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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一方一域历史沿革、山川地理、行政经济、

文化生态，常以志记之，以求观古知今，启迪后世。值此新编 《富县志》付梓

问世，堪谓一大盛事！

“逢盛世，速修志”。编修地方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首部

《州志》成书于明代万历十二年 （１５８４），距今已有４００余年的历史。此后，

清代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和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都先后编

修过 《州志》和 《县志》。上世纪９０年代，以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新方

法，编纂了新中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并付印成册，流传至今，是富县

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这些志书，既为昔日创业者树立丰碑，又为

当今建设者提供借鉴，也为后来者留下珍藏。

自上届修志至今，时越三十年。三十年间，历届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人

民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创造了一个个辉煌的成就，特色农业快速发展，高端能化工业加速崛起，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人民群众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往日小城旧貌换新颜，成为镶嵌在黄土沟壑地带上的一颗璀璨

明珠。

续修 《富县志》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集各方之力，历十载寒

暑，数易其稿，终于出书。其工程之浩繁，工作之艰辛，诚非常人所力及。新

编 《富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运用辨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取精用宏，广征博采，既有宏观鸟瞰，又有微

观透视，凸显地方特色，彰显时代新风，是一部新时代富县发展的百科全书。

在此，谨向关心、支持、从事县志编修的各位同志，谨表敬意与感谢！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站在 “十四五”发展新的起点上，富县县委、县政

府将举全县之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农业提质增效，努力将富县打造成延安

南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基地。诚望富县十五万群众承先辈壮志，凝

各方心力，续写追赶超越发展新篇章，共创美好幸福新富县。

是为序！

中共富县县委书记　

富县人民政府县长　

２０２０年８月

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系统、翔实记述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及资料性的和谐统一。

二、本志为１９９４年６月出版的 《富县志》续志，上限始于１９９０年，下限止于２０１０
年。为体现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相互联系，更为了突出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部分章节记

述内容做了适当上溯和下延。

三、本志体例为章节体，遵循事以类编、横排竖写原则，以概述、大事记、专业编

及附录组成主要内容；分志篇目以先自然后经济、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的次序平列专

业编，下设章节目记述。除概述、编下序外，部分节下置以必要性说明，其余均述而不

论，据事直书。

四、本志体裁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并用模式，志为主体，表录为辅，

图照补充。

五、本志文体为规范语体文、记述体。以记事为主，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洁、

流畅，寓观点于记述之中。入志表格中 “—”表示无数据或内容不详。

六、本志纪年、记数、标点符号使用等，均以 《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行文规范》

为准，地域面积一般采用平方千米表述，土地面积、林地面积采用公顷表述。为便于对

比，个别地方采用 “亩” “斤”等市制单位。清代以前及民国时期纪年采用汉字书写，

括注公元纪年，以公历纪月日。自属陕甘宁边区政府始，时间表述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七、本志设人物编，记述传略、简介、表录人物。记述人物以时限内本籍人物和长

期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客籍人物为主，补记若干非时限内人物。表录人物，以其所取得

成果、荣誉等级为划分标准，按取得时间先后依次录入。

八、本志数据一般采用法定数据，以县统计年报公布为准；未进入统计序列的数

据，采自相关部门的统计资料；用以记述产业产值增长速度的数据按统计资料现价

核算。

九、各类地图、地理信息数据以国家测绘部门的法定数据为准。本志涉密内容均按

１９９２年发布的 《新闻出版保密规定》履行审查程序。

十、本志资料来源，主要由各承编单位提供，缺失部分由县志办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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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富县地处黄河中游陕西省延安市南部，渭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东倚黄龙山系

与宜川、洛川县接壤，南毗黄陵县，西隔子午岭与甘肃省合水、宁县相望，北与志丹、

甘泉县、宝塔区相连，总面积４１８０平方千米。截至２０１０年，辖９镇４乡１个街道办事
处，共２４０个行政村４９８个自然村，５０７０户１５２１９４人。

富县有八合梁仰韶文化遗址、吉子现西屯么新石器文化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魏国

大将龙贾奉命抵御秦军东扩，于魏惠王十二年 （前３５８）在今茶坊镇黄甫店附近的洛河
右岸修筑雕阴城池，驻军１０万。秦惠文王八年 （前３３０），秦将公孙衍率兵北上，与魏
兵大战于雕阴城下，斩魏兵 ８万，俘魏将龙贾，打开东扩之门，为秦一统六国奠定
基础。

秦始皇三十五年 （前２１２），为拒北鄙匈奴，命大将蒙恬修筑南起咸阳北抵包头的秦
直道，总长７００余千米，经富县 １２５千米。汉高祖元年 （前 ２０６），在今直罗镇设直
路县。

东晋前秦 （３５１—３９４）苻坚在今富县县城始修五交城。东晋大夏凤翔五年 （４１７），
赫连勃勃为攻打后秦，修筑运粮专道，北起大夏国都统万城，经富县６０余千米，从南
道德出境入黄陵。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在葫芦河下游三川交会处设三川县，历经隋唐
五代。隋开皇三年 （５８３），于五交城设洛交县。

隋大业三年 （６０７），城郡自杏城 （黄陵）迁至洛交县治五交城，属上郡辖地，而

非郡治所在。太守崔仲方奉旨修筑直罗城，修渠引水，教民秧禾，五交城始得 “塞上江

南”之誉。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上郡改为州。
唐武德二年 （６１９），秦王李世民为北征突厥，修筑了东起三川 （唐县治）西出兴隆

关直通甘肃陇东的行军大道，经富县９０余千米。唐贞观年间 （６２７—６４９），尉迟敬德任
州大都督，州一度为繁华重镇，是陕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间，宝室寺铸

有 “天下第一铜钟”，筑成开元寺塔，佛教文化始兴。诗人韦庄曾游历州，留下 “满

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的佳句，描绘出

唐代州城明丽安堵的场景。清朝保持直隶州建制，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废州设县。
１９６４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富县。

富县海拔在８４６～１６８７米之间，属中纬度半干旱地区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川塬
日照和气温有明显差异。土地利用面积４１８万公顷，林地占土地利用面积的８８９２％，
森林主要分布在西部桥山山系葫芦河流域和东北部黄龙山山系洛河流域，２０１０年森林覆



盖率６８８６％，活立木总蓄积１２０７２２万立方米。地下水总储量约３９６１８５万立方米，年
均总降水约２３９０６０万立方米，地表水总径流约４７５６８立方米。境内有洛河、葫芦河、
牛武川水、大申号水、直罗南川小河子水以及数百条支流小溪，形成树枝状地面流水。

已圈定含石油面积２７００平方千米，探明含石油面积１２４平方千米，控制地质储量１２０２５
万吨；探明天然气储藏面积２０４平方千米，储量１４８亿立方米；圈定含煤面积７００余
平方千米，探明含煤面积３６６８平方千米，储藏约４４７亿吨。

二

富县北枕延榆，南连关中，东接三晋，西毗陇东。历史悠久，地域广袤。坐拥两

河，层峦深谷，自古有 “五路咽喉”之称。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１５万富县人民在中共富县
县委、富县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发展机

遇，全面落实党的惠民政策，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幅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彻底改革国有企业体制，大量吸引外商经营投资，扎实推进国家建设项目，努力改

变贫困县面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进步丰硕成果。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富县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年均递增４３％，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民生产
总值２２４亿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全县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年均递增６９％，２０００年全
县国民生产总值３６５亿元。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富县经济结构调整一新，工业快速发展，２００５
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７８８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１３２倍。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富县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年均增长２０％，２０１０年县区生产总值１９４亿元，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６倍。

三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压缩小麦、玉米、豆类面积，扩大苹果、蔬菜、烟草种

植，２０１０年苹果２４１３３３公顷、蔬菜２１００公顷、烤烟１０４６６７公顷。为全国苹果２０强
县，陕西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县，全国烟叶生产先进县，陕西省烟叶生产基地一级达

标县。坚持农业综合开发、能源开发、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和粮食自给工程；引进繁育良

种，加强种子管理，推进栽培技术和土壤改良，实施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建设蓄水

工程、引灌工程、提灌工程、农村供水工程和治沟淤地坝工程；开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和防汛抗旱，推广应用现代农业机械；利用山区草料资源发展畜牧产业，肉蛋奶禽收益

占农业产值比重增大。农业综合能力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２０１０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５４９７元。

工业经济呈现崭新局面。引进５００万元以上招商项目５０余个，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双翼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中国华能国际电力

开发公司、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等一批企业落户富县。对原有县办工业全部进行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改制，非公有制工业快速发展，形成石油、煤炭、天然

气、紫砂陶土采掘业，石油化工、农副产品、建材、果汁、纸箱加工业，白酒酿造业的

工业门类和结构格局。２０１０年，工业总产值６６８亿元，占县区生产总产值的３４４％。

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商业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全面改革商业系统下属公司、供销联社下属企业和基层合

作社、粮食企业，盘活国有资产，建立现代企业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发挥在物资

流通、粮食经营中的主渠道作用。建设县城乡镇商品流通专业市场，形成多处大型超市

和经营批发商铺，规范商品零售区和饮食服务区，实行盐业和烟草专营，民营商业迅速

发展。２０１０年，富县个体工商业２８６８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９９亿元，非公有制经
济总产值１０８５亿元，实现增加值４８７亿元。

四

交通道路发生巨大变化。富县人民克服沟壑纵横、川塬交错、山水阻隔等自然因

素，建设县乡公路，提升道路等级，１３个乡镇全部铺通柏油路，２４０个行政村中２１４个
通柏油路，柏油路通村率８９％。已形成以２１０、３０９国道，包茂高速、青兰高速公路为
主线，县乡道路为基础的公路网络。全县公路总里程１３３２千米，晴雨道路通畅率７３％。

全新供电设施覆盖县境。彻底改造全县输电线路、乡镇变电站、供电设备，全面更

新城区配网、乡镇配网、旅游景点沿线电网。居民用户端电压合格率９０％以上，８０％以
上行政村和７０％以上农村居民用上安全稳定的电源，电表全部入户。邮政通信和数字网
络飞速发展，通信基站建设、通信光缆布设基本实现全境覆盖，宽带网络延伸至８０％行
政村。

建成城乡供水网络体系。城区供水经多次增容扩网改造，彻底解决水源和基础设施

问题，形成覆盖城区１４６平方千米供水体系，总装机容量３４３千瓦，年供水１７３万立方
米，可保证县城４４万人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持续实施农村供水项目，共建成机井、
小高抽、管道自流等供水设施３６４处，为全县２４０个行政村４９８个自然村２８７万户１１４
万人提供安全饮水，绝大部分乡镇引水入户率１００％。

城镇乡村建设面貌焕然一新。编修县城建设规划，维护古城历史风貌和山川自然风

景。以园林县城为目标，拓宽老城街道，建设８项城区道路工程和４大广场工程，改造
３８条街巷；建成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６次修筑、加固县城防洪堤，修筑排水主渠
１３７千米，排水支渠遍布城区街巷；配置安装照明设施，绿化美化亮化市容。建设农贸
市场、购物超市，规范城区交通和城市管理，提升县城服务和辐射带动功能。县城由

１９９０年的８３平方千米扩大到１４６平方千米，人口由１８万人增加到５１万人。编制乡
镇规划，分步实施小城镇建设工程，提升乡镇政府办公场所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拓展改

造街道，城镇功能显著提高。积极实施新农村建设，编制４３个行政村建设规划，搬迁
偏远山区居民，统一规划新建民房及村民自治组织办公场所、卫生室，绿化美化居住环

境，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五

教育事业显著进步。富县县委、县政府立足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加大教育投

资，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教育。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共建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

３概　述　



５８幢，新建学校２４５所，实现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楼房化。配置现代化教学装备，５所
学校达到国家Ｉ类标准，１２所达到Ⅱ类标准，其余学校均达到Ⅲ类标准。调整教育布局
结构，撤并部分乡镇初中，撤销农村初级小学。２０１０年，全县各级各类学校８４所，其
中高级中学、完全中学、职业培训中心各１所，初级中学７所，完全初中１３所，完全小
学９所，教学点２４个，幼儿园２８所。普及远程教育和实验教学，推行教育均衡发展，
实现国家教育资源共享；通过层层聘任制，坚持学校素质教育，树立师德模范，评选教

学能手，广泛开展教科研，教学手段、教育质量普遍提高。２０１０年，高中毕业升学考试
１６０５人，大学本科录取７９９人，中等职业学校录取３９９人。乡村农民技术学校从１９９０
年的１６４所发展到２５１所，为服务农业及农村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及劳务输出发挥重要
作用。

卫生事业长足发展。形成县级公立医院、乡镇中心卫生院或卫生院、乡村卫生所、

个体诊所多元医疗卫生服务格局，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不断进步。发挥公立医院医疗救

治主渠道作用，规范个体医生执业行为，依法维护医疗卫生秩序，保障就医质量安全。

坚持开展社会公共卫生综合治理，食品卫生监督检查，饮用水质量检测，地甲病、大骨

节病、克山病防治。卫生保健工作以妇女儿童为中心，坚持系统管理，开展国家规定的

各类检查筛查项目，实行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坚持儿童预防接种，对中小学生定期检

查身体。落实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９８５％的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保险。

六

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原始生态、淳朴民风及其民俗礼仪、游艺习俗、民间艺

术，深厚的文化渊源赋予富县丰富的人文内涵和地域特色。秧歌、飞锣、社火等民间游

艺活动长盛不衰；剪纸、熏画、刺绣、面塑、陶艺、雕刻等传统艺术推陈出新；口头文

学、书法摄影、美术工艺、戏剧曲艺、图书阅览等群众性艺术创作和文化活动异常活

跃；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精彩纷呈，百花齐放，反映富县人文历史，展示地域发展变

化，表达群众美好向往。广播影视普及城乡农村，半数以上的行政村有图书室，建成部

分文化广场、篮球场等休闲、娱乐、运动场所。

特色旅游初见规模。富县被誉为镶嵌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众多历史文化

遗迹和著名战役旧址就处在青山绿水之中，与自然、历史、人文完美结合。县委、县政

府推动旅游开发，做出景区建设规划，重点建设直罗镇战役纪念馆、州博物馆和旅游

服务配套设施。形成柳稍湾度假村、桥北森林公园、柴松林景观林区、羌村杜甫故居、

龟山唐文化景区、太和山道教文化景区、石泓寺佛教文化景区、秦直道遗址等旅游景

区，２０１０年接待游客２３万余人次。
体育运动名列全国先进县。建设县体育场、塑胶田径场、镇村篮球场，配置体育运

动设施和健身器材；有计划地培训运动项目和体育人才，坚持组织群众性体育运动比

赛；广泛开展中小学传统体育训练项目，设立县青少年运动学校，积极参加省市竞技体

育比赛，为国家和上级单位输送体育专业人才百余名，其中吉珍参加第十六届亚洲运动

会赛艇比赛，荣获金牌。登山、健步、骑行、太极拳、健身操、广场舞、柔力球等群众

４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性体育活动蔚然成风。

高山孕育气概，河流滋养魂魄，山水赋予富县人民坚韧不拔、自强不息、奋行不止

的精神内涵。涌现出许多艰苦创业、乐于奉献、富有成果、惠及百姓的先进模范人物，

并获得国家或省部荣誉，他们所做出的光辉业绩和特殊贡献必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纵观２１年发展历程，富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真真
切切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毋庸讳言在前进道路上还存在诸多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

要是全县经济总量偏小，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结构单一，服务业增长缓慢；非公经济质

量不高，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财源建设、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及农民持续增收等

民生领域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与发达地区存在的差距不啻跬步，只有不遗余力扩大改革

开放，不断增强干部队伍进取思想观念和创新意识，攻坚克难，埋头苦干，未来的富县

才能抢抓新机遇，谋求新发展，开启新征程，创造新辉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想的征程中，一个绿色、文明、和谐、富裕的新富县必将屹立于神州大地。

剪纸·富县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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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１日，有线广播覆盖全县１５个乡镇，通播率８１％。
２月，大申号水库水源引入县城供水管网，保障城区供水及质量。
３月，陕西电视台播出省文物局根据富县直罗柏山寺宝塔罗汉造像摄制的电视艺术

片 《石雕瑰宝》。

５月３—６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县委员会第三届一次会议在县招待所召开，
５０名委员出席，吴文明当选主席。

５月４—７日，富县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５
人，张志民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雷长生当选县政府县长。

７月１日０时，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富县共有２９８２５户１３３２６３人，其
中女性６３０１６人。
７月１８日，陕西省１９４煤田勘探队发布勘探结果，直罗川天然气储藏量１００万立

方米。

８月９日，富县人民政府公布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２个，包括交道遗址、石泓
寺石窟、阁子头石窟、开元寺塔、柏山寺塔、福严院塔等。

９月９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 “亚运之光”火炬接力途经富县，在县城举行火炬

交接仪式。

１０月６日，富县 “三北防护林”第二期工程经省政府验收合格，共造林１万公顷。
１１月７日，洛阳乡柳湾村村民杨某无照驾驶手扶拖拉机载人行驶，在距该村１０００

米处的富洛路上翻入洛河河谷，造成６人死亡５人重伤的特大恶性交通事故。
１１月１５—１７日，中国共产党富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５１

人，在十一届一次全会上赵郭海当选县委书记。

１９９１年

５月１１日，县委、县政府作出 《向同万明同志学习的决定》。

７月１６日，县政府在沙梁举行城区集贸交易市场建成开业庆典。
１１月６日，富县红富士、乔纳金、小国光苹果被评为 “陕西省优质水果”。

１２月１０日，富县被国家烟草专卖局授予 “全国优质烟叶生产县”称号。

１２月１８日，国家水利部授予富县水利局 “全国人畜饮水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９２年

１月５日，全县装机１０００门程控电话，县邮电局在邮政大楼举行开通仪式。
２月２７—２９日，西北烟草学会、陕西烟叶公司烟草旱作栽培技术研讨会在富县召

开，来自省内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２４位专家参加。
４月２０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富县开元寺塔、柏山寺塔、福严院塔、石泓寺石

窟、阁子头石窟、交道遗址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７月１４日，延安地区工业经济工作会议在富县召开，行署专员贾治邦到会并讲话。
８月１０日，洛河上游突降暴雨，境内洛河流量增至每秒４１００立方米，沿岸３１个村

庄、８个单位遭灾，直接经济损失５８０余万元。
８月１２日，张家湾乡一带突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山体滑坡，公路、通信、供电

中断，５００余人被困，直接经济损失１１９６万元。
１０月１５日，交道、牛武镇集中供水站建成。
１０月２２日，历时三年的富县土地详查工作通过陕西省政府验收，富县版图总面积

４１８１０６６７公顷。
１１月２０日，经三年施工，甘泉县与富县联合建造的甘富渠工程完成，富县境干渠７

千米，可提供灌溉面积３６６６７公顷。
１２月６日，经省苹果达标验收小组验收，富县获 “渭北旱塬优质苹果甲级基地县”

称号。

１９９３年

１月３日，政协富县委员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在县招待所召开，５９名委员出席，吴文
明当选主席。

１月６—９日，富县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６
人，周俊卿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肖中强当选县政府县长。

１月９—１３日，中国共产党富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６
人。在十二届一次全委会上，雷长生当选县委书记。

４月２４日，富县第二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陈红亮奋不顾身勇救落水儿童，被共青团
延安地委命名为 “中国好少年”。

１１月５日，富县净化水厂建成使用，日处理能力２５００吨。

１９９４年

１月１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９秋—１９８７１０）》第一卷出版
发行。

３月１日，县级党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开始实行间周双休制，平均每周工作４４小时。

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５月３０日，富县民间艺术普查结束后召开总结会议，征集民间艺术作品２３０余幅。
６月５日，富城镇莲花池村水源井并入县城供水管网，装机容量１８５千瓦，日出水

８００立方米。
６月１８日，王彰影主编 《富县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发行２７００本。
８月３１日晚９时许，洛河上游志丹、吴旗县一带普降暴雨，洛河出现特大洪水，每

秒流量６１００立方米，富县县城、沙梁、北教场及洛河沿岸村庄遭受百年不遇洪水袭击，
直接经济损失５２００万元。
１２月３０日，直罗钻采公司举行原油产量突破万吨大关庆祝会。

１９９５年

６月７日，羊泉、钳二、吉子现、北道德、富城镇５乡镇６２个行政村遭受冰雹袭
击，４８００公顷农作物受灾，２２４６８公顷绝收，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８７万元。
８月５日，陕西省教育委员会确定沙梁初中为全国中学ＪＩＰ第二轮实验学校。
９月３日下午，３万多名群众在街头村口迎接途经富县实战演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兰州军区某部指战员。

９月９日，北道德乡先后死亡羊子１２０只，县政府紧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部
署防治家畜炭疽病工作。

９月１６日，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建成使用，建筑面积２３１０平方米，投资１６５万元，
陕西省卫生厅厅长卢希谦参加庆典。

９月２３日，县政府举行全县村村通电话庆典活动，陕西省副省长王双锡参加并
讲话。

１０月１日，富县有线电视开通，城区８３平方千米以内的有线用户可收看８～１０个
频道的电视节目。

１０月３日，岔口乡杨家湾村杨某驾驶中型面包车载客２８人在钳二乡太奇坡撞崖翻
车，造成３人死亡、８人重伤交通事故。富县第一中学学生雷小军、高利军在事故中奋
不顾身英勇救人，献出宝贵生命。

１０月５日，康佳希望小学在茶坊镇榆林桥村落成，深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伟荣出席剪彩仪式，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经济日报》《中国电

视报》《陕西日报》等新闻媒体参与报道。

１０月２０日，富县国光、新红星苹果分别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银奖、铜奖。
１１月１日，建设银行富县支行办公大楼建成使用，总投资１６０万元，建筑面积１８３０

平方米，正立面为水色镀膜玻璃幕墙，为县城现代一流建筑。

１９９６年

１月３０日，富县第一中学学生雷小军、高利军被团省委追授 “优秀共青团员”荣誉

称号。

９大事记　



４月３０日，县公安局在３０９国道牛武段抓获公安部通缉的河南省驻军某部 “４·２８”
特大盗枪抢劫案主犯，缴获被盗枪械８支、子弹１９００发。５月８日，公安部发布命令，
为富县公安局缉捕 “４·２８”特大盗枪抢劫案犯战斗组记集体一等功。５月１２日，陕西
省公安厅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缉捕 “４·２８”特大盗枪抢劫案犯表彰大会，为任国勇记
一等功，石毅记二等功，赵金铭、王治安、李树斌、毛绍兴、薛志刚、缑育平记三

等功。

６月３日，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延安地区行署专员姚代明，考察富县烟叶生产基地
建设情况。

７月３１日，葫芦河暴发千年一遇特大洪水，死亡１２人，失踪２人，陕西省委副书
记刘荣惠、副省长王寿森深入灾区查看灾情。

１１月１日，县农村信用社与县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成为 “农民自愿入股、

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

１２月１日，北教场大桥至富城大桥段１０６千米堤防工程建成，按３０年一遇洪水标
准设防。

１９９７年

６月１２日，富县 “１１０”报警服务台建成，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城区接警５分钟内可
到达现场。

７月１日，富县人民广播电视台建成并正式开播。
１０月１４日，全面改良烤烟烘烤工艺工程完成，共建应用远红外线涂料烤烟炉

４０００座。
１１月１８日，钳二乡下良村等５个村人饮工程建成，共解决５０００余人２００余头大家

畜饮用水问题。

１２月９日，长庆石油东风区段１千米堤防改造加高工程完成。

１９９８年

２月４—６日，中国共产党富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６３
名。在十三届一次全委会上，梁宏贤当选县委书记。

２月１２—１５日，政协富县委员会第五届一次会议在县招待所召开，６５名委员出席，
张凤英当选主席。

２月１３—１７日，富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
１４６名，惠礼全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小民当选县政府县长。

２月２０日，县政府作出 《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

３月９日，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工商企业的实施意见》，对

全县２４家工商企业实施现代企业改制。
７月，富县盲艺人杨兴昌徒步黄河后，编著的 《盲人心中的黄河》由陕西文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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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发行。

７月１３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陕西省民间剪纸集》，编入富县８６件剪纸、
３８幅熏画作品。

１１月１日，富县开启使用 《陕西省农民负担村提留乡统筹费统一收据》，取消各类

自制收据。

１２月１日，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授予县统计局 “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

先进集体”称号。

１２月３日，县政府启动全县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

１９９９年

２月１３日，国家林业部在甘肃省天水市就陕甘两省边界争议问题召开林地勘界会
议，决定将争议地区划归富县管理，定为桥北林业局和尚塬林场管护范围。

３月１日，县政府确定并发布减轻农民负担一定三年不变方案。
７月１日，北教场小学被延安市教委命名为延安市首批示范小学。
７月１５日起，县政府在全县实施万窖千井百站水利会战工程。
８月１日，沙梁初中获 “全国中学 ＪＩＰ实验先进学校”称号，语文教研组被评为

“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教研组”。

１０月１０日，富县苹果被省农业厅评为１９９９年陕西省优质水果。

２０００年

２月１日，县政府发布 《封山育林公告》，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４月２０日，动工实施城区、沙梁主街道改造工程，石砌地下排水沟２９千米。
６月５日，富县 “三北防护林”第三期工程经省政府验收，完成１００００公顷规划造

林任务。

１０月２８日，在富北大桥东三角地带建成州广场，矗立巨鹿腾飞雕像。
１１月１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富县３８１７７户１４２６１６人，其中女性６８１８６人。
１１月１４日，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富县 “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

２００１年

１月５日，富县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６３人，修订 《富县科

协章程》。

２月３日，县委、县政府下发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实施意见》。
３月４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舍己救人的英雄少年富县第一中学高二学生雷小军、

高利军为革命烈士。

４月６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９３５）》第二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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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５月８日，富县为期３年的万窖、千井、百站水利会战工程通过省市验收，在１０个
乡镇塬面村组打建集雨水窖１万眼，总蓄水能力２０万立方米。
１１月 １３日，富县圣地牌乔纳金苹果被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认定为 ２００１年名牌

产品。

１２月６日，陕西省９０８地质水文队在北教场开钻的洛河渗流井竣工，装机容量３０
千瓦，日出水８４０立方米，为县城供水开辟新水源。

２００２年

１月１日，县统计局获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颁发的全国人口普查先
进集体奖牌。

２月１日，撤洛阳乡、岔口乡，并入茶坊镇。
３月１日，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发展设施大棚蔬菜确定为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在川

道６乡镇大面积推广栽种技术。
４月１日，全县停止征收乡统筹、村提留。
１１月６日，县政府出台文件，大面积推广苹果管理大改形、强拉技、巧施肥、无公

害四大技术。

１２月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富县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达标县。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５日，成立县城区五山绿化站，实施东山、西山、骆驼山、太和山、北山绿化
工程。

２月１６—１８日，中国共产党富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宾馆举行，出席代表 １５９
人。在十四届一次全委会上，周德喜当选县委书记。

２月１９日，政协富县委员会第六届一次会议在县宾馆举行，７７名委员出席，张凤英
当选县政协主席。

２月２０—２５日，富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宾馆举行，出席代表１４５
人，张玉琴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天才当选县政府县长。

５月６日，县委、县政府发布 《富县水利网络化建设规划》。

６月５日，县政府出台 《关于调整中小学布局的实施意见》，撤销农村小学５５所。
９月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富县八卦寺塔群和东村会议旧址为第四批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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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

１月５日，张家湾镇大麦秸沟柴松林被确定为陕西省自然保护区。
２月１日，陕西省文化厅命名富县为熏画艺术之乡。
３月２日，在陕西省民间美术作品观摩展中，富县熏画获创新一等奖，土陶创作获

二等奖。

３月１３日，县政府发布 《关于富县村级范围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实施办法》。

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来交道镇白家村调研农村
工作。

５月１日，由陕西双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投资１７亿元的富县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
６月１日，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显示，富县集体林总面积４７５００公顷。
６月２４日，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来富县调研苹果产业发展现状，并查看北道德乡上

高池村沼气建设情况。

７月１日，省政府命名富县为计划生育综合服务先进县。
９月５日，陕西省苹果示范园现场观摩会在富县召开。
９月１２日，州博物馆正式开馆。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８５）》第三卷出版
发行。

３月５日，成立富城镇等１０个乡镇天然林保护、集体林管理站，形成国有森林资源
数据三级管理网络。

４月３日，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 《秦直道》专题片，宣传富县悠久历史文化。

５月４日，县委、县政府在直罗镇举行直罗镇战役胜利７０周年纪念活动，社会各界
１３００多人参加。

５月６日，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调研富县沼气建设工作。
５月３０日，开工修建余渠河小流域淤地治理试点工程，计划总投资１５５７万元，淤

地面积２４３公顷。
７月１日，开工修建大申号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解决县城４万人的防洪和饮水问题。
８月１日，全县中小学全部免去学杂费、课本费，给中小学住宿学生按月发放生活

补助。

８月１０日，投资１３７８万元的富县宾馆南楼建成使用。
９月１日起，在县乡干部职工中开展 “千人促销队，销售万家果”活动。

１０月２３日，在３０９国道大申号水库段，一辆中型客车与面包车相撞，造成面包车８
人死亡的特大恶性交通事故。

１１月１日，羊泉镇余渠河小型水库投入运行，坝高１７６米，控制流域６６平方千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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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容１９０万立方米，可为钳二、羊泉、吉子现３乡镇２８９万人提供生活用水和灌溉水源。
１２月１日，利用羊泉镇羊西村漩水湾骨干坝水源建成中指塬小高抽，扬程３００米。

２００６年

１月５日，富县被陕西大型新闻调查活动评审委员会评为陕西果业强县。
１月２０日，投资９６０万元的县城供水改造扩建工程完成并投入运行，在莲花池村重

建净化水厂，增加水质监测检验设施，铺设引水管道６千米并入城区供水管网，装机容
量２０４千瓦，日供水５０００立方米。
２月６日，富县警方奔赴山西省运城市，成功抓获持刀抢劫出租车乘客４０８万元的

犯罪嫌疑人惠某。

３月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富县果业先进县称号。
３月５日，延安市蔬菜种植现场观摩会在富县召开。
３月１０日，延安军分区司令员薛庆云来富县检查人民武装工作。
３月１２日，全县 “青年文明号”集体、历年来受表彰的先进青年、沙梁中学学生共

２０００余人，在圣佛峪山举行 “共建青年林”活动，栽植刺柏、油松２万余株，建设百亩
常青纪念林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４月１日，富县启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４月３日，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一行来富县调研农业经济工作。
４月２６日，陕西秦裕牧业有限公司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在任家台建设肉牛屠宰加工厂。
４月３０日，共青团县委在人民广场举行纪念 “五四”运动８７周年文艺晚会暨第三

届富县 “十佳青年”表彰大会。

５月１３日，陕西日报社主办的 《瞬间》新闻展览图片杂志专辑 《走进富县》出版

发行，真实反映新时期富县社会经济发展与变化。

５月２６日，羊泉宏佳果贸有限公司获得果品出口经营权，为富县第一家外贸出口
企业。

５月３０日，富县石泓寺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６月３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太平来富县调研检察工作。
６月１８日，陕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林木资源调查表明，截至２００５年富县森林覆盖

率６５５６％，林木绿化率７１９１％，林草覆盖率８４％。
７月１日，富城镇北教场小学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素质教育优秀学校。
７月５日，中指塬供水站建成运营，铺设管道４１千米，覆盖钳二、羊泉、吉子现３

乡镇３９个行政村５５７２户２２２万人，引入５４６５户，入户率９８％。
７月８—１０日，陕西省传统项目学校田径分区赛在富县举行，来自陕北７所小学的

８４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８月４日，陕西省副省长赵德全一行检查指导富县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
８月１０日，陕西恒兴饮料公司富县果汁厂建成投产。
８月１４日，由陕西电信实业北方天然气公司投资３２８０万元的富县城区天然气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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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成运营。

８月２０日，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召开一级法人社创立暨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
８月２３日，陕西省烟叶生产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８月２８日，富县老年学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９月４日，延安市果树管理培训会在富县召开，邀请日本果树专家熊谷俊一授课。
９月１３日，富县通过碘盐缺乏地方病国家阶段性目标考核验收。
９月１５日，投资１００余万元的县城南倒回岭垃圾填埋厂建成使用。
９月１７—１９日，延安市第四届田径运动会在富县体育场举行，全市１３支代表队参

加４０个比赛项目。
９月３０日，包茂高速公路黄延段建成通车，途经富县４２千米。
１０月５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记者采访报道富县新农村建设及县域经济发展

情况。

１０月７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井上昌弘来富县考察援建南教场小学教学楼工程项目。
１０月１２日，延安市市长陈强调研富县农村主导产业开发、新型合作医疗和秋冬群

众生产生活情况。

１０月１５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广电总局在富县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７０周年 “电视进万家”赠送仪式，全县老红军、老党员、老模范和部分贫困群众４５０
人接受捐赠。

１０月１８日，陕西省出口苹果分拣加工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１０月２１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释宏满来富县交道初级中学举行慈善捐赠，

并慰问部分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八路。

１０月２９—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富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县宾馆举行，出席代表１６３
人。在十五届一次全委会上，刘天才当选县委书记。

１１月６日，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来富县直罗镇调研大棚蔬菜生产
情况。

１１月１１日，富县红富士苹果获第十三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奖。
１１月１５日，延安市农业综合开发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１１月２１日，陕西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陈时宝来富县检查武装和征兵工作。
１１月２８日，由延安腾格尔实业公司在富县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石油伴生气利用项目建

成运营。

１２月３日，陕西陆军预备役步兵第１４１师政委张苏华来富县检查预备役基层建设
工作。

１２月２６日，富县宏佳果贸有限责任公司统计显示：出口苹果１３００余吨，创汇５２
万美元。

１２月３０日，富县人民政府获陕西省２０００年以来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先进县。
是年，《富县年鉴》２００６年创刊号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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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

１月３日，县政府召开下岗失业人员招聘洽谈会，主题为 “政府购买岗位、实施就

业援助、开拓就业天地”，聘用４０人上岗就业。
２月５日，延安市林业局勘察规划设计院向政府递交 《富县城区五山绿化美化工程

规划》，随后县政府出台 《五山绿化美化工程实施方案》。

３月２日，陕西省委副书记董雷、延安市市长陈强来富县调研文物旅游、城市规划
工作。

３月２３日，陕西省果农实用植保技术培训会在富县羊泉镇举行。
４月１０日，延安市农村沼气新技术推广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４月１６日，富县１９２０亩果园被确定为省级优质苹果示范园。
４月２３日，延安市蔬菜生产技术研讨会在富县召开。
５月６日，富县人武部举行预备役训练保障建设观摩活动，延安军分区司令员薛庆

云、参谋长戚智学参加。

５月１３日，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锐来富县调研公安基础工作。
５月２２日，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来富县调研苹果产业、沼气建设、新农村建设

情况。

６月５日，县政府召开县城总体规划修编汇报会，评审通过由长安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完成的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 （２００７—２０２５年）》方案。
６月７—１０日，陕西省残联 “复明１号手术车”在富县中医院免费为富县５０余名白

内障患者施行复明手术。

６月２１日，富县预备役官兵举行应急分队联合战备演练，并接受省军区政委夏龙祥
少将检阅。

６月２８日，由陕西恒兴果汁饮料公司在富县投资７５００万元的果品蔬菜项目建成
投产。

７月３日，富县首届群众秦腔大奖赛在县影剧院举行。
７月６日，陕西省果业局长座谈会全体人员来富县观摩苹果产业发展情况。
７月３０日，富县被陕西省政府确定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
８月１日，由县政府投资６３８万元招标采购的磁共振 （ＭＲＩ）设备在县人民医院通

过验收，投入使用。

８月３日，富县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茶坊镇吉子湾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
８月２０日，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富县全国苹果２０强县称号。
９月３日，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市长陈强来富县

视察水利工作。

９月５—８日，陕西陆军预备役１４１师某步兵营在富县沙西沟进行实弹演习。
９月８日，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时宝、延安军分区司令员薛庆云来富县调研国防动

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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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０—１２日，２００７国际苹果产业技术论坛在洛川、富县召开，来自１５个国家和
地区的果业专家、客商１５０人观摩富县优质苹果示范园。
１０月３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蔺治斌带队赴吴起县学习交流城市建设、公路建

设、新农村建设情况。

１０月２３日，政协富县委员会第七届一次会议，在县宾馆举行，１３２名委员出席，王
列荣当选主席。

１０月２３—２６日，富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宾馆举行，出席代表１４５
人，张玉琴当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蔺治斌当选县人民政府县长。

１１月２６日，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在国务院会议中心召开表彰授牌大会，授予富县中
国优质苹果基地重点县称号，县长蔺治斌参加大会接受奖牌。

１２月４日，由上海地产界、新闻界和各级慈善协会组成的陕北危窑援助行动考察
团，考察富县农村部分危房危窑。

１２月２２日，富县人民法院召开集中执行兑现大会，兑现资金６２万余元。

２００８年

１月５—１３日，富县遭受 ５０年一遇的强降雪天气，全县连续降雪 １２天，积雪
０８米。

２月１日，富县林业站文冠果苗木繁育实验获陕西省林业厅技术推广奖。
３月２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蔬菜研究所教授党永华赴茶坊镇榆林桥村、

吉子湾村为菜农传授灾后管理技术。

３月５日，延安市第十六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科普综合示范大会启动仪式在

富县举行。

４月３日，县工商局在茶坊镇史家坪行政村端掉一制售假劣化肥窝点，查获假劣化
肥１３吨、半成品５吨、生产原料５吨及生产设备。
４月５日，延安市体育工作会议在富县召开。
４月１０日，启动富县第一次农业污染源普查工作。
４月１１日，富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试点县，全市１３县区文物管理机构

负责人在富县参加试点启动仪式，并召开全市文物普查业务培训会议。

４月１５日，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来富县视察新农村建设情况。
４月１９日，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羊泉镇八合村一处延安市罕见新石

器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聚落遗址。

４月２６日，富县高级中学被确定为延安市重点高中。
５月３日，富县人民医院首例脑瘤摘除手术获得成功。
５月５日，总投资７８０万元的富县汽车客运站建成运营，被核定为二级汽车站。
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８０级地震，富县地区有明显震感。
５月１９日，县直机关全体人员在县政府大楼前向汶川地震中遇难同胞默哀３分钟并

捐款。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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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０日，富县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复查和新发现文物点９７５处，发现古文
化遗址５０７处。
６月５日，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省果业局局长王振兴来富县调研苹果产业情况。
６月１２日，总投资６００万元的富县综合市场建成投用。
６月２１日，延安市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观摩会在富县召开。
７月２日，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国际合作司司长郝玲娜来富县调研工作。
７月１３日，陕西省副省长姚引良来富县调研水利网络化建设情况。
８月５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富县公路段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称号。

８月１２日，延安市档案工作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９月８日，在２００８年中国苹果年会暨陕西苹果节上，富县交道镇、羊泉镇被评为

“中国优质苹果基地百强乡镇”。

９月１０日，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来富县调研农村经
济工作。

９月１２日，延安市烟叶收购及现代烟草农业试点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１０月１日，富县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
１１月１５日，华能延安电厂项目前期建设启动仪式在吉子现镇吉子现村举行，中国

华能集团公司总经理曹培玺、延安市市长陈强等出席。此项目规划装机容量３２０万千
瓦，总投资９０亿元。
１１月１８日，陕西省军区司令员程兵，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周克力、政委安得里来富

县视察人民武装工作。

１１月２０日，富县河滨路历史文化艺术长廊工程告竣，共呈现圆雕两座、石刻浮雕
７３幅、装饰浮雕２４幅。

１１月２５日，县政府发布 《富县县城规划区范围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方案》，规划区南
起监军台、北至马坊、西至秋家沟、东至富县高速路口，面积１４６平方千米。规划区内
１４个行政村２３个自然村，各级驻县单位１９４个，常住人口１４３５１户３１０９０人。

１１月２８日，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落实检查组一行来富县调研扩大内需专项
资金使用情况。

１２月１日，县政府召开余渠河坝系工程总结大会，该工程历经４年，建成骨干坝９
座，中型坝１３座，小型坝２０座，形成大、中、小三级沟道拦蓄体系，设计拦蓄泥沙
７２９万立方米。

１２月１３日，富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通过陕西省政府验收。

２００９年

１月１０日，《富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评审程序，规划县城分为老城区，北
教场、莲花池区，沙梁片区，茶坊、史家坪片区及监军台片区。

１月１５日，县委、县政府宣布，全县退耕还林政策分８个年度８轮次兑现完毕，完
成面积９３７万亩，兑现１５０５万元，涉及１４７１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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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５日，富县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一期建设工程通过陕西省林业厅验
收，完成建筑面积３８３８平方米，总投资５３１万元。
２月１０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来富县检查法院审判流程管理和廉政建设

情况，奖励富县法院２万元图书。
３月１日，国家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农资农家店在羊泉镇设立经销点。

３月３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来富县调研１５０万吨甲醇项目前期工作。
３月５日，陕西省军区政委夏龙祥、延安市军分区政委安得里来富县检查人民武装

工作。

３月８日，富县创建平安畅通县工作通过陕西省评估工作组评估验收。
３月１２日，延安市春季造林现场观摩会在富县举行。
３月２３日，陕西省英才农产品科研推广中心生产基地落户富县。
４月３０日，富县首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暨庆 “五一”文艺晚会在县影

剧院举行。

５月１日，富县全面启动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城镇职工生育保险
项目。

５月３日，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室在州博物馆建成，展出熏画、剪纸、刺绣、
砖雕、飞锣等３０多项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
５月１６日，富县 “３·２５”特大入室抢劫案告破，４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在子长县落

网，涉案金额１４万元。
５月２１日，陕西省果品贮藏技术骨干培训会在富县举行。
５月２５日，富县人民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延安分行在县宾馆举行服务 “三农”支持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５月２８日，张村驿、直罗镇遭遇特大暴雨冰雹灾害，３２５公顷烟田受灾，减产
３７３７万千克。

７月１日，陕西省计划生育系统科技大练兵延安赛区现场会在富县举行。
７月５日，陕西长河实业有限公司捐资１５８万元建成贺家沟道路。受益群众５０００

余人。

７月１０日，青兰高速公路施工中，在张村驿镇广家寨村发掘出土北朝至宋代佛教石
刻造像３００余件，唐、宋、明、清时期的柱础、瓦片等建筑构件及清代古钱币约５００枚。
８月３日，维修开元寺塔过程中发现一部宋代佛教经卷残本，共四部１５０余页。
８月８日，延安市第九届老年门球运动会在富县举行，４３支代表队４５２名运动员参

加比赛。

８月１０日，国家黄河治理委员会专家组来富县考察，评定通过 《富县沙西沟小流域

坝系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

８月２８日，由县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清道光 《州志》校注本及 《诗咏州一千

年》出版发行。

９月１０日，延安市第四届小戏调演富县专场 《腾飞的州》在市解放剧院演出。

９月１２日，延安市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工作现场会在富县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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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５日，陕西省财政支持现代农业苹果产业项目现场观摩会在富县召开。
１０月５日，延安市市长陈强来富县调研煤炭资源整合、县城生活垃圾填埋场建设、

苹果产业发展、农机具推广等工作。

１０月８日，县政府召开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紧急会议，决定投入专项资金１２０万元
加强防控。

１１月１日，县物价局举行富县天然气入户工程工料费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人大
办、政府办、政协办、城管局等部门负责人及新闻媒体和消费者代表出席。

１１月３日，延长油田富县直罗采油厂原油产量突破１０万吨庆典仪式在县高级中学
举行，并举办 《腾飞吧州》文艺晚会，著名歌唱家郁钧剑、祖海应邀演出。

１１月５日，中国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张村驿中学捐赠５万余元的图书和足球、
排球等体育用品。

１１月１８日，南教场小学中日友好教学楼竣工，总投资１５７万元，其中日本驻中国
大使馆资助６３万元，可供６００余名学生就读。
１１月２０—２５日，中国人保财险富县支公司在塬区７乡镇现场兑付政策性苹果保险

金，投保受灾８０公顷，涉及果农１９２户，累计赔款２６万元。
１２月１日，富县大申号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通过延安市验收组验收并投入使用。该工

程于２００５年７月动工，２００７年９月竣工，总投资６６０９３万元。
１２月６日，延安市果业工作会议在富县召开，观摩钳二、羊泉、吉子现３乡镇６个

高标准大改形挖改示范园。

１２月１０日，富县被国家科技部评为科技进步先进县。
１２月１８日，由陕西恒兴果汁饮料公司在富县投资１亿元的３万吨浓缩果汁生产线

三期技改项目建成运行。

１２月２０日，由河北省民营企业在富县投资４０００万元的张家湾天然气利用开发项目
建成运行。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５日，交道镇鲁家庄村５０户２６１人领取国家 “千村移民示范村”补助金１０９１８
万元，补助每人３８００元、每户宅基地１０００元。
２月１日，富县光伏发电扶贫工程竣工，彻底解决剩余８乡镇中９个自然村８３户用

电问题，实现全县户户通电。

３月８日，县委、县政府举行庆祝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０周年暨工作表彰大
会，表彰奖励年度巾帼文明示范村、巾帼文明岗、文明和谐家庭３６个，先进个人４５名。
３月１０日，延安市农村能源建设工作会议在富县召开，各县８０余名参会者参观北

道德沼气能源服务中心、照八寺和新民村沼畜菜示范园。

４月１日，延长石油集团延安１８０万吨甲醇及深加工项目落户富县，计划投资２１９
亿元。

４月１０日，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李希来富县考察旅游景区建设、环保工作和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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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示范园建设情况。

５月６日，延安市残联及台北曹仲植基金会向富县残疾人捐赠轮椅２００辆。
５月１０日，富县秦直道遗址考古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５月２３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继平来富县调研药品监管工作。
６月５日，经陕西省文物局鉴定，在北道德乡东村会议旧址原天主教堂内立柱上发

现的１２条残存标语，为１９３５年直罗镇战役前后红军到达东村后所写。
６月１０日，延安市工商行政管理现场观摩暨局长座谈会在富县召开，参观茶坊工商

所规范管理、广告监管一条街和农资示范经营户。

６月１２—１５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博士研究生社会实践团在县医院、直罗医院、张
村驿医院义诊，服务患者２０００余人。
８月１—５日，县委党校举办首届创业培训班，全县１５０名下岗职工、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城镇退伍军人及城镇失业人员参加培训。

８月８日，延安市民政工作现场会在富县召开，观摩县社会福利中心、岔口敬老院、
富城镇民政工作。

８月１２日，富县寺仙乡太平村李自成纪念馆建成并举行开馆仪式，总投资２００余万
元，建筑面积６００余平方米。中国明史研究会会长南炳文出席。
９月１日，青兰 （青岛至兰州）高速公路陕西段贯通，途经富县８７千米。
９月５日，富县建筑企业慈善基金募捐仪式在县宾馆举行，收到捐资４２５万元，慈

善基金累计１１０７５万元。
１０月１日，全县公立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利润销售，药品实行统一采购、统一配

送、统一价格制度。

１０月１０日，富县在广东省佛山市国佳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苹果销售批发基地。
１０月２６日，富县慈善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县宾馆召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１９０余人参加，张凤英当选慈善协会会长。
１１月１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富县５０７０２户１５２１９４人，其中女性７２６８６人。
１１月１８日，在广州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赛艇比赛中，富县籍

运动员吉珍与队友以６分５１秒５６的成绩夺冠，为富县籍运动员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取得
第一枚金牌。１２月２日，县委、县政府举行表彰大会，奖励吉珍５万元，奖励输送单位
县体育中心５万元，输送教练李晓菊、王占军、余小东、马彩召各１万元。
１１月２５日，富县被省政府评估验收为陕西省中小学实验教学普及县。
１１月２８日，刘家沟惠民家园小区廉租住房工程建成，总投资２６２６万元，两幢３０８

套成品房，提供给下岗职工或符合廉租政策人员入住。

１２月２３日，延安市冬春果树管理工作会议在富县召开，全市２００余名参会者观摩
果畜结合生态示范园、幼园管理示范园、果树间伐示范园、果园综合技术应用示范园、

精细化修剪示范园。

１２月２６日，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飚带领部分省市人大代表，视察富县重点项
目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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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始设雕阴县，唐代设州，中华民国设县，１９６４年更名
县为富县。今属陕西省延安市所辖。境域北枕榆延，南俯秦川，东接

山西，西通甘肃，自古以五路咽喉而为兵家必争之地。

１９９０年，全县乡镇人民政府１５个，其中镇政府６个。２００１年，
全县乡镇政府１３个，其中镇政府８个。２０１０年，全县９个镇：富城、
交道、牛武、茶坊、直罗、张家湾、张村驿、羊泉、吉子现；４个乡：
钳二、北道德、寺仙、南道德。



第一章　位置疆域

第一节　位　置

富县位于陕西省北部，延安市南部。东倚黄龙山系与宜川县、洛川县接壤，南与黄

陵县毗邻，西隔子午岭、关山梁与甘肃省合水县、宁县相望，北与志丹县、甘泉县、宝

塔区相连。

地理坐标：北纬３５°４４′０３″—３６°２３′１６″，东经１０８°２９′３３″—１０９°４２′５６″，属东土世界
标准时区。县域东西横跨经度１°１３′２３″，直线１０９９千米；南北纵跨纬度７９′１３″，直线
７２６千米。

第二节　疆　域

富县东端交道镇思宜村与洛川县菩堤乡相接，南端南道德乡王家河村与黄陵县隆坊

镇相连，西端张家湾镇雷家角村与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相衔，北端茶坊镇榆树塬村与甘

泉县道镇毗邻；东北端牛武镇晋师庙梁与宜川县英旺乡相接，西南端兴隆岭与黄陵县和

甘肃省宁县相靠，西北端张家湾镇八卦寺村与志丹县拓石川、甘肃省合水县平定川

相望。

县城东距宜川县界４５千米，南距黄陵县界４０千米，西距甘肃省合水县界１００千米，
北距甘泉县界３８千米，东南距洛川县界２０千米，西南距甘肃省宁县１０２千米，西北距
志丹县界１００千米，东北距延安市界７８千米；南距省会西安市区２３９４千米。总面积
４１８０３６平方千米，占陕西省总版图的 ２２％，居全省第 ５位，占延安市总版图的
１１７％，居全市之首。

第二章　建置区划

第一节　建置沿革

富县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季，夏代隶鬼方，周代属白翟，春秋属晋国上郡辖地，战

国属秦之雕阴县。汉安帝永初五年 （１１１）废雕阴县，地入羌胡。东晋前秦苻坚 （３５７—
３８５）始建五交城，并于今吉子现镇固险村设长城县。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长城县治迁
址三川驿改称三川县，隶属敷州。隋开皇三年 （５８３）于五交城置洛交县，大业三年
（６０７）城郡自杏城 （今黄陵）迁址五交城，改称上郡。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改隋上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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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州。宋嘉定十四年 （１２２１）州始为蒙元属地。元代州归延安路统辖，明代州
归延安府管辖，清代州升为直隶州归陕西省布政司直辖。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废州设
县。１９４０年县归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直辖，１９５０年隶属陕西省延安分区，１９５８年
县与洛川县合并，１９６１年复设县。１９６４年９月，经国务院批准改县为富县，１９６８
年延安分区改为延安地区，富县属之。１９９６年延安地区改为延安市，富县属之，截至
２０１０年统属未变。

第二节　行政区划

乡镇区划　元代大体奠定今富县之疆域。自元以降以至明清两代，民国及陕甘宁边
区时期、包括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８９年年底的行政区划，已在第一轮 《富县志》中详作记

述。１９９０年沿用１９８４年实行的乡镇建置，设富城、牛武、张村驿、直罗、茶坊５镇，
洛阳、交道、岔口、张家湾、寺仙、南道德、北道德、钳二、羊泉、吉子现１０乡，并
辖富城、茶坊、牛武、张村驿、直罗及长庆石油勘探局采油一厂、槐树庄劳改农场７个
城镇居民委员会。１９９８年，羊泉、交道、张家湾撤乡设镇。此区划延至２０００年未变。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撤洛阳乡并入富城镇，镇政府驻城关；撤岔口乡并入茶坊镇，镇政府驻
茶坊街；２００７年槐树庄劳改农场、长庆采油一厂相继搬迁，原所辖两个居民委员会自行
消亡。２０１０年６月，撤吉子现乡设立吉子现镇。
２０１０年，设富城、茶坊、牛武、交道、张村驿、直罗、羊泉、张家湾、吉子现９个

镇，钳二、北道德、寺仙、南道德４个乡，辖２４０个行政村。
行政村区划　１９９０年，全县共２４２个行政村６１５个村民小组，延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撤牛武镇四家岔行政村并入寺庄行政村。撤羊泉镇下店沟行政村并入太
宜行政村，李家塬行政村并入八合行政村，王家湾行政村并入杨家塔行政村。撤张家湾

镇新尧子沟行政村、石坊头行政村并入三城行政村，油坊
"

行政村、放牛沟行政村并入

张家湾行政村，曲儿行政村并入王家角行政村，五十亩台行政村并入小山子行政村。撤

钳二乡田尧科行政村、张家塬行政村并入王乐行政村。１１７个自然村或整体搬迁，或多
数合并到行政村，渐不称其自然村，并不作为村民小组。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县２４０个行政
村４９８个自然村。

富县２０１０年行政村、自然村一览表
表１－２－１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富城镇

侯村 侯村

伏龙 伏龙

罗家塬 罗家塬

东太安 东太安

西太安 西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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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富城镇

曲里 曲里

监军台 监军台

河西 河西

白草
"

白草
"

田厢 田厢

洛阳 洛阳

咀头 咀头

寺底 寺底

袁家庄 袁家庄

段家庄 段家庄

平泉 平泉

督河 督河

峪口 峪口

安儿 安儿

柳湾 柳湾

杜家
"

杜家
"

十五里铺 十五里铺　贺家湾

秋家沟 秋家沟

小塬子 小塬子

莲花池 莲花池

北教场 北教场　何家湾

寺坡 寺坡

城关 城关

南教场 南教场

圣佛峪 圣佛峪

交道镇

思宜 思宜

贺尧科 贺尧科

户南 户南

老寨子 老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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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交道镇

立石 立石

王尧科 王尧科

景村 景村

曹家庙 曹家庙

小塬子 前小塬子　后小塬子

交道 交道

鲁家庄 鲁家庄

东桐村 东桐村

西桐村 西桐村

天乐 天乐

白家村 白家村　郭玉

吉家村 吉家村　党尧科

逊村 逊村

东茹子 东茹子

西茹子 西茹子

龙王庙 龙王庙

界子河 界子河　下川沟

牛武镇

牛武 牛武

左家沟 左家沟　西河

阳畔 前阳畔　后阳畔　党家庄

管头 管头　马家山

曲家湾 曲家湾

安子 安子　西渠　王家沟

申家沟 申家沟　柳园

埝沟 埝沟　柳家塬

八条硷 八条硷　丁家塬　傲子塔

刘家塬 刘家塬　冯家塬

张家塬 张家塬　滑家塬　赵家塬

清泉寺 清泉寺　邓家沟　徐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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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牛武镇

郝家塬 郝家塬　桃家庄

清泉沟 清泉沟　古洞

南家岔 南家岔　岳家庄

寺庄 寺庄　小油坊　四家岔

茶坊镇

史家坪 史家坪　前
"

　后
"

　阳泉沟

川口 川口　枣林子

茶坊 茶坊　小泉坡

吉子湾 吉子湾　李家沟

马坊 马坊　袁家
"

　佘家埝

榆林桥 榆林桥　安家湾

沟门 沟门　马坊塔　回回庄　烂庄子　高家庄

骆驼塬 骆驼塬　贺家塬　老庄塬

新民 新民　纸坊沟

西沟门 西沟门　后桥

黄甫店 黄甫店　新市沟

李家川 李家川

东红 东红

李家坡 李家坡　寨子峁　木瓜山

杨家湾 杨家湾　孙家角

刘家庄 刘家庄　沟口　新庄科　陈家沟　庙树塬

高家庄 高家庄　纸坊

岔口 岔口　安沟　圪台

白龙沟 白龙沟　杨家湾　董家沟　秋林子

畔上 畔上

大申号 大申号　郭家庄　同家嘴　柏树塬　李家塬

罗家塔 罗家塔　小岔口　三亩台

古衣川 古衣川　新仁村　后号

佘家塬 佘家塬　王家塬　槐树塬

油坊塬 东油坊塬　西油坊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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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直罗镇

安家川 安家川

南家湾 南家湾

贺家坪 贺家坪　阎家村

马家湾 马家湾　春阳村

直罗 直罗

姜家川 姜家川

真庄 真庄　雨家湾　北河　香炉沟

宽坪 党家湾　杜家砭　瓦窑沟　唐古坪　东沟

胡家坡 胡家坡　桥沟

新寨子 新寨子　后坪

屈家沟 屈家沟

小河子 前庄　后庄

药埠头 药埠头　篧家砭

文家庙 文家庙

张家湾镇

黑水寺 黑水寺　娘娘庙沟

小山子 五十亩台　后小山子　金盆湾　乱家湾

炮楼 炮楼

王家角 王家角　曲儿

川庄 川庄

张家湾 张家湾　油坊
"

　大河西　放牛沟

和尚塬 前和尚塬　后和尚塬　马家寺　党家渠　大麦秸沟　水利队

杨家湾 杨家湾　寨子湾　五里铺

三城 三城　石坊头　水磨坪　王家坪　新窑子沟

石场子 石场子　月牙沟　高家河　桦树咀

瓦窑沟 瓦窑沟　粉庄台　老集　新集　吴家圪台

水磨坪 水磨坪　新庄安　老庄河　长坪

八卦寺 八卦寺　马莲沟　桑咀　油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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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张村驿镇

塘坊 塘坊　桃湾　芦子庄　金村

芦村 芦村　朱崖底

广家寨 广家寨　桥沟

罗儿山 罗儿山　杨家硷　闫西门　马家沟

徐家沟 徐家沟

榆树 榆树　曹村　姜家沟　前寺峪　后寺峪

川口 川口　纸坊沟　旗杆沟　桌子

树坡 树坡　党海

白家塬 白家塬　孟家塬　西庄子　柯家塬　何家庄　周家塬

下河湾 下河湾　新城　梁家渠　枣树
"

　新庄河　峁头　黄家沟

高家
"

高家
"

白土桥
白土桥　河东　谢家塬　上庄子　杜家庄　石灰沟　董家
沟　石家塔

张村驿 张村驿　探花沟

党家河
党家河　养马峪　洛家河　夏河湾　王庄　陈家村　张家村
党河　四合

芦村沟
芦村沟　半沟　韩家沟　蒲桃庄　王家庄　五家沟　窨子
上　陈家河

四家岔 四家岔　水?　新庄科

羊泉镇

郭丰 郭丰

东里村 东里村

西里村 西里村

羊东 羊东

羊西 羊西　余渠河

上善化 上善化

下善化 下善化

梨章 梨章

溢水河 溢水河

南章 南章

北章 北章

侯家庄 侯家庄

八合 八合　李家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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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羊泉镇

雷村 雷村

庙阳 庙阳

曲南 曲南

太宜 太宜　下店沟

上立石 上立石

下立石 下立石

鹿首 鹿首　高家河

咀上 咀上

清涧 清涧

早潮塬 早潮塬　西早潮塬

肖村 肖村

杨塔 杨塔　王家湾

吉子现镇

新城 新城

旧城 旧城

东屯么 东屯么

尧科 尧科

安子头 安子头

西屯么 西屯么

固险 固险

旧村 旧村　前塬

串坡 串坡

富村 富村

杨家河 杨家河

弥家川 弥家川

地洛河 地洛河　黑崖窑

南村 南村

田村 田村

河南 河南

三川驿 东三川　西三川　李家塬

吉子现 吉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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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钳二乡

钳二 钳二

小渭 小渭　马伏头

太奇 东太奇　西太奇

杜宜 上杜宜　下杜宜

良村 上良村　下良村

石家河 石家河

姚家塬 姚家塬　孙家塬

缑家湾 缑家湾

卜巷 卜巷

王乐村 王乐村　田尧科　张家塬

李尧科 李尧科

永川府 永川府

杨家河 杨家河

上古堆 上古堆

下古堆 下古堆

阎村 闫村

东陈超 东陈超

西陈超 西陈超

安家村 安家村

邓家坡 邓家坡

小村子 小村子

马武 马武

北道德乡

缑家庄 缑家庄

金村 金村

四合 圪崂　小园子　任家
"

　窑科

上柳池 上柳池　东河沟

东村 东村　路家村

永录 永录　下塬

下柳池 下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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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北道德乡

道德 道德

樱桃塬 樱桃塬　白庙塬　哨前咀　梁子塬

冯家塬 冯家塬

纪路 纪路　安乐沟

高池 上高池　下高池　姜家台　照八寺

雷丰 雷丰　崾岘

雨家塬 雨家塬　袁家坪　花儿塬

渭家河 渭家河　毛家庄　杨家庄　沟口　何家庄

湫塬 上湫塬　下湫塬　武庄子

岳村 岳村　桥儿塬　高厘河　庄科

寺仙乡

太平 太平　塬庄

现头 现头　袁家庄

李家
"

李家
"

　火烧村

寺仙 寺仙

吴家村 吴家村

前桃园 前桃园

后桃园 后桃园　半坡塬

尧科 尧科　梁家塬

雷家塬 雷家塬

王家庄 王家庄　前柳村　后柳村　石灰沟　董家沟

高家河 高家河　赤水河　贾渠河

姚家塬 姚家塬　五寸塬　店子沟　查家塬

青儿塬 青儿塬　崾岘　南家
"

南道德乡

兴民 兴民　圪崂硷　午门子

新庄科 新庄科

前北沟 前北沟

后北沟 后北沟

枣林子 枣林子

狼虎头 狼虎头

４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所在乡镇 行政村 自然村

南道德乡

东道德 东道德

西道德 西道德

丁家塬 丁家塬

谢家
"

谢家
"

第三章　乡镇概况

第一节　富城镇

富县政府所在地。位于县城南，镇政府驻地南教场村。东衔交道镇，东北接茶坊

镇，西邻钳二乡，西北连岔口乡。总面积１４９６２平方千米，总耕地２６３５３５公顷。洛河
自北向南流经，大申号水库为城区第一饮用水源。地域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今

太安塬有魏长城遗存，监军台有魏惠王十二年 （前３５８）筑城御秦遗址。１９９０年，辖两
个居民委员会和１５个行政村２３个自然村４０５５户１６６１８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洛阳乡并入。
２０１０年，辖３０个行政村３３个自然村４０个村民小组１４６７６户４２４１６人，其中城市居民
７５６７人。全镇国民生产总值１０１４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５８２元。

１９９３年耕地９０７７８公顷，种植小麦３６８５公顷，玉米种植与复种２７４７公顷，谷糜
豆６７公顷，其他４６９余公顷，苹果１５０６８公顷。羊存栏６６５５只，生猪１６０３头。２００１
年起，落实 “塬峁苹果川道菜，城郊三产建市场，核桃红枣栽河套，畜牧业上做文章”

的经济发展思路，畜牧蔬菜成为后续产业。２０１０年，粮食作物７６３８公顷，苹果１４９４１
公顷，总产２８３万千克，产值９８９６万元。累计建成蔬菜大棚９２３座，露地种菜２１９５
公顷，蔬菜总产值８９２万元。饲养生猪７５００头，蛋鸡２１万只，畜牧业总产值１３２１万
元，农业总产值６０３０万元。１９９０年代辖区工业主要有县面粉加工厂、印刷厂、纸箱厂、
延安联兴建筑公司、延安东方建筑公司等。２０００年建成北教场集贸市场，２００１年富县
首家石油炼化企业陕西双翼石化公司落户。２００２年建成县城第一家超市东兴超市。２００３
年在莲花池村组建延安莲池酒业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镇域大型超市１家，商业网点７３
个，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２０３３万元，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１２３３万元。第三产业以运输
业和餐饮服务业为主。

辖区拥有县镇公路３条，总长１４３千米，日发送客车１４辆，日客运量２３０人次。
拥有３５千伏变电站１处，输电线路６千米。邮政投递线路单程８３千米，乡村通邮率
１００％，移动电话普及率８３％。累计铺设生活用水主管道４６千米，９８％的居民饮用自
来水，安全用水普及率１００％。

辖区有县直属全日制完全小学城关小学，占地１４４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２５３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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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教职工８７名，班级２４个，学生１５５５名。有六年制完全小学北教场小学，占地１万
余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２２１平方米，教师７８名，班级２１个，学生１２９３名。２００２年，富
北建筑工程公司租用北教场秋家沟原长庆石油子弟学校，创办民办寄宿制富北实验小

学，占地１２３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７２０平方米。县城沙梁街中段有富县高迪希望小学，
占地９９３２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２７０平方米，有教职工５１名，班级１２个，学生７２６名。
市级重点初中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占地２７４万平方米，有教职工１８３名，班级４０个，
学生２３８３名。城南有富县实验中学，建于２００１年，占地１９４公顷，建筑面积万余平方
米，教职工７７名，班级１４个，学生６７８名。有富县高级中学，为延安市重点中学，陕
西省普通高中标准化学校，占地５５公顷，建筑面积２万余平方米，班级５４个，学生
１９８６名，教职工２１１名，含高级教师６５名。

有国家二级甲等医院县人民医院，占地１６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床位
２００张，医务工作者２８２名。沙梁街中段有全民所有制县中医医院，建筑面积２０１４平方
米，医务工作者９８名。河滨路北段有民营综合博爱医院，医疗用房千余平方米。城区
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健院、县急救站、城关镇中心医院。２０１０年，全镇参
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８４５６人，参保率９６５％。最低生活保障６１２户，参加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４７１３人。

民间艺术传承的有秧歌、高跷、竹马、杆梢子、舞狮、舞龙等社火，随时代进步不

断创新融合，多在春节时组织活动。２０００年后，县城广场和村文化广场兴起广场舞，群
众以扇子舞、健身操、集体舞自娱自乐，锻炼身体。２０１０年，镇有文化站，村有公共图
书室３０个，乡村文化广场１０个。累计园林绿化１２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１３％。

第二节　茶坊镇

位于县城东北，镇政府驻地茶坊村，北依甘泉县道镇，东邻牛武镇，西接北道德

乡，南连钳二乡、富城镇、交道镇，总面积３１９８１平方千米，耕地３６８５３６公顷。２１０
国道、３０９国道、包茂高速公路、西延铁路穿境而过，是连接东西贯穿南北的交通枢纽，
区内有县长途汽车站、富县火车东站。有榆林桥村榆树峁、新民村纸坊沟、岔口村宝塔

洼３处仰韶文化遗址。黄甫店村有战国秦魏雕阴之战遗址。大申号村为唐代诗人杜甫为
避安史之乱寓居的羌村遗址。榆林桥村为榆林桥战役发生地。２００１年岔口乡并入，２０１０
年辖２５个行政村６９个自然村５３３２户１６３２９人。２０１０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９７３５４０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１１４７３元。

烟叶生产为支柱产业，１９９７年种植２５８６２公顷，２０１０年２０１公顷，生产２５８万千
克，产值２６２６５万元。苹果为主导产业，２００２年累计栽植１００５公顷，２０１０年８７１公
顷，总产１８２５万千克。１９９１年起发展蔬菜产业，１９９３年建成蔬菜大棚５８座，２００５年
有３个大棚示范村，２０１０年累计建成蔬菜大棚１１７０座，弓棚４７８座，蔬菜总面积４３５５
公顷，总产２４万千克。２０１０年种植粮食作物５７０１７公顷，总产２００１万千克，其中玉
米３９５３公顷、豆类１４７４公顷、其他粮食２７４７公顷。
１９９０年有造纸厂、机砖厂、小车修理厂等９家镇办企业。１９９２年，富县自来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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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子湾建成第二自来水厂。２００５年，恒兴果汁有限公司在吉子湾建成果汁厂。２００６
年，包茂高速公路富县管理所设在史家坪村，延安老窖酒业有限公司落户吉子湾村，中

小型企业２９家，个体工商户４８２户，含商饮服务２０７户、运输７８户。２００７年，在茶坊
村建成县长途汽车客运站。２００８年，在吉子湾村建成西延铁路富县东火车站。２０１０年，
有中小型企业３３家，个体工商户６０３户。
２００１年投资３０余万元，铺设茶坊街人行道７０００余平方米。２００７年建成镇文化站，

５６０平方米。２０１０年，镇图书室２０平方米，藏书５０００册，村级农家书屋７个。镇文化
广场１６００平方米，供群众扭秧歌、跳广场舞、表演文艺节目、放映电影等。１９９０年，
１５个行政村设初级小学，茶坊镇设中心小学，修建岔口小学。１９９２年茶坊中心小学修
建教学楼，１９９５年康佳公司投资６０万元在榆林桥村建成康佳希望小学，２００５年吉子湾
村引资４５０万元建成民办春雨初级中学。全镇中小学４５个教学班，教师１４６名，学生
２２５４名。２００９年撤大部分初级小学并入中心小学。２０１０年，设春雨初级中学和茶坊中
心小学、岔口小学、康佳小学４所小学。区内有茶坊医院、岔口卫生院和２６个村级卫生
室。茶坊医院２００４年修建２层门诊楼，建筑面积８００平方米，开展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
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健康管理等１２项公共卫生项目。２０１０年，参加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１０２４７人。

第三节　牛武镇

位于富县东部，镇政府驻地牛武村。东毗宜川县英旺乡，南邻洛川县菩堤乡，西接

茶坊镇西沟门村，北连甘泉县道镇、宝塔区南泥湾。因汉代董翳在此筑城驯牛以备军

需，故名牛武，是古代甘肃通往山西的主要通道之一。３０９国道、青兰高速公路穿境而
过，距县城１３千米。总面积３８２平方千米，总耕地２３３２４２公顷。２０１０年，辖１６个行
政村３８个村民小组１个居民委员会２４４６户７７４７人。２０１０年全镇国民生产总值５６６０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０２５元。
１９９８年种植烤烟５３６公顷，是延安市烟草生产基地之一。２００１年后保持在３３５公顷

左右。２０１０年种植烤烟４８３７４公顷，总产９１万千克，产值９７１万元。２００４年起，八条
硷、张家塬、刘家塬、郝家塬、柳家塬、西河村大力发展苹果产业，２０１０年苹果总面积
７６０７６公顷，总产１９００万千克，产值 ８４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起川道各村发展大棚蔬菜，
２００４年建成大棚２５座，２０１０年建成大棚４５座、弓棚３５座，露地菜１３４余公顷。２０１０
年耕地１４０７公顷，种植粮食４４４２１公顷，其中玉米３２１６公顷、豆类７３７公顷、其他
４８９１公顷，总产３６２０吨，人均３７５８千克。以猪、鸡零散养殖为主，２００８年起畜牧养
殖向专业户发展，２０１０年累计建成百头以上生猪养殖５户，５０头以上３户，２００头以上
良种猪繁育场１个，生猪散养５００余头；千只以上养鸡户７个，存栏１４万只。
２００５年申家沟村开办第一家农家乐餐饮户，其后３０９国道沿线村庄相继兴办农家乐

餐饮业，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增收来源。２００８年，由民间投资在牛武街建起农贸市
场。２０１０年，共有街市商业网点７４个，小砖厂３个，小煤矿６家。原牛武水泥厂几经
改造和重组，于１９９４年破产。２００４年推广沼气池建设，２０１０年累计建成沼气池８５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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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率９８％。
２０１０年，累计建成公共图书室１４个，总面积４４８平方米，藏书１８万册，乡村文

化广场３个，总面积４２６０平方米。１９９７年建成镇初中教学楼，２００５年国家投资１００万
元建成镇中心小学教学楼，２００７年镇初中撤并沙梁初中。２０１０年，镇区有幼儿园１所，
在园儿童５７名，教师６名；中心小学１所，在校学生２１０名，教师３５名，适龄儿童入
学率１００％；镇农业技术学校１所，专兼职教师１５名。有中心卫生院，占地０２８公顷，
有２层医务楼，２层宿舍楼，职工９名。２０１０年，全镇各类医疗机构１８个，专业人员
１３名，含执业医师６名，执业助理医师１名，注册护士３名，年诊疗３５００人次，住院
治疗１７８人次。参加合作医疗保险５８７７人。
２００２年５月开通有线电视，２００９年数字电视用户１０１３户，覆盖率９８％。２０１０年固

定电话８１０户，电话交换普及率５１％，移动电话６２７１户，普及率８３％，互联网端口３７６
个，宽带接入２６４户。２０１０年县镇公路４条，总长９１千米，日发送客车１８辆，日客运
量４６０人次。２０１０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７５户３７５人，发放保障金３１５万元，抚恤、补
助各类优抚对象２３人１５４５万元。
２００９年起，全面实施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实施八条硷、曲家湾、埝沟新农村建设

示范工程。总投资８７０万元，新建住宅７５间，危旧房改造１９５间，整修院墙８９００米，
改厕６５个，新建沼气池２５口。硬化巷道１４万平方米，绿化村庄１１７万平方米。

第四节　交道镇

位于富县东部塬区，镇政府驻地交道村。东临洛川县菩堤乡，西接富城镇，南毗洛

川县永乡，北连牛武镇。总面积１３２４平方千米，耕地总面积２４１５７８公顷。２０１０年辖
２１个行政村２５个自然村４５个村民小组２５４７户１０３４０人。

黄延高速穿境而过，２１０国道过境２０千米，通村柏油路４２千米。２００２年经济总收
入２５５７９万元，含农业２１６５９万元、林业４１万元、牧业４７０５万元、其他３０３９５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４７３７９元。２０１０年经济总收入８２０２３９万元，含农业７６３６３６万
元、林业３２７１万元、牧业１４９万元、第二产业１８５３３万元、第三产业８０万元、其他
２５３０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０８１元。

２０１０年种植粮食作物２６８公顷，其中玉米１８７６公顷、豆类６７公顷、其他１３４公
顷，总产１８０万千克。１９９３年开始大面积栽植苹果，２００１年１７４２公顷，挂果４９７２７公
顷，年产７５０万千克，２０１０年挂果１８７６公顷，建示范园１１３个７３７公顷，总产６０００万
千克，优果率８０％以上，总产值２１亿元。累计建高标准苹果冷藏库１０座，贮藏能力
２１００万千克，建成果袋厂１个。在广州、福建等地开设营销窗口，持证苹果经纪人６２
名。２００３年起发展现代化畜禽养殖，建沼气池实施循环养殖经济，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建
１０５６口。累计设置公共厕所９８座。生猪存栏１万头，百头以上养猪８户。

２００８年修建镇政府办公楼，并完成院落的硬化、绿化、美化，新建长廊、凉亭。
２００５年起开展新农村建设，从白家村着手实施，统一规划院落，改建两层楼房，村内道
路硬化，修建水渠，安置路灯，完善基础设施，先后建设东桐村、鲁家庄重点村。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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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完成白家村巷道硬化，东桐村、鲁家庄主巷道硬化。１４个村修建文化活动室，
其中鲁家庄修建两层１２间２８８平方米，９２０平方米文化娱乐广场，配备篮球活动设施及
健身器材。投资７８３万元建成交道镇中心广场和４３８９平方米小型公园。截至２００７年，
相继建成镇政府通往鲁家庄、思宜、景村、小塬子柏油路。２０１０年，全镇通村柏油路４２
千米，龙头入户２２９３户，入户率９０％以上，水利产权改制全部到户。

全镇共有两个贸易集市，交道街每月农历逢六集会，东茹子村每月农历逢二集会。

１９９６年起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２００２年小学入学率 １００％，毕业合格率 １０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除保留交道中心小学和东茹子沪宜希望小学，撤并其他村小学，２００８年撤
交道中学，初中学生全部并入县城就读。２０１０年，全镇小学２所，幼儿园２所，教学班
１７个，在校学生４２１名。各村均有乡医，镇卫生院对乡医统一管理，１９９３年起实行行医
许可证制度。２０１０年，合疗参保达总人口的９０％以上。

镇飞锣表演艺术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景村，原为古战场收兵信

号，后发展演变为庆贺胜利的一种舞蹈，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再度兴起，广泛流传于各村。
１９９５年起，每年春节镇政府组织赴县城表演，２００３年组织表演方阵５００余人，多次代表
富县赴延安市演出。

第五节　张村驿镇

位于富县西南，镇政府驻地张村驿村，距县城６０千米。东接羊泉镇，东南连吉子
现镇，南邻寺仙乡，西毗直罗镇，西南接黄陵县店头镇，北连北道德乡。由葫芦河川、

党家河沟、芦村沟和白家塬一川二沟一塬组成。总面积２８２６９平方千米，耕地３２９０３２
公顷，水域面积１２７６２公顷。２０１０年，辖１６个行政村６８个村民小组３５１０户１１８３０
人。全镇工农业总产值４６３５９８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４２８９元。

青兰高速公路过境１３７千米，黄直公路１７千米，富张公路１０千米，葫芦河流经
２０千米，年径流量１１７４６万立方米，灌溉渠系１９千米，川口水库储水３７５万立方米，
有效灌溉面积１万亩。１９４１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视察题诗一首：“长流清湍
葫芦河，好似江南风景多。愿效李冰兴水利，桑麻万顷并嘉禾。”素有陕北小江南之称。

有梨树窑子石窟、柳树窑子石窟、广家寨寺院遗址，遗存北朝至宋代石刻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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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前后以农业种植为主，主要有玉米、小麦、水稻、大豆、谷子、糜子、荞
麦、油菜、麻子等，以水稻为特色，沿葫芦河修建引水渠，张村驿以西的塘坊到川口上

游的４个行政村稻田面积大，产量高，一年一熟，生长周期长，光照充足，米质尤佳。
１９９６年７月遭遇水灾，引渠严重受损，水稻难以为继。２０１０年苹果面积３３２３７公顷，
粮食种植８３２９４公顷，总产５４３６千克，其中玉米３１８２５公顷、豆类２６９３４公顷、其
他作物２４５３５公顷，人均产粮５０３千克。１９９０年起发展弓棚蔬菜，每小棚收入４００元，
每大棚收入０２万余元。１９９８年起提倡大棚种菜，大部分夏粮和稻田建成蔬菜大棚，小
麦、水稻种植淡出历史。２００９年全镇建蔬菜大棚５００多个，２０１０年蔬菜总面积４０５３５
公顷，总产１７３３５万千克，产值２０００万元，约占农业总产值的４０％。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开始种植烤烟，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各项生产指标均列全市前列。２０００年种植
烤烟１６０８公顷，收购３５７万千克，产值５１０９２万元。２０１０年种植３０４５公顷，收购
５４９万千克，产值７９５万元。

２００２年之前，农户多饲养牛、驴、骡、马，每村有羊群，以放养为主。随着退耕还
林、封山育林及农耕机械的发展，牛驴骡马等大牲畜逐年减少，羊群渐趋消失。２０１０年
累计出栏牛驴骡马大家畜１１４０头 （匹）、生猪５８２０头、家禽３８７万只，年末存栏生猪
３１３４头、家禽２５万只。争取贴息贷款１０３４万元，建成百头以上育肥猪养殖２４户，千
只以上养鸡３户。
２０１０年有石油井１００余口，生产油井４３口。天然气经中原油田探测有广阔开发前景。

勘探党家河７５平方千米煤炭储量１８亿吨，可采量１５１亿吨，年设计产能１５０万吨，２０１０
年，陕西富源公司入驻党家河实施煤炭开发。芦村沟２２３平方千米正在详查勘探煤炭储量。
下河湾行政村梁家渠建有富县华龙有机肥厂，年产有机钾肥１万吨，产值３４００万元。２０１０
年，全镇从事第三产业１０８户，其中交通运输业１２户，批零贸易、餐饮业６７户，社会服
务业１８户，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１１户，年营业总收入１１２０万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人口在百人以上的村组均设初级小学，每个行政村设１所完全小

学。随生源减少，村组小学撤并至行政村完小。１９５８年创建张村驿初级中学，１９７０年
开始招收高中班，１９７１年更名为富县第二中学，１９８６年修建教学楼，２００２年更名为张
村驿初级中学。２０１０年８月，各行政村完小撤并至张村驿中心小学，在校学生１８７３人，
在职教师１３６人。新建综合楼和学生公寓楼、教师公寓楼，曾被评为延安市文明校园、
延安市德育教育优秀学校、陕西省实施素质教育优秀学校。

１９９５年前张村驿镇设地段医院，门诊业务量大，妇产科可出诊接诊。２０００年后以
防疫等社会公共卫生工作为主。２０１０年，全镇共有专业卫生人员３５名，含执业医师４
名，注册护士５名。有村卫生室１６个，其中甲级卫生室１２个，标准化卫生室２个。年
住院５７５人次，国家补助６３４万元；门诊２５８４人，国家补助１５１万元。卫生院建立居
民健康档案８８９０份，建档率８２４％。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１０３７７人，参合率９６％。
２０１０年，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４９１５人，收缴保险５２２万元。纳入农村生活最低

保障２７０户６６４人，五保户３８人，城镇低保３３户７５人，优抚４７人，救助残疾人３３６
人，发放五保金７５１万元，发放救济救灾１９２９万元，发放面粉大米３０００千克。
１９７４年修建１９７６年竣工的川口水库，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集流面积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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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千米，总库容 ３７５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２００万立方米，调洪库容 １５１万立方米。
２０１０年，县水利局争取国家专项资金３００余万元加固坝体。镇区道路总长１１０千米，桥
梁１２座，总长３００米。２００４年６月开通有线电视，用户６００户，２０１０年电视覆盖率
１００％。安全饮水入户率９０％。有３５千伏及以上变电站，主变压器２台，总容量６３００
兆伏安，高压输电线综合电压合格率１００％，供电可靠率１００％。

张村驿街东西长１１６千米，７００余户，３０００多人，每月农历逢三、九集会，商贸繁
荣为西半县第一重镇。宋代始设驿站，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称好德乡永顺一里，清同治
九年 （１８７０）称嘉善二里，１９３４年改设张村驿联保处，１９３５年为中共中宜县委、中宜
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直罗镇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在张村驿召开。１９３７年设为
嘉善乡，新中国成立初为县五区。１９５６—１９８４年为张村驿人民公社所在地。１９８４—
２０１０年为张村驿镇人民政府所在地。

第六节　直罗镇

位于富县西部，葫芦河中游，镇政府驻地直罗村，距县城５０千米。东毗北道德乡、
张村驿镇，南临黄陵县，西接张家湾镇，北连甘泉县。总面积１０４３３９平方千米。葫芦
河、川子河、姜家川河等９条支流流经全境，３０９国道、青兰高速公路、黄直公路和槐
直公路穿境而过。处于子午岭自然保护区腹地，森林覆盖率８０％，以蔬菜、烤烟、水稻
为主导产业。境内山清水秀、林木茂盛、稻花飘香，旅游资源丰富，素有 “塞上小江

南”之誉，以直罗贡米称著。２０１０年，辖１４个行政村３４个村民小组２７３３户９５４０人，
总耕地３２３４６７公顷，农村经济总收入３４７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８５０元。辖区有国
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段遗址和柏山寺宋代宝塔；川子河北岩有陕西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石泓寺；有直罗镇战役旧址、直罗战役烈士陵园。２０１０年，中华文化促进会旅
游文化研究中心授予直罗镇 “中国红色文化旅游示范镇”称号。

１９９０年，全镇种植水稻、玉米、豆类等８５７６公顷。２０１０年，种植粮食作物８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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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其中水稻３７７２１公顷、玉米２８１４公顷、豆类１３４公顷，总产６５０万千克。群众
集资投劳，恢复建设安家川、南家湾、马家湾、直罗、宽坪、真庄稻田渠系配套设施，

累计投资５００万元建设真庄退耕还林基本口粮田，增加稻田３０１５公顷，稻米年销量
１７０万千克。２０１０年，建成真庄、安家川弓棚蔬菜示范园，全镇累计蔬菜棚１０１０座６７
公顷，其中大棚４９０座、弓棚５２０座，露地种菜２１４４公顷。１９９０年栽植苹果４０２公
顷，２０００年发展到１４０７公顷，总产１１５万千克。２０１０年面积３６８５公顷，红富士品
种为主，总产３０５万千克。１９９０年烤烟面积１３４余公顷，１９９６年３３５公顷，２０００年
５６９５公顷，２０１０年１６７５公顷，收购烟叶２６２３万千克，产值５４５万余元。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畜牧养殖仍处于自然发展状态，２０００年起向专业规模化发展，２０１０年累计建成千
只以上养鸡专业户４户，屈家沟等百头以上养猪专业户４户。湖南客商投资７０万元，在
宽坪村建成湖南优质雪山乌骨鸡养殖场；杨凌客商在宽坪村建成奶牛养殖基地，引进澳

大利亚荷斯坦奶牛５００头。全镇饲养生猪万余头，年出栏４３３１头，肉牛出栏１３８９头，
家禽出栏３８７万只，累计建沼气池８００口。

境域已探明煤炭储量 １８亿吨，预计原煤年产 ２４０万吨，石油年产 ５万吨。１９９０
年，镇域有延安市桥北林业局药埠头林场、直罗林场、槐树庄林场、县农村合作银行直

罗支行、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富县采油厂５家企业，工商个体户６０个。截至２０１０年，
镇域企业２０家，工商个体户１５０个，年营业额１７５亿元。
１９９０年，全镇有小学２５所，其中完全小学５所，初级小学２０所。２００１年，撤姜家

川完小并入直罗小学，撤北河、药埠头、崖窑砭、小河子初小并入真庄完小。２００２年，
撤南家湾、瓦窑沟、胡家坡初小、文家庙、桥沟、马家湾初小并入直罗中心小学。２００５
年，撤真庄完小、党家湾初小、杜家砭初小、唐古坪初小并入直罗中心小学。２００８年，
撤安家川完小并入直罗中心小学。２０１０年，撤屈家沟完小并入直罗中心小学。县政府、
县人民武装部争取１１０万元，中国人民建放军某部援助３０万元，改善直罗镇中心小学基础
设施和教学条件。年末，全镇中小学在校学生１２７３名，住校５３３名，共免除学费和对困难
学生救助５４５万元，蛋奶工程补贴１８５２万元。有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１４个村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村文化活动室４个，文化广场４个，农村信息服务站１０个。镇卫生院占地
３０００余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００余平方米。１９９０年职工１０人，年门诊１２００余人次。２０１０
年，村卫生室１７个，乡村医生１７人。镇卫生院职工１９人，建筑面积２０００余平方米，固
定资产２００余万元。医疗设备有黑白Ｂ超机２台、２００ｍｍＡＸ光机、半自动生化机、血球
机、尿常规机、三导联心电图机、救护车各１台。年门诊万余人次，住院６８０余人次。
２０１０年，开发就业岗位３３个，新增就业人员３０个，劳务输出１８００人次。农村最

低生活社会保障３７８户６２６人，累计发放低保金５２４５万元。供养五保户３１人，累计发
放供养金４４３万元。医疗救助３７人，累计救助７４８万元。民政优抚对象５１人，累计
发放优抚金１８８１万元。安居工程补助２户２４万元，救灾救济１８２户，累计发放救灾
款１７４８万元。参加合作医疗８４４５人，参合率９９１５％。

第七节　张家湾镇

位于富县西北部，葫芦河上中游，镇政府驻地和尚塬村，距县城８３千米。西与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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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省合水县太白镇接壤，北与志丹县、甘泉县相邻，东与直罗镇相接，３０９国道、青兰
高速公路穿境而过。２０１０年５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镇政府驻地由王家角村迁至和尚
塬村，其行政区域不变。２０１０年辖１３个行政村４３个自然村３０４４户１０３５２人，总面积
１２４５平方千米，耕地３７４５５４公顷，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５７１元。

葫芦河为农业生产提供灌溉保障，２０１０年种植玉米５６７８２公顷，总产４８８万千克，
水稻种植面积２３４５公顷。１９９２年栽植烤烟３３５余公顷，总产４７５万千克，户均收入
３４００元。２０１０年种植烤烟４０２公顷，总产１０万千克，产值１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３年建成蔬
菜大棚２５座，２００５年累计建大棚７８座、弓棚１２０座，蔬菜总产８０万千克，产值８０万
元。１９９３年起，畜牧业生产方式由自然放养转变为集中圈养，推广种草养殖。２０１０年
羊子存栏２４１０只、生猪２２９５头、家禽１３２万只，产值３００万元。

境域石油、天然气贮藏丰富，黑水寺村名由来与石油有关。１９８７年起，张家湾区域
为延长石油富县钻采公司生产基地，２００８年投产油井３２４口，总产原油８万吨，２００９年
总产原油１２万吨。２０１０年，境区有石坊头、马莲沟、大东沟、和尚塬４个石油生产区，
油井、气井千余口，总产原油２０万吨。石油工业带动镇域第三产业，形成和尚塬村、
王家角村等集会。

张家湾镇地广人稀，２０１０年，常驻人口１２４万人。１９９５年，在王家角重修初级中
学，占地１４７４公顷，修建２层教学楼、４层学生宿舍楼。１９９６年修建中心小学，建２
层教学楼。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王家角街道修建２层居民楼３０余栋。２０００年始，在炮楼村
３０９国道沿线修建平房２０套，搬迁炮楼沟解决村民交通、电力、饮水不便等问题。２００６
年，因张家湾村涉及青兰高速公路建设，新建大河西小组移民搬迁平房２６套。２００９年，
县委、县政府确定为重点建设镇，由陕西省建业城乡规划设计中心总体规划，以石油天

然气、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服务设施配套齐全。镇区建设规划２６平方千米，东
西长约６千米，南北宽０２５～０４千米，道路规划为三横四纵架构，功能结构为一心一
轴一带三片区。２０１０年年底，建成镇政府办公楼、公安派出所综合楼。张家湾成为林草
丰茂的县域西部生态型中心镇。

镇域有秦直道桦树沟段、埝沟八卦寺塔群、松树沟元代石雕群及八卦寺油坊头村修

建于清同治十三年 （１８７４）的白骨塔，均属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薛爱玲为代表
的民间熏画艺术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２００６年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
自然保护区。大麦秸沟４００余公顷纯柴松林，２００４年被列入陕西省柴松林自然保护区。
境域出产甘草、秦艽等名贵药材，黑木耳、羊肚菌等野生食用菌，有野猪、梅花鹿、金

钱豹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以及雉鸡、鹳鹤等珍禽。驻有和尚塬林场及苗圃，张家湾林

场及林业管护站、林业派出所。

２０１０年，镇区设初级中学、中心小学、黑水寺初小、和尚塬初小、张家湾初小、和尚
塬完全小学，民办幼儿园各１所。全镇小学教师７１名，适龄儿童、残疾儿童入学率分别为
１００％和９８９％。镇办农业技术学校１所，有专兼职教师１３名。２００８年，１３个行政村建立
标准化卫生室。２０１０年，镇卫生院建成４层门诊楼，建筑面积４６００平方米，职工１５名，
大专以上学历９人。全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９４２７人，累计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９７４０
人次。

３４第一编　行政建置　



第八节　羊泉镇

位于富县西南，处中指塬腹地，镇政府驻地羊泉村，距县城２８千米，东连富城镇，
南接吉子现镇，西毗张村驿镇，北邻北道德乡，总面积１１６０８平方千米。１９９８年改乡
设镇，２０１０年，辖２５个行政村４７个自然村１０３个村民小组４９８１户１５８５６人，总耕地
３３０２３８公顷。工农业生产总值１６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７２３元。八合村有仰韶文化
遗址，雷村有保存完整的清代城墙，民间剪纸以传承人缑竹梅为代表，雷村高跷、肖村

摆路鼓颇具名气。

１９９０年，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油菜、大豆为主。２００９年，种粮 ５０２５公顷，
２０１０年４５０９１公顷，其中玉米２１６４１公顷、豆类２１１０５公顷、其他２３４５公顷，总产
２６６万千克。经济作物先以烤烟为主，苹果辅之，１９９０年栽植烤烟２６８０公顷，１９９５年
后以苹果为主，２０１０年果园总面积３０１５公顷，占耕地的８０％左右，人均０１６公顷，标
准化生态示范园２９４８公顷，参加果园保险２４１２公顷，以红富士、秦冠、嘎啦品种为
主，总产０７亿千克。苹果种植专业户２００余户，持证营销经纪人１１０人，在广东、福
建、黑龙江建立营销窗口。成立果品专业合作社８个，建有宏佳、兵华、世纪龙等冷库
４处５座，气调库２座，冷藏气调贮量１０００万千克。宏佳果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绿

冰”“宏佳”商标，拥有苹果交易市场、万吨气调库、加工厂、选果线，固定资产７０００
余万元，年出口苹果２５０万千克。２０１０年建成下立石果脯加工厂。果园建沼气池千余
口。畜牧养殖以个体饲养猪鸡为主，２０００年以后专业户逐步形成，２０１０年百头猪养殖
２２户，百头以上良猪繁育场１个，生猪存栏２１４万头；李家塬千只以上养鸡３户，太
宜示范村万只以上养鸡１户。
２００９年起，和尚塬钻采公司在郭丰、西里村、溢水河、羊西、北章、肖村、上善化

建成油井；２０１０年，华北油田在庙阳建成油井，兴起石油产业。
１９９１年，有乡初级中学１所，小学２５所。２０００年，镇初中占地２６６万平方米，建

筑８９７１平方米，２１个教学班，教职工９４名，学生１１１６名。建有南、北教学楼，教师

羊泉镇办公楼

公 寓，学 生 餐 厅。

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延安
市骨干初中、科研兴

校明星学校、文明校

园、省依法治校先进

集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陆续撤并村级小学，

２０１０年保留羊泉镇中
心小学、太宜完全小

学、清涧完全小学。

羊泉镇中心小学于

１９９１年由羊泉小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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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立，２００１年投资９５万元建１２４０平方米３层教学楼，２００４年投资７８万元建８８０平
方米２层教学楼，２００９年投资３４５万元建２３００平方米４层框架结构综合办公楼。２０１０
年，全镇有５所私立幼儿园，教职工２２２名，在校幼儿２９２９名，其中住校幼儿１３０４名。
２０１０年，镇域医疗机构１２个，专业人员３３名，含医师７名、助理医师５名、注册护士
９名。羊泉卫生院１９９５年前有瓦房３０余间，３张病床，１９９５年建成门诊楼，２００８年建
成２层９００平方米办公楼，２００９年建成２栋２层２４间住宿楼，住院床位１０张。２０１０年
门诊２万余人次，出院１１００余人次。全镇参加合作医疗保险２３２万人，参保率９５５％。
２００５年起实施饮水入户工程，２００７年年底龙头入户率１００％，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

１００％。截至２０１０年，全镇１７处小型水利工程完成产权改。投资２９万元重新铺设雷村、
下善化２５６户的引水管网，龙头入园 １３４公顷，东里村、侯家庄果园喷灌 ３３５公顷。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实施 《羊泉镇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投资６００余万元，落实以奖代补
政策，拆除农用房３９０间，征迁果园０３６公顷，完成十字街９８０米排污设施建设和２４
米拓宽改造硬化工程，完成千余米迎宾大道拓宽工程，加固加宽羊西涵桥，改造城镇水

网５８０米。１９９７年年初开通有线电视，２０１０年数字电视用户７０２３户。２００５年始，重点
对鹿首、下立石、南章、清涧通镇道路硬化，２０１０年实现通镇道路硬化全覆盖。境内有
县镇公路４条，总长７８千米，日客运量１２６０人次。镇村通邮率１００％，移动电话普及
率６７％，互联网端口２０３２个，宽带接入９１４户。２０１０年，拥有３５千伏变电站１所，主
变压器１５４台，总容量 ８２９０兆伏安，高压输电线总长 １２０余千米，综合电压合格率
９９２％，供电可靠率９９９６％。

第九节　吉子现镇

位于富县中指塬南端，富县、洛川县、黄陵县交界处，镇政府驻地吉子现村，距县城

４５千米。东毗富城镇，西接寺仙乡，北邻羊泉镇，南靠黄陵县阿党乡和洛川县后子头镇。
２０１０年５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撤乡建镇，其行政区域不变。辖１８个行政村２２个自然村
３１个村民小组２５９３户７６７０人。总面积７０９７平方千米，耕地面积１９７２４９公顷。工农业
总产值７１９７３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１９０元，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以内。

镇区是富县小麦、油菜种植基地，１９９８年人均种植小麦０１７公顷，小麦、油菜轮
作倒茬，小麦亩产２００～３００千克，油菜亩产１００～１５０千克，２０１０年农作物播种４６８５
公顷，玉米１３４公顷１５３４万千克，豆类１３４公顷４１万千克，油料３８８万千克。１９９０
年栽植烤烟２６８公顷，产值亩均５００元，人均纯收入４６３元。１９９０年栽植苹果４６１８３公
顷，总产２３万千克。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完成一园一窖滴水灌溉工程。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为吉子现绿平果业有限责任公司颁发１３４公顷良好农业一级认证书，３０１５公顷有机转
化产品认证书，取得独立出口经营权。２０１０年，全镇苹果１４０６６１公顷，总产４５００万
千克，优果率７０％以上，建成标准化生态示范园１５４１公顷，每村至少一个百亩以上示
范园，实行统一旋耕施肥，统一综合防治，统一种草，统一拉枝，统一覆膜，实现果园

规范管理全覆盖。建成苹果冷库４座，苹果专业合作社４个。
２００２年南村建起机砖厂，２００７年旧村建起机砖厂，东屯么、旧城村分别建有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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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厂。２００６年，成立绿平果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６５００万元，集现代农业开发、农
产品生产、果品加工、进出口贸易为一体，为陕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绿洲果筐

厂和固险村晨祥果筐厂两个加工制造企业。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华能延安热电厂落户吉子现
乡，并举行前期开工仪式，为陕西省 “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共征用田村、吉子现、

固险３个行政村土地５０２５余公顷。
在新农村建设项目支持下，固险村通过集体和个人集资，共投资１０００余万元硬化主

街道、巷道，修筑排水渠，新建、改造民居，绿化亮化村庄，新建礼堂，维修办公室，

搭建彩门、修建文化广场，配置健身设施及路灯。南村、安子头新农村建设实施民居改

造、巷道硬化、排水渠铺筑、文化室及文化广场修建、健身设施及路灯配备等项目。全

镇川塬通村道路全部柏油化。乡政府于２００８年迁址修建４层４０间综合办公楼，对８００
米主街道进行拓宽改造，拆除沿街原有危旧房屋，街道由原来不足１０米拓宽到３０米，
石砌排水渠１７５２米，安装太阳能路灯４０盏。

西屯么村有仰韶文化遗址。从西魏至五代，三川驿一直是三川县治所在地。唐代诗

人杜甫途经此地，著有 《三川观水涨二十三韵》名篇。城南石壁摩崖石刻 “拾遗墨草”，

题刻于明嘉靖丙申十月五日，字迹遒劲，至今可辨。境内有唐古道遗迹，为唐武德二年

（６１９）秦王李世民北征突厥所修筑。东屯么、西屯么、尧科塬统称屯么村，旧城、新城
塬统称碾子头村，均为唐代储备、加工军粮处所。屯么村、碾子头村和羊泉镇的太宜

村、肖村原为四社，各修有三郎爷庙，每年农历四月十八轮流举行古庙会，纪念为民斩

蟒除害的三郎爷杨班。

１９９０年有乡初级中学１所，小学２２所。１９９７年起先后投资１２０万元新建中学３层
教学楼。２００３年撤乡中学，在原址设乡中心小学。２００６年被评为延安市示范小学、文
明校园。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５０万元建成３层３０间公寓楼，建筑面积９１２平方米。２０１０年，
２２所村级小学全部并入镇中心小学，教职工 ３２名，学生 ２１４名，私立幼儿园 ２所。
１９９１年乡卫生院占地３０００平方米，有４座２０间砖木瓦房，截至２０１０年，共投资４００余
万元建成３层综合办公楼，配备部分现代医疗设施。各村有卫生室，参加合作医疗保险
率９８％。全镇有１１个图书室，藏书１７万册。有固险、南村、安子头３个文体娱乐广
场，每年古历二月初二为吉子现镇古文化艺术节，有小品、秦腔、眉户、快板、秧歌、

竹马等演出活动。

２０１０年，享受养老保险８５０人，享受低保１９１户５４０人，五保１３人，大病救助１６
人，优抚３１人。退役军人６０周岁以上２０人，残疾人１７２人，参加各类保险３９００人。
累计对安子头村和三川驿村移民搬迁７９户。２００４年，建成固险村水站，解决固险、串
坡、富村３个行政村的人畜用水问题。２０１０年达到村村通水，龙头入户率９８％。

第十节　钳二乡

位于富县中部塬区，乡政府驻地钳二村，距县城１７５２千米，东接富城镇，西毗北
道德乡，南连羊泉镇，北邻茶坊镇，总面积１１０２９平方千米，耕地２６３０６７公顷。２０１０
年，辖２２个行政村２９个自然村４１个村民小组２４２３户９６５０人，其中农业人口８６７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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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生产总值１７６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７１４元。
１９９０年，农作物以种植小麦、玉米、油菜、大豆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地面

覆膜为烤烟增产措施。１９９５年苹果面积１０８５４公顷，占耕地的８０％左右。２０１０年苹果
总面积２１４５６２公顷，累计建成省级示范园６个６１２４公顷，县级示范园２２个２３４５公
顷，实施龙头入园、节水灌溉２６８余公顷，物理杀虫、生物防虫配套技术３３５余公顷，
乔化密植改造６７０公顷。总产３０００万千克，产值１２亿元，农民苹果人均纯收入７６７５
元，占人均纯收入的９９５％。有冷库８座，库容２７００万千克。成立果业专业合作社６
个，建立苹果外销窗口３个，形成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２０１０年累计
建沼气池１４２３口，专业养猪１７户，５００头以上１户，百头以上１０户，５０头以上百头以
下６户，饲养生猪８１５６头，存栏６５００头。专业养鸡场３个，鸡存栏１２万只，形成建
沼养畜、以畜促果的生态良性循环。２０１０年，直罗采油厂累计在马伏头、小渭、永川
府、卜巷、钳二、李尧科、东太奇、西太奇等村打油井２００余口。
２００７年，铺筑富钳柏油路 ６千米，修筑上良村、东太奇、钳二等砂石路 ６千米。

２００８年，铺筑富张路柏油路１８２千米，４条９９千米通村柏油路。完成东太奇等剩余
１５个行政村１１０６户的龙头入户工程，建蓄水池４座，２２个行政村全部通上自来水。建
地下管道２２８千米，为东陈超等９村４００公顷果园安装灌溉龙头。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有中学１所、乡中心小学１所、村小学２２所，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撤销

钳二乡初中，村办小学逐年撤销，仅保留乡中心小学。有乡卫生院一所，１９９５年前土木结
构瓦房共１５间，２０１０年，建２栋２层住宿办公楼２４间，硬化绿化院落。全乡村级卫生室
２２个，专业卫生人员３０名，含执业医师７名，执业助理医师５名，注册护士９名。

１９９７年开通有线电视，数字电视２０１３户，电视综合覆盖率９９％。２００１年建立邮政
网点，投递单程６８千米，投递点６２个，乡村通邮率１００％。２０１０年电信企业１家，服
务网点４个，固定电话１０２４户，移动电话４２０７户，普及率５７％，互联网端口２０３２个，
宽带接入９１４户。４０千伏及以上变电站１座，主变压器１５１台，总容量９００２兆伏安，路
径高压输电线路４条，总长１３５千米，用电负荷１３６万千瓦，综合电压合格率９９２％，
供电可靠率９９９６％。

第十一节　北道德乡

位于富县中西部，乡政府驻地北道德村，距县城４１千米。东临钳二乡、羊泉镇，
南抵张村驿镇，西连直罗镇，北依任家台林区，总面积１７１７６平方千米，耕地３１７７６７
公顷。２０１０年，辖１７个行政村４３个村民小组２３５７户８４８９人。境内有湫塬、金村塬、
道德塬、樱桃塬、雨家塬，素有小 “五指塬”之称。工农业生产总值９５００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６８４２元。
１９９０年耕地１６２１４公顷，粮食作物１５２０９公顷，夏粮７３７公顷，总产１８５万千克；

秋粮７８３９公顷，总产２３４５万千克。油料１３４公顷，总产２７万千克。烤烟３５９２５公
顷，收购烟叶７９５万千克，人均收入３７６元，居全县１５个乡镇之首。１９９５年，苹果面
积５２０５９公顷，产值３００万元。烤烟种植基本退出农业生产。２００１年苹果１４２０４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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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１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４年苹果成为支柱产业。渔业分布在东河沟、西沟、渭家河沟区域，
年产在５～１５吨之间。区域西北部天然林３３５０公顷，含荒山荒坡天然草场１０９８８公顷。
１９９９年起实行个体承包，以粮代赈，封山育林，当年造林４９９２公顷。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累计造林５１１８１公顷。１９９０年大家畜存栏２８００头，猪２０３５头，羊５７００只。１９９５年，
大牲畜存栏２２９８头，牛１２５０头，羊８１５５只，家禽存栏１１４万只。１９９９年大牲畜存栏
２３２０头，牛１４６５头，猪１３５５头，羊８０９１只，家禽７６００只。

延长石油集团在渭家河山区钻出高产油井，四合、东河、东村均有油井分布。１９９３
年，乡政府建起年产５００万块机砖厂。２００９年，下柳池村建起机砖厂，年产８００万块，
产值１５４０万元。２００６年起，照八寺、道德、上柳池、东村先后建起贮藏果品气调库，
有９个苹果专业合作社。２００７年年底，建起乡农贸市场。２０１０年，乡政府所在地有餐
饮、住宿、修理、理发、网吧２０余家。农历每月逢二集会，蔬菜肉类入农贸市场，其
他贸易沿十字街两侧摆摊设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全乡小学２５所，中学１所，中小学教师１１７人。２００２年，投资３９１
万元扩建中学和纪路、上柳池、下柳池、四合、金村５所小学。将小学五、六年级统一
撤并到中学。２００４年，将全乡三、四年级撤并到高池、纪录、道德、东村４所小学，实
行寄宿制；在原烟站新建民办北星幼儿园，设 ６个班，幼师 ８名，幼儿 ２３０名。２００６
年，省政府拨款１２０余万元建成中学教学楼，建筑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小学撤并成１２所。
２０１０年８月，北道德中学并入张村驿中学，全乡小学统一撤并到乡中学原址，成立中心
小学，教师５０名。乡卫生院有医务人员８名，病床４张，１９９５年前门诊较多，２００５年
后基本以防疫及公共卫生为主。２０１０年新建５个村卫生室，全乡标准化卫生室达到１６
个，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７２９７人。

辖区东河沟有仰韶文化遗址、汉墓群。雷丰西沟有赫连勃勃为攻打后秦修筑的大夏

古道遗迹。东村有宋代福严院宝塔，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万历十二年

（１５８４），下柳池人王邦俊编纂首部 《州志》。金村有建于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年的贺家
老宅。东村有建于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的天主教堂。缑家庄有建于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的缑氏祠堂。东村有毛泽东旧居，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３５年１１月，
卧虎塬为陕甘省政府驻地，也是县苏维埃政府驻地。

１９９１年，群众投工投劳拉运砂石１６０８立方米，完成任张路北坡砂石化工程。１９９２
年起，连续３年共投资１１１８万元，投劳１１５万余个，拉运砂石２６万立方米，改造提高
任家台至张村驿三级路面 ２５４千米。拓宽乡村道路 ２８千米。１９９９年全乡砂石路面
７０％。２０００年，修筑北坡至北道德街柏油公路１５４千米，铺筑北道德至张村驿镇砂石
路２０千米。２００２年，整修５条乡村道路，拓宽改造雨家塬至３０９国道４千米砂石路。
２００６年，铺筑北道德至樱桃塬、高池至雷丰柏油路７４千米。２００８年，铺筑照八寺至岳
村、北道德至缑家庄、永录及任张路南段柏油路２８５千米。１９９５年，解决北部４村通
电问题，全乡 ４２个自然村 ３７个通电；建乡计划生育办公楼、供销社、医院沿街楼。
２００３年，打建机井８眼，建水窖１０３眼。２００４年，实施乡域小水利工程产权改制和水利
网络化建设，供水由个人承包经营，启动用水入户工程；２００８年建成乡政府办公楼；
２００９年，全乡通自来水，龙头入户率９８％。２０１０年，累建沼气池１３００口，参加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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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养老保险３９１８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４６１人。

第十二节　寺仙乡

位于富县西南塬区，乡政府驻地寺仙村，东与吉子现镇接壤，西与黄陵县隆坊镇相

连，北与张村驿镇相接。黄直公路穿境而过，距县城５５千米。总面积１１４３４平方千米，
总耕地９２８３８公顷，人均０２１公顷，可利用草地１６０８公顷，林地３０１５公顷。２０１０年，
辖１３个行政村３３个村民小组１７４８户５９１１人。工农业生产总值３１５５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６０５３元。
２０１０年粮食作物以玉米、大豆为主，总产６０万千克。苹果总面积８７１公顷，挂果

８０４公顷，人均０１９公顷，总产１５００万千克，产值４５００万元，人均收入６２５０元。生猪
饲养２０００头，家禽饲养５０００只，畜牧业产值４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年末，累计造林３２８３
公顷，含防护林４１公顷、经济林２５８６公顷，林业覆盖率４５％，活立木蓄积２３０万立
方米。拥有各种农业机械 １６３０台 （辆）。累计建成沼气池 １２４９口，清洁能源使用
率６０％。
２０１０年累计全乡铺设干线水管２５千米，自来水入户率９０％。拥有主变压器４７台，

含农网３８台，专线９台，总容量２３６６３千伏安，高压输电线总长５９３６千米，供电可
靠率１００％。商业网点６５个，社会销售总额１９８０万元，城乡集贸市场成交额１１０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开通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３０户，含数字电视５００户，电视综合覆盖率９０％。

建有乡文化站１个，４００平方米，公共图书室６个，总面积２４０平方米，藏书１８万册。
辖区文化广场５个，总面积７５００平方米，园林绿化４０００平方米，绿化率３３％。有幼儿
园２所，在园幼儿１２６名，小学２所，专任教师４７人，在校学生２５６名，适龄儿童入学
率１００％。各类医疗机构２１个，专业卫生人员３０名，含医师２０名、助理医师６名、注
册护士４名。参加合作医疗保险４７７８人。
２０１０年，县乡公路３条，总长２３千米，日发送客车８辆，日客运３００人次。邮政

网点１个，投递点２个，乡村通邮率９０％。电信服务网点２个，固定电话７００户，移动
电话２３００户，普及率９８％，互联网端口３２０个，宽带接入３２０户。城镇最低生活保障
２１０户４０８人，总补助５７１２万元，城镇医疗救助４５人次，支出２０万元，抚恤、补助各
类优抚对象５１人１９３８万元。

第十三节　南道德乡

位于富县西南塬区，乡政府驻地东道德村，距县城６８千米，东接吉子现镇，西北
连黄陵县隆坊镇，南邻寺仙乡，总面积４７７６平方千米，总耕地１２８５３０公顷。境内川
塬相兼，塬面西高南底，高差７９６米。２０１０年，辖１０个行政村２２个村民小组１０８７户
３８７７人。工农业总产值２９３６８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３７０元。

１９９０年主导产业有小麦、油菜、玉米、豆类等粮食作物和烤烟、苹果，人均纯收入
３８７元，苹果面积２４３９５公顷，总产１８万千克。１９９３年，苹果面积增加到３６５９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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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产量２７５万千克，粮食作物面积减半，烤烟３０１５公顷，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２３元。
２００３年实施退耕还林，累计造林７３７公顷。２００５年果园７２６９５公顷，挂果６０３公顷，
县级以上示范园２０１公顷。工农业总产值２２８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５３０元。２００９
年成立陕西富县兴旺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１００万元，从事果业开发、果品加工销售，
是富县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企业。２０１０年种植粮食作物４３７５１公顷，其中玉米２０１公
顷、豆类２０１公顷，总产２４７万千克，人均产粮３２５千克。苹果总面积７９０９４公顷，总
产２７００万千克。生猪存栏６０８０头，出栏３５００头。退耕还林累计国家补助３７８余万元。
２００４年东道德村创办发泡网厂。２００７年东道德村创办水泥预制厂。

２０００年投资８０余万元修建南道德乡小学教学楼，占地９０００平方米，教室２２间，
有教职工２１人，学生１７８人。２００５年有学校１５所，教职工１４１人，乡文化站１所，村
级文化室１１个，乡卫生院１所，村级卫生保健室１２个。２００８年建成新庄科、东道德２
个文化广场，全乡有１０个图书室，１５万册图书。２０１０年村级小学全部撤销，在南道德
小学设立中心小学，有民办幼儿园１所。乡卫生院投资４０多万元在原址重建１２间平房，
配备部分医疗设施，占地２０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４年建成丁家塬、西道德、枣林子民营水站，解决 ３个行政村人畜饮水问题。

２００７年全乡龙头入户率９５％以上，２０１０年实现村村通水。东道德村新农村建设共投资
８００余万元，硬化巷道，修排水渠，改造民居，绿化村庄，建文化广场，配备健身器材，
安装路灯。乡政府通村道路全部实现油路化，用电及通信设施齐全。乡政府于１９９９年修
建两层４０间综合办公楼。２００６年全面拓宽改造街道，由不足５米拓宽到１０米，修筑配
套石渠１６００米，安装太阳能路灯２０盏，实施绿化、亮化工程。延展街道至９００余米，
逐年拆除沿街危旧房屋，规划新建沿街商业门店。２０１０年全乡农村医疗网点全覆盖，参
加合疗１６３５人，累计补助４３６万元。享受养老保险７４６人，享受低保９３户３２０人，五
保户８人，大病救助１２人，优抚２８人。

０５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带，东有洛河，西有葫芦河，

两河间有照八寺高地。东依黄龙山系，西连子午岭山脉，境区川塬间

布，沟壑纵横，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四季

分明。大气环流复杂，降水随季节呈现变率较大、相对集中、转折迅

猛之特点。

富县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炭，丰富的地下

矿藏为县域经济跨越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生物资源特别是植物资源

丰富，良好的自然植被造就了富县独有的秀美山川。地表水主要有洛

河、葫芦河两大水系，两河两川成为富县米粮川。境内发生的自然灾

害多属气象类灾害，危害严重的有干旱、水灾、冰雹、霜冻、干热

风等。

富县２０１０年地貌类型示意图



第一章　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质地貌

地质　富县就大地构造单元而言，属华北陆台鄂尔多斯地台的一部分，亦称陕北构
造盆地或陕北斜坡。在这个斜坡上由北向南将延安地区分为两个构造单元。该线以东为

陕北单斜翘曲构造，以西为陕甘宁凹陷向斜构造。富县大部地区在陕北单斜翘曲地带，

只有西部葫芦河流域的直罗、张家湾两镇属陕甘宁凹陷向斜构造区。

陕北单斜翘曲地带在富县有一个重力高异常区的隆起带，也就是在陕北斜坡东部单

斜层上，有连续小翘曲，呈波浪式由东向西依次排列。延川县的永平至富县城区茶坊为

第三台阶带，包括一个平台缓带和一个斜坡陡带。陕甘宁斜坡凹陷地带在盆地周缘产生

断区，以断块构造和背斜构造为主；在盆地内斜坡以幅度微弱的鼻状构造为主。石油钻

井，在县境西部葫芦河流域的直罗、和尚塬等地发现鼻状构造，分布面积虽然不大，但

对油气聚集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地层　据陕西师范大学编著的 《延安地区地理志》记载，富县没有中生代以前的老

岩系出露，主要是中生代的沉积岩系，包括四个类型：

三叠纪延长组　延长组是一套内陆湖沼相的沉积岩系，以灰绿色砂岩夹页岩层为
主。大约以北纬３８°为界，北粗南细，北薄南厚。富县位于南部，厚度在１０００～１３００米
之间。根据岩性将延长组划为五套，其中第二套岩层为浅湖相沉积，厚度１５０～２００米，
具有较好的储油层。第三套岩层属湖盆发育全盛时期的半深或半浅湖相沉积，厚 ３００
米，富含有机质黑色碳质页岩及油质岩。富县直罗油区属于二套三套岩层相沉积。

侏罗系统　陕甘谷地、宁陕谷地形成于晚三迭系末期，直罗河谷就是甘陕古河谷的
主要支流。这些古河谷控制了下侏罗系统富县组和延安组的沉积领域。下侏罗纪延安

群，其底部在富城镇沙西沟和茶坊镇大申号可见地层厚１６米左右，底部是紫红色砂岩，
钙质胶结，坚硬；上部为紫红色砂岩夹有黄绿色泥岩条带，属于干燥河流相深积。中侏

罗纪直罗群，岩层底部灰色砂岩中含有油质，厚１５０米左右。直罗群分布较广，是盆地
的主要油层之一。上侏罗纪安定群，岩层表面受长期剥蚀作用，其厚度各地不一，富县

只有数十米。

新第三纪三趾马红土层　三趾马红土层不整合沉积于一切老岩层之上，分布广泛，
呈零星出露，在洛河上游见有完整的沉积剖面。新第三系红土层是堆积在白垩纪或老第

三纪时期的侵蚀面上的低洼地区。在甘泉、富县、洛川一带高度比较平缓。地层划分为

上下两层：上新统下部是砾石层，富含铁锰质斑点，风化后成碎块。层中含有多种化

石，如三趾马、犀牛、高氏羚羊等，厚１０～５０米。上新统上部泥灰岩层，为灰绿色泥灰
岩夹白色或紫红色条带层，岩层断缝中有次生充填结晶石膏，说明当时气候转为干燥

型，厚５～２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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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更新统和全新统　第四纪岩层以黄土为主，分布极为广泛，不整合于第三系
及一切老岩层之上。富县为延安地区西部下更新统和中部下更新统。中更新统离石黄土

层，底部是砾石层，属洪积河流相冲积层。多钙质结核层，厚６０～１００米，富县、洛川
属之。

全新统具有各种类型堆积：不整合于基岩之上，侵蚀堆积层状黄土，厚０～３０米；
不整合于上更新统之上的风积砂层等，厚０～５米；不整合于基岩或上更新统之上是冲
积砂泥土砾石层，厚０～３０米。

地貌类型　富县境域属陕北黄土高原构造侵蚀型地貌类型，境内地貌以黄土塬、沟
壑、丘陵为主，地势东南低、西北高。就富县地域而言，东有洛河，西有葫芦河，两河

流域之间是海拔１３９０３米的照八寺高地及北道德塬、羊泉塬。洛河以东有牛武塬、交道
塬，葫芦河西南有寺仙塬和南道德塬。县域北部为丘陵沟壑，西部为土石低山，以及河

流阶地等不同地形地貌。

高塬沟壑区　洛河与葫芦河之间的 “五指”塬面和交道塬、寺仙塬、南道德塬以及

塬间沟壑，构成了高原沟壑区。面积８５７２２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２０５％。海拔
１０６３５～１３９０３米。沟壑密度为每平方千米２３２千米。塬沟比例为７∶３。塬体多向四周
及河谷下游微倾，并呈缓坡梯状结构，为主要旱作物农业区。

丘陵沟壑区　分布在高原沟壑区以北及以西的广大林区和半林半牧地区，面积
２４６２１１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５８８８％，海拔１１７２～１５２６米。１千米以上的沟壑
１６７６条，占全县同类沟道的７５７３％；沟谷深度为３００米左右。沟壑密度为每平方千米
２５９千米。该区为植被保存较好的次生林区，现代侵蚀缓慢，水土流失较轻。次生林边
缘地带，因植被稀疏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土石低山区　主要分布在县境西部与甘肃省交界的子午岭次生林地区。面积为
５５３２２平方千米，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１３２３％。海拔为１２１４～１６８７米，相对高差为
４７３米。山顶黄土覆盖，山间岩石裸露。林草覆盖率高达９０％以上，是全县唯一的天然
次生林保护区。

沟壑地貌

４５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河流阶地　以洛河和葫芦河为主的河流阶地，面积３０９０２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
的７３９％。海拔８４６６～１０９１７米，土地比较平坦，现代侵蚀轻微，水利资源丰富，为
主要灌溉农业区。

山脉略述　境内山脉最高海拔 １６８７米，最低海拔 ８４６６米，一般海拔为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米。因此，所谓山脉均属土石低山。洛河以东为黄龙山山系，洛河以西为子午岭山
系。境内主要山脉包括：子午岭及其分支古道岭、关山梁、墩梁、分水梁和黄龙山系支

脉艾蒿梁、晋师庙梁等。

子午岭　位于县境西部边陲，以岭脊分水梁为界，与甘肃省宁县、合水县相邻。南
北走向，海拔为１２７４～１６８７米，相对高差为４１３米，清道光 《州志》云：“子午岭，

州西２００里，与终南子午谷相对，蜿蜒数百里，跨庆二境之间。”“秦直道”经黄陵于
古道岭三面窑进入富县地域，沿子午岭东侧北上，于墩梁出县境入甘泉界。

古道岭　位于县境西南边陲，属于子午岭山系支脉。因山上有唐武德二年 （６１９）
秦王李世民北征所修行军运粮道路，故名古道岭。古道岭东西走向，西起境内子午岭主

峰兴隆关 （海拔１６８７米），向东山势逐渐降低。途经月亮坪、三面窑、天池湾、柏树店
（海拔１４６３３米）等山岭村庄延伸至寺仙乡太平村夷为平原。

关山梁　子午岭山系支脉，位于葫芦河以北西部边陲，南北走向，境内北起张家湾
镇八卦寺行政村的高窑子，南至张家湾镇杨家湾行政村的雷家角，山峦起伏，最高峰海

拔１６０９４米。
分水梁　子午岭山系支脉，自西北而东南走向。境内西北从八卦寺行政村的高窑子

村起往东南山势逐渐降低。途经墩梁、风胜窑子、庙儿崾
#

、降台、八掌洼而后分支。

一支往东南直通北道德乡的照八寺高地，另一支往东经八十亩塬、榆树塬、北崾
#

等山

地村庄延伸至茶坊镇北部洛河西岸的东红、李家川等村庄所背靠的雕山 （海拔 １１７２
米）。墩梁是分水梁上一座凸起山峰，海拔１６２５４米；西北交志丹县界，东北交甘泉
县界。

艾蒿梁　位于县境东北部，介于富县牛武镇与延安市南泥湾之间。属黄龙山系支脉，
自东南而西北走向，山峦起伏，最高峰海拔１４３３米。

晋师庙梁　位于县境东部，属黄龙山系支脉，南北走向，是富县与宜川县的天然分
界线，海拔１４７８１米。相传春秋时代，晋国占据黄河以西无定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域，此
为晋师驻地，故名。

另有川塬沟壑之间的梁、峁、山峰，群众习惯称其为山，清康熙道光 《州志》均

有记载，故一并收录。

太和山　地处城区北教场，峰顶曾建有祖师庙，“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民间资本投入重建，现为道教文化景区。

龟山　县城西山，其形似龟，故名龟山。
樱桃山　城南１５千米处，因地产樱桃而得名。
道回岭　城南３５千米处，古今交通要地。传说诗圣杜甫携家南归驻足遥望州

城，故名道回岭。

雕山　县北１５千米处，洛河西岸山峰。《州志》载，山多土穴，雕鹰所居，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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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山。战国时期，魏国依雕山傍洛水修建雕阴城，驻军御秦。为雕阴古城遗址。

柏林山　城南２０千米督河村后山，因柏树成林而得名。
莲山　县西５０千米张村驿镇新城村，山形似莲花，故名莲山。
大寺岭　位于县西５０千米葫芦河西岸，张村驿镇桃花砭与直罗镇胡家坡之间。传

说岭上曾建有古寺而得名。

寿峰山　位于县西黑水寺村，居葫芦河川道东岸，形似寿星老人，故名寿峰山。

第二节　气候物候

气候　富县位于西部内陆中纬度半干旱地区，属大陆性暖温带季风气候，光照充
足，温度适中，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夏季炎热，秋季多雨，冬季干寒。地域广阔，地

貌类型多，气候条件随时空分布差异较大。

光照　富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光照充足。由于地貌类型差异大，因此不同地区的
光照也不完全相同，塬面光照条件最佳，川道光照较差，林区光照最差。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年日照时数为２５６０９小时，日照百分率为５３％。５月日照时数最长为２６０９小时，
占年总值１０％，日照百分率为 ５４％；１０月日照时数最短仅有 １７８７小时，占年总值
７％，日照百分率为４８％；一年四季中，春季日照时数最长为７０９１小时，占年总值的
２８％。一般年份日照都可以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要求。

富县年日照时数与日照百分率

表２－１－１ 单位：小时、％

月份
日照时数 日照百分率

塬面 川道 山地 塬面 川道 山地

１ ２０７７ １９８５ １８１８ ６７ ６４ ６１

２ １７８９ １７２７ １５７９ ５８ ５６ ５１

３ １９７７ １９５１ １７８７ ５４ ５２ ４８

４ ２１２２ ２０３４ １８０５ ５４ ５２ ４６

５ ２４６５ ２５１８ ２１９８ ５８ ５６ ５１

６ ２６５９ ２５０９ ２３２９ ６１ ５６ ５３

７ ２４７２ ２２７７ １９６９ ５６ ５２ ４５

８ ２４５４ ２１９２ １７４３ ５９ ５３ ４２

９ １８２８ １６５８ １４６９ ４９ ４４ ４０

１０ ２１２４ １７７８ １５６３ ５６ ５１ ４５

１１ １８２０ １７３９ １５８１ ５９ ５６ ５１

１２ ２１２４ １９０３ １７５３ ７１ ６４ ５９

年 ２５９１１ ２４２７１ ２１５９４ ５８ ５５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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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年平均气温９３℃。７月最热，平均２２６℃；１月最冷，平
均－５９℃。春季在４４℃ ～１６５℃，夏季在２０６℃ ～２１２℃，秋季在１５７℃ ～２１℃，
冬季在－４３℃～１９℃。境内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８℃ ～９℃，林区和稍山区平均气温
７℃～８℃。境内年平均气温差异较大，最大气温差２℃左右。境内不同地区年内各月之
间平均气温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只是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变化幅度有所减少，除最冷

（热）月前后一段时间的平均气温变化比较平缓外，其余月份平均气温的升降幅度都在

５℃以上。因此富县四季分明，各具特色。

富县代表地月平均变温一览表

表２－１－２ 单位：℃／日

月份 县城 羊泉 北道德 直罗

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２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１

３ ０２３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２１

４ ０２２ ０２２ ０２０ ０２２

５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１４

６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４

７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９

８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９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１８

１０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１９

１１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２３

１２ ０２２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２０

降水　富县年平均降水量５００～６００毫米，最少出现在１９９５年，年总降水３２５２毫
米。境内各地降水量年际间变化幅度均在１００毫米以上，降水随季节不同变化概率较
大，相对集中，转折迅猛。每年７—９月降水天气较多、强度较大，月均降水在１００毫米
左右，３个月降水总和≥１０毫米的降水日与年总量之比都占６０％左右，是境域主要降水
季节，形成旱涝相间的降水特征。旱季与雨季相互转换比较迅猛，６月降水５０～６０毫
米，７月降水１１０～１４０毫米，比前半年６个月降水总量还要大。中秋前后，降水迅速减
少，１０月降水３０～４０毫米，进入较长的干旱季节。年平均１５％相当于８５毫米的降水不
能渗入土壤，有效降水日占年降水日的３５％。
１—６月为干旱半干旱期，土壤水分趋于减少，７—９月为湿润期，土壤水分有所增

加，１０—１２月为半湿润向干旱过渡期。这种干湿变化与旱雨季变化的趋势基本相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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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完全相同，５—６月比１０月的降水多，却处在强烈升温期，蒸发幅度远大于降水的
增多，仍为干旱半干旱状态。１０月降水虽然减少，却处于降温期，蒸发量明显减弱，自
然处于半湿润状态。

富县历年季节平均降水量统计表

表２－１－３ 单位：毫米、％

项目 春季 （３—５月） 夏季 （６—８月） 秋季 （９—１１月） 冬季 （１２—次年２月）

降水量 １０１９ ２９１３ １４２５ １４６

量的百分率 １８ ５３ ２６ ３

占年率 ２８ ２８ ２１ ２３

气压与风　县境属季风性气候。冬季气压高，盛行北风或西北风。夏季气压低，盛
行南风或东南风。春秋季西北风与东南风交替出现。西北风平均频率２２％，东南风平均
频率２１％。极大风速出现在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６日，２１５米／秒。

物候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境内物候与前基本相同，受全球性气候变化影响，出现细微
差别。

动物　境内可用于气候观测的动物主要有燕子、布谷鸟、青蛙、知了和大雁，根据
气候变化其每年表现有所不同。燕子４月中旬来，９月下旬去。布谷鸟４月下旬到５月
上旬来。青蛙４月中旬前后闻声。知了立夏始鸣，立秋后息声。大雁白露后南飞。

植物　境内可用于气候观测的植物主要有桃杏花、杨柳树、刺槐、榆树，根据气候
变化其每年表现有所不同。桃杏花４月上中旬开花。杨柳树清明前后发芽。刺槐４月下
旬发芽。榆树５月上旬立夏展叶。

非生物　境内可用于气候观测的非生物主要有河水、土壤、降雪和霜冻，根据时令
变化，每年表现出不同性状。河水１１月中旬结冰，次年２月解冻。土壤１１月结冻，次
年３月解冻。降雪１０月下旬至次年３月上旬。霜冻９月下旬至次年４月上旬。

气象谚语　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自然规律，总结出许多气象谚语，并用于
指导生产生活。主要有以下４种类型：

用 “关键日”天气展望未来天气：

春 （立春）寒不算寒，惊 （惊蛰）寒得半年。

惊蛰当日吹起土，连刮黄风四十五 （天）。

清明前后一场雨，好似秀才中了举。

三月清明花不开，二月清明花大开。

立夏不下雨，锄头高挂起。

五月十三滴一点，耀州窑上买大碗。

初三初四不见月，连阴带下半个月。

收秋不收秋，先看五月二十六。

八月十五雨纷纷，正月十五雪打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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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没雨看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

以特定天气展望未来天气：

春天的风，秋天的雨。

九月雷圪喳，旱到一百八 （天）。

九九有雪，伏伏有雨。没有九九雪，难得伏伏雨。

冬至长，夏至短。过了冬至，长一犬齿；过了腊八，长一杈把；过了年，长一椽；

过了正月十五，白天长的没谋。

以生物活动轨迹和非生物特定性状展望未来天气：

蚂蚁搬家蛇过道，眼看大雨就来到。

燕子低飞，细雨微微。

狐狸山坡叫，大雨就来到。

鸡群上架早，明日天气好。

天旱问艾蒿，根生白芽雨来到。

久旱盼雨，先看马莲露水。

缸穿裙，雨淋淋。

锅底煤着火，眼看要变天。

烟上升，天放晴；烟扑地，下得急。

看云识天气：

早烧 （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云推磨，水成河。

黑云黄梢子，必定下雹子。

爆爆云，晒死人。

天上有了勾勾云，不出三天雨淋淋。

夜晴没好天，等不到鸡叫唤，

四山雾罩刮大风，四山明亮天放晴。

云往东，一场空；云往南，水漂船；云往西，淋死鸡；云往北，晒干麦。

第三节　水文　土壤

河流　富县年均地表水总径流约４７５６８万立方米，含自产径流约１０３４９万立方米，
过境客水径流约３７２１９万立方米，亩均径流７５立方米。境内东有洛河，西有葫芦河，
并有牛武川水、大申号川水、直罗南川小河水，以及数以百计的支流小溪，形成树枝状

地面流水，以富县、志丹、甘泉县之间的分水梁为界，流入洛河的为洛河水系，流入葫

芦河的为葫芦河水系，两河水域形成洛河川和葫芦河川两条大川。

洛河发源于定边县白于山南麓，经吴起、志丹、甘泉，于富县茶坊镇黄甫店入县

境，自北而南，穿越城区，于富城镇石门子村出境入洛川县域。境内流长２６千米，流
域１１２４平方千米，占富县总面积的２６９％，河床平均比降１／２５０，年平均径流约３５８２２
万立方米。洛河于境内有两大支流：牛武川水，从茶坊街西注入洛河，流长３５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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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４２８平方千米，年径流１１６３万立方米；大申号川水，从城区北教场注入洛河，流长
３３千米，流域２２２平方千米，年径流约５６０万立方米。另有李家川等２５条毛支溪流。

葫芦河发源于甘肃省华池县川家岔，经甘肃合水县，于富县张家湾镇雷家角村入县

境，自西北而东南，流经直罗、张村驿、吉子现等乡镇，从南道德乡兴民村出境入黄陵

县域，于交口河注入洛河，为洛河一级支流。葫芦河在富县流长 １０９千米，流域
３０６０４３平方千米，占富县总面积的７３１％，河床平均比降１／５００，年均径流约１１７４６
万立方米，年平均流量每秒３７３立方米，年平均过境流沙４５万吨。直罗南川小河水是
葫芦河在富县最大支流，从直罗镇东注入，流长５７千米，流域８５６平方千米，年均径流
２３２１万立方米。另有埝沟等２９条毛支溪流。

地下水　富县地下水储藏总量约３９６１８５万立方米，酸碱度平均值６５～７５，硬度
１２５～１２８德国度，有害微量元素含量一般小于饮用水质量标准。分４种储存类型：塬区
黄土孔隙裂隙水地下储存３８４８万立方米，可利用１８０万立方米；泉水储存４２１０万立方
米；川道砂卵石冲积层内储存６８８５万立方米，可开采１４２０万立方米。深层地下水不宜
人畜饮用，储量难以估算，开发利用价值不大。

土壤类型与分布　境内土壤分为８个土类，１７个亚类，３０个土属，７８个土种，面
积４１５６万公顷。

灰褐土　面积２６８１万公顷，占６４１４％，分布于丘陵沟壑和低山地区的林草地带，
为全县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森林土壤。

黄土性土壤　面积１２８４万公顷，占３０７２％，为侵蚀地貌上的幼年土壤，广泛分
布于植被较差的山坡沟地上，为全县第二大土类。

黑垆土　面积１３８万公顷，占３３３％，系境内唯一的地带土壤，也是耕种历史最
久的古老土壤，主要分布在塬区，葫芦河阶地也有零星分布，该土层深厚，是最肥沃的

耕地土壤之一。

淤土　面积３２４０公顷，占０７８％，主要分布在洛河、葫芦河及其支流两岸。
水稻土　面积８８７公顷，占０２１％，主要分布在葫芦河中上游两岸和一些水源丰富

的沟岔。

另外还有潮土、沼泽土和紫色土，面积１０８０公顷，仅占总土壤面积的０２６％，且
呈零星分布，农业用途价值不大。

有机质含量　富县土壤中，有机质平均含量为２３２％，含量最高的林下灰褐土，高
达３％以上，而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１０８％，坡度较大耕地土壤，含量不足０８％。
土壤全氮的平均含量０１２％，耕地土壤为００７％，碱解氮平均含量为８１２百万分比浓
度，而耕地土壤含量在３０～６０百万分比浓度之间，属中低水平。

土壤全磷平均含量为０１６％，但与植物生育相关的速效含磷却只有４９３百万分比
浓度，含量明显偏低。土壤全钾平均含量为２３４％，速效钾含量为１１２４百万分比浓
度，均属丰足指标。

土壤微量元素平均含量有效硼为０１９百万分比浓度，有效锌为０７３百万分比浓度，
有效钼为００６百万分比浓度，均低于临界指标，而锰、铜、铁平均含量指标则丰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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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森林植被

松树林

境内植被属华北

暖温带半湿润落叶阔

叶林地带的北部落叶

阔叶林地带。主要有

森林、灌丛、草地三

个类型。森林主要分

布在桥北林区和牛武

林区，属于天然次生

植被。非林区保存少

量人工森林植被。森

林植被主要有暖温带

落叶阔叶林、暖温带

针叶林两种类型；灌

丛主要分布在林区，

属于次生植被，有狼牙刺灌丛、沙棘灌丛、文冠果灌丛、黄刺玫灌丛、杠柳灌丛、榛子

灌丛、二色胡枝子灌丛、连翘灌丛等，分阳坡灌丛和阴坡灌丛两个类型，阴坡灌丛生长

良好，阳坡灌丛相对干旱贫瘠，长势较差；草地组成种类有茭蒿—长芒草草地、白羊草

—达乌里胡枝子草地、草甸等，分布有森林草甸、灌木草丛、农林隙地三种类型。灌木

和干旱性杂草繁盛是植物生长的主要特征。无论是西部的桥北林区，还是东部的牛武林

区，森林都是次生植被，主要为落叶阔叶林。

植被分布比重按种类划分，森林植被分布最广，灌丛次之，草丛分布数量最小。按

植被的起源划分，次生植被比重大，人工植被比重小，但组成植被的种类异常丰富，因

而生物多样性丰富多彩。

第二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土地资源

根据２００９年全国第二次农村土地调查结果，富县土地总面积为４１８０３６５４公顷，
折合６２７０５万亩。其中耕地面积为２０２９０４６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８５％；园地面
积为１５２６６１３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６５％；林地面积为３６０４２３８２公顷，占土地总
面积的８６２２％；草地面积为１３３４１５３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１９％；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面积为３８６１５９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９２％；交通用地面积为２４７２３５公顷，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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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总面积的 ０５９％；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 １６７４１４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
０４０％；其他土地面积为７０６５２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０１７％。

耕地主要分布在张家湾镇，占全县耕地的１８４１％，其次是直罗镇１５６２％、张村驿
镇１４５８％、茶坊镇１４２６％，最少的是交道镇，仅为１９７％。园地主要分布在羊泉镇，
占全县园地的１８１１％，其次是钳二乡１４０５％、交道镇１３２０％、北道德乡１２３１％，
最少的是直罗镇和张家湾镇，分别为０４３％和００６％。林地主要分布在张家湾镇，占全
县林地的 ３２６４％；其次是直罗镇 ２７６９％，最少的是吉子现乡和南道德乡，仅为
０８８％和０８２％。草地主要分布在交道镇，占全县草地的 ２０３７％，其次是富城镇
１６２４％、吉子现乡１２１８％、羊泉镇１１７７％，最少的是寺仙乡，仅为０６９％。城镇村
及工矿用地主要分布在富城镇，占全县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 １４３７％，其次是茶坊镇
１２６１％、张家湾镇１１１２％，最少的是南道德乡，仅为２８９％。交通运输用地主要分布
在张家湾镇，占全县交通运输用地的 ２４４０％，其次是富城镇 １１９７％、茶坊镇
１０２７％、牛武镇１０１３％，最少的是南道德乡，仅为１４３％。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
分布在直罗镇，占全县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２４６８％，其次是富城镇１９１８％、张家湾
镇１４４２％、茶坊镇１２５７％，最少的是南道德乡，仅为１０９％。富县其他土地主要分
布在张家湾镇，占全县其他土地的２３２８％，其次是茶坊镇１５９６％、直罗镇１２４７％、
张村驿镇１２０８％，最少的是吉子现乡，仅为１７１％。
１９９０年富县辖区面积４１８０３５１７公顷。第一次土地详查，富县四周界线没有发生变

化。第二次土地调查，县界界线由陕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办公室提供，富县控制面积

４１８０３６５４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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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第二次土地调查面积与第一次调查数据对比表

表２－２－２ 单位：公顷、％

土地利用类型
第二次土地调查面积

（２００９年）
第一次土地调查面积

（１９８９年）
变化

面积
变化率

耕地 ２０２９０４６ ４２７７８６９ －２２４８８２３ －５２５７

园地 １５２６６１３ ９３４４７ １４３３１６６ １５３３６７

林地 ３６０４２３８２ ３１０４２２８７ ５００００９５ １６１１

草地 １３３４１５３ ５７８５１１４ －４４５０９６１ －７６９４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３８６１５９ ３２９２７３ ５６８８６ １７２８

交通运输用地 ２４７２３５ １２６４３４ １２０８０１ ９５５４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１６７４１４ １３８６９７ ２８７１７ ２０７１

其他土地 ７０６５２ １０３９７ ６０２５５ ５７９５２

合计 ４１８０３６５４ ４１８０３５１７ １３７ ０００

第二节　矿产资源

石油　圈定富县含石油面积 ２７００平方千米，探明含油面积 １２４平方千米，储量
３７４４万吨，控制地质储量１２０２５万吨。主要分布在直罗、张家湾、牛武、张村驿等乡
镇，其他乡镇也有油藏。

天然气　探明富县天然气储藏面积２０４平方千米，储量１４８亿立方米，分布在葫
芦河上游的直罗、和尚塬和富城镇等地。含油气层主要岩层为厚层块状砂岩和细砂岩，

物性良好。直罗镇药埠头有日产天然气５１５１立方米高产气井。
煤炭　圈定富县含煤面积７００余平方千米，控制含煤面积３６６８平方千米，储藏总

量约４４７亿吨。主要分布在牛武、茶坊、张村驿、直罗、寺仙５个乡镇。牛武、茶坊为
一区块，约６８０３平方千米。张村驿、直罗、寺仙为一区块，约３１４平方千米。牛武区
块属三叠系延长组瓦窑堡煤系，厚０５０米左右，为气煤，煤质佳。张村驿区块属侏罗系
店头煤系，厚１米左右，为１号肥气煤和２号弱黏结煤，属高发热量烟煤。

其他　石灰石遍及丘陵山地，储量１４０万吨，主要分布在牛武镇陈家沟、王家沟，
茶坊镇老北沟、崔家沟等地。紫砂陶土储量５００万吨，主要分布在茶坊镇花家庄、新寺
沟、眉毛寺等地，具有易开采、可塑性大、烧结温度低、范围宽等特点。

第三节　植物资源

富县植物资源丰富，据不完全调查，原生乔木２４科，灌木３７科，引进树木２４科；
常见野生草本植物百余种，中草药２２类２００余种。

乔木　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油松Ｐ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Ｃａｒｒ、柴松Ｐ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ｏｒｍｉｓｆｓｈｅｋａｎｅｎ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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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杜松 Ｊｒｉｇｉｄ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刺柏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Ｈａｙａｔａ、侧柏
（柏树扁柏）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ｉｎｎ）Ｆｒａｎｃｏ。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山杨 （火杨）Ｐ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
Ｄｏｄｅ、青杨 （河杨）ＰｃａｔｈａｙａｎａＲｅｈｄ、小青杨 Ｐｐｓｅｕｄｏｓｉｍｏｎｉｉｋｉｔａｇａｗａ、小叶杨 （水

桐）ＰｓｉｍｏｎｉｉＣａｒｒ、旱柳 （柳树）Ｓ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Ｋｏｉｄｚ、腺柳 （筐柳、沙柳）Ｓｃｈａｅｎｏｍｅｌｏｉｄｅｓ
ｋｉｍｕｒａ。胡桃科 Ｌ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核桃 （胡桃）ＪｒｅｇｉａＬ、野核桃 （山核桃、野胡桃）

Ｊｃａｔｈａｙ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核桃楸 （胡桃楸）Ｊ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白桦
（桦树）Ｂ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Ｓｕｋｓ、棘皮桦 （黑桦）Ｂｄａｈｕｒｉｃａｐａｌｌ、鹅耳枥 Ｃｔｕｒｃｚａｎｉｎｏｗｉｉ
Ｈａｎｃｅ。壳斗科Ｆａｇａｃｅａｅ：麻栎 （青冈、栎）ＱａｃｕｔｉｓｓｉｍａＣａｒｒ、槲栎Ｑ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ｕｍｅ、锐
齿槲栎ＱｕｅｒｃｕｓａｌｉｅｎａｖａｒａｃｕｔｅｓｅｒｒａｔａＭａｘｉｍ、蒙古栎 （柞树）ＱｍｏｎｇｌｉｃａＦｉｓｃｈ、辽东
栎 （杠树）ＱｌｉａｏｔｕｎｇｅｎｓｉｓＫｏｉｄｚ。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旱榆 （灰榆）ＵｇｌａｕｃｅｓｃｅｎｓＦｒａｎｃｈ、
白榆 （家榆、榆树）ＵｐｕｍｉｌａＬｉｎｎ、黄榆 （大果榆）Ｕ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Ｈａｎｃｅ、裂叶榆 （大

叶榆）Ｕｌａｃｉｎｉａｔａ（Ｔｒａｕｔｖ）Ｍａｙｒ、春榆 （白皮榆、沙榆）Ｕ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ａｋｏｉｏｚ、黑榆
（山毛榆）Ｕ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ＰｌａｎｃｈｖａｒｊａｐｏｈｉｃａＮａｋａｉ、榔榆 （小叶榆）Ｕ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Ｊａｃｑ、小
叶朴 （黑弹树）Ｃ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Ｂｌ、黄果朴 （长叶朴）ＣｌａｂｉｌｉｓＳｃｈｎｅｉｄ。桑科Ｍｏｒａｃｅａｅ：桑
树 （家桑、白桑）ＭａｌｂａＬｉｎｎ、鸡桑 （小叶桑）Ｍ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Ｐｏｉｒ、蒙桑 （崖桑、刺叶

桑）Ｍ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Ｓｃｈｎｅｉｄ、构树 （楮树）Ｂ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ａ（Ｌ）Ｌ’ＨｅｒｉｔｅｘＶｅｎｔ。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山楂 Ｃ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Ｂｇｅ、桔红山楂 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Ｐｏｊａｒｋ、甘肃山楂 Ｃｋａｎｓｕｅｎｓｉｓ
Ｗｉｌｓ、水榆花楸Ｓａｌｎｉｆｏｌｉ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北京花楸 （异色花楸）Ｓｄｉｓｃｏｌｏｒ（Ｍａｘｉｍ）、木
梨 （酸梨、野梨）ＰｘｅｒｏｐｎｉｌａＹｕ、白梨 （罐梨）Ｐ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Ｒｅｈｄ、杜梨 （棠梨）

ＰｂｅｔｕｌａｅｆｏｌｉａＢｇｅ、楸子 （海棠果）Ｍｐｒｕｎｉｆｏｌｉａ（Ｗｉｌｌｄ）Ｂｏｒｋｈ、山荆子 （山定子、水

楸子）Ｍｂａｃｃａｔｅ（Ｌｉｎｎ）Ｂｏｒｋｈ、裂叶海棠 （三叶海棠）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Ｒｅｇ）Ｒｅｈｄ、花
叶海棠 （马杜梨）Ｍ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ａ（Ｂａｔａｌ）Ｓｃｈｎｅｉｄ、苹果 ＭｐｕｍｉｌａＭｉｌｌ、李 （李子树）

ＰｓａｌｉｃｉｎａＬｉｎｄｌ、杏李 ＰｓｉｍｏｎｉｉＣａｒｒ、山桃 Ａ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Ｃａｒｒ）ＣｄｅＶｏｓ、山杏
Ａ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ｎ）Ｌａｍ、杏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ａｍ、毛叶欧李Ｃｄｉｃｔｙｏｎｅｕｒａ（Ｄｉｅｌｓ）Ｙｕ。含羞
草科 Ｍｉｍｏｓｏｉｄｅａｅ：合欢 （绒花树、马樱花）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Ｄｕｒａｚｚ、山合欢 （山槐）

Ａｋａｌｋｏｒａ（Ｒｏｘｂ）Ｐｒａｉｎ。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ａｃｅａｅ：槐树 （中槐、国槐）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
刺槐 （洋槐）ＲｐｓｅｕｄｏａｃａｃｉａＬｉｎｎ。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花椒 Ｚ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Ｍａｘｉｍ、臭檀
（达氏吴茱萸）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ｉｉ（Ｂｅｎｎ）Ｈｅｍｓｌ、鄂茱萸 （湖北吴茱萸）ＥｎｕｐｅｎｓｉｓＤｏｄｅ、黄
檗ＰａｍａｒｅｎｓｅＲｕｐｒ、黄皮树 （秃叶黄檗）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Ｓｃｈｅｉｄ。苦木科Ｓｉｍａｒｕｂａｃｅａｅ：臭椿
（椿树）Ａ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Ｍｉｌｌ）Ｓｗｉｎｇｌｅ。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香椿 （红椿）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
Ｒｏｅｍ、楝树 （苦楝）ＭａｚｅｄａｒａｃｈＬｉｎｎ。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漆树 Ｔ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ｕｍ
（Ｓｔｏｋｅｓ）ＦＡＢａｒｋｌ、盐肤木 （五倍子）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ｉｌｌ、青肤杨ＲｐｏｔａｎｉｎｉｉＭａｘｉｍ、黄
连木Ｐ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ＩｎＭｅｍ。卫矛科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桃叶卫矛 （丝棉木）Ｅ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ｓ
Ｍａｘｉｍ。槭树科 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青榨槭 （青皮椴）Ａ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茶条槭 ＡｇｉｎｎａｌａＭａｘ
ｉｍ、五角枫 （五角槭）ＡｍｏｎｏＭａｘｉｍ、细裂槭 （托耗）ＡｓｔｅｎｏｌｏｂｕｍＲｅｈｄ、大叶细裂
槭 （大叶托耗）ＡｓｔｅｎｏｌｏｂｎｍＲｅｈｄｖａｒｍｅｇａｌｏｐｈｙｌｌｕｍＦａｎｇｅｔＷｕ、元宝枫 （元宝槭）

ＡｔｒｕｎｃａｔｕｍＢｕｎｇｅ、葛萝槭 ＡｇｒｏｓｓｅｒｉＰａｘ。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栾树 （灯笼树）

Ｋ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Ｌａｘｍ。鼠李科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枣Ｚ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椴树科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ｃ：蒙椴 （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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椴、白皮椴）ＴｃｏｒｄａｔａＭａｘｉｍ、糠椴 （大叶椴、辽椴）Ｔ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ＲｕｐｒｅｔＭａｘｉｍ、
红皮椴ＴｐａｕｃｉｃｏｓｔａｔａＶａｒｄｉｃｔｙｏｎｅｕｒａｃｈａｎｇｅｔＭａ、柴椴 （籽梅）Ｔ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Ｒｕｐｒ。柽柳
科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柽柳Ｔ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甘蒙柽柳Ｔａｕｓｔｒ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Ｎａｋａｉ。五加科Ａｒａｌｉ
ａｃｅａｅ：刺楸ＫｐｉｃｔｕｓＷａｋａｉ。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灯台树 Ｃ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Ｈａｌｂａｌ、

$

木

（椋子）Ｃ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Ｗａｌｌ、毛
$

（车梁木、小六谷）ＣｗａｌｔｅｒｉＷａｎｇｅｒ、山茱萸 （萸

肉）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ｅｔｚ）Ｎａｋａｉ。柿树科 Ｅｂｅｎａｃｅａｅ：软枣 （君迁子、黑枣）Ｄｌｏｔｕｓ
Ｌｉｎｎ。木犀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小叶白蜡树 （苦枥、秦皮、小叶腀）Ｆ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ＤＣ、白蜡树
（腀、青榔木、白荆树）Ｆ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ｘｂ、北京丁香 （山丁香）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ｕｐｒ、暴马
丁香 （白丁香）Ｓ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ＢＬ）Ｈａｒａｖａ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ａ。紫葳科 Ｂｉｇ
ｎｏｎｉａｃｅａｅ：梓树 （河楸、黄花楸）ＣｏｖａｔａＤｏｎ、楸树 （梓桐、金丝楸、线楸）Ｃｂｕｎｇｅｉ
ＣＡＭｅｙ、灰楸 （白楸、山楸）ＣｆａｒｇｅｓｉｉＢｕｒ。樟科：木姜子ＬｐｕｎｇｅｎｓＨｅｍｓｌ。

灌木　麻黄科Ｅｐｈｅｄｒａｃｅａｅ：草麻黄Ｅ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ａｐｆ、木贼麻黄ＥｅｑｕｉｓｅｔｉｎａＢｕｎｇｅ、中
麻黄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ｎＳｃｈｒｅｎｋｅｘＭｅｙ。樟科 Ｌａｕｒａｃｅａｅ：三桠乌药 ＬｏｂｔｕｓｉｌｏｂａＢｌ。五味子科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ｅａｅ：五味子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Ｔｕｒｃｚ）Ｂａｉｌｌ、华中五味子 ＳｓｐｈｅｎａｎｔｈｅｒａＲｅｈｄｅｔ
Ｗｉｌｓ。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钝齿铁线莲 ＣａｐｉｉｆｏｌｉａＤＣｖａｒｏｂｔｕｓｉｄｅｎｔａｔ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灌木铁线莲Ｃ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Ｔｕｒｃｚ。小檗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短柄小檗 ＢｂｒａｃｈｙｐｏｄａＭａｘｉｍ、直
穗小檗 ＢｄａｓｙｓｔａｃｈｙａＭａｘｉｍ、鲜黄小檗 （三颗针）Ｂ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Ｍａｉｍ、首阳小檗
ＢｄｉｅｌｓｉａｎａＦｅｄｄｅ、细叶小檗Ｂｐｏｉｒｅｔｉｉｓｃｈｅｉｄ。木通科 Ｌａｒｄｉｚａｂａｌａｃｅａｅ：三叶木通 （八月

炸）Ａ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ｅ（Ｔｈｕｎｂ）Ｋｏｉｄｚ、木通 （野木瓜、羊开口）Ａｑｕｉ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Ｄｅｃｎｅ。
防己科 Ｍｅｎｉｓｐｅｒｍａｃｅａｅ：蝙蝠葛 （汉防己）Ｍｄａｕｒｉｃｕｍ ＤＣ。榆科 Ｕｌｍａｃｅａｅ：刺榆
Ｈｄａｖｉｄｉｉ（Ｈａｎｃｅ）Ｐｌａｎｃｈ。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榛 （平榛）Ｃ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ｉｓｃｈｅｘ
Ｔｒａｕｔｖ、虎榛子 Ｏ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Ｂａｉｌｌ）Ｄｅｃｎｅ。芍药科 Ｐａｅｏｎｉａｃｅａｅ：毛果芍药 Ｐｌａｃｔｉｆｌｏｒａ
Ｐａｌｌｖａｒｔｒｉｃｈｏｃａｒｐａ（Ｂｕｎｇｅ）Ｓｔｅｒｎ、矮牡丹 ｐｓｕｆｆｒ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Ｖａｒｎｉ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ａＲｅｈｄ、紫
斑牡丹 Ｐ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ｖａｒ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Ａｎｄｒ）Ｋｅｎｅｒ。椴树科 Ｔｉｌｉａｃｅａｅ：扁担杆
ＧｂｉｌｏｂａＧＤｏｎ、小花扁担杆ＧｂｉｌｏｂａＧＤｏｎｖａｒ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Ｂｇｅ）Ｈａｎｄ－Ｍａｚｚ。柽柳
科Ｔａｍａｒｉｃａｃｅａｅ：心叶水柏枝 ＭｐｌａｔｙｐｈｙｌｌａＭａｘｉｍ、柽柳 Ｔ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杨柳科 Ｓａｌｉ
ｃａｃｅａｅ：乌柳 （沙柳）ＳｃｈｅｉｌｏｐｈｉｌａＳｃｈｎｅｉｄ、红皮柳 Ｓｓｉｎ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ＣＷａｎｇｅｔｃｈｉｎ
Ｂｕｌｌ、小叶柳 （翻白柳）Ｓ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ａＳｅｅｍ、中国黄花柳 Ｓｓｉｎｉｃａ（Ｈａｏ）ＣＷａｎｇｅｔ
ＣＦＦａｎｇ、皂柳 （红心柳）ＳｗａｌｌｉｃｈｉａｉｎａＡｎｄｅｒｓｓ。茶子科 Ｇｒｏｓｓ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糖茶子
ＲｈｉｍａｌｅｎｓｅＲｏｙｌｅｅｘＤｅｃｎｅ、美丽茶子 （小叶茶）ＲｐｕｌｃｈｅｌｌｕｍＴｕｒｃｚ、东北茶子
（山麻子、山樱桃）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ｕｍ（Ｍａｘｉｍ）Ｋｏｍ、疏毛东北茶子 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ｍ
（Ｍａｘｉｍ）ＫｏｍＶａｒｓｕｂｇｌａｂｒｕｍＫｏｍ、刺果茶子 （刺梨）Ｒｂｕｒｅｊｅｎｓｅ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醋
栗 （园醋栗）ＲｇｒｏｓｓｕｌａｒｉａＬ。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多花溲疏Ｄ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ａＥｎｇｌ、大花
溲疏Ｄ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Ｂｕｎｇｅ、疏花溲疏 ＤｇｒａｎｄｉｆｌｏｒａＢｕｎｇｅＶａｒｇｌａｂｒａｔａＭａｘｉｍ、东陵绣球
（黄脉八仙花）Ｈ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Ｄｉｐｐｅｌ。蔷薇科Ｒｏｓａｃｅａｅ：毛樱桃 Ｃ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Ｔｈｕｎｂ）
Ｗａｌｌ、多毛樱桃Ｃ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Ｋｏｅｈｎｅ）ＹｕｅｔＬｉ、水子Ｃ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Ｂｕｎｇｅ、毛叶水
子Ｃｓｕｂ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ｕｓＰｏｐｏｖ、灰子 ＣａｃｕｔｉｆｏｌｉｕｓＴｕｒｃｚ、细枝子 Ｃ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
西北子ＣｚａｂｅｌｉｉＳｃｈｎｅｉｄ、中华绣线梅Ｎ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ｌｉｎ、红柄白鹃梅 （西北白鹃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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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ｒａｄｉｉＨｅｓｓｅ、棣棠花 Ｋ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Ｌｉｎｎ）ＤＣ、金露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Ｌｉｎｎ、银露梅
ＰｇｌａｂｒａＬｏｄｄ、仙女木ＤｏｃｔｏｐｅｔａｌａＬｉｎｎ、蕤核 （小马茹）Ｐ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Ｂａｔａｌ、齿叶扁核木
ＰｕｎｉｆｌｏｒａＢａｔａｌｖａｒｓｅｒｒａｔａＲｅｈｄ、扁核木 ＰｕｔｉｌｉｓＲｏｙｌｅ、鸡麻 （山葫芦）Ｒｓｃａｎｄｅｎｓ
（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黄蔷薇 （大马茹）ＲｈｕｇｏｎｉｓＨｅｍｓｌ、黄刺玫 ＲｘａｎｔｈｉｎａＬｉｎｄｌ、刺玫
蔷薇 （山刺玫）ＲｄａｖｉｕｒｉｃａＰａｌｌ、美蔷薇 Ｒｂｅｌｌ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ｌｓ、陕西蔷薇 （太白蔷薇）

Ｒ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Ｃｒｅｐ、钝叶蔷薇 ＲｓｅｒｔａｔａＲｏｌｆｅｉｎＢｏｔＭａｇ、茅莓 Ｒ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ｕｓＬｉｎｎＳｐＰｌ、弓
茎悬钩子 （山挂牌条）ＲｆｌｏｓｃｕｌｏｓｕｓＦｏｃｋｅｔｉｎＨｏｏｋｅｒｓｌｃｏｎ、针刺悬钩子 （刺悬钩子）

ＲｐｕｎｇｅｎｓＣａｍｂ、美丽悬钩子 （秀丽莓）ＲａｍａｂｉｌｌｓＦｏｃｋｅｉｎＢｏｔ、陕西悬钩子 （丸腺悬

钩子）ＲｐｉｌｕｌｉｆｅｒｕｓＦｏｃｋｅ、花楸 Ｓｐｏｈｕａ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Ｈａｎｃｃ）Ｈｅｄｌ、三裂绣线菊 （石棒

子）ＳｔｒｉｌｏｂａｔａＬｉｎｎ、绣球绣线菊 （珍珠梅）ＳｂｌｕｍｅｉＧＤｏｎ、土庄绣线菊 （筷子梢）

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ｕｒｃｚ、疏毛绣线菊 Ｓｈｉｒｓｕｔａ（Ｈｅｍｓｌ）Ｓｃｈｎｅｉｅ、中华绣线菊 （里铁汉条）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ｘｉｍ、耧斗菜叶绣线菊 ＳａｑｕｉｌｅｇｉｆｏｌｉａＰａｌｌ、毛花绣线菊 （绒毛绣线菊）

ＳｄａｓｙａｎｔｈａＢｕｎｇｅ、绢毛绣线菊ＳｓｅｒｉｃｅａＴｕｒｃｚ、曲萼绣线菊Ｓｆｌｅｘｕｏｓａｃａｍｂｅｓｓ、蒙古绣
线菊 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Ｍａｘｉｍ、金丝桃叶绣线菊 ＳｈｙｐｅｒｉｃｉｆｏｌｉａＬｉｎｎ。蝶形花科 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ｅａｅ：
杭子梢Ｃｍａｃｒｏｃａｒｐａ（Ｂｕｕｇｅ）Ｒｅｈｄ、红花锦鸡儿 （红花柠条）ＣｒｏｓｅａＴｕｒｃｚｅｘＭａｘ
ｉｍ、毛掌叶锦鸡儿Ｃｌｅｖｅｉｌｌｅｉｋｏｍ、甘蒙锦鸡儿Ｃｏｐｕｌｅｎｓｋｏｍ、狭叶锦鸡儿Ｃｓｔｅｎｏｐｈｙｌｌａ
Ｐｏｊａｒ、锦鸡儿 （柠条）ＣｓｉｎｉｃａＲｅｈｄ、小叶锦鸡儿Ｃ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Ｌａｍ、柠条锦鸡儿 （白

柠条）ＣＫｏｒｓｈｉｎｓｋｉｉｋｏｍ、柄荚锦鸡儿 Ｃｓｔｉｐｉｔａｔａｋｏｍ、普氏锦鸡儿 （延安锦鸡儿）

ＣｐｕｒｄｏｍｉｉＲｅｈｄ、吉氏木蓝 （花木蓝、花槐蓝）Ｉ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ＭａｘｉｍｅｘｐａｌｉｂｉｎｉｎＡｃｔ、多花
木蓝 （多花槐蓝）ＩａｍｂｌｙａｎｔｈａＣｒａｉｂｉｎＮｏｔ、木氏木蓝 （铁扫帚）Ｉｂｕｎｇｅａｎａｗａｌｐｉｎ
Ｌｉｎｎａｅａ、胡枝子Ｌｂｉ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美丽胡枝子 （马扫帚）Ｌｆｏｒｍｏｓａ（Ｖｏｇ）Ｋｏｅｈｎｅ、短
梗胡枝子 ＬｅｙｒｔｏｂｏｔｒｙａＭｉｑ、达乌里胡枝子 Ｌｄａｖｕｒｉｃａ（Ｌａｘｍ）ｃｈｉｎｄｌ、截叶铁扫帚
Ｌｃｕｎｅａｔａ（ＤｕｍＣｏｕｒｓ）ＧＤｏｎ、绒毛胡枝子 （山豆花）Ｌ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Ｔｈｕｎｂ）Ｓｉｅｂ、
多花胡枝子 ＬｆｌｏｒｉｂｕｎｄａＢｕｎｇｅ、阴山胡枝子 （白指甲花）Ｌｉｎｓｃｈａｎｉｃａ（Ｍａｘｉｍ）
Ｓｃｈｉｎｄｌ、苦豆子Ｓ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苦参 （地槐、山槐）Ｓ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Ａｌｔ、白刺花 （狼

牙刺）ＳｖｉｃｉｉｆｏｌｉａＨａｎｃｅ、紫藤 （葛藤）Ｗ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Ｓｗｅｅｔ、藤萝ＷｖｉｌｌｏｓａＲｅｈｄ、
花棒 （细枝岩黄耆）ＨｓｃｏｐａｒｉｕｍＦｉｓｃｈｅｔＭｅｙ。胡颓子科 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ａｅ：秋胡颓子 （剪

子、牛奶子）ＥｕｍｂｅｌｌａｔａＴｈｕｎｂ、沙棘 （酸棘）Ｈ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瑞香科Ｔｈｙｍｅｌａｃｅａｃｅａｅ：
河朔荛花 （黄闷头花）ＷｃｈａｍａｅｄａｐｈｎｅＭｅｉｓｓｎ、荛花 Ｗｃａｎｅｓｃｅｎｓ（ｗａｌｌ）Ｍｅｉｓｓｎ。山
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红瑞木 ＣａｌｂａＬｉｎｎ、沙

$

（毛山茱萸）Ｃｂｒｅ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ｉＬｉｎｎＨｅｎｒｙ、
$

木Ｃ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Ｗａｌｌ、毛
$

ＣｗａｌｔｅｒｉＷａｎｇｅｒ。桑寄生科 Ｌｏ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北桑寄生 Ｌｏ
ｒａｎｔｈｕｓ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Ｊａｃｑ。槲寄生科 Ｖｉｓｃａｃｅａｅ：槲寄生 Ｖｃｏｌｏｒａｔｕｍ（Ｋｏｍ）Ｎａｋａｉ。卫矛
科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南蛇藤Ｃｏｒｂｉｃｕｌ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棱枝南蛇藤 （苦皮藤）ＣａｎｇｕｌａｔｕｓＭａｘｉｍ、
粉背南蛇藤Ｃｈｙｐｏｌｅｕｃｕｓ（ｏｌｉｖ）ｗａｒｂ、大芽南蛇藤 （哥兰叶）ＣｇｅｍｍａｔｕｓＬｏｅｓ、刺苞
南蛇藤 ＣｆｌａｇｅｌｌａｒｉｓＲｕｐｒ、卫矛 Ｅａｌａｔｕｓ（Ｔｈｕｎｂ）Ｓｉｅｂ、华北卫矛 Ｅｈａｒ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ａ
Ｗａｌｌｖａｒｍａａｃｋｉｉ（Ｒｕｐｒ）Ｋｏｍ、栓翅卫矛ＥｐｈｅｌｌｏｍａｎｕｅｓＬｏｅｓ、中华瘤枝卫矛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ｖｅｒｒｕｃｏｓｕｓＳｃｏｐ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ｘｉｍ、毛脉卫矛ＥｌａｎｃｅｉｆｏｌｉａＬｏｅｓ、爬行卫矛 （爬藤）Ｅ
ｆｏｒｔｕｎｅｏ（Ｔｕｒｃｚ）Ｈａｚｚ。大戟科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ｃｅａｅ：一叶荻 （叶底珠）Ｆ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ｐａｌｌ）

７６第二编　自然地理　



Ｂａｉｌｌ、雀儿舌头 （黑钩叶）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Ｄｏｊａｒｋ。鼠李科 Ｒｈａｍｎａｃｅａｅ：柳叶鼠李
（红李）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ｘｙｌｏｎＰａｌｌ、圆叶鼠李 ＲｇｌｏｂｏｓａＢｕｎｇｅｉｎＭｅｍ、小叶鼠李 Ｒｐａｒｖｉｆｏｌｉａ
Ｂｇｅ、鼠李 （老鸹眼、臭李子）ＲｄａｖｕｒｉｃａＰａｌｌ、冻绿 （黑狗丹）ＲｕｔｉｌｉｓＤｅｃｎｅ、毛冻绿
ＲｕｔｉｌｉｓＤｅｃｎｅｖａｒｈｙｐｏｃｈｒｙｓａ（Ｓｃｈｎｅｉｄ）Ｒｅｈｄ、皱叶鼠李 ＲｒｕｇｕｌｏｓａＨｅｍｓｌ、锐齿鼠李
（牛李子）ＲａｒｇｕｔａＭａｘｉｍ、甘青鼠李 Ｒ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ＪＶａｓｓ、北枳木具 （拐枣）Ｈｄｕｌｃｉｓ
Ｔｈｕｎｂ、少脉雀梅藤 （对节木）ＳｐａｕｃｉｃｏｓｔａｔａＭａｘｉｍ、酸枣ＺｉｚｉｙｐｈｕｓｊｕｊｕｂａＭｉｌｌ。葡萄科
Ｖｉｔａｃｅａｅ：乌头叶蛇葡萄 ＡａｃｏｎｉｔｉｆｏｌｉａＢｕｎｇｅｉｎＭｅｍ、掌 裂 草 葡 萄 Ａａｃｏｎｉｔ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ｖａｒｇｌａｂｒａＤｉｅｌｓｉｎＢｏｔＪａｈｒｂ、草叶蛇葡萄 （七叶白蔹）ＡｈｕｍｕｌｉｆｏｌｉａＢｕｎｇｅＩｎ
Ｍｅｍ、白蔹 （五爪藤）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ＭａｋｉｎｏｉｎＢｏｔ、复叶葡萄 Ｖ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Ｍａｘ
ｉｍ、桑 叶 葡 萄 ＶｆｉｃｉｔｏｌｉａＢｕｎｇｅ、少 毛 复 叶 葡 萄 Ｖ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Ｍａｘｉｍｖａｒｐａｇｎｕｃｃｉｉ
（Ｐｌａｎｃｎ）Ｒｅｈｄ、华北葡萄 ＶｂｒｙｏｎｉａｅｆｏｌｉａＢｕｎｇｅ。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文冠果
Ｘ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Ｂｕｎｇｅ。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黄栌 Ｃ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Ｓｃｏｐ、毛黄栌 Ｃｃｏｇｇｙｇｒｉａ
Ｓｃｏｐｖａｒ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Ｅｎｇｌ。芸香科 Ｒｕｔａｃｅａｅ：花椒 ＺｂｕｎｇｅａｎｕｍＭａｘｉｍ、山椒 Ｚｐｉｐｅｒｉｔｕｍ
ＤＣ。蒺藜科Ｚｙｇ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白刺 （酸胖白茨）Ｎｓｉｂｉｒｉｃａｐａｌｌ。五加科 Ａｒａｌｉａｃｅａｅ：红毛
五加Ａ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Ｈａｒｍｓ、五加ＡｇｒａｃｉｌｉｓｔｙｌｕｓＷＷＳｍｉｔｈｉｎＮｏｔｅｓＢｏｔ、刺五加 Ａ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ｓ
（Ｒｕｐｒｅｔ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ｍｓｉｎＥｎｇｌ、糙叶五加Ａｈｅｎｒｙｉ（Ｏｌｉｖ）ＨａｒｍｓｉｎＥｎｇｌ、倒卵五加
ＡｏｂｏｖａｔｕｓＨｏｏ、

%

木 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罗布麻 （红麻、茶叶

花、野麻）ＡｖｅｎｅｔｕｍＬｉｎｎ。萝雐科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ｄａｃｅａｅ：白首乌 ＣｂｕｎｇｅｉＤｅｃｎｅ、牛皮消
Ｃ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ｔｕｍＲｏｙｌｅｅｘＷｉｇｈｔ、杠柳 ＰｓｅｐｉｕｍＢｇｅ。茄科 Ｓｏｌａｎａｃｅａｅ：枸杞 （枸杞子、地

骨皮）ＬｃｈｉｎｅｎｓｅＭｉｌｌ、宁夏枸杞 （中宁枸杞）Ｌ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Ｌｓｐｐｌ、黑果枸杞
Ｌ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Ｍｕｒｒ、白 英 ＳＬｙｒａｔｕｍ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马 鞭 草 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窄 叶 紫 珠
Ｃ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ｒａｎｇｕｓｔａｔａＲｅｈｄ、叉枝莸 Ｃｄｉｖａｒｉｃａｔ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ｅ）Ｍａｘｉｍ、三花
莸 Ｃ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Ｍａｘｉｍ、兰香草 （马蒿、山薄荷）Ｃｉｎｃａｎａ（Ｔｈｕｎｂ）Ｍｉｑ、光果莸
Ｃ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Ｍａｘｉｍ、蒙古莸 （白沙蒿、山狼毒）ＣｍｏｎｇｎｏｌｉｃａＢｕｎｇｅ、臭牡丹 （矮桐子、

大红袍、臭八宝）Ｃｂｕｎｇｅｉｓｔｅｕｄ、海州常山 （臭梧桐、泡花树）Ｃ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ｕｍＴｈｕｎｂ、
黄荆 （布荆）ＶｎｅｇｕｎｄｏＬｉｎｎＳＰＰＬ、牡荆 （荆条）ＶｎｅｇｕｎｄｏＬｉｎｎｖａｒｃａｎｎａｂｉｆｏｌｉａ
（ｓｉｅｂｅｔｚｖｃｃ）ＨａｎｂＭａｚｚ、荆条ＶｎｅｇｕｎｄｏＬｉｎｎｖａｒｈｅｔｅ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Ｒｅｈｄ。唇形
科Ｌａｂｉａｔａｃｅａｅ：紫荆芥 Ｅ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Ｂｅｎｔｈ。醉鱼草科 Ｂｕｄｄｌｅｊａｃｅａｅ：互叶醉鱼草 （白杞

梢）Ｂ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ｏｌｉａＭａｘｉｍ、大叶醉鱼草 Ｂｄａｖｉ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密蒙花 （米汤花、羊耳朵）

Ｂ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Ｍａｘｉｍ。木犀科Ｏｌｅａｃｅａｅ：雪柳 （五谷树）Ｆ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Ｃａｒｒ、连翘 （连壳、黄

寿丹）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ｅ（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秦连翘 ＦｇｉｒａｌｄｉａｎａＬｉｎｇｅｌｓｈ、毛叶探春 Ｊｇｉｒａｌｄｉｉ
Ｄｉｅｌｓ、探春花 （迎夏）ＪＢｕｎｇｅ、迎春花 （金腰带、小黄花）ＪｎｕｄｉｆｌｏｒｕｍＬｉｎｄｌ、毛叶丁
香 （巧玲花、雀舌花）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Ｔｕｒｃｚ、小叶丁香 （四李丁香）Ｓ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Ｄｉｅｌｓｉｎ
Ｂｏｔ、蓝丁香 （细管丁香）ＳｍｅｙｅｒｉＳｃｈｎｅｉｄ、华北紫丁香 （紫丁香、龙柏木）Ｓｏｂｌａｔａ
Ｌｉｎｄｌ、毛紫丁香 （紫萼丁香）ＳｏｂｌａｔａＬｉｎｄｌＶａｒ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Ｒｅｈｄ、羽叶丁香 （山沉香）

Ｓ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Ｈｅｍｓｌ、白丁香 ＳｏｂｌａｔａＬｉｎｄｌｖａｒａｆｆｉｎｉｓＬｉｎｇｅｌｓｈ、北京丁香 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茜草科Ｒｕｂｉａｃｅａｅ：薄皮木ＬｏｂｌｏｎｇａＢｕｎｇｅ。忍冬科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六道木 （交翅

木、二花六道子）ＡｂｉｆｌｏｒａＴｕｒｃｚ、短枝六道木 （通花梗、紫荆丫）Ａｅｎｇｌｅｒｉａｎａ

８６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Ｇｒａｅｂｎ）Ｒｅｈｄ、蹳实 ＫａｍａｂｉｌｉｓＧｒａｅｂｎ、陇塞忍冬 ＬｔａｎｇｕｔｉｃａＭａｘｉｍ、毛药忍冬
ＬｓｅｒｒｅａｎａＨａｎｄＭａｚｚ、蓝靛果 ＬｃａｅｒｕｌｅａＬｖａｒｅｄｕｌｉｓＲｅｇｔｌ、葱皮忍冬 （烂皮袄、葱皮

木）Ｌ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北京忍冬 （四月红）ＬｌｉｓａｅＦｒａｎｃｈ、盘叶忍冬 Ｌｔｒａｇｏｐｈｙｌｌａ
Ｈｅｍｓｌ、短柄忍冬 （金银木、鸡骨头）Ｌｍａａｃｋｉｉ（Ｒｕｐｒ）Ｍａｘｉｍｆ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ａＦｒａｎｃｈｅｘ
Ｒｅｈｄ、金花忍冬 （黄花忍冬）Ｌ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Ｔｕｒｃｚ、忍冬 （金银花、二苞花）Ｌ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ｂ、接骨木 （公道老、蓝节朴）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ｉＨａｎｃｅｉｎＡｎｎ、陕西荚

&

Ｖｓｃｈｅｎｓｉａｎｕｍ
Ｍａｘｉｍ、蒙古荚

&

Ｖ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ｍ（Ｐａｌｌ）Ｒｅｈｄ、桦叶荚
&

Ｖ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ｕｍＢａｔａｌ、少毛鸡树
条荚

&

（山竹子）Ｖ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ｉＫｏｅｈｎｅｆｏｒｍ。百合科 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鞘柄菝葜 （鞘叶菝葜、北

京菝葜）ＳｓｔｅｎｓＭａｉｍＩｎＢｕｌｌ、托柄菝葜 （土茯苓、金刚藤）ＳｄｉｓｃｏｔｉｓＷａｒｂ、粉菝葜
（铁菱角）Ｓｇｌａｕｃｏ－ｃｈｉｎａＷａｒｂ、短梗菝葜ＳｓｃｏｂｉｎｉｃａｕｌｉｓＣＨＷｒｉｇｈｔｉｎＫｅｘＢｕｌｌ

引进树木　银杏科Ｇｉｎｋｇｏａｃｅａｅ：银杏 （白果树、公孙树）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Ｍａｎｔ。
松科Ｐｉｎａｃｅａｅ：华北落叶松 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ｓ－ｒｕｐｐｒｅｃｈｔｉｉＭａｙｒ、云杉 ＰａｓｐｅｒａｔａＭａｓｔ、青扦
（刺儿松、细叶云杉）ＰｉｃｅａｗｉｌｓｏｎｉｉＭａｓｔ、白扦 （白儿松、红扦云杉）ＰｉｃｅａｍｅｙｅｒｉＲｅ
ｈｄｅｔＷｉｌｓ、青海云杉ＰｃｒａｓｓｉｆｏｌｉａＫｏｍ、华山松Ｐ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樟子松 （海拉尔松）

ＰｓｙｈｖｅｓｔｒｉｓＬｉｎｎＶａ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ａＬｉｔｖ、西黄松 （美国黄松、美国长三叶松）Ｐｐｏｎｄｅｒｏｓａ
ＤｏｕｇｌａｓｅｘＬａｗｓｏｎ。柏 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桧 柏 Ｊ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 Ａｎｔ、金 叶 柏
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ｖ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千头柏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ｃｖＳｉｅｂｏｄｉｉ、洒金柏Ｐ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Ｌｉｎｎ）
ＦｒａｎｃｏｃｖａｕｒｅａＡａｎａ、圆 柏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 Ａｎｔ、龙 柏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
Ａｎｔ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Ｋａｉｚｕｃａ Ｈｏｒｔ、 塔 柏 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 Ａｎｔｖａｒ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ｉｓｃａｒｒ、铺地柏Ｓａｂｉｎａｐｒｏｃｕｍｂｅｎｓ（Ｅｎｄｌ）ＩｗａｔａｅｔＫｕｓａｋａ、叉子圆柏 （臭

柏、沙 地 柏 ） 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Ａｎｔ。 小 檗 科 Ｂｅｒｂｅｒｉｄａｃｅａｅ： 红 叶 小 檗 Ｂ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ｃｖ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日本小檗Ｂ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ＤＣ。杜仲科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ｃｅａｅ：杜仲 ＥｕｌｍｏｉｄｅｓＯｌｉ
ｖｅｒｉｎＨｏｏｋＦｉｃｏｈＰｌ。榆科Ｕｌｍａｃｅａｅ：龙爪榆ＵｐｕｍｉｌａＬｉｎｎｃｖＰｅｎｄｕｌａＫｉｒｃｈｎｅｒ。胡桃
科Ｌｕｇｌａｎｄａｃｅａｅ：核桃 （胡桃）ＪｒｅｇｉａＬｉｎｎ、美国黑核桃 ＪｎｉｇｒａＬｉｎｎ。锦葵科 Ｍａｌｖａｃｅ
ａｅ：木槿ＨｓｙｒｉａｃｕｓＬｉｎｎ、扶桑Ｈｒｏｓ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ｎｎ。杨柳科 Ｓａｌｉｃａｃｅａｅ：河北杨 （青杨、

串杨）ＰｈｏｐｅｉｅｎｓｉｓＨｕｅｔＣｈｏｗ、毛白杨 ＰｔｏｍｅｎｔｏｓａＣａｒｒ、银白杨 ＰａｌｂａＬｉｎｎ、新疆杨
ＰａｌｂａＬｉｎｎｖａｒｐｙｒａｍｄａｌｉｓＢｕｎｇｅ、北京杨 Ｐ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ＷＹＨｓｕ、加拿大杨 （欧美杨、

加杨）ＰＣａｎａｒｅｎｓｉｓＭｏｅｎｃｈ、辽杨 Ｐ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Ｈｅｎｒｙ、钻天杨 （笔杨、美国杨）

ＰｎｉｇｒａＬｖａｒｉｔａｌｉｃａ（Ｍｏｅｎｃｈ）Ｋｏｅｈｎｅ、箭杆杨 （电杆杨）ＰｎｉｇｒａＬｖａｒｔｈｅｖａｔｉｎａ
（Ｄｏｄｃ）Ｂｅａｎ、红叶杨Ｐｄｅｌｔｏｉｄｓｃｖ、金丝垂柳 ＳａｕｒｅｏｐｅｎｄｕｌａＸ、龙爪柳 Ｓ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
Ｋｏｉｄｚｆｔｏｒｔｕｏｓａ（Ｖｉｌｍ） Ｒｅｈｄ。 蔷 薇 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红 叶 桃 Ａｐｅｒｓｉｃａ（Ｌｉｎｎ）
Ｂａｔｓｃｈｆ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寿星桃 Ａｐｅｒｓｉｃａ（Ｌｉｎｎ）ＢａｔｓｃｈｆｄｅｎｓａＭａｋ、榆叶梅 Ａｔｒｉｌｏｂａ
（Ｌｉｎｄｌ）Ｒｉｃｋｅｒ、紫杏 ＡｄａｓｙｃａｒｐａＥｈｒｈ、藏杏 Ａｈｏｌｏｓｅｒｉｃｅａ（Ｂａｔａｌ）Ｋｏｓｔ、李梅杏
ＡｌｉｍｅｉｘｉｎｇＪＹＺｈａｎｇ、陕梅杏 （重瓣杏）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ａｍｖａｒｍｅｉｘｉａｎｅｎｓｉｓＪＹＺｈａｎｇ、
欧李 Ｃｈｕｍｉｌｉｓ（Ｂｕｎｇｅ）Ｓｏｋ、樱桃 Ｃｐｓｅｕｄｏｃｅｒａｓｕｓ（ｌｉｎｄｌ）ＧＤｏｎ、日本樱花
ＣｙｅｄｏｅｎｓｉｓＹｕｅｔＬｉ、皱皮木皮 （贴梗海棠）Ｃｓｐｅｃｉｏｓａ（ｓｗｅｅｔ）Ｎａｋａｉ、桔红山楂
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ａｐｏｊａｒｋ、西府海棠ＭｍｉｃｒｏｍａｌｕｓＭａｋｉｎｏ、红叶李ＰｃｅｒａｉｆｅｒａＥｈｒｈａｒｔｃｖＰｉｓｓａｒｄｉｉ、紫
叶李 ＰｃｅｒａｉｆｅｒａＥｈｒｈａｒｔｆ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ａ（Ｊａｃｑ）Ｒｅｈｄ、紫叶矮樱 Ｐｃｉｓｔｅｎａ、单瓣黄刺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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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ｘａｎｔｈｉｎａＬｉｎｄｌｖａｒｎｏｒｍａｌｉｓ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火棘Ｐ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Ｌｉ、华北珍珠梅Ｓｋｉｒｉｌｏｗｉｉ
（Ｒｅｇｅｌ）Ｍａｘｉｍ。云实科Ｃａｅｓａｌｐｉｎｉｏｉｄｅａｅ：紫荆Ｃ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蝶形花科Ｐａｐｉｌｉｏｎｉｄｅ
ａｅ：紫穗槐Ａ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Ｌｉｎｎ、葛藤Ｐｌｏｂａｔａ（Ｗｉｌｌｄ）Ｏｈｗｉ、毛刺槐 （红花槐、韩国槐）

ＲｈｉｓｐｉｄａＬｉｎｎ、刺槐 （洋槐、德国槐）ＲｐｓｅａｄｏａｃａｃｉａＬｉｎｎ、香花槐 （富贵槐、朝鲜槐）

Ｒｐｓｅａｄｏａｃａｃｉａ ＬｉｎｎｃｖＩｄａｈｏ、 金 枝 槐 Ｓｊａｐｏｎｌｃａ ＬｉｎｎＶａｒｃｕｃｈｌｎｅｎｓｉｓ、 龙 爪 槐

ＳｊａｐｏｎｌｃａＬｉｎｎＶａｒｐｅｎｄｕｌａＬｏｕｄ、紫藤Ｗ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Ｓｉｍｓ）Ｓｗｅｅｔ。胡颓子科Ｅｌａｅａｇｎａｃｅ
ａｅ：俄罗斯大果沙棘 Ｈ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ｎ。山茱萸科 Ｃｏｒｎａｃｅａｅ：灯台树 Ｃ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ａ
Ｈｅｍｓｌ、山茱萸 Ｃ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卫矛科 Ｃｅｌａｓｔｒａｃｅａｅ：扶芳藤 Ｅ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Ｔｕｒｃｚ）Ｈａｎｄ－Ｍａｚｚ、纤齿卫矛 ＥｇｉｒａｌｄｉｉＬｏｅｓ、冬青卫矛 （大叶黄杨）Ｅ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Ｌｉｎｎ。黄杨科 Ｂｕｘａｃｅａｅ：黄杨 Ｂ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ｉｅｄｅｔＺｕｃｃＶａｒｓｉｎｉｃ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高山
黄杨ＢｒｕｇｕｌｏｓａＨａｔｕｓｉｍａ、雀舌黄杨 ＢｂｏｄｉｎｉｅｒｉＬｅｒｌ。大戟科 Ｅｕｐｈｏｒｄｉａｃｅａｅ：铁海棠
（虎刺梅）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ｍｉｌｉｉＣｈｄｅｓＭｏｕｌｉｎｓ、一品红ＥｐｕｌｃｈｅｒｒｉｍａＷｉｌｌｄ。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地锦 （爬山虎）Ｐ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ＳｉｅｂｅｔＺｕｃｃ）Ｐｌａｎｃｈ。七叶树科 Ｈｉｐｐｏｃａｓｔａｎａｃｅａｅ：七
叶树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槭树科Ａｃｅｒａｃｅａｅ：三角槭Ａ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Ｍｉｑ、五角槭Ａｍｏｎｏ
Ｍａｘｉｍ、腀叶槭 （复叶槭）ＡｎｅｇｕｎｄｏＬｉｎｎ、鸡爪槭 （红枫）Ａ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Ｔｈｕｎｂ。漆树科
Ａｎａｃａｒｄｉａｃｅａｅ：火炬树 （鹿角漆）ＲｔｙｐｈｉｎａＮｕｔｔ。夹竹桃科 Ａｐｏｃｙｎａｃｅａｅ：夹竹桃
ＮｉｎｄｉｃｕｍＭｉｌｌ。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金叶莸 Ｃｃｌａｎｄｏｎｅｎｓｉｓ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Ｇｏｌｄ。木樨科
Ｏｌｅａｃｅａｅ：美国白蜡树 ＦＡｍｅｎｒｉｃａｎＬｉｎｎ、尖叶腀 Ｆ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Ｒｏｘｂｖａｒ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Ｌｉｎ
ｇｅｌｓｈ、女贞ＬｌｕｃｉｄｕｍＡｉｔ、金叶女贞 Ｌｖｉｃａｒｙｉ。忍冬科 Ｃａｐｒｉｆｏｌｉａｃｅａｅ：锦带花 Ｗｆｌｏｒｉｄａ
（Ｂｕｎｇｅ）ＡＤＣ、红王子锦带Ｗｆｌｏｒｉｄａ（Ｂｕｎｇｅ）ＡＤｃｃｖＲｅｄＰｒｉｎｃｅ。

野生草本植物　富县林区主要有草玉梅、白头翁、毛茛、唐松草、秃疮花、藜 （灰

条菜）、反枝苋、马齿苋、石竹、二色补血草、紫花地丁、独行菜、点地梅、委陵菜、

米口袋、甘草、小苜蓿、硬毛棘豆、广布野豌豆、远志、蒺藜、柴胡、防风、地梢瓜、

曼陀罗、龙葵、打碗花、田旋花、益母草、百里香、车前、地黄、拉拉藤、茜草、黄花

蒿、细叶艾、茵陈蒿、铁杆蒿、刺儿菜、阿尔泰狗娃花、苦荬菜、马兰、苣荬菜、蒲公

英、菖蒲、灯心草、香附子 （莎草）、冰草、白羊草、白茅、狼尾草、芦苇、狗尾草、

细叶韭 （侧焖）、天门冬、山丹 （细叶百合）、黄精、玉竹、升麻、淫羊藿、苦参、黄菅

草、地榆、羊胡子草、大油芒、飞燕草、沙参、黄芩、牛蒡籽、野棉花、野菊花、薯

蓣、茭蒿、牡蒿、黄背草、野古草、草木樨、香蒲、雀麦、拂子茅、苍术、酸模、荠

菜、党参、马兜铃、草芍药、防风、披碱草、异叶、败酱等。

中草药　富县境内中草药多为野生，１９９０年之后也有人工种植。解表药有麻黄、紫
苏 （苏子）、荆芥、防风、苍耳子、葱白、芫荽、柽柳、藿香、胡萝卜、芹菜、薄荷、

牛蒡子、蝉蜕、桑叶、菊花、柴胡、葛根、浮萍、樱桃 （核、叶、花、根）木贼；清热

解毒药有芦根、天花粉、青葙子、马蔺子、无花果、龙葵、三颗针、黄花蒿、夏枯草、

黄芩、黄柏、苦参、椿皮、赤小豆、鬼针草、苦瓜根、红娘子、金银花、板蓝根 （大青

叶）、蒲公英、紫花地、丁野菊花、败酱草、白头翁、马齿苋、铁地锦草、射干马勃、

绿豆、辣蓼、蟾酥；清热凉血药有生地黄、玄参、牡丹皮、赤芍、大蓟、小蓟、白茅

根、地榆、百草霜、茜草、丝瓜络、槐花 （槐角）、荷叶、侧柏叶、青蒿、地骨皮；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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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药有大黄、芦荟、芒硝、火麻仁、郁李仁、松子仁、葵花根、商陆、牵牛子、巴豆；

祛风湿化湿药有五加皮、蚕砂、杜仲、桑枝、秦艽、透骨草、五角枫、稀莶草、老鹳

草、穿山龙、桑寄生、辣椒、苍术；利水渗湿药有冬瓜子 （冬瓜皮）、玉米须、石竹、

问荆、地肤子、西瓜、车前草、茄根、猪苓、赤小豆、葫芦、蝼蛄、车前子、瞿麦、

蓄、冬葵子、茵陈；温里药有小茴香、花椒 （椒目）、八角、茴香；理气药有陈皮、青

木香、刀豆、薤白、柿蒂；消食药有山楂、麦芽、谷芽、莱菔子、鸡内金、伏龙肝、甜

瓜蒂；驱虫药有南瓜子、干漆；止血药有茜草、蒲黄、马鞭草、石榴花、仙鹤草、棕

榈、藕节、鸡冠花、花生衣、血余炭、艾叶、炮姜；活血化瘀药有桃仁、益母草、凤仙

花、月季花；化痰止咳平喘药有半夏、白芥子、皂荚、旋复花、桔梗、瓜蒌 （天花粉）、

白茅根皮、苦杏仁、款冬花、马兜铃、桑白皮、白果 （银杏叶）、洋金花、百合、甘草；

安神药有龙骨、酸枣仁、远志、合欢皮 （合欢花）、柏子仁；平肝熄风药有蒺藜、地龙；

补虚补气药有黄芪、山药、黑木耳、刺五加；补阳药有肉苁蓉、紫河车、菟丝子、韭菜

子、核桃仁、葫芦巴、熟地黄、白芍、黑芝麻；补阴药有北沙参、黄精、枸杞子、桑

椹、糯稻根；收涩药有麻黄根、浮小麦、乌梅、五倍子、石榴皮；涌吐药有瓜蒂；清肝

明目药有白蒺藜、决明子；外伤药有泡桐树、急性子、野棉花；止痛药有急性子。

第四节　动物资源

富县动物资源两栖纲２科４种，爬行纲５科１０种，鸟纲３６科１３１种，哺乳纲１６科
４３种。各类昆虫１３目６５科１４１种。

两栖纲　富县林区两栖类动物种类有蟾蜍科、蛙科２个科４种，约占陕西省２６种的
１５３％，主要分布在桥北林区。

爬行纲　富县林区爬行动物有龟鳖目、蜥蜴目、蛇目３个目５科 （鳖科、壁虎科、

蜥蜴科、蝰科、游蛇科）共１０种，约占陕西省５１种的１９６％。

苍　鹭

鸟纲　富县境内鸟类资源共有１３１种，隶属于１７目３５科 （
'(

科、鸬鹚科、鹭科、

鹳科、鹤科、秧鸡科、

鸭科、鹰科、隼科、雉

科、
)

科、鹬科、鸥科、

沙鸡科、鸠鸽科、杜鹃

科、鸱科、夜鹰科、

雨燕科、翠鸟科、戴胜

科、啄木鸟科、百灵科、

燕科、科、伯劳科、

黄鹂科、卷尾科、
*

科、

山雀科、雀科、文鸟科、

椋鸟科、鸦科、反嘴鹬

科），约占全省 ３７４种
的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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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纲　富县林区兽类共有４３种，隶属于６目１７科 （蹳科、鼹科、闙科、?科、

蝙蝠科、鼠兔科、兔科、松鼠科、仓鼠科、鼠科、跳鼠科、犬科、鼬科、灵猫科、猫

科、鹿科、猪科），占陕西省１４８种的２９％。
昆虫　富县林区已知的天敌昆虫９目２６科７０种。其中以鞘翅目、膜翅目和脉翅目

的种类最多。虽然害虫种群数量的发展、危害程度和发生规律主要取决于气候的适应

性，但该地害虫的天敌昆虫和其他天敌，对于控制重要害虫的危害仍然有重要作用。常

见的有以下 ２１种：中华大刀螳 ＴｅｎｏｄｅｒａＳｉｎｅｎｓｌｓＳａｕｓｓｕｒｅ、污黑盗猎蝽 Ｐｉｒａｔｅｓｔｕｒｐｉｓ
Ｗａｌｋｅｒ、环斑猛猎蝽 Ｓｐｈｅｄａｎｏｌｅｓｔｅｓ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ｃｏｌｌｉｓ（Ｓｔｏｌ）、金环胡蜂Ｖｅｓｐａ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ｉａｍａｎ
ｄａｒｉｎｉａＳｍｉｔｈ、朝鲜黄胡蜂Ｖｅｓｐｕｌａｋｏｒｅｅｎｓｉｓｋｏｒｅｅｎｓｉｓ（Ｒａｄｏｓｚｋｏｗｓｋｉ）、七星瓢虫Ｃｏｃｃｉｎｅｌ
ｌ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Ｌｉｎｎａｗｕｓ、异色瓢虫 Ｈａｒｍｏｎｉａａｘｙｒｉｄｉｓ（Ｐａｌｌａｓ）、狭带食蚜蝇 ＢｅｔａＳｙｒ
ｐｈｕｓｓｅｒａｒｉｕｓ（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大草蛉 Ｃｈｒｙｓｏｐａｓｅｐｔｅｍｐｕｎｃｔａｔａｗｅｓｍａｅｌ、中华草蛉 Ｃｈｒｙ
ｓｏｐｅｒｌａｓｉｎｉｃａＴｊｅｄｅｒ、中华豆芫菁Ｅｐｉｃａｕｔ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ｐｏｒｔｅ、普通寄蝇Ｐｈｒｙｘｅ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Ｆａｌｌ
ｅｎ、急钩亚麻蝇ＰａｒａｓａｒｃｏｐｈａｇａｐｏｒｔｓｃｈｉｎｓｋｙｉＲｏｈｄ、舞毒蛾黑瘤姬蜂Ｃｏｃｃｙｇｏｍｉｍｕｓｄｉｓｐａｒｉｓ
（Ｖｉｅｒｅｃｋ）、黑胸细颚姬蜂 Ｅｎｉｃｏｓｐｉｌｕａｎｉｇｔｏｐｒｃｔｕｓ（Ｅｎｄｅｒｌｅｉｎ）、夜蛾瘦姬蜂 Ｏｐｈｉｏｎｌｕｔｅ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天幕毛虫绒茧蜂Ａｐａｎｔｅｌｅｓｇａｓｔｒｏｐａｃｈａｅ（Ｂｏｕｃｈｅ）、松毛虫脊茧蜂Ｒｏｇｄｓｄｅｎ
ｄｒｏｌｉｍｉ（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舞毒蛾卵平腹小蜂Ａｎａｓｔａｔ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Ａｓｈｍｅａｄ、松毛虫赤眼蜂Ｔｒｉ
ｃｈｏｇｒａｍｍａｄｅｎｄｒｏｌｉｍｉＭａｔｓｕｍｕｒａ、酱色齿足茧蜂Ｚｏｍｂｒｕｓｓｊｏｓｔｅｄｔｉ（Ｆａｈｒｉｎｇｅｒ）。

富县林区有数量可观的药用、食用、观赏、传粉等资源昆虫。其中工业原料昆虫仅

家蚕Ｂｏｍｂｙｘｍｏｒｉ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和甘草胭珠蚧 Ｐｏｒｐｈｙｒｏｐｈｏｒａｓｏｐｈｏｒａｅ（Ａｒｃｈ）两种。药用昆
虫１１目３１科６１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包括脉翅目蚁蛉科和鞘翅目芫菁科两类的全部种
类。芫菁所含的斑蝥素对皮肤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并能生发、治癌、治头癣和

秃发，为生发药水的主要成分。蚁蛉的成虫和幼虫均捕食蚂蚁等小昆虫，其幼虫即蚁狮

可治疗多种病患，用药量小、疗效独特，尤其对现在尚未有理想特效药的骨髓炎、脉管

炎和心血管病等疗效喜人，开发价值大。可食用的昆虫资源有７目１１科１９种，包括直
翅目的蝗类、同翅目的蝉类、鳞翅目的豆天蛾、鞘翅目的黄粉虫、螳螂目和双翅目的部

分种类，各类蜂蛹中可进行保护、开发与利用的主要为野生蜂蛹和蝗虫类。

鉴赏昆虫除具有直接的观赏、收藏、科学研究价值外，更是旅游文化资源。此类昆

虫种类有６目２３科５９种，其中鳞翅目４４种、鞘翅目１０种、其他类型的昆虫５种。其
中珍贵种只有特产我国西北的中国虎甲Ｃｉｃｉｎｄｅ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ｅｓｉｓＤｅＧｅｅｒ和丝带凤蝶 Ｓｅｒｉｃｉｎｕｓ
ｍｏｎｔｅｌａＧｒａｙ。还有国家Ⅱ级保护野生动物阿波罗绢蝶Ｐａｒｎａｓｓｉｕｓａｐｏｌｌｏ（Ｌｉｎｎａｅｕｓ）。传粉
昆虫包括膜翅目的蜜蜂、胡蜂、壁蜂、切叶蜂、蚂蚁，双翅目的蝇类、食蚜蝇，鞘翅目

的花甲虫，如叩头甲、芫菁、天牛，鳞翅目的蛾、蝶类等，其中以膜翅目最多，具有保

护和利用价值。

第五节　微生物资源

富县微生物资源常见种类有腐生菌、根瘤菌、菌根菌、食用菌，多分布于子午岭山

系的西部林区和黄龙山系的牛武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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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生菌　主要以鞭毛菌类、接合菌类、子囊菌类、担子菌类和半知菌类为主，尤其
是能分解木质素、纤维素等高分子物质的担子菌类的多孔菌和伞菌最为常见，主要有杯

珊瑚菌Ｃｌａｖｉｃｏｒｏｎａｐｙｘｉｄａｔａ、胶雏孔菌 Ｍｅｒｕｌｉｕｓｔｒｅｍｅｌｌｕｓｕｓ、齿菌 Ｈｙｄｎｕｍｒｅｐａｎｄｕｍ、层
卧孔菌Ｆｏｍｉｔｉｐｒｉａｐｕｎｃｔａｔａ、红缘层孔菌Ｆｏｍｅｓｐｉｎｉｃｏｌａ、松根层孔菌Ｆｏｍｅｓａｎｎｏｓｕｓ、囊层
菌Ｆｐｏｐｕｌｉｎｕｓ、树舌Ｇａｎｏｄｅｒｍａａｐｐｌａｎａｔｕｍ、火木层孔菌Ｐｈｅｌｌｉｎｕｓｉｇｎｉａｒｉｕｓ、粗皮针层孔
菌Ｐｇｉｌｖｕｓ、松木层菌 Ｐｈｅｌｌｉｎｕｓｐｉｎｉ、针裂蹄 Ｐｌｉｎｔｅｕｓ、木蹄 Ｐｙｒｏｐｏｌｙｐｏｒｕｓｆｏｍｅｎｔａｒｉｙｓ、
小针孔菌Ｉｎｏｎｏｔｕｓｎｏｄｕｌｏｓｕｓ、粗毛褐孔菌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ｒｏｕｓｈｉｓｐｉｄｕｓ、黄多孔菌 Ｐｅｌｅｇａｎｓ、黑
管菌 Ｂｊｅｒｋａｎｄｅｒａａｄｕｓｔａ、粗毛栓菌 Ｔｒａｍｅｔｅｓｇａｌｌｉｃａ、毛栓菌 Ｔｈｉｒｓｕｔａ、槐栓菌
Ｔｅｏｂｉｎｉｏｐｈｉｌａ、漏斗大孔菌Ｆａｖｏｌｕｓａｒｃｕｌａｒｉｕｓ、大孔菌Ｆ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ｉｓ、桦褶孔菌Ｌｅｎｚｉｔｅｓｂｅｔ
ｕｌｉｎａ、密环菌 Ａｍｅｌｌｅａ、灰环菌 Ｃｌｉｔｏｃｙｂｅｃｙａｔｈｉｆｏｒｍｉｓ、环蕈 Ｃｓｕｂｌａｎａｔｕｓ、白环锈伞菌
Ｐｈｏｌｉｏｔａｐｒａｅｃｏｘ、大孢灰包Ｌｙｃｏｐｅｒｄｏｎａｔｒｏｐｕｒｅｕｍ。

根瘤菌　根瘤菌和森林植物共同生活，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是一类好气性细菌。
一般土壤ＰＨ值在６５～７５之间，温度在１２℃～２４℃，土壤含水量在７５％，光线充足，
有利于根瘤菌的形成。常寄生于刺槐、国槐、紫穗槐、合欢、胡枝子等植物根部。

菌根菌　菌根菌主要以伞菌、多孔菌、腹菌、块菌、盘菌和无孢菌群类为主。有外
生菌根和内生菌根两种类型，外生菌根的植物有松科，山毛榉科、榆科、桦木科、杨柳

科、蔷薇科等；内生菌根的植物有豆科、禾本科、百合科等草本植物。

食用菌　有担子囊类和子囊菌类两大类，主要有木耳 Ａｕ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ａｕｒｉｃｕｌａ、毛木耳
Ａｐｏｌｙｔｒｉｃｈａ、银耳 ＴｒｅｍｅｌｌａｆｕｃｉｆｉｒｍｉｓＢｅｒｋ、猴头菇 Ｈｅｒｉｃｉｕｍｅｒｉｎａｃｅｕｓ、白乳菇 Ｒｕｓｓｕｌａ
ｃｒｕｓｔｏｓａ、花盖菇Ｒｃｙａｎｏｘａｎｔｈａ、豹皮菇ＬｅｎｔｉｎｕｓＬｅｐｏｄｅｕｓ、冬菇Ｃｏｌｌｙｂｉａｖｅｌｕｔｉｐｅｓ、灰托
柄菇ＡｍａｎｉｔｏｐｓｉｓＶａｇｉｎａｔａ、松茸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ｍａｔｓｕｔａｋｅｓｉｎｇｅｒ、羊肚菌Ｍｏｒｃｈｅｌｌａｅｓｃｕｌｓｎｔａ。

第三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象灾害

富县气象灾害主要有干旱、暴雨、冰雹、霜冻和强降雪，对农业生产危害较大。

干旱　富县旱灾主要类型有春旱、夏旱、秋旱和冬旱，其中春旱灾害最为严重，冬
旱次之，且经常发生冬春连旱，其中春旱灾害伴随干热风同时出现，致使旱情加重。

暴雨　按照气象学规定，２４小时降水量为５０毫米或以上降雨称为 “暴雨”。暴雨

往往造成洪涝灾害和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农作物被淹等重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对

于一些地势低洼地形闭塞的地区，雨水不能迅速宣泄造成农田积水和土壤水分过度饱

和，从而造成涝灾。富县因暴雨造成的灾害有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洛河和葫芦河洪

灾等。

１９９２年８月，洛河上游突降暴雨，富县境内洛河流量增至每秒４１００立方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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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 “８·３１”洪峰县城过境

３１个村庄、８个单位
遭灾。张家湾乡降雨

量１５０毫米，山洪暴
发，山体滑坡，王家

角村遭洪水泥石流袭

击，公路、通信、供

电中断，５００余人被
困，１人死亡，１３人
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１１９６万元。
１９９６年 ７月 ３１

日，富县葫芦河川、

直罗南川及其上游地

区普降特大暴雨，降雨量９３毫米，造成山洪暴发、山体滑塌，葫芦河、直罗南川水暴
涨。直罗、张村驿、吉子现、南道德４乡镇３０个行政村１４个单位受灾，成灾农 （居）

户４６０４户１９３４０人，死亡１４人，失踪２人，受伤７人，直接经济损失６９４１４万元。
冰雹　富县西北地区属丘陵高地，且林木茂盛，特殊的小气候环境极易形成强对流

云团，历史记载尤以照八寺高地冰雹线为最。由此波及西川及中指塬乡镇的冰雹灾害间

或发生，农业种植业灾害损失难以计数。而远离丘陵高地的东部和南部塬区雹灾为害的

次数和强度则相对较小。

１９９２年８月，北道德乡湫塬行政村遭受冰雹袭击，雹粒直径１５厘米，持续长达２０
分钟左右，受灾总面积 ９８８３公顷，直接损失 ２８万元。其中烤烟 ２４１７公顷、玉米
３３３３公顷、秋粮４１３公顷。是年７—８月牛武镇连续遭受三次大风和冰雹袭击，受灾
总面积３６７０７公顷，直接损失１８８万元。缑家庄、金村、永录３个行政村，粮食作物受
灾面积 ６８８公顷，总减产 １４万千克；经济作物受灾面积 ３８３３公顷，总产值 ４０８
万元。

１９９２年７—８月，吉子现乡富村、旧村、串坡、固险４个行政村遭受冰雹袭击，烤
烟、苹果、玉米、谷子等农作物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６０多万元。寺仙乡连续两次骤
降冰雹，先后有７个行政村１１个村民小组受灾，烤烟受灾９０６７公顷，秋作物受灾面积
８６６７公顷，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００５万元。张村驿镇遭受冰雹、大风灾害，冰雹最大直径
约１５厘米，持续时间２０分钟，烤烟受灾２９８６８公顷，玉米２１５５３公顷，秋田作物
２２１６公顷，蔬菜瓜类４０公顷。岔口乡６个行政村１３个村民小组遭受冰雹、大风袭击，
各类作物受灾面积１７３４公顷，成灾面积达１６２７３公顷，其中烤烟面积７９０７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达１０２２８万元。洛阳乡峪口、督河、杜家

"

遭受狂风、暴雨、冰雹袭击，冰

雹持续１０分钟左右，烤烟和秋田作物遭灾，受灾面积计１１３８公顷。
１９９５年６月７日，羊泉、钳二、吉子现、北道德、富城５乡镇６２个行政村，不同

程度地遭受冰雹袭击，冰雹最大直径４１厘米，地面基层厚度６厘米，４８３３３３公顷农

４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作物受灾，２２４６７公顷绝收，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８７７８万元。
２００９年６月，张村驿、直罗遭遇特大暴雨冰雹灾害，３２５１３公顷烟田受灾，减产

３７３６万千克。
霜冻　富县地处内陆，霜冻在秋、冬、春三季都会出现。每年秋季第一次出现叫初霜

冻，翌年春季最后一次出现叫终霜冻，初终霜冻对农作物的影响都较大。初霜日最早出现

在９月２７日，终霜日最晚出现在４月１８日。大部分初霜日１０月份出现，秋作物已经成
熟，基本无害。终霜日一般在３月末４月初，时值苹果等果树开花季节，容易造成冻害。

强降雪　２００８年１月，富县遭受５０年一遇的强降雪天气，全县普遍降雪１２天，直
罗镇、张家湾镇、张村驿镇区域积雪近０８米。全县６００余处大棚蔬菜等农业设施遭受
损害，部分乡村电力通信设施严重受损，大部分山区交通中断。

第二节　地质灾害

富县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２００３年，富县国土资源局依据省、市
要求，对县境地质灾害险情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全面调查，摸清地质灾害的类型、特征、

地点、数量，并造册登记，建立台账。确立２６个重点防治对象，威胁人口２１４户８０７
人，房窑４４６间 （孔）。在普查基础上，通过巡查、监测，向乡镇政府发放工作明白卡

２６份，给群众发放避险明白卡２１４份。对每个隐患点均落实监测员，负责及时报告隐患
点变化情况。同时对地质灾害点发生灾情、险情的可能性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评估，吃

透底子、确立重点，制订预防方案，落实工作措施。２００４年，对重点防患的１４处监测
点进行严密监控，并建立监测网络，坚持汛期２４小时值班。２００７年，对全县３８个隐患
点进行排查，先后发放工作明白卡９１８份，避险明白卡２０份，落实各隐患点监测员。公
布实施 《２００７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案》，对１０个重点部位全部制订了防抢撤方案。
２００８年进行４次全面排查，逐点逐户发放了避险明白卡，核发了监测补助２７００元，保证监
测员及监测网络的正常运转。同年组建１０１０人的抢险突击队，对涉灾严重的牛武镇清泉寺
行政村，政府投资６２８万元，村民自筹７万元，涉灾的３３户群众全部搬迁至安全新居。
２００９年，完善了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应急预案，相关乡镇均组建了抢险突击队，医疗救护
队、疫情预防队及灾民安置救护组。落实汛期值班、巡查、速报三项制度。２０１０年，编制
完成 《２０１０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完善防抢撤方案和重要隐患点应急预案。近１０年地质
灾害零星发生，且远离村镇，范围小，为害浅，均未造成重大损失。

第三节　土壤侵蚀

由于气候多变，地貌复杂，土质疏松，植被好坏不均，加之人为活动等原因，土壤

侵蚀现象比较严重。境内理论侵蚀面积为２５７５万公顷，实际侵蚀面积１５０８万公顷，
占总面积的３６０５％。侵蚀方式以水蚀为主，侵蚀类型有５种：剖面面蚀，多发生在３°
～７°的塬面缓坡耕地上，面积２６８９公顷，占总侵蚀面积的０１％；母质面蚀，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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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梁峁丘陵和坡度较大的塬边耕地上，面积２０７万公顷，占总侵蚀面积的８０４％；
鳞片状面蚀，指植被条件较差的森林、草地所发生的侵蚀现象，面积１９８万公顷，占侵
蚀总面积的７６８９％，侵蚀面积虽大，但侵蚀强度不大，受害程度较小；细沟、浅沟侵
蚀，多发生在１５°～２５°的陡坡耕地，侵蚀强度最大，危害程度也大，面积１２３万公顷，
占总侵蚀面积的４７７％，是水土保持治理工作的重点；切沟侵蚀，是沟侵发展的最高阶
段，主要发生在植被稀疏的沟坡两边，面积２５８万公顷，占总侵蚀面积的１００３％。

６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人口自然结构男性多于女性，年龄结构以成年居多，地域

间、政区间、城乡间人口分布不均匀，呈现东部稠密、西部稀少、塬

区和川道相对集中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乡一体化进程

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比例逐步增大，非农业人口随之增多，农

村人口逐渐减少。２０１０年户籍人口达到 １５２１９４人，比 １９９０年
１３３２６３人增加１８９３１人。

坚决贯彻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宣传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全面

提供节育专业服务，普遍检查妇科疾病，落实科学孕育措施，有效提

高出生人口质量。积极实施计划生育管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

女，控制生育二胎，禁止生育三胎。为陕西省计划生育综合服务县，

人口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范围之内。

富县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各年龄段人口发展情况对比示意图



第一章　人口规模

第一节　人口数量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２９８５１户１３３２６３人。１９９５年，全县３３５２９
户１３７４７２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３８１７７户１４２６１６人。２００５年，全
县４４４８７户１４７５１２人。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５０７０２户１５２１９４人。２１
年间人口增长了１８９３１人，增长１４％。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人口统计表
表３－１－１ 单位：户、人

年份 户数 人口 年份 户数 人口

１９９０ ２９８５１ １３３２６３ ２００１ ３８４８３ １４２８０５

１９９１ ３５７８１ １３４１５７ ２００２ ３６４３９ １４４６３０

１９９２ ３０５００ １３５０３７ ２００３ ３８４５６ １４７６２２

１９９３ ３１７０２ １３５７７２ ２００４ ３８８９４ １４７６２８

１９９４ ３２５１７ １３５９７８ ２００５ ４４４８７ １４７５１２

１９９５ ３３５２９ １３７４７２ ２００６ ４５１１１ １４７５１１

１９９６ ３３９５３ １３７９２０ ２００７ ４６０１４ １４７９０１

１９９７ ３８３６２ １３９１９４ ２００８ ４６９１９ １４８４０２

１９９８ ３８２７８ １４０２８３ ２００９ ５０９２１ １５０２８０

１９９９ ３７４３１ １４０２１６ ２０１０ ５０７０２ １４９７２７

２０００ ３８１７７ １４１７６０

第二节　人口密度

富县地域、政区及城乡之间人口分布差别较大，呈现东部稠密、西部稀疏、塬区和

川道相对集中的特点。以交道、羊泉、钳二、吉子现、南道德、北道德、寺仙和茶坊、

富城部分塬面为主的农业区，面积７６４余平方千米，有６０２９４人，平均每平方千米７９
人，人口比较密集。以洛河、葫芦河川道为主的农牧区，面积 ７５１余平方千米，有
５４４８８人，平均每平方千米７３人。以牛武、直罗、张家湾为主的山林农牧区，面积２６６５
余平方千米，有２６９７８人，平均每平方千米１０人，人口较为稀疏。

９７第三编　人口与控制　



第二章　人口结构

第一节　自然结构

性别　１９９０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富县总人口１３３２６３人，男性７０２４７人，占
５２７％，女性 ６３０１６人，占 ４７３％，性别比为 １１１∶１００。２０００年 １４１７６０人，男性
７５７０８人，占５３４％，女性６６０５２人，占４６６％，性别比为１１５∶１００。２０１０年１４９７２７
人，男性７８７６６人，占５２６％，女性７０９６１人，占４７４％，性别比为１１１∶１００。男女性
别比偏高原因复杂，与长期以来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思想分不开，

在少数偏远山区也存在非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终止妊娠的违法现象。

年龄　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富县总人口１４９７２７人，１８岁以下３１６６３
人，１８—３５岁４９４２８人，３５—６０岁５４４９８人，６０岁以上 １９０７２人。其中 １４岁以下
２４９５２人，占总人口的１６３９％；１５—６４岁１１４１５５人，占总人口的７５０１％；６５岁以上
１０６２０人，占总人口的６９８％。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人口性别结构表
表３－２－１ 单位：人

年份
男性

总人口

女性

总人口

性别比例

（女＝１００）
年份

男性

总人口

女性

总人口

性别比例

（女＝１００）

１９９０ ７０２４７ ６３０１６ １１１ ２００１ ７４５５９ ６８２４６ １０９

１９９１ ７１２７４ ６２８８３ １１３ ２００２ ７６０３３ ６８５９７ １１１

１９９２ ７２１０８ ６２９２９ １１４ ２００３ ７７２４３ ７０３７９ １１０

１９９３ ７１６９７ ６４０７５ １１２ ２００４ ７６８５２ ７０７７６ １０９

１９９４ ７１６４７ ６４３３１ １１１ ２００５ ７７２２４ ７０２８８ １１０

１９９５ ７１９７８ ６５４９４ １１０ ２００６ ７７８５９ ６９６５２ １１２

１９９６ ７２７８６ ６５１３４ １１２ ２００７ ７７４５３ ７０４４８ １１０

１９９７ ７３５２９ ６５６６５ １１２ ２００８ ７７６９７ ７０７０５ １１０

１９９８ ７３９２９ ６６３５４ １１１ ２００９ ７９７２３ ７０５５７ １１３

１９９９ ７３９５７ ６６２５９ １１２ ２０１０ ７８７６６ ７０９６１ １１１

２０００ ７５７０８ ６６０５２ １１５

０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人口年龄结构对比表
表３－２－２ 单位：人、％

年龄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０—１４岁 ４３４８４ ３２６３ ３８５５４ ２７２０ ２４９５２ １６３９

１５—６４岁 ８４６７５ ６３５４ ９６２５５ ６７９０ １１４１５５ ７５０１

６５岁及以上 ５１０４ ３８３ ６９５１ ４９０ １０６２０ ６９８

富县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各年龄组结构统计表
表３－２－３ 单位：人、％

年龄 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年龄 人数 占总人口百分比

０—４ ９５６１ ６ ５５—５９ ７５１０ ５

５—９ ７６３９ ５ ６０—６４ ５４８３ ３６

１０—１４ ７７５２ ５ ６５—６９ ４０７５ ２７

１５—１９ １２８３６ ８５ ７０—７４ ３４３２ ２２

２０—２４ １５９６８ １０６ ７５—７９ １８８４ １２

２５—２９ １２９７８ ８６ ８０—８４ ８２７ ０５

３０—３４ １０８３９ ７２ ８５—８９ ３０７ ０２

３５—３９ １３８９６ ９２ ９０—９４ ７７ ００５

４０—４４ １３５５４ ９ ９５—９９ １８ ００１２

４５—４９ １１５５６ ７７ １００以上 ０ ０

５０—５４ ９５３５ ６３

第二节　社会结构

民族　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富县共有汉、满、蒙、回、藏、壮、彝、土
家、布依、土族 １０个民族。汉族 １４９６９２人，占总人口的 ９９９％，其他 ９个民族占
０１％，有回族２１人，蒙古族４人，壮族３人，藏族２人，满族、彝族、土家族、布依
族、土族各１人。

姓氏　２０１０年富县姓氏２８０多个，其中１００个常见姓氏占总人口的８０％。千人以上
姓氏２８个，有王、张、李、任、赵、高、杨、郭、刘、陈、袁、马、宋、鲁、段、孔、
缑、罗、雷、樊、孙、曹、丁、周、冯、白、卢、吉姓，共 ９１３１６人，占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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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其中王姓９８９２人，占总人口的６５％；张姓９１９３人，占总人口的６％；李姓７６６４
人，占总人口的５％；任姓５６６０人，占总人口的３８％；赵姓４５６５人，占总人口的３％。
人数较少的姓氏有吴、万、文、龙、帅、兰、米、皮、苏、华、沙、肖、和、谷等１７０
多个，共３８９８人，占总人口的２５４％。复姓有皇甫、诸葛等。

职业　２０１０年，富县在业人口７５０００人，约占总人口的５０％，其中农林牧副渔业
４８０００人，占６４％；交通运输业４５００人，占６％；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５２５０人，占７％；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人员３７５０人，占５％；产业工人４５００人，占６％；商业
经营者８２５０人，占１１％；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７５０人，占１％。总体从事物质生产的
５７０００人，占在业人口的７６％。

文化　１９９０年，富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６８６人，占总人口的０５１％；中专和高中
学历９８７４人，占 ７４１％；初中学历 ２９６７１人，占 ２２２６％；小学学历 ４２６９７人，占
３２０４％；文盲２９２５０人，占２１９５％。

２０００年，研究生学历３人，本科２７０人，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２７３６人，占总人口
的１９３％；中专和高中学历１５３６３人，占１０８４％；初中学历４５２８５人，占３１９４％；
小学学历５４６９０人，占３８５８％；文盲１１６６０人，占８２３％。
２０１０年，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１０９４７人，占总人口的 ７３１％；中专和高中学历

２２２６５人，占 １４８７％；初中学历 ５９３０３人，占 ３９６１％；小学学历 ４０６７７人，占
２７１７％；文盲４１９３人，占２８％。同１９９０年相比，大专及以上学历提高６８％，中专
和高中学历提高 ７４６％，初中学历提高 １７３５％，小学学历降低 ４８７％，文盲率降
低１９１５％。

第三节　地域结构

富县总面积４１８０３６平方千米，１９９０年平均每平方千米３１人，２０１０年平均每平方
千米３６人。由于人口发展呈现低生育、低增长态势，２１年间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５人，
但地域之间、政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分布依然不平衡。

政区分布　１９９０年全县１５个乡镇，人口过万的有富城、羊泉、交道、张村驿４个
乡镇，人口不足５０００人的有洛阳、岔口、南道德 ３个乡。人口最多的富城镇 ８１１０户
２２８９１人，人口最少的南道德乡８０６户３６９５人。２００１年，行政区划调整，裁撤洛阳乡，
其地划归富城镇，裁撤岔口乡，其地划归茶坊镇。因此，政区人口分布失衡状况进一步

扩大。２０１０年，全县１３个乡镇，人口过万的有富城、茶坊、交道、羊泉、张村驿５个
镇，不足５０００人的有南道德乡。人口最多的富城镇１４６７６户３４８４９人，人口最少的南
道德乡１０８７户３８７７人。

城乡分布　２０１０年，富城、茶坊、牛武、交道、张村驿、直罗、羊泉、张家湾、吉
子现９个镇共１３００８６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８５％，钳二、南道德、寺仙、北道德４个乡
共２２１０８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５％。
２０１０年，县城居民５１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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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０年乡镇人口统计表
表３－２－４ 单位：户、人

乡镇名称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

户数 人口 户数 人口

富城镇 １４４２ ２３７９１ １４６７６ ３４８４９

茶坊镇 ２１４６ ９０６６ ５３３２ １５３４３

交道镇 ２７０７ １０２９６ ３０９０ １０９８８

牛武镇 ２２２７ ７３２８ ２４４６ ７７４７

岔口乡 １０６１ ４６１７ — —

洛阳乡 ９９０ ３８７３ — —

钳二乡 ２４３０ ９６４６ ３１０５ ９７４２

直罗镇 ２２８８ １０７８６ ２７３３ ９５４０

羊泉镇 ４００９ １５６４６ ４９８１ １５８５６

吉子现乡 １９７３ ７５２５ ２５９３ ７６７０

北道德乡 １９９２ ７８３５ ２３５７ ８４８９

寺仙乡 １４１０ ５４９４ １７４８ ５９１１

南道德乡 ９０１ ３７９３ １０８７ ３８７７

张村驿镇 ３１４８ １２３３４ ３５１０ １１８３０

张家湾镇 ２５８５ ９９５６ ３０４４ １０３５２

第三章　人口变动

第一节　自然变动

１９９０年富县出生２５１５人，出生率１８８７‰，自然增长率１４２‰，死亡６４７人，死亡
率４９‰。１９９５年全县出生１４５８人，出生率１０６‰，自然增长率５２‰，死亡７４２人，
死亡率５４‰。２０００年出生１２２０人，出生率８５５‰，自然增长率３２‰，死亡７４９人，
死亡率５２‰。２００５年出生１１７３人，出生率８０‰，自然增长率３７‰，死亡６２９人，
死亡率４３‰。２０１０年出生１５１４人，出生率１０１‰，自然增长率４４‰，死亡８６４人，
死亡率５７‰。
２１年间，富县人口出生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８８７‰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１‰，降低８７７

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４２‰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４‰，降低９８个千
分点。人口变动趋势表明，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对人口控制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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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人口自然变动一览表
表３－３－１ 单位：人、‰

年份
出生 死亡

人数 出生率 人数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１９９０ ２５１５ １８８７ ６４７ ４９ １４２

１９９１ ２７４１ ２０７ ６３６ ４８ １５９

１９９２ ２４８５ １８５ ７１１ ５３ １３２

１９９３ ２２３４ １６５ ７３９ ５４ １１１

１９９４ １４６３ １０７ ７６８ ５６ ５１

１９９５ １４５８ １０６ ７４２ ５４ ５２

１９９６ １１９７ ８６ ６８９ ５０ ３６

１９９７ １２１０ ８７ ７１０ ５１ ３６

１９９８ １２２０ ７５１ ７２５ ４３ ３２

１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８１５ ６８５ ５０５ ３１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 ８５５ ７４９ ５２ ３２

２００１ １２１４ ８３ ７９２ ５４ ３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６７ ８７ ７６７ ５２ ３５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３ ８３ ７４８ ５１ ３２

２００４ １２８１ ８７ ７８１ ５３ ３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７３ ８０ ６２９ ４３ ３７

２００６ １１７９ ８１０ ６７６ ４５ ３６

２００７ １２０６ ８１０ ５７５ ３８ ４３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４ ９０ ５６４ ３８ ５２

２００９ １３８２ ９３ ６６５ ４５ ４８

２０１０ １５１４ １０１ ８６４ ５７ ４４

第二节　机械变动

１９９０年富县迁入２２５１人，迁出１７７０人；１９９５年迁入２９８５人，迁出２２２８人；２０００
年迁入１８４４人，迁出１５６５人；２００５年迁入１２５８人，迁出２４９８人；２０１０年迁入１１７９
人，迁出１３４５人。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８个年份迁入大于迁出，５个年份迁出大于迁入。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迁出大于迁入，其中２００４年迁出３３０３人，出多于入１０９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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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富县流动人口４３０户２１６０人。２００６年建立县流动人口信息平台并与全国联
网，及时更新流入流出人口动态信息，实现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富县流动人口管理工

作曾受到延安市政府表彰。

２００６年流出人口８４１６人，流入人口４１６８人。２０１０年流出２８５１户４８９３人，流入
８８９户２１３０人。迁入来源主要因婚姻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安置、石油企业员
工。人口迁出主要因素有婚姻、异地就学、参军、定居等。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人口迁入迁出一览表
表３－３－２ 单位：人

年份 迁入 迁出 年份 迁入 迁出

１９９０ ２２５１ １７７０ ２００１ １６５３ １４７３

１９９１ ３５８７ ２１２３ ２００２ ４４１０ ３５１３

１９９２ ２７０９ ４２０５ ２００３ ３２９８ ２８１３

１９９３ ２１８７ ３３１５ ２００４ ２２０８ ３３０３

１９９４ ２４９６ ２８４３ ２００５ １２５８ ２４９８

１９９５ ２９８５ ２２２８ ２００６ １５９８ ２６１０

１９９６ １７３８ １８８９ ２００７ ９９１ １７７１

１９９７ ２３４８ １９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０２４ １３７７

１９９８ ２３２０ ２１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４８ １５７９

１９９９ ３０２５ ３３３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７９ １３４５

２０００ １８４４ １５６５

第四章　计划生育

第一节　优生优育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随着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的设立，以县乡 （镇）计生站为阵地的

计划生育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知识，在城乡得到广泛宣传和普及。近亲不能结婚、孕前

孕期忌烟忌酒、怀孕早期禁忌乱服药、提倡女性适量补充叶酸等最基本的优生优育知

识，为广大群众所知晓，并得到有效贯彻。２０００年起，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全面开
展孕前血清化验，检测是否有螺旋体和弓形虫感染。２００２年优生检测４２０例，２００４年检
测５７０例，２００７年检测７２０例，占当年安排生育备孕妇女的６０％以上。２００８年实施陕
西省统一部署的优生促进工程，孕前孕期检查增加了临床生化验检内容，全面免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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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片剂，推广使用保健类叶酸用品，免费健康检查已婚育龄妇女４９００名。２００９年起，
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上门宣传动员，用车辆接送备孕或孕期妇女到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免

费检测，共检测１２３６例，检测率９０％。
２０１０年，县政府出台 《富县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县计划生育服务站

开设男女婚前健康检查室，婚前检查 ８６对。实名登记出生婴儿 ４４１名，实名登记率
１００％，为全县二胎妇女发放全程跟踪服务手册，免费为２３８３１名育龄妇女做健康检查，
占应查妇女的８４５％，查出病患１１５５６名，给予对症治疗９４６３名，治愈４０８５名。县政
府安排１１００万元用于创建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更新县乡计生服务站基础设施
设备，维修改造村庄计生服务室１８５个，建成县级计划生育新农村９７个，计划生育新家
庭５６０７户；市级计划生育新农村２７个，省级计划生育新农村４个。

第二节　节育服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县政府立项在南教场建成县计划生育服务楼，配置Ｘ光机、便携式
Ｂ超机、心电图机、手术床、无影灯、双目显微镜等设备，开设化验室、手术室、门诊
部，１５个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也设置门诊室和手术室，开展节育服务。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县计生站医疗服务设备得到提升，独立完成全县８０％的结扎手术。

维修或新建乡镇计生站，全部配备Ｂ超机，部分配备计算机，羊泉、张村驿、牛武等地
段医院可适当承担结扎手术。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省计生委给富县计生站配置计生服务车一辆，配备车载发电机、Ｂ
超机、乳腺诊断仪、红外线治疗仪、手术床、氧气瓶等设施。县政府投资８０万元提升
县计生站装备水平，安装供暖设施，增添诊断床、电动吸引器、医用电冰箱、血尿常规

分析仪、输氧设备等，为１３个乡镇配齐计算机、手术床、器械台、紫外线灯管、显微
镜等。县乡计生站巡回村庄，为育龄妇女检查妇科疾病，对一般疾病给予对症治疗，疑

难重症者到县级医疗机构诊治。建立全县青春期及新婚期妇女服务登记册，不孕不育妇

女服务登记册，非孕期妇女服务登记册，妇科疾病登记册，孕产妇系列服务卡，已婚育

富县创建省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县暨纪念 《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文艺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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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妇女保健卡，生殖健康服务证。２００３年，为 ５４９０名农村育龄妇女免费普查疾病，
８０％的城乡已婚育龄妇女办理生殖健康证。２００５年，开展为期３个月的 “千例妇科免费

普查爱心康复”活动，免费检查妇女４５５０名，并对１３７０名患者给予对症治疗。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县政府投资６００余万元在北教场原长庆采油一厂职工俱乐部旧址新

建县计划生育服务站综合楼，投资２００万元增加医疗服务设备。２００８年７月，县政府办
公室印发 《富县第一轮农村妇女健康检查实施方案》，抽调县计生系统、卫生系统专业

人员组成３个技术小组，携带医疗设备，巡回全县村庄，开展健康检查。截至２００９年８
月，累计检查妇科和乳腺疾病２３８３１人次，占应查的８４５％，查出病患１１５５６人，对
症治疗９４６３人，治愈４０８５人，建立和完善育龄妇女健康档案。
２０１０年３月起，实施第二轮农村妇女健康检查，县政府投资９万元，累计检查妇科

和乳腺疾病２３４３０人次，占应查的８７３％，查出病患１２０８２人，免费发放１８９万元药
品，为９０％的育龄妇女建立健康检查纸质和电子档案。

第三节　生育管理

居民生育管理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人口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子女，严
格控制生育二胎，坚决禁止生育三胎。县、乡 （镇）、村领导干部实行计划生育任务包

干制和奖惩制，提倡晚婚晚育，制定独生子女待遇政策，规定计划内二胎申请的条件和

手续，并要求育龄夫妇采取措施节制生育。

１９９０年，施行节育环 ３９８６例，结扎术 ３６９３例，二胎结扎率 ９３７％，节育率
９４４％，征收超生子女费５６万元，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部职工１２７人，开除公
职７人。１９９６年，施行节育措施２７１９例，综合节育率９０１％。２０００年，施行节育措施
１１５７例，征收超生子女费６万余元。县委、县政府给予吉子现乡和羊泉镇计生工作 “黄

牌警告”，乡镇长在全县计生工作会议上做检查。

２００６年，清理近５年漏查的违法生育２６８例，征收社会抚养费９１６万元，落实节
育措施２４６例。２００７年，清理１９９０年以来违法生育６７１２人，处理６５０９人，遗漏逃避
２０３人，给予从重处罚，查出违法生育的干部职工８５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２２人，经
济处罚７６人，征收社会抚养费５２１万元。２００８年，清理２００６年以来违法生育２４１例，
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１１０万元，查处干部职工超生１０例，党纪处分９人，政纪处分１
人，组织处理３人。２０１０年，施行节育措施１７８９例。富县计生工作顺利通过省政府创
建优质服务先进县检查评估和验收。

流动人口生育管理　１９９３年，随着国家计生委 《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暂行

规定》的出台，县政府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以公安、民政、人事劳

动、工商、计生、工会等部门为成员单位，计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流动人口管理

提到政府议事日程。全县统一部署，每年组织２～３次流动人口清查，在城区、重点乡
镇、厂矿企业实施摸排，严格登记暂住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４年，全县
加强流动人口生育管理，共落实节育措施１８５例。１９９７年，配合创建全省计划生育 “三

为主”县，全县开展流动人口清查活动，落实各项节育措施２７６例，征收超生子女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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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万元。１９９９年登记流动人口４３０户２１６０人，查出违反政策超生２５人，落实节育措
施２３例，征收超生子女费 １４３万元。２００５年流出人口 ８４１６人，流入人口 ４１６８人；
２００９年流出人口２３３８户４７５７人，流入人口９０６户２１９６人；２０１０年流出人口４８９３人，
流入人口２１３０人。此间流动人口中凡属计划生育对象均纳入信息平台管理。２００８年起，
落实流入人口与常住人口同管理同服务，对流动人口的所有服务项目均予免费。２０１０
年，推行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全国 “一盘棋”模式，依托信息平台，实行区域协作，各方

互通互管，逐步实现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

第四节　管理机构

计划生育局　１９９０年，全县计划生育工作继续由县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属县政府
职能部门，编制６人，实有工作人员１０人。１９９３年７月改设计划生育局，编制７人，
实有工作人员１２人；２０１０年，县计划生育局编制７人，实有工作人员１３人。

计划生育服务站　１９８４年成立，副科级建制，１９９７年升格为正科级建制，２０１０年
编制２２人，实有工作人员 ２８人。拥有各类医疗设备 ６０余台 （件），开设 １３个业务
科室。

计划生育督查队　１９９５年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 ６人，隶属计划生育局管理，
２００９年升为正科级建制。

城区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　１９９５年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４人。２０１０年并入县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办公室，编制１２人，实有工作人员１３人。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办公室　２０００年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６人；２００９年升为正科
级建制，编制９人。２０１０年未变。

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　１９９０年设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１９９９年为１５个乡镇配备副
科级计生站长，２０１０年全县设１个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和１３个乡镇计生服务站，
每站编制５～７人，共有工作人员１１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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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是传统农业县，国家重点扶贫县。１９９０年，在农业区划调整
中扩大经济作物布局，苹果、蔬菜、烤烟成为主导产业。２１年间富县
实施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能源开发、扶贫项目开发和粮食自给工程，

农业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推广先进栽培和土壤改良技

术，落实病虫害防治措施，２００１年项目区粮食总产５２９万吨，平均
单产２９４千克，实现自给有余。

富县持续推进和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巩固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

营责任制，推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化服

务体系。２０００年开始，扶贫工作以贫困村建设为重点，集中资金，统
一规划，组织产业开发，完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善贫困人口生产

生活条件。２００２年被列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采取工程、生物
及科技措施，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利用山区草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产业，引进繁育良种，加强

畜禽防疫防控，持续开展市场、公路、屠宰检疫，保障畜牧业健康

发展。

推广现代农业机械，机耕机播面积持续扩大，２０１０年农机拥有量
１１０５１台，机播面积６０１０公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现代农业产业格局基本形成。

富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农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对比示意图



第一章　种植业

第一节　粮食作物

富县粮食作物主要品种有小麦、玉米、豆类、水稻及谷子、糜子、荞麦、高粱等，

其中小麦、玉米在２０００年前播种面积最大。
小麦　１９９０年全县种植７４６６公顷，占粮食总面积１７１３３公顷的４３５８％，亩均产

量２０３８７千克。一般９月中下旬播种次年６月中旬收获，主要分布在塬区乡镇。２０００
年以后塬区大面积栽植苹果，小麦面积缩小。２０１０年，全县种植小麦３０９公顷，占粮食
总面积６９３３公顷的４４６％，亩均产量２４４千克，总产１１３万吨。

玉米　仅次于小麦的主要秋田作物，一般４月中旬播种，９月下旬收获，主要分布
在川道和山沟地区。１９９０年种植５１３３公顷，占粮食总面积的３０％。２０００年以后粮食种
植面积压缩，但玉米一直保持在３３３３公顷以上，成为全县种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
２００５年起，随着国家粮食直补、地膜玉米补贴、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种植
玉米的积极性较高。２０１０年，全县种植３３６０公顷，占粮食总面积的４８５９％，亩均产量
５８８千克，总产２９６万吨，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导作物。

玉米种植

豆类　１９９０年，境内豆类主要有大豆、绿豆、红小豆、黑豆等，各乡镇均有种植，
主要分布在河谷台地、塬边山坡和丘陵山地，塬区在苹果幼园套种居多。２０１０年，全县
种植豆类１６６６公顷，其中大豆１５３３公顷，亩均产量２００千克，总产大豆４６００吨。

水稻　主要分布在葫芦河流域直罗、张村驿、张家湾３镇，牛武、寺仙、北道德区
域也有种植。１９９０年全县种植６４１公顷，２００１年达到９００公顷。２００９年，因青兰高速
公路建设及水利设施占地等原因，面积有所下滑。２０１０年，全县种植５８０公顷，亩均产
量５８８千克，总产５１２万吨。

其他作物　谷子、糜子、高粱、荞麦等秋田作物全县各乡镇均有种植，主要分布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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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台地、塬边山坡和丘陵山地。２０１０年种植谷子１３３３公顷，亩均产量１７８千克，种植土
豆３７５７公顷，亩均产量１１００千克。糜子、高粱、荞麦在川道乡镇有零星种植。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分年份粮食产量一览表
表４－１－１

年份

粮食作物
其中

夏粮作物 秋粮作物

面积

（公顷）

每公顷产量

（千克／顷）
总产量

（吨）

面积

（公顷）

每公顷产量

（千克／顷）
总产量

（吨）

面积

（公顷）

每公顷产量

（千克／顷）
总产量

（吨）

１９９０ １７１３３ ３６８６ ６３１５２ ７７００ ３０３６ ２３３７７ ９４１３ ４２１６ ３９６８５

１９９３ １６３９０ ３８７０ ６３４２９ ７４００ ２７７１ ２０５０５ ８９９０ ４７６９ ４２８７３

１９９４ ２１４８０ ３９０７ ８３９２２ ７１９０ ３０３２ ２１８００ ９８８０ ４５４３ ４４８８４

１９９９ １６６５０ ３８５９ ６４２５２ ６２００ ２４４５ １５１５９ １０４５０ ４６９９ ４９１０４

２００２ ９３７３ ５２９２ ４９６０２ １３２４ ２３０３ ３０４９ ８０４９ ５７８４ ４６５５５

２００５ ９０６７ ５５３０ ５０１４０ ８３３ ３１３９ ２６１５ ８２３４ ５７７２ ４７５２６

２００６ ８７０２ ５７１５ ４９７３２ ６０５ ３０７６ １８６０ ８０７９ ５９１２ ４７７６３

２００７ ７９６５ ５７７０ ４５９５８ ５９８ ３３３９ １９９７ ７３６７ ５９６８ ４３９６６

２００９ ７２４７ ６５１８ ４７２４０ ５１２ ４０２７ ２０６２ ６７３５ ６７０７ ４５１７８

２０１０ ６９１５ ６５４０ ４５２２４ ３８５ ５２９１ ２０３７ ６５３０ ６６１９ ４３２２２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分年份小麦产量一览表
表４－１－２

年份 种植面积 （公顷） 公顷产 （千克） 总产量 （吨）

１９９０ ７４７０ ３０５８ ２２８４３

１９９３ ７１７０ ２７７４ １９８８９

１９９４ ７１３０ ３０３４ ２１６３２

１９９９ ６２００ ２４４５ １５１５９

２００２ １２４８ ２２１８ ２７６８

２００５ ６７３ ２７３１ １８３８

２００６ ５７８ ２９９１ １７２９

２００７ ５７８ ３２６５ １８８７

２００９ ４５４ ３０９０ １４０３

２０１０ ３０９ ３６６０ 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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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作物

富县经济作物品种主要苹果、蔬菜、烟草、油料、香紫、蚕桑等，其中苹果、蔬

菜、烟草经济效益最为显著。

苹果　１９９０年全县栽植４８４４１公顷，总产４３００吨，总产值６００万元。由于效益较
好，农户种植积极性高，塬面地区大面积栽植。１９９８年面积发展到９５２７４公顷，总产
４０５万吨，总产值５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以后川道地区形成栽植规模，２０１０年全县果园
２４１３３公顷，总产４３３万吨，产值１２９９亿元。（见第五编第一章苹果）

蔬菜　１９９１年以前，农户自发种植，部分菜农经营的商品菜地主要集中在县城和镇
所在地周边。１９９２年，张村驿镇峁头村和富城镇监军台村率先引进大棚菜种植。１９９８
年全县蔬菜面积２６６７公顷，总产值２０１万元。２００２年，县委、县政府将大棚蔬菜确立
为现代农业主导产业，川道６乡镇大面积发展。２００５年７０个村４５００户农民从事蔬菜专
业种植，累计蔬菜大棚７６２１座，弓棚５４３２座，露地菜８０４公顷，总面积１２００公顷，总
产４５万吨，总产值４０００万元，川道人均蔬菜收入１０００元。２０１０年，全县种植２１００公
顷，总产蔬菜８７６万吨，总产值１２亿元，川道菜农年人均纯收入２２００元。（见第五编
第二章蔬菜）

烟田作业

烟草　１９９０年，
烤烟作为全县财政收

入的 “拳头”产品，

种植 ３８８６公顷，总
产 ０６８万吨，总产
值 １５０３万元。１９９４
年，受苹果面积扩张

及烟叶市场价格下滑

因素影响，烤烟面积

锐减。２００４年种植
６５３公顷，总产 ０１
万吨，总产值７６１万

元。２００７年，县委、县政府把烤烟列入川道地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在牛武、茶
坊、直罗、张村驿、张家湾５个乡镇推广种植。２０１０年，全县种植１０４７公顷，总产２０００
吨，总产值２０３２万元。老烟、小烟等晒红烟多为零星栽植。（见第五编第三章烟草）

油料　富县油料作物包括油菜籽、小麻子、向日葵、花生、芝麻等。油菜籽主要分
布在气候条件比较温暖的塬面地区，小麻子、向日葵等主要分布在川道和丘陵沟壑区，

花生、芝麻主要分布在洛河川道。１９９０年全县种植油菜籽９３３公顷，２０１０年压缩种植
３３３公顷。

香紫　香紫属化妆品原料，与农作物对比效益明显，１９９６年开始农民自发地在川道
地区大面积种植，总面积发展到４６７公顷左右。２００４年以后受市场价格走低影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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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减少，２０１０年保持在１６７公顷左右。
蚕桑　１９９４年，县政府将蚕桑确定为农业主导产业，成立蚕桑公司，全县建成桑园

３２７公顷，１９９６年因市场价格走低，农民大面积挖桑还田，１９９８年以后不再种植。
原有的棉花、线麻、芝麻，１９９０年之后境内不再种植。核桃曾经广泛栽植，进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相继因大建苹果园，以及 “普九”校建取材多被伐没。枣子、葡萄、桃

