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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郡邑之有志ꎬ 犹国之有史ꎮ” 一方历史沿革、 山川地理、 政治经济、 文

化生活ꎬ 常以志记之ꎬ 以求观兴废、 明得失、 通古今、 知未来ꎮ 续修 «延安

市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 几经寒暑ꎬ 终于梳理纂册ꎬ 即将付梓ꎬ 这无疑

使宝塔区文化建设史上又添一部典籍ꎬ 方志丛林又增一树绚丽奇葩ꎬ 功莫大

焉ꎬ 可喜可贺ꎮ
展阅这幅历史画卷ꎬ 真切地体会到改革大潮的波澜震撼和红色宝塔的发

展巨变ꎮ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宝塔区抢抓国家政策调整机遇ꎬ 积极深化改革ꎬ 不断

扩大开放ꎬ 经济发展大幅提速ꎬ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ꎮ １９９６ 年撤市设区ꎬ 掀开

了发展史上新的一页ꎮ １９９７ 年江泽民同志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的伟大号召响彻宝塔大地ꎬ 朱镕基同志提出的 “退耕还林 (草)ꎬ 封山绿化ꎬ
个体承包ꎬ 以粮代赈” 十六字方针由这里得到启发、 形成政策、 推向西北、
覆盖全国ꎬ 宝塔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ꎬ 全区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坚持 “产业富

民、 工商强区、 城镇带动、 项目支撑、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战略ꎬ 实施了

一大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ꎬ 以石油、 煤炭、 天然气为主导的工业体系

日渐完善ꎬ 农业产业规模效益不断提升ꎬ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ꎬ 现代服务业迅

速壮大ꎬ 一大批重点民生工程陆续建成投入使用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人均生

产总值突破 ４６００ 美元大关ꎮ 这一时期成为宝塔发展史上综合实力提升最快、
城乡面貌变化最大、 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ꎮ

２１ 年的腾飞发展历程ꎬ 是我们不断总结积累经验的过程ꎬ 更是全区干部

群众以博大胸襟彰显 “延安精神” 的过程ꎮ 当前ꎬ 全区上下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ꎬ 特别是对陕西提出的 “追赶超越” 定位和 “五个

扎实” 要求ꎬ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

梦”ꎬ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ꎬ 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ꎬ
全面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ꎬ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ꎬ 强力推进改革攻坚、 创新

攻坚、 环境攻坚ꎬ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ꎬ 以舍我其谁的担当领跑延安经济社会



发展ꎬ 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奋力突破陕西经济社会发展第一方阵ꎬ 努力让宝塔

区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ꎮ 一个红色基因与现代文明交融、 历史文化与时

代精神相映的新宝塔已展现在世人面前ꎮ
追昔是要抚今ꎬ 继往更需开来ꎮ 我们应当从历史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

教训ꎬ 审时度势ꎬ 科学决策ꎻ 我们应当从既往的实践探索中追寻奋斗足迹ꎬ
趋利避害ꎬ 通识规律ꎻ 我们应当借由这本历史教材ꎬ 培育宝塔区情感ꎬ 建设

美好家园ꎬ 增强革命圣地自豪感ꎮ 我们相信ꎬ 这部集大成之作——— «延安市

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 的出版ꎬ 一定会有益于推动新时期宝塔区加快转

型发展、 实现追赶超越ꎬ 有益于推进宜居宜业宜游新宝塔区建设ꎬ 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ꎮ
历史ꎬ 历久弥新ꎬ 是宝贵的财富ꎬ 是可贵的资源ꎬ 是珍贵的宝藏ꎮ 我们

要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 敬畏先辈ꎬ 在实现 “中国梦” 的伟大时代里ꎬ 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中ꎬ 为人民、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ꎬ 谱写新的

辉煌ꎮ
是为序ꎮ

中共延安市委常委、 宝塔区委书记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序　 二

时间匆匆ꎬ 岁月如歌ꎬ 不觉与前一次修志间隔已逾 ２０ 年ꎮ 宝塔区从

２０１０ 年组织编纂人员进入二轮修志以来ꎬ 梳理资料、 数易其稿ꎬ 今日终于付

梓出版ꎮ 这是全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ꎬ 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

要成果ꎬ 值得庆贺ꎮ
２１ 年来ꎬ 宝塔区人民在各级组织的正确领导下ꎬ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 积极响应党中央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

地区” 伟大号召ꎬ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ꎮ 紧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以改

革开放为动力ꎬ 以调整结构为主线ꎬ 励精图治、 团结拼搏、 与时俱进、 锐意

进取ꎮ 逐步优化调整经济结构ꎬ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ꎬ 全力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ꎮ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着力打造 “现代化农业的试验区” “资源

开发利用的引领区” “陕北仓储物流的核心区” “红色旅游的展示区” “全市

统筹发展的示范区” “圣地延安的首善区”ꎮ 实现了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ꎮ 当前的宝塔区ꎬ 经济健康发展ꎬ 社会文明进步ꎬ 各项事业欣欣向荣ꎬ 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ꎬ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ꎬ 到处呈现出繁荣和谐、 蒸蒸日上的新

气象ꎮ
宝塔区是中国革命的圣地ꎬ 这方黄土高原的热土孕育了伟大的 “延安精

神”ꎬ 这是宝塔区倍感自豪的无上荣耀ꎬ 也是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ꎮ 历届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临宝塔区考察ꎬ 关心我们的社会民生及城乡建设ꎬ 作指

示、 指方向ꎬ 主动把许多项目放在宝塔区先行实践ꎮ 这就使我们有幸优先地

进入经纬治世的新境界ꎬ 得以正确地把握改革开放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

向和趋势ꎻ 优先获得了可贵的政治勇气和奋力开拓超常的胆略和气魄ꎮ 领导

们的殷殷厚望ꎬ 都是我们谋事创业、 大干快上、 竞相发展的强大动力ꎬ 都是

和谐宝塔、 普惠万家的甘露源泉ꎮ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延安市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 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轮修志之后的又一部志书ꎮ 该志的开笔ꎬ 我们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ꎬ 坚持质量为上、 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ꎮ 经过广征博

采ꎬ 全面系统、 客观翔实地记述了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期间全区政治、 经济、 文



化、 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新进展、 新成就、 新探索ꎬ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ꎮ 是

人们了解和研究宝塔区情的案头卷ꎬ 也是一个有益当代、 惠及后世的重要历

史文献ꎮ 一卷在手ꎬ 主政者可以之为镜ꎬ 知交替、 明兴旺、 观民情、 晓万

业ꎬ 把握宝塔区历史发展脉络ꎬ 从宝塔区的实际情况出发ꎬ 宏观决策、 规划

蓝图ꎻ 全区人民可以之为师ꎬ 弘扬 “延安精神”ꎬ 不负众望ꎬ 在宝塔这方宝

地上ꎬ 描绘更为壮丽的画卷ꎮ
本次修志的完美成辑ꎬ 是全区上下协力配合、 恪尽职守、 众襄其事的结

果ꎬ 是继承笔墨春秋、 辅政致用传统的结晶ꎬ 字字句句都渗透着所有参与修

志人员的心血和汗水ꎮ 尤其是区志档案局的专业人员悉心学习、 勇于创新ꎬ
不逐名利、 甘于奉献ꎬ 团结全体同志ꎬ 形成合力ꎬ 筚路蓝缕ꎬ 终铸传世巨

卷ꎮ 更幸得到省、 市方志办领导、 兄弟县 (市、 区) 同行以及有关专家、 学

者的热情关怀、 指导和帮助ꎬ 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感谢ꎮ
忆往昔ꎬ 创业发展艰苦而辉煌ꎬ 望未来ꎬ 赶超不易、 领路更难ꎮ 坚信宝

塔区人民将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 开拓创新ꎬ 为全力打造富裕、 和谐、 生

态、 文明的新宝塔ꎬ 谱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ꎮ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区长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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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力求真实、 全面、 系统地反映宝塔区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历

史与现状ꎮ 重点记载 ２１ 年来ꎬ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宝塔区人民在各项建设中所付

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ꎮ
二、 本志上限起于 １９９０ 年ꎬ 承接 １９９４ 年版的 «延安市志»ꎬ 但各分编则因事而异ꎬ

有的上溯至事物的发端ꎻ 下限断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一般不作延伸ꎮ
三、 本志采用述、 记、 志、 传、 图、 表、 录等诸体ꎬ 以志为主ꎮ 全志除卷首概述、

大事记和卷末附录外ꎬ 分设 ３１ 编ꎬ 按地理、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顺序排列ꎮ 编

下设章、 节、 目三个层次ꎬ 个别目下设有子目ꎮ
四、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ꎬ 辅以纪事本末体ꎬ 按时序纵列断限内宝塔区的大事、 要

事、 新事ꎮ
五、 人物传记遵循 “生不立传” 的原则ꎬ 主要依据人物的社会贡献和影响大小而

定ꎬ 以本籍为主ꎬ 兼收客籍ꎻ 以正面人物为主ꎬ 兼收其他人物ꎮ 对在世贡献大的人物ꎬ
则采用以事系人ꎬ 在有关编章中记述ꎮ 人物表 (录) 收录受省级以上表彰先进人物和相

当于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人员、 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人员ꎮ
六、 本志按照志书的写作惯例ꎬ 各机构、 官职等均以当时称谓ꎬ 直书其名ꎬ 不加褒

贬ꎮ 地名依历史称谓ꎬ 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全称ꎬ 使用简称时首次加括注ꎮ
七、 本志数字用法ꎬ 按 １９８７ 年公布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执行ꎮ

志中所涉数据 (包括所有表列数据)ꎬ 凡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ꎬ 使用统计部门的数据ꎬ
未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ꎬ 则采用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的数据ꎮ 本志宝塔区总面积数据统

一使用 «陕西基本地理省情 (２０１１) » 数据ꎮ
八、 计量单位名称、 符号ꎬ 按照国务院 １９８４ 年 ２ 月公布的 «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

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执行ꎮ 历史纪年用年号纪年ꎬ 民国时期境内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用

公历纪年ꎮ 考虑到社会使用习惯ꎬ 全书中亩不作统一换算ꎮ
九、 本志中的 “延安市” 为两个不同行政级别的行政建置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之前

出现的延安市ꎬ 由延安县更名而来ꎬ 为县级市ꎻ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及之后出现的延安

市ꎬ 由延安地区更名而来ꎬ 为地级市ꎮ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的综合叙事中均以宝塔区为叙事

主体ꎬ 不再冠以县级延安市ꎬ 包括表题ꎮ
十、 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记述体ꎮ 除引用古文外ꎬ 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等单位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重新公布的 «简化字总表» 和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修订公布的 «标点符号

用法» 为准ꎮ
十一、 本志资料来自档案、 各部门志、 有关书刊等文字资料及社会调查、 座谈会等

口碑资料ꎬ 均经考证后入志ꎬ 一般不注明出处ꎮ 特定事物或尚属存疑的采用夹注和页

末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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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延安市宝塔区位于陕西省北部ꎬ 延安市中部ꎮ 是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政府所在

地ꎬ 延安市政治、 经济、 文化和交通中心ꎮ 东临延长县ꎬ 西靠安塞县ꎬ 南与甘泉、 宜

川、 富县毗邻ꎬ 北与子长、 延川县接壤ꎮ 东西长 ７７ １ 千米ꎬ 南北长 ９５ ３ 千米ꎬ 区域总

面积 ３５３７ ６ 平方千米ꎮ 分别占陕西省和延安市总面积的 １ ７％和 ９ ７％ꎮ 地处陕北路网

重要的交通枢纽ꎬ 南距西安 ３５１ ７ 千米、 北距榆林 ２７８ ８ 千米、 东距太原 ４３４ ７ 千米、
西距银川 ４３５ ６ 千米ꎮ

一

宝塔区为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ꎬ 域内地势东北、 东南高ꎬ 中部隆起ꎬ 呈两个环

伏向东倾斜的丘陵河谷地形ꎬ 最高海拔 １５２５ 米ꎬ 最低海拔 ８６０ 米ꎬ 平均海拔 １１６６ 米ꎮ
域内地形为山、 川、 峁、 沟、 坡、 梁、 台、 塬并存ꎬ 全境划分为北部峁梁丘陵河谷区、
南部梁峁丘陵河谷区、 东南部残塬区三个地貌单元ꎬ 域内有延河、 汾川河干流 ２ 条ꎬ 地

表水资源 １ １２ 亿立方米ꎬ 地下水资源 ３４２８ ３０ 万立方米ꎮ
域内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ꎬ 四季分明ꎬ 阳光充足ꎮ 冬季寒冷干燥ꎬ 雨雪偏

少ꎮ 春季升温较快ꎬ 少雨雪、 多风ꎮ 夏季炎热ꎬ 多伏旱ꎮ 秋季降温快ꎬ 常有连阴雨ꎮ 日

照年平均 ２５６６ ８ 小时ꎬ 年平均降雨量 ４８９ ０ 毫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土地面积 ５３１ １０ 万亩ꎬ 其中耕地 １３４ １９ 万亩ꎬ 草地 １０５ １１ 万亩ꎬ 林

地 ２３２ ３６ 万亩ꎬ 木材蓄积量 ３ ８３ 万立方米ꎮ 区内有物种 ７０ 多种ꎮ 区内主要矿藏有煤炭

１０ ８３ 亿吨ꎬ 石油储量 １ ６３ 亿吨ꎬ 天然气 １０００ 亿立方米以上ꎬ 紫砂陶土 ５２６ ４１ 万吨ꎮ
宝塔区历史悠久ꎬ 历来是周、 秦、 汉、 唐、 宋、 元、 明、 清封建王朝的边陲要镇ꎬ

素有 “塞北咽喉” “军事重镇” 之称ꎬ 被誉为 “三秦锁钥、 五路襟喉” 之地ꎮ 隋大业三

年 (６０７)ꎬ 在今境内设置肤施县ꎮ 隋唐至明清间ꎬ 宝塔区是郡、 州、 道、 府治所驻地ꎬ
是陕北地区的政治、 军事、 经济和文化中心ꎮ 肤施之名沿用至民国年间ꎮ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
陕北工农红军在本境北部一带设延安县ꎬ ７ 月在本境南部设肤甘县 (辖地跨肤施、 甘泉

二县)ꎬ 同月在本境东南部设红泉县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ꎬ 中共中央进驻肤施城ꎬ 随即在城区

设立抗日救国会ꎮ 是年ꎬ 肤甘县、 延安县合并ꎬ 称延安县ꎬ 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并入延安县ꎬ 归陕北行政公署领导ꎬ 后撤销行署ꎬ 隶属于延安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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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甘泉县全境和安塞县的境南并入延安县ꎬ 全县辖 １６ 个公社、 ６１ 个管

区和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ꎮ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ꎬ 恢复甘泉、 安塞的县制ꎬ 延安县改为 １ 市 ２３ 个人

民公社ꎮ １９６９ 年延安专区改为延安地区后归属延安地区领导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分为

延安县、 延安城区两个县级行政区划ꎬ 隶属于延安地区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经国务院批准ꎬ
延安城区改称延安市ꎬ 辖城市 ３ 个街道人民公社、 ５ 个农村人民公社ꎬ 延安县辖 １８ 个公

社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撤销延安县并入延安市ꎬ 市辖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ꎬ ２３ 个农村人民公社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 农村人民公社改为乡 (镇) 政府ꎬ 城市人民公社改为办事处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地区改为延安市ꎬ 延安市改为县级宝塔区ꎬ 宝塔区隶属于延安市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

区有 １１ 个镇、 ９ 个乡、 ３ 个街道、 ６１１ 个村委会、 ３３ 个社区ꎬ 常住人口 ４５ ８２ 万人ꎮ 全

区有回族、 蒙古族、 藏族、 维吾尔族、 苗族、 彝族、 壮族、 朝鲜族、 布依族、 满族、 瑶

族、 土家族、 哈萨克族、 黎族、 景颇族、 土族、 仫佬族、 仡佬族 １８ 个少数民族ꎮ 全区

人口密度为 １２９ 人 /平方千米ꎮ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ꎬ 宝塔区是革命圣地的核心区ꎬ 是全国首批公布的 ２４ 个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ꎮ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十三个

春秋ꎬ 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ꎬ 培育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ꎬ
留下以枣园、 杨家岭、 王家坪、 凤凰山为重点的革命旧址和纪念地 １５０ 多处ꎬ 是全国爱

国主义、 革命传统、 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ꎬ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ꎬ 也是全国人

民向往的红色旅游胜地ꎮ

二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１７４３４ 万元ꎬ 其中第一产业生

产总值 ９８２０ 万元ꎬ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２４５６ 万元ꎬ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５１５８ 万元ꎮ 全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 １３８５６ ７ 万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５４９ 万元ꎬ 财政收入 １６６４ 万元ꎬ 全民所

有制单位从业人员年人均劳动报酬 １７８３ ７５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６０ 元ꎮ “八五” 期间ꎬ
延安市依托资源优势ꎬ 大力开发主导产业ꎬ １９９５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４３９１１ 万元ꎬ 其中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２１４７５ 万元ꎬ 占生产总值 ４８ ９０％ꎻ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１１４１３ 万元ꎬ 占

生产总值 ２５ ９９％ꎻ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 １１０２３ 万元ꎬ 占生产总值的 ２５ １１％ꎮ 全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 ２１６９７ ３ 万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８５５８ 万元ꎬ 财政收入 ３７４８ 万元ꎬ 企业、 事

业、 机关干部职工年人均劳动报酬 ４０６８ ３３ 元ꎬ 其他从业者年人均劳动报酬 ４１４７ 元ꎬ 农

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１１ ００ 元ꎮ “九五” 期间ꎬ 立足区位经济优势ꎬ 大力发展果、 牧、 菜、
薯四大农业主导产业ꎬ 利用资源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ꎬ 举全区之力发展石油支柱产业ꎬ
２０００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６０１０９ 万元ꎬ 第一、 二、 三产业比重为 ３５ １ ∶ ３３ ９ ∶ ３１ ０ꎬ 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６９０００ 万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２８７００ 万元ꎬ 全区各行业从业人员劳

动报酬 ５６０８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８６ ７０ 元ꎮ “十五” 期间ꎬ 宝塔区实施 “依托资源、
迈向市场、 发展特色经济ꎬ 择优开发” 的发展战略ꎬ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ꎬ 进一步强

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ꎬ ２００５ 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ꎬ 达 １２３ ９４ 亿元ꎬ
占全市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ꎮ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３ ２４ 亿元ꎬ 增长 ９ ７％ꎻ 第二产业实

２



现增加值 １０３ ３９ 亿元ꎬ 增长 １３ ５％ꎻ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１７ ３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２ １％ꎮ 全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９ ４８ 亿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３０ ５３ 亿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７ ６０ 亿

元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４７０ ６９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７７ ３０ 元ꎮ “十一五” 期

间ꎬ 宝塔区实施 “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镇带动、 项目支撑、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的发展战略ꎬ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ꎬ 做大做强 “林果业、 草畜业、 蔬菜业” 三大主导产

业ꎬ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ꎬ 加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ꎬ 加快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 １４６ ４０ 亿元ꎬ 第一、 二、 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

重分别为 ５ ５％、 ４５ ３％、 ４９ ２％ꎬ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３ 万元ꎬ 达到 ３２２８２ 元ꎮ 全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 ５０ ３６ 亿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３７ １０ 亿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８ ５３ 亿元ꎬ 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８４８６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０５１ 元ꎮ
农业科技水平提高ꎮ 改革开放后ꎬ 全区通过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富民政策ꎬ 改革和

完善农村经济体制ꎬ 全区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停征农业 “两税”ꎬ 不断加大

对 “三农” 的支持力度ꎬ 农业稳步发展ꎬ 农村面貌不断变化ꎬ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 １６３５６ 万元ꎬ 比 １９７８ 年 ２７７１ 万元增长 ４ ０３ 倍ꎬ 农村经济总收

入 １２６１２ 万元ꎬ 粮食总产量 ８３３７３ 吨ꎬ 油料总产量 １００５ 吨ꎬ 水果总产量 ８２４３ 吨ꎬ 蔬菜

总产量 ３５５９０ 吨ꎬ 水产品总产量 ５５ 吨ꎬ 奶、 蛋、 肉产量分别为 ４４５ 吨、 １０９５ 吨、 １５３４
吨ꎬ 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 ３９１７５ 千瓦ꎮ １９９２ 年后ꎬ 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ꎬ 具有

区域特色的种植业、 养殖业迅速发展ꎬ 果、 菜、 羊、 豆成为全区的四大农业主导产业ꎬ
通过实施农业生态工程、 优果工程、 塑棚工程、 养羊工程ꎬ 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组织ꎬ 推进产业化经营ꎬ 逐步形成以设施农业、 科技农业、 高效农业为主的特色农

业格局ꎬ 农业经济快速增长ꎬ 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３６２４２ 万元ꎬ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４５０２７ 万元ꎬ 粮食总产量 １０ ３０ 万吨ꎬ 蔬菜总产量 ４ ２３ 万

吨ꎬ 水产品总产量 １０７ ５ 吨ꎬ 肉类总产量 ９２４３ 吨ꎬ 禽蛋类总产量 ２０８２ 吨ꎬ 奶产量 ２９７
吨ꎮ 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所占比例下降至 ２８ ９５％ꎬ 畜牧业所占比例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９ ４７％升至 ３８ ６２％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农业基本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ꎬ 设施农业

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ꎬ 农村经济稳步发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 ５４５７５
万元ꎬ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６１８８７ ９４ 万元ꎮ 水果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３６ １８％ꎮ 粮食

总产量 ９ ４３ 万吨ꎬ 油料产量 １１２３ 吨ꎬ 水果产量 １０ ８０ 万吨ꎬ 蔬菜产量 ４ ８７ 万吨ꎬ 水产

品产量 ３７５ ８ 吨ꎬ 肉蛋奶总产量分别为 ８１７７ 吨、 ２７６０ 吨、 ２４５４ 吨ꎬ 全区农业机械总动

力 １１６８８４ 千瓦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以苹果、 蔬菜、 畜牧三大农村主导产业为主体ꎬ 基本实现种

植业良种化ꎬ 栽植培育科学化ꎬ 养殖业规模化ꎬ 管理规范化ꎬ 农村经济总量快速增长ꎬ
农产品产量大幅上升ꎬ 经济效益日趋提高ꎮ 全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１１４９５１ 万元ꎬ 农

村经济总收入 １３５０００ 万元ꎬ 粮食总产量 ９ ３８ 万吨ꎬ 油料总产量 １０３７ 吨ꎬ 水果总产量

２４５４３９ 吨ꎬ 蔬菜总产量 １６ ４１ 万吨ꎮ 水产品产量 ５００ ５ 吨ꎬ 肉蛋奶产量分别为 ６３７４ 吨、
３２０７ 吨、 ２７５０ 吨ꎬ 全区农业机械总动力 １４７４１９ 千瓦ꎮ

生态建设成效明显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制定了 “五年治理荒山ꎬ 十年绿化全市” (即
现宝塔区) 的生态农业战略ꎬ １９９３ 年被国家列为全国 ５０ 个生态农业建设重点县 (区)
之一ꎬ 在全区出现了千家万户集中连片治理千沟万壑的场面ꎮ 在生态农业实施中ꎬ 坚持

３

概　 述 　



概　 述

了山、 水、 林、 田、 路、 草综合治理ꎬ 达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三大效益的

有机结合ꎮ 这是继先辈们创建政权 “红色革命” 之后又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 “绿色革命”ꎬ 其超前性的实践迎来高速度、 高效益、 大变化之成果ꎬ 备受各界

关注ꎬ 创造出引领全国的生态农业之路ꎮ 为此ꎬ 国务院特地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议ꎬ 专

家们盛赞: 延安为生态农业吹响了绿色革命的号角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先后实施农业生态工

程 ７ 期ꎬ 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９ 期ꎮ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５８０ ５ 平方千米ꎬ 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 ５０ １％ꎬ 完成基本农田建设 ２０ ４０ 万亩ꎬ 改造中低田 １ ９ 万亩ꎬ 建成淤地坝 ２０６ 座ꎬ
打机电井 ２２４ 眼ꎬ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６７４ 处ꎬ 植树造林 １７４ ４１ 万亩共 ２４００ 万株ꎬ 义务

植树 １５６０ 万株ꎬ 森林覆盖率为 ３６％ꎬ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ꎮ 实施 ５７１ 个村饮用自来水工

程ꎬ 受益人口达 ２３ 万人ꎬ 增加有效灌溉面积 ８５９９ ５ 亩ꎬ 节水灌溉面积 ２８８６ 亩ꎬ 修筑生

产道路 １２４９ 千米ꎬ 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ꎬ 减轻水旱灾害ꎬ 促进区域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ꎮ
环境治理初显成效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延安市在转换煤种治理城区空气污染取得成效的基础

上ꎬ 将单一的治理模式提升为 “转换煤种、 天然气工作、 集中供热” ３ 项措施并举的方

针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建成的天然气输配工程ꎬ 为市区年供气能力 ２０００ 万立方米ꎬ 全区城镇用

气普及率达 ６８ ３５％ꎮ 建成 ３ 个集中和联片供热区ꎬ 供热面积达 １８６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５ 年

建成机动车加气站ꎬ 城内 ４５０ 多辆出租车改用天然气ꎮ 市区空气环境质量已符合国家二

级标准ꎻ 推进流域污染防治ꎬ 提供洁净饮用水源ꎮ ２００４ 年投资 ３３００ 万元对王瑶水库进

行清库拉沙和除险加固ꎬ 投资 ７３５７ ３１ 万元在宝塔区新建红庄调蓄水库ꎻ 并设立环境监

察大队ꎬ 专门负责水库环境的日常管理和污染源的监控ꎬ 保证市区供水安全ꎬ 全区城镇

饮用水源地质达标率在 ９８％ꎻ 重点整治石油污染ꎬ 建设清洁文明田ꎬ 推广实施 “原油管

输ꎬ 污水回注ꎬ 生态建设” 三大工程ꎬ 将污染防治落实到生产的各个环节ꎻ 规划山川秀

美工程ꎬ 保护改善生态ꎮ 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综合治理ꎬ 落实退耕还林、 封山禁

牧、 舍饲养羊等措施ꎬ 全面实施天然次生林保护工程ꎬ 通过山川秀美工程ꎬ 改善全区生

态环境ꎮ ２００２ 年宝塔区被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列为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ꎬ ２００５ 年通过

考核验收ꎬ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被正式命名ꎮ
工业经济发展加快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延安市贯彻落实中央 “调整、 改革、

整顿、 提高” 八字方针ꎬ 结合实际ꎬ 调整轻、 重工业关系ꎬ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

势ꎬ 使全市工业生产跨入一个新时代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全市有各类工业企业 ３２０ 家ꎬ 从业人员

４０８６ 人ꎬ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 ５５ 亿元ꎮ １９９５ 年后ꎬ 坚持 “抓大” “放小” 搞活经济ꎬ 提

高效益原则ꎬ 加快石油资源开发步伐ꎬ 突破建材、 化工ꎬ 促进工业发展ꎬ 县域经济又上

一个新的台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各类工业企业 １０３６ 家ꎬ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６ 亿元ꎬ 原油

产量 ２２ ６８ 万吨ꎬ 机砖 １４５８０ 万块ꎬ 水泥 ３ 万吨ꎬ 纸箱 ７２ ８５ 万平方米ꎬ 炸药 １０４３ 吨ꎬ
抽油机 １０４３ 台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有各类工业企业 １０３３ 家ꎬ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０１ ２６ 亿

元ꎮ 其中ꎬ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９５ ５４ 亿元ꎮ 生产原油 １７６ ４３ 万吨ꎬ 乳化炸药

６７７１ 吨ꎬ 纸箱 １６ ３ 万平方米ꎬ 钢芯铝绞线 １６３ ９１ 吨ꎬ 变压器 ６０２８０ 千伏安ꎬ 中成药

１３４ ５２ 吨ꎬ 自来水 １４９０ ７３ 万立方米ꎬ 改装汽车 ２２０ 辆ꎮ
电力工业不断发展ꎮ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建成变电站 １０ 座ꎬ 总容量 ５ ３３ 万千伏安ꎮ １９９５

４



年实现村村通电ꎮ １９９９ 年宝塔区实施农网改造工程ꎮ ２０００ 年实施城网改造工程ꎬ 新修

１０ 千伏支线 ３１ ２１ 千米ꎬ 配变台区 ６９ 个ꎬ 改造增加容量 １２８８５ 千伏安ꎮ ２００７ 年实施农

网、 城网建设项目 １１ 个ꎬ 完成投资 ５０６ ６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 ３５ 千伏线路 ４１ ４ 千

米ꎬ 总容量 ３５ ０５ 兆伏安ꎬ １０ 千伏配网线路 ５３ 条ꎬ 线路总长 １３０５ ９３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输

电线路 １５７９ 千米ꎬ 用户专用线 ３５ 条ꎬ 供电站 ５ 个ꎬ 年售电量 ４ ５７ 亿千瓦时ꎬ 售电收入

２ ７２ 亿元ꎬ 供电可靠率城市达 ９９ ８８％ꎬ 农村达 ９９ ７６％ꎮ

三

陆路交通四通八达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交通业发展很快ꎬ １９６５ 年公路里程

４９２ 千米ꎬ 形成以南北国道为主干ꎬ 东西省、 县道为支线的交错的公路网络ꎮ １９８７ 年有

公路 ９７６ ３ 千米ꎬ １９９３ 年达 １０９９ 千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２１０ 国道大改线工程开工ꎬ ２００３ 年建

成通车ꎬ 区内辖长 ６３ ９７ 千米ꎮ 靖 (边) 安 (塞) 高速公路至延安北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始

建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建成通车ꎬ 区内辖长 １１ ２０ 千米ꎮ 黄 (陵) 延 (安) 高速公路 ２００２ 年

动工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建成通车ꎬ 区内辖长 ４７ ２０ 千米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改造整合清延、
靖边、 宣定省道 ３ 条ꎬ 区内线路长 １３１ ６７ 千米ꎬ 建成专用公路 ３２ ３０ 千米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９
年实施 “以工代赈” 扶植贫困县乡公路工程建设ꎮ 改建公路 ５ 条ꎬ 投资 ４８３ 万元ꎬ 实现

村村通公路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省、 市、 区投入近 ４ 亿元修建农村公路ꎬ 全区建成乡村公路

１５０ 多条 (乡路公路 ６ 条)ꎬ 通车里程达 １３０５ ８０ 千米ꎮ 宝塔区内有西延、 神延铁路ꎮ 西

延铁路黄陵县秦家川至延安段于 １９８７ 年动工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延安南站举行西延

铁路全线铺轨工程完成庆典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延安南站至延安北站建成通车ꎬ 西延铁路全长

３３４ 千米ꎬ 总投资 １２ ２０ 亿元ꎮ 神延铁路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全线铺轨

工程完成ꎬ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交付使用ꎬ 全长 ３８４ ６７ 千米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包 (头) 西 (安)
复线电气化铁路开工建设ꎬ 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全线设计正线铺轨 ９２９ ４０ 千米ꎬ 累计完成

１１２ ９８ 千米ꎬ 西延复线电气化铁路建成后ꎬ 延安至西安的铁路线增加至 ３ 条ꎮ
航空事业潜力巨大ꎮ １９７０ 年ꎬ 在延安市东二十里铺新建机场ꎬ １９８０ 年民航站迁至

东二十里铺新机场ꎮ 可保证 Ｂ１４６ 等承载 １００ 吨以下中小型飞机起降ꎮ １９９１ 年民航延安

站开通国内 ３ 条航线ꎬ 起降 ２２０ 架次ꎬ 旅客发送量 ３２８５ 人次ꎮ ２０００ 年安全飞行 ５６６ 架

次ꎬ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５７３３ 人次ꎬ 货邮吞吐量 ４２ ７０ 吨ꎮ ２００３ 年延安飞机场进行基础设

施改造ꎬ 增加通信导航设施和设备更新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国务院、 中央军委同意迁建延安飞机

场ꎬ 新机场占地面积 ３１２ 亩ꎬ 建成后仍为军民合用ꎬ 到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全部完成试验段工

程ꎮ １９８７ 年前域内有工程运输企业 ５ 家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增加到 １０ 家ꎮ ２０１０ 年全年起降 ２８５７
架次ꎬ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１２０１２１ 人次ꎬ 货邮吞吐量 ４２ ９０ 吨ꎬ 为通航以来历史最好水平ꎮ

客货运量逐年递增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客运量 ２７７ 万人次ꎬ 货运汽车 ３８０ 辆ꎬ 年货运

量 ２ ６６ 万吨ꎮ １９９７ 年宝塔区实现乡乡通客运班车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货运汽车 ６７０ 辆ꎬ
年货运量 ４ ３６ 万吨ꎬ 货物周转量 ５２ ３６ 万吨千米ꎻ 铁路客运量 ５０ ８９ 万人次ꎬ 货运量

６１９ 万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神延线开行货物列车 ９ ５ 对ꎬ 西延线开行货物列车 ２８ 对ꎬ 共发送货

物 １１１２ 万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公路客运线路计有跨省线路 ３９ 条ꎬ 跨市线路 ９４ 条ꎬ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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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班线 ２４２ 条ꎬ 有各类客车 １２８９ 辆ꎬ 客运量 １６２１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至北京西特快

开通 １ 对ꎬ 延安至上海特快等开通 ５ 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通往各地客运线路 １８１ 条ꎬ 营

运客车 ６１５ 辆ꎬ 通往区内各乡镇农村客运线路 ３８ 条ꎬ 营运客车 １７２ 辆ꎻ 货运汽车 ２０７０
辆ꎬ 年货运量 １８８ ２０ 万吨ꎬ 货物周转量 ２８６２ ５ 万吨千米ꎻ 开通固定旅客列车 １７ ５ 对ꎬ
日均旅客发送量 ４０００ 余人次ꎻ 固定货物列车 ４５ 对ꎬ 神延段运量达 ３１５０ 万吨ꎬ 西延段达

到 ３０８０ 万吨ꎮ
城市公共交通渐成体系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延安有 １０ 辆客车开展城区公交业务ꎮ １９９７ 年经

营 ９ 条线路 ７２ 辆公交车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城市客运出租主要车型有中小型面包车、 出租车、
人力三轮车、 机动三轮车ꎬ ２００３ 年底ꎬ 城区有各类出租车 ６００ 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城区公交车

３３６ 辆ꎬ ２６ 条线路ꎬ 覆盖区街半径 ２０ 千米ꎬ 市区 １２ 个重点文物遗址和主要旅游景点均

通公交车ꎬ 有出租车 ７００ 辆ꎮ
邮政通信快速发展ꎮ １９９０ 年邮路单程 ２２１２ 千米ꎮ ２００４ 年函件收入 ４２８ ９３ 万元ꎬ 汇

兑业务收入 １７６ １６ 万元ꎻ ２０１０ 年邮政函件、 汇兑、 包裹收入 １４６５ １１ 万元ꎬ 报刊发行

收入 ６１２ ６８ 万元ꎬ 邮政储蓄余额达 ３９ ５１ 亿元ꎮ 集邮业务累计收入 １６３２ ３５ 万元ꎬ 邮政

速递业务收入 ７３９ ２７ 万元ꎬ 邮路物流业务收入 １２６ ３３ 万元ꎬ 分销业务收入 ５８２ ８７ 万

元ꎬ 代办业务全年总收入 ４７２ ２７ 万元ꎬ 发展便民驿站 ３６ 个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市话交换

机容量 ８５００ 门ꎬ 有电话用户 ７００８ 户ꎬ １９９３ 年延安无线寻呼实现同频联网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市

话交换机全部实现程控数字化ꎬ 程控数字交换机由 ５ 万门增加到 １０ 万门ꎬ 大大改善通信

状态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落户延安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延安

分公司成立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中国网通 (集团) 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投入运营ꎮ
至此区内以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铁通、 中国网通五大通信运营商为主

体的固定电话、 移动通信、 互联网宽带数据通信服务体系形成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拥有固

定电话用户 １３５４１６ 户 (农村用户 ２１８２８ 户)ꎬ 小灵通用户 ３４４８２ 户ꎬ 国际互联网用户

４９４０６ 户ꎬ 互联网拨号上网用户 ３９８１２ 户ꎬ 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机 ３１ 部ꎬ 移动电话 ２７６
部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 电信分公司、 移动分公司相继建设农业信息入户工

程ꎬ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建成农村信息站点 ３１９ 个ꎬ 行政村覆盖率达 ４９ ０３％ꎮ
城镇面貌不断改观ꎮ １９８９ 年城区有主要街道 ７ 条、 路 ２３ 条、 巷 ５ 条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年ꎬ 城市建设步伐加快ꎬ 先后对城区 ７ 条街道进行翻修改造ꎬ 建成二道街商贸住宅小

区ꎬ 开发东关旧飞机场住宅小区ꎬ 新修嘉岭、 兴盛、 马家湾 ３ 座大桥ꎮ 从 “九五” 末到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均住房面积从 １６ 平方米提高到 ２１ 平方米ꎬ 城市中心区基本建成ꎬ 环

境获得改善ꎮ ２００６ 年编制完成第四次规划ꎬ 中心市区面积 ８０ 平方千米ꎬ 建设用地 １５ ５
平方千米ꎮ 城区建设速度加快ꎬ 市区由 １９９０ 年不足 １０ 平方千米ꎬ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近

３０ 平方千米ꎬ 新建街道 ９ 条、 路 ３０ 条、 巷 ３３ 条ꎬ 先后完成西市路、 双拥大道、 凤凰山

等 ４ 条步道的改造、 延伸ꎮ 城市道路面积达 １ １７ 平方千米ꎬ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３ ３ 平方

米ꎬ 居民住宅小区向东、 南、 西、 北四面扩展ꎬ 人均住房面积 ２４ ８２ 平方米ꎮ 全区村镇

建设步伐加快ꎬ 南泥湾、 临镇、 柳林、 万花山、 枣园、 河庄坪、 桥沟、 李渠、 姚店、 甘

谷驿、 青化砭、 蟠龙等小城镇建设取得明显进展ꎬ 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２２ ５９ 平方米ꎬ 水、
电、 气、 通信、 照明基础设施齐全ꎮ 城区集中供热干线 ８０ 余千米ꎬ 供热站 ４８ 个ꎬ 铺设

６



主管网 １５ ６ 千米ꎬ 供热面积 ４００ 万平方米ꎮ 液化石油气用户有 ７ ０４ 万户ꎬ 年供气量

５８３０ ４１ 吨ꎬ 市区天然气输配主管网 ３３４ 千米ꎬ 居民用户有 ５９１８２ 户ꎬ 全年天然气供应

量 ６６１１ ６０ 万立方米ꎮ 市区有自来水供水主管网 １４５ 千米ꎬ 日供水量 ７ ６０ 万立方米ꎬ 各

类用户达 １ １６ 万户ꎬ 市区排水渠总长达 １０７ ８７ 千米ꎬ 检查井 ８４７ 座ꎮ 城区有广场 ９ 个ꎬ
城市广场 １ 个 (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ꎮ 城区绿化成效显著ꎬ ２０１０ 年栽植各类乔灌木

７２ ８０ 万株ꎬ 新增绿地 ２ ２０ 万平方米ꎬ 改建绿地 ３ ８８ 万平方米ꎬ 建成街头花园 ４ 个ꎬ
城区绿化覆盖率、 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分别达 ３６ ３１％、 ３４ ８５％和 ９ ５８ 平方米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建成城市公园 ８ 座、 游园 ９ 个ꎬ 建成绿化带 ２９ 条ꎬ 安装路灯、 景观

灯 ２６７４０ 盏ꎮ

四

商贸活跃、 市场繁荣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不断深化商业体制改革ꎬ 对商品的

计划管理逐步放开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城乡个体工商经营者达 １５４４ 户、 从业人员 １７６８ 人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全市有个体私营工商户 ２５４６ 户ꎬ 农民进城经商达 ２００ 余人ꎬ 从业人员共有 ３６００ 多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有国有商业企业 １０５ 家、 集体商业企业 ２７４ 家、 个体私营工商户 ９４２
户ꎬ 从业人员 ５９８０ 人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７７７８ ８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

步深入ꎬ 国有、 集体商业逐渐退出市场ꎬ 个体私营商业进一步发展壮大ꎮ 是年ꎬ 全市有

个体工商户 ２８２１ 户、 从业人员 ４５４６ 人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２３９６４ 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个体私营工商户 ４５１１ 户、 从业人员 ６７８７ 人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 ６９０４５ ５０ 万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个体私营工商户 ８５２５ 户、 从业人员 ２６１０９ 人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达 ５０３５９９ ７０ 万元ꎬ 其中个体私营商业零售总额 ４３９５９９ ７０ 万元ꎬ 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的 ８７ ３％ꎮ 城区和主要集镇形成一大批规模较大的商场、 超市和专业市场ꎬ 农村集市

规模迅速扩大ꎬ 商户及流动商贩成倍增加ꎬ 市区店铺林立ꎬ 社会商品琳琅满目ꎬ 消费者

选择空间增大ꎬ 专卖店、 便民店、 农资店实现全区城乡全覆盖ꎬ 呈现出商业贸易生命力

旺盛、 市场繁荣的景象ꎮ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ꎮ 延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ꎬ 是陕北的旅游中

心ꎮ １９９０ 年以后ꎬ 以枣园、 王家坪、 杨家岭、 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和宝塔山、 清凉山、 凤

凰山、 万花山为依托ꎬ 延安地区、 延安市相继成立旅游局ꎬ 加强对旅游景区的规划、 工

程改造和行业领导等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后ꎬ 对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山三大景区进行开发ꎬ
强化景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 美化绿化景区环境ꎮ 投资 ５００５５ 万元ꎬ 新建延安革命纪念

馆ꎬ 占地面积 ２９８７０ 平方米ꎬ 广场面积 ３ ８ 万多平方米ꎬ 有各类树木 ２ 万多株ꎬ 种植草

坪面积达 ６ 万多平方米ꎮ 建成的纪念馆还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延安新闻纪念

馆、 毛泽东大型图片展馆等 ５ 个ꎮ 财政累计投资 １ ５２ 亿元ꎬ 实施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

山城区绿化工程ꎬ 完成绿化面积 ５ 万多亩ꎬ 完成凤凰山游步道工程ꎮ 形成突出 “红色革

命圣地” 旅游为主题ꎬ 体现历史遗迹、 革命旧址、 宗教文化融为一体的延安特色旅游格

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接待游客 ２７２ 万人次ꎬ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８ １６ 亿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内有红

色革命旧址和红色纪念地共 １５０ 多处ꎬ 有国家 ＡＡＡＡ 级景区、 国家 ＡＡＡ 级景区、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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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等 ８ 处ꎬ 著名景点 ５０ 多处ꎻ 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４ 处ꎬ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５５ 所ꎻ 有国际、 国内旅行社 ４２ 家ꎬ 持证导游 ５００ 多名ꎻ 全区有宾馆、 饭店企业 ３６９
家ꎬ 其中涉旅星级宾馆饭店 ２２ 家ꎻ 乡村旅游接待村 ３０ 个ꎬ “农家乐” 经营户 ３００ 多户ꎬ
旅游商店、 摊点 ２８０ 余户ꎬ 旅游从业人员 ８ 万余人ꎬ 年接待能力 ２０００ 万人次ꎮ 全年共接

待游客 ５０６ ０１ 万人次ꎬ 实现综合收入 ２１ ２７ 亿元ꎮ 其中ꎬ 接待海外游客 １２ １０ 万人次ꎬ
收入 ９０８ ５ 万美元ꎮ 旅游业已形成规模ꎬ 带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ꎬ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逐步提高ꎮ

五

教育事业均衡发展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全市有各类学校 ５６１ 所ꎬ 在校学生 ３４７６５ 名ꎮ １９９０ 年

以后ꎬ 市政府将教育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ꎬ 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ꎬ 实施科

教引领” 战略ꎬ 教育步入整体推进、 均衡发展、 全面提高的发展新阶段ꎮ １９９５ 年全市财

政投资、 世界银行教育贷款、 老区扶贫贴息贷款等 １４５１ １８ 万元款项用于中小学新建、
扩建、 维修配备教学设备ꎬ 其中新建小学 ４８ 所ꎬ 扩建 ９３ 所ꎬ 维修、 改造 ２８６ 所ꎬ 配备

教学仪器 １２０８３ 台 (件)ꎮ 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直机关、 福州、 深圳、 港澳等地和部队、
华侨、 企业、 社会各界人士捐助 １６０７ １０ 万元ꎬ 建成希望小学 ６２ 所ꎬ 建筑总面积 ２９１９６
平方米ꎮ 延安市 «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 颁布实施后ꎬ 创办民营小学 １０ 所ꎬ 民

办中学 ４ 所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 “普及六年义务教育” 达标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被评为

“陕西省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实现 “两基” 和 “普九” 达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政府以 “加大投入ꎬ 改善条件ꎬ 统筹城乡ꎬ 全面发展” 的教育工作思路ꎬ 全面推

行教育 “四制” 改革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整合教育资源ꎬ 调整中小学布局ꎬ 将各类小学撤并

为 ７４ 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 “双高” “普九” 达标通过省政府验收后ꎬ 启动省级教育强

区创建工作ꎬ 全区教育资源有效整合ꎬ 家庭、 社会、 学校教育网络全面构建ꎬ 基础教

育、 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三教统筹”ꎬ 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稳步提高ꎬ 形成以三

教统筹、 农科教结合为原则ꎬ 立足市场、 长短结合、 培养技能、 服务经济为导向的教育

服务体系ꎬ 教育工作又步入一个新阶段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教育中心标准化达标通过省级

验收ꎮ 是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教育强区工作通过省市专家评估验收ꎬ 在全市率先创建为省

级教育强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２２４ 所ꎬ 其中小学 ４６ 所ꎬ 幼儿园 １３３ 所ꎬ
中学 ２０ 所ꎬ 进修学校 １ 所ꎬ 职教中心 １ 所ꎬ 市属中小学 ２３ 所ꎮ

科技实力不断增强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恢复延安地、 市科委和地、 市科协ꎬ
恢复和发展各种专业学会、 协会、 研究会 ３６ 个ꎬ 科学技术队伍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５５９ 人发展

到 １９８７ 年的 ２９７３ 人ꎬ 取得科研成果 ２９ 项ꎬ 引进科学技术成果 ７５ 项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

完成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ꎬ 全市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９０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６９
人、 中级职称 １０８５ 人、 初级职称 ２３６ 人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６ 年ꎬ 成立养殖研究会、 葡萄研究

会、 桃梨研究会、 林果种研究会 ４ 个ꎬ 市、 乡 (镇) 级各种协会、 学会 ７ 个ꎬ 实施科普

项目 １７ 个、 星火计划 ５ 个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提出 “科教兴区” 战略ꎬ 科技队伍逐步壮

大ꎬ 科技投入持续增加ꎬ 科技宣传培训形式多样ꎬ 引进推广成果显著ꎬ 科技交流日益活

８



跃ꎬ 科技项目实施良好ꎮ 旱作农业大垄沟种植技术研究试验成果的引用ꎬ 畜牧冷精配

种、 日光温室蔬菜综合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广ꎬ 苹果生产管理八项技术的推广示范引领

作用显现ꎬ 主导产业科技含量大幅提升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各类科技人员 ２０４０６ 人ꎬ 其中

高级职称 １０３４ 人、 中级职称 ６２３６ 人、 初级职称 １３１３６ 人ꎮ ２１ 年间共制定科技发展五年

规划 ４ 个ꎬ 举办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 ２０ 次ꎬ 发放科普资料 １３０ 万余份ꎬ 图书 ４５ 万

册ꎬ 引进推广新技术 ９０ 项ꎬ 引进、 开发新产品 (种) ３００ 余种ꎬ 全区累计申报各类科技

项目 ９７ 项ꎬ 其中国家级 ５ 项、 省级 ４２ 项、 市级 ５０ 项ꎬ 专利发明 １５ 项ꎮ 全区取得科技

成果奖励 ４２ 项ꎬ 其中省级 １１ 项ꎮ 创建大批省、 市、 区科技示范基地、 示范乡镇、 示范

村和示范户ꎬ 全区科学技术水平迈上新台阶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被科技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区”ꎬ ２００９ 年被科技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区”ꎮ
文化艺术积淀厚重ꎮ 延安自古以来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交错居住的地区ꎬ 北方的少数

民族和南方移民汉族经过长期整合ꎬ 形成陕北人民独有的质朴敦厚的性格和能歌善舞的

文化习俗ꎮ 宝塔区既是民族文化之乡ꎬ 也是新文艺运动策源地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传

统的陕北民歌、 陕北唢呐、 陕北道情、 信天游、 陕北说书、 腰鼓、 秧歌、 转九曲、 旱

船、 龙灯、 狮舞、 剪纸、 农民画等皆蜚声全国ꎮ １９８４ 年ꎬ 有影剧院、 礼堂、 俱乐部 ４
个ꎬ 电影放映队 ２７ 个ꎬ 乡镇文化站 ２４ 个ꎬ 戏曲、 报刊、 电影、 广播、 图书快速发展ꎬ
文化艺术进入繁荣时期ꎮ 随着电视的普及ꎬ 群众精神生活面貌发生巨大变化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建成乡镇有线电视站 ２０ 个ꎬ 小型卫星地面接转站 １３９ 个ꎬ 全区 ６３３ 个行政村实现村

村通广播电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市歌舞团、 区民众剧团等演出团体ꎬ 电影放映服务站 １ 个ꎬ
乡镇文化活动中心 (综合文化站) ５ 个ꎬ 村级 “农家书屋” ６１１ 个ꎬ 城区有图书馆 ５ 个ꎬ
新华书店 １ 个ꎮ 城区有文化艺术中心 １ 个ꎬ 文体休闲广场 １１ 个ꎬ 乡镇文化艺术广场 ２１
个ꎬ 行政村文化广场 ３０ 个ꎮ 全区有文化艺术界联合会、 绘画家协会、 作家协会、 音乐

戏曲舞蹈协会、 根雕艺术协会ꎬ 及 «宝塔山» 文艺季刊、 民间 «蓝花花» 文艺杂志等ꎮ
文化遗产丰富ꎬ 文物古迹种类繁多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延安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 ２４ 座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ꎬ 也是革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ꎮ 继 １９８８ 年第二次文物普查之后ꎬ 于

２００９ 年又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ꎬ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内有各类文物古迹点 １３９５ 处ꎬ 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１０ 处ꎮ 全区馆藏文物 ５３４ 件ꎬ 其中一级文物 ２ 件、 二级文物 １９ 件、 三级

文物 ２１２ 件ꎮ
卫生事业实力增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３９ 个ꎬ 其中市级 ７ 个ꎬ 地

级 ８ 个ꎬ 中心卫生院 ５ 个ꎬ 乡镇卫生院 １９ 个ꎬ 驻军医院 １ 个ꎮ 市属医疗机构设病床 ４４６
张ꎬ 从业人员 ７２７ 人ꎬ 其中专业人员 ６２８ 人ꎮ 地级医疗机构设病床 ４８２ 张ꎬ 有卫生专业

人员 ７３６ 人ꎮ 此外ꎬ 辖区内另有工业企业及其他部门开办的医疗单位 ４ 个ꎬ 门诊部

(所) ６８ 个ꎬ 个体诊所 ８ 个ꎬ 设病床 １５４ 张ꎬ 卫生专业人员 ２７７ 人ꎮ 全市共有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 １２８ 个ꎬ 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５ ３ 人ꎬ 每千人拥有病床 ３ ５ 张ꎮ 此后ꎬ 随

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ꎬ 经济实力增强ꎬ 地、 市每年投入一定资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ꎬ 医

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ꎮ 医疗设备逐渐增多ꎬ 医疗队伍逐年壮大ꎬ 工业卫生应急

体系、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卫生监督体系日趋健全和完善ꎬ 区、 乡 (镇)、 村三级医疗

预防保健网的建成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城镇医疗保险、 社区医疗保险的实施ꎬ 医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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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断改善ꎬ 医疗水平显著提高ꎬ 就医环境、 服务质量得到根本改善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正式启动ꎬ 参合农民 １５ 万人ꎬ 占农业人口的 ７３％ꎮ 全区筹集资金

５１６ ４４ 万元ꎬ 参合患者报销医药费 ２９１ 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被省政府确定为国家级新农合

医疗新增试点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人民医院被评为 “二级甲等” 医院标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内有市级医院 ５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５７９ 人ꎬ 卫生专业人员 ２５８８ 人ꎬ 副主任医师以上

４２５ 人ꎮ 区人民医院有从业人员 ２７２ 人ꎬ 副主任医师以上 １９ 人ꎬ 区、 镇、 街道卫生院 １７
所ꎬ 有专业技术人员 ４１５ 人ꎬ 村卫生室 ４３３ 个ꎮ 全区有个体诊所及医务室 １４６ 个ꎮ 全区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１９ ７７ 万人ꎬ 参合率 ９７ ２％ꎮ
体育事业长足迈进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在南头体育场增设田径、 足球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体育设施有射击场 １ 个、 灯光球场 １ 个、 旱冰场 １ 个ꎬ 建成多功能体育馆 １ 个ꎮ 每年举

办 ３~５ 场越野赛、 篮球、 乒乓球、 田径等群众业余体育活动ꎬ 职工体育、 农民体育、 老

年体育、 妇女体育、 残疾人体育、 社区体育、 学校体育、 竞技体育活动日趋活跃ꎮ １９９７
年参加延安市第一届运动会ꎬ 田径、 射击、 举重、 足球、 排球 ５ 个大项ꎬ 以总分 ３８０３ 分

获 (县区) 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参加陕西省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田径比赛ꎬ 获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第一名ꎮ ２００６ 年对体育场重建ꎬ 建筑总面积 ２ ９ 万平方米ꎬ 有 １ ７ 万个座席ꎮ ２００８ 年

参加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田径运动会ꎬ 比赛中获男子乙组、 女子甲乙组 ８００ 米、
１５００ 米、 ８０ 米栏、 跳高、 跳远、 铅球、 投垒球等 １５ 个项目第一名ꎮ ２００９ 年陕西省第四

届运动会举重比赛中ꎬ 区少儿体校分别获男子甲乙组、 女子甲乙组 ４０~６３＋公斤级 １６ 个

项目第一名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累计建成体育活动场地 ７０ 个ꎬ 宝塔区体校先后向省

级运动队输送队员 １５０ 余名ꎬ 向市运动队输送队员 ６００ 余人ꎮ

六

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ꎬ 做大做强

“林果业、 草畜业、 蔬菜业” 三大主导产业ꎻ 城市经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ꎬ 加快推

进工商民营化进程ꎬ 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ꎬ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ꎬ 提高城乡居民生活

水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６０ 元ꎬ 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 ８９５ ８１ 元ꎬ 在岗职工年

人均收入 ２０１３ 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通过农村经济 “三大” 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综合项目开

发ꎬ 扶贫项目开发ꎬ 农村经济呈上升趋势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６０ 元上升到

１０１１ 元ꎬ 增加收入 ４５１ 元ꎮ 城市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 民营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大幅增加ꎬ 城市居民收入增长ꎬ 达到 ２１３８ ３０ 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１２４２ ４９ 元ꎮ ２０００ 年随

着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ꎬ 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４２８３１ 万元ꎬ 农村人均纯

收入 １４８６ ７０ 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加收入 ４７５ ７０ 元ꎮ 城市经济建设项目增多ꎬ 私营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规模扩大ꎬ 创造城镇居民就业机会ꎬ 增加经济收入ꎬ 城镇居民人均

收入达到 ５２９０ ３７ 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加收入 ３１５２ ０７ 元ꎮ ２００５ 年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坚

持以农村、 农业、 农民 “三农” 工作为重点ꎬ 提出做大做强 “林果、 蔬菜、 畜牧” 三大

农村主导产业开发、 产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工作思路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粮经作物比例为

５１ ３０ ∶ ４８ ７０ꎬ 全年经济总收入达到 ５９１７２ 万元ꎬ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７５７ 元ꎮ 城市经济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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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促发展ꎬ 加快小城镇建设ꎬ 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为目标ꎬ 以经济多元化ꎬ 市场集中化

为原则ꎬ 大力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ꎬ 建立健全商品零售市场和农副产品集散体系ꎬ 扩

大就业机会ꎬ 增加城镇居民收入ꎬ 提高生活水平ꎮ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７４７０ ６９ 元ꎬ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１３９３３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委、 区政府提出 “做精做优苹果、 蔬

菜、 畜牧三大农村主导产业ꎬ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的农村工作思路ꎮ 是年ꎬ 粮经作物比

例为 ４６ ２６ ∶ ５３ ７４ꎬ 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１０６７９４ 万元ꎬ 农民纯收入 ５０５１ 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

增长 ２ ７８ 倍ꎬ 增加收入 ３２９４ 元ꎮ 城市经济以开创新型工业化为突破口ꎬ 依托石油产业ꎬ
抓好建材、 化工、 机械、 包装、 农副产品加工及配套产业ꎬ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ꎬ 形

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增长ꎬ 一、 二、 三产业互相促进ꎬ 加快商贸市场建设ꎬ 大力发展服

务业ꎬ 培育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ꎬ 增加城市居民收入ꎬ 提高生活水平ꎬ 是年全区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１８４８５ ７１ 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收入 １１０１５ ０２ 元ꎮ 随着城乡居民

经济收入的逐年增加ꎬ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住房、 汽车、 电脑、 手机、 空调等消费品走

入大众的日常生活ꎬ 宝塔区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ꎮ
社会保障基本实现全覆盖ꎮ ２１ 年来ꎬ 宝塔区各类社保范围逐年扩大ꎬ 职工、 居民基

本权益得到保障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市 (县级) 开始征缴职工养老失业保险ꎬ １９９４ 年开始

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ꎬ １９９９ 年开始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ꎮ ２００３ 年施行工伤、
生育保险制度ꎬ ２００７ 年开始实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ꎬ 征缴医疗保险基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单位 １７２ 个ꎬ 职工人数 １５２７５ 人ꎬ 参加失业保险的有 ２４４７７
人ꎬ 工伤保险 ９８８８ 人ꎬ 生育保险 ６２３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 １７５１６ 人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ꎬ 累计征缴基本养老基金 ４ ８０ 亿元ꎬ 累计拨付养老金 ４ ４０ 亿元ꎻ 参加失业保险累计

２５６１３ 人ꎬ 征缴失业保险金 ６６６ ８０ 万元ꎻ 征缴工伤保险基金 ２６６ ７４ 万元ꎬ 支付工伤保

险金 ５９ ４９ 万元ꎻ 征缴生育保险基金 ２２３ ２９ 万元ꎬ 支付生育保险金 ２２１ ０３ 万元ꎻ 参加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１１４９６２ 人ꎬ 参保率为 ９３ ８５％ꎬ 发放养老金 ４９３ １８ 万元ꎮ 登记纳入城

市低保 １６５５３ 人ꎬ 农村低保对象 ７６８１ 户 １４６２４ 人ꎬ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冬季取暖

补贴等 ５１３３ ５５ 万元ꎬ 发放各种补贴救助资金 ３０４ ７０ 万元ꎮ 五保供养 ３１１ 人ꎬ 发放供养

资金 ９９ ５２ 万元ꎮ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 ３６４ 个ꎬ 参保职工 １９４２５ 人ꎬ 征缴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 ２２１５ ５３ 万元ꎻ 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７２５３７ 人ꎬ 征缴医疗保险基金 ２９１ ８４
万元ꎬ 支付保险金 １１３７ ２８ 万元ꎮ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 １９ ７７ 万人ꎬ
参合率达 ９７ ２％ꎬ 征缴新农合基金 ５９３ １０ 万元ꎬ 有 １ ５５ 万人受益ꎻ 住院患者医药总费

用 ６５５４ ３３ 万元ꎬ 报销补助总金额 ２３５８ ２９ 万元ꎮ

七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ꎬ 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ꎬ 基础设施

日趋完善ꎬ 民生工程持续推进ꎬ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ꎮ 然而ꎬ 由于社会发展的曲折和

历史积累的沉淀ꎬ 宝塔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思

想观念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ꎬ 加快发展、 奋起直追的紧迫感、 危机感和

责任感有待进一步增强ꎻ 区域经济总量偏小ꎬ 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ꎬ 综合经济实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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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ꎬ 工业缺乏支柱企业ꎬ 农业基础薄弱ꎬ 产业化水平不够高ꎻ 财政收入规模小ꎬ 收支矛

盾突出ꎬ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ꎬ 有些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ꎻ 城乡、 川沟、 乡镇之间发展不

平衡ꎬ 城镇化水平不够高ꎻ 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ꎬ 对弱势群众救助力度还需加大ꎬ 民

生民本仍需改善ꎬ 城区集聚辐射带动作用不强ꎬ 城乡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压力加大ꎻ
政府自身建设仍需加强ꎬ 加快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ꎮ

面对困难和不利因素ꎬ 宝塔人民不会退缩与止步ꎮ 全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ꎬ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突出发展第一要务ꎬ 大力实施 “服务市区ꎬ 振兴宝塔ꎬ
产业转型ꎬ 富民强区” 的四大战略ꎬ 在生态农业、 资源型工业和旅游产业、 基础设施和

城镇建设、 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突破ꎬ 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 稳定的关系ꎬ 大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ꎬ 积极推进依法治区、 以德治区ꎬ 必将实现全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

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ꎮ
展望未来ꎬ 延安市宝塔区的明天将更加美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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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

２ 月 １７~１８ 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到延安市调研ꎬ 听取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

府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考察延安时有关指示的汇报ꎮ
４ 月 １６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到延安市考察革命旧址和文物

保护工作ꎮ
５ 月 １４~１７ 日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会议选举李生彪为市政

协主席ꎬ 过士明、 卜崇周、 王素秋 (女)、 连仁暖 (女)、 兰振汉为市政协副主席ꎬ 牛文

彦为秘书长ꎬ 卜云贵等 ２２ 人为常务委员ꎮ
５ 月 １５ ~ １８ 日　 延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８１ 人ꎬ

列席人员 ４２ 人ꎮ 会议除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外ꎬ 还选举产生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 １４ 名ꎬ 选举纪文达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张万成、 毋晓岚、 曹双定、 郭慧君

(女) 为副主任ꎻ 选举周万龙为延安市人民政府市长ꎬ 刘少锋、 张致远、 刘向东、 冯毅、
周福元、 刘文西、 杨毅刚、 张福寿为延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ꎬ 选举王忠孝为延安市人民

法院院长ꎬ 高虎为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５ 月 ２６~２７ 日　 中顾委常委江华、 委员张邦英到延安市考察农村工作ꎮ
６ 月 １８ 日　 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到延安市检查指导农村卫生工作ꎮ
９ 月 ８ 日　 “亚运之光” 火炬接力传递进入延安ꎬ 晚 ８ 时ꎬ 在延安市体育场举行

“迎火炬万人篝火晚会”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中国共产党延安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会议听取市委书记魏延平、

市纪委书记孙广森代表市委、 市纪委所作的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决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中共

延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３５ 人、 候补委员 ６ 人、 常委 ９ 人 (魏延平、 周万龙、 康永

强、 解煜、 方世新、 刘少锋、 郝忠生、 芦为民、 王金玉)ꎬ 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第十四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１５ 人、 常委 ９ 人ꎮ
１１ 月 ２０ 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延安市考察工作ꎮ 在延安期间ꎬ 考察柳林乡三十里

铺村果园、 万花山乡肖渠村农田会战工地等ꎬ 并参观枣园、 杨家岭、 王家坪、 凤凰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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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旧址ꎬ 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题词: “发扬延安精神”ꎮ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７ 日　 中共延安市委组织部抽调 ２９０ 名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ꎮ
３ 月 １ 日　 延安 １０ 万余名群众观看正月十五元宵节秧歌大汇演ꎬ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杜东海少将、 陕西省副省长姜信真等与群众一同观看ꎮ
是月　 延安市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授予 “创建文明城市优胜城市” 荣誉称号ꎮ
４ 月 １１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文元中将到延安市检查 “双拥模范

城” 建设工作ꎮ
是月　 在陕西省第二届科技成果贸易洽谈会上ꎬ 延安市陶瓷厂紫砂系列产品荣获

金奖ꎮ
５ 月 ６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授予枣园民兵连 “民兵预备役工作

先进单位” 称号ꎮ
５ 月 ８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在青化砭镇白坪村召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现场会ꎬ

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遆靠山、 副书记姚代明出席会议并讲话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负责

人周万龙、 康永强等参加现场会ꎮ
是月　 在延安地区第九届运动会上ꎬ 延安市体育代表队夺得 ６４ 块奖牌ꎬ 荣获团体

总分第一名ꎮ
６ 月 １０ 日　 国务委员、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到延安市对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及科技开

发、 扶贫等工作进行考察ꎮ
７ 月 ６ 日　 中共陕西省委、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军区授予延安市 “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模范城市” 称号ꎮ
７ 月 ８ 日　 毛泽东发表 «为人民服务» 讲话纪念碑揭碑仪式在枣园 «为人民服务»

讲话台举行ꎬ 延安地、 市党政军负责人赵彦武、 石汇泉、 姚代明、 白崇贵、 康永强、 刘

向东、 张福寿及枣园的部分干部群众 ３００ 余人参加ꎮ
９ 月 ２ 日　 陕西省副省长姜信真到甘谷驿油矿考察石油开发工作ꎮ
９ 月 ２０ 日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正式开馆ꎬ 这是中国第一个金融业专题纪念馆ꎻ

陈云题写馆名ꎮ
１０ 月 １２ 日　 在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上ꎬ 延安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办公室被授予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单位” 称号ꎬ 办公室主任杨凤升被授予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个人”
称号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　 西 (安) 延 (安) 铁路铺轨到达延安庆祝大会在延安火车站举行ꎬ 铁

道部部长李森茂、 副部长孙永福ꎬ 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 省长白清才等参加大会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全国 “双拥” 工作领导小组、 民政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延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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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双拥模范城” 荣誉称号ꎮ
５ 月 １０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到延安市先后视

察延安中学、 延安育才小学等ꎮ
８ 月 １ 日　 西延铁路客运正式开通ꎬ 西安站和延安站分别举行通车剪彩仪式ꎮ
８ 月 １３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等陪同

下ꎬ 到延安市考察科教文卫工作ꎮ
８ 月 １９ 日　 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国务院经贸办常务副主任王忠禹、 铁道部副部长

屠由瑞、 副省长刘春茂等陪同下ꎬ 到延安市视察农业工作ꎮ
９ 月 ５ 日　 中共延安地委决定: 马福雄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ꎬ 免去魏延平中共延安

市委书记职务ꎮ
是月　 中央直属机关捐资 ７０ 万元在延安市文化沟村修建的 “延安市希望小学” 落

成ꎬ 建筑面积 １５００ 平方米ꎮ 兰州军区、 陕西省军区、 延安军分区捐资 ２０ 万元修建的枣

园乡中心小学教学楼落成ꎬ 建筑面积 ５９３ 平方米ꎮ
１１ 月 ２１ 日　 延安市一辆个体客运中型面包车在延安开往宜川的路途中ꎬ 由于车速

过快ꎬ 于南泥湾山上翻入约 ３０ 米的深沟ꎬ 造成 ２４ 人死亡、 ９ 人受伤ꎮ
１２ 月　 延安通用机械厂 ２ ５ 型抽油机生产技术通过地区级鉴定ꎬ 并荣获省第三届科

技展览会金奖ꎮ
是月　 枣园乡庙沟村全村年经济总收入达 １８０ 余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２５００ 余元ꎻ 粮食

总产量 ５０ 万斤ꎬ 人均产粮 １００４ 斤ꎬ 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奔小康 “标兵村”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会议选举方世新为政协主

席ꎬ 史进禄、 连仁暖 (女)、 兰振汉、 郭慧君 (女) 为政协副主席ꎬ 牛文彦为秘书长ꎬ
马振虎等 ２３ 人为常务委员ꎮ

１ 月 １~４ 日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２１１ 人ꎮ 会

议选举产生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３ 人ꎬ 选举康永强为延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ꎬ 曹双定、 周福元、 石俊贤 (女)、 朱万有、 李生科为副主任ꎻ 选举周万龙为延安

市人民政府市长ꎬ 冯毅、 何宁、 李芳琴 (女)、 张小民、 刘正中、 韩耕洲、 高雨田为副

市长ꎻ 选举刘永岗为延安市人民法院院长ꎬ 张汉武为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选举贾

治邦、 乔尚法、 杨蔼云 (女)、 周万龙、 刘爱玲 (女)、 刘玮 (女) 为陕西省第八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１ 月 ４~６ 日　 中国共产党延安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出席会议代表 １９５ 人ꎮ 大

会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 ３５ 人ꎬ 候补委员 ６ 人ꎮ 选举马福雄、 周万

龙、 康永强、 李建社、 张致远、 牟晓良、 冯毅、 郝忠生、 孙广森、 芦为民、 王金玉为市

委常委ꎻ 选举马福雄为市委书记ꎬ 周万龙、 康永强、 李建社、 张致远、 牟晓良为市委副

书记ꎮ
４ 月 １６ 日　 延安市政府实施公开承包、 拍卖 “四荒地”ꎬ 全市共承包、 拍卖 “四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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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４０ ５５ 万亩ꎮ 　
４ 月 ２６ 日　 凌晨 ４ 时许ꎬ 延安市发生有感地震ꎬ 持续时间约 ３０ 秒钟ꎬ 震级约 ３ ０

级ꎬ 裂度约 ４~５ 度ꎮ
６ 月 ２８ 日　 延安市机构改革方案通过ꎬ 全市党政部门由原来的 ９３ 个精减为 ３９ 个ꎮ
７ 月 ２７ 日　 省委下派延安市挂职蹲点干部、 原省京剧团团长安全ꎬ 因突发脑溢血经

抢救无效病逝ꎬ 享年 ６８ 岁ꎮ
８ 月 ４ 日　 陕西省副省长范肖梅到延安市南泥湾镇调研计划生育工作ꎮ
８ 月 ２９ 日　 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到延安市考察ꎬ 就如何搞好基础教育工作与中小

学校长进行座谈ꎮ
９ 月 ２１ 日　 第七届全国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小城市发展会议在

延安市召开ꎬ 省委常委、 副省长徐山林出席会议ꎬ 中共延安市委书记马福雄致欢迎词ꎮ
９ 月 ２２~２８ 日　 延安市举办首届苹果节ꎬ 来自广东、 福建、 上海、 江苏、 湖北等 １０

个省、 １５ 个大中城市的百余名客商参加苹果节ꎬ 苹果现货成交 ３２ ３４ 万千克ꎮ
１０ 月 ５ 日　 延安市新建文化馆正式对外开放ꎬ 结束长达 １５ 年的闭馆历史ꎮ
１０ 月 １９ 日　 省委常委、 省公安厅厅长艾丕善到延安市检查公安工作ꎮ
１１ 月 ２９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在省政协主席周雅光陪同下ꎬ 到延安市考察农

业农村工作ꎮ
１２ 月　 柳林乡粮食总产 ６４７ 万千克ꎬ 人均产粮 ５４０ 千克ꎻ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３２６７ 万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１９０ 元ꎬ 成为全市第一个农民粮、 钱收入双过千的乡镇ꎮ
是月　 南泥湾钻采公司实现日产原油破百吨ꎬ 年总产量达 ３ ８ 万吨的目标ꎬ 实现利

税 １２０１ ２９ 万元ꎬ 被评为 “陕西省经济明星企业”ꎬ 进入延安地区中型企业行列ꎮ
是年　 延安市被农业部等七部委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建设试验重点区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决定: 建立教育基金ꎬ 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 日起征

收干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２％作为教育基金ꎮ
２ 月 ９ 日　 李鹏总理为延安希望小学题词: 祝延安希望小学的小朋友们春节快乐ꎮ
３ 月 １２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决定: 设立延安市希望工程基金ꎬ 并成立理事

会ꎮ 名誉理事长马福雄ꎬ 理事长周万龙ꎬ 副理事长牟晓良、 冯毅、 李芳琴、 李秀英ꎮ
３ 月 ２６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批转 «延安市市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ꎮ
４ 月 ２８ 日　 延安市公开拍卖市区客运线路ꎬ 使城市交通管理走向市场化ꎮ
５ 月 ２０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决定: 在全市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ꎮ
５ 月 ２５ 日　 林业部、 人事部授予延安市 “３ 年无森林火灾先进单位” 称号ꎮ
是月　 延安市发生大面积兔、 鼠灾害ꎬ 姚店镇 ３５ 个村庄、 ９００ 公顷苹果树受损ꎬ 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０ 多万元ꎮ
是月　 中电联理事张绍贤和西北电管局局长刘宏在南泥湾现场办公ꎬ 落实资金 １００

多万元ꎬ 为南区 ３ 个乡镇 １５ 个行政村架设电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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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１ 日　 延安市兴盛桥建成通车ꎮ
８ 月 １８ 日　 延安市嘉岭大桥建成通车ꎮ
９ 月 ８ 日　 张思德烈士浮雕像在延安枣园 «为人民服务» 讲话台旧址揭幕ꎮ
９ 月 ２２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在省委副书记刘荣惠等陪同下ꎬ 到延安市考察

老区建设工作ꎮ
１２ 月　 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副主席张鹤龄在政协延安地区工委主任姚代明、 市长

周万龙的陪同下ꎬ 对延安市芦草湾流域治理、 枣园村千亩川地苹果科技示范点、 东二十

里铺流域进行考察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９ 日　 延安市商会成立ꎬ 与延安市工商联合署办公ꎮ
是日　 延安地区体校射击场弹药库一箱运动步枪子弹 (８３００ 发) 被盗ꎬ 市公安局用

４ 个小时破获这起特大子弹失窃案ꎬ 嫌犯张某某被收审ꎮ
１ 月 １４ 日　 延安市公安局破获 “１９９５ １ １” 凶杀案ꎬ 嫌疑人高某某、 任某某被缉拿

归案ꎮ
２ 月 ２ 日　 延安市桥沟乡全乡农业总产值达 １ ２３ 亿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１３０３ 元ꎬ

成为延安市第一个亿元乡ꎮ
３ 月 １１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命名、 表彰庙沟、 枣园、 飞马河等 ６２ 个 “小康

村”ꎮ
４ 月 ５ 日　 陕北最大的商业城———延安市二道街商业城开业ꎬ 延安行署奖励工程建

设单位 ２０ 万元ꎮ
４ 月 ９ 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程安东到姚店油区检查指导工作ꎮ
４ 月 ２３ 日　 纪念 “七大” 大会在杨家岭召开ꎬ 地委书记遆靠山出席并讲话ꎬ 市委书

记马福雄、 市长周万龙等与延安各界群众 ２０００ 多人参加大会ꎮ
４ 月 ２４ 日　 香港新华银行董事会顾问马青华到柳林乡和桥沟乡考察教育工作ꎬ 并代

表香港新华银行董事会向延安市桥沟乡尹家沟村捐资 ３０ 万元ꎬ 用于修建希望小学ꎮ 同

时ꎬ 捐助 ５ 万元港币设立奖学金ꎮ
６ 月 １ 日　 延安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 ５０ 个生态农业县市之一ꎮ
７ 月 ２４ 日　 中共延安市委书记马福雄、 市长周万龙宣布: 全市 ２４ 个乡镇实现村村

通电ꎮ 省委书记安启元打电话表示祝贺ꎮ
１２ 月 ５ 日　 在全国第三次消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日当天ꎬ 延安行署专员张志清、

副专员白灏辰在市委书记马福雄、 市长周万龙、 市委副书记牟晓良的陪同下ꎬ 前往洛杉

矶保育院、 第二幼儿园为 ４ 岁以下儿童喂服预防小儿麻痹糖丸ꎮ 同日ꎬ 行署副专员梁凤

民、 延安地区防疫站站长司全民、 延安市副市长李芳琴在青化砭镇、 梁村乡参加为儿童

喂服糖丸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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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８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表彰奖励任慧智、 郭志清、 王佃林 ３ 个小流域治

理大户ꎬ 各奖励现金 １ 万元ꎮ
２ 月 １４ 日　 陕西省副省长巩德顺到延安市考察工作ꎬ 就如何启动树立圣地新形象工

程召开座谈会ꎮ
２ 月 １９ 日　 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延安ꎬ 与延安人民一起欢度春节ꎮ 国务委员、 国务院

秘书长罗干ꎬ 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陪同ꎮ 李鹏总理在省、 地、 市领导的陪同下看望枣园

群众和杨家岭希望小学的师生ꎬ 并向小学生赠送彩电和学习用品ꎮ
３ 月 ６ 日　 市委、 市政府决定实施 “双万工程”ꎬ 选派 １８０ 名党政机关优秀年轻干部

到农村任职ꎬ 担任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副主任ꎮ
３ 月 ２７ 日~４ 月 １ 日　 省长程安东、 副省长王寿森到延安市考察工作ꎬ 延安市市长

周万龙汇报延安市万亩森林滴灌工程等项目情况ꎮ
４ 月 ７ 日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到延安市考察老区建设工作ꎮ
４ 月 ２３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授予李清明 “见义勇为勇士” 荣誉称号ꎮ
５ 月 ６ 日　 延安市人民政府批准新建的延安市图书馆ꎬ 恢复延安 “中山图书馆”

馆名ꎮ
５ 月 ９ 日　 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持刀抢劫案ꎬ 郭某某、 张某某等 ４ 名嫌犯被抓捕

归案ꎮ
６ 月 １２ 日　 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高宜新在中共延安市委书记马福雄、 市长周万龙陪同

下ꎬ 到延安市考察工作ꎮ
７ 月 １５ 日　 市公安局打掉一个利用信用卡诈骗、 贩卖假币的犯罪团伙ꎬ 该团伙诈骗

现金 ５ 万元ꎬ 贩卖假币 ３ 万多元ꎬ 嫌犯路某、 张某某被警方抓获ꎮ 　 　
７ 月 １８ 日　 延安市安居工程在旧飞机场东段启动实施ꎬ 工程占地面积 ２ ８ 公顷ꎬ 建

筑面积 ５ ５ 万平方米ꎬ 计划投资 ４５００ 万元ꎮ
８ 月 ２ 日　 香港三联会捐款 ４０ 万元修建柳林乡王家沟小学ꎮ
是日　 上海铁道大学捐赠延安市元龙寺乡胡家河村小学彩电 １ 台ꎬ 勤工助学基金 １

万余元ꎬ 并募捐善款 １ ３ 万余元ꎮ
８ 月 ６ 日　 卫生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授予延安市妇幼保健院

“爱婴医院” 牌匾ꎮ 即日ꎬ 举行爱婴医院挂牌仪式ꎮ
８ 月 １２ 日　 延安市举行敬塑毛泽东铜像捐款仪式ꎬ 全市共收到捐款 ２６ ６ 万元ꎮ
８ 月 ２６ 日　 中央电视台 “心连心” 艺术团在延安体育场进行慰问演出ꎬ 参加演出活

动的有彭丽媛、 冯巩、 蔡明、 郭达、 宋祖英、 赵忠祥、 倪萍等艺术家ꎮ
９ 月 ８ 日　 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地、 市领导陪同下ꎬ 到延安市调研ꎬ 走访延安市

枣园村农户ꎮ
１１ 月 １ 日　 市公安局保安大队破获一起贩卖假烟案ꎬ 共查获假烟 ４７０ 箱ꎬ 涉案金额

达 １３０ 余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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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６ 日　 毛泽东铜像运抵延安ꎬ 延安地、 市领导刘兆年、 许胜利、 姚代明、 周万

龙、 康永强、 方世新等与延安各界群众一起迎接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　 延安市改为宝塔区ꎬ 原中共延安市委改称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ꎬ 原延

安市人民政府改称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ꎮ
是日　 宝塔区委、 区人大、 区政府、 区政协、 区纪检委及区检法两院举行换牌

仪式ꎮ
是年　 延安市被林业部确定为全国山区综合开发试点区ꎮ
是年　 延安市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幼卫生新增合作项目” 正式

启动ꎬ 以 “两降低一消灭” 为目标的母婴工程全面实施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在全国 “双拥” 模范城 (县) 命名表彰大会上ꎬ 宝塔区再次被命名为

“全国双拥模范城”ꎮ
２ 月 １６~１７ 日　 国务委员李贵鲜到延安市宝塔区考察老区建设工作ꎮ
２ 月 １８ 日　 延安市亚圣大厦发生特大火灾ꎬ 死亡 １ 人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００ 多万元ꎮ
２ 月 ２４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到延安市宝塔区考察老区

建设工作ꎮ
２ 月 ２８ 日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摧毁连续作案数十起的特大盗窃团伙ꎬ 犯罪嫌疑

人孙某某、 李某某等落入法网ꎮ 该盗窃团伙从 １９９３ 年起ꎬ 先后在兰州、 延安、 洛川、 子

长等地撬盗保险柜 ４０ 余个ꎬ 盗窃财物总价值达 ８０ 多万元ꎮ
５ 月 １９ 日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决定: 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向马维、 曹延安、

拓生平 ３ 位同志学习活动ꎮ
６ 月 １０ 日　 延安市工商局宝塔分局挂牌ꎬ 原宝塔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更名为延安市工

商局宝塔分局ꎮ
６ 月 １７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率国务院

有关部委领导到延安市考察工作ꎬ 省委书记安启元、 省长程安东、 市委书记高宜新、 市

长刘孝文、 区委书记马福雄等陪同ꎮ 姜春云实地考察宝塔区枣花流域治理情况ꎬ 并到万

花山乡罗崖村村民张印发家进行调研ꎮ
９ 月 ２６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在市委副书记忽培元等人的陪同下ꎬ 考

察枣花流域治理、 万花山等风景旅游区ꎮ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中共延安市委决定: 任命韩烨为中共宝塔区委委员、 常委、 书记ꎬ 冯

毅为宝塔区委副书记ꎮ 同时ꎬ 免去马福雄区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ꎬ 免去周万龙区委

副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ꎬ 免去张小民区委委员、 副区长职务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　 区人大第十三届常委会 ２７ 次会议决定: 任命冯毅为宝塔区人民政府代

区长ꎮ
１１ 月 １０ 日　 宝塔区抽调 ２５９ 名干部ꎬ 与乡镇干部一起到 １４４ 个行政村开展为期 ３

个月的土地延长承包期工作ꎮ

９１

大事记 　



大事记

１２ 月 ８ 日　 中共延安市委决定: 任命张俊雷为宝塔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ꎮ
１２ 月 ９ 日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２９ 次会议决定: 任命呼延鹏、 孙

树清、 刘亚那、 张春阳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ꎮ
１２ 月 ２０ 日　 宝塔区被省政府授予 “全省科技工作先进区” 称号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 日　 中国共产党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出席大会代表 ２０１ 名ꎮ
区委书记韩烨在大会上作题为 «两年打基础ꎬ 三年上台阶ꎬ 为实现宝塔区跨世纪宏伟目

标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１ 月 ３ 日　 中国共产党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ꎬ ３４ 名区

委委员、 ６ 名候补委员参加会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区委常委ꎬ 即韩烨、 冯毅、 丁成年、 董

智安、 雷增高、 王金玉、 张世祥、 张俊雷、 薛占海ꎻ 选举韩烨为区委书记ꎻ 冯毅、 丁成

年、 董智安、 雷增高为区委副书记ꎮ 同时ꎬ 在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上ꎬ 选举王金玉为

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ꎮ
１ 月 １８ 日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会议选举刘正中为区

政协主席ꎬ 兰振汉、 侯俊海、 李文铭、 郭春兰 (女) 为区政协副主席ꎬ 张昊明为秘书

长ꎬ 马振虎等 １９ 人为常务委员ꎮ
１ 月 １９ 日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８６

人ꎮ 会议选举韩耕洲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孙广森、 高雨田、 朱万有、 马维 (女) 为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ꎻ 选举冯毅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区长ꎬ 王建军、 呼延鹏、 刘亚那、 张春

阳 (女) 为区政府副区长ꎬ 选举符善荣为区人民法院院长、 白清琦为区检察院检察长ꎮ
５ 月 ９ 日　 江苏无锡华城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俞金山一行 ６ 人在区有关领

