地方志，让历史根脉得以记录与延续。２０
多年来，总计约４万多种的方志类图书凝聚了１０
万余位地方志工作者的心血。他们为民族文化续脉

的默默担当让我们感动———

２００６年４月，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会议在
北京举行。１０位地方志工作者获得 “全国地方志

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在乡野田间，在边陲

僻壤，２０多年来，他们的脚几乎踏遍了所属地区
的城镇村落，他们的眼睛习惯了一豆青灯下的黄卷

相伴，没有炫目的光环，没有奢华的享受，人群中

最为普通的那一个个，凝结着韧性与力量，共同完

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全国修志工作。

１０位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的修志人生，
因为朴素的执着而创造了经世之绩；透过对他们的

阅读，也许我们多少可以触碰到那更多的、今天依

旧不为人所知的修志者们的生命力量。

重修方志　上下求索

“果洛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如果在６年前
问这个问题，那么任凭翻阅历代官方史书都找不到

答案。可以说，是一个人，让果洛州开始有了自己

的地方志。这个人，就是今年５０岁的华贡杰———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１９９７年，华贡杰刚调到州志办时，历史上还没
有一部 《果洛州志》；整个州志办，只有华贡杰一

个人。在缺少专业人员和办公经费及设备的条件

下，他开始了修志历程。面对果洛州修志资料的断

层，华贡杰只身上路，深入牧区、寺院收集资料。

９年来，他走了５万多公里，搜集资料约６７０万字，
并且一人完成所有藏文原始资料的翻译。上级领导

多次安排他担任政府重要职务，但华贡杰依旧守候

州志办的这份甘苦。从２０００年 《果洛州志》出版

至２００４年，一共编纂出版 《果洛州年鉴》９本，
填补了果洛州历史上无史书的空白。

来自西北的另一位先进工作者郭鹏，也是这样

一位开拓者。这位陕西省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主

任，自１９８４年参加地方志工作以来，先后开创了
佛坪县、汉中市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为了专心于

地方志工作，他主动要求免去在县政府的工作职

务，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是２２年。
在修志队伍里还有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秦安禄。１０余年来，他跑遍了四川省的
２１个市 （州）和１８１个县 （市、区），使四川省成

为全国最早完成首轮新方志编修任务的省份之一。

贵州省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郑荣

晴，是一位女性。２００１年，贵阳市启动了区志编修
工作，但没有机构和经费。郑荣晴深入基层，开展

了对修志人员的培训工作，如期完成首轮区志编纂

任务。另一位女性范育松，黑龙江省绥化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她带领着地方志办公室填

补了黑龙江地方简史的空白，并在省内首创地方志

工作负责人网络与资料员网络。

耐得寂寞　呕心沥血

投身于地方志编撰的工作，不只是寂寞与清

冷，还有艰苦与超负荷。杨德仁是江西省瑞金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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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事业的开创者，瑞金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８３年，早在瑞金方志机构成立前两年，他就制
定了新编 《瑞金县志》的凡例与大纲，１０年昼夜
兼程，《瑞金县志》出版。多年的伏案工作与乡野

调查，沉埋于浩繁史料中的杨德仁患了肝硬化、类

风湿等重病。连心十指，因为僵化残废，如今只剩

一指。而仅依靠这右手的拇指，杨德仁依旧握笔不

放，为了修志任务的按时完成，为了志书第一时间

得以出版，他时刻忍受着手指关节已肿胀如锤的疼

痛。２００４年， 《瑞金市志》总纂任务终于全面完

成。杨德仁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马

骐，因修志而累病。１９９１年，在县志总纂过程中，
他日夜奋战，由于过度疲劳而开始尿血。但是他隐

瞒病情，继续伏案工作，直到县志首发式后才走进

医院。而这时他已是膀胱癌晚期，最佳治疗时间错

过了。放化疗期间，马骐依然没有停下修志的脚

步，从春而冬，从冬而夏，继续着修志征程。县志

已经修成，他又利用修志期间积累的资料，开始了

地情研究，在这位刚毅者的脚下，新的求索之路才

刚刚开始。

成果丰厚　经世致用

修志，不独是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丰厚的学术

研究成果与学以致用的视野，成为修志者们的闪光

点。一项优秀的文化活动，不仅仅为传承历史，也

造福于大众。

昂智灵，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史志办公室编审，被周围的人称作 “活字典”；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 “尼维思凯玛”，意思是撒尼

学者，这是当地彝汉群众对昂智灵的 “昵称”。昂

智灵先后撰写、主编出版著作３４部，并长期从事
民族文化研究，曾用四行译法翻译出版了史诗 《尼

迷诗》、叙事长诗 《美丽的彩虹》等３部彝族经典
文献，推动了彝文典籍研究。此外，昂智灵还在国

内首次将少数民族文字书写法引入汉字书法领域，

形成了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为彝族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汗吾是湖北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方志编审

处处长，他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学术交流活动

的策划者。从 １９８２年至今，他参与编审第一轮
《武汉市志》和县志、地名志等共达２５部，其中有

８部志书在１９９３年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
获奖。１９８６年以来，先后组织了１５次全国或区域
性的城市理论研讨会，并且促进建立了东北、西

北、华北三个协作区域联席会议制度。 “出佳志、

出精品”，是秦海轩———山西省晋城市地方志办公

室主任的目标。自１９９１年加入修志者队伍，他先
后主编了 《晋城市志》、 《晋城县志》等志书，编

著的 《中国皇帝制度》于２０００年获北方１５省市优
秀图书奖，《炎帝神农文化在太行》２０００年获山西
省政府颁发的优秀地方志成果一等奖。

修志者的目光不仅仅囿于楼阁学术，还让学术

成果走向社会、服务于当今。马骐，拍摄电视专题

片，论证合肥地区旅游开发的潜力，创办名人纪念

馆，为当地带来可喜的经济效益；杨德仁向市政协

提交关于当地旅游的提案，被市政府采用；王汗吾

关于办好武汉渡江节和每年抗日时期武汉沦陷日鸣

放警报的建议为市政府采纳；在秦安禄的努力下，

四川省人大通过了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开

全国依法修志之先河。

近２０年来，一批又一批修志者，怀着重修方
志的持久梦想和为民族文化续脉的历史精神，记录

了新中国方志事业的斐然成就。而修志者本人，也

许无法写入所著之志文，但他们却以洪亮之声，铁

肩担道义的执着精神，让我们得以走近真实的历

史。１０位先进工作者的修志历程，只是１０余万修
志者的缩影，让我们记住他们。

原载 《人民日报》

传承文化　服务社会

文／陈奎元

　　我国新编地方志工作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面开
展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主持下，全国各级地

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方志工作者艰苦奋斗、开拓进

取、甘于奉献，在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中取得了显

著成绩，为传承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作出了贡献，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

回顾与总结２０多年的修志实践，我国新编地
方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首先，编纂工作硕果累累。全国首轮省、市、

—９８２—

文　　摘



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６０００余部，截至２００５年底，
已出版５０００余部，完成了规划任务的８８８％，其
中，省级志书完成８３２％，市级志书完成９０６％，
县级志书完成９４６％。此外，还编辑出版了４万多
种部门志、行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编纂出

版了全国８０％以上的地方综合年鉴；整理出版了大
批旧志书。由此可见，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

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科学成果

群，积累了宝贵的方志文化资源。

其次，开发利用方志资源成效显著。多年来，

各地认真落实修志为用的指导原则，修志与用志并

举，努力为领导机关科学决策提供客观的历史情况

和依据，特别是在制定规划、开发资源、基础建

设、招商引资、减灾防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方

面，提供了大量服务，作出了突出贡献。与此同

时，各地扩大服务范围，尽力担负起认识世界、传

承文化、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逐步展示地

方志工作和地方志资源的巨大的潜在价值。

三是方志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方志工作者结合

修志实践，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有关学科理论，

积极开展方志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指导思想、体例

体裁、方志性质、方志源流、新旧志书的区别、续

志编修、读志用志、方志文化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

论，撰写了数万篇论文，出版了５００余部专著和论
文集，从而为总结修志经验，推动修志实践，加强

方志学学科建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继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出了努力。

２０多年的修志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作
经验，需要我们继续坚持和发扬，其中最基本、最

重要的经验有五条：

第一，“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

委会及办公室组织实施”是开展地方志工作正确的

工作体制。这一工作体制的确立，既是对志书官修

传统的继承，又是新时代创新的结果。这一工作体

制已被修志实践证明切实有效，完全符合中国国

情，必须继续坚持和进一步完善。

第二，“一纳入”、“五到位”是做好地方志工

作的基本要求。地方志工作是为国存史的重要工

作，同时也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但又十分重要

的工作。实践证明，要真正重视地方志工作和切实

解决有关困难，就必须按照 “一纳入”（即把修志

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

之中）、“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

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的基本要求，落在实

处，给予应有的重视。

第三，制度化、法制化是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

的根本保障。我国新编地方志工作自开展以来，在

制度化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管理逐步加强，工作

逐步规范。为保障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还应尽早

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做到依法修志。目

前，四川省、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审议通过了地

方志工作条例，其他有些省也正在积极准备立法，

全国地方志立法工作已纳入国务院２００６年的立法
计划，开始形成依法修志的新格局。

第四，确保志书质量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第一

要务。志书是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它

是否具有权威性，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键在

于志书的质量。新编地方志书必须做到指导思想正

确，篇目框架合理，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通顺流

畅，时代、地方和专业特色鲜明，经得起历史的检

验。因此，要不断强化志书质量意识，落实提高质

量的各项措施，多出良志佳志，这是修志工作的百

年大计。

第五，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是修志工作

的重要保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

全面开展以来，常年都有一支包括２万专职、１０万
兼职的编修队伍在努力工作，这是一支经受了锻

炼、值得信赖的修志大军。要确保志书的质量，保

证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地发展，就要不断提高修志队

伍素质，下大力气加强修志队伍建设，保证我们的

工作后继有人、永不断续。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一

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文化基础事业。当前，我

国首轮修志工作基本结束，新一轮修志工作正全面

展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赋予了修志

工作新的内涵和要求，广大方志工作者任重而道

远。

原载 《人民日报》

以史为鉴　立不败之地

文／李德忠

　　毛泽东同志当年指出：“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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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

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

人的光荣。”

但遗憾的是，李自成起义军在北京仅呆了４０
天，便被迫撤出，再次转战河北、山西及陕西等

地。１６４５年，在湖北通县九宫山，李自成遭遇地
主武装袭击身亡。李自成的悲剧为后人和史学家留

下沉重的深思。

其一，李自成决策上的失误是导致其悲剧的主

要原因。在战略决策上忽视了对驻扎东北清军势力

及江淮以南５０万还未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的警惕
和防范；当时，军事重镇山海关仍然控制在明将吴

三桂手中，李自成除未对其采取安抚策略，他的将

军刘宗敏还捆绑了吴三桂之父，掠去吴三桂的爱妾

陈圆圆，逼反了心怀归顺的吴三桂，迫使他与清军

联盟打败了李自成率领的出战山海关的大顺军。其

二，因胜利而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有的将领被胜

利冲昏头脑，纷纷然，昏昏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

了，可以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几十万士兵

逍遥京城，麻痹轻敌，忽略了对敌势力的猖狂反扑

危险的预计。其三，革命意志蜕化。进京后，李自

成军贪图安逸，追求享乐，不能抵制金钱酒色的诱

惑和侵蚀，军纪废弛，战斗力涣散。一部分将士以

为革命到头，急着解甲归田。其四，流寇主义思想

严重，没有建立稳定的后方和革命根据地，大顺政

权没有社会基础，许多地方得而复失。其五，同中

国历史上其它的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样，没有正

确的指导理论和执政能力，这也是李自成起义失败

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毛泽东等

国家领导人用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

研究、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失败的原

因及其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用于指导我党执

政的实践。１９４４年，毛泽东曾在致郭沫若的信中
写到： “你的 《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

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

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今天，我们党能不能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

状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非常现

实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

部，一定要牢记 “两个务必”，并采取了一系列惩

治腐败的措施，提出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等一系列亲民、爱民的方针政策，同时，党

中央还反复重申在执政条件下，必须坚持党在指导

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

的实践，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

权力等方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回顾、总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战斗

历程，重温郭沫若的 《甲申三百年祭》，提醒我们：

要切实汲取李自成由于骄傲自满、缺乏正确的指导

理论和执政能力导致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

训，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

和从严治党，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

不懈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始终

牢记 “两个务必”，不断反腐防骄，使我们党永远

立于不败之地，使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

达。

原载 《榆林日报》

存史资治　继往开来

———镇川镇纪念解放五十四

周年，举行镇志首发式

文／李德忠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３日是榆阳区镇川镇解放５４周
年纪念日。这天，该镇邀请市有关部门、区党政领

导、有关单位及全区各乡镇负责同志３００多人举行
了 《镇川志》首发式。

镇川镇是个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热土，已有

４００多年的历史，曾三次设县，是陕北四大名堡之一
（另有定边安边堡、神木高家堡、子长瓦窑堡）。早在

清末民国年间，该镇就以皮毛集散地闻名塞北，被人

称为“内陆码头”。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斗争岁月

里，镇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

现出了朱侠夫、朱子休、朱敏等一批志士仁人，为民

族解放事业建树了功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

风的吹拂下，该镇百废俱兴、政通人和，各项事业无

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赢得“陕北小香港”之美誉。

盛世修志，经世政用。在镇党政领导的鼎力支

持下，镇川籍的一批老同志，组成编纂小组，着手

编志。他们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顶酷暑、冒

严寒，千里走访，万里寻根，收集资料，考订史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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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去粗取精，数易其稿，历时三载，终使该志问

世。它是该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可喜成果。

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本土特色，散发乡

土气息，反映当地人文历史、政治经济、风土人情

及重大事件，达到 “存史资治”的水平，是向人民

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及革命传

统教育的良好教材，对人们了解镇川、关心镇川、

支持镇川、建设镇川大有裨益。

该志长达５０万言，取材广泛，通贯古今，体
例规整，文字通达，是一部编纂乡镇志书的典范。

在首发式上，镇党委书记秦怀文在讲话中表

示，要发扬革命传统，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带

领全镇人民，坚持 “小城镇、大战略”的方针，深

化改革，艰苦奋斗，把镇川建成一流的现代化的小

城镇。

首发式上，宣读了生活、工作在北京、上海、

西安等地的镇川藉干部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电。

原载 《榆林日报》

毛泽东主席谈 《荆门县志》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昌和湖北省委
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同志谈话涉及到史志

工作，具体谈到了 《荆门县志》。谈话中，毛主席

高屋建瓴，以他独具的政治家、战略家眼光，对县

志的撰修及其应用作了提纲挈领的对比；对 “不重

修志重修衙”的不良官风进行的批评。

梅白同志在１９５６年７月至１９６０年５月期间，
曾经先后在毛主席来湖北期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

数十天。１９６０年５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后，湖
北省委决定派梅白同志到荆门县兼任县委书记。１０
月，毛主席再一次来到湖北，在武昌见到梅白时，

就问他：“你这个县委书记如何当法？”当听梅白同

志回答说没有当过县委书记，并且了解到他没有多

少县级领导工作经验后，毛主席就谆谆地说：“朱

熹这个人怎么样？他是文学家、政治家。他到南康

府，没有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像王明那样。他一

去，就先看 《南康志》”。接着，毛主席又说：“领

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

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 《荆门县

志》。”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梅白同志赶紧找来两部清

乾隆年间和光绪年间编撰的 《荆门县志》连夜阅

读。为了能得到毛主席的进一步教诲，第二天一大

早，梅白同志就先把两部 《荆门县志》送到了毛主

席那里。毛主席三天就看完了，让秘书高智打电话

通知梅白同志到他那里去。

梅白同志一到毛主席那里，就请教毛主席：

“您看了 《荆门县志》有何指示？”毛主席说：“我

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 《荆门

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

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

结汉人，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

间编的县志好。‘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

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董

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第二，我发现

《荆门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

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要注意改

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

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民不够，要靠新人，

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

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

摘自 《中国方志通讯》

我省第二轮地方志书

编纂目标确定

文／魏　伟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省委、省政府同意印发的 《陕

西省第二轮三级地方志书编纂规划》提出，我省第

二轮三级志书共编纂出版１１８部，其中陕西省志１
部 （１６卷 ９２分卷）、市级志书 １１部、县级志书
１０６部。第二轮修志的时间下限为２０１０年，续修第
一轮志书，全面记述我省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态。据悉，第二

轮修志工作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以来，全省确定的２３个
省级以上试点单位均已进入资料收集整理阶段，多

数单位开始了资料长编工作，为第二轮修志工作全

面进行奠定了基础。今明两年将有３至５部志书完
成编纂任务。

原载 《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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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第二轮志书编纂

业务培训班开班

文／齐小英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全省第二轮志书编纂业务
培训在西安开班。来自各市、县 （区）和省直部门

共３００余名修志人员参加了业务培训，共同探讨志
书编纂的现实作用，学习交流志书资料搜集、运用

及篇目制定等问题。

据了解，我省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

共计划编纂出版１１８部，其中省志１部，市 （含杨

凌）志１１部，县 （市、区）志１０６部。第一批修
志骨干人员大多已退休或调离，现在修志队伍中新

人又占多数，修志人员培训，将为全省第二轮志书

编纂工作奠定思想理论基础，以有利于编纂出资料

详实准确、体例完备、文风朴实、语言流畅，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志书。

原载 《陕西日报》

默默耕耘逾廿年　三千万字留史册

———我市首届修志工作综述

文／德忠　峻逸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我市着手新编地方
志。２０多年来，我市广大编史修志人员甘于寂寞，
默默耕耘，共计编写出 《榆林地区志》１部，县
（区）志 １２部，还有其它志书 １００余部，共计
３０００余万字。并有１部志书获全国一等奖，１部志
书获全国二等奖，１部志书获陕西省一等奖，３部
志书获陕西省二等奖。

地方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志者，记

也。记历史、记地理、记经济、记政治、记自然、

记社会、记文化、记风俗、记人物、记著述，可谓

巨细皆记，包罗万象。地方志是了解一个地方的窗

口，是存史资治的良师益友，也是启迪后人的乡土

历史教材。榆林宋代即有 《麟府图径》、 《新秦郡

志》问世，可惜均已散失。明代有 《延绥镇志》８
册，目录可考，只有４册存藏，米脂、绥德、清涧
均编过志书，亦散失。清代有 《延绥镇志》、 《榆

林府志》相继刊印，各县也皆编修地方志，有的县

甚至有二三部。民国年间，横山、米脂、府谷、神

木等县均有续修县志问世。旧志保存了不少珍贵资

料，也有很多可取之处，但大都文笔简约，资料较

少，记载人文较多，经济较少，编纂方法较旧，所

以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和遗憾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社会安定，有了修

志的条件。１９５９年前后，榆林、神木、定边、靖
边、米脂、绥德等县成立修志机构，编修新志。或

编出初稿，打印成册，内部审阅；或刚刚起步，收

集资料，旋即停止；或仅有纲目，未能编写；或仅

设机构，未能工作，徒有其名。即使编成了也比较

粗糙，加之受“左”倾思想影响，“假大空”较多。

榆林新编地方志是从上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的。
１９８０年神木县开始编修县志，是年，靖边也成立了
编修县志委员会。１９８２年７月，陕西省第一次县志
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会后，各县陆续成立了县志

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３年１２月，榆林地区召开第一次
县志工作会议，１９８４年１０月成立了榆林地区地方
志指导小组，指导县志编纂工作。之后，全地区兴

起 “编志热”，各县均做到了机构、经费、人员落

实，并有编纂方案，开始征集资料，不少县办了县

志通讯刊物，互相交流信息，促进资料收集。地区

地方志指导小组不失时机地在绥德召开现场会，促

进编志工作，并通过 “神木志”的评审，提高志书

编写的质量和进度。８０年代后期，各县的志书编
纂大都经过了二审，报送省上终审，１９９０年，我市
第一部新编县志 《神木县志》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

版。接着，１９９３年６月新编 《米脂县志》由陕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是年１０月荣获全国志书优
秀成果一等奖，标示本市编志工作进入收获期。之

后，靖边、横山、子洲、府谷、榆林、清涧县志及

《榆林地区志》相继出版， 《佳县志》也内部印行

问世，《绥德县志》和 《定边县志》也于去年８月
出版。至此，我市首届修志工程业已告竣。

在编写县志的同时，一些其他志书也编纂成

功，比如 《榆林地区教育志》、 《榆林审判志》、

《榆林烟草志》、 《榆林邮电志》、 《榆林戏剧志》、

《榆林武警志》、 《榆林军事志》、 《榆林风情录》、

《金鸡滩乡志》等。还有一些校志、村志等陆续问

世，志苑可谓百花开放、硕果累累。理论研究也有

可观成绩，先后有３０多人参加了陕西省地方史志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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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并有 １０多篇理论文章刊登在有关报刊上，
２０余篇作品获奖。

在出版志书后，市上接连出版了三卷 《榆林年

鉴》，全面系统地介绍榆林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进展，为

各行各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

依据，为续修地方志储备资料，同时，也为国内外

各方人士了解榆林、认识榆林起到了重要作用。神

木出版了首卷年鉴，又编辑第二卷；子洲也出版了

首卷年鉴，编辑了第二卷；《榆阳年鉴》、《府谷年

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也正式出版。
２００１年，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续修地方志

工作，并成立了新一届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堡等

县作出五年规划，续修县志工作刚刚起步。

新编地方志已逾２０个年头。参与这项工程的
专业编志人员先后约有２００多人，编委会成员以及
专志编写员、资料员、采访员、编委会成员等约有

五、六千人。２０多年来，成果喜人。 《米脂县志》
获全国优秀成果一等奖， 《清涧县志》获二等奖。

同时有不少修志工作者获得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荣

誉，也培养了一支业务精、作风好的修志队伍，有

的成为水平很高的史志专家。

总结本届修志经验，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众

手成志。这届志书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每县参

加收集资料、编写人员均有百人，有的甚至上千

人。二、领导重视。榆林地方志从始至终都得到了

市委 （地委）、市政府 （行署），各县 （区）委、

县 （区）政府的重视，设置机构、配备人员、筹集

经费，各方面均给予大力支持。三、骨干牵头。各

县 （区）志办的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有的竟病倒在编志岗位上，有不少

可以大书特书的事迹，足为楷模。四、慎重选择主

编。五、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我市广大编志人员从

资料的选择、篇目的设计、遣词造句，校对等方面

严格把关，提高了志书质量。

原载 《榆林日报》

文化·生活

镇 北 台

　　镇北台，耸立在榆林城北约７５公里处的红山

上。

榆林为我国古代的９个边防军事重镇之一，因
此有关长城的遗址较多。镇北台建于明万历３５年
（公元１６０８年）属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观察所。

台为正方形，高４层，外砌砖石，体积逐层递
减。第一层高１０２米，周长３２０米，总平方８９６
米，进深１２米；第二层高１１米，周长１２８米，总
平方２７２米，进深５米；第三层高４１米，周长
８６米，总平方１４４米，进深３米；第四层高４４
米，周长３５４４米，总平方 １２米，进深 ２米。北
额题 “向明”二字，为万历时巡抚涂宗?所书。

镇北台依山据险，岿峨挺拔，登高望远，方圆

几十里内景物一览无余，为陕北地区现存的长城遗

址中最为宏大、气势磅礴的建筑工程。

原载 《陕西日报》

明武宗与凯歌楼

文／王正云

　　位于鼓楼南大街中心，明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年）
由巡抚熊绣主持修建，原系 “二展榆阳”之南城

门，名为 “怀德门”，在此举行祝捷、献俘、庆功

等活动。台基上建有二层木结构大楼一座，把台订

分为南北两院，与其下洞口贴墙牌楼形成升腾的格

局。大楼东西两侧有起机脊厢房，城台四角均建有

十字歇山顶钟鼓楼。此楼气势恢宏，构图巧妙工艺

考究，是榆林诸楼中的精品之一。文革初更名 “团

结楼”，１９７４年为修外贸大楼被拆，２００５年又在原
址复修。

武宗朱厚照 （１４９１～１５２１），是历史上争议很
大的一位皇帝。有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

是一个无道昏君。有人则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

求自由平等，是一个极具个性色彩的皇帝。明代，

榆林是九边重镇，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

线。正德十二年十月武宗击败了蒙古小王子部，取

得了 “应州大捷”。同年，在宠臣江彬的鼓动下，

离开了京城到西北游幸，梦想在辽阔的长城内外一

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并多纳美妇，供其淫乐。

正德十三年十月渡过黄河，途经府谷、神木来到榆

林，到榆林后先住在上帝庙，后又住在怀德门。武

宗不仅淫乐嬉戏，而且非常信奉佛道，便给 “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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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改名为 “太乙神宫”。在怀德门上，武宗遥望

榆林古城三山环绕，一水南流，彪腾虎踞，气势宏

伟。街道上楼阁相望，市场繁荣。东山庙岳高入云

天，西街衙门接连，怀德门修得更是宏伟、气派、

别致，大有京城气象。又纳了总兵戴钦之女为妃，

每天美女成群、莺歌燕舞、美食佳肴与皇宫里无

异，高兴地说：“榆林这个地方真是小北京。”从此

以后，榆林便有了 “小北京”的美誉。

正德年间，地处蒙汉交界的九边重镇榆林，由

于元蒙残余贵族势力经常南侵，所以战火不断。第

一次明朝军队打败蒙古军队，便要在这座楼前举行

一次献俘仪式，庆祝胜利。到了正德末年，当时的

延绥巡抚姚镆率领大军击败了入侵的蒙古军队凯旋

而归，又在怀德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仪式，真是

战旗飘飘，凯歌阵阵，姚镆触景生情，便改怀德门

为凯歌楼。

崇祯十六年 （１６４３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榆
林，将明抚边将军马应举杀掉后，把其首级悬挂在

凯歌楼上示众祝捷。

原载 《榆林日报》

康熙巡榆始末记

文／李春元

　　历史上，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噶尔丹 （额鲁特

蒙古之一部），对内蒙古２４部４９旗和外蒙古４部
７４旗实行长期有效的统治，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建
立了不朽的功绩。第一次亲征是在康熙２９年 （公

元１６９０），清军在乌兰布通 （今辽宁赤峰境内）攻

破噶尔丹的万头 “骆驼阵”。第二次亲征是在康熙

３５年 （１６９６），清军在昭莫多 （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图拉河上游）大败噶尔丹兵，噶尔丹只率数十骑逃

脱。第三次亲征是在康熙３６年 （１６９７），康熙从北
京出发，经山西、陕北，西出宁夏指挥作战。康熙

皇帝巡榆的故事，就发生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之

时。

公元 １６９７年 ２月 ２３日，农历二月初二 （丁

亥），正是 “龙抬头”的黄道吉日，康熙皇帝亲率

１万铁骑离开京城，踏上第三次讨伐噶尔丹的征
途，当日驻跸昌平，行程约４０华里。此后日行夜
宿，于３月６日，农历二月十三 （戊戌）到达大同

镇 （明九边重镇之一）。进入阳方口以后，康熙亲

率部分轻骑沿边关向太原镇 （明九边重镇之一）偏

头关 （太原镇治所在地）方向行进，车马辎重则经

岢岚州境，向保德方向前进。１０天后，各路人马
陆续在河曲县至岢岚州、保德州的黄河沿岸各渡口

集结待命。３月１８日，农历二月二十五 （庚戌），

康熙和他的轻骑来到偏头关所辖的最西端的灰沟营

渡口，命随行官员在黄河边上设坛祭祀黄河之神，

并传令三军渡河。第二天，各路人马纷纷渡过黄

河，进入延绥镇 （榆林）境内。康熙和他的轻骑过

河后行军２５里，抵达黄甫川宿营。明延绥镇边墙
西起横城堡 （在今宁夏境内），东至黄甫川，共设

有３６座城堡，黄甫川是边墙东路最后一座城堡，
也是黄河出套之处。康熙此次巡边，正是沿着边墙

各城堡行进的，每日行程约为４０华里。３月２１日，
康熙率轻骑清水营、木瓜园堡到小孤山堡与大队人

马会合，又经镇羌堡 （今新民乡）、永兴堡，于３
月２４日清晨到达神木营 （延绥东路协营）城，１
万铁骑由营城北门入，从营城南门出，穿街而行，

马蹄在石子路上引起了轰鸣，犹如一支庞大的交响

乐队演奏胜利的凯歌。康熙到了神木，并不住在城

里，而是在南郊外的窟野河边安营扎寨。

吟诗窟野河畔

１６９７年３月２４日，是农历三月初三 （丙辰）

“踏青之日”，连续多日鞍马劳累，也该歇息歇息

了。于是，康熙皇帝传令三军在窟野河边休整一

天。窟野河流域原为北宋失地，长期为羌族野利部

所据。这里水草肥美，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众将

士听说要在这里休整，纷纷解甲卸鞍，到窟野河边

饮马、溜马、戏耍。午后，额鲁特蒙古的两个部落

首领多尔济和达拉代先后来降，康熙十分高兴，大

加赏赐。傍晚，康熙身着便服，肩披锦袍，带着贴

身侍卫，也来到窟野河边散步。虽是三月天气，但

河里的冰凌随处可见，因为当年的农历三月是闰

月，正是 “乍暖还寒”的季节。远处，神木城头炊

烟袅袅；近处，二郎山就像一头巨大的骆驼横卧在

河边，在落日的余晖中显得分外壮观，好一派 “大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上风光。康熙信步走

进一处院落，原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驿站，墙上的邮

路图依稀可辨，他仔细察看着走过的地方，掐指一

算，自过黄河之日起至今已是第六天了。走出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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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只见将士们已在营账外燃起堆堆篝火，延绵数

里烟雾缭绕，火光闪闪，不时传来战马的阵阵嘶

鸣，仰望星空，一弯新月出没在遥远的天际。康熙

心想，要是不打仗，这里该是多么平静啊！在返回

大营的路上，他边走边吟，不觉吟出一首诗来，这

就是后来被人收入 《榆林府志》的 《出塞》诗。

诗曰：

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

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

邮签纪地甸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

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

诗中第五句的 “甸余驿”是指神木南郊外遗存

的驿站，第一句的 “驼城”即指神木城，因城西南

的二郎山形似骆驼而得名。旧时榆林八景之一的

“驼峰拥罩”，称榆林东山为驼山，故有人将榆林称

为 “驼城”，但此驼城并非彼驼城。正如神木有座

笔架山，清涧也有座笔架山一样，它是一定时期特

有的文化现象的反映。公元６００年，隋朝曾在今内
蒙古托克托旗和萨拉旗一带设过榆林郡 （郡治在胜

州）；公元１７３０年 （清雍正８年），清朝曾在今陕
西榆林地区设过榆林府，同是榆林，但隋炀帝杨广

在大业三年 （公元 ６０７）巡幸的榆林，是胜州榆
林，而非今天的榆林，在榆林某县的旧志书中，有

人将清朝所设榆林卫城，说成是隋炀帝巡幸之处，

实在是张冠李戴了。如果说榆林小曲是中国南北文

化相互交融的产物，那么，以骆驼喻城，以笔架喻

山，则有着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

渊源。这一文化现象至今保留在榆林地区乃至全中

国的许许多多人名地名之中。

题词榆阳桥头

公元 １６９７年 ３月 ２５日，农历三月初四 （丁

巳）午后，从榆林赶来的驿卒报告了赵良栋将军在

宁夏病故的消息，康熙听罢沉默良久，十分感慨地

对身边的将士说，赵良栋确实是个伟男子，虽然生

性倔强，每与人不合，但毕竟是有功之臣。这天下

午，康熙和他的铁骑马不停蹄，经解家堡、高家

堡、建安堡 （今大河塔）、常乐堡，于３月２８日抵
达延绥镇治榆林城 （时设卫所），沿榆溪河东岸安

营扎寨，大本营就设在榆阳桥头的驿站内。第二天

农历三月初八 （辛酉），在榆林驻了一天。

康熙到了榆林，地方官员少不得宴请。“清香

白玉板 （豆腐）”自然是要吃的， “红嘴绿鹦哥

（菠菜）”就不一定能吃上了，估计当时的新菠菜

还未上市，而窖藏的冬菠菜也未必能存到农历三

月。但 “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个字确实为康熙

所题。康熙走后，地方官员刻石以记，树碑于皇上

题词之地———榆阳桥头，直到建国后文革前犹在。

多少年来，关于这一题词的传说很多，由于历史的

原因，其真相却一直被掩盖着，康熙虽在榆林住

过，但并不住在城里，因为城里住的都是 “绿营

兵”（汉族兵），所谓 “夜叩城门”之说纯属杜撰，

因此也没有康熙为两个守城门的兵士题词的可能，

更何况当时的榆林绝非 “孤城”。当然，作为一种

传说，它反映了旧中国百姓期盼明主的良好愿望，

也是无可非议的。真实的情况是康熙为纪念两个前

朝 （明朝）守将而题。一个是明榆林镇副将惠显，

另一个是参将刘廷杰，他们都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

义军杀死的。事情发生在距康熙巡榆５０多年前的
１６４３年 （明崇祯１６年）１１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
了大顺政权以后，即派李过、高一功统兵１０万攻
取榆林镇。当时的榆林总兵 （又称镇台）王宁在义

军大兵压境之际，借口到窟野河请求羌族援兵，率

精兵弃城而逃，使榆林成为一座 “孤城”。在巡抚

张凤翼还未到任的情况下，布政使都任急忙召集副

将惠显、参将刘廷杰商讨守城之策。由于城内只剩

一些老弱残兵，他们只好起用退役在家的明朝宿将

尤世威 （曾任居庸关、山海关总兵，官至左都督）、

王世钦 （曾任山海左部总兵官）、王世国 （世钦

弟，曾任保定总兵官）、侯世禄 （曾任凉州、固原

总兵官），侯拱极 （侯世禄子，曾任参将，山海关

总兵官），以及尤世禄 （尤世威弟，曾任宁夏总兵

官），尤岱 （曾任山海铁骑营参将）、李昌龄 （曾

任延绥总兵官）等，共议守城之事，一致推举尤世

威为主帅，坚守榆林。从１１月１５日起经七天七夜
血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榆林城终被攻破。义

军入城后，与守军展开巷战。这是榆林历史上最残

酷的一次战斗，从南门至新楼的大街小巷血流成

河，尸体堆积如山。是役持续了１２天，侯世禄父
子、尤世禄、尤岱等皆战死阵前。尤世威、王世

钦、王世国、李昌龄等四人在巷战中被俘，押至西

安后拒不投降，被李自成所杀。参将王廷杰因派敢

死士出城去套部求援，宁死不屈而被分尸，其弟为

兄收尸后自投文昌阁而死。副将惠显至死不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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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往神木后服毒自尽。早在窟野河畔的大营中，康

熙就听说了这两位前朝守臣死节之事，作为一位封

建皇帝，对于这两名前朝忠臣的壮举感慨不已，到

了榆林后，他又向地方官员与长老详细询问了此

事，故亲笔题词以示纪念。

祭祀安边北郊

公元１６９７年３月３０日，康熙率军离开榆林，
以每日４０至８０华里的行军速度，经保宁堡、响水
堡、波罗堡、怀远堡 （今横山城）、威武堡、清平

堡、龙州城、镇靖堡、宁寨堡 （今梁镇），于４月
４日到达安边营城，在八里河沿岸安营扎寨。第二
天是农历三月十五 （丙辰）清明节，康熙在安边驻

了一天。

这天上午，康熙派随驾亲征的皇长子胤?劳人

到安边营城北郊去祭扫赵公墓 （即赵良栋父亲之

墓）。原来，赵良栋的老家在绥德四十里铺，后因

灾荒迁至安边，其父以打柴为生，家道贫寒。清顺

治初年，赵良栋从军后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康熙

元年被提升为云南广罗总兵，康熙四年调任贵州平

远总兵，随降清的吴三桂戍边。这一年，赵良栋的

父亲在外出砍柴回家时，累死在路边，赵良栋闻讯

后，星夜兼程赶回安边，将其父葬在 “客死之地”，

即安边东北郊半里远的地方，并在墓地修造了石人

石马，树立了石碑，守孝三年 （赵良栋定居宁夏

后，将其父之墓地迁走，此地只留衣冠冢）。三年

以后 （康熙８年），又被起用为山西大同总兵。康
熙十三年宁夏兵变，提督陈福被杀。赵良栋奉命赴

宁夏平叛，接任提督之职，后因平叛有功，加封

“勇略将军”。康熙十八年，赵良栋主动请战，率领

训练有素的宁夏兵讨伐反叛的吴三桂，平陕西，定

四川，出云贵，威振西南。康熙１９年。赵良栋被
提升为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康熙２２年因病告退
归家休养，时年６２岁。以后几出几入，面见皇上
请求出战。康熙３４年，皇上亲授赵良栋一等精奇
尼哈番，命他告老还乡。此次康熙亲征离开北京前

的农历正月十四 （已巳），兵部尚书马齐自宁夏返

京求见皇上，禀报了赵良栋将军病危的消息。康熙

随即写下手谕，命人带上人参、鹿茸去宁夏慰问。

但不久，７７岁的赵良栋将军就病故了。对于赵良
栋这样的忠臣、勇将、孝子，康熙非常赏识，在安

边听说有赵将军父亲的墓地，故派皇长子前去祭

扫，也在情理之中。下午，宁夏总兵殷化行前安边

营接驾，在行营内叩见皇上，请求皇上到花马池

（３６堡城之一）打猎。康熙听罢，摇了摇头说，师
行靠马力，如今噶尔丹未灭，调宁夏兵至花马池，

往来需要七八天，不如休养马力，去猎噶尔丹。即

令殷化行归宁率所部绿营兵五百人，并入昭武将军

马思哈部，出塞驰援安北将军费扬古，务歼噶尔

丹。

公元１６９７年 ４月 ６日，康熙率军离安边营，
经砖井堡、定边营、盐场堡，于４月８日到达花马
池，进入宁夏卫地界。从３月１９日西渡黄河进入
陕西榆林，到４月８日进入宁夏，康熙在榆林的行
程共为２０天，其中在神木、榆林和安边各驻了一
天，其余时间都在紧张的行军途中，所谓 “康熙微

服私访的故事”，仅是传说而已，康熙有可能微服

私访的地域，仍然是胜州榆林，这将在 “后记”中

赘述。

后记：考察塞外黄河

离开花马池后，康熙继续沿边墙巡视前进，经

安定堡、兴武营、清水堡、红山堡，于 １６９７年 ４
月１２日到达边墙最西端的城堡———横城堡，这里
是黄河水入套之处。在横城堡，康熙写下了他此次

巡视延绥镇边关的又一首五言律诗 《河套西望》。

诗曰：

往代存虚议，今为我外藩。

河环沙碛暖，境阔草滩繁。

错落延绥接，迷离朔漠吞。

时巡曾不到，特示抚柔恩。

第二天，农历三月二十三 （丙子），康熙由横

城堡西渡黄河，即派皇长子胤?去祭奠赵良栋将军

及前提督陈福。第三天驻跸宁夏卫 （今银川市旧城

区），亲自指挥各路大军进剿噶尔丹。此间，他还

巡视了宁夏卫各营堡，祭祀了贺兰山，登临了狼居

胥山。公元 １６９７年 ５月 ３日，农历闰三月十三，
噶尔丹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其女钟齐海

率三百户降清。由于路途遥远，康熙皇帝在当年６
月１日，农历四月十一日 （甲子），才从大将军费

扬古的奏书中得知这一消息。当天，康熙亲率百官

行拜天礼，并传令各路人马班师。听说皇上要班师

回朝，宁夏百姓纷纷恳求皇上再住些日子。但康熙

说，多住一日，就多一打扰，宁夏地方贫困，不堪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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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负，还是班师好。

在返京的路上，大队车马辎重沿黄河西岸北

上，向包头镇进发；康熙只带少数侍卫，仍从横城

堡渡口上船，顺流而行，实地考察黄河。直到湖滩

渡口 （时称湖滩河朔，在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境内）

下船。在湖滩渡黄河，康熙亲自测量了河宽，为五

十三丈。他说这里黄河水流平缓，与南方 （指河套

以南）黄河水流不同。加上从山西西渡黄河时考察

过的河曲至保德段黄河，康熙皇帝几乎考察了黄河

中游的整个河套地区 （详见 《朔漠方略》）。从湖

滩渡登陆，即是胜州榆林城，当时汉人称之为 “脱

脱城”。此时康熙身边只有少数贴身侍卫，因此皆

身穿便服，沿黄河北岸向包头步行，一边赶路，一

边打鱼射鸭充饥，大约步行了２００华里，才赶到包
头，如有康熙微服私访的故事，当发生在此时此

地。到包头镇与车骑会合后，康熙和他的铁骑日夜

兼程，加快了行军速度，于公元１６９７年７月３日，
农历五月十四日 （乙末）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

康熙仍念念不忘赵良栋将军，不久，又赐号 “襄

忠”，其子孙后代在康乾盛世时受益匪浅，多有建

功立业者。

原载 《榆林报》

榆林城区的巷道

文／刘　涛

　　榆林城始建于明代正统二年 （１４３７年），距今
已有５００余年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又
先后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拓展 （分别为 １４８６年、
１４９２和１５１５年），才逐渐形成今日之格局。城内
从南到北，一条主街 （新建路）纵贯全城，与此平