子、梨、杏等水果，庭院栽植居多，个别农户建园经营，产值微弱。川道地区有零星种

植中药材，主要品种有牡丹、丹参、柴胡、黄芩、杜仲等。

第三节　种　子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玉米品种引进１５个，繁育４个；小麦引进推广良种４个；水稻引
进８个，繁育２个；大豆引进６个，繁育４个；蔬菜引进６个，繁育２个。并对种子市
场的经营活动实施管理。

良种引进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先后引进推广的玉米良种有农大１０８、掖单２号、掖单
１３、沈单１０号、沈单１６、豫玉２２、沈玉１７、三北６号、安玉２１６６、兴玉９９８、航天２
号、富有９号、永玉３号、正大１２、郑单９５８，主要推广在张村驿、直罗、富城、茶坊、
张家湾等乡镇。引进及推广的水稻良种有通３５、通３７、珍珠１号、吨斤１号、９０Ｂ、中
作５９、中作９０５２、富源４号，主要推广在张村驿、直罗、张家湾等乡镇。引进推广的大
豆良种有太原４７、晋遗１９、铁２９、中黄１３、汾豆５０、荷豆１２，主要推广在富城、茶
坊、交道、钳二、寺仙、北道德等乡镇。２００７年起，引进推广的土豆良种有克新１号、
紫皮，主要推广在富城、茶坊、张村驿、北道德等乡镇。引进推广的辣椒品种有朝天

椒，番茄品种有金棚，黄瓜品种有毛粉８０２和津优３０，主要推广在南教场村、北教场村
和张村驿、张家湾等乡镇。

良种繁育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玉米繁育良种有中单２号、掖单２号、掖单４号、农大
３１３８，主要在茶坊、岔口、张村驿累计繁育６７公顷。２００７年起，水稻繁育良种有富源４
号、中作９０５２，主要在张家湾镇王家角行政村累计繁育４７公顷。大豆繁育良种有８１－
１５、８５－７、铁丰２９、中黄１３，主要在茶坊镇岔口川道区、北道德塬区累计繁育３０８公
顷。２０１０年，土豆繁育良种有紫皮、克新１号，主要在茶坊镇岔口行政村累计繁育２５
公顷。

种子经营　农作物常规种子实行多渠道经营，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指定符合经营条件的单位组织经营。１９９０年，全县农作物种子主要由县种子公司经
营。１９９４年始，境内经销种子的企业除县种子公司外，还有秦丰、德农、奥瑞金等８家
公司代理商和１６２家个体经销商。２００６年县种子公司与种子管理站政企分家，种子管理
站只承担种子市场的管理工作，不再从事种子经营，县种子公司转为民营企业。２０１０
年，全县除惠丰种子有限责任公司下设种子供应网点外，有个体种子委托经销商１３家。

种子管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全县种子市场由县工商局和县农业局委托的县种子公司
共同管理。２００４年以后，县农业局将原委托下属单位的执法职能收回，组建临时农业执
法大队，与县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共同管理种子市场，实行种子销售备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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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耕、秋播前集中开展种子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查处经营假劣种子及无证照生产经

营行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成立富县农业执法大队，专项负责种子管理工作。
良种推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良种技术推广以玉米、小麦、大豆、水稻作物为主，严

格按照良种栽植技术要点，通过试验筛选出适合富县地区不同作物栽植良种。玉米推广的

良种有中单２号，农大６０，掖单４、９、１２、１３号，户单早，豫玉２２、２３，沈玉１６、１７，
中北６号，累计推广２万公顷。小麦推广的良种有４０７、４０８、７８０１－１２、长武１３１、８９１８
等，累计推广３３３万公顷。大豆推广的良种有８１－１５、沈阳２１５０４、日本大豆等，累计推
广４０００公顷。水稻推广的良种有铁梗５号、吨斤１号、富源４号等，累计推广５３３３公顷。

第四节　农技服务

玉米良种推广试验

栽培技术推广　
１９９０年起，陕西省
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

富县推广玉米间作套

种技术，将玉米和大

豆间作套种，改善二

氧化碳供应状况，改

变作物采光性能。钳

二乡钳二村试验 １０
亩间作套种玉米和大

豆，对照常规亩产增

产 １８８％，亩 净 增
９１５千克。１９９２年
在羊泉镇北章村实施

玉米垄沟早播旱作技术、锌肥浸种、精细整地、氮磷配合、施足底肥，试验示范０６公
顷，平均亩产５７０千克，较一般亩产增产２４６％。得到持续推广和应用。１９９４年在张村
驿镇桃湾村试验示范玉米种植技术 １公顷，平均亩产 １０５６千克，因技术成本过高，
经济效益不显著，未能大面积推广。１９９５推广的水稻抛秧技术，省工、省力、省种、
省成本，因水田面积小，一家一户只有１～２亩，成效不显著，未能大面积推广。
１９９６年示范推广地膜小麦技术３２７公顷，进而播种９３３公顷，增效明显；引进的小

麦高留茬全程覆盖技术和麦草全程覆盖技术试验示范获得成功。这两项技术因苹果面积

扩大，小麦面积逐年减少，未能大面积推广。１９９８年，在张家湾、张村驿梢沟村组试验
示范地膜水稻技术７４公顷，平均亩产６３２千克，比较对照亩产增产２１６％，当地群众
仍沿用。２００８年，推广玉米耕作性栽培技术，在张村驿、直罗、张家湾３镇实施３３３公
顷。２０１０年仍处于试验阶段。

土壤改良推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土壤改良主要采取麦草覆盖、高留茬、积搜沤
制农家肥等措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２０００年起，实施国家测土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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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项目，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分析化验土壤样品万余个，布置田间肥效小区试验和对
比试验１０６个，建立富县耕地土壤养分图和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分区图，对农户进行配
方施肥技术培训，全县测土配方施肥累计１３３３３公顷，肥料利用率提高了３～５个百
分点，亩均节本增效２５元以上。

第五节　植保植检

随着苹果栽植面积的扩大，本地苗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植物检疫的重点是外来苹

果苗木的检疫。１９９３年秋，山东苹果苗木大量进入，县植保站在岔口将运入的３０多万
株苗木集中假植监测。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重点对果品外销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１９９８年开
通全省 “果品绿色通道”，每年９月至翌年３月底，凡持植物检疫证运输果品的车辆免
收公路车辆通行费。在川口设立植物检疫签证窗口，定点查验签证，方便果商，促进销

售。２００２年６月，钳二乡西太奇村首次发现苹果棉蚜疫情，被及时扑灭。随后在吉子
现、羊泉等乡镇也陆续发现，均按疫情扑灭技术规范处理。２００３年以后以果品调运检疫
和重大疫情防控为主。２００４年起，在史家坪高速路口和吉子现乡固险村口设立常年检疫
签证点，实现计算机联网签证。植物重大疫情防控以苹果棉蚜和苹果蠹蛾为主。２００５
年，组织３００余人普查全县苹果棉蚜疫情，集中扑灭被查出的疫情，棉蚜疫情基本得到
控制。２００７年，在新疆运往陕西礼泉县果汁加工厂的残次果中首次发现苹果蠹蛾幼虫，
全省从此展开苹果蠹蛾疫情防控阻截工作。富县在与紧邻苹果蠹蛾疫区甘肃省交界的张

家湾镇设立苹果有害生物临时公路检查站，阻截查验来自疫区拉运果品车辆，在恒兴果

汁厂派驻专职检疫员检疫检查，在全县公路沿线果园及果汁加工厂、高速路服务区、汽

车站、火车站、农贸市场设立了２００个苹果蠹蛾疫情监测点，系统调查记录监测情况，
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县未发现苹果蠹蛾疫情。

第二章　农村改革与开发

第一节　农村体制改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１９９０年，推广吉子现乡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推行土地有偿
承包和改革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实行村组集体资金村筹乡管村用体制，以及富城镇侯村

实行 “双田制 （门粮田、责任田）”、羊泉镇羊东村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和吉子现固险村

发展林果业生产等不同路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和做法。县委、县政府作出 《关

于完善土地承包制，加强集体资金管理的决定》，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加强土地承包合

同管理。稳定土地承包制，优化承包经营形式。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壮大村组集体经

济。实行村筹乡管村用体制，管好用活集体资金。

１９９５年，由县委农工部牵头，先后三次组织人力深入交道、吉子现、茶坊、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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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城５个乡镇的景村、曹家庙、安子头、固险、茶坊、川口、吉子湾、清泉寺、埝沟、
监军台１０个行政村，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现状和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情况及共同存
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撰写 《富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状况调查报告》《富县村级集体

经济状况调查报告》，并形成 《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在富城镇监军台

先行延长土地承包期、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试点中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原

则，采取 “双田制”形式，建立土地有偿使用机制和流转机制，在严格土地承包合同管

理的同时，对群众原承包土地进行妥善调整，把土地承包期延长到３０年。对责任田全
部实行有偿使用，每年可为集体收回承包费８万余元，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为全县进
一步搞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起到了借鉴作用。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延安地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建设调研培训会在富县召开，地委副书
记白灏辰到会讲话，国家试验办副主任温铁军及外国专家进行专题辅导，培训会达到预

期目的。会后由农工部牵头抽调１２名调查员分赴３个乡镇，对９个村２８５个农户进行土
地问题问卷调查，调查形成的全部资料报送国家试验办，为国家制定延包政策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

１９９８年２月，国家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办公室批准 《富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

方案》，县委、县政府印发 《关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试点工作安排意见》，确定首

批在牛武镇清泉寺、申家沟、牛武村，富城镇莲花池、伏龙、南教场村，羊泉镇郭丰、鹿

首、曲南村，直罗镇文家庙４乡镇１０个村试点。对抽调的４３名工作人员及试点乡镇的党
委书记和试点村的支部书记进行集中培训。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 《集体农耕地调整

试行办法》《土地有偿使用试行办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界定实施办法》和 《富县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试验有关补充规定》等配套文件，为试点工作提供政策依据。试

点工作进展平稳，按期完成试点任务，为全面开展３０年延包工作提供了经验。
延长土地承包制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富县落实延长土地承包期政策工作动员大会召开，

参加会议约７００人，会议印发 《富县落实延长土地承包期政策工作安排意见》《富县落

实延长土地承包期政策实施方案》和１５个延包工作队２５０个延包工作组编组名单及延
包工作考核验收标准、工作人员守则。同时印制富县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书和富县集体土

地使用权承包合同。１１月６日，各工作队、组进村开展工作。１２月４日，召集县延包工
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工作队队长、羊泉镇各延包工作组组长及郭丰村全体村民在郭

丰村召开 “一书一证”填发现场会。现场填发 “一书一证”１８６份，达到了以会代训的
目的，促进延包工作顺利进行。

富县落实延长土地承包期政策工作做到 “三坚持一尊重”：其一坚持土地集体所有

原则，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

体制。其二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既维护政策严肃性，又体现方法灵活性。其三坚持公

平、公开、公正原则。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公开政策要求，公开延包程序，公开延包

结果，使整个延包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其四尊重大多数群众意愿原则，延包中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体现大多数农民群众意愿。严格把握和明确五个政策问题：其一，

“坚持大稳定”的工作前提，在第一轮承包期的基础上，把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３０年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２８年）。其二，严格控制机动地，原则上不留机动地，人均耕地在２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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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村，机动地不得超过总耕地面积的５％；在２亩以上的村不得超过８％。其三，坚决
制止借延包工作增加农民负担，县委决定乡镇统筹按农业人口分摊，一定３年不变；村
提留、农业税、农产品定购任务按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分摊；义务工、积累工按劳力数分

摊的。土地承包费，严格按照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２５％分摊到户，主要解决村提留
部分。其四，妥善解决 “双田制”问题，稳定群众开发主导产业的热情。不管是 “口粮

田”“责任田”都一律承包到户，签订３０年不变的土地承包合同。其五，建立土地流转
机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准许承包方在合同规定的年

限内，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继承、委托代耕，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１９９９年１月，对全县土地延包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共抽查１２９个村，走访、问
卷１２７０个农户。据统计，全县２５０个行政村中，实行集体经营的有富城镇城关、圣佛
峪、南教场３个村，实行统分结合的有富城镇监军台、北教场、寺坡３个村，实行家庭
承包经营的２４４个村，其中１９０个村按人口承包土地、５４个村按人劳比例划分土地。共
延包耕地１７６７８公顷，签发 “一证一书”２６９６４份，清收欠款 ６６６万元，兑现合同
１８３６份，处理各类遗留问题３５６起。问卷结果显示群众满意率９４２％。

推行土地流转机制　１９９０年，耕地继续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统一合同格式、
统一签订、统一鉴证，明确县人民政府与承包户的权利、责任和义务，１５年不变。１９９８
年实行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３０年不变。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颁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承包法》，印发 《农村土地知识问答》３８５０册，签订土地租赁、转让、承包合同２６３０
份，完善修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７２８６份，补发经营权证书５４８６本，签订土地流转协议
７０５份。２００４年完善 《合同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员制度》《合同查阅制度》《流转合同

登记备案制度》，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２００９年，全面调查农村
土地流转情况。２０１０年流转耕地２７２公顷，其中自发流转１９６公顷，占流转总面积的
７２％；经过组织流转７６公顷，占流转总面积的２８％。其中转让流转３９公顷，占流转
总面积的１４％；转包流转１５０４公顷，占流转总面积的５５３％；租赁流转７５４公顷，
占流转总面积的２７７％。

农业机构改革　１９９０年７月，富县县级农业机构改革的基本框架是保留现有的农
委，组建四个服务中心，即在农业局的基础上组建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下设两公司

一场一站，将农技推广中心改建成农业技术综合服务公司，完善原有的种子公司，将经

营管理站改建成农村合作经营管理总站；在畜牧局基础上组建牧工商服务中心。下设两

公司，将畜牧站改建成畜牧兽医技术开发服务公司，将原牧草工作站、公路动物检疫

站、畜牧良种场划归该公司。将商品牛开发公司改建成畜产品开发公司，并积极与商业

局所属的食品公司开展横向联合，搞好畜产品经营；在农机局的基础上组建农业机械化

服务中心。下设一公司一厂一站，完善农机经销公司、农机修造厂和监理站；在果业局

基础上组建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下设两个公司，将园艺技术服务指导站改建成果业

技术开发公司，将苹果示范场划归该公司；将苹果经销中心改建成果工商公司；在老区

建设办基础上组建扶贫服务中心，仍归计委系统。将原有农技推广中心所属的农业广播

学校、农机局所属的农机学校移交给在农业职业中学设立的农业技术培训服务中心。

１９９３年６月，《富县县级机构改革方案》实施运行。县政府农业机构设置农林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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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县委县政府撤销农村工作部，业务交农林牧业局；撤销农业委员会。原农业局、林

业局、果业局、畜牧局、农机局５个局级设置分别改建成５个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均隶
属农林牧业局管理，实行平滑过渡，逐步向企业化发展。原农工部非常设机构：加强基

层办公室，农村社教办公室撤销，业务并入农林牧业局；改革试验办公室保留牌子，业

务并入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农业委员会非常设机构：主导产业办公室撤销，多种经

营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保留牌子，业务并入农林牧业局。

１９９４年３月，恢复县委农工部，内设农村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农村奔小康
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９６年１月，撤销县农林牧业局，设立县农牧局和林业局。原农林牧
业局的林业管理职能移交林业局。１１月，调整农业、畜牧、农机、果业机构设置，成立
县农业局，属县政府工作部门，其畜牧职能移交县畜牧局；撤销县畜牧综合服务中心，

成立县畜牧局，事业性质，属县政府直属机构；撤销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成立县农

业机械管理局，事业性质，属县政府直属机构；撤销县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成立县

果业局，事业性质，属县政府直属机构。

２００２年８月，撤销农业机械化管理局，行政职能移交农业局，组建农业机械技术服
务中心，隶属农业局管理；撤销畜牧局，其行政职能移交农业局，组建畜草兽医服务中

心，隶属农业局管理；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与农业发展办公室合并，组建农业综合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保留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果业局由政府直属机构改为具有行政

职能的事业单位，由农业局代管。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运转协

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２００４年４月，成立县蔬菜管理局、县蔬菜技术服务站、
县能源管理办公室、县动物检疫站４个农业事业单位。理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加挂
农民科技培训中心牌子，与县农业广播学校实行一套人员三块牌子；县畜草兽医服务中

心更名为县畜牧事业管理局，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更名为县农机事业管理局，以上两局

由农业局代管，是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管理局；撤销县后续产业办公室，业务并入县蔬

菜管理局。将种子公司、畜产品开发公司、种畜示范场、果业总公司四个单位全面推向

市场，单位整体转移，实行企业化管理，原待遇不变，由单位统一组织围绕主导产业办

实体，搞创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基层涉农站所改革　１９９８年４月，全县１３个乡镇，共有基层站所８８个，主要包
括：计生站、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土地所、法庭等，编制６２４人，实有在岗人员
６５２人。２００４年５月，乡镇果树站、蔬菜站与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合并，交道、钳二、
吉子现、南道德、寺仙、北道德７个塬区乡镇设苹果技术服务站，张家湾、直罗、张村
驿３个川道乡镇设蔬菜技术服务站，富城、茶坊、牛武３个乡镇设果菜技术服务站。同
时保留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的牌子。２００９年，乡镇机关机构设置为 “三办七所 （站）”。

三办是党委、政府内设的具有行政职能的工作机构，即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

室、社会事务办公室；七所 （站）是党委、政府下设的服务性事业机构，即农业综合服

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社会保障服务所、财政所、文化站、社会治安综治中心、村镇

规划建设管理所。经营管理站并入财政所，以财政局管理为主，农经总站管理为辅。司

法所、法庭、派出所、国土所、工商所、地税所等部门派出机构，实行双重管理，以业

务主管部门管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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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综合开发

农业区划　１９９０年，富县仍沿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农业区划，根据境域气候条件、
地形地貌、植被特征，将全县划分为高原沟壑农牧区、川道农牧林业区、低山丘陵林特

区三大区块。高原沟壑农牧区包括交道、羊泉、钳二、寺仙４乡镇及北道德、南道德、
吉子现、富城、张村驿５乡镇部分行政村，共１３１个行政村。川道农牧林业区包括洛河、
葫芦河流经的茶坊、富城、洛阳、张家湾、直罗、张村驿、吉子现、南道德８个乡镇的
６０个行政村。低山丘陵林特区包括张家湾、直罗、张村驿、北道德、岔口、茶坊、牛武
７个乡镇的５１个行政村和１个国营农场。

富县农业区划将土地按照坡度大小划分为六个等级，一、二、三级坡地均小于或等

于１５°。土地类型包括平地、平缓坡地和缓坡地。其耕地类型面积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
８７３５％。就陕北地域而言，富县耕地质量属于好的和比较好的。

１９９４年调整农业区划，只对部分区域内作物布局予以适当调整，主要将高塬沟壑农
牧区由种植小麦调整为栽植苹果，玉米及小秋作物逐步退出塬面地块，向沟地、台硷地

及塬边峁梢过渡。豆类可在苹果幼园套种。截至２０１０年，仍按此区划布局发展各区块适
宜的种植产业。

项目开发　２００２年，富县被列为国家农业综合项目开发县区。２００３年，在张村驿
镇川口村、张村驿村、下河湾村等改造中低产田６６７公顷。维修小型水库１座、拦河坝
２座，建设溢流堰１处，衬砌渠道３１千米，建立渠系建筑物１４处。整修机耕路２０千
米，建立水稻良种繁育基地６７公顷，建沼气池１００口，造林６７公顷。培训农民技术
员３０００人次，投放农业仪器设备２０台件。示范推广大棚蔬菜和沼气养殖项目。２００４
年，在直罗镇直罗村、南家湾村、安家川村、贺家坪村改造中低产田４６７公顷。维修拦
河坝２座，建设排灌站２处，衬砌渠道６千米，埋设输水管道１０千米，建立渠系建筑物
１０处，改良土壤４００公顷，整修机耕路１０千米，造林６７公顷。培训农民技术员４０００
人次。示范推广科技田３３３公顷。２００５年，在张家湾镇川庄村、张家湾村等改造中低
产田４６７公顷。建设拦河坝１座，衬砌渠道１０千米，建立渠系建筑物２０处。建设良种
繁育基地６６７公顷，整修机耕路３千米，造林４６７公顷。培训农民技术员２８８０人次。
示范推广高效农田６６７公顷。
２００６年，在张家湾镇黑水寺村、炮楼村、小山子村等改造中低产田４６７公顷。修建

小型水库１座，衬砌渠道９千米，建立渠系建筑物３５处。整修机耕路４千米，造林６７
公顷。培训农民技术员４０００人次。示范推广高效农业田３３３公顷。２００７年，在钳二乡
上下古堆村、钳二村、上下良村改造中低产田６６６６７公顷。建设排灌站１处、小型蓄排
水工程１处，配套输变电线路３千米，埋设输水管道５９千米，建立渠系建筑物６００处。
整修机耕路６千米，建成沼气池１５０口，造林６８公顷。培训农民技术员２９５０人次。示
范推广高效农业田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０８年，在羊泉镇东里村、郭丰村、东陈超村、羊西
村、羊东村、侯家庄村等改造中低产田６００公顷。埋设输水管道６０千米，建立渠系建筑
物１２００处，建设小型蓄排水工程１处，改良土壤２６６７公顷，整修机耕路８千米，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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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公顷，建成沼气池１５０口。培训农民技术员３０００人次。示范推广高效农田１３３３
公顷。２００９年，在北道德乡纪路村、北道德村、上下柳池村改造中低产田７３３３公顷。
埋设输水管道５９千米，建立渠系建筑物１２００处，建设小型蓄排水工程２处，改良土壤
２６６７公顷，整修机耕路９千米，发放农机具２０台套，建成沼气池１００口，造林５３３公
顷。培训农民技术员３０００人次。示范推广高效农田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１０年，在北道德乡
四合村、金村、缑家庄村改造中低产田５３３３公顷。埋设输水管道５５千米，建立渠系建
筑物１０００处，改良土壤４６７公顷，整修机耕路１０千米，造林４６７公顷。培训农民技术
员３０００人次。示范推广高效农田１３３３公顷。

投资管理　２００３年投入综合开发资金３３４万元，２００５年投入４２８万元，２００９年投
入８１５万元，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截至２０１０
年，增加灌溉面积２３３３公顷，改善灌溉面积１２６７公顷，提高项目区主导产业苹果和蔬
菜的灌溉能力。修建的砂石生产路延伸机械作业面积和空间，大批沼气池的建成使用，

村庄道路的硬化美化，输水管线大面积覆盖连通，群众广泛享受国家投入带来的实惠。

实施测土配肥，推广应用有机肥，使项目区苹果累计每亩增产２００千克左右，共增加产
值２６０３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５２５元。苹果蔬菜产业优势提升，项目区群众生
活质量普遍提高。

２００３年４月，成立县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县长任组长，实行工程项目招标制。
遴选陕西鑫联监理公司和延安江河监理公司进驻施工现场监理。２００６年起，委托延安华
晟立信招标代理公司招标、评标和定标，择优选择施工单位。项目资金实行县级财政报

账制，专户储存、专账核算、专人管理。实施 《富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政报账实施办

法》《富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内部审核报账办法》，规范报账程序，严格资金管理。实行

项目建设公示制，将项目区建设地点、主要内容、建设标准、投资规模、规划平面图、

建设成果制成公示牌，在项目现场公示。

粮食自给工程　１９９６年始，富县连续６年实施粮食自给工程，县政府成立粮食自给
工程领导小组，农业局负责新技术推广、良种引进、仪器设备购置、耕作制度改革、培

肥改土、农技推广服务设施建设、农技员培训等农业项目实施；水利局负责水库修建、

渠系配套、旱地改水田、坡地改梯田、机电排灌等水利项目实施；农机局负责农用机械

技术推广、新机具购置、服务队建设等农机项目实施。项目区涉及交道、牛武、茶坊、

钳二、羊泉、吉子现、张村驿、直罗、张家湾９个乡镇。通过实施项目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截至１９９８年，全县累计增产粮食１０９万吨，完成省市下达三年增产粮食０６９万吨
任务的１６倍，９个项目乡镇三年累计增产粮食０９６万吨，占全县增产粮食的８９％。
２００１年，项目区粮食总产５２９万吨，粮食平均单产２９４千克，年可调出粮食０８４万
吨，实现自给有余目标。

第三节　扶贫开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财政投入扶贫资金累计４５４５８８万元，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投
入３４７９７８万元，主要用于产业扶持、移民搬迁、就业培训和解决人畜饮水、交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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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电改造、农田整修、学校修建等问题，重点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持续改善。

农村产业扶贫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为开发式扶贫阶段向扶贫攻坚阶段转变时期。１９９３年
全县确定贫困村１０个，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分别为３０００户１３万人。１９９４年实施 《国家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１９９７年，县委、县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强扶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意

见》，全县有２个市直驻县单位、８３个县级行政事业单位、４４０名领导干部包村扶贫。
当年各级包扶部门单位及干部共为贫困村、贫困户投资捐款３９３万元，用于发展种植
业、养殖业，救助失学儿童２７名。 “八七”扶贫攻坚省市累计拨付富县扶贫开发资金
１３６４４万元，其中扶持农业产业４０８２万元，人饮工程４７５６万元，文教卫生１２３３万
元，水库、电力、交通１６９万元，其他１８８３万元。完成移民搬迁２１１户９１６人。２０００
年，全县贫困户及贫困人口降至２００户８００人。
１９９９年４月，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工作，截至２０００年落实信贷扶贫资金６８８３５万

元，扶持９０９５户３５８００余人新建果园１９３３公顷，８４１户３５３７人发展烤烟２００公顷，种
植粮食１４０公顷，养殖牛羊 ４００余头 （只），设施种植 ４２６棚，蘑菇种植基地 ２处。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县政府和各商业银行采取灵活方便、整贷零还、无需抵押、财政贴息的
方式，累计发放小额贴息贷款 ６９６８万元，其中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发放 ３６３５万元，扶持
１６９９６户发展蔬菜大棚６７６０棚，新增果园１７１１公顷，圈养羊子１５１７只，圈养猪１７６０
头，稻田养鱼１９公顷。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发放２２２０万元，扶持１８４４户大棚、苹果、畜牧
养殖设施建设和物化投入。２００９年县政府按照 “周转使用，互助发展”原则，在８个乡
镇１０个行政村实施千村互助资金项目，利用省市投入的 １９０万元项目资金发放贷款
５１４万元。到２０１０年累计发放互助资金２２３６２万元。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县委、县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１２８３５万元，修建房屋２３３０间，
为３８个村７４０户５４３５人实施移民搬迁。２０１０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２１８３６万元，捆绑部
门资金１８０万元，实施交道镇鲁家庄、茶坊镇新民村移民示范村建设，新建房屋４００间
１１４００平方米，新修村庄道路２千米，排水渠３４千米，铺设自来水管道２５９千米，龙
头入户５０户。

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农业科技培训工作放在强化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重要位置，

坚持不懈地搞好农业科技培训工作。２００１年，县政府投资２０万元，加强县职业中学、
富城镇农民技术学校和北教场村农民技术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建设，为职业教育

和农民技术培训创造条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县财政累计投入培训经费３０万元，围绕产
业开发，开展林果业、棚栽业和养殖业等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１０２期，培训农民１７７００人
次，印发技术资料３万余份，有效提高广大农民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技术，促进现代农业
生产发展。同时，还把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作为增加贫困户家庭收入的有效途径，按照

“培训一人，输出一人，稳定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动员、培

训，有序组织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到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学习培训有关专业技术，先

后有１２３１名贫困家庭子女通过培训学习被安置就业，增强贫困家庭造血功能，减轻贫困
家庭负担，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基础设施扶贫　１９９０年投入２３万元建设钳二乡水上塬工程，铺设管道８５３千米，
建抽水站、供水站、蓄水池各１处，解决５个行政村２８３２人饮水问题。１９９１年投入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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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解决南道德、寺仙两乡１２个行政村１２８０户５７６０人生产生活用电问题；以工代赈
为５千米黄直路配套１４万元，为钳二、寺仙两乡人畜饮水工程配套１６万元。１９９３—
１９９５年，投入６８７８万元用于公路、输电、水利设施建设。１９９７年启动 “甘露工程”，

在钳二乡下良村等５个村修建人饮工程５处，解决５０００余人２００余头大家畜饮水问题；
实施洛阳乡咀头村石桥建设项目。１９９８年投入８５万元，扶持甘露工程５个项目，建设
寺仙乡太平村、牛武镇阳畔村、洛阳乡柳湾村等７处人饮工程，解决５８００余人６７０余头
大家畜饮水问题；建设钳二乡闫村道路和小石桥，扶持牛武镇清泉寺村、羊泉镇郭丰

村、洛阳乡白草
"

村修建校舍３处，解决２４０余名学生上学难问题。１９９９年，运用宜兴
市扶贫帮困资金１１万元，农村打建水窖１８０眼。
２０００年投入２４万元，在吉子现乡安子头村、吉子现村、羊泉镇上善化村新打机

井３眼，为张家湾镇炮楼村、小山子村、富城镇圣佛峪村、寺仙乡太平村修建饮水工
程４处，解决８５０户３６００人、８００头大家畜饮水问题；投入６万元修建富城镇秋家沟
石桥，解决４５户２１０人交通困难问题。２００２年实施钳二乡下良村、卜巷村、钳二村、
南道德乡谢家

"

村人饮工程，新打机井 ４眼，修建水塔 １座，解决 ５２４户 ２１２４人、
２００余头大家畜饮水困难；投资１３０万元，实施张家湾镇五十亩台、直罗镇姜家川、
张村驿镇罗儿山、富城镇督河、钳二乡姚家塬重点村建设，整修农田６７公顷，旱改
水地１０公顷，修建乡村道路２０千米，建设桥梁１座，建设维修学校２所、饮水工程
３处、灌溉工程１处。２００３年投资１５０万元，实施吉子现乡河南、茶坊镇岔口、杨家
湾、交道镇王窑科、羊泉镇南章、富城镇东太安重点村建设；整修村级道路９千米，
建人饮工程３处、蓄水池１个、水塔２座，打机井２眼，建学校３所、淤地坝２座、
人工草场７公顷，改造低压输电线路４千米。２００４年，投资１５５万元，实施北道德乡
下柳池、钳二乡下良村、交道镇小塬子、南道德乡前北沟、茶坊镇黄甫店、寺仙乡太

平重点村建设；整修村级道路１６２千米、生产道路３５千米，建钢桥 １座、土桥 ２
座、淤地坝２座。建设和改造学校５所，架设农电线路０３千米，建人饮工程９处，
水塔、蓄水池９座，打机井３眼，铺设输水管道１１５千米。２００５年，投资１４５万元，
实施羊泉镇上立石、下善化、直罗镇安家川、北道德乡雨家塬、南道德乡兴民、茶坊

镇东红重点村建设；建桥梁２座、水塔４座，整修村级砂石路５１千米，打机井１眼，
铺设管道１２１千米，建学校２所。
２００６年，投资１８５万元，实施吉子现乡地洛河、寺仙乡现头、张村驿镇树坡、钳二

乡孙家塬、茶坊镇油坊塬、富城镇小塬子、羊泉镇北章重点村建设，整修村级砂石道路

１２千米，建桥２座提水工程１处，蓄水池、水塔４座，打机井２眼，铺设引水管道１１５
千米，架设农电线路３千米，解决８乡镇１１村８７５户３６２１人饮水和行路难问题。２００７
年，投资１７０万元，实施北道德乡湫塬、钳二乡上杜宜、茶坊镇李家坡、牛武镇南家
岔、左家沟、南道德乡东现头、张家湾镇黑水寺重点村建设，整修村乡砂石道路３３５千
米，建拱水桥１座、土桥１座，蓄水池、水塔６座，沼气池１１７口，打机井２眼，铺设
输水管道１５３千米，农电线路３８千米。２００８年，投资１６５万元，实施张村驿镇张村
驿、寺仙乡高家河、钳二乡东太奇、北道德乡樱桃塬、茶坊镇西沟门、羊泉镇肖村重点

村建设，续建张家湾镇黑水寺重点村。整修村级砂石道路１５７千米、街道２０６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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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打机井１眼，建水塔１座、供水池２座、沼气池５０口，铺设输水管道８４千米、排水
渠盖板２１５千米。２００９年，投资２７５万元，实施直罗镇药埠头、屈家沟、羊泉镇早潮
塬、钳二乡上良村、北道德乡永录、渭家河、茶坊镇大申号、高家庄、交道镇老寨子、

张家湾镇新尧子沟、水磨坪重点村建设。维修滚水坝３座、蓄水坝１座，整修村级砂石
道路９千米、生产路１６千米，修建村落巷道２５千米、水渠１３５千米、钢架桥１座、
滚水坝１座、过水桥２座、沼气池１５口。２０１０年，投资３５８万元，实施新农村建设基
础工程，整修村道１３千米、生产路２０千米，修建巷道８千米、水渠２３４千米，建过水
桥３座。是年，８家省级企业２家县级企业参与帮扶１０个行政村，投入资金２１０万元，
改善基础设施。

生产资金扶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县政府投入烤烟生产资金５０万元，投入苹果生产
资金４５３万元，投入畜牧业生产资金２２２万元。１９９９年，确定富县为省级贫困县。组
建扶贫分社７个，服务中心２１个，村级联保小组１５０个，扶持７５９户３１４５人，发放贷
款１８２１万元。２０００年发放贴息贷款 ６５０万元，帮助 ９０９５户 ３５万人，建设苹果园
１９８０公顷、核桃 ２３３公顷、红枣 ２００公顷、温室大棚菜 ４２６座、蘑菇生产基地 ２处。
２００２年，发放贴息贷款１０００万元，扶持９１３２户３８万余人，发展温室大棚菜１９５０座，
新建苹果园１７１３公顷，发展稻田养鱼２０公顷，建沼气池３５８口。２００３年发放贴息贷款
９５５万元，扶持２４００户发展温室大棚菜２８５０座，１１４户养羊１５１７只、养猪５４６头、养
牛５１头；投放２７０万元扶持宏佳果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发放贴息贷款１８４３万元，共扶
持１０１０户４２００人，建成温室大棚１９６０座，发展养殖２４０户、养猪１１００头；扶持羊泉
宏佳果贸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２００５年发放贴息贷款１５０万元，扶持温室大棚菜和
畜牧养殖产业。２００６年发放贷款４７０万元投放于温室大棚菜、畜牧和苹果产业。２００７年
发放贴息贷款４００万元，扶持苹果产业和温室大棚菜产业各２００万元，涉及１３个乡镇
４６个村２５２户２５３８人。２００８年发放贴息贷款４００万元，扶持苹果和畜牧产业各２００万
元，涉及１３个乡镇４６个村２５２户１０８２人。２０１０年发放贴息贷款４００万元，扶持养猪户
８８户。争取涉农项目贴息贷款指标３８３０万元，其中宏佳果贸有限责任公司苹果商品化
处理加工物流中心建设３０００万元，金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冷库扩建项目３８０万元，田村
宏前果业有限责任公司４０００吨果品气调库建设４５０万元。扶持苹果产业化龙头企业。

第四节　能源开发

２０００年起，实施国家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沼气建设同养畜果菜配套发展。２００３年
全县农村沼气池建设完成 １５３５口。２００５年，实施 “一池 （沼气池）三改 （改厕、改

圈、改灶）”工程，在吉子现乡田村开展沼肥试验，８立方米沼气池可解决５亩果园有机
肥投入，沼渣根底施肥１００％，沼液配合农药喷施防病虫６０％以上。施沼果园果树长势
旺盛，萌芽率提高，红蜘蛛、蚜虫等病虫害无明显危害，果实膨大快，优果率提高

２０％，商品率提高１３％，亩均节约投资３００元。在果农陆续接受的基础上，以养殖积
肥、庭院用气、园施沼渣的生态循环为模式，推广沼气能源生态农业建设，全年完成沼

气池１２７６口。２００９年，在１３个乡镇的１８个行政村建成沼、畜、果 （菜）、网、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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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杜宜１００立方米沼气池修建中

一条龙中型养殖小

区，１００立方米中型
沼气池配套养畜１００
头以上，可解决６７
公顷果园、３３公顷
大棚蔬菜有机肥，提

供用气 ２０户。北道
德乡照八寺村秦保全

养殖小区的沼、畜、

果示范点，带动养猪

２００头、果园施肥 ５
公顷。茶坊镇新民村

季双龙养殖小区带动

养猪１０８头，大棚菜
施肥３３公顷。全年
完成沼气池１３６９口。
２０１０年，全县累计建成沼气池１４７９９口，养殖小区１８个，后续服务点３３个。

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５日，陕西省农业厅和省计划委员会在富县召开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
目启动会议，参观交道镇白家村庭院三结合沼气示范点和茶坊镇吉子湾村大棚四位一体

沼气建设示范点。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４日，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来调研富县苹果产业，参观
北道德乡上高池村沼气建设。１０月１５日，国务院宣传信息研究司司长忽培元一行调研
富县北道德乡上高池村和交道镇白家村建沼养畜工作。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６日，新华社、人
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政协报的记者及农业部科教司领导深入富县农户，

采访调研沼气建设情况。２００８年９月３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视察富县伏龙村沼
气建设情况。２０１０年，富县被省农业厅评为 “农村能源建设先进单位”。

第五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农口设农业委员会，对农业实施综合管理。农业局是县政府行政职能部
门，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干部９人。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５日，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

于推进我县县级体制改革的若干政策规定》。１９９３年６月， 《富县县级机构改革方案》
实施。撤销农业委员会，组建农林牧业局。原农业局、林业局、果业局、畜牧局、农机

局局级设置分别改建为５个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均隶属农林牧业局管理。撤销原农业委
员会非常设机构主导产业办公室，多种经营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保留牌子，业务并

入农林牧业局。１９９６年１月，撤销富县农林牧业局，设立富县农牧局和富县林业局，原
农林牧业局的林业管理职能移交林业局。１１月５日，撤销富县农牧局，成立富县农业
局，属县政府工作部门，其畜牧职能移交富县畜牧局。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０日，县委、县政
府对县级机构进行调整和设置。在农业机构中将农机局、畜牧局行政职能移交农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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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隶属农业局管理，果业局交由农业局代管。２００４年４月，依据 《富县农口事业单位改

革方案》和 《富县农口事业单位改革实施细则》，新成立富县蔬菜管理局、富县蔬菜技

术服务站、富县能源管理办公室、富县动物检疫站４个农业事业单位，理顺富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农民科技培训中心、富县农业广播学校等事业机构管理体制。富县畜草兽

医服务中心更名为富县畜牧事业管理局，富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更名为富县农机事业管

理局，均成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管理局，并由农业局代管。

２０１０年，县农业局仍属政府职能部门，正科级建制，对农口部门实施综合管理。设
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编制１２人。

第三章　畜牧业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县畜牧兽医局　１９９０年，沿用畜牧局设置，统管全县畜牧业工作。１９９３年更名富
县畜牧服务中心，正科级建制，事业性质，隶属县农林牧业局管理，编制１１人。１９９６
年１１月撤销富县畜牧服务中心，恢复县畜牧局，属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编制８
人。２００２年更名为县畜草兽医服务中心，正科级事业单位。２００４年改革为县畜牧事业
管理局，正科级建制，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编制８人。２００７年更名为县畜牧兽医
局，县政府直属机构，编制１０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工作人员６人，具有中级
职称４人、初级职称２人。２０１０年设置未变。

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９９０年称县畜牧兽医工作站，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改为县畜牧
兽医技术服务公司，副科级建制，工作人员４２名。１９９８年恢复县畜牧兽医工作站，正
科级建制，编制３５人。２００７年改革为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正科级建制，编制２５人，具有技术职称２３人。
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１９８５年成立县动物检疫站，１９９３年并入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公

司，１９９８年单设县动物检疫站，工作人员１０名，２００４年为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７年改为县
动物卫生监督所，隶属县畜牧兽医局，正科级建制，编制２０人，设所长１人，副所长
２人。

县畜产品开发公司　１９９３年将县商品牛开发公司更名为县畜产品开发公司，副科级
建制，编制７人，２００７年合并于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县畜牧良种场　１９９３年划归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公司，２００７年并入县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

县牧草工作站　１９９３年划归县畜牧兽医站技术服务公司，２００７年并入县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任家台种畜繁育示范场　２００２年设立，属老区办管理，正科级建制，编制 ５人，
２００３年划归畜牧局管理，２００７年并入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６０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乡镇畜牧兽医站　１９９０年沿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设置，主要负责所在乡镇畜牧防疫工
作。２００２年，并入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原有１９名工作人员由乡镇政府管理。

第二节　畜禽养殖

养殖结构　１９９０年后实施封山禁牧，牛羊饲养量减少，羊子尤为明显。１９９０年，
全县共计畜禽存栏 ２８５万头 （只），牛占 １０８７％，骡、驴、马占 １６％，猪占
１１２３％，羊子占２２１％，家禽占５４３９％。２０００年，全县畜禽存栏４４万头 （只），牛

占７７３％，骡、驴、马占 ０９１％，猪占 ７５％，羊子占 ３２％，家禽占 ５９５４％。２０１０
年，全县畜禽存栏 ２８６５万头 （只），牛占 ５９７％，骡、驴、马占 ０４８％，猪占
１５０４％，羊子占０３８％，家禽占７８５３％。１９９０年畜牧业总产值１２７０万元，占农业总
产值的１３５％；１９９８年５１８４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９２％；２００９年５７８７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的６０１％。

舍饲养牛

牛羊养殖　１９９０
年，全县牛存栏 ３１
万头，羊子存栏 ６３
万只。２０００年，牛存
栏３４万头，较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９６８％；羊子
存栏 １０７万只，较
１９９０年增长６９８４％。
随着退耕还林，封山

禁牧，以舍饲养畜为

主，种草土地有限，

饲养量大幅度下降。

２０１０年，牛存栏１７１
万头，较２０００年下降
４９７１％，羊 子 存 栏

０１１万只，较２０００年下降９８９７％。
生猪养殖　１９９０年，全县生猪存栏３２万头，１９９５年３３万头，２０００年３３万头。

苹果面积剧增后有机肥源不足，县委、县政府采取扶贫贷款、财政贴息、项目支持等办

法支持规模养殖、沼气养殖和标准化养殖。２００８年投资４５万元，在监军台农丰养殖场
修建标准猪舍 １０００平方米，配备饲料贮备库、兽医室、消毒室。２００９年县政府出台
《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产业的实施意见》，财政专项安排１００万元全额贴息养猪户，贷款
１０００余万元，扶持规模养猪１４０户，含６００头以上养猪场６个、良种猪繁育场３个、２００
头以上养猪场１４个、１００头以上养猪７５户、５０头以上养猪４５户，发展建沼养畜万余
户。投资１６０万元，在诚鑫良种猪繁育场、茶坊镇马坊村、羊泉镇肖村实施万头生猪示
范村建设项目，建成存栏基础母猪６００头以上良种猪繁育场１个，辐射带动马坊、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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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年出栏２００头以上育肥猪养殖１００户。２０１０年，全县生猪存栏４３１万头，较２０００
年增长３０６１％。

家禽养殖　１９９０年，全县家禽存栏１５５万只，收益短平快。１９９５年存栏２８５万
只，较１９９０年增长 ８３８７％。之后逐步发展规模养殖，农村散养减少。２０００年存栏
２６２万只，２００５年存栏１７５万只。县政府贴息贷款支持规模养殖，树立标准化养殖典
型，累计千只以上养鸡场５１户，含５０００只以上４户、万只以上３户。２０１０年存栏２２５
万只，较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８５７％。

畜禽产品　１９９０年，出栏生猪１９１万头、牛０１５万头、羊１０８万只、家禽４６２
万只，肉类总产１７７４吨，蛋类总产６４４吨，畜牧业总产值１２７０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１３５％。１９９５年，出栏生猪３１２万头、牛０３５万头、羊１７２万只、家禽８４万只，肉
类总产２３４２吨，蛋类总产１２９９吨，畜牧业总产值３６５７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７６％。
２０００年，出栏生猪２９９万头、牛０３９万头、羊２４４万只、家禽１４４０万只，肉类总产
３６４９吨，蛋类总产１４９５吨，畜牧业总产值５３７２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１７８％。２０１０
年，出栏生猪４５６万头，较１９９８年增长３１４％，出栏牛０５７万头、羊００５万只、家
禽２０７０万只、肉类总产４００８吨、蛋类总产１６８７吨，畜牧业总产值７０４０万元，占农业
总产值的５３４％。

养殖草料　境内次生林灌木植被是天然草场，由疏林草甸、灌木草丛、农林隙地３
部分组成，面积１６２６６７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３８％，可利用草场１４０６６７公顷，占草
场总面积的８６％。牧草种类有白羊草、针茅、黄背营、冰草、索草、胡枝子、野豌豆、
狗尾草等菊科杂草和狼牙刺、沙棘等灌木草丛等３８０多种，可载畜２４万羊单位。饲料以
玉米、豆类、小杂粮为主，６０％的玉米２０％的豆类用作饲料。１９９０年可提供饲料３２万
吨，２０００年可提供饲料４万吨，２０１０年可提供饲料３８万吨。麦秸、玉米秆、稻草、谷
草、糜草、荞麦秆、豆秆荚等秸秆类６０％可用作饲草。２００９年秸秆总量１０万吨，可载
畜５万羊单位。１９９０年以后实施山川秀美工程，省市县号召农民种草养畜，发展生态农
业，群众利用退耕地、荒坡地、果园大量种植紫花苜蓿、沙打旺、三叶草、小冠花、鲁

梅克斯、千穗谷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累计种植牧草２４８７公顷，含退耕种草３５３公顷，果
园种草２１３３公顷。２００４年以后种草面积逐年下降，２０１０年总计８００公顷。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畜禽产品产量统计表
表４－３－１

年份
出栏猪

（头）

出栏牛

（头）

出栏羊

（只）

出栏家禽

（只）

肉类总产

（吨）

蛋类总产

（吨）

奶类总产

（吨）

１９９０ １９１２４ １４９０ １０７９２ ４６２００ １７７４ ６４４ ５４

１９９１ ２３９７２ １５２０ １２８０７ ５８３００ ２１８２ ７１９ ３４

１９９２ ２７７１８ ３１３１ １３５０８ ５１０００ ２８２６ ９４４ ７４

１９９３ ２７４０１ ３２８４ １３７８２ ４１６５００ ３０６０ ９７８ ３６

８０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年份
出栏猪

（头）

出栏牛

（头）

出栏羊

（只）

出栏家禽

（只）

肉类总产

（吨）

蛋类总产

（吨）

奶类总产

（吨）

１９９４ ３３４０９ ３３６０ １６０５７ ４４１０００ ３８３２ １２９１ ２９

１９９５ ３１２２５ ３４５０ １７２６２ ８４００００ ２３４２ １２９９ ３０

１９９６ ３１９２０ ３５６０ １９２００ ２３４３３ ４２９０ １６９４ ５２

１９９７ ３１５１９ ３８５６ ２５４２７ ４８９０７０ ３８８９ １５０３ ３５

１９９８ ３５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７５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 ４６８０ １７８０ ５０

１９９９ ２９６７０ ３９４５ ６９９０７ １０５９９６ ３６２８ １５１７ ３０

２０００ ２９９５６ ３９００ ２４４３５ １４４０００ ３６４９ １４９５ ５２

２００１ ２５７６２ ６９５１ ２５２６０ １５８４５０ ３５３２ １４６６ 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４３０１ ７００９ １０４１５９ １４３６００ ４１４７ １１０１ ５０

２００３ ２７４２１ ４３９４ ５０６７１ １６１２００ ３７３３ １３４３ ２３

２００４ １７７１２ ３７６１ １１０５３ １３８０００ ２２１６ ９３０ ２８

２００５ １８１２８ ３２０２ ３１７２１ １４２９００ ２５５１ ８９０ ３０

２００６ １７０００ ４７００ １０５６３ １６４０００ ２０２５ ９６８ ３０

２００７ ３００００ ２３２３ ３３６４ １１８９１５ ２８３３ １０６３ ８１

２００８ ３２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７２０ ９４０００ ３０４０ １０５７ ８１

２００９ ４６０６７ ６８００ １０７４ ２２０８００ ３９９６ １３４０ ３２

２０１０ ４５６００ ５６７０ ５４０ ２０７０００ ４００８ １６８７ ４６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畜牧业产值比重统计表
表４－３－２ 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总产值

（现行价）

畜牧业总产值

（现行价）
畜牧业占农业产值比重

１９９０ ９４１７ １２７０ １３５

１９９１ ２９１２２ ５０５６ １７４

１９９２ １０３８７ ２０６０ １９８

１９９３ １２７７８ ２４９７ １９５

１９９４ １７４６４ ３０３６ １７４

１９９５ ２０８１３ ３６５７ １７６

９０１第四编　农牧业　



续表

年份
农业总产值

（现行价）

畜牧业总产值

（现行价）
畜牧业占农业产值比重

１９９６ ２２８９７ ４３７４ １９１

１９９７ ２６８１８ ４９７３ １８５

１９９８ ２６９４８ ５１８４ １９２

１９９９ ２９１２２ ５０５６ １７４

２０００ ３０１１４ ５３７２ １７８

２００１ ３１５８７ ５３７２ １７０

２００２ ３５１２０ ６３９０ １８２

２００３ ３３６５７ ５０６２ １５０

２００４ ３６６２８ ２８４８ ７８

２００５ ４４８９８ １１０３ ２５

２００６ ５０９４４ ３２６７ ６４

２００７ ６４４２３ ４９９１ ７７

２００８ ８２４０５ ６９３５ ８４

２００９ ９４１３２ ５７８７ ６０

２０１０ １３１７１２ ７０４０ ５３

第三节　畜禽繁育

良种引进　主要引进秦川牛、白绒山羊、小尾寒羊、无角道赛特、布尔山羊、长白
猪、杜洛克猪、北京黑猪等优良品种。１９９８年建立岔口佘家塬、油坊塬白绒山羊纯种繁
育群，建立７个以北京黑、长白、约克为主的生猪配种点，引进纯种北京黑猪 ５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引进小尾寒羊 ６８３只、白绒山羊 ９０７只、秦川牛 ６１８头。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引进杜洛克、长白、约克优良猪种千余头。

良种繁育　２００２年，建立任家台种畜繁育示范场，引进秦川牛良种３５头、怀山羊
１１０只、布尔山羊１０只、无角道赛特８只，开展良种繁育示范。引进奶山羊良种１５０
只，进行胚胎移植，繁育纯种布尔山羊，胚胎移植１００只，繁育２０只。２００６年，在茶
坊镇新民村建设诚鑫公司良种猪繁育场，存栏母猪１００余头。２００７年，相继建成羊泉肖
村富达良种猪繁育场、下立石农丰良种猪繁育场。２００９年存栏母猪７５３头、种猪２５头，
年生产仔猪１５万头。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良种猪繁育场１４个，良种猪繁育场母猪存栏
２５００头，年生产优良仔猪５万头。

科学配殖　１９９０年，由于经费不足，原有的１５个乡镇冷精配种站点基本处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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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１９９８年，县畜牧局恢复羊泉、张村驿冷精配种站，共配种 １１７头，受胎率
８５７％。２００１年，恢复吉子现、张家湾、牛武、岔口、钳二配种站，全县冷精配种站达
到７个。先后引进秦川牛、西门塔尔牛、利木赞、红安哥斯、皮尔蒙特和布尔山羊等冷
精颗粒４５０余支，冷配改良牛２０００余头，改良羊５００余只。２００４年以后封山禁牧，牛
羊存栏大幅下降，加之经费和技术人员短缺，牛羊冷精配种渐次中断。

第四节　畜禽疫病

１９９０年以来，临床发现富县地区有口蹄疫、炭疽、魏氏梭菌病、猪瘟、猪丹毒、猪
肺疫、仔猪黄白痢、鸡新城疫、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法氏囊、鸡马立克氏病、

羊子布病、羊痘、羊水泡性口炎等动物疫病１４种。有牛羊肝片吸虫病、羊脑脊髓丝虫
病、猪囊虫、球虫病、羊疥癣、羊皮蝇等动物寄生虫病６种。

口蹄疫　１９９８年，富城镇瓦窑沟一户６头猪发病。１９９９年，寺仙乡寺仙村、直罗镇
南沟门、屈家沟村，张村驿镇寺峪、树坡村，南道德乡前后北沟村先后发生牛羊口蹄

疫，扑杀病牛２１１头、病羊２９９只。２００２年，钳二乡下良村，富城镇河西、小塬子村，
茶坊镇贺家塬村先后发生牛羊猪口蹄疫，扑杀病牛 ２３７头、病猪 １６头、病羊 １６只。
２００８年，羊泉镇下立石村和牛武镇管头村两户生猪发生口蹄疫，扑杀病猪６６头。

炭疽病　１９９５年，北道德乡４个村羊子发生炭疽病，采取封锁疫区、深埋病畜、预
防接种等措施，历时半月，控制了病情的蔓延和流行。

猪瘟　多在春秋季节，发病率较低，个别发生。１９９７年，葫芦河川张家湾、直罗、
张村驿镇部分村组发生非典型猪瘟，流行较为严重，经强化免疫得到控制。猪丹毒、猪

肺疫个别年份发生，零星点状，无大流行。

鸡新城疫　多在春秋季节，点状发生，发病数量少，无大流行。２００６年２月，直罗
镇新寨子村两户养鸡户暴发流行，死亡鸡２０００余只。

布鲁氏菌病　主要发生在羊群，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３年疫情监测阳性为００５％。２００４年
后羊子数量大幅下滑，加之强化免疫，监测无阳性，牛、猪连年监测均无阳性。

羊痘　１９９９年以前在不同年份偶有，规模小，一般在同一羊群发生，２０００年以后
发病率低，数量少。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法氏囊病、马立克氏病在不同年份偶有，发病率低，数量少。

其他疫病及寄生虫病在全县偶有发生，数量极小，对畜牧业影响低微。

第五节　疫病防控

疫情监测　建立疫情监测点，开展血清学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对布鲁氏菌病、马
传染性贫血等进行监测。每年采集２０００只羊、２００头牛、３００头猪血样，进行实验室血
清检测诊断。

１９９４年血检羊２１５０只，检出阳性２只，血检牛１００头、猪１０５头，全部为阴性。
２０００年血检羊３５００只，检出阳性１只。２００７年血检羊２００只、牛１５０头、猪３００头，

１１１第四编　农牧业　



全部为阴性。对马传染性贫血进行实验室检验，血检马类家畜１５００头 （匹），全部为阴

性，经省市验收，全县马传染性贫血达到稳定控制区标准。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共血检马类
家畜２８２２头 （匹），全部阴性，经省市验收，达到部颁消灭区标准。在具有代表性的乡

镇和村组每年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反馈动物疫病情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测报工作由乡镇兽医站负责，２００２年乡镇机构改革后兽医站撤销并
入农业综合站，疫情测报工作中断。２００９年，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牛武镇、茶坊
镇、吉子现乡设立３个疫情监测点，固定业务员４人，对牲畜口蹄疫、禽流感、布病、
猪瘟、猪蓝耳病、鸡新城疫等每年监测４次，及时报告疫情动态。

疫情防控　１９９０年８月，子长、延川、安塞县相继发生狂犬病，为预防和控制狂犬
病在富县的暴发与流行，成立富县狂犬病防治指挥部，常务副县长任总指挥，主管副县

长、人武部部长、公安局局长、农委主任、畜牧局局长任副总指挥，设办公室和两个灭

犬工作队、一个免疫工作队，以城区和西包、兰宜公路沿线８个乡镇为重点，开展防狂
灭犬总体战。８个重点乡镇犬存栏１９６２条，免疫注射犬１６２５条，注射密度８２８％；城
区犬存栏２０９条，扑杀１６４条，有效防止了狂犬病在富县的发生和流行。
１９９８年，全国暴发牲畜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情，县委、县政府实行防疫目标管理责

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重点防疫牲畜口蹄疫、禽流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综

合防治猪瘟、鸡新城疫等动物疫病，春秋免疫和常年补针相结合。全县猪瘟、鸡新城疫

免疫密度为８５％和７５％，大川大塬、公路沿线达到９０％和８０％，抗体水平监测合格率
５０％。２０００年，猪瘟、鸡新城疫平均免疫密度为８６％和８１２％，大川大塬及公路沿线
达到９５％和９０％，抗体水平监测合格率６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口蹄疫、禽流感、猪瘟、
猪蓝耳病、鸡新城疫等动物疫病免疫率、挂标率均达到 １００％，抗体水平监测合格率
７０％，达到国家农业部的规定标准。

２００６年起，实施动物防疫冷链项目，维修县畜牧站办公用房３００平方米，修建小型
冷库１座，投资８０万元，购置办公和化验检验设备、疫苗运输车辆、冰箱、冰柜等。投
资１９６余万元，建成牛武、富城、羊泉、南道德、钳二、张村驿、直罗、张家湾、北道
德９个乡镇畜牧兽医站；在张家湾镇王家角村投资２０余万元建成省际间公路动物运输检
疫站，投资４４万元建成富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维修办公用房２００平方米，购置检疫、检
验、化验、自动化办公、交通工具等设施设备。

动物检疫　富县动物检疫工作以公路检疫、市场检疫、屠宰检疫为主的布设。公路
检疫站１９８５年在张家湾镇王家角村设立，主要检疫由甘肃省入境动物。１９９２年被特大
山洪冲毁。１９９３年检疫站迁址于茶坊镇川口村，主要检疫由２１０国道、３０９国道入境动
物。２００４年复迁址于张家湾镇王家角村。同时在省际公路不定期检查出入境运输的动物
及其产品，实行２４小时值班登记制度。查证验物，为过往运输动物的车辆消毒，严把
动物疫情输入输出关口。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公路检疫畜禽２８３３万头 （匹、只），动物及

其产品检疫率１００％。
１９９４年始，在县城牲畜交易市场实施检疫，县动物检疫站成立后，检疫业务拓展到

部分较大的乡镇牲畜交易市场。２００６年，牛武、羊泉、张村驿、直罗、交道、北道德、
富城７乡镇牲畜交易市场坚持检疫业务，严格执行动物防疫法，严禁未挂免疫耳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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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畜禽上市交易。截至２００９年，全县市场检疫活畜１３５万头 （匹、只），检疫猪肉、

羊肉、牛肉、白条鸡、水产品等４０８３吨，动物及其产品市场检疫率１００％。
定点屠宰　１９９８年之前，畜禽由个体分散屠宰，未实行定点屠宰，专职人员入市进

行屠宰品检疫。１９９９年起，县城确定５个牛羊屠宰点，上市猪肉全部进入茶坊镇小泉坡
定点屠宰场，羊泉、张村驿、直罗等镇在饲养场屠宰。专职人员驻场赴点，实施宰前、

宰中、宰后全程检疫。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县屠宰检疫畜禽７１３万头，处理病变有害肉１
吨，畜禽及其产品检疫率１００％，肉品持证出场率１００％，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

第四章　农业机械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称富县农业机械局。１９９３年改制为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１９９６年撤销，
同时成立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事业性质，县政府直属机构。２００２年撤销县农业机械化
管理局，组建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服务中心。２００４年更名为县农业机械事业管理局。２０１０
年更名为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加挂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牌子，编制８人。

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负责全县农业机械化生产、农机新技术引进、新机具推广应

用、农机职业技能鉴定、农机维修管理。下设农机安全监理站、农业机械化学校、农机

公司，负责农机安全监理、机具质量监督、技术检验、农业机械经营维修和牌证照管

理、农机驾驶、操作人员技能培训考核、年检审验、安全检查、纠正农业机械违章和处

理农机事故。

第二节　农机种类

全县耕作类机械１９９０年２８６台，１９９５年４３２台，２０００年６５４台。２００５年１０４９台，
其中机引犁 ９８０台、旋耕机 ６９台。２０１０年 １８０３台，其中机引犁 １３６３台、旋耕机
４４０台。

全县农用运输机械１９９０年１２３台，１９９５年４３６台，２０００年１３２０台。２００５年４５３１
辆，其中三轮运输车４２２６辆、四轮运输车３０５台。２０１０年５０１０台，其中三轮运输车
４６８４台、低速载货汽车３２６台。

全县粮食、油料加工机械１９９０年２３６台，１９９５年３５６台，２０００年５４６台。２００５年
８３０台，其中油料加工机械２５台。２０１０年８９３台，其中油料加工机械４１台。

１９９５年，全县始有畜牧业机械。２０００年３７３台，其中牧草打捆机３台、饲料粉碎机
３７０台。２００５年４８６台，其中饲料粉碎机４８３台。２０１０年５０４台，总动力１２３４千瓦。

２０００年，全县始有工程机械。２００５年３５台，其中推土机２５台、挖掘机１０台。２０１０
年１６８５台，总动力１８５万千瓦，其中推土机８５４台、挖掘机４３８台、装载机３９３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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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全县始有收获机械。２００７年２台，为联合收割机。２００８年７台，其中半
喂入式稻麦联合收获机２台、玉米收获机５台。２０１０年７台，总动力２８６千瓦。

第三节　耕作机械

农机总动力　１９９０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为２５４０６千瓦。１９９５年为２８０６１千瓦。
２０００年为５４４００千瓦。２００５年为７６４５４千瓦，其中柴油机总动力６１４９０千瓦，占机械
总动力的８０４３％；汽油机总动力１０８２９千瓦，占机械总动力的１４１６％；电动机总动
力３８８０千瓦，占机械总动力的５０７％。２０１０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１３６８４９千瓦，其中
柴油机总动力１１３８１８千瓦，占总动力的８３１７％；汽油机总动力７１６０千瓦，占总动力
的５２３％；电动机总动力１５８７万千瓦，占总动力的１１６０％。

富县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统计表
表４－４－１ 单位：千瓦、％

年份 总动力

柴油机 汽油机 电动机

动力
占总动力

百分比
动力

占总动力

百分比
动力

占总动力

百分比

２００４ ７３０７３ ５９３２０ ８１１８ ９６６８ １３２３ ３８６１ ５２８

２００５ ７６４５４ ６１４９０ ８０４３ １０８２９ １４１６ ３８８０ ５０７

２００６ ９２４６０ ７７１５１ ８３４４ ８２１９ ８８９ ６１９０ ６６９

２００７ ９０４７９ ７１７０９ ７９２５ ８２２８ ９０９ ６２５０ ６９１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０４３ ９８６２９ ８１４８ ５９２７ ４９０ １３４８７ １１１４

２００９ １２７３１６ １０２２３３ ８０３０ ５００７ ３９３ １７０６６ １３４０

２０１０ １３６８４９ １１３８１８ ８３１７ ７１６０ ５２３ １５８７１ １１６０

耕作机械　全县耕作机械以大中小型拖拉机为主，配套机具有机引犁、旋耕机、播
种机和收割机等。１９９０年，全县耕作类机具２２１８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９３台、小型拖
拉机１１４６台、配套农机具９７９台。机耕面积１４７５０公顷，机播面积１４６００公顷；１９９５
年，农机拥有量３６６７台，其中耕作类机具２４３２台。机耕面积１２０００公顷，机播面积
７７００公顷；２０００年，农机拥有量４８３６台，其中耕作类机具２６５４台。机耕面积１３３３０
公顷，机播面积 ６１００公顷；２００５年，农机拥有量 ８３６７台，其中耕作类机具 ３８４８台
（大中型拖拉机１３１台，小型拖拉机２２９６台，配套农具１４２１台）。机耕面积８１６０公顷，
机播面积６０１６公顷，机收面积３１９０公顷。２０１０年，农机拥有量１１０５１台，其中耕作类
机具４７６３台，（大中型拖拉机２１５台，小型拖拉机２４９１台，配套农具２０５７台）。机耕面
积１５９３０公顷，机播面积６６８０公顷，机收面积６０５０公顷。

４１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第四节　农机推广

机械插秧

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耕作机械、播种

机械、运输机械等常

规农业机械从数量到

机械总动力较 ８０年
代均有显著增长。脱

粒机、碾米机、磨面

机、粉碎机、榨油机

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

关的农用动力机械存

在于 ７５％ 的村庄。
随着粮食自给工程、

农机具购置补贴、玉

米保护性耕作项目的

实施，农民对农业机

械的需求不断增长，

农机新机具推广逐年呈现良好态势。１９９７年起，推广小麦覆膜穴播、玉米覆膜播种、秸
秆还田、地膜捡拾等农机新技术，实施面积６０６０７公顷，购置新型播种机３２６台，秸秆
还田机５台，地膜捡拾机２台。
２００４年起，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项目，农民购置农机具享受３０％补贴。当年购置各

类果园机械３００余台 （件）、大中型拖拉机１３２台、饲草加工机械２０４台、水稻插秧机７
台、大型水稻收割机３台、玉米收割机５台。促进全县２万余公顷果园从主要依靠人工
劳作，转变为８０％果园实现锄草、运输、喷药、旋耕、施肥、开沟等六项作业环节机械
化。水稻、玉米作业实现全程机械化。２００７年，国家提高农机补贴标准，购置１台插秧
机补贴２０００元，购置１台水稻收割机补贴１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实施玉米保护性机
械作业６０６０７公顷，增产效果比常规种植每亩增收２２千克。２０１０年，县政府将农业机
械推广工作纳入乡镇工作考核之中。

第五节　农机服务

农机服务体系　县农业机械管理机构负责全县农业机械服务，形成农机作业服务、
农机化技术推广、技能培训、机具维修、配件供应、信息服务等社会化服务体系。２００４
年起，各种新型农业机械和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作业公司等服

务组织涌现出来。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农机维修网点４３个，从业人员５８人。农机维修网
点经过整顿培训，规范２５个维修点，其中二级点１个、三级点２４个，持证上岗２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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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３８人。设立５个农机售后维修服务示范点，为农民提供适时急需的维修服务。
农机监理及技术培训　县农机安全监理站负责全县农机检验、牌证换发、驾驶员培

训及农机安全监理工作。２００３年２月成立县农业机械化培训学校。２００４年实施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农用三轮车移交公安系统管理，农机监理部门履行对全

县１２３９台其他农业机械的管理职责。农机检测从过去的眼观、手摸、耳听，转变为办公
网络化和检测仪器化。２００７年在３个示范乡镇１２个示范村集中开展农机检测工作，富
县被列为 “平安农机”创建示范县之列。２００８年牛武镇创建工作验收达标。２０１０年８
月农机技术学校更名为农机技术培训中心，累计培训农机技术人员１６００余人次，培训农
机驾驶员１４００人次，机具现场演示２０多场次。坚持农机安全知识、技能操作培训，对
考试合格的核发农机驾驶证１６２０本。每年都选派单位专业技术员外出参加法律法规知
识、专业技能培训，取得初级以上职称１０人。

６１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自１９９０年前后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因地制宜，逐步形成以
苹果、蔬菜、烟草为主的农业三大现代主导产业。县委、县政府出台

全面推进主导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县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相关决议，设

立县级产业发展委员会、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涉农主管部门编制产业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提出总体思路和阶段性工作目标。乡镇成立对

应机构，村组实施年度计划，县级领导分工负责，部门单位包联乡

镇，工作人员联村包户。县委、县政府出台优惠政策，专项资金扶

持。从省内外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计划地培训县、镇、村专业技术

员，建立专业技术队伍，建设三大产业绿色基地和现代循环无公害示

范园。富县被省政府确定为烟叶生产基地一级达标县，全省无公害蔬

菜生产基地县。２０１０年，富县苹果跻身全国２０强县之列，成为全国
优质苹果重点基地县，苹果、蔬菜、烟草成为农业经济支柱产业和农

民增收致富主渠道。农民年人均纯收入５３５０元。

富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第一产业产值与苹果产值对比示意图



第一章　苹　果

富县苹果从１９５１年引进栽培，先后经历了零星栽植、规模建园、产业提升三个阶
段。１９８５年起，部分农户开始在塬边台地、坡峁硷地零星栽植苹果，粮果效益对比明
显。１９９２年，由县政府主导，全县各乡镇开始在一、二类地实施规模建园。１９９８年，
县政府决策再次突击性上规模，苹果面积迅猛扩张。２００５年开始，以全面推广苹果四大
关键技术为标志，着力提升苹果产业总体质量。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苹果产业川塬并进，
建园２４１３３公顷，挂果１６６６７公顷，总产４３３万吨，产值１２９９亿元。

第一节　苹果种植

主栽品种　１９９０年，引进栽植的苹果品种主要有国光、秦冠、黄元帅、红元帅、乔
纳金和富士等，主栽品种以晚熟、丰产、耐贮运的秦冠为主，搭配栽植的品种有小国

光、红元帅、富士等中晚熟品种。１９９１年，富县红富士、乔纳金、小国光苹果被评为陕
西省优质水果。１９９５年，富县国光、新红星苹果分别获得 “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银

奖、铜奖”。１９９９年，富县红富士苹果被陕西省农业厅评为 “陕西省优质水果”。２０００
年后，全县苹果栽植品种以全红、高桩富士为主，秦冠、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品种的栽

植面积骤降，嘎啦、千秋等品种作为授粉树种在果园中均有零星栽植。２０１０年，富士系
列成为富县苹果主栽品种，嘎啦为早熟苹果主栽品种。

红富士苹果

苹果产量　１９９０年苹果面积４８２０公顷，主要集中在塬区乡镇，总产４３００吨，产值
６００万元。１９９６年达到６８００公顷，总产２７５万吨，产值０４亿元。１９９８年，县委、县
政府决策突击性上规模、强制性上水平的要求，苹果面积每年以２０００公顷左右的速度递
增，截至２００４年苹果栽植面积２万公顷，总产１０万吨，产值１８亿元。
２００５年，县委、县政府提出 “强攻质量、稳增贮量、拓展市场、延伸产业”的指导

思想，全面推广苹果 “大改形、巧施肥、强拉枝、无公害”四项关键技术，将产业发展

的重点由规模扩张转移到提质

增效上，实施项目带动战略，

建成绿色食品苹果基地 １１３３３
公顷，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果业先进县”称号。

２００７年，县委、县政府出
台 《关于加快川道产业开发的决

定》，在洛河流域川道栽植加工

型澳洲青苹１７３３公顷，富县苹果
由单一鲜食型向鲜食型与加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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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是年，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富县 “全国苹果２０强县”称号。县政
府聘请２８名农民技术员入驻洛河川道乡村，全面开展苹果业务培训与技术推广工作。２０１０
年，全县苹果产业川塬并进，建园２４１３３公顷，挂果１６６６７公顷，总产４３３万吨，产值
１２９９亿元。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苹果生产情况统计一览表
表５－１－１

年份 面积 （公顷） 产量 （万吨） 产值 （万元）

１９９０ ４８２０ ０４３ ６００

１９９１ ４８２７ ０６５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４８３３ ０９８ １５００

１９９３ ４９８７ １２ １８００

１９９４ ５３２７ １７５ ２５００

１９９５ ５７８７ ２０５ ３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６８００ ２７５ ４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７７９３ ３５５ ５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９４８０ ４０５ ５５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０６３３ ４８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１３ ６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４５３３ ６２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６４００ ７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７３７３ ８ １３６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７ １３ ２６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０ １６５ ３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１８００ ２３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２７３３ ２６１ ６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３４６７ ３５ ８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４１３３ ４３３ １２９９００

种植密度　１９９１年推广矮化密植建园，栽植株行距一般采用２米×３米、２米×４米
或３米×４米，以２米×４米居多。２００２年推广乔化建园，每亩栽植２８～４４株，株行距

０２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选用３米×５米或３５米×５米、４米×５米、４米 ×６米规格。截至２０１０年，苹果总面
积的９８６％实现乔化建园。

整形修剪　１９９１年，推广三主枝小冠半圆形树形，树高４米左右，冠径４～５米，
中心干层高４０～６０厘米。全树５～６个主枝，在中心干上呈二层排列，底层距地面８０厘
米左右，第一层基部三主枝在１～２年内选留，主枝开张角７０°～８０°左右。第二层二个
主枝，可对生也可错落，每主枝上一般选留１～２个侧枝。
２００２年，推广果树大改形技术，培养小冠开心型树形。树龄１０年以上果树，主干

提至１２～１５米，留３～５个主枝，树高２５～２８米；对临时树留大枝２个，处理成扁
形，为永久树生长拓宽空间。一般采用轻剪长放手法培养结果枝组，精细修剪结果小

枝。２００６年以后以间伐为主，对树龄在１５年以上的果园，由每亩５５株降为２８株，永
久树留主枝３～４个，株枝量保留２０００条左右。

疏花疏果　１９９１年率先在交道、羊泉塬区开展苹果树疏花疏果试点，指导果农正确
运用疏花疏果技术，控制坐果数量，合理果树负担，防止出现苹果大小年造成减产，从

而提高果品质量。１９９５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疏花疏果技术，优果率显著提高，受到果农普
遍欢迎。２０１０年挂果面积全部应用。

果实套袋　１９９４年，县果业局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购回果袋，在羊泉乡、交道乡试
用。１９９８年开始全面推广，县政府出台扶持政策对果实套袋实行财政补贴，对套袋果签
订收购合同，以此推动套袋技术推广普及。当年套袋８００公顷。２００１年套袋技术全面普
及。２０１０年全县果实套袋１６６６７公顷。

第二节　果园管理

水肥管理　１９９０年果园施肥以尿素、氮氨、磷肥为主，农家肥为副。１９９５年后，
果农普遍意识到农家肥的优势，尤其是羊粪对苹果提质增效的重要性，自觉加大果园农

家肥投入，亩施肥１０００千克左右。２００２年以后，进行果园测土配肥，根据果树对氮、

太阳能诱灭虫灯

磷、钾、钙等有机肥料的

需求，推 行 配 方 施 肥。

１９９９年起，县政府组织连
续三年实施万窖千井工

程，在塬区 １０个乡镇累
计打建集雨窖１万眼，总
蓄水能力 ２０万立方米，
为缓解特殊年份旱情及果

园生产用水提供保障。

病虫防治　２００５年
前，主要通过喷药防治食

心虫、红蜘蛛、卷叶蛾、

腐烂 病、早 期 落 叶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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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腐烂病、早期落叶病严重，通过潜心调研与摸索，形成有效治愈办
法，即人工刮除腐烂病疤，涂抹杀菌药物和伤口愈合剂，对树干和剪锯口涂抹防腐药物

控制病害。２００７年，推广太阳能灯、粘虫板、诱虫带、诱芯等生物防治技术，有效提高
果品质量。２００８年后，主要采用人工阻断和药剂喷杀防治腐烂病、早期落叶病、红蜘蛛
等病虫害。

机械作业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果园劳务及施药采用人工完成，普遍使用肩背式手摇喷
雾器灭杀病虫害。１９９６年后，随着果园面积不断扩大，出现推拉式液压喷雾器，输药软
管延伸喷施作业灵活性，降低劳动强度。同时农机动力陆续进入果园作业，机械施药得

到广泛应用。２０００年后，随新机具普遍推广，割草机、旋耕机、施肥机、覆膜机、运果
机等果园机械作业广泛应用，果农务做效益明显提升。

果树大改形　２００２年在交道镇进行大改形试点，实施降枝修剪，解决树冠密闭、通
风透光差、果品质量低、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达到大枝少、树冠开、通风好、效益高

的目的。县政府组织专业会议，邀请省农林科技专家授课，培训果农和专业骨干，并入

园开展实际操作。２００３年，大改形技术在全县普及推广，公路沿线果园实施 “隔一伐

一”间伐疏密举措，完成２００公顷。２００６年随着标准化示范园建设步伐加快，大改形技
术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强化间伐措施，间伐一亩县政府一次性补贴果农２００元。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底，果树大改形１６８００公顷，其中挖改２０６７公顷。

高炮和防雹网　雹灾是苹果生产的天敌，县气象局在全县苹果主产乡镇布设高炮
点，培训炮手，供应炮弹，有关乡镇汛期全天候值班，根据天气预报，及时发射高炮预

防雹灾，防灾减灾效果明显。

２００４年，防雹网技术引入富县，投资１４４万元，率先在雹灾频繁的北道德乡开展

北道德乡搭建的防雹网

试点，有效降低雹

灾损失。２００５年
开始在全县推广，

一般５月份在果园
拉网，苹果采收后

收网，防止积雪损

坏防雹网。截至

２０１０年全县果园
搭建防雹网１９７公
顷，县财政累计贴

息２００万元。

果树强拉枝　２０００年开始推广强拉枝技术，果树拉枝８５°～９０°。２００２年起，进一
步增强拉枝力度，拉枝９０°～１００°。２０１０年，全县果园强拉枝１３６６７公顷。

果园巧施肥　２００２年推行果园测土配方施肥，根据果树对氮、磷、钾、钙等有机肥
料的需求，鼓励果农大量施用农家肥，合理使用有机肥，配合叶面喷施微量元素，以达

到科学配方巧施肥目的。是年巧施肥５３３３公顷。２０１０年，全县亩均施用有机肥１５００千
克，测土配方施肥果园２万余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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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割环切　２０００年起，富县在苹果生产管理中，针对红富士苹果成花难、坐果低的
问题，引入使用环割环切技术，全县环割环切２０００公顷。２００３年达到６８８７公顷。此后
环割环切技术普遍应用，成为促花成果的主要技术措施。

无公害果园　２００２年起，富县提出禁止、限制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清理整顿农药市
场，使有机磷等一批高毒性、高残留农药退出农药市场。２００６年，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原
来普遍在９月底发生的落叶病得到有效控制，１０月份保叶率仍在８５％以上。２００８年推广苹
果树壁蜂授粉技术，获延安科学技术三等奖。２０１０年，无公害病虫防治２０１３３公顷。

第三节　生态果园建设

综合施策　２００２年后，针对土壤有机质缺乏、果树营养积累普遍不高的实际，引导
果农改变传统施肥习惯，以增施农家肥、有机肥为主，适量施用化肥，实行配方施肥，

制订合理的配方施肥方案，大力提倡果园种草养畜、以沼促畜、以畜优果。２００４年实施
广辟肥源工程，加大果园腐殖质覆盖和增施有机质肥，推广果、畜、沼、草、网五配套

生态果园建设，提高果园有机质含量。２００６年按照 “政府组织、企业扶持、群众自愿”

原则，以恒兴公司为依托，新上澳洲青苹１０００公顷，为川道农民增收培植骨干产业。
２００７年大力开展创建省级示范园活动，培育典型，加强示范，辐射带动，全面提高。
２００８年由县政府主导，新增苹果面积１０６７公顷，新建沼气池１１３万口，在扩大规模的
同时，有效解决果园有机肥源不足问题，全面提升无公害苹果生产能力。２００９年，针对
果园密度大、有机肥投入轻、节水灌溉面积少、授粉树比例小等问题，提出 “３８１”优
果工程，即亩留果树３０株，亩施有机肥４０００千克，亩产值１万元。截至２０１０年，苹果
园兴建沼气池１５万口，每年带动养畜５万余头，形成一批五配套循环经济生态果园。

灾害预防　树体受冻、花期遭冻和冰雹袭击是苹果树常见自然灾害，普遍推广采用涂
白、熏烟、果园喷水及防冻液等技术措施预防冻害。涂白：入冬前用石硫合剂涂白树干，

以预防寒潮冻害。熏烟：晚霜前用锯末、杂草、落叶等堆放压土，寒潮来临时点燃发烟。

果园喷水及防冻液：霜冻发生前，用喷雾器对果树连续喷水或喷施防冻液，减轻霜冻。

２００９年起，果农开始购买苹果园自然灾害保险，２０１０年累计参加保险果园５０００公顷。

第四节　苹果营销

苹果储藏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苹果储藏以简易库和土窑洞居多，储藏期短，储藏量
小，储藏质量难以保障。１９９２年，富县苹果总公司在沙梁邮政局院内建成富县第一座冷
库，储藏能力５００吨。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全县新建冷库１０座，储藏能力１５万吨。２０１０
年，富县高塬红苹果贮销有限责任公司在富城镇伏龙村修建富县第一座气调库，储藏能

力１０００吨。全县共建成苹果冷库３９处９８座，气调库２座，储藏能力１０万吨。储藏能
力的整体提升，为苹果反季节销售增加了利润空间，提高了经济效益。

苹果加工　１９８５年９月，羊泉乡贸易货站利用苹果加工罐头和果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民间开始利用残次果加工果醋、果干，仅限自用。２００５年，县政府引进陕西恒兴果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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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果汁加工厂，配置两条选果生产线。２００６年８月投产加工鲜果５万吨，生产果汁３万
吨，全县残次果基本得以消化。２００８年在川道乡镇发展澳洲青苹１７３３公顷，为果品加工
提供充足原料。２０１０年，恒兴果汁厂年生产能力３万吨，全县残次果销售渠道稳定。

市场销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苹果销售主要依赖地头市场收购。２０００年后苹果产业
格局基本形成，先后出现龙头企业带动在国内大中城市开辟窗口，县政府组织专业队伍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富县在广东佛山开辟苹果销售基地

营销，经纪人预购代

购，果农大户自创市

场等营销景象，有效

解决苹果销售难题。

２００６年，羊泉宏佳
果贸有限责任公司获

得果品出口经营权。

２０１０年，形成宏佳果
贸有限责任公司、县

果业总公司、绿平果

业有限公司、圣地红

公司四大苹果产销龙

头企业，年销售苹果

２５００吨。苹果外贸出
口俄罗斯、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累计创汇１２０万美元。国内市场
销往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富县苹果以其香甜、质脆、耐贮藏长期深受消费者青睐。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国佳农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富县苹果佛
山销售基地，富县３８户企业、合作社入驻市场直销苹果，开设档口４３间，经营面积
３３００余平方米，年销售苹果２０００余吨。

２０００年，县果业局设立信息中心，配置计算机、传真机等设备，利用网络了解国内
外大城市苹果销售市场信息，通过 《富县果业信息》和县电视台定期发布。各乡镇建立

信息站，村组建信息点，形成县乡村三级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引导果农适时顺价销售，

实现苹果产销信息网络化。

富县果业公司１９９７年注册 “圣地”牌苹果，２００７年绿平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陕富”牌苹果，２００８年宏佳果贸有限公司注册 “绿冰”牌苹果，２０１０年圣地红果贸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 “绿树缘”牌苹果。苹果产业实行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营销。

第五节　果业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农业局内设苹果公司，技术服务由园艺站承担。１９９１年６
月，富县果业局成立，事业性质，科级建制，下设园艺站和苹果经销中心。１９９２年更名
为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编制８人。１９９６年复称富县果业局，辖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
果业总公司。２００４年，果业技术推广总站、果业总公司从果业局析出。２０１０年县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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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编制８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
１９９１年成立富县苹果经销中心，定编１６人。１９９３年改称果品经销公司，１９９６年更

名果业总公司，２０１０年，更名果品营销指导服务中心，编制１３人。１９９１年，富县园艺
蚕桑技术指导站更名园艺技术指导站，编制１４人。１９９６年更名果业技术推广总站，隶
属果业局管理。２０１０年８月更名果业技术推广站，编制１６人。

基层站所　１９９２年，全县设立乡镇果树站９个，负责主产乡镇苹果生产全程服务，
隶属县果业局管理。２０００年，全县设立乡镇果树站１２个，随后改称果菜站。２００９年乡
镇果菜站并入乡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原果树站站长担任综合服务站站长。２０１０年，全县
有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１０个。

新技术推广　１９９１年推广矮化密植建园和果树小冠半圆形树形。１９９５年推广果树
疏花疏果技术，优果率显著提高；推广实施万窖千井工程，为果园生产用水提供保障。

１９９８年，全县推广果实套袋技术。２００２年，推广果树小冠开心型树形，拓宽永久树树
堂空间；推广乔化建园、果园种草养畜、限制高残留农药使用及无公害生产技术，实施

配方施肥。２００４年，推广果、畜、沼、草、网五配套生态果园建设，提高苹果有机质含
量。推广实施防雹网建设。２００６年，在川道乡镇推广澳洲青苹果１０００公顷，为川道农
民增收培植骨干产业。同时推广果树间伐和大改形技术措施，进一步加快标准化建园步

伐。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和树壁蜂授粉技术，提高生态优果率。２００９年推广果园自然灾害
保险，维护果农利益。

第二章　蔬　菜

第一节　产业概况

１９９０年，全县农户均有种植露地菜的习惯，菜农经营的商品菜地主要集中在县城和
建制镇周边。１９９２年，受烤烟育苗方式启发，从山东省寿光县引进弓棚蔬菜种植技术，
在富城镇监军台、张村驿镇下河湾村试种２０棚，取得成功并开始推广。１９９８年，县政
府建设菜篮子工程，从山东寿光引进设施蔬菜栽植技术，在富城、茶坊、岔口、牛武、

张村驿、张家湾、直罗等川道乡镇发展日光温室蔬菜产业。１９９９年年底，累计建成日光
温室５０６座，中小型弓棚１１２６座，年产蔬菜３２２５万千克，产值２３９５万元。
２０００年，县政府将种植大棚蔬菜列为农业开发后续产业，当年建成大棚 １８９座。

２００１年，以洛河、葫芦河流域，２１０国道、３０９国道沿线为重点，按照 “扩大规模、普

及技术、强化销售、集约发展”的指导思想，县政府成立大棚菜产业开发领导小组，３
名县级领导分工负责，５５个县级部门包联乡镇村组，２５６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包联蔬菜
弓棚，出台 《关于蔬菜产业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大棚菜产业开发的

决定》，以６条优惠政策鼓励干部、职工、农户参与大棚蔬菜种植。从山东省寿光县、
延安市蔬菜站、甘泉县等聘请１８名技术员驻村指导大棚菜生产，年底累计建成日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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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８２２座，被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１年度大棚菜产业开发先进县”。２００２年，５次下达大棚
菜产业发展小额扶持贷款，动员干部职工集中存款，支持农行放贷帮建蔬菜大棚。县大

棚菜产业领导小组与境外相关公司签订太空无公害蔬菜生产销售合同，其中太空１号番
茄１２６公顷、太空２号黄瓜２４７公顷，全县１／３以上的大棚菜销售得到保证。是年，
发展大棚累计２８４５座，初步形成塬果川菜的农村主导产业格局。２００４年，富城、茶坊、
牛武、直罗、张村驿、张家湾６镇种植蔬菜８００公顷，通过陕西省农业厅无公害蔬菜生
产基地认证达标。２００５年，全县累计蔬菜大棚７６２１座，弓棚５４３２座，露地菜８００公
顷，蔬菜总面积１２００公顷，年产蔬菜４５万吨，产值４０００万元，川道农民人均蔬菜收
入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９年，县财政对新建日光温室从每亩补助２０００元增加到１万元，并补贴
土地流转费每年 ２６０元，每棚协调 ６５００元贴息贷款 １年；对每座新建弓棚财政补贴
１０００元，协调１０００元贴息贷款１年；日光温室每４棚配套１口井，弓棚每１０棚配套１
口井，每口井县财政补贴 ３０００元。截至 ２０１０年，新建日光温室 ９０５座，新建弓棚
２０２８座。

由于投入资金的短缺和技术的薄弱，大棚菜生产出现空棚问题，部分菜农一度产生

抵触情绪。２００６年起，县委、县政府通过建设蔬菜专业村，典型示范，辐射带动，促进
蔬菜产业健康发展。２００７年年底，在茶坊镇新民村建成高标准设施蔬菜示范园，菜、
沼、畜循环作用，良性发展。形成茶坊镇吉子湾黄瓜专业村，榆林桥番茄专业村，黄甫

店西甜瓜专业村，牛武镇阳畔辣椒专业村，直罗镇马家湾番茄专业村；涌现出杨学安、

王建刚、刘圆月等一批棚均产值１５万元以上的示范户。２００９年，富县被确定为 “陕西

省百万亩设施蔬菜工程建设基地县”。２０１０年，富县蔬菜大棚７６２７座，弓棚２０２８座，
露地菜１６０８公顷，蔬菜总面积２１００公顷，总产蔬菜８７６万吨，产值１２亿元，川道种
菜农民人均蔬菜收入２２００元。

富县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蔬菜生产情况一览表
表５－２－１

年份 面积 （公顷） 产量 （万吨） 产值 （万元）

１９９８ ２６７ ００２８ ２０１

１９９９ ３３３ ００３５ ２３９

２０００ ４６７ １２ 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５３３ １６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６７ 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８００ ２５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２９８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２００ ４５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２００ ４６ ５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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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面积 （公顷） 产量 （万吨） 产值 （万元）

２００７ １３３３ ５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６７ ５７ ６７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５３ ８０５ ９７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１００ ８７６ １２０００

第二节　生产管理

大棚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８
年撤销富县蚕桑公

司，成立富县蔬菜技

术指导站，编制 ５
人，隶属县农业局管

理。２０００年成立富
县后续产业开发领导

小组，设立后续产业

开发办公室、富县蔬

菜技术指导站，两套

机构合署办公，编制

９人，隶属县农业发
展办公室。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撤销县后续产
业开发办公室，成立富县蔬菜产业管理局，隶属县农业局管理，编制７人，下设蔬菜技
术服务站，编制８人，负责蔬菜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技术指导，协调配套资金，组织蔬
菜生产。２００４年成立富县蔬菜协会，设立茶坊镇吉子湾、榆林桥、直罗镇直罗村、张村
驿镇下河湾村４个蔬菜分会，会员２００人。
２００５年，成立乡镇果菜站，公开招聘６个乡镇果菜站站长，县蔬菜局对县乡蔬菜站

６９名技术员进行业务考试认证。２０１０年８月，将蔬菜产业管理局和蔬菜技术服务站合并
为蔬菜发展办公室，编制１５人。

种植品种　蔬菜品种有白菜、萝卜、辣椒、大葱、韭菜、茄子、南瓜、番茄、马铃
薯等，瓜果品种有西瓜、甜瓜、小香瓜等。推广的主栽品种为番茄、黄瓜，搭配种植辣

椒、茄子、西甜瓜等。

棚型结构　富县日光温室棚型结构经历了小跨度、低墙体、竹木结构的 Ｉ型棚 （６
米×２米×４０米）、改良Ⅱ型棚 （７５米 ×３２米 ×５０米）、改良Ⅲ型 （８米 ×４米 ×５０
米）三个阶段，最终推广改良Ⅲ型棚。其温室跨度８米，屋脊至地平面垂直４米，后背
墙３米，前坡面３０°左右，后屋面４０°～４５°，墙体厚２５米座底、１３米收顶，后坡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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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３０厘米左右。温室以５０～１００米为佳，最小不低于４０米，最长不超过１００米，后
背坡长以１５～１６米为标准。

种植茬口　日光温室：一年一大茬，９月中下旬育苗，１０月下旬至１１月上旬定植，
１２月中旬上市；一年两茬，秋冬茬６月中旬育苗，８月上旬定植，１０月中旬上市，次年
１月中旬拉秧；早春茬１０月下旬育苗，次年１月中旬定植，８月上旬拉秧。

大弓棚：越夏大茬，２月上旬育苗，４月上旬定植，５月中旬上市；早春茬接秋茬，
２月底育苗，４月上旬定植，６月上旬上市；秋茬５月中旬育苗，６月底定植，９月上旬
上市；夏秋茬，夏茬１月中下旬育苗，３月下旬定植，５月中旬上市，秋茬５月中旬育
苗，６月底定植，９月中旬上市。

露地菜：早春地膜马铃薯，秋季甘蓝或大白菜，一年两熟，适当种植萝卜、豆角、

大葱、小菜等。

集中育苗　蔬菜育苗从分户育苗逐步过渡到集中育苗，推广省市提倡的穴盘基质育
苗方法，苗齐、苗匀、无病伤、不带菌、缓苗快、成本低。在各乡镇、重点村建设育苗

站，集中育苗，促进 “一村一品”“多村一品”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种植。

嫁接栽培　黄瓜、茄子、西甜瓜栽培采用嫁接技术，可克服土传病害、提高抗病抗
寒性，达到增产效果。茄果类采用劈接法，瓜类采用贴接法或插接法。探索和引进辣

椒、番茄等其他蔬菜品种的嫁接技术，包括砧木的使用、嫁接方法、嫁接时间等配套技

术，发挥嫁接技术的增产提质优势。

病虫害防治　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灰霉病、立枯病、猝倒病、病毒病、枯萎病等；
虫害有蚜虫、白粉虱、斑潜蝇等。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主要采用农

种苗培育

业、物理、生物防治，

科学配合使用化学防

治，合理使用无害农

药，根据病虫害预测预

报，将病虫害控制在允

许的经济阀值以下。农

业防治主要选用抗病品

种，轮作倒茬，调控适

宜作物生长环境，土壤

消毒处理，种子消毒，

嫁接换根等；物理防治

主要采用防虫网、杀虫

板、杀虫灯、遮阳网、

石灰氮高温闷棚等，减

少病虫害的发生；化学

防治主要合理施用百菌清、速克灵、克露普力克、甲托、扑虱灵、斑潜净等无害农药。

配方施肥　依据农技部门测土化验结果，针对温室、弓棚、露地不同地块、不同使
用年限，提出符合不同蔬菜品种的施肥配方。增施基肥，合理追肥，以有机肥为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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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元素 （氮、磷、钾）、中量元素 （钙、镁）及微量元素 （铁、硼、锰、锌、钼）等配

合，尽量减少化肥施用量，合理施用速效氮肥，以降低蔬菜产品中硝酸盐及亚硝酸盐含

量。督促菜农合理施肥，降低成本，充分发挥土壤增产潜力。

第三节　新技术应用

机械作业　引进推广温室自动卷帘作业，普及温室后置卷绳上拉式自动卷帘机或前
置卷轴上推式悬臂自动卷帘机，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节水灌溉　借助压力灌溉系统，将可溶性固体肥料或液体肥料配制成肥液，与灌溉
水一起均匀准确地输送到作物根部土壤中，灌溉与施肥一次完成。根据作物生长需求，

进行全生育期设计，适时适量地为作物提供必要的水分和养分，具有节水、降湿、省

时、省工、施肥均匀等优点。

秸秆生物反应堆　将专用生物菌种和玉米等农作物秸秆混合，在保持透气较好的条
件下，使农作物秸秆分解发酵，产生二氧化碳、有机质、矿质元素，并释放热能，实现

农作物秸秆中矿质元素与生物能的循环再利用，增加地温、气温、二氧化碳，减少农药

化肥用量，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因秸秆堆放位置的不同，秸秆生物反应堆可分

为内置式和外置式，群众普遍采用行间内置式，改良土壤效果明显。

石灰氮太阳能消毒　日光温室由于常年种植，土壤板结，病害严重，常出现根结线
虫。通常采用石灰氮太阳能消毒技术，防治病害传染。石灰氮主要成分为氰氨基钙，是

强碱性药肥。夏季在土表薄膜覆盖或大棚密封的环境下，利用太阳能日光照射和未腐熟

的有机物发酵放热提高土壤温度，热力灭菌，同时利用石灰氮遇水分解生成的液体氰胺

与气体氰胺，可广谱性杀灭土壤中的真菌、细菌、根结线虫等有害微生物，杀灭蝼蛄、

金针虫、蛴螬、螺类等害虫以及杂草种子等。还可杀死或减少耕作层土壤有害生物，进

行环保型土壤消毒，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质，缓解或部分解决土壤酸

化和连作障碍。

第四节　产销服务

技术服务　２００２年起，每年从山东省寿光县和延安市甘泉县聘请一批蔬菜专家和技
术员，编写蔬菜栽培教材，举办巡回培训班，组织菜农外出参观学习。并深入乡村田间

进行技术指导。截至２０１０年，共举办各类蔬菜技术培训１５００多场次，培训菜农６５万
人次，印发 《日光温室修建与无公害栽培技术》书籍２万册，印发简报、培训资料１万
余份，举办电视知识讲座５０多期。

销售服务　开辟绿色通道，凡客户来县运销蔬菜，免收手续费、卫生费、摊位费，
优先提供摊位，优先保证收购。凡运销蔬菜车辆，交警、交通、农机部门一律开放绿

灯，不查不扣不罚，保证一路畅通。工商、公安、农业等部门联手整治市场秩序，规范

市场行为，净化市场环境，强化市场管理，为富县蔬菜销售服务。县政府组织人员赴武

汉、寿光、西安、铜川、银川、西峰、黄陵、洛川等地考察市场，掌握供求信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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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产销座谈会，供需见面会，宣传富县蔬菜，缔结友好市场，签订购销合同。在村组

建立菜农的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发展民办民管民受益的产销组织，形成开放的对外

信息通道。县政府通过互联网建立信息销售网络，县电视台开办 《农业科技与信息》专

栏，定期反馈国内最新调研、统计、分析、预测报告，定期反映生产情况，预测产销动

态，发布供求信息，指导菜农生产和销售。

第三章　烟　草

第一节　产业概况

１９８０年后，烤烟种植因其显著的经济效益面积迅速扩大，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
的大川和塬区，１９８４年成为富县农业主导产业。县政府对烟叶生产实行统管统收，农民
种烟收入从最初年均五六百元增至上千元。１９９０年，烟草种植遍及全县１５个乡镇２３７
个行政村４９５个自然村，烟农１４０６２户，种植面积３７３３公顷，产值１５０３万元，户均收
入１０６８８１元，人均收入２５７１１元，实现专项税收５７０万元。１９９１年，县委、县政府提
出稳定规模、提升质量的指导方针，实行部门包联村组，烟草产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１９９３年，富县率先被省政府确定为 “烟叶生产基地一级达标县”。１９９７年种植面积达到
４４６０公顷，收购６７０５万千克，产值１４２３万元。１９９８年，随着塬面大规模栽植苹果，
烤烟面积一度缩减至２２７８公顷。２０００年之后，塬区种植区块逐年消减乃至消失。２００２
年烤烟生产全部转移到川道乡镇，主要分布在牛武、张村驿两镇，占全县烟草种植面积

的７２％，其余分布在茶坊、直罗、张家湾 ３个乡镇。２００５年，种植 ８６７公顷，产量
１４８５万千克，产值１０６１７８万元。２０１０年，种植１０４７公顷，产量１９５万千克，产值
２０３２万元。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烤烟生产情况一览表
表５－３－１

年份 面积 （公顷） 产量 （万千克） 产值 （万元）

１９９０ ３７３３ ６７５ １５０３２８

１９９１ ２８００ ６２０ １３８８

１９９２ ３３３３ ７５０ ２０５６

１９９３ ３０００ ４９５ １４２３３７

１９９４ ２１３３ ３２４５ ２０１６

１９９５ ２８００ ５０８５ ２０６４

１９９６ ３５８７ ６７２ ２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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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面积 （公顷） 产量 （万千克） 产值 （万元）

１９９７ ４４６０ ６７０５ １４２３

１９９８ ２２６７ １７０ ３８２

１９９９ ２３６７ ４２５ ２８０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６０ ２０７６

２００１ １６６７ １２７５ ７９７

２００２ ９６０ ６１ ３２３

２００３ ６８０ ６２５ ３８３２４

２００４ ６５３ １０４ ７６１６６

２００５ ８６７ １４８５ １０６１７８

２００６ ８６７ １８３８５ １２７２

２００７ １０２０ １５６ １１６６３３

２００８ １１３３ ２１１５ ２１３２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３ ２１７５ ２３２８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４７ １９５ ２０３２

第二节　生产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烟草专卖局与富县烟草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科级建
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辖寺仙、羊泉、钳二、直罗、张家湾、交道６个烟叶收购站。
１９９４年编制７３人。２００５年，富县烟草公司更名为延安市烟草公司富县营销部。２００６
年，又更名为延安市烟草公司富县分公司，科级建制，非独立法人机构。２０１０年仍
属之。

１９９５年，成立富县烟草专卖管理稽查大队。１９９６年，设立１５个专卖管理所。２００２
年，设县烟叶总库。２０１０年，设县烟叶中心库、烟叶送货服务中转站。卷烟零售直营店
划归延安市烟草公司管理。

基层烟站　１９９１年，全县１５个烟站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２００２年，撤销塬面乡镇
烟站，保留牛武、茶坊、张村驿、直罗、张家湾、岔口、洛阳７个烟叶工作站。２００６年
撤销洛阳烟站、岔口烟站。２０１０年仅保留牛武、茶坊、直罗、张村驿、张家湾５个烟叶
工作站。

引种育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种植品种以 ＮＣ９８为主，红花大金元为辅。实行一年烤
烟两年种，推广冬整苗床和阳畦纸钵单膜保温育苗技术。每年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５日，统
一发放种子，以村为单位统一浸种催芽，统一纸钵点种育苗。１９９３年，３０１５公顷烤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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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良种化，ＮＣ９８占８０％，红花大金元占２０％。保温纸钵育苗２４６万畦，占总育苗的
９８５％，交道乡东茹子村和钳二乡陈超村实行工厂化育苗。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全面推广 “两段式”育苗和包衣种子，通过假植增加烟草侧根数

量，达到以根调水调肥之目的，解决烤烟遇到的大面积干旱问题。１９９９年，两段式育苗
５３１棚，占总育苗的 ４８％。２００１年，两段式育苗 ５７２棚，推广率 ８０％以上，假植率
６８％。２００２年起，主栽烟苗引进成熟较早、抗逆性较强的９５１－５品种，搭配少量秦烟１
号和ＭＳＧ０１。育苗以日光温室大棚为主，阳畦育苗为辅，全县采取统一播种、统一管
理、统一假植的育苗方法。截至２０１０年三统一育模式仍在沿用。

大田管理　烟苗移栽一般于４月中下旬进行，每亩１０００～１３００株为宜，行距１１０厘
米，株距５０～５５厘米。移栽时将覆盖于地垄上的地膜一边揭开，在垄上挖坑植苗并浇水
覆土。移栽１０天左右，控制膜内温度２５℃ ～２８℃，若超过３０℃则在地膜上扎孔。移栽
１５天后在膜上划十字形口，晚霜过后培苗围土封口，防止跑墒烫苗。在烟株旺长期进行
２～３次行间中耕深锄。烟田半数烟株中心花开放时开始打顶抹杈，每株留叶１６～１８片。
打顶后每间隔５～７天抹杈一次，顶不见花，杈不过寸，直至收获烟叶结束。

亩施烟草专用肥５０千克，磷肥１０～２０千克，农家肥５００～１０００千克，二铵２０千
克，常规烟田氮、磷、钾比例为９∶１５∶１３，玉米地烟田氮、磷、钾比例为３∶１５∶１３。

病虫害防治　烟草苗床至团棵后期病害有普通花叶病、黄瓜花叶病、马铃薯Ｙ病毒
和蚀纹病毒，还苗至旺长期有根茎病，用２０％吗胍·乙酸铜可湿性粉剂防治。赤星病用
４０％菌核净可湿性粉剂防治。防治要根据预测预报信息，结合田间调查，一般在脚叶采
收后或发病初期分层喷药，间隔７～１０天，共喷２～３次。虫害主要有地老虎、烟青虫和
蚜虫，防治可施用药剂并结合人工捕捉，亦可用３５％威百亩水剂土壤熏蒸。

烟叶采收　烟苗一般在移栽后７５天左右进入成熟期。生长整齐、成熟一致的烟田，
每次每株摘叶２～３片，５～７天采收１次，顶部３～４片叶可待充分成熟后采摘。采收时
将同一品种、同一部位、同一成熟度的叶片放置在有铺垫物的运输车上，减少与地面接

触造成损伤。装卸运输中轻拿轻放，不搅乱堆放层次。采回的烟叶对齐叶柄，充分摊

开，置于阴凉干燥处，不堆积，不暴晒，防止发热烫伤。

１９９７年以前，全县实行准采证制度，由烤烟生产技术员严把关口，逐块检查，鉴定
其充分成熟后签发准采证方可采收。采收期间，技术员现场示范指导，帮助烟农掌握采

摘技术要点，纠正采摘中存在的下部过熟、中部采生、上部采青等问题。１９９８年以后，
烟农已掌握烟叶采收常识和要领，不再实行准采证制度。

第三节　烘烤分级

烟叶烘烤　１９９４年前，实行低温、低湿的 “双低”烘烤法。１９９５年，提倡比较科
学的先变黄、中定色、后干筋 “三段式”烘烤法。普遍改造原有烤炉，改冷风洞为热风

洞，改低天窗为高天窗，改小天窗为大天窗，降低烤炉炉底，增大火管与底棚烟距离。

１９９６年推广内置式机械烤炉，以机械强迫通风排潮，将温度计、干湿度仪安装在操作
室，便于观察，相对减小劳动强度，烘烤质量明显提升。１９９７年，投入１８万元购进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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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烘烤

红外线涂料４吨，进
行烘烤工艺改良试

验，改建、新建规格

为３米 ×３米、底棚
２米、棚距０７米的
标准炉，烤房采用骑

脊式 ０１１平方米长
天窗，热风洞多为

０２５平方米，烤房
容量百杆烟叶，省

时、耗煤低、烘烤质

量好。１９９８年，全
县改建远红外线涂料

烤烟炉 ４０００座，推
广率 ３２２％。截至
２０００年，烟农烟叶烘烤技术普遍成熟，大致分为绑杆、入炉、烘烤、出炉回潮四个步
骤，每一环节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确保烟叶烘烤质量。２００３年开始推行电力烘烤，燃
煤渐次退出烟叶烘烤。２０１０年全县烟叶烘烤基本采用电力。

烟叶分级　１９９５年之前，县烟草公司向烟农提供烤烟分级样品，对照实物，用同级
烟扎把，大片烟叶把２５～３０片，小片烟叶把３５～７０片，把粗不超过１２厘米，绕把宽度
不超过５厘米。１９９６年起，推行烤烟四十级收购标准，全面实施四十级标准培训工程，
选派４６名技术员参加地区烟草分公司举办的理论实践专题技术培训会，经考核全部合
格。随之各烟站技术员普及技术知识，举办乡镇技术培训班 ３６期，受训 ３７８２人次。
１９９８年，县烟草公司聘用６０名分级水平较高的烟农担任预检员，在烟站技术员带领下，
帮助农户分级预检，指导分级扎把，四十级烤烟收购标准得以顺利实施。２０１０年依然沿
用此标准进行烟叶分级。

第四节　收购销售

烟叶收购　省烟草专卖局制定收购管理办法，县烟草专卖局负责收购工作，县烟草
公司具体组织实施。成立专门收购工作领导小组、质量检验领导小组，收购季节坚持巡

回检查，维护收购秩序和质量。烟草公司和各烟叶收购站均设立群众举报箱、举报电

话，广泛接受群众监督。每年收购前，县烟草公司实行定岗定员，岗前培训，选定样

品，筹措资金，购进包装材料，整理收购场地，进行设备检修，召开烟草收购专题会

议，学习政策，熟悉标准，严肃纪律，做好筹备工作，按合同实施收购。

收购前深入烟户预检烟叶分级纯度，初验合格，约时定点，轮流交售。各烟站依照

验级、过磅、付款、打包、堆垛、报表环节有序收购。收购结束由县烟草公司核实汇总

各收购站的成包烟叶，集中归仓保管，待销调运。２０００年以后，县烟草分公司建成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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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烟叶收购站，配置现代化电子收购设备，实行封闭式收购。１９９０年收购６７５万千
克，１９９５年收购５０８５万千克，２０００年收购３６０万千克，２００５年收购 １４８５万千克，
２０１０年收购１９５万千克。

烟叶销售　１９９０年，烟叶经营实行省公司、地区分公司、县公司三级管理，由省、
县两级公司经营，地区分公司则协助省公司实施所属县烟叶的生产、收购、调拨工作。

烟叶调拨实行指令性计划，省公司预测市场需求，以销定购，以购定产，统一安排省内

外烟叶调拨供应计划，实行计划管理、产销双方见面的营销方式。销往省内的烟叶由省

公司下达调拨计划，产需双方按计划进行衔接，省公司予以监证；销往省外的烟叶，统

一由省公司签订供需合同，根据全省烟叶资源情况，下达调拨供应实施计划。省公司与

县公司签订合同计划衔接书，内容包括烟叶品种、等级、数量、价格、运输方式、验收

方式、结算方式、交货填单、违约责任等条款。在烟叶调拨中，富县一贯遵循计划管理

原则，重合同守信用。２００６年以后，县级烟叶调拨销售工作划归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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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水利水保工作立足地域自然地貌、河流山川实际，持续实施

综合治理和坝系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运用国家以工代赈项目，建设

引灌、提灌和蓄水工程，开发水面利用，水利工程建设为县域经济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不断拓宽并完善农村供水网络与设施建设，北道

德、钳二、交道、牛武、寺仙、直罗及中指塬供水工程相继建成使

用，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得到保障。防汛工作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原则，实行统一指挥，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扎实做好一城两河三库

六滑坡重点部位的防范、抢险工作。抗旱工作按照 “蓄住天上水，用

好地上水”的思路，坚持把发展节水灌溉作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举措，积极实施万窖千井百站节水灌溉工程，形成覆盖全县农业

生产和人畜饮水的抗旱网点。全县水资源管理统一实行取水许可制度

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行政执法机构依法对水资源、水土保持、

河道、渔政行使执法权，有效维护水市场运营秩序。



第一章　水土保持

第一节　水土流失

富县属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和丘陵沟壑地貌类型，境域山高涧深，沟壑纵横，梁峁

起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在９５０～１４６７米之间，相对高差
５１７米。土壤属典型的黄土性土质，土壤质地疏松易侵蚀，是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较
为严重的县区之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牛羊等家畜种群数量较大，对区域性植被造成一定
破坏，随着退耕还林、封山禁牧政策的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

开展，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水土流失逐年减缓。２０１０年，全县未经治理的水土流失
面积８２８平方千米，约占全县总面积的２０％。

第二节　综合治理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因害设防、集中治理原则，运用小流

域综合治理、治沟骨干工程、坝系工程和基本农田建设等措施，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主要实施以小流域为单元的山水田林路草综合治理山川秀美工程，治沟
骨干工程，小流域坝系试点工程，退耕还林基本口粮田项目，通过修筑坡改梯、营造水

保林、经济林、封禁治理、淤地坝建设，治理秋家沟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１５平方千米，
治理马坊小流域水土流失面积１１５平方千米。２００２年，治理大申号小流域水土流失面
积２２平方千米，２００８年实施退耕还林基本口粮田项目。截至２０１０年建成基本口粮田
６６６６７公顷，治理小流域１４条，坡改梯田２１４万公顷，水保乔木林２４２万公顷，灌
木林０５４万公顷，经济林２４７万公顷，种植水土保持草０４２万公顷，封禁治理２０６
万公顷，大型治沟骨干工程９处，中小型３７处，排灌沟渠１３０千米，综合治理面积９３２
平方千米。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情况一览表
表６－１－１

年份

治理

面积

（平方

千米）

综合治理 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坡改

梯田

（公顷）

乔木林

（公顷）

灌木林

（公顷）

经济林

（公顷）

种草

（公顷）

封禁

治理

（公顷）

谷坊

（处）

淤地坝

（个）

排灌

沟渠

（千米）

生产

道路

（千米）

沟头

防护

（处）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１１９ １１８６７ １９７８ ７９１３ １９７８ ５５４ １４２２ ３０ ２ ２６８ １１９ １７８０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１７０ １６９７３ ２８２９ ５６６ ２４８９ ５６６ ３１６９ ６５ ８ ５２０ １７０ ２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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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治理

面积

（平方

千米）

综合治理 小型水利水保工程

坡改

梯田

（公顷）

乔木林

（公顷）

灌木林

（公顷）

经济林

（公顷）

种草

（公顷）

封禁

治理

（公顷）

谷坊

（处）

淤地坝

（个）

排灌

沟渠

（千米）

生产

道路

（千米）

沟头

防护

（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５５ ２５５２ ５４４５ １０２０７ ３０６３ ６８１ ４２５４ １１０ １４ ９６４ ２５５ ３８２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３８８ ５９３ ５９３ １２５８ ６８３３ １０３１ ４９０ １４５ ２５ １３００ ３８８ ８８９６

第三节　坝系建设

１９９５年在牛武镇埝沟建设小型淤地坝，总库容１０４万立方米，控制面积１８平方
千米。１９９８年在茶坊镇圪台建设小型淤地坝，总库容１７４万立方米，控制面积４平方
千米。１９９９年在牛武镇清泉寺建设中型坝，总库容１５万立方米，控制面积４６８平方千
米。２００１年在富城镇瓦窑沟建设中型坝，总库容１２５万立方米，控制面积３３平方千
米。２００５年动工兴建余渠河坝系试点工程，涉及北道德、钳二、羊泉３个乡镇，治理面
积６６平方千米，建骨干坝９座，中型坝１３座，小型坝２０座，设计拦蓄泥沙量７２９万立
方米，２００８年建成。余渠河骨干坝、东河中型坝分别为中指塬和北道德塬区人畜饮水和
苹果生产提供用水。２０１０年建成沙西沟坝系工程，位于沙西沟流域中上游，涉及钳二、

建设中的沙西沟大坝

富城２个乡镇，治理
面积 ５７９２平方千
米。其中沙西沟骨干

坝按小 Ｉ型水库标准
建设，总库容２９７万
立方米，有效库容

１３８万立方米，年可
向城区供水１００万立
方米。

富县２０１０年治沟淤地坝工程一览表
表６－１－２

所在乡镇 工程名称 规模
坝高

（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建成年份

坝控面积

（平方千米）

富城镇

瓦窑沟 中型 ８７ １２５ ２００１ ３３

石槽沟 小型 １１ １４ １９９９ １５

秋家沟 骨干 ２３ ９２ ２０００ ９５

８３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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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乡镇 工程名称 规模
坝高

（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建成年份

坝控面积

（平方千米）

牛武镇

四十里长沟 中型 １６５ ６６６３ ２００２ ５４

清泉寺 中型 １５ ２９９ １９９９ ４６８

老虎沟 小型 １０ ５ ２００２ ２１

曲家湾 小型 １０ １２１８ １９９８ ２６

马家山 中型 ７ ７ ２００４ １３

南家岔 小型 １０ ２７７２ ２００２ ３４

埝沟 小型 ９ １０４ １９９５ １８

申家沟 小型 ７ ０５ ２００２ ２４

北道德乡

东河 中型 １４ ３３３ ２００８ ３３

寺儿河 骨干 １６ ９８７ ２００４ ７７

姜家台 骨干 １９５ ７８８ ２００５ ５１

高立河 骨干 １２ １５１２ ２００６ １５

寺儿河 中型 ９ １８１４ ２００８ １８

暖泉河 骨干 １７ １２１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６

茶坊镇

三亩台 中型 １０ ４５ １９７４ ４２

罗家塔村 小型 ８５ １３６２ １９７２ ２２

大申号１＃ 中型 １０ ０５ １９８５ １

大申号２＃ 中型 １０ ０５ １９７８ １

丈八沟 中型 ２３ ４５ ２００１ ３２

阳泉沟 中型 １３ ６５３９ ２００１ ４８

董家沟 中型 １５ １６４７ １９７１ ２０２

岔口 中型 ４ １２ ２００２ ４

西沟门 小型 ６ ３ ２００１ ５

佘家埝 中型 １５ ４７２８ ２００３ ５８

圪台 中型 ２２ ３７５ １９９８ ４６

古衣川 小型 ８ １１ １９８０ ５

李家沟 小型 １２ ３５０５ １９７６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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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乡镇 工程名称 规模
坝高

（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建成年份

坝控面积

（平方千米）

张家湾镇
炮楼 小型 ７ １０ １９７８ ５３

马居寺 中型 １８ ６７１５ １９７７ ８７

直罗镇
南沟门 中型 １３５ ３９４ １９７４ ６

姜家川 中型 １５ ４７２８ ２０００ ５８

钳二乡

东陈超 中型 １２ ２２ １９９９ ４２

桥儿沟 骨干 ２３ ８５ ２００６ ５５

前邢家台 骨干 １４ １１１７４ ２００８ ７２３

赵边河 骨干 ２４ １３０２６ ２００８ ７３

缑家湾 骨干 １８ １４５４４ ２００６ ９４１

西太安 小型 ７ ３ ２００４ １

羊泉镇

下立石 小型 ７ １０６ ２０００ １５

石咀沟 中型 １５ ６３３ ２００３ ５４

南章 中型 ２２５ ９２７ ２００１ ８５

桥儿沟１＃坝 中型 １５ ２３７９ ２００８ ２３６

张村驿镇 平水沟 小型 １０ ２４３ ２００２ ５８３

寺仙乡 石灰沟 中型 １０ ３５０５ ２００１ ４３

第二章　水利工程

第一节　引灌工程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运用国家以工代赈项目，甘泉县、富县合建甘富渠工程。渠首枢纽
设施位于甘泉县境内，富县境内从茶坊镇李家川村至新民村，干渠长７千米，灌溉面积
５６９３３公顷。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建成胡家坡、小河子、大麦秸沟３处设施引灌工程，总渠
长８６千米，灌溉面积１１０公顷。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建成安子、管头２处设施引灌工程，
总渠长３５千米，灌溉面积５８公顷。２０１０年，全县有自流引水工程５处，设施引水工
程２２处，灌溉千亩以上的７处，百亩以上千亩以下的１５处，总灌溉面积１５３７３公顷，
其中１９９０年后建设的７处，灌溉面积２４８公顷。

０４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２０１０年自流引水工程一览表
表６－２－１ 单位：千米、公顷

干渠名 所在乡镇 干渠长度 灌溉面积 建成年份

埝沟渠 张家湾镇 ３ ２０ １９７４

张家湾渠 张家湾镇 １ ３３３ ２０１０

黑水寺渠 张家湾镇 １７ １４７ １９９４

姜家川渠 直罗镇 ４ １５３ ２００１

芦村渠 张村驿镇 ２ ２０ ２００１

富县２０１０年灌溉千亩以上引水工程一览表
表６－２－２ 单位：千米、公顷

干渠名 所在乡镇 干渠长度 灌溉面积 建成年份

富张渠 张村驿镇 １８１ ３６９３ １９５７

双联渠 张家湾镇 ９５ １００ １９６３

胜利渠 直罗镇 ７５ １６６７ １９７０

真庄渠 直罗镇 ８４ ６６７ １９８３

跃进渠 直罗镇 ６ ６６７ １９７３

药埠头渠 直罗镇 ０８ ６６７ １９７７

甘富渠 茶坊镇 ７ ７３３ １９９２

富县２０１０年千亩以下引水工程一览表
表６－２－３ 单位：千米、公顷

干渠名 所在乡镇 干渠长度 灌溉面积 建成年份

曹村渠 张村驿镇 １ ５６７ １９７４

杜家砭渠 直罗镇 ５ ６０ １９８３

夹驴巷渠 直罗镇 ２５ ４０ １９８４

马家湾渠 直罗镇 ０１ １３３ １９８５

川庄渠 张家湾镇 ０３ ５３３ １９７４

小山子渠 张家湾镇 ２ ２０ １９７６

五里铺渠 张家湾镇 ２５ ３８７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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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渠名 所在乡镇 干渠长度 灌溉面积 建成年份

和尚塬渠 张家湾镇 １５ ２０ １９８３

炮楼渠 张家湾镇 ３ ５３３ １９８３

曲儿渠 张家湾镇 ２３ ３３３ １９８４

王家角渠 张家湾镇 ０３ ２３３ １９８４

马家寺渠 张家湾镇 ０１２ １０ １９８４

安子渠 牛武镇 ２３ ３２７ ２００２

胡家坡渠 直罗镇 ２３ ４６７ １９９１

大麦秸沟渠 张家湾镇 ２３ ２３３ １９９３

第二节　提灌工程

１９９４年前，全县提灌工程５１处，其中高扬程抽水站３处，低抽站４８处，总灌溉面
积２３８０公顷。小高抽主要在交道、钳二、北道德塬面乡镇，低抽站主要在洛河、葫芦河
流域川道乡镇。２００５年，用漩水湾骨干坝水源建成中指塬小高抽，扬程３００米。２００６
年，铺设输水管道４２３千米，贯通钳二、羊泉、吉子现３乡镇２８个行政村，节水灌溉
３３３３３公顷；以北道德东河骨干坝为水源，建成纪录抽水站，扬程２４３米，日供水能力
８００立方米。２００７年，铺设输水管道１８千米，供应北道德乡１０个行政村５０００余人的生
产生活用水，节水灌溉２６６６７公顷。
１９９０年，建设人饮工程时拆除钳二小高抽，减少灌溉１５３３公顷。１９９４年８月，洛河

洪灾损毁沿河两岸茶坊、富城、洛阳３镇低抽站３０处，减少灌溉３００余公顷。１９９６年７
月，葫芦河洪灾损毁沿河两岸直罗、张村驿、南道德、吉子现４乡镇低抽站１３处，减少灌
溉２４０公顷。交道水上塬工程枢纽、北道德抽水站枢纽均因水毁严重，设备老旧失修，
１９９６年年底停运，减少灌溉５６０公顷。２０１０年，全县提灌工程仅存１０处，高抽站５处，
低抽站５处，灌溉面积１２７９公顷，其中２００５年后建设提水工程２处，灌溉面积６００公顷。

富县２０１０年高抽水站一览表
表６－２－４

所在乡镇 站名
扬程

（米）

装机容量

（千瓦）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建成年份 备注

交道镇 交道抽水站 ２８７ １７６０ ４００ １９７６ １９９６年停用

北道德乡
北道德抽水站 １８３ ３００ １６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６年停用

纪录抽水站 ２４３ ７４ ２６７ ２００６ —

２４１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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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乡镇 站名
扬程

（米）

装机容量

（千瓦）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建成年份 备注

羊泉镇
下立石抽水站 １１０ ４５ ２３ １９７５ —

余渠河抽水站 ２０５ １５０ ３３３ ２００５ —

富县２０１０年低抽水站一览表
表６－２－５ 单位：米、公顷

所在乡镇 站名 扬程 有效灌溉面积 建成年份

张村驿镇 广家寨抽水站 １５ ３７３ １９７３

茶坊镇 马坊抽水站 １５ １３３ １９７４

直罗镇

安家川抽水站 １２５ １３３ １９７２

黑水寺抽水站 １８ １６ １９９２

真庄抽水站 １０ １６ ２０００

第三节　蓄水工程

蓄水工程以小型水库为主，主要分布在洛河、葫芦河一级支流处。１９９９年起，实施
为期三年的万窖千井百台 （站）水利会战工程，在１０个乡镇塬面村组打建集雨水窖１
万眼，总蓄水能力２０万立方米。２００５年，实施国家坝系工程建设项目，建成羊泉镇余
渠河小型水库，坝高１７６米，控制流域６６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９０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１６９万立方米，为钳二、羊泉、吉子现３乡镇２８９万人生活饮用水和果园灌溉提供水
源。２００７年，运用国家坝系工程项目建设钳二乡沙西沟大坝，２０１０年投入运行，坝高
２９５米，控制流域５７９２平方千米，总库容２９７万立方米，为县城区４２万人以及工业
生产提供水源。２０１０年，有大申号、川口、柳稍湾、榆林、沙西沟５座小Ⅰ型水库，１３
座小Ⅱ型水库，总调蓄库容１５９３万立方米。

富县２０１０年小Ⅰ型水库一览表
表６－２－６

库名
设计库容

（万立方米）

有效库容

（万立方米）

控制流域面积

（平方千米）

坝高

（米）

大申号水库 ３１４ １７３ １９８ ２２

柳稍湾水库 ３１７ １２４ １５９ １７

川口水库 ２６８ ２００ １０５ ２６

榆林水库 １３０ ５４ １０８ １５

沙西沟水库 ２９７ １３８ ５７９２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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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２０１０年小Ⅱ型水库一览表
表６－２－７

库名 库址 水源
控制流域面积

（平方千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坝高

（米）

寺庄水库 牛武镇 南家岔沟 ９７ １２ １２

东陈超水库 钳二乡 北河沟 ３ １６ １０

平水沟水库 张村驿镇 平水河 ３２６ １５ １２

王家河水库 北道德乡 王家河 １８ １５ １２

高家河水库 北道德乡 余渠河 ４ １３ ９

东河水库 北道德乡 余渠河 １６ １６ １０

南沟水库 直罗镇 南沟 ２０ ２１ １６５

马曲寺水库 张家湾镇 马曲寺沟 ３２５ ２０ １２

骆驼脖子水库 岔口乡 大申号川 １０ １１ １１

纸坊水库 岔口乡 任家台川 １８ １０ １０

马坊水库 茶坊镇 马坊沟 １５ １０ ９

漩水湾水库 羊泉镇 漩水湾 １２５５ ９０４６ １７６

安子水库 牛武镇 王家沟 ２０ ３０ １０

第四节　水面利用

全县可利用水面５３３余公顷，以库坝、池塘水体为主。１９９７年起，水产养殖由常规
低产逐步向科学养殖发展，实施大申号水库化肥养鱼项目、张村驿盐碱地低产池塘养鱼

改造项目、工程化稻田养鱼项目、陕北高寒地区池塘高产技术项目。２００１年，直罗镇文
家庙村１３３公顷工程化稻田养鱼项目产出成鱼１１６万千克，收获水稻１１万千克，每
亩 “稻千斤鱼百斤产值千元”项目获得成功。２００５年，全县水产养殖项目年养殖总量
３６万千克。２０１０年全县已开发利用水面２１９９公顷，占可利用水面的４２％，其中池塘
养殖７７５公顷，占１５％；库坝养殖１４２４公顷，占２７％。养殖专业户６５户，休闲养殖
场２７处，年产鱼类３７５万千克，亩均１１５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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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防汛抗旱

第一节　防　汛

防汛工作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原则，实行统一指挥、分区包干、分工负责、层

层落实责任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工作重点是一城两河三库六滑坡，一城两河，即县城

区，洛河、葫芦河；三库，即大申号库、川口库、柳稍湾库；六滑坡，即张家湾镇和尚

塬、直罗镇老林场、崖窑砭、宝塔山、吉子现镇东山川、茶坊镇新庄科。设立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县长任总指挥，县级各班子和涉农部门为成员单位，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水利

水土保持局，成立部门、乡镇、村组相应组织，由县防汛抗旱机构统一指挥调度。分设

旧城区、沙梁区、北教场区、茶坊区、河库及社会６个防汛指挥分部和１１个乡镇指挥分
部，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指挥。

防汛工程设施建设以县城区为重点，１９９４年的 “８·３１”洪水，警示并增强各级领
导和群众的防汛意识。１９９６年建设北教场大桥至县城大桥沙梁段堤防，按３０年一遇洪
水标准改造加高，总长１０６千米。１９９７年改造加高长庆采油一厂东风区段堤防，总长１
千米。１９９８年新修圣佛峪铁路桥至北教场大桥段堤防０３１千米。１９９９年建设富城大桥
至圣佛峪铁路桥段堤防０３６千米。２００１年，建设洛河吉子湾段堤防０５千米。２００２年，
建设洛河何家湾段堤防０４５千米。２００３年，建设茶坊古州峁３０９国道大桥至铁路桥段
堤防０１５千米。２００５年，建设北教场大桥至东风区桥段堤防０１２千米。２００８年，建设
洛河寺坡段堤防０３５千米。２０１０年，建设洛河城区大桥至南教场富寺路段堤防２４６千
米。截至２０１０年，洛河城区段按３０年一遇防洪标准，共建设堤防６８千米。

建立县城区防汛预警、撤离和各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供给机制。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县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建成全县雨情自动测报系统，分设张家湾、直罗、张村驿、岔

口、牛武５处自动测报站。２０１０年组建防汛抢险队伍１７支２０００人，成立抢险救护队伍
４支２５０人。储备防汛物资袋类９６万条、铁锨镢４５０把、水泥３５吨、木桩１６００根、铁
丝６吨、救生衣１００件，方便面１１００件、矿泉水１１００件、面粉１０吨、彩条布２２００米、
棉被５００床、棉衣５００件。
２０１０年８月，陕西省防汛指挥总部、陕西省水利厅确定富县为全省首批县级山洪灾害

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县之一。项目建设涉及全县８个乡镇９６个行政村１４２个自然村１２
条流域和４座小Ⅰ型水库，总投资５３２５２万元，建成自动雨量站２３处、自动水位站１２处、
视频监控站４处、简易水位站１３处、简易雨量站２３８处、防汛指挥中心基地站１处。

第二节　抗　旱

富县旱情多出现于春夏季节，对农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农业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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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小麦、玉米、烤烟，广泛采用垄沟播种和覆膜保墒措施进行抗旱。川道乡镇利用

已有水利设施最大限度缓解旱情。

根据水资源分布状况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１９９８年，县委、县政府把发展节水灌
溉作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重要举措摆到水利建设突出位置，按照 “蓄住天上水，用好

地上水”的思路，实施万窖千井百站群众性节水灌溉工程。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以挖潜配套
为主线，新增果园节灌面积５３３公顷，新增蔬菜节灌面积２６７公顷，发展烤烟节灌面积
１１３３公顷，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作物节灌面积７９３公顷，累计节水灌溉面积２７３公
顷。同时引进推广黄腐酸旱地龙叶面喷施抗旱措施，果、蔬及农作物共喷施旱地龙２０３
万千克，受益面积４１３３公顷。
１９９９年，全省窖灌农业节水灌溉现场会在富县召开，富县被确定为 “节水灌溉示范

县”。２０１０年，全县累计建成不同形式的抗旱水利设施４６２处，形成覆盖全县农业生产
和人畜饮水的抗旱网点，保障农业生产和人畜饮水安全。县抗旱服务工作队配备专业人

员４０人，钻机１台，中小型抽水泵５１台，中型发电机１台，输水管道１２万米，日抗
旱能力４２７公顷。

第四章　农村供水

第一节　供水网络与设施

农村饮用水设施主要有机井、小高抽、管道自流引水３种工程类型，塬面乡村以机
井、小高抽为主，川道乡村以提抽站和管道自流引水为主。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改造、建设
钳二乡缑家湾、李尧科、安家村人饮小高抽，解决３个自然村７３０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
引入３２户。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建成牛武镇赵家塬、八条硷小高抽，总装机容量５０千瓦，
解决２个行政村６个自然村１２００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２００９年，建成交道镇老寨子小
高抽，解决５个行政村２４００余人的生产生活用水。
２０１０年，农村管网供水未辐射到的塬面村组，以机井供水为主，共有机井１４０眼，

为１３９个村组５６７万人提供饮用水。农村饮水在水源较分散的边远独立村组，以小高抽
供水为主，共有小高抽２９处，为较分散和边远的４９个村组１０４万人提供饮用水。川道
农村人饮在集中供水、管网供水未辐射到的村组，以管道自引泉水为主，共有自引泉水

设施１９５处，为１９５个村组４６９万人提供饮用水。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全县农村各类饮
用水设施３６４处，含机井１４０眼，提抽站２９处，自流引水１９５处，为全县２４０个行政村
５３８个自然村组２８７万户１１４万人提供饮水所需。

第二节　供水工程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塬区乡镇拥有机井１５０眼，供应人口５６７１０人；拥有农村人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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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水设施１９５处，供应人口４６８６０人。
北道德乡集中供水工程　用北道德供水站水源，日供水１００立方米，１９９０年铺设主

管道１０千米，覆盖北道德乡５个行政村３０００多人。２００７年与纪录供水站并网。
钳二乡集中供水工程　１９９１年建成使用，用钳二机井和下古堆泉水水源建成两个供

水站，日供水１８０立方米，铺设１３６千米主管道，覆盖钳二乡９个行政村１２个自然村
５０００多人，引入４５户。２００５年与中指塬供水站并网。

交道镇集中供水工程　１９９１年建成交道村机井供水站，以管道辐射周边村组集中供
水。２００４年改造扩建供水站，增设交道至东茹子２０千米、至小塬子５千米管道，改造交道
至立石５千米管道，形成北南西３条供水系统，覆盖交道镇１６个行政村１１２万人，供水
２７２９户，入户率１００％，并给沿线村组提供部分灌溉。２０１０年３条供水系统正常运行。

牛武镇集中供水工程　１９９１年，用左家沟泉水建成牛武供水站，日供水８０立方米，
铺设管道３５千米。２０１０年扩建，日供水１８０立方米，为牛武镇各行政村及驻镇单位
２０００多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

寺仙乡集中供水工程　１９９２年，用王家庄泉水建成寺仙小高抽供水站，１９９３年投
用，装机容量３７千瓦，日供水１２０立方米，铺设管道１２千米，为寺仙乡东６个行政村
５６５户２２７０余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引入１１０户。２０１０年运行正常。

直罗镇集中供水工程　１９９２年，用瓦窑沟泉水建成直罗供水站，铺设管道５千米，
为瓦窑沟、直罗行政村及驻镇单位３０００多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２０１０年运行正常。

富县中指塬供水管理站

中指塬网络化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年
建成中指塬供水站，在东西两线共铺

设管道４１千米，将沿线村组水量较
充足的机井与主管并联，形成管道互

通、水源互补的供水网络，覆盖钳

二、羊泉、吉子现 ３乡镇 ３９个行政
村５５７２户２２２万人，引入５４６５户，
入户率 ９８％。东线供至姚家塬村，
管道１６千米，覆盖钳二乡１３个行政
村 １４７４户 ６００９人，引入 １３６７户，
入户率 ９３％；西线供至固险村，管

道２５千米，覆盖钳二、羊泉、吉子现３乡镇２６行政村４０９８户１６２３６人，引入４０９８户，
入户率１００％。

富县２０１０年农村人饮机井一览表
表６－４－１ 单位：个、人

乡镇 机井总量 供应村组 供饮人口

钳二乡 ２３ ２２ ８１５０

羊泉镇 ３０ ２３ １４６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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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机井总量 供应村组 供饮人口

吉子现镇 １３ １４ ５５５０

南道德乡 １０ ８ ３６８０

寺仙乡 １１ １０ ３７００

富城镇 ５ ４ ２３００

北道德乡 １８ ２０ ７３００

交道镇 ２０ ２３ ９０００

张家湾镇 ２ ３ ８５０

张村驿镇 １ ５ ３５０

牛武镇 ３ ３ ３５０

茶坊镇 ４ ５ ８５０

富县２０１０年农村人饮小高抽一览表
表６－４－２ 单位：个、人

乡镇 小高抽 供应村组 供饮人口

交道镇 １ ５ ２０００

羊泉镇 １ １ ５３０

钳二乡 ４ ８ １２００

吉子现镇 １ １ １５０

张村驿镇 ７ ７ ２４００

牛武镇 ６ ８ １６００

茶坊镇 ２ ３ ６５０

富城镇 ２ ２ ３５０

寺仙乡 ３ ５ １０００

北道德乡 ２ ９ ５４０

富县２０１０年农村人饮自流引水设施一览表
表６－４－３

乡镇 设施 （处） 供应村组 （个） 供饮人口 （人）

张村驿镇 ４１ ４１ ９０００

直罗镇 ２９ ２９ ７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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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设施 （处） 供应村组 （个） 供饮人口 （人）

张家湾镇 ２６ ２６ ８５００

富城镇 １８ １８ ５１００

茶坊镇 ４２ ４２ ９７００

牛武镇 １９ １９ ４５００

交道镇 ２ ２ ３００

羊泉镇 ２ ２ ３００

吉子现镇 ６ ６ １３００

北道德乡 ３ ３ ２６０

南道德乡 ２ ２ ２００

寺仙乡 ５ ５ ５００

第五章　水政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富县水务局　主管全县水利工作的县政府工作部门，科级建制。１９９０年，设局长１
名、副局长２名、技术人员１７名。全系统实有干部职工２２１人 （其中全民工１０５人、临
时工７８人、行政管理干部２１人）。内设水土保持工作队、水利工作队、防汛办公室，
下辖张村驿水电站、洛河电站，富张渠、交道水上塬、北道德水上塬管理处、鱼种场、

水产工作站、莲花池养鱼联营公司、农田机械化施工队、水利施工队、钻井队、汽车

队。１９９２年，撤销原有的钻井队、农田基建施工队、洛河电站、汽车队、鱼种场、富张
渠管理站、大申号水库管理处、柳稍湾水库管理处、川口水库管理处、交道水上塬管理

处、北道德水上塬管理处、张村驿水电管理处、莲花池养鱼联营公司。

２０１０年，县水利水土保持局更名为富县水务局，行政编制９人，机关干部１７人。
内设局党总支、工会委员会、办公室，下辖县水政水资源管理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县水土保持工作队、县水利工作队、县水产工作站、县葫芦河灌区管理站等２０
个事业单位和县自来水公司等３个企业单位。全系统干部职工１７７人，管理人员２３人，
技术人员６０人，职工９４人。

富县水政水资源管理局　１９９１年为县水利水土保持局内设机构，同年９月更名为水
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改制为富县水利水资源开发公司。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成立
县水政水资源管理局，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同时成立县水政监察大队，两套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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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署办公。１９９８年５月升格为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１０人。
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１９９２年前为县水利水土保持局内设机构，同年９月升

格为副科级建制事业单位。２００５年升格为正科级建制，编制１０人。
富县水土保持工作队　富县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站１９９２年设立，事业单位，副科级建

制，编制１０人。与县水土保持工作队合署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富县水利工作队　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１９９２年撤销。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恢复，编制

１８人。
富县水利工程服务公司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成立，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７年４月

撤销。

富县抗旱服务工作队　１９９６年５月成立，与县水利工程服务公司合署办公。２００７年
４月与县水利工作队合署办公，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富县农村供水服务公司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成立，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７年撤销。
富县水产工作站　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编制２５人，辖鱼种场及莲花池养鱼联

营公司。１９９２年撤销莲花池养鱼联营公司。２０１０年编制３人，仍为副科级建制，事业
单位。

富县水产品开发公司　１９９２年成立，１９９８年５月更名为县水产工作站，事业单位，
副科级建制，编制３人。

富县葫芦河灌区管理站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成立，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编制６人。
富县自来水公司　１９９６年前为县自来水厂，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隶属县城建

局。１９９６年９月移交县水务局，更名为县自来水公司。

第二节　水资源管理

富县水资源包括洛河、葫芦河入境径流量、境内自产径流量、地下水和自然降水。

全县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４９７１万立方米，可利用地表径流４１７９万立方米，其中过境径

莲花池村鱼塘

流３２３６万立方米，境内自
产径流 ９４３万立方米，可
利用地下水７９２万立方米。
全县水资源由水政水资源

管理局实施统一管理、统

一规划、统一配置、统一

调度、统一实行取水许可

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负责对水资源实施规

划、开发、利用、保护。

依据水资源规划每年向县

域内下达水资源用水指标

和计划。县域内取用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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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必须向水政水资源管理局提出用水申请，水政管理部门根据区域用水指标和计划予以

批复，并办理用水许可证，用户在取得取水权后在审批范围内用水，并足额缴纳水资源

费，做到节约用水。

２０１０年，全县用水总量２００９万立方米，占水资源可利用总量约４０％，其中农业生
产用水１５１１万立方米，占３０％，工业企业用水１１４万立方米，占２％，城镇供水１７４万
立方米，占４％，农村生活用水２１０万立方米，占４％。

第三节　工程管理

按照水利工程类型、功能、区域分布、工程规模，实行分级管理。库坝作为城乡生

产生活水源工程，由县水利局统一管理管护。防汛安全设施由县乡两级双重管理，水库

所在区域乡镇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淤地坝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地乡镇或村组落实

承包管理管护责任。水利设施按照工程功能、规模、辐射区域，实行县乡村户分级管

理。县城供水工程由县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管护、经营。乡村较大的跨乡镇、跨行政

村水利设施，设立专职机构和人员管理、管护、经营。乡村集中供水工程由所在地乡村

设立专职人员管理管护和经营。乡村小型联网设施、机井和鱼塘按权属承包个人管理管

护经营。

第四节　水行政执法

水行政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以县水利局为水行政执法主

体，依法对水资源、渔政、水土保持、河道进行监督管理。县水政水资源管理局、水土

保持工作队、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受水利局委托行使执法权。依法查处在水市场运营

过程中出现的水事纠纷案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对水土保持的破坏、涉河工程建设违法

设障影响行洪等问题。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对全县境内生产建设项目集中开展宣传、摸排、
调查、搜集资料，编制了长庆局中原石油勘探开发公司沙梁街石油物资总库、长庆油田

第一钻井工程处张家湾镇石坊头村１＃井、富县茶坊镇马坊行政村建材厂、牛武镇红岩煤
矿、交道乡侯家沟煤矿、富县五金公司川口建材厂等１３家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水土保持
方案，规范生产建设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对桥北林业局管护区域群众
采挖柏树根炼制柏油进行调查，依法追究破坏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当事人的责任，对毁

林地段进行了补植造林。查处了延安客运总公司富县分公司、富县新华书店未经许可擅

自取用地下水案件，追缴水资源费并进行处罚。对富县采油厂生产井场、道路、管线及

生产生活基地建设施工中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督促其及时进行整改，

并完成水土保持方案的编报工作。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查处富城镇监军台村杨某等４人违法
采石毁坏堤防案件、查处２１０国道沿线多起非法打井取水，用于车辆加水和洗车盈利案
件、查处羊泉镇鹿首村雷某破坏羊泉镇福利砖厂供水管道水事违法案件。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对黄延高速公路建设期间牛武川河道倾倒废渣、设置围栏、搭建便桥，影响行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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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违法行为进行整治，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对延长油矿直罗采油厂在河道推井场、拦河

蓄水以及河道排污等水事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处理。对洛河、葫芦河河道采砂行为进行集

中检查和整治，疏浚了河道堆积，提高了泄洪能力。截至２０１０年，累计查处违法取水案
件１５起，查处河道违建、违法采石１４０起，审核河道防洪设施方案１１０件，审核审批渔
业资源开发利用许可证１０７件，确权发放水资源利用许可证２６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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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陕西省林业厅对富县林业发展作出总体设计和长远规
划。富县人民政府持续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绿色长廊工程、退耕还

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进行国有林场次生林改造和宜林地抚育改

造，实施农田林网造林和县城五山绿化，运用人工造林、封山育林、

飞播扩林等形式培育林木。桥北林业系统依托林木资源优势，开展林

下种植、养殖、加工多种经营，为搞活林业经济进行有益尝试。林政

执法管理、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

强，林业科研工作取得诸多成果。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实行网络化信

息管理。组织实施国有林确权发证和农村集体四荒地拍卖转让，完善

手续，明晰产权，为农村集体林经营提供政策保障。２００６年，桥北林
业局成功申报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全面提升保护区天然林及其资

源的存续期，为永续开发和利用奠定坚实基础。２０１０年富县森林覆盖
率６４５％。

富县２００６年森林资源调整结果示意图



第一章　森林资源

第一节　林木资源

２０１０年，富县土地总面积 ４１８０万公顷，其中林地 ３６０４万公顷，占总面积的
８６１８％，非林地５７８万公顷，占总面积的１３８２％。森林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桥山山系
葫芦河流域和东北部的黄龙山山系洛河流域，有林地２５８７万公顷，疏林０７３万公顷，
灌木林４１７万公顷，未成林１５５万公顷，宜林地３７２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６８８６％。
在森林资源分布上，国有林面积大，集体林、私有林面积小；天然林面积大，人工林面

积小；阔叶林面积大，针叶林面积小。在宜生林地中，未成林面积大，成林面积小。境

内活立木总蓄积１２０７２２万立方米，其中县辖林区林木总蓄积１５２３５万立方米，桥北林
业局所辖林区林木总蓄积１０５４８７万立方米。总蓄积中，林地蓄积１１９４５２万立方米，
疏林蓄积７２２万立方米，四旁树蓄积２０１９万立方米，散生木蓄积３２９万立方米。

境内森林植被主要为次生植被，为落叶阔叶林。松栎林是境内顶级植被，代表着植

被的演替方向。乔木树种的组成比较单纯，灌木和干旱性杂草繁盛是植物生长的主要特

征。辽东栎、山杨、白桦、油松、侧柏是构成森林的主要树种，白桦、山杨占据较大面

积，多形成纯林或杨桦混交林，生长在地势平缓、土壤肥沃的阴坡与半阴坡，呈团块状

分布。辽东栎是耐干旱的阳性树，分布面积最大。油松林面积很小，集中分布在张家湾

镇大麦秸沟、槐树庄蒿巴梁、洛阳川督河村柏树山等地，其他地方呈零星分布。侧柏普

遍生长在贫瘠干旱的阳坡、半阳坡，状况较差。绝大多数沟谷普遍生长着小叶杨，状况

良好，是林区重要的用材树种。松栎混交林是区域地带性相对稳定的林木群落。富县地

带性植被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

第二节　湿地资源

２００８年８月６日，省政府第十八次常务会议审定，由省政府公布陕西省湿地保护名
录。富县涉及到两个河流湿地：陕西省北洛河湿地和延安市葫芦河湿地。范围包括北洛

河和葫芦河河道、河滩泛洪区及河道两岸１公里范围之内的人工湿地。县境内湿地保护
实行辖区保护管理。桥北局辖区内的葫芦河湿地由桥北局实施保护。县林业局辖区内的

北洛河湿地由县林业局实施保护。

第三节　保护植物

国家珍稀保护植物　胡桃楸Ｊｕｇｌａｎｓ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ａＭａｘｉｍ，胡桃属 （ＪｕｇｌａｎｓＬｉｎｎ）落叶
乔木，高２０余米。枝扩展，树冠扁圆形；树皮灰色，浅纵裂；幼树被短茸毛。种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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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含油量７０％，供食用；木材反张力小，不翘不裂，可作枪托、车轮、建筑等重要材
料。树皮、叶及外果皮含鞣质，可提取栲胶；树皮纤维可作造纸原料；枝、叶、皮可作

药用。胡桃楸为喜光深根性树种，常生于土质肥厚、湿润、排水良好、气候凉爽的沟谷

两旁或山坡下部的落叶阔叶林中。它耐寒性较强，能耐 －４０℃严寒；但不耐庇荫，在茂
密的林冠下不易更新。胡桃楸是第三纪古老的孑遗植物，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紫斑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ｖａｒｐａｐａｖｅｒａｃｅａ（Ａｎｄｒ）Ｋｅｎｅｒ，芍药属 （Ｐａｅｏ
ｎｉａＬｉｎｎ）牡丹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ｓａＡｎｄｒ）的一个变种，落叶灌木，高达２米。茎多分
枝，枝短而粗壮。根皮入药，称 “丹皮”，为镇静药，能凉血散瘀、治中风、腹痛等症。

１９９９年，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
刺五加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ｎａｘ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ｓ（ＲｕｐｅｒｅｔＭａｘｉｍ）Ｈａｒｍ，别名，五加皮、五加参，

落叶灌木。高１～６米。根茎结节状不规则圆柱形，直径１４～４２厘米；表面灰褐色，
有皱纹；上端有不定牙发育的细枝。根圆柱形，多分枝，常扭曲，长３５～１２厘米，直
径０３～１５厘米；表面灰褐色或黑褐色，粗糙、皮薄，剥落处呈灰黄色。根药用，益气
健脾，补肾安神，常用于脾肾阳虚、体虚乏力、食欲不振、腰膝酸痛、失眠多梦，药效

与人参相似，被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多生于海拔１３００～１７００米山地林下及林缘。
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　杜松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ｒｉｇｉｄａＳｉｄｅｅｔＺｕｃｃ，柏科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刺柏

属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Ｌｉｎｎ）常绿乔木，高达１０米。树冠塔形或圆柱形；枝条灰褐色，纵裂。
木材坚硬，结构致密，耐腐力强，可供家具、雕刻、工艺品等用；树姿优美，为庭园绿

化的优良树种。果实入药，有利尿、发汗、祛风之功效。

陕西鹅儿枥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ｓｈｅｎｓｉｅｎｓｉｓＨｕ，桦木科 （Ｂｅｔｕｌａｃｅａｅ）鹅儿枥属 （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Ｌｉｎｎ）
落叶灌木。小枝紫红色，无毛，具灰色皮孔。生于海拔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米的山坡典型栎林地
带中，分布区狭窄，数量稀少。

文冠果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ｓｏｒｂｉｆｏｌｉａＢｕｎｇｅ，无患子科 （Ｓａｐｉｎｄａｃｅａｅ）文冠果属 （Ｘａｎｔｈｏｃｅｒａｓ
Ｂｇｅ）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称木瓜。种子油供食用或工业用；种子嫩时白色，可食。
文冠果根深，抗旱力较强，生于海拔８００～１５００米的山坡或沟岸。

一般保护植物　柴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ａｅｆｒｍｉｓｆｓｈｅｋａｎｅｎｓｉｓ，松科 （Ｐｉｎａｃｅａｅ）松属 （Ｐｉｎｕｓ
Ｌｉｎｎ）常绿乔木，高达５～１５米。树冠呈圆锥伞形；枝条灰白色，分枝角度大，多下垂
平展；叶色淡绿。２针一束，叶稀而柔，稍弯扭；树皮较光滑，鳞片纵向排裂细薄，浅
裂甚至不裂，下部呈暗红色；干形端直；球果较小，果鳞薄，稍显桃形。木材松软，显

白色，可供家具、建筑等用；树姿雄伟，枝叶繁茂，为庭园绿化、保持水土和保护环境

的优良树种。柴松是林区特有的珍贵树种，它的形成对黄土高原植物分类、植物生态和

林业生产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节　资源调查

资源连续清查　１９７８年富县建立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第一次设立连续清查固定
样地。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９年分别进行第二、第三次复查，并加密地级样地。按照国家林业
部要求，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每五年一次，富县于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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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次连续清查。设立富县森林国家级固定样地１２８处，其
中市辖９２处，县辖３６处；地方加密样地３４处，其中市辖２３处，县辖１１处；遥感样地
２０９０处，其中市辖１３０７处，县辖７８３处。

资源规划调查　１９９１年，陕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对牛武林场和西渠林场进行森林资
源规划调查。小班区划采用地形图现地调绘，小班因子调查采用人工现地实测与目测相

结合，调查精度Ｃ级，清查总面积５０１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９２０５万立方米。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对富县森林资源规划设
计进行第二次调查，完成富县行政界线转绘、遥感图像处理、解译标志建立、土地类型

解译区划，现地验证、总体控制样地、小班蓄积估测样地、散生木、四旁树及村镇绿化

等外业调查，小班蓄积量测算、资源数据库建立、统计汇总、成果图制作、调查报告编

写和信息管理系统开发建立等工作。调查总面积１３５８万公顷，其中县辖１１５８万公顷，
市辖１９９万公顷，涉及１３个乡镇和两个国有林场，共区划小班１９５２０个，调查总体蓄
积控制样地５７２个。森林覆盖率６５５６％，林木绿化率７１９１％，林草覆盖率８４％。经延
安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检查组现地验证，小班区划判读正判率９６３％，控制样地合格率
１００％。形成调查成果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报告》《小班调查因子数据库》《森林资

源统计表》《森林资源分布图及生态区位图》《各乡镇林场林相图》《林种布局图及森林

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第五节　古树名木

普查调查　富县古树名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种类繁多，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系
统全面翔实的调查资料。１９８９年，陕西省林业厅要求各市县对本辖区古树名木进行普查
登记。２００１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部发出 《关于开展古树名木普查建档工作的

通知》。富县两次均未开展实质性普查工作。２００９年，富县林业局成立 《富县林业志》

和 《富县古树名木》编纂领导小组，开展野外调查，形成 《富县古树名木调查报告》，

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富县第一次古树名木调查摸底工作。由于受调查仪器设备等条件限

制，除明确树种及分布情况外，树高和冠幅只限目测，树龄采用口头传说年龄。

富县２０１０年古树名木分布一览表
表７－１－１ 单位：株

乡镇名
国

槐

柏

树

白

榆

杜

梨

臭

椿

核

桃

枣

树

丝

棉

木

松

树

桑

树

小

叶

杨

合

欢

楸

树

旱

柳

合

计

南道德乡 ３ ３

寺仙乡 １ １ ２

羊泉镇 ４ ５ １ １ ５ １６

直罗镇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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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名
国

槐

柏

树

白

榆

杜

梨

臭

椿

核

桃

枣

树

丝

棉

木

松

树

桑

树

小

叶

杨

合

欢

楸

树

旱

柳

合

计

张家湾 １ １

钳二乡 １２ ２ １ １ １６

北道德乡 ６ １ ７

茶坊镇 ８ １ ９

交道镇 ２２ ４ １ １ １ １ ３０

牛武镇 １４ １ １ １ ２ １９

张村驿镇 ５ ３ １ ９

古树纪略　袁家村古槐：位于茶坊镇袁家村村边，青兰高速路出口处，树高１５米，
胸围６９米，当地群众称 “照庄树”。

袁家村古槐

太平村凤槐：位于寺仙乡太平村，树高１６米，胸围６２米，侧面酷似凤凰，人称
“凤槐”。

太宜村五爪龙槐：位于羊泉镇太宜村南庙前，分五枝，村民称 “五爪龙”槐。有围

墙保护，远观如盆景。

八条硷村 “抱月槐”：位于牛武镇八条硷村南沟畔，树高１５米，胸围５１米，树干
中空，离地面两米处有树瘤，树身凹洞长出一棵小月牙树，人称 “抱月槐”。

东茹子村 “母子槐”：位于交道镇东茹子村内，树高１８米，胸围７１３米，傍生子
树，树高 １６米，胸
径 ２１０ 米，人 称
“母子槐”。

上良村古柳：位

于钳二乡上良村村

口，树高 １５米，胸
围 ２９３米，有钢筋
围栏保护。

湫原村 “龙凤

槐”：位于北道德乡

下湫原村西沟畔，两

株并生，树高１５米，
胸围３７６米者居西，
无花无米；胸径３１
米者居东，开花结

米；树根裸露，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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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节，村民称 “龙凤槐”。

缑家庄村古槐：位于北道德乡缑家庄村西沟畔古庙前，树高１５米，胸围４３米，数
年前主枝被雷电击折。

东村古槐：位于北道德乡东村天主教堂旁，树高１６米，胸围３５０米，东西冠幅１７
米，南北冠幅７米，枝繁叶茂，长势良好。

小塬子八足鼎槐：位于交道镇小塬子村路旁，雨水冲刷八条树根裸露地表，犹如八

足鼎，树高１６米，胸围４米。
张村驿村合欢树：位于张村驿镇政府院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栽植，树冠似撑开的

巨伞，树叶夜间闭合，白天展开，树下无蚊虫。

白土桥村古槐：位于张村驿镇白土桥村旁，当地村民称轰顶树，树高１６米，胸围
５５米。

羌村古槐：位于茶坊镇羌村，现存６株，散见于村民房前屋后。
圣佛峪古槐：位于县城东山盘山公路半坡圣佛峪村民旧居门前。

第二章　天然林经营

第一节　次生林改造

境内的天然次生林是在原始森林多次遭到破坏后，在次生裸体上经过次生演替逐步

形成，林相简单，生长速度慢，林木生产力低下。次生林抚育改造，是按照次生林特

点，森林类型和林区的地域、土壤、林分因子，在长期的森林培育过程中，逐步形成抚

育、改造、采伐利用、造林和封育保护５个经营类型。县内国有林场每年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进行次生林抚育改造作业设计，经原延安地区林业局按照采伐限额进行严格的现地

审批，发放采伐作业许可证后，林场方可组织工队进行施工。作业结束后，国有林场先

行自查自验，延安地区林业局组织进行检查验收。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富县林业局辖区次生
林抚育改造作业区，主要有西渠林场管道沟和杜家沟作业区，牛武林场西沟门营林区东

沟作业区。其中西渠林场杜家沟作业区共划分８个小区２６个小班，总面积１４７１公顷，
实际作业面积１０４３公顷。其中成林抚育１０个小班，６２４公顷，低产林改造４个小班，
２５公顷，成熟林采伐１０个小班，５１１公顷，封育小班２个，面积６８公顷。

牛武林场西沟门营林区东沟作业区共划分９个小区，５４个小班，总面积２２７７公
顷，可作业面积１５３９公顷。其中抚育小班２０个，面积１０７１公顷；改造小班 ４个，
１６２公顷；采伐更新小班１个，作业面积５９公顷；宜林地小班８个，面积２４７公顷；
另有封护小班１２个，４７９公顷；农田小班９个，２５９公顷。林分总蓄积７５９５立方米，
采伐蓄积１６５６立方米，出材７２１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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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封山育林

１９９０年全面经营次生林，充分利用森林天然更新能力，因林制宜采取封山育林和封禁
保护措施，采取全封育、半封育和轮流封育等形式，增加森林蓄积。桥北林业局１９９０至
１９９９年累计封山育林１１４７７６７公顷。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国家禁止采伐令颁布后，国有林场的育
林工作转变为以封育为主的天然林保护工作。２０００年，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县政府
发出 《关于封山育林的公告》，制定全县林区和适林区封育区域政策，提出封育措施，落

实巡护责任，扩大封山育林面积，把封山育林作为实施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退耕还林

三大国家生态建设工程的主要育林方法和保障措施。对规定的保护林宜生林区域，设置机

械围栏，设立封育标志，竖立宣传碑、界碑，实行人工巡护。全县封山育林区域主要有乔

木型、乔灌型和灌木型３种类型，实行全封育措施，对一个封山育林周期作出７～８年规
划。２００７年，各个封育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郁闭度均达到０６以上，林分分布均匀，森
林植被得到有效恢复，封育区内逐步形成异龄复层结构的乔木林分。２００８年，富县公益林
封山育林６６６６７公顷，退耕还林封山育林６６６７公顷。２０１０年，西渠林场水沟封山育林
３３３３３公顷，三北防护林第四期工程区茶坊镇丈巴沟封山育林２３９９公顷，全县累计封山
育林２０００公顷。

第三节　林副业生产

林区内有大量野生动植物和空闲土地及林木的叶、花、果、根都可开发利用。林区

群众历来就有依靠林区开展采集、编织、割蜜及猎取野生动物的活动，有的还从事箩

筐、木锨、杈把等加工，依靠林区资源致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产业结构

的调整，以林为主，多种经营逐步发展起来。１９８４年，延安地区提出 “放宽政策，搞活

林业经济”，使林业部门由单一林业生产向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林工商一体化发展。

１９８９年，桥北林业局在林区种植中药材４０３３公顷，改造、新建核桃、苹果、梨、杏园
达３４６公顷，养鱼水面２５公顷，养羊２４１只。１９９３年，牛武林场在邓家沟管护站建木
珠生产厂，生产木珠系列产品销往全省各地，年产值５０多万元。１９９３年５月至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西渠林场养殖马鹿１０只。１９９９年后，县域以生产木材和利用木材从事传统林业
生产为主，向兼顾木材生产和林业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多种经营，兼备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方向发展。县林业局和桥北林业局对森林采伐中生产的次材和采伐

剩余物进行综合加工再利用，使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１０％左右。加工的产品有包装箱、
垫木条、杷杖、削片及一些精加工产品。２０００年以后，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
禁伐后，综合利用项目转向林副产品 （黑木耳、蘑菇、羊肚子菌等）的采集、收购、加

工，林下种植养殖、培育苗木、开发经济林果等。２００４年４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桥北林
业局饲养布尔山羊５０只、白绒山羊８０只。２００５年５月，桥北有机肥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当年生产有机肥３０２１万千克，销售２７０万千克，年产值１８０万元，安置职工３１
人，为桥北林业局走出经济危困进行有益尝试。２００７年，桥北林业局累计养殖森林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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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８头，秦川肉牛８７６头，种植中药材、农作物、经济作物２９７４公顷。承包子长县城
区绿化工程６５公顷。百里长廊道路绿化工程２７千米，志丹县城区绿化工程５４６公顷。
２００８年，累计养殖森林猪１１９２头，秦川肉牛２４０头，种植中药材、农作物及经济作物
２９５６公顷，承揽绿化工程７６５６公顷，纯收入４００万元。

第三章　植树造林

第一节　种苗培育

林木育苗

１９７６年建立张村驿
芦村苗圃，１９７９年在县
林业局和桥北局辖区分

割时划归富县林业局管

理，为县级第一个国营

苗圃。随后牛武林场和

西渠林场、桥北林业局

也建起苗圃，为大面积

造林提供苗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陆续有村民在责
任田里建起苗圃，培育

刺槐、松柏、水楸子、

速生杨等，满足造林需求。１９９０年４月，珍贵乡土树种柴松山地育苗在桥北林业局获得
成功。１９９１年，西渠林场运用塑料膜扦插苗木法培育小叶杨取得成功，获延安地区科技
成果二等奖。１９９２年全县苗木面积达到８６６７公顷。１９９９年全县苗木１１６３公顷。国家
和地方政府扶持民营苗圃项目，相继建立私营常青苗圃，个别初具规模，种类从常规苗

木到常青绿化苗木，继而发展到花卉苗木。

２０００年，县林业局开办芦村苗圃北教场分苗圃，普遍采用塑料大棚容器育苗，主要培
育常青树种油松、侧柏、雪松、刺柏苗木及火炬树等。芦村中心苗圃扩充面积，建温室大

棚４个，配置喷灌设施，培育红叶李、白皮松种苗。２００３年，退耕还林工程需用大量苗
木，群众自主扩大刺槐培育面积，全县苗木１７６５３公顷，由于品种单一，苗木市场供大于
求，废弃大量刺槐苗木。同年桥北林业局在和尚塬建立柴松良种基地３４８４公顷，培育苗
木１００余万株，造林２６６６７公顷。２００４年，在任家台林场建立以经营和培育柴松优良种子
及无性系柴松良种基地５１公顷。２００５年全县苗木稳定在７３３３公顷，常青绿化苗木增多。
随后，苗圃育种注重研究造林需要和市场需求，更讲求育苗时限规划和苗木品质，培育长

青绿化苗木，增加花卉苗木品种，规范苗圃管理。２００８年全县苗圃５３３３公顷，其中民营
苗圃２３３３公顷。２０１０年全县苗圃３７公顷，其中民营苗圃１３３３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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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绿化造林

义务植树　每年春秋两季，特别是清明节前后，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和中
小学生义务植树。１９９０年起，历年主要在城区周围五座山坡、吉子现乡小圆峁、羊泉镇梨
章坡、钳二乡太奇坡开展义务植树。县林业部门提供苗木，划定区域，分配任务，检查验

收。截至２００５年累计植树１５００余万株，主要有杨树、刺槐、国槐、柳树、臭椿、泡桐、榆
树、楸树、侧柏、油松等树种。２００７年开始，全县干部职工每人每年征收１００元绿化费，每
年植树节由县林业局城区五山绿化站组织专业绿化队，集中在城区五山实施造林绿化。

环城绿化　县城东山、西山、骆驼山、太和山和茶坊北山环绕县城。２００３年成立城
区五山绿化站，专施五山绿化工程。２００７年，延安市林业局勘察规划设计院对五山绿化
美化工程作出规划设计，县政府出台 《五山绿化美化工程实施方案》《五山绿化美化工

程资金筹集方案》《五山林地林木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五山绿化美化工程建设与管理，

组织专业绿化工程队持续绿化环城五山。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实施太和山、东山、西山３
个区域２２６公顷绿化工程，累计栽植油松２２０６万余株，其中栽植３～５米树木１４００株，
栽植侧柏１５万余株、刺柏６５００余株、其他６０００余株，幼树抚育２４万余株。

乡村绿化　１９９９年前，全县各乡镇街道、政府、学校和基层站所院落绿化，靠自行
规划设计实施，效果和美观度较低。２０００年后，各乡镇在实施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对乡镇
政府进行绿化。羊泉镇和直罗镇政府建造办公大楼时，对院落绿化统一规划，修建凉

亭、长廊，栽植常青绿化苗木和花卉，硬化院落，铺设人行道，成为乡镇规范化设施建

设的样板。２００６年前，村庄绿化由各村根据经济状况自主决定。２００７年，县委、县政
府在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提出建设生态家园要求，总体规划部署，各乡镇组织实施，

在全县农村普遍实施庭院绿化、村庄绿化、路渠绿化和一村一片林的 “三化一片林”工

程。交道镇白家村实施村庄专业绿化，设计造林４２９公顷，投资１４７万元，栽植庭院
绿化树木１６４株，村庄绿化８０５米，路渠绿化２７００米。２００８年，吉子现乡固险村大量
栽植油松、侧柏、红叶李、月季，建造２个花园，绿化村中心广场和１２千米巷道、２
千米道路。２００９年，县林业站规划实施牛武镇政府院落、交道镇东桐村、富城镇伏龙村
和羊泉镇太宜村小学的绿化美化工程，大量栽植高山黄杨、红叶李、黄刺梅、云杉、榆

叶梅、碧桃、丁香、迎春、月季等，种植三叶草６６０平方米。２０１０年，全县７０％的村庄
实施了 “三化一片林”绿化工程，村庄之间宽度在３米及其以上的乡村道路两侧、河堤
渠道两岸绿化率９０％，村庄绿化覆盖率２５％。

第三节　工程造林

三北防护林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是１９７８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生态建设
项目，涉及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建设期７０年，旨在恢复植被、涵养水源、保持水
土、防风固沙、保护农田、调节气候。富县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第一期工程规划造林１８１３３
公顷，实际造林５３３３公顷，完成任务的２９６％。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实施第二期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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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１１２００公顷，实际造林１００００公顷，完成任务的８９１％。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实施第三期
工程，完成１００００公顷规划造林任务。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实施第四期工程，规划造林１１２００
公顷，实际完成１０００余公顷。

绿色长廊工程　１９９２年４月，中共延安地委、延安行政公署决定，在延安地区西包
公路和西延铁路沿线两侧区域建设一条３００千米绿色长廊，南起黄陵县与宜君县交界
处，北到子长县与清涧县交会处，涉及７个县市、３４个乡镇和办事处、３个国营林场。
工程建设主要包括两线沿途直观面绿化，公路和铁路沿线两旁护路林带、河流渠道周围

护岸林带，农田林网及沿线城镇、村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革命旧址和名胜古

迹环境的绿化。绿色长廊工程富县段涉及富城、茶坊、交道、洛阳４乡镇地域，洛河流
域从茶坊镇黄甫店村到洛阳乡峪口村，２１０国道沿线从茶坊镇川口村到交道镇界子河村。
１９９２年起，县委、县政府组织全县干部职工、中小学生及４乡镇农民，坚持每年春秋两
季集中开展义务植树。２０１０年年底，累计造林６０００余公顷。

退耕还林工程成效

退耕还林工程　１９９７
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江泽民作出 “再造一

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

批示。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总
理朱基在延安市宝塔区

燕沟流域视察时提出 “退

耕还林 （草），封山绿化，

个体承包，以粮代赈”治

理水土流失的退耕还林指

导方针。１０月，延安市
委、市政府组织 １３个县
区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建设

工程。富县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共完成退耕还林工程造林１５２４０公顷，其
中退耕地造林６５２０公顷，荒山造林７７２０公顷，封山育林１２００公顷。涉及１３个乡镇２３６
个行政村９５１３个小班，兑付退耕资金１８亿元，１６万户农民受益。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后，折合治理水土流失１３４平方千米。

天然林保护工程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地区，实施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富县实施的天然林保护范围包括全县１３个乡镇、牛武林场和西
渠林场，工程总面积１３５７３３公顷，其中林业用地９６０００公顷，非林业用地３９７３３公
顷。在林业用地中，富县分解国家投资，划定责任，落实任务，按要求保护林地４４３３３
公顷、疏林地２３３３３公顷、灌木林地９７３３３公顷、未成林地７１３３３公顷、宜林荒山５６
４００公顷。在育林工作上，对自然繁育能力不足或幼苗幼树分布不均匀的间隙地块，采
取人工补植；对具备天然更新能力的地块，采取人工带状或块状除草、破土、整地，为

母树天然下种出苗创造条件；对幼树和灌木覆盖度较大地段，采取局部刈灌、除草透光

等措施，促进幼苗幼树生存；对部分生长不良的树种进行平茬复壮，增强萌蘖能力，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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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幼苗幼树，促进天然更新。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３３３３３公顷，
其中人工造林６６６７公顷，封山育林２０００公顷，飞播造林６６６７公顷。

生物质能源林工程　２００７年，富县启动生物质能源林工程，主要任务是文冠果种苗繁
育的技术试验、推广，完成造林工程面积６６６７公顷。涉及羊泉镇、富城镇、交道镇和钳二
乡１２个行政村，设计峁头、梨章、太奇、倒回岭和天乐５个作业区。工程由县林业站规划，
以竞标形式组织专业造林队实施。２０１０年，经县林业局验收，生物质能源林保存率８５％。

飞播造林　 是一种采用飞机在空中播种的造林方法。其优点是速度快、功效高、成
本低，常常适用于人工造林难以实施的地域。飞播造林一般都安排在每年的６月到７月
份在雨季来临之前进行，实施区域主要是境内高原沟壑区的沟头、沟畔、沟坡等易操作

区域。桥北林业局于１９８０年首次在辖区张家湾、刘家塬、万家庄实施飞播，主要播种侧
柏、油松，杜梨、漆树等。播区面积３８００公顷。１９８１年县林业局在西渠林场车条沟进
行油松飞播试验，播区面积３０８７１３公顷。
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１０年富县共实施飞播３０８７１３公顷。其中县林业局飞播１０９３２２公

顷，分别在６个年度实施；桥北林业局飞播１９３９１公顷，安排在１０个年度进行。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一节　资源管护

管理网络　富县国有森林资源数据，是在１９９１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的基础上，以计
算机数据和手工绘图为主，森林资源管理运用林业局—国有林场 （乡镇）—管护站

（村）三级动态监测管理系统。２００５年，成立富城镇、吉子现乡、钳二乡、羊泉镇、南
道德乡、寺仙乡、张村驿镇、北道德乡、茶坊镇等１０个乡镇天然保护林集体林管理站，
形成国有森林资源数据三级管理网络。

管理责任　森林资源管护全面实行目标责任制。国有林地管护由县林业局和桥北林
业局与各自辖区的国有林场、国有林场与管护站、管护站与护林员分别签订责任书。集

体林地管护，由县政府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与行政村、县天然林保护工程办公室与乡

镇保护站、乡镇保护站与农村护林员，分别签订目标责任书和管护合同。分层签订目标

责任书及管护合同，逐年自上而下进行考核验收，兑现奖惩。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富县人民
政府获陕西省２０００年以来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先进县。２００８年８月，陕西省林业厅授予
富县林业局陕西省森林资源管理先进单位。

林木禁伐禁运　１９９０年，全县共设４个木材检查站，其中桥北林业局公安科下设岔
口、寺峪、五里铺３个木材检查站，县林业局下设川口木材检查站，木材全面实行禁
伐，木材生产凭采伐证运行。木材运输实行凭证运输的管理办法，由县境内各木材检查

站对过境木材进行运输检查与监督。２０００年以后，仅有零星木材采伐。截至２０１０年，
未有大宗森林木材采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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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护区划定

陕西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１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以保护黄
土高原稀有天然次生林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的自然保护区。是陕北黄土高原

上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位于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山脉陕西境内，距富县县

子午岭晨曦

城８７千米。地理坐标为
东经１０８°３０′—１０８°４１′，
北纬 ３５°４５′—３６°０１′。
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

省合水县、宁县接壤；

南依蚰蜒岭与延安市属

桥山林业局上畛子和大

岔林场相接；北以月亮

山为界与延安市属桥北

林业局和尚塬林场相

邻；东以蒿巴寺梁为界

与延安市属桥北林业局

药埠头林场相连。南北

长 ２７千米，东西宽 ２４
千米，总面积４０６２１００公顷。区划为三个功能区，其中核心区面积１３８１４００公顷，占
保护区总面积的３４０％；缓冲区总面积８４７９００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２０９％；实验区
面积１８３２８００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４５１％。

保护区属暖温带半湿润落叶阔叶林带的北部西段，是森林草原向草原植被的过渡地

带。保护区内森林茂密，覆盖率达８８３％。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保护区以其独特
的区位优势，成为黄土高原天然基因库，被誉为黄土高原的绿色明珠。据调查，保护区内

有种子植物６纲９３科３２３属５９６种，其中有国家珍稀保护植物紫斑牡丹、核桃楸和刺五加
３种，陕西省地方重点保护植物杜松、陕西鹅耳枥和文冠果３种。有兽类６目１６科４３种，
鸟类１７目３６科１３１种，鱼类２目３科１７种，两栖纲类动物１目２科４种，爬行纲动物３
目５科１０种。有昆虫５３４种。有真菌２１科５９种。列入国家Ⅰ级保护的野生动物有黑鹳、
豹、金雕３种；Ⅱ级保护的有水獭、豺、鸳鸯、红腹锦鸡、长耳等１６种。

陕西省延安柴松自然保护区　２００４年４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位于陕甘交
界的子午岭北端陕西境内富县西部，西接甘肃省合水县，南连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东与延安市桥北林业局张家湾林场、药埠头林场为界，北接延安市桥北林业局和尚塬

林场，下设五里铺、大麦秸、马渠寺３个保护站。南北长１８千米，东西宽１６５千米，总
面积１７６４０公顷。是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保存较好的地区之一，具有独特的柴
松资源和其他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据统计，区内植物８０科１９６属７２０多种；野生动物１４
目３２科１０４种，其中鸟类９目２４科７４种，兽类５目８科３０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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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桥北森林公园　２００４年８月经陕西省林业厅批准建立，位于县城西北桥北林业
局任家台林区，距县城２５千米。公园面积３３０２公顷，设立贵人关、月亮山、神龙谷、
二郎山、长盛峪５个景区。３０９国道横穿其中，森林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特，气候四
季分明，春季鸟语花香，山花烂漫；夏季绿荫浓郁，凉爽宜人；秋季红叶似火，野果飘

香；冬季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园内设有经济林区、生态观光区、水上旅游区、垂钓区

及狩猎区等。

第三节　林政执法

１９９０年，富县林业局林政科和森林公安局，坚持常年检查全县范围内征占用林地、采
石、采土、采砂情况及乱砍滥伐行为，规范征占用林地审批程序，查处破坏森林资源违法

案件。１９９６年，针对西部林区大肆盗挖柏树根、土法炼制黄柏粉、破坏林区植被的违法行
为，组织警力实施重点打击，盗伐行为得以遏制。２００２年，成立县封山禁牧工作队，负责
常年封山禁牧督查检查，保护未成林造林地和退耕还林成果。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共查处各类
林业案件２３６起，其中林业刑事案件２８起，各类涉林行政、治安案件２０８起，移送起诉１５
人，行政处罚２０８人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８５余万元。在封山禁牧工作中，共处理乱牧
现象３００余起，配合乡镇和物价部门拍卖羊只７０００余只，罚款２０余万元。

第四节　野生动物保护

分布种类　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月，桥北林业局对辖区野生动物１８条样带进行普查，
结果显示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的次生林区及沟壑梁峁丘陵山地。区域内陆栖

脊椎动物有２７目５９科１８８种 （五种）。其中两栖动物１目２科４种，爬行动物３目５科
１０种，鸟纲动物１７目３６科１３１种 （五种），哺乳纲动物６目１６科４３种；属于省级保
护动物的有赤麻鸭、绿头鸭、貉、赤狐、狗獾、豹猫、狍等６０种。２０１０年二类调查显
示，富县野生动物以森林草原动物和农田动物为主，有６０余种。兽类以水獭、狍子、
狐类等为主，较大的沟系还存有豹、豺、鹿、野猪等；爬行动物以蛇类为主；鸟类主要

有雉鸡、啄木鸟、白鹳、黑鹳、白脸山雀、灰喜鹊和红脚隼等。列入国家Ⅰ级保护动物
有金钱豹、金雕、黑鹳３种；Ⅱ级保护动物有豺、水獭、鸳鸯、天鹅等１６种。

野保机构　１９９６年６月成立富县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１９９８年１月延安市桥北林业
局成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站，各国有林场林政股负责辖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２００１
年成立子午岭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３年，子午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野生动物抢救饲养中
心。２００４年，成立陕西省延安市柴松林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６年，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晋升
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林业勘察设计院、省动物研究所、子午

岭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调查子午岭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分类界定野生动物生存

范围，拟定保护措施，建立野生动物远程网络监控中心，实时监控保护区内野生动物。

宣传执法　１９９５年国家林业局规定，每年４月５日为 “爱鸟日”。延安地区林业局

规定，每年４月１１—１７日为 “爱鸟周”，每年４月为 “爱鸟月”。富县采取张贴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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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等形式，连续长年广泛宣传 《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强全社会对野

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每年春秋两季对全县旅店、饭店和集贸市场进行全面检查，严厉查处违法贩卖蛇

类、野生珍禽和无证违法经营、销售野生动物案件。１９９４年，富县林业公安派出所截获
７００余只运往山西吉县肉联厂的孢子，无合法手续，全部没收违法所得，拘捕犯罪嫌疑
人。２０００年，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全面禁止狩猎。２００９年，全县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代号 “绿盾行动”，查获野生动物皮子１１张，收缴一批非法捕杀
野生动物工具。２０１０年计划狩猎野生动物有野猪、草兔、雉鸡。

第五节　有害生物防治

１９９７年，延安地区桥北林业局成立森林病虫害防治站，业务工作由该局林政管理科承
担，设置有害生物监测预报点８个，监测固定标准地１６块。１９９４年，县林业局成立森林病
虫害防治站，负责县林业局辖区森林病虫害防治及监测工作。监测工作坚持３、６、９月报
告制度，全县建立１０个监测点，固定专门监测预报人员，监控并杜绝有害生物传入。
１９９６年８月至１９９８年６月对森林病虫害种类进行调查，发现主要害虫２９种，有松六

齿小蠹、柏肤小蠹、光肩星天牛、云斑天牛、刺槐虎天牛、松鹤天牛、松梢螟、松果螟、

油松毛虫、栎黄枯叶蛾、油松球果小卷蛾、松针小卷蛾、侧柏毒蛾、舞毒蛾、大地老虎、

黄地老虎、核桃举肢蛾、沙棘木蠹蛾、刺槐尺蠖、枣尺蠖、桃小食心虫、大袋蛾、白杨透

翅蛾、杨杆透翅蛾、刺槐蚜、松大蚜、桃蚜、松阿扁叶蜂、河曲丝叶蜂。主要病害１３种：
有松落叶病、苗木立枯病、松叶枯病、松赤枯病、松针红斑病、松针褐斑病、松针锈病、

侧柏叶枯病、苹果梨桧柏锈病、杨黑斑病、杨树烂皮病、山杨心腐病、细菌性穿孔病。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进行全国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发现有害植物菟丝子、桑寄生、槲寄生、
黄花蒿４种，林业鼠兔害中华鼢鼠、甘肃鼢鼠、草兔、达乌尔鼠兔４种。
２００３年县林业局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造林中实行苗木生产管理 “两证一

签”制度，２００５年，县林业局有专职检疫员２名，建立了检验室，配备恒温箱、显微
镜、解剖镜等检疫检验工具。签证手段从建站开始的手写操作转变为具有出省调运检疫

资质，采用全国森防检疫联网，计算机网上办证，微机开票，网络传输。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起，森林植物检疫证采用 《林业植物检疫管理信息系统》办理。２０１０年５月起，森林植
物检疫证采用升级后的 《林业植物检疫管理信息系统Ｖｅｒ７２网络版》。

防治森林有害生物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油松毛虫主要采取人工捕捉、挖虫

卵、烟雾防治；鼠害主要采取人工扑杀，配合药物毒害；兔害主要采取捕杀和幼树涂药

防治；沙棘木蠹蛾采用信息素诱杀成虫；对落叶乔木造成严重危害的光肩星天牛、云斑

天牛、刺槐虎天牛、松鹤天牛等，用５０％马拉硫磷乳油或５０％杀螟松乳油或５０％敌敌
畏乳油进行药剂注杆。

桥北林业局和富县林业局在森林病虫害监测过程中互相配合，互通情报，统一防

治。桥北林业局把松材线虫病检疫及监测、油松红脂大小蠹监测预报以及松针小卷蛾、

松梢螟和新造林地鼠兔防治作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点，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全局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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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成灾率为１７‰，无公害防治率达到９７％，测报准确率达到９０％，产地检疫率达
到９８％。截至２０１０年，县域森林没有出现重大病虫害灾情。

第五章　森林防火

第一节　队伍建设

１９９０年前，县森林防火工作由县林业局兼管。１９９２年设立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
室。１９９３年，组建以乡镇为主体的半专业性扑火队１３支，乡镇组建村级义务扑火队２４１
支。当年１０月至次年５月底为防火期，其间半专业性扑火队员补助列入县财政预算。
２００５年组建季节性专业森林防火队，投资１２０万元的县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启动运行。

桥北林区森林防火工作在富县防火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１９９５年，桥北林业局成立
专业森林消防队，队员４０人，半专业森林消防队１０支，队员１５０人，村级义务扑火队１０８
支，队员２４１４人。桥北森林消防队设在富县西部直罗镇，地处桥北林业局管辖区域中心地
带。１９９７年，桥北林业局从各林场共抽调１７名队员组建季节性专业消防队。１９９８年因经
费等问题将消防队员分散到各林场，遇有消防任务则紧急集合并实施专业扑救。２００１年，
挂牌组建桥北林业局森林消防大队，专职消防队员４０人，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第二节　设施设备

１９９０年，全县仅有桥北林业局所建一座望台，林区防火专用车１０辆，警车２辆，

防火设备

风力灭火机 ８台。森林
消防扑火主要依靠群众

自带工具实施扑救。截

至２００５年建成望台４
座，分别位于县林业局

牛武林场和桥北林业局

张家湾、直罗、张村驿

林场管辖区域。配置风

力灭火机 ７８台、油锯
１２台、灭火水枪１３把、
摩托车 ２辆、对讲机 ４
部、卫星电话 １部、全
球定位系统 ３台、灭火
弹 １００发、扑火服 ２４５
套。其他常规工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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锨、头、砍刀、铁齿耙等若干。富县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和桥北林业局森林防火指挥中

心指挥室配备中转台、超短波电台、卫星电话、对讲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指挥车、火

场应急指挥系统、显示系统及视频会议系统。２００６年，桥北林业局投资４０余万元，为
全体在岗人员配发手机，设置桥北森林防火通信专网。２００７年，槐树庄林场建望台１
座７５平方米。延安市防火办公室投资４０余万元，分别为桥北林业局和县林业局专业消
防队更换运兵车各１辆。截至２０１０年，富县有望台６座。

第三节　工作机制

森林防火期间，各乡镇及林业部门单位普遍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宣传周活动。通

过组织宣传车，播放影视电教片，发放宣传单、宣传手册，悬挂横幅、警示旗，刷写硬

标标语，制作宣传牌碑，在中小学开设防火课，举办防火知识竞赛，开设广播专题节

目，在森林防火戒严期适时发布戒严令，制定乡规民约，入户发放防火通知书、宣传年

画等，广泛宣传防火政策、法规、制度。县林业局和桥北林业局防火宣传工作实行局包

干线，场包支线，护林员包村，层层落实责任。在全县林区交通线上，每５０米有一条
防火宣传标语，１０千米设一处防火宣传门。

全县６座望台配备高倍望远镜和专职望员，实行全天候监测，及时传递卫星
监测信息。同时加强护林员地面巡查，分级设防，全面覆盖，确保火情早发现、灾情

早处置。

２００６年９月发布 《富县处置森林火灾事故应急预案》，包括总则、组织指挥体系及

职责任务、预测预警与火情报告、火灾扑救、后勤保障与后期处置、附则６个部分，为
森林火灾事故的应急与扑救，提供切实可靠的操作方案。２００８年３月，县委、县政府出
台 《富县森林防火管理暂行办法》，对野外用火和森林防火工作做出明确规范。

陕西甘肃两省子午岭护林联防委员会会议每年一届，由成员县轮流主持召开防火工

作会议。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延安地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将全区１３个县市划分为３个森林火险
区，确定富县为三级森林火险区。１９９３年，陕西省森林防火指挥部表彰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连续３年无森林火灾县市，富县人民政府被评为先进单位。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和２０００年１２月
富县分别主持召开陕甘两省子午岭护林联防工作会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陕甘两省子午岭
护林联防委员会授予 “富县子午岭护林联防先进单位”。

第六章　林政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行政机构　富县区域具有林业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有桥北林业局及其所属陕西省子
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富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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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北林业局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共延安地委、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决定，成立延安地
区桥北林业局，处级建制。将富县西部桥山以北的葫芦河流域森林资源划归延安地区桥

北林业局管理。１９９２年，局工程师办公室更名为资源技术科。１９９４年，撤销局下属木
材加工厂、林业科研站，合并到任家台林场；撤销直罗集材厂，合并到直罗林场；撤销

任家台林场职工子弟学校、任家台林场职工医院；资源技术科与生产科合并成生产技术

科。１９９６年，局机关设林政资源科、监察室，科级建制；公安科所辖３个木材检查站划
归林政资源科。成立森林稽查队和森林消防队。１９９７年１月，延安撤地设市更名为延安
市桥北林业局。１９９８年，撤销木材运输队，人员划归局下属８个林场。２０００年，成立延
安市林业公安局桥北分局，２００２年更名为延安市森林公安局桥北分局。２００３年，局机
关设森林防火办公室、产业开发办公室，撤销经销科，各林场下设的营林区均更名为管

护站。２００７年８月，局机关行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团委、人事科合并为综合办公
室，防火办公室归资源管理科，产业开发办公室归生产技术科，资源管理科下属的３个
木材检查站升为科级建制。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桥北林业公安分局更名为桥北森林公安局。
２０１０年，桥北林业局下设科级、股级单位１９个，设工作岗位１７２个６２３人，其中管理
岗位１１３个１０６人，设专业技术人员、林政、森林资源管护、森林消防、检查员岗位５９
个５１７人。局机关辖和尚塬、张家湾、直罗、槐树庄、药埠头、张村驿、任家台、岔口
８个国有林场，五里铺、岔口、寺峪３个木材检查站，１个中心苗圃，１个森林消防队。

陕西省子午岭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２００６年２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处级建制，
与桥北林业局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局长由桥北林业局局长兼任。下设科研宣传科、保护

科、槐树庄保护站、榆林保护站、陈家河保护站，科级建制。

富县林业局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改富县林业局为林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隶属县农林
牧业局。１９９６年２月，撤销县林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设县林业局，下设科级单位林业
站、防火办公室、牛武林场、西渠林场，股级单位牛武森林公安派出所、张村驿芦村中

心苗圃、川口木材检查站、林木种子站。２０１０年，富县林业局辖林业站、退耕还林工程
管理办公室、城区五山绿化站、防火办公室、森林公安局、牛武林场、西渠林场、林权

登记管理中心８个科级单位，牛武森林公安派出所、川口木材检查站、张村驿芦村中心
苗圃、林木种子站、森林消防队５个股级单位。全系统干部职工１８０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１１３人，含高级职称２人，中级职称１８人。

业务机构　延安市桥北林业局下辖和尚塬、张家湾、直罗、槐树庄、药埠头、张村
驿、任家台、岔口８个国有林场。富县林业局所属业务机构有县林业站、县退耕还林工
程管理办公室、县城区五山绿化站、县森林公安局、县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县林权管理

中心、县牛武林场、县西渠林场。

和尚塬林场　位于富县西北部，场部驻张家湾镇和尚塬村，３０９国道和青兰高速公
路穿境而过，距县城８６千米。南北长约４９千米，东西宽约１３千米。北与志丹县接壤，
西与甘肃省合水县为界，东与张家湾林场相连，南与槐树庄林场相接，总面积４１４万公
顷。活立木蓄积量１６６７１万立方米，其中林地３３２万公顷，疏林地５４５公顷，灌木林
地４７６３公顷，未成林地 ５２０公顷，宜林地 ８６９公顷，农田 １４４９公顷，森林覆盖率
７３５％，林木绿化率８７１％。２０１０年，辖大麦秸、水磨坪、五里铺３个管护站，干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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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７８人。
张家湾林场　位于富县西部葫芦河中游。３０９国道、青兰高速公路横穿林场辖区。

东与直罗林场毗邻，南与药埠头林场接壤，西连和尚塬林场，北接甘泉县地域，总面积

４２８万公顷，国有林业用地４１９万公顷，非林业用地８６５公顷，森林覆盖率７２１％，
林木绿化率８３５％。其中有林地３０９万公顷，疏林地１８７９公顷，灌木林地４８６３公顷，
未成林造林地２０３４公顷，宜林地２０２９公顷。林场活立木蓄积量１５３１７万立方米。２０１０
年，辖陈家庄、油坊

"

、王家角３个管护站，管护站共１８个责任区，１个防火望台，
干部职工１０５人。

直罗林场　位于县城西５３千米处，场部驻直罗镇。３０９国道和青兰高速公路横穿辖
区。东西长约３７千米，南北宽约３５千米。北与甘泉县毗邻，东接任家台林场，西与张
家湾林场相接，南靠张村驿、药埠头两个林场，总面积５４万公顷，其中林业用地４７３
万公顷，非林业用地２１６０公顷，森林覆盖率８４２％，绿化率９３７％。２０１０年，辖黑水
寺、炮楼、真庄、新寨子４个管护站，干部职工１１６人。

槐树庄林场　位于富县西南部，南北长２７千米，东西宽２４千米。西以子午岭与甘
肃合水县、宁县为界，北以月亮山与张家湾林场相连，南依蚰蜒岭与桥山林业局上畛子

林场相邻，东以蒿巴寺梁与药埠头林场接壤。总面积４０６万公顷，林业用地３６８万公
顷，非林业用地３８０１公顷。林地面积３６万公顷，疏林地和灌木林地６２７公顷，未成林
造林地和宜林地２３３公顷，活立木蓄积量２８２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８８３％，绿化率
９６７％。２０１０年，辖榆林、蒿地沟、陈家河３个管护站，干部职工５６人。

药埠头林场　位于富县西部，直罗镇南川，南北长１４千米，东西宽２３５千米。西
与槐树庄林场为界，北与张家湾林场相连，南与黄陵县地域毗邻，东与直罗林场接壤。

林场总面积４２万公顷，林业用地４１３万公顷，有林地３７６７３公顷，疏林地２４１公顷，
灌木林地１６５６公顷，未成林造林地１２１０公顷，宜林地５１２公顷，非林地６７９公顷，活
立木总蓄积量１９８０４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８９８％，绿化率９４６％。林区内有豹、金
雕、黑鹳３种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鸳鸯等二类保护动物，常见野羊、野猪等，有石泓寺
旅游景点。２０１０年，辖小河子、石渣河、长坪沟、神灵寺４个管护站和１个防火检查
站，干部职工７８人。

张村驿林场　位于富县西南部，葫芦河下游，场部驻张村驿镇，距县城５６千米。
东西长２８千米，南北宽３４千米。东与北道德乡、寺仙乡接壤，西与直罗林场、药埠头
林场相连，南与黄陵县为界，北与任家台林场毗邻。总面积 ３１３万公顷，林业用地
３０５万公顷，非林业用地８６３公顷。曾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林场，桥山林业局
党家河森林经营所。１９７９年，归桥北林业局张村驿林场。２０１０年，辖芦村、党家河、
寺峪、现头４个管护站，干部职工６９人。

任家台林场　位于富县西部，场部驻地任家台，距县城２５千米。南北长２０千米，
东西宽１５千米。北以二郎山与甘泉县地域接壤，西与直罗林场衔接，东与岔口林场毗
邻，南与张村驿林场相连，总面积１８９万公顷，国有林用地 １６５万公顷，集体用地
２４３７公顷。森林覆盖率７９６％，活立木总蓄积量４１８４万立方米，林木绿化率７６８％。
２０１０年，辖渭家河、沙家庄２个管护站和照八寺望台，干部职工１０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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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口林场　位于富县西部，场部驻岔口村，距县城８千米。３０９国道横贯其１５千
米。南北宽１３千米，东西长２０千米，东以洛河为界，南与县城区五山绿化站辖区接壤，
西与任家台林场相连，北与甘泉县毗邻。总面积１６２万公顷，经营面积１３６万公顷。
森林覆盖率５３８％，林木绿化率７２６％。２０１０年，辖纸坊、罗家塔、李家坡３个管护
站和永川府防火宣传站，干部职工４３人。

县林业技术推广站　１９５３年成立，１９８４年改为县林业技术推广站，辖林木种子站、
芦村苗圃，编制３５人。２０１０年干部职工３８人，负责全县造林、育苗的规划设计、检查
验收和技术推广工作。

县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２年３月成立富县退耕还林还草办公室，隶属县山
川秀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挂靠县林业局。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更名为退耕还林工程管理
办公室，隶属县林业局，编制１０人。２０１０年，干部职工１１人，负责全县退耕还林设
计、补贴粮款政策兑现、退耕还林工程检查验收等工作。

县林权管理中心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成立，编制４人，隶属县林业局。负责全县林木确
权、林权证登记发放和林权管理工作。

县城区五山绿化站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成立，隶属县林业局。２０１０年编制１５人，负责县
城区五山绿化美化工程的规划和组织实施及管护等工作。

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１９９１年成立，辖木材检查站和专业森林消防队，编制８
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设立县森林防火指挥中心，业务属之。２０１０年干部职工１３人，含技
术员２人，负责全县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县森林公安局　２００３年成立富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２００８年更名为富县森林公
安局，辖牛武森林公安派出所，编制１５人。负责全县集体林及牛武、西渠两个国营林
场的资源保护和防火工作，负责全县依法封山禁牧管理工作。

县牛武林场　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先后属桥山森林管理处、桥山林业局、中国人民解放
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管理。１９６４年３月更名为牛武林场，１９７１年１月归属富县林业局管
理。辖区３２５万公顷，经营面积２６１万公顷，辖西沟门、小原子、邓家沟、四家岔、
南家岔５个管护站。２０１０年有干部职工３７人。

县西渠林场　１９７０年从牛武林场划出，成为独立林场建制，归富县林业局管理，总
面积１７７万公顷，经营面积１６６万公顷，辖管头、王家沟、曲家湾３个管护站。２０１０
年干部职工４３人。

第二节　林业区划

整体区划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富县进行第一次林业区划。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进行第二次林
业区划，将全县划分为两个分区。第一分区为水源涵养一般用材林区，包括张家湾镇、

直罗镇、北道德乡、张村驿镇、寺仙乡、牛武镇和茶坊镇。第二分区为渭北黄土高原水

土保持果树林区，以苹果生产为主，包括交道镇、钳二乡、羊泉镇、吉子现乡、南道德

乡等。区划中提出富县林业发展方向是，以营造水源涵养林为主，兼顾用材林，重点完

善森林资源结构，提高林地生产力和利用率。在塬区和条件适宜区发展特色经济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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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建设，积极开发森林生态旅游资源。

分类区划　依据森林分类体系，林种划分按一定原则要求，以一定面积地域的国有
林场为单位，逐一落实到小班或地块，通过合法程序，经政府批准，以签订合同等规范

形式，确定有关方责权关系。其目的是按照 《森林法》的相关规定，将各种林种落实到

山头地块，以便将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作为商品林经营管理，将防护林和特种用途

林作为公益林进行管理。对于区划界定的公益林，实行禁伐和限伐。按照主导功能的不

同，将富县境内森林资源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类，全县共区划生态公益林９４５万
公顷，占全县林地总面积的９８８６％，商品林是以生产木材、竹材、薪材、干鲜果品和
其他工业原料等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森林、林木、林地，包括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

共１５５４公顷，占全县林地面积的１１４％。
公益林划分　生态公益林，按事权等级划分为国家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富县符合

划分国家公益林的生态区位有２个，沿洛河两侧第一层山脊以内按 “江河两岸”标准区

划，其他区域按 “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区”标准区划，区划对象为面积集中连片３０
公顷以上的有林地、疏松林地、灌木林地。国家公益林区划范围限定条件之外的林地为

地方公益林，包括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生态公益林按保护等级划分为特殊、重点和一

般三个等级，划分标准执行 ＧＢ／Ｔ１８３３７２－２０１１《生态公益林建设规划设计通则》。富
县国家公益林均为重点保护特殊等级，地方公益林按照生态区位差异分为重点和一般

等级。

第三节　林权管理

国有林定权发证　１９８９年３月，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国营林业单

位定权发证工作的通知》，１０月，延安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国有林

业单位定权发证工作的通知》，对延安地区１３个国有林业单位定权发证工作作出部署。
富县林业局和桥北林业局抽调技术干部，分片包干，走访调查，查阅档案，实地查看，

明确四至，制图列表，现场登记，报富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准。１９９０年８月，给县林业系
统和槐树庄农场共１３个国有林业单位颁发陕西省国有山林权证，并解决了一直存在的
农林牧用地矛盾，桥北林业局收回槐树庄农场占用的８７公顷林地。

集体林权改制　２００４年，富县集体林地总面积４７５００公顷，其中桥北林业局辖区集
体林地１１５９３公顷。２００７年７月，富县被省市确定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至２００８年２月，逐块绘图登记，实地勘界确权，统一张榜公布。经公示无异议的，
签订承包合同；对有争议的，通过协商妥善解决。２００８年３月，乡镇集体林权改革试点
工作队分赴各村，将全县集体林分为７类，对 “林业三定” “四荒地拍卖” “小流域治

理”划分到户的４９６７公顷自留山、责任山进行分户登记、张榜公布、确权发证。对集
体经营的６６４７公顷林地发包到户，承包经营。对乡镇政府统一经营且多数群众满意的钳
二乡太奇坡乡办林场、羊泉镇梨章坡镇办林场、寺仙乡王家庄乡办林场等９７２２公顷刺
槐林，确权发证后由乡镇政府集体经营管理。对督河村珍稀侧柏集体林，采取集体所

有、划分区域、联户经营的办法，以中心户名义核发林权证，共同经营管理。对群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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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承包经营的集体林，有偿转让给经营大户。吉子现镇固险村１２０公顷集体林，经村民
大会讨论决定以公开拍卖的方式转让经营权３０年，经森林资源评估作价８６万元，该村
委托拍卖公司依法拍卖给铜川个体户，成交１３８万元。对２０１３公顷群众不愿承包经营的
宜林荒山，采取分股到户、统一绿化、承包经营、按股均利的办法，由县乡在实施林业

重点工程时统一绿化，成林后交付村民经营管理。对１３３７３公顷退耕还林工程造林地和
２２００公顷三北防护林工程造林地，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手续，建立林权管理档案。通过
以上工作，全县４７５００公顷集体林地的勘界确权、发包工作全部完成。共签订承包合同
１１５２３份，核发林权证８９６６本，调处林权纠纷１４起，所有集体林均建立电子档案，实
行网络化信息管理。２００８年５月，富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通过省市验收。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起，县林权登记管理中心负责全县林权证的登记发放和林权管理工作。

毗邻林权争议　富县与甘肃省合水县林区界限争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富县与甘
肃省合水县为开发和管理山林资源引发边界争议。争议区通称八卦寺地区，位于关山梁

以东埝沟川沟头，现属桥北林业局和尚塬林场管辖，总面积４８６７公顷。根据延安地区及
延安市行政版图，均属富县境内。

据文献资料和古庙碑记，历史上该区域管辖权多次变更。明代为延安府所辖，清代

中叶属甘肃省合水县所管，清同治年间到民国土地革命时期属无人区。１９世纪３０年代，
靖边、安塞、志丹的部分流民迁入该地定居。新中国成立初，国家测绘局编制万分之一

比例地形图，仍按清代管理界限将此地绘制在甘肃合水县境内。１９５８年由此引发林区界
限争议。陕、甘两省于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５日和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２日两次协商未果。１９６３年，
延安地区在此设任家台农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延安军马场

等单位相继在此垦殖经营。１９７２年，全部移交富县管辖。１９７９年，林地交由延安地区
桥北林业局和尚塬林场管理。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延安、庆阳两地区根据陕、甘两省人
民政府的指示，在甘肃省西峰镇召开边界争议座谈会，未涉及实质性问题。１９８８年３
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边界协商会议，未达成协议。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桥北林业局
和尚塬林场与甘肃合水县再次发生争议，和尚塬林场场长被甘肃省警方拘押。２０００年７
月１０日至１４日，国家林业部在甘肃省兰州市就陕甘两省边界争议问题召开林地勘界会
议，会议决定将争议地区划归富县管辖，定为桥北林业局和尚塬林场经营范围。至此，

陕甘两省八卦寺地区边界争议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桥北林业局岔口林场和劳山林业局清泉林场辖区部分林地面积争议　１９８２年，桥北
林业局在森林资源二类调查中，将１９８林班１９９林班共３５２公顷林地纳入桥北林业局岔
口林场的３１林班３３林班３４林班作业区。１９９７年，延安市民政局、甘泉县民政局和富
县民政局在勘界时，将此林地划归甘泉县辖区。２００４年，延安市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时，
发现此地存在林地权属的交叉重叠问题。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４日，经延安市森林资源二类调
查技术工作组第三次会议研究议定，重叠的林地面积按照市、县民政部门勘界结果，划

归劳山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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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富县工业经济主要以煤炭、水泥、造纸、纸箱、
建材、农机修造、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规模小、产值低，管理滞后，

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富县国有工业企业通过实施
产权制度改革实现资产重组，以石油、煤炭、天然气、紫砂陶土等开

采为主的采掘业，以农副产品加工、建材、水泥、纸箱等为主的加工

业，以及建筑业、酿造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并逐步形成多个支柱产

业，发挥着骨干带动作用。个体民营工业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县域经

济增长的重要力量。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石油石化以科技为支撑，生产和
加工能力持续增长，直罗钻采公司累计生产原油５２４万吨，上缴财政
２亿元，双翼石化实现产值２６４８亿元，上缴税金３１５亿元。煤炭完
成牛武煤区１０家矿井资源整合，新建芦村一号二号矿井，年产能力
达到１０５万吨。建筑业随着城乡建设步伐加快，规模由小到大，施工
手段也由简单的机械操作向集成化机械作业过渡，新材料新工艺新技

术普遍得到应用，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１９９０年工
业经济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２２５％，１９９５年占 ２８２％，２０００年占
２８３％，２００５年占７０６％，２０１０年占３６８％。

富县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产值、工业产值和原油产值对比图



第一章　工业概况

第一节　所有制类型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工业企业所有制类型为国有、集体和私 （民）营三种并存。主

管部门先后为县经济贸易委员会、县工业局、县经济发展局及中小企业管理局，主要管

理国有和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１９９０年国有重点工业企业９户，即富县牛武水泥厂、富县牛武煤矿、富
县直罗钻采公司、富县造纸厂、富县印刷厂、富县面粉加工厂、富县农业机械修造厂、

富县汽车修理厂、富县木器加工厂。１９９８年 “双放”改制前，各企业生产经营由政府管

理，下达生产经营指标，企业按照计划指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２０１０年，国有企业５
户，规模以上１户，规模以下４户。

集体企业　１９９０年有集体企业３户，即城关综合厂、茶坊综合厂、城关服装加工
厂。由于企业技术含量低，粗放经营，管理不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需求，１９９５年基本
停产。２０１０年１户，现价产值４８０万元。

民营企业　１９９７年，富县落实省委、省政府 “双放”改制政策，民营企业开始蓬勃

发展，２０００年个体私营经济３１２家，工业总产值５３６８９万元。２００５年发展到５１６家，
工业总产值３８０６６万元。２０１０年１１８家，工业总产值３７３５万元。重点民营企业１８家，
主要有双翼石化、恒兴果汁、双营实业、东方建筑、建跃水泥、顺达钢瓦、绿谷田园、

康盛粮油、黄河陶艺、莲池酒业等。

第二节　工业规模

１９９０年，全县工业企业全民１７户，集体２５户，年实现产值２２０３４万元 （１９９０年
不变价），其中县乡工业完成产值１５３４４万元，村及村以下工业完成６６９万元，全县累
计完成现价产值２２６４４万元。主要产品原油生产完成０５６万吨，加工完成３４１万吨；
原煤完成５７９万吨，天然气完成６９５万立方米，水泥完成０４０万吨。１９９４年，全县国
有工业企业１４户，集体３４户，村及村以下１０４６户，年实现产值４５８７１０万元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其中县乡工业完成产值２３２０万元，村及村以下工业完成２２５２万元，全县累
计完成现价产值５３９５万元。主要产品原煤生产４２２万吨，原油１０１万吨。１９９７年，
全县共有工业企业４０余户，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７１０９５万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其中县
乡工业完成产值３８０９５万元；村及以下工业完成３３００万元，全县工业累计完成现价产
值１０４１９万元。主要产品原油完成２３１万吨，原煤生产完成７万吨，纸箱完成１６０万
平方米。１９９８年工业总产值完成７１６８万元，其中县办工业完成２１４０万元，乡办工业实
现产值５００万元，村及村以下工业实现产值４５２８万元。全县累计实现现价产值９６８５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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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产品原油完成１１万吨，原煤完成７２万吨。１９９９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１７８
万元，其中县办工业完成 ２１６０万元，乡办工业完成 ５６７万元，村及村以下工业完成
４４５１万元。全县工业累计实现现价产值９６６３４万元，主要产品原油完成０９万吨，原
煤完成８万吨，纸箱完成１３９８万平方米，烟叶复烤完成７万担。２００５年，全县国有工
业企业５５１户，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７８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９９８亿元，
规模以下工业实现０８亿元。主要产品原油完成０７２万吨，石化完成８２６万吨，原煤
完成１１万吨，天然气完成０４２万吨。２００９年，工业企业１６０户，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５１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３７亿元，规模以下工业实现产值１４亿元。主
要产品原油完成１２万吨，原煤完成５万吨，果汁加工完成１２万吨，天然气完成６００万
立方米。２０１０年，工业总产值累计实现６６８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５６亿元，
规模以下工业完成１０８亿元。主要产品原油产量完成２０万吨，原煤完成２７万吨。

第三节　体制改革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颁布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陕西省下发 《国有企业转换

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富县贯彻 《条例》和 《实施办法》，开始放开搞活国有企业。县

政府对企业实行宏观调控，国有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租赁经营，企业经营逐步进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１９９７年，省委、省政府下发 《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决定》和 《大力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富县落实两个 “决定”精神，１９９８年连续下发富发 〔１９９８〕
２２和２３号文件，组建成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县体改委牵头，财政局、国有局、人劳
局、国土局及企业主管部门参与的工作组，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对县牛武水泥厂、牛武
煤矿、造纸厂、纸箱厂、印刷厂、面粉加工厂、农机修造厂、汽车修理厂、木器加工厂

９户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分别改制为富县牛武煤炭股份合作公司、富县振兴包装有
限责任公司、富县印刷装潢有限责任公司、富县康盛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富县汽车

修理股份有限公司、富县华兴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富县牛武水泥厂破产终结，富县

农业机械修造厂出让土地安置职工。富县富康肉鸡集团公司１９９５年组建，下辖饲料厂、
冷藏厂、种鸡场、商品鸡场，１９９８年８月停产，２００６年６月经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实施破
产。改制后各企业实行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主发展”的生产经营管理

机制。

城关综合厂、茶坊综合厂、服装加工厂３家集体企业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先后实施
改制。其中城关综合厂１９９８年处置资产安置职工，茶坊综合厂２０００年实行置换资产经
营，服装加工厂１９９８年拍卖资产安置职工。

第四节　工业管理

管理机构　富县工业管理常设机构有富县工业管理局、富县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办公
室、富县石油开发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富县石油协调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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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工业管理局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３年６月，富县工业管理部门为富县工业局，正科
级建制，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编制８人，县财政全额预算，主管部门为县经济管
理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７月县经济管理委员会、财贸委员会、工业局、商业局合并组建富县
经济贸易局，正科级建制，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编制１６人，县财政全额预算。
２００３年，富县经济贸易局改革为富县工业管理局，正科级建制，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
人。２００７年７月增设总工程师１人，编制１２人，县财政全额预算，由县经济发展局代
管。主要职责为主管全县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开发以及生猪定点屠宰、民爆

物品经营、室内装饰装潢等行业，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所辖县食品公司于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移交县商务局管理。

富县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１９９０年８月县经济委员会下设成立，正科级建制，
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１人，编制５人。主要负责全县工业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协作，扩大
经济技术合作，拟订全县对外经济技术协作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战略，收集、分析和发布

相关信息并提供咨询服务。１９９３年６月移交县经济贸易局管理，２００３年８月移交县招商
局管理。

富县石油开发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９９６年５月经济贸易局下设成立，副科级建
制，主任由县经济贸易局局长兼任，设副主任１人，编制３人。主要负责石油开发协调
以及对外招商引资，开采秩序管理，石油各类税费统计、分解和上缴。２００２年 ８月
撤销。

富县石油协调办公室　２００８年３月成立，由县工业管理局主管，正科级建制，设主
任１人，副主任１人，编制７人，县财政全额预算，主要负责石油天然气开采秩序管理，
分解下达石油企业年度生产开发计划，对企业申请井位进行勘察、审查、备案，协调办

理钻前手续，组织协调相关部门执法检查，维护油区生产开发秩序。

管理形式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国有工业企业管理经历厂长 （经理）负责制、承包

制、股份制３个阶段。
负责制　１９９０年，富县工业企业领导由县政府考察任命，工业企业管理实行厂长

（经理）负责制。县政府向企业下达生产经营计划，企业按照计划从事经营活动。企业

内部实行岗位责任制，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

承包制　１９９３年国务院颁布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陕西省制定 《国有企

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富县开始放开搞活国有企业。将各工业企业予以承包经营，

由县政府组织考察任命企业正职，企业副职由正职组阁。县政府与企业正职签订合同，

约定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及相关责任，政府只对企业实行宏观指导，企业具有生产经营自

主权。

股份制　１９９７年省委、省政府出台 《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企业的决定》和 《大力

发展非国有制经济的决定》，富县对国有企业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将各企业改制为股份

制公司，实行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生产经营机制。２００３
年，省委、省政府下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富县按照 “意见”精

神，对各股份公司实施深化改革。将各工业企业资产收储、转让、拍卖等，解除职工劳

动关系，一次性予以安置，企业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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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集体工业企业实行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管理机制，并在

各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下经营运作。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个体私营工业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运作，在工商、税务、质监、
国土等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章　石　油

第一节　石油勘探

富县境域圈定石油勘探面积２７０２平方千米，探明油藏面积８１３２平方千米，储量
３４９１０８万吨，控制地质储量４００万吨。主要分布在直罗、张家湾、牛武、张村驿等乡
镇。直罗油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一级构造单元陕北斜坡东南部，油气聚集受岩性控制，

为构造—岩性油藏，钻遇地层自上而下有第四系白垩系、侏罗系和三叠系地层。直罗油

田长２储层岩石以长石细砂岩为主，占整个储集岩类型的８５％。
２００５年，直罗钻采公司加入延长石油集团，依靠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撑，２００６年投

产新井１５０口，２００７年投产新井３１２口，２００８年投产新井３２４口，勘探范围从直罗老
区、马莲沟区扩大到大东沟、张村驿、槐树庄等区域，石油层位从长２扩展到延安组、

长３、长６、长８等。引进大油田压裂技术，新井投产较上年多增产１６００吨，当年产原油
８万吨。２００９年直罗油田总油井１１８４口，采油井９０４口，注水井８口，采油速度０３％，
可采储量采出程度１４１８％，综合含水８５％，累计注水２０万立方米，累计注采比００９∶１。
２０１０年，油田拥有集油地层水回注站４座、小型联合站１座、１０千伏输电线３５千米、
０４千伏输电线３５千米，通信网络全覆盖。生产原油２０５８万吨。

直罗油田开发探索中，由大油田规模化开发模式转变为适合低渗油田特点的小油田

经济型开发模式，把濒临废弃的油田建成年产２０万吨的中型油田，在鄂尔多斯盆地油
气开发史上创造了奇迹。根据油田高含水期的开发特点，以精细地质研究为基础，先后

完成 《直罗油田马莲沟区滚动勘探开发目标评价》 《直罗油田长６油层勘探开发综合研

究》《直罗油田老区、马莲沟区、八卦寺区注水开发方案》等多项科研报告。

第二节　生产开发

富县石油资源开发主要以直罗钻采公司为主，由于公司技术落后、管理不严、资金

严重短缺等问题，生产经营举步维艰，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除１９９７年生产原油２３１万吨，
其余年份原油产量徘徊在万吨左右，且有下滑趋势。２００２年，中原油田依法登记直罗以
东２６７０平方千米资源区块，实施石油勘探开发，并成立中原油田陕北试采部。到２００７
年，中原油田累计投资６０００余万元，在茶坊、牛武等地打探井６０余口。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陕北石油企业重组，将直罗钻采公司人财物全部交由延长油田集团公司管理，在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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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井场

司的资金及技术支持

下，首次扭转了生产

下滑的被动局面。

２００６年新打油井２５３
口，生产原油 ２６３
万吨；２００７年新打
油井３８８口，生产原
油 ５万吨；２００８年
新打油井２９９口，生
产原油８万吨；２００９
年新打油井 ２５２口，
生产原油 １２万吨；
２０１０年新打油井６１９
口，生产原油２０万吨。石油产业真正成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发挥着骨干带动作用。

第三节　石油企业

原油企业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直罗采油厂，原为延长油矿管理局直罗钻采公司，
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６月，是在长庆油田移交的部分旧井基础上，由富县人民政府组建成立的国
有企业。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根据陕西省委、省政府关于陕北石油企业重组方案加入延长石油
集团，更名直罗采油厂。２０１０年，直罗采油厂下设３个党政群部门、９个职能科室、２个
生产部门、４个生产辅助单位和１个后勤服务部门，正式职工４３２人，聘用工人８３２人。
１９９４年起，直罗采油厂实行目标成本控制管理。１９９８年，企业决定将大部分高产

油井和重要设备出让分流，剩余４０余口低产油井，因拖欠电费全部停产，银行拒绝贷
款，企业陷入瘫痪。１０月，县委、县政府调整直罗采油厂班子，偿还部分电费接通用
电，补发拖欠工资稳定职工，全面恢复生产。内部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核心，合

并机构，压缩人员，堵塞管理漏洞，规范财务审核，加强劳动纪律，招待费、用车费、

材料消耗降低４０％。到２０００年全部清偿公司拖欠职工１０００余万元工资、５１２０余万元债
务，并解决职工养老统筹等五大类５００多件历史遗留问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累计生产原油 ５８４万吨，实现利税 １１２３６２万元，上缴财政

１１１１４８万元，清偿全部欠税。２００６年，生产原油２６３万吨，占年计划的１０２％，销售
原油１９３万吨，上缴税金４６６万元，上缴财政１３００万元；钻探各类油井２５３口。２００７
年，钻探各类油井３８８口，含开发井３５５口、探井３３口，生产原油５万吨，销售收入
１３９亿元，上缴财政２７２０万元。２００８年，生产原油８万吨，实现税金１７４４万元。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累计年生产原油１２万吨，实现税金２５７８万元，较上年增长４７８％，实现税
费９２１６７８万元，较上年增长２２％。在县高级中学操场举办 “富县石油产量突破１０万
吨庆典”大会。２０１０年，完成原油生产２０万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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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直罗采油厂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经营情况一览表
表８－２－１

年份
生产井

（口）

完成产量

（吨）

实现利税

（万元）

缴纳税金

（万元）

上缴财政

（万元）

１９９０ ４２ ５５６３ １３５６ １９２ １９２

１９９１ ５５ ７０１１ １６３４ ２１８ ９９６

１９９２ ５５ ７２３６ １５８８ ２５ ９８６

１９９３ ６４ ７２７４ ９２ ３８ １９０

１９９４ ８７ １０１００ ４６０８ １７０ ２３８

１９９５ １０７ １１５２０ １０４７３ ２２０３ ３５７

１９９６ １２５ ２１１７５ ４７９８ ３６０４ ４０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７ １５５７５ ４０１６ ２９１６ ４６１５４

１９９８ １２０ １２９８６ ４４７４ １００４ —

１９９９ ７３ ８９３８ ５０３ ８ ８

２０００ １１２ ９０１０ １８９６５ ８３８１ １３４０１

２００１ １３３ １０６３７ １８９９ １８３７ ２１０

２００２ １４５ ９０１０ ２４６４ １７４６ ２０７６

２００３ １６３ １２３０２ ２１０ １７４２ ３１２５６

２００４ １６５ ８５１５ ２３７３７ ２３９３１ ２３９３１

２００５ — ７２００ — — —

２００６ ３６０ ２６３６０ — ４６６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８８ ５０１４０ — １３７ ２７２０

２００８ — ８００６５ — １７４４ ５８０７

２００９ — １２００８６ — ２５７８ ９２１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００００ — — —

石化企业　２００２年，陕西双翼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富县，成为延安市所属地
方中型民营炼油企业，位于富城镇何家湾，２００４年建成投产。公司拥有常压、催化、产
品精制等联合生产装置，建有油品铁路运输专线。２００４年加工原油１８万吨，产值５２
亿元，上缴税金８０７７万元。２００５年加工原油３０万吨，产值９７８亿元，上缴税金１１４
亿元。２００６年加工原油２４万吨，产值１１５亿元，上缴税金１２亿元。同年１２月，鉴于
陕北石油企业重组，省政府决定不再为双翼石化企业提供原油配额，经市县政府多方争

取无果，被迫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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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煤　炭

第一节　煤炭勘查

２００６年前，探明富县牛武区块煤炭资源面积 ９５１平方千米，储量 ５３６３万吨。
２００７年，探明富县煤炭资源面积６８０３平方千米，其中张村驿镇党家河区块储量１５１
亿吨，寺仙三岔口区块储量２５５８万吨，芦村区块预测储量２２亿吨，全县控制煤炭储量
约４４７亿吨。２０１０年，圈定富县境域含煤面积７００余平方千米，控制含煤面积３６６８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牛武、茶坊、张村驿、直罗、寺仙５个乡镇。牛武、茶坊为一区
块，约６８０３平方千米；张村驿、直罗、寺仙为一区块，约３１４平方千米。牛武区块属
三叠系延长组瓦窑堡煤系，厚度在０５米左右，全为气煤，煤质极佳。张村驿区块属侏
罗系黄陵店头煤系，厚度在１米左右，为１号肥气煤和２号弱黏结煤，属高发热量烟煤。

第二节　煤炭生产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民营煤矿陆续开工建设。富县牛武
煤矿为全县唯一国有采掘企业，年产原煤５７８万吨，现价产值仅３００万元。１９９４年，

煤炭

部分民营煤矿相继投产运营，全县生产原煤４２２万吨，实现产值５７９８万元。１９９８年，
牛武煤矿改制为牛武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富县境区煤矿２２家，年产煤炭８万吨。１９９９
年，按照国家有关政

策，整顿煤炭开发秩

序，牛武煤炭股份有

限公司、柳稍湾煤

矿、红石岩煤矿、郭

家
"

煤矿、石窟山煤

矿、柳园煤矿、史家

坪煤矿、刘家沟煤

矿、侯家沟煤矿、后

"

煤矿 １０家煤矿先
后取得煤炭生产许可

证，其余 １２家煤矿
全部关闭。是年生产

原煤７５万吨。２００３
年牛武煤炭股份有限

公司年产２万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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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生产６０００吨左右。２００５年１０个煤矿产煤１２万吨。２００６年，延安市子长县发生
“４·２９”矿难，富县１０家煤矿按上级要求停产整顿。２００７年，由富县人民政府主持，将
富县华恒煤矿、安?煤矿、复兴煤矿、德馨煤矿、柳稍湾煤矿、郭家

"

煤矿等１０处矿
井整合为６处。２００９年各矿产能从年产１５万吨提升至２１万吨。生产设备由掏槽机改为
爬底板采煤机，井下运输由机械运输改为刮板机胶带输送，采煤方法由短壁前进式改为

长壁式回采工作面，实现机械化采煤。６个煤矿全部按照新的矿井设计方案进行新井筒、
主巷道、工业广场、生产系统工程建设。是年除德馨煤矿外其他５个煤矿在完成工商执
照申领、开采设计、环评等各类手续评审、备案、批复后，均取得采矿权证。２０１０年５
月，柳稍湾煤矿与党家河煤田整合；１１月安?煤矿进行联合试采，其余４个煤矿陆续投
入生产，年产煤炭１０５万吨。

富县２００７年煤矿整合情况一览表
表８－３－１ 单位：平方千米、万吨

整合区域
原矿井

名称

整合后

企业名称

整合前

资源面积

整合后

资源面积

整合前

产能

整合后

产能

整合

情况

牛武镇柳稍湾

煤矿整合区

富县牛武镇

柳稍湾煤矿

富县牛武镇

柳稍湾煤矿
０３５ ９０２ １ ２１

独立

整合

牛武煤炭股份

合作公司整合区

牛武煤炭股份

合作公司

富县

华恒煤业
５２９ １７９３ ３ ２１

独立

整合

富县红岩

煤矿整合区

牛武镇

红岩煤矿

富县

安?煤矿
０３５ １０５７ １ ２１

独立

整合

牛武镇郭家
"

煤矿整合区

牛武镇

郭家
"

煤矿

牛武镇

郭家
"

煤矿
０３５ １４０２ １ ２１

独立

整合

富县茶坊镇

刘家沟

煤矿整合区

牛武镇

柳园煤矿

牛武镇

石窟山煤矿

茶坊镇

史家坪煤矿

茶坊镇

刘家沟煤矿

富县

复兴煤矿

０２４１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１３

８４２

１

１

１

１

２１

关闭

关闭

关闭

整合

主体

富县茶坊镇后
"

煤矿整合区

交道镇

缑家沟煤矿

茶坊镇

后
"

煤矿

富县

德馨煤矿

０２４

０２７

８４２

１

１

２１

关闭

整合

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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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煤炭开发

富县积极实施煤炭资源开发西进战略，对张村驿—直罗区域煤炭资源进行开发利

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国土资源部批复张村驿党家河区块探矿权，由富县富源公司独资开发，
２００９年完成勘探及精查。２０１０年３月，县委、县政府利用国家二次煤炭整合政策，将党
家河煤田与牛武柳稍湾煤矿异地置换整合。１２月陕西省政府以陕政函２１４号和２２９号文
件两次批复同意置换整合方案，该矿转入建矿阶段。同时将该区域边角１８平方千米范
围一并整合到本区块，该区块资源面积由７５平方千米扩大到９３平方千米，资源储量经
国土部核定为１９亿万吨，规划新建一处年产能１５０万吨矿井。

芦村区块位于直罗镇区域，由于芦村区块位于中石化注册区域，２００８年与中石化签
订油煤互不干扰协议后实施勘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取得探矿权，由自然人周胜强投资开发。
２０１０年，按照陕西省政府批复方案，芦村区块资源面积由２２１平方千米扩大至３１０平方
千米。为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分东西两区开发，西区建设年产能２４０万吨矿井一处，东
区建设年产能９０万吨矿井一处，年总产能３３０万吨。

第四节　经营管理

１９９０年，富县煤炭主管部门为县经济贸易局。２００２年７月，主管部门变更为县工业
管理局。２００７年，县工业管理局设总工程师，煤炭生产管理由总工程师和１名副局长负
责，总工程师负责牛武煤区各矿井整合和生产工作，副局长负责张村驿党家河、芦村两

区块煤炭开发工作。

１９９８年，县属国有企业牛武煤矿改制为富县牛武煤炭股份合作公司，５４名职工入
股，民主选举董事会、监事会，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公司董事长为法人代表，设正、副

矿长，井口正、副队长和跟班安全员，未设生产安全技术科，其余煤矿只设矿长和技术

员。２０００年整顿煤炭行业，煤矿管理岗和技术岗须经专门机构培训，重要岗位全部配齐
管理人员，特殊工种岗位不少于３人。２００６年年底，全县煤矿全部为民营煤矿。２００７年
实施资源整合，牛武镇红石岩煤矿变更为安?煤矿，后

!