导的陪同下ꎬ 到松树林乡大南沟村为该村捐资 ４ 万元修建无锡市华城希望小学ꎮ 同时ꎬ
捐助服装 ６０ 套ꎬ 以及收录机、 收音机等教学用品ꎮ

５ 月 １１ 日　 省委党校第 ２３ 期地厅级领导干部研究班学员一行 ２３ 人ꎬ 到宝塔区对黄

土高原综合治理、 县区石油开发和财源建设等进行考察ꎮ
５ 月 ３０ 日　 省、 市、 区牙防新长征领导小组成员ꎬ 与区育才小学、 一幼、 二幼等

校、 园的代表ꎬ 在东关小学举行万人牙防保健签名活动ꎮ 在签名仪式上ꎬ 高露洁公司向

延安市捐赠价值 ８ 万元的口腔保健品ꎮ
６ 月 ９ 日　 宝塔区被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人民政府授予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

(区) ” 称号ꎮ
６ 月 １１ 日　 宝塔区被评选为 “全国体育先进县 (区) ”ꎮ
８ 月 ５ 日　 宝塔区第三次被命名为 “全省双拥模范城”ꎮ
１０ 月 ６ 日　 延安市宝塔区广播电视局新闻影视中心成立ꎮ
１０ 月 １６ 日　 经过省上统一评估验收ꎬ 宝塔区计划生育 “三为主” 工作基本达标ꎬ

被评为计划生育 “三为主” 达标县区ꎮ
１０ 月 ２８ 日　 南区供销大厦开业庆典仪式在南区供销社举行ꎮ 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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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处处长何方明ꎬ 省供销社主任张凯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ꎬ 市政府副市长许胜

利ꎬ 区人民政府区长冯毅等出席庆典仪式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　 全区扫盲工作顺利通过省政府检查验收ꎬ 被授予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区” 称号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　 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所挂牌成立ꎮ
１２ 月 ３ 日　 深圳职技学院捐资 １４ 万元修建的 “深职院” 希望小学ꎬ 在枣园镇酸刺

沟村落成ꎮ
１２ 月 ２５ 日　 宝塔区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ꎬ 并举行首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ꎬ 区

级六套班子领导和有关方面人士 １５０ 多人参加大会ꎮ 　
是年　 宝塔区被列入国家首批农网改造行列、 被省电力公司列为示范点工程区ꎮ
是年　 由林业部批准ꎬ 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山和万花山被列为 “国家森林公园”ꎮ
是年　 城区个体工商户李晓林创办的 “笑林酒家” 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 “１９９８ 年

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 奖章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到宝塔区ꎬ 看望老红军、 老八路ꎬ 慰问军烈属ꎮ
１ 月 ５ 日　 延安国家直属粮库在宝塔区李渠镇阳山村举行奠基仪式ꎬ 市委、 市政府

领导孙志明、 张社年等出席ꎮ
３ 月 １２ 日　 市、 区在延安大礼堂召开 “城区绿化动员大会”ꎬ 市委副书记、 城区绿

化指挥部政委忽培元主持大会ꎬ 常务副市长、 城区绿化指挥部总指挥张社年作动员讲

话ꎮ 市、 区有关领导张学凯、 韩烨、 李瑞支等出席大会ꎬ 市、 区各部门、 各单位ꎬ 中

央、 省驻延安单位以及驻延安部队科级以上干部 １０００ 多人参加大会ꎮ
４ 月 ２８ 日　 区纪检委在延安宾馆礼堂召开 “粮食局贪腐案” 曝光大会ꎬ 对区粮食局

原局长刘某某伙同杨某某、 加某某等ꎬ 贪污受贿腐败案予以公开曝光ꎮ 刘某某在任区粮

食局局长期间ꎬ 主持私分国有资产 １２８ ７ 万元ꎬ 受贿 １ 万元ꎬ 玩忽职守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１９ ２ 万元ꎬ 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 ２０４ 万元ꎮ
５ 月 ５ 日　 全区数千名中学生在王家坪革命纪念馆广场集会ꎬ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

年ꎬ 并在毛主席铜像前进行宣誓仪式ꎮ
５ 月 １８ 日　 宝塔区通过省扶贫考核验收ꎬ 标志全区人民生活水平越过温饱线ꎮ
６ 月 １０ 日　 全国第四届城市运动会 “世纪之火” 采集火种仪式 ６ 时 ４０ 分在宝塔山

举行ꎬ 宝塔区第五中学女生焦亚楠采集火种ꎬ 并点燃火炬ꎮ ８ 时ꎬ 火种传递向西安进发ꎮ
８ 月 ６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

院副总理温家宝在省、 市领导的陪同下ꎬ 考察宝塔区流域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情况ꎮ 在

考察燕沟流域治理区时ꎬ 朱镕基总理提出 “退耕还林 (草)ꎬ 封山绿化ꎬ 个体承包ꎬ 以

粮代赈” 的治理总体思路ꎮ 随后ꎬ 朱镕基一行又到柳林康圪崂村农民刘克兴家了解情

况ꎬ 号召广大农民把过去的 “兄妹开荒”ꎬ 变成现在的 “兄妹植树”ꎮ
９ 月 ２７ 日　 全区 “两基” 达标工作经省政府教育督导团的评估验收ꎬ 达到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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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的标准ꎬ 被省政府授予 “两基” 达标县

(区) 称号ꎮ
１２ 月 ５ 日　 在全国第七次消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日之际ꎬ 市委书记高宜新、 市长

王侠等ꎬ 到区第一幼儿园、 区粮食局幼儿园给孩子们喂服免疫糖丸ꎮ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凌晨ꎬ 延安东关汽车站候车室二楼金龙茶苑发生重大火灾ꎬ 造成 ５ 人

死亡ꎮ
２ 月 ２７ 日　 宝塔区被农业部评选为 “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县 (区) ”ꎮ
４ 月 １９~２３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延安考

察工作ꎬ 先后考察子长、 延川、 宝塔区春耕生产、 防沙治沙和生态建设工作ꎮ
是月　 区人民政府被省安全委员会评为 “１９９９ 年度安全生产管理先进单位”ꎻ 被市

委、 市政府评为 “１９９９ 年度全市环保工作先进县 (区) ”ꎮ
５ 月 １７ 日　 原宝塔区第一、 第二、 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联合成立延安联昌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ꎬ 总公司在册职工 １２８０ 名ꎬ 注册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ꎬ 拥有各种机械设备

７４３ 台 (件)ꎮ
５ 月 ２８ 日　 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为团长的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ꎬ 到宝塔区枣花

流域进行视察ꎮ
５ 月 ３０ 日　 市领导高宜新、 张钟灵、 韩烨、 刘廷礼、 郭慧君、 霍凤梅、 石峻贤等看

望儿童福利院、 区二幼的小朋友和教职员工ꎬ 并与他们一起欢度 “六一” 儿童节ꎮ
５ 月 ３１ 日　 宝塔区 “三讲” 教育工作总结大会在延安宾馆礼堂召开ꎬ 省委巡视组组

长王勤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ꎬ 区长冯毅参加会议ꎮ
７ 月 ８ 日　 宝塔区工业企业家协会成立ꎮ
７ 月 １７ 日　 全省农民教育现场会在宝塔区召开ꎬ 省委常委栗战书出席会议ꎮ 会议第

一阶段观摩区柳林镇柳林村、 后孔家沟村、 枣园镇枣园村、 酸刺沟村农民教育工作ꎻ 第

二阶段在西安进行交流座谈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作经验介绍ꎮ
８ 月 ８ 日　 宝塔区首家基层农机综合服务站在姚店镇杨家砭村建成投入使用ꎬ 该站

占地 ４ ７ 亩ꎬ 总投资 ８０ 万元ꎮ
９ 月 １ 日　 由深圳大方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２６ 万元修建的希望小学ꎬ 在官庄乡建成ꎮ
９ 月 ９ 日　 宝塔区各中小学的师生和家长近万人在延安体育场集会ꎬ 隆重庆祝第 １６

个教师节ꎮ 史小步等 ５５ 名优秀教师、 刘向峰等 １８ 名先进教育工作者、 马小静等 １４ 名模

范班主任、 师志忠等 ５ 名先进德育工作者、 杨桂梅等 １０ 名教学教改能手、 张世岗等 ７ 名

勤工俭学先进个人、 王西林等 ５ 名尊师重教先进个人分别受到表彰ꎮ
９ 月 １９~２１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带领部分政协常委、 委员到延安考察 “保护

母亲河行动” 实施情况ꎻ 在宝塔区考察青化砭项目区、 罗沟流域生态治理项目等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　 中央金融工委绿色环保行动———枣园、 河庄坪 “会员林” 工程启动ꎬ

该工程由中央金融工委女职工捐资 １００ 万元ꎬ 计划造林 ５０００ 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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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月 ２７ 日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 枣园基干民兵连被陕西省军区评为 “部队和民兵

预备役基层建设先进单位”ꎮ
１１ 月 ９ 日　 宝塔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开业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出席开业

仪式ꎮ
１１ 月 １６ 日　 省委常委、 省纪检委书记李焕政在延安宾馆召集市、 区纪检委领导ꎬ

座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ꎮ 市委常委、 市纪检委书记张钟灵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

记韩烨等参加ꎮ 李焕政书记在听取区纪检委书记王金玉的工作汇报后ꎬ 对区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　 南泥湾钻采公司举行年产原油 ２２ 万吨庆典仪式ꎬ 市委、 市政府向南泥

湾钻采公司发来贺信ꎮ 市委副书记孙志明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福雄ꎬ 副市长梁凤

民ꎬ 市委常委、 宝塔区委书记韩烨等出席仪式ꎮ
是月　 宝塔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评为 “陕西省文化先进县 (区) ”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宝塔区计划生育局职工胡某驾驶吉普车从吴旗县城前往该县周湾镇ꎬ 行

至吴 (旗) 长 (城) 公路红柳河畔ꎬ 由于路面结冰ꎬ 车速过快ꎬ 驾车操作不当ꎬ 致车横

滑ꎬ 翻入左侧 ２５ ３ 米深的山崖下ꎬ 造成 ４ 人死亡ꎬ ３ 人受伤ꎮ
３ 月 ８ 日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决定: 将宝塔区中医院整体上划延安市ꎬ 成立延

安市中医医院ꎬ 并举行挂牌仪式ꎮ
４ 月 ２７~２８ 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马铁山到冯庄乡前、 后安沟村的小

煤矿检查矿井安全生产情况ꎮ
５ 月 １６ 日　 中直机关 “女职工林” 标志碑揭碑仪式在宝塔山举行ꎬ 中直机关工委副

书记伍绍祖ꎬ 市委书记王侠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ꎬ 以及来自中直机关 ２３ 个部委

的女职工代表参加仪式ꎮ
５ 月 ２５ 日　 区政府召开中小学 “四制” (校长聘任制、 教师聘用制、 任期岗位目标

责任制、 结构工资制) 改革动员大会ꎬ 全面启动中小学 “四制” 改革工作ꎮ
５ 月 ２９~３１ 日 　 在 “六一” 儿童节来临之际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ꎬ 区长冯

毅ꎬ 区委副书记董智安ꎬ 区委常委、 纪检委书记李炳智等领导ꎬ 分别到柳林镇北沟村小

学、 万花山乡毛堡则小学、 粮食局幼儿园、 儿童公园等地看望少年儿童ꎮ
６ 月 １２ 日　 省委副书记艾丕善在省、 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ꎬ 到川口乡、 柳林镇就农

村开展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教活动进行调研ꎮ
６ 月 ２１ 日　 “党在我心中” 南湖红船圣地行活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举行ꎬ 团中央书

记处书记赵勇ꎬ 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张保庆ꎬ 市委书记王侠ꎬ 市长张社年ꎬ 以及贵

州、 浙江等地的嘉宾与宝塔区各界群众 ３０００ 多人参加活动ꎮ
７ 月 １ 日　 宝塔区桥沟镇尹家沟村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ꎮ
７ 月 ８ 日　 由陕西省电力公司资助 １２０ 多万元建设的延安宝塔山光明工程启用仪式

于当晚举行ꎬ 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谢社林启动光明工程按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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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 １１ 日　 位于万花山乡花园头村万花山景区的延安民俗文化村落成并对外开放ꎮ
７ 月 １３ 日　 第 ２１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火炬传递到达延安市宝塔区ꎬ 市委、 市政府

在延安大学体育场上举行火炬传递仪式ꎮ 在 ５ 个方阵 ５０５ 名大学生组成的助跑队伍护送

下ꎬ 火炬经王家坪大桥、 北关街、 中心街、 延河大桥ꎬ 到达解放剧院广场ꎮ
７ 月 ２０ 日　 新华社副社长、 常务副总编何平ꎬ 陕西分社社长郭献文ꎬ 副社长于绍良

一行在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郝飚陪同下ꎬ 到麻洞川林场、 燕沟流域治理区、 柳林镇赵

庄村、 韭菜沟等地进行调研ꎮ
７ 月 ２２ 日　 王家坪汽车联营公司总经理王西林捐资 ２００ 万元ꎬ 对 ２１０ 国道虎头峁至

南二十里铺两侧进行绿化ꎮ
７ 月 ２４ 日　 宝塔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荣获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年 “全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先进集体” 称号ꎮ
９ 月 １０ 日　 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王侠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一行到延安中学、 宝

塔区一中、 市实验中学慰问教师ꎮ
９ 月 １４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在省、 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ꎬ 到燕沟流域治理区

考察秀美山川建设情况ꎮ
９ 月 ２６ 日　 区委、 区政府研究决定: 成立宝塔区禁毒委员会ꎬ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ꎻ

办公室设在区公安分局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　 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王侠ꎬ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郑永强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韩烨陪同下ꎬ 到蟠龙镇四咀村、 纸房沟村、 芦坪村ꎬ 贯屯乡龙湾村ꎬ 元龙寺乡

杨家沟村等地ꎬ 就村级组织建设、 干部作风、 农民负担等问题进行调研ꎮ
１１ 月 ７ 日　 在杨凌农高会上ꎬ 宝塔区与宝鸡市金果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达成

协议ꎮ 由该公司向宝塔区无偿捐赠价值 ４ 万元的 １ 万株优质苗木ꎬ 并以特优价提供优质

苗木 ３ 万株ꎬ 价值 １０ 万元ꎮ 副省长陈宗兴ꎬ 省政府副秘书长、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张光强等出席签字仪式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　 宝塔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２４ 次会议通过 «关于撤乡并镇工作的决

定»ꎮ 决定撤销下坪乡并入蟠龙镇ꎬ 撤销张坪乡并入梁村乡ꎬ 撤销碾庄乡并入李渠镇ꎬ
撤销丁庄乡并入冯庄乡ꎮ 至此ꎬ 全区由原来的 ２４ 个乡镇撤并为 ２０ 个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一辆满载 ３３ 名乘客的中巴车与一辆东风翻斗车在李渠镇杨兴庄相撞ꎬ
造成 １ 名男司机和 ２ 名妇女当场死亡ꎬ ２５ 人受伤ꎮ

２ 月 ８ 日　 全市第一个社区———宝塔区七里铺社区居委会挂牌成立ꎮ
２ 月 １３ ~ １５ 日　 省长程安东在市委书记王侠、 市长张社年的陪同下ꎬ 慰问老红军、

老八路、 生产一线职工和福利院孤儿、 员工ꎮ
２ 月 ２４ 日　 宝塔区重奖科技人员和优秀校长ꎬ 奖励原延安市科技副市长杨毅刚 ５ 万

元ꎻ 奖励区第四中学校长刘向峰 ３ 万元、 上浮 ２ 级工资ꎮ
３ 月 ２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延安市考察工作ꎬ

４２



看望老区人民ꎬ 并在宝塔区主持召开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座谈会ꎮ
４ 月 ５ 日　 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植树揭碑仪式在宝塔山举行ꎬ 副省长陈宗兴、

省政协副主席姜信真、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主任周其凤院士、 中国科协副主席韩启德院士

等出席ꎮ 　 　
４ 月 １７ 日　 延安市运输总公司二公司的一辆中巴客车ꎬ 在行驶到姚店镇郑崖村时翻

入十多米深的悬崖下ꎬ 造成 １０ 人当场死亡、 １０ 人受伤ꎬ 其中 ４ 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ꎮ
４ 月 ２３ 日　 杨家岭村修建的 ２６８ 孔石窑洞群组成的石窑宾馆开始试营业ꎮ
６ 月 ２４ 日　 区职教中心通过省级重点职业高中的评估验收ꎬ 这是延安市唯一一所省

级重点职业高中ꎮ
７ 月 ３ 日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旧址暨全国公安系统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凤

凰山街道办事处棉土沟举行ꎬ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和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省纪委书记董

雷等出席授牌仪式ꎮ
７ 月 １６~１７ 日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副总理温家宝到延安市宝塔区考察调研ꎬ 先后

考察川口镇党庄流域、 柳林镇燕沟流域退耕还林、 水土保持工作ꎬ 并听取宝塔区退耕还

林工作汇报ꎮ
８ 月 １４ 日　 水利部副部长敬正书、 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在省水利厅厅长彭谦的陪同

下ꎬ 到宝塔区考察新庄科流域、 碾庄流域治理情况ꎮ
８ 月 １８ 日　 七里铺小学被全国妇联、 教育部命名为 “全国优秀示范家长学校”ꎬ 市

上领导忽培元、 冯继红出席授牌仪式ꎮ
９ 月 ２ 日　 陕北水保环境建设启动仪式在宝塔区举行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

春云参加启动仪式ꎻ 与会代表参观宝塔区燕沟、 碾庄、 新庄科流域水保生态建设ꎮ
１２ 月 ４ 日　 中共延安市委决定: 高春义任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委员、 常委、 书记ꎬ

宝塔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９~２２ 日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ꎮ 会议选举高春义、 董智

安、 李炳智、 呼延鹏、 王建军、 侯世怀、 雷元富、 杨宏禄、 张永祥、 李志锋为区委常

委ꎬ 高春义为区委书记ꎬ 董智安、 李炳智、 呼延鹏为区委副书记ꎮ 同时ꎬ 在区纪律检查

委员会上ꎬ 选举李炳智为区纪委书记ꎮ
２ 月 ２５~２７ 日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ꎮ 会议选举张俊

雷为区政协主席ꎬ 郭春兰、 张锦亮、 李延芳、 曹卉、 雷世全为区政协副主席ꎬ 胡延斌为

秘书长ꎮ
２ 月 ２５ 日~３ 月 １ 日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出席

代表 １８６ 人ꎮ 大会选举韩耕洲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高雨田、 马维 (女)、 孙树清、 王

座山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选举王建军、 呼世杰、 杨东平、 高鹰 (女)、 张建朝、 张

兴虎为副区长ꎬ 选举常东山为区法院院长、 张银祥为区检察院检察长ꎮ
４ 月 ２３ 日　 延安市委副书记、 市政协主席忽培元带领市、 区有关负责人检查城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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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卫生及 “非典” 防治工作ꎮ
４ 月 ２４ 日　 省委常委、 延安市委书记王侠在忽培元、 冯继红等陪同下ꎬ 到火车站、

汽车站、 机场、 延大附院、 北关小学检查 “非典” 防治工作ꎮ
５ 月 １６ 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兆年、 副主任苏建荣、 副市长冯继红在区委书记高

春义等陪同下ꎬ 检查市、 区疾控中心及医疗单位预防 “非典” 工作ꎮ
５ 月 ３０ 日　 首批来自延大附院、 市医院、 市中医院、 区医院的 ８２ 名医护人员正式

进驻宝塔区枣园镇邓家沟 “非典” 集中治疗区ꎮ
７ 月 ２４ 日　 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朱士俊少将带领专家医疗队一行 １８ 人在副市长冯继

红的陪同下ꎬ 到枣园村等地为老干部、 老红军和群众义诊ꎮ
８ 月 １２ 日　 省委常委、 延安市委书记王侠ꎬ 市长张社年到宝塔区调研ꎮ
８ 月 ２８ 日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宝塔分局被国家税务总局授予 “全国税务系统文明单

位”ꎮ
９ 月 ６ 日　 由深圳团市委、 福州康居工程公司各捐资 ２０ 万元修建的桥沟镇深桥希望

小学落成ꎬ 习仲勋的妻子齐心ꎬ 女儿齐桥桥ꎬ 市委副书记、 市政协主席忽培元出席竣工

剪彩仪式ꎮ
１１ 月 ２３ 日　 省委副书记、 省纪委书记董雷在市委副书记、 市纪委书记张钟灵陪同

下ꎬ 考察宝塔区川口乡党庄流域、 柳林镇太春沟流域治理ꎬ 并听取宝塔区退耕还林和党

风廉政工作汇报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６ 日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被中共陕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 省军区授予 “先进团

级单位” 称号ꎮ
１ 月 ２９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的陪同下ꎬ 到枣

园镇枣园村调研ꎮ
是月　 宝塔区被科技部授予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区) ” 荣誉

称号ꎮ
２ 月 ２７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的陪同下ꎬ 到姚

店镇贺家沟村宣讲 “中央 １ 号文件”ꎮ
３ 月 ３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的陪同下ꎬ 到南

泥湾镇考察南泥湾旧址建设ꎮ
３ 月 １７ 日　 宝塔区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市科协主席姬乃荣、 区政协主席张俊

雷、 区政府副区长呼世杰等出席ꎬ 大会通过 «宝塔区科协章程»ꎮ
３ 月 ２８ 日　 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破获市首例雇凶杀人案ꎬ 出资 ３０ 万元雇凶杀夫的丁

某某等 ５ 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ꎮ
４ 月 １４ ~ １６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到宝塔区ꎬ

就基层文化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调研ꎮ
４ 月 ２７ 日　 中铝公司总经理郭声琨在省长贾治邦ꎬ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ꎬ 省委

６２



秘书长李堂堂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等陪同下ꎬ 考察宝塔区桥沟中学校址ꎬ 并出

席向桥沟中学捐款仪式ꎮ
５ 月 ８ 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ꎬ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德铭在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社年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等陪同下ꎬ 到姚

店镇炭家湾村、 甘谷驿镇小张沟村就春耕生产、 农民增收进行调研ꎮ
５ 月 １４ 日　 宝塔区与浙江台州市椒江区缔结为友好区ꎮ
５ 月 ２２ 日　 由中国网通集团公司资助 １６０ 万元援建的宝塔区南泥湾网通希望小学落

成ꎬ 中国网通集团党组书记、 总经理张春江ꎬ 副省长潘连生为中国网通南泥湾希望小学

揭牌ꎮ 同时ꎬ 中国网通集团公司向南泥湾希望小学捐赠助学金、 奖学金 ３０ 万元ꎮ
是日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ꎬ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为 “南泥湾青年活动

中心” 揭牌ꎮ
５ 月 ２６ 日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邹庚壬、 副政委张秋祥率军区支援西部大开发观摩

团ꎬ 到枣园镇庙咀沟考察小流域治理工程ꎮ
５ 月 ２８ 日　 省政协副主席刘石民带领省政协农村科普及实用技术培训工作调研组ꎬ

到甘谷驿镇小张沟村科技养猪示范基地、 姚店镇罗沟村山地果树培育基地进行专题调

研ꎮ 市委副书记刘雪松、 市政协副主席张宏等陪同ꎮ
６ 月 １６ 日　 宝塔区柳林镇、 官庄乡等 １５ 个乡镇 １９９ 个行政村先后 ５ 次遭受冷冻、

风雹灾害袭击ꎬ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４７８０ ５ 万元ꎮ
是月　 宝塔区被陕西省评为省级老龄工作先进区ꎮ
９ 月 ７ 日　 民进中央在松树林乡陈则沟杏园琴希望小学召开全国 “科技扶贫、 生态

扶贫” 现场会ꎬ 全国人大常委、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立平ꎬ 省政协副主席、 民进陕西省主

委刘锦才ꎬ 市委副书记郑永强ꎬ 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等出席现场会ꎮ
９ 月 ９ 日　 陕北草业机械化演示现场会在宝塔区甘谷驿镇召开ꎬ 来自省内外 ４０ 余家

企业的 ７３ 种机械产品参展ꎮ 省农机局副局长惠志峰、 市委副书记王建军出席演示会ꎮ
９ 月 １７ 日　 省军区政委王振西到宝塔区考察人民武装工作ꎮ
９ 月 １９ 日　 中日友好讲学会会长平天成人一行 １２ 人为冯庄乡沟门小学捐赠 １０ 万日

元ꎬ 资助贫困儿童上学ꎮ
９ 月 ２５ 日　 延河饭店、 实验饭庄与北京首建集团联合开发项目签约仪式在延安宾馆

举行ꎮ
１０ 月 １ 日　 总投资 １１２８ 万元、 占地 １ ９ 万余平方米的石佛沟大桥广场建成开放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　 副省长王寿森在副市长李文浩等陪同下ꎬ 到姚店镇柏林湾村考察苹果

产业发展情况ꎮ
１１ 月 ９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ꎬ 市委常委、 组

织部部长高合元等陪同下ꎬ 到宝塔区贯屯乡、 蟠龙镇、 冯庄乡就农业 “两税”、 产业开

发、 基层组织建设等进行调研ꎮ
是年　 宝塔区被授予 “国家级酸枣仁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 “陕西省中药材规范种

植基地县 (区) ” 称号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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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８ 日　 西安市中心医院与区医院缔结友好单位签字仪式在宝塔区医院举行ꎮ
３ 月 １ 日　 宝塔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成立ꎬ 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ꎮ
３ 月 ２２ 日　 汉中市汉台区与延安市宝塔区缔结为友好关系ꎮ
４ 月 ６ 日　 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到宝塔区松树林乡陈则沟村科教扶贫点考察ꎮ
４ 月 ３０ 日　 农业部副部长于永维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的陪同下ꎬ 到宝塔区

冯庄乡农贸公司良种牛繁育中心进行调研ꎮ
是月　 宝塔区被国家人口计生委命名为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先进

县 (区)”ꎮ
是月　 浙江省长兴县与宝塔区缔结为友好关系ꎬ 并举行双拥工作座谈会ꎮ
５ 月 ３ 日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被兰州军区确定为 “民兵规范化建设重点单位”ꎮ
５ 月 ６ 日　 毛泽东后代毛新宇在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雷元富的陪同下ꎬ 参观吴家

枣园毛岸英旧居ꎮ
６ 月 ２９ 日　 延安市市长张社年到官庄、 麻洞川、 临镇镇等乡镇ꎬ 就农业农村工作进

行调研ꎮ
是月　 宝塔区图书馆被文化部评定为 “二级公共图书馆”ꎮ
７ 月 ２２ 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省纪检委书记董雷到宝塔区就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ꎮ
８ 月 １６ 日　 陕西山川秀美记者采访团到柳林太春沟流域、 青化砭新庄科流域、 梁村

小刘沟流域、 枣园张天河流域就退耕还林以及农村产业的发展进行采访ꎮ
８ 月 ２２ 日　 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巩德顺为组长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以下简称 «药品管理法» ) 执法检查组ꎬ 到宝塔区医院就 «药品管理法» 贯彻实施情

况进行检查ꎮ
９ 月 １０ 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宜新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兆年ꎬ 市委常委、 区

委书记高春义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世清等陪同下ꎬ 到柳林镇调研ꎮ
９ 月 ２６ 日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在市、 区有关领导的陪同下ꎬ 到凤凰办事

处文化沟社区、 南市办事处慧泽园小区和南市派出所进行调研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　 日本弘前大学教授福田博之到柳林镇对 ２００ 多户果农进行苹果实用技

术培训ꎮ
１０ 月 １７ 日　 副省长王寿森在副市长李文浩的陪同下ꎬ 到柳林镇、 姚店镇等考察苹

果产业发展情况ꎮ
１１ 月 ９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侠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的陪同下ꎬ 到贯

屯乡、 冯庄乡、 蟠龙镇就 “两税” 减免、 产业开发、 党建工作进行调研ꎮ
１２ 月 １４ 日　 宝塔区贯屯乡卫生院院长刘易因公殉职ꎬ 年仅 ３３ 岁ꎮ
１２ 月 ２６ 日　 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成功破获在市场沟发生的 “１２２７” 杀人案ꎬ 犯罪

嫌疑人何某、 刘某、 任某、 吴某某、 刘某某、 江某被抓捕归案ꎮ

８２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８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部长、 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

领导小组组长贺国强在省委书记李建国、 省长陈德铭以及市、 区主要领导的陪同下ꎬ 到

宝塔区柳林镇后孔家沟村党支部考察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ꎬ 并慰问困难群众ꎮ 同

时ꎬ 在宝塔区政府会议室主持召开农村先进性教育活动座谈会ꎮ
１ 月 １１ 日　 市慈善协会在宝塔区举行春节送温暖献爱心活动ꎬ 市慈善协会将价值 ２０

万元的慰问品委托宝塔区发放给 １９０ 户特困户ꎮ
１ 月 ２７~２９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的陪同下ꎬ 到延安看望慰问老红军、 老八

路、 工作在一线的干部职工和部队官兵ꎬ 与延安市各界人士一起欢度除夕夜ꎻ 并先后到

企业、 农户进行考察调研ꎬ 参观杨家岭、 枣园革命旧址ꎮ
２ 月 ２０ 日　 临镇镇任家塬村被授予 “全国文明村 (镇) ” 称号ꎮ
３ 月 １ 日　 宝塔区对所有 ０~７ 岁儿童实行一类疫苗免费接种ꎬ 为全市首家ꎮ
３ 月 １０ 日　 宝塔区被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命名为 ６７ 个第四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之一ꎬ

成为全省第一批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之一ꎮ
４ 月 １７ 日　 省委先进性教育活动第四巡回检查组组长刘镇一行ꎬ 先后到枣园镇酸刺

沟、 庙沟村ꎬ 川口乡偏桥村和赵尧村了解第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情况ꎮ
６ 月 ３ 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李丽生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中岳以

及市政协副主席、 市委统战部部长李和平ꎬ 市政协副主席、 民盟延安市委主委高长天的

陪同下ꎬ 到宝塔区第四中学、 育才小学进行调研ꎮ
６ 月 ２０ 日　 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宋洪武到宝塔区调研社会治安工作ꎮ
７ 月 ２８ 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 会长王余光ꎬ 中国图书馆学会副主任李国新及

１０ 位中国图书馆学会专家到宝塔区图书馆调研ꎮ
８ 月 ２ 日　 宝塔区出现罕见的雷阵雨、 冰雹天气ꎬ 柳林、 临镇、 官庄等 １８ 个乡镇受

灾ꎬ 损失近 ８０００ 万元ꎮ
是月　 由枣园村创建的 “走进毛泽东展览馆” 布展完毕ꎮ
是月　 市、 区联合投资 ４０ 万元修复冯庄共青团支部革命旧址ꎮ
９ 月 １５ 日　 省天然气公司捐资 １０１ 万元支持枣园镇新农村建设ꎮ
１０ 月 １６ 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宜新带领省林业、 农业等部门负责人ꎬ 到宝塔

区检查退耕还林工作ꎮ
１０ 月 ２３~２６ 日　 宝塔区 “双高普九” 工作顺利通过延安市评估验收ꎮ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ꎮ 会议选举高春义为区委书

记ꎬ 李炳智为区委副书记ꎬ 侯世怀、 雷元富、 杨宏禄、 朱国龙、 杨东平、 高鹰、 张建

朝、 杨树栋、 王子信为区委常委ꎮ 同时ꎬ 在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上ꎬ 选举张建朝为区纪委

书记ꎮ
１１ 月 ３０ 日　 投资 ３００ 多万元的蟠龙战役烈士陵园、 青化砭战役旧址改造工程完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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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 ３~６ 日　 宝塔区普及实验教育工作顺利通过省教育厅评估验收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共陕西省委追授宝塔区贯屯乡卫生院原院长刘易 “优秀共产党员” 称

号ꎮ 此前的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卫生部追授宝塔区贯屯乡卫生院原院长刘易 “人民健康

好卫士” 荣誉称号ꎬ 并决定在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向刘易学习活动ꎻ ９ 月 １０ 日省委、 省政

府追授宝塔区贯屯乡卫生院原院长刘易 “人民好医生” 荣誉称号ꎮ
１ 月 ２０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在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高春义的陪同下ꎬ 到宝

塔区就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检查ꎮ
１ 月 ２４ 日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到宝塔区考察司法行政工作ꎮ
５ 月 １０ 日　 由陕西西美机械设备进出口责任有限公司投资 ７５００ 万元建设的延安圣

安果业有限公司奠基仪式在蟠龙镇蟠龙村举行ꎬ 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强ꎬ 市委常委、 副

市长、 区委书记高春义出席奠基仪式ꎮ
５ 月 ２２~２５ 日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会议选举张俊

雷为区政协主席ꎬ 李延芳 (女)、 曹卉、 孙建华、 王宁、 刘乐萍 (女) 为区政协副主席ꎬ
付永发为秘书长ꎬ 牛江涛等 ２２ 人为常务委员ꎮ

６ 月 １０ 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强到南泥湾钻采公司、 姚店镇、 青化砭中心小学进

行调研ꎮ
６ 月 １９ 日　 中共延安市委决定: 杨霄任中共宝塔区委委员、 常委、 书记、 区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ꎻ 阚延军任中共宝塔区委委员、 常委、 副书记ꎬ 推荐为宝塔区区长人选ꎮ
６ 月 ２６ 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宜新带领省人大调研组一行 ７ 人到宝塔区就贯彻

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我省农业发

展的决定» 情况进行调研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宏、 区委书记杨霄等陪同ꎮ
１０ 月 ２４ ~ ２６ 日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８４ 人ꎮ 会议选举王建军为区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孙树清、 王座山、 张兴虎、 李延莉 (女)
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ꎻ 选举阚延军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区长ꎬ 杨东平、 高鹰 (女)、 张

智慧、 张永祥、 李志锋、 雷世全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ꎬ 侯文春为区人民法院院长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李锦斌到南泥湾镇调研基层党建工作ꎮ
５ 月 ４ 日　 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强到蟠龙果汁厂调研ꎮ
５ 月 ８ 日　 宝塔区召开 “弘扬延安精神ꎬ 加强作风建设”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

会ꎮ 市委副书记王建军ꎬ 市政协副主席郭必选ꎬ 区领导杨霄、 王建军、 阚延军、 张俊

雷、 张建朝等参加会议ꎮ
５ 月 １４ 日　 宝塔区区直机关干部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ꎬ 杨霄、 王建军、 阚延军和广

大干部参加捐款活动ꎬ 当日共募集救灾款 １９ ８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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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１９~２１ 日　 宝塔区党政代表团赴榆林、 内蒙古鄂尔多斯考察ꎬ 杨霄、 阚延军、
王建军、 张俊雷等参加考察活动ꎮ

５ 月 ２５ 日　 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党史系列丛书 «延安保卫战之蟠龙战役» 正式

出版ꎮ
６ 月 １ 日　 受省委书记赵乐际、 省长袁纯清的委托ꎬ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希专程到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慰问广大师生ꎬ 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给该校全体少先队员的复信精神ꎮ

６ 月 ２８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到宝塔区计生局调研ꎮ
７ 月 ２ 日　 奥运火炬在延传递ꎬ 区领导杨霄、 阚延军、 朱国龙、 范卫东参加火炬起

跑仪式ꎮ
７ 月 ７ 日　 宝塔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在川口乡启动ꎬ 副区长张永祥出席启

动仪式ꎮ
７ 月 １０ 日　 副省长姚引良一行到宝塔区就农业农村工作进行调研ꎮ
８ 月 ２５ 日　 全国政协委员、 省政协主席马中平到宝塔区考察苹果产业发展情况ꎮ
是日　 西安市莲湖区与延安市宝塔区经济交流暨招商项目推介会召开ꎬ 区领导杨

霄、 阚延军、 杨东平、 张雄德、 杨树栋、 王子信出席推荐会ꎮ
９ 月 ２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一行到宝塔区考察苹果产

业发展ꎮ
１０ 月 ９ 日　 “首届中国延安宝塔山地苹果文化节” 在延安体育场举行ꎬ 副市长

师合林宣布文化节开幕ꎬ 区委书记杨霄致辞ꎮ
１０ 月 １３ ~ １６ 日　 宝塔区教育强区工作通过省教育强区检查验收团验收ꎬ 成为陕西

省达到教育强县 (区) 标准的第 １１ 个县 (区)ꎮ
１０ 月 １５ 日　 副省长郑小明在副市长冯继红等陪同下ꎬ 考察宝塔区南泥湾镇卫生院、

麻洞川卫生院、 松树林乡卫生院、 金盆湾体育水上项目训练基地、 柳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区计生服务站等ꎬ 并参观南泥湾革命旧址ꎮ
１０ 月 １６ 日　 省委副书记王侠到宝塔区考察退耕还林工作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　 民歌剧 «乡医刘易» 参加陕西省第五届艺术节汇报演出ꎬ 填补陕北民

歌剧的空白ꎮ
１１ 月 ２０ 日　 宝塔区举行城镇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补贴金发放仪式ꎬ 副市长师合林、

区委书记杨霄出席ꎬ 并分别为 ４３ 户代表发放补贴金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　 毛岸英生平事迹陈列馆开馆仪式在柳林镇吴家枣园村举行ꎬ 毛岸英夫

人刘思齐女士ꎬ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出席开馆仪式ꎻ 毛新宇与市关工委主任徐金山为陈列

馆揭牌ꎬ 区领导杨霄、 杨树栋及群众代表参加开馆活动ꎮ
１２ 月 ５~１５ 日　 由宝塔区党政代表和民营企业家代表 ３８ 人组成的考察团ꎬ 赴江苏、

浙江和上海等地学习考察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　 宝塔区家电下乡启动仪式在青化砭镇举行ꎮ
１２ 月 １９ 日　 宝塔区慈善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ꎬ 杨霄、 王建军、 张

俊雷、 杨东平、 高寒、 市慈善协会副会长张连义等参加会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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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陕西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赵乐际的陪同下ꎬ 到延安市宝塔区姚店镇了解家电下乡情况ꎬ 并到八一敬老院

看望慰问老红军ꎮ
３ 月 ２０ 日　 宝塔区召开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ꎮ
３ 月 ２１ 日　 北京知青赴延安宝塔区插队 ４０ 周年联谊会在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举

行ꎬ ３００ 多名北京知青代表与区领导欢聚一堂ꎬ 共庆插队四十周年ꎬ 追忆不平凡的历程ꎮ
３ 月 ２７ 日　 全省农村饮水安全现场推进会在宝塔区召开ꎬ 省水利厅厅长谭策吾ꎬ 市

委常委、 副市长高春义ꎬ 区委书记杨霄ꎬ 区长阚延军出席会议ꎮ
４ 月 ２０ 日　 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夏龙祥到宝塔区枣园镇等地考察基层武装部正规

化建设和装备保障等情况ꎮ
４ 月 ２３ 日　 在第十三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ꎬ 宝塔区代表团共签约

合同、 协议 １５ 个ꎬ 签约引资总额 ２１ 亿元ꎮ
５ 月 ７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到宝塔区河庄坪镇井家湾

村考察农家院ꎮ
５ 月 １２ 日　 宝塔区首届 “防灾减灾日” 科普宣传活动在丽融广场、 白坪广场、 解放

剧院广场启动ꎮ
６ 月 １０ 日　 陕西书画家 “画延安” 采风活动在宝塔区启动ꎮ
７ 月 ２ 日　 宝塔区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签约缔结为友好区ꎮ
７ 月 １６ 日　 延安治平建工集团荣获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企业” 奖ꎮ
７ 月 ２８ 日　 省人大常委会常委、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省委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指导检查组组长张延寿到宝塔区检查指导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情况ꎮ
是日　 香港德智源集团向宝塔区育才小学捐赠价值 ５０ 万元的图书ꎮ
８ 月 １３ 日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梁光烈上将到宝塔区枣园镇

考察陕西陆军预备役步兵第一四一师二团团直警侦连ꎮ
８ 月 １４ 日　 省委常委、 延安市委书记李希ꎬ 市长陈强检查宝塔区长青路改造工程ꎬ

区委书记杨霄、 区长阚延军陪同检查ꎮ
８ 月 ２１ 日　 宝塔区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缔结为友好县区ꎮ
９ 月 ６ 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焯一行 ３０ 人在市政协主席樊高林等陪同下ꎬ 到区疾

控中心、 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渠中心卫生院考察ꎮ
９ 月 ２１ 日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省委第二巡回检查组组长刘培仓到宝塔区检查指

导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ꎮ
９ 月 ２５ 日　 卫生部副部长刘谦率西北地区卫生工作研讨会代表 ５０ 余人ꎬ 在省卫生

厅厅长刘少明等陪同下ꎬ 到宝塔区疾控中心、 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查指导工作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到宝塔区柳林镇、 枣园镇、 李渠镇ꎬ 就苹果

产业开发、 养殖业发展、 城区造林绿化、 农村养老等进行调研ꎬ 区委书记杨霄、 区长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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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军陪同ꎮ
１０ 月 ２７ 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强到宝塔区就物流园区建设、 经济适用房建设、

方塔新区开发、 宝塔山周边居民居住环境整治等进行调研ꎬ 区长阚延军陪同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中央第四巡回检查组副组长、 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毛林

坤一行到宝塔区检查指导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ꎮ
１１ 月 １７ 日　 宝塔区与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联合举办的以 “弘扬延安精神、 建设

美好家园” 为主题的延安宝塔山地苹果推介会在北京召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市公安局宝塔分局荣获 “全省优秀公安局” 称号ꎮ
１ 月 ２９ 日　 宝塔区开展春节向贫困户送温暖献爱心活动ꎬ 此次活动共筹集资金

１９８ ５ 万元ꎬ 惠及全区 ４７０ 户困难群众ꎮ
３ 月 ３ 日　 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七次 “双先” 表彰会上ꎬ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荣记 “集

体一等功”ꎮ
３ 月 ２６ 日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陈冰霞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

机关爱民模范” 称号ꎮ
３ 月 ３０ 日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在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张小平的陪同下ꎬ 到

宝塔区冯庄乡调研乡镇团建、 养殖和种植协会团建工作ꎬ 并参观中国新民主主义第一个

农村团支部———冯庄团支部旧址ꎮ
４ 月 ２ 日　 菲律宾施氏国际实业投资集团为宝塔区万花山小学捐赠人民币 １０ 万元ꎬ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白慧芳ꎬ 区委常委、 副区长高鹰ꎬ 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子信

等参加捐赠仪式ꎮ
４ 月 ８~ １２ 日　 宝塔区代表团在第十四届东西部投资与贸易洽谈会上共引进项目 １５

个ꎬ 总投资额达 ６０ 亿元ꎮ 其中ꎬ 合同项目 １３ 个ꎬ 投资金额 ５６ ２ 亿元ꎻ 协议项目 ２ 个ꎬ
投资额 ３ ８ 亿元ꎮ

４ 月 ２７ 日　 宝塔区民营企业家、 延安治平建筑工程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平被授予 “全
国劳动模范” 称号ꎮ

４ 月 ２９ 日　 陕西省军区政委夏龙祥带领工作组到宝塔区李渠镇、 延长油田股份公司

检查基层武装部正规化建设与民兵训练情况ꎮ
５ 月 ６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到宝塔区调研苹果防灾减灾和果树春管工作ꎮ
５ 月 １９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在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曾岚ꎬ 市委常委、 副

市长冯继红的陪同下ꎬ 到宝塔区东关小学、 延安育英中学检查综治维稳和校园安全

工作ꎮ
５ 月 ２１ 日　 中共延安市委任命阚延军为宝塔区委书记ꎮ
５ 月 ２２ 日　 宝塔区与甘肃省华亭县缔结为友好县 (区)ꎮ
５ 月 ２６ 日　 宝塔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任命吴耀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 代区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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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２９ 日　 宝塔区与宁夏兴庆区缔结为友好县 (区)ꎮ
６ 月 １１ 日　 陕西省副省长郑小明到宝塔区中山图书馆考察ꎮ
６ 月 １２ 日　 到延安参加全省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座谈会的代表ꎬ 在市委常委、 纪

委书记杨鑫ꎬ 区委书记阚延军ꎬ 区委副书记、 代区长吴耀ꎬ 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白妍等

陪同下ꎬ 现场观摩川口乡、 枣园镇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ꎬ 并观看由区纪委、 监察局制

作的信访听证终结会专题片ꎮ
６ 月 ２３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到宝塔区考察

“基层共享工程及农家书屋” 建设工作ꎮ
７ 月 １ 日 　 以联合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 副主席普拉卡什为团长的联合尼共

(毛) 干部考察团一行 １１ 人到宝塔区李渠镇张兴庄考察养鸡、 新农村建设、 党建工作ꎮ
７ 月 １５ 日　 区委书记阚延军带领财政局、 水利局、 蔬菜局、 畜牧局和枣园镇等主要

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ꎬ 前往安塞县、 甘泉县参观学习大棚蔬菜生产管理ꎮ
８ 月 ５ 日　 宝塔区机关干部在区委门口开展向省 “７１８” “７２３” 特大暴雨洪涝

灾区捐款活动ꎬ 当日共募集资金 １８ 万元ꎮ
８ 月 ２２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王乐泉在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际ꎬ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ꎬ 省司法厅厅长路志

强ꎬ 区委书记阚延军等陪同下ꎬ 先后到宝塔区司法局川口司法所、 宝塔区人民法院调研

基层人民调解、 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 社区矫正以及民事案件诉前人民调解工作ꎮ
９ 月 ９ 日　 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 市长陈强ꎬ 副市长师合林到宝塔区就统筹城乡发

展进行调研ꎮ
９ 月 １１ 日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到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调研 “党建带团建”

工作ꎮ
９ 月 １５ 日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李希到南泥湾调研景区开发建设情况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　 参加全市反腐倡廉示范点建设工作推进会的 １３０ 余名代表ꎬ 在区委书

记阚延军ꎬ 区委常委、 纪委书记白妍的陪同下ꎬ 先后观摩南市街道慧泽社区、 地税宝塔

分局和冯庄乡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ꎮ
１０ 月 ２９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延安 “四

八” 烈士陵园举行ꎬ 第四军医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王东营ꎬ 区委副书记、 代区长吴耀ꎬ 区

人武部部长陈占波参加揭牌仪式ꎮ
１１ 月 ８ 日　 市、 区文明委在宝塔区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ꎬ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市文明委副主任薛义忠出席会议ꎮ
１１ 月 １８ 日　 宝塔区在包头市东河区举办山地苹果推介会ꎬ 官庄乡、 柳林镇等 １１ 个

乡镇果农代表和自强果业合作社等 ６ 户销售商参加推介会ꎮ 推介会上ꎬ 与包头市诚信果

品销售中心、 包头市信誉果行签订 ５０ 万千克的苹果销售意向书ꎮ
１１ 月 ２８ 日　 在全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 ２０ 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ꎬ 区老促会会长朱

万有荣获 “全国老区建设优秀工作者” 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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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塔区位于陕西省北部、 延安市中部ꎬ 居延河中下游ꎮ 地理坐标为北纬 ３６°１０′３５″~
３７°０２′２１″ꎬ 东经 １０９°１４′１１″~１１０°０５′２９″ꎮ 东西长 ７７ １ 千米ꎬ 南北长 ９５ ３ 千米ꎬ 总面积

３５３７ ６ 平方千米ꎮ 东临延长县ꎬ 西靠安塞县ꎬ 南与甘泉县、 富县、 宜川县毗邻ꎬ 北同子

长县、 延川县接壤ꎮ 地处陕北路网重要的交通枢纽ꎬ 南距西安 ３５１ ７ 千米ꎬ 北距榆林

２７８ ８ 千米ꎬ 东距太原 ４３４ ７ 千米ꎬ 西距银川 ４３５ ６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辖 １ 区 (南
泥湾区委、 区公所)、 ３ 个街道、 ７ 个镇、 １７ 个乡、 ５５８ 个村委会ꎬ 总人口 ３０ ３２ 万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延安撤地设市ꎬ 原县级延安市改称宝塔区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

进行乡镇区划调整ꎮ 调整后ꎬ 宝塔区辖 １ 个区公所、 ３ 个街道、 １１ 个镇、 ９ 个乡、 ６３３ 个

村委会ꎬ 总人口 ３４ ８５ 万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辖 ３ 个街道、 １１ 个镇、 ９ 个乡、 ６１１ 个行

政村、 ３３ 个社区、 ８４３ 个村民小组ꎬ 总人口 ４５ ８２ 万人ꎮ

第一章　 沿革　 区划

第一节　 沿　 革

宝塔区辖境ꎬ 西周时为周人活动地区ꎬ 春秋时曾是白翟部落居住地ꎮ 战国时代ꎬ 前

期属晋ꎬ 韩、 赵、 魏三家分晋后归魏ꎬ 后归于秦ꎮ
秦统一天下ꎬ 分全国为 ３６ 郡ꎬ 本境为高奴县ꎬ 隶上郡 (上郡治所肤施ꎬ 在今榆林

市王沙坬村前沙台)ꎬ 县城在今宝塔区桥沟镇尹家沟附近ꎬ 本境东南为定阳县辖地ꎬ 其

县城在今宜川县境ꎮ
新莽建国元年 (９) 改高奴县为平利县ꎮ 东汉复名高奴ꎮ 灵帝中平六年 (１８９)ꎬ 为

匈奴所占据ꎮ 东汉末年ꎬ 郡县俱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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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ꎬ 境内居住匈奴等少数民族ꎬ 未设县ꎬ 置有戍守之所ꎬ 称三城 (在今宝塔区

南部)ꎬ 为驻防重地ꎮ 东晋、 十六国时ꎬ 先后属前秦、 后秦、 大夏ꎮ
南北朝时期 (４２０~５８９)ꎬ 宋元嘉八年 (４３１) 大夏为吐谷浑国所灭ꎬ 后本境成为北

魏辖地ꎮ 北魏太安二年 (４５６)ꎬ 在本境南设临真县ꎬ 因 “城临真川水”ꎬ 故名ꎬ 隶北雍

州定阳郡ꎬ 辖地包括今延长县西部ꎻ 又在境南设沃野县ꎻ 太和元年 (４７７)ꎬ 在今境东设

广武县ꎬ 辖地包括今延川县西部ꎬ 其城址在今甘谷驿镇ꎬ 同年设遍城郡ꎬ 隶北雍州ꎬ 领

广武、 沃野 ２ 县ꎮ
西魏大统三年 (５３７) 分临真县置真川县ꎬ 辖地在临真县西ꎬ 并设神水郡ꎬ 治所真

川ꎬ 领真川、 临真 ２ 县ꎻ 同年ꎬ 分广武县置文安县ꎬ 隶文安郡 (文安县境为今延川县

地)ꎻ 沃野县仍旧ꎮ 西魏废帝三年 (５５４)ꎬ 改东夏州为延州ꎬ 仍治广武ꎬ 领遍城郡、 神

水郡、 文安郡、 上郡ꎮ
北周保定四年 (５６４)ꎬ 废神水郡ꎬ 真川、 临真 ２ 县改属遍城郡ꎻ 建德六年 (５７７)ꎬ

改广武县为丰林县ꎬ 县城迁今李渠镇周家湾村ꎬ 其城原为大夏郡主赫连勃勃所筑ꎬ 人谓

之赫连城ꎮ 遍城郡治、 延州州治俱徙丰林ꎬ 遍城郡领丰林、 沃野、 真川、 临真 ４ 县ꎬ 延

州领遍城、 文安 ２ 郡ꎮ
隋开皇三年 (５８３)ꎬ 撤销郡制ꎬ 以州统县ꎬ 遍城郡废ꎮ 开皇十八年 (５９８)ꎬ 废沃野

县ꎬ 辖地并入丰林县ꎮ 大业元年 (６０５)ꎬ 废真川县ꎬ 辖地并入临真县ꎮ 大业三年 (６０７)
分丰林、 金明 ２ 县地置肤施县ꎬ 沿用汉肤施县旧名ꎬ 其城在今宝塔区城区延河东岸ꎮ 同

年ꎬ 废延州ꎬ 设延安郡ꎬ 郡治肤施ꎬ 领肤施、 丰林、 临真、 延安等 １１ 县ꎮ 延安县ꎬ 本

为西魏广安县ꎬ 大业元年 (６０５) 因避太子杨广名讳改为延安县ꎬ 辖地在今延长县境ꎮ
唐武德元年 (６１８)ꎬ 延安郡改为延州ꎮ 武德六年 (６２３)ꎬ 分肤施县设金明县ꎮ 天宝

元年 (７４２)ꎬ 复改延州为延安郡ꎮ 乾元元年 (７５８)ꎬ 再改为延州ꎬ 治所肤施ꎬ 领肤施、
丰林、 临真等 １０ 县ꎮ 安史之乱后ꎬ 延州隶鄜坊节度使府ꎮ 终唐之世ꎬ 本境置县未变ꎮ

五代十国时期 (９０７ ~ ９６０)ꎬ 本境置县依旧ꎬ 仍隶延州ꎮ 延州后梁隶忠义军节度ꎬ
余皆隶彰武军节度ꎮ 其节度使府均在延州ꎮ

北宋初年ꎬ 设路辖州ꎮ 康定二年 (１０４１) 分陕西路置鄜延路ꎬ 其经略安抚使治延州

肤施ꎮ 庆历五年 (１０４５)ꎬ 肤施县城迁至今延安城内 (延河西岸)ꎮ 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ꎬ
废丰林、 金明 ２ 县ꎬ 辖地并入肤施县ꎮ 本境所置县即为肤施、 临真ꎮ 元祐四年 (１０８９)ꎬ
升延州为延安府ꎬ 府治仍为肤施ꎬ 辖肤施、 临真等 ７ 县ꎮ

南宋建炎二年 (１１２８)ꎬ 金军攻克延安府ꎬ 改设鄜延路ꎮ 本境仍置肤施、 临真县ꎮ
元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ꎬ 废临真县ꎬ 辖地并入甘泉县ꎬ 本境所置县唯肤施ꎮ 至元十一

年 (１２７４)ꎬ 改鄜延路ꎬ 置延安路ꎬ 治所肤施ꎬ 领肤施、 甘泉等 ８ 县及鄜州、 绥德州、
葭州ꎬ ３ 州又下辖 ８ 县ꎮ 至元十二年 (１２７５)ꎬ 分陕西四川行中书省ꎬ 置陕西等处行中书

省ꎬ 延安路隶之ꎮ
明洪武二年 (１３６９)ꎬ 改延安路为延安府ꎬ 治所肤施县ꎮ 洪武九年 (１３７６)ꎬ 改行中

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ꎬ 延安府隶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ꎮ
清实行四级行政制: 省、 道、 府 (直隶州、 直隶厅)、 县 (散州、 散厅)ꎮ 肤施县仍

为延安府治ꎬ 延安府领肤施、 甘泉等 １０ 县ꎬ 隶陕西省延榆绥道ꎬ 延榆绥道驻榆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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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２ 年 (１９１３)ꎬ 废延安府ꎬ 肤施县隶榆林道ꎮ 民国 ２２ 年 (１９３３)ꎬ 废道ꎬ 以省

直接辖县ꎬ 肤施县隶陕西省ꎮ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 苏维埃政权在本境北部梁村一带设延安县ꎬ 同年 ７ 月在境南龙儿寺

(今柳林麻庄) 设肤甘县 (辖地跨肤施、 甘泉二县)ꎬ 同月在本境东南部当时为甘泉县辖

地的麻洞川设红泉县ꎮ ９ 月ꎬ 分肤甘县设肤施县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西安事变” 发生后ꎬ 肤施县城解放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共中央进驻

肤施城ꎬ 当月在城区设立抗日救国会ꎬ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ꎬ 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ꎬ
同年 ２ 月肤施县 (原肤甘县) 并入延安县ꎬ 亦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ꎬ 县政府驻川

口ꎮ ３ 月ꎬ 宜川县与红泉县合并为红宜县ꎮ ７ 月ꎬ 红宜县改称固临县ꎬ 直属陕甘宁边区

政府领导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城区正式成立延安市政府ꎬ 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ꎬ 边区政府设置延安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ꎬ 延安县隶属于延安属

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ꎮ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ꎬ 设立南泥湾垦区 (县级建制)ꎬ １９４５ 年固临县的临镇区和延安县的金

盆湾区划归南泥湾垦区ꎬ 直属陕甘宁边区政府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

延安ꎮ
同年 ８ 月ꎬ 南泥湾垦区和固临县部分辖区合并为临真县ꎬ 县政府驻临镇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ꎬ 撤临真县ꎬ 辖区分别划归延安县和延长县ꎮ 同年 ３ 月ꎬ 延安市并入延

安县ꎬ 县政府由东二十里铺迁驻南关ꎬ 延安市降为区级市ꎬ 属延安县ꎮ ５ 月ꎬ 陕甘宁边

区政府迁驻西安市ꎬ 延安县归属陕北行政公署ꎬ 撤销延安属分区ꎮ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整编ꎬ 撤

销陕北行政公署ꎬ 延安县隶属于延安专区ꎮ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ꎬ 延安县人民政府改延安市为城关区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甘泉县全部和安

塞县境南并入延安县ꎬ １９６１ 年ꎬ 恢复甘泉、 安塞县级建制ꎮ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ꎬ 延安县人民委

员会改称 “延安县革命委员会”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延安专区改称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延安县分为延安城区和延安县两个县级建制ꎬ 均属延安地区革

命委员会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国务院批准延安城区为延安市ꎬ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撤延安县设延安市ꎬ 隶

属于延安地区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ꎬ 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改称延安地区行政公署ꎻ １２ 月ꎬ 延安

市革命委员会改称延安市人民政府ꎬ 属延安地区行署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延安地区撤地设市ꎬ 原市改为区ꎬ 取域内著名的延安宝塔而改

称为宝塔区ꎬ 为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所在地ꎬ 是延安市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ꎮ

第二节　 区　 划

明弘治年间 (１４８８~１５０５) 编户二十七里ꎬ 即: 兴仁一里、 兴仁二里、 兴仁三里、
兴仁四里、 丽泽里、 金明里、 普济一里、 普济二里、 丰富一里 (今冯庄乡)、 丰富二里

(今丁庄乡)、 仕民一里、 仕民二里、 南城一里、 南城二里、 镇西一里、 镇西二里、 镇东

一里、 镇东二里、 岐连一里、 岐连二里、 牡丹一里 (今梁村乡)、 牡丹二里 (今张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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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西宁一里、 西宁二里、 西宁三里、 东安一里、 东安二里ꎮ
清编户十九里ꎮ 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 编户四里: 仁育里、 义正里、 忠贞里、 信成里ꎮ
民国 ２ 年 (１９１３)ꎬ 肤施县城内设延肤镇和安午镇以及 ２ 个联保处ꎬ 各管辖 ５ 个保

(共 １０ 个保)ꎻ 农村设 ６ 个区: 刘万家沟为东一区ꎬ 青化砭为东二区ꎬ 甘谷驿为东三区ꎬ
盐店子为西区ꎬ 河庄坪为北区ꎬ 南三十里铺为南区ꎮ

民国 ３ 年 (１９１４) 至民国 ２３ 年 (１９３４)ꎬ 肤施县下辖 ２ 个联保处 １０ 个保和 ６ 个区

公所: 一区 (南三十里铺)、 二区 (北河庄坪)、 三区 (西盐店子)、 四区 (东区刘万家

沟)、 五区 (东二区青化砭)、 六区 (东三区、 甘谷驿、 杨家湾)ꎮ
１９３５ 年ꎬ 红泉县苏维埃政府下设 ６ 个战区ꎬ 其中本境内有 ３ 个战区: 临镇为战一区

辖 ５ 个乡、 申庄为战二区辖 ５ 个乡、 金盆湾为战三区辖 ５ 个乡ꎻ 肤施县苏维埃政府下设

４ 个战区 １６ 个乡: 张兴庄为战一区辖 ２ 个乡、 南庄河为战三区辖 ５ 个乡、 佛道坪为战四

区辖 ５ 个乡、 肖庄为战五区辖 ４ 个乡ꎻ 延安县苏维埃政府下设 ４ 个区 ２０ 个乡: 沟门 (丁
庄乡) 为北一区辖 ５ 个乡ꎬ 石沟为二区辖 ６ 个乡ꎬ 童家沟为东一区辖 ５ 个乡ꎬ 元龙寺为

东二区辖 ４ 个乡ꎮ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ꎬ 将红泉县申庄战二区划归肤施县ꎬ 肤施县苏维埃政府下

设 ５ 个战区 ２１ 个乡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国民党军队撤离肤施城ꎬ 工农红军进驻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ꎬ 在城

区设延安市ꎬ 下设 ３ 区 １３ 乡ꎬ 即东区辖 ３ 个乡ꎬ 南区辖 ４ 个乡ꎬ 西北区辖 ６ 个乡ꎮ ３ 月ꎬ
延安县政府下设 ８ 区 ３７ 乡ꎬ 其中南十里铺为南区辖 ６ 个乡、 赵家崖为西区辖 ５ 个乡、 庙

沟 (李渠) 为中区辖 ８ 个乡、 丁庄为北一区辖 ５ 个乡、 刘小沟为北二区辖 ６ 个乡、 童家

沟为东一区辖 ６ 个乡、 元龙寺为东二区辖 ４ 个乡、 蟠龙区辖 ７ 个乡ꎮ 同月ꎬ 红泉县与宜

川县合并为红宜县ꎬ 县政府驻固州 (今延长县赵家河乡)ꎬ 后称固临县ꎬ 县政府驻赵家

河ꎬ 下设 ６ 个区、 ２６ 个乡 (市)ꎬ 其中域内的临镇区辖临镇市和 ４ 个乡ꎬ 金盆湾区辖 ５
个乡ꎮ

１９４１ 年ꎬ 固临县所辖金盆湾区划归延安县ꎬ 并将南区改为柳林区ꎬ 西区改为河庄

区ꎬ 中区改为川口区ꎬ 北一区改为丰富区ꎬ 北二区改为牡丹区ꎬ 东一区改为姚店区ꎬ 东

二区改为乌阳区ꎬ 增设青化区ꎬ 全县共 １０ 个区 ５３ 个乡ꎮ
１９４３ 年ꎬ 延安县政府由川口迁驻二十里铺ꎬ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ꎬ 在金盆湾设南泥湾垦区ꎮ

１９４５ 年ꎬ 固临县临镇区、 延安县金盆湾划归南泥湾垦区ꎬ 直属边区政府领导ꎬ 垦区辖 ２
区 １ 市 (临镇市) １０ 乡ꎬ 其中临镇区辖 １ 市 ４ 乡ꎬ 金盆湾区辖 ６ 乡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胡宗南进犯延安ꎬ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光复后ꎬ 延安市由原 ３ 区 １３ 乡变成 ３
区 １０ 乡ꎬ 撤销旧城乡并入南关乡ꎬ 撤销北关乡并入文化乡ꎬ 撤销西郊乡并入枣园乡ꎮ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ꎬ 将南泥湾垦区和固临县合并为临真县ꎬ 县政府驻临镇ꎬ 辖 ６ 区 ２５ 乡

和 １ 市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ꎬ 撤销临真县ꎬ 部分辖地划归延安ꎮ ３ 月ꎬ 延安市并入延安县ꎬ 县政府

迁驻南关市场沟口ꎬ 辖 １ 市 １０ 区 ６４ 乡: 延安市 (区级) 辖 ５ 乡ꎬ 河庄坪区辖 ７ 乡ꎬ 川

口区辖 ８ 乡ꎬ 丰富区辖 ５ 乡ꎬ 姚店区辖 ７ 乡ꎬ 青化区辖 ６ 乡ꎬ 牡丹区辖 ６ 乡ꎬ 蟠龙区辖 ５
乡ꎬ 柳林区辖 ６ 乡ꎬ 金盆湾区辖 ４ 乡ꎬ 临镇区辖 ５ 乡ꎮ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ꎬ 经整编ꎬ 延安县设 １ 市 ７ 区 ５０ 乡ꎬ 原丰富区、 牡丹区被撤销ꎬ 金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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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 临镇区合并为金临区ꎮ
１９５１ 年初ꎬ 各区名称以序数命名ꎬ 柳林区改称一区ꎬ 金盆湾区改称二区ꎬ 姚店区改

称三区ꎬ 川口区改称四区ꎬ 青化区改称五区ꎬ 蟠龙区改称六区ꎬ 河庄坪区改称七区ꎮ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ꎬ 二区 (原金临区) 复分出临镇区ꎬ 称八区ꎮ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ꎬ 延安县人民政府改延安市为延安城关区ꎮ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ꎬ 各区恢复由地

名命名的名称ꎬ 撤销青化区ꎬ 金盆湾与临镇两区合并为麻洞川区ꎬ 成为 ７ 区 ３５ 乡: 城关

区辖 ３ 乡ꎬ 柳林区辖 ３ 乡ꎬ 麻洞川区辖 ７ 乡ꎬ 拐峁区辖 ８ 乡ꎬ 甘谷驿区辖 ５ 乡ꎬ 蟠龙区

辖 ７ 乡ꎬ 河庄坪区辖 ２ 乡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ꎬ 撤销柳林区、 河庄坪区、 崾崄乡与太富河乡合并为官庄乡ꎬ ９ 月撤销

拐峁、 甘谷驿、 蟠龙、 麻洞川 ４ 区ꎬ ３５ 乡合并为 １３ 乡 (镇): 城关镇 (辖 ３ 个办事处)、
柳林乡、 麻洞川乡、 临镇乡、 川口乡、 李家渠乡、 冯庄乡、 姚店乡、 甘谷驿乡、 元龙寺

乡、 梁村乡、 蟠龙乡、 枣园乡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甘泉县全境和安塞县境南并入延安县ꎬ 下辖 １６ 个人民公社 ６１ 个管

区和 ３ 个街道: 城关镇公社辖 ３ 个街道ꎬ 柳林公社辖 ３ 个管区ꎬ 李家渠公社辖 ６ 个管区ꎬ
冯庄公社辖 ４ 个管区ꎬ 姚店公社辖 ５ 个管区ꎬ 梁村公社辖 ３ 个管区ꎬ 甘谷驿公社辖 ２ 个

管区ꎬ 蟠龙公社辖 ４ 个管区ꎬ 麻洞川公社辖 ４ 个管区ꎬ 临镇公社辖 ３ 个管区ꎬ 甘泉公社

辖 ３ 个管区ꎬ 道镇公社辖 ３ 个管区ꎬ 下寺湾公社辖 ４ 个管区ꎬ 高桥公社辖 ５ 个管区ꎬ 沿

河湾公社辖 ５ 个管区ꎬ 招安公社辖 ７ 个管区ꎮ
１９６１ 年恢复甘泉、 安塞县建制ꎬ 延安县改为 １ 市 ２３ 个人民公社ꎬ 即: 延安市ꎬ 柳

林、 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 姚家坡、 官庄、 万花山、 枣园、 河庄坪、 碾庄、
川口、 冯庄、 李家渠、 姚店、 元龙寺、 梁村、 张坪、 蟠龙、 甘谷驿、 青化砭、 贯屯、 下

坪人民公社ꎮ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ꎬ 撤销张坪公社ꎬ 并入梁村公社ꎬ 撤销姚家坡公社ꎬ 并入临镇公社ꎬ 延

安市改为城关镇人民委员会ꎬ 农村有 ２１ 个人民公社ꎮ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ꎬ 重新增设张坪公社ꎮ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ꎬ 延安县分为延安县和延安城区 ２ 个县级建制ꎮ 城区辖 ３ 个城市街道 ３７

个居委会ꎬ 枣园、 柳林、 桥儿沟 ３ 个人民公社 １３ 个生产大队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延安城区改为延安市ꎬ 延安县所辖万花山、 河庄坪公社划归延安市所

辖ꎬ 延安市共辖 ３６ 个居委会 ８ 个人民公社和 １００ 个生产大队 (后改为 １０２ 个): 南市公

社辖 １３ 个居委会ꎬ 宝塔山公社辖 １３ 个居委会ꎬ 凤凰山公社辖 １０ 个居委会ꎬ 柳林公社辖

２１ 个大队ꎬ 枣园公社辖 ２１ 个大队ꎬ 万花山公社辖 １５ 个大队ꎬ 河庄坪公社辖 ２５ 个大队ꎬ
桥儿沟公社辖 １８ 个大队ꎻ 延安县辖 １８ 个公社 ３５２ 个生产大队和 ３ 个街道 １５ 个居委会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撤销延安县ꎬ 并入延安市ꎮ １９８０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由南关迁到

宝塔山下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设南泥湾区公所 (副县级建制)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 农村人民公社改为乡 (镇) 人民政府ꎬ 城市人民公社改为街道办事

处ꎬ 生产大队为行政村成立村民委员会ꎬ 自然村成立村民小组ꎮ
１９８６ 年ꎬ 由冯庄乡分出 １５ 个行政村ꎬ 设丁庄乡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下设南泥湾区公所 (副县级)ꎻ 有南市、 宝塔山和凤凰山 ３ 个街道ꎬ

辖 ３９ 个居民委员会ꎻ 临镇、 南泥湾、 李渠、 姚店、 甘谷驿、 青化砭、 蟠龙 ７ 个镇ꎬ 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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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个居民委员会、 １９０ 个村民委员会和 ８４ 个村民小组ꎻ 柳林、 万花山、 松树林、 麻洞

川、 官庄、 桥儿沟、 川口、 河庄坪、 枣园、 碾庄、 冯庄、 元龙寺、 梁村、 张坪、 丁庄、
贯屯、 下坪 １７ 个乡ꎬ 辖 ３６６ 个村民委员会、 ４２９ 个村民小组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辖 １ 区 (南泥湾区公所)、 ３ 个街道、 ７ 个镇、 １７ 个乡、 ５５８ 个村民

委员会ꎬ 总人口 ３０ ３２ 万人ꎬ 即宝塔山、 南市、 凤凰山 ３ 个街道ꎻ 姚店、 蟠龙、 南泥湾、
临镇、 青化砭、 李渠、 甘谷驿 ７ 个镇ꎻ 枣园、 柳林、 川口、 碾庄、 梁村、 冯庄、 下坪、
元龙寺、 官庄、 贯屯、 松树林、 麻洞川、 河庄坪、 张坪、 丁庄、 桥儿沟、 万花山 １７
个乡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撤销延安地区和县级延安市ꎬ 设立地级延安市和县级宝塔区ꎬ 原县

级延安市的行政区域为宝塔区的行政区域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枣园乡、 河庄坪乡、 柳林乡、 桥沟乡撤乡建镇ꎮ 宝塔区辖 ３ 个街道、

１１ 个镇、 １３ 个乡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撤销下坪乡并入蟠龙镇ꎬ 撤销张坪乡并入梁村乡ꎬ 撤销碾庄乡并入

李渠镇ꎬ 撤销丁庄乡并入冯庄乡ꎮ 宝塔区辖 ３ 个街道、 １１ 个镇、 ９ 个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撤销南泥湾区公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辖宝塔山、 凤凰山、 南市 ３ 个街道ꎻ 姚店、 蟠龙、 青化砭、 甘谷

驿、 李渠、 南泥湾、 临镇、 河庄坪、 桥沟、 枣园、 柳林 １１ 个镇ꎻ 川口、 梁村、 冯庄、
麻洞川、 万花山、 松树林、 元龙寺、 贯屯、 官庄 ９ 个乡ꎬ ６１１ 个行政村、 ３３ 个社区ꎬ ８４３
个村民小组ꎮ

第二章　 街道镇乡

第一节　 街　 道

一、 南市街道

因地处延安市城区南部ꎬ 又有新市场而得名ꎮ 街道东临延河与宝塔山街道隔河相

望ꎬ 南至七里铺街二庄科沟口与柳林镇毗邻ꎬ 西靠凤凰山麓与万花山乡相连ꎬ 北至南门

坡育才小学与凤凰街道接壤ꎬ 是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 中共宝塔区委所在地ꎮ 南

市街道办事处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由南市人民公社改设而来ꎬ ２００８ 年ꎬ 办公地址从七里铺街

搬迁到市场沟 ３５ 号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南市街道总面积 ４ ７ 平方千米ꎬ 有居委会 ２１ 个ꎮ １９９９ 年居委会整合为 ６

个社区ꎬ 改称为社区居民委员会ꎮ

０４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居民委员会整合为 ７ 个社区ꎮ 南市街道办事处设党政办公室、 计划生

育服务站、 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 社区服务办公室 ４ 个工作机构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成杜甫川社区、 市场沟社区办公楼和办事处社区服务综合楼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新增慧泽社区ꎬ 办公地址设在慧泽园三期 Ａ 区ꎬ 办公楼为三层单边楼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南市街道辖南桥、 南关、 慧泽、 市场沟、 七里铺、 凉水井、 杜甫川、 马

家湾 ８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ꎬ 下设 ２５ 个居民小组ꎬ 常住人口 ６５７６９ 人ꎮ 南市街道辖区有南

关街、 七里铺大街、 市场沟街 ３ 条商业街道ꎻ 有南桥广场、 边区银行旧址广场、 家和购

物广场 ３ 个广场ꎬ 其中南桥广场和边区银行旧址广场是周围居民晨练、 娱乐的主要场

所ꎻ 有慧泽小学、 南关小学、 宝塔区实验小学、 宝塔高级中学、 宝塔区第二中学、 宝塔

区第四中学 ６ 所学校ꎻ 有宝塔区人民医院、 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延安市人民医院 ３
所医院ꎮ

二、 凤凰山街道

位于宝塔区城区中心ꎬ 因地处凤凰山麓而得名ꎮ 街道南起育才小学与南市街道相

邻ꎬ 北至枣园莫家湾与枣园镇接壤ꎬ 东临延河与宝塔山街道隔河相望ꎬ 西靠凤凰山麓ꎮ
延河由北至南ꎬ 南河从西向北在宝塔山下两河交汇ꎬ 向东绕境而过ꎮ 域内有著名的凤凰

山革命旧址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中央党校红色革命旧址ꎮ 凤凰山街道办事处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由凤凰山人民公社改设而来ꎬ 办公地址位于延安市北大街 １１ 号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凤凰山街道辖 ９ 个居委会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居委会合并为 ６ 个ꎬ 改称社区居

民委员会ꎬ 居委会干部 ２２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凤凰山街道办事处设工作机构 ４ 个ꎬ 即党

政办公室、 计划生育服务站、 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 社区服务办公室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凤凰山街道辖枣园、 文化沟、 北关街、 北门口、 中心街、 凤凰山 ６ 个社区

居民委员会ꎬ 设 １８ 个居民小组ꎬ 辖中、 省、 市驻宝塔区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１６８ 个ꎬ
常住人口 ５０８９５ 人ꎮ 凤凰山街道是延安市城区经济、 商贸、 文化、 教育的集中地ꎮ 有中

心街、 二道街、 大桥街 ３ 条商业街道ꎬ 商场有银海大厦、 百货大楼、 中延国际购物、 国

贸大厦、 亚圣经贸大厦、 丽融广场ꎻ 有延安中学、 宝塔区第五中学、 励博中学、 北关小

学、 育才小学 ５ 所学校ꎻ 有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延安市中医医院、 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３ 所医院ꎮ
三、 宝塔山街道

地处延安市城区东部ꎬ 因域内有驰名中外的宝塔山而得名ꎮ 街道东与桥沟镇接壤ꎬ
南与南市街道相连ꎬ 西与凤凰山街道相邻ꎬ 北与河庄坪镇、 枣园镇毗邻ꎮ 辖区总面积 １４
平方千米ꎮ 宝塔山街道办事处于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由宝塔山人民公社改设而来ꎬ 办公地址位于

东大街 １６ 号ꎮ 辖区有著名的宝塔山景区、 清凉山景区、 王家坪革命纪念馆、 王家坪革

命旧址、 杨家岭革命旧址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辖居委会 １３ 个ꎬ 居委会干部 ２６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１３ 个居委会整合为 ７ 个

社区ꎬ 改称社区居民委员会ꎬ 即杨家岭、 王家坪、 宝塔山、 东关街、 东风、 东苑、 向阳

社区居民委员会ꎬ 有居委会干部 ２８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辖杨家岭、 王家坪、 东关街、 向阳、 东苑、 东风、 宝塔山、 兰家坪 ８ 个居

民委员会ꎬ 有中央、 省、 市行政企事业单位 １８５ 个ꎬ 常住人口 ５４９００ 人ꎮ 有解放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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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和文化艺术中心 ３ 个广场ꎬ 是居民休闲、 娱乐、 锻炼等活动的主要场所ꎻ 主要街道

有东大街、 迎宾大道ꎻ 延安长途汽车东站位于东大街ꎻ 建有 １５４ 个室内活动室ꎮ 辖区内

有宝塔区东关小学、 创新实验小学、 宝塔区实验中学等学校ꎻ 有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博爱医院、 宝塔山医院 ３ 所医院ꎮ

第二节　 建制镇

一、 枣园镇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枣园乡撤乡建镇ꎬ 因镇人民政府驻枣园村得名ꎬ 是宝塔区城郊镇ꎬ 东

临延河ꎬ 南接万花山乡ꎬ 西连安塞县高桥乡ꎬ 北依河庄坪镇ꎬ 土地面积 １１５ ７０ 平方千

米ꎬ 镇政府驻地距宝塔区城区 ７ ５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枣园乡有 １９ 个村委会ꎬ ３３ 个自然村ꎬ ２５９８ 个劳动力ꎬ 总耕地面积 ２６４２０

亩ꎮ 农民主要种植玉米、 谷子、 马铃薯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农民主要产业由原来的粮食产业向苹

果产业过渡ꎬ 以苹果为主的经济林面积 ２ ６ 万亩ꎬ 山桃、 山楂 １ ４４ 万亩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侯家沟村划分为侯家沟和华林两个行政村ꎮ ６ 月ꎬ 枣园乡撤乡建镇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枣园镇建成果树专业村 ７ 个ꎬ 经济林面积 １ ６７ 万亩ꎻ 蔬菜专业村 ７ 个ꎬ

建成冬暖式日光节能大棚 １０２０ 座ꎬ 鱼塘 ２００ 亩ꎬ 有三产专业户 ３１６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镇农业人口 ２２２０ 户、 ８５９８ 人ꎬ 农业总产值 ３７００ ０３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２８６０ 元ꎮ 建成裴庄村风味羊肉系列小吃一条街ꎮ 张天河生态治理项目总面积 ３０ １８
平方千米ꎬ 区域内基本农田 ４３１８ 亩ꎬ 经济林 ３ ５ 万株ꎬ 乡土树 ２６８ 万株ꎬ 新修环山公路

３０ 千米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枣园镇形成 “８５７” 产业格局ꎬ 即近郊 ８ 个三产专业村、 川道 ５ 个蔬菜专

业村、 拐沟 ７ 个果畜专业村ꎮ 有大棚 １０３２ 座ꎬ 弓棚 １０５２ 座ꎬ 露地菜 ４００ 亩ꎬ 果树面积

２ ０２ 万亩ꎬ 农家乐经营户 ５４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枣园镇辖上砭沟、 沙马坪、 侯家沟、 邓家沟、 阳崖、 温家沟、 川口、 下砭

沟、 石佛沟、 韩家沟、 刘家河、 庙咀沟、 酸刺沟、 延店则、 张天河、 庙沟、 枣园、 裴

庄、 莫家湾、 华林 ２０ 个行政村ꎬ ３３ 个自然村ꎬ ４１ 个村民小组ꎻ 镇属企事业单位 ７ 个ꎬ
有中小学 ８ 所ꎬ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 所ꎻ 驻镇企事业单位 １９ 个ꎮ 全镇总人口 ４１２６ 户、
１２７４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２２４２ 户、 ８７２１ 人ꎮ 有川、 台、 坝基本农田 １ ５ 万亩ꎻ 林地

１４ １３ 万亩ꎬ 其中生态林 ７ ８８ 万亩ꎬ 以苹果为主的经济林 ２ １２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 ６６ 万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１ ４７ 万亩ꎮ 蔬菜大棚 １０２０ 座ꎬ 弓棚 １０３２ 座ꎬ 露地菜栽植

２６００ 亩ꎻ 大家畜存栏 ４８５ 头 (匹)ꎬ 羊存栏 ４４７ 只ꎬ 猪存栏 ２８２７ 头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７１６８ 元ꎮ
镇内有枣园革命旧址、 «为人民服务» 讲话台ꎻ 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延园中学和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等中央、 省、 市重点院校ꎮ 全面实现村村通电、 通自来水、 通柏油

路、 通电视和手机信号ꎮ

２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枣园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
苹果面积

(亩)

其中
苹果产量

(吨)

农民人
均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７６２９ ２１４３５ ３６３６ ４７７ — — — — ４９３ ４８

１９９１ ７７１５ ２２９００ ３５１４ ４５５ — — — — ６６４

１９９２ ７８３０ ２０７００ ３４０５ ４３５ — — — — ６６５

１９９３ ７８８５ ２０７４０ ３９６２ ５０２ １７９６５ ２０２５ １６８７７ ２０００ ８８６

１９９４ ７９３５ ２２０９０ ３９９１ ５０３ ２５４２５ ２４２５ ２１５１０ ２３６５ １０４９ ８

１９９５ ７９６０ １９１１０ ３９８０ ４９５ ２６０１０ ３７３２ — ３６２５ １２７４

１９９６ ７９８０ １８４９５ ５９８７ ７５０ ２３９４０ ３６００ ２０２５０ ３４８４ １６００

１９９７ ７９８６ ２４８７０ ３９９１ ４９９ １６４５５ ２０００ １４４１５ １８９９ １０６８

１９９８ ８０２６ １９８９０ ５９０８ ７３６ １６４５５ １９００ — １９００ １６５０

１９９９ ８０５０ １７６２５ ５０９３ ６３３ — — — — １８５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７０ １６０９５ ３０７６ ３８１ １６４５５ ２８００ １２９９０ ２４２４ １８３０

２００１ ８１１０ １９０９５ ２４４７ ３０２ １６４５５ ２９５０ １２９９０ ２５５２ １９３０

２００２ ８１２８ １８９３０ ３２９５ ４０５ １６４５５ ３１５０ １５９４５ ２９９２ ２１３０

２００３ ８２５２ １４６５５ ２８４８ ３４５ １６４５５ ３５５０ １５９４５ ３４０３ ２３３０

２００４ ８３６８ １９３０５ ３０７４ ３６７ １６７５５ ５９００ １６２４５ ５６３４ ２５２９ ９

２００５ ８４８８ １７１００ ２８０５ ３３０ １８２５５ ７１６６ １７７４５ ６９００ ２６８０

２００６ ８５９８ １７３２５ ３００７ ３５０ １８２５５ ８９８９ １７７４５ ８８００ ２８６０

２００７ ８７０３ １６２４５ ２５００ ２８７ １８７０５ １０６８９ １８１９５ １０５００ ３１３０ ２

２００８ ８７１６ １５６９０ ３１７５ ３６４ １９７１０ １１９８９ １９２００ １１８００ ３６２８ ９

２００９ ８７２１ １５６９０ ３１７３ ３６４ ２０７１０ １３３８０ ２０２００ １３２００ ４６７１

２０１０ ８７２１ １３１３８ ３０６４ ３５１ ２１７９５ １５４０５ ２１１９５ １５２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二、 柳林镇

宝塔区城郊镇ꎬ 地处宝塔区南部ꎬ 因镇人民政府驻柳林村而得名ꎮ 东与川口乡、
松树林乡相连ꎬ 南邻南泥湾镇和甘泉县崂山乡ꎬ 西接万花山乡ꎬ 北与南市街道、 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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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毗邻ꎬ 土地面积 ２５１ 平方千米ꎬ 辖区东西最大距离 １０ 千米ꎮ 镇内有南区供销合作

社旧址、 吴枣园毛岸英旧居、 位于二十里铺村的故城遗址和位于三十里铺村的忠义

冢、 延安火车站、 延安长途汽车南站ꎬ 西延铁路、 西延高速公路、 ２１０ 国道穿境而过ꎮ
镇人民政府驻地距宝塔区城区 ２ 千米ꎮ 柳林村始于清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ꎬ 是以村处柳

树成林之地得名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抓粮食生产的同时ꎬ 以林果生产为主导产业ꎬ 向管理系列化、 创优质、 夺

高产发展ꎬ 加大果树技术培训ꎬ 全镇有经济林 １ ７ 万亩ꎬ 其中苹果树 １ ２ 万亩ꎮ 按照

“若要富ꎬ 栽果树” 的思路ꎬ 在全乡形成山地成片、 院落成荫的 “务果热” 氛围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柳林乡撤乡建镇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柳林镇辖燕沟、 柳林 ２ 个居民委员会和柳树巷、 鸡蛋峁、 虎头峁、 王家

沟、 太春沟、 二庄科、 沟门、 山狼岔、 杨家湾、 克来沟、 槐树洼、 毛则沟、 康圪崂、
飞马河、 叶家庄、 南庄河、 杨家畔、 石头沟、 稍元梁、 二十里铺、 三十里铺、 四十里