行的大街和三街 （长城路），共同构成了全城的主

要通道。与三条大街相垂直，９５条东西贯通的巷
道首尾勾连，将众多的建筑物分割为许多聚居区。

四合小院鳞次栉比、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三教九流

杂出其里，呈现出古城独特的风韵。

榆林巷道每条都有名称，一个个别致、生动，

成为榆林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诠释着榆林巷道的

诸多性情：四方台巷、三官会巷、普济寺巷、万佛

楼巷，吐露出一尊尊神祗的福瑞气息；辘轳井巷、

苇则巷、瓦窑沟巷、水桥畔巷，则是历史长河中的

几缕纤痕。当年，在 “极左”思想泛滥时，榆林所

有的巷道及楼阁几乎一夜之间被削籍易名，冠以

“革命”化了的名字，令人啼笑皆非。１３年之后，
即到１９７９年，经拨乱反正，楼与巷均恢复了原名，
古城榆林重新拂去历史的纤尘，展现出她婀娜多姿

的风采。

巷道长短随意，屈伸自如。长的如万佛楼巷、

贾盘石巷等，绵延六七百米，居几百户人家。短的

如豆腐巷、沙锅巷等，只有百米，住几十户人家，

才进巷口，不几步便到了巷尾。巷道宽窄也随意，

宽的如钟楼巷、新楼巷，可两辆车并行，窄的如一

人巷、挂面巷，仅容两三人缓步而行。有的巷子笔

直，可以一眼望见它的上巷、中巷、下巷；有的巷

子曲曲弯弯如小桥流水，进了巷子，见首不见尾，

拐弯抹角转了几个弯，还在一个巷子里。最具特色

的是普惠泉巷，明时就有，逾百年而未被充塞———

从二完小北侧隔壁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进去，拐上

几个大弯，眼前豁然一座墩台突兀耸立，台上建有

榆林最古老的砖木建筑———梅花楼，是榆林较早的

寺院之一。墩下幽静处，藏有塞上名泉———普惠

泉，泉水甘冽醇美，俗称 “桃花水”，为榆林八景

之一。榆林巷道多，密密麻麻，四散舒展，上下街

楼左右逢源，共同构成了榆林的城区格局。近年

来，榆林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二街、三街现已成为

榆林最繁华的街道，但大街依然十分狭窄，榆林人

一急，就钻进了巷子。经常有人骑车到某个地方，

当他到达后，和他一同前行并徒步行走的同伴早已

在那里等候了，外地人听此，如坠迷魂阵，羡慕不已。

早先的巷子，两面宅第高低错落，也有商号掺

杂其间。建筑为四合小院，青砖灰瓦，飞檐拱顶，

古色古香，但路面大多为砖质。今日的巷道，有的

地方因经济发展需要，现已变成了混凝土路面，平

整光洁。有的巷子已拆旧建新，甚至不复存在，代

之而起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但大多数巷道仍古风

犹存，至今留有一段段青色砖面，密密排列着延伸

到巷道的深处。

榆林城区的巷道，随着榆林城区规模的扩大而

不断增多。它虽然不能同北京的胡同相比，但榆林

人离不开巷道，榆林城离不开巷道。巷道，是构成

榆林城５００年的历史筋骨，是传承榆林人情感的缕
缕血脉。

原载 《榆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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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名列我国九大古城墙之一

文／何志刚

　　古建专家李周文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版的
《联合报》上发表 《我国九大古城墙》一文，榆林

古城墙榜上有名。这九大古城墙依次是：安徽寿

县、山西平遥、河南商丘、辽宁兴城、山西大同、

陕西榆林、湖北荆州、湖北襄阳和福建崇武的古城

墙。该文介绍榆林古城墙的一段文字是这样表述

的：“其位于榆林市内，建于明代，城内古建筑很

多，现存大部分城墙。”笔者为此建议，应该加强

榆林古城墙的维修与保护工作。

原载 《榆林日报》

陕西境内首次发现

榆林出土四千五百年前铜刀指环

文／李维斌

　　２００６年４月下旬，文物部门在对位于毛乌素沙
漠腹地的榆林新机场建设工地进行前期考古勘探

时，发掘出４５００年前龙山时期的铜制小刀和指环，
据有关专家考证为陕西境内出土的最早铜器。

在距榆林新机场跑道２公里建设取土场，考古
工作者在流沙层下，发现了距今４５００年前的龙山
早期遗存和龙山晚期至夏代遗存。在遗址上看到，

距今４５００至３８００年间形成的黑色沙层中，古代居
民直接在沙地上建筑的圆形地面房址，遗址中发现

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工具有骨器、石器和铜器，其

中在两座古墓葬中发掘出铜制小刀和指环。考古专

家指出，这是榆林境内第一次在沙漠腹地对龙山夏

代时期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填补了这方面文物考

古发掘工作空白，并对毛乌素沙漠的形成演变以及

毛乌素沙漠的气候、环境和植被等方面提供了重要

证据。

原载 《榆林日报》

榆林城的起源

文／金　海

　　关于榆林城的起源，过去有人顾名思义说，榆
林之所以叫榆林，是因古代这里曾是榆树林子，故

此得名。这种说法并不尽然。

元代诗人周伯琦曾写过一首 “榆林驿”诗，诗

中有这样的句子：

“古人多种榆，　今人唯种柳。
坚脆虽不同，　气尽同一朽。
此地名榆林，　自汉相传旧。
但见柳青青，　夹路忘炎昼。
行旅苏汗，　车骑藉阴复。
培植将百年，　柳叶日滋茂。
驿亭当要街，　人烟纷辐辏……”

以上诗句可以证明，榆林城名，原由汉代的榆

溪塞而来，并非据树命名。榆树不多见，柳树已成

荫。如果根据树木命名，那就该叫柳林了。而从诗

中看，当时榆林是个驿站，驿亭要街，设在堡寨、

人烟聚集，街巷相连，不象乡村，而成堡镇。

另据榆林府志建置志沿革中说：“水经注所谓

诸次水东迳榆林塞是也。明因塞置卫，遂取名焉。”

明代成化年间，先置榆林堡。后将双山、常乐、保

宁、归德、鱼河五堡归属榆林卫。成化十年 （１４７４
年）修筑长城。延绥巡抚余子俊由绥德移镇榆林，

开始建城。明代榆林由堡升卫，由卫扩建府城，这

就是榆林城的起源。

原载 《榆林日报》

历史上的榆林城垣与城楼

文／李岳隆

　　在广大热爱榆林历史文化古迹人士的呼吁下，
在市委、市政府正确决策下，榆林古城恢复古城原

貌，重建六楼骑街。现今六楼拔地而起，绚丽多

姿，雄伟壮观，但要说古城城垣历史兴衰和曾有的

１６座城楼，恐怕知之者不多，现写出供广大读者
一阅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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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一缩榆林城

据 《延绥镇志》、 《榆林县志》记载：明英宗

正统二年 （公元 １４３７年）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
宪宗成化七年 （公元１４７１年）都御使王锐续建榆
林卫。成化九年 （公元１４７３年），巡抚余子俊将延
绥镇由绥德迁移榆林，逐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并

将城向北扩展，现制革厂家属院为原上帝庙会高台

南城墙墙基。

成化二十二年 （公元１４８６年），巡抚黄黻又展
修北城至现在的古城巷处，史称 “三拓榆阳”之一

拓，南北长 １１４０米，东西宽 ２４２２米，周长 ３１００
米并筑城门三座，东门称威宁门 （又称辑宁门）。

西门称广榆门 （现鸳鸯湖公园西），解放后门洞仍

留有半截，后被毁，南门何称，所查史料没有明

说，地址在上帝庙后，俗称 “北城”。

弘治五年 （公元１４９２年）巡抚熊绣又将城垣
向南扩建，此即为 “二拓榆阳”，南北长１４６０米，
东西宽２３１４米，增建东门振武门 （现大东门）、西

门宣威门 （原址在现人民路与现存城墙延伸交叉

处），南门即为现新修凯歌楼，俗称 “中城”。

正德十年 （公元１５１５年），总制邓璋又将城向
南继续扩建至今榆阳河畔，此谓 “三拓榆阳”南北

长３９００米，东西宽 ２４２２米，周长 ８９３０米，并又
增建两个西门，北西门称龙德门 （又称水西门）现

钟楼下巷新建城门为原址，南西门称新乐门，现新

楼下巷城门，新建南门一座称镇远门，至今完好，

而原南门怀德门，并未拆毁，成为街心楼，六楼骑

街之一。曾改名太乙神宫，明正德年 （公元 １５２１
年），都御使巡抚姚镆改称凯歌楼，并提笔石刻与

门额 “古怀德门”，１９７５年拆毁，现重修而起，此
建俗称 “南城”，当时共计城门七座，每个城门均

建有南向 （除南门西向外）瓮城，并设千斤闸。

明隆庆元年 （公元１５６７年）巡抚王遴加筑逻
城从龙德门始至奎星楼 （旧观远楼），计长 ３５００
米，万历元年（公元１５７３年）巡抚张守忠将历次所
筑全城高低不一、薄厚不同的土城墙统一加筑，顶宽

９米，底宽１５米，高１０余米，隆庆时巡抚郜光先、万
历时巡抚宋守业、五汝梅、副使洪忻、赵云翔、总兵傅

津、贾国忠先后加筑，将土城用砖包砌。明末农民起

义军李自成部攻打榆林至清入关攻取榆林，政权历

经四次更迭，城遭战火残破。清康熙六年（公元

１６６７年）总兵韩应琦，榆林道周云福，补修复原，后
定边副将朱龙与盐民周四儿聚众反叛，围攻榆林三

月之久未下，但城垣又遭战火损毁。

榆林因清统一蒙古入关再无北犯之扰，防守不

再重要，加之大漠流沙逐年随风南侵，几乎与北城

墙一样平，无法防守，道宪常瀚遂建议弃之移筑，

为此北城西城墙缩回５７０米，东墙缩回３８０米，因
东山悬崖峭壁，以此作屏障筑城墙，北东门威宁

门、北西门广榆门、镇榆楼、官井等庙宇均弃之城

外，并新筑西向北门，续称广榆门 （即现北门），

形成今日之形状。

近年经文化部门实测榆林城墙东城墙长２２４４６
米，西城墙总长２０７２２米，南城墙总长１０１０米，
北城墙总长１１５７６米，周长６４８４米。与以上三拓
数字出入较大， 《榆林文史资料》第一辑杜向唐、

史书博认为：“近年新测城垣只计周长未将原有之

逻城与瓮城计算在内，故有如此巨大之差数”。

同治九年 （公元１８６７年）榆溪河发大水冲毁
西城墙五百余丈，总兵刘厚基修复。“光绪三年冬

西河水患匆兴。泛滥西城根雍门 （指瓮城）莫

救”，光绪二十年 （公元 １８９４年），总兵蒋云龙、
观察马相如指令中营游击杠增春督工，将广榆门以

西城垣用砖包砌，前后榆溪河数次发大水冲毁西城

墙，所有逻城及四个西城门瓮城被毁再未复原。

１９２５年前后，时政府两次挖掘被风沙埋压的东
城墙。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驻军为防西北野战军攻打，将全
部城垣补修，并在城墙上下挖洞筑枪口加强防御，

１９４７年８月和１０月解放军两次攻打均告失利，后
和平解放。

解放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特殊的政治环境和

时任领导对历史文化认识不够，使得古城墙惨遭破

坏。后在城市建设中又毁掉南门以西至地运司城墙

和宣威门段城墙。２００２年东南城墙段因年久失修，
底部被挖悬空而倒塌。２００３年南门西侧新修的城墙
切面倒塌，现重修而起。

综观以上历述，古城最为辉煌为明末清初，当

时城垣完整，规模宏大，威武雄壮，一直保持在同

治二年。

当年雄壮的城楼

古时有城墙必有城楼 （又称敌楼），当时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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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上均座有城门楼。

南城门楼镇远门建于明正德年间，光绪三年

（公元１８７５年），总兵刘厚基、观察嵩寿、知府蔡
兆槐重建，并立有 《重修南城门楼碑记》曰：“城

之有楼有门，犹人之有头有面也。头面不昂不昌，

则人不足以轶众，门楼不俊不整，则城不足以壮威

……必将有以关一城之风气，系万姓之安危也

……”

南城门楼为三檐二层歇山顶式。保留至 １９４７
年，毁于炮火。

大东门城楼 （振武门）为二层歇山式楼，康熙

十二年版 《延绥镇志》和道光二十二年版 《榆林

府志》和 《榆林县志》的清末古城图均有标示，

民国年间已无，现存东门和瓮城。

北东门城楼 （威宁门），建于何时无确切记载

但建于明代无疑，康熙十二年和道光二十二年图均

标有此楼。北西门 （原广榆门）城楼建于明代，无

确切记载，毁于同治二年。

大西门 （宣武门）建于明代 （无确切记载）。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总兵巢端南、观察张岳年重
建宣威门城楼。照片上看是清代建筑风格，重修

建，因为明代建筑是砌砖多窗式歇山顶式，没有檐

柱，而清代歇山顶式，加廊檐木柱四边围列重于装

饰，１９４７年毁于战火。

水西门城楼 （龙德门）建于明代 （无确切记

载），康熙十二年标有而道光二十二年图示没有，

应毁于期间。

新乐门城楼 （小西门），按史料没有确切记载。

康熙道光年图示标有，应确定毁于清末。

为防北方蒙古人袭扰，榆林城明代一直未建北

门。嘉靖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年）巡抚董威、剑事乔
应光在北城墙高地势处建有一座镇榆楼，明神宗万

历九年 （１５８１年）巡抚宋守业、副使洪忻重修，
应毁于同治二年；直至解放时仍留有土台遗址。

当时四个城角各有四个角楼，东北角称太平楼，

西北角称来安楼，东南角称观远楼，西南角称筹边

楼。

史料记载：太平楼，来安楼，建于明万历二年

（１５７４年）巡抚张守中、副使李承式、总兵程九思
所建，毁于何时无记，康熙十二年图示中标有，其

它图示并无标记，应毁于清中期。东南角楼，先是

称谓观远楼，后为奎星楼，而在东城南段又建一楼

亦称观远楼，似乎混乱不清，其实笔者认为它们不

是同时期所建，角楼建筑在先，称观远楼，后被毁

重建。清代内祀奎星君改称奎星楼，并在道光二十

二年图示中标有 “旧观远楼”，１９４７年遭炮火损
毁，解放后至今只留有空台。

三拓一缩榆林城垣与城楼图示

　　筹边楼建于明时，毁于何时无确切记载，康熙
十二年图示中标有，后再无记载和标示。

讯敌楼，道光二十二年又改称信地楼后又称甘

雨楼。《榆林府志》载：康熙十一年总镇许占魁，

副使高光址，城堡同知谭吉璁重修，信地楼，筹边

楼，钟楼，辑宁门之记，以此判断，建于明代毁于

清后期。

观远楼，建于明代，康熙年有标记，道光年则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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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解放后逻城上还留有建筑遗址，在市政协 《榆

林文史》第二辑由何志刚、李霁译文 《崇桢癸未榆

林守城纪略》记：李自成派李过、刘芳亮攻打榆林

城，城内 “李昌龄滴血誓师，分配众人坚守阵地，

南城楼 （镇远门）由都任……镇守，东城观远楼由

潘立勋镇守，东城信地楼为……张云鄂镇守，前东

门空心楼 （大东门）……由王钦镇守，后东门楼

（威宁门）由李昌龄镇守，北城敌楼 （镇榆楼）为

……彭卿后镇守，西门楼 （宣威门）和水西门

（龙德门）由……尤岱镇守，新添门楼 （应为新乐

门）由尤世禄镇守”明末时和康熙十二年这些楼都

存在，而在道光二十二年间有观远楼，龙德门楼和

三个角楼；太平楼，来安楼，筹边楼俱已不在，尔

后又新建了两座文昌楼。东文昌楼，砖木结构，两

层歇山顶式，因用红砖砌筑，所以又称红文昌楼，

内祀文昌君，其址在东城自来水厂西城墙报警台

处，毁于１９４７年战火。
西文昌楼，又称文昌宫，建毁何时无确切记

载，在 《榆林府志》上载：康熙十年总镇柯公彩目

睹者其 “栋桷蠹朽丹恶剥落”故序捐银补修，道光

二十二年图示和光绪元年 《榆林县志》同样有此记

载，毁与何时无考。民国年间留有遗址。俗话说：

明修长城清修庙，清代时的城楼主要是为祭记神灵

而建，１９４７年后城楼一座不存，空留余台。
另外在北城外有五座护城墩，高６米有余，上

面有哨楼，主要是防北方之敌入侵，史料记载：

“榆林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城北有护城五墩栅

和犄角，贼兵不敢靠近”可见护城墩不仅有望敌

情之作用，还与北城互为防守之功能，从明至清一

直耸立，及至到民国井岳秀还驻兵在此上，在 《延

绥镇志》、《图开胜迹》、《榆林府志》图均标有。

城墙也罢，城楼也罢，它们的兴衰与历代的政

治、战争、文化、经济、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喜看今日政通人和、歌舞升平，繁荣昌盛，榆林古

城将再放光彩与辉煌。

（摘自 《榆林日报》）

延 绥 镇

文／高　旺

　　榆林，明代称延绥镇，位于陕西省北部长城线

上。东扼雁朔，西卫宁夏，南蔽秦陇，北接河套，

地势险阻，为明代九边军事重镇之一。

成化九年 （１４７３年），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再次
修筑榆林城，将延绥镇沿由绥德驻于此。榆林镇成

为延绥镇。延绥镇，总兵驻地在榆林堡，管辖的长

城东起清水营，西至花马池，全长８８５公里。
原载 《榆林电视报》

小北京的来历

文／王正云

　　传说明朝正德年间，武宗带护卫将军一行，从
北京出发到大同，渡过黄河来到榆林，先后把上帝

庙和凯歌楼作为行宫。武宗在榆林城内住了三月之

久，看到榆林倚山临水，龙腾虎踞，气势非凡。街

道上楼阁牌楼相望，东山庙岳入云，西街衙门相

连。武宗住的行宫修得更是玲巧别致，大有皇宫气

象。一天武宗站在凯歌楼上，观赏榆林景致，称赞

说：“榆林真乃寡人之小北京也！”从此，榆林便被

称为 “小北京”。武宗本是一个酒色之徒，在榆林

期间听说总兵官戴钦有一女，不但长得人才出众，

而且知书识礼。一天，就带着随从骑着马来到戴钦

府第。戴总兵听到圣驾到府，忙忙穿着便服跑到府

门外接驾，跪倒在地奏道：“臣不知圣驾降临，未

及恭迎，死罪死罪。”武宗笑容可掬地说：“朕闲游

到此，不必行君臣之礼，快起来吧！”戴钦谢过了，

方敢起身。当即叫厨房准备宴席，请武宗宴饮。护

卫大将军坐在左边，戴钦站在右边。武宗命戴钦坐

下，戴钦谢过恩后方敢就坐。君臣饮酒数杯后，武

宗向护卫大将军直眨眼。护卫大将军开口对戴钦

说：“戴总兵知道圣驾来的意思吗？”戴钦说：“请

大人传旨吧！”护卫大将军说：“御驾在宣化府，娶

了李氏女，人品姿容第一，正准备将她封为娘娘，

不幸得病去世。今天听说贵兵有位淑女，因此到你

府，准备亲自选择加封为妃，请总兵不要推辞。”

戴钦不敢推辞，只好说道：“小女太丑，不敢侍奉

圣上。”护卫大将军笑着说：“总兵说哪里话，丑与

不丑，只有圣上看了人才能说，请不要谦虚了。”

戴钦没有办法，只好叫女儿梳洗打扮了一番，出来

见武宗。不多一会儿，戴女装扮出来，真是环珊

珊，冠裳楚楚，步行到席前，向武宗下拜，三呼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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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武宗命她免礼，戴女才拜罢起来。武宗看见戴

女丰容盛靱，国色天香，不由得失声连连称妙。护

卫大将军笑着对戴钦说道：“佳人已中选了，今夜

就要送嫁哩！”戴女听后，不由心里一动，两颊更

是绯红。武宗越看越爱，哪里还有心思饮酒。匆匆

忙忙喝了几杯酒，便不饮了。护卫大将军离开座

位，爬到戴钦耳边说了几句话，便和武宗匆匆忙忙

地走了。过了半天光景，武宗派来了迎亲队，抬着

轿子，来到戴钦府第迎娶戴女，迎亲队浩浩荡荡，

排了半道街，看热闹的更是人山人海。戴钦忽然见

迎亲轿已经来到，只好叫女儿上轿。女儿想到以

后，榆林北京天隔一方，再也见不到父母的面，母

女、父女抱头痛哭一场，才上轿而去。武宗娶了戴

钦女后，又在榆林城玩了几天，才离开榆林回北京

去了。后来，戴钦女儿到了北京，当了娘娘，经常

用皇宫里的赤黄布包包往榆林给父母寄东西，时间

长了，这种皇宫里用的包包也就在榆林城里流行开

了，因为榆林是小北京么。

原载 《榆林日报》

康熙访榆林

（民间传说）

文／刘生仁

　　塞上古城榆林是古代边防要塞，历代朝廷派遣
雄兵强将驻守。康熙年间，朝廷颁布了不少守卫边

疆的重要条律，三里一哨，五里一岗，夜锁城门，

亥时人禁等等。康熙十分讨嫌历任皇上只会坐到皇

宫里听人禀报下情的陈规陋习，他却喜欢走出宫廷

看一看，亲耳听听百姓的呼声。

那年阳春三月，康熙不顾文武大臣的劝阻，打

扮成一个化缘道士，走出京城私查暗访。离京城３９
天的傍晚，来到了榆林城下，康熙实在累了，蹒跚

地坐到城门口的石阶上，顺手掏出口袋里装的烧饼

大口大口啃了起来。啃完烧饼，欲想进城，城门早

已关闭，守门的两个士兵走了过来说：“师傅，到

了关锁城门的时分，街上行人一律不许往来，快到

城外找个小店安歇去罢，等到天明再进去。”康熙

说：“俺是出家之人，需进城到寺庙里找个住处，

请二位壮士高抬贵手，放俺进去吧。”两位守城人

说：“这是朝廷的旨意，我俩岂敢改变，快去找个

小店安歇去吧。”康熙再三哀求道：“别看俺是出家

之人，腰包里有的是银两，俺花上５０两纹银能让
俺进城去吗？”两位守门士兵十分生气地说：“皇上

的条律，岂能用纹银收买，不行！不行！”康熙心

想，金钱动不了他俩的心，可能是为了谋个一官半

职，便说：“别看俺是出家人，可俺在朝廷里关系

非同寻常，当今皇上康熙是俺亲表兄弟，情同手

足，他现在稍有闲时就请俺到养心殿吃酒叙话，你

二位通个姓名，俺这次回去到康熙面前美言二位忠

勇耿直，刚正不阿，皇上听了，定会给你俩封官加

禄。”这两位守城士兵听了，满腹起火，训斥道：

“你这个不懂王法的老道，满口胡言，既是康熙的

皇亲，岂能这般蔑视朝廷的法度，先是用金钱收

买，后又用封官许愿引诱，你若再敢不听吩咐，就

把你押到官府里严加处置。”康熙听后，仰天哈哈

大笑说：“好好好，这才是真正的忠勇之士。俺听

你们的吩咐，一定到小店投宿。”说完抱拳施礼而

去。

康熙回到紫禁城，召集满朝文武大臣，共商国

家大事时，深有感触地说：“陕西榆林府是个边塞

古城，国防重镇，边关防务井然有序，一丝不苟，

堪称是大清江山守卫边塞的典范。”并向文武大臣

特意讲述了他进城的经过，要求文武大臣应向两位

守城壮士学习，捍卫大清江山。康熙还亲手提写了

“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榆

林当时修了御碑亭，就将这八个字刻在石碑上，曾

屹立在城南门外的榆阳桥旁，供后人观赏景仰。

原载 《榆林日报》

红石峡生态公园被评为

国家ＡＡＡ级旅游度假区

文／姬晓东

　　 “五一”黄金周到来之际，从国家旅游局传来

好消息：经专家考评和国家旅游局批准，红石峡生

态公园成为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度假区，这是我市目
前惟一荣膺此称号的旅游地。

红石峡生态公园位于榆林城北２公里处，向东
可见国级文物保护单位镇北台，西邻塞上碑林红石

峡。该公园是我市首家民营旅游企业，由内外景观

两部分主体构成，园内星罗棋布着 “碧湖映柳、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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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故里、纸镂乾坤、柳潭霞蔚、百石成林、红峡映

台、高原号子、沙凝南渡”八大景点。它的外部景

观壮丽、雄奇，内部景观则仿佛一处置身于烽烟之

下的历史和自然的世外桃园。也正是历史景观和人

文景观的完美结合，才赢得了专家的青睐，第一次

申报便荣膺了国家旅游度假区的称号。

原载 《榆林日报》

榆林古城的老字号

文／杜飞　晓娥　春娥

　　榆林古城，号称驼城，雅号榆阳，到现在已有
２４８０多年的悠久历史了。

２００３年，市委、市政府确定了 《建设榆林古

城步行街、修复３座古楼的实施方案》，深深赢得
了古城人民的衷心拥护、支持。这是一次保护历史

文化名城、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吸引力的具体

行动，更是一件功德无量、惠及当代、泽被后人的

大事。笔者就解放前大街的商贸经营进行了广泛调

查，希望能为古城商业步行街建设与恢复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解放前，古城大街，巷牌楼林立，仅设在巷道

的就有１３座，分布在街面的有１２座，大街上平均
每百米即有一座，最大的为八政牌楼。大街上连同

６座街心楼，每５０多米即有一座古建筑。６座街心
楼骑街而过，依次是从南门的镇远门开始，经文昌

阁、万佛楼、新明楼、钟楼、凯歌楼、鼓楼终至北

门口的广榆门止，一条笔直的大街把这些街心楼和

牌楼串连起来就像一串明珠而更为特色的是全城大

街由南到北全长 ２１公里全用砖铺成，是陕北 ２３
个县城中最大的一座砖城。城内纵列街道两条，大

街店铺林立，古朴的棋盘式街巷与仿京式四合院落

和谐结合，被誉为塞上 “小北京”。时至今日，许

多老者回忆昔日的大街时，往往感慨万分，提起街

上的名人名店名牌更是津津乐道。过去街道东西两

面的铺店生意红火，依次从南到北店连店，铺连

铺。当时有几家很出名的：长春堂、福积生、保元

堂药铺，万画泥塑、张喜柱豆腐，天顺号油坊等

等。这些店生意兴隆，带动和促进了榆林的经济发

展。同时也由于榆林与内蒙古毗邻，当时蒙汉交易

兴盛，不论在哪一行业都有独到的风格。

皮　坊：有福源长、文茂祥以大商号的产品直
接运往天津销售，也发往河北顺德府。

毯　坊：民国四年曹四果、柴星五创办双合毯
坊，后改名隆记毯坊。驻军井岳秀在定慧寺开设惠

记工厂。

口袋业：有徐鸿太、周回兵等 １０余家。１９３１
年成立榆林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厂，该厂是榆林最

早的新兴工业，为国家皮毛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很多

技术人才。

皮条鞍子铺：有元顺皮坊、回顺成、同兴成。

木　匠：张福厚、刘鸿模在青云山庙内所建的
木牌楼，式样精巧，玲珑剔透。杨三虎修复的万佛

楼别出心裁，独具一格，至今尚好。

铁匠铺：有白玉华、高留留、刘老满等，著名

的白玉华剪子、高万的钻碗子，赵培五的匠具、刘

锁柱的农具、赵风山的马掌。

画　匠：孙寿山擅长绘画山水、花卉，别具一
格，他还会搞大型建筑设计，曾任惠记工厂图案技

师。万德雄的泥塑艺术精巧。

染　坊：有永昌源、沅合染坊等。
饼面业：有自兰斋、益成张、复兴号。

豆腐坊：榆林的豆腐因用普惠泉的水，具有色

白、质细、嫩软、味香美等优点，因而远近驰名，

为榆林特产之一，著名的有张喜柱、张白狗。

造纸业：１９４３年，由宏祥斋经理牛玉书倡办西
北造纸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酿造业：有福太祥、和顺长、复郁恒、广益

成、秀成涌、麟书酱菜园、宏泰化学酱油厂。

煤　矿：有色草湾煤矿、草湾沟煤矿、青云山
煤矿、川峁梁煤矿、东昌湾煤矿。

瓷　窑：有安崖王岔和清泉吴庄拐沟两处。
印刷刻字：民国初年，顾志霄首创永茂隆石印

馆，接着河南人开设了东顺斋、静修斋、运通书

局。井岳秀开设松涛斋，抗战时又增加了宏祥斋、

善德公、裕源斋、中兴斋、晋逢源、晋丰公、忠信

原。

镶牙照相：有永茂隆照相馆、华兴照相馆、芳

洲照相馆。

银匠铺：有万镒炉等。

澡　堂：有渝清池和延龄澡堂。
皮毛店：有福顺店、德泰店、新泰店、聚义

公、贤义永、公义合、德太魁、同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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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坊：有天顺号、新盛泉、长发泉、晋林
泉。

京货行：有松茂源、富源号、源泰永、元丰

号、天成店、福源恒、长庆祥、堆积成、德茂恒、

利盛源、三义合、福盛隆、双合永、柳春生。

药材行：有保元堂、万全堂、广茂堂、育德药

房、福积生、广生堂。

布匹行：有晋源恒、长庆合、万发昌、义盛

号。

杂货业：先后有德兴长、万盛永、新盛涌、义

盛永、广益成等。

饮食业：有味珍楼、悦来饭店、鸿宾楼、迎宾

楼、异香楼、锦春饭馆、公合食堂等。

驼　行：在抗日战争前，榆林没有公路和汽
车，虽有也只用于军事运输。民间客货运输完全依

靠畜力，最主要的是骆驼和骡子，体力强，驮载量

大。榆林养驼户有７２家，骆驼多达４万头，因此
组建了驼行，代表为盛振堂。

牙　行：有绒毛行头、酒行头、油行头、猪羊
行头、米行头、马牙子、皮牙子等，这些人都是有

执照才能营业，也就是现在的经纪人。

盐　店：有新盛高盐店、郭巨都盐店、永顺
章、玉盛公、玉成公、张七斤、和顺长。

当　铺：有广益当、义盛当、天顺当、大有
当、永泰当、永通当、便民当。

钱铺和官钱局：有通元号、义盛源、奎盛源、

和积成等，民国五年由省上设立富秦官钱局，钱铺

业务由官钱局代替。

货　栈：有民生栈和振华商店，晋源泰、协成
永、复义隆、玉盛通、裕丰存、广聚德、王太隆、

晋太隆。

另外还有马会。榆林很早以来就有骡马会，也

叫交易会。时间在每年农历正、二、五、七、九、

十月，从十三日起至十八日止。大会期间，四方客

商云集，买马的客人最多，会上除演戏外还有卖零

食的、赛马的、赌博的，很是热闹。

以上为一些较大行业和商号。在榆林的经济发

展进程中，这些行业及商人作出的贡献，给榆林古

城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和辉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古城经

解放前榆林大街商业网点分布图

历了上百年的风风雨雨，榆林的文物古迹遭到了不

同程度的损害，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所剩无几，解放

前所有老字号门店更是一无所有，有自然损害，造

成年久坍塌失修，拆除的，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政治

运动中被拆掉的，还有因经济建设时决策失误遭到

破坏的。比如：文昌阁、凯歌楼、鼓楼，已在 “文

革”中被拆掉，钟楼，戴兴寺改作单位办公用地，

城墙被挖土取砖所损毁，有文物保护价值的文庙被

拆，饱含文化内涵的巷道全部更换了 “革命”的名

称，一些文物古迹和典型地段、巷道、四合院的历

史格局和风貌被人为地改造后面目全非，几家具有

很大影响的老字号牌匾砸的砸、烧的烧，没有保留

下来一块。古老的街区，古朴的民居被拆除，失去

了原有的古色古香的古城风韵，往日的气势与辉煌

所剩无几。

随着西部大开发，榆林建设西部经济强市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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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市所带来的机遇，保护好这坐文化名城对提高

榆林的知名度、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加快资源开发

和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市委书记周

一波在考察榆林古城大街时提出四点要求，其中一

条就是要求再现古城风格，展示深厚的文化内涵底

蕴，突出资源优势，把古城步行街建成集商业、旅

游、休闲和历史文化展示为一体的明清风貌，重要

的是突出商业和旅游业的功能。这就给我们提出了

一个新问题，如何在恢复明清时代的古城风格中融

进现代文明的文化建设，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

改变观念，将原有传统的精美的东西继续保留下

来，把那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糟粕淘汰掉。

古城，古城就要体现一个古字。榆林也应该有

商业老字号、老品牌、通过文化大市的建设和榆林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恢复，让他再度辉煌起来。

榆阳书院

明弘治八年 （１４９５年），巡抚熊绣创建，原址
在榆林城内新楼 （新明楼）西，今榆林市第一小学

所在地。明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年），巡抚张惠重
修并改名 “颐贞书院”，后废。明万历三十二年

（１６０４年），巡抚涂宗浚在文庙西边 （今榆林地区

体委所在地）改建 “希文书院”，后又废。清乾隆

二十三年 （１６７８年），知府屠用中倡导，地方官绅
捐资赞助，又在原址重修 “榆阳书院”，嘉庆二十

四年 （１８１９年），榆林知县陈俊儒，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年）延榆绥道台颜伯焘，同治七年 （１８６８
年）延榆总兵刘厚基都曾倡议并捐俸扩修。刘总兵

还请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书院题词 “北学其

先”。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以后，榆林知府光
照将 “榆阳书院”改为中学堂。

原载 《榆林电视报》

榆林发现一特大汉墓群

墓群保存完好　大多数墓葬未遭盗掘

文／刘仲平　泊　之

　　记者日前从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获悉：榆林
市发现一特大汉墓群，这个汉墓群保存相当完好，

大多数墓葬未遭盗掘，在全国也属罕见。

走马梁汉墓群位于榆林城西北镇北台东南侧，

与蜿蜒的明长城同向延伸。该汉墓群由三处组成，

总面积达６００多万平方米。汉墓群所处的走马梁高
地属榆阳区牛家梁乡边墙村等３个自然村。一些历
史地理学家认为，这里曾经是汉代龟兹县的古城遗

址。

走马梁汉墓群的发掘工作始于１９９９年农历端
阳节。榆林市文管会所属考古工作队对已经发现部

分盗坑的墓葬进行发掘清理，在１１天内清理了３
座墓葬，出土文物７０余件，其中３号墓就出土了
５０件，随葬品十分丰富，有精美的青铜器、骨器、
铁器、陶制品等，这些文物造型别致，制作精良，

纹饰精细，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２０００年７月
１１日，榆林市文管会对该汉墓群进行第二次发掘，
３２天中共发掘清理墓葬１８座，出土各类文物２００
多件，其中一级文物多件。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个蹄

形线刻填彩动物纹骨饰，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

这两次发掘仅在２万平米范围内展开，在此范
围内共钻探发现墓葬 ４０余座，尚有 ２０多座未发
掘。而该发掘范围只占走马梁汉墓群保护范围的三

百分之一，属于这个特大汉墓群的 “冰山一角”。

走马梁汉墓群的发现和发掘引起我省文物界的

极大关注。文物考古专家认为，由于历史上曾经出

现过几次全国性的盗墓高潮，能够幸免而幸存到今

天的较为完整的古墓群在全国十分少见，这就意味

着走马梁汉墓群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它所保存下来

的大批文化遗存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原载 《陕西日报》

榆阳胜景———青云寺观

文／呼高军　轻　舟

　　沿榆林向东南深入，约半个时辰，即到陕北最
大的仿古建筑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云寺观。

青云寺观依山傍水，绿树环绕，环境清幽；而

楼台殿阁，此起彼伏，朱柱彩棚，泥塑砖雕，巧夺

天工，堪称合道教、佛教于一体、荟萃古今建筑艺

术、雕刻艺术、泥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精华的 “榆阳

胜景”，不仅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还被 《中

国风景名胜简介》所收录，也被编入 《中国旅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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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大辞典》，并正式成立了青云寺观文物旅游管理

所。

青云寺观始建于明正德年间 （公元１５０２年左
右），曾历经三迁而至今址。现存建筑为１９１９年榆
林军阀井岳秀兴工动土修建，历时１３年，总建筑
面积５５８万平方米，保护面积２１万平方米。寺内
大小殿院１６处，钟鼓楼和木牌楼各３座，双层楼７
座，殿堂２８９间 （孔），大小塑像７０６尊，彩色壁
画１０７０余幅。其建筑布局精巧，呈 “东”字形，

东西轴线。东为道教，以传统古建筑为主，雕梁画

栋，有祖师、三清、三官、圣母殿、玉皇阁、真人

洞、龙王庙等；西为佛教，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砖

雕艺术精湛，其中还有不少仿欧建筑，建有大雄、

菩萨、弥勒、金刚、东西罗汉殿及讲经堂、禅堂

等，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巧的建筑布局，又是

陕北最大的仿古建筑群，省建筑学院特将其作专门

课题每年都对其作专门研究，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

海内外游客到此一游。

青云寺观法相庄严，神威大显，慈、虔、、

静、喜、怒、温、威，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素有

“全神庙”的美称。颇具匠心的真武殿居于正中，

高大雄伟，立柱重檐，彩凤金龙，飞阁流丹，对面

纯木结构牌楼，四柱三楼，层斗迭拱，玲珑剔透；

真武闪身崖泥塑，造型奇特逼真，四壁饰以木雕、

壁画、人物生动，鸟兽欲飞，极富生命力。汇聚古

今石刻、楹联，潇洒苍劲，更为此法门幽境胜地锦

上添花。

文革中，青云寺观残遭人为之破坏，殿内工艺

精湛的石雕、泥塑、壁画等，尤其是堪称工艺佳品

的木牌楼和碑碣已荡然无存，其它砖雕、亭阁亦不

同程度受损。从１９８１年起，当地百姓自筹资金陆
续将其修复，恢复诸神佛像彩绘壁画，重建木牌

楼、亭、阁等，培植花卉树木植被，引人入胜。每

年这里都要举行２次盛大的庙会，晋陕蒙及宁夏游
客从四面八方不约而至，人山人海，热闹异常。而

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 “龙戏”，更为青云寺

观平添一道亮色。

当然，青云寺观曾经也有被贬之处。除了宣传

一些不健康的封建迷信内容外，原由群众自己组建

的庙管会管理过程中亦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一些人

在寺观内部独断专行，拉帮结派，私欲严重；寺观

内搞基建，也不经文化部门审批，粗制滥造，工程

质量低下等。为此，榆阳区政府于２００３年成立了
青云寺观文物旅游管理所，首先决定在寺观周围修

建围墙大门，平整寺观院落，整改院内各线路。其

次决定在寺观实施林业绿化规划和土地建筑规划。

同时，按照 《陕西省古建筑维修管理办法》等，对

青云寺观逐年维修，并认真研究青云寺观的历史及

作用，做好申报省级文保单位的各项准备工作，制

定其文化旅游风景区的规划，以寺观为轴心，发展

东线旅游事业。

青云寺观的保护管理，对我们深入研究古建筑

工艺技术水平和宗教信仰及旅游价值有着重要的作

用。只有规范管理并将其 “放大”，才能使这块

“榆阳胜景”更加璀璨辉煌。

原载 《榆林日报》

榆林八景

文／何　夫

榆林旧八景

红山夕照映北台，南塔凌霄九天外。

驼峰拥翠壮古城，龙穴藏珍添神彩。

芹涧春香沁心田，西河漱月逞诗才。

柳河秋色曾放舟，寒泉冬蒸过长街。

榆林新八景

南塔凌霄十三叠，北台镇关数百年。

无量宝寺树诗碑，戴兴古刹入名典。

青云庙宇艺精湛，红峡摩崖字壮观。

莲池公园游乐多，龙潭牌坊独占先。

原载 《榆林报》

读史有感

文／徐玉虎

一览史书无限悲，忠臣沦落奸徒威。

诈术褒扬学术贬，成者王侯败者匪。

最怜怀材不遇士，深恨报国无门扉。

吾愿终身为凡夫，功名利禄视流水。

原载 《榆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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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时辰何指

子夜：　夜半，２３点至１点。
丑时：　鸡鸣，１点至３点。
寅时：　平旦，３点至５点。
卯时：　日出，５点至７点。
辰时：　食时，７点至９点。
巳时：　隅中，９点至１１点。
午时：　日中，１１点至１３点。
未时：　日映，１３点至１５点。
申时：　哺时，１５点至１７点。
酉时：　日入，１７点至１９点。
戌时：　黄昏，１９点至２１点。
亥时：　人定，２１点至２３点。

原载 《陕西科技报》

“六亲”指的哪些亲？

人们常说：“秉公断案，六亲不认。”六亲是指

哪些亲呢？

现在 “六亲”泛指亲属。其实，历史上 “六

亲”有特定的内容。 《汉书》以父、母、兄、弟、

妻、子为六亲。后人赞同这种说法。清代人翟灏在

他主编的 《通俗编》中，引用 《吕氏春秋》 “父、

母、兄、弟、妻、子曰六戚”为例，肯定六亲的此

种说法为是。

五岳之高谁为冠

根据最新数据，五岳的实测海拔是：西岳华山

（南峰）２１６０５米，北岳恒山 ２０１６８米，东岳泰
山 （玉皇顶）１５２４０米，中岳嵩山１４４０２米，南
岳衡山 （祝融峰）１２８９８米。

我国建制市达６６１个
县级行政单位有２８６２个

文／李江泓

　　记者 ２００６年 １月 ６日从民政部获悉，目前，
全国共有省级行政单位３４个，其中包括２３个省、
５个自治区，４个直辖市和２个特别行政区，３３３个
地级行政单位，２８６２个县级行政单位，４万多个乡
级 （含街道办事处）行政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