煤矿变更为德馨煤矿。２００９
年，牛武煤炭股份合作有限公司变更为华恒煤业公司，茶坊镇刘家沟煤矿变更为复兴煤

矿。县工业管理局作出规定，全县６个煤矿管理人员均按 “一正三副一总工”模式设

置，特种作业每个工种不少于５人。所有煤矿从业人员全部须经专门机构培训，经考试
合格后方可持证上岗。

第五节　安全管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富县煤炭主管部门虽数次变更，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始终是主管
部门最为重要的职责。局设分管副局长，矿设安全生产副矿长，安全生产工作自上而下

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和流程。主管部门每月一次专题会议，分析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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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期深入矿井进行安全检查，重要节点实施安全大检查，随查随整改，消除隐患。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牛武镇红石岩煤矿发生瓦斯事故，经济损失１２０万元。县政府和安
全监督部门以此为鉴，组织工作力量逐矿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并责成主管部门重新修

订更加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切实把煤矿和各生产部位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落到实

处。２００５年开始，由主管局组织对煤矿员工进行全员培训，并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煤矿
每日班前会议，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使安全生产意识逐步深入人心。２００６年，县工业
管理局荣获陕西省煤炭工业局颁发的 “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称号。是年开始以主管部门

名义向全县煤矿发出 《致煤矿工人的一封信》，以家庭亲情和感恩心理增强工人安全生

产的自觉意识。２００８年县政府面向社会招聘１０名驻矿安全监督员，由县煤炭主管部门
管理，派驻各矿专施安全监督工作。安监员不接受煤矿调遣，独立行使监督职责，定期

向主管部门报送工作信息，反馈工作动态。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煤矿未有事故发生。

第四章　其他工业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小型工业企业主要有印刷、造纸、服装、编织、木器、果汁、
酿造、农机修造、粮油加工、汽车修理等类型，由于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落后，管理

存在漏洞，市场竞争乏力，除果汁生产加工企业外其它企业先后被市场淘汰。

第一节　印刷造纸编织

印刷厂　１９７０年建厂，位于县城东街，县办国有工业企业。１９９０年主要经营排字、
印刷、装订业务，为富县唯一印刷企业。１９９７年总资产６８万元，占地０２９公顷，职工
３５人。１９９８年实施企业改制，出售部分土地，切块出让窑洞等资产，交清１２名职工养
老统筹金办理退休，１７名职工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关系。２０１０年，企业留存街面２层楼房
２０间，仍有１０人未安置。

纸箱厂　建于１９７９年，位于富城镇南教场１４９号，县办国有工业企业。１９９０年拥
有２个车间，以生产包装纸箱为主，是延安卷烟厂配套企业。主要产品有纸箱、纸盒、
黏合剂等，均达到国家质量标准，畅销延安、榆林、咸阳、甘肃、山西等地，曾被评为

陕西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１９９８年实施企业改制，处置部分资产和地皮安置职工，其中
调出１４人，办理退休１６人，一次性补偿解除劳动关系２０人。２００９年８月，县政府决
定整体拍卖企业０６７余公顷土地，筹资４０３万元，企业７６名在册职工全部安置。

编织厂　位于茶坊镇吉子湾村，１９９１年６月引进鲁陕合作项目，１９９２年６月建成投
产，共投资３００万元，年产塑料编织袋１５０万条，农用地膜３０吨。有职工６４人，为县
办国有企业。因产品质量竞争乏力，市场份额几近于零，１９９６年停产。１９９８年实施改
制，分流安置职工，注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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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果汁酿造

恒兴果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年３月县政府招商引资企业，为陕西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
司建设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位于茶坊镇吉子湾村。占地面积达３５公
顷，总投资２亿元，年加原料 （苹果）８万吨，年产浓缩果汁１２５万吨，年产值达１５
亿元，产品远销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１４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现有员工９６
人，其中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７３人，占员工总数的７６％。一线员工和技术人员占员工
总数的５５％。公司生产线引进德国贝尔玛榨机和瑞士布赫的榨机、超滤，意大利 ＦＢＲ
包装机、巴氏杀菌设备及西安鼎合机械公司的管式蒸发器等全自动浓缩果汁加工设备。

公司化验室检测仪器齐全，具备对浓缩苹果汁各项指标的分析及检测能力。

２００６年５月，公司投资６８０万元建设日处理能力３０００吨／天污水处理站一座，８月
调试运行，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通过环保验收。在除尘方面，公司建设安装了脱硫脱硝除尘塔，
设备除尘效果可达９８％，脱硫效果可达９５％。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对原料压榨后产生
的果渣，经过烘干可作为添加饲料变废为宝。实现了固体废物零污染、零排放。公司成

功落户和良好运营，拉动富县和周边县区果蔬资源的流通。截至２０１０年，累计消化苹果
原料６０余万吨，增加果农收入３００余万元，增加地方财税收入２４２９余万元。

莲池酒业　延安富县莲池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７月，驻富城镇莲花池
村，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民营工业企业，职工６５人，固定资产６００余万元，占地０８公
顷。酿造销售白酒， “莲池” “州”两个品牌３０余种白酒均达到省质量检验标准。
２０１０年，累计酿造白酒１２００吨，销售１１３３吨，收入１７００万元，上缴税金２００万元。为
延安市首批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董事长许利锋为富县政协委员，２００５年获 “延安

市劳动模范”称号。

延安老窖酒业　延安老窖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８月，驻富县吉子湾行政
村，固定资产８００余万元，职工３５人，年生产白酒７０吨，销售收入１１０万元，上缴税
金１２万元。生产 “延安颂”牌延安老窖系列白酒，主要销往陕西关中及陕北地区。延

安老窖 （九年）获 “第１５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奖”。
民间酒坊　富县东西两川沿袭古法酿酒传统，多以玉米、高粱、稻谷为原料酿造白

酒，深受消费者喜爱。较有影响的有大申号酒坊、直罗春酒坊、秦直道酒坊、姜家川酒

坊、高池酒坊等。

第三节　修造加工

富县农业机械修造厂　建于１９６６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位于北教场北路太和山６９
号，主要生产车载运输罐、散装水泥罐、红旗３１０粉碎机、石油储存灌兼农机具加工。
１９９０年，职工７３人，总资产 １２７万元，生产的暖气锅炉、石油储用罐畅销区内外。
１９９５年因市场变化，设备老化，债务缠身，导致生产难以为继。１９９８年实施企业改制，
切块处置资产，资金用于安置职工。买断工龄４７人，办理退休１４人，一次性补偿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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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７３人，一次性抚恤安置１８人，调往其他单位３人。２００７年，由县工业管理局
牵头对企业进行二次改制，出让剩余土地０７公顷，安置剩余９名职工。

富县汽车修理厂　建于１９７８年，位于县城沙梁正街，占地０４公顷，建筑面积６００
平方米，职工３０人。１９９６年迁址于茶坊正街２１号，占地０３公顷。因资金短缺、管理
不善，多数技术工人离厂自主经营。１９９８年，县政府主持改制为富县汽车修理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９年，先后两次处置全部资产，交清３７名５０岁以上职工养老统筹金
办理退休，发给１６名临时工和年轻职工一次性补偿金解除劳动关系。

富县粮油加工厂　建于１９９０年，为县国有粮食部门所属企业，位于县城旧街，主要
保障城镇居民所需。１９９３年以后，粮油加工被完全推向市场，价格彻底放开，县粮油加
工厂改制为县粮油工业公司。１９９７年，公司投入１０７万元改造制粉车间，产量质量提
高。１９９８年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由叶宗明买断公司净资产，重新组建康盛粮油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２００２年停产。

富康肉鸡集团公司　１９９２年，实施鲁陕经济合作，从山东省昌邑市引进肉鸡产业科
技开发扶贫项目。１９９５年年初，成立延安富康肉鸡集团公司，辖种鸡场、商品鸡场、饲
料厂和冷藏厂，属县办国有小型工商企业，隶属县粮食局，职工１５３人。年饲养父母代
种鸡１万～１５万套，孵化商品肉仔鸡１００万～１２０万只，生产加工各类畜禽全价配合饲
料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吨，加工销售鸡产品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吨。截至１９９７年年底，共饲养父母代
种鸡５５８万套，孵化商品肉仔鸡１８９４万只，生产加工各类畜禽全价配合饲料１２万
吨，收购毛鸡１１０７万只，收购总量２２０９吨，加工出售鸡产品１７５０吨。１９９８年４月停
产，累计亏损２１４８７万元，资产总额１００４５万元，银行借款总额２２７３７万元，外欠有
偿资金２８２万元。２００１年４月，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决定该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２００４年６月破产。

烤烟复烤厂　私人合伙企业，位于茶坊镇正街，１９９７年４月开工建设，１９９８年５月
建成投产，年设计产能复烤烟叶５００万千克。因不符合国家烟草专卖政策，于同年１０月
停产。

第四节　手工业

城关综合厂　建于１９７３年，由多个手工业合作组联合而成，属县办集体企业，驻县
城正街１０号。１９９１年总资产１９万元，职工２０人，从事模具铸造、铁皮加工、铁器打
造、制笼等业务，曾采用承包经营方式。随着市场经济转型，企业难以为继，１９９５年停
产。１９９８年处置资产安置职工，１４人买断工龄，交清３人养老统筹金办理退休手续。

茶坊综合厂　驻茶坊镇正街北３１号，前身是茶坊镇手工业合作社，１９７５年变更为
县集体企业。占地０３公顷，总资产２８万元，职工２３人，经营电焊、气焊、铸造、加
工、汽车维修和配件销售业务。１９９７年车间、门市部实行租赁或承包，年产值２３万元，
销售收入１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切块拍卖，分流安置职工２０人。２０００年实行置换资产经营，
在迎街面修建商品住宅楼４层１６间，企业留存资产值１０万元，由两名留守人员经营。

木器加工厂　建于１９７０年，驻县城正街９６号，占地０８４公顷，县办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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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有干部职工４４人。生产经营高中档家具，主要有沙发、储柜、“席梦思”床、钢
木家具、办公桌椅及装潢、装修、装饰材料，并承接来料加工业务。拥有年生产６３００平
方米的人造合成板生产线。１９９１年８月，合成板厂迁至北教场铁路线东侧。１９９４年８
月，洛河特大洪灾，合成板厂原材料、设备、厂房全部水毁，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７万元。
１９９８年，县政府主持实施改制，整体出让木器厂安置职工。２０１０年，企业资产余１８间
厂房和０８７公顷土地。

城关服装加工厂　建于１９７９年，驻县城正街５６号，县办集体企业。１９９５年有职工
４７人，总资产５０万元。其生产的中山装曾获延安地区服装加工比赛一等奖，连续数年
承担县民政系统救助棉衣棉被、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校服制作业务。１９９７年因产品落后于
市场需求而停业，１９９８年起拍卖资产安置职工。２００３年，补交养老统筹金办理退休手
续２２人，一次性补偿解除劳动关系２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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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落实国家放宽搞活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措施和经济政策，先

后把国有、集体商业企业全面推向市场，商业体制经历了从国有国营

到国有民营，再到民有民营的改革过程。与此同时，对商贸管理体制

进行了适应性改革，企业化经营管理进一步得到加强，逐步建立起

“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１９９６年起国营商业率先实现资产重组，供销合作商业化整为零实行承
包经营，盘活国有资产，激活商业市场。私营商业和个体商业逐步发

展壮大，成为商业活动主体。１９９８年国有粮食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并
逐步形成粮食市场价格机制，为政府进行粮食宏观调控搭建载体和平

台。适应粮食市场全面放开形势，组建全县粮油收储有限公司，承担

粮油储备、粮食购销、军粮供应、救灾救济等任务，管理全社会粮食

流通。食盐、烟草实行专营政策，购销业务均取得较大发展。开展苹

果对外贸易。通过招商引资项目扩大商业流通市场，不断壮大社会经

济发展基础。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和其他商业服务业适应现代市

场经济需求，呈现出繁荣景象。

富县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销售对比图



第一章　商　业

第一节　体制改革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县委、县政府出台 《富县国营商业企业第二轮承包经营实施办法》，

五金公司、百货公司、副食公司、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石油公司实行承包经营。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县印刷厂实行股份制改制试点，１９９４年３月，
富县印刷包装装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选举产生董事会、监事会，制订公司章程，注册

资本２５７８万元，含法人股７３８万元，个人股１８４０万元，年底实现产值２５２１万元。
其他商业企业股份制改制参照实施。１９９５年改制为股份制企业的有：县副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县五金交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县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８年３月，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工商企业的实施意

见》，分派工作组进驻县纸箱厂、粮油加工厂、农机修造厂、薯芋化工厂、水泥厂、

木器加工厂、冷藏厂、种鸡厂、汽车修理厂、印刷厂、塑料编织厂、牛武煤矿、石油

公司、饮料公司、物资综合公司、药材公司、饮食服务公司、运输公司、生产资料公

司、百货公司、食品公司、副食公司、五金公司、农机公司，实施现代企业改制。对

严重亏损的一次性整体拍卖国有产权，对资产存量较大的企业实行兼并、托管、租

赁、转让、股份合作或分块切割出让。其中，百货公司处理部分固定资产和商品，缴

清１６名职工养老统筹金办理退休，３９名职工买断工龄。２０１０年８月处理所有资产，
全部安置职工；石油公司改制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富县分公司，２０１０年干
部职工５８人，总资产２１００万元；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实行切块拍卖，买断工龄６４人，
缴清统筹金办理退休２人，２００６年租赁地皮给富县人民医院，安置７人；副食公司切
块拍卖，对７６名干部职工分流安置１２人，办理离退休８人，买断工龄２６人，调出
１１人，解除临时用工１３人；食品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有职工４０人，买断工龄
安置１７人，解除劳动关系７人，退休３人。２０１０年职工１３人，总资产２５６万元，主
要经营定点屠宰业务；饮食服务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公司，处置部分资产，买断工龄

安置３３人，剩余职工３３人，资产１０２万元，经营门店租赁和旅社服务，２００６年处置
大部分资产和土地，安置３２人；药材公司１９９６年出让直罗、张村驿、牛武３个药材
站，城关、茶坊门店和公司部分土地，固定资产１５０余万元，职工１３人，业务停顿，
职工自谋出路。２０１０年尚未改制；物资综合公司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资产１２３万元，
职工３３人，买断工龄安置１８人，调出５人，办理离退休９人。２００５年起主营民用爆
破物品，２００８年取得民用爆炸物品经营许可证，年营业收入 １０８３万元，上缴利税
１８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固定资产４６万元，有职工９人。

富县财贸委员会下设县商业局，１９９０年，商业局下属百货公司、石油公司、五金交
电化工公司、副食公司、食品公司、饮食服务公司。１９９３年，县财贸委员会与经济委员

３９１第九编　商贸服务　



会合并为经济贸易委员会，原商业局下属６个国有商业公司属之，县物资综合公司和建
材公司亦属之。１９９４年，县经济贸易委员会更名为经济贸易局，原辖属公司不变，加属
县药材公司。２００２年，县经济贸易局更名为工业管理局，辖属以上９个公司。其间３次
实施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９家国有商业企业并存。

第二节　经营网点

１９９０年，富县商业网点６７６个，从业人员２０９０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网点１０６
个，从业８８０人；集体所有制商业网点８１个，从业４２１人；个体有证商业网点４７３个，
从业７７３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点有百货公司、副食公司、生产资料公司、五金交
电公司、饮食服务公司。

２００５年，富县商业网点１９９５个，从业３５５９人。其中批发贸易业网点１２６个，从
业人员４１３人；零售贸易业网点 １４５９个，从业 ２１８５人；餐饮业网点 ４１０个，从业
９６１人。个体经济占零售贸易业网点的８４６％，占餐饮业的１００％。具有规模的餐饮
住宿服务业有富县宾馆、杨林大酒店、双营大酒店、粮贸饭店、迎宾楼、富北酒店；

饮食网点有商场巷饮食街、文明巷饮食街、向阳巷饮食街、信合路饮食街、粮贸巷饮

食街、广电巷饮食街；商品贸易批发营销点有工业品公司综合市场、北教场综合市

场、富县集贸市场。

２０１０年，富县商业网点２６９４个，从业５００４人。其中批发贸易业网点１６４个，从业
人员４８９人；零售贸易业网点２０４０个，从业３１３５人；餐饮业网点４４２个，从业１１７２
人；住宿业网点４８个，从业２０８人。个体经济占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的
１００％。其中经营百货１８６户、副食２０６户、餐饮４４２户、住宿４８户、美容美发３２户，
药品１８户，生产资料１２５户，建材７６户，安装服务４３个，通信设备５３户，五金交电
８８户，其他服务６２户。

第三节　贸易市场

１９９０年以后，商品经营全面放开，国有商业企业渐次式微，股份公司、民营个体
成为市场商品贸易主体，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县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扩建专业市场，规

范市场，管理市场。１９９１年建成沙梁集贸市场，１９９２年建成牛武集贸市场，１９９８年
在沙梁街中段建成县工业品综合市场。２００７年由县政府投资６００余万元，对原工业品
综合市场重新规划设计、扩建改建，占地９９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４５８０平方米，主体
楼２层，一楼设摊位，二楼设超市，周边门店６０间。２００８年被命名为省级文明市场。
２０１０年经营者２００余户，经销日用商品９０００余种，日均客流６０００余人次，年交易额
８０００多万元。

２００３年，延安东兴超市在富县集贸市场设立分店。２００８年，工业品综合市场２楼建
成富县建永购物中心。２０１０年，连同南教场市场、北教场市场，县城共有４个集贸市场
和两家大型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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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集会

乡镇仍延续固定

的集市交易日习俗，

或逢农历三、六、九

日，或逢一、七、二、

八日。全县共有 １３
个乡镇集市：富城镇

富城村，羊泉镇羊泉

村，交道镇交道村、

东茹子村，牛武镇牛

武村，吉子现镇吉子

现村，钳二乡钳二

村，直罗镇直罗村，

张村驿镇张村驿村，

北道德乡北道德村，

张家湾镇王家角村、和尚塬村，寺仙镇寺仙村。县乡政府和民间不定期组织物资交流大

会，集市贸易日渐繁荣。

第四节　商品购销

社会商品零售　１９９０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９５４０万元，较上年增长
２５５％。按地域分，县级完成１１７４９万元，县以下完成１８４０２万元，分别占商品零售
总额的２９７％和４６５％；按行业分，批发和零售业完成３４１１万元，住宿和餐饮业完成
２２９５万元，其他完成９７８万元，分别占商品零售总额的８６２７％、５８％和２４７％。

１９９４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７７２万元，较１９９０年增长４５９７％。按地域分，
县级完成２４３８万元，县以下完成３３３４万元，分别占４２２４％和５７７６％；按行业分，批
发和零售业完成３４６６万元，住宿和餐饮业完成３５６万元，其他１６２４万元，分别占商品
零售总额的６００４％、６１７％和２８１４％。
１９９９年，商品销售总额１２６３６万元，其中国有经济７８４６万元、集体经济１６６０万元、

个体经济３１３０万元，分别占商品销售总额的６２０９％、１３１４％和２４７７％。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９５２１万元，较１９９４年增长６４９５％。按地域分，县级完成４５２７万元，县以下
完成４９９４万元，分别占４７５５％和５２４５％；按行业分，批发和零售业完成５１０７万元，餐
饮业完成８０５万元，其他６５万元，分别占商品零售总额的５３６４％、８４５％和０６８％。
２００５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１５４１６万元，较１９９９年增长１２６２５％，其中

批发零售业１８５０６４万元、住宿餐饮业２６３３６万元、其他４０１６万元，分别占商品零售
总额的８５９１％、１２１３％和１８６％。
２０１０年，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９９７８５万元，较２００５年增长１３２０１％。其中

批发业２２７８２万元、零售业４２９５１４万元、住宿业５７５５万元、餐饮业４１７３４万元，
分别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４５６％、８５９３％、１１５％和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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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与零售　１９９０年，富县批发与零售业完成商品销售总额３４１１万元，按经济类
型划分，全民经济实现１８０３８万元，集体经济实现１１０９万元，个体经济实现５７３４万
元，分别占批零商品销售总额的５２８８％、３２５％和１６８１％。
１９９４年，富县批发贸易业机构８个，网点４９个，从业４６２人，零售贸易业机构３１

个，网点７６８个，从业１７２２人。批发与零售业完成销售总额３４６６万元，占当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５７７２万元的６００５％。
１９９９年，富县批发贸易业机构９个，网点４８个，从业３９０人；零售贸易业机构２４

个，网点１０２１个，从业２３７９人。批发与零售业完成销售总额５１０７万元，占当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５３６４％。
２００５年，富县批发贸易业机构１９个，网点１２６个，从业４１３人；零售贸易业机构

３３个，网点１４５９个，从业２１８５人。批发与零售业完成销售总额１８５０６４万元，占当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１５４１６万元的８５９１％。
２０１０年，富县贸易业机构３１个，网点１６４个，从业４８９人；零售贸易业机构３８个，

网点２０４０个，从业３１３５人。批发业完成销售总额２２７８２万元，零售业完成销售总额
４２９５１４万元，分别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４５６％和８５９４％。其中个体户零售
业实现销售３７９８４万元，占当年零售业销售总额４２９５１４万元的８８４３％。

第二章　供　销

第一节　体制改革

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简称供销联社），是公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团体。

１９９０年辖属土产公司、生产资料公司、工业品公司，交道、牛武、茶坊、城关、洛阳、
岔口、钳二、羊泉、吉子现、寺仙、南道德、北道德、张村驿、直罗、张家湾１５个基
层供销社。１９９２年，洛阳供销社并入城关供销社，岔口供销社并入茶坊供销社。１９９７
年，吉子现、钳二供销社并入羊泉供销社，南道德供销社并入寺仙供销社。２００４年，寺
仙供销社并入张村驿供销社，牛武供销社并入茶坊供销社，基层共有城关、茶坊、交

道、北道德、张村驿、直罗、张家湾、羊泉８个供销合作社。２０１０年仍保持现状。供销
合作商业企业在改制中保留县乡供销经营体制，核清核实所有资产，明晰集体产权，或

租赁或承包或部分出让，始终保持省市县乡供销合作商业经营渠道，为农业生产和群众

生活提供商品资料，为农副产品外销提供平台。

第二节　供销经营

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全面放开市场，个体经营须持经营许可证，供销合作社仍发挥农

资供应主渠道作用，根据农事季节需要，受县政府委托，不失时机地组织供应化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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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机具农膜等。１９９０年，供销系统组织供应化肥７５７１吨、农药３３１吨、农膜６５１
吨、农机具２万余件，农资销售额５０７万元。１９９５年，组织供应化肥５１２０吨，农药９８
吨、农膜６９５吨、农机具７２００余件，农资销售额２９８万元。２０００年，组织供应化肥
２４４６吨、农药１吨、农膜１０１５吨、农机具１０００余件，农资销售额７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
组织供应化肥３２３０吨、农药２吨、农膜３２吨，农资销售额５３３万元。２０１０年，组织供
应化肥１２１２２吨、农药１５８吨、农膜９吨，农资销售额３３９７万元。

供销系统的土产日杂主要经营竹席、竹扫帚、瓷碗、铁锨、烟花爆竹等，１９９０年销
售额３７万元，１９９５年１４２万元，２０００年５８万元，２００５年１０３万元，２００８年２９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５６万元。农副产品收购１９９０年１１７７万元，１９９５年１９８万元，２０００年２０２万元，
２００５年３６９万元，２０１０年 ９８４万元。废旧物资收购 １９９０年 １万元，１９９５年 ９万元，
２０００年３５万元，２００５年４５万元，２０１０年１６１万元。

第三章　粮　油

第一节　体制改革

１９９０年，富县粮食局辖属国有粮食企业１５个，职工２９７人，包括牛武、交道、茶
坊、城关、钳二、羊泉、吉子现、寺仙、北道德、张村驿、直罗、张家湾 １２个粮站，
县粮油加工厂，县饲料加工厂，县粮油议价公司。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粮食系统实行内部综
合改革，成立富县粮油总公司，与粮食局一套人员两块牌子。１９９３年鲁陕合作项目新建
冷藏厂、种鸡场、商品鸡场，县政府组建富康肉鸡集团公司统辖，划归县粮食局管理。

１９９５年，成立富县农村粮油实业公司，隶属县粮油总公司，下辖１２个基层粮油购销公
司、县粮食直属库和县粮油加工厂，成立富县粮食综合贸易公司，隶属县粮油总公司，

下辖粮贸饭店、粮食综合经营部、粮食汽车修理厂。１９９８年，撤销县粮油总公司、县农
村粮油实业公司、县粮食综合贸易公司、１２个基层粮油购销公司。县粮油加工厂改制为
民营康盛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组建粮食收储中心、粮食批发市场，科级建制，事业

管理，企业经营。２０００年，粮食收储中心更名为县粮油购销公司，２００２年撤销县粮食批
发市场。２００３年富康肉鸡集团公司实施破产，所属冷藏厂、饲料厂、种鸡场、商品鸡场整
体出让。２００６年５月，县粮食企业全部退出国有序列，以茶坊粮库、中心粮站、直罗粮
站、吉子现粮站为依托，重新组建国有独资企业富县粮油购销储备公司，定编３３人，注册
资金３００万元。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依法出让牛武、钳二、羊泉、交道、北道德、吉子现粮
站和粮贸公司所有资产，筹集资金２９７万元，用于解决粮食企业改革的遗留问题。

第二节　粮油购销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３年３月，县粮油购销继续执行统购统销和议购议销的 “双轨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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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政策。１９９０年，完成定购任务４２７０吨，议价转平价任务５００吨，收购油料４１０吨，
平价售粮２４６０吨，议价售粮２５５吨。１９９２年，完成定购任务３７７０吨，议转平任务３１５０
吨，平价售粮１９３０吨，议价售粮１０５０吨。１９９３年４月，国务院决定全面放开粮食价格
和市场，定购粮实行保量放价，保留国家定购粮数量，购价由市场决定，全部放开售粮

价格，取消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统销制度，是年粮食销售２７５０吨。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两
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制定了粮食保护价，实行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每人每

月１２５千克标准面粉，１９９６年年底取消定量供应，是年粮食销售６５００吨。
１９９８年实行 “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以保护价格收购农民余粮，粮食实行顺价销售，

资金封闭运行，改革粮食企业。１９９９年，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粮食部门承担退耕还
林粮食兑现工作，退耕还林每亩每年兑现５０千克小麦和５０千克玉米，生态林兑现８年，
经济林兑现５年。２０００年，富县粮食定购任务２７５０吨，议价粮食收购任务５７５０吨，油
料收购任务５０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粮食顺价销售３２５０吨。
２００５年，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和粮食定购制度，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２００７

年，新组建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开始运行，主要承担全县政策性粮油、军粮、救灾粮、

各级储备粮的购销调存业务。依据国家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建立粮食行政执法机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全县收购粮食１６０００吨，兑现退耕还林粮食１１０８０吨，向延安市延川
县、安塞县、吴旗县调拨粮食２１３６０吨。２００５年收购粮食７８００吨，销售３０５０吨。２０１０
年收购粮食２５００吨，销售２２５０吨。富县个体粮油工商业由５户发展到１０８户，年销售
粮食５０００余吨。

第三节　粮食储备

１９９０年，全县１２个基层粮站和１个粮食库，总仓容２０７００吨，１９９５年总仓容１６８００
吨，１９９８年总仓容１４５００吨，２００６年总仓容１００００吨，２０１０年总仓容１０６００吨。
１９９５年代储省级储备粮１０００吨，代储中央储备粮２０００吨。２００７年代储市级储备粮

２０００吨，２００８年代中央托市储备粮３０００吨，２００９年代储省级储备粮２０００吨，２０１０年
县政府应急成品粮储备１９０吨。

储备工作坚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保粮方针，执行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以创

建无害虫、无霉变、无鼠雀、无事故 “四无”粮食标准为目标，推行低温、低氧、低剂

量储存技术，落实储粮安全责任。富县粮食仓储工作一直位居延安市前列。

第四章　专营专卖

第一节　食盐专营

１９９０年，富县食盐由县副食公司统一购进、加工和销售。盐种为陕西省定边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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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颗粒盐，县副食公司从定边购进原盐后，按照国家食盐规定标准加碘，批发给各国

营商店，基层供销社销售。是年，全县购进食盐６００吨，销售６１０吨。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富县盐务管理局成立，按照有利工作的原则，县盐务管理局与县副

食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是年，对全县１３个乡镇２８个行政村１８０户食用碘盐情况进
行检查，没收不合格碘盐６００千克，严厉打击走私贩卖原盐不法行为。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县盐务管理局与县副食公司分设，成立富县盐业公司，隶属盐务管理局。１９９９年，为食
盐销售网点办理零售许可证１５６家，购进碘盐７００吨，销售３９３吨。２００３年，在盐业公
司设立化验室，对每批购进食盐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当年购进食盐 ７６５
吨，销售食盐７６５吨。２００６年，直接从厂家购进袋装食用盐，对各零售网点开展送货上
门服务，全年购进食盐５７８吨，销售５７８吨。２００７年，新建盐库３００平方米，储量３００
吨。２０１０年，全县有食盐零售网点１５５个，全年购进５７８吨，销售５７９８吨。营养盐、
绿色盐、腌制盐相继上市，全县经销食盐品种达１０余个。

第二节　烟草专卖

１９９０年，富县烟草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向陕西省烟草总公司申报卷烟购进计划，并
派员参加省公司召开的订货会，以合同形式确定购进卷烟的品牌、数量、生产厂家等，

公司按照合同逐批购进卷烟并上市销售。是年全县销售各种卷烟６４６０箱，销售收入６７５
万元。１９９３年，县烟草公司先后设立茶坊、牛武、羊泉、吉子现、寺仙、张村驿和北道
德７个批发零售点，全县销售各种卷烟５０５４箱，销售收入８３１６万元。１９９６年，卷烟
批发网点发展到１１个，销售各种卷烟６６７１箱，销售收入１５９６６万元。２０００年开始人
工访销，集中送货到户，销售各种卷烟４１０５箱，销售收入１５３３万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延安市烟草专卖局在富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富县以客户之家为载体，建立双向承诺、计

分考核、分类管理、星级服务、专销结合的烟草专卖诚信等级管理模式。２００５年，按照
“电话访销、集中供货”模式在全县实行以县级公司为主的卷烟大配送，销售各种卷烟

烟草专卖法宣传

５７４７箱，销 售 收 入
４４５０万元。２００６年以
来，全市统一电话订

货，烟款从持证零售

户账户中划转，所订

卷烟由市公司配送中

心统一配送。卷烟经

营实现从传统商业向

现代流通的根本性转

变。２０１０年，全县销
售各种卷烟７６０箱，销
售收入１０４０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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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石油购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富县石油公司主要承担全县煤油、柴油、汽油、润滑油的组织调
运、储存、销售业务。共有职工 ８７人，下设 ７个基层加油站，总资产约 １２０２万元。
１９９０年销量５２０吨，此后３年以每年１６０吨左右递增，１９９３年销量１０６０吨，突破千吨。
１９９４起，此后１２年以每年３５０吨左右递增，２００５年销量５２６０吨，突破年销量５０００吨。
１９９８年，富县石油公司上划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年，县委、县政府对石
油公司实施改制，重组企业领导班子，转换经营机制。２０００年，公司全面改造旧有加油
站，新修４个现代化加油站，油品销量逐年递增。２００９年增加到１５万吨。２０１０年，公
司干部职工５８人，总资产２１００万元，企业购销两旺。

第四节　烟花专营

１９９０年，县内无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烟花爆竹产品全部从外地购进。参与经营的有
供销社系统和个体户。是年，全县烟花爆竹销售额２６万余元。截至２０００年年末，全县
烟花爆竹销售长期处于国有、集体、个体并存局面，未实行专卖专营。

２００１年，县政府颁发 《富县烟花爆竹安全经营管理办法》，确定烟花爆竹经营工作

由县供销社系统归口专营，土产公司负责批发业务，供销社系统各企业负责零售业务，

烟花爆竹经营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是年，全县烟花爆竹销售额８万元。
２００３年，全县烟花爆竹销售额１１万元。２００６年，全县烟花爆竹销售额１７万元。

２００７年，县政府投资２０万元，土产公司自筹２２万元，在县城窑沟新建烟花爆竹仓
库１座，建筑面积２４０平方米。是年，全县烟花爆竹销售额２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全县烟
花爆竹销售额２３万元。２００９年，全县烟花爆竹销售额２５万元。２０１０年，全县烟花爆竹
销售额２８万元。

第五节　定点屠宰

１９９８年之前，畜禽由个体分散屠宰，未实行定点屠宰，专职人员进入市场进行屠
宰品检疫。１９９９年起，县城上市猪肉全部进入茶坊小泉坡定点屠宰场屠宰，县城确定
５个牛羊屠宰点，羊泉、张村驿、直罗等在饲养场屠宰。专职人员驻场赴点，实施宰
前宰中宰后全程检疫，常年坚持检疫工作。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县屠宰检疫畜禽７１３
万头，处理病变有害肉１４吨，畜禽及其产品检疫率１００％，肉品持证出场率１００％，
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

００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第五章　物资经营

第一节　物资企业

富县物资总公司　１９９０年，富县物资局属事业单位，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干
部职工３４人。１９９３年按政企分开政策要求改革为富县物资总公司，下设物资综合公司
和建材公司，主要经营建材等供销业务。改制后总公司保留７人，依靠收取下属公司管
理费发放职工工资。其余人员分流到物资综合公司。１９９５年总公司解体。

富县物资综合公司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公司推行承包制经营。１９９７年，按照县委、县
政府企业改制方案进行股份制改造，采取 “职工自愿入股，民主选举经理”的办法，改制

为股份制公司。是年公司总资产１２３万元，职工３３人。由于股份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企业
负债累累，难以为继。随将公司民用爆破物资经营业务承包私人经营。１９９８年，按照省政
府两个 “决定”精神，由县委、县政府主持对企业实行 “切块拍卖，安置职工”的办法实

施改制，通过买断工龄安置１８人，调出５人，办理离退手续９人。股份公司解体。
２００２年４月，县工业管理局出于民用爆破物品的安全管理需要，依照 《民用爆破物

品管理条例》规定，报请县政府批准，收回民爆物品经营权。２００５年１月，恢复富县物
资综合公司国有企业身份，主营民用爆破物品。２００９年３月，经省国防科工委检查验
收，取得民用爆炸物品经营许可证，成为合法的民用爆破器材经营企业。

富县建材公司　１９９０年为民营企业，主要经营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１９９３
年划归县物资总公司管理，升格为国有企业。是年县经济贸易局聘用王建华出任副经

理，主持公司工作，聘期一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公司管理混乱，职工各自为政，经营处
于无序状态。２０００年，县工业局聘用陈振华出任副经理主持工作。２００３年，公司采取
职工集资办法办理土地使用证，出让沿街地皮实施商业开发，缴清职工养老统筹金，补

发拖欠工资，偿还拖欠圣佛峪村土地租赁金。并以商铺租赁金置换安置，一次性安置职

工９人。２０１０年建材公司只保留牌子，无任何实质性经营活动。

第二节　物资购销

１９９０年，富县物资局承担全县物资供应，购进钢材３３２吨，木材５３８立方米，水泥
１４５０吨，生铁９０吨。１９９４年开始由县物资综合公司和县建材公司承担机电、钢材、木
材、水泥等物资经营。是年购进钢材１４３吨，水泥１３９０吨，原木１３５立方米。１９９８年
县物资综合公司改制为股份制公司运行，截至２００２年４月主要以承包制经营民爆物品，
其他物资经营活动基本停滞。２００５年１月，恢复原物资综合公司国有企业身份，主营业
务为民爆物品及爆破作业，主要服务于煤矿、石场及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２００９年营业
收入１０８３万元，上缴利税１８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公司固定资产４６万元，职工９人，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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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未变。

县建材公司从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０年，经营活动处于无序状态，职工以个体形式自主经
营，品类涉及水泥、木材、煤炭、机电及钢材，经营状况不佳。２００３年实施一次性安置
职工，退出建材市场。１９９６年开始，私营企业进入建材市场，主要经营品类包括钢材、
塑材、木材、水泥、灰粉及轻工产品。２０１０年，全县主营建材的私营企业９户，基本可
满足市场需求。

第六章　服务业

第一节　住宿餐饮

１９９０年，住宿和餐饮业机构有２５４家，从业５５６人，完成销售额９７８万元，占当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２４７％。其中个体经济完成７５５万元，占比７７２０％。重点住
宿餐饮业有富县招待所、富县城关旅社、茶坊旅社等。１９９４年，住宿和餐饮业完成销售
额３５６万元，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６１７％；１９９９年，住宿和餐饮业完成销售额
８０５万元，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８４５％。主要有杨林大酒店、黄金叶酒店、粮
贸饭店、通达饭庄、迎宾楼等。２００５年，住宿和餐饮业完成销售总额２６３３６万元，占
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１２２３％。主要有富县宾馆、明月楼、鸿福楼等。２０１０年，
住宿业网点４８家，从业２０８人，完成销售额５７５５万元；餐饮业网点４４２家，从业１１７２
人，完成销售额４１７３４万元，分别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１１５％和８３５％。其
中个体户完成餐饮销售额３４９５７万元，占当年餐饮业的８３７６％。主要住宿餐饮业有富
县宾馆、杨林大酒店、世纪大酒店、高新大酒店、子午岭酒店等。

第二节　社会服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服务业除住宿、餐饮业外主要有家电维修、打字复印、理发
照相、客运货运、修鞋钉鞋等项目，有网点９５家，从业２８８人。１９９５年前后，市场相
继出现歌舞厅、美容美发、广告印制、装饰装潢等服务项目，均属个体私营经济。２０００
年之后出现个体经营干洗店、洗浴所、婚介所、婚丧礼仪及家政服务公司，服务价格受

市场调节。２０１０年，富县社会服务业主要包括零担货运、出租车客运、装饰装潢、广告
文印、美容美发、洗浴按摩、休闲茶楼、西式快餐店等，有网点１４２家，从业４８６人。
社会服务业以市场为导向，守法经营，诚信为本，赢得广泛用户，基本满足本地市场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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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过境高速公路有包茂、青兰两条，过境国道有西包公路和兰

宜公路。２１年间，富县克服境区沟壑纵横、川塬交错、山水阻隔等多
种不利因素，千方百计争取多渠道投资，建设县乡公路，提升晴雨通

畅里程，提高道路等级，持续改善交通状况，交通道路基础设施发生

根本性变化。２０１０年，全县县乡道路 １６条，通车里程 ３５５５千米，
三级油路１８３千米，四级油路３１８千米。供电设施设备实现全面更新
换代，２０１０年全县有３５千伏输电线路８３５千米，１０千伏配网线路
９３２７千米，容量５１３兆伏安。全县８０％以上的行政村和７０％以上
的农户用上安全稳定电源，用电安全实现规范化管理。邮政电信日新

月异，发展迅猛，实现微波通信光纤化。２０１０年，建成邮路网络２２
条，总长７１２千米。移动基站１０３处，拥有传输光缆１０２２８千米皮
长，覆盖容量１０万户，覆盖率９８５％；联通网络基站７４座，可提供
５万门固定电话、１０００兆宽带的数据传输流量，光缆传输网４５０千米
皮长，覆盖全县９８％的村镇。



第一章　道　路

第一节　国　道

包茂高速公路　国家公路，编号 Ｇ６５。２００２年 １２月，黄陵至延安段开工建设，
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建成通车。富县段南起交道镇界子河村 （Ｋ６５３＋０００米处），北至牛武
镇四家岔村 （Ｋ６１１＋０００米处），总里程４３千米。双向四车道，整体式路基宽２４５米，
行车道宽２×７５米，中央隔离带宽２米，左侧路缘带宽２×０５米，硬路肩及右侧路缘
带宽２×２５米，土路肩宽２×０７５米，设计荷载汽车超－２０级、挂车－１２０级，行车速
度８０千米／小时。建有单洞隧道４座，桥梁４５座，含大桥７座、互通式立交桥２座，收
费站及服务区各１处，富县出入口位于茶坊镇史家坪村。

青兰高速公路　国家公路，编号Ｇ２２。２００８年７月，富县段开工建设，２０１０年９月
通车。东起交道镇吉家村，西至张家湾雷家角村，总里程８７千米。双向四车道，整体
式路基宽２４５米，行车道宽２×７５米，中央分隔带宽２米，设计行车速度８０千米／小
时。建有隧道７座，桥梁１７２座，互通式立交桥２座，服务区１处，县城南出入口位于
富城镇袁家村，其余３个出入口依次位于张村驿镇、直罗镇、张家湾镇。

西包公路 （２１０国道）　国家公路。县境北起黄甫店 （Ｋ６４０＋８００米处），南至界
子河大桥 （Ｋ６８１＋６００米处），途经茶坊、交道２个乡镇，总里程４０８千米。１９９０年，
为二级柏油路面，路基宽１０～１２米，路面宽９４～１１４米。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对李家
沟至马坊 Ｋ６５１＋５００—Ｋ６５２＋４００、三道湾 Ｋ６４９＋７００—Ｋ６５０＋０００、新民村 Ｋ６４４＋
３００—Ｋ６４５＋８００路段进行改线。２００８年因修建富县火车东站对吉子湾路段Ｋ６５４＋０００—
６５４＋５００进行改线。县境 Ｇ２１０水泥混凝土路面９２２千米，沥青混凝土路面３１５８千
米，全线建有安家湾公路服务区１处，吉子湾收费站１处，川口加油站１处，桥梁８座，
涵洞５２道。

兰宜公路 （３０９国道）　国家公路。县境东起晋师庙梁隧道 （Ｋ１４０４＋５００米处）进
入富县，与２１０国道在茶坊镇Ｋ１４３６＋８００米处呈Ｙ字形交叉过境，途经牛武、茶坊、北道
德、直罗、张家湾５个乡镇，于雷家角 （Ｋ１５３４＋１６６米处）出县境进入甘肃省合水县，总
里程１２９６７千米。１９９０年，为三级柏油路面，路基宽８５米，路面宽６６米。２００１年，延
安市交通局按二级公路标准，对兰宜公路延安境内线路进行拓宽改造。２００３年，完成宜川
县城至富县茶坊段８４９１千米改建，富县境内３３７８千米，路基宽１０米。全线建有牛武收
费站１处，卫生服务区１处，桥梁２０座，隧道２座，涵洞２３８道。

第二节　县乡道路

１９９０年，全县有乡村道路 １１条，总计 ２３２４７千米。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９０％为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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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逐步实施砂石化改造，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国家实施村村通油路工程，４年内富
县共投资５３３３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全县县乡道路１６条，其中县道５条１２４５千米，乡道
１１条２３１千米，村道２０４条６２４千米，三级油路１８３千米，四级油路３１８千米，砂石路
３０７千米，２１４个行政村通油路，油路通村率８９２％，基本实现 “县乡公路等级化、乡

村道路黑色化”的 “十一五”规划目标。

富寺公路　富县县城至张村驿镇寺峪村，全长４３５千米，砂砾路面。１９９６年按三
级油路标准对县城至羊泉段进行改建，２００１年公路普查时命名富寺路。２００５年投资９８
万元，按三级油路标准对县城南教场至倒回岭垭口３５千米路段进行改建。２００６年投资
６１０万元，按三级油路标准对羊泉至寺峪段１４５千米路段进行改建，路基宽７５米，路
面宽６米，面层厚４厘米。２００８年，投资１５６９万元，按三级油路标准，改建南教场至
羊泉段２５５千米。全线有桥梁５座，涵洞５２道。

香黄公路　原为黄直路，柏油路面，黄陵县龙首村至富县直罗镇香炉沟村，全长
７１２７千米。２００１年公路普查时命名香黄路，富县境内４３５千米。１９９８年葫芦河遭遇
特大洪水，公路毁坏严重。２００５年投资４２９１万元，改建为三级油路。全线有桥梁２座，
涵洞６８道。

吉洛公路　富县吉子现乡至洛川县，全长１０２千米。初为小道，１９８７年修筑西延
铁路时拓宽路基３～４米，作为运输便道。１９９８年拓宽普修，命名吉洛路。２００６年投资
６３５万元，修筑成三级油路。

旧牛公路　洛川县旧县镇至富县牛武镇，原为人行便道。１９９５年，富县境区局部拓
宽６８千米。同年改建牛武至左家沟段３千米为砂砾路面，路基宽７米，路面宽６米，
左家沟至洛川界３８千米坡道为土路面，路基宽６米，路面宽５米。２００８年５月，对牛
武至左家沟段２千米铺筑混凝土路面，路面宽４米。２００９年按四级油路标准改建旧牛
路，路基宽６５米，路面宽５米。全线有涵洞２道。

羊南公路　羊泉镇至南道德乡，全长４０５千米。１９８０年建成时为简易乡间公路，
路基宽４～６米，路面宽 ３～５米。１９９１年拓宽羊泉至吉子现段 １０千米并铺筑石子，
１９９２年铺筑吉子现至串坡段７千米砂石路。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陆续改建串坡至新庄科１２千
米坡道，１９９９年铺筑羊泉至吉子现段柏油路。２００１年铺筑南道德至马塔段８千米柏油
路，２００３年铺筑吉子现至南道德段柏油路。２００４年 ８月全线油路贯通。２００９年投资
１０８５万元，按三级公路标准改建羊泉至吉子现串坡段１８５千米。全线有桥梁１座，涵
洞６７道。

富洛路　富城镇至洛阳村，全长１２５千米。１９９８年修筑为四级砂石路，２００１年改
建成通村四级油路，连接监军台、田厢、袁家村、寺底、洛阳５个行政村，全线有桥梁
１座，涵洞３０道。

任张路　任家台至张村驿镇，全长２５５千米。１９９８年修筑为砂石路，２００８年投资
７２５万元，修筑北道德至张村驿段三级油路１４３８千米。全线有桥梁１座，涵洞４０道。

侯王路　羊泉镇侯家庄至王家湾村，全长９０７千米。２００４年铺设为砂砾路，２００７
年投资３６４万元，按山岭重丘区三级油路标准改建，路基宽７５米，路面宽６米。

富钳路　富城镇瓦窑沟至钳二乡缑家湾村，全长２１７千米。２００３年修筑为砂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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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０９４２万元，按山岭重丘区三级油路标准改建。
南牛路　牛武镇邓家沟至四家岔村，全长５０７千米。２００５年投资５０７万元进行砂

石路改建。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４４１万元，将邓家沟至南家岔段３０千米改建成三级油路。２００９
年投资２５２万元，将南家岔至四家岔段１２千米改建成四级油路。

交洛路　交道镇王尧科村至洛川县交界处，全长１０千米。２００４年投资１００万元改
建为砂石路，２００７年投资４１９万元改建为三级油路。

太平路　起于寺仙乡现头村，途经太平村至北河寨，全长６７千米。２００８年投资约
４６２万元，按四级油路标准改建现头至太平段２２千米，路基宽６５米，路面宽５米。

瓦张路　起于３０９国道张家湾段，途经三城村至瓦窑沟吴家圪台，全长２６９千米。
２００５年修筑为四级砂石路，２００６年投资４４７３万元，按四级油路标准改建２１３千米，
２００７年按四级油路标准改建剩余５６千米。

洛峪路　富城镇洛阳村至峪口村，全长１１２千米。２００８年投资１１２万元改建成四
级砂石路。

直上路　起于直罗镇，途经文家庙、新寨子、屈家沟、小河子，止于黄陵县上畛子，全
长５２３千米。２００６年投资４０９５万元，按四级油路标准改建直罗街至石泓寺段１９５千米。

黄李路　黄甫店至李家坡村，全长５９千米。２００６年投资４２万元，按四级油路标
准改建东红至李家坡段２千米。

第三节　铁　路

富县过境铁路线２条，西安至延安铁路线督 （河）道 （镇）段和西安至延安铁路复

线段。

西延铁路　１９９０年，在北教场太和山脚下建成富县火车站，设督河村车站，辖区铁
路３３５千米。富县火车站北接甘泉火车站，南连洛川火车站。铺有６股轨道，设高站台
１个，旅客站台２个，候车室面积１５０平方米，可容纳旅客１６０余人。车站设有军用库
房，兼办军事运输、军品到发。车站运行采用６５０２电气集中连锁，闭塞设备为６４Ｄ继
电半自动闭塞，上行牵引定数 ＤＦ４１７８０吨，ＤＦ８Ｂ２１８０吨；下行牵引定数 ＤＦ４３１００吨，
ＤＦ８Ｂ３１００吨。列车允许运行速度７５千米／时。

西延铁路复线　全长４３２千米，２００８年开工建设，２０１０年在建。

第四节　桥梁隧道

１９９０年，境内有各类桥梁４１座、隧道２座。２０１０年年末，随着公路建设步伐加
快，全县各类公路桥梁增至５２座。境内青兰高速公路主要桥梁自东向西有：下泥河
大桥、洛河大桥、洛阳沟大桥、北河沟大桥、石家河大桥、毛家沟大桥、善化大桥、

龙头河大桥、葫芦河大桥、党家河大桥、广家寨大桥、芦村沟大桥、白林沟大桥、马

渠寺大桥及下泥沟中桥、鹿首河中桥、新城中桥、桥沟中桥、直罗中桥、葫芦河中

桥、天乐１号至５号小桥等。包茂高速有彦麦沟、羊泉沟、牛武３座隧道；青兰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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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吉家村、秋树梁、石家河、羊泉、善化、峁头、柯家庄、张村驿、北河、直罗、教

场坪、金盆湾、七里坪、小山、龙咀、寨子湾、刘家咀、杨家湾 １８座隧道。主要公
路桥梁、隧道简介如下：

洛河大桥　位于古州峁山脚下，民间惯称富北大桥，东西横跨洛河，连通沙梁与北
教场，为３０９国道过境桥梁。桥长１６６４５米，桥面宽１０８米，行车道７４５米。２００５年
加固维修，重筑桥面，重铺人行道，设计荷载汽１５挂８０，安全性和稳定性全面提高。

城大桥　位于龟山脚下，南北纵跨洛河，连通老城与沙梁。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动工，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建成通车。桥长１６３４米，宽１１米，二级双柱式桥墩，柱径１２米，构造
坚固，设计荷载汽１５挂８０。

双翼大桥　位于富城镇何家湾村东，横跨洛河贯通２１０国道，全长１４０米，桥面宽
１３米，行车道９米，人行道２×２米。２００３年９月开工建设，２００４年７月建成通车。

茶坊中桥　位于茶坊陵园路中段，横跨牛武川水，连通陵园路与茶坊镇茶小街，全
长４６１６米，桥面宽１３米，行车道９米，人行道２×２米。２０１０年５月开工建设。

洛滨路大桥　位于县城东山脚下，南北纵跨洛河，连通沙梁与老城区，全长５３２５７
米，桥宽２０米，车行道１２米，人行道２×４米，总投资５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４月开工
建设。

北教场漫水桥　位于县城北山脚下，南北纵卧洛河，连通北教场与茶坊街。１９６９年
动工修建，１９７０年交付使用，桥长１６５米，宽７米，是自行设计建造的拱坝式漫水石
桥，为境内洛河上第一座桥梁。

监军台漫水桥　位于监军台村口，东西横卧洛河，连通南教场与洛阳川。１９７４年建
成通行，桥长１２５米，宽６５米，为拱坝式漫水桥。桥墩两端设计鱼嘴构造，有效消解
水流冲击力，数次抵御洪流，至今安全使用。

晋师庙梁隧道　位于富县与宜川县交界的晋师庙梁，１９７５年开工建设，１９７６年８月
建成通车。结构为混凝土石料衬砌。隧道全长２３４米，车行道宽７米，人行道两侧各１
米，高６５米。数次维修，至今使用。

照八寺隧道　位于北道德塬北端山下，是境内最早贯通洛河与葫芦河流域的车行通
道，被称为富县的 “巴拿马运河”。１９７５年开工建设，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建成通车，为混凝
土曲篛结构。隧道全长３８３米，车行道宽７米，人行道两侧各１米，高６５米。

富县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０年公路桥梁隧道统计表
表１０－１－１ 单位：座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

线路名称 板梁桥 石拱桥 土桥 隧道 线路名称 板梁桥 石拱桥 土桥 隧道

包茂高速 包茂高速 ３

青兰高速 青兰高速 １８

２１０国道 ４ ４ ２１０国道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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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

线路名称 板梁桥 石拱桥 土桥 隧道 线路名称 板梁桥 石拱桥 土桥 隧道

３０９国道 １６ ４ ２ ３０９国道 １６ ４ ２

富寺路 ３ １ 富寺路 ５ ３

香黄路 １ ２ ２ 香黄路 ３ ２ ４

吉洛路 １ 吉洛路 ２

旧牛路 旧牛路

羊南路 １ １ １ 羊南路 １ ２ ２

第二章　道路运输

第一节　运输企业

富县汽车运输公司　１９７３年成立，属全民所有制交通运输企业。１９９０年公司有客
运车辆４辆，货运车辆１５辆，１９９４年发展到客货车４３辆，总资产逾百万的县级骨干企
业。是年因遭受特大洪灾而停运，２００４年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２００５年由富县交通
运输管理站接管。２００７年公司实施改制，一次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茶坊汽车站　１９５６年响应全国 “车进站，人归点”号召，延安汽车运输公司设富县

分公司，驻地茶坊正街，占地０３２公顷，属国营企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延安至西安、
山西至甘肃的重要交通枢纽，外连甘泉、洛川、宜川、黄龙、合水、庆阳等县，内接４
条客运干线，经营车辆发展到１７辆，客运量逐年递增，经营状况良好。２００８年县政府
收回经营权，并重新选址建站。

富县汽车客运站　２００４年由省交通厅批复立项，２００５年８月开工建设，２００７年８
月竣工，２００８年６月投入运营。车站位于茶坊镇２１０国道与３０９国道交会处，按二级汽
车客运站标准建设，占地约１公顷，总建筑面积２１９０平方米，场地硬化５５８０平方米。
其中站务用房１２２０平方米，停车场４３００平方米，站前广场６８０平方米。总投资７８０万
元，省厅补助２４０万元，剩余资金自筹。日发班次２１辆，过往车辆９０余辆，日均客运
量１２００人次，工作人员２５人。

乡镇汽车客运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建设乡镇汽车客运站，一般占地０１３～０２公顷，
建筑面积２００平方米左右，主要有旅客候车休息室。车站场地全部硬化。标准为五级汽
车站。每站投资４０万元左右，资金由延安市政府及县政府分级承担。２００６年建成和尚
塬汽车站、直罗汽车站、张村驿汽车站，２００７年建成吉子现汽车站、羊泉汽车站、钳二
汽车站、寺仙汽车站、交道汽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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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客运企业　经营公路客运的民营运输企业两家。富县顺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２００４年成立，２０１０年客车８３辆，客运线路２０条，主要经营境内农村客运班线业务，
年客运５２万余人次。长盛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成立，客车２３辆，客运线路
１６条，主要运营跨县、市和县境内客运班线。

民营货运企业　２００６年４月，富县油建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主要从事原油
运输业务。２００９年４月，富县诚信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成立。２０１０年，两家货运企业
拥有普通货车１５２辆，特种货车１７辆，从业者５００余人。

第二节　客　运

公路客运　富县向境外有直通西安、延安和周边各县的公路客运班车，也有西安、
延安和周围各县的途经客运班车。１９９０年，县内客车４辆，年客运量２７万人次，每千
米周转１８９万人次。１９９４年客车２０５辆，年客运量１０２８万人，每千米周转６６８２万人
次。１９９８年客车１２７辆，年客运量６３７万人，每千米周转４１４０万人次。２００１年客车８７
辆，从业者３００余人，年客运量４４６万人次，每千米周转２６７９万人次。２００５年起，为
提高客运车辆等级，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确定所有更新客车和新增客车，必须从骊山、

通运、金龙品牌中选购。２０１０年，全县客车１０６辆，从业者４００余人，实载率８０％，年
客运量５９万人次，每千米周转３５４０万人次。境内客运班线３４条，全县乡镇政府所在地
全部通车，途经１８３个行政村，通车率７６％，惠及群众１２３万人，约占总人口的８５％。

铁路客运　富县火车站铁路客运辐射甘泉、洛川、宜川、黄龙。１９９０年发送旅客
３８５８６人，日均１０５人次。１９９５年发送旅客５２１８０人，日均１４２人次。２０００年发送旅客
５３２１７人，日均１４５人次。２００５年发送旅客５２１９０人，日均１４２人次。２０１０年发送旅客
７２６２２人，日均１９８人次。

城市客运　１９９２年，县城出现人力三轮车，以零担货运为主，零星载客。１９９５年
出现机动三轮车营运，１９９９年发展到６０余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纳入城市管理范围，
由县城建局归口管理。２００３年，全县客运机动三轮车８２辆，城建局实行资质审查、挂
户备案、管理经营，是年运送旅客６８万人次。２００６年，按照逐步取缔、平稳过渡原则，
减少为７２辆，年运送旅客６９万人次。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经县政府决定，全部取缔城区客运
机动三轮车。

２０００年５月，经县政府批准，对县城公交８年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李建林取得经
营权，组建建林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县城建局管理。时有公交车４辆，营运线
路２条，从业者１０人，年运送旅客６０万人次，票价０５元

"

人。２００３年６月，建林城
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开始独立经营，有公交车６辆，从业者１４人，年运送旅客８０万人
次。２００７年增加线路 １条，公交车增至 ８辆，票价成人 １元

"

人、学生 ０５元
"

人。

２００９年７月，县政府对城市公交经营权公开招标，建林城市公交有限责任公司再度中
标，１２辆公交车全部更新为无人售票车，线路４条，从业者２６人，年运送旅客１３０万
人次。

２００４年８月，经县政府批准，对３０辆出租汽车５年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组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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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城市客运出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个人挂靠经营，公司收取管理费，经营权与车辆属

个人所有。１０月投入营运，城区起步价３元，超出３千米，每千米１２元。２００５年从业
者３３人，年运送旅客５０万人次。２００６年３月起，调价至５元，每千米租价不变。２００８
年１１月，经市主管部门及县政府批准，招标出让６０辆出租汽车经营权，组建金鹿、长
盛出租汽车公司，２００９年１月投入营运。是年１０月，首批３０辆出租汽车转换经营模
式，重新组建富州城市客运出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有偿使用权６年。２０１０年，富县有
出租车９０辆，从业者１９０人，年运送旅客１３５万人次。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公路客运情况一览表
表１０－２－１

年份 客车 （辆） 运输 （万人） 周转 （万人千米）

１９９０ ４ ２７ １８９

１９９１ ４ ３１ ２１７

１９９２ ６ ４１ ２８７

１９９３ ２０ １１２ ７８４

１９９４ ２０５ １０２８ ６６８２

１９９５ １３５ ６７７ ４４００

１９９６ ３３７ １６９ １０９８５

１９９７ １２０ ６０２ ３９１２

１９９８ １２７ ６３７ ４１４０

１９９９ １２７ ６２９ ４０８８

２０００ １３６ ６８２ ４４３４

２００１ ８７ ４４６ ２６７９

２００２ ８２ ４１１３ ２４６７

２００３ ８２ ４２３ ２５３８

２００４ ７８ ４０９ ２４５４

２００５ ７２ ３７８ ２２６８

２００６ ６１ ３０６ １８３６

２００７ ６９ ３４６ ２０７７

２００８ ７３ ３６６ ２１９７

２００９ ７９ ５１０ ３０６０

２０１０ ９０ １３５ ３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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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货　运

公路货运　公路货物运输绝大部分由个体经营，主要运营本地农副产品、生活用
品、油田物资、建筑材料和农业生产资料。１９９０年左右，使用的多数是载重吨位较低、
耗油排放量大、安全性能较差的老一汽解放、济南黄河等车型。１９９１年，全县货运汽车
２１４辆，从业者７００余人，年货运总量１４万吨左右。１９９４年，随着长庆油田公司在富县
地区生产经营的活跃，个体经营者或更新或购置节能环保载重的解放 １４２、东风二汽
１４０、东风１５３等零担货运车辆，长庆油田公司驻富县公司也拥有一定数量的货运车辆。
１９９５年，全县货运汽车７６０辆，从业者２０００余人，年运输总量３４２０万吨。２００１年，
长庆油田分公司从富县迁出，货运市场萎缩。２００２年，全县货运汽车２６０辆，从业者
８００余人，年运输总量１０５３万吨。２０１０年，全县货运汽车９１辆，从业者３００余人，年
运输总量８４万吨。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公路货运情况一览表
表１０－２－２

年份 货车 （辆） 运输 （万吨） 周转 （万吨千米）

１９９０ １４７ １１０２ １３２２４

１９９１ ２１４ １４００ １９５６３０

１９９２ ２２０ １８８０ ２２５６３０

１９９３ ２２７ １４２２ １７０６４０

１９９４ ６１４ ２７６３ ３３１５６０

１９９５ ７６０ ３４２０ ４１０４３０

１９９６ ４８２ ２１６９ ２６０２８０

１９９７ ４３０ １９３５ ２３２２００

１９９８ ４４３ １９３４ ２３９２８０

１９９９ ４４３ １７９４ ２１５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２１ ２１１０ ２５３２００

２００１ ３４０ １３７７ １６５２４３

２００２ ２６０ １０５３ １２６３６０

２００３ ２６０ ９３６ １１２３２３

２００４ ３１９ １２９２ １５５０４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３ ９４７ １１３６４０

２００６ １１１ ９９９ １１９８８０

２００７ １６５ １４８５ １７８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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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货车 （辆） 运输 （万吨） 周转 （万吨千米）

２００８ ２３１ １５９０ １９０８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５２ １２６０ １５１２００

２０１０ ９１ ８４０ １００８００

铁路货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铁路过境货运主要以原油、原煤、汽油、柴油、液化
气为主，到达货物有化肥、石料、粮食等。２００２年火车货运整车发送１３万吨，整车到
达１２万吨；２００５年整车发送０４万吨，整车到达４２万吨；２０１０年整车发送００８万
吨，整车到达６１１万吨。

第四节　车辆维修

１９９０年前，车辆维修以马路摊点为主，维修业户设备简陋，从业人员技术含量较
低。随着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展，各类运输车辆逐年递增，维修企业随之增加。１９９４年
富县海林汽车修理厂成立，二级维修企业。２０００年富县宝明汽车维修厂成立。２０１０年
富县辖区机动车维修企业增至１２３家，其中二类维修企业２家，三类维修企业９５家，摩
托车修理２６家。

第三章　道路管护

第一节　道路养护

境内高速公路、国道和县乡道路的养护体制主要按路产分别负责。过境高速公路，

由所属高速公路集团公司修建、维护和养护。

国道养护　国道养护由富县公路管理段负责。２１０国道沿线有吉子湾、茶坊、交道、
茹子、榆林桥道班，负责沿线路面、路基、边坡、涵洞、水沟、桥梁、警示标志等全面

精修管护和病害治理。内业资料统一在吉子湾道班保存。３０９国道沿线有西渠、吉子湾、
茶坊、香炉沟、王家角道班和１个机械化养护中心，担负沿线养护、公路大中修工程、
小修保养、冷补料生产等任务。

１９９３年投资１０３万元完成西包线 Ｋ２４９＋５００—Ｋ２５９共１０５千米文明路建设工程。
１９９４年投资２９５万元完成西包线Ｋ２５９—Ｋ２７４共１５千米文明路建设工程。１９９６年投资
１５４４万元完成西包线公路改建工程。１９９８年投资２７５４万元完成３０９国道过境路文明
路工程，投资７２６８万元完成兰宜线Ｋ１４４＋２００处文明路工程。２００１年投资７７９６万元
完成西包线Ｋ２７７＋４００—Ｋ２３６＋６００西延文明路建设工程，投资９５８８万元完成２１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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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维护

道改建工程 ５千米。
２００４年投资 １７７７８
万元完成 ２１０国道沿
线行道树粉刷及标语

刷新４０２千米，补植
行道树４１７６株，安装
百米桩、轮廓桩、警

示桩 １３９０５根。２００６
年投资３０万元安装北
教场大桥栏杆３１０米；
投资６８３万元对２１０
国道、３０９国道沿线
桥梁实施维修；投资

２０３２万元完成 ２１０
国道橡胶分道体２１６个，隔离墩２２２个，防撞墙及警示标志２７５０个；投资８７万元完成
３０９国道示范路建设３２３２千米。２００８年投资８万元实施３０９国道柳稍湾绿化亮点１处；投
资３９０８万元完成２１０国道４０８千米示范路建设；投资４１７万元完成２１０国道Ｋ６４１＋５９０
黄铺店桥梁加宽；投资２１７８万元实施２１０国道Ｋ６４４＋５００挂网工程１１５万平方米。同时
完成北教场至直罗镇５０千米油路大修任务。２０１０年投资５３４万元完成直罗桥、毛家庄桥
改造工程；投资４１万元更换维修２１０国道Ｋ６４８＋０００—６５１＋０００ＳＮＳ网，清理落石、修复
路沿１５７９５米。投资１０万元在２１０国道沿线补栽刺柏１３５０棵。

公路养护　县域公路养护由富县农村公路管理站负责。１９９０年列养县级公路３条
１２７２千米、乡道３条４１４５千米。是年重铺黄直路２千米，小型罩面５千米，补坑槽
５４万平方米，清塌方２１００立方米。１９９３年列养县道增至５条１３３千米，含油路４３千
米。１９９６年７月，特大暴雨造成葫芦河洪水泛滥，损坏路面８８千米３５２万平方米，毁
坏路肩４１处３２万立方米，冲毁桥梁３９座、涵洞４道，直罗、张村驿道路阻断。县政
府组织铲车、推土机等机械１００余台，清理滑塌淤泥１５３万立方米，整修路面５７千米，
补坑槽１０３万平方米，恢复水毁４３处。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日，洛川土桥垮塌，大型车辆分
流境内黄直路段，造成路面损坏严重，阴雨天气车辆无法通行。县公路站运送石料１３
万立方米，整修路面 ４３５千米，补坑槽 １９４万平方米，保障黄直路晴雨通车。２００３
年，综合治理富寺路周边环境，清理垃圾８００立方米、果树枝１５０车，修建绿化平台２
千米，路旁种草２千米，整修道路３５千米。２０１０年，列养道路５６７千米，含县道５条
１４３７千米、乡道１０条２４０５千米、村道９５条１８２８千米。是年，补坑槽１９９万平方
米，翻浆整修４３００平方米，铺设砾石料１８００立方米，清理塌方１２９万立方米，修复路
基１３处２１００立方米，罩路面４６４千米，创建文明路４７千米，硬化路肩４３４０米，开边
沟４７千米。修筑羊泉街石拱桥１座，维修加固其子沟石拱桥１座，对沙西沟石拱桥加宽
２米，修建护坡３０米，浆砌石边沟６４０立方米，建挡土墙２１５０立方米。县道年末优良
里程１１６５千米，好路率８１１％；乡道年末优良里程１０４４千米，好路率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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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运政管理

客运线路遍布全县乡镇，货运车辆属个体经营，管理难度较大。县运管所从源头抓

起，以驻站办公室为基点，检查客运经营行为，监督落实 “三不进站五不出站”管理规

定，杜绝不按规定售票、不及时结算运费、乱收费等违规现象。强化流动稽查，动态监

管，执法人员不间断巡查运输市场，重点检查是否按规定携带证件和牌照，以及无证驾

运和超载现象，从严处罚不按核定班次运行、站外揽客、乱停乱靠、无证经营等违规行

为。根据客运实际，制定 《富县客运企业公司化改革实施意见》，拟定顺达客运公司实

行班线股份制经营，长盛公司实行全资经营模式，积极推进客运企业公司化改革。每年

年初，分别集中站务员、司乘员培训业务知识，学习政策法规，实行考试上岗。驾驶公

交车、出租车司机实行健康许可制度，年龄不超过６０周岁、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３年
以上且３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方可申请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同时对从业人员进行
摸底调查，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规范道路运输市场，保护合法经营者权益。

第三节　路政管理

１９９０年，对国道路产、路权、路况登记造册，实现路政管理全覆盖。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县路政执法大队与国道周边村镇交道口使用者签订卫生责任协议，综合治理脏乱差

状况，共清理沿线垃圾２４０吨，拆除违章搭建３５万平方米。２００３年，路政着装由军绿
色更换为藏蓝色，执法车辆由７５０型摩托车、北京２１２型吉普车更换为桑塔纳小轿车，
各类法律文书、票据和装备也随之更新换代。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重点巡查、专项整治和集
中清理占用国道打场晒粮现象，向沿线村民发放爱路护路宣传资料４００余份。治理国道
超限运输车辆，加强 ３０９国道东线文明示范路创建工作，保障国道畅通。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与相关部门联合执法，治理国道沿线加水、洗车、修理和乱搭乱建现象，共清理非

法洗车加水点６７处，收缴加水泵２７个、水管４８００余米。
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坚持常年上路巡查，文明、礼貌、公正执法，路

政案件查处率１００％，结案率１００％。细致地进行路产、路权、桥梁、道口的普查，建立
健全路产档案。１９９０年之后的２０年间，共查处路政案件３２０余起，拆除违章建筑４２０
余处，收回路政赔偿３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进行大型公路法律、法规宣传５次，印发宣
传资料万余份，查处路政案件１２起，收回路政赔偿占用费７８万元，行政罚没５７万
元，设置 “Ｓ”弯标志３处、龙门架２１副、警示牌２０块。开展公路 “三乱”集中整治

“百日行动”，有效遏制公路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行为，清理非公路标牌、违法建

筑、沿线摊点，有效保护路产、路权，确保农村道路安全畅通。

第四节　规费征稽

富县交通征费稽查所，属陕西省交通厅征费稽查局垂直管理的派出机构，负责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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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机动车辆公路养路费和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的购置附加费。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养路
费征收每年１３０余万元。１９９５年货车征收标准由每吨每月１０５元提高到２１０元，客车由
每吨每月１０５元提高到２８０元。是年完成养路费征收３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０年征收４８０余万
元。２００５年征收６５０余万元。２００８年征收８００余万元。截至２００８年年底，累计征收交
通规费９０００余万元。
２００１年，将三轮车、摩托车养路费征收移交地方政府，车辆购置附加费改为车辆购

置附加税。２００５年１月，将车辆购置附加税征收移交国税部门，征稽所只征收三轮以上
不含三轮机动车辆的养路费。２００９年１月，落实 《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

革实施意见》，取消公路养路费等交通规费的征收。原征稽系统工作人员转岗安置到国

税、地税、高速和地方路政部门。

第五节　管理机构

富县交通运输局　１９９０年为县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编制８人，设局长１人，总工程
师１人，副局长３人，有干部８人。主要职能职责：拟订全县交通运输业发展规划、年
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县级公路的路政路权管理和建设养护；负责运输市场管理和公

路建设资金管理；负责交通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合同造价和工程质量管理；负

责全县交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负责全县公路交通运输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富县公路管理段　位于 ２１０国道和 ３０９国道交会处的茶坊镇正街，养护里程
１７０４６６千米。机关内设财务股、生产股、路政股、物资设备股和行政办公室，辖６个
道班、１个养护作业组和１个养护中心。

富县农村公路管理站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县地方公路管理站更名为县公路管理站，下
设１１个道班，编制道工１０６人。２００７年，更名为县农村公路管理站，下设通达公路养
护公司，各乡镇政府设立公路管理所，负责辖区公路路肩边沟的整修，沙石路的养护，

以及路政管理的协调工作。

富县交通运输管理所　１９９０年沿用富县交通运输管理站名称，２００６年更名，事业
性质，正科级建制，编制４０人，隶属富县交通运输管理局管理。设所长１人，副所长３
人。内设行政办公室、客运股、货运股、驾培股、维修股、财务股和业务大厅，负责全

县道路客运货运、打非治违、汽车维修、驾驶员培训等业务。

富县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５月成立，事业性质，正科级建制，编制１２人，
隶属富县交通运输管理局管理。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２人。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关
于城市客运管理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负责城市客运出租车的规划、经营、管

理、服务和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富县交通征费稽查所　１９８７年成立，１９９０年编制１５人，事业性质，正科级建制，
内设政办股、征管股、计财股、稽查队。主要职能是按照国家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规

定，实施养路费、客货附加费、车辆购置费征收和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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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电力供应

第一节　电力开发

１９９０年，张村驿镇曹村水电站装机 １２５千瓦 ２台机组正常向 １３个行政村供电。
１９９６年葫芦河暴发洪水，电站严重损毁，被迫关闭。２０００年由个人投资重建，装机２５０
千瓦１台、１２５千瓦２台，２００３年发电并网。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腾格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张家湾镇和尚塬采油区建成伴生气发电站，装机４００千瓦１台，发电并网，２０１０年４
月关闭。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６日，华能延安电厂项目在富县吉子现镇吉子现村举行开工启动
仪式，项目计划总投资９０亿元，规划装机容量３２０万千瓦。一期工程投资１５亿元，建
设２×６０万千瓦国产临界空冷燃煤机组。２０１０年，该项目仍处于前期筹备之中。

第二节　供电设施

变电站

１９９０年，富县有
３５千伏输电线路 ７５
千米、１０千伏配网线
路 ４０６２９千米，有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吉

子湾变电站）１座、
３５千伏变电站 ４座，
即牛武变电站、槐农

变电站、羊泉变电

站、直罗变电站，其

中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牛武变电站属延安供

电局管辖，槐农变电

站属槐树庄农场管辖。１９９６年，直槐３５千伏线路遭水毁，槐农变电站关闭，槐树庄农
场３５千伏线路降为１０千伏恢复供电。１９９８年，重新架设张村驿水毁１０千伏线路２０千
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建成并投运张村驿３５千伏变电站，一期安装主变１台，１６００千伏
安，１０千伏线路４条。２００７年，建成并投运城关３５千伏变电站，一期安装主变１台，
５０００千伏安，１０千伏线路４条。２００８年，建成张家湾１１０千伏变电站，一期安装主变１
台，２００００千伏安。２００９年，架设张家湾至甘泉１１０千伏线路。至此，张家湾１１０千伏
输变电工程全部竣工，但由于得不到入网批准，变电站一直处于无电状态。２０１０年全县
有３５千伏输电线路８３５千米、１０千伏配网线路９３２７千米，容量５１３兆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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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富县的陕西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电力安装容量２５６０千伏安，电力分公司投资
３６６２万元，为该企业架设１０千伏线路０６１千米专线供电，年供电量增加３８０万千瓦小时。

富县２０１０年电网统计表
表１０－４－１

变电站
容量

（兆伏安）

１１０千伏
线路

长度

（千米）

３５千伏
线路

长度

（千米）

１０千伏
线路

长度

（千米）

１１０千伏
吉子湾

（延安

供电局）

富羊线 １７７ 城区一 ０６

富直线 １４９城区二 １２８

富城线 ５９上川线 ４５６

下川线 ３７

交道线 ２４０

岔口线 ６２６

水泥厂 １７

牛菩线 ８７０

１１０千伏
张家湾

２０ 张甘线 ５６０

３５千伏
羊泉

５＋３１５

羊直线 ２９８ 羊钳线 ５８８

羊驿线 １５２ 羊吉线 ５７４

羊北线 １０１

３５千伏
直罗

２×５

直和线 １７８８

直槐线 ３０１

直张线 ２２７

直南线 １５３

３５千伏
张村驿

３１５

张北线 ７９２

张桃线 ４２２

张南线 ７４８

张曹线 ２０７

３５千伏
城关

２×５

洛阳线 ６８６

太安线 １６５

环城线 ８８

城政线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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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网改造

１９９０年，１３７个行政村通电，通电率约５５％。１９９４年，通电行政村增加至１９５个。
１９９５年，实施村村通电工程，４０个行政村接通电网，另有７个行政村采用柴油发电机通
电，实现行政村级别的村村通电。２０００年，最后３３个自然村实现通电，富县行政区域
内除个别边远地方零星居民外，基本实现户户通电。

农村电网因长期缺乏投资，供电质量差。１９９２年，富县政府批准在售电量中每度电
加收２分钱，作为农电发展基金，用于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是年，新成立的电管站开
始对用电村采取 “四个一点”（即电力局，农电总站，村委会，个人各出一点）的办法，

进行一户一表的标准化改造，到１９９４年共建成达标用电村１３８个。１９９５年农电发展基
金调整为每度电５分钱。
１９９８年，国家计划投资１４００亿元对全国城乡电网进行改造，资金由电力部门贷款。

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陕西省农电管理局给富县电力局下达三期网改计划，总投资５７００余
万元。２００３年，网改工程基本结束，农村电网状况得到根本改变。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０９年，
实施农网完善工程，继续对农村１０千伏线路和低压电网进行改造，两年共完成投资５００
余万元，农村电网进一步改善。

２０１０年，全县８０％以上的行政村和７０％以上的农户用上安全稳定电源，电表全部
入户。线损率从２５％下降到１０％左右，居民生活电价保持在０４９元／千瓦时，每年可减
轻农民负担８０余万元。末端电压稳定，用电安全水平提高，促进农户家用电器的普及
和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用电质量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第四节　供电营销

１９９０年全县用电 １２５６３万千瓦时 （度），线损率 １６６５％，平均每度 ０１２４元。
１９９２年，城乡居民生活照明每度 ０３１元，农村动力每度 ０３２１元，营业性照明每度
０４６６元，农村人畜用水每度０１７元。１９９８年起国家对农电管理实行 “两改一同价”，

改造农村电网，改造农电管理体制，实行同网同价。２０１０年，全县农业生产用电８９７７５
万千瓦时，综合线损率６８％，平均每度０５７５元。

张家湾镇杨家湾村位于石油钻采供电区域，居民用电由直罗钻采公司负责维护管理

并收取电费，由于杨家湾村供电线路长，损耗大，直罗钻采公司向用户加收电损费，致

使农民电价高达１元／千瓦时以上。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将杨家湾村的用电管理权收回县电力
局，每度用电调整为０４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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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分年份售电量一览表
表１０－４－２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小时

分类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居民生活 ３８９２ ７３９４ ７７７８ １３０３７ ４０３８７

非居民 — — ２７７０ ４０４９ ２５６４１

商业 — — ８７９ ２６１９ ２２４０８

非普工业 ５４４３ ８７１０ ６３１４ ８８５５ ０８

大工业 １０１４ ９３６ ４８７ ６３９６ １３３１

农业生产 ２２１４ — — — ８９７７５

农业排灌 — ２５８ ４７５ ４４０ ５７５０

总售产量 １２５６３ １７２９８ １８７０３ ３５３９６ —

平均单价 １２６９ ２７９０ ４３６０ ５４９０ —

第五节　电业管理

富县电力局成立于１９７４年。１９９０年有职工５４人。１９９１年，移交陕西省农电管理局
管辖，名称不变。富县电力局与延安供电局从原来的隶属关系变为趸售关系，即富县电

力局成为延安供电局的趸售大户，按照趸售电价从延安供电局购电，然后按照销售电价

向用户供电，延安供电局仍属中央国有企业，富县电力局变为省属国有企业。１９９８年，
按照陕西省供电局关于农电体制改革的要求，富县撤销１５个电管站、４个供电站，撤销
富县农村电力管理总站，把农村管电职能纳入电力部门管理范围，对全县１５个乡镇按
供电关系划分区域，成立６个供电所。城关供电所管辖岔口乡、交道镇、茶坊镇，羊泉
供电所管辖钳二乡、吉子现乡、北道德乡，直罗供电所管辖张家湾镇，寺仙供电所包括

南道德乡，另有张村驿、牛武独立供电所。供电所抄表到户、收费到户、管理到户。原

有的供电站、电管站和变电站三站合一，由供电所统一管理。解聘原有乡镇电管员３０
人、村队电工２３５人。通过培训、考试、体检、政审，公开招聘合同制员工，签订一年
期劳动合同，实行统一编号，挂牌上岗。１９９９年起，供电所使用计算机开具电费发票，
用户直接到指定收费点缴纳电费，实现票款分离。

２００９年３月，实施公司化改制，更名富县供电分公司，同时保留富县电力局名称，
受陕西地电延安分公司管理，供电区域、经营范围和电力行业管理职能不变。２０１０年有
职工１２０人，内设办公室、财务经营部、生产技术部、市场营销部、安监保卫部、工程
部，辖城关、羊泉、直罗、张村驿、寺仙、牛武 ６个供电所，其中城关、羊泉、张村
驿、直罗４个为３５千伏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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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邮政　通信

第一节　邮　政

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邮电局驻地县城正街东侧，有干部职工１１０人，下设茶坊、张
村驿两个邮电支局，交道、牛武、羊泉、寺仙、北道德、直罗、任家台、槐树庄、王家

角、和尚塬１０个邮电所。邮件收寄以手工操作为主，投递主要靠邮递员骑乘完成。１９９８
年，撤销富县邮电局，成立富县邮政局、电信局，１０月完成资产、负债和所有权益划
分。２０１０年，邮政局设支局、所、代办点８处，有在职职工４８人。

邮路　１９９０年，全县有邮路６条，总长３１６千米，其中自办汽车邮路２条，单程５７
千米，委办汽车邮路 ２条，单程 ２０千米，农村投递路线 １９条，单程 ６１８千米。１９９８
年，将两条委办汽车邮路合并为一条，其他邮路及投递路线未发生变化。２００８年起，邮
路调整为２２条，总长７２３６千米，其中自办汽车邮路２条，富县—羊泉，单程３０千米，
富县—交道，单程３０千米，委办汽车邮路１条，富县—北道德，单程３０千米，农村投
递路线１９条，单程６３３６千米。２０１０年邮路总长７１２千米。

业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邮政经营的业务有函件、包裹、汇兑、集邮、报刊发行、固定电
话、电报、传真、机要、邮政储蓄等。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邮政经营的业务有函件、包裹、
汇兑、集邮、报刊发行、机要、邮政储蓄、特快。截至２０１０年邮政经营的业务未变。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分邮政计费业务择年统计表
表１０－５－１

年份
函件

（万份）

包件

（万份）

汇票

（万件）

报刊

（万份）

电报

（万份）

业务收入

（万元）

１９９０ ２８９ ０３７ ２０７ ２４６３ １９５ ６１５

１９９５ ５４８ ０４ ２３ ２９３ １０４ ２２０７

１９９８ １９ ０２３ １７７ １７２４ ０４２ ５８０６

１９９９ ２１５ ０２８ １７９ １８９６ ０４６ ６３２６

２０００ ２４３ ０２ １７ ３２２８ ０２ ２４０

２００５ ８５ ２５ ６５ １３５ — ３５５

２００８ ３０４２ ０３ １４７ ２６１６８ — ２８６６８

２０１０ ０７９ ０２３ — １０７１９ —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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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　信

机构　１９９０年，电信经营机构为县邮电局。１９９８年１０月邮电分营，成立富县电信
局，负责电信经营服务、网络运行维护、电信工程建设等，下设１０个电信所。１９９９年７
月剥离移动业务，变更为富县电信公司，隶属中国电信陕西省分公司。内设市场部、运

行维护部、办公室、线路维护中心、营业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区域维护中心、农村客

户中心，员工６３人。２００８年法人体制变更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富县分公司，正科
级建制，内设营销部、安装维护部、综合办公室、线路维护中心、政企客户中心、家庭

客户中心、设备维护中心、农村维护中心，员工５４人，其中合同制员工３６人，农村统
包代理７人。

固话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县城２００门共电式交换机开通，市话自动交换，长途人工交
换，各营业点设立长话电话间。１９９２年１月，富县１０００门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割接
成功，实现市话和长途自动交换，县城用户３１２户、农村用户１０５户可以在家中直接拨
打长话。１９９５年１月，县城４８００门程控自动交换机开通。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６个接入网点建
成开通，４０００多用户全部实现交换自动化、中继传输光缆化、固定电话电缆化，从根本
上解决了通信难问题。２００３年建成 ＩＣ卡电话１１２部、有人值守公用电话２０４部。２０１０
年公用电话退出市场。是年，全县２４９个自然村开通天翼移动电话，１５０个行政村开通
宽带上网业务。基础网络电缆皮长６６９千米，杆路２３２千米，光缆９８８千米，出局线对
２７６万线，交换容量１９９万号，在网用户１６万户。

电报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年平均发送电报４０００份，发送传真３１０份。随着交换自动
化的使用，２００１年电报业务退出市场。２０１０年，全年传真业务不足３０份。

无线寻呼　１９９２年筹建无线寻呼系统，１９９３年投用。经过６年运行，用户１０００多
户。随着移动手机上市，１９９９年大量用户离网，２００２年所有设备关机，用户全部退网。

移动电话　１９９５年筹建，１９９６年投入运营，１９９９年７月移动与电信分离，电信局
将所有移动基站、８１３个移动用户全部移交富县移动公司管理。

小灵通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开通第一个基站，２００３年县城共建设小灵通基站４６个，用户
２９２户，２００５年４７１０户，２０１０年２３９７户。

小康通　２００３年５月开始建设，２００６年累计建成８个基站，主站４个，直放站４
个，用户４３２５户，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用户２４０２户。

网络通信　富县载波技术应用于１９８７年，在当时县城到羊泉、羊泉到张村驿、张村
驿到直罗、直罗到张家湾的中继线路上，利用仅有的一对铁线，通过波段分层增加电

路，达到增加中继传输电路的目的，解决通信难问题。１９９６年，继干线光纤化的建成开
通，全县载波设备全部被光纤技术取代。微波通信原由县微波管理站管理，利用微波技

术，通过无线电传输，开通西安到延安的中继电路，承担两市间的通信保障。光纤容量

大、保密性强、通信稳定无干扰、易维护，迅速取代了微波传输。原县微波站人员划归

延安市邮电局。

２２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第三节　移动通信

１９９９年７月，陕西省移动通信公司延安市分公司富县营业部从中国电信剥离出来，
挂牌成立，租赁富县邮政局一楼门面房作为移动营业厅，员工１３人，内设经营办公室
和综合办公室。２０００年６月设富县移动通信分公司沙梁营业部。２００２年９月公司更名为
陕西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分公司富县营业部，经营办和综合办合并。２００４年１月
又恢复为经营办公室和综合办公室。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增设羊泉、直罗乡镇营业厅，２００６年
９月增设北教场营业厅，在张村驿开办营业厅。１１月富县营业部更名为陕西移动通信有
限责任公司富县分公司。２００７年３月更名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富县分公
司。２００８年５月购置富县邮政局大楼二层作为公司办公场地。截至年底富县移动分公司
共有沙梁街、北教场、羊泉、直罗、张村驿５个营业厅，中天、金达、好家园、通利通
信手机卖场，电信楼、南教场、交道、吉子现、沁宇、和尚塬、北道德、寺仙、羊泉、

牛武１４个指定专营店，并在全县设特约代理店２１个。２０１０年，公司员工８２人，其中
在册５人、聘用７７人，平均年龄２９岁。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富县第一个移动通信基站———东山基站建成投入使用。１９９９年７月，

富县第一个乡镇基站———羊泉基站建成投入使用。是年，拥有话音信道８条，信令信道
２条，传输光缆 （租用电信局）７皮长公里，覆盖容量２００户，覆盖率仅为０４％，维护
人员２人。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建成基站１０３处，拥有话音信道１０２０条，覆盖容量１０万
户，自建传输光缆１０２２８１皮长公里，覆盖率９８５％。

在１９９６年业务发展初期，中国移动通信最主要的业务是语音通话业务，虽然中国移
动通信的网络已具备短信功能，但并未得到广泛应用。１９９９年起，相继推出语音信箱、
移动秘书、呼叫转移、呼叫等待、三方通话、信息点播、ＩＰ电话等业务。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推出移动梦网、彩信、多媒体短信、无线下载服务、彩铃、手机报等业务。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推出手机邮箱、飞信、号薄管家、全业务运营专线、小区宽带等业务。２００８
年在邮政局基站开通了全县第一个１８００Ｍ基站。２００９年在太和山基站开通了全县第二个
１８００Ｍ基站。２０１０年新建ＴＤ基站１１处，ＴＤ－ＳＣＤＭＡ基站建设在富县实现零突破。

第四节　联通通信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中国联通有限公司富县分部成立，位于沙梁正街。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５日
正式营业，设营业厅和市场部，在编５人。２００５年办公地点搬迁至邮政５楼，内设市场
部、营业厅、大客户部、运行维护部，在编１５人。２００７年搬迁至迎宾楼。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变更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富县分公司，隶属延安市分公司，设综合部、销

售部、集团客户部、运行维护部和张村驿、羊泉、直罗３个办事处，北道德、南道德、
钳二、吉子现、寺仙、张家湾、和尚塬、牛武、茶坊、交道１０个合作营业厅。２００９年
营业厅收费终端进行全面更新，实现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０年员工４２人，平均年龄２６岁，
其中本科学历７人，大专学历３０人，中专学历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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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引进ＧＳＭ数字移动通信技术，２００１年，１３０ＧＳＭ移动网投入使用，建立基
站１５座，无线公众寻呼网启动，１９３长途数据注册使用。２００４年 ＧＳＭ开通炫铃业务，
全面实行单项收费。２００６年电子商务启动，相继开通移动通信、ＧＳＭ、ＣＤＭＡ、长途
１９３数据、互联网等业务，共建成开通ＧＳＭ移动网络、ＣＤＭＡ网络基站５２座。２０１０年，
富县联通ＧＳＭ移动网络、ＷＣＤＭＡ网络基站７４座，移动网容量５万门，可提供１０００兆
宽带的数据传输流量，光缆传输网４５０千米皮长，网络覆盖全县９８％以上村镇。

第五节　互联网

互联网络　１９９６年开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利用１６３拨号向用户提供电子邮
件、全球新闻、远程登录、文件传输、网上交谈等服务。１９９７年４月，开通中国公众多
媒体通信网，利用１６９特服拨号提供网络接入服务。２００２年７月，富县电信分公司一期
工程开始建设，宽带业务首次向个人开放。２００６年宽带二期工程完工，ＡＤＳＬ业务首次
向个人开放，宽带容量达到８８０４线规模。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光纤到大楼到路边到村组的
ＦＴＴＸ工程，截至２０１０年，建成由３４１套中兴设备组网，覆盖城区办公楼宇、酒店、厂
矿、住宅小区、农村及偏远村组的ＡＤＳＬ宽带数据网络，用户６２０３户。为社会各界提供
安全、高速、稳定的互联网接入业务。

广电网络　１９９５年建成富县城区有线电视网络，用户３６００余户。２００１年陕西广电
传媒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成立，加快网络建设步伐，大力延伸农村网络，有线电视用户

增至４７００余户。２００２年开通准视点播业务，２００４年实施数据宽带业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底完成南道德、寺仙、北道德 ３乡镇网络建设任务，实现全县广电网络建设村村通。
２００９年，富县支公司年经营收入４５０余万元，全县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１２０余户，宽带数据
用户１５００余户，光缆线路累计２９７千米，实现县城有线数字整体转换。２０１０年年底，
县属广电网络完成数字电视转换用户９０００户，发展数字电视终端用户７００户、互联网宽
带用户６００户。

电信网络　２００９年１月７日，工信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３张第
三代移动通信 （３Ｇ）牌照，标志中国电信正式进入移动通信领域。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
通ＣＤＭＡ业务，富县电信分公司接收联通公司基站１９个。３Ｇ采用全球通用ＷＣＤＭＡ技
术，可提供更大的系统容量和更灵活的高速率、多速率数据传输，除语音和数据传输

外，还能传送高质量活动图像。网络网速上行５７６兆位／秒，下行１４４兆位／秒。是年
实施一期二期基站建设工程，基站规模达到４３个，用户３５００户。２０１０年建设基站５
个，基站规模达到４８个，用户５４００户。实现县域内所有乡村及公路沿线３Ｇ信号全覆
盖。业务由基本语言服务，发展到移动电话、固话装机、无线固话、宽带业务。

４２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适时编修县城、镇村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并分期分批

推进实施，城乡面貌发生较大改观。维护古县城风貌和山川风景，以

创建园林县城、卫生县城、文明县城、现代县城为目标，改造拓宽城

区街道巷道，完善县城广场、城市照明、污水处理、垃圾填埋、防汛

和给排水等市政设施，绿化、美化、亮化市容，合理建设农贸市场、

购物超市，规范城市公共交通和城市管理服务。以居民住宅小区建设

为主的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２０１０年商品房竣工面积 １５４５万平方
米，居民居住质量显著提高。小城镇建设逐步完善通电、通信、供水

及绿化、美化等配套设施。２０１０年县城面积由１９９０年８３平方千米
扩展到１４６平方千米。

富县高度重视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持续加大环境管理和执法力

度，依法实施环境监察，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坚持环

境区域责任管理，逐步治理居民生活污染、工业 “三废” （废水、废

气、废渣）、农业污染。２００６年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开始进行环境监测
检测，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提高。实施生态乡镇、生态村庄工程，树立

绿色单位、绿色村庄、绿色校园先进典型，努力营造人民宜居的生态

环境。



第一章　城乡规划

第一节　总体规划

城市规划　１９９８年，县政府委托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

规划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由延安市建设委员会和陕西省建设厅评审，修改完善后，

启动实施。２００２年，县规划建设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着眼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再对规划方案提出调整意见。２００６年，县政府第二次启动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委托长安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进驻富县实地调查研究。

经征询各方面意见，反复修改调整，２００７年４月以第一次规划为基础完成初步方案，６
月召开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评审会，形成

评审决定，完成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 （２００７—２０２５）》。
总体规划确定县城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发展延安市特色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和农牧产品加工基地、陕北能源基地、现代化商贸物流集散地、历史文化及红色

旅游与田园旅游示范区为总体目标。规划范围东起包茂高速富县入口处，西至秋家沟，

南及监军台石槽沟，北达马坊、大申号水库，总面积１４６平方千米，建设用地９９５平
方千米，城镇人口５１万人。

乡镇规划　１９９０年起，富县人民政府预测集镇发展目标，确定集镇性质和规模，进
行集镇的结构布局，统筹安排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培育中心城镇，重点发展富城

镇、直罗镇、张家湾镇等经济活跃的城镇，以运营的西延高速公路及待建中的青兰高速

公路为框架，形成东西 “两主轴两次轴”的 “州”字形小城镇发展格局。两主轴中南北

轴的西延线，连接县城、牛武镇、交道镇，东西轴以青兰高速公路串通直罗镇、张村驿

镇、羊泉镇、交道镇等。两次轴中的东次轴，辐射钳二乡、羊泉镇、吉子现乡，西次轴

辐射北道德乡、张村驿镇、寺仙乡。２００８年，张家湾镇、羊泉镇、张村驿镇相继完成集
镇建设规划，规划涉及道路、给水、排水、绿化、亮化、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电力、

通信、广场、管理等基础建设。

村庄规划　遴选有条件的村庄逐年编制，重点建设，整体推进。２００５年完成全县村
庄布局规划编制工作，２００８年编制完成４３个村庄实施规划，并对规划中的交道镇白家
村、东桐村，富城镇的太安村、伏龙村、十五里铺村，吉子现镇固险村，羊泉镇东里

村、羊西村、鹿首村，张村驿镇树坡村实施新农村重点建设，按照规划要求，完成道

路、给水、排水、巷道、绿化、亮化、电力、通信等基础建设。

第二节　市政规划

给水设施规划　以大申号水库、柳稍湾水库和沙西沟水库为县城主要供水源，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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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川、大申号川地下水为补充水源。近期目标每日５０００立方米供水，建设牛武川水厂，
提升供水规模每日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最大供水能力每日２５０００立方米。

排水设施规划　管线敷设结合地形，采用管线最短就近排放原则，近期目标将现状
污水处理厂扩容至日处理污水１６０００立方米，占地扩至２平方千米。

防洪设施规划　标准为３０年稳固，已建成城区洛河堤岸三大段４２０７米，河道治理
已满足行洪要求。

供电设施规划　城区近期负荷 ６２９０３千瓦，扩建富县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扩容至
２１００００＋１３１５００千伏安，在监军台扩建一座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电信设施规划　进行数字程控化改造，装机１７５万部，远期２万部。邮电基础设施
除老城区外，新建沙梁街总局。

燃气设施规划　日用气量预测约３６万立方米，以发展居民用户为主，全面覆盖宾
馆、餐饮、医院、学校等公共福利用户，供应部分工业用气、民用采暖用气。

第三节　规划管理

富县城乡建设规划局实行规划专业管理，县城乡规划局和环保局设立专门机构，配

备专职人员，建立规划档案，实施规划监察。建设前须经审查合格，发放建设项目选址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中对规划区内扩建、改建、

新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进行管理，负责施工放线、查办纠正

违章、违规建筑。各乡镇政府参照县城管理办法，负责乡镇和村庄的规划与管理。县人

大常委会审议视察县城和城镇规划执行情况，县政协委员会提案监督城镇规划管理工

作。新建项目开工，必须通过环评审查，建设中挂牌公示，证件齐全，公开透明，群众

知情，广泛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第二章　城市建设

第一节　县城概况

富县县城古称五交城，因五路五水相互交汇而得名。前秦 （３５１—３９４）苻坚始建五
交城，隶属三川县。五路为：东经牛武通定阳 （今宜川县）；东南经交道、洛川县通华

州；南经姚家塬、石家河、三川驿、杏城 （今黄陵县）通铜官 （今铜川市）；西经羊泉、

张村驿、黑水寺、和尚塬通庆阳 （今属甘肃省）；北经雕阴故邑通延安。五水为洛水、

牛武水、采铜川 （今大申号）水、秋家沟水、消散坡水，五水在县城东北部形成 “水”

字形。隋开皇三年 （５８３）于五交城置洛交县。隋大业三年 （６０７）城郡由杏城迁址五
交城称上郡，唐代改设州。

唐贞观年间 （６２７—６４９），州都督尉迟敬德扩建城池，东临洛河，西依龟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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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贺家沟口，北至秋家沟口，南北长２千米，东西宽０５千米，周长５千米。城南为南
教场，城北为北教场，城南河东监军台为军事监察驻地。宋代名将韩琦、范仲淹曾先后

修葺州城。元代曾改筑内城外城。

明弘治元年 （１４８８），知州戈牧主持重修州城，并为东西南北四城门题字命名：
东作、西城、迎熏、拱极。清雍正元年 （１７２３）洛水暴涨，冲毁城郭，仅存南城一隅，
有 “沧桑洛水毁城”之说。

中华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废州设县称县，１９４１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视察
县，赋诗曰 “霜笼月如钩，玉女泉清水自流。宝室钟声依旧在，千年遗韵想唐初”。

２０１０年，富县城区由老城、沙梁、南北教场、茶坊、吉子湾、监军台７个区块组
成，南北长９千米，东西宽８千米，总面积１４６平方千米，人口５１万。城区有人民
街、旧街、环城路、沙梁街、新兴街、富北西路、富北中路、南教场街、茶坊正街９条
主街道；有人民广场、腾鹿广场、北教场广场、开元广场４个休闲娱乐广场；有老城片
区巷道、南教场片区巷道、北教场片区巷道、沙梁片区巷道、茶坊片区巷道５个主要居
民巷道区；有自强路、永盛路、团结路、开元路、新星路、工苑路等３８条街巷路。中
共富县县委、富县人大常委会、富县人民政府、政协富县委员会等党政机关驻城内。驻

县企业有延长石油集团直罗采油厂、陕西双翼石化公司、恒兴果汁厂、北教场火车站、

吉子湾火车东站、茶坊汽车站等。

县城北距包茂高速入口４千米，南距青兰高速、西距黄延高速各１０千米，交通便
捷；商业贸易有百货、供销、饮食、农机、粮油、烟草、石油、物资等５００余家。城区
设有富县高级中学、沙梁初级中学、城关小学、南、北教场小学、高迪希望小学、茶坊

小学及富县幼儿园、沙梁幼儿园；医院有富县人民医院、富县中医院、太和医院、茶坊

医院；文化体育娱乐设施有新华书店、电影院、有线广播、宽带网络、体育场、图书

馆、职工俱乐部等。风景名胜有唐开元寺古塔、太和山道教文化景区。富县县城既是全

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陕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

第二节　设施建设

城区街道　２０１０年，县城区有人民街、旧街、环城路、沙梁街、新兴街、富北西
路、富北中路、南教场街、茶坊正街９条主要街道。

县城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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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街原称西街，位于老城区西山脚下，历史久远，故名旧街。南起城小巷西端，北

至康盛花苑，长４９５米，宽７米，土路。沿街两旁均为参差不齐之民房建筑，因旧街尚
未改造，路面工程暂未实施。

环城路属老城区一条生活性次干道，长１０７５米，宽１０米，沥青路面。南起贺家沟
口，绕旧城正街，沿洛河北至富城大桥，中段与建设路相连，北段与十字东路相接，沿

路驻城乡规划建设局、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城市管理局等机关单位。

沙梁街属沙梁区，原名沙梁正街，长９７５米，宽２４米，砼路面。南起富城大桥，北
至交警大队和新兴街与３０９国道相接。由南至北，设东兴超市、中医医院、县工会、城
关派出所、地税局、体育局、沙梁初级中学、农业银行营业厅、信用联社营业厅、邮政

局、烟草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建永超市、农贸市场、人民银行、财产保险公

司、交警大队等企事业单位。

新兴街原名沙梁二道街，属沙梁区，１９９７年多方投资投劳建成砂石路面，２００２年
投资１１４余万元建成长７６０米宽６米砼路面及４条巷道。南起泽慧小区南端的河滨路，
与沙梁正街平行，北接３０９国道，地处沙梁繁华地段，故名新兴路。与永盛路、河滨
路、工会巷、文明巷、粮贸巷相接，与建永超市、集贸市场相通。

富北西路属北教场区，长４１３米，宽１３米，沥青路面，南起北教场大桥，北至延安
市桥北林业局，为３０９国道过境段。南段与洛滨路、富北南路相连，北段与富北北路、
富北中路相通。沿路有杨林大酒店、富北酒楼、川香楼、汇源酒楼等饭店，有延安市桥

北林业局、县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和太和宫道教旅游景区。

富北南路属北教场区，２００１年投资１２０万元改造而成，长４１７米，宽２４米，砼路
面。东至民政局前，西接开元桥与团结路相通，连接城关医院，中段与新星路相接。

２００５年后城区物资交流大会多集中于此路段举办。
人民街改造　人民街原名县城正街，属老城区，长９００米，宽２４米，混凝土路面，

南起贺家沟，北至富城大桥。从南至北，驻县公安局、物价局、人民法院、交通局、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高级中学、城关小学、会计结算中心、新华书店、县人民医院、县宾

馆、县人民政府、影剧院、人民武装部、博物馆、财政局、电信局、农业银行、文化艺

术中心等机关单位。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清理老城区水渠１１０米，小巷水渠１４８米，石砌排
水渠５４４米，埋设主街道红线桩１２千米。安装路灯，增设防护栏杆。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
投资４４万元，改造人民路十字东路街道１７６０米，投资５５万元，构筑人民路主街道中央
排水沟５５４米，投资１７万元，安装人民路铁栏杆１９００米，投资１１万元，新增路灯２５
盏。清理淤泥５０００立方米。

河滨路建设　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２７０万元，完成路基挖填土方、沥青路面、涵洞、排水
渠、石砌护栏、人行道地砖铺筑、３座仿唐廊亭的主体工程。２００８年完成仿唐凉亭琉璃
瓦挂贴、外墙涂料、３厘米沥青基层铺筑，８２０余株风景树栽植和１１２盏路灯安装等工
程。２００９年建成长１６７８米宽１６米的路面，其中人行道１０米，车行道为沥青砼路面。
２０１０年彩灯装饰亮化石砌护栏及廊亭。

贺家沟路改造　２００８年投资１５２万元，通畅拆迁５７６余平方米，建筑贺家沟中央石
砌排水渠，铺筑长５３０米宽６５米的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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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教场路改造　南教场街属南教场区，长９１８米，宽９米，砼路面，南起瓦窑沟口，
北至贺家沟口，与人民街和环城路相连通。沿街有县计划生育站、鹿苑市场、鹿苑小

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富城镇人民政府、县委党校及干部学校、县地方道路管理站、

县农机局、县职业中学等企事业单位。２００９年列为县政府８项惠民工程之一，投资６４０
余万元，建双侧水渠１５６２米，９米宽混凝土路面７８１米，３米宽人行道４６３９平方米，安
装路灯４２盏。

开元路寺坡段改造　位于县城西山寺坡村，南接人民街，北至窑沟口，长５００米，
宽１８米，人行道各３米，车行道为沥青砼路面。２００９年列为县政府８项惠民工程之一，
投资３６０万元，建设５００米中央石砌排水渠、１５条支渠、４座检查井、１５座排水竖井、
２６盏路灯、小型休闲广场、１３０余株行道树、２０盏草坪灯、５盏景观灯，绿化３０００平
方米。

茶坊街道改造　茶坊正街属茶坊区，属２１０国道过境段，长３２００米，宽２４米，砼
路面。西起茶坊街西头，东至川口村。西街有高新大酒店、茶坊镇政府，中段有饮食服

务公司、药材公司、茶坊粮库及电信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营业网点，东街为汽车维

修和配件门市部。２１０国道、３０９国道从茶坊街东段交叉过境。２００８年列为县政府８项
惠民工程之一，投资４１２万元，铺设人行道地砖１４９万平方米，铺筑砼面路２６５１平方
米，安装道沿石１６４０米，安砌树坑石６４２套，安装护栏３９００米。

洛滨路建设　老城区洛滨路建设，２０１０年８项惠民工程项目之一，长２７００余米，
宽２０米，车行道１２米，人行道两侧各４米。其间建跨河大桥１座，设计抗洪频率５０
年，流量６９８３立方米／秒，二级公路等级，沥青混凝土路面，桥长５３６５３米，其中支线
跨河大桥长１８０米。涵洞１４道，纵向暗渠１４道，全长２４５６米。人行道４２０１米，石砌
护栏２４５６米，铺设地砖１５２５１平方米，安装路灯１０４盏，绿化２１３０平方米。总投资
１５４亿元，其中道路工程２６３６余万元，桥梁涵洞工程４９６２余万元，桥梁交叉工程８８
万元，配套工程１４０余万元，基本预备费４５０万元等，全部由县级财政自筹解决。

富县县城２０１０年街路巷一览表
表１１－２－１

名称

原名称 现名称 名称由来

所属

区域
基本情况 起止

道路

性质

瓦窑沟路 瓦窑沟路
贯通瓦窑

沟东西
南教场区

长３１５米
宽５米砂石路

东接南教场街西

至瓦窑沟居

交通性

次干道

水沟 水沟巷 地处水沟 南教场区
长２００米

宽５～８米土路
东接南教场

西至山根

生活性

次干道

南教场 南教场街 沿用 南教场区
长９１８米
宽９米砼路

南止瓦窑沟口

北至贺家沟路十字

交通性

次干道

贺家沟 贺家沟路 地处贺家沟 南教场区
长５３０米

宽６５米砼路
东接南教场街

西至居民区

生活性

次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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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原名称 现名称 名称由来

所属

区域
基本情况 起止

道路

性质

监军台路 监军台路 沿用 南教场区
长５１０米

宽１０米沥青路
北起南教场街

南至监军台村

交通性

次干道

县城正街 人民街 横贯人民广场 老城区
长９００米
宽２４米砼路

南起贺家沟路十字

北至富城大桥

生活性

次干道

环城路 环城路 沿用 老城区
长１０７５米
宽１０米砼路

南起贺家沟路十字

北至富城大桥

生活性

次干道

商场巷 建设路 城建局驻地 老城区
长１７０米

宽１０米沥青路
东起环城路

西至人民街

生活性

次干道

幼儿园巷 育英巷
幼儿学校

所在地
老城区

长１０８米
宽５米沥青路

西起人民街

东至幼儿园
支路

广电巷 广电巷 广电局所在地 老城区
长１９０米
宽７米砼路

南起幼儿园

北至十字东路

生活性

次干道

检察院巷 正气巷 检察院驻地 老城区
长９５米

宽６９米砼路
西起人民街

东至广电巷

生活性

次干道

菜市巷 十字东路
地处

人民街十字
老城区

长１９８米
宽１０米沥青路

西起人民街

东至环城路

生活性

次干道

水巷 十字西路
地处

人民街十字
老城区

长１００米
宽７米砼路

东起人民街

西至旧街

生活性

次干道

旧街 旧街 沿用 老城区
长４９５米

宽９７米土路
南起城小巷

北至康盛花苑

生活性

次干道

城小巷 城小巷 沿用 老城区
长１４０米

宽５米砂石路
东起人民街

西至旧街南端

生活性

次干道

安民巷 安民巷 沿用 老城区
长１００米

宽５米砂石路
东起人民街

西至西山根

生活性

次士道

开元路 开元路 沿用 老城区
长１７８５米
宽１０米砼路

南起富城大桥

北至富北西路

交通性

次干道

沙梁正街 沙梁街 沿用 沙梁区
长９７５米
宽２４米砼路

南起富城大桥

北至新兴街

生活性

主干道

河滨路 河滨路 沿用 沙梁区
长１６７８米
宽１６米砼路

南起富城大桥头

北至富北大桥

交通性

次干道

扶贫路 自强路 寓意自强不息 沙梁区
长１７６米
宽７米砼路

东起沙梁街

西与河滨路相通

生活性

次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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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原名称 现名称 名称由来

所属

区域
基本情况 起止

道路

性质

工会巷 永盛路 有永盛楼 沙梁区
长２３０米
宽７米砼路

西起沙梁街

东与新兴街相通

生活性

次干道

沙梁

二道街
新兴街 中心繁华段 沙梁区

长７６０米
宽６米砼路

北起３０９国道
南至河滨路东段

生活性

次干道

文明巷 步行街 禁车辆通行 沙梁区
长２４０米
宽１０米砼路

西起沙梁街

东与新兴街相连

生活性

次干道

向阳巷 向阳巷 沿用 沙梁区
长１６０米
宽１７米砼路

东起沙梁街

西与河滨路相通

生活性

次干道

粮贸巷 粮贸巷 沿用 沙梁区
长１１０米

宽９米沥青路
东起沙梁街

西至新兴街

生产性

次干道

广场巷 广场巷 附近有广场 沙梁区
长２１５米

宽４１米土路
东起沙梁街

西至河滨路北段

生活性

次干道

信合路 富北南路 地处北教场南 北教场区
长４１７米
宽２４米砼路

西起３０９国道
与开元路相连

交通性

次干道

３０９国道
过境段

富北西路 地处北教场西 北教场区
长４１３米

宽１３米沥青路
南起富北大桥

北至桥北林业局

交通性

主干道

北教场

北路
富北北路 地处北教场北 北教场区

长７７０
宽１０米沥青路

西起３０９国道
东至火车站

交通性

主干道

秋家沟路 团结路 居民和睦相处 北教场区
长３１５米

宽１０米砂石路
南起寺坡村

北至富北中学

生产性

次干道

北教场

洛滨路
洛滨路 习惯性称谓 北教场区

长２９７米
宽２５米砼路

西起富北大桥

东至铁路路基

生活性

次干道

北教场

正街
富北中路 规划命名 北教场区

长３８０米
宽２４米砼路

西起３０９国道
东至种子公司后院

生活性

次干道

站南路 富北东路 地处北教场东 北教场区
长６４０米
宽７米土路

南起富北南路

北至火车站

交通性

次干道

新星路 新星路 沿用 北教场区
长４６０米
宽１８米砼路

南起富北南路

北至富北广场

与富北中路相通

生活性

次干道

茶坊２１０国
道过境段

茶坊街 沿用 茶坊区
长３２００米

宽２４米砼路面
西起茶坊街西头

东至川口村

交通性

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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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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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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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坊村３０９
国道过境段

陵园路
侧有茶坊

烈士陵园
茶坊区

长１９００米
宽１３米砂土路

西起古州峁

东至川口村

交通性

主干道

茶坊菜市巷 菜市巷 沿用 茶坊区
长２００米
宽１０米土路

北起茶坊街

南至河道

生活性

次干道

吉子湾２１０
国道过境段

工苑路 工业苑区 茶坊区
长２３４６米

宽２４米沥青路
北起吉子湾村

南至茶坊村

交通性

主干道

城区排水　县城建局对县城排水作出总体设计，从１９９０年起，先后修筑人民街排水
主渠道９００余米，沙梁街排水主渠道２０００余米，茶坊街排水渠道３２００米，北教场区排
水主渠道２６００余米，南教场和开元路排水主渠道５０００余米。城区主要街巷的建设与改
造，首先设计解决地下排水排污事项，排水支渠道布满城区全部街巷，城区雨水污水全

部通畅注入大小渠道，自北向南，排向洛河河道中的污水收集管道网。２０１０年，城区雨
天无积水。

城区照明　１９９０年，城区主街道共有路灯８０盏。１９９９年投资１５万元，为人民街至
古州峁路段安装１２０盏高压汞灯；２００１年为人民街增设帆船式路灯３０盏；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投资５５１万元，安装街道路灯１０２９盏，全城大小巷道都有路灯，主要街道和广场装饰
彩灯，入夜五光十色，绚丽多彩。

城区广场

人民广场　２０００年投资８０万元，拆迁富县人民政府门前、人民剧院门前原有建筑
物，拓展广场２５０平方米，铺设地砖，栽植树木，修建小型喷水池、高杆灯、景观灯等
设施。２００８年投资３０２万元，改造人行道，增设盲道、树盘、栏杆等设施，使广场更具
人性化，更适宜休闲娱乐。

腾鹿广场　原名州广场，２００１年改造古州峁３０９国道时修建，位于富北大桥东
侧，总面积７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２年投资２５万元，根据州古城神话传说塑造巨鹿腾飞雕
像，改名腾鹿广场。２００５年投资１７０万元，铺设地砖８００平方米，建廊式凉棚，安装健
身器材，硬化小道路面，种植１４００平方米草坪百余株风景树，修筑排水渠１４０米。

北教场广场　位于北教场区富北中路和新星路交会处，总面积１２０００平方米，硬化广场
地面，安装健身器材和照明设施，绿化周边环境，满足北教场区居民休闲娱乐和健身需求。

开元广场　位于县城西山下开元路东侧，总面积４８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９年改造开
元路南段时设计修建，栽植行道树１３０株，安装草坪灯２０盏、景观灯５盏，为小型休
闲娱乐广场。

环保、防汛设施　垃圾填埋场　位于城南 ３千米倒回岭，占地 ７２７公顷，投资
１２６９余万元，２００９年７月开工，２０１０年８月建成。设计标准日处理垃圾６０吨，总容量
７０７０万立方米，使用年限１８年。工程项目包括垃圾坝构筑、填埋场防渗、垃圾渗沥液

４３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污水处理厂

导排、场区沼气收

集与释放、防洪道

路及绿化、环境监

测和封场等事项。

彻底解决县城生活

垃圾的收集处理。

污水处理厂　
位于距县城 ２千米
的 监 军 台 村 西，

２００９年 ９月开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建成。
投资４０００万元，其
中厂区部分１６３０万元，主管网工程２３７０万元。近期设计日处理污水５０００立方米，２０２５
年远期日处理污水１万立方米，污水处理采用 ＤＥ型氧化沟工艺，污泥处理采用直接浓
缩脱水工艺。

防汛设施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修筑县城防洪堤１８０米。１９９２年全线开通防洪基础工程
剩余１０７４米，完成投资１６８万元。１９９４年 “８·３１”洪水侵袭沙梁区南端，县委、县政
府决定加高堤防。１９９７年投资６２万元，将１０７４米沙梁河堤加高至７５米，达到３０年防
洪标准。２００５年投资８０万元，修筑北教场桥头１２０米河堤护坡，投资１７万元，维修城
区１０００米排洪渠道。２００８年投资９７０万元，加固堤防２３０米，修建堤防３７７米。

第三节　公用事业

城区给水　１９９０年，县政府决定将大申号水库水引入县城作为给水源，成立水源扩
建领导小组。１９９２年给水扩建工程立项，启动投资２６０万元，修复延安市桥北林业局车
队院内一眼大口井，作补充水源。１９９３年投资１０万元，在大申号钻 ＤＮ８米井，日出水
８００立方米，铺设ＤＮ２５０预应力钢筋水泥管１千米。１９９５年，改造自来水公司１号、２
号井和延安市桥北林业局院内大口井，统一向自来水公司清水池蓄水，改变原来深井泵

向太和山高位水池送水状况，减少生产成本。１９９６年，自来水公司由县城建局移交县水
利局，投资２７０万元，铺设大申号水库至净化水厂供水管道４２千米，大申号水库正式
向城区供水。

２０００年，县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县城供水工程事项，与省国土资源厅、省九○八地
质水文大队达成开采洛河渗流井工程设计方案协议，工程总投资２３０万元，其中省政府
投资１８０万元。２００１年旱情严重，大申号水库濒临干涸，原有供水设施简陋，设计管径
细小，流量不足，城区供水管道腐蚀老化，经常发生大面积漏水，难以保证居民用水。

县自来水公司投资３００万元，改造城区供水管网。随着县城人口增长、面积扩大，工业
和生活用水矛盾日显突出，２００４年县政府决定彻底解决县城供水事项，完成 《富县县城

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富县县城供水改造扩建工程输水管线净化水厂工程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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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２００５年，城区净化水厂工程建设破土动工，总投资９６０万元，其中运用国债资金
４００万元，市财政配套１００万元，县财政及企业自筹８０万元，建设日供水５０００立方米
的净化水厂，布设１００米输水管线及１７００米配水管线，２００６年投产运行。经陕西省饮
用水产品监督检验站检验水质，符合 《生活饮用卫生标准》，水压稳定，管网运行平稳，

满足城区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需求。２００８年投资４６０万元，改造沙梁、茶坊给水管
网，铺设配套水管８８千米，建设给水跨桥１处，解决沙梁、茶坊区域单位及居民生产
生活用水问题。２００９年，改造茶坊遗留区域和古州峁山上管网，解决茶坊８５％用户及古
州峁８０多户共２０００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燃气供应　１９９０年，城区居民生活燃气主要由原长庆油田企业在秋家沟设立的液化
石油气站供应。１９９９年该站撤离富县，居民用气转由个体外地拉运供应。２００１年县城
建局并购燃气个体经营，在环城路与开元路相交的洛河堤岸新建液化气站一座，从外地

购进液化气运营。２００２年，县政府与延安电信实业公司签订５０年城区天然气供应合同，
２００３年起实施城区天然气供应建设工程，投资３００万元，建设５处跨桥梁６处跨公路中
压管线２０００米，２００５年城区天然气贯通运营。富县城市管理局通过招商引资１００万元，
在南教场靠近监军台洛河西岸建成５０立方米两托一体罐装站，集储备、装备、配送服
务为一体。延安电信实业公司投资５０万元，建设天然气输配高压管网７００米。天然气公
司投资９８０万元，建设入户低压支线４千米，入户３００余户。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建成天然
气门站一座，天然气中压管线累计４０千米，低压管道２０余千米。２０１０年用户８７００余
户，年用燃气８０万立方米。

公共交通　２００３年之前，县城交通状况较差，主要以人力三轮车、机动三轮车提供
市内客运服务，城建局加强客运市场管理，严格控制营运三轮车，实行街道定点执勤，

跟车监督，延长工作时间，严厉打击无证运营、无照驾驶、超载多拉等违法违规行为。

２００３年购置８辆公交车，规定营运线路，票价成人０５元。制作站牌，划定站点，严禁
无证驾驶、随意调头、不按站点停车。责令三轮车停止营运。２００４年，富州城市客运出
租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３０辆出租车入市营运。２００７年公交车营运线路增至３条，票
价成人１元，学生０５元。２００８年，招标出让６０辆出租车经营权，组建金鹿、长盛两
家出租车公司。２００９年，县政府对城市公交经营权实行公开招标，新增１２辆公交车全
部更新为无人售票车。对首批入市的３０辆出租车转换经营模式，出让有偿使用权６年。
２０１０年出租车９０余辆，基本满足市民需求。

第四节　绿化　环卫

街道绿化　县城绿化工作原由城乡建设规划局下设的环境卫生工作队承担，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年补栽街市行道树３９０余株，育苗０３３公顷，日常管护状况良好。寨子山、烈士
陵园的林木保有量得到有效维护。１９９５年园林绿化工作移交县环境监测监理站负责，管
护老城正街、沙梁街、茶坊街的行道树木，适时修剪、定型定枝、喷药杀虫、刷灰防

冬、补栽补植、修补树坑。１９９７年，县政府出台 《富县城区市容卫生管理实施办法》，

县环卫监测站职工增至５７人，从事绿化工作１５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在城建巷、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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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北教场北路种植刺柏等树种６０００余株，栽种牡丹、月季等１６８０余株。每年对城区
街道树木实施修剪和药物喷杀。２０１０年，县城绿化５６１万平方米。

城市环卫　１９９０年制定 《市容与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县环境卫生工作队有职工１２
人，设环境监察员２人，有四轮小翻斗垃圾车２辆。修复贺家沟口对面和城关小学旁公
共厕所２处，增修垃圾台１０个，清运垃圾８０００吨。１９９３年成立县环保服务公司。１９９５
年环保服务公司更名为环境监测监理站，编制３０人。１９９８年升格为正科级建制，在册
职工５７人，其中保洁员２６人，购置清运车２辆，共有清运车４辆。１９９９年成立县环境
卫生管理大队，正科级建制，设大队长１人，副大队长２人，编制１８人，实有４１人。
全年出动垃圾车３６０余次，清运垃圾１０００吨，清理卫生死角２０余处。２０００年在南教场
街、沙梁新兴街增设垃圾筒８０个，新建垃圾仓８个，新增环卫车辆１台、人员１１人。
２０１０年，累计投资１００多万元，提高环卫工人工资，购置标志服、垃圾筒、清运车辆、
摇臂式垃圾车、挂筒封闭式垃圾车、小型垃圾铲车等，实现每条街巷有人扫有人护有人

管，常年保持市容整洁。

环卫保洁

市容管理　城
建监察大队、环卫

管理大队通过设立

宣传点，出动宣传

车，悬挂横幅，利

用节假日和集会，

大力宣传搞好城市

建设、爱护公共设

施、维护环境卫

生，对县域经济发

展和改善生态环境

起到重要作用，与

城区街道的单位、

居民及个体工商户签订维护县城环境责任书，增强居民城市意识、文明意识和法治意

识，形成 “富县就是咱的家、创建文明靠大家”共识。监察环卫人员全天候执勤，处理

人行道开挖、跨越人行道护栏、占道经营等违规违法行为。规范北教场南路、向阳巷、

十字路口市场管理，经营者划行归市，摆放整齐，干净卫生，文明经商。取缔贺家沟口

和工商行门口２个自由市场，安置流动摊点８０余户，将沿街和３０９国道两侧摆摊设点夜
市规划至北教场南路、粮贸巷、自强路、十字路口西，避免影响街道交通。对２８家摊
点统一使用同一规格红色篷布架棚，指定位置摆设，美化市场。严禁店外经营、占道经

营行为。截至２００９年处罚大型机动车、履带车、压路机进入市区主街道行为１７起，处
罚跨越、破坏人行道护栏８３０余人次，打击破坏偷盗市政公用设施行为３０起，处理随意
开挖城市道路行为５起，清理各种野广告２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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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城建机构

１９９０年设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管理局。１９９３年６月城建局下设的环保站、环卫队、
绿化站合并为环境保护服务公司。１９９５年６月将土地局业务合并至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管
理局，改称国土建设环境保护局。１９９７年恢复土地局，国土建设环境保护局改称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局。１９９９年８月，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改称县城乡建设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
县城乡建设局分为城乡建设规划局和城市管理局。

１９９６年，国土建设环境保护局所属业务城区防汛及城区供水移交县水利水保局。
１９９９年８月成立县城乡建设监察大队、县环卫管理大队。２００７年６月，原城乡建设规划
局拆迁股改设为拆迁管理办公室，规划监察股改设为城乡规划监察大队，均为正科级建

制。２００９年９月，成立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县城乡建设资金管理中心。县城
乡建筑管理站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０１０年干部职工２２人，含工程师５人，助理工程师
９人，专业技术人员占６４％，建材检测仪器３０余台，可开展１１项检测业务，通过省级
计量认证和资质认证。

第三章　镇村建设

第一节　小城镇建设

县政府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有规划有步骤。选择基础较好、经济比较活跃的乡镇，培

育支柱产业，集中建设基础设施。在撤乡并镇的同时重点谋划城镇功能。建设乡镇政府

办公场所，改善乡镇办公条件，羊泉镇、交道镇、茶坊镇相继建成政府办公大楼。富城

镇２００３年投资１１９３万元建成１４９６平方米的镇农业技术培训楼。张家湾镇根据规划从原
王家角驻地整体搬迁到和尚塬村驻地。

实施乡镇街道拓宽改造工程，拆除红线以内居民户及临建房舍、沿街商铺门店，对

临街建筑规格提出明确要求，修筑街道地下给水排水设施，重新安装街道输电通信线

路，铺筑街道路面和街道两边路沿、人行道，栽植树木，建设中心区域文化广场，设置

健身器材、垃圾箱，安排专职人员维护公共卫生。直罗镇２００７年制订 《小城镇建设实

施方案》和 《３０９国道过境段改造实施方案》，拓宽街道搬迁居民２０户，实施２０４米主
街道排污排水渠修筑和十字街基础设施建设，加宽街道并铺设柏油，重新铺设自来水地

下管网。

建设和改造乡镇通村公路，张村驿镇建成树坡和下河湾两座拱桥，建设通村油路

５５千米。富城镇铺筑富钳公路富城段、洛督路、十五里铺路３条柏油路２３千米。茶
坊镇２００７年投资２７４万元，铺筑罗家塔至大申号路、榆西路柏油路面１８千米。牛武
镇２００７年铺筑塬区３２千米柏油路。吉子现乡铺筑通村柏油路１１千米，拓宽通村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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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２３千米。
张家湾镇建设　镇政府原驻地王家角村，根据发展需要，经民政部门同意迁址和尚

塬村。２００７年，聘请西安城市发展研究院对和尚塬村进行小城镇规划。２００８年通过专
家评审，经镇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规划以石油天然气工业为主的

生态型小城镇，镇区１５６平方千米，东西长约４千米，南北宽约０２５～０４千米，形成
“三纵五横一环”道路骨架，西部工业区，南部综合小区，东部仓储区。２００９年起实施
８项重点建设工程，对和尚塬街道进行全方位建设和改造，全部硬化小城镇范围道路，
完成征地和拆迁工作，整修街道４３００米，铺设人行道，安装路灯。解决所在地居民和党
政机关饮水问题，修建排水明渠，沿高速路建生态绿地，沿葫芦河建河渠绿带，建镇区

绿化广场和小块绿地，栽植行道树、绿化带，绿地覆盖率３０％，人均绿地７４５平方米。
建设农贸市场２０００平方米，建成休闲文化广场２个，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完成城镇电力
设施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数字化电视、宽带网络、程控电信、手机全覆盖。２０１０
年政府综合办公大楼投入使用。

羊泉镇建设　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６３万元，建设镇政府办公楼１９２５平方米，砖混结构，
４层４４间，２００８年８月投入使用。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６９万元，开发街道商贸楼４处，拆
迁临街居民２５户，建垃圾台６处。２００８年拓宽街道拆迁临街房屋１７户，迁移电杆１７
根。投资２５４万元修筑主街道９０６米排水渠，硬化主街道。引资４４万元，建成沿街商
住楼１１幢。确定５名专职保洁员定期清扫街道卫生。２００９年，整修沿街房屋 １０间
２００平方米，建成沿街商住楼１４户。铺设羊南路和庙阳村、鹿首村２９千米柏油路；
投资８５万元，铺设５条乡村砂石道路１２４千米；拓宽早潮塬东村至西村土桥。重新
铺设改造雷村、下善化村引水管网。郭丰、八合、庙阳３村栽植法国梧桐、国槐、红
叶李８００株，月季花３００余株。修建太宜村篮球场，建成２４个标准化村卫生室，维修
２０个村办公室。

交道镇建设　２００３年聘请省设计院进行小城镇建设规划，经镇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２００４年投资１２１５万元拓宽延伸街道，先后拆迁５６户和６个单位共３４３间房屋，
修建商贸楼１６幢３０６间７７６０平方米，修筑排洪渠１５００米，修筑主街道１２００米，硬化人行
道１８００米，安装道沿石２６００米，迁移电线杆８６根，植树５６０株，改造自来水管网４５００
米，入户３２５户，种草１８００平方米，改造交道中学沿街旧教学楼２栋。２００５年，拓宽改造
原有旧街道，沿主街道和２１０国道建设两个商贸区，吸引资金６００余万元，建成商住楼１６
幢２５０间７７６０平方米。镇政府成立街道环卫队，实行划区包干管理，确保街道清洁卫生。
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２０余万元，建设镇政府办公楼３层５１间１１３４平方米，２００８年５月投入使用。
维修政府旧楼２层２６间、旧窑洞２２孔，改善镇属站所办公条件。

牛武镇建设　编制小城镇建设规划，拆迁主街道两侧低矮民房２３间，建商住楼３幢
３４间１２２０平方米，改造建设迎街商住楼７６０平方米。主街道改造工程投资２１０万元，
铺设柏油路１６千米，加盖水渠盖板３２００米，安装道沿石２８００块，翻修涵洞２处，维
修水渠８０米，新修水渠３５０米，清理水渠３２００米，处理路基５００米，设置垃圾筒１０
处，专人清扫街道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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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村庄建设

富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施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中按照国家建设要求及县

级有分步任务实施。２００５年，富县城乡建设规划局对４３个行政村做出建设规划，县委、

农村新貌

县政府根据村庄产业

发展状况及经济基础，

确定重点建设村庄。

依靠国家专项投入，

市政府支持，县政府

补贴，群众自筹，分

步实施建设工程。对

偏远山区居民实施有

计划移民，重新规划

移民宜生区，高标准

建设生产生活基础

设施。

修筑通村道路，

建设必要的桥梁和涵

洞，铺筑柏油路，扩

宽砂石路，改造巷道，提升路面等级，整修生产路，保障出行顺畅。对新建民房统一规

划，改造危漏房，整洁巷道，设置公共厕所，增添排水设施。统一改造输电线路，固定

电话和移动通信基本实现全覆盖。延伸现代网络宽带里程，建设给水设施，提高龙头入

户率。建设村民自治组织办公场所、村卫生室、村文化广场和健身娱乐场所、村读书

室，批量栽植景观树，绿化美化村庄。截至２０１０年，富城镇太安村、伏龙村、十里铺
村，交道镇白家村、东铜村、鲁家村，吉子现乡固险村，羊泉镇东里村、羊西村、鹿首

村、雷村、南章村，张村驿镇树坡村等，展现出新农村建设的崭新面貌。

白家村建设　白家村行政村在交道塬中部，辖 ３个自然村 １１５户 ４８４人，耕地
７５０７公顷。市级文明村，省级小康示范村。２００４年制订 《白家村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新农村
建设规划》。２００５年起全部硬化 ２４千米主干道和 ２６千米入户路，商品房门前硬化
２５４８平方米。修建医务室５间、公共厕所２处，建成休闲健身广场两个２４００平方米。
固定电话入户率９５％，移动通信信号全覆盖，移动用户２１５人，有线电视入户率１００％，
自来水入户率９０％，参加新型合作医疗１１０户，参合率９６％。截至２０１０年，基础设施
总投资８３０万元，其中交通道路建设立项解决１６０万元，水利人饮立项解决２０万元，林
业绿化立项解决１０万元，市、县财政补助解决９０万元，宜兴援建项目１５万元，共２９５
万元，其余５３５万元由村民投资新建住房。改厕１０户，修建排水渠３５００米，修建半封
闭垃圾池８个，绿化街巷道和休闲场地，栽植刺槐１０９株、金丝柳９７０株、刺柏７０００
株、桃杏１３５株、龙爪槐３８０株、柏树６１０株、月季花２００余株。拆迁旧宅３３户，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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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两层小院１０户，一层小院１１户。
树坡村建设　树坡村位于张村驿镇葫芦河下游川道，西距镇政府１５千米，辖２个村

民小组８５户８３８人，耕地１１５８公顷。按照群众自愿、政策扶持、项目带动、基础突
破、长远规划的原则，依托国家移民搬迁项目，重点解决用水、用电、行路问题，改善

村容村貌。由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设计移民新村方案，地点在旧村西北５００米处，占地
２６７公顷，基础工程造价３１６９０万元，其中国家投入１８５万元，地方配套７１９０万元，
群众自筹６０万元。统一设计，统一外观，因户制宜，分类建设，整体规划四排８０户，
每排２０院，每院１５米×１２米，坐北向南，砖砌围墙。村庄设计２４０米×１５米主街道两
条，２４０米×３米巷道３条。为６０户搬迁移民每户建砖混房屋３间７８平方米，２００８年年
底建成入住。投资５８余万元，建成进村４３千米砂石路及过河小桥。投资３９万元，实
现水龙头入户、标准化用电，生产道路、村庄街巷道 “黑色化”，村庄整体绿化，修建

街道两旁水渠，建成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鹿首村建设　鹿首村位于羊泉镇西南３５千米处，１２８户４８３人，以苹果产业为主，
２００６年人均纯收入３９５６元。２００９年累计投资１３９余万元实施新农村建设。投资４６万元
铺柏油巷道２２００米，投资６万元修砌石渠２００米，投资１０万元修建篮球场，投资１２万
元硬化广场，投资１０万元绿化美化广场及街巷道，投资３万元维修办公室６间，投资
１５万元硬化生产路，投资６万元建成标准化村级卫生室，投资３万元修建砖围墙３４０
米，动员群众清理乱堆乱放、改厕所、改畜圈、改火灶，建成沼气池２０口、无公害卫
生厕所１０座。投资３２万元新建住房４户１６间，成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太安村建设　太安村位于富城镇西部塬区，１８２户７４４人，耕地１１０公顷，主产苹
果。２００８年人均纯收入４５００元，是县委、县政府确定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之一。２００８
年累计投入７０９万元实施建设项目，其中村民自筹４８０万元，县镇财政投入２２９万元。
建设村民住宅３９户１５６间６０８４平方米，投资３６万元硬化街巷道１２００米，投资５０余万
元修砌排水渠１７００米，投资４７４０万元新建办公室１６间４６４平方米，投资４２９０万元
新修休闲娱乐广场２０１６平方米，投资４０６０万元兴修人饮工程，实现龙头全入户，投资
１１万余元新修篮球场、公厕。２００９年累计投资６９万元，硬化街巷道８００米，修砌排水
渠１０６０米，绿化村庄１６００平方米，实施电网标准化改造。

固险村建设　固险村位于吉子现镇政府南１５千米处，１４４户５６６人，耕地１１７３
公顷，人均果园０２公顷，２００７年人均纯收入４９８０元。聘请长安大学专家规划设计村
庄建设，２００７年起，用群众打底子、政府铺面子的方法，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共投资８７０
万元，其中群众自筹５４０万元。投资２６万元铺设进村南街、中路和主巷柏油路９７０米。
投资６０万元修砌水渠１４００米、防洪排污渠３００米，建成３０立方米防洪缓冲池。投资７０
万元建村中绿化带，栽植法国梧桐、红叶李、雪松等１６个品种９３００余株，种草坪２０００
平方米。投资１２０万元修建２层１４间文化楼、文化广场、花园、公厕。投资３２万元修
建１００立方米水塔，水龙头全部入户。建设新居２１户，改造旧居５５户。

第三节　移民搬迁

２００２年，投资９０万元，搬迁富城镇杜家
!

村，张家湾镇石场子村、炮楼村、水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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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村，牛武镇管头马家山村，直罗镇胡家坡新窑子村２９户１０１人，建房２８１间。２００３
年，投资７０万元，搬迁张村驿镇高家

!

村、南道德乡狼虎头村、富城镇何家湾村７５户３２５
人。２００４年，投资６５５万元，搬迁茶坊镇刘家庄村陈家沟组、直罗镇宽坪村塘古坪组、
富城镇圣佛峪村６６户３２６人。２００５年，投资１８０万元，解决直罗镇贺家坪村、党家湾村、
塘古坪村，张村驿镇党家河村，张家湾镇张家湾村８９户４５５人人居环境问题。２００６年，投
资１６０万元，整体搬迁张村驿镇树坡村６０户４００人。２００７年，投资１３０万元，搬迁直罗镇
直罗村、牛武镇左家沟村西河组、富城镇东太安村７２户２９０人。２００８年，投资１４０万元，
搬迁牛武镇清泉寺村、茶坊镇茶坊村小泉坡组、寺仙乡高家河村、钳二乡东太奇村、北道

德乡樱桃塬村、张村驿镇张村驿村、羊泉镇南章村共７７户３１５人。
２０１０年，按照新农村建设标准，统一规划，群众自建，投资２８９１８万元，每人补

助３８００元，每户宅基地补助１０００元，贫困户另外补助１万元，搬迁交道镇鲁家庄村５０
户２６１人，建设房屋１９０间，面积５７００平方米。部门投入 “捆绑”资金１８０万元，修建
村庄道路２０００米、排水渠３４００米，铺设输水管道２５９３米，龙头入户５０户。投资１０４
万元，建房１９０间，搬迁富城镇十五里铺村５２户移民２６０人。

第四章　房地产

第一节　住房改革与建设

富县住房制度改革从１９９２年起步，按照 “提租发补贴、买房给优惠、租房购债券

（保证金）、集资多建房、实行公积金、分级设基金”的原则，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１９９２年投资１６５０万元，修建院落式住宅６４户，建筑面积１７９８２平方米。１９９３年６月
１日起，统一提高房屋租金，变无偿为有偿使用公房，收缴租房保证金６７３万元。同年
土地管理中心、县政府招待所等单位集资１９４５万元，建设３８９０平方米住宅楼，解决
５２户职工住房问题。截至１９９４年年底，县房改办归集房改资金１９３２０万元，其中集资
建房９１９０万元，售房８５３０万元，公积金租赁保证金１６万元，集资建房１８５２０平方
米，出售公有住房８０９４平方米，解决３１６户职工的住房问题。是年全县城镇职工共集资
建房２４６００平方米，３５０余户职工搬迁新居。随后，县种子公司、农业委员会、保险公
司、交警队等１５个单位积极响应集资建房政策，修建住宅楼房和平房１５７２０平方米，
２２５户职工喜迁新居。

１９９７年，１２个单位集资建房１９８５５平方米，入住２５８户。县城３个房地产开发公
司投资建设３０户３５００平方米住房。１９９８年，经房改办审批的集资建房单位２６个，建
筑面积３９３１０平方米，建成住房４６２套。县房改办拟定 《关于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工作

的安排意见》，经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在规定时限内出售涉及４８个单位４２０万
平方米的成本价公房，６９６户职工获得政策性完全产权证书。县政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修
建的家属院，通过出售公房解决长期居住混乱的棘手问题。２０００年，全县竣工住宅楼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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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建成住房２６７套，总面积１９５３２平方米。２００１年修建住宅楼２栋，建筑面积２６００
平方米。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重点建设经济适用房，由经济适用房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把集资建房纳入经济适

用房范围之中。２０００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各项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住
房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部分，各项政策和制度应运而生。富县通过集资建房，兴建经济

适用房，修建廉租住房，人均住房面积由１９９２年房改时５６平方米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１
平方米，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２００８年开始建设保障性住房，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建成保障性住房４９２套，总投资３７２４
万元。茶坊惠民家园小区占地０６７公顷，建成廉租房２栋３０８套，总建筑面积１５４４８
平方米。北教场秋家沟小区占地 ０３３公顷，建成廉租房 ２栋 １８４套，总建筑面积
８４９５８５平方米，并全部分配到户。

富县２０１０年部分单位公用房一览表
表１１－４－１ 单位：平方米

单位名称 地址 结构 建筑面积

县委 正街１５号 砖混 ３６５１

政府 正街１５号 砖混 ３７７６

交通局 正街东 砖混 ２７３５

水利水保局 富北北路西 砖混 ４４７２

城建局 正街６０号 砖混 ９２８

县人武部 正街中 砖混 １６９４

国有资产局 正街６４号 砖混 １２５７

卫生局 沙梁街２９号 砖混 ２８２７

疾控中心 正街８８号 砖混 ２１５２

林业局 富北北路东 砖混 １７９

体育中心 沙梁街２０号 砖混 ２９２８

地税局 茶坊川口 砖混 ２６２５

国税局 沙梁街５５号 砖混 ４１８１

高级中学 正街２５号 砖混 １３１８３

审计局 鹿苑小区 砖混 １２２７

果业局 富北南路东 砖混 ２８６１

桥北局 北教场３０９国道旁 砖混 １４７７

３４２第十一编　城建　环保　



续表

单位名称 地址 结构 建筑面积

职业中学 南教场路南端 砖混 ２７０２

工商局 正街２３号 砖混 １７１０

县医院 正街８４号 砖混 ３６１１

县中医院 沙梁街西 砖混 ３８２９

县幼儿学校 正街４８号 砖混 １５４５

县人民银行 富北北路东 砖混 １５７４

塑料编织厂 吉子湾 砖混 ２４１３

副食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１６６７

粮油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６２０８

石油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３３６６

工业品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３５４４

种子公司 富北北路东 砖混 １３６０

盐业公司 茶坊街 砖混 ４３５

烟草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１００１４

供销社 基层单位 砖混 ９６５３

移动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４４３

电信公司 基层单位 砖混 ５７６７

信用联社 基层单位 砖混 ８４７４

农业争行支行 基层单位 砖混 ４１７９

牛武煤矿 牛武街 砖混 １０２６

富县宾馆 人民街５０号 砖混 ８９７１

自来水公司 北教场 砖混 １７２２

印刷厂 十字东路 砖混 ６３２

生产资料公司 富北北路东 砖混 ３７６０

建筑公司 南教场１５５号 砖混 ３５５

土产公司 茶坊街 砖混 ２５０５

造纸厂 茶坊街东 砖混 １５１

钻采公司 直罗街 砖混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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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地址 结构 建筑面积

五金交电公司 正街８０号 砖混 ２５４１

果工商贸易公司 交道曹家庙 混合 １３６７

农技培训楼 北教场村 混合 ２３７０

茶坊供销社 茶坊街 砖木 ６３７

茶坊供销社 岔口村 砖木 ７６３

张村驿供销社 张村驿街 砖木 １６７４

川口村办公室 茶坊川口村 其他 １６１

圣佛峪综合楼 新兴街西 混合 １６０１

王家角村办公室 王家角村 混合 ３１９

茶坊供销社 茶坊街 砖木 １５０３

茶坊供销社 茶坊正街 砖混 ３０１

农经管理站 钳二村 砖木 １５７８

企业办公室 钳二村 砖木 ８８０

饮食服务公司 茶坊街北 砖混 １３８３

圣佛峪办公室 圣佛峪村 砖混 １４２

南教场小学 南教场村 砖混 ７４７

城关村委员会 北教场信合路 砖混 ２２１３

寺坡村委员会 沙梁向阳巷 砖混 ８５８

茶坊村委会 茶坊桥头 砖混 ２３３３

城关供销社 城内正街９号 砖混 ９９６

城关政府 南教场街 砖混 ３１００

茶坊供销社 茶坊街 砖木 ６６６

张村驿供销社 张村驿街西 砖混 １０７１

高迪小学 圣佛峪村 砖混 １２７１

茶坊镇政府 茶坊街西 砖混 ３０６１

城关供销社 正街西 砖混 １０８９

陶艺有限公司 吉子湾村 砖混 １６５０

交道供销社 交道街 砖混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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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位名称 地址 结构 建筑面积

羊泉中心小学 羊泉西街 砖混 １７８

北教场村委会 北教场村 砖混 ３４２４

羊泉镇政府 羊泉村 砖混 ３８１

北教场小学 北教场村 砖混 １７１６

富城镇政府 南教场街１７７号 砖混 ７３

北教场办公楼 北教场信合路 砖混 １６２８

富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一览表
表１１－４－２

年份 类别 楼栋数 （幢）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套数 投资 （万元）

２０００ 经济适用房 １５ ３３５００ ３７０ １０９５

２００１ 经济适用房 ９ １９５３２ ２６７ １１４５

２００２ 经济适用房 ２ １６３０ ２２ —

２００３ 经济适用房 ９ １１６６５ １１８ ７４１

２００４ 经济适用房 ５ ２８００ ５０ １２９

２００５ 经济适用房 ６ ８６７５ ８２ ７９３

２００６ 经济适用房 ７ ２５１０２ — ２７２４

２００７ 经济适用房 ７ ２１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８ 廉租房 ２ １５４４８０ ３０８ ２６２６

２００９ 廉租房 ２ ８４１４ １４０ —

２０１０ 廉租房 ２ ９２００ １８４ ４００

富县２０１０年商品房开发项目一览表
表１１－４－３ 单位：平方米

开发企业 小区名称 位置 套数 建筑面积

富县金辉房地产

开发公司
富县太和小区

富县北教场

原械厂内
８４套 １９０００

陕西中鸿实业

有限公司

富县东风区

商业房

富县北教场桥头

（原石油东风区）
一幢商业 ４０４３０

延安正远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富县电影院

改造工程

富县城内正街

电影院原址
１００套 ９７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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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开发企业 小区名称 位置 套数 建筑面积

陕西盛安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富县富瑞嘉苑

１＃４＃５＃
富县沙梁街西 １２０套 １６０００

福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福泰商住大厦 富县沙梁街 ２４０套 ３３０００

富县紫溪花庭

项目部

紫西花庭

商住楼
富县开元路 １０６套 ８８００

陕西圣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富县华苑小区 茶坊镇古州峁 ２４２套 ２７４８２

第二节　房地产管理

公房管理　富县房管所对县域内全部公用房屋实行房地产产权登记。１９９２年起实
施住房制度改革，截至２０００年，全县公房私住、宿办合一现象基本解决。依据 《延

安地区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县城以集资建房、出售公房、提租不补为主，

其他措施配套进行，同步推进。其中成本价出售了部分公房，或者拆除原来破旧公房

而集资建房，解决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住房问题。１９９８年登记县委、政府机关、中学、
小学、医院等事业单位各类房屋３３５４余万平方米，均由其注册单位管理使用。登记
县农行、信用联社、电信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等企业单位各种房屋２２３９余万平
方米，也由其所属企业管理使用。北教场行政村农业技术培训楼、圣佛峪行政村办公

楼、城关村委会办公楼等集体公房，均登记在其所属集体，由该集体单位管理使用，

总面积２２４余万平方米。
房产交易　县房产管理所受建设行政部门委托，代表县政府行使住房产权的管理工

作。２０１０年编制７人，专业技术人员５人。全面管理全县规划辖区内房屋权属登记、房
屋交易、房地产中介、房地产开发、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负责对辖区内申请登记的房屋

进行外业测绘、制图、拍照、面积计算以及权属登记所需文字资料的采集，负责辖区内

房屋初始登记、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以及发证换证验证，负责房地产抵押贷

款登记和房地产抵押注销登记工作，负责商品房预售款的监管和商品房预购 （售）登记

工作。审核房产交易申报价格，规范交易程序，减少房产交易过程中的税费流失，确保

二手房、存置房、商品房买卖健康发展。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成交房屋 ５３１０件，总面积
４５７万平方米。

房屋拆迁　２００７年７月成立富县拆迁管理办公室，编制６人，设主任、副主任各１
名，干事４人。是年在贺家沟道路建设中拆除影响道路建设的４户部分建筑，保证工程
顺利施工。２００８年，发放拆迁许可证３份，拆迁户数８７户，拆迁房屋总面积１１３１０平
方米。２００９年发放拆迁许可证７份，拆迁户数９４户，拆迁房屋总面积１２２２０平方米，
完成县医院综合楼等８户房屋拆迁，拆迁面积１４７５４１平方米。拆除富县液化气储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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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站１个。２０１０年发放拆迁许可证２份，拆迁户数７８户，拆迁面积１１７００平方米。
物业管理　随着城区住宅小区兴起，物业管理企业应运而生。２０１０年，全县共４６

个住宅小区，３８个小区实行物业管理，负责小区供电供水供暖、安全卫生、小型维修，
服务居民。县佳泰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６年７月组建，注册资金５０万元，三级资
质。管理泽慧小区４８６万平方米，金融小区１６５万平方米，惠民小区１５４万平方米。
公司设办公室、财务室、客服部、维修部、环卫部，职工１８人，其中持证上岗１０人，
中级职称及以上５人，水电工３人。

第五章　建筑业

第一节　建筑企业

１９９０年，富县主要有两家建筑工程公司，延安联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延安东方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均具有二级建筑资质。延安联兴建筑工程公司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元，职
工１５０余人，项目经理５８人，其中二级项目经理１２人，机械设备 ６００余台。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先后建成县高级中学、县国税局、县供销社、县人民医院、富城镇、县文体局
的图书实验楼、住宅楼、商住楼、综合楼、计生楼、文体中心楼等，累计建筑面积７５
万平方米。

延安东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设两个分公司１０个施工队和１个机械化施工队，注册
资金２５６０万元，各种设备５０８台，机械功率５３２１千瓦。职工４７６人，其中工程技术员
４７人，含高级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１５人、高级经济师１人、会计师８人，一级项目经
理１人，二级项目经理 １２人，三级项目经理 ４４人，持证上岗 ６２人，技工 １２０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先后建成县民政局、县邮政局、县粮食局、县老干局、县交通局等５０
余处综合楼、住宅楼、集贸市场、粮贸饭店、营业楼、教学楼等，累计建筑面积９４万
平方米。

另有省市的建筑施工企业参与富县城乡建设，在县城建部门的监督监理之下，按程

序要求和相关法规，实施安全生产，提供优质服务，完成承建施工任务。

第二节　工程招投标

１９９０年，富县建设工程多数采用公开招标形式，由中标企业承包施工，部分工程采
用邀请招标形式建设，私人住房建设主要采取业主直接发包形式建设，全县１２项建设
工程中，有８项工程通过招标确定施工企业。１９９５年，成立县建设工程招标办公室，为
县城建局内设机构，制定 《富县建设工程招标管理工作规定》。全县报建工程１０项，公
开招标１０项。２００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颁布实施，延安市随即建立建设
工程招标有形市场。全县报建工程１２项，进入有形市场招投标１１项。２００４年，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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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县招标办制定招标办事程序、

招标项目公示制度、招投标管理制度、招投标监督制度、招投标举报、投诉和审查制

度，使招标工程更加透明。２００５年，全县报建工程１４项，进入有形市场招标１４项。按
照省、市对百万元以下建设工程不再进入有形市场进行招标，由各县区参照有关法规自

行组织招标要求，富县制定了一百万元以下建设工程的 《富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工程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县建设工程累计报建８９项，公开招标８６项，
邀请招标３项，计划总投资 （标底价）总计３８７５６８９万元，中标价总计３６２５８７２万元，
为建设单位节约资金２４９８１７万元。

第三节　工程管理

工程质量监督　依法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培训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审查工程
建设各个环节，确保强制性标准全面落实。２００２年，全县建设工程项目４６个，总建筑
３８万余平方米，总造价２３３６余万元，建管站实行质量监控、网络管理，推行建设工程
备案制度，与三家建筑施工企业经理和项目部层层签订质量安全目标责任书。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对８０％的在建项目进行工程验收和材料抽检，先后发放停工整改通知书８份，
处罚通知书８份，罚款１３０万元。２００７年，新建工程５１处，续建工程２８处，总建筑面
积２６６１万平方米，总投资１７２亿元。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 《陕西省建

设工程强制性标准》，严格竣工工程的验收和在建工程的建筑材料抽样检查，工程报建

率、施工图审查率、监督覆盖率、监督备案率均为 １００％，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率
１００％。对８０％的在建工程进行了针对性专项治理，有效保证工程质量。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按照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加强建筑材料检测工作，

完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制度，督促整改施工中存在的质量隐患。２０１０年受理监督工
程７８项，建筑面积１２８６万平方米，对２０个在建项目检查６０余次，发出整改通知书１２
份，提出整改意见８０条，发出处罚通知书５份，实施各类检验１９６３组，确保建设工程
质量。

建筑安全监督　与建筑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加大安全生
产宣传力度，坚持安全生产宣传，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印发宣传单，悬挂横幅，设置

宣传点，在工地召开安全生产现场会，组织在建企业、监理企业的项目负责人、专业技

术人员参加省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标准化工地建设现场观摩会，全面提升施工企业的安

全生产意识。每年春夏秋冬开展４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建筑工地每月检查一次，并进
行不定期抽查，对安全不达标的工地即令停建，发出整改通知书。实行安全员蹲点监

督，对实行安全整改的工地，由安全员验收合格签名后方可继续施工。检查中，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对安全环节现场打分，对不符合安全标准要求的随即勒令整改。贯彻 《安全

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定期召

开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和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安全考核和特种作业培

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为主题，开展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

动。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全县建筑工地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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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墙体材料

１９９９年，富县建筑节能与墙体材料改革工作由县城建局负责。２０００年，延安双营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马坊机砖厂对原实心砖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当年生产空心砖１７００万
块标准砖。２００２年，《陕西省建筑节能条例》颁布实施，富县开始实施建筑物标高 ±０
以上使用空心砖节能。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全县８家大型砖厂进行推广、宣传，协调解决
生产企业的实际困难。年末，全县新墙体材料产量折合标准砖２１００万块，占所用墙体材
料的３０％，节约标准煤 ９００吨，节约土地 １２公顷，征收建筑节能专项基金 ８万元。
２００３年，全县生产新墙体材料折合标准砖２３００万块，节能材料利用率４０％，征收建筑
节能专项基金１３６万元。２００４年，全县有新墙体材料生产企业８家，生产新墙体材料
折合标准砖２８００万块，节约标准煤１５００吨，节约土地２８公顷，征收建筑节能专项基
金１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富县安富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秋家沟机砖厂建成年产１０００万块
空心砖生产线。征收建筑节能专项基金１３万元。
２００６年，实现县城规划区内全面禁止使用黏土实心砖节能目标，新墙体材料生产企

业发展至１２家，其中２家被延安市墙改办认定为延安市空心砖定点生产企业。征收建筑
节能专项基金１６万元。２００７年，新墙体材料和节能材料推广至各乡镇，所有工程项目
全部达到建筑节能５０％标准要求。征收建筑节能专项基金１６５万元。２００８年，全县在
建筑工程标高±０００以上禁用实心砖的同时，加大其他新节能材料的推广与应用。城区
建筑物的门窗、屋顶、外墙、挑板、给排水及采暖等项目中大量使用节能产品。征收建

筑节能专项基金１４万元。２００９年，全县生产新墙体材料折合标准砖４５００万块，节约标
准煤５３００吨，节约土地１２公顷，征收建筑节能专项基金１７万元。２０１０年，延安双营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马坊机砖厂对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当年生产空心砖３６００万块。征收
建筑节能专项基金１４万元。

第六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状况

富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境内川塬相间、梁峁纵横，受季风环境影响，冬春多风、

夏秋多雨，加之县境西部森林茂密，人口密度小，全境环境状况良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后，随着全县林木砍伐和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处矿区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环境污

染逐年加剧。随后，人口聚集的县城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污染。境内环境状况呈现矿区、

县城轻微污染，塬区普遍良好的特点。

境内环境污染主要为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两类。大气污染源是生活燃料释放的烟尘

和工业废气、粉尘及汽车尾气等。水体污染源是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及化肥、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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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有直罗采油厂、中原油田分公司陕北试采事业部及双翼石化

公司。另有，机砖厂１２个，年产约４５００万块，水泥厂１个，年产量约１４万吨，炭黑
厂１个、香料厂１个、瓦厂１个、粮油加工厂１个、采石场５个、煤矿５个。有环境敏
感区３个，即大申号人饮水源保护区、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柴松自然保护区。

第二节　环境监测

１９９６年前富县未开展环境质量定时定点监测工作。１９９６年后委托延安市环境保护
监测站黄陵分站对水质和空气质量进行定时定点监测。

水质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有：溶解氧、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总磷等。
１９９６年６月以采样混合方式对洛河 （富县—黄陵段）富县沟门村、田厢村、延炼上

游５００米、葫芦河交汇洛河前１００米、黄陵县秦家川村沮河交汇洛河前５０米、黄陵县田
庄镇南城村６个点４９个地表水水样进行常规性监测，依据各监测断面各监测项目监测
值，洛河以上各监测断面均达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

富县段洛河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水质监测数据统计表
表１１－６－１ 单位：个、毫克／升

监测年份 监测点个数
监测项目含量

ＰＨ值 氨氮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溶解氧

评价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８８

１９９８ ４ ６９ ０１２ １８８ ００３ ５９ ＩＩＩ

１９９９ ４ ７４ ０８１ １５３６ ００３６ ９２ ＩＩＩ

２０００ ４ ７９ ００２ １７２ ００２１ ８１６ ＩＩＩ

２００１ ４ ７７ ０９ １６３３ ００１８ ７８５ ＩＩＩ

２００２ ４ ７９ ０５６ １６０４ ００２９ ６８８ ＩＩＩ

２００３ ４ ８０１ ０９１ １７１８ ００４１ ７２４ ＩＩＩ

２００４ ４ ６ ００４７ １７５６ ００８ ７９ ＩＩＩ

２００５ ４ ７５ ０９８ １５０２８ ００９ ８３６ ＩＩＩ

２００６ ４ ８３ １０１ ２０ ００５ ８ ＩＩＩ

２００７ ４ ８８ １０２ １９１７ ００４４ ８２３ ＩＩＩ

２００８ ４ ８１ １０３ １９０８ ００３２ ７１８ ＩＩＩ

２００９ ４ ９０ １２１ ２００ ００４９ ８８ ＩＩＩ

２０１０ ４ ８０ １０１ １８０ ００３ ８２ ＩＩＩ

　　注：监测项目的监测值为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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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７月以采样混合方式对富县莲花池大申号水库上游、中段和下游三个点１４
个水样进行常规性监测，依据各监测断面各监测项目监测值，莲花池大申号水库各监测

断面均达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质标准。

富县大申号水库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水质监测数据统计表
表１１－６－２ 单位：个、毫克／升

监测年份 监测点个数
监测项目含量

ＰＨ值 氨氮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溶解氧

评价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８８

２００７ ３ ６９ ００９２ ８４４ ００１３ ６６８ ＩＩ

２００８ ３ ８２ ０３３ ８３６ ００２０ ８ ＩＩ

２００９ ３ ８０ ００２５ １０２８ ００１７ ６０１ ＩＩ

２０１０ ３ ８１ ００２８ １０６ ００１８ ６０４ ＩＩ

　　注：监测项目的监测值为年平均值。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以采样混合方式对葫芦河流域富县张家湾镇五里铺村、川庄村、直罗镇
下游１千米处、张村驿镇峁头村、吉子现乡河南村、黄陵县阿党镇咀头村６个点４２个地表
水进行常规性监测，葫芦河水均达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ＩＩ类水质标准。

富县段葫芦河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水质监测数据统计表
表１１－６－３ 单位：个、毫克／升

监测年份 监测点个数
监测项目含量

ＰＨ值 氨氮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溶解氧

评价标准

ＧＢ３８３８－８８

１９９８ ６ ６ ００３ ８０２ — ４１８ ＩＩ

１９９９ ６ ６４ ０１２ １０３２ — ４３５ ＩＩ

２０００ ６ ６９ ００９ ９９４ — ４２２ ＩＩ

２００１ ６ ６ ０２ ８ — ３９１ ＩＩ

２００２ ６ ６５ ０２８ １２７１ — ５９ ＩＩ

２００３ ６ ６９ ０１９ １２３ — ５２ ＩＩ

２００４ ６ ６ ０３３ １４１２ — ５９ ＩＩ

２００５ ６ ５８ ０３０ １３６３ ００６ ６ ＩＩ

２００６ ６ ７ ０４２ １４７７ ００１ ４９２ ＩＩ

２００７ ６ ７３ ０４９ １５ ００２６ ６１ ＩＩ

２００８ ６ ６９ ０５ １５０１ ００３９ ６６ ＩＩ

２００９ ６ ７７ ０５ １４９７ ００４ ５５ ＩＩ

２０１０ ６ ７９ ０５ １５６０ ００４８ ５８ ＩＩ

　　注：监测项目的监测值为年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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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　１９９６年，县城区设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４个，分别为茶坊镇邮政招待
所、吉子湾收费站、环保局院内、计生服务站院内。监测项目有：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总悬浮颗粒物。

富县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部分年份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统计表
表１１－６－４ 单位：个、微克／立方米

监测年份 监测点个数

检测项目含量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悬浮颗粒物

ＰＭ２５２４
小时平均

ＰＭ１０２４
小时平均

评价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４ ６ ５ １０ ２２ 优

１９９８ ４ ７ ５ １３ ２５ 优

２０００ ４ １８ １８ １７ ４１ 优

２００２ ４ １２ １２ １４ ３４ 优

２００４ ４ ８ ８ ７ ２３ 优

２００６ ４ ２０ ２０ １１ ５５ 优

２００８ ４ ２３ ２３ １４ ３８ 优

２０１０ ４ ２５ ２５ １４ ３１ 优

　　注：评价标准为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标准指标；检测项目的检测值为年平均值，是活颗粒物为每小时的年平均值。

噪声监测　１９９０年，规定城区８３平方千米噪声标准，居民文教区昼间３０分贝夜
间２０分贝；Ⅰ类混合区昼间４５分贝夜间４０分贝；Ⅱ类混合区昼间５０分贝夜间４０分
贝；工业集中区昼间６５分贝夜间５５分贝；交通干线两侧昼间７０分贝夜间５５分贝。
２０１０年３月对６个点道路交通声环境噪声进行监测，茶坊高速路口昼间５４２分贝

夜间４０５分贝，茶坊加油站昼间５００分贝夜间３５４分贝，茶坊桥昼间５０８分贝夜间
４２６分贝，富城大桥昼间４４６分贝夜间３７７分贝，计生局昼间４９３分贝夜间３６９分
贝，城关小学昼间４６６分贝夜间３６７分贝。对４个点区域声环境噪声进行监测，邮局
招待所昼间４８３分贝夜间３６７分贝，沙梁中学昼间４６４分贝夜间３８０分贝，富县一
中昼间４６９分贝夜间３６１分贝，政府大院昼间４８１分贝夜间３６４分贝。同年６月，
以现场监测方式对城区区域声环境噪声、道路交通声环境噪声进行监测性检测，测量前

后为９４０分贝，达到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声环境质量标准》２类４ａ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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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县城区域环境噪声统计表
表１１－６－５

项目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５１ｅｐ（分贝） 昼：４５３ 昼：４８９ 昼：５０１

夜：３８５ 夜：４０４ 夜：４０９

　　注：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二类标准：昼间５０分贝，夜间４０分贝。

第三节　环境治理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０６年制定 《富县城区大气污染治理防治办法》，凡购买未经环保

部门注册准销的燃油、燃气锅茶炉及消烟除尘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处以１万元罚款，对
其销售厂家处以２万～３万元罚款；在规定期限内不按要求安装、更换消烟除尘设备的，
处以法人和其他组织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罚款；锅炉消烟除尘设备未经年审或年审不合格而
投入使用的，处以５００～５０００元罚款。县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
住户茶炉锅炉巡查，发现违规燃烧烟煤及时处理，限期整改，对常压锅炉按规定和计划

逐步改为天然气炉。

２００７年，县委、县政府确定了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工程为全县八大惠民工程之一。制
订 《富县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富县城区大气污染治理责任追究办法》，成立以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为总指挥，以副县级领导为副总指挥，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

员的城区大气污染治理领导小组，于３月２３日召开全县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动员大会。公
开招聘４２名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人员充实到环境监察队伍，加大对城区企事业单位、个
体、居民户燃煤情况的检查力度，由城管局牵头，组织环保、工业、工商、公安、城茶

乡镇街道办，分区域开展有烟煤清理工作。县委、县政府召开有烟煤清理专题会议 ６
次，各工作组共计清查１４４９户，清查有烟煤总量５５９吨。在通往城区的主要干道上设立
４个环保煤炭调度室，负责检查入境煤炭运营车辆，防止其将非指定煤种运入城区。同
时组成两个执法监察中队，在城区治理范围内实施昼夜不间断检查，本着 “见烟就查，

见煤就收，违规必罚”的原则进行挨家挨户入户检查。先后检查运煤车辆２４００辆，查
扣９０余辆，清理清查城区居民户、工商个体及燃煤企事业单位７３８户 （家），查处６０
户 （家），没收有烟煤４５吨，罚款６９５０元。政府先后投入治理经费２１５万元，其中居
民户补贴 １３０万元。治理成果经黄陵监测站监测，富县城区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

水污染防治　洛河、葫芦河流经县境，洛河水质为Ⅳ类至Ⅴ类水质，每年接纳生活
污水约６１万吨，工业污水 １６８万吨；葫芦河水质属Ⅲ类水质，每年接纳工业污水
８０００吨。

洛河的污染源主要是城区生活污水直排所致，每年城区排放５４万吨生活污水，未
经处理直排洛河，使洛河水质严重恶化；工业污水主要是双翼石化公司炼油污水，每年

排放１４万吨，经过综合处理达标排放。葫芦河污染源为直罗采油厂，年排放采油及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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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污水８０００吨，未经处理直排葫芦河，严重污染葫芦河水质。
１９９６年，编制境区污染源限期治理计划，对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单位，逐一落实减

排控制措施，努力实现三年内排放达标目标。对没有治污能力的企业坚决不予审批，有

力地阻止了水污染加重的势头，同时加大对现有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防治污染设

施正常运行，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加大处罚和征收排污费力度，有效消减了对洛河、葫

芦河的污染。

富县城区饮用水源是大申号水库，２００２年经省政府批复为饮用水源保护区。为了保
证饮用水水质符合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针对富县水质环境现状，根据 《富县大申

号人饮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及 《陕西省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条例》，配合水

利等部门组织实施一级保护区内移民搬迁，以及保护区内的围栅封闭工作。设立围栏

５８千米，安装警示牌５块，立界桩７处。
排污防治　严格排污许可证审批，全面开展环境保护排污费征收管理工作。坚持企

业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确定陕西双翼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辖区

强制性生产审核企业。１９９９年贯彻 《水污染防治法》，对逾期未完成污染治理任务的企

事业单位，征收两倍以上的超标准排污费，征收排污费１０２万元。２００１年在餐饮服务
行业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对城区取暖、供水锅炉茶炉进行年检。全年发放排污许可证

１６４个，其中临时排污许可证６个。征收排污费１０２万元。２００４年征收排污费３００２万
元。２００６年征收排污费７２万元。２００７年共征收排污费４３４５万元，其他费１７１３万元。
２００８年征收排污费４２６万元。２００９年征收排污费６５４万元，其中行政处罚２４２万元。
２０１０年检查企业１４家，发放排污许可证３１个，征收排污费５３７万元，查处违法行为
１０起，现场处罚７起，立案３起，结案３起，罚款１７８万元，共计７１５万元。

节能减排　主要是对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和二氧化硫 （ＳＯ２）的减排。２００５年测
算，富县固体废弃物年均产生量４７７５０吨，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率９０％，主要是煤矸
石、炉渣和施工垃圾，年产生固体废弃物５万吨，综合利用１万吨，利用率２５％。２００７
年，根据国家全面实施节能减排的要求，县政府成立由主管副县长任组长的县节能减排

领导小组，按照 “工程减排为主，管理减排为辅”的原则，对境内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的煤矿、采油厂等下达减排任务。是年，通过实施城区大气污染治理减排二氧化硫

１７４４吨，陕西双翼石化公司因原油短缺，自然减排化学需氧量２４９吨。２００８年，关停
直罗采油厂２５口高含水低产油井，年减排化学需氧量５９０２吨；关停２个机砖厂，年减
排二氧化硫１７３８吨；实施天然气气化工程减排２７１２吨。是年底，直罗采油厂因污染
严重，被列为省环保厅挂牌督办企业，经过一年限期治理，企业建成减排联合站，年减

排化学需氧量５７８吨，经省、市环保检查组检查验收，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摘牌。同年，关停
长庆石油勘探局富县离退休职工管理站采暖锅炉，年减排二氧化硫２３８吨，化学需氧量
排放总量控制在５９２３３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７６２５１吨。２０１０年减排化学需氧
量２４吨、二氧化硫１９０吨。

第四节　环保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内设环保股。１９９１年７月，富县排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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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站和环境监测站成立。１９９３年２月机构改革时，将排污监理站、监测站、绿化站、环
卫队合并成环境保护服务公司。１９９５年１月，更名为环境监测监理站。１９９８年，环境监
理站由环卫队、绿化站、排污监理站合并组建，正科级建制，编制３０人，实有在册职
工５３人，其中职工４４人、干部９人。１９９９年８月，环境保护工作从城乡建设局分设，
成立富县环境保护局，与县环境监测站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编制１２人，隶属县城乡建
设局管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富县环境保护局直属县政府，与环境监测监理站一套机构两
块牌子。２００２年８月，富县环境保护局行政编制５个，环境监测监理站事业编制１６个，
局机关设局长１名、副局长２名，环境监测监理站设站长１名，副站长２名，干事１５
名。２００３年１月上划延安市环境保护局垂直管理，干部职工６２名，在编１７人。
２００５年３月设县环境监察大队，编制１５人，执法监察环境保护情况，调查处理环

境污染事故、环保纠纷和破坏生态案件，培训环境监察业务，征收废气、固体废物、噪

声、放射性物质等排污费。监察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整治排污秩序，规范排

污管理。

宣传教育　县环保局每年围绕 “６·５”世界环境日宣传主题，通过组织出动宣传
车，悬挂横幅，张贴标语，举办专场晚会、知识竞赛，设立宣传栏、宣传牌，发放宣传

画册、雨伞、布质手提袋等，以及在城区、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等形式，开展多形式

环境宣传活动，使环保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人人关注环境污染，个个参与环保行动的良

好社会氛围。

常规管理　县委、县政府每年召开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成立富县创建国家环境保护
模范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县长担任组长，２５个县级部门为成员单位，出台 《创建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县城实施方案》。聘请长安大学编制 《富县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启动创建市

级生态乡镇、生态村庄工程，树立绿色单位、绿色村庄、绿色校园先进典型，交道镇白

家村、吉子现镇固险村生态村建设通过延安市环保局验收合格。陆续建设全县道路油

化、街道硬化、院落美化、村民健康娱乐集中化工程，实施退耕还林种草、封山育林、

天然林保护、人工造林、农田保护、土地整理等工程，全面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发

展规模养殖，推行沼气池循环经济模式，实现畜禽养殖排泄物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农村普遍改厨、改厕、改圈，整修巷道，填埋垃圾，集中收集，栽植巷道景观树。

执法检查　１９９８年对石油开发区污染状况和文明油井建设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建档
油井８２个，投资２４万元，建成清洁文明油井６７个，建成率８１％。配合市总站深入西
川对和尚塬、张家湾一带的土炼油 （柏油）进行现场查处１４户，罚款１０２万元。组织
公安、工商及有关乡镇深入直罗、张家湾、和尚塬、任家台、岔口、钳二等地对死灰复

燃土炼油和土炼柏油进行专项检查。先后４次组织城建、公安等部门对城区８３平方千
米范围的施工场地进行夜间突击检查，处罚２处，警告４处。开展污染源普查，成立４
个污染源普查小组，分４个区域对普查登记的１８个重点污染源，１９５个一般污染源进行
建档管理。２００１年，在全县开展环境违法案件专项行动，检查企业８个，建设项目１８
处，餐饮服务业１０３处，立案查处１２处，结案７处，处罚金２７２万元。对直罗钻采公
司直接向葫芦河排放采油废水违法行为予以３万元行政处罚。全年进行环境监理现场执
法检查４６３次，其中，污染防治设施现场检查４８次，建设项目噪声检查９２次，煤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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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天然气开发等专项检查３５次，限期治理项目达标排放情况检查２４次，排污许可证现
场检查２６６次行政处罚５０３万元。
２００３年起，重点治理直罗采油厂、恒兴果汁厂排污情况，监察监督这两个企业加大环

保投入，建设排污设施，减少环境污染。２００４年开展违法排污企业专项整治，对洛河流域
水污染，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煤炭石油开发和加工企业进行检查和整治，检查工业企业３５
个，其中石油开采炼制业３个，煤矿９个，采石场５个，砖瓦建材业１８个，对未批先建的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陕北油气项目管理部在富县饮用水源保护区开钻的探井中富１８＃、中富
１９＃、中富２０＃、中富４９＃以及延长油矿管理局勘探指挥部、青化砭油矿进行石油勘探的环境
违法行为，严格按照 《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严肃

处理，责令其停止钻探，限期补办环评审批手续，并处罚金１０５万元。
２００５年印发 《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实施方案》，规范矿区生态环

境管理，对县境建设工程１５家，环境监察检查６４次。２００６年累计执法检查６２４次，检
查企业５９家，立案１５起，全部结案，实施行政处罚２８万元。２００８年检查企业３７家，
环境监察检查２７６次，查处违法行为１０起，其中立案查处７起，结案５起，现场处罚２
起，罚款０５万元；共计罚款１７４８万元。２０１０年，县境建设工程２８家，环境监察检
查２２４次，规范排污行为，制止废物随意堆放，完善防治灰尘污染措施，避免噪声危
害。发出整改通知书２８份，责令停工６次，改善排污设施２９次，极大地减少了建筑过
程对县城环境的影响。

案件处理　县环保局设立 “１２３６９”环境投诉举报电话，２４小时值班，专职信访员
接待登记，监察员节假日轮流值班。２００５年群众来信投诉环境２５起，其中大气污染１７
起，噪声８起。２００８年来信投诉环境４２起，其中大气污染１２起，噪声２０起，固体废
物４起。２０１０年来信投诉环境１８起，其中大气污染８起，噪声６起，固体废物４起。
２００６年６月，中原油田在岔口检测牛西一井，不慎将中子源落井，该井深１２６９米，

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形成一致意见，对该井实施封堵。２００７年４月，投诉举报直罗采油厂
９－１号井场罐内采油废水直接排入渗坑，部分原油散落场地。执法人员立即责令限期整
治，并依法处以２万元罚款。２００８年，群众反映长庆华泰石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

过程中排放废气污染环境，造成周围居民脱发严重，妇女妊娠流产”问题。及时介入调

查处理，责成该公司在限期内提供由延安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有关污染因子的检测报

告；下发停产治理通知书，就露天生产、污染物排放等存在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并要求

重建防渗储存设施，确保环境安全。２００９年３月接群众电话报案，黄甫店服务区高速路
段两辆油罐车追尾，泄漏原油１０余吨，污染路旁玉米地１１０平方米，县环境执法大队现
场监察，给予依法处理。２０１０年５月接群众电话举报，一辆装有液体石蜡罐车因车胎爆
裂，在包茂高速公路富县段Ｋ６１３＋９００米处泄漏液体石蜡１０余吨，污染桥下滩地３００平
方米，县环境执法大队及时赶赴现场，给予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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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是山区农业县，属国家财政补贴县，１９９０年财政总收入１０８４
万元。县委、县政府通过逐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苹果、烤

烟、蔬菜产业增加收入。随着区域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财政收入有

所增长，１９９８年总收入２１６４万元，２００５年总收入 ８１５３万元，２０１０
年总收入２２１１７万元，实现保工资、保平衡、保稳定目标。通过采取
压缩会议费用，实行政府采购等，多项措施从紧理财，从严支出，用

好有限财力，兼顾事业发展。

富县农业经济特点明显，工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经济发展不平

衡。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财政预决算一直是支出大于收入。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社会事业的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收入分

配水平大幅度提高，收入与支出差距也随之加大。

国家税务和地方税务机关全面贯彻国家税务法律和政策，规范程

序，严格稽查，确保国家收入。金融机构服务地方建设，１９９０年投放
９７９３万元，１９９５年投放３５００７万元，２００１年投放１１８８０万元，２００６
年投放２９４０８万元，２００９年投放４５４８１９万元，支持石油工业和农业
产业发展。现代保险业服务全县各个行业，为居民生活提供安全保

障，１９９６年提供各种保险赔付 ６５９万元，２０００年赔付 １７９７万元，
２００５年赔付２１６７万元，２０１０年赔付９３３７万元。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示意图



第一章　财　政

第一节　财政收入

富县属财政补贴县。财政收入虽每年均有增长，但相对增幅不大。１９９０年，全县大
力发展和扶持烤烟生产，财政总收入１０８４万元，为预算的１０８４％，烟叶税收占工商各
税的５６９％。１９９５年，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 ２０００万元，占县预算 １８７３８万元的
１０９６％，是历史上收入增幅最大的一年。本级财政收入１６６８８７万元。２０００年，财政
总收入２８６３万元。２００５年，财政总收入８１５３万元，为预算的１１１１％。上划中央两税
４９７９万元，地方财政收入３１７４万元。２００６年，财政总收入１１６１９万元，虽首次突破亿
元，但地方财政收入仅占３２１６％。２０１０年，全县财政总收入２２１４８万元，占年初预算
１４５７０万元的１５２％，较上年财政总收入１１８９１万元增长８６３％。其中上划中、省、市
税收收入 １０３５５万元。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达到 １１７９３万元，为预算
的１１７％。

工商税收入　１９９０年，富县开征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国营企业所得
税、集体企业所得税、个体收入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城建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牲畜交易税、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印花税、建筑税２０种，全
年工商各税收入１０９２万元，含国营企业所得税１７万元，国营企业计划亏损补贴和承包
收入退库１１２万元。
１９９１年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代替建筑税。１９９２年停征国营企业奖金税。

１９９３年加征工商统一税，停征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１９９４年，取消牲畜交易税、奖金
税等７个税种，经税制改革，以增值税为核心，相应设置消费税、营业税，建立新的流
转税课税体系。工商税种有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

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

税。１９９５年，落实 《陕西省屠宰税征收暂行办法》，加征屠宰税。１９９６年起征收土地增
值税。１９９９年加征筵席税。２０００年起，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逐步取消
屠宰税。２００１年，车辆购置附加费改为车辆购置税，由征稽所代征。２００２年，根据省
政府决定停征筵席税。

２０１０年，征收４种费，即个体工商户管理费、注册登记工本费、个体劳动者协会
费、消费者协会费。全年工商税收 １７８６２万元，其中国税收入 ８０５７万元、地税收入
９８０５万元。２０１０年起，取消所有收费。

农业税收入　１９９０年，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 （以下简称四

税）共７２５万元，占财政收入的６６９％。１９９５年，农业 “四税”收入９６２３万元，占
财政收入的４６８６％。２０００年，农业 “四税”收入１７１６万元，占财政收入的５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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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和契税收入４７４万元，其中农业税
４０６万元、契税６８万元。２００６年起国家规定不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２０１０
年，完成农业两税征收２１８３万元，其中契税２０８万元、耕地占用税１９７５万元。

企业税收入　１９９０年推行企业工效挂钩制度，扭亏增盈提效，国营企业上缴财政
１６８万元，占财政收入的１５５％。１９９７年企业税收２６３万元，占财政收入的８９３％。
２００５年，企业税收入２６５万元。２０１０年生产原油２０万吨，企业税收入２８１万元，占财
政收入的１２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１９５０万元，占财政收入的８８２％。

非税收入　１９９３年，坚持收支两条线，各种罚款和收费从紧，统一纳入预算管理。
１９９７年成立收费资金管理中心，制定 《预算外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行政事业性收费收

支两条线管理暂行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办法》《预算

外资金稽查管理制度》，单位开票，银行收款，统一账户，收支统管，以证领票，交旧

领新，纳入专户，申报计划，核对拨付。全县执收单位５３个，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交３４１
万元，实交３３２万元。２０００年，行政性收费１３６万元，事业性收费４１３万元，专项收入
８２万元。２００５年，统管单位１２６个，统管资金２１８９万元，含事业性收费１２９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非税收入２２４９万元，含事业性收费１４３３万元，罚没收入７４５万元。支出
１８５３万元，含行政性支出７５万元，事业性支出１１２５万元，罚没支出６５３万元。截至本
年年底，先后清理减免收费项目１０８项，对保存满５年的非税收入各类票据存根，以备
查验审核。

富县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非税收收入资金收支调控统计表
表１２－１－１ 单位：万元

年份

收入资金 支出资金

合计

行政

性收

费

事业

性收

费

专项

收费

罚没

收费
其他 合计

行政

性收

费

事业

性收

费

专项

收费

罚没

收费
其他

上缴

政府

调控

资金

１９９７ ３３２ ５７ ２７５ — — — ２７５ ２ ２４２ ３１ — — —

１９９８ ３７７ ３８ ２８５ ５４ — — ２８４ ３２ ２２８ ２４ — — —

１９９９ ４３８ ３１ ２９５ １１２ — — ３０７ ２４ ２８３ — — — ３０

２０００ ６３１ １３６ ４１３ ８２ — — ６０２ １２７ ４１３ ６２ — — ２０

２００１ ９７９ ３４ ６５７ ２８８ — — ７６８ ２９ ６０６ １３３ — — ３２

２００２ １５５４ ４７ ７８７ ４６９ ２５１ — １４０７ ４４ ６９９ ４６４ ２００ — ６５

２００３ ２７６０ １８２ ９９９ １５７９ — — ２７１６７ １６４２ １０４９５ １５０３ — — ９２

２００４ １７３３ １７７ １２５７ — ２９９ — １５６９ １５８ １２６９ — １４２ — １２１

２００５ ２１８９ ３５ １２９０ ８６４ — — ２４１７ ２４ １３３１ １０６２ — — 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５０ ３９ １０４０ — ９７１ — ２３４５ ２９ ８８６ ５５５ ８７５ — ３００

２６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年份

收入资金 支出资金

合计

行政

性收

费

事业

性收

费

专项

收费

罚没

收费
其他 合计

行政

性收

费

事业

性收

费

专项

收费

罚没

收费
其他

上缴

政府

调控

资金

２００７ ２８９２ １６１ １２４０ ７１４ ７５０ ２７ １９１０ ６３ １０７９ ３１７ ４５１ — ３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８０１ ３７ １５０９ ８９９ １０７８ ２７８ ３６１６ ２４ １２５１ １４９６ ６０５ ２０４ ３３５

２００９ ２５７１ １０１ １２７２ — １１９８ — ２２５９ １０３ １２０５ — ９５１ — —

２０１０ ２２４９ ７１ １４３３ — ７４５ — １８５３ ７５ １１２５ — ６５３ — —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财政收入统计表
表１２－１－２ 单位：万元

年份
工商

税收

农业

四税

企业

收入

其他

收入

专款

收入

罚没及

行政收

费收入

国企收入

退率及亏

损补贴

上解中

央收入
合计

１９９０ １０６２９ ７２５ １６８ ３８６ ５３ — －１１１９ — １０８４２

１９９１ １２０４７ ９９２ ８５６ ７１０ １３３ — －１７６９ — １２９６９

１９９２ １３０８５ １２１１ ８８２ ２５４ １１１ — －１６３４ — １３９０９

１９９３ １３４０５ １８１０ １７０７ ８４８ ２４０ — －１８３４ — １６１７６

１９９４ ４４５３ ６４７１ ９４１ １２０８ １９７ — －１７５０ ３１２０ １４６４０

１９９５ ５８８１ ９６２３ １３２６ — １８６ １２７２ －１６００ ３８４７ ２０５３５

６年合计 ４８８７１ ２０１０７ ５７１２ ３０２ ８６７ １２７２ －８５８５ ６９６７ ７８２３１

１９９６ ６２１０ １４０３５ －３８４ — １０９ ２２０６ 补５５１ ４２０７ ２６９３４

１９９７ ７７１０ １１８７０ ２６３０ — — ２７００ 补－７３０ ５２７０ ２９４５０

１９９８ ７７３０ ７６３０ ２２０ — １８０ １３５０ 补－６６０ ５２００ ２１６４０

１９９９ ７６５０ １４０６０ １００ — ３００ １５１０ 补－３６０ ３４５０ ２６７１０

２０００ ７９２０ １７１６０ １６０ — １２０ ５７０ 补－１０８０ ３７８０ ２８６３０

５年合计 ３７２２０ ６４７５５ ２７２６ — ７０９ ８３３６ －２２７９ ２１９０９ １３３３７０

１１年合计 ９６７２０ ８５５８７ ８６０６ ３４０６ １６２９ ９６０８ －１１９８３ ２８８７６ ２２２４４９

３６２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金融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财政收入统计表
表１２－１－３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总计 ８３７１９ ２２１４ ２７８３ ３２１１ ６９１０ ８１５３ １１６１９ ６９７１ ７８５０ １１８９１ ２２１１７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合计 ４４８９０ １８４２ ２３３０ ２２７２ ３２９９ ３１７４ ３７３７ ４５０５ ５３７３ ６５６５ １１７９３

税

收

收

入

合计 ３３５８９ １７９５ ２２５１ ２４０２ ２３１１ ２８７９ ３２５５ ３２９７ ２６７４ ４０４８ ８６７７

工

商

税

小计 ２６５７０ ８７５ １００９ １２０５ １９２８ ２４０５ ３０３２ ３２２２ ２４５７ ３８４８ ６５８９

营业税 １１６５１ ４８５ ６１０ ８０１ ６９８ ５７４ ９９０ １３９９ １１２７ １６３９ ３３２８

企业所得税 １０１８ ３８ ５ ２ ７９ ２６５ ２８９ １９ ９ ３１ ２８１

个人所得税 ４４９ ３３ ２０ １９ ２１ ３０ ３６ ６８ ３８ ６３ １２１

资源税 ９０７ ７ ５ １ １１ ８ ６３ ９９ １４７ ２３２ ３３４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２７９０ ５９ ６６ １０２ ２４２ ４９８ ５３６ ３２８ １５６ ３１０ ４９３

房产税 ８３８ ９４ １３６ ９５ ２１６ ４０ ４９ ４５ ４４ ５１ ６８

印花税 ４３３ ５ ６ ３ ３１ １９ １３２ ５８ ５５ ３８ ８６

城镇土地使用税 ８５３ ７ ５ １１ １０ ８５ １２０ ９９ １３７ ２０８ １７１

土地增值税 ２７ — — — — — — ５ １０ １０ ２

车船税牌照税 ３３５ １８ ４ ８ １０ １０ ９ １９ ４２ ８９ １２６

屠宰税 ６ ５ １ — — — — — — — —

烟叶税 １７８４ — — — — — １７３ ３１３ ４２６ ４６６ ４０６

农

业

四

税

收

入

小计 ６８７３ ９４７ １２４２ １１９７ ３８３ ４７４ ５０ ７５ ２１７ ２００ ２０８８

农业税 ９９５ ２３ ２９６ ２９３ ３８３ — — — — — —

农业特产税 ３２４５ ９１４ ９３８ ９８７ — ４０６ — — — — —

耕地占用税 ２３７４ １ １ ２ — — ２０ — １５６ １６０ ２０３４

契税 ３４９ ９ ７ ５ — ６８ ３０ ７５ ６１ ４０ ５４

非

税

收

入

小计 １５５８１ ２０ ７９ ３２０ ５０２ ２９５ ４８２５ １２０８ ２６９９ ２５１７ ３１１６

专项收入 １５６５ １３ １７ ６３ １２５ ２９１ ３２４ １６１ ８５ １８８ ２９８

行政事业收费收入 ９０６ ６４ ２７ ２８ ５ １９７ ２００ ３０ — １３５ ２２０

罚没收入 ２１７１ ４５ １０５ ３０３ ４６９ ３０ １０ ２４６ １０２ ２５１ ６１０

４６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项目 合计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地

方

财

政

收

入

非

税

收

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７２６８ — — — — ３０ ２０１ ７３７ ２５００ １８５０ １９５０

企业亏损补贴 －８６４ －１０２ －７０ －７５ －１０５ －２５６ －２５６ — — — —

国有资源有偿

使用收入
１７７ — — — — — — ３４ １２ ９３ ３８

其他收入 １５ — — １ ８ ３ ３ — — — —

上划两税收入

（中省市税收收入）
３８３７９ ３７２ ４５３ ４８９ ３６１１ ４９７９ ７８８２ ２４６６ ２４７７ ５３２６ １０３２４

第二节　财政支出

１９９０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１０８４２万元，支出１９１０万元，收入占支出的５６８％。２０００
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２８６３万元，支出６８８２万元，收入占支出的４１６％。２００５年全县财政
总支出１６２５３万元，其中农林水气象等支出２３０２万元、文教卫支出６３９９万元、行政管理
支出２９１１万元、公检法司支出８８９万元、科技支出２８万元、其他支出５８５万元。
２０１０年全县财政总支出 ７８５５５万元，占年初预算 ４５９２８万元的 １７１％，较上年

５４５６５万元增长４４％。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２０２４６万元、公共安全支出４２５３万元、
教育支出１５１４２万元、科技支出６４２万元、文化教育与传媒支出１５２９万元、社会保障
补助和就业支出９４９２万元、医疗卫生支出６６４３万元、环境保护支出３５１万元、城乡社
会事务支出２７２３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１２６７７万元、交通运输支出１２９２万元、工商支
出１８４０万元、其他支出１７２５万元。

财政支持现代农业项目

５６２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金融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财政支出统计表 （一）

表１２－１－４ 单位：万元

　　　项目

年份　　　

财政

总支出

其中

农林水气

象等支出

文教卫

支出

行政管

理支出

公检法

司支出

科技

支出

其他

支出

１９９０ １９１０ １９１ ５６８ ２９５ １１１ ３ ２０

１９９１ ２１３０ ２３１ ６９２ ３６４ １２１ ３ ２１

１９９２ ２３６２ ２６１ ７３６ ４７５ １３４ ５ ７７

１９９３ ２５４５ ２１７ ７６８ ４７２ １４０ ３ １３７

１９９４ ３０５６ ２８２ １１９０ ７２８ １４３ ２ —

１９９５ ３２９３ ３０８ １１２１ ７３７ ２４６ ２ ５０

１９９６ ３７５３ ３６５ １１６６ ７８２ ２２７ ４ ３１

１９９７ ４５４１ ４５６ １３７４ ９６６ ２９７ ６ ６８

１９９８ ５０３７ ４８８ １８７５ １０４７ ３７９ ６ ３０

１９９９ ５５８２ ５３９ ２０５９ １１１９ ４０２ ９ ２２

２０００ ６８８２ ５８０ ２４３８ １４３１ ３５８ １０ ２５

２００１ ９２０４ １０８１ ３５５７ １５８９ ４３３ １８ ６

２００２ １０５７２ １１７４ ４１０７ １９９０ ５０９ ２０ １４４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７７ １４１９ ４６２２ ２４４８ ６９９ ２２ １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９８ ２１０６ ５２４９ ２７６５ ８７１ ２８ ７０

２００５ １６２５３ ２３０２ ６３９９ ２９１１ ８８９ ２８ ５８５

２００６ ２２１７８ ３２４７ ８４６１ ４２４３ １１２６ ３２ ６５４

２００７ ３００２６ ３７６０ １１６４６ ７４０６ １６６１ ２３９ ５７７

２００８ ４７９６０ ７０４６ １７５１９ １０５２８ ２４７４ ３６４ １３４２

２００９ ５４５６５ ８３５５ １８５７４ １３１４６ ３１０１ ５７３ １７２５

２０１０ ７８５５５ １２５０１ ２５１３３ １６５９５ ４６３０ ６４２ —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财政支出统计表 （二）

表１２－１－５ 单位：万元

　　　项目

年份　　　

财政

总支出

其中

工资福

利支出

商品和

服务支出

各项事

业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其他

支出

１９９０ １９１０ ７９３ １２４ １５５ — ８３８

１９９１ ２１３０ ９０５ １４１ １５７ — ９７３

１９９２ ２３６２ １０４０ １８０ １６９ —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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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年份　　　

财政

总支出

其中

工资福

利支出

商品和

服务支出

各项事

业支出

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其他

支出

１９９３ ２５４５ １２２９ １７１ １１６ — ８８４

１９９４ ３０５６ ２０８１ １５９ １４２ — ６７４

１９９５ ３２９３ １８９２ ２０２ １５１ — １０４８

１９９６ ３７５３ ２３３５ ２９９ １８５ — ４５６

１９９７ ４５４１ ３１０４ １５４ ２１４ — ３１２

１９９８ ５０３７ ３９３３ ４７５ ７７１ — １１２４

１９９９ ５５８２ ４４９７ ４２１ ３０９ — ３５５

２０００ ６８８２ ５５５６ ４８３ ３６４ — ４７９

２００１ ９２０４ ７８８２ ５３２ ４８８ — ３０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５７２ ７８２０ １８３８ — １５５０ ７８３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７７ ８７８９ ３９７７ — １６９５ —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９８ ８９２２ ５４２１ — ２１８８ —

２００５ １６２５３ ９７８４ ６１５６ — ２７４６ —

２００６ ２２１７８ １３１７８ ７３５１ — ４２４１ —

２００７ ３００２６ １７０２６ ７５０９ — ６２８９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８ ４７９６０ — — — — —

２００９ ５４５６５ — — — — —

２０１０ ７８５５５ ３２９０７ ７９９７ — １６４８１ ２１６９

第三节　财政体制

１９９１年县财政将 “总额分成”改为 “按税种分成”，实行 “核定基数，收支包干，

收入上缴，支出下拨，超收分成 （工商税县七乡三，农林特产税县三乡七），减收减支，

一年一定”的财政体制。１９９３年，对乡镇财政实行 “分灶吃饭”体制，落实 “划分税

种，核定收支，收支包干，一定三年”的管理办法，明确下达收支任务，建立超收全

留，短收自补，自求平衡责任制。制定乡镇财政预决算制度，划分收支范围，逐乡镇建

立 “两库一所”，增设８个乡镇税务所和１５个乡级金库。
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建立以增值税为中心的工商税制改革制度。９月份，

分设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专人负责税政工作，县财政局局长兼任县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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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９９６年，县农业税收管理局成立，专事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农业 “四税”。

１９９８年，对乡镇仍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短收自补”体制，对乡镇财

政的收支范围进行调整。收入部分在原征收农业 “四税”的基础上，仍将农村教育费附

加收入纳入乡镇财政预算管理。

２０００年，乡镇财政体制实行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超收分成，短收县乡负担”的

办法。２００５年，实行部门预算制度，巩固农村税费改革，完善政府采购，严格 “收支两

条线”管理制度，进行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收付制的转轨，制定专项资金及各项费用支

出的管理制度与办法等。全县落实两个确保 （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按时

足额发放、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两个保证 （保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

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离退休干部的退休费的按时足额发放）和两个低保 （城镇

居民低收入人群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农村低收入人口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

２０１０年，公共财政体制建立，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明确；财政对经济运行监测、评
价、调控机制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监管

制度完善；会计制度完善。

第四节　财政管理

管理机构

富县财政局　是主管全县财政工作的县政府工作部门，科级建制。１９９０年，县财政
局内设政秘股、农税股、企业股、预算股，辖富城、茶坊、交道、牛武、北道德、羊

泉、钳二、吉子现、南道德、寺仙、张村驿、直罗、张家湾、洛阳、岔口１５个乡镇财
政所，全系统干部职工９６人。１９９１年４月，内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领导小组，局机关
增设监察股。２０１０年县财政局内设政秘股、农财股、企财股、预算股、行政执法股、科
教文股、社保股、综合股、经建股、政府采购股、国有资产管理股、乡财股、国库股、

信息股，下辖县财政生产资金管理局、农业税收管理局、会计管理局、财政监督检查

局、政府采购管理中心、收费资金管理中心、会计结算管理中心、煤炭计量检测站等８
个正科级单位以及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１个副科级单位，下设富城、茶坊、交道、牛
武、北道德、羊泉、钳二、吉子现、南道德、寺仙、张村驿、直罗、张家湾１３个乡镇
财政所，全系统２８９人，其中干部２８０人，大专以上学历１９３人，中级职称１８人。

富县农业税收管理局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成立，隶属县财政局。
富县财政监督检查局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成立富县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２０００年６月

更名为富县财政税收监督办公室，１２月更名为富县财政监督检查局，正科级建制，隶属
县财政局。

富县收费资金管理中心　１９９７年４月成立，副科级建制，隶属县财政局。２００３年３
月升格为正科级建制，隶属关系不变。

富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２００７年４月成立，副科级建制，隶属县财政局。
富县财政生产资金管理局　１９９３年８月更名为富县财政生产资金管理所，变为副科

级建制，隶属县财政局。１９９５年７月更名为富县财政生产资金管理局，隶属关系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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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升格为正科级建制。
富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２００３年成立，副科级建制，与县资金管理局一套机构

两块牌子。

富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９９３年７月成立。１９９８年５月从财政局析出，与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管理总公司一套人员两块牌子，正科级建制，原编制不变，经费预算不变。

富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总公司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成立，隶属国有资产管理局，正
科级建制。２００８年５月更名为富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与富县政府采购管理中心一
套人员两块牌子，隶属县财政局。

富县资产评估事务所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成立，科级建制，隶属国有资产管理局。
富县政府采购管理中心　２０００年６月成立，与国有资产管理局一套人员两块牌子。

２００２年８月，撤销富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其行政职能移交县财政局。
富县会计管理中心　１９９３年８月成立富县会计事务管理所，隶属县财政局。２０００年

５月成立富县会计事务管理局，隶属县财政局，正科级建制。２００７年４月，会计局原委
派的１３个结算组与所在乡镇的财政所合并，人员由财政局管理，业务由会计局指导。
２０１０年７月更名为富县会计管理中心。

国有资产管理　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县政府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权，负责全县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购置、处置、置换、调拨；登记清收经营性收益，审查任命国有企业的

董事、监事及股权代表，清理清收企业改制欠款、经营周转借款及应上缴财政的分红或

利润，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直接管理。１９９３年清查全县２０３个行政事业单位的
国有资产，全部资产总额４６１８８７万元，其中固定资产４３９６４万元，房屋价值２２８５万
元；登记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４０２０人；汽车８９辆，价值３２２９万元。
１９９４年，党政部门及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２２１万元，全年共收缴资产
占用费４万余元；对国有工商企业清产核资，２９户企业共占用资产９９３０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３０７０万元，流动资产６８１３万元；企业负债９０４２万元，其中流动负债７５０５万元，
长期负债１５３５万元，历年亏损挂账１１７４万元，净资产８８８万元。
２００５年，财政系统组织５０余人历时３个月，对全县２３７个单位清产核资，清查出

全县国有资产账面值１９１８１万元，清查值２０５６６万元，资产盘盈１３８５万元。２００９年专
项检查２３１个行政事业单位的报废资产处置情况和新购置资产建账情况，全县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总额１８３１１万元，含新增资产２５３８万元，减少资产１８１万元。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为基准日，建立资产信息数据库，实行资产配置、处置网上审批和监督制度。

２０１０年，将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的所有资产信息全部录入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实
行国有资产动态监管；在全县公务用车管理工作中，按照 “先交旧车、后购新车”的原

则，责令购车单位先将旧车交回财政局后方可购买新车，交回的旧车经价格认证后，公

开处置，所得资金全部缴入财政专户；加大会议统管力度，规范会议资金支出，统管大

中型会议４８次，支出会议资金６４４万元，较上年节支２２万元。全县共纳入国有资产
年报统计范围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２２１户，资产总额２５６４７１３万元。

财政监督检查　县财政局设立财税检查专业机构，组织开展全县税收、财政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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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１９９０年重点检查２２个单位的会议费、水电费、公费医疗、小车管理、丧葬费、接
待费管理情况，收缴违纪资金１１２万元；抽调７５人组成１５个检查组，检查１３９个单
位，收缴违纪资金１７１万元。１９９５年，抽调１６５人组成３８个检查组，检查１４７个单位
和３６８户个体工商户，收缴违纪资金３７６万元。２０００年，抽调４４人组成１１个检查组，
检查７３个行政事业单位，收缴违纪资金３２万元。２００６年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清
查出全县乡村两级债权１７８８６９万元，债务８６４３４３万元。
２０１０年清理 “小金库”，收缴违纪资金１４万元；检查２００９年度城区大气污染治理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查出虚报资金９４万元；检查非税执收执罚单位收费行为，查出滞
留资金３４８万元，上缴财政专户；检查畜牧局、扶贫办等１０个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和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处罚金０８万元；按照分级负责的工作原则和 “谁实施、谁负责、

谁清查、谁汇报、谁整改”的工作机制，采取 “一查指标下达、二查项目落户、三查操

作运行、四查资金去向”的工作方式，完成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２６项强农惠农专项资金清查
工作，总金额２９５０７３万元，涉及９个部门和１３个乡镇。

财政生产资金管理　财政生产资金管理实行有偿有费、有借有还、突出重点、适当
集中、择优扶持的办法，支持国营、集体、乡镇企业发展。１９９０年，借出资金１５４８万
元，扶持县水泥厂、纸箱厂建设等扶持项目８个。１９９５年先后借出资金１９６万元，签订
合同７份，扶持县肉鸡生产线等扶持项目７个。１９９７年投放生产资金１９９万元，扶持县
玉雕厂、县造纸厂、县乡财税建设等扶持项目５个，收回逾期资金１１万元，使用费用
２２万元。１９９８年全面回收财政生产资金，之后不再发放。２０１０年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４５６
万元，支持１５０户开发产业。回收小额担保贷款８万元，收回宏佳公司扶持担保贷款
５００万元，并抽回贷款基金１００万元。

非税收入管理　１９９０年，非税收入由县财政局综合股负责办理综合业务。１９９７年６
月制定 《富县预算外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富县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支两条线

管理暂行办法》《富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富县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办法及实施细

则》《富县预算外资金稽查管理制度》。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６年两次与县物价局共同建立收费
项目、收费标准档案，依托行政许可，明确执法主体，公示收费项目标准，接受社会监

督。２００６年７月充实 《富县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富县非税收入收支两

条线管理暂行办法》《富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富县非税收入收费票据管理办法及实施

细则》和 《富县非税收入稽查管理制度》等内容，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走向统一化、科学

化、规范化。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清理减免全县收费项目１０８项。对保存满五年的非税收入各
类票据存根，通过 “三查三审”方法全面销毁。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累计完成非税收入统管资金收入２２３０７万元、非税收入统管资金
支出２０４７５７０万元、非税收入政府调控资金１５６０万元。２０１０年加大非税收入统管
力度，严格执行 “以票征费、以票管费”制度，完成政府非税收入２９８０万元，较上
年增长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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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非税收入执收主体项目票据使用统计表
表１２－１－６

年份
执收部门或

单位 （个）

收费项目

（项）

收费票据 （本）

行政性 事业性 医疗 中小学 罚没 结算

１９９７ ５３ １５０ ４０ ２２８ ４ — — １９

１９９８ ４６ ８８ ５２ ３２０ ６０ — — ２０

１９９９ ５５ １０２ ５１ ５２３ ２７ — — ２６

２０００ ７２ １１９ ４６ ６３８ ３４ ９７８ — ３２

２００１ ９８ １２８ ５１ ７４２ ４５ ２１３０ — ３４

２００２ １０８ １７０ ７１ ４４９ ７２ ２０８２ — ４５

２００３ １０１ １０８ ６７ ７３６ １３ ２１３０ — ９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５ １１２ ５２ ６７０ ６５ ２０２１ — ４４

２００５ １２６ １３０ ３１ ４４３ ３９ １５１７ — ４５

２００６ ９１ １２０ ７６ ３１９ １４ ２５１ — ２７

２００７ ９３ １２７ ５２ ３４８ １６１ ３２６ １４３３ ３１

２００８ ９３ １２７ ８５ ３９１ ２１９ ３４２ ２２６２ ４７

２００９ ９１ １１８ ４８ ４３６ ２８１ ２３８ ２３２０ １１

２０１０ ９３ １１８ ５４ ３９３ ６７３ １５７ ２０４３ １３

合计 １２２５ １７１７ ７７６ ６６３６ １７０７ １２１７２ ８０５８ ４８４

政府采购管理　２０００年６月成立富县政府采购中心。２００１年启动政府采购工作，制
定实施 《富县政府采购管理试行办法》 《富县政府采购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 《富县

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会议接待采购实施办法》，明确采购主体、采购方式，规范组织招

标、监督检查、合同签订、履约验收等程序，做好非涉密文件打印、会议定点接待、车

辆统一保险、定点维修等采购业务。２００２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中，运用政府谈判询
价采购形式，采购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较市场综合价降低 ２６８万元，节支率 ３４％。
２００５年，县政府预算采购８４５６５万元，实际采购７０２７３万元，节支１４３０２万元，节支
率１７％。２０１０年坚持 “公开、公正、公平”的采购原则，采取 “采管分离”的管理模

式，集中采购项目涉及货物、服务、工程三大类６０多个品种，当年预算采购３８８６７万
元，实际采购３７３６８４万元，节支１４９８６万元，节支率４％。

１７２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金融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政府采购统计表
表１２－１－７ 单位：万元、％

年份 财政预算金额 实际采购金额 节支额 节支率

２００１ １６７９３ １３７３３ ３０６ １８

２００２ ９５８０５ ６５３５７ ３０４４８ ３２

２００３ ４７２３２ ４３３１４ ３９１８ ８

２００４ ４８９２ ４５９３４ ２９８６ ６

２００５ ８４５６５ ７０２７３ １４３０２ １７

２００６ ２４８９１１ １５９３８０ ８９５３１ ３６

２００７ ３２８１５ ２４１５９０ ８６５６ ２６

２００８ １６６１７８ １４９４７５ １６６８３ １０

２００９ ２７６９３２ ２４９４９９ ２７４３３ １０

２０１０ ３８８６７ ３７３６８４ １４９８６ ４

合计 １７０２１５６ １４２３３３９ ２１２００３ １７

投资评估　１９９０年对非生产性支出和严格控制的社会集团购买商品，坚持资金来源
不当或未落实的不批，未建立社会集团购买力辅助账的单位不批，货源非定点供应的不

批，未经主管部门签注意见的不批。１９９５年落实国务院 《国有资产管理评估管理办法》，

查处未经审批评估、擅自变卖国有资产行为，审查立项１２项，评估资产总额６０１万元。
１９９７年批复立项２１项，受委托评估１９项，评估资产总额２４２７万元。１９９８年起停止社
会集团购买商品审批。２００７年评审 ４０个投资项目，其中审增项目 １个，送审金额
３４３１５万元，审定金额４１２７６万元，审增金额６９６１万元，其原因是主材更换；审减
项目３９个，送审金额３６４７５９万元，审定金额３３１８５７万元，审减金额３２９０２万元，
审减率１０％。２０１０年按照 “节支就是增收”理念，评审财政投资项目，全年评审预算

项目４６个，送审金额２６２９９万元，审定金额２３２４８万元，审减资金３０５１万元，审减率
１１６％；评审决算项目３９个，送审金额３３０６万元，审定金额２３７４万元，核减资金９３２
万元，审减率２８％。

会计事务管理　１９９０年，县财政局会计股管理全县会计事务，年检审验持会计证者
４４７人，应检率６９８％。１９９３年成立会计事务所，实施修订的 《会计法》，召开全县学

习贯彻 《会计法》动员大会，聘请专家培训各单位负责人、财务主管、会计人员。１９９５
年，重点检查县农机公司会计事务，帮助理顺账目。１９９６年抽调１２３人组成３０个工作
组，依法检查全县２９４个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事务。２０００年印发 《会计法》宣传单１８００
份，张贴标语１５８条，中华会计函授站先后招收富县７届学员，３３２人完成学业，毕业
率１００％。７月起，执行财政部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在规定期限内，将原会计证

变更为会计从业资格证。２００１年成立 《会计法》执行情况重点监督检查领导小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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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个行政、１４个事业及１３个国企单位，查出应上缴行政事业性收入１５万元，应上缴
罚没收入２１万元，应补缴税款１６万元，收缴违纪资金１２万元。之后每年依法检查
一次，分单位自查、重点检查、巡查验收３个阶段，对查出的违规违纪行为，责令限期
整改、调账、补税。２００５年，县乡会计集中结算拒付受理各类不合理开支４８３笔１１８８
万元，纠正各类账务差错５９６笔１５４９万元。
２０１０年启用新版会计从业资格证，审查确认办理新证５６６本。全县会计具有初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５５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１２人。扎实推行 “五笔会签”和 “三级审

核”报账制度，县乡会计集中结算拒付受理各类不合理开支２９３笔１７５５万元，纠正各
类账务差错３１９笔２１８４万元。

乡镇财政管理　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烟叶税，主要支出
于乡镇干部工资、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经费。１９９２年，由乡镇政府任免财政所长，按照
划分税种，分级征收，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全留，短收扣支，一年一定，逐年递

增的体制运行。１９９３年起，实行县乡财政 “分灶”制，对乡镇财政 “划分税种，分级

包干，定收定支，一定三年”；乡镇只收所辖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各税和农业各税；除继

续征收工商税收外，再扩大征收供销、粮食、食品、信用社等单位应缴税收；以１９９２年
年末人数为准，一次性核定支出，三年不变，政策性新增部分由乡镇自行解决；在原有

７个税务所基础上再设立８个所，建立乡镇一级金库。是年，全县１５个乡镇财政收入
３７３７万元，支出５７８３万元，除城关镇收大于支上缴３８９万元外，县财政给其他乡镇
共定补２４３５万元。
１９９５年将原归县级收入的烟叶税下划乡镇，将苹果特产税原定计划任务的增量部分

留给乡镇；将原归国税部门征收的乡级税收部分上划到县；将乡镇财政原收入合同中

１９９５年比１９９４年收入增长部分留给乡镇；调整耕地占用税、原木特产税收入分配办法。
２０００年乡镇财政收入 １２８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３２％，支出 １１０６万元，增长

３１５％。２００３年整顿乡镇财政纪律，清理农业税尾欠５９１万元，清收农业特产税尾欠
２８８８７万元，清查收回单位个人欠款１７８万元。

２０１０年建立县 “惠农补贴一折通”补贴发放信息系统，录入全县农户家庭住址、人

口、耕地面积、作物种类、收入来源等基本信息，将粮食综合直补、良种补贴、退耕还

林补贴、能繁母猪补贴、一村一品补贴等多项惠农补贴纳入一折通兑付范畴，在财政所

配合下，金融部门将各项补贴直接兑付给农户专用存折，杜绝截留或挪用。

第二章　税　务

第一节　税制改革

１９９０年，工商税制共有３２种税收。１９９４年，实行工商税制改革，设２５种税收，统
一内资企业所得税，为３３％的比例税率，取消国有企业调节税、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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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统一原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

得税为个人所得税，分不同所得项目分别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新流转税制由

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组成，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对特

定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不实行增值税的劳务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盐税并入资源

税，实行产品从量定额计征的办法；房地产交易税采用四档超额累进税率；调整城乡维

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取消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燃油特别税、奖金税和工资调

节税；分解产品税，农林牧渔产品税转入农业特产税，工业品产品税转入增值税。在体

制上成立富县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截

至２０１０年，税制基本在此框架下运行。
１９９０年，农业四税的预算收入任务以延安地区分配预算为依据，结合上年实际和当

年计划下达到各乡镇财政所，并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１９９３年以现金征收。１９９４年将
农林特产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的农、林、牧、水产品税合并，改为征收农特产税。

主要税目有烟叶、园艺、水产、林木、牲畜及食用菌、贵重食品等 ７个，税率 ８％ ～
３１％，其他农业特产税税率５％～２０％。１９９５年建立县乡分税制，将部分农业特产税下
划到乡镇，增量部分全部留给乡镇，调动乡镇抓烟务果的积极性。２０００年农村税费改革
主要内容有 “三取消”：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款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

调整”：调整农业税政策，重新确定农业税计税面积、重新核定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

农业税税率统一为７％、农业税减免政策维持不变、征收方式实行实物缴纳、以货币结
算和货币缴纳；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苹果税率为１０％；“一改革”：改革村提留征收使
用办法，村干部报酬、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

村提留开支的采取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例为正税的２０％。２００２
年，农业税纳税户２７５４５个，农业税计税面积１７２５６４公顷，落实计税主粮３０７万千克，
落实到户农业税４２６万元；农业特产税９７９万元 （其中正税８１６万元）。农民负担总额
１４０５２万元，人均１２１５５万元，较１９９７年总负担减少４２８６万元，减幅３０５％，人均
减少５４１８元，减幅３０９％。２００４年取消除烟叶以外的所有农业特产税，制定取消农业
特产税、免征农业税实施方案及办法，农业税减负８１４万元，减幅６８％。２００５年落实中
央政策，彻底取消农业税，结束几千年种地纳粮的历史。

契税自１９９０年开征以来，逐年有所增加，截至２０１０年，已成为我县农税中的主要
税种，是年收入２０８２８万元，比２０００年增收１８５２８万元。

耕地占用税主要有村民宅基地，房地产开发占地，新修公路、铁路、石油钻采用地

等。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６年，此税征收较少，最多的年份就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之后，随着房地
产开发，新修公路、铁路、石油钻采用地增长，２００８年，耕地占用税收入 １５６万元，
２０１０年征收１９７４９１万元，比上年增收１８１４９１万元，成为富县农税中又一主要税种。

第二节　国家税务

税种税率　１９９０年，富县开征的税、费、基金计２１种。产品税适用最高税率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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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税率３％。增值税采用定期定率征收方法。营业税的税率一般为营业税的 ３％或
５％；从事批发业务的，按进销货的差额计算，税率为１０％；对临时经营的，税率为营
业额的５％～１０％。国营企业所得税，大中型企业实行５５％的比例税率，小型企业实行
八级超额累进税率。集体企业所得税采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一级，年应纳税所得

额在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税率为１０％；最高一级，年应纳税所得额在２０万元以上的部分，
税率为５５％。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采用十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最高６０％，最低
７％。个人收入调节税按五级超倍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县城及建制镇
５％，其他１％。私营企业所得税适用３５％的税率。车船使用税实行按年征收，分期缴
纳。税额按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吨位的大小分别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

０３０元，其他０２０元。房产税，一种按原值一次减去１０％ ～３０％后的余值计算征收，
税率１２％；另一种依租金收入计算征收，税率１２％，按年征收，分期缴纳。奖金税是
单位发放奖金总额超过限额时，就其超过部分按年征税。税率 ２０％、５０％、１００％、
２００％，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屠宰税从量征收，牛每头４元，猪每头３元，羊每只０８
元，其他牲畜每头３５元。牲畜交易税，采用比例税率５％缴纳。印花税，凡书立、领
受规定范围内的凭证，在书立或领受时，缴纳印花税。资源税以产品销售收入为课税对

象，开征时实行超率累进办法，以产品的销售利润率作为确定适用税率的依据。建筑税

按投资额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依１０％、２０％、３０％的税率，按年度实际完成的投资额计
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率为１５％。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征集率为１０％。教育
费附加征收率为２％。
１９９１年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取代建筑税，按其单位工程分别确定适用的

０％、５％、３０％三档税率。１９９３年增加了农业基础建设基金。１９９４年税制改革后，县国
税开征税种调整为５种。增值税基本税率１７％、低税率１３％和零税率三档税率。小规模
纳税人实行６％和４％的征收率，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征收率统一降低为３％。消费税采用
从价定律和从量定额相结合的征收方法，共设１８档税率 （税额）。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
起，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申报期限由原来的期满之日起１０日调整为１５日内申报纳税。
企业所得税，开始实行３３％的比例税率，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２５％。２００１年开征车
辆购置税由征稽所代征。２００５年征收人员及业务划归国税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从
价定律的办法计算应纳税额，税率为１０％。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底，排量
１６升以下车辆税率调整为５％。２０１０年１月起，排量１６升以下车辆暂按７５％进行征
收。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开征，税率２０％，２００７年８月调整为
５％，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９日免征。

税收收入　１９９０年全县征收工商税１０９２万元，占年计划任务的１１１７７％。１９９５年
全县征收工商税５５８万元，占年计划任务的１０８３４％。２０００年全县征收工商税６８２９万
元，占年计划任务的１１４％。２００５年全县征收工商税７９２７万元，其中增值税５０９２万元、
消费税２７２７万元、个人所得税９４万元、企业所得税１万元、车辆购置税７万元、其他
收入６万元，税收创历史最高纪录。２０１０年全县征收工商税９８０５万元，占年计划任务
的１７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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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国税收入统计表
表１２－２－１ 单位：万元、％

年份 计划数 完成数
占计划

百分比

较上年同期

实际完成数

较上年同期

实际完成百分比
备注

１９９０ ９７７ １０９２ １１１７７ １２１ １２４

１９９１ １０９０ １２７８ １１７２５ １８６ １７

１９９２ １３００ １３９２ １０７７ １１４ ８９

１９９３ １４３６ １４３２ ９９７２ ４０ ２９

１９９４ ３７０ ４５８ １２３７８
国地税分设

后完成数

１９９５ ５１５ ５５８ １０８３５ １００ ２１８３

１９９６ ５４０ ５７７ １０６８５ １９ ３４

１９９７ ６３０ ６９５ １１０３ １１８ ２０４

１９９８ ７８２ ７８５９ １００５１ ９１ １３１

１９９９ ５７５ ５５５７ ９６６６ －２３０２ －２９３

２０００ ６００ ６８２９ １１４ １２７２ ２２９

２００１ ６０１ ７４６３ １２４ １０９ １６

２００２ ８１５ ７６０３ ９３２９ １０１９ １３７

２００３ ７８８ ８３４ １０５８ ７３７ ９９

２００４ ８７０ ４４０８ ５０６６７ ３５７４ ４２８５

２００５ ５１００ ７９２７ １５５４３ ３５２０ ７９８７

２００６ ８９００ ９１２７ １０２５５ １２０６ １５２２

２００７ ６１９２ ６１９２ １００ －２９３６ －３２１６

２００８ １１８０ １８９５ １６０５９ －４２９７ －６９４

２００９ ４７４１ ４７４１ １００ ２７１０ １５３１

２０１０ ５４５０ ９８０５ １８０ ４３５５ ２０６８

税收管理　１９８９年９月，富县人大常委会决定富县人民检察院在税务局设立税务监
察室，行政上归属县税务局，１２月启用印章，１９９７年撤销此机构。２００１年７月，完成
“金税工程”网络建设，金税工程各系统顺利上线运行。２００５年实行 “零散税”集中征

收，征收入库零散税２３２万元，入库、查补税收收入１０万元。２０１０年采取 “以票管税”

的方式，结合 “以查促收、以查促管”的方法，清理检查辖区税收征管户，切实解决税

收征管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入库、查补税收收入１０５８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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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稽查　稽查重点是补税和收缴欠税。１９９４年检查出违章发票４０份，处罚０２２
万元。１９９５年受理偷税、抗税案件１０件，追缴税４４万元。１９９９年成立县国税稽查局，
独立执法，实行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分离制机制，是年查补偷逃税及处罚５１９７万
元。２０００年检查２０６户纳税人，查补及处罚４７１８万元。２００５年完成省局确定的６项行
为检查和市局确定的２项行业检查，查补税１０９１万元，处罚５４６万元，清查发票７４
万余张，补税２２万元。２０１０年查补入库１０５８５万元，涉税处罚２４４２万元，查处发
票违法纳税人９户，查处假发票２０份，非法取得发票２份，涉案金额１５８６１万元，查
补税４８１万元，处罚９５７万元，加收滞纳金０７２万元。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４年９月成立富县国税局，负责征收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
个人所得税等中央税及中央地方共享税，下辖城关、茶坊、牛武、直罗、张村驿、张家

湾、羊泉７个税务所。１９９８年撤销张家湾国税所。２００１年４月撤销城关、茶坊、牛武税
务所，成立城区税务分局，负责洛阳、岔口、交道、牛武、茶坊、城关６个乡镇税收征
管工作，直罗税务所负责槐树庄农场、直罗镇、张家湾镇所辖区域的税收征管工作，张

村驿税务所负责寺仙、北道德、南道德、张村驿４个乡镇的税收征管工作，羊泉税务所
负责钳二、吉子现、羊泉３个乡镇的税收征管工作。２００３年９月，随着增值税起征点提
高，乡镇征收业务骤减，基层税务所停止对外办公，人员全部调回县局另行分配。２００５
年８月，县车购税征收办公室由县征稽所迁至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厅，开设车购税征收
窗口。

２０１０年，县国税局内设人事教育科、政策法规科、征收管理科、收入核算科、纳税
服务科、监察室、办税服务厅、办公室８个科室，下辖信息中心、稽查局和城区税务分
局、羊泉税务所、直罗税务所、张村驿税务所，担负着全县１０００多户纳税人的税收征管
工作。有干部职工５７人。

第三节　地方税务

税种税率　营业税实行比例税种，税率范围３％ ～２０％不等。企业所得税实行比例
税种，基本税率为２５％，低税率为２０％。个人所得税分十类计征：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５％～４５％；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适用５％～４５％的超额累
进税率；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５％ ～３５％的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
得适用２０％比例税率，并按应纳税额减征３０％；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２０％比例税率；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２０％比例税率；财产租赁所得适用２０％比例税率；财产转让
所得适用２０％比例税率；偶然所得适用２０％比例税率。城市维护建设税执行市区税率
７％，县城、镇税率５％，其他税率１％标准。房产税自用房产按原值一次减除１０％ ～
３０％后的余值依１２％计征。租赁按租赁金依１２％计征。土地使用税执行延安市每平方
米１２元至１８元标准。富县为一等６元／平方米、二等５元／平方米、三等４元／平方米。
车船税执行每辆大型客车６００元、中型客车５４０元、小型客车４８０元、微型客车２８０元。
载货汽车每年每吨９６元。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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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５０％的部分，税率为 ３０％；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５０％、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１００％部分，税率为４０％；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１００％、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２００％
部分，税率为５０％；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２００％，税率为６０％。资源税执行原油８
～３０元／吨；天然气２～１５元／吨；煤炭０３～５元／吨；其他金属矿原矿０５～２０元／吨
或立方米；黑色金属矿原矿２～３０元／吨；有色金属矿原矿０４～３０元／吨；固体盐１０～
６０元／吨；液体盐２～１０元／吨。印花税税率采用比例税率的定额税率。比例税率分为４
档：０１％、００５％、００３％、０００５％。定额税率５元／件。烟叶税实行比例税率，税率
为２０％。

税收收入　１９９４年开展税 （费）源普查，加强票证管理，每月定期实行 “三级”

票审制度并按月通报。１９９５年税收收入４５３万元。２０００年税收收入７１７万元。２００５年
共组织各项收入 ４６４４８万元，其中完成税收收入 ３９０９７万元，占市局下达计划的
１９５５％，较上年同期增收１９４４９万元，增长９９％；剔除中省市部分，完成县级税收收
入１８１７７万元，占县政府考核任务的 １３１７％，较上年同期增收 ３８６８万元，增长
２７％；教育费附加完成２９１３万元；养老保险完成 ３９７１万元，占年任务的 １４１８％；
失业保险完成２０７万元；帮困基金完成７１万元，占年任务的１０６％；水利建设基金完
成１７３万元，占年任务的１０６％；残疾人保障金完成０７万元；文化事业建设费完成
０１万元；散装水泥基金完成０４万元，各项收入均创历史新高。２０１０年组织各项收入
１３６４７万元，其中税收收入９８０５万元、占年计划任务的１７９９１％，县级税收收入６１２２
万元、占县政府考核任务的１３６％，社保费等各项基金收入３８４２万元。

税收管理　１９９５年检查纳税户 ２１６户，查补入库税款、罚款 ９２６万元，结案率
１００％。２００５年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为双翼石化公司减免企业所得税２６３５２

办税大厅

万元，落实兑现１６２户下岗职工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规范稽查管理，推行稽查责任
制，共检查纳税户２２户，查补入库税款、罚款３４万元，结案率１００％；配合市税务局

开展了 “千名税官进

万家”活动，举办大

型宣传活动一次，悬

挂大型横幅 ６条，设
立咨询点 ４处，解答
群 众 咨 询 ６２４ 人
（次），散发宣传资料

１２４８份。２０１０年，加
大各税种管理，对年

所得１２万元以上开展
自行申报纳税，对土

地增值税、印花税、

车船税等小税种实行

单独考核。 “秦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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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征管业务系统的上线运行，实现了纳税人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涉税事宜网上办

理，９４８户纳税户纳入网络管理，受理申报纳税３万人 （次），代开发票３１０５２笔，征收
税 （费）１３６亿元。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与国税部门评出 Ｂ级纳税人３６６户、
Ｃ级纳税人１户。

地税稽查　１９９５年４月成立县地方税稽查局，当年查补入库６２４万元。嗣后１５
年，检查纳税户 ２０３户，查补入库 １１０６３１万元，其中 ２０００年 １１４３７万元，２００１年
１３５７１万元，２００６年２１８９７万元，２００８年１２６２１万元，这４个年度的查补收入占到
５３８１％。查处假发票案件３１起，收缴假发票２３０份，查补税２３万元，处罚３９万元。
２０１０年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国税稽查局联合稽查青兰高速假发票案，收缴假发票１２
份，征收应缴税１９万元，处罚１３万元。检查纳税户１４户，查补入库税款、罚款７６万
元，结案率１００％。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税务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干部配备及经费开支由延安
地区税务局垂直管理。１９９３年２月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实行一个乡镇一个税务所，
增设寺仙、南道德、北道德、吉子现、钳二、交道、洛阳、岔口８个税务所。１９９４年９
月，成立富县地方税务局，隶属陕西省延安市地税局，辖全县１５个乡镇地方税务所。
１９９５年３月成立地方税务局企业税务所和稽查队。２０００年３月撤销城关、茶坊和企业３
个地方税务所，成立地税征收分局，负责全县企事业单位和城关、茶坊区域的税收征管

工作。２００３年７月撤销洛阳、岔口、南道德、北道德、吉子现、寺仙、交道７个地方税
务所，保留张村驿、牛武、羊泉３个地方税务所机构，人员全部调回县地方税务局。地
税征收分局更名为直属税务分局，负责全县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地方税征管，羊泉税务

所负责全县个体工商户及小型企业地方税征管，牛武税务所负责全县建筑行业地方税征

收。２０１０年，地税局内设计划财会股、政治工作股、征收管理股和办公室，下设直属税
务分局、稽查局、办税服务厅和直罗税务所、张村驿税务所、羊泉税务所、牛武税务

所，有干部职工４８人，担负全县１３个乡镇９４１户纳税人的地方税收和基金征管工作。

第四节　农税征管

税种税率　１９９０年，富县开征的农业税计４种。农业税税率９％，附加率１３％。农
业特产税项目包括原木、苹果、西瓜 ３种，税率分别为 ８％、１５％、１５％，地方附加
１０％。契税项目包括买契、典契、赠予３种，税率分别为６％、３％、６％。１９９８年，买
契税率下调为３％。耕地占用税按占用耕地面积每平方米２５０元计征，村民减半。

征收管理　全县农业税征收以耕地面积为基础，以所产小麦为主粮，分区域、按等
级核定计税常产，计算应征主粮，增产不增税。征收沿袭核定常产、依率计征、农民向

粮站缴售小麦的办法。在粮食减产或种植油料、棉麻等经济作物时，按小麦计价折征现

金。富县一般按正税的１３％征收附加，用于地方建设。由于计税主粮价格提升，农业税
持续增长。

１９９０年，农业税完成６０７７万元。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农业税在１１２７万元到１４８６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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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间。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每年征收农业税小米１９８２５万千克，小米计税价格按１１６元
／千克，９年间计征农业税正税２０６９８万元，征收农业费附加２６９１万元，共计２３３８９
万元。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逐步取消乡镇统筹费、屠宰税，农民只需缴纳农业税及附加 “一事

一议”的筹资和村组织的抗旱排涝、防虫治病、恢复水毁工程等共同生产费。２００５年取
消农业税。２００６年落实省市粮补精神，全县粮食综合直补１５３２３户，直补面积１１万余
亩，直补１１３万元。２０１０年惠农补助农资综合直补玉米、水稻良种、退耕还林、能繁母
猪、一村一品等项目资金５６２万元，惠及农户４５０７７户。
１９９１年起贯彻 《陕西省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暂行规定》，对从事农业特产生产、

取得农林特产收入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和机关、学校、国营农林牧渔场等企业、

单位和个人征收农林特产税。苹果税率１５％，其他水果及辣椒、西小瓜税率１０％，苗
木、花卉税率７％，原木税率８％，芦苇、花椒、核桃税率６％，淡水鱼税率１０％。测产
到园 （场），计税到户，综合监督，按正税的１０％征收农特税附加。１９９３年以现金征
收，１９９４年将农业特产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
为征收农林特产税。主要税目有烟叶、园艺、水产、林木、牲畜及食用菌、贵重食品等

７个，税率８％～３１％，其他农业特产税税率５％～２０％。１９９５年农业特产税收９７０３万
元，相比１９９４年烟叶税增收１８３４万元，苹果税增收９２６万元。２０００年，农村税费改
革被称之为农村第三次革命，主要内容有三取消：取消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款等专门

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

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调整农业税政策，重新确定农业税计税面积，重新核定农

业税计税常年产量，农业税税率统一为７％，农业税减免政策维持不变，征收方式实行
实物缴纳、以货币结算和货币缴纳，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苹果税税率为１０％。一改
革：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村干部报酬、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

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采取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比

例为正税的２０％。全县农业特产税收１８１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９％，其中苹果税收９００
万元，烟叶税收５４２万元。嗣后５年，随着落实国家农业税改政策，农特税收逐年减少。
２００２年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征收 ４８６万元。２００６年征收 １７万元。之后至
２０１０年再不征收农业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主要对村民宅基地，房产开发占地，修筑公路、铁路、石油钻采用地，

在土地部门批准之日或占用之日起３０日内征收占用税。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征收较少，最多
年份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之后房地产开发、新修公路、铁路、石油钻采用地增多，２００８年
征收国家耕地占用税１５６万元，２０１０年征收国家耕地占用税１９７５万元。

契税是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向其承受者征收的一种税收。富县土地房屋交易少、

税源少，契税开征时间迟。自１９９０年开征以来，逐年有所增加，当年收入 ０８万元。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的１５年间，契税收入仅８２６万元，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契税收入２７４万元，
年均征收５４８万元。２０１０年契税收入２０８２８万元，比２０００年增收 １８５２８万元，比
２００５年增收１４０２８万元。成为农税中的主要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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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税收情况统计表
表１２－２－２ 单位：万元

年份
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正税 附加 小计 正税 附加 小计
契税

耕地

占用税
合计

１９９０ ５１６４ ９１３ ６０７７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６９６ ０８ ７６６ １０６

１９９１ ３８２ ６６２ ４４８２ ４６３９ ４６４ ５１０３ — ２７１ ９９

１９９２ ５０９５ ７１ ５８０５ ５６５ ５７ ６２２ ８３ — １２９

１９９３ ５４８ ９５ ６４３ １０６３ １０６ １１６９ ６２ １８７

１９９４ ７３２ １２５ ８５７ ３５９２ ３５９ ３９５１ — ２８ ４８４

１９９５ ９８８ １３９ １１２７ ８８２１ ８８２ ９７０３ ５８ — １０８９

１９９６ １０６８ ９６ １１６４ １３４９３ １３４９ １４８４２ １ １１６ １６１３

１９９７ １０６６ １０３ １１６９ １１１９３ １１１９ １２３１２ ２ ５３ １３５５

１９９８ １１３６ １５６ １２９２ ６６４７ ６６４ １３２８７ ６７ ４９ １４７０

１９９９ １３５６ １３ １４８６ １３５３ １３５ １４８８ １４ １０ １６６１

２０００ ９８ １５ １１３ １６４９ １６５ １８１４ ２３ ９ １９５９

２００１ １１８ ３ １２１ ９６２ ９６ １０５８ ９ １ １１８９

２００２ ２４ ６７ ９１ ９３８ １６３ １１０１ ７ １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３ ３０１ ５９ ３６０ ８９７ １７９ １０７６ ５ ２ １４４３

２００４ ２９３ ７６ ３６９ ４８６ — ４８６ — — ８５５

２００５ ３８３ — ３８３ — — — ６８ — ４５１

２００６ — — — １７３ — １７３ ３０ ２０ ２２３

２００７ — — — — — — ７５ — ７５

２００８ — — — — — — ６１ １５６ ２１７

２００９ — — — — — — ４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０ — — — — — — ２０８２８ １９７５ ２１８３１９

合计 — — — — — — — — １８８３７

第三章　金　融

第一节　机　构

中国人民银行富县支行　１９５２年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富县支行，１９９０年１１月迁至富
县沙梁街１１号，内设人秘股、综合业务股、会计发行股。１９９２年增设金管稽查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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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股，综合业务股更名为综合计划股。１９９４年增设国库股，完成中央金库与地方金库的
建立与划分，实行计算机与手工并行记账。１９９６年撤销国库股，缩编为行政保卫股、调
查统计股、金融监管股和营业室。１９９７年成立贷款证管理办公室，１９９８年增设农村信
用合作金融监管股。１９９９年，国家放开金银管理，人民银行不再履行金银管理职责。
２０００年，人行发行库撤并至洛川县人行，撤销保卫股。２００１年设立货币信贷股，成立
金融监察室。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撤销金融监察室，公章上缴市人行中心支行。２００４年从人行
分设出富县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对商业银行经营监管职能，人行内设机构变为

综合业务股、办公室和营业室。２００６年８月设立纪检监察内审室。２０１０年编制１２人，
中级职称５人。

中国农业银行富县支行　１９５６年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富县支行。１９９０年设立营业部
和沙梁储蓄所，辖茶坊、城关、羊泉、张村驿、张家湾、直罗、寺仙、北道德８个营业
所。１９９４年设立大街储蓄所和北教场储蓄所。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原内设的人秘、农信、审

富县支行

计、信合、保卫、会

计、计信、资金、监

察９个股室改为人秘
行政、财务会计、信

贷、计划信息、监察

稽核、资金组织、安

全保卫 ７个科室。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按照
国务院呆账核销政

策，申报核销部分呆

账贷款，剥离政策性

呆账。２００８年，开
展法律和信贷尽职调

查，进行资产确权、

集中内审、不良资产剥离和分账经营。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县农业银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富县支行。２０１０年内设综合管理部、财会运营部、客户一部、客户二部，
辖支行营业部、大街分理处、沙梁分理处、茶坊分理处４个营业机构。在职干部职工８１
人，中级职称４人。

中国工商银行富县支行　１９８３年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富县支行，是与中国人民银行分
离后成立的隶属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一级法人下设分支机构。人事任免、调动权归属延安

分行。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起，改变沿用多年的收付记账法，实行国际通用的借贷记账法。
１９９５年开通使用全国电子联行汇兑业务，１９９７年开通牡丹卡业务，１９９９年实现全辖储
蓄活期通存通兑，使用代发工资应用系统，２０００年开通全辖储蓄网点代收电话费系统，
是年撤销富县支行，存款及有效贷款业务划归富县信用合作社。

中国建设银行富县支行　成立于１９７９年，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富县支行，承担国家
基本建设改造贷款投放业务，１９９６年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富县支行，根据业务管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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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撤销。撤销时共有机构网点３家，正式在编１４人。撤销后存款全部
交富县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部分优质贷款交富县农村信用合作社处置，在编的１４人
中８人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富县支行　１９８６年４月受人民银行委托，延安地区邮电局正式开
办邮政储蓄业务，富县邮电局随之办理活期和定期储蓄。１９９０年，邮政储蓄由人民银行
委托办理改为邮电部门自办。１９９５年３月，富县邮电局设邮政储汇经营部。１９９８年邮电
局分营，成立邮政局，设立储汇中心和 ７个邮政储汇网点 （县城 ４处、乡镇 ３处）。
２００８年４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挂牌成立，２０１０年，内设综合办、营业部和贷款中心，
全县自营网点１处，邮政代理金融网点７处。在职员工１４人，本科学历１１人，研究生
学历１人，大专学历２人，平均年龄３０周岁以下。

富县信用合作社　１９５１年成立富县信用合作社联合社，１９７９年，县人行委托县农
行代管信用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实行二级法人股份制管理，仍隶属县农业银行，与农行合
作股合署办公。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农村信用社实质上是农行在基层的下设机构。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农村信用联社与农业银行脱离隶属关系，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合
作金融组织。１９９８年７月，城市信用社与人行脱离隶属关系。２０００年９月，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设立富北储蓄所。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银监局批复，同
意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为一级法人社，建立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决策管

理和监督，适合农村信用社特点的产权模式和组织形式。２０１０年７月，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延安监管分局批准组建富县农村合作银行，内设综合管理部、业

务发展部、财务会计部、监审保卫部、风险管理部、信息管理部、营业部７个职能部
门，辖１３个信用社和２个信用分社。编制１２９人，中级职称８人。

第二节　存　款

农业银行存款　１９９０年，农行各项存款余额２２１１万元。２００８年，农行首发惠农卡
２０００张，方便农民存款。２００９年各项存款余额１０４４３４万元，储蓄存款余额５４０３３万
元。电话银行５１９户，手机银行１０２户，网上银行８０４户，银行贷记卡３２７张，借记卡
１１６２７７张，金穗农卡８７８１张，安装ＡＴＭ自动取款机２台，安装ＰＯＳ刷卡机７台。２０１０
年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６２３７万元，较年初净增１１８０３万元，优质客户贷款累计投放８１２６６
万元，清收不良贷款１０６１７万元，个人自主理财产品销售１５４５万元，个人网银客户累
计注册７０２户，短信通服务注册４５４１户，发放惠农卡３６２４３张，基金定投开户４１０９户，
全年实现经营利润９５３４万元，中间业务收入２８０万元。

农村城市信用社存款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信用社累计吸收高息存款８５３５０万元，年利
率分别为１５％—２０％不等，为此而支付高于国家规定基准利率的利息达８１０８万元，给
信用社造成５年连续亏损。１９９９—２００６年，随着专业银行营业网点上收，农村合作基金
会被撤销，农村金融环境和秩序发生变化，信用社累计吸收各项存款５１０７０万元，年均
吸存１０２１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００４９万元，比２００６年的３６９４８万元增加
７３１０１万元，增长１９７８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信用社组合接受他行存款业务，２０００年

３８２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金融　



接收县农行直罗、羊泉营业所存款５９０余万元，接收县工行各项存款５９００万元。２００３
年接收县建行各项存款９８００万元，各项存款首次突破亿元大关，达到１０７亿元。１９９６
年以后采取登记造册、定期联系、跟踪服务、上门收储、电话预约、支农爱民等储蓄方

式，利用元旦、春节存款旺季，吸收大量存款。２００１年组织外出务工者存款５００万元，
开展支农爱民储蓄９４０万元，分人包校代收代管学生入学存款６２０万元。１５个乡镇政府
在信用社开设预算外资金专户，累计存款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４年与人寿保险、民政局、财政
局、烟草专卖局等单位签订业务代理合同，基层信用社吸存资金５００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
争取到高速公路土地补偿款和粮食补贴款业务代理权，吸存１亿多元。年底存款余额
１２２１亿元。

邮政储蓄存款　１９９０年邮电储蓄余额２６４万元，１９９５年４６０万元。１９９８年邮电、
邮政储蓄分开营业，２０００年邮政储蓄余额３２５０万元，２００３年５２３０万元，２００５年７１００
万元，２００８年１０３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１４８００万元。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各项存款储蓄统计表
表１２－３－１ 单位：万元

年份
存款

总计

企业存款

活期 定期

财政

存款

机关团

体存款

农业

存款

储蓄存款

活期 定期

１９９０ ５４４１ １３１０ ２５ １０８ ２２０ １６５ ４３４ ２９０３

１９９１ ７６６２ ２２７６ ３４ ３６ ２６９ ２９４ ５０１ ３９８０

１９９２ ９５８９ ２３２６ １４ －４９１ ２８２ １７３ ５４３ ５７８１

１９９３ １０４８３ ２０１１ １３ ４６３ １８９ ５０６ １０５３ ６０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１６４６ １６１５ １４ ２０３ １８１ ８８ １２１９ ８３２６

１９９５ １５５４２ １６０６ １４ １９０ １８０ ９３ １２２０ ８３２５

１９９６ ２４５５９ ３９１５ ３３７ ４４８ ３８８ １９０ ３０７２ １６３９６

１９９７ ２７４９７ ３７２２ ４８７ ５６ ２２６ １５４ ５０３３ １７８４２

１９９８ ２８０９０ ２６４３ ４４２ ２９０ ６８９ ７４７ ５２１２ １７９６２

１９９９ ３０７０３ ３５６２ ７５２ ４３６ ５８１ ６３７ ５７８０ １８９１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６８３ ４０５０ ４７９ ３０２ ３０ ６９４ ６４６２ １８５３１

２００１ ３３９８２ ５８４４ ７３ ６６ ６ ６０７ ７９４６ １９２５５

２００２ ３５４８３ ５８４４ ７３ ６６ ６ ６６１ ８３６２ ２０２４１

２００３ ４２３２１ ６７４６ １１２ １７１ １１９ ９１４ １１８９６ ２２１１１

２００４ ５７９８９ ６５９７ ５ ８６１ ２８ ６８４０ １９２７４ ２４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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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表

年份
存款

金额

企业存款

活期 定期

财政

存款

机关团

体存款

农业

存款

储蓄存款

活期 定期

２００５ ７２４８７ ９４９１ １００ ２２５ ３８ ９３２９ ２４１９１ ２９４２９

２００６ ８９９１６ １８２３３ — ２３３ １４３ １１２８４ ２９７８６ ３００８７

２００７ ９７９４８ １０７７５ ２００ ３９１０ １１２ １６１６０ ３５３９１ ２９８７１

２００８ １６６６５８ ６９０００ — ５１２７ １０２４ — ５６８８４ ３４２９９

２００９ ２２１２８９ ５５４６２ — ９１７１ １１８４ ３１６０１ ７９０９９ ４４６３５

２０１０ ２４８６５２ ５３３９３ — ５６５９ — ４０５９４ ９５２０９ ５０７８４

富县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工商银行存款统计表
表１２－３－２ 单位：万元

年份 单位存款 个人存款 同业存款 合计

１９９０ ５５７ １５８４ ２４３ ２４８３

１９９１ ８８５ ２１３９ ００４ ３０２４

１９９２ ９９４ ２８７８ ００６ ３８７２

１９９３ １１６０ ３２４３ — １２４２０

１９９４ ７１６ ３９１９ １７ ４６５４

１９９５ ７０５ ４７６４ ３７ ５５０７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７ ５４７５ ２５ ６９２７

１９９７ ７４９ ５９９６ ３５ ６７８１

１９９８ １１６６ ５２１８ ７８ ６４６３

１９９９ １２７９ ５３５８ ４３ ６６８１

富县金融机构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现金收支情况统计表
表１２－３－３ 单位：万元

年份 银行现金总收入 银行现金总支出 现金投放

１９９０ ９７２ １３０６ ３３４

１９９１ １１２２ １３９７ ２７５

１９９２ １８８２ ２３１２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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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银行现金总收入 银行现金总支出 现金投放

１９９３ ２４８７ ２８４９ ３６２

１９９４ ２６１４ ３１２１ ５０７

１９９５ ３４６４ ３８０９ ３４５

１９９６ ４８７５ ６４８５ １６１０

１９９７ ４１０３ ４８９０ ７８７

１９９８ ３３０４８ ３６４３０ ３３８２

１９９９ ３７９５０ ４１８５０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１６０８ ５９０３１ ７４２３

２００１ ８７６１３ １０２８０３ １５１９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９０７５ １３９６１３ １０５３８

２００３ １４５０２１ １５１９６６ ６９４５

２００４ ２２０６７７ ２２９９４７ ９２７０

２００５ ２５０５８６ ２５４９４６ ４３６０

２００６ ２９１５９３ ３０２９９９ １１４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６８８４ ２９９５８２ ２７２６９８

２００８ ２４３７９ ２３６６８ －７１１

２００９ ４８０００ ５３７３２ ５７３２１

２０１０ ５１９１８ ５００４３ －１８７５

第三节　信　贷

农业银行贷款　１９９０年，中国农业银行富县支行各项贷款余额４２５２万元，其中供
销社贷款７４４万元，农副产品收购贷款１２００万元，粮食收购贷款７５１万元，农业生产贷
款８００万元，乡镇企业贷款３０万元。１９９３年，延安富康肉鸡集团公司贷款２２６１７万
元，富县土产公司薯芋化工厂贷款１５５万元，乡镇企业贷款６０万元。１９９５年，大棚蔬
菜贷款３０万元，建棚１００个。１９９８年，富县中指塬苹果蓄水灌溉工程贷款２９９万元，１
万公顷流域综合开发治理工程贷款１５０万元，林木种苗繁育基地项目贷款２１１万元，县
城至洛川火车站８５千米三级沥青路面建设项目贷款８００万元。２０００年，小额扶贫贴息
贷款７７０万元，主要用于核桃、苹果、红枣、舍饲养羊、中药材、大棚菜。２００３年，陕
西双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迁入富县，农行支持流动资金贷款１６６００万元；“三农”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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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８７５３万元，其中农业综合开发贷款１４６０万元，小额到户贷款２３６５万元，农业贷款
１６６２万元，扶贫贴息贷款３２６６万元。２００９年，富县支行与陕西交建集团公司签订青兰
高速陕西段项目贷款１０亿元，当年贷款２亿元；农村青年创业小额贷款１５０万元；林业
产业贷款２００万元，到２００９年年底农行贷款余额４０３０８万元。２０１０年，青兰高速长期
固定资产项目贷款１０亿元顺利投放；成熟楼盘贷款１４１笔５６３万元；全年累计发放小额
贷款６５５万元；优质客户贷款累计投放８１２６６万元，较年初净增７０３７２万元。清收不良
贷款１０６１７万元，完成分行下达３６００万元计划的２９５％。

农村城市信用社贷款　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与农村信用社有信贷关系的农户１４５２６６
户，贷款余额５８亿元。全县评定信用村１３个，信用户１２６２８户，黄金客户１８９５户，
累计发放小额信用贷款８６００万元。发放苹果产业专项贷款３５亿元、支持果农架设防雹
网贷款６５０万元、能源沼气工程贷款１３００万元。非公有制经济贷款余额１２１亿元，信
贷涉及交通、运输、教育、卫生、基础水利设施、水泥建材、矿业开采、产品加工等多

个行业。先后为全县８个苹果主产乡镇信贷支持４１００万元，修建大型果品贮藏库２７个。

农村合作银行开业庆典

为全县私营企业发放贷款

８１６５万元，安排就业 ２９００
人。为县城 １６２家商户发
放贷款１２３０万元，为上城
花园城中村改造项目投放

贷款１５００万元，为新农村
建设发放贷款 ３１００万元，
为各类学校基本建设发放

贷款 ８５０万元，助学贷款
７５３笔４１５万元，为下岗再
就业贷款１５１户９８３万元，
发放各项惠民贴息贷款

１４２２万元，畜牧产业贷款

８６２万元。
工商银行贷款　１９９０年，工商银行各项贷款余额 ４８０３万元，１９９５年 ２７４８万元，

１９９９年３６８７万元。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年４月，中国工商银行富县支行通过信贷资产五级分
类，共清理剥离不良资产１６户３０１７５１万元，其中贷款本金１７１７７３万元，表内应收利
息２０９９万元，表外应收利息１２７６７８万元，打包销售给华融资产公司。

富县金融系统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贷款统计表
表１２－３－４ 单位：万元

年份 贷款余额 其中农业贷款 年份 贷款余额 其中农业贷款

１９９０ ６５８２ １４８７ ２００１ １７２８５ ５４７３

１９９１ ７８１５ １５３８ ２００２ ２３７０１ ５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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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贷款余额 其中农业贷款 年份 贷款余额 其中农业贷款

１９９２ ８７４１ １３７９ ２００３ ２８３３３ ６４５４

１９９３ ９９４８ １５０１ ２００４ ４１３２３ １０４２４

１９９４ ９９７３ １６２５ ２００５ ５８０５７ １４４５６

１９９５ １２４６５ １２３４ ２００６ ７２７７３ １６７５９

１９９６ １６６１８ ２４２６ ２００７ ７９２７１ ２１６６２

１９９７ １９５２３ １９４９ ２００８ ６５７９１ １８１９１

１９９８ １５１０４ ２４２６ ２００９ ９８８３６ ２０１０３

１９９９ １６７００ ３４３６ ２０１０ １８２６８８ ６８３９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２１５ ３４００ ／ ／ ／

富县工商银行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贷款统计表
表１２－３－５ 单位：万元

年份 工业贷款 商业贷款 个人贷款 合计

１９９０ ３５２ ４４４９ １６９ ４８０３

１９９１ ５２１ １８３８ — ２６３１

１９９２ ７４６ １９９６ — ２７４２

１９９３ ３３１３ — ９０３ ３３２２

１９９４ ２４８６ — — ２４８６

１９９５ ２７４８ — — ２７４８

１９９６ ３０７７ — — ３０７７

１９９７ ３００３ — — ３００３

１９９８ ２９４１ — — ２９４１

１９９９ ３５２５ １６２ — ３６８７

民间信贷　随着县域经济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民间信贷逐步出现。２１世纪初，社
会闲散资金参与民间信贷频繁发生，周期短、利率高，大多为２分、３分、５分不等。
虽然各商业银行陆续推出多项贷款项目，投放社会，缓解资金压力，由于贷款期限多为

１年以上，且须担保、抵押等繁琐手续，民间信贷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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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债基金

国债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上级下达富县国债任务１８４６万元，完成任务１８４６万
元，其中特种国债１７３８万元，国库券１６７２２万元。个人认购１８０２７万元，企业认购
４３３万元。

国库券　中国人民银行富县支行从１９８８年开始发行国库券，票面分别为５元、１０
元、５０元、１００元。富县各银行机构积极投入到国债发行和兑付工作之中，完成延安地
区下达的２８万元实物债券任务。

富县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国债发行一览表
表１２－３－６ 单位：万元

年份 特种国债 国库券

１９９０ １０３３ ２０６

１９９１ ７０５ ２１３

１９９３ — ７７４６

１９９４ — ３７８６

１９９５ — １０

合计 １７３８ １６７２２

代理基金　２００７年，富县农业银行开始代理基金业务，建立货币基金第三方管理账
户。截至２０１０年年末，代理基金品种有货币基金、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等。

第四章　保　险

第一节　机　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　１９８３年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富县支
公司，经营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１９９６年７月更名为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富县支
公司，１９９８年更名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富县支公司，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２０１０年内设营业部、理赔分部、营销部、办公室，现
有员工１６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　１９９６年从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富县支公司
改制分出，成立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富县营业部，地址在富县沙梁街９号，干部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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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人。１９９８年更名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２００３年３月，更名为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２０１０年内设个险部、团险部、兼业代理部、客户服务
部、财务部、办公室，辖富城、羊泉、直罗、张家湾、张村驿、牛武、寺仙、吉子现８
个营销服务部，共有各级内勤和销售人员１４６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富县营销部２００７年９月成立，主销产品
有两全保险 “吉利相伴”“吉祥如意”；年金保险 “幸福年年”“尊享人生”；健康保险

“福寿安康”“福家安康”。同时经销家庭、个人意外伤害险和医疗保险。

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富县营销部２０１０年５月成立。
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富县营销部２０１０年８月成立。

第二节　财产保险

险种　１９９０年，县域财产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富县支公司统一办理。１９９６
年财险、人险机构分设，经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批准，财险公司开始办理责任强制保

险。１９９０—１９９６年，主要承办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农业
保险等业务。２０１０年，主要承办机动车辆保险、财产损失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货
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健康险、工程险、政策性农业保险及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

业务。

承保　人保财险富县支公司主要保费来源于车辆保险，其他属于辅助性保险。１９９０
年以车险业务为主，大力发展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农业保险、人身保险，全年保

费收入１１２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７７％，赔款支出４１１万元，同比下降１８８３％。２０１０
年保费收入１１９４万元，是１９９０年的１０倍，赔款支出７４７７万元，是１９９０年的１８倍。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财产保费收入一览表
表１２－４－１ 单位：万元

年份 保费收入 年份 保费收入 年份 保费收入

１９９０ １１２１ １９９７ ２７１２ ２００４ ２２８２

１９９１ １２３６ １９９８ ２６６３ ２００５ ２６１２

１９９２ １５１ １９９９ ３０１１ ２００６ ２６９８

１９９３ ３１７７ ２０００ ９０５ ２００７ ４０４５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７ ２００１ １６４６ ２００８ ４５９７

１９９５ ２５９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８７４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４３ ２００３ ２３５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９４

０９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保险理赔

理赔 　 １９９０年，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保

费收入１１２１万元，处
理赔案 ２２６件，赔付
４１１万元。１９９５年保
费收入２５９万元，处理
赔案 ２４９件，赔付 ９３
万元。２０００年保费收
入 ９０５万元，处理赔
案３１２件，赔付 １３４７
万元。２００５年保费收
入２６１２万元，处理赔
案４９３件，赔付 １４８７
万元。２０１０年保费收
入１１９４万元，处理赔案９１２件，赔付７４７７万元。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共为全县苹果生产
保险赔款支出３４２６万元。
２０１０年，人保财险富县支公司承保政策性苹果试点保险，当年６～１０月份频繁出现

冰雹灾害，造成全县７个乡镇３２０８６公顷苹果不同程度受灾，富县保险公司在全系统抽
调骨干３０人查勘灾情，并于是年１２月１７日在羊泉镇召开苹果保险现场赔付大会，共兑
付赔款２８０余万元。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财产保费理赔一览表
表１２－４－２ 单位：件、万元

年份
出险

件数

赔款

金额
年份

出险

件数

赔款

金额
年份

出险

件数

赔款

金额

１９９０ ２２６ ４１１ １９９７ ２０３ ９５ ２００４ ４７２ １４６５

１９９１ ３０９ ５５ １９９８ ２３７ １２６９ ２００５ ４９３ １４８７

１９９２ ３３９ １４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６８ １３３５ ２００６ ４８８ １２６８

１９９３ ４３６ １００３ ２０００ ３１２ １３４７ ２００７ ６５４ ２２７３

１９９４ ４９１ １８８９ ２００１ ２７２ ６８３ ２００８ ７６２ ２７２９

１９９５ ２４９ ９３ ２００２ ３９６ ７３２ ２００９ ８７６ ４１０４

１９９６ １６７ ５５９ ２００３ ５４７ １６４３ ２０１０ ９１２ ７４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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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寿保险

险种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６年４月，县保险公司开办的险种有简易人身保险、子女备用
金保险、学生平安保险、养老金保险、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１０余种传统保险。１９９６
年４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成立，增开少儿幸福安康保险、９９鸿福保
险、６６鸿运保险、８８鸿利保险、人寿平安长效保险等营销险种。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停办传统险种，对学生平安保险、９９鸿福保险、６６鸿运保险、８８鸿利

保险等营销险种进行改版。１９９９年１月新增少儿英才保险、９９鸿福保险 （９９版）等险
种，增加康宁终身保险、康宁定期保险等健康保险；学生平安保险改版为阳光少年Ａ和
阳光少年Ｂ，增加１１８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全家福 Ａ、全家福 Ｂ等卡折式意外伤害
保险。

２０００年１月增加鸿丰两全、鸿泰两全、少儿鸿运保险等投资型 （分红型）保险。

２００２年１月，增加贺岁卡意外伤害综合、关爱女性保险险种。２００３年１月增加国寿母婴
平安、美满一生等保险险种。２００４年１月增加国寿鸿丰两全、国寿鸿福两全保险期交型
分红保险。２００６年１月增加国寿企业年金保险、国寿美满人生等分红保险。２００７年增加
个人养老年金保险、双女户养老年金保险等养老保险。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康宁终身保险、
康宁定期保险改版为国寿康宁终身保险、国寿康宁定期保险。２０１０年主要开办人寿保
险、意外险、健康险、分红险４类长期业务及１５０余种短期业务。

承保　１９９５年，人寿保险保费收入１２２万元。１９９６年专营人寿保险业务，保费收入
２１万元。１９９７年后，在各乡镇行政村建立保险站，招聘协助保险代理员。２００１年后引
入商业营销管理机制，大量招聘营销员推行养老险、大病医疗险、个人和团体意外伤害

保险、少儿教育险、分红保险，业务与全国联网。２００５年保费收入９８８万元，２０１０年保
费收入１７００万元。

富县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人寿保费收入一览表
表１２－４－３ 单位：万元

年份 保费收入 年份 保费收入

１９９６ ４６ ２００４ ９６８

１９９７ ２０５ ２００５ ９８８

１９９８ ４３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２

１９９９ ６６３ ２００７ １３５０

２０００ ６０４ ２００８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１ ７０６ ２００９ １６５０

２００２ ８８６ ２０１０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３ ９２６

２９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理赔　１９９６年，县国寿公司保费收入４６万元，处理各类赔案６３件，赔付１０万元。
２０００年，保费收入６０４万元，处理赔案１０９件，赔付４５万元。２００５年，保费收入９８８
万元，处理赔案１１２件，赔付６８万元。２０１０年，保费收入１７００万元，处理赔案２４８件，
赔付１８６万元。

富县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人寿保费理赔一览表
表１２－４－４ 单位：件、万元

年份 给付案件数 给付金额 单件最高给付

１９９６ ６３ １０ ０５

１９９７ ８２ １４ １

１９９８ １１１ ２２ １３

１９９９ １２６ ２３ ２

２０００ １０９ ４５ ３

２００１ ９９ ３０ ２６

２００２ １１９ ３８ ２９

２００３ ８９ ５０ ３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７ ３３ ２

２００５ １１２ ６８ ６

２００６ １２５ ７２ ４

２００７ １６２ ８５ ８

２００８ １５２ １２２ ８

２００９ ２３０ １６２ ７６

２０１０ ２４８ １８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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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适时编制富县中长期规划和年

度计划，严格编制程序，发挥宏观计划、超前指导作用；制定优惠政

策，开展招商引资；申报争取重点建设项目；建立安全生产目标管理

责任制。综合统计突出专业统计、专项普查、抽样调查工作重点，创

新统计监督与服务，从单纯的汇总上报转向重大事项调查和全面调查

的分析与研究。物价管理通过价格调节实施价格宏观调控，打击物价

违法行为。工商行政工作加强市场管理、企业管理、商标广告管理和

合同管理，扶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发展。持续加大食品药品监管、

安全生产监管，加强应急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技

术监督工作实施质量监督、计量监督和标准管理，开展质量达标活

动，创建质量信得过单位，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经济审计坚持国

家审计、社会审计与内部审计，加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等审计。国土

资源管理突出土地保护和开发，积极推动土地流转经营，优化土地资

源配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计划执行情况示意图



第一章　计　划

第一节　计划编制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第八个五年计划及十年规划主要目标：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０９８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４２４％，到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３８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４０８％。
工农业总产值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９６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７２％，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２５亿元，
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３０２％。其中农业总产值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７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９２％，
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８５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２１４％；工业总产值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２６亿元，比
１９９０年增长６４６％，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４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５３８％。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２７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０％，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３５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
２９６％。财政收入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１４亿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８４％，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１８亿
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２０％。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９５年达到７００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５３６％，
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０００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４２９％。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４８亿
元，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２１４％，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５９亿元，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２２９％。人口自然
增长率１９９５年控制在９％，２０００年控制在９％。粮食总产量１９９５年达到０６８亿千克，
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７７％，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７５亿千克，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１０３％。林果累计栽植
面积１９９５年达到 ６６６６６７公顷，其中苹果面积达到 ５３３３公顷，比 １９９０年分别增加
２７６９％和１０７％。烤烟面积１９９５年达到４０００公顷。造林面积１９９５年达到年均１３３３公
顷。大家畜存栏数１９９５年达到 ４２万头。羊只存栏数 １９９５年达到 ８万只。原煤产量
１９９５年达到８万吨，比１９９０年增长３８４％。原油产量１９９５年达到１万吨，比１９９０年
增长７８６％。水泥产量１９９５年达到４万吨，比１９９５年增长９２５６％。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及十年规划主要目标：２０００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４亿元，比１９８０年翻２９１番，“九五”期间，年均递增１４９％；２０１０年力争达到７亿
元，年均递增１１９％。工农业生产总值２０００年达到４亿元，年均增长１４７％，２０１０年
达到７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４％。其中：工业总产值２０００年达到１亿元，“九五”期间
年平均增长１１８％，２０１０年达到３亿元，后十年平均增长２４６％。农业总产值２０００年
达到３亿元，“九五”期间年平均增长１５７％，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５元，后十年平均增长
８５％。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０００年达到２５００元，“九五”期间年平均增长１９０％，２０１０年
达到４０００元，后十年平均增长９９％。财政收入２０００年达到０４亿元，“九五”期间年
平均增长１４２％，２０１０年达到 ０８亿元，后十年平均增长 １４９％。乡镇企业总产值
２０００年达到２亿元，“九五”期间年平均增长１９８％，２０１０年达到４５亿元，后十年平
均增长１７５％。粮食总产值２０００年达到６８万吨， “九五”期间年平均增长 ２２％，
２０１０年达到７５万吨，后十年平均增长２０％。烤烟总产量 “九五”期间每年稳定在

０５万吨以上。苹果总产量２０００年到达８万吨，“九五”期间年平均增长３１３％，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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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１５万吨，后十年平均增长１３４％。原油产量 “九五”末达到５万吨，年平均增
长２６４％，２０１０年达到１５万吨，后十年平均增长２０２％。原煤产量 “九五”末达到１０
万吨，年平均增长１１３０％，２０１０年达到２５万吨，后十年平均增长２０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第十个五年计划：２００５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４１１亿元，年均增

长９％。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３０％，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３４亿元，
年均增长１１８％；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６亿元，年均增长１５７％。财政收入达到０５亿
元，年均增长１１８％。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２５００元，年均增长８０％。人口自然增长率
控制在７％以内。通过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比重由
“九五”末的６８４∶１１３∶２０３调整为４８６∶２２８∶２８６。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达到全市
中等以上水平。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２０１０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５３亿元，年均
增长１２％，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０６６元。财政收入达到２８亿元，年均增长２８％，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达到０９亿元，年均增长２３２％。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３００元，年
均增长２００元。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比由 “十五”末的２９３∶３７２∶３３５调整
为２６１∶４５８∶２８１。城乡人口比达到４∶６，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１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初显成效。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五年累计投资达到１０亿元以上，较 “十五”末

增长３０７％。总人口控制在１５２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４５％以内。普及高中教
育，大力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建成较为完善的县、乡、村三级卫生、科技、文化服务

网络。

８９２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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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计划执行

中长期计划执行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第八个五年计划，落实 “重工强农兴流通、城乡一

体化发展”方针，稳定粮食生产基础，加大主导产业和资源开发。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民生
产总值２亿元，年均递增５８％；工农业总产值２０２亿元，年均递增９１％；财政收入
２０５３５万元，年均递增１３６％；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５０元，年均递增２６％；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６６０２３万元，固定资产投资８０５６万元，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０２‰。农业总产值
１４５亿元，年均增长５８％；粮食总产量６１万吨；苹果累计面积５３３３公顷，产量２０５
万吨，年均增长３４９％；烤烟面积３０００公顷，产量０５２万吨；乡镇企业总产值０８１亿
元，年均增长２３８％。工业总产值５７２４万元，年均增长２１０％；原油产量１５５万吨，
年均增长２２６％；原煤产量５８５万吨，年均增长０３％；水泥产量０６２万吨，年均增
长９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质量不高，经济效益不显著；农
业基础比较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工业总体效益差，管理水平低，技术力量

薄弱；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等矛盾和问题。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设烟、果、油、煤四大主导产业，面向市场，择
优开发，重点突破。２０００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２６７亿元，年均增长５１％；工农业总
产值２７２亿元，年均增长６１％；财政收入２８６２万元，年均增长６９％；农民人均纯收
入１７０４元，年均增长１０２％；固定资产投资０８３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８％；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０９９亿元，年均增长１２１％；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３‰以内。农业总产值
１９０亿元，年均增长６１％；粮食总产量５７８万吨；苹果面积１２２００公顷，总产量６万
吨，年均增长２４％；烤烟面积２８６６７公顷，产量４０６５万吨；累计造林２８６１３３３公顷。
工业总产值７７２２万元，年均增长６２％；石油总产量０９万吨，原煤总产量７５万吨。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经济结构不合理，工业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小，多年来形成的