铺、 前孔家沟、 后孔家沟、 柳林、 牛庄、 元庄、 仁台、 金庄、 中庄、 侯庄、 新窑、 赵

庄、 北沟、 何庄、 庙河、 龙寺、 麻塔、 高坡、 吴枣园、 麻庄村等 ４１ 个行政村ꎬ ５４ 个

村民小组ꎮ 辖区内有初级中学 １ 所ꎬ 中心小学 １ 所、 幼儿园 １ 所ꎬ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 所ꎮ 全镇总人口 ８８７７ 户、 ２６０３３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３８１８ 户、 １５５７６ 人ꎮ 耕地面积

２ ８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３ ８６ 万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６５２４ ５ 亩ꎻ 羊存栏 １７５０ 只ꎬ 猪

存栏 ２３０７ 头ꎮ
柳林镇产业发展结构是川道村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ꎬ 拐沟村以发展山地苹果产业和

养殖业为主ꎮ 全镇山地苹果面积 ３ ７４ 万亩ꎬ 其中挂果面积 ２ ６ 万亩ꎮ 全年农村经济总收

入 １ ７３ 亿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７２００ 元ꎬ 实现村村通油路ꎬ 移动网络、 固定电话、 有线

电视全覆盖ꎮ 名优特农产品主要有苹果、 土鸡蛋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柳林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２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
物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
果面积
(亩)

其中苹
果产量
(吨)

农民人
均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１１６６６ ２４０３５ ６００６ ５１５ — — — — ５１０

１９９１ １１８５３ ３０６８９ ４８３９ ４０８ — — — — ６１２

１９９２ １１９８７ ２６３００ ４８６４ ４０６ — — — — ７１８

１９９３ １２０７５ ２５９００ ６６１５ ５４８ ２５８２４ ９９０ ２４７４６ ９１８ ９５８

１９９４ １２１００ ２８２００ ６２９２ ５２０ ２３７１５ １６３５ １９２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２１６ ６

１９９５ １２２７０ ３２２９５ ６１７５ ５０４ ２６７４５ ３６３２ — ３００６ １４０３

１９９６ １２３００ ２４４８０ ７５９９ ６１８ １６４５５ ３３００ １３００５ ３０８８ １６０８

１９９７ １２４８１ ３３３４５ ３７９５ ３０４ ３８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６８５ １７８８ １０５６

４４



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
物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
果面积
(亩)

其中苹
果产量
(吨)

农民人
均所得
(元)

１９９８ １２５４９ ３６８７０ ７９０８ ６３０ ２７０００ １９５２ ２７０００ １９５２ １６４８

１９９９ １２９７２ ３５７００ ７７５４ ５９８ — — — — １８５６

２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３１３９５ ７８７８ ６０６ ２２０２０ ３１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８８６

２００１ １３１７２ ３５１７５ ６１９１ ４７０ ２２０２０ ３２６０ １６５００ ３２１７ １８９８

２００２ １３３１５ ３４４１０ ６６２１ ４９７ ２２０２０ ３５００ １７５０５ ３４５７ ２０４８

２００３ １３５０２ ２６７４５ ５９３４ ４３９ ２２０２０ ３９００ １７５０５ ３３００ ２２５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６９４ ２４１９５ ６１８３ ４５２ ２３０４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８５２５ １０２９０ ２４３５ ９

２００５ １３８０３ ２５３０５ ７２１９ ５２３ ３３０４５ １３７１０ ２８５３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８３６

２００６ １３９１２ ２４０４５ ５４０８ ３８９ ３３０４５ １６７５０ ２８５３０ １６２００ ３２３８

２００７ １４０３２ ２３７００ ５６２４ ４０１ ３７０３５ ２２８８０ ３２５２０ ２２４００ ３６９１

２００８ １４２０６ ２２３９５ ５３４２ ３７６ ４００３５ ２５６８０ ３５５２０ ２５２００ ５３６２ ５

２００９ １４２０６ ２２３９５ ５２８８ ３７２ ４１０３５ ３１４８０ ３６５２０ ３１０００ ６０７４

２０１０ １５５７６ ２２３９５ ５２８９ ３４０ ４０４４０ ３５７８５ ３７３６５ ３５１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三、 桥沟镇

位于宝塔区城乡接合部ꎬ 是城郊镇ꎬ 镇域面积 １１２ ３ 平方千米ꎮ 东与李渠镇毗邻ꎬ
南与柳林镇接壤ꎬ 西北与枣园镇、 河庄坪镇为界ꎮ 镇内延河流经长度约 １８ 千米ꎬ 主要

交通干道有 ２１０ 国道、 神延 (延安至榆林市神木县) 铁路、 西延高速公路、 延安飞机

场ꎮ 镇内有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白求恩医院旧址等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桥儿沟乡人民政府驻地尹家沟村ꎬ 全乡辖 ３０ 个行政村、 ５２ 个自然村ꎬ 耕

地面积 １ ６２ 万亩ꎬ 其中水浇地 ３２３１ 亩ꎬ 人均耕地面积 １ ２ 亩ꎮ 以蔬菜、 粮食生产为主ꎬ
蔬菜种植面积 ７１３４ 亩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桥儿沟乡 ９ 个村委会分设为 ２１ 个独立村委会ꎮ 所辖 ４２ 个行政村ꎬ 总

人口 １３６８０ 人ꎬ 耕地面积 １ ６０ 万亩ꎬ 其中蔬菜面积 ４０００ 亩、 粮食面积 １ １６ 万亩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建成 ５０７ 个蔬菜大棚ꎬ 蔬菜播种面积 ７７００ 亩ꎬ 产量 ２５００４ 吨ꎬ 产值 １０００

万元ꎮ “九五” 期间ꎬ 蔬菜产业成为全镇主导产业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因撤地设市ꎬ 延安市改为宝塔区的同时ꎬ 桥儿沟乡改为桥沟乡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桥沟乡撤乡建镇ꎬ ２００４ 年ꎬ 镇人民政府驻地由尹家沟村迁至桥沟村ꎮ
“十一五” 期间ꎬ 因城市建设和土地征用ꎬ 全镇蔬菜种植面积逐年减少ꎬ ２００６ 年蔬

菜种植面积 ６２０ 亩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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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ꎬ 确立 “城郊村抓三产建设ꎬ 拐沟村抓主导产业发展” 的发展方向ꎬ 桥沟镇

第三产业不断壮大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桥沟镇辖杨家湾、 尹家沟、 南寨砭、 黄蒿洼、 枣园、 方塔、 麻塔、 朱家

坬、 薛场、 夏咀、 罗家坪、 泽子沟、 野狐子沟、 桥沟、 东胜、 进塔、 一里坡、 杨家岭、
王家坪、 任家窑则、 向阳、 东关、 十里铺、 刘万家沟、 高家沟、 炭窑沟、 二十里铺、 柳

树店、 王岔沟、 小王庄、 张家河、 常兴庄、 烟洞沟、 七里铺、 高家园则、 马家湾、 文化

沟一村、 文化沟二村、 市场沟、 白坪、 北关 ４１ 个行政村ꎬ 有中小学 ５ 所、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１ 所ꎮ 全镇总人口 １２７７２ 户、 ３３４５０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６０６１ 户、 １７６５４ 人ꎻ 耕地面

积 １ ３１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１４６４７ ５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９６９７ 亩ꎻ 羊存栏 １４０ 只ꎬ 猪

存栏 ８１０ 头ꎻ 全年全镇经济总收入 １２８７４ ６６ 万元ꎬ 其中第三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８０％以

上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６００６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桥沟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３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１３４３３ １２５２１ ２０８６ １５５ — — — — ６０３ ４８

１９９１ １３６８０ １１３７４ ２０４９ １５０ — — — — ７０８

１９９２ １３９２０ １３２００ ２５１０ １８０ — — — — ７８０ ９６

１９９３ １４１６８ １２３１８ ２２５０ １５９ １３０００ ４７０ — ４１７ １０１３ ２９

１９９４ １４２４７ １１９１２ ２８５１ １９９ ７ ８８０５ ２０６０ ８２３５ ９７９ １３０３ ６

１９９５ １４３８４ １７２０５ ３４３２ ２３８ １０３９５ ５７９ — ５５０ １４２７ ７７

１９９６ １４４９２ １４５９５ ４０６９ ２８１ １１６２５ ８００ １１２５０ ７４５ １６０８

１９９７ １４５４２ １７０５５ ２０３５ １４０ ６４０５ ３９６ ６３７５ ３７１ １３７５

１９９８ １４６４７ １５４３５ ３８５０ ２６３ ６４０５ ６００ — ４９０ １６８８

１９９９ １４７４２ １６２９０ ３３４７ ２２７ — — — — １９３３

２０００ １４７３３ １１７６０ ２２９０ １５５ ３５２５ ６００ ３０４５ ５７１ １９６３

２００１ １４７４５ １３８１５ ２６２９ １７８ ３５２５ ７５０ ３０４５ ７１５ ２１２１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４６ １２０１５ ２１９０ １４６ ３５２５ ９００ ２９２５ ８８７ ２３２６

２００３ １５０４３ ５５０５ １０３３ ６７ ３５２５ ９００ ２９２５ ８０１ ２４８６

２００４ １５４２９ ９８７０ １４３３ ９３ ３９３０ ２０００ ３３３０ １７８６ ２６０４ ４

２００５ １５５９５ ８０２５ １２４９ ８０ ４９３５ ２２１４ ４３３５ ２０００ ２８６０

２００６ １６３４７ ５９８９ １３４０ ８２ ５９４０ ３０７０ ５３４０ ３０００ ２９５５ ８

６４



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２００７ １６８９７ ５９８９ １２１８ ７２ ６１０５ ３６７０ ５５０５ ３６００ ３４９９ ４

２００８ １７０４９ ７２１５ １７７６ １０４ ６４２０ ４０７０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９３８

２００９ １７４２５ ７２４２ ２００６ １１５ ６４２０ ４５７０ ６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３９６８

２０１０ １７６５４ ６５８４ １５４７ ８８ ６８５５ ５１６０ ６４９５ ５１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四、 河庄坪镇

宝塔区城郊镇ꎮ 位于宝塔区北部ꎬ 延河中上游地带ꎬ 南与市区接壤ꎬ 西靠枣园镇ꎬ
北与安塞县毗邻ꎬ 东与桥沟镇、 李渠镇、 冯庄乡交界ꎬ 土地面积 １０１ 平方千米ꎮ 镇人民

政府驻河庄坪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８ 千米ꎮ 辖区内有 “四八” 烈士陵园、 原中央医院旧

址、 陕甘宁边区保育院旧址等ꎬ 包茂高速、 ２０６ 省道南北向穿越镇区ꎬ 延长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南泥湾采油四厂和包茂高速延安北出口设在石圪塔村ꎮ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ꎬ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在河庄坪村建立延安教学基地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长庆采

油一厂进驻河庄坪村ꎬ 是长庆油田的生产服务基地之一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河庄坪乡撤乡建镇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主导产业以苹果业、 棚栽业、 草畜业为主ꎮ 苹果挂果面积 ８４３０ 亩ꎬ 苹果

产业专业村有余家沟、 万庄、 芦草湾、 枣圪台 ４ 个村ꎮ 新建日光温室大棚 ５３ 座、 大弓棚

１６０ 座、 露地菜 ３００ 亩ꎬ 蔬菜产业专业村有井家湾、 赵家岸 ２ 个村ꎻ 牛饲养量 １１００ 头、
猪饲养量 ５５００ 头、 鸡饲养量 ５０５００ 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镇辖兰家坪、 李家洼、 杜家沟、 石圪塔、 小沟、 井家湾、 河庄坪、 陈

团沟、 贺团峪、 新窑沟、 红庄、 田塔、 万庄、 余家沟、 柳化峪、 俄则峪、 枣圪台、 仲

台、 赵家岸、 石窑、 解家沟、 李家湾、 康家沟、 崔圪崂、 杨老庄、 芦草湾、 若寺湾、
刘兴庄 ２８ 个行政村ꎬ １ 个社区ꎻ 总人口 ７０５０ 户、 １７７２２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２２５０ 户、
８２４５ 人ꎮ 耕地面积 ３ ２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５６７３ ９３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１５４１７ １
亩ꎻ 羊存栏 １８２１ 只ꎬ 猪存栏 ２１０１ 头ꎮ 辖区内有中心小学 １ 所ꎬ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卫生

院 １ 所ꎮ 农村经济收入 ７３５２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３８０ 元ꎮ 农民主要增收产业为果

蔬业、 畜牧业及其他副业和井家湾农家乐产业ꎮ 其中ꎬ 具有 “陕北黄土风情美食村”
称号的井家湾村农家乐产业是延安市休闲农业的一道亮丽风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井家湾村被

宝塔区委、 区政府确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ꎻ ２００８ 年ꎬ 村上成立 “农家乐”
经营管理协会ꎬ 管理走向规范化ꎻ ２００９ 年接待 １５ 万人次ꎬ “农家乐” 经营收入 ３２０ 万

元ꎬ 占村经济总收入 ４９２ ８ 万元的 ６５％ꎻ ２０１０ 年有农家乐经营户 ７１ 家ꎬ 从业人员

４００ 人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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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河庄坪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４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７２６５ １９３６８ ３０４３ ４１９ — — — — ４００

１９９１ ７３７８ ２０３４０ ２９０８ ３９４ — — — — ４６０

１９９２ ７４７６ １８４００ ２９２７ ３９２ — — — — ４９０

１９９３ ７７４１ ２２７００ ４５５５ ５８８ １５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１０５０ ７８８ ８１３ １８

１９９４ ７９３５ ２０４５０ ３９９１ ５０３ ２５４２５ ２４２５ ２１５１０ ２３６５ １３９９

１９９５ ７８０７ ２６７４５ ４２９０ ５４５ ２５４４０ １０６５ — １０６０ １３０７ ６６

１９９６ ７８１７ ２３１９０ ５５３８ ７０８ １３８９０ １５００ １３８９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５０

１９９７ ７８４２ ２６７００ １９１３ ２４４ １２９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２２８５ ９５２ ７０８

１９９８ ７８７５ ２２０８０ ５４９４ ６９８ １２９１５ １６００ — １３２７ １４０６

１９９９ ７９１２ ２００８５ ３５７８ ４５２ — — — — １６０５

２０００ ７９９６ １９４１０ ２８９２ ３６２ １２４３５ １４５０ １１２６５ １４１１ １６７０

２００１ ８０１５ １９４２５ ３１３１ ３９１ １２４３５ １６００ １１２６５ １５６３ １６８８

２００２ ８０３１ １４６８５ ３２１５ ４００ １２４３５ １７５０ １１７９０ １７４０ １５７２

２００３ ８０４７ １４３７０ ３０５２ ３７９ １２４３５ １７５０ １１７９０ １７２７ １７５８

２００４ ８０５６ ２１６００ ３０８９ ３８３ １３４４０ ３３００ １２７９５ ３１９７ １９６６

２００５ ８０８０ ２２４２５ ４０９８ ５０７ １５６９０ ３４０３ １５０４５ ３３００ ２１８５ ６

２００６ ８０８６ ２１６１５ ４０１１ ４９６ １６６９５ ４８３５ １６０５０ ４８００ ２３６９ ５

２００７ ８１３４ ２１６９０ ３９４８ ４８５ １８１９５ ６５３５ １７５５０ ６５００ ２５６８ ２

２００８ ８１７５ ２１７５０ ４３４０ ５３１ ２０１９０ ７３３５ １９５４５ ７３００ ２９９０ ８

２００９ ８１８５ ２１７５０ ４４０４ ５３８ ２１１９０ ８６４５ ２０５４５ ８６００ ３５４７

２０１０ ８２４５ ２１６１５ ４２４４ ５１５ ２２１８５ ９５３２ ２１５４０ ９５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五、 李渠镇

地处宝塔区城区东北部ꎮ 东邻姚店镇ꎬ 西连桥沟镇、 河庄坪镇ꎬ 南接川口乡ꎬ 北与

冯庄乡、 青化砭镇毗邻ꎬ 镇域面积 １３９ ５７ 平方千米ꎮ 镇人民政府驻地东村ꎬ 距宝塔区城

区 １２ 千米ꎮ 中央储备粮延安直属库和延安火车北站设在李渠镇阳山村ꎮ

８４



１９９０ 年ꎬ 碾庄乡辖 １７ 个村委会ꎬ ２０ 个自然村ꎬ 总耕地面积 １１５３５ 亩ꎬ 人均耕地面

积 ４ ３ 亩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部分乡镇区划调整ꎬ 将碾庄乡并入李渠镇ꎮ 合并时ꎬ 碾庄乡辖 １７ 个

村委会、 ２１ 个村民小组ꎬ 总人口 ４５６３ 人ꎬ 耕地面积 １１４００ 亩ꎻ 李渠镇区域面积 ８５ ５６
平方千米ꎬ 辖 ２７ 个村委会、 ２９ 个村民小组ꎬ 人口 １６７８１ 人ꎬ 耕地面积 １９７８９ 亩ꎮ 合并

后ꎬ 李渠镇辖 ４４ 个村委会、 ５０ 个村民小组ꎬ ２１３４４ 人ꎬ 耕地面积 ３１１８９ 亩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镇有农业人口 ４０３２ 户、 １６６３０ 人ꎬ 非农业人口 １５１０ 户、 ６１５８ 人ꎻ 耕地

面积 ５ １ 万亩ꎬ 人均 ３ ０ 亩ꎻ 建有张兴庄治平养殖公司ꎬ 占地 １１０ 亩ꎬ 有 １ 个养殖总厂

和 ４ 个养殖小区ꎬ 以养鸡为主ꎬ 带动该镇经济发展ꎻ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５４７３ 万元ꎬ 农民人

均纯收入 ２６９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镇辖井渠、 阳山 ２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杨兴庄、 新庄沟、 王家沟、 刘

庄、 水眼沟、 王家砭、 碾庄、 羊圈沟、 核桃树塔、 双田、 好义沟、 芦山峁、 九沟、 庙圪

台、 北新庄科、 张兴庄、 石家畔、 崖里坪、 周家湾、 朱家沟、 新庄科、 高家沟、 柴崖、
呼家坡、 沙家圪崂、 沙家沟、 东村、 曹家沟、 姬庄、 登高峁、 阳坬、 庙沟、 赵家沟、 阳

山、 中庄、 张庄、 曹坪、 王庄、 高峁湾、 沟门、 瓜地沟、 刘家沟、 西村、 李家沟 ４４ 个

行政村ꎬ 设 ４８ 个村民小组ꎮ 总人口 ９２４５ 户、 ２５８７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４９８０ 户、 １７４１５
人ꎮ 耕地面积 ５ １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３５４４ ３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１３６３８ ８ 亩ꎻ 羊存

栏 ３６０ 只ꎬ 猪存栏 ８６００ 头ꎮ 全镇有中心小学 ２ 所ꎬ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中心卫生院 １ 所ꎮ 主

要乡镇企业有纯粮酿造厂、 机床加工厂、 预制厂、 雄风铸造厂ꎮ 从事第三产业的企业、
摊点 ５５３ 家ꎬ 从业人员 ４９８９ 人ꎬ 经济总收入 ７２３ 万元ꎮ 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 ７６７７ ９ 万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３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李渠镇 (碾庄乡)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５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１９９０ ４２０４ １０５６０ １０５１５ ２０３４０ ２０６４ ４４９７ ４９１ ４２６ — — — — — — — — ４２７ ８３ ４５３

１９９１ ４３１２ １０７８２ １１９１０ ２０７００ １６８６ ３２０９ ３９１ ２９８ — — — — — — — — ４６１ ４６８

１９９２ ４５２１ １０７９２ １１４００ ２１８００ ２１９２ ４６２９ ４８５ ４２９ — — — — — — — — ５７９ ５２ ５９０ ７７

１９９３ ４５３６ １０８２５ １１１１０ ２３１５０ １４１８ ５５５９ ３１３ ５１４ １１３２２ １５０００ ９１２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６５０ ６３７ ８１４

１９９４ ４５６０ １０８３５ １２１００ ２２６１５ ２３３７ ５５６９ ５１２ ５ ５１４ ７５４５ ６０００ ６１２ ２１００ ６９９０ ４７５５ ６１２ １５５０ ７５４ １０１４ ７７

１９９５ ４５６８ １０８６０ １５５７０ ２３５５０ ２５０２ ５ ５５９６ ５４２ ５１０ ８７４５ ７６２０ １９０７ １８９０ — — １８５０ １６００ ９６７ １２０２

１９９６ ４５５３ １０８８４ １１９１０ ２１７９５ ２８１１ ６８３６ ６１７ ６２８ １０３２０ １２２８５ １９００ １５００ ９８７０ ９２７０ １８５９ １２０５ １１６８ １４０２

１９９７ ４５６２ １０８９８ １４５５０ ２５１４０ １４０６ ２７４９ ３０８ ２５２ ８９１０ ９２５５ ９８０ ５７０ ８４９０ ７３２０ ９３９ ２８４ ５６２ ７６０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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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碾
庄
乡

李
渠
镇

１９９８ ４５６６ １０９４９ １１７４５ ２７８８５ ３４０５ ７００５ ７４６ ６４０ ８９１０ ９２５５ １６００ １０００ — — １６００ ５８１ １０９２ １３９８

１９９９ ４５６１ １０９８９ １１２５０ ２６５０５ ２００７ ５６１８ ４４０ ５１１ — — — — — — — — １３０１ １５１８

２０００ ４５６３ １１０３０ ７５９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４７２ ４６２０ ５４２ ４１９ ７０６５ １２７３５ ８００ １３５０ ６７５０ ７７４０ ７８０ ９７６ １３２８ １５２８

２００１ ４５６３ １１０８８ １１８３５ ２０４１５ ２８１０ ４０７１ ６１６ ３６７ ７０６５ １２７３５ １５００ １５５０ ６７５０ ７７４０ １５００ １１７６ １５３０ １５２９

２００２ １６７１９ ３６８１０ ６１５２ ３６８ １９８００ ２９００ １７５６５ ２８８５ １６１５

２００３ １５７７６ ３４８００ ７５３４ ４７８ １９８００ ３２００ １７５６５ ３１５０ １９２５

２００４ １６３１９ ３９０００ ８００７ ４９１ ２１７９５ ５８００ １９５６０ ５６１０ １９３０

２００５ １６３２９ ３９２２５ ７２４２ ４４４ ２２８００ ６７９０ ２０５６５ ６６００ ２１３０ ２

２００６ １６４５３ ３８１７５ ７４４７ ４５３ ２３２９５ ８２１５ ２１０６０ ８１００ ２３３０

２００７ １６６３０ ３７０５０ ７３１３ ４４０ ２４４９５ ９９１５ ２２２６０ ９８００ ２６９０

２００８ １６８６４ ３４８００ ７３１３ ４３４ ２５５００ １１１１５ ２３２６５ １１０００ ３２７７ ５

２００９ １７１００ ３７０５０ ７５６４ ４４２ ２６５００ １３１３５ ２４２６５ １３０００ ３９７２

２０１０ １７４１５ ３７０５０ ７６７５ ４４１ ２６８６５ １４７２０ ２５２６０ １４６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ꎻ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数据为碾庄乡和李渠镇的数据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碾庄乡并入李渠镇ꎬ

２００２ 年以后为李渠镇的数据

六、 姚店镇

位于宝塔区城区东北部ꎬ 东连甘谷驿镇ꎬ 南接川口乡ꎬ 西邻李渠镇ꎬ 北与元龙寺

乡、 青化砭镇接壤ꎬ 是宝塔区和延长县、 延川县、 子长县 ３ 县 １ 区交会处ꎬ 是延长、 延

川、 子长三县进出延安的必经之地ꎮ 镇域面积 １２１ ５７ 平方千米ꎮ 镇人民政府驻前四十里

铺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２１ 千米ꎬ 是延河和蟠龙河、 ２１０ 国道和 ２０５ 省道交会处ꎮ 延安市姚

店工业园区位于后四十里铺村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镇有乡镇企业 １６ 家ꎬ 从业人员 ３４０ 人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ꎬ 对防盗门厂、

农工商公司等集体企业进行改制ꎬ 由原来的镇办集体企业逐步过渡到租赁或私营企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乡镇企业增加到 ４２ 家ꎬ 其中集体企业 １６ 家、 私营企业 １０ 家、 个体企业 １６
家ꎬ 企业总产值 ２８６０ 万元ꎻ 有建筑企业 ８ 家ꎻ 有个体摊点 ６３１ 家ꎬ 从业人员 １０２０ 人ꎬ
经济总收入 ２２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姚店镇辖前四十里铺、 后四十里铺、 姚店、 上童沟、 下童沟、 康家沟、 杨

家砭、 郑崖、 谭家湾、 胡家沟、 东沟、 后半沟 、 前半沟、 老庄沟、 王崖、 牛圈沟、 张皮

沟、 麻科义、 赵家沟、 柏林湾、 界和坪、 苏家沟、 沙滩、 安沟门、 贺家沟、 狼卧沟、 房

０５



子、 石沟、 子房、 赵刘、 张尔、 白牙、 罗沟、 石尧沟、 碳尧沟 ３５ 个行政村ꎬ ３ 个社区ꎬ
５５ 个驻镇企 (事) 业单位ꎮ 村村道路硬化ꎬ 村村通自来水、 通电信、 移动、 联通等网

络ꎮ 全镇总人口 ７３８５ 户、 ２０１１４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４４５６ 户、 １４１１５ 人ꎮ 耕地面积 １２４６０
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０２４０ ５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９０００ 亩ꎮ 镇辖初级中学 １ 所ꎬ 中心小学

１ 所ꎬ 中心卫生院 １ 所ꎮ 年末ꎬ 羊存栏 ３００ 只ꎬ 猪存栏 ３６６０ 头ꎬ 鸡存栏 ４８３００ 只ꎮ 农民

人均纯收入 ６０００ 元ꎮ
林果、 畜牧、 蔬菜业一直都是姚店镇的主导产业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５ 年ꎬ 大力发展苹果产

业ꎬ 建成麻科义村等 １５ 个果树专业村ꎮ ２００５ 年开始逐步加大蔬菜产业投入力度ꎬ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累计发展大弓棚 １２００ 座ꎬ 蔬菜产业年效益 ４００ 万元ꎻ 同时ꎬ 第三产业不断壮

大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林果、 畜牧、 蔬菜业三产收入 １０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姚店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６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
物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１１８１３ ２６０８０ ３０７１ ２６０ — — — — ４５１ ２

１９９１ １１９６７ ２５０９２ １８２５ １５３ — — — — ４８１ ８

１９９２ １２１４５ ２２８００ ３２９１ ２７１ — — — — ５３４

１９９３ １２２６５ ２２９６０ ４２２７ ３４５ ２２１１６ ９８４ ２０３１６ ９１５ ８５０ ５３

１９９４ １２３７０ １９８００ ４２５３ ３４３ ８ ２２１１０ １０６０ ２０３１０ １０１１ １０８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４０６ １８４６５ ４２３１ ３３８ ２３１３０ ２２９５ — — １４０４

１９９６ １２４１６ １９０２０ ６２８４ ５０６ ２３１３０ ２６００ ２０８２０ ２５６５ １５８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４２８ ２０８６０ ２３９３ １９３ １４６８５ １５００ １２５７０ １３８４ ９８５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５０ ２１３７５ ６４３１ ５１７ １４６８５ １５００ — １３８９ １５８５

１９９９ １２７９７ ２０７７５ ４７８０ ３７４ — — — — １７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８７８ ２２０６５ ４６９４ ３６４ １４９８５ ２５５０ １４０８５ ２５１０ １７４０

２００１ １２９０８ １９７８５ ４５４７ ３７６ １４９８５ ２７００ １４０８５ ２５００ １６９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９６５ ２０６５５ ５５８０ ４３１ １４９８５ ２９００ １２５７０ ２８８０ １８０５

２００３ １３０８９ １２８１０ ２６５０ ２０２ １４９８５ ３７００ １２５７０ １２１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４ １３２０９ １１９４０ ２６３２ １９９ １６９８０ ７２００ １４５６５ ６８００ ２２２５

２００５ １３３００ １１４４５ ２５３０ １９０ ２４４８０ １３０５０ ２２０６５ １２６５０ ２３０８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９５ １０２３０ ２７５２ ２０５ ２４４８０ １３５００ ２２０６５ １３２００ ２５０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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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
物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２００７ １３５２０ １０１１０ ２６８３ １９８ ２６４７５ １６８００ ２４０６０ １６５００ ２７８０

２００８ １３６５５ １００５０ ２８２８ ２０７ ２７４８０ １９１０５ ２５０６５ １８８００ ３５８２ ５

２００９ １３８２５ １００５０ ２７８９ ２０２ ２７４８０ ２３５０５ ２５０６５ ２３２００ ４２４６

２０１０ １４１１５ ９７００ ２８５０ ２０２ ２８８１５ ２６６３０ ２５５６０ ２５５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七、 甘谷驿镇

地处宝塔区东北部ꎮ 镇因古道驿站而得名 (北魏太和元年即公元 ４７７ 年设广武县ꎬ
现保存有完整的城墙ꎬ 西魏末年为长安至榆林官道驿站ꎬ 地处河谷得名干谷驿ꎬ 后谐名

甘谷驿)ꎮ 东与延长县刘家沟乡相邻ꎬ 南与延长县黑家堡乡接壤ꎬ 西与姚店镇相接ꎬ 北

与延川县文安驿镇连接ꎬ ２１０ 国道、 延延高速穿镇而过ꎮ 镇域面积 １７２ ４４ 平方千米ꎮ 镇

人民政府驻西镇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３５ 千米ꎮ １９７５ 年ꎬ 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甘谷驿采

油厂驻西沟门村ꎮ
甘谷驿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ꎬ 地势东低ꎬ 南、 西、 北高ꎬ 沟壑纵横ꎬ 梁

峁遍布ꎬ 地形呈一川三沟分布ꎬ 镇内主要河流是延河ꎬ 由前野狐沟村流入ꎬ 流经张家

沟、 西镇、 东镇村入延长镇内ꎬ 辖区内流长约 ４ 千米ꎮ
全镇经济以农业为主ꎬ 主导产业有棚栽业、 养殖业和林果业ꎬ 特色产业为红薯种植

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耕地面积 ３５７１２ 亩ꎬ 其中川地 ３１８２ 亩ꎬ 沟台地 ２１８３ 亩ꎬ 坝地 １５０７ 亩ꎮ 大

家畜 ２６４０ 头ꎬ 羊 ５７３４ 只ꎬ 生猪 ２７１８ 头ꎮ 经济林面积 ８９７７ 亩ꎬ 其中苹果 ６０７５ 亩ꎬ 梨园

２８７４ 亩ꎬ 人均纯收入 ４５０ 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新修农田 ２００ 亩ꎻ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新修农田 ７００
亩ꎬ 打坝 １４ 座ꎬ 淤地约 ７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甘谷驿镇进行了程控自动电话改制ꎬ 开通 ２０００ 型 ５１２ 门程控数字电话ꎬ
实现了甘谷驿镇电话自动化ꎬ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甘谷驿油田开发ꎬ 满足人们对通信的

需求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猪、 牛、 羊、 鸡和水产养殖不断增加ꎬ 主要以肉

用型为主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镇人均种植 ３ 亩大垄化农作物ꎮ 涌现百亩种植大户 ６ 户ꎬ ５０ 亩种植大户

３２ 户ꎮ 全镇种植面积 ３３３４０ 亩ꎬ 其中大垄作物种植 ３１５５０ 亩 (包括大垄玉米 ９０７０ 亩、
大垄谷子 ８７５０ 亩、 大垄洋芋 ７０００ 亩、 大垄豆类 ６７３０ 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甘谷驿镇按照 “三菜” (温室大棚、 弓棚、 露地菜) 并举的工作思路和蔬

菜市场的大好前景ꎬ 新建日光温室 １０９ 座ꎬ 大弓棚 ２４７ 棚ꎬ 露地菜 ３８０ 亩ꎬ 全镇日光温

室累计 ３０９ 座ꎬ 大弓棚 ９０２ 座ꎮ 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８８０ 元ꎬ 比 １９９４ 年增加了

１６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提出 “支部＋协会＋党员示范基地＋党员中心户＋农户” 的农村党建思路ꎮ

２５



成立代家沟、 东镇、 顾屯等棚栽业协会ꎬ 野狐沟、 小张沟、 康家沟养殖协会ꎬ 西镇村红

薯产业协会和苏家沟育苗产业协会ꎮ 有党员中心户 １７６ 户ꎬ 通过发展产业建成 １５ 个党员

示范基地ꎬ 辐射带动 ８１０ 户农户发展产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镇辖白家沟、 代家沟、 前野狐沟、 后野狐沟、 张家沟、 西镇、 梁屯、 向

阳、 刘家沟、 史家沟、 王家沟、 东镇、 西沟、 前苏沟、 后苏沟、 唐坪、 胜利河、 薛家

沟、 高家塔、 小张沟、 顾屯、 何村、 背河、 何家沟、 圪塔、 罗家湾、 康家沟、 柏树沟、
李家河、 石家河 ３０ 个行政村ꎬ ３３ 个自然村ꎬ １ 个社区ꎬ １２ 个驻镇企事业单位ꎻ 有中心

小学 １ 所ꎬ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镇总人口 ５３８９ 户、 １５８３５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１８７６ 人ꎻ 耕地面积 ５ １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４０３３８ ２６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３３９５８ ７ 亩ꎮ
粮食作物以玉米、 谷物为主ꎬ 畜牧业以养猪、 牛、 鸡为主ꎬ 羊存栏 ９９２ 只ꎬ 猪存栏 １６１０
头ꎮ 全年全镇农业生产总值 ７８６４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６０５８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甘谷驿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７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１０９７０ ３０４１０ ５４５６ ４９７ — — — — ４０２

１９９１ １１１５４ ３６３３５ ４１８７ ３７５ — — — — ４４１

１９９２ １１５５４ ４００００ ３１１６ ２７０ — — — — ５３３ ５４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１０ ３０８９０ ４９９８ ４２０ ４２７５ ３２８ ３１９５ ３０３ ５８９

１９９４ １１９４５ ２８４００ ６０８２ ５０９ １５０００ ４２８ １０６０５ ３０７ ８０６ ５

１９９５ １１８９１ ３１４５５ ６５１５ ５３８ １８６１５ １５１８ １３７１０ — １１４４ ４

１９９６ １１８９５ ３６４５０ ７８８３ ６６３ １９２６０ １１２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２６ １３４９

１９９７ １１８８３ ３９３６０ ３９２２ ３３０ ８６１０ ３６０ ７２７５ ２６６ ７６０

１９９８ １１８９２ ３５２０５ ９２８４ ７８１ ８６１０ ６００ — ４５０ １２７０ ８

１９９９ １１８９２ ３１０９５ ５９５３ ５０１ — — — — １２３５

２０００ １１８９８ ２５５００ ４３３３ ３６４ １０９０５ ９００ ７８００ ４８０ １２５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８９２ ３０８７０ ４５１５ ３８０ １０９０５ １０００ ７８００ ５２０ １３６２

２００２ １１８９６ ３０３００ ４７０１ ３９５ １０９０５ １０００ ８５８０ ５２０ １３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１８９６ ３３４５０ ４７０７ ３９６ １０９０５ ７５０ ５１４５ ６５５ １５０１

２００４ １１８９６ ２４５５５ ３５３５ ２９７ １２４０５ ２４０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７４０ １７４７ ９

２００５ １１８９６ ２２０９５ ３５０２ ２９４ １３９０５ ３０６０ １１５８０ ２４００ １９５８ １

２００６ １１８９６ ２０１６０ ２９１２ ２４５ １４４００ ３４０４ １２０７５ ３０００ ２１７９ ９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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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２００７ １１８５０ ２０７１５ ３１５７ ２６６ １５４０５ ４００４ １３０８０ ３６００ ２６８０ ５

２００８ １１８１０ ２２５００ ４０１８ ３４０ １７９１０ ４４０４ １５５８５ ４０００ ３２９０ ５

２００９ １１８７０ ２２５００ ４０６１ ３４２ ２０４１５ ４７０４ １８０９０ ４３００ ４３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１８７６ ２２１５０ ３９４３ ３３２ ２１８５５ ５１８５ ２００８５ ４９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八、 青化砭镇

位于宝塔区东北部ꎬ 东与元龙寺乡毗邻ꎬ 南与姚店镇接壤ꎬ 北与蟠龙镇为界ꎬ 西与

冯庄乡相邻ꎬ 镇域面积 ８９ ３７ 平方千米ꎮ 镇政府驻地青化砭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４０ 千米ꎮ
镇内牡丹河流经长度约 １８ 千米ꎮ 主要交通干道有 ２０５ 省道、 神延铁路ꎮ 延长石油股份有

限公司青化砭采油厂驻常屯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４１０ 元ꎬ 比 １９９４ 年增加 １６００ 元ꎬ 其中林果业、 棚

栽业、 草畜业三大主导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６０％左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镇辖 ３６ 个行政村ꎬ 农业人口 ２６６０ 户、 １０７６０ 人ꎬ 全镇经济总收入 ２７３０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４５５ 元ꎮ ２００９ 年全镇经济总收入 ６８７８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２７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镇辖惠家砭、 方桥、 崔家圪崂、 林坪、 白坡、 石圪崂、 白坪、 石绵羊

沟、 小蒜沟、 小寺沟、 青化砭、 赵家沟、 乔家沟、 武家沟、 前丈子沟、 后丈子沟、 散

岔、 大寺沟、 李崖、 朱家沟、 闫家沟、 常塔、 七郎沟、 新庄科、 碑路坪、 二峁渠、 海眼

沟、 平不塌、 常沟、 新山沟、 张马河、 常屯、 中庄、 王庄、 高尧、 曹咀 ３６ 个村民委员

会ꎬ １ 个社区ꎬ 设 ４０ 个村民小组ꎮ 有中心小学 １ 所ꎬ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镇

总人口 ４６４６ 户、 １４４６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０７８０ 人ꎻ 有耕地面积 ２ ４２ 万亩ꎬ 退耕还林

地面积 ２１７６２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１３２００ 亩ꎻ 羊存栏 ３１５ 只ꎬ 生猪存栏 ３６５０ 头ꎻ 经济总收

入 １２８７４ ６６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６００６ 元ꎬ 林果业、 棚栽业、 草畜业三大主导产业收

入占总收入的 ６５％以上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青化砭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８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亩)

其中苹果
产量(吨)

农民人均
所得(元)

１９９０ ９６１０ ２５５６０ ３７３３ ３８８ — — — — ４１６

１９９１ １０１３５ ２５１１７ ２５２５ ２４９ — — — — ４６５

１９９２ １０２８５ ２４８００ ３８５６ ３７５ — — — — ５１７ １８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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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亩)

其中苹果
产量(吨)

农民人均
所得(元)

１９９３ １０４６８ ２６５７４ ５２５３ ５０２ １０４９６ ８０６ １０３２９ ７６０ ６３０

１９９４ １０５１２ ２５５７５ ５３８９ ５１２ ６ １０４８５ ４６６ １０３８０ ４５０ ７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０５６７ ３０２４０ ５７２１ ５３７ １３６５０ ８７３０ — ５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９９６ １０６２７ ３１４５５ ７２３４ ６８１ １５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３３０ １１２０ １２１９ ５

１９９７ １０５７７ ２８７８５ ４６４２ ４３８ ６９４５ ３９０ ６７９５ ３８６ ７０５

１９９８ １０４３３ ２７０９０ ６５８０ ６３１ ６９４５ ６００ — ５６０ １１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０４３３ ２６１１５ ５２２２ ５００ — — — — １２９８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５３ ２５７７０ ５０３９ ４８２ ７２００ ９００ ６６９０ ８９６ １３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０４６３ ２５７１０ ４４９７ ４３０ ７２００ ９５０ ６６９０ ９４７ １３２０

２００２ １０５７５ ２３０７０ ４７５４ ４５０ ７２００ １１００ ７１２５ １０９８ １３７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５７５ ２１０７５ ４６９８ ４４４ ７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５８０ ５８０ １４５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５７６ ３１０５０ ５１７３ ４８９ １４２０５ ２１８０ １４１３０ ２１３８ １６６０ ４

２００５ １０５８４ ２６０５５ ４６４９ ４３９ １８７０５ ２１４２ １８６３０ ２１００ １９０６ ７

２００６ １０６５６ ２７３００ ４０３２ ３７８ １９２１５ ３２３０ １９１４０ ３２００ ２１０４ 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７５０ ２７２２５ ４３８８ ４０８ ２０７１５ ４２３０ ２０６４０ ４２００ ２４０９ ３

２００８ １０７６０ ２６６７０ ４３５５ ４０５ ２２７１０ ４８３０ ２２６３５ ４８００ ２９０２ ６

２００９ １０７６６ ２６１７５ ４９４５ ４５９ ２３７１０ ５６３０ ２３６３５ ５６００ ３７７７

２０１０ １０７８０ ２５７５０ ６１８８ ５７４ ２４８７０ ６３９０ ２４６３０ ６２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九、 蟠龙镇

地处宝塔区城区以北ꎮ 东与延川县永坪镇相邻ꎬ 南与青化砭镇为邻ꎬ 西与梁村乡交

界ꎬ 北与子长县佘家坪乡接壤ꎮ 镇域面积 １６８ ６９ 平方千米ꎬ 镇人民政府驻王家沟村ꎬ 距

宝塔区城区 ５０ 千米ꎮ 蟠龙镇属陕北丘陵、 沟壑地带ꎮ 蟠龙战役的旧址位于该镇集玉峁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镇辖 ３０ 个行政村 (４４ 个自然村ꎬ ４５ 个村民小组)ꎬ ２６８０ 户、 １１２７６ 人ꎻ

大家畜存栏 １９５７ 头ꎬ 生猪存栏 ３００００ 头ꎬ 家禽存栏 ２０２３０ 羽ꎻ 经济林 １００００ 亩ꎬ 用材林

１４０００ 亩ꎬ “四荒地” ４５０００ 亩ꎬ 耕地 ２５１５５ 亩ꎮ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 谷子、 马铃薯、 豆

类ꎬ 经济作物以种植大棚蔬菜、 栽种苹果树为主ꎮ 全年经济总收入 １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部分乡镇区划调整ꎬ 将下坪乡并入蟠龙镇ꎮ 合并时ꎬ 下坪乡区域面

积 ７７ ２３ 平方千米ꎬ 辖 ２３ 个村委会、 ２５ 个村民小组ꎬ 人口 ４５５０ 人ꎬ 耕地面积 １８０５５ 亩ꎬ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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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以粮食种植为主ꎬ 主要种植玉米、 谷子、 豆类、 薯类ꎬ 种植面积 ８９８９ 亩ꎻ 羊存栏

１５２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１８２０ 头ꎮ 蟠龙镇区域面积 ９１ ４６ 平方千米ꎬ 辖 ２９ 个村委会、 ５０ 个村

民小组ꎬ 人口 １１３７７ 人ꎬ 耕地面积 ２２５６０ 亩ꎮ 合并后ꎬ 蟠龙镇区域面积 １６８ ６９ 平方千

米ꎬ 辖 ５２ 个村委会、 ７５ 个村民小组ꎬ １５９２７ 人ꎬ 耕地面积 ４０６１５ 亩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成蟠龙战役烈士陵园ꎮ 同年ꎬ 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蟠龙采油厂建厂ꎬ

驻瓷窑沟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镇有乡镇企业 ３ 家 (果汁厂 １ 家、 砖厂 ２ 家)ꎬ 从业人数 ３８０ 人ꎮ 其中ꎬ

孙崖砖厂始建于 １９６５ 年ꎬ ２００３ 年迁至孙崖村寨子沟沟口ꎬ 采用三五零真空砖机ꎬ 年均

总产量 １２００ 万~１５００ 万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镇辖土洞、 孙崖、 曹刘沟、 前何沟、 后何沟、 永胜、 李渠、 张山圪台、

王家沟、 瓷窑沟、 拓家沟、 闫尧、 前山尧、 郭家庄、 何峁、 四咀、 卧虎湾、 蟠龙、 纸房

沟、 纸房坪、 刘坪、 毛沟、 新沟、 王庄、 枣园、 老庄、 后山尧、 圪驮、 核桃坪、 崖底、
尹咀、 木家坪、 下坪、 李家砭、 三志沟、 芦坪、 上坪、 大塔沟、 老庄湾、 榆树峁、 胜利

沟、 姬塔、 南塔、 前庙沟、 后庙沟、 新民、 李崖尧、 朱塔湾、 牛家沟、 芦家沟 ５０ 个行

政村ꎬ ７２ 个自然村ꎬ １ 个社区ꎬ １０ 个驻镇单位ꎮ 有中心小学 １ 所ꎬ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中心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镇总人口 ５３１５ 户、 １６７６７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４５６８ 人ꎻ 耕地面积 ６ ８０ 万

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４７５４７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４１４０１ 亩ꎮ 农民增收产业有林果业、 草畜

业和第三产业等ꎬ 林果业主要以山地苹果和葡萄为主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蟠龙镇 (下坪乡)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９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１９９０ ４１５２ ９５９８ １５４８６ ２３８８４ ２０９４ ４９７１ ５０４ ５１８ — — — — — — — — ２８８ ３５７

１９９１ ４２５６ １０３９１ １５９００ ２８４５４ ２０００ ４１５３ ４９６ ４００ — — — — — — — — ２３６ １７ ３２２

１９９２ ４２７８ １０５５７ １７７００ １９８００ ２４５２ ２５５８ ５７３ ２４２ — — — — — — — — ５２０ ３５１ １３

１９９３ ４２３９ １０５５７ １４３５３ ２１０５９ ２３２９ ４２６０ ５５２ ４０３ ３６５０ ６９０５ ３５５ ５００ １８７９ ６７９６ １８８ ４３１ ４９９ ４６７

１９９４ ４１３８ １０８００ １７７００ ２３５７０ ２６２５ ３７８８ ６３４ ４ ３５０ ７ ３９００ １１１７５ ６０ ５２０ ２４００ １０７８５ ３０ ４５３ ７３５ ５ ７４６ ９

１９９５ ４１４８ １０７９８ ２４２８５ ２６９４０ ２７４７ ５４０２ ６５５ ４９４ ５５６５ １２４５０ ４００ １０７３ — —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２４ ８７２

１９９６ ４１４８ １０７９８ ２３４４５ ２７２１０ ３１７７ ６９４８ ７６６ ６４３ ８８５０ １１４４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７６０ １０６６５ ９８５ １９５５ １００２ ９ １０７０

１９９７ ４１３８ １０８３３ ２１３９０ ２８２７５ ２１０３ ２６６２ ５０８ ２４６ ４８９０ １１５２０ ３９８ １０００ ４８９０ １１３４０ ３９８ ９５５ ４９３ ７００

１９９８ ４１３９ １０８３６ ２１８４０ ２３２３５ ３１８４ ７５０７ ７６９ ６９３ ４８９０ １１５２０ ６００ １６００ — — ６００ １４５０ ７６２ １０９８

１９９９ ４１３８ １０８３６ ２１８１０ ２６７４５ １９２４ ５６５７ ４６５ ５２２ — — — — — — — — １００２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１３５ １０８４０ ８９８５ ２２３３５ ２１４０ ５０７０ ５１８ ４６８ ５０７０ １２２１０ ９００ １６５０ ４６５０ １１９５５ ８２８ １４５０ １０１９ １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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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下
坪
乡

蟠
龙
镇

２００１ ４１３８ １０８４５ １９２６０ ２６８５０ ２１８９ ４６００ ５２９ ４２４ ５０７０ １２２１０ １０１０ １８００ ４６５０ １１９５５ ８００ １４２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３０

２００２ １４９８３ ５１６６０ ８３７５ ５５９ １７２８０ ２８００ １６７２５ ２２３０ １２１０

２００３ １４９８３ ６４５９０ ６９１１ ４６１ １７２８０ １８５０ １２６００ １８４８ １３３０

２００４ １４９８４ ４８０００ １０１８５ ６８０ １９２７５ ６２００ １８７２０ ５５９６ １５３５

２００５ １４９９６ ４７４００ １０２４８ ６８３ ２３２８０ ７６０４ ２２７２５ ７０００ １７４７ ８

２００６ １４９９６ ４６３８０ ６９２４ ４６２ ２３２８０ ９５０４ ２２７２５ ９２００ １９３５ ２

２００７ １４９８０ ４６０８０ ７１４８ ４７７ ２８２７５ １２００４ ２７７２０ １１７００ ２３４６ ５

２００８ １４９８６ ４２９４５ ７１５１ ４７７ ３０２７０ １３４０４ ２９７１５ １３１００ ３１９５ ６

２００９ １４５８６ ４５６７５ ７５３３ ５１６ ３２２７０ １６８０４ ３１７１５ １６５００ ３４８６

２０１０ １４５６８ ４３２００ ７３２４ ５０３ ３４６８０ １９１６５ ３３７２０ １８５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ꎻ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数据为下坪乡和蟠龙镇的数据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下坪乡并入蟠龙镇ꎬ
２００２ 年以后为蟠龙镇的数据

十、 南泥湾镇

位于宝塔区城区东南的汾川河上游ꎬ 东邻麻洞川乡ꎬ 西连甘泉县道镇ꎬ 南接富县牛

武乡ꎬ 北与柳林镇毗邻ꎬ 镇域面积 ３６７ ９８ 平方千米ꎬ 森林覆盖率 ８３％ꎬ 由于森林覆盖

率过大ꎬ 小气候原因不适合苹果产业发展ꎮ 镇政府驻地阳湾社区ꎬ 距宝塔城区 ４５ 千米ꎮ
陕西省预备役二团驻三台庄村ꎮ 革命旧址及景点有: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旧居、 三五九旅

旅部旧址、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室、 七一八团烈士纪念碑、 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 中央管

理局干部休养所旧址 (红楼)、 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址、 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 九龙泉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镇种植水稻 １８００ 亩ꎬ 亩产 ３３３ 千克ꎬ 总产 ６００ 吨ꎻ 种植烤烟 ２５９１ 亩ꎬ

总产 ４２２３ 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主导产业为草畜业、 种植业 (农作物)、 棚栽业ꎬ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 豆

类、 薯类、 水稻等ꎬ 其中水稻种植面积 １６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５ 年水稻种植面积 １１５５ 亩ꎬ 总产

４５４ 吨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镇农业总产值 １９３０ 万元ꎬ 农民人均产粮 ６４８ 千克ꎬ 人均纯收入 ３０５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全镇种植香紫苏 (经济作物) ７２００ 亩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７２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南泥湾镇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导产业ꎬ 主要粮食作物有: 玉米、 谷子、

豆类、 薯类、 水稻ꎬ 其他农作物有香紫苏、 烤烟和蔬菜ꎬ 特产有 “延安盛世” 酒、 南泥

湾小杂粮ꎮ 全镇辖盘龙、 樊庄、 高坊、 桃宝峪、 红土窑、 南泥湾、 三台庄、 前九龙、 后

九龙、 张家沟、 南阳府、 金砭、 马坊、 金庄 １４ 个行政村ꎬ １ 个社区ꎬ １５ 个驻镇单位ꎮ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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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小学 １ 所ꎬ 南泥湾农场子弟学校 １ 所ꎬ 中心卫生院 １ 所ꎮ 全镇总人口 ２５６５ 户、 ７６２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２７７ 户、 ４８１７ 人ꎻ 耕地面积 ３ 万亩ꎬ 包括南泥湾农场和陕西省预备

役二团的耕地面积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１８５３３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５５７１ 亩ꎮ 年末ꎬ 羊存栏

５４０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２８９０ 头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８５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南泥湾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０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３７８０ １０４７４ ２５２０ ６６７ — — — — ５５６ ３２

１９９１ ３８８０ １１５５０ ２４０６ ６２０ — — — — ６０１

１９９２ ３８９１ ９２００ ２１１４ ５４３ — — — — ６０９ ６６

１９９３ ４０３８ １２４１５ ２７５３ ６８２ ４６２２ ３６ ３３１０ １２ ６８５

１９９４ ４１１６ １２３８０ ２６０１ ６３２ ５４３０ ４５ ３９９０ ３０ １０２３ １

１９９５ ４１１６ １６３８５ ２５００ ５９９ ５８５０ ３０ — ２１ １３５０

１９９６ ４１３９ １３９５０ ３５６３ ８６１ ７３５０ ４００ ６７６５ ３８５ １５１０

１９９７ ４１４８ １８３００ ２２７３ ５４７ ８１７５ ５０ ７１４０ ７ １１５４

１９９８ ４１５０ １２４５０ ３２５０ ７８３ ８１７５ ５０ — ４８ １５８６ ６５

１９９９ ４１５２ ９２７０ ２６７６ ６４５ — — — — １８０１

２０００ ４１５６ ９８７０ ３１１２ ７４９ ８１７５ ５０ ７１４０ ４８ １８１４

２００１ ４１５５ ９８７０ ３０００ ７２２ ８１７５ １００ ７１４０ 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４１７１ １０００５ ２４９３ ５９８ ８１７５ １００ ７１４０ 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４２７１ ９５８５ ２６４７ ６２０ ８１７５ ９００ ５５８０ ９００ ２１０５

２００４ ４３５１ １３８４５ ３４３９ ７９０ ８１７５ ２００ ７１４０ １９６ ２３１１

２００５ ４４０７ １２５４０ ３２６４ ７４１ ８１７５ ３０４ ７１４０ ３００ ２３７２

２００６ ４５９３ １１５５０ ３３８６ ７３７ ８１７５ ３００ ７１４０ ２００ ２５７２

２００７ ４６７６ １１６５５ ３０３０ ６４８ ８１７５ ３００ ７１４０ ３００ ２８４２

２００８ ４６６７ １１３８５ ３３４４ ７１７ ８１７５ ３００ ７１４０ ３００ ３３３９ ３

２００９ ４６６９ １０９９２ ３１８３ ６８２ ８１７５ ３００ ７１４０ ３００ ３６１５

２０１０ ４８１７ １２００３ ４５７７ ９５０ ７３９５ ３００ ７１４０ ３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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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临镇镇

又名临真镇ꎮ 东临宜川县云岩镇ꎬ 南与宜川县交里乡、 英旺乡毗邻ꎬ 西连麻洞川

乡ꎬ 北与延长县安沟乡接壤ꎬ 延安至壶口公路穿境而过ꎬ 镇域面积 ４２０ ６８ 平方千米ꎮ 镇

人民政府驻东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８４ 千米ꎮ
广为流传的陕北民歌 «兰花花» 中的兰花花ꎬ 原名姬延琴 (１９１９ 年 ５ 月 ~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ꎬ 又名青芳ꎬ 乳名叶子ꎬ 是宝塔区临镇人 (原甘泉县临真镇)ꎬ 是原临真镇新学

女子之一ꎬ 因美貌出众ꎬ 天生聪慧ꎬ 被当地称为 “盖临真”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镇共有人口 ２５３２ 户、 １０４５２ 人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０４５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１３３９ ４ 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镇生猪存栏 １６９０ 头ꎬ 羊存栏 １２０００ 只ꎬ 新修农田 ６２７ 亩ꎬ 新建果园

６８６０ 亩ꎬ 新建大棚 ８０ 座ꎬ 造林 １０３８０ 亩ꎬ 种植中药材 ２５００ 亩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３１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镇有农田 １ ５２ 万亩ꎮ 以 “强果、 抓菜、 稳烟、 兴牧” 为思路ꎬ 种植玉

米 ４５００ 亩、 豆类 ２５００ 亩、 薯类 ２２００ 亩、 蔬菜 １５００ 亩、 西小瓜 ５８０ 亩、 药材 ５９０ 亩、
烤烟 ２０１０ 亩ꎮ 全年果品产量 １５００ 吨ꎬ 其中苹果 ８００ 吨ꎬ 烤烟亩产值 ８３１ 元ꎮ 农业总产

值 ２３１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农业总产值 ３２２７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２５８１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农业总产值 ４５２６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４１０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镇辖东村、 西村、 任家塬、 付家湾、 石村、 碾盘沟、 刘家塬、 二庄子、

赵家塬、 黑舍、 刘村、 新民、 姚家坡、 义家塬、 觉德、 西塬、 郭家塬、 中义、 后义、 石

家坪 ２０ 个行政村ꎬ １ 个社区 (固临社区)ꎬ ４７ 个村民小组ꎬ ２４ 个企事业单位ꎮ 有中心小

学 １ 所ꎬ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中心卫生院 １ 所ꎻ 全镇总人口 ３１２１ 户、 ９０４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

口 ８０４８ 人ꎮ 主导产业为苹果业、 蔬菜业、 畜牧业ꎬ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 谷子、 豆类、 薯

类、 烤烟、 瓜类、 水果类、 蔬菜类等ꎮ 耕地面积 ５３３００ 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６３２２ ４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１２３３３ 亩ꎬ “三菜” (温室大棚、 弓棚、 露地菜) 专业村 ５ 个ꎬ 棚栽业总面

积 ４０００ 亩ꎻ 羊存栏 ２６０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７８０ 头ꎮ ２０１０ 年农业总产值 ８１９４ ３７ 万元ꎬ 人均

纯收入 ６３８０ 元ꎮ
位于临镇以西 ３０３ 省道沿线 １ ３ 千米处的临镇镇石村村ꎬ 交通便利ꎬ 该村有 ５ 个

村民小组ꎬ １５６ 户、 ６１５ 人ꎮ 全村总流域面积 ８ ４５ 平方千米ꎬ 有退耕还林面积 １２１０
亩ꎬ 耕地面积 ４５９０ 亩ꎮ 自然条件优越ꎬ 文化底蕴深厚ꎬ 早在唐朝时就有翰林院修志

文仕———葛同名扬京都ꎮ 其在家乡创办的葛同书院和临真书院从唐初至清代曾培养出

许多状元、 榜眼、 探花、 进士、 举人、 生元ꎮ 有人考升为大学士、 国子监、 太学ꎬ 赴

任尚书、 节度使、 刺史、 巡抚、 总督参将、 知府、 千总、 县令等官职ꎮ 家乡人为表其

德ꎬ 刻立石碑纪念ꎬ 其故里列为 “葛同院” 遗迹ꎮ 石村也就成为远近闻名的 “秀才

村”ꎮ １９４０ 年ꎬ 王震率 ３５９ 旅 ７１７ 团 １ 营在南泥湾、 临真一带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曾驻

扎石村ꎮ １９８６ 年ꎬ 石村团支部书记牛兆兴创办了油印小报 «黄土地»ꎬ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成

立 “汾川河文学社”ꎬ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将 «黄土地» 改名为 «蓝花花»ꎬ 收录民间口头文

学ꎮ 石村手工瓦器制作以活态方式ꎬ 以家传或授徒形式传承ꎻ 石村建有村文化室ꎬ 农

民书法也是一大亮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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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临镇镇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１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７１６１ １７７１８ ３７２１ ５２０ — — — — ４１２

１９９１ １０３７８ １７３４９ ３４１９ ３２９ — — — — ４７７ １２

１９９２ ８５９４ １６９００ ２６８３ ３１２ — — — — ４５８

１９９３ ８５９４ １７５８５ ４４８２ ５２２ １０１９９ ５１ ９５９９ ４８ ８４９

１９９４ ８５９４ ２６０７１ ４９３５ ５７４ ３ １６９６５ ５００ １４８２０ ３５０ ９４４

１９９５ ８４４４ ２２４４０ ４７３７ ８ ５４４ １８３３０ １７２５ — １０７５ １１８０

１９９６ ８４４４ ２４６９０ ５８６２ ６９４ ２３８０５ １４００ ２０５８０ １３９６ １３０６

１９９７ ８２７９ ２００１０ ３５０７ ４２４ １２０４５ ８００ １０７５５ ７８３ １２５９

１９９８ ８１２９ ２０２０５ ５６７２ ６９８ １２０４５ １３００ — ８２０ １３５３

１９９９ ７９６９ ２０９２５ ４７０５ ５９０ — — — — １６０５

２０００ ７８７８ １５７５０ ４７１９ ５９９ １４４３０ １５００ ９９００ ８００ １４８０

２００１ ７８８５ １９９６５ ４０４５ ５１３ １４４３０ １６００ ９９００ ９３５ １６６０

２００２ ７８８５ １９０２０ ４４９３ ５７０ １４４３０ １８００ １４４３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２０

２００３ ７８８５ １３５７５ ３４５２ ４３８ １４４３０ ３００ ４１２５ ２００ １９２０

２００４ ７８８５ １３５３０ ３７４０ ４７４ １５６３０ ６１８０ １５６３０ ６１８０ ２１２５

２００５ ８０１８ １５０３０ ５３５７ ６６８ １８１３５ １０８００ １８１３５ １０８００ ２３５１

２００６ ８０４８ １７４６０ ５４５６ ６７８ １８１３５ １２０００ １８１３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５５１

２００７ ８０４８ １８２２５ ５６７３ ７０５ ２０８３５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８３５ １４０００ ２８５７

２００８ ８０４８ １８１８０ ６３４９ ７８９ ２１８４０ １５７００ ２１８４０ １５７００ ４０２５ ５

２００９ ８０４８ １８１５５ ６３５５ ７９０ ２２８４０ １８７００ ２２８４０ １８７００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 ８０４８ １７６９５ ６３７９ ７９３ ２３８３５ ２０５００ ２３８３５ ２０５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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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制乡

一、 万花山乡

位于宝塔区城区西南ꎬ 是宝塔区城郊乡ꎮ 因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ꎬ 乡内漫山遍及野

生牡丹、 苍松翠柏的万花山旅游景区而得名ꎮ 东与柳林镇相邻ꎬ 南与甘泉县石门乡交

界ꎬ 西与安塞县楼坪乡接壤ꎬ 北与枣园镇毗邻ꎮ 镇域面积 １５８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政府驻

罗崖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８ ５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辖 ３１ 个村委会ꎬ 人口 １６３３ 户、 ６７４２ 人ꎬ 总耕地面积 ２２０００ 亩ꎬ 主要种植

玉米、 谷子、 马铃薯、 豆类和烤烟ꎬ 其中烤烟种植面积 ５３０ 亩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产业结构调整ꎬ 在贺沟口、 向阳、 梁家沟、 肖渠等村开始发展温室蔬菜大

棚ꎬ 农民逐步从玉米种植向蔬菜产业过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高家沟村通电ꎬ 全乡电网达到全覆盖ꎬ 村村通电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花园头村建

成民俗文化村ꎬ 开始发展农家乐产业ꎻ ２０００ 年ꎬ 全乡安装固定电话 ３１５ 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辖 ３０ 个行政村ꎬ ３１ 个村民小组ꎬ １７４５ 户、 ７３００ 人ꎮ 耕地面积 １ ５３ 万亩ꎬ

经济林 １ ０２ 万亩ꎬ 用材林 １ ４３ 万亩ꎬ 天然林 ３ ８３ 万亩ꎬ 人工种草面积 ４８５０ 亩ꎬ 大家

畜 ３１５４ 头ꎬ 羊存栏 ３５０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５８７８ 头ꎮ 按照 “主攻林果ꎬ 依托大棚ꎬ 发展畜

牧ꎬ 搞好流域ꎬ 控制人口” 思路发展经济ꎬ 全年经济总收入 １９８１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乡辖毗圪堵、 毗圪崂、 前锁崖、 后锁崖、 张坪、 肖渠、 梁家沟、 徐寨、

万花、 罗崖、 艾园则、 元庄、 向阳、 贺沟口、 前碾庄、 后碾庄、 前楼塔、 后楼塔、 高家

沟、 毛堡则、 肖林、 曹家沟、 折家湾、 崖窑、 王家沟、 佛道坪、 花园头、 尚和年、 方

庄、 玉家沟、 新尧则 ３１ 个行政村ꎬ 辖驻乡企事业单位 ６５ 个ꎮ 有中心小学 １ 所、 初级中

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镇总人口 ３３０８ 户、 １０７２５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８１２８ 人ꎻ 耕地面积

１８０００ 亩ꎬ 退耕还林面积 １８３６６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１２４６９ 亩ꎬ 有蔬菜大棚 ３９６ 座ꎬ 弓棚

５４５ 座ꎬ 露地菜 ２２００ 亩ꎻ 羊存栏 ３１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２４６０ 头ꎬ 大家畜 １３１０ 头 (匹)ꎻ 林

果面积 １ ３８ 万亩ꎬ 其中苹果总面积 １ ８８ 万亩ꎬ 有 １４ 个苹果专业村ꎻ 有花园头、 肖渠、
向阳 “农家乐” 产业村 ３ 个ꎬ 从事餐饮业农户 ６８ 户ꎮ ２０１０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７１７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万花山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２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６６７５ １７４４２ ２４８７ ３７３ — — — — ３６０ ３８

１９９１ ６７４７ １８６６０ ２３４６ ３４８ — — — — ４０１ ０６

１９９２ ６９２６ １６５００ ２８０５ ４０５ — — — — ４９６ ９

１９９３ ７０８７ １７２００ ３１９５ ４５１ １８４１０ １０ １２４００ ５ ５８１

１９９４ ７１０８ １６０４４ ３４７１ ４８８ ３ １７５０５ ２１４ １６４４０ ２００ 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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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５ ７１５０ １６５４５ ３５８１ ４９７ １８９３０ １０３７ —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９９６ ７２００ ２０８０５ ５４０５ ７５１ ２２１２５ ９２０ ２０４３０ ８４８ １３５０

１９９７ ７２３６ ２６５０５ ３２２３ ４４５ ９９１５ １０１０ ９１３５ ９８５ １０１６

１９９８ ７２７０ １６７７０ ４３７２ ６０１ ９９１５ １６００ — １５８０ １４１７ ４

１９９９ ７２８２ １６１８５ ４２００ ５７７ — — — — １６２０

２０００ ７３０４ １４４００ ２９２５ ４００ １０３０５ １５００ ９５５５ ８５０ １６３５

２００１ ７３５６ １３５９０ ２８６４ ３８９ １０３０５ １４００ ９５５５ １０２０ １６６１

２００２ ７４１８ １２６７５ ２９９３ ４０３ １０３０５ １５５０ ９５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７２０

２００３ ７４９９ １４２３５ ２８７６ ３８４ １０３０５ １７５０ ９５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７４８

２００４ ７５５９ ２１０００ ３１１２ ４１２ １０８００ ３９００ １００２０ ２８３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０５ ７８０５ ２０６７０ ３１１４ ３９９ １２３００ ５２７０ １１５２０ ４２００ ２１１０ ６

２００６ ７８４５ １８９４５ ３０７３ ３９２ １３２９０ ５６６０ １２５１０ ５２００ ２２９６ ６

２００７ ７８６５ １７５５０ ３０９０ ３９３ １４０５５ ７０６０ １３２７５ ６６００ ２５７８ １

２００８ ７８９０ １６６５０ ３１０５ ３９４ １６０５０ ７８６０ １５２７０ ７４００ ３０４５ ８

２００９ ７９３８ １６９５０ ３０６０ ３８５ １８０５０ ８６６０ １７２７０ ８２００ ３６０９

２０１０ ８１２８ １４３００ ２６２５ ３２３ １９６６５ ９８９０ １８７６５ ９６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二、 川口乡

地处宝塔区城区东部ꎮ 东依姚店镇ꎬ 南接麻洞川乡和松树林乡ꎬ 西连柳林镇ꎬ 北临

李渠镇和桥沟镇ꎬ 乡域面积 １６５ １４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政府驻地川口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１０ 千米ꎮ 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川口采油厂驻赵尧村ꎬ ２１０ 国道、 西延铁路途经川口

乡ꎮ 主导产业是粮食种植、 蔬菜、 苹果和畜牧产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有苹果面积 ０ ３１ 万亩ꎬ 苹果总产量 １５００ 吨ꎬ 全乡人均纯收入 ８５２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苹果面积 ２ ０５ 万亩ꎬ 其中盛果面积 ０ ８１ 万亩ꎬ 总产量 １ １４ 万吨ꎻ 工农

业总产值 ３５４８ 万元ꎬ 其中农业产值 ２０９８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５８８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大

力发展苹果产业ꎬ 苹果品种有红富士、 秦冠、 金冠、 千秋、 红星和长富十号ꎮ 全乡苹果

栽植村 ３０ 个ꎬ 其中有 １４ 个村果园面积达人均 ２ 亩ꎮ 建成两河口苹果标准化管理示范区ꎬ
涉及 １２ 个行政村ꎬ 果园面积 ６１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辖川口、 赵尧、 冯坪、 南岸、 王庄、 枣元、 党庄、 强尧、 蟠龙、 良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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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 同岔、 偏桥、 田崂、 西尧沟、 申庄、 白庄、 榆树台、 牛心台、 新民村、 柏树

畔、 小李渠、 牛田寺、 安寺、 陈家洼、 阳台、 庙安、 师崖 、 刘渠 、 白峁、 罗家沟 ３１ 个

行政村ꎬ ９ 个市、 区企事业单位ꎬ 其中中心小学 １ 所、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

乡总人口 ３００３ 户、 １０４３７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２０３３ 户、 ８８６６ 人ꎻ 耕地面积 ２ １ 万亩ꎬ 退

耕还林地面积 ４１３１４ ４４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６１８７ 亩ꎻ 羊存栏 ４８２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７０８５ 头ꎮ
全乡农业总产值 １２１７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８９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川口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３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８４５４ ２０９８２ ５１８３ ６１３ — — — — ４２０ １４

１９９１ ８５１６ ２２０５９ ４５０１ ５２９ — — — — ４８１ ２９

１９９２ ８５３６ １９２００ ４３６４ ５１１ — — — — ５６３ １５

１９９３ ８５５３ ２３２３２ ５４６４ ６３９ １０３００ ４２６ １０１００ ３８５ ８９９ ９２

１９９４ ８５５３ ２３７５０ ５６４８ ６６０ ３ １４２９５ ７５０ １３９２０ ７００ １０１６ １

１９９５ ８５５４ ３０４０５ ５５６３ ６４２ １６８３０ ７６１ — ７６０ １３５０ ８９

１９９６ ８５５６ ２７９４５ ７５６１ ８８４ １５８７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８１０ １１８０ １５５０ ３

１９９７ ８５５７ ２９４３０ ４５０１ ５２６ １２４６５ ７９０ １２３３０ ７８８ １０８０

１９９８ ８５４２ ２７６９０ ６７５７ ７９１ １２４６５ １３００ — １２６０ １６３８ ８

１９９９ ８５３６ ２８３０５ ６１３０ ７１８ — — — — １８４１

２０００ ８５５０ １７８９５ ４１１７ ４８２ １４８６５ １４００ １４４３０ １３９７ ２０１３

２００１ ８５５２ ２１２７０ ３９９１ ４６７ １４８６５ １４００ １４４３０ １３９７ ２１０３

２００２ ８５５６ １９５１５ ３８９０ ４５５ １４８６５ １６００ １４７３０ １５８０ ２２１５

２００３ ８５５７ １２９７５ ３７３９ ４３７ １４８６５ １９００ １４７３０ １８８０ ２２６４

２００４ ８５５８ ２２４１０ ４１５５ ４８６ １５３６０ ４６５０ １５２２５ ４５６０ ２４６９ ５

２００５ ８５５９ ２２６５０ ５２９０ ６１８ １７３５５ ５８９０ １７２２０ ５８００ ２６８８ ９

２００６ ８５６６ ２２１１０ ４７６９ ５５７ １７３５５ ８２５８ １７２２０ ８２００ ２８８８ ２

２００７ ８５６８ ２２４４０ ３４１９ ３９９ １９６６５ １００５８ １９５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６８ １

２００８ ８６０８ ２２０６５ ３５８１ ４１６ ２０６７０ １１４５８ ２０５３５ １１４００ ３６８５ ８

２００９ ８６６１ ２１９６０ ３９１６ ４５２ ２１６７０ １４０５８ ２１５３５ １４０００ ４５９７

２０１０ ８８６６ ２０９００ ３９１８ ４４２ ２２１７０ １５５６２ ２２０３５ １５５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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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冯庄乡

地处宝塔区城区东北部ꎬ 因驻地冯庄村得名ꎮ 东与青化砭镇接壤ꎬ 南与李渠镇相

邻ꎬ 西与河庄坪镇相连ꎬ 北与梁村乡毗邻ꎮ 乡域面积 １８７ ９５ 平方千米ꎮ 俗称丰富川ꎬ 相

传唐代以粮米之川而得名ꎮ 冯庄村河边石崖上曾有古人所留 “丰付川” 石刻ꎬ 现存丰富

川ꎮ 乡人民政府驻冯庄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３０ 千米ꎮ 冯庄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

国第一个农村团支部的诞生地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乡各种作物播种面积 ２０８７１ 亩ꎬ 其中粮食作物 １８６８０ 亩ꎬ 经济作物 ２１９１

亩ꎮ 主要作物有玉米、 谷子、 大豆、 小麦、 烤烟ꎮ 全年造林 １８００ 亩、 种草 ２０００ 亩ꎮ 大

家畜存栏 １３０５ 头ꎬ 生猪存栏 １５５２ 头ꎬ 家禽存栏 ７５２０ 羽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经济总收入 ３２８ １７ 万元ꎮ 作物播种面积 ２１３２８ 亩ꎬ 其中玉米 ２７５０ 亩、 糜

谷 ５５６０ 亩、 豆子 ６０８０ 亩、 小麦 ８１０ 亩、 高粱 １５０ 亩、 薯类 ２０３５ 亩、 烤烟 ７６９ 亩ꎻ 大家

畜存栏 １３０５ 头、 生猪存栏 ２１５０ 头、 羊存栏 ６２０５ 只、 家禽存栏 ７３１０ 羽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冯庄乡辖 ２４ 个行政村ꎬ 总人口 １４９３ 户、 ６６８２ 人ꎬ 耕地面积 ２ ２１ 万亩ꎬ

工农业生产总产值 ６２０ ５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人均纯收入 ８２０ 元ꎬ 工农业生产总产值 ８３１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部分乡镇区划调整ꎬ 将丁庄乡并入冯庄乡ꎮ 其中ꎬ 丁庄乡区域面积

９６ 平方千米ꎬ 辖 ２３ 个村委会、 ３１ 个村民小组ꎬ 人口 ５６９６ 人ꎬ 耕地面积 ２０２２４ 亩ꎻ 冯庄

乡区域面积 ９１ ９５ 平方千米ꎬ 辖 ２４ 个村委会、 ２４ 个村民小组ꎬ 人口 ７００１ 人ꎬ 耕地面积

１９８３１ 亩ꎮ 合并后ꎬ 冯庄乡区域面积 １８７ ９５ 平方千米ꎬ 辖 ４７ 个村委会、 ５５ 个村民小组ꎬ
总人口 １２６９７ 人ꎬ 耕地面积 ４００５５ 亩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乡养羊 ２８０ 户、 ２５２７ 只ꎬ 养牛 １５７０ 户、 ２１００ 头ꎬ 新修农田 ８５０ 亩ꎬ 农

业总产值 ２４９３ 万元ꎬ 其中农业种植收入 ５８５ ７ 万元ꎬ 林果业收入 １５０ 万元ꎬ 畜牧业收入

４８０ 万元ꎬ 棚栽业收入 ９７ ４ 万元ꎮ 人均纯收入 １４８０ 元ꎮ 棚栽、 林果、 草畜业三项产业

基本实现规模型生产、 区域化布局ꎮ 棚栽业以贾庄、 李庄、 冯庄 ３ 个村为主ꎻ 林果业以

牛奋沟、 陈家沟、 后安沟、 丁庄 ４ 个村为主ꎻ 草畜业以陈家河、 西河沟、 郭家沟、 九滩

４ 个养牛专业村辐射带动其他村ꎬ 建立养殖档案ꎬ 推行养殖许可证ꎮ 完成王家沟、 张渠

英沟、 安则畔、 后武沟、 西河沟 ５ 村人畜饮水改造ꎻ 完成菠菜玉、 北沟村等 ２１ 个村的农

村电网改造ꎮ 建成联通、 移动基站 ６ 个ꎬ 手机信号覆盖全乡ꎬ 并且实现村村通程控

电话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乡农业总产值 ２９３５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１８００ 元ꎮ 种植向日葵、 蓖麻等油

料作物 １８００ 亩ꎬ 实现了作物种植由粮食型向经济型转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人均纯收入 ２１８６ 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人均纯收入 ２３８６ 元ꎮ 恢复冯庄团旧址ꎮ 坚

持 “生态立乡ꎬ 产业富民” 的指导思想ꎬ 按照国家 “４４２” (４０％刺槐ꎬ ４０％乡土树种ꎬ
２０％长青树种) 规定ꎬ 坚持乔灌草混交与多林种搭配ꎬ 坚持退耕还林与荒山造林并举ꎬ
建成英沟、 西河沟、 菠菜玉、 李庄、 武庄沟 ５ 条 ３０ 平方千米的明星流域ꎬ 累计退耕还林

７９１６２ １ 亩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人均纯收入 ２６０６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人均纯收入 ３１１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人均纯收

入 ３６１０ 元ꎮ

４６



２０１０ 年ꎬ 冯庄乡辖白坪、 杜坪、 前安沟、 后安沟、 贾庄、 康坪、 泥沟、 薛家湾、 马

不塔、 张渠、 芋则沟、 前武沟、 后武沟、 东沟、 李庄、 冯庄、 英沟、 高庄、 蛇连沟、 崖

窑沟、 首头庄、 牛奋沟、 陈家沟、 赵家沟、 小岔沟、 罗桥、 王家沟、 下坪、 王庄、 丁

庄、 芦草沟、 郭庄、 曲台、 南沟塔、 王里河、 香水沟、 上坪、 郭家沟、 沟门、 九滩、 后

尧则沟、 西河沟、 瓦窑套、 新庄科、 陈家河、 洛家河、 北沟 ４７ 个行政村ꎬ ５４ 个自然村ꎬ
辖中心小学 １ 所、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乡总人口 ４９４８ 户、 １４２１０ 人ꎬ 其中农

业人口 ３４１１ 户、 １２０８６ 人ꎻ 耕地面积 ４ ８５ 万亩ꎬ 基本农田 １ １３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５１２３６ ５９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２８３６５ 亩ꎮ 产业开发总体思路是 “远抓林果、 近抓蔬菜、 畜

牧配套无公害”ꎬ 果树总面积 ２ ３５ 万亩ꎬ 挂果面积 ９７００ 亩ꎻ 建成蔬菜温室大棚 ２８７ 座、
大弓棚 ８２４ 座ꎬ 其中李庄、 白坪两村新建高标准大弓棚 １７３ 座ꎬ 白坪、 泥沟两村成为大

弓棚四膜覆盖、 软管滴露育苗示范点ꎻ 建成高庄、 崖尧沟、 东沟、 康坪等养殖专业村ꎮ
全年全乡农村经济总收入 ９３９４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６５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冯庄乡 (丁庄乡)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４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１９９０ ５３１６ ６２０２ ２０７５０ １９４９０ ２６５０ ２９６５ ４９８ ４７８ — — — — — — — — ２４０ ２６７ ４１

１９９１ ５３７４ ６３１１ ２１３４４ ２０４３４ ２２８６ ２５２０ ４２５ ３９９ — — — — — — — — ３０８ ３４５

１９９２ ５４３４ ６３８６ １８４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２６２２ ３１６６ ４８３ ４９６ — — — — — — — — ３７０ ４１７ ６３

１９９３ ５４１０ ６４１７ １８９００ ２００１０ ３０３３ ３８８６ ５６０ ６０５ ３５００ １０９９１ — ２００ — １０９１０ — １７５ ４８０ ４８３

１９９４ ５３０２ ６４３７ １８４０４ ２０３１０ ３０７８ ４０２４ ５８０ ４ ６２５ １ ７５１５ １６４７０ ２８ ３００ １５４０５ ７２７５ ２７０ ２５ ６３７ １ ７２５

１９９５ ５３１０ ６４６０ ２０４１５ ２２５４５ ２９９５ ３９１０ ５５８ ５９９ ６ ８４６０ １７６８５ ３３３ ８７２ — — ３１６ ８４０ ７３０ ８１２ ３８

１９９６ ５３１０ ６４８０ １８３６０ １８９００ ３９８３ ５１９８ ７５０ ８０２ ９０９０ ２４４８０ ２５０ ７００ ８１００ ２３４１５ ２３６ ６６８ ９１４ １０２８ ３

１９９７ ５３１５ ６４９２ ２３５９５ ２７４６５ ２１５４ ２５０２ ４０５ ３８５ ４４８５ ６１８０ ９９ ６０１ ３９７５ ５６１０ ８８ ５９０ ５１６ ８２０ ３

１９９８ ５３１４ ６４８８ ２０６１０ ２０１１５ ４２８９ ４９９３ ８０７ ７７０ ４４８５ ６１８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 — 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８ ９４３

１９９９ ５３１４ ６４０６ ２１３３０ １９９５０ ２３２４ ３３２２ ４３７ ５１９ — — — — — — — — ９４５ １１４３

２０００ ５３１４ ６４００ １５５２５ １８１９５ ２４３０ ３５８１ ４５７ ５６０ ５４３０ ９９７５ ４００ ５５０ ４８１５ ５７６０ ３４７ ５５０ ９６５ １０３５

２００１ ５３１４ ６４００ １９７２５ ２０６５５ ２８３０ ３２６１ ５３３ ５１０ ５４３０ ９９７５ ４００ ９００ ４８１５ ５７６０ ３４７ ９００ ９６５ １０５８

２００２ １１７１４ ３７４８５ ５９９７ ５１２ １５４０５ １３００ １４８６５ １２６７ １１５８

２００３ １１７１４ ３６９７５ ６４６５ ５５２ １５４０５ １３００ １４８６５ １２１１ １２６８

２００４ １１９０２ ３７２４５ ６６４０ ５５８ １６９０５ ３９６０ １６３６５ ３８５４ １４６７ ８

２００５ １１８４４ ３７０６５ ６６１３ ５５８ １９９０５ ４７０６ １９３６５ ４６００ １６８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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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丁
庄
乡

冯
庄
乡

２００６ １１８４４ ３５６２５ ６３５５ ５３７ ２０４００ ６１２３ １９８６０ ６１００ １８８７ ９

２００７ １１８４４ ３１１４０ ５５６０ ４６９ ２２００５ ７８２３ ２１４６５ ７８００ ２１５９ ７

２００８ １１８４４ ２７９４５ ５１６９ ４３６ ２３５０５ ８７２３ ２２９６５ ８７００ ３２２７ ９

２００９ １２０７６ ３００７０ ５２４３ ４３４ ２４５０５ １１０２３ ２３９６５ １１０００ ４１１３

２０１０ １２０８６ ３００６０ ５２４３ ４３４ ２５７４０ １２１２０ ２５４７０ １２１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ꎻ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数据为丁庄乡和冯庄乡的数据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丁庄乡并入冯庄乡ꎬ
２００２ 年以后为冯庄乡的数据

四、 元龙寺乡

俗称五羊川ꎮ 地处宝塔区城区以东ꎬ 因驻地有元龙寺院而得名ꎮ 东邻甘谷驿镇ꎬ 南

连姚店镇ꎬ 西接青化砭镇ꎬ 北与延川县官庄乡毗邻ꎮ 乡域面积 １３７ ４３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

政府驻地元龙寺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３５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乡耕地总面积 ２０１１４ 亩ꎬ 人均 ２ 亩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建成黄屯村得源砖厂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乡耕地总面积 １１４２０ 亩ꎬ 人均 １ ２ 亩ꎻ 养殖水域面积 ２００ 亩ꎬ 分布在浦

屯、 高山、 新丰 ３ 个村ꎬ 养殖品种有鲢鱼、 草鱼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９８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元龙寺乡辖黄屯、 杨家沟、 陈屯、 元龙寺、 桃屯、 高山、 武家塔、 蒲屯、

新丰、 张屯、 下李家沟、 郝家河、 槐树圪台、 寨则河、 黄家河、 雷家沟、 尹屯、 豌豆

沟、 前套沟、 后套沟、 石牛河、 胡家河、 沙山沟、 孙家坡、 大山圪塔、 孙家河、 寨则

沟、 安屯、 前南屯、 后南屯、 岳家塔、 兴旺台、 刘家沟、 上李家沟、 散岔、 张家沟 ３６
个行政村ꎬ ３９ 个自然村ꎬ １ 所中心小学、 １ 所卫生院ꎬ 陕西省长清易通石油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在元龙寺村建有年产 １００ 万米超分子防腐耐磨内衬油管加工厂ꎮ 全乡总人口 ３２４７
户、 １０３６２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９４８０ 人ꎮ 全乡耕地面积 １９１１２ 亩ꎬ 退耕还林面积 ３７９９８ ３４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２５４３８ ４ 亩ꎻ 羊存栏 ２６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１３８８ 头ꎮ 农民主要经济来源是