事项主要有：建制市和市管县的改革，改革了设市

模式，建制市由 １９４９年的 １３２个增至 ６６１个；
１９８８年设立海南省，１９９７年设立重庆直辖市；香
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分别设立特别行政区。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先后设立了华北、东

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６个大行政区。１９５３
年以后为适应国家新形势要求，陆续撤销了６大行
政区，恢复省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划建制。与此同

时，新中国创造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先后设立

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和广西５个省级自治
区、３０个自治州和１６９个自治县、旗。

原载 《陕西日报》

古代无字碑

文／崔月德

　　参观我国的名胜古迹，到处可见各种碑刻。在
石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物或标志，也有的刻写文

告，既现人文，亦彰艺术。由于种种原因，碑也有

不刻字的，人称无字碑。据笔者了解和考证，古今

无字碑，要以谢安、武则天和秦桧的无字碑，最为

有名。

谢安 （公元３２０—３８５年）东晋陈郡阳夏 （今

河南太康）人，孝武帝时任宰相。太元１１年 （公

元３８３年）前秦大军南下侵犯，江东大震。谢安指
挥东晋军队奋力抗击，并在淝水之战中击败了骄横

跋扈不可一世的符坚，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

例。旋乘胜北伐，收复了洛阳及青、兖、徐、豫等

州，巩固了东晋的江山。谢安死后，墓碑无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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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所谓 “伟绩丰功不胜记也”。

乾陵武则天的墓前，立一块高大的无字碑。为

何无字？有两种说法，一是武则天认为她的功劳太

大了，在一块石碑上是写不完的；二是武则天愿将

她一生的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评说。武则天是唐并州

文水 （今山西文水）人，公元６２４年生。唐太宗的
才人，太宗死后出家为尼，旋被高宗招为昭仪，后

立为皇后，参与朝政，并称 “二圣”。高宗去世后，

于载初元年 （公元 ６９０年）废睿宗，自称圣神皇
帝，改国号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执政初年尚

能从善纳谏，有所建树，晚年豪奢专断，颇多弊

政。神农元年 （公元７０５年）中宗复位，是年冬武
氏病死。其功过后人自有公论，但决不是功高无

比，难以碑记。

南宋秦桧的墓碑，也不刻写任何文字。这是因

为他卖国求荣，残害忠良，所谓 “秽德丑行不屑书

也”据说秦桧死后，无人肯代撰碑文，石匠拒绝刻

字制碑，连他的后人们也耻于为他上坟扫墓。人们

为何如此痛恨秦桧呢？秦桧是宋朝江宁 （今江苏南

京）人，公元１０９０年生。北宋末曾任御史中丞等
要职。靖康二年 （公元１１２７年）被金人俘虏到北
方，判国投敌，认贼作父。建炎四年 （公元 １１３０
年）被派遣回南宋作内奸，诈称杀死防守士兵逃

回。官至宰相，执政 １９年，极力主张投降议和，
杀害岳飞，贬逐韩世忠、张俊等抗金将领。主持签

订了丧国辱权的 “绍兴和议”，向金 “称臣纳币”。

这个为国人所切齿的败类，被人民永远钉在了历史

的耻辱柱上。

原载 《榆林日报》

榆林的树

文／刘成君

　　榆林历史悠久，地上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被誉
为 “塞上明珠”。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

交汇处，地貌复杂、气候多变、干旱少雨、因而，

树木的生长较为困难，特别是在沙漠腹地和干山硬

梁上难度更大，但榆林最有名的树木，正是生长在

这些环境中。

最老的古柏树

榆林市榆阳区刘千河乡鸦罗畔村山上的龙王庙

院内，生长着一株树高９２３米，树围 ３８米、冠
幅达２５６平方米、树龄约在 １５００年左右的柏树，
是榆林现存古柏中最老、最大的一株，有 “柏树之

王”之称。

最大的松树

榆林市榆阳区旧堡村高山上的山神庙院内的松

树，高９２７米，胸径 １２米，冠幅 ２４６平方米，
树龄在千年以上，是榆林最大的一颗松树。当地人

称之为“神树”，每年都要在树下举行庙会活动。电

视广告“大树底下好乘凉”中的大树即选用了此树。

最大的臭柏林

榆林市神木县大保当以北，秃尾河以南的沙漠

地带，生长着一片野生臭柏林。臭柏属柏树科，枝

叶同柏树，四季常青；高长不到１米，枝条爬行生
长，就地生根蔓延，生命力极顽强，防风固沙作用

明显，专家称：即使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动，何年所

植，不得而知。面积达１０万亩，是我国最大的一
片臭柏林。

书 法 树

为了绿化神木县秃尾河南岸近百米高的沙坡，

当地政府用干草织成网状固定流沙，并在沙坡中

间，用油松植成５米见方的１２个大字：“改造生态
环境，实现山川秀美。”行人路过，无不称奇。

原载 《榆林日报》

榆林首任地委书记———马云程

马云程，１８９９年出生，又名马飞鹏，米脂县
人，１９２６年春，在北大经蔡南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夏，受党组织派遣，回陕北任榆林中学训

育主任兼国文教员。利用教学，积极活动于榆林城

内各所中、小学，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不久，中共榆林地委成立，中共北方区委任命

马云程为地委书记。此后，他一方面继续发展扩大

党的组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建立党领导下的各界

群众组织，先后建立了榆林地区总工会、农协会和

商学会等一批群众组织。１９２７年４月，李大钊在北
平遇难，马云程悲愤万分，立即以国民党县党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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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召开了追悼会，愤怒控诉北洋军阀势力残害进

步人士的罪行。对此，陕北军阀井岳秀怀恨在心，

扬言要逮捕他，党组织立即指示其转移，返回北京

大学复学。１９２８年冬，赴山西运城任中学教师，
帮助运城地方党组织建立地下武装，后以涉嫌转运

枪支被警察局逮捕。但因无证据，拘押一年后获

释。出狱后到西安开展党的工作。

１９３４年秋，党组织指示他返回北平做兵运工
作，主要与国民党二十五师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伺

机策化兵变。１９３５年４月，被判徒高立仁出卖，又
被敌逮捕。在法庭上，面对残暴的敌人他毫不畏

惧，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敌

人便对他动用酷刑，用刀切开脊背皮肉，埋入丝

线，待伤口稍愈合再行撕拉，将他折磨得死去活

来。但他在淫威面前宁折不弯，敌人无计可施，于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日将他杀害，时年３６岁。１９５２年北
京市人民政府为烈士立碑作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

公墓。

原载 《榆林日报》

“陕西”名称最早起于何时

文／高　强

　　 《公羊传》上记载：鲁隐公五年 （公元前七

一八年），周公与召公分治西周之地， “自陕而东

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从而在

古文献中首次提出了 “陕西”这一地理概念。当时

所说的 “陕”，一般指陕陌 （今河南陕县西南），

又叫陕原，汉代以后更名为陕县。

宋太宗至道年间 （公元九九五至九九七年），

设陕西路，开创了以陕西命名地方行政机构的先

例。陕西路的治所在京兆府 （今陕西西安市），辖

境大约相当于今天陕西和宁夏的长城以南，秦岭以

北地区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

区。

元代在全国设立十一个行中书省 （简称行省），

陕西行省就是其中之一。明代虽将行省改设承宣布

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清朝沿袭明制，简称

行省为省。

经过历代沿变，到了清末，陕西省所辖区域才

大致同于今天。

全国解放后，陕西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

十个省、市、自治区里的一个成员。

原载 《陕西日报》

明清六部职能

吏部：主管全国文职官员的挑选、考查、任

免、升降、调动、封勋。似相当于现代的组织部职

能。

户部：主管户籍、田亩、货币、赋税、俸禄。

似相当于现代的农业部、财政部。

礼部：主管朝廷重要礼典、科举考试、外宾应

酬。似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外交部。

兵部：主管全国武官、练兵、武器、驿站。似

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

刑部：主管国家司法、行政。似相当于现代的

司法部门。

工部：主管水利、土木建筑，似相当于现代的

水利部和建筑工程部。各部的最高长官为 “尚书”，

副长官为 “侍郎”，似相当于现代的部长、副部长。

原载 《杭州日报》

毛主席教子

文／韩海燕

　　为了写 《毛主席转战陕北》那本书，我们写作

组的几个同志于１９７８年３月下旬从榆林出发，到
外面去采访。４月１３日我同另外一个同志到北京军
事科学院去找阎揆要同志。老阎的老婆告诉我们，

老阎病了，住院治疗，连她也不让去。我们很失

望。在闲谈中得知毛岸英的爱人刘松林也在军事科

学院，这意外的线索使我们很是高兴，因为在采访

的过程中有很多老同志谈到过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

些事情，很感人。于是我们立即去找刘松林同志。

刘松林和毛岸英结婚不久，毛岸英就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感情很好。岸英牺牲后，

刘松林就不准备再婚，为了这件事毛主席给她做了

很多思想工作。刘松林同志至今深切地怀念着岸英

同志，她给我们谈的时候，特别是拿出了岸英同志

的一些遗物的时候，脸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沉痛的表

情。她珍藏着毛主席给岸英的许多亲笔信，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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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是在转战陕北时写的，我把它抄录下来。

第一封是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２日写的，那时毛主席
亲自指挥的著名的沙家店战役已胜利结束，毛主

席、党中央进驻佳县的朱官寨。信是这样写的：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

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

进步，他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

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

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休息了。你要看历

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 （明清以前笔记

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

这里打了胜仗，打的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

第二封信是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８日写的，那时毛主
席已经搬迁到佳县神泉堡了。信中有这么段话：告

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

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

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

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

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

是会有进步的。

从这两封信里看出，毛主席对他的儿子是十分

关心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使我想起一些老同

志谈起的有关毛岸英的许多事情来。

１９４６年２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
延安。毛主席十分高兴，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后

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

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

要上另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

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毛

岸英说：好。于是毛岸英下乡劳动的事就这样决定

了。临走时，毛主席把他自己穿的一套补了补丁的

衣服给他穿上。警卫战士备了一匹马去送他，可他

不骑，一路上背着行李和干粮，一直步行到吴家枣

园。岸英到了农村老老实实拜农民为师，变成了一

个地道的陕北娃，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脸晒得黑

黑的，手上磨起了茧子，和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深

了。毛主席为儿子的这些进步十分高兴。从农村劳

动锻炼回来以后，毛主席又让他到清洁大队干活，

每天扫院子、掏厕所。岸英不嫌脏不怕累，干得很

出色。当时延安生活水平不高，有的首长叫岸英上

小灶，岸英不肯，坚持在大灶上吃饭。还有的首长

提出叫岸英干别的工作，毛主席总是说，叫他锻炼

锻炼。

岸英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终于锻炼成了一个

坚强的革命战士。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他就毅然

离开了祖国，赴朝作战，不幸牺牲。那些跟随毛主

席的老同志一提到毛岸英就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怀念

之情。原子能研究所延永生同志和毛岸英有着深厚

的情谊。他说，在转战途中，毛岸英白天和他们一

起帮助老乡搞坚壁清野工作，晚上和警卫战士一起

站岗。后来岸英要到山西去，见延永生的鞋破了，

就把自己的一双翻毛皮鞋送给他，并给了他一个笔

记本，本子上写了列宁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岸

英是毛主席的儿子，又是大学毕业，俄语学得特

好，可没一点架子，就是普通一兵。这与毛主席平

时对他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出了

榜样。可 “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

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

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

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黑锅。”（邓

小平文选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今天在纪念毛主席的时候，我们看看毛主席是

怎样教育子女的，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说明：当时为了安全，岸英改名叫永福，岸

青叫永寿。）

原载 《陕西日报》

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文／康爱林

　　没有人喜欢苦药，但苦药却能祛除疾病使人康
复。没有人喜欢苦难，苦难却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但

无法预测的挫折和苦难又有谁能抗拒得了呢？关键

是如何来面对。

有的人面对苦难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甚至颓废

堕落。有的人却把它当成阶梯，踩着它攀上成功的

巅峰。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帆风顺舒适安逸的生

活会使有些人沉溺其中不思进取，而因苦难的打击

力而激发出的反弹力会使人潜在的能力像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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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迸发出来，激励人勇敢地挑战极限创造奇迹。

苦难常常唤起人干一番事业的思想和力量。罗曼·

罗兰说过这样一句话：“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

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苦难能磨

练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重塑人的性格。经历

过苦难的人会变得更加坚强有耐心和韧性，更加宽

容和富有同情心和爱心，更懂得热爱生活、珍惜生

命。心灵因苦难而升华，灵魂因苦难而更加纯洁。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亲情友情爱情经过

苦难的考验才更显其真诚可贵。苦难使人体会到在

你身处逆境时为你雪中送炭的人，比那些当你春风

得意时为你锦上添花的人更值得依赖和珍惜。

我祝愿快乐和幸福永远围绕在每个人的身边。

我希望那些正在承受不幸的人们，不要忧郁、不要

愤慨，把苦难当作老师，当成财富。相信自己，相

信未来。经历过风雨才能见到天空美丽的彩虹。苦

尽甘来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

原载 《陕西日报》

地球有多大？

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高

山，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望不到边的沙漠戈壁，广

阔无垠的大海……；要是坐上飞机，从空中往下

看，更会感到大地真是辽阔无比。地球究竟有多

大？科学家曾经计算过，它的表面积约５１亿平方
公里，体积约为１０８００亿立方公里，重约６０万亿
亿吨。假使从它的最北端的北极一直向南走，到达

它的最南端的南极，得有 ２万公里。这么远的路
程，要是按每天行程５０公里步行，就要连续不断
地走上４００天；要是坐上一架每小时能飞行８００公
里的喷气式飞机，也得２５小时才能到达。这还只
是地球的半个圆圈。假如我们沿着它的最大纬线圈

———赤道，向东或向西行，整整飞行一圈。再回到

原出发点，那就需要５０多个小时，要连续飞行两
天多。想当年航海家麦哲伦率领船队绕地球一圈是

花了近三年时间的。地球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拿面

积相比，整个地球面积相当于我国领土面积的 ５３
倍，是英国本土面积的２０００倍。但地球表面这么

大的面积只有２９％是陆地，７１％都是海洋。

什么是北京时间？

我国统一使用的标准时间就是北京时间。我国

幅员辽阔，领土面积东西两端经差６０多度，由西
向东划分为东５区、东６区、东７区、东８区和东
９区共５个时区。最东的地方和最西的地方，时间
相差４个多小时。为了统一和工作上的方便，我国
规定：首都北京所在时区 （东８时区）的标准时为
全国统一时间，称北京时间。北京位于东经 １１６°
２１′，属东８时区，中央经度为１２０°（经过山海关
东侧），北京时间实际上是东８时区的标准时，所
以说，北京时间并不是北京的地方时，它与北京地

方时还相差１４′３０″呢。

身份证上最后一位Ｘ是什么意思？

居民身份证的号码是按照国家的标准编制的，

由１８位组成：前六位为行政区划代码，第七至第
十四位为出生日期码，第１５至１７位为顺序码，第
１８位为校验码。作为尾号的校验码，是由号码编
制单位按统一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如果某人的尾号

是０—９，都不会出现 Ｘ，但如果尾号是 １０，那么
就得用Ｘ来代替，因为如果用１０做尾号，那么此
人的身份证就变成了１９位，而１９位的号码违反了
国家标准，并且我国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也不承认１９
位的身份证号码。Ｘ是罗马数字的１０，用 Ｘ来代
替１０，可以保证公民的身份证符合国家标准。

但是我国的居民身份证在升位后，一些人的尾

号变成了Ｘ，这部分人在工作生活中，例如去银行
存取钱、去汽车公司租赁汽车或者报名参加考试等

等过程中，往往不被检验者理解，认为是假身份

证，这样的误会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不便。公安局

的同志希望领到Ｘ身份证的同志正确理解这个数字
的含义，查验身份证的机关和单位更应该清楚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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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２００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１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
区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区 “两干”会议精神，克服各

种困难，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建设，努力加强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基

本上实现了发展和改革的各项预期目标。

一、综合

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初步统计，２００１年
全区国内生产总值为１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６９亿元，下降１０％；第
二产业增加值６８３亿元，增长１６６％；第三产业
增加值７０８亿元，增长１３２％。在总计中，区属
国内生产总值为８５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８％，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６９亿元，下降１０％，第二
产业增加值２３亿元，增长１１１％，第三产业增加
值３５１亿，增长１２０％。全区地方财政收入５６８７
万元，比上年减少１８８６万元，较上年下降２４９％，
地方财政支出１３９４９万元，增长２０７％。

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持小幅增长。年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比上年增长０５％，其中，多数商品价格
大体与上年持平，食品类下降２３％，衣着类增长
１２％。服务项目价格指数增长６９％，农业生产价
格指数增长１４％。全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
比上年增长０３％。

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

４８９４１人，其中区属２１０９５人。城镇私营个体从业
人员２２３００人。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２００１年全

区国有企业中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为

８４６２人，其中：区属３２７８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不够稳定，社会就业压力

大，部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难，工业发展后劲不

足，财政收支矛盾相当突出，农业基础脆弱，农民

收入增长缓慢。

二、农业

２００１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作物种植业结
构有较大调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到１２１万公
顷，占总播种面积的３２％，其中，大棚蔬菜种植面
积达到 ２０００亩，比上年增长 ５３８％。今年以来，
我区农业生产再次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

较上年略有下降，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２９２亿斤，
比上年下降８２％。其中，夏粮由于干旱和种植业
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产量为４１７４吨，比上年下
降 ４７２％，秋粮产量 １３８７１１吨，比上年增长
２３％，农业总产值 ４９４７６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种类　　　　　２００１年　　　　比上年增长

（％）
粮食 １４６０２０吨 －８２
　　＃小麦 ４１７４吨 －４７２
　　水稻 １３６００吨 －４３
　　玉米 ９７２４１吨 　１７
豆类 ３１７７吨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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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 ３０８５吨 －４０３
水果 １２２８吨 －３５５
烤烟 ６５吨 －７８８

植树造林取得新进展。以提高造林质量为重

点，以生态农业为主体，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中心的林业新格局逐步形成。全年完成人工造林面

积９５万亩，退耕还林面积完成３６万亩，累计达
到１１６万亩，人工种草面积２９万亩，枣杏种植面
积２７５万亩，水土保持治理面积２３２万亩，各项
政策兑现逐步落实到位。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

强，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３０００亩。
畜牧业生产稳步发展。由于养羊、养猪效益的

提高，全年羊子饲养总量８９１万只，比上年增长
９８％，猪年末存栏数 ２２８万头，比上年增长
９４％。全年肉类总产量达到 ２７３万吨，增长
６５％，水产品产量达到 ９２０吨，比上年增长
８２％。其主要畜产品和牲畜存栏如下：
　种类　　　　　　　２００１年　　　比上年增长

（％）
肉类总产量 ２７３４４吨 ６５
　　＃猪肉 ２０４１６吨 ６１
奶类总产量 ８０９８吨 ３２３
　　＃牛奶 ４４３９吨 １３８
禽蛋产量 ６７２０吨 ２２５
家禽 １１０３万只 １８
羊毛产量 ６３６吨 －１０
羊绒产量 ６２２９６公斤 ５６
大牲畜年末存栏数 ４００３５头 １１
猪年末存栏数 ２２７９３５头 ９４
羊年末存栏数 ４９３２７５只 １２６
猪当年出栏数 ２２６１５５头 ３９
羊当年出栏数 ３９８２１３只 ２１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全年区属工业完成产值

５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７％，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完成产值７３９７万元，增长１４３％。

规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全年实现销

售收入 ５４２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７６％，实现税金
６７０万元，增长 ９３３６％，亏损企业亏损额 ６３万
元，比上年下降１１３２％，减亏３０５万元。工业产
销衔接较好，产销率９６３％，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有
了明显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迈出较大步伐，

组建规范股份制公司８户。
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新发展私营企业５５

户，个体工商户 １６５０户，从业人员 １８８万人。
２００１年上缴税金２５６０万元，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
的４５１％。

建筑业生产快速增长，经济效益进一步好转。

全社会建筑业完成增加值２７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７２％，其中：区属 ０５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８％。全区四级及四级以上建筑企业实现利润
８５７万元，增长 ４９８％，其中，区属 ３７万元，税
金总额 １６６７万元，增长 ５４９％，其中，区属 ２８０
万元，施工房屋面积 １０１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２９２％，房屋竣工面积５３万平方米，增长３８７％。

四、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０１年，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
入的拉动下，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继续保持增长趋

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６亿元，比上年
增长３７２％。其中，区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０７５
亿元。比上年下降８２％，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其
他经济类型投资２０３亿元，增长５７９％；集体经
济投资０１５亿元，下降８０％；居民个人投资０４８
亿元，下降４５７％。分投资管理渠道，基本建设投
资２０３亿元，增长５９３％，更新改造投资０２２亿
元，增长５８５％；房地产开发投资０４１亿元，下
降４５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均有新的
进展，城网改造、农网改造均取得新的成效。

五、交通、邮电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继续稳定增长。２００１
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完成增加值 １６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０％。
２００１年区属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 ３８９３百吨，

货运周转量６１００万吨公里，与上年相比大体持平，
客运量５８５２百人，客运周转量５２３５万人公里，增
长４０％。截止２００１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３４８５
公里，其中乡村公路达３０ｌ６公里。

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１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９％。全区交换机总容量达到７６７５４门。全区电
话普及率达１３部／百人；其中城市电话普及率得到
３５部／百人，农村为２４部／百人。移动电话户数达
到５万户，互联网用户达到２７２４户。

六、商业和市场物价

２００ｌ年，在增加城镇中低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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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取消一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银行下调利率等

多种因素等作用下，区内市场商品销售稳中趋活。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５２亿元，与上年相
比大体持平。在各种经济类型中，国有商业为０９６
亿元，增长 ０１％；集体商业 ０２９万元，增长
０１％，其它为３８４万元，增长０２％。

市场物价指数转稳，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为 １００５％，比上年增长 ０５％，其中食品类
９７７％，衣着类为１０１２％，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为１００３％，比上年增长０３％。

七、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００１年，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较大发展。
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长，职业教育迈出可喜发展步

伐，普通高中招生有所增长，素质教育、义务教育

和扫盲教育稳步推行，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受到重

视，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良好；社会力量办

学继续发展。

全年全区师资质量明显提高，教师队伍不断扩

大。各类教职员工达４９４８人，全区初中入学率达
９８％，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９９８％，全区各级各
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如下：

　名称　　　　学数（所）　　　　在校学生（人）
职业学校 　　１ 　　７９４
聋哑学校 　　１ 　　９２
普通中学 　　３２ 　　３５１８３
小学 　　３９８ 　　６７７６８
２００１年，全区进一步加大科技兴榆战略的实

施力度，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技术人员５７８９人，已
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５７８９人，其中：高级１１７人，
中级１１７１人，初级４３６２人。

文化事业发展较快。２００１年全区共有艺术表
演团体４个，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广播
综合人口覆盖率达８８５％，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８３％，全区有线电视用户３３０００户。年末全区共有
档案馆３个，已开放各类档案２８５００卷。

年末全区共有卫生机构 （含诊所）１３５个，床
位１６８５张，卫生技术人员２４４１人；全区共有卫生
防疫、防治机构６个，卫生技术人员２４４人，妇幼
保健机构２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１８人。农村有医疗
点的村数占总村数的 ９０％，乡村医生和卫生员达
５４５人。

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全区共参加各类比赛 ４
次，获得７６块金牌，创９项省少儿运动会纪录，６
项全市运动会纪录。全民健身活动进一步开展，城

区有４５％的人参加健身运动，农村有８％的人参加
健身运动。

八、人口与人民生活

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上升，根据公安年报统计

２００１年全区出生人口 ３３４７人，出生率为 ８１‰；
死亡人口９４８人，死亡率为２３‰；由于迁入我区
人口增加，全年净增人口５４１３人，人口自然增长
率为１３１‰。比上年增长８个千分点。年末全区总
人口为 ４１９２７２人，其中城镇人口 １３０９３９人，占
３３２％，乡村人口２８８３３３人，占 ６６８％；平均每
户家庭人口为３４３人。

居民收入明显增加。随着经济稳定增长，国家

今年适当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等政策措

施的逐步落实，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据我

区城调队５０户城镇居民住户调查结果表明：２００１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２２３元，比上年增长
４９％。由于连续几年遭受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
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民收入有所下降。据区统计

局５６０户农村住户调查结果表明，２００１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１３２８元，比上年减少２６８元，下降１７％。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继续增长。２００１年全区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 ２２０７１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５９２％，
人均储蓄５２５５元，较上年增长５５４％。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全区全年保险费收入

４４２５万元，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１９００万元，寿
险保费收入２５２５万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
收入３７０万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１１４８万元，
其中财产险和短期人身险赔款１１１４万元，寿险给
付３４万元。

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有新的发展。２００１年全区
医疗保险征缴额２０９万元，养老保险基金征缴６４３
万元，解决剩余贫困人口和反贫人口 ３０３万人，
移民搬迁１１４２人。

全区有各种敬老院９所，床位数１４０张，收养
９０人。

注：（１）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２）国内生产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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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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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一）

项目
数量

乡镇名称

乡（镇）

书记
乡（镇）长 总人口

乡镇

名称

出生率

（‰）
名

次

乡镇

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名

次

行政村

（个）

贫困村

（个）

合　　计 ７５７ １３２８ ４８８ １７２

榆 阳 镇 李锦明 刘建亮 １３９９７ 清　泉 ３３２ １ 榆　阳 ２８１４ １ ２０

刘官寨乡 朱序庆 赵明生 ７３９６ 余兴庄 ４０ ２ 镇　川 ２２４８ ２ ３２

鱼 河 镇 田启庄 高有华 １３８８０ 上盐湾 ４８４ ３ 金鸡滩 １７９０ ３ １０

上盐湾镇 马万荣 刘海江 １３６９６ 镇　川 ５１１ ４ 牛家梁 １７３９ ４ １２

镇 川 镇 秦怀文 许世祥 ２２００６ 刘千河 ５６６ ５ 青　云 １７３１ ５ １５

清 泉 镇 朱喜堂 万文祥 １３６６６ 安　崖 ５９４ ６ 红石桥 １６９２ ６ １４

桐条沟乡 高保明 王世宗 ９９５４ 董家湾 ６０５ ７ 刘官寨 １６２２ ７ ９

董家湾乡 纪生荣 白鹏飞 １２１９６ 红石桥 ６４５ ８ 鱼　河 １６１７ ８ １６

余兴庄乡 孙锦耀 苏海燕 ７４２７ 桐条沟 ６５６ ９ 小壕兔 １５６１ ９ １０

刘千河乡 谷世保 万　良 ８３１３ 巴拉素 ６８９ １０ 孟家湾 １５５８ １０ １６

古 塔 乡 高怀华 杨永峰 ８１０５ 可可盖 ６９７ １１ 补浪河 １５４４ １１ １５

青 云 乡 刘兴伟 郭喜元 １１０１９ 耳　林 ７０６ １２ 岔河则 １５１５ １２ ７

安 崖 镇 刘进跃 赵士怀 １１５５３ 古　塔 ７０７ １３ 小纪汗 １５１１ １３ ８

大河塔乡 叶祥云 任建政 ９３５１ 马　合 ７１２ １４ 马　合 １４８８ １４ ９

麻黄梁镇 张凤世 赵清保 １０４９９ 青　云 ７４８ １５ 巴拉素 １４８３ １５ １２

牛家梁镇 李树飞 朱依华 １６０５９ 大河塔 ７６１ １６ 芹　河 １４３６ １６ １６

金鸡滩镇 赵志平 高晓峰 １１４０２ 补浪河 ８１１ １７ 耳　林 １３８１ １７ １０

孟家湾乡 蒲　海 高宽世 １２３９６ 鱼　河 ８５８ １８ 可可盖 １２９４ １８ ７

小壕兔乡 刘润宏 葛守才 ５４９７ 刘官寨 ８６１ １９ 上盐湾 １０７２ １９ ３２ １８

耳 林 乡 郭锦飞 叶士亮 ５９０３ 麻黄梁 ８６８ ２０ 麻黄梁 １０１３ ２０ ２４ １１

可可盖乡 罗正中 王世清 ３７８２ 小纪汗 ８８４ ２１ 董家湾 ８２６ ２１ ２０ １０

马 合 镇 高明伟 高怀明 １０２８８ 芹　河 ９０７ ２２ 古　塔 ８０１ ２２ ２０ １０

岔河则乡 米海湖 高怀明 ８１０２ 小壕兔 ９０８ ２３ 清　泉 ７８８ ２３ ３５ ２９

小纪汗乡 李明智 马玉昌 ９２２６ 榆　阳 ９４９ ２４ 桐条沟 ７２４ ２４ ２１ １６

补浪河乡 高正祥 曹建忠 １１９３２ 岔河则 １０２１ ２５ 大河塔 ７２７ ２５ １６ １３

红石桥乡 刘生元 王建伟 １０９８５ 金鸡滩 １０６１ ２６ 刘千河 ７０６ ２６ ２４ ２０

巴拉素镇 周凤斌 席永升 １０９７４ 牛家梁 １０７６ ２７ 安　崖 ７００ ２７ ３１ ２４

芹 河 乡 康占璋 任儒冰 １２７８９ 孟家湾 １１７１ ２８ 余兴庄 ６９４ ２８ ２７ ２１

—６１３—

榆阳年鉴



二○○一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二）

乡镇名称
粮食总

产量（吨）

名

次

乡镇

名称

人均占

有粮（ｋｇ）
名

次

乡镇

名称

农业总产值

（不变价）（万元）

名

次

乡镇

名称

财政收入

（万元）

名

次

合　计

金鸡滩 １２５１１ １ 小壕兔 １１９５ １ 牛家梁 ２６５７ １ 榆　阳 ７１８ １

巴拉素 １１５７３ ２ 金鸡滩 １０９７ ２ 金鸡滩 ２３４９ ２ 镇　川 ３６４ ２

补浪河 １１３２７ ３ 巴拉素 １０５５ ３ 芹　河 １９００ ３ 牛家梁 ８８ ３

红石桥 １０８３７ ４ 红石桥 ９８７ ４ 补浪河 １８７４ ４ 青　云 ７５ ４

牛家梁 １０７６２ ５ 岔河则 ９５７ ５ 红石桥 １７４２ ５ 鱼　河 ７２ ５

马　合 ８２６９ ６ 补浪河 ９４９ ６ 榆　阳 １６９９ ６ 金鸡滩 ５４ ６

孟家湾 ７９７１ ７ 可可盖 ８６４ ７ 巴拉素 １５８５ ７ 芹　河 ５２ ７

岔河则 ７７５４ ８ 马　合 ８０４ ８ 鱼　河 １３８０ ８ 红石桥 ４９ ８

芹　河 ７１３３ ９ 耳　林 ７８１ ９ 孟家湾 １３８６ ９ 马　合 ４３ ９

小纪汗 ６７３９ １０ 小纪汗 ７３０ １０ 麻黄梁 １２７０ １０ 补浪河 ４２ １０

小壕兔 ６５６９ １１ 刘官寨 ６８７ １１ 岔河则 １１８０ １１ 巴拉素 ４０ １１

刘官寨 ５０８２ １２ 牛家梁 ６７０ １２ 小纪汗 １１５０ １２ 刘官寨 ３６ １２

耳　林 ４６１０ １３ 孟家湾 ６４３ １３ 马　合 １０５８ １３ 清　泉 ３４ １３

榆　阳 ４３６０ １４ 芹　河 ５５８ １４ 刘官寨 ７６１ １４ 麻黄梁 ３０ １４

鱼　河 ３８６９ １５ 榆　阳 ３１１ １５ 镇　川 ７３９ １６ 大河塔 ３０ １５

可可盖 ３２６９ １６ 鱼　河 ２７９ １６ 耳　林 ７３９ １６ 古　塔 ２９ １６

青　云 ２５５５ １７ 刘千河 ２５６ １７ 上盐湾 ７１６ １７ 小纪汗 ２７ １７

麻黄梁 ２４１７ １８ 古　塔 ２３８ １８ 小壕兔 ７１３ １８ 刘千河 ２６ １８

刘千河 ２１３０ １９ 青　云 ２３２ １９ 董家湾 ７１３ １９ 岔河则 ２６ １９

上盐湾 １９８６ ２０ 麻黄梁 ２３０ ２０ 安　崖 ６４８ ２０ 孟家湾 ２４ ２０

古　塔 １９３０ ２１ 大河塔 １８８ ２１ 大河塔 ６１６ ２１ 董家湾 ２３ ２１

大河塔 １７６０ ２２ 余兴庄 １５１ ２２ 刘千河 ５８７ ２２ 余兴庄 ２１ ２２

镇　川 １５７４ ２３ 上盐湾 １４５ ２３ 青　云 ５７６ ２３ 上盐湾 ２０ ２３

董家湾 １４８９ ２４ 董家湾 １２２ ２４ 可可盖 ５７０ ２４ 小壕兔 １８ ２４

清　泉 １４７２ ２５ 安　崖 １１５ ２５ 古　塔 ５４５ ２５ 耳　林 １８ ２５

安　崖 １３２８ ２６ 清　泉 １０８ ２６ 余兴庄 ４８８ ２６ 可可盖 １７ ２６

余兴庄 １１２０ ２７ 桐条沟 ９５ ２７ 桐条沟 ４５４ ２７ 安　崖 １６ ２７

桐条沟 ９４３ ２８ 镇　川 ７２ ２８ 清　泉 ４３９ ２８ 桐条沟 １５ ２８

—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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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三）

乡镇名称
乡镇企业总

产值（万元）
名次

乡镇

名称

当年肉类

总量（吨）

名

次

乡镇

名称

猪年末

合计（头）

名

次

乡镇

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名

次

合　计

榆　阳 １０８８３ １ 金鸡滩 １９１８ １ 金鸡滩 １９３００ １ 麻黄梁 ５２２００ １

镇　川 １０１９６ ２ 牛家梁 １８７０ ２ 牛家梁 １６１００ ２ 补浪河 ３３８００ ２

青　云 ６０４８ ３ 巴拉素 １７３２ ２ 补浪河 １５７５０ ３ 巴拉素 ３３２５１ ３

刘官寨 ３９２５ ４ 补浪河 １６２０ ４ 巴拉素 １５０８６ ４ 安　崖 ３０２００ ４

牛家梁 ３８７３ ５ 红石桥 １５５３ ５ 芹　河 １４６００ ６ 小纪汗 ２９０００ ５

鱼　河 ３４５９ ６ 芹　河 １５４０ ６ 马　合 １４６００ ６ 芹　河 ２８１００ ６

麻黄梁 ２１７８ ７ 孟家湾 １５１４ ７ 红石桥 １４５４０ ７ 大河塔 ２７４００ ７

古　塔 １８１２ ８ 马　合 １４９９ ８ 孟家湾 １４２１１ ８ 岔河则 ２５２１０ ８

红石桥 １７１６ ９ 小纪汗 １２６５ ９ 岔河则 １２３３８ ９ 古　塔 ２３７００ ９

上盐湾 １３２９ １０ 岔河则 １２５９ １０ 小纪汗 １０８００ １０ 红石桥 ２０６１０ １０

金鸡滩 ９８０ １１ 麻黄梁 １０６５ １１ 小壕兔 ８９００ １１ 小壕兔 １９８００ １１

刘千河 ９６０ １２ 小壕兔 ９９２ １２ 耳　林 ７７００ １２ 牛家梁 １８５００ １２

安　崖 ８５２ １３ 董家湾 ８８７ １３ 榆　阳 ６６００ １３ 孟家湾 １８２００ １３

芹　河 ７８２ １４ 榆　阳 ８５９ １４ 鱼　河 ５５２６ １４ 耳　林 １７５００ １４

马　合 ５４８ １５ 耳　林 ８２８ １５ 刘官寨 ５４００ １５ 金鸡滩 １７２００ １５

补浪河 ５４２ １６ 大河塔 ７３５ １６ 可可盖 ４４８０ １６ 马　合 １６８００ １６

大河塔 ５０７ １７ 安　崖 ７０９ １７ 董家湾 ４４００ １７ 刘千河 １５２００ １７

小纪汗 ４８０ １８ 刘官寨 ６４５ １８ 安　崖 ４３００ １８ 可可盖 １４５１０ １８

巴拉素 ４３２ １９ 古　塔 ５７４ １９ 麻黄梁 ４０００ １９ 青　云 １２０００ １９

董家湾 ３９５ ２０ 刘千河 ５５８ ２０ 大河塔 ３６００ ２０ 董家湾 ６５００ ２０

桐条沟 ３７９ ２１ 鱼　河 ５５６ ２１ 上盐湾 ３４２０ ２１ 清　泉 ６３００ ２１

孟家湾 ３３６ ２２ 可可盖 ５１１ ２２ 刘千河 ３３００ ２２ 鱼　河 ４７２３ ２２

余兴庄 ３２０ ２３ 青　云 ５０３ ２３ 古　塔 ３３００ ２３ 余兴庄 ４５９９ ２３

小壕兔 ２９５ ２４ 清　泉 ４９６ ２４ 镇　川 ３２５３ ２４ 镇　川 ４２３９ ２４

岔河则 ２２０ ２５ 镇　川 ４３０ ２５ 余兴庄 ３０００ ２５ 榆　阳 ３５００ ２５

可可盖 ２０６ ２６ 上盐湾 ３６５ ２６ 青　云 ３０００ ２６ 桐条沟 ３２９４ ２６

耳　林 ２０２ ２７ 余兴庄 ３３９ ２７ 清　泉 ２４８６ ２７ 上盐湾 ２５６１ ２７

清　泉 １０３ ２８ 桐条沟 ３３５ ２８ 桐条沟 １８２０ ２８ 刘官寨 ２０００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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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２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
区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区 “两干”会议精神，克服各

种困难，齐心协力抓经济，聚精会神搞建设，取得

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基本上实现了改

革和发展的各项预期目标。

一、综合

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２００２年全区国
内生产总值为１９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６％。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９７亿元，增长１０６％；第
二产业增加值９７１亿元，增长１９９％；第三产业
增加值６９２亿元，增长７３％。在总计中，区属国
内生产总值为９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５％，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９７亿元，增长８％，第二产
业增加值２８２亿元，增长１９％，第三产业增加值
３８２亿元，增长 ８８％。全区地方财政收入 ６９００
万元、较上年增长 ２１％，地方财政支出 １５４４６万
元，增长１０７％。

劳动就业工作不断加强。年末全区从业人员

４３０４７人，劳动报酬 ４４０６８万元，其中：区属
２０３３７人，劳动报酬１７６３７万元。城镇私营个体从
业人员２５３００人。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２００１年
全区国有企业中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为５２７５人，其中：区属１４６２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不够稳定，工业发展后劲不

足，社会就业压力大，部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难，

财政收支矛盾相当突出，投资环境仍不能适应大开

放、大开发的新形势。

二、农业

２００２年，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全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３５１亿斤，再创历史新高，比
上年增长 ２０％。其中：秋粮产量 ３４亿斤，增长
２２６％，夏粮由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播种面积下
降，产量为５１７０吨，比上年下降２９３％。农业总
产值５４亿元，增长９％。大棚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２４００亩，比上年增长２０％，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

重逐年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种类　　　　　２００２年　　　　比上年（％）
增（＋）减（－）

粮食 １７５２７８吨 　＋２０
　　＃小麦 ２４５６吨 　－４１２
　　水稻 １０６８６吨 　－２１４
　　玉米 １１１２６７吨 　＋１４４
豆类 ９５９２吨 　　３倍
油料 ２２１４吨 　－２８２
水果 １３１０吨 　＋６７
农业结构在调整中初步实现了 “三个转变”。

一是由传统的越垦越穷、越牧越荒的恶性循环，开

始向退耕还林 （草）、封禁绿化的方向转变。二是

由以种植业为主，开始向种养业并重的方向转变。

三是由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开始向种植粮食、饲

料、饲草和经济作物并重转变。

植树造林取得新进展。以提高造林质量为重

点，以生态农业为主体，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中心的林业新格局逐步形成。全年完成植树造林４０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３０万亩，飞播造林 １０万
亩，退耕还林累计完成２７万亩，大扁杏保存面积
１０２万亩，完成人工种草面积３３万亩，治理水土
流失面积２３１平方公里，各项政策兑现逐步落实到
位。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年新增有效灌溉

面积４１００亩。
畜牧业生产快速发展。随着舍饲养羊、养猪不

断推广，效益显著提高，全年羊子饲养总量１００万
只，比上年增长１２２％，猪年末存栏数２４５万头，
增长７５％。全年肉类总产量达到３０５万吨，增长
１１７％，水产品产量达到 １０５０吨，增长 １４１％，
畜牧业总产值 ２５８０１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４８２％，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畜产
品牧畜存栏如下：

种类　　　　　　２００２年　　　　比上年（％）
增（＋）减（－）

肉类总产量 ３０４６５吨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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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 ２３４４７吨 　＋１４８
奶类总产量 ７７３５吨 　－４５
　　＃牛奶 ５６７４吨 　＋２７８
禽蛋产量 ６５９８吨 　－１８
家禽 １０１万只 　－８３
羊毛产量 ６２３吨 　－２０
羊绒产量 ７６１０１公斤 　＋２２２
牧畜末存栏数 ４０３６６头 　＋０８
猪年末存栏数 ２４５０１５头 　＋７５
羊年末存栏数 ５４２５１６只 　＋１００
猪当年出栏数 ２６０５１７头 　＋１５２
羊当年出栏数 ４５７２０４只 　＋１５０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高位运行。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５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完成产值９６４９万元，增长５８％。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全年实