“短腿”局面仍然没有打破；农业产业化程度还很低；资金严重短缺，生产投入不足；

基础设施建设步履艰难等问题。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第十个五年计划，落实 “石油强县、果菜富民、兴商上牧、科技提

效”发展思路。２００５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７８８亿元，较２０００年年末增长１９５１３％。
苹果、蔬菜、石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５７％。财政收入８１５３万元，较２０００年增
长２８倍。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０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１５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７６５亿元，是 “九五”期间的２５倍。工业总产值１０９亿元，其中原油加工总产值９８
亿元，生产原油０７２万吨，加工原油２８６万吨，生产原煤１１万吨。经济社会发展中暴
露出经济总量偏小，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三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比重仍然偏

低；农村主导产业开发科技含量、产业化程度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川塬差距拉大；小

城镇建设步伐缓慢；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等问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落实 “果蔬富民、煤油强县、开放带动、项目支

撑”发展思路。２０１０年，县区生产总值１９４亿元，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６倍。财政收入２２１
亿元，较２００５年年末增长２６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１１７亿元，年均增长２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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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７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经济总量小，二、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区
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川塬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财政收支矛盾还很突出，重点项目

建设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水平与群众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保工资、保运转、促发展压力

较大。

重大经济结构调整　农业方面，“八五”期间，县政府开始调整主导产业为烤烟和
苹果种植。到 “九五”末，烤烟面积达到３３３３公顷，苹果面积达到１２０００公顷。烤烟
和苹果成为县域农业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随着烤烟栽植效益下降，“十五”初，县政

府提出 “果菜富民”的发展思路，烤烟逐渐退出主导产业，粮食种植面积也逐年压缩，

而苹果面积急剧扩大，达到２００００公顷，蔬菜产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到 “十五”末，塬

果川菜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十一五”期间，继续实施 “果菜富民”的经济发展思路，

加快产业化进程。到２０１０年，全县苹果种植面积达到２４１３３公顷，总产量达４３万吨，
跻身全国苹果２０强县之列，成为全国优质苹果基地重点县；蔬菜面积达到２１００公顷，
总产量８７万吨。苹果和蔬菜已经成为富县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及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
渠道。和农业相比，富县的工业，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占经济总量份额一直偏

小。“九五”期间，县政府把石油、煤炭作为工业的主导产业。“十五”计划中又进一步

明确 “油煤强县”的发展战略，希望通过油煤的开发利用，加快工业经济发展速度，改

变县域经济结构格局。到２００５年，随着石化企业双翼石化厂的建成投产，富县工业总产
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比例为３７２∶２９３。２００７年，双翼石化厂停产，工业增速放缓。
２００９年，在原油总产量迅速上升 （达到１２万吨）的拉动下，工业产值再次回升，但还
是没有超过农业产值。“八五”期间，县、镇也办了一些企业，这些企业也曾一度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效益不好，到 “九五”末 “十五”初，有的停产，有的破产，有的

出租、转让，几年时间，损失殆尽。“八五”期间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

很小，“九五”末达到２０４％，“十五”末上升为３３５％，“十一五”末为４０％。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末，县委、县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意图得到了较好实现，经济结构发生明
显变化。

２０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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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县
１９
９０
—
２０
１０
年
度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一
览
表

表
１３
－
１
－
２

项
目

１９
９０

１９
９１

１９
９２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４

１９
９５

１９
９６

１９
９７

１９
９８

１９
９９

２０
００

２０
０１

２０
０２

２０
０３

２０
０４

２０
０５

２０
０６

２０
０７

２０
０８

２０
０９

２０
１０

县
区
生
产
总
值
（万
元
）

６９
００

１５
９７
２
１４
８８
３
２１
１８
５
１７
８４
０
２０
００
０
２１
７９
２
２３
７４
６
２４
５８
９
２５
９１
３
２６
７１
４
３６
７０
０
３９
６４
８
４３
３７
２
５９
４９
９
７８
８２
６
９４
４１
０
８４
５０
０
１０
９５
００
１４
５６
０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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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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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
业
总
产
值
（万
元
）

５４
１８

１１
１３
１
１１
８４
２
１１
７２
０
１３
３８
０
１４
４５
０

１７
１３
６
１７
５３
３
１８
９６
８
１９
４５
９

２１
５７
２

２２
７０
３
２３
１０
７
２９
０４
７
３５
３７
０

５０
３０
０
７１
６０
０

第
二
产
业
总
产
值
（万
元
）

１５
８０

２７
８４

３０
５９

４５
７３

５６
４５

６４
１３

７７
６２

７７
２２

８１
１０

１６
９６
６
２９
３１
６
３５
７９
６
１６
０６
０

２４
３０
０
４４
８０
０

第
三
产
业
总
产
值
（万
元
）

１４
７７
５
１６
８８
５
１９
８３
０
２６
４０
３
２９
５４
０
３３
１２
０

７０
８０
０
７７
５０
０

乡
镇
企
业
总
产
值
（万
元
）

３２
２６

５１
００

６７
２０

８１
００

９４
５６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万
元
）

２９
５

３６
９

３７
９３

２９
１５

４８
８５

２１
００

８３
００

９３
１２

１１
８７
７
２４
６９
１
１２
６０
０
１９
１７
３
２６
３４
４
４０
６０
０
７０
１０
０
８７
９０
０
１１
５０
０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万
元
）

５７
７７

６６
０２

７６
１４

９１
０９

９５
２１

１０
１５
３
１０
５０
２
１１
５９
９
１２
６８
２
１５
２２
３
２１
５０
０
２４
００
０
２８
２５
０
３５
１０
０
４１
８０
０
４９
９０
０

非
公
有
制
经
济
总
产
值

（万
元
）

５５
００
０

财
政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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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小
计

１０
８４

１２
９７

１４
００

１６
１７

１４
４６

２０
５３

２６
９３

２９
４５

２１
６６

２６
７１

２８
６３

２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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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６４
２４

８１
５３

１１
６１
９
６９
７１

７８
５０

１１
５３
０
２２
１０
０

地
方
财
政

２７
２１

２８
１３

３１
７４

４０
００

４５
０５

５３
７３

６５
６５

１１
７０
０

粮
食

面
积
（公
顷
）

１１
３３
３

总
产
量
（吨
）
６３
０９
１
６２
７５
５
６０
６７
３
６３
４３
７
６６
６９
１
６１
０１
５
６３
８５
０
６３
８８
７
７１
９１
１

５７
８０
２
４９
００
０
４９
６０
３

烤
烟

面
积
（公
顷
）

３３
３３

３８
８７

２７
６７

３０
００

３５
３３

４２
００

３６
６７

２８
６７

总
产
量
（担
）

８２
５１ 吨

９９
５５ 吨

１３
４０
００

１２
２０
００
７５
６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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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
目

１９
９０

１９
９１

１９
９２

１９
９３

１９
９４

１９
９５

１９
９６

１９
９７

１９
９８

１９
９９

２０
００

２０
０１

２０
０２

２０
０３

２０
０４

２０
０５

２０
０６

２０
０７

２０
０８

２０
０９

２０
１０

苹
果

面
积
（公
顷
）

４８
２０

新
增 ８０
０

５３
３３

２８
００

７８
００

９４
３３

９４
６７

１２
２０
０
１４
６６
７

２０
００
０

２４
１３
３

总
产
量
（吨
）

４３
３８

６５
００

１０
００
０

２７
５３
７
３５
００
０

６０
００
０

７５
００
０
８０
００
０
１０
００
００

１６
５０
００
２３
００
００

３５
００
００
４３
００
００

优
果
率
（％
）

蔬
菜

棚
数
（棚
）

５０
６

１５
１８

７０
７１

总
产
量

（吨
）

１１
２５
６
５０
００
０
２９
９０
０

４６
００
０
５０
００
０

８０
５０
０
８７
００
０

原
油

总
产
量

（吨
）

７０
１１

７５
００

１０
１０
０
１５
５４
５
２１
２０
０
２３
２０
０
１２
９８
６
８２
５１

９０
１０

１０
６３
７
１１
６０
０
１２
３０
０
８５
１５

７１
５１

２０
００
０
５０
００
０
８０
００
０
１２
００
００

原
油
加
工

（吨
）

１３
００
００
２８
６０
００
２２
６０
００

原
煤
产
量
（吨
）

５６
７０
０
５０
５０
０

６０
２０

５８
５０
０

７０
１０
０
８５
４６
０
７５
００
０
７５
００
０

７０
０５
０
７４
００
０
１１
００
００
６０
００
０

水
泥
总
产
量
（吨
）

７４
００

６０
００

６２
００

１４
００
０

单
位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降
低
％

４
５９
０
４
２９
０
５
１９
０

二
氧
化
硫
削
减
量
（吨
）

３５
９０

２９
０

５７

化
学
需
氧
量
削
减
（吨
）

２
３９
０
１
２９
０

２３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元
）

８１
００

１０
４９
８

１５
４９
８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元
）

４５
５
５

５７
８

５４
０

７０
９
３

８１
８

１０
５０

１１
８２

１３
４０

１５
００

１６
６０

１７
０４

１６
００

１９
８０

１７
８０

２１
０３

２３
８０

２６
４２

３１
０８

３８
５９

４５
７３

５４
７９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控
制
在
％

３
４％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
以
内

１４
４

１１
８

１１
０
４
１０
８

１０
２

９
４

４
５

３
２

３
１

３
３
２

３
４

３
２

３
４

３
７

３
６

４
１

４
２

４
８

４
１

　
　
注
：
１９
９０
年
、
１９
９２
年
的
烤
烟
产
量
当
时
以
吨
计
算
。



第三节　计划管理

机构

富县经济发展局　１９９０年沿用富县计划委员会名称，１９９３年，县计划委员会与县
统计局合并，称计划统计委员会，正科级建制，编制１３人。１９９５年撤销计划统计局，
设县计划局。２００２年，计划局与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并，称经济发展局，编制７人，
下设以工代赈办公室、开放开发办公室，代管粮食局、工业管理局、物价局、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盐务局、非公有制经济管理局。２００４年成立招商局，下设开放开发办公
室、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２００９年成立重大项目办公室，为经济发展局下属单位。２００５
年，装饰管理办公室由工业局下属转归为经济发展局下属单位。２０１０年，县经济发展局
编制１２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总经济师１人、党委副书记１人、计工委书记
（监察室主任）１人、以工代赈办公室副主任１人、科员５人。

富县商务局　１９９３年，县经济委员会与财贸委员会合并，组建经济贸易委员会，
１９９４年更名为经济贸易局。２００１年成立县开放开发办公室，２００４年成立县招商局，对
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并入招商局，招商局、开放开发办公室、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三块牌

子一套机构，正科级建制，编制７人。２０１０年，县招商局改为商务局，加挂招商局牌
子，列为县政府组成部门。

管理　１９９０年起，县计划工作适应县域市场经济需求，按照国家宏观发展政策，指
导编制县域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计划。采取调查研究、宏观指导的，与上级计划相结合，

编制建设进度与项目内容适应本县科学可行的发展计划。１９９４年始，县计划工作努力与
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发挥宏观计划、超前指导、申报

项目、争取项目的作用。

计划种类分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半年计划和季度计划。中长期规划时限为五至

十年，是本县时限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全县国民经济指标、社会

发展方向、产业结构调整、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布局、技术改革、人才培养等，是编

制年度计划的蓝本和根据。在编制五年计划的同时提出十年的远景目标。年度计划是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行动计划，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邮电、商品流通、

固定资产投资等经济发展计划指标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人口、广播电视等社会

发展计划指标。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累计编制中长期规划４个、年度计划２０个、半年计划
４０个、季度计划８０个。

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至十年中长期规划，先由县计划部门根据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和本县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列出调研课题，分发相关部门和单位对计划提出意见建

议，由计划部门收集整理、综合分析、审核研究和认真编写，形成计划初稿，交由局务

会议研究通过后上报县政府。县政府邀请主要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征询意见和

建议，经补充修改，邀请省市专家审阅规划，吸纳意见建议，形成方案。提交县政府常

务会议和县人大常委会议审议，形成草案，最后提请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向社会

发布实施。实施中若遇不可抗拒因素，可由政府提出计划调整方案，报请县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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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批准后予以调整，并按调整方案执行。年度计划、半年计划和季度计划的编制程序

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季度计划由县计划局形成后出台相关文件。

第四节　招商引资

经济协作　１９９２年，富县与山东省昌邑市结为经济友好县市，开展经济协作。先后
引进的建设项目有冷藏厂、种鸡厂、商品鸡场、塑编厂、旅游鞋厂，为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肉鸡产业存续５年，企业因三角债务及经营管理问题停产倒闭。塑编
产品及旅游鞋业因不适应市场需求随之消亡。１９９６年，富县与江苏省宜兴市结为扶贫协
作与经济合作友好县市。１９９７年，宜兴市支持富县价值１０５万元推土机１５台。１９９８年，
宜兴市投资８０万元援建富县城关小学宜兴楼，安置１６名富县农村贫困户子女就业，资
助５０名特困儿童上学，免费为１６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提供就学机会。１９９９年，宜兴市
援助富县２００万元，新建、改建、扩建２５所学校。２００５年，县政府出台 《富宜扶贫项

目管理办法》，宜兴市与富县人民政府签订每年５０万元扶持资金协议，用于改善农田水
利、学校设施以及医疗卫生事业。

项目引进　２００３年引进陕西双翼石油化工公司、延百集团公司投资建厂。２００４年
成立县长任组长的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富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

和争投资争项目工作考核办法》《富县外商投诉管理办法》。２００５年出台 《关于进一步

规范管理行为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的决定》，招引陕西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投资建厂，

完成投资７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６年，陕西长河实业有限公司投资 ３６００万元建设富北大厦。
２００７年引进延安老窖酒业有限公司投资办厂，河南省鹤壁煤业 （集团）公司在张村驿镇

党家河村投资１５亿元开发煤炭。２００８年与陕西长河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投资
２２５亿元建设富县上城花园项目。２０１０年与延长石油集团签约，总投资２１９亿元建设
１８０万吨甲醇及深加工项目。

２００５年，富县位列延安市招商引资综合考核第二名，２００６年位列第一名，２００７年
获延安市招商引资综合评比二等奖，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延安市招商引资先进县。

富县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主要招商引资项目一览表
表１３－１－３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方 总投资额
签约

年份
完成状况

牛武石料厂建设 惠达工贸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年建成生产

直罗香紫苏加工 陕西森淼植物香料制品公司 ６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３年建成生产

鹿苑小区开发 陕西兴盛电力器材厂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年建成使用

双翼石化建设 陕西双翼石油化工厂 １７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年建成生产

牛武香料厂建设 西安金诺香料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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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方 总投资额
签约

年份
完成状况

石油伴生气利用 延安腾格尔实业公司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建成运营

吉子湾春雨中学建设 渭南阳光学校 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建成使用

富县宾馆建设 延安储备工程公司 １３７８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建成使用

富县高级中学学生公寓楼
陕西省第一建筑公司第三项

目部
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４年建成使用

交道小城镇建设 延安东方公司 １０９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建成使用

沙梁集贸市场建设 延安东方公司 １０２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建成使用

富县剧团旧址房地产开发 延安益丰园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年建成使用

延安恒兴果品蔬菜加工 陕西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建成运营

有机肥加工 陕西众友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６月建成

富县城区天然气输配工程 陕西电信实业北方天然气公司 ３２８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建成运营

东洲商厦建设 延安东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年建成使用

千头养猪设施 华胜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建成使用

富北大厦建设 延安长河工贸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３０００吨气调库及选果线建设 高塬红苹果贮销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富县汽车站建设 延安长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建成运营

１５００吨气调库建设 陕西轻工业供销公司 １０７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富县高新大酒店建设 延安联兴建筑工程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建成使用

茶坊杨家湾香紫加工 陕西金谷建材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建成运行

富县文化大楼建设 延安联兴建筑工程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建成使用

直罗桥沟香紫苏加工厂 直罗桥沟香紫苏加工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年建成使用

张家湾香紫加工厂 西安外商 ８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年建成使用

１万吨果品商品化处理加工 新西兰全球园艺果业有限公司 ５１１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建成运行

万吨白酒生产及罐装生产线 延安老窖酒业有限公司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年建成运行

泽慧小区开发 延安联兴建筑公司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年建成使用

阳光小区开发 延安长河工贸公司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年建成使用

富县上城花园建设 陕西长河实业有限公司 ２２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年建成使用

３万吨浓缩果汁生产线三期技改 陕西恒兴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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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方 总投资
签约时间

（年）
完成状况

富县太和小区建设 陕西黄河实业公司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富县生猪养殖建设 富达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建成运行

富华苑小区建设 陕西圣华房地产公司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康盛花苑小区建设 延安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吉子现小城镇建设 刘小峰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建成使用

张家湾天然气利用开发建设 付　军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年建成运行

华能延安电厂建设 中国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５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完成投资１０３８亿元

延安１８０万吨甲醇及深加工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 ２１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完成投资４０５０亿元

华泰小区建设
长庆华泰石油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在建

福泰大厦建设
洛川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０ 在建

富县影视大厦建设 延安盛世创景工贸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 在建

富县生态公墓建设 延安东方建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建成使用

富县早实核桃种植及深加工 陕西秦政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８０ ２０１０ 在建

第五节　重点建设项目

全县重大建设项目，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计划方案来确定，县政府按程序向国

家申报争取项目，建设资金靠国家计划投入。由县经济发展局代表县政府在上级计划部

门监督下负责验收，向国家报告建设结果。乡镇部门争取国家政策性投入，由县经济发

展局审核，报请上级发展计划部门按程序审批，所实施项目由县经济发展局负责验收。

“八五”“九五”期间建设规模较小，“十五”期间建设规模逐渐扩张，“十一五”期间

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均创历史新高，仅２００９年项目投资就达８７９亿元，超过 “八五”

“九五”总和的两倍。

“八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８０５６万元，其中生产性投资３６２５万元。建成县城集贸
市场、沙梁河堤、人大、政协、纪检委、公安局办公楼、县医院门诊楼、县档案馆楼，

完成４８００门数字程控电话、直罗钻采公司技术改造、有线电视网、葫芦河川建设一期工
程和５处塬区人饮工程。

“九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３０７亿元，是 “八五”期间的３５倍。其中基本建设投
资１６９亿元，技术改造投资５２７５万元，房地产业投资１０００万元。改造城乡电网２００余
千米，修建道路１０１７千米，改造县级公路２７千米，建桥梁７座、涵洞４２道、城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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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堤２２千米，硬化改造老城区、沙梁、茶坊主街道，建设各类学校基础设施６５６万平
方米，房屋竣工面积１１３８万平方米。

“十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７６５亿元，是 “九五”期间的２５倍。县城面貌极大改
善，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城镇面貌、人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十一五”前４年，固定资产投资２２４９亿元，是 “十五”期间的近３倍。完成重
点项目建设１９０个，进一步投向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２０１０
年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７亿元。实施重点项目６０个，总投资３５３５亿元，当年投资６５８亿
元，其中续建项目２２个，新建项目３８个。有华能延安电厂建设、富县工业集中区建设、
直罗采油厂原油产能建设、牛武煤区资源整合等项目。

第二章　统　计

第一节　专业统计

农业统计　运用产品不变价和当地现行价，统计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农业产
值、林业产值、牧业产值、副业产值、渔业产值。１９９３年将原来的种植业产值更名为农
业产值，将副业产值更名为渔业产值。２００５年起增加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截至２０１０
年统计项目未变。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农业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表
表１３－２－１ 单位：万元

年份
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种植业

产值

农业

产值

林业

产值

牧业

产值

副业

产值

渔业

产值

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１９９０ ９４１７ ６６４０ ５５６ １２７０ ９３６ １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９０１５ ８７０７ ５１０４ １７１９５ ９３４ ３０６

１９９２ １１９９０７ ８４６７ ４２５ ２０６０ ９８５２ ５２５

１９９３ １２７７８ ９６０９ ６３７ ２４９７ ３５

１９９４ １７４６４ １３４６６ ８９６ ３０３６ ６６

１９９５ ２０８１３ １６１４６ ９２７ ３６５７ ８３

１９９６ ２２８９７ １７４４６ ９８１ ４３７４ ９６

１９９７ ２６８１８ ２０７０４ １０２１ ４９７３ １２０

１９９８ ２６９４８ ２０１４４ １４７５ ５１８４ １４５

１９９９ ２９１２２ ２２３６３ １５５４ ５０５６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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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种植业

产值

农业

产值

林业

产值

牧业

产值

副业

产值

渔业

产值

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

２０００ ３０１１４ ２２９３６ １６１９ ５３７９ １８０

２００１ ３１５８７ ２４４３８ １６０７ ５３７２ １７０

２００２ ３３６５７ ２５５３２ １４８１ ６３９０ ２５４

２００３ ３３０８６ ２６３６３ １３７５ ５０６２ ２８１

２００４ ３６６２８ ３２０９２ １４００ ２８４８ ２８８

２００５ ４４８９８ ３８４３３ １１０３ ３２８８ ３２４ １７５０

２００６ ５０９４４ ４４５３７ ９３２ ３２６７ ３５８ １８５０

２００７ ６４４２３ ５６３７５ ８４７ ４９９１ ３６０ １８５０

２００８ ８４２０５ ７１１１８ ５２４ ６９３５ ３２８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９４１３２ ８５６５７ ６００ ５７８７ ２８８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４１８７０ １３１７１２ ７０７ ７０４０ ５１１ １９００

工业统计　主要项目是：工业企业总产值、生产与物质消耗的价值构成、主要经济
指标、产品产量、职工人数等。１９９９年起增加规模以下企业抽样调查，统计从生产型向
价值量转变，增加现价总产值较上年增加百分比项目。截至２０１０年统计项目未变。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工业主要指标变动情况表
表１３－２－２ 单位：万元

年份 工业总产值 规模以上产值 规模以下产值

１９９０ １５７８

１９９１ ２７８５

１９９２ ３２５３

１９９３ ５０１８

１９９４ ４５７１

１９９５ ５７２４

１９９６ ４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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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工业总产值 规模以上产值 规模以下产值

１９９７ ４７７２

１９９８ ６４３２

１９９９ ７７６２

２０００ ７７２２ １１１７ ６６０５

２００１ １０１６３ ２９７６ ７１８７

２００２ ８１１０ ８２２ ７２８８

２００３ １１５４８ ２５５８ ８９９０

２００４ ６２９８７ ５４７２６ ８２６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７８８７ ９９８８７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３６７６９ １２６４４８ １０３２１

２００７ ５９８６１ ４６８６１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４２５２４ ３３４８４ ９０４０

２００９ ５１４７２ ３７２５６ １４２１６

２０１０ ８２６７３ ６７６７３ １５０００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情况表
表１３－２－３ 单位：万吨

年份 粮食 水果 苹果 原油 原煤

１９９０ ６３１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５６ ５７８

１９９１ ６２８ ０６８ ０６５ ０７０ ５６７

１９９２ ６１２ １０１ ０９８ ０７２ ４５８

１９９３ ６３４ １２４ １２０ ０７３ ５００

１９９４ ６６７ １７７ １７５ １０１ ６０２

１９９５ ６１０ ２１０ ２０５ １５５ ５８５

１９９６ ６３９ ２７９ ２７５ ２１８ ５１７

１９９７ ６３９ ３５９ ３５５ ２３３ ７０１

１９９８ ７１９ ４１４ ４０５ １３０ ４２０

１９９９ ６４３ ４８１ ４８０ ０８２ ７５０

２０００ ５７８ ６０１ ６００ ０８１ ７６０

１１３第十三编　经济管理与监督　



续表

年份 粮食 水果 苹果 原油 原煤

２００１ ４９３ ６０２ ６００ １０６ ７５０

２００２ ４９６ ７５２ ７５０ １１６ ５２０

２００３ ４１１ ８０２ ８００ １２４ ７０２

２００４ ５０４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５ ７４０

２００５ ５０１ １３０７ １３００ ０７２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９７ １６５８ １６５０ ８６０ ６００

２００７ ４６０ ２３１１ ２３００ ５０１ —

２００８ ４９８ ２６２３ ２６１０ ８０１ —

２００９ ４７２ ３５１３ ３５００ １１８０ —

２０１０ ４５３ ４３４１ ４３３０ １８１０ —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统计　主要项目是：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制造业，其他行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截至２０１０年统计项目未变。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固定资产投资额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置
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表
表１３－２－４ 单位：万元

年份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年份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１９９０ ２８５ ３９５４ ２００１ ９３１２ １０５０２

１９９１ ３６９ ５４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１８７７ １１５９９

１９９２ １２７３ ５７４８ ２００３ ２４６９１ １２６８３

１９９３ １４９９ ５９１７ ２００４ １４６１８ １５６６２

１９９４ ３０７３ ６２９３ ２００５ １９１７３ ２１５４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９ ６６０２ ２００６ ２６３４４ ２４３４５

１９９６ ３８９５ ８１８５ ２００７ ４０６２４ ２８２５０

１９９７ ４８８５ ７６１６ ２００８ ６３８７３ ３５０７２

１９９８ ６０７７ ９１０９ ２００９ ８７９７３ ４２９６９

１９９９ ７５２１ ９５２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５０５１ ４９９７９

２０００ ８３００ １０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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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资统计　主要项目是：年末全县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及构成、劳保福利费用
构成、人员增减变动及去向。１９９０年全县职工７９４１人，工资总额１３４２５９万元；１９９５
年职工 ８９９０人，工资总额 ３０２８万元；２０００年职工 ８３７３人，工资总额 ５２６９２万元；
２００５年职工 ９９７９人，工资总额 １０６０６８万元；２０１０年职工 １０５１９人，工资总额
３４７２２５万元。截至２０１０年统计项目未变。

综合平衡统计　根据工业、农业、建筑业、货运业、邮电业、商业、饮食业等数
据，统计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消费、分配、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作出月报报表、

季报表、半年报表、年报表和农业季节报表。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生产总值变动情况表
表１３－２－５ 单位：亿元、％

年份 增加值 增速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增速 增加值 增速 增加值 增速

１９９０ １５２３１ １６２ ０７７６５ ２１４ ０５４２１ ４６ ０２０４５ １７

１９９１ １９４８２ ９５ ０８５７２ －３５ ０８４７３ ３６９ ０２４３７ １７６

１９９２ ２３６０５ １１６ ０９３１４ ３３ １１６５７ ３０２ ０２６３４ １０４

１９９３ ２６４５８ ９１ ０８８８１ －３９ １３２６２ ２１４ ０４３１５ １４６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９ －１６７ １１１４６ １９８ ０３３９５ －６８８ ０５６４９ １７５

１９９５ ２４１３７ １４７ １３２８ １７４ ０３３８８ １１ ０７４６９ １６５

１９９６ ２６１７８ ５４ １４４５６ ６８ ０３５０４ －２７ ０８２１８ ６５

１９９７ ３０３５ ９５ １６７０４ ４８ ０４９６４ ４１２ ０８６８２ ５４

１９９８ ３１８０４ １３ １６０１８ －８５ ０５３８２ ４６ １０４０４ １３８

１９９９ ３３８５６ ６６ １７２２３ ６９ ０４５７４ －５９ １２０２９ １４６

２０００ ３６４８５ １１８ １７２４８ ２５２ ０３８９８ －３５ １５３３９ －１０８

２００１ ３９２８７ ７５ １７９８４ －１１ ０４１６８ －１１７ １７１３５ ２５８

２００２ ４２９７４ ８０ １９８４１ ８１ ０４４１２ ５３ １８７２１ ８９

２００３ ４６５９ ５２ １９６７３ －５７ ０６００９ ２９２ ２０９０８ １１１

２００４ ６３１２ ２３１ ２１８０７ －４ １７３３９ １４６９ ２３９７４ １０７

２００５ ７８８２６ １６１ ２３１０７ ５４ ２９３１６ ４４２ ２６４０３ ７７

２００６ ９４４１ １９３ ２９０７４ ８７ ３５７９６ ９９ ２９５４ ９３

２００７ ８６６ －４３ ３５３７ ８７ １８１１ －２７４ ３３１２ ９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９５１ １４６ ４３４６ ５４ ２５１１ ３２９ ４０９４ ９１

２００９ １４５５６ １６３ ５０３４ ７５ ２４３６ １８５ ７０８６ 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９３９５ ２５８ ７１６６ ８８ ４４８１ ７１８ ７７４８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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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项普查

人口普查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７月１日零时为标准点，普查２１项，其中
按人填报１５项，按户填报６项。富县总人口１３３２６３人，较 １９８２年第三次普查增加
１１７４１人，增长９６６％，年平均增长１１６％。总人口中女性６３０１６人，占４７３％。性
别比 （以女性为１００）为１１１４７。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１月１日零时为标准点，普查表分为 《普查表短表》

《普查表长表》《死亡人口调查表》和人口普查表附表 《暂住人口调查表》四种。短表

填报项目共有１９项，其中按人填报的项目有９项，按户填报的项目有１０项；长表填报
项目共有４９项，其中按人填报的项目有２６项，按户填报的项目有２３项。普查结果，全
县总人口１４１７６０人，较１９９０年第四次普查增加８４９７人，增长６３７％，年平均增长
０６２％。总人口中女性６６０５２人，占４６６％。性别比为１１４６２。全县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
至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３１日，出生 １４７０人，死亡 ８９４人，出生率为 １０３７‰，死亡率为
６３１‰，自然增长率为４０６‰。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１月１日零时为标准点，普查表分为 《普查表短表》

《普查表长表》《死亡人口调查表》及 《港澳台和外籍人口普查表》四种。短表填报项

目共有１８项，其中按人填报的项目有１２项，按户填报的项目有６项；长表填报项目共
有４５项，其中按人填报的项目有 ２８项，按户填报的项目有 １７项。全县常住总人口
１４９７２７人，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５１９８人，增长３６％，年平均增长０３５％。
总人口中女性７０９６１人，占４７４％。性别比为１１１０。全县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３１日，出生１５２３人，死亡７８５人，出生率为１０１７‰，死亡率为５２４‰，自然增
长率为４９３‰。

工业普查　１９９５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富县工业企业４５个，含重工业２０个，轻
工业２５个，其中国有１３个、集体３２个。总产值６８８２０万元，其中国有３２３６０万元，
集体３６４６０万元。

第三产业普查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普查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事业和行
政单位，包括商业、运输、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咨询、科学研究、文化教育、

行政机关、部队，第一、第二产业企业中附属的第三产业单位和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

户。１９９２年年末，富县第三产业单位２３６２个，比１９９１年年末增长１４％，其中企事业
单位１０６１个，个体户 １３０１个，分别增长 １６％和 １２％。从业人员 １０７０９人，增长
２５％，其中企事业单位８９０７人，个体户１８０２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１５７７５２万元，
增长１４８％，其中，企事业单位１４４６９８万元，个体户１３０５４万元，分别增长１５４％
和８６％。实现增加值３５９７８万元，增长８２％，其中，企事业单位２８２１４万元，个体
户７７６４万元，分别增长６１％和１６７％。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６６元，增长７２％。

基本单位普查　１９９６年全国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对象是除农户、个体户以外所有从
事社会经济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富县法人单位１１９０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４０７
个。２００１年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富县法人单位８３０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４４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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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普查　１９９７年进行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２００３年起，农业普查对象为从事第
一产业活动的单位和农户，主要普查农、林、牧、渔业发展变化情况，每１０年进行一
次，在逢６的年份实施。２００６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富县从事第一产业农户３０３８３
户，农业人口１１６１１７人。

经济普查　２００４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普查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变化情况，富县
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７９１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２３５个，个体经营２９１４户，从事第二、
第三产业１５８５８人。２００８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富县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７３８
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２４９个，个体经营３８７５户，从业１７９７９人。

第三节　抽样调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类调查和监测工作已成为统计局的日常工作。截至２０１０年年
底，县统计局共承担省、市各类常规性调查和监测达１０余项。

城镇住户调查　城镇住户调查是了解城镇居民家庭人口、就业、收入、支出、消
费、手存现金、商品需求、家庭主要耐用品拥有和住房等情况，为政府研究制定劳动力

就业、社会保障、货币流通、商品生产和供应等政策提供依据，为建立小康社会监测指

标体系和研究富县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发展变化状况提供基础资料。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富县
在城区按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方法，抽选５０户为样本户，开展了城镇住户调查工作。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调查显示，富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８１００元、１０４９８
元、１３１０１元。

农村住户调查　目的是掌握农村居民的生产、消费、收支、劳动力转移现状，准确
地向社会各界提供农村统计信息，反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项系统调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
开始，富县抽选５乡镇５村６０户样本户，每天收支记账，月底收取全部账页，审核录
入，按季度汇总给延安市农调队。已有数据显示：富县 “九五”末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１７０４元，“十五”末２３８０元，“十一五”末５４９７元，“十二五”末１１３５７元，较 “十一

五”末增长１０７倍。
果业监测　是省统计局和省果业管理局安排的长期性抽样调查，２００４年开始。富县

抽中调查户３０户，分布在３乡镇６个村。逐月进入抽样户，调查果业生产、投入、病虫
害防治、灾情分析和气候等，填写表格，撰写分析，按时上报。

贫困监测　贫困监测是为了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农村贫困现状和返贫困进程，
了解和掌握扶贫重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按照省统计局要求，２００４年，富县对等距
抽样确定的４镇６村６０户农户，按照调查方案要求进行全面监测，分半年报和全年报，
采取调查问卷方法，对每户收入支出进行一次性调查。

退耕还林监测　２００７年开始，富县抽选７乡镇１０个村１００户样本户。县统计局和
林业局联合监测，调查综合经济、土地资源、粮食生产、人口与就业、退耕工程运行及

投资和收益；对１００个退耕还林 （草）农户建立日常生产生活等经济活动中实物、现金

收支台账登记制度，监测农户家庭人口与就业、居住等生活设施、耕地面积、农业生

产、家居生活等收支情况、退耕工程运行及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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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管理与服务

１９９０年，县统计局为县政府职能部门，正科级建制，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编
制７人。１９９３年并入县计划统计委员会，１９９５年年底从计划统计委员会析出，恢复局级
建制。１９９８年恢复县农村社会经济抽样调查队，仍为县统计局下设单位，２００５年由副
科级升格为正科级建制，编制由４人增加到１０人，２００９年更名为县城乡经济调查队，
建制、编制及隶属关系不变。２０１０年县统计局编制５人。
２０００年成立富县统计执法领导小组，每年对省市选定的２０个单位进行执法检查，

查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累计对全县 ２５％的单位进行处罚，制止统计弄虚作假行为。
２００３年２月成立富县普查办公室，副科级建制，编制５人。

县统计局按季度编印 《统计季快报》，撰写专业统计分析报告。逐年汇编 《年度国

民经济统计资料》。２０００年编印 《富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２００３年编印 《富县

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年编印 《经济普查统计公报》。１９９８年，富县统计局获第一次全国农
业普查先进集体，２００２年获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２００５年获第一次全国经济
普查先进集体，２００８年获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先进集体，２０１０年获第二次全国经济普
查先进集体。

第三章　审　计

第一节　行政事业审计

１９９０年对县公安局、科委、财贸办、政协、人武部、物价局、支铁办、土地管理
局、农业局、卫生局、人大、工业局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查处违规违纪

资金２３６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１３５万元，应缴财政１１万元，实际上缴１１万元。１９９４
年对富城镇人民政府、工商局、老区办、公安局、钳二乡人民政府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查处违规违纪资金５８８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２９３万元，应缴财政３万元，实际上缴３
万元。１９９９年对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畜牧局、交通运输管
理站、县委党校等单位进行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２５项。２００１年对公路段、城关小学、
卫生局、交通局等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查处违规违纪资金２８５万元，管理不规范金
额３３２４万元，应缴财政２２万元，实际上缴２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对县工商局、卫生局、计
生局、司法局、教育局、高级中学、沙梁中学、城关小学、幼儿学校、公疗办、技术监

督局２００４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查出扩大开支范围、改变资金用途等问题，涉及金额６１
万元。２００９年对农机局、统计局、司法局、档案局、羊泉中学、高迪小学、党校、人事
局、农发办等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查处违规违纪资金１７８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３７９２万元，应缴财政３２万元，实际上缴３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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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财政金融审计

１９９３年起，每年审计３个乡镇人民政府财政决算。１９９７年起，每年审计上年度县财
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代表政府向县人大常委会做审计工作报告。审计查处

主要的问题有财政综合监督力度不强，部分预算执行结果不实，部分专项收入征收不到

位。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对８个金融部门财务收支或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主要
有工商银行富县支行、建设银行富县支行、农业银行富县支行、县人寿保险公司、财产

保险公司等。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对４５个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主要包括
公安系统、民政、林业、计划生育、教育等行业部门，审计查处违规收费、挪用专款以

及乱摊派等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规范管理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审计规范了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收支行为。

第三节　企业审计

１９９３年对县副食公司、五金公司、牛武煤矿承包经营情况进行审计，查出各类问题
１１项，涉及违规资金２６万元。１９９７年对县汽车修理厂、饮食公司、石油公司、粮食企
业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１３项，涉及违规资金５７万元。２００９年对县新华
书店资产、负债、损益情况进行审计，并对部分中小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情况进行

审计调查，查出各类问题６项，涉及违规资金７３万元。

第四节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９９４年对富县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项目及经营情况进行审计。１９９６年对人大办住
宅楼、牛武林场平房工程、国税局住宅楼工程竣工决算进行审计。２０００年对果业局果库
工程、富城镇财政所宿办楼、农技中心土肥化验室、城关小学综合楼、第一中学综合

楼、水利工程公司综合楼、卫生防疫站住宅楼、城区防洪河堤工程、书店库房营业楼、

国有资产管理局宿办楼工程竣工决算进行审计，审计基本建设总投资６７３２万元，核减
投资金额６５９７万元。２００２年对富洛路、任张路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城区街
道改造项目，沙梁中学学生公寓楼、图书实验楼、教学楼竣工决算及城区供水管网改造

项目进行审计，核减工程造价９９万元，核减率１３５％。２００６年对３０９国道古州峁和北
教场过境段改建工程、县城供水工程、羊泉初中公寓楼工程、直罗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工

程、交道中学教学楼工程、富城镇人民政府住宅楼工程、防火中心办公楼工程、羊泉小

学综合楼工程进行审计，核减工程造价２５３万元，核减率７９８％。２００９年对交道镇人
民政府办公楼、工业品公司１号和２号综合楼、城区五山绿化工程、城区中心敬老院、
泽慧小区一期工程、三级油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气象观测站搬迁工程、县医院住院

综合楼及临街综合楼工程进行审计，核减工程造价６１５万元，核减率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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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９９６年对牛武、茶坊、直罗、洛阳、南道德、岔口、钳二、北道德８个乡镇的乡镇
长进行离任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３２项，涉及违规违纪资金５７万元。１９９８年对县林业局
和张家湾、寺仙、张村驿、羊泉、岔口、茶坊、钳二、吉子现等乡镇人民政府的９名领
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２７项，涉及违规违纪资金４９万元。２００４
年对工业局、公路站、种子公司、水利公司、粮食购销公司、粮食局、城建局、畜牧

站、交道镇人民政府、老干局等１０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共查出各类问
题３７项，涉及违规违纪资金７９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３２万元。２００７年对寺仙、南道
德、交道、北道德乡镇人民政府、县物价局、卫生局、会计局、水利局等８名领导干部
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２９项，涉及违规资金１３２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
５１万元，调账处理资金２４７万元。２００９年对县农业局、工业局、吉子现乡人民政府、蔬
菜局、公路站、羊泉、交道镇人民政府、文化馆、老龄办、街道办、卫生局等１１名领
导干部进行离任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３５项，涉及违规资金１２８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
１１７３万元，归还原资金渠道６３万元，调账处理资金１８６万元，应缴财政３２万元，实际
上缴３２万元。

第六节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９９０年先后对部分专项资金进行审计，查出违纪资金１６３万元。对县水利局、水
资源办、城乡供水公司１９９７年度水利资金征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查出各类违
规问题９项，涉及违规资金３２万元。２０００年对住房公积金和其他住房资金、归集、管
理情况及１９９９年度帮困基金征收情况、生态环境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查出各类问题
５项。２００３年对财政扶贫资金、瓦窑沟小流域治理资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非典专项资金、救灾救济资金进行专项审计，查出各类问题１１项，违规资金１８万元。
２００９年对计生专项资金、粮农补贴、退耕还林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农村税改转移支
付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进行专项审计，查出违规资金８６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
２７９２万元，应缴财政２万元，实际上缴２万元。

第七节　社会审计

县审计事务所接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委托进行审计查证；基建预决算审计验

证；企业注册资金验证，企业年度报表审计；会计、审计业务咨询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共
完成委托审计项目６１７项，其中基建竣工决算审计５８项，注册资金验证４３２项，企业年
度报表审计６７项，企业财务收支审计２８项，会计审计业务咨询３２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共审计各类项目和单位、个人９５０项，查处违纪违规资金３４９０５

万元，其中１９９０年查出５０５万元，１９９５年查出５５万元，２０００年查出３５３万元，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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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查出２６１万元，２０１０年查出２７万元。查出管理不规范资金２８５５３万元，其中１９９０年
查出２８０万元，１９９５年查出１６３万元，２０００年查出８９３万元，２００５年查出１７０９万元，
２０１０年查出１０９５万元。应上缴财政２７９１８万元，已上缴２５２６４万元，其中１９９０年上
缴１０５万元，１９９５年上缴 ６９万元，２０００年上缴 ３２２万元，２００５年上缴 １６万元，
２０１０年上缴８万元。促进归还原渠道资金２０７万元，督促被审计单位调账处理９０１万
元，挽回直接经济损失２５６１万元，提交审计工作报告信息１９７份。

第八节　审计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审计局为县政府职能部门，正科级建制，编制９人，设局长１人，副局
长２人，实有工作人员１０人，内设办公室、２个审计组。２０００年内设办公室、财政金融
审计股、行政事业审计股、基本建设审计股。２００１年增设法制股，２００４年增设经济责
任审计股，２００５年增设总审计师，２００９年增设综合审计股。２０１０年实有９人。
１９９３年设立县审计事务所，副科级建制，编制５人，设所长１人。主要业务为：接

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委托进行审计查证；基建预决算审计验证；企业注册资金验

证；企业年度报表审计；会计、审计业务咨询等。按照财政部关于审计事务所脱钩改制

的有关精神，富县审计事务所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撤销。
２００１年设立县经济责任审计局，正科级建制，设局长１名，副局长２人，事业编制

１１人，２０１０年实有１１人。２００８年设立县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办公室，副科级建制，编制
５人，设主任１人，２０１０年实有５人。

第四章　工商行政

第一节　市场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３年３月，县物价局、技术监督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组建县工
商管理监督局，内设物价所、技术监督所。１９９４年１月，县工商管理监督局更名为工商
行政管理局。１９９６年１月物价所、技术监督所从工商局析出，各恢复局建制。１９９８年，
县工商局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归延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接管理。２０１０年，县工商局
内设办公室、政治股、法制股、经济检查大队、市场规范管理股、１２３１５消费者申诉举
报中心、注册分局、后勤服务中心、监察室、财务室，辖羊泉、张村驿、直罗、城关、

茶坊５个工商所。
集贸市场管理　１９９０年，富县共１２个集贸市场，城区市场设施简易，大部分乡镇

以街为市，以路为集，随地摆摊，露天交易。市场管理实行划行归市，划线定点经营，

推行定人员、定地点、定任务、定时间、包管理、包卫生、包服务、包收费、包秩序的

“四定五包”管理岗位责任制。１９９４年对经营户颁发市场摊位证，饮食经营者统一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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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衣帽，使用自制流水洗碗、一次性碗膜、一次性筷子。１９９５年重点抑制通货膨胀，
对粮油等日常生活用品及农资商品实行价格监控，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打架

斗殴等违法行为，没收不合格计量器８０多件，纠正价格违规行为１３起。１９９７年起贯彻
《陕西省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开展市场规范化管理达标活动，由侧重集中交易的有

形市场管理向集中交易与分散交易并重管理转变，由侧重商品市场管理向社会主义大市

场管理转变，参与文化、旅游、肉食、药品、食盐、农资、汽车交易和石油市场的监管

工作。２００３年，县政府下发 《关于在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中强化市场监管，保障商品供

应的通告》，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员出动，反复巡查，全县所有个体门店及私营企业遵

纪守法，无哄抬物价现象，秩序井然。建立商品质量准入制度，监管关口前移，保障市

场商品质量。２００９年起整合基层工商所执法资源，设立综合服务厅、巡查监管中队和经
济检查中队，对市场主体实行动态监管，推行经济户口网络化监管模式，基本实现户口

清、状态明、分类准、联动好的目标要求。２０１０年开展 “家电下乡” “汽车摩托下乡”

市场专项整治工作。

食品市场管理　１９９１年整顿食品市场３次，检查国营、集体、个体门店１７１２户次，
查处经营霉变、伪劣、假冒商品及短斤少两、坑害顾客门店４７个，个体１３６人，没收假
冒白酒９５瓶，香烟３０余条，变质饮料７５２瓶、副食７０５千克、罐头３２７瓶、其他商品
３０余种，价值４５００余元，收缴无碘食盐５吨。１９９３年，县政府批转工商局 《关于稳妥

推进价格改革努力抑制物价上涨的通知》，对居民粮、油、肉、蛋和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市场监管

适当实行最高限价，加强农用生产资料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管理，建立食品标准 ３个。
１９９６年集中检查全县饮料加工点、销售点和仓库，查收各种劣质饮料 ３０余种，价值
８２００余元。１９９７年专项检查生猪屠宰、熟肉、副食、酱醋、饮料生产加工企业和门店，
立案处理８户，罚款２９００元。２０００年查处一起销售病死猪肉案，加强生猪屠宰定点管
理，使群众能吃上放心肉。取缔非法加工饮食窝点４个，收缴加工原料６７０袋，查获不
合格饮料１６００瓶、盗用商标１００余套。２００４年实施食品放心工程，检查有毒粉丝、有

毒黄花菜、不合格水

果罐头、奶粉，查收

劣质奶粉４７３袋，过
期和三无饮品 １１种
６０００余瓶，查处经
销不合格食用油 ２
起。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建立工商监管、经营

者自律、社会监督三

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监

管机制，集中整治农

村食品市场销售的

粮、油、酒、肉、水

果罐头、豆制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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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儿童食品等，查处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经营户４１户。陆续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防范
应急预案，在农村食品市场全面执行 《重点食品索证索票制度》《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

度》《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制度》，开展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店活动，推行食品维权联系

员制度，维权联系员负责农村一定区域内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和消费者维权联络工

作，实现农村食品市场监管无盲区。

粮食市场管理　１９９５年全面检查监督县粮食企业，检出擅自将国家专储粮转议价粮
销售获利３４００元，私自提高市镇居民供应粮价格获利２７万元，套取国家专储粮费用补
贴１８７万元，不执行国家规定作价原则核定议价粮销售获利３８万余元，依法收缴违法
所得。１９９８年成立粮食市场稽查大队，查处违法调运粮食案件８起，其中出境原粮玉米
案２起，过境拉运原粮玉米案２起，成品粮案４起，共罚款２２４万元。１９９９年专项打
击不法粮商，维护粮食收购秩序，除经批准的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外，其他企业、个人一

律不准到农村收购粮食。坚决执行国家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制止压级压价。各工商所

成立农村粮食收购市场巡查队，从严查验粮食运销手续，查处违法收购和非法贩运玉米

案４起。２０００年以后全面放开粮食市场。
农资市场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查获非法经营钢材４３吨。县农行工会劳司购进化

肥３００吨，分送１３个基层信用社销售，执行价格多达９种，县工商局立案查处，没收非
法所得１０００余元，罚款１０００元。取缔违章经营种子个体户１７户，查封一批无厂址、无
生产日期的劣质农药。对县种子公司经销的发芽率不到３０％的玉米种子罚没处理，发芽
率在７０％的玉米种子罚款处理。查处违章经销化肥点９个、不合格玉米种子２７９９千克，
违章经营成品油７２０千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取缔违章经营种子门店３８个，查处违章经
营农膜案１起、假磷肥案１起，立案查处违法经营化肥案件３起。取缔１５个违规成品油
经销点、取缔１０个非法贩卖原油黑窝点，查处非法倒卖原油案件６起。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查处假冒伪劣农资商品１０种、过期和剧毒农药５种５４０瓶，查处无证经营加油站１处，
取缔１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加油站，捣毁１个土炼油加工窝点，取缔经销７０＃含铅汽油
违法行为。取缔非法经营鼠药摊点７个，收缴剧毒鼠药３６８瓶。建立全县农资市场监管
档案，完善农资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开展种子留样备案制试点，留样备案粮食种子

５种，抽样送检化肥８个品种，其中７个品种检验报告为不合格或伪劣。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分批培训经纪人４００余人，办理经纪人证７５份。培训农资经营户１３６户，查处不合格化
肥经营者２户。

文化市场管理　检查整顿歌舞厅、音像厅、游戏厅，清理不良文化现象，开展文化
市场检查整顿。２０００年前没收盗版淫秽光盘２０１盒，收缴各类非法书刊３２２册，取缔非
法经营摊点５个，规范个别门店内容不健康、含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字号或名称，查封歌
舞厅１８个、美容美发厅５个，全部拆除了歌舞厅、美容美发厅的隔断和包厢，查封１户
录像放映厅，取缔６个电子游戏厅。２００１年起重点整顿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成立校园周
边环境整治工作机构，对周边歌舞娱乐、电子游戏、网吧、儿童食品店进行专项治理，

严查无照经营儿童食品和网吧接受未成年人等违法行为，查处３户无照黑网吧，取缔流
动摊点，制止占道经营，重点治理新兴文化娱乐场所，取缔非法美容美发店、书报摊、

音像制品门店１２个，责令停业整顿２户。逐步以行政指导电信企业规范经营，从根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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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杜绝黑网吧产生和蔓延的长效监管机制。

医药市场管理　全县各类医疗机构办理购药许可证，坚持整治检查医药市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关停无证照经营门店１０户，没收２个诊所超范围经营的药品，查处一
例无手续的个体药贩，没收药品３６种，价值２５０４元。检查公示全县医疗机构就医费用
清单、资质、药品、医疗机械，实施药品放心工程。

维修市场管理　１９９０年对全县３２家汽车维修厂点重新进行开业资格、技术条件、
经营范围、安全、场地、维修设备的审查整顿，取缔１０家马路作业和不符合开业条件
的厂点，统一票证、价格和质量标准。２００１年起开展打击非法收购拆解拼装报废车辆专
项活动，对全县汽车维修及配件经销点进行检查登记，取缔了国道沿线给车辆加水的经

营户１８户，对１９户洗车经营户进行了统一规划管理。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两次摸底调查、
３次集中整治全县汽车维修配件门店，先后查处１０户无照经营者。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查获假冒白酒４４３５瓶、香烟３０余条，举办假
冒伪劣商品展示销毁现场会２次，与部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签订不经营假冒伪劣商品合
同书１５６份，元旦、春节市场检查中查收假冒伪劣商品价值２８１万元，共公开销毁假冒
伪劣商品６０余种价值４６１万元。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查收假劣保健品价值２３４９余元，查
获假冒伪劣过期霉变商品８０余种价值１８０６万元。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查获假冒伪劣过期
霉变商品１１８种价值８５万元，查处无防伪标识成品烟２３条，查处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经
营户４１户，查扣假冒伪劣商品价值６万余元。共出动执法人员６２００余人次，查处各类
违法经营案件４７２起，涉案金额百余万元，取缔无照经营摊点８３户。

第二节　企业登记

公有企业登记　１９９０年清理整顿公司，撤销建筑公司２个、劳动服务公司４个、其
他公司３个，变更名称１个，全县３５户公司核定２５户，其中全民性质１９户，集体性质
６户。１９９６年登记公有制企业２８０户，１９９８年公有制企业２５３户，２０００年２３４户，２００３
年１８４户，２００５年２０８户，２００７年２０１户，２０１０年１９７户。

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登记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受理和审查公民从事个体、私
营工商业的申请，确认其从事个体、私营工商业资格，实行开业登记、变更登记、注

销登记。１９９６年登记全县私营企业４２户，个体工商业９８０户。１９９７年全县私营企业
４６户，个体工商业１００２户。１９９８年起放宽注册登记条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的
均可直接办理注册手续，只要手续齐全，个体工商户在一个工作日、私营企业在三个

工作日内注册完毕，实行受理、核准、发照一条龙服务，对下岗职工申请办照给予优

惠和照顾。２０００年全县私营企业５５户，个体工商业１３６０户。２００１年起受理、审核、
发照三权分离，在政务大厅设立工商办事窗口，实行一厅式注册登记简便快捷制度，

全县私营企业６０户，个体工商业１４３２户。２００３年开辟企业登记注册和下岗职工再就
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 “绿色通道”，企业登记注册由受理、审查、复核、核准四

级程序改为审查员审查、核准员核准的一审一核程序。２００５年全县私营企业 ９５户，
个体工商业１７２０户。２００９年起开展网上工商登记服务，对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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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项目建设实行专人办理，全程跟踪，主动介入，主动服务，２０１０年全县私营企
业１９７户，个体工商业２８６８户。

第三节　合同管理

１９９０年，全县企业成立合同管理小组２７个，成员８８人，其中兼职８２人，县工商
局、工商所依法审查鉴证合同６４份，其中鉴证建筑合同１３份，全县签订各类经济合同
３００７份，金额７２８１５万元，开展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的评审工作，８个单位获此称号。
１９９２年起拓宽重要生产资料协作串换合同鉴证，加强企业承包租赁合同管理，做到有申
请必有鉴证。１９９３年帮助企业建立合同管理机构，全县企事业单位的合同管理机构３５
个，合同管理人员１４１人，为全县７０％有经济合同往来企业法人建档立卡，全面推行经
济合同示范文本，使用率８０％。１９９６年全县法人企业合同管理机构５２个，专兼管人员
１８６人，对全县３个专业银行的动产抵押合同进行全面检查，办理动产抵押物登记４份，
查处利用虚假合同、信贷合同、建安合同、商贸合同进行欺诈交易的行为。１９９８年对农
药、种子、房屋租赁合同实行统一鉴证，推行签订合同资格证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实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终止对合同

的鉴证管理。

第四节　商标广告

商标管理　贯彻 １９９３年第一次修正、２００１年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

法》。商标注册由注册人提出申请，县工商局申报呈递，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１９９７
年至２０１０年，取得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证书的农业、酒业、果业、食品类企业６个及个人
商标９件；已递交国家工商总局尚未取得商标证书的建筑业、酒业、果业企业４个商标
方案７件。２０１０年，由县政府出资，共申报５１件商标，其中有 “富县油糕”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秦直道旅游商标２０个类别２０件，州黑陶商标、直罗贡米商标２件，
州香瓜商标３个类别３件，“州”品牌全方位保护商标２５件。

富县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获得注册商标证书企业一览表
表１３－４－１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人 注册有效期限 备注

１ 圣地苹果 １０５４７０３ 鲜水果 富县果业局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４日至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

２ 州酒 ４２９７０８ 酒 （饮料）
延安莲池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年３月７日至
２０１７年３月６日

３２３第十三编　经济管理与监督　



续表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注册人 注册有效期限 备注

３ 绿谷田园 ４３８８７２ 谷类制品 李小峰
２００７年７月７日至
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

获得省

著名商标

４ 鹿 ４３６４８２０
人食用的

去壳谷物
方菊凤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日至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

５
热窑洞

油糕
３８６４１９

人食用的

去壳谷物

王永成

白章平

６ 鹿 ６４１５６７０ 果树
绿平果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７日至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６日

７ 甜晶精 ６６７７０７２ 鲜水果
富县甜晶精果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４日至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３日

８ 延安颂 ４４４１８３８ 酒、饮料
延安老窖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１日
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

９ 富鹿 ６６９８２６２ 果袋
富县友利通制袋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８日
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７日

广告管理　依照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实施广告经

营、广告范围和广告监督管理，建立媒体自律、社会监督、行政监管三位一体工作机

制。坚持日常检查，重点监督以新闻媒体发布、保健食品广告和医疗广告夸大功能疗

效、医药广告宣传保证治愈等违法行为，查办典型案件，向社会发布 “广告监管公告”。

２００７年清理户外广告５４块，责令停发违法广告１４条。２０１０年，经县工商局批准具备广
告资质的单位和公司９家。

第五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成立县消费者协会，下设权益保护办公室，为社会团体，由有关部门、
人民团体和消费者代表组成，依法对商品服务进行社会监督和保护。原有个体劳动者协

会，下设城关、茶坊、牛武、羊泉、张村驿、直罗分会。１９９６年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
２００５年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更名为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１９９８年组织检查消费市场８
次，２０００年设立１２３１５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２００３年受理消费者申诉举报案件８３起，
立案查处５起，简易程序办理２４起，罚款１１７万元，移送办理案件５起，行政调解４９
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５８万元。２００４年建立５个消费者申诉举报工作站、２０个联
络站，形成县乡村三级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开通１２３１５投诉举报指挥平台，快速受理、
快速出动、快速处理，有诉必接、有案必查、有查必果。２００７年起定期发布消费警示，
共５期，引起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２０１０年起，１２３１５举报平台进社区、
进学校、进村组、进超市、进企业、进市场，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举报全覆盖。

４２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第五章　物　价

第一节　价格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物价局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编制９人，设
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１９９３年５月撤销县物价局，归并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１９９５年成
立县物价检查所，副科级建制，编制８人，隶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实行差额预算；１９９６
年１月恢复县物价局，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与物价检查所两块牌子一套
人员，编制１２人，隶属县计划局。２０１０年，县物价局行政编制４人，事业编制１５人。
１９９７年成立县价格事务所，副科级建制，与物价局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由一名副局

长兼任所长。２００１年，县价格事务所更名为县价格认证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单设，事业
性质，副科级建制，编制３人，隶属县物价局；２００９年４月升格为正科级建制；２０１０年
８月，增加事业编制４人。２００９年４月成立县价格监测中心和县成本调查队，两块牌子
一套人员，副科级建制，编制３人，隶属县物价局。

监测认证　１９９６年起开展价格监测业务，在全县确定１８个价格监测点，监测分析
粮、油、肉、蛋、菜、奶制品等价格，向上级部门报送周报表４５种，月报表１４种。及
时分析价格形成，预测市场价格变动和趋势，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翔实的依据。２０１０年
在富县电视台设立 《富县商情》栏目，每周三晚播出，与邻近洛川县、宜川县比较，为

广大群众提供价格信息。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受理各类价格鉴证案件６５９起，鉴证标的８１９７
万元。

成本监审　严格履行价格听证程序，广泛采纳社会各界对调定价格和标准的合理意
见，参照毗邻县区价格和标准，充分考虑群众承受能力和县域经济发展状况，合理调整

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城区交通价格，２０００年９月经核算成本，将城区全程公共汽车票
价拟定为每人每次０５元。２００５年，经县物价局成本审核和召开听证会，确定县出租车
价格起租价为３千米内３元，４千米内５元；县城公交车票价调整为成人每人每次１元，
学生每人每次０５元。居民用气价格，富县天然气实行综合销售价格每立方米１４０元，
用户工程安装工料费每户１１５０元。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由于各项材料价格上涨，天然气公司
提出调整安装工料费，县物价局召开价格听证会，经县政府同意上报延安市物价局批

复，将天然气入户工程工料费由１１５０元／户调整至１４５０元／户，并利用新闻媒体发布和
张贴通告予以公示，说明调价原因、依据和标准，有效化解矛盾，社会反映良好。对自

来水公司供水价格进行成本审核，形成 《富县自来水公司供水价格初审意见书》，于

２００６年５月３０日召开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形成自来水价格改革三步走方案。２００７年６
月中旬召开环保煤价格听证会，制定符合富县实际的无烟煤销售指导价格。２０１０年按国
家发改委 《城镇廉租房租金管理办法》，监审县区廉租房租金价格成本。

价格调节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县人民政府颁布 《富县主要副食品风险和价格调节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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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暂行办法》，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开征主要副食品风险和价格调节基金。２００９年修订
《富县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将征收面扩大到国税、交通运输等部

门。借鉴吴起县经验，实行 “税背基金同步走”，做到应收尽收、不留死角。１９９７—
２０１０年共征收价格调节基金１５４３４万元，全部用于扶持养殖业发展、政策性补贴、农
贸市场建设等项目。

第二节　物价执法

１９９１年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零售价格商品目录１３类１４０种，陕西省管理零售
价格商品目录６类６６种，延安地区价格管理目录３类１８种，陕西省放开省管零售价格
商品目录１１类１２５种，延安地区放开商品和收费目录２９种。１９９２年中央定价１４１个种
类，既要稳定物价，又要振兴经济，主要控制物价上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

关系。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政府管理职能转变为

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将 “米袋子、菜篮子”作为稳定市场的主要内容。县物价局

向合格的收费单位核发收费许可证，坚持年审制度。１９９７年４月根据国务院文件，取消
所规定的７项建设项目收费。１９９８年审核１４个部门的收费项目、标准和依据，发布
《富县个体私营企业缴费项目目录》。推行涉农收费公示制度，全县所有收费单位统一公

示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和监督电话，在乡镇、村组设立公示牌、公示栏，免费发放

《涉农收费公示手册》。

２００１年，县物价局设立 “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电话，２４小时轮流值班，建立 《价格举

报制度》和局长信访接待日，对群众价格举报投诉接报即查，有报必查，件件有答复，

事事有回音。２００３年针对 “非典”期间防治药品、消毒药品和粮油等商品出现价格异常

波动现象，县物价局组织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有效遏止乱涨价、

乱收费现象，保障市场价格趋于平稳。２００４年检查农资市场和１３个乡镇农资经营门店，
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共接受价格咨询电话８２人次１１２件，价格举报电话２１１人次，立案
查处９９件，办结率和回复率均为１００％。共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３６４件，查处违法所
得２３４２２万元，经济制裁１６６１１万元，退还消费者６８１１万元。２００５年实行义务教育
阶段公办中小学校 “学校收费一费制”。２００７年免除学费和杂费，补贴住校学生每生每
天１元生活费。２００９年根据中央和省政府取消收费项目通知精神，取消所规定的３１项
９７个收费项目。

２０１０年之后，《中央定价目录》中仅有１３种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定价和政府指
导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不到５％，市场调节价格超过９５％。物价部门贯彻执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负责组织实施政府和上级物价部门下达的定价、调价任务，按照物

价管理权限制定和调整县管工农业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规定作价和作价方法，搞好经

常性市场物价大检查及专项物价检查，定期督促检查各行政事业单位及涉农收费执行情

况，查处群众举报的价格违法违纪案件，做好农产品、涉农收费和地方工业品成本调查

研究工作，为制定和调整价格、收费提供翔实可靠依据。负责对义务物价监督组织的领

导，开展群众物价监督检查，减轻农民负担，接受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仲裁机构所涉

及案件标的价格鉴定、认证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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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　质量监督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标准计量局更名为技术监督局，为经贸委下属正科级具有行
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编制１０人。１９９３年，技术监督局并入工商管理监督局，设立技术
监督所，编制１３人。１９９６年１月恢复技术监督局，为政府直属机构，编制１７人。１９９９
年更名为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随之归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垂直管理，为延安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直属机构，编制２０人。２０１０年行政编制１２人，事业编制１８人。
产品质量监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每年组织农资、建材、食品专项监督检验，对产

品质量的监督实行以抽查为主的监督检查制度，抽查样品一般在市场或者企业成品仓库

的经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根据监督抽查情况，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统一将样品送省、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检验所检验，经检验合格准予销售，检验不合格，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处理。每年年初与各生产企业签订 《产品质量

安全责任书》，不定期多次联合工商、药监等部门检查检验生产企业，打击假冒伪劣产

品。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抽检建材、农资、食品平均４０余样次，抽检率１００％，抽检合格率
９５％。其中机砖、化肥、水泥、果袋、金饰、钢筋、油品等累计３２样次不合格，给予立
案查处，挽回经济损失２００万元。

标准化质量管理　按照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推行标准证书执行制度，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对辖区内水泥、机砖、造纸等工业产品均提

计量质量检测设备

交延安市质监部门进行

技术鉴定，发给产品合

格证书。１９９６年富县被
国家技术监督局授予

“无标生产县”称号。

１９９８年，富县 ５０户企
业建立产品标准５６个，
对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标

签审查编号登记备案。

２０００年，在茶坊镇东红
村建立２０亩制种玉米种
子标准化生产示范点。

２００１年成立富县标准化
协会，２００４年申报 《富

县交道镇１０００亩出口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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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示范区》国家项目，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制定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出口苹果标准化

示范区》三年实施规划，经过宣传贯彻实施，２００６年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员
会验收。参与修订 《富县优质苹果示范园技术标准》，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发布，２００７
年２月１日实施。参与修订 《富县苹果幼树管理技术规程》，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发布，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实施，为全县２万公顷苹果规范化管理和增产增收奠定技术基础。２０１０
年，与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申报富县无公害大棚蔬菜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进一

步辐射带动全县蔬菜按 《延安市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标准》生产，发展无公害绿色食

品，打造陕北名优蔬菜生产基地。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　１９９３年起施行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工作，对全县组织机构进行代
码的办证、换证、年检、变更、遗失补办、注销等，平均年检合格率６５％，数据库实现
零差错。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办理代码证１９１户，累计办理代码证６８２户。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办理
代码证１８９户，换证４２３户。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办理代码证１１４户，换证１１０６户。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办理代码证２１５户，换证１６７５户。平均年检合格率７０％左右。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严格执行２００５年国务院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管理规定》等

生产许可证制度，对关系人体健康的加工食品，关系金融安全和通信质量安全的产品，

保障劳动安全的产品，进行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确认其具备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能

力的发给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

截至２０１０年，对辖区内眼镜店、纯净水厂、酒厂、油糕杂粮店实行生产许可证管
理，全县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企业有６个眼镜店、３个纯净水厂、２个酒厂、２个油糕
杂粮作坊。对企业实行动态监管，每年开展季度巡查回访，对发现的问题记录在案，给

予相应处罚，限期整改。累计抽样检查１１００次，立案２００余起，处罚２６０万元，没收价
值６００余万元的不合格产 （商）品。２０１０年，在张家湾端掉一处制售假冒腐竹窝点，销
毁假冒产品７１吨。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由县劳动人事局实施，１９９９
年划归质量技术监督局。先后执行国务院 《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对特种设备在设计、制造、安

装、改造、维修、使用、检验检测全过程实施安全监察，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进行监督。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

型游乐设施、场 （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２０１０年，全县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３０个，在
用并办理使用登记设备１４３７台件，含锅炉１１台、厂车３８辆、井车３１辆、压力容器６４
台、电梯４８部、压力管道１条、叉车４台、液化气瓶１１５０个，出租车用气瓶９０个。重
点监管单位有：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富县采油厂、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

公司富县压气站、双翼石化、富县北方燃气公司、富县液化气储配站、电梯使用单位

等。坚持每年春季开展一次特种设备普查登记，摸清设备底子，健全设备台账，与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每季度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全县在

用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在重要节假日，分别开展锅炉、电梯、气瓶充装站等专项检查，

发现违法违规使用设备及安全隐患时责令整改，确保安全运行。多年来未发生一起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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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全事故。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特种设备安全检查２００余人次，发出指令书２００余份，
整改安全隐患２００余个，立案８０起，罚款１００余万元，未发生特种设备安全事故。２０１０
年，富县获陕西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先进示范县。

第二节　计量监督

１９９０年经延安市技术监督局授权，县技术监督局可以开展衡器、米尺、量提、汽车
里程表、压力表、血压计、售油器项目的检定，６人经培训取得计量检定资格证。２００３
年成立局属事业单位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检验所，编制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经陕西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考核授权，开展衡器、压力表、血压计、售油器项目检定。开展质

量、计量信得过单位评选活动。２００９年总投资６０余万元，建成食品检测检验室并投入
使用，坚持市场检查，查处计量器具未经检定、缺斤短两、标识不符等违法行为，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２０１０年对体系文件作换版修订，通过省质监局组织的换证扩项考核，
建立燃油加油机标准装置，通过省级组织的授权考核并规范检定工作。按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计量法》《陕西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做好计量器具的检定和管理工作。加强对

富县采油厂、恒兴果汁有限公司、双翼石化、延能化项目等重点企业的指导和扶持，督

促其建立健全计量管理台账，完善体系文件，提高在用计量器具受检率，达到节能减

排、提质增效的目标。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累计检定地秤、台案秤、增砣、压力表、血压
表、售油器、车速里程表、米尺、量提等３万余台 （件）。

第七章　土　地

第一节　土地规划

编制 《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合理安排非农业

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保护用地，重点保障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战略支撑产

业发展用地。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合理控制建设规模，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定

额标准，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防止

用地浪费。优化城乡、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空间。在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年规划期内，全县耕地调整到３７６７０公顷，减少４７４１３公顷，补充４６６６７公顷，
其中整理复垦３３３３３公顷，开发１３３３３公顷，减少建设用地２６６６７公顷。园地发展到
１４６６６公顷，林地增加到 ３１３３３３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７４９５％，牧草地减少到
４１３３３公顷。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调整到４０５０公顷，净增４９５公顷；交通用地增加到
２６６６公顷，净增１３４９公顷；水域增加到１５３３公顷，净增１０８１９公顷；自然保留土地
减少到２７７３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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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用地调控

计划用地　有效控制城镇村和工矿用地规模，加强对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促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划定建设用地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

区。用地计划审批首先参照规划，按程序申报审批。允许建设区主要分布在县城区、和

尚塬、羊泉、吉子现、直罗和张村驿等小城镇，洛阳村和吉子现等重点工矿项目所在

地，以及重点建设的中心村，面积２１８８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０５２％。有条件建设区
主要分布在县城区、小城镇、重点工矿项目和重点建设的中心村，面积４７０公顷，占全
县总面积的０１１％。限制建设区主要分布在张家湾、直罗、牛武、茶坊和张村驿５个乡
镇，面积３９７０２４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９４９７％。禁止建设区主要包括子午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柴松林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大申号水库、柳稍湾水库和川口水库水源保护

地，以及秦直道遗址、杜甫故居羌村遗址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地，面积１８３５１公顷，占
全县总面积的４３９％。１９９４年，全县共批准非农业建设用地１１２６１公顷，含乡镇企业
用地０６７公顷，耕地３９７公顷，非耕地８６９公顷。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日起冻结非建设用
地审批，截至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第二次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

开始审批建设用地。

国家项目建设用地　２００７年起，富县为国家建设提供规划用地项目有：青兰高速公
路富县段，包西铁路复线富县段，南沟门水利枢纽工程，华能２４０兆瓦延安电厂富县输
变电工程，包西电气化铁路延安段供电洛阳输变电工程，延长石油集团延安煤油气资源

综合利用工程，党家河煤矿工程，芦村煤矿工程。两个独立工矿区分布在吉子现乡吉子

现村和富城镇洛阳村，规划期内将修建华能延安电厂和延安煤油气综合利用项目两个重

点工程，面积２１６公顷。规划区内土地主要用于能源化工工业以及其他不宜在居民点区
域安排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工矿建设规则，生产建设控损、塌陷、

压占土地必须及时复垦，建设必须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农用

地在批准改变用途之前，必须按现时用途使用，不得荒芜。

国家单位建设用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富县国家单位建设用地 ３６宗 １０８公顷。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用地１０宗８８７公顷，临时用地３３２公顷。２００５年用地１８宗１２２公顷，
临时用地１０７３公顷。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用地１１宗３９３公顷，补办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手续３５９
宗１６５８公顷。２０１０年用地１０宗２２８公顷，其中划拨供地６宗１９３３公顷。建设用地
规划２００５年４４５０７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１０６％；规划２０１０年１３３８公顷，占全县总
面积的１１２％。其中规划２００５年城乡建设用地３６０７３公顷，占建设用地的８１０５％；
规划２０１０年３６６０公顷，占建设用地的７８４７％。

城镇村建设用地　主要分布于富城、羊泉、张家湾、直罗、茶坊、牛武、交道和寺
仙８乡镇，面积１９７１６公顷，占全县总面积的０４７％。主要用于城镇、农村居民点建
设，与经批准的城市、建制镇、村庄和集体规划相衔接。规定建设优先利用现有低效建

设用地、闲置地和废弃地，在批准改变用途前，必须按现时用途使用，不得荒芜。１９９０
年控制耕地指标２６公顷，非耕地指标２公顷。１９９１年指标４公顷，实用１１宗０９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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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占控制指标的２９１％。１９９２年指标２６７公顷。２００７年集体用地１６宗１３６公顷。
２０１０年集体用地２宗，使用非耕地０４５公顷。

宅基用地　严格实行农村村民一户一处宅基地的法律规定，平原每户不超过１３３平
方米 （二分）；川地、塬地每户不超过２００平方米 （三分）；山地、丘陵地每户不超过

２６７平方米 （四分）。１９９０年控制农村宅基地指标１１３３公顷，其中非耕地７６７公顷，
审批宅基１３４户，用地３４９公顷，其中用耕地２７３公顷。１９９１年审批宅基１１８户，用
地３１３公顷。１９９２年控制指标１１３３公顷，其中非耕地７６７公顷，审批宅基３５７户，
含城市居民１６户，用地９９１公顷，其中用耕地５０７公顷。１９９３年控制指标１６公顷，
其中非耕地７６７公顷，审批宅基１４２户，含城市居民１０户，用地３５２公顷，其中用非
耕地２８５公顷。２００１年审批宅基３１２户，用地５９９公顷。２００３年审批宅基３９８户，用
地７５９公顷，其中耕地３０３公顷。２００４年审批宅基２１１户，用地４２２公顷。２００６年
审批宅基３７０户，用地７３３公顷。２００８年审批宅基６０８户，用地１２１６公顷。２００９年
审批宅基 １６１户，用地 ２６９公顷。２０１０年审批宅基 ４０１户，用地 ８公顷，其中耕地
６９２公顷。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部分年份国家单位建设用地一览表
表１３－７－１ 单位：公顷

年份
用地指标

耕地 非耕地
宗地

用地

总数 耕地 非耕地

临时

用地

非法

占用
备注

１９９０ ４３３ １ ４ ０６６ ０３６ ０６

１９９１ １３８７ ３３３

１９９２ ３ ０３６ ０１９ ０１７

１９９３ ２９ ６４４ １０２ ５４２

１９９６ ３ ０３５ ３３２

１９９８ ４ ６１１ ３８３ ２２８
４宗罚款
３８万元

１９９９ ３ ２４

２００５ １８ １２２２ １０７８ 补报

２００８ ４ ２４１
补报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３５７宗１５０２公顷

２００９ ７ ３６８５
石油用地

２宗１５６公顷

２０１０ １０ ２２８
其中划拨供地

６宗１９３７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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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产权交易

１９９４年前，国家建设和集体建设用地均以划拨方式供给，用地单位只出土地补偿
费。１９９４年后除国家机关、重点工程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仍予划拨外，其他建设用地均
以协议、招标、挂牌和公开拍卖方式提供用地，以较高价把土地转移到用户手中，既管

好了土地，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开始形成地产交易市场。其交易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而

非土地所有权，交易的土地使用权具有期限性。有土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

市场主要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和出让，还包括以租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有偿方式从

政府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二级市场主要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和

抵押。土地市场以价格形成机制为核心，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城镇国有土

地使用权转让市场、土地金融市场、涉外土地市场、土地中介服务市场。富县国土资源

局１９９４年开展国有土地出让转让工作，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培
育市场经济。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挽回国有土地资产损失。１９９６年提出
《农村 “四荒地”拍卖工作情况的调查与思考》，完善 “四荒地”合同和签发 “四荒地”

使用证，拍卖 “四荒地”６６３７９３公顷，治理３７８９５３公顷，占应治理的５７５％，收缴
出让金１３９６５万元，签订合同３２４６份，发放使用证２２１７本。在城茶地区８３平方千米
开展国有土地估价，促进新兴土地市场发育。编制拟订出基准地价评估方案，将城区规

划为３个调查区域、９个区段，共调查各类样点３００多个，印刷各类表卡１０００余份，编
制出地价修正系数和成果图。

２００１年在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置中，按照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现场勘察评估４６
宗１５４公顷，完成五金交电公司、百货公司、副食公司、茶坊综合厂、食品公司改制企
业的土地资产处置。２００３年启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挂牌工作，提高土地利
用率，实现土地资产最大化，确保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为县财政筹集资金。２００４年
出台 《富县土地收购储备暂行办法》 《富县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暂行规

定》，评估粮食系统用地价格１２宗，完成双翼石化、果汁厂等建设用地申报工作。
２００４年拍卖土地２５３公顷，获出让金１５５万元；２００５年拍卖０５３公顷，获出让金

１７０万元；２００６年拍卖１６５公顷，获出让金６１９８８万元；２００７年拍卖０８公顷，获出
让金２７１万元；２００９年拍卖１４４公顷，获出让金６０３万元；２０１０年拍卖３４公顷，获
出让金６２９８万元。
１９９６年，确定城茶地区Ⅲ类用地５个级别地价，部分商业用地每亩２９１４万元，住

宅用地每亩２０１１万元，部分工业用地每亩１３８８万元；部分商业用地每亩１０４７万元，
住宅用地每亩７２２万元，部分工业用地每亩４９８万元。１９９８年评估２５个企业３７宗用
地，１９９９年评估１０个单位１１宗用地３７２公顷。
２００８年，Ⅰ级商业用地每亩７０５８万元，住宅用地每亩５６１３万元；Ⅱ级商业用地

每亩５５１６万元，住宅用地每亩４９２０万元，工业用地每亩３４８６万元；Ⅲ级商业用地
每亩４６１９万元，住宅用地每亩３７５２万元，工业用地每亩２０８１万元；Ⅳ级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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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２８３８万元，住宅用地每亩２６１８万元，工业用地１６７７万元；Ⅴ级商业用地每亩
１３２９万元，住宅用地每亩 １２７７万元，工业用地 １２４３万元。牛武镇综合地价每亩
１８３４万元，羊泉镇每亩３２９８万元，直罗镇每亩２１６６万元，张村驿镇每亩１８２６万
元，交道镇每亩１３０２万元，张家湾镇每亩１０９９万元。以挂牌协议或拍卖出让沙梁、
北教场、城区、茶坊国有土地１７２９公顷，出让４０年或７０年，供商业、住宅或办公综
合利用，获出让金３８２８６４万元。

富县２００８年城区基准地价表
表１３－７－２ 单位：万元／亩

级别 商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Ⅰ ７０５８ ５６１３

Ⅱ ５５１６ ４９２０ ３４８６

Ⅲ ４６１９ ３７５２ ２０８１

Ⅳ ２８３８ ２６１８ １６７７

Ⅴ １３２９ １２７７ １２４３

富县２００８年各建制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表
表１３－７－３ 单位：万元／亩

城镇中 综合地价

牛武 １８３４

羊泉 ３２９８

直罗 ２１６６

张村驿 １８２６

交道 １３０２

张家湾 １０９９

第四节　整理开发

测绘全县所有废弃地、撂荒地、旧砖窑、老宅基、沟壕、滩涂，编制出复垦开发整

理规划，利用国家政策和专项投入，逐年组织实施复垦、开发、整理，检查丈量，实地

验收。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复垦、开发、整理土地３７２６６７公顷。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延安地区国土资源局下达复垦整理任务均为９３３３公顷，分别完

成１００公顷、９８公顷，其中复垦２１３３公顷，开发５４公顷。１９９２年下达任务１００公顷，
完成１０４６７公顷。１９９３年下达任务１１３３３公顷，客土回填土石方９９万立方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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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土地完成１１８６７公顷。１９９４年复垦老城旧宅基地和撂荒地８６６７公顷。１９９６年下
达任务８０公顷，实完成８５３３公顷。１９９９年完成２３３３３公顷，其中治理复垦２０公顷。
２０００年完成６２５３公顷，其中治理复垦３０６７公顷。２００１年开展４个开发、复垦、整理
项目，完成１９６６７公顷。２００３年１０个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投资６０万元，完成５３３３公
顷。２００６年下达任务张村驿镇省级项目９９３３３公顷，直罗镇省级项目９４０公顷，直罗
镇宽坪市级项目３６６７公顷，安子头村市级项目３６６公顷。２００７年开发４个项目完成
３８４公顷。

２００４年收储长庆石油用地８宗７４９公顷，２００５年收储９宗５９６公顷，２００６年收储
４宗３５５公顷，２００８年收储９宗３１公顷。２００８年下达任务１０６６７公顷，１５个开发整
理项目完成１００公顷。２００９年完成张村驿土地整理项目７４３３公顷。２０１０年下达任务
５４３公顷，５５个项目点完成４３６６７公顷。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部分年份土地开发整理 （收储）一览表

表１３－７－４ 单位：公顷

年份 任务 完成 收储 备注

１９９０ ９３３３ １００

１９９１ ９３３３ ９８ 其中复垦２１３３公顷，开发５４公顷

１９９２ １００ １０４６７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３３ １１８６７ 移填土石方９９万立方米恢复部分土地

１９９４ ８６６７ 老城旧宅基及撂荒地

１９９６ ８０ ８５６７

１９９９ ２３３３３ 治理复垦２０公顷

２０００ ６２５３ 治理复垦３０６７公顷

２００１ １９６６７ ４个开发、复垦、整理项目

２００３ ５３３３ １０个项目投入６０万元

２００４
１宗０２９ 原长庆石油指挥部

７宗７２ 原长庆石油指挥部

２００５ ９宗５９６

２００６

４宗３５５

９９３３３ 张村驿镇省级项目

９４０ 直罗镇省级项目

３６６７ 宽坪市级项目

３６６ 安子村市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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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任务 完成 收储 备注

２００７ １１７３ 县级４个项目

２００８
１０６６７ １００ １５个开发整理项目

９宗３１ 长庆油田一处空闲地

２００９ ７４３３ 张村驿土地整理项目

２０１０ ３４３ ３１０ ３９个项目点

第五节　农田保护

１９９６年召开全县土地管理工作会议，抽调３５人参与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编
制 《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对各类建设用地和土地开发复垦

整理实行逐级指标控制，按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任务，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全县保持３２
６１７公顷以上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按照保优不保劣原则，划定落实各乡镇指标任务，
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区总量２５３４公顷，一级保护区３片、３３７３块、１７４４６６７公顷；
二级保护区３片、２７９１块、５０５３３３公顷；三级保护区３片、１１１９块、２８４０公顷；建设
预留２４００公顷。

竖立标志牌１２６个，其中乡级１５个，村级７３个，县与乡镇签订责任书１５份，乡镇
与村签订责任书２４２份，县乡镇分别制定保护制度。技术培训５个班次３５人，宣传标语
９１２条，宣传资料５６３份，宣传受众９８５万人。

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建设塬区苹果基地１０００公顷，建设洛河川红枣基地１３３３３３公
顷，建设仁用杏基地３３３３３３公顷，建设烤烟生产基地６６６６６７公顷，建设８万头肉牛
及５００万只羊养殖场。

第六节　行政管理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成立富县土地管理局。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改设土地开发服务中心，隶属县国
土建设环保局。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改设县土地管理所。１９９６年设富县土地管理局，编制１８
人，１５个乡镇设立土地管理所。１９９９年建成县土地局３层办公楼８７０平方米。２０００年
编制３３人，局机关设立城关、茶坊土地管理所。２００２年８月县矿产管理局并入，成立
县国土资源局，全系统干部职工７０人，内设办公室、耕保股、矿政股、地籍股、财务
室。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县国土资源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划归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实行双重管理。
２０１０年，县国土资源局编制７人，设办公室、耕保股、地籍股、矿政股、财务室。

２００２年，成立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正科建制，编制５人；设立国土资源监察大队
和国土资源估价所。２００３年，成立县测绘管理办公室，编制３人；成立县地质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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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编制１０人。２００４年成立县土地开发整理中心，与国土资源局合署办公。２０１０年，
有城关、茶坊、羊泉、直罗、张村驿５个国土资源管理所。

土地调查　１９８９年，完成富县第一次土地调查，县域四周界线无变化，辖区总面积
４１８０３５公顷。１９９０年，丈量调查５９个单位４６４宗地２０５８７公顷，权属清楚、界址合
法的３７４宗地１５７８７公顷，建立地籍档案，绘制草图，为制发土地证奠定基础。运用卫
星定位遥感技术绘制航空影像土地信息５７３张，万分之一地形图２２３张，制成地形图５１
幅。１９９１年完成全县１９５幅地形图面积测算，制作成土地利用现状图、乡镇土地现状
图、坡耕地分级图、土地权属图。全面详查土地状况，一级地类８个，地类为耕地、园
地、林地、草地等１２种；二级地类３８个，地类为耕地中的水田、水浇地、旱地、果园、
林地等３０多种。随后汇总各类土地面积，耕地坡度分级，签订土地边界接边协议，形
成详查报告。２００８年启动全国第二次土地富县评查工作，２００９年结束，县政府投资１７５
万元，在国家、省市专家指导下，专业队伍全面进行农村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权属调

查、基本农田调查，准确查清全县土地面积、分布、利用类型、权属和利用状况，利用

计算机、ＧＩＳ、网络等技术，建立包含影像、图形、地表、面积和权属的农村土地调查
数据库，形成 《富县第二次农村土地调查土地利用和现状分析报告》。提出富县土地利

用现状分析、对比与动态分析、土地资源综合统计分析、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的措施与建

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宏观调控、国土资源管理需要。此次调查，富县县界线由

陕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办公室提供控制面积４１８０３６公顷。
土地登记　使用国有土地，须进行土地申报，县土地管理局对所申报土地进行地籍

调查和实地丈量，确定土地使用权，发放土地使用证。１９９１年调查确权土地 １００宗
７１４７公顷，登记发放土地证７６户。１９９３年调查确权９１宗９５９公顷，登记发放土地证
４８６户。１９９９年调查确权９１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土地１１５宗，年检城镇居民４２０户土
地证，调查登记１２８个单位土地１２８宗，２０００年检验土地使用单位５７５个，２００３年审核
集体土地使用证３６４个，２００５年变更登记土地４２０宗。２００６年受理土地登记单位４９８
个，含国有单位１５３个、集体单位３４５个。２００９年受理土地登记单位２３９个，含国有单
位６４个、集体单位１７５户。２０１０年调查登记发放５０个村农村集体土地使用证。

执法监察　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查处土地违法案
件６３起，其中批少占多３６宗，超占面积１宗，未批先占１户。１９９６年成立国土资源监
察大队，１９９７年全面清查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非农业建设用地，此间全县审批非农业建设用
地２０３４宗６７１３公顷，其中耕地２７６公顷、非耕地３９５３公顷。清查出城茶地区及２１０
国道沿线６个机关单位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将办公场地私自划为独立家属院，２１０国道
沿线１０个村１６４户占地建房，面积２４５公顷，建房４８８间，其中大多数未办理有关申
报审批手续，责令其限期办理有关手续或作其他处理。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查处土地违法案
件１０起，其中批少占多２宗，未批先占２９户，非法交易２宗。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查处土
地违法案件５２起，其中批少占多１１９３公顷，未批先占３起２４７公顷，罚款２４万余
元，制止违法行为１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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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共产党富县委员会 （以下简称县委）召开了

５次党的代表大会，确立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目标任务，绘制经济社会
发展蓝图，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思

想教育，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带领全县人民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为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组织工作加强党员管理、干部

教育、后备干部队伍、领导班子和基层组织建设，重视老干部和地方

党史研究工作。宣传工作围绕理论宣传、对外宣传、电视宣传、社会

宣传，树典型、扶正气、塑形象，为推介富县、招商引资、构建和谐

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文明建设坚持开展群众性系列创建活

动，创建文明县城和文明单位，不断提高全体公民文明素养，形成良

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纪检工作狠抓廉洁自律、案件查处、执法监察、

减负纠风、党风教育，廉政建设不断加强，案件查处成效显著。政法

工作以维护社会稳定为重点，坚持打黑除恶和综合治理，保障一方平

安。统战工作围绕祖国统一大业，重视对台工作，坚持开展非公有制

经济工商事务、政治协商民主事务、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做好非中共

知识分子工作。政策研究围绕县委中心工作，通过涉农调研、经济调

研、综合调研，为正确决策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提供客观依

据。党校教育以理论培训、调查研究、学历教育为重点，在全县党员

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

知识、法律法规知识教育，改革开放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普遍提高。



第一章　中共富县委员会

第一节　党员队伍

表彰大会

１９９０年，按照中
共富县县委 “坚持标

准、保证质量、改善

结构、慎重发展”的

方针，把党员队伍发

展重点放到生产第一

线和党的基层组织力

量比较薄弱的地方。

纳新党员 １３１人，党
员队伍总人数 ６４４０
人，其 中 女 性 ９７８
人。１９９５年，培养预
备党员 ２７３人，纳新
党员 ９５人，其中少
数民族１人，党员总人数７２７１人，占总人口的５９９％。其中女性党员１１０８人，３５岁以
下党员１９５２人。２０００年纳新党员１７７人，党员总人数７７５４人，其中女性党员１１９０人，
３５岁以下党员２１１８人。２００５年，申请入党人员６７８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５３９人，纳
新党员３３６人，党员总人数８６７５人，其中女性１２７７人。具有研究生学历６人，占党员
总数的００７％，大学学历２０９人，占２４１％，大专学历１１８４人，占１３６３％。３５岁以
下２２３９人，占党员总数 ２５８１％，３６岁至 ４５岁 ２２５１人，占 ２５９５％，４６岁至 ５４岁
１８７１人，占２１７５％。公有制经济单位２６３６人，占３１３９％，非公有制经济单位２９人，
占０３３％，农村党员５３７０人，占６１９％。２０１０年，申请入党人员２３０人，其中３５岁以
下１９１人，大专以上学历５２人。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４３７人，其中３５岁以下３６０人，大
专以上学历１１８人。纳新党员２３２人，其中３５岁以下１５９人。党员总人数９６５１人，其
中研究生２７人，占００３％，大学文化７５１人，占７８％，大专文化１４９０人，占１５４％。
３５岁以下２５７８人，占２６７％，３６岁至４５岁２２９７人，占２３８％，４６岁至５４岁１８７３
人，占１９４％。１９７９年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出生的３８４８人，占４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以后出
生的２６１９人，占 ２７１％。干部职工党员 ２８６０人，农村党员 ６０８４人。全县男性党员
８００２人，女性党员１６４９人，正式党员９２７６人，预备党员３７５人。

９３３第十四编　中共地方组织　



书书书

富
县
２０
１０
年
党
员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表
１４
－
１
－
１

单
位
：
人

项
目

总
计

各
党
委
党
员
情
况

交 道 镇

牛 武 镇

茶 坊 镇

富 城 镇

钳 二 乡

羊 泉 镇

吉 子 现 乡

寺 仙 乡

南 道 德 乡

张 村 驿 镇

北 道 德 乡

直 罗 镇

张 家 湾 镇

机 关 党 委

经 济 发 展 局 党 委

文 教 卫 党 委

农 业 党 委

工 业 局 党 委

公 安 党 委

街 道 办 党 委

党 员 总 数

９６
５１

６２
７
５１
７
７１
６
７７
６
５２
１
８０
３
４３
８
３８
６
２８
３
５４
３
４７
１
４５
５
４９
１
７３
５
５４
３
４３
０
３７
４
２２
７
１９
１
１２
４

预
备
党
员

３７
５

８
１２

１９
２５

１７
８

４
１０

４
１５

１
２５

１８
２０

１３
１１

１３
９

８
１８

女
１６
４８

１１
４
７１

１６
３
１５
６
６８

１０
３
６４

６７
４０

８８
７５

６３
６２

１３
８
９４

１１
９
５３

３３
１１

６７

年 龄

３５
岁
以
下

２５
７７

１４
０
２１
３
２３
６
１６
０
９５

１７
８
６５

９６
８２

１０
８
１２
８
１１
３
１５
１
２４
３
１８
９
１１
７
８８

７
８２

８７

３６
—
４５
岁

２２
９８

１３
０
１２
８
２１
３
１６
３
９７

１６
６
９３

９６
５０

１２
１
９６

８２
１５
４
１７
１
１９
１
１１
１
１１
７
４６

５８
１４

４６
—
５４
岁

１８
７３

１４
９
９１

１３
２
１６
９
８２

１４
８
１０
５
７６

５８
９９

７０
９６

８０
１４
８
５８

１１
０
１０
７
６０

３０
５

５５
—
５９
岁

９４
１

５０
３０

６９
８９

７０
１１
３
６１

３９
２７

６８
４９

５０
２６

４８
５５

３７
２４

２８
７

１

６０
岁
以
上

１９
６２

１５
８
５５

６６
１９
５
１７
７
１９
８
１１
４
７９

６６
１４
７
１２
８
１１
４
８０

１２
５
５０

５５
３８

８６
１４

１７

入 党 时 间

１９
３７
７
７
—
１９
４５
９
２

８
１

３
１

１
２

１９
４５
９
３
—
１９
４９
９

５１
２

２
１

３
２

５
１

１
３

８
１

１７
２

２

１９
４９
１
０—
１９
６６
４

６６
６

４０
４１

４０
６７

５６
６６

３４
２１

１６
６６

４８
４４

３１
３９

２０
８

１９
４

６

１９
６６
５
—
１９
７６
１
０

１５
６９

１２
１
６０

９４
１４
３
１３
９
２０
０
９４

５４
４９

１１
１
８２

７４
６２

６４
３３

３８
７８

５５
１２

６

１９
７６
１
１—
１９
７８
１
２

８９
０

１４
６８

１６
０
１２
６
３６

１８
１１

１２
１

３０
１１

３４
１１
０
１２

５
１１

１２
９
９８

２
２

１９
７９
１
—
２０
０２
１
０

３８
４８

３０
８
２１
７
１７
８
１７
４
１８
８
３２
３
２０
２
２０
８
１３
３
１９
３
１７
２
１５
８
１２
５
４０
１
３０
２
２７
０
１２
４
３７

１１
７
１８

２０
０２
１
１
及
以
后

２６
１８

１４
２
１２
９
２４
３
２６
２
９７

１９
０
９６

８９
８０

１３
５
１５
７
１４
５
１６
３
２０
０
１８
１
１０
３
４３

１８
５６

９０

２０
０７
１
１
及
以
后

９６
８

２８
４６

１２
５
１２
９
２６

５１
２７

２３
３１

４２
７１

５３
５６

４７
４８

３６
４１

３１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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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项
目

总
计

各
党
委
党
员
情
况

交 道 镇

牛 武 镇

茶 坊 镇

富 城 镇

钳 二 乡

羊 泉 镇

吉 子 现 乡

寺 仙 乡

南 道 德 乡

张 村 驿 镇

北 道 德 乡

直 罗 镇

张 家 湾 镇

机 关 党 委

经 济 发 展 局 党 委

文 教 卫 党 委

农 业 党 委

工 业 局 党 委

公 安 党 委

街 道 办 党 委

学 历

研
究
生

２７
１

１
１

２
１６

２
３

１

大
学
本
科

７５
０

１４
９

７
３０

９
２８

１１
７

６
１９

１８
１２

１３
２１
８
１０
６
１１
８
４０

６
３７

４３

大
学
专
科

１４
９０

４４
３６

５６
５０

３８
３７

２５
２５

２１
３１

５０
３０

２８
２８
５
２４
５
１９
２
１２
２
２２

１０
９
４４

中
专

７７
０

４５
３８

３８
６２

２０
１７

２６
１０

８
２７

２５
２０

２４
８８

７３
７９

１２
４
２３

２０
２

高
中
、
中
技

１７
０６

１３
７
１０
５
２０
６
１３
６
８３

１６
８
１０
８
７５

５３
１２
７
７４

６３
８８

５７
６３

２５
３４

７３
１４

１７

初
中
及
以
下

４９
０８

３８
６
３２
８
４０
９
４９
８
３７
１
５５
３
２６
８
２６
９
１９
４
３３
９
３０
４
３２
８
３３
８
７１

５４
１３

５３
１０
３
１１

１８



第二节　党代表选举

按照 《党章》及 《中国共产党员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富县第

十一次至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由历届县委领导并组织实施。

党代表的条件　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
念；在关键时刻和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路线和方针、政策，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按党性原则办事，清

正廉洁，密切联系群众，受到广泛拥护；严守纪律，能够如实反映群众意愿和党员意

见；具有一定议事能力。

党代表的构成　党代表的名额分配，一般根据各党委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及
工作需要确定，由县委向各选举单位提供党代表候选人名单。党代表主要由三方面人选

构成：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及县纪委委员；除上述委员的县委、县政府工作部门、群众

团体和乡镇党政领导班子中党员主要负责人；全县各系统的优秀党员代表。前两方面代

表不经选举，由县委直接确定为县党代会代表。优秀党员代表经各基层党委选举产生，

或由党委 （工委）全体会议推选产生。党代表的选举，在坚持先进性的同时兼具广泛

性，党代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代表，占６０％左右；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占１８％
左右；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占２％左右；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占２０％左右。其
中妇女代表的比例一般占全体代表２０％左右，４５岁以下代表占５０％左右。且一般不与
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交叉。

党代表产生的程序　党代表选举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名，经党委会充分酝酿协
商，根据多数党组织或多数党员意见，提出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选举单位对候选人初

步人选逐个进行全面考察，重点考察初步候选人在关键时刻与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

场和倾向，并征求所在单位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报经县委组织部审查同意，由选举单位

召开党委会，按本次应选代表差额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正式选

举。并将选举结果报送县委审批。

党代表选举结果　选举中共富县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１５５名，各级领导干部１４
名，占代表总数的３４８％；工人代表８名，占５２％；农民代表５６名，占３５８％；经
济、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代表３３名，占２１３％；军队、武警代表２名，占１３％。
代表中妇女代表２９名，占１８７％；知识分子代表４３名，占２７７％；优秀分子代表３３
名，占２１３％；年龄在３５岁以下代表２６名，占１６７％，年龄在３６岁至４５岁代表７６
名，占４９１％。选举中共富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１５５名，各级领导干部９４名，占
代表总数的６０６％；农业、工交、财贸系统代表５７名，占３６８％；其中妇女代表２７
名，占１７４％。选举中共富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１６５名，各级党员领导干部８３名，
占代表总数的５０３％；工业、农业、政法、财贸、科技、文教、卫生、体育等一线党员
代表８２名，占代表总数的４９７％。代表中妇女代表２８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７％；解放军
和公安武警代表３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８％；代表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４０名，占代表总
数的２４２％；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３７名，占代表总数的２２４％；年龄在４５岁以下的代表

２４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１１６名，占代表总数的７０３％。选举中共富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１４９名，其中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 ９９名，占代表总数的 ６６４％；全县各行业优秀党员代表 ５０名，占
３３６％；妇女代表２４名，占１６１％。选举中共富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１６５名，其
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９９名，占代表总数６０％；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３３名，占２０％；全
县英模人物３０名，占１８２％；解放军及公安武警代表３名，占１８％。

第三节　党代表大会

按照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县级委员会从１９９３年起，届别由３年改为５
年。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共产党富县委员会共召开代表大会５次。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应到会代表１５５
人，实到１５１人，列席代表１３人，代表全县６４４０名党员。赵郭海代表县委做 《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实现富县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

吉忠涛代表中共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做纪律监察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富县第十次党代

会以来的工作，提出今后任务：继续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促进富县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加强政治思

想工作，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风气好转。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县委委员２５
人，候补委员４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３人。十一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常务委
员９人，副书记３人，赵郭海当选中共富县县委书记。纪检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常务委员５人，副书记２人，书记１人。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９日至１３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应到会代表１５５人，
实到１４６人，列席代表１２人，代表全县６６９４名党员。雷长生代表县委做 《认真贯彻党

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和经济建设步伐，为富县早日实现小康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工

作报告；杨春茂代表中共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做纪律监察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三年来的

工作，提出今后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经济建设跨上新台

阶；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大会选举

产生第十二届县委委员２５人，候补委员４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３人，出席省第八
次党代会代表３人。十二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常委９人，副书记４人，雷长生当
选中共富县县委书记。纪检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７人，副书记２人，书
记１人。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２月４日至６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应到会代表１６５人，
实到１６３人，列席代表３７人，代表全县７５２１名党员。梁宏贤代表县委做 《务实创新，

富民兴县，为实现富县两个文明建设新突破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党春明代表中共

富县纪委做纪律监察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工作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

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抓住历史机

遇，团结和带领全县各级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在县域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

建设上实现全面突破。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三届县委委员２７人，候补委员４人，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１３人，出席延安市党代会代表６人。十三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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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人，副书记４人，梁宏贤当选中共富县县委书记。纪检委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常务
委员７人，副书记２人，书记１人。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６日至１８日在县宾馆召开。应到会代表１６５人，
实到１５９人，列席代表３２人，代表全县８１７１名党员。周德喜代表县委做 《与时俱进，

加快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工作报告；史发罗代表

中共富县纪委做纪律监察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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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紧紧围绕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按照 “石油强县、果菜富民、兴商上牧、科技提效”的特色经济发

展思路，加快农业产业化，强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壮

大主导产业，启动开发旅游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动全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四届县委委员２７人，候补委员４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３人。
十四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常委１１人，副书记４人，周德喜当选中共富县县委书
记。纪检委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７人，副书记２人，书记１人。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９日至３１日在县宾馆召开。应到会代表１６５人，
实到１６３人，列席代表３１人，代表全县８９５２名党员。刘天才代表县委做 《解放思想，

团结奋进，努力实现全县经济社会新跨越》的工作报告；梁建军代表中共富县纪委做纪

律监察工作报告。大会提出今后工作的总体思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

神，围绕陕北跨越发展总体部署，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按照 “果菜富民、

油煤强县、开放带动、项目支撑”发展思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和效益。全力推进项目带

动、开放带动和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化进程；搞好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

设。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五届县委委员２９人，候补委员６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５人。
十五届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县委常委１１人，副书记２人，刘天才当选中共富县县委书
记。纪检委第一次全委会选举产生常务委员７人，副书记２人，书记１人。

第四节　组织机构

中国共产党富县委员会是富县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

１９９０年，富县县委隶属延安地委，设书记１人、副书记３人、常委９人。县委下设
办公室 （含保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党校、老干局、党史办公室、

调查研究办公室８个工作部门。辖富城镇、茶坊镇、牛武镇、张村驿镇、直罗镇、洛阳
乡、交道乡、岔口乡、张家湾乡、寺仙乡、南道德乡、北道

!

乡、钳二乡、羊泉乡、吉

子现乡１５个乡镇党委和纪检委、武装部、县直机关、农委、经委、财委、文教委７个机
关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５个党组。
１９９３年，县级机构改革，县委只保留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政法委４个工

作部门。下辖基层党委２１个，党总支１２个，党支部４３２个，党员６６９４名。
１９９８年，县委常委增至１０人。张家湾乡党委、羊泉乡党委、交道乡党委分别更名

４４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为张家湾镇党委、羊泉镇党委、交道镇党委。２００１年，将洛阳乡党委并入富城镇党委，
将岔口乡党委并入茶坊镇党委，增设城区街道办事处党委。２００３年，县委常委增至１１
人。２００６年，县委副书记减至２人，领导机制由书记负责制变更为常委负责制。
２０１０年，中共富县委员会辖县人大党组、政府党组、政协党组、人武部党组、法院

党组、检察院党组６个党组，辖机关党委、经济发展局党委、文教卫党委、农业局党
委、工业局党委、公安局党委６个县直党委和１４个乡镇 （街道办）党委。党组设书记、

副书记，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均设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和纪律检查委

员。县委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机构设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

统战部、政策研究室、精神文明办公室、政法委员会、老干部工作局、县委党校、考评

办及督查室。

中共富县委员会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组成人员更迭表
表１４－１－２

届别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任职年月

第十一届委员会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３１）

书记
赵郭海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４９ 大学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雷长生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４４２ 大专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１

副

书

记

雷长生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４４２ 大专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赵光辉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４４８ 大学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吴文明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３８９ 大学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肖中强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８３ 大学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李丁旺 男 陕西黄龙 １９４６５ 大专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张康立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５６２ 大学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吴宏利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９８ 大专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常委

赵郭海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４９ 大学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雷长生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４４２ 大专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３１

赵光辉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４４８ 大学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吴文明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３８９ 大学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肖中强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８３ 大学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李丁旺 男 陕西黄龙 １９４６５ 大专 １９９１１１—１９９３１

张康立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５６２ 大学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吴宏利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９８ 大专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李瑞支 男 陕西佳县 １９４６２ 大专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陈林林 男 富县交道 １９４７８ 高中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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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别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任职年月

第十一届委员会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３１）
常委

吉忠涛 男 富县茶坊 １９４３１２ 高中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３１

宋儒珍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３３７ 初中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杨春茂 男 陕西延川 １９４４１ 高中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金汉荣 男 富县寺仙 １９４４８ 初中 １９９０１１—１９９３１

第十二届委员会

（１９９３２—１９９８２）

书记

雷长生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４４２ 大专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７２

韩　烨 男 陕西子长 １９４９４ 大专 １９９７２—１９９７１０

梁宏贤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５８１０ 大学 １９９７１０—１９９８１

副

书

记

肖中强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８３ 大学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２

李丁旺 男 陕西黄龙 １９４６５ 大专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９

张康立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５６２ 大学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１１

吴宏利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９８ 大专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９

梁宏贤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５８１０ 大学 １９９７２—１９９７１０

张　明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５０１０ 大专 １９９７９—１９９８１

张玉琴 女 富县张村驿 １９５５４ 大专 １９９７９—１９９８１

张小民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６６ 大专 １９９７１０—１９９８１

李彦勋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５５２ 大专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常委

雷长生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４４２ 大专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７２

肖中强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８３ 大学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２

李丁旺 男 陕西黄龙 １９４６５ 大专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８

张康立 男 陕西黄陵 １９５６２ 大学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１０

吴宏利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９８ 大专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５

吉忠涛 男 富县茶坊 １９４３１２ 高中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３５

陈林林 男 富县交道 １９４７８ 高中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３５

杨春茂 男 陕西延川 １９４４１ 高中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３５

金汉荣 男 富县寺仙 １９４４８ 初中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３５

张俊清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４８１２ 大专 １９９４１０—１９９７１１

党春明 男 富县直罗 １９５０７ 大专 １９９５１１—１９９８１

黄　煜 男 陕西凤翔 １９５５３ 大专 １９９６４—１９９８１

韩　烨 男 陕西子长 １９４９４ 大专 １９９７２—１９９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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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别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任职年月

第十二届委员会

（１９９３２—１９９８２）
常委

梁宏贤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５８１０ 大学 １９９７１０—１９９９９

张　明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５０１０ 大专 １９９７８—１９９８１

张玉琴 女 富县张村驿 １９５５４ 大专 １９９７８—１９９８１

刘兴宏 男 陕西榆林 １９５８７ 大专 １９９７９—１９９８１

张小民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６６ 大专 １９９７１０—１９９８１

李彦勋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５５２ 大专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高　云 男 陕西泾阳 １９５２３ 大专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王宏儒 男 富县羊泉 １９５２３ 大学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第十三届委员会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书记
梁宏贤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５８１０ 大学 １９９８６—１９９９１０

周德喜 男 陕西米脂 １９５８４ 研究生 １９９９１０—２００３２

副

书

记

张小民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６６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８５

张　明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５０１０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８５

李彦勋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５５２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８５

张玉琴 女 富县张村驿 １９５５４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２

刘天才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６０７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０—２００３２

陈一峰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６３２ 研究生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３２

高武斌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６３１２ 大学 ２００２９—２００３２

史发罗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５４２ 大专 ２００２９—２００３２

常委

梁宏贤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５８１０ 大学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９９

周德喜 男 陕西米脂 １９５８４ 研究生 １９９９１０—２００３２

张小民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５６６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０

张　明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５０１０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８５

李彦勋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５５２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３

张玉琴 女 富县张村驿 １９５５４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８５

党春明 男 富县直罗 １９５０７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２

刘兴宏 男 陕西榆林 １９５８７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０７

黄　煜 男 陕西凤翔 １９５５３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０７

高　云 男 陕西泾阳 １９５２３ 大专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２

王宏儒 男 富县羊泉 １９５２３ 大学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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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别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任职年月

第十三届委员会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常委

钟世德 男 富县寺仙 １９５４２ 大专 １９９９３—２００２１２

李满套 男 富县直罗 １９６２９ 大学 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２１２

冯保学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５８４ 大专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３２

邓建文 男 陕西乾县 １９５８１０ 大专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３２

史发罗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５４２ 大专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高应虎 男 陕西延川 １９６２８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苏合玲 女 山东单县 １９６３４ 大专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刘　凯 男 陕西绥德 １９６８６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曹林虎 男 陕西志丹 １９６８９ 大学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第十四届委员会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１０）

书记
周德喜 男 陕西米脂 １９５８４ 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７

刘天才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６０７ 大学 ２００６７—２００８３

副

书

记

刘天才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６０７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７

陈一峰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６３２ 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７

高武斌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６３１２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７

史发罗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５４２ 大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９

蔺治斌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６２７ 研究生 ２００６７—２００８３

贺延峰 男 延安宝塔区 １９６４１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常委

周德喜 男 陕西米脂 １９５８４ 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６

刘天才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６０７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８３

陈一峰 男 陕西宜川 １９６３２ 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７

高武斌 男 陕西延长 １９６３１２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７

史发罗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５４２ 大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９

蔺治斌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６２７ 研究生 ２００６７—２００８３

贺延峰 男 延安宝塔区 １９６４１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冯保学 男 陕西洛川 １９５８４ 大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９

邓建文 男 陕西乾县 １９５８１０ 大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３１２

高应虎 男 陕西延川 １９６２８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８３

苏合玲 女 山东单县 １９６３４ 大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９

刘　凯 男 陕西绥德 １９６８６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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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别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任职年月

第十四届委员会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１０）
常委

曹林虎 男 陕西志丹 １９６８９ 大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９

李海峰 男 山东莱西 １９６０１ 大学 ２００３１２—２００６９

季生荣 男 富县北道德 １９５９８ 大学 ２００５７—２００６９

惠振和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５７５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刘佑彪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６０６ 大专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拓改琴 女 陕西子长 １９６２８ 大专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梁建军 男 陕西安塞 １９６５１１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李世勇 男 富县交道 １９６６５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常晓斌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７２３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田志东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６３１０ 大学 ２００６９—２００８３

第十五届委员会

（２００６１０—　）

书记 刘天才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６０７ 大学 ２００８３—

副
书
记

蔺治斌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６２７ 研究生 ２００８３—

贺延峰 男 延安宝塔区 １９６４１ 大学 ２００８３—

常委

刘天才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６０７ 大学 ２００８３—

蔺治斌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６２７ 研究生 ２００８３—

贺延峰 男 延安宝塔区 １９６４１ 大学 ２００８３—

高应虎 男 陕西延川 １９６２８ 大学 ２００８３—２００９１１

惠振和 男 陕西清涧 １９５７５ 大学 ２００８３—

刘佑彪 男 陕西吴起 １９６０６ 大专 ２００８３—

拓改琴 女 陕西子长 １９６２８ 大专 ２００８３—

梁建军 男 陕西安塞 １９６５１１ 大学 ２００８３—

李世勇 男 富县交道 １９６６５ 大学 ２００８３—

常晓斌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７２３ 大学 ２００８３—

田志东 男 陕西靖边 １９６３１０ 大学 ２００８３—

王若鸿 男 陕西岐山 １９６４６ 大专 ２０１０２—

第五节　决策部署

１９９０年，为了稳定和完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农村出现的土地权属不
清、土地无偿使用，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组资产管理混乱等主要问题，县委做出五条

９４３第十四编　中共地方组织　



决定：即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加强土地和承包合同管理；稳定土地承包制，优化承包经

营形式，大力推行 “三田制 （人口地、劳力地、机动地）”或 “双田制 （人口田、责任

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兴办集体企业，农工商综合经营，全面振兴农村经济，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实行 “村筹乡管”体制，管好用活集体资金。

１９９１年，县委工作会议上提出 “２５７１５”计划，即到１９９５年年末实现农村人均基本
农田２亩，全县人均占有粮食５００千克，农村人均纯收入７００元，财政收入１５００万元。
明确主要工作是：稳固一个基础，加快两个开发，拓宽一个市场，搞好四个建设，落实

五项措施。即稳固粮食生产基础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加快农村主导产业和县、乡工

业的开发是县域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农村主导产业开发的重点是强化管理、主攻质

量、拓宽市场、增加效益。实现从速度、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县乡工业发展的

基本思路是立足资源、着眼市场、强化管理、提高效益。坚持挖潜提效与开发新办并重

的方针，在提高现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新的工业企业。通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依靠科技进步，逐步形成以能源化工、建筑建材工业为主体，以农副产品加

工为补充的县乡工业发展格局。启动、搞活、拓宽县内外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努力搞活流通的关键所在；加强基础建设，是促进全县经济长足发展的基本保

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把经济开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依据经济发展的战略总方针，农业经济要以烤烟为重点带动经济作物的发展；以苹

果为重点带动林果业的发展；以牛、羊为重点带动畜牧业的发展。工业经济要以石油煤

炭为重点，加快能源工业的开发；以水泥为重点带动建材工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以机制

纸箱为重点，带动造纸、印刷工业及线麻种植业的发展。逐步实现系列化生产，形成农

工商贸综合发展，协调配套的商品经济。

１９９２年，推行 “三项改革”和理顺 “两项工作”。即推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兴办经

济实体改革，工商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工作，干部管理工作。１１月１９日召开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决定全县综合改

革在总体时间安排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从１９９２年７月起首先进行涉农及经济技术部门
改革；第二步从１９９３年５月起进行县级机构体制改革和乡镇综合改革。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２日，县委提出富县机构改革指导思想，确立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党政管理综合化、专业部门实体化，后勤服务社会化，群团组织群众化。富县机构改革

遵循的原则是：坚持政企、政事公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政企、政事的关

系，简政放权，提高效率；坚持一切从富县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实际需

要，设置机构，配置职能，确定编制；坚持有利于减轻财政负担，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的原则，把精简人员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既改善机关人员

的结构，提高人员素质，又使大批人才转移第三产业及其他需要加强的工作岗位上，成

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富县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先搞试点，取得

经验，积极稳妥，分类推进，综合协调，配套完善。

１９９５年，县委提出要继续坚持围绕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农村纯收入目标，以改革总
揽全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主导产业开发为重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认

真贯彻依托资源、面向市场、区域开发、重点突破的方针，集中全力，加大力度，推进

０５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经济开发产业化进程。主要目标任务是：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２亿元，增长１１４％，其中农业总产值１４５００万元，增长
８４％，工业总产值５５００万元，增长２０３％；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９００元，增长１０％；乡
镇企业总产值达到８０００万元，增长１９１％；粮食总产稳定在６万吨以上，人口自然增
长率控制在１０‰以内。
１９９８年，县委提出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大力

实施 “两开发一带动”战略，全面实现 “双增一稳”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社会稳

定）目标。深化农村改革，放开搞活国有企业，发展非公有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建立

了具有富县特色的县域经济框架。

１９９９年，县委提出 “两稳两上三提高四推进”的工作方针，“两稳”即稳定粮食面

积，稳定烤烟面积；“两上”即大上苹果、快上畜牧；“三提高”即提高粮食单产，提高

烤烟产值，提高苹果优果率；“四推进”即推进科技进步，推进水利建设，推进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化进程。

要求全县依托土地资源，开发农村市场，加强农业基础，稳定增加粮食产量，大力

发展烟、果、蔬菜、畜牧等农村主导产业，加快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与农民收入，财

政收入同步增长；依托矿产资源、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石油、煤炭等工业稳步发展，建

立烤烟加工、苹果储藏销售、畜牧养殖加工等龙头企业，努力实现经济总量与财政收

入、农民收入同步增长；加快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建材业、餐饮

服务业、工矿业、苹果储加销和畜牧业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新的财政增长点；实施科教兴县战略，加快科教文卫体育事业发展，实现经济建设与社

会事业同步发展。

２０００年，县委提出 “强果稳烟兴油上牧”的特色经济发展思路，要求全县上下紧紧

抓住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以实现财政增长、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经济结构调整，主攻

主导产业质量效益和山川秀美工程建设统揽全局，狠抓红枣、核桃、蔬菜后续产业建

设，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小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走出一条颇具富县特色

的发展路子。

２００１年，县委提出经济工作战略重点是：突出苹果产业化建设，强化水资源开发利
用，建设适度规模的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快速发展草畜业，实现牧业生产方式改造，实

施山川秀美工程，建设富县特色生态农业经济体系；开发石油、煤炭资源，围绕主导产

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文化旅游、商贸、餐饮、运输等服

务业。战略措施是：加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培植壮大主导产业，推进产业化进

程；以石油等矿产资源开发和农副产品加工为重点，振兴工业经济；以开发文化旅游资

源为重点，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围绕西部开发，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坚持发展和保护并

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施 “科教兴县”战略，以培育引进人才和促进科技进步为

目标，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基础、职业、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科教体系。

２００２年，县委提出 “石油强县，果菜富民，兴商上牧，科技提效”的特色经济发展

思路，突出石油、苹果、大棚菜、畜牧、非公有制经济、山川秀美等重点产业开发和重

点项目建设，加快发展特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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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县委提出继续坚持 “石油强县、果菜富民、兴商上牧、科技提效”的特色

经济发展思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加快工业

化、城镇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发旅游资源，拓展劳务输出

领域，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２００５年，县委提出全县要按照 “油煤强县、果菜富民、城镇带动、民企支撑”的特

色经济发展思路，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继续推行经济结构的战略

性调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制经济，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和效益，大力实施项目带动，开放带动战略，加快工业化、城镇

化和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化进程，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各项

社会事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稳的发展。

２００６年，县委提出继续坚持 “油煤强县、果菜富民、城镇带动、民企支撑”的特色

经济发展思路，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加快油煤等矿产资源开

发，做大做强果菜产业，繁荣商贸服务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努力推进经济结构

调整，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区域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

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坚持项目带动、城镇带动、开放带动，加快

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和基础设施网络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要求全县坚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以全新的观念推进跨越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项目带动，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把优

化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来抓；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

和落脚点。

２００７年，县委提出构建和谐富县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要求全县上下用现
代农业的理念，积极推进农村主导产业开发，做大、做强、做精优势产业。以提高苹果

质量效益为核心，做强苹果产业。坚持 “技术引领、龙头带动、示范辐射、提升水平”

的思路，重点在苹果 “四大技术”推广向深度、广度发展，示范园向高标准化发展、龙

头企业在不断做大做强三项工作上狠下功夫，不断提升苹果生产水平。推行无公害化生

产，创绿色蔬菜品牌。规划引导，政策扶持，示范带动，培育发展一批特色种植、餐饮

服务，畜禽养殖等专业村，推行一村一品化发展。

２００８年，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川道产业开发的决定》，要求全县扎实推进

“４２１１”工程，狠抓以大棚蔬菜为主的川道产业开发，确保蔬菜种植面积１４６６６７公顷，
产量５５万吨。按照 “一村一品”模式，积极发展苹果、烤烟、水稻等优势产业。支持

引导川道农民结合地域、资金、技术等实际发展多种经营，鼓励川道农民进城务工、上

塬务果，促进川道经济快速发展。

２００９年，县委相继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加强站所管理的实施意见》 《关于

对乡镇站所科级领导干部实行聘任制的意见》《关于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推动教育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今后四年富县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确

立了推进乡镇机构改革须坚持的责权利统一、方便管理、精简效能、服务群众、依法行

政原则；明确聘用条件和资格，推行乡镇站所科级干部职务聘任制和干部任期制；乡镇

２５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机关机构设置为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和社会事务办公室，设立农业综合服

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社会保障服务所、文化服务站、社会治安综治中心、村镇规划

建设管理所。规范基层站所职能职责，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明确教育结构

调整总体规划，即从２００９年春季起，到２０１１年秋季，用三年时间完成第一轮学校布局
调整。全县学校总数由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８所调整保留３３所，初步实现 “规模化、标准化、

现代化”的学校布点格局。

２０１０年，县委按照 “果菜富民、油煤强县、开放带动、项目支撑”的发展思路，着

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产业开发、项目建设和城镇化建设；

着眼于和谐富县构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改革创新精神，

强力推进跨越发展，努力建设富裕和谐新富县。相继出台 《关于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实施意见》，采取得力措施，全面贯彻落实 《廉政

准则》各项规定和要求。出台 《富县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从２００９年
起，利用５年时间，抓好党支部书记、新党员、大学生村官和党员创业就业技能四支队
伍培训。出台 《关于深入综合改革建立以县为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体制机制的实施意

见》，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综合治理，坚持重点突破的基本原则，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目标，全面推

进改革创新，实现全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步发展。

第六节　党委事务

党校教育

教育机构　中共富县县委党校、富县行政干部学校为两块牌子一套人员，是中共富
县县委直属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隶属县委组织部管理，业务受上级主管部门指导。

编制１７人，校长由县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或组织部部长兼任。２０１０年设常务副校
长１人，副校长３人，专职教师８人，行政后勤人员３人，其中高级职称４人，中级职
称５人。２００８年，富县党校被陕西省委评为全省党校系统先进单位。

教育教学　１９９５年起，先后举办 “全县首批建成小康村党支部书记和部分后进村党

支部书记”培训班，“县级部门、事企业单位党务干部培训班”“政府部门公务员过渡培

训班”“党务干部参考执行公务员过渡培训班”，共计培训２７天５６人次。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举办主体班次２３期，参训２９００余人次，联合办班１２期，参训３００余人次，其中利
用乡镇党校举办１５期，参训乡村党员干部１６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９年，举办形势与政治讲座
４期，培训６１２人，干部和公务员微机培训７００人，下乡宣讲时政报告１３场次。２０００
年，举办公务员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级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３期，培训２４０人，
保险人员上岗培训７０人，会计培训班３期２１０人，公安干警培训５８人，宣传干部培训
班、组织纪检干部培训班、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挂下派的后备干部理论培训班４
期１３７人。２００１年，举办青年干部理论培训３６人，妇女干部培训１期４９人，村级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理论骨干培训班２期１６６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计
算机应用能力等级培训班８期４９０人，时政宣讲１１乡镇８００人次。２００２年，举办村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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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农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培训１０１人，科级干部
培训班２期２３７人，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级培训班１１期７０３人，时
政宣讲１０００余人次。２００３年，举办科级干部培训１２３人，科级后备干部培训７１人，正
科级干部理论培训９２人，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干部培训３４人，县级领导、县
委及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培训２６３人，农村党支部书记理论培训班２期２４１人，下乡时政宣讲、ＷＴＯ知识培训１３
场１３００人次。２００４年，举办县级领导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题辅导３２人，党的纪律培训
１１４人，新任科级干部理论培训８７人， 《许可证法》培训４００人，党务工作者培训７６
人。２００５年，举办县直机关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培训１１２人，农村村委会主任培训２期
２２５人，财政系统办公自动化培训３期７５人，《信访条例》培训４７人，现代科技知识培
训２期２０８人，《公务员法》培训６８１人，党的先进性教育培训６８场７３３０人。２００６年
起举办农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２期１００人，少队辅导培训班２期８０人，党务工作者培训
３０人，人民政协工作培训６０人，通过远程教育举办防治艾滋病专题讲座１期，通过视
频会议系统举办 “十一五规划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专题讲座１期。２００８年，举办各类
培训６期，参训４６５人，其中新任科级干部培训３８人，党务工作者培训６４人，《劳动合
同法》培训１８３人，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１８０人。２０１０年，举办各类培训８期，其中
新任科级干部培训８９人。

学历教育管理　１９９０年，县委党校开设学历教育班。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联合中央党校
函授部举办经济管理大、中专班和本科班，联合省教委开办旅游服务专业中专班，共招

生２１９８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联合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延安分校开办法学、汉语言文学、
会计、行政管理大专、本科班，累计招生１３８５人。管理上努力做到规范、细致、创新，
把工作重点放在教风、学风的转变上。严格按照制度把好入学、到课、作业、面授、考

试５个关，严格执行 《专职教师考核办法》 《班主任考核办法》 《后勤人员岗位职责》。

由分管校长、教务处、班主任从面授、作业、自学、到课、考试等教学环节进行双向考

核，以考核结果为依据，奖罚班主任津贴和教师课时补助，保障教学活动有序进行。整

顿学风，严肃考纪，以到课率为重点，对不安心学习、考试作弊的学员实行严格的淘汰

制，促使学员增强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努力完成学业。

专项培训管理　在主体班次培训中，根据党的方针政策，配合组织、宣传部门，对
全县干部培训分类分层安排，通过理论讲座与实地考察实施教学及科研。年初，党校通

过收集计划、征求意见、填写问卷，掌握各类干部的培训需求。课程设置以党的大政方

针为指导思想，以国际国内形势为事实依据，以学员需求为导向确定专题，建立不同类

别的课题库，逐步实现菜单式教学。一般每次培训邀请县级主管领导作动员讲话，对培

训的目的、意义和纪律等提出要求。为每个学员建立学习档案，详细登记每次培训的出

勤情况、学习情况、在校表现、考试成绩，纳入个人档案。在培训方法上，传统教学手

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根据不同班次需要，有选择地邀请相关县级领导及部门负责

同志走进党校讲政策、讲业务、谈观点，建立起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解读的互助平台。

政策研究

农村经济调研　１９９０年，县委政研室对羊泉乡羊东村壮大集体经济做了调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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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坚持统分结合，保留集体原有经济实力，实行专业承包，稳定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土

地制度，引导群众发展林果业，完善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１９９１年选定吉子现乡不同人
口结构、劳动力素质、生产效益好中差三种类型，非农产业收入较高和干部职工家属

“一头沉”两种类型共２５户农民，分析农业区划农户经济信息动态监测资料，探讨影响
人均收入诸多因素，提出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的基本途径是优化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双层

经营体制，发挥资源优势，搞好区域经济开发规划实施，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创造农

村家庭经营的良好环境。１９９３年，通过对农村经济现状的大量调查，认为富县农村经济
初步形成以粮食为基础，以烟果牛羊为主导，农工商多层发展的综合经济体系；阻碍农

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业基础差，抗灾害能力弱，农业投入机制不健全，水利

设施老化失修，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提出开

阔视野，因地制宜，制订规划，变自然优势为经济优势，改善生产条件，培肥地力，提

高抗灾能力，增强农业生产后劲，普及文化科技教育，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建议，为

“八五”期间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１９９７年，调查全县集体林地现状，形成 《关

于富县集体林地经营现状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全县集体林地共２１８８３３公顷，
其中乡办林场６１５３３公顷，行政村集体林地１５７３公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产权关系不
明晰，管理责任未落实，经营效益低。１９９８年，县委据此出台 《富县集体林地使用权和

转让办法》。１９９９年，在钳二乡西陈超和牛武镇申家沟村，专题调研２０户农户负担情
况，基本弄清农民负担的项目、数额和存在问题，提出减负工作的相应措施。２０００年，
富县农村基本形成塬区苹果川道蔬菜的产业格局，苹果发展到１６万公顷，蔬菜２７００
棚。带着如何实现规模与效益同步的问题，发放调查问卷，与镇干部群众座谈，先后深

入钳二乡东陈超、羊泉镇侯家庄两个苹果专业村和张村驿镇下河湾、茶坊镇吉子湾、富

城镇监军台３个蔬菜专业村调研，形成 《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协会的思考》调研报告。

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投入不足，市场信息不灵，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产品科技含

量不高。建议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协会，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利益共同

体，走专业合作道路。通过提供技术、信息、物资交流等系列化服务，达到专业合作协

会保护农民利益，拓宽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目的。２００３年，按照川、塬、
城３个区域，分别对羊泉、直罗、富城、茶坊４乡镇的鹿首、胡家坡、北教场、川口村
的６０户村民，采取随机抽样办法入户调查，研究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建议减免农业
税赋，加大技术推广和培训力度，建立信息服务中心，引导农民组建专业合作协会，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劳务输出力度。

小康村建设调研　１９９４年，调查总结延安地区物价局帮建茶坊镇吉子湾小康村的做
法，在 《富县农村工作》刊出，先后被 《延安日报》和陕西省委 《农村奔小康简报》

刊用。同年，形成 《农村奔小康进程中的障碍问题及其对策》调查报告，为领导机关指

导工作提供参考。１９９７年，搜集整理富县被命名为省市小康示范村的７个行政村典型材
料辑成 《延安小康之星》。１９９８年，根据中共富县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五年建成小康
县目标，制订 《富县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小康建设规划》，作出 《关于加快小康建设步伐的决

定》。２００３年，全县建成小康村占总行政村５０４％。
土地改革调研　为了准确选定富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突破口，１９９４年，详细调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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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村集体四荒地、国有四荒林地开发利用现状，了解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四荒地使

用权出让及四荒地治理的心理状态，为县委实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１９９７年，调查研究北道德乡金村耕地承包经营状况。金村时有耕地８９３３公顷，人均
０１９公顷。１９８４年按 “人劳预测”的办法承包土地，１９９３年推行 “双田制”，人均

０１３公顷人口田，计６６５３公顷，其余２２８０公顷当作机动田，由村委会一年一承包。
由于管理不善，承包合同不健全，出现部分农户随意改变耕地用途、合同兑现难、土地

纠纷多等问题。经多次研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帮助制订出 《北道德乡金村关于完善

耕地承包经营的实施方案》，运用效果良好。１９９８年，根据中央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
包关系的精神，深入部分乡村和农户调查土地经营现状，形成 《关于富县农村土地经营

现状及对策》的调查报告，为县委制定延长土地承包期限政策提供依据。２００１年，对川
塬相间、城乡并存、多业开发、综合发展的富城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进

行调查，为规范土地合理流动提供翔实资料。

产业开发调研　富县肉鸡产业是１９９２年从山东引进项目，１９９３年建成投产。经过
两三年发展，初步形成集饲料—养殖—加工—销售一条龙的产业格局。为了探索一体化

经营的有效途径，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龙型经济模式，县委农

工部经过调查分析论证，拟订并上报 《富县肉鸡产业一体化试验实施方案和监测方案》，

经延安地区试验办批复投入运行。１９９５年，两次系统调查监测肉鸡产业一体化运行情
况，对２０个养鸡专业户，从雏鸡的购入，饲料的消耗，到成鸡的出售，环环算账，总
结经验，推广普及。

１９９７年，全面调查县城附近监军台村蔬菜基地建设情况。该村建中小弓棚１７０个，
日光温室 １７个，种植蔬菜 ２８公顷，占川地的 ４７８％，种菜户 １２０户，占总户的
６８１％，旺季菜农日售菜收入１０００多元。但一家一户分散生产，靠走街串巷叫卖，反季
节蔬菜生产技术不过关，没有培养出 “拳头”产品，仍以大田菜当家。县委农工部协助

村上成立菜农协会，学习外地经验，注重科技投入和市场开拓，使之真正形成现代产

业。１９９８年，针对粮、烟、果难卖现象进行调研，形成 《关于加大促销增收工作力度，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９年，专题调研烤烟生产，形成５村７户烤烟生产
典型材料，登载于 《富县农村工作》期刊，为烤烟生产树立榜样。２０００年，全面调研苹
果产业，形成 《富县苹果生产的问题与对策》调查报告，认为全县苹果生产基地建设初

具规划，贮藏能力不断增强，销售市场逐步打开，服务体系趋于完善；但基地规划偏

小，投入水平低下，优质产品量小，服务职能滞后；建议快上基地规模，加大投入力

度，大办相关产业，健全服务体系。２００２年，深入４个大棚菜重点镇的６个行政村９个
村民小组，专题调研大棚菜产业。调研认为干部群众对大棚菜产业热情高，信心足，大

棚菜收入可观；但不少农户怕担风险，不愿投资，技术力量薄弱，配套工程跟不上，销

售市场未打开；建议明确川道应以大棚菜为主的产业格局，多渠道筹措资金，缓解制约

大棚菜发展的资金矛盾；强化技术培训，健全服务体系，拓宽销售市场，解决农民的后

顾之忧。２００７年，调查川道６个乡镇产业情况，提出加快川道地区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正
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建立村队特色主导产业，必须依托龙头企业，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为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川道产业开发的决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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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经济调研　２０００年，全面调查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状况，寻求问题和对策。
全县个体工商户２６６０户，私营企业８２户，分别较１９９８年增长６０％和９１％；从业人员
６４８７人，注册资金６８６４５万元，个体和私营企业产值５８００万元，营业收入９１２８万元，
分别较１９７８年增长 ３８３９％和 １６７３％，２０００年提供税收 ３６０万元，占县财政收入的
１２６％，较１９９８年提高５７个百分点。调查认为，富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
快，产业结构趋向多样，产品种类不断增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注册上百万的私营企

业１３户。但发展速度仍然缓慢，产业布局不尽合理，优势资源开发滞后。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发展环境不够宽松，是形成问题的主要原因。

自然资源调研　１９９４年，县境内地形复杂，水资源比较缺乏，分布不均。塬区人畜
饮水矛盾更为突出，２８０个村２万余人常年靠到２５千米以外深沟人担畜驮，１２０个村
３６万人靠到５千米以外用水桶拉水。县委农工部经过反复调研，提出解决全县人畜饮
水问题的措施，克服等靠要思想，发挥群众引水改水积极性，严把工程质量，开展综合

经营，健全和强化新的运行机制，重视水利队伍建设。１９９８年起，按照统一规划、集中
兴建、统一管理的办法，先后在塬区北道德、钳二、寺仙以及牛武修建４处集中抽提的
连片供水工程，铺设供水管道６０千米，使２８个行政村、３６个机关事业单位、８所中小
学、２个工矿的１６１万人、１２００万头大家畜受益。解决羊泉、洛阳、南道德、吉子现、
茶坊等乡镇川道边远山村 ３２个行政村 ０９万人的饮水问题。３年共解决 ２５１万人、
６０００万头大家畜的饮水问题。１９９４年，调研全县矿产资源及开发利用状况。县委、县
政府作出 《开发矿产资源招商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年内３家企业和个人来富县开发
石油和煤炭资源。

农村工作调研　１９９６年，全面调查农村干部群众思想动态和主要倾向，认为其主流
是好的，但仍存在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较差、主观能动性不强、思

想政治素质较低等问题。建议加强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继续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１９９８年，深入１５个乡镇７５个村，调查全县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情况，针对部分乡
村干部村务公开流于形式，实效性差，部分乡镇农经站不健全等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和

建议。２００２年，深入全县５个乡镇１５个行政村，就如何搞好农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
进行专题调研，发现少数村存在两委会职责不明、关系不顺、贻误工作、制约发展的问

题。建议切实加强党的领导，积极推进机制创新，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

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把党的正确主张和组织意图贯穿到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和村

务管理规划中。

其他工作调研　２００８年，县委农工部深入１３个乡镇９８个基层站所进行调查，形成
《关于富县乡镇基层站所基本情况》的调研报告，为县委出台 《富县乡镇基层站所整合

实施方案》提供依据。调查城区１３个行政村１６８６户６３４４人的基本情况，形成 《富县

城区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为县委出台 《富县城区农业户口转

非农业户口实施方案》提供依据。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城区农业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人口。
宗教管理　１９９１年，县委统战部组织专人对全县宗教活动进行摸底调查，查明全县

宗教活动主要分布在交道、茶坊、钳二等６个乡镇１３个自然村，共有教徒７７０人，其中
天主教徒７５３人，基督教徒１７人。１９９２年９月，县委统战部、县民政局、县公安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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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发文，及时制止某些教区盲目在１８岁以下的青少年中发展教徒的错误行为。１９９５年４
月，县委统战部联合公安等部门进行为期５个月的打击、取缔非法宗教组织 “门徒会”

活动，摧毁其 “聚会点”，并依法处理骨干分子１３人 （其中收审２人，拘留１０人，罚
款处理１人）。１９９８年３月，交道镇鲁家庄教职人员与该村群众发生纠纷，县委统战部、
县政协、公安、民政等部门进行联合调查，通过协商提出处理意见，平息事态，确保宗

教活动正常、平稳开展。１９９９年５月，县委统战部积极开展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月活
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坚决反对利用宗教开展封建迷信活动，教育

广大群众务必认清 “法轮功”的反动面目和危害，并与之彻底划清界限。２０００年，县委
统战部在有宗教活动分布的乡 （镇）、村组成立宗教管理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工

作的管理。２００３年，全县共有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教民 ７２６人，其中天主教民 ５８０
人，基督教民１３５人，道教教民１１人。活动场所７处，其中天主教堂１座，活动点４
处，基督教堂 １座，道教道观 １处。截至 ２０１０年，宗教活动有序开展，各教派和谐
共生。

１９９９年７月成立县委防范处理 “法轮功”及对社会有危害的气功组织领导小组办公

室。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更名为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县政府防范和处
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５年１月正式成立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
导小组办公室，事业性质，正科级建制，编制３人，隶属县委办公室管理。主要负责防
范和处理各种邪教及对社会有危害气功组织问题的调查研究、形势分析、工作总结，研

究邪教发展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县委、县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助手；负

责指导和管理反邪教协会工作，协调有关反邪教的宣传工作。２００６年培训基层一线反邪
教骨干人员，构建点、线、面全方位防控体系。２００７年完善基层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机
构，形成县、乡、村三级防控网络。全县共创建无邪教村 （社区）１３个。２００８年健全
和完善防范邪教信息网络，继续开展 “无邪教村 （社区）”创建活动。

信息工作　富县县委信息工作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全体文秘人员采集报送，
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１９９２年，健全信息网络，各乡镇配备专职信息员，编发 《富

县信息》１２期，《延安快报》采用４条。１９９４年，编发信息２８期，《富县洛河流域遭受
特大洪水灾害》信息受到社会各界关注。１９９８年，信息工作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编发 《富县信息》３８期６０条。２０００年，健全报送信息登记考核制度，编发 《富县信

息》２５期３８条。２００１年，在全县聘任兼职信息员，确定信息直报点１２个，县委办公室
确定专职信息员，落实信息采集任务，兑现考核奖罚办法，编发 《富县信息》６２期１１２
条，《延安快报》刊登２条，在全市年度信息工作考评中名列第二。２００５年，印发 《富

县工作》８期，编发 《富县信息》６１期１９２条。２００７年，印发 《富县工作》１０期，编
发 《富县信息》５２期１６１条。２００８年，编发 《富县信息》１７１条，《延安快报》采用２１
条。２００９年，编发信息４６期１３２条，《延安快报》采用２２条，《省委信息专报》采用１
条。２０１０年，编发 《富县信息》３４３条，《中办信息专报》采用１条，《省委信息专报》
采用２条，《延安快报》采用８９条。

机要保密　１９９１年，成立富县档案、保密安全工作大检查领导小组。１９９３年撤销
保密局 （机要室），业务划归县委办公室。１９９６年设立保密局，恢复机要室，保密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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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要室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负责密码通信，机要文件传递和县委档案管理。１９９８年，开
通乡镇传真机，实现市县计算机联网。２０００年，组织领导干部和涉密人员进行保密普法
测试，检查整顿各机关单位传真及电脑网络。２００５年，建立完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
术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实施 《党政机关办公计算机使用管理规定》，县保密局获延安市

国家保密局组织的保密知识竞赛组织奖。２００７年，县委机要室和保密局分设，机要室属
事业性质，正科级建制，编制４人；保密局属事业性质，正科级建制，编制３人。保密
工作以确保密码信息安全、确保密码通信畅通为目标，严格执行 《紧急重要电报集传办

理办法》，明确电报传输责任，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谁值班，谁负责，做到

文件登记清楚详细，传阅及时准确，批转专人负责，归档及时。２００８年，县委机要室被
省委办公厅评为全省密码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９年，传输办理明码电报１０７２份，密码电
报７２６份。２０１０年，传输办理明码电报７０２份，密码电报２８０份，中省市文件２６２２份。

党务督查　２０００年６月，成立县委督查室，正科级建制，事业性质，隶属县委办公
室。根据县委或县领导授权，督促检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委主要会议精神、重

大决策及工作部署情况，督办上级机关批转和县委领导批示交办的有关事项的落实情

况。开展经常性的督查调研活动，及时向上级党委反馈落实情况，总结分析督促检查结

果，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督查全县重点产业和计
生、综治、信访、党建、宣传思想暨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等工作，坚持每季度向市

委督查室和县委报送全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和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编发 《督查工

作》《督查专报》，重视督查督办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２００４年，重点督查乡镇主导产业
开发、山川秀美工程、县级党政部门文明机关创建以及五项重点产业工作情况。２００７年，
着重督查检查新农村建设、苹果蔬菜产业开发、农村能源建设、石油和煤炭生产及招商引

资中心工作，形成 《川道乡镇产业现状调查及建议》《富县新农村建设调研报告》《关于发

展 “一村一品”的调查与思考》等调研报告。２０１０年，督查城区八项惠民工程和农村十件
民生实事，形成 《川道乡镇 “４２１１”产业开发进展情况的调查》等调研报告。

考核考评　富县考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于１９９７年４月，副科级建制，编制４
人，设主任、副主任。事业性质，隶属县委办公室，１９９８年５月起，为正科级建制。负
责制定县级党政部门和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及考核评比实施办法，考核评比任务完成

情况，提出奖惩建议；负责县委阶段性中心工作的检查考核，及时向县委反映工作进展

情况，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负责搞好市对县目标责任考核指标的上下对接，分解落

实，督促检查，上报进度，自查自验，组织考核。年初制定 《县级党政部门考评工作实

施办法》《乡镇考评工作实施办法》，半年和年终时，听汇报，看工作现场和工作实绩，

查平时考核、阶段考核资料，与年终考核综合核准，考评全县重点产业和计生、综合、

信访、党建、宣传思想暨精神文明建设、廉政建设等工作，确保县委决策在各项工作中

的落实。２０００年，制定山川秀美工程、计划生育工作、粮食生产工作考评实施细则。
２００２年考核出第一名乡镇２个，第二名乡镇３个，先进县级部门１０个，共奖励１４７万
元。２００５年考核出第一名乡镇２个，第二名乡镇２个，先进县级部门９个，共奖励６２９
万元。２００６年，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作 《关于对乡镇部门 ２００３年以来工作进行考核和
２００６年半年工作检查方案》的汇报。２００７年考核出第一名乡镇１个，第二名乡镇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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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乡镇１个，先进县级部门６个，共奖励９２６万元。２０１０年考核出第一名乡镇１
个，第二名乡镇１个，第三名乡镇２个，先进县级部门１２个，共奖励１２２３万元。

第二章　纪检监察

第一节　纪检监察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委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县政府设监察局。１９９３年１月，县纪检委与监察
局合署办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履行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职能，编制８人，辖乡镇纪
委１５个，纪检组２个。１９９８年，内设办公室、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
１９９９年，成立富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纪委副书记兼主任。

２００２年，县纪检委编制１５人，设纪委书记１人，副书记２人，监察局局长１人 （纪委

副书记兼），副局长２人。内设办公室、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党风廉政
宣传室、监督检查室，均为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９年增设干部室，正科级建制；增设党风廉
政建设室，副科级建制；增设县纪委副书记１人。将县委政府２２个工作部门，人大、政
协、法院、检察院４个国家机关共２６个部门单位的纪检机构全部撤销，成立政府综合纪
检工作委员会 （监察室）、农业纪工委 （监察室）、工交财贸纪工委 （监察室）、科教文

卫纪工委 （监察室）、政法纪工委 （监察室）、党群纪工委 （监察室），均为正科级建

制。每个纪工委编制５～６人，共编制３１人，作为县纪检委派出机构统一管理。
２０１０年，县纪检委 （监察局）编制３４人，内设办公室、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

信访室、党风廉政宣传室、党风廉政建设室、监督检查室７个副科级建制室和干部室、
廉责办、“三问”（问责、问廉、问效）办、纠风办４个正科级建制室 （办）。县纪检委

下辖乡镇 （街道办）纪检委１３个，派出纪工委６个，全县纪检监察干部９１人。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乡镇纪检组改为纪检委，设书记。１９９２年起，１５个乡镇中设专职纪

委副书记的９个，由乡镇党委副书记兼任的６个。

中共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书记更迭表
表１４－２－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吉忠涛 男 １９４３１２ 富县茶坊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２１２

杨春茂 男 １９４４１ 陕西延川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５１０

党春明 男 １９５０７ 富县直罗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１０—２００２１２

史发罗 男 １９５４２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６９

梁建军 男 １９６５１１ 陕西安塞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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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廉政建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完善各项廉政制度，增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纪检干部思想觉
悟和政策水平。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出台 《关于干部职工廉政勤政的九项规定》《富县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廉洁从政若干规定》《富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追究暂

行办法》《富县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印发 《全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

反腐败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一览表》，县委与乡镇 （街道办）党委、县直各党委签订目标

责任书，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共对３５名领导干部实施了责任追究。
干部人事管理，严格执行考察预告、任前公示、离任审计、廉政鉴定制度。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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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延安精神指导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整顿县乡机关纪律，落实 《关于操办婚

丧嫁娶等重大事项申报制度》《严禁干部职工违纪吃喝玩乐、参与赌博的暂行规定》，在

１４７个会计核算报账单位推行 “五笔会签” （经办人、报账员、纪律监察负责人、财务

主管、单位负责人）制。下发 《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和加强公务车

辆管理的通知》，检查 《延安市公务人员作风建设七条禁令》执行情况。对新任和提拔

的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与领导干部家属签订 《领导干部廉洁承诺书》。下发

《关于严格党政干部公款出国 （境）旅游管理的实施意见》，完善 《党风廉政建设教育

工作考核办法》，制作加强农村基层廉政建设宣传光盘，县电视台开设 《廉政之声》栏

目，编发 《富县纪检监察信息》，建制百米廉政文化长廊，制作廉政公益广告宣传牌，

发放廉政文化进家庭倡议书和 《廉政家庭公约》，开展 “筑防线、保廉洁、树形象”作

风建设主题教育活动，举办 《富县清风正气颂》廉政文艺晚会。实施 《富县党员领导干

部构建警示训诫防线工作实施方案》《富县党员干部警示提醒制度》《富县党员干部诫勉

督导制度》《富县党员干部责令纠错制度》，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热难点问题开展警示

训诫。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警示训诫干部 ３５０人，含科级干部 ６０人，其中警示提醒 ２１８人，
诫勉督导 ８８人，责令纠错 ４４人。各级领导向主管机关集体 “述责、述廉、述效”。

２００８年，３１名乡镇和部门主要负责人、８名乡镇纪委书记副书记纪检组长向县纪检委全
委会进行 “三述”，２０３名基层站所和行政村负责人向乡镇党委、纪检委进行 “三述”，

全县２４０个行政村全部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以 《廉政准则》内容集中培训２３０名乡镇部门主要负责人，查处超标公务

用车２４辆。在１３个乡镇和４个部门建立公务接待廉政灶，累计接待５１０批２７００余人，
费用同比降低３８％。对全县３２６名科级后备干部进行廉政法规考试。召开全县反腐倡廉
制度创新暨示范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建成公安局、卫生局、茶坊镇、交道镇、羊泉镇等

１５个反腐倡廉示范点。全年警示训诫干部１５８人，含科级干部２５人，其中警示提醒８５
人，诫勉督导３５人，责令纠错３８人。对２１个单位１８个重点项目实施问责、问廉、问
效，对８项市政工程进行了３轮督查。向全县６２个重点项目及中央扩大内需项目派驻了
７个工作组。查处各种形式的 “小金库”１５个，收缴违规资金１３７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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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监察纠风

监察　２１年间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９起，退耕还林违法案件１９起，环保违规行为８４
起。清理整顿非煤矿山，检查从事电磁辐射活动的９个单位和１１家使用射线装置单位，
查处违规行为１０起。检查安全生产企业１３２家，发出限期整改指令书１６份。专项检查
粮油、肉制品、蔬菜市场和校园餐厅，检查全县３１６家药店，打击制售假劣和无证经营
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立案查处２起，行政处罚２１余万元。集中调查监察国债资金、民政
救灾资金、社保资金管理情况，招生、征兵、干部招聘工作情况，全程监督教育系统聘

用幼儿教师过程，取消不符合条件的应聘资格。监督工程建设招标投标２４次，建立台
账项目２０４个，向２０个单位４０个项目发出整改指令书。

纠风　专项治理以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为目标，解决群众普遍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监督检查减轻农民负担和对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乡镇、城区街道办成立

纠风工作组，所有行政村、社区聘请纠风监督员。专项检查落实义务教育 “一费制”和

“两免一补”政策情况，查处和纠正个别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检查县级医疗单位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情况，监督检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落实情况，

督促县医院对８７种药物单支单盒降价３０元以上。纠正涉路工作人员行为不规范、着装
不整齐、未持证上岗等行为，给予警示训诫６人，责令辞退４人。坚持对执法部门和窗
口单位进行行风评议制度，向不重视创建活动的部门发出询问函、告知函。对部门单位

政风行风进行问卷测评，收集意见建议，反馈有关部门单位限期整改，向全县通报测评

结果，对最后一名实施 “一票否决”。

第四节　案件查处

１９９０年，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２９件，含党纪１３件、政纪７件、法纪９件，结案
２６件，党纪处分１５人，其中留党察看１人，开除党籍２人。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
党员４７人，其中开除党籍３人。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重点查处违规建私房、农业户口转非农户口，招工招干、工程招

标、升学考试、烟叶收购、征兵等过程中的违纪案件，多次召开反腐倡廉案件摸底排查

会，查处一批违纪违规干部。办理群众举报案件６３件，转办１９件，给予党纪处分１０
人，其中留党察看３人，开除党籍２人，挽回经济损失２５９３万元。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接群众信访举报３０７件，初核初查２７５件，处理了结６２件，立案

查办２１２件，结案２１２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２１６人，含科级干部４０人，其中开除党籍
１４人，移送司法机关９人，挽回经济损失１９９１５万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实行乡镇部门纪检组织办案和县纪委代审理制。受理群众信访举报
２４１件，转办５１件，初核１５０件，立案查办１５０件，结案１５０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１５２人，含科级干部２４人，挽回经济损失３９２５万元。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接信访举报３５４件，初核２８２件，立案查办２６６件，结案２６６件，给

２６３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予党纪政纪处分２７０人，查处石油安全保卫大队私转车辆案、牛武林场违反财经纪律案、
张村驿非法采砂案、原交道镇经管站站长违反财经纪律案，共挽回经济损失１３７９万元。
２０１０年，受理各类案件线索８１条，初核７８条，立案查办７０件，结案７０件，其中

自办案件１４件，乡镇办案５６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７０人，含科级干部１１人，移送司
法机关５人，挽回经济损失５３６万元。

第三章　组织工作

第一节　组织机构

中共富县县委组织部是县委主管全县领导班子、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党的基层组

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工作的职能部门。

１９９０年，组织部下设富县县委党建工作队和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１９９８年５月，富
县党员电化教育管理中心成立，与县委党建工作队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１９９９年８月，富
县县委党建工作队更名为富县县委党建办公室。

党史研究室，原名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１９９１年３月更名为党史研究室，编
制５人。２００２年成立中共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与富县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实行一套机
构两块牌子，事业编制５人。２００４年３月，富县干部教育培训办公室成立，事业编制３人。
２００７年４月，富县党员电化教育中心成立，事业编制３人。２００９年４月成立富县农村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中心，与县党员电化教育中心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事业编制５人。
２０１０年，组织部下设富县县委党建办公室、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富县组织史资料

征编办公室、富县干部教育培训办公室、富县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中心和富县党

员电化教育中心。

２０１０年８月，富县县委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成立，事业编制５人。隶属县委组
织部管理。

中共富县县委组织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长更迭表
表１４－３－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王天文 男 １９３８９ 河南温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９０９

金汉荣 男 １９４４８ 富县寺仙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７１２

高　云 男 １９５０１０ 陕西泾阳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２１２

高应虎 男 １９６２８ 陕西延川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９１１

常晓斌 男 １９７２３ 陕西靖边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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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组织建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在全县农村广泛开展创建 “胡村、庙沟式党支部”、创建先进乡镇

党委活动和农村支部达标升级竞赛活动，结合民主评议党员，调整、整顿农村党支部，

全县农村一类支部６０％，二类支部３８％，三类支部２％。先后分五期在１５个乡镇开展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按照村级组织建设一个好班子、培养锻炼一支好队伍、选

准一条发展经济好路子、完善一个经营好体制、健全一套管理好制度要求，整顿全县

１１８个处于后进和中间状态的村级组织，共调整村党支部书记５３人、支委８３人、村委
会主任４３人、村级其他组织负责人３６４人，培养村级后备干部６６３人。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出台 《富县党员学习三年规划》，举办理论培训班２５１期，培训党

员干部１７９６９人次。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委和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基层组织阵地建设

作者，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竞赛活动，创立标杆党支部２５９个，评
选出优秀党务工作者２７７名、优秀共产党员１４７３名，发展党员１１７８名，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１３４６名。选派县乡党政机关７４名优秀干部到７４个村任职。分３期５批整顿７５个
行政村组织，对１４２个贫困村、滑坡村调整班子７９个，选配支部书记４６人，培养后备
干部５９６人。下派６５名干部任村党支部书记或村指导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在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了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教育活动，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１５个乡镇、４６个县直部门、１０２
个直属机构事业单位、１５９个乡镇站所、３５５９名干部职工分２期３批参加学习教育活动。
全面动员开展争创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先进县活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县委抽调９９名干部组成２２个
工作组，对全县２２个后进滑坡村集中整建，共调整支部书记３名、主任１名，清理财务
总额６７８万元，收回欠额８９万元。党员管理实行党组织关系回执制度和党员信息微机
化管理，有效杜绝 “包包”党员现象。发展党员实行理论培训、岗位培训，监督发展对

象、监督支部、监督介绍人，发展对象未经公示不发展，不是重点培养对象不发展，培

养期不足一年不发

展，未列入当年发展

计划不发展。２００６
年，累计建成县级党

建示范乡镇 １０个，
示范村１１７个，群众
满意站所 ５６个，基
层满意涉农部门 ２１
个，党员科技示范户

４００个。深 入 推 行
“党员中心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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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居住相邻、从业相近、易于集中、便于管理”原则，全县共组建党员中心户３８０
个。在农村党组织中全面启动 “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全县建成４０个一类村党
组织，一、二类村党组织占５４２％，四类村党组织减少到８３％。

第三节　干部管理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１９９１年调整领导班子５５个、领导干部１５０人。１９９８年起，对
部分领导岗位人选实行公开招聘、笔试、面试和考察程序，决定任用，公开招聘县政府

部分部门副局长、乡镇计划生育站站长。２０００年考察全县５１０名领导干部，调整干部８９
名。２００２年起，实行任前公示、经过试用期然后决定任用的程序。２００３年调整领导干
部３４６人，提拔１７２人。２００５年，调整干部７９人，公开招聘乡镇果菜站站长。２００６年
提拔干部７６人，调整或免去不称职干部８人。２００７年提拔干部１１２人。２００９年，公开
招聘乡镇站所负责人３９名。２０１０年起，对领导干部任用之前进行廉政法规考试，不合
格者不予任用。

重视妇女、非党、知识分子任用　１９９１年县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外干部培养

选拔和管理工作的意见》。１９９２年调整领导干部１６１名，其中选拔任用青年干部４４名、
妇女和非党干部９名、知识分子干部６８名。１９９３年精减党政部门机构和人员，共选配
７４名科级领导干部，其中知识分子占７１６％。２０００年确定科级后备干部１８９名，其中
妇女干部２１名。２００７年１３个乡镇班子中有妇女干部１０名，其中正职１名、非党干部
４名。

后备干部培养　县委党校科级领导培训班每年安排培训新提拔任用的和确定的后备
干部。１９９１年培训科级干部２１８人、副科级干部１５２人，占应培率的８１％。２００１年培
训妇女干部６０人，培训乡镇党委副书记、农村支部书记２０６人。２００５年，储备后备干
部２６８名，培训科级干部４７０人次。２００８年确定后备干部５８４人，含正科级后备干部
２２８人，副科级后备干部 ３５６人。对不参加规定培训的或培训不合格的，一般不予以
任用。

执行 《富县科级干部管理办法》《富县后备干部管理办法》 《富县干部监督工作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信息沟通办法》《关于建立健全干部监督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建立社

会监督干部的长效机制。对科级干部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经济审计。

第四节　重点教育活动

“三讲”教育　２０００年，在县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 “讲学习、讲政治、讲

正气”党性党风教育活动。经过思想发动学习提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交流思想开展

批评、认真思考巩固成果４个阶段，先后召开动员会、民主评论会、民主测评会、转段
会９次，形成文件１８种，汇编资料１２种，编发简报２５期。围绕讲政治核心，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以整风精神，严肃认真地开展学习理论、自我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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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整改各项工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　２００１年起，先后在各部门单位、乡镇机关、基层
站所和各行政村开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涉及５７０个单位、５３５８名干
部，其中农村干部１６９９名。第一批在县直各部门、单位、各乡镇及站所中进行，第二批
在全县１３个乡镇２４５个行政村中进行，分学习培训、对照检查、整改提高３个阶段。建
立县级领导联系点２２个，组建督查组６个，实行严格的回访复查和检查验收。活动中共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１５３８件，整修农田５１２７公顷，引水２３１处，维修乡村道路２３０千
米，修筑桥梁涵洞２５座，处理各类纠纷１１５３件。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２００５年，分三批在县直机关、乡镇、企业和农村的４６８
个党组织８５１８名党员中开展以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经学习动员、分析评议、整改提高３个阶段，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走访党员及群众１万余人次，结成帮扶对子５０００余对，为群众办实事好事４２００件，投
入资金８０余万元，解决问题２６０１７２件。先后举办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公务员培
训班１７期培训２８３０人，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３２个，调整支部书记１５人，５３９人申
请入党，３３６人加入党组织。达到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
各项工作目标要求。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２００９年３月开始，全县分两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围绕 “解放思想、迎接挑战、夯实基础、科学发展，奋力建设富裕和谐新富县”

主题，按照 “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体要求，以

“五强化、五推动、五提高”为载体，深入学习调研，突出实践特色，建立健全领导责

任制、党员干部联系点制度、督察制度、群众监督评价制度等一系列推动科学发展的长

效机制，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多次被市委选为学教

活动观摩点。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组织召开了全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建立
健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政策导向，舆

论导向和用人导向。

第五节　老干部工作

组织机构　富县老干部工作局和干休所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工作人员５人，１９９６年
增编２人，成立１９人老干部工作委员会，按全县老干部居住区域成立１３个自管小组。
２０００年成立老干局党总支。２００１年老干局办公楼建成使用。２００７年成立１３个退休干部
党小组，党员１７６人。２００９年成立延安老年大学富县分校暨富县老干部活动中心，隶属
老干局，正科级建制，编制５人。

活动开展　１９９２年，投资１万元建成５０平方米活动室。党员活动以支部为单位，
组织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１９９６年，老干局协助县体委举办延安地区老年门球
赛。１９９８年，利用６间平房做活动室，分别设学习室、阅览室、娱乐室。２００１年沙梁永
盛巷老干部活动中心大楼建成后，投资５万元购置所需活动器械，设立图书、阅览、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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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棋牌、乒乓球、健身房、综合室和门球场。２００３年，开展老干部 “迎党日、抗非

典，夕阳为你献真情”征文活动。２００９年，组织４６名离休干部前往北京、北戴河参观
学习；老年大学开设舞蹈、声乐、书法、绘画、健身球、电脑班，学员１００余人。举办
２００９年重阳节文艺晚会，６０余人参加。２０１０年，举办庆 “七一”唱红歌大赛；组织几

次纳凉晚会；举办跳棋、象棋、乒乓球比赛，４０多位老干部参加。
２１年间先后有１６００余名老干部活跃在老年促进会、老年学会、老年体协、慈善协

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组织发挥余热。慈善协会共募集慈善基金１００余万元，资
助贫困大学生８００余名，资助金额４００余万元，资助困难孤儿和聋哑儿童６０余名。关工
委深入乡镇、学校、社区、企业，开展各类活动，利用红色资源，培育青少年学习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老促会积极向 《中国老区建设》

《延安老区建设》杂志投稿，宣传富县改革发展成果。乡镇老体协组织覆盖率１００％，社
区达到７０％，城市社区达到８０％，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达到５０％。结合村级农民健
身工程，推动活动广场建设达 ８２处。老年学会主办反映老年人生活的 《富县老年通

讯》，深受老年人喜爱。

政治待遇　坚持老干局同志分片包联县处级以上退休干部和离休干部，每月至少上
门一次，送学习资料，让老干部及时了解党的大政方针政策和中央文件精神。与老干部

促膝谈心，了解思想状况，满足政治诉求。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县委、县政府工作通报

会，使老干部及时掌握全县总体工作部署、改革发展动态、经济运行质量、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组织老干部赴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视察县域经济重点工程项目，介绍经济

建设成就，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邀请老干部参加重要会议和活动，就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征询意见，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截至２０１０年，邀请老干部参加党代
会、人代会、政协会、迎春茶话会１５００人次，视察县工业园区、党家河煤矿、县城棚户
区改造、张家湾小学等涉及工业、农业、教育、基础设施重点工程１０余个，召开通报
会２１次，征询意见８０条，采纳２８条。

政策落实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县委组织部同意张志毓、李志刚、吴保成、李忠智等６６
名同志离职休养。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为 １７０名离休干部报销拖欠的 ６１５万元医药费。
２００２年，理顺离休费发放渠道，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离休费统一转由事业统筹办
发放，企业离休干部统一参加陕西省社会养老保险，离休费由企业统筹办发放。２００３
年，县委、县政府出台 《富县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保障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实施办

法》，县委、县政府两办发起县科级领导与老干部 “一帮一、结对子”活动。２００５年，
为全县１０６名老干部办理了公费医疗卡，解决老干部 “看病难、报销难”问题。２００９年
起，为全县７５岁以上退休干部每人每月发放６７元护理费。

第六节　党史编研

资料编辑　１９９１年成立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制５人，隶属县委组织部。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年，征集整理出１０００余份党史资料，刊出 《党史资料选登》９８期，编辑 《党史专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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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３０余份，出版 《奠基礼———直罗镇战役》 《可爱的富县》丛书。１９９４年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２９秋—１９８７１０）第一卷，２００１年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县组织史资料》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９３５）第二卷，２００５年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富县组织史资料》（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８５）第三卷。

挖掘研究　党史研究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物为主，撰写出王树勋、乔凤鸣、韩
明奎、雷振启、李晴初、丁荣先、赵金昌、边德荣、罗兴秀、刘世昌、李金祥、刘汉

山、王彦宏、郝建堂、郎秀英、李永文、薛生荣等老一辈革命者的传记资料，分别刊登

在 《延河丰碑》《延安党史人物英烈专辑》。撰写党史学术论文３０余篇，在省级及以上
报刊登载１０余篇。编写出 《树勋传奇》章回故事、《富县人民革命斗争故事》２８万字。
２００６年，全面调查抗战时期富县人口伤亡和损失情况。２０１０年，开展革命遗址普查
工作。

宣传利用　１９９１年建党７０周年时举办富县地方党史展览，２００３年刘志丹将军诞辰
１００周年之际举办人民英雄刘志丹大型图展。２００６年，配合 《伟大长征》 《长征轶事》

《杨虎城将军》摄制组完成富县场景拍摄工作。２００８年在富县党建网站开设党史工作网
页，分设 《历史遗迹》《人物春秋》《组织史资料》《大事记栏目》，富县党史办被评为

陕西省党史工作先进集体。富县党史办在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党史研讨会议上介绍党史宣传工
作经验。

第四章　宣传工作

第一节　工作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委宣传部是县委主管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部门。正科级建
制，行政编制８人，实有８人。机关驻地富城镇正街１５号。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宣传部部长为
县委常委。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富县县委通讯组成立，副科级建制，事业性质，编制５人，设组长１
人，实有５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成立 “延安报社富县记者站”，与县委通讯组一套人员两块

牌子，正科级建制，不增加编制。

１９９７年４月，富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成立，正科级建制，事业性质，
编制４人，主任由副部长兼任，设专职副主任１名，干事３名，实有４人。２００９年４月，
更名为 “富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０２年４月，富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成立，正科级建制，编制１人，隶属于中
共富县县委宣传部。２０１０年机构、编制未变。
２００９年４月，富县新闻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事业性质，

科级建制，编制３人，设主任１名 （兼职），专职副主任１名，干事２名，实有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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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富县县委宣传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长更迭表
表１４－４－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孙全礼 男 １９４８１１ 富县吉子现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１１—１９９３６

王宏儒 男 １９５２３ 富县羊泉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６—２００２１２

曹林虎 男 １９６８９ 陕西志丹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６９

常晓斌 男 １９７２３ 陕西靖边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９—２０１０１

王若鸿 男 １９６４６ 陕西岐山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１—

第二节　理论宣讲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先后开展形势教育、延安精神教育、法制教育、科技知识教育、农
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培训学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 《党章》。

完善县乡党校和农村党员活动室。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评定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者职称６２人，其中政工师２３人，助理政工师３１人。县委宣传部 《强化思想政治

工作是实现小康目标的根本保证》调查报告在 《延安宣传》上刊出。全县开展 “困境中

奋进”大讨论，４４９个支部、７１４７名党员、５８４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撰写体会２０５５
篇，课题调研４５２个，举办 《学习园地》１１８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理论宣传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为重点，掀起学习

邓小平理论高潮，宣传党的十六大精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江泽民总书记来

延安讲话精神，机关党委、文教卫党委、公安党委、农业党委、经贸党委成立中心学习

小组，成立富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办公室。贯彻 《关于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

度的实施意见》《关于创建学习型机关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成立中共富县县委理论学习考核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委宣传部，组织７１１
名科级干部参加延安市科级干部政治理论水平任职资格考试，建立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

核档案。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学习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科学发展观，推行党委中心组 “一月一

题”和机关 “一周一题，一题一议”学习制度，开展 “陕北跨越发展，富县怎么办”

大讨论。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给 《安塞侯沟门村党支部和乡亲们复信》精神，十七大

精神宣讲团在乡镇宣讲１４场次。宣传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为期３个月的 “学理论、

找差距、求创新”解放思想大讨论。组织９６０名干部职工深入２４１个行政村宣讲十七届三
中全会精神，邀请延安市委讲师团作科学发展观专题辅导，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４
个选题被列入省市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计划。宣传贯彻 《中国共产党党员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 《富县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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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外宣传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重点宣传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加固农业基础地位和全县国民经济
计划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县委出台 《关于加强改革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注重宣传

“重工、强农、兴流通”经济发展思路，县域主导产业、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报道招

商引资先进典型。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宣传改革开放２０年成就，报道粮食、烤烟、苹果、畜牧、农业生
产和石油、煤炭、陶土产品、轩辕玉石等矿产资源开发成果；开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５０周年、纪念五四运动８０周年、迎接澳门回归、走进新世纪等系列宣传报道活动；
开展以揭批法轮功为主的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报道主导产业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山川秀美工程成就。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宣传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加入世贸组织基本知识，突出
石油、苹果、大棚菜、畜牧等主导产业及后续产业宣传；开展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贯彻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县乡机构改革的宣传报道。围绕抓住

机遇、加快发展主题，采编出一批反映产业发展、经济建设、投资环境重点稿件，在全

国性非典型肺炎防疫歼灭战中，编发专题简报４０余期，为防治 “非典”营造浓厚氛围；

制作播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系列报道３２８期，编写简报１３９期，刊发稿件２０
余篇。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深入报道投资环境建设、公路建设、主导产业开发、能源建设、水
利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在省市媒体刊发 《富县在困境中奋进，县域经济实现

“撑杆跳”》《感情打造客商聚集地，诚信铸就投资聚宝盆》等大量稿件，宣传报道在产

业开发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在 《陕西日报》刊发 《７００千米秦直道呼唤秦地有座博物
馆》《李自成后裔的寻根路》。

１９９５年，中央、省、地级新闻媒体共采用富县稿件５４０篇 （幅），比１９９１年增长
１１１％，其中经济类新闻稿件占７５％以上。２００１年，市级以上新闻媒体采用富县稿件
３９４篇 （幅）。２００２年，《延安日报》富县记者站挂牌成立。２００４年，市级以上媒体刊
发富县稿件４２３篇 （幅），２００５年刊发７２１篇 （幅），２０１０年刊发８０６篇 （幅）。

第四节　电视宣传

１９９２年，富县人民广播电台成立，１９９３年，富县电视转播台建成使用，开通除张
村驿、张家湾之外１２个乡镇的调频广播，县广播电视站编排节目２０７组，采用稿件８６０
篇，播出专题５０期，有线电视台播出 《富县新闻》７４条。１９９７年，县电视台开办新闻
栏目，制播 《富县宜兴同步发展》系列广播电视专题。２００１年，县电视台编播新闻
３１１１条。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０日晚，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播出富县采写消息 《富县加大

绿色产业开发力度》，实现富县电视新闻在 《新闻联播》栏目播出零突破。２００４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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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红红火火闹春耕》《举全县之力兴富民产业》 《大棚菜系列报道》等电视栏目；制

作 《走进乡村》大型系列报道２５期、电视专题片３０部，在省市广播电视台播出稿件
１９４条。

２００５年，制作播出 《富县苹果走向世界》 《发展沼气业建设生态家园》等２６部电
视专题片，编播新闻２２１组、１３２６条，系列报道４５８期；上传省市广播电视台播出１２７
条。２００６年，在市级以上媒体编播电视新闻２１２组、９９６条，系列报道１３２期，电视专
题片１７部，省市广播电视台播出３３８条。２００７年，开办 《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

《乡镇党委书记访谈录》等电视专题栏目，采访报道主导产业开发、新农村建设、基础

设施建设，大气污染治理、投资环境治理成果。２００８年，开办 《纪念改革开放 ３０周
年—富县周边行》《问责问廉问效系列报道》《解放思想、寻找差距、抢抓机遇、促进跨

越》等电视栏目；增设 《政声、民生》《农经天地》《健康在线》３个固定栏目，适时开
设 《消防知识》《手足口病预防知识》《地震防震知识》《碘缺乏病防治知识》等宣传栏

目；拍摄 《项目促发展、和谐惠民生》等专题片３０部，在市级以上电视台播出新闻６１
条，电视台编播新闻２２１组、１１５４条。
２００９年，制作播出重点项目建设、大棚菜种植、开展科学发展观活动等系列报道、

电视专题片１７１期；电视台制播新闻２３６组、１１５８条，专题片２７部，系列报道１２４期；
上传陕西电视台播出７条，上传中央电视台播出２条。２０１０年，县电视台制作播出 《政

声民生》３５期、《农经天地》１３４集，《危情时刻》４８集；编播新闻２１１组、１０２３条，
专题片３７部，系列报道８９期；上传延安市电视台播出新闻１３４条。

第五节　社会宣传

社会宣传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广大公民发展新型人

际关系，形成健康、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方式。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宣传报道 “一五”普

法宣传月活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活动，优

良秩序、优美环境、优质服务、顾客满意活动，“迎亚运”延安精神宣传教育活动。宣

传报道举办延安精神图片展览活动，富县首届精神文明知识竞赛活动，计划生育和人口

普查知识竞赛活动，富县地方党史展览和专题报告活动，直罗战役５６周年纪念大会。
宣传报道北京知识青年回延安考察团活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孔繁森、王思明优秀共产

党员先进事迹活动。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宣传部编写的 《可爱的富县》１１万
册；宣传报道举办党纪政纪条规教育知识竞赛活动，迎 “七一”庆回归卡拉 ＯＫ大奖
赛活动，各界人士座谈会、爱岗敬业演讲会、书画展，首届群众文艺调演活动，巡回

乡镇播放电视系列片 《香港》活动，在窗口部门单位开展 “爱岗敬业、服务群众、奉

献社会”活动，爱国卫生月活动，举办改革开放２０周年成就展览、理论研讨会、文
艺演出活动，联合延安电视台摄制 《富县生态、古文化旅游》专题片。宣传报道举办

全县干部职工第八套广播体操比赛、开展第七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和农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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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活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县委宣传部宣讲团巡回乡镇宣传优秀共产党员郭秀明的先进事迹，
组织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６０周年座谈会，完成 《陕西新形

象·延安卷·富县版》编撰工作，参加延安市举办的 《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演讲比赛。

宣传报道思想政治工作 “百人抓百点”活动，“改陋习树新风、杜绝不文明行为从我做

起”倡议活动，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演讲竞赛活动，建党８２周年知识竞赛活动，
“万人宣讲中央一号文件，增收措施进村入户”活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宣传报道向共产党员刘易学习教育活动，“弘扬延安精神，树立社
会主义荣辱观”演讲比赛和征文活动。举办庆祝建党８５周年文艺晚会、首届秦腔大赛、
歌曲舞蹈大赛。宣传报道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走访慰问老革命、爱党爱
国主题教育、革命歌曲大家唱、“我的祖国”歌咏比赛、志愿者服务、文艺演出、爱国

主义影片公映、体育竞技比赛多项活动，编印 《富县文明市民手册》３万册，组织 “我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道德模范评选推荐活动。组织 “延安油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奠基仪

式”“富县苹果佛山销售基地启动仪式”“全市冬春果园管理现场会”等大型宣传工作。

２０１０年，富县征订 《人民日报》２９５份、《陕西日报》１７０１份、《延安日报》２３８０份、
《光明日报》１５份、《经济日报》１３４份、《求是》杂志２２２份。

第六节　精神文明建设

创建文明县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文明县城创建以树立圣地新形象为主，在城区８３
平方千米内，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环境综合治理活动，重点治理脏乱现象，提升干部群

众城市意识，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服务功能，规范市场管理和交通秩序，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实施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文明县城创建目标及主要工作任务》，２００４年被陕
西省委省政府、延安市委市政府分别表彰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连续
四年被延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县。持续开展城区环境综合整治，截至

２０１０年，彻底治理茶坊川口段困扰富县多年的乱设加水、洗车、修理摊点现象。
创建文明村镇　１９９１年，组织３１个拟创建文明村党支部书记赴礼泉、旬邑、大荔、

洛川县参观学习，年底建成３１个高标准文明村。１９９８年，创建省级文明村２个、市级
文明村８个、县级文明村１０２个。２０００年复查文明村，取消吉子现村等３２个行政村的
文明村称号，县级文明村保留７８个。２０１０年保留文明乡镇８个、文明村１０４个，其中
省级文明村２个，市级文明村１０个。

创建文明单位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富县建成文明单位９７个，其中省级２个、地区级
１１个、县级８４个。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３次复查整顿文明单位，共取消各级文明单位 ２０
个，其中省级１个、地区级２个、县级１７个。截至１９９６年，共建成各级文明单位１２０
个，其中省级３个、地区级１２个、县级１０５个。１９９９年，保留各级文明单位１２９个。在
县级部门开展 “五星级单位”创评活动。２０００年复查整顿文明单位，取消南道德供销社
等３６个县级文明单位称号，保留县级文明单位６６个。２００１年，保持省级文明的有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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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站、公安局等５个单位，市级文明单位２１个。２０１０年，省级文明单位１０个，市级文
明单位３７个，县级文明单位１１６个。

创建文明小区　１９９３年，开展沙梁文明小区创建活动，以道德教育为核心，以治
理脏乱差、优化美化环境、建立良好秩序为重点，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制。１９９７年，创
建沙梁文明小区和茶坊文明小区。２００４年，建成县委政府大院和国税局征收分局大院
两个市级文明大院。２００６年，县委政府大院建成省级文明大院。２００７年，富县街道
办事处钟楼社区建成市级文明小区。２０１０年，保留省级文明大院１个，市级文明小区
１个。

思想道德建设　以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文明素质为重点，学习教育与道德实践
相结合，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道德实践活动。坚持每年３月份学雷锋活动月，组织中小
学校学雷锋小组，成立便民服务队，发动干部职工义务擦洗街道栏杆，广泛做好事。实

施 《富县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坚持不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
教育，持续抓好延安精神教育，抓好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形成每年清明节组织中小学

生、干警祭扫烈士陵墓，听老前辈做革命传统报告惯例。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前夕，组织全
县中小学国旗、国徽、国歌知识竞赛，举办大型 “庆七一、迎回归”卡拉 ＯＫ歌曲大
赛、文艺晚会和书画展。１９９８年，县委印发 《富县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方
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培养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四有新人为目标，建设素质提高工程、文化繁荣工程、社会平安工程、城市容

貌工程，全面推动富县精神文明建设上台阶。１９９９年，组织祖国颂、社会主义颂、改革
开放颂３项演讲比赛。２００１年，广泛开展向优秀党员郭秀明学习活动，涌现出交道镇冯
创德、富城镇杨学勤等１０名郭秀明式的农村党支部书记。２００２年，学习宣传 《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全县各个单位、乡镇村落张贴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

勤俭自强、敬业奉献”２０字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标语；开展争做文明市民演讲竞赛，开展
“八荣八耻”教育。２００４年起，每年为未成年人办十件实事。２００６年，中央文明办赠送
富县２００套百部爱国主义光盘，分发到全县中小学校。２００８年起，学习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教育。２０１０年起，３４个行业参与 “创佳

评差”活动。

精神文明风尚　广泛开展 “五好家庭”“五好媳妇”评选活动，倡导婚丧从俭。开

展 “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活动，教育群众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摒弃封建迷信

和陈规陋习。１９９７年起，在农村开展 “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当年参评３１４１户，
评出十星级２１户、九星级２１９户、八星级４５３户。１９９８年参评２５万户，参评率９０％
以上，评出十星级２４７户、九星级２５８９户、八星级５７３６户。２００７年参评２７４万户，参
评率９５％，评出十星级１５００户、九星级５８０６户。推广交道镇白家村、东茹子村红白理
事会经验。县委县政府领导各包一个村，落实百人包抓一百个精神文明单位建设工作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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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村工作

第一节　土地产权改革

土地经营权流转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吉子现乡开展建立乡镇一级土地管理机构试验
试点工作。组织吉子现乡和县直有关部门单位干部考察学习延安市姚店镇建立土地管理

交易机构的经验和具体做法。制定了土地管理交易机构的工作范围、职责权限、工作程

序及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奖励办法、财务管理制度等，刻制印章、制作牌子。１９９６年１
月４日，富县第一家乡镇土地管理机构—吉子现乡土地交易所正式挂牌对外办公。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按照县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由土地局牵头，农村改革试验

办公室和农村经营管理站参与，组织人力对富城镇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进行调

查。富城镇自１９９８年土地延包以来，共发生土地流转３６起，流转面积１１３３公顷，占
全镇耕地总面积的１８％。涉及农村村民５０户，干部职工２人，机关单位２个。在农村
村民土地流转中，涉及本村组村民４２户，占流转对象的７８％，外村村民８户，占２２％。
土地流转形式多以转包为主，占８０％，其次为转让，占２０％。私下协商、口头协议者占
３０％，经村级组织同意，签订合同者占７０％。土地流转年限长短不一，最短者１年，最
长者３０年。土地流转金额不等，最少者为无偿流转，最多者为每年每亩３００元。通过调
查，基本掌握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县委县

政府出台了 《富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暂行规定》，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条

件、形式、程序，流转的政策规定、组织管理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规范了土地承包经

营权流转行为，促使土地经营权步入有序流转轨道。

２００３年３月，国务院颁布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施，使农村土地承包有法可

依，步入法制化轨道。７月，县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对全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
转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县委农工部印发 《关于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的调查

的通知》，制定调查分析提要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调查表。据调查统计：全县土

地流转总面积８５２２７公顷，其中转包３７３０７公顷，出租２３７９３公顷，互换２６４７公
顷，转让５８８３公顷，入股５公顷，其他方式流转１５０９７公顷，其中乡村统一操作流转
７２１７公顷。全县 “四荒”地流转面积３６７１３公顷，其中转让２５６５３公顷，出租５１２７
公顷，其他方式流转５９３３公顷。通过调查，掌握了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
对策，形成了 《富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调查报告》，并在 《富县农村工作》刊发，

促进了土地使用权流转工作规范运行。

“四荒”地使用权出让　１９９４年，县委、县政府组织农口部门干部，分别深入乡村
和国有林场，采取查阅农业区划、土地详查、小流域治理等档案资料，召开各种形式座

谈会及走访群众、问卷调查等办法，对全县 “四荒”地开发治理及干部群众对 “四荒”

地使用权出让的意见进行调查了解，摸清 “四荒”地资源和开发利用现状。从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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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部分户对承包的 “四荒”未能进行有效治理，出现包而不治或治而无效问题。为

加快 “四荒”地开发治理速度，提高土地生产率，同年８月，县委、县政府印发 《关于

富县农村集体 “四荒”地使用权出让试点工作的安排意见》，明确试点的目的、内容、

实施步骤及组织领导，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试点工作在茶坊镇吉子湾和交道镇

鲁家庄两个行政村进行，历时５０多天，共拍卖 “四荒”地使用权１０２７７公顷，出让年
限为３０年和５０年，９２户村民获得使用权，收回出让金３５８万元，完成了预定的工作
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１１月，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听取试点工作汇报，肯定试点工
作的基本做法，对全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部署。１２月，县委、
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推广试点工作经验，安排全县农村土

地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印发 《关于加快富县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安排意见》，提出

大体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对现有耕地要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

制，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承包合同和档案，并探索符合群众意

愿的出让转让形式与办法。对 “四荒”地全部采取拍卖形式，一次出让到位。１９９５年６
月，组织对全县１５个乡镇 “四荒”地使用权出让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抽查。根据检

查存在的出让规模小、工作进展不平衡、出让工作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备、治理进度

缓慢等问题，１１月，县委召开全县 “四荒”地使用权出让工作会议，再一次明确任务，

制定 “四荒”地出让工作考核办法。县、乡抽调２００名干部深入村组工作，县土地管理
部门抽出１４人巡回各乡镇指导签订合同和发证工作。是年底，全县１５个乡镇有１５７个
行政村开展了 “四荒”地拍卖工作，累计出让面积２１００６公顷，占可出让面积２６２８０
公顷的 ７９９％，已初步治理 １４３００公顷，占出让面积 ６８１％，全县共收回出让金
１５１３９万元，签订合同６６８３份，颁发使用证１０７２份。

集体林地使用权出让　１９９７年６月，县委、县政府组织农口部门单位干部对全县集
体林地经营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全县非国有林地７个乡镇５６个行政村，共有集体林地面
积２１９０公顷，其中乡办林场林地面积６１５３３公顷，行政村集体林地面积１５７４７公顷。
其管护经营方式有三种：承包到户有３２７公顷，拍卖到户有４２９９公顷，集体管护的有
１４３３公顷。集体林地经营主要存在产权不明晰、管护责任落不实、经营效益低、乱砍滥
伐现象严重等问题。１１月，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集体林地产权改革试点工
作，并下发 《关于农村集体林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安排意见》，明确了试点工作

的目的、内容、方法、步骤和组织领导。试点工作在交道乡东茹子和吉子现乡杨家河两

个行政村铺开。通过广泛宣传、成立乡村集体林地使用权出让工作领导小组和林地价格

评估、召开出让大会等工作，两个试点共出让集体林地６５７３公顷，收回出让金２０２０７
元，签订集体林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１２份。试点工作达到了预期目的，总结了一套较为
完整的规范运作程序，为面上开展工作提供了经验。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县委县政府召开直罗、张家湾、牛武等７个乡镇非国有林区党委书
记参加的集体林地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出台 《富县农村集体林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

办法》《富县农村集体林地产权制度改革有关政策规定》等文件。县政府印发 《富县农

村集体林地出让转让工作安排意见》，明确工作任务、时限和要求。１９９９年年底，７个
乡镇的４个乡办林场和５６个有集体林地的行政村，共出让集体林地１４３３公顷，占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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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１００％；收回出让金３０８万元，占应收出让金的９３％；签订集体林地出让合同
５７１份，占应签订合同的 １００％。同时，对原承包到户的 ３２７０７公顷和拍卖到户的
４２９９３公顷集体林地完善合同３７８份，进一步明晰产权关系，夯实管护责任。全面完成
集体林地产权制度改革任务。

第二节　小康村建设

１９９３年富县开始小康村建设，１９９４年３月，县委、县政府制定印发 《富县农村奔

小康规划》，总的目标是在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的生活从温饱达到

小康水平，逐步实现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精神生活比较充实，居住环境改善，健康水平

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具体指标是：到２０００年全县１５个乡镇２４２个行
政村中，有１２１个行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达到或超过１１００元，其中
四分之一的村达到１５００元以上。４月，成立县农村奔小康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农工
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按照 《富县农村奔小康规划》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坚持以小康村建设为基点总揽农

村工作全局，采取县级领导包乡、县直部门单位帮建的办法，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重点抓建
３２个小康村的落实工作，使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发生较大改观。１９９８年２
月，县委县政府命名寺仙乡尧科村、前桃园村，交道乡西茹子村、天乐村、东茹子村，

吉子现乡串坡村，富城镇监军台村，南道德乡西道德村，羊泉乡庙阳村、雷村，牛武镇

安子村、左家沟村，钳二乡西陈超村、石家河村，张家湾乡小山子村、王家角村，北道

德乡道德村，直罗镇贺家坪村，张村驿镇芦村沟村１９个村为小康村。３月，县委、县政
府制定印发 《关于建成小康县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小康乡镇建设任务和指标要

求，提出到２００２年全县累计建成２１２个小康村、１５个小康示范村、１３个小康乡镇，使
村有９０％的户、乡有８５％的村、全县有９０％的人口达到小康水平，跨入全省小康行列。
同年县直帮建部门单位增加到１００个，帮建干部增加到２００名。县委农工部牵头制作的
富县小康村建设电视专题片 《州月更明》在县电视台播放，增强了全县人民建设小康

县的信心和决心。８月，召开富县小康建设工作会，会议对今后五年的小康建设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市委农工部部长马烨、市委小康办白龙林科长及 《延安日报》记者应邀参

加会议。县委、县政府出台 《富县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小康建设规划》《关于加快小康建设步
伐的决定》两个纲领性文件。

１９９９年４月，县委、县政府命名交道镇吉家村、西桐村，牛武镇寺庄，岔口乡畔
上，洛阳乡咀头，富城镇城关村，张家湾镇杨家湾、川庄，张村驿镇榆树村、徐家沟，

寺仙乡吴家村、雷家塬，南道德乡新庄科，吉子现乡富村、旧村、南村、西屯么、新

城、尧科、东屯么，羊泉镇侯家庄、鹿首、羊东、西里村、郭丰，钳二乡东陈超２６个
村为小康村。１０月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奔小康办公室授予中共富县县委农村奔小康办公室
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０年４月，县委、县政府命名直罗镇马家湾村，张村驿镇广家寨村、
塘坊村，张家湾镇三城村、石坊头村，岔口乡佘家塬村，交道镇思宜村、东桐村，羊泉

镇东里村、咀上村，洛阳乡田厢、平泉村、峪口村，钳二乡闫村、小渭村，南道德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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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村，寺仙乡青儿塬村，李家
"

村，茶坊镇马坊村、沟门村、川口村，北道德乡冯家

塬村，纪录村，牛武镇刘家塬村、张家塬村、清泉沟村、管头村，吉子现乡杨家河村２８
个村为小康村。２００１年４月，县委、县政府命名直罗镇南家湾村，张村驿镇川口村、下
河湾村，张家湾镇和尚塬村、炮楼村，岔口乡白龙沟村，交道镇交道村、龙王庙村、立

石村、贺尧科村、景村、户南村、界子河村，羊泉镇清涧村，洛阳乡洛阳村、袁家村，

钳二乡卜巷村，南道德乡狼虎头村，茶坊镇李家川村，北道德乡雷丰村、上柳池村，牛

武镇郝家塬村、牛武村，吉子现乡田村，富城镇侯村、曲里村２７个村为小康村。２００２
年１月，县委、县政府命名富城镇莲花池村、罗家塬、秋家沟、寺坡、寺底，羊泉镇太
宜、下立石，北道德乡缑家庄，张家湾镇放牛沟，张村驿镇党家河、四家岔村１１个村
为小康村。２００３年２月，县委、县政府命名牛武镇左家沟，富城镇东太安、西太安，羊
泉镇下善化、羊西，张家湾镇水磨坪村，直罗镇文家庙７个村为小康村。２００４年３月，
县委、县政府命名茶坊镇榆林桥，富城镇南教场村，羊泉镇犁章村、八合村、早潮塬村

５个村为小康村。
全县各级全力以赴按照 “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段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扎

实开展小康建设工作。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逐年增加，主导产业步伐加快，文

化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社会治安都有明显进步，农村道路、通信、通电、村容

村貌等基础设施得到新的发展。根据 《延安地区小康村标准》 《考核验收办法》 《富县

小康村考核验收补充细则》和 《陕西省小康乡镇标准和考核办法》及申报验收程序，截

至２００３年年底，经县、市、省验收命名的小康乡镇１个 （交道镇），小康村１２３个村，
其中省级小康示范村５个、市级小康示范村１４个。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２００６年年底，
全县农村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实现小康目标。

第三节　新农村建设

２００７年３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会议。印发 《富县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和 《关于２００７年新农村建设工作安排》等文件，县委常
委李世勇就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奋斗目标、工作措施和责任落实等

做了题为 《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全县新农村建设》的动员讲话，拉开全县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序幕。１２月，县委常委会审议通过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若

干意见》。《意见》就统一思想、科学规划、抓点示范、分层推进、注重实效、加强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加大扶持力度、落实包抓责任、实行目标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

要求，进一步确立以新农村建设统揽农村工作全局的思想。

２００８年４月，县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新农村建设项目监督领导小组，吸收
财政、质检等部门业务人员，负责工程预决算、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根据建设部 《村

镇规划编制办法》和 《陕西省村庄建设条例》，按照因地制宜、突显特色、适度超前、

科学合理、尊重民意的原则，对全县村庄布局、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人口结构、公益

设施等现状进行调查，形成全县村庄布局规划草案，经几上几下的充分酝酿讨论、修

改，６月 《富县县域村庄布局调整规划》经县委常委会审定通过，印发全县执行。全县

村庄布局调整为：中心村７１个，保留村７７个，总计行政村１４８个。２００９年，新农村建

７７３第十四编　中共地方组织　



设实行 “一个部门牵头、多个部门联动、乡镇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

新农村建设工作从２００７年起采取抓点带面稳步推进的办法，每年集中人力、财力抓
好几个示范村，以此来带动和促进全县新农村建设。在示范村建设上以建设新型民居，

改善基础设施为突破口，把建设重点放在巷道硬化、排洪排污渠修砌，活动阵地、文化

广场和人畜饮水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２００７年布点１５个示范村，２００８年增加到２０个
村，２００９年增加到３６个村。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在建的３６个示范村共投资１６５６２万元，
其中项目捆绑资金５７２０１万元、包建部门单位资助１４５９５万元，县财政投资１５７８０５
万元，拉动农民投资７８０３９万元。共沥青硬化街巷道３５３千米，砂石硬化街巷道５９
千米，砼硬化０９８千米；砌修排洪排污石渠３２１千米；新建广场９个１３８６７平方米，
完成村庄绿化１１个村，栽植各类绿化风景树２２５９８棵，绿化面积６３０７６平方米；新建
活动阵地５１处２８９间、５９２０平方米；建公厕４处１２间，解决人畜饮水６个村，铺设输
水管道１１６２０米；新建民居１９５户、９６８间、２４２００平方米，围墙改造７３６４米；新建漫
水桥４座。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编制完成１３个乡镇 《新农村建设规划》和 《村庄总体规

划》、８个乡镇 《小城镇建设规划》，１４８个村的 《产业发展规划》、７１个中心村和４３个
保留村的 《村庄建设规划》，为新农村建设绘制了蓝图。

２０１０年３月召开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对全县新农村建设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县
政府出台 《富县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 《关于加快新农村建设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重点村确定、项目申报、建设内容及标准、建设主体和资金筹集等具体办法

和措施。是年，全县抓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３５个，其中由１６名县级领导和３５个部门单
位包抓２３个、乡镇抓建１２个。完成投资１５００万元，重点抓建牛武镇曲家湾、八条硷、
埝沟和茶坊镇史家坪、马坊、新民６个村的新农村建设。实施民居改造２５９户，新建、
改造大门２１３个，新砌围墙３８８５５米、墙裙３６１８米，粉刷窑、墙面１５０８６平方米，更
换铝合金、塑钢门窗１３５０３平方米，新修厕所９８个；维修文化室６８间，硬化街巷道
４０００米，修砌排水渠７８００米，新建广场４个５６００平方米，安装路灯５０余盏，栽植各类
绿化风景树１８６８３株，绿化带３６４０平方米。编制完成剩余３４个保留村村庄建设发展规
划，使全县新农村建设村庄建设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全部完成。示范村人居环境大为改

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雏形基本形成。涌现出交道镇白家村、东桐

村，羊泉镇南章村，城关镇伏龙村，直罗镇安家川，吉子现乡固险村，北道德乡东村等

典型示范村，起到了示范辐射带动效应。

第六章　政法工作

第一节　机构队伍

组织机构　１９９１年成立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科级建制，编
制３人。２００２年，县委政法委员会行政编制５个，设书记，副书记２名。综合治理委员
会办公室事业编制１３个，主任由政法委员会１名副书记兼任，设专职副主任。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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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县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３人，主任由政法委
１名副书记兼任，设专职副主任。２０１０年成立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科，事业编制３名。

队伍建设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建立重大案件排查制度和政法工作信息报告制度，每月
报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经济案件立案情况，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受理情况，交

通、火灾事故情况。实行错案追究责任制，专项治理执法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广

泛开展争创人民群众满意政法干警 （单位）活动。

政法工作会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县政法委在全县政法

系统开展为期两个月

的整顿纪律、改进作

风教育活动。开展违

法扣押、冻结款物专

项执法检查工作。政

法各部门制定 《涉

案财物管理制度》

《涉案财物随案移送

制度》，杜绝违法扣

押、冻结款物现象和

贪污、私分扣押款物

和坐支罚没款物行

为。开展 “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组织开展涉法涉诉越级访和异常访 “零上访”活动、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教育活动、“富县跨越发展，政法工作怎么办”讨论活动，比学习、比工作、比公

正、比团结、比廉洁评比活动，改进作风、树立形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整顿警车专项

活动。全面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工作，建立办案安全防范

机制，定期检查办案安全防范工作，评查案件１００件，受理涉法涉诉信访１３件，全部办
结。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扎实开展执法大培训，推进阳光执法、网上办

案，３次培训全县综合治理维稳干部。

中共富县县委政法委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书记更迭表
表１４－６－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年月

李日升 男 １９３７７ 陕西蓝田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４８—１９９３５

孔祥君 男 １９４９１１ 富县钳二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７１１

李满套 男 １９６２９ 富县直罗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６—２００２１２

苏合玲 女 １９６３４ 山东单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６９

拓改琴 女 １９６２８ 陕西子长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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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抽调百人集中４０天专项治理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公共复杂场所、
文化市场，取缔不健康文化场所１３处，铁路沿线废品收购站点４个，查办贩毒、吸毒
３７人，打击黑社会团伙７个，处理治安案件２３起、查办违法案件１９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制定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第十个五年规划，开展境外散聚人员
基础调研，成立县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技防设施进企入户，开展矛盾纠纷 “百

日大联调”，成立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履

行平安建设述职制度。开展 “法律进校园” “安全教育日主题教育” “珍爱生命、拒绝

毒品”活动和 “平安校园”创建活动。构建社区管控、单位守控、农村防控网络，建立

专群结合的防控巡控组织，构建 “警、企 （学校）、村 （社区）”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

工程网络，群众社会治安满意率９２４６％，富县被延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平安建设先进
县，被延安市综治委表彰为满意率显著提升县。２００９年，县委、县政府提出创建省级平
安县目标，在全县乡镇开展 “综治工作进标段”活动，有效缓解了因西延铁路复线、青

兰高速公路建设引发的各种矛盾。开展平安网吧、平安校园、平安交通、平安油区、平

安市场、平安家庭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乡镇成立综治工作中心，配备专职主任，村组

设立调解、治保、警务室三办合一工作站。

２０１０年，开展平安铁路创建及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和校园
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工作；建立校园矛盾纠纷排查齐抓共管机制，沟通联系机制，护校责任

机制，安全防范机制，排查化解机制，县乡村组家庭四级联动机制，群众 “说事”机制，

推行 “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联合接访机制；构建街面巡防、社区管

防、农村联防、单位守防、出口堵防五大防控网络。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实绩档案，把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绩与本人奖惩和职级变动、单

位评先创优挂钩。推行刑释解教安置帮教 “四有帮教”工作模式，在监有人教，出监有人

接，回归有业就，社会有人帮，建立刑释解教人员帮教档案。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实

现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加强社区戒毒和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全县设社区戒

毒 （康复）工作站５个，戒毒 （康复）工作小组１０个，社区设１名专职社工，对社区戒
毒人员不定期家访、谈话。对全县７例重症精神病人，全部与监护人签订安全责任书，由
民政局提供适当救助，对无监护人且有暴力倾向的送精神病院治疗。

第三节　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０４年，成立县集中处理涉法上访问题领导小组。２００６年，受理涉法涉诉信访２１
件，全部依法转办或终结处理。２００８年，依法处理本地邪教组织 “门徒会”１６人的违
法犯罪。２００９年，制定 《富县处置大规模群体事件应急预案》，县维稳办在全市率先开

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召开全市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现场会。２０１０年，建立
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排查化解不稳定因素２５件。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形势和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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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一分析一通报，县级领导包抓影响全县社会稳定的１１个突出问题和重点信访问题。
建立维护稳定工作重要信息报告制度，各乡镇、县直各党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及重点厂矿、企业、学校，都有维护稳定信息联络员，负责维稳信息搜集、研

判、报送和传递工作。对开元路改造、羊泉镇迎宾大道工程、钳二乡沙西沟水库坝址租

用土地及附着物赔偿等重点项目，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七章　统战工作

第一节　工作机构

中共富县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成立于１９８３年９月，是主管全县统一战线工作的县委
工作部门；加挂县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牌子。１９９３年，中共富县县
委撤销统战部，业务分别交县委宣传部和县政协。１９９４年，恢复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正科级建制。１９９８年，恢复县委对台工作办公室，正科级建制，挂靠县委统战部，副部
长兼任主任。同年成立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统战部。２００１年，成立县工
商联党组，正科级建制，党组书记由统战部副部长兼任，成员２人。２０１０年，县委统战
部行政编制３人，部长１人，副部长 （兼对台办主任）１人，文书１人。

第二节　非公人士统战

１９９１年，贯彻 《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关于加强我区企业统战工作的几点意见》，明

确新时期企业统战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对象以及工作任务。１９９２年，筹备召开富县工
商业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１９９５年，调查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状况，建立非公有制
经济界代表人士档案，开展爱国、敬业、守法教育活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投身

光彩事业。１９９８年，召开县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县级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和１７个部门单位负责人应邀出席会议。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９月，全县进行大规模街道改造，
县委统战部、工商联积极倡导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行动起来，先后有２３户非公企业共
捐资２０余万元。２００１年４月，县委统战部、工商联召开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座谈会，
号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光彩事业。２００３年，走访调查全县８６户民营企业，组织
召开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形成 《民营企业对我县经济发展的影响》调研报告。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年，县工商联深入乡镇企业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６篇，为县委出台 《中共富县县

委、富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提供了依据，陕西双翼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陕西恒兴果汁有限公司富县分公司、延安老窖酒业有限公司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

投产，辐射带动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２０１０年，全县注册商标的非公有制企业１０户，
出口创汇企业２户，国际质量标准管理体系认证企业２户，受到市委、市政府表彰的优秀
企业家、优秀民营企业和对社会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５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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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党外人士统战

１９９０年，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中非党委员３２名，占委员总数的６４％，分别
来自妇女、工人、农民、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教育、文化艺术、工商业和台侨属９个
界别。政协常委中非党人士５人，占常委的５６％。１９９１年，县委统战部、组织部、县劳
动人事局联合出台 《关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党外人士安排的规划》，对政府部门、公检法领
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的岗位、职数做出规定，建立４８８名党外干部、党外知识分子档
案，县委转发统战部 《关于发挥人民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１９９２年，
建立非党知识分子档案，全县共有非党知识分子８７０名，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２５３名，
中级及以上职称１１２人。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中党外人士３７名，占委员总数的６３％。
１９９５年，贯彻落实 《党外人士实职安排五年规划》，选配两名党外妇女干部任副乡

镇长，选派３名科级干部参加延安地委统战部举办的党外干部培训班。１９９６年下发 《关

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党外人士安排的规划》，考察县政府４６个部门１３０名党外干部，确定
１１名为培养对象，建议县委考察使用，推荐５名党外人士为延安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人
选。１９９８年，建立６８名非党后备干部档案，向县委推荐３３名党外干部任职，建立１１２
名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及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无党派人士人才库。

１９９９年，全县共提拔使用非党副科级领导干部７名。２０００年，政协富县五届三次会议新
增委员１５人，非党委员共提提案３５件。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参政议政的范围和渠道，民主监督

的途径和机制方面，形成切实有效的制度和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方式。２００６年，富县
党外高级知识分子１１人，中级知识分子２３３人，党外知识分子占全县知识分子的８０％，
党外政协委员占委员的６０％，党外人大代表占代表的４０％。２００７年，经过认真调研摸
底，反复研究延安市三届政协委员县区提名工作方案，根据县委意见，向市委统战部推荐

一批不同界别的合格人选，其中无党派人士７名。２００８年，在县委党校举办无党派人士暨
党外干部培训班，全县８９名副科级及以上党外干部参加。２０１０年，建立无党派人士电子
档案，召开首届无党派人士联谊会，累计推荐无党派人士参加省市干部培训班３８５人次。

第四节　宗教界统战

１９９１年，调查全县宗教情况，宗教活动主要分布在交道、茶坊、钳二等６个乡镇１３
个自然村，共有教徒７７０人，其中天主教徒７５３人，基督教徒１７人。１９９２年，县委统
战部、民政局、公安局联合发文，制止某些教区在１８周岁以下青少年中发展教徒行为。
１９９５年，县委统战部联合公安局，历时５个月，打击取缔非法宗教组织 “门徒会”，摧

毁聚会点，依法处理骨干分子１３人。１９９８年３月，交道镇鲁家庄信教人员与群众发生
纠纷，县委统战部联合相关部门及时调查干预，平息事态。１９９９年５月，县委统战部开
展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宣传月活动。２０００年，在有宗教活动的乡镇、村组成立宗教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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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加强宗教工作管理。其间，对教徒非法聚集的重大事项及时向县委汇报，主管领导

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应对措施。通过讲解党的宗教政策，制止鲁家庄部分天主教教徒准

备前往榆林参加 “封圣”活动的不法行为。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天主教、基督教、道教教
民８２５人，其中天主教民５８０人，基督教民１８５人，道教教民６０人。活动场所７处，其
中天主教堂１座，活动点４处，基督教堂１座，道教道观１处，归属宗教局管理，依法
进行宗教活动。

第五节　港台属统战

１９９１年，台胞黄天阶回富县探亲，县委领导前往看望。黄天阶表示归台后一定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和大陆的巨大变化。按照延安地区对台办要求，县委统战部确定

台属黄其顺为重点对象。经县委同意，协同有关部门为其女黄海燕办理报名、考试、政

审等招工手续，妥善安置工作。成立富县对台宣传通讯组，聘用１０名对台宣传通讯员。
１９９５年，县委统战部为２户台属申办了台属证。１９９６年７月，在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
之际，县委统战部发起 “一封信”活动，引导台属向海外亲人宣传江泽民总书记 《为促

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精神。并为３户台属办理了台属证。１９９８
年，台属黄其顺在县委统战部的帮助下建起木材加工厂，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他给在台

亲属的信中讲述了大陆的巨大变革以及县委给他的帮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原国

民党少校军医刘中元病逝，县委统战部协调民政局按规定发给２０００元丧葬费，其遗孀深
为感动。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祖国之际，县委统战部深入台属家中慰问，召开座谈会，鼓励
台属继续与在台亲属保持密切联络，宣传祖国统一是台湾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９月份
台湾发生地震，县委统战部、县政协及时慰问在县台属，了解台胞的受灾情况，并通过

他们传递祖国大陆的关怀之情。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县委统战部每年３月召开台属侨属座谈
会，学习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达上级对台工作会议精神。每年５月，开展对台工作宣传
月活动。每年春节前组织慰问台属，送去米面油。对全县港澳台亲属重新调查登记，建立

个人电子档案，派员参加国台办组织的全国首期涉台突发事件处理工作培训班。

第八章　机构编制

第一节　机构设置

１９９０年，富县有乡镇１５个 （镇５个、乡１０个），有县级党政群机关７１个，其中县
委工作部门８个，分别为办公室、纪检委、组织部、农工部、统战部、政研室、老干
局、党校。县政府工作部门４２个，分别为政府办、财政局、劳动人事局、监察局、民
政局、司法局、公安局、交通局、城建环保局、审计局、文化局、教育局、广播电视

局、卫生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水保局、土地管理局、商业局、法制局、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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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局、物价局、工商局、乡镇企业局、果业局、畜牧局、农机局、工业局、技术监督

局、统计局、物资局、粮食局、经济委员会、财贸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

会、计划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群团组织８个，分别为工会、团县委、妇联、工商联、科协、文联、残联、关工委。
１９９８年，全县党政群机关共有机构３８个；１９９９年，全县党政群编制７０１名，其中

县级３４６名，乡镇３５５名。２０００年，富县有乡镇１３个 （镇８个、乡５个）。有县级党政
群机关４２个，其中县委工作部门９个，政府工作部门２２个，群团组织７个，人大、政
协、法院、检察院各１个。共使用行政编制７７２名。事业单位２０２家，编制４５２７名。
２００２年，全县设置党政群机关共４２个，核定全县党政群机关人员编制４３９个，其中行
政编制２７５个，政法单列编制１６４个。乡镇政府机关１３个，财税所１３个，共使用行政
编制３１９个。
２００５年，富县有乡镇１３个 （镇８个、乡５个），有县级党政群机关４２个，其中县

委工作部门９个，政府工作部门２２个，群团组织７个，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各１
个。党政群 （不含政法）共有编制６１７名，政法编制１８２名。事业单位２３５家，编制
４０１４名。２００７年，根据市编委 《关于下达行政编制及政法专项编制的通知》（延市编发

〔２００７〕２５号）精神，公安系统新增专项编制４７名，经县编委研究，合理进行了置换分
配。同年，完成富县国土资源系统的机构改革。２００９年，完成富县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人
员划转的相关工作。对乡镇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进行整合。

２０１０年，富县有乡镇１０个 （镇９个、乡１个），有县级党政群机关４５个，其中县
委工作部门９个，政府工作部门２５个，群团组织７个，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各１
个。党政群 （不含政法）共有编制６８６名，政法编制２５５名。事业单位２４２家，其中县
级１３９家，乡镇站所和县派驻乡镇事业单位４１个，事业编制４０９１名。

第二节　编制管理

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于１９９７年，正科级建制，编制３人，设主任１人
（由人劳局局长兼任），设专职副主任１人。１９９８年从人事劳动局分设，正科级建制，编
制５人，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１人，为县政府直属工作部门；２００２年调整为县委工作部
门，既是县委工作机构，又是政府工作机构。

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设富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成立于２００２年，事业性
质，正科级建制，与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７年增加事业编制３
名，２００９年增加事业编制２名，增设专职副局长１名。

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能是对机构编制实施管理。主要工作职责一

是严把机构设立关。根据工作需要成立机构，坚持撤一建一原则，严格报批程序，经上

级编制部门批准备案后方可设立。二是严把人员出入口关。充分发挥机构编制部门在人

员管理中的第一道关口作用，与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建立并逐步完善三项减员协调

配合机制：即退休人员、死亡人员、调往市外人员管理协调机制。要求各行政、事业单

位，凡是涉及人员变动，有退休、辞职、辞退、开除、死亡、调往市外的人员，由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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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办理出编手续，组织、人社、财政等部门再予以办理相关调整手续，有效避免地方

财政资金流失。用人单位需要补充人员时，严格执行申请使用空编增人程序，按照超编

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坚持 “只出不进”原则，对满编单位坚持 “出一进一”原则，对

空编单位调配人员坚持 “岗位需求”原则，严把人员入口关。

第三节　机构改革

县乡机构改革　１９９３年６月，对县级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７１个党政群机构
精简为３０个，减少５７８％，其中县委、县政府工作部门由５０个精简到２１个；县级部
门共核４９４人，比原来的７１９人减少了２２５人，精简３２％；事业单位由原来的５１个合并
为３８个，减少了 ２５３％，人员核编为 １０５１人，比原来的 １４３９人减少 ３８８人，精简
２７％。科级干部由改革前的１６３人减少到９３人，减少４２９％，党群机关工作人员由原
来的５４８人减少到３４０人，压缩了３７９５％，县级机构改革使县财政每年减少支出２００多
万元，并初步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管理制度。

２００２年３月，根据上级改革方案和文件精神，县级机构改革和乡镇机构改革全面展
开。县政府制订公布富县县乡机构改革方案，１１月底改革基本结束，全县设置党政群机
关共４２个，核定全县党政群机关人员编制４３９个，其中行政编制２７５个，政法单列编制
１６４个。乡镇政府机关１３个，财税所１３个，共使用行政编制３１９个。本次机构改革，
撤销经贸局、乡镇企业局，将人事劳动局、计划统计局、城乡建设环保局、文教局、水

利水土保持局、土地局更名为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城乡建设局、文化体育

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确定县政府工作部门２２个。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１０个，
分别为工业管理局、粮食局、果业局、信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老区扶贫开发办

公室、物价局、广播电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盐务局。

政府机构改革　２０１０年８月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
系、明确和强化任务、调整优化组织机构、控制人员编制等为主要任务。通过调整优化

政府组织机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并业务相近、职能单一的部

门，规范县政府机构设置。根据各部门的职责任务重新核定编制，并积极稳妥做好富余

人员的分流工作。改革后全县设置政府工作部门２４个，分别为政府办、教育局、科学
技术局、经济发展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

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局、林业局、文体广电

局、卫生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审计局、统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信访局、统计局、商务局 （招商局）；监察局 （占县委机构数）、环境保护局

（既是县政府工作部门又是市环保局派出机构，不作县政府机构统计）。并将人事劳动

局、交通局、水利局、计划生育局更名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水务

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文体广电局，将安监局、信访局

由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调整为工作部门，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为工作部门，将

招商局改为商务局，列为工作部门。政府职能得到转变，职责关系科学理顺，组织结构

优化，机构设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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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

使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县人民

政府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加快

地方经济建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顺利完成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八五”“九五” “十五” “十一五”计划，２０１０年县区生产总值
达到１９４亿元。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案件９７２件
１５３７人，审查起诉案件１１４７件１７１０人，反贪污贿赂案件１７３件１９６
人，反渎职侵权案件７２件９２人。县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１２５２件，
判处罪犯１５２４人，审理经济案件２１８件，审理民商事案件６３０４件。
县人民武装部征集兵役，组织民兵扶贫帮困，抢险救灾，促进经济建

设，进行国防教育和动员，保障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第一章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代表选举

设立县选举委员会，主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般历时２—３个月，经宣
传动员、建立机构、划分选区、提名推荐确定代表候选人、选举代表５个阶段，严格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进行。

选区划分　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按选区进行选举，每一选区选１～３名代表，农
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县第十
三届人大代表选举时，全县划分１０７个选区，选出县人大代表１４４名。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县
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选举时，全县划分１０９个选区，选出县人大代表１４８名。２００３年１月
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选举时，全县划分９３个选区，选出县人大代表１４８名。２００７年９
月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选举时，全县划分８０个选区，选出县人大代表１４８名。

选民参选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
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１８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
登记。对选民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的选区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法被剥夺

政治权利的从选民名单上除名，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

不列入选民名单。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

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选民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候选人，在选举日的１５
日前公布初步候选人，交各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富县

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选举时提出初步候选人２５７名，是应选代表的１７４倍。富县第十五届
人大代表选举时提出初步候选人２５１名。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选举时提出初步候选人
２７３名，是应选代表的１８４倍，经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２２９名，是应选代表的１５４倍。
选举县人大代表，召开选举大会进行，由选举委员会主持，选民持证参加选举。选举一

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坚持实行差额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选举后当众公布选举结

果。换届选举历来为全县人民政治生活的大事。１９９０年，登记选民 ７５９９２人，参选
７３８９６人，参选率９７２％。１９９７年，登记选民８３３５１人，参选７６７０４人，参选率９２％。
２００３年，登记选民８５６０２人，参选８３８９０人，参选率９８％。２００７年，登记选民９４０９８
人，参选９０９９３人，参选率９６７％。

代表结构与任期　选举县人大代表，充分发扬民主，体现人民意志，选出的代表具
有广泛的群众性、代表性和先进性，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并有适当的妇女代表、侨

界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富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１４４名，其中乡镇选举的１１６名，县直
机关单位选举的 ２１名，驻县部队及省地属单位选举的 ７名。代表中，中共党员占
５８３％，非党占 ４１７％，妇女占 ２４９％，干部占 ３８４％，农民占 ５７１％，工人占
４５％。大专以上学历占１６８％，中专１１％，初中６６９％，小学５３％。平均年龄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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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３５岁以下的２０％，３６—５４岁的７３９％，５５岁以上的６１％。县十六届人大代表１４８
名，其中乡镇选举的１１８名，城镇机关选举的３０名。代表中，中共党员占６３２％，非
党占３６８％，妇女占２５５％，干部占４１２％，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占８６％。大专以
上文化 ４３１％，中专 ３３３％，初中 ２３５％。平均年龄 ４３３岁，３５岁以下的 １４７％，
３６—５５岁的８０％，５６岁以上的５３％。自１９８２年起，县人大代表任期３年。从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起，任期改为５年。

出席延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富县出席延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县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富县出席１９９７年１月延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崔改琴 （女）、

马鸿廉、白根齐、梁东林、张秀梅 （女）、杨玉梅 （女）、孙智礼、刘孝文、林顺道、徐

光华、周俊卿、肖中强、孔祥君、杨秉珍、刘玉萍 （女）、张建朝、秦树华 （女）、张玉

泉、杨百林、宋杨定、杨学勤、梁宏贤、惠礼全、周德喜、刘兴宏、李复成。出席２００２
年３月延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永革、张勋仓、梁旭虹 （女）、梁宏贤、周

德喜、惠礼全、刘天才、张玉琴 （女）、冯保学、高应虎、张建英 （女）、左三荣、段淑

亚 （女）、蔺有学、杨俊琴 （女）、李桂香 （女）、金小平、肖世斌、吉鹏生、曹仕斌、

雷学义、任东意、杨可林、宋炳林、冯创德。出席２００７年４月延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梁宏贤、张永革、赵连雄、张国亮、刘天才、张玉琴 （女）、蔺治斌、任东意、

丁明贵、王朝阳、高东拴、宋红卫、姜萍 （女）、周述勤、张永利、高延林、孔新昌、

王新年、王翠清 （女）、肖召霞 （女）、杨学勤、杨玉梅 （女）。

第二节　代表大会

富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届期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１月，共举行３次代表大
会。每次会议主要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计划

草案的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第一次会议于

１９９０年５月４—７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５人，选出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１
人、副主任４人、委员１０人、县人民政府县长１人、副县长５人、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１人。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３—１５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
代表１３２人。第三次会议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７—１０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２８人。这
３次代表大会共收到代表议案１０４件，立为议案的２４件，作为建议案的８０件。

富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届期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共举行７次代表大
会，应到代表１４４人。每次会议主要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和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

议。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６—９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６人，选出县
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１人、副主任４人、委员１０人、县人民政府县长１人、副县长６
人、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１人；选举肖中强、张桂兰为出席陕西省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９—３１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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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代表１２２人，补选槐天宝、张应仓为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次会议
于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８—３１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出席代表１２９人。第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２３—２５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１人，选举李淑兰为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５—２８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出席代
表１２２人。第六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９—２０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出席代表１２８
人，选举崔改琴等２１人为出席延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
３月２６—２８日在县剧团排练室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０人，罢免了李某的县政府副县长职
务，接受肖中强辞去县政府县长职务、高润宏辞去县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选举梁宏贤

为县政府县长，胡安民为县法院院长。这７次代表大会共收到代表议案２１６件，立为议
案的２６件，作为建议案的１９０件。

富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届期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共举行５次代表大
会，应出席代表１４８人。每次会议主要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和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

决议。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３—１７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６人，选出县
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１人、副主任４人、委员１２人、县人民政府县长１人、副县长６
人、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１人。补选梁宏贤、惠礼全为出席延安市
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５—８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
表１４２人。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２—２５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２人。第
四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５—８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９人，补选丁明贵为县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周德喜、刘兴宏、李复成为出席延安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４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０人，
选举张永革等２５人为出席延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５次代表大会共收到代表
议案１８５件，立为议案的９件，作为建议案的１３４件。

富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届期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共举行５次代表大
会，应到代表１４８人。每次会议主要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和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

议。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２５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５人，选出县人大
常务委员会主任１人、副主任４人、委员１２人、县人民政府县长１人、副县长６人、县
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１人。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４—８日在县宾
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３人。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
１４３人，补选王天平、刘发学为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０６年
２月１５—１８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９人。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至３月２
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２人，选举蔺治斌为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列荣为县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梁宏贤等２２人为出席延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这５次代表大会共收到代表议案１４３件，立为议案的１１件，作为建议案的４６件。

富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届期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共举行４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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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应出席代表１４８人。每次会议主要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批准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和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预算草案的报告，并作出相应

的决议。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３—２６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５人，选出县
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１人、副主任３人、委员１５人、县人民政府县长１人、副县长６
人、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１人。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５—２８
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３人，选举蔺有学为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主任。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４—６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０人。第四次会
议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２５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３７人，补选刘天宝、孙建国、张
宏伟为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４次代表大会共收到代表议案１０４
件，立为议案的３６件，作为建议案的５８件。

第三节　组织机构

人大常委会　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
代表县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

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

同。富县第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４名副主任、１０名委员组成，第十三届县人大
常委会由主任、５名副主任、１２名委员组成，第十四届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４名副主
任、１３名委员组成，第十五届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５名副主任、１４名委员组成，第十
六届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４名副主任、１８名委员组成。

设立人大常委会党组，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人

大常委会主任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的党员、办公室主任任

党组成员。人大常委会坚持中心学习组学习活动，决定人大常委会组织建设和发挥职能

的重大事项。

富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主任、副主任更迭表
表１５－１－１

届期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５月—
１９９３年１月）

主任 张志民 男 富县张村驿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副主任

张凤英 女 富县直罗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张玉祥 男 富县张村驿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黄斯沛 男 重庆合川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王天文 男 河南温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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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期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
１９９８年２月）

主任 周俊卿 男 天津宝坻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副主任

张凤英 女 富县直罗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王天文 男 河南温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惠礼全 男 富县直罗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黄斯沛 男 重庆合川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李淑兰 女 陕西泾阳 大学 无党派 １９９５１０—１９９８２

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２月—
２００３年２月）

主任 惠礼全 男 富县直罗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副主任

金汉荣 男 富县寺仙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李淑兰 女 陕西泾阳 大学 无党派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杨秉珍 男 陕西洛川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孔祥君 男 富县钳二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２月—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主任 张玉琴 女 富县张村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副主任

孔祥君 男 富县钳二 高中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高　云 男 陕西泾阳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王宏儒 男 富县羊泉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张建英 女 富县钳二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王列荣 女 富县羊泉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２—２００７１０

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主任 张玉琴 女 富县张村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１０—

副主任

张建英 女 富县羊泉 大学 无党派 ２００７１０—

任阳平 男 富县羊泉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１０—

郭长久 男 富县羊泉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１０—

蔺有学 男 富县吉子现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８２—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１９９０年，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设办公室、教科文卫工作委员
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７月县级机构改
革，将５个工作机构合并为一个综合办公室。１９９６年３月，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设办公
室、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编制１８人。２００２年，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机构合并，设办公室、社会事业工作委员
会、经济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４年，县人大常委会机关恢复原设工作机构，设办公室、教科
文卫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８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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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设立县人大机关信访接待室。２０１０年８月，设立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所设工作机
构，均为正科级建制，设主任、副主任。常委会机关党支部负责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思

想教育，办公室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

第四节　常设会议

常委会会议　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常务会的
决议，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人数通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县人民政

府、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３人以上联名，分别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
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自１９９０年２月富县第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期间，共召开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１５５次，
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４项，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１０项，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９项，县人大工作报告３３项；通过地方性规定和办法２１项，做出决定８６项；任免人大
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政府组成人员、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５８０人次。

主任会议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组成，由主任召集
主持，每月至少召开一次，讨论决定的问题，必须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人数通过。根

据会议议题，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以及有关工作部门负责人、县法院院长、检察院

检察长列席会议。富县第十一届至第十六届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人大常委会期间，共召开
主任会议２４０次，讨论议题７１８项，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议题６０３项，其中县人
民政府提出的议题２０８项，法院提出的议题７２项，检察院提出的议题６８项。

第五节　权力行使

行使决定权

做出决议决定　县人大常委会依法决定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富县
第十二届至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共作出８６项决议或决定，其中有 《关于第三个五年

普法宣传教育的决议》《在全县公民中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县的决议》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决议》《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校德育教育的决议》《关

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决议》《关于全面开展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检查的决定》《关于

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关于县人民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开展信用合作的决

定》等。

批准规划和规定　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实施，富
县第十二届至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审议批准了富县第七个五年计划、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年十年规划、第八个五年计划、第九个五年计划、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个
五年计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在各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批准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并作出相应决议。县十二届至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批准的

规划、方案、规定和办法共２１项，其中有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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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大气污染防治办法》《富县城乡建设用地管理试行办法》《富县农村建设用地实施细

则》《富县森林管理保护暂行办法》《富县计划生育实施细则》《关于执行保护和促进粮

食生产发展的几项规定》《富县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规定》《富县人大常委会信访案件

处理办法》《富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关于县人民政

府组成人员和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领导人员述职评议办法》《富县乡镇人大工作

考核办法》等。

办理代表议案　富县第十二届至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共确定议案１０６项，涉及全
县政治、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每次县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县人大

常委会组织由县人民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参加的人大代表议案交办会议，审查 “一

府两院”办理代表议案方案，重点视察议案办理情况，听取关于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县人大常委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议案办理情况。１０６项议案已经办理的９８项，占
９２５％，正在办理的８项，占７５％。议案的主要内容有：解决城区供水问题，添置城
区环卫设施，整顿烤烟收购秩序，架设通村农电线路，建立农业防雹点，农田水利渠系

配套，增加地方病防治经费，修复部分桥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完善苹果生产销

售体系，两河流域水利设施建设，建立水稻良种基地，建立良种羊繁育基地，建立蔬菜

批发市场，修建城区公共厕所，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区

水质监测，建设直罗镇战役纪念馆，安装城区重点部位电子监控设备，加强城区基础设

施建设，硬化北教场北路，改造县城供水管网，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提高临聘教师

待遇，加强通村柏油路养护，扩大城区电子监控范围，增强治安防范监管功能等。代表

议案的办理，有效促进富县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

行使监督权

听取审议工作报告　县人代会闭会期间，“一府两院”根据人大常委会要求，就某
方面重大工作的开展情况、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以及人大某项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

况等，向人大常委会会议报告，听取审议，接受监督。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１月，县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工作２０项，法院工作２项，检察院工作２项。１９９３年１月
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工作５３２项，法院工作２项，检察院工作
１项。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工作４３项，法院工作１
项，检察院工作２项。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政府工作
５项，法院工作４项，检察院工作４项。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县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审议县政府工作３３项，法院工作１项。

监督计划预算执行情况　县人大常委会坚持每半年听取和审议关于计划执行情况和
财政预算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重点审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预算超收入的安排和使用

情况，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监督政府预算中优先保证民政救济、城市低保、

公共事业等关系民生和发展项目所需资金，及时审查部门预算变更，批准后监督实施。

坚持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先审计后审议，对审计出的问题跟踪监督。从县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起，每年都要听取和审议县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收支的审计报告，按照预算所列科目编制，逐一审查执行情况，重点审查上级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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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对 “十一五”计划中期执行情况进行评

估，对计划不缜密或存在问题及时提出调整意见，确保计划目标任务的实现和完成。

检查法律法规实施情况　县人大常委会着眼于全县执法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结合人民群众要求，观照执法层面，并按照县人大常委会审议议题，每年选择若干关系

改革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

实施情况组织检查。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对 《义务教育法》 《农业法》 《药品管理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城市规划法》等１６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
行了检查。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对 《食品卫生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母婴保健法》

等１５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对 《代表法》《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环境保护法》《行政许可证法》《政府采购法》等２０项法律、法
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对 《劳动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森林法》等１８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
开展调查视察活动　调查视察是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基础。第十二届县人大常委

会组织对全县扶贫工作、社会治安、市场综合治理、县办工业企业、烤烟生产、苹果生

产、代表议案办理、供销和商业系统运行、公检法机关拒腐倡廉、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

况等１５项议题进行了调查视察。第十三届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推行部门执法责任制、
农耕生产、卫生监督、社会治安、推行错案追究制、计划生育、冬季群众生活安排、整

顿电子游戏室、实施城市规划、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抗旱工作、工交企业、消除碘缺乏

病防治、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型企业改制等２２项议题进行了调查视察。第十四届县
人大常委会组织对烤烟和苹果生产、代表议案办理、完善合作医疗制度、法院执行工

作、中小学学校减负、石油生产经营、县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开发后续产业、公路

建设与管护、普法教育工作等２４项议题进行了调查视察。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织对
农村税费政策、实施错案追究制、水利网络化建设、大棚蔬菜生产、全县电力供应、退

耕还林、公路建设、民政工作、农村能源建设等２３项议题进行了调研视察。第十六届
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法院执法工作、“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期完成情况、水源建设、网

吧管理监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教育工作、旅游产业发展等１８项议题进行了调
研视察。

行使任免权

选举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９０年５月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至２０１０年２月第十
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共选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５名、副主任２２名，选举县
长７名、副县长２９名，选举县法院院长６名、检察院检察长５名，选举赴延安市人大代
表７５名，罢免副县长１名。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县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县人大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各工作机构负责

人９８人次；任命县人民政府县长、代理县长、副县长５６人次，县人民政府各委办主任、
局长２２３人次；任命县人民法院院长、代理院长、副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执行局局长１０２人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代理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反贪局局长８６人次。共免职４２３人次，撤销职务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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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免程序　２００３年，县人大常委会通过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作出 《对

拟任命人员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决定》，凡提请拟任命人员须参加法律知识考试，

单人单桌闭卷答题，缺考或不及格者须补考，否则不予提请任命。县人大人事代表工作

委员会初审提请任免报告，形成初审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听取初审报告，依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研究拟任命人员的任职资格、德才素质、考察情

况；召开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介绍拟任命人员相关情况，形成人事任免议案，提请人

大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表决之前，拟任命人员到会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见

面，作履职表态发言。除接受辞职外，对任免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当场分发填

写，当场投票计票，当场宣布结果。县人大常委会对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发布任命文

件和电视公告。

对任命人员的监督　１９９５年起，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开展述职评议监督。县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 《关于县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和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领导人员

述职评议办法》，先由政府部门局长述职，延伸到县政府副县长、县法院副院长、县检

察院副检察长述职。县十五届、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对驻县单位依法进行评议。县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改述职评议为工作评议。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对县经贸管理局局长、文化广

播电视局局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财政局局长、工商局局长、人事和劳动局局

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４名副县长等２５名县人大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
了述职评议。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对县农业局局长、粮食局局长、民政局局长、教育局

局长等１６名任命人员进行了述职评议。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对３名副县长、经济发展局
局长、计生局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等２２名任命人员进行了述职评议。县十六届人大
常委会对县电力局、农村信用联社、工商行政管理局、烟草专卖局、养老保险经办中

心、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等１１个单位的工作进行了评议。

第六节　自身建设

联系代表　建立和完善 《代表小组活动制度》 《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办法》 《常委

会主任接待代表制度》《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向代表通报重大事项和重要工

作情况制度》。每年年初将常委会工作要点印发各代表小组，每半年向代表小组通报一

次 “一府两院”工作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包组定期联系代表，参加小组活

动，宣讲法律知识，提高代表综合素质。县人大常委会以 “搭建平台，搞好活动，发挥

作用，促进工作”为目的，加大代表活动阵地建设。各乡镇均建立人大代表议政室，代

表定期议政有场所，有办公设备，有规章制度，有活动内容，有意见箱，有牌子。议政

室健全代表档案簿，代表议事登记簿，群众反映记事簿，代表办实事登记簿；代表评议

干部卡，落实意见反馈卡，代表联系选民卡，代表参加议政活动签到卡。议政室代表形

象、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上墙。２０１０年，全县共建立代表议政室８０个。县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起，在代表中开展 “学技术、比能耐、奔小康、齐富裕”活动，开展 “一帮一结

对子”活动和 “一述职二评议三征求四整改五承诺六兑现”争先创优活动。县十六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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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指导代表组开展代表向选民述职活动，本区选民面对面评议自己所选出的人大

代表履职情况。各代表小组选择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重大议题，开展视察和调研评

议活动，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指导基层　把加强和改进乡镇人大工作作为提升人大工作水平的基础性工作，通过
调研对乡镇人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并协调指导解决问题。２００４年各乡镇
配备了专职副主席，２００５年县委出台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意见》，并配备了

专职工作人员，乡镇人大工作力量得到加强。２００７年，县乡人大换届，注重把从事基层
工作时间长、个人素质高、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的２７名年轻干部选配到１３个乡
镇和１个街道办事处担任主席 （联络组长）、副主席。各乡镇人大结合各自实际，建立

了代表大会会议制度、联系代表制度、工作制度、代表活动制度、信访接待制度，通过

健全制度实现乡镇人大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乡镇人大主席列席常务委

员会会议制度，促进其了解和掌握人大工作的法定性和程序性，学习和借鉴开展监督工

作的方式和方法。县人大开展调研视察、执法检查、工作评议，都要邀请乡镇人大主席

参加。并将 《宪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监督法》和 《陕西省实施监

督法办法》汇编成册，连同 《中国人大》《民声报》《法制与社会》征订下发。

各乡镇人大遵循就近就地、方便组织和活动原则，组建代表活动小组。县十五届人

大以来全县２名省级人大代表、２２名市级人大代表、１４８名县级人大代表和６１９名乡镇
人大代表被混编成５８个代表活动小组，推选了代表小组组长，制订了活动规划，落实
了活动地点，建立了学习、活动等各项规章制度。各乡镇人大以代表小组为单位，通过

集中、分片或以会代训，并采取自学与辅导相结合，讨论交流与现场培训相结合等方

式，对代表进行辅导培训。每年年初，由县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带队组成宣讲

团，分片对各级人大代表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人大代表的理论水平、法律知识、

议政能力和依法监督能力得到提高。

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了 《富县乡镇人大工作考核办法》，每年度按照自身建设、

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宣传工作及其他５个方面２２个小项进行全面考核，量化打分，综
合评比。工作突出乡镇给予表彰奖励。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各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有２２
人经县人大推荐被提拔使用或转岗重用。其中转任乡镇长６人，有２５名年轻干部被提拔
到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岗位。

宣传工作　制定实施 《富县人大宣传通讯员考核奖励办法》，召开人大宣传工作座

谈会。县人大常委会１名副主任分管人大宣传工作，明确乡镇人大、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人人都是宣传员，聘请３０名政府工作部门、法院、检察院、宣传和新闻单位的同志为
通讯员。表彰奖励人大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 “富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

闻”奖。在富县电视台开办 《代表风采》栏目，每月１期，每期１人，滚动播出，截至
２０１０年，共播出８２０期。创办 《富县人大工作》，反映人大工作动态，接受社会监督。

截至２０１０年，在市级以上各类媒体发表稿件１６０余篇。县人大机关每年对宣传人大好新
闻进行审评，设立一、二、三等奖。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共评出宣传人大好新闻奖 ８３个，
其中一等奖１６个、二等奖２０个、三等奖３７个、鼓励奖１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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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方人民政府

第一节　政府机构

县人民政府　是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和富县国家行政机关，县长由县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县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受其监督，同

时受延安市人民政府领导。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一般由５—７人组成。对全县行政工作
行使计划、组织、协调、管控、监督职能，政府部门行使组织实施、执行落实职能。县

长承担全县行政总体责任，副县长承担行政分管责任，部门正职承担行业行政责任。县

人民政府由县长、副县长和政府部门组成。县人民政府部门正职由县人大常委会任命。

富县人民政府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县长、副县长更迭表
表１５－２－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县长

雷长生 男 １９４４２ 陕西黄陵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２１０

肖中强 男 １９５８３ 陕西延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７２

梁宏贤 男 １９５８３ 陕西靖边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２—１９９７１０

张小民 男 １９５６６ 陕西延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２１０

刘天才 男 １９６０７ 陕西清涧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０—２００６６

蔺治斌 男 １９６２７ 陕西吴起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３—

副

县

长

李瑞支 男 １９４６２ 陕西佳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５１０—１９９２１０

惠礼全 男 １９４３７ 富县直罗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２—１９９２１０

毛文龙 男 １９５７７ 陕西临潼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１２—１９９２１１

肖中强 男 １９５８３ 陕西延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２１０

李丁旺 男 １９４６５ 陕西黄龙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３—１９９２１０

吉忠涛 男 １９４３１２ 富县茶坊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４１０

李广林 男 １９５３３ 陕西吴起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２—１９９７３

李淑兰 女 １９４５７ 陕西泾阳 大学 无党派 １９９１１２—１９９５１０

郭崇刚 男 １９４６７ 陕西子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７８

张康立 男 １９５６８ 陕西黄陵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１１０—１９９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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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副

县

长

曹平孝 男 １９５５１２ 陕西佳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７９

刘　秦 男 １９５４１０ 陕西商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７—１９９７２

王　平 男 １９５６６ 河南范县 硕士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３—１９９７２

刘忠文 男 １９６８３ 山东文登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１９９５３

张俊清 男 １９４８１２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１０—１９９７１１

董克元 男 １９５２１１ 山东昌邑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１０—１９９８２

屠恒启 男 １９４７７ 陕西户县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１２—１９９７１１

栾自立 男 １９５７４ 陕西子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１２—１９９７１１

张玉琴 女 １９５５４ 富县张村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１０—１９９７９

王光明 男 １９５８３ 陕西华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６１１—１９９８２

刘兴宏 男 １９５８４ 陕西榆林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９—２０００７

高武斌 男 １９６３１２ 陕西延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９—２００２１０

李复成 男 １９５７７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０７

刘宏伟 男 １９５６５ 陕西定边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２１２

胡正郁 男 １９６３２ 陕西宜川 大学 无党派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０７

高振园 男 １９５３１０ 富县富城镇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１２—２０００７

冯保学 男 １９５８４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６９

张建朝 男 １９６２２ 富县羊泉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２１２

钟世德 男 １９６３１１ 富县寺仙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６９

霍柏海 男 １９６２８ 富县吉子现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

王列荣 女 １９５４９ 富县羊泉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６９

郑乃生 男 １９６２１２ 陕西岐山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４８—２００５１２

宋希德 男 １９６４４ 陕西乾县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３６

麻进仓 男 １９６２８ 陕西白水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６—２００４５

陈　勇 男 １９６６１ 陕西乾县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５—２００７３

惠振和 男 １９５７５ 陕西清涧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９—

苏合玲 女 １９６３４ 山东单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９—

闫传祝 男 １９６８１ 陕西紫阳 研究生 无党派 ２００６９—

马彦东 男 １９６５６ 陕西安塞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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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副

县

长

刘佑彪 男 １９６０６ 陕西吴起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

杨建军 男 １９６９６ 陕西横山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９—２０１０４

郗攀峰 男 １９７５９ 陕西铜川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４—

政府工作机构

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１年部门设置　１９９０年县政府工作部门４２个，分别为政府办、财政
局、人事劳动局、监察局、民政局、司法局、公安局、交通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

审计局、文化局、教育局、广播电视局、卫生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水保局、土地

管理局、商业局、法制局、档案局、信访局、物价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乡镇企业局、

果业局、畜牧局、农机局、工业局、技术监督局、统计局、物资局、粮食局、经济委员

会、财贸委员会、农业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

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１９９３年机构改革，精简机构，撤销法制
局、广播电视局、信访局、档案局、农业委员会、文教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与统计局合

并组建计划统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与财贸委员会合并组建经济贸易委员会；工商行政

管理局、物价局、技术监督局合并组建工商管理监督局；教育局、文化局、体育运动委

员会合并组建文教局；民政局与司法局合并组建民政局 （司法局）。实行建制转移原工

作部门１５个，其中直接企业化管理部门４个，原工业局改建成工业总公司，隶属经贸
委；原物资局改建成物资总公司，隶属计统委；原商业局改建成商业总公司，隶属经贸

委；原粮食局改建成粮油总公司，隶属经贸委。逐步企业化发展部门１１个，原农业局
改建成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隶属农林牧业局；原林业局改建成林业综合开发服务中

心，隶属农林牧业局；原果业局改建成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隶属农林牧业局；原畜

牧局改建成畜牧综合服务中心，隶属农林牧业局；原农机局改建成农业机械化服务中

心，隶属农林牧业局；原土地管理局改建成土地开发服务中心，隶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局；原交通局改建成交通运输服务中心，隶属经贸委；原科委改建成科学技术开发服务

中心，隶属文教局；原城乡建设环保局改建成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原水利水保

局改建成水利水保开发服务中心；原乡镇企业局改建成乡镇企业服务中心。县政府工作

部门１７个，分别为政府办、财政局 （国有资产管理局）、人事劳动局、民政局 （司法

局）、公安局、计划统计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城乡建设环保局、审计局、文化教

育局、卫生局、农林牧业局、水利水土保持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工商管理监督局、计

划生育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监察局与县委纪检委合署办公，税务局为县政府

工作部门，其编制、人员单列。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９年部门设置　２００２年，机构改革，撤销经贸局、乡镇企业局，将人
事劳动局、计划局、城乡建设环保局、文教局、水利水土保持局、土地局分别更名为人

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经济发展局、城乡建设局、文体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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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部门２２个，分别为政府办、财政局、经济发展局、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监
察局、民政局、司法局、公安局、统计局、交通局、城乡建设局、审计局、教育局、科

技局、卫生局、文体事业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水土保持局、国土资源局、计划生

育局，环保局 （不占机构数）。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９个，分别为工业管理局、粮
食局、果业局、信访局、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物价

局 （价格检查所）、广播电视局 （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盐务局。

２０１０年部门设置　２０１０年调整县政府机构，将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交通局、
水利局、计划生育局分别更名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人口与

计划生育局，组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文体广电局，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信访

局由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调整为工作部门，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为工作部门，

将招商局改为商务局，列为工作部门。县政府工作部门２４个，分别为政府办、教育局、
科学技术局、经济发展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农业局、林业局、文

体广电局、卫生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审计局、统计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信访局、商务局 （招商局），监察局 （占县委机构数）、环境保护局

（既是县政府工作部门又是市环保局派出机构，不做县政府机构数统计）。

乡镇政府

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乡镇政府设置　１９９０年全县乡镇政府１５个，其中镇政府６个：牛
武镇、茶坊镇、富城镇、羊泉镇、直罗镇、张村驿镇；乡政府９个：交道乡、岔口乡、
洛阳乡、钳二乡、吉子现乡、南道德乡、寺仙乡、张家湾乡、北道德乡。乡镇政府一般

设政府办、计生办、城建办、民政办、农综办、财政所、土管所、税务所、工商所、教

育组、文化站、农经站、农技站、水管站、广播电视站、乡镇企业管理站。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９年乡镇政府设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交道乡、张家湾乡改制为交道镇、
张家湾镇。２００２年机构改革，撤乡并镇，撤销洛阳乡、岔口乡，洛阳乡并入富城镇，岔
口乡并入茶坊镇，乡镇政府所属税务所、工商所、土管所、教育组上归县相关业务局管

理。全县共有乡镇政府１３个，其中镇政府８个：牛武镇、茶坊镇、富城镇、羊泉镇、直
罗镇、张家湾镇、交道镇、张村驿镇；乡政府５个：钳二乡、吉子现乡、南道德乡、寺
仙乡、北道德乡。乡镇政府统一设事业机构４个：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计划生育服务
站、文化广播事业服务站、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塬面乡镇可增设果业技术服务站，川

道乡镇可设蔬菜技术指导站，乡镇兽医站仍然存在的乡镇将其并入农业综合服务站，乡

镇企业办公室根据本乡镇实际，合理设置。

２０１０年乡镇政府设置　２０１０年全县乡镇政府１３个，街道办事处１个，其中镇政府
９个：牛武镇、茶坊镇、富城镇、羊泉镇、直罗镇、张村驿镇、吉子现镇、交道镇、张
家湾镇；乡政府４个：钳二乡、南道德乡、寺仙乡、北道德乡；１个街道办事处：城区
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内设党政综合办、经济发展办、社会事务办３个具有行政职能的
工作机构，下设农业综合服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文化服务站、社会保障服务所、村

镇规划建设管理所、财政所、社会治安综治中心７个服务型事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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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务会议

十二届县人民政府　县政府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常务会议、专项问题会议、县长办公
会议，讨论重要政务，研究重大事项，部署重点工作。常务会议由县长主持，副县长和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专项问题会议由县长或副县长主持，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县长

办公会议由县长或副县长主持，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１月，第
十二届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１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撤销原富县机砖
厂，妥善安置企业人员，搬迁职业中学等。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１９次，重点研究决定的
主要事项有：扩建纸箱厂，建立交警大队茶坊检查站，工交计划口所属企业归属管理及

合并，县体育场迎街面规划土地修建商业销售门店，县农械厂新增化工设备制造生产

线，成立县市场管理委员会，成立工商企业扭亏增盈领导小组，原工业局所属沙棘饮料

厂向果业局移交，成立县盐务管理局，新建人造合成板项目，加强防雹设施建设，成立

县粮食综合公司，新办肉鸡生产线和塑料编织厂，评审县农业后备资源调查评价及综合

开发利用研究报告，设立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撤销县粮油议价公司和

成立县粮食局劳动服务公司等。

十三届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年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第十三届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
议６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研究通过 《关于招商引资联合开发石油资源的若

干规定》，牛武煤矿在寺仙矿区新开井口，为钻采公司等４户企业下派企业管理工作小
组，成立富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富张和羊南路４５千米油路建设，春季农村救
灾度荒工作，研究通过 《关于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行政事业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鼓励农民新修农田和水利设施的政策规定》，加强希望工程管理和校建工作，成立富县

张家湾油田开发筹建处，供销企业离休干部发放离休费，恢复公费医疗办，协调做好宜

兴市援建富县城关小学教学楼建设，争创省级体育先进县，加快本县煤炭资源开发和安

全管理，通过 《富县公费医疗管理暂行办法》，恢复基层工商所财政预算增加和县城集

会日，实施国有企业 “双放”改革，成立富县石油开发协调领导小组，开展非农业建设

用地清查工作，成立苹果销售办公室，调查处理桥北林区挖掘柏根造成水土流失问题，

县粮油加工厂制粉车间技术改造，成立张家湾油田开发公司，部分企业改制问题等。召

开县长办公会议９４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县建行征用县技术监督局地基，
成立富北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北教场小区房地产，筹建紫砂陶瓷厂，住房制度改革，

修建电视转播台，县政府与西安地质学院合办西安地质学院富县分院，建设中指塬苹果

林带，修建人武部办公楼，吉子湾行政村新建自来水厂，修复直罗镇宝塔山至瓦窑沟路

段，建设茶坊批发市场，架设北道德乡北塬４村１０千伏农电线路，吉子湾小区小城镇开
发建设，召开物资交流大会，征收教育附加费，出让农械厂闲置土地使用权，成立富县

有线电视台，解决县防雹通信网建设经费，建设大申号饮水工程，修复直罗镇南川直槐

路水毁路段，茶坊镇申请建设用地，县体育场土地占用历史遗留问题，筹建烟草复烤

厂，改建富张路柏油路面等。

十四届县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第十四届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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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７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成立小城镇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富县城市客运出
租车辆营运权拍卖工作领导小组，试行 《加快公路建设的若干规定》，加快农村电网建

设与改造，听取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研究增收节支十条规定，同意筹集公路建设

资金办法，追任高利军、雷小军为革命烈士，研究 “普九”及争创省级体育先进县工

作，停止收取学生试验费，传达省政府陕北石油开采秩序整顿办公会议精神，北道德东

村旧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联合打假行动，加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

施开发南教场原石油医院居民适用住房小区，推行碘盐配售制及副食公司与盐务局分

离，重组粮食批发市场，全县司法行政干部纳入人民警察序列，加强室内装饰装修行业

管理，理顺医疗卫生单位经费管理体制，调整充实乡镇计划生育机构，防雹费由县乡两

级财政分担，研究全县农民承担劳务管理办法，研究卫生系统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等。召

开县长办公会议７２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恢复农村电影放映，改造古州峁
路，县商业银行开办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业务，茶坊镇引资兴建加油城，县计划局出售

沙梁公有住房，成立县春云出租车有限公司，改造硬化县城主街道及三条主要巷道，集

资改造县城东巷和商场巷，实施省农电白家村希望小学校建工程，理顺医疗保险制度改

革前管理体制，整顿石油市场，清理核查县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改造县城主街道两侧

人行道地下管沟，拆迁原麻织厂和北道德乡政府所建临时房屋，拓宽改造２１０国道县境
路段，安排第五次人口普查工作，研究县老干局和县体育局合作修建老年活动中心事

宜，启动县豫禹水泥厂生产，实施县粮食自给工程，维修养护黄直路，３０９国道征地拆
迁，公路建设以金代劳和车辆代金征收，修建县司法办公楼，县供销联社院内新建集贸

市场，规划拆迁开发茶坊镇影剧院三角地带，修建县博物馆等。

十五届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十五届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
议３７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大中专毕业生和民办教师转招工作分配，重点
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县人大十五届一次会议代表议案批评意见和县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

案办理工作，开发建设吉子湾民营科技园区，建设供销社气调库，实施农村小额信用贷

款，五金公司院拆迁改造，古州峁段道路附属设施和陵园路建设，民营科技园区招商引

资有关优惠政策，提高教育局所聘师范类中专毕业生工资待遇，同意县农口事业单位改

革实施细则，整顿农资市场推行连锁经营，回收长庆采油一处供应站和原石油劳动服务

公司土地，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研究 “十一五”规划编制方案，国有粮食企业改

革，完善公费医疗保险管理，县宾馆改制，通过富县２００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研究巩固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成果暂行办法，讨论２００６年政府工作报告，县
汽车运输公司改制，县剧团改革，处置利用原复烤厂土地等资产，设置乡镇兽医站，成

立华能电厂项目富县建设促进领导小组，成立富县煤炭资源勘探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整

顿关闭县煤矿和整合煤炭资源，研究解决延长油矿管理局直罗振兴钻采公司遗留问题，

开展第二次农业普查及城镇住户调查工作，调整康盛公司用地规划，出让县社会福利综

合厂土地资产，设立城乡规划监察大队，回收长庆第一采油技术服务处占用土地，财政

协助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研究解决县农机公司改制遗留问题，提高临聘教师工资待

遇，粮食企业部分干部安置和资产处置，张家湾１１０ＫＶ变电站等４项工程征占拆迁补
偿，改扩建蔬菜干果市场，改造建设沙梁河滨路和体育场，国土资源体制改革，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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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临时农技员上访问题，茶坊造纸厂改制，县种子公司土地资产处置，直罗采油厂选油

站征地，新增６条客运线路，一村一品示范村农业信息站建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县
农机修造厂改制等。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３４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双翼石化
公司试产，中原石油在富县勘探开发油气，羊泉集中供水站建设，交道水上塬工程建

设，县城供水和余渠河坝系工程建设，收回原长庆石油汽车修理厂宗地，县农机监理站

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移交，南牛路和富寺路建设，筹备举办２００５年冬季物资交流大会，
农村蔬菜大棚建设，张村驿镇树坡扶贫综合示范村建设等。召开专项问题会议２９次，
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扩建改造天然气输气管道靖西线富县段，修建北邱桥，建

设北道德、吉子现乡集中供水站，县城区公共消火栓建设，建立县广电信息网络中心机

房，苹果非疫区建设项目选址，引进芬兰政府提供无息贷款建设４０００吨气调库，县文化
中心建设，中指塬提水工程建设，延安恒兴果蔬加工厂建设，打击营运 “黑车”整治客

运市场，县疾控中心和县妇幼保健院土地使用，研究解决直罗采油厂与长庆油田采油厂

区块争议问题等。

十六届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第十六届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
会议２５次，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原城区净化水厂土地使用权拍卖，成立石油
天然气钻前管理工作办公室，成立贫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县矿业开发公司产权转让，

成立包西铁路富县段复线建设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城区殡仪馆、经营性公墓和城区养老

中心选址，提高干部职工住房公积金补贴比例，煤矿派驻安全监督员，县百货公司改

制，开展第二次土地调查，改造富城镇城关行政村、南教场行政村城中村，创建省级卫

生县城，研究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建设农村沼气，基层卫生院招聘专业技术

人员，成立煤炭计量检测机构，中小学布局调整，建设县社会福利中心，研究县民生八

大工程项目，县有线电视数字转换，大力发展养猪产业，张家湾镇政府驻地迁址，农村

改厕，原汽车运输公司土地处置，全县标准化规模养猪大户建设，原牛武煤矿改制，创

建省级生态示范县，搬迁富城镇卫生院和建设职工宿舍楼，乡镇卫生院人事制度改革，

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调整全县机关工作人员地方性津贴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绩效

工资，全县中小学实施蛋奶工程，提高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标准，新增农村客运班线，增

加城区环卫工人、提高环卫工人工资标准和增加环卫设施，组建季节性森林消防队，实

施富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粮食企业内退人员待遇等。召开县长办公会５次，重点
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支持改善县地税局办公条件等。召开专项问题会议８次，重点
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茶坊镇史家坪至川口村直观坡面绿化美化，青兰高速公路陕西

境富县连接线及秦直道改线等。

十七届县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年，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１０次，重点研究
决定的主要事项有：富城镇洛阳村整体搬迁安置，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新建县计生

服务站和乡镇计生站，开展第六次人口普查，调整征收价格基金奖励比例，张家湾镇小

城镇建设，原长庆采油一厂东风区家属院土地开发，为曾受聘基层工作的部分人员发放

养老补助，县植保站与惠丰种子公司土地置换，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启用城区生活垃

圾处理场，建设富县苹果佛山基地，清理缴纳石油勘探开发耕地占用税，创建地方病防

治示范县，新建县城幼儿园，新建富城镇北教场商住小区，乡镇站所整合后原土地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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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产处置，延长扶持发展规模养殖大户财政贴息贷款，姚家塬寺胡同遗址等１２处文
物点列为第二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高教育卫生系统临聘人员待遇，开元路三期

改造工程拆迁补偿安置，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拟建县政府办公大楼，研究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十二五”规划 （草案），表彰奖励２０１０年度科技成果，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
列入财政预算，新建公安业务办公楼选址等。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１次，重点研究决定的
主要事项有：全县卫生体制改革，县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等。召开专项问题会议３次，
重点研究决定的主要事项有：全县中小学校园安全管理，出售县果业局果库，张家湾小

城镇建设等。

第三节　施政纪要

“八五”时期　是富县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时期之一。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
２４１亿元，年均递增４３％，较 “七五”末净增８９００万元，其中第一产业１３３亿元，
年均增长９％，第三产业７５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２２６％。工农业总产值２０２亿元，年均
增长９１％，其中农业１４５亿元，年均增长５８％，工业０５７亿元，年均增长２１％。乡
镇企业总产值８１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２３％。财政总收入２０５３５万元，年均增长１３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８０５６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６６０２３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０５０元，年均增长２６％。人口自然增长１０２‰，比１９９０年降低４个千分点。但农
业基础薄弱，工业管理水平较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

“九五”时期　是富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之一。２０００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
３６５亿元，年均递增６９％，较 “八五”末净增１２４亿元，其中第一产业１７２亿元，
年均增长３４７％，第二产业３９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２１８％，第三产业１５３亿元，年均增
长１３２７％。工农业总产值２７２亿元，年均增长６１％，其中农业１９５亿元，年均增长
６１％，工业７７２２万元，年均增长６２％。财政收入２８６２万元，年均增长６９％。全县
固定资产投资８３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２５８％。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个体工商户累计
２６３０户，较 “八五”末增加 ２５２５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９９２０万元，年均增长
１２１％，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０４元，年均增长１０２％。人口自然增长率３‰，比 “八五”

末下降７２个千分点。但农业产业化程度偏低，工业经济总量偏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匮乏。

“十五”时期　是富县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之一。２００５年，
全县国内生产总值７８８亿元，较 “九五”末增长１３２倍，其中第一产业２３１亿元，年
均增长５１％，第二产业２９３亿元，年均增长４７４％，第三产业２６４亿元，年均增长
９２％。工农业总产值 ５２４亿元，年均增长 １４％，其中农业 ２３１亿元，年均增长
３５４％，工业２９３亿元，年均增长 ３０５％。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三次产业比由
“九五”末的６７０∶１２６∶２０４调整为２９３∶３７２∶３３５，打破了多年来依靠农业支撑经济
发展的被动局面。２００５年财政收入８１５３万元，较 “九五”末增长１８倍，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７６５亿元，是 “九五”期间的２５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１５亿元，较
“九五”末增长１０４倍，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０元，年均增长８２６％。人口自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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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９‰，较 “八五”末有所升高。但农村主导产业程度低，川塬发展不平衡。

“十一五”时期　是富县县区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的五年。县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２０％，截至２０１０年达到１９４亿元，是 “十五”末的２６倍，其中第一产业７１７亿元，
年均增长１９７％，第二产业４４８亿元，年均增长４６％，第三产业７７５亿元，年均增
长２１３％。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２１％，２０１０年达到２２１亿元，较 “十五”末增长１７
倍，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２５％，达到１１７亿元，较 “十五”末增长２７倍。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４３％以上，达到１１５亿元。非公有制经济明显增长，完成总
产值１０８５亿元，实现增加值４８７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９９亿元，累计完成１８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 １５４９８元和 ５４９７元，较
“十五”末净增７３９８元和３１１７元，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４‰。

第三章　政府综合事务

第一节　人民信访

信访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信访局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科级建制，隶属县政
府，编制５人。１９９３年撤销信访局，业务分别交县委、人大、政府３个办公室，政府办
公室负责牵头。１９９６年恢复信访局，属县政府直属机构，正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７人。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增加３个事业编制，２名正科级督查员。２０１０年，将信访局由具有行政
职能的事业单位调整为县政府工作部门，内设办公室、信访接待室，编制１１人。

信访接待　实行信访接待值班制度，收到信访事项予以登记，对采用口头形式诉求
的，记录信访人的姓名、住址和请求、事实、理由。在法定期限内，依据现有法律、法

规规定，判断该事项是否属于其受理范围，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对可能

引发群体性信访行为、集中投诉行为，或即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较为

广泛影响的事项，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未向信访局提出信访事项前，根据相关信息

和线索主动受理。县信访局实行书记、专员接待来访群众制度，接访撰写接待纪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共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４７１件 （人）次，其中要求解决粮户关系的占

１７６％，控告干部以权谋私的占１５２％，农村土地、林木、果园承包纠纷的占１４７％；
刑事方面的重访现象增多。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共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１２７４件 （人）次，

其中农村主要反映土地、账务、林园宅基地纠纷等；机关反映多为粮户、就业、待遇、

补助方面的问题。要求解决生活问题的占信访总量的５４％，揭发控告占２１％。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共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４８６３件 （人）次，其中农村农业类占４８％，劳动社
保类占２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共接待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６２８３件 （人）次，其中反映民

生类问题的占５３％，村务财务类占２８％。２０１０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２７５件 （人）次，

其中单人来访３４９件 （人）次、集体访７２批９２６件 （人）次。

２００１年开始，实行县级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当班领导在信访接待大厅坐班接访，实

７０４第十五编　政权建设　



行谁主管、谁接待，听取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问题；落实责任主体，提出具体措

施，作出明确答复；对无理诉求，讲清政策和道理，做好稳控、劝返工作。重点解决长

期积累、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理顺群众上访情绪，密切党群关系。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县
级领导共接待群众信访５１３件２０３２人次，立案３２６件，办结３０７件。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县
级领导共接待群众信访６３５件２８７０人次，立案４０７件，办结３９２件。２０１０年开展县级领
导大接访活动，共接待群众来访１１４件３２１人次，其中县委书记、县长接待４８件１６９人
次，占县级领导接访总件数的４２％。

办理机制　信访案件办理工作，坚持按照相关程序做好常规信访办理，重点抓好处
理意见的落实办理。对情况比较简单的信访，现场给予答复，现场不能答复的交由局主

要领导答复。重大信访由信访局主要领导以及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共同接访，并会同主

管县级领导研究解决方案，交由责任单位限期处理解决。先后建立县级领导信访接待日

制度、信访联席会议制度，信访立案网上督办制度，以严密程序推进立案的落实。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信访立案２４件，其他案件５７件，全部办结。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信访立案
５３件，办结４８件，办结率９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信访立案８７件，办结８３件，办结率
９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信访立案１２４件，全部办结，办结率１００％。２０１０年，承办市以
上立案７件，办结７件，办结率１００％；县立案４３件，全部查结。
２００６年重新调整充实信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信访联席会议

召集人，对复杂信访问题及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多部门联合会商，共同研究解决方

案。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召开信访联席会议２８次，会商解决信访问题１１件。

第二节　法制工作

机构设置　富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成立于２０００年６月，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
位，副科级建制，隶属县政府办公室管理，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１人，干事３人。２００４
年增加事业编制至７人，２００９年升格为正科级建制，负责全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
和报送工作，负责全县区域内各行政机关和执法单位依法行政指导、监督、检查和协调

工作。受县政府委托依法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赔偿案件。负责全县行政执法

证件的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咨询、知识培训与考核工作。

工作概述　全面实行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制度，坚持做好行政复议案件公开，先后
邀请省政府法制办相关专家为全县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教育讲座，举行纪念 《行

政复议法》施行十周年等活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制订县政府领导学法计

划，实行全县领导干部任职前廉政和法律考试制度。将 《宪法》及依法行政理论知识纳

入公务员初任培训、领导干部晋职法律知识测试，有效推动全县法制宣传工作的深入开

展。听证和审理程序，增强行政复议专业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累计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３４件，其中治安案件２１件、土地案件８件、交通案件５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定纷止
争、化解矛盾和监督行政单位依法行政的作用。办理行政应诉１７件，全部胜诉。审核、
发布、报备规范性文件８３件，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行为，提高行政效率。完成全县８９０名
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证件的申领和换发。开展案卷评查８次，评查案卷５１０卷，规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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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程序，提升全县行政单位依法行政意识。２００２年被延安市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领导
小组评为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３年度被延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
室评为政府法制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０５年被陕西省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领导小组评为先进
单位；２００６年被县纪委、监察局评为 “２００５年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０７年被延安市法制办公室评为 “２００７年度法制宣传培训工作先进集体”。

第三节　应急管理

管理机构　２００６年成立富县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由县长任主任，县委副
书记、常务副县长任副主任，县宣传部、县人武部及５１个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应
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府办。２００８年９月，成立富县应急管理办公室，正
科级建制，核定事业编制５人，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１人，干事３人，隶属县政府办公
室管理。主要负责组织编制、修订 《富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指导、检查全

县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应急信息平台建设及各乡镇 （街道）、部门单位应急预案编制等

工作，负责县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综合协调和办公室日常工作。

预案编制　结合富县实际编制 《富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按照自然灾害、

事故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故分类编写２５个专项预案。并对全县
２００６年以来发布的各专项应急预案进行梳理和完善。截至２０１０年，共编制总体应急预
案１个，专项应急预案２４个；部门单位应急预案３０个；大型活动应急预案２个；企业
应急预案１个；校园应急预案１５０个。实现应急预案进乡镇、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
使全县应急预案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值守与信息报送　制定富县人民政府应急值班工作制度，对值班人员工作原则、工
作职责、工作程序以及信息报送标准进行明确和规范，切实做到有章可循。坚持２４小
时值班和严格的交接班制度，采取县级领导、政府办主任、副主任及下属单位科级领导

带班，应急办工作人员和政府办全体工作人员轮流值班方式值守。制定奖惩措施，严明

工作纪律，值班中严禁电话转移和脱岗。根据省、市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

要求，印发 《富县重大紧急信息报送若干规定》的通知，明确了信息报送要求、时限、

渠道和责任主体，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规范应急信息的接收、采集和报送工作。

队伍及平台建设　按照总体预案要求，组建矿山救援、自然灾害、森林防火、公共
卫生、防汛、防震、食品等应急救援队伍，充分发挥部门专业、武警官兵、青年志愿者

在处置突发事件的作用。乡镇 （街道办）、村组 （社区）整合基层民警、医务人员、预

备役部队、物业保安、企事业单位等力量，建立乡镇 （街道办）、村组 （社区）综合应

急救援队伍。同时重点企业建立专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并配齐应急设施。县法制

办、司法局组织全县行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专题分批进行培训学习。县安监、人劳等部门加强对高危行业和领域的生产

人员安全操作和应急处理技能培训，严格执行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岗前培训和培训考核管

理制度，把应急预案落实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切实提高应对处置水平。每月５日前根
据县公安、消防、交警、１１０指挥中心、１２０急救中心信息汇总编写 “应急简报”，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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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应急工作起到舆论引导作用。建成省级应急示范单位４个 （恒兴果汁厂、沙梁中学、

太和社区、高级中学），县级示范单位４个 （公安局、直罗政府、防汛办、防火办），各

示范单位从组织机构、预案制定、队伍演练、宣传培训及设施建设均已达到要求。

第四节　安全监督

安全监督机构　２００１年４月成立富县安全监督管理局，隶属县经贸局。２００２年调整
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由县经发局代管，２０１０年调整为县政府工作部门。２００７
年４月成立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隶属县安全监督管理局管理。负责全县非煤矿山、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相关部门负责各自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乡镇政府

对辖区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管理。县政府成立富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综合协调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按照 “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

管、全社会广泛参与、群众广泛监督”的工作格局，建立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安

全生产例会制度、通报制度、警示约谈制度、隐患排查挂牌督办制度、信息报送制度、

“一票否决”制度、“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追究制度等工作机制。

安全监督检查　县安委会每年按季度安排四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在 “五一”“国庆”

“春节”等重要时段安排专项安全检查。大检查按行业实施，各行业单位在安委会督导

下自行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长期在煤矿、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建筑施

工、消防、民爆物品等行业开展专项治理。从２００１年起，在每年６月份 “安全生产月”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咨询、培训教育、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活动。２０１０年安全监督机制
行之有效。

典型案例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日，富县牛武镇红岩煤矿发生瓦斯燃烧事故，造成１人
死亡，在救援过程中，２人违规救援死亡，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４年５月７日，
位于富县茶坊镇吉子湾行政村的富阳油脂厂浸出车间发生火灾事故，造成４人重度烧
伤，抢救无效死亡。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２日，中石化中原油田勘探局地球物理测井公司在岔
口境内牛西井作业，不慎将１镅—铍中子源落入牛西井，后打捞无果，实施封堵。

第五节　电子政务

县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３月组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事业单位，隶属于县政府办公室。编
制４人，设主任１名，副主任１名，干事２名。主要承担指导、组织、管理、协调、审
核推进全县电子政务建设工作和县政府门户网站的管理和维护。

２００４年６月，申请虚拟空间，注册域名 （ｗｗｗｆｕｘｉａｎｇｏｖｃｎ），建成富县政府公
众信息网网站 （富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０５年４月组建县级机关局域网，实现政
府机关单位互联访问和资源共享。同时协调配合建成人员信息采集数据库、公费医疗

数据库、价格调节数据库、档案信息数据库、农业信息平台。２０１０年５月中国慈善总
会捐赠３００万元设备，建设富县新农村视讯平台，在县委党校建成全县视讯平台中心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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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检　察

第一节　检察机关

富县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监督、公诉、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预防犯罪、民事

行政检察、控告申诉检察等职能。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内设刑事检察科、反贪污贿赂检察
科、法纪检察科、监所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办公室、驻税务检察室。１９９６年起，
先后成立民事行政检察科、批捕科、起诉科、反贪污贿赂局，撤销刑事检察科、贪污贿

赂检察科、监所检察科、驻税务检察室。２００２年机构改革，内设办公室、反贪污贿赂
局、侦查监督公诉科、渎职侵权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监所检察科，撤销民事行政

检察科。２００６年７月，渎职侵权检察科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２００７年３月，撤销槐树庄
监狱检察组；２００８年３月，成立司法警察大队；２００９年７月，控告申诉检察科更名为控
告申诉民事行政检察科，与举报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２０１０年，内设办公室、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侦查监督公诉科、监所检察
科、控告申诉民事行政检察科、司法警察大队。编制３７个，在岗检察人员３７人，其中
检察官１９人，司法警察３人，其他工作人员１５人。院委会班子７人：党组书记兼检察
长１人、副检察长３人、政治协理员１人、纪检组长１人、反贪污贿赂局局长１人；检
察委员会委员９人，由院领导班子成员中检察官和从事主要检察业务的检察官组成，研
究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重要检察工作事项。

２０００年，县人民检察院被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授予 “全省检察机关人民满意的检察

院”称号；２００８年，县检察院控申科接待室被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授予 “全省检察机关文

明接待室”称号；２００９年，县检察院被延安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富县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检察长更迭表
表１５－４－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何贵昶 男 １９４０１０ 富县交道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９—１９９２１０

安　琳 男 １９４１８ 陕西绥德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０—１９９７１１

张银祥 男 １９４９１０ 陕西宜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１１—２０００２

王　春 男 １９６３２ 陕西宝塔区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７—２００２１２

段潘娃 男 １９４８１０ 陕西黄陵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
!