粮食种植、 林果、 畜牧产业ꎬ 林果产业主要以苹果、 枣、 核桃为主ꎬ 是 “延安宝塔枣”
示范基地ꎬ 基地面积 ５２００ 亩ꎬ 核桃园面积 ８６０ 亩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４２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元龙寺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５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８８２６ ２５８５０ ４１７０ ４７２ — — — — ３１２

１９９１ ８８７２ ２２９５２ ２７７１ ３１２ — — — — ２８２ ２１

６６



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２ ８９２５ ２３２００ ２９８０ ３３４ — — — — ４１４ ５

１９９３ ８９４４ ３０５７４ ４５１５ ５０５ １２１９８ ２６０ ９８９８ ２５０ ４９７

１９９４ ８９６４ ３１５６９ ４５４１ ５０６ ６ １６３９５ ４００ １３８００ ３９１ ７１１ ７２

１９９５ ８９８４ ２８４４０ ５０１４ ５５２ １８８１０ ７１２ — ６９５ ８０７

１９９６ ８９９８ ３４５７５ ７０４２ ７８３ ２１９９０ ３５０ １６９３５ ３４０ ９１４ ６

１９９７ ９０１０ ３５８２０ ４１３７ ４５９ ７４８５ １８４ ４６９５ １１４ ５６０

１９９８ ９０２１ ３１８１５ ６７１０ ７４４ ７４８５ ３００ — ２３０ ９８９

１９９９ ９０２８ ３０７５０ ５３３９ ５１９ — — — — １０１１

２０００ ９０８６ ２７１０５ ３３５８ ３７０ ８０８５ ６００ ４６９５ ３５０ １０１３

２００１ ９１０３ ２７３３０ ３３４２ ５５０５ ８０８５ ７００ ４６９５ ３８０ ９９８

２００２ ９０４２ ２９５０５ ４１３４ ４５７ ８０８５ ７５０ ５１４５ ６５５ １１１５

２００３ ９２１６ ３１６３５ ５４５２ ５９２ ８０８５ ３７００ ８０７０ ３５００ １２２５

２００４ ９３５３ ２７４８０ ５３９５ ５７７ １００８０ １６００ ７１４０ １３８５ １５４５ ２

２００５ ９３６６ ２５３２０ ４５８６ ４９０ １３２７５ １７６５ １０３３５ １５５０ １７７０ ２

２００６ ９３７３ ２５６３５ ５８４９ ６２４ １４２６５ ２１０６ １１３２５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５

２００７ ９４０３ ２４６１５ ５４２０ ５７６ １６３６５ ２７８６ １３４２５ ２７００ ２１９８

２００８ ９４０８ ２１２７０ ４９８９ ５３０ １８３６０ ３０５６ １５４２０ ３０００ ２６８５ ５

２００９ ９４６１ ２３７００ ５３４４ ５６５ １９３６０ ３５５６ １６４２０ ３５００ ３２５５

２０１０ ９４８０ ２３６３５ ５３５０ ５６４ １９９５０ ３７２５ １７４１５ ３６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均由乡镇提供

五、 梁村乡

俗称牡丹川ꎮ 地处宝塔区城区东北部ꎬ 东临青化砭镇ꎬ 西和安塞县真武洞镇交界ꎬ
南靠冯庄乡ꎬ 北与蟠龙镇接壤ꎮ 乡域面积 １７４ ６６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政府驻地石沟村ꎬ 距

宝塔区城区 ４５ 千米ꎮ 青安路 (青化砭至安塞) 穿越全境ꎬ 乡内有石油、 天然气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部分乡镇区划调整ꎬ 将张坪乡并入梁村乡ꎮ 其中ꎬ 张坪乡区域面积

９１ ４６ 平方千米ꎬ 辖 １４ 个村委会、 ４２ 个村民小组ꎬ 人口 ５５０４ 人ꎬ 耕地面积 ２０５８０ 亩ꎻ
梁村乡区域面积 ８３ ２０ 平方千米ꎬ 辖 ２２ 个村委会、 ３３ 个村民小组ꎬ 人口 ６９８８ 人ꎬ 耕地

面积 １６７２３ 亩ꎮ 合并后ꎬ 梁村乡面积 １７４ ６６ 平方千米ꎬ 辖 ３６ 个村委会、 ７５ 个村民小

组ꎬ 总人口 １２４９２ 人ꎬ 耕地面积 ３７３０３ 亩ꎮ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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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梁村乡辖小刘沟、 刘里府、 闫家沟、 木瓜崖、 贾尧则、 呼家湾、 郭家石

畔、 王圪崂、 石家河、 沙则沟、 上石沟、 刘小沟、 皮家沟、 许家沟、 贺家沟、 魏里湾、
赵家沟、 东沟门、 任家沟、 新庄沟、 兰塔、 燕沟、 新民、 石沟、 刘坪、 裴渠、 漫坪、 念

沟、 张坪、 寺沟、 张川、 李岔、 高庄、 梁村、 裴庄、 王庄 ３６ 个行政村ꎬ ７１ 个自然村ꎻ
有中心小学 １ 所、 初级中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乡总人口 ４１０６ 户、 １４０７１ 人ꎬ 其中农

业人口 ２６３２ 户、 １２２８２ 人ꎻ 耕地面积 ８ １ 万亩ꎬ 其中基本农田 １２３４４ 亩ꎻ 退耕还林地面

积 ５３２４６ ６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４３６６７ 亩ꎻ 全乡苹果面积 ２８４１０ 亩ꎬ 其中挂果面积 ８５００
亩、 幼园 １３５００ 亩ꎬ 建成燕沟、 裴渠、 魏里湾、 新庄沟 ４ 个果树专业村ꎻ 牛、 猪、 羊存

栏分别为 ８１５ 头、 １５４６ 头、 ５６０ 只ꎻ 蔬菜种植面积 １６００ 亩ꎬ 其中露地菜 １０２０ 亩ꎬ 大弓

棚 ２８７ 座ꎬ 日光温室大棚 １４ 座ꎮ 小刘沟、 刘里府、 石沟、 裴渠为蔬菜专业村ꎮ 全乡国民

生产总值 ５５００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４５５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梁村乡 (张坪乡)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６

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１９９０ ５２５７ ７１５５ ２０２８０ ２４３００ ３２４１ ２５８１ ４９１ ４５３ — — — — — — — — ３３９ ３０８

１９９１ ５３４９ ７３４７ ２１３２０ ２６４１０ ２５６３ ３２１４ ４７９ ４３７ — — — — — — — — ３５０ ３１７ ３

１９９２ ５４０６ ７３５４ ２３１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９９４ ４００８ ５５４ ５４５ — — — — — — — — ５４２ ３６５ ４

１９９３ ５４６５ ７３６７ ２１４１０ ２５２５２ ３３５８ ３７０３ ６１４ ５０３ １７５０ １１３００ １２０ ３００ １１５０ １１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４９６ ４８６

１９９４ ５３６８ ７１５９ ２２７８１ ２４２４８ ３２８１ ３５６０ ６１１ ３ ４９７ １ ３０１５ １０３６５ １１０ ６１２ ２２５０ ９０６０ １００ ６００ ７１６ ５ ６９３

１９９５ ５３６０ ７１６２ ２６０７０ ２４８５５ ３４４０ ３５８５ ６３２ ４９４ ５１７５ １３３９５ ２０８ ７０５ — — １８８ ７００ ８１１ ８６８

１９９６ ５３６５ ７１２２ ２３５０５ ２９０１０ ４４８７ ５４０１ ８３６ ７５８ ４５００ １２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３４５０ １２１５０ １８０ １２００ ９７５ １０５４

１９９７ ５３６９ ７１５８ ２４６９０ ３１６３５ ２６９２ ３１８２ ５０１ ４２３ ４８３０ ５０４０ １９９ ３９８ ３８１０ ５０４０ １７９ ３９８ ７４５ ７４８

１９９８ ５３７０ ７１４４ ２４０９０ ２７９３０ ４５０７ ５４７７ ８３９ ７６７ ４８３０ ５０４０ ３００ ６００ — — ２５０ ６００ ８４５ １０８０

１９９９ ５３７１ ７０４９ １９３２０ ２２８４５ ２７５０ ３６６４ ５１２ ５２０ — — — — — — — — １００７ １２３２

２０００ ５３７２ ６９８８ １６４４０ １８１６５ ２４００ ３５５３ ４４７ ５０８ １０５００ ５５３５ ６００ ７５０ ６７９５ ５５３５ ６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５ １２３８

２００１ ５３７４ ６９２９ １９０５０ ２１５７０ ２６０５ ２８０１ ４８５ ４０４ １０５００ ５５３５ ７５０ ８８０ ６７９５ ５５３５ ７５０ ８８０ １００６ １２７８

２００２ １２２３５ ２５３３５ ５１２１ ４１９ １６０３５ １７５０ １２６００ １７４９ １２８２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４２ ２５７８５ ４１７０ ３４１ １６０３５ １１００ ７１２５ １０９８ １３８５

２００４ １２３０６ ３６０３０ ４２６２ ３４６ １８８４０ ５０５０ １５４０５ ５０４８ １５８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３１６ ３３６３０ ５５５７ ４５１ ２３３４０ ５４０２ １９９０５ ５４００ １７９６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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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张
坪
乡

梁
村
乡

２００６ １２３２０ ３４９２０ ５４４１ ４４２ ２４３４５ ８００１ ２０９１０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６

２００７ １２３３２ ３５８０５ ５２９５ ４２９ ２６８５０ １０１０１ ２３４１５ １０１００ ２３５５ 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３３２ ３３０００ ５３３９ ４３３ ２８８４５ １１３０１ ２５４１０ １１３００ ２８４９ ４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８２ ３６０００ ５６２０ ４５８ ２９８４５ １３６０１ ２６４１０ １３６００ ３２４４

２０１０ １２２８２ ３６０００ ５６２０ ４５８ ２９９４０ １５１０１ ２８４１０ １５１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ꎻ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数据为张坪乡和梁村乡的数据ꎬ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张坪乡并入梁村乡ꎬ

２００２ 年以后为梁村乡的数据

六、 贯屯乡

位于宝塔区城区西北部ꎮ 东与延川县永坪镇接壤ꎬ 西南与蟠龙镇毗邻ꎬ 北与子长县

寺湾乡相连ꎬ 乡域面积 ９４ ８９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政府驻地贯屯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６５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乡辖 １５ 个行政村ꎬ ３６ 个自然村ꎬ 耕地面积 ９８００ 亩ꎬ 人均 １ ６７ 亩ꎮ
１９９８ 年移民搬迁 ３ 个自然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乡基本农田面积 ４７００ 亩ꎬ 人均 ０ ８４ 亩ꎬ 苹果面积 １ ２３ 万亩ꎬ 人均

２ ２１ 亩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２４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乡辖云山寺、 白家砭、 泉岔河、 榆树坪、 龙湾、 史家洼、 陈家砭、 贯屯、

韩家沟、 宋家沟、 关路坡、 张寺沟、 石家砭、 鲁屯、 石家沟 １５ 个行政村ꎬ ３３ 个村民小

组ꎬ １ 所学校 (初级中学和小学合并)ꎬ １ 所卫生院ꎮ 全乡总人口 ２１００ 户、 ６７１５ 户ꎬ 其

中农业人口 ５５６７ 人 (外流人口 ３０５２ 人)ꎻ 耕地面积 １００００ 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７０３５ ７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２８８３７ 亩ꎬ 果树面积 １３６０６ 亩ꎬ 其中幼园面积 ８２００ 亩ꎻ 日光温室大棚

６３ 座ꎬ 大弓棚 ４４ 座ꎮ 羊存栏 ６６０ 只ꎬ 生猪存栏 １２１０ 头ꎬ 牛存栏 １７１９ 头ꎮ 农民主要经济

来源除了蔬菜、 苹果、 粮食之外ꎬ 还依靠外出务工增加收入ꎮ 全年全乡经济总收入 ２５６０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６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贯屯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７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５８１０ ２１２１７ ２８６７ ４９３ — — — — ２９４

１９９１ ６０１２ １９０６２ ２４５７ ４０９ — — — — ３０５ ２２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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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２ ６０３３ １７５００ ２４６１ ４０８ — — — — ３５０ ３１

１９９３ ６０７８ ２３８４９ ３１８６ ５２４ １０１１２ ３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２９９ ４８９

１９９４ ６０９１ ２２４８１ ３８８５ ６３７ ９ １００９５ ３００ １００９５ ３００ ７０５

１９９５ ６１３０ ２６６５５ ４００５ ６４９ １１４９０ ４３８ — ４３８ ８１６

１９９６ ６１００ ２５２９０ ４８８０ ８００ １０４８５ ８００ １０４８５ ８００ １００８

１９９７ ６１２７ ２５４２５ ２４１０ ３９３ ４４８５ ３９９ ４４８５ ３６１ ４９４

１９９８ ６１０６ ２５６３５ ４９２６ ８０７ ４４８５ ６００ — ６００ １１１０

１９９９ ６１００ ３１５１５ ４８２１ ７９０ — — — — １１１３

２０００ ６０８４ １５４５０ ２５２０ ４１４ ５５８０ ６００ ２５６５ ５８５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１ ６０１１ ２３２３５ ２１９５ ３６５ ５５８０ ７５０ ２５６５ ６１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８９９ １４８３５ ２２３５ ３７８ ５５８０ ９００ ５５８０ ９００ １３６０

２００３ ５９１８ ９５４０ １３７８ ２３３ ５５８０ ３１００ ５５８０ ２５３０ １３８０

２００４ ５９００ １３８９０ ２１０７ ３５７ ７５９０ ２３８０ ７５９０ ２３８０ １５９３ ２

２００５ ５９１０ １３４４０ ２１１９ ３５９ １１０８５ ２３００ １１０８５ ２３００ １８００ ３

２００６ ５９３１ １１７００ ２２９５ ３８７ １２０９０ ３２００ １２０９０ ３２００ １９９２ ９

２００７ ５７００ １１８５０ ２２８０ ４００ １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１８７ ７

２００８ ５５６７ １１８５０ ２２９３ ４１２ １６００５ ４５００ １６００５ ４５００ ２７５１ ８

２００９ ５５６７ １１９００ ２２０１ ３９５ １６５０５ ５０００ １６５０５ ５０００ ３７２６

２０１０ ５５６７ １１９００ ３６８４ ６６２ １６５００ ５２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５２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七、 松树林乡

位于宝塔区东南部ꎮ 北与川口乡毗邻ꎬ 东与麻洞川乡接壤ꎬ 西连柳林镇ꎬ 南接南泥

湾镇ꎬ 乡域面积 １４６ 平方千米 (天然次生林 １５ ７ 万亩)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乡人民政府驻前马坪

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２７ 千米ꎻ ２００４ 年驻地迁至松树林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２２ 千米ꎮ 延长石

油股份有限公司南泥湾采油厂驻前新尧村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松树林乡有 １５ 个村委会ꎬ ８７０ 户、 ３７５４ 人ꎬ 耕地面积 ９４５６ 亩ꎮ 粮食作物

种植面积 ７２００ 亩ꎬ 烤烟种植面积 １３１８ 亩 (地膜覆盖 １０２４ 亩)ꎻ 大家畜存栏 １４１５ 头 (其
中牛 １２３０ 头)ꎬ 羊存栏 ５２３０ 只ꎮ 经济总收入 ２３１ ５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４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乡农户 ８９４ 户ꎬ 农业人口 ３６６２ 人ꎬ 耕地面积 ９４５６ 亩ꎮ 大家畜 １１３７ 头ꎬ

０７



羊存栏 ５６５４ 只 (其中白绒山羊 ５０２３ 只)ꎮ 经济总收入 ２５６ ３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４２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乡耕地面积为 ６７２８ 亩ꎬ 人均耕地面积 １ ６８ 亩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４９７ 万元ꎬ

农民人均产粮 ４５０ 千克ꎬ 人均纯收入 ２５６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全乡耕地面积 ７２００ 亩ꎬ 人均耕地

面积 １ ８ 亩ꎬ 蔬菜种植面积 １１６６ 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乡农业经济收入 ２５２１ ３１ 万元ꎬ 人均

纯收入 ４８３８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松树林乡辖高窑、 大南沟、 杨家峪、 郭台、 陈子沟、 后新窑、 前新窑、 松

树林、 米庄、 孙家砭、 后马坪、 前马坪、 芦子沟、 邓屯、 赵家河 １５ 个行政村ꎻ 辖中心

小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乡总人口 １５０８ 户、 ４８０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０１６ 户、 ４２０９
人ꎻ 耕地面积 ８８００ 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４５２２ ５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６１００ 亩ꎮ 年末ꎬ 羊

存栏 １０４ 只ꎬ 生猪存栏 ８９９ 头ꎮ 农民经济来源除了粮食、 蔬菜种植和畜牧养殖外ꎬ 还依

靠劳务输出ꎮ 陈子沟、 松树林、 孙家砭、 杨家峪为专业蔬菜种植村ꎻ 大南沟、 孙家砭、
后马坪为专业畜牧养殖村ꎮ 全乡农业总产值 ２８５０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５２７６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松树林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８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３５５８ ８０２４ ２３２３ ６５３ — — — — ４２９

１９９１ ３６０２ ８４００ ２１６７ ６０２ — — — — ４７０ ３

１９９２ ３６６２ ７２００ ２０７１ ５６６ — — — — ５１５ ５７

１９９３ ３７０２ ９７５３ ２３０４ ６２２ ２８０６ ５０ ２２８６ １８ ６７６

１９９４ ３７２６ １１５９０ ２３３６ ６２７ ６２２５ ２５ ５６５５ １０ ８５２ ６８

１９９５ ３７３０ １３９３５ ２３３０ ６１７ ７４２５ ３８ — ３１ １３００

１９９６ ３７５０ １２９９０ ３１０９ ８２９ ２５１０ ２００ ６６９０ １５８ １３８１

１９９７ ３７６１ １６２３０ １８３５ ４８７ ３１０５ ９８ ２７９０ ５６ ８９６

１９９８ ３７６３ １２８１０ ３０８５ ８２０ ３１０５ １００ — ５６ １０４８

１９９９ ３７６３ １２６３０ ３１０６ ８２５ — — — — １４０５

２０００ ３７６７ １０９９５ ２６８７ ７１３ ２３５５ １００ １３９５ ８５ １４３９

２００１ ３７７９ １２５８５ ３０７４ ８１３ ２３５５ ２００ １３９５ １８５ １４８７

２００２ ３７３２ １２７３５ ３２３１ ８６７ ２３５５ ２００ ２０４０ １８５ １５８０

２００３ ３７７９ ７５６０ ２３９１ ６３３ ２３５５ １００ ２０４０ ９６ １６９７

２００４ ３８９０ ７６６５ ２５８３ ６６４ ２３５５ ４００ ２０４０ ３８５ １８９８

２００５ ３８９０ ５１６０ １６８３ ４３３ ２３５５ ２５５ ２０４０ ２４０ ２０９９ 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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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２００６ ３９９９ ４０９５ １３５８ ３４０ ２３５５ ２４４ ２０４０ ２４０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９９９ ６５８５ １７９９ ４５０ ２３５５ ２４４ ２０４０ ２４０ ２５６０ ７

２００８ ４０７４ ６０９０ １７４３ ４２８ ２３５５ ２０４ ２０４０ ２００ ３０３７ ５

２００９ ４１８６ ６０８５ １７６１ ４２１ ２３５５ ２０４ ２０４０ ２００ ４２８０

２０１０ ４２０９ ７０１８ ２０６８ ４９１ ２２５０ ２０４ ２０４０ ２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八、 麻洞川乡

地处宝塔区城区东南部ꎮ 东南与临镇毗邻ꎬ 西连南泥湾镇ꎬ 北与延长县郑庄镇接

壤ꎬ 乡域面积 ２４８ ９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政府驻地麻洞川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４５ 千米ꎮ 乡内

有石油和天然气ꎬ ３０３ 省道延壶 (延安至壶口) 公路穿境而过ꎮ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 谷

子、 豆类、 薯类、 瓜类、 蔬菜类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乡农业产值 １０４５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３９ ４ 元ꎮ ２００５ 年农业产值

３２２７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０５１ 元ꎮ ２００７ 年农业产值 ２５２０ ０６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５４５ 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辖 ２１ 个行政村、 ３９ 个自然村、 ４５ 个村民小组ꎬ 总人口 ９１０６ 人ꎬ 耕地面

积 ２ ３４ 万亩ꎬ 大家畜 ２７７４ 头 (匹)ꎬ 羊存栏 ９８４８ 只ꎬ 烤烟栽种面积 ３５００ 亩ꎬ 造林

４０１２ 亩ꎬ 新修农田 ６７８ 亩ꎬ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７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乡辖金盆湾、 胡屯、 老沟、 炭窑沟、 刘台、 雪水湾、 岳屯、 金屯、 玉家

崖、 麻洞川、 三合、 石窑湾、 西村、 赵台、 高村、 樊村、 姚家坡、 曲里、 张曼沟 １９ 个

行政村ꎬ ３８ 个自然村ꎬ ４４ 个村民小组ꎬ ２３ 个驻乡单位有中心小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乡总人口 ３００７ 户、 １０５７８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２７３１ 户、 ９６３０ 人ꎮ 全乡耕地面积 ６ ６ 万

亩 (其中川、 台、 坝地面积 １ ８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２９１７７ ８６ 亩ꎬ 荒山造林面积

９９１８ 亩ꎻ 果树面积 １ ４ 万亩ꎬ 温室大棚 ３０５ 座ꎬ 大弓棚 ６２０ 座ꎬ 露地菜 １３００ 亩ꎮ 年末ꎬ
羊存栏 ３４６ 只ꎬ 生猪存栏 １２１７ 头ꎬ 牛存栏 ２８１５ 头ꎮ 全年全乡农业总产值 ６４４７ 万元ꎬ 农

民人均纯收入 ４９６７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麻洞川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１９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８６０６ ２２７１８ ４８８６ ５６８ — — — — ４５０

１９９１ ８８０２ ２１５５２ ４３５０ ４９４ — — — —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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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２ ８８９９ １７９００ ４０６３ ４５７ — — — — ４９９ ４８

１９９３ ９００８ ２２５３５ ６２２９ ６９１ ６５００ ４００ ６５００ ４００ ６６３

１９９４ ９０８８ １８７５５ ６１０７ ６７２ ３ １２０００ １０ １１４４５ ５ ９３６ ６

１９９５ ９１５０ ２４１８０ ６１２１ ６６５ １３８００ ５０ — ５０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６ ９２８０ ２２８００ ７３４２ ７９１ １３７７０ ３００ １２８５５ １８５ １３５０

１９９７ ９５８０ ３３４８０ ５８１４ ６０６ ４１７０ １００ ３６４５ ５０ １０１６

１９９８ ９５８０ ２９７９０ ７４６７ ７７９ ４１７０ １００ — ５０ １２１８

１９９９ ９５８０ ３０３９０ ６６５８ ６９５ — — — — １３９６

２０００ ９６０８ １５３４５ ３９４１ ４１０ ５９７０ ２００ ３８２５ １４０ １４１２

２００１ ９６１３ ２７６１５ ４３１６ ４４９ ５９７０ ３００ ３８２５ １５０ １３４９

２００２ ９６１３ ２８５６０ ５９７２ ６２１ ５９７０ ３００ ４１２５ ２００ １４２７

２００３ ９５５５ ３１７４０ ７５５０ ７９０ ５９７０ ２００ ２０４０ １８５ １５３７

２００４ ９５７０ ３８２３５ １４５４８ １５２０ ６９７５ ６００ ５１３０ ４９５ １７５１

２００５ ９５９０ ３４５４５ １１１５１ １１６３ ７９８０ ４６５ ６１３５ ３６０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６ ９６１３ ３１５１５ １１４４６ １１９１ ９９９０ ４３５ ８１４５ ３６０ ２１９４ ９

２００７ ９６２２ ３１３２０ １００２７ １０４２ １０４８５ ５７５ ８６４０ ５００ ２５４５ ２

２００８ ９６２８ ３２４３０ ９７９３ １０１７ １３４８５ ５７５ １１６４０ ５００ ２９６９ ５

２００９ ９６２８ ３２９５０ １０２１１ １０６１ １６４８５ ５７３ １４６４０ ５００ ３４４７

２０１０ ９６３０ ３２０２５ ９４４６ ９８１ １８４５０ ６７０ １７６４０ ６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九、 官庄乡

位于宝塔区东南ꎬ 属沟壑残塬区ꎮ 西北与临镇镇毗邻ꎬ 东南与宜川、 延长两县接

壤ꎬ 乡域面积 １４８ ３９ 平方千米ꎮ 乡人民政府驻官庄村ꎬ 距宝塔区城区 ７５ 千米ꎮ 乡内平

均海拔 １１１０ 米ꎬ 气候为温带季风气候ꎬ 年降雨量 ５００ 毫米左右ꎬ 适宜发展苹果业ꎮ 官庄

乡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苹果产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乡辖 １１ 个村民委员会、 ４１ 个村民小组ꎬ 总人口 １２３０ 户、 ５１３９ 人ꎻ 大

家畜 １８２３ 头ꎬ 羊存栏 ５８３１ 只ꎬ 耕地面积 １４７５０ 亩ꎬ 引水上塬设施 ２３ 处ꎮ 全乡主导产业

为林果、 畜牧、 种植产业ꎬ 主要农作物有玉米、 小麦、 谷子ꎬ 经济作物以烤烟为主ꎮ 粮

食生产采用 “四法种田” 面积 (水平沟、 大垄沟、 间套、 生物肥田) １ 万亩ꎻ 林果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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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照 “适地适树” 原则ꎬ 栽植用材林 ４ ５ 万株ꎬ 其中植柳树 １３０７０ 株ꎬ 刺槐 ３０９６ 亩ꎬ 新栽

苹果树 ３５１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官庄乡辖官庄、 砭上、 太福何、 圪塔塬、 高家塬、 孔家塬、 山桃、 白家

塬、 雷家、 吴太塬、 田家、 下田、 桐树塬、 庙塬、 崾岘、 条子塬、 李树畔、 上吕家塬、
下吕家塬、 杨家河、 胜天河、 桃树梁 ２２ 个行政村ꎬ ３９ 个自然村ꎬ ４１ 个村民小组ꎻ 有中

心小学 １ 所ꎬ 卫生院 １ 所ꎮ 全乡总人口 １６３７ 户、 ５０４７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１２５５ 户、 ５００１
人ꎮ 全乡耕地面积 ３ ２９ 万亩 (其中基本农田 １ ２５ 万亩)ꎬ 退耕还林地面积 １２５３７ ２ 亩ꎬ
荒山造林 ６４６５ ５ 亩ꎻ 苹果面积 １７８５０ 亩ꎬ 挂果面积 ８０００ 亩ꎬ 建有果库 ２２５ 座ꎬ 沼气池

８６７ 座ꎬ 集水窖 ６７０ 口ꎮ 年底ꎬ 羊存栏 ３４６ 只ꎬ 肉牛存栏 ６５０ 头ꎬ 生猪存栏 １２１７ 头ꎮ 全

镇有果树专业村 １８ 个ꎬ 年收入 １０ 万元以上的果农 ３０ 户ꎻ 果业年产值 ３２００ 万元ꎬ 农村

经济总收入 ５４００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９０６７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官庄乡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２－２０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１９９０ ４７００ １４４２０ ２６１１ ５５６ — — — — ５５６

１９９１ ５１０８ １５０３３ ２７２５ ５３３ — — — — ５８６ ６

１９９２ ５１３５ １３１００ ２４３１ ４７３ — — — — ５６１

１９９３ ５４６５ １２９２７ ３３５８ ６１４ ２６２５０ １２０ １７２５０ １００ ６８３

１９９４ ５１１８ １７１００ ２８１２ ５４９ ４ １６６５０ ７５０ １６６５０ ７５０ １０５６

１９９５ ５０２８ １９１４０ ２８３０ ５４６ １８６９０ ８００ — ８００ １２０６

１９９６ ５０３７ １５８１０ ３２５１ ６４５ １５６６０ １６８０ １５６６０ １６８０ １４０８ ７

１９９７ ５０１９ １４３１０ １７７１ ３５２ ５７５ ４００ ８６１０ ３９９ １０５７

１９９８ ５０１９ １４２３５ ３５２４ ７０２ ８６２５ ６５０ — ６５０ １３７８

１９９９ ４９９９ １４４９０ ２３６４ ４７３ — — — — １７０８

２０００ ５０３３ １３２３０ ２２１４ ４４０ １０７８５ １３５０ ９６１５ １３５０ １６９９

２００１ ４９２９ １３５７５ ２０４４ ４１５ １０７８５ １５５０ ９６１５ １５５０ １５８１

２００２ ５００７ １３９８０ ２１１３ ４２２ １０７８５ １７５１ ９６１５ １６３５ １６８３

２００３ ５００７ １１３７０ １９２６ ３８５ １０７８５ ２１００ １０７８５ ２１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４ ５００４ １２１８０ ２５７５ ５１５ １１５３５ ６１２０ １０３６５ ５８９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 ５００５ １１４９０ ２０５８ ４１１ １７５２０ １１７２５ １６３５０ １１５００ ２２３６ ３

２００６ ５００７ ９８５５ １６５１ ３３０ １７５２０ １３０６９ １６３５０ １２９００ ２４３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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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乡村人口

(人)
粮食作物
面积 (亩)

粮食产量
(吨)

人均产粮
(千克)

水果面积
(亩)

水果产量
(吨)

其中苹果
面积 (亩)

其中苹果
产量 (吨)

农民人均
所得 (元)

２００７ ５００８ １２９４５ ２８３３ ５６７ １７５２０ １６１３９ １６３５０ １６０００ ２７０８ ４

２００８ ５００９ １２８１０ ２１１２ ４２２ １８４９５ １８０８０ １７８５０ １８０００ ４５５０ ５

２００９ ５００６ １２７１５ ２１８５ ４３６ １８４９５ ２２１８０ １７８５０ ２２１００ ６６３４

２０１０ ５００１ １３０２１ ２７５９ ５５２ １８２１０ ２４１９５ １７８５０ ２４１００ —

　 说明: 农业发展情况统计表中的数据来源于 «延安市 (宝塔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资料»ꎬ
其他数据由乡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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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理

第二编　 自然地理

　 　 宝塔区为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ꎬ 地势东北、 东南高ꎬ 中部隆起ꎬ 呈两个环状向

东倾斜的丘陵河谷地形ꎮ 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区ꎬ 全年气候变化受制于季风环流影响ꎬ
日照年平均 ２５６６ ８ 小时ꎬ 年平均降雨量 ４８９ ０ 毫米ꎮ 区内有延河、 汾川河干流 ２ 条ꎬ 延

河以南以落叶阔叶林为主ꎬ 延河以北地带则以森林灌丛草原为主ꎬ 全区植被覆盖率较

低ꎬ 且分布极不均匀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实行 “退耕还林还草” 政策后ꎬ 宝塔区天然植被

得到很好的恢复ꎬ 生态环境较以前有明显的改善ꎮ 主要矿藏以煤炭、 石油、 天然气、 紫

砂陶土为主ꎮ

第一章　 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　 质

一、 区域构造格局与岩层节理

宝塔区地处华北陆块鄂尔多斯地块中东部ꎬ 属岩石圈厚度最大 ( >２００ 千米) 的地

区之一ꎬ 宝塔区及相邻地区除在二叠纪末和三叠纪末遭受区域隆升外ꎬ 始终保持着稳定

沉积盆地特征ꎬ 无显著构造作用改造ꎬ 褶皱构造总体表现为轴向近南北的大型宽缓向

斜ꎬ 次级褶皱以短轴背斜、 鼻状背斜等平缓拱形隆起为主ꎻ 断裂构造不发育ꎬ 地球物理

资料显示宝塔区存在两组北东向、 一组北西向隐伏断裂ꎮ
第四纪黄土中节理十分发育ꎮ 一般在未变形的斜坡地带ꎬ 黄土原生节理发育ꎬ 节理

间距几十厘米至 ２ 米ꎬ 将黄土切割成直立的棱形或柱状体ꎬ 节理面一般粗糙ꎬ 沿走向多

呈锯齿状ꎬ 剖面上节理面较为平直ꎬ 节理的发育受土体性质制约ꎬ 马兰黄土中的节理一

般密集ꎬ 离石黄土中的节理一般稀疏ꎮ 在变形斜坡地带ꎬ 土体扰动明显ꎬ 黄土构造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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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发育ꎬ 一般成群按一定方向分布、 力学性质清楚 (挤压型、 压扭型、 张型、 张扭

型)、 具有区域性特征、 贯通性较强 (不受土体性质限制)ꎮ
基岩产状近于水平ꎬ 无明显褶皱和断裂ꎬ 而节理裂隙构造较为发育ꎬ 主要有两种类

型ꎬ 一种是与黄土高原整体隆升相关联的张性节理ꎬ 这类节理规模较大ꎬ 延伸深度较大

(多数>５ 米)ꎬ 节理面粗糙ꎻ 另一种为高陡边坡的卸荷裂隙ꎬ 主要是由于岩石差异风化

所引起ꎬ 耐风化程度较差的泥岩易于风化ꎬ 剖面上明显下凹ꎬ 而耐风化程度较高的砂岩

不容易风化ꎬ 剖面上明显外凸ꎬ 凌空面显著增大ꎬ 坡面部分的砂岩层极易发育卸荷裂

隙ꎬ 这类裂隙规模较小ꎬ 延伸深度数十厘米至数米ꎬ 走向多数与坡面平行ꎬ 裂隙面粗糙

弯曲ꎬ 极易发生基岩崩塌ꎮ
二、 新构造运动

宝塔区的新构造运动主要为地壳间歇性的抬升运动ꎬ 表现为延河、 汾川河及其支流

的强烈下切ꎬ 在河流两侧形成 １~２ 级侵蚀堆积阶地ꎬ 河谷两侧出露大片基岩ꎮ 如延河河

谷西北川及西川河段两岸斜坡基岩出露形成 １０~２０ 米的陡坎ꎬ 凸岸阶地比较发育ꎬ 凹岸

很少ꎬ 延河东川段河谷宽缓ꎬ 约 ９００ ~ １０００ 米ꎬ 左岸形成宽约 ８００ 米的河漫滩及一级阶

地ꎬ 右岸仅保留部分高漫滩和一级阶地ꎮ 泽子沟至罗家坪 ２０ ~ ３０ 米ꎬ 罗家坪至宝塔山

５~１５ 米ꎬ 罗家坪向下游出露较浅ꎬ 一般<５ 米ꎬ 南川河河谷阶地不发育ꎬ 左右两岸分别

出露基岩 １０~２０ 米和 １０~３０ 米ꎬ 杜甫川河谷阶地有零星分布ꎬ 基岩出露很少ꎮ
陕北黄土高原在新构造运动期间整体表现为间歇性缓慢抬升ꎬ 中、 新生代地壳垂直

形变不明显ꎬ 褶皱、 断裂不发育ꎬ 地震活动水平低ꎮ 宝塔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ꎬ 地

壳变形速率在 １~２ 毫米 /年之间ꎬ 地壳比较稳定ꎬ 无 ４ 级以上地震发生ꎮ

第二节　 地　 貌

一、 地貌特点

宝塔区为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ꎬ 属华北陆台鄂尔多斯地台的一部分ꎮ 地层以中

生代和新生代为主ꎬ 中生代地层包括三叠纪、 侏罗纪和白垩纪砂岩、 页岩及泥岩ꎬ 以侏

罗纪砂页岩分布最广ꎬ 新生代地层以晚第三纪红土层和第四纪黄土为主ꎬ 黄土广泛分布

于全区域内ꎬ 一般厚度 １０~１００ 米ꎮ 沟谷及坡面时有第三纪红土和中生代基岩出露ꎮ 中

生代及新生代晚第三纪红土层所形成的古地形是现代地貌形成的基础ꎬ 经中更新世地壳

的强烈抬升ꎬ 形成 ９００~１５００ 多米的古黄土高原ꎬ 第四纪新老黄土的广泛堆积ꎬ 经长期

水蚀和其他外营力的剥蚀ꎬ 发展成今天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ꎬ 具有沟壑纵横、 地形破碎

的特点ꎮ
(一) 地面破碎ꎬ 沟壑密布

区内以延河、 汾川河为骨干ꎬ 其支流与支沟纵横交错ꎬ 水系较密ꎮ 沟道密集ꎬ 长度

在 ３００ 米以上的 ２６７００ 余条ꎮ 从沟道密度来看ꎬ 平均为 ４ ３ 千米 /平方千米 (以碾庄沟为

代表)ꎮ 从地面分割度来看ꎬ 河沟、 干沟和冲沟合计面积平均占到流域面积的 ５１ ３％ꎬ
沟壑面积比沟间地面积略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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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势起伏频率较大

以典型沟道流域为代表ꎬ 从分水岭到谷缘的谷间地高差ꎬ 一般为 ２０~８０ 米ꎬ 最大可

达 １４０~１６０ 米ꎮ 从谷缘到沟床的沟谷深度一般为 ３０ ~ ９０ 米ꎬ 最大可达 １００ ~ １２０ 米ꎮ 在

很大范围内ꎬ 全区地面频繁地出现 １８０~２２０ 米的起伏ꎮ
(三) 坡度较陡ꎬ 水土流失严重

全区绝大部分地域梁峁坡的斜度变化在 １０° ~ ３５°ꎬ 其中坡度在 ２５° ~ ３５°的面积占有

较大比例ꎬ 平均坡度 ２２ １°ꎮ
宝塔区地势东北、 东南高ꎬ 中部隆起ꎬ 呈两个环状向东倾斜的丘陵河谷地形ꎮ 崂山

纵贯全区ꎬ 呈北东北—南东南走向ꎬ 是区内两大水系的分水岭ꎮ 北部是延河的中游地

段ꎬ 南部是汾川河的河源区ꎮ 区内较大的山丘陵 ２００ 多座ꎬ 随地势总倾斜变化ꎬ 东北和

东南部的山丘高ꎬ 最高处位于下坪乡宁成梁ꎬ 海拔 １５２５ 米ꎬ 最低处位于官庄乡汾川河

谷ꎬ 海拔 ８６０ 米ꎬ 相对高差 ６６５ 米ꎬ 平均海拔 １１６６ 米ꎮ
二、 地貌分区

按地形特征ꎬ 宝塔区域内可划分为三个地貌大区ꎮ
(一) 北部峁梁丘陵河谷区

包括贯屯、 梁村、 冯庄、 蟠龙、 青化砭、 元龙寺、 河庄坪、 甘谷驿等 ８ 个乡镇和桥

沟、 李渠、 姚店等乡镇的部分地区ꎬ 海拔高度 ９９２~１５２５ 米ꎬ 地势北高南低ꎬ 峁梁起伏ꎬ
以峁为主ꎬ 沟谷密度 ４~５ 千米 /平方千米ꎬ 切割深度一般为 １２０ ~ ２２０ 米ꎬ 黄土覆盖层一

般厚度 ５０~１５０ 米ꎬ 土壤侵蚀模数 １ ２ 万吨 /年平方千米以上ꎬ 是全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的地区ꎮ
(二) 南部梁峁丘陵河谷区

包括麻洞川、 南泥湾、 松树林、 柳林、 川口、 万花山的全部和姚店、 李渠、 桥沟等

乡镇的部分地区ꎬ 海拔高度 ８６０~１４６３ 米ꎬ 梁峁起伏ꎬ 以梁为主ꎬ 沟谷密度 ３~３ ５ 千米 /
平方千米ꎬ 切割深度一般为 １１０ ~ ２００ 米ꎬ 植被覆盖度为 ６６％ꎬ 是全区水土流失最轻的

地区ꎮ
(三) 东南部残塬区

包括官庄全部和临镇的部分地区ꎮ 海拔高度 １０６１~１１２７ 米ꎬ 地势高而平缓ꎬ 塬面破

碎ꎬ 由 ２０ 余处小块塬地组成ꎬ 最大者可达 １８００ 亩 (吴太塬ꎬ 最小者石家塬仅为 ３２２
亩)ꎮ 区内除塬地外ꎬ 还伴有梁沟ꎬ 沟谷密度 ３ ４~３ ７ 千米 /平方千米ꎬ 切割深度一般为

１１０~２２０ 米ꎬ 植被覆盖度为 ２１ ７％ꎬ 水土流失较为严重ꎬ 土壤侵蚀模数在 ２０００ 吨 /年平

方千米以上ꎮ
三、 地貌类型

根据地貌成因ꎬ 宝塔区域内则可划分为黄土堆积地貌、 黄土侵蚀地貌、 黄土潜蚀地

貌、 黄土重力地貌和河流地貌ꎮ
(一) 黄土堆积地貌

黄土堆积地貌是区内最主要的地貌类型ꎬ 主要包括黄土梁和黄土峁ꎮ 区内黄土梁峁

地貌分布面积约 ２８４５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８０％ꎮ 黄土堆积之前ꎬ 在唐县侵蚀期

形成的新近纪三趾马红黏土和中生代砂岩、 页岩、 泥岩组成的红黏土高原基座上堆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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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离石黄土ꎬ 上下离石黄土之间保留有一个剥蚀面ꎮ 中更新世晚期ꎬ 地形起伏变

缓ꎬ 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剥蚀作用 (清水期侵蚀)ꎬ 然后堆积了马兰黄土ꎮ 马兰黄土堆

积之后ꎬ 又经过了一次剥蚀期 (兰州期侵蚀)ꎬ 地形相对高差增大ꎬ 加上流水作用的强

烈侵蚀ꎬ 地形破碎ꎬ 形成梁、 峁并存的地貌景观ꎮ 其特征是梁、 峁周边多发育 “Ｖ” 字

形沟谷ꎬ 其切割深度数十余米至百余米不等ꎬ 沟谷两侧坡度陡峻 (坡度>４０°)ꎬ 局部可

达 ６０° ~７０°ꎬ 甚至近于直立ꎻ 梁顶、 峁顶则地势平坦ꎬ 地形坡度只有 ５° ~１０°ꎮ 黄土梁峁

与谷沟并存ꎬ 伴随发育的有细沟、 浅沟、 悬沟、 冲沟、 干沟和黄土溶洞等侵蚀潜蚀微地

貌ꎬ 组成黄土丘陵ꎮ 梁、 峁周边水土流失严重ꎬ 伴随发育大量的滑坡、 崩塌等黄土重力

地貌ꎮ
(二) 黄土侵蚀地貌

宝塔区在新构造运动期间主要表现为地壳的缓慢间歇性抬升ꎬ 河流水系的强烈下

切ꎬ 故河谷、 冲沟等黄土侵蚀地貌在宝塔区十分发育ꎮ 按其发育程度可划分为幼年期沟

谷、 壮年期河谷和老年期河谷三种类型ꎮ
幼年期沟谷　 幼年期沟谷在宝塔区极为发育ꎬ 属于洪流侵蚀地貌的一种基本类型ꎬ

根据其发展过程ꎬ 可归纳为细沟、 浅沟、 悬沟、 冲沟和干沟ꎮ 幼年期沟谷一般都不是常

年有水ꎬ 只有在暴雨时才能形成较大的洪流ꎬ 具有很强的侵蚀能力ꎮ 细沟是雨后在斜坡

上形成的不稳定沟槽状地形ꎬ 在水动力和时间等条件具备时发展为浅沟等ꎮ 幼年期沟谷

的主要特征是侵蚀作用以水流的垂直下切为主ꎬ 切割深度几米至数十米不等ꎬ 多数在黄

土层内部ꎬ 局部地段可下切至基岩ꎮ 此类沟谷狭窄ꎬ 沟谷横断面呈 “Ｖ” 字形ꎬ 沟缘明

显ꎬ 纵剖面坡降较大ꎬ 谷坡坡度一般>６０°ꎮ 由于沟谷狭窄ꎬ 岸坡高陡ꎬ 临空面大ꎬ 导致

斜坡稳定性较差ꎬ 崩塌、 滑坡等不良地质现象多发ꎮ 在径流量充足的情况下ꎬ 可能下切

至含水层ꎬ 水源得到补充ꎬ 发展成为一些壮年期河流的上游部分ꎮ
壮年期河谷　 壮年期河谷多为延河及汾川河的主要一级支流的中下游河谷ꎬ 以南

川河、 杜甫川、 西川河、 雷鼓川、 五羊川、 蟠龙川、 固县川等为代表ꎮ 此类河谷汇集

了幼年期沟谷的水量ꎬ 增强了水动力条件ꎬ 河水在河道中纵横捭阖ꎬ 垂直下切作用减

弱ꎬ 侧向侵蚀作用较强ꎬ 一般都发育良好的排水系统ꎮ 河流的侧向侵蚀拓宽了河道ꎬ
冲刷了坡脚ꎬ 增大了河谷斜坡的临空面ꎬ 为黄土滑坡和崩塌重力侵蚀创造了有利

条件ꎮ
老年期河谷　 老年期河谷多为大型的成型河谷ꎬ 是流水长期侵蚀作用的结果ꎬ 以延

河、 汾川河为代表ꎮ 主要特征是河流的侧向侵蚀和垂直下切都趋于缓和ꎬ 河谷非常宽

阔ꎬ 形态基本固定ꎬ 呈 “Ｕ” 字形ꎬ 谷底较为平坦ꎬ 纵、 横向都是缓坡ꎬ 以河曲为主ꎬ
河漫滩发育ꎬ 可见一到二级阶地ꎬ 河间地的高度已降低ꎬ 河谷两岸多数已出露基岩ꎬ 基

岩出露高度多在 ２~４５ 米ꎮ 基岩上黄土斜坡已远离河流的侧向侵蚀ꎬ 坡度较平缓ꎬ 一般

为 １５° ~３５°ꎬ 是区内稳定的斜坡地段之一ꎬ 少有新滑坡、 崩塌发生ꎬ 仅在局部地段可见

古老滑坡地貌ꎮ
(三) 黄土潜蚀地貌

黄土潜蚀地貌在宝塔区北部黄土厚度较大的地区较为常见ꎬ 主要类型有黄土柱、 黄

土碟、 黄土洞穴等ꎬ 一般黄土柱规模较小ꎬ 黄土碟和黄土洞穴规模较大ꎬ 常常给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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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带来不良后果ꎮ
(四) 黄土重力地貌

重力地貌依附于黄土侵蚀地貌ꎬ 多发育在壮年期河谷和幼年期冲沟的谷坡上ꎮ 壮年

期河谷由于河流侧向侵蚀强烈ꎬ 河道宽广ꎬ 临空面较大ꎬ 谷坡较陡ꎬ 多发育滑坡地貌ꎬ
如延河一级支流五羊川、 蟠龙川等ꎮ 幼年期沟谷下切侵蚀强烈ꎬ 谷坡陡ꎬ 多发育崩塌

地貌ꎮ
(五) 河流地貌

区内河流地貌是新构造运动不断抬升ꎬ 延河、 汾川河及其支流下切的结果ꎮ 其间伴

随着多次间歇性升降运动ꎬ 河流经历下切、 侧蚀与堆积ꎬ 形成两级河流阶地ꎮ 由堆积的

冲积层可知ꎬ 二级阶地和一级阶地分别形成于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早期ꎬ 全新世中晚

期至今ꎬ 处于相对稳定阶段ꎬ 在流水作用下形成河漫滩和现代河床冲积物ꎮ 河流地貌在

区内面积约 ７１１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２０％ꎮ 河道比降一般 ２‰~ １１‰ꎮ 延河河谷

宽约 ６００ 米ꎬ 最宽可达 １０００ 米ꎻ 汾川河河谷宽 １２０ ~ ５４０ 米ꎬ 最宽可达 ８００ 米ꎮ 河谷地

貌内的次级地形可划分为河漫滩、 冲洪积扇和一、 二级阶地ꎮ
河漫滩　 分布于延河、 汾川河及其支流河谷内ꎮ 宽 ５０ ~ １００ 米ꎬ 最宽可达 ２５０ 米ꎬ

滩面平坦ꎬ 微倾向河床ꎬ 前缘高出河水位 ０ ５~２ 米ꎮ
冲洪积坡—洪积锥 (扇) 　 分布在延河、 汾川河及其一级支流两侧一些较大支沟出

口处ꎮ 由暂时性流水堆积而成ꎬ 一般面积不大ꎬ 顶部与冲沟沟口相连ꎬ 底部向河流方向

呈扇形展开ꎬ 表面坡度 １０° ~１５°ꎮ
一级阶地　 呈断续条带状展布于延河、 汾川河及其支流河谷区ꎬ 以内叠堆积阶地为

主ꎮ 阶面平坦ꎬ 微向河床及下游方向倾斜ꎬ 宽 ２００~３００ 米ꎬ 最宽达 ８００ 米ꎬ 阶地前缘多

为陡坎ꎬ 高出河水位 ３~６ 米ꎬ 具二元结构ꎬ 上部为粉土ꎬ 下部为含泥砂砾石层ꎮ
二级阶地　 沿延河、 汾川河及其部分一级支流零星分布ꎬ 阶面宽 １００~３００ 米ꎬ 多遭

破坏或被坡积物掩盖ꎬ 前缘高出一级阶地 ４ ~ ８ 米ꎮ 其表层岩性为黄土状粉质黏土、 粉

土ꎬ 下部为砂砾石层ꎬ 含泥ꎮ

第三节　 气　 候

宝塔区属于温带半干旱气候区ꎬ 全年气候变化受制于季风环流影响ꎮ 气候特点: 四

季分明ꎮ 冬季 (１２ 月至次年 ２ 月)ꎬ 干冷ꎬ 少雨雪ꎬ 多刮西北风ꎻ 春季 (３ ~ ５ 月)ꎬ 干

旱少雨ꎬ 升温快ꎬ 冷暖空气交汇频繁ꎬ 风沙大ꎬ 气温急升剧降ꎻ 夏季 (６ ~ ８ 月) 炎热ꎬ
多阵性天气且有伏旱ꎻ 秋季 (９~１１ 月) 降温迅速ꎬ 湿润ꎬ 多阴雨大雾天气ꎮ

一、 气温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年平均气温 １０ ７℃ꎬ ２１ 年内极端气温最高 ３９ ３℃ꎬ 出现在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ꎻ 极端气温最低－２３ ０℃ꎬ 出现在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ꎮ 一年中 ７ 月气温

最高ꎬ 平均气温 ２４ ０℃ꎬ 其次是 ６ 月 ２２ ２℃ꎬ ８ 月 ２２ １℃ꎻ １ 月气温最低ꎬ 平均气温

－４ ７℃ꎬ １２ 月－２ ９℃ꎬ ２ 月－０ ２℃ꎮ 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 ７ 月的次数最多ꎬ 其次是 ６
月ꎻ 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 １ 月的次数最多ꎬ 其次是 １２ 月、 ２ 月ꎻ 一日中 (阴天除外)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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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气温出现在 １４~１５ 时ꎬ 最低气温出现在日出前ꎮ 年内气温变化最快的是: ３~４ 月升温

快ꎬ １０~１１ 月降温迅速ꎮ
二、 降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年平均降水量 ４８９ ０ 毫米ꎬ ２１ 年内最多的一年降水是 ２００３
年 ６５８ ０ 毫米ꎬ 最少的一年降水量是 １９９９ 年 ３４４ ３ 毫米ꎮ 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降水统计记录

得出ꎬ 年内降水集中在 ７ 月、 ８ 月ꎬ ２ 个月降水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４４％ꎬ 其中 ７ 月平均为

１００ ５ 毫米、 ８ 月为 １１４ ０ 毫米ꎬ 降水最少的月分别是 １ 月、 １２ 月、 ２ 月ꎬ ３ 个月的降水

量仅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２％ꎮ 极端最少值整月无降水ꎬ 大多出现在冬季 ３ 个月内ꎮ 夏季

多阵性雷雨天气ꎬ 秋季多连阴雨天气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不同年份平均气温、 降水量统计表

　 表 ２－１－１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平均气温 (摄氏度) １０ ２ １０ ４ １１ ０ １０ ８ １１ １

年降水量 (毫米) ５５７ ７ ３６０ ７ ３６７ ３ ４４１ ２ ４６５ ８

三、 日照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年平均日照时数 ２５６６ ８ 小时ꎮ 日照最长月份为 ５ 月ꎬ 历年平

均值为 ２６１ ６ 小时ꎬ 最短月份为 ９ 月ꎬ 历年平均值为 １８０ ９ 小时ꎮ
四、 湿度

宝塔区每年 ８ 月、 ９ 月湿度最大ꎬ 相对湿度为 ７４％ꎬ 其次是 ７ 月、 １０ 月ꎮ 湿度最小

的月份是 ４ 月ꎬ 相对湿度为 ４８％ꎬ 一日中最大值 (阴天除外) 出现在早晨日出前ꎬ 最小

值出现在 １４~１５ 时前后ꎮ
五、 风

季节变化明显ꎬ 春季风最大ꎬ 依次是冬季、 秋季、 夏季ꎮ 年平均风速 １ ５ 米 /秒ꎬ
月份里 ４ 月风最大ꎬ 月平均是 １ ８ 米 /秒ꎬ ８ 月最小ꎬ 月平均是 １ ３ 米 /秒ꎮ 夏季多西南

风ꎬ 冬季多西北风ꎮ 风速日变化为午后最大ꎬ 入夜后显著减小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月平均气温、 降水量、 湿度、 风速及月日照时数统计表

　 表 ２－１－２

月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月平均气温 (摄氏度) －４ ７ －０ ２ ５ ９ １２ ９ １８ ２ ２２ ２

月平均降水量 (毫米) ３ ５ ５ ９ １７ ２ ２７ ９ ３９ ４ ６４ ０

月平均湿度 (％) ５３ ５２ ５４ ４８ ５１ ５９

月平均风速 (米 /秒) １ ５ １ ５ １ ６ １ ８ １ ７ １ ６

月日照时数 (小时) １９６ ５ １８７ ４ ２１７ ８ ２３９ ４ ２６１ ６ ２４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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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月份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月平均气温 (摄氏度) ２４ ０ ２２ １ １７ ２ １０ ５ ３ ４ －２ ９

月平均降水量 (毫米) １００ ５ １１４ ０ ６４ ６ ３６ ６ １２ ９ ２ ５

月平均湿度 (％) ７０ ７４ ７４ ６９ ６３ ５７

月平均风速 (米 /秒) １ ５ １ ３ １ ４ １ ４ １ ５ １ ５

月日照时数 (小时) ２３６ １ ２１６ ４ １８０ ９ １９１ ０ １９４ ８ １９５ ２

第四节　 物　 候

根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间宝塔区农业局、 林业局、 果树局对农作物、 林木等物候现象的

观测和记录ꎬ 主要农作物播种时间一般都在 ４ ~ ５ 月ꎬ ７ 月开花ꎬ ９ 月成熟ꎮ 主要林木一

般在 ３~４ 月发芽ꎬ ５~６ 月开花ꎬ ９~１０ 月成熟ꎬ １１ 月落叶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主要农作物物候一览表
　 表 ２－１－３

作物名称
播种

(旬 /月)
出苗

(旬 /月)
拔节

(旬 /月)
抽穗

(旬 /月)
开花

(旬 /月)
成熟

(旬 /月)

春玉米 中 / ４ 下 / ４ 上 / ６ 上中 / ７ 中 / ７ 下 / ９

大豆 下 / ４~上 / ５ 上中 / ５ — — 下 / ７ 中下 / ９

谷子 上中 / ５ 下 / ５ 上中 / ６ 下 / ７ 下 / ７ 中 / ９

糜子 下 / ５ 上 / ６ 下 / ６ 下中 / ７ 下 / ７ 上 / ９

水稻 中 / ５ — 上 / ６ 上 / ７ 下 / ７ 下 / ９

高粱 上 / ５ 中 / ５ 中 / ６ 下 / ７ 下 / ７ 上 / ９

红薯 上 / ４ — — — 下 / ７ 上中 / ９

马铃薯 下 / ５ 上 / ６ — — 下 / ７ 上 / ９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主要林木物候一览表
　 表 ２－１－４

树名
芽始膨大
(旬 /月、
日 /月)

展叶茎期
(旬 /月、
日 /月)

开花盛期
(旬 /月、
日 /月)

果实成熟
(旬 /月、
日 /月)

叶子变色
(旬 /月、
日 /月)

落叶末期
(旬 /月、
日 /月)

柳树 上 / ３ 上 / ４ 下 / ３ ４ 月 上 / １１ 下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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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树名
芽始膨大
(旬 /月、
日 /月)

展叶茎期
(旬 /月、
日 /月)

开花盛期
(旬 /月、
日 /月)

果实成熟
(旬 /月、
日 /月)

叶子变色
(旬 /月、
日 /月)

落叶末期
(旬 /月、
日 /月)

国槐 上 / ４ 下 / ４ 下 / ６ １０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刺槐 上 / ４ 下 / ４ 上 / ５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杨树 上 / ４ 下 / ４ 下 / ３ 上 / ５ １０ 月 １１ 月

榆树 上 / ４ 下 / ４ 上 / ５ 中 / ５ １０ 月 １１ 月

山桃树 下 / ３ 中 / ４ 中 / ４ ７ 月 上 / １１ 下 / １１

椿树 下 / ４ 上 / ５ ７ 月 １０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侧柏 中 / ３ 上 / ４ 中 / ４ 下 / １０ — —

油松 下 / ３ 上 / ４ 下 / ４ １０ 月 — —

苹果树 ８ / ３~１０ / ３ ２５ / ４~２８ / ４ １８ / ４~２３ / ４ ２５ / ９~２５ / １０ １５ / １０~２０ / １０ １ / １１~２０ / １１

杏树 ３ / ３~６ / ３ ８ / ４~１０ / ４ １ / ４~５ / ４ ２０ / ７~５ / ８ ２５ / ９~１０ / １０ １５ / １０~２８ / １０

梨树 ６ / ３~９ / ３ ２０ / ４~２５ / ４ １２ / ４~１５ / ４ ２０ / ７~１０ / ８ ２８ / ９~１２ / １０ １６ / １０~２８ / １０

桃树 ５ / ３~８ / ３ ２０ / ４~２５ / ４ １０ / ４~１３ / ４ １０ / ６~２５ / ８ ２５ / ９~１０ / １０ １６ / １０~２８ / １０

枣树 ６ / ４~９ / ４ ６ / ５~１０ / ５ １５ / ５~１５ / ６ １０ / ７~２０ / ９ ２０ / ９~８ / １０ １０ / １０~２５ / １０

葡萄 １ / ４~５ / ４ ２ / ５~１０ / ５ ２０ / ５~２５ / ５ ２５ / ８~５ / ９ ２０ / ９~８ / １０ １０ / １０~２５ / １０

核桃树 １ / ４~５ / ４ ２５ / ４~５ / ５ ２８ / ５~５ / ６ ２５ / ９~１０ / １０ ９ / １０~１０ / １０ １５ / １０~２５ / １０

　 说明: 发育期各项目中 ２５ / ４ 为 ４ 月 ２５ 日ꎬ 中下 / ４ 为 ４ 月中下旬

第五节　 水　 文

一、 地表水

宝塔区地处黄河流域晋陕峡谷西侧ꎬ 东距黄河干流 ３１ ３ ~ １０７ ３ 千米ꎻ 以北东—南

西向崂山山脉为分水岭ꎬ 可划分出南北两个黄河一级流域区: 中、 北部位居延河流域中

游ꎬ 面积 ２３４７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６６％ꎻ 南部为汾川河流域 (云岩河的上游)ꎬ
面积 １２０９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３４％ꎮ 全区地处黄土高原ꎬ 地表黄土广布ꎬ 黄土

岩性疏松软弱ꎬ 其上多级支流发育ꎬ 密如蛛网的沟壑几乎伸向区内每一处角落ꎮ 根据

２００５ 年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报告ꎬ 主要河流水文特征如下:
(一) 延河

为宝塔区最大河流ꎬ 发源于区外靖边县天赐湾乡周山ꎬ 全长 ２８６ ９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７７２５ 平方千米ꎮ 延河在宝塔区西侧河庄坪镇李家湾村入界ꎬ 流向南东ꎻ 于城区中心折向

北东ꎬ 一路直行ꎬ 经桥沟—川口—姚店—甘谷驿等镇 (乡)ꎬ 在甘谷驿镇西沟门流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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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区内河长 ６２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２３４７ 平方千米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６６％)ꎬ 河道比降

１ ８‰ꎮ 延河支流众多ꎬ 宝塔区支流流域面积在 １００ 平方千米以上的有 １１ 条ꎮ 左岸以丰

富川、 蟠龙川和五羊川为主ꎻ 右岸以西川河、 南川河和马四川为主ꎮ 延河多年平均水位

４ ５４~５ ４９ 米ꎬ 最高水位 １６ ４４ 米ꎻ 多年平均流量 ８ ５６ 立方米 /秒ꎬ 最大洪峰流量 ８６００
立方米 /秒ꎬ 最小时断流ꎮ 从年内分配看ꎬ 延河径流量主要集中于 ７ ~ ９ 月三个月ꎬ 约占

全年总径流量的 ６０ ８％ꎬ 径流量年际变化比较显著ꎬ 枯水年、 丰水年相间出现ꎬ 年变差

系数 Ｃｖ 为 ０ ４６~０ ４７ꎮ 延河水位随着雨季变化暴涨暴落ꎬ 易发生洪水灾害ꎮ 如 １９７７ 年

洪峰流量高达 ８６００ 立方米 /秒ꎬ 水位 １６ ４４ 米ꎬ 延河两岸河谷阶地大部分被淹ꎬ 众多基

础设施及房屋被毁坏ꎬ ４０００ 余人受灾ꎬ 损失 ５８３３ 万元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９３３ 年、 １９３５ 年、
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６９ 年、 １９７７ 年发生的大洪水ꎬ 洪峰流量都在 ２０００ 立方米 /秒以上ꎮ
延河冬季封冻ꎬ 结冰期长达 ４ 个月ꎮ 延河属多泥沙河流ꎬ 多年平均含沙量 ２２７ 千克 /立方

米ꎬ 最大断面含沙量为 １３００ 千克 /立方米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ꎬ 年平均输沙量呈现明显

减少的趋势ꎮ
(二) 汾川河

为宝塔区南部最大河流ꎬ 发源于崂山东麓南泥湾镇九龙泉ꎬ 流经南泥湾—麻洞川—
官庄等乡 (镇)ꎬ 于东缘官庄乡新窑新村流出ꎬ 全长 １１２ ５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１７８１ ４ 平方

千米ꎮ 在宝塔区河长 ６５ ５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１２０９ 平方千米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３４％)ꎬ 河

道比降 ４ ３‰~８ ９‰ꎮ 主要支流有右岸的固县—汉庄川ꎮ １９７５ 年最大含沙量为 ７５０ 千

克 /立方米ꎬ ２０００ 年平均含沙量为 ９４ ２ 千克 /立方米ꎬ 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ꎮ
(三) 其他支流

南川河多年平均最大流量为 ６５０ 立方米 /秒ꎬ 西川河为 ４４０ 立方米 /秒ꎬ 杜甫川为

１００ 立方米 /秒ꎮ
二、 地下水

宝塔区河流密布ꎬ 切割强烈ꎬ 地貌类型多样ꎬ 地层岩性组合复杂ꎬ 决定地下水条件

的特殊性和复杂性ꎮ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含水介质的多样性ꎬ 既有孔隙和裂隙含

水介质ꎬ 还有孔隙—裂隙双重含水介质ꎻ 二是水流系统的复杂性ꎬ 受密集的水网和分水

岭控制ꎬ 区域上没有统一、 连续的地下水流场ꎬ 地下水顺地势向附近沟谷排泄ꎬ 形成相

互独立的地下水流系统ꎬ 地下水总体十分贫乏ꎮ
地下水类型按含水介质空隙特征划分ꎬ 区内地下水可划分为冲积砂砾石层孔隙水、

黄土裂隙孔隙水、 碎屑岩裂隙水三类ꎻ 按水力特征可划分为上层滞水、 潜水和承压水三

类ꎻ 按水文地质结构划分ꎬ 区内含水介质包括第四纪松散岩类和中生代碎屑岩类两类ꎬ
其中第四纪松散岩类主要有第四纪风积黄土和冲积砂砾石ꎬ 中生代碎屑岩类主要有三叠

纪和侏罗纪砂岩ꎬ 此二类含水介质上下叠置ꎬ 多形成具双重结构的统一含水层系统ꎻ 按

水文地质结构特征可划分为冲积砂砾石层与基岩风化带双层结构孔隙裂隙潜水、 基岩风

化带单层结构裂隙潜水、 风积黄土与基岩风化带双层结构裂隙孔隙潜水、 风积黄土裂隙

孔隙上层滞水、 新近纪泥岩下伏基岩风化带单层结构裂隙承压水ꎮ
总体来讲ꎬ 区内冲积含水层呈条带状分布于较大河谷中ꎬ 分布面积不大ꎬ 含水层厚

度小ꎬ 水量一般较小ꎻ 黄土含水层沿黄土梁呈带状不连续分布ꎬ 赋存条件差ꎬ 水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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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ꎻ 碎屑岩含水层ꎬ 岩性以砂岩与泥岩互层为主ꎬ 以风化带含水为主要特征ꎮ 基岩裂隙

发育深度一般为 ５~ ３０ 米ꎬ 且分布极不均匀ꎬ 水量总体较贫乏ꎬ 仅在局部裂隙密集带ꎬ
地下水相对较富集ꎻ 深部基岩裂隙多不发育ꎬ 水量极小ꎬ 水质普遍较差ꎮ

(一) 冲积砂砾石层孔隙水

含水层多呈条带状或舌状断续分布于延河、 汾川河河谷区ꎬ 含水层上部为全新世和晚

更新世冲积砂、 卵、 砾石ꎬ 结构松散ꎬ 磨圆和分选性较好ꎬ 透水性较强ꎬ 厚度一般小于 ５
米ꎮ 不同河段含水层的厚度、 透水性及补给条件的不同ꎬ 导致其富水性亦有明显的差异ꎮ
水力性质为潜水ꎬ 水位埋深 １ ５~６ 米ꎬ 分布宽度一般 ５０~３００ 米ꎬ 含水层厚度一般 ２~５ 米ꎬ
渗透性主要取决于含水介质的粒度及泥质含量的高低ꎮ 粒度较粗ꎬ 泥质含量低ꎬ 透水性强ꎬ
反之透水性弱ꎮ 渗透系数一般 １ ７２~１１ ４７ 米 /昼夜ꎬ 局部达 ２１ ５２~４１ ６８ 米 /昼夜ꎮ 主要

接受降水的入渗补给ꎬ 在阶地后缘还得到梁峁区地下水的径流补给ꎬ 在丰水季节局部地段

得到河水的侧向径流补给ꎮ 主要通过径流方式向河流排泄ꎬ 或向下游潜流排泄ꎬ 蒸发及人

工开采也是排泄方式ꎮ 因含水层颗粒粗ꎬ 地下水流速快ꎬ 加之流程短、 排泄畅通ꎬ 地下水

矿化度小于 １ 克 /升ꎬ 水化学类型以 ＨＣＯ３型为主ꎬ 水质普遍较好ꎮ
(二) 风积黄土裂隙孔隙水

分布于黄土梁峁区ꎮ 由于沟谷切割ꎬ 地形支离破碎ꎬ 多呈条带状分布于较宽的梁峁

下部ꎬ 储水条件差ꎬ 加之黄土透水性差ꎬ 大气降水渗入补给量少ꎬ 因此ꎬ 该类型地下水

水量贫乏ꎮ 黄土裂隙孔隙潜水含水介质为中、 晚更新世风积黄土ꎮ 由于沟谷切割深ꎬ 大

部分地区基岩裸露ꎬ 黄土被疏干ꎬ 不含地下水ꎬ 仅在宽梁和较大分水岭部位才形成潜水

浸润面ꎮ 由于黄土中夹有多层古土壤层ꎬ 古土壤中黏粒含量较高ꎬ 透水性较差ꎬ 形成相

对隔水层ꎬ 所以在裂隙、 陷穴、 落水洞发育的地段ꎬ 或淋雨之后 (含淋雨过程中) 常形

成上层滞水ꎮ 含水层厚度一般较小ꎮ 黄土裂隙孔隙水主要接受降水的入渗补给ꎬ 以泉或

渗流的方式向沟谷溢出排泄ꎮ
(三) 碎屑岩裂隙水

分布于砂岩裂隙及顶部风化壳的裂隙中ꎮ 因基岩风化壳的发育受地形条件、 岩性和

地质构造等多种因素的控制ꎬ 差异性很大ꎬ 所以ꎬ 风化壳潜水的分布很不均一ꎬ 主要接

受上覆第四系松散层孔隙、 裂隙孔洞潜水及大气降水入渗补给ꎮ 该类型潜水主要分为三

个含水岩层ꎮ
延安组上段含水岩层　 主要分布于南川七里铺以南、 西川杨家崖以西及北川李家洼

以北ꎬ 为一套薄层细砂与泥页岩互层ꎮ 岩层中裂隙不太发育ꎬ 一般 ３ ~ ５ 米发育一条裂

隙ꎬ 多呈闭合状ꎬ 张开性较好的也往往被泥质充填ꎬ 因而富水性弱ꎮ 在梁峁区ꎬ 含水层

较薄ꎬ 且以下降泉的形式沿层面溢出ꎬ 泉水动态变化不大ꎮ
延安组下段含水岩层　 该段含水岩层主要分布于七里铺以北ꎬ 李家洼以南ꎬ 杨家崖

以东的河谷、 梁峁区ꎮ 岩性以中粗砂岩为主ꎬ 顶部为细砂岩ꎬ 底部为砾状粗砂岩或砂砾

岩ꎮ 砂岩中的孔隙以及裂隙构成良好的储水空间ꎮ 在梁峁区ꎬ 砂岩出露于陡崖时往往风

化成佛龛状或蜂窝状ꎬ 从防空洞挖出的砂岩多呈松散的砂粒ꎬ 透水性好ꎮ 在大多数沟谷

中可见潜水从砂岩地板附近或局部泥岩层面上留出ꎮ 因接受上部松散层潜水及河水的补

给ꎬ 水量较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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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县组—瓦窑堡组含水岩层　 两岩组主要分布在东川一带ꎮ 岩性主体为泥岩、 砂砾

岩及砂岩与泥页岩互层ꎮ 主要为裂隙含水ꎬ 但由于裂隙不发育ꎬ 且多呈闭合状ꎬ 因而水

量小ꎮ

第六节　 土　 壤

一、 土体

(一) 砂砾石土

砂砾石土主要为粉砂、 细砂、 中砂、 粗砂等ꎬ 砾砂和卵砾石零星分布ꎮ 砂土分选

性、 磨圆度均较好ꎮ 潜水面以下呈饱和状态ꎬ 但绝大部分高于潜水面ꎬ 一般为湿—稍

湿ꎬ 密实ꎬ 压缩系数小于 ０ １ＭＰａ－１ꎬ 属低压缩性土ꎬ 个别地段和表层为中密、 松散ꎮ 对

一般工程而言ꎬ 中砂地基承载力较高ꎬ 可作为天然地基ꎻ 但粉砂、 细砂地基承载力则偏

低ꎬ 通常不被采用ꎮ
(二) 一般黏性土

一般黏性土颗粒成分以粉粒 (粒径 ０ ０５ ~ ０ ００１ 毫米) 为主ꎬ 平均占 ６０％以上ꎬ 湿

陷系数平均值介于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３６ 之间ꎬ 具有轻—中等湿陷性ꎻ 其允许承载力最大值为

３３３ 千帕ꎬ 最小值 １１７ 千帕ꎬ 平均值 ２２５ 千帕ꎬ 一般满足多层民用建筑承载力要求ꎬ 但

对于重要构筑物ꎬ 需作地基处理ꎮ
(三) 新黄土 (Ｑｐ３)
新黄土几乎覆盖全区ꎬ 厚度一般 １０ ~ ２０ 米ꎬ 局部达 ３０ 米ꎮ 颗粒成分以粉粒为主ꎬ

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 长石ꎬ 黏土矿物含量少ꎮ 新黄土的原生结构为均质结构ꎬ 结构疏

松ꎬ 大孔隙发育ꎮ 在黄土湿度变迁收缩作用影响下ꎬ 产生垂直节理ꎬ 形成柱状体块裂结

构ꎮ 在斜坡地带ꎬ 受风化、 卸荷或滑移变形作用ꎬ 产生 “Ｘ” 形剪节理ꎬ 局部形成楔形

体块裂结构ꎮ
(四) 老黄土 (Ｑｐ２)
老黄土是构成区内黄土梁峁的主体部分ꎬ 颗粒成分中黏粒含量明显高于新黄土ꎬ

<０ ００５毫米粒级>２０％ꎬ 夹数层古土壤及钙质结核层ꎮ 老黄土垂直节理、 构造节理、 滑

塌节理以及风化节理普遍发育ꎬ 形成典型的柱状体块裂结构和楔形体块裂结构ꎮ
(五) 红黏土 (Ｎ２)
红黏土即新近纪上新世三趾马红黏土ꎬ 在区内零星分布ꎬ 与下部侏罗系呈不整合接

触ꎬ 厚度变化较大ꎬ 一般 １~５ 米ꎬ 少数地段厚达 １０ 米以上ꎮ 其颗粒组成以粉粒和黏粒

为主ꎬ 其中粉粒占 ４４％~６４％ꎬ 黏粒占 １６％~３６％ꎬ 砂粒占 ２０％~３０％ꎮ 天然状态下呈坚

硬、 硬塑状态ꎮ 一般高于地下潜水位ꎬ 含水量偏低ꎬ 属于低压缩性土ꎬ 渗透性差ꎮ 天然

状态下强度较高ꎬ 遇水力学强度显著降低ꎬ 由硬塑逐渐变为软塑甚至流塑状态ꎬ 形成软

弱结构面ꎮ
二、 岩体

(一) 坚硬层状碎屑岩组

岩性以砂岩为主ꎬ 为侏罗纪及三叠纪碎屑岩ꎬ 河湖相沉积ꎬ 产状近水平ꎬ 致密坚

６８



硬ꎬ 属层状块裂结构ꎬ 承载力高ꎬ 工程地质性质良好ꎮ 在边坡地带ꎬ 垂直节理及风化节

理发育ꎬ 尤其是沿着走向为 ７０° ~８０°、 １３０° ~１３５°、 １６０° ~１６５°的节理裂隙十分发育ꎮ
(二) 半坚硬层状碎屑岩组

岩性以泥岩和砂泥岩为主ꎬ 并夹有页岩、 油页岩等ꎬ 为侏罗纪及三叠纪碎屑岩ꎬ 河

湖相沉积ꎬ 质地软弱ꎬ 抗剪强度较低ꎬ 抗风化能力弱ꎬ 遇水易软化ꎬ 力学强度显著降

低ꎬ 工程地质性质相对较差ꎬ 承载力也远较砂岩低ꎮ 节理裂隙发育ꎬ 构成水平层状块裂

结构ꎬ 岩体的强度和变形特征严格受到层面及节理面组合的控制ꎮ 在边坡地带ꎬ 岩体垂

直节理、 卸荷节理及风化节理发育ꎬ 形成斜坡危岩体ꎮ 泥岩与砂岩力学性质的较大差

异ꎬ 以及砂岩与泥岩差异风化的影响ꎬ 有砂岩和泥岩构成的斜坡体易发生鼓胀、 错断等

形式的变形破坏ꎮ

第七节　 植　 被

宝塔区森林植被具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向森林灌丛和灌丛草原过渡的特点ꎬ 建群种

和优势种以华北植物成分为主ꎬ 落叶阔叶林占主导地位ꎮ 因海拔高差变化相对较小ꎬ 宝

塔区森林植被垂直分布相互交错ꎬ 界限相对不明显ꎮ 在国有天然林区ꎬ 上部主要以栎类

为主ꎬ 中部以栎类和侧柏为主ꎬ 下部及受气候和人为活动影响ꎬ 宝塔区森林植被在水平

分布上呈明显的地域性规律ꎬ 南部国有林场为天然次生林林区ꎬ 主要以栎类、 侧柏、 阔

杂和杨类为主要组成树种ꎬ 林相复杂ꎬ 森林生态系统相对稳定ꎻ 北部各乡镇集体林为人

工林区ꎬ 主要以刺槐为优势树种ꎬ 林相单纯ꎬ 森林生态系统相对脆弱ꎮ 沟道以阔杂、 杨

类以及少量白桦为主ꎮ 北部集体林区上部塬面和下部川道主要以农耕地为主ꎬ 刺槐多分

布在坡度较大的中部沟壑地带ꎮ

第二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土壤资源

宝塔区有黄绵土、 黑垆土、 淤土、 褐土、 水稻土、 草甸土、 红土、 潮土、 沼泽土 ９
个土类ꎬ １２ 个亚类ꎬ ２０ 个土属ꎬ ４５ 个土种ꎮ

黄绵土是在黄土母质上形成的一种土壤ꎬ 质地松、 软、 绵ꎬ 透水性强ꎬ 易耕ꎬ 有利

于作物幼苗发育ꎬ 易受侵蚀ꎬ 土壤抗逆性弱ꎬ 养分贫瘠ꎮ 全区以黄绵土面积最大ꎬ 为

３３９ １７ 万亩ꎬ 占全区土壤总面积的 ６３ ８７％ꎮ 区内从南到北ꎬ 从西到东ꎬ 川台及梁、 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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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均有分布ꎮ
黑垆土分布以南部残塬和北部各乡镇的台地、 沟谷高阶地为主ꎬ 山间鞍部亦有零星

残存ꎮ 面积 ０ ４１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０７７％ꎮ 黑垆土经长期耕种熟化ꎬ 上覆盖 ３０ ~
４０ 厘米厚的熟化层ꎬ 质地轻壤ꎬ 疏松多孔ꎬ 强石灰性反应ꎬ 耕性良好ꎬ 耐旱耐涝ꎬ 适耕

期长ꎬ 宜种多种农作物ꎮ
淤土主要分布在延河、 汾川河两岸及沟谷里ꎬ 面积 ８ ２２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１ ５５％ꎬ 宜种高粱、 谷子等农作物ꎮ
褐土主要分布在延河以南的南泥湾等乡镇ꎬ 是森林植被下土壤ꎬ 面积 １４７ ３７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２７ ７５％ꎬ 是较好的宜林地ꎮ
水稻土面积 １ ６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３％ꎬ 栽培以稻谷为主ꎮ
草甸土面积 ０ ４６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０９％ꎮ
红土面积 ３０ ５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５ ７４％ꎮ
潮土面积 ０ １２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０２％ꎮ
沼泽土面积 ０ ３ 万亩ꎬ 占土壤总面积的 ０ ０５％ꎮ

第二节　 矿产资源

宝塔区内已发现的矿产主要有煤炭、 石油、 天然气、 紫砂陶土、 肥料煤、 高岭土、
石英砾岩、 油页岩、 铁矿、 钙质结核、 砖瓦用黏土、 建筑用石料、 建筑用沙 １３ 种ꎮ 根

据 ２００５ 年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地质灾害详细调查» 报告ꎬ 其中以煤、 石油、 天然气、
紫砂陶土为主ꎮ 其余除砖瓦用黏土、 建筑用石料和建筑用沙外ꎬ 其他的矿产规模均

较小ꎮ
一、 煤炭

宝塔区含煤面积 １９５６ 平方千米ꎬ 煤炭储量 １０ ８３ 亿吨ꎮ 主要分布在宝塔区的北部

(贯屯、 蟠龙等地)、 中部 (青化砭、 川口一带)、 南部 (姚家坡、 麻洞川一带)ꎮ 含煤

地层主要为三叠系瓦窑堡组ꎬ 岩性以砂岩为主ꎬ 夹泥岩、 油页岩和煤层ꎬ 含煤层多而

薄ꎬ 一般六层ꎬ ３、 ５ 号煤可采ꎬ 煤层厚 ０ ２ ~ ０ ８ 米ꎬ 全为烟煤ꎬ 煤质属三号气煤ꎬ 煤

层顶底均为细砂岩ꎬ 厚约 ０ ５~５ 米ꎬ 顶板砂岩为煤层开采较好的保护层ꎮ
二、 石油

石油储存面积 ２０００ 平方千米ꎬ 总储量 １６２９７ 万吨ꎮ 主要分布在青化砭、 姚店、 甘谷

驿、 川口、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等地ꎬ 含矿层位是三叠系延长组ꎮ 其中ꎬ 南泥湾油田

东西长 ４０ 千米ꎬ 南北宽 ３０ 千米ꎬ 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千米ꎬ 储量 ２８８３ 万吨ꎮ 青化砭油田

(含姚店油田)、 甘谷驿油田以及川口油田ꎬ 储量分别为 ５５４０ 万吨、 ４９４３ 万吨和 ２９３１
万吨ꎮ

三、 天然气

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１０００ 亿立方米以上ꎬ 主要分布在 ３ 个区域ꎬ 即临镇、 麻洞川区

域ꎻ 梁村、 冯庄、 蟠龙区域ꎻ 甘谷驿、 元龙寺区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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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紫砂陶土

主要分布在延安城区以东至田圪崂村延河以南的区域内ꎬ 以泽子沟、 罗家坪出露明

显ꎮ 含矿层位为侏罗系富县组ꎬ 罗家坪紫砂陶土面积约 ３ ８ 平方千米ꎬ 预测资源量

５２６ ４１ 万吨ꎬ 据国家日用陶瓷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ꎬ 该陶土是用来生产紫砂陶器

的一种优质原料ꎬ 主要指标能满足日常使用要求ꎬ 在原料加工处理上进一步调整和控

制ꎬ 生产出的产品可与宜兴同类产品质量相当ꎮ 该矿石粒度细小、 耐火度低、 烧结温度

低ꎬ 其节能特点为国内其他同类矿石无法比拟ꎮ
五、 肥料煤

含矿层位三叠系瓦窑堡组ꎬ 仅做过矿点普查ꎬ 分布在蟠龙镇至圪驮村、 纸坊坪、 王

家沟、 乐家沟—玉皇庙、 贺阳沟、 王庄—小刘沟ꎬ 白家坡至崔家圪崂ꎮ
六、 油页岩

主要分布在蟠龙、 贯屯一带ꎬ 属三叠系延长组油页岩层ꎮ 其分为三层: 下层煤系

层以细沙岩夹黄绿色、 灰黑色砂岩为主ꎻ 中层为油页岩层段ꎬ 下部有数米灰白色黏土

数层ꎬ 底部有 １ ~ ２ 米油页岩层ꎬ 上部有 ８ ~ １０ 米油页岩层ꎬ 上层夹 ０ ２ ~ ０ ８ 米的薄煤

层和油页岩层呈整合接触ꎮ 资源储量 ５１１７０ 万吨ꎬ 一般含油量 ４％左右ꎬ 底部可

达 ６ ７％ꎮ
七、 其他矿产资源

高岭土ꎬ 分布在蟠龙镇瓷窑沟村ꎬ 资源储量 １６４ 万吨ꎻ 石英砾岩ꎬ 主要分布在麻洞

川ꎬ 含矿层位为侏罗系延安组ꎬ 资源储量 １８０ 万吨ꎻ 铁矿ꎬ 主要分布在柳林镇麻庄一

带ꎬ 属侏罗系延安组ꎻ 钙质结核ꎬ 区内第四系上更新统含钙质结核ꎬ 主要分布在川口乡

的新民村、 碾庄乡的刘庄和李渠镇的中庄村ꎬ 潜在资源量 ３１３ 万吨ꎻ 砖瓦用黏土和建筑

用石料ꎬ 分布广泛的是第四系更新统黏土或亚黏土资源ꎬ 用其烧制建筑材料砖瓦ꎻ 建筑

用沙ꎬ 主要分布在现代河床ꎮ

第三节　 水资源

一、 地表水资源

地表水主要以河流水为主ꎮ 以东西走向的崂山山脉为分水岭ꎬ 北部有延河流域ꎬ 南

部有汾川河流域ꎬ 组成两大树枝状水系ꎮ 干流深切ꎬ 支沟密布ꎬ 河网密度大ꎬ 多为季节

性河沟ꎮ 雨季丰水期ꎬ 干流集流迅速ꎬ 形成洪水ꎻ 旱季枯水期ꎬ 多无流水ꎬ 造成枯洪悬

殊ꎬ 干流常流量少ꎮ 全区年均降雨量为 ５００ 毫米左右ꎬ 区域内年均实测径流量 ９１８５ ７ 万

立方米ꎬ 折合径流深约 ２５ ８ 毫米ꎻ 按还原计算ꎬ 天然径流量为 １ １２ 亿立方米ꎬ 折合径

流深约 ３１ ５ 毫米ꎮ 延河和汾川河流域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分别为 ６６８１ ６ 万立方米、
２５０４ ２ 万立方米ꎬ 经还原计算ꎬ 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分别为 ８２８１ ７ 万立方米、 ２９３５ ７
万立方米ꎮ 全区地表水资源总量约为 １ １２ 亿立方米ꎬ 南部汾川河流域面积占全区总面积