现销售收入７６６９万元，比上年增长４１３％，实现
税金１０９０万元，增长５７％，亏损企业亏损额８２万
元，减亏７万元，下降７９％。工业产销衔接较好，
实现销售产值９６１３万元，产销率９８％。比上年提
高了２个百分点，规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
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迈出较大步伐，实现了

改组改制和产权置换的跨越，从而使企业在偿还债

务、安置职工方面甩掉了包袱，搞活了机制，增强

了生存和发展能力。

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截止 ２００２年底，
我区实有个体工商户 ６８８５户，注册资金 ６６６９万
元，从业人员１３０６６人，私营企业５２８户，注册资
金３１亿元，从业人员５８６７人。根据２００２年非公
有制经济抽样调查，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产值

１２２亿元，实现税金 ３９２６万元，资产总额 １５亿
元，从业人员４２万人。

建筑业生产大幅增长，经济效益进一步好转。

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 ３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８％，全区四级及四级以上建筑企业实现利润
１１１１万元，增长２９６％，实现税金２２６６万元，增
长３５９％，房屋施工面积 １４１万平方米，增长
４０％，房屋竣工面积 ４５万平方米，下降 １５８％。
在总计中，区属建筑企业实现增加值 ０６４亿元，
增长１６４％，实现利润７３万元，增长９７３％，税
金３５９万元，增长２８２％，房屋施工面积４２万平

方米，房屋竣工面积１７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０２年，随着中心城市整体功能不断完善，实
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投资持续增长以及投

资主体的多元化。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９８
亿元，增长３７５％。其中，区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６４亿元，增长４１％。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第一
产业完成投资０３７亿元，第二产业完成投资９３７
亿元，其中电力、煤气及水泊生产和供应业完成投

资８亿元，占 ８０％，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２００６亿
元，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完成投资 １１９
亿元，占 ５９％。按经济类型分：国有经济投资
２３５亿元，增长 ３３６％，集体经济投资 ０３５亿
元，增长１５５％，居民个人投资１３５亿元，增长
２２％，其它经济投资４６亿元，增长７１％，按建设
性质分：基本建设投资 ２５７亿元，增长 １９１％，
更新改造投资１９亿元，增长６倍，房地产开发投
资２２亿，增长４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
设均有新的进展，启动实施了红石峡供水工程城市

供气工程和城市供热工程。城网改造、农网改造均

取得新的成效。实现了村村通电，改造１０千伏农
电线路６０公里和０４千伏４１０公里。

五、交通、邮电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稳步增长。２００２年交
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完成产值１５亿元，比上年增
长８％。
２００２年区属公路运输完成货货运量３９５３百吨，

增长 １５％，货运周转量 ６８３０万吨公里，增长
１２％，客运量５９８３百人，增长２２％，客运周转量
５３２０万人公里，增长 １６％，截止 ２００２年底，全
区公路总里程达３４８５公里，其中乡村公路达３０１６
公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新建了榆乌三级油路、

三鱼路赵庄段、榆补路芹河段和岔河则乡、小壕兔

乡、牛家梁煤炭集装站的连接线，使通油路乡镇由

３３％提高到了６７％。
电信业务问题完成 １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５％。全区交换机总容量达到１１０１７０门。全区
电话拥有量 ７４１０４户，普及率达 １７部／百人，其
中：城市电话普及率达３８部／百人，农村５５部／
百人；移动电话户数达到９６万户，比上年增长近
１倍，互联网用户达到５７１８户，增长１倍。

六、商业和市场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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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５１８
亿元，与上年相比大体持平。在各种经济类型中，

国有商业为 ０９６亿元，增长 ０１％；集体商业
０３８亿元，增长 ０１％，其它为 ３８４亿元，增长
０２％，消费品市场中，批发零售依然占主导地位，
餐饮业经营看好，增势领先，新型经营业充满活

力，大型超市、商场销售增势强劲，成为很多居民

购物的首选商家。城乡市场发展差异较大，农村市

场相对疲软。

市场物价指数平稳。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为 ９９９％，比 上 年 下 降 ０１％，其 中 食 品 类
９８１％，衣着类为９９３％，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
９９７％，比上年下降０３％。

七、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００２年，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较大发展。
职业教育迈出可喜发展步伐，普通高中招生有所增

长，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巩固提高，素质教育稳步

推开，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受到重视，各级各类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良好；社会力量办学继续发展。

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各类教职员工达４９４８人，
全区初中入学率达 ９８％，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９９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如下：
名称学数（所）　　学数（所）　　在校学生（人）
　职业学校 　１ 　１１７９
　聋哑学校 　１ 　９２
　普通中学 　３２ 　３７７１６
　小学 　３７０ 　６２４４７
２００２年，全区进一步加大科技兴榆战略的实

施力度，科技工作累计取得新成果１３项，其中获
省级科技进步奖２项；启动了联合国科技信息扶贫
项目，使项目区农民与国际大市场联网。年末全区

共有各类技术人员７０６３人，已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的７０６３人，其中：高级２１８人，中级１４５２人，初
级５３９３人。

文化广电事业有了新发展。２００２年全区共有
艺术表演团体 ４个，文化馆 １个；公共图书馆 １
个。广播电视事业有了新发展。新建了古塔、巴拉

素电视中继站，实现了广播电视信号１００％覆盖，
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５万多户。实现节目采编数字
化，年末全区共有档案馆 ３个，已开放各类档案
２８５００卷。

卫生事业有了更大发展。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

生机构２０５个，床位１８２９张，卫生技术人员２７９４
人；妇幼保健机构２个，卫生技术人员８１人。农
村有医疗点的村数占总村数的９０％、乡村医生和卫
生员达５４５人。

体育事业成绩喜人。全区共参加各类比赛 ４
次，获得７６块金牌，创９项省少儿运动会纪录，６
项全市运动会纪录。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高。我区

代表在全省运动会上夺得金牌８枚，奖牌总数达１８
枚。全民健身活动进步开展，城区有４５％的人参加
健身运动，农村有８％的人参加健身运动。我区获
得 “全省全民健身运动示范县区”称号。

八、人口与人民生活

人口计划圆满完成。根据公安年报统计，２００２
年全区出生人口２９９０人，出生率为７１‰。死亡人
口５２６人，死亡率为０１‰；由于迁入我区人口增
加，全年净增人口 ６９９７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５８‰，比上年下降７个千分点。年未全区总人口
为 ４２８２７５人，其 中 城 镇 人 口 １４７５６１人，占
３４５％，乡村人口２８０７１４人，占 ６５５％；平均每
户家庭人口为３２９人。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随着

我区宏观经济形势的进一步趋好，人民从中得到了

更多的实惠。一是农民收入较快的增长。２００２年我
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１８元，比上年增加 １９０元，
增长１４３％。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是：粮食增产，
畜牧业收入增加，农民从退耕还林、税费改革中获

准，劳务收入增加。二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加较快。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８７２元，比上年增
长１４７％。城镇居民增加较快的原因是职工工资及
补贴收入增幅较大，同时由于 “两个保证”、 “两

个确保”工作的力度加大及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大大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稳步增长。２００２年全区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２２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人均
储蓄５２２４元。各项贷款３５８亿元，增长２２５％，
各项存款４４２亿元，增长１０９％。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收入水平高速增长。

全区全年保险费收入 ７８２３万元，比上年增长
７６８％。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３１７５万元，增长
６７２％，寿险保费收入 ４６４８万元，增长 ８４７％，
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２３５７万元。

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有新的发展。２００２年全区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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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医疗保险人数 ｌ２５０８人，征缴额６２４万元，增
长２倍，职工养老保险人数１２７２０人，征缴额７２０
万元，增长１２％，享受 “低保”待遇的城乡困难

户已达３１８０户。剩余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７６万
人，移民搬迁 １１７１人。全区有各种敬老院 ６所，
床位数６８张，收养５８人。

注：（１）国内生产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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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增长速度计算以上年同期为基期。
（３）城镇人口统计范围是办事处和榆阳镇人口

数。

二○○二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一）

项目
数量

乡镇名称

乡（镇）

书记
乡（镇）长

乡镇总人口

（人）（公

安人口）

乡镇

名称

出生率

（‰）（计生）
乡镇

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１５１８ １４３

榆 阳 镇 纪生荣 万文祥 ２３７９９ 清 泉 镇 ３５９ 榆 阳 镇 ２５３１ －１０１

镇 川 镇 田启庄 张力勤 ２２１２０ 余兴庄乡 ４８５ 镇 川 镇 ２３２８ ３６

鱼河峁镇 朱喜堂 王世宗 ２１７１３ 刘千河乡 ５４４ 金鸡滩镇 １９４７ ８８

牛家梁镇 米海湖 朱依华 １６２２９ 镇 川 镇 ５７９ 牛家梁镇 １９３３ １１２

鱼 河 镇 马万荣 赵秀怀 １４１３８ 上盐湾镇 ５８２ 红石桥乡 １８９１ １１８

上盐湾镇 刘海江 谢　平 １３６７３ 鱼河峁镇 ５９８ 青 云 乡 １８３３ ５９

清 泉 镇 曹建忠 杨志平 １３６４９ 古 塔 乡 ６０３ 岔河则乡 １７７０ １６８

芹 河 乡 刘　瑜 任儒冰 １３０４８ 安 崖 镇 ６５９ 补浪河乡 １７６９ １４６

孟家湾乡 叶祥云 白鹏飞 １２５０１ 红石桥乡 ７３ 马 合 镇 １７６９ １８９

小纪汗乡 李明智 王世清 １２２９１ 马 合 镇 ７７５ 小壕兔乡 １７６５ １３１

补浪河乡 谷世保 高怀发 １１８５７ 鱼 河 镇 ７９４ 小纪汗乡 １７３５ １４８

安 崖 镇 高宽世 赵士怀 １１５２１ 麻黄梁镇 ８４５ 孟家湾乡 １７３４ １１３

金鸡滩镇 刘进跃 高晓峰 １１４５４ 岔河则乡 ８６９ 鱼 河 镇 １７０２ ５３

青 云 乡 许世祥 葛守才 １１１９１ 补浪河乡 ８９ 芹 河 乡 １６８９ １７６

小壕兔乡 叶士亮 韦春霞 １１１１９ 小壕兔乡 ９４１ 巴拉素镇 １６６５ １２３

巴拉素镇 郭锦飞 杨永峰 １１１０５ 大河塔乡 ９４６ 麻黄梁镇 １２５８ ２４２

红石桥乡 王建伟 李世禄 １０８９１ 小纪汗乡 ９５３ 上盐湾镇 １１２１ ４６

马 合 镇 高怀明 万　良 １０７２６ 榆 阳 镇 ９７９ 鱼河峁镇 １０３７ ２５６

麻黄梁镇 高凤强 赵清葆 １０６８５ 牛家梁镇 ９８２ 古 塔 乡 ９８２ ２２６

大河塔乡 任建政 郭凤存 ９０５２ 巴拉素镇 ９８７ 清 泉 镇 ９１０ １５５

刘千河乡 高有华 纪　磊 ８２８３ 金鸡滩镇 １００５ 大河塔乡 ８８３ ２１５

岔河则乡 张奋世 高怀明 ８０４７ 芹 河 乡 １０２７ 刘千河乡 ８７７ ２４２

古 塔 乡 高保明 余志飞 ８０４０ 青 云 乡 １０２８ 安 崖 镇 ８６０ ２２９

余兴庄乡 孙锦耀 苏海燕 ７３８１ 孟家湾乡 １０８８ 余兴庄乡 ８４８ ２２２

其　　它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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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二）

项目
数量

乡镇名称

粮食总

产量（吨）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人均占

有粮（ｋｇ）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农业总产值

（９０不变价）
（万元）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１７５２７８ ２００ ５９６ １９４ ３４４８４ ８３

小壕兔乡 １２８１５ １４６ 小壕兔乡 １１１８ ９６ 牛家梁镇 ２４２８ －８６

补浪河乡 １２０３９ ６３ 巴拉素镇 １０９９ ４２ 榆 阳 镇 ２４０６ －２２

金鸡滩镇 １１８６０ －５２ 岔河则乡 １０７３ １２１ 金鸡滩镇 ２２６７ －３５

巴拉素镇 １１６８８ １ 金鸡滩镇 １０６１ －３３ 马 合 镇 ２１１２ ９９６

牛家梁镇 １０９９２ ２１ 补浪河乡 ９９０ ４３ 补浪河乡 １８７７ ０２

小纪汗乡 １０８５５ ８５ 红石桥乡 ８９０ －９８ 小壕兔乡 １８１１ ２４７

红石桥乡 ９９６９ －８ 小纪汗乡 ８７７ １４ 红石桥乡 １７９３ ２９

芹 河 乡 ９７８８ ３７２ 芹 河 乡 ７７５ ３８９ 小纪汗乡 １７８２ ３６

孟家湾乡 ８３７６ ５１ 马 合 镇 ７６４ －５ 芹 河 乡 １７１８ －９６

岔河则乡 ８１２６ ４８ 牛家梁镇 ７３３ ９４ 巴拉素镇 １６１３ １８

马 合 镇 ８０６５ －２５ 孟家湾乡 ７２０ １２ 孟家湾乡 １５２８ １０２

榆 阳 镇 ７７７８ －１７６ 榆 阳 镇 ６７８ ５３７ 岔河则乡 １５２７ ２９４

鱼河峁镇 ７４２８ ２０５４ 麻黄梁镇 ５５７ １４２２ 鱼 河 镇 １３５１ －２１

麻黄梁镇 ５６７９ １３５ 大河塔乡 ５４３ １８８８ 鱼河峁镇 １２７２ ９

大河塔乡 ４８８４ １７７５ 刘千河乡 ５０８ ９８４ 麻黄梁镇 １０５４ －１７

鱼 河 镇 ４４８４ １５９ 古 塔 乡 ４４３ ８６１ 镇 川 镇 ８７６ １８５

清 泉 镇 ４４１３ １９９８ 余兴庄乡 ４３８ １９０１ 上盐湾镇 ８１２ １３４

刘千河乡 ４２１６ ９７９ 鱼 河 镇 ３８５ ３８ 清 泉 镇 ７９９ ８２

安 崖 镇 ３８７６ １９１９ 安 崖 镇 ３３３ １８９６ 安 崖 镇 ７５３ １６２

古 塔 乡 ３７０７ ３２１ 鱼河峁镇 ３３０ ２００ 大河塔乡 ７４８ ２１４

余兴庄乡 ３３６２ ２００１ 清 泉 镇 ３２３ １９９１ 余兴庄乡 ６４２ ３１６

青 云 乡 ３２９０ ２８８ 青 云 乡 ３０９ ３３２ 青 云 乡 ６４０ １１１

镇 川 镇 ２５８１ ６４ 上盐湾镇 １９２ ３２４ 刘千河乡 ６１９ ５５

上盐湾镇 ２５７６ ２９７ 镇 川 镇 １３４ ８６１ 古 塔 乡 ５８２ ６８

其　　它 ２４３１ １４７４

—３２３—

统计资料



二○○二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三）

项目
数量

乡镇名称

财政收入

（万元）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乡镇企业总产

值（万元）

（乡企局）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肉类总产

量（吨）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６４０９４ １００ ３０４６５ １１４

榆 阳 镇 ６５６ －１３ 榆 阳 镇 １６２０４ ９４ 马 合 镇 ３６５９ １４４１

镇 川 镇 ２６４ －２７５ 镇 川 镇 １１６７０ １４５ 牛家梁镇 ２２０９ １８１

牛家梁镇 １２８ ４５５ 青 云 乡 ７５６０ ２５ 金鸡滩镇 １９６０ ２２

青 云 乡 １００ ３３３ 牛家梁镇 ４９９５ ２９ 小纪汗乡 １８９０ ６４

鱼 河 镇 ９１ ２６４ 鱼 河 镇 ２８５７ －１７４ 补浪河乡 １８２７ １２８

金鸡滩镇 ９１ ６８５ 麻黄梁镇 ２５４８ １７ 榆 阳 镇 １７９８ １９５

芹 河 乡 ８０ ５３８ 金鸡滩镇 １６８０ ７１４ 芹 河 乡 １７６６ １４７

小纪汗乡 ６８ ５４５ 红石桥乡 １４６３ －１４７ 小壕兔乡 １７４１ －４３

红石桥乡 ６６ ３４７ 古 塔 乡 １３６５ －２４７ 孟家湾乡 １６４２ ８５

鱼河峁镇 ６６ ７３７ 上盐湾镇 ８９３ －３２８ 巴拉素镇 １５９３ －８

孟家湾乡 ６６ １７５ 芹 河 乡 ８５１ ８８ 红石桥乡 １５３５ －１２

麻黄梁镇 ６３ １１０ 鱼河峁镇 ８３８ ８３ 岔河则乡 １４４３ １４６

补浪河乡 ５９ ４０５ 刘千河乡 ８２０ －１４６ 鱼河峁镇 ９８３ －１９６

小壕兔乡 ５８ ６１１ 小纪汗乡 ７３６ ７３ 鱼 河 镇 ７９８ ４３５

巴拉素镇 ５６ ４０ 安 崖 镇 ７３０ －１４３ 镇 川 镇 ７７０ ７９１

马 合 镇 ４５ ４７ 岔河则乡 ６０６ １７５５ 麻黄梁镇 ６３７ －４０２

上盐湾镇 ４４ １２０ 马 合 镇 ５９０ ７７ 安 崖 镇 ６２６ －１１７

岔河则乡 ４３ ６５４ 小壕兔乡 ５１７ ４ 上盐湾镇 ６２５ ７１２

清 泉 镇 ４１ ２０６ 巴拉素镇 ４６６ ７９ 清 泉 镇 ６１２ ２３４

刘千河乡 ４０ ５３８ 大河塔乡 ３８６ －２３９ 大河塔乡 ５７３ －２２

安 崖 镇 ３９ １４３８ 补浪河乡 ３７７ －３０４ 青 云 乡 ５０３

大河塔乡 ３８ ２６７ 孟家湾乡 ３６３ ８ 古 塔 乡 ３６８ －３５９

古 塔 乡 ３５ ２０７ 余兴庄乡 ３５１ ９７ 刘千河乡 ３６７ －３４２

余兴庄乡 ２７ ２８６ 清 泉 镇 １４１ ３６９ 余兴庄乡 ３４６ ２１

其　　它 ５０８７ １９３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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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四）

项目
数量

乡镇名称

猪年末

合计（头）

同比增（＋）
减（－）％

乡镇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２４５０１５ ７５ ５４２５１６ １００

马 合 镇 ３７３７０ １５６ 小纪汗乡 ４８４３５ １１３

金鸡滩镇 １８４５０ －４４ 补浪河乡 ４６３４４ ３７１

牛家梁镇 １７３４５ ７７ 小壕兔乡 ４３９３１ １７８

榆 阳 镇 １４５２０ ２１ 巴拉素镇 ４０６６５ ２２３

孟家湾乡 １４３２８ ０８ 芹 河 乡 ３７１９７ ３２４

小纪汗乡 １４１５０ －７４ 红石桥乡 ３１９８８ ５５２

芹 河 乡 １４０９０ －３５ 马 合 镇 ３１９１０ ８９９

补浪河乡 １４０００ －１１１ 麻黄梁镇 ３１３２６ －４０

岔河则乡 １３２５０ ７４ 岔河则乡 ２６６５８ ５７

小壕兔乡 １２９６０ －２１９ 牛家梁镇 ２６０９１ ４１

红石桥乡 １２１１０ －１６７ 孟家湾乡 ２３４７５ ２９

巴拉素镇 １１９９０ －２０５ 金鸡滩镇 ２２７００ ３２

鱼河峁镇 ６９５３ １１８ 安 崖 镇 ２２４９３ －２５５

鱼 河 镇 ６２００ １２２ 鱼河峁镇 １７４８０ ７８５

上盐湾镇 ５４２０ ５８５ 大河塔乡 １７１００ －３７６

镇 川 镇 ５４１３ ６６４ 榆 阳 镇 １５８０２ １８７３

麻黄梁镇 ４５２０ １３ 镇 川 镇 １４５２０ ２４２５

安 崖 镇 ４３００ 鱼 河 镇 ８４８５ ７９７

清 泉 镇 ４０４９ ６２９ 刘千河乡 ６８３８ －５５

青 云 乡 ２７００ １０ 清 泉 镇 ６７５９ ７３

刘千河乡 ２６８０ １８８ 古 塔 乡 ６１００ －７４３

余兴庄乡 ２４６６ １７８ 余兴庄乡 ５９４４ ２９２

大河塔乡 ２２８０ ３６７ 青 云 乡 ５０００ －５８３

古 塔 乡 １２００ －６３６ 上盐湾镇 ２７８６ ８８

其　　它 ２２７１ ２４８９

　　说明：各经济指标按照名次由高到低依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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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各乡镇农业总产值一览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数量

乡镇名称

农业总产值

现价９０价

１种植业产值

现价９０价

２林业产值

现价９０价

３牧业产值

现价９０价

４渔业产值

现价９０价

合　　计 ３４４８４ ５４１６０ １４３１７ ２４９７９ ２６４５ ２６４５ １７２１９ ２５８０１ ３０３ ７３５

榆 阳 镇 ２４０６ ３７７８ １１９１ １９８４ ９１ ９１ １１１８ １６９４ ６ ９

鱼 河 镇 １３５１ １９３５ ６８７ ９９２ ９７ ９７ ５６７ ８４６

上盐湾镇 ８１２ １１８８ ２９４ ４６５ １０２ １０２ ４１６ ６２１

镇 川 镇 ８７６ １３２６ ３６１ ５８２ ６９ ６９ ４４６ ６７５

清 泉 镇 ７９９ １１７３ ３４６ ５４６ ９９ ９９ ３５４ ５２８

鱼河峁镇 １２７２ １９８６ ５２９ ９８８ ２４９ ２４９ ４９４ ７４９

余兴庄乡 ６４２ １０２４ ２５１ ５０４ １２８ １２８ ２６３ ３９２

刘千河乡 ６１９ ９８９ ２９６ ５４６ ７９ ７９ ２４４ ３６４

古 塔 乡 ５８２ ９７４ ２４８ ５１２ ７５ ７５ ２５９ ３８７

青 云 乡 ６４０ １０８４ ２８９ ５８７ ５４ ５４ ２９７ ４４３

安 崖 镇 ７５３ １３３１ ２６４ ６３９ ７６ ７６ ４１３ ６１６

大河塔乡 ７４８ １２１７ ３４２ ６３０ ５４ ５４ ３５２ ５３３

麻黄梁镇 １０５４ １７７１ ３４９ ７５６ ７７ ７７ ６０４ ９０２ ２４ ３６

牛家梁镇 ２４２８ ４１５１ １０１６ １９２４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４６ １７１１ １４７ ３９７

金鸡滩镇 ２２６７ ３７１１ １０７８ １９９０ １５２ １５２ １００４ １４９８ ３３ ７１

孟家湾乡 １５２８ ２２９４ ５７６ ９１５ ８４ ８４ ８６８ １２９５

小壕兔乡 １８１１ ２６７３ ６７４ １０３８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０１１ １５０９

马 合 镇 ２１１２ ３３３６ ４８０ ８９６ ６４ ６４ １５６８ ２３７６

岔河则乡 １５２７ ２２９１ ６７７ １０２７ ５２ ５２ ７６８ １１４７ ３０ ６５

小纪汗乡 １７２８ ２８６０ ７５４ １３５５ ６２ ６２ ９６６ １４４３

补浪河乡 １８７７ ２７８３ ８３９ １２９２ １１７ １１７ ９２１ １３７４

红石桥乡 １７９３ ２６４４ ８１４ １２２６ １０４ １０４ ８５５ １２７６ ２０ ３８

巴拉素镇 １６１３ ２３９１ ６９０ １０２０ ５３ ５３ ８７０ １３１８

芹 河 乡 １７１８ ２７８５ ７６２ １３８９ ６４ ６４ ８９２ １３３２

其　　它 １４７４ ２４６５ ５１０ １１７６ ３９８ ３９８ ５２３ ７７２ ４３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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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３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
区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区 “两干”会议精神，克服各

种困难，齐心协力抓经济，聚精会神搞建设，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成

就，基本上实现了改革和发展的各项预期目标。

一、综合

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态势。２００３年全区国
内生产总值为２２５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９％。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２９亿元，增长１０８％；第
二产业增加值１１３４亿元，增长１５８％；第三产业
增加值７９５亿元，增长１８３％。在总计中，区属
国内生产总值为 １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５％，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３２９亿元，增长 １０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６亿元，增长２８％，第三产业增
加值４２１亿元，增长１０％。

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再就业工作取得新

进展。年末全区从业人员 ４４６１３人，劳动报酬
４７０５４万元，其中：区属 ２１１２１人，劳动报酬
１６０５４万元。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 ３１５１３人。
２００３年全区国有企业中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
系的职工为５９３０人，其中：区属９７４人，减少４８８
人，城镇失业登记率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

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不够稳定，工业经济发展总

量偏小，社会就业压力大，部分群众生活仍比较困

难，财政收支矛盾相当突出，投资环境仍不能适应

大开放、大开发的新形势。

二、农业

２００３年，风调雨顺，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全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３９１亿斤，再创历史新高，比
上年增长１１４％。其中：秋粮产量达３８亿斤，增
长１１８％，夏粮由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播种面积下
降，产量为５８４８吨，比上年下降１３１％。农业总
产值 ６２亿元，增长 ２１％。大棚蔬菜种植面积
２５００亩，增长４２％，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逐年
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种类　　　　　２００３年　　　　　比上年（％）
增（＋）减（－）

粮食 １９５３４３吨 　＋１１４
　　＃小麦 ２０９１吨 　－１４９
　　水稻 ９３０２吨 　－１３０
　　玉米 １２２２９４吨 　＋９９
　　豆类 １１５７４吨 　＋２０７
油料 ２６１３吨 　＋１８０
水果 ３５３５吨 　＋１６９８

农业产业结构在调整中初步实现了 “三个转

变”。一是由传统的越垦越穷、越牧越荒的恶性循

环，开始向退耕还林 （草）、封禁绿化的方向转变。

二是由以种植业为主，开始向种养业并重的方向转

变。三是由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开始向种植粮

食、饲料、饲草和经济作物并重转变。

植树造林取得新进展。以提高造林质量为重

点，以生态农业为主体，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中心的林业新格局逐步形成。当年完成植树造林

３３６万亩，其中：人工造林２８６万亩，飞播造林
５万亩，退耕还林累计完成２７万亩，大扁杏保存面
积１０２万亩，完成人工种草面积２７万亩，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２２１平方公里，各项政策兑现逐步落实
到位。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强，全年新增有效灌

溉面积３６００亩。
畜牧业生产快速发展。随着舍饲养羊、温棚养

猪的不断推广，效益显著提高，全年羊子饲养总量

１１４８万只，比上年增长 １４８％，猪年末存栏数
２５９万头，增长５７％。全年肉类总产量达到３８
万吨，增长２４６％，水产品产量达到１３０８吨，增
长２４６％，畜牧业总产值２９７９８万元，占农业总产
值的４８１％，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
畜产品和牲畜存栏如下：

　种类　　　　　　２００３年　　　　比上年（％）
增（＋）减（－）

肉类总产量 ３７９３５吨 　＋２４５
　　＃猪肉 ９７９２吨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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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类总产量 １００６４吨 　＋３０１
　　＃牛奶 ８９２８吨 　＋５７３
禽蛋产量 ６４２４吨 　－２６
家禽 ９９５万只 　－１５
羊毛产量 ７７７吨 　＋２４７
羊绒产量 １１１８８斤 　＋４７０
牲畜年末存栏数 ４１６１１头 　＋３１
猪年末存栏数 ２５９４９５头 　＋５９
羊年末存栏数 ６５９７８５只 　＋２１６
猪当年出栏数 ３２３７２１头 　＋２４３
羊当年出栏数 ４８８１４９只 　＋６８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持续快速发展。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６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完成产值１８３亿元，增长６７９％。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全年实

现销售收入１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６％，实现税
金１５７９万元，增长５７％，亏损企业亏损额２８２万
元，增亏２００万元，工业产值１８４亿元，工业产
销衔接较好，实现销售产值 １７７万元，产销率
９６％，规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有了明显提高。煤
炭、建材、冶炼等重工行业生产高速增长，成为拉

动我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一批工业重

点项目的投资上马，工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我区

的资源优势正逐步向经济优势转变。

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截止 ２００３年底，
我区实有个体工商户 ５６２５户，注册资金 ７６６６万
元，从业人员９７３１人，私营企业３５０户，注册资
金１６亿元，从业人员３３４５人。

建筑业生产快速增长，经济效益逐步提高。全

社会建筑业产值１４７５亿元，增加值４３亿元，比
上年增长３８７％，全区四级及四级以上建筑企业
４５户，实现利润 ３９４３万元，增长 ２５４９％，实现
税金５０２４万元，增长１２１７％，房屋施工面积１８６
万平方米，增长３１９％，房屋竣工面积８４万平方
米，增长８６７％。在总计中，区属建筑企业１２户，
实现建筑业产值 ３６７亿元，增长 ２５％，增加值
１０５亿元，增长 ６４１％，实现利润 ５１３万元，增
长６倍，税金１１２１万元，增长２１２３％，房屋施工
面积８１７万平方米，增长９４５％，房屋竣工面积
２９８万平方米，增长７５３％。

四、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０３年，随着中心城市整体功能不断完善，城
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投资持续增长，投资主体呈

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８亿元，增长 ３７５％。其中，区属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１２４亿元，增长２５％，按国民经济行业分：
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０３４亿元，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１５５亿元，其中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完
成投资８亿元，占５２％，第三产业完成投资１４９６
亿元，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完成投资 ２６１
亿元，占 １７４％。按经济类型分：国有经济投资
１７８亿元，增长 ３３６％，集体经济投资 ０３８亿
元，增长 １５５％，居民个人投资 ４３亿元，增长
２２％，其它经济投资８３２亿元，增长８１％。按建
设性质分：基本建设投资１６５亿元，下降３５８％，
更新改造投资２４亿元，增长２６３％，房地产开发投
资４４亿元，增长 ２倍，其它投资 ７５亿元，增长
３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均有新的进
展，当年新增固定资产２４８亿元，启动实施了红石
峡供水工程、城市供气工程和城市供热工程。城网

改造、农网改造均取得新的成效。实现了村村通电。

五、交通、邮电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继续稳定增长。２００３
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完成产值２１１亿元，比
上年增长２４１％。

受非典影响，２００３年区属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
３８８９百吨，下降１６％，货运周转量６９４４万吨公
里，增长 １７％，客运量 ５０６９百人次，下降
１５３％，客运周转量４９３８万人公里，下降７２％。
截止２００３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３４８５公里，其
中乡村公路达３０１６公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新
建了榆乌三级油路，三鱼路赵庄段、榆补路芹河段

和岔河则乡、小壕兔乡、牛家梁煤炭集装站的连接

线，使通油路乡镇由３３％提高到了６７％。
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１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３８％。全区交换机总容量达到１２０３６７门。全区
电话拥有量 ９５２９５户，普及率达 ２２部／百人，其
中：城市电话普及率达５５部／百人，农村６部／百
人；移动电话户数达到１１３６万户，比上年增长近
１８３％，已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总数，互联网用户达
到４６６７户，增长２７９％。

六、商业和市场物价

２００３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７１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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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上年相比增长１４５％。在各种经济类型中，
国有商业为０７２亿元，下降２５％；集体商业０４８
亿元，增长 ２６３％，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为
２５亿元，增长２８８％，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为２３３
亿元，增长１８％，其它为１０７亿元，增长１２％，消
费品市场中，批发零售依然占主导地位；餐饮业经营

看好，增势领先，新型经营业充满活力，大型超市、商

场销售增势强劲，成为很多居民购物的首选商家。

城乡市场发展差异较大，农村市场比较疲软。

市场物价指数小幅增长，全区居民消费价格总

指数为１０１９％，比上年增长 １９％，其中食品类
１０１３％，衣着类９８９％，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
１００４％，比 上 年 增 长 ０４％，其 中 食 品 类
１０２８％，服装鞋帽类９９３％，农业生产资料价格
１０１１％，增长１１％。

七、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００３年，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取得较大发展。
职业教育迈出可喜步伐，普通高中招生有所增长，

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巩固提高，素质教育稳步推

开、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受到重视，各级各类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良好；社会力量办学继续发展。

全年全区师资质量明显提高，教师队伍不断扩

大，各类教职工达 ５７３５人，全区初中入学率达
９８％，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９９８％，全区各级各
类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如下：

　名称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
（人）

职业学校 　　１ 　１５００
聋哑学校 　　１ 　９６
普通中学 　　４２ 　５１５６７
小学 　　３５９ 　６３３７４
幼儿园 　　２ 　１２１９
民办学校 　　２０ 　１０１００
２００３年，全区进一步加大科技兴榆战略的实

施力度，科技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获市级科技进

步奖２项；其中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省级农
业推广奖一项，其中三等奖一项，启动了联合国科

技信息扶贫项目，使项目区农民与国际大市场联

网。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技术人员７１２９人，已评定
专业技术职称的６７５５人，其中：高级２４６人，中
级１４３６人，初级５０７３人。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２００３年全区共有艺术表

演团体４个，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广播
电视事业有了新发展。实现了广播电视信号１００％
覆盖。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５万多户。实现节目采
编数字化。年末全区共有档案馆３个，已开放各类
档案２８５００卷。

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２０１个、床位１９２１
张，卫生技术人员 ２８１６人；妇幼保健机构 ２个，
卫生技术人员８１人，农村有医疗点的村数占总村
数的７６％，乡村医生和卫生员达３７５人。

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全区共参加各类比赛 ２
次，获团体第二，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全民健

身活动进一步开展，全年开展社区比赛活动３０次，
城区有４５％的人参加健身运动，农村有８％的人参
加健身运动。我区获得 “全省全民健身运动示范县

区”称号。

八、人口与人民生活

据统计，２００３年全区出生人口４６０５人，出生
率为１０６‰；死亡人口 ６７９人，死亡率为 １６‰；
由于迁入我区人口增加，全年净增人口１２２２４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９‰，比上年增长 ３个千分点。
年末全区总人口为 ４４１１５５人，非农业人口为
ｌ４１４５５人，其中城镇人口 １５８５３０人，占 ３５９％，
乡村人口２８２６２５人，占６４１％；平均每户家庭人
口为３２５人。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增长。随着我

区宏观经济形势的进一步趋好，人民从中得到了更

多的实惠。一是农民收入呈较快的增长。２００３年我
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６５５元，比上年增加 １３７元，
增长９％。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是：粮食增产，畜
牧业收入增加，农民从退耕还林、税费改革中获

益，劳务收入增加。同时，我区固定资产投资力度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继续扩大，企业技术改造

加强，效益提高，为我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增收

空间，提供增收机会。二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加较

快。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３００元，比上
年增长８８％。居民消费性支出５０６７元，城镇居民
增加较快的原因是职工工资及补贴收入增幅较大，

同时由于 “两个保证”、 “两个确保”工作的力度

加大及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城镇居民

的收入。

九、财政、金融、保险

全区地方财政收入 ７５３９万元，较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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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地方财政支出１９７７６万元，增长２８％。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继续增长，各项存款６０４亿元，增
长３６７％。２００３年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２８９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９％，人均储蓄６５５１元。各项贷
款５２５亿元，增长４７９％。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收入水平高速增长。

２００３年辖区内有各类保险公司８户，全年保险费收
入７８２３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６８％。其中，财产险
保费收 ３１７５万元，增长 ６７２％，寿险保费收入
４６４８万元，增长 ８４７％，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２３５７万元。

社会保障和福利事业有新的发展。２００３年全

区参加医疗保险人数１３２９０人，增长６３％，征缴
额７９０万元，增长 ２６６％，职工养老保险人数
１２７２０人，征缴额 ６３０万元，下降 １２５％，享受
“低保”待遇的城乡困难户已达１６０００户。剩余贫
困人口和反贫人口 ７６万人，移民搬迁 １１７１人。
全区有各种敬老院 ６所，床位数 ６８张，收养 ５８
人。

注：（１）国内生产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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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增长速度计算以上年同期为基期。
（３）城镇人口统计范围是办事处和榆阳镇人口

数。

二○○三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一）

乡（镇）

名称

乡（镇）

书记
乡（镇）长

乡（镇）总人口

（人）（公安人口）

乡（镇）

名称

出生率

（‰）（计生）
乡（镇）

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４４１１５５ 合　　计 ８００ 合　　计 １６５５ ９

镇 川 镇 张力勤 郭凤存 ２２３６２ 余兴庄乡 ３３ 榆 阳 镇 ２７８５ １０

鱼河峁镇 朱喜堂 王建军 ２１７５３ 清 泉 镇 ４５ 镇 川 镇 ２４６２ ５３

榆 阳 镇 纪生荣 万文祥 ２０５６８ 鱼河峁镇 ６１ 牛家梁镇 ２１２３ ９８

牛家梁镇 米海湖 朱依华 １６４５０ 刘千河乡 ６３ 金鸡滩镇 ２１０８ ８３

鱼 河 镇 马万荣 赵秀怀 １４３１８ 安 崖 镇 ６３ 红石桥乡 ２０７５ ９７

上盐湾镇 刘海江 谢　平 １３６３３ 镇 川 镇 ６５ 青 云 乡 １９８８ ８５

清 泉 镇 曹建忠 １３５３６ 上盐湾镇 ６８ 岔河则乡 １９５７ １０６

芹 河 乡 刘　瑜 纪　磊 １３２５８ 鱼 河 镇 ７３ 马 合 镇 １９４２ ９８

孟家湾乡 叶祥云 白鹏飞 １２６４７ 大河塔乡 ７６ 补浪河乡 １９２８ ９

小纪汗乡 李明智 张小明 １２２４１ 岔河则乡 ７８ 小纪汗乡 １９２４ １０９

补浪河乡 谷世保 高怀发 １１８１３ 古 塔 乡 ８３ 小壕兔乡 １９１３ ８４

金鸡滩镇 刘进跃 王世宗 １１６０７ 马 合 镇 ８５ 孟家湾乡 １９０７ １０

安 崖 镇 高宽世 １１４２６ 麻黄梁镇 ９００ 鱼 河 乡 １８４１ ８２

青 云 乡 许世祥 葛守才 １１３９１ 补浪河乡 ９００ 芹 河 乡 １８２６ ８１

红石桥乡 王建伟 李世禄 １１３１９ 巴拉素镇 ９２ 巴拉素镇 １８１２ ８８

小壕兔乡 叶士亮 韦春霞 １１１７４ 青 云 乡 ９４ 麻黄梁镇 １４０２ １１４

巴拉素镇 郭锦飞 １１１２４ 芹 河 乡 ９５ 上盐湾镇 １２５２ １１７

麻黄梁镇 高凤强 赵清葆 １０８２６ 红石桥乡 ９７ 鱼河峁镇 １１３０ ９

马 合 镇 高怀明 万　良 １０７４９ 小壕兔乡 ９８ 古 塔 乡 １０５６ ７５

大河塔乡 任建政 ９０３９ 金鸡滩镇 １０ 清 泉 镇 ９９２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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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乡（镇）

书记
乡（镇）长

乡（镇）总人口

（人）（公安人口）

乡（镇）

名称

出生率

（‰）（计生）
乡（镇）

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同比增（＋）
减（－）（％）

刘千河乡 高有华 杨志军 ８２７２ 孟家湾乡 １０５ 刘千河乡 ９９１ １３

古 塔 乡 高保明 余志飞 ８０５４ 牛家梁镇 １１５ 余兴庄乡 ９８０ １５６

岔河则乡 张凤世 陈虎平 ８０５０ 小纪汗乡 １１５ 大河塔乡 ９７２ １０１

余兴庄乡 孙锦耀 苏海燕 ７５８３ 榆 阳 镇 １２１ 安 崖 镇 ９４７ １０１

其　　它 １３７９６２ 其　　它 其　　它

二○○三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二）

乡（镇）

名称

肉类总

产量（吨）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猪年末

合计（头）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３７９３５００ ２４５ 合　　计 ２５９４１１ ５９ 小纪汗乡 ６５９７８５ ２１６

马 合 镇 ４６４５００ ２７ 马 合 镇 ３９９８０ ７０ 补浪河乡 ５７３７０ １８４

牛家梁镇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３６ 金鸡滩镇 ２０４５０ １０８ 小壕兔乡 ５５１７０ １９