２００７９

宗六一 男 １９６６１ 陕西吴起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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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贪污反渎职检察

反贪污贿赂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持打防并举、预防为主工作方针，惩处了一
批贪污腐败分子。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受理案件线索１７３案１９６人，立案侦查１０１案１１６人，
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１００案１１５人，私分国有资产１案１人；起诉６３案７８
人，不起诉或免予起诉２８案２８人，撤销案件和撤回起诉１０案１０人，为国家挽回经济
损失３００余万元。

富县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反贪污贿赂案件一览表
表１５－４－２

年份
受理 立案侦查

贪污贿赂

挪用公款
起诉 免 （不）诉 撤诉撤案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１９９０ １６ １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 １ ８ ８ １ １

１９９１ １０ １０ ９ ９ ９ ９ ５ ５ ２ ２ ２ ２

１９９２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３ ３ ２ ２ — —

１９９３ １５ １５ １０ １３ １０ １３ ７ １０ １ １ ２ ２

１９９４ １５ １６ ６ ６ ６ ６ ３ ３ ３ ３ — —

１９９５ ９ １２ ７ ７ ７ ７ ３ ３ ３ ３ １ １

１９９６ １５ １７ ８ １０ ８ １０ ４ ６ ３ ３ １ １

１９９７ １２ １２ ３ ３ ３ ３ １ １ ２ ２ — —

１９９８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 — １ １ ３ ３

１９９９ １０ １１ ６ ７ ６ ７ ４ ５ ２ ２ — —

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１ ８ ９ ８ ９ ７ ８ １ １ — —

２００１ １４ １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 — — —

２００２ ９ ９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 — — —

２００３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４ ４ — — — —

２００４ ４ 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 — —

２００５ ４ ９ ３ ７ ３ ７ ３ ７ — — — —

２００６ ３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 — —

２００７ ２ ２ — — — — — — — — — —

２００８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 — — —

２００９ ５ ７ ５ ７ ５ ７ ５ ７ — — — —

２０１０ ３ ６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 — — —

２１４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反渎职侵权　依法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和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
讯逼供、报复陷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职务犯罪。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受理案
件线索７２案９２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５７案６４人，移送起诉４８案５５人，不起诉
或免予起诉９案９人，法院对所诉案件均作出有罪判决。

富县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反渎职侵权案件一览表
表１５－４－３

年份
受理 立案侦查 移送起诉 免 （不）诉

件 人 件 件 件 人 人 人

１９９０ ５ ５ ３ ３ ２ ２ １ １

１９９１ ６ １３ ６ ６ ５ ５ １ １

１９９２ ６ ６ ４ ４ ３ ３ １ １

１９９３ ９ １０ ９ １０ ７ ８ ２ ２

１９９４ ８ １１ ６ ６ ５ ５ １ １

１９９５ ８ １０ ５ ５ ５ ５ — —

１９９６ ８ ８ ５ ５ ３ ３ ２ ２

１９９７ ２ ５ ２ ５ １ ４ １ １

１９９８ ２ ３ ２ ２ ２ ２ — —

１９９９ ４ ４ ３ ３ ３ ３ — —

２０００ ５ ５ ３ ３ ３ ３ — —

２００１ ２ ３ ２ ３ ２ ３ — —

２００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 —

２００３ — — — — — — — —

２００４ — — — — — — — —

２００５ — — — — — — — —

２００６ １ ２ １ ２ １ ２ — —

２００７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

２００８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 —

２００９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

２０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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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律监督

侦查公诉监督　深入开展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犯罪、涉农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贩毒犯罪等专项整治，突出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等

犯罪活动，稳、准、狠地惩治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

策，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受理批准决定逮捕案件１０６６案
１７１５人，批准决定逮捕９７２案１５３７人，不批准逮捕６３案１３５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１１４７案１７１０人，审查起诉９８５案１４６４人，不起诉或免予起诉４３案６４人。强化立案监
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重大案件６０余起，向公安机关、
人民法院发出 《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说明不立案理由书》２０２份，依法充
分行使检察权，保证所有案件依法规范办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统一

和正确实施。

富县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审查批捕案件一览表
表１５－４－４

年份
受案 批捕 不捕 退侦查机关补查 撤案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１９９０ ６５ ９０ ５３ ７２ ５ ８ ２ ２ ５ ８

１９９１ ４９ ８３ ４２ ６９ ４ ９ — — ３ ５

１９９２ ４０ ７０ ３４ ５４ ２ １２ ２ ２ ２ ２

１９９３ ３８ ５９ ３３ ４９ ２ ５ １ ３ ２ ２

１９９４ ４９ ８６ ４７ ８０ １ ５ — — １ １

１９９５ ５０ ８６ ４６ ７５ ４ １１ — — — —

１９９６ ６３ ９４ ５８ ８７ １ ２ — — ４ ５

１９９７ ４４ ６９ ４０ ６０ ３ ８ — — １ １

１９９８ ５０ ８４ ３７ ６０ １３ ２４ — — — —

１９９９ ３５ ５０ ２９ ４２ ６ ８ — — — —

２０００ ５０ ６８ ４１ ５２ ９ １６ — — — —

２００１ ６５ １０３ ５６ ８０ ８ ２２ — — １ １

２００２ ５２ ７１ ５０ ６９ ２ ２ — — — —

２００３ ４５ ６７ ４３ ６５ １ １ — — １ １

２００４ ４６ ８０ ４４ ７８ ２ 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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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受案 批捕 不捕 退侦查机关补查 撤案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２００５ ４７ ７２ ４６ ７１ — — — — １ １

２００６ ４６ ８４ ４４ ７９ — — — — ２ ５

２００７ ５４ ８４ ５４ ８４ — — — — — —

２００８ ６０ ９５ ５８ ９２ — — — — ２ ３

２００９ ５７ １０４ ５６ １０３ — — — — １ １

２０１０ ６１ １１６ ６１ １１６ — — — — — —

控告申诉民事行政检察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受理各类来信来访３７４件次，其中受理刑
事申诉案件３８件，控告案件线索９８件，举报案件线索１８９件，依法及时予以妥善处理，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３０件，作出不予抗诉１件，
提请延安地区检察分院 （延安市检察院）抗诉９件，向富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６
件，教育引导缠访缠诉人员息诉罢访１４件。

廉政学习

税务检察　１９８９年
９月，成立富县检察院
驻税务检察室。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年，立案侦查偷税
抗税案件 １２案 １３人，
不起诉或免予起诉８案
９人，撤销案件 ４案 ４
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

失２０余万元。１９９７年１
月起，由于普通涉税案

件由公安机关管辖，撤

销税务检察室。

监所检察　全面监
督监管改造场所日常管

理、减刑、假释、保外

就医等执法活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受理陕西省槐树庄农场监狱移送审查起诉脱逃、伤害
等狱内重新犯罪案件６０案９０人，经审查起诉５８案８０人，免予起诉１案２人，移送延
安地区检察分院 （延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１案８人。２００３年５月，驻槐树庄监狱检察
室被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授予 “规范化检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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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人民检察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审查起诉案件一览表
表１５－４－５

年份
受理 上年积存 起诉 免诉 退查 不起诉 本年积存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件 人

１９９０ ６３ ８３ — — ４６ ６３ １７ ２０ — — — — — —

１９９１ ５４ ８６ — — ５１ ８３ ３ ３ — — — — — —

１９９２ ３４ ４９ — — ３０ ４４ ４ ５ — — — — — —

１９９３ ４０ ６２ — — ３４ ５４ ４ ５ １ ２ １ １ — —

１９９４ ４５ ６８ — — ３６ ５５ ６ ９ — — ２ ３ １ １

１９９５ ５５ ９３ １ １ ３７ ５７ １２ ２１ ４ １３ ３ ３ — —

１９９６ ６８ ９９ — — ３４ ５０ ２６ ３８ ６ ９ ２ ２ — —

１９９７ ３８ ５８ — — ２９ ３７ — — ２ ６ ７ １５ — —

１９９８ ３９ ５３ — — ２５ ３４ — — ４ ５ ６ ９ ４ ５

１９９９ ３７ ５２ ４ ５ ３０ ３７ — — ５ １１ ５ ８ １ １

２０００ ５３ ６６ １ １ ４７ ５９ — — １ １ ６ ７ — —

２００１ ６５ ８８ — — ５８ ７６ — — — — ７ １２ — —

２００２ ５０ ６９ — — ４８ ６７ — — ２ ２ — — — —

２００３ ５０ ６８ — — ４７ ６５ — — １ １ — — ２ ２

２００４ ５１ ７４ ２ ２ ４７ ６８ — — ４ ６ — — ２ ２

２００５ ６３ ８８ ２ ２ ５８ ８１ — — ３ ５ ３ ３ １ １

２００６ ６７ １０６ １ １ ６０ ９８ — — ４ ５ — — ４ ４

２００７ ６０ ８０ ４ ４ ６１ ８１ — — ２ ２ — — １ １

２００８ ７２ １１７ １ １ ６９ １１３ — — ２ ３ — — ２ ２

２００９ ７５ １１８ ２ ２ ７１ １１０ — — ４ ７ １ １ １ ２

２０１０ ６８ １３３ １ ２ ６７ １３２ — — １ ２ — — １ １

第四节　预防职务犯罪

以个案预防、专项预防、系统预防为主，深入金融、电力、税务、通信等案件多发

易发领域，开展法制讲座和警示教育。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开展法制讲座和警示教育７２场
次，进行个案预防１５８个，专项预防２３个，系统预防２０个，向涉案人员单位发出检察
建议１１２份，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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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审　判

第一节　审判机构

富县人民法院　富县国家审判机关，负责全县各类刑事、民事、经济案件的审理和
执行工作，正科级建制。１９９０年编制３０人，实有３３人。内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
庭、经济审判庭、信访接待室，设４个基层人民法庭：茶坊人民法庭、羊泉人民法庭、
张村驿人民法庭、直罗人民法庭。１９９１年设立行政审判庭，负责行政案件审理和非诉执
行案件的审查；改信访接待室为告诉申诉庭，负责立案、申诉及信访工作。１９９３年成立
司法警察大队、经济纠纷调解中心、依法收贷工作队，巡回全县１５个乡镇开展依法收
贷工作。１９９４年设立执行庭，负责县人民法院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调解案件的执行工
作。２００２年撤销经济审判庭、告诉申诉庭，设立立案庭、审判监督庭；撤销执行庭，成
立执行工作局。２００８年设立少年法庭，实行 “圆桌”审判。２０１０年成立审判管理办公
室，与审判监督庭合署办公。２０１０年年底，县人民法院设院长１人、副院长２人，内设
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立案庭、执行工作局、审判监督庭、法警大

队、办公室和３个基层法庭。编制４７人，实有５４人，其中法官２６人，含高级三级法官
４人，高级四级法官６人，一级法官９人，二级法官４人，四级法官３人。

法院党组　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审判机关，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通过法院党组来
实现。县级法院党组是法院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保障党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的正确

实施，讨论和决定县法院重大事项，包括人事任免和基础设施建设。富县法院党组１９８２
年成立，１９９０年党组成员３人，院长任党组书记，副院长２人为党组成员。１９９８年设立
法院纪律检查组，增配纪检组长为党组成员。２００４年，改变党组成员长期为偶数状况，
增配一名政法协理员，党组成员为５人。２００８年，贯彻中央政法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

法队伍建设的意见》，增配副院长和执行局局长各１人，党组成员７人。２００９年起，法
院不再设立纪律检查组，由专职党组成员负责纪检工作。

审判委员会　县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实
行民主集中制，旨在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审判工作。１９９０年富县
人民法院审委会７人，由院长、副院长及民庭、刑庭、经济庭、告诉申诉庭庭长组成。
２００８年增设专职审委会委员２人，２０１０年审委会委员９人。

基层法庭　乡镇法庭是人民法院派出机构，代表县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职权。
１９９０年设立茶坊人民法庭、羊泉人民法庭、张村驿人民法庭、直罗人民法庭，一般配备
３名工作人员。１９９１年设立钳二临时法庭。１９９２年设立北道德临时法庭、张家湾临时法
庭。１９９３年设立富县法院驻征稽所执行室。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撤销直罗人民法庭，其业务移
交张村驿人民法庭。２０１０年，有茶坊人民法庭、羊泉人民法庭、张村驿人民法庭３个基
层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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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人民法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院长更迭表
表１５－５－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孙孝义 男 １９３２１１ 富县钳二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３１—１９９２１１

高润宏 男 １９４５１０ 陕西洛川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７３

胡安民 男 １９４８１１ 陕西洛川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３—２００２１２

胡应泽 男 １９４９１０ 陕西子洲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７９

惠春霞 女 １９６９７ 陕西清涧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９—２０１０６

刘尚军 男 １９６４３ 陕西宝塔区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６—

第二节　刑事审判

严打斗争　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严厉打击重大犯罪活动。始终坚持把杀人、抢
劫、强奸、重大盗窃、盗伐林木等刑事犯罪，尤其是危害社会治安的累犯、惯犯、流窜

犯团伙的首要犯罪分子作为打击重点。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３１９件，审判
结案３０２件，判处各类犯罪分子４２０人。１９９６年，全国继续开展严打斗争集中统一行
动，县法院调整审判力量，对重大案件提前介入，主动了解案件线索、沟通案情，积极

配合公安、检察机关，及时审结起诉案件５４件，判处各类犯罪分子７２人。１９９７年，组
织全体干警普遍学习研讨新修订的 《刑事诉讼法》和 《刑法》，审理刑事案件５３件，判
处犯罪分子６３人。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突出打击发案率高、犯罪性质恶劣、带有黑社会性
质的团伙犯罪，共审结刑事案件１０５件，判处犯罪分子１０７人。２００１年，刘某等５人偷
盗团伙多次作案，累计盗窃耕牛２４头，价值４９０００余元，直接危害群众财产安全和农
村稳定。县法院立案后快审快结，判处主犯刘某、杨某有期徒刑１１年和７年。２００３年，
在全国抗击 “非典”斗争中，县委决定在岔口村建立留住站，遭到一些不法分子的阻

挠，县法院与政法部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快审快结，惩处犯罪，保障抗击 “非典”

斗争的顺利进行。２００４年，注重对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工作，努力消除当事人之间的仇
视心理，减少社会矛盾，审理刑事案件 ６２件，其中调解自诉案件 ２４件。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３１１件，审判结案３０１件，判处犯罪分子３３２人。审判中坚持宽
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原则，依法严惩抢劫、强奸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社

会危害不大，主观恶意不深，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被告人及较轻犯罪的初

犯、偶犯、青少年犯等，则依法从宽处理，最大限度化解社会消极因素，增进社会和

谐。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３４９件，审判结案３４９件，判处各类犯罪分子
４９７人。

专项斗争　１９９５年，贯彻延安地区取缔 “门徒会”组织会议精神，抽调人员，配合

公安统一行动，集中打击。经调查摸底，确定处理对象２８人，抓获 “门徒会”骨干分

子１７人，捣毁 “聚会点”“联络点”１４处，震慑了 “门徒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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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维护了社会治安。１９９８年，集中打击和专项治理 “法轮功”

邪教组织，解救少数受蒙蔽群众。２０１０年，开展打击 “两抢一盗”和 “打黑除恶”专

项斗争，审理此类案件２０件，判处犯罪分子２８人，有效遏制了恶性案件的滋生和蔓延。

青少年法律教育

公审公判　１９９２
年，配合延安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在富县体

育场召开公捕公审大

会，宣判 ４案 ５人，
处决杀人犯韩某，旁

听群众万余人。１９９４
年，在县影剧院广场

分别组织公判大会两

次，判处各类刑事犯

罪分子 ２５人，受教
育群众 ２万 余 人。
１９９５年，召开公审公
判大会２次，公开判
处各类犯罪分子１８人，受教育群众２万余人。１９９６年，协助上级法院召开宣判大会２次，
对６案１０人强奸、抢劫、伤害等突出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宣判。

未成年人犯罪审判　根据青少年犯罪特点，２００８年设立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犯罪合
议庭，实行 “圆桌”审判。２００９年制定 《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工作实施意见》，建立 《未

成年罪犯帮教回访制度》，不断延伸法庭的社会责任，设立筹集 “爱心接力基金”

２９９５０元，资助未成年罪犯上学就业９人，回访帮教３２人次。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共审
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１０件，判处未成年罪犯１５人。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犯罪帮教工作，
坚持 “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审教并重方针，依法教育、感化、挽救青少年。

富县人民法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刑事案件统计表
表１５－５－２ 单位：件、人

年份 受理案件 审结案件 判处罪犯

１９９０ ４２ ４２ ５７

１９９１ ５０ ４９ ７５

１９９２ ６４ ６２ ９３

１９９３ ５４ ４５ ５３

１９９４ ６６ ６３ ９７

１９９５ ４３ ４１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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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受理案件 审结案件 判处罪犯

１９９６ ５９ ５４ ７２

１９９７ ５５ ５３ ６３

１９９８ ５７ ５４ ５５

１９９９ ５４ ５１ ５２

２０００ ４８ ４７ ５１

２００１ ５０ ４８ ５３

２００２ ５２ ４７ ５４

２００３ ６３ ６２ ７８

２００４ ６４ ６２ ７２

２００５ ８２ ８２ ７５

２００６ ７４ ７４ ９５

２００７ ６９ ６９ ７３

２００８ ７４ ７４ １２４

２００９ ７２ ７２ ９３

２０１０ ６０ ６０ １１２

第三节　经济审判

１９８５年县法院经济审判庭成立，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受理经济案件６２件，１９９５—１９９８年
受理６３件，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受理９３件。案件主要类型有购销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
运输合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农村承包合同，其中经济合同纠纷占８０％以上，特别是
１９９５年起，苹果园承包合同纠纷比例增大。县法院根据农业县特点和市场经济实情，对
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事实清楚的案件，在自愿的基础上积极进行调解，尽量达成调解

协议；对难于调解的及时、客观、公正地予以裁判，避免久调不决。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依法
共为农行、农村信用社收回逾期贷款２０５０万元，发挥经济审判职能作用。１９９８年起，
改革经济审判方式，由纠问式改为辩论式，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及合议庭职责，发挥当

事人、律师参与诉讼积极性，规范和完善审判程序，实行案件质量评查制度，保障经济

案件审理质量。２００２年，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精神，将经济案件划归民事审判庭审理，不
再设立经济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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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人民法院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审理经济案件统计表
表１５－５－３ 单位：件

年份 收案 结案 其中调解

１９９０ １１ １０ ３

１９９１ ８ ８ ４

１９９２ １８ １８ ８

１９９３ １０ １０ ６

１９９４ １５ １４ ７

１９９５ １１ １１ ７

１９９６ １３ １０ ４

１９９７ １５ １１ ３

１９９８ ２４ ２１ ６

１９９９ ３３ ３３ １３

２０００ ３４ ３２ １１

２００１ ２６ ２５ １０

第四节　民商事审判

１９９０年起，随着国家 《民法通则》的实施，依法调整民事关系的范围更加广泛，以

往较少的赡养、抚养、继承案件逐年上升，婚姻案件居民事案件之首。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
受理民事案件１４３８件，审结１３１４件，其中婚姻案件６３３件，占总收案的４８％，赔偿、
债务、宅基地、财产纠纷占收案的５２％。根据离婚案件较多的实际，坚持婚姻法规定的
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和男女不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实事求是，认真审

理每一起离婚案件。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改革审判方式，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宣传贯彻
２０００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查明事实、明断是非、注重教育、勤于疏导、
依法审判的工作方法，因事制宜，对症下药，重点审理邻里纠纷、借贷纠纷、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等涉及面广、影响大、当事人对立情绪明显的几类案件，４年受理各类民事案
件１１６６件，审结１０７３件，审结率９２％。
２００２年，撤销经济审判庭，形成大民事审判格局。民事审判涵盖婚姻、债务、人身

损害和经济纠纷案件，民事案件出现数量大、类型多、范围广、法律关系复杂、矛盾尖

锐、调解难等特点，加之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新 《婚姻法》及解释的颁布，对民事

审判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县法院组织审判人员集中学习 “两法”及解释，熟练掌握庭

审改革审判方式，提高办案质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２１９１件，结案２１１７
件，结案率９６６％，其中调解１２０３件，调解率５６８％。坚持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

案结事了人和”原则，围绕婚姻家庭、合同、土地、损害赔偿等涉及面广、群众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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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事关发展稳定的案件，强化调解职能、调解措施，提高调解率和兑现率。建立５个
苹果购销合同纠纷巡回法庭，携卷下访，就地办案，实施诉前调解，减少当事人诉累，

减轻民事审判压力，提高工作效率。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１５０９件，审结
１４５６件，结案率９６５％，其中调解１０５５件，调解率７２５％。

富县人民法院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审理民商事案件统计表
表１５－５－４ 单位：件

年份 收案 审结 其中调解 撤诉

１９９０ １８１ １６１ １１４ ２１

１９９１ １３３ １２７ ８５ １４

１９９２ １９０ １８２ ９７ １５

１９９３ １５４ １３８ ８９ ２０

１９９４ ２３３ ２１９ １１５ ２６

１９９５ １５４ １４４ ９３ １２

１９９６ １８４ １５１ ９０ １７

１９９７ ２０９ １９２ ８６ ３２

１９９８ ２２１ ２０３ ６４ ２１

１９９９ ２７６ ２４８ ８９ ２８

２０００ ３２３ ２９８ １１３ ２６

２００１ ３４６ ３２４ １２１ ３２

２００２ ３８６ ３５９ １４２ ３９

２００３ ３３１ ３１６ １２７ ２７

２００４ ３８７ ３７４ １９４ １６

２００５ ３９１ ３８５ ２９１ １９

２００６ ３８３ ３７６ ２６１ ２３

２００７ ３１３ ３０７ １８８ ２０

２００８ ５４０ ５３１ ３０１ ２３

２００９ ４７２ ４６９ ３７７ １２

２０１０ ４９７ ４５６ ３７７ ７５

第五节　行政审判

１９９０年１月，富县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配备 ３人，设庭长、审判员、书记员。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受理行政案件１３件，审结１２件，主要是实施城市规划过程中遇到的矛盾
和土地纠纷。这一时期，因受传统观念影响，“民告官”案件较少。１９９７年起，行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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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法庭

件有所增长，内容涉及

土地、治安、城市规

划、行政侵权等方面。

审理工作首先审查行政

行为的合法性，突出被

告的举证责任，保护原

告的合法权益，监督被

告依法行政。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年，受理行政案
件 １９件，审结 １７件，
结案率８９５％。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受理行政案
件 １８件，审结 １８件，
结案率 １００％。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受理行政案件２３件，审结２３件，结案率１００％。在行政案件审判中，从促进
依法行政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出发，积极做好疏导和协调工作，及时化解矛盾，减少社

会不稳定因素；加大行政诉讼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说服行政机关首长依法出庭参加诉

讼，转变理念，从源头上保护行政管理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首长出庭参审率７０％以
上。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前提下，尽量通过和解方式解决行政争议，降低行

政执法成本，减少当事人诉求。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尤其对矛盾比较尖锐、问

题比较突出的案件，及时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仔细研究最佳执行方案，既保障行政行

为的顺利实施，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２００９年，通过行政审理调解，解决了
富县复烤厂房屋拆迁以及铁路、高速公路建设中拆迁纠纷案件。

第六节　告诉申诉

１９９０年，将信访接待室改为告诉申诉审判庭，承担县法院立案审查、案件申请复
查、接待来访等工作任务。１９９４年实行立审分离，彻底复查了马某的刑事申诉案和刘某
的民事申诉案。２００２年，撤销告诉申诉审判庭，设立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立案与审监
彻底相分离。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均由审监庭受理，坚持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每一起申诉案件认真审查，依法审理，共审理申请再审案１３件，依法纠正了５件有错
误的案件。２００３年设立立案大厅，启动审判流程管理，提倡勤立案、精审判，审查立案
２２２件，审查报送执行案件１１８件，受理农税案件１０１件，受理并审结申诉案件４件，
诉讼保全案２件，接待来访群众及当事人３８５人次，处理来信１０件。２００４年，在立案
大厅设立院长接待日制度。对城镇低保人员和农村五保户实行司法救助，对交纳诉讼费

确有困难的给予减、缓、免。依法受理各类案件６１０件，免交诉讼费５人，减交７人，
缓交３人。２００８年起，全面实行案件流程管理，在审判办公一楼设立立案、缴费、排
期、送达、信访接待五窗口一室的立案大厅，简化办事程序。２００９年，在立案大厅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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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提供便于查询的触摸电子屏、诉讼以及举证须知、诉状等法律文书格式材料，设立

电子公告发布屏。提供人性化服务措施，并为残疾当事人修建诉讼无障碍绿色通道。

２０１０年，建立电话预约立案、网上预约立案、上门立案制度，共电话预约立案１０件，
网上立案３件，上门为羊泉镇羊东村１名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立案。设立农民工维权立案
窗口。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共接待信访１６２２人次，接待来访２０７人次，审查立案２７８５件，
查处自诉案件２３件，处理申诉复查案件２４件，其中改判５件、维持原判１９件。

从２００７年起，每年全面评查审理的所有案件；及时通报查出问题，限期整改。至
２０１０年底，共评查各类案件１６８０件，认真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对２件确有错误
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在法定期限内审结。

第七节　案件执行

１９９４年之前，审理与执行不分，执行工作由法警配合审判人员执行，工作举步维
艰，案件积压量大，一度影响法院执法公信力。１９９４年设立执行庭，配备２名执行人
员、１名书记员，依照法律法规程序，执行本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
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刑事案件中财产部分，以及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外地法院

委托的执行案件。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共执行结案５７０件，含民商事案件４６１件、刑事附带
民事案件 ８２件、委托执行案件 １１件、其他案件 ３５件，基本解决 “执行难”问题。

２００２年撤销执行庭，成立执行工作局，配备执行人员６名。２００３年成立清理积案领导小
组，制订执行方案，落实执行措施，发布执行公告，曝光被执行人名单，召开执行兑现

大会，兑现执行款额。对 ８人采取强制措施，执行结案 ２６４件，其中积案 １１３件。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共执行结案７７６件，执行标的８６３万元，召开执行兑现大会２次，分别
现场兑现３１起案件的５６６万元和４２起案件的１２７万元，司法拘留３名拒不履行人民法
院裁判书的被执行人。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执行局局长列入院党组成员，配备专职副局长，
执行工作局人员增加到７人，配备２辆公务车。全年受理执行案件１１５件，执行结案
１１２件，执结率９７４％。对２０７件旧存执行积案，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的４２件，执行结
案３５件，共执行结案１４７件，执结率７１％，执行标的４２８万元。２００９年，将执行案件
到位率纳入案件质量综合考评范围，执行业务考核从数量考核转向质量综合考核，增强

对债权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意识。全年受理执行案件１０７件，执结９６件，集中清理执行积
累案件２０６件，执行标的４７６万余元。建立特困案件救助基金制度，自筹救助资金１３万
元，争取县政府拨付救助基金５万元，解决部分多年来无法执行的老大难积案，彻底化
解一批无财产执行案件。２０１０年，共执结执行案件１２６件，执行标的８４５６９万元，申
请政府拨付专项救助资金１０万元，执行案件工作进入良性循环，富县法院被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授予 “无执行积案法院”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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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军　事

第一节　军事机构

县人民武装部　富县人民武装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县辖区的常设军事机关，是
地方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既是县委的军事部，又是县政府的兵役机关，受上级军事

机关和县委县政府的双重领导，主要负责辖区的民兵组织、预备役部队和兵役动员工

作。１９８６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富县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改称陕西富
县人民武装部。机关内设军事科、政工科、办公室。１９９６年４月，人民武装部收归军
队建制，陕西富县人民武装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富县人民武装部，为正团级

建制，机关内设军事科、政工科、后勤科，科室为正营级。２０１０年，县人民武装部设
部长、政委，县委书记兼任第一书记，军事科长、政工科长、后勤科长，参谋１名，
干事１名，职工８名。

富县人民武装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长、政委、副部长更迭表
表１５－６－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部长

陈　林 男 富县交道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６５—１９９６４

黄　煜 男 陕西凤翔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６４—２０００３

邓建文 男 陕西乾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３３

白治彪 男 陕西横山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３—２００６３

田志东 男 陕西靖边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３—

政委

成学海 男 富县羊泉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６５—１９９１２

贺协年 男 陕西子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１３—１９９８４

雷鸣远 男 陕西延安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４—２０００３

李海峰 男 山东莱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６３

任保平 男 陕西子洲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３—２０１０１２

副部长

罗恩利 男 陕西蓝田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６４—１９９９７

常　锋 男 陕西米脂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５３

杨茂成 男 陕西米脂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１２—２００５３

郭铁根 男 山西万荣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９８—２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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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副部长

薛永峰 男 陕西宜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１５—２００２３

赵永东 男 陕西延安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３７

杨武德 男 陕西洛川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５３—２０１０６

贾景丽 男 河北邢台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６—

乡镇人民武装部　乡镇人民武装部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又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
机构，是国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兵、预备役的直接组织者指挥者。主要职责是

贯彻上级党委和县人民武装部的命令，负责承办民兵、预备役的组建及征兵和战时兵源

动员工作，组织民兵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担负战备和治安值勤任

务。１９８８年起，富县各乡镇设立人民武装部，部长为副科级，进入乡镇党委班子，配备
武装干事１～２名，统一着陆军制服，佩戴人民武装部工作标志。２０１０年，县人武部完
成茶坊、牛武、北道德、直罗、吉子现、交道、羊泉７个乡镇武装部正规化建设。

直罗镇武装部　１９３４年３月，中共县第一个党支部在直罗南川屈家沟村李家沟成
立，建立起苏维埃西革命委员会及西游击队。革委会及游击队参加直罗镇战役，打

训　练

土豪分田地，牵制国民

党军队，配合人民军队

军事斗争，为革命胜利

做出重要贡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直罗

镇人民武装工作继承革

命传统，在维护社会治

安、发展经济建设中发

挥了特殊作用。１９８０年
设立直罗镇人民武装

部，组建直罗民兵连。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取得显著成绩。１９９７年１月，被兰州军
区授予 “标兵基层武装部”；１９９７年５月，被陕西省军区授予 “标兵武装部”；１９９９年５
月，被陕西省军区授予 “民兵预备役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被陕西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 “民兵预备役基层建设先进单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被陕西省军
区授予 “陆军预备役先进单位”。

第二节　兵　役

义务兵征集　一般一年一次，征集前，县乡镇两级成立征兵领导机构。县征兵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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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组长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兼任，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任副组长，党政有关部门领导

为成员。征兵领导小组确定征兵指导思想，分配征兵任务，统一领导全县征兵工作。成

立征兵办公室，人员由县人武部和宣传、公安、民政、卫生部门组成。各乡镇成立相应

的征兵领导机构。

兵员条件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颁发应征青年服现役的政
治条件，必须是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

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军队，政治历史清楚，决心为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而英勇奋

斗的适龄青年。城镇户口应征青年必须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农村户口应征青年具备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女兵文化程度必须达到高中毕业。《兵役法》规定，当年年底前年

满１８周岁的男性公民为新兵征集对象，当年未被征集者在２２岁之前仍可应征服现役；
根据军队需要和个人志愿，也可征集当年未满１８周岁的男、女青年服役。１９９１年起，
国家征集新兵要求男性身高１６２米以上，女性１５８米以上。新兵体检本着好中选优的
原则，按照国家颁布的新兵体格检查标准执行。每年征兵，在县城设一处体检站，以乡

镇为单位排序体检。

政审定兵　严格执行上级颁发的 《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１９９６年以来，主要审
查应征公民的年龄、户籍、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现实表现以及家庭主要成

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成员的情况，实行村乡镇县三级政审和区域联审制度，实行谁审查谁

签字谁负责的政审责任制。新兵征集根据自愿报名原则，上级部门分配给县级相应名

额，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仍是报名者多于征集名额的数倍，青年争相参军。应征新兵由县征
兵领导小组成员、征兵办公室主任、体检组长、政审组长、基层单位领导以及接兵部队

负责人集体审定。

兵员交接　１９８４年之前，实行接兵部队派出联络员，地方送兵到部队机制。新兵送
达部队后，地方向部队介绍新兵情况，交接档案，点名交接，并结算送兵途中各项费

用。１９８６年起改为完全由部队接兵，交接地点在县政府所在地，其程序是点名交接、交
接档案、签字盖章、清点服装。县征兵办公室根据新兵运送计划，协助接兵部队做好安

全起运工作，组织当地青少年和群众欢送新兵入伍。２０１０年，富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被兰州军区授予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预备役登记　１９８２年始，每年对退伍军人进行一次预备役登记和核对。退伍军人是
否服预备役，由部队团以上单位根据其年龄、身体状况签署意见，是专业兵的，填写相

应的专业号码。凡部队确定服预备役并退伍回县的，都要到县人民武装部办理预备役登

记手续。预备役年龄规定：服一类役１８—２８岁，服二类役２９—３５岁。１９９６年１月起实
施预备役军官登记，中共富县县委、县政府、县人民武装部根据有关规定，对全县已登

记并确定职务的预备役军官予以授衔，每年进行一次登记核对和建卡归档。

预备役部队　１９８３年８月，根据上级命令，在富县１５个乡镇１９５个行政村和２２个
县级企事业单位组建起延安地区预备役师炮兵团，编制４个营１５个连，县人武部部长兼
任团长，县委书记兼任第一政委。１９８５年撤销。１９９８年３月，咸阳陆军预备役步兵师在
富县组建起步兵营，在富县１０个乡镇范围内完成编制和配备。每年进行集结点名，军
事训练。２００３年全营曾紧急集合，开展实弹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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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武装警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富县中队、富县消防中队，隶属延安市武警支队和富县公安

局双重领导，连级建制，驻地富县公安局。富县武警中队、消防中队，认真履行职责，

维护社会治安，担任监狱警戒，执行死刑命令，打击犯罪活动，处置突发事件，参与社

会救援，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县武警中队连续１６
年执勤安全无事故，成功制止有碍执勤目标安全事件５次。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和警
民共建活动，完成临时性勤务１２０余次，抢险救灾１７次，挽回经济损失８００多万元。

每年春季参加富县植树造林、治理河流等工程，组织出动 ６０余人次，累计植树
１２００余株。组建３个学雷锋小组，２个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重大节日走上街头，清除
垃圾，打扫卫生。积极参加义务献血活动，累计２８人义务献血１２０００毫升。先后派出
２０余人次，为县公安特警队、 “１１０”处警队、街道办、学校、工厂军事训练２０多次，
受训２０００多人次。

第四节　民　兵

民兵组织　人民武装部及其上级军事单位负责对民兵的军事系统领导，地方党委书
记兼同级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对民兵工作实行党管武装领导。民兵组织执行１９８１年国
家颁布 《民兵工作条例》，男性民兵年龄１８—３５岁，基干民兵１８—２８岁，女民兵参照
基干民兵年龄根据需要选编。基干民兵执行 《应征当年体格评选条件》，普通民兵必须

健康无疾病。民兵编组的总体要求是便于领导、便于活动、便于执行任务。１９９８年以
后，基干民兵编组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编连或排，２０００年全县开展民兵重新整组编组
工作，２００７年基干民兵编组工作全面完成。民兵干部任选办法由１９９８年之前的选举制
改为任命制，基层党支部提名，征求民兵群众意见，报上一级党组织批准后，由人民武

装部任命。

军事训练及装备　１９８５年以后，全面改革民兵军事训练的对象、规模、人数、时
间、内容和方式，训练对象由以步兵为主转向以专业技术分队为主，训练人数从万余人

减少到５００人左右，训练时间由每次６０～８０天缩短为３０天，将４年一个周期改为２年
一个周期，将训练重点放在专业技术和战术基础训练上，训练改为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

灵活机动方式。１９９０年以后，按照基础化、科学化、规范化要求实施民兵军事训练。民
兵军事训练给予误工补贴，２００２年之前，由民兵所在乡镇政府在统筹经费中解决，给参
训民兵按照同等劳动力的收入予以补贴。之后，农村民兵训练经费统一由中央财政转移

支付，及时兑现，保障军训规模和质量。１９８４年，全县民兵使用的旧式武器逐步淘汰。
１９８６年，全县民兵武器换装成国产新式武器，专业技术兵的武器开始从不配套逐步配
套。将由乡 （镇）各自统一保管的民兵武器装备改由县人民武装部集中保管。使武器管

理便于民兵训练，利于备战，确保安全。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民兵武器装备在不断调整，以适
应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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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　防

国防教育　县国防教育原由县人民武装委员会负责，１９８９年成立富县国防教育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县人武部政工科，１９９２年起办公室设在县委宣传部，主任由宣传部部长
兼任，副主任分别由宣传部副部长和县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兼任。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国防历史、国防知识、国防体育。１９９８年起，国家把每年９
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 “全民国防教育日”。县人武部对部分在校中学生进行集中军事

基础科目训练，学生通过 “准军事生活”，增强国防和组织纪律观念，掌握基本军事知

识和技能。县乡村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安排在县党校举办的领导干部培训班中进行，

县人武部政工科负责人任教员。县人武部每年组织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乡镇和部

门领导开展 “一日军营生活”活动，进行军事训练，使参加人员了解掌握常规武器使用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职工、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国防教育，由县国防教育办公室利用县广

播电视台，举办以国防教育为内容的广播电视讲座，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

强国防观念。

国防动员　１９９６年，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增加计委、城建局、交通局、邮电局、卫生
局主要负责人，组成新一届武装委员会，履行国防动员委员会职能。２００３年，县委、县

新兵入伍

政府、县人民武装部成立富县国防动员委员会，县委书记兼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一主任，

县长兼主任，常务副县长和县人武部部长、政委兼任副主任，组织部、宣传部、政府

办、人事局、财政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经济发展局、教育局、交通局、卫生

局、城建局、广播电视局、电信局、电力局、文化局、乡镇武装部为成员单位。国防动

员委员会综合办公室设在县人民武装部。主要职能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新

时期的军事战略方案，组织实施全县国防动员工作，协调县各部门国防动员、军队与地

方、经济与军事之间的工作关系，开发和利用富县的备战潜力，提高平战转换能力。

２００５年，富 县
实施第一次国防动员

潜力调查，此后按照

上级要求每年核查一

次，每两年调查一

次。主要调查人民武

装、经济动员、人民

防空、交通战备、信

息动员和政治动员等

项内容。县国防动员

委员会每年组织相关

部门统计相关数据，

全面、及时、准确地

掌握辖区战时可供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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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征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资源等数量和质量，以提高和保障区域国防动员实战

化准备水平。

人民防空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富县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机构瘫
痪。１９６９年９月恢复，称富县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１９８１年，人民防空领导
小组撤销，改称富县人民防空委员会。１９８５年，人防工作由县人民武装部交县政府办公
室办理业务。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县人民政府设立人民防空办公室，正科级建制，隶属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编制５人，设主任、副主任各１名，干事３名。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富县挖掘防空地道１５００米，并建立健全了警报系统。宣传教育以防

原子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为主要内容。对民兵进行防空、疏散、隐蔽、抢救和守

护反击演习训练。１９８６年以后，人防工程建设采取平战结合方针，主要利用民用建筑修
建防空地下室，为战时防空利用。１９９０年之后，主要在国际民防日、新中国人民防空创
立纪念日、科技宣传周、防震减灾日和全国普法宣传等重大节日节点举办宣传活动。先

后编印 《人民防空知识宣传手册》３万余份，人防宣传单４万余份，发放农村、厂矿、
学校、机关、社区。从 《人防法》中节选出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且通俗易懂的内容，在

县广播电视台定期播放，增强人民群众对人防工作及执法依据的认识。县政府多次召开

专题会议，协调经济发展、规划、城建等相关部门，把人防审批列入城市建设审批范

畴，明确规定没有人防审批手续，相关部门不得向新建工程发放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

证。同时制定 《富县人民防空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规划城区人防警报系统建设，制订

警报器安装实施方案，整个防空警报系统建设采取 “一次长远规划，逐年分期实施”的

原则。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９时成功进行了第一次试鸣，此后每年人民防空警报鸣响成为
定例。

第六节　军民共建

抢险救灾　１９９２年６月，西延铁路洛川蔺家川隧道发生火车油罐起火爆炸，富县消
防中队紧急出动１５名战士参与抢险，全员立功受奖，其中２人荣立二等功，其他１３人
荣立三等功。是年８月１２日，张家湾乡政府驻地王家角发生百年不遇特大山洪灾害，通
信线路中断，公路毁坏，灾情消息无法传递。危急时刻，驻张家湾解放军某部通信站通

过兰州军区军事专用线路，成功向县委、县政府报告灾情。通信站连长王道富带领３０
多名官兵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解放军驻延安第３４医院闻讯后，由政委杨军旗带领１３
名医护人员凌晨３点赶到灾区投入救灾。延安武警支队由副支队长毛树栋带领百名官兵
星夜兼程，赶赴灾区，清理路障、抢修排洪渠。驻延安空军机场，向灾区捐款１０００元、
面粉１０００千克，２７名官兵投入抢险救灾之中。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１日，富县洛河发生百年不
遇特大洪水，县城区及南、北教场遭受洪水袭击。县武装部全体官兵奋战在抗洪救灾一

线，并命令各乡镇武装部组织民兵３０００余名，有组织、有纪律地解救危房居民，清除淤
泥，奋战７天，县城恢复正常生活秩序。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９日，武警富县中队司务长李伟、
班长许谋和副班长任晓成，奉命在牛武镇配合公安机关堵截公安部通缉的 “４·２８”特
大抢劫案案犯。勇擒２名案犯，缴获手枪７支、子弹１１４９发，冲锋枪１支、子弹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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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李伟、许谋分别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记一等功，任晓成荣立二等功。是年７月
３１日，直罗、张村驿川葫芦河流域普降暴雨，发生千年不遇特大洪水，葫芦河两岸群众
遭受严重水灾。县武装部部长黄煜带队赶赴灾区，命令羊泉、北道德、寺仙、吉子现、

南道德等乡镇武装部组织２０００余名民兵赶赴灾区抢险救灾。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县消防中
队扑救火灾２５８次，出动车辆 ４２２台次，出动警力 ３１３６人次，挽回经济损失 １９００余
万元。

１９９２年，县消防中队被延安地委、行署命名为 “学雷锋先进集体”“拥政爱民先进

单位”。１９９６年被省公安消防总队评为先进集体。１９９７年被延安市委、市政府、军分区
命名为 “军民共建两个文明建设先进单位”。１９９９年被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授予 “后勤

建设达标中队”。２００３年被延安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
２００７年消防中队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 “公安消防部队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中队”。２０１０年
被陕西公安消防总队评为 “‘三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单位”。

抢险救灾

支援经济建设　
１９９１年，县武装部、
武警中队、消防中队

６名官兵兼任校外辅
导员，坚持对青少年

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消防队战士孙小

平用节省的钱购买手

表零件，义务为群众

修表２１９块，被延安
地委表彰为学雷锋先

进个人。２０００年始，
县武装部实施南教场

瓦窑沟流域治理工

程，先后组织１６支民兵连８００余人，义务投劳１０余万个，建成淤地坝１座，库容１２５
万立方米，拦泥７万立方米，控制面积３３平方千米，淤地１０５３公顷，新增鱼塘２６７
公顷，建成谷坊２４座。罗家塬村坡改地工程动用推土机２０台，投工投劳２５６２个，动用
土方２３８８万立方米，修地埂１１８万米，新修基本农田４５６７公顷，组织群众修建水窖
４１５眼，修筑生产道路１７千米，造林２５７８公顷。２００４年７月，小流域治理工程经上级
验收合格，移交地方政府。２００８年３月，县武装部在茶坊镇史家坪村举行建设５３３３公
顷国防林活动启动仪式。２０１０年，富县国防林纳入兰州军区支援地方经济建设 “十二

五”规划，增加到６６６７公顷，计划５年完成，改称富县双拥林。
扶贫帮困　１９８６年，县武装部确定扶贫点１６个，为群众举办技术培训班，提供经

济信息。１９９７年，发动民兵预备役官兵开展 “一部一村、一部两户、兵富带民富”扶贫

活动，确定岔口乡高家庄村为 “一部一村”扶贫点。截至１９９９年的３年间，给高家庄
村修建砖木结构校舍５间，解决了多年来学生上学难问题，争取资金解决了村里通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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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问题。给岔口乡畔上村党员活动室捐赠２９寸彩电、功放机各１台，给岔口乡秋林子村
和城关镇罗家塬、莲花池村３户村民购买小尾寒羊１００余只。２００５年起，县武装部开展
“一部一校”帮扶活动，成立帮扶活动领导小组，帮扶直罗镇中心小学。县武装部机关

提出 “节约一分钱，少抽一包烟，帮助一名贫困生”口号，全体官兵人人参与扶贫帮

困，确定７名贫困学生为帮扶对象，部党委成员与贫困生结成帮扶对子，每年为贫困学
生捐资２８００元。在县政府支持下，为直罗镇中心小学争取专项经费１１０万元建成标准化
学校。总政治部 “八一希望小学”援建工作开展后，县武装部多次通过与中国人民解放

军某部联系，争取援建资金３０万元，彻底改善了直罗镇中心小学的基础设施和教师办
公条件。２０１０年４月，富县武装部被陕西省军区授予 “‘一部一校’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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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方面坚持做好基层政权建设、优抚安置、城乡低保、社会救

助、双拥共建、婚姻登记等工作，发挥政府社会行政事务职能。人力

资源管理增加公务员培训、人才交流、劳务输出、劳动保护、劳动仲

裁、失业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新内容，社会保障工作行

之有效。公安工作运用信息网络，实行 “探头站岗、鼠标巡逻”，严

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司法行政突出普法教育、

人民调解、法律援助、行政复议、律师公证、安置帮教工作，提高公

民法律意识，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依法治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章　民　政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民政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科级建制，设局长 １人，副局长 ２人。
２０１０年，县民政局内设办公室、民政股、双拥办公室，下设民族宗教事务局、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城乡低保办公室、婚姻登记处、烈士陵园管理所、富县社会福利中心及

１３个乡镇 （街道）民政工作办公室。全系统共有干部职工７５人。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富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升格为正科级建制，２００２年划归民政局

管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成立富县烈士陵园管理所，副科级建制，隶属县民政局。２００２年５
月成立富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２００４年１月更名为富县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办公室，正科级建制，隶属县民政局。２００４年成立富县婚姻登记中心，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更名为富县婚姻登记处，副科级建制，隶属县民政局。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成立富县社会福利
中心，副科级建制，隶属县民政局，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将宗教局、婚姻登记处、双拥办的事
业性质撤销，改为民政局内设机构，其建制不变。成立富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为民政局内设科室。

第二节　基层组织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先后举行７次村
民委员会选举。

１９９０年，举行第一次村民委员会选举，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２５２个，村委会主任
２５２名，村民小组组长６１５名。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至３月１５日，举行第二次村民委员会换
届选举，部分届满的村委会实行换届选举，依法选举村委会班子７３个，村委会成员２９５
个，委员２２２个，推选村民小组长２２１个。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０日，举行
第三次村委会选举，７８个届满的村委会实行换届选举，依法选举村委会成员４０１名，其
中连任的３６５名，新当选村委会主任２３名，推选村民小组组长１４５名。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１
日至９月１０日，举行第四次村民委员会选举，依法选举产生２４４个村委会主任，村委会
成员１０７６名，村委会主任平均年龄３８岁，连任１３３名，党员８６名，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９７名；副主任３５名，连任９名，平均年龄３９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１２名；委员７９７
名，连任３６４名，平均年龄３９岁。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２０日，举行第五次村委会
选举，全县２４１个村，除届中换届未列入本次换届的两个村，２３９个村全部进行了换届
选举，选举成功２３７个，成功率９９２％。选出村委会主任２３７名，平均年龄３７岁，其
中连任１１７名；副主任６名，其中新当选６名；委员７３５名。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至７月３１
日，举行第六次村委会选举，依法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２３９名，平均年龄３５岁，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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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在初中以上，连任１１３名；副主任２９名，新当选２９名；委员６３７名，其中女８８
名；支部书记与主任交叉任职６名。３个社区居委会选举产生主任３名，其中女１名，
委员１２名，其中女１０名；依法推选产生村 （居）民小组组长５６５名，村 （居）民代表

２２３４名。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９月３０日，举行第七次村委会选举，全县２４０个村委会和
３个社区居委会全部换届选举，选举成功村２３２个，社区居委会３个，成功率９６７％。
选出村委会主任２３２名，平均年龄３８岁，文化程度均在初中以上，其中女主任３名；委
员６１０名，其中女１０４名；支部书记主任一肩挑１４名。３个社区居委会选举产生主任３
名，委员１２名，其中女６名。依法推选产生村 （居）民小组组长５６５名，村 （居）民

代表２４５４名。

第三节　救灾　救济

救灾　１９９０年，全县遭遇霜冻、冰雹、暴风雨等自然灾害，成灾面积４３６０公顷，
４１７００人受灾，损坏倒塌民房１６８间 （孔），经济损失６４８万元。１９９５年６月７日富县
羊泉、钳二、吉子现、北道德、富城５乡镇相继遭受特大冰雹灾害，５乡镇的６２个行政
村６４４７户２８２１７人受灾，农作物成灾面积４３６０公顷，其中绝收面积２２４６７公顷，经济
损失１９８７７８万元。下拨救灾款５５万元。２０００年富县相继遭受干旱、病虫、霜冻、风
雹和洪水等灾害，成灾农户７１１５户２９８８７人，农作物成灾面积７２４９６公顷，因灾减产
粮食７２２０５万千克，直接经济损失６５０８万元。２００５年全县连续遭受冰雹、大风、暴雨
灾害及严重低温冷冻和果树病虫等灾害，受灾人口１２５９９户５１０１６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８２００公顷，造成经济损失１２６８７０１万元，下拨救灾款１２０万元。２０１０年，旱涝洪水受
灾３２４万人，下拨各乡镇救灾款１５９万元、困难群众生活救助款２３万元、面粉１００
吨、临时救助２６１万元。

救济　１９９６年，全县遭遇冰雹、洪水灾害，受灾人口７０４００人，损坏倒塌民房１６８
间 （孔），因灾死亡１４人、受伤７人，成灾面积６７２０公顷，经济损失１０８亿元，全年
共下拨救济款１３４７万元。２０００年，口蹄疫造成牛羊受灾，下拨救济款１６３６万元；暴
雨、洪水受灾１４８万人，经济损失１３９３１４万元，下拨救济款１３０８万元。２００５年，开
展长期性社会捐助，设立１３个乡镇和城区２个社区捐助工作接收点，共接收社会各界捐
款７６万元，衣物１万余件；发放临时性救济款１６万元。２０１０年，坚持以实物救济为
主，钱粮搭配，救济到户的工作机制，对因天灾人祸等突发性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城乡

特困户，首先将其列入城乡低保，再按照家庭实际困难程度，经村 （居）委评议、乡镇

或街道办事处审核、民政局审批，给予临时性救助。全年审批医疗救助５批次，其中城
镇６１人次，发放救助金３９５８万元；农村２９５人次，兑付救助金１５４８万元。对路途与
街道流浪乞讨人员、因意外灾害导致家庭、个人生活困难者进行救助，审批５批次３０９
人，兑付救助金３７８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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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城乡低保

城市低保　１９９７年制定 《富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试行）办法》。１９９８年启动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当年登记纳入城市低保９户１６人，低保标准为每人每
月９０元。１９９９年起实施国务院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扩大范围，逐步规范，

登记纳入城市低保７２户１９７人。２０００年１９８户５８５人。２００１年富县城市居民低保标准
为每人每月１１７元，登记纳入城市低保４１０户１６４３人。２００５年，富县城市居民低保标
准为每人每月１３０元，登记纳入城市低保１９５５户５８１６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３５９万
元。２００６年起富县城市居民低保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１６０元，登记纳入城市低保２０１３
户５９３９人。２０１０年富县城市居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１８０元，登记纳入城市低保２２７０
户６１６７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１４５１万元。

农村低保　１９９７年，富县制定 《富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试行）办法》。１９９８
年启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４５户２２７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按保障
金标准差多少补多少。１９９９年实施国务院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扩大范围，

逐步规范，确定３５８户１０４６人，２０００年７１９户２１４９人。２００１年起，农村居民年人均纯
收入５００元以下的均纳入保障范围，确定９９９户３０３５人。２００３年起，人均纯收入低于
６２５元的纳入低保范围，确定１３４８户４０９７人。２００５年重新修订 《富县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实施办法》，富县农村居民低保标准调整为每年每人６２５元，登记纳入农村低保
３８００户１２５６０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１１９万元。２０１０年，富县农村居民低保标准每年
每人１１９６元，登记纳入农村低保３５２７户７２７４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２８６０万元。

第五节　优抚　安置

优抚　富县优抚对象为：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老红
军及遗孀、红军失散人员、复员军人、伤残人员、参战人员、义务兵家属。民政部门按

照国家规定逐年发放优抚金，并依据相关政策及时调整优抚标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全县在册优抚对象均按政策规定足额发放优抚金。１９９６年７月起，
对享受国家粮食价格补助的各类抚恤对象，发给粮价补助每人每月８元。１９９８年调整部
分抚恤补助标准，因战、因公特等伤残人员月护理费２０６元，因战、因公一等伤残人员
月护理费１６５元，因病一等伤残人员月护理费１２３元。在乡革命伤残人员伤残抚恤金在
原标准基础上，因战特等伤残者每年提高１３００元，因公特等伤残者每年提高１２８０元。
２００２年，全县有三属人员 （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１０４
人，发放优抚金２７４１万元；有老红军２３人，发放优抚金２５８１万元；有红军失散人员
４８人，发放优抚金１３８２万元；有老复员军人３０３人，发放优抚金５８１８万元；有伤残
人员８７人，发放优抚金 ２６３０万元；有义务兵家属 ２４０户，发放优抚金 ７２０万元。
２０１０年，全县有三属人员９０人，发放优抚金４２８８万元；有老红军３人，发放优抚金
５４２万元；有红军失散人员８人，发放优抚金６２６万元；有老复员军人１５９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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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金８９３４万元；有伤残人员７８人，发放优抚金６００２万元；有义务兵家属１６４户，
发放优抚金８２万元。

安置　富县接收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的方式有两种：城镇户籍的由人事部门分配至党
政事业单位，农村户籍的安排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１９８９年共接收退伍军人１６６人，其
中城镇籍 ６１人，农村籍 ４０人，残疾军人 ３人，军地两用人才 ６２人，安置 １０１人。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退伍４３人，全部安置上岗。２０００年退役１１２人，符合安置条件的３４人，
安置１８人。２００５年落实现行安置政策，安置符合条件的２４名城镇退役士兵，安置率
１００％。２０１０年，将符合安置条件的２６名城镇退伍义务兵、７名转业士官和２名立二等
功退伍义务兵共３５人安置上岗。

优待　２０００年，出台 《富县义务兵家属优待金统筹管理使用办法》，优待金实行以

县统筹、全民负担，优待金标准由年户均５００元提高到７００元，２００３年，提高到１０００
元。２００４年，全县享受现役军人家属优待金的２３０户，共发放优待金２３万元。待安置
退役士兵３４人，发放优待安置补助费４８９６０元。２００５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兑付义
务兵家属优待金２１０户，发放优待金２１万元，待安置期间退役士兵、士官２８人，人均
年生活补助费１５６０元，发放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４３６８０元。２０１０年起，现役军人家
属优待金每年３０００元，待安置退役士兵月补助２１０元，发放优待金１６５户４９５万元；
发放待安置退役士兵２６人生活补助费６５５２０元。

烈士褒扬　富县茶坊烈士陵园　始建于１９５７年７月，位于茶坊镇古州峁山脚下，占
地２公顷，园内建烈士纪念碑一座，碑高１０米，碑上镌刻富县４０４位烈士英名。１９９０
年，富县人民政府将在榆林桥战役中牺牲的２８位红军烈士遗骨迁入陵园。直罗烈士陵
园　建于１９５４年，位于直罗镇柏山脚下，占地４公顷，安葬烈士９５７名，其中无名烈士
６３０名。有烈士纪念碑一座，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２００９年投资３００万元实施三期改
扩建工程，为延安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２０１０年，由延安市设
计院规划设计，预算投资７５０万元对两所陵园实施绿化升级改造。

第六节　双拥共建

１９９８年，县政府从公疗费中出资２万余元，解决了历年优抚对象医疗费问题。资助
３万元为一等对越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姚进发新建石窑２孔。帮助一等伤残军人张利国
从山上迁居平川，并协调自来水公司为其无偿解决生活用水问题。２００１年，全县老红
军、二等乙级以上伤残人员全部纳入医疗保险。王玲、陈志莲、李建业、李生富等４名
老八路、失散红军被延安 “八一”敬老院接收，安度晚年。县民政局筹集３０００元，给
老八路王玲做了外科肿瘤切除手术，解除困扰其多年的顽疾。２００３年，坚持传统教育、
抚恤宣传与共驻共建相结合，广泛开展 “发扬双拥传统、办实事、解难题、做贡献”活

动。春节期间县双拥办组织开展慰问活动。２００６年，直罗镇安家川村军属黄育太之妹考
取大学，因家境贫困，学费无着落，镇政府给予救助资金２０００元。
２００７年９月，县双拥办专门组织人员对３９名驻藏富县籍的义务兵进行慰问。２００８

年，县委、县政府为人武部购置价值２０余万元的军事指挥车一辆。驻县部队把驻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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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乡，在完成训练、战备执勤等各项任务的同时，积极投身县域经济建设，推动了双

拥共建活动的深入开展。县中队、消防大队情系孤寡老人和失学儿童，坚持经常为城区

孤寡老人 （两所敬老院）担水、劈柴、打扫卫生。人武部先后为直罗小学校建工程和购

置附属设施设备争取教育专项经费１４０余万元，为贫困生捐款５６００元。２００９年，人武
部机关坚持定期为学校义务开展国防教育６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成立了领导
小组，确定直罗镇安家川为示范点，制订了具体援建规划，并逐年抓好落实。县医院三

年内每年为驻军定期体检。县中队在县城多个学校建立校园辅导站，定期给学生讲解国

防知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并不定期为学校开展军训活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由县政府
组织实施，完成总投资２００万元的县消防大队办公楼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建设，１１月２１
日，县民政局为 “和平使命２０１０”参演部队送去８０箱苹果、５０箱矿泉水、一头猪、两
只羊等慰问品，参演部队表示诚挚感谢。

２０１０年，投入扶持资金３０万元，为老红军、老八路等优抚对象维修、新建住房２０
户。为全县优抚对象解决医疗费用３１万元。为农村籍对越自卫反击参战人员除按国家
规定发放补助款外，在 “春节”和 “八一”每人再发放慰问金６００元。同年义务兵家属
优待金由每年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３０００元，伤残军人一级至四级护理费由每月５２８元提高到
９６４元，全部按标准兑付到户，并形成逐年提标的长效机制。

第七节　社会福利

敬老供养　１９８６年投资１６万元，建成全县第一个敬老院吉子现乡敬老院，入住五
保户１３人。２００７年９月投资３００万元，建成岔口敬老院占地０６７公顷，供养７５人。
２００８年，县社会福利中心开工建设，２０１０年竣工，占地０９３公顷，总投资２１２１３万

富县社会福利中心

元，建筑面积８７２６２５平方米，建成标准间６０个、四人间８个，可供１５２名老人入住。
全县五保老人采取集中与分散两种方式供养，岔口敬老院和吉子现敬老院共设床位１３５

张，为 １０５名五保老人
提供公寓化养老，其余

五保老人分散居住在村

组。五保供养人员的救

助金 也 在 逐 年 提 高，

２０００年每人每年 ３６０
元，２００６年每人每年
１４００元，２００９年每人每
年 １８５６元。２０１０年，
按每人每年 ２１０４元标
准，县财政每年支付五

保供养金 １１８７万元。
供养五保户 ５６４人，其
中孤儿９２人，新增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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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６８人，自然减员６５人。
福利彩票　２００３年开始销售中国福利彩票，２００７年销售福利彩票４３０万元，返还公

益金１５６万元；２００８年销售５５０万元，返还公益金３４万元；２００９年销售６７９万元，返
还公益金３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全县有福利彩票投注机１７台，分布于县城及乡镇，所返还公
益金全部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第八节　民政事务

婚姻登记　１９９４年起执行国家第四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起执行
第五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之前分别在各乡镇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男
２２周岁，女２０周岁，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
何第三者加以干涉。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之后由县民政局统一办理，取消办理手续需由单位或
村 （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的规定，对婚前医学检查未作强制规定，增加补办结婚登

记、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规定。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１５５９对，离婚
登记６０对；２０１０年，依法办理登记１４１２对，其中结婚登记１２４９对、补办结婚登记７４
对、离婚登记３０８对。

地名勘界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地名沿用历史称谓。２００４年首次对县城５５个街、路、巷、
广场、大桥重新命名。１９９２年，第三次陕甘边界争议座谈会在延安召开，陕甘两省民政
厅派员出席，延安地区富县、志丹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及民政局长参加会议，会议决议维

持现状、加强管控，并形成纪要。２００８年，按照国务院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富

县与毗邻县分别签订了边界线协议书，实行５年一次的联合检查制度，落实边界线日常
管理责任，加强界桩从标测绘及其标志物管理，清除界桩周围杂草，对标记模糊的刷新

字迹，对损毁的重新布设。完善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工作图、音像制品、批准文件、

备案材料，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２０１０年，修订印制富县行政区划图。
社团管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县先后成立社团４４个。２００４年，全县第一个社团果

业协会成立，２００５年成立社团１８个，２０１０年成立社团８个。４４个社团中，农村专业经
济协会２７个，扶贫互助资金协会１１个，道教协会１个，民办非企业协会５个，分布在
全县８镇５乡，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有机组成部分。社团管理工作执行国务院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严格审批变更制度，

积极开展评先创优活动，依法年检率８５％。
殡葬管理　１９９０年，全县殡葬事务处于自发状态，２４０个行政村均未有公坟地。

１９９８年，县民政局投资５万元在瓦窑沟山梁修建公墓一所，占地２公顷。２００５年５月，
县政府制定 《富县殡葬管理试行办法》，指定公益性墓地区域。２０１０年４月投资３９４万
元在茶坊刘家沟小仙坡修建公共墓地一处、殡仪馆一座，占地５３３公顷，解决乱埋乱葬
占用耕地现象，全县节约殡葬用地３６公顷。

社区建设　２００２年，成立太和社区居民委员会、钟楼社区居民委员会、茶坊社区居
民委员会，配置了办公设施。２００５年，修建钟楼社区、太和社区、茶坊社区居委会办公
楼，建筑面积均为２００平方米，并为３个社区居委会配备低保专用计算机。同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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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公助、租赁房屋、自主经营”方式，在富城镇北教场杨林小区建成太和社区、老

年公寓，建成楼房一栋２３间，建筑面积约５００平方米，集住宿、餐饮、健身、卡拉ＯＫ、
阅览室、棋牌室为一体。２００８年，县委组织部在３个居委会设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
教育终端接收站点，配备相关设备。２００９年投资２２０万元，在６个乡镇１０个村建立农
村社区１０个。２０１０年，争取省市立项，投资２８６万元建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１３个，移
交村委会使用。

老龄工作　２００３年，富县老年政府津贴开始发放，发放对象为有富县户口年满９０
周岁的老人，标准为９０—９９周岁老人每人每月５０元，１００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１００元。
２００５年享受老年政府津贴的有１０７人，发放津贴６５万元。按照延安市政府 《对７０岁
以上老年人实行优待办法》，富县累计发放延安市人民政府寿星优待证２０００余份。２００６
年组建富县老年学学会，开展老年学术研究。２００８年成立富县法律援助中心老龄办工作
站，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与帮助。２０１０年享受老年政府津贴的有１７１人，发放津贴
１０３２万元，发放陕西省敬老优待证６００余份，落实老年人持证免费乘坐县内公交车政
策待遇。多次组织老年团队赴省、市参加文体竞赛，组织老年人赴北京、华东五市、港

澳等地旅游。

收养登记　富县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逐年对社会遗弃婴儿予以收

养、登记和安置。收养程序为收养当事人提出申请、收养登记机关审核材料、调查当事

人的收养意愿和条件，符合条件者填写收养登记申请书、电子信息录入并核查、备份当

事人证明材料、办理收养。１９９２年收养 ３人，１９９５年收养 １３人，２０００年收养 ９人，
２０１０年收养１０人。

第二章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劳动人事局为行政单位，科级建制，隶属县政府。内设办公室、工资
福利股、档案股、劳动关系股、干部股、军转安置股、知青股等机构。１９９４年更名为人
事劳动局，主管全县人事和人事制度改革及劳动与社会保障行政事务。２００２年更名为人
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２０１０年８月更名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编制１１人。内设办
公室、财务室、干部管理科、公务员职称科、工资管理科、档案室、党建办、社保科。

下辖就业管理局、医疗保险经办处、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劳动监察大队、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管理办公室、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农村养老保险管理办公室。全系统

编制９２人，实有１２３人。

第二节　人事制度

１９９０年，富县按照国家下达计划，分配安置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军队转业干部、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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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退伍军人等；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均由组织考察任命；各部门之间人事调动，由

本人写出申请，相关单位、主管部门、分管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签字同意后由人事

部门办理调动手续；县外调入人员需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批准后方可调入。１９９１年，
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按照省地人事部门统一要求，进行 “人才培训调查”“乡镇一级

聘用合同制干部情况调查”“干部流动调配调查”“机关回避问题情况调查”“乡镇企业

人才情况调查”“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调查”“对有特殊贡献干部提高退休待遇情况调

查”“合同制干部担任乡镇领导及乡镇八大员调查”“农村优秀村支书村主任情况调查”

“行政机关工人身份 ‘五大’毕业生情况调查”共１０项调查，全面摸清全县干部人事底
情。同时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要求，对部门推荐干部进行组织考察和

提拔任用。１９９２年，为打破企业领导铁交椅制度，实行领导由任命制向聘任制、聘用制
转换，对全县工交、财贸口等国营企业领导实行聘任制。１９９３年，稳妥推进机构改革，
全面完成县直部门机构改革；制定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机构改革期间，对机构、人

员、编制、领导实行四冻结。在机关人员分流中，鼓励脱离机关办实体，到企业任职搞

管理。同时，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制定 《关于干部离退休、提前离岗有关问题的规

定》《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停薪留职的暂行规定》《企业人事制度管理实施细则》，鼓

励职工投身市场经济。１９９４年，进一步深化部门机构改革，完善各类配套制度和办法；
规范部分单位的机构名称；制订部门定编、定岗、定责的三定方案；完成撤并机构的

人、财、物、档等移交工作；分流机关富余人员。

１９９５年，机构改革进入扫尾，调整部门编制，规范行政职能，推行公务员制度。对
全县行政机关干部进行培训。制定单位职位说明书，开始设置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非

领导职务岗位。１９９６年制定 《富县推行公务员制度职位分类办法》和 《富县公务员过

渡办法》，年底全部完成人员过渡工作。并对全县事业单位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两年 “德能勤

绩”进行严格考核，优秀比例为１３％。全年招录、转正、顶替１５９人。１９９８年，重点对
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一般事业单位进行机构改革。对全县事业单位依法进行登记

和公示。严控编制，事业单位严格执行编满不进人制度，当年党政机关计划外未进一

人。对公职人员进行严格的年度考核。１９９９年启动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同时对全县
机关单位公务员进行全员计算机知识培训。制定出台 《富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流动实施

意见》《富县乡镇人员分流实施意见》《富县清理乡镇不在编人员实施方案》，对人事流

动加强宏观控制。２０００年，人才资源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强，建立人才信息网络，健全人
才市场机制，挖掘、培养、引进各类人才。制订人才发展规划，开始多种形式的继续教

育，采取送出去、请进来、定向委培等办法培训优秀专业人才。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窗口服务单

位推行承诺制，杜绝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不良现象。继续教育培训工

作，提高公务员个体能力和整体素质。稳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把市场机制、竞

争机制、经营机制引入事业单位，促进事业单位面向市场、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建设提供

服务。当年共录用正式干部８４９人。２００５年，规范人事信息管理，建设富县人事信息库，
实现全县人事人才信息网与延安市人事人才信息网联网运行。规范调动程序为经组织、人

事、编办三部门签字盖章和县编委会审核通过，再经县长一支笔审签后，方可办理。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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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健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台账。启动并实施大学生就业见习补贴机制。

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０年人员调配总数３６０６人，其中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８９２人；１９９６年至
２０００年１０３１人；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８２６人；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８５７人。全县先后退休干
部１４０９人，其中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２１３人；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０年１１９６人。

第三节　人事管理

公务员管理　１９９４年，富县开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过对全县政府机关和事业
单位干部进行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宣传教育、骨干培训，拟定全县各单位具体实

施意见的方式，做好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准备工作。

１９９８年通过资格审查、培训、考试、考核评定的方式，将政府参照试行管理的部门
工作人员过渡为公务员。开始对公务员实行正式考核，考核以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为依

据，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全面考核德、能、勤、绩

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优秀等

次不得突破参加考核人数的１３％。公务员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或连续五年被确定
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本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公务员在现任职务任期内，年度考

核连续两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在本职务工资标准内晋升一个工资档次；公务员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次的，以其本年度１２月份基本工资额为标准，发给一个
月奖金；公务员当年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降职；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

称职等次的，按规定予以辞退。年度考核工作结束后，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权限将考核

结果存入本人档案。

１９９９年，政府参照单位过渡公务员６１５人。是年纳入政府公务员管理８０５人，其中
县区３７１人，乡镇４３４人。同年开始接收、分配国家考试录用的公务员７人。２００５年，
根据 《国家公务员暂行规定》和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 《关于在全省各级机关和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单位中开展摸底调查公务员身份确认和清理违规进人工作的通知》 （陕人发

〔２００３〕７７号）文件精神，县政府机关、乡镇机关、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单位过渡公务
员７７人。接收分配国家考试录用公务员１８人。２００８年，富县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公务员考核规定 （试行）》，制定了 《富县公务员考核办法》，对年度考核评

为优秀的公务员兑现一次性奖金８００元，连续三年考核评为优秀的公务员，追加奖金
１５００元。优秀等次不得突破参加考核人数的１５％。是年，行政系统参加考核公务员５５２
人，其中优秀８２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政府机关共招录公务员１６人，政府机关纳入公务
员管理６２８人。２０１０年，参加考核公务员５５８人，其中优秀９３人。

事业人员管理　１９９４年前，全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各单位自行考核管理。１９９５
年，按照国家人事部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富县开始对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进行统一考核。考核内容为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考核结果

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优秀等次人数一般为本单位总人数的１０％，最多不
超过１３％。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正常晋升工资档次和发给奖
金，连续三年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具有晋升职务，续聘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连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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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具有优先晋升职务，优先聘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核被确定为

不合格等次的，当年不发给年终奖金，并予以批评教育，连续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

视其不同情况予以降职、降聘、辞退。

２００４年，富县制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法》，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

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合格以上等次的，按照有关规定晋

升工资档次和发给资金。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在本职务工资档次内晋升一档

工资。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视其不同情况予以降职、降聘、辞退。２００６
年，参加考核４４６３人，评出优秀４９０人，合格３９７３人。２００７年，参加考核４７２１人，评
出优秀５６６人，合格４１５５人。２００８年，参加考核４６５２人，评出优秀５１２人，合格４１４０
人。２００９年，参加考核４６０８人，评出优秀５９９人，合格４００９人。２０１０年，参加考核
４４８０人，评出优秀５６０人，合格３９２０人。

人才交流　２００３年２月，富县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成立，事业性质，副科级建制，
负责全县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人才档案入库和全县人才市场公共事务管理工作。２００８年７
月，更名为富县人才市场办公室，升格为正科级建制。２０１０年３月，更名为富县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主要职能职责：管理流动人才和非国有单位人才的人事档案；接受委托进

行人事代理；受人事行政部门委托，行使部分人才流动行政管理职能；负责全县人才市

场公共事务管理工作；审批招聘人才广告；组织人才培训和进行择业指导，建立人才信

息网络系统。通过完善档案管理流程，提高档案安全性；把好入档审查关，严格规范

“进、管、出”三个环节，提高档案公信力；创新档案管理和利用方式，加快档案管理

电子化步伐，实现异地存档，多方查阅。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县大学生就业服务工作，合

理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通过 ＱＱ群、公告栏等方式及时准确地为企业发布招聘信息，
开展 “就业服务月活动”，对参加招聘会的各类求职人员进行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

业介绍、就业推荐等服务。为企业和求职者免费提供一站式服务和良好的招聘环境。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县人才交流中心共接收登记大中专院校毕业生４３５３人，其中本科
４１８人，大专２０６２人，中专及其他１８７３人。专业有工商管理、教育、卫生、财会、计
算机、农技、文秘等。累计向政府、事业、企业单位推荐就业１６００人次，发布各类人才
供求信息４０００余次，其中政府安置２２１人，企事业单位聘用１４１５人，教育系统聘用５３８
人，卫生系统聘用１１５人，公安系统聘用８９人，环保局聘用１０２人，钻采公司聘用３３５
人，宾馆聘用２３人，太平洋保险公司聘用３４人，其他系统聘用１７９人。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２００３年，成立富县就业培训中心，为全县唯一的就业培训服务
机构。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市场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先后举办家政服务、酒店服

务、果树管理、就业创业岗前培训等培训班，累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２０００余名。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年，共评审审批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７７１人，审查推荐企业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称２９０人、高级职称３２人，经济专业、职称外语考试报名
１０２人，审批符合享受山区津贴１５４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组建教育、农业、文化、城建
工程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４人，审核推荐企业、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中级职称１４８人、高级职称２８人。２０１０年，评审通过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
员９６人，审核推荐企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职称１１６人、高级职称４１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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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县１５９名工勤技能人员升级考试及技师考核考评、报名审查、审核上报工作。
岗位设置　２００８年，富县根据 《延安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实施岗位设置工作，行政系统２５０个事业单位全部参与岗位设置，其中财政全额拨款单
位２３５个，财政差额拨款单位１０个，自收自支单位５个。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大类，根据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工作性质

和人员结构特点，设置以管理岗为主体的单位１２９个，以专业技术岗位为主体的单位
１１８个，以工勤技能岗位为主体的单位３个。共设置岗位总量５１８２个，其中管理岗位
１１０８个，占总岗位数量的２１％；专业技术岗位３７７６个，占总岗位数量的７３％；工勤技
能岗位２９８个，占总岗位数量的６％。

职称评定　１９９０年，富县按照考核、申报、推荐、审查、评定等程序，为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评定职称。是年，全县推荐上报中级职称２５人，评定初级职称８５人；全县有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１２１２人，其中高级１８人，中级２０７人，初级９８７人。１９９２年会
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富县取消了会计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

会，不再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评定。１９９４年执业药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富县不
再组织执业药师的职称评定。１９９７年推荐上报高级职称２１人，审批６人；推荐中级职
称１２６人；审批初级职称４２７人。２０００年推荐上报高级职称３９人，中级职称１０５人，评
定初级职称９５人。全县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１４５４人，其中高级１０２人，中级３８７
人，初级９６５人。２００２年，按照省人事厅、卫生厅、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实施初、中

级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考试的通知》，卫生系列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实行全省

统一考试，富县取消了卫生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组织和推荐初、中专业技术

职务的评定。２００５年，推荐高级职称２０人，中级职称１３０人，评定初级职称３３７人。
２０１０年，全县推荐上报高级职称２８人，中级职称７５人，评定初级职称１１５人，全县有
专业技术人才３４７８人。

工资福利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日起，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单位，县以
上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和 “三资”企业，统一使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制发的 《工资

基金管理手册》。１９９３年起，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分职务工
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部分。机关技术工人实行岗位技术工资制，由岗

位工资、技术等级工资和奖金三部分构成。普通工人实行岗位工资制，由岗位工资和奖

金两部分构成。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实行５种工资制度：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专
业技术职务岗位工资、艺术结构工资、体育津贴奖金、行员等级工资。事业单位技术工

人实行技术等级工资制、普通工人实行等级工资制。１９９５年１月起，延安地区实行最低
工资标准保障制。２００６年，贯彻 《陕西省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意见》《陕西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富县正常晋升职务工资格次和增加离退休

费７０００余人，办理机关事业单位正常变动工资９７１人，农口事业单位差额转全额工资变
动审批１８７人。对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连续三年优秀的１０１名公务员晋升一级工资。完成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２４５人。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实行工资纠错制度。审核
调整全县公务员工资，审批补发公务员津贴，审批兑现公务员正常晋级工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补发绩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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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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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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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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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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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整
前

调
整
后

生
活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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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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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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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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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调
整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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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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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８０
％

按
同

职
级

退
休

人
员

８０
％

月
增

加
额

正
处

１５
２０

６４
５
２１
６５

２２
１０

９４
０
３１
５０

９８
５
１９
８０

８４
０
２８
２０

２５
７０

１１
００

３６
７０

８５
０

１９
６０

３１
５０

１１
９０

１５
２０

２８
４０

１３
２０

１２
２０

２２
７０

１０
５０

正
高

１４
９０

６３
５
２１
２５

２１
００

９０
０
３０
００

８７
５
１９
４０

８２
０
２７
６０

２５
１０

１０
８０

３５
９０

８３
０

１９
２０

３０
００

１０
８０

１４
９０

２３
００

１２
１０

１１
９０

２１
６０

９７
０

调
研
员

１４
９０

６３
５
２１
２５

２０
３０

８３
０
２９
００

７７
５
１９
４０

８２
０
２７
６０

２５
１０

１０
８０

３５
９０

８３
０

１９
２０

２９
００

９８
０

１４
９０

２６
４０

１１
２０

１１
９０

２０
９０

９０
０

副
处

１４
３０

５９
５
２０
２５

１９
３０

８２
０
２３
５０

７２
５
１８
５０

７８
０
２６
３０

２３
９０

１０
３０

３４
２０

７９
０

１８
３０

２３
５０

９２
０

１４
３０

２４
８０

１０
５０

１１
４０

１９
８４

８４
４

副
高

１４
１０

５９
５
２０
０５

１８
８０

８１
０
２６
９０

６８
５
１８
３０

７８
０
２６
１０

２３
７０

１０
２０

３３
９０

７８
０

１８
１０

２６
９０

８８
０

１４
１０

２４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１
３０

１９
４０

８１
０

副
调
研
员

１４
１０

５９
５
２０
０５

１８
３０

７９
０
２６
２０

６１
５
１８
３０

７８
０
２６
１０

２３
７０

１０
２０

３３
９０

７８
０

１８
１０

２６
２０

８１
０

１４
１０

２３
６０

９５
０

１１
３０

１８
９０

７６
０

正
科

１３
４０

５６
５
１９
０５

１７
８０

７６
０
２５
４０

６３
５
１７
４０

７４
０
２４
８０

２２
５０

９７
０
３２
２０

７４
０

—
—

—
１３
４０

２２
９０

９５
０

１０
７０

１８
３０

３６
０

中
级

１３
１０

５５
５
１８
６５

１７
５０

７５
０
２５
００

６３
５
１７
００

７２
０
２４
２０

２２
１０

９４
０
３１
５０

７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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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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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１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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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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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０

５５
５
１８
６５

１７
２０

７４
０
２４
６０

５９
５
１７
００

７２
０
２４
２０

２２
１０

９４
０
３１
５０

７３
０

—
—

—
１３
１０

２２
１０

９０
０

１０
５０

１７
７０

３２
０

副
科
（技
师
）

１２
１０

５２
５
１７
９５

１６
９０

７２
０
２４
１０

６１
５
１６
４０

７０
０
２３
４０

２１
３０

９１
０
３０
４０

７０
０

—
—

—
１２
７０

２１
７０

９０
０

１０
２０

１３
４０

７２
０

副
主
任
科
员

１２
４０

５２
５
１７
６５

１６
４０

７０
０
２３
４０

５７
５
１６
１０

２９
０
２３
００

２０
９０

９０
０
２９
９０

６９
０

—
—

—
１２
４０

２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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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９
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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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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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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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
１６
９５

１５
８０

６８
０
２２
６０

５６
５
１５
５０

６６
０
２２
１０

２０
１０

８６
３
２８
７３

６６
３

—
—

—
１２
００

２０
３０

８３
０

９６
０

１６
３０

６７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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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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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１１
５０

４７
５
１６
２５

１５
１０

６５
０
２１
６０

５３
５
１４
８０

６３
０
２１
１０

１９
２０

８２
０
２３
４０

６３
０

—
—

—
１１
５０

１９
４０

７９
０

９２
０

１５
６０

６４
０



第四节　就业与维权

劳动保护与监察　１９９６年１月富县劳动监察室设立，原与富县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
两室合一，两块牌子，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定编５人，设主任１人，
隶属人事劳动局管理；１９９７年更名为富县劳动监察中队，２０００年更名为富县劳动监察
大队，副科级建制，编制 ５人，设大队长 １人，列入预算，仍隶属人事劳动局管理；
２００７年根据 《富县机构编委会关于成立有关机构等问题的通知》升格为正科级建制，编

制８人，设大队长１人，副队长１人。主要负责全县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贯彻执
行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用人单位贯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监督或

组织专项检查，开展对职业介绍机构进行执法监督检查或专项检查；受理违反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行为的举报、投诉，并依法纠正和查处；对用人单位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并进

行年审；对用人单位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等社会保险的征缴进行监督检查；

负责企事业单位职工工伤 （亡）认定；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等工作。２０１０年富县劳动监察
大队增加编制３人，其中增设副大队长１名，监察员２名。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０年，劳动监察大队深入企业、工地，利用宣传日面向广大群众宣传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３０余次。对３６８个用人单位
进行劳动用工年检，追缴社会保险８万余元，清退押金１６万元。受理劳动者举报投诉
５５９起，立案查处３９６起，为８０００多名劳动者解决拖欠工资５７６４万元。通过执法监督
和组织专项检查，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使用童工等不合法用工事件的发生，富县劳动

力市场步入健康轨道。

劳动仲裁　１９９６年１月富县劳动争议仲裁办公室设立，原与富县劳动监察室两室合
一，两块牌子，为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定编５人，设主任１人，隶属富
县人事劳动局管理；２０００年６月与富县劳动监察中队分设，副科级建制，编制２人，设
主任１名，科员１名，列入财政预算，隶属富县人劳局管理；２００５年变更单位性质为具
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增设编制１名；２００７年按照 《延安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

细则 （试行）的通知》要求，设置主任１名，仲裁员２名，负责我县各类企业、事业、
机关、人民团体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鉴证；负责各类用工合同方案的审查、批

复，劳动合同签订、变更、终止、解除的审核及接待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裁决工

作。负责宣传、贯彻、执行 《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有

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１９９６—２００９年，共处理各类劳动争议２１０余
起，为劳动者挽回各类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１００余万元，深入厂矿、工地、食堂等鉴证
劳动用工合同５万余份，依法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撤销富
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富县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加挂劳动争

议仲裁院牌子，升格为正科级建制单位，人员编制增至８人，设主任１名 （主任兼仲裁

院院长），副主任 （副院长）２名，科员５人，财政全额预算，隶属县人事和社会保障
局管理。

０５４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县仲裁办实体化建设得到加强，办公用房和设施设备全面提升。印制发放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农民工

维权手册》等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检查指导劳动合同签订单位１４２个，对３６８７人的从
业情况进行了审查登记；指导签订劳动合同３５０３人，其中涉及农民３０２３人，合同签订
率９５％；共受理案件９１起，结案９１件，结案率１００％，共涉及金额３８５万元。有效维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第五节　社会保障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１９９２年，富县开始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由个人按照每
月２元、４元、６元等标准缴纳，截至１９９４年，参加保险１５万余人，累计保费收入１２０
余万元。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为个人储蓄模式，参保人员缴

费积极性不高，导致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９年业务停滞。
２０１０年，富县纳入省级试点县，开始全面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费由个人

按照年缴费１００元、２００元、３００元、４００元、５００元、６００元、７００元、８００元、９００元、
１０００元的标准缴纳，财政给予适当补贴，集体经济允许的前提下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助，
保费筹资模式变为个人、集体、国家三方筹资模式。参保人年满６０周岁后可以按月领
取养老金，养老金按年龄领取金额不同，分别为：６０—７０周岁每月领取５５元、７０—８０
周岁每月领取６５元、８０周岁以上每月领取７５元。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
金构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富县全面建立，经过一年的试点运行，截至２０１０年年
末，共有城乡居民参保６００２１人，其中缴费４７２６８人，缴费金额５４７０４万元，６０周岁
以上领取１２７５３人，领取金额８９５６３万元。参保率达到９９％以上。

企业养老保险　１９９０年企业养老保险是县级统筹，１９９３年起由市级统筹，全县参
加统筹单位１３４个，职工人数４２３０人，收缴养老保险金４６８４万元。１９９５年全县参
加统筹单位 ４１个，职工人数 １７２６人，收缴养老保险金 ５０７３万元，发放养老金
６５２６万元。１９９８年起实行省级统筹。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养老保险只纳入国有企业和城镇
集体企业。１９９８年起参保范围扩大至城镇各类企业，包括使用期不满一年的临时工，
城镇个体劳动者。２００６年规定，参保范围是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
业人员，对于长期中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以及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统筹，且已没有生

产经营能力、无力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集体企业，不再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

围；其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直接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按规定享受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２００８年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及职工和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编外人员，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这部分职工最早可从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起补缴。

２０１０年年末，全县参加统筹单位５１个，职工人数３９２１人，收缴养老保险金２６４６
万元。是年，全县有离退休人员９３０人，全年发放养老金１４４４万元。

１５４第十六编　政　务　



富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征收发放一览表
表１６－２－２

年份
参保单位

（个）

参保人数

（人）

缴费人数

（人）

养老保险费征缴

（万元）

人均缴费基数

（元）

离退休人数

（人）

养老金发放

（万元）

１９９２ １４５ ４５５０ ４５５０ ５２３４ — ３６６ ３５３１

１９９３ １３４ ４２３０ ４２３０ ４６８４ — ４２１ ３９５５

１９９４ ８４ ２９７４ ２９２４ １１０６ — ４９２ １５２４

１９９５ ４１ １７２９ １７２９ ５０７３ — ２８８ ６５２６

１９９６ ５７ １３０５ １３０５ ９９９２ — ２７７ ９１７３

１９９７ ３４ ９７５ ９７５ ４８６９ — ２３４ ７５４７

１９９８ １８ ６５６ ６５６ ４１８２ — ２９２ １１２０８

１９９９ ３０ ８４２ ８４２ ８５ ３６５ ３４４ １７１

２０００ ３１ １３７３ ５９１ ４３ ２９３ ３６２ １９５

２００１ ３０ １７６７ １０１３ ３７ ６４１６５ ４２２ ２１４

２００２ ３３ １７５１ １７５１ ３３ ４１５ ４２２ １５９

２００３ ４５ ２０６６ ２０６６ ３１８ ５２０ ４８０ ２９６

２００４ ４６ ２２１９ ２１８５ ２５７ ６２４ ５４２ 市级直发

２００５ ４８ ２３４３ １０８４ １６９ ７４６ ６０３ ３８１

２００６ ５０ ２４６１ １４９１ １２７７ １１１９ ６４６ ５２５

２００７ ５０ ２９１９ １６５３ ６０５ １３７５ ７５１ ７０９

２００８ ５０ ３２２６ １７７５ ８５１ １４５９ ８１２ ９７４

２００９ ５０ ３４３６ １９８５ １８１０ ２０００ ８７３ １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５１ ３９２１ ２６４６ ２４３４ ２４５１ ９３０ １４４４

医疗保险　２０００年，富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实行县级统筹。凡富县党政企事业单位
所有干部职工 （含离退休人员）均以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征收标准为上年度职

工个人工资总额的８％，其中参保单位缴费６％，在岗职工个人缴纳２％，退休人员个人
不缴纳。个人账户划拨：退休人员按本人退休工资的４５％划入个人账户，４５岁以上在
职人员按本人上年度工资的３５％划入，４５岁以下在职人员按本人上年度工资的３％划
入。医保基金起付线为上年度延安市职工平均工资的９％，住院费用最高限额为上年度
延安市平均工资的４倍。２０００年全县参保单位１５２个，参保职工６８０２人，征缴医保基
金１５８６万元，支出医保基金１５４万元。２００５年，全县参保单位１８６个，参保职工７３４２
人，征缴医保基金４６０２５万元，支出医保基金４２７６万元。２０１０年实行市级统筹征费，

２５４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职工医疗保险费用，个人按年工资总额２％财政予以扣除，单位按年工资总额的７％配
套，县财政供养单位基本医疗的６％和大病的１％由县财政统一缴纳；非财政供养单位基
本医疗的 ６％和大病的 １％由单位自行缴纳。是年，全县参保单位 ２４６个，参保职工
８５６７人，征缴医保基金１０２０９５万元，支出医保基金９５６０４万元。

富县２０１０年医疗保险报销政策起付线一览表
表１６－２－３ 单位：元

医院级别
个人起付标准

第一次住院 第二次住院 第三次住院

三级医院 ７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二级医院 ５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一级医院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富县２０１０年医疗保险住院报销比例一览表
表１６－２－４ 单位：％

纳费年限
个人账号划入

比例

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

１—５年 ３

６—１０年 ３１
８８ ９０ ９２

１１—１５年 ３２

１６—２０年 ３３
８９ ９１ ９３

２１—２５年 ３４

２６—３０年 ３５
９０ ９２ ９４

３１—３５年 ３６ ９１ ９３ ９５

３６年以上及退休人员、国家或者政府授
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劳动模范、“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三八”红旗手和

１—６级因工伤残人员

４２ ９２ ９４ ９６

全额人员医疗保险　富县２０００年实施全额人员 （离退休人员）报销。离休老干部、

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工人、贰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都属报销范围。报销政

策为 “以支定收，略有结余”，于每年年底支出审核后报县财政申请拨付全额人员报销

费用。２０００年支付医疗费用８６２万元，２００５年支付医疗费用１５２１万元，２０１０年支付
医疗费用１３８５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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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富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于２００８年４月启动，实行市级统
筹。凡具有延安市城镇户口非从业的居民、学生、儿童都可以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标准为：城镇居民缴费标准每人每年２６０元，个人缴纳１２０元，中央财政
补助４０元，省级政补助２０元，市、县财政补助８０元。学生、儿童缴费标准每人每年
８０元，个人缴纳１０元，中央财政补助 ４０元，省财政补助 ２０元，市、县财政补助 １０
元。报销政策实行个人起付标准以上按比例报销，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三级医院个人起付
线７００元，报销比例６０％；二级医院个人起付线５００元，报销比例７０％；一级医院个人
起付线４００元，报销比例８０％。参保居民个人参保年度内报销最高限额４万元，儿童、
学生报销最高限额为７万元。２００８年共参加医疗保险１５７８３人，共征缴个人医疗保险费
４１３８万元，当年无支出。２００９年共参加医疗保险１８２８９人，共征缴个人医疗保险费
５２４５万元，支出医保基金１３３２万元。２０１０年共参加医疗保险１８６４６人，共征缴个人
医疗保险费５６５３万元，支出医保基金２１８万元。

大病救助医疗保险　２００５年，确定富县为陕西省城市医院救助试点县，县政府出台
《富县城市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对城市困难家庭成员患大病而无法就医实施救助。２００６
年发放医疗救助金６４万元，救助５９２人；２００７年发放１６２９万元，救助１４８人；２００８
年发放４４５８万元，救助９０８人；２００９年发放１５２６７万元，救助１０６９人；２０１０年发放
３１５６６万元，救助８３７人。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医疗保险收支一览表
表１６－２－５ 单位：人、万元

类别 年份 参保人数 住院人数 基金收入 报销金额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１ ６８０２ ６２０ １５８６ １５４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２ ６９０４ ８１７ １６２５８ １７８３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３ ６９８６ ７６４ ３１０ ２９６８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４ ７０２１ ６４６ ３９０２７ ２３４９４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５ ７３４２ ５４８ ４６０２５ ４２７６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６ ７７１０ ６３９ ７８２４９ ７２５２２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７ ８２１０ ６５７ ７９９８６ ６８３９２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８ ９０１０ ８１０ ８４９３８ ７５８６

城镇职工 ２００９ ８２０４ ８９１ １０５７２３ ９８２３５

城镇职工 ２０１０ ８５６７ ９５２ １０２０９５ ９５６０４

城镇居民 ２００８ １５７８３ １９２ ４１３８ １０６３

城镇居民 ２００９ １８２８９ ２３８ １４０ １３３２

城镇居民 ２０１０ １８６４６ ４７４ ２３０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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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年份 参保人数 住院人数 基金收入 报销金额

生育保险 ２００９ ２２５３ ２２ ７ ６８

生育保险 ２０１０ ４００２ ８７ ３２２ ３２２

工伤保险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０ ３８２ ０

工伤保险 ２００６ ２２１５ ２ ４９２ ０４２

工伤保险 ２００７ ２５７７ １ ５２４ ０１

工伤保险 ２００８ ３５７８ １ ４５８ ０２７

工伤保险 ２００９ ７７２ ４ ３１５５ ０６５

工伤保险 ２０１０ ８８７ ６ ４６ １４

失业保险　１９９９年按照 《失业保险条例》规定，保全范围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事

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缴费比例由１９９０年标准工资的０５％提高到职工
上年度工资总额的３５％，其中单位负担２５％，职工负担１％。２００９年５月，缴费比例
下调３％，其中单位负担２％，职工负担１％。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征缴；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实行失业保险费与

养老、医疗保险费三费合并征缴；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失业保险基金全部上缴省财政专户，
实行失业保险基金省级统筹。２００３年８月 《陕西省 〈失业保险条例〉实施办法》出台，

失业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

２００５年５月起，失业保险费征缴，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移交到地方税务部门。各项
失业保险待遇始终坚持按时足额社会化发放，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得到保障。２０１０年７月
起，失业保险金标准４７２５元／月 （最低工资标准６３０元／月），医疗补助２８３５元／月。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共征缴失业保险金６１１万余元，享受失业保险人数１５２７人，发放失业保
险金４８９万余元。截至２０１０年，发放困难职工补助金７３万余元，享受困难职工补助金
２８２７人。

２０１０年年底，共有参保单位２２９个，参保职工６７８０人，其中事业单位２０２个，参
保５０６６人，企业单位２７个，参保１７１４人。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为失业保险人员所在地
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７５％。医疗补助金为失业保险金的６％，随失业保险金一并发放，
包干使用。

富县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失业保险金征缴发放一览表
表１６－２－６ 单位：万元、人

年份 征缴金额 发放人数 发放金额

２００１ ０６５ １８６ ３４７７

２００２ ３６２５ ２２６ ３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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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征缴金额 发放人数 发放金额

２００３ ２９４８ １１１ １２８９９

２００４ ３７３６ ９３ １２２８

２００５ ２０６９ １４５ ３９９２

２００６ ８０５２ ５５ ４３５

２００７ ７５５１ １８６ ４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７２７７ ２１７ ９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２１４ １５９ ５６８９

２０１０ １４６１５ １４９ ４０４７

合计 ６１１５１ １５２７ ４８９３

工伤保险　２００５年启动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参保 ２０１４人，基金收入 ３８２万元。
２００９年实行市级统筹，个人不缴费，非财政供养单位按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根据行业
类别缴费比例由单位自行缴纳。２０１０年工伤保险参保８８７人，基金收入４６万元，报销
１４万元。

生育保险　２００９年启动生育保险，个人不缴费，非财政供养单位按上年度社会平均
工资的１％由单位自行缴纳，实行县级切块预算。２００９年生育保险参保２２５３人，基金收
入７万元，报销６８万元。２０１０年生育保险参保４００２人，基金收入３２２万元，报销
３２２万元。

第三章　公　安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公安局内设秘书、政保、治安、预审４个股室，下设刑警队和交警大
队。１９９２年，内设政工股、秘书股、政保股、内保股、治安股、户政股、预审股、法制
股、交警大队、刑警队、看守所、拘留所，下设交道、羊泉、张家湾、城关、张村驿、

牛武、茶坊、直罗、寺仙９个派出所。１９９３年撤销户政股，业务归治安股。１９９６年以
前，接处警工作由各基层派出所承担，１９９７年县公安局设立１１０报警服务台，实行２４
小时值班接处警制度，城区５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置。１９９８年成立警务督察队。２００１年成
立石油安全保卫大队和缉毒中队。２００２年，增设 “１１０”处警队。２００４年，内设法制
股、内保股、政工室、办公室、刑警大队、交警大队、石油管护大队、警务督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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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经侦大队、治安大队、监管大队、缉毒中队、“１１０”处警队、车管
所和９个派出所，共有民警１７１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城区巡逻大队更名为巡特警大队。
２０１０年，县公安局内设政工监督室、指挥中心、法制室、警务保障室，下辖国内安全保
卫大队、刑事侦查大队、交通管理大队、治安管理大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巡特警大

队、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队等２１个大 （中）队，城关、茶坊、羊泉、交道、牛武、

寺仙、张家湾、张村驿、直罗９个派出所和看守所、车辆管理所，共有正式在编民警
３０５人。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颁布实施，中国公民非公务出
国由公安机关受理审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富县出入境有零星办理。２００５年，办理护照８６
份，其中港澳２９人、台湾１人、其他国家５６人。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县公安局成立出入境
管理科，专司其职。２０１０年共办理出国护照１５４份，审批赴港澳１２９人，赴台湾７人，
赴其他国家１８人。

富县公安局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局长、政委更迭表
表１６－３－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局长

宋儒珍 男 １９３３９ 陕西黄陵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７９７—１９９２６

迪宽忍 男 １９６０７ 陕西华阴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６—１９９５１１

石　毅 男 １９５５３ 陕西子长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１１—２００２１２

孙俊虎 男 １９６０８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７９

马　力 男 １９６４４ 陕西志丹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９—

教导员 南水平 男 １９４４１１ 富县寺仙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３—１９９２５

政务

吴保智 男 １９４５１２ 富县张村驿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５—１９９３６

高玉才 男 １９５５１ 富县寺仙 高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６—１９９５１２

赵金铭 男 １９４７８ 陕西甘泉 初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１２—２０００５

孙俊虎 男 １９６０８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５—２００２１２

马　力 男 １９６４４ 陕西志丹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７９

肖　江 男 １９６５２ 陕西延长 大学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９—

第二节　治安管理

专项治理　富县治安专项治理涉及的范围主要为：扫黄打非、治爆缉枪、整治特种
行业、打击非法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１９９０年，县公安局按照省、地安排部署，组织开展扫黄打非和反盗版百日行动。
１９９２年对所有公务用枪人员换发新的持枪证。是年，收缴非法持有猎枪１７支、电击枪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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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还被盗财物

支、火药枪３支、自
制枪１支、管制刀具
６５把。１９９５年组织
开展治爆缉枪专项整

治行动。１９９６年 ４
月 ３０日，在 ３０９国
道牛武段设卡堵截，

将 公 安 部 通 缉 的

“４·２８”特大盗枪
抢劫犯王某、刘某抓

获，缴获被盗枪支８
支、子弹１９００余发。
２０００年收缴社会流
散土枪３２６支。２００１

年清理整顿 １２７家出租房屋户、９４家旅店、４２家特种行业、７家煤矿、３个采石场。
２００６年集中整治洗浴按摩场所，专项整治开锁业，将境内１１４家旅店业录入延安市公安
局旅店业系统。２００７年，收缴仿真枪１支、子弹５０４发、雷管１６１枚、管制刀具３把，
查处涉枪案件４起，查处违法人员６人。２００８年查办各类涉枪涉爆案件５起，收缴各类
枪支４支、子弹９４发、雷管２８枚、手雷１枚、管制刀具２０把。实施 《富县公安局关于

旅店业治安管理信息建设实施方案》，全县旅店业不论规模大小，全部安装治安管理信

息系统。２０１０年开展 “春季破案战役”“命案侦破”“打黑除恶”“打击两盗一抢”“秦

风行动”“追捕逃犯”“黄赌毒专项治理”等一系列整治行动，与上年同比，“八类”重

大案件下降３７８％，实现命案零发案。
户政管理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国家为解决科技工作者、民办教师、离退休

人员及落实干部政策，将本人及妻子、子女由农业户口转为商品粮户口，简称 “农转

非”。１９９３年起，按照公安部户口管理规定，每年省市公安机关分配一定数量农转非指
标。２００２年３月，将县城规划区内的农业人员６５３户１７７８人，统一转为非农业户口。
２００９年，完成监军台、秋家沟、莲花池、十五里铺、史家坪５个行政村的农转非工作。

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户口登

记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统一印刷、颁发和管理。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未设派出所的乡镇，农村户口由所在地乡镇管理。１９９７年起，所有农村户口、城镇
户口统归公安机关管理，各派出所对辖区户口实行计算机管理。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停办１５
位码身份证，开始编发１８位码身份证。２０００年７月，启用新的行政区划代码编制居民
身份证，富县代码为 “６１０６２８”。２００５年 ６月，正式启动 “二代身份证”发证工作。

２００７年推行信息化办公，公安行政和服务工作基本实现网上运行网上办公。对外来务工
经商人员、投亲靠友人口，实行暂住管理，核发短期暂住证。２００８年取消暂住证，由流
动人口居住表替代，计算机录入流动人口信息，实现流动人口底子清、情况明、不漏

管、不失控。２００９年取消城乡分割的 “二元户口”，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家庭户口。

８５４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年，继续加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换发工作，及时申报、注销人口变动。全县常住
人口１５２１９４人，人口变动迁出１３４５人、迁入１１７９人，出生申报２６５０人，死亡注销
１４５１人。重点人口２０２人，暂住人口５２６３人。富县公安局各派出所参加六次人口普查
工作，每年年底召开１次人口年报会议，汇总全县人口。

缉毒禁毒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缉毒禁毒工作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２００１年，
县公安局设立缉毒中队，专门负责有关毒品案件侦查侦破工作。在基层公安派出所、街

道办、居委会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摸排涉毒案件线索，不间断开展禁毒宣传工作，

对缉毒禁毒工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有效震慑和扼制涉毒犯罪活动。２０１０年制定下发
《全县禁毒工作安排意见》，开展人民禁毒战争和 “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在中
小学校轮回播放禁毒警示片，张贴禁毒铲毒宣传画１２０幅。侦破涉毒案件２０起，抓获涉
毒人员２６人，刑事拘留４人、强制隔离戒毒１０人、社区戒毒１２人，抓获贩卖毒品１
人，办理吸食毒品案件１５起，收缴毒品００１千克。

民爆物品管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县公安局坚持对民爆物品实行审批制度，加强民爆物
品操作安全知识及业务技能培训，对煤矿、石场、炸药库等采取谁主管谁审批原则，建

立跟踪检查制度，确保民爆物品运输、管理、使用安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对富县炸药库
进行检查，经查该库未经公安局审批，私自向牛武８个煤矿出售炸药５３８２千克、雷管
７０２０枚，对其进行查处。２００３年检查４１家涉爆单位，发现安全隐患２７处，当场整改
１９处，限期整改８处。２００６年，实施 《富县易爆物品及烟花爆竹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重点检查民爆器材供应站、土产公司烟花爆竹库、牛武煤矿、西沟门伟民采石场等涉爆

单位。２０１０年，查处涉爆案件５起，罚款２０万元。对全县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
密集场所、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器材、校园安全、食品卫生

等重点行业进行安全检查。

富县公安局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部分年份治安案件统计表
表１６－３－２ 单位：件、人

年份 案件 查处 警告 处罚 治安拘留 劳教

１９９０ １９５ １９３ ７４ ２９８ — —

１９９２ ４６７ ２６７ ９３ ２８７ １６ ９

１９９６ ３２３ ３１４ １１ ４８５ １６９ ２

１９９７ ３３１ ３２２ — — — —

１９９８ ２９６ ２９６ ９ ５４１ １０３ —

１９９９ ２８５ ２８３ — ７０９ １１５ １

２０００ ２２６ ２１７ — ２６９ ５２ —

２００１ ４７８ — ４ １６２ １６２ —

２００２ ６３４ ５８７ ８６ ８０６ ２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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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案件 查处 警告 处罚 治安拘留 劳教

２００３ １８５ １７９ ４３５ — １０５ —

２００４ １９８ １９０ ４２６ — — —

２００５ ２９３ ２４７ ６４６ ３７１ — —

２００６ ２９２ ２９３ １９ ４７５ ２３３ —

２００７ ２９０ ２８４ ３１ ４４３ ２５８ —

２００９ ２７１ ２６９ １ ２７４ ２６４ —

２０１０ ２７１ ２５４ 查处违法人员５３１人

安全保卫　１９９０年富县共有内保单位５３个，其中经保单位４０个，总人数４７２７名，
文保单位１３个，总人数２１５２名。隶属国家、省、地驻县单位１５个，隶属县级管理单位
３８个。内保单位中有企业公安局、股、所各１个，共有干警３０名。有保卫科、股６个，
专职保卫人员３０名，兼职３名。有治保会和治保组６５个，治保人员２７１名。有护厂队
和联防队１０个，成员６４名，内保单位共有各式手枪４１支。

富县公安局参与国内安全保卫服务的重大事项有：１９９０年９月，“亚运之光”火炬
接力在县政府广场举行交接仪式，富县公安局、石油公安局、桥北局公安科、林业公安

股出动警力警车实施安保。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延安视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来延安视察，亚洲运动会火炬传递途经延安区域；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刘云山来延安调研；２００６年黄陵至延安高速公路通车大型庆典活动；莫桑比克国家
检察代表团、哥伦比亚国家检察代表团来延安访问；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火炬传递途经延安地
域。县公安局制订安保预案，圆满完成指定区域安保任务。

２００６年投资４０万元，在县城安装１２个监控探头，将党政要害部门、治安复杂场
所、交通要道、繁华商场列入监控范围。２０１０年，落实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

例》，重新审定内保单位４２个，有专职保卫２１人，兼职５６人。全县４１个内保单位安全
无事故无案件发生，安保组织发挥作用率９８％以上。

网络建设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富县公安局成立信息化 “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并制订

《富县公安局三级、四级网络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投资１２０万元建成道路监控
系统。２００６年建成网上办公系统，实现网上和无纸化办公，全系统２４个科室大队１６７
台微机接入公安网，城关、茶坊、张家湾派出所启用网上办案系统。２００９年投资５０万
元，在县城重点部位增设３个高科技电子眼，强力推行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居民
小区安装监控系统，构建城市电子防控网。２０１０年，加强公安信息化、执法规范化、和
谐警民关系三项建设，成立情报信息研判室。建立治安卡口监控系统４个，对城区交通
出入口实行有效监控。采集更新录入基础信息４０９１９条。在询问室、候问室、看守所实
行同步录音录像，凡办案场所均安装报警、监控设备，建成大情报系统。公安工作步入

探头站岗、鼠标巡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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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刑事侦查

１９９０年县公安局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１８８起，破获１８５起，摧毁犯罪团伙９个，抓获
嫌疑人１６１人，缴获赃物赃款８７万元。１９９５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９１起，破获７１起，
摧毁犯罪团伙６个，抓获嫌疑人７２人，缴获赃物赃款５万元。１９９８年开展打击涉枪、
涉爆、盗窃、抢劫、杀人及贩毒等行动，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７３起，破获５７起，摧毁犯
罪团伙１２个，抓获嫌疑人７９人，缴获赃物赃款３７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开展规范执法、促
进执法公正活动，开展追捕逃犯行动和打击赌博专项行动，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２５０起，
破获１２７起，摧毁犯罪团伙４个，抓获嫌疑人１２２人，缴获赃物赃款４５０５万元。先后
破获２００５年 “８·４”故意杀人案，２００５年 “１１·５”绑架杀人案，２００５年 “１１·７”特
大破坏易燃易爆设备案，２００８年 “６·３”绑架杀人案，２００９年 “３·２５”特大持刀入室
抢劫案，２０１０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１５０起，破获２７２起，摧毁犯罪团伙１１个，抓获
嫌疑人１１０人，抓获网上逃犯３４人。

第四节　监所管理

人犯收押　看守所是国家的刑事羁押机关，羁押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和被告人。富县看守所依照严格的收押秩序查验被送押人身份，核对收押凭证，检查羁

押对象的健康状况和携带物品，填写收押案犯登记簿，采集指纹，拍照录像，储存相关

信息，告知人犯监规和依法享有的权利，发给统一服装和生活必需品，确定关押监室，

开具收押凭证。看守所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定期检查，确保监室安全。２０１０年，开展
监管执法专项检查等专项活动，先后关押人犯４９７人，其中刑事拘留１５７人、行政拘留
３４０人。

人犯生活　专人负责看守所人犯生活，包括伙食管理、财物管理和医疗卫生管理。
１９９６年前，每人每月生活费６０元；１９９６年起，每人每月提高到８０元，粮食１７～２０千
克，蔬菜１０～２０千克，食油１～２千克，鱼蛋０５～１千克；２００７年起伙食标准１１０元；
２０１０年起伙食标准１３２元。经费账户单列，专款专用，日清月结，保证吃热吃熟，吃足
定量，每逢节日改善伙食。

教育改造　遵照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文明管理和依法管理相结合，通过读
报纸、看电视、听广播、办培训班，对人犯进行形势政策、法律法规、道德观念、文化

技能、心理健康教育。每年邀请公检法司 “四长”运用宽严典型进行法律政策教育，针

对不同人犯的犯罪性质、思想动态、狱内表现，分类排队，判定相应的帮教措施。把惯

犯、累犯、团伙犯罪作为教育重点，对特殊人犯个别谈话、对症下药，促其坦白交代、

悔过自新。开展文明监室、文明个人争创活动，举行法律法规知识竞赛，组织在押人员

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活跃监所生活。１９９６年起，看守所管理实行 《目标责任书》，

每周一小查，每月一大查，对在押人犯做到知人、知案、知家庭住址、知思想动态、知

有无疾病、知监内表现，加强与预审、驻所检察员、武警中队的联系，每半月一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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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每月一次狱情分析会，及时掌握狱情动态，防患于未然。１９９８年，看守所开展防事
故、保安全、上等级创建达标活动。１９９９年，富县看守所被公安部评为三级看守所，是
年１１月，延安市看守所规范化管理现场会在富县召开。２０００年９月，陕西省检察系统
监管工作现场会在富县召开，富县看守所介绍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人性化、制度

化管理经验。２００３年４月起，投资１００万元修缮原看守所，建成砖混结构二层楼，建筑
面积１６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竣工，共１６个监室，每间可关押１４人。

第五节　交通管理

１９９０年，富县组织开展降事故、保畅通活动，依法整治交通秩序。全年检验机动车
６０４辆，发放安全证４８２个，依法收审车匪路霸９名。通过车辆过户、入户，检验建档，

交通指挥平台

发放牌照，实施车辆技术性能和安全状况管理。通过培训、考试、审验、核发驾驶证，

实施机动车驾驶员管理。推行上门服务制度，羊泉执勤中队设立 “流动车管所”主动服

务，交警大队车管所深入２８５个行政村，完成全县机动车辆及驾驶人电子档案补录工
作。全年发生交通事故１８起，死亡１３人，受伤９人，直接经济损失６５万元。１９９５
年，以 “降事故、保畅通”为中心，全县组织开展春运安全大检查等整顿活动，检验

机动车５７３辆，审验驾驶员１１３０人，全年发生交通事故８２起，死亡２２人，受伤５２
人，直接经济损失２９万元。
１９９８年筹资９万元，对国道２１０线２５３Ｋｍ＋３００ｍ处事故多发路段两侧筑起长１０６

米高１５米的水泥防护墙，增设４处事故多发路段警示牌。在２１０线２７９Ｋｍ＋７０ｍ处，
设立高１０米长１２０米的水泥护墙。在国道３０９线１５８ｋｍ处设立防撞设施和警示牌。２０００
年，开展春运交通秩序整顿、清明节城区交通秩序治理整顿、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整治

等大型整治活动，检验机动车１９５８辆，审验驾驶员１９２０人，发放牌照３５１副，换发证照
２８１个。全年发生交通事故１０２起，死亡２４人，受伤４７人，直接经济损失４９６５万元。

２０１０年，继续落实 “五整顿、三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要求，广泛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夯实管理责任，最大限度地消除道路交通事故隐患，全力遏制交通事故特别是重

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

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全年发生交通事故 ５５６
起，死亡７人，受伤１１
人，直 接 经 济 损 失

２９５万元。举办驾驶
员培训 １５期，机动车
注册登记 ４７９０辆，检
验机动车 １０１３辆，审
验驾驶员 １４９０人，补
领号牌 １３副，补换驾
驶证９９８本，补录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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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３２３７份。办理公安交管行政案件２２４４起，其中简易程序处理２０３３起、一般程序处
理２１１起；办理交通事故案件４８起，其中简易程序处理４３起、一般程序处理５起。

驾校　２００５年富鑫驾驶员培训学校成立，２００７年富县五类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成立，
县交警大队按照交通部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实施管理。截至２０１０年，两所
驾校共培训各类驾驶员５６８名。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交通事故一览表
表１６－３－３

年份 事故 （起） 死亡 （人） 受伤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１９９０ １８ １３ ９ ６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５ ２０ １６ １５２

１９９２ ９４ ９ １３ １２９

１９９３ １６５ １７ ５ ０６

１９９４ １２４ １０ ５ １３６

１９９５ ８２ ２２ ５２ ２９

１９９６ １２５ ２４ ４６ ５５

１９９７ １６９ ２６ ３６ ４７２

１９９８ ９２ ２１ ７１ ２２３２

１９９９ ４５ １２ ３３ １６９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２ ２４ ４７ ４９６５

２００１ ３７ ９ ２４ １６９

２００２ ３１ １４ ２９ ９９２

２００３ １０２ ２４ ４７ ４９６５

２００４ ７３ ２３ ４８ ５８７８

２００５ ３６ ２７ ３１ ２７２

２００６ ２３ １９ ２０ １６２

２００７ １２２ １０ １７ 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４ ９ １５ ２８９

２００９ ５３５ ６ ８ ３１５

２０１０ ５５６ ７ １１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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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消防管理

１９９０年，开展消防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活动。国庆、春节设立
宣传点，悬挂横幅、张贴标语、散发宣传资料，防火宣传落实到油井分布的山山峁峁。是

年９月，吉子现乡南村４万千克麦垛起火，县消防中队紧急扑救，使经济损失降低至０３
万元。１９９５年，全县４６个金融网点建立义务消防队，各乡镇成立志愿者消防团，县级各
部门成立志愿者消防队，并经过专业技能培训。开放警营，邀请市民、员工、学生、农民

参观部队设置和官兵演练，通过消防知识讲座、器材展览、观看录像、现场演示，提高了

群众消防灭火知识学习和自防自救能力。是年，检查１２个乡镇、７２个企事业单位冬防安
全情况。

２０００年３月，出动车辆７台次，消防、武警、民警６０余人次，扑灭张村驿山火。
２００２年发生火灾１起，经济损失１０万元。２００８年３月，消防安全检查１８次，整改火灾
隐患３处。７月，直罗采油厂成立企业消防队，配备２辆泡沫水罐消防车及消防器材，
各油井、集油站配备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桶、消防锹。２００９年发生火灾３０起，
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８万元，抢救财产６５８万元。
２０１０年，按照 “以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确定了２８个消防重点单位，专项

整治加油站、网吧、美容美发厅、旅店业，检查各类场所１６７家，查处安全隐患１０３处，
全部当场整改，全年发生火灾１１起，扑救１１次，挽回经济损失２８１万元；接警出警
３９次，参加社会救助２１次，抢险救援７次，参加消防安全保卫执勤５次，出动人员２７０
人次、车辆４２台次。

第四章　司法行政

第一节　司法机构

１９９０年富县司法局属政府组成部门，编制２３人，下设公证处和律师事务所事业
机构。１９９３年，司法局与民政局合并改称民政 （司法）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编

制１３人，其中政法编制３人。１９９４年９月恢复司法局，仍为政府组成部门，编制８
人。１９９７年增设普法办，正科级建制。２００４年１月，增设法律援助中心，正科级建
制；３月成立富城司法所、交道司法所、直罗司法所、羊泉司法所、张村驿司法所，
编制１４人。２００５年６月，县普法办与县委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合并，称中
共富县县委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正科级建制。２００８年设立茶坊司法所，２０１０
年设立北道德司法所。２０１０年，县司法局正科级建制，辖律师事务所、公证处、法律
援助中心及富城、茶坊、交道、直罗、羊泉、张村驿、北道德７个基层司法所。全系
统共有干部职工５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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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制宣传

１９９０年，县司法局组织在县级机关开展学习 “两本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

话》和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若干问题讲话》）活动，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

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行业专业法的普法与宣传，宣传 《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关于禁止贩毒、吸毒条例》《关于禁止赌博条例》等１１部法律法规，举办轻微违法人
员学习班。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重点宣传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价格法》等专业法律

法规及有关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再就业法律法规，将普法教育与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相结

合，与农村换届及贯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结合。２００１年，组织未参加２０００年度
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人员补考。２００２年，举办全县公务员学法用法依法
行政骨干培训班，培训４０００余人；组织全县青少年学习 《青少年法律教育读本》，参加

“全国青少年争做遵纪守法小公民”征文比赛。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组织近百名法律服务志
愿者，深入１４个乡镇街道、村组，开展 “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县”法制宣传月

活动，广泛宣传国家基本大法和世贸组织规则、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法律法规，受

教育群众７万余人。２００５年配合司法部、中央电视台在直罗镇举办 “重走长征路、普法

万里行”大型公益普法活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每年春、冬两季，组织公安、工商、法
院、计生、国土、国税等具有行政执法职能部门单位，在城区和部门所包乡村开展 “送

法下乡”活动，把各乡镇乡村农民技术学校作为教育阵地，进行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

活动；县依法治县办、团县委、关工委、教育局、公安局、法院等部门坚持 “送法进校

园”活动，对全县２８６万名中小学在校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全县６６所中小学聘请
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１０８人，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在全县中小学组织开展法
制校园示范创建活动，沙梁中学和城关小学被命名为市级法制校园。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富县第１５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９次会议通过 《富县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２００８年，县委、县政府办印发 《中共富县

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联系制度》。２００９年４月，聘请西北政法大学李康
宁教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辅导讲座，县级各套领导班子、各部门单位、各乡

镇负责人３００余人参加。２００９年５月，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与县委依法治县办、
县司法局、县教育局联合组织劳教人员在县高级中学 “现场说法”，３０００余名师生受到
生动的法制教育。２０１０年全面展开 “六五”普法教育活动。利用广播电台、电视台举办

法制讲座，播放法制影视节目，开设普法专栏，“１４８”法律服务专线解答法律咨询５００
余次，接待群众来访１２０余人次。

第三节　人民调解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县人民调解队伍不断壮大，调解员文化层次逐步提高，年龄结构
趋向合理，人民调解组织向专业化、行业性、职业化方向发展，先后成立了劳动、交

通、医患等人民调解组织。全县城乡各司法所参与疑难纠纷调解７０００余件，处理社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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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培训

盾纠纷２１５００余件，
制止群体事件百余

次，参与社会治安专

项治理活动 ３０００余
次。在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中坚持排查是基

础，调处是关键，稳

定是目的原则，按照

“分级负责、归口管

理”的方式，有重

点地开展不稳定因素

排查化解工作，对突

发事件，让公证、律

师介入，做好调解处理工作，对难度较大的纠纷，联合公安、法院进行调解。２００６年，
羊泉司法所成功调处了一起因触电引起的重大矛盾纠纷。２００９年，延安市电视台专题采
访报道富城司法所人民调解工作，《延安日报》７月２７日刊登题为 《细雨无声促和谐》，

报道富县人民调解工作。２０１０年，排查各类纠纷 １３６件，成功调解 １２９件，调解
率９４％。

第四节　法律援助

２００４年，成立富县法律援助中心，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底，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１５０９件，其中民事案件１１１３件，刑事案件３８６件，行政案件１０件，接待来访２８００余人
次，解答咨询３５００余人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７０６３５万元。２００６年５月，富县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２３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 《法律援助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

报告，拟定将法律援助经费按每年４万元标准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并将随经济发展水平
增加经费支持。四川籍农民工刘作贵等２３人在富马１１０千伏工程项目施工完毕后多次讨
薪无果，经县法律中心实施援助，讨回３万余元工资。２００６年，富县法律援助中心被陕
西省司法厅授予优秀单位。是年６月３０日、２００７年３月８日，《延安日报》两次报道了
富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情况。２０１０年年初，分别在县工会、妇联、团县委、交警队、老
龄办和５个基层司法所成立法律援助工作站１６个，开设 “１２３４８”法律援助服务热线，形
成城乡一体化的法律援助网络。全年办理援助案件２９件，其中民事案件１８件、刑事案件６
件 （未成年人４件）、行政案件５件，义务代写法律文书２６份，解答法律咨询４００人次。

第五节　帮教安置

１９９９年成立富县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制定安置帮教各项规章制度。按时限要求检查
登记刑释解教人员，全年妥善安置回归刑释解教人员１６人，其中刑释１３人，解教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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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例重新犯罪。２０１０年，制定 《刑释解教人员档案管理制度》《帮教工作制度》《回

访工作制度》 《排查工作制度》，全年妥善安置回归刑释解教人员２１人，其中刑释１６
人、解教５人，无一例重新犯罪。截至年底，累计共妥善安置回归刑释解教人员１４７人，
其中刑释１０６人、解教４１人。

第六节　律师　公证

律师　１９８１年９月成立富县法律顾问处，１９９４年８月更名为富县第一律师事务所，
１９９６年７月改称陕西富华律师事务所，编制４人，实有６人，其中律师５人，助理律师
１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先后担任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６５１处，处理民事案件１１２５件、刑
事辩护１６８件，参与信访案件１８５件，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参与公益诉讼案件３１６件，
代理法律文书１６８３件，代写诉状１５３２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１６９７万余元。２０１０年
办理各类案件６８件，其中刑事案件１３件、民事案件２４件、经济案件３１件，挽回经济
损失１３０余万元，免费代写法律文书７０份。为１８个单位解答法律咨询３００余人次，代
写法律文书６３件。

公证　１９９３年６月，公证处隶属县民政 （司法）局，１９９４年１０月隶属县司法局，
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７年更名为陕西省富县公证处。主要职能是依法对全县民间及法人法律
行为、法律文书和相关事宜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共办理民事类公证６９７０件，经济类公证４３６０件。代写
公证事项相关法律文书１２万份，提供咨询２８万余人次，公证法律宣传２１０次，对社
会活动实施法律监督１４２次。２０１０年，办理各类公证事项１６３件，其中国内民事公证５８
件，国内经济公证１０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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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政协富县委员会先后经历第三届、第四届、第五
届、第六届、第七届，召开全体委员会２２次。各届全委会选举产生
的常委会先后召开９８次会议，召开主席会议若干次。政协工作紧紧
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切实履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参政

议政职能，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为县委、县政府建言献策。

各届常委会设置相应工作机构，认真开展调查视察活动和提案工作，

提案办理、文史资料征编、联系委员及专项活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促进和推动了富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



第一章　政协地方组织

第一节　政协委员构成

富县政协委员的产生由各界别、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等分别协商提名，提出推荐

名单，上报县委及政协换届领导小组；由换届领导小组组织对推荐名单进行考核、反复

协商，形成建议名单，提交政协常委会通过。政协委员由１９９０年第三届的５０名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第七届的１３３名，委员平均年龄由４８岁降为４１岁。

１９９０年５月３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县第三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第三
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第三届委员会共设１２个界别，由５０名委员组成，
其中中共党员１８名，占委员总数的３６％，非党委员３２名，占６４％；妇女委员１３名，
占２４％；大专以上学历１４名，占２８％，中专学历９名，占１８％，高中以下学历２７名，
占５４％；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１９名；委员平均年龄４７９岁，最大６０岁，最小２５岁。
１９９３年１月３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县第四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第四

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第四届委员会共设１２个界别，由５９名委员组成，
其中中共党员２２名，占总数的３７％，非党委员３７名，占总数的６３％；妇女委员１４名，
占总数的２３７％；高中以上学历３４名，占总数的５８％；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９名，占总
数的１５％；委员平均年龄４５２岁，最大年龄６１岁，最小２６岁。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２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县第五届委员会一次会议召开，选举

产生第五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第五届委员会共设１３个界别，由７０名委
员组成。委员界别为中共党员１２名，占１７％；工会３名，占４３％；共青团４名，占
５７％；妇联４名，占５７％；工商联１１名，占１５７％；文化艺术界３名，占４３％；科
技界６名，占８６％；农林１１名，占１５７％；教育界５名，占７２％；医药卫生４名，
占５７％；少数民族１名，占１４％；宗教界３名，占４３％；特邀３名，占４３％。按
党内外比例，中共党员不超过４０％，实为２８名，无党派不少于６０％，实为４２名。文化
结构：大专以上学历２０名，占２８％；中专１７名，占２４３％；高中１４名，占２０％；初
中以下１９名，占２７１％。年龄结构：４５岁以下３７名，占５２９％；４６—５０岁２０名，占
２８５％；５１—５５岁 ７名，占 １０％；５６—６０岁 ４名，占 ５７％；６１岁以上 ２名，占
２８５％。平均年龄４１２岁。妇女委员１７名，占２５７％。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县第六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第
六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委。第六届委员会共设１５个界别，由８８名委员组成。
其中，上届连任委员４２名，连任率为４７７％。新提名委员４６名，新提名率为５２３％。
委员界别分别为中共界１６名，占１８２％；工会界３名，占３４％；共青团界４名，占
４５％；妇女界４名，占４５％；工商界２０名，占２２７％；文化艺术界３名，占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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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５名，占５７％；农林界９名，占１０２％；教育界６名，占６８％；医药卫生界５
名，占５７％；军队、台属、少数民族界各１名，各占１１％；宗教界４名，占４５％；
特邀６名，占６８％。委员中中共党员３６名，占４０９％；非中共党员５２名，占５９１％。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２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富县第七届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第

七届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第七届委员会共设１５个界别，由１３３名
委员组成，其中六届连任４８名，连任率３６１％。共青团５名，占３７６％；工会３名，
占２２５％；妇联５名，占３７６％；科技４名，占３０１％；工商联２７名，占２０３％；农
林１５名，占１１２８％；教育１３名，占１０５％；文化艺术４名，占３０１％；医药卫生１０
名，占７５２％；宗教５名，占３７６％；军队、少数民族、台属各１名。特邀委员２７名，
占２０３％。年龄构成：３５岁以下 ３７名，占 ２７８２％；３６—４５岁 ５８名，占 ４３６１％；
４６—５０岁２２名，占１６５４％；５１岁以上１６名，占１２０３％。委员平均年龄４０５岁。知
识结构：大学以上３６名，占２７０７％；大专５９名，占４４３６％；中专及高中３０名，占
２２５５％；初中以下８名，占６０２％。妇女委员３６名，占２７０６％。中共党员５４名，占
４１％；非中共党员７９名，占５９％。

第二节　常务委员会构成

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为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１月，常委会组
成：主席１人，副主席４人，常务委员９人，分别有曹文科、高养民、齐新良、宋桂芳
（女）。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为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常委会组
成：主席１人，副主席５人，常务委员１１人，分别有高养民、宋桂芳 （女）、孔令才、

左昶、刘玉中。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为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常委会组
成：主席１人，副主席４人，常务委员１３人，分别有李高明、张选民、孔令才、宋桂芳
（女）、左昶、刘玉中、宋扬定、孙健。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为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常委会组
成：主席１人，副主席４人，常务委员１８人，分别有张选民、刘天宝、季生荣、樊继
荣、左昶、马发旗、高云峰、李伟、李全社、陈彩云、王彦峰、朱剑茹、罗有才。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为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始，常委会组成：主席１
人，副主席３人，秘书长１人，常务委员１９人，分别有马永军、朱剑茹、刘天宝、马红
亮、叶宗明、任志军、任亚芝、杨宝儒、肖江、陈富平、季宏飞、周北平、袁晓建、高

鸿鹏、郭文广。秘书长马永军。

２７４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政协富县委员会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主席、副主席更迭表
表１７－１－１

届期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县政协

第三届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５月—
１９９３年１月）

主席 吴文明 男 １９３８９ 陕西宜川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副主席

吕占义 男 １９３７７ 陕西华阴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刘士忠 男 １９３７１１ 富县张村驿 初中 无党派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李淑兰 女 １９４５７ 陕西泾阳 大学 无党派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１１２

谷秀兰 女 １９４２９ 富县张家湾 初中 无党派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县政协

第四届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
１９９８年２月）

主席 吴文明 男 １９３８９ 陕西宜川 大学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副主席

吕占义 男 １９３７７ 陕西华阴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陈桂英 女 １９４０１ 富县张村驿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刘士忠 男 １９３７１１ 富县张村驿 初中 无党派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谷秀兰 女 １９４２９ 富县张家湾 初中 无党派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胡正郁 男 １９６３２ 陕西宜川 研究生 无党派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县政协

第五届委员会

（１９９８年２月—
２００３年２月）

主席 张凤英 女 １９５０１１ 富县直罗 中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副主席

毛喜成 男 １９４５７ 陕西白水 大专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张秀梅 女 １９５６７ 富县钳二 大专 无党派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邱福成 男 １９５７１ 陕西洛川 大专 无党派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宋顺顺 男 １９４８１１ 陕西武功 中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１３—２００３２

县政协

第六届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２月—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主席 张凤英 女 １９５０１１ 富县直罗 中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副主席

张秀梅 女 １９５６７ 富县钳二 大专 无党派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宋顺顺 男 １９４８１１ 陕西武功 中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邱福成 男 １９５７１ 陕西洛川 大专 无党派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史发罗 男 １９５４２ 陕西洛川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７１０

县政协

第七届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至今）

主席 王列荣 女 １９５４９ 富县羊泉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１０—

副主席

张秀梅 女 １９５６７ 富县钳二 大专 无党派 ２００７１０—

邱福成 男 １９５７１ 陕西洛川 大专 无党派 ２００７１０—

吉祥生 男 １９６３１１ 富县茶坊 研究生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１０—

第三节　常委会工作机构

政协富县第三届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１年，县政协机关增设工作组委员会和提案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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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机构设置为一室四委，即办公室、学习委员会、提案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工作组委员会。

政协富县第四届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６月，工作机构设置仍为一室四委，即
办公室、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组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６月，因
机构改革合并原办公室、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组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

成立综合办公室。１９９６年５月，政协富县委员会机关恢复办公室、提案委员会、文史委
员会、学习委员会。截至１９９８年２月，工作机构未变，编制１１人，实有１１人。

政协富县第五届常务委员会　工作机构设置为一室四委，即办公室、学习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济联络委员会。１９９８年６月至１９９９年６月，提案委
员会未配备副主任。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８月，提案委员会未配备主任，由副主任吉
德甫主持工作。２００１年１月增设经济联络委员会，截至２００２年８月未配备主任，由副
主任雷永红主持工作。２００２年８月，富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文撤销政协机关四个专委
会，设立综合工作委员会，编制１３人。

政协富县第六届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３年５月，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文撤销政协综合委
员会，设立政协办公室、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提案与经济委员会。２００４年９月，县机构
编制委员会批文撤销政协机关学习与文史委员会、提案与经济委员会，恢复设置办公

室、提案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学习宣传委员会。２００５年６月配齐各
委室主任、副主任。机关增编４人，编制为１７人。

政协富县第七届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政协第七届委员会设办公室、提案委
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学习宣传委员会。２００９年８月，根据延安市政协
有关文件精神，对县级政协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更名。经县政协主席会议研究，报

经县委常委会批准，政协办公室更名为综合办公室；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学习宣传委员会

合并为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新设立社会发展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保持原名

称。综合办公室设一正二副，委员会均设一正一副。增编３人，编制为２０人。

第二章　政协会议

第一节　全委会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政协富县委员会根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先后召开三

届至七届２２次全体委员会议。
三届全委会议　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２年４月，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共召开全委会

议３次。
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０年５月３—６日在县招待所召开，会议应到５０人，实到４７人。

会议学习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

见》（下称 《意见》）；听取和审议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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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听取富县１９８９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１９９０年国民经
济计划与执行工作安排意见；１９８９年财政决算和１９９０年财政预算的报告。会议选举吴
文明为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主席，吕占义、刘士忠、李淑兰、谷秀兰为副主席。县委

副书记赵光辉指导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对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 《意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要树立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指导思想，把调查研究放在政协工作的重要位置，加强政协机关组织建设，提高

工作效率，发挥整体功能。吴文明做了总结讲话。

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０—１２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届委员新增补８人，共５８
人，实到５３人。会议听取审议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以来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
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县委书记赵郭海做了 《建设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努力加强富县政协工作》讲话，对政协工作重要性讲的深透，对政协

工作的鼓励和促进很大。

第三次会议于１９９２年４月２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次全委会应到５８人，实到４５
人，因病因事请假和工作变动１３人。会议听取审议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听取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政协副主席

刘士忠传达省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精神。

四届全委会议　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３月，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共召开全委会
议５次。

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３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届委员会６８人，应到５９人，实
到４４人，请假１５人。会议听取审议三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工作报告。选举吴
文明为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吕占义、刘士忠、谷秀兰、陈桂英、胡正郁为副

主席。

会议指出，新形势下四届政协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是：认真广泛地开展学习和宣传活

动，不断增强委员参政议政的自觉性，努力巩固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围绕经济

建设议大事抓大事，发挥政协职能作用，为富县各项工作献计出力；持之以恒搞好文史

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加强政协机关自身建设，发挥整体功能和智力优势，把工作重

心放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

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８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次会议应到６１人，实到５１人，
请假１０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以来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
情况报告。县委副书记吴宏利指导会议并讲话。

本次会议由６位委员做了专题发言，议题涉及石油生产及其开发前景、蚕桑业的经
济价值、发挥委员群体价值、民营企业现状、肉鸡产业发展情况及提案办理的体会。

第三次会议于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４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次会议应到６３人，实到５５人。
听取审议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以来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会议指出

新的工作任务是：围绕大政方针，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围绕

经济建设选准课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保持与各界人士的密

切联系，积极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服从服务于工作大局，为两个文明建设鼓实

劲、干实事；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协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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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５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次会议应到６７人，实到６４人。
会议听取审议政协四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况报告。县委

副书记吴宏利围绕富县经济发展形势和远景规划发表讲话，要求政协再接再厉，充分发

挥政协职能，为富县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政协主席吴文明就如何贯彻落实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及县

委工作会议精神发表讲话：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县委工作大局，卓有成

效地开展工作；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加强政协自身

建设，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同时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 《政协工作要讲政治，尽最

大可能发挥委员作用》的讲话。

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４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次会议应到６８人，实到５６人，
请假１２人。会议听取审议政协四届四次会议以来的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情
况的报告；听取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学习讨论富县政协 《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的实施意见》。

县委副书记吴宏利指导会议并讲话，强调指出：进一步提高认识，不断增强做好新

时期政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履行

政协职能；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积极支持政协组织和委员开展工

作，努力为政协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政协主席吴文明在闭幕式上指出：要坚定不移维

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要同心同德为富县经济快速发展献计出力；要加大民主监督，

站好最后一班岗。

五届全委会议　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共召开全委会
议５次。

第一次会议于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在县招待所召开。该届委员７０人，实到６５
人。会议听取审议政协副主席毛喜成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和提案委员会主任赵振秦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听取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及其他报告。审议通过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

报告》和县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各项决议。选举张凤英为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主席，毛

喜成、张秀梅、邱福成为副主席，常务委员８名。
第二次会议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４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应到会委员８３人，实到７４人，请

假９人。会议听取讨论政协副主席毛喜成所做的题为 《认真履行政协职能，为我们两个

文明建设献计出力》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及提案工作报告。列席县人大十四届二次会议，

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政协委员王列荣、李世贤等６
人分别做了 《立足县情，理清思路，为积极推进三项保障制度建设而努力奋斗》《坚持

改革寻出路，规范管理求发展》等专题发言。

县委副书记张玉琴指导会议并发表讲话，表示支持政协加强有效的民主监督，积极

参政议政，同时更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协主席张凤英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要求政协全

体同志认真贯彻本次会议精神，按常委会工作报告提出的任务，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努力为政协工作开创新局面迈出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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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２日在县招待所召开。会议听取审议政协副主席毛喜成
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张秀梅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县委副书记张玉琴讲话指出：会议自始至终充满团结进取的气氛，是一次求真务

实、团结鼓劲的大会。希望政协在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指引下，按照县委 “强

果、稳烟、增油、上牧”的特色经济发展路子，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富县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在县招待所召开。应到委员９９人，实到９９人。会议
听取和审议政协副主席毛喜成所做的政协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提案办理

情况报告。列席县人大十四届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及有关报告。政协

主席张凤英在闭幕式上做了 《围绕 “十五”计划，积极建言献策，认真履行职能》的

讲话。

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在县宾馆召开。会议应到委员１１３人，实到９７人。
会议增选吉祥生为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听取审议政协副主席毛

喜成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

题为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人大十四

届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

政协主席张凤英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必须准确把握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任务；必须始终围绕县委确定的中心工作任务开展工作；必须善于创造性开展工

作；坚持不懈地抓好委员素质的提高；全面推进人民政协作风建设。

六届全委会议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共召开全委会
议５次。

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９日在富县宾馆四楼会议室召开。该届委员８８人，实到
７７人。这次会议是在深入贯彻中共十六大和中共富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政协副主席宋顺顺所做的

题为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题为 《政协

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列席了富县十五届第一次人民

代表大会，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选举张凤英为政协富县

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宋顺顺、张秀梅、邱福成为副主席。

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３日在县宾馆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主席张凤英所
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宋顺顺所做的题

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人大十五届

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政协主席张凤英在闭幕

式上发表讲话，从科学发展观和肩负使命，阐明促进县域经济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关

系；思想解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辩证地解读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必要性，启发、鼓励各届委员发挥优势，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在县宾馆召开，该次会议应到委员１０８人，

７７４第十七编　政协组织　



实到９８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副主席宋顺顺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人大十五届三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政协主席张凤英在闭幕式上讲话，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做

好政协各项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５日在富县宾馆召开，该次会议应到委员１１６人，实到
１１３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副主席宋顺顺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张秀梅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

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了县人大十五届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及其他报告。

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７日在县宾馆召开，该次会议应到委员１３３人，实到１２６
人。大会选举史发罗为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副主席宋顺

顺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政协副主席邱福成所做

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人大十

五届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七届全委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共召开全委会
议４次。

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在县宾馆召开，该届委员１３３名，实到１３２名。会
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政协副主席张秀梅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列席县人大十六届二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报告。选举王列荣为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张秀梅、邱福成、吉祥生为副

主席。

县委书记刘天才在闭幕式上讲话指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政协优势；

加强团结，和衷共济，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高素质，努力创新，不断提升政协工

作水平；加强领导，创造条件，为政协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第二次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５日在县宾馆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政协主席王列荣所
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张秀梅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十六届人大二次

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会议有 １２名委员做专题
发言。

第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４日在富县宾馆召开。会议听取审议政协主席王列荣所做
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题为 《政

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在富县宾馆召开。该次会议应到委员１４３人，实到
１３０人，请假１３人。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主席王列荣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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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副主席邱福成所做的题为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县人大十六届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 《富县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第二节　常委会议

三届常委会议　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３年１月，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及
常委扩大会１７次。重要会议有：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４日，三届五次常委会学习讨论 “沿海更

加改革开放，我们怎么办？”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５日，三届七次常委会研究决定分两个调查小
组，一个是农村组，一个是城区组，就高产田逐年减少的原因和技术人才的使用情况进

行广泛调研。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７日，三届九次常委会学习十三届八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讨论 《人才调查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５日三届十
六次常委会讨论四届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经县委组织部、统战部、县政协审查推荐、协

商拟定县政协四届委员会由５９人组成。拟定政协四届常务委员会由１１人组成，具体人
选报经县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形成两个决议：一是对宗教界的委员放宽３年工
龄限制；二是政协全委会提前一天在人大全体会议之前召开。

四届常委会议　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及
常委扩大会２８次。重要会议有：１９９３年１月４日四届一次常委会讨论通过四届一次全
委会议上 《关于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提案工作报告》的决议，对四届一次全委会上委

员的４１件提案进行讨论审查。１９９３年 ３月 １３日，四届二次常委会传达地、县、乡
（镇）三干会议精神：建立目标责任制，各乡镇拟定七大任务书，重点是乡镇企业的发

展和苹果、烤烟任务；兴办地砖、紫砂、陶瓷、肉鸡、塑编５个工厂；水泥厂完成２８
万吨任务；石油开发；政协工作由陈桂英负责，吴文明参与中心工作，为全县中片的牵

头者之一；机构改革，黄龙、洛川、富县、安塞要先走一步。会议讨论了提案工作，四

届一次全会期间，收到提案３７件，三届遗留４件，共４１件。确定两件作为正式案：一
是解决民办教师的工资问题；另一件是建立乡镇和部门领导离任审计制度。其他３９件，
作为建议处理。１９９３年７月３日四届三次常委会议通报富县改革情况，党政共保留３０
个县级单位，两次定员会的透明度都很高，特别是人事安排中的几次会议，县委总是把

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安排在前边发言。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９日，四届八次常委会听取主管农
业副县长刘秦通报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形成关于农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依靠工业确

实能致富，但近期办不到，所以还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在主导产业开发上，要主次分

明，除烤烟外其他项目都担当不起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要突出解决苹果高产和优质两

大问题；大棚菜比较效益高，应着力开发；肉鸡生产要扩大和保证规模，同时要大力发

展肉牛和羊子；蚕桑刚刚起步，能发展多少算多少。１９９７年７月４日，四届二十八次常
委会议听取扶贫中心、农工部通报全县１９９７年扶贫攻坚情况。会议指出扶贫先扶志，短
期扶与长期包相结合，短期要靠银行资金扶持，长远要靠科技力量支撑。建议对乡镇站

所办好培训班，完善包扶责任要把乡村党员干部责任落到实处。

五届常委会议　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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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扩大会２０余次。重要会议有：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５日，五届一次常委会议研究通过提案
审查委员会关于本次会议委员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

决议；审查通过各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３日，召开五
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张凤英主持会议。副主席毛喜成传达延安市政协一届八次常委会

议精神；常委鲁旭东组织学习李瑞环主席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闭幕会上的讲话精神；讨

论通过１９９８年常委会工作要点；宣布县委任命通知和政协党组改组批复。吴文明任县政
协调研员，陈桂英、谷秀兰任县政协助理调研员。张凤英任政协党组书记，毛喜成任副

书记，成员有李高明、鲁旭东、任德功。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０日，召开五届十七次常委会议，
会议通过刘春选任政协办公室主任职务；雷永红任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职务；马永军任

政协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任长林任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丁国锋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鲁旭东任提案委员会调研员职务。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召开政协五届二十三次常
委会，听取县农业局关于大棚菜生产情况汇报。

六届常委会议　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及
常委扩大会１８次。重要会议有：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４日六届四次常委会议传达延安市政协二
届七次常委会议精神，讨论通过关于退耕还林工作的调查报告。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六
届十四次常委会议组织学习中共富县县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

意见》，听取县文物旅游局关于富县红色旅游发展的汇报，县文体局关于全县文化市场

管理情况的汇报，县政协办关于全县文化市场管理调研情况的汇报。县政府副县长钟世

德、王列荣应邀出席并讲话。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７日，召开政协六届十八次常委会议。会议
组织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邀请党校教师进行专题辅导；叶

宗明、左昶、朱剑茹、冯洁馨等委员就学习体会作发言；政协副主席宋顺顺总结会议并

讲话。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８日，召开政协六届二十四次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县政协七届一
次会议议程、日程；大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建议

名单；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修改县政协六

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七届常委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
及常委扩大会１５次。重要会议有：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七届十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富县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安置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提出对安置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存在的问题

及建议。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６日，召开七届十四次常委会暨文史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对全
县广电网络建设与管理情况、煤炭开发情况、干部职工医疗保险情况的调研报告和市政

协三届十四次常委会交流材料。讨论 《富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大纲》。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５
日，召开七届十五次常委会议，专题协商讨论 《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规

划》（讨论稿），讨论县政协 “十二五”期间工作规划。表彰奖励李学仕、邢世功、宋

龙、吉民、李伟同志。

第三节　主席会议

第三届委员会主席会议　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１日，会议研究同意政协干部雷红梅免费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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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爱华女子大学学习。

第四届委员会主席会议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９日，会议通报县委常委会正式确定的机构
设置方案，政协办公室减少１个编制。通报县委关于肉鸡产业壮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及成
立延安富康肉鸡产销集团公司的决定。会议决定成立３个调研组，就教育乱收费、农村
养老保险及如何奔小康问题进行调研。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会议研究政协四届四次会议召
开时间及筹备事项。按照县委充实政协人员，加强政协工作指导意见，会议决定向县编

委会提出恢复改革前的１６人编制，工作机构设办公室、提案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和学
习委员会。原工作组委员会职能由办公室兼任。是年４月８日，县编制办公室行文，县
政协恢复三个专委会设置。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２日，主席会议主要学习讨论党的十四届六中
全会公报和决议。吴文明主席通报吴宝贵试种良种谷获得成功，亩产千斤以上。通报在

１９９５年县级领导民主评议中，政协主席吴文明为优秀。１９９７年６月２日，会议研究迎接
香港回归座谈会事宜；研究协调县政府通报春季农业生产视察情况；研究安排先行听取

扶贫中心情况通报，再组织政协委员视察扶贫工作。

第五届委员会主席会议　１９９８年３月４日，会议研究决定：张凤英主持政协全盘工
作；副主席毛喜成分管办公室和机关工作，并负责与县政府、科教文卫、人事劳动、计

划统计、财税粮食、计划生育、城建交通、民政信访、审计监察、公安司法、工商和技

术监督等单位的联系工作；副主席张秀梅负责联系农业及农口部门单位；副主席邱福成

负责联系县工业及对口部门单位。１９９８年６月５日，会议研究召开城茶区域委员座谈会
时间，并邀请县委副书记张玉琴、副县长高武斌及政协调研员参加。会议决定由副主席

毛喜成负责，张秀梅、任德功参加，开展富县农业生态调查，并按期向市政协提交调研

报告。７月２７日，会议传达市政协一届九次常委会和县党代会精神；研究确定下半年突
出苹果产业发展课题，开展政协调查视察工作，划定钳二、寺仙、北道德、交道、富城

５乡镇为本次调查区域。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８日，政协副主席张秀梅被县委确定为县产业领导
小组副组长，任务是发展核桃和果园，会议就落实此项工作作出专门安排；关于文史资

料征编工作，县财政已拨付启动资金，会议研究了落实措施，要求年底争取出版第一

辑。６月７日，张凤英主席传达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学习 “三个代表”的重要精神；

文史委主任汇报文史资料征编已进入清稿审样情况，提案委主任汇报提案办理进展情

况，吉德甫副主任汇报包抓烤烟工作情况；通报县编委会已审批政协设立联络办公室，

正科级建制。

第六届委员会主席会议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８日，会议讨论在环城路修建政协机关住宅
楼的问题，一致同意修建。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０日，安排参加延安市政协主席联谊会议材料
起草，确定参会人选；讨论政协机关后备干部人选；做好政协机关住宅楼决算工作。

２００６年８月３日，研究讨论组织政协常委外出考察学习相关事宜。
第七届委员会主席会议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会议研究确定召开常委会的日期；安排

政协 “我为富县种棵树”活动；决定编辑出版 《辉煌岁月》《富县政协志》两辑文史资

料。８月１８日，会议研究总结政协常委赴东北考察学习情况；研究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
及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各项活动，决定举办一场大型晚会；安排文物旅游专题视察；
会议要求加快文史资料编辑出版工作。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会议确定上半年调研课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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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发、公费医疗、广电网络；讨论文史工作大纲的选题及经费问题；确定为青海省

玉树灾区开展捐款活动。６月７日，会议对 《政协之窗》编委会成员进行调整；听取

《辉煌岁月》 《富县政协志》编辑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政协委员赴华东考察学习事

宜。１０月２９日，会议传达政协延安三届十五次常委会议精神；确定县 “十二五”规划

为县政协七届十五次常委会议议题；对委员进行调整补充；通报政协党组会议决定，左

芳玲任政协办公室主任科员，张寅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第三章　参政议政

第一节　民主监督

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认真贯彻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

实施办法 （试行）》，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协商监督活动，发挥人民政协

的整体功能，促进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１９９０年，讨论起草了 《关于发

挥人民政协实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的意见》，报请县委予以转发。１９９２年，按照
省市政协要求和县政协工作需要，报请县委转发 《关于进一步发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作

用的意见》。为政协开展协商监督活动，从不同层次和渠道提供保障。结合富县进一步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工作中的各项决策，组织委员进行民主协商，充分发挥政协的人才

优势，出谋划策、献计献力、当好参谋。围绕中心工作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

开展调查研究和视察活动，形成有论据、有分析、有可行性意见和建议的调查或视察报

告，按程序向县委或县政府提出，供决策参考。政协主要领导直接列席县委召开的有关

重大决策、重要工作安排、人事任免等会议，并就人事政策、用人标准和用人方法等问

题进行协商。是年政协三届二次全委会在县人大例会之前举行，为委员的建议、意见能

够在人大会上再次进行讨论创造条件，沟通政协与人大之间的民主关系，扩大了协商与

监督的社会效果。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注重建立和完善协商和监督制度，从制度上保障政协有序、

有效进行参政议政。建立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与县政府各部门之间对口协商制度和民主生

活制度，还建立和实行与对口单位之间文件抄送制度，畅通协商沟通渠道。针对富县经

济建设、社会发展及有关民生问题，突出重点，选题定项，深入基层，讲求实效，开展

多种形式视察调研活动，为政协深层次开展协商监督提供第一手材料，为县委决策中心

提供改革性、建设性、可行性较强的调查视察报告。

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在联乡包村包项目工作中，深入村组户和企业单位开展调查研

究，与乡镇党委、村委会研究探讨乡镇、村 “九五”规划，与企业领导班子召开座谈

会，研究项目的推进和落实工作。凡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政协领导都能

积极参与，参加县委、县政府组织的大型检查、督查活动和重大事务会议，并积极建言

献策。在小康村建设中，所包交道镇吉家村、牛武镇曲家湾村成为全县首批小康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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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产业开发中，对烤烟生产、大棚菜试点、肉鸡生产出谋划策，协调关系，做出积极

贡献。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提出 “围绕经济建设中心，以农村扶贫攻坚奔小康统揽工作

全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的工作思路。全委会期间组织委员

认真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重要报告，并通过小组讨论、大会发言、提案等

形式，就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在五届二次、四次全委会上，

委员专题发言就主导产业开发、苹果销售、财源建设等涉及经济建设方面诸多问题，提

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对策，得到县委、县政府重视。部分意见、建议体现在出台的

《关于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等政策性文件中。常委会就 《富县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 “十五”计划纲要》草案进行主题协商讨论，提出１６条修改充实意见，送达县
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修订 《纲要》草案时参考采纳。不定期召开专题协商会议，邀

请县政府主管副县长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通报经济运行情况、重大项目推进情

况、重大工作进展情况，委员面对面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同时重视发挥委员特邀

监督员作用，广泛参与行风评议，拓宽民主监督渠道和范围。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始终把履行政治协商这一首要职能摆在政协工作突出位置，

按照抓大事、议小事、谋全局的工作思路，通过全委会、常委会、专题研讨会就有关县

域经济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积极开展协商讨论。在六届二次、四次全委会上，委

员围绕全县主导产业、苹果销售、招商引资等涉及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提出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部分意见在决策中被采纳。常委会就 《富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

规划纲要》草案进行协商讨论，提出４条补充意见，经主席会议研究形成建议案，提交
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在修订 《纲要》时参考。每年不定期召开主题协商会，就半年

经济运行、重点项目建设、产业开发、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听取县政府主管领导及

有关部门负责人情况通报，共提出９５条意见、建议，涉及内容主要有产业开发、医疗
卫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经归纳整理，以送阅件提交县委、县政府在工作中参

考。同时认真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广泛参与监督检查活动，先后推荐５０名委员参加法
院、公安、税务、交通、教育、卫生、物价等部门行风评议。委派２４名委员参加政法
队伍建设座谈会、先进性教育评估、平安富县创建和党风廉政建设检查活动。３０名政协
委员担任特邀监督员、行风评议员和人民陪审员。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始终把促进跨越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坚持抓大

事、议大事、谋全局、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紧紧围绕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开展协商讨论，

注重强化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并积极探索新的协商形式，提高协商层

次，拓宽协商领域，调动积极性，扩大参与面，努力为政协委员知情问政、建言献策创

造条件。紧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难点问题，通过提案、建言、《送阅件》等形式向

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社情民意。特别对困扰广大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的看病贵、

上学难、诉讼难、就业难等社会问题，积极为群众代言，为政府分忧，努力化解矛盾，

协调关系，维护稳定，使政协工作更加贴近民生，关心民利。注重发挥特邀监督员、人

民陪审员的监督作用，加强与国家机关、纪检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的密切配合，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参与执法检查和民主监督，不断丰富民主监督内涵。增强委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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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担当意识，提倡讲真话、言民情、献实策，增强建言立论的针对性。重视社会各界

来信来访，多方了解群众呼声，使政协委员更好地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维护民利。

第二节　提案工作

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共收到委员提案７８件，其中正式立案１４
件，６４件作为意见、建议供有关部门单位参考。提案的内容涉及城镇建设、宗教事务、
文教卫生、科技推广、道路交通、职工福利等。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共

收到委员提案２６件，立案３件，全部办结。建议意见２３件，办理１９件。提案涉及加强
县、乡道路绿化，维修东村教堂，改造现头至袁家村公路，城小扩建和修缮，加强荒山

荒坡的治理，改造茶坊街两头公厕，影剧院公厕改建，完善商业支农体系，电力局直接

抄表收费等案。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的五年中，共收到委员提案１３２件，经审查立案１１８件，其
中建议案３件。作为情况反映的４件，转有关部门参考。需要说明情况的１０件，向提案
者作出解释。县四届政协注重提案质量，如 《关于尽快扭转烤烟面积下滑局面的建议》

和 《应重视烟、粮生产的建议》，县委、县政府认为建议案切实可行，及时研究并采取

了四条措施稳定烤烟面积。提出 《关于解决聋哑儿童联校具体困难的建议》，由于办理

难度大，便采取 “先调查，后协商”的办法，组织部分委员进行调查，掌握具体情况

后，会同民政局、教育局座谈协商，使问题得到解决。《关于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的建

议》《关于推行股份制的培训以及股份制一定按政策办事的建议》等提案，得到及时落

实办复。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的五年中，共收到委员提案２３９件，立案１３８件，其中建议
案２件。１０１件作为建议转有关部门单位参考。多数提案体现中心工作和群众普遍关心
的热难点问题，如关于苹果销售、农特税征收、教育质量提高以及市容维护等，一些提

案涉及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如 《关于切实加强乡镇卫生院的建议》《关于国有企

业变卖资产清账的建议》等，承办单位采取积极措施，创造条件落实提案办理工作。

政协第六届委员会的五年中，共收到委员提案１８９件，其中１１６件作为建议转有关
部门单位参考，另有１６件向提案者解释说明情况，经审查立案５７件。县六届政协提案
涉及城建环保、教育文化、交通道路管理、主导产业开发等富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

面。贴近基层，关注民生的提案增多，如关于整顿农资市场、净化城乡居民饮水、规范

网吧营运秩序、建立苹果销售绿色通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案和城区１２个主要路
口安装电子监控设施，恢复茶坊正街照明灯，改造体育场及添置健身器材等具体建议的

办理。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一、第二次会议期间，共收到委员提案７６件，经审查立
案３０件，办复率１００％。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三、第四次会议期间，共收到委员提
案７１件，经审查立案３０件，办复率１００％。政协第七届委员会提案工作特点：县政府
及各承办单位办理提案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解决沙梁、茶坊区域内２万余人的生产、生
活用水困难；提案体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反映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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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关于对茶坊刘家沟至川口段道路整修的建议》《关于加强网吧管理的建议》等。提

案贴近群众民生，体现 “以人为本”的思想。如建议县政府在图书馆建立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室、电子阅览室，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配备设施设备，都一一得到落实。

第三节　视察调研

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重要调研活动有：富县麦油生产情况、富县农田基建工作、

富县水泥厂技改工程完成情况、富县农技人才使用情况。县政协组织调查组开展调研活

动，形成 《关于水泥厂技改工程缺口资金建议案》，得到县委、县政府重视和采纳，经

多方筹集解决缺口资金，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为水泥厂走出亏损企业行列创造有利

条件。

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调研和视察活动，形成专题报告２０
余份。主要有：１９９４年 《实现科技强农，乡镇是关键》 《重视和加强职业教育的考察》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关于企业职工以及老干部工资发放情况的调查》等调查报

告，为富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１９９６年，针对富县农业生产，特
别是小麦和烤烟严重减产，农口机构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以及实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情况，组织两次较大的调研视察：对 《农业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对

农村 “四荒”地出让工作情况进行调查视察，重点调查 “四荒地”出让金的管理及

“四荒地”治理情况。１９９７年，针对扶贫工作和苹果产业化进程等问题进行调研，形成
调研报告２份，专题建议２份。

政协富县第五届委员会注重联合调研的做法，共组织各种调查、视察活动１８次，
形成专题报告２０余份，提出意见、建议１００多条，１０篇调研报告在市政协一届常委会
上进行了交流。重要的视察活动有：１９９８年对富县苹果主导产业的大型调查。１９９９年
和２００１年，先后两次对富县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进行调研视察，提出从非教育专业大专
以上毕业生中录用教师，以缓解富县师资力量不足的建议，得到县委、县政府和教育行

政部门的重视采纳。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全县从非教育专业院校毕业生中录用教师９０名，
充实师资力量。

政协富县第六届委员会始终把深入实际开展调研视察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要视察

活动有：２００３年对全县医疗卫生现状及存在问题和１９９８年以来退耕还林工作进行实地
调查。２００４年，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和全县文物保护及红色旅游开
发进行调研。２００５年，对富县文化市场管理进行调查。２００６年，对新农村建设、群众
看病贵看病难、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与对策、煤炭资源开发与利用等进行调研。

２００７年，对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情况进行调研，共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和
对策３０多条，得到市县有关部门的认可和采纳。

政协富县第七届委员会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底，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研视察。重要视察活动有：２００８年，先后开展
３次大型调研活动，形成 《关于富县煤炭资源开发情况的调查》等调研报告。对富县医

疗卫生现状进行调查。同时，视察县体育场改造、河滨路建设、蔬菜市场扩建改造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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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程。２００９年，在进行深入调研视察的同时，配合市政协进行多项专题调研。形成的
《优化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 《做精做细苹果产业化发展》的调研报告，分别在

市政协三届六次、七次常委会上进行交流。２０１０年先后开展５次调研视察活动，分别形
成 《关于富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情况的调查》《关于富县广电网络建设与管理

情况的调查》《关于富县煤炭开发与利用情况的调查》 《关于富县城镇化建设情况的调

查》《关于富县乡镇工作情况的调查》。

第四节　资料征编

１９９１年４月，政协富县第三届委员会选配文史委员会干部，充实文史资料收集编辑
力量。１９９２年，《和平解放黑水寺》文史资料以内部资料方式发行。第五届委员会征集
文史资料１６２件，３２万余字，为省、市政协选送资料１８件，约２万字。２００１年，出版
第一辑 《富县文史资料》。全书分为 “革命烽火、人文景观、民间艺术、故事传说、古

代战争、人物春秋”，计六章４９篇，约１３万字。收录各朝代及各历史时期古遗址、古
墓葬、古建筑、石刻、石窟及革命遗址等文物景点资料：春秋战国时期 “雕阴之战”遗

址、唐代扩建城池，造塔屯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１９３５年 “直罗镇

战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 “南大门”纪实；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等宝贵资料。２００３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六届委员会征集文
史资料３００余件，约２００万字，图片５００余张，给省、市政协选送文史资料１２件，约２０
万字。２００７年，出版发行第二辑文史资料 《委员风采》，全书共１２万余字。２００９年抢
救挖掘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在富 （）县及陕甘宁边区活动资料，重点征集了党

中央到延安以后，界子河南北红白两区的真实历史，即富 （）县近代光辉史。２０１０年
７月，讨论第五辑文史资料 《富县民俗》编写大纲。９月，出版发行第三、第四辑文史
资料 《辉煌岁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１０章５７篇２３万字。以翔实的史料，从不同角
度反映在富县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

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数以万计的富县儿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抛头颅、洒热

血，积极参军支前，拥军拥政，募捐财物、输送兵员、抬担架、运粮草、送医药，为革

命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１０月，召开第三、第四辑文史资料 《辉煌岁月》发行座谈会，

县政协常委、编委会成员、社会各界人士等６０余人参加。
富县政协内部刊物 《政协之窗》创刊于 ２００８年 ５月，为内部交流双月刊，共设

“政协论坛、统战理论、工作动态、调研视察、文物旅游、委员风采”等 １５个栏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共编发刊物１７期２８００余份，刊载各类文章３２０余篇近５０万字。《政协之
窗》是富县近２０年来第一份纸质刊物，是富县政协履职创新的重要平台。

第五节　专项活动

１９９０年，组织３０多名委员赴延安观看陕西省对台办举办的 《陕西与台湾》大型展

览，增强各界人士统一祖国的信心和爱国热情。３次专访政协委员和宗教、工商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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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７年３月，政协富县第四届委员会任期的五年中，密切联
系各界人士，掌握社情民意，维护稳定，促进广泛团结与和谐。１９９７年６月，举办 “政

协富县委员会迎接香港回归座谈会”，４０多名委员参加，就香港回归重大意义、《基本
法》主要内容、“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作专题发言。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第五届委员会加强
对外交往与联谊，先后为县政府争取资金百万余元；接待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龙，全国

政协常委、工商联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孙安民等领导人。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第七届
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回归、抗日战争胜利等纪念日，

相继举办座谈会，广泛进行联络。２０１０年４月，全体政协委员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５６万元。２００８年４月和９月、２００９年６月和９月、２０１０年６月和９月出席由甘肃省宁
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兴庆区、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陕西省志丹县、甘肃省庆阳市西峰

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区承办的陕甘宁蒙四省 （区）毗邻县 （市、区、旗）

政协联谊会。同时还参加２００８年５月和９月、２００９年５月和９月、２０１０年９月在宜川
县、延川县、子长县、吴起县、洛川县召开的延安市十三县区政协第十二次、第十三

次、二届一次、二届二次、二届三次联谊会，学习省内外政协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发

挥职能作用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介绍富县资源优势和招商引资政策。并组织部分委员去

北京、东北、海南、华东五省市等地考察学习。接待来富县考察的兄弟市、县政协组织

及团体８０余人次。承办延安市十三县 （区）政协联席会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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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各群众团体在中共富县县委领导下，围绕经济建设和文明进

步，在加强思想工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维护职工权益诸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工会根据形势要求，奋发有为，锐意改革，主

动参与协调劳动关系，帮扶困难职工，维护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工人

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主人翁作用得以彰显。团县委带领全县广大青

年开拓进取，在县域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县妇

联以提高全县妇女思想文化素质为主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引

导全县妇女树立自尊自信和自立自强精神，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经济

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县工商联按照 “团结、教育、引导、

服务”的方针，组织引导全县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和全体会员，积极

参与全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挥了履行职责、参政

议政、服务大局作用。县科学技术协会积极引导全县科技团体和科技

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为

科技兴县做出贡献。县残疾人联合会积极贯彻 《残疾人保障法》，努

力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不断开展残疾人就业、康复、教育及预防帮

困、管理服务等工作，开创全县残疾人工作新局面。县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充分发挥老干部奉献余热、服务社会和教育青少年作用，以

各级各类学校为主阵地，开展一系列教育培养和帮扶活动，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教育氛围，起到了重要的教育作用。



第一章　总工会

第一节　代表大会

县总工会委员会每５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总工会执行上
级工会的决议和县工会代表大会决议，领导本地区工会工作，定期向上级工会委员会报

告工作。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总工会共召开３次会员代表大会。
富县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５７

人，列席代表２３人，特邀代表２人，代表全县６９８５名职工。审议并批准第五届工会委
员会工作报告、经费收支情况报告和经费审查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六届工会委员会，

委员１５人，常务委员７人，选举张满盈为主席，安长寅为副主席。
富县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４日至２５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６８

人，特邀代表３４人，代表全县８９０７名职工。听取和审议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
并决定工作任务。听取和审议第六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七届工会委员

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二届女职工委员会。第七届工会委员会委员１３人，常务委员７
人，选举蔺有学为主席，高华翔为副主席。

富县总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０日至３１日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７７
人。省市驻县单位工会主席，县委主管领导、市总工会领导参加并指导大会。大会听取

和审议孙建国代表县总工会所做的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切实做好新时期工

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第七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第七届经费审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八届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第三届女职工委员会，

选举出席延安市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９名。县第八届工会委员会委员１５人，常务委
员７人，选举孙建国为主席，李芳琴、陈明智为副主席。

第二节　组织建设

富县总工会为中共富县县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组织，科级建制。１９９０年编制４人，
其中行政编制３人、事业编制１人，实有工作人员５人。２００２年，县总工会主席按同级
党委副职领导职务配备。２００９年，县职工俱乐部按副科级设置，隶属县总工会，编制６
人，设主任１人。２０１０年，县总工会编制５人，其中行政编制４人、事业编制１人，实
有工作人员５人。内设办公室、职工俱乐部。
１９９０年，全县基层工会４６个，会员４２０８人。此后积极组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

立个体私营企业工会，行业性、区域性工会，社区工会，村级工会，农民工工会，发展

农民工会员，农民工成为工人阶级新成员。

２００９年，全县共有基层工会１６９个，含村级工会３２个，会员１２０２６人，其中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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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４８３２人，农民工会员２８６９人，居民、职工入会率９５％。工会组织设专职主席或兼职
主席，其中县公安工会、交通工会、医院工会、中医院工会、县委机关工会、政府机关

工会、卫生系统工会、人事劳动局工会、中国教育工会富县委员会、水利水保局工会、

林业工会、粮食工会、城乡规划工会、钻采公司工会设专职主席；各乡镇工会主席由乡

镇人大主席兼任；村级工会和农民工工会负责人由自治组织成员兼任。全县组建工会１３
个，其中街道 （村）居委会工会联合会 １０个，私企工会 ３个，会员 ６８２人，入会
率９９％。
２０１０年推行区域性、行业性工会组建，以村级工会、农民工工会、私企工会为重

点，组建工会１０个，其中城市客运行业工会１个、村级工会９个，发展会员５０８人。全
县有基层工会组织１７９个，会员１３２９３人，其中女会员４８３２人、农民工会员２８６９人，
工会组建率９９％。

富县总工会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主席更迭表
表１８－１－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历 党派 任职时间

蔺有学 男 １９５６１１ 富县南道德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８３

孙建国 男 １９６０１０ 富县吉子现 大专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８３—

　　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县总工会为科级建制。此间县工会主席未予录入。

第三节　工会工作

职工代表大会建立　１９９０年，县烟草公司等５家企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２０１０
年发展到３５个单位，１２个单位民主评议和民主选举企业领导，按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６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民主管理、民主参与制度，９个企业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
同制度。县总工会设专职劳动仲裁员，１９９７年以来调处安全事故１３起。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县总工会接待职工来信来访１３０件次，为农民
工讨回拖欠工资１７万元。组织劳动合同、劳动安全检查１６次，向企业提出整改意见
１５０条，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１６１７份、集体合同３５份。

救济救助扶贫帮困　县总工会春节累计为困难职工送去慰问金１４２万元、米面油
７５０千克。５次组织科级干部与困难职工交友帮扶，救助困难职工３５６人。号召职工为重
病职工捐款２３万元，救助６名大病职工１２万元。２０１０年，“两节”慰问困难职工１３０
人，发放慰问金６５万元、发放救助物品价值１５万元；救助生活困难、患重大疾病的
困难职工６户，救助金１８万元。
２００６年，陕西双翼石化公司一次性捐资１０万元，资助５０名贫困大学生入学。２００８

年，陕西恒兴果汁有限公司富县分公司资助县高级中学５０名贫困生每人１０００元。县总
工会帮助２５６名困难职工及子女学习驾驶技术，联系陕西工运学院岗前培训困难职工子
女３５人，全部安置就业。２０１０年资助２５户困难职工子女入学每人２０００元；资助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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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７人，计１４万元。
开展劳动竞赛　贯彻 《富县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规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开展岗位

劳动竞赛、职工技能大赛、节能减排竞赛、女职工建功立业主题竞赛活动，１５个班组被
评为延安市 “工人先锋号”。县总工会举办全县干部职工篮球赛、秦腔大赛，基层工会

节假日组织文艺晚会、越野比赛、篮球竞赛。直罗钻采公司、卫生系统、教育系统开展

职工各类技能竞赛，乡镇组织农民开展苹果套袋技能竞赛。２０１０年，举办 “迎五一·电

力杯”干部职工篮球比赛，参加４００余人，表彰奖励获得前６名的街道办工会、电力局
工会、公安局工会、北道德乡工会、国土资源局工会、县直机关工会。

评选 “职工之家”　持续开展 “职工之家”评选活动，截至２０１０年１个基层工会
获 “陕西省模范职工之家”称号，１５个基层工会获 “延安市先进职工之家”称号。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富县获陕西省劳动模范４人、延安市劳动模范９人，获延安市五一劳动
奖章４人、县劳动模范１５人。２０００年，富县公安局被评为 “市级劳动模范先进集体”，

２００５年，富县人民医院被评为 “市级劳动模范先进集体”。２００７年，交道镇工会、直罗
镇工会被延安市总工会评为 “工会工作示范乡镇”，各获奖金１万元。２０１０年，富县人
社局被评为 “市级劳动模范先进集体”。

实行民主管理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也是工会参与职能的主
要体现。１９９０年，全县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企业有县烟草公司等５家。２００９年，全
县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单位３５个，有１２个单位开展民主评议和民主选举企业领导，
正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随着全民、集体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有新的形式和内容，６家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不同形式的民主管理、民
主参与制度，在职工民主管理中取得成效。２０１０年，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都能采
取职代会形式，有效实施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职工维权机制，收到良好效果。直罗钻

采公司、县医院、电力局等单位，坚持政务厂务公开，在民主管理工作上起到示范带动

作用。

第二章　共青团

第一节　机构队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富县委员会为中共富县县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组织，科级建

制。１９９０年，共青团富县委员会编制４人。１９９３年成立富县实施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室。１９９４年撤销富县少工委，２００４年恢复富县少工委。２０１０年，团县委编制４人，设
书记１人、副书记１人。辖１３个乡镇团委、１个街道办团委、１０个学校团委和６个团工
委共３０个基层团委２６１个团 （总）支部。中国少年先锋队富县工作委员会是隶属团县

委管理的群众组织，副科级建制，编制１人，设主任１人。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团县委辖１５个乡镇团委，４个学校团委，１个县直机关团委，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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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团 （总）支部，团员１０９２７人。２００２年起，辖１４个乡镇 （街道办）团委，１１个学
校团委，１个县直机关团委，３５２个团 （总）支部。２０１０年，全县共青团员累计１４７０１
人，青年队伍中团员比例保持在２３％左右。全县１３个乡镇和１个街道办团委书记均为
乡镇党委委员，由乡镇副职兼任，全县中小学２９名团队干部均为校务委员会委员。

第二节　代表大会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３—１５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富县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在县招待所召开，出席代表１４９名，少先队列席代表１２名，代表全县３５０００余
名共青团员。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陈兰代表十一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 《高举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团员青年为加快我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

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十二届委员会委员２３名，常委７名，选举陈兰为书记，
高东栓为副书记。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富县第十三次代表大
会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２０名，少先队列席代表６名，代表全县４００００余名共青团
员。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谢航代表十二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建设西部经济强县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十三届

委员会委员２１名，候补委员９名，常委７名，推选出席延安市第二次团代会代表１８名。
谢航当选书记，尉萍当选副书记。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富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在县宾馆召开，出席代表１２０名，少先队列席代表６名，代表全县４３０００余名共青团
员。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尉萍代表十三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和谐富县奉献青春和力量》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十四届委员

会委员２１名，候补委员９名，常委７名，推选出席延安市第三次团代会代表１８名。选
举尉萍为书记，倪林为副书记。

第三节　共青团活动

思想教育　在全县青少年队伍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系列活动，开展知识竞赛、演讲会、影评、书评、征文、文艺演出等活动，累计受教育

青少年１２万余人，受教育面９５％。每年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陵墓，举行１８周岁成人宣
誓仪式，邀请老红军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７０余场次，受教育学生万余名。１９９５年组织
开展向富县青年英雄雷小军、高利军学习活动，巡回播放录像片 《烈火中永生》。１９９７
年举办 “国旗、国徽、国歌知识竞赛”和 “热爱祖国母亲、喜迎香港回归”报告会。

１９９９年邀请延安精神讲学团作 《中国革命从延安走起》报告会。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巡回展
出 《民族的楷模、光辉的榜样》图片，“五四”青年节期间，组织全县中小学生和１０００
余名党员、团员、少先队员集体宣誓，重温入党、入团、入少先队誓词。举办喜迎新中

国成立６０周年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２０１０年，全县各级团队组织举办各类学习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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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主题团队会、演讲赛、征文赛、知识竞赛等２００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１万余份，
办板报２０期，张贴标语５０余幅。

青年文明工程　坚持创建 “青年文明号”，开展争当 “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在公

安、金融、工商、移动、电力、医疗卫生、税务、交通等行业广泛开展优质服务活动。

截至２０１０年，涌现出５家省级、１５家市级、４６家县级青年文明号单位，涌现出县级青
年岗位能手３６人。
１９９６年全县青年志愿者４００人，筹集志愿者善款３３８万元。北教场团支部和圣佛

峪团支部分别组织１０名志愿者为方惠屏希望小学和高迪希望小学义务运砖８０万块。团
县委组织农业、税务、金融、教育、卫生系统２０００余名青年免费为群众提供果树栽培技
术、医疗保健、假冒商品识别、禁毒和法规知识宣传，发放资料２万余份，办板报２４
期，刷写标语１０００余幅，做好人好事近万件。２００２年起，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在莲
花池流域、太和山、圣佛峪东山栽植青年纪念林２０余公顷，栽植经济林、用材林６６６７
公顷。２００９年组织５０名志愿者为延安市第九届老年门球运动会服务。２０１０年，全县３
支规范化青年志愿者组织２４００余名成员开展志愿性服务。

致富兴团工程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开展农村青年科技致富竞赛活动，举办各类农业技
术培训班２２５期，受教育青年１４９００人次，发放科技材料１０００余份，２９８名农村青年被
评为县乡两级科技致富带头人，３８名被评为青年致富标兵。
１９９６年筹资２５万元，解决钳二乡小渭村无校舍问题。１９９７年组织１３１０名青年果

农赴洛川县考察学习。截至２００５年，累计对烟、果、粮实用技术培训３万人次。开展
“青年小康标兵” “青年小康示范户”竞赛活动，评选出优秀青年２００名、青年小康户
１００户。组织蔬菜、果业、机电维修、烹饪、金融等培训３０余期，培训青年５０００余人。

纪念五四运动８９周年文艺晚会

２００５年举行 “心系老区、科技支农”捐赠活动，陕西省绿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向交道镇、钳二乡果农捐赠４万余元的肥料和农药，培训果农千余人，散发宣传资料
２万余份。２００８年实施 “领头雁工程”，培养农村星火带头人、青年标兵、青年农民

企业家２０人，市级青年标兵３人。在促进农村青年转移就业服务月活动中，培训２００
余人，输出农村青年劳

动力５０人。开展青年就
业创业工程，建立青年

就业创业见习基地，提

供见习岗位３０多个，接
受咨询 ２００人次，累计
见习５０余人。联系县农
业银行，向２０名农村创
业青年发放小额贷款

１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接受
青年咨询 ２００人次，上
岗见习 ２０人，为 ３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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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青年发放贷款１３０万元。
捐资助学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全县各级共青团组织共救助失学或濒临失学贫困少年

１３８７人、贫困大中专学生２９人，捐助３０万余元，捐赠衣物、文具、书籍３６万件。
１９９７年，团县委与宜兴团市委签订４年救助失学儿童协议，捐助资金８万余元救助

贫困儿童２００人。１９９９年开展 “一加一”活动，陕西省图书文化公司吕珍仲等与富县

１６２名贫困学生结成救助对子；县级领导资助３５名特困儿童；团县委联合教育局为身患
白血病的杨超同学捐款３１万元。２００４年，团县委争取福建商会驻西安办事处资助城关
小学和北教场小学张佳妮等１２名贫困学生１２万元；争取团市委１１１爱心工程助学金
１０１５０元，资助１名大学生和４名初中生继续学业。２００５年争取第八届 “芙蓉学子”助

学金６０００元，资助两名贫困大学生；推荐６００名贫困学生参与延安市 “手拉手结对助

学”活动。２００６年，团县委推荐王莹等１０名贫困学生参加 “希望工程圆梦大学”助学

行动，每生获助学金４０００元。２００７年，团县委组织全县团员为身患骨癌的张延军同学
捐款２８８万元；富县青年企业家高鸿鹏救助张娇娇等６名大学生每人１０００元。２００８
年，团县委捐赠富县聋哑培训中心１５００元学习用品和１０００元慰问金；资助王倩等１０名
大学生每人１０００元；推荐县高级中学冯志妮等５名贫困大学生申请 “希望工程圆梦大

学”助学金。２００９年开展求学救助、求医扶助、生活救助、法律援助 “四助”工程，

救助１０名贫困学生１万元；为２００名贫困学生配置眼镜，价值１万元。２０１０年，团县
委向富县聋哑培训中心送去 ６０００元慰问金和学习用品；为 ５名贫困大学生每人捐助
２０００元。

希望工程　１９９２年，县委、县政府成立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县委副书记兼组长，分
管教育副县长和团县委书记兼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团县委，负责国内外对富县教育的捐

赠、投资、帮助学校建设等项目的联络和落实工作。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希望工程争取全国
各地捐款４７６６万元，建成希望小学１７所。１９９３年，江苏省宜兴市电建集团虹亚公司
捐资１０万元建成虹亚监军台希望小学。１９９５年，上海市驻西安办事处和康佳集团分别
捐资１０万元和６０万元，建成沪谊希望小学和深圳康佳希望小学。１９９６年，深圳市龙角
区布吉镇雪象村和宜兴日报社分别捐资３０万元和２８６万元，建成直罗中心小学和 《宜

兴日报》希望小学。１９９８年，谢双营捐资４２万元建成茶坊双营希望小学。１９９９年，陕
西省农电局、延安市经济决策研究中心捐资２４万元，建成农电希望小学。２００１年，北
京光彩事业促进会捐资１５万元建成莲花池希望小学；台湾慈心慈善教育基金会捐资１５
万元建成慈心慈善姚家塬希望小学。２００６年，北京交通台捐资２０万元建成延安北京富
县富城镇 “１０３９希望小学”。

第四节　少先队工作

１９９０年贯彻落实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全县少年先锋队队员中开展自学、

自理、自护、自强、自律 “雏鹰”实践活动，人手一本 《雏鹰达标手册》，依照定章、

练章、考章、颁章步骤，开展 “雏鹰争章”竞赛活动。开展 “手拉手”互助活动，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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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累计向全县赠书１万余册。１９９５年开展 “小百花”文艺活动，２００多名少先队员参
加消防夏令营。１９９９年开展以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歌曲演
唱活动。２０００年，团县委联合县妇联、教育局开展 “迎接新世纪，做四有新人”主题活

动。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团县委、县教育局开展评选优秀少先队辅导员活动，表彰优秀少先
队辅导员４５７名，城关小学缑海燕、南教场小学刘兴娥分别被评为陕西省、延安市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团县委先后组织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班和陕西省辅导员资
格培训班，组织各学校大、中队辅导员学习 《陕西省少先队辅导员管理条例》。２００６年
实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少先队重点工作推进计划》，组织城区小学开展 “手拉手、献爱

心，讲文明、树新风，争做文明小市民”活动。２００７年实施 “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程”，邀请专家给少先队员做法制教育报告会１０场。２００８年在全县少先队组
织中开展 “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主题队会；团县委联合县教育局、关工委、少工

委开展少先队辅导员才艺大赛，张芳芳等３位辅导员代表富县参加延安市首届少先队辅
导员技能技巧风采展示大赛；团县委联合教育局举办首届少儿绘画和征文大赛。２０１０
年，全县少先队大队４５个，中队２６１个，少先队员１０５８２人，校内专职辅导员４５名。

第三章　妇女联合会

第一节　妇联机构

富县妇女联合会为中共富县县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组织，科级建制。１９９０年编制４
人。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县 （镇）妇联主任改称主席至今。２０００年辖１５个乡镇妇女委员会
和２５８个村妇代会。２００２年编制４人，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１人，辖６个县直党委妇女
委员会、１３个乡镇１个街道办事处妇女委员会、２４０个村妇代会；内设富县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副科级建制，编制１人。２０１０年，县妇联编制５人，设主席１人、副
主席１人，其中大学学历２人、大专学历２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１人。

第二节　代表大会与维权

第十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９年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时隔１９年即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５—
１７日召开富县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１２９名，有从事和热心妇女工作的妇
联干部和积极分子，涵盖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还有县三个文明建设

中做出成绩的女典型及女先进工作者。大会学习讨论县委副书记贺延峰、市妇联主席寇

粉玲的讲话，听取并审议冯洁馨代表县妇联做的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动员全县

妇女，为构建和谐富县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妇联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

员１３人，常委７人，选举冯洁馨为执行主席，李冬梅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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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议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在历次换届选举中注重发挥妇女参政议政作用，下
发 《富县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妇女参选参政调查摸底表》，印发 《换届选举工作手册》，教

育引导广大妇女正确对待权利和义务，积极、有序、合法参加选举。乡镇 （街道办）、

村组张贴省妇联印发的妇女参政议政宣传画，宣传妇女参政的特殊意义。县镇妇联组织

座谈走访，了解村级班子妇女干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和工作情况，开展针对性培训指

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积极培养妇女后备干部，发展妇女党员。２０１０年，全县副科级
及以上妇女干部１６５名，其中正县级２名，副县级４名，正科级４３名，副科级１１６名。

妇女儿童维权　２００２年成立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由公、检、法、司、群团以及
县政府有关部门共２６个单位组成，主任由县政府副县长兼任，办公室主任由县妇联主
席兼任。制订实施 《富县妇女发展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富县儿童发展规划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年）》。召开学习贯彻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大会，县妇儿工委成员单位、各乡镇分
管妇女儿童工作的领导和妇女干部近２００人参加。２００８年制订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富县妇
女儿童发展规划〉终期目标责任分解书》，举行创建省级妇女儿童工作先进县启动仪式。

２００９年组织监测评估 《富县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终期目标实施情况，
通过了陕西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检查验收。２０１０年，富县获陕西省妇女儿童工作先
进县。

建立以县妇联为网头、以乡镇妇联 （局妇委）为网体、以村妇代会为网底的三级信

访网络，坚持领导干部接待信访、特殊案件催办、督办制度。坚持每年联合有关部门开

展 “１４８法律服务周”“三八维权周”活动，为妇女提供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与县
司法局联合成立法律援助中心妇女权益联络站，为妇女提供法律咨询、非诉讼调解等法

律服务。与县公安局联合成立 “１１０家庭暴力投诉中心”，在乡镇派出所建立家庭暴力投
诉点９个。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县妇联共处理群众信访４２３件，其中办理信访案件１８９件，
结案率９８％。２０１０年，县妇联接待受理来信来访３２起，全部办结，其中协同公、检、
法、司等部门处理５起，为１２名贫困妇女提供法律援助，陪审妇女儿童案件５起。

第三节　妇联活动

双学双比　以 “千万农家女，百项新技术”为主要内容，组织农村妇女为实现 “科

技兴农”战略做贡献。１９９０年，全县举办 “一专多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班５００多期，
通过各类科技培训班、专家讲座、现场参观、实地观摩，９０％的农村妇女基本掌握１门
到２门实用技术。其中１３人获得绿色证书，４７人获得农民技术员职称 （其中妇代会主

任２１人），７人获得农产品经纪人证书。１９９４年，原县妇联主席张玉琴考察引进技术和
代理项目，集资筹建抽纱刺绣、服装深加工厂和妇女儿童保健用品经销部。县妇联组织

实施 “三八绿色示范基地”１３处５３３３公顷，其中经济林３３３３公顷，荒山造林２００公
顷；扶持配套养殖大户３户，户均生猪存栏１００头。２００８年，富县妇女联合会获 “全国

妇女 ‘双学双比’活动先进集体”。２００９年，全县１２人获陕西省致富女能手称号，７３
人获市、县致富女能手称号，５６０人获乡镇致富女能手称号。周桂娥获 “全国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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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能手”称号，魏雪凤、王桂荣获 “陕西省 ‘双学双比’活动致富女能手”称号。

开展 “美德在农家”“新农村、新女性”“妇女卫生健康行动”“岗村姐妹手牵手，

结对共建新农村”和农村低学历妇女教育培训活动，组织引领妇女投身新农村建设。协

调县电力局、妇幼保健院、林业局等６个 “巾帼文明岗”单位与白家村、伏龙等６个行
政村妇代会结对，创建 “美德在农家”示范村３个、“巾帼文明示范村”１３个。

巾帼建功　在女性集中的商业、金融、公交、卫生、邮电行业开展 “巾帼文明岗”

创建活动，召开创建 “巾帼文明岗”现场会议，工业系统开展 “安全生产、增收节支”

劳动竞赛，教育系统开展 “创优等教育”竞赛，水电系统开展行风评比，卫生、交通、

财贸系统开展 “树行业新风，创一流服务”竞赛活动。与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职业

中学联合举办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班，帮助转岗和下岗女工掌握１～２门技能。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与渭南培华艺术学校联合举办酒店服务与管理、家政服务、勤工助学班，帮助
４０名农村贫困初中女生就读就业。全县各级共培训下岗失业女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１８９４
人次，帮助下岗女工实现再就业２４３人次。２０１０年，县会计结算中心、县中医医院被评
为市级巾帼文明岗，推荐县中医医院为省级巾帼文明岗。截至年底，全县共建 “巾帼文

明示范村”１３个、“巾帼文明岗”１９个，其中省级３个、市级５个、县级１１个。
文明创建　县乡妇女组织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确定 “五好文明家庭”创建

内容，将创建活动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有机结合，倡导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道德规范，教育家庭成员

“勤劳富家、科技兴家、法制立家、文明治家”，举办家庭美德教育讲座、家庭文艺晚

会、家庭趣味运动会、家庭摄影大赛，推动城乡家庭树立文明道德好家风。

１９９４年开展 “温馨家庭亲情保险杯”征文比赛和发行家庭亲情卡活动，收到征文

４９篇，评出一、二、三等奖作品１０篇，发行亲情卡１０００张。１９９５年举办首届温馨家庭
卡拉ＯＫ比赛，共有２３户家庭参加。１９９６年举办家庭跳绳接力比赛，共有４５户家庭参
加；开展征集家庭警句、格言活动，共征得３５条；开展家庭暴力问卷调查，调查问卷
４００份；开展家庭奉献月活动，慰问五保老人１８名，送慰问金４０００元，为老人儿童办
好事４５件。１９９９年开展家庭读书、用书活动，收到爱心读书征文７２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开展 “不让黄赌毒进我家”群众教育活动，２００户家庭代表在大会

上宣誓并签名承诺；开展 “卫生进村居、健康在家园”活动，教育引导家庭建立健康、

科学、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爱绿护绿、美化环境；开展 “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

育”“争做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征文活动；开展评选表彰优秀 “廉洁文明家庭”

和 “十佳廉洁文明家庭”及 “创廉洁文明家庭”有奖征文和演讲比赛活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开展平安和谐家庭评选活动，召开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属座谈
会，开展美德在农家活动，通过家家学、家家议、家家做、家家乐、家家评，帮助群众

牢固树立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思想，提升群众运用科技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能力，以

改变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全县共举办家庭文化活动６０余场次，举办家庭美德教
育、卫生健康知识讲座、咨询、“不让黄赌毒进我家”“拒绝黄赌毒、预防艾滋病”等活

动５６３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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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实施全国妇女基金会 “大地之爱·

母亲水窖”项目４期，投入项目资金２１０万元，建提水工程４处，集雨水窖７００口。分
别在北道德乡湫塬、羊泉镇早潮塬、直罗镇宽坪、牛武镇八条硷、富城镇太安５个行政
村实施，共解决偏远村２８３８人和１９００余头大家畜的饮用水问题。

“加拿大卫生员培训”项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实施加拿大卫生员培训项目，培训村
级女卫生员２００人。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２００９年争取全国妇女基金会 “母亲健康快车”１辆，爱心
大使李玲玉在富县宾馆举行捐赠仪式暨志愿者培训活动，并慰问茶坊镇榆林桥两户特困

妇女，送去慰问金１０００元、洗护用品及衣物。承诺资助贫困妇女冯彩虹的儿子雷敏杰同
学完成大学学业，每月固定资助生活费５００元。

第四章　工商联

第一节　工商联机构

富县工商业联合会是县委领导的工商业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是县委、县

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和助手。成立于１９５１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活
动基本终止，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恢复工作。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设专职副主委２人，挂靠县委统战部
管理。确定会员代表５５名。１９９８年选举会长１人，副会长２人 （其中１人兼秘书长）。
２００７年重新选举新一届执委会班子，领导职数未变。２００９年，会长称谓改为主席，设
主席１人，副主席１人。２０１０年，正科级建制，编制３人，全县会员１８２人，其中个体
会员１８０人，团体会员２个。成立牛武镇申家沟农家乐商会、富县农产品商会。

第二节　会员大会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富县工商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５５名会员代表参加，选举产生第五届执委会，由两名副主委和１５名委员组成，
选举孔令才为副主委，主持工作，阮显祥为副主委 （兼）。

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２６日，富县工商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
会召开，出席代表６０名，代表中有市县、乡镇人民代表，市县政协委员。非公有制经
济先进代表占９３％。会议听取和审议县工商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各级领导对
工商联工作的指示，通过政治决议，选举产生县工商联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由会长、副

会长、秘书长、１３名执委组成，选举孔令才为会长，杨生田为副会长，王育学为副会长
兼秘书长。

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　２００７年１月３—４日，富县工商联合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
召开，出席大会代表６３名，听取和审议县工商联合会第六届执委会工作报告，县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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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李世勇代表县委指导会议，选举产生县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由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和１７名执委组成，选举杨清齐为会长，王育学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彩芹为副会长。
２００９年起，会长称谓改为主席，９月起，冯超任主席。

第三节　工商联活动

会员教育　县工商联坚持团结、教育、引导、服务广大会员企业健康发展，参与县
域经济、社会事务的政治协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引导会员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促进

社会全面发展。做好工商界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推荐工作，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

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爱国、敬业、守法，提

高会员素质，培养积极分子队伍。２００９年成立指导组，对非公有制企业学习科学发展观
活动进行指导，引导会员企业积极参与 “一企帮一村、共建新农村”活动。

光彩事业　１９９６年，富北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２８万元为十五里铺村修建希望小学。
１９９８年，茶坊建材厂先后投资４２万元为茶坊镇马坊村、牛武镇徐家塔村建设希望小学；
捐资５１万元助推社会公益事业；投资１８０万元建设服装加工厂，为６０多人提供就业岗
位。２０００年，先后有２３户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捐资２０余万元整修街道。个体工商户白义
德投资３０余万元修建高标准公厕１所。２００５年，陕西双翼石化公司出资１０万元资助贫
困大学生。２００８年，陕西长河实业有限公司捐赠 １５３万元修建贺家沟市政道路。
“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工商联组织会员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为灾区捐款１４０余万元。陕西
双翼石化公司为何家湾村投资１５万元修建柏油路。２００９年，工商联组织会员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为贫困大学生捐款５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富县２３家企业帮扶２２个村组，投入
２００万元发展苹果产业４００公顷，资助贫困学生１００多人、困难户５０多户，捐资１００余
万元解决６００多人和５０多头大家畜的饮水问题。同年，延安双营实业有限公司投资２０
万元，帮扶茶坊镇马坊村修建广场，为村民修建房屋提供楼板、砖；富安水泥制品有

限公司投资１５万元为史家坪新村建设提供大梁、楼板、机砖；富县宾馆、陕西长河

关爱同行助学活动

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绿谷田园有限

责任公司、富县红

义家政服务公司、

延安联兴建筑公司

富县第六项目部等

共投资 ２４万元资
助贫困大学生；陕

西长河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为张家湾镇

张家湾村捐资 １０
万元建设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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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推进非公有制经济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掌握全县９０户个体工商户和４户私营企业基本情况，推荐企业参加全
省百大私营企业排序，建立 《非公有制经济界代表人士档案》，受省政府委托举行乡镇企

业环境保护先进单位、基础管理优良企业挂牌，推荐先进私营企业参加延安地委行署召开

的全区私营经济工作会议。１９９８年，谢双营当选省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１９９９年，全县个
体工商户发展到１９１２户，私营企业５０户，从业人员４６４７人，富县被评为延安市非公有制
经济先进县。２０００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有各级政协委员９人，人大代表４人。
２００１年调查全县３５个私营企业和沙梁农贸市场６０户个体工商户共９４５名从业人员

中的党员状况，有３名以上党员的私营企业４家，党员人数占从业人数的４１％；先后
建立杨林集团、金鑫农机公司２个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召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座
谈会，８０多人参加。２００３年调查８６户民营企业，召开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形成 《民

营企业对我县经济发展影响的调研报告》，为县委、县政府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出台

相关政策提供依据。２００４年调查全县２６户私营企业共１２６４名从业人员中的党员情况，
形成 《关于对全县非公有制会员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报告》，提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

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调查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全县个体工商户２７８３户，从业
６８１０人，年营业收入８０３７万元；私营企业６５户，从业１４７３人。形成 《进一步优化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促进我县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调研报告。

２００５年，县工商联为延安建筑业、百货饮食业、运输业商会推荐代表８名。２００７年，
全县非公有制企业２８１２户，其中总产值在１０万元以上的２７３户，从业７４７７人，完成总产
值４４６５５万元。其间，县工商联形成调研报告６篇，为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的决定》提供依据。２００８年完成工商联执常委数据库和工商联执委企业数据
库的建立，全县注册商标的非公有制企业１０户，出口创汇企业２户，国际质量标准管理体
系认证企业２户，受到延安市委市政府表彰的优秀企业家、优秀民营企业和对社会公益事
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５户。２０１０年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加上海世博会并到西
安、榆林先进企业参观学习。在 “一企帮一村共建新农村”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４２
家企业受到延安市委市政府表彰，县工商联授予２２家 “优秀会员企业”称号。向县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推荐申报４家民营企业为 “文明私营企业”单位。

第五章　科学技术协会

第一节　科协机构

１９８４年１月，县委批准设立富县科学技术协会，同年８月并入县科学委员会，两个
机构一套人员。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体制未变。２００１年，县科协编制４人，下设７２个协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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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会员２８４０名。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富县科学技术协会与科学技术局分设，科学技术协会
受中共富县县委领导和延安市科学技术协会业务指导。２０１０年，编制６人，设主席１
人，副主席１人，正科级建制。辖１３个乡镇科普协会，１４个行业学会，４０个农村专业
技术协会。

第二节　科协活动

科技宣传　２００３年起连续开展８届大型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和８次全国科普日
活动。２００８年３月成功举办延安市第１６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暨科普综合示范大

会，其间，组织６支１００人的科技分队，分赴全县１３个乡镇宣传科普。县科协利用每年
的 “科技之春”宣传月、“全国科普日”、城镇集会日，组织科技、文化、卫生、果业、

畜牧、司法、蔬菜部门，在街头设立科技咨询服务点，解答疑难问题，向群众发放科技

图书。同时为群众提供科技咨询服务。截至２０１０年共接待群众科技咨询５万人次，向群
众解答果树嫁接、果树改型、烤烟育苗、地膜覆盖、化肥农药使用、作物栽培、蔬菜种

植以及养鸡、养兔、养鱼、中草药种植、地方病防治等方面疑难问题２０００余件，向农民
群众推荐科技图书２０余种。县果品公司、植保站、农科所、农技站办起 “果树医院”

“庄稼医院”，为种植、养殖专业户和广大群众提供服务。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县科协以及乡
镇协会、专业学会共办专栏板报５００余期；举行集会演讲３０场次，听众１５万人次；举
办科技成果展览８次，观众２万人次；举办专业技术讲座３０次，其中农业１０次，林业３
次，畜牧６次，农机６次，医疗卫生５次，参训３０００人次；放映科普电影３００场次，发
放 《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科普知识手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富县农村无公
害蔬菜生产技术》《富县农村实用技术汇编》等科普图书６００００册；发放医疗与保健、
安全生产等科普挂图５００套；悬挂横幅２００余条，刷写标语１０００条，办科普板报３００
块，更新科普宣传栏内容５０期，受益群众达５万人次。

技术培训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县果业局组织全县１３个乡镇１２０个苹果重点村进行果
树管理技术培训１００余场次，培训果农２万余人次，发放果园管理技术及果用物资宣传
资料５万余份。县蔬菜局在川道６乡镇举办蔬菜培训会８０余场次，培训菜农５０００余人
次，引进新品种１０个。县畜牧局深入１３个乡镇的村组，举办培训班５０余期，培训防疫
员５００余人，培训养殖户３０００余人次。县科协依托乡镇党校、乡村文化室和乡村科普活
动站，协调组织各种类型的科技培训班１１０余期，发放各种培训教材４万余册，参加培
训人员８万人次。大部分农民较好地掌握了１—２门实用技术，５８０人获得农民技术员、
农技师职称。

技术推广　２００３年起，县科协加强科普网络和阵地建设，在全县创建高标准科普示
范基地８个，其中市级科普示范基地４个。建立１８个乡镇科普示范基地，４个科普示范
镇，６个科普示范村，创建３００多个科技示范户，实验种植优质水果、无公害蔬菜、饲
养优质生猪、家禽，并在实验成功后广泛推广。在８个村制作高标准科普宣传栏，有针
对性地举办各种图片展览５０余期，先后展出图片１０５０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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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县科协坚持开展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青少年科技奖和调研成果奖
评选工作，与组织部、人事局联合组织，成立由涉农部门和教育部门组成的评审组，评

审全县科技工作者的优秀论文、调研报告和优秀杰出青年的科技成果。征集评选优秀论

文２３０篇，调研成果４０篇，推荐上报并获市级奖励的自然科学学术论文７０篇，获市级
青年科技奖３项。２００３年起，县科协每年组织卫生、农业、林业、畜牧、能源方面的科
技工作者开展一次学术交流，截至２０１０年，共开展学术交流活动８次，参加人员５００余
人，形成有价值的论文１００余篇，调研报告５０篇，提出政策建议２０余条。
２００７年，富县科协获延安市县区科协年度工作综合奖，２００８年获延安市县区科协

年度工作先进单位奖，获延安市公众科学素质大赛一等奖，２００９年获陕西省县区科协先
进集体奖。

第三节　科学素质教育

２００４年４月，全县中小学开展 “提倡科学文明、反对封建迷信”和揭秘 “法轮功”

主题演讲会２０余场次，受教育青少年１万余人。２００５年７月，延安市科技馆在富城镇
洛阳小学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３７０余名师生参与其中。２００７年４月，邀请中国
天文馆和延安市科技馆，在沙梁中学、富北中学、吉子现中心小学和钳二姚家塬小学进

行星空模拟演示声、光、电等物理现象和航空设备图片展，２０００余名师生参与。２００８
年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普绘画和科技创新大赛，向延安市推荐作品５８件；在城关小学、
沙梁中学、高级中学开展 “热爱科学、反对邪教”法制知识讲座１０场次，１２００余名师
生接受教育。

２００７年成立富县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８年出台 《富县贯彻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针对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队伍实施科学素质行动。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成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３８个，县科协树立
寺仙乡太平村果农协会典型，全面调查各级科技协会状况，帮助建立协会章程、规章制

度，制订发展规划，引导专业技术协会规范化建设。

第六章　残疾人联合会

第一节　残联机构

１９９１年４月，富县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为县民政局下设的一个办公室。１９９３年撤
销。１９９５年６月恢复建制，归县政府直属管理，业务接受有关部门对口指导，科级建
制，事业编制５人，同时配齐乡镇残联专职干部。１９９７年成立富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与残联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０年，县残联从民政局单列出来，正科级建制，编制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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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专职理事长１人，副理事长１人，县政府直属管理，并加挂县残疾人服务社、县
残疾人康复指导站、县残疾人用品供应站、县残疾人就业服务所４块牌子。２００８年增设
１名副理事长。２０１０年编制６人，正科级建制。

第二节　代表大会

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１年４月１７日，富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５０
名残疾人及其亲属代表代表全县６７００多名残疾人参加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主席团、主
席、副主席，聘请了名誉主席，设立富县残联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李高明向大会

做工作报告，倡导大力加强残疾人事业和预防残疾宣传工作，发展福利企业，为残疾人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 “特教”事业，提高残疾人的文化素质；尽快完成残疾人的

普查、登记工作；加强残联自身建设和各基层残疾人群众组织建设。

富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机构改革，富县残联撤销等因素，未能

召开。

第三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富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残
疾人及亲属代表４７人参加。大会选举王列荣为主席团主席，袁百全为理事会理事长，
向大会做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开创我县残疾人工作新局面》工作报告。

第四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富县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正
式代表７０名，其中乡镇代表５５名，县级有关部门代表１４名，解放军代表１名。其中各
类残疾人代表４４名。大会选举袁百全为理事会理事长，聘请县委常委李世勇为本届残
联名誉主席。

第三节　残联活动

康复工作　残疾人康复工作以就业康复为重点，以白内障复明、聋儿助听、假肢装
配及精神防治康复项目为主导，落实各项康复方案。协调争取国家 “复明一号”流动手

术车６次来富县，实施６７０例白内障复明手术，人工晶体植入率 ９０％，脱盲率 ９８％。
２００６年，联合县教育局、人劳局、土地局成立富县聋儿语训中心，招收聋儿３０名。截
至２０１０年，累计为１６０名聋哑儿童进行了听力语言训练，为聋儿免费验配助听器１００
台，培训聋儿家长２３０名。
２００５年成立县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站，建立１３个用品用具联络点。截至２０１０年，

为残疾人装配普及型假肢４９０例，装配各类矫形器３７０件，供应残疾人用品用具１５００余
件。２００７年，富县被省市残联确定为精神病防治康复试点县，组织县医院对全县所有精
神病患者摸底调查，免费为１００名贫困精神病患者提供３年的基本药品。指导建成茶坊
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及社区残疾人温馨家园，吉子现残疾人温馨家园，不断完善残

疾人社会康复训练服务体系。

２０１０年在钟楼社区、太和社区建立康复服务指导站，在全县２４０个行政村建立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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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联络点。年内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４０例、普及型假肢装配６例、贫困肢体残疾儿童
矫治手术３例，实施智残儿童康复训练５人、聋儿康复训练１５人，为１００名精神病患者
发放药品。

助残解困　利用广播电视、横幅标语、宣传车、黑板报，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陕西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开展 “志愿者助残”“科技助

残” “法律助残”宣传活动，提高全县各级干部群众扶残助残意识。共发放宣传资料

１５万余份，举办图片展５次，悬挂横幅、张贴标语１５０多条。在县电视台宣传报道全
县残疾人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及涌现出的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自强不息的残疾

人模范事迹。在各乡镇主要街道设置永久性残疾人事业宣传版面和固定标语，营造良好

扶残助残氛围，激发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２００４年用３个多月调
查全县各类残疾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全县贫困残疾人口４８００多人。严格执行 《残疾人

证管理办法》，核发第二代残疾人证２２４１本。
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出台 《富县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规划》，

采取项目辐射带动、社会帮包带扶和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扶贫解困模式，将３５００余名贫
困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累计投入８０余万元扶持贫困残疾人家庭，投资７５万元为
１３０户残困户改造危房３９０余间，募捐资金８３万元建成扶贫培训基地。

就业工作　按照 《陕西省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积极选择适合残疾人

的就业岗位，按１５％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把残疾人培训工作纳入全县职业教育规
划，适时开展电脑、缝纫等实用技术培训，对１８７０名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进行各类技术
培训。筹措开办盲人按摩诊所１处，配备专业按摩人员２名，配置按摩床３张。按照市
政府出台的 《延安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办法》，协调县财政、地税部门将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纳入财政预算和地税代征，全县共收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６５万余元，用于残
疾人康复服务、危房改造、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以及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截至２０１０年，
全县共有７３８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其中集中就业５４名，个体就业４６０名，按比例就业
２２４名。

教育维权　制订完善残疾人教育工作计划并纳入全县教育事业总体规划，动员社会
各界帮助残疾儿童入学。实施 “春蕾计划”“希望工程”“长江新里程计划”“中国残联

专项彩票公益金助学”等项目，保障因父母残疾、家庭困难失学和面临失学的８０名贫
困残疾儿童就学，资助１０名高中贫困残疾学生完成学业，残疾儿童入学率８０％以上。
为发挥残疾人一技之长，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县残联对残疾人运动员、优秀技能选手

调查摸底，建立人才资源库，推荐残疾人运动员参加省市残联选拔。在２００５年陕西省残
疾人运动会上，富县肢体残疾人运动员霍文博在少年肢残组游泳决赛中获得铜牌；在

２００６年全省民间文艺调演中，富县盲人杨兴昌获得优秀奖。共为残疾人减免各种税费１０
万余元，为残疾人提供法律咨询７８人次，对６起相关民事、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维
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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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学艺术联合会

第一节　文联机构

富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１９９３年设立，２００１年正式成立，正科级建制，县委宣传部
代管。２０１０年下设１１个会员团体：富县戏剧家协会、作家协会、评论家协会、电影家
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曲艺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摄影家

协会、杂技家协会。共发展各类会员１０４人，推荐１人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７人加入
省级协会，其中陕西省摄影家协会３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３人，陕西省作家协会１人；
１７人加入市级协会，其中延安市摄影家协会５人，延安市书法家协会５人，延安市美术
家协会２人，延安市音乐家协会１人，延安市作家协会２人，延安市文学评论家协会
２人。

第二节　文联活动

文学艺术活动　县文联通过组织文学艺术活动，推动县域文学艺术事业发展。２００４
年５月２３日，举办 “文联成立暨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６２周年”
活动，邀请部分单位负责人及全县文学艺术爱好者６０余人参加。举办富县文联首届书
画展，展出作品１０３幅，评选特等奖书法、绘画各１名，一等奖各１名。２００５年举办富
县文联第二届书画展，参展作品１１２幅，评选书画作品一等奖各１名。举办富县文联首
届摄影作品展，展出作品７０幅。２００６年举办富县文联首届花卉展，展出花卉５８０余盆。
为扩大文联影响，掀起文学艺术活动热潮，２００９年与县一中联合举办校园书画展，与环
保局、直罗钻采公司联合举办 “石油环保杯”摄影展，展出作品１００余幅。

文学艺术交流　２００５年组织县书法家协会及美术家协会会员，参加由延长油矿管理
局、延安书法家协会主办的 “黄河颂”书展，３人６幅作品入展，其中１人１幅作品获
三等奖。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参加市环保局、延安日报社、市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延安市

“环保杯”书法大展，３幅作品分别获得一、三等奖，富县文联获组织奖。选派民歌歌
手参加延安市委宣传部举办的陕北民歌大赛，１人获延炼赛区优秀奖。组织书法家协会
会员参加延安市庆祝新中国成立５５周年美术作品展，４人１２幅作品参展，富县文联获
组织奖。２００９年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参加 “陕西·新疆书法交流展”，选送作品５幅。
参加延安市政协举办的 “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书法大展”，参展作品７幅，１幅获优
秀奖。邀请陕西省书画名家谢辉、郑培熙等４人来富县指导，２０多名书法、绘画爱好者
从中受益。

会员活动　２００５年，文联组织摄影家协会会员南世合、王外姓、王琳森３人考取国
家高级摄影技师，并推荐南世合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作协会员张玉虎加入陕西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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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２００６年推荐摄影家协会会员王外姓、王琳森加入陕西省摄影家协会，推荐书法家
协会会员王外姓、邢光启加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王外姓、邢光启、南世合参加延安市

书协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被选为市书协理事。２００７年，张玉虎、樊晓荣参加延安市音
乐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２００８年，张玉虎、左春红参加延安市文学评论家协会成
立大会，张玉虎被选为协会理事。

第三节　文艺创作

２００５年，县文联全体人员前往直罗、张家湾、张村驿、北道德等乡镇，走访老红
军、当事人，整理直罗镇战役相关资料。２００６年与 《陕西日报》新闻图片社联合编撰

《走进富县》大型图片宣传册；与北京九千里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编撰 《全景延

安·富县卷》，共计１４万字，３００余幅图片，历时一年，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出版发行。
时任县文联主席南世合先后在 《人民日报》《中国摄影报》《中国艺术报》等１０余

家报刊发表新闻图片、艺术作品５００余幅，其中 《喜庆之时》入选中国农业博物馆举办

的 “我们的田野———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图片展”；《壶口瀑布》《山舞银蛇》等６
幅作品入选陕西省旅游局图片集；《法在乡间》入选延安市 “公安杯”摄影展；在省市

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成就摄影中，参展作品２８幅；２００６年秋被
《陕西日报》新闻图片社聘为特约摄影师；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被北京九千里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聘为 《全景延安·富县卷》特邀摄影师。

县文联张玉虎先后在 《延安文学》《陕北》《北岳》《靖边文学》《红都》《西安商

报》《延安月报》等报纸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３０余篇，其中短篇小说 《漂泊者》

获 《延安文学》１９９６年度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 《棋霸》获陕西省地市级文学期刊

２０００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为陕西电视台 《百家碎戏》 《都市碎戏》、延安电视台 《黄

土人家》等栏目创作小电视剧本２０多个，２０００年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聘为 《法官风

采》特约撰稿人。２００９年出版文学集 《棋霸》。

第八章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第一节　关工委机构

１９８９年５月，团县委、少工委、宣传部、工会、妇联、教育局等１９个单位联合成
立富县关心下一代协会。１９９５年１月撤销协会，成立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设在团县委，团委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４年１月，县关工委办公室挂靠县委办公
室，为正科级事业单位，编制１人。县关工委名誉主任由县委书记担任，主任由县委分
管副书记担任，常务副主任由离退休老干部担任，有关部门负责人任副主任、委员，负

责开展日常工作。全县１３个乡镇和１个街道办均成立关工委领导小组，２０６个行政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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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也建立关工委领导小组，全县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人员１４００余人。２０１０年，关
工委工作体制未变。

第二节　关爱活动

工作调研　１９９８年，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对城区中小学革命传统教育、法制教育调
研之后，形成延安精神教育要赋予新的时代精神，法制教育要贴近青少年生活实际的理

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

念。关工委成立后，通过深入调研，发现乡镇关工委组建缓慢，向县委领导汇报后，作

出限期组建的指示，与教育局、团县委联合组成工作组，协助１５个乡镇，全部建立起
关工委。２０００年对乡镇关工委建设再度调研，在张村驿镇进行乡镇关工委组织建设试
点，制定出台 《富县乡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规则 （试行）》。２００２年调研 “千人千

场，万人讲演”延安精神教育活动，确立要把延安精神内涵准确地传达给青少年的思

想。２００４年，县委常委会听取县关工委工作汇报，决定单设关工委办公室，科级建制，
挂靠县委办公室，关工委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对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调研后，与县老干局联合发出倡议，动员老

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五老”，积极投身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队

伍。２００５年总结推广富县高级中学把 “五老”队伍建立在教学班的经验，全县 “五老”

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１１６０人。
２００６年调研中小学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主题教育情况，总结推广富县职业中学、张

村驿镇关工委、交道镇关工委、监军台行政村关工小组、白家村关工小组的先进事迹和

典型经验。调研乡镇争创 “双百”（全省创建１００个关教工作先进村和１００个关教工作
带头人）活动情况，制定 《富县关教工作先进村基本要求》《富县关教工作带头人基本

要求》，建立农村青少年教育机制。

思想道德教育　１９９１年，富县干休所离休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小组在全县各中小学作
报告。１９９５年，关
工委充实离休干部革

命传统教育小组，配

合团县委、教育局，

对青少年进行以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革

命传统教育为主要内

容的思想道德教育。

１９９７年邀请省关工
委讲学团团长田沾霖

向 城 区 青 少 年 作

《热爱祖国母亲，喜

迎香港回归》报告，

组织 ５０００余名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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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全国少工委举办的国旗、国徽、国歌知识竞赛。１９９８年，成立富县关工委青少
年思想教育报告团，在城区中小学作 《继承革命遗志，弘扬延安精神》主题报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开展 “百人千场” “千人千场万人讲”和延安精神进校园、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的 “三进”教育活动。２００４年配合教育局、团县委、文明办、妇联，利
用法定节日、传统节日、建党纪念日，红军长征、抗战胜利等重大历史纪念日，在茶坊

革命烈士陵园、直罗战役烈士陵园、东村会议旧址、榆林桥战役发生地举行庆祝纪念活

动，举办主题班会、队会、团会。２００６年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

荣辱观重要讲话，教育青少年明是非、辨善恶、审美丑，懂得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

导什么。２００７年启动 “民族的楷模，光辉的榜样”图片巡展活动，城区及５个乡镇、３１
个学校２万余名师生观看展出。２００８年学习贯彻习近平等中省领导关于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批示，开展 “弘扬延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教育。开展 “学习英雄少年，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 “迎奥运、讲文明、树

新风”道德实践活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之际，编写宣传提纲，
在城区中小学作报告，宣传改革开放３０年的辉煌成就和伟大意义。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开展 “庆国庆、讲 ‘三史’、颂辉煌、迎未来”宣传教育活动，编

写印发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青少年爱国主义宣传提纲— 《伟大的道路，光辉的历

程》，宣传共和国成长史、社会主义创业史和改革开放发展史。全县各中小学校普遍举

行报告会、演讲比赛、歌咏比赛、主题班队会和文艺表演等庆祝活动。

成长环境建设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配合县妇联、教育局，在各中小学建立家长学校。
落实 “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的要求，组织 “关心下一代从我做起”大讨论活动。邀请民营

企业家谢双营向城区１３００余名青少年作 “创业成才”报告。１９９９年成立富县关工委家
庭教育指导委员会，制订 《富县家长学校章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家庭教育发展规划》，
印发国家教委、全国妇联颁发的 《家长教育行为规范》，举行家长学校成立揭牌仪式，

举办家教知识示范授课和家教工作交流现场会，表彰奖励家教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

作者。

２０００年，富县关工委内设法制教育委员会，广泛组织青少年作法制报告会，联系青
少年生活实际，通过生动案例，讲授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道

路交通安全法》。发送法规知识手册和宣传材料，排练法制文艺节目，举办交通安全知

识竞赛和作文竞赛，举行 “远离毒品，珍惜生命”签名仪式。２００１年，全县５４所中小
学建立家长学校５２所。２００２年聘请法制副校长的学校３８所。２００５年，财政、电力、电
信等单位建立家长学校８所，全县创建家长示范学校１８所。２００６年起组织各中小学参
加陕西省第四、五、六、七届全省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累计获奖作文４６篇，获奖指
导教师５人。２００８年，富县关工委获陕西省先进组织单位奖，沙梁初级中学获陕西省优
秀校园奖。

扶贫助学　１９９５年 “国际助残年”，关工委与团县委联合发出倡议，动员青少年和

社会各界捐资救助岔口乡残疾青年唐阿龙，捐款１３万元，送其去西安手术治疗。联合
团县委，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或个人联系，在全县开展募捐活动，先后筹集５７３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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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失学儿童。１９９６年，县关工委筹资３０００元，定做２０套桌凳，于秋季开学前送往洛
阳乡督河小学。１９９９年开展 “手拉手扶贫救助”活动，城区５所中小学３１００名少先队
员向贫困儿童捐赠衣物８２３件、书籍２５３３册、笔记本１３６８本、学习用具４３０８件。２０００
年，城关小学主动接收钳二乡残疾少年张翠入学就读，师生捐款３０００元帮其就医治疗。
２００１年，富县高级中学学生孔红毅患淋巴癌，学校关工委帮助筹款治疗。２００５年，羊
泉关工委捐资救助多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张家湾派出所干警连续多年资助孤儿杨涛上

学。２００８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关工委老同志踊跃捐款缴纳特殊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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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计划地大力、持续投资教育，部分民间资本投向教育，县

乡政府和村组群众集资兴学积极性不断高涨。通过普及六年制义务教

育、九年制义务教育，富县基本实现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楼房化，５
所学校基本条件达到国家Ⅰ类标准，１２所学校达到Ⅱ类标准。２００２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富县 “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

青壮年文盲达标县”称号。县政府调整教育布局结构，撤并部分乡镇

初中，逐步撤销农村初级小学。县财政投资普及实验教学，实现国家

教育资源共享，推行教育均衡发展。发挥县职业教育中心职能，服务

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及劳务输出需求，乡村农民技术学校从１９９０年
的１６４所发展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５１所。



第一章　基础教育

第一节　学前教育

幼儿学校　１９９０年，全县有幼儿园９所。除县幼儿学校生源稳定、师资经费有保障
外，县一中幼儿园和企事业单位福利性幼儿园规模不等、幼儿数量不等，师资无保障。

特别是附设在一些农村初级小学的学前班，幼儿只能和一年级学生挤在一起上课。在完

全小学及以上附设的学前班，相对规范，有师资和教材。是年，全县在园幼儿２３２３人，
教职工１１０人。１９９１年后，全县多数企事业单位所办幼儿园因经费困难、师资短缺、生
源流失等原因陆续关停。１９９５年后，民办幼儿园相继设立。２００５年，全县有民办幼儿
园１５所，在园幼儿１３８４人，教职工１０３人。２０１０年，全县经教育局验收合格的幼儿园
２４所，含公办２所、民办２２所，在园幼儿３８３７人，教职工３４３人。

学制　１９９０年幼儿园学制为三年制，招收３—６岁学龄前儿童。２００１年，县幼儿学
校改学制为四年制，班级设学前、大、中、小班，其他幼儿园仍为三年制。截至２０１０
年，全县各幼儿园学制未变。

课程设置　幼儿园开设的课程有计算、语言、写字、常识、体育、美术、音乐等。
２０００年以后，县教育局把学前教育纳入管理之列，幼教内容发生较大变化。县办幼儿园
增设电子琴、珠算、心算、英语等课程，加大室内外音乐、舞蹈活动和益智类游戏。

２０１０年，县办幼儿园增设科学、社会、健康、艺术、安全、礼仪等课程。
教学管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幼儿园普遍重视幼儿的思想品德和文化课教育，以识

字、学拼音、数数为主，以舞蹈、游戏、儿歌、诗词等为辅，除在园内开展一些小规模

的绘画、表演、歌咏比赛、运动会等活动外，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幼儿举办各类纪念活

动。２０００年起，学前教育以游戏为主，注重保教保育，大力实施幼儿素质教育。注重日
常养成教育，强化卫生保健、安全教育、礼仪教育等。各幼儿园定期不定期举办歌咏比

赛、体操比赛、绘画比赛、手工制作比赛等文体活动，同时组织幼儿参加县、乡镇组织

的大型文化活动、公益活动等。

第二节　小学教育

小学学校　１９９０年，全县有各级各类小学４１３所，其中乡镇中心小学１５所，完全
小学３５所，初级小学３６３所，在校学生１４８５３人。２００２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
小学布局，撤并小学９６所。其中撤并乡镇中心小学２所，完小５所，初民小８９所。调
整后，全县有各级各类小学３２７所，其中县直重点小学１所 （城小），乡镇中心小学１１
所，完全小学２２所，初级小学２７０所，教学点２３个，在校学生２０７８６人，学龄儿童入
学率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经过进一步调整，全县有小学２０１所，含乡镇中心小学１１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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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小学１所，完小１２所，初级小学１７０所，教学点７个，在校学生１５２８２人，学龄儿童
入学率１００％，巩固率１００％。２００７年，全县有小学１７０所，含县直小学１所，乡镇中心
小学１０所，完全小学１２所，农村初级小学１４７所 （含教学点）。２００９年，村级小学大
幅度撤并，全县有小学８５所，县直小学２所，乡镇中心小学１０所，完小１２所，初小６１
所 （含教学点）。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小学３１所，其中县直小学２所，中心小学１３所，完
小９所，教学点７所，在校学生１４６６１人，教职工１２０８人。

学制　１９９０年，全县小学学制均为六年制。秋季招生，学龄儿童县城６岁、农村７
岁入学。农村初级小学一般招收一至四年级学生，乡镇中心小学、完全小学招收一至六

年级学生，部分乡镇中心小学单招五、六年级学生。２００２年后随着中小学布局调整，三
年级以上学生均集中在县城及乡镇中心小学、完全小学就读，在部分留有一、二年级的

农村小学设教学点。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各小学学制未变。
课程设置　１９９０年，小学统一开设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美术、音乐、体育、自然

等科目。１９９２年五、六年级开设英语课，１９９９年裁减，２００１年复设。２００３年，三年级以
上开设英语、信息技术课。２００６年改思想品德为品德与生活课，改自然为科学课，三年级
以上增设综合教育课。２００９年增设公共安全教育课，改综合教育课为综合实践活动课。
２０１０年，各小学除开设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目外，一、二年级开设品德与
生活课，三至六年级开设英语、综合实践、信息技术、安全教育及地方教材课。