３７ ６７％ꎬ 地面水量只占全区地面水总量的 ２７ ２％ꎬ 北部延河流域占总面积的 ６２ ３３％ꎬ
地面水量占全区总量的 ７２ ８％ꎮ

地表水水质ꎬ 属微碱性软水或适度硬水ꎬ 总硬度 ７４~１７７ 德国度ꎬ ｐＨ 值在 ７ ５ ~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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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ꎬ 含盐量为每升 ４９１~１３３３ 毫克ꎬ 矿化度每升 ０ ４~１ ５ 克ꎬ 硫酸根含量每升 ４５~９５８
毫克ꎬ 氯含量每升 ２２ ４~１２７ ５ 毫克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ꎬ 王瑶水库布设 １０ 个监测点ꎬ 对 ２６ 项指标进行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ꎮ
监测显示ꎬ ＢＯＤ、 石油类、 细菌学指标、 氨、 氮等时有超标ꎮ 孙台水库为Ⅲ类水质ꎻ 胜

利水库属轻度污染ꎬ Ⅳ类水质ꎬ 主要超标物质为大肠菌群ꎻ 红庄水库属轻度污染ꎬ ＩＶ 类

水质ꎬ 主要超标物质为 ＣＯＤꎻ 西川河、 延河为 Ｖ 类水质ꎬ 主要超标物质为 ＣＯＤ 和石油

类ꎬ 四个水库均为中营养程度ꎬ 没有产生富营养化ꎮ
二、 地下水资源

全区泉水出露多ꎬ 量小ꎬ 流量小于 ０ １ 升ꎬ 大的可达 １ ８５ 升ꎮ 南泥湾潜水以泉水形

式出露ꎬ 高出河水面 ０~３０ 米ꎬ 泉水动态稳定ꎮ 域内 ２４９ 处泉水ꎬ 年丰水期 １９８ ７ 万立

方米ꎬ 除人畜饮用ꎬ 少数泉水还可以灌溉ꎬ 泉水开采价值不大ꎮ 水资源评价属山区类

型ꎬ 地下水资源量采用基流分割法计算ꎬ 依据水文资料ꎬ 延河流域地下水资源量为

２３４４ ７ 万立方米ꎬ 汾川河流域地下水资源量为 １０８３ ６ 万立方米ꎬ 地下水资源总量

３４２８ ３ 万立方米ꎮ
区内 ２５ 米以内浅层地下水水质ꎬ 中性偏碱ꎬ ｐＨ 值为 ７ ２ ~ ８ ４ꎬ 矿化度每升 ０ ５ ~ ４

克ꎬ 深度在 ２５~４０ 米时ꎬ 矿化度提高ꎬ 每升高达 ３１ ０６ 克ꎬ 地下水深度增加ꎬ 总硬度提

高ꎬ 达 ９９ ５ 德国度ꎮ
比较大的地下水水源地有 ２ 处ꎬ 水质均 ＩＶ 类ꎬ 分别是: 万花山庄单位自备水源ꎬ 为

铁、 锰超标ꎬ 柳林镇腾格尔公司单位自备水源ꎬ 铁超标ꎮ 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域

内 ５０ 个村庄的泉水、 浅井水进行水质分析ꎬ 检验结果显示ꎬ 有 ９ 个村庄水质不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 要求ꎬ 占评价样本总数的 １８％ꎬ 主要超标物质

为六价铬、 硫酸盐、 菌落总数、 总硬度ꎮ 主要分布在蟠龙镇永胜村、 姚店镇沙滩、 元龙

寺上李家沟、 张家沟、 刘家沟、 冯庄乡洛家河、 梁村乡石沟、 梁村、 木瓜崖、 南泥湾镇

桃宝峪村等ꎮ 其他村地下水水质均为Ⅲ类水ꎬ 符合要求ꎬ 宜集中式供给生活和生产

用水ꎮ

第四节　 生物资源

一、 植物资源

(一) 乔木

主要有辽东栎、 山杨、 白桦、 黑桦、 小叶杨、 河北杨、 毛白杨、 柳树、 垂柳、 杜

梨、 榆树、 刺榆、 山定子、 苹果、 梨、 核桃、 桃、 杏、 山桃、 山杏、 中槐、 龙爪槐、 刺

槐、 五倍子、 卫矛、 茶条槭、 细裂槭、 元宝枫、 五角枫、 黄连木、 漆树、 栾树、 枣、 椴

树、 柽柳、 白蜡、 臭椿、 桑树、 山楂、 侧柏、 油松、 刺柏、 云杉、 桧柏、 银杏、 白皮

松、 华山松、 杉柳、 紫柳、 水桐、 牡好梨、 黑杠树、 月芽、 山榆、 朝鲜槐等ꎮ
(二) 灌木

以绣线菊、 柠条、 紫丁香、 胡颓子、 连翘、 虎榛子、 黄蔷薇、 樱桃、 狼牙刺和沙棘

为优势种ꎬ 常见的还有二色胡枝子、 多花栒子、 丁香、 刺五加、 酸枣、 沙柳、 六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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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 枸杞、 荆条、 互叶醉鱼草、 杭子哨、 花椒、 葡萄、 白杞、 龙柏、 黑刺、 大马茹、
红柳、 抚柳、 柱柴紫、 芥子、 禾梢子、 重皮子等ꎮ

(三) 草本植物

主要有大披针苔、 白羊草、 甘草、 苦参、 野棉花、 黄菅草、 蛇木子、 牛耳朵、 羊耳

朵、 野西米、 野金针、 马莲草、 山丹丹、 旱艾蒿、 水艾蒿、 冰草、 沙蒿、 冬青、 旱芦

草、 水稗子、 黄蒿、 臭蒿、 野糜子及菊科植物等ꎮ
(四) 药用植物

主要有猪苓、 木贼、 侧柏、 桑、 马兜铃、 何首乌、 蝎子七、 芍药、 草芍药、 牡丹、
短角淫羊藿、 木兰、 山楂、 杏、 桃、 地榆、 五倍子、 杜仲、 米口袋、 葛根、 苦参、 蒺

藜、 透骨草、 酸枣、 白敛、 女儿茶、 大叶堇菜、 白毛堇菜、 连翘、 柴胡、 远志、 血见

愁、 短毛独活、 防风、 前胡、 水红袍、 女贞子、 秦花、 白薇、 紫草、 黄芩、 枸杞、 地骨

皮、 荆芥、 党参、 牛蒡子、 艾蒿、 五味子、 芦根、 茵陈、 山药、 大丁草、 夏枯草、 丹

参、 毛柳叶菜、 板蓝根、 车前子、 甘草、 生地、 大黄、 贝母、 小茴香等ꎮ
(五) 观赏植物

主要有美人蕉、 射干、 吊兰、 夹竹桃、 夜来香、 菊花、 鸡冠花、 牡丹、 香水花、 月

季花、 仙人掌、 绣线菊、 玫瑰、 海棠、 凤仙花等ꎮ
(六) 栽培作物

禾谷类主要有玉米、 谷子、 高粱、 小麦、 水稻、 糜子、 春大麦、 黑麦、 荞麦等ꎻ 豆

类主要有黄豆、 绿豆、 黑豆、 双青豆、 扁豆、 白小豆、 豇豆、 蔓豆、 豌豆、 红小豆等ꎻ
油料类主要有小麻 (绒麻)、 老麻 (蓖麻)、 花生、 芝麻、 向日葵、 黄芥、 芒芝等ꎻ 薯类

主要有红薯、 洋芋 (马铃薯) 等ꎻ 经济类主要有棉花、 烟叶、 西瓜、 小瓜、 花椒、 甜瓜

等ꎻ 蔬菜类主要有白菜、 莲花白、 菜花、 黄瓜、 南瓜、 黄萝卜、 白萝卜、 红萝卜、 白

葱、 红葱、 番茄、 油麦菜、 菠菜、 茄子、 芹菜、 韭菜、 芥菜、 蔓菁、 莴苣、 刀豆、 菜豇

豆、 黄花菜、 北瓜、 西葫芦、 洋姜、 大蒜、 洋葱、 辣椒、 滴溜、 芊莲等ꎮ 野菜类主要有

苦苣、 小蒜、 灰条、 木耳、 蘑菇、 地软、 睁眼菜、 胖娃娃草等ꎮ
二、 动物资源

(一) 饲养动物

牛以秦川牛和黄牛为主ꎬ 改良牛有利木赞、 西门塔尔、 红安格斯改良牛ꎮ 马、 驴、
骡已逐渐减少ꎮ 猪有北京黑、 长白、 大约克夏、 斯格尔、 瘦肉型杂种猪等ꎮ 羊有白绒山

羊、 布尔山羊、 小尾寒羊、 槐羊、 黄羊等ꎮ 兔有土种兔、 安哥拉长毛兔、 獭兔、 西德长

毛兔ꎮ 狗有本地狗、 狼狗、 哈巴狗ꎮ 猫有花猫、 白猫、 黄猫、 狸猫、 黑猫ꎮ
(二) 家禽

鸡主要有罗斯鸡、 海兰鸡、 罗曼鸡、 绿壳蛋鸡 (又称黑凤乌鸡)、 肉杂鸡、 黄鸡、
麻鸡等ꎮ 鸭和鹅比较少ꎬ 主要有本地麻鸭、 引进北京鸭和本地生种鹅ꎮ 鸽、 鸵鸟等甚

少ꎮ 鸽主要有灰鸽、 白鸽两种ꎮ
(三) 昆虫类

人工饲养的有: 中国蜂、 意大利蜂、 蚕、 蝎子、 土元虫ꎮ 野生昆虫有: 甘蓝夜蛾、
扶青叶蜂、 菜青虫、 七星瓢虫、 赤眼虫ꎮ 害虫有: 新星毛虫、 金龟子、 食心虫、 洋芋芫

１９

第二编　 自然地理 　



自然地理

菁 (斑蝥虫)、 麦蚜、 荞麦钩翅蛾、 菜灰螟、 草地螟、 棉蚜虫、 油菜蚜、 棉红蜘蛛、 小

麦黏虫、 小麦红蜘蛛、 蝼蛄、 地老虎、 金针虫、 蚊、 蝇、 蚂蚁、 果树卷叶虫等ꎮ 还有蝴

蝶、 蜻蜓、 螳螂、 蟋蟀、 蜗牛、 蚯蚓、 萤火虫、 跳蚤、 虱子、 蛔虫、 蜈蚣、 蟑螂等ꎮ
(四) 野生鸟、 兽及其他动物

鸟类共有种类 １２ 目 １６ 科 ６２ 种ꎬ 兽类共有种类 ５ 目 ９ 科 ２５ 种ꎮ 其中ꎬ 国家重点保

护的动物有金钱豹、 金雕、 大鵟等ꎬ 经济价值较高的有野猪、 狐狸、 狼、 环颈雉、 狗

獾、 狍子等品种ꎮ
鸟类　 喜鹊、 山鸡、 野鸡、 老鹰、 猫头鹰、 乌鸦、 麻雀、 燕子、 啄木鸟、 布谷鸟、

百灵鸟、 黄鹂、 麻野雀、 大雁斑鸠、 野鸭、 鸳鸯、 鹞等ꎮ
兽类　 狼、 狐狸、 黄鼠狼、 狗獾、 山狸子、 蒙古兔、 松鼠、 大仓鼠、 长尾仓鼠、 小

家鼠、 褐家鼠、 野猪、 狍、 斑豹、 野羊等ꎮ
蛇类　 黑乌蛇、 白杞蛇、 水蛇、 旱花红蛇ꎮ
蛙类　 青蛙、 癞蛤蟆ꎮ
鱼类　 甲鱼、 鲤鱼、 草鱼、 鲫鱼、 鲢鱼及各色金鱼ꎮ

第三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象灾害

一、 气象灾害类别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的主要气象灾害有: 干旱、 冰雹、 洪涝、 冻害、 沙尘天

气等ꎮ
(一) 干旱

宝塔区干旱形成的原因主要是降水不足或者长期无降水ꎮ 由于宝塔区地处华北地

区ꎬ 大陆气候特征明显ꎬ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的偏南和减弱ꎬ 来自西太平洋的水

汽向华北地区输送偏少ꎬ 以及缺乏气压扰动、 缺乏潮湿气流等因素影响ꎬ 导致华北地区

干旱少雨ꎬ 春旱和春夏连旱特别严重ꎮ 宝塔区的干旱灾害危害面积大ꎬ 持续时间长ꎬ 出

现次数多ꎮ 春旱最甚ꎬ 其次是伏旱、 秋旱ꎬ 对农作物的影响最大ꎮ
(二) 冰雹

宝塔区位于陕北黄土高原ꎬ 域内基本地貌有黄土塬、 梁、 峁、 沟等ꎬ 加之山地地形

影响ꎬ 极易形成降雹的强对流云团ꎮ 宝塔区内冰雹发生次数频繁ꎬ 几乎年年都有冰雹灾

害ꎮ 出现的时间一般在夏季ꎬ 早的出现在 ４ 月ꎬ 迟的出现在 １１ 月ꎬ 最多年份十几次ꎬ 少

２９



的年份出现次数不同ꎮ
(三) 暴雨

宝塔区暴雨的形成主要由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ꎬ 外围西南暖湿气流与贝

加尔湖低压西风气流交汇至陕北地区ꎬ 系统移速减慢ꎬ 造成持续强降水ꎮ 宝塔区暴雨出

现时间一般在 ５~９ 月ꎬ 集中于 ７ 月、 ８ 月、 ９ 月ꎬ 其中 ７ 月最多ꎬ 由于短时间内降水强

度大ꎬ 加之土壤疏松ꎬ 使得水土流失严重ꎬ 表现为河水陡涨ꎬ 山洪暴发ꎬ 良田被毁ꎬ 庄

稼被淹ꎮ
(四) 低温冻害

宝塔区低温冻害主要成因是来自于西伯利亚冷空气横槽后偏东气流引导下向西输

送ꎬ 与西来的冷空气汇合加强ꎬ 然后折向东南沿河套地区侵入宝塔区ꎬ 当冷气团积累到

一定程度时ꎬ 就向气压较低的南方泛滥、 倾泻ꎬ 形成寒潮ꎮ 由于降温通常超过农作物的

耐寒能力ꎬ 造成农作物冻伤、 冻死等危害ꎮ 在宝塔区冻害一般发生在春季或秋末ꎮ
(五) 沙尘天气

宝塔区属中纬度干旱和半干旱地区ꎬ 地面多为稀疏草地和旱作耕地ꎬ 植被稀少ꎬ 加

上人为破坏ꎬ 当春季地面回暖解冻ꎬ 地表裸露ꎬ 狂风起时ꎬ 沙尘弥漫ꎬ 在本地及狂风经

过的地带形成沙尘天气ꎬ 春季较多ꎮ 宝塔区扬沙天气年平均次数 ２６ ２ 天ꎬ 随着退耕还林

(草) 政策的实施ꎬ 出现次数有减少趋势ꎮ
二、 重大气象灾害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０~１９ 日ꎬ 延安市局部受雹灾ꎬ 降雹直径分别是 ５~１１ 毫米ꎬ 造成经济

损失 １２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３ 日ꎬ 日降水量 １２８ 毫米ꎬ 引起山洪暴发ꎬ 延河支流涨水ꎬ 沿岸作物受

到涝灾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 日ꎬ 降雹最大直径 ２６ 毫米ꎬ 造成 ６ 个乡镇农作物受灾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全市遭受特大冰雹袭击ꎬ 涉及 ７ 个乡镇 ２４ 个行政村ꎬ 玉米、 蔬

菜、 西瓜及苹果受灾严重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宝塔区 ５ 个村受雹灾ꎬ 冰雹直径 ４ ~ １５ 毫米ꎬ 受灾农田 １８８ 公

顷ꎬ 经济损失 ５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局地降雹ꎬ 受灾面积 １８１２ 公顷ꎬ 经济损失 ６５９ ７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５ 日ꎬ 宝塔区柳林镇 １４ 个行政村的 ２５７ 公顷苹果、 ２６６ 公顷农作物受雹

灾ꎬ 经济损失约 ２７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６ 日ꎬ 宝塔区万花山乡 １４ 个行政村的 １４３ 公顷苹果、 ４８４ 公顷农作物受

雹灾ꎬ 经济损失约 １６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ꎬ 宝塔区川口、 万花山、 柳林、 临镇、 官庄等 １５ 个乡镇 １９９ 个行

政村先后 ５ 次遭受冷冻、 大风、 冰雹自然灾害袭击ꎬ １３３３ 公顷苹果及部分洋芋、 玉米、
烤烟、 谷子、 豆子、 蔬菜受害ꎬ ８６０４ 户 ２７３２４ 人不同程度受灾ꎬ 造成经济损失 ４７８０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 ４ 月ꎬ 长期少雨雪ꎬ 降水量较往年偏少 ４０％ꎬ 对越冬作物生长、 春播不

利ꎬ 有缺苗、 死苗现象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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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宝塔区枣园镇遭受冰雹袭击ꎬ 冰雹最大直径 ３０ 毫米ꎬ 持续近 １０
分钟ꎬ 枣园 ４ 个行政村苹果受灾约 ５０００ 亩ꎬ 雨水冲坏砂石路 １ 条ꎬ 经济损失 ２００ 万元ꎻ
冯庄乡大水冲毁 ６ 个堤坝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宝塔区柳林镇遭受冰雹袭击ꎬ 最大冰雹直径 ２０ 毫米ꎬ １０ 余个村

子不同程度受灾ꎬ 果树 ２３００ 多亩、 玉米 １５００ 多亩、 谷子 ４００ 多亩、 豆子 ４００ 多亩受害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３~２９ 日ꎬ 连续 ７ 天降雹ꎬ ６ 月 ２８ 日冰雹造成 １０ 余个村子不同程度受

灾ꎬ 苹果 ２３００ 亩、 玉米 １５００ 亩、 谷子 ４００ 亩、 豆子 ４００ 亩受害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遭强对流天气分 ５ 次侵袭ꎬ 造成蟠龙、 枣园、 姚店、 桥

沟、 李渠、 柳林、 冯庄、 临镇、 官庄、 川口、 城区等地遭受冰雹灾害ꎬ 冰雹最大直径约

３０ 毫米ꎬ 造成林果、 烤烟、 农作物、 大棚等受害ꎮ １７ 个乡镇 ２６７ 个村的 ２８７０ 公顷苹果、
２５２ 公顷烤烟、 ５５２６ 公顷其他农作物受害ꎬ 经济损失 ８９７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ꎬ 出现大面积冰雹天气ꎬ 冰雹最大直径约 ３０ 毫米ꎬ 官庄、 甘谷驿、
姚店、 蟠龙、 临镇、 梁村等 １８ 个乡镇 ２６７ 个自然村 ５５９２０ 人受灾ꎬ 苹果 ４３０４５ 亩、 烤烟

３７８９ 亩、 其他作物 ８２８９８ 亩受害ꎬ 经济损失约 ７８７９ 万元ꎮ 官庄灾情最为严重ꎬ 苹果、
烤烟等经济损失约 ２９０４ 万元ꎬ 甘谷驿损失 ７５９ 万元ꎬ 姚店损失 ７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宝塔区枣园、 万花山、 川口、 柳林四乡镇 ２０ 多个村遭受冰雹袭

击ꎬ 受灾面积 ７３３ 公顷ꎬ 经济损失 ７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宝塔区枣园镇张天河、 庙咀沟、 川口等 １０ 个村遭受冰雹袭击ꎬ

冰雹最大直径近 ２０ 毫米ꎮ １９６ 公顷果树、 １０８ 公顷农作物、 ３４７ 座大棚和 ３６ 公顷露地菜

受害ꎬ 经济损失 ４１４ 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ꎬ 宝塔区川口、 李渠两乡镇 １２ 个村受冰雹袭击ꎬ 造成 ２２０ 公顷苹

果、 ２６６ 公顷农作物受害ꎬ 经济损失 ８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ꎬ 宝塔区官庄乡 ２６ 公顷苹果遭冰雹袭击ꎬ 损失约 １６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ꎬ 宝塔区柳林镇任台、 麻塔村遭遇冰雹袭击ꎬ １３０ 公顷苹果受害ꎬ

经济损失 ５００ 万元ꎮ

第二节　 生物灾害

一、 虫害

农田害虫: 黏虫、 红蜘蛛、 麦蚜、 玉米螟、 荞麦钩翅蛾、 草地螟、 金针虫、 地老

虎、 粟灰螟、 二十八星瓢虫、 洋芋芫菁 (斑毛虫)、 豆芫菁、 灰象甲螟等ꎮ
蔬菜害虫: 菜青虫、 烟青虫、 白粉虱、 蚜虫、 潜叶蝇、 甘蓝夜蛾、 二十八星瓢

虫等ꎮ
果树害虫: 食花金龟甲、 桃小食心虫、 苹果小食心虫、 金纹细蛾、 山楂叶螨、 苹果

黄蚜等ꎮ
二、 重大生物灾害

１９９４ 年ꎬ 发生大面积兔、 鼠灾害ꎬ 姚店镇 ３５ 个村庄、 ９００ 公顷苹果树受损ꎬ 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 １００ 万元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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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ꎬ 发生黏虫灾害ꎬ １６ ８ 万亩谷子受灾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发生灰象甲螟虫灾ꎬ ５ 万亩农田受灾ꎮ

第三节　 地质灾害

宝塔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中部ꎬ 地形破碎ꎬ 沟壑纵横ꎬ 地质环境条件差ꎮ 黄土分布

广泛ꎬ 结构疏松ꎬ 易发生滑坡、 崩塌、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ꎮ 地质灾害主要发生在 ６ ~ ９
月ꎬ 每年的融冻季节 (３~４ 月) 也是冻融型崩塌滑坡多发期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地

质灾害主要类型有滑坡、 崩塌、 泥石流和矿区地面塌陷等ꎮ 其中ꎬ 以滑坡和崩塌灾害为

主ꎬ 主要分布于人口集中、 工程活动强烈的延河及其支流南川、 杜甫川两岸的斜坡地

带ꎻ 泥石流多以洪水泥流的形式出现ꎬ 一般无典型堆积区ꎻ 矿区地面塌陷偶见于北部采

煤区ꎮ
一、 典型滑坡

(一) 东馨家园滑坡

东馨家园滑坡位于桥沟镇东十里铺村延河河谷北坡ꎬ 东临延安市糖厂ꎬ 西到东十里

铺村ꎮ 地处北纬 ３６°３７′４１″~３６°３７′５１″ꎬ 东经 １０９°３１′３８″~１０９°３１′４８″ꎮ 滑坡右翼紧邻已竣

工的经济适用房小区———东馨家园ꎬ 滑体前缘下部为包南线 (原 ２１０ 国道)ꎬ 东与延安

飞机场相接ꎮ
(二) 虎头峁滑坡

虎头峁滑坡属老滑坡复活ꎮ 滑坡位于延安火车站南 ２ 千米ꎬ 南川河左岸ꎬ 卧虎山东

侧黄土斜坡地带ꎮ 坡体近南北走向ꎬ 地形起伏大ꎮ 滑体位于黄土梁与阶地之间的斜坡地

带ꎬ 地面标高 １０１０~１１５０ 米ꎬ 相对高差 １４０ 米ꎮ 在其东侧一级阶地上拟建经济适用房小

区 (王家沟区)ꎬ 由于滑坡目前后缘发育有大量张裂缝和沉陷坑ꎬ 雨季滑坡后壁有变形

现象ꎬ ２００６ 年 ８ ~ ９ 月该滑坡中后部局部发生小型滑塌ꎬ 有复活迹象ꎬ 故建房计划尚未

实施ꎮ
(三) 赵家岸滑坡

滑坡位于河庄坪镇赵家岸村ꎬ 属黄土—基岩接触面老滑坡复活ꎮ 滑坡东侧为延河和

延塞公路ꎬ 赵家岸村居民居住在滑坡体上ꎮ 滑坡顶部标高 １１００ 米ꎬ 坡脚标高 ９８８ 米ꎬ 相

对高差 １１２ 米ꎮ 滑体南北宽 ３５０ 米ꎬ 东西长 ２００ 米ꎬ 面积 ３ ５ 万平方米ꎬ 体积 １７５ 万立

方米ꎮ 坡体前部由于人工开挖建房而变得较为破碎ꎮ 为解决延安市供水ꎬ ２００３ 年春季在

滑坡所在坡体后侧修建红庄水库ꎮ 由于水库蓄水导致地下水位抬升ꎬ 滑体上出现渗水现

象ꎬ 居民住房变形、 墙体开裂ꎬ 甚至塌落ꎮ
(四) 河庄水库滑坡

滑坡位于延安市宝塔区柳林镇河庄水库东岸坝肩ꎮ ２００１ 年修建河庄水库ꎬ 开挖坡脚

取土ꎬ 修筑堤坝ꎬ 以及工程施工放炮振动ꎬ 引发滑体再次产生两处崩滑ꎮ 一处位于滑体

前缘ꎬ 高差 １５ 米ꎻ 另一处位于滑体北侧ꎬ 高差 ３０ 米ꎮ 滑坡坡顶标高 １２６５ 米ꎬ 坡脚标高

１２００ 米ꎬ 相对高差 ６５ 米ꎮ 滑体垂直节理发育ꎬ 前部滑体破碎ꎬ 有较大临空面ꎬ 且古土

壤层面基本完整ꎬ 对滑体前方水库及下游居民构成直接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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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桥沟镇烟洞沟滑坡

滑坡为黄土—红黏土接触面老滑坡ꎬ 位于桥沟镇烟洞沟村ꎮ 由于人工改造ꎬ 滑体大

部已被开挖清除ꎬ 中前部地形平缓ꎬ 后壁斩坡建窑ꎬ 形成后陡前缓地形ꎮ 滑坡坡顶标高

１１４５ 米ꎬ 坡脚标高 １１００ 米ꎬ 相对高差 ４５ 米ꎮ 红黏土在前部被滑体覆盖ꎬ 未见出露ꎻ 中

部人工开挖修建地基ꎬ 揭露红黏土ꎮ
(六) 杨崖村滑坡

滑坡位于枣园镇杨崖村冲沟右岸ꎬ 属于典型的在人类工程活动下老滑坡复活的新滑

坡ꎮ 修建高速公路时ꎬ 在斜坡前缘开挖取土ꎬ 经平整后修建了 ３ 幢居民楼ꎮ 在开挖施工

过程中ꎬ 滑体前缘因不当开挖及工程振动等原因ꎬ 引发老滑坡左翼滑体复活并造成新滑

坡ꎮ 新滑体覆盖了建筑北侧场地ꎬ 建筑工程被迫终止ꎮ 新滑坡目前仍处于变形阶段ꎬ 老

滑坡也由于滑体前缘开挖斩坡形成较大陡峻临空面而处于稳定性较差状态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上旬ꎬ 由于人为不合理削坡加载导致滑体再次失稳ꎬ 将前部新建的三栋楼房错断ꎬ 形成

危楼ꎮ
二、 典型崩塌

(一) 尚和年村崩塌

位于万花山乡尚和年村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晚发生崩塌ꎬ 掩埋窑洞ꎬ ４ 人被困ꎮ 经

９ 个小时抢救ꎬ 人员方得以脱险ꎮ 崩塌点下方 ２０１０ 年仍有居民居住ꎬ 有 １３ 孔窑洞和 ４
间平房及数十只养殖畜禽ꎬ 总资产在 ２０ 万元以上ꎮ

(二) 麻塔崩塌

位于桥沟镇麻塔村新建 ２１０ 过境公路西侧黄土斜坡上ꎬ 为倾倒式崩塌ꎮ 崩塌原坡体

由于人工斩坡建房ꎬ 形成高 ２５ 米、 宽 ３０ 米、 坡度 ６５°边坡ꎮ 由于人工开挖建窑ꎬ 边坡

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中旬凌晨失稳ꎬ 发生崩塌ꎮ 崩塌堆积体高数米ꎬ 将坡体前部两层楼房掩

埋ꎬ 并造成门窗破坏ꎮ 崩塌原坡体岩性: 上部为 Ｑｐ３ 和 Ｑｐ２ 黄土ꎬ 下伏下侏罗统富县组

砂岩ꎮ
(三) 裴庄西公路边崩塌隐患点

位于枣园镇裴庄村西侧公路边ꎬ 斜坡高 １５ 米ꎬ 坡宽 ９０ 米ꎬ 坡向 １９０°ꎬ 坡度 ８８°ꎮ
整个坡体坡面形态凸形ꎬ 受风化严重ꎬ 节理裂隙发育ꎬ 将岩体分割成不同大小的岩块ꎮ
坡面时有岩块剥落ꎬ 威胁过往行人及车辆ꎮ 坡体岩性上部为灰白—灰黄色侏罗纪砂岩与

灰色泥岩互层ꎬ 下部为灰色炭质泥岩ꎬ 在坡脚出露高度约 ２ 米ꎮ
(四) 燕沟台崩塌隐患点

位于柳林镇燕沟台村ꎬ 由于人工斩坡建房而形成岩质边坡ꎮ 边坡高 １２ 米ꎬ 宽 ２０ 米ꎬ
坡度 ６８°ꎬ 坡向 ７０°ꎮ 边坡岩性为灰—灰黄色中层—薄层中侏罗世砂岩ꎬ 垂直节理裂隙发

育ꎻ 坡体中部夹有 ３ 米厚灰色炭质泥岩ꎮ 边坡下部为数间平房ꎬ 尚未有人居住ꎮ 坡体对

下部居民安全存在隐患ꎮ
三、 典型不稳定斜坡

(一) 泽子沟西侧不稳定斜坡

位于桥沟镇泽子沟村沟口西侧ꎻ 在地貌上位于延河右岸黄土梁的坡体东侧ꎮ 居民区

紧邻坡体下部ꎬ 西延铁路穿越该坡体ꎮ 由于人工削坡开挖等工程活动ꎬ 坡体基岩出露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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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陡峻ꎬ 高差 ４０ 米ꎻ 受物理风化作用ꎬ 风化裂隙发育ꎬ 沿坡体陡壁形成危岩危坡ꎬ
局部地段稳定性差ꎬ 危及下部居民生命财产安全ꎮ

(二) 市委党校不稳定斜坡

位于市委党校西侧枣园路段内侧人工边坡上ꎮ 其东侧为市委党校和延安革命纪念

馆ꎬ 西侧为杨家岭和延安大学ꎬ 南边紧邻延河ꎬ 地处延安市交通要道ꎮ 斜坡坡向 ２５１°ꎬ
坡度陡立达 ６３°ꎬ 整个斜坡长 ２０ 米ꎬ 宽 ５０ 米ꎬ 高 ２０ 米ꎬ 呈凸形坡ꎮ 斜坡表部岩体脱离

母岩ꎬ 贴伏于坡体表部ꎬ 危及过往行人ꎮ
(三) 黑龙沟不稳定斜坡

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东关黑龙沟东侧黄土斜坡上ꎮ 沟内居民居住集中ꎬ 人口密度较

大ꎮ 坡向 ２３０°ꎬ 坡度 ８０°ꎬ 高差 ３０ 米ꎬ 坡宽 ２００ 米ꎮ 沟内坡体受风化作用强烈ꎬ 表部破

碎ꎬ 坡体陡峭ꎬ 冲沟发育ꎬ 形成危岩危坡ꎬ 直接威胁下部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ꎮ
四、 重大地质灾害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凌晨 ４ 时许ꎬ 延安发生有感地震ꎬ 持续时间约 ３０ 秒钟ꎬ 震级大约

３ ０ 级ꎬ 裂度约 ４~５ 度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晚ꎬ 万花山乡尚和年村发生崩塌ꎬ 掩埋窑洞ꎬ ４ 人被困ꎮ 经 ９ 个

小时抢救ꎬ 人员得以脱险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零点十分左右ꎬ 宝塔区桥沟镇市场沟村居民屈院琴听到房背后有

土体摩擦声ꎬ 观察到山体即将崩塌的险情ꎬ 她立即叫醒左右邻居ꎬ 共 ５ 户 ３８ 人全部撤

离ꎮ 半小时之后ꎬ 零点四十分山体崩塌ꎬ 房屋全部被毁ꎬ 但无一人伤亡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十多天连续降雨ꎬ 致宝塔区麻洞川乡赵台村 ３ 孔窑洞倒塌ꎬ 酿

成 ３ 人死亡ꎬ ２ 人受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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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人口和计划生育

　 　 宝塔区人口受自然环境、 经济发展影响ꎬ 其区域、 城乡分布及人口密度等方面历来

存在差异且不断发生变化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总人口 ４５８１６６ 人ꎬ 较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１５４９４９ 人ꎬ
年均增加 ７７４７ ４５ 人ꎮ 北部、 中部和南部三大区域人口分布分别比例为 ３２ ４９ ∶ ５９ ４２ ∶
８ ０９ꎬ 全区人口密度为 １２９ 人 /平方千米ꎮ 全区有汉族、 回族、 蒙古族、 苗族、 满族、 壮

族、 朝鲜族、 藏族等 １９ 个民族ꎬ 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９９ ９３％、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占 ０ ０７％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延安市全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ꎬ 控制人口增长ꎬ 使人口过

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ꎬ 人口出生率及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ꎮ １９７１ 年ꎬ 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 ２１ ９８‰ꎬ １９９１ 年比 １９７１ 年下降 ４ ７８ 个千分点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人口出生率

９ ７９‰ꎬ 死亡率 ４ ６９‰ꎬ 自然增长率 ５ １０‰ꎮ

第一章　 人口规模

第一节　 人口数量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总人口 ３０３２１７ 人ꎬ 较 １９８２ 年增加 ５６２９４ 人ꎬ 年均增加 ７０３６ ７５ 人ꎬ
１９９５ 年全市总人口 ３２６３９０ 人ꎬ 较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２３１７３ 人ꎬ 年均增加 ３８６３ ２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总人口 ３４０３５２ 人ꎬ 较 １９９５ 年增加 １３９６２ 人ꎬ 年均增加 ３５６３ ８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总

人口 ４０３７３８ 人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６３３８６ 人ꎬ 年均增加 １２６７７ 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全区总人口

４５８１６６ 人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５４４２８ 人ꎬ 年均增加 １０８８５ ６ 人ꎮ 全区人口呈现总量持续增

长ꎬ 年均出生率逐年下降ꎬ 男女比例趋于平衡的特点ꎬ 城乡人口数量变化较大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总人口中农业人口为 １８９９４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６２ ６４％ꎬ 非农业人口占 ３７ ３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总人口中ꎬ 农业人口为 ２００９８２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９ ０５％ꎬ 非农业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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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９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总人口中农业人口为 ２３００３８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０ ２０％ꎬ 非农业

人口 ２２８１２８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４９ ８０％ꎮ 城区人口 １７１５６４ 人ꎬ 比 １９９０ 年 ８９９６１ 人增加

８１６０３ 人ꎬ 增长 ９０ ７１％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口数量统计表
　 表 ３－１－１ 单位: 人

年份 总人口 男 女

１９９０ ３０３２１７ １５６６９２ １４６５２５

１９９１ ３０９１５２ １５９０４６ １５０１０６

１９９２ ３１２８６９ １６１１０６ １５１７６３

１９９３ ３１２８６９ １６１１０６ １５１７６３

１９９４ ３２２５３３ １６６５７７ １５５９５６

１９９５ ３２６３９０ １６９７７５ １５６６１５

１９９６ ３２８３７３ １７１１５０ １５７２２３

１９９７ ３２９３０１ １７０２１１ １５９０９０

１９９８ ３３１９５８ １７３５３５ １５８４２３

１９９９ ３３４６４０ １７３４０５ １６１２３５

２０００ ３４０３５２ １７６２９５ １６４０５７

２００１ ３４８４６８ １８０１４７ １６８３２１

２００２ ３６０７７７ １８６５６３ １７４２１４

２００３ ３７４６３６ １９５８５２ １７８７８４

２００４ ３９９０４０ ２０９４６６ １８９５７４

２００５ ４０３７３８ ２０９００７ １９４７３１

２００６ ４２１５９７ ２１２２９３ ２０９３０４

２００７ ４３２０５８ ２１７２４８ ２１４８１０

２００８ ４４２０４０ ２２３５６９ ２１８４７１

２００９ ４４８７３６ ２２７１１２ ２２１６２４

２０１０ ４５８１６６ ２３１１３７ ２２７０２９

　 说明: 本表数据来源于宝塔区统计局年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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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分布

宝塔区人口分布依地理环境划分北部、 中部、 南部三大区域ꎬ 中部又划分城区和郊

区ꎬ 南部划为森林区和残塬区ꎬ 由于自然环境差异较大ꎬ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ꎬ 各地区人

口增长的速度不尽相同ꎬ 呈现出城区人口稠密、 郊区人口集中、 北部次之、 南部森林残

塬区人口较少的特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北部区域有 １０ 个乡镇 １４２８４３ 人ꎬ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３１ １８％ꎬ 城区 １７１５６４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７ ４４％ꎬ 郊区 １０６６７１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３ ２８％ꎬ
南部森林残塬区有 ５ 个乡镇 ３７０８８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８ １０％ꎮ

一、 城乡分布

宝塔区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分布悬殊ꎮ １９４９ 年ꎬ 辖区城镇人口 １６１０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０ ２０％ꎬ 农村人口 ６３７０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７９ ８０％ꎮ １９７８ 年ꎬ 延安市城镇人

口 ６６６８２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９ ３７％ꎬ 农村人口 １６０３４６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７０ ６３％ꎮ １９８４ 年

后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 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ꎬ 城镇建设步伐加快ꎬ 城镇人口迅速增

长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城镇人口 １１５８８９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７ ５０％ꎬ 比 １９８５ 年提高 ４ １ 个

百分点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城镇人口 １３９３７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４０ ９５％ꎬ 农村人口 ２００９８２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９ ０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内有 １１ 个建制镇ꎬ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ꎬ 城镇人口总

数增至 １９６０４９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４８ ５７％ꎬ 农村人口 ２０７６８９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１ ４３％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有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ꎬ １１ 个建制镇 (含姚店工业园区)ꎬ 城镇人口总数增

至 ２３５６０９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４９ ８０％ꎮ 农村人口 ２２２５５７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５０ ２０％ꎮ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分布统计表

　 表 ３－１－２ 单位: 人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宝塔山街道 ２７２７７ ２４８８５ ２３９２ 河庄坪乡 ７２７６ １１ ７２６５

南市街道 ４０３０３ ３８９２４ １３７９ 桥沟乡 １２３３８ ２２６５ １００７３

凤凰山街道 ２６８５４ ２６１５２ ７０２ 川口乡 ８９８４ ４４９ ８５３５

李渠镇 １５２６０ ４４２２ １０８３８ 碾庄乡 ４４１２ ２７ ４３８５

姚店镇 １８０５８ ６０５０ １２００８ 冯庄乡
(丁庄乡) １２５３５ ２９６ １２２３９

甘谷驿镇 １３５１３ １９００ １１６１３ 元龙寺乡 ８９８４ １５８ ８８２６

青化砭镇 １１８７６ ２０６６ ９８１０ 梁村乡 ７２９４ １６４ ７１３０

蟠龙镇 １０７５９ ６４１ １０１１８ 张坪乡 ５３７８ ５０ ５３２８

南泥湾镇 ５６９３ ９５９ ４７３４ 贯屯乡 ６２０２ １４１ ６０６１

临镇镇 １０４５２ ２９４５ ７５０７ 下坪乡 ４３２１ ３２ ４２８９

００１



续表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柳林乡 １２０１３ ４２ １１９７１ 松树林乡 ３７５４ １７４ ３５８０

万花山乡 ６７４２ １０１ ６６４１ 麻洞川乡 ９３８０ ２７６ ９１０４

枣园乡 ８４２０ ２４ ８３９６ 官庄乡 ５１３９ １２３ ５０１６

　 说明: 本表数据来源于宝塔区统计局年报数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分布统计表

　 表 ３－１－３ 单位: 人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宝塔山街道

南市街道

凤凰山街道

１１５８３７ １０９４７０ ６３６７

碾庄乡 ４５６３ ３９ ４５２４

万花山乡 ７３０４ ２９ ７２７５

川口乡 ９２２９ ６７６ ８５５３

桥沟镇 １３９８４ ３２８６ １０６９８ 冯庄乡 ７００１ ３５４ ６６４７

枣园镇 ９７４３ ６５０ ９０９３ 丁庄乡 ５６９６ ３２ ５６６４

柳林镇 １５５８４ ２２０４ １３３８０ 元龙寺乡 ９２６０ １７４ ９０８６

河庄坪镇 ８５５３ ５７０ ７９８３ 梁村乡 ６９８８ ２１１ ６７７７

李渠镇 １６７８１ ５０６８ １１７１３ 张坪乡 ５５０４ １３２ ５３７２

姚店镇 １９６９４ ６２０９ １３４８５ 贯屯乡 ６２１１ １２５ ６０８６

甘谷驿镇 １４１０５ ２２４９ １１８５６ 下坪乡 ４５５０ １００ ４４５０

青化砭镇 １３２５５ ２７０１ １０５５４ 松树林乡 ３９４０ １７３ ３７６７

蟠龙镇 １１３７７ ５６６ １０８１１ 麻洞川乡 ９５５０ ３５０ ９２００

南泥湾镇 ５３２１ ５５３ ４７６８ 官庄乡 ５１９１ １５２ ５０３９

临镇镇 １１１３１ ３２９７ ７８３４ 合计 ３４０３５２ １３９３７０ ２００９８２

　 说明: 本表数据来源于宝塔区统计局年报数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非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分布统计表

　 表 ３－１－４ 单位: 人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宝塔山街道 ５４９００ ４５７２９ ９１７１ 南泥湾镇 ７６２１ ２８０４ ４８１７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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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乡镇
(街道) 总人口

非农业
人口

农业
人口

南市街道 ６５７６９ ６１２２４ ４５４５ 临镇镇 ９０４１ ９９３ ８０４８

凤凰山街道 ５０８９５ ４９１１８ １７７７ 万花山乡 １０７２５ ２５９７ ８１２８

桥沟镇 ３３４５０ １５７９６ １７６５４ 川口乡 １０４３７ １５７１ ８８６６

枣园镇 １２７４１ ４０２０ ８７２１ 冯庄乡 １４２１０ ２１２４ １２０８６

柳林镇 ２６０３３ １０４５７ １５５７６ 元龙寺乡 １０３６２ ８８２ ９４８０

河庄坪镇 １７７２２ ９４７７ ８２４５ 梁村乡 １４０７１ １７８９ １２２８２

李渠镇 ２５８７１ ８４５６ １７４１５ 贯屯乡 ６７１５ １１４８ ５５６７

姚店镇 ２０１１４ ５９９９ １４１１５ 松树林乡 ４８０１ ５９２ ４２０９

甘谷驿镇 １５８３５ ３９５９ １１８７６ 麻洞川乡 １０５７８ ９４８ ９６３０

青化砭镇 １４４６１ ３６８１ １０７８０ 官庄乡 ５０４７ ４６ ５００１

蟠龙镇 １６７６７ ２１９９ １４５６８ 合计 ４５８１６６ ２３５６０９ ２２２５５７

　 说明: 本表数据为宝塔区统计局年报数据

二、 区域分布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总人口 ３０３２１７ 人ꎬ 分布在 １７ 个乡、 ７ 个镇及 ３ 个街道ꎮ 其中ꎬ １７
个乡 １２３１７２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４０ ６２％ꎻ ７ 个镇 ８５６１１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８ ２３％ꎻ ３ 个街道

９４４３４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１ １４％ꎮ １９９８ 年撤乡建镇ꎬ 宝塔区行政建制划分为 １３ 个乡、 １１
个镇、 ３ 个街道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共有人口 ３４０３５２ 人ꎬ 分布在全区 ２７ 个乡 (镇)、 街

道ꎮ 城区 ３ 个街道办事处有 １１５８３７ 人ꎬ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３４ ０３％ꎬ 人口最少的松树林乡

３９４０ 人ꎬ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１ １７％ꎮ ２００１ 年撤乡并镇ꎬ 全区行政建制区划调整后ꎬ 人口

分布在 ３ 个街道、 １１ 个镇和 ９ 个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总人口 ４５８１６６ 人ꎬ 城区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ꎬ
人口总数增至 １７１５６４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５５７２７ 人ꎬ 年均增加 ５５７２ ７０ 人ꎬ 人口比重由

１９９０ 年占总人口的 ３１ １４％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７ ４４％ꎬ １１ 个镇人口总数为 １９９６５６ 人ꎬ ９
个乡人口总数为 ８６９４６ 人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ꎬ 城郊 ５ 乡镇人口分布变化较大ꎬ 人口

总数增至 １００６７１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４５５０３ 人ꎬ 年均增加 ４５５０ ３０ 人ꎮ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口区域分布统计表

　 表 ３－１－５ 单位: 人

地区 乡镇 (街道)
人　 数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东北部
川口乡 ８９８４ ９２２９ １０４３７

碾庄乡 ４４１２ ４５６３ 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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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乡镇 (街道)
人　 数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东北部

冯庄乡 １２５３５ １２６９７ １４２１０

李渠镇 １５２６０ １６７８１ ２５８７１

姚店镇 １８０５８ １９６９４ ２０１１４

甘谷驿镇 １３５１３ １４１０５ １５８３５

元龙寺乡 ８９８４ ９２６０ １０３６２

青化砭镇 １１８７６ １３２５５ １４４６１

梁村乡 ７２９４ ６９８８ １４０７１

张坪乡 ５３７８ ５５０４ 撤并

蟠龙镇 １０７５９ １１３７７ １６７６７

贯屯乡 ６２０２ ６２１１ ６７１５

下坪乡 ４３２１ ４５５０ 撤并

小计 １２７５７６ １３４２１４ １４８８４３

中部

宝塔山街道 ２７２７７

南市街道 ４０３０３

凤凰山街道 ２６８５４

柳林乡 １２０１３

万花山乡 ６７４２

枣园乡 (镇) ８４２０

桥沟乡 (镇) １２３３８

河庄坪乡 (镇) ７２７６

小计 １４１２２３

１１５８３７

１５５８４

７３０４

９７４３

１３９８４

８５５３

１７１００５

６５７６９

５０８９５

５４９００

２６０３３

１０７２５

１２７４１

３３４５０

１７７２２

２７２２３５

南部

南泥湾镇 ５６９３ ５３２１ ７６２１

松树林乡 ３７５４ ３９４０ ４８０１

麻洞川乡 ９３８０ ９５５０ １０５７８

临镇镇 １０４５２ １１１３１ ９０４１

官庄乡 ５１３９ ５１９１ ５０４７

小计 ３４４１８ ３５１３３ ３７０８８

　 说明: 本表数据来源于延安市统计局年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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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口密度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人口密度 ８５ 人 /平方千米ꎬ 比 １９８５ 年 ７４ 人增加 １１ 人ꎮ ２０００ 年人

口密度 ９６ 人 /平方千米ꎬ ２０１０ 年人口密度 １２９ 人 /平方千米ꎮ 行政区划人口密度变化不

尽相同ꎬ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城区人口密度增加 １ 倍多ꎬ １１ 个镇人口密度增加 ３０％左右ꎬ ９
个乡人口密度稍有增长ꎮ 全区人口密度分布不平衡ꎬ 城市 ３ 个街道人口密度最高ꎬ １１ 个

镇人口密度次之ꎬ ９ 个乡人口密度最低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口密度变化统计表

　 表 ３－１－６ 单位: 人 /平方千米

年份 人口密度 年份 人口密度

１９９０ ８５ ２００１ ９７

１９９１ ８７ ２００２ １０１

１９９２ ８８ ２００３ １０５

１９９３ ８９ ２００４ １１２

１９９４ ９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４

１９９５ ９２ ２００６ １１９

１９９６ ９２ ２００７ １２２

１９９７ ９３ ２００８ １２４

１９９８ ９３ ２００９ １２６

１９９９ ９４ ２０１０ １２９

２０００ ９６ — —

　 说明: 本表数据来源于宝塔区计生局

第二章　 人口结构

第一节　 性别、 年龄构成

一、 性别构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人口性别比例差距偏大ꎬ 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ꎬ 平均差值

４０１



７ ５１％ꎮ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总人口 ３０３２１７ 人ꎬ 其中男 １５６６９２ 人、 女 １４６５２５ 人ꎬ 性别比

１０６ ９４ꎮ １９９５ 年全市总人口 ３２６３９０ 人ꎬ 其中男 １６９７７５ 人、 女 １５６６１５ 人ꎬ 性别比

１０８ ４０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人口性别比例差距进一步扩大ꎬ 平均差值 ８ ８８％ꎮ ２００４
年性别比例 １１０ ４９％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全区人口性别差距趋于平衡ꎬ 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ꎬ
平均差值 １ ８８％ꎮ ２００６ 年全区总人口 ４２１５９７ 人ꎬ 其中男 ２１２２９３ 人、 女 ２０９３０４ 人ꎬ 性

别比 １０１ ４３ꎮ ２０１０ 年全区总人口 ４５８１６６ 人ꎬ 其中男 ２３１１３７ 人、 女 ２２７０２９ 人ꎬ 性别

比 １０１ ８１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总人口数和男女性别比统计表
　 表 ３－２－１ 单位: 人

年份 总人口数
男 女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性别比

１９９０ ３０３２１７ １５６６９２ ５１ ６８ １４６５２５ ４８ ３２ １０６ ９４

１９９１ ３０９１５２ １５９０４６ ５１ ４５ １５０１０６ ４８ ５５ １０５ ９６

１９９２ ３１２８６９ １６１１０６ ５１ ４９ １５１７６３ ４８ ５１ １０６ １６

１９９３ ３１２８６９ １６１１０６ ５１ ４９ １５１７６３ ４８ ５１ １０６ １６

１９９４ ３２２５３３ １６６５７７ ５１ ６５ １５５９５６ ４８ ３５ １０６ ８１

１９９５ ３２６３９０ １６９７７５ ５２ ０２ １５６６１５ ４７ ９８ １０８ ４０

１９９６ ３２８３７３ １７１１５０ ５２ １２ １５７２２３ ４７ ８８ １０８ ８６

１９９７ ３２９３０１ １７０２１１ ５１ ６９ １５９０９０ ４８ ３１ １０６ ９９

１９９８ ３３１９５８ １７３５３５ ５２ ２８ １５８４２３ ４７ ７２ １０９ ５４

１９９９ ３３４６４０ １７３４０５ ５１ ８２ １６１２３５ ４８ １８ １０７ ５５

２０００ ３４０３５２ １７６２９５ ５１ ８０ １６４０５７ ４８ ２０ １０７ ４６

２００１ ３４８４６８ １８０１４７ ５１ ７０ １６８３２１ ４８ ３０ １０７ ０３

２００２ ３６０７７７ １８６５６３ ５１ ７１ １７４２１４ ４８ ２９ １０７ ０９

２００３ ３７４６３６ １９５８５２ ５２ ２８ １７８７８４ ４７ ７２ １０９ ５５

２００４ ３９９０４０ ２０９４６６ ５２ ４９ １８９５７４ ４７ ５１ １１０ ４９

２００５ ４０３７３８ ２０９００７ ５１ ７７ １９４７３１ ４８ ２３ １０７ ３３

２００６ ４２１５９７ ２１２２９３ ５０ ３５ ２０９３０４ ４９ ６５ １０１ ４３

２００７ ４３２０５８ ２１７２４８ ５０ ２８ ２１４８１０ ４９ ７２ １０１ １３

２００８ ４４２０４０ ２２３５６９ ５０ ５８ ２１８４７１ ４９ ４２ １０２ ３３

２００９ ４４８７３６ ２２７１１２ ５０ ６１ ２２１６２４ ４９ ３９ １０２ ４８

２０１０ ４５８１６６ ２３１１３７ ５０ ４５ ２２７０２９ ４９ ５５ １０１ ８１

　 说明: 本表数据来源于宝塔区统计局年报数据

５０１

第三编　 人口和计划生育 　



人口和计划生育

二、 年龄构成

１９９０ 年ꎬ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ꎬ 延安市人口年龄分组和比重: ０ ~ １４ 岁人

口共 １０４６８９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２ ９９％ꎻ １５ ~ ３４ 岁 １２５６８３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９ ６０％ꎻ ３５ ~
５９ 岁共 ６７５０２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１ ２７％ꎻ ６０ 岁以上人口共 １９４３９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６ １４％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ꎬ 宝塔区人口年龄分组和比重: ０ ~ １４ 岁人口共

１０４９６１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５ ９９％ꎻ １５ ~ ３４ 岁人口共 １５７０３８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８ ８８％ꎻ
３５~５９ 岁人口共 １１２９１３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７ ９６％ꎻ ６０ 岁以上人口共 ２８９５６ 人ꎬ 占总人口

的 ７ １６％ꎮ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宝塔区 ０ ~ １４ 岁人口共 ７５０９４ 人ꎬ 占总人

口的 １５ ８０％ꎻ １５ ~ ３４ 岁人口共 １９５７９８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４１ ２０％ꎻ ３５ ~ ５９ 岁人口共

１６６５９４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３５ ０６％ꎻ ６０ 岁以上人口共 ３７７４８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７ ９４％ꎮ 从三

次人口普查年龄分组比重来看: ０~１４ 岁人口占比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２ ９９％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 ８０％ꎬ 下降 １７ １９ 个百分点ꎻ １５~３４ 岁人口占比稳定在 ３８ ８８％ ~ ４１ ２０％ꎻ ３５ ~ ５９ 岁

人口占比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１ ２７％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５ ０６％ꎬ 增加近 １４ 个百分点ꎻ ６０ 岁以

上人口占比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６ １４％上升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７ ９４％ꎬ 增加 １ ８ 个百分点ꎮ

延安市第四次人口普查年龄、 性别人口统计表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零时)
　 表 ３－２－２

年龄段
人口数 (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计 ３１７３１３ １６５６７２ １５１６４１ １００ ００ ５２ ２１ ４７ ７９

０~４ 岁 ４３７３４ ２２６６６ ２１０６８ １３ ７８ ７ １４ ６ ６４

５~９ 岁 ３７８５０ １９５９８ １８２５２ １１ ９３ ６ １８ ５ ７５

１０~１４ 岁 ２３１０５ １１９４１ １１１６４ ７ ２８ ３ ７６ ３ ５２

１５~１９ 岁 ３１８２１ １６３５１ １５４７０ １０ ０３ ５ １５ ４ ８８

２０~２４ 岁 ３６０３６ １８８４４ １７１９２ １１ ３６ ５ ９４ ５ ４２

２５~２９ 岁 ３１３５３ １６５６７ １４７８６ ９ ８８ ５ ２２ ４ ６６

３０~３４ 岁 ２６４７３ １３６９８ １２７７５ ８ ３４ ４ ３２ ４ ０３

３５~３９ 岁 ２１８０８ １１４１８ １０３９０ ６ ８７ ３ ６０ ３ ２７

４０~４４ 岁 １３０６８ ６８１８ ６２５０ ４ １２ ２ １５ １ ９７

４５~４９ 岁 １１３３３ ５６９６ ５６３７ ３ ５７ １ ８０ １ ７８

５０~５４ 岁 １１８５７ ６１５７ ５７００ ３ ７４ １ ９４ １ ８０

５５~５９ 岁 ９４３６ ５０６３ ４３７３ ２ ９７ １ ６０ １ ３８

６０~６４ 岁 ６６５４ ３６９３ ２６９１ ２ １０ １ １６ ０ ９３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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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
人口数 (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６５~６９ 岁 ５７１４ ３２７０ ２４４４ １ ８０ １ ０３ ０ ７７

７０~７４ 岁 ４００８ ２２１２ １７９６ １ ２６ ０ ７０ ０ ５７

７５~７９ 岁 ２０５１ １１４２ ９０９ ０ ６５ ０ ３６ ０ ２９

８０~８４ 岁 ８０２ ４４１ ３６１ ０ ２５ ０ １４ ０ １１

８５~８９ 岁 １９１ ８７ １０４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９０~９４ 岁 １６ ９ ７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９５~９９ 岁 ３ １ 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宝塔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年龄、 性别人口统计表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表 ３－２－３

年龄段
人口数 (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计 ４０３８６８ ２０９２４０ １９４６２８ １００ ００ ５１ ８１ ４８ １９

０~４ 岁 １９１７０ １０５２５ ８６４５ ４ ７５ ２ ６１ ２ １４

５~９ 岁 ３４００６ １７９１６ １６０９０ ８ ４２ ４ ４４ ３ ９８

１０~１４ 岁 ５１７８５ ２６７８７ ２４９９８ １２ ８２ ６ ６３ ６ １９

１５~１９ 岁 ４６１１８ ２３１３６ ２３０５２ １１ ４４ ５ ７３ ５ ７１

２０~２４ 岁 ３２１７９ １６２９３ １５８８６ ７ ９７ ４ ０３ ３ ９３

２５~２９ 岁 ３８１９０ １９４２０ １８７７０ ９ ４６ ４ ８１ ４ ６５

３０~３４ 岁 ４０４８１ ２１０３０ １９４５１ １０ ０２ ５ ２１ ４ ８２

３５~３９ 岁 ３５７２８ １８８７７ １６８５１ ８ ８５ ４ ６７ ４ １７

４０~４４ 岁 ２８７９０ １５１３７ １３６５３ ７ １３ ３ ７５ ３ ３８

４５~４９ 岁 ２３１８９ １２０４２ １１１４７ ５ ７４ ２ ９８ ２ ７６

５０~５４ 岁 １４３１０ ７４１２ ６８９８ ３ ５４ １ ８４ １ ７１

５５~５９ 岁 １０８９６ ５３３７ ５５５９ ２ ７０ １ ３２ １ ３８

６０~６４ 岁 １１４６０ ５９４７ ５５１３ ２ ８４ １ ４７ １ ３７

６５~６９ 岁 ７８０３ ４０８６ ３７１７ １ ９３ １ ０１ ０ ９２

７０~７４ 岁 ５０００ ２７３２ ２２６８ １ ２４ ０ ６８ ０ ５６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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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段
人口数 (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７５~７９ 岁 ２９７４ １６５２ １３２２ ０ ７４ ０ ４１ ０ ３３

８０~８４ 岁 １３０３ ７１４ ５８９ ０ ３２ ０ １８ ０ １５

８５~８９ 岁 ３５４ １７１ １８３ ０ ０９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９０~９４ 岁 ６０ ２５ ３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９５~９９ 岁 ２ １ １ — — —

宝塔区第六次人口普查年龄、 性别人口统计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
　 表 ３－２－４

年龄段
人口数 (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总计 ４７５２３４ ２４３６０４ ２３１６３０ １００ ００ ５１ ２６ ４８ ７４

０~４ 岁 ２９４５４ １６１５８ １３２９６ ６ ２０ ３ ４０ ２ ８０

５~９ 岁 ２２２９０ １１８４５ １０４４５ ４ ６９ ２ ４９ ２ ２０

１０~１４ 岁 ２３３５０ １２４９８ １０８５２ ４ ９１ ２ ６３ ２ ２８

１５~１９ 岁 ５０４２６ ２５０１８ ２５４０８ １０ ６１ ５ ２６ ５ ３５

２０~２４ 岁 ６２５４５ ３０４５０ ３２０９５ １３ １６ ６ ４１ ６ ７５

２５~２９ 岁 ４８８４７ ２５０８６ ２３７６１ １０ ２８ ５ ２８ ５ ００

３０~３４ 岁 ３３９８０ １７６２７ １６３５３ ７ １５ ３ ７１ ３ ４４

３５~３９ 岁 ４１１５３ ２０９１２ ２０２４１ ８ ６６ ４ ４０ ４ ２６

４０~４４ 岁 ４１１６４ ２１１５６ ２０００８ ８ ６６ ４ ４５ ４ ２１

４５~４９ 岁 ３５０８５ １８３３２ １６７５３ ７ ３８ ３ ８６ ３ ５３

５０~５４ 岁 ２７８８５ １４３６８ １３５１７ ５ ８７ ３ ０２ ２ ８４

５５~５９ 岁 ２１３０７ １０９９８ １０３０９ ４ ４８ ２ ３１ ２ １７

６０~６４ 岁 １２６８６ ６５３９ ６１４７ ２ ６７ １ ３８ １ ２９

６５~６９ 岁 ８９９１ ４３７７ ４６１４ １ ８９ ０ ９２ ０ ９７

７０~７４ 岁 ８２６８ ４１５１ ４１１７ １ ７４ ０ ８７ ０ ８７

７５~７９ 岁 ４６３８ ２４０７ ２２３１ ０ ９８ ０ ５１ ０ ４７

８０~８４ 岁 ２１４０ １１４３ ９９７ ０ ４５ ０ ２４ ０ ２１

８０１



续表

年龄段
人口数 (人) 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８５~８９ 岁 ７７７ ４１２ ３６５ ０ １６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９０~９４ 岁 ２０２ １０７ ９５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９５~９９ 岁 ４４ １８ ２６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２ ２ ０ — — —

第二节　 文化、 职业构成

一、 文化构成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各级学校在校生人数为 ５３２１２ 人ꎬ 其中高等学校在校生 ２８８３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为 １０９５７３ 人ꎬ 比 １９９５ 年 ８１７５８ 人增加 ２７８１５ 人ꎬ 其

中高等学校比 １９９５ 年增加 ２４４６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高等学校在校生 １７２９３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１２７３ 人ꎬ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 ３４６７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４８８６ 人ꎬ 普通中学在校生

４２１２７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 ２５７７６ 人增加 １６３５１ 人ꎬ 小学在校生 ４０７６０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 ６８５５８ 人

减少 ２７７９８ 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口文化构成统计表
　 表 ３－２－５ 单位: 人

年份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学校 普通中学 农职业中学 小学

１９９０ ２８８３ ２９８４ ３６１ １０７００ ２８４ ３６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２８８９ ３３２４ ４６８ １１４００ ３８０ ４０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３０６１ ３１５１ 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３９０ ４４１００

１９９３ ３０７１ ３１６４ ６２０ １１９３８ ３２２ ４７８０３

１９９４ — — — １３１７４ ２３２ —

１９９５ ３５７４ ６１３３ ５０８ １５１６１ ５４３ ５５８３９

１９９６ ３４０７ ３１６５ ５０５ １６８１７ ５３５ ６０１３６

１９９７ ４０２３ ５２３６ ４６７ １８５０６ ４４５ ６３４０４

１９９８ ４２２９ ５４０６ １８３ ２０２０７ ４７５ ６６２５３

１９９９ ４５８１ ６５３９ — ２１４６０ ８４９ ６６８８６

２０００ ６０２０ ８３５３ — ２５７７６ ８６６ ６８５５８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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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学校 普通中学 农职业中学 小学

２００１ ５６８５ ６９５１ — ３０３４１ ９３８ ６５３３６

２００２ ６６０９ ６８７０ — ４０６７５ ９２７ ６２５０１

２００３ ７６００ ６６４１ — ３６１０３ １１７９ ６００８０

２００４ １３１４６ ５０７５ — ４５３６３ １３９１ ５６６９１

２００５ １３３８３ ５７５０ — ３２４１８ １９９８ ５１７６７

２００６ １２６８９ ４２７４ — ５２４８８ ２１００ ４９７６２

２００７ — ２６０８ — ５２６７４ — ４６６２５

２００８ １７５０１ ２３７６ — ５０２９３ — ４４６３９

２００９ １６１８６ ２０３３ — ４６９１８ — ４３４６９

２０１０ １７２９３ ３４６７ — ４２１２７ — ４０７６０

二、 职业构成

１９９０ 年后ꎬ 随着延安市工农业生产的发展ꎬ 职业分类项目逐年增多ꎬ 石油工业、 采

矿业、 制造工业三大工业体系发展迅速ꎬ 交通运输、 建筑、 材料、 商业、 文化、 卫生、
邮电、 纺织各部门也不断扩大规模ꎬ 从事各类职业人数增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在业人口共

有 １５０５４０ 人ꎬ 其中农、 林、 牧、 渔、 水利业 ９１６５５ 人ꎬ 非农职业 ５８８８５ 人ꎬ 分别占总人

口的 ２８ ８９％、 １８ ５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非农职业人口 ９２９２０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７ ３０％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除农业外ꎬ 其他各种职业人口地区分布相对集中ꎮ 宝塔区是延安市委、 市

政府所在地ꎬ 经济、 文化、 商业、 交通运输的中心ꎬ 非农职业人口所占比重高ꎬ 城郊的

枣园、 河庄坪、 万花山、 柳林、 桥沟等乡镇从事非农职业人口不断增加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

非农职业人口 １１８８７２ 人ꎬ 其中乡村劳动力向非农职业转移 ３７７００ 人ꎬ 占农村劳动力总数

的 ３９ ３５％ꎮ 随着城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ꎬ 建筑从业人口 ２１４９５ 人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４６６５ 人ꎬ 交通运输、 通信传输、 文化教育、 卫生、 商业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和社会服

务业等也迅猛发展ꎬ 从业人口呈上升趋势ꎮ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人口职业构成统计表
　 表 ３－２－６

行业类别
在业人口数 (人) 占在业人口比重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在业人口总计 １５０５４０ ９０６９９ ５９８４１ １００ ００ ６０ ２５ ３９ ７５

农、 林、 牧、 渔、 水利 ９１６５５ ５３１３７ ３８５１８ ６０ ８８ ３５ ３０ ２５ ５９

工业 １８６８２ １１４２７ ７２５５ １２ ４１ ７ ５９ ４ ８２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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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别
在业人口数 (人) 占在业人口比重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地质普查和勘探业 １６８ １４１ ２７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２

建筑业 ５１０２ ４１７５ ９２７ ３ ３９ ２ ７７ ０ ６２

交通运输、 邮电通信业 ４４４８ ３５４８ ９００ ２ ９５ ２ ３６ ０ ６０

商业餐饮、 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９０６６ ４９８３ ４０８３ ６ ０２ ３ ３１ ２ ７１

房管公用居民及咨询服务业 ３３９９ １４７５ １９２４ ２ ２６ ０ ９８ １ ２８

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１８８０ ８２５ １０５５ １ ２５ ０ ５５ ０ ７０

教育、 文化艺术和电视业 ６８７０ ３９３３ ２９３７ ４ ５６ ２ ６１ １ ９５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５０２ ２９６ ２０６ ０ ３３ ０ ２０ ０ １４

金融、 保险业 ９８０ ６２２ ３５８ ０ ６５ ０ ４１ ０ ２４

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７７６３ ６１１３ １６５０ ５ １６ ４ ０６ １ １０

其他行业 ２５ ２４ １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

　 说明: 本表数据为 １９９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人口职业构成统计表
　 表 ３－２－７

行业类别
在业人口数 (人) 占在业人口比重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在业人口总计 １７６５９ １０５１８ ７１４１ １００ ００ ５９ ５６ ４０ ４４

农、 林、 牧、 渔、 水利 ８８４６ ４８８２ ３９６４ ５０ ０９ ２７ ６５ ２２ ４５

采矿业 ７６３ ５５１ ２１２ ４ ３２ ３ １２ １ ２０

制造业 １０９３ ７５２ ３４１ ６ １９ ４ ２６ １ ９３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８ １４４ ６４ １ １８ ０ ８２ ０ ３６

建筑业 ７１９ ６２８ ９１ ４ ０７ ３ ５６ ０ ５２

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７ ２８ １９ ０ ２７ ０ １６ ０ １１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政业 ７６１ ５８１ １８０ ４ ３１ ３ ２９ １ ０２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１８１０ ９８３ ８２７ １０ ２５ ５ ５７ ４ ６８

金融、 保险业 １８１ １０９ ７２ １ ０２ ０ ６２ ０ ４１

房地产业 ２３ １５ ８ ０ １３ ０ ０８ ０ ０５

社会服务业 ７７６ ３８１ ３９５ ４ ３９ ２ １６ ２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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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类别
在业人口数 (人) 占在业人口比重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３２３ １３８ １８５ １ ８３ ０ ７８ １ ０５

教育、 文化艺术、 广播电影电视业 ８２８ ４１４ ４１４ ４ ６９ ２ ３４ ２ ３４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７３ ４１ ３２ ０ ４１ ０ ２３ ０ １８

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１００５ ６９７ ３０８ ５ ６９ ３ ９５ １ ７４

其他行业 ２０３ １７４ ２９ １ １５ ０ ９９ ０ １６

　 说明: 本表数据为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ꎬ 为全区抽样人口数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口职业构成统计表
　 表 ３－２－８

行业类别
在业人口数 (人) 占在业人口比重 (％)

合计 男 女 小计 男 女

在业人口总计 １９６６５ １１５９７ ８０６８ １００ ００ ５８ ９７ ４１ ０３

农、 林、 牧、 渔、 水利 ８２４６ ４４５８ ３７８８ ４１ ９３ ２２ ６７ １９ ２６

采掘业 １４５９ ９２７ ４８７ ７ １９ ４ ７１ ２ ４８

制造业 ５０８ ３４６ １６２ ２ ５８ １ ７６ ０ ８２

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５９ １６８ ９１ １ ３２ ０ ８５ ０ ４６

建筑业 １６２５ １３２７ ２９８ ８ ２６ ６ ７５ １ ５２

地质勘查、 水利管理业 １６３ ９６ ６７ ０ ８３ ０ ４９ ０ ３４

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１０７０ ８９０ １８０ ５ ４４ ４ ５３ ０ ９２

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 ２７０９ １３２６ １３８３ １３ ７８ ６ ７４ ７ ０３

金融、 保险业 ２１８ １３５ ８３ １ １１ ０ ６９ ０ ４２

房地产业 ５２ ３２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１６ ０ １０

社会服务业 ４５７ ３１１ １４６ ２ ３２ １ ５８ ０ ７４

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４９６ １８２ ３１４ ２ ５２ ０ ９３ １ ６０

教育、 文化艺术、 广播电影电视业 １２３８ ５９３ ６４５ ６ ３０ ３ ０２ ３ ２８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 １１ ７ ４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０２

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１１５９ ７７７ ３８２ ５ ８９ ３ ９５ １ ９４

其他行业 ４０ ２２ １８ ０ ２０ ０ １１ ０ ０９

　 说明: 本表数据为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ꎬ 为全区抽样人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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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族构成

据 １９９０ 年人口普查统计ꎬ 延安市有汉族人口 ３１７１３２ 人ꎬ 少数民族 １０ 个 １８１ 人ꎬ
比 １９８２ 年减少 ７５ 人ꎬ 占全市人口的 ０ ０５％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总人口 ４０３８６８ 人ꎬ 其

中少数民族人口 ３０３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０ ０７％ꎬ 少数民族 １６ 个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６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第六次人口普查ꎬ 全区总人口 ４７５２３４ 人ꎬ 汉族 ４７４８９５ 人ꎬ 少数民族 ３３９
人ꎬ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增加 ３６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０ ０７％ꎬ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 个少数民族增加

到 １８ 个少数民族ꎮ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少数民族人口统计表

　 表 ３－２－９ 单位: 人

年份 总计 蒙古族 回族 藏族
维吾
尔族

苗族 彝族 壮族 布依族 朝鲜族 满族 瑶族

１９９０ １８１ １８ ９０ ４ — ２ — １ — ５ ５５ —

２０００ ３０３ ２５ １１４ ５ ２１ ３ ２ ３ １ １５ ５１ —

２０１０ ３３９ ２９ １４５ ７ １ １４ ６ １１ ５ ７ ５６ ３

年份 土家族
哈萨
克族

黎族 景颇族 土族 仫佬族 仡佬族 侗族 傣族 傈僳族 羌族

１９９０ １ — — — — — — ４ — — １

２０００ ２３ — １ — ２３ — — １２ ３ １ —

２０１０ ３９ １ ９ １ ３ １ １ — — — —

第三章　 人口变动

第一节　 人口自然变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实施计划生育的 ２１ 年间ꎬ 出生人口总数为 ８６１７１ 人ꎬ 年平均出

生人口 ４３０９ 人ꎬ 年平均出生率 １２ ７２‰ꎮ 全区 ２１ 年间ꎬ 死亡 ３０７５５ 人ꎬ 年平均死亡

１４６４ 人ꎬ 年平均死亡率 ４ １７‰ꎮ 年平均自然增长率 ８ ５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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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自然增长率统计表
　 表 ３－３－１

年份
出生
人数
(人)

出生率
(‰)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率
(‰)

自然
增长率
(‰)

年份
出生
人数
(人)

出生率
(‰)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率
(‰)

自然
增长率
(‰)

１９９０ １２０７７ ４０ ８ １４８７ ５ ３５ ８ ２００１ ２５７１ ７ ６３ １４４０ ４ １６ ３ ４７

１９９１ ６６２７ ２１ ４ １３４４ ４ ４ １７ ２００２ ２５７２ ７ ４１ １４５０ ４ １５ ３ ２６

１９９２ ５９１４ １８ ９ １３４８ ４ ４ １４ ５ ２００３ ２５５２ ６ ９７ １４１４ ４ １４ ２ ８３

１９９３ ５０３６ １６ １３６７ ４ ４ １１ ６ ２００４ ２６４２ ７ ２３ １４９８ ４ １ ３ １３

１９９４ ４４７６ １３ ９９ １３７７ ４ ２７ ９ ７２ ２００５ ３０９５ ８ １１ １３８６ ３ ６４ ４ ４７

１９９５ ４４４９ １３ ６８ １３２２ ４ ０５ ９ ６３ ２００６ ３２７０ ８ １７ １２１８ ３ ０４ ５ １３

１９９６ ４８５９ １４ ８４ １２９０ ３ ９３ １０ ９１ ２００７ ３３８２ ８ １７ １１５４ ２ ６７ ５ ５

１９９７ ３６７９ １１ ２２ １３３６ ４ ０６ ７ １６ ２００８ ４２４７ ９ ６ ２０７１ ４ ６９ ４ ９１

１９９８ ２５８６ ７ ９７ １５６４ ４ ７１ ３ ２６ ２００９ ４１５８ ９ ２７ ２０５１ ４ ５７ ４ ７

１９９９ １９８６ ５ ８１ １２７１ ３ ７２ ２ ０９ ２０１０ ４０６９ ８ ８７ １９５０ ４ ２５ ４ ６２

２０００ ２１１４ ６ １５ １４１７ ４ １２ ２ ０３

第二节　 人口流动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内工农业产业的兴起ꎬ 宝塔区人口流动呈上升趋势ꎬ 外来人

口逐年增长ꎮ １９９０ 年后ꎬ 流动人口管理实行 “谁主管、 谁负责” 的原则ꎬ 对流动人口暂

住、 临时居住实行暂住证属地管理ꎬ 把流动人口纳入乡镇、 办事处、 村委会、 居委会统

一登记的管理办法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流动人口 ９２１０ 户、 ２４３７３ 人ꎬ 办理暂住证 ８１８２ 户、 １９８３４ 人ꎬ

分别占应办证的 ８８ ８４％、 ８１ ３７％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ꎬ 流动人口 ２７４９０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根据延安市流动人口集中清理整顿工作方案ꎬ 宝塔区对区域内流动人口进

行清理ꎬ 登记流动人口 ３６２１０ 人ꎻ ２００４ 年ꎬ 流动人口 １８９６９ 人ꎻ ２００６ 年ꎬ 流动人口

４４８０９ 人ꎻ ２００７ 年ꎬ 流动人口 ６７７７６ 人ꎬ 办证 ３４８６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流动人口 ８０１０４ 人ꎮ 流动人口主要从事零售业、 服务业、 建筑业、 餐

饮业、 修理业等行业ꎬ 对于异地流入区内人口在就业、 技能培训、 就医等方面给予优惠

政策ꎬ 基本享受当地居民待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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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口迁移

宝塔区人口迁移主要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ꎬ 农村向城市迁移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随着宝塔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ꎬ 全区人口迁移呈上升趋势ꎬ 大多数人

以谋生和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和质量为目的ꎬ 宝塔区人口极少出现国际迁移ꎬ 较多的是省

内外迁移ꎮ 随着第二、 三产业的兴起ꎬ 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ꎬ 外来人口逐年增加ꎬ 主要

从事零售业、 服务业、 建筑业、 餐饮业等行业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口迁移变动统计表
　 表 ３－３－２

年份

迁入 迁出 总迁移

人数
(人)

占总人口数
比例 (％)

人数
(人)

占总人口数
比例 (％)

人数
(人)

占总人口数
比例 (％)

１９９０ １１４０８ ３ ７６ １０９２０ ３ ６０ ２２３２８ ７ ３６

１９９１ １１６５３ ３ ７７ １１０７２ ３ ５８ ２２７２５ ７ ３５

１９９２ １１８９１ ３ ８０ １１２２４ ３ ５９ ２３１１５ ７ ３９

１９９３ １２０５０ ３ ８０ １１６９８ ３ ６８ ２３７４８ ７ ４８

１９９４ １２８０４ ３ ９７ １１９２４ ３ ７５ ２４７２８ ７ ７０

１９９５ １３２２１ ４ ０５ １２１０３ ３ ８５ ２５３２４ ７ ７０

１９９６ １３５８９ ４ １４ １２５７８ ４ ０１ ２６１６７ ７ 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４１９８ ４ ３１ １３１５６ ４ ３１ ２７３５４ ８ ３０

１９９８ １４８２０ ４ ４６ １４２０３ ４ ６８ ２９０２３ ８ ７４

１９９９ １５６０７ ４ ６６ １５５２６ ４ ８４ ３１１３３ ９ ３０

２０００ １６１２５ ４ ７４ １６２１１ ４ ９９ ３２３３６ ９ ６６

２００１ １６９８０ ４ ９０ １６９７５ ５ １８ ３３９５５ ９ ９８

２００２ １７５４１ ４ ８６ １７９５０ ５ ０５ ３５４９１ ９ ８３

２００３ １８１２５ ４ ８４ １８２２２ ４ ９８ ３６３４７ ９ ７０

２００４ １８９６９ ４ ７５ １８６５２ ４ ６７ ３７６２１ ９ ４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６６２ ５ １２ １８９９７ ４ ７１ ３９６５９ ９ ８２

２００６ ２３８２０ ５ ６５ １９９４１ ４ ７３ ４３７６１ １０ ３８

２００７ ２８９３０ ６ ７０ ２３１８８ ５ ３７ ５２１１８ １２ ０６

２００８ ３２１５５ ７ ２７ ２９１５９ ６ ６０ ６１３１４ １３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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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迁入 迁出 总迁移

人数
(人)

占总人口数
比例 (％)

人数
(人)

占总人口数
比例 (％)

人数
(人)

占总人口数
比例 (％)

２００９ ２６１８１ ５ ８３ １１４２１ ２ ５５ ３７６０２ ８ ３８

２０１０ ２８６５８ ６ ２５ １１１２０ ２ ４３ ３９７７８ ８ ６８

第四章　 人口普查

第一节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 «第四次人口普查办法» 规定ꎬ 全国人口普查的登记标准时间是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零时ꎮ 在延安地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ꎬ 各乡 (镇)、 办事

处均有人口普查办事机构ꎮ 登记前ꎬ 普查领导小组选调和培训各种普查技术人员ꎬ 按照

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ꎬ 采用直接调查方法ꎮ 普查结果为: 总人口 ３１７３１３ 人ꎬ 其中男性

１６５６７２ 人ꎬ 女性 １５１６４１ 人ꎬ 男女性别比 １０９ ２５ꎮ 总人口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共增加 ６６４７６
人ꎬ 增长 ２６ ４８％ꎮ 十年间年均增加 ６６４８ 人ꎬ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６７％ꎮ 总人口中具有大

学本科毕业文化程度的 ３７５９ 人、 大学专科 ４２１２ 人、 中专 ８４４７ 人、 高中 １４０２７ 人、 初中

６６２５６ 人、 小学 ８８３７９ 人ꎮ 同 １９８２ 年人口普查的数字相比较ꎬ 每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有

所变化ꎬ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由 １１８ ４ 人上升到 ２５１ 人ꎬ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每万人有

７０８ 人ꎬ 初中文化程度每万人中有 ２０８８ ８ 人ꎬ 小学文化程度每万人中有 ２７８５ 人ꎮ 全市

文盲半文盲人口 ６８６０１ 人ꎬ 其中 ５０ 岁以上 １５０８１ 人ꎬ 占文盲半文盲 ２１ ９％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全市出生人口 １２９４０ 人ꎬ 出生率 １９ ３９‰ꎻ 死亡人口为 ２３７８ 人ꎬ 死亡率 １０ ５５‰ꎮ 自然

增加人口 １０５６２ 人ꎮ １９８９ 年出生女性人口 ６１６４ 人ꎬ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为 １０９ ９３ (女 ＝
１００)ꎬ 男多于女 ６１２ 人ꎮ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第四次人口普查家庭户与集体户情况统计表

　 表 ３－４－１

地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家庭户均
人口 (人)

总计 ７６０３０ ７５４１０ ６２０ ３１７３１３ ３０１２８７ １６０２６ ４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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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家庭户均
人口 (人)

宝塔山街道 ８１１５ ８０２４ ９１ ３１７００ ２８０４２ ３６５８ ３ ４９

南市街道 １０５８２ １０４５１ １３１ ４０７０４ ３７４６１ ３２４３ ３ ５８

凤凰山街道 ７５４２ ７４４６ ９６ ２８２４３ ２５９７９ ２２６４ ３ ４９

南泥湾镇 １４１６ １４０２ １４ ５８２５ ５７５６ ６９ ４ １１

临镇镇 ２２３５ ２１９７ ３８ １０７５８ ８８２３ １９３５ ４ ０２

李渠镇 ３４３９ ３４１４ ２５ １５４６８ １４８８７ ５８１ ４ ３６

姚店镇 ４７０６ ４６７１ ３５ １９７３２ １８８０５ ９２７ ４ ０３

甘谷驿镇 ３１１１ ３０９２ １９ １３０８４ １２６５７ ４２７ ４ ０９

青化砭镇 ２８１８ ２７９６ ２２ １２１５２ １１８３０ ３２２ ４ ２３

蟠龙镇 ２２３６ ２２１９ １７ １０３２０ １０１８３ １３７ ４ ５９

桥沟乡 ４０５６ ４０４４ １２ １６１８７ １５９５３ ２３４ ３ ９４

柳林乡 ３３０２ ３２６８ ３４ １５１８５ １３９２８ １２５７ ４ ２６

万花山乡 １６３６ １６３２ ４ ６９４８ ６８９０ ５８ ４ ２２

枣园乡 ２０９８ ２０９０ ８ ９４０８ ９２５２ １５６ ４ ４３

河庄坪乡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１ ６ ８３１１ ８２７８ ３３ ４ １４

川口乡 ２０３７ ２０２９ ８ ８８８３ ８７０８ １７５ ４ ２９

松树林乡 ８５３ ８４７ ６ ３７４４ ３６９６ ４８ ４ ３６

麻洞川乡 ２１７５ ２１５８ １７ ９３４９ ９２２５ １２４ ４ ２７

官庄乡 １２２６ １２１８ ８ ５０８１ ５００３ ７８ ４ １１

碾庄乡 ９５７ ９５３ ４ ４４００ ４３８３ １７ ４ ６０

冯庄乡 １４８１ １４７４ ７ ６４５７ ６３８０ ７７ ４ ３３

丁庄乡 １１９１ １１８９ ２ ５３５５ ５２９８ ５７ ４ ４６

元龙寺乡 １８６３ １８５７ ６ ８３０１ ８２７６ ２５ ４ ４６

张坪乡 １２１４ １２１３ １ ５２５７ ５２２７ ３０ ４ ３１

贯屯乡 １３２８ １３２７ １ ５７５７ ５７２６ ３１ ４ ３１

梁村乡 １５５１ １５４５ ６ ６６９４ ６６５０ ４４ ４ ３０

下坪乡 ８５５ ８５３ ２ ４０１０ ３９９１ １９ ４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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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ꎮ 依照国务院、 省、 市第五次人

口普查的通知精神ꎬ 宝塔区组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ꎬ 制定实施方案ꎬ 选调 ５０００ 名普查工