小纪汗乡 １１０４００ ３１１ 牛家梁镇 １７３４０ — 巴拉素镇 ５２３４０ １９１

补浪河乡 １０７９００ ３０ 小纪汗乡 １５１３０ ６９ 芹 河 乡 ４８３８３ １９

芹 河 乡 １０６６００ ３２６ 芹 河 乡 １５０９０ ７１ 孟家湾乡 ４２２７０ １９

孟家湾乡 ９５９００ ４０４ 补浪河乡 １５０００ ７１ 红石桥乡 ４２２４４ ８０

小壕兔乡 ８９０００ ３１８ 孟家湾乡 １４９７６ ４５ 麻黄梁镇 ３８１０９ １９１

金鸡滩镇 ８８６００ １６３ 榆 阳 镇 １４５００ －０１ 马 合 镇 ３７０５０ １８３

榆 阳 镇 ８６７００ １８６ 小壕兔乡 １４３６０ １０８ 岔河则乡 ３６９６０ １５８

巴拉素镇 ７８８００ ２９９ 岔河则乡 １３７３５ ３７ 牛家梁镇 ３１６３６ １８７

红石桥乡 ６９１００ ２９８ 红石桥乡 １３１２５ ８４ 安 崖 镇 ３０９７０ １８７

岔河则乡 ６７２００ ９８ 巴拉素镇 １２８９５ ７５ 金鸡滩镇 ２６６７０ １８６

鱼河峁镇 ６４３００ １７８ 鱼河峁镇 ７０５０ １４ 金鸡滩镇 ２２９００ ０９

鱼 河 镇 ５１８００ ２０８ 鱼 河 镇 ６２００ — 鱼河峁镇 ２０７０５ １８４

镇 川 镇 ５１５００ １８４ 镇 川 镇 ５４６０ ０９ 大河塔乡 １９６３０ １４８

上盐湾镇 ５０７００ ２６７ 上盐湾镇 ５４２０ — 镇 川 镇 １７２４８ １８８

安 崖 镇 ５０４００ ２２７ 安 崖 镇 ４１４６ －３６ 榆 阳 镇 １４８７０ －５９

麻黄梁镇 ４７２００ ２０６ 清 泉 镇 ４０００ －１２ 清 泉 镇 １１９７０ ７７１

大河塔乡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７ 麻黄梁镇 ３５２０ －２２１ 青 云 乡 １０２４８ １０５

清 泉 镇 ３８８００ ４３ 大河塔乡 ３２８０ ４３９ 鱼 河 镇 １０１２０ １９３

青 云 乡 ３４３００ －３１ 青 云 乡 ３２５０ ２０４ 刘千河乡 ８２００ １９９

刘千河乡 ３２９００ ２４ 刘千河乡 ２８４０ ６０ 余兴庄乡 ７１７８ ２０８

古 塔 乡 ２０８００ １２２ 古 塔 乡 ２６８５ １２３８ 古 塔 乡 ６６８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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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肉类总

产量（吨）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猪年末

合计（头）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同比增（＋）、
减（－）％

余兴庄乡 ６４００ ６３８ 余兴庄乡 ２４８０ ０６ 上盐湾镇 ５６７８ １０３８

其　　它 ６ 其　　它 ２５２９ １１４ 其　　它 ３１８６ ２８２

二○○三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三）

乡（镇）

名称

人均占

有粮（ｋｇ）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农业总产值

（９０不变价）（万元）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财政收入

（万元）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６６０ １０７ 合　　计 ４１７４４ ２１１ 合　　计 ２４３０ ７３

小壕兔乡 １４５５ ３０１ 牛家梁镇 ２８１３ １５９ 榆 阳 镇 ６３８ －２７

岔河则乡 １１２５ ４８ 马 合 镇 ２６９０ ２７８４ 镇 川 镇 ２５３ －４２

金鸡滩镇 １１０４ ４１ 金鸡滩镇 ２６２２ １５７ 牛家梁镇 １４６ １４１

巴拉素镇 １０７９ －１８ 榆 阳 镇 ２５９９ ８０ 青 云 乡 １３７ ３７０

补浪河乡 １０６６ ７７ 小壕兔乡 ２５９５ ４３３ 小纪汗乡 １０５ ５４４

芹 河 乡 ９５９ ２３７ 孟家湾乡 ２２０９ ４４６ 金鸡滩镇 １０１ １１０

红石桥乡 ８９０ ００ 补浪河乡 ２１５７ １４９ 芹 河 乡 ８２ ２５

小纪汗乡 ８８６ １０ 红石桥乡 ２０８６ １６３ 红石桥乡 ７９ １９７

孟家湾乡 ８６７ ２０４ 芹 河 乡 ２０８３ ２１２ 鱼 河 镇 ７６ －１６５

马 合 镇 ７８８ ３１ 小纪汗乡 ２０５６ １９０ 麻黄梁镇 ７０ １１１

牛家梁镇 ６９１ －５７ 巴拉素镇 ２００９ ２４６ 补浪河乡 ６９ １６９

余兴庄乡 ６７２ ５３４ 岔河则乡 １７４８ １４５ 巴拉素镇 ６８ ２１４

麻黄梁镇 ６４３ １５４ 鱼 河 镇 １５６３ １５７ 鱼河峁镇 ６６ ００

刘千河乡 ５１８ ２０ 鱼河峁镇 １５３０ ２０３ 孟家湾乡 ５７ －１３６

安 崖 镇 ５１５ ５４７ 麻黄梁镇 １３８６ ３１５ 小壕兔乡 ５７ －１７

古 塔 乡 ５０７ １４４ 安 崖 镇 １１２８ ４９８ 马 合 镇 ５６ ２４４

大河塔乡 ５０４ －７２ 清 泉 镇 １０６２ ３２９ 刘千河乡 ５２ ３００

清 泉 镇 ４７２ ４６１ 上盐湾镇 ９６５ １８８ 安 崖 镇 ５０ ２８２

鱼河峁镇 ４００ ２１２ 余兴庄乡 ９１４ ４２４ 大河塔乡 ５０ ３１６

鱼 河 镇 ３８８ ０８ 大河塔乡 ９０１ ２０５ 上盐湾乡 ４８ ９１

青 云 乡 ３４３ １１００ 镇 川 镇 ８７１ －０６ 岔河则乡 ４８ １１６

榆 阳 镇 ３２９ －５１５ 古 塔 乡 ７８９ ３５６ 清 泉 镇 ４７ １４６

上盐湾镇 ２０８ ８３ 刘千河乡 ７８１ ２６２ 古 塔 乡 ３８ ８６

镇 川 镇 ６４ －５２２ 青 云 乡 ７７３ ２０８ 余兴庄乡 ３７ ３７０

其　　它 其　　它 １４１４ －４１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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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４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抓住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按照 “紧扣一条

主线，围绕两个目标，实施三大战略，把握四个重

点，加快五项建设”的发展思路，克服各种困难，

齐心协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了国民经济快

速增长，经济效益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各项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预期目标。

一、综合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２００４年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２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２％。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３９２亿元，增长１６９％，第一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１４５％；第二产业增加
值１３８４亿元，增长２３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５１％；第三产业增加值９３４
亿元，增长１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３４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５９３２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５９％。在总计中，区属地区生产总值
１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５％。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３９２亿元，增长１６９％，第一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２８８％；第二产业增加值
４５２亿元，增长２５５％，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３３２％；第三产业增加值５１６
亿元，增长２２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３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２９７６元，比
上年增长１８３％。

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种植

业效益偏低；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经

济发展总量偏小；城镇部分居民和职工生活仍然比

较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形势仍然严峻；社会保

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和优化。

二、农业

２００４年，我区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调整、增强种草养畜等农业支柱产业的龙头带动作

用。全区上下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显

著成绩，实现了农村稳定、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全面增长。全区全年粮食总产量

达４５亿斤，创历史新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２０８８
元，较上年增长 ２６２％，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７７１５６万元，较上年增长１１５％。组织运营公司发
放主导产业开发扶贫贷款１０４０多万元，有力地促
进了全区主导产业的开发。

种植业结构继续调整。各乡镇积极探索结构调

整的新路子，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放在增加优

质、高效农产品生产上。在适度调减粮食作物种植

的同时，扩大优质粮的种植比重，增种效益较高的

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进一步优化了粮食、蔬菜和

饲料等种植结构布局。

２００４年
种类　　　　　　　产量　　　　　比上年增长

（％）
粮食 ２２５００５吨 　１５２
　　＃小麦 ２２２２吨 　６３
水稻 １２３７２吨 　３３
玉米 １４６１７２吨 　１９５
豆类 １０３３３吨 　－１０７
油料 ２６２５吨 　０５
蔬菜 ４８５８７吨 　－２６８
水果 ２６１１１吨 　２０３
　　＃园林水果 ６５５２吨 　８５３

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退耕还林工作进展顺

利。２００４年我区继续积极实施国家的退耕还林政
策，紧紧围绕 “三北防护林”、 “天保工程”和

“退耕还林”等工程林建设，因地制宜地加强经济

林建设，取得了绿化和效益的双重功效。２００４年全
区共完成造林 ２４９万亩，其中人工造林 １６９万
亩，飞播造林８万亩；退耕还林累计完成１７万亩；
大扁杏保存面积１０２万亩；三个 “一百工程”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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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１７０万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４８平方公里，各
项政策兑现逐步落实到位。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加

强，新增水保治理面积１５４４平方公里；新增有效
灌溉面积３６００亩。

畜牧业增势强劲。２００４年我区在积极消除各
种疫情影响的同时，完善、壮大、新建了一批规模

较大、档次较高的畜牧养殖户，形成了重视畜牧、

扶持畜牧、加快畜牧发展的良好氛围，全年完成人

工种草面积２４７万亩，累计种草保留面积１４６万
亩；羊子饲养量１３４７万只，比上年增长１７３％，
猪饲养量７１２万头，比上年增长２２１％，肉类总
产量４３万吨，增长１４２％，畜牧业总产值４３７４５
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５６７％，成为农民增收的主
要来源之一。

２００４年
　种类　　　　　　产量　　　　　　比上年增长

（％）
肉类总产量 ４３３１８吨 　１４２
　　＃猪肉 ３４０２３吨 　１３９
奶类总产量 １２２５１吨 　２１７
　　＃牛奶 １０４３７吨 　１６９
禽蛋产量 ７１２８吨 　１１
羊毛产量 ９５３吨 　２２７
家禽存栏 １１９３万只 　８１
羊绒产量 １２９吨 　１７３
大家畜年末存栏 ４３８４８头 　５４
羊年末存栏 ８１０１７６只 　２２８
猪年末存栏 ２８３９８４头 　３７
羊年末出栏 ５３６６１４只 　９９
猪年末出栏 ４２８３６３头 　３２３

水产品产量达到１３８１吨，增长５６％。
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

２００４年，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２２９２４千瓦；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３５１５千公顷，与上年持平；化肥施
用量 （折纯量）１７６９０吨，增长１５２％，按年末常
用耕地面积计算，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３３５６公
斤，比上年增长１５６％；每公顷耕地农业机械总动
力４２３千瓦，减少４３％。按播种面积计算，每公
顷耕地生产粮食４６３３公斤，比上年增产６５％；生
产油料１７５７公斤，减产２５％。按年农业劳动力计
算，劳均粮食产量１５０２公斤，比上年增长４１％；
劳均肉类产量２８９２公斤，增长３３％；劳均水产

品产量９２公斤，与上年持平。
加快 “二次创业”步伐，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

制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通过实施结构

调整、机制创新、科技进步和招商引资等措施。乡

镇企业吸纳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对农民增

收和县域财政增收的贡献增大，在促进城乡经济融

合，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

的作用得到更好发挥。据乡镇企业局统计，２００４年
末全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２２１９８人；实现营业收入
７１３６４万元，利润８１８９万元，税金２４８６万元，支
付工资１０１４６万元。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全区国有及年产品销

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以下简称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产值３２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８５％。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完
成工业产值１３５亿元，增长１４４％；其他企业完
成工业产值１８５亿元，增长２２３％。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水平大幅

度提高。全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１９亿元，比上年增
长６９８％；资产合计５６９亿元，增长９２２％；实
现利润 ０２４亿元，增加 ０１亿元，增长 ７３１％；
税金总额０１１亿元，增长３７５％。

建筑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企业经济效益继续

好转。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１６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５％；实现利税总额
９８５１万元，增长９９％，其中实现利润４３２７万元，
增长９３％。施工工程个数为２３５１个；房屋施工面
积２８６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５３８万平方米；房
屋竣工面积６９２万平方米，减少１４８万平方米。

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全年商品房建设投资５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７％；商品房施工面积 ７８４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７０％，其中，商品房住宅施
工面积５５９万平方米，增长１１９２％。商品房竣工
面积１５４万平方米，比上年减少 １５８％。其中，
商品房住宅竣工面积１０２万平方米，减少３９３％。
商品房销售建筑面积１５１万平方米，其中，销售
给个人１４６万平方米，分别比上年增长７３６％和
６７８％。商品房销售额 ４０１１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６８％。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成果显著。２００４年，随着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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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一批重点工程竣工投运，为

我区经济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３５８亿元，增长１６２％。其中，区属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２亿元，增长１４５％。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第一产业完成投资０４亿元，第二
产业完成投资１８３亿元，第三产业完成投资１７１
亿元。按经济类型分：国有经济投资 １９６亿元，
增长 １０１％，集体经济投资 ０４３亿元，增长
１３２％，居民个人投资４６亿元，增长７％。其它
经济投资 １１１７亿元，增长 ３４２％。按建设性质
分：基本建设投资１５３亿元，下降７３％，更新改
造投资 ４４亿元，增长 ８３３％，房地产开发投资
４９亿元，增长 １１７％，其它投资 １１２亿元，增
长４９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宅建设均有新的
进展，当年新增固定资产２３８亿元，李家梁水库
移民搬迁、供水，电力城网改造、农网改造均取得

新的成效，其中农网改造工程投资 ２５１４９万元，
实现了村村通电。

五、交通、邮电

２００４年９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继续稳定增
长，完成产值２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２％。
２００４年区属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 ６５５６百吨，

增长６８６％，货运周转量９８３５１９百吨公里，增长
４１６％，客运量６２５８百人次，增长２３５％，客运
周转量６０９６５４百人公里，增长２３５％，截至２００４
年底，全区公路总里程达 ３３０７公里，其中县道
２４８７４公里，乡道３５８８公里，村道２７００多公里，
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今年新建榆补路６８公里，左
红路１８公里，年底顺利建成通车，使全区通油路
乡镇由２００３年的６７％提高到８３３％。

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１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１２％，全区交换机总容量达到１８０２万门，电话
拥有量 １１５万户，普及率达 ２５部／百人，其中，
城市电话普及率达 ５５部／百人，农村 ６部／百人；
移动电话户数达到１４５万户，比上年增长２７６％，
已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总数，互联网快速发展，用户

达到１７９８０户，增长３９６倍。
六、商业和市场物价

２００４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７２亿
元，与上年相比增长１１４％，扣除零售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１０５％。在各种经济类型中，国有商业为
０４９亿元，下降 ２％；集体商业 ０３６亿元，增长

４％，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为２１亿元，增长
４％，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为 １０４亿元，增长 ５％。
消费品市场中，批发零售依然占主导地位，餐饮业

经营看好，增势领先，大型超市、商场销售增势强

劲，成为很多居民购物的首选商家。城乡市场发展

差异较大，农村市场比较疲软。

全区物价水平稳步回升，居民消费价格水平较

上年上升０９％。２００４年各类价格指数如下 （以上

年价格为１０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１０２８
食品 １０７９
衣着 ９９３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１０２４
食品 １０７９
服装鞋帽 １００
农业生产资料 １０１９
七、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００４年，全区教育事业继续在改革中发展。职
业教育迈出可喜步伐，普通高中招生有所增长，义

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巩固提高，素质教育稳步推开、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受到重视，各级各类职业技术

教育发展良好，社会力量办学继续发展。今年全面

实行四制改革；完成撤点并校；新课程改革全面推

开，学校基础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到２００４年底市
一中扩建工程峻工，并被省上确定为省级重点中

学；苏州中学被确定市级重点中学，高考各项成绩

名列前茅，被市上评为高考先进单位。全年全区师

资质量明显提高，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各类教职员

工达６８２２人，全区初中入学率达９８％，小学学龄
儿童入学率为９９８％，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人数如下：

　名称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
（人）

职业学校 　　１ 　１９３５
聋哑学校 　　１ 　９６
普通中学 　　４５ 　５５７２８
小学 　　３２２ 　６２７８７
幼儿园 　　５７ 　１１７６９
其中：民办学校 　　２３ 　９７６１
２００４年，全区进一步加大科技兴榆战略的实施

力度，科技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全区累计向上级

申报科技项目１１项，其中：国家级２项，省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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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市级５项；区级立项１６项；获市级科学技术
奖励项目５项；申报科技成果３项获陕西省政府科
学技术三等奖。开展大型科普宣传２次，散发各种
实用技术资料１００００多份。继续做好 ＵＮＤＰ信息扶
贫项目，为镇、村信息站安装了无线宽带上网设

备，在图文电视上增开了 《项目信息》和 《科技

动态》２个栏目，使项目区农民与国际大市场联
网。年末全区共有各类技术人员７９６６人，已评定
专业技术职称的７５５４人，其中：高级２４２人，中
级１３８８人，初级５９２４人。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２００４年全区共有艺术表
演团２个，剧团１个，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
个。２００４年，广播、电视事业不断发展。实现了
广播电视信号１００％覆盖。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５
万多户。实现节目采编数字化。年末全区共有档案

馆３个，已开放各类档案２８５００卷。
２００４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２０３个，（个

体办诊所 １４３个），床位 １７１３张，卫生技术人员
２８９６人；妇幼保健机构２个，卫生技术人员８１人，
村级卫生组织覆盖率为６１％，乡村医生和卫生员达
３５２人。

体育事业发展迅速。２００４年，全区共参加各
类比赛２次，（市第１１届全运会，省四届少儿运动
会），体育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全民健身活动进一

步开展，全年开展社区比赛活动３０次以上，城区
有３８％的人参加健身运动，农村有１０％的人参加
健身运动。我区获得 “全省全民健身运动示范县

区”称号。

八、人口与人民生活

据统计，２００４年年末全区总人口为４５６８７２人，
其中，男性人口２３５２１０人，占５１４８％；女性人口
２２１６６２人，占４８５２％，性别比为１０６１１（以女性
为 １００，男性对女性的比例）。非农业人口为
１５５２３５人，其中城镇人口 １７２３８６人，占 ３７７％，
乡村人口２８４４８６人，占６２３％；平均每户家庭人
口为 ３１９人。全年出生人口 ５６９５人，出生率为
１２５‰；死亡人口７０２人，死亡率１５‰；由于迁
入我区人口增加，全年净增人口１５７１７人，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１１‰，比上年增长２个千分点。人口年
龄构成为１８岁以下人口占２６９３％，１８—３５岁人
口占３３１８％，３５—６０岁人口占３０７２％，６０岁以
上人口占９１７％。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

善。随着我区宏观经济形势的进一步趋好，人民从

中得到了更多的实惠。一是农民收入呈较快增长，

２００４年我区农民人均纯收 ２０８８元，比上年增加
４３３元，增长２６２％。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是：粮
食增产，畜牧业收入增加，农民从退耕还林、税费

改革中获益，劳务收入增加。同时，我区固定资产

投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继续扩大，企业

技术改造加强，效益提高，为我区农村剩余劳动力

创造增收空间，提供增收机会。二是城镇居民收入

增加较快。据我区城调队５０户城镇居民住户调查
表明，２００４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９９０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居民消费性支出 ５２１８元，
城镇居民增加较快的原因是职工工资及补贴收入增

幅较大，同时由于 “两个保证”、 “两个确保”工

作的力度加大及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大大增加了

城镇居民的收入。

九、财政、金融、保险

全区地方财政收 １４０７４万元，较上年增长
８６７％，地方财政支出２４７１４万元，增长２５％。城
乡居民储蓄存款继续增长，各项存款８８３７亿元，
增长４６３％。２００４年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３４４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２％，人均储蓄７５４２元。各
项贷款６９１５亿元，增长３１７％。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收入水平高速增长。

２００４年辖区内有各类保险公司８户，全年保险费收
人５０５８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２３％。其中，财产险
保费收入２８２６９万元，增长７０２％，寿险保费收入
２２３１５万元，增长 ６８７％，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１５８５５万元。

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再就业工作取得新

进展。年末全区从业人员 ４６５９５人，劳动报酬
５８０９５万元，其中：区属 ２２０６５人，劳动报酬
２２６７６万元。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 ３１５１３人。
２００４年全区国有企业中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
的职工为４３９１人，其中：区属１０５３人。２００４年，
在再就业工作中，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２６００人，下
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１２００人，“４０５０”再就业人
数１２０人，组织劳务输出人数５５０００人。城镇失业
登记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３５３人，城镇失
业登记率３８％。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２００４年全区参加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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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数１４８７２人，增长１１９％，征缴额１０１０万
元，增长２７８％，职工养老保险人数１１３７８人，征
缴额２１２４万元，增长２４倍，享受 “低保”待遇

的城乡困难户已达６５６６户，１７１９２人，城区 ５９４９
户，１５６１９人；农村 ６１７户，１５７３人，人均补助
７０６元。２００４年底全区贫困人口 ５８万人，移民
搬迁４２８人。有各种敬老院 ６所，床位数 ６８张，
收养５２人。

注：（１）本公报部分指标为初步统计数。

（２）地区生产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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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计算以上年同期为基期。
（４）城镇人口统计范围是办事处和榆阳镇人口

数。

（５）根据国家统计局水果公布口径，水果产量
包括果用瓜；

（６）园林水果产量为果业统计监测结果。

二○○四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一）

乡（镇）名称 乡（镇）书记 乡（镇）长
乡（镇）总人口

（人）（公安人口）
乡（镇）名称

出生率（‰）
（计生）

合　　计 ４５６８７２ 合　　计 ７５０

榆 阳 镇 纪生荣 万文祥 ２４２５０ 上盐湾镇 ４０

镇 川 镇 张力勤 郭凤存 ２２５２６ 余兴庄乡 ５０

鱼河峁镇 朱喜堂 王建军 ２１８９３ 清 泉 镇 ５０

牛家梁镇 米海湖 朱依华 １６７２０ 鱼河峁镇 ５０

鱼 河 镇 马万荣 赵秀怀 １４６１７ 刘千河乡 ５０

上盐湾镇 刘海江 谢　平 １３７４６ 安 崖 镇 ６０

清 泉 镇 曹建忠 高岳东 １３４８５ 镇 川 镇 ６０

芹 河 乡 刘　瑜 纪　磊 １３２３９ 大河塔乡 ６０

孟家湾乡 叶祥云 白鹏飞 １２７７６ 鱼 河 镇 ７０

小纪汗乡 李明智 张晓明 １２２６５ 古 塔 乡 ７０

金鸡滩镇 刘进跃 王世宗 １１９３１ 马 合 镇 ７０

红石桥乡 王建伟 李世禄 １１８７６ 红石桥乡 ７０

补浪河乡 谷世保 高怀发 １１８２４ 岔河则乡 ８０

青 云 乡 许世祥 葛守才 １１４０９ 麻黄梁镇 ８０

安 崖 镇 高宽世 尚建军 １１３７８ 巴拉素镇 ８０

小壕兔乡 叶士亮 韦春霞 １１１８５ 小壕兔乡 ８０

巴拉素镇 郭锦飞 赵应华 １１１７２ 芹 河 乡 ９０

马 合 镇 高怀明 万　良 １０７５０ 牛家梁镇 ９０

麻黄梁镇 高凤强 赵清葆 １０６３９ 榆 阳 镇 ９０

大河塔乡 任建政 牛建国 ９０８０ 补浪河乡 １００

刘千河乡 高有华 杨志军 ８２８９ 青 云 乡 １００

古 塔 乡 高保明 余志飞 ８１１８ 孟家湾乡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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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名称 乡（镇）书记 乡（镇）长
乡（镇）总人口

（人）（公安人口）
乡（镇）名称

出生率（‰）
（计生）

岔河则乡 张凤世 陈虎平 ８０６０ 小纪汗乡 １００

余兴庄乡 孙锦耀 苏海燕 ７５０８ 金鸡滩镇 １２０

其　　它 １４８１３６ 其　　它

二○○四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二）

乡（镇）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同比增（＋）
减（－）（％）

乡（镇）名称 粮食总产量（吨）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２０８８ ２６０ 合　　计 ２２５００５ １５２

榆 阳 镇 ３０８２ １１ 补浪河乡 １６８２３ ３３５

镇 川 镇 ２７９９ １４ 小壕兔乡 １５０２３ －７６

红石桥乡 ２５０８ ２１ 金鸡滩镇 １４０１７ ９３

岔河则乡 ２４７５ ２６ 巴拉素镇 １３７６１ １４６

牛家梁镇 ２４６６ １６ 芹 河 乡 １３５９５ ６９

马 合 镇 ２４４５ ２６ 小纪汗乡 １２７４２ １７５

金鸡滩镇 ２４４２ １６ 孟家湾乡 １２２８８ １２０

小壕兔乡 ２３２２ ２１ 鱼河峁镇 １１３３７ ３０４

青 云 乡 ２３０６ １６ 牛家梁镇 １１１８９ －１６

小纪汗乡 ２２８６ １９ 红石桥乡 １０５９３ ５２

补浪河乡 ２２８２ １８ 岔河则乡 ９５８９ ５９

鱼 河 镇 ２２８０ ２４ 马 合 镇 ９３１４ １００

孟家湾乡 ２２７０ １９ 麻黄梁镇 ８６０３ ２３５

芹 河 乡 ２２１５ ２１ 清 泉 镇 ８１２８ ２７３

巴拉素镇 ２１２６ １７ 鱼 河 镇 ７４２１ ３３４

麻黄梁镇 １８８５ ３４ 大河塔乡 ７２６５ ５９６

上盐湾镇 １５７６ ２６ 榆 阳 镇 ６８７５ １６

鱼河峁镇 １４１７ ２５ 安 崖 镇 ６３９７ ８７

余兴庄乡 １２７８ ３０ 余兴庄乡 ４９９５ －２０

清 泉 镇 １２７５ ２９ 上盐湾镇 ４８１２ ６９３

刘千河乡 １２５１ ２６ 古 塔 乡 ４７５０ １６３

古 塔 乡 １２６８ ２０ 青 云 乡 ４６４１ １８９

大河塔乡 １２１６ ２５ 刘千河乡 ４４７８ ４６

安 崖 镇 １１９０ ２６ 镇 川 镇 ２８９７ １００９

合　　计 其　　它 ３４７２ 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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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三）

乡（镇）

名称

人均占

有粮（ｋｇ）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农业总产值

（９０不变价）（万元）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乡镇企业现价总产值

（万元）（乡企局）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７５５ １４４ 合　　计 ４６５３６ １１５ 合　　计 ７７３４８ ９８

补浪河乡 １４２３ ３３５ 牛家梁镇 ３０５２ ８５ 榆 阳 镇 １８９５０ ９４

小壕兔乡 １３４３ －７７ 马 合 镇 ２９３７ ９２ 镇 川 镇 １３５３５ ９３

巴拉素镇 １２３２ １４２ 小壕兔乡 ２６８８ ３６ 青 云 乡 ８８４８ １００

岔河则乡 １１９０ ５８ 金鸡滩镇 ２６４９ １０ 牛家梁镇 ６３００ １０５

金鸡滩镇 １１７５ ６４ 榆 阳 镇 ２４９３ －４１ 鱼 河 镇 ３４６０ １０３

小纪汗乡 １０３９ １７３ 孟家湾乡 ２４８２ １２４ 麻黄梁镇 ３１７０ ９３

芹 河 乡 １０２７ ７１ 补浪河乡 ２４２７ １２５ 金鸡滩镇 ２０１１ ９３

孟家湾乡 ９６２ １１０ 小纪汗乡 ２３２２ １２９ 红石桥乡 １７４９ ９７

红石桥乡 ８９２ ０２ 芹 河 乡 ２３１９ １１３ 古 塔 乡 １６３０ ９４

马 合 镇 ８６６ ９９ 巴拉素镇 ２２７０ １３０ 上盐湾镇 １１０１ １０３

麻黄梁镇 ８０９ ２５８ 红石桥乡 ２２４７ ７７ 芹 河 乡 １０２２ ９７

大河塔乡 ８００ ５８７ 岔河则乡 １９６３ １２３ 鱼河峁镇 １００６ ９２

牛家梁镇 ６６９ －３２ 鱼 河 镇 １７４９ １１９ 刘千河乡 ９９８ １０９

余兴庄乡 ６６５ －１０ 鱼河峁镇 １６９１ １０５ 小纪汗乡 ９３０ ９７

清 泉 镇 ６０３ ２７８ 麻黄梁镇 １６５８ １９６ 安 崖 镇 ８７０ ９４

古 塔 乡 ５８５ １５４ 安 崖 镇 １３６４ ２０９ 岔河则乡 ７５７ １３７

安 崖 镇 ５６２ ９１ 镇 川 镇 １２４３ ４２７ 马 合 镇 ７１０ ９２

刘千河乡 ５４０ ４２ 清 泉 镇 １１９０ １２１ 小壕兔乡 ６５１ １４２

鱼河峁镇 ５１８ ２９５ 余兴庄乡 １１２６ ２３２ 巴拉素镇 ５７５ １０６

鱼 河 镇 ５０８ ３０９ 上盐湾镇 １１０８ １４８ 大河塔乡 ４９１ ９１

青 云 乡 ４０７ １８７ 大河塔乡 １１００ ２２１ 孟家湾乡 ４５６ １２１

上盐湾镇 ３５０ ６８３ 青 云 乡 ９５９ ２４１ 补浪河乡 ４７６ １５５

榆 阳 镇 ２８４ －１３７ 古 塔 乡 ９５５ ２１０ 余兴庄乡 ４３５ ９８

镇 川 镇 １２９ １０１６ 刘千河乡 ９４８ ２１４ 清 泉 镇 １９１ １７２

其　　它 其　　它 １５９６ １２９ 其　　它 ７０２６ ９９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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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四）

乡（镇）

名称

肉类总

产量（吨）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猪年末

合计（头）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４３３１８ ２４５ 合　　计 ２８３９８４ ９５ 合　　计 ８１０１７６ ２２８

马 合 镇 ８２９６ ２７０ 马 合 镇 ４２０００ ５１ 麻黄梁镇 ６７０００ ８０８

牛家梁镇 ２４３０ ２３６ 孟家湾乡 ２２２６８ ４８７ 补浪河乡 ５８１７０ ５４

小纪汗乡 ２６５５ ３１１ 岔河则乡 ２１０５５ ５３３ 小纪汗乡 ５７５００ ０２

补浪河乡 ２５３６ ３００ 金鸡滩镇 ２１０５０ ２９ 小壕兔乡 ５１８３０ ５２

芹 河 乡 ２４８３ ３２６ 牛家梁镇 １７６００ １５ 巴拉素镇 ５１８３０ ７１

孟家湾乡 ２４９１ ４０４ 小壕兔乡 １６６７０ １６１ 芹 河 乡 ４４３８０ ０２

小壕兔乡 ２０１７ ３１８ 小纪汗乡 １６１３０ ６６ 孟家湾乡 ４３２０７ ２３

金鸡滩镇 ２４２３ １６３ 芹 河 乡 １５０８０ －０１ 金鸡滩镇 ３９６００ ７２９

榆 阳 镇 １９３８ １８６ 补浪河乡 １５０００ ００ 红石桥乡 ３８１８０ ０２

巴拉素镇 ２２２３ ２９９ 榆 阳 镇 １４５００ ００ 马 合 镇 ３８０００ ２８

红石桥乡 ２１１５ ２９８ 巴拉素镇 １３４２０ ４１ 牛家梁镇 ３５０００ １３０

岔河则乡 ２１９８ ９８ 红石桥乡 １３３２６ １５ 岔河则乡 ３４６３０ ９５

鱼河峁镇 １２２８ １７８ 鱼河峁镇 ７２１１ ２３ 安 崖 镇 ３２５６０ ２２１

鱼 河 镇 １６４１ ２０８ 鱼 河 镇 ６４００ ３２ 鱼河峁镇 ２８５００ ３７６

镇 川 镇 ９６１ １８４ 上盐湾镇 ５６１０ ３５ 大河塔乡 ２５３００ ２８９

上盐湾镇 ８４３ ２６７ 镇 川 镇 ５６００ ２６ 镇 川 镇 ２２２４０ ２８９

安 崖 镇 ８１９ ２２７ 清 泉 镇 ４５２１ １３０ 上盐湾镇 ２０１２０ ２５４４

麻黄梁镇 ８６８ ２０６ 大河塔乡 ４５００ ３７３ 榆 阳 镇 １９８７０ ３３６

大河塔乡 ８０８ ３０７ 安 崖 镇 ４２８０ ３２ 清 泉 镇 １９４８５ ６２８

清 泉 镇 ６８６ ４３ 麻黄梁镇 ３６００ ２３ 鱼 河 镇 １８７００ ８４８

青 云 乡 ５３１ －３１ 青 云 乡 ３３２０ ２２ 刘千河乡 １６２００ ９７６

刘千河乡 ４９２ ２４０ 古 塔 乡 ３０２０ １２５ 古 塔 乡 １４９００ １２３１

古 塔 乡 ４４４ １２２ 刘千河乡 ２８８０ １４ 余兴庄乡 １４５７８ １０３１

余兴庄乡 ４３６ ６３８ 余兴庄乡 ２５０８ １１ 青 云 乡 １２１８０ １８９

其　　它 ３４６ ６０ 其　　它 ２４３５ －３７ 其　　它 ２９８６ －６３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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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０５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按照

“紧扣一条主线，围绕两个目标，实施三大战略，

把握四个重点，加快五项建设”的发展思路，坚定

不移地落实 “四抓四促四突破”的经济工作措施，

取得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各项社会事业继续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好势头。

一、综合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２００５年全区地区生产总
值５２２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５％。经济总量在全
市的位次由第五位前移到了第三位。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４７５亿元，增长１６４％，第一产业增加
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９１％；第二产业增加
值２１５亿元，增长２６７％，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１２％；第三产业增加值
２５９６亿元，增长５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４９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１１３３６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４％。在总计中，区属地
区生产总值 ２２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４％。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４７５亿元，增长１６４％，第
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２１４％；第
二产业增加值７０５亿元，增长２７４％，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３１８％；第三产业
增加值１０３８亿元，增长５８％，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４６８％。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４８１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７％。

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经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种植业效益偏低；工

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经济发展总量偏

小；城镇部分居民和职工生活仍然比较困难；社会

就业压力大，形势仍然严峻；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

一步健全；投资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和优化。

二、农业

２００５年，我区农业生产克服近年来少有的旱
灾、雹灾和疫情并发的自然灾害，获得了比预想要

好的收成。全区全年粮食总产量３６亿斤；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２３８１６元，较上年增长１４％，实现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 ８２１８１万元，较上年增长 ５４％。
为了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种草

养畜等农业支柱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组织全区

３０５３名区、乡两级党政干部发放主导产业开发扶贫
贷款２７００多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全区主导产业的
开发。有效的扶持了一批在舍饲养羊、暖棚养猪、

奶站养牛等方面的典型示范户，累计建成 “四位一

体五配套”的养羊户２４万个，人工受精站１１处，
科学配料、暖棚养猪在滩区得到普及。

种植业结构继续调整。各乡镇积极探索结构调

整的新路子，把农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放在增加优

质、高效农产品生产上。在适度调整粮食作物种植

的同时，扩大优质小杂粮的种植比重，增种效益较

高的经济作物和其它作物，进一步优化了粮食、蔬

菜和饲料等种植结构布局如下：

２００５年
　种类　　　　　　产量　　　　　　比上年

增、减（％）
粮食 １８００３４吨 －２０
　　＃小麦 ２２２４吨 　０１
水稻 ７７０１吨 －３７８
玉米 １２４０８７吨 －１５１
豆类 ６９５９吨 －３２７
油料 ３７５０吨 　４２９
蔬菜 ４６９７０吨 －３３
水果 ２５１３７吨 －３７
　　＃园林水果 ６８１９吨 　４１
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２００５年我区继续积极实

施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紧紧围绕 “三北防护林”、

“天保工程”和 “退耕还林”等工程林建设，因地

制宜地加强经济林建设，取得了绿化和效益的双重

功效。２００５年全区共完成造林２０８万亩，其中人
工造林１４２万亩，飞播造林６６万亩；大扁杏保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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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面积１０２万亩；三个 “一百工程”植树１８３万
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６２平方公里，各项政策兑
现逐步落实到位。

畜牧业增势依然强劲。２００５年我区在积极消
除各种疫情影响的同时，紧紧围绕把我区建成畜牧

业强县的奋斗目标，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产业

带动战略，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和畜产品安全监

管，大力扶持服务体系、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建

设，全面推进科技入户工程，努力提高畜产品市场

竞争力和畜牧产业化水平，实现畜牧增效、农民增

收。全年完成人工种草面积２３２万亩；羊子饲养
量１５３９万只，比上年增长 １１５％；生猪饲养量
８０２６万头，比上年增长 １３８％；肉类总产量
４６０７１吨，增长 ６５％，畜牧业总产值 （现价）

５３３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６４５％，成为农民增
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下：

２００５年
　种类　　　　　　产量　　　　　　比上年

增、减（％）
肉类总产量 ４６０７１吨 　６４
　　＃猪肉 ３６３２４吨 　６８
奶类总产量 １４８１９吨 　２１
　　＃牛奶 １３１１０吨 　２５６
禽蛋产量 ７０３０吨 －１４
羊毛产量 １１３３吨 　１８９
家禽存栏 １４１４万只 　１８５
养绒产量 １３７吨 　６２
大牲畜年末存栏 ４５８２９头 　４５
羊年末存栏 ９２０３８２只 　１３６
猪年末存栏 ３２８２８０头 　１５６
羊年末出栏 ６１８７１８只 　１５３
猪年末出栏 ４７４２８６头 　１０７
水产品产量达到１３９５吨，增长１％。
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

２００５年，我区以贯彻实施 《农业机械促进法》为

契机，以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促进粮食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节本增效为核

心，努力提高了农机装备和作业水平，全面提高为

“三农”服务的水平。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２２９２４
千瓦；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３５１５千公顷；化肥施用
量 （折纯量）１７０９６吨。按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计
算，每公顷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４２５千瓦，增长

０５％。按年农业劳动力计算，劳均粮食产量１１６８
公斤，比上年增长 ２２２％；劳均肉类产量 ２９９公
斤，增长３４％。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２００５年，我区通过实
施结构调整、机制创新、科技进步和招商引资等措

施，乡镇企业吸纳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对

农民增收和县域财政增长的贡献增大，在促进城乡

经济融合，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

作用得到更好发挥。据乡镇企业局统计，２００５年全
区非公有制企业已发展到２６１７个，从业人员２２３３０
人；完成总产值１０７６３１万元，较上年增长３９２％，
完成营业收入９８７３２万元，实现利润１４９５８万元，
上缴税金１５４６０万元。非公有制企业已成为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

要途径，非公有制经济更是我区新的增长点和区财

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趋显

著。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２００５年全区国有及年
产品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 （以下

简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１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５％；其中，区属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完成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２７％。

建筑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企业经济效益继续

好转。全区具有资质等级的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１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２％；实现利税总额１１２
亿元，增长１１４％，其中实现利润４８２６万元，增
长１１５％。房屋施工面积３４２万平方米，比上年增
加５６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７６８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加７２万平方米。

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全年商品房建设投资４６
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４８％；商品房施工面积１５８万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１０１５％，其中，商品房住宅
施工面积６１５万平方米，增长１０％。商品房竣工
面积７４７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３８倍。商品房
销售额４２１５９万元，比上年增长５１％。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成就显著。２００５年，随着榆林城
市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一批重点工程竣工投运，为

我区经济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３８２亿元，增长６７％。其中，区属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７亿元，增长１９７％。按经济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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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国有经济投资２２２亿元，增长１３３％，集
体经济投资１４亿元，增长２３倍，私营及个体投
资０６５亿元，下降 ８５９％，其它经济投资 １３９５
亿元，增长２４９％。

五、交通、邮电

２００５年，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继续稳定
增长，完成产值 ５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７％。
区属公路运输完成货运量６６０２百吨，增长０７％，
货运周转量９９０３００百吨公里，增长０７％，客运量
６１６９百人次，下降 １４％，客运周转量 ６００９２２百
人公里，下降１４％，截至２００５年底，全区公路总
里程达 ３３０７公里，其中县道 ２４８７４公里，乡道
３５８８公里，村道 ２７００多公里，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目前，全区通油路乡镇达到８３３％。建成安崖
到千树塔四级油路路基工程，完成三岔湾经余兴庄

到鱼河峁油路建设的前期准备，并落实建设资金

１４９０万元，具备开工条件，启动了旧榆神路和镇
川至清泉路建设的前期工作。

电信业务发展较快。全区交换机总容量达到

２２１２万门，电话拥有量１４万户，普及率达３０部／
百人，其中，城市电话普及率达６１部／百人，农村
１５部／百人；移动电话户数达到１９６万户，比上年
增长３５２％，已超过固定电话用户总数，互联网快
速发展，用户达到８４７０户。

六、商业和市场物价

２００５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１２２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０５％。在各种经济类型中，
国有商业为 ０８３亿元，下降 １５％；集体商业
０６１亿元，增长３２％，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
为３６亿元，增长 １８％，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为
７１６亿元，增长３％。消费品市场中，批发零售依
然占主导地位，餐饮业经营看好，增势领先，大型

超市、商场销售增势强劲，成为很多居民购物的首

选商家。城乡市场发展差异较大，农村市场比较疲

软。

全区物价水平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水平较上年

上升０７％。２００５年各类价格指数如下 （以上年价

格为１０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１０３５
食品 １０４２
衣着 ９８６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１０２４

食品 １０４
服装鞋帽 ９８２
农业生产资料 １０３７
七、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和体育

２００５年，全区教育事业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量
这一中心，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和基础教育改革这两