教学管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全县各级各类小学教学活动层面少、种类单一，虽注重
学科间的均衡，但应试教育仍然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核心。大部分初级小学实行二级复式

教学，一、三年级或二、四年级设一个复式班，个别初小实行四级复式教学，同一教室

同一教师四个年级一起上课。县城与乡镇中心小学实行单班教学，学生在校８小时左
右。２００２年，富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后，全县各级各类小学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提
倡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并重，力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多数学校组建兴趣活动小组，

组织各项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课堂教学充分体现自主学习、主

动参与、注重实践的指导思想，根据学科的不同，形成各自的教学模式。语文课强调与

生活的结合，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和多学科全面协调发展，数学课以生活实际中的

数学为内容组织教学，学以致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小学教育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１９－１－１ 单位：个、人

年份 学校数 班级数 学生数 年份 学校数 班级数 学生数

１９９０ ４１３ ８７７ １４８５３ ２００１ ３３６ ９９７ ２２１６５

１９９１ ４１８ ８４９ １６２６５ ２００２ ３２７ ９５４ ２０７８６

１９９２ ４１８ ８６９ １７１８３ ２００３ ３０４ ７６２ ２２２０８

１９９３ ４３２ ９１４ １９９１２ ２００４ ２８４ ７６２ １８１５５

１９９４ ４１８ ９１０ １８４１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１ ４８２ １５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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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学校数 班级数 学生数 年份 学校数 班级数 学生数

１９９５ ４２０ ９１０ ２０１１４ ２００６ １８２ ４６０ １６００３

１９９６ ４１８ ９０６ ２０２４０ ２００７ １７０ ４８４ １５６７７

１９９７ ４１４ ９５５ １９８８７ ２００８ １１５ ４４７ １１８６８

１９９８ ４０７ ９６３ ２１９４６ ２００９ ８５ ２９３ １０５６４

１９９９ ４０１ ９９９ ２２５０６ ２０１０ ３１ ２６３ １４６６１

２０００ ３９９ ９９７ ２３０６６

第三节　中学教育

中学学校　１９９０年，富县有完全中学两所，即县第一中学 （简称县一中）、第二中

学 （简称县二中）；有初级中学１３所，即沙梁初级中学、牛武初级中学、直罗初级中
学、钳二初级中学、羊泉初级中学、吉子现初级中学、南道德初级中学、寺仙初级中

学、北道德初级中学、张家湾初级中学、岔口初级中学、交道初级中学、洛阳初级中

学；有职业中学１所。全县中学在校学生４９１９人，教职工４３６人，其中民办教师１６５
人，占３７８％，代课教师３４人，占７８％。另有长庆石油勘探局陕西开发公司的长庆七
中和省属国营槐树庄农场职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 （含高中）５６３人，１９９５年后这两所
学校相继撤销。２００２年将县第二中学高中部并入第一中学，第二中学更名为张村驿初级
中学；将第一中学初中部并入县职业中学，同时在县职业中学设立实验中学。第一中学

更名为富县高级中学；撤销南道德初级中学并入寺仙初级中学，岔口、洛阳初级中学不

再招收初一学生。是年，全县有中学１７所，其中高级中学１所，完全中学１所，初级中
学１５所，在校学生９５８０人，含高中学生２２４４人，职中学生１９０人，中学教职工９９２
人。２００３年设立富北民办中学。２００４年撤销寺仙、岔口、洛阳初级中学。２００５年，全
县中学１５所，高中、职中、完全中学各１所，在校高中学生３８３５人；初级中学１２所，
在校学生１０５２３人。２００９年撤销钳二、吉子现初中并入羊泉初级中学。从初中一年级起
逐年撤销北道德、牛武、交道初级中学。２０１０年，全县有中学１０所，其中高级中学１
所、职业中学１所、完全中学 （富北中学）１所、初级中学 （沙梁初级中学、羊泉初级

中学、张村驿初级中学、直罗初级中学、张家湾初级中学、实验中学、春雨中学）７所，
在校学生１１１６６人，教职工１０５０人。

学制　１９９０年，完全中学学制为六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初级中学一直实行三
年制。２００２年后，县高级中学撤销初中部，学制为三年制。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各中学
学制未变。

课程设置　初中：１９９０年，各完全中学的初中部和初级中学的课程主要有语文、数
学、物理、化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体育、美术、生物、音乐等科目。１９９５年
５月１日起，国家实行每周五天工作日制度，课时有所减少，但课程设置未发生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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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２００４年初中以下学校实行新课程改革，国家教育部颁布 《新课程标准》，课程设置

分国家、省级、地方三级课程，倡导地方教材编排与融入。初中选用 “可爱的富县”

“可爱的直罗”地方教材。截至２０１０年，开设了 《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安全教育》以

及 《文明礼仪读本》课程。

高中：１９９０年，各完全中学的高中部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设置语文、数学、英
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从高中二年级

起，文科、理科分班，除公共科目语文、数学、英语、政治、体育外，文科还开设历

史、地理科目，理科开设物理、化学、生物科目。２００３年４月，教育部规定普通高中课
程由必修和选修两部分构成。必修课程共８个领域，合计１１６个学分，所有必修课程必
须全部开设，并作为学生毕业的必备条件之一。国家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必修和选修Ⅰ课
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学习领域包括语言与文学、数学、人文与

社会、科学、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和综合实践活动，科目包括语文、数学、英语、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与健康、技术等，每

一科目由若干模块组成。选修Ⅱ课程是地方和学校设置的课程，供学生选择。
教学管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倡导教育教学科学化，注重实施因材施教，努力培养

学生兴趣，促成学生主动发展，逐渐形成民主平等、和谐互助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环境。

按照县教育局的统一要求，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安排教学进度等。以教研组为单位，

组织教师学习教学大纲，讨论分析教材，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严格学校纪律，不准

迟到早退，提倡文明举止，培养良好校风，树立学习典型，奖励先进师生。通过综合实

践课，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兴趣爱好。坚持教师和校领导值周制、班级流动红旗奖

励制，形成良好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初中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１９－１－２ 单位：个、人

年份 学校数 班级数 学生数 年份 学校数 班级数 学生数

１９９０ １３ ９６ ４９１９ ２００１ １３ １５３ ８０８９

１９９１ １３ ９６ ４１１５ ２００２ １５ １８４ ７３３６

１９９２ １３ １０３ ４４３５ ２００３ １５ １８１ ９４９０

１９９３ １３ １０４ ４６０１ ２００４ １５ １８１ ９５５２

１９９４ １３ ９８ ４３２６ ２００５ １２ １８９ １０５２３

１９９５ １３ １０９ ４８８８ ２００６ １５ １７８ １０６８７

１９９６ １３ １１０ ４９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５ １６９ １０１１３

１９９７ １３ １１４ ５３２４ ２００８ １２ ２３８ ７７９９

１９９８ １３ １１４ ５４４７ ２００９ ８ １６７ ７５４９

１９９９ １３ １２６ ６１７７ ２０１０ ７ １５１ １１１６６

２０００ １３ １４２ ７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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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初中教师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１９－１－３ 单位：人

年份 总数 男 女 高级 一级 二级

１９９０ ４３６ ２５８ １７８

１９９１ ４１４ ２３７ １７７

１９９２ ４３２ ２４２ １９０

１９９３ ４４６ ２４８ １９８ ２ ２６ ８８

１９９４ ４５６ ２４６ ２１０ ５２ ３１ ９５

１９９５ ４７８ ２６３ ２１５ ２ ３６ ９８

１９９６ ４５３ ２５０ ２０３ ２ ４２ １０３

１９９７ ５０２ ２７４ ２２８ ２ ４２ １１２

１９９８ ５１４ ２８４ ２３０ ３ ６３ １３４

１９９９ ７６５ ３９７ ３６８ ４ ６８ １６８

２０００ ８０６ ４０２ ４０４ ４ ７４ １７３

２００１ ６５１ ３２３ ３２８ ４ ８３ １８４

２００２ ７７９ ３７６ ４０３ ６ ８５ １９０

２００３ ６９４ ３４２ ３５２ １１ １０２ １３２

２００４ ７４２ ３６１ ３８１ １５ １１１ １４０

２００５ ７３６ ３５６ ３８０ １７ １３２ １８６

２００６ ７３７ ３５６ ３８１ １８ １３８ ２０４

２００７ ７４２ ３５８ ３８４ ３２ ２４０ ３２７

２００８ ７５８ ３７０ ３８８ ５３ ２３８ ３３６

２００９ ６３７ ３０３ ３３４ ４１ １２３ ３３６

２０１０ ８０４ ３９２ ４１２ ６４ １６５ ３５１

富县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高中教师基本情况一览表
表１９－１－４ 单位：人

年份 总数 男 女 高级 一级

１９９８ ２２０ １０２ １１８ ４ ３５

１９９９ ２４８ １２５ １２３ ９ ５３

２０００ ２５８ １１８ １４０ ８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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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总数 男 女 高级 一级

２００１ ２０３ ６３ １４０ ９ ７７

２００２ ２１３ ６８ １４５ １０ ６７

２００３ ２３８ ７０ １６８ １６ 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３７ ６９ １６８ ２３ １１５

２００５ ２４９ ７９ １７０ ２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６２ ８６ １７６ ３７ １４１

２００７ ２６５ ８９ １７６ ３７ １４５

２００８ ２７６ ９６ １８０ ３９ １６５

２００９ ２６９ ７３ １９６ ２０ １２３

２０１０ ２４６ ６３ １８３ ４３ １８５

第四节　园校选记

富县幼儿园　１９７０年由原县妇联主任张玉贤创办，时称育红园，位于县城旧街。始
有房舍２１间，保育员２人，幼儿５０名。１９８３年更名为富县幼儿学校。１９８４年迁至县招
待所北侧，占地２２８８平方米，建综合教学楼两幢，建筑面积１９８６平方米，时为半封闭
全日制公办幼儿园。１９９５年被市教育局确定为市级Ⅰ类园、双语实验园。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被陕西省妇联、教育厅评为省级示范家长学校。２００３年设学前、大、中、小１２个教学
班，教职工５３人，在园幼儿４５０人，为全县唯一的全日半托制幼儿园。２００５年为县级
双语幼儿园。２００７年被延安市文明办命名为 “文明校园”。２０１０年有教学班１２个，在
园幼儿４４５人，教职工６１人。实行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和 “一餐一点、两教一保”

全日制管理。

沙梁幼儿园　位于沙梁街东南侧洛河北岸，占地０７公顷，建筑面积６５００平方米，
绿化９００平方米，活动场地４５５３平方米。建成框架结构、抗震８级的教学楼、餐饮楼、
宿办楼各１幢。投资１８５６万元，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建成具有示范性的高标准、规范化、各项
配置达到省示范园标准的教育局直属双语幼儿园。

城关小学　位于县城西山脚下，旧址是建于清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的雕阴书
院，清道光二年 （１８２２）更名为经正书院，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更名为州中学堂，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更名为县高等小学堂，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更名为县第一完
小，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国民党胡宗南侵占县更名为县三民主义小学，１９４８年称
县第一完小。１９６０年更名为县师范附属小学，１９６２年更名为县城关小学，１９６４
年更名为富县城关小学，是县教育局直属的全日六年制完全小学，占地１４４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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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４２５３平方米。２０１０年教师６０余人，学历达标率１００％。学校设党支部、校委
会、德育处、教导处、教科室、总务处、工会、妇委会、少先队大队部等。２３个教学
班，在校学生１５８３人。设置图书室 （藏书３万余册）、语音室、微机室、电子备课室、
美术室、体育器材室、自然实验室、音乐室、保管室、阅览室、多功能教室、广播室、

卫生室、档案室。曾被授予陕西省教育科研明星学校，延安市文明校园，延安市关心下

一代先进集体，延安市家长示范学校，省级、市级少先队红旗大队。

沙梁初级中学　位于县城沙梁街中心地段，始建于１９８３年，教育局直属学校，占地
３６公顷。由县政府投资 ２６万元，建两层教学楼 ２幢，办公室和学生宿舍 ４０间。
１９８８—２００２年由省地县拨款，先后修建教学楼、商品住宿楼各２幢，修建综合实验楼，
学生、教师公寓楼，餐厅等，建筑面积２１万平方米。建校之初，招收洛河大桥以北茶
坊镇、北教场村常住居民子女，设教学班６个，教职工２７人，在校学生２４７人。２００３
年，教学设施达到Ⅰ类配置标准，建微机室５个，物理实验室４个，化学实验室３个，
生物实验室３个，图书室２个，探究实验室、音乐室、美术室、档案室、医务室、电子
备课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体音美各１个，各种仪器室３个，藏书６２万册，属市
级骨干初中。２０１０年有教学班４０个，含初一１４个班，初二１４个班，初三１２个班，在
校学生２６３０人，教职工１５９人，含本科学历１０４人、中学高级教师３７人。曾获全国中
学ＪＩＰ实验先进学校，２００６年被评为陕西省素质教育先进学校，２００８年被评为延安市文
明校园、延安市初中示范学校。

张村驿初级中学　驻地张村驿镇，原为富县第二中学，简称县二中，全日六年制完
全中学。２００２年不再设高中部，更名为张村驿初级中学，县级重点学校。有教学楼、综
合楼、学生公寓楼、教师公寓各１幢，拥有标准的师生餐厅。配置理化生实验室、科学
实验室、数地室、劳技室、心理咨询室、计算机教室、图书室、阅览室、校史陈列室、

团队部，理、化、生实验室教学仪器５３６５件，图书６５５万册。实现远程教育班班通，
建成校园区域网、广播电视网、学校网站。各教学班配备电子白板现代教学设备。校园

有智能广播系统、监控系统。２０１０年有教学班１５个，在校学生７４２人，教师７７人，含
本科５２人、高级职称教师１２人、中级职称３３人。曾获延安市教科研先进单位、德育教
育先进集体、质量优秀学校、文明校园、平安校园，陕西省实施素质教育优秀学校。

羊泉初级中学　１９６８年始建，前身为羊泉完全小学，驻地羊泉镇西街古戏楼北侧。
１９７０年秋更名为羊泉初级中学。１９９１年８月迁址羊泉镇东街，占地２６６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１１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０年起招录羊泉镇、吉子现镇、钳二乡的适龄学生，服务半
径约２５千米，覆盖人口３万余人，教学班１２个，在校学生５２９人，住校生４２２人，教
职工８１人，含专任教师６５人、高级职称６人、中级职称３２人。拥有团队部、理化生实
验室、仪器室、计算机教室、科技活动室、劳技活动室、音乐舞蹈室、电子琴室、美术

教室、书法教室、心语室、体育器材室、多媒体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医务室、地理

教室、档案室。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升入省市重点高级中学学生４００余人。曾被评为延安市
骨干初中、科研兴校明星学校、师德建设先进集体，陕西省文明校园。

富县高级中学　原为富县第一中学，全日六年制完全中学，县级重点中学。２００２年
初中部与高中部剥离，县二中高中部并入县一中，更名为富县高级中学，成为单设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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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２００２年，经县政府和市教育局批准，依托县高级中学成立股份合作制高中州中
学。２００５年有教学班５８个，在校学生３５５４人。投资６００万元，建成学生公寓楼、体育
场，实施校园美化绿化工程，购置图书１２万册。２００７年被省教育厅确定为新课程改革
样本学校。２００８年１月被命名为省文明校园，４月晋升为市重点高中。２０１０年教学班５３
个，在校学生２９８０人，教职工２２９人，其中高级教师３０人，一级教师１０５人，本科以
上学历１９５人，学历达标率１００％。有全国优秀教师１人，省级优秀教师１人，市级优
秀教师６人，县级优秀教师１８人。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晋升为陕西省普通高中标准化学校。

第二章　素质教育

第一节　道德教育

主题教育　各级各类学校普遍聘请老红军、老八路、老游击队员做兼职辅导员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学校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开展讲英雄事迹、树远大目标、做好人好事、

当模范青少年多项活动。１９９２年广泛开展国情教育读书活动，高中使用 《国情教育读

本》，中小学使用 《可爱的陕西》《可爱的富县》等乡土教材。１９９５年贯彻落实 《中小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小学学生守则》，教育局印发规范守则条文，中小学规范守则上

墙，学生人人熟记，常规约束经常检查。２００５年起，教育系统德育工作普遍推行关心他
人、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热爱劳动教育，倡导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紧扣

学生日常生活和成长过程。落实德育活动十做到：知祖国历史，守行为规范，读爱国书

籍，唱革命歌曲，看优秀电视，访德育基地，学英雄人物，讲先进事迹，懂科学常识，

比全面发展。全面推动学生逐步形成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养成讲文明、讲礼貌、守公

德、有爱心、爱劳动的良好品质。

课堂教育　学校德育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和组织各种活动来实现。学前德育教育
从幼儿日常生活、习惯养成入手，在课内游戏或课外活动中进行引导。通过教师的言传

身教，让学生逐步认识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学会简单的礼貌行为、语言和称呼，

懂得文明礼貌小常识。

小学开设 《思想品德》《品德与生活》《公共安全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对学

生进行热爱祖国、孝亲敬长、团结友爱、关心集体、文明礼貌、遵纪守法、勤奋学习、

勤俭节约、遵守公德、诚实守信、自尊自爱、热爱生命、习惯养成教育。通过少先队组

织活动，利用节日开展革命传统、学雷锋、安全、文明礼貌教育，通过班会、晨会、健

康课、安全课进行道德行为教育。

中学开设 《思想政治》课。初中一年级重点进行遵纪守法，自尊、自立、自信、自

强的青春教育和明辨是非、依法保护自己的教育。初中二年级进行爱家爱国、团结友

爱、文明礼貌、诚信合作、学法守法的教育。初中三年级进行坚持公正、承担责任、了

解国史，关注国家发展，树立崇高理想教育。高中 《思想政治》课，对学生进行马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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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引导学生密切结合与自身息息相关

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通过经历、探究、学习和社会实践的过程，领悟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２００７
年起，高中 《思想政治》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模块，必修课围绕经济、政治、文

化生活的主题设计模块，以马列主义常识为基本内容。选修课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

理常识六个方面。

活动教育　中小学设立德育教育处，通过党团组织和少年先锋队，每学年有计划开
展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节假日开展读好书、看红色影片、帮扶孤老、残疾等活动。县

教研室电教队每年深入校园放映爱国主义、法制教育、英雄人物等影片２００余场次，如
《开国大典》《甲午风云》《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雷锋》《老山前线报告团》《活雷

锋李润虎》等。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走访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严格行为规范、提

高道德素养、树立道德情操成为中小学生共识。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沙梁初级中学王延中、陈延兵、王燕同学坚
持照顾孤寡老人的感人事迹。１９９１年１月，茶坊小学六年级学生侯建军勇救落水儿童，
被延安地委表彰为 “十佳少年”。张村驿下河湾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新军，坚持３年背送
下肢残疾的石建斌同学上学，１９９２年被延安地委表彰为 “十佳少年”。

第二节　艺术教育

课堂艺术教学　幼儿园的大部分课程是学画画、儿童歌曲、习舞蹈，每年的 “六

一”儿童节，各类幼儿园表演舞蹈、秧歌、唱歌、小品等节目，把游戏与艺术教育融为

一体，培养儿童的艺术情趣。小学美术课从绘画基础知识入手，教学生临摹、涂染，在

美术课

半成品画上学习、完成。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初中的
音乐课主要是学唱歌曲，

识五线谱，每周 １～２
节。平时开展歌咏比赛，

学校有文艺队，利用活

动课排练节目，节日时

演出。城区中小学、乡

镇部分中心小学建有腰

鼓队、秧歌队、仪仗队。

２００１年以后，音乐课除
上乐理知识外，主要是

音乐欣赏、乐器常识、

唱歌与朗诵、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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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期中和期末考试时也考表演、演唱、乐理知识。中学的美术课学习欣赏剪纸、熏

画、刺绣、木刻、砖雕、泥塑、面花、粘贴画等传统艺术，欣赏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

中学生多次参加县市艺术展比赛。

文艺演出活动　县幼儿园、沙梁初中、高级中学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 《校园文化艺

术节》活动，要求学生人人参与，有书法、绘画、制作、传统艺术展，还有歌曲、戏剧

演唱，大合唱、相声、小品、乐器演奏等，学校的大型秧歌队、花环队、腰鼓队、武术

队、体操队等举行表演，展示学生的艺术技能和素质。１９９１年元旦，第一中学在县影剧
院举办了专场文艺晚会，师生同台演出２４个精彩节目。１９９３年５月，第一中学在县影
剧院举办 “庆祝五一、五四歌咏比赛大会”。１９９５年在召开县教育工作会期间，第一中
学演出大型歌舞 《春雨春潮好兆头》，高中部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安塞腰鼓》。１９９９年
１０月，第一中学大合唱 《直罗镇战役组歌》代表富县参加延安市第二届小戏调演，获

得成功。２００４年，县高级中学组建的６０名男女师生管乐队获得县春节文艺演出优秀节
目奖，受到县委、县政府奖励。在中共富县县委宣传部组织的庆祝党的生日专场晚会

上，高级中学教师合唱团与县文教党委同台演出大合唱 《四渡赤水》，获得成功。２００６
年６月，县教育局举办城区学校艺术节，高级中学高２００２届一班学生，将曹禺的话剧
《雷雨》首次搬上富县舞台，被评为一等奖。２０１０年，高级中学获全县春节秧歌调演优
秀表演单位。

第三节　健康教育

中小学的健康教育包括体育与卫生教育，主要依托学校体育课与其他课施教，按照

国家１９８７年颁布的 《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每周体育课小学３节，中学２节。学
校坚持上好每周体育课、两次课外体育活动、每天早操和眼保健操。规模较大的中小

学，每年举办一次田径运动会或球类运动会，全县２—４年举办一届中学生运动会或球
类比赛。１９９２年以后，执行国家教委颁布的 《中小学体育合格标准实施办法》和 《陕

西省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体育实施办法》，初中升高中、职中、中等专业学校，加试体

育科目。１９９６年起，县教育局建立全县体育教师档案，对体育教师实行专业管理，把体
育科目列入主课，利用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教育和实践锻炼，让学生在阳光

下、去操场上、到大自然中陶冶情操，健康身心。

组织中小学生每年分春秋两季进行卫生疾病预防。制定在校学生的个人和集体卫生

标准，各班、各宿舍都有 《卫生公约》，定期检查评比。室内体育课讲解体育卫生知识，

进行卫生与预防疾病讲座，初中开设生理卫生课。中小学每学期组织全体学生体检，针

对体检结果，配合家庭对学生予以健康引导治疗。１９９８年，小学在自然、心理健康和思
想品德课中增加卫生保健知识，每周上一节心理健康课、一节卫生保健知识课。２０００年
贯彻省卫生厅、省教委 《关于在全省小学生中开展碘缺乏病健康教育活动的通知》，由

防疫人员做定量测定，学生现场学习掌握鉴别和使用碘盐的方法。入托、入幼儿童入学

前必须体检，无健康合格证的禁止入园，防止传染病暴发流行。２００３年，全国开展 “非

典”预防工作，各类学校积极宣传，师生人人掌握预防知识，严格规范信息投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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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消毒、值班、晨检等卫生制度，及时购置防护服、口罩、手套、体温表、消毒液

等。中小学每天坚持对饭堂、教室、宿舍、办公室、厕所进行严格消毒，对出入学校人

员进行登记消毒，各班配有专用洗脸盆、毛巾、肥皂、消毒液。

２００５年按照省教育厅 《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时间的意

见》，保证小学体育课每周一、二年级４课时，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３课时，高中每
周２课时。规模较大的中小学组建起体育队、球队、体操队，开展球类比赛、拔河比
赛、体操比赛、队列队形比赛。北教场小学多年来田径类体育项目突出，被列为延安市

小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２００６年后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贯彻落实教育部 《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经常进行安全、卫生检查，不定时进行抽查或评比。２０１０年，
教育局成立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办公室，负责全县中小学安全稳定管理教育工作，落实学

生食品安全条例，杜绝校园不卫生、不安全事件发生。

第四节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分校内与校外。校内活动主要是学校安排的下午一个课时的活动，有室内

室外之分，室内是文体活动和兴趣小组开展的唱歌、文艺、书法、绘画、棋类等活动，

专门老师指导，按计划安排进行。室外是在操场、体育场的体操、游戏、田径球类等活

动，参与的学生较多。２００１年后，更多的中小学生可以去器乐室、舞蹈室、读书室、绘
画室、微机室参加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１９９１年，县文化馆举行全县散文创作大赛，县一中师生７篇作品入围，高中１９９２
届学生缑菊玲的 《咸菜》获奖。县一中高１９９２届２班学生孙晓芹、林琴莉导演排练出
曹禺的话剧 《雷雨》选场，在校内校外演出４场。同年，县教育局举办 “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热爱母校”诗文大赛。２０１０年，县高级中学成立素言文学社，成员２００余名，
坚持学生社团由学生创办的理念，文学社社长、总监、部长均由学生担任。文学社主办

了校园文学杂志 《州月》月刊，设 “园丁心声” “校园写真” “青春思绪” “成长感

悟”“同题作文” “抚摸经典” “读史明智”等版块，其撰稿、选稿、评稿、改稿、编

辑、排版、校对均由学生自主完成。

２００５年，县政府投资２４０万元，在县城南教场贺家沟建青少年活动中心，２００８年春
投入使用，是国家彩票公积金扶持建设项目。占地４７３３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
设多功能室、计算机室、电子琴室、舞蹈室、图书室等１５个室内活动室和篮球场、排
球场等室外活动场地，可容纳近千名青少年参加活动。双休日免费向青少年学生开放乒

乓球室、四驱车、汽车模型驾驶和星象观测，每次接待学生百余人。２００８年８月成功举
办富县第三届青少年艺术节和少儿四驱车比赛。

２００９年在全县中小学组织开展以 “体验、创新、成长”为主题的中小学学生科技创

新大赛，评选出优秀作品２２００件，选送１２４件参加延安市比赛。２０１０年组织全县青少
年学生参加陕西省第八届春芽杯中小学艺术比赛，获得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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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职业教育

第一节　职业学校

１９９１年，富县羊泉农职中学由羊泉村迁址县城南教场原砖瓦厂，占地１９３公顷，
窑洞２２孔，瓦房４８间。１９９３年将羊泉农职中学、县农机学校与县卫生学校合并为富县
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简称县职中）。１９９４年建教学楼１幢，可容纳１２个教学班，招收学
员１５７人。１９９７年建综合楼１幢，增设计算机应用专业。２００１年，县职中被确定为县教
师继续教育培训基地。２００２年建教学综合楼、餐饮楼各１幢，配备需用的教学部室，藏
书１３万余册。主要设置有幼师班、林果班和会计电算班、家政培训班。２００３年设置医
士班３个、幼师班２个，学生２５１人，并设有骨干教师、计算机、菜农、家政短训班。
２００４年设有职业教育班８个，学生３８４人。农村实用技术短训班６期，培训人员３２７
人。２００５年招收职高学生５３０人，开设计算机应用、汽车驾驶与维修、电子技术、家
政、保安等１３个专业。并举办苹果、大棚菜技术、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短期培训１８期，
培训人员６２００余人。２００９年，职中集初中教育、高职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为一体。学
校有教职工６６名，招生对象是初、高中毕业生，返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退役士兵，
生产服务一线职工，下岗职工人员等，开设专业有化工工艺、大棚经济作物栽培技术、

果树栽培、畜牧兽医、药用植物栽培、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陆井采油、广告平面及三

维动画设计、幼师、导游服务、钻井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财会等。

２０１０年，该中心有教职工５０人，在册学生２１００人，开设采油、果树栽培、机电、
机修、农村医护、幼儿教育、餐饮服务等１０个专业。

第二节　专业教育

１９９０年后，县职中根据农业大县实际和主导产业需求，通过开设多种专业或独立办
班，或与省市相关大学、职业学院联合办班教学，对一些专业进行培训。学制一年、半

年或数月。完成学业，通过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１９９３年与西安地质学院合办西
安地质学院富县分院大专班。１９９４年与县医院联办３年制医士班，招收学员１３１人，专
业教师由县医院派员担任；与交道镇联办苹果技术函授班，招收学员２６人；聘请西安
技师开办服装裁剪班３期，招收学员７０人；办畜牧班１期，招收学员３０人。１９９６年开
办会计电算班、幼师班和林果班。１９９７年增设计算机应用专业。２００３年，增设家政服
务专业，招收学员２６人；办医士班３个，幼师班２个，培训学员２５１人；办小学教师培
训班２期，培训教师２０８人；计算机专业培训１４０６人；果林专业培训３２６３人；菜农专
业培训４０人；办大专班３个，学生９６人。２００６年，富县与无锡市进行职业教育合作交
流，每年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１０～１５人，在县职中学习一年，再赴无锡惠山职业中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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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一年，毕业后多数在无锡市大型企业就业。２００８年与延安职业技术学院联办大专预科
班，开设石油注水、陆井采油、机修、机电等专业。２００９年增设畜牧、幼师、护理专
业，组织劳动力转移培训１２０人，石油化工类培训４００人次。２０１０年开设石油地质陆井
与测井，幼师，护理，化工工艺，苹果、蔬菜生产技术，经济作物栽培等 １１个专业，
招生对象从初中高中毕业生拓展到青年农民工、进城农民工、退役军人、一线职工、下

岗职工。是年，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１５００人，“人人技能工程”培训８３１人。

第三节　技术培训

职工技能培训　职工教育由县工农教育委员会负责，配合县党校，对在职职工进行
职业道德和专业技术培训。１９９０年培训基层干部１０８６人、乡镇企业职工１５９人、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１０４人，其中３人达到大专程度，４０人达到中专程度。１９９１年，县政府举
办两期全面质量管理学习班，培训１３０人，１２０人取得合格证书。财政局培训全县企事
业单位会计。县委县政府对全县科级及以上干部进行烤烟、苹果专业技术培训。２０００
年，县人事局组织全县干部职工进行计算机技术培训。２００２年起，对全县干部职工进行
ＷＴＯ培训，截至２００３年，共办学习班８期，培训２０００余人。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县劳动服
务局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以苹果栽培、家电维修、摩托车修理、烹饪为主要

项目，培训下岗职工９期共９２８人，培训后再就业７５１人。２００７年，县教育局启动职教
中心建设工程项目，建成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配备教师１０人，招收学员８３０人。

农民技术培训　１９９０年，全县农民技术学校１６４所，专职校长１５人，专业教师１５
人，兼职教师１５８人，实习基地４８７公顷。１９９１年，牛武镇邓家沟村农技校开办烤烟
专业班，学制１年；苹果专业班，学制３年；吉子现乡固险村开办苹果专业班。１９９３
年，各级农技校组织烤烟、苹果等技术培训班１５０次，培训农民３万余人次。１９９５年在
钳二乡下杜宜村创办果树学校，为钳二乡、羊泉镇、吉子现乡果农提供技术培训与服

务。２００３年以苹果、大棚蔬菜主导产业技术培训为主，引进外地农业先进技术，聘请杨
凌农业科技大学的专家对县农科所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２００４年以后，全县农民技术培
训主要由县职业培训中心承担。２００７年培训苹果管理技术人员１０６０人，办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班１１期，培训农民１３２０人，培训蔬菜栽培技术员２６０人。２００９年，交道镇、羊
泉镇、吉子现乡等６个乡镇创建省级成人技术学校，主要培训果树栽培与管理、苹果储
藏与销售、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等知识。２０１０年，全县组织保险营销、汽车修理、餐饮
服务、计算机等专业和 “人人技能工程”培训１０５４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６５００余人，
劳动力转移培训１２万人次。

第四节　成人进修

扫盲　１９９０年，全县青壮年３８１６１人，其中文盲、半文盲２５０８人，参加扫盲学习
１１９７人，脱盲１５１人，剩余文盲、半文盲２３５７人，直罗镇政府获延安地区扫盲先进集
体。１９９６年完成扫盲建档工作，实行村小学包村、教师包村民小组、四年级以上学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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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乡教育组包乡的扫盲工作责任制，全县２０９４人参加扫盲学习，脱盲１５００人。１９９７
年启动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工作，落实县政府分步实施、

重点突破、典型引路、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１９９８年，全县非盲率９８７％，建立健全县
级扫盲档案１８６卷册，乡村扫盲档案３４９４卷册，通过省政府扫盲工作验收团考察验收，
获得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称号。２００２年，全县青壮年 ７０７７１人，非盲率
９７６８％，半文盲２２７人，含失能５１人，复盲率为零。２００３年，全县无青壮年文盲，扫
盲工作重点转向农民技术培训。

进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富县在职干部职工学历以中专 （高中专、初中专）和

高中为主体，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例较少。以后数年，干部职工通过参加全国成人

考试及自学考试，采取函授、脱产进修、自学等方式，在２—４年时间内，相继完成大
学专科或本科学习。全县每年参加全国成人统一考试者２００人左右，录取者百余人，文
理参半，函授学习多于离职进修。２００４年后，成人高等教育除通过成人高考参加高等院
校学习外，各单位还按上级安排与要求，派员参加国家统一培训学习，以提高学历水平

和业务技能。２０１０年，远程教育富县学习中心通过成人高考招收专科学员和本科学员两
批共６２人，开设汉语言文学、公共事务管理、英语、地理、计算机应用、法律事务、
金融、教育学等专业。

第四章　教　师

第一节　队伍建设

１９９０年，富县有各类教师１９０７人，其中公办教师１０６９人、民办教师７２５人、雇用
教师１１３人。１９９３年对教龄在３０年以上的民办教师实行免试，对教龄在３０年以下２０年
以上的民办教师实行考试，将８１人招转为公办教师。以后数年，通过考试转正、考学
转正、民教班进修、人才入库等方式，转正民办教师４４１人。１９９７年后不再招收民办教
师。２００２年后，教师不再实行统一分配。２００３年，全县仍有民办教师１７６人。２００９年３
月，县政府对安置剩余民办教师作出决定，落实相关待遇，解除劳动关系，教育系统不

再设民办教师岗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通过专业考试和考察，分批解决临时聘用教师２０５
人，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

２００７年，县政府投资２６万余元，用于骨干教师队伍建设，按照 《富县骨干教师认

定及管理办法》，认定县级骨干教师１５７人，校级骨干教师４００余人。时限为一年，此
后每年认定一次。凡被认定的名优骨干教师，在原来工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相应津

贴，其中名优教师每月增加３００元，学科带头人每月增加２００元，教学能手每月增加
１００元。２０１０年起，认定的骨干教师每人每年增加津贴１０００元。

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各类教师２５０５人，其中高中教师２８７人、初中教师６１８人、小学
教师１２０８人、幼儿教师３９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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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师资培训

学历培训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参加中高级师范函授教育成为教育系统提高教师师资
水平、学历达标的重要手段。２０００年后，部分教师通过参加全国成人考试及自学考
试，取得大学专科或本科学历。参加函授进修的教师，一般选择陕西教育学院或延安

教育学院，以延安教育学院居多。２００３年，陕西师范大学招收数学专业教师 ２０人，
利用寒暑假，派教授、讲师来富县函授站进行辅导学习。２００６年与陕西师范大学网络
教育学院合作，设立陕西师范大学远程教育富县学习中心，实施富县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短期业务培训及学历提高培训，从此，函授教育转为远程网络教育。２０１０年，全
县中小学教师学历达标率９５％，其中小学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９８８％、初中专任教
师学历达标率９０４％。

继续教育培训　１９９９年，富县教育局按照省市要求，制定 《富县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实施办法》，以县职中为基地，实施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学教师由省市教育学

院、师范学院、电视大学进行培训，公共课培训 《师德修养》 《教育法规》 《实用教育

新法》《实用教学新法》，专业课培训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经济学、教育管

理、计算机，培训７～１５天，结业考试合格者发给教师继续教育合格证书。截至２０００
年，全县教师参加省级培训７人，市级１６人，县级培训小学教师１８０人。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全县参加教师继续教育培训９８０人，含中学教师４０５人。２００４年以后，教师继续教
育由县教育局安排，县教研室组织参加学科短期培训或校本培训。

新课程培训　２００２年依照国务院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

《基础教育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安排意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教育局安排全

县教职工分四类培训。教育行政管理者由国家省市培训，担任县级培训的教师由省市

培训，骨干教师由市县培训，全员培训由县级或学校承担。培训工作总体由县教研室

负责，聘请省市专家和县级专业人员定期讲课。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教育局、教研室工作
人员、中小学校长参加省市培训１９人，参加市骨干教师培训６１人。教研室组织培训
班５期，培训中小学教师８１１人。２００４年以后，新课程师资培训主要以校本培训为
主，选派部分专任教师外出参加培训，聘请省市专家来富县举办短训班或讲座。２００９
年选派骨干教师１００余人次参加省市骨干教师业务培训，选送高中骨干教师参加省级
培训５人次、市级培训５３人次。

第三节　教师管理

任用聘用　１９９０年，教师实行任用制，全县教师来源主要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大
中专学生和政府聘用的民办教师和临时代理教师。２００１年，教育系统推行校长聘任
制、教师聘用制、岗位责任制、结构工资制 （简称 “四制”改革），县委、县政府成

立 “四制”改革领导小组，制订 《富县中小学 “四制”改革实施方案》《富县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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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定”方案实施办法》。按照 “精简、规范、协调、效能”的治事原则，县政府先

后出台 《富县中小学校长、教育专干聘任办法》 《富县中小学教职工聘用实施办法》

《富县中小学校内结构工资实施办法》。教育局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通过专业知

识测试、述职演讲答辩、民主评议、组织考察、签发聘书的程序实施改革方案，先行

试点，再由城区到农村，由中学到小学，全面推开。先聘任校长专干，后聘用中层，

再聘任教师，先公办教师，后民办教师，再代理教师，先聘任课教师，再聘后勤人

员。一年一聘，有进有出，三年一轮，全员重组，每年暑假进行，形成公开、公平、

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是年，全县应聘教职工２１６９人，占总数的８９６％，聘用教职
工２０５１人，占总编制的８７６％，落聘教职工１１８人。２０１０年８月通过报名、资格审
查、考试、述职答辩、考核、组织考察等程序，进行中小学新一轮校长聘任和教师聘

用工作。共聘任中学校长６人，乡镇中心小学及完全小学校长 １９人，幼儿园园长 １
人。聘用中小学教师 ２４５５人，其中高中教师 ２７３人，初中教师 ５８２人，小学教师
１２０８人，幼儿园教师３９２人。

教师资格认定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教育局对在职教师进行资格审查、过渡、认定，并
颁发教师资格证书。全县发证教师８３４人，其中中学４４６人 （含高中８５人），小学３８８
人 （含幼教２２人）。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先对在职公办、民办教师进行资格认
定，后对社会及代课教师进行资格认定。凡非师范毕业生必须补考教育学、心理学，普

通话水平须在二级乙等 （农村教师三甲）及其以上。通过报名审查、教育教学能力测

试、说课讲课、答辩、检查作业教案等程序，全县认定教师资格１５７２人，其中高中６０
人，初中４５３人，小学１０５９人 （含幼儿教师３９人）。社会人员认定教师资格２１人，其
中高中１人、初中１１人、小学９人，并颁发教师资格证书。此后，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由
教育局人事股、职改办负责，每年认定一次。

职称评聘　１９８８年，富县首次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１９８９年，分两期
对全县１７２２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职称评审，评定中学高级教师６人、一级教师８０人、二
级教师１２９人，三级教师１３２人；小学高级教师１１３人、一级教师５０８人、二级教师２５０
人、三级教师３４人 （含民办教师７８３人）。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二次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聘任工作开始，按照民主评议、公开

平等的原则，依据国家关于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相关政策，共评定晋升中级及其以

上职称２６９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８人、中学一级教师５９人、小学高级教师２０２人、初
级６００人 （含民办教师１１８人）。１９９４年起实行一年一度教师专业技术考核和职称评审
制度。每年７月，教育局召开教师职称评审专题会部署工作，县职改办负责实施。学校
上报初评结果，由县评委会评审，对符合条件者经县人事局审查批准后上报市教育局职

改办，参加市省评审。１９９９年后将计算机等级证书、普通话测试等级证书纳入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评审考核范畴。２０１０年，全县有专任教师２０４９人，其中聘任高级职称１０７人、
中级职称１０１６人、初级职称９２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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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中小学教师职称统计表
表１９－４－１ 单位：人

年份
中学教师 小学教师

小计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小计 高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合计

１９９４ ３０９ ８ ５９ １３６ １０６ ８７９ ２０２ ４１５ ２２１ ４１ １１８８

１９９５ ３１２ １１ ６７ １４２ ９２ １１０８ ４６０ ４１１ １７５ ６２ １４２０

１９９６ ３５９ １０ ８１ １７１ ９７ １２７４ ４７９ ４１７ ３０２ ７６ １６３３

１９９７ ３９０ １１ １１２ １９６ ７１ １４９６ ４９８ ５０７ ３５６ １３５ １８８６

１９９８ ３７０ ７ ９８ １９１ ７４ １５０６ ４８６ ４９３ ３７４ １５３ １８７６

１９９９ ４００ １３ １２１ ２０５ ６１ １４４２ ４９７ ４４２ ３６２ １４１ １８４２

２０００ ４９３ １２ １４８ ２８８ ４５ １４３４ ４６８ ４６５ ４２３ ７８ １９２７

２００１ ５１６ １３ １６０ ２５４ ８９ １５２５ ５０８ ４９８ ４４５ ７４ ２０４１

２００２ ４９４ １６ １５２ ２２６ １００ １５０５ ５４５ ５０５ ３６２ ９３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 ６３６ ２７ ２０１ ２８６ １２２ １６４９ ６８０ ５６９ ３７９ ２１ ２２８５

２００４ ７７２ ３８ ２２６ ３６２ １４６ １５８６ ６７９ ５４１ ３６０ ６ ２３５８

２００５ ８１３ ４４ ２３２ ３８０ １５７ １３５３ ８２４ ３１２ ２１３ ４ ２１６６

２００６ ８１１ ５５ ２７９ ３９０ ８７ １５８０ ８５６ ５５５ １６７ ２ ２３９１

２００７ １４３５ ６９ ３８５ ７７７ ２０４ １２４９ ６８８ ４９５ ６４ ２ ２６８４

２００８ １４９３ ９２ ４０３ ８２１ １７７ １１９７ ６７９ ４８９ ２８ １ ２６９０

２００９ ８６６ ６１ ２４６ ４６６ ９３ １１８３ ６８４ ４７３ ２６ ０ ２０４９

２０１０ ８８９ １０７ ３１５ ３９７ ７０ １１６０ ７０１ ４４８ ５ ６ ２０４９

目标责任考核　１９９０年以来，中小学推行目标责任制管理，教育局与教育督导室每
年对中心小学及其以上校长、镇教育专干实行半年和年终考核。２００２年，教育局修订
《富县中小学校长、教育专干履职情况及办学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分类细划岗位工作，

逐项考核考评打分，９０分以上为优秀，８０—８９分为称职，７０—７９分为基本称职，６９分
以下为不称职。通过听、查、看、访、评，量化评分，免职处理３人。在目标责任制管
理中，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作出规定，各乡镇教育组与基层学校，校长与

中层领导、处、室、组以及教师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日检查、周小结、月考核、

学期考评、年度全面考核。教师的考核结果与结构工资挂钩，作为晋升职称和评选先进

的依据，截至２０１０年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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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教师待遇

公办教师工资　１９９０年，中小学公办教师以专业技术职称审定级数核定工资。１９９９
年７月按照县政府出台的 《富县中小学校内结构工资制的实施办法》和教育局 《关于实

施中小学校内结构工资制的安排意见》，实施校内结构工资制。教职工工资由职务 （技

术）等级工资和津贴两部分构成，工资发放与工作量和教学质量考核挂钩。２００１年起，
每年年底给在岗公办教师增发一个月基本工资作为奖励工资。２００６年，教师的工资比照
公务员工资进行套改。２００７年增加薪级工资１０％。此后，教师调资与行政事业单位同步
进行，每两年一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富县实行绩效工资制，教师的津贴由县财政局暂为
保留，待年终考核合格后予以发放，不合格者按规定扣除。

民办教师工资　１９９０年，民办教师工资按照１９８６年制定的标准发放。全县各乡镇
拖欠民办教师工资现象时有发生，截至 １９９３年，全县拖欠民办教师工资 １２３万元。
１９９３年９月，省财政厅、人事厅、省教委联合下发 《关于解决中小学教师工资拖欠问题

的通知》，县教育局、乡镇政府设法于年底全部兑付民办教师工资拖欠部分。１９９５年把
民办教师工资比照同等公办教师工资予以套改，其工资的２／３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调整
后民办教师人均月工资增加１００元左右。２０００年对１９９６年以前参加教育工作、持有地
区民办教师任用证的民办教师比照公办教师予以调整工资。２００２年按照县教育局 《关于

提高统发民办、代课、乡聘教师工资的函》，统一将持市级任用证的民办教师、持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地区教育局颁发任用证的代课教师、持市教育局小学教师代理证的代理教
师和各乡镇临时聘用的小学代课教师的月工资提高到４５０元。从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起，民
办教师、代课教师在原工资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１００元。２００６年，全县有代课教师１３６
人。根据延安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信访局 《关于解决代教人员问题的意见的通

知》，解除代课教师劳动关系、执行退养政策３９人，一次性经济补偿２１人。２００９年３
月，县政府出台 《关于解决７６人代教人员问题的安排意见》，自４月１日起，对剩余７６
人代课教师实行退养政策，每人每月２００元生活补贴，并作出 《关于解除代教人员劳动

关系及相关待遇的备案》。分两年付给代教人员自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２０２９年３月计２０年的
退养生活补助，２００９年６月付给每人２４万元，２０１０年６月付给每人２４万元。待２０２９
年４月１日以后，尚健在的每人每月继续发放２００元生活补助，由教育局按月发放。从
２００９年４月起，教育系统再无民办教师任教。

临聘教师工资　２０００年前临聘教师月工资最高不突破２００元。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初中
专毕业生每人每月２００元，２００３年３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５０元，２００７年５００元，２００８年７００
元。大专毕业生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每人每月５００元，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每月５５０元，２００７年６００
元，２００８年８００元。２００９年，县政府出台 《富县解决教育卫生系统临聘人员待遇实施

方案》，采取统一考试择优聘用的办法，分三年提高临聘教师工资待遇。通过报名、资

格审查、专业考试、审批聘用程序，首批解决临聘教师９８人。凡正式聘用人员执行公
办教师工资标准。２０１０年８月以同样方法解决临聘教师工资待遇１０７人。

离岗退养制度　１９９４年，县委、县政府出台 《关于在县级机构改革中安置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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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余人员的规定》，在教育系统实行退养制度。凡男满５５周岁、女满５０周岁，因身体
原因不能坚持继续工作的教职工，可经本人申请，单位签注意见，教育局审批后，办理

离岗退养手续。２００３年，凡教龄在３０年以上者也可办理离岗退养。退养后工资按每月
原工资的９０％计发。该项政策执行到２００７年年底，２００８年取消。

福利待遇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教职工的福利按每人每年３６元发放。取暖费：１９９３—
２０１０年，每人每年８０元。公费医疗：１９９２年，县人事局制定 《富县公费医疗管理办

法》，门诊费每人每年７０元，按教龄分４元、５元、６元、７元，随工资按月发给。住院
费由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报销比例按教龄分６０％、７０％、８０％、９０％，人均６０元逐
月划拨到县医院，医院实行总额包干，按比例报销，结余全留，超支不补。２０００年起对
全县公办教职工实施基本医疗保险，执行 《富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和医疗费用

结算试行办法》《富县全额报销人员医疗费用管理办法》。２００８年起，每年在职教职工
按基本工资的 ２％扣除公费医疗，县财政补 １％，４５岁以上补 ３５％，退休人员补
４５％。２０１０年起，教职工医疗执行国家新型合作医疗政策，归入行政公务人员管理之
列，由县社会保障机构按医疗比例报销。

抚恤遗属补助　丧葬费：１９９６年８月，县人事劳动局根据省人事厅、财政厅和地区
人事局、财政局有关文件，规定教职工死亡后发给丧葬费１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年提高到２０００
元。２００８年起丧葬费增加到３５００元。抚恤金：２００４年起抚恤金按死者生前基本工资标
准从死亡之日起计发１０个月工资。２００９年起计发２０个月工资。遗属生活补助：死者的
直系亲属、１６岁以下子女或子女虽满１６岁但在校学习者，均享受国务院规定的 《国家

机关人员牺牲、病故抚恤标准》，１９９１年起，遗属生活补助农业户口每人每月４０元，非
农业户口每人每月５０元。１９９６年起农业户口每人每月７０元，非农业户口每人每月９０
元。２００７年起，农村户口每人每月２３０元，城市户口每人每月２８０元。

第五章　教育设施

第一节　校舍建设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砖混结构楼房占比不足５％，多数为砖木结
构瓦房，虽基本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但各学校设备不足、设施简陋，部分校舍存在危

房隐患。１９９５年，结合实施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分期分批改善办学条件，全县中小学均
已达到省政府规定办学标准。１９９８年４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富县教育工作会议，出台
《富县 “两基”达标实施意见》《富县中小学布局调整方案》《“普九”集资方案》。１２
月在北道德乡召开以改善乡镇初中和中心小学办学条件为主题的 “普九”工作现场会。

１９９９年启动教学楼建设项目９处，包括初中６所和中心小学３所。２０００年年底，牛武初
中、张家湾中心小学教学楼投入使用，其余工程均因资金短缺只完成主体工程。２００１年
重点完成普九学校建设尾留骨干工程，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县政府拨出４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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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工程建设，市教育局在对富县普九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拆借给２００万元，乡校自筹资
金５０万元，年底建校尾留工程全部完工并相继投入使用。
２００２年４月，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普九工作会议，出台 《富县普九达标实施方

案》，以目标任务书的形式落实各级领导普九工作责任。全县干部职工每人捐出半个月

工资。学校实行后勤服务社会化，为普九引资５００万元。调整中小学布点，超前规划，
分步实施，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县撤并学校９８所，中小学由４１６所减少到３１８所，学
区平均服务半径由５千米增加到７５千米。截至２００２年年底，普九工程累计投资５０１３
万元，新建教学、实验、宿舍楼５８幢，建筑面积１１５万平方米，房子１２７４间，新建学
校２４５所。消除了危房危窑，基本实现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楼房化，配备了７７０万元的
教学设施，全县５所学校达到国家规定的Ⅰ类标准，１２所学校达到Ⅱ类标准，其他学校
均达到Ⅲ类标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通过省政府验收，省政府授予富县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县”称号。

２００７年按照 “巩固提高，突出重点，科学规划，普及发展”的教育工作思路，推行

全县教育均衡发展工作。２００９年起，县政府共投资 ２４８１万元，实施教育建设项目 １２
个。羊泉初级中学学生餐厅和教师公寓楼项目总投资１７７万元，建筑面积１２４８平方米；
沙梁初级中学现浇框架结构５层综合实验楼项目投资３９０万元，建筑面积３２００平方米；
羊泉初中、中心小学生活设施改造项目投资２６０万元；南教场小学学生公寓楼投资１５０
万元，建筑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职业中学供暖改造项目投资９３万元；羊泉中心小学４层
现浇框架结构综合楼建设项目投资２００万元，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沙梁幼儿园建设项
目投资８５６万元，建筑面积６８８５平方米；高级中学、交道中心小学和吉子现中心小学维
修改造项目总投资３５５万元。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中小学办学条件大为改观。

第二节　教学设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县一中、沙梁初中、城关小学和部分乡镇初中建有教学楼，大
部分学校操场是土质或炉渣质地，桌凳为木质双人座，一般有桌兜，个别学校有３人一
个桌子的现象。黑板大多数是水泥制作的。学生宿舍住宿基本是木凳配板床，取暖用燃

煤炉子。多数学校不能满足学生住宿，部分学生只得在校外住宿。实验器材、器皿、药

品仅能满足演示实验，除高级中学有实验室外，其他中学理化分组实验基本做不成。体

育器材严重短缺，仅有篮球、排球、跳绳等简易器材。城区学校音乐课，有木质风琴、

电子琴、手风琴，乡镇学校基本没有音乐器材，音乐课就是唱歌。美术课没有画板和模

具，上课仅限于老师在黑板上画，学生在本子上仿。

２００１年后，全县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合理配置教育优质资源。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
基本建成教学楼，实验室、器材室、宿舍，均符合国家标准，学校部室一应俱全。黑板

为有机玻璃，课桌为铁腿斜面标准课桌，教学实验仪器器材按省级中小学标准配备，县

城中小学是Ⅰ类标准，乡镇中小学最低也是Ⅱ类标准。物理、化学、生物实验课分组
率、覆盖率、成功率、及时率９０％以上。２００９年，部分学校换上单人单桌标准课桌凳，
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配有钢琴、手风琴、吉他、架子鼓等演奏乐器，城区学校还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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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实验室

筝、二胡等乐器，美

术课有模具、画板、

模特等。中学操场一

律配置标准塑胶跑

道，能满足球类、田

径、艺术体操的教学

要求。

２０１０年，在 中
小学实施普及实验教

学工程。投资 １１００
万元，为 ２８所学校
配备实验仪器室和多

媒体教室，高级中

学、沙梁初中分别配

备微机室４个计算机２００台。全县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全部建成实验室、仪器室、计算
机教室和电子备课室，共有计算机教室４０个，电子备课室３１个，多媒体投影教室５４
个，共配备电脑１８８３台，实现实验教学普及县目标。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全县中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仅限于投影仪、幻灯机、放实验录

像。１９９８年，县高级中学实现电视机、录音机、投影机、投影幕进教室，随后初级中
学、中心小学也达到了 “三机一幕”。２００１年以后，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都配备了电脑，
建成微机室。２００３年，县教育局出台 《富县教育信息网络建设标准及实施意见》，高级

中学、北教场小学建成校园网，有收视点６个。２００６年开展远程教育工程应用年活动，
按学生、教师、农民一机三用要求，农村中小学建成信息技术中心和文化技术传播中

心。２００８年，县政府投资１４５万元，将富县教育信息平台上联延安市教育局网络中心，
下联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单位，全县教育系统网络贯通。省市联合验收组

对富县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全面检查验收，抽查６所项目学校，达到模式Ⅰ级、Ⅱ
级、Ⅲ级各２所。２０１０年，富县教育信息平台全面建成，教育专网开通，中小学信息技
术开课率１００％，全县中小学实现网络联通、资源共享、均衡发展。

第三节　社会办学

民办中小学　１９９４年在国家相关政策鼓励下，富县相继出现民办学校，形成多元化
办学体制。县教育局按照民办学校的有关规定，对民办学校统一审查验收，进行一年一

度检验。２０００年，吴文明在秋家沟原长庆七中旧址创办单式初中前进中学，２００２年停
办。２００２年，鲁学春在原城关镇综合厂创办单式初中春雨中学，２００４年迁址茶坊镇吉
子湾村。２００２年北教场村原党支部书记杨可林创办富北完全初级中学，后来小学与中学
分离，形成二部制学校，中学设高中部，更名富北实验中学。２００２年经县政府和市教育
局批准，在县高级中学内创办股份制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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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特色学校　１９９５年，高鸿鹏在茶坊镇吉子湾村创办富县武术学校，２００１年停
办。２００４年，李芳明在北教场原石油大院创办富县聋儿语言培训中心，招收听力、语言
方面有障碍的儿童。２００５年，蔡晶在县体育场内办起剑桥英语培训中心，利用周末及假
期，对中小学生进行课外英语培训。曹艳芳在北教场原石油劳动服务公司大院创办神奇

双语幼儿园，在普通幼儿园基础上，注重英语特色教学。罗万德在县城旧街北端创办艺

术幼儿园，着重对幼儿进行音乐、舞蹈等艺术类培训。２００６年，霍伟、霍武二兄弟在县
体育场内创办博毅跆拳道培训中心，并成立博毅跆拳道俱乐部，开设幼儿班、少儿班、

青年班、成人班和专业训练队，学员百余人。

第六章　教育经费

第一节　专项投资

１９９６—２００２年，县财政投入教育５０１３９万元，用于中小学两基达标校舍建设，其
中普九４９６２９万元、扫盲５１万元。
２００４年，国家投资中小学危房改造１３２万元，其中中央资金５４万元、省政府资金

５８万元、市政府资金２０万元。
２００５年，国家拨付教育公用经费２２６万元，为学校寄宿制工程投入２６５万元，国家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投入专款９８万元，省政府投资寄宿制学校工程３９３６万元。二期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投入８９万元，省政府投入４５万元，县财政为寄宿制工程投
入１０万元。市政府为二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投入４１万元，为寄宿制工程配套
投入２０万元，危房改造投入２１万元。
２００６年，国家拨付富县教育经费５５０万元，为学校危房改造投资１４４万元，省政府

投入１４１万元，市政府投入３４万元，县政府投入４万元。国家为寄宿制工程投入３７４万
元，省政府补助２０万元，市政府危房改造、改善办学条件投入５９万元。
２００７年，国家拨付教育经费６３４万元，危房改造中央及省投资８４万元，市政府投

入３４万元，县政府投入３万元。国家为寄宿制工程投入７０万元，危房改造工程省政府
转移支付１４４万元。
２００８年，国家拨付教育经费９９９万元，中央投入８４万元，省政府投入４２万元，市

政府投入３１万元，县政府投入４万元，市政府为校舍维修补助６０万元，县政府为中小
学布局调整设备购置投入１８２万元，省政府为学校生活设施改造投入２６０万元。
２００９年，国家拨付教育经费１０８０万元，中小学生活设施改造中央和省政府投入３２４

万元，县政府投入５３万元，省政府为校舍维修改造投入１０１万元，学校安全工程中央和
省政府投入４１０万元，县政府投入１９０万元，普通高中建设中央和省政府投入１００万元，
市政府投入５０万元，县政府投入５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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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国家拨付教育经费１１８７万元，中小学生活设施改造中央和省政府投入１３８
万元，县政府投入４６万元，省政府为校舍维修改造投入１８４万元，学校安全工程中央和
省政府投入４３６万元，县政府投入１９０万元。

第二节　教育费附加

１９９０年，县政府建立教育基金制度，县政府和乡镇政府分别成立教育基金管理委员
会，常务副县长和乡镇长分别担任主任。教育局设立教育基金征收办公室，局长兼任主

任，负责筹集收取驻县各单位的教育基金。农村按农民上年纯收入的１５％计征，教育
基金除留乡镇发放民办教师工资外，其余全部进入乡镇财政账户，统一调配使用。对产

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征收教育费附加，用于市级中学、中心小学、六年制小学的学校

维修，教学仪器、图书资料、体育卫生方面的设备购置及学校事业费补充。县乡镇教育

基金管理委员会定期向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基金征收和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

和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监督。教育基金征收干部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１９９２年提
高到２％。１９９２年始，全县筹措农村办学经费，人均５元，筹集资金６０万余元。教育基
金实现县筹县管，当年统筹，下年使用，按月发放。２００７年停止征收教育基金。

第三节　勤工俭学

１９９０年，教育局要求各乡镇学校建立勤工俭学基地，在教研室设立勤工俭学办公
室。部分塬面学校栽苹果，川道学校栽山楂，山区学校种芦苇、植树，全县中小学建

立勤工俭学基地１０１４７公顷。沙梁初中、茶坊小学利用地理优势，在学校周围建成
商品房，增加办学收入。县一中自筹３万元，办起服务与加工的第三产业。是年，全
县勤工俭学收入４１３万元，人均１９６０元，居全省第２７名，勤工俭学收入的５０％用
于改善办学条件。１９９３年，吉子现乡被省教委评为勤工俭学百乡千校先进乡。２００３
年，全县建立中小学勤工俭学基地３０１个，总面积７８４公顷，其中果园２８８公顷，
农业种植４３４７公顷，小林地、苗圃６１３公顷，５所学校受到市政府表彰，１０位教
师获市级 “王思明式教师”称号。由于学校布局调整，截至２０１０年中小学勤工俭学
基地减少到７４７３公顷。

第四节　学杂费

１９９０年，全县各学校按照有关标准，按学期收取学生学杂费：城市高中每生１２元，
初中１０元，完小８元，初小６元；农村高中每生１０元，初中８元，完小６元，初小６
元。学费：城市高中每生２０元，农村高中每生１５元。住宿费：城市高中每生１０元，初
中８元；农村高中每生６元，初中４元。借读费：高中每生８０元，初中５０元，小学３０
元。根据家庭经济状况，适当减免部分困难学生的费用。１９９３年，全县清退超规定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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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４６７６万元。
１９９４年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只收杂费。收费标准为：高中城市每生学费８０

元，张村驿二中每生５０元，住宿费每月８元，借读费１２０元。初中城市每生杂费３５元，
农村２５元。城市住宿费每生每月８元，农村４元，借读费１００元。小学城市每生杂费２５
元，农村１８元，住宿费每月４元，借读费８０元。
２００１年，高中每生学费３５０元，借读费２００元。初中每生杂费城市８０元，农村５４

元，借读费城市每生１５０元，农村１００元。小学杂费城市每生５５元，农村３６元，借读
费城市１００元，农村３５元。职业高中学费文科７００元，理科９００元。
２００５年８月，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国家规定统一实行 “两免一补”，即免除学

杂费、课本费，给住宿的农村学生每人每天１元的生活补助。此后，小学、初中学生上
学不再交费。

第七章　教育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教育局　１９９０年，教育局编制１５人。１９９３年，文化局、教育局合并，设文化教育
局，编制１８人。１９９５年，文化与教育机构分设，设教育科技局。１９９６年，教育局单设。
２０１０年，教育局编制８人，工作人员１０人。

教育组　教育组为县教育局派出机构，负责农村初级小学的教学和教师管理，对教
育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与评估。教育组由教育专干和干事组成，一般３～５人。１９９９年，
随着普九的实施和乡镇的撤并，农村学校大量减少，多数教育组随之撤销。２０１０年，全
县共设立羊泉镇、富城镇、张家湾镇３个教育组。

政府教育督导室　１９９４年设立，简称教育督导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局。副科级建
制，编制４人，属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２００３年升格为科级建制，编制不变。２０１０
年编制４人。

教育教学研究室　简称教研室，１９７３年成立。１９９３年将招生办公室、勤工俭学办
公室、教育服务处、教育基金筹集办公室、函授站并入教育教学研究室。１９９８年为科级
建制，工作人员３１人。２００３年缩减为１７人。２０１０年编制４人。

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招生办。１９９０年设在教研室。２００３年单设，编制 ５人。
２０１０年，人员编制及主要业务未变。

电化教育中心　１９９０年，教育局设电化教学工作队，编制２人，办公室设在教研
室。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更名为电教仪器站，编制４人，办公室设在茶坊小学。２００８年更名为
富县电化教育中心，实施教育网络管理、编辑、采集、发布等工作。２０１０年为科级
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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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２００７年，富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
５人。

第二节　教育改革

办学体制改革　１９９０年以后，一直实行县乡村三位一体的分级办学体制。县政府负
责高级中学以及县直属学校办学，即富县第一中学、二中、职业中学、沙梁初中、城关

小学、县幼儿园。各乡镇在县政府、教育局的管理和指导下，负责乡镇所辖初中、中心

小学、完全小学办学。村民委员会负责所在村初级小学办学。２０００年以后，民办中学、
小学、幼儿园相继出现，县域教育呈现多元化办学体制。民办学校由教育局按照国家相

关政策和本县教育行政统一要求，进行审批、年检、监督、检查等管理工作。

管理体制改革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县乡村教育管理体制与分级办学体制相适应，县
委、县政府由一名副书记、一名副县长主管教育工作，县人大、政协设立教育相关委员

会，监督指导全县教育工作，各乡镇确定一名副书记、副乡长分管教育工作。教育局负

责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和教育设施的配备、校长的考察与任用、教师的调动与

管理，各乡镇设教育组负责辖区内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心小学及以上学校的校长实

行任命制。２００１年实行校长聘任制。２０１０年８月，开展新一轮校长聘任、教师聘用工
作，高级中学、职业中学、沙梁初中校长、县幼儿园园长由县政府聘任，其他初级中

学、中心小学校长由教育局聘任，乡镇教育专干由教育局任命。

中小学布局调整　２００１年开始，调整全县教育布局。整合高中教育资源，２００２年
成立富县高级中学，高级中学一部分实行股份制，成立州中学。逐步撤并部分乡镇初

中，先后撤销吉子现、钳二初中并入羊泉初中，撤销南道德、寺仙、北道德初中并入张

村驿初中，撤销洛阳初中并入实验中学，撤销交道、牛武初中并入沙梁初中。各乡镇农

村初小三年级及其以上学生全部就近集中到中心小学、完全小学就读，实行寄宿制。在

农村初级小学设教学点，承担周围一、二年级学生和学前班适龄儿童的就读任务，由完

全小学托管。随着生源的逐年减少，农村初小也随之撤销。

经过布局调整，全县中小学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基本形成覆盖城乡

的中小学分布格局，实现教育资源优化整合，保证适龄儿童学有所教、免费上学。

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７２所，其中高级中学１所、完全中学１所 （民办

富北中学）、职业技术培训中心ｌ所 （职中）；初级中学７所，含民办初中１所 （春雨初

中）；县直小学２所、中心小学１３所、完全小学９所、教学点７个。县办幼儿园２所、
民办幼儿园２８所、特殊教育学校 （富县芳明聋儿语训学校）１所。有教职工１９２５人，
在校学生２１６９０人。在园幼儿３８３７人。全县公办学校３９所，民办学校３３所，形成以
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力量为补充，公办、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学前三年儿童入

园率８７％，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升学率１００％，初中毕业率９８％，辍学率控制
在２％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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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育督导

富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简称教育督导室）成立于１９９４年６月，属行政监督机
构，事业单位，副科级建制，编制４人，主任１人。督导人员称督学，分正、副科级，
其由县人事局任免。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受县人民政府和县教育局双重领导。

２００３年教育督导室升格为正科级建制，设主任、副主任各１人，督导员２人。２００５
年，督导室就教育经费投入、信息技术教育、乡镇义务教育等工作进行了专项督查，并

对全县中小学进行专项考核评估，指导治理。２００６年，督导室对全县１３个乡镇５０所中
小学进行督导调研，分类统计、分析，形成报告报县政府和上级督导部门。对学校管理

中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配合教育局督查整改。指导教育局成立 “两基”工作自查自

评领导小组，加强 “两基”建设。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０９年，全面开展教育均衡发展自查自评工作，抽查５个乡镇１０所学校
的 “两基”档案。配合教育局每年对全县各中小学校长，乡镇教育专干履职情况及办学

绩效进行全面考评，将结果通报全县。进行学初工作、安全、收费等学校工作进行专项

督查。对民办学校进行年检和评估。建立县、乡镇两级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工作评估与考

核制度，并将评估报告上报市委组织部和市教育督导室。

２０１０年，督导室注重抓好 “两基”巩固与提高；做好中小学校长与素质教育的考核

评估工作；实施学校发展水平督查和教育专项督导评估工作。

第四节　考试招生

１９９０年，招生办设在教研室，负责组织由教育系统承担的各类国家考试，健全和管
理普通高中、初中学生的学籍档案。是年，小学毕业生１７５３人、初中毕业生１７６１人、
高中毕业生３２９人。各阶段学生均通过考试后升入高一级学校就读。
１９９３年高考结束后取消高考预选制度。１９９４年起，在实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的基

础上推行 “３＋２”高考模式。１９９９年取消初中专预选考试，将初中毕业、普通高中招
生、初中专招生合并为一次考试，称 “三合一”考试，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

理化 （物理、化学合卷）、政史 （政治、历史合卷）、体育、实验 ７个科目。２００１年，
高考实行 “３＋Ｘ”模式。２００６年起，小学不再实行毕业升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率
１００％，小学零辍学率，中学辍学率 １１％，初等教育完成率 １００％，残疾儿童入学率
９２％。２００７年高中改会考为学业水平测试。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高考前一个月进行英语听力
考试，由县招生办组织，考试时间３０分钟，组考和阅卷均按照高考要求进行，其成绩
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

２０１０年起，高中考生须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是年，全县有小学毕业生１６７５
人，初中毕业生１６０８人，高中毕业生１６０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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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高中毕业升学情况统计表
表１９－７－１ 单位：人

年份
高中毕业生

考试人数 大学录取 高中专录取
备注

１９９０ ３２９ ５７ １５ —

１９９１ ３０９ ７６ ２０ 上省线１３人

１９９２ ２５７ ６３ ２３ 上省线１４人

１９９３ ５４７ １０８ ２９ —

１９９４ ３７７ １１７ ５６ 上省线８人

１９９５ ３２２ １１２ ５７ 上省线５人

１９９６ ２９０ ４０ ７４ 上省线５人

１９９７ ２９８ ３３ ６９ 上省线６人

１９９８ ３３９ ４８ ６９ 上省线５人

１９９９ ３５７ ６０ ９５ 上省线３１人

２０００ ４７３ １９８ ８１ 上省线４８人

２００１ ５６９ ３８５ — 上省线７２人

２００２ ５８４ ３９３ — 上省线７０人

２００３ ６７９ ３８５ — 一本 二本及以上 三本及以上 职高及以上

２００４ ９５６ ８３５ — ４８ １６３ ４１３ ８３５

２００５ ９４５ ７７８ — ３６ １０３ ３６８ ７７８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２ １１４８ — ４３ １２０ ６３４ １１４８

２００７ １４６４ ９８０ — ３２ １０２ ５３９ ９８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８９ ９５８ — １２ ５４ ４９２ ９５８

２００９ １４５９ ８３８ — １０ ４４ １７４ ８３８

２０１０ １６０５ １１９８ — １０２ ３４９ ７９９ １１９８

第五节　教学研究

常规教育教学研究　１９９０年，教研室制定 《中学常规教学要求》，发挥重点中学示

范作用。１９９１年，以沙梁初中、城关小学以及乡镇中心小学、农村复式教学学校为试
点，进行以导学为主的 “目标教学” “快乐式教学” “复式教学”等教改试验活动。

１９９２年，形成县教研室、学校校本教研机构、各科教研组三级教研网络，分学科设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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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员，增设专职幼儿教研员，全县中学开展 “一节优质课”赛讲活动，城关小学被确定

为全地区１９所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改学校。１９９３年，教研室从基层学校聘任６０
名兼职教研员，在县一中、沙梁初中、圣佛峪小学等 ５所学校进行 １１个教学科目的
“目标教学”和 “启发式教学”教改实验。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教研室组织全县教师实施岗
位练兵活动，要求教师练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 “五功”，过大纲、

教材、课堂、命题、试卷分析 “五关”；做到 “四个一”，每人写一手好字，说一口标准

普通话，备一份优质教案，上一堂优质示范课；在教研员中实施 “６６１１１”工程，听６０
节课，讲６次示范课或专题讲座，抓１所教改学校，写１篇论文，做１０次大纲教材辅
导。在全县教师中开展以听课、评课为内容的赛教活动，评选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学

科带头人、名优教师，并组织参加相应的市级比赛。１９９９年，教育局、教研室在北教场
小学召开快乐教学现场会，向全县小学推广该校的先进教学经验。２０００年，快乐教学、
目标教学、主体参与型课堂教学普遍成为全县中小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重点抓沙梁

初中、羊泉初中、城关小学、张村驿小学４个素质教育示范点。２００１年６月，教研室成
功举办城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展示会，确定沙梁初中、羊泉初中、直罗初中为目标教学示

范学校，北教场小学、城关小学、交道中心小学、牛武中心小学、张村驿中心小学为快

乐教学示范学校。全县各类学校设立小学教研组３６个、中学教研组４５个，在农村设立
村级教研组５８个，形成县乡村三级教研网络。２００５年以后，现代化电教网络进入校园，
各学校重点研究常规教学与现代化信息网络的有机结合，坚持以课堂教学为基础，大量

吸收先进的教学理念，收集能够让学生快捷掌握的应用知识，开发学生智力，丰富教学

知识，提高运用能力，保证教学质量。２０１０年，网络教育在常规教学中得到普遍应用，
极大地解放了教学生产力，学习质量普遍提高。

国家教育课题研究　１９９５年，沙梁初中被确定为国家教委 “八五”“九五”重点科

研课题全国３６所采样实验学校之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进行的 《大面

积提高中学生学习质量，整体改革国家行动计划》的实验研究，简称中学 “ＪＩＰ”实验。
经过四年初一搞好中小学衔接、初二控制分化、初三大面积提高和跟踪反馈４个阶段的
试验研究，历时四年，于１９９９年９月通过市省国家三级评估验收。实验中收获的 “主

体—创造—发展”主题和 “主体参与、分层指导、及时反馈、激励评价”十六字方针，

已渗透到学校管理和教学之中，并得以发展。“主体参与型课堂教学”经验在全县中小

学推广，以学生为学习与教学和发展的主体，教师为主导，通过学习兴趣、方法、知识

教学、非智力因素开发，以及师生的课堂互动，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真正成为学习

的主人。从文化课学习、班级管理、各种活动以及学校管理等层面体现学生的自主参

与，使其学会学习，学会做人。沙梁中学被评为 “全国先进实验学校”，教师张新社、

刘金龙被评为 “全国先进实验个人”，并有 ６人的 ７篇论文分别获得省、国家中学
“ＪＩＰ”实验优秀论文一、二等奖，分别在陕西省、国家 《中学 “ＪＩＰ”优秀论文集》中
发表。

校本普遍课题研究　县教研室对学校课题研究的选题、申报、立项、实施、验收进
行培训和指导。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３年，县教育局与中小学校长、教育组专干签订教育教学目标责任书。

２４５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校本教研

教研室制定 《中小学

常规教学要求》，建

立起 “教研室牵头示

范、学校教研组组织

实施、教研教师攻

关”的三级教研网。

结合延安地区教研室

开展的 “优质课赛

教”活动，组织 “教

学能手”赛教评选，

全县 １３位教师被评
为地区级教学能手。

依据中小学 “因材施

教、分类指导、全面提高”的教学原则，分别在县一中、沙梁初中、圣佛峪小学，岔口

小学１１个科目中进行 “导学式教学”“目标教学”“快乐式教学”“复式教学”教改实

验试点，获得成功。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０年，县教研室注重教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双基”训练，在全

县中小学聘任６０名教研员，实施五年岗位练兵计划，在全县中小学教师中开展 “练五

功 （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争四一 （写一手规范的字、说一口

标准普通话、备一份优质教案、上一堂优质课），过五关 （大纲关、教材关、课堂关、

命题关、试卷分析关）”以及实施教研员 “６６１１１”工程，先后有沙梁初中的 “ＪＩＰ实
验”，北教场小学的 “快乐教学”教改实验，岔口小学的 “复式教学”试点实验取得成

功，并分别以现场会的方式向全县中小学推广。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县教育局、教研室成功举办 “城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展示会”。是

年，确定沙梁初中、羊泉初中、直罗初中为 “目标教学”示范学校；北教场小学、城

关小学等５所小学为 “快乐式教学”示范学校。教研室在各乡镇中心小学设立教研组

３６个，中学教研组４５个，村级教研组５８个，形成县、乡、村三级教研网，各级各类
学校的教研工作做到 “时间、人员、内容、中心”四落实。２００２年，县教研室重视
教改工作，对学校科研课题的选题、申报、立项、实施、验收进行培训指导。县高级

中学、沙梁初中、城关小学等７所中小学分别承担了市级 “研究性学习、创新教育、

愉快教育”课题研究。２００５年，２３所中小学承担了县级教研课题，４所中学承担了市
级课题，１５名教师被市教育局评为学科带头人。沙梁初中，城关小学，北教场小学等
学校，分别荣获省市级教改先进学校。１０月，县教研室被省教育厅授予 “陕西省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单位”。２００９年，有城关小学的 “在愉快体验中促自主，在自主发

展中促创新”课题研究获得延安市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二等奖。高级中学的国家级英语

“四位一体”教学法研究，省级 “体育健康与学生全面发展”实验研究专题；张家湾

初中、直罗初中、北教场小学、牛武小学等学校的 “信息技术教育、自主学习、学科

教育的有效整合”等教学方法的创新与研究课题相继结题。茶坊小学的 “非智障学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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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力开发行动”研究成果获得市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同年７月，延安市 “十五”基

础教育课题表彰会暨 “两改”工作现场会在富县召开。２０１０年，全县中小学紧密结
合教育教学实际，按照市、县教研工作安排，做到教研工作有课题，有方案，有措

施，有评估，稳步实施，富有成效地进行。涌现出沙梁初中、直罗初中、城关小学、

北教场小学、茶坊小学等一批课改示范学校。

第六节　支教助学

对口支教　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先后有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投资改建县城关小学，
并选派４名优秀教师来县支教，从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教学改革、学生教育诸多方面
多层次全方位地予以指导。县教育局每年选派１０余名教师前往两地参加不定期培训学
习数月或一年。同时每年选送３名高中生、２名初中生去两地学习，高中毕业后返乡参
加高考。２００２年，其中３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

采取 “结对子”建立友好学校形式带动提高，形成传、帮、带支教链，互帮互学，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富县高级中学与浙江省台州中学结为友好学校。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
年分三批共选送３６名学生前往台州中学就读，高中毕业后多被 “９８５”或 “２１１”高校
录取。定期互派教师交流教育教学工作，推进富县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稳中向好。

陕西师范大学借学生实习基地与沙梁初中结为帮扶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教学方

法、辅导资料多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延安市第一高级中学等学校利用招生与沙梁初级

中学开展结对帮扶。

县教育局根据上级安排，每年邀请北京、上海、浙江等外地的教育专家来县作专题

报告、讲座，聘请陕西师范大学、陕西教育学院、延安大学，延安市教研室等大学、教

育科研单位教育专家，就教育热点问题、教育教学方法等进行专题讲座，并指导中小学

教育和教育科研工作。

城乡支教　积极推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工作，制定 《富县关于建立城乡教育发

展共同体，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实施办法和意见》，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每年从县城中小
学选派２０名优秀骨干教师分赴基层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年支教工作，支教者由派出学校
适当予以补助。同时，积极开展送教下乡活动，选派优秀教师走进基层课堂授课，带动

指导农村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贫困学生资助　１９９４年，县教育局对全县贫困学生进行摸底调查，县委、县政府提
出具体资助办法，贫困学生可就近免费入学。县民政局出资５０００元为有贫困学生的村级
小学购置桌凳，县乡从教育基金中拿出１万元，解决贫困学生的课本等问题。１９９７年，
部分乡镇成立救助贫困儿童就学基金会，省市县各级慈善机构开展 “手拉手，结对子”

资助贫困学生活动。２００４年，县政府成立贫困学生救助委员会，制定 《富县贫困学生集

资救助办法》，配合市慈善机构、市教育局等部门对贫困中小学生、大学生实施资助。

按照县、乡镇、学校分级助学管理办法，通过社会捐资、师生献爱心或学校列资救助贫

困学生。２００７年９月，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负责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
助工作。按照 《富县家庭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暂行办法》，负责收集、整理、汇总户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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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的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在校学生，办理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申请、认定、

签订、初审、协调、催收、偿还等工作。２００７年发放助学贷款３１万余元，资助贫困大
学生６１人。２００８年发放３８３万余元，资助６９２人，贫困大学生新生入学资助９０人１８万
元。２００９年发放７００万余元，资助１１８３人，贫困大学生新生入学资助９０人１８万元。
２０１０年发放８７５万余元，资助１４６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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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卫生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医疗卫生管理机构逐步得到理顺，

县级和基层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群众就医环境发生较大改观。

推行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卫生行政依法监督

管理力度得到加大，医疗服务质量和预防保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建

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相结合的新的医疗保障制度。公

共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不断加强。

为满足人民群众就医用药需求，２０１０年，全县医疗卫生系统推行
专业技术人员全员聘用制，选拔录用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医疗队伍，使

各级医疗技术能力普遍提升。与此同时，各级医疗机构医疗设备逐步

向高层次发展，预防和问诊手段逐步与高科技医疗设备相适应相

融合。

全县公共卫生状况不断改善。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社会公共卫生综合治理，饮用水质量检测，地方病防治

和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基本实现全民初级卫生保健。依法维护全县医

疗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就医质量安全。医疗卫生机构形成县级公立医

院、乡镇中心卫生院或卫生院、乡村卫生所、个体诊所多元格局。运

用各级财政投资或国家专项资金，逐步建设县乡医院基础设施和医疗

技术装备，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万人拥有有医疗床位、万人拥有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对比图



第一章　医　疗

第一节　机构　设施

县人民医院　地处县城正街南段东侧，属公益性医院，事业性质，科级建制。１９９０
年有职工１６０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３１人。设置医务科、护理部２个职能科室，内儿
科 （包括中医科）、外科、妇产科、综合科 （包括急诊、传染科）４个临床科室，检验
科、放射科、心电图室、Ｂ超室４个医技科室，院长办公室、财务科、总务科３个行政
后勤科室。编制床位１１０张。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２８２人，含正高级专业职称３人，副高级职
称１９人，中级职称１１５人，初级职称１２３人。编制床位２１０张，占地面积１６０２２平方
米，为国家二级甲等医院，省级文明单位。

１９９０年占地面积１４１３６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７５５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４２７３平方
米，办公用房１９６平方米，生活用房２２８６平方米。１９９３年投资１２０万元，修建门诊楼
主体工程和住院楼排污工程。１９９５年，门诊楼交付使用。２０００年完成县医院急诊楼、
家属楼建设。２００１年投资６８万元，完成７００平方米急诊楼装修并投入使用。投资１５万
元，完成门诊楼、住院楼上下水道及院内水网改造工程。２００２年投资１５０万元，改造维
修住院楼和驳壳窑洞，拆除院内所有瓦房，美化院落。２００３年投资７２万元，建设传染
病区。２００４年争取全省重点传染病区建设项目资金９８万元，在全市率先完成传染病区
改造扩建工程。２００５年，争取重点县医院建设资金１００万元，新建综合住院楼。２００６年
争取国家资金１９０万元，市级配套５０万元，总投资１５００万元，修建９层７３００平方米综
合住院楼。２００７年争取到市政府８０万元，用于县医院住院综合楼建设。２００９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先后修建门诊、急诊、ＣＴ核磁共振室及住院综合大楼，建筑面积１１０５７平
方米，修建５幢职工住宅楼，建筑面积１２２０４平方米。

县中医医院　地处沙梁街，成立于１９９３年，属公益性医院，事业性质，科级建制。
２０１０年，县中医医院有干部职工５５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５２人，副高级职称３人，中
级职称２２人。设置院长办公室、医务科、护理部、门诊部、财务科、总务科６个职能科
室，内科、儿科、骨外科、妇产科、针灸理疗科、皮肤科、肛肠科、手术室８个临床科
室，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功能科４个门诊医疗医技科室。１９９４年投资６０万元，
新修６间临街砖混结构平房和１２间砖木结构瓦房，并修筑围墙和大门。１９９６年投资２５
万元，建成６２７平方米的门诊楼。２００１年完成中医院家属楼，商住楼建设。２００５年争取
省中医药管理局资金２４万元用于急诊科重点建设项目。２００９年投资３１０万元新建住院
楼２０１４平方米，并完成中医针灸、推拿、疼痛病专科项目建设。２０１０年编制床位 ８０
张，占地面积４９６８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４４８平方米。建成院内区域网。

县疾控中心　位于人民街３７号 （原富城镇正街８８号），原名富县防疫站，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更名为 “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 “富县健康教育所”，两块牌子一套人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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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４００６平方米。属县直事业单位，隶属卫生局管理，正科级建制，编制 ４１人。
１９９２年４月在院落北侧新建二层办公楼，建筑面积４６４２６平方米。１９９３年７月，业务
办公室、接种室、结防科迁入使用。１９９９年５月拆除原西侧二层门面房，建设四层综合
办公楼，建筑面积１３４８２９平方米，２００１年８月份投入使用。２００５年７月，为检验科购置
１台价值３９万元酶标仪器；１台２５万元自动洗板机；体检中心购置１台价值２万元Ｂ超
机。２００９年投资４３８万元购置７套燃气壁挂炉，并将原燃煤锅炉进行更新升级，解决了集
体供暖问题。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投资６２万元购置１台彩色Ｂ超机。

县妇幼保健院　１９９０年，县妇幼站设妇保、儿保２个科室，有职工１４人，其中专
业技术人员１３人。１９９２年县妇幼保健大楼落成，妇幼保健队伍逐渐扩大。１９９６年人员
增加至３４人，在３０名专业技术人员中，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１１人、医师６人、
医士１３人。１５个乡镇卫生院均成立２～３人组成的妇幼保健组，配备１～２名专职保健
人员，全县妇幼保健人员５８４人，其中乡 （镇）专 （兼）职人员８２人、县级妇幼保健
人员５０２人，坚持对孕妇实行产前检查和产后访视。２００１年开设儿科、妇产科门诊，年
住院分娩约１０００人次。２００４年起先后购置多功能微波治疗仪、红外线乳腺诊断仪，配
备妊高症检测系统、新生儿保育设备。２００６年自筹资金３０万元新建平房１２间，改造办
公楼。２００７年７月更名为富县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０年编制３０人，设院长１人、专业技术
人员２７人，其中主治医师３人、主管护师２人、医师８人、护师７人、药剂师６人、主
管检验师１人。

富县石油职工医院　始建于１９７１年８月，住院部设在南教场贺家沟口，门诊部设在
北教场秋家沟口。１９９０年拥有门诊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设置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口腔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眼科等临床科室，放射科，超声科，检验科，理疗科等医

技科室，床位１００余张。主要负责系统内职工医疗救治，兼顾地方日常医疗服务。技术
水平、医疗设备属当地领先，年门诊量约６万人次，住院约３０００人次。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迁
往延安河庄坪。

羊泉医院门诊楼

乡镇医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年末，全县有乡镇医院

１４所，其中中心卫生院 ５
所。乡镇中心卫生院分布

在张村驿、羊泉、牛武、

直罗、茶坊 ５乡镇。１９９０
年，５所中心医院均能开展
放射、透视，拍片等检查，

以及内外科、儿科、中医

科常见病诊治和顺产接生、

外伤缝合、妇幼保健及接

种等业务。２０００年前后，５
所中心卫生院先后进行了

改建扩建，规范设置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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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住院部，增添新型设备，可进行心电图、Ｂ超、胎心监护等检查，开展内、外、妇、
儿、中医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２０１０年，张村驿中心卫生院有干部职工２８
人，其中初级职称１２人、中级职称４人，设有病床２０张。牛武中心卫生院有医技人员
１８人。其中中级职称３人、初级职称１２人，设有病床２０张。直罗中心卫生院有干部职
工１４人，其中中级职称１人、初级职称６人。羊泉中心卫生院有职工２４人，其中中级
职称５人、初级职称１９人。内科、外科、妇科３个科室管理住院病人，设有病床２０张。
茶坊中心卫生院有专业技术人员３５人，其中中级职称４人、初级职称３人。

乡镇卫生院　１９９０年共１０所，分别是富城镇卫生院、寺仙卫生院、钳二卫生院、
吉子现卫生院、北道德卫生院、张家湾卫生院、交道卫生院、南道德卫生院、岔口卫生

院和洛阳卫生院，共有医务人员７９人，设有床位４３张。２００９年按照全县医疗机构布局
优化有关要求，富城镇卫生院由旧城区整体搬迁至北教场原长庆石油职工医院，并实施

相应的改扩建工程，增加人员和设备配置，增设了妇产科，强化外科、骨科技术力量，

业务辐射周边乡镇。投资１９５万元，完成了南道德、岔口、洛阳、羊泉、寺仙、张村
驿、直罗等７个卫生院的项目建设，共新建面积１７１９平方米，改造面积３００平方米。
２０１０年年末，全县有乡镇卫生院９所，共有医务人员１１２人，设有病床７８张。

第二节　医疗队伍

队伍概况　１９９０年，富县境内有各类医疗机构 （含村级卫生室）４３个，从业人员
５５９人，其中医疗专业技术人员４７４人 （高级职称２人、中级３８人、初级４３４人）。其
中县人民医院从业人员１６０人，医疗专业技术人员１２９人 （高级职称２人、中级职称１７
人、初级职称１１０人）。１９９５年，全县有各类医疗机构 （含村级卫生室）３９个，从业人
员６２９人，其中医疗专业技术人员４３６人 （高级职称３人、中级６７人、初级３６６人）。
２０００年，全县有各类医疗机构 （含村级卫生室）４０个，从业人员５９９人，其中医疗专
业技术人员４９７人 （高级职称１５人、中级９５人、初级及以下３８７人）。２００５年，全县
有各类医疗机构 （含村级卫生室）３３个，从业人员５９１人，其中医疗专业技术人员５３１
人 （高级职称１８人、中级１３５人、初级及以下３７８人）。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各类医疗机构
（含村级卫生室）２４４个，从业人员６３８人，其中医疗专业技术人员５４５人 （高级职称

２２人、中级１６４人、初级及以下３５９人）。２０１０年全县实行专业技术人员全员聘任制，
公开选拔了１５名乡镇卫生院院长和７名副院长，全县乡镇卫生院共聘用２００人，落聘
１７人，对落聘人员进行分流安置。同时，成立富县医药采购配送中心，配齐了６名工作
人员。

业务培训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期间，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多次派出医务人
员参加延安、西安等上级医院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儿科、麻醉、肛肠、皮肤、口

腔、传染等专科培训。学习时间少则半年，多则１年。县人民医院先后外出学习的有：
１９９７年，王华到西安中医医院学习肛肠专业半年；１９９９年，李宪武到延安大学附属医
院学习麻醉专业１年，罗春霞到西安儿童医院学习儿科专业一年；２０００年，李华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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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大学第二医学院学习儿科专业１年；２００１年，秦延军到西安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学习
传染病专业１年，吉竹荣到西安儿童医院学习内儿临床专业１年；２００２年，李新梅到西
安交大第一医院学习神经内科临床专业１年，张玉凤到西安交大第一医院学习心内科临
床专业１年；２００３年，刘富强到西安交大第一医院学习心内科临床专业１年；２００５年，
杨红琴到西安第二医院学习口腔专业１年，王亚到西安交大二附院学习皮肤科专业１年；
２００６年，高金海到西安交大第一附院学习普通外科专业１年；２００７年，李小平到西安交
大二附院学习神经内科临床专业１年；２００９年，吉竹荣到西安交大二附院学习皮肤科专
业１年；２０１０年，县人民医院与省友谊医院、西安交大一附院建立协助关系，选送业务
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外出进修１年以上４人。
２００９年，县人民医院选送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省市级业务培训２３人次，带教实

习学生３８人次，培训乡镇卫生技术人员４人，举办基础知识学习培训４次，参训５６８人
次。县中医院选送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外出进修１年以上５人、市级短期培训８人、省级
专科培训２人。县妇保院参加医学成人本科、大专教育７人，参加临床进修４人，对２９
名乡级产科及妇幼保健员、１０６名村级保健员、１７名家庭接生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与指
导。举办全县 “降消项目”“农免项目” “预防出生缺陷防治项目”培训班，共培训妇

产科大夫、妇幼专干、村级保健员２００余人次。２０１０年，县人民医院参加省市级业务培
训学习４３人次，带教实习学生４５人次，培训乡镇卫生技术人员６人，举办基础知识学
习培训４次，参训４８０人次。县中医院选送６名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半年以
上，参加省市级业务培训学习１０人次，举办肛肠手术基本操作培训１次，邀请省级医院
专家来院指导，成功开展白内障手术１１７例。县妇保院参加各类医学成人本科、大专教
育７人，参加临床进修培训４人。县疾控中心选送业务骨干２７人次参加了全省乙肝补
种、麻疹疫苗接种、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省级地方病培训班等，提高

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水平。

第三节　设备与技术

医疗设备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县人民医院仅有常规医疗设备，且更新缓慢。２０００年增设
彩超机等医疗仪器。２００３年投资２９６万元购置东芝螺旋ＣＴ机。２００６年，投资６３８万元，
购置西门子０３５Ｔ永磁性核磁共振 （ＭＴＩ）、东芝螺旋 ＣＴ机。２００９年购置多功能 Ｘ光
机、日立彩色Ｂ超机等大中型医疗设备。
２００６年起，县中医院先后购置Ｂ超机、血凝仪、心电图机、红外线乳腺诊断仪、新

生儿复苏台、胎心监护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麻醉工作站、心电监护仪、全自动血球

分析仪、裂隙灯等中型医疗设备１０余台件。２００９年购置救护车１辆，３０余台心电监护
仪、输液泵、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凝血系列检测等设备，省卫生厅调配１张三维牵引
床、２张腰椎颈椎牵引床及气血循环机、骨增生治疗仪、熏蒸机、中药柜、操作台等
设备。

２０００年后乡镇中心卫生院相继投资２８万元，一般卫生院投资１２万元，配备基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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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设备，村卫生室配备价值３５００元常用医疗设备。
富县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１９９０年１３２‰，２０００年２２４‰，２０１０年２９６‰。
医疗技术　１９９０年，富县县级医疗机构基本采用传统诊疗手法诊治患者，辅之以少

量检验检测设备开展诊疗。１９９６年起相继开始使用超声波、心电图和 Ｘ光机、脑电图、
尿液分析仪、血红蛋白分析仪、显微外科等设备技术。县医院开设检验科开展血、尿、

便、痰常规化验，进行肾功能测定、酚红排碘测定等诊疗项目。２０００年，县医院等医疗
单位可诊断胸部病态，结核炎症，可做肾盂、胆道造影。可进行肝功、精液检查。可诊

疗呼吸道系统的气管炎、肺气肿、肺脓肿、支气管扩张等；消化系统的肠炎、痢疾、肠

梗阻、阑尾炎等；心血管系统的冠心病、高血压病、动脉硬化症等；泌尿系统的肾炎、

尿道炎。妇科、儿科常见病。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富县人民医院把富县地方性大骨节病高发
因素及治疗措施列入攻关项目。购置专用骨科牵引、止血带等设备。开展膝关节、髋关

节等置换手术年均２例，各种畸形矫正手术５０余例。２００９年推广富县地区糖尿病胰岛
素强化治疗临床应用。购置各种剂型胰岛素及糖尿病治疗药物、便捷式血糖仪，定期开

展糖尿病病友会，进行糖尿病知识培训。项目实施以来，糖尿病病人住院７００余人。推
广液体复苏在急性失血性休克病人抢救中的临床应用，购置多种休克抢救液体，减少肾

衰、脑死亡等疾病的发病率。实施蓝光治疗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临床应用和疗效。凡新

生儿黄疸诊断明确者均适用蓝光治疗，疗程３～５天，减少住院费用，缩短住院天数。
２０１０年９月，富县中医院推广应用穴位服帖消化散治疗小孩厌食症的临床研究，对１～
１３周岁儿童诊断为厌食症者效果明显，总有效率达９６５％。促进小儿的身体生长发育并
能使味蕾细胞再生，改变味蕾细胞的敏锐性，提高消化功能，增进食欲。推广应用消脂

丸治疗脂肪肝的临床研究。根据７４例临床观察，确定理疗系列治疗方案，除改变不良
生活和饮食习惯外，还将治疗药物制成丸剂、散剂以便病人服用。

２０１０年，县医院等医疗单位可以开展全身 ＣＴ扫描、多普勒超声扫描、乙肝免疫５
项、经颅多普勒等检查诊断业务。可施行切除术、再植术、穿刺术、减压术、吻合术、

清除术等手术，开展外科急救。内科可使用现代医技手段治疗心血管、血液、消化、呼

吸系统等疾病。中医治疗常见病和疑难杂症疗效可观，中老年患者诊疗居多。儿科可开

展新生儿常见病、多发病治疗。妇科可开展生殖系统减灭术、摘除术、流产术等治疗。

口腔科可开展颌面外科部分手术。肛肠科可开展封闭术、外切术、摘除术、剥离术等治

疗。传染科可开展干扰治疗乙肝等项目。

第四节　农村合作医疗

１９９７年，在牛武镇申家沟村开展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成立申家沟村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委员会，制定合作医疗章程和合作医疗运行管理制度，８２户２９１人参加合疗，占
村总人口的８８％，筹集资金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召开富县卫生工作会议，部署推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事项，制定 《实施方案》《章程》《实施细则》。１９９９年，牛武镇９个行
政村８７６户３８５５人缴纳合作医疗费３６２万余元，县卫生局印制合作医疗对象摸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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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登记卡及合作医疗证。

２０００年８月，新型合作医疗工程在牛武镇全面启动，全镇１７个行政村６１００人缴纳
合疗统筹金１０万元。２００６年成立以县长为主任，主管书记、主管县长、卫生局局长为
副主任，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财政局、监察局、审计局、民政局、计生局等１８
个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富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总结牛武镇试点工作经验，制

定 《富县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方案》 《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 《基本用药

目录》《合作医疗基金管理责任追究办法》等９项配套文件，召开富县推行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工作会议，将这项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乡镇年度目标任务考核之列，明

确责任和奖罚措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平稳规范，群众满意，发挥了缓解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作用。

基金筹集标准　２００６年，全县农村医疗保险基金按参合农民每人每年 ３０元筹集
（农民缴纳１０元，县财政配套１０元，市财政划拨１０元）。２００７年，基金筹集基准提高
到每人每年５０元 （农民缴纳１０元，市县财政配套４０元）。２０１０年，基金筹集基准再次
提高至每人每年１５０元 （农民缴纳３０元，财政配套１２０元）。

报销标准　２００７年８月起，县以上医院个人起付线８００元，报销３０％；县级医院个
人起付线３００元，报销４０％；乡镇医院个人起付线１００元，报销６０％。２００８年７月起，
县以上医院个人起付线１２００元。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起，省级定点三级医院起付线５０００元，
二级医院起付线３５００元，市级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起付线１０００元，市人民医院起付线
８００元，其他市级定点医院起付线６００元，县级定点医院起付线３００元，乡镇定点医院
起付线８０元；省级定点医院及延大附属医院报销４０％，市人民医院４５％，其他市级定
点医院５０％，县级定点医院６５％，乡镇定点医院８０％。
２０１０年起，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起付线８００元，市人民医院起付线５００元，其他市级

定点医疗机构 （中医院、博爱医院、妇幼保健院、生殖保健院、怡康精神病专科医院）

起付线４００元，县级定点医院起付线２００元，乡镇定点医院起付线５０元；延安大学附属
医院报销比例５０％，市人民医院５５％，其他市级定点医院 （中医院、博爱医院、妇幼

保健院、生殖保健院、怡康精神病专科医院）６０％，县级定点医院７０％，乡镇定点医
院８５％。

参合征缴及报付　２００６年，全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９１９７９人，参合率８０４％，
筹集合疗资金９１９８万元，县财政配套４５万元，中省市财政补助１４３万元，共计２７９９８
万元，全部归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２００７年，全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１０６４８７
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９２４％，参合率９２２％，高于全市参合率５％，参合率、补助总
比例、人均补助及费用控制等主要管理指标均名列全市前茅。２０１０年，全县参加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 １０９００９人，参合率 ９６５７％，筹集合疗基金 ３２７０３万元，县财政配套
１９６２２万元，市财政补助１９６２２万元、省财政补助２６１６２万元，中央财政补助６５４万
元，共计１６３５０９万元。全年共为４５７６１人次兑付合疗补助１９５９４５万元，人均补助
２００２８１元，报销率５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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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收支一览表
表２０－１－１ 单位：人、万元

年份 参保者人数 住院人数 基金收入 报销金额

２００６ ９１９７９ １９０９ ２７９９８ １７０６７

２００７ １０６４８７ ４１２１ ５３２４４ ５２１５４

２００８ １１１８０７ ４４３５ １００６２６ ５８５２９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０７５ ６０３０ １１３０７５ １００７６８

２０１０ １０９００９ ８６７６ １６３５０９ １９５９４５

第二章　防疫　保健

第一节　疾病防控

传染病防治　以计划免疫和及时治疗为主。１９９１年，全县发生乙类传染病１５２例。
１９９５年，全县发生乙类传染病１１８例。２０００年，全县发生乙类传染病２３３例。２０１０年
开展手足口病和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等各类传染病的监测控制工作，全县共发生乙类传染病
２７６例，发病率１８７３８／１０００００，丙类传染病１８例，占发病总数的５４６％。痢疾３例、
淋病３例、梅毒１８例、艾滋病１例，总发病率２２４０５／１０００００。

计划免疫　开办孕产妇学校，定期免费对备孕妇女进行科学养胎生育系统知识讲
座，开展孕育知识咨询服务。对儿童实行计划免疫，１９９０年儿童免疫卡普及率１００％，
卡介疫苗、百日破疫苗接种率１００％，糖丸接种率８５％，诊治乙类传染病４种１５２例。
１９９５年建儿童免疫卡９７６％，卡介疫苗接种率９３７％、百日破疫苗接种率９２８％、麻
疹疫苗接种率９５％，糖丸接种率 ９３３％，诊治乙类传染病 １１８例，布鲁氏杆菌 ３例。
１９９７年对０—６岁儿童１１９３４人６１％纳入系统管理。１９９８年，对１３９５１名儿童进行健康
检查。２００１年建儿童免疫卡９８％，卡介疫苗接种率９８１％、百日破疫苗接种率９６６％、
麻疹疫苗接种率９４％，糖丸接种率９８５％，诊治乙类传染病５种２３８例，布鲁氏杆菌１２
例。２００５年建儿童免疫卡９８２％，卡介疫苗接种率９３１％、百日破疫苗接种率９６３％、
麻疹疫苗接种率９８７％，糖丸接种率９８６％，诊治乙类传染病７种２４７例。２０１０年开展
３次免疫规划和传染病知识宣传，对乡镇卫生院院长及防疫专干集中培训６３人次。新建
１５立方米疫苗冷库１座，全县儿童计划免疫建卡率１００％，卡介疫苗接种率９９８１％、
三联疫苗接种率９９４２％、麻疹疫苗接种率１００％，糖丸疫苗接种率９９４３％，乙肝疫苗
接种率１００％、乙脑疫苗接种率 ９８４％、流脑疫苗接种率 ９７８３％、甲肝疫苗接种率
９２３５％。报告加强接种率分别为：糖丸９２５５％、麻腮风９８４４％、百白破９３１４％、流
脑Ａ＋Ｃ第一针９５３６％、第二针９４２２％、乙脑９３４５％、白破二联９４５７％。对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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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出生的儿童进行两轮次乙肝疫苗补种，应种３７５２人，实种３７２１人，接种
率９９１７％。

第二节　地方病防治

富县地方病发病种类有克山病、地甲病、大骨节病。

克山病　克山病为地方性水土病 （水土病因学说），主要表现为心慌气短，心脏扩

大。１９９０年克山病死亡１人。１９９８年复查回访９９例患者均病情稳定。２００５年对全县２５
例克山病患者进行物理及心电图检查，免费发放治疗药品，无新发病例。２００８年在钳二
乡永川府进行克山病监测，共查５１６人，筛查确诊克山病１１人，其中慢克４人、潜克７
人。２０１０年在牛武镇、羊泉镇、直罗镇、张村驿镇、富城镇开展克山病调查，应检２２２４
人，实检２００７人，受检率９０％，检出异常心电图３３３例，检出潜克２人、慢克２人。对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钳二乡卫生院、牛武镇卫生院４个医疗单位进行搜索，在近
３年登记在册的全部心肌疾病病例１１０例中，搜索疑似克山病４４例，经诊断确定慢性克
山病１４例。

地甲病　全称地方性甲状腺肿大，俗称瘿瓜瓜病、粗脖子病，因缺碘而引起病状。
２００５年开展消除碘缺乏病防治工作，对２１０名８—１０岁在校学生采用Ｂ超法检测肿状肿
大率为２８６％，达到国家规定的５％以下的防治目标；实施 “一盐防三病”工作，完成

碘盐配售７２万千克；全年监测碘分装１０８份，合格率１００％，居民户监测３２０份，合格
率９６％；完成重病区异地搬迁３处，受益９０户４５０人。２０１０年并完成碘盐配售６３万千
克。对９个乡镇３６个行政村２８８户居民食用碘盐进行现场采样，合格２８２份、不合格６
份 （其中非碘盐１份），合格率９７９２％，碘盐覆盖率９９６５％。并对碘缺乏病进行调
查，应调查１４８万人，实查１３５万人，普查率９１５％，共检出碘缺乏病患者５０７人，
其中Ⅰ度３８３人、Ⅱ度１２４人。对甲状腺患者服药１２４例，治愈８０例，治愈率６４５％，
有效４２例，有效率３３９９％，总有效率９８４％。

大骨节病　俗称柳拐子病，是一种地方性软骨关节畸形病，以侵犯儿童和青少年的
骨骼系统为主，使管状长骨发育受阻。症状是四肢短小、关节畸形、步态异常 （鸭步）。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共查处大骨节病人９５９４例。１９９８年手术治疗１７例，每例补助１０００元，
并给２４例病人做矫形手术。２００４年对大骨节病区换粮防治效果进行监测，检查北道德
四合村５０８人，检出率 ６１％，对 ２０户进行换粮防治效果对比分析，达到预期目的。
２０１０年对大骨节病进行调查，成人大骨节 （１６岁以上），应调查人数１２３万人，实查
１１４万人，检出患者２８８５人，其中Ⅰ度１５８４人、Ⅱ度１０２４人、Ⅲ度２７７人；７—１６岁
调查１３万人，查出早期２１人，未检出Ⅰ度以上患者。

第三节　妇幼保健

孕产妇保健　１９８６年，全县实施新生儿新法复苏技术，１５个乡镇卫生院全部建成
爱婴医院，在各乡镇分别建立１个农村孕产期保健工作试点村。１９９０年住院分娩９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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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宣传

人，分娩率 ７０％，孕
产妇死亡 ４人，死亡
率 ２４１０／１００００； 婴
儿死亡 ９人，死亡率
８５‰。婴幼儿死亡率
和孕产妇死亡率分别

控制在 ３‰和万分之
五以下。１９９６年，全
县妇幼保健员５８４人，
其中乡镇专 （兼）职

８２人，县级 ５０２人。
对孕产妇进行产前检

查和产后访视，实行

孕产妇系统管理卡制

度，管理卡发放率９２％，系统管理率９２６％。１９９７年５月１日起，使用卫生部统一制
作的出生医学证明。２０００年起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全面开展妇女病普

查，累计检查出患者 ７４９７人次，普查率 ５０％，给予及时治疗和回访，治愈率 ８７％。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起出生医学证明统一由县级及以上医疗单位签发。２００５年开展孕产妇系统
管理保健服务，新法接生率１００％，婴儿死亡率控制在１７‰内，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
１０８／１０００００内，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率１００％。２０１０年以 《母婴保健法》和 《妇幼工

作规范化管理办法》为标准，落实孕产妇系统管理保健服务，全县婴儿活产数１９９０人，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７％，新法接生率１００％，住院分娩率９９８％，无孕产妇死亡，产前
检查覆盖率９８％。全年发放叶酸４１００瓶，发放率８７％，服用率８０％。

儿童保健　１９９０年，全县儿童实行１岁以内每年体检３次，１—３岁每年体检２次，
３—７岁每年体检１次，从新生儿开始建立保健手册。１９９７年对０—６岁１１９３４名儿童实
施健康检查，其中６１％纳入系统管理。２００５年开展儿童系统管理保健服务，０—２岁儿
童系统管理率为９１％，３—７岁儿童系统管理率为９０９％，对全县０—７岁３６２名儿童进
行疾病普查。２０１０年，０—６岁儿童保健人数１０４６０人，３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７％，
７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７％，婴儿死亡９人，死亡率４２５‰。

妇幼项目　２００３年，富县被省卫生厅确定为 “降消项目”实施县，总投资１８４万
元，救助高危或贫困孕产妇１７６７人。２００５年实施降消项目救助贫困孕产妇３９人，投入
资金４０９０元。２００９年起，妇幼保健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富县成立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孕产妇健康管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和富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０—６岁儿童健
康管理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按照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实施细则》，建立县乡村三级妇幼

保健网络，形成县妇幼院拥有一支专业人才队伍，乡镇医院拥有妇幼保健专职人员，村

组由村医负责，全县各类助产机构有专业技术人员的三级妇幼保健专业队伍。所需经费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管理，由各级财政共同保障。富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妇

幼保健项目包括：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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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

新生儿疾病筛查、听力筛查等出生缺陷防治项目。２００９年５月开展农免项目，截至２０１０
年年底农免补助１３２７人，补助金额８５７２万元。争取价值３７２万元的彩色 Ｂ超１台，
新配价值１０６３万元 “母婴健康快车”１辆。２０１０年启动基本公共卫生妇幼项目，服务
孕产妇１３２５人，服务０—３６月龄儿童３１２０人。提高农村孕产妇分娩补助标准，将剖宫
产补助资金由１０００元增加到１５００元。全年补助农村孕产妇１５８４人１１０６６万元，住院
分娩补助项目资金使用率达到８８５９％。

第四节　抗击非典

２００３年４月，非典型肺炎暴发。富县县委、县政府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局，抽调业务骨干，配备疫情专线电话和传真机，制定１１项工
作制度，从４月至６月，县卫生局及各医疗卫生单位工作人员全部不休假，坚持２４小时
领导带队值班。在县乡村层层召开宣传动员会，利用媒体宣传政策、防治知识和措施，

印发 《给全县人民的一封信》及 《致岔口及周边群众的一封信》２万余份，为农户印发
预防和控制非典知识宣传单５万余份，在有线电视台开办防治宣传专题节目，在各中小
学开设防非典专题课，分四期培训业务人员，分赴各乡镇培训业务骨干９１２人。县防非
办和疾控中心设立４部疫情专线电话，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县防非办每日向市政府
报告疫情。各乡镇政府每日２０时前向县 “防非办”报告境外疫区回归人员情况。凡从

疫区返乡人员由各乡镇和单位负责，当地卫生院配合，层层落实监控负责人，统一在家

中单室与家人和外界隔离留观１４天。建立岔口留验站，对返乡中途人员和发热病人集
体接触者统一送留验站隔离观察。建立规范的县医院隔离病区，对所有发热可疑病人及

时收治排查。全县共居家留观８３２人，集中留验１６人，排查发热可疑病８人。抽调卫
生、医疗、疾控、公安、交警等单位８名领导和２３名专业技术人员，成立富县疫情控制
应急救护队，固定车辆，集中地点，每日演练，随时应急救护。设立医疗专家组、传染

病区工作组、２２支５３人的疫情流动调查队，随时待命，一旦发现发热可疑病人，就近
出动开展工作，对疑似非典病人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抽调部门

和乡镇６２名工作人员，设置３个公路检查站和４个客运检查站，２４小时值守，对所有
入境人员进行体温测量登记，建立护村队、护校队，实行中心户联户制度，及时发现和

隔离从疫区回归的可疑人员。县乡医院建立发热门诊和１７个发热留观室，对呼吸道发
热患者逐一检查，控制可能出现的非典疫情交叉感染和扩散。深入调查，掌握富县３１６９
名在外务工和上学者的基本情况，由单位乡镇及其家属写信或打电话劝其暂勿返回，尽

量避免将疫情带入富县。

县财政为防治非典投入必要资金，购置生物防护服２套，隔离服５９４套，一次性隔
离衣１７００套，口罩８５０９个，救护车２台，呼吸机２台，高压消毒锅１口，焚烧炉１台，
电解质分解仪１台，血球计数仪１台，移动Ｘ光机１台，喷雾器１６台，过氧乙酸、二氧
化氯消毒剂４６８９千克，县医院等单位自筹资金９０万元，以保证突发疫情救治的物资需
要。２００４年６月底防非工作基本结束，全县未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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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共卫生

第一节　环境卫生

１９９１年，县政府转发 《陕西省城市市容卫生管理监督办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月

宣传教育活动，中小学开设健康教育课，增强市民的卫生意识。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灭鼠２３８
５３０只，清扫卫生死角１６４处，清运垃圾１１５万吨。添置痰盂３３４个，疏通渠道６６００
米。２００３年全县清运垃圾１８６吨，清理渠道４００米，当年被延安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市级
卫生县城。２００８年清理垃圾２６０吨、野广告２０００余处。２００９年清运垃圾５００余吨，清
理野广告１３００余处。
１９９４年，开展大规模检查３次，评选出卫生先进单位２３个，责令１５个单位改进，

对２５个单位处以罚款。２００９年推荐上报省级卫生先进单位１个，市级卫生先进单位３
个，卫生乡镇１个，卫生村１个。

截至１９９９年，完成５个乡镇１０个行政村１８６９人的改水任务，全县卫生水普及率
８４％，受益人口１２万人。县卫生局投资５０００元在交道白家村开展改水试点工作，完成
卫生厕所改造６０户。截至２００９年，完成农村改厕任务２０００座。

第二节　食品卫生

执行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常年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检查。１９９０年体检培训饮
食从业者８３１人，占９６６％，检出传染病体１８人，办理健康证占９１％，发放卫生许可
证３０３户，占９４％，共检查１２１次，查出霉变食品８０７７份，价值３７１２元，行政处罚９３
家，限期整改１９家，罚款３６０元。１９９５年体检培训从业者９３８人，占９８％，查出传染
病体１１人，办理健康证占９２％，发放卫生许可证７００户，占９７％，共检查１４２次，查
出霉变食品 ７９７份，价值 ４３８９元，行政处罚 ５２家，限期整改 ２５家，罚款 １４０１元。
２０００年体检培训从业者６３０人，占８６％，查出传染病体３人，办理健康证占９０％，发
放卫生许可证４８３户，占９７％，共检查１６０次，查出霉变食品５６４份，价值２４５７元，行
政处罚６２家，限期整改３５户，取缔经营者２户。２００５年体检培训从业者９２０人，查出
传染病体４人，办理健康证占９１％，发放卫生许可证７１８户，占９６％，共检查２１８次，
查出霉变食品４２３份，价值２４６９元，行政处罚１５１家，限期整改７５家，取缔经营者１９
户。２０１０年体检培训从业者９８４人，查出传染病体５人，办理健康证占９２％，发放卫生
许可证５９８户，占９７％，共检查８４２次，查出霉变食品５４７份，价值３８４１元，行政处罚
１４家，限期整改１４家，取缔经营者４户。

开展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职业病危害专项整治，组成６个调查组，深入全县
１３个乡镇摸底，全县共有各类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工商户４４８４户，涉及各种职业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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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经营单位５６８户，从业人员约１３５９人。按职业病危害分类：粉尘类４９户，放射性
物质类９户，化学物质类１０４户，物理因素类１０８户，生物因素类９８户，导致职业性皮
肤病的４７户，导致职业性眼病的５６户，其他９７户，为开展职业病危害防治提供依据。

第三节　卫生执法

２００７年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共计１１２８人，合格１１２８人；审
核发放卫生许可证８８６户；检查医疗机构７６户，取缔非法医疗机构１户；采样监测
１４６５份，合格１１６６份，合格率７９６％；全年共计监督检查２１８天，１５２５户次，处罚
１４９起，其中警告和责令改正７５起，责令停业整顿１９起，没收销毁各类食品、化妆
品５２起，约１４３２６千克，价值１２５万元，吊销卫生许可证３起。２０１０年，开展食
品从业人员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９７４人，审核发放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１３８户，
其中新发证８０户。加强卫生监测，完成公共场所消毒效果监测评价１４２７份，合格率
８３５％。开展住宿业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完成量化分级单位３２个，量化分级管
理率达８０％。

第四章　卫生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富县卫生局　１９９０年科级建制，行政单位，隶属县政府，编制８人，设局长１人，
副局长２人，内设办公室、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公费医疗办公室、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１０年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３人，编制８人，下辖医疗卫生单位２４
个。全系统有干部职工５７４人，有专业技术人员４９８人，其中高级职称２２人，中级职称
１６４人。

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为富县药品检验所，设所长１人，有职工
１１人。２００２年划归延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牌为延安市药品监督管理富县分局。２００９
年１月划归县政府管理，更名为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县政府工作部门，核定行
政编制７人，事业编制３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２０１０年成立富县食品药品稽查
大队，正科级建制，事业编制１３人。局长兼任食品药品稽查大队队长，副大队长２人。

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立于１９７１年，称县卫生防疫站，２００１年更名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与县健康教育所一套人员两块牌子，县直事业单位，隶属县卫生局，正科

级建制。编制４１人，设有主任１人、书记１人、副主任３人、调研员１人。现有干部职
工５２人，其中党员１０人，大专以上学历３５人，具有副高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１８人、
初级职称２６人，工勤技能人员５人。

富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　１９９６年成立，事业单位，正科级建制，编制３人，设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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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局局长或副局长兼）１人、副主任１人。
富县妇幼保健院　原称富县妇幼保健站，负责全县妇女儿童保健工作，事业单位，

正科级建制，编制３０人，专业技术人员２７人，其中副高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６人、初
级２０人，工勤人员３人。２００６年２月更名为富县妇幼保健院，设院长１人、书记１人、
工会主席１人。

富县卫生监督所　１９９７年５月成立，设所长１人，工作人员４人。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将
富县公共卫生监督所并入富县卫生监督所。编制１４人，正科级建制，事业性质，设所
长１人，副所长１人。２００２年配置卫生监督车１辆。

富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爱卫会下设办公室，编制３人，设主任１人 （２００７年以
前由县卫生局局长兼任），副主任１人。

富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处　２００６年４月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６人，设主任
（副局长兼）１人，工作人员 ５人。２００９年升格为正科级建制，设主任 １人，副主任
１人。

第二节　体制改革

２００２年５月，县委、县政府依据延安市委、市政府关于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的精神，制订 《富县卫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卫生局所属医疗

卫生单位均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制定实施细则。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素质的卫生管理队

伍，合理设置科室，优化人员结构，形成高效、廉洁、优质、规范的医疗服务体系，更

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就医需求，裁减冗员，增强效益，使医院、卫生院内部机构、人

员与功能任务相适应。全面推行医疗卫生单位领导干部聘任制和干部职工全员聘用制，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评聘分开，民主决策，层层招聘，竞争上岗，择优录用，

凡多数群众不赞成的，坚决不予聘用，打破身份界限，原身份只作档案保留，竞聘上

岗，一视同仁。根据需要原则和个人实际，可低职高聘或高职低聘，打破平均主义，区

别一线科室与二线科室待遇。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完成县医院、中医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
健院４个单位领导的聘任，调整正职１人，副职４人。其他单位根据改革实施方案，结
合实际，反复研究讨论聘用方案，报县卫生局审批，明确中层领导和工作人员聘用的程

序和办法，通过考试、测评、竞争上岗等程序，完成了公开聘用中层科室领导及工作人

员的任务。县医院在分配上将每个职工７０％基础工资作为岗位工资，３０％基础工资及奖
励部分定为效益工资，实行两级核算，以收定支。医院给科室下达指标，科室给科员定

任务，实行按劳分配，体现多劳多得，政策向一线倾斜，对有突出贡献的人员给予重

奖。２００４年９月，富县人民医院被省委组织部、省卫生厅、省人事厅授予 “卫生事业单

位人事制度改革先进单位”。

２００９年制定出台 《富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及１０份配套文件，以药品集
中招标、统一配送，公立平价医院改革试点和乡镇卫生院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全

面启动富县医改工作。

２０１０年，县卫生局筹资７０余万元，在卫生系统建成集合疗结算、药品配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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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疾控、公共卫生信息及居民健康电子档案管理和乡镇卫生院计算机收费为一体的

综合信息平台。１０月１日起在全县２２０个村卫生室全面推行药品 “三统一”，并由财政

补贴，在全县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全部实行药品零利润销售。实施乡镇卫生院规范化管理

及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在全县乡镇卫生院统一制作了标识、标牌、规章制度和诊疗规

范。并在县医院推行了６个病种的 “临床路径”管理，在全县推行５０个病种 “单病种”

付费制度，规范了医疗行为，减轻了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第三节　药政管理

药品质量规范认证　２００２年，富县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认证 （ＧＳＰ）工作启动。２００３
年，百草堂等８家企业通过ＧＳＰ认证检查验收。２００４年，沙梁中西药第三零售门市部等
３家药店通过ＧＳＰ认证检查验收。２００５年，１２家企业通过 ＧＳＰ认证。２００６年，张村驿
百姓大药房等６家通过 ＧＳＰ认证。２００７年，养生堂大药房等１５家企业通过 ＧＳＰ认证。
２００８年，羊泉康复药店等８家零售企业通过ＧＳＰ认证。２００９年，对已通过验收的４１家
企业进行跟踪调查。２０１０年完成亚利大药房等３家企业的ＧＳＰ认证工作。截至年底全县
ＧＳＰ认证药品经营企业共５５家。

药品分类管理　２００１年，富县结合换发新药品经营许可证工作，推行药品分类管理
“七统一”，结合ＧＳＰ认证工作，按照 《陕西药品分类摆放办法》为企业制作药品分类

科目示意图，规范警示语内容和各种记录，强化药品零售企业的药品分类管理工作。

２００５年，根据 《陕西省药品分类管理２００５年实施方案》，对全县药品零售企业实施药品
分类管理专项检查，要求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实现处方销售。２００８年，全县药品经营企业
共７０人参加市局举办的药品管理培训。２０１０年结合药品 “三统一”对基层卫生机构进

行药品专题指导，加强药品分类管理。

医疗器械管理　２０００年以前，医疗器械经营未施行许可证制度，２０００年４月起，实
施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２００２年，富县药材公司及其城关门市部等３家医药机构
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富县药材公司中西药零售门市部等４家取得一类医疗器械备
案表。２００７年，富县康泰大药房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２００９年富县安泰医疗器械
经销部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截至２０１０年，富县医疗器械供应即由以上９家企业承
担。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共查处无证经营医疗器械２９户次，查处不合格无菌器械２６１种次，
价值２３６万元，卫生材料５５种次，价值０３３万元。

第四节　医政管理

医院管理　２００７年在全县医疗单位开展 “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

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以年度目标责任对下属医院进行检查考核和监督。各医疗单位

从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础基本技能训练抓起，促进严格制度、严谨作风、严密组织

目标的实现。狠抓医疗服务等薄弱环节，为患者提供优质、安全的医疗服务；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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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资格和持证上岗要求。全年县级医疗门诊诊疗４９７０１人次，住院病人２７２２人次，
手术４３８人例，急诊急救４２２人次，床位使用率５５９８％，诊断符合率９１％，治愈好转
率８８％，重危病人抢救成功率９１１２％。２０１０年，县级医疗门诊诊疗１７１４１６人次，住
院６０７７人次，手术２８２０人例，急诊急救６６６６人次，床位使用率６６７３％，诊断符合率
９９９４％，治愈好转率９５３７％，重危病人抢救成功率８８４４％。

临床用血管理　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卫生部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

办法》，制定医院 《临床用血管理细则》和 《关于临床科室用血的若干规定》。临床用

血由延安市中心血站供给，任何科室和个人不得私自从其他途径购进或采集血液用于临

床。用血单位指定专人，定期根据临床需求到市中心血站取血贮存备用，杜绝血源性疾

病传播。

个体医生管理　贯彻卫生部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所有医师必须持医师执业

证书，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活

动。未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者，不得从事医疗、预防、保健活动。１９９０年对个体开
业者实行统一牌匾、统一印章、统一处方、统一发票、统一门诊日志管理，严格审查个

体办医资格，取缔不符合开业条件的个体办医。１９９２年根据富县卫生工作会议要求全面
清理整顿医药市场，合理布局医疗设点，不符合办医条件的坚决予以取缔。１９９５年出台
《富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经地区卫生局审查后，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执行。建立富县

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严格医疗机构的评审、登记、注册、发证工作。取缔不符合县医

疗机构设置规划的医疗摊点３７个，停业整顿１１个。２００１年按照市卫生局安排，开展医
师资格认定，对２３３人审核、发放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证书，全面清理卫生单位离退人
员私自非法开办门诊、药店行为，强制取缔个体诊所１６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重点整
治非法行医、非法采血供血、医院出租、科室承包、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等专项活动，共

检查医疗机构１７６家，取缔非法行医８家。截至２００６年年底共检查医疗机构１８３家，取
缔非法医疗机构１２家。

医疗事故鉴定　１９９３年成立县医疗事故鉴定小组，进行事故鉴定，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处理医疗纠纷事故上事实

清楚、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将医疗事故分为四级，

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为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

重功能障碍的为二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为三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及其他后果的为四级医疗事故。１９９３年查处３
起医疗责任纠纷。２００２年４月４日，国家颁布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富县成立县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小组，医疗事故均交由延安市医学组织进行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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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科技强县，扩充科研队伍，拓展科研项目，开展广泛宣传与

合作，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科技意识。围绕主导产业，引进推广科学技

术，服务现代农业。２００９年，国家科学技术部授予富县全国科技进步
先进县称号。气象工作从台站建设到平台建设突飞猛进，以先进技术

手段服务农业、服务决策、服务社会的能力日益增强，为农业及主导

产业发展壮大做出重要贡献。

富县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０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统计表



第一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技机构

富县科学技术局　１９９０年，称富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县科学技术协会合署办公，
设主任兼主席１人，副主任兼副主席２人。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更名为县科学技术开发服务
中心，隶属县文化教育局。１９９４年 １０月，从县文化教育局分离，设县教育科技局。
１９９６年１月，从县教育科技局分离，单设县科学技术局，为县政府直属机构。２００２年６
月，改设为县政府职能部门，编制５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２人。２０１０年，正科级建
制，编制４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１人，干事２人。下设科技服务中心和防震减灾办
公室。

富县科技开发中心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与县科技局、科学技术协会三块牌子一套机
构。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恢复县科学技术开发中心，副科级建制，隶属县科学技术局。２０１０
年，副科级建制，编制３人，设主任１人、干事２人。

富县防震减灾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６月成立，副科级建制，编制３人，设主任１人、干
事２人，隶属县科学技术局。

富县科学技术协会　是中共富县县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组织，１９９０至２００２年９月
与县科学技术局合署办公。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从县科技局分离单设。２０１０年，正科级建制，
编制６人，设主席１人，副主席１人，干事４人。现有７人，下辖１４个行业学会、１３个
乡镇科普协会、４０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第二节　科技研究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科研机构１１个，分别是县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县果业技术推广站，县蔬菜发展办公室，县动物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县种子管理站 （县种子公司），县植物保护检疫站，县农村能源建设办

公室，县教育教学研究室，县疾病控制中心 （县卫生防疫站）。１９９０年，全县共有各类
专业技术人员１７３０人，其中高级职称１７人，中级职称１６１人，初级职称８２９人。按专
业分类：教育７２７人占４２％；医疗卫生３２４人占１８７％；农林果牧１１４人占６６％；工
程技术１８７人占１０８％；会计、经济、统计３２４人占１８７％；新闻、广播、文化、体
育、律师、公证等５４人占３２％。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３２２８人，其中
高级职称２３５人，中级职称１４６２人，初级职称１５３１人。按专业分类：教育２０９３人占
６４８％；医疗卫生 ６４０人占 １９８％；农林果牧 ３４３人占 １０６％；工程技术 ７０人占
２２％；会计、经济、统计４０人占１２％；新闻、广播、文化、体育、律师、公证等４２
人占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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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科学研究绝大多数是农业项目，主要有：苹果科技示范工程，轩辕黑陶艺研究

与开发，小尾寒羊的引进与示范推广，果园滴灌工程，酥梨产业化建设，香菇栽培技术

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共实施科学研究项目１１项，其中省级６项、市级５项；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共实施科研项目１２项，其中省级７项、市级５项；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共实施科研项
目８项，其中省级３项、市级５项。这些科研项目是经县委、县政府研究立项的，科研
经费得到省、市政府和上级部门支持。科技人员落实科研责任，县级领导分包项目，深

入田间地头和基层单位，依靠广大群众，取得一定成果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共有５８项科技成果获国家部委、省政府及厅局、市政府和县政府
科学技术奖励。其中获国家部委科学技术进步奖５项，获陕西省政府及厅局科学技术进
步奖２３项，获延安市政府科学技术进步奖１６项，获富县人民政府科技进步奖１４项。

富县１９９５—２００８年获国家部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览表
表２１－１－１

获奖年份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获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１９９５ 渭北高塬春玉米高产技术开发 农业部 一等奖 杨占清等

１９９５ 农业渔业科技开发 农业部 二等奖 杨占清等

２００５ 牛肝片吸虫病的治疗 国家科学研究院 一等奖 郭万来等

２００５ 苹果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示范推广 农业部 一等奖 周北平等

２００８ 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技术集成研发与推广应用 中国植保学会 二等奖 周北平等

富县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获陕西省政府及厅局科学技术进步奖一览表
表２１－１－２

获奖年份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莸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１９９３ 小麦平衡施肥技术推广 省政府 三等奖 任宽亮等

１９９３ 小麦平衡配套施肥技术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任宽亮等

１９９５ 延安地区人工培植牛黄技术推广 省政府 三等奖 李全社、杨百昌等

１９９５ 渭北高塬春玉米高产技术开发 省农业厅 一等奖 杨占清等

１９９６ 农林渔业科技开发 省农业厅 一等奖 杨占清等

１９９８ 玉米地膜覆盖及配套生产技术 省农业厅 一等奖 杨占清等

２００３ 小麦平衡配套施肥技术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任宽亮等

２００４ 高品质富士苹果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 省政府 三等奖
高建国、任义德、陈银河、

任玉亮、侯曹拴、郭毛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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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年份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莸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２００５

小麦新品种洛麦８９１８的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张永贵等

能源生态模式研究推广 省政府 一等奖 许新选等

延安百万亩优质苹果标准化管理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高建国、任义德、郭毛德、

陈银河、任玉亮、侯曹栓等

２００６ 苹果病毒脱除与组培快繁研究 省政府 二等奖 高建国等

２００７

苹果高效安全巧施肥技术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张永贵等

陕北日光温室蔬菜嫁接技术研究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陈晓波等

黄土高原抗逆性林木良种推广 省林业厅 一等奖 向小芹等

黄土高原抗逆性林木良种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向小芹等

２００９

容器育苗造林配套技术示范与推广 省林业厅 一等奖 向小芹、孙百成等

容器育苗造林配套技术示范与推广 省政府 一等奖 向小芹、孙百成等

黄土高原渭北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

优化模式建设技术推广
省林业厅 一等奖 向小芹、李忠红等

黄土高原渭北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

优化模式建设技术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向小芹、李忠红等

２０１０

延安文冠果栽培技术 省林业厅 二等奖

向小芹、李忠红、孙百成、

李军涛、白燕、任俊生、

高利、李冬云、孙麦琳

苹果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 省政府 三等奖 县植保站

苹果棉蚜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与推广 省政府 二等奖 周北平等

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获市政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览表
表２１－１－３

获奖年份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获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１９９０ 开发应用农抗１２０技术 延安行政公署 三等奖 夏志华等

１９９１

富县粮油烟果规范化技术

集团承包
延安行政公署 一等奖

刘辉、杨振兴、崔占才、孔新苑、

梁开生、张昊龙、高继元、

马志理、王世平、董树新、

郝汉、刘士忠、夏志华、

温克润、高建国、李金同

富县小麦丰产项目
延安地区农村科

技进步协调小组
二等奖 张永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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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年份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获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１９９４

利用绿僵菌防治苹果桃小

食心虫应用研究
延安行政公署 二等奖 高建国等

延安地区人工培植牛黄技

术推广
延安行政公署 二等奖 李全社、杨百昌等

１９９５
短枝型元帅苹果商品基地

技术开发
延安行政公署 一等奖 高建国等

１９９７
富县葫芦河川万亩优质

水稻基地建设
延安市政府 二等奖

杨占清、周北平、王卫兵、

任宽亮等

２００１
苹果自由纺锤形修剪技术

推广
延安市政府 二等奖 高建国等

２００４
苹果改形技术研究示范

推广
延安市政府 一等奖

高建国、任义德、陈银河、

任玉亮、侯曹拴、郭毛德等

２００５

在愉快的体验中促自主，

在自主发展中促创新教育

行动研究

延安市政府 三等奖 高宏彦等

农用综合灭鼠技术推广 延安市政府 二等奖 夏志华等

２００８

苹果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推广
延安市政府 一等奖 雷永德等

富县农村沼气建设综合技

术推广
延安市政府 二等奖 许新选、任宽亮、魏文平等

苹果壁蜂授粉引进试验示

范与技术推广
延安市政府 三等奖 陈银河、任义德、任玉亮等

２００９

津优３０号黄瓜品种引进示
范与推广

延安市政府 二等奖 李建权、陈晓波、杨慧珍

文冠果繁育技术试验 延安市政府 一等奖 县林业站

富县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获县政府科学技术进步奖一览表
表２１－１－４

获奖年份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莸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２００５
在愉快的体验中促自主，在自主发展

中促创新教育行动研究
县政府 一等奖 高宏彦等

２００６ 苹果病毒脱除与组培快繁研究 县政府 二等奖 高建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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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时间 科技成果名称 评奖单位 莸奖等级 受奖个人

２００７
富县农村沼气建设综合技术推广 县政府 一等奖 许新选、任宽亮、魏文平等

苹果壁蜂授粉引进试验示范与技术推广 县政府 一等奖 陈银河、任义德、任玉亮等

２００８
非智障学困生潜能开发行动研究及应用 县政府 二等奖 茶坊小学

津优３０号黄瓜品种引进示范与推广 县政府 一等奖 李建权、陈晓波、杨慧珍

２００９
富县苹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县政府 一等奖 张永贵等

苹果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与推广 县政府 一等奖 雷永德等

２０１０

延安文冠果栽培技术 县政府 一等奖

向小芹、李忠红、孙百成

李军涛、白　燕、任俊生
高　利、李冬云、孙麦琳

让书香充满校园 县政府 三等奖 高东彦、张晓波、雷志斌

富县草原灭鼠技术应用及推广 县政府 二等奖
张选朝、侯明亮、罗菊红

罗　睿、王宏伟、杨百昌

苹果病虫害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示范

与推广
县政府 一等奖

周北平、雷永德、王卫兵

任万军、李永智等　　　

清·道光十三年 《州志》校注 县政府 一等奖 张北琳、曹子英、李育乐等

提高规模养猪场经济效益关键技术推广 县政府 二等奖 杨百昌、邱福成等

第三节　科技活动

１９９０年以来，每年开展科技三下乡活动，把农业实用技术资料送到千家万户，回答
农民的科技咨询。每年３月，农业、林业、水利、畜牧、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部
门联合举办一年一届的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展示科技成果，普及科技知识，提高

广大群众科技意识。组织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乡镇领导参加一年一届的杨凌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博览会，截至 ２０１０年，共组织参加 １６届。每年 ４月为科技活动周，１９９６—
２０１０年，县科技局和县电视台联合举办 “科技之窗”栏目４６０期，推介科技产品，举办
科技知识讲座，报道全县科技示范成效。

农业局在富县苹果、蔬菜、畜牧、水稻产业迅速发展之时，于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００８
年８月，编写 《富县苹果生产与科学养猪实用技术》 《富县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教材》，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７年７月，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编写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３０问》 《富县
测土配方施肥培训教材技术百题百答》，免费发放群众。２００７年，开通富县科学技术协
会网站，加大科技宣传力度。２００９年４月，县科学技术局在对基层农业生产实用技术应
用情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发放 《富县农村实用技术汇编》《富县农村无公害蔬

菜生产技术》等科普图书８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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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以前，县农业科技部门主要围绕粮食提效增产和烤烟生产进行技术培训和科
技专题讲座，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与群众一起，兴办各类试验示范田，县上并在农作物

生产的各个重要环节，组织有关人员召开观摩会和地头现场会，介绍新经验，推广新技

术，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１９９８年以后，随着县委、县政府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苹果
面积大幅增加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２０００年，确定温室大棚菜作为川道农民致
富产业，农口科技推广部门和科技人员将技术培训重点转向苹果与大棚蔬菜两大产业。

组织人员赴国外国内生产规范、技术先进的地方学习经验并聘请知名专家与技术人员进

行技术讲座。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就小麦、玉米、油菜、烤烟、苹果、大棚菜等举办大型
科技讲座８８次，培训人员５６万人次，制作光盘、影碟５００张，开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１４３６４３期，学员７３８万人次。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县科协与乡镇协会、专业学会共举办专
栏板报６００余期，集会演讲４０场次，听众２万人次；举办科技成果展览１０次，观众３
万人次；举办专业技术培训３６次，听讲４０００人次。县果业技术推广站采取技术人员下
村组现场培训、聘请省市果树专家举办培训班、向果农免费发放技术资料等形式全面传

授苹果管理技术，就苹果产业举办县乡培训班、现场会６００余场次，培训果农１８８万人
次，发放技术资料２０万份。县植保站结合苹果无公害病虫防治技术进行技术培训，采
取聘请省市植保专家、县站技术人员深入村组举办各种培训班。截至２００９年年底，举办
各种培训班２２２场次，培训农民４６２８０余人次，发放技术资料１５０００份，提供奖励药品
１２００余瓶，发放技术资料２万多份。县畜牧站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利用春秋两季动物防疫，
宣传 《动物防疫法》和 《陕西省实施动物防疫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组织乡村两级防疫

人员开展技术培训，培训防疫员２０００余人次。县农技中心采取聘请省、市专家或本系
统、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农民每年分批次培训３次，年平均培训３０００人次，发放
技术宣传资料及图册６０００余份。县蔬菜办在技术服务上，自２００２年以来，每年从山东
寿光和市、县聘请蔬菜专家和技术员分配到乡村，承担具体蔬菜技术指导，共举办各类

培训１５００余场次，培训菜农６０５万人次。县林业站每年举办培训２～３次，举办县乡级
培训班１００余场次，培训技术骨干１０００余人次。
２００３年，富县科学技术局首次实现与省、市科技信息网的连接。２００９年县政府

专门建立科技信息网，并在全县２４０个行政村全部建成信息点，并配置１名专职信息
员，负责向县信息中心和群众发布信息。截至 ２０１０年，共搜集发布有效信息 ５００
余条。

富县科学技术局和科学技术协会以及其他专业技术单位每年利用 “科技、卫生、

医疗三下乡”“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乡镇、村组进行技术咨

询，面对面解决农村在生产生活中的疑难问题。２００３年，富县科学技术局建立农业、
果业、蔬菜专家库。开通农业科技 “１１０”全县服务热线电话１２３９６，搭建专利信息
和知识服务平台。聘请８名各类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和农村能人为联系人，形成上下
联动、传输方便的县、乡、村三级农业科技 “１１０”服务网络。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共
举办各种咨询活动８１０５余期，解答各种疑难问题１８７０３余个。全县农业科技 “１１０”
接到咨询电话２０００次，接待来访群众１００人次，专家出诊２８人次，覆盖全县近９万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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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科技成果

农耕作物优良品种引进推广　富县农业部门推广地膜覆盖、种子包衣技术、玉米垄
沟早播旱育稀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１９９０年，引进玉米新品种豫玉２２、登海９号、沈
玉１７、东单６０、富友９号，推广面积４０００公顷。培育水稻良种中作９０５２、吨斤１号，
推广面积１３３３３３公顷。１９９１年推广小麦垄沟早播技术，推广面积１７０３公顶；推广玉
米丰产方２６６６６７公顷，玉米千斤开发６６６６７公顷，推广地膜玉米８２６７公顷。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累计推广面积２００公顷以上，平均亩产４２５千克，最高
田块产量达到６００千克。１９９５年示范种植小麦新品种 “８９１８”，示范种植面积４５１７公
顷。１９９６年引进麦草半覆盖技术示范，亩净增小麦３５千克，增产１２５％，增值５０元以
上，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１９９８年推广地膜小麦种植２６６６６７公顷。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示
范推广种植地膜水稻栽培技术，推广面积８公顷，占水稻面积的６０％，较露地稻亩增产
２３４％，亩净增值２４０１元。２００６年引进示范种植玉米 “豫玉２２”“沈玉１７”两个新品
种，较一般田块增产１１％；试验推广水稻新品种 Ｋ２０６６６７公顷，富源４号４００公顷。
２００７年，在牛武镇、张家湾镇分别建立两个地膜玉米及玉米新品种高产示范田，总面积
２０公顷，较一般田块增产１１％。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共完
成土样采集６２００个，检验１７个项目，检测８２００项次，发放建议施肥卡２万余份。通过
三年的实施，全县共推广苹果、蔬菜、玉米测土配方施肥面积２６６６６６７公顷，其中配方
施肥面积２万公顷，减少不合理施肥纯量２６０吨，增加化肥纯量１６８０吨，总增产节支效
益３９００万元，亩增产节支１３０元，肥料利用率提高３７％。完成５２００个土样采集，并进
行化验分析，制订出各乡镇各个行政村不同区域、不同地块的施肥方案。２０１０年，推广
旱作节水项目，实施面积 １６６６６７公顷，核心示范区实施 ５３３３３公顷，中心示范点
１３３３３公顷。通过示范点检测数据比较，全膜覆盖玉米较露地玉米早出苗７～８天，出
苗率９５％，较露地玉米亩增产１９９千克，增产３０９％，增收２６７７２元。

苹果生产管理技术引进推广　１９９０年，苹果产业在全县发展迅速。１９９１年，苹果
面积 ４８８２４公顷，总产量 ５５００吨，产值 ５５０万元。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苹果总面积
２４１３３３３公顷，总产量４５万吨，产值１８亿元，优果率由１９９１年的５０％提高到２０１０年
的８０％以上。
１９９５年，在中国农业博览会上富县的红冠、秦冠、国光、红富士苹果荣获银奖。

１９９８年以后，苹果产业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每年以３万亩左右的速度递
增。２００４年，实现２万公顷苹果基地县目标。２００７年，实现以洛河川为重点栽植以澳洲
青苹为主的加工型苹果基地１７３３３３公顷，全县苹果由单一的鲜食型向鲜食型和加工型
品种相结合的方向发展。２００９年，针对果园密度大、有机肥投入小、节水灌溉面积小、
授粉树比例小等 “一大三小”问题，提出 “３８１”优果工程，即亩留果树３０株，施有机
肥４０００千克，产值达到１万元。

主要推广的乔化稀植园栽植技术，有大改形、强拉枝、巧施肥、无公害 （利用杀虫

灯、黄板诱杀、信诱芯等物理方法杀虫）果实套袋、果园种草、反光膜、防雹网、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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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管理技术培训

灌溉、建沼养畜等和

大面积推广优质红富

士品种。１０个基层
果树站１４６名技术人
员组成技术服务网络

覆盖全县苹果主产

区。１９９０年以防治
“三虫两病”即 “食

心虫、红蜘蛛、卷叶

蛾、腐烂病、早期落

叶病”发展到现在

以 “两病一虫”即

“红蜘蛛、腐烂病、

早期 落 叶 病”。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腐
烂病、早期落叶病发

生严重，经过几年的调研，研究出一套有效治愈腐烂病、控制早期落叶病发生的办法，

腐烂病、早期落叶病得到控制。１９９４年，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购回果袋，在羊泉镇、交
道镇开始试验果实套袋技术。

１９９１年，主要推广苹果树主干疏散分层形即通过落实大改形技术，培养小冠开心形
树形。新建园：乔化稀植园栽植密度采用３米×５米或４米×５米或４米×６米，以３米
×５米居多；矮化园密植园栽植株行距采用２米 ×３米、２米 ×４米或３米 ×４米，以２
米×４米居多，发展到现在的适宜栽植密度为２８～４４株／亩，株行距为３米 ×５米、３５
米×５米、４米×５米、４米 ×６米。整形修剪：树形采用三主枝小冠半圆形树形。三主
枝小冠半圆形的树体结构为树高４米左右，冠径４～５米，有中心干，干高４０～６０厘米，
中心干较直立，当树体达到一定高度后逐步落头，使树冠呈半圆形。全树有主枝５～６
个，在中心干上呈二层排列，第一层与第二层相距１００厘米左右，第一层三个主枝 （基

部三主枝）在１—２年内选留，层内距离为４０厘。主枝开张角度为７０度 ～８０度左右，
全树选留５个主枝，第一层三个主枝，第二层选留二个主枝，这两个主枝可对生，也可
错落开，相距３０厘米左右。每个主枝上，一般选留１～２个侧枝。规范树形：从１９９１年
的主干疏散分层形即通过落实大改形技术，培养小冠开心形树形。１０—１４年生树，明确
永久树和临时树，将永久树提干１２～１５米，留主枝３～５个，树高２５～２８米之间，
临时树留大枝２个，处理成扁形，给永久树让路。１５年生树，彻底挖掉临时树，将原来
５５株／亩降至２８株／亩，永久树留主枝３～４个，亩枝量保留６万 ～７万条，株枝量保留
２０００条左右，覆盖率７５％左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开始推广四项关键技术，即大改形，巧施肥，无公害，强拉枝。大
改形：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以稀枝、提干、落头为主，自２００６年以后以间伐为主；巧施肥：
已达到亩施有机肥４０００千克左右，从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开始果园配方施肥，主要以化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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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２００５年以后以有机肥为主，减少化肥的使用量，将化肥作为补充肥料；无公害：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间禁止、限制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２００３年开始使用生物制剂如诱虫灯、
诱虫板、诱虫带、杀虫灯等，２００６年以后使用无公害低毒低残留农药等，通过这些措施
的实施，原来９月底就发生的落叶现象现在１０月保叶率在８５％以上。强拉枝：从１９９０
年拉枝主枝８５°～９０°，经过长期实践发现拉枝角度到９０°～１００°更合理。２００１年以后进
一步增强强拉枝的力度，通过强拉枝来取代环切环剥技术。２００１年在中国农业博览会上
乔纳金苹果荣获名牌产品。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间通过绿色认证１１３３３３３公顷。

烤烟种植技术引进推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富县烤烟已形成一定规模，栽植面积
稳定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公顷，产量６００万～８００万千克，产值１３００万～１７００万元。１９９０年，
率先将膜上移栽改为膜下打穴移栽，烟苗的成活率提高，缓苗期缩短，该项技术在全区

各县推广。１９９６年以后，受市场影响，种植面积逐步下滑，２０００年种植面积不足７００公
顷。在县委、县政府和烟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０５年种植面积恢复到８８７公顷。２０１０
年种植面积１３００余公顷。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全县统一选用优良品种 ＮＣ９８为主，红花大金元为辅，淘汰多叶型

品种。实行一年烤烟两年种，推广冬整苗床和阳畦纸钵单农膜保温育苗技术，纸钵育苗

有较大突破。采取统一发放种子，以村为单位统一浸种催芽，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５日结
束，统一纸钵点种育苗。１９９３年，全县３０００余公顷烤烟全部实现良种化，其中ＮＣ９８占
到８０％，红花大金元占２０％。除在交道东茹子村和钳二陈超村进行工厂化育苗外，全县
采取保温纸钵育苗２４５９６畦，占育苗总数的９８５％。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全面推广 “两段

式”育苗和包衣种子，通过假植增加烟草侧根数量，达到以根调水调肥的目的，解决干

旱对烤烟造成的威胁。其技术要点是：当母床烟苗出苗３０天左右，进入大十字期时及
时假植。假植前３～４天揭开小棚农膜，加大中棚通风口炼苗，以增强烟苗的抗逆性。
２００１年全县 “两段式”育苗５７２棚，推广率８０％以上，“两段式”育苗假植率６８％，达
到１９９７年以来此项技术推广的最高比率。２００２年以来，引进成熟较早、抗逆性较强的
９５１－５为主栽品种，搭配少量秦烟１号和ＭＳＧ０１。在育苗管理上，开始采取日光温室大
棚育苗，以租赁日光大棚育苗为主，阳畦育苗为辅，采取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假

植的办法进行。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推广 “三化” “六化”生产技术，实现烤烟生产上的六个突破，

即：统一良种，在品种优化上实现突破；统一纸钵育苗，在育苗质量上实现突破；统一

膜下移栽，在延长生产周期上实现突破；统一配方施肥，在加大物化投入上实现突破；

统一管理，在管理水平上实现突破；统一采收，在提高烟叶品质上实现突破。１９９２年，
全县３３３３公顷烤烟全部实现膜下移栽。大田管理按照 “四无一平”合理留叶的规范化

技术执行。要求全部达到打顶要深，抹杈要勤，留叶不能超过２０片，株高不过１米，杈
长不过半寸，烟田不见花杈。１９９９年，在烤烟移栽上推行 “三带两大”技术。大田移栽

一般在４月中下旬开始，苗令为５０～５５天。移栽密度为每亩１０００～１３００株为宜，行距
１１０厘米，株距５０～５５厘米。移栽时把已盖好的地膜一边揭开，在垄上挖直径２０厘米、
深度２０厘米的大坑，先将苗放入坑内，再围土浇水，每坑１千克，下渗后覆土，心叶露
出地面２厘米，烟苗顶端距地膜５厘米，栽好后覆盖地膜。栽后７～１０天，应控制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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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２５℃～２８℃，若超过３０℃，在烟苗上方两侧打１厘米小孔各一个，栽后１５天在膜
上划５厘米十字形口，晚霜过后放苗围土封口，防止跑墒烫苗。中耕培土由于地膜烤烟
栽培技术的推广，烟叶生产的地墒、温度、条件大为改善，病虫害、田间杂草也较少。

此时的中耕只在烟株旺长期进行２～３次行间深锄，并对烟苗移栽后地膜覆盖露风处，
实行补压。若遇持久干旱，即发动群众进行浇灌，以保持烟株的正常生长。打顶抹杈即

在烟田约有半数烟株中心花开放时，每株留叶１６～１８片。打顶后，每间隔５～７天抹杈
一次，做到顶不见花、杈不过寸，直至烘烤结束。１９９０年，根据延安地区行署主导产业
质量创名优竞赛活动的实施意见，富县 “改掐花为深打杈，做到田间无烟花，达到 ‘四

无一平’”，还组织临时专业的打顶抹杈队，巡回检查，帮助烟农打顶抹杈，以促进大田

管理和烟叶质量的提高。

富县的烤烟一般在移栽后７５天左右进入成熟期，采收工作即可进行。１９９７年以前，
实行准采证制度，由烤烟生产技术员严把关口，逐块检查，达到充分成熟后签发准采证

给烟农予以采收。１９９１年，全县烤烟生产从育苗到大田管理，基本做到了六化一突破，
即：育苗纸钵化、品种良种化、起垄地膜化、施肥标准化、移栽时限化、大田管理规范

化，特别是大面积推行改良式膜下移栽，是全县烤烟生产技术推广上的一大突破。全县

共采取改良式膜下移栽面积１８００余公顷，占总面积的５４％，经单独检验收购烟叶４３３
万千克，占全县总收购量的６６％，亩产５１１元，比全县平均亩产值高出１４％。上中等烟
比例８９％，比全年平均提高５６个百分点。

温室蔬菜大棚技术推广　日光温室大棚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在富城镇的监军台、张村驿
镇的峁头试种成功，当年发展日光温室棚３２５座。１９９９年，完成新建大棚１３９座，建成
中小弓棚１１２６座，产量３２５吨，产值２３９５万元，培养蔬菜专业户１１８户，棚均产值
７０００～７５００元，中小弓棚产值６０００元。２０００年，将大棚菜和香菇、核桃、红枣等列为
后续产业。２００１年，调整产业结构，把蔬菜产业作为洛河、葫芦河流域，２１０国道、３０９
国道沿线的重点产业，建成大棚６５５座。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是日光温室大棚蔬菜大上规模的
３年，从山东寿光、延安市蔬菜站、甘泉县等聘请１８名技术员驻村指导，出台六条优惠
政策，加大行政、技术、资金和物资投入力度，鼓励干部、职工、农户参与大棚生产，

形成 “大棚、弓棚、露地”三菜并举的种植格局和以番茄、黄瓜为主栽品种布局，种植

村发展到７０个。２００５年全县累计发展大棚７６２１座，弓棚５４３２座，蔬菜总面积１２００公
顷，产量４５万吨，产值４０００万元，川道蔬菜种植村农民人均蔬菜收入１０００元。建成
茶坊、直罗、张村驿３个千棚镇，百棚村１９个。２００６年，建成茶坊镇吉子湾黄瓜专业
村、榆林桥番茄专业村、黄甫店西甜瓜专业村、牛武镇阳畔辣椒专业村、直罗镇马家湾

番茄专业村，涌现一批棚均产值１５万元以上的示范户，新优品种、新技术得到推广。
２０１０年，全县大棚发展到６５４８公顷，引进试验品种有荷兰７３－４５、７３－４７２、７３－
４８８、Ｆ３２７１、百利、玛瓦、菜福６０，美国的美国４号、瑰丽５００，西安的宝冠、金棚、
双冠１号等１８个番茄新品种；荷兰的天使、欧吉利、奥林匹亚、山东长剑、牛角王等９
个辣椒品种；生命一号、津春３号、津优３０号等８个黄瓜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并筛选
出玛瓦、美国４号、宝冠、金棚系列番茄和津优３０黄瓜、金武士、３７－７２辣椒、布里
塔、安德烈茄子等一批适宜富县大棚生产的新优品种，占全县的９０％以上。推广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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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双膜覆盖、全地膜覆盖、合理密植、高垄栽培、滴灌、沼气配套、二氧化碳施肥、反

光膜，粘虫板、营养钵育苗、高温闷棚、遮阳网等。加快实施棚型改良，主要通过温室

建造时选址、使用加厚草帘、多层覆盖、设置防寒沟、棚内临时加温等提高温室保温能

力。在新建和旧棚改造中严格执行 《改良Ⅲ型日光温室建造标准》，增强保温增温措施。
开展配方施肥，依据农技部门测土化验结果，以增施基肥，合理追肥为原则，以有机肥

为主，大量元素 （Ｎ、Ｐ、Ｋ）、中量元素 （钙、镁）及微量元素 （铁、硼、锰、锌、

钼）配合。落实病虫害绿色防控措施，通过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施有机肥、生物菌肥等办

法不断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提供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减少土传病害发

生。通过黄板诱杀、杀虫灯、沼液杀虫杀菌等物理、生物办法减少虫害发生。推广多层

覆盖，两段式放风，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畜—沼—菜”生态循环模式等办法合理调

控温室内小环境，创造有利于作物生长而不利于病害发生的棚内小环境，减少病害发

生，生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实施嫁接栽培技术。不断扩大嫁接范围，继

黄瓜、茄子、西甜瓜嫁接技术的普及后，积极探索和引进辣椒、番茄等其他蔬菜品种的

嫁接技术，包括砧木的使用、嫁接方法、嫁接时间等配套技术。

畜禽良种引进推广　１９９０年以来主要引进优良品种有秦川牛、白绒山羊、小尾寒羊、
无角道赛特、波尔山羊、长白猪、杜洛克猪、北京黑猪等。１９９８年，组建岔口佘家塬、油
坊塬两个白绒山羊纯种繁育专群，组建７个以上北京黑、长白、约克为主的生猪配种点，
引进纯种北京黑猪５头。２０００年，引进小尾寒羊６８３只。２００１年引进白绒山羊２０７只，波
尔山羊８只。２００２年，引进秦川牛６１８头，白绒山羊３５０只，北京黑猪７头；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引进大量的杜洛克、长白、大约克等优良品种，共引进良种猪１０００余头。完成牛体植
牛黄１２３３头，秸秆氨化饲料５００吨，黄牛冷精配种６８５０头，改良羊子２２４０只。

林业科研应用推广　１９９１年，西渠林场小叶扬扦插育苗实验技术取得成功，获富县
科技进步二等奖。１９９４年，富县林业局森林资源第三次连续清查成果获陕西省林业厅三
等奖。２００５年以来，富县林业站参与５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承担富县项目区科技推广项
目的科研工作。其中承担国家林业部 “黄土高原抗逆性良种推广”项目科研报告获陕西

省林业厅技术成果一等奖，陕西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国家科技部 “黄土高

原渭北生态经济林型防护林体系优化模式建设技术推广”项目，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科技

推广一等奖。承担的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林业生态建设科技支撑项目 “陕西省陕北

地区退耕地植被恢复技术示范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科技推广二等奖。２００６年６月，
富县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通过延安市林业局专家组评审。２００８年，富县林业站文冠果
苗木繁育实验获陕西省林业厅技术推广奖。２０１０年４月，延安市科学技术局确认由富县
林业站承担的延安市文冠果栽培技术获延安科学技术成果奖。承担的国家科技部 “十一

五”科技重点项目 “农林生物质工程生物质资源高效培育技术研究”和国家林业局 “十

一五”科技重点项目 “商品林定向培育高效利用技术研究”正在实施之中。

林业科技工作者在林业技术推广中发挥科研优势，撰写实用性论文，解决林业生产

难题，推进造林工程。２０００年，富县林业局总工程师任明正撰写的 《富县社会林业工程

项目调查报告》获社会林业工程优秀论文三等奖。２００６年，任明正论文 《富县当前林地

鼠 （兔）害等林业有害生物的危害及其对策》获陕西省科普论文一等奖。２０１０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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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论文 《林业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对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作用的思考》获社会林业工程

优秀论文一等奖。２０１０年，富县林业站高级工程师向小琴主持完成的 《文冠果育苗技

术》，被陕西省林学会印制成科普资料向全省推广，其主持制定的 《延安市文冠果育苗

技术规程》被延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延安市科技标准。论文 《银杏水分输导研

究》在国家农业科技刊物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２００６年第一期发表，撰写的 《分层抽

样法在退耕还林工程水土流失监测中的应用》《陕北沙区农村燃料发展问题的探讨》《富

丽禾在苗圃花卉栽培中的应用》 《文冠果育苗技术试验》，分别在 《陕西林业科技》

２００５年第三期、２００６年第二期、２００８年第一期上发表。县林业站高级工程师李忠红、
工程师李冬云合作论文 《辽东栎天然类型划分与优良类型选择》，在 《陕西林业科技》

２００８年第一期上发表。李忠红论文 《辽东栎结食性状变异与优良类型选择》在 《安徽

农业科学》上发表。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韩淑贤、李忠红与工程师任向阳合作论文 《不

同种子处理对樟子松发芽率和苗木生长量的影响》在 《宁夏农林科技》上发表。韩淑贤

与工程师彭明喜、李冬云合作论文 《不同嫁接方法对文冠果嫁接成活率的影响》在辽宁

省农科院主办的 《园艺与种苗》上发表。

旋流布料自动循环高效沼气池　富县农村沼气建设是在国家沼气建设项目实施的基
础上延伸辐射推广的项目。通过改厕、改圈、改厨，利用流动体力学原理和沼气产气动

力，具有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美观实用、效益显著的特点，２０００年以来，由于国家提倡
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加之苹果产业的发展，沼畜产业的支撑，沼气建设又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２００２年，建设沼气池４００口。２００７年，全县沼气池发展到１万多口。沼气池的模
式主要是以庭院三结合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北方四位一体模式和果园五配套模式，８立
方米沼气池均可解决０３３公顷左右果园有机肥投入，沼肥根底施肥达到１００％，沼液配
合农药喷施防治病虫害达到６０％以上。

第五节　防震减灾

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 “５·１２”大地震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

减灾法》进行重新修订，并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根据 《防震减灾法》，国务院颁

布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破坏性地

震应急条例》，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 《陕西省防震减灾条例》等法律法规。富县人民政

府根据以上法律法规制定出台 《富县防震减灾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

实施意见》，修订完善 《富县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抗震设防工作。

２００８年９月起，富县根据 《防震减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依法将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

序。对全县城镇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一般建设工程，强制按照国家标准 《中国地震

动参数区划图》进行抗震设防。富县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烈度为６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
度为００５，特征周期为０４５。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抗震设防等级提高一个级别。
所有建设工程的立项、选址，均须向防震部门申报建设场地、工程性质、规模及用途。

未经审核计划部门不得立项，城建部门不得批准开工。防震管理部门依法对建设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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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安全性评价和抗震设防要求实施管理、监督和执法检查。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审批民用
建筑抗震设防２５家，执法整改３家。
２００６年，富县利用 “科技之春”、科技活动周、科技宣传日，逐年开展 《防震减灾

法》《陕西省防震减灾条例》宣传活动，举办大型图片展览，发放防震资料，并向部分

中小学校发放 《科学应对地震灾害》光盘２００张，增强群众及中小学生对地震知识的了
解和掌握。同时选派业务干部前往延安、西安、临潼等地参加相关培训。截至２０１０年年
末，累计制作展板１２块，编印宣传册２２００份，播放光盘６次，举办报告会３场，发放
宣传单１２００余份，培训师生３０００余人次。

第二章　气　象

第一节　机构　设施

管理机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为富县气象站，隶属延安市气象局，实行双重管理
机制，内设测报股、预报股和县气象科技服务中心，主要开展数据收集、天气预报制作

发布和为农服务、专业有偿服务。１９９０年１月，更名为富县气象局，局站合一。１９９５
年，富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由县农业局划归县气象局，开展人工防雹和增雨作业工

作。２００１年成立延安市防雷中心富县防雷站，对县域防雷设施进行常规检测。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建成ＣＡＷＳ６００－ＢＳ型自动气象站，实现部分观测数据的自动采集。２００５年５月起
开展生态和人工土壤墒情观测业务。２００８年实施台站搬迁工作，当年完成观测场建设。
２００９年１月，对新旧站的业务进行切换，新站正式投入运行，完成局站分离模式。２０１０
年１月建成土壤水分监测站，实现土壤水分自动监测。２０１０年，富县气象局设国家气象
一般站、延安市防雷中心富县防雷站、县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办公室、县气象科技服

务中心、生态气候监测站、土壤水分监测站。在职人员９人，含在编５人，其中工程师
２人、助理工程师３人，大学本科学历３人、大专学历３人。

气象设施　１９９０年建成３５０平方米职工公寓平房。２００３年实施综合改造工程，抬高
观测场，更换观测场围栏，硬化、绿化、美化院落和道路等设施。２００８年，办公场所安
装空调和防静电地板，新建观测站，该项目被列为县政府当年十大重点工程之一，按照

国家规范化台站标准建设。２００９年１月，新观测站建成并进行业务切换。２０１０年台站基
础设施建设完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只有两套人工观测设备，一套用于观测，一套用于备份。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新建自动气象观测站，包括自动站采集器、传感器、通信线路、计算机终端。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建成羊泉、南道德、北道德３个两要素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和直罗双温四要素
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建成钳二、交道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建成张家湾、牛武４个两要素区域自动气象观测站。１９９５年，人工影响天气设施只
有 “三七”高炮７门，随着渭北优势苹果项目和防雹增雨体系建设项目的实施，到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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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雷达站

年，拥 有 “三 七”

高炮 １７门、ＷＲ－
１Ｂ型固定式火箭 ６
套、ＷＲ－１Ｂ型移动
式火箭１套、流动作
业车１辆、地面碘化
银烟炉４套、空域申
请系统１套、雷达终
端服务器１套。２００８
年，新建数字化７１１
雷达１部。２０１０年，
建成土壤水分监测

站，配置土壤水分监

测仪及计算机终端１
套，防雷站配备４１０２Ａ接地电阻仪器２套、土壤电阻测试仪１套。１９８２年建成气象超短
波辅助通信网，沿用至２０００年。１９９９年购买２台计算机，用于开展 “１２１”气象信息服
务和接收卫星单收站资料。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采用专线方式传输气象信息，２００３年 Ｎｏｔｅｓ
网开通。２００３年资料传输实现网络自动化。２００４年，全省气象内联网开通。２００５年，
利用光纤开展传输工作。２００７年起，应用天气预报可视会商系统和电视会议系统。

第二节　气象业务

长期以来，气象观测全部依赖人工作业，其项目有云、能见度、天气现象、气压、

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积雪、雪深、冻土、日照、小型蒸发、地温。每天 ８
时、１４时、２０时进行３次地面观测，编发加密天气报，夜间不守班。定时不定时编发重
要天气报表，其项目有降水、暴雨、雷暴、大风、冰雹、雾、霾、浮尘、沙尘暴，月报

年报表依赖人工抄录。２００１年７月安装使用地面观测系统，数据采集和录入依靠人工作
业，使用计算机制作气象月报、年报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建成ＣＡＷＳ６００－ＢＳ型自动气象
站，２００４年１月正式使用，进行为期两年的对比观测。２００４年以人工观测为主，２００５
年以自动观测为主，２００６年１月投入单轨业务运行。自动观测项目有温度，湿度，气
压，风向，风速，降水，地面温度，５厘米、１０厘米、１５厘米、２０厘米、４０厘米、８０
厘米、１６０厘米、３２０厘米浅层、深层地温，观测数据实现每分钟自动采集和上传，自
动编发加密天气报，自动生成月报年报表。每天８时、１４时、２０时依然保留人工观测的
项目有云、能见度、天气现象、蒸发、日照、冻土、雪深。２０时进行人工对比观测，其项
目有气压、气温、湿度、风向风速、降水、地面和浅层地温。２００５年５月始，开展生态和
人工土壤墒情观测业务，生态观测每月１日、１１日、２１日上报观测资料，观测项目有苹
果、玉米、大豆。人工土壤墒情观测每月８日、１８日、２８日取土，观测资料上传采用ＡＢ
报格式，逢３日、１３日、２３日取土，观测资料上传采用 《土壤湿度加测报电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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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气象局每日下午４时定时制作和发布县域２４小时、４８小时天气预报，滚动发布
短时临近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制作３～５天及以上中长期天气预报，进行关键农事季节、
主要节假日、重要社会活动的天气预报制作发布。遇有灾害性天气，及时对外发布天气

预警。预报资料获取手段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传统作业方式发展为单收站系统，实现
人机交互处理方式的Ｍｉｃａｐｓ１０一版操作系统，使预报服务手段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预报资料获取来源更加广阔。Ｍｉｃａｐｓ３０系统的应用，使天气预报业务
变得更加方便。预报技术从初期单纯的天气图加经验的主观定性预报，逐步发展为由气

象雷达、卫星云图、数值预报、计算机系统等先进工具制作的客观定量定点预报。２００９
年新增的数字化７１１雷达，对研究中小尺度天气变化和人工影响天气提供更可靠的科学
依据。２０１０年，ＤＶＢ－卫星接收站的本地化应用，提高短时临近预报的准确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预报信息和服务发布渠道主要通过广播、电话和邮寄的方式，

１９９０年代以后建立气象预警系统，面向有关部门、乡镇、村、农业大户、企业等开展天
气预警信息发布服务。１９９９年９月，增加１２１（２００５年１月改为１２１２１）天气预报电话
答询系统。２００２年，气象局与广电局联合开播电视天气预报栏目，同年开办农村经济信
息网，方便人们在网络上查询气象信息。２００４年年底，开通手机气象短信和网络气象服
务。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县安装电子显示屏３１块，滚动播出天气预报。

第三节　气象服务

县气象服务以主导产业为导向，通过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重要天气报告》 《气

象内参》《气象与经济信息》《专题气象服务》《雨情通报》《人影快讯》，向县委、县政

府及相关单位提供气象服务。以服务三农为主，为党政部门开展农业生产、重大活动、

春耕秋播、植树造林、防汛抗灾、森林防火提供科学依据。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２日，富县出
现有史以来的特大暴雨，日降水量１３４５毫米，１小时最大４９５毫米，强降水引起山洪
暴发，山体滑坡，良田淹没，房屋被毁，通信中断，交通阻塞，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１９６
万元，１人死亡。由于预报准确，服务及时，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暴雨带来的气象灾害，
当年被陕西省气象局评为预报服务二等奖。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１日，因上游出现暴雨天气，
洛河水位上涨造成富县城区大面积进水。气象局提前８小时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为群
众及时撤离赢得时间，当年被中国气象局评为汛期气象服务先进集体。２００１年起开展防
雷检测工作，只是对建筑物进行常规检测。２００２年起，每年与县安监局联合发文，对易
燃易爆、工矿企业、石油化工企业全面开展防雷电检测，对新建建筑物开展项目评审、

图纸审核、随工检测、竣工验收。２００８年，实施市政府中小学防雷设施整改项目，投资
５３万余元，对全县２３所学校的防直击雷以及电源系统防雷进行了整改。

１９８５年始，开展专业有偿气象服务，主要利用信件、电话、传真为不同用户提供专
题预报、气候评价等服务。１９９９年起，增加庆典气球施放、１２１电话天气预报查询、建
筑物与易燃易爆场所避雷设施安全检测、建筑防雷工程设计、雷击风险评估服务。２００２
年开展影视广告等气象科技服务项目，２００５年起开展手机短信和农经网气象信息服务，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发展电子显示屏３１块，利用公共场所开展气象灾害信息发布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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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对突发气象灾害。２００７年，与县电视台合作拍摄了 《风雨气象人》《防雷专题》等

科普宣传专题片，获延安市气象局 “大宣传”一等奖。２００９年，配合中央电视台录制
《人造甘霖》宣传片。

１９９６年，富县人工影响天气 （简称 “人影天气”）从业６３人。２００６年开始逐步对
全县炮 （箭）库进行标准化建设。２００８年省人影办在北道德乡照八寺安装碘化银地面燃
烧炉４套，开展防雹科学试验研究，人影工作逐步由业务型向科研型转变。２００８年 《渭

北优势果业区防雹增雨及气象灾害防御体系项目》将富县列为项目实施重点县，投资

１２３万元，建成７１１数字雷达１部，并增加流动作业车１辆，ＷＲ－１Ｂ型固定火箭发射
系统２套，成立人影指挥中心。２００９年３月中央电视台对富县的人影工作做专题报道，
５月，延安市人影工作启动仪式在富县举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延安市市
委书记李希亲临现场。

２８５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富县有３０００多年的文明史，地处五路咽喉，文物遗存丰厚，自然
生态原始，山塬村落古老，乡风民俗淳朴，红色印迹长青，民间艺术

丰富，戏曲文化根深，厚重的文化渊源赋予州人文独有的内涵和地

域特色。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提升文化软实力被提上重要议事日

程，打造文化设施，搭建网络平台，口头文学、文学创作、书法摄

影、美术工艺、戏曲艺术、图书阅览等群众性文艺创作和文化活动日

益活跃，一批优秀书法、摄影、绘画、散文、诗歌作品相继结集出

版，《州志校注》《诗咏州一千年》《辉煌岁月》等古籍整理及红

色文化传承，激发了广大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豪情和热情。广

播影视普及城乡，全县群众足不出户，亦可尽享异彩纷呈的文化魅

力。全民体育活动有场地、有辅导、有形式、有内容，不仅参与度

高，而且越来越活跃。竞技体育为国家和上级单位输送５０余名青少
年竞技体育人才，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



书书书

第一章　机构与设施

第一节　文化机构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１９９０年设文化文物局，主管全县文化、广电、文物和体育工
作，辖文化馆、图书馆、文管办、体育场、新华书店、电影公司、影剧院、人民剧团。

１９９３年文化文物局与教育局合并，设立文教局。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文化与教育分设，成立文
化广播电视局，主管全县文化、文物、体育、广播、电视工作，辖广播电视站等９个事
业单位。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撤销文化广播电视局，设文化局。２００２年８月撤销文化局，设文
化体育事业局。２０１０年８月撤销文体事业局，设文体广电局，局长１人，总支书记１
人，副局长４人，辖广播电视管理办公室、电视台、电影公司、体育运动中心、少儿体
校、文化馆、文化市场稽查大队、文物旅游局、人民剧团，党总支辖文化广电局支部、

体育运动中心支部、文化馆支部、文物旅游局支部。其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

于文化、体育、广电事业和文化市场管理的法规和政策，制订全县文化、体育、广电发

展规划和计划，并组织监督和实施，组织或监督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活动，依法管

理全县文化市场及广电网络建设，管理全县电影发行和放映工作。

熏　画

文化馆　正科级建制。组织
开展全县文学创作和文化艺术的

搜集整理和研究，指导群众文化

包括农村文化站 （室）活动，举

办艺术作品展览，进行非物质文

化遗产普查，培训艺术人才，提

供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信息。

１９９０年设馆长 １人，副馆长 ２
人，有职工１５人，活动场所３００
平方米。１９９４年，文化馆、图书
馆、文管办合并，成立文化文物

馆。１９９６年撤销文化文物馆，恢

复文化馆。２００７年投资５４４万元建成富县文化艺术中心大楼，８层４２００平方米，设图书
阅览室、文艺培训室、民间艺术展览室、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富县支中心。

２０１０年有干部职工１７人。
体育运动委员会　１９９０年设立，简称县体委。１９９３年撤销，设富县体育场，副科

级建制，隶属县文教局。１９９７年撤销县体育场，成立县体育运动中心和县业余体育学
校，两块牌子一套机构。１９９８年恢复县体育运动中心，正科级建制，成立富县青少年体
育运动学校，三块牌子一套机构。１９９９年撤销县体育管理中心，成立县体育事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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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编制１０人，下设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副科级建制。２００２年８月撤销县体育事业管
理局，设县体育运动中心，隶属县文化体育事业局，内设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和办公室，

辖县少儿体育运动学校。２０１０年８月隶属县文体广电局，主要职能是组织实施或协办全
县各种体育比赛活动，培训社会体育骨干，选拔培养输送体育人才，全面开展群众体育

健身活动。

人民剧团　正科级建制，集体性质，财政差额预算，县直专业演出团体，编制４０
人，设团长１人，副团长２人。２００２年起团长由主管局聘任，以文艺演出服务社会，服
务于群众，活跃和丰富全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２０１０年正式职工 ２０名，县财政预算
５０％工资。驻址在县城中心影院后面，占地０２３公顷，有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修建的砖木结
构瓦房３７间，道具、服装和乐器若干。

广播电视办公室　１９９０年，县广播站与县广播电视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辖１５个
乡镇广播站，全系统干部职工６６人，其中局机关８人，县广播站２１人，１５个乡镇放大
站３７人，设局长、站长，实行局长、站长负责制。１９９４年成立文化广播电视局，设广
播电视站。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富县人民广播电视台建成并正式开播，电视台为县政府直
属事业机构。２００９年５月，县电影公司整体划归广电局。２０１０年８月，广播电视局更名
为广播电视管理办公室，保留富县电视台，下辖电影公司，编制３２人，实有４２人，设
局 （台）长１人，副局长２人，副台长２人，有副高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８人，实行局
台合一运行机制，内设记者部、制作部、播出部、网络传输部、广告部和广播电视村村

通标准服务站。

广电网络富县支公司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成立，前身是富县有线电视台，属陕西省广电网
络公司下属的非法人分支传输机构，事业性质，企业股份制运作，受广电网络延安分公司

垂直管理。下设交道、牛武、茶坊、钳二、羊泉、张村驿、直罗、张家湾、寺仙、北道德

１０个网络管理站。内设客户运输管理部、数据数电建设管理部及办公室，分管全县１３个
乡镇及城区有线电视用户和宽带互联网用户。２０１０年员工３１人，在编１７人，大专以上学
历１５人。负责全县有线电视网络设计、建设、改造和经营管理，负责有线电视基本业务、
数字电视业务、宽带数据业务、扩展业务、增值业务、行业专网、电子政务、电子商务、

电子社区工程等信息业务，以及有线电视信息网络技术开发工程及技术咨询。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１９９０年为正科级建制，下辖县影剧院，影剧院为副科级建制。
两单位编制１６人，经费实行差额预算。１９９３年两单位合并，称富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自收自支，设经理１人，副经理１人。２００６年成立延安市农村数
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富县服务站，聘用放映员１３人，负责全县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作。
２０１０年在岗１５人。

文化稽查大队　２００７年成立，副科级建制，隶属文体广电局，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７人。
贯彻执行国家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依法对全县文化市场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查处文化经营活动违法行为，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促进文化的活跃和繁荣。

县少儿体育运动学校　正科级建制，隶属县体育运动中心，设校长１人，编制在体
育运动中心之内。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从县体育运动中心析出，主要职能是从中小学挑选体育
青少年苗子，选拔集中训练培养，代表县政府参加县外体育竞技赛事，通过竞技比赛，

体现和提高运动成绩，为省市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６８５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第二节　文化设施

新华书店　１９９０年，设经理 １人，副经理 ２人，负责全县图书销售和发行工作。
１９９８年６月，县新华书店人财物移交陕西省图书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垂直管
理。２０１０年隶属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级建制，有职工１４人，其中大专
学历８人。全年完成销售５２２万元。

图书馆　１９９０年，设馆长１人，有职工１０人。藏书９０００多册、杂志６０种、报纸
４０余份，年借阅图书报刊５０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３年，县图书馆举办暑期少儿图书有奖活动，
代售图书、年画，提供阅览图书１０００册张。２００８年，县财政拨给县图书馆配套资金７
万元，购置书架和阅览桌椅等设备，藏书增至１６万余册，报纸杂志６８种。是年建成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心，配置投影机１部，电脑３０台，可查阅理、工、农、医、文体等信
息技术资料，并及时上传本地各类文化活动信息。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县图书馆正式对外开
放，截至２０１０年７月，累计免费接待读者２８００余人次。

州博物馆　２００２年筹建。２００４年９月正式对外开放，占地５５０平方米，四层仿古
建筑，陈列面积２３８平方米。馆藏文物１０９件，分高原名州、唐风宋韵、塔影晨钟、诗
圣遗珍四个单元陈列。主要通过青铜器、石器、瓷器及碑刻、造像，展示富县历史文

化。截至２０１０年累计接待参观访问者１１３００人。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２００６年立项，２００８年建成投入使用，占地８０００余平方米，

建筑面积４０００余平方米，总投资１８０万元，其中富县政府配套６０万元。主要承担社会
化科技、艺术公益培训。

农家书屋　２００８年，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向富县农村配发书柜１６套，每套可放置图
书１０００册。２００９年又配发书柜３７套。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建成农家书屋１２３家，配置图
书１５万余册。

第二章　文化活动

第一节　社　火

秧歌　富县秧歌在民间广为流传，具有代表性的是交道老秧歌。表演者腰系彩带，
两手摆动，甩臂拧腰，一进一退，大步前进，小步后退，形成独具魅力的地方特色。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男服一身黑，头扎白毛巾，女服红袄绿裤，男女腰间均系彩绸。现今与
陕北秧歌融合，改彩绸为扇子、花环，且步法编排已做变革，虽更具时代感，古朴韵味

减少。每逢春节非常盛行。

飞锣　原名马锣，因表演时有抛锣动作而得名。中国古战场 “击鼓交战，鸣金收

兵”，金即锣，飞锣原是古代战场胜利一方欢腾祝捷的一种即兴表现形式，后流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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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演化成舞蹈艺术。富县交道一带得到传承，较早的表演形式是队员身着红袄绿裤，

黑色瓜皮帽，身系红缨，脚穿黑鞋或花鞋，在行进中变换身形，敲击马锣。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演化为全身 “一锭墨”，即黑帽、黑袄、黑裤、黑鞋。表演或四六成对，或八十成

双，跟随在秧歌队后面，一手掌锣，一手握锤，和着鼓乐，摇摇晃晃，蹦蹦跳跳，上下

左右，前敲后打，走街串户，欢呼雀跃。花样有 “绵羊碰头” “五马跑四角” “凤凰三

点头”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曾组织百人飞锣表演方阵，多次参加延安市举办的大型表
演活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１９９７年春节，陕西省文化厅厅长一行２０多位专家驱车来
到交道镇，对飞锣表演进行考察，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寄予厚望。１９９８年春节，陕西电
视台曾把 “州飞锣”作为 “春节晚会”外景进行拍摄。飞锣的艺术风格和特色是

“古朴粗犷，刚柔并济，快则奔腾豪放，慢则舒展自若。”以男演员表演为主，常于每年

元宵节表演方阵。

竹马　竹马是一种古老民间艺术，为民间广为流传的社火娱乐形式。在富县主要有
监军台东川流派、吉子现中指原流派及南部塬区寺仙流派，风格炯异，各具魅力。竹马

表演欢快热烈，幽默诙谐，喜庆色彩浓郁，至今传承。

霸王鞭　霸王鞭表演形式有 “打花棍” “浑身响” “金钱棍”等多种称谓。富县霸

王鞭表演时男女队员手持木鞭，鞭系响铃，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转或蹲，或跑或

跳，动作花样有 “浑身响”“梅花红”“毽子飞”“龙出水”等，矫健酣畅，翩翩动人。

截至２０１０年，霸王鞭不断从陕北秧歌等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中广泛汲取营养，并赋予意气
奋发、昂扬向上的时代特色，成为县城春节文艺汇演必演节目。

舞狮　通常以麻织制作狮头狮皮，由两人扮演，一人舞狮，一人手持绣球，引逗狮
子。也有独舞狮争绣球。富县舞独属方头大嘴的北狮，用麻丝编织成狮皮，多红黄绿

舞狮

彩，体态宽肥，表演威

武雄猛，妙趣横生；富

县田厢舞狮较有名气，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西川张
村驿的 “狮子上老杆”

堪称一绝。表演前在广

场中央架三四米高的大

杆，四面系缆，杆顶或

方桌或横板，表演时领

狮艺人和狮子攀缘而

上，并在方桌上进行一

系列惊险表演。狮子上

老杆既有民间舞狮技

艺，又融入较浓的杂技色彩，深受群众喜爱。重大节庆多有表演。

牛斗虎　富县岔口乡人表演，表演者分别扮演牛虎。在悠扬的锣鼓声中，老牛徜徉
在山间觅草，时而仰头，时而回望，牛尾巴悠闲地摆来摆去；锣鼓声加重，老虎上场，

牛惊下场；老虎追牛下场；牛上场，虎穷追，牛虎展开殊死搏斗；危急时刻，村民鸣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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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赶跑老虎，老牛得救，引人入胜。２０００年后渐出观众视野。
摆路鼓　富县羊泉镇肖村人表演，由一人一鼓挎于腹部，多人组队表演，边行进边

击鼓。表现方式是 “十字步”，重锤击打，铿锵有力。或二鼓对打，或一鼓一镲，或八

人一组，鼓声轰鸣，气氛热烈。多见于羊泉镇每年正月十二表演方阵。

第二节　戏　曲

剧团　富县有县直专业演出团体富县秦腔剧团。１９９０年演职员工６７人。１９９３年县
级机构改革，剧团经费与县财政脱钩，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２００１年，县政府专题
会议研究县剧团状况，坚持保留富县秦腔团专业实体，决定拨给１５万元予以支持。２００３
年，将剧团职工 ５０％的工资列入县财政预算。２００５年，县政府以 １２０万元出让剧团
０１９公顷土地使用权，用于补发剧团瘫痪期间职工生活费。民主选任团长。２００６年，１３
名职工与剧团签订一次性有偿解除劳动关系合同。２０１０年为民间专业演出团体。

戏曲表演

戏曲创作　富县剧团原团长缑
永华，先后为几十本秦腔、眉户剧

本作曲，创作戏剧演唱和快板 《夸

富县》等。１９９６年春节，李长发创
作编排民间舞蹈 《飞锣闹春》，分

“天鼓催春”“八方进宝”“骏马奔

腾”“农民奋起”“五星照耀”“雄

鸡报晓”６个篇章的广场群体表演
节目，获全县春节汇演二等奖；

１９９９年创作的民间舞蹈 《马锣》

获庆祝新中国成立 ５０周年全县文
艺调演一等奖，创作的民间舞蹈

《飞锣迎盛世》获延安市第二届小

戏调演优秀节目奖；２００８年以抗击
南方暴雪为背景，创作小品 《过

年》，叙事快板 《情满中国》 《农

民兄弟在江南》。以火车通拉萨为内容，创作二人表演节目 《拉萨谣》，在延安市第三

届老年文艺调演中获优秀节目奖。２０１０年春节，与杨全生合作编排８０人霸王鞭表演
方阵，演出获得成功。

曲牌　富县主要剧种是秦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张村驿一带流传着一句诙谐语：“张
村驿，两头戏，顿顿吃饭把门闭”，唱戏看戏人数之多的情形，反映出戏曲文化广泛的

群众基础。秦腔戏在富县历经千年，音乐、唱腔、道白完全程式化、传统化。板路曲牌

名目繁多，有塌板、滚板、摇板、代板、尖板等，而每个板式之下又有众多细目，塌板

又分大小塌、三锤塌、浪头塌等。板头有报子头、浪头、倒脱靴、紧急风、倒四锤、硬

四锤、乱杂、吊锤、列锤、捕场、搜门、浪锤、鸭子拌嘴等几十种。唱腔分哭音、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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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哭音唱腔又分四句慢截、阴司慢板、尖板、软音二六等；花音唱腔又分四句慢

截、四句慢留、花音二六等。另有腔调类麻鞋底、十三腔、苦中乐、软硬三滴水等。唢

呐曲牌类有十三饺子、朝天子、祭灵、水龙吟、普天乐、流水空场、马道仁等，弦乐曲

牌类有小开门、八板、入洞房、花梆子、夜深沉等。流传于富县的其他戏种有眉户、弦

板、阿宫腔、碗碗腔等。眉户唱腔委婉细腻，悦耳动听，短小精干，接近生活，易于掌

握，至今广为传唱。富县的皮影戏师从关中，多用于碗碗唱腔。

剧目　流传于富县的秦腔古典传统剧目有 《铡美案》 《窦娥冤》 《法门寺》 《白蛇

传》《游西湖》《游龟山》《玉堂春》《赵氏孤儿》《火焰驹》《穆柯寨》《黑叮本》《清

风亭》《忠保国》《十五贯》《金沙滩》《长坂坡》《胭脂案》《双明珠》《金玉奴》《胡

阳公主》《慈母泪》《玉虎坠》《八件衣》《抱火斗》《三滴血》《皇亲国戚》《打金枝》

《香莲后传》《周仁回府》《回荆州》《徐九经升官记》《奇双会》《丫环断案》《云罗衫》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近百出。传统折子戏有 《二进宫》 《三回头》 《柜中缘》 《拾玉

镯》《杀狗劝妻》《三娘教子》《断桥》等。现代剧目有 《红灯记》《沙家浜》《杜鹃山》

《海港》《智取威虎山》《祝福》《龙江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穷人狠》《血泪

仇》《梁秋燕》《李双双》《杏花村》《雷锋》等。县剧团创作剧目有 《巧绣山花》《秋

收之夜》《夜战灯》《带血的泪》《追女婿》《广告牌下》《何仙姑》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电视剧、卡拉ＯＫ、流行音乐、电视音乐、小品丰富多彩。
古典传统戏的演出市场受到冲击，现代秦腔短剧应运而生，县剧团排演了秦腔小戏 《月

是故乡明》《甄嫂》，眉户小戏 《把关》《亲情》《梁水秀》，小品 《飞来的燕子》等。

第三节　文艺演出

戏曲演出　１９９７年参加延安市首届小戏调演，姚敏学创作的秦腔小戏 《故乡明月》

获创作一等奖，女主角槐芽的扮演者贾桂花获表演一等奖；小品 《飞来的燕子》获创作

三等奖，马诚的扮演者王宪林获表演三等奖。１９９９年参加延安市第二届小戏调演，党小
黄创作的秦腔小戏 《甄嫂》获优秀节目奖，女主角任芳霞获表演一等奖，剧本获创作一

等奖；吕峰编导的舞蹈 《州号子》获节目奖。

县剧团每年组织送戏下乡，参加市上调演及接待等演出。２０００年参加延安市首届农
民艺术节，获一等奖９个，二等奖７个，三等奖４个，获综合演出三等奖。监军台村民
李全定的演讲 《请到我们村里来》获论坛类第一名，吉子现西屯么村民王六兵反串演唱

《探窑》获一等奖，并获 “农民艺术家”称号。２００９年参加延安市第四届小戏调演，获
综合演出一等奖，获单项奖１２个，县文化体育局获优秀组织奖，杨建国创作的眉户小
戏 《亲情》《梁水秀》分别获一等奖、二等奖，《亲情》中五魁的扮演者马辛酉获表演

一等奖，《梁水秀》中小梅的扮演者缑改琴获表演三等奖。

秧歌调演　秧歌是富县民间比较古老的艺术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广泛的群
众基础。在一些年份，县委、县政府多在正月十五组织秧歌调演活动，表演形式丰富多

彩，诸如传统秧歌、旱船、高跷、芯子、霸王鞭等，张村驿狮子上老杆、羊泉肖村摆路

鼓、交道逊村飞锣、寺仙太平老秧歌、监军台舞龙、田厢舞狮、岔口牛虎斗等深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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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赢得广泛赞誉。其中霸王鞭、摆路鼓、旱船、高跷、舞狮多次参加延安市调演并

获奖。

文艺晚会　在建党、新中国成立纪念日及三八、五一、五四、六一、八一等法定节
假日，以及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两会期间及重大项目落成等特殊日子，相关部门都

会组织举办文艺晚会，以示庆祝。晚会多以歌曲、舞蹈、小品、快板等艺术形式呈现给

观众，紧扣晚会主题，反映建设成就，把握时代主旋律，传达昂扬向上正能量，受到市

民普遍欢迎。

第三章　文艺创作

第一节　民间传说

玉女泉　相传明成化年间，州官李谨治数年，政绩卓著。其小女名如玉与一白
衣公子相恋，父母不允，二人却情笃意定，相携而去。七月七日，二人向州龟山飘

来，绣鞋落处一汪清泉喷涌而出，饮之倍觉甘甜。人们怀念如玉，便把此泉称之为

“玉女泉”。

杏城的来历　秦设雕阴县。秦文公以七百兵士出猎雕阴，但见满山杏花盛开，感叹
道：这分明是杏邑啊！唐贞观十三年，尉迟敬德为州都督，修城置衙，建寺筑塔，又

以杏树广植西山。来年请老夫人赏花游春，其母赞赏，因此号州城曰 “杏城”。

州神话　州的 “”字，与鹿相关。大约北朝时期，朝廷为加强对京师长安的

护卫，下旨在洛河北岸修筑一座州城，插黄旗为标志，只等破土动工。忽一日，从柏树

林中窜出一只梅花鹿来，衔起黄旗顺洛河一路北去，倏而不见，差人只好报官。皇帝一

听晓得是神鹿点化，命差官重勘城址。但见黄旗所在处控五路、会三川，应是战略要

冲、兵家重镇。城竣之日传旨命名 “州”。

石泓寺的传说　相传唐武德年间，秦王李世民率领十万大军从长安开拔，沿秦直道
北上，路经州川子河时，天色已晚，安营扎寨。梦中与胡人交战，陷入重围，危急时

刻却有八百罗汉助阵解围。李世民深感夜梦吉祥，此地神奇，下令在此处塑造八百罗汉

金身，永供香火，以表谢意，因而创建石泓寺。直至中唐时期，石泓寺才初具规模。

烈女泉的传说　从前，在州城南卧牛山下的南堡村，住着一位叫秀女的姑娘，
早年丧母，父亲长年外出谋生，秀女遭受继母虐待。数年后，秀女出落成一位漂亮姑

娘。那年雨天，继母令她去拾一捆干柴回家。路遇恶狼，猎人虎娃射死恶狼，救了秀

女，两人互生爱慕，私订终身。谁想父亲返家，却强逼秀女与继母的侄子杨金泉成

亲。秀女以自裁抗命，杨落荒而逃。州知府少爷得知秀女美貌，以势凌弱，强行逼

婚，虎娃阻拦被杀，秀女手刃少爷，撞崖自尽。石崖竟然倒塌，现出一汪清泉，由此

人们唤它 “烈女泉”。

公道老的传说　富县交道镇的村与村、户与户的地界中，生长着一种草，人们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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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道老”。相传，邻村有两姓邻界耕种，经常为地界发生争吵。有位白胡子老汉路

过劝架，指责双方都有过错，应当相互退让。二人恼怒，致其身亡，便深埋犁沟了事。

不久，犁沟长出一排奇怪的野草，人们将这种生长于相邻两家地界的野草称作 “公道

老”。此后，村村户户自觉遵守界规，互不相侵。

尉迟恭神鞭镇洛河　唐朝初年，关中蝗虫及水涝连年成灾，北部强敌突厥不断进
犯，李世民命尉迟敬德为州大都督，坐镇州，北拒胡虏，南卫京畿，并下令改道洛

河，以固城池。工程耗资巨大，累死军民不计其数，敬德大怒，抽出 “赶山神鞭”，大

吼一声向洛河打将下去，随千钧之力，神鞭断为两截，河水归流东山脚下，解除洛水逼

州之患。敬德投鞭入水，以示永镇洛河。

湫源神湫　相传金宣宗年间，州一带大旱连年，百姓离乡背井。湫源村有位姓李
的老者良田百亩，家财万贯。不忍灾民蒙难，开仓周济乡亲，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

天夜里，梦见灵湫龙君对他说道：“借你百亩良田作容身之地，便可普降甘霖，永保无

虞。”老者郑重承诺。三日后，漫天乌云，大雨倾盆，千里之地得以饱墒，李老的百亩

良田瞬间变成巨大的神湫。人们在神湫旁修建庙宇，祭祀灵湫龙君无量功德。

州四仙台　富县西南部的寺仙塬有寺仙村，村东有高台名曰四仙台。相传古时
候，有四位仙人驾祥云奔寺仙塬而来。仙人口中念念有词，霎时亭台楼阁矗立塬面，造

福百姓。夜晚仙人吟诗对弈，吹箫放歌，为人间默传仙乐绝技。仙台遗址有后人题词

云：“万响中宵寂，层台净景虚。微风才到处，清露半盘初。玉树歌能耗，霓裳舞自如。

此中得真趣，明水在方诸。”有村民入野采樵，遂驻足观棋赏乐，见松子坠落者三，一

局终了，斧柄朽没，回至村中，无有识者，岂知世上已过千年。由此山以烂柯名，博弈

之石以仙台称。今寺仙塬因此得名。

王云清盗珠救民　相传某年八月，州生员纷纷前来州城应考，有王云清者拔得科
甲第一。船渡洛河返家，因狂风大作而落水。忽听有人说道：“我是洛河龙君，如今龙

宫也在开科取士，因主考官生病，请你前来阅卷，务要尽心，必有重谢。”王云清在阅

卷中，前来说情行贿者不绝。王云清丝毫不为所动，一连三天，公正批阅了所有答卷。

洛河龙君大悦，取满斗金银珠宝答谢，王云清谢绝。入夜，龙君设宴款待，王云清不胜

酒力，伏几而寐。忽闻使者宣御旨曰：“明日午时水淹州城。”为拯救生灵，王云清拿

酒灌醉虾兵蟹将，盗得镇河龙珠上岸。阴间三天即阳间三年，他击鼓州府衙门，详秉此

事，全城老幼举家搬迁。并将镇河龙珠埋于北城门下。午时三刻，洪水滔天，涌至北

门，水归原路，州城安然无恙。自此而后，州城再无水患。相传王云清长寿百岁，子

孙兴旺，无疾而终。

小黄鹰智斗大马猴　州龟山腰，矗立着一座四角十三级的唐代宝塔，形制与西安
慈恩寺的大雁塔极其相似。相传，州城里曾有江湖艺人带着一只大马猴在街衢敲锣杂

耍。不小心猴子挣脱，攀上宝塔，蹲在塔尖四处张望，且搬起塔尖的砖块往下乱砸，全

城恐慌。州官束手无策，张榜赏捕。三日后另一卖艺人来到城，左肩架只大黑鹰，右

肩架了只小黄鹰，伸手将榜揭下。黑鹰得令飞向马猴，不幸被捉撕为两半掷于塔下。小

黄鹰盘旋几个回合，俯冲至洛河展翅蘸水，又在岸边沾满泥沙，起身飞向马猴，双翅抖

落泥沙，马猴不由得双臂揉眼，一闪身便从高塔坠落，顿时毙命，全城百姓齐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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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散文诗歌

富县专业文学创作者十余位，从事行政工作、文化教育、生产劳动的业余文学爱好

者１５０余人。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创作诗歌与散文３０００余篇。讴歌改革开放，颂扬社会进
步，描绘自然风情，赞赏勤劳奋进，表达美好向往，营造出浓厚的精神文明氛围。曾庆

鹏１９９７年开始在 《延安文学》 《中华诗词报》发表诗歌散文，累计发表作品４０余篇
（首）。代表作有 《寻找年小山》《故乡人系列》 《高原遐想》等。现代诗集 《纸风筝》

《黑树林》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民间盲人艺人杨兴昌徒步黄河，完成 《盲人心中的

黄河》一书。高洪义的诗歌 《海》、散文 《水·是自由》在 《延安日报》上发表。陕西

省作家协会会员、富县青年作家张玉虎的短篇小说 《漂泊者》获 《延安文学》１９９６年
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 《棋霸》获２０００年度陕西省地市文学期刊优秀中篇小说
奖，发表的散文还有 《屋檐下，停留着一只鸽子》 《在长城上放牧》 《吴旗偶得》等。

富县作协主席、延安市作协会员曹百新短篇小说 《屠牛记》 《幸运狗》 《民警杨耀强》

《归途》先后在 《延安文学》《西北文学》 《延河》等期刊发表。小说 《新城旧恋》获

延安新城杯文学作品大赛优秀奖。文学爱好者杨东河所撰 《州赋》在延安市政协举办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暨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征文活动中获优秀文学作品奖，先后被 《延

安日报》及省诗词学会 《秦风》刊载。２００７年杜剑刚创作诗歌 《三道道蓝》。２０１０年缑
宗和出版诗歌集 《洛水涛声》。

２０１０年 《延安日报》开辟 《家在富县》专栏，共刊登富县籍作者散文、游记６０余
篇。有曾庆鹏的 《洛河流过州》《州高原村落》《州山村》《山川驿断想》；秦禾

的 《泱泱大观富县地缘文化》《张家湾，陕北高原的一颗绿珠》《州月夜话地名》《眺

望葫芦河》《黑水寺的传说》《高原湿地柳稍湾》《柴松和山菇的灵性》；张玉虎的 《再

访羌村》《白骨塔祭》《秦直最美在富县》《雕阴城访古》《山中有村药埠头》；杨东河的

《羌村猜想》《伯父的茶道》 《探访大寺岭》 《黑水寺印象》 《拜谒龙凤槐》 《乡村的涝

池》《被遗忘的摩崖题刻》；曹百新的 《张家湾寻踪》《也游石泓寺》《敬德者神》《

州面花》《守水玉女泉》《舅舅家的假期》《州留不住诗人匆忙的脚步》《西山寨子》；

李学仕的 《保大楼下忆钟声》《莲花月影》《州三月看桃花》《州月夜》《驮水的记

忆》；喻世芳、喻爱芳的 《诗人的羌村》；左春红的 《监军台访古》《初访秦直道》《塔

寺晨钟》《太和览胜》 《富县婚俗一瞥》；杨兴锋的 《去看那个景》 《饮马泉边有奇石》

《神树》《梅鹿广场好乘凉》《官帽山》《九女沟》《闲话端午》《别样年味在心头》《大

墩台》；曹子英的 《古村落拾遗》 《清明时节话祭祀》；刘百合的 《北京知青在景村》

《宝塔山眺望》；喻巧凤的 《石头野鸡和河鳖》《骆驼山的传说》《往日莲花池》《雨中任

家台》；唐新娜的 《坝上看景》《故乡的味道》《梦里的故乡》；李春晖的 《心中常有八

卦寺》《王家沟老范》；田红梅的 《腊八吃面》《我的炼干情结》；李学锋的 《母亲的蒸

鸡》等。李春晖主编，由富县县委宣传部和外宣办联合刊出 《家在富县》，从人文、自

然、历史、风俗、传说５个方面展示富县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电脑渐次进入普通家庭，ＱＱ、博客等自媒体的诞生极大地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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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舞了富县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富县多家自
媒体发表网络文学作品不下３０００篇。创作体裁涵盖小说、散文、戏剧、史志、诗词歌
赋，内容涉及历史人文、红色传承、新村建设、扶贫开发、主导产业、民生工程、生态

环境等诸多领域。

第三节　艺术创作

书法摄影　富县书法、摄影爱好者较多，大部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之后，
从事教育、文化或行政工作的人，随其天资而喜爱书法、摄影。１９９３年富县成立书法家
协会、摄影家协会，开始有了书法、摄影辅导、书展影展、作品竞赛、组织参展等活

动。群众特别是城镇居民开始欣赏作品，大量作品供家居装饰所用。书法和摄影爱好者

日见增多。富县文联多次组织会员参加全国、省市书展影展竞赛活动，或聘请大家指导

或组织外出培训或开展学术研讨，艺术技能不断提高。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专业书法者
１０余人、摄影者２０余人，书法爱好者２００余人、摄影爱好者１００余人。获得国家书法
或摄影奖者７人，获得省级奖励者２８人，出版个人作品专辑的２３人。

王外姓，本土书法艺术代表性人物，楷书功底尤为扎实。作品 《黄鹤楼》在全国新

华书店成立７０周年书画摄影展中获三等奖，２００４年书法作品在延安市纪念邓小平诞辰
１００周年书画展中获三等奖，２００５年书法作品在延安市黄河颂书法展中获三等奖，在延
安市环保杯书法展中获二等奖，２００６年书法作品入选延安市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５周
年书法优秀作品展，２００９年书法作品获陕甘蒙三省区书法展三等奖。摄影 《千年胡杨》

获全国摄影大赛三等奖，《家园》获全省摄影大赛最佳作品奖，《五彩田园》获延安市新

农村建设摄影大赛二等奖。

南世合，从事摄影２０余年。作品 《田园曲》获全国摄影大赛三等奖，《情侣》获全

国摄影大赛最佳作品奖，《飞越黄河》获全国摄影大赛优秀奖。 《新世纪陕西新形象》

《走进陕西》《陕西子午岭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全景延安》等大型画册和系列丛

书采用其风光摄影艺术图片上百幅。曾先后在 《人民日报》 《中国财经报》 《中国摄影

报》《中国财政》《陕西日报》等多家报纸杂志发表新闻、艺术性图片近千幅。２０１０年９
月，５幅摄影作品入选在北京举办的迎国庆延安革命纪念地大型摄影展。

王华，在国家省市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５００多幅，摄影 《石泓寺》获全国文物影展

二等奖，《生命的壮歌》《追风逐电》《金色八月》《希望的田野》等３０多幅作品在国家
省市摄影展览及比赛中获奖，２３篇摄影论文发表于专业杂志，１９９８年入选 《中国当代

艺术名人录》和 《中国摄影家全集名人录》。

王永亮，书法作品曾获延安市书法比赛二等奖、论文二等奖、陕西省艺术馆书法培

训班作品三等奖，多次被省市刊物采用。

王琳森，摄影作品 《五彩田园》获延安市新农村建设摄影大赛二等奖，《球迷》入

选陕西省第十一届摄影艺术展，先后在 《中国安全生产报》《延安日报》等报刊发表摄

影作品百余幅。

石，陕西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中国当代书画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硬笔书法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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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员，延安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富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其书画作品先后入选 《全

国优秀师生书画作品集》 《国际硬笔书法家观止》 《人民艺术家》并获奖。花鸟作品

《思年华》在中央书画频道展播，国画 《荷塘清晓》入选延安首届书画展。

樊学斌，书法作品入编 《延安市第五届书法大展作品集》《陕甘宁蒙四省联谊会书

画展览集》，摄影 《吉祥天地》《故乡一角》获延安市第二届文化馆干部美术书法竞赛

二等奖。《乡戏》组照获延安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型摄影展优秀奖。

白崇文，书法作品曾入选市县展览，在富县文联第一、二届书画比赛中分别获二、

三等奖。

美术工艺　沐两河之滋润，得山川之灵气，又有剪纸熏画、刺绣面塑、陶艺雕刻、
秧歌社火等民间传统之熏陶，富县美术工艺世代相传，后继有人。多数从事者先是爱

好，后来发展为谋生经营的手艺。特别是在校学生，２０年间有３００多名学生最终选择美
术专业，拜师学艺，参加培训，凭艺就业。截至２０１０年，考取各类美术专业的８０多人，
全县知名美术工艺者３０多位。

李师明，１９７５年师从著名画家刘文西，曾任 《延安日报》社美术编辑，其美术作品

多次在国家及省市刊物发表。１９８５年创办陕北第一所中等美术学校。１９９２年创办了延
安国画院，受到国家科委、工商联、团中央、陕西省教委的表彰和奖励。被授予 “中国

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称号，其传略编入 《中国当代美术家大词典》 《当代画家名人

录》《东方之子》《世界美术家传》《世界名人录》。

高鸿，曾任延安市陶瓷研究所副所长，延安紫砂工艺美术厂厂长等职。其制作的紫

砂高档茶具获第二、第三届陕西省科技成果交易会金奖，１９９３年紫砂高档系列产品获第
三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优秀产品奖，１９９４年获首届中国杨凌科学技术成果博览会后稷金像
奖，黑陶百福瓶获陕西省首届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优秀奖，紫砂半坡陶瓷瓶获首届全国

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银奖。其设计开发的多种产品出口东南亚及日本等国。

王治中，书画之余研习木板烙铁烫画，其作品先后获全国书画艺术摄影大赛书法作

品金奖、全国第四届书画大赛老年组铜奖、中华首届寿星杯书画大赛世纪佳作奖、全国

第二届李自成杯书画大赛金杯奖，曾被人民画报社、中国画报社、中国书画研究院编辑

出版的 《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翰墨中国》《洗笔泉书画精品墨存》《和谐之光获奖

作品集》等多部书画集收录。

王进，２００１年国画 《春满乾坤》入选陕西省美术作品展，２００４年国画 《天香图》

入选延安美术作品展，２００５年出版 《王进牡丹花画集》，２００６年国画 《祥和图》参加延

安市纪念建党８５周年书画展，２００７年书法作品入选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楹联书法

集锦》，获延安市教育系统书画比赛一等奖，２００８年书画作品编入 《延安全景富县卷》，

获延安市喜迎奥运书画展一等奖，２０１０年获陕甘宁蒙联谊会书画展二等奖。
杜广侠，２００１年由延安市美协、延安市群众艺术馆、延安美术学校联合举办 《青年

画家杜广侠画展》，２００３年国画作品获陕西省书画展二等奖，２００４年国画作品获全国名
人名家书画大赛优秀奖，２００９年获中国林业文艺工作者美术作品展一等奖。

杜天亮，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延安市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泾渭书画院理事，富县

美术家协会花鸟研究室主任。从事绘画创作 ２０余年，国画以花鸟、牡丹见长，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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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语花香》获富县林业 “生态杯”一等奖，国画 《孔雀》获富县老年学会书画一等

奖，《赏秋》被延安大学收藏，《国色天香》获延安市老年学会艺术展二等奖。木刻版画

《加班饭》于１９７６年在延安群众艺术馆展出，并入选优秀文艺作品。
王乾林，富县美协副主席、延安市美协会员，擅长以国画工笔、写意技法表现雍容

华贵的牡丹、玲珑剔透的葡萄、千姿百态的猫咪，作品 《香溢绿丛》在延安市纪念邓小

平诞辰１００周年书画展中获三等奖， 《大美州》以酣畅笔意展示富县城市建设新貌，
被 《州》杂志第一期采用封面，并被政府会议大厅收藏。

陶艺雕刻　富县陶艺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时期，陆游在 《老学庵笔记·卷五》中载：

“承年时州田氏做泥孩，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富县泥塑用紫

砂陶土作原料，经不同窑温，可烧成红、紫、黑、青灰等颜色，具有原始陶塑古韵。主

要代表人物有薛忠林，１９９３年入选中国工艺百家名录，１９９５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
其土陶 《黄河人家》入选延安 《黄河颂艺术大展》并获特别奖。２００７年２月，富县土
陶被列入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２００９年６月，薛忠林参加陕西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技艺大赛，被评为工艺品大师，并参加第五届北京宋庄文化艺术节。在２０１０
年国家主办的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中，其土陶作品获优秀奖。

富县黑陶取材于黄土高原黏土，经过和匀沉淀、拉坯成形、压光、绘画、雕刻、烧

制等工序制成，主要代表人物有袁茂林、王志刚等，代表作有百福瓶、梅瓶、熏炉等，

多次参加省市民间美术展并获奖，成为馈赠收藏珍品。

棺木手工雕刻

富县有砖雕、木雕、石雕、根雕、核雕等艺术形式。砖雕有正方形、长方形、多边

形式样，工艺流程为画稿、雕刻、打磨、拼装，构图饱满，风格古朴，雕镂精巧，一般

用作照壁、房脊、门廊建筑的点缀与装饰，主要代表人物卢新华。木雕起源于秦汉，流

传至今，出现众多能工巧匠。有圆雕、浮雕、透雕等工艺技法，主要用于庙宇道观、亭

台楼阁等建筑工艺、寿材棺木的装饰工艺。流传广泛的木雕有门楼、牌楼，代表图案有

八仙过海、二十四孝图等，代表人物有缑百万、魏建平等。境内出土的佛教造像碑石较

多，始凿于北魏时期的石泓寺石窟造像神态逼真，刀法细腻，堪称古代石雕艺术珍品。

现代石雕艺术广泛存在于

民间，应用于雕刻石人、

动物、石阙、牌楼、碑刻

等，直罗镇马家湾谢邦国

石雕刀工细腻，技艺精

美，释迦牟尼雕像栩栩如

生。根雕利用树根为原

料，构思、雕刻、修整、

抛光、上漆，富县根雕爱

好者有张培亮、袁华等，

代表作有火焰山、圣地延

安、龙凤呈祥等。影雕有

两种技法，在成形的干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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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镂空，称作透雕；在烧制好的坯体上进行雕刻，称作硬雕。由于坯体硬度几乎等

同于瓷器，雕刻难度大，立体感强。富县黄河黑陶采用硬雕技法，使其古朴厚重的质感

体现得更加完美。核雕以橄榄核等质地坚硬的果核为原料，于方寸之地尽显风采。代表

人陈德平，以平安、祈福、和平、仁爱为创作主题，以精、巧、雅、趣为美学追求，创

作的十八罗汉、钟馗捉鬼、弥勒菩萨、人物手串、观音吊坠等作品，深受微雕爱好者及

收藏家喜爱。

第四节　民间文化

剪纸熏画　富县剪纸熏画艺术历史悠久，唐代诗人杜甫驻州时曾写下 《彭衙行》，

有 “暖水濯我足，剪纸召我魂”的名句。传统的剪纸工艺流程是备纸、描图、折叠、剪

图、点缀、张贴。主要传承人有张林召、段金梅、缑竹梅、霍亚琴、薛爱玲、李忠琴、

刘淑芳、吉云芳、鲁跃芳、缑云玲等。１９８４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林召剪纸》，

１９９５年张林召被文化部授予 “中国民间剪纸大师”称号。

熏画是剪纸衍生出的艺术形式，与剪纸构成姊妹艺术。富县熏画起源于南北朝时

期，是在传统碗架云子的基础上演绎而成，沿袭至今。熏画制作工艺是：先把剪纸敷在

麻纸上，然后用油灯或桦树皮的浓烟熏燎至浓黑，取下图案纸，显现黑白分明的云子

花，然后着色、定色。富县代表性作品有 《碗架云子花》 《门神》等，传承人有王华、

樊学斌、薛忠林等。

１９９０年，段金梅代表作 《只生一个好》在延安剪纸作品展览中获二等奖。１９９３年
富县被文化部命名为 “全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１９９７年，县文化馆美术干部薛忠林参
与省群众艺术馆编写 《陕西省民间美术全集》剪纸整理筛选工作。１９９８年富县８６件剪
纸、３８幅熏画作品被编入 《陕西省民间剪纸集》。２０００年，富县１８６幅 （件）剪纸、熏

画、面花、黑陶等作品在延安市万花山民俗文化村展览馆展出。２００１年，薛忠林剪纸组
画 《军民大生产》在人民日报 （海外版）上发表。２００２年，县文化馆举办熏画、剪纸
培训班，历时两个月，３０多名民间艺人参加，创作作品２０００多幅。２００４年，富县１５幅
剪纸、熏画作品被省群众艺术馆推荐参加陕西优秀民间美术作品晋京展；富县被陕西省

文化厅命名为熏画艺术之乡；富县熏画获陕西省民间美术作品观摩展览创新一等奖，６８
幅剪纸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熏画 《兄妹开荒》入选陕西省万博杯全国艺术之乡艺术精

品展。

２００８年，富县熏画、民俗画参加中国农民艺术作品展，获迎奥运奇品奖；熏画 《推

磨》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樊学斌熏画 《拉家常》参加延安市民间艺术大赛获优秀

奖，其作品 《飞天》被日本友人收藏，其熏画制作工艺在陕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第１０
套节目中专题播出。

刺绣面塑　富县刺绣起源于唐末。其工艺流程先描画样，遂用绣针穿引各色丝线，
一针一线绣成。代表作品有 “鱼戏莲花”“龙凤呈祥”“榴开百子”“天仙送子”等，表

现吉祥如意、多子长寿、平安健康主题，主要用于枕头顶子、钱包、烟包、裹兜等装饰

图案。富县民间刺绣仅限家居生活范畴，手工工艺简约，存量极为有限，且后继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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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传统面花丰富多彩，深受群众喜爱。每逢春节、清明或老人寿辰，都要制作工

艺考究的面花贡品，或虔做献礼，或孝做寿桃，或为小孩做生肖，可观赏亦可食用。其

工艺流程是发面、揉面、捏制、上锅、点色。辅助工具有剪刀、梳子、筷子，多以黑豆

或花椒籽为面花点睛。代表作品有花鸟鱼蛇、猪、狗、鸡、猴，代表传承人有高凤莲

等。随着老辈艺人渐次离世，民间传承人少之又少，制作水平也呈现滑坡趋势。

自乐班　１９９７年，由左召梅、张亚萍等人发起，组成 “夕阳红”老年群体自乐班，

以秧歌表演为主开展活动。从２００１年后由退休干部陈桂英牵头组织，组成舞蹈队、武术
队、秧歌队、体操队和自乐班，常年坚持晨练，并排练节目，购置服装，筹办锣鼓、乐

器和道具。根据群众需要，参加义务演出、庆典活动或上级调演，邀请单位给予一定慰

问支持。２０００年参加延安市首届老年文化艺术节，贾桂花获声乐组一等奖。２００３年参
加延安市第二届老年文艺调演，王文学导演的眉户小戏 《把关》、贾桂花导演的 《梁秋

燕·剜菜》、高金平导演的舞蹈 《黄河黄》均获优秀节目奖。２００６年参加陕西省第二届
中老年风采大赛，舞蹈 《黄河黄》获表演二等奖。陈建光教练的武术 《太极剑》获表演

三等奖。２００８年参加陕西省第三届中老年风采大赛，王雅丽的女声独唱 《赶牲灵》获入

镜奖，高金平导演的舞蹈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获老有作为奖。

２０１０年５月，老年业余文化团体巡回乡镇演出，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县城和乡镇都
有秦腔爱好者自愿组成的小戏班，自备乐器、音响，一般不化装，不扮相，利用业余空

闲时间演唱。常应商店开业、产品营销、红白喜事之邀，在街头、乡村、农舍随地演

出，自娱自乐，群众喜爱。自乐班有领班，有较固定的人员。乡村中较有名气的有羊泉

八合村的戏班，领班人缑百万、石有儒。

第四章　文化市场

第一节　图书发行

富县新华书店成立于１９５６年４月，正科级建制，隶属县文化局，２００９年改制为
国有企业，更名陕西新华发行集团富县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陕西新华发行

集团公司。主要负责图书发行和富县中小学课本及各类党政机关学习资料的发行和配

送工作。１９９０年县境的图书发行以县新华书店为主，个体书店为辅。县新华书店成立
专门的下乡流动售书小组，深入农村发行农业科技图书，年销售额８３万元。１９９２年
下乡销售图书８７４册８８万元。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５年，在沙梁街和１５个乡镇建立了１７个
发行网点，主要开拓农村图书市场、扩大一般图书销售，年均销售２０余万元。１９９５
年销售１４４万元。１９９７年门市部陈列图书５０００种以上，发行教材教辅１４万元，一般
图书１１万元，销售总额２５５万元。１９９８年，发行教材教辅６８８６９１册，一般图书７８１
８４５册，年销售４９５万元，创历史新高。２０００年，全市人均图书购买力４２７１元，全
县人均图书购买力５０９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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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图书发行市场萧条，教材教辅发行量下降，个体书店一般图书发行量锐减，
各书店均以教学辅导材料为主营项目，部分个体书店由销售发行改为图书出租阅览。新

华书店销售图书９８６８８０册，音像制品２９９４册，年销售额４３４万元。２００２年销售图书
８７９４１４册，音像制品３６００册，实现收入４８１万元。２００４年，门市图书品种３０００种以
上，图书销售额有了较大的增长，达到８０７万元。其中一般图书销售８４万元，占总销售
额的１０４１％，教材教辅销售７２３万元，占销售总额的８９５９％，实现利税４９万元，全
县人均图书购买力５４６７元。２００７年，向县内所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供应教
材，销售额４４７万元，２００８年销售额４３０万元，２００９年销售额４３６万元，２０１０年达到
５２２万元。

第二节　电影放映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全国电影市场逐渐萎缩，富县电影发行放映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富县在全国率先实施农村２１世纪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２１３１工程，农村
人均年缴１２元专项经费，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嘉奖。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５日，全省农村电
影工作会议在富县召开。２００２年取消农村专项收费，县电影公司积极实施爱国教育片放
映，按照国家五部委的文件精神，落实每年８部爱国主义影视片进校园的要求。２００６年
６月，延安市实行农村２１３１数字化放映工程，成立农村数字电影公司，富县设立农村数
字电影服务站，按照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埋单原则，将农村电影从电影公司分离

出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运作。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负责全县中小学校爱国片的放

映，负责影剧院电影放映，大型文化庆祝活动及重要会议电影播放。全县电影市场及农

村数字化电影放映秩序井然，文化 “三下乡”及电影进广场、进校园、进机关、进社

区、进企业活动蓬勃开展。２０１０年，全面落实农村数字电影２１３１工程放映目标任务，
全年放映故事片、科教片４８００场。

第三节　监督管理

文化市场态势　富县文化市场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已形成娱乐、音像、图书、网吧、
打字复印等综合性市场体系。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歌舞娱乐场所１０家，图书报刊经营
摊点７家，网吧７家，打字复印７家，平均每年审查批准外来演出活动３家次。富县书
刊市场形成于１９９５年左右，起初书刊经营摊点属于集体所有，１９９８年开始审批个体书
刊经营摊点，１９９９年贯彻 《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加强经营引导和日常监管。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国务院颁布 《出版管理条例》，县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

抓管理，突出扫黄打非，严厉查处无证经营和非法经营淫秽、凶杀暴力、低级庸俗、封

建迷信图书及盗版图书行为。随着录像厅的普及，富县音像市场逐渐形成，最初是磁带

和录像带市场，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形成了以影碟、激光唱片特别是 ＣＤ片、ＶＣＤ和
ＤＶＤ片为主的音像制品市场。１９９０年富县音像市场有５个经营摊点、６个录像厅。１９９９
年４月，对录像放映和ＶＣＤ出租实行 “准映卡”和 “准营卡”，抵制放 “黄”放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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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２００１年起，按照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不审批设立经营性音像制品放映单位，

放映市场很快萎缩，仅有音像制品零售、出租。管理中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大日常监管

力度，确保影像市场繁荣健康发展。

网吧经营管理　２００１年起，办理网络文化准营证，贯彻国务院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县文化局制定实施 《文化市场稽查队长岗位责任》《文化市场稽查人

员岗位责任》《文化经营许可证申办程序》《文化市场检查程序》，全面清理整顿网吧接

纳未成年人、经营非网络游戏等问题。２００４年，组织全县网吧经营者及网管参加市文化
局举办的网管资格培训会，召开由县人大、政协领导参加的网吧义务监督员招聘大会，

招聘义务监督员１８人，成立富县网吧监管领导小组，在网吧设立举报电话和未成年人
禁入警示牌，实行每日检查制度。２００７年按照文化部要求，控制网吧总量，不再审批新
的网吧，在已有网吧存量市场中推行连锁化、规范化、品牌化，不断提升网吧服务水准

和行业形象。实行网吧周巡查制度，禁止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消防

治安措施，切实加强网吧日常监管力度。县文体广电局联合公安局、工商局全面清理整

顿 “黑网吧”，取缔１３家，坚持重点时段检查，规范网吧秩序。
娱乐场所管理　１９９３年，县文化局确定专人负责娱乐场所管理，与业主签订了禁止

中小学生进入娱乐场所保证书。１９９８年，全县歌舞厅３４家，电子游戏厅７家，对工作
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合格者发给从业证书，方可持证上岗，贯彻国务院 《娱乐场所管理

条例》，会同公安局、工商局专项整治电子游戏厅、台球室、旱冰场，２０００年７月，停
止审批新的电子游戏经营场所。２００２年，与所有娱乐场所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督促
完善娱乐场所安全防范措施。２００９年，全县娱乐场所 １０家。２０１０年，出动检查人员
１００余人次，检查歌舞娱乐和电子游戏场所９５家次，查处违规经营场所４家次，取缔３
家，审批２家。

第五章　广电传媒

第一节　广　播

１９９０年，有线广播覆盖全县１５个乡镇１９４个行政村，通播率８１％，交道、寺仙等
乡镇被评为省市有线广播先进单位。１９９４年８月３１日，县城遭遇百年不遇洪水灾害，
县广播电视站机房设备被淹，洛河沿岸杆倒线断，有线广播一度处于停滞状态。１９９５年
１０月，城区恢复停播８个月的有线广播。１９９７年建起调频广播发射台，城区安装了调频
音箱，７月１日，富县人民广播电视台建成并正式开播。１９９８年年底，全县调频广播覆
盖率１００％，实现有线广播向无线广播转换目标。广播自办节目每天播音增至３次，时
间由过去每次３０分钟增至９０分钟，开设新闻组合、经济节目、科技节目、对农节目、
理论节目、人物类节目、少儿节目、综艺节目、法制节目、连续系列报道等栏目。２００７
年１１月起实施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工程，中央和省政府投资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８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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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竣工使用，２６日１８时开通中央一套广播节目。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开通陕西省交通音
乐广播。

第二节　电　视

设施建设　１９９０年，县政府投资５万余元，购置日本索尼 Ｍ７二分之一模拟彩色摄
像一体机１台。１９９３年６月，富县建成东山电视差转台，县电视转播台开通，差转电视
台４个频道节目，覆盖５千米。１９９５年年底，县有线电视台建成，网络覆盖８３千米。
１９９８年，完成有线电视光缆传输网络黄甫店至界子河段工程，开通城关、茶坊、交道、
钳二、羊泉、吉子现６乡镇有线电视信号，全县５５％的人口可以收看有线电视。１９９９年
７月３日，县电视台记者站成立，成为延安市有线电视台第二家县级记者站。２０００年实
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１０９套，即每村集中使用一台电视差转机，共用一根发射天线，
可以收看两个频道的节目。２００１年，县广播电视局成立陕西广电传媒有限公司富县支公
司，实现与长庆采油一厂富县基地管理站有线电视并网，结束了富县多年来电视信号依

靠长庆采油一厂的历史。２００２年４月，实现县电视台转播设备数字化。２００６年，实施
５０户以上自然村电视网络村村通工程１８个村，安装设备７２套，采用有线传输方式，每
套设备可供４户群众同时选择收视１２套节目。２００７年，建成富县广播电视发射台，完
成全县９３００户群众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转换调整工作，建成电视节目上传网络，结束了
富县电视节目人工向市台传送的历史。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５日，由中央和省政府投资１２０万
元，完成农村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工程，县政府投资３５万元，增添摄制播放新一代数字
设备，装修演播室，建起音频工作站，成立广播电视村村通标准化服务站，固定技术人

员，完成２０户以上的４７个自然村村村通工程５１７套，用户可收看电视节目４５套和收听
１套广播节目。２０１０年，完成村村通工程建设任务８３０套，其中解决农村广播室信号
１６６套，县村村通标准化服务站预留维修设备１０套，向农户直接安装发放的设备６５４
套，共涉及８个乡镇２７个行政村５０个自然村。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用户各项数据
录入工作和入户安装工作全面完成。

电视宣传　１９９０年富县记者站拍摄新闻均派专人送延安电视台播出。１９９３年后，
县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等重要新闻，由工作人员用两台录像机对接剪辑，配音合成

后，送东山差转台插播。县电视转播台开通后，向外差转中央一套、中央二套、陕西一

套、云贵一套等４套电视节目，覆盖５千米，城区及茶坊、牛武、交道、洛阳、岔口等
乡镇群众看电视节目由４套增至１２套，电视用户３０００户。县电视台开办富县新闻节目，
初期比较单一，只能播放简单的字幕新闻和文艺录像带，每周一组新闻节目，周四播

出，周五重播，编、采、播设备简陋，仅靠两台家用摄像机完成，栏目设置有新闻、新

闻专题、天气预报、广告、点歌台、文艺节目等。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开通中央电视台节
目频道、陕西卫视频道。有线电视光缆网络速成后，增加了陕西２套、４套、６套节目
和延安电视台节目。１９９９年延安电视台驻富县记者站成立，县新闻播出每周从１组增至
２组，播出由２次增至４次，同时增加节目预告、本周要闻回顾等栏目，自办节目进一
步规范，质量明显提高。电视台摄、制、播设备更新后，全面实现数字化，新闻节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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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每周五新闻，周六、周日播出专题节目，新闻节目由每组３条增至６条或７条。
２００６年，开设 《政声·民生》 《农经天地》 《健康在线》 《法制宣传》等固定栏目。

２０１０年， 《富县新闻》播发稿件２１８组１０５３条，制播各类栏目６２期，摄制专题片４０
部，系列报道８９期，上传延安电视台新闻节目１３４条，省电视台５条。

第三节　广电网络

１９９５年建成富县城区有线电视网络，有线电视用户３６００余户。２００１年陕西广电传
媒有限公司富县支公司成立，加快网络建设步伐，大力延伸农村网络，有线电视用户增

至４７００余户。２００２年开通准视点播业务，２００４年实施数据宽带业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底
完成南道德、寺仙、北道德３乡镇网络建设任务，实现全县广电网络建设村村通。２００９
年，富县支公司年经营收入４５０余万元，全县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１２０余户，宽带数据用户
１５００余户，光缆线路累计２９７千米，实现县城有线数字整体转换工作。２０１０年年底，县
属广电网络完成数字电视转换用户９０００户，发展数字电视终端用户７００户、互联网宽带
用户６００户。

第六章　档案史志

第一节　机构设施

富县档案局　１９９０年为局级建制，１９９３年撤局留馆，将县志办公室并入档案馆，
隶属县委办公室，编制１３人。１９９６年恢复档案局，局馆合一。２００７年加挂富县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牌子，正科级建制，编制３人，局馆办三位一体，合署办公，为具有
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归口县委管理。２００９年，增加编制２人，局馆办编制１８人，设
局 （馆）长兼主任１人、副局 （馆）长２人、专职副主任１人，实有工作人员１９人。
在编在岗１６人中具有中级职称３人、助理级职称３人、员级职称３人，专业技术人员占
在编在岗的５６％，大学及以上学历６人，大专５人，中专３人。局 （馆）办内设综合办

公室、查阅利用室、修裱工作室、信息化工作室、档案指导室、方志办公室。１９９２年被
评定为省三级档案馆，１９９６年晋升为省二级档案馆，１９９８年晋升为省一级档案馆。１９９４
年６月开工修建档案馆库楼，１９９６年５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总投资９０万元，总面积
１１４０平方米。档案资料库房、档案陈列阅览用房４个，共４９０平方米，可保存档案２０
余万卷 （册），有档案密集架３０列９０组１０４３立方米，铁皮资料和目录柜５８套，铁质
档案装具和公文柜１６套。档案库房达到无鼠、无虫、无尘、防火、防盗、防潮、防阳
光 “三无四防”要求。

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８５年成立，简称县方志办，编制６人，设主任１
人、副主任２人。１９９３年并入档案馆。２００７年，县档案局加挂县地方志办公室牌子，正

２０６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科级建制，编制３人，主任由档案局局长兼任，设专职副主任１人，干事２人。负责组
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订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地方

志、综合年鉴，搜集整理地方志文献资料，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２０１０年，县方志办编制５人。

第二节　管理与保护

馆藏档案　以文书档案为主，兼有其他１０余种门类的综合性档案。１９９０年，馆藏
档案５３个全宗７９６４卷 （张、件）。２００１年，馆藏档案８２个全宗１５２８９卷 （盒、件），

包括明清档案１卷１１件、民国档案１２卷３７７件、革命历史档案４６６卷４８３０件、现行档
案１４８２０卷。２０１０年，馆藏档案４个属类、１１２个全宗、２４个门类、３７９８１卷 （张、

件），其中清朝档案１０卷，有清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分别编修的
《州志》，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编修的 《宋氏家谱》，光绪年间 （１８７５—１９０８）签
订的契约。中华民国时期档案３个全宗４０卷，有中国国民党县县党部资料、县县政
府会议记录、聘书等５卷，县邮局的财务收支、邮件丢失查询文书等各类文件材料３５
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档案２６个全宗４５４卷，有陕甘宁边区的布告、中共县县委及
其５个部门、县人民政府及其８个部门、县１１个区乡的各类文书档案，县人民法
院的２２卷诉讼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１０９个全宗２３９０８卷 （盒、张、件）。其

他门类档案３８６８卷 （盒、张、件）。珍贵档案９卷，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
主席李鼎铭给时任县参议员高步范的信件，县县长罗成德为军队借粮的信函，杨尚

昆、胡耀邦为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的题词及有关信函。实物档案３４９盒４２７３张。

馆藏史料

馆藏资料　１９９０年，馆藏资料２１３种７６４４册。２００１年，馆藏资料９９４４册，包括新
中国成立前资料４４册，其中明清志书、家谱３０册，民国、革命历史资料１４册，新中国
成立后资料９９００册。２０１０年，馆藏资料８大类４０个属类１３６５种１４５６２册 （张），其中

清朝资料２种１０册；中华
民国时期资料 ２册，为
《世界知识》杂志和蒋中正

编著的 《中国之命运》；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料３５
种３８册，有毛泽东、刘少
奇编著的 《土地问题指

南》，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

部编印的 《论时局》 《边

区政报》《陕甘宁边区重要

政策法令录编》《二中全会

决议》 《土地通讯》；中华

人民共和国时期资料 ５大
类 ３７个属类 １４５４种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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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２册 （张），包括书籍、期刊、报纸、内部资料、材料汇编与地图字画。

档案保护　１９９０年，编制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的开放、内控案卷目录７８９卷，案卷文件
目录１９６６份。２００１年，编制永久档案１２个全宗１３４０卷的全引目录３万余条，编写全宗
介绍５２个，重要文件目录２１００余张２万余条，查补备考表８５００余张，更换卷皮２００余
个。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两次清查馆藏档案资料，规范整理，重新编贴档号、资料号，
清查规范馆藏资料８大类、４０个属类、２０３９号 （种）、１３７３６册 （本），设置全宗１０９
个，规范各类目录４１７本；核查规范馆藏档案２１个门类、２００９４卷 （件），更换卷皮

３０００多个，填补备考表９０００多张；编写县委县政府９９８卷重要文件目录２１２１张２２１００
条，编写全宗介绍７０个，规范各类目录４１７本。２０１０年，接收档案１３个全宗７７８８卷
（盒、件），接收资料１９１册。
１９９８年，裱修抢救破损革命历史档案７４卷，复印抢救重点档案１６卷，处理褪色档

案２１００页，对无法恢复的予以手抄。２００３年，裱糊抢救革命烈士证３６页，裱糊处理革
命历史档案１０７卷，鉴定销毁过期档案１３９卷 （册）。先后两次向国家申报档案抢救保

护项目并获批准。２００９年，选派３人赴陕西省档案局学习修裱技术，以计件付薪的形式
抢救保护国家重点档案馆藏５４５卷。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累计修裱保护历史档案３５０余卷
１７万余页，复印保护知青档案１０卷１００页，洗印保护老照片５５２张，建立管理登记台
账４种，抢救保护规范操作规程６种。
２００２年，建起档案管理局域网，配置档案管理软件并３次升级，及时开展馆藏档案

资料信息计算机著录。２００３年，录入档案案卷级目录３２个全宗１７５０条 （卷），文件级

１９个全宗２７８３卷１９９８９条，人物５５３条；资料１３７３６册 （本）２０３９条 （种）。２００９
年，建起馆藏档案计算机信息目录数据库，著录数据 １８３８３１条，其中档案目录数据
１８１６４条，资料目录数据２１０９０条；档案目录数据中案卷目录数据１９２２６条，文件目录
数据１６２４１５条，人物卡片目录数据５５２条，实物档案目录数据７５３条。制作局域网网
页１０个栏目２９页。

第三节　档案工作

档案整理　１９９０年，整理公安局１９５０—１９８９年档案１４４９卷，归档书刊６５册，鉴
定销毁文件４１５份；完善县人武部、交通局、公安局、农业服务中心、百货公司、造纸
厂综合档案室；协助水泥厂收集整理工程技术档案７４卷。１９９６年，指导１０个乡镇建起
综合档案室，归档上架档案６０００余卷。１９９８年，全县１５个乡镇全部建起综合档案室，
３个乡镇综合档案室达到省三级机关档案室标准；全县２４８个行政村有２３４个建起档案
或档案室，村级建档３７５５卷。２００８年，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基层档案工作，
完成４镇８村档案示范创建目标，８月全市县 （区）档案工作现场会在富县召开。２０１０
年，指导２０多个部门档案规范化建设，累计建档８０００余卷 （盒、件、袋）；指导完成１
个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档案验收工作，建档９０余盒。
１９９８年，１１个机关档案升级，含省一级４个、二级１个、三级６个。２０１０年，认

证全县为省级档案工作先进单位的９２个，包括省 ＡＡＡ（一）级１２个、省 ＡＡ（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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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个、省Ａ（三）级５３个。
宣传培训　１９９０年，放映 《档案法》录像，印发宣传资料，县级部门单位普遍征订

《陕西档案》。１９９８年，宣传 《档案法》及档案知识５２次，书写标语５６０余条，悬挂横
幅２６条，设咨询点２３次，广播电视报道１８次。在 《中国档案报》《人民公安报》《陕

西档案》《延安日报》等新闻媒体发稿２６件。２０１０年，利用集会上街设点、播放录音、
散发传单，在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上投稿，大力宣传 《档案法》《陕西省档案管理条

例》《陕西省档案工作目标管理认证办法》 《地方志工作条例》，电视、广播宣传１０余
次，散发传单２０００余份，两次展出宣传展板２２块，办宣传橱窗一期两版。全县征订专
业杂志２９０份，被陕西省档案局评为全省档案宣传通讯工作先进集体。
１９９１年，县档案局与县委办、政府办举办全县机关文秘档案人员学习班，学习 《档

案法实施办法》 《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档案收集整理归档业务知识。１９９６年，档
案局与县委办、政府办在交道乡举办全县乡镇文档人员培训班，突出实际操作，提高业

务技能。１９９８年，档案局举办为期３天１３０余人参加的县直机关文档人员业务培训会。
召开乡镇培训会２０次，培训１５００余人次。２００１年举办为期３天全县文书档案管理人员
培训班。２００８年，派员参加陕西省档案局举办的重大建设项目档案培训班，选派方志办
副主任和４名分志主编参加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宁波大学举办的陕西省第二期地方志
业务培训班。

资料编研　１９９０年编辑 《富县历届人代会简介》，１９９２年编辑 《富县概况》《富县

文物古迹简介》《档案工作大事记》《利用档案实例汇编》。１９９８年后，相继编辑 《富县

档案馆指南》《富县大事记》《重要经济指标史料汇编》《火灾警示录》《重要会议简介》

《重大自然灾害史料汇编》《主要名胜古迹简介》《富县基本情况与名优特产介绍》《档

案工作大事记》《档案利用实例选编》，计百余万字；依据馆藏档案，编撰出版 《富县教

育志》《富县地名志》《中共富县组织史资料 （１～３卷）》《富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富
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李自成家谱》《可爱的富县》等。２００２年，编撰出版 《富县模范

先进人物录》，１０余万字，录入中省市表彰的富县籍２５２名人物。
学术交流　１９９０年，参加宜川县召开的南六县档案学会协作小组学术研讨会和延安

地区档案学会第五次学术研讨会，１篇论文被推荐参加省档案学会在咸阳召开的学术研
讨会，１篇论文获地区和南六县优秀论文奖。１９９３年，召开全县档案学术研讨会，交流
论文７篇，其中２篇选送参加南六县协作组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４年，２篇论文参加地区学
术交流会，１篇获地区优秀论文奖。１９９６年，撰写学术撰写论文１１篇，２篇获地区优秀
论文奖，并推荐参加地区科协评比，获自然科学论文优秀奖；１篇参加省档案学术研讨
会。１９９７年，１篇论文参加市档案学术研讨会获一等奖，２篇论文参加南六县学术研讨
会获优秀奖。１９９８年，延安市档案学会南六县档案学术研讨会年会在富县召开，六县档
案局局长、论文作者代表、市档案局、县委县政府、延安日报社等３３人参加，交流学
术论文９篇，富县２篇论文获优秀奖。

档案服务　２００３年，收集县级５４个部门单位的各种政策性、法规性、公开性、服
务性文件７００余件，建起富县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截至２０１０年，收集现行文件资料９２１
件 （册），其中资料６０册、文件８６１件，年均接待、查阅利用者８０余人次。逐卷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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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满３０年的档案，开放１９４１—１９６６年的档案资料１６２４６卷。年均接待查阅利用档案
者３００余人次，查阅利用档案４０００余卷 （册），复制５００多页。为评定专业技术职称，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资、核实工龄，临时工转正，房地产纠纷，查证学历，事

业单位登记等，提供原始依据；为县志、组织史、党史及其他文史资料的编写提供真实

可靠史料。２００８年，建起 “可爱的富县”主题档案陈列展室，６０多余平方米，展板１８
块，陈列展柜１９个，展出珍贵档案１３０余件。城区小学组织学生２次２００余人前来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２０１０年６月，县委确定档案馆为富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第四节　方志编纂与年鉴编辑

第一轮县志编纂　１９８５年始编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轮 《富县志》，１９９４年出版发
行，统合古今，上自富县有文字记载的事物发端，下限断至１９８９年。主编王彰影，副主
编罗实莹。包括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２２个专业分志１０７章３４７节、附
录、后记，７９８６万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２７００册。

第二轮县志编纂　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二轮续修志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编纂工
作始于２００５年，设计篇目方案，征询各方意见。２００６年召开全县地方志工作动员会，
举办编纂业务培训会。２００７年，富县人民政府表彰了１０名地方志工作先进个人和１０个
地方志工作先进集体，富县方志办被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年度全省第二轮修志

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０９年，县方志办组织召开分志编纂工作汇报座谈会，各分志牵头承编
单位陆续将各分志组织领导、编纂方案、人员配备、任务分解等情况报方志办备案，步

入资料征集和编纂实质性工作。２２个牵头承编单位组织人力编纂共２６编。
专业志编纂　２００２年出版 《陕西省富县地名志》，主编王列荣，５０万字。２００５出版

《富县教育志》，主编罗万红，３１７万字。２００８年出版 《富县军事志》，主编任德功，３２
万字。截至２０１０年，出版发行富县部门专业志３部。

年鉴编辑　 《富县年鉴》是由县方志办按年度连续承编出版的大型综合性、实用

性、资料性工具书，采用分类编辑法，按类目、分目、条目分类编排，设特载、专文、

大事记、附录特刊、彩页，承载上年度全县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方面的基本面

貌、发展状况和各项事业的新情况、新经验、新成果、新问题。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共出版
发行四卷。《富县年鉴 （２００６）》，由冯保学、惠振和主编，执行主编张北琳，记载１３４
个单位，５０万字。《富县年鉴 （２００７）》，由惠振和主编，执行主编张北琳，记载１４９个
单位，５０万字。 《富县年鉴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由惠振和主编，执行主编张北琳，记载
１５１个单位，５０万字。 《富县年鉴 （２０１０）》，由惠振和主编，执行主编张北琳，记载
１５２个单位，４５万字。

第五节　旧志整理

富县首部地方志是１５８４年的 《州志》，截至１９２８年的 《县志续》，３４４年间共
有４部地方志书。明万历十二年 （１５８４）《州志》，由州万历进士王邦俊编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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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丛书

知州阎思孝参校，设 ８纲
４２ 目。 清 康 熙 五 年

（１６６６）《州志》，由州
知州顾耿臣主持，分巡河

西道陕西按察司副史鲍开

茂、延安府知府王廷弼、

延安府推官刘翊胜鉴定，

州知州顾耿臣编阅，

州贡生任于峤汇纂，州

同知王国礼、儒学学正汪

坎等８人校正，总 ８卷 ６３
目７５万字。清道光十三
年 （１８３３） 《州志》，共
３８人参与修纂，编辑总校
均为七品及以上官衔，由州直隶州知州吴鸣捷主持编纂，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前陕

西巡抚鄂山鉴定，州直隶州分防黄龙山州同谭蠫、州训导徐效陵、州经正书院主

讲牛献、中部知县路上林４人编辑，户部翰林院士路德参订，州分防王家角判、前宜
君知县沈连启等５人总校，王国泰等４人分校，孔庆发等１９人采访，朱桢等３人校刊，
总４部５卷４３目９７万字。民国十七年 （１９２８）《县志续编》，由县县长黄照临主
持，钳二村李静山执笔，１册２５万字。
２００６年２月起，历时３年７个月，校注清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 《州志》，断句标

点，勘误注释。张北琳主持总校注，曹子英初校，李育乐复校，原汉中市方志办主任郭

鹏主审。原志９７万字，《〈州志〉校注》５８８万字，标准１６Ｋ精装本，附地图、文
物古迹照片近８０幅，２００９年８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北琳组织编辑 《诗咏

州一千年》，辑录注释自唐以来 １３００余年间，历代咏唱州或与州有关的诗、词、
歌、赋２００余首 （篇），变形１６Ｋ简装本，２２万字，２００９年８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
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富县地方志办公室被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全省旧志整理工
作先进单位。

第七章　体　育

第一节　体育设施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农村体育设施除部分砖砌乒乓球台、简易篮球场和小学操场，再无
其他体育设施。乡镇中学一般设置操场并配备简单的体育器材，县城高中、初中按规定

配置较多，主要为球类设施。部分机关单位有乒乓球台和篮球、羽毛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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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富县除沙梁体育场再无大型体育活动场所。１９９８年，富县政府投资９２万
元，在县体育场西北角建成１６８０平方米体育运动中心综合楼，投资１２０万元建成７８４平
方米室内运动场，内设灯光球场。２００７年投资９８０万元改造县体育场，前区６０００余平
方米，建成３个篮球场、门球场和健身活动场，配置２０余件健身器材，门球场修健８０
多米休闲长廊，配备石座椅两排，地面硬化，松树绿化。后区建成塑胶田径场，４００米
标准跑道，中间设７６３７平方米人造草坪足球场，跑道西侧有６４０平方米综合训练房，训
练房顶部设主席台，主席台两侧及体育场周边设８级露天看台，可容纳观众５０００余人，
东南角设公共卫生间。２０００年在全县１３个乡镇建起篮球场和乒乓球室。２００８年起实施
农民健身工程，先后在全县８０多个较大行政村文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２００９年在县城
腾鹿广场装配健身器材２０件，在北教场小区装配健身器材１８件。截至２０１０年，国家累
计投资９３万元，为白家村、东桐村、太安村、北教场村、十五里铺村、固险村、前桃
园村、直罗村、牛武村、川庄村、吉子现村、鹿首村、南道德村、交道村、北道德村、

东村、钟楼社区、安子村、太宜村、和尚塬村、川口村、上良村、上柳池村、马坊村、

南教场村、督河村建设了２６个篮球场和配套设施。

第二节　学校体育

１９９７年，富县首批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在县一中、城关小学和北教场小学相继建成，
由县业余体育学校即县体育运动管理中心配备专职教练，利用周六周日暑假训练，项目