作人员ꎮ 人口普查采取按常住人口登记原则ꎬ 每个人必须在常住地进行登记ꎬ 一个人只

能在一个地方登记ꎬ 区内三个街道办事处和桥沟、 柳林镇地理区域划界线登记ꎬ 普查工

作进行现场登记、 复查、 抽样调查和计算机原始调查表处理ꎬ 手工汇总统一上报ꎮ 普查

结果为: 总户数 １１４１５８ 户、 总人口 ４０３８６８ 人ꎬ 其中男性 ２０９２４０ 人、 女性 １９４６２８ 人ꎬ
男女性别比 １０７ ４９ (女＝ １００)ꎬ 总人口比第四次普查增长 ２７ ２８％ꎬ 净增 ８６５５５ 人ꎬ 年

平均增加 ８６５５ 人ꎬ 年平均增长率 ２ ５６％ꎮ
全区有家庭户 １０９４６４ 户、 ３８５５４２ 人ꎬ 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３ ５２ 人ꎬ 比第四次人

口普查的 ４ ００ 人减少 ０ ４８ 人ꎮ
全区常住人口共 ４１１９０７ 人ꎬ 其中 ０ ~ １４ 周岁的人口 １０７４６７ 人ꎬ 占常住人口的

２６ ０９％ꎻ １５~６４ 周岁 ２８７５２７ 人ꎬ 占常住人口的 ６９ ８０％ꎻ ６５ 周岁以上 １６９１３ 人ꎬ 占常住

人口的 ４ １１％ꎮ 同 １９９０ 年普查相比ꎬ ０ ~ １４ 周岁人口比重下降 ６ ９０ 个百分点ꎬ ６５ 周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０ ０８ 个百分点ꎮ
在 ６ 周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ꎬ 接受研究生、 大学 (含大学专科) 教育的 ２３４４４ 人ꎬ

占常住人口 ５ ６９％ꎻ 接受高中 (含中专) 教育的 ５６２００ 人ꎬ 占常住人口的 １３ ６４％ꎻ 接

受初中教育的 １２０９２３ 人ꎬ 占 ２９ ３６％ꎻ 接受小学教育 １３８６７２ 人ꎬ 占常住人口的 ３３ ６７％
(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 肄业生和在校学生)ꎮ

２０００ 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与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ꎬ 每 １０ 万人中ꎬ 具有大学

(大学专科以上) 文化程度的由 ２５１２ 人上升到 ５６９２ 人ꎻ 具有高中 (中专) 文化程度的

由 ７０８０ 人上升到 １３６４０ 人ꎬ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２０８８８ 人上升到 ２９３５７ 人ꎻ 具有小学

文化程度的由 ２７８５０ 人上升到 ３３６６６ 人ꎮ 全市 １５ 周岁以上常住人口中ꎬ 文盲人口 ４１２４８
人ꎬ 同 １９９０ 年普查相比ꎬ 文盲率由 ２８ ９３％下降到 １０ ０１％ꎬ 下降 １８ ９２ 个百分点ꎮ

在城乡常住人口中ꎬ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２０３７４３ 人ꎬ 占常住人口的 ４９ ４６％ꎻ 居住在

乡村的人口 ２０８１６４ 人ꎬ 占常住人口的 ５０ ５４％ꎮ 与 １９９０ 年普查相比ꎬ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

口的比重上升 １２ ２９ 个百分点ꎮ 流动暂住人口 ４７１７ 人ꎬ 其中男性 ２８９７ 人ꎬ 女性 １８２０
人ꎬ 来自陕西、 北京、 辽宁、 重庆、 安徽、 广西、 浙江、 四川等 ２６ 个省、 市、 自治区ꎮ

在家庭户中ꎬ 一人户 ８１５１ 户ꎬ 占总户数 ７ ４５％ꎻ 二人户 １８７３１ 户ꎬ 占 １７ １１％ꎻ 三

人户 ３４３９６ 户ꎬ 占 ３１ ４２％ꎻ 四人户 ２４６５７ 户ꎬ 占 ２２ ５３％ꎻ 五人户 １５３４１ 户ꎬ 占

１４ ０１％ꎻ 六人户 ５６０４ 户ꎬ 占 ５ １２％ꎻ 七人户 １８１３ 户ꎬ 占 １ ６６％ꎻ 八人户 ５３３ 户ꎬ 占

０ ４９％ꎻ 九人户 １５１ 户ꎬ 占 １ ６６％ꎻ 十人户 ８７ 户ꎬ 占 ０ ０８％ꎮ 家庭户类别: 一代户

２４２１８ 户ꎬ 占总户数 ２２ １２％ꎻ 二代户 ７５１０５ 户ꎬ 占 ６８ ６１％ꎻ 三代户 ９８７９ 户ꎬ 占

９ ０２％ꎻ 四代户 ２６２ 户ꎬ 占 ０ ２４％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ꎬ 出生人口 ４２７９ 人ꎬ 其中男性 ２３０７ 人ꎬ 女性 １９７２ 人ꎬ

出生率 １１ ４４‰ꎻ 死亡人口 ２１６５ 人ꎬ 其中男性 １３２８ 人ꎬ 女性 ８３７ 人ꎬ 死亡率 ８ ６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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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 ７９‰ꎮ 出生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 ３３５ 人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第五次人口普查家庭户与集体户情况统计表
　 表 ３－４－２

地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家庭户
均人口
(人)

总计 １１４１５８ １０９４６４ ４６９４ ４０３８６８ ３７７０１８ ２６８５０ ３ ４４

宝塔山街道 １５０６１ １４２８６ ７７５ ４８２９２ ４３６２２ ４６７０ ３ ０５

南市街道 １１６１２ １０８４９ ７６３ ３７１７７ ３２４５２ ４７２５ ２ ９９

凤凰山街道 １２９２９ １２４８１ ４４８ ４１１９４ ３８４８５ ２７０９ ３ ０８

桥沟镇 １３９７０ １３６９３ ２７７ ４７０２５ ４５１９３ １８３２ ３ ３０

枣园镇 ３３６０ ３１０６ ２５４ １４３６３ １１８３１ ２５３２ ３ ８１

柳林镇 ６６３０ ６３１３ ３１７ ２４４２９ ２２５４３ １８８６ ３ ５７

河庄坪镇 ５１２５ ５０６９ ５６ １６５１４ １６３３９ １７５ ３ ２２

李渠镇 ４６１４ ４３５５ ２５９ １７３４３ １６２８４ １０５９ ３ ７４

姚店镇 ５４８９ ５３３８ １５１ １９５９５ １９２１６ ３７９ ３ ６０

甘谷驿镇 ３６１３ ３４８４ １２９ １２９４０ １２６７５ ２６５ ３ ６４

青化砭镇 ３６３９ ３５２３ １１６ １３５７０ １３１７９ ３９１ ３ ７４

蟠龙镇 ２４５１ ２３９７ ５４ ９６０６ ９４３８ １６８ ３ ９４

南泥湾镇 １７２０ １７０８ １２ ６５１８ ６４７４ ４４ ３ ７９

临镇镇 ２８９３ ２７２８ １６５ １０４３７ ９９８５ ４５２ ３ ６６

碾庄乡 １００７ ９９５ １２ ４２８０ ４２５９ ２１ ４ ２８

万花山乡 ４１６７ ３５６５ ６０２ １６７８８ １２６６３ ４１２５ ３ ５５

川口乡 ２４２７ ２３２０ １０７ ９５６２ ９１２５ ４３７ ３ ９３

冯庄乡 １３８０ １３５８ ２２ ５７４７ ５５０３ ２４４ ４ ０５

丁庄乡 １０６９ １０４０ ２９ ４５３１ ４４７９ ５２ ４ ３１

元龙寺乡 １６０２ １６０１ １ ６６３４ ６６３２ ２ ４ １４

梁村乡 １４５１ １４４０ １１ ５９１７ ５９００ １７ ４ １０

张坪乡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７ ３ ４４５９ ４４２４ ３５ ４ ２７

贯屯乡 １１６９ １１５２ １７ ４６２１ ４５２６ ９５ ３ ９３

下坪乡 ７８７ ７７４ １３ ３２８６ ３２５７ ２９ ４ ２１

松树林乡 １０４９ ９９７ ５２ ３９７８ ３７６７ ２１１ ３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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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家庭户
均人口
(人)

麻洞川乡 ２６８３ ２６４９ ３４ １０４１６ １０１７１ ２４５ ３ ８４

官庄乡 １２２１ １２０６ １５ ４６４６ ４５９６ ５０ ３ ８１

第三节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内容有: 人口性别、 年龄、 民族、 受教育程度、 行业、
职业、 迁移流动、 社会保障、 婚姻生育、 死亡、 住房情况等ꎮ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标准时

点: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ꎮ 宝塔区人口普查分五个阶段进行ꎬ 即准备阶段ꎬ 区、 乡

(镇) 办事处ꎬ 社区居委会、 村委会分别成立各级普查组织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ꎬ 抽调

培训各级普查工作人员ꎻ 划分普查区域ꎬ 实地绘制普查区域图ꎬ 户口整顿ꎬ 地址编码ꎬ
抽调普查指导员ꎬ 普查员进行试点ꎬ 清查摸底等ꎻ 登记阶段ꎬ 按照国务院统一制发的各

类普查表逐户逐人进行登记ꎬ 对所有普查表进行 １００％的人口复核ꎬ 手工快速汇总主要

数据ꎬ 普查表编码ꎻ 数据处理和上报阶段ꎬ 对登记内容进行计算录入、 审核、 查询订

正、 上报原始数据和汇总数据、 事后数据抽查和评估ꎻ 总结阶段ꎬ 发布普查公报、 分析

研究ꎬ 整顿文档、 编辑、 出版资料、 总结表彰ꎮ
普查结果表明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ꎬ 宝塔区总人口 ４７５２３４ 人ꎬ 同第五次全国人

口普查总人口 ４０３８６８ 人相比ꎬ 十年间增加人口 ７１３６６ 人ꎮ 全区总人口中ꎬ 男性人口为

２４３６０４ 人ꎬ 占 ５１ ２６％ꎬ 女性人口 ２３１６３０ 人ꎬ 占 ４８ ７４％ꎮ 全区 ２０１０ 年出生人口 ４７２１
人ꎬ 其中男性 ２５８６ 人ꎬ 女性 ２１３５ 人ꎬ 出生率 ２０ ７３‰ꎻ 死亡人口 １９７２ 人ꎬ 死亡率

４ １４‰ꎬ 自然增长率 １６ ５９‰ꎬ 比 １９８１ 年降低 ６ １２ 个千分点ꎮ
在全区总人口中ꎬ 具有大学 (指大专以上) 文化程度的 ６７７６９ 人ꎬ 具有高中 (含中

专) 文化程度的 ７８９０２ 人ꎬ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 １６５００２ 人ꎬ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１０９９４３ 人 (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 肄业生和在校生)ꎮ 同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相比ꎬ 每 １０ 万人中ꎬ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５６９２ 人上升为 １４２６０ 人ꎬ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 １３６４０ 人上升为 １６６０３ 人ꎬ 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 ２９３５７ 人上升

为 ３４７２０ 人ꎬ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 ３３６６６ 人下降为 ２３１３４ 人ꎮ 全区人口中文盲 １７３５２
人ꎬ 同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 ２３８９６ 人ꎬ 文盲率由 １０ ０１％下降为 ３ ６５％ꎬ
下降 ６ ３６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家庭户为 １４８４４７ 户、 ４３１４５４ 人ꎬ 平均每户住房 ２ １ 间ꎬ 人均住房面

积 ２２ ５９ 平方米ꎬ 城市人均住房面积 ２４ ８２ 平方米ꎬ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青化砭镇

３２ ３８ 平方米ꎬ 元龙寺乡 １４ ８１ 平方米ꎮ 一人户 １９２９２ 户ꎬ 占总户数为 １３％ꎻ 二人户

３８５９６ 户ꎬ 占 ２６％ꎻ 三人户 ４８１６２ 户ꎬ 占 ３２ ４４％ꎻ 四人户 ２８５９８ 户ꎬ 占 １９ ２６％ꎻ 五人

户 ９５１５ 户ꎬ 占 ６ １４％ꎻ 六人户 ２７５６ 户ꎬ 占 １ ８６％ꎻ 七人户 ９２６ 户ꎬ 占 ０ ６２％ꎻ 八人户

３３０ 户ꎬ 占 ０ ２２％ꎻ 九人户 １２６ 户ꎬ 占 ０ ０８％ꎻ 十人以上户 １４６ 户ꎬ 占 ０ １０％ꎮ 一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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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６８ 户ꎬ 占总户数的 ３４ ８１％ꎻ 二代户 ８６９７０ 户ꎬ 占 ５８ ５９％ꎻ 三代户 ９５６３ 户ꎬ 占

６ ４４％ꎻ 四代户 ２４６ 户ꎬ 占 ０ １７％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户与集体户情况统计表
　 表 ３－４－３

地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合计 家庭户 集体户

家庭户
均人口
(人)

总计 １５２２４１ １４８４４７ ３７９４ ４７５２３４ ４３１４５４ ４３７８０ ２ ９１

宝塔山街道 １９６９６ １８６２５ １０７１ ６７３８８ ５００４５ １７３４３ ２ ６９

南市街道 ２０４０１ ２００８５ ３１６ ５７３２０ ５５８５８ １４６２ ２ ７８

凤凰山街道 １４５９３ １４００３ ５９０ ４４２９４ ３７５７５ ６７１９ ２ ６８

桥沟镇 ２３５４５ ２３３９９ １４６ ６９３４５ ６８８４９ ４９６ ２ ９４

枣园镇 ４１６２ ３９５５ ２０７ １５８３５ １１７９４ ４０４１ ２ ９８

柳林镇 １４３４３ １４０３２ ３１１ ４６９９１ ４４１４７ ２８４４ ３ １５

河庄坪镇 ７１０７ ７１０５ ２ １９０８５ １９０８１ ４ ２ ６９

李渠镇 ６８３７ ６６０７ ２３０ ２１１６７ ２０４４７ ７２０ ３ ０９

姚店镇 ７００２ ６９６５ ３７ ２００１２ １９４５７ ５５５ ２ ７９

甘谷驿镇 ３３８２ ３３５１ ３１ ９１６７ ８９６０ ２０７ ２ ６７

青化砭镇 ３５６８ ３５５１ １７ １０７８１ １０５９８ １８３ ２ ９８

蟠龙镇 ３０２９ ２６６９ ３６０ ７３５１ ６９３９ ４１２ ２ ６０

南泥湾镇 １５３０ １５１７ １３ ４９６０ ４８７４ ８６ ３ ２１

临镇镇 ２３７９ ２３４９ ３０ ７７６２ ７０５８ ７０４ ３ ００

万花山乡 ６８０４ ６４１３ ３９１ ２６４２５ １９０２５ ７４００ ２ ９７

川口乡 ２４７７ ２４７６ １ １０１３８ １０１３７ １ ４ ０９

冯庄乡 ２６０２ ２５９９ ３ １０１３５ １００９８ ３７ ３ ８９

元龙寺乡 １３９４ １３８８ ６ ４１８４ ４０７８ １０６ ２ ９４

梁村乡 ２１８７ ２１８７ ０ ７２３５ ７２３５ ０ ３ ３１

贯屯乡 ８２３ ８１５ ８ ２３３０ ２０９３ ２３７ ２ ５７

松树林乡 １０７１ １０５０ ２１ ３１３８ ２９４８ １９０ ２ ８１

麻洞川乡 ２１３６ ２１３４ ２ ６５４４ ６５３１ １３ ３ ０６

官庄乡 １１７３ １１７２ １ ３６４７ ３６２７ ２０ ３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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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计划生育

第一节　 计生机构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ꎬ 成立延安县计划生育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办理

日常业务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延安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内设办公室、 业务科ꎬ 有工作人员 ６ 人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延安市计划生育局ꎬ 设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２ 名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延安撤地设市后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计划生育局ꎬ 设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３ 名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机构改革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ꎬ
设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３ 名ꎮ 延安市宝塔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区人口和

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ꎬ 编制 １１ 名ꎬ 实有 １１ 人ꎮ 下辖计划生育服务站、 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管理办公室和计划生育协会ꎮ 局机关内设 “四科一室”ꎬ 即政策法规科、 规划统计科、
科学技术科、 宣传教育科、 办公室ꎮ

计生服务站 　 １９８３ 年延安市计划生育服务站成立ꎬ 设站长 １ 人ꎬ 节育技术人员 ５
人ꎮ 宝塔区计生服务站负责全区节育技术指导和计划生育宣传工作以及药具的管理与发

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设站长 １ 名ꎬ 副站长 ３ 名ꎬ 有工作人员 ３６ 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２ 人ꎬ 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６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１ 人ꎬ 高级职称 ８ 人ꎮ 内设医技股、 宣教股、 药具股和

办公室 ４ 个股室ꎬ 开设男性科、 女性科、 乳腺科、 不孕不育诊室、 出生缺陷干预指导室

等多个特色科室ꎬ 配有德国西门子彩色 Ｂ 超机、 日本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以及血细胞

分析仪、 精子质量分析仪等 １０ 多种大型医疗设备ꎮ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管理办公室ꎬ 隶属于区计划生育局ꎬ 副科级建制ꎬ 设主任 １ 名ꎬ 编制 ３ 人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调整机构ꎬ 延安市宝塔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与延安市宝塔区

人口变动抽样调查队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正科级建制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名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名、 科员 ６ 名、 妇产科主治医师 １ 名、 宣技师 １ 名ꎬ 编制 １１ 人ꎮ

计划生育协会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计划生育协会办公室ꎬ 副科

级建制ꎬ 编制 ３ 人ꎮ 主要职责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法律、 法规和政策宣

传ꎮ ２０１０ 年区计划生育协会办公室编制 ５ 人ꎬ 设秘书长 １ 名ꎬ 科员 ４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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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策措施

一、 生育政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将计划生育列为一项基本国策ꎮ 陕西省人民政府制定 «陕西省

计划生育条例»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按照国家计生 “提倡一孩化ꎬ 限制二胎ꎬ 杜绝三胎” 的基本

政策ꎬ 开展 “六清两落实” (六清指协议措施落实清、 计划外怀孕补救清、 超生对象查

处清、 超生子女费征收清、 早婚早育查处清和计划生育领域的不正之风查处清ꎬ 两落实

指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和落实人口计划指标)ꎬ 以农村 “双扎、 双补” (双扎指男扎和女

扎ꎬ 双补指人流和引产采取的补救措施) 为重点ꎮ 实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ꎬ 签订

责任书ꎬ 实行 “一票否决” 制度ꎮ 采取市级领导包乡镇ꎬ 抽调部局科级干部 ６４ 人进乡、
进村ꎬ 为计划生育手术服务ꎻ 从省级医院请来手术队 ６ 个ꎬ 增加手术网点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以 «陕西省计划生育条例» 为依据ꎬ 以农村和流动人口为重点、 人口计划

管理为中心、 服务经济建设为目的ꎬ 坚持经常性与突击活动相结合ꎬ 实行按证生育ꎬ 指

标到户到人ꎬ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ꎬ 出生人口中一孩率 ７７ ５％ꎬ 二孩率 １９ ３％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 «关于计划生育工作基本实现 “三为主” 的决定»

«关于市级有关部门计划生育的主要职责»ꎬ 对职能部门、 相关部门的职责作出明确规

定ꎬ 计划生育工作坚持以宣传教育为主、 避孕为主、 经常性工作为主ꎮ 各乡镇办事处开

展孕情、 环情、 病情的 “三查” 工作ꎬ 采取统一政策标准ꎬ 全区节育率 ９５ ５％ꎬ “三查”
率 ９２％以上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 日ꎬ 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ꎬ 计划生育纳入法治

化轨道ꎮ 宝塔区依法建立村 (居) 民自治、 优质服务、 政策推动、 综合治理工作机制ꎬ
采取区指导、 乡负责、 村为主、 户落实、 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ꎬ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ꎬ 全区节育率为 ９１ ２％ꎬ 重点对象 “三查” 率为 １００％ꎬ 共出生人口 ２５８６
人ꎬ 出生率 ７ ４１‰ꎬ 人口净增率 ３ ２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委、 区政府印发 «宝塔区计划生育新农村、 新家庭创建活动的实施

方案»ꎬ 采取政策支持、 利益导向、 产业开发、 奖励机制等方式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建成计

划生育新农村 １６０ 个ꎬ 其中市级示范村 ７ 个ꎬ 区级示范村 ４０ 个ꎬ 农村计划生育新家庭

８００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计划生育由避孕、 节育、 生殖健康、 妇幼保健、 优生优育转变到社会保

障、 劳动就业、 子女教育、 科学技术、 奖励扶助、 医疗卫生等ꎮ 制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ꎬ 建立统筹管理、 服务均等、 信息共享、 区域协作、 双向考核的工

作机制ꎮ 计划生育人口出生合格率 ９７ ７％ꎬ 节育率 ９０ ６９％ꎬ “三查” １４５６１９ 人次ꎬ 占

总人数的 ９９ ８％ꎻ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流出人口办证 ２８２９ 人ꎬ 占 ９０％ꎬ 流入人口办证

１１２９７ 人ꎬ 占持证率的 ９２％ꎻ 全区 ２０ ~ ４９ 周岁已婚妇女健康检查 ３９４５５ 人ꎬ 受检率

８８％ꎻ 查出患有各种疾病的 ２３９８７ 人ꎬ 患病率 ５８％ꎬ 治疗 ２２４８３ 人ꎬ 治愈 ２０３８８ 人ꎬ 治

愈率 ９１％ꎮ 出生人口 ４０６９ 人ꎬ 其中男性 ２１１２ 人ꎬ 女性 １９５７ 人ꎬ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１０８
(女＝ １００)ꎬ 趋于正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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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节育措施

１９９０ 年ꎬ 全面推行 “三为主”ꎬ 节育技术服务重点以避孕为主ꎬ 定期查环查孕ꎮ 同

时ꎬ 为保护节育手术者的健康和安全ꎬ 卫生、 计划生育部门加强节育、 绝育技术管理ꎬ
医护人员遵守卫生部颁发的 «节育技术常规»ꎬ 严格手术 “三关”ꎬ 即: 术前检查关ꎬ 掌

握手术适应症ꎻ 术中操作关ꎻ 术后随访观察关ꎬ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ꎮ 引进含铜含药宫内

节育器以及皮埋针剂ꎬ 取代不锈钢单圈宫内节育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人们生育观念更新ꎬ 选择节育措施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ꎬ 计划生育绝育

手术量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逐年呈下降趋势ꎮ 人口自然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得到

有效控制ꎬ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由控制人口增长阶段进入到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ꎮ
三、 计生优待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计划生育对结扎的农民家庭采取三优先ꎬ 即: 承包机动地优

先、 宅基地优先、 承包 “四荒地” 优先ꎬ 种植业、 养殖业帮扶、 ２０％以上贴息扶贫贷款

用于计生户产业开发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财政投入 ５０ 万元用于 １０００ 户计生家庭实施种植和养

殖业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建成省级计划生育 “三结合” 项目基地ꎬ 种草 ６７０ 亩ꎬ 建成标准化种

羊场 １ 个ꎬ 羊存栏 ３００ 多只ꎬ 投入资金 ２８ 万元ꎮ 建成蔬菜大棚 ６０ 座ꎬ 贷款贴息 １ 万元ꎬ
帮扶 ２００ 多户计生家庭建立枣园镇侯家沟村棚栽业示范基地ꎬ 林果基地建设投资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完成计划生育 “三结合” 项目基地 ２０ 个ꎬ 人畜引水工程投资 ６ 万元ꎮ 种

草 ５６０ 亩ꎬ 养羊 １２００ 多只ꎬ 投资 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在全区林果、 畜牧、 蔬菜三大产业中ꎬ ４７３ 户计划生育户享受产业开发贷

款、 扶贫贷款 ９２ ５ 万元ꎬ 占贷款总额的 ２２ 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创业工程实施方案»ꎬ 免费为计生户提供

考察产业ꎬ 增加产业补贴额度ꎬ 提供小额贴息贷款ꎬ 补助职业教育等ꎮ 建成河庄坪井家

湾农家乐、 临镇任家塬苹果、 青化砭大寺沟养猪等计划生育家庭创业区级基地 ３ 个ꎬ 乡

级项目基地 ２０ 个ꎬ 扶持双女绝育户家庭 １００ 个ꎬ 移民搬迁、 危房改造优先优待计划生育

家庭ꎮ
四、 母亲健康工程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建立健全节育手术者定期回访制度ꎬ 计生技术人员进村入

户ꎬ 为节育妇女进行健康检查ꎬ 提供服务人数 ６ ５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为 ６４１２９ 名已婚妇女进行妇女病普查ꎬ 查出有病者 １４２４９ 例ꎬ 治疗

１２９６８ 例ꎬ 普查率和治疗率 ９０％以上ꎬ 为 ４ ６ 万多名育龄妇女建立优质服务档案ꎬ 开展

优生监测 ９４１ 例ꎬ 监测率 ３６ ４％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母亲健康工程以避孕节育服务、 出生缺陷干预和生殖道感染干预为重点ꎬ

免费节育 １９６４ 例ꎬ 优生咨询夫妇 ２９８１ 对ꎬ 推广使用叶酸制剂———福施福预防新生儿神

经管畸形 ４７５ 例ꎬ 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下乡服务 ２４３ 次ꎬ 生殖健康服务 ４１２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提供 Ｂ 超检查 ３３８７ 人次ꎬ 红外光乳腺筛查 ３５７６ 人次ꎬ 妇科检查 ２９８０ 人

次ꎬ 宫颈涂片检查 １９８７ 人次ꎬ 白带五项 ３３２ 人次ꎬ 肝功能检查 ２９７ 人次ꎮ 开展生殖健康

巡回服务ꎬ 百车千村送健康 ２ ３ 万多人受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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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 推行节育手术知情选择同意制度ꎬ 实行免费女扎手术 １１６ 例ꎬ 查孕 １９０２９
例ꎬ 避孕药具发放点由 ２７ 个增加到 ５６ 个ꎬ 推行知情选择的村 ９０％以上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优生监测 １９５７ 例ꎬ 发现阳性 ４ 例ꎬ 推行使用福施福 ６３２ 盒、 施利安 ３３４
瓶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为育龄妇女查病、 治病 ３ ８ 万人次ꎬ 为 ２９３５ 名不孕不育症患者

建立健康档案ꎬ ３６ 名患者喜得子女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ꎬ 发放避孕药具 ３４１８６ 盒ꎬ 巡回健康服务 ２０ 个乡镇、 ５１９ 个行政村ꎬ

服务 ９３１３７ 人次ꎮ 为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服务ꎬ 年龄从 ２０~４９ 周岁延长到 ２０~５９ 周岁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查环 １０７３６３ 例、 查孕 ３３９２９ 例ꎬ 发放药具 ４５６６ 盒ꎬ 建立健全受检已婚妇

女电子检查档案ꎮ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检查 ３９４５５ 人ꎬ 受检率 ８８％ꎬ 治疗妇女 ２２４８３ 人ꎬ
治愈率 ９１％ꎮ

五、 独生子女保健费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共有独生子女 ９５０３ 户ꎬ 领证 ６８５２ 户ꎬ 占 ７２％ꎬ 兑现保健费 ３８ ９６ 万

元ꎬ 兑现率 １００％ꎬ 为 １３６ 户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夫妇发放奖励资金 １３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制定 «关于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政策的通知»ꎬ 兑现保

健费 ８４７２６０ 元ꎬ １４１２１ 个独生子女家庭受益ꎬ 农村双女绝育户子女 ６６３ 人免学杂费

１２６８８ 元、 １００８ 名独生子女免学杂费 ３６５８０ 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每人每月 ５ 元提高到 １０ 元ꎬ 放弃二孩生育指标户

奖励标准由 １０００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由每人每月 １０ 元增加到 ２０ 元ꎬ 双女绝育

户奖励费由 １０００ 元提高到 ２０００ 元ꎬ 农村放弃生育指标户奖励费由 ２０００ 元增加到

６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农村独生子女 １５５ 户ꎬ 领取家庭保健费 ３７２００ 元ꎻ ４０９５ 个农村计划生

育户领取保健费 ９８２０００ 元ꎻ 兑现双女户绝育奖励 ３６０００ 元ꎬ 发放放弃再生育指标户奖励

４８０００ 元ꎮ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 ８２５８ 人ꎬ 补助新型合作医疗费 ４１２９０ 元ꎬ 其中独生子女

２１４７ 户 ６２３１ 人ꎬ 补助 ３１１５５ 元ꎬ 双女绝育家庭 ５８７ 户 ２００４ 人ꎬ 补助 １００２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农村独生子女保健费、 双女绝育户奖励、 新型合作医疗费等兑现 １１６０６５

元ꎮ 对农村领证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家庭考取本科以上的大学生ꎬ 一次性补助 ２０００ 元ꎬ
共资助 ２１ 人 ４２０００ 元ꎮ

六、 计生社会保障

２００３ 年ꎬ 为解决农村双女绝育户养老保险ꎬ 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延安分公司协调ꎬ
３３７ 户双女绝育户办理团体保险ꎬ 投保率 １００％ꎮ 建立健全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救助机制ꎬ
对贫困户定期给予生活补助ꎮ 制订 «宝塔区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ꎬ 实施生育保险ꎬ
将计划生育手术费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ꎬ 在社会救济中优先考虑计划生育户ꎻ 在城市

最低生活保障中ꎬ 优先将计划生育户列为保障对象ꎻ 在就业再就业和劳务输出中ꎬ 优先

安排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劳动力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为新增双女绝育家庭办理养老保险 ４３ 个ꎬ 办理农村独生子女领证养老保

险 ７７ 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参加计划生育手术保险 ４５９ 人ꎬ 为乡级计生专干办理人身意外伤害、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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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１４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计生手术保险 １６２０ 人ꎬ 参加母婴安康保险 ７１２ 人ꎮ
七、 创建示范

２００２ 年ꎬ 创建农村计划生育综合示范村 ３１ 个ꎬ 为计生育龄妇女提供技术服务ꎬ 发

放已婚妇女生殖健康服务证 ６ ４ 万余本ꎬ 持证率 １００％ꎮ 计划生育合格村 ５３８ 个ꎬ 其中市

级合格村 ５４ 个ꎬ 省级合格村 ３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实行计划生育综合示范村合同管理ꎬ 兑现奖励优待政策ꎬ 引导农民实行自

我教育、 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 自我监督的自治模式ꎬ 新增计划生育综合示范村 ２０ 个ꎮ
全区聘用村计生专干 ６１１ 名ꎬ 发放工资 １８ ３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城区建成计划生育先进社区 １７ 个ꎬ 建立从社区到居民小组、 中心户ꎬ 从

中心户到房主、 房客的工作网络ꎮ 每个社区配备计生专干 ２ 名ꎬ 实行专业管理ꎮ 街道办

事处分别与辖区单位、 物业管理机构、 房主、 雇主签订目标责任书ꎬ 形成三级分段管

理ꎮ 王家坪社区、 文化沟社区被陕西省人口计生委命名为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

社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创建计划生育新农村 １６０ 个ꎬ ２００８ 年新增 ８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有计划

生育新农村 ３２６ 个ꎬ 达省级标准的 ３ 个ꎬ 市级标准的 ２３ 个ꎬ 区级标准的 ３００ 个ꎮ 农村计

划生育新家庭 ５８００ 个ꎬ 城区有 ５ 个社区达到省级先进社区标准ꎮ

第三节　 宣传教育

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是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的首要途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采取上街、
下乡文艺演出ꎬ 开设广播专题节目、 制作展牌、 发放资料、 宣传录像等形式进行宣传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宣传教育方式变化较大ꎬ 采取设立国策碑 (墙)、 制作公益广告、 广播电

视开办专题栏目、 建立人口网站、 生育文化长廊、 编排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ꎮ 生育文

化、 健康文化、 信息化的传播日趋形成ꎬ 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举办计划生育宣传活动 ３ 次ꎬ 各级干部和群众 １８６００ 人次受到教育ꎻ 放映

电影、 计生宣传录像 ３ 场ꎬ 观看群众 ５０００ 多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建成国策碑 １１６ 块ꎬ 国策院 １０ 个ꎬ 固定标语 ７７９ 条ꎬ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３５ 万份ꎬ 录音、 录像、 ＶＣＤ 碟 ３６０ 盘ꎬ 乡镇计生站有 “两报一刊” («中国人口报» «陕
西人口报» 和 «陕西人口» ) 和 ３０ 多种宣传资料ꎬ 每个村室有 “两报一刊”、 ２０ 多种

宣传资料ꎬ 每个育龄妇女有 ３ 种以上的宣传资料ꎬ 宣传品进村入户率 ９６％ꎮ 国家计生委

副主任潘贵玉ꎬ 省计生委主任张力及市、 区领导在枣园参加 “婚育新风进万家” 老区行

宣传咨询会ꎬ 国家计生委向枣园镇赠送宣传器材、 发放宣传品 ２ 万余份ꎬ 接待咨询群众

１０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 ４６ 个示范县 (区)ꎬ 以示范县

(区) 项目为载体ꎬ 提倡晚婚晚育、 少生优生、 优育优教、 男女平等、 生男生女一样好、
女孩男孩都是传后人ꎮ 为提高宣传功能ꎬ 乡镇计生站配备电脑、 打印机、 电视机、
ＶＣＤ、 扩音器等设备ꎮ “百村百场” 电影放映 ８０ 场ꎬ “科技之春” 宣传月制作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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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块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计生站配备摄影机、 编辑机等设备ꎬ 具备制作影像能力ꎬ 声像宣传效果

提升ꎮ 在城区、 乡镇、 厂矿企业举办大型系列生殖健康巡回知识讲座 ５６ 场次ꎬ 听取讲

座的育龄妇女 １ 万余人ꎮ 建成文化沟、 延中沟、 马家湾计划生育宣传画廊 ３ 条ꎬ 画廊长

度 １８３５ 米ꎬ 面积 ３９４０ 平方米ꎬ 印发计生日历画 ３ 万张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举办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科

技之春” “关爱女孩” “世界人口日”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生育文明” “法制宣传日”
等大型宣传月活动ꎬ 乡镇集市宣传 ４６ 次ꎮ 举办培训班 ５１ 期ꎬ 培训区、 乡级计生干部 ２７
人ꎬ 区、 乡级计生专业技术人员 １５５ 人ꎬ 村级计生专干 ７１３ 人ꎬ 单位计生专干 １２６４ 人ꎮ
发放计划生育宣传品、 书籍 ３６８４００ 本 (份、 册)ꎬ 纸杯 ２０ 万只ꎬ 围裙 １ 万条ꎬ 价值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电视台播出 «人口与计生» 专题节目 １２ 期及出生人口和计

划生育专题片ꎬ 延安市山丹丹文化艺术公司创作电视方言剧 «女儿泪» «创业周刊»ꎬ 印

制生殖保健、 优生优育、 避孕节育等知识小折页和计生春联、 计生挂历进村入户ꎬ 投入

资金 ８ 万多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成杜甫川、 文化沟新型生育文化示范社区ꎬ 进行综合性宣传教育ꎮ 计划

生育宣传与科技、 文化、 卫生相结合ꎬ 提供计生政策、 生殖保健、 卫生知识、 科技应用

技术等咨询 ４ ５ 万人次ꎬ 发放资料 １ ２ 万份、 避孕药具 ２８００ 盒ꎮ

第四节　 管理与服务

一、 计生行政执法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 ２２９ 名计生行政管理人员取得执法资格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乡两级计生干部

执法人员 １９３ 人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区人民政府制定 «宝塔区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行为专项实施方案»ꎬ 由计生部门负责ꎬ 公安、 工商、 卫生、 药监、 文化、 广播电视、
纪检监察等部门配合ꎬ 检查辖区计生服务机构 ２５ 家、 医疗保健机构 ３９ 家、 个体诊所

１３９ 家、 药品批零企业 ４３ 家、 个体药店 ９２ 家ꎬ 收缴人工终止妊娠药品 ３１６ 盒ꎮ 建立禁

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长效机制ꎬ 减少人口出生性别

的人为干预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计生局联合公安、 卫生、 工商、 质检等部门ꎬ 开展计划生育药械市场治理

整顿ꎬ 检查辖区计生服务机构 １４ 家、 医疗保健机构 １９ 家、 个体诊所 ５９ 家、 药品经营企

业 ２７ 家、 个体药店 ４８ 家ꎬ 收缴人工终止妊娠药品 ２０９ 盒ꎮ
二、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１９９４ 年ꎬ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八届八次会议通过 «陕西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

法»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贯彻实施细则ꎬ ３８ 个单位 ５００ 名干部上街发放资料、 开展

咨询ꎮ 城区 ３ 个街道办事处、 川口、 柳林、 枣园、 河庄坪、 枣园、 桥沟、 万花山等城郊

乡镇在公安、 工商、 卫生、 计生等部门配合下对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进行清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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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ꎬ 取得明显效果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根据陕西省暂住人口管理规定ꎬ 流动人口以办理婚育证、 暂住证为主ꎬ 落

实责任ꎬ 定期检查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建立健全 “属地管理、 单位负责、 居民自治、 社区服务” 的城市计划生育管

理机制ꎬ 各乡镇、 办事处与辖区单位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ꎬ 实行机关、 团体和企事业单位

计划生育法定代表人负责制ꎮ 采取流出地、 流入地共同负责、 共同管理ꎬ 以居住地管理为

主的工作机制ꎮ 城市社区采取社区挂牌、 房主挂牌、 房客挂牌的 “三牌” 管理ꎮ 清查和排

查计生户 １３０２３ 户、 ４５６０３ 人ꎬ 办理婚育证明 ６３９ 份ꎬ 签订房主责任书 １１２０ 份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专项治理ꎬ 投入干部、 警力 ３５８０ 人ꎬ 清查流入人

口 ３４４６９ 人ꎬ 流出人口 ２４８５８ 人ꎬ 落实节育措施 ４７７ 例ꎬ 新办婚育证明 ２１４３ 本ꎬ 签发

“限期办理婚育证明通知书” ３１５７ 份、 “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 １３３４ 份、 “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合同书” ２６７４ 份ꎬ 为 ６２００ 多名育龄妇女提供免费 “三查” 服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查验婚育证明 １２６３５ 本ꎬ “三查” 补查 １０５８ 人ꎮ 处罚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

育者 １５７ 人、 房主 ３ 人、 雇主 ６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城区社区的流动计划生育人口实行与常住人口同管理、 同服务、 同免费的

格局ꎬ 配备城区街道社区和城郊乡镇计划生育信息员 ４９ 名ꎮ 农村开展流出人口办证登

记ꎬ 签订管理合同ꎮ 建立城镇流入抓社区、 市场流入抓雇主、 单位流入抓法人、 房屋租

赁人口抓房主的管理机制ꎮ 为解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用药用具ꎬ 在城区和乡镇集中地设

立免费避孕药具发放点ꎬ 给予方便ꎮ
三、 计生体系建设

１９９０ 年ꎬ 各乡镇配有计生专干 １ 人ꎬ 临镇、 甘谷驿、 青化砭、 宝塔山街道配计生专

干 ２ 人ꎮ 各乡镇成立计生协会ꎬ 有村级计生协会 １８９ 个ꎬ 市级计生协会有会员 ９０３ 人ꎬ
理事 ７６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各乡镇设计划生育诊断室、 手术室、 配备 Ｂ 超机ꎬ 成立服务站 １６ 个ꎬ 手

术量占总手术的 ６１ ５％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为提高领导干部和计生技术人员业务能力ꎬ 全区主管计划生育乡镇长、 办

事处主任赴汉中考察学习ꎬ 培训 １２０ 多人ꎮ 村干部培训 ６０１ 名ꎬ 计生干部 １０６ 人次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以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 的颁布实施为重点ꎬ 加强乡镇服务站建

设ꎬ 新建贯屯、 川口服务站ꎬ 建筑面积 ４５０ 平方米ꎬ 投资 ２８ ７ 万元ꎬ 区服务站设备投资

２ 万元ꎬ 为乡镇服务站配备红外光治疗仪ꎬ 投资 １０ 万元ꎬ 改造维修乡镇计生用房 ６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城区社区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ꎬ 配备计生专干 ２ 人ꎬ 推选居民小组长 １０１

人、 中心户长 ３７３ 人、 楼长 ９０７ 人ꎬ 实现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

计划生育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村级计生专干实行竞聘上岗ꎬ 按照 “乡聘、 村用、 区备案” 的原则ꎬ 全区

招聘村级计生专干 ７９６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计划生育服务站建设列入基本建设项目ꎮ 创建区计生优质服务示范站ꎬ 投

资 ６０ 多万元搬迁改造乡镇服务站 ３ 个ꎬ 续建、 扩建维修服务站 ５ 个ꎬ 为 １６ 个乡镇、 办

事处计生服务站更新 Ｂ 超机ꎬ 投资 ２６ ４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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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ꎬ 投资 ５０ 万元ꎬ 建成计划生育服务超市ꎬ 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ꎬ 设有悄悄话室、
门诊、 药具零售区、 药具免费发放区等多个功能区ꎬ 集宣传教育、 信息咨询、 药具发

放、 技术服务为一体ꎮ 整体改造区计生服务站大楼ꎬ 投资百万元ꎬ 设备更新投资 ３７１ 万

元ꎬ 主要用于彩色 Ｂ 超机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购等ꎮ 临镇计生服务站建筑面积

１０６０ １６ 平方米ꎬ 项目投资 ７１ ６ 万元ꎬ 蟠龙、 松树林计生站投资 ５６ ６ 万元ꎬ 新增建筑

面积 ５６９ ４ 平方米ꎮ 乡镇计生站维修ꎬ 投资 ２０ 万元ꎬ 增加 Ｂ 超机 ４ 台、 微波治疗仪 ３
台、 红外光治疗仪 ５ 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乡镇有计生服务站 ２３ 个ꎬ 专干 １８６ 人ꎬ 村级专干 ６１１ 人ꎮ 新建 (扩建、
改建) 乡级计生服务站 １０ 个ꎬ 建成李渠、 临镇中心计生服务示范站ꎬ 创建计划生育新

农村省级 ３ 个、 市级 ２３ 个、 区级 ３００ 个ꎮ
四、 计生信息

计划生育信息收集、 统计、 编码、 建卡、 建台账、 设立举报箱、 开通举报电话ꎬ 为

政府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决策中提供依据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根据陕西省计生委统一编码ꎬ 全区抽

出南泥湾、 松树林、 柳林、 桥沟、 丁庄、 姚店、 青化砭、 下坪、 宝塔山、 凤凰山、 南市

１１ 个乡镇、 办事处ꎬ 选一个行政村和一个单位进行计划生育管理信息追踪调查ꎮ 抽查

１３４０ 人ꎬ 育龄妇女 ３３６ 人ꎬ 出生 ３０ 人、 死亡 ４ 人、 迁入 １９ 人、 迁出 ２３ 人ꎬ 出生率为

２２ ３９‰ꎬ 死亡率为 ２ ９９‰ꎬ 自然增长率为 １９ ４‰ꎬ 机械变动率为－２ ９９‰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照调查情况与计生统计报表ꎬ 采取上门登记、 Ｂ 超检查、 术后回访等形

式了解计生信息ꎬ 对李渠、 蟠龙、 甘谷驿等 ８ 个乡镇 １０００ 多名育龄妇女进行孕情等检

查ꎬ 信息准确率 ９１％以上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建成计划生育信息系统ꎬ 完成育龄妇女信息收录工作ꎬ 开始向上级计生部

门报送软盘ꎬ 取消手工卡册操作ꎬ 实行计算机区内联网ꎬ 及时传递各种信息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改革人口计划统计ꎬ 全区取消一孩生育证制度ꎬ 建立一孩生育登记制度ꎮ

用 “生殖健康服务证” 代替 “一孩生育证”ꎬ 一孩生育由计划生育改为按政策生育ꎬ 二

孩生育申报、 审批准确率为 １００％ꎮ 实行审批责任制度、 时效制度和公示制度ꎬ 村 (居)
民委员会、 机关单位定期公布ꎬ 生育信息公开ꎬ 接受群众监督ꎮ 已婚妇女个案ꎬ 信息录

入微机、 快捷形成各种报表ꎬ 数据全面ꎬ 工作效率提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形成信息收集资源共享ꎮ 按月向公安部门收集上户和暂住人口信息ꎬ 卫生

部门孕检、 接生、 信息、 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和收养信息ꎬ 汇总、 分析、 梳理后ꎬ 反馈

乡镇、 办事处核对ꎬ 减少统计误差ꎬ 提高统计质量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面推行流产、 死产和婴儿死亡报告制度ꎬ 凡出现流产、 死产、 婴儿死亡

需 ２４ 小时内持医院证明ꎬ 报告乡镇、 办事处计生办ꎮ 制定 «宝塔区乡、 村两级计划生

育统计台账管理规范»ꎬ 健全统计台账、 提高统计准确率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被陕西省确定为首批 ２０ 个人口计生信息化建

设项目示范县 (区)ꎬ 全区完善育龄妇女信息数据库、 配置硬件设施、 构建信息传输网

络、 改版宝塔人口网站、 建成机关办公自动化系统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实行全员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工作目标责任制ꎬ 实施信息采集、 录入、 上

报、 审核、 管理五个环节责任制ꎮ 采取 “四级到位” [区、 乡、 村 (社区)、 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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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 (村不漏组、 组不漏户、 户不漏人、 人不漏项) 的办法ꎬ 计划生育效果显著ꎮ 宝

塔区被陕西省人口计生委授予 “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项目先进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人口信息库、 流动人口信息库、 人口信息覆盖率 ９８％以上ꎬ 实现信息

化、 科学化、 服务系列化和个性化ꎬ 为人口综合研究、 分析、 评估、 综合管理服务提供

信息支撑和区内群众信息服务ꎮ

第五节　 计生成效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一孩夫妇 １４１３８ 对中领取独生子女证有 ５６１６ 对ꎬ 占 ３９ ７％ꎬ 第一个

是女孩的领证 ２５４９ 对ꎬ 占 １８ ０％ꎮ 女性初婚人数 １８５４ 人ꎬ 年龄在 ２３ 周岁以上结婚

１０２６ 人ꎬ 晚婚率占 ５６ ３％ꎮ 出生人口中ꎬ 一胎 ３０９７ 人ꎬ 占 ６０ ４％ꎻ 二胎 １３８０ 人ꎬ 占

２６ ９％ꎮ 自然增长率较 １９８９ 年下降 ９ ３ 个千分点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人口净增 ３６２２ 人ꎬ 较 １９９３ 年出生率上升 ０ ６８ 个千分点ꎬ 自然增长

率下降 ０ １４ 个千分点ꎬ 计划生育率提高 １ １ 个百分点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落实各种节育措施 ７７３０ 例ꎬ 占 ９６ ６％ꎬ 出生人口 ４４４３ 人ꎬ 其中计划内一

孩 ３３５７ 人ꎬ 计划内二胎 ５０３ 人ꎬ 出生率为 １３ ５１‰ꎬ 自然增长率为 ９ ６２‰ꎬ 计生率

８６ ８％ꎬ 计划外生育率为 １３ ２％ꎬ 多孩率为 ０ ０４５％ꎮ 计划生育发证生育 ３２６９ 人ꎬ 其中

一胎 ２７８３ 人ꎬ 二胎 ４８６ 人ꎬ 二胎指标落实率较 １９９５ 年提高 ５８ ８９％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出生人口 ２５８６ 人ꎬ 出生率 ７ ４１‰ꎻ 一孩 ２２２１ 人ꎬ 占 ８５ ８％ꎻ 计划生

育率为 ９８ ６％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３ ２６‰ꎬ 人口生产进入低生育期ꎮ 落实节育措施 ２５２１
例、 综合节育率为 ９１ ２％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比 １９９６ 年的 ９ ６２‰下降 ６ ３６ 个千分点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净增人口 １７０９ 人ꎬ 自然增长率为 ４ ４７‰ꎬ 多孩率为 ０ꎬ 计生率

９９ ４％ꎮ “三查” ２６１４３ 人ꎬ 占 ９９ １％ꎬ 全区流出育龄人口 １６９９７ 人ꎬ 婚育证明办理率

９６ ３％ꎬ 流入育龄人口 ２０６６２ 人ꎬ 婚育证明持证率 ９２ ６％ꎮ 计划生育取得显著成效ꎬ 被

延安市委、 市政府命名为 “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 (区) ”ꎻ 国家计生委命名

为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先进县 (区) ”ꎻ 中央宣传部、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

等 １０ 部委命名为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集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人口生产趋于低生育状态ꎬ 出生人口 ３３８２ 人ꎬ 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

９９ ６％ꎬ 出生率为 ８ １７‰ꎬ 净增人口 ２２２８１ 人ꎬ 自然增长率为 ５ ３‰ꎬ 综合节育率 ９０％
以上ꎮ 在出生 ３３８２ 人中ꎬ 男性 １７７０ 人ꎬ 女 １６１２ 人ꎬ 出生性别比 １０９ (女＝ １００)ꎬ 男性

占 ５２ ３３％ꎬ 女性占 ４７ ６７％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出生人口 ４１６８ 人ꎬ 人口出生率 ９ ９７‰ꎬ 自然增长率 ５ ０６‰ꎬ 比 １９９７

年下降 ０ ３３ 个千分点ꎮ 农村已婚妇女健康检查第一周期 ４１３８７ 人ꎬ 受检率 ８０ ２３％ꎬ 患

有疾病的有 ２３１５８ 人ꎬ 患病率 ５５ ９５％ꎻ 接受治疗 １８６２４ 人ꎬ 治愈 １５２７２ 人ꎬ 治愈率

８２％ꎮ 全区人口信息库采集人口信息 １１５８２７ 户、 ４１６９７６ 人ꎬ 信息采集率和录入

率 １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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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城建　 环保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在城区建设中ꎬ 多方筹资ꎬ 全力实施 “规划、 硬化、 净化、
绿化、 亮化、 美化” 的六化工程ꎬ 城区面积由 １９９０ 年不足 １０ 平方千米ꎬ 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

底的近 ３０ 平方千米ꎬ 实现城区建设跨越式发展ꎮ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村镇建设主要为

小康示范村、 重点村、 移民搬迁和新农村建设ꎮ 宝塔区的村镇建设采取招商引资、 企地

共建、 捆挷资金等手段ꎬ 通过整合村庄、 土地、 人口、 产业等区域空间资源要素ꎬ 逐步

建设完善以 “居住集中化、 环境生态化、 管理社区化、 设施城镇化” 为基本特征的新型

农村社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环保工作着力解决重点区域的环境问题ꎬ 加强污染防治和生

态环境保护ꎻ 倾力治理大气污染ꎬ 净化城镇一片蓝天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延安市在转换煤种取得

成效的基础上ꎬ 将单一的治理模式提升为 “转换煤种、 天然气工程、 集中供热” ３ 项措

施并举的方针ꎮ ２００２ 年建成的天然气输配工程ꎬ 年供气能力 ２０００ 万立方米ꎬ 全市城镇

用气普及率达 ６８ ３５％ꎮ 建成 ３ 个集中和联片供热区ꎬ 供热面积达 １８６ 万平方米ꎮ 同年ꎬ
宝塔区被国家环保总局列为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ꎮ ２００４ 年投资 ３３００ 万元对王瑶水库

进行清库拉沙和除险加固ꎬ 投资 ７３５７ ３１ 万元在宝塔区新建红庄调蓄水库ꎻ 并设立环境

监察大队ꎬ 专门负责水库环境的日常管理和污染源的监控ꎬ 保证市区供水安全ꎬ 全市城

镇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９８％ꎻ 重点整治石油污染ꎬ 建设清洁文明油田ꎮ 推广实施 “原
油管输、 污水回注、 生态建设” 三大工程ꎬ 将污染防治的措施落实到生产的各个环节ꎻ
规划山川秀美工程ꎬ 保护改善生态环境ꎮ 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综合治理ꎬ 落实退耕

还林、 封山禁牧、 舍饲养羊等措施ꎬ 全面实施天然次生林保护工程ꎬ 通过山川秀美工程

改善全市生态环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建成机动车加气站ꎬ 城内 ４５０ 多辆出租车改用天然气ꎮ 市

区空气环境质量已符合国家二级标准ꎻ 推进流域污染防治ꎬ 提供洁净饮用水源ꎮ 同年 ９
月ꎬ 国家级生态建设示范区通过考核验收ꎬ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被正式命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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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乡规划

第一节　 城市总体规划

一、 规划编制

延安市 (宝塔区) 政府分别于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进行 ４ 次延安城

区总体规划编制和修编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延安市政府编制完成第一次规划ꎮ 确定城市性质为: 延安承担着对中国人

民和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ꎬ 是一个革命纪念性城市ꎮ １９７９ 年ꎬ 中心城区

人口为 ５ ３１ 万人ꎬ 规划至 １９８５ 年城市规模达到 ６ ５ 万人ꎬ １９８８ 年达到 １０ 万人ꎮ
１９８８ 年ꎬ 编制完成第二次规划ꎮ 确定城市性质为: 中国革命历史文化名城ꎬ 是延安

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ꎮ 规划至 １９９５ 年中心城区规模达到 １３ 万人ꎬ ２０００ 年达到

２３ 万人ꎮ 规划提出中心城区加外围工业组团的城市结构形态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编制完成第三次规划ꎮ 确定城市性质为: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ꎬ 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ꎬ 面向全国的 “三大教育” 基地ꎬ 以发展生态农业、 旅游、 石化、 能源产业

为主的陕北现代化中心城市之一ꎮ 规划至 ２０００ 年中心城区规模达到 ２３ 万人ꎬ ２０１０ 年达

到 ３０ 万人ꎮ 规划延续中心城区、 外围组团、 轴带分区发展的城市结构形态ꎬ 将南泥湾

纳入城市规划区范围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编制完成第四次规划ꎮ 确定城市性质为: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ꎬ 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ꎬ 黄土风情文化特色鲜明的红色旅游城市ꎬ 陕北能源化工服务基地ꎮ 规

划确定延安中心城区人口发展规模 ２０１０ 年为 ３０ 万人ꎬ ２０２０ 年控制在 ５０ 万人以内ꎮ 空

间布局采取 “两环、 两心、 多片区” 的总体空间布局结构ꎮ
规划范围　 东至姚店ꎬ 南至三十里铺ꎬ 西南至万花山ꎬ 西至裴庄ꎬ 北至河庄坪以及

南泥湾镇、 安塞县王瑶水库控制地带ꎮ 规划区总面积 １８３９ ９６ 平方千米ꎮ 其中ꎬ 近郊区

８９６ ９６ 平方千米ꎬ 控制地带 ８２０ 平方千米ꎻ 规划中心市区为东至机砖厂ꎬ 南至高坡ꎬ 西

南至张坪ꎬ 西至莫家湾ꎬ 北至 １０１ 仓库ꎬ 面积 ８０ 平方千米ꎬ 建设用地 １５ ５ 平方千米ꎮ
用地选择: 建设用地主要选择在旧机场及其以东至新机场以西地段ꎬ 其次是七里铺火车

站及其以南至高坡以北地段ꎬ 再次是杜甫川用地作适当发展ꎮ
结构形态　 采取中心市区、 外围组团、 轴带分区发展的城市结构形态ꎮ 以中心市区

为核心ꎬ 设立三级生态环境保育区 (一级保育区以中心市区为圆心ꎬ 万花山为半径的核

心生态保育区ꎮ 二、 三级保育区ꎬ 分别以外围组团河庄坪、 李渠和南泥湾、 姚店镇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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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ꎬ 共同完成水系、 生物及地质地貌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ꎮ 城市沿西北川、
东川、 南川以及杜甫川展布ꎬ 呈 “Ｙ” 字形城郭ꎮ

总体空间布局　 延安城市总体规划空间布局采取 “两环” “两心” “多片区” 的布

局结构ꎮ “两环” 指中心城区的公路外环与城市内环路ꎮ 其中ꎬ 公路外环主要承担过境

交通绕城功能ꎬ 减轻过境交通对中心城区的干扰ꎻ 内环路主要承担中心城区内部各川道

间的联系ꎬ 减轻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山三山地区交通压力ꎮ “两心” 即指城市新中心

与老城中心ꎮ 双中心结构将改变现状单中心内聚式的发展模式ꎬ 改善三山地区的环境条

件ꎮ 其中ꎬ 城市新中心位于东二十里铺地区ꎬ 是宝塔区的城市主中心ꎬ 主要建设各类市

级公共服务设施ꎬ 将三山地区的行政、 商务办公ꎬ 大型文化、 体育、 会展等功能逐步向

新中心转移ꎬ 疏解老城中心区的建设量与交通量ꎮ 老城中心强化旅游购物功能ꎬ 发展小

型家庭旅馆等旅游服务接待设施ꎮ “多片区” 指根据城市发展功能划分的两个功能区:
即中心综合发展区 (三山旧城片区、 东川综合发展片区、 南川综合居住片区、 西北川历

史文化片区) 和外围功能发展区 (枣园片区、 河庄坪片区、 李渠片区、 姚店片区)ꎮ
外围组团　 姚店组团为市重点工业区ꎬ 规划作为调整和新建工业区ꎬ 适当扩大工业

用地ꎬ 沿延河北岸东西向发展ꎻ 李渠组团规划作为全市仓储区ꎬ 南岸区集中安排各类大

型仓储用地ꎬ 北岸完善提高现建成区ꎬ 并在东侧扩大用地范围ꎬ 形成主要行政商住区ꎻ
河庄坪组团规划为油田生活服务基地ꎬ 安排为油田服务的地方配套工业和商业ꎬ 为城市

远景发展区ꎻ 南泥湾组团规划为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区ꎬ 以保护好 “陕北的好江南” 风

貌ꎬ 发展生态农业ꎻ 万花山组团规划为旅游度假区ꎬ 布置风景游览、 疗养、 旅游服务和

居住等功能区ꎬ 开发和利用自然风景资源ꎬ 完善配套设施ꎮ 规划确定宝塔区行政辖区为

郊区范围ꎬ 近郊区范围包括李渠、 姚店、 柳林、 万花山、 枣园、 桥沟、 河庄坪、 南泥湾

８ 个乡镇行政辖区ꎮ 将李渠、 姚店、 南泥湾镇及河庄坪乡、 万花山乡花园头村作为市区

外围组团ꎬ 将甘谷驿、 临镇、 蟠龙、 青化砭 ４ 镇和新增的麻洞川镇ꎬ 作为郊区重要的中

心镇建设ꎬ 成为中心市区与郊区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ꎮ 其余 １５ 个乡驻地和玉皇庙规

划为集镇ꎬ 为其辐射区域的农村商贸生产服务ꎮ
二、 规划修编

１９９５ 年规划至 ２０１０ 年到期ꎬ 因规划确定的社会经济、 人口发展等目标至 ２０００ 年超

过总体规划预测的增长速度ꎬ 国内生产总值比 １９８８ 年翻了两番ꎬ 达到 ５０ ２７ 亿元ꎬ 城区

人口达到 １５ ６８ 万人ꎮ 在新规划未修编前ꎬ 延安市城乡建设规划局组织编制了 «延安市

近期建设规划»ꎬ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经延安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委

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延安市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 １７ 日ꎬ
陕西省建设厅在延安主持召开 «延安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 评审会ꎬ 原

则同意该规划纲要ꎬ 后因本次规划不适应延安市城市发展的需求而重新编制ꎮ
三、 规划实施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市宝塔区有人口 ４７ ５２ 万人ꎮ 全区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ꎮ
“九五” 末到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从 １６ 平方米提高到 ２１ 平方米ꎻ 住房成

套率从 ２５％提高到 ４８％ꎮ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ꎬ 城市中心区基本建成ꎮ 市区新建凤凰广

场、 王家坪纪念广场、 火车站交通广场、 旧机场、 世纪广场等广场ꎬ 文化艺术中心、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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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 (馆) 等一批文化设施相继建成ꎮ 区内水、 电、 供暖、 天然气、 通信、 道路等配套

设施得到根本改观ꎮ 中心城区全面完成城市主要道路的改造建设ꎬ 新建西沟至市场沟路

和枣园至万花山道路ꎮ 修通延河大桥至嘉岭桥的滨河路ꎮ 城市道路面积达到 １ １７ 平方千

米ꎬ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３ ３ 平方米ꎮ 建成王瑶引水工程、 红庄城区供水水库ꎬ 解决市区

供水矛盾及水源污染问题ꎮ 建成运营日处理能力 ５ 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ꎬ 污水处理率

达 ５０％ꎻ 建成垃圾处理厂ꎬ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８０％ꎮ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ꎬ 实施以改

变燃煤结构为主的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ꎬ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三级标准ꎮ 投入 ６０００
万元建成集中供热工程ꎬ 供热面积达 １１５ 万平方米ꎮ 投入 ８６００ 万元建成天然气工程和液

化气储配工程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由林业部批准ꎬ 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山和万花山列为国家森

林公园ꎬ 面积 ５４００ 万平方米ꎮ 结合退耕还林ꎬ 城市园林绿化面积达 ８９７ 公顷ꎬ 绿化覆盖

率达 ２２ ９％ꎬ 人均公共绿地 ４ ９９ 平方米ꎮ 在总体规划首次确定保护延安历史文化名城

的指导下ꎬ 省、 市分别制定延安革命旧址保护的相关管理条例ꎬ 编制详细规划ꎬ 革命旧

址和历史遗产得到有效保护ꎮ

第二节　 乡镇规划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 １１ 镇 ９ 乡、 ６１１ 个行政村ꎬ 其中 ９ 个乡镇 １０６ 个村庄在延安市城

区总体规划管理范围内 (东至姚店ꎬ 南至三十里铺ꎬ 西南至万花山ꎬ 西至裴庄ꎬ 北至河

庄坪)ꎬ 其余乡镇的规划管理属于宝塔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对锁崖、 沟门、 河庄坪和姚店四十里铺村规划ꎬ 对旧机场、 七里铺、 河庄

坪、 阳山货站小区控制、 规划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完成二道街、 阳山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设立城乡建

设规划办公室ꎬ 根据延安市总体规划的划分ꎬ 按计划逐年对所管辖 １５ 个乡镇 (撤乡并

镇后为 １１ 个) 进行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ꎮ 按照 «村镇规划标准» 等专业技术要求ꎬ 因

地制宜ꎬ 每个乡镇的规划包括总体规划、 建设规划、 道路交通工程规划、 给排水工程规

划、 电力电信工程规划、 供热燃气工程规划、 防洪工程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等各项专业

规划ꎮ 从 １９９８ 年测绘、 １９９９ 年编制 ２ 个乡镇开始ꎬ 按每年测绘完成 ２ 个乡镇的地形现

状图、 编制 ２ 个乡镇的建设规划的进度ꎬ 逐年完成所辖乡镇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区规划为完成甘谷驿、 青化砭镇的地形测量和规划编制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完成临镇、 麻洞川乡的地形测量和规划编制工作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ꎬ 区规划办委托金城绿景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ꎬ 先后完成蟠龙镇、

梁村乡、 元龙寺乡、 松树林乡、 冯庄乡的地形测量和规划编制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规划办委托陕西建丽规划设计院ꎬ 完成贯屯乡、 官庄乡的地形测量和规

划编制工作ꎮ 至年底ꎬ 完成全区管辖范围内 １１ 个乡镇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ꎬ 通过评审

验收ꎬ 交付使用ꎮ 规划下限均为 ２０２０ 年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完成 １５ 个村庄的现状测绘工作ꎬ 完成 ４ 个乡镇农贸市场的规划选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完成 ８ 个村庄的现状测绘和规划编制工作ꎮ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完成火家塔、 裴庄、
温家沟、 庙沟、 牛奋沟、 李庄、 白坪、 康坪、 冯庄、 新茂台、 后孔家沟、 牛庄、 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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塬、 义家塬、 石村、 小塬、 临镇东、 临镇西、 赵家岸、 石窑、 井家湾、 贯屯、 宋家沟、
杨家砭、 柏林湾、 曲里、 樊村、 麻洞川、 柴崖、 后新窑、 前新窑、 前马坪、 张屯、 元龙

寺、 两河口、 桃宝峪、 贺沟口、 石沟、 前野狐子沟、 甘谷驿东、 甘谷驿西、 崾岘、 官

庄、 赵家沟、 青化砭、 常屯、 纸房沟、 蟠龙、 瓷窑沟 ４９ 个村庄的建设规划编制ꎬ 并通

过评审ꎮ 同时完成 １２ 个新农村示范点的现状测绘及规划编制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河庄

坪重点镇的现状测绘及建设规划编制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新一轮乡镇规划修编工作ꎮ 完成 ６ 个乡镇的地形测量ꎬ 建立 ６ 个乡镇

坐标控制体系ꎬ 计划在 ５ 年内完成宝塔区管辖所有乡镇的规划修编工作ꎻ 完成 １０ 个新农

村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ꎮ

第三节　 规划管理

一、 机构

宝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１９９０ 年称延安市城乡建设局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改称延

安市建设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建设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改称宝塔区城乡建设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ꎬ 编制 １０ 人ꎬ 实有职工 ８ 人ꎮ

宝塔区城乡建设规划办公室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９ 日ꎬ 宝塔区城乡建设规划办公室成立ꎬ
隶属于宝塔区建设局ꎬ 事业性质ꎬ 副科级建制ꎮ 主要职责为编制城市规划管理范围之外

的城镇总体规划、 详细规划、 专项规划及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保护规划ꎻ 指导和审核全

区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管理工作ꎮ 负责宝塔区规划管理范围内单位和集体建设项目的规划

以及宝塔区所有村民个人住宅的审批和管理ꎮ 对规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ꎬ 查处违反规划

法律法规的建设行为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设立北川、 东川、 南川、 城郊 ４ 个规划管理所ꎬ 隶属于区城乡

建设规划办公室ꎬ 事业性质ꎬ 股级建制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根据 «延安市宝塔区城乡建设规划办公室 “八定” 方案» 精

神ꎬ 宝塔区城乡建设规划办公室升级为科级建制ꎬ 经费预算形式为自收自支ꎬ 内设办公

室、 规划股、 城郊所、 南川所、 北川所、 东川所 ６ 个股室 (所)ꎬ 核定事业编制 １９ 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宝塔区城乡建设规划办公室经费形式实行财政全额供养ꎮ
二、 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城乡建设局审查审批 ３５２ 个单位基建ꎬ 占地面积 ８ ９３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８ 年区规划办公室成立之后ꎬ １９９９ 年共办理单位、 集体建设审批 １８ 项 (其中临时建

设 ２ 项)ꎬ 建筑面积 １１０４４ 平方米ꎬ 个人住宅建设审批 ５３５ 户ꎬ 建筑面积 ６７４１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办理单位建设审批 ２９ 项ꎬ 总建筑面积 ２０ ３ 万平方米ꎬ 个人住宅审批

１８９ 户ꎬ 总建筑面积 １ ６８ 万平方米ꎮ 查处纠正各类违规违章建设 １２ 起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共办理村镇单位集体建设规划审批 ６１ 项ꎬ 建筑面积 ３２ ４３ 万平方米ꎻ 审批个人住宅

建设 ７０８ 户ꎬ 建筑面积 ８ １９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２ 年全年查处违章建设 ４８ 起ꎬ 拆除嘉岭桥至

２１０ 国道、 延河两侧、 尹家沟东苑小区至 ２１０ 国道两侧、 火车站广场、 东关村简易市场、
二道街、 燕儿沟铁桥下、 儿童公园南侧等处临时建筑和违法建筑 ７１ 间 １９６６ 平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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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ꎬ 明确区、 乡 (镇)、 村三级管理责任制和集体审批制度ꎬ 全年共办理村镇

单位集体建设规划审批 ２８ 项、 ２ ３６ 万平方米ꎬ 审批个人住宅建设 ４２２ 户、 ４ ７０ 万平方

米ꎮ 其中ꎬ 实行集体审批制度之后ꎬ 集体研究审批单位集体建设 ６ 项、 ４３４５ 平方米ꎬ 个

人建设 １６７ 户、 １ ６２ 万平方米ꎬ 暂缓审批个人建设 ５ 户ꎮ 办理高速公路搬迁涉及宝塔区

３ 乡 (镇) ５ 村 １４６ 户拆迁住宅安置项目的选址意见书ꎻ 配合南区、 西北川开发项目ꎬ
核发宝塔区 ３ 镇 ７ 村农民三产、 住宅用地选址意见书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ꎬ 共审批村镇单位

集体建设规划 ５４ 项 ８ ０７ 万平方米ꎬ 审批个人住宅建设 ６７８ 户 ８ ９１ 万平方米ꎮ 对宝塔区

南关街、 老城区、 七里铺、 马家湾、 东关街、 北关街、 百米大道、 枣园路延安大学周边

等街道门店 ２３４０ 余块牌匾进行整治规划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审批单位建设 ４４ 项ꎬ 其中临时建设

７ 项ꎬ 审批永久性建设用地 １９ ６５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８ ９１ 万平方米ꎬ 临时用地面积

９ ３１ 万平方米ꎻ 审批个人住宅建设 ２３５ 户ꎬ 建筑面积 ３ ６０ 万平方米ꎮ 查处违章建设 １８
起ꎬ 涉及违章建筑面积 １９０６ ５８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ꎬ 共审批单位建设 ６９ 项ꎬ 建筑面

积 １５ １１ 万平方米ꎻ 审批个人住宅建设 ５０２ 户ꎬ 建筑面积 ７ ９０ 万平方米ꎮ “一书两证”
(选址意见书、 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规划许可证) 发放率 １００％ꎮ 查处违章建设 ６８ 起ꎬ
涉及违章建筑面积 ６３５０ ６３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根据法律规定对村民建设开始发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ꎮ 成立行政执法

科ꎬ 完善、 规范行政处罚程序及执法行为ꎮ 全年审批单位建设项目 ７ 项ꎬ 建筑面积 １ ７２
万平方米ꎬ 出具审核意见 ２ 宗ꎬ 审核用地面积 １４ ７４ 万平方米ꎮ 审批个人住宅建设 ２２５
户ꎬ 建筑面积 ２ ８３ 万平方米ꎮ 全年共发放停工通知书 ５５ 份ꎬ 限期拆迁通知书 ８ 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善单位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ꎬ 提高规划审批的科学性ꎮ 个人建设项

目ꎬ 通过审批会上播放现场勘查图片资料ꎬ 增加规划审批的直观性和透明度ꎮ 全年单位

建设项目共申报 １１ 项ꎬ 办结 １１ 项ꎬ 涉及用地面积 ５８ ５１ 亩ꎬ 建筑面积 １ ６２ 万平方米ꎻ
审批个人住宅建设 １８４ 户ꎬ 建筑面积 ２ ７８ 万平方米ꎮ 查处违法建设 ９６ 户ꎬ 组织强制拆

除 ２２ 次ꎬ 拆除违法建筑 ４６０ 多间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审批建设项目统计表
　 表 ４－１－１

年份 单位集体项目 (个)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个人住宅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１９９９ １８ １１０４４ ５３５ ６７４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９ ２０３０００ １８９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８ ２８８５１８ ７０ ３３８ ３７６４３ ２９

２００２ ３３ ３５７５８ ４３ ３７０ ４４２６５ １３

２００３ ２８ ２３５９５ ２９ ４２２ ４７０４３ ６２

２００４ １３ ２４５３０ ６０ ２６３ ３４１８５ ８

２００５ ４１ ５６１５９ ９８ ４１５ ５４８９９ ９７

２００６ ４４ ８９１２４ ２３５ ３５９９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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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单位集体项目 (个)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个人住宅 (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０７ ５４ ２２４２３ ９４ ２５４ ３６７１７ ６５

２００８ １５ １２８６６９ ２０ ２４８ ４２２５０ ４２

２００９ ７ １７１８７ ６８ ２２５ ２８２６８ １４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６１５８ １８４ ２７８１０ ２４

第二章　 城市建设

第一节　 城市道路

一、 道路建设

清末民国初ꎬ 延安老城共有 ６ 条大街 ３０ 多条小巷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老城建

设注重扩建大街ꎬ 减少小巷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区有 ７ 条街道、 ２３ 条路、 ５ 条小巷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对枣园路二期路面进行整修和沥青罩面ꎮ 改造二道街、 东关街、 七里铺道

路 ６ １４ 千米、 １０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２７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完成中心街、 七里铺街、 大桥

街、 北滨路、 东关街行道护栏 ７０００ 米ꎬ 铺设柏油路面 ２２００ 平方米ꎮ 改造枣园路 ３６００
米、 东关路 ６００ 米、 七里铺路 １９９５ 米、 二道街路 １１９ 米、 大桥街 ２９８ ３ 米、 中心街 １０４５
米、 延中沟道路 ２９０ 米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铺设东关街人行道砖ꎬ 修建旧机场贯通道路路基、 宝塔支线道路和双孔桥

涵、 铺设杨家岭柏油路面 １３２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南关街、 北关街混凝土路面改造 １９３２７
平方米ꎬ 南滨路、 北滨路沥青路面改造 １０４６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改造二道街旧城区ꎮ 投资 ６９５０ 万元ꎬ 治理市区 ９ 条巷道ꎮ 建成兴盛桥、
马家湾大桥ꎮ 修通东关旧机场道路ꎬ 长 ２４３４ ５ 米ꎮ １９９５ 年完成杨家岭石砭路面拓宽改

造工程ꎬ 拓宽路面 ５ 米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城区 ６ 条道路改造ꎬ 总长 ７０２６ 米ꎬ 面积 ９ ４ 万平方米ꎬ 投资 ８７１ 万

元ꎮ 其中ꎬ 马家湾路沥青路面长 ３８００ 米ꎬ 宽 １８ 米ꎬ 面积 ６ ８４ 万平方米ꎮ “四八” 陵园

路长 １４５０ 米ꎬ 宽 １２ 米ꎬ 面积 １３０４５ 平方米ꎮ 二道街水泥路面长 ４２３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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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０ 平方米ꎮ 小东门路水泥路面长 ２３３ 米ꎬ 宽 ７ 米ꎬ 面积 １６３１ 平方米ꎮ 大砭沟路沥青

路面长 ９１０ 米ꎬ 宽 ６ 米ꎬ 面积 ５４６０ 平方米ꎮ 市场沟沟口 ２１０ 米 (水泥路面 １００ 米、 条石

路面 １１０ 米)、 １３７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投资 １７５ 万元ꎬ 改造巷道 １２ 条ꎬ 全长 ２３０４ 米ꎬ 面积 １３０７８ 平方米ꎮ

投资 ９８９ 万元ꎬ 完成中心街道路改造ꎬ 全长 １３００ 米ꎬ 宽 ２４ 米ꎬ 车行道 １０ 米ꎬ 人行道

２×７米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ꎬ 在旧城改造中ꎬ 对 １７ 条 ２４ ４ 千米道路进行改造建设ꎬ 提高了北起

枣园、 南至二庄科、 东达翟则沟范围内城市主要道路标准等级ꎮ 城市支路向有居民居住

的沟道延伸ꎮ 其间投资 ４６５７ 万元的西市路改造工程ꎬ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建成贯通ꎬ 道路全长 ３００３ 米ꎬ 总宽 １５~１７ 米ꎬ 初步形成沟道环通路线ꎻ 投资 ４９３２ 万

元的旧机场路改造工程ꎬ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建成ꎬ 全长 １５５４ 米ꎬ 宽

９０ 米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完成马家湾道路改造ꎮ 完成圣锦南路、 永逸西街工程ꎬ 总长度 ６１０ 米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完成文艺一路、 圣锦北路、 永逸东街 ３ 条道路建设ꎬ 总长度 ８３９ 米ꎻ 开工建设

迎宾大道延伸工程和红化沟道路工程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完成红化沟道路、 金惠路、 清凉山上山路、 迎宾大道延伸、 部队环

山路等 ５ 个城市道路建设项目ꎬ 总长度 ５１５４ 米ꎮ 其中ꎬ 迎宾大道延伸工程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６ 年建成ꎬ 总投资 ９９４４ 万元ꎮ 道路全长 １８３４ 米ꎬ 总宽 ９０ 米ꎬ 其中车

行道 ３０ 米ꎬ 非机动车道 ２×８ 米ꎬ 绿化带 ２×１４ 米ꎬ 人行道 ２×８ 米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完成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７ 个ꎬ 建设道路总长度 ２２００ ２ 米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开

工建设的七里铺大街改造工程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建成ꎬ 总投资 ６１５４ ４８ 万元ꎮ 道路全长

２９１４ 米ꎬ 总宽 ３２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６ ６ 米ꎬ 绿化带 ２×１ ７ 米ꎬ 人行道 ２×６ 米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西北川滨河路、 南寨砭滨河路建设ꎬ 光华路、 吉安巷的改建ꎮ

完成长青路改造工程ꎬ 该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建成投用ꎬ 总投资

８０６４ 万元 (含征地费 １４９２ 万元)ꎮ 道路全长 ５０００ 米ꎬ 宽 ２０ 米ꎮ 完成凤凰山步道工程建

设ꎬ 总投资 ３９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工建设方塔新区道路工程ꎬ 全长 ２１５２ 米ꎬ 总投资 １４００７ 万元ꎻ 完成西

北川滨河路工程续建项目ꎬ 总投资 ２１２９２ ６ 万元ꎬ 道路全长 ４８０５ 米ꎬ 堤防长 ２５８１ ９６
米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竣工的重点道路工程有双拥大道、 凤凰山步道工程等 ５ 处ꎮ

(一) 旧机场改造及迎宾大道延伸工程 (双拥大道)
１９９４ 年ꎬ 修通东关旧机场道路ꎬ 全长 ２４３４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对嘉

岭宾馆至欧锦园段进行改造ꎬ 工程全长 １５５４ 米ꎬ 总宽 ９０ 米ꎮ 总投资 ４９３２ ４ 万元ꎬ 其中

征迁费 １０３ 万元ꎮ 建成后命名为迎宾大道 (又名百米大道)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 对迎宾大道

进行延伸段建设ꎮ 延伸工程西起欧锦园东至桥沟ꎮ 道路长 １８００ 米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主车道全线贯通投入使用ꎮ 总投资 ９９４４ 万元ꎮ

(二) 西沟至市场沟环城道路工程

１９９８ 年ꎬ 西沟、 市场沟沟内建筑群体基本形成ꎬ 居住人口达 ５ 万余ꎮ １２ 月 ７ 日ꎬ 由

西安市公路交通大学公路设计研究院设计的西市路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准ꎮ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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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全长 ３０３３ 米ꎬ 其中西沟段宽 １０＋２×３ 米ꎬ 市场沟段宽 １２＋２×３ 米ꎬ 隧道长 ２００ 米ꎬ 宽

１０ ５ 米ꎬ 高 ７ ０３ 米ꎮ 由道路工程、 隧道、 土质盘道及排水工程组成ꎮ 道路工程由延安

市市政建设工程公司承建ꎬ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开工ꎬ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竣工ꎻ 隧道工程由铁道

部第十九工程局第四工程处承建ꎬ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动工ꎬ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竣工ꎮ 项目总投

资 ４６５７ 万元ꎬ 其中道路 ２１０６ 万元ꎬ 隧道 １０４９ 万元ꎬ 征迁 １５０２ 万元ꎮ
(三) 七里铺大街改造工程

工程北起区财政局ꎬ 南至南区大道ꎬ 全长 ２９１４ 米ꎬ 总宽 ３２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６ ６
米ꎬ 绿化带 ２×１ ７ 米ꎬ 人行道 ２×６ 米ꎮ 工程由西安市公路研究所设计ꎬ 由延安市恒远建

筑公司、 延安圣通公路工程公司承建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竣工ꎮ 工程

总投资 ６１５４ ４８ 万元ꎮ
(四) 红化沟至市场沟环城道路工程

２００６ 年ꎬ 市计委批复工程初步设计ꎬ 道路起于红化沟内惠泽小区道路终点ꎬ 向东穿

隧道至高家园则ꎬ 后向东北延伸经隧道至市场沟与西市路相连ꎮ 全长 １０７９ 米ꎬ 建设标准

为次干道Ⅱ级ꎬ 隧道 ２ 座ꎬ 总长 ６６０ 米ꎮ 道路横断面为 １４＋２×３ 米ꎬ 行程路面为沥青砼ꎬ
设计车速 ４０ 千米 /小时ꎬ 隧道建设为双向两车道ꎬ 净宽 １２ 米ꎬ 横断面为 １０＋２×１ 米ꎬ 净

高 ５ 米ꎮ 工程由长安大学公路设计院设计ꎬ 由核工业华南建设集团施工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开

工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主体完工试运行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３ 日通过市级验收ꎮ
(五) 凤凰山步道工程

凤凰山步道工程是市委市政府启动 “三山两河治理工程” 中最大的步道工程ꎮ 步道

为 ４ 条ꎬ 即西沟南、 西沟北至山顶、 市场沟至山顶、 大礼堂沟至山顶ꎮ 工程总投资 ３９８０
万元ꎬ 其中工程建设投资 ２３１７ 万元ꎬ 拆迁补偿 １６３２ 万元ꎬ 占地补偿 ３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市发改委批复工程初步设计ꎬ ５ 月底全面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９ 年底完工交付使用ꎮ 建成步

道总长 ２２４０ 米ꎬ 辅道 ８６０ 米ꎬ 入口广场标志建筑 ３ 个ꎬ 景观亭 ５ 个以及给排水、 道路灯

光、 休息平台、 步道与环线车道转换平台等ꎮ 其中ꎬ 西沟步道南线道长 ６１０ 米ꎬ 北线道

长 ５７０ 米ꎻ 大礼堂沟步道长 ４７０ 米ꎻ 市场沟步道长 ６３０ 米ꎮ
二、 城区街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城区建成并命名的街道 １６ 条ꎬ 道路 ５３ 条ꎬ 巷道 ３８ 条ꎮ
(一) 街道

二道街　 南北走向ꎬ 位于延安城中心街东侧ꎬ 垂直于中心街ꎮ 清末时为吴家巷、 史

家巷ꎮ １９５０ 年扩建ꎬ １９９３ 年拓宽ꎬ 俗名二道街ꎮ 为纪念陕北革命先烈刘志丹ꎬ 曾名志

丹街ꎮ １９８２ 年延安市人民政府因城内第二条长街而命名二道街ꎮ 南起丽融大厦ꎬ 北至西

沟路ꎬ 全长 １１０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人行道 ２×４ 米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

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南起丽融大厦广场ꎬ 北至北门口街段仍命名为二道街ꎮ
北大街　 南北走向ꎬ 曾名北关街ꎮ 据清康熙 «延安府志» 载: 当时紧连北门处有府

学和教场ꎬ 社稷坛ꎮ 其余建筑物是神庙及云居寺院ꎮ １９３７ ~ １９４５ 年ꎬ 驻扎有八路军总政

治部电影团和抗战剧团、 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司令部等单位ꎬ 商贾相继开设铺面ꎬ 形成

街道ꎮ １９８２ 年延安市政府将南起西沟十字ꎬ 北至大砭沟 (今文化沟) 命名为北大街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将该路段改为南起科技馆ꎬ 北至文化沟沟口ꎬ 全长 １７４０ 米ꎬ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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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　 环保

１１ 米ꎬ 人行道 ２×８ 米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

名ꎬ 仍称北大街ꎮ
东大街　 东西走向ꎬ 位于延河东岸ꎬ １９４１ 年形成街道ꎬ １９５８ 年拓宽ꎬ 因处延安城

东ꎬ 曾名东关街ꎮ １９８０ 年延安飞机场迁至东二十里铺ꎬ １９９４ 年始旧机场道路两旁建设

发展很快ꎬ 建成区达 ９５％左右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延安市政府决定对旧机场道路改造修建ꎬ 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ꎬ 建成西起延安大桥东端ꎬ 东至尹家沟路ꎬ 全长 ２４００ 米ꎬ 宽 １６ ~ ５８ 米 (延
安大桥至广电中心为 １６ 米ꎬ 广电中心至尹家沟中为 ５８ 米)ꎬ １０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

名为东大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西起

延安大桥东端ꎬ 东至广电中心段命名为东大街ꎮ
南大街　 南北走向ꎬ 位于延安城南ꎬ 俗称南关ꎮ 据史料记载: 延安城形如鱼样ꎬ 有

鱼城之说ꎬ 今南关大部分为鱼城之鱼尾ꎬ 因洪水浸淹ꎬ 几经城缩ꎬ 鱼尾荒废ꎮ １９３８ 年

后ꎬ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 普通百姓、 商贾相继建宅并开设铺面形成街道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逐步修建ꎬ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６ 日延安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洪水ꎬ 街道浸淹ꎮ １９７８ 年