个重点，使全区中小学条件大大改善，师资队伍建

设明显加强，教学管理不断强化，有力地推动了全

区教育事业健康蓬勃发展。全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

学生人数如下：

　名称　　学校数 （所）　在校学生 （人）　教职工数
（人）

职业学校 　　３ 　４２７６ 　３０５
聋哑学校 　　１ 　１０４ 　１０
普通中学 　　４６ 　３９２４０ 　２７１８
小　学 　　２７５ 　５８６４９ 　２７７５
幼儿园 　　５９ 　１０５３１ 　１４４
其中：民办学校　　５７ 　７８１７ 　８３
２００５年，全区进一步加大科技兴榆战略的实施

力度，科技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全区累计向上级

申报科技项目１１项，其中：省级２项，市级９项；
区级立项 ２０项；获市级科学技术奖励项目 ４项。
开展大型科普宣传 ２次，散发各种实用技术资料
１００００多份。继续做好ＵＮＤＰ信息扶贫项目，为镇、
村信息站安装了无线宽带上网设备，在图文电视上

增开了 《项目信息》和 《科技动态》２个栏目，使
项目区农民与国际大市场联网。年末全区共有各类

技术人员 ７９６６人，已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 ７５５４
人，其中：高级２４２人，中级１３８８人，初级５９２４
人。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２００５年全区共有艺术表演
团２个，剧团 １个，文化馆 １个，公共图书馆 １
个。２００４年，广播、电视事业不断发展。实现了广
播电视信号１００％覆盖。有线电视用户发展到５万
多户。实现节目采编数字化。年末全区共有档案馆

３个，已开放各类档案２８５００卷。
２００５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卫生机构２３２个，（个

体办和厂矿诊所１７０个），床位２１３５张，卫生技术
人员２９４６人；妇幼保健机构２个，卫生技术人员
９１人，村级卫生组织覆盖率为６７４％，乡村医生
和卫生员达３２９人。

八、人口与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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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安年报统计，２００５年年末全区总户数
１４８３９８户，总人口为４６０６４３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为 １５７５１０人，城镇人口 １７４８０３人，乡村人口
２８５８４０人，在总人口中，男性人口２３７６６３人，占
５１５９％；女性人口 ２２２９８０人，占 ４８４１％，性别
比为１０６５８（以女性为１００，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平均每户家庭人口为３１人。全年出生人口 ６６０４
人，出生率为１４３‰；死亡人口１２９１人，死亡率
２８‰；由于迁入我区人口增加，全年净增人口
３７７１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８２‰，比上年下降
２８个千分点。人口年龄构成为 １８岁以下人口占
２５５％，１８—３５岁人口占３２９％，３５—６０岁人口
占３２％，６０岁以上人口占９６％。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

善。一是农民收入呈较快增长，２００５年我区农民
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１６元，比上年增加２９３６元，增
长１４％。二是城镇居民收入增加较快。据我区城调
队５０户城镇居民住户调查表明，２００５年全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６５１７元，比上年增长８８％。
居民消费性支出５８０４元，城镇居民增加较快的原
因是职工工资及补贴收入增幅较大，同时由于 “两

个保证”、“两个确保”工作的力度加大及企业经

济效益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

九、财政、金融、保险

全区地方财政收入１７１０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２１５％，地方财政支出 ３４２５０万元，增长
３８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继续增长，各项存款
１３４１亿元，增长５１７％，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４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２２％，人均储蓄 ９７７６
元。各项贷款７４１亿元，增长７％。

保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收入水平高速增长。

２００５年辖区内有各类保险公司８户，全年保险费收
入６１２２１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２％。其中，财产险
保费收入３７４２３万元，增长３２４％，寿险保费收入
２３７９８万元，增长 ６６％，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２２１５６万元。

劳动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再就业工作取得新

进展。年末全区从业人员 ４７５２１人，劳动报酬
７２２１７６万元，其中：区属 ２１６５７人，劳动报酬
２８５０７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全区国有企业中离开本单位
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为４５６２人，其中：区属９７６
人。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２００５年全区参加医疗
保险人数１６８０９人，增长１３％，征缴额１１９５万元，
增长１８３％，职工养老保险人数１１０６７人，征缴额
３８２７万元，增长８０２％，享受 “低保”待遇的城

乡困难户已达 ７７７６户，１９５２６人，其中，城区
６２４６户，１６３７１人，人均补助６２９８元；农村１５３０
户，３１５５人，人均补助１９３３元。有各种敬老院５
所，床位数６７张，收养５７人。

注：（１）本公报部分指标为初步统计数。
（２）地区生产总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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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计算以上年同期为基期。
（４）城镇人口统计范围是办事处和榆阳镇人口

数。

（５）根据国家统计局水果公布口径，水果产量
包括果用瓜。

（６）园林水果产量为果业统计监测结果。

二○○五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一）

乡 （镇）

名称

乡 （镇）

书记
乡镇长

乡 （镇）总人口中

（人）（公安人口）

乡 （镇）

名称

出生率

（‰）（计生）

合　　计 ３１０４１９ 合　　计 ８００

榆 阳 镇 纪生荣 万文祥 ２４５７９ 榆 阳 镇 １３０

镇 川 镇 张力勤 郭凤存 ２２２７１ 芹 河 乡 １２０

鱼河峁镇 朱喜堂 王建军 ２１８４６ 青 云 乡 １２０

牛家梁镇 米海湖 朱依华 １６９４３ 牛家梁镇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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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镇）

名称

乡 （镇）

书记
乡镇长

乡 （镇）总人口中

（人）（公安人口）

乡 （镇）

名称

出生率

（‰）（计生）

鱼 河 镇 马万荣 赵秀怀 １４６８８ 孟家湾乡 １１０

上盐湾镇 刘海江 谢　平 １３７５９ 马 合 镇 １００

清 泉 镇 曹建忠 高岳东 １３５５４ 岔河则乡 １００

芹 河 乡 刘　瑜 纪　磊 １３５２５ 小壕兔乡 １００

金鸡滩镇 刘进跃 王世宗 １３４０７ 小纪汗乡 １００

小纪汗乡 李明智 张晓明 １２３７６ 金鸡滩镇 １００

孟家湾乡 叶祥云 白鹏飞 １２２８５ 鱼 河 镇 ９０

补浪河乡 谷世保 高怀发 １１９９８ 巴拉素镇 ９０

红石桥乡 王建伟 李世禄 １１７３６ 余兴庄乡 ８０

青 云 乡 许世祥 葛守才 １１５５８ 大河塔乡 ８０

安 崖 镇 高宽世 尚建军 １１３９５ 古 塔 乡 ８０

巴拉素镇 郭锦飞 赵应华 １１２２６ 红石桥乡 ８０

小壕兔乡 叶士亮 韦春霞 １１２２１ 麻黄梁镇 ８０

马 合 镇 高怀明 万　良 １０８００ 补浪河乡 ８０

麻黄梁镇 高凤强 赵清葆 １０７３２ 刘千河乡 ７０

大河塔乡 任建政 牛建国 ９１５１ 安 崖 镇 ７０

岔河则乡 张凤世 陈虎平 ８３２０ 鱼河峁镇 ６０

刘千河乡 高有华 杨志军 ８２７２ 镇 川 镇 ６０

古 塔 乡 高保明 余志飞 ７９６９ 上盐湾镇 ５０

余兴庄乡 孙锦耀 苏海燕 ６８０８ 清 泉 镇 ５０

其　　它 其　　它

二○○五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二）

乡（镇）

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同比增（＋）
减（－）％

乡（镇）名称 粮食总产量（吨）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２３８２ １４ 合　　计 １８００３４ －２０

榆 阳 镇 ３３５４ ９ 补浪河乡 １５４４８ －８

牛家梁镇 ３２０５ ３０ 小壕兔乡 １４８９７ －１

镇 川 镇 ３１２１ １２ 金鸡滩镇 １２９７５ －７

红石桥乡 ３１０１ ２４ 巴拉素镇 １２８３４ －７

马 合 镇 ３０２３ ２４ 芹 河 乡 １１３５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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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农民人均

纯收入（元）

同比增（＋）
减（－）％

乡（镇）名称 粮食总产量（吨）
同比增（＋）
减（－）％

青 云 乡 ２８４６ ２３ 马 合 镇 １０９６７ １８

岔河则乡 ２７５８ １１ 小纪汗乡 １０１００ －２１

补浪河乡 ２６６２ １７ 牛家梁镇 １００９３ －１０

金鸡滩镇 ２６２８ ８ 孟家湾乡 ９３５６ －２４

小壕兔乡 ２５２７ ９ 岔河则乡 ８２０９ －１４

小纪汗乡 ２４８８ ９ 鱼河峁镇 ７７８５ －３１

鱼 河 镇 ２４８１ ９ 红石桥乡 ６７８８ －３６

孟家湾乡 ２４５５ ８ 榆 阳 镇 ６６３４ －４

芹 河 乡 ２４１０ ９ 鱼 河 镇 ５１９８ －３０

巴拉素镇 ２３０６ ８ 大河塔乡 ５０９８ －３０

麻黄梁镇 ２２３３ １８ 麻黄梁镇 ４７１０ －４５

上盐湾镇 １７２０ ９ 清 泉 镇 ４６４０ －４３

鱼河峁镇 １６４８ １６ 余兴庄乡 ４０９０ －１８

余兴庄乡 １４８８ １６ 安 崖 镇 ３５２５ －４５

古 塔 乡 １４２９ １３ 古 塔 乡 ３３２６ －３０

清 泉 镇 １３８７ ９ 镇 川 镇 ２８２４ －３

刘千河乡 １３６１ ９ 青 云 乡 ２５６５ －４５

大河塔乡 １３１５ ８ 刘千河乡 ２２８５ －４９

安 崖 镇 １３０２ ９ 上盐湾镇 １３８８ －７１

合　　计 其　　它 ２９４９ －１５

二○○五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三）

乡（镇）

名称

人均占有

粮（ｋｇ）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农业总产值

（可比价）（万元）

乡（镇）

名称

乡镇企业现价总产值

（万元）（乡企局）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５８０ －２３３ 合　　计 ７８４５６ 合　　计 １０７６３１ ３９２

小壕兔乡 １３２８ －１１ 马 合 镇 ５３２３ 牛家梁镇 ２２０００ ２４９２

补浪河乡 １２８８ －９５ 牛家梁镇 ５１７７ 榆 阳 镇 １９２９０ １８

巴拉素镇 １１４３ －７２ 金鸡滩镇 ４５１７ 镇 川 镇 １３７８０ １８

马 合 镇 １０１５ １７２ 小壕兔乡 ４３６７ 麻黄梁镇 １２２１９ ２８５５

岔河则乡 ９８７ －１７１ 榆 阳 镇 ４２９７ 青 云 乡 ９６０９ ８６

金鸡滩镇 ９６８ －１７６ 补浪河乡 ４１０２ 鱼 河 镇 ３５２６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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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人均占有

粮（ｋｇ）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农业总产值

（可比价）（万元）

乡（镇）

名称

乡镇企业现价总产值

（万元）（乡企局）

同比增（＋）
减（－）％

芹 河 乡 ８３９ －１８３ 孟家湾乡 ４０７４ 金鸡滩镇 ３２１２ ５９７

小纪汗乡 ８１６ －２１５ 芹 河 乡 ３９９１ 红石桥乡 １８０６ ３３

孟家湾乡 ７６２ －２０８ 巴拉素镇 ３９９１ 小纪汗乡 １７３０ ８６０

余兴庄乡 ６０１ －９６ 小纪汗乡 ３９６６ 古 塔 乡 １６６０ １８

牛家梁镇 ５９６ －１０９ 红石桥乡 ３８０５ 上盐湾镇 １２０６ ９５

红石桥乡 ５７８ －３５２ 岔河则乡 ３４３８ 小壕兔乡 １１５９ ７８０

大河塔乡 ５５７ －３０４ 麻黄梁镇 ２９８６ 芹 河 乡 １０４２ ２０

麻黄梁镇 ４３９ －４５７ 鱼 河 镇 ２８０９ 鱼河峁镇 １０２７ ２１

古 塔 乡 ４１７ －２８７ 鱼河峁镇 ２５５０ 刘千河乡 １０２２ ２４

鱼河峁镇 ３５６ －３１３ 镇 川 镇 ２２４４ 巴拉素镇 ９７０ ６８７

鱼 河 镇 ３５４ －３０３ 安 崖 镇 ２１５２ 大河塔乡 ９６０ ９５５

清 泉 镇 ３４２ －４３３ 清 泉 镇 １９６１ 安 崖 镇 ８９０ ２３

安 崖 镇 ３０９ －４５０ 上盐湾镇 １８３９ 岔河则乡 ７７３ ２１

刘千河乡 ２７６ －４８９ 余兴庄乡 １８３６ 马 合 镇 ７２４ ２０

榆 阳 镇 ２７０ －４９ 大河塔乡 １７４３ 补浪河乡 ５０１ ５３

青 云 乡 ２２２ －４５５ 青 云 乡 １６８９ 孟家湾乡 ４６８ ２６

镇 川 镇 １２７ －１６ 古 塔 乡 １６１４ 余兴庄乡 ４５０ ３４

上盐湾镇 １０１ －７１１ 刘千河乡 １５５５ 清 泉 镇 １９５ ２１

其　　它 其　　它 ２４３０ 其　　它 ７４１２ ５５

二○○五年各乡镇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一览表 （四）

乡（镇）

名称

肉类总

产量（吨）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猪年末合计

（头）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同比增（＋）、
减（－）％

合　　计 ４６０７１ ４９ 合　　计 ３２８２８０ １５６ 合　　计 ９２０３８２ １３６

马 合 镇 ９１２１ ９９ 马 合 镇 ６００００ ４２９ 麻黄梁镇 ７６０００ １３４

小纪汗乡 ３１２０ １７５ 岔河则乡 ２６２５０ ２４７ 小纪汗乡 ６４８５０ １２８

补浪河乡 ２９６１ １６８ 孟家湾乡 ２５３２０ １３７ 补浪河乡 ６４７７９ １１４

小壕兔乡 ２８１５ ３９６ 小纪汗乡 ２１９７８ ３６３ 小壕兔乡 ６１０００ １０８

孟家湾乡 ２６５１ ６４ 金鸡滩镇 ２１１００ ０２ 巴拉素镇 ５８７０２ １３３

金鸡滩镇 ２６０３ ７４ 小壕兔乡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 芹 河 乡 ５０１００ １２９

牛家梁镇 ２５１１ ３３ 补浪河乡 １８４４１ ２２９ 孟家湾乡 ４８０６０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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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肉类总

产量（吨）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猪年末合计

（头）

同比增（＋）、
减（－）％

乡（镇）

名称

羊年末

合计（只）

同比增（＋）、
减（－）％

岔河则乡 ２５０３ １３９ 牛家梁镇 １７８０１ １１ 岔河则乡 １６５４８ ３４４

芹 河 乡 ２２９８ －７５ 芹 河 乡 １５２８０ １３ 马 合 镇 ４５０００ １８４

巴拉素镇 ２１５３ －３１ 榆 阳 镇 １４５００ ００ 金鸡滩镇 ４４１００ １１４

榆 阳 镇 １９２９ －０５ 红石桥乡 １４１０６ ５９ 红石桥乡 ４３２００ １３１

红石桥乡 １６１５ －２３６ 巴拉素镇 １３７１５ ２２ 牛家梁镇 ３９００５ １１４

鱼河峁镇 １２９５ ５５ 鱼河峁镇 ８１０３ １２４ 安 崖 镇 ３６００５ １０６

麻黄梁镇 １１１３ ２８２ 镇 川 镇 ７５００ ３３９ 鱼河峁镇 ３４１０２ １９７

鱼 河 镇 １１０６ －３２６ 鱼 河 镇 ７０００ ９４ 大河塔乡 ２８１００ １１１

镇 川 镇 １０３８ ８０ 上盐湾镇 ５６２０ ０２ 镇 川 镇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４

上盐湾镇 ９０９ ７８ 清 泉 镇 ４５６３ ０９ 上盐湾镇 ２３０００ １４３

安 崖 镇 ７５３ －８１ 大河塔乡 ４５００ ００ 鱼 河 镇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

清 泉 镇 ６８８ ０３ 安 崖 镇 ４３１３ ０８ 清 泉 镇 ２２４１１ １５０

大河塔乡 ６８４ －１５３ 麻黄梁镇 ３６００ ００ 榆 阳 镇 ２２０００ １０７

青 云 乡 ５８１ ９４ 青 云 乡 ３３００ －０６ 刘千河乡 １９６００ ２１０

刘千河乡 ４９５ ０６ 古 塔 乡 ３２００ ６０ 余兴庄乡 １７００２ １６６

余兴庄乡 ４８１ １０３ 刘千河乡 ２８８０ ００ 青 云 乡 １４０００ １４９

古 塔 乡 ３９８ －１０４ 余兴庄乡 ２５０８ ００ 古 塔 乡 １１０００ －２６２

其　　它 ２５１ －２７５ 其　　它 ２７０２ １１０ 其　　它 ３８１８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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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大 事 记

２００１年

１月６日　市、区两级城建、公安、人民防空
事权划分移交仪式在市政府举行，至此榆阳区的这

几项职能由榆林市管理。

１月１１—１３日　省长程安东来榆视察。
１月１７日　榆林市、榆阳区两级土地系统事权

划分移交仪式在市政府举行。

１月　国家农业部、体育总局、中国农民体育
协会联合授予镇川镇 “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

乡镇”称号。

１月　榆林市啤酒厂被榆林普惠酒厂整体收
购。

２月５日　镇川镇西街村农民侯武忠累计获国
家知识局防寒服生产专利４项。
２月６日　区政府在牛家梁乡召开走马梁汉墓

群保护宣传大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及群众５０００多
人参加大会。

３月６日　榆阳区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召开，
榆林市副市长苏三庆作了动员讲话。

３月１８日　榆林经济开发区———沙河大桥开工
建设，该大桥全长２１７米、宽３５米，总投资１７４７
万元，２００３年５月通车。
３月２５日　青云乡崔家畔村发生一起特大投毒

杀人案，１２人中毒。
４月１日　榆林骨科医院与星元医院合并，并

在星元医院举行合并仪式。

４月１４日　铁道部副部长蔡庆华来榆视察神延
铁路榆林火车站工程建设。

４月１９日　牛家梁煤炭集装站开工建设。
４月２５日　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对各犯罪分子

依法公开宣判，对各犯罪嫌疑人公开逮捕。

４月２７日　日本绿色谴唐使第十三次访华团一
行２５人在大伙场村参加植树造林。
４月２８日　位于人民路交叉口的榆林国贸大厦

开业。

４月　吴邦国对神延铁路提前三个月铺轨作出
批示，并表示祝贺慰问，希望及早通车运营。

５月８日　位于西沙航宇路的４３６８亩土地使
用权以９４９２万元的价格公开拍卖。
５月１０日　榆林火车站广场、红山路、驼峰路

开工建设。

５月２１—２２日　省水利厅在榆举行尤家峁水库
风景旅游区规划项目调研会。

６月１０日　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 ＞直播
时刻”栏目在红石峡进行了直播报道，著名主持人

敬一丹等来榆主持。

６月１９日　榆卜界旅游渡假村建成并向游人开
放。

８月１５—１６日　榆林城区两次遭暴雨袭击，降
雨量达８９８１ｍｍ。造成房屋倒塌、农田被淹和公路
桥梁受损，受灾人口 １００００多人，直接经济损失
１２００万元。

９月２６日　榆阳区人民政府和榆林市长城学会
举行了 “庆祝镇北台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暨镇北台侧二号墩台修复竣工、三号墩台开工

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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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１０日　省政府常务副省长贾治邦来榆检
查榆阳区重点项目和救灾扶贫工作。

１１月８日　王则湾村率先实现户户通电话。
１１月１８日　通往西沙的胜天桥 （榆溪桥）加

宽改造工程开工建设，该桥原建于１９７３年，宽７５
米，新桥长８０８８米、宽３２米。
１１月２９日　榆阳区政协举行已故榆林籍台胞

陆万森先生奖励贫寒优秀学生基金第七次奖助仪

式，向区内 ５１名优秀贫寒学生奖励资助 １４２万
元。

１２月１１日　召开榆林中心广场 （世纪广场），

南门广场 （凌霄广场）拆迁动员大会。

２００２年

２月７日　西安至榆林的５７７６１，５７７６２次列车
开通始试运营。

２月１０日　 《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总体规划

（修订）》评审会在榆林举行。

３月１６日　西安至榆林的５７７６１，５７７６２次客
运列车停开。

３月２６日—２９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
委主席、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省、市、区主要领

导的陪同下，先后视察了红石峡、镇北台、七里沙

沙地植物园等名胜和生态建设工程。

４月９—１８日　国家畜牧品种审定委员会羊品
种审定专家马丁教授、副主任张冀汉教授和研究员

尚克勤深入榆阳、横山、靖边等地对陕北白绒山羊

进行考察。

４月３０日　榆林至靖边高速公路开工建设。
５月１日　榆溪河榆溪桥至榆兴桥之间东岸防

洪护河工程开工建设，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
５月６日　中国足球出征世界杯壮行活动在镇

北台举行。

５月９日　共青团中央、农业部等七部委推荐
镇川青年农民企业家陈生友第六届 “中国杰出青年

农民”提名奖。

５月１４日　副省长王寿森带领省计委、农业、
财政、水利等部门负责人深入本区视察指导工作。

５月１７日　榆林城区首次开通 “小灵通”无

线业务。

５月１８日　８万吨真空盐项目建设在镇川开工

建设。

７月　国家第一批国债券工程榆林———乌审旗
三级公路改建工程项目通过省计委、省交通厅、省

公路局验收。

８月６日　省重点水利工程项目李家梁水库开
工建设 （总投资５６００万元），代省长贾治邦在开工
典礼上讲话，省委常委郭永平等出席，副省长张伟

下达开工令。

９月５日　榆溪桥加宽改造工程竣工通车。
９月５日　集园林绿化，文化娱乐，体育休闲

为一体的中心广场 （世纪广场）举行开工典礼。

９月１７日　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发
出了 《榆阳区区级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９月２４日　省军区政委孔瑛在市委书记周一
波、榆林军分区司令员吴长明、政委刘梦林等陪同

下视察了补浪河乡女子民兵治沙连。

９月２５日　国家计委基础司副司长、基础司电
力处处长郝卫年，电力体改处处长孙耀等１１名专
家在榆阳区考察煤电基地建设。

９月２８日　区委、区政府召开了全区区级机构
改革动员大会，安排部署全区机构改革工作。

１０月２０日　城内实行殡葬改革，成立专门殡
葬管理机构，在城区全面推行统一监管丧事，统一

车辆出殡，统一公墓殡葬，革除了出殡沿街 “游

行”的陈规陋习。

１１月１２日　陕北白绒山羊繁育中心成立揭牌
仪式在牛家梁镇大伙场村举行，市委书记周一波主

持会议。

１２月１３日　古城榆林东南城墙 ４０米高、３０
米长的一段发生坍塌，８名群众被压，经抢救无人
员伤亡。

１２月１８日　榆林老城区前水圪坨中巷一名中
年女子在晚９时许被犯罪分子用钝器击打致死。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１０日　榆林———西安的列车重投入试运营
（停运近一年）。

２月２０日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在西安
召开，榆阳区政府办公室主任赵志平参加了会议。

３月１０日　小壕兔乡被市委市政府授予２００２
年度小康乡称号。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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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２８日　 “文革”中被毁的鼓楼、凯歌楼、

文昌阁设计方案通过专家评审，概算投资９５００万
元的古城步行街改造正式启动。

３月２８日　榆林市 “第三个一百”植树造林

大会在小纪汗林场隆重举行，省长贾治邦、副省长

陈德铭、洪峰，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焕政等

省、市主要领导为榆林籍和在榆工作过的各界人士

在榆林植树造林基地揭牌。

４月１５日　榆林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全面启
动。１６个单位的３３台燃煤茶锅炉限期取缔，４２家
燃煤餐饮业改用天然气。

４月１８日　榆林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学
校，升格后更名为榆林学院。

５月９日　副省长洪峰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在
榆阳指导预防非典工作，同时实地考察了部分重点

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实施情况。

６月１日　市人民政府就建设榆林古城步行街
及修复凯歌楼等三座古楼发出了通知。

６月２３日　在榆隆重举行杰出爱国人士胡星元
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
６月２４日　榆林古城墙修复工程开工建设。
７月１日　中共榆林市委决定授予余兴庄乡党

委等２２个乡镇党委 “全市六个好先进乡镇党委”

称号，授予鱼河镇寺伙沟党支部等 ５６个党支部
“全市五个好先进党支部”称号。同时还表彰了优

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双万工程”先进工作

者和全市抗击非典优秀工作者等。

７月４—７日　榆林中学举办 “百年榆中校园

文化艺术节”活动。

７月１５日　榆阳镇闫庄则村的国家通信光缆被
一家施工单位挖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６０万元，
肇事者被刑事拘留。

８月２２日　中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 （榆林

—靖边）建成通车。

９月２日　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陆栋带领省
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及有关专家来榆阳区视察民族

宗教工作。

９月２０日　榆林中学迁建工程在西沙经济开发
区启动。

９月２８日　世纪广场 （中心广场），凌霄广场

（南门广场）举行竣工揭牌仪式，并正式向市民开

放。

９月２８日　榆溪河防洪大堤榆兴桥至榆溪桥段
全线竣工。

１０月１０—１１日　榆林中学举行百年榆中庆典
活动。

１０月２５日　榆林西沙乡企城通往榆林经济开
发区的沙河大桥建成通车。

１０月２７日　南郊发生一起煤烟中毒事件，一
家４人中毒，其中一人死亡。
１１月１７日　省委书记李建国来榆阳区考察工

作，并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能源化工

基地建设。

１１月１８—２７日　区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市
政府组成的赴长江三角洲学习考察暨招商引资团

（全市计１５２人）。
１１月２５日　副省长朱静芝来本区调研考察教

育工作。

１２月５日　据 《榆林日报》报道，本区籍民

营企业家榆林兴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亮被评

为全国 “十佳新闻人物”。

１２月３１日　全市２００３年陕北民歌大赛在榆举
行，高丽荣获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

１月３日　凌晨，山西大型货车为躲逃超限检
查，在市区行走时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

明楼撞坏，肇事逃跑的山西司机被警察抓获。新明

楼被迫拆除重修。

１月１４日　途经本区的神延铁路在延安通过验
收。

２月１８日　全球第一制盐企业—比利时苏威公
司专家在镇川皓海盐化公司考察。

３月１５日　省委副书记杨永茂来榆阳区进行调
研指导工作时指出，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刻画长远

大计。

３月２１日　榆林南门城墙西侧一段发生坍塌，
未造成人员伤亡。

３月２５日　本区著名中医郭谦亨老先生逝世。
４月８日　市人民政府就古城榆林城区东环城

南路限期拆迁作了决定。

４月９日　榆林城区２０００多名机关干部分别到
小纪汗乡植树基地和东沙植树基地参加义务植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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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４月１８日　神木至安康铁路正式通过验收，途
经榆阳的安康至神木双层空调客运列车开通。

４月２８—３０日　省长贾治邦在榆林实地考察陕
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

５月１１日　陕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百车千

村送健康活动”在本区启动。

５月２６日　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
兑现签订责任书会议上，榆阳区、神木县居 ２００３
年度主要工作责任书考核第一和第二名。

６月１１日　朱静芝副省长来榆视察榆林一中、
榆林职中等３所高中阶段的学校教育情况。
６月１６日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赵学敏来榆阳区

考察调研。

８月２３日　榆林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榆林报
社、榆林电视台联合举办 “诚信建设”演讲比赛，

区政府代表队丁炜等获一等奖。

９月１０—１１日　国家历史名城西北区第六次年
会暨研讨会在榆林召开。

９月２４日　榆林市垃圾处理场项目在榆阳东泥
沟村附近全面启动，总投资５２２１５１万元，建设规
划年总处理垃圾３４０１４万吨，日处理６００吨，一
期工程１０月底完工，二期工程２０１１年启动。
９月２９日　榆林一中晋升为省级重点高中，并

举行了揭牌仪式。

９月３０日　榆阳区获全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
级县 （区）称号。

１０月４日　榆阳镇三岔湾村以高拉定为首的部
分村民占据村委会办公场所，长达半年之久的抗拒

生产，致使本村３０００多亩耕地撂荒的问题平息。
１０月１０日　中国科协授予榆阳区 “全国科技

示范 （市区）”荣誉称号。

１０月２８—３０日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一行４０多人来榆阳等县区进行教学考察
活动。

１１月５—９日　省委、省政府督察组对本区的
有关乡镇、村民委员会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进行

专项督察调研。

１１月中旬　全市最大的生猪交易市场在金鸡
滩建成。

１２月１４日　榆阳区民主评议行风工作结束。６
月份，根据省市纠风办的要求和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的总体安排，这次评议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一是

动员部署培训成立评议机构；二是面对问卷调查明

察暗访，检查考核，成立评议材料阶段；三是面对

面评议，重点整改阶段。根据得分情况，４１个行
业部门前三名是民政局，畜牧局，审计局；后三名

是工商分局，农垦总公司，物价局。

１２月２０—２２日　榆林至靖边高速公路通过竣
工验收。

１２月２１日　国务院第４７次总理办公会议批准
榆林机场迁建项目，从市区西沙迁往小纪汗乡。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１２日　省委、省政府授予榆阳区人民法院
“文明机关”称号。

１月１４日　区法院公开宣判三岔湾村高拉定等
犯罪分子，２７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刑，首犯高拉
定被判１５年有期徒刑。
１月２５日　榆阳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动员会召开。分三批进行，首批参加单位 １７７
个，党员２７００名。
１月２６日　 《榆林日报》报道，榆阳区经济

普查登记工作全面启动，做到人员、措施、服务三

到位。全区共抽调１２００余名经济普查员。
２月２日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金鸡滩镇

曹家滩的榆树湾煤矿可研报告批准立项。

２月２５日　国有重点企业金牛煤矿提升设施断
裂并致人死亡。

３月２日　省卫生厅厅长李鸿光一行来榆阳指
导卫生工作。

４月１３日　山东兖州煤业６０万吨甲醇项目在
金鸡滩开工建设。

４月１４日　陈德铭省长在榆林及榆阳区调研时
指示，第一是加强领导，第二是理清思路，第三是

加大投入。

４月２６日　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陈时宝在
省、市、区领导的陪同下看望了补浪河乡治沙女民

兵连。

５月１０—１３日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委
托，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一行８人在榆检查饮用水
源保护。

５月１３日　副省长赵德全在市委书记周一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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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领导的陪同下在神木、榆阳视察工作，指示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项目建设。

５月１４日　红石峡土山崖彻护题刻规划设计方
案标准会在榆举行，市委书记周一波，副市长苏三

庆主持了会议。

５月２０日　阻挡榆阳东路施工建设的建筑物被
依法拆除。

５月２５日　牛家梁镇环境保障工作不力，市投
资环境１１０发出黄牌警告和通报。
６月２２日　上午８时长庆天然气二厂发生停

电，城区范围天然气供应全部中断，当日下午 １７
时恢复正常供气。

６月２２日　榆阳区气温高达３９０℃，是近３０
年来的历史极值。

６月３０日　 《中共榆林市组织史资料》第三

卷首发式在今日潮大酒店举行 （１９９３年至 １９９８
年）。

７月１１日　总投资１３４亿元，长７公里的榆
溪河整治工程开工建设。

７月１９日　榆林—北京首次通航，并在榆林举
行首航仪式。

７月中旬　榆阳区集中一个月的时间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区级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活动，集

中处理群众上访案件。

８月１日　榆林市最大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在
榆阳区青云大梁湾开工建设。

８月３日　市长王登记下访榆阳区解决群众上
访案件。

８月２４日　 《陕西日报》报道，榆林市中心

血站将公民无偿献血的血卖了发工资。

９月１１日　榆林沙地生态公园开工建设，该园

区距榆林城区７公里，位于小纪汗乡小纪汗村 （小

纪汗林场），占地１０平方公里，总投资１亿元，计
划３—５年内建成。
９月　刘汉利任中共榆阳区委书记，常务副区

长赵勇调任绥德县县长。

１０月６日　２１０国道鱼河收费站２公里处发生
一起交通事故，两辆相向行驶的卡车相撞，造成３
人重伤，两车报废。

１０月１６日　市长王登记陪同天津环渤海有限
公司等投资商为高尔球场选址。先后在孟家湾乡中

营盘、小纪汗乡等地现场考察高尔夫球场选址。

１１月８日　青岛啤酒西安汉斯集团公司１０万
吨啤酒生产线和榆林国际大酒店在榆林经济开发区

举行开工典礼。

１１月２３日　 《榆林日报》报道，陕西民爆集

团联合府谷黄河集团共同投资１５亿元，在红石桥
乡开发兴建年生产经营可达炸药６万吨的生产线。
１１月２５日　榆林经济开发区引水工程 （西沙

渠改造）建成通水。引水工程是在原西沙渠的基础

上进行改造的，将原有的渠道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矩

形暗渠，该渠全长２３８公里，使得冬季也可以向
尤家峁水库引水。

１２月１日　 《陕西日报》报道，榆林市先后

投入９５００万元，维修三座被毁坏的阁楼，新建了
鼓楼、凯歌楼、四方台三座楼，展示了古城的雄

姿。

１２月２０日　西沙一住宅楼六层一单元房内发
生天然气窒息事件，造成室内２１人窒息 （均为紫

荆花酒店员工），其中７人死亡。
１２月２２日　位于小纪汗乡昌汗界的榆林新机

场建设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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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榆阳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榆阳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十一五”时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是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时期，也是榆阳区由资源大区向经济强区迈进、实

现既快又好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科学编制榆

阳区 “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准确定位今后

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于引导、促进全区经济

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构建和谐

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根据 《中共榆林市委关于制定

榆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结合榆阳区实际，编制本纲要。

第一部分　 “十五”回顾

及 “十一五”环境分析

　　一、“十五”经济社会发展回顾
“十五”期间，全区人民克服持续干旱、间断

性冰雹、洪涝以及 “非典”、布鲁氏秆菌、禽流感

等灾害所带来的影响，努力适应撤市设区后职能划

分的新要求，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快

速健康发展。人均ＧＤＰ由 “九五”末的３６８３元提
高到１１３３６元，增加二倍以上，重要经济指标提前
一年实现了 “十五”计划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发

展呈现如下特点：

畜果菜产业初具规模，农村经济稳步发展。舍

饲养羊、温棚养猪、建奶站养牛和笼养鸡大步推

开。羊子饲养规模达到１５４万只，较 “九五”末增

长８６％，建成全省 “畜牧业基地”和 “舍饲养羊

示范县 （区）”。１０万亩大扁杏开始挂果，效益显
现。大棚菜、大辣子、大明绿豆、大城谷子的种植

和经营手段逐步改进，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补

充。以玉米为主的粮食生产始终稳定在８０万亩左
右，总产保持在１５万吨以上。建成全国杂交玉米
制种基地。以小城镇和工矿区为依托的第三产业成

为发展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煤电盐产业开发加快，工业经济持续回升。五

年来引进资金２５亿多元。新上了８００万吨榆树湾
煤矿、１２０万吨中能煤矿和４５万吨薛庙滩煤矿，改
造了人民、东风、金牛等１０多处煤矿，原煤产量
达到５６０万吨，较 “九五”末增长９倍；新上了银
河电厂和基泰阳光电厂，年发电量达到 １６亿度；
新上了１５万吨镇川真空制盐厂，填补了精制盐空
白。与此同时，５０万吨电解铝、６０万吨甲醇、２×
３０万千瓦银河电厂扩建、长北天然气开发等大项
目相继进入前期准备阶段，有的已启动建设。在重

点项目的拉动下，工业经济以１３０％的速度逐年递
增，总产值达到１２５亿元。

生态植被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

五年合格造林５２万亩，种草６５万亩，累计保存面
积分别达到４５０万亩和１２５万亩。组织了严格的封
山 （沙）禁牧，基本完成了 “灭荒”任务。林木

覆盖度达到４２％，较 “九五”末提高５个百分点。
植树造林工作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表彰奖励。新建

了李家梁水库，完成了红石峡和尤家峁水库除险加

固，启动了河口、石峁、中营盘水库除险加固以及

香水、扎林川、红石峡二期供水水源工程。连续多

年获全省水利 “振兴杯”。过境的神延铁路、榆靖

高速、陕蒙半幅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建成榆乌、榆

补、榆佳３条三级县际油路，乡镇通油路率提高到
８３％。建成３３０千伏延榆输变电工程，完成了一、
二期农网改造，有８５％的村实现与城市同网同价。

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人民生活水平又有新提

高。 “十五”末，财政总收入实现４１１亿元，较
“九五”末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３５８％，其中地
方财政收入２２６亿元 （同口径），较 “九五”末

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 ２８８％， “两个确保”和

“两个保证”落到了实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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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达到６５２０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０元，年均分
别增加４９９元和１５７元。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成效显著。有３０个偏
僻落后村实现整体脱贫，２１万贫困弱势人群得到
有效救助。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多种途径，新

增就业岗位１２万个，安置大中专毕业生３７４０多
人。广大农村客运班车到村，电视和电话到户的普

及程度大大提高。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各项社会

事业全面发展。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社区、文明村

镇、“五型”机关和效能机关活动，全面推行政务、

厂务、校务和村务公开，积极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政协委员提案以及群众来信来访，深入推进 “四

五”普法教育，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存在的一些 “不作

为、乱作为”风气得到有效遏制，拖欠工程款和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积极清理。进一步加强了社

会治安和安全生产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及时排查和整改安全隐患，稳妥处置群体性和

突发性事件。科技信息工作成效显著，有３项科技
成果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成果奖；学校基础设施继

续改善，民办教育在缓解城区上学压力上发挥了积

极作用；社区广场文化日益繁荣，建成省级文化先

进县 （区）；医疗医药购销体制改革加快，三级卫

生保健网络进一步完善，地方病、传染病得到有效

防治；群众性的社区健身活动蓬勃开展，各街道社

区普遍建成省级以上先进体育社区；计划生育率稳

定在 ９８％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４５‰以
内，获得 “全省育龄妇女信息系统甲级县 （区）”

称号；完成了资源总体利用规划和地质灾害规划编

制工作，加大了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治理力

度。撤并了四个乡镇，增设了３个街道办事处，整
合了社区居委会，改革了城区出殡陋习。民政、村

民自治、统计和 “双拥”工作分别受到全国和全省

表彰奖励。审计、监察、物价、气象、档案、民族

宗教、民兵预备役等工作也都取得新成绩。

二、“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十一五”期间，从我区所处的发展环境来看，

主要经济指标满足了快速发展的空间，已经具备了

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和条件，发展的总体环境比 “十

五”时期将更为有利。

（一）随着经济全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我区

加快发展的内外环境充分显现。全国经济正处在新

一轮增长的上升期，省、市经济发展也已步入快车

道。呼包银榆经济圈战略格局初步形成，经济一体

化、区域化步伐明显加快，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

趋优化。我区的特色产业增势强劲，区位和后发优

势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显著增强。

（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建设的深入

推进，上级政府支持榆阳区的力度必将进一步加

大。“十一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

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长期制约我区的

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卫生等得到国家的进一

步改善，一些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优势产业

也有可能获得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三）随着国际、国内能源竞争的加剧，榆阳

的能源基地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榆神矿区、榆横

矿区已列入国家重点煤炭发展和储备基地，榆阳区

位于这两个矿区的腹地，又是国内外罕见的集煤、

气、油、盐于一体的资源富集区，在资源开发与加

工项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能源化工基地建

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区资源整装，环

境承载力较强，优势资源富集区的开发占用耕地

少，土地供应条件较好，完全具备建设大型化、现

代化能源基地的条件。加之，榆林中心城市体系的

初步形成，基本具备了大规模积聚经济和人口的功

能，有望成为国家 “十一五”重点开发区域。

（四）随着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对能

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更大需求。据预测，目前的

能源化工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趋势以及能源消费升级

态势，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２０００
年的基础上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能源需求有可能超

过３６亿吨标煤。即使从能源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角
度看，大力提倡使用节能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能源需求也要达到２８亿吨标煤。届时，一次
性能源中煤炭的需求量将达到２３－２４亿吨。榆阳
区的煤炭资源目前还属于整装状态，适合建设大型

化、现代化的井田，配置建设规模化、国际化的能

源转化基地。“十一五”期间，中铝、神华、兖矿、

银河等一些中省大企业将纷纷投资我区能源化工产

业，以煤、气、油、盐为基础的能源化工产业将迎

来新的建设高潮，资源大区的价值和地位将进一步

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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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强，加快发

展的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近年来，全区交通、水

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变化，航空、铁

路、公路等交通和通讯网络初具规模。 “十一五”

时期，榆林市将建成两横两纵公路主骨架和 “十

二”条公路次骨架以及两横一纵铁路路网和新机场

的建设，将给榆阳交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必将

有利于榆阳与周边地区和发达区域的联系和交流，

促进区内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向区外大市场的融入，

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六）开放的市场环境将有利于社会资金的投

入。随着西电动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的大规模

组织实施，必将推动大量投资向西部能源富集地转

移。在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内资

和民间资金也将得到有效释放，“十一五”时期投

资拉动效应将更加显现。

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

困难。一是经济总量小，区域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缺乏具有龙头带动实力的大型骨干企业；二是经济

增长方式仍比较粗放，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问

题依然存在；三是区域发展不够平衡，低收入人口

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山区；四是能源资源开发仍以分

散的零敲碎打为主，缺乏大规模现代化的开发手

段；五是财政历年欠帐太多，缺口太大，增支太

快，紧张状况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六是大中专

毕业生、复转军人、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以及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人员，普遍存在