是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建档建卡。若有省、市重大体育赛事，由体校学生组队

或传统项目学校组队参赛，传统项目学校是省市指定的普通全日制中小学开展的传统项

目训练的学校，不实行集中体育训练。１９９９年，投资４０万元创办富县青少年体育学校，
县政府印发 《关于印发富县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的通知》，实行集中训练、集中

学习、集中住校，职责是选拔少儿体育苗子，参加省市竞技体育比赛，培养和输送体育

人才。从全县４５所中小学选拔５０名学生，８月２０日开学，由县体育事业管理局负责训
练，县教育局负责文化课教学，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系列，体育局对学生２４小时管理。
２０００年３月，国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 《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陕西省

教委印发 《体育学校建校验收办法》，３月１３日，陕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同意并批复富
县成立少儿体育运动学校的申请，５月，富县成功承办了延安市第二届２０００年度田径运
动会。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富县少儿体育学校共向延安市体育中心输送运动员５３名。

全县中小学都配备专职体育教师，严格按照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落实体育设施、

课程、活动，坚持开展眼睛保健操、爬山、跳绳、拔河、体育游戏、体育知识竞赛，举

办体育专栏。１９９５年后，全县在学校学生体育达标８５％以上。全县３１所中小学设传统
项目的学校８所，有队员２００余人，每月训练５次，每次９０分钟，坚持队员、教练、时
间、场地四固定，有计划、有教案、有总结，科学训练。各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运动会

或两次单项比赛，建立健全了学生体育档案，２０００年学校体育档案和达标成绩册４０００
多卷册，实现体育教学规范化。县乡完全中学、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建成标准操场、球

场及其他常规体育设施和器材。２００１年，全县１３所中学、所有中心小学田径场地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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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２００米以上，单项场地２个以上，配备常规体育器材１０万余件。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
全县中小学配备体育器材共计１９万件。

第三节　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的实施单位是县青少年体育学校。１９９７年，富县体育代表队参加延安市第
一届运动会，获女子排球第１名，男子排球第２名，男子足球第３名，田径总分第６名。
２０００年，富县代表队参加陕西省首届少儿体育运动会，获男子４×１００米第３名，常飞
霞获女子乙组４６公斤级摔跤第３名，李斌获男子乙组４６公斤级摔跤第７名，刑文兵获
男子乙组５２公斤级摔跤第７名，乔国亮获男子铅球第４名、铁饼第４名，贺建梅获女子
乙组１５００米第６名、女子乙组４００米第８名。参加延安市第一届年度运动会，获金牌２
枚，银牌８枚，铜牌３枚，团体总分第５名。
２００１年，富县代表队参加延安市第二届运动会，获田径总分第５名，获银牌５枚，

铜牌４枚，朱健打破男子举重４６公斤级市运动会纪录，张军打破女子举重４６公斤级市
运动会纪录。参加陕西省三集中少儿体校田径分区赛，获金牌１枚，银牌２枚，铜牌１
枚，总分第７名。参加陕西省传统项目田径分区赛，获金牌２枚，银牌４枚，团体总分
第１名。２００２年，参加延安市第二届年度运动会，获金牌 ５枚，银牌 １１枚，铜牌 １０
枚，团体总分第２名。２００３年，参加延安市第三届年度运动会，获金牌２枚，银牌１０
枚，铜牌８枚，团体总分第４名。２００４年，参加陕西省第四届少儿体校重点项目比赛，
团体总分第３５名，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２００５年，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获
田径金牌４枚，银牌７枚，男子篮球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２００６年，参加陕西省传统项
目田径分区赛，总分第１名，获田径金牌４枚、银牌４枚、铜牌８枚，跆拳道金牌１枚、
银牌１枚、铜牌６枚。跆拳道实现金牌零突破。２００７年，参加延安市第四届年度运动
会，获金牌２枚，银牌３枚，铜牌５枚，摔跤总分第３名，跆拳道总分第４名。２００８年，
参加陕西省第五届少儿体校重点项目比赛，获金牌１枚，银牌１枚，铜牌１０枚，代表团
获体育道德风尚奖。２００９年，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获金牌７枚，银牌７枚，铜牌
１３枚，男子田径赛５枚金牌，位居全市第４位。

２０１０年，参加延安市第五届运动会，团体总分第３名；皮划艇赛艇获金牌８枚，银牌１１
枚，铜牌７枚，获体育道德风尚奖；田径获金牌４枚，银牌９枚，铜牌４枚，团体第３名，获
体育道德风尚奖；举重获银牌４枚，铜牌１３枚，男子团体第５名，女子团体第８名。
２０１０年，由富县体育学校输送的运动员拓高明获陕西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田径男子乙

组４×１００米第１名、８００米第１名、１５００米第２名、３０００米第４名；苏晨获男子甲组
１１０米栏第３名、跳高第３名、４×１００米接力第２名；李杜获女子甲组赛艇１０００米双人
双桨第２名、２００米双人双桨第２名、１０００米单人双桨第５名；郭变变获女子跆拳道第
１名。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富县在２００２年向陕西省水上管理中心输送的运动员吉珍，代
表中国队参加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赛艇比赛，与另外三名队友以６分５１秒５６的成绩获
得冠军，这是富县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取得的第一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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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群众体育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参加体育运动意识逐步提高。１９９４
年富县遭受洪水灾害，县体育场被严重破坏。１９９５年国务院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县政府着手进行体育场灾后重建工作。１９９７年，县政府将
体育事业费纳入财政预算，成立富县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各乡镇成立体育协会和农村体

育协会，县委、县政府出台 《富县群众体育发展规划》《富县机关干部健身活动实施方

延安市第九届 “州杯”老年门球运动会

案》，成立争创省级

体育先进县领导小

组，制定 《富县争

创省级体育先进县实

施标准》，确定 ３个
机关、４个学校、３
个企事业单位和２个
乡镇为全民健身计划

推行试点单位。截至

１９９９年，共投资３６７
余万元建设全县体育

设施，指定兼职负责

人组织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开展走步、跑步、爬山、太极拳、健身舞、韵律操、跳

绳、踢毽子、球类健身活动，县城广场和乡镇广场群众晨练、晚练成为时尚和习惯。坚

持党政机关百人以上企事业单位开展太极拳、广播操、健身操、跑步、棋牌、球类活

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共举办运动会１２次，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共举办各类体育培训班３０多
期，受训者千余人次。年均组织学校、县级党政团体、干部职工、社团组织、企事业单位、

领导干部、农民群众各种体育赛事１０次以上。２００７年起，县体育运动中心月月有体育活
动。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县群众体育活动广泛开展。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０日，省政府授予富县陕西省
体育先进县称号，１１月１４日，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富县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

富县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指导群众体育活动培训一览表
表２２－７－１ 单位：人

年份 活动类别 时间 活动形式 活动人数

１９９５ 足、排、篮、乒乓球 — 培训 ２６０

１９９８ 广播操 — 培训 ９００

１９９９
社会体育指导员 ３期 培训 ２００

乡镇体育骨干 ３期 培训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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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活动类别 时间 活动形式 活动人数

２００２ 太极拳健身、秧歌 ３期 培训 ６００

２００４ 第二套健身秧歌 ３０天 培训 ３００

２００５ 太极拳 ６０天 培训 ２００

２００６

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期 培训 ２６

三级篮球裁判员 ２期 培训 ２３

四种健身气功 ３期 培训 ６０

２００７ 太极拳 ２期 培训 ８０

２００８ 广播操 ６期 培训 ４００

２００９ 健身操 ４期 培训 ２６０

２０１０ 太极拳 ３期 培训 １２０

富县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群众参与体育赛事一览表
表２２－７－２ 单位：人

年份 赛事名称 参加人数 比赛成绩

１９９８
延安市首届职工篮球赛　男队 ２２ 第一

延安市首届职工篮球赛　女队 ２２ 第一

２００１ 延安市州杯老年门球赛 ２０ 第二

２００２ 万人越野赛 １３００ —

２００５
延安市领导干部篮球赛 １０ 第三

延安市领导干部乒乓球赛 １０ 第三

２００７ 延安市壶口杯老年门球赛 ２０ 第二

２００８

石油杯职工篮球赛 ２２ 第三

第二届警察运动会 ４０ —

延安市第３５届移动杯门球赛 ３２ 第二

２００９ 陕西省万人千村篮球赛 ８００ —

２０１０ 篮球赛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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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多年前开始，富县土地上已有人类繁衍生息，留下许多聚落

遗址、道路遗址、城池遗址、烽燧遗址、寺庙遗址和堡寨遗址。２００８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富县有各类历史文物点９７５处，其中古代遗
址５０７处，含新石器时代１５４处，商周１３处，秦汉５３处，明清１１６
处，其他１７１处。国有可移动馆藏文物９１３件。

富县是刘志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发源地，又是１９３５年毛
泽东、周恩来部署指挥直罗镇战役的发生地，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南

大门，更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较多革命旧址和珍贵

文物，红色文化资源丰富。

２０００年起，县委、县政府把旅游作为兴县富民产业，成立机构，
制订规划，循序开发，建设景区，提升接待能力，形成旅游产业。



第一章　文物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富县文物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管理工作由县政府文卫科代管。
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交由县文化馆代管，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７年８月，成立县文物管理所，为文物
收藏与管理的专门机构，内设文物陈列室和文物展览室。１９８７年９月，县文物管理所更
名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９３年县文管办与县文化馆合并为县文化文物馆。１９９６
年１０月，恢复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成立富县文物旅游局，为具有行
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属政府直属机构，编制７人，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１人，干事５人。
２００２年８月，县文物旅游局更名为县文物旅游开发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恢复富县文物旅
游局。主要承担县境内革命旧址、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及石刻等不可移动文

物的保护与管理。２０１０年设置未变。
富县州博物馆　２００８年７月，成立富县州博物馆，为县文物旅游局下设单位，

编制７人，馆长由县文物旅游局局长兼任，设专职副馆长１人，干事６人。与文物旅游
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负责全县馆藏文物保护、管理及展示讲解工作，内设办公室、旅

游股和内保股。

第二节　文物普查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从１９５６年开始，规模较小，富县基本没有留下普查数据。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８年，规模和成果均超过第一次，但受资

金、技术等制约，富县的普查工作只收录不可移动文物点３２０余处。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自２００７年６月开始，规模大，涵盖内容丰富。信息网络、

数码相机、ＧＰＳ卫星定位仪等现代科技手段得以广泛运用。２００８年，富县被延安市列为
第三次文物普查试点县。县政府成立由主管副县长任组长的富县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由

文物、考古专业工作者和文化系统干部、技术人员组成普查专业队伍，制订文物普查方

案，举办普查人员培训班，组建１１个工作组，分赴全县１３个乡镇开展野外调查。４月６
日开始，５月１３日结束，历时３８天，共复查和新发现文物点１０６８处合并收录９７５处。
普查中对每处不可移动文物悉作实地调查；对新发现文物做好文字录入、照片和图纸等

资料整理工作。对复查文物，逐项记录拍照，掌握现存情况。采集各种文物标本，征集

流散文物。田野普查结束后，对原始材料进行分类、登记、编目，系统整理，分类编辑

普查资料汇编、文物分布图、文物分布一览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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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考古发掘

秦直道遗址发掘　秦直道途经富县直罗、张家湾两镇，富县境内共１２５千米，约占
秦直道的１７％，大部分道路沿子午岭山脊而建，至今道路轮廓清晰可见。２００９年３月至
７月，为配合青兰高速公路施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秦直道考古研究组在张家湾
桦树沟口对秦直道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揭露直
道遗址遗存５０多米，建筑基址多处。秦直道桦树沟口段呈西北东南走向，路面上发现３
个时代的２３道车辙，车辙两侧分布有较宽路肩。车辙间的辙梁经过反复碾轧，土质发
黑，质地坚硬。多处路面叠压有秦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遗物堆

积，还发现一枚西汉末年的 “大泉五十”铜币和一枚秦代的铜箭头，为道路的绝对年代

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路面靠葫芦河一侧，发现厚度５米以上的夯土护坡。该段直道的下
方分叉为两道，一道直接向前，进入葫芦河一级阶地，一道向南折一个弯道后，再入葫

芦河一级阶地。初步推断，后一道直道的时代可能略晚于前一条。在该段直道靠葫芦河

一侧，发现基本连成一片的多处同期建筑夯土基址，最大者面积２００余平方米。建筑基
址中揭露出石柱础和大量的秦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罐、盆、甑等遗物堆积。初

步研究推断，该基址应该是秦直道上规格较高的兵站或关卡性质的遗址。富县桦树沟口

秦直道遗址的发掘，是对秦直道盘山道遗址的首次发掘，为尚存分歧的秦直道全线走向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证据。

维摩寺遗址发掘　２００９年５月，包西铁路经维摩寺村与一清代的寺院遗址重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县文物旅游局随之于５月１７日至２３日联合进行了为期一周清理
发掘工作。发掘出土石碑４通、墓志铭１块及大量建筑石条和琉璃瓦、砖瓦等碎片。
根据碑文记载，该遗址最早可上溯到明代。４通石碑详细记载了维摩寺重修及沿革等
情况。

广家寨寺院遗址发掘　遗址位于富县张村驿广家寨村西北部。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
青兰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在此处出土一批北朝至宋代的佛教石刻造像。该遗址是一

处寺院遗址，历代志书均未记载，亦未见相关的文字和碑刻资料。据当地传说，寺院

名称为 “广任寺”或 “广年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富县文物旅游局随之于７月２８
日至８月２８日联合进行清理发掘，发现石刻残块３００余件，包括从北朝到北宋时期的
大型石刻佛教造像、小雕像和造像碑，还有唐、宋、明、清时期的瓦当等建筑构件，

以及一批清代古钱币约 １５００枚。在一些造像及造像碑上，发现有明确的纪年文字。
出土的文物风格多样，延续时间长，是已知陕西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石刻造像最多的

一次。

田村古墓葬发掘　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至６月，县文物旅游局会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对吉子现乡田村华能延安热电厂选址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清理。历时６０天，共清理
金至明清古墓葬２７座，陶窑遗址３个，出土文物１００余件。现存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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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保护与利用

文物保护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富县境内发生３起文物盗窃案，即石泓寺石窟一尊释迦
牟尼石刻造像、一尊石刻珈蓝造像及阁子头石窟石柱先后被盗。县文物旅游局以此为鉴

建立健全文物安全管理制度，组建起稳定的基层文物保护员队伍，确定田野文物保护员

１０名，层层落实田野文物保护工作责任制，落实报酬，密集巡查，及时上报存在隐患。
制定文保单位和重点部位安全防御预案，配备必要的防御防火设施。重点部位实行２４
小时值班、领导带班、文保单位日查等措施。同时多渠道筹集资金，对一批亟待保护的

文保单位进行维修。加强文物规范化管理，完善馆藏文物管理制度，完成馆藏文物收录

建档，提高馆藏文物规范管理水平。２００５年以后，完成石泓寺石窟、开元寺塔、柏山寺
塔、阁子头石窟、福严院塔、八卦寺塔群、交道仰韶文化遗址、秦直道遗址和东村会议

旧址９处文保单位的规范建档。做实建设工程前期文物勘探和清理工作。至２０１０年，富
县被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个，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８个，被富县人民政府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５个，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先后有
计划地进行维修和保护。

文物利用　州博物馆位于富县正街县政府对面广场北侧，２００１年开工修建，２００４
年９月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总面积１１１２平方米，是一幢四层库馆合一建筑。县文物旅
游局发挥州博物馆利用文物展览服务社会。二楼展厅布展以 “高原名州”为主题，突

出古州历史地位和历史文化。陈列共分为高原名州、唐风宋韵、塔影钟声、诗圣遗珍

４个单元，分别展出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各时期精品文物５３件，分为石器、陶器、瓷
器、青铜器４大种类。陈列品以实物为主体，采用图表、照片、灯箱、图画等辅助陈列
手段，以物证史，以史阐物，努力复原展现古代州历史文化面貌。以古塔和铜钟为载

体，呈现古州的宗教历史文化。介绍 “安史之乱”期间诗圣杜甫为躲避战乱寓居州

羌村及其诗作概况，激发人文情怀。

富县２０１０年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表２３－１－１

文物名称 年代 类别 现址 保护等级 公布时间

魏长城 战国时期 古遗址 钳二乡王乐村 国家保护单位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

石泓寺石窟 北魏时期 石窟寺 直罗镇寒村 国家保护单位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

交道遗址 新石器时代 古遗址 交道镇交道村 省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

秦直道遗址 秦代 古遗址 张家湾镇桦树沟 省级保护单位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

开元寺塔 唐代 古建筑 富城镇西山 省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

阁子头石窟 宋代 石窟寺 富城镇段家庄村 省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

柏山寺塔 宋代 古建筑 直罗镇直罗村 省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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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物名称 年代 类别 现址 保护等级 公布时间

福严院塔 宋代 古建筑 北道德乡东村 省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

八卦寺塔林 明代 古建筑 张家湾镇八卦寺村 省级保护单位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

东村会议旧址 民国时期 近现代史迹 北道德乡东村 省级保护单位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

柳园石窟 宋代 石窟寺 牛武镇柳园村 县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０年８月９日

秋野墓 明代 古墓葬 富城镇秋家沟村 县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０年８月９日

万花洞石窟 明代 石窟寺 直罗镇小河子村 县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０年８月９日

羌村石刻 明代 石刻 茶坊镇郭家庄村 县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０年８月９日

白骨塔 清代 古建筑 张家湾镇油房台村 县级保护单位 １９９０年８月９日

第二章　古遗址

第一节　聚落遗址

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以各种形式聚居的总称。富县聚落遗址２７９
处，其中商周至秦汉时期９９处。

金疙瘩峁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羊泉镇溢水河村，占地１５万平方米。地表
有大量陶片散落，包含物丰富，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灰陶较少，彩陶少

见。陶片纹饰以绳纹为主，素面次之，有少量篮纹。可辨的器形有钵、宽沿盆、罐等。

可见少量石器。文化层随地势变化呈不规则化分布，距地表约两米，厚约 ０５～１米
之间。

寨子湾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张家湾镇杨家湾村。遗址分布范围南北长８００
米，东西宽５００米，面积４０万平方米。从上而下分布于三层阶梯状台地，第一层文化层
厚０５～０８米，夹杂有夹砂陶片，饰篮纹，为鬲的口沿。地表遗物丰富，包含物可见大
量的陶片。断面上发现４个陶窑、４个灰坑和两处白灰居住面。陶窑旁有两具石棺葬，
灰坑中夹杂有泥质灰陶篮纹罐残片和磨制的石器残件。

胡家坡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直罗镇胡家坡村。遗址大体呈东西长、南北窄
的不规则长方形，分布在上下连续的三个台地上，自西向东逐渐抬高，面积约８万平方
米。地表散布大量陶片，纹饰多样，有绳纹、麻点纹、附加堆纹、篮纹等，地表及地塄

断面暴露灰坑１０余处，断面发现石灰居住面遗迹，采集到的石器有石刀、石环、石镰。
八合梁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羊泉镇八合村。遗址地处台塬，占地面积约４８

万平方米。地表遗迹丰富，有大量陶片散落，以彩陶具多，陶片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

为主，陶质细腻光滑，胎壁极薄，烧结度高；陶器线纹装饰变化多样，有粗、细、竖、

８１６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交错等手法；可辨陶器器形有尖底瓶、钵、罐、瓮、盆、陶环等多样。采集有石纺轮、

石镰等石器。在断崖处发现文化层多处，灰坑３处，陶窑１处。
姚家塬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钳二乡姚家塬村。遗址被生产路分为两部分，

东西长１２００米，南北宽３００米，占地面积约３６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距地
表约１米处，厚０７米。同时发现灰坑４处，包含物丰富。在遗址表层的果园墙和断层
上可见大量的陶器残片，地表可见大量的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片，彩陶片数量较多，另

有少量附加堆纹、压印纹陶片。陶片多为器物口沿和扳手部位，可辨器物有尖底瓶、

钵、罐、盆等。

榆树峁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茶坊镇纸坊村。遗址呈不规则多边形，面积约
５８万平方米。地表遗迹丰富，有大量陶片散落，内涵丰富，可辨器形和纹饰多样，以红
陶和彩陶为主，灰陶次之，彩陶量大为其显著特点。采集到的标本有尖底瓶底、重唇尖

底瓶口沿、钵腹部及其他器物口沿和底部残片，纹饰有线纹、附加堆纹、绳纹和交错纹

等。彩陶有黑彩和褐彩两种，多施于器物口部和腹部，纹样为弧线三角、圆点和条

带状。

王岘峁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吉子现乡西屯么村。遗址大体呈椭圆形，占地
面积约３６万平方米。地表为退耕还林地，杂草丛生，遗迹少现，在部分断层中可见夹
杂的少量陶片。文化层位于地表３０厘米以下，有白灰居住面，发现灰坑１处，采集到大
量陶片。陶片有红陶、彩陶、褐陶和灰陶，陶质以泥质红陶、加砂褐陶为主，加砂灰陶

少量，泥质红陶大部分表面磨光。纹饰有线纹、绳纹和交错纹等。可辨器物有钵、罐、

甑、盆和陶环。出土有口径２３厘米、高３８厘米的完整陶罐１件，陶罐质地坚硬、胎体
光滑，腹部有６个乳钉。采集的三段宽带弦纹陶环，在当地属首次发现。

文家庙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直罗镇文家庙村。遗址南北宽４００米，东西长
９００米，面积约３６万平方米，文化层厚０８米。地表散落陶片丰富，采集到有泥质红陶
和夹砂红、灰陶片，纹饰有粗细绳纹、弦纹及黑彩条带纹、网格纹，以尖底瓶口沿和底

部较多；可辨器形有钵、瓶、盆、罐、釜等。在遗址北侧两座山峁上发现一座陶窑遗址

和大量灰坑；遗址内还发现石杵、石环、陶环以及秦汉时期的灰陶板瓦、筒瓦残片等。

狼虎头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位于现在南道德乡狼虎头村。遗址南北长９００米、
东西宽８００米。在南侧地塄边可见厚约１２米文化层。地表可见少量红陶和灰陶残片，
以灰陶居多。一处灰坑长约３米、宽约１６米，从中采集到石杵、石耜各１件，石器表
面磨制光滑，石质坚硬，刃部较为锋利。

曲里村双寨遗址　商周时期，位于现在富城镇曲里村。遗址地形平坦，分布面积较
大，地表可见部分泥质灰陶，遗物商周时代特征明显，断面可见陶窑１处，陶窑直径２米，
外露高度１米，灰色烧结面厚１０厘米。采集到的典型标本有：泥质灰陶素面平口沿，泥质
褐陶片，泥质黑陶片，外绳纹、内斜线纹夹砂灰陶片，外绳纹、指按纹敞口灰陶片。

秦直道兵站遗址　秦代，位于张家湾镇水磨坪山顶秦直道路基旁，当地群众俗称大
寨子。此段秦直道呈南北走向，兵站遗址沿秦直道东侧而建，遗址呈长方形，南北长

３００余米，东西宽２２０米，面积约６万平方米。城门遗址痕迹仍可见，城墙残高２０余
米，夯土层厚９～１１厘米，均为平夯，夯质坚硬。遗址周围地表散见新石器时代龙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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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陶片和秦汉板瓦及泥质灰陶卷沿盆口残片。

陈家庄遗址　秦汉时期，位于现在张家湾镇三城村。遗址处于村中部的两层台地
上，地势较平缓，东西宽１８７米，南北长１９４米，面积约３６万平方米。地表遗物较丰
富，可见到绳纹板瓦和筒瓦、泥质灰陶罐残片，红陶瓦残片，并可见灰坑和文化堆积

层，其间夹杂物较为丰富。

陈家河遗址　秦汉时期，位于槐树庄子午岭国家森林保护区大坪管护站。遗址东西
长约４７０米，南北宽约７０米，面积约３２万平方米。地表散布大量秦汉时期绳纹板瓦和
筒瓦，未发现文化层。

第二节　城寨烽燧遗址

富县古城遗址７处、古寨遗址８９处、烽燧遗址２０处。
三川驿城遗址　西魏时期，位于吉子现镇西三川驿村。古城依山临水，平面略成梯

形，东西长约８００米，南北长５６０米，面积约４４８万平方米，分内外两城。城墙残高约
６米，墙基残宽约８米，夯层厚８～１４厘米。现存石砌西门，高３５米，宽２９米，进
深８米。东城墙外暴露出陶窑窑址１３座。整个城址轮廓仍清晰可见，四面墙体的夹墙内
便道环绕。据 《隋书》和 《州志》记载，隋代置三川县于此，唐代因之，宋代之后

县废。

五里铺烽燧遗址　汉代，位于张家湾镇杨家湾村五里铺。遗址呈坟丘状，底径１８
米，高８米，顶径６米，四周有不规则方形台基。断面夯土层明显，厚１０～１５厘米，底
边缘有半圆形壕沟直通南侧峁畔。

黑水寺城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黑水寺村。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３００米，南北宽约１５０米，面积约４５万平方米。东门较完整，西门和南门已毁，仅存
部分城墙。东门为石质圆拱形，门额上方有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题款 “金汤巩固”石

匾。城墙残高０２５～５５米，基宽３～５米，长约２０米，夯层厚约６～１２厘米。
上湫塬寨遗址　清代，位于北道德乡上湫塬村。寨址平面呈长方形，长约１５０米，

宽８０米，面积约 １２万平方米。寨门在东寨墙南部，宽 ２３米，进深 ４米，夯层厚
０１～０１２米，东南北三面寨墙保存较好，西寨墙已坍塌，寨址西端有水井１口，寨址三
面临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安家川寨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安家川村。寨址南高北低，呈斜坡状，南北长
１９５米，东西宽６０米，面积１１７万平方米。墙体下半部分由人工铲削山体而成，上半
部分由黄土夯筑而成，夯土层厚６～９厘米，夹杂瓦片。墙体顶宽１２米，内墙高０５～８
米，外墙残高１４～２０米。西墙上有马面两个，北墙上有窑洞两孔，南墙上有豁口两个，
东墙墙体已基本消失。

新寨子寨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新寨子村。寨址南北长７５米，东西宽６２米，面
积４６５０平方米。平面略呈椭圆形，中间有一不规则形土台。内墙残高２～８米，墙底宽
３米，顶宽１米，由黄土夯筑而成，夯层厚８～１１厘米。北部墙体有２个券洞。西墙已
塌陷，有一宽约１５米的豁口。寨址北边、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共５个马面，是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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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子遗址中马面最多的。其中西南马面保存最好，高１１米，底宽４２米，顶宽２８米，
厚４米。

安子头寨城遗址　清代，位于吉子现镇安子头村东山峁。寨址大体呈不规则四边
形，面积２９００余平方米，寨内地形中部隆起，四周低洼。北寨墙临沟，已坍塌残缺，东
西寨墙保存相对完好，设有马面，残高西为２０米，东为１８米。南寨墙侵蚀、风化严重，
可见残留墙基。寨墙厚４～５米，夯层１２～１４厘米，夯窝不清。西墙开有寨门，堆积层
掩埋深厚，残高１２米，残宽２２米。

炮楼烽燧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炮楼村。周长约５０米，直径约１６米，高约７
米。整体呈不规则坟丘状。

墩山烽燧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炮楼村。周长约３５米，直径约１０米，高约
７５米。上面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３米。夯土层不均，厚约４～１６厘米。烽燧边缘有
条半月形护壕，宽约１米，深约０５米。

雷村寨城遗址　民国时期，位于羊泉镇雷村。城址约６３００平方米，三面环沟，一面
靠塬，保存较好。南城墙残高５５米，外有壕沟，西城墙残高３米，北城墙残高７米，
东城墙残高５米。有北门，北城墙的东西转角处设有马面，为双层转券拱门。该城虽建
于民国时期，但建筑方式和风格完全符合古代城寨风貌。

第三节　崖居遗址

崖居，也称崖窑，人工开凿，用于储藏物什或紧急避难的崖洞，多为土石结构，开

凿在山崖绝壁处，洞口较小，一般可进出一二人，内部别有洞天，小的十多平方米，大

的几十或上百平方米。悬于半山腰，无进出路，仅靠绳索和椽木出入。富县崖居遗址有

４７处，多用于躲避兵匪袭扰。
药埠头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药埠头村。崖居底部有红砂石垒砌的平台，大

小８个不规则崖洞分布在红砂石崖上，横面约５０米长，距地面３４５米。石洞内壁因长
期被烟火熏染，有土炕，洞口见石垒墙。

石窑峁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小河子村的半山崖上。底部为红砂石垒砌平
台，大小１８个不规则崖洞分布在红砂石崖上，横面约长６０米，距离地面３４５米。石崖
上有凿制的穿孔，最大洞口宽约２８米，洞高约４米，最深５３米；最小洞口宽约１２
米，洞高约１５米，最深３４米。个别洞壁有烟熏痕迹，洞口可见石垒墙。

李家沟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屈家沟李家沟村。崖居整体保存较差，分布在
长约２５米的石崖上，现存大小不等１４个洞室，分上下两层，层间距约４米，崖居距地
面约３０米，西侧的洞室坍塌严重，距地面约４０米，高不可攀。

南沟门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新寨子南沟门村。分布在长约２２米、宽约１０
米的红砂石崖上，高离地面约３０米，整体较完整，现存８个洞室，自西向东依次交
错分布。

陈家庄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三城陈家庄村。单体崖居，高离地面６米，
崖窑口西侧坍塌，北有长方形望窗，窗口边外有２个不规则形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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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庙沟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三城红庙沟。坐落于断石崖壁上，３个崖窑
自南向北排列，高离地面约６米，难以进入。

甘沟崖居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黑水寺村甘沟。从下往上分三层，第一层１个
崖洞，第二层３个崖洞，２个望窗，第三层１个崖窑，２个望窗。一层距地面１７米，二
层、三层距地面较高，其崖洞宽约１２米，高约１５米，进深约３米。

第四节　寺庙遗址

富县寺庙遗址颇多，现存登记遗址７０处。
宝严院遗址　宋代，位于北道德乡梁子塬村。院址东西长２５米，南北宽２０米，寺

院建筑基址已无，现存石碑３通和１块柱础石。
孟坪寺遗址　明清时期，位于直罗镇药埠头村石渣河沟。原寺院建筑已毁，遗址内

散布着大量琉璃瓦残片、条形砖、方砖、筒瓦、板瓦、石条，现存一通 “永垂不朽”

碑，记载清咸丰四年 （１８５４）重修孟坪寺院经过和募捐情况，造像不存。
姜家川关圣庙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姜家川村。原建筑已毁，基址隐约可辨，遗

址内现存红砂岩质台基、两块圆形柱础石，散布着清代条砖、筒瓦、板瓦、脊瓦、石构

件等，现存庙碑的碑身、碑座、碑首，字迹漫漶不清。

姜家川西岳庙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姜家川村。原建筑已毁，石条基址尚存，东
西长８７米，南北长９米。现存两通石碑和一尊上半身已残的佛像，还有大量残砖、瓦
片和石构件等。

白骨塔寺庙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八卦寺油坊头村。原寺庙已毁。庙址东西长
５５米，南北宽４２米。遗址西侧２６米处有一戏台台基。现存嘉庆年间 “重修关帝庙碑”

１通，同治年间 “重修关圣帝君行宫碑”１通，狮子门墩１对。
大麦秸沟龙王庙遗址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和尚塬大麦秸沟。庙址长８米，宽１２

米，现存大量建筑残件、板瓦、筒瓦和嘉庆年间 “龙王庙碑”１通。
水沟财神庙遗址　清代，位于直罗镇药埠头村水沟。单体建筑，地基和建筑的石材

均系隼卯套接而成，檐上两侧有石雕的龙头状脊首，造型逼真。石墙檩上缠枝莲花纹饰

精美，庙正面门前两梁柱上各刻一只兔子。庙前一通 “永垂不朽”残碑，庙内无造像，

现存一石供桌和香炉。

弥家川关帝庙遗址　清代，位于吉子现镇弥家川村。坐东向西，面宽３间，小青瓦
硬山顶建筑，年久失修，已近荒废，屋顶部分垮塌，关帝像无存。现存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维修碑记１通。
枣林子显身庙遗址　清代，位于南道德乡枣林子村。坐北向南，面宽５间，进深１

间，小灰瓦硬山顶建筑，檐口有滴水。庙内梁脊板题记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重修”。
１９９４年村民集资维修，梁架保持原貌。庙内有砖混砌筑神台，奉造伍子胥夫妇泥塑像。
东侧庙内供奉祖师爷像，西侧庙内供奉牛王神、马王神、山神、土地神泥塑像，西侧内

山墙上有人物花草壁画两处，保存基本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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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石窟遗址

富县发现包括摩崖造像在内的石窟遗址５４处，主要分布在直罗镇和张家湾镇，最
早开凿于北魏年间，以宋代石窟居多。

石泓寺造像

石泓寺石窟　始凿于北魏时期，宋金时期内容
居多，位于直罗镇川子河北岸。有大小窟洞１０个，
现存大小造像 ３４３６尊。始凿于南北朝，隋、唐、
宋、金、明、清各代均有续凿。主窟保存完整，高

５４米，宽１０３米，深１０７米，中央基坛四角各
有方形大石柱上承窟顶，气势宏伟。坛上有释迦牟

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胁侍迦叶、阿难刻像，

佛与菩萨均跏趺于莲花座上；佛高１８６米，座高
１５９米，佛头饰螺髻，大耳，右手附膝，左手着
腹，身着敷搭双肩袈裟，袒胸，下着大裙，双目微

闭；胁侍阿难高１７４米，迦叶高１６２米，分立两
侧，双手合十祈祷，温顺尔静。窟顶雕饰极其华

丽，镌刻 “释迦如来，香花供养”及七言绝句一

首。窟壁及四柱浮雕大小造像３４００余尊，最大浮
雕１５米左右，最小浮雕０２米左右。窟内有隋炀
帝大业二年 （６０６）、金熙宗皇统元年 （１１４１）和
金熙宗皇统二年 （１１４２）等许多题记。四柱及窟
壁雕刻的小佛像，排列有序，摆布均匀，遥相呼

应，神态各异，无一重复，自然舒适。各主像雕刻刀法细腻，比例协调，纹饰繁复，线

条流畅，极富质感，被誉为陕北四大石窟之一。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５月，富县文物旅游
局实施石泓寺主窟窟檐维修工程，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关山石窟　南北朝时期，位于张家湾镇三城关山村南。石窟为一个整体，建于断石
崖壁上，自北向南依次排列为１号、２号、３号石窟。１号窟为主窟，距地面３２米，宽
１１米，进深１５米，高１６米。正壁浮雕跏趺佛像，高肉髻着袍，手施禅定印，南北
壁各雕１尊菩萨造像，戴冠着袍，袍襟摆长至膝盖。造像整体风化严重，漫漶不清。南
北窟口两壁均雕两层造像，每层各１０尊。２号３号窟为空窟。

川庄石窟群　北魏时期，位于张家湾镇川庄马渠寺村。龛窟群形制，分为 Ａ、Ｂ、Ｃ
三区。Ａ区５个方龛均有３尊造像，一佛二菩萨，主佛坐姿，菩萨站姿，风化不清。Ｂ
区一个方龛，一佛二菩萨，龛宽８０厘米，高１００厘米，深４０厘米。Ｃ区由东向西２个
方龛和２个拱形龛，１号龛分两层，共１０尊站立小造像，２号龛和４号龛各３尊造像，
主佛坐姿，两侧站姿，３号龛分两层，共１２尊站立小造像，风化不清。

大佛寺石窟　宋代，位于直罗镇寒村。始凿于北宋开宝六年 （９７３），元、明两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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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续凿。总面积８２平方米，除主窟外，其他石窟规模较小，窟内造像壁画破坏严重。１
号洞窟高１８米，宽０８４米，进深３米，穹窿顶，藻井为莲花纹饰，造像已毁。主窟为
２号窟，高３３５米，宽３８米，进深３５米，内有圆雕跏趺佛１尊，金刚座，红砂石质
地，佛首不存，上身内着僧癨支，袒胸，披双肩彩绘外衣，中有龙纹，边有云纹，左手

着膝，右手置于胸前，手指已残，双足踏莲垛。造像身躯雄伟，雕工匀称，刀法细腻流

畅。左右各有１尊菩萨，风化严重，造像不清，大佛右方有彩绘墙壁。３号窟高２米，
宽３３米，进深２５米，主像不存，两侧壁浮雕１８罗汉像，残存１７尊，造像不可辨，
左右有两方题刻，窟口内侧站立两名手执剑矛武士，已风化。４号窟为禅窟，高２５米，
宽１１７米，进深３米，主佛风化，左右各有３尊造像，均已风化。

阁子头石窟　宋代，位于富城镇段家庄村。宋元符三年 （１１００）至政和二年
（１１１２）建造，平面略呈方形，面阔４２米，进深３８米，高２０８米。窟中央４根石柱
连顶接地，柱四壁满雕佛像、罗汉、弟子、供养人造像及舍利塔等。后两柱与窟后壁相

连，长２３７米，宽０９７米，高０３８米，窟底有石基坛。主像原为三世佛，已残。窟左
右两壁分别为浮雕佛说法图，场面宏大，人物形象生动。窟外有圆雕释迦佛像，跏趺坐

于莲花座上。窟壁上有宋政和二年 （１１１２）开窟造像题记一方。阁子头石窟造像，刀法
娴熟洗练，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构图简洁明快，是宋代石窟艺术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

品。１９８２年，县文物部门维修加固石窟口，安装窟门。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陕西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２年窟内一方形石柱被盗，县文物旅游局封堵
洞窟。

川庄石窟　隋代开凿，位于张家湾镇川庄村西０５千米处。唐代续凿，有明代造
像。现有４窟，自东向西编号，４号为主窟，面阔８４米，高４米，进深６米。窟内造
像１６尊，主佛残高３７８米，胁侍菩萨高３２１米。窟东壁开龛造像，龛内深浮雕坐佛２
尊，龛南侧浮雕７层，共７７尊供养人造像，头部均残。其余各窟均为空窟。

柳园石窟　宋代，位于牛武镇柳园村对面石崖下。坐西面东，平面呈长方形，平
顶，深３米，宽２４米，高１６米。中心方形搭柱连接窟顶，正壁雕三世佛和文殊、普
贤造像。左壁小龛，内雕１佛２菩萨，佛为弥勒佛，身披双领袈裟，手施禅定印，两菩
萨胸饰璎珞，下着裙，披巾由两肩绕臂下垂于地。右壁龛内中雕释迦牟尼像，四壁刻千

佛１０层。中心搭柱四面均雕佛、菩萨及供养人等形态各异造像。搭柱正面下端有 “庆

历三年 （１０４３）正月十五造”题记。
马家寺石窟　宋代，位于张家湾镇马家寺村南。坐南向北，单室窟，平面呈方形，

面阔２８米，进深２８５米，高２３米。窟后壁浮雕三世佛，左右壁浮雕菩萨、罗汉、天
王造像及佛教故事。窟壁有宋哲宗元三年 （１０８８）开窟题记。

干沟石窟　宋代，位于张家湾镇黑水寺村西北２千米，共３窟，坐西向东。１号和３
号窟为宋代开凿，２号窟为明代开凿。１号窟面阔２１８米，进深２６９米，高１７４米，
左右壁浮雕１６罗汉；３号窟平面呈方形，雕１佛２弟子，风化严重；２号窟为空窟。

张家村石窟　宋代，位于张村驿镇张家村南。有洞窟２个，窟顶刻有莲花，现存造
像２５尊，主像菩萨残高１０４米。１号窟口宽６米，高２１米，进深７米，内高３４米，
宽５米，现存３尊佛像，破损严重；第一尊残高１１米，宽０４８米，无座，第二尊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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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部，第三尊残高１３米，底座宽０５２米。２号窟口宽３１５米，高２９４米，进深５３
米，内高２９４米，宽４５５米，现存佛像为泥塑彩绘造像，损毁严重，形制难以辨认。
窟题记可知于宋徽宗宣和五年 （１１２３）曾凿雕部分佛像。

月牙沟石窟　元代，位于张家湾镇石场子村。坐西向东，窟口为长方形洞门，正上
方有双线条阴刻仿木构式卷檐，下雕刻花卉，窟口两侧雕有分布不均的柱洞。窟口宽

１２米，高１４米，进深３米，窟内宽２８米，高１７米，进深０２米，窟后壁有台基，
宽１２米，高０２５米。窟内风化严重，造像不存。

黄家岭摩崖造像群　北魏时期，位于张家湾镇石场子黄家岭村。龛窟群坐北向南，
分布在长３０米、高２米的红砂石崖壁上，面积约１８０平方米，由１５个单体龛窟组成，
分上下两层，造像３７尊。除一层５号６号龛外，造像大多为长脸、细颈，身着水波细线
纹僧衣，另有部分造像外包泥塑，较为奇特，疑是后代工艺。

水磨沟摩崖造像群　北魏时期，位于张家湾镇三城村。龛窟群坐西向东，分布在长
１３５米的红砂石崖壁上，１９个单体石造像龛窟，造像 ６５尊。各龛内均雕１佛２菩萨或１
佛２弟子，水波细线饰纹，风化严重，个别造像虽面目漫漶不清，但造像轮廓尚能
分辨。

第三章　古墓葬

古墓葬是人类古代采取一定方式埋葬逝者的墓地，是探索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

和社会各个阶层丧葬习俗及所属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遗迹。富县古墓葬１２１处，上
至秦汉，下至清朝，包括名人墓地和其他墓地。

第一节　秦汉时期

庙梁山墓群　秦汉时期，位于直罗镇雨家湾村。墓群南北长２５９米，东西宽６４米，
封土无存。地面盗洞多处，墓葬旁散落陶罐陶盆等器物残片。

七里坡墓群　秦汉时期，位于张村驿镇张村驿村。墓群分布于两层台地上，封土形
制无存。盗洞周围散见秦汉时期铁器碎片，夹砂红陶罐残片和夹砂灰陶罐等残片。

庙台墓群　汉代，位于富城镇柳湾行政村。面积约３２０平方米，２４座墓葬全部被
盗，盗洞旁及内部可见大量木炭渣，散布有零星汉陶罐残片，未见完整器物和其他遗留

物，无法判断墓主人身份。

曲里墓群　汉代，位于富城镇曲里村。为竖穴砖室墓，在墓道１米内发现陶仓、陶
灶、陶罐等完整陶器１０件。

王家庄墓群　汉代，位于寺仙乡王家庄。面积５５６８平方米，整体呈 “一”字形排

列，从南向北依次为１、２、３、４号墓冢，５号墓冢在１号墓冢的西边，相距１１６米。封
丘直径１８米，冢高５米。地面盗洞多处，墓旁有姜黄釉、绿釉、泥质灰陶器物残片，大

５２６第二十三编　文物与旅游　



部分为积炭墓。

粉庄台墓群　汉代，位于张家湾镇瓦窑沟粉庄台村。墓群西高东低，东西长 １５０
米，南北宽７００米，封土已平，地面可见多处盗洞，有少量积炭墓，土圹墓居多。盗洞
处可见陶仓、陶罐、陶灶、陶釜、陶甑等遗物。

东山墓群　汉代，位于张家湾镇和尚塬村。东西长２５０米，南北宽２００米，地面盗
洞３２个，以土圹墓居多，有少量积炭墓。盗洞处有汉代陶罐、陶钫、陶釜、陶盆残片，
出土完整的器物有陶罐、陶钫、陶盆、铁釜等。

降台墓群　汉代，位于张家湾镇三城村。墓群北高南低，东西长３００米，南北宽８５
米，墓葬以土圹墓为主。地面１６个盗洞，洞口可见汉代陶罐、陶仓残片，采集到较完
整的器物６件，其中有陶罐、陶仓等。

松树沟墓群　汉代，位于张家湾镇八卦寺埝沟村。墓群北高南低，南北长１００米，
东西宽５０米，地表杂草丛生，未见遗物。盗洞２８个，墓葬为土圹墓。盗洞处散见泥质
灰陶罐、甑等器物残片。

何家湾墓群　汉代，位于富城镇何家湾村。墓群西高东低，呈条形缓坡状，东西长
４００米，南北宽３００米，２０多座墓葬被盗，墓内外散有人骨和灰黑陶残片。

第二节　唐宋时期

东道德古墓　唐代，位于南道德乡东道德村。东西长３１４米，南北宽１２米。墓室
人骨凌乱，泥质墓砖，条形灰陶，砖有绳纹、拍印纹及 Ｘ形交叉绳纹，砖长３８厘米，
宽１７厘米，厚７厘米，砖质细密。出土圆口流肩鼓腹平底灰陶罐１个，陶罐肩部有红色
彩绘条纹彩带。

毛家崾岘砖室墓　宋代，位于牛武镇毛家崾岘。墓葬坐东向西，呈正方形，边长
２２米，单式墓。墓道宽０７米，高１３米，墓室四壁砖雕，中设砖床，高０５米，距墓
底２米多处四周均饰仿木砖雕，砌出柱、枋、斗拱、条格式窗，每朵斗拱下有一砖雕侏
儒支撑。侏儒面部丑陋，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墓葬被盗，未见随葬品。

太和山砖室墓　宋代，位于现在富城镇太和山道教文化景区。坐北向南，呈长方
形，长１９米，宽１６４米，墓室高２３米，四壁均用兰砖砌成。北边为主室，东西两侧
均有耳室，东耳室高０８米，宽０５米，深１３４米，西耳室高０８米，宽０４３米，两
侧有砖雕方形小室。在距墓底１２米处，墓室四角及中间有砖雕方斗，斗以上为攒肩穹
窿顶。底至顶高２３米，出土灰色陶罐１个。

田村墓群　宋代，位于现在吉子现镇田村。２０１０年４月到６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对该墓群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清理，发掘出宋代至清代古墓葬２７座，陶窑３座，清理出
土文物１００件，有瓷器和铜钱等。其中砖室墓１座，属宋金时期砖砌八角顶墓葬，该墓
坐北向南，由墓道、天井、土圹墓室、砖墓室、棺床、过洞、封门七部分组成，出土器

物８件，均为耀州窑金 （宋）时期最典型、最常见的瓷器类型。该墓葬保存较好。

降台砖室墓　金代，位于现在张家湾镇三城村。墓为方形，边长２３５米，现存南侧
墙壁为仿木砖雕，有槽檐砖、柱形砖、斗昂砖，均施红彩。其余三面墙体已毁。墓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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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有砖仿立柱，立柱上有砖雕仿木构柱、枋。墓葬被盗，未见随葬品。

第三节　明清时期

杨兴蔺氏夫妇合葬墓　明代，位于吉子现镇串坡村。为杨兴蔺氏夫妇合葬墓，墓地
现存一方形中空石砌墓塔，墓塔上镶嵌记事碑、墓主姓氏碑、工匠姓氏碑各１块。

水泉沟墓　明代，位于张村驿镇新城村。面积约２５０平方米，封土不存，墓葬被
盗，形制无法辨识。墓区内现存石马１对、石羊１对、碑座１个。

顾窑子墓群　明代，位于张家湾镇炮楼顾窑子村。东西宽２０米，南北长２０米，自
北向南呈 “一”字形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地表未见遗物，可见半圆形大小不规整石块

堆砌的７座墓冢。３号、４号墓前有残碑１通，残高０６９米，宽０６米，厚０１４米，碑
文漫漶不清，隐约可见 “天运乙酉年 （１６３７）□□□□□”字样，阴刻楷书。

王氏家族墓　清代，位于张村驿镇高家
!

村。现存墓碑２通，周围散落碑座、碑首
以及石马１匹石羊２只。碑文载：“奉政大夫湖北德安府同知，例赠朝议大夫江西吉安
府知府王□□家族墓。”

张氏家族墓　清代，位于张村驿镇张家村。面积约４００平方米，封土不存，地面有
数处盗洞，现存墓碑１通。碑文载：“吏部侯铨儒学训导丁卯科岁进士张氏家族墓。”

王盛夫妇墓　清代，位于张村驿镇广家寨村。王盛为乾隆年间当地绅士，墓被盗，
封土不存，现存石碑残件、拴马桩、碑座、棺木残件。为夫妇异穴合葬墓，墓室暴露在

外，形制与陕北地区窑洞相似。拱形墓门，坐北朝向，墓门以及墓壁为刻花石条所砌，

墓后壁上有３个龛。
张刘氏墓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张家湾村。东西长３２米，南北宽２０米，已被盗，

封土不存。现存墓碑１通、碑楼侧石１通、仿木结构两面坡歇山石顶１个、碑座１个、
望柱石２个、石雕蟠桃１个。

五十亩台缑家墓群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五十亩台村。面积９００平方米，封土已
毁，形制不详，可见９个盗洞。今存墓碑１通、拴马桩１个。墓碑残高１８４米、宽０６７
米、厚０１６米，楷书碑文，首题 “乾隆三十八年 （１７３３）正月吉旦”，碑身正中刻 “清

先妣缑母□氏之墓”。
胡公墓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炮楼村。封土呈半圆丘形，高出地面约１６米，封土

用石块堆砌。现残存墓碑１通，碑首环形刻 “万古城”，碑身正中刻 “侄新故显考胡公

老大人墓”，落款 “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生仲秋上□□□吉日”，其余字迹漫漶不清。
王督堂墓　清代，位于富城镇北教场骆驼山。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４０米，南

北宽２５米。原有圆丘状封土，今已消失。现存石碑 ７通、石马石羊各 １个、石翁仲
２通。

黄府君墓　清代，位于直罗镇姜家川村。东西长约２０米，南北宽约２０米，封土已
平。墓地现存残碑１通、碑帽１个、界桩１个。

元佑墓　清代，位于富城镇寺坡村。东西长３米，南北宽３米，封土已毁，形制不
详。现存石碑１通，碑身、碑楼、碑首相分离。

７２６第二十三编　文物与旅游　



高家
!

墓　清代，位于张村驿镇高家
!

村。现存圆丘形封土堆１座和墓碑１通，面
积约１５平方米。封土堆高１４米，墓碑高１６米，宽０７５米，厚０１８米。碑上文字大
多不识，可辨字迹有 “德垂”“吉兆世昌”等，落款为 “皇上宣统四年 （１９１２）春”。

第四章　古建筑

古建筑作为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不仅反映人类所处时代的科学

技术与文化艺术成就，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状况。富县现存古

建筑３４处，近现代建筑９９处。

第一节　古塔　古桥

开元寺塔　又名西山宝塔，唐代建筑，位于县城西山半山坡上，为开元寺佛塔。相
传为尉迟敬德任州大都督时监造，塔身为四角四边方锥形楼阁式砖塔。原高１３层，
残存１１层，残高４１８米，塔底层边长８４１米。一层塔门向东，面阔１４６米，高２７５
米，底层塔壁厚 ２８１米。塔体中空，原有木楼梯可攀援而上，今已无存。塔底层高
７１３米，由１３层砖叠涩出檐，平枋有两朵一斗三升斗拱，斗拱上的檐枋均用菱形图案
的砖雕砌筑。塔身第２、３、４层塔檐造型同第一层塔檐，只是在第二层的斗拱上有直嘴
昂，四角各有转角斗拱一朵。第４层、第５层塔檐下的平枋之间只有两斗，无砖雕图案。
第６层以上塔檐各面均无斗拱。塔身地层往上每层均辟有券门。第４层正东塔门两侧，
各有一横条格假窗。塔刹已毁，形制不详。塔体外表砖残损。１９５６年，县人民政府拨
专款进行局部维修。１９９２年４月，确定为第三批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北
至水渠３０米，西至山顶，南至居民区７０米，东至台地外沿。１９９５年拨专款实施塔基护
坡工程。２００９年由陕西省文物局立项，陕西省财政和富县财政拨款，县文物旅游局和县
城乡建设规划局分别实施塔基加固维修和塔体点亮工程。

柏山寺塔　又名直罗宝塔，北宋早期建筑，位于直罗镇柏山山腰，属柏山寺佛塔。
塔身为八面八角十一级密檐式砖塔，通高４３３米。塔底为八边形，边长２３米，塔室顶
部以砖叠涩收分，塔身每层檐下以两层青砖砌出平枋，上有五铺做出双沿斗拱；每层塔

檐上均有带座栏杆；塔身东西南北四面均为三开间，正中一间辟券门洞，门洞砖雕格棂

假门，门侧各雕横格条假窗，有的塔门又作小拱形龛，内供佛像，如罗汉、天王等。

１９８０年从塔身洞龛内取出９尊佛教造像收藏。造像刀法洗练纯熟，形象生动，是宋代佛
教艺术中的珍品。塔身均用青砖磨沿对缝，以黄泥白灰加糯米汁砌筑。１９９２年４月，确
定为陕西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由塔基向西、北两侧外延３０米至山坡，
东南两侧向外延伸４０米。

福严院塔　亦称东村宝塔，宋代建筑，位于北道德乡东村西，属福严院佛塔。为八
面八角十一级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通高３２８米。塔底层正南辟有塔门，塔身从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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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七层正南也辟有券门，第七层以下收分较小，第八层以上收分较大；塔身各层以砖

叠涩出檐，塔檐下用两青砖砌出平枋，每层平枋上有５铺做出双抄斗拱，再以素砖做出
圆檐椽头及瓦等；塔身各层饰有砖雕假窗，塔顶以砖叠涩收分，塔刹无存。塔身均用青

砖磨沿对缝，以黄泥白灰加糯米汁砌筑而成。塔体中空，底层内径为６米。原有木梁板
可攀援而上，今已无存。１９８２年，富县文物部门曾对塔底层局部损坏处予以维修加固，
并在塔四周砌筑了保护围栏。１９９２年４月确定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由
塔基向南北两面各外延９０米，向东西两面各延伸１００米。

八卦寺塔林　明代，位于张家湾镇八卦寺村北０５千米台地上，属八卦寺佛塔。寺
院原有八塔，现存砖塔三座，原寺院已毁。从北向南为序，北塔：八角八面九级，通高

９３米，塔身各层均为砖雕仿木结构、枋头、斗拱，塔顶以砖叠涩出檐，收分呈锥形；
顶有球形塔刹，塔体实心；中塔：四角四面九级，残高８５米，塔身各层以砖叠涩出
檐，檐角稍作起翘，檐中部下凹；塔顶以砖叠涩收分，砖砌塔刹；南塔：八角八面九

级，残高８６５米，塔身各层以砖叠涩出檐，塔身第九层修至一半而辍工，塔体实心，塔
刹完好。整个塔林造型简洁美观，比例适度，格调古朴庄严。考其形制，为明代建筑风

格。２００３年９月确定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为三座塔塔体及塔基，包括
塔间空地四面外延，东５米至石楞畔，西１５米至山体，南外延３０米，北外延３０米。

僧正窻公塔　明代，位于北道德乡梁子塬村西南１千米台地上，属佛教高僧墓塔。
为八角八面五级砖塔，通高８米，塔体中空；塔基为砖雕覆莲基座，塔底层边长１７米；
塔顶已残。

宝严院塔　明代，位于北道德乡梁子塬村宝塔沟，为八角八面二级砖塔。塔身底层
内辟塔室，砖叠涩收分，正南辟塔门；塔身以砖叠涩出檐，檐下施砖雕仿木结构斗拱、

普柏枋等，上有砖雕花卉图案。第二层塔身仅修一半辍工。塔顶积土已孕育有丛生灌

木，塔残高３６米。
杨兴墓塔　明代，位于现在吉子现镇串坡村西塔家坪。塔为空心四方形，高 ３６

米，宽２６米。塔身各层均以砖叠涩出檐，塔顶以砖叠涩收分。据塔铭载，建于明景泰
年间。上志记载为名曰舍利塔。

马公墓塔　明代，位于现在茶坊镇岔口村宝塔洼，为道教墓塔。塔顶残失，残高
１７３米，若将弃于旁边的华盖部分加上，高近２米。古塔以陕北常见的砂岩雕琢而成，
现存部分由七层平面为八边形、方形、圆形不同形状的石料构筑，塔体饰缠枝花卉、动

物、瑞兽、人物等图案，第四层镌刻铭文。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 （１５４６），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陕西省境内最早的道教塔。

白骨塔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油坊头村东，战乱掩骨墓塔。塔身呈正方锥体，平截
面为正方形。通高３９米，底边长１８米。塔下部以块石砌筑，上部砖砌。塔南面上部
匾额刻 “白骨塔”，其下镶嵌长０５米、高０４米的塔铭。铭文曰：“楚军仁胜左军营左
哨童，为收掩骨骸事知乃等：居民因前回匪作乱，骚扰百姓。人民涂炭，遭伤无数，尸

体横野，白骨成垒，无人掩盖，今我军 （驻）扎此地，见之甚凄，差勇丁四处收敛骨

骸，掩盖于墓，免暴露于荒野。倘尔居民见骨，捡丢塔内。则众孤魂阴冥中感尔等之德

也。时在同治甲戌年 （１８７４）蒲月。”塔铭对研究回民起义和地方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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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８月确定为富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东至山根，西至埝沟河东岸，南北
至沟畔。

寺底风水塔　清代，位于富城镇寺底村。风水塔造型特殊，古朴庄重。塔身呈四方
梯形体，底边长３７米，顶边边长２４米，残高３６米，塔身为条石垒砌而成，条石大
小不等，塔顶已残。

杨家河石拱桥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杨家河村。呈圆拱形，高５米，长１０米，跨度
４８米，红砂石所砌，桥基由大小不等的条石筑成，仍沿用。

炮楼石拱桥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炮楼村。单拱式石桥，片石及块石垒砌，高６
米，长１５米，宽１６米，跨度５米，桥面条石铺筑，桥头两侧有八字形引桥，仍沿用。

赵家台将军桥　清代，位于张家湾镇炮楼村水磨沟赵家台。圆拱形，高４米，长１４
米，宽３米，跨度１１米，红砂石所砌，风化较严重，桥中间和两头局部坍塌。清同治年
间，清军在巴掌洼附近阻击回民起义军，为战备需要建造此桥，当地俗称 “将军桥”。

第二节　祠堂　民居　戏楼

丁家塬祠堂　清代，位于南道德乡丁家塬村，为丁氏族人祠堂。坐东面西，由正
殿、廊房、配房组成，建造于清雍正八年 （１７３０）。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道光二十三
年 （１８４３）、民国三十五年 （１９４６）曾先后维修。

缑家庄祠堂　民国时期，位于北道德乡缑家庄村，为缑氏族人祠堂。坐北向南，由
上殿、东西厢房、门厅和照壁等组成。上殿梁上有墨画阴阳八卦图案，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３２）建造。
安子头祠堂　位于吉子现镇安子头村，坐北朝南，由上殿、前殿、门厅组成，门额

题 “孙氏祠堂”，大门楹联楷书篆刻：祖功宗德滋培高，春露秋霜感触长。民国七年

（１９１８）十月重修，前殿３间，东西墙壁镶有两块庙碑，记述重修盛事。上殿供奉孙氏
先祖画像。

贺氏民居　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建造，位于北道德乡金村，号正宜堂，坐北朝南，西
一间为穿堂门厅，东一间为前出跨间，中三间为正堂。屋外设穿廊，窗棂为镂空木雕。

八合民居　清代，位于羊泉镇八合村。由正房和门楼组成，坐北面南，正房面阔５
间，进深２架 ，小青瓦覆顶，硬山式建筑，枋下为细棂子窗，明间双扇门，上方有格状
雕花门楣。门楼高大，枋檐之间有如意云头、变形蝙蝠、莲蓬、石榴等木雕，门枋砖砌

匾额 “近竹斋”，宅主缑书合。

武自超民居　建于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３２），宅主武自超。位于南道德乡西道德村。
南北两院，砖木结构，主屋为硬山顶青砖瓦房，坐东面西，正梁彩绘太极八卦图案，北

侧一间为门道，上方有木雕，门框为拱形。主屋门前南侧有门洞通入南院。

南村民居　民国时期，位于吉子现镇南村，三孔砖窑坐北面南，古朴庄重，中部窑
面上方砖雕匾额 “清白家风”，两边竖刻楹联 “学孟母三迁教子，孝公婆四世同居”，楹

联四周回纹，上有莲花、下有奔鹿彩画，木质圆拱形门窗。宅主霍双合、霍银合兄弟。

八合戏楼　清代，位于羊泉镇八合村。坐西向东，平面呈长方形，面阔６５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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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合戏楼

深８米。５架梁，硬山顶，
脊上有砖雕图案，顶覆灰

布板瓦，檐下施如意斗拱３
朵，角柱４根，山柱２根，
檐柱 ２根。以木隔扇形屏
风将舞台分为前后，出将

入相门正中匾额书 “歌舞

楼”，左侧山墙砖嵌浮雕凤

戏牡丹，右侧山墙砖嵌浮

雕荷花鱼鹰。北墙距地表３
米处开一直径 １１米的小
圆窗，梁顶板上墨书题记

“大 清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１８４８）四月立柱上梁”。
１９６２年，村民集资维修，
匾额 “歌舞楼”为此次题写。

督河戏楼　清代，位于富城镇督河村。平面呈长方形，面阔６８米，进深５４米，
一明间，两次间，５架梁，硬山顶，顶覆灰布板瓦，脊上有鸱吻。檐下施单斗五花，斗
拱间施普柏枋，苏式彩绘，现剥落不清。有角柱４根，山柱２根，檐柱４根，金柱２根。
金柱间以木格扇形屏风将舞台分为前后，两侧分设上下场两门。隔扇上部匾额木刻 “响

遏天下”，无年款。

羊泉戏楼　近现代，位于羊泉镇羊东村。砖木土坯结构，檐口施斗拱３铺，一斗
两升有斜昂，两侧有风火八字山墙，原彩绘不辨。始建于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沿
用至 “文化大革命”中遭局部破坏，近年彻底废弃，梁架糟朽，彩绘剥落，台基下

沉，屋顶渗漏。

第五章　碑石镌刻

立石镌文，对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作永久性纪念或标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富县石刻共６７处。其中有祠庙碑、记事碑、功德碑、墓茔
碑和摩崖题刻等，对研究历史、宗教、人文、地理、政治、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节　庙宇碑记

赵家沟观音洞碑　宋代，位于直罗镇安家川赵家沟观音洞石窟内，记载观音洞建造
的时间、成因、布施者、立碑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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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碑　明成化七年 （１４７１），位于茶坊镇大申号村。记载捐修天宁寺概况。
重修天宁寺碑　明代，位于茶坊镇大申号村。记载了明代重修天宁寺的经过及捐修

者布施功德，内有杜甫寓居羌村的相关记述。

重兴寺碑　明弘治十二年 （１４９９），位于北道德乡上湫塬村。碑阳见 “□□□□□
重兴寺记”，正文记载了明代捐资修庙的原因及经过，碑阴额题 “显名”，碑文记载捐资

修庙的功德姓名与籍贯。

暖泉寺记事碑　明嘉靖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位于直罗镇小河子村万花洞石窟内。记
述明嘉靖三十四年 （１５５５）十二月初八关中一带发生地震，致使寺院破坏、宝塔遭毁情
状，嘉靖三十七年重修寺院及募捐概况。

张家湾石窟碑　明万历四十一年 （１６１３），位于张家湾镇石坊头村石佛堂石窟内，
记载了修造石佛堂石窟的相关情况。

滑家塬观音庙碑　清康熙五十九年 （１７２０），位于牛武镇滑家塬村。圆首方座，碑
阳首题楷书 “新建观世音白衣眼光菩萨祠记”，碑沿饰云纹；碑阴有浅浮雕仙鹤，楷书

“康熙五十九年岁次庚子四月□旦增建献眼一橹楷书”，正文漫漶，可见 “郡主员左元善

…… 德无量莫测其所以然也……”等部分文字。

老寨子观音庙碑　清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位于交道镇老寨子村，记载当地村民祈
求风调雨顺、生活富裕而集资修庙概况。

弥家川关帝庙碑　清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位于吉子现镇弥家川村。碑额楷书阴刻
“皇清”，首题 “窃闻关帝庙弥家川自古有之，然此庙何为而设，盖祭义所云，祀之能捍

大患……”等文字，正文为捐款者及捐款数额。

高家庄观音庙碑　清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位于茶坊镇高家庄村，记载观音庙重修概
况及募捐者。

曹家庙观音楼碑　清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位于交道镇曹家庙村。额题楷书
“□□同归”，首题 “重修观音楼碑记”，正文可见 “廊东二十五里曹家庙正殿十八罗

汉，建于国初，重修于嘉庆，迨至近年，栋宇坠拆，神象暴露……”等部分文字。

重修天明寺碑　清咸丰八年 （１８５８），位于交道镇小塬子村。记载清咸丰八年修缮
天明寺的情况。

第二节　造像碑石

富县广家寨寺院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碑石，入围２００９年全国十大考古候选项目，本
节载录其中５通。
２００９ＦＧ９８号造像碑　已残，暂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待定级别。灰色砂岩，最高

５５２厘米，最宽２７２厘米，最厚１４４厘米。正面残存两龛六像，上龛为一佛二菩萨，
下龛为一菩萨与二胁侍菩萨，左侧面残存一龛一佛像，背面残存一龛二像及浅浮雕图

像，龛内为维摩诘与文殊对坐像，龛下碑面为二菩萨及一供养人造像，右侧面残存一龛

一佛像。龛减地雕琢，龛像均高浮雕，非龛像均为浅浮雕，造像细部特征及碑体装饰均

为浅浮雕或阴线刻。碑体残存中部，残存部分正视呈不规则纵长方形，四面均较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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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被龛像或龛楣装饰所占据。

２００９ＦＧ１１１号造像碑　已残，级别待定。灰黄色砂岩，最高５１６厘米，最宽２９２
厘米，最厚１２４厘米。正面残存１０组千佛龛像，每组龛像高１３２厘米，宽７６厘米，
龛减地雕凿，造像整体高浮雕，细部特征均为浅浮雕或阴线刻。碑体残存中部，残存部

分正视略呈窄长梯形，正面较平，全部被龛像所占据，左侧面整体较平，满布斜向粗深

凿痕，背面相对较平。龛形及龛内造像的姿态、装束均相同，自上而下第一排三龛仅存

龛和佛像下部，第二排右龛仅存龛左侧局部，中龛和右龛龛像基本完整，第三排和第四

排的４组龛像基本完整，造像局部略有残损。
２００９ＦＧ１８４号造像碑　已残，级别待定。碑体由上下两段残体拼合而成，灰黄色砂

岩，最高１３９６厘米，最宽４０８厘米，最厚１５６厘米。其中榫头高４４厘米。正面残
存两龛六像，上龛为一佛二弟子，下龛为一佛二菩萨，左侧面残存两龛二像，上龛和下

龛内均为一佛像，背面残存两龛六像，上龛为一佛二弟子，下龛为一佛二菩萨，右侧面

残存两龛两像，上龛和下龛均为一佛像。龛楣以阴线刻，龛减地以雕刻，造像整体为高

浮雕，细部特征均为浅浮雕或阴线刻。碑体残存中上部，残存部分正视略呈上窄下宽梯

形。顶面满布凿痕，中间被榫头占据。榫头平面呈横长方形，整体较宽较薄，周缘及顶

面满布凿痕。正面及两侧面均平整，中上部雕琢上下两组龛像。背面因残损而粗糙不

平，中上部亦被上下两组龛像占据。各面上下两组龛像间距较大，碑体正好从各面下组

龛像上部残断。

２００９ＦＧ２１８号造像碑　已残，级别待定。褐色砂岩，最高１７４５厘米，最宽４９５厘
米，最厚１８５厘米。其中上部榫头高４０厘米，下部榫头高９０厘米。正面两龛七像，
上龛为二佛，下龛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左侧面两龛两像，上龛和下龛均为一佛像，背

面残存两龛六像，上龛为一佛二菩萨，下龛为一佛二弟子，右侧面两龛两像，上龛和下

龛均为一佛像。正面和背面下部雕琢供养人图像以及造像题记。龛楣以阴线刻，龛减地

以雕琢；造像整体为高浮雕，细部特征均以浅浮雕或阴线刻，供养人图像及造像题记以

阴线刻。碑体基本完整，仅顶面两侧及四面局部残损。扁平，正视略呈上窄下宽梯形。

四面均较平整，正面全部、背面大部被龛像和供养人像以及造像题记所占据，两侧面中

部偏上处被龛像占据，其余部分表面局部可见斜向凿痕。顶面和底面均较粗糙，布满凿

痕，中间带榫头。顶面榫头呈馒头状而较小，底面榫头呈横长方形而较大，厚度与碑体

一致。榫头表面粗糙，满布凿痕。

２００９ＦＧ２２６号造像碑　已残，级别待定。灰黄色砂岩，最高７４４厘米，最宽４７２
厘米，最厚１９７厘米。其中榫头高１２厘米。正面残存三排１４组千佛龛像，龛减地以雕
琢，造像整体为高浮雕，细部特征均为浅浮雕或阴线刻，题记以阴线刻。碑体残存中下

部，残存部分正视呈纵长方形。正面较平，上部被千佛龛像占据，下部无刻划装饰。

第三节　功德碑石

直罗记事碑　金代，位于直罗镇老街。圆首，碑沿阴刻云纹，碑身刻有 “大金国延

安府州直隶直罗县衙门贤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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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神道碑　元代，位于羊泉镇上善化村。碑阳行楷阴刻 “忠翊侍卫亲军武德将军

王公神道”。

曲南张氏铭祖碑　明代，位于羊泉镇曲南村。记载明景泰年间首刻张氏家谱，清代
康熙年间续刻张氏家谱及捐资情况。

神道碑

八合村神道碑　清代，位于羊泉镇八合村。碑
上部为盘龙帽，基座为，碑阳行楷阴刻 “修职

佐郎西安府临潼县训导拙巷缑公之神道”。碑主为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的名士缑燧，其子缑山鹏为乾

隆十四年 （１７４９）进士。
孙家塬张氏铭祖碑　清代，位于钳二社区孙家

塬村，记述张氏先祖的迁徙状略。

街子河记事碑　清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立，
位于交道镇界子河村。碑文可见 “街子河……北至

州城四十里，南至洛川孙城三十里，为州与孙交界

之区。族人以其地当适中，故皆于此……村外小溪

之名，旧有行馆所修之记年月……高新芳叩首诚曰

‘善’，欣然而去。遂濡笔记之而刻于石。清为修馆

之记，可设为借地之券也”等文字。

峙保障碑　民国九年 （１９２０）碑，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从县城南城门移至县文化馆。现保存于富县
州博物馆。阴刻楷书 “峙保障”，为民国九年

县县长张本睿所题。

第四节　墓茔碑石

王公任氏墓碑　清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位于张家湾镇黑水寺村。圆首，边栏刻如
意花草纹，碑首刻二龙戏珠，额题 “□清”，碑文楷书首题 “乾隆十八年岁次癸酉黄钟

下洗吉日”。碑身正中刻 “先考四译馆官生美□王公原配任氏之墓”，有款。
元墓碑　清代，位于富城镇寺坡三城塬村。螭首龟座，碑首刻二龙戏珠，碑身两

边镂刻蔓草，碑文为阴刻楷书，额题 “皇清”，碑石正中刻 “显考大监元讳子相王府

君之碑记”。

蔺天开墓碑　清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位于南道德乡。螭首，碑沿线刻蔓草，碑
阳阴刻楷书 “时乾隆四十四年，冬日下浣之吉，待封君天开蔺公之墓”，碑楼有 “石楼

千古载，先泽万世留”墓联。

白公墓碑　清嘉庆十四年 （１８０９），位于富城镇秋家沟。螭首龟座，碑沿蔓草镂饰，
为白公及原配陈太君继配杨太君之墓碑。

蔺
"

如夫妇墓碑　清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位于南道德乡兴民村。碑沿线刻蔓草。碑阳阴
刻楷书 “道光九年……

"

如蔺公蔺母武孺人之墓……”碑阴阴刻楷书蔺公及武孺人生平。

４３６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炮楼村墓碑　清道光十一年 （１８３１），位于张家湾镇炮楼村。座，边栏镂刻花
草，碑额阴刻楷书 “流芳百世”，墓联 “志欲光前香口远，存心欲后惠泽长”。正文阴刻

楷体，记载墓主生平。

何安墓碑　清代，位于直罗镇小河子村。圆首方座，碑身正中刻 “山东胶州别驾何

公之墓”，碑首刻 “公讳安，字邦，为之钜放也，家世殷富，□冠延，其父恒，以
诗礼为教……”文字。

闫公曹氏夫妇墓碑　清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位于直罗镇安家川村。有碑楼，碑
首浅浮雕双龙戏珠，珠上有 “寿”字。为考乡钦耆宾士誉闫公与德配曹孺人之墓碑。

第五节　摩崖题刻

摩崖题刻多为名人所书，雕刻于石崖之上，装点山野，浸贯文脉，夺目引神，是珍

贵的古代石雕艺术和文化符号。富县发现摩崖题刻１５处，惜镌石工匠无记。

摩崖题刻

“天险”题刻　位于
张家湾镇和尚塬公路右侧

石崖上，为明万历三年

（１５７５）知州潘禹所题。
“少陵旧游”题刻　

位于茶坊镇郭家庄通往羌

村的石壁上，为明代万历

甲戌科都御史、顺天巡抚

王邦俊致仕游杜甫故居羌

村时所题。

“飞翠流云”题刻　位于张家湾镇黑水寺村旁石崖上，为大明嘉靖壬子岁恤刑部郎
中陈蓒所题。

“堆琼淑玉”题刻　位于张家湾镇黑水寺村旁石崖上，为明代提学井某所题。
“石堂铁臂”题刻　位于张家湾镇曲儿村石崖上，为大明嘉靖壬子岁恤刑郎中陈蓒

所题。

“拾遗墨草”题刻　明代，位于吉子现镇西三川驿村，题刻者不详。
“云岫龙潭”题刻　位于富城镇莲花池村，为明代御史中丞王邦俊所题。
“皇朝隆益，明世延长”题刻　位于张家湾镇曲儿村石崖上，为大明嘉靖壬子岁恤

刑部郎中陈蓒所题。

“禹门别墅”题刻　位于羊泉镇高家沟村，落款为清代 “顺治戊戌年，州人禹门任

于峤□□。”
“白云深处”题刻　位于富城镇莲花池村石崖上，为清代州人士齐国?所题。
“峻壁清流”题刻　位于富城镇莲花池村水泉沟石崖上，云谷题，年代不详。
“栖云岩”题刻　位于张家湾镇曲儿村石崖上，落款为 “文岗题”，年代不详。

“丘园深处”题刻　位于富城镇秋家沟村南山崖底，年代书者不详。２００３年建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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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地基时被毁。

“东岭朝云 古壁苍州”题刻　位于富城镇袁家村，年代书者不详。
“风云雷雨”“法雨慈云”　清代题刻 ，阴刻楷书，位于张家湾镇川庄村后马渠寺

石窟正上方。

第六章　馆藏文物

富县州博物馆共收藏出土文物 ９１３件，含国家三级以上文物２３８件、一般文物
６７５件，有石器、陶泥器、瓷器、铜器、锡银器、玉器、铁器、木器、古字画和其他等
１０大类。

第一节　石　器

条形石铲　新石器时代，砍伐器，三级文物，１９８３年出土于牛武镇丁家塬村。玉绿
石，长条形，质体薄，双锋，刃部锐，有使用痕迹，长３０５厘米，宽７５厘米，四分之
一处有一圆孔。

单孔墨玉石斧　新石器时代，砍伐器，三级文物，１９８５年牛武镇丁家塬村村民乔志
忠所捐。长１３５厘米，宽９厘米，略呈方形，口部为圆弧形，两边为直边，两面磨光，
尾部３厘米处正中有一圆形穿孔，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

石铲　新石器时代，砍伐器，三级文物，出土地不详。由砂石岩石磨制而成，通体
打磨光滑，长１９厘米，宽２０厘米。拱形，上圆下方，弧形双石刃，刃部稍有磨损，肩
部平齐，石质坚硬。

双孔方肩石斧　新石器时代，砍伐器，三级文物，出土于茶坊镇后
!

村。长１６５厘
米，宽７２厘米，墨玉石质，呈长方形，刃为弧状，其余三边为直边，两面磨光，尾部
有单面刃钻孔２个，石质较好。

单孔石斧　新石器时代，出土于吉子现镇西屯磨村。墨绿色，正视如梯形，长１３５
厘米，厚０６厘米，上窄下宽，上部有一小孔，斧身由上而下有一刻槽，刃部有使用
痕迹。

石瓮　辽代，由整石雕凿而成。高７８厘米，口沿直径９７厘米，鼓腹，可容水０３３
方，腰径１０７厘米，底径７０厘米，外壁一周口刻折枝卷云花卉，肩部饰两道弦纹。腹部
一面中间浅浮雕插枝莲花盆景，两边阴刻 “大安元年”和 “党演”楷书题记。

石棺　宋代，二级文物，１９８２年出土于富城镇寺坡村。由棺盖、棺室、棺座三部分
组合而成。棺盖呈弓形，棺室两头雕刻仿木假门假窗，两侧线刻 “富贵”和几何形等图

案，棺座四角均浮雕卧狮各１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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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石　刻

和运墓志　唐开元二十年 （７３２）制，三级文物，１９７８年出土于茶坊镇黄甫店村。
正方形，由墓志盖和墓志组成一盒。墓志盖呈覆斗形，四周刻牡丹、龙、凤纹。墓志边

长５２厘米，厚７３厘米，志盖篆书；志文行书，共１８行，满行２２字。记载唐故左领军
卫翊卫引驾和运与其妻赵氏于开元二十年合葬于 “雕阴”之左之事及和府君的生平。

杜府君墓志　唐代天宝十五年 （７５６）制，二级文物，２０１０年出土于牛武镇后
!

村，

由墓志盖和墓志组成一盒。墓志盖呈形斜杀正方形，边长６０厘米，厚７厘米，盖上篆
书 “大唐故杜府君墓志铭”，周围线刻莲花纹。铭文阴刻楷书２５行，每行２６字，共６０８
字，以界格线分开。记载杜府君的生平、为官情况及杜氏家族迁徙、官制、地望等

情况。

环府君墓志　唐代，三级文物，１９９０年出土于富城镇秋家沟。正方形，由墓志盖和
墓志组成一盒，盖四周刻回纹，记述环府君的生平。

高公墓志　明代，三级文物，２０００年出土于北教场火车站附近。正方形，记述高公
的生平。

曹母侯墓志　清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三级文物，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出土于富城镇王家
崾岘。正方形，由墓志盖和墓志组成，墓志盖四周刻双凤牡丹纹，墓志记述曹母生平。

王公墓志　清嘉庆二年 （１７９７），三级文物，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出土于富城镇王家崾岘。
正方形，由墓志盖和墓志组成一盒，盖两边浮雕麒麟，记述王公生平。

曹公墓志　清嘉庆五年 （１８０１），三级文物，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出土于富城镇王家崾岘。
正方形，由墓志盖和墓志组成，墓志盖四周刻二龙戏珠，墓志记述曹公生平。

白公墓志　清道光九年 （１８２９），三级文物，１９８９年出土于洛阳乡洛阳村。正方形，
由墓志盖和墓志组成，墓志盖四周刻蔓草，墓志记载白公勤劳俭朴的一生。

高公墓志　清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三级文物，２００２年出土于富城镇罗家塬村王家
崾岘。正方形，由墓志盖和墓志铭两部分组成。墓志盖为方形覆斗盖，四边线刻龙纹和

蔓草图案，边长１００厘米，两边雕刻对称的狮子首，盖上竖排阴刻６行纂书 “皇清诰授

奉政大夫四川马边厅抚夷同知亦亭高君墓志铭”。墓志铭竖排阴刻３３行，共９４５字，欧
体小楷，记述高公为官概况及生平。

第三节　石　雕

护法天王造像　宋代，二级文物，出自直罗柏山寺塔。高１４８米，肩宽０４４米，
首后部略残。造像面目狰狞，身着铠甲，双臂前曲，右手按在左手背，左手握戟，立于

金刚座上。

菩萨造像　元代，三级文物，１９９８年出土于直罗镇北河村。高２９厘米，砂石质地，
发型整齐，卷云发卡，头上方有一小化佛，形似弥勒，面部丰满，高鼻小嘴，眉清目

秀，神态端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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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菩萨头像　元代，三级文物，１９９１年从富县牛武镇党家庄寺院移回。高２１５
厘米，该像为砂石质地，头戴化佛宝冠，眉间有白毫相，额眉微竖，鼻梁直隆起，面目

慈善，闭唇微笑，下颌收敛。

袒胸罗汉造像　元代，二级文物，１９９９年出土于北道德乡白庙塬村。砂石质地，高
８５厘米，头稍斜，双目微闭，下视，双领袈裟，颈饰项圈，下腹微鼓，双手均持物，腰
结痂带，飘带下垂，跏跌于金刚座上。比例协调，刀工流畅。

僧伽罗汉造像　元代，二级文物，１９９９年出土于北道德乡白庙塬村。砂石质地，高
８３厘米，头饰包巾，首部微偏，双目微闭，项部饰结，身斜，披双领袈裟，下着裙，右
手持药钵，左手俯于膝，跏趺于金刚座上，颈部残缺，其他完好。造像自然温和，刀工

细腻流畅。

罗汉造像　元代，二级文物，１９９９年出土于北道德乡白庙塬村。砂石质地，高７４
厘米，头部微偏，双目前视，项部饰结，双手置于胸前，身斜，披双领袈裟，下着裙，

足着靴，立于金刚座上，慈眉善面。比例协调，刀工流畅。

彩绘观音造像　元代，一级文物，２００２年由钳二乡东太奇村出土。造像通高８３厘
米，装彩、高发髻，双目平视，鼻高而直，嘴微闭，身披褒衣博带式大衣，下身着裙，

胸饰璎珞，腕戴手镯，飘带由左臂下垂至手和座往下，右飘带由右手向外绕臂下垂于

座，右腿上曲，右手扶膝手拿如意，左腿下垂脚踩一朵仰覆莲花，作自由式。半跏趺

座，在座下右侧雕一龙首，座后有题记一方，上书：“奉观音一尊，皇庆元年五月，石

匠提领沈□。”
石佛头像　元代，三级文物，１９９１年富县牛武镇党家庄寺院移回。高２８厘米，砂

石质，头饰螺髻双目微合，眉间有白毫相，双耳下垂，双目微睁，直鼻闭嘴，下巴微

收，面目清秀，慈祥含笑。

石菩萨头像　元代，三级文物，１９９１年富县牛武镇党家庄寺院移回。高１９厘米，
该像砂石质地，头戴花冠，面目清秀，脸形略长，眉间有白毫相，闭目眠唇，颈部有一

凹孔，造像整体神态安详。

释迦佛造像１　元代，三级文物，出土于牛武镇党家庄村。高２０７米，肩宽０３９
米。高螺髻，眉间有白毫相，面相端庄，慈祥纳笑。内着僧癨支，外着袈裟，左肩袒

露，右手心向下置于左膝，跏趺于仰莲座上，四角有侏儒垫擎。

释迦佛造像２　元代，三级文物，出土于牛武镇党家庄村。残高１８２米，肩宽０４
米。跏趺于仰莲座上，袒胸裸右肩，内着僧癨支，外着袈裟，双手置腹前，施禅定印，

莲座四角有负重卧狮。

胁侍菩萨造像　元代，三级文物，高１５２米，肩宽０３４米，头戴宝冠，冠中饰化
佛。鼻梁直而隆起，慈祥含笑，双臂戴钏，前曲合掌，饰璎珞，下着裙。

迦叶造像　元代，三级文物，高１９９米，肩宽０４１米，立于金刚座上，面容清癯，
鼻梁隆直，嘴微合，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着袈裟。

阿难造像　元代，三级文物，高１２３米，肩宽０２７米，立于金刚座上，面容丰满，
下颌微敛，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着袈裟。

罗汉造像　元代，三级文物，高０９７米，肩宽０４７米，立于金刚座上，头戴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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毡帽，高鼻深目，络腮胡须，身着开衩长袍，束腰带，足着高筒毡靴，躯体微向左

倾斜。

供养人造像　元代，三级文物，共１０尊，均高１１６米左右，肩宽０４４米至０５米
不等。大多头戴平顶上梁冠，双目微竖，启唇露齿，身着通肩大衣，跏趺于须弥座上，

双臂前曲，双手捧笏板。

第四节　铜　器

立耳素面铜鼎　西周，炊器，二级文物，１９８４年出土于富县羊泉镇下立石村。鼎为
青铜铸造，素面，通高２０５厘米，口径１９８厘米，立耳高４７厘米，足高５６厘米。

带盖铜鼎　战国时期，三级文物，２０００年出土于张家湾镇和尚塬。器物高１７厘米，
附耳，兽蹄足，鼎盖饰３个环形装饰，直径１３５厘米，保存完整。

铜戈　战国时期兵器，三级文物，１９６６年出土于交道乡曹家庙村。长方形，长援，
短胡，援长２２厘米，宽１１厘米，援中脊超棱，前锋尖利，上下两侧对称。

青铜剑　战国时期兵器，三级文物，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８日出土于张家湾镇和尚塬村。
长４５厘米，剑柄长９厘米，双面刃，最宽处４５厘米，中间３５厘米，刀刃锋利，圆形
剑柄，饰两道环。

馆藏青铜器

平口双耳铺首铜壶　汉代，三级文
物，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８日出土于张家湾镇
和尚塬村。口径１２厘米，高３０厘米，
斜肩鼓腹，肩部饰铺首衔环，通体饰３
道弦纹，底径１４厘米，圈足高３５厘
米，肩部已残，锈蚀严重。

铜钫　汉代，三级文物，２００７年４
月２８日出土于张家湾镇和尚塬村。器
物方口平沿直颈，溜肩鼓腹，方足中

空。高２８５厘米，口径 ９厘米，足径
１０厘米，肩部两侧各一铺首衔环。

连弧纹昭明镜　汉代，１９８１年出
土于富城镇北教场。圆形，半球形钮，

直径１０厘米，重１７５克，内区八枚内向连弧，外区铭带篆刻 “内凌质以昭明，光象天

□日月”。
连弧乳丁纹铜镜　汉代，１９６６年富县出土。镜正面无纹饰，背面见外中内三区，外

区连弧纹，中区乳丁纹，内区钮凸起的连花纹，两道连弧弦纹绕钮一周，镜体残为

四块。

鎏金菩萨像　隋代，三级文物，１９８２年出土于直罗镇雨家湾村。高６厘米，高发
髻，面部微瘦，身披巾，下着羊肚裙，左手提净瓶，右手执莲蕾，立于方形底座上，首

后有桃形火焰纹背光，底座正面刻有 “大业三年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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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佛像　唐代，三级文物，１９６６年富县出土。高１２５厘米，高发髻，面部丰
满，袒胸露怀，褒衣博带，跏趺于佛台上，右手举于胸前，掌心向外，左手垂于膝上施

无畏印。

瑞兽葡萄镜　唐代，１９８１年出土。圆形，半球形钮，直径９３厘米，重１６８克，内
区浮雕４只瑞兽，兽身饰葡萄、瑞草。以双线弧纹介于内外区，外区浮雕葡萄枝实，
雀、蜂、蝶飞于其间，外缘饰一圈如意云纹，图案清晰。

月宫镜　唐代，２０１０年出土于茶坊镇后
!

村。青铜质，圆形，直径１０厘米。正面
无纹饰，背面有半圆形钮，饰桂花树和蟾蜍，保存完整。

宝室寺铜钟　国家一级文物，铸造于唐代贞观三年 （６２９），是州宝室寺的梵钟。
钟高１５５米，腰围４２米，厚１０厘米，重１５００千克。铜钟桥钮、肩部近钮处为仰莲瓣
图案，钟沿为六连弧形。钟体用龙头花蔓草界隔为１８块图案。从上而下依次分为三层，
每层均有三面为斜十字交叉，饰以四乳丁纹的图案。第一层三面铸有飞天，飞天右手托

钵，前举过头，衣带飘扬，翩翩起舞，右侧及足下，为如意云纹三朵；第二层两面铸有

古代 “四灵”之一的朱雀，一面为神雀仙鹤，昂首挺胸，气宇轩昂，足踏如意云纹；第

三层除一面铸有３１８字钟铭外，其余两面铸有青龙、白虎腾跃在五朵如意云纹间。宝室
寺铜钟是中国存世最早的佛教大钟，也是唐代国内各佛教场所铸造梵钟的样板钟，现存

于富县太和山钟楼。

铜阿难像　宋代，三级文物，１９８４年富县钳二乡出土。高２１厘米，着袈裟，面目
清苦，双手合十于胸前，立于莲花座上，意施崇敬，形神兼备。

释迦佛坐像　宋代，三级文物，１９８２年县政府修建办公楼开挖地基时出土。高２７
厘米，黄铜质地，头饰螺髻，面部丰腴庄重，双耳下坠，身着袈裟，袒右肩，双手叠放

腿上，做禅尘印，跏趺于莲花座上，比例适中，造型精美。

素面铜镜　金代，１９８４年羊泉镇羊东村出土。青铜质，圆形，直径１２厘米。正面
无纹饰，背面有半圆形钮，分内外区，边缘较厚，无纹饰，靠近钮处有一残洞。

仙鹤菊花纹铜镜　宋代，１９８４年钳二乡下良村张培青捐赠。圆形，半球形钮，直径
１１厘米，分内外区。内区上部两只仙鹤相向而飞，钮周围两圈菊花纹饰，外区一圈菊花
纹饰，内外区轮廓分明。

鎏金老君坐像　明代，１９８２年县政府修建办公楼开挖地基时出土。高２０厘米，红
铜质地，中空，高发髻，双耳下坠，着宽袖长袍，手执如意，盘腿坐于仰莲座上，下接

四足床，通体鎏金，坐上敷红彩。

第五节　陶　器

富县境内出土陶质的器皿甚多，上溯新石器时代，下至宋代，以秦汉时期居多。器

形有鬲、鼎、钵、釜、、罐、壶、灶、炉等。质地以泥质灰陶居多，加砂灰陶或红陶

次之，纹饰有绳纹、篮纹、弦纹、几何纹、云雷纹、刻划纹等。大多为随葬明器，少数

是随葬礼器。

敛口夹砂陶罐　新石器时代，２０１０年出土于吉子现镇西屯磨王岘峁遗址。口径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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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高３４厘米，底径１４５厘米，肩部较大，均匀布饰 ６个乳钉，直腹，保存较为
完整。

夹砂陶罐　新石器时代，２０００年富城镇北教场火车站附近出土。夹砂红陶，敞口，
口径４０厘米，高３６厘米，底径１５厘米，外饰篮纹，斜肩直腹，腹部一道裂纹。

陶鬲　西周时期，１９６６年出土。泥质灰陶，敞口，束颈，三足，腹部丰满，领部和
裆部较矮，身饰绳纹，高１２５厘米，口径１３厘米。

陶　汉代，２００８年文物普查时征集。泥质灰陶，口径１０６厘米，高１４厘米，重
０８８千克，口沿残缺。侈口，流肩，肩部一半圆形扳手。

黄釉绿彩盘口壶　汉代，２００６年张家湾出土。盘形平沿口，颈微束，鼓腹，平底，
颈至腹部最大处饰两道弦纹，并施彩绘纹饰，器形厚重。

彩绘塔式罐　汉代，２００６年张家湾出土。泥质灰陶，塔形盖，折沿，斜肩直腹，平
底，肩部３道彩绘弦纹，其他部位彩绘模糊不清，高３６厘米，口径９厘米，底径 １１
厘米。

彩绘釜形鼎　汉代，２００７年张家湾和尚塬出土。陶质，口径７厘米，高１０６厘米，
肩部饰二铺首衔环，腹部凸一道弦纹，底部三兽足，通体施彩绘，保存较为完整。

褐釉白彩陶奁　汉代，２００７年张家湾和尚塬出土。圆形，直径２０５厘米，高１４３
厘米，底部三兽足，外部饰Ｓ形白色图案，保存完整，属陪葬品。

灰陶彩绘飌　汉代，２００７年张家湾和尚塬出土。由釜和甑两部分组成，釜高２８５
厘米，总高４２５厘米，外饰彩绘，上有网纹。甑肩部饰网纹，有凹弦装饰，下部彩绘圆
点勾叶，有三足，酷似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化类型陶器，保存完整。

平口侈沿灰陶洗　汉代，出土于县城西南伏龙塬一带的汉墓。为平口侈沿折肩深腹
灰陶洗，器内底部刻方形篆书阴纹竖排戳印 “雕阴”。

陶灶　东汉，１９７６年出土于茶坊镇古州峁。泥质红陶，褐釉色，前方后圆，呈半椭
圆形，内空无底，前宽２２厘米，长２３厘米，高１２厘米，属随葬明器。灶面左右后三侧
有安放釜的３个圆孔，门呈长方形，灶面后侧有一固定的绿釉陶罐，后部有一小烟孔。

博山炉　东汉时期，１９８４年出土于富城镇北教场。泥质红陶，浅盘底座，中心呈竹节
形圆柱，上承圆平沿类似钵的炉膛，口沿上覆尖顶山峰式盖，上下子母口合，盖上有三层

错落有别的穿孔。深绿色釉，盖下褐色釉。高２０厘米，口径１５厘米，底盘口１６厘米。

第六节　瓷　器

富县馆藏瓷质的器皿甚多，大部分为生活用具，少数为随葬明器，其类型有碗、

碟、壶、瓶、罐等。

微型执壶　唐代随葬明器，１９８６年出土于富城镇北教场。喇叭口，细颈，鼓肩深
腹，实圈足，平底，通体白釉素面，溜特别短，口径２２厘米，高５２厘米。

微型仙葫芦　唐代随葬明器，１９８６年出土于富城镇北教场。仙葫芦状，小口圆头，
细颈鼓腹，实圈足，橘黄色釉，漏底胎，通体水裂纹，小巧玲珑，口径 ０９厘米，高
７３厘米。

１４６第二十三编　文物与旅游　



耀窑印花青釉瓷碗　宋代，１９８０年张村驿镇四家岔村唐全新所捐赠。高５５厘米，
口径１３９厘米，底径４５厘米，红褐色瓷胎，器形较为厚重，敞口小圈足，腹微鼓，通
体豆绿色釉，细小开片，圈足露胎，内底压印一折枝菊花，属宋代耀州窑烧制瓷器。

龙泉窑青釉刻花瓷碗　宋代，１９８４年茶坊镇川口村杨志明所捐赠。高８２厘米，底
径７４厘米，口径２０８厘米。侈口圈足，腹微鼓，通体施青釉，内刻花叶纹，属北宋龙
泉窑烧制。

酱釉折腹瓷碗　宋代，２００７年８月４日富城镇出土。口径１０厘米，高７厘米，圈
足，内底部饰回纹篆书，内腹刻花。

青釉五官瓷瓶　宋代，１９８３年出土。侈口细颈，深腹圈足，颈部和肩部均饰弦纹，
青釉色，肩上原有五管，与瓶口齐，现存两管。高１５厘米，腹径 １２厘米，属耀州窑
烧制。

黑釉玉壶春瓶　元代，１９８５年出土于茶坊镇。小口，圆唇外侈，细长颈，鼓腹，圈
足，黑釉，口径２５厘米，高２６厘米，底径８厘米。

白釉玉壶春瓶　元代，２００７年５月直罗镇出土。敞口，长颈，圈足，口径６５厘
米，高３２厘米，底径７５厘米，圈足高０９厘米。底部较大，全身施白釉，釉色均匀，
保存完整。

胡兰瓷碗　元代，１９８５年出土于茶坊镇羊泉沟。口微敛，腹微鼓，假圈足施浅蓝
釉，露底胎，口径８３厘米，足径６厘米，高８３厘米。

兽纽三彩陶炉　明代，１９８７年出土于富城镇北教场。高１６厘米，口径９厘米。陶
炉带盖，附耳直腹，袋形兽足，盖纽为一精巧卧状怪兽，耳下饰云雷纹，通体以蓝色釉

做底，间以黄白兰装饰，为明代三彩。

青花福寿碗　清代，２００７年８月４日富城镇出土。敞口鼓腹，小平底、高圈足。碗
内饰二周玄纹，底部有 “福”字，外饰二周玄纹，圆圈 “寿”字，釉色光滑均匀。高

６６厘米，口径１５７厘米，底径６厘米。

第七节　书画　砖雕　钱币　化石

开元寺塔藏手抄经书　宋代，一级文物，２００９年６月在开元寺塔第五层塔龛发现。
纸质，长方形折叠手抄本，长１９１米，宽２７８厘米，共１３７页。经卷保存较为完整，
纸质柔软，字体清晰可辨。

赵孟瞓行书轴　元代，１９８２年吉子现乡霍育南捐献。长方形条幅，长５９３厘米，
宽２６４厘米，装裱在长２０８厘米、宽４５５厘米的绢轴上。书法共６项，９７１个行书字
体，主题为 “题先天观与观主”，落款为 “延六年 （１３１９）二月四日，子昂”。

淳化阁帖　明代，１９８２年富县文化馆收藏。纸质，长方形，长３０厘米，宽１８５厘
米。纸质较硬，楷体，字迹清晰，保存完整。

筒瓦　汉代 ，２００９年出土于秦直道遗址张家湾桦树沟段。陶质，长３５厘米，宽
１５５厘米，重１６５千克，外饰细绳纹，内饰布纹。

侏儒砖雕　宋金时期墓室砖雕，２０００年５月牛武镇毛家崾岘一墓葬出土。一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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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均高１５４厘米，宽１３厘米，厚７６厘米。侏儒深目高鼻，头饰披巾，长臂鼓腹，
呈半跪状，面目丑陋，力大无穷，镶嵌于墓葬斗拱之下。

砖雕

牡丹砖雕　宋金时期，１９９０年岔口砖窑厂出土。
正方形，边长３３厘米，厚６厘米，砖中间雕刻牡丹
盆景，刀法精致，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彩绘奔马砖浮雕　宋金时期装饰墓壁砖，２００７
年５月２２日直罗镇出土。长方形，长３８６厘米，宽
１３厘米，厚 ７４厘米。正面浅浮雕奔马，饰朱砂，
首勒缰绳，身披鞍鞯，膘肥体壮，昂首嘶奔。

彩绘鹿衔草砖雕　宋金时期装饰墓壁砖，１９９０
年岔口砖窑厂出土。泥质灰陶，正方形，边长３３厘
米，厚４５厘米。正面中部开方形龛，龛内浮雕鹿
衔草图，周边涂朱砂。

彩绘牡丹盆景砖浮雕　宋金时期墓壁砖装饰，
出土于岔口砖窑厂。泥质灰陶，正方形，边长３３厘
米，厚５厘米。正面中间开方形龛，龛内浮雕牡丹
盆景，周边及花纹悉饰朱砂。

秦半两古币　铜质，１９８８年茶坊镇古州峁周科
交来。圆形，直径２７厘米，方穿０８厘米，重３克。钱面铸篆书阳文 “半两”，背素

面，较薄，钱面钱背皆无廓。

五铢古币　汉代，１９７９年富县农机公司捐赠。铜质，圆形，直径２５厘米，方穿１
厘米，重０７克。其上铸篆书 “五铢钱”， “五”字交笔弯曲， “金”字头三角较小，

“铢”字头方折纂书。钱面外廓较细，内无廓，背面有内外廓。

新莽货布　铜质，１９８４年城小学生交来。长５７厘米，宽２厘米。币体厚重，正面
铸篆书 “货布”，背面无纹饰，有穿孔，保存完好。

新莽货泉　铜质，１９８５年羊泉镇郭丰村出土。圆形方孔，币体较小，孔大，共四
枚，正面均铸篆书 “货泉”，背面无纹饰，保存较为完整。

十二生肖八卦币　１９８４年城关小学学生孔蛟齐捐献。直径４５厘米，圆穿０７厘
米，重２６克。Ａ面铸八卦符号，符号内铸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８个楷
书文字，Ｂ面穿孔外铸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１２个楷
书文字和十二生肖像图案。为幼童挂饰币，赋事事随心、岁岁平安之意。

竹节化石　古生代，２００６年９月黄延高速公路建设出土，董玉虎捐献。青石质，竹
节明显，较细，残成两节，长３９３厘米。

新芦木化石　约在第四纪末期，１９８４年富城镇王富保收藏。条状，长方形，断为两
节，第一节长２１厘米，第二节长１７５厘米，两面有竹节形化石纹，石质坚硬，灰色。
此化石极为珍贵，是研究富县远古时代地质状况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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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革命文物

第一节　旧址与文物

县红色政权驻地旧址　１９３４年，直罗镇李家沟为西革命委员会驻地。１９３４年，
茶坊镇大申号为甘革命委员会驻地。１９３４年，寺仙乡桃园村为中宜革命委员会驻地。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北道德卧虎原为中共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组建地。

中共中宜县委苏维埃政府旧址　位于现在寺仙乡前桃园村。坐南向北，正房为当时
的办公室，东侧房为厨房，西侧房为宿舍，正房１９５８年被拆除，仅剩墙体，西侧因年久
失修坍塌严重。

榆林桥战役旧址　位于现在茶坊镇榆林桥村。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５日，红１５军团在此
全歼国民党东北军１０７师、６１９团和６２０团一个营，生俘６１９团团长高福元。将国民党
东北军１０７师、１２７师、１２９师构成的洛川至延安的南北防线拦腰斩断。

东村苏维埃政府旧址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和１２月，北道德东村是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
中央、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毛泽东当时住村

南沟沿土窑洞中。

张村驿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旧址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宜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地。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在张村驿召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
臻、朱理治、徐海东、程子华等出席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

直罗烈士陵园

直罗镇战役遗址　位于现
在直罗镇直罗村，１９３５年 １１
月２１日至２３日，中央红军和
陕北红军举行直罗镇战役，全

歼国民党东北军１０９师和 １０６
师一个团，击毙１０９师师长牛
元峰，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革

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

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

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

礼。毛泽东指挥所设在直罗镇

东北的吴家台高地。

东村会议旧址　位于现在北道德乡东村。１９３５年直罗镇战役结束后，１１月３０日红
一方面军在北道德东村天主教堂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做了 《直罗镇战役和目前

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直罗宽坪毛泽东旧居　位于现在直罗镇宽坪村，窑洞始建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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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有所修葺，现基本荒弃。旧居坐北向南，４孔窑洞，１座院落。窑洞大小不同，相互
连通，从西向东依次分为１号、２号、３号、４号。１９３５年直罗镇战役期间，毛泽东从甘
泉路经，在此居住了两天两夜。现１号、２号窑洞作农用，３号、４号坍塌严重。

三五八旅旅部旧址　位于现在张家湾镇王家角。旧居为６孔土窑洞，坐北面南，门
窗已无存，窑洞内部完好。东边两孔窑洞为旅长张宗逊住所，旅部东西两侧半山上数十

孔窑洞为工作人员住所，旧址门窗已无存，窑洞内部完好。

“化雨春风”石匾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陕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视察县时，为张村驿
小学题词 “化雨春风”，后刻为石匾，镶嵌在张村驿小学校门上方，匾长１２６米、宽
０６１米，字高０２５米、宽０１６米。

红军时期宣传标语　东村会议旧址原天主教堂内的１２根立柱上存红军书写的１２条
标语，可辨识的有：“一切工作要不怕困难”“遵守三大纪律”“反蒋”等。标语为１９３５
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富县东村后，在直罗镇战役前后所写。

第二节　烈士陵园

直罗烈士陵园　位于直罗镇宝塔山南麓，坐北向南，占地２６４公顷，安葬着直罗镇
战役中牺牲的中共六届中央委员、红一军团四团代理政委黄苏等烈士的遗骨。２００４年，
陵园修建直罗镇战役纪念馆，展出革命文物数十件。２００６年，陵园被确定为延安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２００７年被确定为延安市廉政教育基地。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县政府先后
投资５００万元，全面维修和扩建陵园，修建大门，建牌楼１座、凉亭３个，修建围栏及
上山台阶，修整烈士墓园。每年清明节前后，富县县委、县政府组织社会各界拜谒烈士

陵墓，全县中小学生有组织地祭扫烈士陵墓，举行各种悼念仪式。干部群众平日漫步于

陵园，外地游客多数慕名来园参观，追忆直罗镇战役历史，敬仰先烈精神。

茶坊革命烈士陵园　位于茶坊镇茶坊桥西南，１９５７年为纪念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榆林桥
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依山修建。占地２公顷，仿古大门，砖筑围墙。园内东西两侧
各建八角亭一座，西侧亭内立陈彦同志纪念碑，东侧亭内立榆林桥战役简介碑。烈士纪

念碑正对陵园大门，碑后台地为２８位无名烈士墓地和墓碑。墓园东西南三面有松柏环
绕。２００７年，陵园被确定为富县青少年教育基地。

第八章　旅　游

第一节　旅游资源

富县北枕榆林延安要塞，南附渭北秦川腹地，东达山西，西通兰州，自古以五路咽

喉而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遗存丰富。地处２１０国道、３０９国道及西延铁路三条主干交
通要道的唯一交会处，包茂高速、青兰高速交叉过境，交通条件便捷。特殊的地貌构成

使富县的自然景观也有别于整个黄土高原，最显著的特色是林草覆盖面积大，水资源丰

５４６第二十三编　文物与旅游　



富，自然生态得天独厚。

自然旅游资源　牛武天然白皮松属国家珍稀树种，张家湾柴松林国内独有，子午岭
天然森林景观独秀。西部林区野生动植物丰富，豹、鹿、狼、狐、獾、野猪、鹳鹤、雉

鸡、松鼠、野兔或然可见，木耳、蘑菇、羊肚子菌等山珍亦可采拾。观赏类昆虫资源有

６目２３科５９种，珍贵品种有国家二级保护昆虫阿波罗绢蝶和中国虎甲、丝带凤蝶。张
家湾、直罗、张村驿、牛武等乡镇，生态良好，自然风光呈现一派山清水秀的江南景

象，被誉为镶嵌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交道、羊泉、北道德等原区乡镇苹果园

遍布，为游客观光、体验入园采摘提供便利。直罗、牛武、张家湾等乡镇农家乐富有地

方特色，为游客进农家院吃农家饭，体验乡村游的乐趣创造条件。柳稍湾水库、大申号

水库及葫芦河流域的水塘、稻田为理想的垂钓之地。主要景区有柳稍湾休闲旅游度假

村、桥北森林公园、张家湾柴松林自然保护区。柴松林景观区总面积３４８４公顷，距今
１５０多年历史。

人文旅游资源　代表性资源有羌村杜甫故居、摩崖石刻、石窟、古塔、古道、古
城、古寨堡、古驿站等，民间文化资源包括庙宇、祠堂、戏楼、社火、剪纸、熏画、面

花、石雕等。主要景区有：

秦直道景区　秦直道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工程之一，俗称古代的 “高速公路”。公元

前２１２年，秦始皇为抵御匈奴侵扰，命大将蒙恬调数万人修建了南起咸阳淳化、北到内
蒙古包头的军事要道秦直道。秦直道穿越陕、甘、蒙三省区，经黄陵县三面窑入富县境

内，沿海拔１６００米的子午岭东侧北上，跨越直罗、张家湾两乡镇，于八卦寺的分水梁出
富县境入甘泉界。富县境内直道长约１２５千米，均宽２０～３０米，最宽处６１米，因道路
沿子午岭山脊而建，因此成为全程中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路段。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６月，陕
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桦树沟口对秦直道盘山道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发掘，取得重要考古成

果，被国家文物局评为２００９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
太和山道教文化景区　位于富城北教场村太和山。始建于隋唐，历经明天启、清康

熙、乾隆三次重修，清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宋高娲 （宋神仙）等人重建太和山，使

太和山道教文化得以发展。１９９６年起，富县民间人士依托太和山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太和山道教文化景区

先后投资７００余万元维
修扩建道教景观。太和

山景区依山势将现有建

筑分为４个平台：１号
平台为宗教文化区，２
号平台为文化娱乐区，

３号平台为文物旅游
区，４号平台为风景设
施区。山下为太和山旅

游综合服务区。太和山

筑有石梯，可自山下直

通山顶，并开通盘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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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辆可直接抵达３号平台。
羌村杜甫故居　羌村现为茶坊镇大申号村。唐天宝十五年 （７５６），诗人杜甫为避安

史之乱，携妻带子，两次居住州城北３０里羌村一年零四个月，著有 《羌村三首》等

诗篇。有明代湖广按察司佥事王邦俊所书 “少陵旧游”石刻，有清代州知州谭璁的五

律诗，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寻访羌村所写 《州即景·杜工部遗居羌村》七言

绝句等。历史上的羌村，是宗教圣地天宁寺所在地。碑载羌村 “背丘面陵，目光远眺，

北有凤凰山之横……烟景绕缭，林木丛茂，真佳境也”。今天的大申号依存原生态的自

然之美，山环水绕，沟壑静谧，禽鸟嬉戏。大申号川内，清流直下，亦瀑亦池，鱼塘沿

河成网，稻谷漫川飘香。

开元寺景区　位于县城西山半坡上。景区紧邻县城，周围环境优美，山下洛河蜿
蜒，山上植被良好，树木成荫，登顶远眺，尽收县城风光。敬德之功、之事、李世

民之举等历史典故让人浮想联翩。高耸的开元寺宝塔，古朴庄严，气势宏伟，是富县悠

久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建筑。１９９２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开元寺塔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太平村景区　位于富县寺仙乡太平村。沟壑纵横，塬面平整，地貌独特，林海环
绕，风景秀美，景色宜人。四周深沟陡峭，酷似城堡，具备天然战略防御功能。明崇祯

五年 （１６３２），李自成农民军驻扎此地，名曰 “太平塬”。李自成兵败后，南明永历政权

后裔李锦家人回归米脂，途中隐居太平塬，以北京皇宫风水及布局精心建造太平村，故

有 “进了太平村，像个小北京”之民谣相传至今。２０１０年，民间投资李自成文化纪念馆
落成，并于是年８月对外开放。

红色旅游资源　东村毛泽东主席故居，直罗镇战役旧址、榆林桥战役旧址、茶坊阻
击战遗址，东村会议、张村驿军委会议旧址及西、中宜、县苏维埃政府旧址，林伯

渠题 “化雨春风”牌匾、东村天主教堂残存红军书写标语。

第二节　旅游开发

富县旅游开发受县域经济发展制约，起步较晚，推进缓慢。２００５年５月提上议事日
程，探讨富县旅游开发思路。２００６年，实施直罗镇战役纪念地红色旅游景区的调研立项
工作。完成羌村杜甫故居至３０９国道４６千米三级砂石路铺筑工程。与西安圣黄公司签
订柳稍湾景区开发招商合同，完成景区主干道及部分附属设施建设。民间投资３０余万
元完成太和山景区山门、石阶及部分亭台、庙宇建设，太和旅游宾馆开始运营。２００７
年，争取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建设项目资金１４２万元，完成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馆主体
工程，陵园至柏山寺宝塔石阶铺设工程，宝塔两侧凉亭建设工程。２００８年，完成沙梁河
滨路文艺长廊设计、制作及安装工程。邀请陕西省好景旅游设计公司对全县旅游资源作

出重新定位，并对羌村杜甫故居旅游景区进行项目规划。２００９年，投资１１０万元完成开
元寺宝塔塔体维修及塔基加固工程。完成直罗镇战役纪念地及东村会议旧址旅游景区可

研论证工作，投资８０万元完成羌村杜甫故居旅游景区 “少陵旧游”摩崖题刻修复及景

观平台、停车场建设。完成景区 “杜公窑”景点开发建设征地工作。是年争取延安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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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将富县红色旅游资源作为支线纳入全市红色旅游总体规划。２０１０年实施羌村景区 “杜

公窑”景点主体建设工程。聘请西北大学专家组对全县旅游事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对

重点景区进行详细规划，并于是年底通过评审。

第三节　旅游服务

餐饮住宿

富县宾馆　坐落县城中心。是延安市县 （区）一所规模较大、设施完善、服务一流

的宾馆之一，是省市确定的旅游定点饭店之一，近十年来曾接待过５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内设总统套房、豪华套房、豪华标间、普通标间和单人客房１１５间，设大、中、小
会议室４个，可承接各种会议。设有ＫＴＶ、桑拿、健身、洗浴、棋牌室等服务和小百货
超市。

杨林大酒店　位于富县北教场太和山脚下，建筑面积５８００余平方米。内设豪华套
房、商务间、标准间、三人间，并设ＫＴＶ供顾客休闲娱乐。有住宿部、餐饮部、保安部
及小型会议室，可满足旅游、商务接待及普通顾客住宿、餐饮服务。

广盛商务酒店　位于富县沙梁街河滨路中段，集餐饮、客房、ＫＴＶ、茶秀等多种美
食娱乐休闲为一体，按三星级标准投资建造，建筑面积６０００余平方米，设有豪华客房、
豪华套房、豪华标间、三人间、大商务间、小商务间、标准间以及宴会大厅、ＫＴＶ包间
和茶秀，可以满足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

高新大酒店　位于富县茶坊桥头，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内设豪华套房、套间、三
人间、商务间、豪华标准间、标准间、会议室、餐饮部，设备齐全，集现代餐饮、住

宿、商务、会议、休闲、娱乐为一体。

旅行社　２００５年以前，地方旅游业尚不发达，富县无注册旅行社，驻富县办事处均
为外地旅行社分支机构。西安国际旅行社富县办事处，２００３年９月进驻富县，办事处设
在茶坊镇古州峁。延安红都旅行社富县分社，２００７年８月进驻富县，办事处设在县影剧
院广场北。陕西胜唐旅行社富县办事处，２００６年６月进驻富县，办公地址设在城小巷。
延安山丹丹旅行社富县办事处，２００８年６月进驻富县，办公地址设在沙梁街向阳巷。

农家乐　２００３年，富县农家乐餐饮经营起步。２００５年１３户，２００８年２２户，２０１０
年３５户。规模较大、经营较好的有：东北人饭庄、利民农家院、莲花池农家乐、大申
号农家乐、羌村农家饭舍、柳园农家饭庄、富园农家饭庄、飘香园农家乐等。全县农家

乐年接待游客饮食人次占全县总接待的６３％。
旅游产品

苹果　富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国内外专家公认的世界苹果
最佳优生区，被列为中国绿色无公害生产基地县。生产的苹果色泽鲜艳，口感香甜，营

养丰富，果形美观，是水果中的佳品。主要品种有红富士、嘎啦、千秋、新红星、秦

冠等。

油糕　历史久远，选用陕北特产的黄软糜子，经过去壳、清洗、浸泡、碾磨、发
酵、蒸制、油炸等１２道工序精致而成，口感软，味香甜，富含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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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属绿色保健食品。康熙年间，曾列为宫廷御膳之用。

杂粮　富县素有 “五谷杂粮遍地有，九州不收州收”的美誉。平坦的五指塬，宽

阔的两河川，葱茏的子午岭，气候宜人，资源丰厚，生长着各类五谷杂粮。２０００年后，
经过传统加工和现代工艺相结合精致而成的具有保健、滋补、养颜等多种功效的绿色食

品，成为馈赠亲朋好友的时尚礼品。主要有小米、油糕、绿豆、豇豆、玉米仁、麦仁、

高粱米、大米、豆钱钱、荞面凉粉干、黑豆等。

名优小吃　蒸鸡菜、猪灌肠、煎豆腐、卤猪蹄、爆羊杂、烧鱼块、黑豆芽、剁青
椒、软豆包、黄米馍、酵子馍、蒸麦饭、凉粉干、玉米煎饼、玉米搅团、地软包子、清

汤羊肉、荞面凉粉、蒸面、豆豉、腌肉、腌蒜、熏肉、腌香椿等。

山珍野菜　产于富县子午岭山系张家湾镇、直罗镇等森林开阔地带，主要品种有蘑
菇、木耳、羊肚菌、地软、苦菜、茵陈、小蒜、水芹菜、野黄花等，因其无污染，营养

价值高，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对人体具有良好的滋补作用，备受人们喜爱。

家养鸡蛋　在无任何污染的天然林区由农户自繁自养、自然生长的土鸡所产。蛋黄
清亮，无任何药物激素成分，无杂质，无腥味，自然醇香。

黄河黑陶　是距今４６００年的中国龙山文化的代表，秉承了黑陶工艺黑、薄、光、轻
四大特点，运用传统工艺手法结合现代审美观点，在艺术制作上保持黑陶黑如漆、薄如

纸、声如罄、亮如镜的尊贵本色。黄河黑陶品种有瓶、尊、炉、鼎、罐、筒、钵等仿古

器皿，还有花器和壁饰等现代陶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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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庭消

费从住房、交通、通信、医疗到子女教育、旅游娱乐，诸方面均有大

幅增长。婚姻家庭普遍具有坚实的感情基础，婚姻关系牢固。家庭趋

于小型化、独立化，生活幸福感稳步提升。尊重和赡养老人形成良好

风尚。风俗习惯、礼仪习俗既保持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出

显著特色，同时勇于破旧立新，与时俱进，力求体现时代精神，自觉

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者、践行者。民族宗教工作方面，认

真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民族关系和谐融洽，宗教活动规范

有序。

富县方音方言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所选取词汇分门别类力求体现

其古老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谚语俚语是历史馈赠的宝贵财富，更是

富县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特予载录，以志传承。

富县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增长图



第一章　居民生活

第一节　收　入

农村居民　１９９０年，富县农村居民收入是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等实物性收入为主。
是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５５５元，其中农业收入占７７４８％。１９９５年，农村居民收
入中粮食的比重开始减少，种植业中烤烟、苹果收入比重增加，林业、牧业、运输业、

服务业收入同步增长。是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５０３１元，较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３０％。
２０００年，全县苹果栽植面积１２０１５公顷，总产量６万吨。农民收入中粮食的比重进一步
下降，苹果收入比重进一步增加。是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７０４元，较１９９０年增长
２７４％。２００５年，全县苹果栽植面积达２００７６公顷，总产量１３万吨。农民收入中粮食的
比例继续下降，苹果占比继续增加。是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３８０元，较２０００年增
长３９７％。２０１０年，全县苹果栽植面积达２４１６６公顷，总产量４３３万吨。农民收入中
苹果占比进一步扩大，粮食收入占比继续下降。是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４９７元，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１３０％，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２２２％，较１９９０年增长１１０７％。

城镇居民　１９９０年，富县城镇居民的收入主体为工资收入，全县职工人数５８０８人，
其中固定职工３７２１人、合同制职工５９１人、其他职工１４９７人，全年工资总额９３８１１万
元。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８７９人，全年工资总额１０１９９万元。１９９５年，全县职工人数
６６９５人，全年工资总额 ２２９２万元。集体职工人数 ９８５人，全年工资总额 ２４４万元。
２０００年，全县国有职工人数９１９３人，全年工资总额５２６９万元。集体职工人数８２０人，
全年工资总额２７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全县各行业从业人员９９７９人，年人均劳动报酬１０６１５
元。其中，国有单位人员８８２２人，年人均劳动报酬１１３８２元；集体单位从业人员９５１
人，年人均劳动报酬 ４６９０元；其他单位从业人员 ２０６人，年人均劳动报酬 ５０９２元。
２０１０年，全部单位从业人员１０５１９人，年人均劳动报酬３３３９０元。其中，国有单位从
业人员１００２９人，年人均劳动报酬３３９９４元；集体单位从业人员４９０人，年人均劳动报
酬２１１７６元。企业单位从业人员２０７７人，年人均劳动报酬３４４９６元。

第二节　消　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富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较单一，家庭消费集中在食品、衣着、
家居等基本生活领域用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略高于农村居民。１９９０年，全县总户数
２９８５１户１３０５８８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９５４万元。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５６５５元，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４５５５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６７５５元。１９９３年，全县
３１７０２户１３５７７２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９１７３万元。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２１元，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７０９３元，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３２７元。２０００年，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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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完成２６７３９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实现１０１５３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７０４元。２００５年全县ＧＤＰ完成７８８２６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实现２１５４２万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３８０元。２０１０年，富县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除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外，家庭消费用于生产、住房、通信、交

通、医疗保障、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等比例大幅增长，大部分家庭购买单元楼、汽车、

高档家具、健身器材等。全县城乡居民年人均纯收入１０４９７５元，其中农村居民年人均
纯收入５４９７元，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１５４９８元。

第三节　生活水平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全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衣着品类较少，质量款式简单。
饮食结构固化，仍以温饱为主。出行多以自行车、农用三轮车代步。住房农村以瓦房

（土木结构）、窑洞为主。城镇单位以公房为主，彩电、冰箱、电话在农村更为少见。

２０１０年，全县生产总值１９３９５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５４９８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５４９７元。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 ６８所，在校学生 １１１６６名，教职工
２６１２名，新建校舍投入使用４６个，改造完成学校危漏校舍１２所。解决２０７名临聘教
师待遇问题，招聘专业教师８２名。全县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２３９个，编制床位 ３８８
张，医护人员６１９人。新建县医院综合服务楼、中医院住院楼，维修改造基层卫生院
１５所，建成标准化村级卫生室２０５个，村级卫生室覆盖率９２％。境内公路通车里程
１１６９６３千米，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８０８千米，油路通村率９０％。机动车拥有量１９１６
辆，其中客运汽车１０６辆。全县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０００户，入户率８３％，农村放映队
１３个，全县电影放映投入５８万元。完成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４７个，搬迁贫困人口
１７８７人，城乡危房改造率５６％以上；电信、移动、联通等通信网和互联网覆盖率达
９５％以上。全县批发业机构３１个，网点１６４个，人员４８９人；零售业机构３８个，网
点２０４０个，人员３１３５人；住宿业机构２个，网点４８个，人员２０８人；餐饮业机构２
个，网点４４２个，人员１１７２人。

第二章　民族　宗教

第一节　民　族

富县２１年间民族构成基本稳定。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全县有汉族、满族、蒙古族、
回族、藏族、壮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土族１０个民族。汉族１４９６９２人，占总人
口１５２１９４的９９９％，其他９个民族占０１％，回族２１人、蒙古族４人、壮族３人、满
族、彝族、土家族、布依族、土族各１人，藏族２人。各民族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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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少数民族人数构成表
表２４－２－１ 单位：人

民族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蒙古族 １ １ ４

藏族 ３ ２

彝族 ４ １

壮族 ３

布依族 １

回族 ３５ ３７ ２１

苗族 ７ ２

满族 １３ ６ １

土家族 １５ ２ １

土族 ２ １

第二节　宗　教

佛教　富县历史上佛教民间信仰比较兴盛，境内寺院较有名的有照八寺、开元寺、
宝室寺、柏山寺、龙兴寺、寿峰寺、隆安寺、天宁寺、上方寺、马渠寺、孤立寺、福严

院、宝严院等。民国以后所有寺院渐趋衰落，有１０余位佛教居士栖身于民间佛教场所
从事民间信仰活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先后恢复重建的有龟山开元寺、桃花砭上方寺、
川庄财神庙、龙头河慈航庙、张家湾盘龙寺等佛教场所。截至２０１０年，各佛教场所多于
农历四月初八举办庙会。

道教　境内较有影响的道教场所有太和山的太和宫及真武祖师庙，１９９５年起，由民
间信仰人士管理，主要活动为接收布施、组织庙会、祈福求愿。２００２年６月，全国道教
协会会长任法融为太和宫题写匾额。庙中原有的巫婆神汉陆续被清理出宫，师承正宗法

师或道教学院毕业的道士先后在太和宫常住或挂单，主持宗教活动。２０１０年有道士４
人，道姑１人，居士５６人。成立民主管理组织，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活动逐渐步入正
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前后，太和宫举办为期６天的庙会活动。

伊斯兰教　富县原住民中回民人口比例微乎其微，伊斯兰教信仰不具备群众基础。
２０００年后，外地进入富县经商的回民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随之扩大，教民祷告活动多
在私人空间进行，境内没有形成活动场所，教民一般在延安清真寺参加礼拜。

天主教　清末民初，天主教由山东、河南等外来人口传入，北道德乡东村至今仍保
留一座天主教堂。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并不多。１９９９年，天主教会陕北教区主持在交道镇
鲁家庄建成哥特式建筑天主教堂，同年经县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

２０００年整合全县天主教活动场所，保留茶坊镇川口、小泉坡活动点，钳二乡王乐村、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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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活动点。由陕北教区派驻神父常驻鲁家庄教堂负责教务，由各堂点民主选举教会组织

管理事务。截至２０１０年陕北教区先后共派驻７名神父主持富县天主教堂教务。天主教每
年有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圣神降临节和圣诞节四大瞻礼节，每逢四大节日，教民聚集

教堂举行庆祝活动，日常礼拜由神父主持。神父常住教堂，不定期赴活动点或教民家中

做弥撒。教民绝大多数有家庭信教背景，孩子出生后即由神父施洗。天主教呈现家庭化

特点，也出现一些青年教民，虽已受洗注册，但很少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经常参加活动的有百余人。

基督教　１９９５年前后重新传入富县，２０１０年，全县基督教教民约３００人，县政府宗
教主管部门登记并批准北教场和古州峁两个活动点，成立民主管理组织，建立相应的规

章制度。有教职人员５名，含长老１人，传道员４人。基督教每年有复活节和圣诞节两
大节日，每周日和周三在两个活动点举行礼拜活动，但没有牧师传教，教徒受洗需从延

安或西安请牧师主持仪式。

第三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　姻

婚姻关系　１９４９年前，沿袭历代封建习俗，婚姻大事听从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奉行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的信条。婚姻构成讲究门当户对，金钱买

卖，把女子当作商品进行交易。在封建婚姻束缚下，演变出 “指腹为婚”“奶头为亲”、

童养、换亲等多种形式的包办婚姻，甚至出现了逼婚、抢亲、典亲、押亲等畸形婚姻。

近亲结婚曾经存在，且有 “姑舅亲”“姨娘亲”两种形式。陕甘宁边区时期，提倡男女

平等、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不少男女以 “逃婚”行动抵制封建婚姻。１９４９年
后，妇女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蔚然成风。父母大都

能尊重子女意愿，只作 “参谋”，不再强迫。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与２１世纪初叶，随着社会
的文明与进步，婚恋半径不断向外延伸，青年人的婚恋观更加注重感情基础。

婚姻概况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富县通婚以本县境域为主，与外县通婚的约占１０％。据
《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２２周岁、女２０周岁，倡导晚婚晚育。农村青年多数按法定年
龄登记结婚，城区青年、外出打工青年及大学生一般推迟到男２５周岁、女２３周岁左右结
婚。１９９０年，全县登记结婚１２７０对，离婚３１对。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年均登记结婚１３２０对，
离婚３４对。２０００年，全县１５岁及以上人口１０３２０６人，男５５１８６人、女４８０２０人，结婚
有配偶７２４２人，再婚有配偶１７１人，离婚６０人，丧偶５０６人。登记结婚１３６５对，其中跨
省登记６７对，离婚４０对。男２５周岁及以上、女２３周岁及以上登记结婚的分别占２４５％
和２１４％。２００５年登记结婚１３９０对，其中跨省市登记８９对，离婚４３对。２０１０年登记结
婚１５０３对，其中跨省登记１７０对，占１１３％，离婚８７对，占５７８％。

男２５周岁及以上、女２３周岁及以上登记结婚的分别占２７３％和２２６％。进入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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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由于外出务工经商和大学毕业回乡青年增多，联姻地域拓展，全县跨省、市登记

结婚的由２０００年６７对增加到２０１０年１７０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年平均离婚人数约占结婚总人数６％左右。在丧偶及再婚问题上，

男女均处于平等地位。

第二节　家　庭

家庭概况　１９９０年，富县２９８５１户、１３０５８８人，户均４３７人。１９９５年３３５２９户、
１３７４７２人，户均４１人。２０００年３８１７７户、１４２６１６人，户均３７４人。其中１人户占
８３９％，２人户占１２９８％，３人户占２３８６％，４人户占２４４６％，５人户占１８９６％，６
人户占７６４％，７～９人户占３５４％，１０人以上户占０１７％。户均人口比１９９０年减少
０９９人。２０１０年，富县５０７０２户、１５２１９４人，户均３人。其中１人户占８７８％，２人
户占 １８０９％，３人户占 ２６０３％，４人户占 ２４９４％，５人户占 １３４２％，６人户占
５９９％，７人及以上户占２７５％。户均人口比２０００年减少０７４人。

２０００年，富县一代户家庭６５６６户，二代户２３９５２户，三代户６０７１户，四代户１９５
户，分别占家庭总数的１７８５％、６５１２％、１６５％、０５３％。２０１０年，一代户家庭９０８２
户，占２２７４％，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４８９％；二代户家庭２３１０５户，占５７８５％，比２０００
年减少７２７％；三代户家庭７５１９户，占１８８３％，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２３３％；四代户家庭
２３５户，占０５９％，比２０００年增加００６％。

家庭类型　家庭的构成大体可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三个类型。核心
家庭是以夫妻为核心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主干家庭是以夫妻、父母和未婚兄弟、

姐妹组成的家庭。联合家庭是以父母和两个以上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此类家庭在新中

国成立前比较普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此类家庭一般维持３年左右
便兄弟分居，另立门户，演变为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

家庭类型大体可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传统型家庭特征是人口多，重男轻

女，夫权思想严重，意识形态保守，封建思想浓厚，接受新事物比较慢，生儿育女价

值观念带有传统性，伦理道德带有封建性，通常是男性家长一人拥有决定权。此种家

庭类型在境内为数不多。现代型家庭特征是小、轻、新。小是家庭人口规模小，特别

是实行计划生育后，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般只有３～４人；轻是家庭
拖累少，负担轻，学习、工作和生活轻松愉快；新是家庭成员的思想意识一改旧的传

统观念，男女平等，互相尊重，思想开放，易于接受新事物。此类家庭是家庭存在的

主体形式。

进入２１世纪，城乡普遍出现子女结婚后与父辈分户或父子同户不同灶的情况。老
人们为的是居住自由方便，儿女们图的是省时间少矛盾，家庭小型化满足了两代或三代

人因生活方式不同和各自对生活的不同需求。赡养老人的方式，城乡普遍是在老人生活

可以自理的情况下，以老人单独居住生活、儿女节假日探望的方式为主，在老人因病生

活不能自理情况下，有随儿女共同生活的，亦有子女轮流赡养的，也有住养老院的，但

仍以居家赡养为主。

７５６第二十四编　社会生活　



第四章　风俗习惯

第一节　生产习俗

全县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水稻、谷子、糜子、荞麦、大豆等，经济

作物主要有苹果、烤烟、油菜籽、桃、梨、枣、西瓜等。

境内农民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事。小麦一般在农历九月底播种，来年五月收割；

玉米清明后播种，当年十月采收；油菜八月播种，来年五月收割；荞麦六月播种，九月

收割；大豆五月播种，九、十月收割。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县委、县政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各乡镇推广种植苹果，塬
区乡镇普遍弃耕务果，农业生产由种植业向栽植业转变。种植业结构的变化，促使农民

生产方式转变，果园管理逐步实现机械化作业，减轻农民劳动强度。随着农业机械化推

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青年人大多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第二节　生活习俗

服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城乡居民服饰开始多元化。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服装款
式多变，喜欢追赶潮流，春秋季多以西服、对襟袄、健美裤、夹克衫、牛仔装为主，夏

季部分穿套裙、西服裙、连衣裙，冬季选择毛呢大衣、风衣、羽绒服等。男子春秋季以

中山装、西服为主，夏季穿背心、短裤、衬衣、Ｔ恤衫，冬季穿呢子大衣、防寒服、羊
皮大衣，多为黑色或蓝色，内穿毛衣或棉衣，也有穿皮衣者。鞋的流行很快，春季以布

鞋、皮鞋、板鞋、回力鞋为主，夏季穿塑料凉鞋、布凉鞋、皮凉鞋等，冬季穿布棉鞋、

大头皮鞋和各种皮棉鞋。布鞋多为平底，有系带、圆口、松紧口、大口子等式样，主要

为黑色、红色条绒。男式皮鞋有平底、半跟等。青年女性多穿半跟或高跟，最常见的颜

色是黑色或棕色。婴儿有穿手工老虎鞋、猫鞋、兔鞋等布鞋的。

２１世纪后，年轻人更加时尚，追求名牌，钟爱流行色。中年男子春秋季穿西服、系
领带，青少年学生喜欢牛仔装，老年人喜欢穿宽松舒适的运动装。夏季个性张扬的女

性，崇尚短裤、短靴、紧身衣裤和旗袍等，冬季时兴保暖内衣和羽绒服。居民服装趋于

品牌化。“伟志”“劲霸”“恒源祥”“七匹狼”“利郎”“海澜之家”“阿迪达斯”“乔

丹”等专业名牌服装专卖店相继在县城出现，人们的服饰消费更注重质量和品牌。部分

人利用节假日去延安、西安名牌店为自己和家人购买衣服，花费少则千元，多则万元。

中青年妇女喜欢佩戴与体貌、服装搭配的金银、玉石耳环、项链、手镯，肩挎或手提各

色小包，热衷使用媒体广告宣传的各类化妆品，部分经济条件好的，定期去美容院

（店）做美容护理。人们穿鞋崇尚品牌，注重美观性和舒适度，款式变化最大的是皮鞋

和凉鞋，有圆头、尖头、平跟、中跟、高跟皮鞋，“红蜻蜓”“惠特”品牌备受青睐。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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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皮质、草编、人造革、超纤维的凉鞋各具特点，红、黄、蓝、紫、绿一应俱全。春

季时兴运动鞋，在中学生中流行各类球鞋。冬季男青年穿保暖鞋，女青年穿高筒靴。颜

色以白色和黑色为主，或红白、蓝白，或黑红、黑白相间，美观大方。

饮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塬面居民仍以小麦为主，川道山地秋杂粮居多，川塬农民
粮食交易多以物易物，调剂余缺，总体上是麦秋各半。２０００年之后，随着 “塬果川菜”

产业格局的形成，加上粮食市场开放多年，外地小麦面粉、杂粮在富县市场上供应充

足，塬面农民已不再种粮，川道农民所种杂粮以出售为主。无论农民还是城镇居民用

粮，均在市场购买，以麦粮为主，杂粮次之。

农民和大部分城镇居民饮食习惯仍然是：中午以面条 （有捞面、和面、蒸面、扯

面、凉拌面、削面）为主，间或调剂食用饺子、麻食、
#

、米饭，早晚以麦面馍、米

汤为主，辅之以包子、饼子及油炸食品等。上班人群中的年轻人，早饭多在快餐店用

餐，品种有包子、油条、油饼、饼子、豆浆、米汤、奶制品等；中午、晚上用餐，根据

家庭和个人习惯喜好而定，不拘一格。县城四季均有夜市，各餐饮点备有烧烤、砂锅、

热凉菜及饼子米饭之类，供人们消遣享用；市场有本地传统风味食品软米馍、黄黄馍、

油糕及外地特色食品，可供选择品尝。

２０１０年，随着餐饮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主食体系及餐饮习惯虽未发生大的变化，
但在饮食结构上更加注重营养，追求科学膳食，注重绿色健康。川菜、湘菜、闽菜等外

来菜系餐馆及农家乐、面馆、羊肉馆、私房菜、火锅店等特色餐馆陆续出现。酒以西凤

系列为主，兼有当地酿造的烧酒。妇女儿童常喝可乐、雪碧、露露等饮料。办理婚礼、

丧仪、寿诞以及除夕聚餐县城选择酒店居多。乡村家庭或自行料理或包办酒席。

住宅　塬面农村民居多为土木结构的瓦房和砖窑，川道多为土窑、石窑；县城居民
多为板房、砖木结构的瓦房、卜壳窑。２０００年之后，城镇居民大多居住楼房，室内布局
有三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有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每户面积一般在８０～１４０平方米，内
部都进行程度不等的装饰装修，水、电、气、暖、宽带、闭路电视线全部入户，计算

机、数字电视、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县政府在沙梁泽慧小区修建经济适用房，供干部

职工购买居住；在茶坊镇刘家沟修建廉租房，低价出租给城镇低收入家庭。农村中一部

分农民修建了砖混结构平板房，房屋外墙正面贴瓷砖，安装防盗门，塑钢玻璃窗；屋内

进行粉刷装饰，厨房、卧室、客厅隔开；配置沙发、茶几、冰箱、电视、洗衣机等；还

修建宽敞漂亮的大门楼，安装铁皮大门，套装小门，方便出行，门额上书 “和为贵”

“平为福” “居之安”等内容。部分农民改造原有砖窑、石窑，修建挑檐，窑面墙贴瓷

砖，内部粉刷装饰，人居环境尤为改观。

出行　１９９０年，自行车普及，为城乡居民平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１９９３年出现
人力三轮车，最早以货运为主，应急出行人们也常乘坐此车。后被汽油三轮取而代之。

村民们自用的拖拉机、农用车也成为交通工具。１９９５年，摩托车拥有量剧增，短短几年
已成为仅次于自行车的代步工具。２０００年以来，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越来越多，人
们出行快捷方便。２００８年后私家车大量涌现，全县拥有私家车１０００余辆，主要品牌有
桑塔纳、长安、五菱、别克、起亚、雪佛兰、现代、丰田、本田、宝马、奥迪等，车型有

小轿车、面包车、越野车，价格从几万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不等，居民出行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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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出县既可在西延铁路线上乘坐火车，也可在包茂高速公路上搭乘汽车。横穿东西

的青兰高速公路和纵贯南北的西延复线铁路通车，为富县人的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富县人素有赶集习惯，特别是农民，利用赶集购买或出售生产及生活用品。２０１０
年，富县有集市１３个，县城阴历每月逢一、五、八过会，羊泉镇每月初五、十二、十
七、二十五、腊月十八过会，牛武镇每月逢七过会，吉子现乡每月逢十、十二、月尽、

腊月二十四过会，钳二乡每月逢四过会，直罗镇每月逢四、八过会，张村驿镇每月逢

三、九过会，北道德乡每月逢二过会，张家湾镇王家角村每月逢六过会，张家湾镇和尚

塬村每月逢一过会，寺仙乡每月逢二、七过会，交道镇每月逢六、十六、二十八过会，

交道镇东茹子村每月逢二过会。

第三节　礼仪习俗

交往　民间交往大致可分三个范畴：亲戚走动，亲戚以嫡亲血缘为纽带，一般姻亲
三辈、族亲五辈之内，彼此有婚丧嫁娶往来，俗称 “行门户”，超过三辈、五辈的范围，

一般不再列入正式门户往来，亲戚关系，慢慢疏远。富县人相聚，喜欢寻问对方家世的

来龙去脉，交流之间就可能因为前几辈一个亲戚关系而喜形于色，气氛顿时融洽起来。

亲戚之间逢年过节彼此往来走动，平常注重彼此看望问候，主要是晚辈携带礼品上门探

望长辈，特别在年节或长辈寿辰之日，几乎必然。也有长辈登门看望晚辈的，只重情

义，不在乎形式，当地有 “亲戚越走越亲”的俗语；邻里关系，富县人普遍遵循 “远亲

不如近邻”的古训，十分重视邻里关系的培养，两辈之间多以 “叔婶”“大爷大婶”相

称，平辈常以哥姐相唤，饭菜相互品尝，农具互相借用，小是小非，互谅互让，在乡村

社会司空见惯。几代人毗邻而居，知根知底，由此产生的彼此信任牢不可破。城市居民

邻里之间，较之其他社区更为亲切，但与乡村社区相比，多停留于礼仪层面，社会交

往，以人情礼仪为纽带，红白喜事，朋友之间彼此往来，人越多越显得事主有人缘，重

情义。因共同爱好组成的社交圈，像书友、画友、球友、酒友、茶友、聊友、棋友等，

彼此经常往来，有 “酒越喝越近，牌越打越远”之说。还有因学习、工作、业务往来形

成的社交圈，像同事、同学、战友、客户等，重以情义交往，彼此交流思想，互吐胸

臆，相互支持，所谓人不亲胜亲；熟人间见面，以礼相待，互致问候，多以工作、生意

以及老人身体、子女学习等情况相询致意。社交场合男士之间互相握手，男女之间一般

点头致礼。亲朋中有人生病住院，一般选择上午探视，遇有灾难的，登门慰问，有现金

资助。近年来除婚丧嫁娶外，乔迁、贺寿、升学、合木、三年、满月、赎身等名目繁多

的民间事务成为人情交往的负担，县委、县政府及时出台政策规定予以引导和规范，民

间礼仪交往日渐恢复常态。

婚嫁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晚婚晚育观念深入人心，男女结婚年龄大体在２４岁左
右。大部分由媒人牵线，自由恋爱者不乏其人，男女双方见面认识，经过一段交往，取

得双方家长同意后，选定日期，在重要亲戚参与见证下举行订婚仪式，交换信物，建立

姻亲关系。将近结婚时要举行行礼仪式，男方通过媒人给女方彩礼，以便女方筹办嫁

妆，彩礼数目经协商而定，一般介于３万至５万元之间，多出现于乡村社会。原先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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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婚礼

吉日一定要请先生择

看，这一习俗正在淡

化。多数青年选择

“五一”“十一”“元

旦”等喜庆之日进

行婚礼。城镇结婚礼

仪变化最大，花车、

礼炮、摄影、婚庆缺

一不可。新娘家备酒

宴款待新郎及随行人

员。席间新郎逐一向

长辈敬酒，给晚辈发

红包。嫁妆随时代变

化，城里人相对新

潮，有大箱、皮箱、自行车、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彩电、空调、电脑、小轿车

等，甚至有送楼房的。农村新娘嫁妆也逐渐水涨船高，从箱子、被褥、梳妆台发展到洗

衣机、彩电、空调、电脑等。农村过去有拉枣子、盖磨碾、摸黑回等风俗，现在时有因

循。过去由姑夫姐夫主持仪式，现在多由同学、战友、同事代之。城镇婚礼现场一般在

酒店，树彩门，贴对联，挂红灯，铺地毯，悬婚照，张灯结彩，气氛喜庆。婚礼开始，

鸣礼炮，喷彩花，新郎身着西装，新娘肩披婚纱，伴随婚礼进行曲，携手并肩，步入婚

姻殿堂。其议程有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叩拜父母，夫妻对拜，互赠信物，喝交杯酒

等。向双方父母行礼时，长辈向新郎新娘发红包。喜宴开席，男方家长和新郎新娘向亲

朋敬酒，同时有点歌助兴。入夜闹洞房，多以性启蒙教育为宗旨。

满月　富县人把婴儿降生一月的庆生仪式称作出满月。婴儿降生，男方要去岳父岳
母家报喜。产妇所住房间门环上要挂红布条，防止外人擅入。男孩提前一天过满月，女

孩则足月足天。满月宴席以女方家客人为上宾，亲戚以红丝线绑烙馍、钱币谓之 “锁”，

祝福永生。送 “虎头鞋”，期望孩子健康成长，虎虎有生气。送碗勺、童车、童装、摇

篮、毛毯、玩具等不一而足。婴儿周岁生日，家人备书笔、针线、鞭子等物，以预测其

爱好、前途、事业。若首抓书笔，视为必是读书之人；若摸针线，认为定是能工巧匠；

若拿牛鞭，将来可能从事农耕。随着生活富裕，人们对婴儿满月、百天、周岁越发重

视，大摆宴席，款待亲朋。孩子稍大，每逢生日，家人都会送蛋糕、买玩具、发红包以

示祝贺。

贺寿　富县人有敬老习俗，人到６０岁，做儿女的就要筹划给老人祝寿。寿诞之日，
买菜割肉蒸白馍，设宴款待祝寿亲朋，一般范围仅限本家和直系血亲。逢到７０、８０整
寿，家道殷实者，贺寿规模、规格较前要高，一般都把祝寿与给老人做棺材一起过，俗

称 “合木”。儿子发起，儿女筹办，遍告亲友，酒席款待。女儿蒸寿桃或买蛋糕，亲朋

买烟酒、糕点，作为孝亲礼物。祝寿之日，主家张灯结彩，音响齐鸣，晚辈向老人叩头

贺寿，敬献礼品，恭诵祝辞。席间，寿星坐上位，众人轮流敬酒，祝老人健康长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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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吃寿面时，晚辈挑几缕面，添入寿星碗内，俗称 “添寿”。有的请名家撰文书丹，

挂牌匾，写寿屏，做寿幛，颂扬寿星功业；有的备鼓乐、请戏班、放电影，营造喜庆气氛；

摄影录像拍照，记录祝寿过程，定格幸福瞬间，留做永久纪念。城里人多在酒店举办祝寿

活动，除传统仪式外，唱祝寿歌、戴寿星帽、吹蜡烛、切蛋糕，喜庆氛围更加浓烈。

丧葬　按富县民间风俗，年过６０者，儿女就要给老人缝寿衣、做棺材。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这一习俗逐渐发生变革，一般多在老人８０岁前先行置办。老人一旦病危将
逝时，家人要为其剃头、洗脚、换寿衣。去世后，儿女头戴孝布，烧下炕纸，移尸灵

堂，摆放祭品，奠酒焚香，昼夜守灵，并在大门口张挂招魂幡。亲朋送花圈、挂黑纱以

路　祭

示悼念。丧主请先生

择日、报丧、定穴、

打墓。讲究 “七不

抬，八不埋”，即埋

葬不能定为农历有七

或八的日子。亲戚闻

报，先行 “吊丧”，

了解丧葬日期，商量

门户之事。外甥和女

婿承担灵牌、中堂、

挽幛、灵车、彩轿、

香烛、猪头、花馍、

花圈、仙鹤、宝莲

灯、金银山等纸扎的

份子钱。丧葬当天，丧主中长子大门外跪迎吊客，亲朋礼祭，孝男灵前叩首还礼。随后

入殓、出门牌、祭丧，根据所择时辰，在写有逝者名讳的 “铭旌”引领下出殡。亲朋邻

里设路祭，路祭一般不少于３位外姓人，以彰显逝者生前人缘。送葬时长子头顶纸灰
盆，其他儿孙、侄儿孙等手持哭丧棍，孝男拉丧孝女扶棺搬丧随行，大放悲声叙说哭

喊。入葬填墓，孝子孝孙们向送葬亲朋一再叩头，以示谢意。按逝者辞世之日计算，每

七天烧纸一次，共烧七次，称 “七七纸”，再百日纸，所谓 “活生日，死百日”，为逝者

安家。一年后烧周年纸，三年烧换服纸，设神位。头年春联用黄纸，二年用绿纸。换服

之日，门贴红对联，灵前烧纸，解脱孝服，并杀猪宰羊，燃放鞭炮以示满服。

第四节　节庆习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俗称过年，远方的儿女都尽可能赶回
家团圆，民间有说法：“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腊月初八可闻到年味，俗称 “吃了腊八

饭，赶紧把年办”。腊月廿三为小年，家家献红公鸡敬灶君爷，年三十请新灶君上位，

照例贴上 “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对联，贡献丰富的祭品，祈求他继续履职。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人们办年基本模式化，家家户户推磨、碾米、摊黄、磨豆腐、杀猪、扫

２６６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屋、糊墙、贴窗花，一直要忙到除夕。２０００年之后，群众经济条件改善，市场物资日益
丰富，置办年货的事项少了许多，两三天即可就绪，甚或年饭都可以在饭店预订，不用

像从前那样忙碌。相比城镇，农村的年味显得更浓一些，妇女们凑在一起轮换着捏鸡捏

兔蒸花馍是必做的大事情。除夕有守岁的习俗，初一有早起鸣炮的惯例，之后一家老小

聚集主房，男丁衣帽齐整，点上香烛，叩拜神灵，祭奠祖先。再由主事男子率子孙到本

家祠堂烧香磕头，祈求神灵降福保佑，而后挨家挨户给村上长辈辞年、拜年。随着手机

通信的普及，短信拜年、视频拜年随之出现，对长辈还是以登门为敬。年夜饭阖家聚

餐，谓之全家福，美味佳肴，十分丰盛，家人欢聚一堂，尽享节日喜悦。大年初一晚辈

给长辈拜年是必走程序。初二看丈人家，女婿女儿全家带礼品向父母拜年，岳父岳母以

家宴相待。县城部分家庭为省心又敬事，多在酒店招待。正月里大村多举办社火，组织

自乐班演唱秦腔，营造节日气氛。在外地或县城工作的人多回农村过年，看望父母，走

访乡邻，款待亲戚。也有去外地与孩子团聚，或春节旅游，还有在外工作者专程接父母

去城市过年。

清明节送花树

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俗称灯节，原来农村多以荞面蒸饺做成形式各样
的十二盏灯，内倒清油、用棉花作芯，放置于房间各角落、门窗之上，寓意当年十二个

月风调雨顺大丰收，人丁兴旺无灾祸等美好愿望。届时家家门口挂红灯笼，吃元宵。元

宵节往往是民间社火大展演的最佳时机，一般过了初七闹社火的村便开始张罗，组织排

练，富县独有的狮子、龙灯、秧歌、竹马、飞锣、霸王鞭等社火各呈异彩，吸引周围十

里八乡群众观看。县政府组织民间社火进城表演，乡镇组织各具特色的彩车造型和民间

艺术表演形式，突出展现苹果、蔬菜、养殖产业成效，车水马龙，万人空巷，热闹非

凡。夜幕降临，燃放烟花，开放灯会，节日夜空五彩斑斓，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民间有

将新出嫁的女子接回娘家过节之习俗，谓之 “躲灯”。

炼疳　正月月尽，将玉米、豆子、大米、面疙瘩爆花，制作麻疙瘩，调剂正月的油
腻口味，同时意味着年已过完该做农活了。各家各户在院子以干柴、荆棘燃放篝火，并

将小孩或枕头、被

褥、衣物从火上跨过

谓之 “炼疳”，以示

驱病消灾之意。

清明节　每年的
清明节农历无定日，

公历多为 ４月 ５日，
为全民扫墓祭祖节

日，国家规定放假 １
天。清明节时，同姓

人丁集于本族祠堂，

共祭先祖，再分户拜

老坟，此俗 “文化大

革命”后中断。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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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９０年代，民间一些大姓户族又开始重视清明祭祀活动，族户轮流主办，届时挂出
保存的列祖列宗图像卷轴，合族公祭。２０００年后，陆续出现重修家族祠堂现象，内设始
祖画像、功德事略、族规族训、经典语录、辈出人才等板块，祭台供品一应俱全。祭拜

坟墓称上坟，必备供品有 “罐罐馍”，内包鸡蛋，表面有猪头、燕子、麦草垛等造型，

今普遍沿用。届时男主人携带罐罐、献饭、烧纸、花树，跪拜祭坟，敬献供品，给坟茔

培土，插花树，植松柏。给坟头插花树是富县清明祭祀特有的方式，花树由主人或专营

者事先备好两米左右的柳枝，将各色纸花装饰于树枝梢头，用各色彩纸缠绕树枝，制作

成花红柳绿花树栽于坟上，寓意夏季将至，给逝者以乘凉解暑。上坟后折柏树枝带回家

置于灶前以示吉祥，戴于子女耳上寓意祛病消灾。“打秋千”之习俗一直沿袭，人们用

废旧车胎、麻绳等器材将秋千缚于院落或村中空地，姑娘、媳妇、小孩子乐此不疲。清

明节前后，机关干部及中小学生有组织地分批前往烈士陵园扫墓，向烈士敬献花圈花

篮，瞻仰烈士纪念馆，缅怀烈士英雄事迹和革命斗争史，接受爱国主义传统教育，赋予

清明节新的内涵。

端午节　端午节，传说为纪念民族先贤屈原而设立。当日人们要采鲜艾枝、麦子苗
插于门窗，以避邪祛灾，庆祝丰收。饮雄黄酒，并涂于小儿七窍，以防毒虫近身。端午

节沿袭千年的习俗各地不尽相同，富县最具代表性的有戴荷包，把香香草研成粉，装入

用手工缝制的五色布袋，形状有菱形、柿形、桃形、鸡心形，缀于儿童衣襟以驱疫病。

婴幼儿则多在手腕、脚腕、脖项系五色彩线。蒸甑糕，以糯米或软黄米为原料，置于瓦

盆内，加以红枣、葡萄干、瓜子仁，文火慢焖。上桌前可伴以红糖或白糖，糯软香甜，

老少皆宜。包粽子，采鲜苇叶、干马莲草，淘洗糯米浸泡，手工包制，实之以枣，系之

以草，上锅蒸熟，食之爽口。富县民谣：“端午时节粽儿香，采来艾叶插门窗，艾叶随

着风儿扬，为你避邪保安康。”

泼山　农历六月六日，女儿带上新麦磨的面粉做成的拌汤，采摘时令香瓜水果，专
程赶到逝者坟前，摆放供品，泼洒坟冢，为亲人尝新、解渴，聊表女儿孝心。代代相

因，沿袭至今。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时值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月亮崇拜是中华远古文明的
重要内容，中秋节由此演化而来。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家家户户都会在院子里摆放月

饼和各种水果，并燃香祝词，祭拜月神，以感恩月光普照，福泽生灵。大人们会借此机

会讲述 “广寒仙宫”“吴刚斫桂”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秋节代表性食品为月饼、枣

馍，几乎家家必备。自制月饼多以面粉拌上核桃仁、花生碎、青红丝、芝麻、白砂糖为

馅料，烘烤用模具压制而成。超市月饼有豆沙、枣泥、果酱，外饰图案、烘烤而成。枣

馍有宝塔形、月牙形。

寒衣节　农历十月初一，日落时分，孝男孝女将以纸絮棉做成的 “棉衣”，配以鞋

袜帽等御寒用品，坟前焚化，谓之 “送寒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儿女们尽孝须亲力亲
为，手工制作。２０００年之后，纸花店有成品出售，成为绝大多数人选择的代用品。

腊八节　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原为佛祖成道之日，也称 “法宝节”，是佛教

盛大节日之一。其原始寓意逐疫迎春，新旧交替。此日煮粥为食，约定俗成。民间谚语有

“腊八粥，一直吃到年尽头”之说，意为当年有余，来年丰登，正是其民俗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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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上老杆

除夕　农历腊月
月尽称除夕。贴春

联、挂红灯、贴窗

花、挂年画，家家必

备。在外工作、当

兵、上学的，特别是

常年外出务工的，一

般会在除夕之前赶回

家。年夜饭先吃细长

面，叫钱串串，期盼

好日子一年更比一年

强。午夜子时前，男

人以家族为单位，聚

集祠堂或长辈家中辞

年。随后全家开始正

式年夜聚餐，餐桌必有鸡鱼，象征大吉大利，年年有余。餐罢吃糖果，看春晚，包饺

子。长辈要给儿孙发压岁钱，也有赠书和学习用品，勉励孩子们发奋学习。全家欢聚，

同享天伦，共度年节，俗称熬年。待零点钟声敲响，爆竹烟花齐放，欢庆一元复始。

法定节日　元旦节、“三八”妇女节、“３·１２”植树节、“五一”劳动节、“五四”
青年节、“六一”儿童节等，一般由社会团体组织，举行相关活动。１９９０年之后，从国
外传入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光棍节对本地有所影响，年轻人开始讲究

过所谓的洋节日，但并非主流。

第五章　方音方言

第一节　方　音

富县地域的语言，属关中东部语系，和北部邻县甘泉语音截然不同。县境北部洛

河川上游黄甫店一带的老户属富县语音，黄甫店以北则为陕北语音。葫芦河上游的直

罗、张家湾人口构成复杂，多属外籍，语音与地道的富县方音存在明显区别。除南部

吉子现乡受洛川语音影响，南道德乡与黄陵隆坊语音相近，其他乡镇的语音无较大

差别。

普通话中，韵母为 ａｉ、ａｏ、ａｎ、ａｎｇ的汉字，富县话则在韵母前加声母 ｅ组设。
“我”字普通话读 ｗｏ，富县话为 ｅｏ，因此富县话中的 ｅ即为韵母，有时又变成声母。

普通话中ｄｅ、ｔｅ、ｌｅ、ｎｅ、ｇｅ、ｋｅ、ｈｅ等汉字，富县话 ｄｅ、ｔｅ、ｎｅ、ｌｅ的韵母全变
为ｅｉ；ｋｅ、ｇｅ、ｈｅ等字韵母全变为 ｕｏ。楼 （ｌｏｕ）庐 （ｌｕ）不分，ｌｕ、ｌｏｕ无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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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音全拼成ｌｏｕ。如炉、芦、鲁、路、露韵母全变作ｏｕ。
驴 （ｌü）鱼不分，全读ｙｕ。
墨ｍｏ读成ｍéｉ（没），没ｍｅｉ读成ｍò（墨）。
容ｒｏｎｇ、云ｙｕｎ、庸ｙｏｎｇ不分，均变成ｙúｎ。
闰、润和茸、绒ｒｏｎｇ不分，均变成 〔ｙｉ〕ōｎｇ〔ｙｉ〕óｎｇ
崖ｙａ、挨ａｉ、奶ｎａｉ不分，均读ｎáｉ。
如、汝、入均读为 〔〕ｕ。
色、虱ｓｈｉ不分，均读ｓｅｉ。
相当一部分以ｚｈ、ｃｈ、ｓｈ为声母的字在富县话中变成 ｚ、ｃ、ｓ为声母，如中、茶、

史。束、属、叔、塾等字普通话读ｓｈｕ，富县话全读为ｓｏｕ。
蔬、书普通话全读ｓｈｕ，富县话分为ｓｏｕ、ｓｕ。
苏、搜不分 （ｓｕ、ｓｏｕ）全读ｓｏｕ。
有时以ｚ、ｃ、ｓ为声母的字变为以 ｊ、ｑ、ｘ为声母了。如尊、村、俗等字，有不少

以ｚｈ、ｚ为声母的字变为 ｃｈ、ｃ为声母的字，如丈、寨。有时以 ｃｈ、ｃ为声母的字，富
县话却变为ｚｈ、ｚ、ｓｈ、ｓ为声母了，如颤、雏、尝、船。有时以 ｓｈ、ｓ为声母的字，富
县话变为ｚｈ、ｚ、ｃ为声母了，如赡、骚、怂。不少以ｂ、ｄ、ｊ、ｘ为声母的字变为 ｐ、ｔ、
ｑ、ｈ为声母了，如白、豆、旧、杏。

第二节　方言音系

声母　３２个，包括零声母

ｐ八兵 ｐｈ派爬片病 ｍ麦明 ｆ飞风副峰肥饭 ｖ味问温王

ｔ多东 ｔｈ讨 ｎ脑南 ｌ老蓝连路

ｔｓ资早租竹争纸 ｔｓｈ刺草寸字贼祠拆茶抄初 ｓ丝三事山 ｚ肉褥～子

?张 ?ｈ抽车汽～春城 手十 热

ｔ装主 ｔｈ坐柱床船 （文） 双船 （白）顺书 软

低底 ｈ天甜毒

ｔ酒九 ｔｈ清全轻权 年泥 酸想谢响县

ｋ高共 ｋｈ开 熬安 ｘ好～坏灰活

′月云用药

　　注：１上表 ［］［ｚ］为据音系之外的例字补充的音位。

２声母 ［ｐｈ］有时摩擦较重。唇齿音 ［ｖ］大部分人的发音实际音近 ［］。

３［ｔｔｈ］是一个近于舌尖和舌叶间的音，发音特征是：舌叶隆起的同时舌尖上翘。

４［］拼个别齐齿呼，［ｔ］拼大多数齐齿呼和所有开口呼、合口呼。［ｈ］拼齐齿呼，［ｔｈ］拼开、合二

呼，二者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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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母　３５个，包含声化韵 ［ｖ′］。

师丝试

十直尺日 （文） ｉ米戏急七一锡 ｕ苦五猪骨出谷稻～ ｙ雨橘局

ｅＩ赔飞北色白 ｕｅＩ对鬼国

ｅ开排鞋 ｉｅ戒街岩～石 ｕｅ快

ｉ写接贴节

ａ茶瓦塔法辣八 ｉａ牙鸭 ｕａ刮

热 ｕｏ歌坐过盒活托郭壳 ｙｏ靴月药学

宝饱 ｉ笑桥

疙～瘩核～桃蛤～蟆

ｏｕ豆走 ｉｏｕ油六绿

～南山半 ｉ～盐年 ｕ～短官 ｙ～权

ɑ糖王 ｉɑ响讲 ｕɑ床双

深根灯升争 ｉ心新硬病星 ｕ滚春横东 ｙ寸云～彩兄用

ｖ′乌～云

?儿二耳日 （白）

　　注：１上表 ［ｉ］［］［ｖ］为据音系之外的例字补充的音位。

２［ｕ］介音在声母 ［ｆ］［ｖ］后丢失。（韵母 ［ｕ］在声母 ［ｖ］后实际音值是 ［］）［ｕ］［ｕｏ］中的 ［ｕ］

在 ［ｐ　ｐｈ　ｍ］后常带明显的唇齿色彩，实际音近 ［ｖ］ （有时近 ［］，介音 ［ｕ］个别时候丢失）。韵母

［ｕ］及介音 ［ｕ］在声母 ［ｔ　 ｔｈ　　］后实际音值舌位较前，近 ［］。［ｕ］韵在零声母后常带上唇齿

色彩，发音特征是：发音过程中从双唇音 ［ｕ］快速滑向唇齿音 ［ｖ］，可记作 ［ｕｖ］，如 “吴ｕｖ２４”。

３大部分人的 ［ｙ］韵舌位偏央。

４韵母 ［ｅＩ　ｕｅＩ］实际音近 ［ｅ　ｕｅ］。

５韵母 ［ｅ］逢上声 ［５３］、去声 ［４４］时舌位稍高，实际音近 ［Ｅｅ］，逢阴平 ［３１］、阳平 ［２４］时仍

是 ［ｅ］。韵母 ［］逢上声 ［５３］、去声 ［４４］有明显的韵尾，实际音近 ［ｏ］，逢阴平 ［３１］、阳平

［２４］时仍是 ［］。

６韵母 ［～　ｉ～　ｕ～　ｙ～］实际音近 ［　ｉ　ｕ　ｙ］。韵母 ［ɑ　ｉɑ　ｕɑ］实际音值近 ［ɑ～　ｉɑ～

　ｕɑ～］。［］尾韵前的主元音带有一定程度鼻音色彩。

声调　４个。
阴平３１　东开百切麦
阳平２４　门没红毒罚
上声５３　古统老苦有
去声４４　罪半快路树
说明：阳平 ［２４］有时尾音略降，实际音近 ［２４２］，如 “侄”音近 ［?ｈ２４２］，

“实”音近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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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词　汇

天文地理

雷　呼雷ｘｕ５３ｌｕｅＩ３１

冰雹　冷子ｌ５３ｔｓ３１

露　露水ｌｏｕ４４ｕｅＩ３１

虹 （统称）　虹ｔｉɑ４４

暴雨　白雨ｐｈｅＩ２４′ｙ３１

沙尘暴　黄风ｘｕɑ２４ｆ３１

圪崂 （山窝）ｋｈ５３ｌ３１

砭 （石崖下有小径的地方）ｐｉ～５３

小山头　咀ｔｕｅＩ５３

崾 （
$

）（连接两山间的象马鞍的地方）′ｉ４４ｉ～３１

缓坡 （斜坡状）　
%

坡子ｈｉ４４ｐｈｖｏ３１ｔｓ３１

悬崖　立崖／洪崖ｌｉ３１ｎｅ２４／ｘｕ２４ｎｅ２４

水沟、水渠　壕ｘ２４

角落 （偏僻的地方）　背旮旯ｐｈｅＩ４４ｋｈ３１ｌ３１

角角落落　旮里旮旯ｋ３１ｌｉ２４ｋ３１ｌ３１

物质物象

水泥 （旧称）　洋灰′ｉɑ２４ｘｕｅＩ３１

开水 （喝的）　煎水ｉ～３１ｕｅＩ３１

磁铁　吸铁石ｉ３１ｈｉ３１２４

水泉　泛水泉子ｆ～４４ｕｅＩ３１ｈｙ～２４ｔｓ３１

黑土　炉土ｌｏｕ２４ｔｈｕ３１

土块儿　胡基ｘｕ２４ｈｉ３１

尘土 （路面上较厚的）　溏土ｔｈɑ２４ｔｈｕ３１

红土 （一种黏性非常强、质地坚硬的）　胶泥ｉ３１ｉ３１

灰尘 （网状或絮状的）　烟雾串串′ｉ～３１′ｕｖ３１ｔｈｕ～４４ｔｈｕ～３１

时间方位

什么时候　几时ｉ５３ｓ３１／几家番ｉ５３ｉａ３１ｆ～３１／几家ｉ５３ｉａ３１

现在　阵儿?～ｒ５３

去年　年时ｉ～２４ｓ３１

昨天　夜儿′ｉ?５３

前天　前儿ｈｉ～ｒ２４２

大前天　先前儿ｉ～４４ｈｉ～ｒ３１

上午　前晌 （约８：００—１１：００）ｈｉ～２４ɑ３１

中午　晌午 （约１１：００—１３：３０）ɑ３１ｖｏ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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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后晌 （约１３：００—１７：００）ｈｉ～２４ɑ３１

傍晚　麻子眼ｍａ２４ｔｓ３１ｉ～３１

白天　白曳ｐｈｅＩ２４′ｉ３１

除夕　月尽′ｙｏ３１ｈｉ４４

历书　历头ｌｉ３１ｔｈｏｕ３１／老黄历ｌ５３ｘｕɑ２４ｌｉ３１

阴历　古历ｋｕ５３ｌｉ３１／农历ｌｕ２４ｌｉ３１

元旦　阳年′ｉɑ２４ｉ～２４

立春　打春ｔａ５３ｔｈｕ３１

正月初五　五穷′ｕ５３ｈｙ３１

正月初七　人七２４ｈｉ３１

大月 （农历有三十天的月份）　大尽ｔａ４４ｈｉ３１

小月 （农历有二十九天的月份）　小尽ｉ５３ｈｉ３１

年景　天年ｔｈｉ～３１ｉ～２４

刚才　先头ｉ～３１ｔｈｏｕ２４

昨晚　夜晚上′ｉ４４ｖ～５３ɑ３１

五黄六月 （农历五六月间最炎热的时候）′ｕｖ５３ｘｕａ３１ｌｉｏｕ２４
′ｙｏ３１

地方　阿搭′ａ５３ｔａ３１

家里　屋里头′ｕｖ３１ｌｉ５３ｔｈｏｕ３１

城里　城□?ｈ２４ｘｕｏ５３

末尾 （排队排在～）　后梢ｘｏｕ４４ｓ３１／尾巴ｐａ４４
′ｉ５３

里面　里头ｘｕ?５３

上面、表层　浮皮儿ｆｕ２４ｐｈｉｒ２４

顶端 （物体的最高处）　脑脑ｎ５３ｎ３１

边缘　畔畔ｐｈ～４４ｐｈ～３１

里面 （最里边的地方。如 “窑～）　后掌ｘｏｕ４４?ɑ５３

正对面　端对面ｔｕ～３１ｔｕｅｉ４４ｍｉ～４４

植物动物

笋　莴笋ｖｏ３１ｙ３１

藤　蔓蔓儿ｖ～４４ｖ～ｒ３１／蔓子ｖ～４４ｔｓ３１

高粱　 黍ｔｈ３１ｕ３１

油菜　菜子ｔｓｈｅ４４ｔｓ３１

香菜　芫荽′ｉ～２４ｙ３１

西红柿　洋柿子′ｉɑ２４ｓ４４ｔｓ３１

胡萝卜　黄萝卜ｘｕɑ２４ｌｕｏ２４ｐｈｖ３１／红萝卜ｘｕ２４ｌｕｏ２４ｐｈｕ３１

南瓜 （扁圆形或梨形，成熟时赤褐色）　倭瓜ｖｏ３１ｋｕａ３１

藕　莲菜ｌｉ～２４ｔｓｈｅ３１

文冠果　母瓜ｍｖ５３ｋｕａ３１

桑葚　桑枣ｓɑ３１ｔ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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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　酸子溜ｙ～３１ｔｓ３１ｌｉｏｕ４４

蕤核 （仁）　马茹子ｍａ５３ｕ３１ｔｓ３１

山荆子　水楸子ｕｅＩ５３ｈｉ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白梨　罐梨ｋｕ～４４ｌｉ２４

臭椿　樗树ｈｙ３１ｕ４４

香椿　椿芽 （当地主要产臭椿，香椿树少）ｔｈｕ３１ｉａ３１

甘草　甘草根ｋ～３１ｔｓｈ２４ｋ３１

马齿笕　胖娃娃草ｐｈɑ４４ｖａ２４ｖａ３１ｔｓｈ５３

藜草　灰鑋ｘｕｅＩ３１ｈｉ３１

独行菜　麦喇喇菜ｍｅＩ３１ｌａ３１ｌａ３１ｔｓｈｅ４４

芦苇　苇子′５３ｔｓ３１

油柏的叶子　柏朵ｐｅＩ３１ｔｕｏ３１

车前草　车坨坨?ｈ３１ｔｈｕｏ３１ｔｈｕｏ３１

黄花菜　针金?３１ｉ３１

鸦片、罂粟　洋烟′ｉɑ２４
′ｉ～３１

蒲公英　圪努ｋ２４ｎｏｕ３１

麦麸　麸子ｆｕ３１ｔｓ３１

麦壳　麦苡子ｍｅＩ２４′ｉ３１ｔｓ３１

麦草垛　麦秸支ｍｅＩ３１ｉ～３１ｔｓ４４

蓖麻　老麻子ｌ５３ｍａ２４ｔｓ３１

踰儿 （高粱细茎，晾晒干后可制作篦子）ｉ～ｒ５３

蛇 （统称）　长虫?ｈɑ２４ｔｈｕ３１

鸟儿 （飞鸟，统称）　雀雀ｈｉ５３ｈｉ３１

麻雀　雀儿ｈｉｒ５３

喜鹊　野雀子′ｉ５３ｈｉ３１ｔｓ３１

乌鸦　老鸹ｌ５３ｖａ３１

鸽子　脯鸽ｐｈｖ２４ｋｕｏ３１

猫头鹰　悻吼ｉ４４ｘｏｕ３１

老鹰　饿老子ｕｏ４４ｌ３１ｔｓ３１

啄木鸟　
&

树嘣嘣ｈｉ～３１ｕ４４ｐ２４ｐ３１

布谷鸟　咕咕虫儿ｋｕ４４ｋｕ４４ｔｈｕ～ｒ２４２

小黄鹰　鹞子′ｉ４４ｔｓ３１

虫子 （统称）　牛牛ｉｏｕ２４ｉｏｕ３１／虫虫ｔｈｕ２４ｔｈｕ３１

屎壳郎　屎八牛儿ｓ５３ｐａ３１ｉｏｒ２４２

蝴蝶 （统称）　蛾儿ｕ?２４２

蜜蜂　蜂儿ｆ～ｒ３１

蜂蜜　蜂糖ｆ３１ｔｈɑ３１

知了 （统称）　喂呜 （拟声词）ｖｅＩ４４′ｕｖ３１／知了虫ｔｓ３１ｌｉ３１ｔｈ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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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瓢虫　送饭老婆ｕ４４ｆ～４４ｌ５３ｐｈｖｏ３１

蝗虫　飙踪ｐｉ４４ｔｕ３１

蚂蚁　蚍蜉蚂ｐｈｉ２４ｆ３１ｍａ５３

蚯蚓　曲蛇子ｈｙ３１３１ｔｓ３１

蜈蚣　蚰蜒′ｉｏｕ２４′ｉ～３１

蜗牛　蜗蜗牛儿ｋｕａ４４ｋｕａ４４ｉｏｒ２４２

蚊子 （统称）　蠓子ｍ５３ｔｓ３１

蚱蜢　蜢豽ｍ２４ｔｓ～２４

跳蚤 （咬人的）　虼蚤ｋ２４ｔｓ３１

虱子　虱ｓｅＩ３１

痹虫　草虱ｔｓｈ５３ｓｅＩ３１

蚌类　海螺儿ｘｅ５３ｌｕ?２４２

青蛙 （统称）　癞蛤蟆ｌｅ４４ｘ２４ｍａ３１

癞蛤蟆 （表皮多疙瘩）　钉子蛤蟆ｔｉ３１ｔｓ３１ｘ２４ｍａ３１

獾□'

ｔｈｕ～３１

家畜家禽

公牛 （统称）　犍牛 （阉过）ｉ～３１ｉｏｕ２４

种牛　 牛ｐｈｖｏ３１ｉｏｕ３１

母牛 （统称）　牲牛ｓ５３ｉｏｕ２４

放牛　挡牛ｔɑ４４ｉｏｕ２４

骡马　头口ｔｈｏｕ２４ｋｈｏｕ３１

公马　儿马子′?２４ｍａ３１ｔｓ３１

母马　骒马ｋｈｕｏ４４ｍａ５３

种驴　叫驴ｉ４４
′ｙ２４

母驴　草驴ｔｓｈ５３
′ｙ２４２

种羊、头羊 （领头：陕北有拦羊的习俗）　骚胡ｓ３１ｘｕ３１

公羊　羯子ｉ３１ｔｓ３１

母羊　母子ｍｖ５３ｔｓ３１

种猪 （配种用的公猪）　角猪ｙ０３１ｔｕ３１

公猪 （成年的，已阉的）　牙猪ｉａ２４ｔｕ３１

母猪 （成年的，未阉的）　老猪婆ｌ５３ｔｕ３１ｐｈｖｏ３１

猪崽　猪儿子ｔｕ３１
′
?２４ｔｓ３１／猪娃儿ｔｕ３１ｖａｒ２４２

养猪　喂猪ｖｅＩ４４ｔｕ３１

公猫　郎猫儿ｌɑ２４ｍｒ２４

母猫　咪猫儿ｍｉ５３ｍｒ２４２

公狗　牙狗ｉａ２４ｋｏｕ５３

孵 （～小鸡）　蘄ｐｈｖ４４

阉 （～公、母的猪）　劁ｈｉ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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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种 （母猪）　跑窝子ｐｈ２４ｖｏ３１ｔｓ３１

配种 （鸡）　踏蛋ｔｈａ２４ｔｈ～４４

配种 （母羊）　打圈ｔａ５３ｈｙ～４４

房舍器具

胡同 （统称：一条～）　巷儿ｘɑ～ｒ３１

街道　街上ｉｅ３１ɑ３１

灶 （统称）　灶火ｔｓ４４ｘｕｏ３１

厕所 （旧式的，统称）　茅房ｍ２４ｆɑ３１

垃圾　脏物ｔｓɑ３１ｖｏ３１

墙 （房子东西两面的）　山墙ｓ～３１ｈｉɑ３１

墙 （院子南面的）　边墙ｐｉ～３１ｈｉɑ３１

畔 （院墙外的场院的边沿）　硷畔ｉ～５３ｐｈ～４４

房子 （只有一边房檐的）　厦子ｓａ５３ｔｓ３１

檩 （左右方向的）　檩条儿ｌｉ５３ｈｉｒ２４２

房梁　
(

子ｆｕ２４ｔｓ３１

门楣　门脑ｍ２４ｎ５３

门框　门戕ｍ２４ｈｉɑ４４

炕沿　炕栏ｋｈɑ４４ｌ～２４

炕裙　炕围子ｋｈɑ４４ｖｅＩ２４ｔｓ３１

脚地 （房子里的地面）ｈｙｏ２４ｈｉ３１

门攒 （门楣上的两个装饰）ｍ２４ｔｓ～５３

灶火 （灶后堆置柴草的地方）ｔｓ４４ｘｕｏ３１

锅旮旯 （灶台上靠墙的空间）ｋｕｏ３１ｋｈ５１ｌ３１

棉絮　花 （新的）ｘｕａ３１／套子 （用旧的）ｔｈ４４ｔｓ３１

抽屉 （桌子的）　抽匣子?ｈｏｕ５３ｘａ３１ｔｓ３１

风箱　风限ｆ３１ｘ～３１

斧头 （木匠的专用）　偏斧ｐｈｉ～３１ｆｕ３１

凳子 （统称）　凳子 （较高，无靠背）ｔ４４ｔｓ３１／
床床 （较低，无靠背）ｔｈｕɑ２４ｔｈｕɑ３１／
杌子 （较高，承重力较强）′ｕｖ３１ｔｓ３１

马扎儿 （一种可折叠的、无靠背的小凳子）ｍａ５３ｔｓａｒ３１

瓢 （舀水的）　马勺ｍａ５３ｓｏ２４

水缸　瓮ｖ４４

坛子 （装酒的～）　罐罐ｋｕ～４４ｋｕ～３１

瓶子 （装酒的～）　瓶瓶ｐｈｉ２４ｐｈｉ３１

漏斗 （引流油用的）　油溜子′ｉｏｕ２４ｌｉｏｕ４４ｔｓ３１

罐子 （装油用的）　油墩子′ｉｏｕ２４ｔｕ３１ｔｓ３１

汤匙　勺 （大的）ｕｏ２４／勺勺 （小的）ｕｏ２４ｕｏ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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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碗 （特大的）　老碗ｌ３１ｌｖ～３１

火柴　洋火′ｉɑ２４ｘｕｏ５３

暖水瓶　电壶ｔｉ～４４ｘｕ２４

水杯　缸子ｋɑ３１ｔｓ３１

烧水壶　燎壶ｌｉ５３ｘｕ２４

蓖子　蓖梳子ｐｈｉ４４ｓ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小盒子　匣匣ｘａ２４ｘａ３１

擀面杖　擀杖ｋ～５３?ｈɑ３１

切面刀 （较长，一边带把的）　蛈面刃儿ｌｉ２４ｍｉ～４４～ｒ５３

礤子 （厨具的一种。把萝卜、土豆等擦成丝）ｔｓｈａ３１ｔｓ３１

针线笸箩 （口径一尺左右的小圆筐，用来盛放缝衣工具）?３１ｉ～３１ｐｈｖ２４ｌ～３１

拨子 （拧细绳的工具）ｐｖｏ３１ｔｓ３１

猪胰子 （用猪的胰脏、猪油及少许洗衣粉、明矾、香皂等和在一起制成）ｔｕ３１
′ｉ４４ｔｓ３１

服饰饮食

肚兜　裹肚子ｋｕｏ５３ｔｈｕ３１ｔｓ３１

口袋 （衣服上的）　衩衩ｔｓｈａ３１ｔｓｈａ３１

围裙　
)

裙子ｔｓｈ２４ｈｙ３１ｔｓ３１

尿布　尿醈醈ｉ４４ｈｉ３１ｈｉ３１

靴帮、袜筒　豄豄ｉ４４ｉ３１

梳头　梳头 （统称）ｓｏｕ３１ｔｈｏｕ２４／梳撅儿 （特指女性）ｓｏｕ３１ｙ?５３

寿衣　老衣ｌ５３
′ｉ３１

米饭　干饭 （直接蒸熟）ｋ～３１ｆ～３１／捞饭 （米先在水里煮，再上锅蒸）ｌ２４ｆ～３１

馒头 （无馅的，统称）　馍馍ｍｖｏ２４ｍｖｏ３１

锅盔　烙馍馍ｌｕｏ３１ｍｖｏ２４ｍｖｏ３１

酵母 （农家自制的）　酵子ｉ４４ｔｓ３１

饭食 （总称）　茶饭ｔｓｈａ２４ｆ～３１

饺子　疙瘩子 （统称）ｋ３１ｔａ３１ｔｓ３１／
煮角子 （水饺）ｔｕ５３ｙｏ３１ｔｓ３１／
蒸角子 （蒸饺）?３１ｔｙｏ３１ｔｓ３１

馄饨　扁食ｐｉ～５３３１

馅儿　馅子ｘ～４４ｔｓ３１

料汁　蘸蘸儿ｔｓ～４４ｔｓ～ｒ３１

臊子　汤ｔｈɑ３１

抿节　抿浆５３ｉɑ３１

烩饼　胡拨ｘｕ２４ｐｖｏ３１

菜卷 （一种面食）　紫卷子ｔｓ３１ｙ～３１ｔｓ３１

豆面　炒面ｔｓｈ５３ｍｉ～３１

臊子面　捞面ｌ２４ｍｉ～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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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 （软糜子面做的豆包）　软馍ｕ～５３ｍｖｏ４４

淀粉　粉芡儿ｆ５３ｈｉ～ｒ５３

年货 （春节用食）　年食子ｉ～２４３１ｔｓ３１

水果糖　洋糖′ｉɑ２４ｔｈɑ２４

猪血 （当菜的）　猪血黄儿ｔｕ２４ｉ３１ｘｕɑ～ｒ２４２

香烟　纸烟ｔｓ５３
′ｉ～３１

白酒　烧酒３１ｉｏｕ３１／辣酒ｌａ３１ｉｏｕ５３

葡萄酒、香槟　甜酒ｔｈｉ～２４ｉｏｕ５３

沏 （～茶）　泼ｐｈｖｏ３１

吃晚饭　喝汤ｘｕｏ２４ｔｈɑ３１

吃 （～饭）　 （狼吞虎咽）ｔｉ２４／吃?ｈ３１

抽 （～烟）　吃?ｈ３１

盛 （～饭）　舀′ｉ５３

夹 （用筷子～菜）　抄ｔｓｈ３１

豆豉 （发酵的豆瓣，加以佐料团成球形）ｔｈｏｕ４４３１

罐罐 （馒头的一种。生鸡蛋放入面团中蒸制，上面装饰特定形状的面花。多是麦

垛、牛头、孵小鸡的场景等，象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ｋｕ～４４ｋｕ～３１

枣角子 （将发酵的面团擀成较薄的圆形，一边铺上红枣，另一边对折，上锅蒸制而

成）ｔｓ５３ｙｏ３１ｔｓ３１

鸡血面 （鲜鸡血与面和好，上屉蒸熟，煮食）ｉ２４ｉ３１ｍｉ～４４

杂面 （用豆类与小麦和在一起磨成面粉做成的面条）ｔｓｈａ２４ｍｉ～３１

身体医疗

额头　眉骨颅ｍｉ２４ｋｕ３１ｌｏｕ３１

脸 （洗～）　眉眼 （没～：不要脸）ｍｉ２４ｉ～３１

后脸勺　脑把子ｎ５３ｐａ４４ｔｓ３１

哑门　绞家窝儿ｉ５３ｉａ２４ｖ?３１

眉毛　眼眉ｉ～５３ｍｉ２４

睫毛　眼眨毛儿ｉ～５３ｔｓａ３１ｍｖｒ２４２

鼻涕 （统称）　鼻脑子ｐｈｉ２４ｎ５３ｔｓ３１

擤 （～鼻涕）　洗ｉ５３

口水 （～流出来）　涎水ｘ～３１ｕｅＩ３１

肘关节　胳肘拐儿ｋ３１?ｏｕ３１ｋｕｒ５３

腋窝　胳膊窝儿ｋ３１ｐｖｏ２４ｖ?３１

拳头　锤头子ｔｈｕｅＩ２４ｔｈ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大拇指　老拇指头ｌ５３ｍｖ２４ｔｓ３１ｔｈｏｕ３１

膝盖 （指部位）　圪膝盖儿ｋｈ２４ｉ３１ｋ?５３

肚脐　脖脐窑儿ｐｈｖ２４ｔｈｉ３１
′ｉｒ２４２

屁股　沟子ｋ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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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　沟门子ｋｏｕ３１ｍ２４ｔｓ３１

茧　死肉５３ｚｏｕ３１

病了　有了疾式了′ｉｏｕ５３ｌｉ３１ｈｉ２４３１ｌｉ３１／难过ｎ～２４ｋｕｏ４４

大舌头　秃舌子ｔｈｕ５３３１ｔｓ３１

鼻塞 （鼻子不通气）　?ｎɑ４４

消化不好　生食气ｓ３１３１ｈｉ３１

拉肚子　跑肚子ｐｈ２４ｔｈｕ４４ｔｓ３１

化脓　痨发ｌ２４ｆａ３１

疮　疴疴ｋｈｕｏ５３ｋｈｕｏ３１

痣 （凸起的）　瘊子ｘｏｕ２４ｔｓ３１

拔火罐　瓯罐儿ｏｕ３１ｏｒ３１

皴列　绽裂子ｔｓ～２４ｌｉ３１ｔｓ３１

诊脉　拈脉ｉ～２４ｍｅＩ３１

婚丧信仰

媒人　说媒的ｕｏ３１ｍｅＩ２４ｔｉ３１

相亲　看相ｋｈ～４４ｉɑ４４

娶妻子 （男子～，动宾）　娶媳子ｔｓｈ５３ｉ２４ｔｓ３１

订婚　爽礼 （订婚过程中男女双方互通彩礼）ｕɑ２４ｌｉ５３

说彩礼　咬干湿ｉ５３ｋ～２４３１

迎亲的人　娶新的 （多是七个，已婚者或有男孩者首选）ｔｓｈ５３ｉ３１ｔｉ３１

送亲的人　送女的 （多是七个，已婚者或有男孩者首选）ｕ４４ｙ５３ｔｉ３１

盘子 （男方到女方迎亲时带的兔形花馍）ｐｈ～２４ｕ３１ｔｓ３１

闹新房　骚房ｔｓ３１ｆɑ２４

怀孕　有啥了′ｉｏｕ５３ｓａ３１ｌｉ３１

分娩　坐月ｔｈｕｏ４４
′ｙｏ３１

断奶　隔奶ｋｅＩ３１ｎｅ５３

追节 （女儿出嫁后，娘家人会在前三年的清明节去女儿的家里为其过节）ｔｕｅＩ２４ｉ３１

拜客 （新人在婚后第二天上午礼拜男方的主要亲戚）ｐｅ４４ｋｈｅＩ３１

死（统称）　殁了ｍｖｏ３１ｌｉ３１／（婉称，最常用的几种，指老人：他～了）老了ｌ３１ｌｉ３１

自杀　寻短见ｉ２４ｔｕ～５３ｉ～４４

出殡　出灵ｔｈｕ３１ｌｉ２４

哭丧　搬丧ｐ～２４ｓɑ３１

守丧　跪草ｋｈｕｅＩ４４ｔｓｈ５３

埋葬　抬埋ｔｈｅ２４ｍｅ３１

冥祭品　纸扎ｔｓ５３ｔｓａ３１

墓穴　堂子ｔｈɑ２４ｔｓ３１

修建墓穴　箍堂子ｋｕ３１ｔｈɑ２４ｔｓ３１

坟墓 （单个的，老人的）　陵ｌｉ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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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坟　走陵儿ｔｓｏｕ５３ｌｉ～ｒ２４２

换服 （为双亲守丧期满三年：三年了该～了）ｘｕ～４４ｆｕ２４

合木 （寿木制作完成）ｘｕｏ２４ｍｖ３１

魂附身　通传 （可牺惶得叫～了。告知：有事～一声，我来给你帮个忙。）
ｔｈｕ３１ｔｈｕ～３１

赎身 （孩子十二岁生日时，干亲携重礼庆贺，取掉其佩戴的项圈、锁环等物，象征

其已长大成人）ｓｏｕ２４３１

寄活 （阴阳先生为小孩拆完八字，若认为其命不好，会在大树或石头前举办一个简

单的祭礼，将小孩象征性地绑在大树 （柳树除外）上，待其长至十二岁，干亲携重礼来

庆贺，取掉其佩戴的项圈、锁环等物，象征其已长大成人。）ｉ４４ｘｕｏ３１

灶神　灶火爷ｔｓ４４ｘｕｏ３１
′ｉ３１

熬年　守岁２４ｉ～２４

行门户　随礼ｉ２４ｍ２４ｘｏｕ３１

泼山　农历六月初六妇女带拌汤 （不能放辣子）、水果等祭祀逝者，当日不能生火，

如 “六月六女子给他她～去了。”ｐｈｖｏ３１ｓ～３１

合龙口　窑洞修成后举行告成仪式ｘｕｏ２４ｌｕ２４ｋｈｏｕ３１

立木房　上梁ｌｉ３１ｍｖ３１ｆɑ２４

百岁　小孩满一百天ｐｅＩ３１ｔｕｅＩ３１

炼疳　农历正月底黄昏时分各家生起避邪火 （撒入五谷、盐等），孩子们反复多次

从火上跳 过以驱疾避邪。ｌｉ～４４ｋ～３１

称呼称谓

婴儿　月娃儿′ｙｏ３１ｖ?５３

小孩 （三四岁的，统称）　蕞娃儿ｕｅＩ４４ｖ?５３

手艺人统称　匠人ｈｉɑ４４３１

笨蛋 （蠢的人）　闷葫芦ｍ４４ｕ２４／闷蛋ｍ４４ｔｈ～４４

奶奶 （呼称，最通用的）　娘ｙｏ２４

外祖母 （叙称）　外 ｖｅＩ４４ｙｏ２４

父母 （合称）　大人ｔｈｕｏ４４３１

父亲 （叙称）　大ｔａ２４

继父 （叙称）　伯ｐｅＩ２４

继母 （叙称）　婶子５３ｔｓ３１

公公 （叙称）　阿公′ａ５３ｋｕ３１

婆婆 （叙称）　阿家′ａ５３ｉａ３１

伯父 （呼称，统称）　大大 （大伯父）ｔｈｕｏ４４ｔａ２４／二大′?４４ｔａ２４、…… （数字＋大）
伯母 （呼称，统称）　大妈ｔｈｕｏ４４ｍａ３１／二妈′?４４ｍａ３１…… （数字＋妈）
叔父 （呼称，统称）　二大′?４４ｔａ２４／三大ｓ～３１ｔａ２４…… （数字＋大）
排行最小的叔父 （呼称，如 “幺叔”　蕞大 ｕｅＩ４４ｔａ２４ （若有第十一个叔父，则称

“一大ｉ３１ｔａ２４”）

６７６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叔母 （呼称，统称）　蕞妈ｕｅＩ４４ｍａ３１

舅妈 （呼称）　妗子ｈｉ４４ｔｓ３１

姊妹 （合称）　姊各儿妹 （包括男性）ｔｓ５３ｋｕ?３１ｍｅＩ３１

弟媳 （叙称）　兄弟媳子ｙ３１ｈｉ３１ｉ２４ｔｓ３１

堂兄弟 （叙称，统称）　伯叔兄弟ｐｅＩ３１ｓｏｕ２４ｙ３１ｈｉ３１

表兄弟 （叙称，统称）　表兄、表弟ｐｉ５３ｙ３１、ｐｉ５３ｔｉ４
妯娌 （弟兄互子的合称）　先后们ｉ～４４ｘｏｕ３１ｍｖ３１

连襟 （姊妹丈夫的关系，叙称）　担子ｔ～４４ｔｓ３１

丈夫 （叙称：她的～）　外前人ｖｅ４４ｈｉ３１３１／掌柜的?ɑ５３ｋｈｕｅＩ４４ｔｉ３１

妻子 （叙称：最通用的，非贬称：他的～）　屋里的′ｕｖ３１ｌｉ５３ｔｉ３１／婆姨ｐｈｖｏ２４′ｉ３１

婆家　下家ｘａ４４ｉａ３１

个头儿　汉子ｘ～４４ｔｓ３１

外行　利巴锤ｌｉ４４ｐａ３１ｔｈｕｅＩ２４２

讳称　说事 （代指 “有狐臭的人、寡妇、戏子、龟兹”，如 “兀家族有～哩。”）
ｕｏ３１ｓ３１

兽医 （专门阉割牲畜的人）　骟匠～４４ｈｉɑ３１

辈分　班辈ｐ～３１ｐｅＩ３１

发小　一把子′ｉ３１ｐａ５３ｔｓ３１

赖皮　死大赖ｓ３１ｔａ４４ｌｅ４４

行家　把式ｐａ５３３１

抠门　蕞抠子ｕｅＩ４４ｋｈ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装腔作势　装花鬼ｔｕɑ３１ｘｕａ３１ｋｕｅＩ３１

耍嘴皮子　嘴精儿ｔｕｅＩ５３ｉ～ｒ３１／嘴匠 （只说不干的人）ｔｕｅＩ５３ｈｉɑ３１

阿伯子 （弟媳对兄长的尊称）′ａ５３ｐｅＩ３１ｔｓ３１

牙子 （牲口交易经纪人）ｉａ２４ｔｓ３１

农工商文

干活儿　做活ｔｓｏｕ４４ｘｕｏ２４

箩筐　笼ｌｕ５３

碓 （整体）、臼　踏窝窝儿ｔｈａ２４ｖｏ３１ｖ?３１

磨 （名词）　子ｖｅＩ４４ｔｓ３１

子　头ｋｅＩ３１ｔｈｏｕ３１

施肥　上粪ɑ４４ｆ４４

（括）树 （修树的枝）ｋｈｕｏ３１ｕ４４

（揣）、掀 （～碾子：去谷物皮）ｔｈｕ～５３／ｉ～３１

拉御麦 （把玉米粒加工成玉米糁）ｌａ３１′ｙ４４ｍｅＩ３１

碾轱辘儿 （碾子的砣）ｉ～４４ｋｕ２４ｌｏｒ３１

碾盘 （安置碾砣的圆形大石盘）ｉ～４４ｐｈ～２４

扇子 （半扇石磨）ｖｅＩ４４～４４ｔ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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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牛 （两家拼合在一起耕作的牛）ｘｕｏ２４ｋｅＩ３１ｉｏｕ２４

套衡 （驴马的套索）ｔｈ４４ｘｕɑ３１

耩 （木质，有别于犁）ｉɑ５３

欠 （～他十块钱）　该ｋｅ３１

成本　踏杂ｔｈａ２４ｔｓａ３１

赶集　跟会ｋ３１ｘｕｅＩ４４

买粮　量粮ｌｉɑ２４ｌｉɑ２４

捏码子 （牲畜交易时双方讨价还价的方式）ｉ３１ｍａ５３ｔｓ３１

捉迷藏　藏猫呼喽儿ｔｓｈɑ２４ｍ２４ｘｕ３１ｌｏｒ５３

二胡　胡胡ｘｕ２４ｘｕｒ３１

笛子　梅笛ｍｅＩ２４ｈｉ２４

打扑克　抹牌ｍａ３１ｐｈｅ２４／打牌ｔａ５３ｐｈｅ２４

讲故事　说古话ｕｏ３１ｋｕ５３ｘｕａ３１

打杠子 （酒桌上使用筷子的一种游戏）ｔａ５３ｋɑ４４ｔｓ３１

动作行为

闭 （～嘴）　抿ｍｉ２４

吃 （贬义）　餐ｔｓｈ～４４

含 （～在嘴里）　噙ｈｉ２４

吮吸　咂ｔｓａ３１

吐 （上声，把果核儿～掉）　謟ｔｈ～４４

拿 （用手把苹果～过来）　蝪ｘ～５３／取ｔｓｈ５３

挠 （～痒痒）　挖ｖａ３１

拧 （～毛巾）　扭ｉｏｕ５３

折 （把树枝～断）　扳ｐ～３１

蹲 （～下）　?蹴ｋ３１ｉｏｕ３１／蹴ｉｏｕ４４

迈 （跨过高物；从门槛上～过去）　跷ｈｉ３１

站立 （小孩学站立的动作）　楞楞ｌ４４ｌ４４

逃跑　张ｔɑ３１／跑ｐｈ２４／溜周ｌｉｏｕ４４?ｏｕ３１

追 （追赶）　撵ｉ～５３

绊跤 （未摔倒）　打趔趄ｔａ５３ｌｉ４４ｈｉ４４

藏 （藏放，收藏）　抬ｔｈｅ２４

摁　按～４４

捅　戳ｔｈｕｏ３１

砍　砍ｋｈ～５３

裂　錾ｔｓ～３１

皱　皱皱ｔｈｕ３１ｔｈｕ３１

腐烂　臭　?ｈｏｕ４４

扫　掠 （如 “～院：扫院子”）ｌｙｏ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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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搓　? （把狗～死了）ｕａ２４

抚摸　窯挲ｐｈｖ５３ｕｏ３１

比照　等 （～高低）ｔ５３

逗弄　布拉 （用手指或棍状物来回拨弄）ｐｖ５３ｌａ３１

扛　掮ｔｉ～３１

举 （～旗子）　打ｔａ５３

收拾　拾掇２４ｔｕｏ３１

挽　扁ｐｉ～５３／挽ｖ～５３

拉　?ｔｕ４４

掉落　锳ｔｈɑ４４

剪　铰ｉ５３

开膛、破开、拉开　劐ｘｕｏ３１

盖　苫～４４

戳　攮 （尖物戳进去）ｎɑ５３

陷 （指进入泥水中）ｎ～４４

塞　鉥ｕ２４

扯断　
*

（双手用力拉断）ｙｏ３１

扎 （头发）　缯 （用绳子扎住：～头发）ｔｓ４４

催促、驱赶　断 （时间紧得把人能～死；赶走：断走）ｔｕ～４４

吓唬、恐吓 （指对晚辈或小孩的禁令）　噤断ｉ４４ｔｕ～３１

打　ｔｉ２４

打架　架ｔｉ２４ｉａ４４／打捶ｔａ５３ｔｈｕｅＩ２４

挨打 （带贬义）　毛掀 （叫人～了一顿）ｍ２４ｉ～３１

打瞌睡　颠盹ｔｉ～３１ｔｕ５３

打呼噜　打酣睡ｔａ５３ｘ～４４ｕｅＩ３１

顶嘴　丢牙撂嘴ｔｉｏｕ３１ｉａ２４ｌｉ４４ｔｕｅＩ５３

呻吟　声唤５３ｘｕ～３１

挪身　圪逶 （保持坐姿身体不断前移）ｋ２４ｖｅＩ３１

挠痒痒　胳喽ｋ２４ｌｏｕ３１

蠕动　咕蠕 （像蚯蚓蠕动般前移）ｋｕ２４ｕ３１

加热　陏 （～馍）ｘｕｏ３１

醒面　饧面ｉ２４ｍｉ～４４

做针线活　衲ｎａ３１／缀ｔｕｅＩ４４／賗 （～上几针）ｌｉ２４

叠盖 （～被、服）　醎 （在棉被上加一层取暖）ｔｈａ４４

发愁　熬煎３１ｉ～３１

舒服 （凉风吹来很～）　善活?ｈ～５３ｘｕｏ３１

生气　着气?ｈｕｏ２４ｈｉ４４

忌妒　眼红ｉ～５３ｘ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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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人厌　训眼ｙ４４ｉ～５３

丢人现眼　羞经ｉｏｕ２４ｉ３１

失望　醋心 （把人一哈～的）ｔｓｈｏｕ４４ｉ３１

害羞　羞骨ｉｏｕ３１ｋｕ３１

使蒙羞　臊 （把他～了一头子）ｓ４４

应该、可以　能ｎ２４

照看　引 （～孩子）′ｉ５３

逞能　拧呲ｎｉ２４ｔｓｈ３１

消磨时间　徉逛 （今满～了，啥都没做。）′ｉɑ３１ｋｈｕɑ３１

调整　调腾ｈｉ４４ｔｈ３１

折腾　踔腾ｔｈｕｏ２４ｔｈ３１

怄气　忮气?３１ｈｉ４４

分家　另家ｌｉ４４ｉａ３１

整治　掊 ｐｈｅＩ５３?３１

强求、缠住　锢ｋｕ５３

受牵连　带拐ｔｅ４４ｋｕｅ５３

耽搁　架搁ｉａ４４ｋｕｏ３１

鬼混　钻干ｙ～３１ｋ～３１

考虑　尺谋?ｈ３１ｍｖｏ３１

拖延　吊拽ｔｉ４４
′ｉ３１

糊弄　胡日鬼ｘｕ２４３１ｋｕｅＩ５３

倒霉　倒灶ｔ５３ｔｓ４４

拼命 （指玩耍等）　挣命ｔｓ４４ｍｉ４４

耍花招　耍马武ｕａ５３ｍａ３１
′ｕｖ５３

立马报仇　热还壶３１ｘｕ～２４ｘｕ２４

欠债　该人ｋｅ３１２４／塌下ｔｈａ３１ｘａ３１

谄媚　骚情ｓ２４ｈｉ３１

不务正　造怪 （这娃娃硬～哩！）ｔｓｈ４４ｋｈｅ４４

误入歧途　把向转了ｐａ３１ｉɑ４４ｔｕ～４４ｌｉ３１

退步　倒 （疚）ｔ５３ｕ２４

摆架子、摆谱　品麻ｐｈｉ５３ｍａ２４

恳求、请求　央 （央人者与被央的一方通常有一定的心理地位悬殊，被央一方通常

不得拒绝）ｉɑ３１

眼馋　踅圪咧咧ｙｏ２４ｋｈ３１ｌｉ３１ｌｉ３１

畏惧、害怕　怯火ｈｉ３１ｘｕｏ３１

褪色　烧４４

拉家长　拉沓ｌａ４４ｔｈａ３１

告诉 （～他）　说给 （我～他了。）ｕｏ３１ｋｅＩ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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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　嚷仗ɑ５３?ɑ４４

撒谎　编谎ｐｉ～３１ｘｕɑ５３

吹牛　吹牛皮ｔｈｕｅＩ３１ｉｏｕ２４ｐｈｉ３１／胡撂 （新）ｘｕ２４ｌｉ４４

瞎说　胡抡ｘｕ２４ｌｙ２４

说人坏话　丧排ｓɑ４４ｐｈｅ３１

挑唆　说舌头带簸箕 （部分人说）ｕｏ３１２４ｔｈｏｕ３１ｔｅ４４ｐｖｏ４４ｈｉ３１

含沙射影　捎叶子带把儿ｓ２４
′ｉ３１ｔｓ３１ｔｅ４４ｐａｒ５３／撇火ｐｈｉ３１ｘｕｏ５３

讽刺挖苦　攘ɑ２４／攘治ɑ２４?３１

拍马屁　舔沟子ｈｉ～５３ｋ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再见 （告别语）　再来ｔｓｅ４４ｌｅ２４

性质状态

小　蕞ｕｅＩ４４

粗 （绳子～）　奘ｔｕɑ４４

短 （线～）　屈ｈｙ３１

肥 （～肉）　膘 （～肉：肥肉）ｐｉ３１

瘦 （～肉）　黑 （～肉：瘦肉）ｘｅＩ３１

淤青　黑青ｘｅＩ３１ｈｉ３１

行为迟缓　木囊ｍｖ４４ｎɑ３１

衣衫褴褛或着装繁琐　绔绔穗穗ｋｈｕ３１ｋｈｕ３１ｕｅＩ２４ｕｅＩ３１

萎靡不振　茶ｉ２４／蔫溜不 ｉ～３１ｌｉｏｕ３１ｐｖ３１ｈｉｏｕ３１

污痕纵横　五抹六道′ｕ５３ｍａ３１ｌｉｏｕ３１ｔ４４

邋遢、不端庄　斜披溜吊ｉ２４ｐｈｉ３１ｌｉｏｕ４４ｔｉ４４

昏暗　黑马古洞ｘｅＩ３１ｍａ３１ｋｕ３１ｔｕ３１

弯曲状　圪扭子ｋ５３ｉｏｕ３１ｔｓ３１

直 （线～）　端ｔｕ～３１

密 （菜种得～）　稠?ｈｏｕ２４

稀 （稀疏：菜种得～）　 （～洒）ｓａ４４

钝 （刀～）　木ｍｖ３１

糊 （饭烧～了）　着了?ｈｕｏ２４ｌｉ３１

穷、艰难　较拮 （光景过得～太太。）ｉ４４ｉ３１

可怜　?惶ｉ３１ｘｕɑ３１

累 （走路走得很～）　乏ｆａ２４

痒　咬ｉ５３

淡 （菜～）　甜ｔｈｉ～２４

霉变 （粮食）　污′ｕｖ３１

糠 （萝卜～了）　化心ｘｕａ４４ｉ３１

馊　澌气了ｓ３１ｈｉ３１ｌｉ３１

拖延 （时间延续很长）　洇水′ｉ４４ｕｅＩ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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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　圪里马擦ｋｈ３１ｌｉ３１ｍａ３１ｔｓｈａ３１

无精打采　死蔫枯出ｓ５３ｉ～３１ｋｕ３１ｕ３１

恰到好处　安木扎楔～２４ｍｖ３１ｔｓａ２４ｉ３１

无所适从 （不大方）　把拙ｐａ５３ｔｕｏ３１

侧身　仄棱子 （～睡不呼噜）ｔｓｅＩ３１ｌ３１ｔｓ３１

好　?ｌｉ２４

勤快　勤谦ｈｉ２４ｈｉ～３１

懒　爬场ｐｈａ２４?ｈɑ２４

笨、蠢　闷ｍ４４

无能　瘪ｐｉ３１

窝囊　受熊ｏｕ４４ｙ３１

憨　性马格道ｉ４４ｍａ３１ｋ３１ｔ３１

大气　展拖　这个人特别大气！?～５３ｔｈｕｏ３１

小气　抠雀 ｋｈｏｕ３１ｈｉ５３ｐｈｉ３１

直爽　直杠?ｈ２４ｋɑ４４

不顺　横 （如 “～眼：不顺眼”“～～：蛮横不讲理之人”）ｙｏ２４

易于动情　眼软ｉ～５３ｕ～５３；不易动情　眼硬ｉ～５３ｉ４４

胡搅蛮缠　麻糜儿ｍａ２４ｍｉｒ２４２

急　焦 （性子～；快：你上坡太～了，气喘的。）ｉ２４

能干、强　康硬 （这人～太太，啥事都会闹。关系好：兀两关系～太太！）
ｋｈɑ３１ｉ４４

性格强势　歪ｖｅ３１

口齿不清、犹豫不决　木囊ｘ４４ｎɑ３１

合适　安窝～２４ｖｏ３１

嚣张　爪乌ｔｓａ２４′ｕｖ３１

咋样都行　槌管咋样ｔｈｕｅＩ２４ｋｕ～３１ｔｓａ３１ｉ～３１

泥门儿／绝手 （母斥未出嫁的女儿）（旧）ｉ２４ｍ～ｒ２４２／ｈｙｏ２４ｏｕ５３

绝死鬼 ［绝后 （旧）］ｈｙｏ２４ｓ３１ｋｕｅＩ３１

抽象名词

污垢　垢
+

ｋｏｕ５３ｉａ３１

场面　摊场 （你弄这事～大太太：你这事搞得场面真大！）ｔｈ～２４?ｈɑ３１

规矩　下数ｘａ４４ｓｏｕ３１

未竟之事　半拉子ｐ～４４ｌａ３１ｔｓ３１

共同话语　言法′ｉ～２４ｆａ３１

白荒 （腌制类食品表层漂浮物）ｐｈｅＩ２４ｘｕɑ３１

其他关联词

咱们　咱ｔｓｈａ２４

这里　 ［这搭］?ａ５３／这搭?４４ｔａ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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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　 ［兀搭］儿ｖａｒ５３／兀搭ｖｅＩ４４ｔａ３１

哪里　阿搭′ａ５３ｔａ３１

怎样 （什么样：你要～的？）　啥号子ｓａ４４ｘ３１ｔｓ３１

别／甭 （不用，不必：你～客气）　ｐｖｏ３１

差点儿 （～摔倒了）　险乎儿ｉ～５３ｘｕｒ２４２

故意 （～打破的）　单故意儿ｔ～３１ｋｕ４４′ｉｒ５３

随便 （～弄一下）　搞的ｋ５３ｔｉ３１

可能 （～是他干的）　 （害怕）吧ｘａ４４ｐａ３１

一边 （～走，～说）　盼 （～走～说）ｐｈ～４４／连 （～走～说）ｌｉ～２４

不顾一切　日死没活３１ｓ３１ｍｖｏ３１ｘｕｏ３１

操心、小心　操乎 （～给你弄错了咋办呀？）ｔｓｈ２４ｘｕ３１

马上　圪里马擦ｋｈ３１ｌｉ３１ｍａ３１ｔｓｈａ３１

开始　耽搁ｔａ３１ｋｕｏ３１

专门、故意儿　故搭故儿ｋｕ４４ｔａ３１ｋｕｒ５３

大约、大概　大谋儿ｔａ４４ｍｖｒ５３

暗里、偷偷摸摸　踅摸ｔｈｏｕ３１ｓ３１ｋｕ３１ｕ３１

差点儿　险乎儿ｉ～５３ｘｕｒ２４

另外　提另ｈｉ３１ｌｉ４４

凑和　捏搁ｉ３１ｋｕｏ３１

稍微 （旧）　微么ｖｅＩ２４ｍｖｏ３１

量大、多　一世家′ｉ３１４４ｉ３１

和 （我～他都姓王）　跟ｋ３１

向 （～他借一本书）　跟ｋ３１

按 （～他的要求做）　照?４４

第四节　谚　语

谚语采用比喻、借代、比兴、引申、夸张等修辞手法，阐明事理，言简意赅，寓意

明了，在社会交往中被广泛应用，并深受群众喜爱。列举如下：

没儿女的夸净哩，没老人的夸孝哩。

人闲了说话哩，驴闲了啃橛哩。

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

人怕坏心，树怕坏根。

三年等你个闰腊月。

一个萝卜两头儿切。

背上牛头不认赃。

馍馍不熟气不圆。

年怕中秋月怕半，一日怕的午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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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大招风，钱多招祸。

庄稼看着人家的好，娃娃看着自己的亲。

眼里揉不得沙，人心掺不得假。

货卖一张皮，人凭一颗心。

死猪不怕煎水烫。

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

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

洗头洗脚，顶住吃药。

一个儿女一条心，养儿方知父母恩。

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

亲戚若要好，银钱少打交。

三句好话暖人心。

姑姑亲，骨头亲；姨姨亲，皮皮亲。

养女随姑哩，养儿随舅哩。

前十年看父待子，后十年看子敬父。

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狼叼远。

三家厮靠，倒了锅灶。

远亲不如近邻儿，近邻儿不如对门儿。

人比人，活不成，驴比骡子驮不成。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有钱没钱，不连毛过年。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人小心多，驴小筋多。

没有千年的亲戚，但有百年的邻家。

马瘦毛长尻子深，穷汉脖子没犟筋。

人生人吓死人，生下人亲死人。

春寒不算寒，惊寒寒半年。

八月十五滴雨星，正月十五雪打灯。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越吃越馋，越睡越懒。

猪尿脬打人，臊气难闻。

一窍不得，少挣几百。

人活脸，树活皮，墙上活的一把泥。

穿衣吃饭亮家当。

一顿吃伤，十顿喝汤。

言多必失，食多必伤。

有福的生初一，没福的死月尽。

涝池大了鳖也大。

云多不下雨，龙多不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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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以降止于中华民国，富县历史上由官方组织编纂 《州志》

及其续编计有４部。明万历 《州志》湮没无存，清康熙 《州志》

仅剩残卷，清道光 《州志》及民国 《州志续编》至今存世。历代

志书均设 “艺文”一纲传承文脉，以志不绝。

本编设 “古代著述”和 “现代作品”二章记其概貌，彰显文采。

古文载录明清两代遗存部分篇什，作者多为任职州的官吏及其上

宪、本籍士人、志书编者及县学生员。文体涵盖序、记、传、疏、

议、说、对，计２５篇；古诗载录律诗、词赋、铭文８１篇，其中 “诗

圣”杜甫寓居州羌村期间诗咏５篇，反映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

民造成的战争创伤。所载诗赋多以仕宦、吊古、戍边、征战、饯别、

赠答、唱和、游乐为题以抒怀。现代作品以 “著作节选” “散文”

“诗词赋曲”及楹联成编，入志篇目从市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作品中

遴选。

富县历史悠久，人文厚重，诸如唐代杜甫、杜牧、韦庄、罗隐，

宋代陆游、司马光、王禹翶，明代冯舜渔、李维祯，清代蒋湘南、劳

启恂、谭西屏，现代林伯渠、董必武、肖华等，所题诗咏或涉及州

或事关县，体现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是为富县宝贵的文化遗

产。此外，历史上民间人士，虽名不见经传，但凡言有所指，情有所

寄，文采斐然者，亦予采录，以彰人文光华。



第一章　古代著述

第一节　古　文

本节载录古文计 ２５篇，其中序文 ８篇，传记 ９篇，疏 １篇，议 ４篇，说对考各
１篇。

序

郡 志 序

〔明〕阎思孝①

　　郡有志犹国有史也。史载编年，志叙事实，体裁虽异，而编摩考据，证类核真，欲
其信今而传后，则未始有异。《左氏春秋》《国语》《史记》，儒者宗尚不厌，固以其文

直其事核，华而不浮详而有体也。史自汉以下，繁文缛典，不足以轨物范世，学者数不

欲观，至元虽谓之无史可矣。乃若郡邑志，代虽有作，然崇文者鲜实，稽事者失据，好

古缀文之士每以为恨，今且不信，其奚足以传后哉？

予莅兹有年矣，暇询郡乘于里居，士大夫率无以应。索之公箧获一稿，事无统

绪，文罔核实，论断或失则繁，考古或失则略，乃造阳纡王公而问焉，曰：“郡有善志，

则籍多闻人，孔子谓 ‘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志未修，其郡之缺典乎？”公遂

慨诺。博取群书，旁搜列传，实有可采则据而直书；文有可删则因繁以就简；事按旧

编，敬择新例。盖三旬而就绪焉。斯称善志矣，采于史局，俾得宣录，谓非一代之良史

乎！何也？《舆地》志而图籍可察矣，《建置》志而兴废可稽矣，《食货》志而则壤有考

矣，《官秩》志而贤才辨矣，《人物》志而尚友资矣，《祠宇》《纪异》志而秩宗不废，灾

祥有征矣，《艺文》志而人文之英华著矣。辨析惟精，考核有据，谓之 “史”可也，志

云乎哉！呜呼，可以传矣！爰锓诸梓，与四方同志者观览焉，且以备史氏之采录云尔。

郡 志 序

〔明〕王邦俊②

　　余以弱龄受戴礼于河东泽山冯师之门，师时为观察，弭节余郡诸司，承律之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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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阎思孝，河南新蔡县人，举于乡。明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出任州知州。
王邦俊，字卿虞，号壶岭，州下柳池人。明万历甲戌 （１５７４）登进士第，授兵部主事，迁员外

郎中，出为湖广按察司佥事。万历十二年 （１５８４）纂成首部 《州志》。



修文史，慨郡无志，命博士始为之。博士属余搜艺文。悉具，余师迁秩南征有司，未卒

业，中辍不讲。越十六年为辛巳 （１５８１），余自巴蜀来里中谒郡侯，新蔡阎公乃进余曰：
“愿闻旧 《志》。”余谭往事，公冁然起，再拜曰：“始不佞观风于郡，咨教政之方经略

之故，今且三年矣！感载籍之亡征，焦劳之苦予也。今子大夫明习掌故之事，娴于作述

志也，敢请方将明物以彰轨，考往而镜来，斯亦治理之繇也”。余拜命唯唯，曰：“微郡

侯言，乃余故尝有慨于中也。始余师为志，讵意十六年需邪！乃至今而嗣兴邪，而余又

载笔而从，岂文有废兴，时固然耶？抑又有待邪？乃余何敢以不文辞事，稽往牒文，施

裁更略，成一家之言，报命郡侯”。无何，侯亦迁去，编简在簿书中委弃矣。时余以上命

守山关，会计部小河赵公于塞上，而公拜简命秉上郡之节。濒行，余以斯志得请公檄，郡

侯李公索旧编而锓之。郡中先是岁频饥，僵仆未起，赵公执宪拊循，墨吏稍稍解绶，流徙

归来如趋日中之市。而李公亦神明，即古良吏不过矣，其加意郡及史也，宜亟尔也。

盖余尝读列郡之史，至于田赋多不备著。夫史以经邦，舍田赋奚志为也？余郡山谷

隔阂，无懋迁之化，而谷贱病农，公家之赋逋负，财力尽矣。较秦人田赋，盖西凤得十

之八、延得十之二。延土硗确，又塞上也，方备边不暇给，何重赋焉？虽然，犹则壤成

赋耳，又有甚焉。余按嘉靖中叶河南灾，有疏请上郡代输固原刍粟，三岁而后复者。即

余山郡犹弹丸耳，岁得代金二千二百两草二千有奇束数十，经年征之如初。无闻言复者

何？居人奚不惫而沟中之瘠耶？嗟夫！唇亡齿寒，可无寒心哉！

余著志 《舆地》《建置》《食货》《秩官》《人物》《祠宇》《记异》《艺文》为八

纲，各稍著论，以见所指为目四十有二，略备故实，使经邦者因以考焉。志成之岁为甲

申 （１５８４），其始丙寅 （１５６６）。
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春正月，王邦俊虞卿甫识。

修郡志序

〔清〕顾耿臣

　　志修自故明万历甲申 （１５８４），为郡先达中丞王公订定，前守阎实参校之，距今
八十三载，尔时洛、中、宜三邑亦合而志焉。然兵燹之余，散轶多半矣。耿臣莅之二

年，岁维庚子 （１６６０），方伯孟津陈公，先中丞公曾令洛邑，洛之人尸祝者久；广旧编
以记遗爱，遂先州志而告成。

耿臣亦集州绅士而语之曰：“洛志矣，何待邪？”有教耿臣者曰：“城池尚尔圮也，

井杆尚尔墟也，公署庙学尚尔荆榛也，暇为此乎？”耿臣唯唯。越数载，年渐丰，人民

渐聚。向之废者亦稍稍以举矣，毁者亦稍稍以理矣，各上台加惠元元，政平人和，百废

具兴。取 “旧志”而编辑之，正其时也。乃请命于上台，以属之任子于峤，朝订夕证，

殚力竭神，考之残志而不得者，或访之耄耋而得焉；访之耄耋而不得者，或索之碑石，

证之别籍而得焉；实者取之；伪者黜之；疑者辨之；事关三邑者姑缺之。列为八卷，析

为六十四条。每条之下详为纪述，亦如纲目，大书小书之义。是役也，剞劂之费，耿臣

捐俸以倡。而荐绅齐君太岳、陈君王猷、惠君光先咸乐为襄事，诸生齐子国耊、杨子荫

阶较录与有劳焉。始于丙午 （１６１６）之春，至仲冬而竣役。任子问序于耿臣，耿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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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志之有关于政治，有裨于风教，各上台锡以弁言，亦即剀切详明，光荣全乘矣，又

何赘哉？”惟是中丞公修葺以来，阅八十余年，不为不久；任子积一岁之功，广搜博采，

不为不详。而边鄙荒残，文献无考，犹有缺略之憾，则踵事增华，宁不藉于后贤邪！

人士沐本朝休养，深恩既渥且厚，固已家?诵而户含鼓矣。将见荒芜之日垦也，

生齿之日繁也，名臣良士行可法而言可传也。嗣此，生斯土者与官斯土者，因兹简编益

所未备，以山川风俗之书，为润色鸿业之助。耿臣不敏，窃有厚望尔。

修郡志序

〔清〕杨素蕴

　　志如乘，所以云载也；亦如鉴，所以云劝惩也。乃其体窻于八表、十书之史，而作
者不一其人，工拙殊焉，知罪判焉。往往述古则易，考今为难。非所见之难于所闻，所

闻之难于所传闻也。以圣师尼父之 《春秋》，定哀之间多微辞。是故旁引曲喻，则不直

激切，剀亮则伤厚。且以志之比于药石也，疾病必攻，疗治各异。志无适于用，无益于

治，稗矣，吾不欲观之矣。

然则沿旧难于博，作新难于谐时，天下之志皆尔，况一郡之细，欲兼三长乎？余历翟秦，

往来，谘诹州人。惟是地方利害，户口盈缩，风俗隆污，政事因革，人文衰盛，与守

共勉于夙夜。至于古迹不皇游览，山川不皇吟咏。咏顾大夫以志见谂，且求为序。

周览卒业，盖不胜星土地形之感焉。延之为州者三，绥德在北，葭州在东，实为重

地金明之屏障也；则腹矣，亦三辅之屏障也。刺史专城，其任不轻，又以宪使驻节于

其中。州之属邑三，山川绣错，道涂络绎，望桥陵，挹壶口。唐有子美之迹，宋存经略

之事。凡词人之品藻、名臣之猷略，州虽一区可以观矣。顾大夫以东南名家，政举循

最，于其暇日作为此书，固简赋、均役、平刑、申教、葺敝、兴废之懿则也。谓非通于

政邪？夫不自政而谋人政者昧也！有政而秘，不以公诸人者私也！二蔽去而六懿彰，故

君子谓顾公善为政。

志八卷，数阅月而成。是年也会公晋户部员外郎，将行则谓杨子曰：“史之义示鉴

垂戒，予岂敢哉？亦将于此观风焉尔。”杨子则曰：“此所谓以善政，遗之后人者也。”

修郡志序

〔清〕任于峤①

　　州守顾公，视吾州已七稔。于州之政事不啻主伯之谙家务，于州之人民不啻父母之
识子若孙。凡城郭、公署、庙学、庐舍久废而未举者以举，久墟而未兴者以兴，靡不更

始维新也。念州志久湮，骴然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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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于峤，字禹门，陕西州羊泉人。清康熙三年 （１６６４）选贡，廷试除安定 （甘肃定西）训导，

不任。隐居羊泉高家沟 “拙谷园”，终身不入公门。著 《州志》八卷，《禹门诗集》一卷。后人赞其

“高洁为九秋之傲霜菊，刚毅比三冬之耐寒松”。



今岁正月，以请于宪台鲍公毅然举修，以其事属峤，持简而命曰：“子亦知夫志之

所以为志乎？志者记也，记者信之成也。存真而除讹，崇实而黜诬。内之可以信于心，

外之可以信于人，斯有贵于志也。暧昧而周章，违心而乖义，内之不可以信于心，外之

不可以信于人，亦无贵于志也。”峤奉命唯唯，退而有惧心焉。谓兹记述大典、风教所

关，继往开来，责有攸归，非谫陋如峤者可以僭拟。辞之而不得，为之而未能。经涉旬

月，不敢措手。于是，考风土于耆旧，稽遗事于典籍，核名实于庠彦，询是非于野史。

复与齐子国耊、杨子荫阶辈以捃以摭、以订以参，宁真而无敢伪也，宁简而无敢滥也。

慎之又慎，然后裁度而次第焉。山川古迹有传说也，不证之记载者不敢书；井杆、田庐

墟而重新也，不经于目睹者不敢书；最绩硕德有著闻也，不孚于公论者不敢书；孝义节

烈有定品也，不察其心迹者不敢书；诗文记传以系人系事也，不关于劝戒者不敢书。草

就以上之公，公曰：“可矣，而犹未也。”乃细为郢正，去其舛戾，正其条理，务期无愧

于初心。既犹未以为然，仍以授峤再为详考。每成一帙，即以一帙续呈宪台，更为斟

酌、删定以臻于至当，然后授梓。峤于是而始知事之兴废，皆有其时，非偶然也。

自中丞王公编志以至于今，计八十余年，灰烬之余，仅存二册，尤漫灭而不成章，

亦兹书存亡绝续之关也。若此时无此举修，将见二册亦不日沦没，八十年以前者无所

考，八十年以后者未之记，愈久而愈亡，是志终无举修之日也。宪公、守公负礼乐文

物之望，大训俗型方之猷，举兹不容不举之事，尤举于不容不举之日，八十年泯泯者，

一朝而明备，岂非时耶。然则读是书者，当有以识二公之用心可也。

重修州志序

〔清〕鄂　山

　　郡邑之有志，所以验风俗，纪政治，使在上者有所依据，在下者有所观感。其于为
政之道，似缓而实急者也。而况地当险隘，灾频仍，时事迭更，尤资考镜；不为征文

访献昭示来兹，有再阅数传而茫无稽核者矣。然则修志，固凡守土所宜急，而势当绝续

之交，纂录尤不可少缓也。

州居万山之中，地瘠而民贫，俗醇而事简。昔余莅此近十年，民情风土习闻洞

见。然考诸州治，多有今昔异形者。盖之大患在洛水逼州治也。州治迁徙靡定，则户

口之盈虚、田额之增减、食货赢绌之数、建制改观之规，以及庶务随时变易，积久而弊

丛生。余惧胥吏之因缘为奸也，亟思厘定一书，以垂掌故。旋以迁擢去，志未克成。继

闻水患大作，城郭村庄半归淹没。其在官册籍亦委巨浸而无复有存。一时司牧者方弭患

救灾之不暇，奚暇怀铅握堑，别图经而编志乘哉？

道光七年 （１８２７），吴君蔗乡由咸宁牧斯州。君为江南名进士，研精古籍，殚心时务，
所至多以文行饰吏治。下车伊始，轸恤穷黎，剔除苛政。不数年间，废修坠举，舆颂翕然。

乃披寻旧志，患其舛漏。又自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以后记载缺如，爰谋诸宾赞而重纂之。
星野占验从其略，地丁税赋覆其祥，封爵职官则增之，书院义学则拓之，贤良节义

则遵旧例以登之，释道神仙则援大义以削之，名胜则隶于古迹而不分编，土俗则统于省

志而不赘录。义取诸简，文从其质，总期载诸简牍者，皆可见诸实政而不徒托空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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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凡五卷，邮以示余，俾为之序。

余既嘉斯志之大有益于州，而又幸余夙愿之藉以偿也，因述其大旨如此。若夫搜辑

之精，翦裁之当，具良吏才，足为世之葺志者法，览者自得之，无俟余言也。独念余之

去又十余年矣，风土民情盖无日不悬诸心目。以余之不忘情于人，知之人亦必有

于余者。循览兹编，又不禁触我旧游之感矣。是为序。

,

道光十四年 （１８３４）岁次甲午孟秋。赐进士出身，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头品顶
戴，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仍管巡抚

事，前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知州事鄂山撰。

重修州志序

〔清〕杨名飚

　　从来有治人无治法，非治法之果无也。治之不得其法，虽有而不行，或行而不久，
良由治之不得其人也。夫治人亦岂易易得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

而不传。志之在治法也，特 《周官》一小史外史事耳，而舆图贡赋得之以清厘，文献典

章得之以考证。舍此不治，又奚用我法哉？

蔗乡吴君之牧坊也，当洪水为灾之后，元气未复，汲汲以修志为先务者，匪欲以

脄其才而詀其藻也，盖深有意于一州之人心风俗，思所以抚绥而更化之。自非全图在

握，酌古准今，何以考前此之法而出治，更何以成后此之治而为法耶？蔗乡刺史之图治

诚急而立法诚良矣。

余辛巳 （１８２１）冬承乏，是夏大水，民居荡析，城堤、官廨、书院、考棚、仓
廒、庙宇半皆倾圯。百废待举，昕夕不遑。十阅月而以守汉中去，愧无良法以贻彼都，

而未竟之志窃愿后之辅治者得其人焉。

蔗乡刺史政尚宽简，噢咻而摩循之，亦即元气之渐复矣，犹孜孜求治。退食之余，

取旧乘考证而鉴定之，分为 《舆地》、《建置》、《人物》、《艺文》四大汇，典核精详。

其于忠孝节义之事，犹必加意搜罗；残编断简之遗，未敢轻心弃掷。呜呼，其为法也大

矣备矣，又岂一日一时之治已哉！

书成嘱序于余。愧余为之前无美可彰，而幸我前之有美者而无不彰矣。有君为之

后，不但昔日之盛可传，而并异日之盛亦不失其传矣。有治人即有治法，志其一端也。

果得其人，即一州之中俗美风淳，亦足以见圣化之涵宏。?轩所至，有不胜其采者，得

人则治。此更区区之心，所切望于各郡县之为治者。

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岁在癸巳嘉平。陕西巡抚滇南杨名飚撰。

重修州志序

〔清〕吴鸣捷

　　昔沛公入咸阳，诸将皆争取金帛，萧何独命收图籍。后世或讥之曰：“此刀笔吏之
所为也！”不知此正贤宰相之所为也。相有政，政有法，法不可泥。必揆地势酌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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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其利病，因之革之，以归于划一。舍图籍其奚据！地官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

地道慝以辨地物；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知地俗。地图、方志，盖志乘所

繇仿也。

丁亥 （１８２７）余始莅，辟居万山中，且甫罹灾，民气未苏，急思所以休养生息
者而不可得。披旧 《志》，则今昔异形，动辄枘凿。

原额地二千二百八十七顷有奇，今则四份减三矣；丁七千三百六十有奇，今则七分

减三矣；粮万五千三百九十石有奇，今则三分减二矣；自兹以后，增乎减乎未敢知也。

国初，黄册并旧编户五十二里为二十三里；今编户十六里，为甲二百六十有一，户七千

三百三十有三，口七万五千二百二十；自兹以后，增乎减乎未敢知也。新建经正书院及

文昌阁左之义学，其经费则官僚捐俸、付典肆岁取其息、又取之田租或兼取屋租，供修

脯膏火及岁修之用；自兹以后，增乎减乎未敢知也。

前者已过，后者未来。不于此时综核同异，汇为一编，浸假而官吏更矣，浸假而形

势易矣，浸假而规制变矣，猾吏蠹役影射而渔利，讼师莠民构衅而兴狱矣。虽有敏达之

吏，慈惠之师，才足以剔奸，志在于锄弊，沿波讨源，惝恍无据；将欲索之六房，六房

所有者簿领符牒耳，前此汗牛充栋，已为波涛卷去矣，兹戋戋者乌可恃哉；将欲考之碑

碣，大水之后率沉埋于泥沙中，其存者亦多所渗漏；欲访之耆老，而乡曲见闻互异，言

人人殊，未可以为典。要此，余志之修，所以不得已也。

且修志，于今日有 “五难”有 “三便”：地域辽阔，采访乏人，难一；家少藏书，

欲藉不得，欲购不能，难二；灾区风土迥异畴昔，一时规划未能尽周，难三；地兼幽

险，宾幕罕从，詀藻文人俱已星散，难四；薄宦萧条，兼居瘠土，筹款拮据，蒇事需

时，难五。

今四川总督前抚军宫保鄂公，十年前州牧也。于之山川、人物、民情、吏治，

一一洞然于心了然于口，特命余修志。凡文献无征者，辄上请于公，便一。道光辛巳

（１８２１）被水，今杨大中丞时牧坊，修废举坠，疗饥拯溺，凡百设施历历在目，杨公
今为方伯，余修郡志有所疑，辄上质之。稿成，复得呈公审定，俾免醶驳，便二。水患

甫平，诸务草创，凡所更张，案牍俱在；辛巳以前简牒无存，各宪署版籍尚有可稽，数

十年事迹不至尽归湮没；其它城垣、河堤、坛庙、廨署、仓廒、学校，更新修筑核实颇

易，便三。

使余当此时，稍自逡巡，不急修辑，迟之又久，“三便”将不可必得。而所谓 “五

难”者，或且倍增于今。虽欲修之乌从而修之。余不敏，何敢惮此 “五难”而坐失 “三

便”哉？

爰就旧 《志》所载，详加钩视。同者仍之，异者更之，缺者缀之，繁者节之。事必

摭实，语不嫌朴，聊备一方之图籍，供后来之披览，于班条理务未必无小补焉。虽然，

土地之丰确、天时之否泰、人事之推移，或数年而变，或数十年而大变，后之视今犹今

之视昔。余今所修，又必有龃龉不合者。

乡之户版一岁不更，则登降不知矣；家之谱牒一世不修，则昭穆莫考矣。矧一郡之

志，愿听其绝而不续哉？敢以告后之莅兹土者。

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岁次癸巳二月。知州直隶州事，歙县吴鸣捷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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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宋大参传

〔明〕王邦俊

　　公讳宜，字献可，别号仰山。嘉靖乙酉 （１５２５）举于乡，明年 （１５２６）成进士，授
行人。奉命祭沈府，沈王以贽来，公悉却之，成礼，还报命。顷之，擢南京监察御史。

时中贵骄贪不法，公疏论其状，又言时事，忤旨下狱。无何，上意解，竟不加谴，

以逆耳言忠也。时盐徒倡乱，上敕御史巡江。御史遍历江境，则曰：“盐徒姑亡虑，第

海外交通，倭且至矣，奈何？”于是劾诸有司，其略曰：“通海之商，不知觉察，使倭来

窥，我将如之何？”诸有司始稍稍备海防。又陈四事，曰：“严武备，专委任，筑城垣，

控要害”。后倭果来，御史所备，赖以无恙。用才望擢真定太守。郡繁剧簿书填委，公

至无留牍，事来大积，不逾时决矣，人称曰：“此宋一时者也”。公性廉，往驿站，郡府

出纳多取盈羡，而吏承候缺者以千数输班银。公请驿站州县自支，而班银悉革，岁省万

金。郡路故无树，则檄有司植柳，人称为：“宋公树”，有甘棠之思焉。升湖广副使，濒

行，郡人遮道泣别，为之歌曰：“宋青天，不爱钱，牧我民，恩三年”。居湖广顷之，内

艰。复起为河南副使，所至廉惠，皆有生祠。寻升四川参政，岁饥，公请赈，躬验其饥

状而予之，所活数万人。他赈者多照丁册出粟，贫丁多不得粟，死者相藉。巡按袁公

曰：“世多云救荒无策，若参政能活人，他皆不能，岂无策耶？”时白草番属又作乱，参

政督兵征之。授策擒巨魁、股肱、白沙等三人。诸番大恐，参政乃下令曰： “汝即降，

无尽戮”，汝番遂降。又城堡要害，增饬戍守，番心降无叛意。捷闻，主上赐银币。

公廉正，嫉恶严，而才望蒙忌，奸佞者阴中焉，以此罢。而公尝以展禽直道见黜，

自快幸矣。罢归，居西山别墅。稀谒公府，乡人有急难必赴之，人以是归焉。

王邦俊曰：“余生也晚，不睹公行事，然父老所传，窃闻之，以公才名致位公卿犹

易，然亦頥轲。嗟夫，屈平见放憔悴江滨，贾生蒙斥流落长沙，忠才之士不易通显，盖

自古有然矣。余历巴蜀至维州，见白草诸番效命为吾藩卫，则仰叹公所以降抚之功焉。

及登筹边楼，见李文饶遗烈，因长慨矣。李氏以功而显，而宋公乃遽没不彰也。其遇不

遇，岂非命耶”？

然愚尝窃闻，公之侍大父长史公藩邸，大父病，公以诗讽，有 “才见桃红菊又黄，

落花无数笑人忙。故山明月清风在，吟弄心间景自长”之句，是年公年才十四，其达观

亦如此矣。然则其遇不遇，公视之宜何如哉？愚今摭拾传闻著记，其实行不可考者犹多

不得传，是余之罪也夫。

宋左史家传

〔清〕杨素蕴

　　公讳纶，字大经，其先晋人也。五世祖知远，自察罕脑儿徙于之德政坊。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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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皆通经术，负时誉。宋氏以经术重于，所从来矣。父砲以公贵，封奉议大夫；四

子，纶、缨、给、约。公其冢嗣也，少英敏，过目成诵；弘治己酉 （１４８９）举于乡，由
临晋谕累迁至代府左史，阶四品。

代地近边，俗尚武健；王骄贵或不执礼，诸侍从颇导以非法。公正己轨物，进退不

失尺寸；从容讽谏，肃然敬惮，上下悉纳于正。肃宗朝，上疏乞骸骨，及归，王饯之

郊，执手欷，不忍与别。曰：“不谷方倚大夫匡正，奈何舍我而去邪？”赐金币甚厚，

数使使至家存问。

子希贤补郡学生，蚤逝，以子宜贵，赠亚中大夫。宜登嘉靖丙戌 （１５２６）进士，为
名御史，多建白，与忠烈杨椒山先生同居台中，并有重名，升四川参政，品行卓越，其

行实见于别 《传》。参政历任之处，皆祀于名宦。在祀乡贤，另有 《传》。

建盽城记

〔明〕王邦俊

　　郡城故带山襟水所从来矣。于唐则郭汾阳，于宋则范文正、韩忠献，皆莅而经营
之。迩年以来，烽烟屡警，颇无宁日。

郡东一里，据水而城，盖亦临不测之渊，倚天险云。其北则洛河水，其东则牛武城

水，其西则采铜川水，合三川之水而汇于城北，而南注也。其南则有陵峦崔岭，天关夹

峙，蜳竖盘礴，如不欲其径南注也。水故旁东山去城可一里许。迨嘉靖中叶，水渐西

徙，洪渊九曲，渐射城下。值山云荟蔚，秋潦滂沱，涓流泱韍，莫不来注。骇浪暴洒，

惊涛飞薄，??泐萩，郭郛颓圮，闾社沙碛、甍栊荡没。盖城东北隅，昔所谓?釺列

肆，今则鼋蛟鱼鼍矣。岁戊子 （１５２８），祥符杨公持宪符弭节兹土，清问民瘼，周览山
川。檄下，郡守刘使君大都以创建石堤，为千年不拔计，筑葺城垣。次之，计城垣倾

圮，宜筑者六十四丈，宜葺者千余丈，宜巨石砌者二百丈；其高六丈，阔二丈，其石计

二万四千丈，木桩计二万本，石灰、米汁、铁器、车两 ［辆］各以千百计；其值二千五

百两有奇，计工力二千六百人。洛川、中部、宜君民各三百人，延长、延川各百人，甘

泉民九十人，肤施县民百一十人，州民壮、门夫、月夫、防守军当各县之数。以州

州判秦君督之。议上，督抚按台，咸报可始庚寅 （１５３０）。无何，杨公以边才调任冠县，
杜公代居；无何，而与临清朱公更调至，而刘使君以忧去，而汝宁萧公代至郡守，宋使

君先至，则咸以杨公未就之业，竟成之。四公盖一时宪府名臣，其视国事如家，爱民若

子，不以先后移易其心。而宋使君既毕堤，以其余力增南北二城若干丈，敌台若干座，

敌楼若干座。屹然金汤，功尤炳炳伟矣！今苞桑固圉，且募健儿时训练，简材官平居，

所谓未然之防者，靡不备至。脱一旦郊关为垒，将出一奇，决胜千里。余不佞，愿佩双

閚以从事，岂不大愉快哉！

盖闻有功于民，则祀之；能禁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若我四宪府公之

协忠保障，二郡守之宣力敷猷，所谓御灾捍患，有功于民，非邪兹土之大，夫士若民恐

久无闻也，属余记而铭之矣。

其尚尸而祝之，杨公讳时宁；杜公讳华先；朱公讳朝聘；萧公讳察；刘使君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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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解梁人；宋使君讳言，大梁人。铭曰：

赫赫皇祚，笃生人文；雕龙剖虎，奠厥人群。

上栊百川，下?河贏；实作汤池，以御妖氛。

东流既徙，西阜渐?；长波膉沲，沆漾渺 ；

訩沙?石，餛门为；荡析离居，穴处垄基

蠢彼螳斧，或奋延朔；元燕巢幕，素卵累 。

皇穹降鉴，英哲萃临。胼胝焦劳，毕力殚心。

掎拔增高，崭凿就深；仰协三灵，俯从亿兆。

嵬岸磐石，周垣耸峭；灵崖负，盘臫潺盢。

玉盽永障，金城亘山；陴院霞举，井杆云闲。

肳若断岸，矗似长虹；萦带为守，坚不可攻。

伊谁之力？终始之功！其功伊何？浚川伐谋！

民赖安堵，咏歌以游。作此颂声，以诏千秋。

修韩范祠记

〔明〕汪　珊

　　嘉靖丙戌 （１５２６）冬十二月，珊被延命，惴惴焉忧形于色，惟以覆輖不任是惧。
或牖予曰：“子毋逖延远关陕，昔韩、范二公尝建节于斯，迄今完名馨誉脍炙人口，

丈夫生而勉图树立，岂能草木同腐邪？”载拜昌言，退而景行仰止，靡息少置。

丁亥 （１５２７）夏四月，始克从事于。例三日，谒文庙，次礼二公祠，仰瞻规制，
僻陋湫隘，几不成瞻拜，况俎豆于其间邪？乃欲谋新之，值阻饥未果。越明年，戊子

（１５２８）岁稔民和，谋诸守蕙、絬禧，得隙地一所，周匝可数百步。乃鸠工程费，聚材
陶甓，不烦告令而民即事。爰始于孟夏，迄工于秋仲，凡五阅月而甫告成。饰祠五楹，

缭垣百堵，丹黝赤白，举以法，不敢僭，亦不敢華也。

按史，宋嘉时 （１０５６—１０６３），上郡邻震，羽檄飞驰，朝野岌岌，谓延之不陷
没也，如一发引千钧耳。二公乃能首请行边，奋以 “西门锁钥”自寄。自今观之，如增

士兵以休戍，力助横山以绝敌险，析州兵以精训练，垦营田以纾飞挽，复废寨以处熟

羌，一时规划，真足立制，死命而扼要吭，自是军中谣起，敌人胆寒，而旄倪之民始得

贴席矣。

然则二公有功延，岂小小哉！记日以劳，定国则祀之，二公可谓能定国矣，其享

祀也则宜。昔庞公行部不扰，人尝欲焚子为香以报，则其欲报二公者，亦岂在于庞公

之下哉？祠宇之辟，将以广人之意，而引其思耳，岂直孑然私淑而已。

新 学 记

〔明〕金文徵

　　建学立师，古制也。古之圣王所以明教化定风俗育人才，以为天下用者，莫不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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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焉。考诸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则五帝以来盖有之。迨及夏殷周，日隆以备，上而

王宫国都，下而党术闾里，建学立师无间也。由是诗书礼乐之泽行而教化明矣，六宇八

垓之心归而风俗定矣，秀选俊造之士出而人才育矣。当是时，视建学立师之重，若元气

在天地间不可一日息也。

周衰，变古先王之制，泯然无迹，异端之说杂焉并起，虽孔孟生其时，力不能使人

一趋于正。则知学之不建，师之不立，其弊可胜道哉！汉唐之世，贤君间出，亦未可谓

无意于此也。然而教化风俗人才咸不古若者何也？汉凿于训诰，而求古也泥，唐工乎词

章，而去古也远，君子于是有憾焉。独宋?兴尊崇斯道，建学立师，被之四海，盖能轶

汉唐而接武虞夏殷周之轨，故其教化美风俗厚人才盛。施及元代，而正道弗坠焉。此无

他，宋能以先王之制为制，不以异端惑之也。

我圣天子始正大统，两诏天下建学立师。内则胄监，外则若府若州若县，设弟子

员。有司司教者，教之六艺之法五经之旨。使古制灿然复明于今，与虞夏殷周相为终

始，而宋不得专韪于近代矣。

州僻在西鄙，州治南有孔子庙，而学宇无地，师生莫知适居。文徵来佐是州之二

年 （１３７０），谋之父老，均民力以修孔子庙。庙成，则度学基为讲堂、为东西斋、为学
官厅事，藏书有室，习射有圃。遂延儒师教弟子员，悉遵明诏之制唯谨。暇日，因语于

诸君子曰：“古圣王之制，修道以为之教，本乎天命之性，而行于日用事物之际。六艺

五经皆载道之具也，然虞夏殷周之后，世不能尽行斯道者，流于异端尔。是故，斯道之

立，异端之绌也；斯道之晦，异端之蔽也。斯道晦而天下之制紊，斯道立而天下之制

一。古之圣王，所以于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以为不如是则教化不明风俗不定而人

才不育也。今圣天子既?新古制，俾为师者以是而训，为弟子员者以是而学。其扶植斯

道而放异端之意，夫岂后世所能及哉？虽然，斯道异端之辨，非特儒墨之白黑易见也。

学问心术，几微有别，则同谓之儒而有辨矣。汉唐之儒，训诰词章者居多，不待议为

也。宋之儒其尚道学者彬彬辈出，抑其中犹有议焉者，若王安石行事之刻，异乎子程子

操己之正，陆九渊见道之偏，异乎子朱子造理之纯，名同而实异，此又斯道之异端。其

学问心术，为有辨者也。”

今之为师为弟子员者，以训以学，当有以择其正而纯者，无择其刻而偏者。为之，

则庶几不负我圣天子之制，而当世之教化风俗人才与典谟雅颂同一纪矣。宣扬圣天子之

制，在文徵之职宜然，故不得不以是告。

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夏五月记。

兵备道记

〔明〕唐　龙

　　予读书，每至论秦形势之胜，未尝不掩卷而叹曰：“嗟哉！安得结鞅凭轼，一观所
谓得天下之百二乎？”而今游者三年矣，日见黄河汤汤焉，镐基奕奕焉，华岳吴山矗矗

焉，壮矣哉！天府之国也。

其诸延二州，则又列门屏之险峻，藩篱之防，岂不犹常山之蛇，而当其首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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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壬申 （１５１２），其地奸宄煽妖，聚而为乱，声震诸郡邑。大兴徒兵而剪灭之矣，守
臣议曰：“延重镇，古常设经略招讨之官，是故韩范咸授钺焉。而今独阙哉！”遂疏以

告。爰命陕西按察司，分巡河西副使，弥节于州，得兼治兵抚民之任，岁弗之更也。

时华亭沈君，恩实首畀焉，又调西安潼关卒千人，更番戍守，用消隐慝，策之善也。然

而营栅未备，卒僦民屋以居，而嗡嗡不便，民亦焦焦然苦之。沈君乃购基于市，将列营

焉，未绩于成而行矣。迄于辛巳 （１５２１）秋，福山孙君乐夔卿，以才御史擢是秩，至则
众告曰：“予侪小人，赴千里之命而不获一室之安，实用离惕”。孙君曰：“岂唯汝然，

夫分司且倾圮，属风雨之期，栋若厌也，榱若崩也，汝弗知之乎？顾政有坠，逸民多疮

痍，犹未遑焉，姑退以俟。”明年壬午 （１５２２），诸废具举，百物用熙。孙君曰：“是可
以从事矣”。境内多材木，麾诸卒采之。小者负且曳，钜者舆而拨之，并命匠氏陶甓于

野，伐石于岩，既具。乃以先所购基，即南北廓门之外，易地二区，立环堵建营室，居

诸戍卒，以避燥湿寒暑，中筑台而立之，时较其技勇，而观其习变焉。且崇牙纛之坛，

修刍藁之会，于是军不露宿，武不废搜，神不乏祀，马不缺秣，美哉役也。嗣又藉其馀

财以葺分司之居，前堂、后寝、周庑、掖室、重门，高垣焕焉肃焉。至于胥吏舆隶居有

舍，铠仗旗鼓储有所，等威以昭，周防以峻，瞻视以式，斯不亦善乎？甲申 （１５２４）秋
成而落焉。

孙君亟语之曰：“斯千纪厥成也，子独无诗人之意乎？”予曰：“请言居之之道可乎？

夫自古封疆之臣，训旅、息众、服远、怀迩而安辑其邦家者也，匪强弗克振之，在有威

而已矣；威胜则虐绥之，在有爱而已矣；爱胜则弛纠之，在有法而已矣。是故国之命

词，优之以节钺。曰尔扬尔威，本之以文治；曰尔均尔爱，兼之以臬事；曰尔政尔法，

政之大，经天地之法则也。君子于是必申儆，军实以尽威；勤恤民隐以尽爱；纠逖奸慝

以尽法，则居得其道而安矣。苟于三者，一物纰缪，则居失其道而危矣。孙君之政，酌

张驰之宜，中刚柔之节而无阙焉，斯无所忝于厥室矣。《诗》云：“不遑启处”，夫惟不

遑于处而后可以处也。后之君子居斯者，无亦于三者皇皇而是务乎”！

文 庙 记

〔清〕汪　坎

　　州守顾公治之明年 （１６６０），乃集之师生父老而谋曰：“教化者政治之本，学校
者教化之地。之庙学废于兵燹有日矣，乃泄泄而不为缮理，式予之辜尔，师生当共予

成之”。

居无何，宪台李公仗节至，谒先师庙，释菜礼毕，周视学宫。其廊庑门垣，久矣

邱墟；虽正殿岿然，而户牖几筵杳无存者。公与顾公相视忾息，毅然谋与鸠业。乃大捐

俸金若干两，郡二千石牛公、郡丞朱公、司理荆公亦各捐俸若干两，以募工鸠材。博士

郭君峤、弟子员宋子国珍、任子于峤、宋子楫、宋子民誉、秦子所重、姜子璧星、齐子

国耊、宋子梅、段子?、秦子尚文，分班董役。而顾公不惮烦苦，日朝一至，日夕一

至，剪荆榛、除瓦砾、理殿宇、峻阶址。建两庑十楹，启圣祠三楹、名宦祠三楹、乡贤

祠三楹。以修门垣，以焕牌坊，以崇几做，以设木主，葺明伦堂，饰文昌祠，咸极丹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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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盛。经始于辛丑 （１６６１）孟秋，至冬仲工峻，当立石纪岁月。会李公迁湖广总宪去，
迟迟未果。

今年丙午 （１６６６）春，坎忝膺本庠博士，顾公乃于是岁奉召，为尚书郎，念贞珉未
竖，属坎为记。坎叨沐教化，义不敢辞，乃拜手而言曰：“二公为尔庠之久废，不惜

金钱，不畏寒暑，亟亟而为之，聿新者非有他也，一以尊崇先圣俎豆先贤，一以鼓舞人

文培养俊秀也尔。士子自以为诵圣贤之书也，自以为为圣贤之徒也，然尚不知能诵其书

焉否耶？能为其徒焉否耶？入而能孝出而能悌，临民而为良吏，立朝而为忠臣，是圣贤

之徒也，是能诵圣贤之书也。在家无令闻，居乡无广誉，莅官而污，立朝而佞，是非圣

贤之徒也，亦未尝读圣贤之书也。”

阳明先生 《修学记》曰：“朝廷养士，非专为举业，而实望之以圣贤之学。”治殿庑

堂舍、整廪厨膳斋，有司之修学也；求广居安宅、严礼门义路，为师为弟者之修学也。

今二公之心，亦阳明先生之心也。二公先其所修，以望其共修也，多士惟无自弃其

修，斯无负二公之修也。坎不敏，忝有切磋之责，不敢不共勉焉。

李公讳荣宗，字绳庵，辽阳人，戊子 （１６４８）贡士。顾公讳耿臣，字翊文，号介
庵，嘉善人，戊戌 （１６５８）进士。

重建州治记

〔清〕顾耿臣

　　，岩邑也。余甫释褐乃为牧，因得。己亥 （１６５９）下车，问州治，则城以内一
望皆荆榛也。西山之阿，前此购民居为署，鄙隘弗堪。夏秋之交，风雨骤至，飞瀑下

注，群派怒奔，汇于州署，后复折而南归于壑。岌岌乎，时有溃圯之患矣。余触目忾

然，图复旧署，而疮痍未起百务未整，奚暇鸠工。

明年庚子 （１６６０），捐薄俸，治城垣，稍为绸缪计。越辛丑 （１６６１），楼?始备，雉
堞始新，皇华始有所，仓庾始有处。爰修先师庙，治明伦堂，英俊毕萃，肄业有斋，讲

习有地，然未遑为公署谋。又二年癸卯 （１６６３），岁屡丰矣，田野乃治，流鸿乃归。念
兹官居于山，民处于穴，危磴穄?，鸟道崎岖，樵者汲者攀援艰苦，不仅官署之患溃圯

也。舍此弗治，奚以宁干止耶？夫因民之利从民之好，司牧事也，余当勉焉。遂先葺宪

署公馆。宪署既完，公馆既饰，乃悉余之资选材佣役，爰循旧址，剪草莱除瓦砾，建堂

三楹，左右库房各一，为东西掾书房二十间，为仪门三间。仿保大楼作鼓楼三楹，建后

堂三楹，川堂三间，住房五楹，东西书房各三楹，廊房十八间。维时丞王君国礼，幕韩

君文旭，咸因旧址建分署，丞署前后厅事各三间，宅房三间，书房廊房具备。幕署为厅

事三间宅房三间，书房廊房亦备。二君俱捐俸钱，经营之绩勿可泯也。

制不必奢，取其浑朴；材不必巨，贵于适宜；工役虽烦，上不动公帑，下不伤民

财。始于癸卯 （１６６３）之春，至冬月而落成。
于是州之士民，无不欢欣鼓舞。画井干修庐舍，数十年丘墟者，一旦为比屋为廛市

矣。救废启新以因而创。肃堂构以亲吾民，刍牧有地；虚礼乐而俟君子，化洽为期。此

皆赖国家太平之福，上台兴复之惠，余何力之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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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守王公①德政记

〔清〕任　熏

　　我皇上重牧民之寄，屡严官方，细核名实，谓国本在民，而民命依牧。至于岩要之
地，凋敝之区，尤非庸软谀俗之所能依违矣。必简清廉公直，宽仁慈祥者充其选。此治

理烦剧，以起敝扶衰所为，致委我公也。

公讳正义，贵州贵定人。乾隆壬申 （１７５２）恩科成进士，丙子 （１７５６）举于乡。传
胪时御擢翰林，召对将大用之。奈公性方严，不合于时，出为四川知县。寻调关中，历

朝邑、兴安、凤翔等处。所在著绩，久已脍炙人口。二十□年四月来署，以先声之
夺，为群情之驰，吾侪州民莫不以手加额，曰：“氓蚩何缘，得蒙仁人庇荫哉”。

甫下车，即以体恤民隐，稽察豪猾为急，奸宄已破胆避窜他方。厘剔积敝，凡不便

于民者，一切革褫殆尽。于正课禁高收之害而衡诚悬，戒瞂楚之伤而蒲示辱。又虑胥役

之蠹吾民，一应差遣，悉行省免。有时屈情来质，先讯其直否，直则令本人执票榜所告

之门，限时到审，毕即驱其出城。公务急时，不移吏，以至诚感人，晓谕各里，届期无

不立应。史称：“人不识吏，犬不夜吠”，于今不虚焉。

念坊文风卑靡，欲设立书院振兴教化，集诸生总以器识，品格，躬行，实践为

谆谆。

时金川仍复跳梁，调拨榆延兵经过地，适当麦秋，百姓不胜其忧，公为设法，咸

委在城乡保公心办理。凡所需夫马骡驴，既免侵渔牵连之苦，而比闾无不鼓舞以从，竭

蹶恐后，揆诸所历。外州县类皆纷扰骚动，而境帖然。如无军给者，以公威望才干，

凡首领士卒无不畏缩慑服，不敢肆，一违节制即以军法相责，盖不惟老幼受之福，

且省公私剥蚀银两，以千万计矣。

值六七月旱賛连旬，焦禾杀稼，民迄待毙。公诚心虔祷，科头草履，不四五日而雨

如注。后再旱，复设坛喁祈而甘霖沛降，较前倍捷，仿之百里。嵩之在徐州，余佛子之

于九江，不是过矣。

本年岁试在即，询及考棚号房狭窄，每于号前接席，一遇雨则试卷受污。公自出

资，于号舍北隙地，东西共构十数间，展其局。而诸属士子无不知感。

近例，臬府招审重囚，必需经过郡邑，驴骡递送，乡民入州者不分皂白，牵以蝭持，

几于罢市。公廉知其弊，竞自捐俸买驴数头，给犯人为定例，编氓又受赐无穷。至日用公

需及各行蝭应，俱公平处分，毫无过取。凡商贾牙侩，刍荛雉兔者，无不以青天呼之。

而公暇日，惟诗文自娱，哦诵之声，夜静更阑达于署外。将虚白堂闲传为韵事。系

清香句妙的属雅人，固所谓循吏而风流者乎？自奉则从薄，邓伯道之饮水吴江，庾杲之

之齑粉三九，清淡高风，千古一致，则又官府而寒儒也。

与署事半载，阳月杪得卸任。远省商民洎四属士庶，欲求所以留公者而不可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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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其去而卧辙、截镫之不容己也，爰脱靴两双，一庋张村镇、一庋衙前。吁借寇君于南

阳，正难如愿，祷梁公于宁郡，群切生祠，岂徒房谦号慈父哉？立碑颂德，长葛固先为

之矣。于是阖属翕然，董其举以标遗爱，而嘱余纪之。余不文不能述公之万一，惟迹其

实德实政沦浃人民之骨髓者，撮要而约略之云尔。夫以公之器量，猷为而宰此僻郡，非

所谓潮州海浸正多，韩愈龙场职鄙，益显守仁者。将来为台辅，沛霖雨，勋业普遍，天

壤乐之，歌咏环区，岂徒加惠一方，流馨片隅已哉！公去之明日，众咸怂恿，亟勒于

石，竖仪门外，志不忘。

疏议

延属丁徭疏

〔清〕杨素蕴

　　明季，天下之乱起于西北。臣乡延属，实首被其害。李自成、张献忠等，纵横流毒
二十余年。老稚杀戮，少壮虏掠，伤心惨目，已不忍言。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天灾流
行，父子相食，几无遗类。计此方之民，半死于锋镝，半死于饥馑。今日存者实百分之

一，皆出万死而就一生者也。是以原野萧条，室庐荒废。自宜君至延绥，南北千里内，

有经行数日不见烟火者，惟满目蓬蒿与虎狼而已。

计非休息生聚，费国家数十年培养之力，必不能复元气而措安全。乃今积困大害更有

万倍于他处者，丁徭是也。臣缄默不言，则疾苦壅于上闻。惟有日月削，趋死亡而已矣。

臣宦直隶，即以直隶之钱粮较之：直隶地亩丁粮，总名曰 “条鞭”。起解、存留、

通融支收，每丁银不过一钱二分，是以百姓乐输而易完。延属则不然，地亩所出者名曰

“大粮”，人丁所出者名曰 “条鞭”。大粮以供起解，额征犹有定数。条鞭备存留，官役

之俸薪、工食出其中，师生廪饩出其中，此犹曰必不可已之经费。甚至各上司提册催号

之使费出其中；各差役需索供应之繁亦出其中；而本州县驿递、城守诸务又种种出其

中。嗟嗟！百孔千疮，何一非此晨星落落半死亡之膏血哉？故每丁每岁有费至三两者、

有费四两者，较之一钱二分之额征，其相去讵止倍蓰。

夫延安处万山之中，土地寒薄，收获有限。数年来，金生粟死，成米数石，仅能易

银一两。且人皆赋资愚鲁，不善治生商贾，又别无舟车经营运用之方，株守本业，积蓄

几何？即罄上户之产，尚不足供终岁三丁之费，而况鹄面鸠形、啼饥号寒者乎？

是以淳朴者，鬻卖男女以偿其 （责）；奸猾者，非携家远徙，则挺而走险耳。每见

开征之期，父子蹙额，夫妻愁叹。相率捐亲戚弃坟墓者，累若丧家之狗失巢之鸟。进无

所依，退无所据，流离琐尾，良可恻然。即官其地者，睹颠连光景，亦皆有死之心无生

之乐。然事势所迫，补救无术，惟有饮泣太息而已矣。若不早破除此弊，恐非尽延安之

民，驱于乐土；尽延安州县，胥为荒邱不止也。

伏祈皇上，痛念此一方孑遗，敕下该部，行令彼处抚按道府，力加厘正额定款项。

丁少费多，不敢望如一钱二分之轻，亦宜曲为调剂，裁去无益，俾不至重困难支，则奄

奄残黎，庶渐有起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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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亩 议

〔清〕许　瑶

　　窃观天下荒残之地，惟延为甚。千里顽山，四围重阻，商贾不至其地，行旅不出其
乡，经营之路绝矣。及流寇首难，闯逆始祸，毒荼蹂躏，民生愈困。迨我朝定鼎，王逆

复造乱于三川，再值旱涝，漂没更烈。此延民所以日削月割，以趋于贫穷而无告也。

今以出赋之地言之，所谓东南其亩者，皆建瓴侧立，粪溉不能仰而置诸上，淋潦又

复冲而泄诸下，故其民穷于耕耨。地则崖凹石坡沙砾相错，为积阴之处。虽大稔之岁仅

可一收，故其民又穷于收获。按明代二百余年，当未遭荒乱之日，皆以折正起科，或八

九亩出一亩之税，或五六亩出一亩之赋，民犹有二月卖丝剜肉医疮者。本朝因兵燹之后

人民稀少，所在抛荒。乃兴屯道厅专以清丈为事，令有司百姓自行开首，计亩报粮，此

非有神驱鬼使能厘荒而熟也，不过以熟包荒耳。故民一亩之地，六赋其粮；洛民一亩

之地，八赋其粮。含糊赔纳，向隅莫诉。陈布政奏疏所称，不能完而贻上，以加增之名

者言之，诚然也。

迩者洛川、宜川二县，拖欠十六年粮银，各千余两，终日敲扑，分毫莫由垫纳，官

受罚而民被害，究无补于国赋。是朝廷有加赋之虚名，而贻耗赋之实害也。督抚绘图请

命，肤施、甘泉二邑已沾皇仁。乃延川、宜川、延长、宜君、中部、洛川、州七处，

未经覆题折正。按原开折正字样，延川、宜川四亩应折一亩，延长、宜君、中部五亩应

折一亩，洛川八亩应折一亩，州六亩五分应折一亩。

愚谓异日之议蠲议赈，今日之议垦荒议复额，何如地亩一折。百姓无赔累之苦，止

完应纳之粮。生聚不繁而自繁，原田不垦而自垦，岂曰减赋，实基增赋之原矣。所谓以

损为益之术也。

丁 徭 议

〔清〕许　瑶

　　古者，十六受役六十归田。而民有丁差，此租庸遗意也。天下户口，每丁不过以几
分计，多至以一钱计。独延之民，赤贫只身，而岁纳至七八两不止者，较之几分则一

丁已至百丁，较之一钱亦一丁而至八十丁矣。其当全盛之时，属徭役已重于天下，然

众擎易举，丁多徭均，自足供一县之用。及七遭兵燹，人民逃死，存者仅十分之二，而

每县经费所需，仍然准昔日也。十分之用责之二分之民；数丁之供坐之一丁。按册则丁

多，阅人则丁寡，问其姓名，大半已登鬼录；稽其户口，里亲并无识认，生者代死者兴

差，现者替逃者肩役。人无固志，逋亡愈多，破窑非可恋之居，蓝缕无难挈之物，流离

转徙，客死他乡。此既兴去土之思，彼讵怀生还之望。所以现丁亦变为逃丁，而逃丁永

不能复为现丁者，皆虚丁害之也。

本道到任，尽出所携。一捐以筑城垣，再捐以恤孤老，三捐以制器、操赏、振饬、

武备，四捐以助倒塌窑穴及修盖房屋者，招抚流移，安辑老弱。然而鸿雁仍鯞于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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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兔竟绝于邱首，岂皆无坟墓骨肉足动怀来，恶保聚而乐危亡哉？令烦祸重徭役为之

驱，故甘抱头裹足而莫敢前也。兴言及此，拊心呕血，无计剜肉而医疮。以宜君一邑言

之，原设三十八里，今止存一里；里不满十甲，甲又无全户，户又多单丁，则户口之衰

落可知也。如延长以一千六百余丁而包七千六百余丁。

已蒙院批，侯会题九属，喁喁望风，不啻解悬拯溺。伏乞严檄各州县，清查现在实

丁，册报供役，将所谓老丁、偏丁、供丁、帮丁各项尽行革除。则一丁止纳一丁之徭，

而包纳数丁、赔纳亡丁等令，永不为生民之害矣。将见挈老幼而归者踵相接，何难复丁

徭役之旧额也哉！

运 盐 议

〔清〕许　瑶

　　窃照盐法成例，招集商贩，疏通官引，此自古不易之定制也。奈延庆等府现无商
贩，不得不向户口散引。引散矣，又不得不责户口驮盐。

驮盐一也，而州县距盐池有远有近，则利害判然于其间矣。如庆之环县，去池最

近，民以驮盐为乐，盖米谷粜无去路，驮盐可获银钱，本处卖之不尽，驮远更得倍利

也；如延之延川、宜川、延长、州四属，在延之东南，去池最远，驱民驮之为最苦。

崎岖险隘，往返三千余里，运载艰难。及售盐之后，一引所费，得不偿失，赔折十倍，

一苦也；有牲畜者，犹堪蝭持，贫无力者，背负肩荷，辛苦万状，如宜川该引一千二百

九十六道，计盐二十五万九千二百斤，须用长驴五千一百八十四头，则脚力之难办，二

苦也；宜川册丁一千一百有奇，以两驴一人计之，须夫二千五百九十二名，即空国负

贩，孰是力南亩应正供者乎？抛荒田地而伤农，三苦也。故今日之民，皆甘心纳课、缴

引，不欲驮盐。所食之盐，愿买之近池县之步贩耳。然功令恐有民间纳银，不得升合盐

之谕。而司盐者，不得不责之以驮。是欲小民实沾恩惠而倾家荡产，以至惊窜转移者有

之。故民视驮盐更苦于包丁包地，以池远而害深也。如听纳课不驮盐，朝廷不可受 “不

与而取”之名。然必欲强之驮，又民受实害，是迫以赔累之奇祸，无益于国，有害于

民，大不可也。

窃以为不责远池之驮盐，而责远池之销引。盖近池之民惟冀多得一引以谋利，有私取

远州县以往驮者，此民间之私弊。若明许远池者将引转卖近池之人，一转移之，为公家之

公利在朝廷，视之依然商贾也。在民亦免远涉，且可优游纳课，而国税不至于病民矣。

复孤贫粮议

〔清〕许　瑶

　　文王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天子巡狩列国，首问养老尊贤，未有于茕茕无告之
民，算及锱铢也。日者国用告缺，司农裁及月粮，有识者屡见告章矣。然司农之下，念

贫民未尝不周挚也。奉有明旨，令天下各州县，于赎谷预备仓粮内蝭给。是裁存留之月

粮，未尝裁仓谷之支给月粮。裁此仓谷给彼，并未少孤贫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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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皇仁而济国用，司农之计未尝不尽善。忆本道前守广平初，不闻有减扣之令，夫

何一入延，荒残惨目？见百姓皆似孤贫，而问孤贫反绝少。骇而问之，曰：“孤贫粮

已尽裁也”。问州县官何故不给仓谷，曰： “未奉上行也”。岂各省与直隶奉旨之上行，

亦有殊邪？此可为长太息者一也。至州、洛川等处，则倒追十年十一年，食过月粮，

敲扑押比而不容其流散，益为骇异伤心。夫以孤贫既不给新粮矣，反追食过旧粮，自古

有此王政乎？且食粮已过数年，食粮人已死过半，止就一息尚存之孤寡，追复从前已散

之口食，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此可为长太息者二也。

伏乞宪台彻底清查，如系未经报部之粮，直与蠲免，如系必不可蠲之数，即于现贮

预备仓谷赈济之内作正支补，仍谕各属。查现在仓谷，遵旨支给，皇仁得广而穷民更

苏矣。

说对考

经正书院说

〔清〕杨名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无不正，而气质有偏，则不能不待于变化。不殖则落，学之
所以不可已，教之所以不容废也。

党庠、州序即古乡学，制有地以聚之。而后模不模范不范，相观而善，中道固不可

必得矣。资禀近于狂狷者，未尝无人，有异端者起而紊之，学术斯坏矣。其显与道畔

者，人得而辨之。惟天资本高，所学又足以文之，一入其途终身锢弊，犹且自以为是，

斯道之所以不明也。岂独杨墨释老之徒足以为害。儒者心性之学，不得其传，著为文

章，发于事业，鲜有不贻误苍生者。夫心性之学，岂待外求哉！人外无道，道外无人。

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即有亲义别序信之理贯乎其中，子舆氏之所谓经也。学

者，正此经而已；教者，正此经而已。果能尽格致诚正之功，具修齐治平之用，彼异端

者，乌足以乱其真耶？邪慝不作，正道昌明，董子所谓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胥是经也。

州书院落成，颜以 “经正”。经正则庶民兴，斯无邪慝，此区区之意，所欲以循

名而责实者也。

拙 谷 对

〔清〕任于峤

　　任子山房临于村之西谷，筑成，额曰：“拙谷。”是夕，梦谷神拂拂而来，目而言
曰：“予乃天吴子，何诋辱予耶？夫拟人者于其伦，予虽无似，亦何至以拙名耶？予闻

燕有谷不生草木，雍西之谷黑水如漆不产鱼
-

，此实拙矣，犹不以拙名也。盖拙之为

言，龌龊无能，为世所弃，有其实者且讳之。以予之静而容谦而下，清流可以汲，茂树

可以憩，膏壤可以耕、可以圃，子幸不鄙而居之，岂非有慕于予者？不蒙揄扬，反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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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实之名，抑何辱予至此耶？”

任子对曰：“汝固未尝拙也，但以余之拙，日与汝居，汝亦安得免于拙耶？汝独不

闻愚公谷乎？齐桓公大猎入山谷中，见一老人问以何谷，对曰：‘愚公谷。’公问其故，

对曰：‘臣尝畜?牛，生子而大，卖而买驹。少年者曰：“牛岂能生马，遂夺以去。”于

是邻人皆以臣为愚，因以名谷焉。’夫老人以一事之愚，且以累谷。余之拙非止一事，

而欲不及于汝，岂可得欤！且汝谓诬以无实之名也，亦非矣。昆仑之北有谷焉，产异

竹，黄帝取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名曰 ‘轥谷’；南阳郦县之谷，左右生菊花，堕其

中，饮其水者能寿，名曰 ‘甘谷’。有其实者名随之，谁得而诬之？若夫河阳之谷通流

御沟，能邀冠盖晏游，名曰 ‘金谷’；秦关之谷，形势扼要，名曰 ‘函谷。今汝在穷荒

幽僻之处，为王公大人所不经游之地，惟招余以居是，即汝之拙也。乌得不为拙谷？”

谷神曰：“如子所言亦似矣，然拙岂不可移易者？予试请于天孙授子以巧，易子之

拙，岂惟子之幸，予亦得免于名也。”任子曰： “不然，余之拙乌获不能移，扁鹊不能

医，时数不能迁，鬼神不能易也。”谷神曰： “敢问何如而至于不可易也？”任子忾然，

为间曰：“汝欲闻余之拙耶？将与汝斩南山之竹，呼毛颖之族，令苍颉珥笔，隶首持算，

不足以纪余拙之万一。姑为汝言其大略：余有青萍之剑，削钟无声，尝持以缀履，不如

两钱之锥，是谓 ‘器拙’；余慕屠龙，学于支离，三年而成，迄无所用，是谓 ‘学拙’；

方心不圆，呐舌不工，羞为摇唇，短于雌黄，是谓 ‘口拙’；操觚凝眸，动经旬日，不

投时好，只以自娱，是谓 ‘文拙’；他人斗冒冲突，纵横得宜，余守株待兔，知一蔽九，

是谓 ‘才拙’；袖手摇曳，不稼不贾，年丰而饥，冬暖而寒，方营生计，鬼瞰而笑之，

是谓 ‘命拙’”。

言未既，谷神泫然涕下，挥手以止之曰：“噫！何甚耶？予不能免于名矣！”拜手而

辞，杳然而去。余亦翻然觉，始知为梦中之应对也，乃记其言。

三川杜甫宅考

〔清〕任三镇

　　 《国语》：“周幽王三年 （公元前７７９），西周三川皆震”。《汉书》注谓 “泾、渭、

洛”，则洛于西周已具三川之目，自与东周伊、洛、河三川不同。后人不知延韦以下之

洛，混以出于冢岭为河南之洛，解之殊舛。西魏改长城县为三川县，以洛与华池、黑水

所会得名，在今州治南七十里，其南石崖镌后人题 “杜甫遗迹”甚伙。种讹相沿，遂谓

甫古宅在此，非也。

甫之宅自应在采铜川之羌村，距州北三十里。后魏 《地理志》：“长城县有五交城，

其地为三川县之北境。”《隋志》：“州即隋坊州，大业三年 （６０７）自杏城移五交城，
即今之故州治。”则羌村本三川县地也。

考唐武元衡 《保大楼》诗 “三川会合古州”；郑玉 《苇谷》诗 “水会三川漾碧

波”。“保大楼”即故州治城楼，而 “苇谷”则在今州治南五里。甫 《述怀》诗 “寄书

问三川”、《晚行》诗 “三川不可到”、又有 《三川观水涨》诗，皆指三川县为实。又

《唐书·本传》：“走三川，寓州弥年”，谓昔属三川，今为州治，亦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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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羌村显有其居，甫两番至羌村，复有诸诗、年谱可据。若误为居三川县，则诗中

云 “山中漏茅屋”，以羌村在万山之中；又云 “肶猛虎场”，未闻三川县治而有虎者

也。且 《忆幼子》诗 “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言空山言村不言县，抑又明矣。按

诗考地，因地证诗，以证千百年来之误，俟博综者详考焉。

第二节　古　诗

本节选录唐诗１１首，其中杜甫诗３首，韦庄诗２首，其余３６首。赋铭４篇。

三川观水涨二十三韵

〔唐〕杜　甫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

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

火云无时出，飞电常在目。

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蹙。

蓊
.