重新修建ꎬ 南起南桥 (区人防招待所)ꎬ 北至南门坡 (育才小学门口)ꎬ 全长 ２１６０ 米ꎬ
宽 １１ 米ꎬ 人行道 ２×８ 米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南大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

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北起科技馆ꎬ 南至南桥区电力局段命名

为南大街ꎬ 与中心街重合ꎮ
七里铺街　 南北走向ꎬ 位于延安城南大约 ７ 华里处ꎬ 原为西包公路路段ꎬ １９５７ 年后

逐步拓宽改造形成街道而得名ꎮ 北起南桥东端ꎬ 南至二庄科沟口ꎬ 全长 １６００ 米ꎬ 宽 １６
米ꎬ 人行道 ２×７ 米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仍将此段命名为七里铺街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政府投资 ６１５４ ４８ 万元改造扩建后ꎬ 总宽 ３２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６ ６ 米ꎬ 绿化带 ２×１ ７ 米ꎬ 人行道 ２×６ 米ꎮ

大东门街　 东西走向ꎬ 位于城内东侧ꎬ 老巷道ꎬ 因两侧有面粉厂、 地毯厂、 燃料公

司及居民而形成街道ꎮ 东起大东门 (原东胜门) 西至国税局ꎬ 全长 ２６０ 米ꎬ 宽 ７ 米ꎬ 人

行道 ２×２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大东门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

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段仍命名为大东门街ꎮ
小东门街　 东西走向ꎬ 原为 １９５１ 年建成、 １９５８ 年拓宽的南一巷ꎬ １９９６ 年道路改造

延伸至南滨路ꎮ 位于亚圣大厦、 丽融大厦北侧ꎬ 东起南滨路ꎬ 西至北方大厦ꎬ 全长 ２６０
米ꎬ 宽 ７ 米ꎬ 人行道 ２×２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小东门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段仍命名为小东门街ꎮ
新市场街　 东西走向ꎬ 老街道ꎬ 陕甘宁边区时期为新市场道路 (又名市场沟路)ꎮ

位于宝塔区委北侧ꎬ 西起宝塔区委门口ꎬ 东到工业经济局ꎬ 全长 １０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新市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东起市场沟石门ꎬ 西至民众剧团段命名为新市场街ꎮ

大桥街　 东西走向ꎮ 清末时为南北大街和折家巷、 古庙巷、 左家巷ꎮ 东起 １９５９ 年建

成的延安大桥西端ꎬ 西至科技馆ꎬ 全长 ４００ 米ꎬ 宽 １６ 米ꎬ 人行道 ２×６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大桥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

重新命名ꎬ 仍将此段段命名为大桥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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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门口街 　 东西走向ꎬ 东起北滨路ꎬ 西至延大附属医院ꎮ 全长 １００ 米ꎬ 宽 ８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北门口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

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西起西沟沟口ꎬ 东至北滨路段命名为北门口街ꎮ
南门口街　 东西走向ꎬ 东起南滨路ꎬ 西至南大街ꎬ 全长 １１０ 米ꎬ 宽 ８ 米ꎬ 人行道 ２×

４ 米ꎮ 初期为 １９８３ 年建设的儿童公园通行道路ꎬ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公园

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段更名为南

门口街ꎮ
南市街　 东西走向ꎬ 老街道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西起市场沟石门ꎬ 东至工业经济局段命名为南市街ꎮ
联通大街　 南北走向ꎬ 联通公司西侧ꎬ 南起东滨路ꎬ 北至双拥大道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联通大街ꎮ
欧锦园街　 南北走向ꎬ 市实验中学东侧ꎬ 南起东滨路ꎬ 北至双拥大道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欧锦园街ꎮ
南滨大道　 南北走向ꎬ 北起柳林桥 (柳林路终点)ꎬ 南至高坡桥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

人民政府命名为南滨大道ꎮ
双拥大道　 东西走向ꎬ 原为延安飞机场跑道ꎬ １９９４ 年始修通东关旧机场道路ꎬ 长

２４３４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 延伸至桥沟ꎮ 道路总长 ３３５４ 米 (因总宽 ９０
米ꎬ 初期俗称百米大道)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

命名ꎬ 将西起广电中心ꎬ 东至桥沟段命名为迎宾大道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宝塔区人民

政府将迎宾大道更名为双拥大道ꎮ 为延安市区最宽畅、 绿化带最好的大道ꎮ
(二) 道路

南滨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南桥加油站ꎬ 北至延安大桥街口ꎬ 全长 ２１４０ 米ꎬ 宽 １２ 米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南滨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此段仍命名为南滨路ꎮ

北滨路　 南北走向ꎬ 俗名三马路ꎬ １９７５ 年建成ꎮ 南起实验饭庄ꎬ 北至王家坪大桥ꎬ
全长 １５２０ 米ꎬ 宽 １１ 米ꎮ １９８２ 年ꎬ 延安市政府命名为北滨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

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此段仍命名为北滨路ꎮ
东滨路　 东西走向ꎬ 依延河左岸顺河流方向ꎬ 西起东关小学ꎬ 东至罗家坪大桥ꎬ 全

长 ２６６８ 米ꎬ 路基宽 １４ 米ꎮ 由陕西省公路勘察设计院设计ꎬ 延安圣通公路工程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承建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竣工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

府命名为东滨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

此段仍命名为东滨路ꎮ
长青路　 东西走向ꎬ 原为西包公路主道ꎮ 东起尹家沟沟口ꎬ 西至广电中心ꎬ 全长

１５２０ 米ꎬ 宽 １８ 米ꎬ 人行道 ２×４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长青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此段仍命名为长青路ꎮ

嘉岭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南桥东端ꎬ 北至嘉岭大桥南端ꎬ 全长 ２６７０ 米ꎬ 宽 １１ 米ꎬ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嘉岭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此段仍命名为嘉岭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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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杨家岭大桥ꎬ 北至枣园ꎮ 此路段原为南起解放剧院ꎬ 北至

杨家岭大桥ꎬ 全长 ３６００ 米ꎬ 宽 １１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枣园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南起杨家岭大桥ꎬ 北至

枣园命名为枣园路ꎻ 将原枣园路段更名为圣地路ꎮ
圣地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解放剧院ꎬ 北至杨家岭大桥ꎬ 该路段原名为枣园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更名为圣地路ꎮ
师范路　 南北走向ꎬ １９７２ 年建成ꎮ 南起文化沟沟口ꎬ 北至石佛沟大桥ꎬ 全长 １８２８

米ꎬ 宽 １１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延师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

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延师路更名为师范路ꎮ
光华路　 东西走向ꎬ 东起区电力局ꎬ 西至市财经学校ꎬ 全长 ５００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柏

油路面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马家湾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

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东起区电力局ꎬ 西至化工厂沟口段命名为光华路ꎮ
万花路　 东西走向ꎬ 原为市区至万花山乡镇道路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建ꎮ 东起化工

厂ꎬ 西至万花山庄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万花路ꎮ

杨家湾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延安大学ꎬ 北至杨家湾村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

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杨家湾路ꎮ
柳林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柳林桥头ꎬ 北至二庄科沟口ꎬ 全长 １１７２ 米 (重复西包公

路)ꎬ 宽 １６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车站路ꎮ 后更名为柳林路ꎮ
百合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市公交公司门口ꎬ 东至看守所ꎬ 全长 ３０００ 米ꎬ 宽 ６ 米ꎮ 原

为通往二庄科村道路ꎬ 因 １９３７ 年光华农场进驻原村ꎬ 村民另建第二个村庄而得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二庄科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

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二庄科路改名为百合路ꎮ
杜公路 (原烟洞沟路) 　 东西走向ꎬ 原为老巷道ꎮ 西起市医院北侧 (杜公祠)ꎬ 东

至刺绣厂ꎬ 全长 ２０００ 米ꎬ 宽 ５ 米ꎬ 因路处烟洞沟而得名烟洞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

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烟洞沟路改名为杜公路ꎮ
高苑路 (原高家园则路) 　 东西走向ꎬ 原为老巷道ꎮ 东起马家湾路 (今光华路)ꎬ

西至沟掌ꎬ 全长 ２０００ 米ꎬ 宽 ５ 米ꎮ 因地处高家园则而得名高家园则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路段命名为高苑路ꎮ
花石砭路 (原技校路) 　 东西走向ꎬ 原路段东起南大街ꎬ 西至技工学校ꎬ 全长 １５００

米ꎬ 宽 ６ 米ꎬ 因常泰制药厂曾在此地段而得名常泰路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

技校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东起南关

小学ꎬ 西至原防疫站段命名为花石砭路ꎮ
宝塔山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嘉岭路ꎬ 东至山顶ꎮ 全长 ６７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为宝塔山旅

游专用公路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宝塔山路ꎮ

向阳沟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民航宾馆ꎬ 北至飞机库ꎬ 全长 ５６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向阳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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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向阳沟路ꎮ
尹家沟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窑洞宾馆ꎬ 北至垃圾场ꎬ 全长 １２７３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尹家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

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尹家沟路ꎮ
太和山路 (原北桥沟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军转站ꎬ 东至清凉山顶ꎬ 全长 １５００ 米ꎬ

宽 ６ 米ꎮ 因路处北桥沟而得名北桥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路段命名为太和山路ꎮ

王家坪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枣园路ꎬ 东至王家坪旧址ꎬ 全长 １９０ 米ꎬ 宽 ８ ８ 米ꎬ 为

参观王家坪革命旧址专用公路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王家坪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王家坪路ꎮ

碾盘沟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分行ꎬ 东至碾盘沟ꎬ 全长 ２４０ 米ꎬ 宽

５ ４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碾盘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

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碾盘沟路ꎮ
杨家岭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枣园路ꎬ 东至杨家岭旧址ꎮ 全长 ２５３ 米ꎬ 宽 ６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杨家岭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

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杨家岭路ꎮ
文化沟路 (俗称大砭沟路) 　 东西走向ꎬ 东起文化沟沟口ꎬ 西至预备役团ꎬ 全长

１１８２ 米ꎬ 宽 ８ 米ꎬ 因地处大砭沟而得名大砭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

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路段命名为文化沟路ꎮ
小沟坪路　 东西走向ꎬ 东起延安自来水公司ꎬ 西至通讯营ꎬ 全长 ４６０ 米ꎬ 宽 ６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小沟坪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

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小沟坪路ꎮ
光明路　 东西走向ꎬ 原为老巷道ꎬ １９３７ 年创建的列宁小学 (宝塔区北关小学前身)

校址当时就设在此处ꎮ 东起北大街副食门市ꎬ 西至延中沟沟掌ꎬ 全长 １５０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因路处延安中学南侧而得名延中沟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

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该路段命名为光明路ꎮ
凤凰山路　 东西走向ꎬ 东起西环路隧道南口ꎬ 西至凤凰山管理处ꎮ 全长 １５００ 米ꎬ 宽

８ 米ꎮ 为通往凤凰山专用公路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

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凤凰山路ꎮ
西环路　 位于延安城西南方向ꎬ 为 １９９９ 年延安市新修建道路ꎮ 西北起西沟沟口ꎬ 东

南至市场沟沟口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以起止点首字命名为西 (沟) 市 (场沟)
路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将南起民众剧

团ꎬ 北至西沟沟口路段命名为西环路ꎮ
陵园路　 南北走向ꎬ 南起卷烟厂ꎬ 北至四八烈士陵园ꎬ 原为延安至河庄坪乡镇道路

部分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

陵园路ꎮ
常泰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尹家沟ꎬ 途经桥沟ꎬ 东至运输公司常泰园加油站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经宝塔区人民政府和延安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审议通过ꎬ 同意延安常泰药业有限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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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的申请ꎬ 将该路段有偿命名为常泰路ꎮ
永安路　 南北走向ꎬ 市妇幼保健院西侧ꎬ 北起双拥大道ꎬ 南至东滨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安路ꎮ
永宁路　 南北走向ꎬ 市区电力局西侧ꎬ 南起双拥大道ꎬ 北至常泰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宁路ꎮ
永兴路　 南北走向ꎬ 市交通局东侧ꎬ ２００３ 年建成ꎮ 北起双拥大道ꎬ 南至东滨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兴路ꎮ
永盛路　 南北走向ꎬ 市政务大厅东侧ꎬ 南起双拥大道ꎬ 北至常泰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盛路ꎮ
永昌路　 南北走向ꎬ 市邮政局、 市建筑公司家属楼西侧ꎬ 北起双拥大道ꎬ 南至东滨

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昌路ꎮ
永乐路　 南北走向ꎬ 桥沟渔场东侧ꎬ 南起双拥大道ꎬ 北至常泰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

人民政府命名为永乐路ꎮ
永吉路　 南北走向ꎬ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西侧ꎬ 市中心血站东侧ꎬ 北起双拥大

道ꎬ 南至东滨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吉路ꎮ
永祥路　 南北走向ꎬ 延安市工商局西侧ꎬ 北起双拥大道ꎬ 南至东滨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永祥路ꎮ
东苑路　 东西走向ꎬ 东苑小区北侧ꎬ 西起永安路ꎬ 东至永兴路ꎮ １９９７ 年建成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苑路ꎮ
朝阳路　 东西走向ꎬ 市检察院南侧ꎬ 西起尹家沟路ꎬ 东至永宁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

人民政府命名为朝阳路ꎮ
慧泽路　 南北走向ꎬ 红化小区西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柴家沟ꎬ ２００５ 年建成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慧泽路ꎮ
南河滨路　 南北走向ꎬ 北起市防疫站ꎬ 南至王家沟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

为南河滨路ꎮ
广通路　 南北走向ꎬ 北起开元宾馆ꎬ 经市审计局、 广通广电信息网络技术中心ꎬ 南

至文化沟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广通路ꎮ
新洲西路　 东西走向ꎬ 新洲花园 Ａ 区北侧ꎬ 西起永兴路ꎬ 东至联通大街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新洲西路ꎮ
新洲东路　 东西走向ꎬ 新洲花园 Ｂ 区ꎬ 延安创新希望小学北侧ꎬ 西起联通大街ꎬ 东

至永昌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新洲东路ꎮ
联通西路　 东西走向ꎬ 宝塔区医院南侧ꎬ 西起吉庆巷ꎬ 东至联通大街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联通西路ꎮ
联通东路　 东西走向ꎬ 延安市地税局宝塔分局北侧ꎬ 西起联通大街ꎬ 东至永昌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联通东路ꎮ
东兴路　 南北走向ꎬ 新世界大酒店东侧ꎬ 南起双拥大道ꎬ 北至常泰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兴路ꎮ
丽森路　 南北走向ꎬ 罗马假日东侧ꎬ 北起双拥大道ꎬ 南至新洲西路ꎮ 原名吉庆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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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更名为丽森路ꎮ
红庆路　 南北走向ꎬ 原区畜牧局西侧ꎬ 北起百合路ꎬ 南至燕沟ꎬ 火车道东侧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红庆路ꎮ
燕沟路　 东西走向ꎬ 西起燕沟沟口南滨大道ꎬ 东至过境路高架桥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

人民政府命名为燕沟路ꎮ
燕翔路　 南北走向ꎬ 柳林派出所东侧ꎬ 北起燕沟路ꎬ 南至燕翔苑小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燕翔路ꎮ
农科路　 南北走向ꎬ 市农科所东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

政府命名为农科路ꎮ
(三) 巷道

附院巷 (俗名医院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ꎬ 清末时为府学巷ꎮ 西起北大街ꎬ 东至

二道街农贸市场ꎮ １９５１ 年扩建ꎬ １９５８ 年拓宽ꎬ 全长 １１２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因城北第一条横

巷而得名北一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

路段命名为附院巷ꎮ
建行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ꎬ 清末时为北上巷、 北下巷ꎮ 西起北大街市建行ꎬ 东至

二道街药材公司ꎮ １９５０ 年扩建ꎬ １９５８ 年拓宽ꎮ 长 １１９ 米ꎬ 宽 ５ 米ꎮ 因为城内北部第二条

巷道而得名北二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建行巷ꎮ

中心巷　 南北走向ꎬ 老巷道ꎬ 清末时为陈家巷ꎮ 位于城内中心街与二道街之间ꎬ 南

起大桥街ꎬ 北至大东门街ꎬ 长 １４９ 米ꎬ 宽 ５ 米ꎬ 因位于市中心区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中心巷ꎮ
圣通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东大街西段ꎬ １９９６ 年建成ꎮ 北起东大街邮电宾馆ꎬ 南至东

滨路ꎬ 全长 ９０ 米ꎬ 宽 ５ 米ꎬ 因巷新建而得名新建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

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圣通巷ꎮ
东一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双拥大道ꎬ １９９４ 年建成ꎮ 北起东大街区第三建筑工程公

司ꎬ 南至东滨路ꎬ 长 ８５ 米ꎬ 宽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一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东一巷ꎮ

东二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双拥大道ꎬ １９９５ 年建成ꎮ 北起东大街区土地征迁办公室ꎬ
南至东滨路ꎬ 长 ８５ 米ꎬ 宽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二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东二巷ꎮ
东三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双拥大道ꎬ １９９６ 年建成ꎮ 北起宝塔宾馆ꎬ 南至东滨路ꎬ 长

９５ 米ꎬ 宽 ７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三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

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东三巷ꎮ
东四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东大街ꎬ １９９５ 年建成ꎮ 北起市交警支队一大队ꎬ 南至东滨

路ꎬ 长 １２５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四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

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东四巷ꎮ
三中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位于七里铺街中段ꎬ 西起区第三中学门口ꎬ 东至山根

底ꎬ 长 ６９ 米ꎬ 宽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三中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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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三中巷ꎮ
凉水井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位于七里铺北段ꎬ 西起七里铺街人武部ꎬ 东至牛奶

场ꎬ 长 ５００ 米ꎬ 宽 ６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凉水井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

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凉水井巷ꎮ
白坪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西起嘉岭路区财政局ꎬ 东至白坪村ꎬ 长 １０００ 米ꎬ 宽 ６

米ꎬ 因位于白坪村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

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白坪巷ꎮ
龙湾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西起嘉岭路区第二中学ꎬ 东至龙湾村ꎬ 长 １００ 米ꎬ 宽

８ 米ꎮ 因位于龙湾村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

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龙湾巷ꎮ
兴盛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位于嘉岭路北段ꎮ 西起宝塔区政府南侧ꎬ 东至宝塔小

学ꎬ 长 ５０ 米ꎬ 宽 ５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兴盛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

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兴盛巷ꎮ
宝塔巷　 东西走向ꎬ 西起宝塔区政府北侧ꎬ 东至区文化局ꎬ 长 ５０ 米ꎬ 宽 ４ 米ꎮ 因地

处宝塔山下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宝塔巷ꎮ

礼堂巷　 东西走向ꎬ １９６６ 年建成ꎮ 西起南大街ꎬ 东至南滨路ꎬ 长 １００ 米ꎬ 宽 ８ 米ꎮ
因地处延安大礼堂对面而得名ꎮ

吉祥巷 (俗称饿人巷) 　 南北走向ꎬ 南起二道街口ꎬ 北至小东门街ꎬ 长 １５３ 米ꎬ 宽

７ 米ꎮ 初期因巷内多为饮食摊点而得名饿人巷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丽融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吉

祥巷ꎮ
棉土沟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东起市中医院至山底ꎬ 长 ９２ 米ꎬ 宽 ５ 米ꎬ 因沟内土

质绵软而得名ꎮ 巷内有 １９３７ 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旧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

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棉土沟巷ꎮ
邮电巷　 东西走向ꎬ 老巷道ꎮ 东起市邮电局至山底ꎬ 长 １１５ 米ꎬ 宽 １０ 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凤凰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

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邮电巷ꎮ
百悦巷　 东西走向ꎬ 东起 １９５４ 年建成的影剧院ꎬ 西至山底ꎬ 长 １２８ 米ꎬ 宽 ７ 米ꎬ 因

影剧院而得名影剧院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

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百悦巷ꎮ
幸福巷 (俗称拐子巷) 　 东西走向ꎬ 位于二道街ꎬ 东起南滨路ꎬ 西至二道街建设宾

馆ꎮ 长 ４３ 米ꎬ 宽 ６ 米ꎮ 因路面台阶一步过宽、 两步略窄使人行走类似腿拐而得名拐子

巷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便民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

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幸福巷ꎮ
石门巷 (俗称狮子巷) 　 南北走向ꎬ 老巷道ꎮ 南起解放剧院广场ꎬ 北至清凉山底ꎬ

长 １１６ 米ꎬ 宽 ４ 米ꎬ 因巷口有解放日报社旧址石门前狮子而得名狮子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命名为石门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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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沟巷　 南北走向ꎬ 老巷道ꎮ 位于东大街西段ꎬ 南起市外贸局家属楼ꎬ 北至清凉山

山底ꎬ 长 ９８ 米ꎬ 宽 ４ 米ꎮ 因沟内石质好ꎬ １９３５ 年建窑砌畔时均用此处石块而得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石

沟巷ꎮ
黑龙沟巷　 南北走向ꎬ 老巷道ꎮ 位于东大街西段ꎬ 南起市供电局ꎬ 北至清凉山山

底ꎬ 长 ９８ 米ꎬ 宽 ４ 米ꎮ 因黑龙寺而得名ꎮ 有柏油公路通往清凉山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

民政府对延安城区首批街、 路巷、 桥重新命名ꎬ 该路段仍命名为黑龙沟巷ꎮ
兴运巷　 南北走向ꎬ 东大街市运输公司汽车站西侧ꎬ 北起东大街ꎬ 南至东滨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兴运巷ꎮ
吉安巷　 南北走向ꎬ 市电信局东侧ꎬ 南起东滨路ꎬ 北至双拥大道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

人民政府命名为吉安巷ꎮ ２００８ 年对原有小巷道进行改建ꎮ
利民巷　 南北走向ꎬ 交警支队西侧ꎬ 南起双拥大道ꎬ 北至常泰路利民毛纺厂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利民巷ꎮ
东升巷　 南北走向ꎬ 迎宾大道桥沟信用社东侧ꎬ 南起双拥大道ꎬ 北至朝阳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东升巷ꎮ
财校巷　 南北走向ꎬ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原延安财校) 对面ꎬ １９８７ 年建成ꎮ 南起光

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财校巷ꎮ
四中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 １９５８ 年创建的延安市宝塔区第四中学西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四中巷ꎮ
八一巷　 南北走向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四中学东侧ꎬ 原八一敬老院西侧ꎬ 南起光华

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八一巷ꎮ
红化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 ２０００ 年建成的世纪花园小区东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

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红化巷ꎮ
西华巷　 南北走向ꎬ 毗圪堵村商住楼西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

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西华巷ꎮ
大修厂巷　 南北走向ꎬ 位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建成的延安汽车工业总公司 (原延安大

修厂) 西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大修厂巷ꎮ
建材巷　 南北走向ꎬ 宝塔区建筑材料厂西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

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建材巷ꎮ
马家湾巷　 南北走向ꎬ 宝塔区建筑材料厂东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马家湾巷ꎮ
后勤处巷　 南北走向ꎬ 老巷道ꎮ 延安市政府家属院东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后勤处巷ꎮ
平安巷　 南北走向ꎬ 老巷道ꎮ 南市派出所西侧ꎬ 南起光华路ꎬ 北至山体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平安巷ꎮ
东岭巷　 南北走向ꎬ 嘉岭宾馆东侧ꎬ 北起双拥大道ꎬ 南至东滨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

人民政府命名为东岭巷ꎮ

７４１

第四编　 城建　 环保 　



城建　 环保

第二节　 城区桥梁

一、 河道桥梁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城区有各种桥涵 １４ 座ꎬ 总长 ７７０ 米ꎬ 其中永久性桥梁 ５ 座ꎬ 即南关

胜利桥、 东关延河大桥、 宝塔桥、 王家坪桥和杨家岭桥ꎬ 总长 ５７６ 米ꎻ 钢架式便桥 ５ 座ꎬ
即市政府便桥、 市一建公司便桥、 市二中便桥、 市砖瓦厂便桥和医学院便桥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由陕西省公路勘察设计院设计ꎬ 由省路桥工程公司第二工程队施工的

嘉岭大桥动工修建ꎬ 同年 １２ 月主桥竣工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ꎬ 长青支线全部竣工投用ꎻ ８ 月ꎬ
兴盛八九桥竣工通车ꎮ 至 １９９６ 年ꎬ 市区共有南关胜利桥、 东关延河大桥、 宝塔桥、 王家

坪桥、 杨家岭桥、 嘉岭桥、 兴盛桥 (原兴盛八九桥)、 杜甫川河桥和石佛沟桥 ９ 座桥梁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ꎬ 动工重建王家坪大桥 (又名彩虹桥)ꎮ 新桥全长 ３４３ ２６ 米ꎬ 其中桥梁

长 ２０４ ７６ 米ꎬ 两岸引线不含岔线长 １３８ ４７ 米ꎻ 宽 ２５ ５ 米ꎬ 跨径 １９２ 米ꎬ 为中承式钢管

砼拱跨桥ꎻ 全桥纵向共设 ４２ 根吊杆与桥面系联结ꎮ 下部采用重力式桥台ꎬ 扩大基础ꎮ
设计洪水频率为五十年一遇ꎮ 桥的施工难度和新技术、 新材料以及新工艺运用在延安桥

梁建设史上都是首次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竣工ꎬ 总投资 ３７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 动工重建石

佛沟大桥ꎬ 新桥全长 ３１６ 米ꎬ 主桥长 １１５ 米ꎬ 总宽 １６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２ 米ꎬ 人行道 ２×
２ 米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竣工ꎬ 总投资 １１０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 对嘉岭大桥、 兰家坪桥进行加宽加长改造ꎬ 同年 １１ 月竣工ꎮ 嘉岭桥原

桥长 ２０３ 米ꎬ 宽 １６ 米ꎬ 改造后总长为 ２３０ ６１ 米ꎬ 其中主桥长 １８１ ４１ 米ꎬ 引桥长 ４９ ２ 米ꎬ
总宽 ３３ 米ꎬ 总投资 ２０７０ ５７ 万元ꎻ 兰家坪桥原桥长 １３０ 米ꎬ 宽 １０ 米ꎬ 改造后总长为

３４０ ０３ 米ꎬ 其中主桥长 １３４ ５３ 米ꎬ 引桥长 ２０５ ５ 米ꎬ 总宽 ２５ 米ꎬ 总投资 １２１４ 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修建完成市场沟大桥ꎬ 全长 ９６ 米ꎬ 其中主桥长 ５２ 米ꎬ 引桥 ４４ 米ꎬ 总宽

２０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４ 米ꎬ 人行道 ２×３ 米ꎬ 总投资 ５３９ ５５ 万元ꎮ 当年ꎬ 动工修建阳山大

桥、 后勤处大桥、 西沟桥ꎬ ２００６ 年竣工ꎮ 阳山大桥全长 ３９３ 米ꎬ 其中主桥长 １５８ 米ꎬ 引

道 ２３５ 米ꎬ 总宽 ３１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２１ 米ꎬ 人行道 ２×５ 米ꎬ 总投资 ２４３４ ７９ 万元ꎻ 后勤

处大桥全长 ２３０ ５ 米ꎬ 其中主桥长 １５０ 米ꎬ 引道 ８０ ５ 米ꎬ 总宽 ２０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４
米ꎬ 人行道 ２×３ 米ꎬ 总投资 ２０３１ ３９ 万元ꎻ 西沟桥全长 １９６ 米ꎬ 其中主桥长 １２８ 米ꎬ 引

道 ６８ 米ꎬ 总宽 ２０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４ 米ꎬ 人行道 ２×３ 米ꎬ 总投资 ２９７８ １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对宝塔桥进行改建ꎬ 原桥长 ８９ 米ꎬ 宽 ７ 米ꎬ 改建后全长 ８５ 米ꎬ 宽

２４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６ 米ꎬ 人行道 ２×４ 米ꎬ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竣工ꎮ 总投资 １２５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动工修建杜甫川河桥、 南寨砭裕丰桥ꎮ 杜甫川河桥全长 ３９ ６ 米ꎬ 总宽 ２０

米ꎬ 其中车行道 １４ 米ꎬ 人行道 ２×３ 米ꎬ 当年 １１ 月竣工ꎬ 总投资 ４１７ ２ 万元ꎻ 南寨砭裕

丰大桥全长 １５６ １ 米ꎬ 宽 ２４ 米ꎬ ２００９ 年竣工ꎬ 总投资 ２３３６ ２８ 万元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市区有桥梁 ２６ 座ꎬ 即南桥 (原南关胜利桥)、 延河大桥、 宝塔

桥、 王家坪大桥、 杨家岭大桥、 嘉岭大桥、 兴盛桥、 马家湾桥、 石佛大桥、 市场沟桥、
高苑大桥、 西沟大桥、 南京桥、 杜甫川河桥、 裕丰大桥、 罗家坪大桥、 川口大桥、 高坡

桥、 丽景桥、 虎头峁桥、 王家沟桥、 韩家窑则桥、 柳树店桥、 警华桥、 小砭沟桥和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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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桥ꎮ
二、 人行天桥

延安市区人行天桥始建于 ２００７ 年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建成的人行天桥有 ３ 座ꎮ
延安大学学府桥　 为延安大学新老校区的人行通道ꎬ 横跨枣园路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开工

建设ꎬ ８ 月竣工ꎮ 总投资 １５５ ７８ 万元ꎮ
南门坡人行天桥　 位于南门坡中心街与二道街交会处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开工建设ꎬ ９ 月

竣工ꎮ 主桥长 ５０ 米ꎬ 宽 ４ 米ꎬ 梯道长 １２０ 米ꎬ 宽 ２ ５ 米ꎮ 总投资 ７６６ 万元ꎮ
北门口人行天桥　 位于北大街与西沟路交会处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开工建设ꎬ １０ 月竣工ꎮ

桥梁中线周长 １２１ 米ꎬ 四个方向主桥跨径 １９ ５ 米ꎬ 桥宽 ４ 米ꎬ 楼梯采用回转式ꎬ 楼梯宽

２ ５ 米ꎮ 总投资 ５２６ 万元ꎮ

第三节　 供水、 排水

一、 供水

延安城区供水主要依靠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建成的延安自来水厂ꎬ 时有职工 ９ 人ꎬ 初期水

源为 ２ 眼水井ꎬ 供水管道 １３ 千米ꎬ 后期水源主要依靠延河水ꎮ １９８６ 年兴建西川河第二

水源ꎬ １９８７ 年启用ꎬ 全市供水由延河水改为西川河水ꎬ 水量增加 １ 倍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有供水

管道 ６０ 千米ꎬ 年供水 ４１５ 万吨ꎬ 其中生活用水 ２６１ 万吨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供水 ４５０ 万吨ꎬ 居民

生活用水表进户率 ９０％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建成杜甫川水厂ꎬ 日供水能力为 ４０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完成水厂Ⅱ号蓄

水池扫尾工程ꎬ 全年完成供水量 ５８５ 万吨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制定王瑶水库引水工程方案ꎬ 完成

延河集水低坝、 延河取水提升泵房工程ꎬ 全年完成供水量 ６６８ ６６ 万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完成

延河水源工程系列项目ꎻ 同年 ７ 月ꎬ 完成方塔水库改造工程ꎮ 至年底ꎬ 供水管道总长度

７２ 千米ꎬ 全年完成供水量 ８１７ 万吨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３ 日ꎬ 为彻底解决延安市生活和生产用水问题ꎬ 陕西省人民政府在延安

召开省长办公会ꎬ 决定启动王瑶水库引水工程ꎮ １０ 月 ３ 日ꎬ 引水工程开工ꎬ 由陕西省第

三工程处承建ꎬ １９９８ 年底竣工ꎮ 设计日供水能力 ５ 万立方米ꎬ 年平均供水量为 １５１０ 万

立方米ꎬ 市城区水源问题得以解决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建设局筹措资金 ３００ 多万元ꎬ 完成

旧机场路供水管网延伸工程ꎬ 总长 １０７０ 米ꎮ 重点改造王家坪至火车站供水管网ꎬ 总长

６３００ 米ꎮ 配合中心街道路改造ꎬ 完成 １１５０ 米的管网改造任务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完成方塔水库

加固工程立项审批ꎬ 西北Ⅲ型净水厂扩建改建工程可研报告、 扩充设计和西北Ⅰ型、 Ⅱ
型过滤池检修改造ꎬ 组织实施西沟、 北二巷等 ５ 段总长 ９０１２ 米的管网建设工程ꎮ 至年

底ꎬ 供水管道总长度 １０８ 千米ꎬ 全年供水总量 １１１１ 万立方米ꎬ 其中生活用水量 ８１６ 万立

方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城市供水移交延安市管理ꎬ 宝塔区仅负责区属乡镇供水排水ꎮ 由宝塔区建

设局负责乡镇中心集镇的供排水基础设施建设改造ꎻ 由区水利局负责供水工程建设及

管理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杜甫川水厂 (第二水厂) 因河流污染及水量不足原因ꎬ 停止运营ꎮ 王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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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　 环保

库按初期设计日供水能力为 ５ 万立方米ꎬ 年平均供水量 １５１０ 万立方米ꎬ 实际日供水量为

３ ２３ 万立方米ꎬ 年供水量为 １０５１ 万立方米ꎮ 加之在夏季汛期时ꎬ 水库未能按空库畅泄

排沙方式运行ꎬ 致淤积加剧、 有效库容减少ꎬ 严重影响水库使用寿命和延安城区防洪及

长期供水安全ꎻ 当年 ８ 月ꎬ 省政府决定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延河一级支流万庄沟沟口ꎬ 新

建红庄水库ꎬ 作为延安城区的供水调蓄水库ꎮ 水库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为 ３１ ４ 平方千

米ꎬ 设计年调节水量约 ３２０ 万立方米ꎮ 工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底基

本完工ꎬ 总投资 ７２９０ ５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实施南泥湾镇给排水工程ꎬ 改造旧给水主管道

１１００ 米ꎮ 此后ꎬ 陆续对区属 １５ 个小城镇进行给排水工程改造和建设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方塔水库因沿途修建ꎬ 造成输水管线损毁ꎬ 停止向市区供水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红庄调蓄水库经过 ２ 年的试运行ꎬ 累计供水 ８００ 多万立方米ꎮ 满足了 ７ 月至 ８ 月间延安

市区日供水 ５ 万吨的需求ꎻ １１ 月ꎬ 正式交付使用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开工建设红庄水

库供水复线工程ꎮ 起点为红庄水库ꎬ 终点接至延安大学大门前原输水管道ꎮ 管线全长

８ ５７ 千米ꎬ 输水能力为 ５ 万立方米 /日ꎬ 工程总投资 ３９８７ ６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供水总量

１４９９ ６７ 万立方米ꎬ 其中居民生活用水 ７０８ ０３ 万立方米ꎬ 用水人口 ３０ １ 万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城区有供水主管网 １４５ 千米ꎬ 管网干管管径多为 ＤＮ２００~ ６００ 毫

米ꎬ 支管管径多为 ＤＮ７５ ~ １５０ 毫米ꎻ 管材 ２００４ 年前为球墨铸管ꎬ ２００５ 年后更新为 ＰＥ
管ꎮ 主干管随地形呈树状分布ꎬ 部分区域为环状分布ꎮ １＃主干管为师范路—北关街—中

心街—南关街—万花路ꎻ ２＃主干管为师范路—北滨路—南滨路—七里铺街—火车站—南

二十里铺ꎻ ３＃主干管为裴庄—枣园路—东关街—双拥大道—机场路—姚店工业园区ꎮ 延

安市自来水公司有西北Ⅰ型、 Ⅱ型、 Ⅲ型 ３ 条供水生产线ꎬ １ 号、 ２ 号调蓄水库、 第一

水厂、 ３ 个野外泵房 (师范、 七里铺、 火车站)、 ５ 个供水加压站 (南区、 燕沟、 南桥、
市场沟和马家湾) 以及 ６３ 座公共供水站等设施ꎬ 固定资产 １ ６２ 亿元ꎬ 职工 ４２１ 名ꎮ 日

供水能力最大为 ７ ６ 万立方米ꎬ 各类用水户达 １ １６ 万户ꎬ 自来水普及率 ８５％ꎮ 同年ꎬ 水

价每立方米为: 居民生活用水 ３ ２０ 元、 工业用水 ４ １０ 元、 行政事业用水 ４ ００ 元、 经营

服务业用水 ４ ３５ 元、 特种行业用水 ４ ９５ 元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延安城区自来水供水量统计表

　 表 ４－２－１ 单位: 万立方米

年份 供水量 年份 供水量

１９９７ ９２９ ２００４ １２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００８ ２００５ １２７７

１９９９ １１１１ ２００６ １３２１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４ ２００７ １３４３

２００１ １０３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５３

２００２ １０５０ ２００９ １４９９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５ ２０１０ １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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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排水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城区有河堤 ５０ 千米ꎬ 排水管网 ７ ３ 千米ꎬ 防洪设施 ２４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清挖下水道 ６１０ 米、 沉淀池 ２１ 座、 进水口 ３７２０ 座ꎬ 清理边沟 ６０００ 米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修

筑丁泉砭河堤 ３４６ ２ 米ꎬ 维修进水口 ２４１ 座ꎬ 下水道 ２４ 米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修复被毁河堤

１１ 处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砌排洪渠道 ６６４ 米ꎬ 其中白坪巷 ３１４ 米、 ５１３ 医院巷 １００ 米、 南关小学巷

２５０ 米ꎻ 维修解放日报巷排洪渠 １４４ 米ꎻ 改造中医院巷拦污栅 ３２４６ 个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城区补修河堤 １３００ 米ꎬ 新修河堤 ２１００ 米ꎬ 补修排洪渠 ３５００ 米ꎬ

新修排洪渠 １５６０ 米ꎮ 至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建成防洪堤 ２０ ３ 千米ꎬ 下水道 ２７ 千米ꎬ 排水

量 １００００ 吨ꎬ 其中生活污水 ７０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完成李渠镇、 姚店镇、 甘谷驿镇 ９ 条横向排水渠和 ８ 条双向共同

沟、 １５０ 余个雨水井及道沿等配套设施设计任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实施南泥湾镇给排水工程ꎬ 沿公路南侧修排洪灌溉主渠 ７８０ 米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城区建有排水渠 ７６ ５ 千米ꎬ 检查井 ３１０ 座ꎬ 水箅子 １６８３ 个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建排水渠 １０ ２３ 千米ꎬ 检查井 １８０ 座ꎬ 水箅子 ２８０ 个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城区 “三山两河治理” (宝塔山、 凤凰山、 清凉山ꎬ 延河、 南川河)

污水收集系统工程开工建设ꎮ 铺设污水收集管网 ４６ ３４ 千米ꎬ 新建柳树店提升泵站 １ 座、
截流闸 ９６ 处、 接入井 ５ 处ꎬ 对旧城区 １３ 条沟道实施雨污分流改造ꎮ ２０１０ 年建成投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城区排水渠总长达 １０７ ８７ 千米ꎬ 检查井 ８４７ 座ꎬ 水箅子

２６９７ 个ꎮ

第四节　 供热、 供气

一、 供热

宝塔城区冬季供热始于 １９９６ 年ꎬ 之前冬季取暖主要以单位自建锅炉或居民自备燃煤

炉灶为主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热电厂动工建设ꎬ 为综合治理延安市区大气污染的环保重点企业ꎮ 一

期工程为 ２ 台 １ ２ 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 (１ 台双抽供热式、 １ 台凝汽式)ꎬ 配 ２ 台 ７５ 吨 /
小时中压煤粉锅炉ꎬ 设计供热能力为 ８０ 万平方米ꎬ 年发电量 １  ４４ 亿千瓦时ꎮ 最终规划

装机容量为 ４ 炉 ３ 机ꎬ 供热能力为 １５０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６ 年冬季延安市区供热系统运行ꎬ
供热范围为东关 ８ 个供热站和老城区 １ 个供热站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市政府批复成立 “延安市小区联片集中供热公司筹建处”ꎮ 负责对宝塔区

红化小区、 七里铺、 市场沟、 红化三期 ４ 个供热点联片集中供热的建设与管理ꎮ 工程总

投资 ５９９６ 万元ꎬ 设计采暖面积 ９６ ８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３ 年筹建处与市热力公司合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投资 ４２７ 万元ꎬ 对 ３１ 个换热站进行自动化控制改造ꎬ 建立总控中心ꎬ 安

装热量计 ９３ 台、 各类变送器 ３４１ 套、 电动调节阀 ３１ 套、 各类变频器 １３７ 台等监控设施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城区供热采用集中供热网和小区联片集中供热为主、 燃气锅炉为辅

的供热结构ꎬ 供热管网干线全长 ８０ 余千米ꎮ 以热电厂为热源热网ꎬ 建换热站 ４８ 个ꎬ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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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管网 １５ ６ 千米ꎬ 供热面积 ２５０ 万平方米ꎻ 有小区联片集中供热小区 ４ 个ꎬ 供热面积

达 １０９ 万平方米ꎻ 燃气锅炉供热用户 ２１７ 家ꎬ 供热面积 ４００ 万平方米ꎮ 同年ꎬ 供热价格

为居民住宅、 中小学校、 幼儿园用户每平方米 ４ ５ 元ꎬ 党政事业单位用户每平方米 ６ ７
元ꎬ 工业企业用户每平方米 ７ ５ 元ꎬ 经营服务业用户为每平方米 ８ ５ 元ꎮ

二、 供气

(一) 液化石油气

宝塔区液化石油气供应始于 １９８２ 年ꎮ 是年ꎬ 成立延安市液化石油气供应站ꎬ 小部分

居民开始使用液化气ꎮ 液化石油气来源于永坪炼油厂和延安炼油厂ꎮ １９８５ 年动工建设罗

家坪储配站ꎬ 规模为年供气 ５０００ 吨ꎬ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建成投产ꎮ 形成液化气调运、 储存、
灌装、 销售、 钢瓶检验的综合服务体系ꎮ 用户管理实行 “一户一本、 一本一瓶” 管理模

式ꎮ 是年有液化石油气用户 ２ ５ 万户ꎬ 供应总量 １１４９ 吨ꎮ １９９６ 年有液化石油气用户 ９ ８
万人ꎬ 供应总量 ３２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９ 年有液化石油气用户 １１ ７ 万人ꎬ 供应总量 ２６６６ 吨ꎮ ２０００
年逐步撤销市区各供气站ꎬ 实行 “电话预约、 送气上门” 服务ꎮ 随着天然气输配系统的

修建ꎬ 液化石油气用户转移至山体居民、 城乡接合部及周边乡镇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迁建

罗家坪储配站至碾庄乡王家沟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投入运营ꎮ 占地 ３６ ３８ 亩ꎬ 规模仍为年供气

５０００ 吨ꎮ ２００３ 年增设青化砭、 姚店、 李渠、 河庄坪、 临镇 ５ 个乡镇供气点ꎮ ２００５ 年增

设延安钢厂、 柳林 ２ 个供气点ꎬ 液化石油气供应总量 ７６４７ ９５ 吨ꎬ 用户 １２ 万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用户 ７ ０４ 万户ꎬ 年供气量 ５８３０ ４１ 吨ꎮ 液化石油气价格为居民用户 ５４ 元 /瓶ꎻ 商

业用户 ６６ 元 /瓶ꎮ
(二) 天然气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动工修建天然气输配一期工程ꎬ 投资 １ １２ 亿元ꎮ 工程包括枣

园门站、 中低压管网、 控制中心 ３ 部分ꎬ 天然气输配气源来自靖边至西安长输管线ꎮ 设

计供气能力为 ２０００ 万立方米∕年ꎬ 日平均供气能力 ５ ４８ 万立方米ꎮ 供气范围: 南至火车

站ꎬ 西至财校ꎬ 东至桥沟ꎬ 北至卷烟厂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天然气价格每立方米为 １ ２０ 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天然气公司成立ꎬ 下设控制中心、 用户部、 枣园门站、 杨家湾门站

等部门ꎬ 职工 ２１９ 人ꎬ 全年天然气供应总量 ６ １６ 万立方米ꎮ ２００１ 年天然气用气人口

１１ ２ 万人ꎬ 供应总量 ３６９９ 万立方米ꎮ ２００５ 年天然气用气人口 ９ 万人ꎬ 供应总量 ３０２０ 万

立方米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动工建设天然气输配二期工程ꎮ 工程包括杨家湾门站、 １ 座汽车加气

母站、 ２ 座子站及配套中压管网 ５７ ５８ 千米ꎬ 概算投资 １ ０７ 亿元ꎮ 设计供气能力为 ８０００
万立方米 /年ꎬ 远期可供李渠、 姚店组团及市区公交、 出租车等用气ꎮ 天然气价格调整

为居民用气及工业采暖锅炉每立方米 １ ５０ 元ꎬ 商业用气每立方米 １ ７５ 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动工建设枣园加气站ꎬ 占地 ７ ２９ 亩ꎬ 投资 ８８６ 万元ꎮ 设计能力为 １ 万立方米∕日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天然气用户达 ４５３４０ 户ꎬ 供应总量 ４１６７ ８ 万立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石佛沟大桥至小砭沟桥、 王家沟至三狼岔、 兰家坪桥头至延大翠园小

区、 裕丰大桥至百米大道、 马家湾砖瓦厂至万花路、 红化一期至朗润小区、 嘉岭大桥至

麻塔园丁小区中压管线 ８ ８８ 千米ꎮ 至年底ꎬ 天然气输配工程建有年供气能力 ２５００ 万立

方米的枣园天然气门站和年供气能力 ８０００ 万立方米的杨家湾天然气门站 ２ 座ꎻ 日加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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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１ 万立方米的汽车加气站 １ 座ꎻ 控制中心及市区输配主管网 ３３４ 千米ꎮ 供气范围东至

机砖厂ꎬ 南至杨家湾ꎬ 西南至张坪ꎬ 西北至莫家湾ꎬ 北至 １０１ 仓库ꎮ 有居民用户 ５９１８２
户ꎬ 餐饮用户 ７５６ 户ꎬ 锅炉用户 ２５５ 户ꎮ 全年天然气公司销售天然气 ６６１１ ６０ 万立方米ꎬ
实现利润 ８６３ 万元ꎮ 天然气价格调整为居民用气及工业采暖锅炉每立方米 １ ７３ 元ꎬ 商业

用气每立方米 ２ １０ 元ꎮ

第五节　 公益设施

一、 城区广场

宝塔城区城市广场建设始于 １９８６ 年修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底除延

安体育场附属工程———全民健身广场外ꎬ 已建成广场的有 ９ 个ꎮ
(一) 纪念馆广场

位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前ꎬ １９８６ 年初动工ꎬ 占地 ２ ４ 万平方米ꎮ 广场中建毛泽东铜像

一尊ꎬ 总高 ８ １５ 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重新建设延安革命纪念馆ꎬ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竣工开馆ꎮ
新建馆馆前广场 ３ ８ 万平方米ꎮ 中央新建毛泽东铜像一尊ꎬ 总高 １６ 米ꎮ

(二) 文化广场

位于双拥大道文化艺术中心ꎬ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０ 年底建成投用ꎬ 总投资

４９７１ ５８ 万元ꎮ 广场面积 １１０６２５ 平方米ꎬ 道路、 亭院及绿化面积 ２４４９５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文化广场ꎮ

(三) 解放广场

位于解放剧院门前ꎬ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竣工ꎮ 建筑面积 ８５３８ 平方

米ꎬ 其中硬化 ６０３１ 平方米ꎬ 绿化 ２５０７ 平方米ꎮ 总投资 ６６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对广场

６２７７ 平方米进行改造ꎬ 将原瓷砖地面改用大理石地面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

为解放广场ꎮ
(四) 大礼堂广场

位于大礼堂门前ꎬ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１ 年竣工ꎮ 建筑面积 ９０４１ 平方米ꎬ 绿

化 ２４９７ 平方米ꎬ 硬化 ６５４４ 平方米ꎮ
(五) 延百广场

位于延河大桥西侧ꎬ 在原大桥小园林基础上改建而成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３ 年底完工ꎬ 总投资 １７００ 万元ꎮ 在保留原园林内石雕浮像基础上ꎬ 采用南京雕塑设

计院的半圆墙体浮雕设计ꎬ 建筑面积 １ ７ 万平方米ꎮ 其中ꎬ 硬化面积 １ 万平方米ꎬ 绿化

面积 ７０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大桥广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

府将大桥广场更名为延百广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广场浮雕及地面工程被拆除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新恢

复的地面广场占地面积减少ꎮ
(六) 胜利广场

位于石佛沟大桥北端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开工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竣工ꎬ 由西安市

政道桥公司承建ꎬ 总投资 ３１８６ ４３ 万元ꎮ 广场分为硬地和绿地两部分ꎬ 总面积 １９４５０ 平

方米ꎬ 其中硬化面积 １２９５０ 平方米ꎬ 绿化面积 ６５００ 平方米ꎮ 景观设计主题为 “活水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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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锣鼓之神韵ꎬ 文化之底蕴”ꎬ 广场中以陕北剪纸形态雕刻有 １２ 面属相石鼓ꎻ 两侧的

６ 尊圆雕ꎬ 分别以子长唢呐、 安塞腰鼓、 志丹扇鼓、 宜川胸鼓、 黄龙猎鼓、 洛川蹩鼓为

文化 “符号” 设计制作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命名为胜利广场ꎮ
(七) 全民健身广场

位于体育场东侧公路与南川河之上ꎬ 为延安体育场的附属工程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在

原体育场基础上ꎬ 拆除原有设施及周边 ３ 幢楼房重新修建新体育场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竣工ꎬ
总投资 １ ８８ 亿元ꎮ 新体育场占地面积 ２ ６４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２ ９６ 万平方米ꎬ 体育场

东、 西两侧建有 ２ 个看台ꎬ 设观众席固定座位 １ ７０ 万个ꎮ 东看台下设全民健身广场ꎬ 面

积 ５０００ 平方米ꎬ 设有健身器械和健身房ꎮ
(八) 石佛沟健身广场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在石佛沟大桥西南侧动工修建石佛沟健身广场ꎬ ９ 月 １５ 日竣工ꎮ
由延安市建筑总公司二十八处承建ꎬ 投资 ３００ 万元ꎮ 新修堤防 １８０ 米ꎬ 总面积 ７５７３ 平

方米ꎮ
(九) 火车站站前广场

位于火车站前ꎮ 延安火车站始建于 １９９２ 年ꎬ ２００６ 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新火车站ꎬ
外形设计采用传统陕北窑洞风格ꎬ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投用ꎮ 新站总面积 ２ ３９ 万平方米ꎬ 广场

由站前广场和地下商城组成ꎬ 为交通、 休闲、 商业、 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广场ꎮ
(十) 凤凰广场

位于中心街西侧凤凰山下ꎬ 为广场、 会展综合市政服务设施ꎬ 地下平战结合人防工

程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开工ꎬ 总占地面积 ３８７００ 平方米ꎬ 总建筑面积 ８３３１２ ８ 平方米ꎬ 其中广

场面积 １９５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工程完成主体验收ꎬ 至年底仍属在建工程ꎬ 计划 ２０１１
年建成ꎮ

二、 水景观工程

延河和南川河是流经延安城区的两条主要河流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两条河基本干涸ꎮ
１９９２ 年冬季ꎬ 为改变市区范围无水面景观的现状ꎬ 市政府在宝塔山下延河与南川河交汇

处修建一座橡皮坝ꎬ 建成后运行 ２ 年ꎬ 后因城市污水直接排入延河造成污染和防洪问题

被拆除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市区污水改经排污管道直接收集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市政府投资 １３２６ ６８ 万元对延河进行治理ꎬ “两河” 疏浚绿化工程从

５ 月开始实施ꎬ 对延河和南川河主河槽进行清淤、 疏浚、 绿化ꎮ 绿化总面积 ３７ １ 万平方

米ꎬ 河道疏浚土方 ２７ ４８ 万立方米ꎬ 外运土方 １１ ６２ 万立方米ꎻ “两河” 护栏、 灯光及

堤顶绿化工程涉及延河、 南川河和西川河ꎬ 总长度 １７８７２ 米ꎮ 同时ꎬ 开始规划在延河干

支流河道上修建橡胶坝工程 ９ 座ꎮ 工程规划范围为: 延河干流城区段东起桥沟口ꎬ 西至

西川河石佛沟大桥上游ꎬ 北起兰家坪变电站ꎬ 南至南川河南桥ꎬ 规划梯级橡胶坝工程ꎻ
治理河道全长 １２ ５３ 千米ꎮ 工程实施后ꎬ 蓄水 ２１９ ２ 万立方米ꎬ 形成 １１５ ３８ 万平方米的

水面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大橡胶坝建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山橡胶坝建成ꎮ
(一) 延大橡胶坝工程

位于自来水厂溢流坝处ꎮ 坝长 １１１ ２ 米ꎬ 高 ２ 米ꎬ 回水长度 １３７４ 米ꎬ 正常蓄水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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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ꎮ 由陕西华海水利工程有限公司承建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开工ꎬ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
日竣工ꎬ 总投资 ５３２ ４５ 万元ꎮ 建成后水面至延安卷烟厂河段ꎬ 水深在 ０ ７ ~ ２ ７ 米之间ꎬ
水域面积约 ８ 万平方米ꎮ 水体与石佛沟广场景观融为一体ꎬ 为居民休闲娱乐提供较好条

件ꎮ 运行 ５ 年后由于淤泥存积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底关闭ꎮ
(二) 宝塔山橡胶坝工程

位于宝塔山麓延河主河道上、 嘉岭桥下游 １５０ 米处ꎮ 坝长 １２８ 米ꎬ 坝高 ４ 米ꎬ 库容

量 ４６ 万立方米ꎮ 回水长度 ２５２７ 米ꎬ 水域面积 ２２ ６８ 万平方米ꎮ 工程系延河水环境治理

工程的一部分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开工ꎬ １２ 月底完工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橡胶坝坝体工程开工ꎬ
翌年 ５ 月蓄水成景ꎮ

三、 绿化

１９８４ 年ꎬ 成立延安市园林绿化处ꎬ 负责市内园林绿化的建设、 维护和日常管理ꎮ 年

底ꎬ 市区绿地面积 ４８ 公顷ꎬ 其中公共绿地面积 １６ １ 公顷ꎬ 覆盖率为 ９ ９％ꎮ 至 １９８９ 年

底ꎬ 全市有园林绿地面积 ４５ 公顷ꎬ 道路绿化面积 ４ 公顷ꎬ 覆盖率 ８ ９％ꎮ 其中ꎬ 中心街、
大桥街、 南关街、 北关街、 长青路、 环城路北段和南滨路基本绿化ꎮ 栽种的树种有中

槐、 白蜡、 杨树、 松柏、 五角枫等 ７ 种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植行道树 ４３８１ 株ꎬ 种草坪 ６１０ 平方米ꎬ 种草花 １１５ 万平方米ꎬ 机关植树

６９３４３ 棵ꎬ 成活率 ９６％ꎮ 全市园林绿化面积 ５２ 公顷ꎬ 道路绿化覆盖面积 ３ 公顷ꎬ 覆盖率

５ ７７％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园林绿地面积 ４３ 公顷ꎬ 建成区绿地覆盖面积 ６５ 公顷ꎬ 人均公共

绿地 ２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市园林绿化处对南关街 ５８０ 株中槐采取截头技术措施ꎮ 百米大

道建成的 １３ 个花坛ꎬ 新增绿地面积 １ ３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投资 １３０ 万元ꎬ 在南桥及

儿童公园处建成 ３ 个高标准街头小游园ꎬ 总面积 ６２９２ 平方米ꎮ 全年完成绿地植树 １３９００
株ꎬ 庭院植树 ３ ５ 万株ꎮ 城市园林绿地面积 １０５７ 公顷ꎬ 建成区绿地面积 ６１ 公顷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城区内开始绿化带建设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建设枣园绿化带、 苑中路绿化带、
永逸街绿化带、 尹家沟绿化带共 ２０９５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园林绿地面积 ４１４ ３５ 公

顷ꎬ 其中公共绿地面积 １５３ ９８ 公顷ꎻ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４９２ ３１ 公顷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建设

南桥至柳林桥、 新洲东路、 改建马家湾绿化带共 １７４６３ ７４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９ 年春ꎬ 实施 “大树进城” 工程ꎬ 在南滨大道、 枣园路、 ２１０ 国道、 双拥大道、

过境公路沿线绿化带和道路旁绿地栽植 １ ６０ 万株胸径 １０ 厘米以上的大树ꎬ 品种主要为

油松、 三角枫、 垂柳、 樱花、 云杉、 樱桃、 丁香、 楸树、 桧柏、 中槐、 梨树、 杨树等 ３０
余种ꎮ 全区园林绿地面积 ８９７ 公顷ꎬ 其中公共绿地面积 ３３７ 公顷ꎻ 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９３５ 公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成立市树、 市花征选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ꎬ 制定实施方案ꎬ 开展征选推

荐工作ꎬ 全年收到征选建议 ２６０４５１ 条 (张)ꎮ 全年城市绿化投资 ３５３０ 万元ꎬ 引进培育

紫薇、 红王子锦带等 ９ 个绿化新品种 １５８４５ 株ꎮ 栽植各类乔灌木 ７２ ８ 万株ꎬ 新增绿地

２ ２ 万平方米ꎻ 改建绿地 ３ ８８ 万平方米ꎮ 建成王家坪月季园、 山丹丹园、 南桥碧桃园和

师范路牡丹园 ４ 个街头花园ꎮ 城区绿化覆盖率、 绿地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分别达

３６ ３１％、 ３４ ８５％和 ９ ５８ 平方米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城区共建成城市公园 ８ 座ꎬ 即杨家岭旧址、 王家坪旧址、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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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旧址、 枣园旧址、 宝塔山、 清凉山、 森林公园和西北川公园ꎻ 游园 ９ 个ꎬ 即南桥、 大

礼堂、 嘉岭桥、 师范河滨、 罗家坪、 杜甫川桥、 王家坪桥头、 丁泉砭、 高坡桥头游园ꎮ
建成绿化带 ２９ 条ꎬ 面积 ４１ ９０ 万平方米ꎮ 绿化栽植品种主要为: 刺柏、 小龙柏、 高山黄

杨、 红叶小檗、 榆叶梅、 丁香、 樱花、 红叶李、 紫薇、 海棠、 连翘、 女贞等ꎮ
四、 照明

宝塔城区有路灯设施始于 １９５６ 年ꎬ 因无专业管理机构ꎬ 亮灯率仅 ６０％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路灯管理处成立ꎬ 有南关、 北关、 东关 ３ 条线路ꎬ 装灯 ３７１ 盏ꎮ

１９８９ 年底ꎬ 全市有路灯专用线路 １５ 条ꎬ 长 ３３ 千米ꎬ 装灯 ８７６ 盏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路灯亮

灯率达 ９５％ꎬ 设施完好率 ９８％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安装马家湾路灯 ３０００ 米ꎬ ７５ 盏ꎮ 至 １９９２ 年ꎬ
路灯安装总长 ３６ ２ 千米ꎬ 亮灯率 ９５％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 年ꎬ 每年对路灯进行清洗、 维修、 更换ꎬ 使亮灯率和设备完好率保持在

９５％、 ９８％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城区路灯、 景观灯共有 ７９６６ 盏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实施亮点工程ꎬ 宝塔区沿街单位及个体门店霓虹灯安装率达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有路灯 ２０１２６ 盏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城市路灯综合监控系统投用ꎬ 城区路灯实

现自动遥控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更换照明灯具 ４７７６ 个ꎮ 至年底ꎬ 宝塔城区共有路灯、 景观灯 ２６７４０ 盏ꎮ

第三章　 镇村建设

第一节　 乡镇建设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政府投资 ５０００ 万元ꎬ 实施安居工程ꎬ 建设 １３ 栋 ７４２ 套 ６ ６ 万平方

米住宅ꎬ 其中贷款 ２０００ 万元ꎬ 自筹 ３０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工程竣工ꎬ 其中出售 ２８０ 套ꎬ 回

收资金 １５５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完成甘谷驿、 青化砭、 蟠龙、 姚店、 李渠、 麻洞川、 临镇等 ７ 个乡

镇农贸市场规划选址ꎬ 规划设计商业用房 １２００ 多间ꎮ 当年临镇、 姚店 ２ 乡镇建成投用ꎮ
枣园村建成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设计的 １２ 孔新型二层式 “绿色” 窑洞ꎬ 配套水、 电、
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ꎬ 为陕北窑洞的又一模式ꎮ 该住宅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省

政府、 市政府、 宝塔区政府及村民共同出资完成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ꎬ 万花山乡陕北民俗文化村建设完工交付使用ꎮ 经济适用房 (西区) 建

设完成投资 ７１００ 余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７ ９ 万平方米ꎬ 住宅工程全部竣工ꎬ １２ 月 ２８ 日交付

使用ꎮ 枣园村绿色住宅示范小区ꎬ 完成投资 ４７６ 万元ꎬ 建成示范住宅 ３４ 户 (１１６ 孔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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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以及环村道路 １ 条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枣园村民集资 １００ 多万元ꎬ 建成 ２６ 户 １０４ 孔绿色窑洞ꎮ 同年ꎬ 完成向阳

西区经济适用房住宅小区建设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完善小区配套设施ꎬ 硬化道路 ４０１３ 平方米ꎬ
绿化 １４０４ ５ 平方米ꎬ 修建公用卫生设施 ２４８ ８２ 平方米以及休闲活动设施 ５ 处ꎮ 桥沟镇

王良寺经济适用窑洞建设完成投资 ８００ 余万元ꎮ 二道街北段旧城区改造工程总投资 ８３６３
万元ꎬ 当年完成拆迁征地ꎬ 部分工程开始基础灌桩施工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二道街北段改造工程完成投资 ７０００ 万元ꎬ １１ 月 ３０ 日楼房建设全面竣工交

付使用ꎮ 宝塔区二期经济适用房建设工程 １＃、 ２＃、 ４＃、 ５＃楼内外墙粉刷全部结束ꎬ ３＃楼

主体完工ꎮ 同时ꎬ 市、 区两级政府投资实施南泥湾小城镇开发建设工程ꎬ 以改善南泥湾

镇文化旅游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ꎬ 打造南泥湾旅游综合开发区ꎮ 建成南泥湾广场、 绿岛

广场、 大生产主题广场等项目ꎬ 广场绿化 ７２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ꎬ 王良寺经济适用窑洞住宅小区建设工程竣工交付使用ꎬ 总投资

３４００ 万元ꎮ ８ 月ꎬ 为解决 ２１０ 国道建设拆迁户的安置问题及综合治理城市面貌ꎬ 宝塔区

政府决定启动 “黄蒿洼区域开发建设项目”ꎬ 性质为经济适用房ꎮ 年底建成临镇娱乐广

场 １５００ 多平方米ꎮ 全区农村推广水冲式厕所试点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开工建设王良寺二期经济适用窑洞住宅小区ꎮ ９ 月 ９ 日ꎬ 开工建

设韩家窑则经济适用房工程ꎮ 同时ꎬ 开发建设兰家坪经济适用房小区、 马家湾小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省建设厅在全省开展 “千村百镇” 建设整治ꎬ 完善村庄基础设施ꎮ 宝塔区

姚店、 柳林镇后孔家沟等 ８４ 个行政村列入建设整治试点村ꎮ 整治活动以 “三清洁两规

范一建立” (清洁院落、 清洁村庄、 清洁道路周边环境ꎬ 规范农村人居环境管理制度和

管理秩序ꎬ 建立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管理的长效机制) 为主要内容ꎮ 以旧村改造和

新村建设为核心ꎬ 实施 “三通五改” (通路、 通水、 通电ꎬ 改路、 改水、 改灶、 改厕、
改圈)ꎬ 整治村容村貌ꎬ 完善配套设施ꎬ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ꎮ 年底ꎬ 建成 ３１００ 多平

方米的青化砭娱乐广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投资 ３０ 亿元ꎬ 开发建设黄蒿洼麻塔村经济适用房项目ꎬ 占地面积 ５００ 余

亩ꎬ 是宝塔区规模最大的小区ꎮ 同时ꎬ 由政府出资 １１７ 万元ꎬ 村委会自筹资金近 １００ 万

元的枣园村委会文化站开始筹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发建设柳林镇南二十里铺老涯沟廉租房项目工程ꎬ 建筑面积 ９０００ 平方

米ꎬ 由陕西龙飞房地产开发公司延安项目部承建ꎮ 至年底ꎬ 完成区属 １５ 个小城镇给排

水工程改造和建设 (该工程 ２００４ 年启动)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市委、 市政府制定 «关于加快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意见»ꎬ 提出统一规划、

配套建设的原则ꎬ 加快城镇公用设施、 服务设施和重点镇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枣园村自筹资金动工修建的 ７ 栋 ３１５９０ 平方米的家属楼竣工ꎬ 为枣

园镇首个住上楼房的村子 (该工程 ２００８ 年动工)ꎮ 至年底ꎬ 宝塔区有省级重点示范镇 １
个 (河庄坪镇ꎬ 规划建设用地 ６ 平方千米)ꎻ 市级重点镇 ２ 个 (姚店镇ꎬ 规划建设用地

８ ２ 平方千米ꎻ 南泥湾镇ꎬ 规划建设用地 ２ ２ 平方千米)ꎻ 县级重点镇 １ 个 (临镇镇)ꎮ
宝塔区农村实现行政村村村通水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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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移民搬迁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搬迁 ６８ 户、 ４２０ 人ꎬ 涉及 ３ 个乡镇、 ４ 个村组 (贯屯乡中咀峁ꎬ 冯

庄乡岳家尧则、 黑尧沟ꎬ 甘谷驿镇高家坬)ꎬ 财政投入扶贫资金 ４２ 万元ꎬ 用于建房

补助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搬迁 １５７ 户、 ７６８ 人ꎬ 涉及 ４ 个乡镇、 ８ 个村组 (贯屯乡郝家沟ꎬ 梁村乡

石家河、 闪天玉ꎬ 蟠龙镇史家沟、 后牛沟、 元外沟、 尧则沟ꎬ 姚店镇赵家沟)ꎬ 投入财

政扶贫资金 ７６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搬迁 ３４ 户、 １６８ 人ꎬ 涉及 ２ 个乡镇、 ２ 个村组 (梁村乡刘小沟村ꎬ 河庄坪

镇椿树峁村)ꎬ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１６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搬迁 １３４ 户、 ６５７ 人ꎬ 涉及 ４ 个乡镇、 ７ 个村组 (梁村乡石灰峁ꎬ 李渠镇

张兴庄、 石家畔、 郭梁畔ꎬ 麻洞川乡车家畔ꎬ 元龙寺乡米套沟、 东沟)ꎬ 投入财政扶贫

资金 ６５ 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搬迁 ２３７ 户、 １０１５ 人ꎬ 涉及 ５ 个乡镇、 １０ 个村组 (梁村乡阳畔ꎬ 临镇姚

家坡、 麻黄塬、 小塬ꎬ 冯庄乡郭家沟、 九滩ꎬ 万花山乡高家沟、 后楼塔ꎬ 梁村乡胡家

沟、 草沟)ꎬ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２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搬迁 ９４ 户、 ４３０ 人ꎬ 涉及 １ 个乡镇、 １ 个村组 (冯庄乡王家沟)ꎬ 投入财

政扶贫资金 ９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搬迁 １２４ 户、 ４２２ 人ꎬ 涉及 ２ 个乡镇、 ２ 个村组 (元龙寺乡高山ꎬ 桥沟镇

炭尧沟)ꎬ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１０４ 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搬迁 １０５ 户、 ３２６ 人ꎬ 涉及 ２ 个乡镇、 ３ 个村组 (贯屯乡柠条沟ꎬ 蟠龙镇

石家沟、 元则川)ꎬ 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８５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搬迁 ５２ 户、 １９０ 人ꎬ 涉及 １ 个乡镇、 １ 个村组 (甘谷驿镇前野狐沟)ꎬ 投

入财政资金 ９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搬迁 １４３ 户、 ４８５ 人ꎬ 涉及 ３ 个乡镇、 ３ 个村组 (李渠镇芦山峁村ꎬ 蟠龙

镇瓷窑沟石家沟ꎬ 河庄坪镇枣圪台村贺家山小组)ꎬ 投入财政资金 ２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搬迁 １１６ 户、 ４００ 人ꎬ 涉及 ３ 个乡镇、 ３ 个村组 (蟠龙镇三志沟ꎬ 枣园镇

刘家河ꎬ 河庄坪镇芦草湾)ꎬ 投入财政资金 １９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省实施 “千村贫困人口搬迁工程”ꎬ 计划 ４ 年建成扶贫移民新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完成元龙寺乡散岔村和官庄乡砭上村 ２ 个村移民搬迁建设项目ꎬ 修

建房屋 ２４８ 间ꎬ 总投资 １９８ ７４ 万元ꎮ

第三节　 新农村建设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区委、 区政府向全区民营企业发出了 “百企联百村、 共建新农村”
的倡议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措施» 和 «关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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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纲要»ꎬ 确立 “总体规划、 重点示范、 产业支撑、 基础突破、
因地制宜、 稳步推进” 的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ꎬ 投资 ８ ５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

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 村村通油路、 人畜饮水、 社会福利、 产业开发等新农村建设

项目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财政投资 ５００ 万元新建官庄乡孔家塬村、 麻洞川乡金盆湾村、 柳林镇康

家圪崂村、 元龙寺乡陈屯村、 李渠镇石家畔村、 姚店镇姚店村、 冯庄乡冯庄村、 河庄坪

镇康家沟村 (其中金盆湾、 石家畔、 冯庄为市革命老区建设村) ８ 个村ꎻ 完善枣园镇庙

沟村和温家沟村、 河庄坪镇石窑村和赵家岸村 ４ 个重点村建设ꎮ １２ 月 ９ 日ꎬ 延安市发改

委、 规划局、 新农办、 经贸委、 国土局、 供电局等单位组成的新农村电气化建设考评验

收小组ꎬ 对宝塔区柳林镇金庄村、 李渠镇张兴庄、 枣园镇井家湾村及枣园供电所和 ３５
千伏万花变电站考评验收ꎮ 认为宝塔区枣园镇、 河庄坪镇等 ８ 个乡镇新农村电气化建设

达到新农村电气化乡 (镇) 建设 Ｃ 类标准ꎬ 具备申报电气化县的条件ꎬ 报市政府批准授

予新农村电气化乡 (镇) 称号ꎮ 该项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工作于 ２００７ 年启动ꎬ 累计投入

建设改造资金 ２８６５ 万元ꎬ 完成 １８ 个乡 (镇)、 １８７ 个行政村的建设任务ꎬ 完善了宝塔区

电网结构ꎮ 新建改造 １０ 千伏线路 ２８３ ４５ 千米ꎬ 改造 ０ ４ 千伏线路 ４９５ ４５ 千米ꎬ 新增更

换配变 ２２８４０ 千伏安 / ２３８ 台ꎬ 更换配电柜 ２３８ 台ꎬ 更换集装箱 ４２１６ 台ꎬ 改造户数

２４３８４ 户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建成 ２０ 个乡镇、 ４７ 个新农村重点示范村ꎬ 涉及 ６９１５ 户、

１８４１７ 人ꎬ 完成投资 ２ ４８ 亿元ꎮ 硬化主侧巷道 ５８４１２ 米ꎬ 修排洪排污渠 ３１４８４ 米ꎬ 帮畔

护坡 ４２６８ 米ꎬ 中心广场建设及凉亭建设 ２４ 个、 １７４３６ 平方米ꎬ 铺人行道 １４２００ 平方米ꎬ
修围墙 ５２３７４ 米ꎮ 新修住宅 ２４７０ 余间 (孔)、 粉刷窑洞 ６６８０ 余孔 (间)ꎬ 栽绿化树 １ ２
万余株ꎮ 在宝塔区开展的 “百企联百村ꎬ 共建新农村” 活动中ꎬ 百余家企业共出资 ７４９０
万元ꎬ 包扶 １００ 个村改善基础设施ꎮ 其中ꎬ 延安治平集团出资 ４０００ 多万元ꎬ 包扶李渠镇

张兴庄ꎻ 出资 １００ 万元ꎬ 为冯庄乡白坪村修建巷道、 给排水设施和广场ꎻ 投资 ３００ 多万

元ꎬ 为新庄科、 庙圪台、 羊圈沟、 水眼沟、 王家砭等村新建了果园、 养殖小区、 沼气

池、 鱼塘、 大棚和高标准农田ꎬ 办起了农家乐ꎮ 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累计

投资 ３４０ 多万元ꎬ 为宝塔区麻洞川乡樊村改善村容村貌、 扶持产业建设ꎮ 陕西圣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３６０ 万元ꎬ 为柳林镇新茂台村修建 ２００ 孔窑洞ꎮ

第四节　 新村选介

一、 宝塔区枣园镇庙沟村

位于宝塔区西川ꎬ 距市区 ５ 千米ꎬ 全村有 １４０ 户、 ６１５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实行以改路、
改水、 改灶、 改厕和改圈为主要内容的整治建设ꎬ 彻底清除垃圾堆、 柴草堆和粪堆ꎬ 对

村民庭院进行净化、 绿化、 美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该村被确定为新农村重点示范村ꎬ 先后投资

３９６ 万元ꎬ 新修道路 ５６７０ 米ꎬ 修排水渠 ２６０ 米ꎬ 修建广场 １００８ 平方米ꎮ 村级道路、 巷

道、 广场实现硬化、 绿化ꎮ 果园生产道路达到 ４ 级砂石路标准ꎬ 商品果 １００％通过无公

害认证ꎮ ２０１０ 年苹果产量 ２５００ 吨ꎬ 产值 ６５０ 万元ꎮ 群众文化教育设施、 党员活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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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完备ꎮ 注重培养 “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 的高素质新型农民ꎬ ２０１０ 年对农民进

行产业和实用技术培训 ５ 次ꎬ 参训人员占全村人数 ９５％ꎮ
二、 宝塔区李渠镇张兴庄村

张兴庄村的百姓大都是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逃荒到此落户的ꎬ ３０ 多户人家散居在大

山下的沟沟岔岔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时任延安建工集团 (后更名为延安治平集团) 总经理张平响

应宝塔区政府 “百企联百村ꎬ 共建新农村” 的倡议ꎬ 为张兴庄制定 ５ 年发展规划ꎬ 先后

投资 ４０００ 多万元实施新农村建设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治平集团投资 ３８５ 万元ꎬ 修通连接 ２１０ 国道的柏油路 ２０ 多千米ꎮ 同时重

新选址ꎬ 将原分布在沟峁山洼的民居全部新建ꎬ 新村址选在山势地貌形似一元宝状的大

山下ꎬ 统一规划ꎬ 采取山水田林路一步到位办法ꎬ 风格设计上延续继承陕北窑居的特

征ꎬ 突出飞檐挑角、 青瓦穿廊特色和每院一户的独立性ꎮ 先后投资 ３５００ 多万元ꎬ 建成两

排砖窑ꎬ 共计 ３０ 院 １２１ 孔ꎬ 室内统一配置太阳能热水浴室、 电视、 沙发、 饮水机、 电话

等现代化生活设施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按四星级酒店标准设计装修的 “致平山庄” 竣工ꎬ 面

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ꎮ 建成村头休闲娱乐广场 １ 个、 凉亭 ９ 座、 牌楼 ２ 座等基础设施ꎬ 并对村

级道路进行绿化硬化ꎬ 栽植经济林和常青林树木 ２０ 多万株ꎻ 挖山造田新建绿色蔬菜地

５５ 亩ꎮ 按照 “一村一品” 发展模式ꎬ 张兴庄建成现代化养殖基地和产业开发教育基地ꎬ
保障退耕还林后群众的就业和经济收入ꎬ ２００９ 年该村人均收入 ８６００ 元ꎬ 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

１ ３ 倍ꎮ ２０１０ 年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村ꎮ

第四章　 建筑及房地产业

第一节　 房地产开发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年ꎬ 延安市 (宝塔区) 开发建设以城市综合开发为主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０ 年住

宅投资 １１１３ 万元ꎬ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３１ ９１％ꎬ 全年竣工家属宿舍 ６０ 套ꎬ 房屋造价

２３９ 元 /平方米ꎻ １９９１ 年商品房建设投资 ２３６ 万元ꎬ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２ ３２％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停止审批以单位为主体的零星集资建房ꎬ 将建设经济适用住房作为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困

难的主要途径ꎬ 房屋开发从城市综合开发转向以房地产开发为主ꎮ 当年开工建设住宅面

积 １４２５４８ 平方米ꎬ 竣工面积 １０５９８１ 平方米ꎬ 投资 ８５７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动工修建世纪花园小区 (也称红化小区)ꎬ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竣工ꎮ 小区占

地面积 １０５ 亩ꎬ 建筑面积 ７４ ２６ 亩ꎮ 砖混结构ꎬ 共建有 ６~７ 层住宅楼 １２ 栋 ５４６ 套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动工建设向阳小区 (西区) 经济适用房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小区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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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４８ 亩ꎬ 建筑面积 ５５２４０ ７１ 平方米ꎮ 砖混结构ꎬ 共有 ４~７ 层住宅楼 １４ 栋ꎬ 两室两厅、
三室两厅住房 ５８８ 套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施工房屋面积 ５５ ９４ 万平方米ꎬ 其中住宅面积 ２２ ８５ 万平方米ꎮ 当年

延安市区最大的经济适用房翟则沟小区开工建设ꎬ 建筑面积 １２ ５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翟则沟小区一期工程建成ꎬ 出售 ８２０ 套ꎬ 销售收入 ９７２９ 万元ꎮ 市嘉岭桥组团工程

竣工ꎬ 完成 ６７ 户拆迁安置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动工开发建设桥沟安置小区ꎬ 占地 １０３ 亩ꎬ 规划建设住宅 ７ ９ 万平方

米ꎻ 投资 １ １ 亿元ꎬ 安置 １９９８ 年后因城市建设和社会项目建设形成的拆迁户 ９０４ 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制定 «宝塔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市

人民政府出台 «延安市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办法»ꎬ 明确建设标准、 销售价格和销售

对象ꎮ 拟订 «延安市城市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ꎮ 年内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４ ２３ 亿元ꎬ 施工房屋面积 ４９ ３１ 万平方米ꎬ 其中住宅面积 ２４ ５９ 万平方米ꎮ 在杨家岭一

期经济适用房项目中插建廉租住房 ２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投资 ４ ６５ 亿元ꎬ 完成马家湾、 兰家坪、 王良寺二期及韩家窑则总面积 ３１

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建设ꎮ 申报的二庄科、 柳林赵庄经济适用房项目完成招标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马家湾小区一期工程基本完成ꎬ 总占地 ２９８ 亩ꎬ 总投资 ６ ６ 亿元ꎮ 赵庄经

济适用房 ３ 栋楼、 二庄科经济适用房 ６ 栋楼开始实施基础工程和主体工程ꎮ 启动黄蒿洼

片区麻塔新村开发建设项目ꎮ 项目建设用地 ９３ ８２ 公顷ꎬ 范围从嘉岭桥头至二庄科隧道

口ꎬ 南北长 ３６５０ 米ꎬ 东西宽 １００~６００ 米不等ꎬ 建筑面积 １６９ 万平方米 (地上 １５９ 万平

方米、 地下 １０ 万平方米)ꎬ 预计投资 ３５ ３ 亿元ꎮ 项目计划分两期实施: 麻塔新村为一

期工程ꎬ 黄蒿洼村为二期工程ꎮ 至年底ꎬ 完成麻塔新村一期 ３４ ５ 公顷建设用地征迁工

作ꎮ 年内全区房地产开发投资 ７ １２ 亿元ꎬ 施工房屋面积 １４３ ４６ 万平方米ꎬ 其中住宅面

积 １１７ ５３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黄蒿洼片区麻塔新村开发建设项目因政策因素ꎬ 按市、 区政府要求ꎬ 项目

由经济适用房变更为商品房ꎬ 当年完成立项变更、 地质勘查、 土地平整工作ꎮ 全年全区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７ ３１ 亿元ꎬ 施工房屋面积 １８６ １８ 万平方米ꎬ 其中住宅面积 １６６ ４３ 万平

方米ꎮ

第二节　 房地产建筑企业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有房地产建筑开发企业 １０ 余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发展为 ２５ 个ꎬ 其中国有

企业 ７ 个、 集体企业 １ 个、 有限责任公司 ８ 个、 股份有限公司 ６ 个、 私营企业 ３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有建筑企业 ４０ 个ꎬ 其中国有企业 ７ 个、 集体企业 ２ 个、 股份合作企业 １ 个、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个、 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个、 私营企业 １３ 个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市仍有建筑

企业 ４０ 个ꎬ 按隶属关系划分有: 市属企业 ２１ 个、 区属企业 ４ 个、 其他企业 １５ 个ꎻ 按国

民经济行业划分有: 房屋和土木建筑业 ３８ 个、 建筑安装业 ２ 个ꎮ 其中ꎬ 宝塔区内具有一

级资质的企业 ５ 户ꎬ 即延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延安圣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新大

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惠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ꎻ 二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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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２４ 户ꎬ 即延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金圣都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治平房

地产开发公司、 百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华丰房地产开发公司、
陕西龙飞房地产开发公司、 龙天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延安恒远建筑工程公司、 华

圣地产开发公司、 泽鑫房地产开发公司、 国园房地产开发公司、 嘉丰房地产开发公司、
金裕房地产开发公司、 延长油田房地产开发公司、 延安圣安房地产开发公司、 川建房地

产开发公司、 博成房地产开发公司、 紫程房地产开发公司、 诚合房地产开发公司、 东阳

房地产开发公司、 东方房地产开发公司、 延安延飞建筑有限公司、 泰丰房地产开发

公司ꎮ
一、 企业简介

(一) 延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始建于 １９５６ 年ꎬ 其前身系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ꎮ 公司形成以建筑施工为主业ꎬ
装饰装潢、 市政工程、 房地产开发、 基础工程、 道路桥梁工程多业并举的经营格局ꎮ
２０１０ 年在职职工 １６００ 余人ꎬ 其中管理人员 ４２０ 人ꎬ 工程技术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４０７
人 (其中高级职称 ２０ 人、 中级职称 １３７ 人、 初级职称 ２５０ 人)ꎬ 建造师 ５６ 人ꎬ 其中一级

１０ 人、 二级 ４６ 人ꎮ
公司拥有各类大中型机械设备 １０７９ 台 (件)ꎬ 机械总功率 １２５１０ 千瓦ꎬ 动力资金积

累率 ７ ５ 千瓦 /人ꎬ 技术装备率 ２ ６ 万元 /人ꎮ 工程质量一次性验收率和合同履约率均为

１００％ꎬ 年完成工作量 ５ 亿多元ꎬ 创税 １８０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先后完成国家

粮食储备局延安直属粮库、 王家坪革命纪念馆扩建、 旧机道改造、 西安长途线务局监

控、 中际大厦、 新闻大厦、 新世纪商厦、 旅游大厦、 金鑫大厦、 宝塔区水利大厦、 虎头

园经济适用房小区、 红化小区、 丽景花苑住宅小区、 永炼 ８０ 万吨催裂化装置技改、 兰

花小区高层住宅楼、 杨庄河炼化公司污水处理、 石佛沟大桥、 杜甫川桥梁、 马家湾至万

花山道路等工程和正在建设的延安图书馆、 科技馆、 丰泽园小区等一大批省、 市重点

工程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公司通过国际质量标准体系的审核认证ꎮ ２００５ 年获评陕西省 “重合同、

守信用” 企业ꎮ ２００７ 年晋升为国家一级建筑施工总承包资质ꎮ
(二) 延安圣远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为宝塔区民营企业家庞永宁于 １９９３ 年创建的建筑施工企业ꎮ 拥有国家一级建筑施工

总承包资质ꎮ 注册资金 ５１６８ 万元ꎬ 固定资产 ８０３８ 万元ꎮ 有职工 ４４８ 人ꎬ 其中一级建造

师 １８ 人ꎬ 二级建造师 ３０ 人ꎬ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３３０ 人ꎮ 有塔吊、 施工电梯、 挖掘机、
装载机、 大型砼搅拌机、 砼输送泵、 微机配料机等各类机械 ４５０ 多台 (套)ꎮ

公司自成立以来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近 ２０ 亿元ꎮ 先后承担永坪炼油厂 ３０ 万吨、 ８０
万吨催化装置技改工程ꎬ 延安炼油厂第一、 第二污水处理厂工程ꎬ ３００ 万吨常压、 ２００
万吨催化、 １０ 万吨聚丙烯工程ꎬ 延安大学公寓楼、 延安教育学院职工住宅楼、 延安中学