就业压力大的问题。所有这些长短期交织出现和存

在的问题及矛盾，需要在 “十一五”期间努力分析

研究，认真加以解决。

第二部分　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落实 “五个统

筹”，围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创新

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妥善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城镇与农村、资源开发与

环境保护、中省市与地方经济利益等方面的重大关

系，着力构建和谐榆阳，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健

康发展。

总体思路：紧紧围绕资源和区位 “两个优势”，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富民强区为第一要务，

以财政增长和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强化农业基础

地位，大力推进产业化开发和城镇化建设，加快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着力解决 “三农”问题；

继续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依托资源优势，扩大开放

开发，按照 “三个转化”要求，建设绿色、环保、

节约、高效的能源开发产业链项目，加快工业化进

程；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以人居、餐饮、

旅游、物流为重点的服务业；牢牢抓住实施西部大

开发的机遇，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改善

城乡居民居住、文化、交通、通讯、医疗等生产生

活条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

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加快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整治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秩

序，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努力构建和谐社

会。“十一五”时期，要积极推动 “市区联动”战

略，努力将榆阳区建设成为 “一个中心四个基地”，

即区域中心城市、能源化工基地、特色农牧业基

地、三产服务基地、劳务培训吸纳基地。

二、发展原则

———坚持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

科学发展观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

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

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

心，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本质、发展的目的、发

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标志。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一

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

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实现发展和进步。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建设，更加关注社会事业发展、环境治理和

生态建设，更加关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公共

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努力实现十六大提出的 “经济

更加发展、政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

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目

标。

———坚持把 “五个统筹”作为发展的宗旨。

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把 “五个统筹”融入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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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去。第一，统筹城乡

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

村。要从战略的高度，统筹考虑城乡发展，制定和

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具体政策和措

施，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城

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良性互动机制，实现协调发

展。第二，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统

筹全局，充分发挥各自区域不同的优势和积极性，

逐步扭转和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互

联互动的机制，实现共同发展。在鼓励矿区、风沙

滩区加快发展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推进东南部纯农

业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有效发挥各自特色和地区优

势，促进各区域联动发展。第三，统筹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与

社会进步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尚未得到

有效解决。就业问题难度加大，收入差距有所扩

大，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援助体系覆盖面小，保障

水平比较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

滞后。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不仅会影

响社会的稳定，也会动摇经济发展的根基。统筹协

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

好经济发展中凸现的社会问题。第四，统筹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

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统筹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就是要使人口适度增长、资源永续利用

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相协调。第五，统筹区内发

展和对外开放。从当前形势上看，经济增长对外依

存度很高，资源、资金、市场、技术等诸多方面与

国际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站

在国内外大市场的角度，来确定我们的定位和发展

问题，加大对国际经济市场变化分析研究，以更加

积极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内、更广

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竞争与合作。

———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主题。

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

实质，是解决榆阳所有问题的关键。既快又好的发

展就是要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促进各个方

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求速度。要坚定不移地走跨越

式发展之路，要打破按部就班的思维定式，大胆探

索，大胆实践，努力在优势产业、关键环节率先突

破。我区经济总量小，要走在全市各县前列，增长

速度必须保持在２０％以上。
———坚持把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

进产业升级作为主线。

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

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发展之

路。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立足

区情，面向未来，从战略上全方位的调整需求结

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所有制结

构，形成能支撑长期发展的经济结构。要实现过于

由依赖矿产资源开发向工业、农业、服务业协调发

展转变；要注重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技术

含量，加快发展深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增加产

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竞争力；要大力节约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

持续发展。

———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的动

力。

今后五到十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扩大

开放，破解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性问题，深入

推行改善投资环境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宽领域、深

层次、高水平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地

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创新各种机制，积

极实施 “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拓

宽经济发展空间，优化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配置。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打造诚信榆阳，大力改善

投资环境，把招商引资、扩大开放作为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大突破口。继续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加快科

技成果的利用和转化步伐。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落实科技人员以知识、技术、成果为要素的

待遇分配政策，营造良好的人尽其才环境。

———坚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根本

出发点。

“十一五”时期，要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不

断满足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积极推进国民经

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

城镇化水平，不断改善城乡居民居住、交通、通信

和生活条件。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人口、资源和生

态环境问题，全面实施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推动经

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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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斗目标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２０１０
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０亿元，年均增长１６％。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５‰以内，总人口达 ６０万
人，其中城市人口达到４０万人。财政总收入达到
２０亿元，年均增长３６６％，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７
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
累计达到３００亿元以上。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新

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产业化经营水平明显提

高，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初具规模。

到２０１０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１０∶５５∶３５。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科学技术得到较快发展，

到２０１０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６０％以上；教育体
制改革取得新成果，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居全市前

列；村级卫生组织覆盖率达１００％，以乡镇为单位
的基层卫生网络覆盖全区；广播电视普及率达到

１００％，有线电视进村入户率达８０％以上。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保障体制比较健

全。“十一五”期间，大多数企业基本建立起现代

企业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机制；

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非公有制经

济实现突破性进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到新水平，招

商引资规模和质量明显提高。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职

能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收入分配关系得到

合理调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

善。到２０１０年，全区城镇劳动力就业再就业机会
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１万元，年均增加８９６元，平
均增长１１％；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达到
市级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７８０元，年均增
加２８０元，平均增长８％；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实现区乡公路油面化、乡村公路等级化，农村自来

水入户率达９０％，通电话村达１００％。人人享有基
本卫生医疗保健，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经济社会基本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能源开发

按照 “三个转化”要求，建设节能型、转化型、环

保型经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进一步加强。到

２０１０年，经过植树造林、封育林草和荒山绿化及
以坝系工程建设为主的流域治理，使水土流失治理

程度达到８０％以上，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农

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

一、把 “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

“三农”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

的政治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

核心。“十一五”时期，必须站在更高层次上、着

眼于更广领域，统筹考虑，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形

成城镇带动农村发展、工业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机

制。

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继续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

见》和市委、市政府的实施意见，认真兑现减免农

业税和对种粮农民实行直补等政策，依法维护农民

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有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

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尊

重群众意愿，扎实稳步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加大

投入力度，财政支农资金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

长的幅度，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坚持节约和集约使用

土地、便于农民生产生活、改善村容村貌、体现地

方特色的原则，以道路、供水、排水、供电、通信

为主要内容，高起点做好村庄、民宅建设规划，统

筹安排村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

“十一五”时期，按照 “新农村”五个标准即新房

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村、新风尚的要求，加

快以榆林城近郊、２１０国道沿线村庄为重点的新农
村建设。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依靠科技，突出特色，积极推进建设农业优势

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坚持

市场调节、农民自主发展、政府引导、数量扩展向

质量提高转变，继续优化畜果菜三大主导产业，积

极推进小杂粮基地和沙棘产业发展壮大，培育经济

实体和龙头加工企业，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

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推广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结的模

式，发展农牧产品深度加工，发挥规模效益。创建

市场连接体系，积极组织引导龙头企业和各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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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济组织，广泛开展内引外联，多渠道开拓市

场，寻找销路。 “十一五”期间，要建成杏产品、

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项目和蔬菜储运保鲜体系。根

据自然和区域特点，坚持因地制宜，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联合起来，抓出

特色，扩大规模，创出品牌。继续实施科技兴农战

略，在品种改良、种养技术、疫病防治等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使科技对农业经济贡献率达到７０％。积
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搞好种养良种体系、农产

品质量安全体系、动物疫病防治体系、农产品市场

信息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

业产业化水平。 “十一五”末，羊子饲养量达到

２２０万只，生猪饲养量达到１２０万头，笼养鸡达到
１００万只，以大棚菜、优质辣椒为主的蔬菜种植面
积达到２万亩，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４亿元，年
均增长１１３％。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现
代化水平，“十一五”末，农业机械总动力达２５万
千瓦，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５８％以上，农业机械化
对粮食增产和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

２０％和２５％以上。
全力打好扶贫攻坚战。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

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努力实现扶贫开

发的目标，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加快调整贫

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支柱产业，

积极稳妥地推进生态移民和重点村建设。通过行政

动员、政策引导、利益驱动等多种手段，将生活条

件较贫困人口尽快搬迁到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条件

较好的风沙滩区或城镇和产业园区附近，促使他们

尽快脱贫。坚持开展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引导、

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 “十一五”末，１５０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

加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要把劳务输

出作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增强农民外出务工的组

织化程度，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搞好农民外

出务工应用技术和基本技能的培训，扩大输出规

模，提高劳务输出效益。同时，结合能源开发建设

和工业产业园区建设，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转变

观念，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完善支农

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加快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北部风沙草滩区在保持人均３亩基本

农田的基础上重点提高质量，南部山区重点发展以

坝地为主的农田，人均达到２亩以上。要加强城镇
和广大农村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信息、环境

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创造条

件。要提高城乡道路通达深度，发展公共交通。抓

住西部大开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机遇，高度

重视农村卫生、文化、广播、电视、通讯、流通等

事业，扩大公共服务业供给，增加居民服务性消

费，提高社会公共设施服务享有水平。进一步扩大

以工代赈等扶贫项目规模，加快农村 “六小工程”

建设，着力解决人畜安全饮水问题，改善农村基本

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大力改善农村环境，下功夫治

理农村脏乱差，加强农村 “一池三改”工作，农村

沼气普及率达到３０％以上。
加强乡风建设、农民教育和民主管理。全面加

强农村民主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

育，树立 “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的道德风尚。积

极开展科普教育，培养村民相信科学、反对迷信、

抵制邪教的思想风尚。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村、“五

好”家庭和 “十星级”文明户活动，引导村民树

立健康文明的生活风尚。继续开展先进文化进村入

户活动，增强农民的发展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农

民的素质。严厉打击赌博、盗窃、斗殴等不法行

为，确保村民安居乐业。

二、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建设能源化工基

地，提高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

加快速能矿资源开发建设，建成榆林能源化工

基地的重要载体。榆阳区的能源资源优势位于全市

先列，开发转化矿产资源，推进能源化工产业快速

发展是榆阳经济社会实现既快又好发展的基本依

托。随着一批能源开发、加工、转化重大项目的落

户，榆阳工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开发、大发展新时

期。“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榆阳区要

做好煤、盐、气、化工等能源资源开发这篇大文

章，坚持科学合理的开发方针，全力以赴，加速工

业化进程。一定要围绕 “北煤电南岩盐西化工东载

能”的能源化工发展布局，按照 “三个转化”及

产业集群、新型工业化、建设循环经济要求，坚持

大型化、现代化、规模化、市场化原则，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且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能源化工

基地。依托丰富的煤炭、岩盐资源，并着眼于各类

资源的多层次转化加工增值，建设产业链条化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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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项目，形成综合开发、相互配套、相互支撑的产

业集群，提升榆阳在榆林能源化工基地中的地位，

努力建成一批国际化、世界级的能源化工项目。煤

炭要加快建设一批现代化井田，加强现有矿井技术

改造，提升煤炭开采水平，提高回采率；要坚持就

地转化原则，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组建成立煤炭

集团公司，实现煤炭工业有序发展。电力要围绕建

设 “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加快大电厂建设步伐。

岩盐要加大开采力度，提高生产能力，并加强产品

技术开发引进，实现转化升值。化工要重点发展煤

转油、甲醇、聚乙烯、氯酸钠、ＭＴＯ、ＭＴＰ等项
目，提高精深加工度，延长产业链。天然气要加快

开发，提高产能，扩大利用能力。“十一五”期间，

中铝集团煤电铝产业链项目、兖矿煤制甲醇项目、

银河电厂二期项目开工建设并建成投产。加快麻黄

梁矿区井田开发建设，建成几个中型原煤生产井

田。载能焦化集中区建设完成２３平方公里 “七通

一平”，区属部分 “五小企业”迁入规划区，新上

项目全部集中到规划区内。鱼河盐卤基地完成规划

及基础设施，部分盐化工项目开工建设或建成投

产。完成红石桥煤化学工业园区规划，启动榆横矿

区开发建设，重点建设煤化学工业及原煤生产输出

基地。适度开发天然气资源，加快中石油与美国壳

牌公司合资的长北天然气开发步伐。高度重视能源

产业园区的合理布局和科学建设，加快郭家伙场

———榆神交界之间煤电和载能工业园区、小纪汗

———红石桥煤化学园区、鱼河———镇川盐化工园区

及区境西北部天然气开发园区建设，强化工业园区

在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和龙头带动作用。 “十一五”

时期，全区形成原煤产量达 ２４００万吨，力争达
３０００万吨，其中转化利用率达８０％；发电装机容
量达２２０万千瓦，力争达３４０万千瓦；煤制甲醇６０
万吨，力争达到２３０万吨；岩盐开发１２０万吨；造
纸１３万吨；煤制油生产能力达到１００万吨。通过
能源化工基地建设，使资源优区向经济强区迈进取

得实质性步伐，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显著提高。

加大技改力度，全面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抓好

制革、制药、地毯、白酒生产、沙柳造纸、水泥制

品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向国

际化大市场迈进，提高轻工业比重。配合能源化工

基地建设，加大对中能１２０万吨煤矿、２×２５万千
瓦资源综合利用电厂、常乐堡煤矿、金牛煤矿、金

鸡滩煤矿等技改扩建，达到产业标准。根据能源化

工基地建设需要，扩大建材工业、机械加工工业的

生产规模，并加快开发引进新产品、新工艺。按照

资源的 “再利用、再循环”原则，积极探索，加快

科学技术引进，拉长产业链，实现 “废弃物”的再

利用、再转化。出台积极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

大科研开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

三、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经济

社会发展能力

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支持效应，以交通、水利、

生态建设为重点，使基础设施建设再上一个新台

阶，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

交通建设。要围绕全市公路、铁路建设，加快

县乡道路三、四级标准化、乡村道路硬面化建设。

健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成以榆林为中心，连接

北京、西安、太原、呼和浩特、包头、银川、兰州

等大中城市 “一日交通圈”，形成通江达海的交通

网络。积极协调配合省市建成陕蒙半幅、榆林至神

木、榆林至绥德高速公路、榆林环城公路及４Ｃ级
机场建设。加大县乡公路建设开工率，列入 “十一

五”道路建设规划的旧榆神路、三岔湾至鱼河峁、

镇川至清泉、千树塔至安崖、巴拉素至左界等通乡

油路建成通车，实现 “乡乡通油路”。高度重视和

下大力气解决农村特别是贫困区域的交通 “瓶颈”

制约，抓好乡村通路规划和建设，努力提高公路等

级和通达深度，改善农村道路质量。启动村村通油

路工程建设，最低实现村级油路达 ２００公里。到
２０１０年，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３６３９公里，其中高
速公路达到１３３公里，三级以上油路达到５４３７公
里，乡村道路硬化率达到８０％。铁路建设在配合完
成西包复线的基础上，结合能源化工建设，尽快打

通能源输运专线，提高运输能力。中能煤炭专用线

建成运营，力争开工建设煤制油、甲醇、盐化工专

用线，完成牛家梁、鱼河、镇川等铁路货运站扩能

改造工程。到 ２０１０年，全区铁路外运能力达到
５０００万吨以上。

城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以区域中心城市要求

为标准，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城区道路建设

和市区交通运输主枢纽站场建设，形成四通八达、

交通顺畅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

电信、邮政建设。加快网络建设，优化网络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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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断提高传输速度，建成连接晋陕蒙宁毗邻地

区的中心枢纽和陕西第二电信枢纽。

强化电网建设，提高输送能力。适应能源化工

基地建设需求，建设、完善３３０ＫＶ、１１０ＫＶ、３５ＫＶ
电网主网架，新增８座１１０ＫＶＡ和２座３５ＫＶＡ变电
站，新建 ７条 １１０ＫＶ线路，总长 １５２公里，２条
３５ＫＶ线路，总长４５公里。配合 “西电东送”电源

点建设，规划建设５５０、１０００超高压输变电线路。
强化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主要内容的水利

建设。“十一五”乃至今后十到二十年，水资源将

是制约我区大开放、大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要把水

资源开发与有效利用放在与维护经济、社会、生态

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位置，力争在解决水资源不

足、节约用水和治理水污染上取得新突破。要以兴

水抗旱，提高供水能力为中心，开源节流并重，防

洪抗旱并举，开发与保护同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

水源工程，改造完善现有灌区，加快现有病险库坝

加固工程建设，从根本上提高蓄供水能力，形成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工农业供水体系、城市供水

体系、防洪安全保障体系。完成李家梁水库、石

峁、河口、中营除险加固和香水、扎林川、红石峡

二期、尤家峁水库等供水工程；加快海流兔河、榆

溪河等河道及国营灌区供水改造工程的前期工作。

合理调配水资源，积极配合省市完成 “引黄入榆”、

无定河调节用水、王圪堵水库建设等水利水源工程

的前期工作。利用高炮、火箭增雨体系，开展空中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继续开展 “塘、窖、坝、井”

等群众性小型水利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和农村人

畜饮水提供水源。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推

广节水技术，严格控制高消耗、高浪费水资源的项

目，把节水工作作为革命性工程来抓。改革水资源

管理体制，实行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建立多元化

的水利建设投入机制，在多渠道争取国家投资的同

时，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加大水利投入。稳步推进水

价调整政策，逐步由福利水价向成本水价过渡，再

由成本水价向盈利水价过渡，建立符合市场机制、

用水成本的良性水价机制和供水管理体制。

继续加强以山川秀美为目标的生态环境建设。

坚持 “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稳步推

进”的原则，因地制宜，扎实有效地推进 “三北”

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天然草场建设和 “三个百

树”等绿化工程。五年累计造林面积达到 １００万

亩，继续坚持严格的封山 （沙）禁牧和封育管护，

“十一五”末，造林保存面积达到５０４万亩，林木
覆盖率达到４７７％，提高５个百分点。结合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发展特色林果业、养殖业、草产业等

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同步实现。重点抓好以坝系建设为主的小流

域综合治理和沙棘封沟治理工程建设，使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遏制。要加强能源矿区生态环境建设，采

取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防治技术，全面加

强防风固沙、防治水土流失、涵养水源、绿化环境

等方面工作。要抓住榆林建设 “绿色生态名市”的

机遇，加大力度，争取得到市上支持，多渠道、多

元化筹措生态建设资金，使我区生态建设率先突

破，成为 “生态名市”的中心地带。

四、以建设文化大市为契机，大力发展旅游业

和文化产业

文化是地方发展的内在灵魂，与政治、经济建

设相辅相成。要努力创作一批有一定影响、地方特

色浓郁的知名文化品牌和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

性于一体，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的文化精品；挖

掘、抢救和利用一批历史文化资源，使历史文化遗

产和民间文化艺术得到有效保护，走出一条保护与

利用、继承和创新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建立引进资

金投入文化产业开发与建设的激励新机制，制定鼓

励文化产业开发与建设的政策，培育和扶持一批大

众传媒、文化旅游、文化信息等文化骨干企业，大

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扩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层

次，提升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使文化产业

成为榆阳经济新的增长点。要积极组织开展经常

性、有规模、上档次的文化活动，大力普及群众喜

闻乐见的群众文化，努力创建特色文化乡镇和民间

艺术之乡，培育一批优秀文化人才，初步建成一支

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档次结构合理的文化人

才队伍。要加强基层文化站所的建设，加大政府对

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不断提升文化事业发展水

平。

大力发展旅游业。要抓住建设文化大市的机

遇，发展以沙漠生态旅游、黄土文化旅游、历史宗

教文化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等为代表的旅游业和文

化产业，并以此带动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结构调

整，培育特色产业，使以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为代表

的服务业成为榆阳区经济重要的增长极。根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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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域条件，开发建设五类各具特色的生态观光旅

游区，即以红石峡生态园为重点的环城生态名胜观

光区，以巴拉素镇生态园为重点的沙漠生态农业观

光区，以河口库区流域范围为重点的水草禽鸟风景

观光区，以头道河则流域为重点的连环库坝生态观

光区，以李家沟、峁沟和扎林川流域为重点的坝系

生态农业观光区。要借鉴国内外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的成功经验，在 “特”和 “精”上做文章，在配

合建成完善镇北台、红石峡、古城步行街等旅游景

点外，重点打造巴拉素国家沙漠森林公园、榆卜界

度假山庄、民俗风情村建设等特色旅游点，通过统

筹规划、整合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出几个具有

榆阳特色的精品景区。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采取

灵活的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经

营。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加强景点、景区的统筹策

划包装，树立榆阳旅游业的形象和品牌。要高度重

视相关服务业的建设，建立网络信息管理体系，为

广大游客提供饮食、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

乐等方面信息，促使旅游业快速发展。

五、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积极推进非公有制经

济快速健康发展

坚持以大开发促进大发展，利用好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充分

发挥 “开放带动”功能。一是创新招商引资思路。

牢固树立 “你发财，我发展”、 “不求所有，但求

所在”和 “榆阳要发展，必须借外力”的招商引

资新思路，由依靠优惠政策向优化发展环境转变，

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转

变，由单一的能源化工开发向能化工业、农业、社

会事业、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城市服

务业并重转变，由单纯引资向引资引智转变。充分

调研准备项目，精心策划包装项目，发布招商信

息，主动寻求合作伙伴，争取更多的客商来榆阳投

资建设。要精心组织，积极参加省市举办的 “西洽

会”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

招商引资活动，定期举办由政府、企业、银行、外

商参加的招商引资发布会或产业项目洽谈会，全方

位扩大投资和对外贸易往来。坚持放宽领域、提高

准入 “门槛”的原则，大力吸引区内外民间资本和

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来榆阳投资，五年力争累计利

用外资额达到 ２００亿元。二是坚持 “引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要树立品牌意识，以积极的姿

态参与经济一体化，参与经济竞争与合作，扩大煤

炭、化工产品、特色产品等的出口份额。鼓励和支

持我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各类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在

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三是大力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改善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的环境，最大限度放宽民间资本金准入领域，鼓励

民间资本进入非法律禁止的一切领域。启动非公有

制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要

围绕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积极推进民间资本投资下

延中小产业项目建设，鼓励、引导投资农副产品加

工、物流业、服务业等项目，有效释放资金，提高

综合效益。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的自身改革，

鼓励合资合作，推进产权多元化。强化科技应用，

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打好品牌战略仗，提高市场竞

争能力。着力研究解决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土

地、金融、技术等要素的制约，制定相应政策，提

高我区对民间资本的吸引能力。进一步引导非公有

制企业的自身改革，鼓励合资合作，推进产权多元

化，推行所有权、经营权相分离的管理模式，帮助

非公有制企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和改进

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

及其职工的合法权益。

六、实施城镇带动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

加快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建设。紧紧围绕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能源化工基地服务中心和区域中心城

市的定位，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

理、高水平经营，使榆林成为呼包银榆经济战略区

的重要支撑点和窗口。从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提升

城市品味、改善居住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出

发，大力改善城区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

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快交通、通信、信息、

天然气化、集中供热、垃圾处理、给排水等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建设由城市森林公园、路街绿带和社

区绿地组成的城市绿化体系，把榆林建成古城风貌

独特、绿色景观秀美、文化氛围浓厚、社会生态和

谐、服务功能齐全的中心城市。“十一五”末，榆

林城区人口达到４０万人。
全面加快城市社区建设。要加大对城市社区建

设的投入，加强社区居委会办公场所建设，进一步

整合社区资源，完善办公设施。“十一五”末，城

区４３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
要进一步建设社区居委会干部队伍，加强对居组干

—２６３—

榆阳年鉴



部的培训，提高居委会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

平。大力开展文化、体育、法律、卫生 “四进”社

区活动，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质量。要通过政府引

导、政策支持，大力发展以服务社区居民为中心，

具有多项服务功能的社区商业服务中心，构建以街

道为依托、以居委会为基本单元、以社区服务为龙

头的社区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服务功能，拓展服务

项目，提高社区服务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积极发展中心小城镇。小城镇是连接城市与乡

村的重要纽带，是发展乡镇企业，加工销售农副产

品，推进农业产业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

基地。要充分借助区位优势，依托中心城市，加速

城镇化进程，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构建以榆林市

区为中心，以２１０国道、榆乌路、陕蒙高速公路、
榆补路、旧榆神路、榆佳路沿线集镇建设和中心城

镇建设为主的城镇化体系，促进农村人口和社会要

素向城镇集中。加快 “卫星”城镇建设步伐，南部

建成以镇川、鱼河为中心的商贸物流型城镇；北部

建成以牛家梁、金鸡滩为中心的能源化工型城镇，

西部建成以巴拉素、红石桥为中心的煤化学工业型

城镇及以芹河、小纪汗为中心的三产服务型城镇和

能源化工后勤保障基地；西北部建成以马合为中心

的农畜产品加工贸易型城镇；东部建成以麻黄梁为

中心的农畜产品和载能工业区保障供应型城镇。要

坚持小城镇建设服务于农民、农村和农业，成为统

筹城乡发展的最优选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树立

用工业化理念经营小城镇的理念，以产业聚集带动

城镇发展壮大，以市场经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

积极探索城镇建设投融资新机制。要树立正确

的政府 “经营城镇”理念，政府要创新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筹资机制，对那些可经营性的

公益项目通过竞争机制引入民营资本，实施公益事

业民营化，将公共事业由政府财政支出向市场交易

环节延伸。要合理调控土地等存量资源，有效实现

资源变现，进行城镇基础设施的再投资。加快建成

一批功能齐全、高档次、园林式的住宅群，提升城

市品位。

七、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榆阳建

成三产服务基地、能源化工后勤保障基地。一是提

高服务业整体水平。以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为突破

口，以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为主攻方向，以增

加供给、优化结构、拓宽领域、提高质量和扩大就

业为目标，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培育壮大现代和

新兴服务业，全面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二是加快

发展现代物流业。以榆林城为中心枢纽，建设一批

现代物流产业园区、物流基地和物流配送中心，形

成 “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设施先进、运转高效”

的与国内大物流区紧密衔接的现代物流体系，将榆

阳建成重要的物流中心。三是全面发展信息服务

业。加快构筑规范有序的全社会信息网络，加快信

息服务业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本

进入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服务市场；要积极推广电

子政务、电子商务，大力发展远程教育、远程医

疗、网络银行、电子商场、网页和广告制作、电子

邮件等服务；积极发展会计咨询、资产评估、管理

咨询、法律咨询、统计咨询、市场调查等行业，规

范发展代理、经纪、拍卖等商品市场服务，稳步发

展房地产、劳动力等市场中介服务组织。四是建立

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围绕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和榆

林中心城市建设，大力支持和保护各类金融机构的

发展，创造良好金融服务环境，不断拓宽金融服务

领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品质，发展壮

大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规模，积极创建股票、债券

市场和各类资本市场，组建和壮大投资公司、国有

资产运营公司、城市和农村合作股份银行，提高融

资能力，形成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五是加强劳动

力市场体系建设。不断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

进一步做好农民进城就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取消

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和限制，维护好农民工合法权

益。充分发挥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作用，调动

农村基层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发展规范的职

业中介机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便捷、高

效的服务。

八、全面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着力构建和谐社

会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

容。“十一五”期间，重点做好科技教育、文化体

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尤其是要切实做好与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社会事业，使人

民群众最大程度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

来的成果。

继续实施科技兴区战略，健全科技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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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体系，

实施人才工程，推进成果转化，促进企业技术进

步，发展高科技产业。强化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建立健全人才与科技贡献相结合待遇机制。加

快科技信息化，构建科技信息服务平台，不断推进

工业、农业科技发展。围绕推进 “三个转化”和打

造产业链项目，加快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

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和开发研究，提高工业产品科

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模

式，创新科技应用和推广体系，使科技服务农业最

大化。到２０１０年，建成一个辐射范围广、带动作
用强的区级先进科技推广示范区，科技进步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到 ６０％，其中：对工业的贡献率达
５０％以上，对农业的贡献率达７０％以上。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全民素质。实行

“市区联动”，完善以市区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不

断增加教育投入。坚持 “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

高质量、持续发展”的教育发展方针，加快发展普

通教育，推进民办教育，搞好职业教育，强化成人

教育，基本形成结构合理，体制创新，各类教育协

调发展的新格局。继续搞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整

合教育资源，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网络教育、农村

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师的

师德和业务水平。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整合职业

教育资源，提高职业教育水平。认真贯彻 《民办教

育促进法》，大力发展和扶持民办教育，缓解政府

办学压力。“十一五”期间，区政府每年投资２０００
万元，用于中小学校舍建设。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紧紧

抓住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加强党政人

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建

设，加快建设技术工人、新型农民、现代服务业从

业人员新三支队伍。健全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重

点的人才评价、选拔任用和激励保障机制，对做出

突出贡献的专门人才给予重奖。实行 “柔性人才政

策”，把引进人才与引进智力有机结合起来，吸引

更多的高新技术、现代管理、金融、对外贸易等领

域急需的专业人才来工作、访问和交流。

大力发展卫生保健和人口事业。卫生保健工作

贯彻 “预防为主，防治并重，依靠科技，全员参

与，中西结合，为民服务”的方针，改革完善区级

卫生医疗体系，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初级卫生

保健，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以传染病防治为重

点，搞好传染病区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和

管理，完善疫情应急管理机制，控制和消灭传染病

群体性暴发流行；完善地方病监测、预防工作机

制，重点抓好妇幼保健工作，巩固爱国卫生工作；

加大医药卫生监督管理，确保医药、食品安全卫

生；加快卫生体制改革，实行医药分家，提高医疗

机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要全面加强以城区为中

心、以乡镇为基础、以村级为保证的卫生网络体系

建设。 “十一五”末，村级卫生组织覆盖率达

１００％；全面推进以农村大病统筹和医疗保险为主
的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继续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

规，深化综合改革，加强综合治理，广泛开展计划

生育优质服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管理水平，为

县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十一五”初，

创建成国家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区。

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 “二为”的文学艺术创

作方向，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建设现代文化设施和

景观，创建具有 “古今集合”特色的文化馆和图书

馆。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创新文化活动内容，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民俗风情的专业艺术团体。全

面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完

善体育设施，重点抓好少儿体校和体育场馆建设。

发展体育协会，健全健身路径，积极开展群众体育

和竞技体育活动，培育选拔优秀竞技体育人才。加

快社区文化体育建设，不断丰富广大居民的文体生

活。加快实现广播电视传输网省、县、乡、村四级

联网，推进广播电视数字化和网络化，提高节目质

量和覆盖率。广播电视普及率达到１００％，有线电
视进村入户达８０％以上。

九、扩大再就业，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扩大集体和个

体私营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引导下岗职工和农村剩

余劳动力进入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领域，发展

第三产业，用发展的办法扩大就业。加强劳动力市

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中介服务机

构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

实施就业准入制。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实行

灵活的弹性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季节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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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努力开拓劳务市场，扩大劳务输出。严格执行

离退休制度，缓解就业压力。

全面建立资金来源多元化、制度规范化、服务

社会化、层次多样化、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体

系。坚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保证离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支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统

筹基金与个人帐户基金的分帐管理，确保个人帐户

基金的有效积累。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

度，健全医疗保险费用分担机制，改进支付方式，

保障职工基本医疗需求。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

度，逐步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纳入失

业保险，扩大失业保险范围。坚持和完善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

承受能力，逐步提高城市贫困人口生活补助标准。

继续实施扶贫济困工程，完善助学基金、大病救治

基金和法律援助中心运作机制，妥善解决低收入群

众子女上学难、治病难、打官司难的问题。积极开

展面向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干部包扶、社会福利

和优抚保障工作，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

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逐步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抓好救灾救

济工作，切实安排好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全面发

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

会保障事业，建设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综

合服务设施，发展慈善事业。切实保障妇女、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正确处理好各类人民

内部矛盾，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排查机

制，建立和完善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处置机制，注

重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

访、人民调解工作，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解

决好因资源开发、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拆迁安置

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

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建立 “严打”整治长效机制

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努力创建 “安全榆阳”，确

保社会政治稳定。严格实行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

事故的发生。强化对药品、食品、餐饮卫生等市场

监管，保障群众健康安全。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

设，提高各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

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

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的方针，按照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的重要思想，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倡导社会公德、家

庭美德、职业道德，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道德品质

教育。大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持之以

恒地把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机

关、文明校园、文明社区等创建活动引向深入，深

化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积极开展农村 “八进村”和

城市 “四进社区”活动。继续开展 “讲文明、树

新风”活动，认真解决城乡普遍存在的 “脏、乱、

差”问题。加大 “扫黄打非”力度，扫除 “黄、

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反

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政府工作法制

化，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完善公务员制度，加快

推行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强化行政复议和行

政应诉工作，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健全依法行使公

务的制约机制，监督权力运行，使廉政建设法制

化。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 “五五”普法教育，提高

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加强政法基础设施建设，逐

步完善公、检、法、司业务用房建设，力争使政法

机关侦破、办案条件和狱 （所）政、警械设施得到

明显改观。

第四部分　政策保障措施

一、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活

力

贯彻落实 《陕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投

资体制改革决定的实施意见》。改革政府对企业投

资的管理制度，按照 “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

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严格

执行 《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和

《陕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切实加强投

资项目核准、备案工作。要以投资体制改革为突破

口，以推动建立 “五个统筹”的有效体制和机制为

主线，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

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强化能源化工基地投资管

理体系建设，加快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体制

运行模式，在政府领导和控制下，组建企业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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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发展建设公司，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政策指

导、属地领导，有效释放投资效益，激活经济，增

强发展活力。

二、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全力构

建全方位、多层次开放型经济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建设和体制创

新。增强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推进能源化工基地建

设，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步伐。抓好国有和集体

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继续深化农

村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落实农业增产增

收政策措施，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城

镇职工工资制度改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以及

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

开拓国内外市场，拓展发展空间，加强区域经

济与国内国际市场的关联度，增强经济的外向度。

强化信息传递，依靠市场导向发展区域经济，加快

市场化进程。推进能源产业园区建设，早日实现产

业园区成为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示范带动

区。充分利用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引进

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来榆投资兴业。要加快引进核

心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各类人才，使榆阳真正成

为大开发、大发展的热土。

三、着力改善投资环境，营造加快发展的良好

空间

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认

真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

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精简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实行 “一

厅式”办公和 “一条龙”服务，提高行政效率。

增强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认真解决 “中梗阻”问

题。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从严查处涉软案件。加强

执法监察，完善各种监督机制，创造最优化的环

境、最优质的服务。

把改善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来抓。积极营

造重服务、守信用、讲法制的投资环境，营造亲

商、扶商、安商、富商的发展环境，形成吸引资

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洼地。要营造良好的

软环境，以 “五型机关”和效能机关建设为契机，

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突破口，加快政府职能转

变，努力改善创业环境、体制环境、服务环境和社

会诚信环境。要从提供优惠政策为主向改善综合投

资环境为主转变，要用硬措施建设软环境，进一步

健全招商引资工作运作体系、诚信体系、服务体

系。推行投资环境建设目标责任制和投资环境一票

否决制，完善考核办法。继续发挥 “投资环境

１１０”的作用，及时查处投诉案件，坚决制止吃拿
卡要、乱收费、乱检查等不正之风，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

四、加强环境治理与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

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以能源

化工基地建设中存在的环保问题为重点，认真做好

“三废”治理和煤矿塌陷区治理工作。实施重点行

业污染治理、重点城镇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抓好工

业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善环境监测网络，

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违法排污破坏环境的

人和事。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社会化、多元化

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推进

污染治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

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坚持环境保护与开发建设并重。加快探索和推

进企业利润与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比例分配机制，

加强能源矿区生态环境建设，采取工程措施和生物

措施相结合的防治技术，全面加强防风固沙、防治

水土流失、涵养水源、绿化环境等方面工作，切实

保护好自然生态。采取超常规措施，严格将矿产资

源的开采限制在环境容量许可范围之内，建立强硬

的保水措施和范围。要加快建设一批花园式工矿

区，增强场矿区整体环境功能，切实解决因大规模

开发建设而引发的环境破坏问题。

五、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

发展循环经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要按照 “三个

转化”要求，大力发展煤电一体化、煤液化、盐化

工等产业链项目，实现资源的低消耗、高转化、高

效能。继续加大技改投入和 “五小企业”清理整

顿，坚决淘汰落后工艺和技术，促进载能和煤焦化

产业升级换代。要强化能源化工项目的管理，加快

榆神、榆横矿区煤化工项目前期工作，启动鱼河盐

化工基地建设。注重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努力节能

节水和清洁生产。坚持控制好、利用好、保护好、

有序开发的方针，高度重视资源保护与利用，在北

部风沙滩区水资源丰富的地域和农业主产区，科学

合理划定区域，实行重点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

—６６３—

榆阳年鉴



后续保障基地。

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节约型城镇、节约型机

关、节约型农村步伐。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

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

根本性转变，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

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加快结构调整，推

进技术进步，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节约意识，建立

健全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体制和长效机制，实现

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在生产领域，要大力推行节约型增长方式，

着力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

照 “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促进资源

的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坚持 “三个转化”

的原则，推动能源化工产业升级，走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转化利用率高、环境污染少、人

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消

费领域，大力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念

和消费行为，大力倡导节约风尚，使节约成为全社

会的自觉行为。在城镇建设方面，要充分节约和集

约利用土地、水资源，大力发展城镇集中供热，建

设节约型的城镇建筑节能体系、交通运输体系和再

生资源利用体系。在农村和乡镇，要大力发展绿色

生态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业，充分利用生物植物循

环转化规律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建立绿色农牧业循

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六、加快体制和机制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理顺职责

分工，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

本。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

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强化财政公

共服务职能，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入，改革财

政支出管理制度。加快透明型政府建设，不断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和方式，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

制度。加快民主型政府建设，规范完善重大决策事

项专家咨询和社会听证、公示等制度。加快服务型

政府建设，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建立降低商务成

本长效机制。

改革财政体制。针对榆阳区位于市级领导机关

所在地，积极呼吁进一步理顺财政体制，争取市上

更多财力支持，处理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城

市建设等公共服务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积极完善资本运营体制。要充分借鉴成功经

验，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培养本土资本，拿资本

参与利益分配。组建榆阳区能源开发运营公司，征

收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基金，用于环境、水资源的恢

复建设。坚持有序开发、有限开发、有偿开发原

则，尽快完成北煤电、南岩盐、西化工、东载能四

个区域的规划，细划产业园区，注重劳动密集型产

业和下延产品发展。坚持集团化方针，充分利用资

源优势，改造中小煤矿，尽快整合、扶持和培育一

批地方大企业集团，走自主开发和联合开发之路。

高度重视土地资本运营，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加

强土地征收，搞好规划和基础实施建设，实现土地

有效管理和资本增值。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

破口，分类推进企业改制重组。积极争取国家支

持，增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能力，妥善处理好职

工安置问题。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积极探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效形式，加强对非经营性资

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培

育、包装一批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争取２３
户企业成功改制。扶持轻纺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

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七、坚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按照我区 “十一五”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坚

持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以项目带投资，以投资促发

展。“十一五”期间，规划实施交通、能源、化工、

农业、社会事业等１０大工程，共计安排１２１个项
目，总投资１０２６８亿元，其中 “十一五”期间预

计投资４６８８亿元。项目中，省市管理的项目 ４２
个，总投资３１０７３亿元，其中 “十一五”时期预

计投资 １７８２亿元；区属项目 ７９个，总投资
７１６０７亿元，其中 “十一五”时期预计投资２９０６
亿元。“十一五”时期，交通工程安排１５个，预计
投资８８３亿元；能源工程安排１２个，预计投资９６
亿元；化工工程安排１２个，预计投资５２５亿元；
装备制造业安排１个，预计投资１亿元；传统产业
升级工程安排１４个，预计投资１５１６亿元；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安排２１个，预计投资９亿元；
水利工程安排５个，预计投资３６亿元；环境保护
和生态建设工程安排 ８个，预计投资 １５１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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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和现代物流业工程安排１０个，预计投
资１２３亿元；社会事业工程安排２３个，预计投资
３９４亿元。

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

产业政策，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在全面打通招商引资这一通道的基础上，着重解决

规划和项目前期工作严重滞后问题。要积极探索投

资体制改革后项目前期工作的新特点，针对不同投

资主体和投资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分类指导。充

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协调作用，建立健全前期工作

的长效机制，保证重大项目前期工作的有效推进。

大力改善项目建设环境，工作重点转向做好项目规

划布局、协调用地等建设条件的落实，为项目建设

创造良好氛围。

八、建立健全规划实施机制

规划目标具有导向性、预期性和约束性。导向

性目标是政府希望的发展方向，主要通过创造良好

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依靠市场主体

的自主行为实现。预期性目标是凝聚全区人民意愿

的战略意图，政府将主要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

段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并适时调整政策方向和力

度，努力争取实现。约束性目标是政府向人民作出

的承诺，是对政府和各工作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

政府主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

量确保如期实现。建立健全规划体系，要在政府统

一指导下，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认真编制好榆阳区 “十一五”农业、林业、畜牧、

水利、交通、电力、能源化工、城镇建设、环境保

护、基础教育、文化旅游、载能工业集中区规划等

６个重点专项规划和２０个行业规划，结合实际，做
实做深规划。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督促检查。要根据

规划制定年度计划，在基本方针、主要目标、重大

政策上要与省市区总体规划相协调。要把规划任务

分解到年度计划中，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我区今后五年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充分发

挥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是实现 “十一五”

发展宏伟蓝图的根本保障。全区人民要在区委、区

政府的领导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

本，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务实创新，扎实工作，

为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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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服务