川气黄，群流会空曲。

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

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

枯查卷拔树，??共充塞。

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

不有万穴归，何以尊四渎。

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

漂沙坼岸去，漱壑松柏秃。

乘陵破山门，回斡裂地轴。

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

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

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

何时通舟车，阴气不黪黩。

浮生有荡汨，吾道正羁束。

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

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

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

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

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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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村三首

〔唐〕杜　甫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夜　月
〔唐〕杜　甫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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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别张员外

〔唐〕韦　庄

江南相送君山下，塞北相逢朔漠中。

三楚故人皆是梦，十年往事只如风。

莫言身世他时异，且喜琴尊数刻同。

惆怅却愁明日别，马嘶山店雨。

丙辰年州遇寒食城外醉饮五首

〔唐〕韦　庄

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

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

雕阴寒食足游人，金凤罗衣湿麝熏。

断肠入城芳草路，淡红香白一群群。

开元坡下日初斜，拜扫归来走钿车。

可惜数株红艳好，不知今夜落谁家。

马骄风疾玉鞭长，过去唯留一阵香。

闲客不须烧破眼，好花皆属富家郎。

雨丝烟柳欲清明，金屋人闲暖凤笙。

永日迢迢无一事，隔街闻筑气球声。

保 大 楼

〔唐〕武元衡

三川会合古州，纡绂来宽宵旰忧。

静守化条无一事，东风独上夕阳楼。

州进白野鹊

〔唐〕薛　能

轻毛叠雪翅开霜，红觜能深练尾长。

名应玉符朝北阙，色柔金性瑞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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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忧云路填河远，为对天颜送喜忙。

从此定知栖息处，月宫琼树是家乡。

题州相思铺

〔唐〕令狐挺

谁把相思号此河，塞垣车马往来多。

只应自古征人泪，洒向空川作逝波。

献坊丘常侍

〔唐〕许　浑

诏选将军护北戎，身骑白马臂彤弓。

柳营远识金貂贵，榆塞遥知玉帐雄。

秋槛鼓鼙惊朔雪，晓阶旗纛起边风。

蓬莱每望平安火，应奏班超定远功。

春日州赠裴居言

〔唐〕李　频

虽将身佐幕，出入似闲居。

草色常相待，山情信不疏。

灯前春睡足，酒后夜寒余。

笔砚时时近，终非署薄事。

送臧贏下第谒州

〔唐〕罗　隐

赋得长杨不值钱，却来京口看莺迁。

也知绛灌轻才子，好谒尤常醉少年。

万里故乡云缥缈，一春生计泪澜?。

多情柱史应相问，与话归心正浩然。

赏山园牡丹有感

〔宋〕陆　游

洛阳牡丹面径尺，牡丹高丈余。

世间尤物有如此，恨我总角东吴居。

８０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俗人用意苦局促，目所未见辄谓无。

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棰驱群胡！

州怀聂之美

〔宋〕司马光

何言内外家，忧患两如麻。

别泪行三岁，思心各一涯。

海边昏雾雨，塞外惨风沙。

安得云飞术，乘空去不暇。

直罗县三绝句

〔宋〕晁说之

萦回颉颃乱山河，目眩心摇到直罗。

待得罗川平直处，晚来荀令恨如何。

人生不合出都城，百坂千坡异县情。

勃勃当年圣人道，如今狐兔不胜行。

羌管戎歌亦斗新，长官家势洛阳人。

相逢且觅山句好，莫话铜驼金谷春。

赠州田
#

〔宋〕晁说之①

前世能歌田顺郎，今身追悔太昌昌。

戏泥巧尽群儿态，休忆小姑初倚床。

送州节判任元老罢任东归二首

〔金〕施宜生

长途冰雪岁峥嵘，客里哪堪送客行。

万里归心应接淅，一樽别酒且班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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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晁说之 （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一字伯以，山东巨野人。北宋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进士，宋徽宗
大观、政和间通判州。田

!

，北宋州人，善做泥人，闻名天下。《老学庵记》载：“州田氏作泥

孩儿，名天下，神态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值十缣，一床至值十千。”



春生汶水庭闱近，人去雕阴幕府轻。

欲杖征鸿寄消息，地寒不肯过边城。

都骑指汶阳，关门应识弃?郎。

暮寒烟浪归期阻，细雨檐花饮兴长。

束带暂为彭泽令，曳裙休忤汉梁王。

边城情味君应会，为说无訳与故乡。

往  州

〔金〕张公药

出门旋复入崎岖，行路真将蜀道如。

扫冻村童烧积叶，趁春田妇鬻新蔬。

雪花被岸中流黑，云气涵山众壑虚。

老子频年厌羊酪，故溪新绿正肥鱼。

州八景倡和

〔明〕金文徵①

　　予与万物皆寓于天地，而天地亦大寓也。能适所遇不为其驰以骤，则天地万物且寓
于予心，随其寓乐矣。予官州去家五千里而强，大石穷谷非有予江南之乐也。然予适

而乐之，知寓之为寓也。州父老相传其地有八景之胜，披署颇暇，聊与之观焉。夫寓不

期于寓而至寓，无借乐不期于乐而真乐，从之天地一水也，予与万物一舟也，水与舟相

拍浮浩乎不知所终拍，奚所往非寓也？奚所寓非乐也？予故又曰：至人无累，作八景诗

咏 （轶四首）。

塔寺晨钟

颇类丰山道，晨幽响自深。

鸟翻霜月影，僧觉海潮音。

八郭催新曙，穿岩破积阴。

跫跫名利者，才听即掀衾。

圣佛晚照

西山瞰东谷，欹日半峥嵘。

景逐鸦声急，秋随雁背明。

０１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①金文徵，江苏吴县人，进士。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任州同知，官至国子监祭酒。祀名宦。



市喧知客散，树豁见僧行。

顷刻疏钟起，丹青画不成。

莲池雨涨

翠盘鸣暂歇，新水乱轻沤。

月衬潘妃步，天浮太乙舟。

波心深碧吐，沙背浅痕收。

鱼出离茎刺，双双得浪游。

玉女垂杨

翠盖仙家子，瑶池夜宴还。

倩谁开月镜，闲自掠云鬟。

影落澄清底，情牵翬 间。

却愁空谷冷， 叶易凋删。

开元寺白松

〔明〕张　著

叶堕银钗细，花飞香粉寒。

寺门烟雨里，浑作玉龙看。

过小山岭

〔明〕郑本立

眇眇孤村起午烟，杨花飞絮落檐前。

寒流一曲澄如练，人掩柴扉当昼眠。

山夹清江不断流，匝江萝树隐沧洲。

莺花亦到临边地，须信东风无尽头。

三川杜甫草堂

〔明〕田　龙

问柳寻花为草堂，急呼村酒酹诗王。

乾坤无处容衰老，风雅何人到盛唐。

春雨三川驱瘦马，秋风一剑寄空囊。

州旅食峥嵘日，南北音书共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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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柏山寺观唐文皇遗像有感

〔明〕石　星

万丈孤峰锁翠烟，?兰若出中天。

苔滋碣石难寻字，树老裟罗不计年。

邂逅自怜尘外迹，徨谁结静时缘。

文皇遗像空宫里，回首浮名益黯然。

山下溪声山上闻，孤松遥隔万重云。

可怜衣袂沾尘土，却羡袈裟远俗氛。

古佛尚存唐世像，残碑犹勒宋时文。

登临欲纵他乡目，漳水秦川路不分。

憩三川杜少陵遗墨题壁

〔明〕陈　凤

锦城会上浣溪堂，此地来足迹已荒。

满壁龙蛇尚飞动，三川花鸟俱相忘。

李杜齐名行在叙，契许我身谁谓往。

万死问关赴在
/

，令无共益志堪伤。

子 午 岭

〔明〕唐　龙

岭名分子午，天险限西东。

剑阁千人废，吴山一箭雄。

云封关树黑，日出塞门红。

远道悲游子，壮年成老翁。

梅 柯 岭

〔明〕唐　龙

山色依然在，梅花久已逋。

风流不可作，香影亦虚无。

海内诗名大，天边客与孤。

荒祠残雪里，景物正模糊。

２１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柏山寺

〔明〕冯舜渔

古寺凌空起，名山惬旧闻。

虎溪初涨雪，宝塔上垂云。

贝叶翻经午，炉香礼日?。

都无尘俗到，莲社愿同君。

石 泓 寺

〔明〕金禹绩

飞阁撑云栈，清泉绕茂林。

何年开石髓，长日照禅心。

贝叶横经案，幽禽集磬音。

山僧无一语，应亦笑缨簪。

丹崖环碧水，宝梵倚苍峰。

暂憩双尘足，来看万壑松。

禅香浮篆案，仙籁伴晨钟。

翻羡幽人好，闲心契寂宗。

晚过寿峰寺

〔明〕吾　泉

昏黑过山寺，寻僧问往年。

藤萝连一水，星月映诸天。

磬出秋林外，灯悬古像前。

何能解簪绂，一就石床眠。

赴任延安宿黄甫店书怀

〔明〕陈　华

一剑趋边地，孤村宿水涯。

塞云愁结惨，碛树暑方花。

危石垒飞磴，悬崖齐落霞。

扪天径宛转，探井涧交加。

魂断羊肠处，心伤雁足赊。

税车随暮雀，飞盖散晨鸦。

赤日垂藤远，黄尘驿路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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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衫钩枳棘，蓬鬓上泥沙。

酻騩凭谁道，酸辛只自嗟。

病来身似叶，愁起绪如麻。

樗散难酬国，萍漂莫问家。

中山昔画虎，上郡复从蛇。

熊轼还谁倚，龙韬且漫夸。

泥封雄志气，?弃富年华。

烽火台仍在，要荒路易遐。

远田多种黍，近郭亦宜瓜。

郊野虽无垒，安危慎建牙。

三川握异域，五马愧当衙。

桑土及先雨，泥涂戒后车。

风云崇节制，斥堠浑窿洼。

刍饷勤区画，封疆削僭差。

玉关开户牖，金界净蒹葭。

万里河源路，还看汉使槎。

玉 女 泉

〔明〕杨抱醇

玉屑霏霏不断流，恍疑神女弄珠游。

月明人静方亭小，身到瑶台十二楼。

　州
〔清〕蒋湘南

险控三边尾，盘从万岭尖。

地荒招客富，城小受人严。

早麦能轻暑，淳风略近廉。

大观清静意，质胜亦无嫌。

刺史真民母，高风我夙钦。

草亭殷小阮，碧海接孤琴。

道自渊源喜，瞻同华岳。

登山听舆颂，倚和一长吟。

入夜喧逾怒，三川气不平。

鬼神骄下峡，风雨暗吞城。

地僻寒深夏，云归候易晴。

少陵观涨处，代速若为情。

怕触思家苦，新翻照泪歌。

４１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深闺人昨夜，问我月如何。

儿女身虽长，关山梦恐讹。

书来萱舍健，白发正婆娑。

州怀古

〔清〕张映辰①

梦绕黄蛇叶地符，三秦分裂属高奴。

草堂谁忆诗翁宅，故国曾传降将都。

万里城阴犹在望，百年民气已全苏。

停车恰值秋深后，山树樱桃叶未枯。

玉华峰好见肞?，洛水波流景自澄。

八骏周行临翟道，千年神爽护桥陵。

坊州地近连戎幕，广漠风多披绣滕。

最是诗翁留寓处，草堂题和日新增。

开元寺题壁

〔清〕范　俊

开元古寺经兵燹，丈室犹存旧誄 。

荒殿鼠翻苍藓瓦，秋窗月照白头僧。

门前老柏余虫篆，天外寒云护佛灯。

为话废兴三太息，松荫闲倚一枝藤。

谒杜公祠

〔清〕周铭?②

怕说岑猛虎场，当年遗迹总荒凉。

诗魂犹恋深闺月，常认州作故乡。

底事崎岖赋远征，全家漂泊近边城。

相逢莫道吟诗苦，只为风尘也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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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映辰，号藻川，钱塘人。清雍正癸丑 （１７３３）进士，授编修，累官至兵部侍郎。
周铭?，字鳌山，山东即墨人。清道光五年 （１８２５）贡生，咸丰九年 （１８５９）举人，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进士。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前后任州知州。



曹村寺二首

〔清〕任于峤

不知何代寺，寥落几经年。

树老鹤仍在，锡飞僧未还。

断碑犹有字，古殿半无椽。

灵境亦磨灭，尘区益可怜。

爱山情不尽，来往憩禅林。

未雨石先润，无风松自吟。

天花依旧落，贝叶正堪寻。

惆怅归鞭促，浮名违此心。

奉和学宪钱塘张公州怀古次韵

〔清〕缑山鹏

梦里河山启瑞符，坛除后筑高奴。

曾联左辅分花县，会作雄藩障帝都。

尉郭勋名留碣垒，杜韦踪迹问樵苏。

游人爱咏羌村句，踏遍川原兴未枯。

当年建置倚肞?，水会三川一带澄。

北去诸峰连上郡，南来万壑拱桥陵。

金戈铁马无遗迹，碧藓苍苔有旧塍。

最是诗翁留寓处，草堂题和日新增。

　州
〔清〕李嘉绩

州旧镇远方军，画角声悲日易曛。

百里天低鸿雁阵，几家人住虎狼群。

岁时风酿秋前雪，城郭沙团塞上云。

千载少陵遗迹在，不堪重诵北征文。

韩范祠题壁

〔清〕杨　繬

不朽功兼德，齐名范与韩。

同朝声并重，异域胆俱寒。

６１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俎豆今犹烈，旗常古莫刊。

题诗祠壁上，表忠肝。

开元寺白松

〔清〕杜薇之

百尺峙岩巅，苍容不记年。

蛰龙疑蜕骨，辽鹤喜巢颠。

叶覆金人殿，根含玉女泉。

想当蛇日，植自帝坛边。

州竹枝词

〔清〕谭　麟①

抱城洛水响汤汤，雨涨三川势更狂。

天意教人成利济，沿河十月尽水梁。

观音楼耸丽朝敦，玉女泉清水不浑。

涓滴竟能沾润遍，大家饮水要思源。

杜老羌村艳草堂，谁知土窑竟全荒。

多情剩有州月，照到离人总断肠。

尘玉亭荒岸柳低，郊原一片草萋萋。

香魂不见红儿返，愁听城乌夜夜啼。

清明恰值艳阳天，新旧坟头挂纸钱。

处处隔墙闻笑语，家家院落试秋千。

开元寺废塔无尖，宝室神钟气象严。

千载坊州余古迹，留传远近作观瞻。

丧礼亲疏制不同，本宗远近辨期功。

如何内外无分别，一例三年白布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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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麟，字西屏，安徽旌德人。能文知兵，擅长丹青，光绪年间曾将兵州。



汉家牛武本平川，一带桑麻好弄田。

雨涨山溪喧水碓，泥人风景似江天。

妾家近住相思铺，郎意何如消散坡。

未及成童竟婚嫁，不教金线恨蹉跎。

于归眷属说遨游，马上罗裙赛紫榴。

三尺青纱牢记取，要它障面又笼头。

鱼樵耕读道情①词

〔清〕陈漾濂

老渔翁，一钓竿；

靠山崖，傍山弯。

扁舟来往无牵绊，

沙鸥点点轻波远，

荻巷潇潇白昼寒。

高歌一曲斜阳晚，

一霎时波摇金影，

猛抬头月上东山。

老樵夫，自打柴；

捆青松，夹绿槐。

茫茫野草秋山外，

丰碑是处成荒冢，

华表千寻卧碧苔。

坟前石马磨刀坏，

倒不如闲钱沽酒，

醉酗酗三更归来。

老农夫，手犁锄；

黄麦秆，白酒壶。

一行榆柳门前树，

豆棚瓜架斜阳里，

春薪秋松熟饭初。

８１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①道情，曲艺的一个类别。源于唐代 《九真》 《承天》等道曲，以道教故事为题材，宣扬出世思

想。陈漾濂，号廉泉，州陈超村人。清光绪年间贡生。



田头唱吧归家去，

再邀来邻朋团坐，

到三更同话唐虞。

老书生，住宅中；

说黄虞，道古风。

许多后辈高科中，

门前从仆雄如虎，

陌上旌旗快似龙。

一朝势落成春梦，

倒不如蓬门僻巷，

教几个小小蒙童。

老头陀，古庙中；

自烧香，自撞钟。

菟葵燕麦闲斋供，

山门破落无关锁，

斜阳苍茫有乱松。

秋星闪烁颓垣烽，

黑??蒲团打坐，

夜烧茶炉火通红。

赋

鸣 虫 赋

〔明〕王邦俊

　　庚子 （１６００）六月，余督兵剿播营于河渡山椒，雨过凉生，清夜寂然，篝灯相向，
四壁虫鸣，凄其秋也，感而赋之。

鋢万族之摄生兮，顺时序以代谢。温风至而居壁兮，蟋蟀鸣于中夜。伊微物之何知

兮，识秋气之将临。负纤纤之薄质兮，怀炯炯之一心。将全身以远害兮，托穴处于幽

深。孕南讹而振羽兮，迎西陆而扬音。羌与世其何求兮，若有诉而长吟。尔乃夜沉沉而

敛雾，月??以流光。凉飙飒以入户，清露下而沾裳。瞻山河之岑寂，聆天籁之悠扬，

感先秋之振唳，惊颢景之摧芳。于是仆本游子，抱剑辞亲。越商洛之峻坂，涉黔楚之荆

榛，畏简书之孔赫，犯雨露之晨昏。爰自春以徂夏，忽蓐收之司辰，思亲舍之遥隔，徒

结肠而怆神。念薄躯之偃蹇兮，恒与世而多违；叹年华之迅迈兮，惧垂白之慈闱；望秦

云之缥缈兮，心怦怦而欲飞；想鹿门之青山兮，忆沧浪之钓矶；吾将迥王阳之驭兮，返

薜荔之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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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 赋①

龟山肳萶，龙首垂仪，元坡日照，大盘风驰。岗上骆驼稳卧，峰头凤凰快飞。紫金

璀璨，白石光辉；云霞绚烂，兰芝葳蕤；樱桃鲜艳，梅柯纷披；仰怀圣公，俯问雄儿。

洛流泛泛，沮水；香川播馥，玉华漾漪。核桃沟边凭舒杖，葡萄河上任鉴须眉。一

线堪探，五眼足窥。

台建则四仙聚会，楼开则八面成图。或监军而演武，或望卤而震威。则文公祭

郊而作，草堂则杜甫避难而栖。

若夫，人逃而避兵凶，怀德设方招辑；民系而妨稼务，师中下令遗归；斩来首级二

千，曲珍堪仰；胜倍精兵十万，种谊可推。

至于恭孝则秦族垂美，忠直则杨偕留徽。廷珍上书，何惧沈阳谪戍；以学争礼，卒

膺太仆官资；诚吾初授，登封战守尽力；素蕴屡迁，巡抚拊询不违。

羌 村 赋

〔清〕任三镇

　　杜子美避禄山之乱，寓弥年，家于州治北二十里许。旧实三川县，地曰 “羌村”。

虽艰窭困顿，而忧国之志无日不存。肃皇甫立灵武，欲奔，为逻者得。曲江恨吞，不受

蔑污。潜逃贼樊，乃受拾遗之职。还殷洛交之魂，雁书来传。旧居虎场，恒望柴门。斯

固解忆长安，遥怜闺月，侍舆帐殿，耿耿晴轩也。为赋云：

夫何才俊之偃蹇兮，抱轮而莫逢。禀素性之悫诚兮，矢忠悃其谁同。彼飃枪撑其

漫发兮，揭孤愤以高踪。用远托于浩渺兮，游冥冥之飞鸿。怅儒术以无策兮，迹谋身而

忽忽。惟兹羌村，雕阴近接，苇谷斜连，上横梅柯之麓，南蹲樱峰之秚，到眼砏岩，触

足潺盢。势若鹿逐牛伏，矫如蛇曲龙盘。涧水霞收，几番枕漱；丛萝雾拂，镇日扳联。

洵哉！陂陀之岭，峤掩冉机，迎出没之溪谷；迄逦情送，侨寓孰亲，坎
0

谁共，惟此妻

子同悒，亦只笔墨是弄。或夸波涛海图，相看曲折绣缝。八头十足曜天吴，六象九苞集

紫凤。足壮僻壤之色泽，芳可流传，庶增枝鹿之观瞻，雅堪歌颂者也。而其所以脍炙人

口，景仰留遗，动百代之渴慕，结亿万之讴思，要别有以注属，非沾沾然徒在乎斯原。

夫玉蕴壑而山辉，珠藏渊而川媚。名人贤士所止栖，残膏剩馥所沾被。风闻山高与水

长，遂以杰人而灵地。尔乃墨敕，特颁室家，许谒华原。再上大篇，屡揭九成，追历玉

华，揽缬山行晚，稠苦辛跋涉，赤云峥嵘，千里归客，墙头鸡叫，树稍鸟喋，南邻北邻

遣情，浊酒清酒畅欢悦。鋢撮当年之形容，讽咏 《北征》而高蹑。

迄今世代几何，物换景移，忆游春于野坞，浣素襟于川湄，经点缀而千古佳话，历披

拂而腐朽神奇；莫论秦巩之遗，争传寒峡赤谷；漫夸梓夔之迹，偏艳草堂花溪。于是筇杖

遥来，篮舆继至，风流骚客曾扫石以淹留，潇洒才人亦寻幽而远诣。瞻郁纡于萶肳，方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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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文录于 《嘉庆庚辰重镌续广事类赋》。清黎川王凤喈简亭注，王晋之校录。文赋历数州山水、

古迹、名宦、人物，州人文可窥一斑。



峦而徘徊；钦英风于碑碣，且磨藓而洗苔。或低情以扼腕，或高致以衔杯，依稀愁结之忠

魂、仿佛浩瀚之奇才，莫不苍凉悲壮慷当以慨。固光焰万丈之豪也，而郁郁居此土哉！

乃若兵燹既除，化以百年乐土，家世相庆无事。千里奔走，抚今兹之乐豫，拟当日

之躏蹂。固已生养休息，傍花随柳，争自濯磨。居今古叩，辄呵笔而濡墨，摅细意于斩

棘披荆，亦踪迹以怀人。酬雅志于尚论古友，果辉光之留斯，宜与天地其并寿。将溪壑

之如画，用偕遗集于不朽，是其丰韵俱长也，一畅情怀而昂首。

乱曰：太平清晏息干戈，化溥寰区延屿阿，挹芳躅兮耀自他，遄逸兴兮费摩挲，山

川宛存兮考??，草碧树苍兮奈若何！

铭

宝室寺钟铭

盖如如实际，性相平等；念念虚假，缘业万殊。是以导之以解脱，礼乐未之洎；诲

之以究竟，象系所不言。

州宝室寺上坐罗汉等，漏兹独善，府宏六度；不舍群生，服膺四摄。以大唐贞观

三年 （６２９），摄提在岁，蕤宾御律，景丁统日，己巳司辰，用铜三千斤，铸钟一口。法
天地以为炉，假飞廉而扇炭。克饬牟造化，巧丽若神功。感蜀山而自响，拟汉厝而远

闻。挺弗能发，理切舍宏；叩而斯应，义均虚受。聿警四部，式遵六时。未假于箭漏，

靡资于鸡鹤。忏诵顾而有节，精进因而无怠。方诸几杖，小大之用既殊；譬以盘盂，洪

纤之理多裕。辄缘斯义，乃为铭曰：

渺渺三界，悠悠四生。受染有著，沉没无明。法轮觉梦，慧炬照冥。大空罔得，微

妙焉名。无为不住，有为不尽。去彼常乐，来深慈愍。然头拯救，摩足汲引。且戒且

禅，或擅或忍。爰造洪钟，晨昏取则。和会攸仰，礼忏无忒。并航欲海，俱游净国。开

物成务，是镌是勒。

谨按：朱近漪先生 《雍州金石录》载此铭文，并记钟在州城南楼上。康熙时河水

泛决，出于土中。土晕铜花，青翠可爱。其文计字三百十八。衔名乃：“大钟主上大将

军张神安，大钟主赵夷、杜茂。”今钟文字迹均显，其文后衔名大半模糊矣。今见铜钟，

其衔名大部分清晰可辩，仅有个别文字残缺，不易确认。另，原钟衔名排序依次为赵

夷、杜茂、张神安。

第二章　现代作品

第一节　著作节选

《棋霸》　作者以瑰丽而丰赡的艺术想象力构建了一个传奇故事。作品所提供的场
景和情节，有力地增强了小说的传奇性与可读性。在浓缩了历史实质的同时，并不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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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说营造的境界，而是跳出题外，挥笔纵深，给予作品更多的哲学关照———深刻揭示

棋事如人事，棋道悟人道的思想内涵，并发出 “天地之大，谁人为棋？棋盘之上，我归

何处？”的扣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山东文艺出版社第一版。节选如下：
于是，天元镇人做生意的歇了生意，准备出门的放了行李，正在干活的撇了活计，

以及众多的婆姨女子，不少的外地来客，一涌挤到五爷茶摊前。五爷摊前顿时成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脑袋身子大荟萃！这些脑袋身子都想挤到棋盘前。这就有了麻烦。那棋盘不

过二尺见方，五爷刁爷已占去大半，余下的部分如何放得下这么多的脑袋身子？然而脑

袋身子不管那么多，只是一味地挤啊挤，涌啊涌，霎时就挤得平地起水，涌得浊浪滔天

……可笑刁爷的五六个徒儿，开始还手挽着手围成圈，企图围个小舢板，护住五爷刁

爷。但这浪涛中的小舢板，经不得几个惊风骇浪就七零八落，散架在滔滔人潮中。小舢

板一打散，五爷刁爷落了水，随着潮起潮落潮来潮去上下浮动左右飘摇。五爷精瘦，经

不得这般折腾，首先大叫起来；刁爷虽胖，却也只比五爷迟叫片刻，但没得几个脑袋身

子理会———不是不理会，是没法理会。中间的脑袋身子自然知道，挤坏了五爷刁爷就没

人下棋，更谈不上一饱眼福。可外边的浪潮太猛烈。外边的脑袋身子挤不到中间，自然

不会放过中间的脑袋身子。但是，真正外边的脑袋身子挤到了中间，中间的脑袋身子挤

到了外边，浪潮也不会停止———总没有一个脑袋身子甘心守在圈外。于是，就这么挤，

就这么涌，时间不长众多脑袋身子便亲密地结成了一个整体，做陀螺状转动……转吧，

卷吧，有卷进去的自然就有转出来的；卷进去的又随着没卷进去的转动，转到一定时候

头晕眼花手软足麻筋疲力尽呼吸紧迫自然就卷了出来，卷出来的又不甘心被抛弃便只稍

做歇息调整呼吸后，重新以更大更新更热烈的激情猛扑到陀螺上……

大约转了数十圈，陀螺四周渐渐有了帽子、袍子、褂子、鞋子、袜子、裤子以及撕

得不成样儿的裤头。每个脑袋身子有了卷进去再卷出来这么个过程，便如同剥了皮的香

蕉。反正为看棋付出了代价，那么，双手护了羞处———转吧！那个脑袋身子能坚持到最

后，自然会蹲在棋盘上看棋。每个脑袋都抱有如此想法，陀螺就转动越快，而脑袋身子

经历卷进去再卷出来这个过程的时间也就越发短暂，赤裸了的脑袋身子也就越多。所幸

众多脑袋身子还明个事理。五爷刁爷始终没有经历卷进去再卷出来这么个过程。虽然他

们的衣服袍子鞋子也惨遭不幸，但人终归没弄个有失体面。五爷刁爷很是诧异天元镇众

多脑袋身子的热忱。尤其是刁爷，在狂呼大叫中还激动得清涕眼泪横流，认为杀八招所

能引起的轰动远远逊于他刁爷。

好歹转了百十圈。许多脑袋身子已脸色发青双眼翻白口泛白沫摆倒在地。五爷刁爷

更经不得扭麻花般扭动，不再胡喊乱叫，蜡黄了脸任众人拥着转。这时，圈外忽然有人

高喊：“五爷刁爷上戏楼了！五爷刁爷上戏楼了……”就有人不辨真假，抱了头往戏楼

前跑；就有人稀里糊涂随了人往戏楼前涌；就有人疑疑惑惑不知所去所从；就有人豁然

松劲瘫倒在地……喊声还在继续，圈儿越转越小。最后，只有十来个转昏了头的家伙还

围着五爷刁爷转。大概终因没了外援，这些家伙转着转着便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

五爷刁爷这才脱了身，赶忙你搀了我，我扶了你，跌跌撞撞跨过地上横七竖八的躯体往

回跑。猛不丁抬头，发现一伙人挡在头里，心中一慌，软了腿就要往下倒。然而未得着

地，几双手争相托住二人。睁眼再看，是狗儿一班人，方才闭了眼，由他们抬走了。

作者简介：张一纤，本名张玉虎，陕西富县人。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残疾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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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副主席。作品有长篇小说 《西归记》，中篇小说 《棋霸》《沙滩浴场》《挽救金灿灿》，

短篇小说 《屋檐下停留着一只鸽子》《漂泊者》等。

《天食》　集历史学、粮食经济学和文学于一体，构建了一幅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
“三维”历史坐标。中国著名作家陈忠实题写书名，陕西作家高鸿作序 《民以食为天》。

２００９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节选如下：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又名洋芋，别名甜薯、白薯、山芋、地瓜等，在山西俗称山药

蛋，广东叫作荷兰薯或爪哇薯。史载，有人在１６５０年在台湾看见过马铃薯。我国地方志
中对马铃薯的最早记载见于福建 《松溪县志》（１７００），其次为湖北 《房县志》（１７８８），
可能最先是从南洋群岛传入我国，后来还有从别路传入的，例如我国民间就传说 “洋芋

出俄罗斯”，所以带了个 “洋”，但是它没有像甘薯那样得到广泛推广。

我国古代有些史料说马铃薯原产中国，是伏羲、炎帝时代流传下来的，依据是说马

铃薯是我国 “薯蓣”的变种，原主要产区是西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北部，

而非舶来品。对 “马铃薯原产中国”的观点，笔者绝不苟同！因为我们笨想一下，马铃

薯这么高产量的农作物，在北方生长期短，耐旱耐贫瘠，又耐储，如果我国早有种植，

那在１７世纪前的历代灾荒中不早就发挥作用了吗？
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我国封建社会的夜郎自大，早已有之，不是清朝才有的。

洋芋最大的功劳是在饥荒年代，有着兼具主食和蔬菜 “一肩挑双职”的功用。我出

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想必同时代和我受过粮荒之苦的人，都会对洋芋和玉米有刻
骨铭心的 “爱”。洋芋和玉米熬成的 “洋芋糊汤”几乎是我出生到高中最常吃的饭。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在西安上学时体察到，从陕南、陕北山区招考来的学生，七成以上
都因年幼缺粮时吃 “洋芋糊汤”得了慢性胃病。也足见洋芋当时在山区种植之普遍。

延安诗人霍志宏在 《热爱陕北》的诗集里，就将纯朴厚道的陕北人比作 “洋芋”，

借 “芋”抒情，其中 《陕北的味道》一诗就有意 “味”深长的一句———

“洋芋的香味／其实就是泥土沉积的馥郁
陕北的味道／只不过是一碗洋芋擦擦”
作者简介：秦禾，本名秦宏亮，富县张家湾人。陕西省粮食学校毕业，１９９９年任延

安市储备粮管理中心副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作家协

会、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 《葫芦河》等。

《太平洋彼岸的日子》　是一本散文随笔文集，或纪实，或议论，或抒情，展现作
者深厚的写作功力与艺术才华，尤其收录的杂记及论述性文章，思想之深刻，观察之细

微，体验之独到，语言之纯熟，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２０１０年中
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节选如下：

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二大都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充满阳光的西海岸，是美国重要的

海港城市。面积１０２４平方公里，人口有３４８万多，是仅次于纽约的现代工商业大都市。
这个城市的飞机制造、军火工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突出，电影业、旅游业十分发达，

在太平洋沿岸各港口中远洋货运量是最大的。城西的好莱坞环球影视城风靡全球，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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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级的电影制造王国。妇孺皆知的迪斯尼乐园也在这里，著名的高等学府有南加利福尼

亚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等。

７月２９日至３０日，我们来到洛杉矶参观游览，这是我们在美国兴致最高的两天。
洛杉矶不愧为美国有名的工商业大城市，商厦林立，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我们一行在这

里买了不少东西。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非常精美，特别是小电器和纪念品。但一不

小心买到的就是中国货，在漂亮包装的某一个部位，肯定标注着 ＭＡ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中
国制造）。虽然小有遗憾，但更多的是自豪、满足和高兴，有这么多的中国货能摆在美

国商店的橱窗里，谁还不晓得光彩。

在好莱坞明星大道上，各色人种都有，熙来攘往，络绎不绝。一群欧美年轻女子

“叽叽呱呱”地经过我们身旁，像男人一样大步疾走，并回头友好地向我们 “哈罗”

（问好）。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黄缎子一样的金色秀发在肩头飘荡，如玉树临风，特别

的一种飘逸和精神。我这才知道了今年夏季国内为什么流行穿露脐装。你想想，先是国

际影星们穿着走在明星大道上，街上的人赶紧争相仿效，于是就像风一样成了流行的时

尚。美国的女孩不仅露脐，而且还露了胯。这真是欧风美雨，一个早上就能像打喷嚏一

样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迪斯尼乐园不仅仅是儿童的天堂，把大人们也乐得一塌糊涂。唐老鸭和米老鼠就

是从这里跑到了世界各地，几乎成了全球儿童的快乐天使。好莱坞环球影视城确实堪

称全世界大片、巨片的制造中心，每天不停地编导制造着英雄和灾难。当灾难临近之

际，总是有英雄出来力挽狂澜，像救世主一样普度众生。我觉得这是好莱坞多年来的

一贯主题，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英雄灾难情结。当然这里除了大肆宣传这种极端个人

主义、英雄主义、美国式英雄的勇敢可爱之外，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过分渲染张扬了暴

力、恐怖和灾难。所以能这样说，是美国人自己在导演制造灾难，而且还制造得那样

逼真和生动。

进入新世纪初的美国，一直笼罩在恐怖和灾难的阴影中。特别是 “９·１１”之后，
美国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任何公共场所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包包箱箱全翻个

底朝天。这不仅使喜欢自由自在的美国民众怨声载道，国外游客们亦多有责言，匆匆转

一圈赶紧逃离是非之地。为什么世纪之交在科技高度发达、经济高度发展的美国会出现

这样一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必然的或者更为深刻的哲学原因？首先，我似乎觉得高科技

的发展给更大的恐怖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客观手段和空间，使大灾难的发生概率高于以往

任何时候。这好比没有巨型７４７飞机，就不会有６００多号人从天上集体掉下来；没有原
子弹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瞬间死亡的恐惧。所以高科技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始

终是高悬于人类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灾难忧患总是伴随着２１世纪的人
类。其次是经济的高度繁荣，有时却不经意导致了道德文化的衰落。这回我们都见识了

美国人不用脑子和不会算账。１个东西１毛２分钱，买１０个，美国售货员总是一下算不
出１块２毛钱，非要１毛１毛地在计算器上按１０次。这绝不是有意刻薄美国人。我是想
说，当经济高度发达与文化道德衰落反方向发展时，便造成了精神与物质的严重对峙，

也同时使人失却了人文理智，迷失了自我，变成了迷途的羔羊。类似于 “我是谁”？下

一步将往何处去？陷入了深深的世纪之交的迷茫、不安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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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大地震、大洪水、火山爆发、地球相撞、星球大战等一系列英雄灾难题材

的大片，就是世纪之交美国隐约朦胧社会灾难意识的艺术客观反映。我相信唯物论的基

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客观现实存在的反映，看吧，说不定

哪一天早上灾难又会发生。

作者简介：袁春河，陕西富县人，１９５４年生，大学学历。１９７１年参加工作，先后
在教育系统、共青团、乡镇和市县党委、政府部门任职，时任延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局长。工作之余不辍笔耕，计有数十篇作品见诸报刊。

第二节　散　文

那年的月亮

高　鸿

　　又是一年中秋节了，公司发了好看又好吃的月饼。昨夜秋风过园林，风乍起，吹
落满地黄叶。北国的秋夜已是寒意盎然，浸得人精神抖擞，没有一丝睡意。一个人悄

悄地爬起后站在院子里发呆，看那月儿临空朗照，辉辉映映地渐渐盈满，拥衾着这一

座熟悉却又陌生的城市。故乡的小路上这会儿想必也洒满了月光，伴随着路旁的小树

轻轻地摇曳，碎碎地洒了一地。没有在家过中秋节的日子已久，不知今年的中秋夜，

母亲还会不会像我小的时候一样，用红枣和高粱粉去蒸月饼？父亲的腰腿病每年在这

个时候就比较严重，最近也不知怎么样了？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常常随父亲去临县的一

个镇子赶集，往返８０千米的路程，我们往往要走上半天的时间。那年秋天，也就是
中秋前的一天凌晨，鸡刚打响头鸣，父亲便叫醒我一起上路。踏着月光，我带着一脸

的睡意和迷蒙，同父亲翻山越岭而行。夜已静极，路边不时传来风吹树叶的声音，看

那一树银辉，溶溶泄泄地洒一些碎光在地上，一树地摇，摇得人心旌荡漾，眼花缭

乱，不忍再看。远处，几辆不知疲倦的车从对面的盘山公路上驶过，灯光与月光交相

辉映，相峙成趣。谁家圈里的小牛哞哞地叫着，给幽静的山谷更添加了一份宁静。露

珠不经意地滚了下来，在纤柔的枝茎上做颤抖状，然后努力一跃，溅碎一山荫翳。一

股凉意扑面而来，有风从这里路过，梦境般地流动。我们追随着那月踯躅而行。这

时，月光突然暗了下来，一片乌云从天边飘过，将月儿藏了起来，一时沟里便黑??

的，夜幕像一个巨大的阴霾沉沉地压了下来。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从沟的对面传了

过来，声音像一个女人在惨叫，划破沉寂的夜空由远而近，刺得人浑身汗毛倒竖，毛

骨悚然！那恐怖的声音第一声叫时好像还很遥远，第二声时却已到了眼前！我曾经听

父亲说过，对面的山坡上 “文化大革命”时武斗死了好多人，那些人一直阴魂不

散……这时只见父亲扔了肩上的口袋，一把揽了我在怀里，操起一根棍子大喝一声：

“———谁！？你想咋？”声音不见了，我惊出一身冷汗。

多少年后，我每次坐车经过那里，心里都有一丝丝的震颤。也许世上根本就没有什

么魍魉鬼魂，那天晚上的声音只是一只猫头鹰或杜鹃之类的鸟叫，但它却在我的记忆壁

５２７第二十五编　艺　文　



痕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终生难忘。

那是一个已经废弃的旧县城，却往往有方圆上百里的人们到这里赶集，卖猪贩牛粜

粮食，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着交易，往往都比较成功，赶集的人因此特别多。由于

我们距离较远，所以每次都动身很早。父亲身上背着半袋子小麦，那是一家人半年的口

粮———我们要拿它换回更多的玉米面或高粱粉，拌一些粗糠和野菜，一家人或许就能将

就着凑合几个月……已是午后时分，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们川流不息，喧嚣的叫卖声宣示

着小镇的繁荣昌盛。由于一大早就赶路，这会儿早已觉得很饿，一股浓浓的饭香飘来，

我的肚皮感觉好像已经贴在了后背上。父亲拿出仅有的半块窝窝头，闻了一下，很贪婪

的样子，但他是不会去吃的，因为他知道，那是母亲为我准备的干粮。我狼吞虎咽地吃

了下去，胃里好像没什么感觉，还是饿。那天下午，我们一直没有卖掉自己的小麦。深

秋的小镇已经很凉，夜里的寒露打湿了父亲的夹袄，月光把小镇照得如同白昼，白日里

喧闹的街市这会儿早已安静下来。我们在供销社的屋檐下铺了些麦草，父亲把棉衣盖在

我的身上，怕我着凉。夜里我梦见许多好吃的，有白面馍，有街上买的饺子，有又细又

长的粉条，馋得我口水直流。半夜时分，我听见一阵娑娑的声音，看时，见父亲拿

了一把麦粒正在鼻子底下闻，他用舌尖舔了几粒，放在嘴里不停地咀嚼，一副很陶醉的

样子。一阵风吹过，父亲打了个寒战，回首把我盖的棉袄往紧里拽了拽，月光下，苍白

的胡须在寒风里抖擞……

第二天，父亲早早便粜了麦子，扛着几乎多了一倍的高粱往回走。一路上，我尾随

着他没精打采地走着，一辆辆班车从我们的面前呼啸而过。记得那时从旧县的小镇到我

们村庄车费需要五角钱，是父亲两天的工分值，他是说什么也舍不得的。中午时分我们

已经饿得快走不动了，父亲便走到河里拼命地喝水，他说多喝些水就不饿了。我不信，

但饿得实在难受，也就只好不停地喝水。

快上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那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五，月亮早早就挂在天上，

接受人类对她的膜拜。路边的玉米还没有收倒，成熟的棒子露出金灿灿的颜色，令人

垂涎欲滴，欲罢不能。我扔掉手里的棍子，跑进玉米地里。父亲以为我要小便，见我

拿着一个玉米在啃，他的脸上刷地变了颜色，从我手里把玉米夺了下来。他说茂才，

我们再饿也不能偷啊！月光下，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那晚我们回去的时候村里正在

放电影，好像是 《地道战》什么的，聚了黑压压的一片人。由于近两天没吃东西，平

日里半天的路程我们走了整整一天，走得我眼前发黑，几乎快要虚脱，不知道父亲扛

着那么重的高粱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挪回来的。母亲的脸上满是喜悦的颜色，她赶紧接

了父亲身上的口袋 （长条状的装粮食用的帆布袋子，装满了有一百多斤重），倒出一

些后放在院里的碾盘上一阵细碾，白白的高粱面和着粥皮揉成面团，一会儿锅里便飘

出诱人的香味，红彤彤的高粱饼很快便被我们兄妹几个抢吃一空。接着母亲把早已准

备好的红枣夹在高粱面饼中间，给我们开始制作月饼。月饼每人一个，像月亮一样浑

厚，规圆。月光下，我看见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一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少有

的幸福光芒。

那晚的月亮好大好大。你知道，那是我见过的最圆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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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渊

曹百兴

　　不知不觉父亲已经离开我十六年了。
父亲小学文化程度，做小学教师。一生老实、本分，平淡无奇。

父亲有七个子女，母亲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就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打点，日子过

得十分艰难。困难时期，父亲的工资无以顾家。全家人靠上山打酸枣、捡橡树籽。回来

磨成面，蒸成馍度日。有一次，父亲从远处村子里淘换来的一担萝卜，让哥哥姐姐们兴

奋不已。父亲便有了些许的欣慰。改革后，渐渐的儿女们都拉扯大了，老百姓的生活也

日复一日的好起来了，家中再也不吃糠咽菜了，而父亲节俭依然如初。

儿时我管父亲叫 “大”（二声）。大不苟言笑，做任何事情都很较真。即使写字也是

工工整整，从不连笔带画。弄得我的考试试卷上家长签名一直让老师误以为是我自己做

假签名。９０年代，人人都知道了为子女的工作，是需要托关系找门路的，可父亲却不愿
意为我去求人，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偏远山村做教员。我心中很是愤愤不平，同窗好友这

个局那个委的上了班，我为啥就要做教员，而且还是偏远山村的教员。路不好，不通

车，还没电！我自信做个好学校的老师还是可以的，于是对父亲心存不满。

去学校上班报到，没让家人送我。两个做兄弟的同窗好友与我同去，忙前忙后的一

通，觉得我应吃住无忧了，就回县城去了。而我灰秃秃地呆着，想想，如果不是父亲可

能我也不至于如此清冷。当初不是他的主意，现在的我可能在某个大城市里，要不也是

在县城中学里复读。此后的日子，便是盼望着每个周六的下午，能回到县城里，家门不

着就急匆匆地呼朋唤友，神吹乱侃。逃避家中的父亲带给我的不快。

这一周六，下起雨，泥泞的道路根本不容我回到县城。我只能昏天夜黑地睡在床上

度过了难熬周日。谁想到周一的中午，天刚放晴后半天，父亲却步行了三十里地，来到

我住的宿舍门前。在台阶上蹭胶泥糊满了的鞋，裤子也是露水与泥水侵袭至膝盖，肩上

搭着两个布袋，只有灰色的中山装上紧紧的风纪扣，能说明他还是个讲究的公家人。把

前面袋子一瓶咸菜、一瓶腌菜辣子、一瓶豆豉炒肥肉和后面袋子里切好厚达寸余的锅盔

及小袋加了花生、芝麻、杏仁母亲先蒸后炒的油茶递到我手中，才用手帕擦拭头顶上丝

丝的汗水。

“你咋来咧？”我冷冷地甩过一句问候。“周六下雨了，你没回来。你妈给你烙了锅

盔，带些咸菜够你这周吃了。”父亲笑着答道。“都这么大了，饿不着的！”我没领情地

说着。“你再懒，不敢吃饭拦腰砍了，每天最少吃上两顿。”父亲了解我的脾性关切地

说。“说了你们都不要来，还来干啥？”我沉着个脸问。“看看，就是看下就走。”父亲依

然笑呵呵的。

他把工作环境察看一遭又对我的同事们频频嘱托后，才进了我宿舍办公室合二为一

的房子。父亲欣喜地对我说：“蛮好的，蛮好的，这房子才翻修了，宽敞也干净得很嘛，

我工作了一辈子也没住上这样好的房呢，比咱家强多了。”我理也没理，心想，如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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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惨淡的情形，百分之一百二都怨你。要以城里的话，就是住家里的厦房，也不要我

烧锅燎灶啊。

父亲对我屋内的陈设看了后，马上发现了问题说：“床和炉子太近的，烤得人容易

上火。”说着动手拆掉土炉子，对我说 “弄些土和水，你去上课去，不要我来了误你的

工作。”我也正想找理由脱身，父亲的话正中下怀。

等到下两节课回来了，土炉子已基本完成了，父亲说 “你别动手了，弄桶水来就行

了。”土炉搬离床很远了，又把盛水的桶放在火炉边上。父亲一边打扫泥过炉子后的垃

圾，一边不停地絮叨 “年轻，可别上了火。记得睡前把火灭了，要焐炉子，一定要用灰

将缝隙围上，窗子留条缝儿。记得回来把发理了，太长了不像个教师。和同事们处好，

别生冷蹭倔的。环境挺幽静了，没事看看书，能进修的话，学费我想法子。时候不早

了，还要赶回去。”

看着日渐苍老的父亲，我说 “那你要不明天再走嘛，再不吃点东西，有你拿来的锅

盔和菜。”父亲欣慰地说：“那些是你这周吃的，我就不吃了，回去赶得上饭碗。”连口

饭也没吃上的父亲又要走了，我有些歉意 “那我去骑车送你一程？”父亲欣喜地说：“不

要了，这路坐在车子上颠得很，不舒服。我抄小路天黑前就回去了。你去给我找根棍，

来时路边有几条狗，一会儿天黑了得提防着。”看着父亲执意要走，我也只好应允：

“大，你一会儿顺铁路走。路近点，也好走，这个手电筒你拿着，过隧道用得着。”

秋雨洗刷过的天空，透着湛蓝的寒意，西下的斜阳无力想温暖这对默默相随的父

子。送别地点是一座高耸的铁路桥，桥下浑浊洛水川流不息，桥的护坡陡得有六十多

度，坡上窄窄的石阶，刚能容下两只脚并放。年近七旬的父亲起初还能轻松地登了十几

个台阶，之后父亲以木棍作拐杖又上了十几个台阶，最后的几个台阶则完全是手脚并用

的爬行了。好容易父亲上了桥面，拄杖站在那里歇息喘气，挥手示意我回去。抬头仰望

父亲狼狈的样子，觉得像一个乞丐，来乞讨儿子对时代与岁月所造成对父辈隔阂的理

解。又觉得更像一个苦行的僧人，鄙视物欲的泛滥，用行动默默地施爱布德，促使我感

悟父亲如渊的大爱。

生活一天天好转了，父亲却身患顽疾，他是一个性格耿直的老头，很少在家人面前

叫苦喊痛。虽然他所有的医疗费用是国家给予报销，但还是不想给家人增添负担，选择

了离开这个世界。送父亲走的那天，我没有流泪，只是每次的祭拜我都狠狠地跪下去，

长长的送别路上，砂石硌得我膝盖渗出血，疼痛却驱不走我心中的不安。父亲走了，这

个世界上还留着他放心不下的儿女。

但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依然平安、幸福。

记忆中的小木船

左　昶

　　每个人记忆的长河中，大概都有一片珍贵的绿叶。我记忆中的那片绿叶，是一叶小
木船。

８２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那真是一条奇特的木船。船体不像其他船那样又长又扁，而是长方形的，大约六米

见方，一米多高。船上既没有橹，也没有桨，而在河岸埋上石柱，拴一根大绳，在船两

舷各安两根硬木桩，把大绳夹在木桩中间。过河的时候，人们手拉大绳，脚蹬船板，船

儿便可驶向对岸。

可别小看这只小木船，在１９７０年以前，它可是富县重要的交通工具呢。滚滚洛河从
富县城东流过，小木船就在城外的洛河古渡上。那时候，洛河上没有桥梁，那些下乡的

干部、进城的农民、上学的娃娃、走亲戚的婆姨；那些拉着架子车的，推着自行车的，

扛着行李卷的，赶着牲畜的……都得靠着这条小木船摆渡。那些外地运来的机器、书

籍、日用百货、山货特产，送往四乡的化肥农药、信件报纸，都得靠这条小木船载运。

那时候，小木船在全城乃至全县人民心中，是很有地位的。小木船上说的那些新鲜事，

很快就会传遍县城的大街小巷。

小木船也是我孩童时代的乐园。假日，我们这些孩子们，总喜欢来到洛河渡口，看

小木船载着一批又一批渡河人东西穿梭。三五个人过河，一个人拉船就行了。十几个人

过河，就得好几个棒小伙子拉船。逢集遇会，渡口上整天闹嚷嚷的，像个小集市。小船

则来来回回，不停地摆渡。有时候，船上挤得人太多，河水几乎漫过船舷，船上的人不

时发出惊呼声，我们也替摆渡的人捏把汗。渡河人少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帮着拉

船。没人过河了，我们就把船拉过来拉过去地玩，或者坐在船舷上，把脚伸到水中唱

歌、说笑。有时候，还故意把船拉到河心，然后藏到船舱里，让过河的人焦急地喊上几

声，才嘻嘻哈哈地站出来把船拉到岸过。

冬天，洛河封冻了，小木船就闲置在岸边，被一尺多厚的冰层结结实实地捆住了躯

体，人们在冰层厚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过河。开春后，洛河解冻，小木船又忙碌起来。夏

天，洛河常常发洪水，平时三四丈宽的河面，有时会涨到十余丈宽，每次涨水，人们都

把船拉到岸边高处，水落后，再把它推回河中。

有时候，洛河夜里涨水，岸边无人，小船就会被洪水卷走。记得有一年夏天，小船

被水冲走了，人们临时把几个汽油桶捆在一起，上面扎上木板当渡船。有人因此编了一

首打油诗，记得其中几句是：“宝塔下边吃一惊，钟楼洞洞头碰顶，东门外边水漂桶。”

这第一句是说县城西山上的唐代古塔，第二句是说原在县城十字路口的钟楼门洞，第三

句自然是取笑那只临时承担摆渡任务的汽油桶船了。

而今，洛河古渡上那只为富县人民服务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的小木船，那只承载

着古州深厚文化积淀和人民希冀的小木船，早已不复存在了。取代它的，是高大雄伟

的铁路桥、坚固美观的水泥桥、宽阔平坦的公路桥、古雅别致的石拱桥、经济方便的过

水桥。屈指数来，在县城南北不过五千米的地方，竟架起了五座大桥。富县这个昔日闭

塞的小城，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一天比一天变得美丽、繁华了。

每当在桥头漫步，看着大桥上疾驶的车辆，匆匆的人流，我就会想起那只洛河古渡

上的小木船。虽然它被迅速发展的社会所淘汰，但它曾给过人们帮助和快乐，留在许多

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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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诗词赋曲

州即景

林伯渠①

宝室寺铜钟

霜笼月如钩，玉女泉清水自流。

宝室钟声依旧在，千年余韵想唐初。

杜工部遗居羌村

沧桑洛水毁城，沟洫于今尚纵横。

落落诗魂千古在，我来何处访羌村。

张村驿

长流清湍葫芦河，好似江南风景多。

愿效李冰兴水利，桑麻万顷并嘉禾。

过劳山寄延安诸同志②

董必武

浅黄深碧杂丛红，映日秋山到眼中。

结辇南驰随去雁，离人北望逐飞鸿。

亦知此别寻常事，总觉难言隐曲衷。

今夜州看明月，得无清皎与延同。

０３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①

②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省常德市临沣县人。１９３７年冬至 １９４８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１９４２年１月率甘工作考察团来到县，此间即景６首，选编３首。太乐区，陕甘宁边区时期县行政
区划之一。

此诗作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长征组歌·第八曲·祝捷

肖　华

大雪飞，洗征尘。敌进犯，送礼品。

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

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

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

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过  县

黄齐生①

过县适清早，为改子美诗以寄意。

今早州日，车中得共看。

因思诸友好，未尽解延安。

生趣充而溢，晴光淡不寒。

何时北平聚，同醉太白干。

县怀杜甫

翁维谦②

州投递旅，数度问羌村。

幸我生今日，怀君欲断魂。

河清嗟季世，月白胜开元。

醉卧三川驿，深更不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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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齐生，贵州省安顺县人，教育家。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与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自重
庆飞往延安途中，不幸遇难于山西省兴县之黑茶山。

翁维谦，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著有 《咏怀古

迹》３卷、诗集１０卷、文集２卷。旧志介绍百余篇。



访直罗镇

马家骏①

繁茂当年旧战场，弹痕遥指说沧桑。

天兵浩荡齐争斗，公社稻花四处香。

当年皓月满州，奋战牛湾捕野牛。

白发牧童灯芯挑，葫芦河水漫天流。

　
齐子和

郊天应梦岂无因，巍峨想象真。

忆昔祠堂游客众，迄今瓦砾野狐邻。

丰碑树处迷荒草，私塾讲台积废尘。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见精神。

州八景

劳荣墅

　　古州原有八景，千余年来因沧桑之变，大部残缺或湮没。古人虽有诗章描写，但
体裁多样，又不完全，并且词句黯晦，读者不易接受。为了保持古迹，笔者亲临各地考

证领略，赋得五律八首，谨志之。以期古迹之不泯也。

玉女垂杨

绿柳覆崖下，山泉水澈清。

玎玲鸣玉佩，摇曳舞姿轻。

煮酒香侵鼻，烹茶色如莹。

千年流不尽，恩泽满城。

圣佛晚照

赤日落西崦，东谷无限明。

红霞渲染树，艳色照山城。

浣女切切语，农夫徐徐行。

丹青挥妙笔，弹指画图成。

２３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①马家骏，河北青苑人。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１９６９年１１月来访留题。



开元白松

盛唐初建寺，敕命号开元。

奇种人称绝，灵根自有源。

霜叶拂浮屠，素茎障僧轩。

风动涛声起，幽音伴晚禅。

宝室晨钟

嘹亮惊晨梦，穿林渡水频。

残星犹未落，宿鸟始成群。

古殿香缥缈，僧房花散芬。

村中耕读者，早起各辛勤。

莲池水涨

溪流如翠带，恬静入清池。

绿伞覆明镜，红花缀茁枝。

山幽新雨后，鱼跃涨潮期。

更有石边叟，凝神下钩时。

谷口春桃

山麓环抱处，夹水有桃林。

赤焰烘崖岸，丹霓照绿萍。

风吹红雨落，月映翠云深。

寂寞空谷里，谁知春已临。

仙台夜月

烂柯今何在？仙台亦渺然。

为寻千古迹，问径到崖前。

月小乾坤大，天阔无际边。

登高极目望，万里笼轻烟。

柏山秋声

古柏参天黛，经霜色更苍。

风吹鼙鼓急，雨落巨涛扬。

虎啸僧惊梦，龙吟客断肠。

狂飙推猛浪，疑在海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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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石泓寺

劳荣墅①

碧水潺潺翠带长，丹崖松籽散幽香。

石室镌满西天佛，飞阁先得旭日光。

鹊噪庭前游客至，钟鸣禅院梵声扬。

千年香火时兴废，治乱从来似参商。

 州 行

郭　鹏②

　　２００３年９月３０日，乘车赴富县。路两边 “红富士”苹果喜人，全无黄土高坡荒蛮

之貌。

秋雨秋风近重阳，州无月意惆怅。

开元一塔千年矗，羌村三首万载扬。

尉迟古城今不见，直罗名镇耀华章。

更喜连片富士红，胜过江南稻菽粱。

七律·立春

袁春河

十载江湖似转蓬，迎霜披雨愧无功。

荒烟漠漠知冬暮，新雪皑皑卜岁丰。

此夜围炉吟瘦月，与谁煮酒论英雄。

年来腊味随春近，又见梅枝色愈红。

念奴娇·登华山感怀

曹子英

　　华岳仙境，中秋后别是一番景致。鬼斧神工三万尺，我辈诸友一谒。银雾金辉，苍
松共影，上下俱清肃。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华岳经年，奇峭天险，名士争攀

４３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①

②

劳荣墅 （１９２３１１—１９９８１）祖籍湖南长沙市，随祖父定居富县。一生从教、行医。爱好古诗词。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任延安中华诗词学会理事。

郭鹏，陕西洋县人。曾任汉中市方志办主任。主编 《佛坪县志》《汉中地区志》《汉中年鉴》等

方志著作。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越。千幢百峡苍龙岭，遍览绝胜空阔。尽挹飞泉，细斟金爵，万象为宾客。共对秦川，

力为四化奉献。

踏莎行·铭恩

杨东河

　　往事如烟，桃李不言，师魂鞭策破万卷。三尺讲坛任指画，一方板述润心田。风雨
经年，白头搔短，形容渐消夕阳晚。诗书五车都付与，清风两袖作笑谈。

为一座小城而作

曾庆鹏

　　总该为一座小城写一首小诗
不写谎言，也不写赞美

也不需要诠释和注解

文字不需要过大

小城身子太轻

负荷不起大而空洞的词语

我会站在洛河岸边思考

一只眼睛看着太和宫

一只眼睛看着开元寺

刮过千年的风依旧刮着

杨柳岸是否像千年以前

韦庄站过的地方

站在唐朝的街市上回望自己

这样一座小城

就是我的全部气息和眼睛

就是我的全部命运和祖国

我无法找到更多的词语

记叙细节，回忆历史

文字是那样单薄

触碰一下都会疼痛

我依然需要强忍悲痛书写

用诗句和生活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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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光
李学仕

　　踏着
一片午夜的羽毛

我顺着时光

一路逆行

任那些久居梦里的情景

喷涌翻腾

把一夜好端端的寂静

搅得不能安宁

在女儿一声接一声的咳嗽里

将一身色彩抖落

那里面

有灰色的选择白色的疼痛蓝色的远行

甚至还有一抹淡淡的

像极了爱情

我把时光啊

像毛线一样抽取

最后只剩下

一片麦田

还有一双等待黎明的眼睛

雕 阴 赋

劳荣墅

　　秦汉雕阴，唐宋州。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地当井鬼分野之中。
山川壮丽，秦文公有黄蛇下降吉梦；形势险要，唐太宗建红旗报捷奇功。城滨洛水

右岸，郭负龟山高峰。艳色明媚，圣佛晚照之奇景；翠带长牵，玉女垂杨之娇容。江山

多娇，谷口春桃风流多彩；乾坤伟大，仙台夜月万里光明。鼙鼓震耳，柏山寺松涛怒

吼；秀色可餐，莲花池倩影婷婷。开元白松仙骨道貌；宝室晨钟嘹亮悠悠。古迹三宝

塔，国宝一铜钟。魏长城东西阻隔，秦直道南北贯通。大夏赫连开伐秦之道，盛唐尉迟

筑戍边之城。三川水旁，唐杜甫赋诗之处；晋师山上，晋重耳屯兵之营。五塬相连，形

似仙人巨掌；二水中分，势如摆尾苍龙。皇甫店是雕阴郡故址，进浩塬有长城县旧城。

直罗镇原为直路县，黑水寺本名寿峰山。监军台唐监军驻节之处，护南村秦护南都尉防

区。交道乃交通要道，桐村本方便通衢。牡丹沟牡丹千娇百媚，松树沟松树黛色参天。

伏龙村魏龙贾被伏之处；惠王山梁惠王练兵之场。铁箱城今日之田厢，奉政村近代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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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照八寺居高临下，尽收龙安、云寂、八卦、大佛、开元、清泉、天明、石泓八寺之

景；墩儿梁总控群山，连接子午、分水、古道、车路、大寺、瓦渣、倒回、美女诸山之

脉。松树沟石佛丈六金身，石泓寺壁刻三千揭谛。八合村包含八姓，三川驿控制三川。

和尚塬为河上源之谐音，位于葫芦河畔；石家河为十家合之错讹，建于太奇塬上。大申

号为杜工部旧居，原名 “羌村”；郭家庄有王中丞别墅，号曰 “静溪”。 “白云深处”，

齐国儒隐居之乡；“少陵旧游”，王邦俊怀古镌石。洋洋乎！古之州尽美矣。佼佼哉！

今之富县更多姿。沃野千里，六百村星罗棋布；乡镇十五，十万人民慷慨激昂。高楼林

立，千年县治换新貌；商业繁荣，一代经济现红光。民风淳厚，处事以信义为主；精神

文明，待人以礼让为先。气候温和，罕见风旱水涝；土地肥沃，常逢熟稔丰登。浩浩

乎！和全国人民齐进步。魏巍哉！向世界人民竖旗帜。

 州 赋

齐应凯

　　客有尚古游今者流，南北纷来，东西沓至。穿巡渭北之原，辗转延州之地。迷于别
样风光，诧乎前朝旧迹。叹于秦汉轶闻，究乎州故邑。乃问于主人云：此地山处于边

缘，原近乎残留，桑梓阻于沟壑，黎庶困乎川流。纵闻之于久，又富之于何？既偏于一

隅，曷胜乎千秋？

主人对曰：此言陋也，待余简而道之。欲知一邑沧桑，必晓悠长历史。茹毛饮血之

时，民繁息；三皇五帝之期，轩辕属地。秦惠文王，雕阴首置，一统之前，设县伊

始。汉之直路，晋之长城，魏之三川，隋之洛交，唐之州。置县既长，为州最久。民

国元年，改州为县。由易富，五十年前。一字之别，便见时迁。名垂于典册，景遍乎

诗集。焉能不古？岂可存疑？

至若山河形胜，自古兵家必争。北望苍茫塞漠，南襟坦荡秦川。东临屏障黄河，西

毗雄浑陇甘。屡处边关重地，辄为战略前沿。秦直道之纵贯，昭彰一统；魏长城之逶

迤，寓意纷争。苻坚筑城，五路达乎大埠；敬德扩域，四州领于一府。七山环拱，叙项

羽封王之举；五水汇流，兆胡汉争融之秘。原如五指，壑列千条，呈平阔崎岖之躯；水

系纵横，山脉蜿蜒，现交叠错落之姿。要驿交联于囊昔，通衢广达乎当世。以此观之，

何谓偏乎？

若乃人文，厚重和淳。洪荒初启，遗迹犹存。风承秦汉，艺传唐宋。诸胡融而各省

移，习俗老而讲究奇。焕曜文风，州学始自蒙元；滋濡学子，书院肇于弘治。四处摩崖

题刻，古色古香；众多佛塔梵门，漫布沧桑。宝寺铜钟，绝美精良；石泓寺窟，鬼斧神

工。太和圣景，绍道脉之神通；熏画名乡，传艺术之精湛。飞锣罕见，竹马独专。雕刻

玲珑，秧歌璀璨。剪纸奇绝，超乎想象；陶艺精纯，牵魂养眼。玉女泉甘，惹东坡调水

之符；羌村月冷，留杜甫思亲之诗。晋师山，重耳屯兵；牡丹沟，陆游援笔。墨客文

人，咏题累累；达官将相，追随足迹。革命功成，奠基于直罗之役；俊采星驰，报国于

华夏之林。钟灵而毓秀，耀古而光今。文脉如斯，岂不富乎？

丰饶之邑，尤可言及。森林葳蕤，涛声阵阵。鸟鸣溪陌，鱼跃涟漪。沃壤滋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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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适宜。春有姹嫣之芳，夏叠葱茏之色，秋来烂漫缤纷，冬至氤氲莽泱。湖库星罗于

野，管渠网列乎畴。果园枰布于原，矿物丰藏乎岫。集卢河洛水之华，萃黄龙子午之

精。大米馨香，作盛唐之贡品；苹果绝特，提万众之精神。杂粮美馔，油糕解馋。物产

丰赡，挂一漏万，非不能言，言不尽也。总有滋民之利，全无废物之积。当称绿色基因

之库，确是天人合一之地。享延州腹地之荣，获渭北江南之誉。诚哉斯言，信其宜也。

追先贤之德，启后世之勋。肃奉熙和之道，诚萦洽悦于民。鸿猷大展，百业方兴未

艾；治略周施，各级继往开来。谋长远之标规，统城乡于全局。廛市熙熙，霓虹烁烁；

车流攘攘，衣容熠熠。村居亮丽，仓廪丰裕。楼庐栉比，阎闾相属。坐贾兴而行商盛，

八方瞩而四海闻。三产旺而保障全，教育昌而底蕴深。步少陵之遗风，传承文运；扬

州之古韵，延续醇风。煌煌大道已开，猎猎旗帆正展。嘉声将不老，故邑自弥新。吾当

为子而歌：谷口春桃兮久艳，柏山秋声兮愈浓。玉女垂杨兮依旧，莲池水涨兮复清。宝

寺晨钟兮悦耳，仙台夜月兮倾心。开元白松兮翠绿，圣佛晚照兮澄宁。

众客肃然，颔首动情。乐而行游，斑斓纷呈。陶然醉于名胜，悦慕忘其归程。

作者系延安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楹联学会会员、中华辞赋家联合会理

事、《中华辞赋报》特邀副主编。

 州 赋

杨东河

　　延府故郡，唐称州。踞三川之要地，扼五路之咽喉，北枕榆延，南达西京，西通
陇右，东接三晋，今之交通枢纽，古为战略要冲。襟三山而带洛水，处两圣而有胜迹，

曾是边区南大门，今为圣地 “迎客松”。

斗垂星野，禹辟九州，肇造雍州之地。夏商周季，域称鬼方，地处化外边鄙。秦汉

名以上郡，项羽封翟王所有。隋唐渐成规模，太宗命尉迟置州。北宋谋求固边，韩范曾

经驻守。蒙元诸多遗存，彰显一度辉煌。明清以降五百年，风云常护太和山。辟蛮荒之

地，开造化先声，先祖遗迹炳春秋。

谒秦直道，吊魏长城，战国风云初际会。临龟山塔，闻开元钟，千年余韵想唐初。

圣佛晚照，杜工部作羌村诗，绿柳垂杨，韦左司留秋千赋。柳池为邦俊故里，太平有闯

王遗族，太和观祥光普照，石泓寺鬼斧神工，雕阴书院留踪迹，摩崖题刻今犹存。阅历

史沧桑，感人文情怀，州明月千古在。

陕北闹红，甘支队是刘志丹麾下；直罗战役，毛泽东在东村挥斥方遒；宗南犯

边，彭德怀亲临茶坊视察防务；化雨春风，林伯渠张村驿镇赋诗篇。直罗镇敌酋殒命，

榆林桥国军丧胆，众志成城挫顽敌，誓死保卫党中央。回想峥嵘岁月，缅怀先辈功绩，

革命精神传不朽。

江河不腐万古流，州河山今最秀。公路三纵四横，铁道贯穿全境；西川水稻称贡

米，塬区苹果是精品；石油产量连年增，煤炭储量更喜人。高楼林立，城市人居日新月异；

青砖红瓦，新村建设别具风情；林木葱茏，生态环境前所未有，碧水蓝天，大气治理成效

显著。两河两川生息地，先人遗我聚宝盆。乘改革春风，仗科学发展，经济实现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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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画独秀，飞锣仅有，泥塑博美誉，书法见底蕴。油糕不负盛名，豆腐得天独厚。

人口五湖四海，乡音天南地北，橘生淮南秉天性，百姓乐道州人。赖家园沃土，重文

化传承，精神文明绽奇葩。

山河披绿装，古城焕美姿，人民享惠风，群众乐安居。新政蓝图初绘就，敢叫州

月更明。

秦直道赋

张一纤

　　秦始皇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 （公元前２１２至公元前２１０年），由大将蒙恬率军三十
万，修筑了一条由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至内蒙古包头市麻池的军事通道，史称秦直道，

全长９００千米，最宽处６０米。富县境内直道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皇扫六合，伟业何煌煌！睥睨小四海，傲目藐洪荒。敢问天下英雄，谁可与我争

锋！宇内皆惧栗，万类皆惶惶。北鄙匈奴无知自轻狂，屡屡犯颜侵边牧牛羊。秦皇震怒

气若虹，欲提天兵捣黄龙。奈何山险水恶路不通，于是征夫发役辟直道。兵役民夫三十

万，大将蒙恬监督修。寒去暑来两年半，一朝开通惊鬼神。直道起始云阳林光宫，绵延

北上直抵九原郡。计长一千八百里，十辆大车可并行。五里墩，十里台，一路台墩数不

清；兵车站，军马营，沿途驿站灯长明。若问耗资有几许？古有民谣传至今：条条道路

通直道，郡郡县县送粮草。若问工程几多难？为避雨侵走山巅，崭山堙谷取直线。若问

兵夫泪几重？历数直道脚下斩兵庄，斩兵庄里骨相枕。

长城立，大若弓；直道通，利似箭。兵出咸阳向北行，三天三夜即抵九原郡。漠漠

黄沙沙万里，风起云涌日月昏。百万铁甲甲击沙，鼓角铮鸣天地崩。舞旌旗，战长风，

天地之间谁英雄？将军百战死，荒沙掩边城。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匈奴不敢弯弓

而抱怨。汉室江山抵贺兰，匈奴泪里有呜咽：失我贺兰山，妇女无颜色。咸阳城内歌舞

欢，胡人赶马正北迁。秦皇闻讯喜开颜，再固长城以御边。关山月，塞上霜，不记兵夫

万骨枯，只记秦皇盖世功！秦皇沾沾无所惧，渭水之滨筑阿房。然而国危一夕间，长城

直道奈若何？王侯将相本无种，大泽揭竿天地覆。大泽非在长城外，陈胜吴广不匈奴！

秦皇一去空余恨，直道犹自通匈奴。商贾不惧漠北风，往来贩运不休停。江南茶、

塞北羊，直道脚下好村庄，最是商贾好歇处。夜夜灯红酒长绿，但过此处即入胡。劝君

更尽一杯酒，塞上水寒莫伤骨。两千年世事雨打萍，同治年间烽火生。可怜直道边上无

数村，一夜之间烧无存。无辜白骨弃荒野，直道荒废抛深山。

成败兴衰君王事，直道已废二百年。我访直道是深秋，红叶满山景色异，莽莽白草

附直道。登高则见飘带舞山间，云裹雾绕起又伏；就低疑为潜龙出深渊，穿云踏雾直上

九重天。但问秦皇何处在？千年直道空自闲。国难历来非外贼，治内重于勤修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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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荷包

石志文　整理记谱

２年年走口外，月月不回来，家丢下贤妻，女呀么女裙钗。
３二月迎春开，情郎捎书来，捎书书带信儿，要一个荷包带。
４既要荷包带，就要人回来，为什么只捎书，人儿不回来。
５低头进绣房，口口唤梅香，你把那针线包，提呀么提上床。
６打开针线包，丝线无几条，打发上梅香，街呀么街上跑。
７上街跑下街，不见货郎来，单等上南庄，张呀么张文财。
８货郎把鼓摇，梅香把手招，不用招手，知呀么知道了。
９货郎作一揖，梅香把头低，我家的姑娘，制货照顾你。
１０银子称三分，丝钱四十根，外带上两包，绣呀么绣花针。
１１银子称四分，丝线五十根，外带上两寸，鸭呀么鸭蛋青。
１２剪子磕一磕，眼泪落一落，这才是奴的，情呀么情哥哥。
１３一绣广东城，城里扎大营，再绣曹操，点呀么点三军。
１４二绣花十街，十街上好买卖，上绣上货郎，张呀么张广财。
１５三绣李三娘，受苦在磨房，磨房里所生，乌呀么乌七郎。
１６四锈观世音，倒坐莲花盆，再绣上童儿，拜呀么拜观音。
１７五绣杨五郎，出家为和尚，把一个五台山，绣在那荷包上。
１８六绣杨六郎，镇守边关上，上绣上焦赞，和呀么和孟良。
１９七绣杨七郎，绣在法标上，乱箭儿穿心，一呀么一命亡。
２０八绣八贤王，绣在金殿上，怀抱上金细，保呀么保宋王。
２１九绣九女星，下凡离天宫，九女星下凡，配呀么配凡人。
２２十绣十三省，再绣十样景，把一个荷包，才呀么才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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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上绣王宝钏，受苦十八年，手提上篮篮，把呀么把茶挖。
２４下乡一只船，绣在江岸边，上绣上艄公，把呀么把船板。
２５荷包绣成了，没有人儿捎，单等着情哥，带呀么带荷包。

贺婚歌·拉枣子

缑文化

手拿枣子喜盈盈，迎接新人到家中。

我把枣子举得高，大家红火又热闹。

枣子本是一根柴，根扎厚土长在崖。

今天把它采回来，荣华富贵发大财。

娶亲的你站一边，送女的你慢向前。

新媳妇你往前站，新郎官你肩靠肩。

相亲相爱心相齐，恩恩爱爱多甜蜜。

满园亲朋笑声欢，我把新人表一番。

圆脸蛋，大花眼，身材苗条真好看。

下厨做得好杂饭，下地胜过男子汉。

千里姻缘一线牵，两娃搭配没弹嫌。

华堂前边拜五拜，自古礼多人不怪。

一拜天地有缘分，二拜父母养育恩。

三拜亲朋来庆贺，欢聚一堂大家乐。

四拜厨师手艺精，饭菜做得香喷喷。

五拜跑腿帮忙人，跑前跑后费了心。

拜完华堂向后转，新郎快把宝盆端。

一撒金，二撒银，三撒媳妇进了门。

叫厨师，快拾掇，端凉菜来搭油锅。

烧肘子，炸丸子，鸡鸭鱼肉甜盘子。

猪肝子，蒜苗子，木耳海带粉条子。

热菜凉菜桌摆满，红酒白酒都喜欢。

叫大家来不要笑，我把枣子拉完了。

第四节　楹　联

本节载录楹联３３副，内容包括市场、庙宇、墓园、婚丧、祝寿、商铺等楹联及特
色春联。主要通过文献选录、实地采集、民间采录三种渠道征集而来。

富县沙梁集贸市场楹联

九州财源潮涌齐奏民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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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客商云集同绘盛世图

庙宇楹联

石泓寺：宝阙藏华严

州隐灵光

太和宫：殿阙不须金销闭

洞门常有白云封

名山乃旅游胜地

神灵即真武祖师

五水朝宗聚秀气

二龙戏珠出圣仙

两路送来四方客

一眼览尽州城

释家坐太和国泰民安

佛光照州消灾免难

三霄殿：圣母施恩生子生孙多有寿

天仙布德保男保女永无灾

慈航殿：随处化身不生不灭

一声救苦大慈大悲

太和山乐楼：秦戏晋剧褒贬历史忠奸事

北调南腔传播古今哀乐音

新城三郎庙：方刚季披盔甲奔驰疆场保家邦

壮年间背药箱行走八方为民康

安子头关帝庙：难为兄者难为弟　合三心而成一　一统正而三国谁分
有是君者有是臣　续两汉而为三　三义兴而两雄自灭

安子头孙氏祠堂：祖功宗德滋培高

春露秋霜感触长

２４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茶坊烈士陵园：丹心照汗青

英名垂千古

小仙坡公墓：四季美景　一抹烟霞一沉醉
三分春色　半随流水半入尘

青冢常祭扫告慰英灵

功德勤追思激励后人

寿联

长髯一缕道骨岸然

素服一袭仙风神采

天行健　安步一日不辍
贵有恒　茶饭三餐有常

学书养性常握管

行拳健身时按剑

婚联

云起巫山半

雨落花蕊中 （嵌字联，丈夫名育乐，妻子名云）

秦晋珠联花好月圆

爱巢新筑比翼双飞

挽联

卧榻成空　泪雨洗天路
堂前遗像　悲声摧断肠

耄耋策杖灵游乐土

黄鹤杳渺魂归大安

追念前徽恩泽遗爱归天地

克振家声和风晓畅惠子孙

家严驾鹤五载刻骨　隔世相望千行泪
慈萱西去三岁铭心　终天思亲总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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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

大餐小鲜我知味

车驾光临您鉴赏

秦风秦味炊三秦

品酒品菜来一品

茶楼

明目倚栏观山景

清心凭窗听水声

功名非一时　品茗息心
人生贵长久　围炉统筹

美发店

不敢自居剪刀手

顶上功夫任点评

实施面子工程　质量第一
打造个人名片　顾客至上

春联

青山常在　天然生态金不换
绿水长流　阡陌田园富生机

种烟种果　三年打赢翻身仗
养猪养羊　五载勤劳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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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设 《人物》编，分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部分载其

业绩。

人物传，按照 “生不立传”原则，收录范围为富县籍或在富县长

期工作生活的客籍人物。在谋求国家和本县的解放事业和建设进程中

做出突出贡献、有重大影响的革命烈士、党政军等各界领导干部、社

会名流。本志共收录１０位传略人物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入传人物以
卒年排序。

人物录，收录范围为本志时限内富县籍或长期在富县工作生活的

客籍人物。本志共收录１６人，选录人物以生年排序。
人物表，收录范围为本志时限内富县籍或长期在富县工作生活的

客籍人物；市级、省级、国家部委表彰奖励的各行各业先进人物；时

限内所有副处级以上职务干部及取得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名

录。名录各类人物按晋级或表彰受奖时间排序。

其他应入编人物，因单位、个人未能提供资料或资料难以征集的

未予收录。



第一章　人物传

李荫仁 （１８８８０６—１９６６１０）　字静山，号愚庵，又号北谷林
叟，县名儒，今富县钳二乡钳二村人。清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
至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先后在本村私塾、州高等小学堂、州中学
堂就学。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至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在本籍以教书育人
为业。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６年，曾出任陕甘宁边区县参议会议员兼参议
会秘书长，参与边区新政。执笔编修州改县第一部方志 《县志

续编》，对前志谬误予以校勘，对未予载录之事物予以追述和补记，

是研究富县乃至陕北历史的重要文献。一生喜好读书，惯写笔记，

经年如一，从不间断，所遗笔录涉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为研究民国县历史提供了珍贵

资料。擅长谱牒文学，所纂数部本籍大姓家谱至今传世，后世家谱编修多引为范本。

段志中 （１９２４０５—１９９００１）　富县富城镇城关村人，化名
安仪。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１７军，１９３９年１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红２７军宣传队宣传员，政治部勤务员，中央军
委一局工科译电员，抗大总校译电员，总部机要处译电员、股长，

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组长，野战区七纵队机要室主任，十一

纵队机要科科长。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
谈判，随代表团从事译电工作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机要处主任，贵州军区机要处处长，西南

军区干部部任免处副处长，西南军区干部部直属部处长，贵州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

长，贵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兼国防工办政委，贵州省军区政委，中

共贵州省委常委，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昆明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等

职。１９６２年晋升大校军衔，曾获八一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
星功勋荣誉章。１９９０年１月８日在昆明病逝。

雷小军 （１９７８０７—１９９５１０）　富县羊泉镇北
章村人，共青团员，时系富县一中高二级三班学生。

高利军 （１９７８０４—１９９５１０）　富县羊泉镇雷
村人，共青团员，时系富县一中高二级三班学生。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日，雷小军、高利军乘坐一辆小型客
运车返城上学。１６时许，客车行驶到太奇坡一弯道
时，因刹车失灵撞向山崖，造成严重翻车事故。他

们两人被巨大的惯性甩出车外，当他们看到其他乘客生命危在旦夕，不顾浑身伤痕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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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安危，毅然扑上前去奋力营救，先后救出多名被困乘客，不料车体骤然起火爆炸，汽

油飞溅，雷小军、高利军顿时被烈火吞噬。终因伤势过重，经多方抢救无效，献出宝贵

生命，两人年仅１８周岁。１９９６年１月３０日被共青团陕西省委追授为 “优秀共青团员”

称号。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并颁发革命烈士证
明书，以资褒扬。

任学耀 （１９１９０８—１９９７０１）　富县羊泉镇羊泉村人。１９３４
年８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
命时期，历任陕北红军骑兵团宣传员，瓦窑堡红军大学学员，甘

游击队队员，红二团司务长、指导员，曾参加宜君便桥战斗和甘肃

韩家渠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１２９师工兵营排长，警备
第７团指导员、保卫股长、组织股长、政治教导员，警备第５团政
治处副主任。多次参加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反摩擦战斗。解放战争

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警备第５团政治处主任，西北野战军１１师
３３团副政委、政委，先后参加甘肃陇东西华池、五亭子、桃树庄战斗，参加解放韩城、
宜川、十八岭、扶眉、舞阳、罗局镇、兰州沈家岭等战斗，参加武威战役和临夏剿匪。

率团在攻克耀县战斗中俘敌千余人，受到第一野战军通令嘉奖，荣立集体一等功，成为

四总队功臣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野战军第４军１１师干部部副部长，第
４军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干部部副部长，空军干部部副部长，空军政治
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空军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５７年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
章、二级解放勋章，１９６０年晋升大校军衔，１９８８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１９８６年１２
月离休，享受副兵团级待遇。１９９７年１月５日在北京去世。

李正廷 （１９１１０５—２００２０４）　富县北道德乡岳村人。１９３５
年７月参加革命，同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甘保卫队经济
员、县保卫局侦察科长。１９３６—１９４４年，任中国工农红军２９军
红二团特派员，陕甘宁省军事部科员，庆环分区保安科科员，甘肃

省环县县委常委兼保安科科长，合水县县委常委兼保安科科长。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任合水县县长兼人民武装大队大队长，庆阳分区
保安处代处长，曲子县县委书记兼人民武装大队政委，陇东军分区

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陇东地委委员。１９４９年任武都军分区

副政委、武都地委书记。１９５０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复员委员会秘书长。１９５１
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兼军法处副处长。１９５４年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
部长。１９５５年任甘肃省政府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定西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１９５６年任甘肃省委专职常委。１９５８年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１９５９年任
甘肃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１９６０年任甘肃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１９７２—１９８５
年，任中共兰州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甘肃省人大副

主任、顾问委员会常委。１９８５年 ３月离休。２００２年享受省部级别待遇。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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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２００２
年４月２５日在兰州去世。

高文智 （１９１４１０—２００３０７）　富县北道德乡圪崂村人。１９３４
年４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１９３５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
命时期，历任陕北甘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分队长，陕北补充团某

连政治指导员，陕北补充师供给部总务科科长，中央军委供给部粮

秣处粮秣科科长，曾参加陕北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战斗。抗日战争时

期，历任八路军后方供给部粮秣处粮秣科科长，中央军委供给部粮

秣处处长，中共中央管理局经济建设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历

任东北民主联军总供给部副部长，辽西军区供给部部长，东北民主

联军后勤部东线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曾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１９４９年任东北军
区军需部第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

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纺织管理局局长、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生产部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三部后勤

部部长，总后勤部企业部部长。１９５５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
勋章。１９６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８日在北
京逝世。

孔晓岩 （１９７５０７—２００８０２）　富县钳二乡人。大学学历，
１９９５年７月在富县参加工作，１９９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延
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２００８年１月中旬，席卷全国十
一个省的大风暴雪灾害降临，延安市同样遭受持续降雪、降温恶劣

天气影响。２月２日１６时许，包茂高速公路３１０ｋｍ＋１００ｍ处发生
交通事故，正在高速公路值勤的他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在

勘查现场过程中，一辆由北往西驾驶失稳的马自达轿车从左侧斜撞

中央隔离护栏后，侧滑２１８米碰撞事故车辆陕 Ｄ２２５１８，孔晓岩不
幸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而因公殉职，年仅３３岁。２月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
布 《关于追授孔晓岩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的命令》。命令指出：“孔晓岩

同志与交警支队的同志们，日夜奋战在抗雪救灾第一线，为保障道路畅通和人民群众出

行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及时疏通路段，排除险情；他时刻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主动热情为受困群众提供服务，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

传送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他坚守岗位、舍家忘我，连续奋战十几天没有休息、没有回过

一次家。孔晓岩同志是此次抗雪救灾斗争中公安战线涌现出来的又一名先进楷模，是全

国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学习的榜样。”２００８年３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孔晓岩同
志 “抗御雨雪冰冻灾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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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彰影 （１９３８１０—２００８１０）　富县张村驿镇张村驿村人，
高中文化，１９７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６年参加工作，历任羊泉
小学教师，《县报》记者，富县广播站编辑，共青团富县县委文

书，县水利局文书。１９７８年任县轻工业局副局长，１９８５年任县地
方志办公室主任兼 《富县志》主编，历时八载主编完成第一轮富

县社会主义新方志 《富县志》。１９９４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统合古今，上自富县有文字记载之事物发端，下限至１９８９年
年底，共２２个分志１０７章９２万余字。全面记载地域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土地革命时期创建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历程，反映改革开放

时期的巨大发展与变革。１９９０年被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地方志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６年被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人事厅评为地方志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９年退
休，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去世。

高毓海 （１９１８０９—２０１００４）　女，化名黎峰，富县富城镇
南教场人。毕业于县高等小学，１９３６年投身革命，为县第
一位女红军。担任地下交通员，为中共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张育

民、县苏维埃政府保安科科长张岐山传递情报。１９３７年４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为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是年赴延安鲁迅师范

学习。１９３８年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赤水县妇联主任、陕甘宁
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委员。１９４０年调陕甘宁边区工人抗日救国
会工作。１９４１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法系学习。１９４２年调陕

甘宁边区民政厅工作。１９４４年赴东北抗日前线工作。１９４８年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
役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湖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业到地方工

作，历任湖南省车辆厂副厂长，湖南省气象局副局长，湖南省物资厅副厅长等职。

１９８２年离休，２０１０年４月去世。

第二章　人物录

侯　锐 （原名缑金财） （１９２８０７—　）　富县张村驿镇人。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参加八路军，１９４６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
争时期，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参谋训练队学员，陇东军

分区警备第３旅５团３营参谋，第４军司令部作战科参谋，骑兵
团司令部作战参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兵团司令部侦察科参谋，中央军委装甲作战处情报科副科

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训处研究员，中国军事科学院

装甲系第二期学员，装甲兵学院教员，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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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参谋长，安康军分区参谋长，陕西省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

令员。１９８９年４月离休。２０１４年８月３１日去世。

杨明升 （１９３９０３—　）　富县羊泉镇庙阳村人。１９６０年黄陵
高级中学结业，转入西北大学化学系学习，１９６２年因故辍学回乡
劳动。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在羊泉诊所学医，并多次参加县乡医疗业务
培训，考取省卫生厅颁发的陕西省乡村医生证书。悉心钻研疑难杂

症，记写１０万余字学习笔记，撰写发表多篇医学论文。得外祖父
真传，挖掘、提炼中医传统外用药 “红升丹” “白降丹”研制技

术，广泛应用于临床。总结４０多年临床经验，创制３０余种外用膏
丹散药和独特的外科医疗技能，尤其擅长治疗烧伤、湿疹、淋巴结

核等多种疾病。从医数十年，十里八乡甚或县城、甘泉、洛川、黄陵常有患者慕名就

医。１９８７年当选延安地区卫生协会理事，１９９０年当选富县卫生协会常务理事，１９９８年
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先后载入 《中国乡村医生名录》 《中国现代群英谱》 《中国

民间名医大全》，晋级中医师职称。

李永文 （１９４３０９—　）　富县钳二乡钳二村人。县中学
毕业，被挑选为全县唯一的飞行学员，于１９６１年８月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长春第一预备学校，任班长。１９６５年转入第五航
空学校，被评为尖子学员。１９６７年调入航空兵第３４师１０１团改
装直升机，１９６９年调入师司令部任训练科参谋，两次赴珍宝岛
执行作战任务。１９７０年执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重要飞行任务，
１９７２年首次降落西沙群岛执行作战任务。１９７４年任１０１团一大
队副大队长，继任二大队大队长。１９７５年为纪登奎副总理架机

飞往河南驻马店执行救灾任务。１９７６年，飞往营口震区执行华国锋、李德生等中央领
导重要任务。唐山大地震往返飞行２０天。曾代表空军优秀基层干部出席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庆招待会并登上天安门城楼。１９７８年调任专机米 －８大队大队长，执行万里、
李鹏、乔石、赵紫阳、钱正英等中央领导视察任务；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驾米 －８
飞机选择降落场和救护点。１９８１年任 １０１团司令部参谋长，１９８３年任该团副团长，
１９８６年任团长。１９８９年参加北京市平息暴乱任务，出席空军平暴代表大会。１９９１年
任航空兵３４师司令部副参谋长。曾飞行过１１个机种，被评为特级飞行员，荣立二等
功１次，三等功４次，１９９９年退休。

罗　锋 （１９４３１２—　）　富县富城镇督河村人。１９６４年４月在县中学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团委副书记。１９６４—１９６８年在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学
习。１９６８年年底在河北省蔚县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学生连锻炼。１９７０年３月到内蒙古乌
兰察布盟中学工作，任校团委书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８年８月在乌兰察布盟公安局工
作，曾任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７８年９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１９８１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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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
作，１９８５年５月在公安部工作，历任法制司副处长、处长、副司
长、司长。其间于１９９０年２月至１９９１年９月在广东省珠海市公安
局挂职任副局长。１９９３年 ２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任公安部党委纪委书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６月
任公安部副部长。１９９９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６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在
职攻读博士研究生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共第十五届中央纪委

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保安协会会

长，中国警察协会副主席。

其间在法学理论、刑事法学、犯罪学、警察学和警察法学等方面的专著与合作著作

主要有：《宪法讲话》（１９８２年，湖南出版社，合著），《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１９８４
年，福建出版社，合著），《法律基本知识》（１９８６年，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副主编），
《中国青少年犯罪学》（１９８６年，燕山出版社，合著），《家庭与少年犯罪》 （１９８７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专著），《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８９年，群众
出版社，副主编），《人民警察法释义》（１９９５年，群众出版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
国警察法律全书》 （１９９９年，警察教育出版社，主编）， 《新世纪警察业务实用大全》
（丛书，２００１年，群众出版社，主编），《公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９年，群众
出版社，专著），《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控制战略》 （２００９年，群
众出版社，专著）。对丰富法制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多有建树。

缑建华 （１９４５０６—　）　陕西省富县人，中共党员，传统医
学博士，主任医师，高级讲师。１９６６年从延安卫校毕业，分配子
长县马家砭医院工作，曾任副院长、院长。长期从事医学教育和临

床医疗，创建疑难病研究所，研制肾炎丸、愈疡散、抗阳丸、强肝

汤、强心汤、愈痹汤等专方。成功治愈诸多疑难、重危及长久难愈

的溃疡病、慢性萎缩性胃炎、乙肝、肝硬化、慢性肾炎、肾衰、糖

尿病、心衰等痼疾，诊治患者１０万余人次。在国家中医杂志及学
报发表 《浅谈不孕症的辩证论治》 《理冲汤在妇产科上的临床应

用》《略论脾胃病的特点及治法》等论文４０多篇，著有 《中医妇科诊疗歌》。受邀参加

国际学术会议８次，交流论文６篇。其中 《纠正心衰汤治疗心衰５０例次》于１９９５年在
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交流，被大会授予 “民族医药之星”称号；《愈肾丸治疗慢

性肾炎的研究》于１９９６年在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交流，被大会授予 “世界传统

医学，当代杰出人物”称号；１９９９年，获陕西省专利局二等发明专利奖，获全国优秀论
文一、二等奖各３项。曾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１９９８年２月当选中共延安市党代会代
表，１９９９年４月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其业绩被载入 《世

界名人录》《世界名医大全》《世界名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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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双营 （１９４６０７—　）　富县牛武镇邓家沟村人，原籍河南
省扶沟县汁刚乡。１９７８年组建本村建筑队涉足建筑行业，１９９１年创
建马坊机砖厂，１９９３年创建预制板厂、茶坊建材厂，１９９７年创建北
道德机砖厂，１９９９年创建双营太阳能热水器厂，２０００年组建延安双
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１年建成上良村机砖厂，２００５年创建双营
酒店。任延安双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政协富县委员会常务

委员、政协延安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乡镇企业家协会第二

届副会长。１９９８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优秀乡镇企业家称号，国
家农业部授予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厂长；２０００年被中共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
范；２００２年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

白根奇 （１９４８０５—　）　富县交道镇白家村人。初中文化，
中共党员。１９８４年担任白家村党支部书记，大力推广科学种田，
白家村被列为全县小麦试验种植基地。率先发展苹果栽植，全村苹

果７０６７公顷，人均０１３公顷。统一规划分步建设村民住房，总
投资２４００余万元，９０户村民建成２层楼房。从事二、三产业的农
户２１家。投资３６万元建成高标准校舍，解决孩子上学难问题。成
功招引广东果商投资１６０万元，在本村建成库容１６００吨的冷藏果
库。投资１２４万元建设水、电、路基础设施，户户用上自来水，全

村运输车辆７０台。坚持１０个冬春组织农田基建，在塬边、沟畔、峁稍造田１７３公顷，
退耕还林３３３３公顷，种草６６７公顷。率先在全县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２００９年全村
经济总收入７００万元，人均纯收入８０００元。先后２０多次被省、市、县评为党建示范村、
精神文明村、小康示范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１９９７年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
予劳动模范。２００４年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一
行，专程前往白家村考察，对村子２０多年发展变化给予充分肯定。２００４年中共陕西省
委宣传部、陕西省人事厅、农业厅联合授予陕西农村百名杰出人才称号，２００９年被评为
陕西新农村建设推动力先进个人。曾当选富县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富县政协

第五届、六届、七届委员会委员，延安市第一届人大代表。陕西电视台、 《陕西日报》

《陕西农民报》《各界导报》《陕西科技报》等新闻媒体多次报道其先进事迹。

刘玉萍 （１９４９０７—　）　女，四川省云阳县人。１９６９年参加
工作，１９８６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经济师职称。曾
任富县工商银行副行长、延安市工商银行工会主席。１９８８年被中
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工会工作委员会授予文明优质服务标兵；

１９９０年被评为全国工商银行系统文明优质服务标兵；１９９１年被评
为全国金融系统文明优质服务标兵，被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分行授

予学雷锋先进个人和文明优质服务标兵，被中共延安地委、延安地

区行署、延安军分区授予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１９９２年被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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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陕西省分行、陕西省工行分会评为金融系统先进工作者，被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金融工会授予全国金融系统劳动模范；１９９５年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受到江泽民、李鹏、朱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缑竹梅 （１９５１０５—　）　女，富县羊泉镇八合村人。陕西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熏画代表性传承人。受祖母和母亲剪纸熏陶偿试创

作人物、花鸟、动物剪纸作品，青年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剪纸巧手。

１９８０年受到中央美术学院张丁教授的指导与鼓励，作品思想内涵
不断提升。１９８３年参加富县文化馆剪纸学习班。长年剪不离手，
痴迷陕北传统民间艺术，经长期实践，剪纸、熏画、农民画、刺绣

等技法日臻成熟。剪纸以人物、鸟兽、花木、果菜、昆虫、山水为

题材，构图巧妙，情节生动，粗犷大气，简练淳朴。继承传统熏画

模式，注入新时代元素，创作相由心生，平衡、参差、疏密以及不规则线条自由组合，

动律美妙，形象感人。人物代表作有 《二十四孝》《柜中缘》《男耕女织》《婆媳关系》

等；花鸟动物代表作有 《蛇盘兔》 《鱼戏莲》 《扣碗鱼》 《猴子摘桃》等。熏画 《七仙

女》《牛虎斗》《断桥》《迎新娘》《独生子女》《十五贯》入编 《富县民间剪纸》。１９９２
年获蒲城剪纸艺术节表演赛一等奖，获陕西省第二届剪纸面花电视表演大赛二等奖。

２００７年 《二十四孝》《唐僧取经》《团花》等３６幅作品被延安市群众艺术馆收藏。２０１０
年 《耕牛》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剪纸艺术展，并被收藏。

夏志华 （１９５１１１—　）　山东省平度市人。１９７７年６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同年８月毕业于西北农业学院农学系，分配到富县农
科所。１９８４年任富县直罗镇副镇长、镇长，１９８８年任县植保植检
站站长，１９９８年任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１９９８年晋升高级农艺师
职称。在直罗镇任职时推广应用农业技术，农业生产名列前茅，

１９８６年被陕西省科协评为先进个人，被延安地区行署评为科技进
步先进工作者。在县农科所８年间一直在农村蹲点，研究水稻栽培
技术，引进新品种开展试验示范。１９８３年 “京系２１”水稻新品种

引进成功，较当地种植品种亩增１００千克。１９８４年 《推广水稻旱育卷秧技术》获延安地区

行署科技成果一等奖。在县植保站、农技中心１０多年间，引进推广科技成果，参加富县小
麦丰产方技术承包，获延安地区行署科技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１年被陕西省农业厅评为在农业
病虫害防治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先进个人。参加富县粮油果规范化技术集团承包，获陕西

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一等奖。１９９６年被陕西省农业厅评为植物保护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７
年 《农田综合灭鼠技术推广》获延安市人民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二等奖，１９９８年获陕西省人
民政府农业技术推广三等奖，１９９９年被省农业厅评为统测统配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２年被陕西
省土肥站评为全省十佳站长。先后编写 《富县水稻栽培技术》《水稻旱育卷秧技术》《水稻

京系２１栽培技术》《水稻亩产千斤栽培技术》《富县小麦病虫害的发生及防治策略》《富县
油菜主要害虫发生危害特点与防治对策》《富县小麦条锈病发生情况及防治策略》《富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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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鼠害的发生及防治办法》《富县烤烟病虫害的防治》《富县苹果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

技术资料，并在全县学习推广，解决了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任东意 （１９６２１１—　）　富县羊泉镇羊西村人。１９８３年高中
毕业参加工作，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８年在延安农业学校农业经济管理专
业学习，１９９２年 １月至 １９９４年 ３月任富县钳二乡政府副乡长，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９４年初担任直罗钻采公司副经
理。１９９８年９月任公司经理。２００５年，企业还清所有债务，净资
产２６亿元，其间，坚持在职进修深造相关专业学科，先后取得西
安工程学院石油天然气开发与管理大专学历，西安石油大学石油与

天然气工程硕士学位。撰写论文 《直罗油田三叠系延长组石油富

集规律研究》获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２００６年３月任直罗采油厂党委书记兼厂
长。２００９年原油产量突破１０万吨大关，上缴财税１亿多元。２０１０年生产原油１５万吨，
企业净资产４８亿元，上缴财税１５亿元。曾当选两届县人大代表、三届县政协委员、
两届延安市人大代表，２０１０年４月，被中共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

李建军 （１９６３０７—　）　富县城关镇太安村人。１９８０年毕业
于富县第一中学，１９８３年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６年考入中国
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８年至
１９９６年先后在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和陕西师范大学执教。１９９６年
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１９９９年获文学博士。１９９９年
至２００７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编辑室任编辑。２００７年
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曾在 《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３００多篇理论、批评文
章。有专著及论文集 《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 《小说修辞研究》 《时代及其文学的

敌人》《必要的反对》《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文学因何而伟大———论

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 《文学的态度》 《文学还能更好些吗》 《是大象，还是甲

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大文学与中国格调》《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

比亚》《陈忠实的蝶变》 《重估俄苏文学》等。曾获 “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

《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

文学》优秀论文奖，２００２年度和２００６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所首届 “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 《文学报》首届、第二届、第三届

“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２００１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为中国作
家协会小说艺术委员会委员。曾担任鲁迅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及 《人民文学》《北京

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等多家杂志的 “年度文学奖”和 “优秀作品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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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广 （１９６３０８—　）　富县牛武镇南家岔村人，中共党
员。１９８６年毕业于交通部呼和浩特交通学院公路与桥梁专业，
２００２年６月毕业于长安大学土木工程专业。１９８６年在交通部第二
工程局六处铜川崔家沟矿区道路项目任技术员，１９８８年在３１２国
道全椒段项目任路面工程师、副队长，１９９３年在沪宁高速公路 Ｅ５
标任项目副经理，１９９５年在沪杭高速公路九标任第一项目经理部
经理、项目副总经理，１９９８年在山东化临高速公路任项目经理，
１９９９年在京沪高速公路青吴段任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２００１

年在商开高速公路路面工程２３Ａ标任项目经理，２００２年在路桥集团二公司六处呼集高速
公路任项目经理，２００５年在路桥集团二公局六处任副处长、兼任西安西三环Ｃ１７合同项
目经理，２００７年任中国交通部二公司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１９９４年，被镇江市
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授予沪宁高速公路功臣；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被沪杭高速公路嘉兴
市建设指挥部评为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１９９７年，被中共沪杭高速公路嘉兴市建设指
挥部委员会评为工地先锋；１９９９年，被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授予企业二等功臣；２０００
年，被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授予科技进步先进个人；２００１年，被河北省京沪高速公路
建设管理处授予优秀项目经理、优秀项目总工，被路桥集团第二公路工程局授予劳动模

范、企业二等功臣、中国路桥集团文明职工称号；２００３年，被中共路桥集团第二公路工
程局第六工程处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个人；２００８年，被中国交通部第二公路
工程局有限公司授予优秀项目经理、企业特等功臣。论文 《ＲＯＡＤＴＥＣＳＢ２５００Ｃ型沥青
混凝土转运机施工》录入２００５年５月 《大众科技》，《ＳＵＰＥＲＰＡＶＥＳ沥青砼层的配合比
设计及施工》录入２００５年５月 《科技资讯》。

高　鸿 （１９６４０４—　）　富县人。曾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陶瓷系、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作

家高研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陕西长篇小

说委员会委员、陕西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叶》文学期刊主编。２００５年起，在 《延河》 《长城》 《清明》

《北京文学》《中国作家》 《文艺报》 《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

品。出版长篇小说 《沉重的房子》 《黑房子，白房子》 《农民父

亲》《血色高原》 《青稞》，中短篇小说集 《二姐》 《银色百合》，

散文集 《遥望陕北》《走进西藏》，长篇报告文学 《艰难超越》，２０集电视连续剧 《血燃

烧》等３００余万字。《沉重的房子》网络点击率超过４０００余万次，被新浪网评为２００６
年十大重磅经典小说，小说多次再版，销量超过１０万余册；《农民父亲》入选改革开
放三十年新闻出版署献礼作品，获吉林省第二届新闻出版精品奖、陕西省第二届柳青

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血色高原》在 《文化艺术报》连载；《青稞》在济南人民广播

电台播出；中篇小说 《爱情规则》获陕西省第一届网络文学大赛最佳作品奖；报告文

学 《到中流击水》获陕西省报告文学奖；散文获第二届 “孙犁文学奖”，入选 《大学

语文》《中国散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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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录平 （１９７５０１—　）　富县吉子现镇东屯么村人。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１９９４年高中毕业，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在富县电力局
工作。２００２年回乡创业，从事果品营销，２００６年成立陕西富县绿
平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经理，经营现代农业开发、农产品生

产、加工、储藏、进出口销售。２００８年当选富县工商联副主席，
２００９年当选延安市中小企业协会常务理事，２０１０年发起成立富县
农产品商会并担任会长，为富县果农果商提供技术指导和购销服

务，拓宽苹果销路，促进富县苹果走向世界。其公司先后建成大型

果品保鲜气调库、果用农资加工厂、果品农资交易市场，在全国一线城市建有富县苹果

直销店８处，认证苹果基地６３０公顷，分批次建设老龄科教示范园、不套袋示范园、有
机苹果示范园、标准化生产示范园、提质增效示范园等多个科教示范园，带动６０００余户
果农增收致富，服务地方苹果产业。其公司是富县首批取得出口资质的民营企业，累计

创汇６０００余万元。他坚持每年出国考察果品市场，２０１０年成功向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出
口鲜果，创汇１１６万元，成为首个带领富县苹果走出国门的企业家。

吉　珍 （１９８７０７—　）　女，富县交道镇吉家村人。２００２
年在县职业中学就读时身高１８２５米，肩宽臂长。恰逢陕西省体
育局从各县区招选体育运动员特殊苗子，经县市体育局推荐，吉

珍代表延安市参加陕西省选拔赛，被留在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遂进入陕西省体育运动队。经数年刻苦训练和教练精心培

养，２００６年获全国锦标赛女子赛艇单桨第５名，２００７年获全国
冠军赛女子单桨第６名，２０１０年获世界杯赛第３名，全国冠军全
能赛第５名，入选在广州举行的第１６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代表团。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在赛艇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决赛中，她处于主桨一号位置，和队
友以６分５１秒５６夺得冠军，为延安捧回首个亚运会金牌，《延安日报》以 《黄土地

上走出的亚运冠军》作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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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物表
富县籍副处级及以上人物一览表

表２６－３－１

原籍乡镇 行政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直罗镇

直罗村 李　忠 男 １９２７１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巡视员

姜家川村 王凤书 男 １９３５６ 中国航天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直罗村 李玉宝 男 １９３６１１ 新疆南疆军区副政委兼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

直罗村 李相春 男 １９４０７ 中石油陕西延安销售分公司工会主席

屈家沟村 孙志明 男 １９４０１２ 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

文家庙村 党春明 男 １９５０７ 甘泉县纪委书记

屈家沟村 何绪廉 男 １９５２５ 延安市爱卫办主任

党家湾村 周法元 男 １９５４９ 延安市检察院技术处处长

安家川村 李建社 男 １９５５１１ 延安市政协副主席

姜家川村 王尚喜 男 １９５９１１ 新疆军区麦盖提基地场长兼政委

真庄村 曾宪东 男 １９６３９ 渭南市公安消防支队副支队长

北河村 黄永宏 男 １９６３９ 西安陆军学院干休所政委

胡家坡村 魏承智 男 １９６５１０ 兰州军区联勤部军事交通运输部第一运输处处长

宽坪村 郑秀宏 男 １９６６１２ 神木县人武部部长

屈家沟村 何永平 男 １９７３１１ 延安市房产局调研员

羊泉镇

羊泉村 任学耀 男 １９１９１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庙阳村 杨育民 男 １９２０８ 延安市桥北林业局副局长

肖村 王德福 男 １９２１７ 甘肃省定西军分区副政委

八合村 缑振兴 男 １９２３１ 海军航空兵第７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肖村 王永昶 男 １９３０６ 甘肃省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

肖村 王文华 男 １９３１１ 第二炮兵５１基地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北章村 雷振洲 男 １９３１８ 四川省军区乐山干部休养所所长

羊泉村 任学冉 男 １９３５４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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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籍乡镇 行政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羊泉镇

鹿首村 杨明春 男 １９３６１ 延安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东里村 李高明 男 １９４４１ 延安市桥北林业局工会主席

西里村 任德成 男 １９４４１２ 陕西省建筑材料工业局工会主席

早潮塬村 成文贵 男 １９４９５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副处级调研员

羊泉村 任银拴 男 １９５１１０ 延安市粮食局副局长

下立石村 高育昌 男 １９５１１２ 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

上善化村 王忠义 男 １９５４２ 西安科技大学处长

羊泉村 任东生 男 １９５４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汉江医院纪委书记兼工会

主席

羊东村 侯发成 男 １９５６ 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调室副师职专员

八合村 缑一兵 男 １９６１１１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后勤部工建处主任

郭丰村 任喜全 男 １９６２２ 宜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下立石村 高育民 男 １９６２６ 中共黄陵县委副书记

下立石村 高昌乐 男 １９６３８ 延安市畜牧局局长

雷村 尉发昌 男 １９６３８ 延安市住房公积金办公室主任

八合村 缑文恩 男 １９６５５ 西安交通大学彭康学院副院长

下善化村 高清荣 男 １９７５４
甘肃陆军预备役高炮师预备役军官训练团政治

处主任

吉子现镇

富村 王　瑜 男 １９２７１２ 延安市第二师范学校党委书记

旧城村 王学高 男 １９４８１１ 西安市交警支队五大队大队长

田村 秦保学 男 １９５２２ 西安市公安局巡视员

河南村 刘新合 男 １９５３１１ 中共延安市委办公室调研员

安子头村 孙怀礼 男 １９５５７ 延安市地下水工作队副书记

东屯么村 张百宁 男 １９５６１０ 长庆油田分公司矿区服务事业部兴隆园医院院长

安子头村 孙宏义 男 １９５８１０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人力资源处处长

固险村 雷世全 男 １９６２６ 宝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安子头村 孙国栋 男 １９６３１ 陕西省红石岩监狱副监狱长

旧城村 王广儒 男 １９６４５ 延安市黄龙山林业局副局长

安子头村 孙怀国 男 １９６８７ 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综合一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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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乡镇 行政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张村驿镇

罗儿山村 徐启贵 男 １９３３６ 河北省公安厅警卫处调研员

后寺峪村 赵西乾 男 １９４４４ 新疆军区联勤部部长

张村驿村 徐　斌 男 １９５４５ 北海舰队政治部宣传处正团职编辑

塘坊村 荆恒元 男 １９５５３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副处长

下河湾村 张春智 男 １９６１１０ 延安市桥北林业局副局长

白家塬村 马宝有 男 １９６７１ 延安市桥北林业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北道德乡

岳村 李正廷 男 １９１１８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上湫原村 张学仁 男 １９１７４ 兰州军区干部学校副校长

湫原村 何思恭 男 １９１８９ 西安警备区副司令员

永录村 师永寿 男 １９２３９ 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大学后勤部部长

缑家庄村 缑居林 男 １９２４４ 铜川市外贸局局长

缑家庄村 缑正明 男 １９３０１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总队长

圪崂村 高晓力 男 １９４６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政委

上湫原村 张　波 男 １９５１３ 甘肃省政府外事 （侨务）办处长

东村 张昌乐 男 １９５７８ 延安市信访局正县级督查员

东村 季生荣 男 １９５８８ 洛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湫原村 杜万有 男 １９５９８ 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圪崂村 王仁合 男 １９６１６ 延安市黄龙山林业局局长

圪崂村 王金合 男 １９６４３ 国家电网陕西西咸新区供电公司总经理

交道镇

鲁家庄村 鲁万章 男 １９２０９ 轻工业部轻工局局长

曹家庙村 曹世高 男 １９２５８ 沈阳军区后勤部第四分部政治委员

吉家村 吉麦库 男 １９４４４ 延安市外贸局副局长

吉家村 吉永录 男 １９４４１２ 西安育才中学校长

鲁家庄村 鲁春林 男 １９４５７ 国家烟草专卖局计划司党委书记

吉家村 吉东明 男 １９４６１２ 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老寨子村 陈志万 男 １９４８３ 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报》编辑部主任

王窑科村 张新民 男 １９４９５ 河南省濮阳市中原油田供热管理处党委书记

东桐村 李世禄 男 １９５１８ 陕西锌业公司董事长

吉家村 吉应忠 男 １９５２６ 陕西省石油化工学校正校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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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乡镇 行政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交道镇

逊村 袁春河 男 １９５４３ 延安市民政局局长

曹家庙村 曹亦农 男 １９６２４ 驻大连地区船艇军事代表室代表

鲁家庄村 鲁志华 男 １９７２１１ 吴起县公安局政委

牛武镇

管头村 常宝蠧 男 １９１６２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第四分部副部长

阳畔村 周震民 男 １９４７８ 延安市老区办主任

南家岔村 李万仓 男 １９５４１０
中石油化工集团西北石油局、西北油田分公司

纪委副书记

管头村 吕文礼 男 １９６３４ 陕西省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副校长

南家岔村 李万广 男 １９６３８ 路桥集团第二公路工程局第六工程处处长

钳二乡

西陈超村 陈世忠 男 １９２３７ 炮兵第二师副师长

西太奇村 张丕其 男 １９２９１２ 新疆军区政治部副师职创作员

东陈超村 赵振强 男 １９３０８ 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华北物资局局长

东陈超村 赵振甲 男 １９３１２ 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离休所所长

钳二村 李永文 男 １９４３９ 航空兵３４师司令部副参谋长

下良村 张智林 男 １９４５４ 陕西省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

东太奇村 高应成 男 １９５２１０ 新疆自治区财政厅机关服务中心书记

马伏头村 马发义 男 １９５４９ 延安市农业局正处级调研员

东太奇村 高华锋 男 １９５４１２ 延安市工商联副主席

东陈超村 孙中华 男 １９５６１ 延安市中小企业促进局局长

上良村 孔红卫 男 １９５８１１ 四川省乐山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副局长

杨家河村 秦鸿儒 男 １９６１８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机关副调研员

下良村 张建朝 男 １９６２２ 中共宝塔区委副书记、区委党校校长

杨家河村 王建成 男 １９６４１１ 吴起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缑家湾村 田伏虎 男 １９６４１１ 延安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兼统战部长

富城镇

监军台村 李　忠 男 １９１１１０ 沈阳军区物资装备部政委

城关村 宋振合 男 １９１３２ 甘肃省渭源县人武部部长

监军台村 杨志远 男 １９２３ 延安市科协主席

城关村 段志中 男 １９２４７ 昆明军区后勤部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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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乡镇 行政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及职务

富城镇

城关村 樊林照 男 １９３１１０ 海军南海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助理

城关村 左有才 男 １９４２２ 政协延安市委员会副主席

城关村 樊林昌 男 １９４２９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经济检察处副厅级检察员

监军台村 李长江 男 １９５０５ 解放军心血管研究所政委

监军台村 李渤海 女 １９５２１２ 沈阳军区空军某部副师职上校军医

城关村 杨军宪 男 １９５４１２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监军台村 李雅君 女 １９５８１０ 中国人民解放军２０５医院护士长

城关村 姜文华 男 １９６１１ 黄陵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城关村 王范儒 男 １９６２９ 陕西省财政厅副厅长、总会计师

河西村 沈满义 男 １９６３６ 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８０９０部队参谋长

城关村 成芳萍 女 １９６３９ 宜川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城关村 左新社 男 １９６５６ 延安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

城关村 赵国华 男 １９６７６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办

公室主任

城关村 左新文 男 １９６８１ 延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城关村 吕国岗 男 １９６８５ 延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张家湾

川庄村 同培刚 男 １９４９３ 中共延安市委机关工委书记

川庄村 刘长柱 男 １９５４２ 延安市药品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张家湾村 马举海 男 １９６０４
３６７１６部队政委、党委书记兼农业建设第三师人
武部副部长

张家湾村 马宏文 男 １９６２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华东军用物资采购局

采购三处处长

黑水寺村 李满套 男 １９６３９ 中共甘泉县委副书记

黑水寺村 赵东升 男 １９７０８ 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

茶坊镇

沟门村 朱振江 男 １９１１８ 西北煤管局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

沟门村 朱峰义 男 １９３９８ 陕西省歌舞剧院古典艺术团团长

川口村 晁永平 男 １９６２１０ 陕西省汤峪疗养院院长

茶坊村 杨玉梅 女 １９６４９ 宜川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南道德乡 枣林子村 刘宏斌 男 １９６８１１ 北京市昌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寺仙镇
太平村 钟世德 男 １９６３１１ 中共延川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太平村 李富荣 男 １９７１９ 中共黄龙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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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副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人物一览表

（按授予时间排序）

表２６－３－２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授予时间

师党民 男 １９５２１０ 陕西富县 延安供电局电气工程师 １９８４９

徐　斌 男 １９５４８ 陕西富县 北海舰队政治部宣传处国家级篮球裁判 １９８５３

杨生寿 男 １９３５８ 青海湟中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８７１２

高伯龙 男 １９３６９ 陕西眉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８７１０

齐新良 男 １９３５３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８７１０

郭文艺 男 １９３８２ 陕西三原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８８８

王　华 男 １９５３８ 陕西富县 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１９８８１

温克蕊 男 １９３２３ 湖南石门 县原种场高级农艺师 １９８８１１

李志军 男 １９４２９ 陕西富县 县畜牧局高级兽医师 １９８８１１

杨宝贵 男 １９３２８ 陕西澄城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８８８

张文恒 男 １９３７５ 陕西长安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８８８

张景汉 男 １９３８９ 陕西洛南 城关教育组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０１

李育乐 男 １９３８１２ 陕西富县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教授 １９９０１

吉永录 男 １９４４１２ 陕西富县 延安中学特级教师 １９９２９

高育昌 男 １９５１１２ 陕西富县 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３５

任国振 男 １９５４４ 陕西富县
延安供电局 （国家电网陕西延安供电公司）

副总工程师
１９９３１２

李　毅 男 １９４３１０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３１２

康国芳 女 １９３８４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３１２

张炳祥 男 １９４４４ 陕西西安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４１２

曹子英 男 １９４４３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５９

陈万全 男 １９４９１０ 陕西富县 西安市中心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 １９９６６

王莲玉 女 １９４５２ 陕西富县 城关小学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６６

王怀拴 男 １９４８１ 陕西富县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６１１

袁冯焕 女 １９４６７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６１１

成应文 男 １９４３１２ 陕西富县 县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６１１

左　昶 男 １９５０１０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７８

张保定 男 １９４９６ 陕西富县 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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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云 女 １９６５８ 陕西洛川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１９９７８

雷昌合 男 １９４６１ 陕西富县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１９９７１２

严从章 男 １９５０１２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７１２

陈志万 男 １９４８３ 陕西富县 延安大学主任编辑 １９９７１２

张新民 男 １９４９５ 陕西富县 河南省中原油田供热管理处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８１１

樊俊科 男 １９３２６ 甘肃泾川 县水利水保队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８１１

付生林 男 １９４４６ 陕西耀县 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雷天保 男 １９４５１２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贾福成 男 １９５３８ 陕西富县 县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曹百福 男 １９４２６ 陕西富县 县妇幼保健站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李全社 男 １９５７１２ 陕西富县 县动物卫生监督所高级兽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夏志华 男 １９５１１１ 山东平度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１９９８１２

李金同 男 １９５１９ 江苏徐州 县蔬菜局高级农艺师 １９９８１２

王雪飞 女 １９５６４ 陕西富县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 １９９９１２

张学礼 男 １９４７３ 陕西富县 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１９９９１２

侯明山 男 １９４４４ 陕西富县 县检察院四级高级检察官 ２０００６

张新社 男 １９５６８ 陕西富县 县教育局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０９

贺进生 男 １９５６９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王林江 男 １９４６１０ 陕西富县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王永亮 男 １９５８１ 陕西富县 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２０００１２

张百叶 女 １９５２９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宋过斌 男 １９４８７ 陕西富县 北道德中心小学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２９

卢仲启 男 １９４８１０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２９

吉海珠 男 １９６１１ 陕西富县 延安宝塔区第四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２９

袁文智 男 １９５７６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２９

王儒均 男 １９５２２ 陕西子长 延安桥北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２１１

宋桂芳 女 １９５８４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２１２

高三有 男 １９５０１０ 陕西富县 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２００２１２

４６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授予时间

王东峰 男 １９６１１１ 陕西富县 县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３９

张润海 男 １９５７８ 陕西富县 延安市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３９

吉百囤 男 １９５９１０ 陕西富县 县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３９

秦庆祥 男 １９５７３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３９

马红亮 男 １９６５７ 陕西富县 县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３９

常晓峰 女 １９５５３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３１１

王红涛 男 １９６８８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３１１

郭爱荣 女 １９６２８ 陕西富县 延安桥北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４２

薛凤海 男 １９５５８ 陕西富县 县教育局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４８

贾蕊芳 女 １９５８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４８

杨金彩 女 １９５６７ 陕西富县 县职业中学 ２００４８

王三虎 男 １９５６５ 陕西富县 县水利水土保持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４１１

李新昌 男 １９５８３ 陕西富县 县水资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４１１

马发义 男 １９５４９ 陕西富县 延安市农业局研究员 ２００５３

南世合 男 １９５５７ 陕西富县 县文联高级摄影师 ２００５４

刘山河 男 １９４７７ 陕西富县 富华律师事务所二级律师 ２００５６

顾万喜 男 １９４９２ 陕西富县 富华律师事务所二级律师 ２００５６

杨兴昌 男 １９６０３ 陕西富县 延安市盲人协会三级高级按摩师 ２００５９

李万仓 男 １９５４１０ 陕西富县 中石油化工集团西北石油局高级政工师 ２００５９

李万广 男 １９６３８ 陕西富县 路桥集团第二公路工程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５９

任光芒 女 １９６０１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张永利 男 １９６３１１ 陕西富县 县职业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左文革 男 １９６７１０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左玉琴 女 １９５９２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张润芳 女 １９６６３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任新平 男 １９６８１２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罗有才 男 １９５９８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周建娥 女 １９６５９ 陕西富县 县幼儿园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５１０

５６７第二十六编　人　物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授予时间

任　捷 男 １９６８３ 陕西富县
Ｍａｘｉｍｌ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公司 （美信公司）集

成电路设计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５１０

缑红梅 女 １９６６１１ 陕西富县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２００５１１

袁　兵 男 １９６１６ 陕西富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监狱行政三级警监警衔 ２００６０５

秦鸿儒 男 １９６１８ 陕西富县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６６

张　霞 女 １９６３４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６１０

杨敏发 男 １９５９１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６１０

王文定 男 １９５７３ 陕西富县 县水利水土保持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６１１

袁银萍 女 １９５６３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李金花 女 １９５６２ 陕西富县 县计生服务站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刘振祥 男 １９６７５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刘福儒 男 １９６１１０ 陕西富县 县电视台主任记者 ２００６１２

马全超 男 １９６２７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张百宁 男 １９５６１０ 陕西富县 长庆油田兴隆园医院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田伏虎 男 １９６４１１ 陕西富县 延安大学教授 ２００６１２

杨义珍 女 １９５７１ 陕西富县 县计生站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成文贵 男 １９４９５ 陕西富县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三级检察官 ２００７２

汤春梅 女 １９６１１０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杨金选 男 １９７０１１ 河南洛阳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包学江 男 １９５９２ 陕西吴起 县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张银娥 女 １９５６１１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姬凤瑞 男 １９５６７ 陕西延安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雷拴虎 男 １９７１７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赵文金 男 １９５７４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武军民 男 １９７０１２ 陕西洛川 县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芦运林 男 １９６１３ 陕西富县 北道德中心小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南海福 男 １９６２１ 陕西富县 张家湾初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刘延平 男 １９５６９ 陕西富县 张家湾初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屈志刚 男 １９５４４ 陕西富县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延安炼油厂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７１１

６６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授予时间

陈彩云 女 １９６４１１ 陕西宜川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王惠芸 女 １９７０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李淑芳 女 １９６３１２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任朝英 男 １９５７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张百芳 女 １９５６９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任东贵 男 １９６０９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秦青蛾 女 １９６２１２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张　文 男 １９６２８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７１１

任明正 男 １９６３１１ 陕西富县 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７１２

向小芹 女 １９６８４ 陕西洛川 县林业站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７１２

缑建华 男 １９４６２ 陕西富县 延安卫校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２

闫凤华 女 １９５８１０ 陕西富县 县计生站副主任宣教师 ２００７１２

赵宝成 男 １９６３１２ 陕西富县 县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２００８５

赵忠韬 男 １９６７２ 陕西富县 县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２００８８

马宝有 男 １９６７１ 陕西富县 延安市桥北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８８

徐爱琴 女 １９６４４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王改合 男 １９６０８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秦秀玲 女 １９６４９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杨小强 男 １９７６５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丁彩琴 女 １９７１４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吉菊莉 女 １９７０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孙栓义 男 １９６０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刘宝林 男 １９５８７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王忠孝 男 １９６２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郭晓林 男 １９６５１１ 陕西富县 县沙梁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８１１

韩西社 男 １９６３４ 陕西富县 县水利水土保持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８１２

王万才 男 １９６１１０ 陕西富县 县计生站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

高春芒 女 １９６２４ 陕西富县 县计生站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

７６７第二十六编　人　物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授予时间

柳　琼 女 １９５９１１ 陕西富县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李芳琴 女 １９６９１２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呼延芳 女 １９５９１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张玉凤 女 １９７１１０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肖世斌 男 １９５７８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缑　强 男 １９６０９ 陕西富县 县卫生监督所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７

赵京云 男 １９６３４ 陕西富县 羊泉初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９１１

李广文 男 １９６３８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９１１

于进杰 男 １９７１６ 陕西富县 张家湾初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９１１

任学广 男 １９６５１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２００９１１

李育芳 女 １９６０７ 陕西富县 县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２

李建国 男 １９６０３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２

鲁玉明 男 １９６１４ 陕西富县 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２

秦爱芳 女 １９６１７ 陕西富县 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２００９１２

陈德才 男 １９６２１１ 陕西富县 解放军６２１５０部队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９１２

吉建芳 女 １９７５４ 陕西富县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融媒体中心新闻主任编辑 ２００９１２

张永贵 男 １９６３３ 陕西富县 县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 ２０１０１

郭万来 男 １９５７５ 陕西富县 县动物疫控中心高级兽医师 ２０１０１

王仁合 男 １９６１６ 陕西富县 延安市黄龙山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２０１０１２

富县获国家部委及以上表彰人物一览表

（按授予时间排序）

表２６－３－３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朱振江 男 １９１１８ 陕西富县
西北煤管局

政治部

陕甘宁边区

英雄奖章
中央军委 １９４８

王玉琴 女 １９６４２ 陕西富县 县饮食服务公司 新长征突击手 共青团中央 １９７９

高伯龙 男 １９３６９ 陕西眉县 县高级中学
全国千名优秀

体育教师

国家体委、

教育部
１９８２

８６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左召梅 女 １９４１６ 陕西富县 县幼儿园
全国少年儿童

优秀辅导员

共青团中央、

国家教委
１９８２

宋金扣 女 １９４８１０ 陕西富县 羊泉镇下立石村 全国 “三八”红旗手 全国妇联 １９８３９

杨生寿 男 １９３５８ 青海湟中 县人民医院
全国卫生文明建设

先进工作者
国家卫生部 １９８８１２

陈桂英 女 １９３９１２ 陕西富县 县妇联
全国 “三八”红旗手 全国妇联 １９８９３

全国优秀妇联干部 全国妇联 １９８９３

张列娥 女 １９４０３ 陕西富县 羊泉镇侯家庄村 全国 “三八”红旗手 全国妇联 １９８９３

杨剑敏 男 １９６０４ 陕西富县 县人社局
全国生育节育

优秀调查员
国家计生委 １９８９３

王莲玉 女 １９４５２ 陕西富县 县城关小学 全国优秀教师
国家教委、

人事部
１９８９９

康国芳 女 １９３８４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
国家教委、

人事部
１９８９９

马桂香 女 １９５３８ 陕西富县 茶坊中心小学 全国优秀教师
国家教委、

人事部
１９８９９

白学昌 男 １９６１６ 陕西富县 交道镇白家村
全国青年

星火带头人

共青团中央、

国家科委
１９８９１２

冯忠柏 男 １９４４２ 辽宁阜新 县森林公安局
全国公安基层

优秀所长
国家公安部 １９８９１２

胡正郁 男 １９６３２ 陕西宜川 县人民政府
全国人口普查

先进个人

国务院第四次人

口普查领导小组
１９９０８

刘玉萍 女 １９４９７ 四川成都 县工商银行

全国工行系统

文明优质服务标兵
中国工商银行 １９９０１２

全国金融系统

劳动模范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金融工会
１９９５４

李玉中 男 １９５８７ 陕西富县 监军台村
全国青年

星火带头人

共青团中央、

国家科委
１９９１５

冯素霞 女 １９４３１０ 辽宁阜新 县档案馆
全国档案系统

先进工作者

国家档案局、

人事部
１９９１８

杨明相 男 １９４４４ 河南南阳
县农机安全

监理站

全国农机安全监理

先进工作者
国家农业部 １９９１８

９６７第二十六编　人　物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张桂兰 女 １９４６８ 陕西富县 北道德乡纪录村
全国 “三八”

绿色奖章

全国妇联、

林业部
１９９２３

高育昌 男 １９５１１２ 陕西富县 建行陕西省分行
全国金融系统

劳动模范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金融工会
１９９２１２

周桂娥 女 １９４８２ 陕西富县 羊泉镇上善化村
全国 “三八”

绿色奖章

全国妇联、

林业部
１９９３３

霍柏海 男 １９６２８ 陕西富县 洛川县人民政府
全国农民技术教育

先进工作者
国家农业部 １９９３８

刘长柱 男 １９５４２ 陕西富县
延安市药品

监督管理局

全国药品打假

先进工作者

国家工商局、

国家医药管理局、

国家经贸委

１９９５９

屈桂梅 女 １９６３７ 陕西黄陵 县委组织部
全国有机肥料

工作先进个人
国家农业部 １９９５１

张保定 男 １９４９６ 陕西富县 沙梁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
国家教委、

人事部
１９９５９

霍广书 男 １９５６５ 陕西富县 县农村合作银行
全国农村信用社

优秀信贷员
中国农业银行 １９９５１１

吉东明 男 １９４６１２ 陕西富县

安康市市委

组织部

全国星火

先进工作者

国家科学技术

委员会
１９９６４

安康市科技局
全国科技系统

先进工作者

国家人事部、

科技部
１９９８９

任牡丹 女 １９４６９ 陕西富县 县妇幼保健院
全国妇幼卫生

先进工作者
国家卫生部 １９９６１２

史延成 男 １９６１１２ 陕西富县 县统计局
全国农业普查

先进个人

全国第一次农业

普查办公室
１９９７７

谢双营 男 １９４５７ 河南扶沟县
延安双营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优秀乡镇

企业厂长
国家农业部 １９９８１１

缑建华 男 １９４６１ 陕西富县 延安卫校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国务院 １９９９４

贺东义 男 １９５９１２ 陕西富县 县扶贫办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

先进工作者
国家农业部 １９９９１２

张孝民 男 １９６３２ 陕西澄城 延安桥北林业局 全国绿化奖章 全国绿化委员会 ２０００３

卢纪忠 男 １９５２３ 陕西富县 县公安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国家公安部 ２０００３

０７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宋来朝 男 １９４８１１ 陕西富县 县体育局
全国县 （市、区）

体育先进个人
国家体育总局 ２０００８

刘春梅 女 １９７２７ 陕西富县
公安局

城关派出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国家公安部 ２００１２

张新社 男 １９５６８ 陕西富县 县教育局 全国优秀教师 教育部 ２００１９

刘　宏 男 １９６４１ 甘肃庆阳 县广播电视局
全国人口普查

先进个人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２００２１

王列荣 女 １９５４９ 陕西富县 县政协
全国民政系统

先进工作者
人事部、民政部 ２００２３

马发义 男 １９５４９ 陕西富县 延安市农业局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国务院 ２００２６

２００９年农产品质量
安全整治暨执法年

活动先进个人

国家农业部 ２０１０８

韩秀川 男 １９６１１０ 陕西子洲
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

全国整治油气田及输

油管道生产治安秩序

专项行动先进个人

国家公安部、

发改委
２００４９

王世德 男 １９５６７ 陕西富县
县食品药品

监管局

全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系统先进个人

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局
２００５１

吴保成 男 １９３１８ 陕西富县 县关工委
全国关心下一代

先进工作者

国家关工委、

中央文明办
２００５６

秦树英 女 １９６５４ 河北保定 县统计局
全国经济普查

先进个人

国务院第一次

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

２００５７

拓改琴 女 １９６２８ 陕西子长 县委政法委
全国经济普查

先进个人

国务院第一次

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

２００５７

丁水泉 男 １９６３１０ 陕西富县 县公安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国家公安部 ２００５９

缑发平 男 １９６６４ 陕西富县 县公安局
全国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工作先进个人

中央综合治理

委员会
２００５１０

屈亚莉 女 １９７１５ 陕西富县 茶坊镇计生站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

活动先进个人

中央宣传部、

文明办
２００５１１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

科技工作先进个人

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０６６

１７７第二十六编　人　物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刘厚华 男 １９７１８ 陕西富县 县交警大队
预防交通事故 “百日

竞赛”先进个人
公安部 ２００６３

陈志文 男 １９５８１ 陕西富县 县民政局 纪检监察工作嘉奖 监察部 ２００７１

张　霞 女 １９６３４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 教育部 ２００７９

冯洁馨 女 １９６３１２ 陕西富县 县妇联
全国妇联系统信访

工作先进工作者

全国妇联、

国家信访局
２００７９

罗万红 男 １９６０５ 陕西富县 县教育局
“两基”攻坚

先进个人

国家教育部、

财政部
２００７１１

秦鸿儒 男 １９６１８ 陕西富县
水利部黄河水利

委员会
全国绿化奖章 全国绿化委员会 ２００８１

孔晓岩 男 １９７５７ 陕西富县 延安交警支队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雄模范
国家公安部 ２００８２

抗御雨雪冰冻灾害

优秀共产党员
中央组织部 ２００８３

刘延军 男 １９７５１０ 陕西延安 县统计局
全国农业普查

先进个人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８４

南金旺 男 １９６５５ 陕西富县 茶坊镇政府
全国经济普查

先进个人

国务院第二次

全国经济普查

领导小组

２００９１２

富县获陕西省委、省政府表彰人物一览表

（按授予时间排序）

表２６－３－４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付启富 男 １９２０６ 陕西横山 县牛武煤矿

陕西省工业

先进生产者
中共陕西省委 １９５８３

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２９

马焕温 男 １９３７７ 陕西延川 县粮食局 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２９

李忠建 男 １９６０１０ 陕西富县
茶坊镇

人民政府
先进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１

王文栓 男 １９４６１２ 陕西富县 县交警大队 先进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３１

张文恒 男 １９３８９ 陕西长安 县职业中学 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４５

２７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李五信 男 １９４９４ 陕西富县 县交警队 先进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４４

曹淑兰 女 １９４１６ 河南永城 寺仙中心小学 山区模范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４８

高竹琴 女 １９５６１ 陕西富县 县纪检委 陕西省优秀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５８

成曰忠 男 １９４０３ 陕西富县 县职业中学 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５８

徐长贵 男 １９４１９ 陕西富县 县供销联社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７１２

顾书义 男 １９４８ 陕西富县 羊泉中心小学 优秀教育工作者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８５

樊保拴 男 １９４７９ 陕西富县 县老干局 先进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８１１

乔俊敏 男 １９４０１０ 陕西富县 县城建局
领导干部查办信访

案件先进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１

高三有 男 １９５０１０ 陕西富县 县委党校 陕西省优秀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９

冯素霞 女 １９４３１０ 辽宁阜新 县档案馆 优秀档案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９

邬前秀 女 １９６１ 陕西富县 高迪小学 德育先进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８

周建娥 女 １９６５７ 陕西富县 县沙梁幼儿园 陕西省优秀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８９９

贺进生 男 １９５６９ 陕西富县 县人民医院
陕西省计划生育

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３

杨义珍 女 １９５７６ 陕西富县 县计生站
陕西省计划生育

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３

任永德 男 １９４８７ 陕西富县 羊泉镇政府 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 １９９１６

鲁玉明 男 １９６１４ 陕西富县 县疾控中心
儿童计划免疫

工作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６

孔宏伟 男 １９６５４ 陕西富县 县人民检察院
全省检察系统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１９

雷长财 男 １９４０３ 陕西富县
吉子现镇

固险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２７

杨百林 男 １９５４１０ 陕西富县
杨林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省乡镇企业家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１

３７７第二十六编　人　物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陈启宏 男 １９６７６ 陕西宜川
县收费资金

管理中心

全省清产核资

工作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５１

周桂娥 女 １９４８２ 陕西富县
羊泉镇

上善化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５１０

许　勇 男 １９４４６ 陕西洛川 县档案局
陕西省优秀档案

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５１２

李金花 女 １９５６２ 陕西富县 县计生站
计划生育工作

先进个人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４

任国勇 男 １９５３４ 陕西富县 县公安局
个人一等功、

享受省劳模待遇

陕西省人事厅、

陕西省公安厅
１９９６５

张富贵 男 １９３３１０ 陕西富县 县电影公司 省级优质服务明星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２

白根齐 男 １９４８５ 陕西富县 交道镇白家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４

高西民 男 １９５６９ 陕西富县 县统计局
农村 “三通”建设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４

王俊峰 男 １９４７８ 陕西富县 县交通局
农村 “三通”建设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４

任东才 男 １９５３１２ 陕西富县 县交通局
农村 “三通”建设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４

南世合 男 １９５５７ 陕西富县 县文联
全省税收财务大检查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７９

谢双营 男 １９４５７
河南

扶沟县

双营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优秀乡镇

企业家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５

陕西省劳动模范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２５

李瑛瑛 女 １９６２１２ 陕西富县 县文化局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８

王宏儒 男 １９５２３ 陕西富县 县委宣传部
陕西省先进宣传

思想工作者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２

左　昶 男 １９５０１０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 陕西省特级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７

冯创德 男 １９５３８ 陕西富县
交道镇

东茹子村
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陕西省委 ２００１７

４７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郑秀宏 男 １９６６１２ 陕西富县 神木县人武部 先进个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

省军区
２００５７

张润海 男 １９５７８ 陕西富县 延安市教研室 陕西省特级教师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６７

石阳华 男 １９５１１２ 陕西富县
张家湾镇

曲儿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４

富县获延安市委、市政府表彰人物一览表

（按授予时间排序）

表２６－３－５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王玉敏 男 １９５１３ 河南新密 县城关小学 劳动模范 延安地区行署 １９８５９

左召梅 女 １９４１６ 陕西富县 县幼儿学校 劳动模范 延安地区行署 １９８５９

尉启贤 男 １９４３１１ 陕西富县 羊泉教育组 劳动模范 延安地区行署 １９８６９

鲁锋拴 男 １９４９１１ 陕西富县
道立交镇

立石小学
优秀教师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地区行署
１９８７９

吉永录 男 １９４４１２ 陕西富县 延安中学 延安圣地英杰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地区行署
１９８８１２

杨生寿 男 １９３５８ 青海湟中 县人民医院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地委、

地区行署
１９８９９

赵玉贤 男 １９４９６ 陕西富县 直罗供销社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地委、

地区行署
１９８９９

杨可林 男 １９６１２ 陕西富县 富城镇人民政府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４

卢纪忠 男 １９５２３ 陕西富县 县公安局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４

谢双营 男 １９４７７ 河南扶沟县
双营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０４

张　霞 女 １９６３４ 陕西富县 县高级中学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４

冯创德 男 １９５３８ 陕西富县 交道镇东茹子村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４

５７７第二十六编　人　物　



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工作单位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石阳华 男 １９５１１２ 陕西富县 张家湾镇曲儿村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４

许利峰 男 １９５３５ 陕西富县
莲池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５４

张永利 男 １９６３１１ 陕西富县 县职业中学 五一劳动奖章 延安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６４

吕国煜 男 １９７４１２ 陕西华阴 县招商局 五一劳动奖章 延安市总工会 ２００７４

高东拴 男 １９６６１２ 陕西富县 交道镇政府 五一劳动奖章 延安市总工会 ２００８４

师　彬 男 １９６８１ 陕西富县 直罗镇政府 五一劳动奖章 延安市总工会 ２００９４

杨学勤 男 １９５７４ 陕西富县 富城镇监军台村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４

张延莉 女 １９７９４ 陕西富县 北教场小学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４

任东意 男 １９６２１１ 陕西富县
延长油矿

直罗采油厂
劳动模范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４

刘天宏 男 １９６６４ 陕西富县 吉子现乡政府 五一劳动奖章 延安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４

６７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附　录

中共富县县委　富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苹果主导产业开发的若干规定

富发 〔１９９８〕３５号

　　为了促进富县苹果主导产业快上新台阶，实现规模、管理、销售三方面突破，根据
全县苹果生产发展的实际，特作出如下规定：

一、在塬区积极发展苹果专业乡、专业村，到１９９９年全县苹果面积达到１００００公
顷，人均面积０１公顷以上。苹果面积占耕地总面积７０％以上的乡为苹果专业乡，苹果
面积占耕地面积８０％的村为苹果专业村。专业乡、专业村的公购粮任务可以纳代金。县
上新技术示范项目、配套资金优先安排专业乡、专业村。

二、鼓励下岗干部、职工到农村承包土地办果园，承包价格不能高于本村村民承包

费的１２０％。鼓励县直单位办果园，县直单位办果园在上树５年内免征特产税。鼓励开
发坡

1

硷地，凡在坡
1

硷地办果园上树７年内免征特产税。外来人员在县域内兴办果园
亦享受上述优惠。

三、加强果园的科学管理。果园经营者若不能按业务部门技术规范标准管理果园，

造成粗放荒芜，不如期达产达效，除予以处罚外，并从第五年起以亩计征特产税。凡开

征缴纳林特税的果农，将从特产税中按亩核减农业税。

四、按照县有局 （主管局）部 （技术部），乡有站、村有协会户有园的体系建设原

则，健全组织，完善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划分责任区，明确示范点。

五、要大力开展技术培训，壮大果技队伍，提高整体素质与水平。每年县上办培训

班２次，每次不少于４～７天，主要培训县乡村技术骨干。乡上办培训班４次，每次不少
于２～４天，主要培训乡村组技术骨干与大户，村上办培训班６次以上。到２０００年达到
每２０公顷果园有一名县级培训毕业的农民技术员，每３３公顷果园有一名乡级培训毕业
的农民技术员，达到持证上岗。同时要充分利用省内大专院校和县职中的培训优势，每

年选送５０名左右的农村优秀青年进行中长期培训。
六、围绕苹果大兴水利与交通，积极发展节水设施灌溉，努力实现县乡道路黑色

化、乡村道路砂石化。

七、鼓励县乡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体私营企业、外来人员办苹果营销实体，

凡在２０００年前兴办的苹果营销实体免征个人所得税三年，信贷部门给提供一定数量的经
营周转金。



八、增加对果业的投入。一是县上每年从苹果林特税中拿出１％～３％用于县级果业
服务体系建设。二是开征技术指导费，挂果园每亩２元，幼园每亩１元，由乡镇在征收
特产税时一并征收上解县财政划转果业局，专款用于技术培训、硬件投入。三是开征苹

果发展基金。按每千克苹果１元随特产税一并征收。用于果业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
及发展与奖励基金。

九、创造良好的果业开发环境。凡需明晰责权利的果园承包合同必须公证。公证

费按统一标准收取。凡贩运苹果检疫费统一按吨位依标准征收。县上成立苹果交易仲

裁委员会，专门处理解决苹果交易中出现的合同与经济纠纷。严禁在公路上设卡拦

车，坚决打击坑蒙外地果商和投资者的不法行为，努力创建苹果生产与营销的良好宽

松环境。

十、加强对果业的领导。一是县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果业工作会，四次生产部署

会。二是实行县级领导包抓苹果主产乡，部门包抓苹果主产村。三是果业工作要严格

进行单项考核奖罚，并列入全年综合考核 （分数比重乡镇不低于 ３０％，部门不低
于２０％。）

十一、实行重奖重罚制度。县上设立包抓苹果成就奖，果业工作突出贡献奖，科技

推广奖，苹果销售奖，纳税大户奖。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

中共富县县委　富县人民政府
关于富县城区大气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

富发 〔２０００〕７０号

　　为了防治富县城区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城区生活环境、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为建成文明县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依据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

及政策，结合我县实际，特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治理大气污染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环境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治理环境污染不仅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而且关系到富县整体形象和社会繁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

一项德政工程。近几年来，随着县城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城人口的迅猛增加，城市建设

规模不断扩大，致使县城的污染源及烟尘排放量急剧上升，县城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

染的问题愈来愈突出。根据环境监理站调查，县城共有锅茶炉９５台，营业食堂７４家，
机关大灶６个，居民各类小炉灶８５７７台 （个），全年消耗煤炭３万多吨，排放二氧化硫
３００吨，烟尘８４０吨。特别是冬春两季，全城黑烟笼罩，大气环境极为恶劣。严重的大
气污染与县域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要求极不适应，与广大群众的健康

愿望极不适应，与文明县城的标准要求差距较大。县城大气污染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

烈反响和极大关注。治理县城大气污染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

８７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一定要从改善生存条件、改善投资环境，树立文明县城新形象和加快两个文明建设步伐

的高度认识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统一思想，坚定信

心，迅速行动，打一场治理大气污染的攻坚战。

二、治理的范围、目标及实施步骤

（一）治理的范围及目标

县城大气污染治理的范围：东至茶坊川口，西至西山，北至秋家沟石油液化气站、

石油加油站、硝铵厂、吉子湾，南至瓦窑沟。

治理目标是：通过实施大气污染治理，要使县城空气质量标准达到 《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中的二级标准，污染物排放达到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６２９７—１９９６）中的一级标准及 《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７１—１９９１）中的
一级标准。

（二）实施步骤

县城大气污染治理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３月３１日）为宣传动员、调查摸底阶段。充分发挥
舆论先导作用，大张旗鼓地开展各种类型的宣传活动，全面安排部署县城大气污染治理

工作，成立县城大气污染治理的组织机构。要对治理区范围内的机关单位、工商企业、

个体工商户及居民区干部职工，现存烟煤进行调查摸底，造册登记。为县城大气污染治

理做好充分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 （从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８月３１日）为清理有烟煤阶段。要大力开展集中
清理活动，限期将县城内的有烟煤彻底予以清除，并要认真做好指定煤种市场建设和供

应，确保过渡衔接和生产、生活的正常需要。从９月１日起，县城内禁止使用非指定煤
种，全部使用指定煤种。

第三阶段 （从２００１年９月１日—１２月底）为集中治理阶段。通过统一煤品供应、
强化监督检查、落实配套措施，确保县城内的所有机关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居民一律使

用指定煤种，杜绝使用非指定煤种。

第四阶段 （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３月底）为巩固和完善阶段。认真总结治理经验，
完善配套措施，巩固治理成果，确保治理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

三、彻底清理非指定煤种，确保指定煤种的充足供应

禁止使用非指定煤种，全面推广使用神木煤，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一）全面清理，务求彻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居民 （村民）

住户现存有烟煤限期自行处理。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自行处理的，按规定全部没收并予

以处理。从４月１日起，县城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购入非指定煤种，生产、生活所
需煤一律在城区范围内互调余缺。同时，由工商、环保部门负责，有关部门配合，对县

城内的有烟煤市场、摊点进行彻底取缔。

（二）快速高效，确保供应。采取统一管理、统一组织的原则，实行招标承包、公

平竞争的办法，确定两个效益好，服务优的厂矿、单位或个人在县城内设４～６个煤品
供销站。煤品价格实行最高限价。县城内的单位、居民均必须在指定的销煤站购煤。有

运输能力的单位、个人可持环保部门的调拨单直接到指定煤矿交款拉运，运煤车必须持

９７７附　录　



有环保部门的调拨单和矿方发煤单方可进入城区。环保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供销站的监

督管理，提供业务方便，确保煤品的正常供销。

（三）从严掌握，适当补贴。为确保县城大气污染治理顺利进行，减轻城镇居民中的

特困户、社会优抚对象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下岗职工的经济负担，每户年补贴１００元；
补贴发放工作由县城大气污染治理指挥部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城茶两镇及派出所要严格

审查、审核，建档立卡，凭证发放。财政、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参与监督。对实施补贴

后仍继续使用非指定煤种的居民，要收回补贴，并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四、加强组织领导，打好治理县城大气污染总体战

（一）广泛宣传动员，形成治理县城大气污染的浓厚舆论氛围。要充分利用会议、

广播、电视、标语等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开展治理大气污染的宣传活动。做到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对那些行动迟缓、不执行政策规定的

单位和个人要旗帜鲜明地公开曝光，广播电视站要设立专题节目，跟踪报道，表彰先

进，批评后进，推动全局。

（二）加强协调配合，打好总体战。治理大气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千

家万户，各部门各单位必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全面推行目标

责任管理，把治理任务分解到每个单位，落实到每个工作人员的肩上。工商部门要重点

负责搞好饮食服务业，临街商业门店等个体工商户的监督管理工作；城茶两镇重点负责

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居 （村）民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单位负责本单位锅茶炉、大灶及其

家属的监督管理工作。公安、财政、物价、技术监督、广播电视等有关单位和各乡镇政

府都要予以紧密配合，在全县上下形成全民参与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合力。

（三）强化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环保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及政策规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从严、从

重、从快处理。同时，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检查和考核，对工作不力、玩忽职守，甚至

徇私舞弊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坚决追究有关责任人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四）健全组织，强化领导。为确保治理大气污染工作的顺利进行，县上成立 “县

城大气污染治理指挥部”，下设一个办公室、四个工作组。办公室设在环境保护局。四

个工作组为：①烟煤清理组：负责烟煤的清理、收购和销售工作。②煤品供销组：主要
负责指定煤种的供应和质量、价格计量等监测工作。③宣传组：负责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的宣传报道工作。④督查稽查组：负责大气污染治理的检查监督工作，督促各工作组
（区）行使职责，检查治理措施的落实情况及违法违纪问题的处罚。同时，为了加强对

大气污染的经常性监督管理，将县城范围分四个区进行管理。一区老城区 （包括老城、

南教场、寺坡、秋家沟），二区沙梁 （包括沙梁、古州峁），三区北教场 （包括石油加油

站、销铵厂、北教场），四区茶坊区 （包括川口、吉子湾），实行区域负责制。各工作

组、管理区必须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搞好协调配合，不得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各单位

都要树立全局观念，积极主动、步调一致地投入到治理工作中来，切实把大气污染治理

工作抓好，抓出成效。

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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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富县县委　富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富县县城规划实施办法》的通知

富发 〔２００９〕３５号

　　第一条　为了确保我县城市建设能在限定范围内规范实施，保证城市建设的合理
科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以及 《富县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实施的主体是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城规划区内１４６平方千米 （即东到包茂高速富县入口处，

南到监军台，西至秋家沟，北至马坊、大申号水库）的所有改建、扩建、新建的城市

建筑。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富县县城控制性详

细规划》，确需改变时，必须呈报审批机关批准。

第五条　县城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类建设行为必须符合县城总体规划。任何单
位、个人都有遵守县城规划、服从规划管理的义务，有权对县城规划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相关部门要及时组织调查处理。

第六条　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应当根据我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以 《富县县城总

体规划》《富县控制性详细规划》为指导，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

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尊重群众意愿，量力而行，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县城总

体规划，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凡在县城规划区内从事新建、扩建、改建、翻建等建筑工
程建设，进行道路、桥梁、涵洞、管线等市政工程建设，建筑立面装饰、装修、设置落

地广告宣传栏等构筑物，必须报请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重大项目由县城乡规划建设

局报县规划委员会审批。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建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买卖、涂改、转让，不得擅

自变更许可的内容，确需变更的应报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重大变更报县规划委员会

审批。

第八条　在规划区有下列建设项目之一的，县城乡规划建设局不得审批。
（一）在建成区或旧区准备改造的零星建设；

（二）党政机关院落内的商住楼建设；

（三）山体坡度大于２５度的水土保持区域的建设；
（四）存在地质灾害和处于河流淹没区的建设；

（五）县城总体规划、县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规定的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

内建设的；

（六）利用临街建筑物、构筑物向外接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

１８７附　录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不得占用 《富县县城总体规划》确定的道路、广场、绿地、

河流、风景名胜、文物古迹、高压供电、网络通信、文物古迹视线通道、消防通道和压

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

第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严格控制石料开采，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格审批手续办理和
批后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凡在县城规划区内的河道挖砂、采石，必须严格申报审批；沿双翼石化
厂至监军台河道的零星地块，按照规划将逐年进行综合整治，使之成为县城景观线。

第十二条　县城规划区内新建的住宅小区，应建成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功能齐
全、具有地方特色的居住小区，所建的商业用房，必须设置地下停车场；整体开发小区

要统一规划设置地下停车位，一般不得建设供单户使用的地下室。

第十三条　县城规划区内的各类建筑物的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要按照县
城各区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的标准建设。

第十四条　县城规划区内的商业楼、住宅楼、办公楼一般不得低于６层，局部可根
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建设小高层和高层，建筑高度应沿街道或河流向山体逐渐拔高，呈梯

形结构。

第十五条　为了提高我县建筑的使用年限和抗震能力，根据市规划局有关文件要
求，结合我县实际，在我县县城规划区内的所有建筑的抗震设防烈度按现行规划提高一

度，即要按照不低于７度要求设防。
幼儿园、托儿所、大型超市等人口密集场所必须设计为全框架结构，并禁止采用悬

挑外廊结构。

中小学的教学楼与宿舍、医院门诊楼、住院部、医技楼等房屋，两层以下可采用砖

混结构，楼板必须为混凝土现浇板，三层及三层以上必须为框架结构，并禁止采用悬挑

外廊结构。

第十六条　县城规划区所有建筑的间距、建筑物的红线退让必须满足相关规定要
求，住宅楼日照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新建住宅的日照应当不低于大寒日３小时。属旧城改造的新建建筑对周边原
有住宅遮挡的，应当计算与原有住宅正面间距的日照，保证原有住宅日照从地面一层起

算，不低于大寒日１小时；与原有住宅的侧面间距，不计算日照，但新建建筑之间的日
照时间不小于大寒日２小时。

（二）确因用地条件限制，被遮挡原有住宅日照达不到要求的，建设单位与被遮挡

户协商签订书面协议后，方可办理规划审批手续。

（三）大寒日日照时间的确定由建设单位聘请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根据国家有关

技术规定做出日照分析，建设单位对其结果负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建筑体量及建筑色彩的控制，要根据规划地块内建筑形体、建筑色彩，
包括建筑体量之间的均衡协调、色彩变化来控制，以增强对比度，提高标志性。

在规划区内，每幢建筑的正立面外形都要体现其所在区域的特定环境特色，尽量避

免每幢建筑的立面外形千篇一律，每幢建筑立面外形要各具特色，具有不同的风格。沿

洛河两岸的建筑主要以仿唐建筑为主，其色调以灰色为主；沙梁区和北教场片区的建筑

２８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要体现现代化城市文化气息，其色调以米黄色为主；老城区的建筑要体现庄重、朴实的

特色，其色调以深色、暖色为主。对有特殊要求色调的单位，可根据单位的特征确定其

色调。吉子湾至马坊的工业区，史家坪的物流集散区的建筑要根据各自的功能特点来确

定，其色调以浅色、冷色调为主。

第十八条　在规划内列入统一改造的区域，任何村民、居民不得擅自建设和联合建
设，要根据县城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统一建设；在规划区内未列入统一改造的

区域，村民、居民因房屋破损构成危房确需改造的，在符合县城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

规划的前提下，经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批后方可建设。

第十九条　规划区内的建设要按照县城总体规划中功能区定位要求审批，做到统一
规划，分步实施，对在行政办公区以外办公的部门单位，要逐步向行政办公区整合迁

入，原则上不得新建办公楼，短期内要进行相应配套建设的需报经县政府审批。

第二十条　合理布置县城公共绿地、广场，充分利用街头、滨河等不规则空闲地进
行绿色、美化。在县城的重要出入口和县城的重要地段要设置体现我县历史、文化、经

济发展的有标志性的城市景观形象雕塑。

第二十一条　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应当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县城规划，加强监督检
查，加大打击违章建设力度，对违反县城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违章建设，要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要严格规划审批程序，对工作人员在规划审批过程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违规行为，将根据 《党内处分条例》《行政处分条

例》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富县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二○○九年五月十九日

延安富县秦直道遗址考古荣获２００９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６月，为了配合青兰高速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直道考古队
与富县文物旅游局、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共同协作，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

陕西富县桦树沟口段进行考古发掘。考古调查、钻探、发掘、回填，共历时９２天。这
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２日，被国家文物局评为２００９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一、秦直道概况

秦直道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之一，被誉为古代 “高速公路”。它是秦始皇于公元

前２１２年至公元前２１０年命蒙恬监修的一条重要军事通道。秦直道南起咸阳林光宫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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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道示意图

淳化县梁武帝村），

北至九原郡 （今内蒙

古包头市西南孟家湾

村），计穿越 １４县，
全长 ７００余千米。路
面最宽处约６０米，一
般亦有３０～４０米。秦
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

原，沿海拔１６００多米
的子午岭东侧北上，

在延安境内全长约

３８５千米，跨越了黄
陵、富县、甘泉、志

丹、安塞 ５个县域，
然后向东北延伸，通往内蒙古包头市。其中富县秦直道是保存最为完好的路段之一，全

长１２５千米。
秦直道，唐 《元和郡县志》称为 “秦故道”，始修于秦始皇三十五年 （公元前

２１２）。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华夏后，为抵御匈奴南侵，巩固西北边防，命大将军蒙恬
监修了一条重要军事战略要道———秦直道。《史记·蒙恬列传》也载：“始皇欲游天下，

道九原，直抵甘泉。及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秦代经营

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重新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

体现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

秦直道选线体现了古代先民的聪明才智。它的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陕甘交界子午

岭、白于山分水岭山脊，沿山脊选线，以堑山为主，低洼处堙土夯筑，这样路程最短、

工程量也相对较小，道路一旦修成，受自然侵蚀影响最小。秦直道路面宽阔，线形顺

直，弯道弧度很大、道路标准很高，可以并行十几匹战马。它像一把神速的强弓劲弩，

秦帝国的兵锋沿着这条进兵大道，仅三天就可直指匈奴军帐，堪称古代 “高速公路”。

它比欧洲人引以为自豪的５米宽的 “罗马大道”早了整整２００年，比当今世界上最早、
最先进的美国第一条高速公路还要宽１５倍，它是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世界筑路史上的一
个伟大奇迹。直道沿线，烽燧密布，瞬间便可传递军情警报。每隔几十里，还建有驿舍

兵站，一应设施俱全。在志丹境内的任窑子、侯家河湾、安塞境内的红花园，发现有大

型宫殿建筑遗址，有人认为它们是秦汉时的行宫。

陕西境内已发现遗迹的秦直道全长４９８千米，其中延安段全长３８５千米，占直道里
程的多一半。富县段全长１２５千米，是遗迹最丰富、保存状况最好、开发利用价值最大
的一段，其中桦树沟梁、车路梁、马莲沟等路段是保存最好、最典型的几段。秦直道过

洛河时，曾建有桥梁。现甘泉县桥镇方家河村西仍保留有高大的桥墩遗迹，被称为 “圣

马桥”；路基傍岩部分斩山凿石，凿痕依然清晰可辨，临沟部分填土夯筑，充分显示了

“堑山堙谷”的工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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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直道沧桑

秦直道这条古道，千百年来承载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动人故事，上演过多少幕历史悲

喜剧。

秦始皇三十七年 （公元前２１０），千古一帝巡行北方，病逝于沙丘平台 （今河北巨

鹿东南）。秦二世胡亥和权奸赵高密谋篡位，秘不发丧，将尸体隐藏在
23

车中，从井

陉绕道九原，沿秦直道返回咸阳。生前，他没有踏上这旷世之作，领略它的风光。死

后，总算在直道上风光了一回。不久，秦二世伪造诏书，令秦太子扶苏自尽于上郡，又

逼迫监造直道的大将军蒙恬服毒自尽于直道重镇阳周城，这千古奇冤令人扼腕长叹！

汉文帝三年 （公元前１７７）， “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过群臣，皆赐之”。
汉文帝自云阳甘泉宫到达上郡高奴，便是沿直道北行。十四年 （公元前１６６），文帝命丞
相灌婴率车骑８５０００之众，迎击匈奴于高奴城外，走的也是这条路。

文帝、景帝时期，为了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采取止戈息武，对匈奴和亲政策。数

十年间，曾经有多少汉家女子，甚至皇家公主，顺着直道这条肝肠寸断的伤心之路，

一步三回头地驶向荒凉的北漠，来到陌生的匈奴单于帷帐。西汉晚期，匈奴分裂为两

部，南部匈奴归附汉王朝。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再次朝汉，请求结甥舅之

亲。为了巩固匈汉间亲密关系，元帝以后宫女子王昭君许嫁匈奴单于。直道上又行进

着一支声势浩大、笙歌阵阵的迎亲送嫁队伍，回响着一曲民族和睦团结、巾帼舍身赴

义的历史壮歌。

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威胁采取强硬的驱除政策。从公元前１２７年至公元前１１９年，
派青年将军卫青、霍去病为主帅，在内蒙古河套、河西走廊和漠北地区发动三次大规模

的反击战役。一时直道上兵车辚辚，战马萧萧，千军万马，浩浩荡荡，直捣匈奴老巢，

迫使匈奴远遁大漠之北，不敢南下饮马。元封元年，武帝颁发诏令：“朕将巡边陲，择

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

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迳千余里，威震匈奴。”皇

帝的车驾，１８万铁甲雄兵，威风凛凛地行进在直道上，气势是何等的壮观！巡边归来，
汉武帝又到上郡阳周黄帝陵，祭拜轩辕黄帝，确实炫耀了一番。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也

随汉武帝北巡，沿途实地考察了秦直道，并在 《史记》中做了详细记载。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北方大地盛行，佛教信徒和僧侣们也是沿着秦直道进

行佛教的度化与传播，延安目前发现的北魏时期石窟寺大都是沿着秦直道修建的。

历史上往往上演一些恶作剧，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大夏凤翔元年 （４１３），匈奴人
赫连勃勃遣重兵沿直道南下，一举攻克后秦重镇杏城。凤翔五年 （４１７）二月，东晋刘
裕攻克后秦长安城，后秦遂亡。十一月，赫连勃勃乘东晋军队立足未稳之机，亲率两万

铁骑由直道驰奔长安，火中取栗，在长安城外霸上称皇帝，改年号昌武，并定都统万

城，以长安为南都。

唐代初期，强大的突厥族雄峙于漠北，频繁南侵关中，十万铁骑曾直达渭河岸边，

兵锋威逼长安。为了铲除突厥隐患，李世民几次沿秦直道进兵反击突厥，曾在富县直罗

镇驻跸，指挥大军反攻，夺回河套南北之地，设置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控制阴山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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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相争之际，由于双方进兵大道多取洛河、延河河谷往来，直道的军事价值日益

减弱，但仍然是一条南北商道，一直到清初才渐趋湮塞荒凉。

陕甘宁边区时代，沉寂了数百年的秦直道，又成为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秘密通

道。无数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沿着隐没在荒山密林中的大秦古道，躲过国

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安全顺利地投奔延安。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食盐、棉布、日用百货

等，也经由这条秘密通道往来流通。甘肃正宁的石门关为陕甘宁边区后勤部队所在地，

设有大型储粮仓库，秦直道又成为转运军需粮草的大路。不朽的千年古道，又为打破国

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封锁做出了巨大贡献。

千百年来，秦直道一直是子午岭上一道宏伟壮观的风景线，它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

献，一点也不比长城逊色。同时，秦直道的沧桑变迁，也与古代延安的历史兴衰密切相

关。那些隐没在荒山密林中的不朽神话，也是延安历史文化的壮丽篇章。

三、秦直道真面目

经过两千多年的沧桑岁月，秦直道的真实面目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历史尘埃，留下了

不少难解之谜。比如，关于它的走向，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存在较大的分歧。一方说

它南起淳化县秦林光宫 （汉甘泉宫），经旬邑县进入陕甘交界子午岭主脉，只在甘肃宁

县擦了个边，便经由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靖边，进入内蒙古境内，然后再

经乌审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到达九原 （包头）。另一方说南起秦林光宫，只在陕西

旬邑、黄陵擦了个边，主要经由甘肃正宁、宁县、合水、华池、陕西定边，进入内蒙古

境内。两说在秦直道起点和内蒙古境内走向无异议，但在子午岭主脉主要走向上有明显

分歧。另外，还有主线、支线之说。又如，秦直道的内部结构、建筑工艺、施工技术等

方面的情况尚不明朗，这些谜团都需要人们去解开它。

２００９年３—６月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先生率领考古队，在富县与甘肃合水
县之交的富县桦树沟梁秦直道坡道上，配合青兰高速公路建设工程进行了考古发掘，令

人惊喜地揭露出秦直道的真面目。

这次发掘地点选择在桦树沟梁山麓葫芦河西岸的盘山坡道上，开掘了５米见方探方
６８个、探沟９条，发掘面积２０５０平方米，取得喜人的收获。

车辙

（一）路面和车辙　在发掘
中心区，揭露出７１米长的路面，
分为上下两层，厚１５～３５厘米，
拐弯处宽度５８米。路面上清理出
多道清晰可辨的车辙，均呈放射

状分布。路宽处辙梁有 １１～１３
道，分布宽度约２４米，较窄路面
也有六七道车辙，分布宽度约１０
米。大多数辙梁剖面略呈梯形，

个别呈圆弧形，在有的辙梁上还

叠压着又一层车辙印痕，说明道

路沿用了很长时间。为了加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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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硬度，在一些辙梁上还铺垫了经过加工的料姜石块，类似今天的砂石路面。不少辙梁

上还残存马、牛蹄印及金属工具铲挖痕迹。

有趣的是，在四个探方或探沟里，还清理出方向杂乱的脚印２１个，大的长２０～２５
厘米、宽９～１０厘米，可能为成年男女的脚印，较小的长１７厘米、宽７厘米，判断为儿
童的脚印。可能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雨季，一两个家庭的男女老幼在这里艰难行走，不久

山体滑坡，泥石流掩埋了直道，从而这些脚印得以保留。

（二）建筑遗迹　在发掘中心的建筑基址中，揭露出数处夯土磉墩和柱础石。从残
存的磉墩布局看，在道路两旁各建有一排房屋。房屋面宽约３５米，开间数和进深不
详。基址中有大量秦汉时期的绳纹筒瓦、板瓦及陶片堆积。根据周边地形判断，这应是

一处规格较高的关卡性质的遗址。

（三）护坡遗迹　在中心区及其上、下方，都发现了与直道平行且规格较高的夯土
护坡。最长一段长达６６５米，剖面均呈梯形，较大收分，夯层清晰，厚薄不等，土质细
密坚硬。直道转弯处路面宽阔，临沟一面需要大量垫方时，则采用遗台填筑法，护坡呈

数级阶梯状。在中心区道路内侧，还发现一段靠山护坡，顺山势呈三级阶梯式夯筑，高

约３８～４６米，顶部形成一个坚固宽阔的平台，长约２０米，宽约１５米，台面较平整，
居高临下，下方道路、关卡、葫芦河尽收眼底，估计是一处望哨性质的遗址。

（四）之字形盘山道　在发掘中心区上方就是上下山的盘山道，呈之字形盘旋而上，
共有五六道弯。修筑采用堑山堙谷的办法，通过开挖探沟解剖，发现残存路面、夯土护

坡和排水沟。排水沟位于靠山一侧，与道路平行，宽约１３米，深约３０～５０厘米，沟底
铺有料姜石碎块，从而印证了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在富县、黄陵试掘时得出的秦直道建筑必备
路土 （包括车辙）、夯土护坡、排水沟三要素的结论。

（五）墓葬和遗物　在发掘区还发现一座小型的竖穴土坑墓。墓穴打破了上下两层
路面，墓主头骨移位，脚手俱失，无任何随葬品，可能为非正常死亡者的弃埋坑。据

Ｃ１４测定，人骨时代距今２０９８年左右，上下误差７７年，取最小值，约在西汉成帝 （公

元前３３—前７年在位）时期，与临近探方出土的王莽时期 （公元前９—２４）的 “大泉五

十”铜币的年代相近。

在直道关卡遗址下方上层路面的车辙梁上，出土了一件北方游牧民族常用的三棱三

翼式青铜箭头。出土时，箭头方向朝上，指向守军一方，可能为匈奴或其他少数民族军

队发射，说明地处关卡要津的直道周围曾多次发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或冲突。

在关卡遗址中部路面上意外发现的一枚完整的 “大泉五十”新莽铜币，为秦直道提

供了可信的断代依据。

四、伟哉秦直道

著名秦汉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先生在点评秦直道发掘项目时

说：“秦始皇朝代修筑的秦直道，是由秦王朝执政中枢地方直通北边长城防线的高速道

路。工程的完成体现出秦王朝的高效率的行政机能。司马迁就 ‘堑山堙谷’的施工难

度，曾经有 ‘固轻百姓力矣’的感叹。但是另一方面，直道的开通又标志着建筑规划和

工程组织、劳动管理和行政效率突出的历史性进步。可以看作秦政几年的这条古代道

路，是交通史遗迹值得珍视的存留。交通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和考古学者以秦直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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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骨

对象的考察历时多

年，对于某些路段的

走向尚存在明显的分

歧意见。对于秦直道

的具体形制的认识，

亦并不明朗。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对秦直道

富县桦树沟口段进行

的考古发掘，是对这

条重要的古代道路第

一次科学发掘。发掘

收获以断代明确的出

土资料，否定了以为

秦直道并非南北笔

直，而推断其路线向西北迂回至于华池、定边，再东北折向乌审旗的意见。发掘者对于

路基结构、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以及规模可观的很可能性质为关卡的高等级

道路附属建筑遗存进行了全面揭露和分析，充实了我们对于秦汉交通建设成就的认识。

秦直道富县桦树沟口段跨越葫芦河，发掘工地位置正在直道由高岭向平川盘折而下的路

段，发掘收获对于说明这条古代道路通行山区的形式，也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路面遗存

车辙和脚印的发现，为认识古代交通形式披露了生动的资料。”

千百年来，不朽的秦直道以其宏伟磅礴的气势，快捷便利的通达能力，不但是一条军

事战略通道，同时也是一条纵贯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纽带，对中国历史

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受到历代人民的尊敬，称其为 “圣人道”。即使在两千多

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２００９年，秦直道富县段的历史真面目发掘出来以
后，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叶学明、国家博物馆专家信立祥、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中国

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等专家学者奔走呼吁，为子孙后代保留下这段宝贵的秦直道遗迹。

秦直道遗迹及沿线的烽燧堡塞，对于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中原王朝与

西北民族的战争史、交通史、通信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

值。秦直道是国内外唯一的两千多年前就已载入史册的一条大道，也是世界上最早、最

直、最长、最宽的历史大道，具有世界性、历史性、文化性、唯一性，是一种凝固了的

历史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

青岛—兰州高速公路的建设方也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所折服，欣然

接受文物部门的意见，追加一亿多元投资，将经过这段秦直道的高速路向北改道，用实

际行动保护这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这样，我们看到，现代高速公路将和古代高速公

路携手并行，留下了一段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和谐共荣的历史佳话。

延安境内的秦直道遗迹明显，部分路段保存状况较好，对于它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既要保证遗址的原生态不被破坏，又要能推动文物旅游事业的发展，使两者成为并行不

悖、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最终实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和谐统一，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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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

根据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总方针，应从以下

几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要加强对秦直道及其沿线烽燧堡塞的保护，禁止在其遗迹上进行开挖筑路、

垦荒种地、打井采油、胡挖乱建等人为破坏，严厉打击盗掘古文化遗址的违法犯罪活

动；在重要路段、重点烽燧堡塞遗址竖立保护标志碑；同时在其所在村庄建立群众文物

保护组织，逐步形成保护秦直道人人有责的社会风气。

第二，加强对秦直道重要建筑、路段、烽燧等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弄清它们的基

本情况。

第三，积极争取公路、交通、文物、旅游等有关部门支持，筹措资金，在富县秦直

道发掘遗址建立秦直道文化博物馆，利用各种手段展示秦直道的历史风貌、建筑工艺、

技术水平、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结合秦直道沿线的其他人文景观等，全面揭示秦直道

政治、军事、经济、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

同时，选择富县车路梁段、甘泉桥镇段、黄陵五里墩段等比较宽阔、保存比较好的

路段和方家河洛河引桥及堑山堙谷遗迹，科学规划、科学论证，开辟秦直道体验观光旅

游线路。同时选择合适的地段，建立秦直道主题公园、秦汉文化公园，开展古代战车竞

技体验，秦始皇、汉武帝巡游等模拟展示。

秦直道，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值得人们虔诚的尊敬和百倍的呵护，这笔珍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将会重新焕发不朽的历史风采。

（录自延安市文物局、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二○○九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延安富县秦直道遗址考古》，有删改。）

黄土地上走出的亚运冠军
高海霞　本报记者　樊宝峰

　　有一种花喜欢静静地绽放在墙角路边，但它的香气却沁人心脾，仍然不失名花名卉的
风采；有一种人出生卑微，但却懂得用汗水与泪水浇灌理想，终会走过坎坷获得成功。

———题记

“延安人拿到了亚运冠军！”

１１月１８日，在广州第十六届亚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决赛中，富县姑娘吉
珍和她的队友丁婷洁、李欣、刘佳欢以６分５１秒５６的好成绩获得了冠军。

消息传来，“吉珍”这个名字传遍了延安大街小巷。一夜之间，人们都知道富县出

了个亚运冠军，到处都在谈论着这个姑娘的成长话题：她为延安捧回了首个亚运金牌，

为延安争了光，让富县人倍感骄傲与自豪。

１１月２３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回到西安的吉珍。赛场上走下来的吉珍，放松了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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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绷的心弦，快乐地像个孩子，与父母尽情地分享着成功的喜悦，体验着与亲人团聚的

幸福温馨。赛场硝烟已经散尽，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个邻家小妹的温柔形象。

这是一个从贫寒中走出来的亚运冠军。在鲜花与掌声背后，她用了十年时间，从小

山村踏上了亚运赛场，从默默无闻走上了亚运会领奖台。

父母双双下岗

吉珍，１９８７年７月２４日出生于富县交道镇吉家村。父母原是富县化肥厂的职工，
２０００年因企业效益不好，双双下岗。当时，吉珍才１２岁，读小学六年级。为了维持生
计，吉珍与父母一起回到交道镇吉家村承包了几亩苹果园。可惜时运不佳，尽管付出比

别人多好几倍的劳动，但果园却没有给这个困难的家庭带来收益，反而使这个还略有积

蓄的家庭陷入更加拮据的境地。

从城镇到农村，家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原因吧，吉珍

性格内向，不太喜欢说话。但是她从小就喜欢运动，个子也比同龄人长得高。１４岁时，
身高已经１８２５米，站在中学生队伍中，鹤立鸡群，显得特别突出。在学校，她和同学、
老师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高个子的乖女孩，听话懂事，学习认

真，从来不给老师和家长惹麻烦。每天除了学习外，她会主动照顾比她年幼的弟弟，帮

助父母承担家务。那时候，她就有个心愿：一定要让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些，让爸爸妈妈

弟弟不要再受苦受罪。

偶然走上体育道路

命运总是眷顾那些努力和有所特长的人，吉珍便是其中之一。

２００２年，省市到各县区挑选优秀队员。富县体育局为了配合省市工作，率领全体教
练深入基层，走访每个乡镇、村落、学校，挖掘体育人才。当时还在富县职业中学读初

二的吉珍身高１８２５米，肩膀很宽，胳膊较长，引起了教练们的注意，以他们多年从事
体育的经验，大家一致认为，吉珍是个难得的搞体育的好苗子！就这样，吉珍幸运地走

进了富县少儿体校队，从此踏上了体育这条艰辛的道路。

当年的富县体育局，因为经费紧缺，训练设施非常简陋，共有１０个在职人员、５个
专业教练。除了田径运动所用的一些场地和简单器材外，根本不可能为学员提供更多更

好的训练条件。当年１４岁就１８２５米的吉珍，在田径项目中年龄已偏大。在训练了半年
的身体素质后，恰逢省上从各县区招选特殊苗子，县体育局就极力向市上推荐，在市体

育局的帮助下，吉珍代表延安市去省上参加了比赛，成绩较为突出，被留在了陕西省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就这样，吉珍进了省队，同时也为她的体育事业铺好了一条新的

道路。

刻苦训练终有成

体育训练是一项异常辛苦的事，它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意

志力的考验。在省队的训练是非常辛苦的，而且经常会发生受伤的情况，对于一个远离

家乡、远离父母的１４岁女孩来说，想家想父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刚刚去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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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誉归来

候，很不习惯父母不

在身边的日子，每当

训练受伤了，她就会

跑到电话亭给远方的

父母打电话，而且会

抱着话筒哭。特别累

的时候，她也想过放

弃。每当头脑中闪过

这个念头，她就会想

起父亲头上的白发、

母亲眼角的皱纹、弟

弟那双渴望的眼睛。

“我一定要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家人过得

好些，让他们不要再那么辛苦。”在这个简单纯朴愿望的支撑下，她克服了诸多困难，

硬是在体育的道路上坚持下来。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 “伯乐”相助，吉珍也一样。如果说父母给了她坚持下去

最大的信念，那么在省队７年的集训中，黄小平、路华丽教练则成了鞭策她不断进步的
良师益友。提到这个两个人，吉珍饱含深情地说道： “如果没有黄小平和路华丽教练，

就不会有今天的吉珍！”这两位教练不仅在技术上给了她很大的指导和帮助，而且在生

活上对她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尤其是她的主教练路华丽老师，就像母亲一样关心她，

感冒时请医送药，气馁时鼓劲打气，使她感受到了师爱的温暖，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训练结硕果。水上项目是陕西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在２００６
年全国锦标赛上，吉珍获得了赛艇女子单八第五名；在２００７年冠军赛中，获得了女子四
人单桨第六名；２０１０年５月世界杯中得了第三名，７月冠军全能赛中获得第五名。随着
实力的增长，吉珍有了入选国家队的机会，但是因为竞争太激烈，吉珍的国家队之旅也

是 “三进三出”，直到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名单公布的最后一刻，吉珍才最终确定入选，

参加四人单桨的比赛。为了全力以赴地准备比赛，她的训练强度比往常大了很多，每天

加班加点训练，但她从来不言苦。因为在她心目中背负的东西太多，她知道只有通过自

己的努力才能回报那些一路上帮助过她的人们，才能回报父母。在这个阶段中，黄小

平、华凌军教练对她的帮助很大，不仅让她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心态上引导她

平稳了很多。

在比赛中，吉珍是女子四人单桨团队年龄最大的一位，处在赛艇一号位，承担的是

“领队”的作用。她沉勇奋战，心态平和，发挥出最好水平，与队友们密切配合，不负

众望勇夺金牌。获奖后，记者采访她时，她谦虚地说：“今天的获胜是全队努力的结果，

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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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原是孝顺女

吉珍的父母是一对普通憨厚老实的下岗工人，生活很拮据，也没有多高的文化知

识。在他们的头脑中，只存留着最朴素、最平凡的陕北老百姓所固有的想法：“只要娃

有出息，比什么都强，我们吃再多的苦都没关系的。”下岗后的第三年，家里承包果园

赔光了十几年的积蓄，当时吉珍也已经被留在省队了。于是，吉珍的父母便决定到西安

打工，原因只有两点：一是赚点钱维持生计，二是离女儿近些，让孩子安心训练。现在

的他们仍然一边打工，一边做点小本生意，基本可以维持生活。吉珍这次获奖了，最高

兴的当然是她的家人。当记者问她的父亲对吉珍这次获奖是怎样看待时，他朴实地说：

“高兴么，娃为我们争光了，也为延安人争光了！”高兴之余，他还告诫吉珍：“比赛已

经结束了，这一页也已经翻过去了，千万不能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一定要更加努力地

训练，争取能参加两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夺取新的更大的成绩！”

也许正是有了这样朴实的父母，才造就了吉珍从小就踏实、认真、不屈的性格。其

实吉珍除了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孝顺女外，她更是教练眼中的好学生，她曾经待过的

少儿体校队的教练们一致说：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为人很老实，更重

要的是能够吃苦，她身上有一种永不放弃的劲头。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到吉珍最想对父母说些什么话时，吉珍忽然泣不成

声，她说：一想到父母现在还这么辛苦，心里很难过、很心酸，父母身体都不太好，每

天还要为生计奔波，早出晚归，作为女儿真的很心疼，也很内疚，因为她现在还没法让

父母过得好些。

比赛场上，她是一名勇冠三军的体育健儿；生活当中，她是有泪也要流的柔肠女

儿。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吉珍，一个可爱的吉珍。采访结束时，我们竖起大拇指齐夸吉

珍：你是延安的骄傲！她笑了，笑得如花一样灿烂。

我们期望吉珍在体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亚运，放眼世界，摘取更多的金牌，

书写新的辉煌。

（原载 《延安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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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志勘误

１９９４年版 《富县志》勘误表
序号 页码 错误 更正

１ Ｐ３５ 第１行 “固现” 固险

２ Ｐ３６ 下数第１２行 “固现” 固险

３ Ｐ３８ 下数第４行 “翻新市场避茶坊” 辟

４ Ｐ７０ 上数第７行 “任”后缺字 

５ Ｐ１１４ 上数第１４行 “典型试范” 典型示范

６ Ｐ１３７
上数第１５行 “清同治五年至八年

（１９６６—１９６９）”
清同治五年至八年

（１８６６—１８６９）

７ Ｐ１７５ 上数第５行 “羊泉缑家庄” 羊泉侯家庄

８ Ｐ３６７ 下数第３行 “从新做人” 重新做人

９ Ｐ３８３ 下数第６行 “代师店” 大寺店

１０ Ｐ４２７ 上数第２３行 “云横东岭” 东岭朝云

１１ Ｐ４２８ 上数第３行 “缑鹏山” 缑山鹏

１２ Ｐ５０４ 下数第５行 “糊搏” 糊拨

１３ Ｐ５０４ 上数第８行 “柳匠” 绺匠

１４ Ｐ５０４ 上数第６行 “线后” 先后

１５ Ｐ５０４ 上数第１２行 “杏悍” 性憨

１６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５行 “?子” 子

１７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１５行 “胡排冒撩” 胡排冒撂

１８ Ｐ５０５ 下数第１行 “性马格道” 性麻咯叨

１９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１９行 “拾掇” 架势

２０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１６行 “向谑” 向喧

２１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３行 “蜢绽” 蠓子

２２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３行 “蝗虫” 蚂蚱



续表

序号 页码 错误 更正

２３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１０行 “治安” 这岸

２４ Ｐ５０５ 上数第１０行 “那安” 那岸

２５ Ｐ５０６ 上数第３行 “消庭” 消停

２６ Ｐ５０７ 二列上数第７行 “驴屎旦旦” 驴屎蛋蛋

２７ Ｐ５０７ 二列上数第１１行 “工编工” 工变工

２８ Ｐ５０７ 下数第１行 “捞心” 劳心

２９ Ｐ５２１ 上数第２３行 “广西容客知县” 广西容县知县

３０ Ｐ５２５ 上数第１３行、第１５行 “钳二乡” 羊泉镇

３１ Ｐ５２６ 上数第１６行 “高永昌” 高育昌

３２ Ｐ５２８ 上数第４行 “周世娲” 周世娃

４９７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索　引

一、本索引词条内容范围为第一编至第二十六编，词条一般选至目，个别词条根据

需要选至子目。

二、本索引词条排序先按词条首字汉语拼音顺序分类，再以词条所在页码顺序罗

列。词条后的阿拉伯数字为词条所在页码。

三、本索引对同一词条依所在篇目的内容实际，进行了重复选择。

Ａａ

安全保卫　４６０

安全监督　４１０

安全监督机构　４１０

安全监督检查　４１０

案件查处　３６２

案件执行　４２４

Ｂｂ

八卦寺塔　６２９

坝系建设　１３８

霸王鞭　５８８

白根奇　７５３

白骨塔　６２９

柏山寺塔　６２８

摆路鼓　５８９

办学体制改革　５３９

帮教安置　４６６

包茂高速公路　２０５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３６６

保护区划定　１６５

保护与利用　６１７

保护植物　１５５　１５６

暴雨　７３

碑石镌刻　６３１

北道德乡　４７

编织厂　１８６

编制管理　３８４

编后记　８１３

标准化质量管理　３２７

殡葬管理　４４３

冰雹　７４

兵役　４２６

病虫害防治　１２８　１３２

哺乳纲　７２

布鲁氏菌病　１１１

Ｃｃ

财产保险　２９０

财产保险公司富县支公司　２８９



财政管理　２６８

财政监督检查　２６９

财政金融审计　３１７

财政生产资金管理　２７０

财政收入　２６１

财政体制　２６７

财政支出　２６５

参政议政　４８２

餐饮住宿　６４８

残疾人联合会　５０４

残联活动　５０５

残联机构　５０４

蚕桑　９４

茶坊革命烈士陵园　６４５

茶坊汽车站　２０９

茶坊镇　３６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３２８

产品质量监管　３２７

产权交易　３３２

产销服务　１２９

常委会工作机构　４７３

常委会议　４７９　４８０

常务委员会构成　４７２

车辆维修　２１３

成本监审　３２５

成人进修　５２７

承保　２９０　２９２

城关小学　５２０

城建机构　２３８

城区给水　２３５

城区广场　２３４

城区街道　２２９

城区排水　２３４

城区照明　２３４

城市低保　４４０

城市规划　２２７

城市环卫　２３７

城市客运　２１０

城乡分布　８２

城镇村建设用地　３３０

城镇居民　６５３

城镇住户调查　３１５

传染病防治　５５５

词汇　６６８

次生林改造　１５９

刺绣面塑　５９７

村庄规划　２２７

存款　２８３

Ｄｄ

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３２２

大骨节病　５５６

大气污染治理　２５４

大事记　７

大田管理　１３２

代表大会　４９１　４９４　４９７　５０５

代表大会与维权　４９７

代表结构与任期　３８９

代表选举　３８９

代理基金　２８９

档案保护　６０４

档案服务　６０５

档案史志　６０２

档案整理　６０４

党代表大会　３４３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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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选举　３４２

党史编研　３６７

党外人士统战　３８２

党委事务　３５３

党务督查　３５９

党校教育　３５３

党员队伍　３３９

道德教育　５２２

道教　６５５

道路管护　２１３

地层　５３

地方病防治　５５６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３８９

地方税务　２７７

地甲病　５５６

地貌类型　５４

地名勘界　４４３

地下水　６０

地质　５３

地质灾害　７５

第三产业普查　３１４

典型案例　４１０

电报　２２２

电力供应　２１７

电力开发　２１７

电视　６０１

电视宣传　３７０　６０１

电信　２２２

电信设施规划　２２８

电信网络　２２４

电业管理　２２０

电影放映　５９９

电子政务　４１０

定点屠宰　１１３　２００

东村会议旧址　６４４

动物　５８

动物检疫　１１２

豆类　９１

段志中　７４７

队伍建设　５２８

对外宣传　３７０

Ｅｅ

儿童保健　５５７

Ｆｆ

法律监督　４１４

法律援助　４６６

法院党组　４１７

法制工作　４０８

法制宣传　４６５

反渎职侵权　４１３

反贪污反渎职检察　４１２

反贪污贿赂　４１２

方言音系　６６６

方音　６６５

方音方言　６６５

防汛　１４５

防洪设施规划　２２８

防疫保健　５５５

防震减灾　５７８

房产交易　２４７

房地产　２４２

房地产管理　２４７

７９７索　引　



房屋拆迁　２４７

飞播造林　１６４

飞锣　５８７

非公人士统战　３８１

非生物　５８

非税收入　２６２

非税收入管理　２７０

风俗习惯　６５８

封山育林　１６０

佛教　６５５

城大桥　２０８

县红色政权驻地旧址　６４４

州博物馆　５８７　６１５

扶贫帮困　４３１

扶贫开发　１０１

扶贫助学　５１０

福利彩票　４４３

福利待遇　５３３

福严院塔　６２８

抚恤遗属补助　５３３

腐生菌　７３

妇联活动　４９８

妇联机构　４９７

妇女参政议政　４９８

妇女儿童维权　４９８

妇女联合会　４９７

妇幼保健　５５６

妇幼项目　５５７

赋　７１９

富城镇　３５

富县档案局　６０２

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６０２

富县高级中学　５２１

富县科学技术局　５６７

富县汽车客运站　２０９

富县桥北森林公园　１６６

富县人民法院　４１７

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５６０

富县卫生局　５６０

富县文物旅游局　６１５

富县信用合作社　２８３

富县幼儿园　５２０

Ｇｇ

概述　１

干部管理　３６５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３６５

干旱　７３

岗位设置　４４８

港台属统战　３８３

高鸿　７５６

高利军　７４７

高炮和防雹网　１２２

高文智　７４９

高毓海　７５０

告诉申诉　４２３

革命文物　６４４

个体医生管理　５６３

根瘤菌　７３

耕作机械　１１４

工程管理　１５１　２４９

工程造林　１６２

工程招投标　２４８

工程质量监督　２４９

工会工作　４９２

工伤保险　４５６

工商行政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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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活动　５０１

工商联机构　５００

工商税收入　２６１

工业概况　１７７

工业管理　１７８

工业规模　１７７

工业普查　３１４

工业统计　３１０

工资福利　４４８

工作机制　１６９

工作调研　５０９

公安　４５６

公房管理　２４７

公共交通　２３６

公共卫生　５５９

公路货运　２１２

公路客运　２１０

公审公判　４１９

公务员管理　４４６

公益林划分　１７３

公用事业　２３５

共青团活动　４９４

供电设施　２１７

供电设施规划　２２８

供电营销　２１９

供水工程　１４６

供水网络与设施　１４６

供销经营　１９６

供销体制改革　１９６

缑建华　７５２

缑竹梅　７５４

古诗　７０５

古文　６８７

古代著述　６８７

古建筑　６２８

古墓葬　６２５

古树纪略　１５８

古树名木　１５７

古遗址　６１８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３１７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３１２

固话　２２２

关爱活动　５０９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５０８

馆藏档案　６０３

馆藏文物　６３６

馆藏资料　６０３

管理机构　８８　１０５　１１３　１２４　１２７　

１３１　１４９　１６９　１７８　２１６　

２５５　２６８　２７７　２７９　３１９　

３２５　３２７　４０９　４３５　４４４　

４５６　５３８　５６０　５７９　６１５

管理体制改革　５３９

管理网络　１６４

管理形式　１７９

管理责任　１６４

灌木　６６

光彩事业　５０１

光照　５６

广播　６００

广电网络　２２４　６０２

广告管理　３２４

规费征稽　２１５

规划管理　２２８

国道　２０５

国道养护　２１３

国防动员　４２９

国防教育　４２９

９９７索　引　



国家单位建设用地　３３０

国家税务　２７４

国家项目建设用地　３３０

国库券　２８９

国税稽查　２７７　２７９

国有林定权发证　１７３

国有企业　１７７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６９

国债　２８９

果实套袋　１２１

果树大改形　１２２

果树强拉枝　１２２

果业管理　１２４

果业监测　３１５

果园管理　１２１

果园巧施肥　１２２

果汁酿造　１８７

Ｈｈ

合同管理　３２３

河流　５９

恒兴果汁有限公司　１８７

侯锐　７５０

后备干部培养　３６５

互联网　２２４

户政管理　４５８

环保、防汛设施　２３４

环保管理　２５５

环城绿化　１６２

环割环切　１２３

环境保护　２５０

环境监测　２５１

环境卫生　５５９

环境治理　２５４

环境状况　２５０

会员大会　５００

会员活动　５０７

会员教育　５０１

婚姻登记　４４３

婚姻概况　６５６

婚姻关系　６５６

婚姻家庭　６５６

活动教育　５２３

Ｊｊ

机构编制　３８３

机构队伍　３７８　４９３

机构改革　３８５

机构设施　５７９

机构设置　３８３

机械变动　８４

机械作业　１２９

机要保密　３５８

鸡新城疫　１１１

基本单位普查　３１４

基层法庭　４１７

基层涉农站所改革　９９

基层组织　４３５

基础设施扶贫　１０２

基督教　６５６

基金筹集标准　５５４

缉毒禁毒　４５９

吉珍　７５７

吉子现镇　４５

疾病防控　５５５

集体林地使用权出让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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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改制　１７３

集体企业　１７７

集中育苗　１２８

给水设施规划　２２７

计划编制　２９７

计划管理　３０５

计划免疫　５５５

计划用地　３３０

计划执行　３０１

计量监督　３２９

纪检监察　３６０

技术服务　１２９

技术培训　５０３　５２７

技术推广　５０３

继续教育培训　５２９

家禽养殖　１０８

家庭概况　６５７

家庭类型　６５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９６

价格管理　３２５

价格调节　３２５

驾校　４６３

嫁接栽培　１２８

监测认证　３２５

监察纠风　３６２

监所管理　４６１

监所检察　４１５

检察机关　４１１

剪纸熏画　５９７

建置沿革　２５

建筑安全监督　２４９

建筑业　２４８

健康教育　５２４

疆域　２５

降水　５７

交道镇　３８

交通管理　４６２

教师　５２８

教师待遇　５３２

教师工资　５３２

教师管理　５２９

教师资格认定　５３０

教学管理　５１５　５１６　５１８

教学设施　５３４

教学研究　５４１

教育督导　５４０

教育费附加　５３７

教育改革　５３９

教育改造　４６１

教育管理　５３８

教育经费　５３６

教育局　５３８

教育设施　５３３

教育维权　５０６

秸秆生物反应堆　１２９

街道绿化　２３６

节能减排　２５５

节庆习俗　６６２

节水灌溉　１２９

节育服务　８６

巾帼建功　４９９

晋师庙梁隧道　２０８

经济结构调整　３０２

经济普查　３１５

经济审判　４２０

经济协作　３０６

经济责任审计　３１８

经济作物　９３

１０８索　引　



经营网点　１９４

精神文明风尚　３７３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７２

竞技体育　６０９

敬老供养　４４２

旧志整理　６０６

救济　４３６

救济救助　４９２

救灾　４３６

就业工作　５０６

就业与维权　４５０

居民生活　６５３

剧目　５９０

聚落遗址　６１８

捐资助学　４９６

决策部署　３４９

军民共建　４３０

军事机构　４２５

军事训练及装备　４２８

菌根菌　７３

Ｋｋ

会计事务管理　２７２

开元寺塔　６２８

康复工作　５０５

抗旱　１４５

抗击非典　５５８

考古发掘　６１６

考核考评　３５９

考试招生　５４０

科技成果　５７３

科技活动　５７１

科技宣传　５０３

科技研究　５６７

科协活动　５０３

科学技术　５６７

科学技术协会　５０２

科学配殖　１１０

科学素质教育　５０４

克山病　５５６

课程设置　５１５　５１６　５１７

课堂教育　５２２

课堂艺术教学　５２３

课外活动　５２５

空气质量检测　２５３

孔晓岩　７４９

控告申诉民事行政检察　４１５

口蹄疫　１１１

矿产资源　６４

昆虫　７２

Ｌｌ

兰宜公路 （３０９国道）　２０５

劳动竞赛　４９３

劳动保护与监察　４５０

劳动工资统计　３１３

劳动仲裁　４５０

老干部工作　３６６

老龄工作　４４４

雷小军　７４７

离岗退养制度　５３２

礼仪习俗　６６０

李建军　７５５

李万广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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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荫仁　７４７

李永文　７５１

李正廷　７４８

理论宣讲　３６９

理赔　２９１　２９３

莲池酒业　１８７

联通通信　２２３

廉政建设　３６１

良种繁育　９４　１１０

良种推广　９５

良种引进　９４　１１０

粮食储备　１９８

粮食体制改革　１９７

粮食自给工程　１０１

粮食作物　９１

粮油购销　１９７

两栖纲　７１

烈士褒扬　４４１

林副业生产　１６０

林木禁伐禁运　１６４

林权管理　１７３

林业区划　１７２

林政管理　１６９

林政执法　１６６

临床用血管理　５６３

刘玉萍　７５３

路政管理　２１５

罗锋　７５１

洛滨路大桥　２０８

洛河大桥　２０８

旅游产品　６４８

旅游服务　６４８

旅游开发　６４７

律师　公证　４６７

绿化造林　１６２

绿色长廊工程　１６３

Ｍｍ

贸易市场　１９４

煤炭　６４

煤炭经营管理　１８５

煤炭开发　１８５

煤炭勘查　１８３

煤炭生产　１８３

美术工艺　５９５

民政　４３５

民族　６５４

民办特色学校　５３６

民办中小学　５３５

民爆物品管理　４５９

民兵组织　４２８

民间传说　５９１

民间酒坊　１８７

民间文化　５９７

民商事审判　４２１

民营货运企业　２１０

民营客运企业　２１０

民营企业　１７７

民政事务　４４３

民主监督　４８２

民族　８１

铭　７２１

摩崖题刻　６３５

目标责任考核　５３１

墓茔碑石　６３４

３０８索　引　



Ｎｎ

南道德乡　４９

能源开发　１０４

年鉴编辑　６０６

鸟纲　７１

牛武镇　３７

牛羊养殖　１０７

农村产业扶贫　１０２

农村低保　４４０

农村工作　３７４

农村供水　１４６

农村居民　６５３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４５１

农村体制改革　９６

农村住户调查　３１５

农机服务　１１５

农机监理及技术培训　１１６

农机推广　１１５

农机种类　１１３

农机总动力　１１４

农家书屋　５８７

农民技术培训　５２７

农税征管　２７９

农田保护　３３５

农网改造　２１９

农业普查　３１５

农业区划　１００

农业税收入　２６１

农业统计　３０９

农业综合开发　１００

Ｐｐ

爬行纲　７１

排水设施规划　２２８

排污防治　２５５

配方施肥　１２８

批发与零售　１９６

毗邻林权争议　１７４

贫困监测　３１５

评选 “职工之家”　４９３

苹果　９３

苹果产量　１１９

苹果储藏　１２３

苹果加工　１２３

苹果营销　１２３

苹果种植　１１９

Ｑｑ

企业登记　３２２

企业审计　３１７

企业税收入　２６２

企业养老保险　４５１

气象　５７９

气象服务　５８１

气象谚语　５８

气象业务　５８０

气温　５７

前志勘误　７９３

钳二乡　４６

强降雪　７５

墙体材料　２５０

４０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抢险救灾　４３０

乔木　６４

桥梁隧道　２０７

勤工俭学　５３７

青兰高速公路　２０５

青年文明工程　４９５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５８７

曲牌　５８９

权力行使　３９４

全委会议　４７４　４７５　４７６　４７７　４７８

群众体育　６１０

群众团体　４８９

Ｒｒ

燃气供应　２３６

燃气设施规划　２２８

人才交流　４４７

人大常委会　３９２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３９３

人大常委会会议　３９４

人大主任会议　３９４

人犯生活　４６１

人犯收押　４６１

人口密度　７９

人口普查　３１４

人口数量　７９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４４４

人民代表大会　３９１

人民防空　４３０

人民剧团　５８６

人民调解　４６５

人民信访　４０７

人事管理　４４６

人事制度　４４４

人寿保险　２９２

人寿保险公司富县支公司　２８９

任东意　７５５

任学耀　７４８

任用聘用　５２９

Ｓｓ

三北防护林工程　１６２

散文　７２５

散文诗歌　５９３

扫盲　５２７

森林保护　１６４

森林防火　１６８

森林植被　６１

森林资源　１５５

沙梁初级中学　５２１

沙梁幼儿园　５２０

山脉略述　５５

陕西省延安柴松自然保护区　１６５

陕西子午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６５

商标管理　３２３

商标广告　３２３

商品购销　１９５

商业体制改革　１９３

少先队工作　４９６

设备与技术　５５２

设施建设　２２９　６００

设施设备　１６８

社火　５８７

社会办学　５３５

５０８索　引　



社会服务　２０２

社会福利　４４２

社会商品零售　１９５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统计　３１２

社会审计　３１８

社会宣传　３７１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８０

社区建设　４４３

社团管理　４４３

审判机构　４１７

审判委员会　４１７

生产管理　１２７　１３１

生产习俗　６５８

生产资金扶持　１０４

生活水平　６５４

生活习俗　６５８

生物质能源林工程　１６４

生育保险　４５６

生育管理　８７

生猪养殖　１０７

失业保险　４５５

师资培训　５２９

诗词赋曲　７３０

施政纪要　４０６

湿地资源　１５５

石化企业　１８２

石窟遗址　６２３

石油　６４

石油购销　２００

石油勘探　１８０

石油企业　１８１

石油生产开发　１８０

实行民主管理　４９３

食品卫生　５５９

食盐专营　１９８

食用菌　７３

市场管理　３１９

市场销售　１２４

市容管理　２３７

市政规划　２２７

事件报道　７８３

事业人员管理　４４６

视察调研　４８５

收入　６５３

收养登记　４４４

手工业　１８８

书法摄影　５９４

疏花疏果　１２１

疏议　７００

蔬菜　９３

蔬菜产业　１２５

双学双比　４９８

双翼大桥　２０８

双拥共建　４４１

霜冻　７５

水稻　９１

水肥管理　１２１

水行政执法　１５１

水利工程　１４０

水面利用　１４４

水土保持　１３７

水土流失　１３７

水污染防治　２５４

水政管理　１４９

水质监测　２５１

水资源管理　１５０

６０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税收管理　２７６　２７８

税收收入　２７５　２７８

税务检察　４１５

税制改革　２７３

税种税率　２７４　２７７　２７９

说对考　７０３

司法行政　４６４

思想道德建设　３７３

思想道德教育　５０９

思想教育　４９４

寺庙遗址　６２２

寺仙乡　４９

素质教育　５２２

所有制类型　１７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　３６６

“三讲”教育　３６５

“四荒”地使用权出让　３７４

Ｔｔ

炭疽病　１１１

陶艺雕刻　５９６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３２８

提案工作　４８４

提灌工程　１４２

体育设施　６０７

体育运动委员会　５８５

体制改革　１７８

天然林保护工程　１６３

天然林经营　１５９

天然气　６４

天主教　６５５

铁路货运　２１３

铁路客运　２１０

统战工作　３８１

投资管理　１０１

投资评估　２７２

图书发行　５９８

图书馆　５８７

土地产权改革　３７４

土地登记　３３６

土地规划　３２９

土地经营权流转　３７４

土地调查　３３６

土地执法监察　３３６

土地资源　６１

土壤改良推广　９５

土壤侵蚀　７５

土壤有机质　６０

推行土地流转机制　９８

推进非公有制经济　５０２

退耕还林工程　１６３

退耕还林监测　３１５

Ｗｗ

王彰影　７５０

网吧经营管理　６００

网络建设　４６０

网络通信　２２２

维护社会稳定　３８０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４９２

卫生执法　５６０

未成年人犯罪审判　４１９

位置　２５

文化　８２

文化馆　５８５

文化活动　５８７

７０８索　引　



文化机构与设施　５８５

文化市场　５９８

文化市场监督管理　５９９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５８５

文联活动　５０７

文联机构　５０７

文明创建　４９９

文物保护　６１７

文物管理　６１５

文物利用　６１７

文物普查　６１５

文献辑录　７７７

文学艺术活动　５０７

文学艺术交流　５０７

文学艺术联合会　５０７

文艺创作　５０８　５９１

文艺晚会　５９１

文艺演出　５２４　５９０

无公害果园　１２３

无线寻呼　２２２

武装警察　４２８

舞狮　５８８

物价执法　３２６

物业管理　２４８

物资购销　２０１

物资经营　２０１

物资企业　２０１

Ｘｘ

行使监督权　３９５

行使决定权　３９４

行使任免权　３９６

行政管理　３３５

行政机构　１６９

行政区划　２６

行政审判　４２２

行政事业审计　３１６

西包公路 （２１０国道）　２０５

西延铁路　２０７

希望工程　４９６

戏曲　５８９

戏曲创作　５８９

戏曲演出　５９０

夏志华　７５４

险种　２９０　２９２

县城　２２８

县人民武装部　４２５

县人民医院　５４９

县人民政府　３９９

县乡道路　２０５

县志编纂　６０６

县中医医院　５４９

现代作品　７２１

乡村绿化　１６２

乡镇财政管理　２７３

乡镇规划　２２７

乡镇汽车客运站　２０９

乡镇人民武装部　４２６

乡镇卫生院　５５１

乡镇政府　４０２

香紫　９３

项目开发　１００

项目引进　３０６

消费　６５３

消防管理　４６４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３２４

销售服务　１２９

８０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小城镇建设　２３８

小康村建设　３７６

小康通　２２２

小灵通　２２２

小麦　９１

小学教育　５１５

校舍建设　５３３

谢双营　７５３

新华书店　５８７

新技术推广　１２５

新技术应用　１２９

新课程培训　５２９

新农村建设　３７７

信贷　２８６

信访机构　４０７

信访接待　４０７

信息工作　３５８

刑事审判　４１８

刑事侦查　４６１

性别　８０

姓氏　８１

修造加工　１８７

序　６８７

畜禽产品　１０８

畜禽繁育　１１０

畜禽养殖　１０７

畜禽疫病　１１１

蓄水工程　１４３

宣传工作　３６８

宣传利用　３６８

选民参选　３８９

选区划分　３８９

学历培训　５２９

学前教育　５１５

学生资助　５４４

学术交流　５０４　６０５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３６６

学校体育　６０８

学杂费　５３７

学制　５１５　５１６　５１７

Ｙｙ

崖居遗址　６２１

烟草　９３

烟草产业　１３０

烟草专卖　１９９

烟花专营　２００

烟叶采收　１３２

烟叶分级　１３３

烟叶烘烤　１３２

烟叶收购　１３３

烟叶销售　１３４

延安老窖酒业　１８７

延长土地承包制　９７

严打斗争　４１８

谚语　６８３

秧歌　５８７

秧歌调演　５９０

羊痘　１１１

羊泉初级中学　５２１

羊泉镇　４４

杨明升　７５１

养殖草料　１０８

养殖结构　１０７

药品分类管理　５６２

９０８索　引　



药品质量规范认证　５６２

药政管理　５６２

野生草本植物　７０

野生动物保护　１６６

业务机构　１７０

业务培训　５５１

伊斯兰教　６５５

医疗保险　４５２

医疗队伍　５５１

医疗机构设施　５４９

医疗技术　５５３

医疗器械管理　５６２

医疗设备　５５２

医疗事故鉴定　５６３

医疗体制改革　５６１

医院管理　５６２

医政管理　５６２

移动电话　２２２

移动通信　２２３

移民搬迁　２４１

义务兵征集　４２６

义务植树　１６２

艺术创作　５９４

艺术教育　５２３

疫病防控　１１１

疫情监测　１１１

引灌工程　１４０

引进树木　６９

引进推广　５７３　５７５　５７７

引种育苗　１３１

楹联　７４１

应急管理　４０９

用地调控　３３０

优待　４４１

优抚安置　４４０

优生优育　８５

邮路　２２１

邮政业务　２２１

油料　９３

有害生物防治　１６７

娱乐场所管理　６００

榆林桥战役旧址　６４４

玉米　９１

预备役部队　４２７

预备役登记　４２７

预防职务犯罪　４１６

孕产妇保健　５５６

运输企业　２０９

运政管理　２１５

Ｚｚ

灾害预防　１２３

栽培技术推广　９５

噪声监测　２５３

宅基用地　３３１

张村驿初级中学　５２１

张村驿镇　３９

张家湾镇　４２

张录平　７５７

招商引资　３０６

照八寺隧道　２０８

侦查公诉监督　４１４

镇村建设　２３８

整理开发　３３３

政策落实　３６７

０１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政策研究　３５４

政法工作　３７８

政府采购管理　２７１

政府工作机构　４０１

政府综合事务　４０７

政区分布　８２

政务会议　４０３

政协常务委员会　４７２　４７３　４７４

政协地方组织　４７１

政协委员构成　４７１

政治待遇　３６７

支教助学　５４４

支援经济建设　４３１

执法检查　２５６

直罗宽坪毛泽东旧居　６４４

直罗烈士陵园　６４５

直罗镇　４１

直罗镇战役遗址　６４４

职称评定　４４８

职称评聘　５３０

职工代表大会　４９２

职工技能培训　５２７

职业　８２

职业教育　５２６

职业学校　５２６

植保植检　９６

植树造林　１６１

植物　５８

质量技术监督　３２７

治安管理　４５７

中草药　７０

中共富县委员会　３３９

中共中宜县委苏维埃政府旧址　６４４

中国工商银行富县支行　２８２

中国建设银行富县支行　２８２

中国农业银行富县支行　２８２

中国人民银行富县支行　２８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富县支行　２８３

中小学布局调整　５３９

中学教育　５１７

中长期计划执行　３０１

种苗培育　１６１

种植茬口　１２８

种植密度　１２０

种植品种　１２７

种子管理　９４

种子经营　９４

重点建设项目　３０８

重点教育活动　３６５

猪瘟　１１１

竹马　５８８

主题教育　５２２

主席会议　４８０　４８１

主栽品种　１１９

助残解困　５０６

住房改革与建设　２４２

住宿餐饮　２０２

著作节选　７２１

专项斗争　４１８

专项活动　４８６

专项投资　５３６

专项治理　４５７

专项资金审计　３１８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４４７

专业教育　５２６

专业志编纂　６０６

１１８索　引　



专营专卖　１９８

传记　６９３

资料编研　６０５

资料征编　４８６

资源调查　１５６

自乐班　５９８

自然变动　８３

自然环境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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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２００６年富县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式启动，县委办、县政府办先后制定 《富县地方志工

作规划纲要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第二轮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编纂工作实施方案》，
对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的编纂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政府主管领导与各承编单位
签订目标责任书。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完成２６编１２０万字终审稿报省志办终审审验。本
志编纂工作从准备到付梓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拟定篇目阶段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篇目是在博采众家志书的基础上
形成意见征询稿，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多次修改而成的。

１本着 “继承、创新、发展”的原则，此次修志仍采用章节体，以保持连续性。

但有一些地方做了调整归并，力求篇目设置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做到门类齐

全，设置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

２按照先自然后经济再上层建筑又人文意识要求，对编目顺序进行重新排列。农业
中将 “烟果菜”“林业”“水利”专列一编，以体现产业发展特色，文化中将 “文物旅

游”专列一编，增设 “艺文”编，以凸显深厚文化底蕴。突出地方特色，更好地宣传富

县，提高富县的知名度，服务当前的经济建设。

３入志人物坚持 “生不立传”的原则，根据 “入志人物的突出事迹，以事系人入

志，拓宽人物记述，增加人物含量”的精神，人物编分为传记、简介、表录。

（二）搜集资料、组织分纂阶段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全县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会
上印发了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任务分解方案》，调整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成
人员。４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举办了全县１２３个承编单位近１４０余名编纂人员参加的 “第

二轮 《富县志》编纂业务培训班”。聘请市、县方志专家就如何开展第二轮修志编纂工

作进行了全面讲授和辅导。截至当年末，全县２２个牵头承编单位组建编纂班子２４个，
确定编纂人员６０多人；各编组织业务培训２０场次，细化篇目２４编。县方志办工作人员
分片包干，不定期深入牵头承编单位指导资料搜集与编写工作，向第一手资料要质量。

截至２００９年年末，各牵头承编单位整理资料长编３００余万字。
县方志办牵头承编的 《人物编》资料征集工作。２０１１年县委办、县政府办下发了

《关于报送 〈富县志·人物编〉资料的通知》，深入乡镇 （社区）通过张贴通知、发布

电视网络公告、发送手机短信等途径，加大征集的广度和深度。落实专人按照入志条件

和范围，严格审核登记拟入志人物资料，共征集到拟入志人物资料１１９５人次。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县方志办人员组成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召开

座谈会等形式，对各牵头承编单位所负责的分篇编纂工作进行检查。已完成分篇初稿并

召开意见征询会的７编，完成部分内容编纂的９编，正在编纂的５编。截至２０１３年完成



分编１７个，占总任务的７１％。同时，指导乡镇开展概况、大事记、人物以及相关重要
图、照片等资料搜集整理编写工作。要求完成编纂任务的牵头承编单位，按照 《〈富县

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分编编纂与报送要求》适时召开分编征询意见会、评审会，广泛征
求各方意见，悉心补充遗漏内容，认真纠正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分编总纂稿质量。

（三）总纂及初审阶段　２０１５年县编委会组织编纂班子将报送来的分编初稿进行总
纂，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完成１８编１１０余万字总纂初稿。２０１７年３月初，外聘专家与志办
工作人员组成评审班子对二轮志书初稿进行评审，从篇目设置、章节内容、数据资料、

记述体例等方面逐项核查品评。同时，认真编排彩色图文资料，争取文稿与图片同步进

行。６月完成县级初审。结合初审修改意见，再次调整篇目、补充相关内容、核查数据
事实，历时三个月修改完善，９月报市志办复审。针对编章增设、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我们及时征求省、市志办意见建议，对所提意见分类梳理、有目的地采纳，确保篇

目设置合理，归属得当。

（四）送审、校验阶段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富县富瑞大酒店主持
召开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复审会议。会议提出意见、建议１００余条。根据复审意
见，县志办多次组织编辑研究讨论、归纳整理，重点讨论修订篇目，将原１８编专业志
调整为２４编。并聘请总纂开展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经过一年时间修改完善，形成１２０
万字的终审稿，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上报市志办审查。２０１９年１月上报省志办进行终审。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２９日，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在富县会议中心主持召开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终审会议。会议决定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通过终审，并提出进一
步的完善修改意见。县方志办根据终审意见，逐编讨论拟订终审稿修改方案，报经省志

办审定后开始修改。截至１２月底完成２６编１２０万字终审稿，报送省志办进行出版前
查验。

２０２０年２月，针对省方志办审验意见，再次结合县情，重新审视志稿存在的问题，
本着对富县历史负责、对富县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充分尊重权威、充分尊重事实、充分

尊重规则的前提下，从篇目设置、名称定位、资料归类、规范记述诸方面进行全面梳

理，反复调整、审订、校核志稿内容，尽心尽力，践行担当，以期信史，不留遗憾。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

各级领导重视与支持是做好修志工作的保证。第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得到

省市地方志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县政府将修志工作列入目标管理，拨付修志经

费，充实工作力量，并数次主持召开编委会议，解决具体困难，为修志工作提供良好条

件，营造浓厚氛围。各乡镇、各单位采取有效举措，为修志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是推进修志工作的关键。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指导下，全体修志

人员发扬求真务实、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拼搏精神；克服困

难、不辞辛苦的奋斗精神；团结一心、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丹心修志、不计报酬的奉

献精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期完成编纂任务。

督查落实是完成修志工作的有效举措。资料征集贯穿修志工作始终，除了方志部门

采取划片包干、上门督导、清单催办、跟踪督办、一把手面谈等方法，县委、县政府两

４１８ 　富县志（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办督查室不定期督查通报，有效保障资料征集工作的顺利开展。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领导的支持、专家的指导、同志
们的合作，我们不可能完成此重任。在续志即将付梓出版之时，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

话，感谢为编纂续志付出劳动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及全体修志人员，历

史会记住你们，人民会记住你们！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 《富县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中定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
题，恳请同行和读者给予教正。

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６日

５１８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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