榆林公交线路

公交站点具体设置规划

一路　麻地湾—三岔湾
麻地湾—王家楼村—麻地湾驾校—长途汽车北站—

市一中分校—新建北路—古城中路—鸳鸯湖公园—

公交公司—工商银行—财政局—水利商场—军分区

—世纪广场—钟楼巷—新楼巷—保险公司—长途汽

车站—凌霄广场—市发改委—榆阳区委—电管局—

榆林六小—榆林二中—榆佳路—开光路—中医院—

羊毛衫厂—农科所—天然气化工厂家属院—交通工

程公司—天然气化工厂—氮肥厂—水泥制管厂—三

岔湾村

（全长１５５公里）

夏　季　早班　５∶３０
晚班　２０∶３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５∶４０
晚班　１９∶３０（末班）

二路　农垦砖厂—榆林学院附中
农垦砖厂—烟草公司—治沙所—苏洲中学—好日子

购物广场—建安路—芹涧路—中行—金花购物广场

—水利商场—军分区—世纪广场—钟楼巷—新楼巷

—保险公司—长途汽车站—区运管所—交警二大队

—榆兴桥—二毛纺厂—艺术团—柳营路—青山路—

保宁路—人民路—榆林学院—榆林学院小区—榆林

学院附中

（全长９８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００
晚班　２０∶４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６∶００
晚班　２０∶００（末班）

三路　广济大厦—马家圪堵
广济大厦—广榆巷—第二幼儿园—国税局—加气站

—榆林小吃街—食品厂家属院—北岳庙村—镇北台

—头道河则—榆卜界—牛家梁乡—郭家伙场—马家

圪堵

（全长２５公里）

广济发班　
　　　　早班　６∶２０（第一班）

晚班　２０∶００（末班）
马家圪堵发班　
　　　　早班　６∶００（第一班）

晚班　１９∶００（末班）

四路　无量殿—无量殿
无量殿—五金厂—望湖东路—惠丰小区—民生建司

—区党校—东岳路—公交公司—古城中路—鸳鸯湖

公园—公交公司—工商银行—财政局—水利商场—

军分区—世纪广场—钟楼巷—新楼巷—保险公司—

长途汽车站—凌霄广场—四小操场—市运管处—东

沙医院—兴中路—无量殿

（全长７６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０２
晚班　２０∶５２（末班）

冬　季　早班　６∶２０
晚班　１９∶３０（末班）

五路　麻地湾—西部三辰建材市场
麻地湾—王家楼村—麻地湾驾校—长途汽车北站—

国税局—第二幼儿园—广榆巷—广济大厦—电力工

委—阳光汽贸—钟楼下巷—凯信大厦—区运管所—

凌霄广场—医科所—校场路—市委家属院—市公安

局—区法院—永济桥—荟景家园—邮电大楼—长庆

采气二厂—科技示范园—农场—环保局—开发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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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区检察院—新榆林中学—明珠大道—西部三

辰建材市场

（全长１６５公里）

夏　季　早班　５∶５６
晚班　２０∶２４（末班）

冬　季　早班　６∶１２
晚班　１９∶３０（末班）

六路　火车站—福利院
火车站—建榆路—榆林七中—文化路—长乐路—市

人大—保宁路—好日子购物广场—建安路—芹涧路

—中行—广济大厦—广榆巷—第二幼儿园—国税局

—东岳路—榆阳区党校—福利院

（全长７２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０８
晚班　２０∶３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６∶２４
晚班　１８∶３０（末班）

七路　火车站—羊毛衫厂
火车站—建榆路—榆林七中—文化路—柳营路—长

乐路—康复医院—榆兴桥—交警二大队—区运管所

—凌霄广场—医科所—校场路—市委家属院—市公

安局—电管局—榆林六小—榆林二中—榆佳路—开

光路—中医院—羊毛衫厂

（全长７９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２０
晚班　１９∶４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７∶００
晚班　１８∶２０（末班）

八路　芹涧路口—马家峁
芹涧路口—幸福家园—麻地湾驾校—王家楼村—

２１０国道—榆靖高速收费站—谷地峁村—榆阳区电
视台—贾家河村—张家湾村—水掌村—芹河乡政府

—马家峁乡

（全长１８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２０

晚班　２０∶１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７∶００

晚班　１９∶００（末班）

九路　凌霄广场—宣沟
凌霄广场—市发改委—榆阳区委—电管局—榆林六

小—榆林二中—榆佳路—加气站—跳沟村—青云乡

政府—郑家川—宣沟

（全长１２公里）

夏　季　早班　７∶２０
晚班　１８∶４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７∶２０
晚班　１８∶４０（末班）

十路　王家楼—草海则新区
王家楼—幸福家园—芹建路—中行—电力工委—阳

光汽贸—钟楼下巷—新楼下巷—凯信大厦—交警二

大队—榆兴桥—康复医院—长乐路—市人大—保宁

路—文化路小学—建榆路—保宁西路—青山西路—

火车站—沙河路口—沙河加气站—市财政局—榆林

林校—苏庄则路口—苏庄则新区—友谊北路—圣邦

工贸—友谊南路—开发区电厂—草海则新区

（全长１４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１５
晚班　２０∶２０（末班）

冬　季　早班　７∶００
晚班　１９∶２０（末班）

十一路　镇北台—西部三辰建材市场
镇北台—北岳庙村—食品公司家属院—榆林小吃街

—加汽站—国税局—第二幼儿园—广榆巷—广济大

厦—电力工委—阳光汽贸—钟楼巷下巷—新楼巷下

巷—凯信大厦—交警二大队—榆兴桥—二毛纺厂—

二毛纺厂西门—幸福路—榆林建设局—榆林六中—

市交通局—邮电大楼—长庆采气二厂—华栋中学—

榆神煤炭公司—明珠大道—阳光广场—西部三辰建

材市场 （全长１８公里）

夏　季　早班　６∶１２
晚班　１９∶５６（末班）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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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早班　６∶４４
晚班　１９∶０８（末班）

十二路　榆林中学—天然气化工厂
榆林中学西—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市委—榆神煤

炭公司—联通公司—采气二厂—邮政大楼—友谊路

—荟景家园—永济桥西—永济桥东—榆林六小—榆

林二中—榆佳路—开光路—正大技术学院—羊毛衫

厂—农科所—杏
$

村—交通工程公司—天然气化工

厂

（全长１１８公里）

十三路　麻地湾—榆林一院
麻地湾—榆靖路口 （兴榆路）—聚财西路 （清苑

路）—崇文路—榆林学院南门—榆林学院 （文化北

路）—人民路—保宁路—青山路—柳营路—艺术团

—航宇路—出入境检疫局—移动小区—幸福路口—

国家储备库—市建设局—榆林六中—市交通局—邮

电大楼—长庆采气厂—联通公司—市委—区公安局

—区检察院—榆林一院

（全长１１４公里）

航班动态

航班信息

航　线 航班号 班　期 起飞时间 到达时间 起飞时间 到达时间 备　注

榆林—北京 ＨＵ７５４７／７５４８ １２３４５６７
（榆林起飞）

０９∶３０
（北京到达）

１０∶５０
（北京起飞）

１１∶３０
（榆林到达）

１３∶０５
８月５日开始
暂停一周

榆林—北京南苑 ＫＮ２９１５／２９１６ １３５７
（北京起飞）

０７∶４５
（榆林到达）

０８∶４５
９∶４５ １０∶４５

榆林—北京南苑 ＫＮ２９１５／２９１６ １２３４５６７
（北京起飞）

１３∶３０
（榆林到达）

１４∶４０
１５∶２０ １６∶２０

８月５日起
实行

榆林—上海浦东 ＭＵ２２１５／２２１６ ２４６
（上海起飞）

１２∶３０
（榆林到达）

１６∶４５
１７∶３０ ２２∶４０

西安—榆林—西安 ＶＤ８３１９／８３２０ １２３４５６７ ９∶３５ １０∶２５ １０∶５０ １１∶４０

西安—榆林—西安 ＭＵ２２１１／２２１２ １３５７ ９∶３０ １０∶２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５０

西安—榆林—西安 ＨＵ７５１３／７５１４ １３５７ １０∶３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５０ １２∶４０
８月１日起
实行

西安—榆林—西安 ＨＵ７５１１／７５１２ １２３４５６７ ８∶００ ８∶５０ １３∶４５ １４∶３５

西安—榆林—西安 ＨＵ７５１５／７５１６ １２３４５６７ １５∶４０ １６∶３０ １７∶３０ １８∶２０

西安—榆林—西安 ＨＵ７８３３／７８３４ １２３４５６７ １８∶２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５０ ２０∶４０

西安—榆林—西安 ＭＵ２２１５／２２１６ ２４６ １５∶４０ １６∶３０ １７∶３０ １８∶２０

航班时刻表

日　期 航　线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机　型 可乘人数

每天 榆林—北京 ＨＵ７５４７ ０９∶１０ ＥＭＪ ５０人

每周二四六 榆林—上海 ＭＵ２２１５ １７∶３０ ３１９ １２２人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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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航　线 航班号 起飞时间 机　型 可乘人数

每天 榆林—西安

ＺＨ８３２０ １０∶５０ ＣＲＪ ５０人

ＨＵ７５１４ １１∶１０ Ｄ３８ ３２人

ＨＵ７５１２ １３∶５０ ＥＭＪ ５０人

ＨＵ７５１６ １５∶３０ Ｄ３８ ３２人

备注 榆林—上海的ＭＵ２２１５航班在西安经停，此航班有打折机票，数量有限，敬请提前预定。

火车动态

７５５２次 ４７６８次 ４７６２次

到 开 到 开 到 开

神木起

里程
站名

４７６１次 ４７６７次 ７５５１次

到 开 到 开 到 开

１２∶４２ － １４∶５９ － ０ 神　木 １５∶５５ １４∶２０

ｔ ３２ ４１ １７ 西　沟 １６∶１５ １６

ｔ １４∶００ ０８ ４１ 锦　界 ４１ ４２

３９ ４１ １３∶４３ ４５ ５４ 大堡当 ５６ ５７ １８ ２０

２１ ２３ ７６ 曹家伙场 １７∶１８ １９

１３∶００ ０２ ９６ 牛家梁 ３８ ３９

２２∶０２ １０∶４５ ４８ １２∶３０ ４２ １１２ 榆　林 ５６ １８∶０４ １６∶１１ ２０ ７∶２５

１２２ 闫庄则

３２ ３４ １４５ 鱼　河

２１∶０３ ０５ ３６ ３８ １７６ 镇　川 ５７ ５９ ８∶２３ ２５

４７ ４９ ４０ ４２ １１∶１６ ２２ １９０ 米　脂 １９∶１２ １４ １７∶２３ ４２ ３８ ４３

２０ ２４ ９∶１５ １７ １０∶５０ ５３ ２１５ 绥　德 ３６ ３８ １８∶０４ ０９ ９∶０５ ２０

４９ ２０∶００ ２３７ 田庄镇 ４１ ４２

２９ ３０ ２５５ 呼家塔 １０∶０３ ０４

５２ １９∶０８ ３０ ３２ ２７４ 清涧县 ２０∶３ ４ ３６ ２４ ２６

２３ ３０ ５８ ８∶００ ９∶０６ ０８ ２９７ 子　长 ５８ ２１∶００ １９∶２４ ２９ ４８ ５０

１８∶１０ １１ ３０９ 瓦窑堡 １１∶０３ ０４

５２ ５３ ３２６ 石家砭 ２１ ２２

３８ ３９ ３３７ 蟠龙镇 ３４ ３５

１７∶０３ １５ ５０ ７∶０２ ５７ ８∶１０ ３６３ 延安北 ５６ ２２∶０８ ２０∶２５ ３９ ５８ １２∶１０

５３ ５４ ３７０ 川　口 １９ ２０

—２７３—

榆阳年鉴



７５５２次 ４７６８次 ４７６２次

到 开 到 开 到 开

神木起

里程
站名

４７６１次 ４７６７次 ７５５１次

到 开 到 开 到 开

３０ ４０ ６∶２６ ３１ ７∶２９ ３８ ３８２ 延　安 ２７ ３５ ５８ ２１∶０３ ３３ ４３

１６∶０５ １７ ３９３ 延安南 ５６ ５７

４１ ５０ ４０３ 九燕山 １３∶１１ ２４

１７ １９ ４０ ４２ ４３ ４５ ４２２ 甘　泉 ２３∶１６ １８ ４４ ４６ ４４ ５３

５９ １５∶００ ４３７ 道　镇 １４∶００ １２

４１ ４３ ５∶０８ １０ ６∶０９ １３ ４５２ 富　县 ４７ ４９ ２２∶１５ ３６ ２７ ４６

２５ ２６ ４７１ 督河村 １５∶０１ ０２

１４∶０４ １０ ４８０ 洛　川 １６ ２３

５１ ５２ ４９３ 弥家河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９ ４∶１７ ２３ ４∶５２ ５∶１２ ５００ 黄　陵 ０∶４６ ５０ ２３∶３３ ３７ ４８ ５０

２４ ２５ ５０９ 刘家沟 １６∶０２ ０３

１３∶０８ １１ ５２０ 生芝渠 １６ １７

４７ ５４ ５３２ 贺家河 ３１ ３２

３５ ３６ ５４３ 蔡　河 ４３ ４９

２０ ２１ ５５３ 张家船 １７∶０３ ０４

１２∶０７ ０８ ５６３ 狄家河 １６ １７

５５ ５６ ５７３ 洞子崖 ２８ ２９

４３ ４４ ５８２ 韩家河 ４０ ４１

３０ ３２ ２∶０２ ０５ ２∶３１ ５９ ５９１ 坡底村 ２∶４８ ５４ １∶３３ ３８ ５２ ５６

２０ ２１ ５９８ 苏家坡 １８∶０５ １１

１１∶０６ ０８ ４２ ４４ ６０８ 孙　镇 ２∶１０ １７ ２４ ２６

５２ ５３ ６１９ 杜　赵 ３８ ４５

３９ ４１ １∶１５ ２１ ４７ ５５ ６２８ 蒲　城 ３∶３０ ３５ ２∶３７ ４２ ５６ １９∶０６

２８ ２９ ６３６ 集　北 １６ ２３

１５ １６ ６４７ 钟家村 ３５ ５９

１０∶０２ ０４ ０∶３１ １∶００ ６５８ 张　桥 ４∶１３ ２８ ３∶１８ ５７ ２０∶１０ １２

６６６ 关　山 ２３ ２５

６７４ 相　桥

１９ ３７ ６８２ 昌　寨

６９１ 何　寨 ４９ ５４

５８ ９∶００ ４６ ５３ ６９９ 新丰镇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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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５２次 ４７６８次 ４７６２次

到 开 到 开 到 开

神木起

里程
站名

４７６１次 ４７６７次 ７５５１次

到 开 到 开 到 开

４６ ４８ ３４ ３６ ７０７ 临　潼 ５∶２６ ５５ ２１∶１４ １６

８∶２２ ２２∶１０ ７３４ 西　安 ６∶２３ ２１∶４４

０∶１９ ２１ ６７８ 阎　良 ４∶１５ ４４

７０４ 三原 ５∶０９ １１

２３∶０１ １３ ７５０ 咸　阳 ５２ ６∶１６

２２∶２８ ４０ ７７３ 西　安 ３８ ４８

２１∶３０ ３８ ８１６ 长　安 ７∶５２ ５４

３１ ３３ ８６７ 营　镇

２０∶０３ １１ ８８８ 柞　水 ９∶０１ ０３

１９∶３７ ４０ ９１４ 镇　安 ２５ ２８

３３ ３５ ９７５ 大岭铺

１８∶１７ ２０ ９８６ 旬阳北 １０∶３６ ４４

１７∶３９ １０３２ 安　康 １１∶２４

售票处电话：（０９１２）２３３６２０２

汽车动态

榆林发往周边省、市、县、乡车辆明细表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９９９ １３∶００ 榆　林 北　京

１ １１∶００ 榆　林 北　京

１２９７ １５∶００ 榆　林 临　河

１１５７ １０∶０５ 榆　林 呼和浩特

１１５９ １３∶２５ 榆　林 呼和浩特

１２５３ ０８∶１５ 榆　林 鄂　旗

１２５１ ０６∶３０ 榆　林 鄂　旗

１２５５ １３∶５０ 榆　林 鄂　旗

１２０１ ７∶２０ 榆　林 乌　海

１２０３ １０∶００ 榆　林 乌　海

１２０５ １２∶００ 榆　林 乌　海

１２０７ １２∶４０ 榆　林 乌　海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８４３ １３∶２０ 榆　林 二　化

１２９９ ７∶４０ 榆　林 大武口

１８１５ ７∶１５ 榆　林 嘎鲁图

１８４９ １１∶４０ 榆　林 嘎鲁图

１２２１ ８∶５０ 榆　林 棋盘井

６３９ ９∶３０ 榆　林 棋盘井

１２２３ １０∶００ 榆　林 棋盘井

１２２５ １０∶４０ 榆　林 棋盘井

１２２７ １１∶２５ 榆　林 棋盘井

１１６１ ０７∶０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６５ ８∶２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６７ ９∶０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６９ ９∶２５ 榆　林 包　头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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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６６９ １０∶４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７１ １１∶１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７３ １２∶２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７５ １２∶５５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７７ １４∶４０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７９ １５∶３５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８１ １６∶１５ 榆　林 包　头

１１０１ ６∶３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０５ ７∶２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０７ ８∶０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０９ ８∶４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１１ ９∶１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１３ ９∶５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２１ １０∶２５ 榆　林 东　胜

６７７ １０∶４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１５ １０∶５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１７ １１∶０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１９ １１∶２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２３ １１∶４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２５ １２∶１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２７ １２∶５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２９ １３∶１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３１ １４∶０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３３ １４∶２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３５ １５∶１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３７ １５∶２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３９ １６∶１０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４１ １６∶４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４３ １６∶５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４５ １７∶１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１０３ ６∶４５ 榆　林 东　胜

１７９７ １５∶００ 榆　林 永　忠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８２７ １１∶００ 榆　林 伊　旗

６９５ １１∶００ 榆　林 伊　旗

１８５３ １２∶００ 榆　林 伊　旗

１２５９ ０６∶４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２６７ １２∶２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２６３ ９∶５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２６５ １０∶４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２６９ １３∶０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２７１ １４∶４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２７３ １６∶５０ 榆　林 乌审旗

１０∶２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８８１ ９∶３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８８３ １２∶３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８８５ １６∶０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８８７ １８∶０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１∶０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２∶００ 榆　林 西　安

９∶４０ 榆　林 西　安

９∶００ 榆　林 西　安

８∶２０ 榆　林 西　安

７∶４０ 榆　林 西　安

７∶０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６ １３∶３０ 榆　林 西　安

１８ １５∶３０ 榆　林 西　安

２０ １７∶３０ 榆　林 西　安

７ １４∶００ 榆　林 石家庄

１２∶０５ 榆　林 石家庄

１２∶００ 榆　林 石家庄

１０７ １１∶４０ 榆　林 银　川

８５ ８∶２０ 榆　林 银　川

９３ １０∶００ 榆　林 银　川

１０１ １１∶１５ 榆　林 银　川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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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８１ ７∶３０ 榆　林 银　川

１１３ １３∶２０ 榆　林 银　川

８９ ９∶１０ 榆　林 石嘴山

１４３ ０６∶２０ 榆　林 介　修

１３ ０８∶２０ 榆　林 太　原

１５ ０９∶２０ 榆　林 太　原

１７ １０∶２０ 榆　林 太　原

１９ １２∶００ 榆　林 太　原

１１ ０７∶２０ 榆　林 太　原

９ ０６∶２０ 榆　林 太　原

５７ １４∶５０ 榆　林 延　安

４９ １２∶１０ 榆　林 延　安

３３ １３∶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３１ １４∶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２９ １３∶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１４１ １０∶４０ 榆　林 延　安

２７ １０∶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２５ ９∶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２３ ８∶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４１ ０８∶４０ 榆　林 延　安

７７ １１∶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６３ １１∶３０ 榆　林 延　安

４７ １０∶５０ 榆　林 延　安

４５ １０∶００ 榆　林 延　安

４３ ０９∶２０ 榆　林 延　安

１２１ １６∶３０ 榆　林 银　川

７９ １１∶３０ 榆　林 兰　洲

３ １２∶００ 榆　林 济　南

５ １３∶００ 榆　林 郑　洲

４６ １０∶００ 榆　林 铜　川

２４１ ０７∶００ 榆　林 鄂前旗

２５１ １０∶００ 榆　林 横　山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３５ ０６∶４０ 榆　林 甘　泉

３９ ０８∶００ 榆　林 志　丹

５５ １４∶１０ 榆　林 子　长

５１ １２∶４０ 榆　林 子　长

３７ ０７∶２０ 榆　林 子　长

榆林发往周边县、乡、镇车辆明细表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４０１ ０６∶２５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０３ ０６∶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０５ ０６∶５５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０７ ０７∶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５０９ ０７∶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０９ ０７∶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１１ ０７∶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１３ ０７∶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１５ ０８∶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１７ ０８∶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１９ ０８∶３５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２１ ０８∶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２３ ０８∶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２５ ０９∶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２７ ０９∶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２９ ０９∶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３１ ０９∶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３３ ０９∶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３５ １０∶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３７ １０∶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３９ １０∶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４１ １０∶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４３ １０∶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４５ １０∶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４９ １１∶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６７３—

榆阳年鉴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４５１ １１∶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５３ １１∶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５５ １１∶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５７ １２∶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５９ １２∶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６１ １２∶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６３ １２∶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９９ １２∶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６５ １２∶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９７ １２∶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８５ １２∶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７１ １３∶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７３ １３∶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７５ １３∶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６９ １３∶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７７ １４∶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４７ １４∶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７９ １４∶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５０７ １４∶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８１ １４∶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６７ １４∶４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８７ １５∶０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８９ １５∶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９１ １５∶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９３ １５∶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４９５ １５∶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５０１ １４∶２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５０３ １４∶３５ 榆　林 大柳塔

１５０５ １４∶５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５１１ １５∶１０ 榆　林 大柳塔

７０９ ９∶３０ 榆　林 杭锦旗

１３０３ ６∶４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０５ ７∶００ 榆　林 神　木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３０７ ７∶１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０１ ７∶３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１１ ７∶４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１３ ８∶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１５ ８∶１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１９ ８∶４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２１ ９∶０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２３ ９∶１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７７ ９∶４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２５ １０∶０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０９ １０∶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２７ １０∶１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１７ １０∶３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７１ １０∶３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２９ １０∶４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３１ １１∶０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３３ １１∶２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３７ １１∶３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６３ １１∶４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６７ １２∶０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４３ １２∶０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４５ １２∶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８３ １２∶２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７５ １２∶３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８９ １２∶５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５３ １２∶５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５５ １３∶０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５７ １３∶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５９ １３∶２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３５ １３∶２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６１ １３∶３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４９ １４∶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６９ １４∶２５ 榆　林 神　木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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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３８７ １４∶２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３９ １４∶４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４１ １４∶５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７３ １５∶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８５ １５∶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４７ １４∶４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５１ １５∶５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８１ １５∶５５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６５ １６∶１０ 榆　林 神　木

１３９１ １７∶２０ 榆　林 神　木

５７ １０∶３０ 榆　林 庙沟门

７３９ １２∶１０ 榆　林 庙沟门

１８０５ ８∶００ 榆　林 上　湾

１８０７ １３∶２０ 榆　林 上　湾

１８１１ ９∶１０ 榆　林 石圪台

１８１３ １１∶４０ 榆　林 石圪台

１８５１ １３∶５０ 榆　林 石圪台

１８６３ １６∶１０ 榆　林 石圪台

１８５７ １６∶３５ 榆　林 石圪台

１６０１ ６∶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０３ ６∶３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０５ ６∶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０７ ７∶０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０９ ７∶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１１ ７∶３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１３ ７∶５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１５ ７∶５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１７ ８∶０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１９ ８∶１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２１ ８∶２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２３ ８∶３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２５ ８∶４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２７ ８∶５５ 榆　林 府　谷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６２９ ９∶０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３１ ９∶１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３３ ９∶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３５ ９∶３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３７ ９∶４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３９ ９∶４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４１ ９∶５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４３ １０∶０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４５ １０∶１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４７ １０∶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４９ ０∶３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５１ １０∶４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５３ １０∶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５５ １１∶０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５７ １１∶１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５９ １１∶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６１ １１∶３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６３ １１∶４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６５ １１∶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６７ １２∶０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６９ １２∶１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７１ １２∶２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７５ １２∶３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７３ １２∶４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７７ １２∶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７９ １３∶０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８１ １３∶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８３ １３∶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８５ １３∶４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８７ １３∶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８９ １４∶０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９１ １４∶１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９３ １４∶３０ 榆　林 府　谷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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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６９５ １４∶４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９７ １４∶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６９９ １５∶０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７０１ １５∶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７０３ １５∶３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７０５ １５∶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７０７ １６∶２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７０９ １６∶３５ 榆　林 府　谷

１７１１ １６∶５０ 榆　林 府　谷

１８１７ ９∶００ 榆　林 薛家湾

７３５ １３∶００ 榆　林 中　鸡

１８０１ １３∶４０ 榆　林 古　城

１２９５ １１∶０５ 榆　林 临　河

１１９７ １０∶１５ 榆　林 树林苕

６９７ １３∶２０ 榆　林 树林苕

１１９９ １３∶４５ 榆　林 树林苕

１８２１ ９∶３０ 榆　林 石拉沟

１８２５ １０∶３０ 榆　林 石拉沟

１３７９ １３∶５０ 榆　林 石拉沟

７３７ １２∶１０ 榆　林 老高川

７１５ １３∶３０ 榆　林 三道沟

１８０３ １６∶０５ 榆　林 哈　镇

７１９ １１∶３０ 榆　林 大昌汗

１８０９ ９∶４５ 榆　林 兴　县

１４８３ １４∶３０ 榆　林 大柳塔

１８４７ １４∶４０ 榆　林 锦　界

９３７ １２∶３０ 榆　林 庙沟门电厂

１８３７ １２∶２０ 榆　林 碱　柜

１４３ １３∶３０ 榆　林 摆叶采当

２８１ １４∶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０１ ７∶４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０３ ８∶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０５ ９∶００ 榆　林 横　山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００７ ９∶４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０９ １０∶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１１ １１∶０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１３ １１∶４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１５ １２∶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１７ １３∶０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１９ １３∶４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２１ １４∶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２３ １５∶０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２５ ６∶０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２７ １６∶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０２９ １７∶００ 榆　林 横　山

１７９９ １４∶３０ 榆　林 青水川电厂

１９２５ １３∶００ 榆　林 红石桥

１９２７ １３∶００ 榆　林 红石桥

１９２３ １３∶３０ 榆　林 红石桥

１９２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小纪汗

１９１９ １３∶３０ 榆　林 小纪汗

１９１７ １４∶００ 榆　林 小纪汗

１８５５ ８∶５０ 榆　林 鄂前旗

５９１６ １５∶００ 榆　林 金鸡滩

５９１８ １６∶００ 榆　林 金鸡滩

１９８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大河塔

１９８３ １２∶００ 榆　林 大河塔

１９０１ １１∶３０ 榆　林 补浪河

１８９９ １２∶３０ 榆　林 补浪河

１９０３ １３∶３０ 榆　林 补浪河

１９０７ １４∶３０ 榆　林 补浪河

８１００ １５∶２０ 榆　林 补浪河

１８９７ ７∶１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８５９ １１∶０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９６７ １１∶０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９６５ １１∶３０ 榆　林 安　崖

—９７３—

附　　录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９６９ １２∶０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９６３ １３∶３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８９５ １３∶３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９０９ １５∶３０ 榆　林 安　崖

１８８９ １３∶３０ 榆　林 可可盖

１８９１ １４∶００ 榆　林 可可盖

１８９３ １６∶３０ 榆　林 巴拉素

１９１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岔河则

１９１３ １２∶００ 榆　林 岔河则

１９１５ １２∶３０ 榆　林 岔河则

１４３４ １０∶３０ 榆　林 马　合

１９３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马　合

１９３７ １３∶３０ 榆　林 马　合

１９３５ １５∶００ 榆　林 马　合

１９３９ １６∶００ 榆　林 马　合

１９２９ １８∶００ 榆　林 马　合

１９７５ １３∶００ 榆　林 耳　林

１９７７ １５∶００ 榆　林 耳　林

１９７９ １２∶００ 榆　林 菠　罗

１９４１ １４∶３０ 榆　林 孟家湾

１９４３ １５∶００ 榆　林 孟家湾

１９５１ ８∶３０ 榆　林 麻黄梁

１９５３ ９∶００ 榆　林 麻黄梁

１９５５ ９∶３０ 榆　林 麻黄梁

５８４９ ９∶３０ 榆　林 麻黄梁

１９５９ １０∶３０ 榆　林 麻黄梁

１９６１ １０∶３０ 榆　林 麻黄梁

１９７３ １１∶３０ 榆　林 小壕兔

１９７１ １５∶３０ 榆　林 小壕兔

１８６５ １７∶００ 榆　林 环　县

１９８５ １４∶３０ 榆　林 书坑壕

１１∶４０ 榆　林 木头峪

１０∶５０ 榆　林 吴　忠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７∶００ 榆　林 刘柴沟

１０∶３０ 榆　林 店　镇

１２∶０５ 榆　林 店　镇

１２∶３０ 榆　林 盐　池

１３∶２０ 榆　林 木头峪

１２∶１５ 榆　林 辛家沟

０６∶４０ 榆　林 玉家河

１４∶３０ 榆　林 玉家河

１３∶５０ 榆　林 大佛寺

０８∶３０ 榆　林 定　边

１４∶３０ 榆　林 石窑沟

１２∶２５ 榆　林 沙　店

１１∶５０ 榆　林 姬家寨

１２∶５０ 榆　林 沙　店

１２∶４０ 榆　林 范老庄

９∶３５ 榆　林 杨家沟

９∶５０ 榆　林 杨家沟

１０∶２０ 榆　林 杨家沟

８∶００ 榆　林 雷兴庄

１１∶２０ 榆　林 河　底

１１∶００ 榆　林 河　底

９∶３０ 榆　林 河　岔

８∶２０ 榆　林 圪宗则沟

１４∶４０ 榆　林 杨家沟

１５∶００ 榆　林 靖　边

１６∶３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５∶３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３∶３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３∶５０ 榆　林 靖　边

１３∶０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２∶３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１∶２０ 榆　林 靖　边

９∶００ 榆　林 靖　边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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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９５ ９∶５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５∶３０ 榆　林 靖　边

２１５ １４∶０５ 榆　林 靖　边

１８５５ ０７∶３０ 榆　林 靖　边

１８７ ０８∶００ 榆　林 靖　边

１８９ ０８∶３０ 榆　林 靖　边

１９１ ０９∶００ 榆　林 靖　边

２１３ １３∶４０ 榆　林 靖　边

２１１ １３∶１５ 榆　林 靖　边

２０７ １２∶２５ 榆　林 靖　边

２０３ １１∶３５ 榆　林 靖　边

２０１ １１∶１０ 榆　林 靖　边

１９７ １０∶２０ 榆　林 靖　边

９８３ １３∶５５ 榆　林 石窑沟

９０３ ８∶５０ 榆　林 姬　岔

５５９ １１∶５０ 榆　林 解家沟

５６９ １２∶４０ 榆　林 解家沟

６７７ １３∶５０ 榆　林 石窑沟

６５３ ９∶００ 榆　林 米　脂

９５１ ７∶４０ 榆　林 米　脂

７６３ １２∶２０ 榆　林 上高寨

７３４ １２∶５５ 榆　林 金明寺

９７３ １２∶４０ 榆　林 金明寺

９６９ １２∶１０ 榆　林 金明寺

９４５ ７∶４０ 榆　林 金明寺

８９５ ７∶２０ 榆　林 金明寺

９７５ １２∶５５ 榆　林 海会寺

９８５ １４∶１０ 榆　林 天王塔

９１１ １０∶０５ 榆　林 刘盘沟

９１３ １０∶３５ 榆　林 郭家畔

９６７ １１∶５０ 榆　林 陈家
$

７３２ １１∶３５ 榆　林 黑疙瘩

７２６ １３∶０５ 榆　林 岳家坡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７２２ １０∶５０ 榆　林 小寺则

７３０ １１∶２０ 榆　林 刘栓沟

９５３ ９∶００ 榆　林 山峰则

６５ １３∶４０ 榆　林 延　长

５８９ ０６∶４０ 榆　林 螅　镇

６０７ ０７∶２０ 榆　林 寇家园

９７７ １３∶１０ 榆　林 清　泉

９６５ １１∶３０ 榆　林 清　泉

９５９ １０∶３０ 榆　林 清　泉

９５７ ９∶３０ 榆　林 清　泉

９４９ ０８∶３０ 榆　林 清　泉

９４３ ７∶２０ 榆　林 清　泉

７２６ １５∶００ 榆　林 离　石

７５５ １２∶１０ 榆　林 西　山

７３６ １２∶００ 榆　林 董家湾

７３７ ９∶００ 榆　林 兴隆寺

７４５ １１∶５０ 榆　林 兴隆寺

７９９ １３∶２０ 榆　林 申家沟

７３８ ８∶００ 榆　林 余兴庄

６２３ １１∶５０ 榆　林 赤牛
%

７６１ １２∶２０ 榆　林 张家湾

９８９ １４∶２０ 榆　林 老　庄

７５７ １２∶１０ 榆　林 朱家
%

７６７ １２∶３０ 榆　林 刘国具

７３３ ０７∶３０ 榆　林 柳树圪卷

７４１ １１∶４５ 榆　林 通　镇

７５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朱官寨

７４７ １１∶５５ 榆　林 高起家
%

７６５ １２∶２５ 榆　林 云石峁

７４３ １１∶５０ 榆　林 王宁山

７５９ １２∶１５ 榆　林 张顺家沟

７４９ １２∶００ 榆　林 神泉堡

７２８ １２∶３０ 榆　林 桐条沟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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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７２４ １２∶２０ 榆　林 张庆山

９０１ ０８∶３５ 榆　林 杨　山

１４７ １１∶０５ 榆　林 高西沟

３８７ １１∶００ 榆　林 槐树岔

６３５ １３∶３０ 榆　林 张家沟

４０５ １３∶１５ 榆　林 瓜则湾

６２１ １３∶３０ 榆　林 关　口

５７９ １３∶３０ 榆　林 杜家湾

６６７ １２∶３５ 榆　林 仁　坪

９４１ ０７∶００ 榆　林 官　庄

９６３ １１∶３０ 榆　林 白道卯

９０５ ９∶２０ 榆　林 桃　镇

３９１ １１∶３０ 榆　林 清阳岔

５８１ １３∶４０ 榆　林 郝家鄢

９６１ １０∶５０ 榆　林 李　站

７３１ １６∶０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１１ １０∶３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１５ １１∶３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１７ １２∶０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２１ １３∶０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２５ １４∶０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２９ １３∶２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０７ ０９∶３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０３ ０８∶１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０１ ０７∶３０ 榆　林 定　边

７３５ ０７∶５０ 榆　林 官　庄

４３３ ０９∶４５ 榆　林 王家峁

５７３ １３∶００ 榆　林 李家塔

９８７ １４∶２５ 榆　林 常阳
%

９７９ １３∶２５ 榆　林 张庆沟

１６３ １３∶４０ 榆　林 薛下村

６１９ １１∶００ 榆　林 峁　上

１４５ ０７∶２０ 榆　林 吴　堡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１４９ ０８∶３０ 榆　林 吴　堡

１５１ １０∶００ 榆　林 吴　堡

１５３ １１∶００ 榆　林 吴　堡

１５５ １１∶３０ 榆　林 吴　堡

５４９ １０∶００ 榆　林 马家川

５７５ １３∶１０ 榆　林 马家川

５８５ １４∶００ 榆　林 马家川

１５７ １２∶００ 榆　林 吴　堡

１６５ １４∶３０ 榆　林 吴　堡

１５９ １２∶３０ 榆　林 吴　堡

３８１ １０∶１５ 榆　林 子　洲

４２３ １６∶０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１５ １４∶４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１７ １３∶１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１９ １３∶２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２１ １３∶４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２７ １４∶２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２５ １６∶３０ 榆　林 子　洲

４２９ １７∶００ 榆　林 子　洲

３７９ １０∶００ 榆　林 子　洲

３７７ ０９∶３０ 榆　林 子　洲

３７５ ０９∶１０ 榆　林 子　洲

３６９ ０８∶１０ 榆　林 子　洲

３６３ ０７∶１０ 榆　林 子　洲

５７７ １３∶２０ 榆　林 崔家湾

５６３ １２∶１０ 榆　林 崔家湾

５５１ ０８∶３０ 榆　林 崔家湾

３１７ ０７∶１５ 榆　林 清　涧

３６５ ０７∶３０ 榆　林 高　镇

３８９ １１∶１５ 榆　林 高　镇

４３７ ０７∶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５０３ １３∶４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９９ １５∶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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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４９５ １４∶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９３ １４∶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３９ ０７∶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４１ ０７∶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４３ ０８∶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８９ １３∶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７７ １２∶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６９ １１∶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７１ １１∶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７３ １１∶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７５ １２∶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６７ １１∶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７９ １２∶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８１ １２∶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８３ １３∶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８５ １３∶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８７ １３∶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４５ ０８∶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１９８９ １２∶０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６５ １０∶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６３ １０∶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６０ １０∶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５９ １０∶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５７ ０９∶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５５ ０９∶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５３ ０９∶２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５１ ０９∶０５ 榆　林 绥　德

４４９ ０８∶５０ 榆　林 绥　德

４４７ ０８∶３５ 榆　林 绥　德

５５５５ １６∶００ 榆　林 佳　县

５７１ １２∶５０ 榆　林 南沟岔

４０９ １３∶４５ 榆　林 李孝河

９８１ １３∶４０ 榆　林 李孝河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６０１ ０７∶４０ 榆　林 张　山

１６１ １３∶００ 榆　林 郭家沟

２６９ １２∶２０ 榆　林 南　塔

４１３ １４∶２０ 榆　林 马　岔

２８３ １４∶００ 榆　林 韩　岔

２７７ １３∶５０ 榆　林 雷龙湾

２４５ ０８∶００ 榆　林 南　塔

２５７ １６∶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２５５ １１∶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２８７ １５∶２０ 榆　林 横　山

３１９ ０７∶５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４９ １６∶１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３９ １３∶４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４１ １４∶０５ 榆　林 清　涧

３４５ １５∶０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４７ １６∶１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３７ １３∶１５ 榆　林 清　涧

３５３ １６∶４５ 榆　林 清　涧

３６７ ０７∶５０ 榆　林 西　庄

４０１ １２∶４５ 榆　林 西　庄

６０５ ０８∶１５ 榆　林 通　镇

５６５ １２∶２０ 榆　林 土地岔

５６７ １２∶３０ 榆　林 薛家河

３３５ １２∶５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３３ １２∶２５ 榆　林 清　涧

３３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５５ １１∶３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５１ １１∶０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２９ １０∶２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２７ ０９∶５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２５ ０９∶２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２３ ０８∶５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２１ ０８∶２０ 榆　林 清　涧

—３８３—

附　　录



车　次 发车时间 起点站 终点站 备　注

３９７ １２∶１５ 榆　林 高　坪

５４７ １４∶４０ 榆　林 何家集

３８５ １０∶４５ 榆　林 水地湾

３７３ ０８∶５０ 榆　林 驼　巷

４０３ １３∶００ 榆　林 驼　巷

３９５ １２∶００ 榆　林 驼　巷

６２７ １２∶４０ 榆　林 康家巷

３６１ ０６∶３０ 榆　林 砖　庙

３９３ １１∶４５ 榆　林 砖　庙

９９１ １５∶００ 榆　林 武　镇

３９９ １２∶３０ 榆　林 阳　岔

４３１ ０６∶５０ 榆　林 高　坪

６２９ １３∶０５ 榆　林 螅　镇

４０７ １３∶３０ 榆　林 石　湾

３８３ １０∶３０ 榆　林 石　湾

３７１ ０８∶３０ 榆　林 石　湾

５５５ １５∶３０ 榆　林 定仙
$

５６１ １２∶００ 榆　林 定仙
$

５８７ １６∶３０ 榆　林 吉　镇

５９３ １１∶３０ 榆　林 吉　镇

４１１ １４∶００ 榆　林 山川口

５５７ １１∶４０ 榆　林 老君殿

５４５ ０７∶００ 榆　林 老君殿

全国统一特种服务电话号码

全国统一特种服务电话号码

国际半自动挂号台及话务员互拨号 １０３

无线自动寻呼台 １２７

国际直拨国外话务员受付业务台 １０８

人工信息服务台 １６０

匪警电话 １１０

国际半自动挂号台及话务员互拨号 １０３

电话网与分组网网间互拨台 １６１

市话障碍申告台 １１２

可视图文 １６５

国内长途人工挂号台 １１３

语言信箱 １６６

市内电话查号台 １１４

自动信息服务台 １６８

国际长途人工挂号台 １１５

国内长途全自动话费查询台 １７０

国内长途人工查询台 １１６

国内长途全自动障碍申告台 １７２

报时台 １１７

国内长途半自动挂号台 １７３

火警报警 １１９

国内长途查询台 １７４

急救电话 １２０

国内长途半自动查询台 １７６

天气预报 １２１

国内长途半自动班长台 １７７

交通事故告警台 １２２

邮政编码查询台 １８４

无线人工寻呼台 １２６

询问本机电话号码台 １９２

—４８３—

榆阳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