高层住宅楼、 市人民医院高层住宅楼、 延安炼油厂杨庄河综合办公楼等几十项大中型工

业与民用建筑工程ꎮ 其间创建 “长安杯” 工程 １ 个ꎬ 省级文明工地 １５ 个、 市级文明工

地 ３０ 个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在资助贫困学生、 新农村建设、 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中累计投

２６１



资 １０００ 余万元ꎮ
(三) 延安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前身为延安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ꎮ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ꎬ 注册资金 ５１５６ 万元ꎬ
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ꎬ 有员工 ４３ 名ꎬ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６ 人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ꎬ 完

成建筑施工面积 ３０ 多万平方米ꎬ 建筑产值达 ２ ７ 亿元ꎮ 主要项目有华龙大厦、 龙圣园、
龙昌园和虎头园经济适用房等ꎮ

(四) 延安慧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ꎬ 注册资金 ５０２０ 万元ꎬ 具有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ꎮ 有员工 ８９ 名ꎬ 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 ２０ 多名ꎮ 下辖西安分公司、 慧泽信息公司和翔泽物业管理 ３ 个分公司ꎮ
为全区第一家在城郊山地建设 “惠泽山庄” 经济适用房小区、 惠泽老年服务中心的企

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被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 “陕西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ꎬ 被陕西

省国家税务局、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联合评为 “纳税信用等级 Ａ 级纳税人”ꎻ 被延安市委、
市政府评为全市企帮村、 共建新农村活动 “优秀非公有制企业”ꎮ

(五) 延安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前身为市房地产开发有限总公司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改制组建为延安新大洲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ꎮ 公司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ꎬ 一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ꎬ 有员工 ６２ 名ꎬ 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 ５３ 名ꎮ 自成立后ꎬ 开发建设总建筑面积 ８５ 万平方米ꎬ 完成总投资 １４ 亿元ꎬ 累

计上缴税金 ９８００ 多万元ꎮ 主要项目有: 延安市经济适用住房新洲花园一、 二期ꎬ 建筑面

积 ３５ 万平方米ꎻ 桥沟安置小区、 延安新世纪商厦、 黄陵河西住宅小区等ꎮ 具备年开发

销售商品房 １５ 万平方米的能力ꎮ
(六) 延长油田房地产开发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ꎬ 注册资金 １３００ 万元ꎬ 时称延长油矿管理局房地产开发公司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更名为延长油田房地产开发公司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公司总体上划油田公司直接管

理ꎮ 注册资金增至 ２１５０ 万元ꎬ 具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ꎮ 有员工 １６０ 人ꎬ 其中正式员工

５８ 人ꎬ 聘用人员 １０２ 人ꎻ 大专以上学历 ９８ 人ꎮ 下设 １０ 个职能部门和延安石油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 (独立核算单位)ꎮ 主要建设项目有丰源南苑小区ꎬ 吴起、 永宁、 子长采油厂

职工宿舍及崖黑坪万户石油新村建设项目ꎮ
(七) 延安治平建工集团公司

母公司联昌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ꎬ 注册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组建

集团公司ꎮ 集团下设建筑安装公司、 国园房地产开发公司、 建筑构件公司、 鼎立工贸公

司、 机砖厂、 小额贷款公司和陕西工贸公司等 ９ 个法人公司和 ９ 个分公司ꎮ 总注册资金

１７４６０ 万元ꎮ 具备房地产开发二级、 房屋建筑安装总承包二级、 道路桥梁和市政工程总

承包二级资质ꎮ 是延安机械化施工装备实力较强的企业ꎬ 年完成建设投资 ２ 亿元ꎬ ２００９
年纳税达 １２８０ 多万元ꎮ

公司先后承建道路工程 ５００ 多千米、 房建工程 ５０ 多万平方米和大量市建工程ꎬ 完成

建设投资 ２０ 多亿元ꎮ 工程合格率 １００％ꎮ 创建省级优良工程 １５ 处ꎬ 省级文明工地 １０ 处ꎬ
市级优良工程 １４ 处ꎮ 公司总经理张平累计捐款 ４２９９ 万元ꎬ 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慈善

事业ꎮ ２００２ 年被评为全国建筑安全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ꎮ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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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和中国优秀创新企业家ꎮ
(八) 延安川建集团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ꎬ 注册资金 ５７５０ 万元ꎬ 具有房建二级、 市政二级、 公路三级、 土石

方专业三级和建筑装饰装修专业三级资质ꎮ 下设延安市川口建筑工程 (集团) 有限公

司、 延安勤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延安佳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延安志达油田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４ 个公司ꎮ 有管理人员 １００ 多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００ 多人ꎬ 其中高、 中级职称

人员 １９０ 人ꎮ
(九) 陕西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创建于 ２０００ 年ꎬ 注册资金 ５１００ 万元ꎬ 具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ꎮ 下辖延安市分公

司、 北京陕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 ５ 个分公司ꎮ 总公司有员工 １２０ 多名ꎬ 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 ２０ 名ꎮ 累计完成建筑面积 ４０ 万平方米ꎬ 完成投资 ６ 亿元ꎮ 其中ꎬ 在北京市朝阳区

投资 ２８００ 万元ꎬ 占地 ２０ 亩ꎬ 建立 “北京延安文化展示中心”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累计上

缴利税千万元ꎬ 为贫困大学生、 社会福利事业捐资 ４０００ 多万元ꎬ 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陕

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报道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ꎬ 连续 ４ 年被延安市人民政府、 宝塔区人民政

府授予 “优秀民营企业” 和 “纳税大户” 称号ꎮ
(十) 延安龙飞 (集团) 建筑有限公司

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注册资本 ２６１８ 万元ꎮ 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资质ꎮ 下设延安龙飞建筑有限公司、 龙腾工贸预拌混凝土厂、 龙腾工贸建材厂、 宝塔山

医院、 龙飞盛世酒店和金属制品厂ꎮ 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施工、 安装ꎬ 房地产开

发、 物业管理ꎬ 新型墙体材料研发、 制造、 销售等ꎬ 总资产 ３ 亿余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有

专业技术人员 １７８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６ 人、 中级职称 ５４ 人、 初级职称 １１８ 人ꎻ 有资质项

目经理 ５８ 人ꎬ 其中二级项目经理 １２ 人、 三级项目经理 ４６ 人ꎻ 持证上岗施工员 ４６ 人ꎬ
质检员 ３８ 人ꎬ 造价员 ２３ 人ꎬ 安全员 ４０ 人ꎬ 材料员 ３８ 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龙飞建筑有限公司承建项目主要有延安市政协职工住宅楼、 延长油

田股份公司鱼种场职工住宅楼、 市七里铺浩瀚大厦、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罗家坪 １＃、 ３＃

商住楼等工程ꎬ 工程竣工合格率 １００％ꎬ 优良率≥８５％ꎮ 企业先后获省、 市、 区 “明星

企业” “先进企业”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文明单位” “诚信企业” “文明标兵单位”
“纳税大户” 荣誉ꎮ

(十一) 延安华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注册资金 ５０５０ 万元ꎬ 具有房屋建筑、 市政设施总承包二级资

质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通过北京恩格威质量体系中心的 ＱＥＯ 认证ꎬ 有员工 ４６５ 人ꎮ 主要项目

有延安旅游大厦、 丽景花苑 ５﹟高层住宅楼、 延安中学教工高层住宅楼、 迎宾大道延伸工

程 Ｂ 标段、 电信小区、 兰家坪经济适用房部分楼盘、 甘谷驿采油厂高层住宅楼等工程ꎮ
完成项目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ꎮ

(十二) 延安方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创建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注册资金 ２０６０ 万元ꎬ 具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ꎮ 有员工 ５０ 余

人ꎬ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３０ 名ꎮ 累计完成建筑面积 １５ 万平方米ꎬ 建筑产值达 ４ 亿多元ꎮ
先后承建的七里铺金鑫大厦ꎬ 建筑面积 ２１１２９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４３２６ 万元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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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使用ꎮ 延安虎头园经济适用房小区ꎬ 建筑面积 １２ ４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２ ４ 亿元ꎬ
２０１０ 年交付使用ꎮ

(十三) 宝塔区城市综合开发公司

创建于 １９８４ 年ꎬ 是延安市最早成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ꎮ 主要从事旧城危房改造、 新

区建设、 房地产开发等ꎮ 年开发能力 １５ 万平方米ꎬ 拥有固定资产 ４０００ 多万元ꎬ 具有三

级房地产开发资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职工 １３１ 人ꎬ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７９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承

建七里铺单边商品楼 １ 栋ꎬ ４ 层 ２４ 套ꎬ 建筑面积 １６７５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１１０ 万元ꎮ 先后

开发建设宝塔新村、 北关师范小区、 儿童公园、 七里铺河东河西小区、 二道街旧城改造

等工程ꎮ 建成东苑小区、 延安市经济适用房一期、 二期、 市东馨家园窑洞住宅小区、 王

良寺经济适用房等工程ꎮ 自成立后ꎬ 共开发住房 ３０００ 余套、 商业用房 ２０ 多幢ꎬ 总建筑

面积 ７０ 多万平方米ꎬ 完成总投资 １０ 亿多元ꎬ 累计上缴税金 ４２００ 多万元ꎮ
二、 典型建筑选介

(一) 延安亚圣大酒店

延安亚圣大酒店位于延安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山三山环抱之中ꎬ 选址及设计都十

分讲究ꎬ 是延安中心城区的地标性建筑ꎬ 也是延安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商业综合体ꎮ 为延

安亚圣工贸公司所属ꎮ 建于 １９９２ 年ꎬ 占地 １１ 亩ꎬ 总建筑面积 ３ 万平方米ꎬ 总高 ５４ 米ꎬ
层高 １７ 层ꎮ 由西北建筑设计院设计ꎬ 上海铁路局南昌铁路建筑总公司承建ꎮ 建筑风格

为八角形风格ꎬ 主楼顶层设计为旋转餐厅ꎬ 可观览市区全景ꎬ 一次可容纳 ２００ 人就餐ꎮ
有地下停车位 １００ 余个ꎮ 设计之初即采用双层外墙保温ꎬ 轻质防火岩棉保温墙ꎬ ２００６ 年

被建设部评为延安市唯一国家节能建筑ꎮ
(二) 延安市宝塔区东苑小区

位于宝塔区双拥大道东苑路ꎬ 为居民住宅小区ꎮ 占地面积 ４２ 亩ꎬ 建筑面积 ７ 万平方

米ꎮ 有 ６~７ 层住宅楼 １３ 栋ꎬ 商办、 宿办楼 ４ 栋ꎬ 有房屋 ７５０ 套ꎮ 由宝塔区城市综合开

发公司承建ꎬ １９９６ 年奠基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竣工ꎮ 为宝塔区双拥大道早期开发的住宅小区

之一ꎮ 小区建花坛 １２５０ 平方米ꎬ 草坪 ２５００ 平方米ꎬ 小区道路全部硬化ꎮ 同时建有幼儿

园、 健身房、 中老年人活动中心等配套服务设施ꎮ
(三) 百合花园小区

位于七里铺街东侧百合路ꎬ 由延安市百合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而得名ꎮ 小区占地

面积 ８０ 亩ꎬ 建筑面积 ４９１０９ 平方米ꎬ 为延安市宝塔区首家别墅公寓综合性住宅小区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动工ꎬ 第一期工程 １２ 月竣工ꎬ 建有 ６ 层 ３ 栋 １１ 个单元 ２００ 套住宅楼房ꎮ 二

期工程依山而建ꎬ 建有 Ａ 型、 Ｂ 型 ６ 种别墅 ４０ 栋、 多层公寓 ４８ 套ꎮ 小区采用人车分流

设计ꎬ 建有广场、 会所、 超市、 健身房、 中老年人活动中心、 儿童乐园等配套服务

设施ꎮ
(四) 龙飞盛世国际酒店

酒店位于双拥大道中段ꎬ 初期项目定名为中国延安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ꎬ 后改名

为延安龙飞盛世酒店ꎮ 项目总占地面积 ３４６７ ３３ 平方米ꎬ 总建筑面积 ２３６５１ ９６ 平方米ꎮ
由陕西省现代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ꎬ 延安龙飞建筑 (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开工建设ꎬ ２０１３ 年竣工开业ꎮ 酒店主体建筑高度 １６ 层ꎬ 为双拥大道最早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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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双拥大道早期开发时ꎬ 为保障飞机起降安全ꎬ 所有地面建筑不超过 ６ 层)ꎮ 按照

四星级酒店标准建造的集会议、 住宿、 餐饮、 康体、 商务、 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涉外商

务酒店ꎮ 设有总统套房、 行政套房、 复式套房、 单人间、 标准间等客房 ２３４ 间 (套) 以

及咖啡厅、 健身中心、 桌球室、 桑拿中心等休闲娱乐场所ꎻ 会议室可同时容纳 ４００ 人左

右ꎬ 宴会厅可同时接待 ５００ 人左右的大型宴会ꎮ

第三节　 建筑工程监督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城建局监督新开工程 ３１ 项ꎬ 建筑面积为 ２ ５７ 万平方米ꎬ 建筑投资

１０８１ 万元ꎬ 创优良工程 ３ 项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监督新开工程 １８０ 项ꎬ 建筑面积 ２１ ７３ 万

平方米ꎬ 建筑投资 ８７６９ ９ 万元ꎬ 取得优良工程 ２８ 项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招 (议) 标 ３９ 个建设

单位ꎬ ４４ 个工程项目ꎬ 总面积 ８ ８ 万平方米ꎮ 受监工程 １００ 项ꎬ 建设投资 １７７１９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２２ ８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招 (议) 标工程 ３４ 项ꎬ 建筑面积 ４ ９ 万平方米ꎬ 建

设投资 ４４３０ 万元ꎻ 受监工程 ２９ 项ꎬ 建筑面积 １６ ２ 万平方米ꎬ 建筑总投资 １３３０３ 万元ꎬ
工程合格率 １００％ꎬ 优良率 ４５ ２％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报建工程 ３３ 项ꎬ 总建筑面积 ９ ０５ 万平方

米ꎬ 总造价 ５８９８ ２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撤市设区ꎬ 宝塔区建设局审批报建工程 ３０ 项ꎬ 公开招标 ３２ 项ꎬ 受

监工程 ９７ 项 (其中上年结转 ６７ 项)ꎬ 竣工交付使用工程 ６７ 项ꎬ 工程报建率、 公开招标

率、 监督覆盖率、 合格率、 安全达标率全部达 １００％ꎬ 创优良工程 ３１ 项ꎬ 优良率

５７ ４％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审批报建工程 ２４ 项ꎬ 公开招标 １１ 项ꎬ 受监工程 ７５ 项ꎬ 竣工使用工程

５２ 项ꎬ 合格工程 ３２ 项ꎬ 优良工程 １４ 项ꎬ 优良率 ５３％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审批报建工程 ３４ 项ꎬ
公开招标 １５ 项ꎬ 受监工程 ６５ 项ꎬ 优良率 ５０ ６５％ꎮ 为解决 １９９８ 年民建上海市委向柳林

镇三十里铺援建的 “民建希望小学” 工程质量问题ꎬ 对柳林镇三十里铺民建希望小学和

枣园华亭希望小学的工程质量事故进行调查处理ꎮ 经检测ꎬ 民建希望小学大梁多处出现

裂缝ꎬ 共有 １１ 根大梁不合格ꎬ 砖的强度均低于设计要求ꎮ 属严重质量事故ꎬ 致使教学

楼全部拆除重新建设ꎬ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３４ ８０ 万元ꎻ ６ 月ꎬ 建筑方责任人、 柳林乡主

管领导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审批报建工程 ４０ 项ꎮ 全年共公开招标工程 １５
项ꎬ 其中进行有形市场交易 ８ 项ꎬ 建筑总面积 ８４２２５ 平方米ꎬ 工程总造价 ７３６２ 万元ꎮ 受

监工程 ６１ 项ꎬ 建筑面积 ２２ ６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１ ２６ 亿元ꎬ 安全达标率均达 １００％ꎬ 工

程优良率 ７１ ５％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实施规范招投标市场秩序ꎬ 对 ３０ 万元以上的工程ꎬ 全部进行公开招标ꎻ

５０ 万元以上的全部进入有形市场交易ꎮ 当年审批报建工程 ３７ 项ꎬ 公开招标 ３３ 项ꎬ 受监

工程 ６２ 项ꎬ 工程报建率、 公开招标率、 监督覆盖率均达 １００％ꎬ 工程竣工备案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ꎬ 审批报建工程 ２２１ 项ꎬ 公开招标 １０３ 项ꎬ 受监工程 ２９１ 项ꎬ 工程报建率、
公开招标率、 监督覆盖率、 工程竣工备案率均达 １００％ꎬ 施工现场安全达标率均为 ８５％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ꎬ 审批报建工程 １２６ 项ꎬ 公开招标工程 ６４ 项ꎬ 受监工程 １４８ 项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加强对招投标工作的监督ꎬ 将 １００ 万元以上建设项目全部推向延安

市有形市场进行公开招标ꎮ 全年公开招标 １１ 项ꎬ 建筑面积 ２４ ３５ 万平方米ꎬ 工程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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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０２ ４０ 万元ꎮ 受监工程 ３３ 项ꎬ 总建筑面积 ３７ ３４ 万平方米ꎬ 投资 ６ ９７ 亿元ꎮ 全年共

检查 ６ 次ꎬ 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发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公开招标 １３ 项ꎬ 建筑面积 ２２ ７１
万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３４５００ ２１ 万元ꎮ 受监工程 ２３ 项ꎬ 创市级文明工地 ４ 项ꎬ 省级文明工

地 １ 项ꎮ

第四节　 房地产管理

一、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市房产管理局更名为延安市房地产管理局ꎬ 设房管科、 财计科、 地政

科、 办公室和交易所、 评估所、 南市房管所、 宝塔房管所、 凤凰房管所以及房屋建筑公

司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撤市设区ꎬ 延安市房地产管理局改称为宝塔区房地产管理局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８ 日ꎬ 市、 区房地产管理职权划分ꎬ 将区房产交易所、 产权产籍管理

所、 房产评估所整体移交延安市房地产管理局ꎻ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宝塔区委、 区政府决定恢

复宝塔区房地产管理局ꎬ 保留房地产经营管理总公司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ꎬ 设立延安市宝塔区房地产交易管理中心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评估所改制ꎬ 更

名为延安宝塔区华厦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事务所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 区乡机构改革ꎬ 宝塔区房地产管理局行政职能移交城乡建设局ꎬ

即: 华厦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事务所、 房地产交易所、 区房屋建筑公司整体移交区城乡

建设局ꎻ 房地产管理局仅保留公房管理和房地产开发 ２ 项业务ꎻ 房地产经营管理总公司

更名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ꎬ 改为企业ꎬ 退出事业单位序列ꎻ 为便于公房管理工作ꎬ 区

委、 区政府将房地产经营管理总公司职能继续保留ꎬ 编制人员 ２０ 人ꎮ
二、 公房管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延安市公房管理数量为 １８ 栋 ７００ 余套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ꎬ 宝塔区按

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开展公有住房改

革ꎬ 推行住房分类供应和住房公积金ꎬ 加强住房物业管理等改革措施ꎮ 区政府按照 «延
安市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实施办法的通知»ꎬ 实行标准价售房和成本价售房ꎮ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
年ꎬ 公房租金每平方米按 ０ １５ 元收取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年ꎬ 公房租金标准调整 ５ 次ꎬ 由每平

方米 ０ １５ 元调整为 １ ３４ 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初期主要为提租发补ꎬ 原则上

多提少补ꎬ 提租后新增租金由个人、 单位、 国家共同负担ꎮ 后逐步过渡到商品租金ꎬ 按

省政府要求新配公有住房实行新租金标准ꎻ 同时实行住房超面积加收房租ꎮ 职工拥有 ２
处以上且住房面积超过规定住房标准的须退回多占住房ꎮ 超标部分的租金标准不能低于

商品租金的水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公房租金收费标准为每平方米 １ ６ 元ꎬ 年应收房费租

金约 ４０ 万元ꎬ 实际收入 ３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政策ꎬ 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ꎮ 至 ２００７ 年底ꎬ 宝塔

区公房数量为 １６ 栋 ６２９ 套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年办理房改业务 ７ 个单位、 ３６８ 户ꎬ 建筑面积 ３６８４３ ２８ 平方米ꎬ 出具产

权证明书 ４３１ 份ꎮ ７ 月ꎬ 公房租金收费标准调整为每平方米 ２ ９６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公有住房改革工作进入收尾阶段ꎬ 全年办理房改业务 ６７ 户ꎬ 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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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证明书 １８１ 份ꎬ 归集房改资金 １２ ６ 万元ꎮ 至年底ꎬ 宝塔区公房管理数量为 ８ 栋、
３２２ 套ꎬ 总建筑面积 １０８８７ ５２ 平方米ꎮ 其中ꎬ 宝塔山 １﹟ ~ ６﹟ 楼、 ２３４ 套ꎬ 南关 １６﹟ ~
１７﹟楼、 ８８ 套ꎮ 全年公房房费租金收入 １３ 万元ꎮ

三、 物业管理

１９９８ 年ꎬ 东苑小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宝塔区国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ꎬ 主

要负责东苑小区物业管理和东兴购物广场管理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市海远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成立ꎬ 主要承接城区住宅小区和单位售后公房的物业管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宝塔区物业管理中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编印 «延安市宝塔区物业管理文件

汇编»ꎬ 完善和组建自管公房业主委员会 １０２ 个ꎬ 组建率 ６８ ９％ꎻ 组建物业小区业主委

员会 ２ 个ꎻ 审核申报 ４ 家物业服务企业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管理中心拟定 «延安市宝塔区城市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使

用管理办法»ꎮ 制作宣传挂图 ９ 版 ２７ 幅ꎬ 发放传单 １００００ 多份ꎬ «文件汇编» ３０００ 多份ꎬ
宣传 «物业管理条例»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组织 １４０ 名城区物业服务企业人员参加物业管理法规

和经营管理知识培训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展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活动ꎬ 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维修不及时、 服务

不到位、 收费不规范” 等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化解各类投诉 ３０ 余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按照 «陕西

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规定ꎬ 在专业银行开设专户ꎬ 配合开发建设单位收

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 ２８ 个ꎬ 其中组建业主委员会 １４ 个ꎬ 由 １６ 家

物业公司 (二级资质 １ 家、 三级资质 １２ 家、 临时资质 ３ 家) 提供服务ꎬ 服务面积

１３５ ２２ 万平方米ꎬ 从业人员 ５０４ 人ꎬ 持证上岗人员 ２３７ 人ꎮ 全年审核申报 ３０ 个物业服

务企业ꎬ 归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２９ 万元ꎮ

第五节　 公积金管理

一、 机构

宝塔区住房公积金管理原由宝塔区房改办兼管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公积金统一上划管

理ꎬ 成立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宝塔区管理部ꎬ 属非法人市财政全额供养事业单

位ꎬ 科级建制ꎬ 隶属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ꎮ 内设行政股、 资金股、 信贷股ꎬ 编

制 ５ 人ꎬ 负责宝塔区住房公积金归集、 使用等各项管理工作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有职工

５ 人ꎮ
二、 归集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住房公积金归集 ３６２ 个单位 ３３３８ 万元ꎬ 其中区级全额拨款行政、
事业单位 ２５６ 个ꎬ 缴存覆盖率 １００％ꎻ 企业 ５２ 个ꎬ 缴存覆盖率 ５０％ꎻ 区属中省单位 ４０
个ꎬ 缴存覆盖率 ９５％ꎻ 新建缴住房公积金单位 １４ 个ꎮ 至 ２００４ 年底ꎬ 住房公积金累计归

集缴存余额 ９９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归集住房公积金 ７３９７ 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归集住房公

积金 ８２２８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公积金管理采用 “三到位” (应缴人数到位、 工资基数到位、 缴存比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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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管理办法ꎬ 归集效果明显ꎬ 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１０２１２ ９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归集住

房公积金 １１４５３ 万元ꎬ 缴存总额 ５３６４９ 万元ꎬ 缴存余额 ３４５７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归集住房

公积金 １４４０４ ７０ 万元ꎬ 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 ６８０５４ 万元ꎬ 缴存余额 ４５０６８ 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归集住房公积金 １６０００ 万元ꎬ 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 ８４０６０ 万元ꎬ 缴存

余额 ５４３８５ 万元ꎮ
三、 使用

２００４ 年ꎬ 为 １４５ 户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委托贷款 １２７９ 万元ꎮ 累计发放 ５４３ 户、
３０７６ ９０ 万元ꎮ 回收到期贷款 ３７６ ４０ 万元ꎬ 回收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年使用住房公积金 １５７８ ９０ 万元ꎬ 其中为职工办理支取 １２８ ９０ 万元ꎬ
为 １８８ 户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委托贷款 １４５０ 万元ꎮ 回收到期贷款本息 ３１ ９０ 万元ꎬ
回收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ꎬ ３ 年使用住房公积金 ２３５３７ 万元ꎬ 其中办理支取 １２９６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１８８９ ６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５２２４ ６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８４５ ８０ 万元)ꎻ 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

委托贷款 ７７３ 户、 １０５７７ 万元ꎮ 回收贷款 ３１３２ 万元ꎬ 回收率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年使用住房公积金 １３８４２ ５０ 万元ꎬ 其中办理支取 ３６８４ ６０ 万元ꎬ 办理

转移 ２３０ ９０ 万元ꎻ 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委托贷款 ５１７ 户、 ９９２７ 万元ꎮ 回收住房公积金

到期贷款 １８６７ ９４ 万元ꎬ 回收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使用住房公积金 １２６５４ 万元ꎬ 其中办理支取 ６６４６ 万元ꎬ 办理转移 ４３

万元ꎻ 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委托贷款 ２６６ 户、 ５９６５ 万元ꎮ 回收到期贷款 ２２７８ ９０ 万元ꎬ
回收率 １００％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２４６４ 户、 ３１７３１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住房公积金使用情况统计表
　 表 ４－４－１

年份
公积金

使用总额
(万元)

其中公积金贷款 贷款回收

户数 (户) 金额 (万元) 金额 (万元) 回收率 (％)

２００４ — １４５ １２７９ ３７６ ４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５７８ ９０ １８８ １４５０ ３１ ９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５２２ ６０ １８７ １６３３ ７３９ ４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９９６２ ６０ ３３０ ４７３８ １１１８ ９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５１ ８０ ２５６ ４２０６ １２７３ ７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３８４２ ５０ ５１７ ９９２７ １８６７ ９４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２６５４ ２６６ ５９６５ ２２７８ ９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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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状况

一、 大气环境质量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地区环保局开始对延安大气污染进行检测ꎮ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大气污染综

合指数年平均值为 ５ ５０ꎬ 延安市排列全省第三ꎬ 为全区第一个污染严重的市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城区总悬浮微粒为 ０ ５１ 毫克 /立方米ꎬ 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１ ５５ 倍ꎬ

采暖期超标达 ２ ５ 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城区二氧化硫 ( ＳＯ２ )、 二氧化氮 (ＮＯ２ ) 的平均浓度均符合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５－１９９６) 二级标准ꎮ 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 的平均值有

个别时段超过国家二级标准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城区大气污染指数统计表

　 表 ４－５－１ 单位: 毫克 /立方米

年份 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 降尘 综合污染指数

２００６ ０ ６５ ０ ５６ １ ３２ ０ ９８ ３ ５１

２００７ ０ ９８ ０ ５０ １ １３ ０ ８８ ３ ４９

２００８ １ ２３ ０ ６５ ０ ６９ １ ０１ ３ ５８

２００９ １ ３０ ０ ６２ １ ０８ ０ ８９ ３ ８９

２０１０ ０ ８８ ０ ５０ １ ０２ １ ００ ３ ４０

二、 水环境质量

延河发源于陕西省靖边县天赐湾乡周山ꎬ 流向由西北而东南ꎬ 经安塞、 延安ꎬ 在延

长县南河沟乡凉水岸汇入黄河ꎬ 属黄河一级支流ꎮ 延河水平均离子总量 ５９０ ４ 毫克 /升ꎬ
平均硬度 ４ ０１ 毫克当量 /升ꎬ 平均年离子径流总量 １８ ０６ 万吨ꎬ ｐＨ 值 ８ １ꎬ 属弱碱性微

硬水ꎮ 因延河水系属延安主要纳污水系ꎬ 且流动小ꎬ 自净能力差ꎬ 污染极为严重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河年接纳废水 １６１ ８２ 万吨ꎬ 占全区总废水量的 ５０ ５３％ꎮ 全区工业废水排放污染

物汞 ０ ５２ 吨∕年ꎬ 镉 ２ ６４ 吨∕年ꎬ 砷 ０ ２５ 吨∕年ꎬ 铅 ０ ５８ 吨∕年ꎬ 酚 １ ４５ 吨∕年ꎬ 氰化物

１ ０１ 吨∕年ꎬ 石油类 ２４４０ ５８ 吨∕年ꎮ

０７１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对延河安塞段监测结果: 寺沟断面化学需氧量为 ７０ ６ 毫克 /升ꎬ 超过

地面水Ⅲ类标准 ３ ７ 倍ꎻ 石油类为 １２ １８ 毫克 /升ꎬ 超标 ２４２ ６ 倍ꎻ 氯化物为 ３１２４ １４ 毫

克 /升ꎬ 超过农田灌溉标准 １１ ５ 倍ꎻ 全盐量为 ５８６２ 毫克 /升ꎬ 超过农灌水标准 ４ ９ 倍ꎮ
坪桥断面石油类为 ６ ０１ 毫克 /升ꎬ 超标 １１９ ２ 倍ꎮ 郝家坪断面石油类为 ４ ７６ 毫克 /升ꎬ
超标 ９４ ２ 倍ꎻ 氯化物为 ６４６ ０１ 毫克 /升ꎬ 超过农田灌溉标准 １ ６ 倍ꎮ 安塞县城下游石油

类为 ４ ３２ 毫克 /升ꎬ 超标 ８５ ４ 倍ꎻ 氯化物为 ３５６ ７６ 毫克 /升ꎬ 全盐量为 １３００ 毫克 /升ꎬ
均超过农灌水标准ꎮ 招安川氯化物为 ６１７ １１ 毫克 /升ꎬ 全盐量 ２００６ 毫克 /升ꎬ 均超过农

灌水标准ꎮ 延河延安市区上游水质不能饮用和农灌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延河干流除七里村断面石油类超标外ꎬ 其余各断面基本达到地面水类Ⅳ水

标准ꎬ 饮用水源合格率达 ９０％以上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城区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９８％ꎮ 其间的 ２００７ 年ꎬ 油区清洁文

明井场建成率 ８５ ７％ꎬ 石油废水处理率 ７４ ８０％ꎬ 延河水质明显好转ꎬ 延河入黄口水质

达到 Ｖ 类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河杨家湾、 柳树店、 四联队和七里村 ４ 个监测段面均为 ＩＶ 水质ꎬ 达标

率 ９６ ７％ꎮ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王瑶水库、 红庄水库) 水质全部达标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延河主要污染物污染指数变化趋势统计表

　 表 ４－５－２ 单位: 毫克 /升

年份 生化需氧量 石油类 综合污染指数

２００１ ６ ４１ １５ ４３ ３９ ０７

２００２ ３ ５９ ７ ７２ ２５ ５５

２００３ ５ ０９ ６ ０１ ２６ ９５

２００４ ６ ７３ ６ ２１ ３１ ０３

２００５ ４ ５０ ５ １０ ２７ ７０

２００６ ３ ８７ ３ ９４ １９ ６２

２００７ ３ ５５ ３ ９１ １７ ３４

２００８ ３ ０１ ７ １４ ２１ ２３

２００９ ３ ０２ ５ ２８ ２０ ４７

２０１０ ３ ０３ ３ ８１ １９ ０６

三、 声环境质量

宝塔区环境噪声主要来自交通噪声、 工业噪声、 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ꎮ １９８５
年ꎬ 延安市环保监测站对延安市各类噪声源进行监测ꎬ 其中交通噪声占 ３６％ꎬ 工厂噪声

占 １７％ꎬ 生活噪声占 ２２％ꎬ 其他噪声占 ２５％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市区噪声声级由原来的 ６９
分贝增至 ７３ 分贝ꎬ 市区交通要道最大达 ８０ 分贝ꎮ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交通噪声占各

种噪声的 ５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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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ꎬ 根据延安市城建面积ꎬ 市区内布设 １１２ 个监测点ꎬ 获监测数据

４０３２ 个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建设噪声达标小区 ６ 个ꎬ 总面积 ４ ８２ 平方千米ꎮ 随着宝塔区

车辆的增加ꎬ 交通噪声占比也逐步增大ꎬ 成为声环境的主要污染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城区功能区噪声达标率 ６０％ꎬ 比 ２００５ 年 ２０％提高 ４０ 个百分点ꎻ 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５８ ６ 分贝ꎬ 比 ２００５ 年 ６４ ６ 分贝降低 ６ 分贝ꎻ 交通噪声平均 ６４ １
分贝ꎬ 城区交通干线噪声昼间最大 ７３ ８ 分贝ꎬ 超国家标准的 １１ ８６％ꎻ 夜间最大噪声

７５ ７ 分贝ꎬ 超国家标准的 ３７ ６４％ꎮ

第二节　 环境监测

一、 监测机构

宝塔区环境监测站是国家环境监测网络三级站ꎬ 有大气、 锅炉烟尘、 噪声、 水质等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 ２５ 台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通过省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通过计

量认证复评审ꎬ 获得水、 气、 噪声 ３ 类 ３７ 项向社会出具监测报告的资质ꎬ 承担全区的常

规监测ꎬ 污染源和污染投诉监测ꎮ
二、 大气监测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地区环保局始对延安大气污染进行监测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国家对

延安市城区的大气监测点进行优化ꎬ 在延安市区内设枣园、 延安市人民医院、 延安设计

院 ３ 个监测点位ꎬ 监测项目有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总悬浮微粒 ３ 项ꎬ 用 ３ 个点位测得

污染物浓度值代表延安城区污染水平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６ 年ꎬ 共获得二氧化硫监测数据 １８００
个、 氮氧化物监测数据 １８００ 个、 总悬浮微粒监测数据 ７２０ 个ꎮ 同时在市区对降水 (１ 个

监测点)、 降尘 (４ 个监测点)、 硫酸盐化速率 (６ 个监测点) 进行监测ꎬ 至 １９９６ 年ꎬ 降

水 ｐＨ 值呈中性ꎬ 未发现酸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城区建成空气自动监测子站ꎮ ２００５ 年ꎬ ３ 台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正

常运行ꎬ 向国家监测总站传输数据 ６５７０ 个ꎬ 并通过电视、 广播向公众预报当日市区大气

质量情况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百米大道监测点位 (自动监测子站) 正式通过省环保部门验收ꎬ １１

月该点位参与全市平均值计算ꎮ 此后ꎬ 延安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增至 ４ 个监测

子站ꎬ 并配有 １ 个中心控制系统 (中心站房)ꎮ 中心控制系统监测项目为二氧化硫

(ＳＯ２)、 二氧化氮 (ＮＯ２) 和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 ３ 项ꎬ 每天 ２４ 小时连续自动监测ꎬ
每小时监测一个数据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三个项目各监测数据 １７３８８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城区有降尘监测 ４ 个点位 (延安师范、 市监测站、 延安军分区、 帝豪

商厦)、 硫酸盐化速率监测 ６ 个点位 (延安师范、 市监测站、 延安军分区、 帝豪商厦、
延安市设计院、 延安气象局)ꎬ 每月监测一次ꎻ 降水监测 ２ 个点位 (市监测站、 枣园)
的环境空气质量手动监测点ꎬ 实行降雨、 降雪即测ꎮ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共监测降尘

数据 ２４０ 个ꎬ 硫酸盐化速率数据 ２８８ 个ꎬ 降水数据 ９５６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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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质监测

１９９０ 年ꎬ 为掌握延河水系的污染动态ꎬ 省监测站把设在延河的采样断面经优化后ꎬ
共设 ５ 个断面 (其中延安市区设 ３ 个断面)ꎬ 每个断面分 “枯水期” “半枯水期” 和

“平水期”ꎬ 每期监测 ２ 次ꎬ 每年监测 ６ 次ꎬ 分析 ２１ 个项目ꎬ 每年可获 ６３０ 个监测数据ꎻ
每单月测一次ꎬ 分析水温、 ｐＨ、 悬浮物等 １６ 项指标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共获 ３７８０ 个监测数据ꎮ 工业废水监测: 重点污染源工业废水每

年监测 ２~４ 次ꎬ 一般污染源废水每年监测 １ 次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制定 «宝塔区饮用水源管理办法»ꎮ 年底ꎬ 王瑶水库饮水工程竣

工ꎬ 为宝塔区城区主要饮用水源地ꎬ 年平均供水量为 １５１０ 万立方米ꎮ 饮用水源地设中心

处、 出口处 ２ 个监测点位ꎮ 冬季只对出口处进行监测ꎬ 每月监测 １ 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红庄水库竣工ꎬ 为宝塔城区的饮用水供水调蓄水库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红庄水

库实行监测月报制度ꎬ 全年共获监测数据 ５６０１ 个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陕西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延安分中心对王瑶水库饮用水水源进行常规监测ꎬ

对石油类、 五日生化需氧量、 挥发酚等 ５ 个重点项目进行旬测旬报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饮用水源地监测项目由原 ２３ 项增至 ６５ 项ꎮ 同时ꎬ 按月完成延河和王瑶水

库 １１ 个点位的水质监测ꎬ 全面掌握重点流域地表水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和变

化趋势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共上报监测数据 ３２４１ 个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２０ 余年的监测结果表明ꎬ 宝塔区地表水主要污染物是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氨氮 (ＮＨ３ Ｎ)、 高锰酸盐指数 (ＣＯＤＭｎ)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河和王瑶水库水质

全部达标ꎮ
四、 噪声监测

１９８５ 年ꎬ 延安市环保监测站对延安市各类噪声源进行监测ꎮ 设七里铺、 市工商银

行、 市配件公司、 卷烟厂、 万花山庄和市监测站 ６ 个监测点监测功能区噪声ꎬ 每个监测

点每年进行 ２ 次 ２４ 小时连续监测ꎻ 设王家坪大桥头、 宝塔桥两头、 七里铺运输管理站 ４
个监测点监测市区交通噪声ꎬ 每期监测 １ 次ꎻ 根据延安市城建面积ꎬ 以 ２００ 米×２００ 米的

网格布设 １１２ 个监测点监测城市区域环境噪声ꎬ 每点昼夜各监测 １ 次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ꎬ 市监测站分别获取功能区噪声数据 ４３２ 个、 市区交通噪声数据 １４４

个、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数据 ４０３２ 个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城区范围以 ２５０ 米×２５０ 米网格进行布设ꎬ 共划分网格 １１１ 个ꎬ 以网

格中心为监测点ꎬ 每年 １０ 月每个点昼间监测 １ 次ꎬ 监测时间 １０ 分钟ꎻ 功能区噪声监测

设 ６ 个点位ꎬ 分别代表居民文教区、 一类混合区、 二类混合区、 商业中心区和工业集中

区 ５ 个类型区域ꎬ 每季度进行 １ 次 ２４ 小时连续监测ꎻ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 ４ 个ꎬ 干线

总长度 ７ ７ 千米ꎬ 平均路宽 １０ ８ 米、 车流量 １２８９ 辆 /小时ꎬ 每 ２ 个月监测 １ 次ꎬ 每个点

连续监测 ２０ 分钟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城区监测站分别获得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数据 ２２２０ 个、 功能区噪

声数据 １１２５０ 个、 道路交通噪声数据 ６００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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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污染治理

一、 大气污染治理

宝塔城区大气主要污染源是烟尘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废气排放量为 ６５ 亿标立方米ꎬ 其中二氧化硫 ０ ４８ 万吨ꎬ 烟尘 １ ９４

万吨ꎬ 工业粉尘 ０ １６ 万吨ꎮ 在全省 １０ 个地市中排列第八ꎬ 其中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排

放量均为第十位ꎬ 占全省排放总量的 ０ ８２％和 １ ０６％ꎻ 烟尘排放量列全省的第六位ꎬ 占

全省排放总量的 ２ ３４％ꎮ 全区废气排放量为烟尘第一ꎬ 二氧化硫第二ꎬ 工业粉尘第三ꎮ
延安市区烟尘排放量平均年增长率 １２ ５％ꎬ 大气污染综合指数年平均 ５ ５０ꎬ 排列为全省

第三ꎮ
１９９３ 年冬季ꎬ 北京专家组到延安考察大气污染状况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李鹏总理批示拨

款 ３０００ 万元ꎬ 要求延安市下决心治理大气污染ꎻ ９ 月ꎬ 延安市热网工程筹备处成立ꎬ 启

动集中供热工程ꎮ 同时推广清洁炉具ꎬ 实施城市气化工程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供热分局成立ꎬ 热网正式开始供热ꎮ 利用国家环保专项补助资金 ２４０

万元ꎬ 研制推广各类清洁炉具 ４２００ 台ꎬ 由饮食服务业推广到机关大灶和部分单位的茶水

炉ꎻ 市区累计建成烟尘控制区 ６ 个ꎬ 面积 ５ ９２ 平方千米ꎬ 占建成区面积 ６０％ꎮ
１９９８ 年初ꎬ 全市组织 １５０ 多名专业人员开展 １ 个多月的调查ꎬ 形成 «延安市城区大

气污染源调查及治理意见的报告»ꎬ 确立 “调整燃料结构ꎬ 转换使用煤种ꎬ 从源头控制

污染” 的治理思路ꎬ 在延安城区推广宁夏灵武煤等清洁燃料ꎬ 除卷烟厂、 热电厂外ꎬ 禁

止使用子长煤等有烟煤种ꎻ ９ 月 ８ 日ꎬ 颁布 «宝塔区城区大气污染防治办法»ꎻ １１ 月初

至 １２ 月底ꎬ 区环保、 公安、 城建、 劳动、 物价、 工商、 财政 ７ 部门联合行动清理有烟

煤ꎬ 调运灵武清洁煤ꎮ 检查居民 ５５８１３ 户次ꎬ 单位 １３８８ 户次ꎬ 饮食服务行业、 商业门店

１５１５９ 户次ꎬ 锅炉及茶炉 １９７６ 台次ꎬ 检查供煤点购煤单位和个人 ９８７ 户次ꎻ 累计查处违

法、 违规单位和个人 １５０６ 家ꎬ 罚款 １０４０９０ 元ꎮ 市财政投入 ８００ 多万元ꎬ 区政府发放煤

补款 ２００ 万元ꎬ 城区烟尘排放总量比 １９９７ 年减少 ６０％以上ꎬ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ꎬ 总悬浮微粒同期平均值降低 １８％ꎬ 冬季最大降幅为 ３０％ꎮ 国家环保总局将

延安大气污染治理模式作为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年新增集中供热、 联片供热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ꎻ 完成天然气输配工程全

部主干管铺设和门站建设ꎬ 进户达 ５ 万多户ꎻ 机动车尾气治理开始实施ꎮ 当年烟尘排放

总量比 １９９８ 年降低 １０％ꎬ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年均值分别降低 １１％和 ５％ꎬ 总悬浮微粒

降低 １８ ４％ꎬ 接近国家三级标准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３ 日ꎬ 国家环保总局在延安召开全国部分城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座

谈会ꎬ 对延安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ꎻ １０ 月底ꎬ 市区环保部门 １００ 多名工作人

员成立大气污染治理督察大队和锅炉茶炉专业检查大队ꎬ 集中检查城区单位、 居民使用

指定煤种情况ꎬ 并对单位锅炉使用指定煤种加强技术指导ꎮ 实施集中供热和煤改气工

程ꎬ 城区空气质量整体好转ꎬ 大气中各项污染指数稳中有降ꎬ 接近国家三级标准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市、 区环保部门打击偷运贩卖、 燃用非指定煤种的违法行为ꎬ 净化市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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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市场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控制在国家二级标准以内ꎬ 总悬浮微粒有 ３ 个月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城区锅炉茶炉、 饮食服务业、 工业企业中推行煤改气ꎬ 至年底ꎬ 市区燃

气锅炉达到 ６８ 户ꎮ 当年市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 ２４４ 天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城区煤改气、
油改气工程被市计委列为重点工程ꎮ １０ 月ꎬ 针对城区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煤源紧张、 运

输困难、 运费大幅上涨的形势ꎬ 组建督查大队ꎬ 入户检查 ９９０６ 户次ꎬ 没收非指定煤

６９ ４ 吨ꎻ 检查过境车 ４９１７３ 辆ꎬ 查扣违章车 ２２ 辆ꎬ 处罚 ６６５０ 元ꎻ 当年城区空气环境质

量稳中有升ꎬ 优、 良天数达到 ２６２ 天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城区优、 良天数达到 ２７２ 天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城区露天烧烤和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专项治理ꎬ 烧烤摊点环保炉具使用率 １００％ꎮ
市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 ２７９ 天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三山两河” 治理作为政府重点工作全面启动ꎬ 完成凤凰山绿化、 河道清

理、 排污管网配套等环保项目ꎮ 城区新增供热面积 ７０ 万平方米ꎬ 累计达到 ２６０ 万平方

米ꎻ 安装使用燃气锅炉 ２２５ 台ꎬ 公交车和出租车实施油改气ꎬ 城区天然气使用量 ２８００ 万

立方米ꎮ 好于二级的天数 ２８３ 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采暖期共入户检查 ２２００ 人次ꎬ 检查市、 区

单位 １８０ 个ꎬ 清理非指定煤种 ５０ 吨ꎬ 处罚 ６５ 户ꎬ 罚款 ３６００ 元ꎮ 全年城区空气环境质量

优、 良天数达 ３０２ 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按照市政府提出的 “集中供热、 改燃料、 改锅炉” 工作思路ꎬ 投资

２７０５ 万元改造 ２７ 家 ４４ 台锅炉ꎻ 对延安热电厂实施煤种转换ꎬ 原煤含硫量由 ２％降低至

０ ５％ꎻ 开展城区油烟专项治理ꎬ 清理取缔油烟烧烤ꎬ 全年检查烧烤摊点 １００ 余家ꎬ 收缴

木炭烧烤炉 ６７ 台ꎬ 取缔烧烤摊点 ４ 家ꎬ 鼓励使用环保烧烤炉具ꎻ 推进机动车油改气工

作ꎬ 全年新增油改气汽车 ８９ 辆ꎮ 全年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 良天数 ３１３ 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城区空气环境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 ３１５ 天ꎮ

二、 噪声治理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颁布 «延安市宝塔区噪声适应区区域划分方案»ꎮ 当年建设噪声达标

小区 ６ 个ꎬ 总面积 ４ ８２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环保局和宝塔公安分局开展联合执法检查ꎬ 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

的噪声污染问题ꎻ 区环保部门坚持开展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源监督检查ꎮ 配合城管部门

加强建筑工地的噪声污染防治ꎬ 严格限定作业时间ꎬ 减少噪声扰民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交通、 商业、 建筑施工和高、 中考期间噪声专项整治ꎮ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共受理热线举报 １４１ 起ꎬ 检查工地 ３６ 家ꎬ 其他各类噪声源 ９２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共查处噪音源 １８２ 个ꎬ 暂扣音响 １０ 套ꎻ 在中、 高考期间发起 “绿色护考”

行动ꎬ 发布 «关于在中、 高考期间开展环境噪声特殊管制的通告»ꎬ 同时公布 “１２３６９”
环境举报热线ꎬ 共受理热线举报 １４１ 起ꎬ 检查工地 ３６ 家ꎬ 其他各类噪声源 ９２ 个ꎬ 出动

检查 ３７５ 人次ꎬ 查处率 ９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高、 中考和成人高考期间ꎬ 与公安部门联合出台噪声管制公告ꎬ 逐一发放

辖区各建筑工地ꎬ 并通过 «延安日报»、 延安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ꎮ 组织 １５ 名环

境监察人员 ２４ 小时巡查ꎮ 查处违规施工企业 ４ 家ꎮ 在校园周围采取暂停施工和限定作业

时间等管制措施ꎮ

５７１

第四编　 城建　 环保 　



城建　 环保

三、 “三废” 减排

宝塔区 “三废” (废水、 废气、 废物) 治理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

安市工业粉尘回收量 ０ １０ 万吨ꎬ 历史堆积量 ８２ ６７ 万吨ꎬ 占地 １４ ０６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区排放废水 ８７９ ６３ 万吨ꎬ 处理 ８８１ ２１ 万吨ꎬ 其中工业废水 ４２７ ０１ 万吨ꎬ 处理达

标 １８７ ６７ 万吨ꎬ 符合标准排放 ２０７ ５８ 万吨ꎻ 排放废气 ６５ 亿标立方米ꎻ 固体废弃物总量

５８ ７９ 万吨ꎬ 其中处置 ４０ ９４ 万吨ꎬ 利用 １２ ６４ 万吨ꎬ 排放 ５ ２１ 万吨ꎮ 历史堆积为

３９１ ５４ 万吨ꎮ “三废”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２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强化污染源的监督管理和治理工作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完成水质监测

２５ 份ꎬ 获监测数据 ９２８ 个ꎻ 烟尘监测数据 ２１６ 个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重点污染源监测和服务

型监测ꎬ 获监测数据 ７５７４ 个ꎬ 编写监测报告 ９９ 份ꎬ 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 ３ 份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在宝塔区城东尹家沟建成延安市垃圾填埋场ꎮ 此前生活垃圾的处置ꎬ 主要

采用集中倾倒、 卫生填埋ꎮ 填埋场占地 ８４ １ 亩ꎬ 库容量 １６０ 万立方米ꎬ 总投资 １１２６ 万

元ꎮ 有生产机械 １１ 台 (辆)ꎬ ３０ 吨磅秤 １ 台ꎬ 沼气监测仪 ２ 部ꎬ 监控设备 １ 套ꎮ 按照

“计量—倾倒—推平—压实—消毒—覆土” 工艺ꎬ 采用 “分区—分阶段—单元式” 填埋ꎮ
同年ꎬ 延安市污水处理厂立项ꎮ 项目为集输管网和污水处理厂两部分ꎬ 其中厂区占地面

积 １１５ 亩ꎬ 主要建有氧化沟、 二沉池各 ４ 个ꎬ 设计日处理能力 ５ 万吨ꎬ 工程总投资

２０５２７ 万元ꎻ 污水收集管网 ８５ 千米ꎬ 中途提升泵站 ２ 座、 截流闸 １１１ 处ꎬ 各类污水检查

井 ８５０ 个ꎬ 收集覆盖面为 ３０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工业废水排放量 ４１８ ８７ 万吨ꎬ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４７ ５６ 亿标立方米ꎬ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２９ ６０ 万吨ꎮ 工业废水、 废气比 １９９６ 年减少 １１３ １３ 万吨、 ２１ ５４
万吨ꎬ 固体废弃物比 １９９６ 年增加 ３ ６１ 万吨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污水处理厂调试运行ꎮ 一期工程完成厂区主体工程ꎬ 日均处理

污水达到 ２ ５ 万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市油区清洁文明井场建成率 ３４ ８％ꎬ 石油污水回注率 ５５ ８％ꎻ 全市工

业用水总量 ２３９８３ １ 万吨ꎬ 重复利用率 ６５ ８５％ꎻ 工业废水排放量 ８８６ ９８ 万吨ꎬ 达标率

７４ ４％ꎻ 生活污水排放量 ２３８０ 万吨ꎬ 达标率 ２４ ５％ꎻ 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 ７２％ꎻ 工业固

体废弃物产生量 ３４ ７９ 万吨ꎬ 综合利用率 ８３ ３％ꎻ 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 １０ 万吨ꎬ 处理达

标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垃圾填埋场年均处理垃圾量 ８ １ 万吨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实施采油废水处理

回注工程建设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ꎬ 新建市区污水处理厂和石油废水处理站 ５ 个ꎬ
污水收集处理率 ７２％ꎮ 废水排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ꎮ 年底ꎬ 宝塔区开始实施污染减排

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又不具备治理能力ꎬ 没有排污总量指标的项目ꎬ 不

予审批ꎮ 改、 扩建项目要求采用先进工艺ꎬ 削减污染物排放ꎮ 关闭淘汰落后生产工艺ꎮ
１ 月 １０ 日ꎬ 关闭大唐延安发电厂小火电机组ꎻ ４ 月 １０ 日ꎬ 爆破大唐延安发电厂冷却塔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在宝塔区川口乡开工建设延安市第二垃圾处理场ꎮ 总库容 ５０３ 万立方米ꎬ
有效库容量 ４９７ 万立方米ꎬ 投资 ９６４６ ２１ 万元ꎮ 同时ꎬ 推进污水处理厂建设和锅炉改造ꎬ
实施工程减排ꎮ 延安市污水处理厂加快扩容污水工程建设ꎬ 实现 ５ 万吨 /日的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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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 出厂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一级 Ｂ 标准ꎮ 青化砭采油厂和蟠龙采油厂

污水处理站建成投运ꎻ 城区共改造锅炉 ２７ 台ꎻ 延安热电厂改用内蒙古东盛低硫份煤ꎮ
对延安市污水处理厂、 长庆采油厂河庄坪综合服务处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安装在线监

测装置ꎮ 当年ꎬ 宝塔区主要污染物削减量为: 二氧化硫 １２０ 吨ꎬ 化学需氧量 １７００ 吨ꎮ 至

年底ꎬ 全区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 １３４ ８ 吨ꎻ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 １７３９ ２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制定 «宝塔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０ 年污染物总量削减计划»ꎬ 确定重点减排项

目ꎬ 落实企业减排责任ꎮ 并纳入年终政府环保目标责任考核中ꎬ 实行一票否决ꎮ 联合纪

检监察、 经济发展部门开展减排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执法监察ꎮ 建成甘谷驿生活污

水处理厂、 青化砭生活污水处理厂、 南泥湾采油厂污水处理站、 延安卷烟厂污水处理

厂、 延大附院污水处理站、 蟠龙果汁厂污水处理站ꎻ 改造长庆采油厂河庄坪生活基地生

活污水处理厂: 煤改气或煤改煤改造锅炉 ３８ 台ꎻ 对 ７ 家新整合煤炭企业集中治理ꎬ ４ 家

文明矿井通过环评审批ꎮ 延安市污水处理厂全年处理污水 １３８５ 万吨ꎬ 削减化学需氧量

４８６８ 吨ꎬ 市区污水收集率 ９０％以上ꎮ 全年二氧化硫削减 １８８ 吨ꎬ 总量控制在 ３０４５ 吨ꎬ
分别完成任务的 １３４ ２％和 １００ ３％ꎻ 化学需氧量削减 １９０１ ４５ 吨ꎬ 总量控制在 ２８３０ 吨ꎬ
分别完成任务的 １０３ ７％和 ９６ ６％ꎮ 是年ꎬ 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 １３４ 亿标立方米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２ 倍ꎻ 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１１１９６ 吨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８ １％ꎻ 生活

废水排放量 １１１１４ ５２ 吨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１３ ７％ꎻ 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有所增加ꎬ 石

油类排放量随环保设施改善明显减少ꎻ 烟尘排放量 ３ ６ 万吨ꎻ 粉尘排放量 ０ １４ 万吨ꎬ 排

放量呈逐年下降趋势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辖区内石油开采单位建成注水站 ２６ 个ꎬ 注水井

１１６３ 口ꎮ 累计建成文明井场 １３４３１ 个ꎬ 输油管线 １７０ ７ 千米ꎮ 集中处置油泥等危险废物

５７８６ ２２ 吨ꎬ 井场泥浆、 岩屑固化 ２００ 个ꎮ 责令停产治理川口等 ７ 家采油厂 １５３ 口油井ꎬ
限期治理 ６５ 口ꎮ

四、 其他污染治理

２００９ 年ꎬ 对宝塔区南川 ７ 个采砂石场污染汾川河状况进行 １ 个月的集中整治ꎬ 对违

法排污和无环保手续的砂石场ꎬ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ꎬ 限期补办手续ꎬ 建设配套设施ꎮ
对砖瓦、 建材行业进行检查ꎬ 共检查砖厂 ２３ 个ꎬ ９ 家砖厂补办了环保手续ꎬ 并关闭取缔

污染严重的宝塔区万花山乡罗崖村岩丰珍珠岩厂ꎮ 对辖区内 １２ 家大中型医院的医疗废

水、 医疗垃圾和放射性污染源进行专项整治ꎬ 督促宝塔区医院建成 １ 个医疗废水处理

站、 延大附院加快医疗废水处理站建设ꎻ 要求辖区所有规模医院的医疗固体废弃物ꎬ 全

部送往延安市殡仪馆和宝塔区火葬场集中焚烧处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环境保护局宝塔分局加大废矿物油对环境危害的宣传ꎬ 对辖区内废矿物油

的生产、 贮存、 转移、 利用、 处置实行全过程规范化管理ꎮ 重点检查机动车维修行业、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 大量使用矿物油的大型企业以及收购、 运输、 处置、 综合利用废矿

物油的企业ꎬ 对存在问题的汽车修理厂依法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ꎬ 依法处罚逾期没有完

成治理任务的企业ꎮ 排查通讯基站、 辐射和放射设备ꎬ 排查辐射源 １５ 家ꎬ 限期补办手

续 ５ 家ꎮ 对未办理环保手续的俪人医院、 现代妇科医院等限期办理环保手续ꎻ 对无医疗

废水处理设施的市中医院、 延安妇幼保健院、 慈善医院等 ８ 所医院进行限期整改ꎮ ６ 月

底ꎬ 延大附院废水处理设施竣工投用ꎻ ８ 月 １ 日起ꎬ 医疗垃圾由延安盛源医疗废物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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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　 环保

处置中心和市殡仪馆分类处理ꎬ 全年共集中焚烧处置医疗垃圾 １１４ ５７ 吨ꎮ
五、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２００３ 年ꎬ 区环保部门开展以创建绿色村庄、 禁烧秸秆、 禁挖甘草和保护野生动植物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保护工作ꎬ 组织宣讲人员深入村镇普及农村环境保护知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政府制定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规划ꎬ 开展以农村垃圾、 污水为重点

的农村污染源治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制定 «宝塔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宝塔区贯彻落实农

村环境保护生态创建工作设施方案»ꎮ 当年建成优美乡镇 １ 个———南泥湾镇ꎻ 生态示范

村 ５ 个———临镇镇任家塬村、 李渠镇张兴庄村、 柳林镇后孔家沟村、 冯庄乡康坪村和梁

村乡小刘沟村ꎮ 宝塔区河庄坪镇试验推广集镇垃圾、 污水处理处置工程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农村环境污染调查工作ꎬ 上报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９ 个ꎬ 申请省级

环保专项支持资金 ４０ 万元ꎬ 建成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２ 个ꎮ

第四节　 环境监管

一、 机构

１９８０ 年ꎬ 延安市政府设环境保护办公室ꎬ 办公室设在延安市城建局ꎬ 与城建局两块

牌子、 一套人马ꎮ １９８５ 年ꎬ 独立设为延安市环境保护局ꎬ 科级建制ꎬ 下设延安市环境监

测站和延安市环境监理收费所 ２ 个单位ꎬ 为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环保局上划归市ꎬ 更名为延安市环境保护局宝塔分局ꎬ 科级建制ꎬ

行政编制 ６ 名ꎬ 内设办公室、 宣教科、 监督管理科、 污控科、 环评科、 生态科、 减排

办、 稽查科、 财务科 ９ 个科室ꎮ 下设宝塔区环境监察大队和宝塔区环境监测站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环境监测站与延安市监测站合并ꎮ 延安市环境保护局宝塔分局内设

办公室、 财务科、 监督管理科、 环评科、 污染科和生态科 ６ 个科室ꎬ 有职工 １９ 名ꎬ 下设

宝塔区环境监察大队ꎬ 科级建制ꎬ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ꎮ 在宝塔区姚店镇设姚店环境

监察中队ꎬ 副科级建制ꎮ
二、 监管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对城区 ５６１ 台锅炉、 茶炉以及工业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ꎮ 对区域内

煤矿环境污染提出集中整改意见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处理延安发电厂违法生产问题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建设项目管理年活动ꎬ 全区共检查建设项目 ３６ 个ꎬ 清理出未执行环

境影响评价项目 ８ 个ꎬ “三同时” 执行不到位的项目 ３ 个ꎮ 区环境保护局对此分门别类

进行了处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市环保局宝塔区分局督办宝塔区延园中学生活污水污染问题ꎬ 将污水管线

改道进入市区污水管网ꎻ 督办王瑶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采油井关闭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关闭采油井 １０ 口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国家生态示范区通过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考核验收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剩余的 ２６ 口采油井全部关闭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电磁辐射和放射源环境安全专项检查ꎬ 为涉源单位依法办理辐射安全

许可证ꎬ 并建立全区电磁辐射源、 放射源档案和数据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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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ꎬ 制定 «宝塔区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方案»ꎬ 成立

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ꎬ 选派人员参加省、 市举办的污染源普查培训班ꎮ 全区共有污染源

清查对象 １５７７ 家ꎬ 纳入普查对象的 ８６９ 家ꎮ 当年ꎬ 完成污染源入户普查、 五级审核 ８４２
家ꎬ 计算机录入 ３４８ 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 «宝塔区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技术报告»ꎬ 上报最终污染源 １８６６
个ꎬ 其中工业源 １２４ 个、 生活源 ７９１ 个、 集中治理设施 ５ 个、 农业污染源 ９４６ 个ꎮ 治理

建材和石油工业企业污染源ꎬ 实施监督减排ꎮ 全区有省级挂牌督办的环境整改问题 ４
个: 延安热电厂安装脱硫设施和在线监测整改ꎬ 延安卷烟厂供热和污水处理工程ꎬ 延安

市区垃圾处理厂回罐系统检修问题ꎬ 川口玻璃纤维棉厂另行选址重新建设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市环保机构排查核技术应用的 ８ 家测井公司ꎬ 对延安盛安公司非法借用其

他公司资质招投标ꎬ 从事放射性测井工作进行处理ꎬ 责成公司停止放射性活动ꎬ 取消其

招投标资格ꎮ 当年ꎬ 延大附院 Ｉ 类放射源申请退役ꎮ 环保宝塔分局对辖区 ２００８ 年以来

１７７ 个建设项目的环保手续全面排查ꎮ 查处杨家岭小学幼儿园、 延炎建筑公司等 ４ 个单

位无环保手续或未按环保要求建设问题ꎬ 责令限期整改ꎬ 并处罚款 ３ ５ 万元ꎮ 对移动公

司、 联通公司等 １０ 个单位的 ３９３ 个放射设备和延大附院等 １２ 所医院电磁设备的环评手

续和持证情况全面检查ꎬ 限期补办手续 ５ 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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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第五编　 交通运输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地区公路通车里程为 ６８４８ 千米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公路通车里程达

２ ０４ 万千米ꎬ 实现了乡乡通油路ꎬ 村村通砂石路ꎮ 其中ꎬ 宝塔区建成 ５ 条区 (县) 级公

路、 ６ 条乡镇级公路和 １４４ 条村级公路ꎬ 区内 １１ 镇、 ９ 乡和 ６１１ 个村庄均通公路ꎮ 全区

公路通车里程达 １７０３ 千米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内新建神延铁路与西延铁路对接ꎬ 新建黄延、 靖安高速公路

与新改建的包南线国道穿境而过ꎻ 改建整合的宜定、 清延、 延靖省道连接组成宝塔区公

路的 “主骨架”ꎬ 沟通与内蒙古、 宁夏、 山西、 甘肃等周边省区的联系ꎬ 形成快捷的公

路、 铁路、 民航交通网络ꎬ 实现了出行西安、 榆林、 银川、 靖边、 定边以及省内重要城

市 “一日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机场全年航班飞行 ２８５７ 架次ꎬ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１２０１２１ 人

次ꎬ 货邮吞吐量 ４２ ９ 吨ꎬ 与上年同比分别增长 ２７ ０％、 ３９ ２％和 ５１ １％ꎬ 年增长率位于

全国支线机场前列ꎮ 宝塔区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和多样化ꎬ 促进了全区国民经济和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ꎬ 带动了全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ꎮ

第一章　 交通设施

第一节　 公　 路

一、 高速公路

(一) 黄 (陵) 延 (安) 高速公路

黄延高速公路是国家规划的西部大通道包头 (内蒙古) 至茂名 (广东) 线在陕西省

内的重要一段ꎬ 也是陕西省 “米” 字形公路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南接铜 (川) 黄

(陵) 高速公路ꎬ 起自黄陵县康崖底村ꎬ 经洛川、 富县、 甘泉ꎬ 终于宝塔区河庄坪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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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高速公路相接ꎬ 全长 １４３ ２１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２４ ５ 米ꎬ 双向四车道ꎮ 全线共建设桥梁

１４２ 座 (其中特大桥 １２ 座)ꎬ 隧道 ２２ 座ꎬ 立交 １１ 处ꎬ 总投资 ６３ ７０ 亿元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通车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通过竣工验收ꎬ 工程质量评定

等级为优良ꎮ 黄延高速公路宝塔区段由甘泉县清泉沟与宝塔区界的山神庙隧道相接进入

宝塔区ꎬ 沿经宝塔区南泥湾、 南蟠龙设置的半互通式立交、 南秋台 １ 号隧道和 ２ 号隧道、
牛庄沟大桥、 南三十里铺、 南二十里铺、 高坡、 山狼岔隧道、 万花山乡的罗崖、 肖林、
杜甫大桥、 枣园镇的新窑洞隧道、 杨崖、 枣园隧道至河庄坪镇的石圪塔 (延安北站)ꎬ
与宝塔区内的靖 (边) 安 (塞) 高速公路相接ꎬ 区内辖长 ４７ ２０ 千米ꎮ

(二) 靖 (边) 安 (塞) 高速公路

靖边至安塞高速公路是陕西省 “米” 字形公路骨架的主要组成部分ꎬ 与国道主干线

共同构成陕北地区公路网主骨架ꎮ 起自榆林市靖边县新农村乡石家湾村ꎬ 终于宝塔区河

庄坪ꎬ 全长 １０４ 千米ꎬ 路基宽度分别为 ２４ ５ 米和 ３５ 米ꎬ 双向四车道ꎬ 全封闭、 全立交ꎬ
总投资 ４５ ８ 亿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日全线通车ꎮ 靖安高速公路宝塔区段从河庄坪的石圪

塔起经石圪塔大桥、 河庄坪一号大桥与二号大桥、 石窑村大桥、 康家沟中桥、 罗家沟大

桥、 马家沟中桥、 马家沟大桥至安塞县界ꎬ 与榆靖、 陕蒙高速公路相接ꎮ 区内辖长

１１ ２０ 千米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始建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建成通车ꎮ
二、 国道

２１０ 国道包南线ꎬ １９７０ 年为西包公路ꎮ １９９１ 年西包线大改造ꎬ 全程线路达国家二级

公路ꎬ 路基宽 １２ 米ꎬ 行车路面宽 ９ 米ꎮ １９９７ 年交通部确定 ２１０ 国道新线ꎬ 将原来绕宝

塔区姚店镇经青化砭、 永坪、 子长至清涧县路段改为从宝塔区姚店镇经甘谷驿镇康家沟

至延川县、 清涧县ꎮ １９９９ 年大改线工程开工ꎬ 涉及宝塔区的有 ３ 大段: 高坡至嘉岭桥

１１ ５０ 千米ꎬ 开通 ３ 条隧道和宝塔山石砭加宽ꎻ 嘉岭桥至流水沟门 ９ １０ 千米路基加宽ꎻ
流水沟门经甘谷驿镇康家沟至延川界 ３７ ３０ 千米路面、 桥涵、 隧道开通与改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始 ２１０ 国道延安城区过境路改造工程ꎬ ２００４ 年ꎬ ２１０ 国道延安段整治全

面完成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对嘉岭大桥加宽改造ꎬ 全线仍为国家二级公路标准ꎬ 路基宽 １２ ~
１４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９~１４ 米ꎬ 双车道ꎬ 次高级路面ꎬ 全线均为晴雨通车里程ꎮ

２１０ 国道宝塔区段ꎬ 自甘泉县与宝塔区界的湫沿山隧道经宝塔区南三十里铺、 高坡、
南洼梁隧道、 赵庄隧道、 二庄科隧道、 黄蒿洼沟、 嘉岭大桥、 川口、 李渠、 姚店、 甘谷

驿镇、 西沟门、 前苏家沟、 唐家坪、 罗家湾至延川县界的芦草西环节梁隧道ꎬ 区内辖长

６３ ９７ 千米ꎬ 涉及 ５ 个乡镇、 ４２ 个行政村ꎮ ２０１０ 年对市区段进行重新改线ꎬ 新线从柳林

镇南三十里铺经桥沟镇、 川口乡、 李渠镇至姚店镇杨家砭ꎮ
三、 省道

１９９０ 年前ꎬ 延安市内有延靖公路、 延延公路、 延定公路、 延宜公路、 延子公路穿

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公路重建整合后ꎬ 至 ２０１０ 年改为清延、 靖延、 宜定线 ３ 条ꎬ 区内线路

长 １３１ ６７ 千米ꎮ
(一) 清延线 (Ｓ２０５)
经延川县鲁家湾ꎬ 在鲍家河进入宝塔区界ꎬ 再经宝塔区玉皇庙、 青化砭镇、 姚店

镇、 甘谷驿镇、 郑庄进入延长县白家川ꎮ 区内辖长 ２５ ５５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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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改造加宽ꎬ ２００９ 年改线ꎬ 全程均为晴雨通车里程ꎮ
(二) 靖延线 (Ｓ２０６)
原为延靖公路ꎬ 自宝塔区河庄坪镇石圪塔经安塞县杨家沟ꎬ 区内辖长 １２ ４１ 千米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多次改造ꎬ 路基宽度 ８ ５０ ~ １２ 米ꎬ 路面宽度 ７ ~ １１ ５０ 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工

建设 ２０６ 省道延安城区北连接线ꎬ 兰家坪至河庄坪段ꎬ 线路全长 ２ ６０ 千米ꎮ
(三) 宜定线 (Ｓ３０３)
宜定线原为延定、 延宜 ２ 条公路ꎬ 经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年公路改建整合后ꎬ ２ 条公路合并

连通ꎬ 易名宜定公路ꎮ 宜定线经南泥湾、 南三十里铺、 延安市区、 枣园、 高桥至安塞县

界西河口ꎮ 区内辖长 ９３ ６７ 千米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３ 年ꎬ 完成 ３０３ 省道延安经南泥湾至云岩三

级路改造项目ꎻ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工建设 ３０３ 省道西过境线ꎬ 经河庄坪镇石圪塔村、 枣园镇莫

家湾ꎬ 接延安北过境公路ꎬ 全长 ４ ７０ 千米ꎬ ２００９ 年建成通车ꎻ 路基宽度 ８ ５０ ~ １４ ５０
米ꎬ 路面宽 ６~１４ 米ꎬ 次高级路面、 国家二级路面ꎬ 双车道ꎬ 晴雨通车ꎮ

四、 专用公路

(一) 临姚路

自宝塔区临镇镇经黑舍村、 刘村至姚家坡农场ꎬ 全长 ８ ２０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中级路面ꎬ 双车道ꎮ ２００３ 年由宝塔区交通局改建为三级公路ꎬ 沥青渣油

表处路面ꎮ
(二) 延安城区过境路

自宝塔区崖里坪至河庄坪ꎬ 全长 １５ ３０ 千米ꎮ ２００８ 年由城区北过境项目管理处改建

为二级油路ꎮ
(三) 原 Ｇ２１０ 桥沟段

自宝塔区桥沟至东二十里铺ꎬ 全长 ８ ８０ 千米ꎬ 主要服务区为延安机场ꎮ ２００９ 年由

延安市城市管理局改建为二级油路ꎮ
Ｇ２１０ 线东过境路自宝塔区姚店至三十里铺ꎬ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开工建设ꎮ
五、 区 (县) 公路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 年ꎬ 国家先后分第四、 五、 六、 七批 “以工代赈” 扶植贫困县乡公路工

程建设ꎬ 拨付宝塔区 ４８３ 万元ꎬ 区交通部门重点改建燕金路、 延万路、 青张路、 玉贯路

和阳九路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５ 条公路全部铺筑沥青渣油路面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乡

镇公路 ５ 条 １０３ ３４ 千米ꎬ 其中三级公路 ４ 条 ９２ ５４ 千米、 四级公路 １ 条 １０ ８０ 千米ꎮ
(一) 燕金路

自柳林镇燕沟沟口至麻洞川乡金盆湾ꎬ 沿途经赵庄、 四岔铺、 南庄河、 稍园梁、 陈

子沟、 前新窑、 松树林、 老虎沟至金盆湾ꎮ 全长 ３６ ２４ 千米ꎮ １９９０ 年前ꎬ 燕金路为土路

面ꎬ 部分路段为砂石路面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秋冬ꎬ 以民工建勤形式各进行一次普修ꎮ １９９４
年用国家第四、 第五批 “以工代赈” 专款ꎬ 全线进行改造和沿途桥涵配套工程的建设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对全线整修补漏一次ꎮ １９９６ 年仍用 “以工代赈” 专款改造柳林至松树林段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再次用国家第七批 “以工代赈” 专款进行全线改造一次ꎮ ２００１ 年改建为三级

公路ꎬ 沥青渣油表处路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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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万路

自万花山乡张坪至万花山庄ꎬ 全长 １１ ２０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８ ５０ ~ １２ ５０ 米ꎬ 路面宽

度６~１２ 米ꎬ 次高级路面ꎬ 双车道ꎬ 二级公路ꎬ 晴雨通车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秋冬ꎬ 各进行

一次公路普修与养护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用国家第四、 第五批 “以工代赈” 专款进行全线大改

造ꎬ 重铺路面ꎬ 沥青渣油表处ꎬ 加宽路基ꎮ １９９５ 年再次进行整修ꎮ １９９６ 年重点整修桥

涵工程ꎮ １９９８ 年用 “以工代赈” 专款进行改善ꎬ 至 １９９９ 年再次用国家 “以工代赈” 专

款进行改建ꎮ ２００１ 年全线沥青渣油表处ꎬ 达到三级公路标准ꎮ ２００８ 年按二级公路标准

进行改建ꎬ ２００９ 年建成通车ꎮ
(三) 玉贯路

自蟠龙镇玉皇庙经张山圪台、 蟠龙镇、 鲁家屯、 宋家沟至贯屯乡龙湾村ꎬ 全长

２０ ３０ 千米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秋冬ꎬ 以民工建勤形式对全线各抢修一次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改造

１８ ６０ 千米为三级砂石路面ꎮ １９９９ 年仍用 “以工代赈” 专款进行路面改造ꎮ ２００２ 年全线

改建为沥青渣油路面ꎮ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双车道ꎬ 中级路面ꎬ 三级公

路ꎬ 晴雨通车ꎮ
(四) 青张路

自青化砭曹咀村起ꎬ 经梁村乡的王庄、 梁村、 裴渠、 裴庄、 张坪乡的漫家坪、 皮家

湾至张坪乡ꎬ 全长 ２４ ８０ 千米ꎮ １９９４ 年用国家 “以工代赈” 专款全线改建一次ꎬ １９９５
年改造为三级砂石路面ꎮ １９９６ 年对沿途桥涵配套工程改建一次ꎮ １９９７ 年再用国家 “以
工代赈” 专款全线改造ꎮ １９９９ 年仍以 “以工代赈” 专款进行改造ꎮ 至 ２００２ 年全线改建

沥青渣油路面ꎮ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ꎮ 双车道ꎬ 中级路面ꎬ 三级公路ꎮ
(五) 阳九路

自南泥湾镇阳湾村至九龙泉ꎬ 全长 １０ ８０ 千米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以民工建勤形式各普

修一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桥涵配套建设一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线改造为四级路面ꎬ 沥青渣油表处ꎮ
路基宽度 ６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５ 米ꎬ 中级路面ꎬ 四级公路ꎬ 双车道ꎬ 晴雨通车ꎮ

六、 乡镇公路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有乡村公路 ３６ 条 ４２１ 千米ꎬ 均为土路面ꎬ 全区通公路行政村

占 ７５％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政府以农为本ꎬ 公路建设政策不断向 “三农” (农业、 农村、

农民) 倾斜ꎬ 启动 “村村通公路” 措施ꎮ 继续沿用民工建勤的传统做法ꎬ 全区各乡镇

“乡乡修公路ꎬ 村村上劳力”ꎮ 至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ꎬ 全区各乡镇基本完成村村通公路计划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０％的行政村通了公路ꎬ ９０％以上的自然村也通了公路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ꎬ 省、 市、 区投入 ４ 亿多元修建农村公路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全区建成 １５０ 条

乡村公路ꎬ 其中乡镇公路 ６ 条、 ９６ ５０ 千米ꎬ 村级公路 １４４ 条、 １２０９ ３０ 千米ꎮ
(一) 蟠下路 (延 Ｙ００１)
自蟠龙镇蟠龙村经核桃坪、 下坪乡的王家屯、 史家崖底、 木家坪至下坪乡政府ꎬ 全

长 １３ ９０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单车道ꎮ １９９０ 年前为土路面ꎮ １９９４
年用国家第四、 第五批 “以工代赈” 扶植贫困县乡公路工程款进行 １４ ３０ 千米改建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３ 千米铺设砂石路面ꎮ １９９９ 年再用国家第七批 “以工代赈” 款进行改建ꎮ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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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建为三级公路ꎬ 沥青渣油表处ꎮ ２０１０ 年改建三级油路ꎬ 投资 １５６０ 万元ꎬ 其中省、
市补助 ５６０ 万元ꎬ 宝塔区自筹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ꎮ

(二) 延丁路 (延 Ｙ００２)
自李渠镇东村的 ２１０ 国道线起经李家沟、 贾庄、 李庄、 冯庄乡政府、 高庄至下坪

村ꎬ 全长 １７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双车道ꎮ １９９１ 年冬ꎬ 以民工建勤

形式大普修一次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ꎬ 对全线铺筑四级砂石路面ꎬ 路基宽度达 ６ ５０ 米ꎮ １９９４
年用国家第四、 第五批 “以工代赈” 专款全线改造一次ꎬ １９９５ 年再次铺筑砂砾石路面ꎬ
１９９９ 年仍用国家 “以工代赈” 款进行全线改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改建为三级公路ꎬ 沥青渣油

表处ꎮ ２００８ 年重新进行改建ꎮ
(三) 延碾路 (延 Ｙ００３)
自李渠镇崖里坪村的 ２１０ 国道线起经杨新庄、 王家沟、 王家砭至碾庄村ꎬ 全长 ６ ６０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双车道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用国家第四、 第五批 “以
工代赈” 扶植贫困县乡公路工程款改建 ６ ３ 千米ꎮ １９９６ 年进行一次桥涵配套工程ꎮ １９９７
年再用国家 “以工代赈” 专款改建为三级砂石路面ꎮ １９９９ 年仍用 “以工代赈” 专款改

造 ６ ３０ 千米路面ꎮ ２００２ 年改建为三级公路ꎬ 铺筑沥青渣油路面ꎮ ２００５ 年改为北过境线ꎬ
全长 １５ ７０ 千米ꎬ 路况提升为二级公路ꎮ

(四) 川冯路 (延 Ｙ００４)
自川口村的 ２１０ 国道线至川口乡冯坪村ꎬ 全长 ５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双车道ꎬ 晴雨通车ꎮ １９９１ 年秋冬ꎬ 民工建勤普修一次ꎮ １９９６ 年桥涵配套建设工程

修筑冯坪桥一座ꎬ 空腹式石拱桥ꎬ 长 ３６ 米ꎮ ２０００ 年全线改建为三级公路ꎬ 沥青渣油表

处ꎮ ２０１０ 年重新进行改建ꎮ
(五) 延元路 (延 Ｙ００５)
自姚店镇郑崖村 ２１０ 国道线起经陈家屯村至元龙寺村ꎬ 全长 ７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双车道ꎮ １９９１ 年秋冬ꎬ 民工建勤普修一次ꎮ １９９４ 年用国家第四、 第

五批 “以工代赈” 扶植贫困县乡公路工程款全线改造一次ꎮ １９９９ 年仍用 “以工代赈”
款进行改造和桥涵配套工程ꎮ ２００１ 年改建为三级公路ꎬ 沥青渣油表处路面ꎮ ２００８ 年重

新进行改建ꎮ
(六) 姚麻路 (延 Ｙ００６)
自姚店起ꎬ 经房子沟、 寨子沟、 沙滩、 界和平、 赵家沟、 新民村、 刘台、 雪水湾、

岳家屯、 金家屯、 玉家崖至麻川乡ꎬ 全长 ４７ 千米ꎬ 路基宽度 ７ ５０ 米ꎬ 路面宽度 ６ 米ꎬ
中级路面ꎬ 双车道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ꎬ 民工建勤两次普修ꎮ １９９４ 年用国家第四、 第五批扶

植贫困县乡公路工程款改造 １２ 千米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年ꎬ 使用国家第六、 第七批 “以工代

赈” 款进行改建ꎮ ２００５ 年全线改建为三级砂石路面ꎬ ２００８ 年改建为三级油路ꎮ
七、 村道公路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村道公路 １４４ 条、 １２０９ ３０ 千米ꎬ 其中三、 四级油路 ２３
条、 ２１０ ６７ 千米ꎻ 三、 四级砂石路面 ４２ 条、 ４５２ ３５ 千米ꎻ 等外砂石路面 ３８ 条、 ３３２ ９０
千米ꎻ 其余 ４１ 条、 ２１３ ３８ 千米为等外土路面公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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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路桥梁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内公路新建特大型、 大型、 中型桥梁 ２１ 座ꎬ 长 ４５３７ ３６
延米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域内公路桥梁统计表
　 表 ５－１－１ 单位: 米

名称
所在地点

河渠 路线名称

使用
年限

桥　 长

全长 孔数(个) 跨径长
桥宽

设计
荷载

结构形式

上部 下部
建成年月

嘉岭大桥 延河 西包线 — １８１ ７ — １２ 汽－２０ 级 板拱
“Ｘ” 形
框架

１９９４ ８

郑家崖桥 五羊川 西包线 永久性 ８５ ６０ ３ ６０ １２ ５０ 汽－２０ 级 板拱 重力式墩 １９９８ １２

姚店桥 蟠龙河 西包线 永久性 ８２ ３ ６０ ２０ ５０ 汽－２０ 级 板拱 重力式墩 １９９８ １２

二道湾桥 — — 永久性 ５２ １ ２５ １０ ５０ 汽－２０ 级 板拱 — １９９９ ８

桥沟桥 — — 永久性 ４２ １ ２５ １０ ５０ 汽－２０ 级 板拱 — １９９９

野狐狸
沟桥

— — 永久性 ５６ １ ３０ １０ ５０ 汽－２０ 级 板拱 — １９９９ ８

柿子沟桥 柿子沟 — 永久性 ５８ １ ３０ １０ ５０ 汽－２０ 级 板拱 — １９９９ ８

碾庄沟桥 碾庄沟 — 永久性 ４０ ２ ３２ １２ ５０ 汽－２０ 级 空心梁 — １９９９ ９

采油厂
过水桥

川口河 — 永久性 ５８ ４ ５８ — — 板拱 重力式墩 １９９９ １０

牛庄沟
大桥

牛庄村
黄延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２９１ １４ ２０ — — 箱梁 — ２００４

杜甫大桥 杜甫川
黄延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２７５ — — — — — — ２００４

石圪塔
特大桥

石圪塔
黄延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６４７ — — — — 半幅 — ２００５

石圪塔
大桥

石圪塔
黄延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３６７ — — — — 全幅 — ２００５

石圪塔
大桥

石圪塔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２１８ ７ ３０ — — 箱梁
双柱式
桥墩

２００３

河庄坪
一桥

河庄坪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４５７ ６８ １５ ３０ — — 箱梁
独柱式
桥墩

２００３

河庄坪
二桥

河庄坪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２１７ ７１ ７ ３０ — — 箱梁
双柱式
桥墩

２００４

石窑村
大桥

石窑村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２１７ １０ ７ ３０ — — 箱梁
独柱式
桥墩

２００４

康家沟
中桥

康家沟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４４ ０４ ３ １３ — — 预应力 柱墩 ２００４

罗家沟
大桥

罗家沟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５７８ ７０ １９ ３０ — — 箱梁
双柱式
桥墩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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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所在地点

河渠 路线名称

使用
年限

桥　 长

全长 孔数(个) 跨径长
桥宽

设计
荷载

结构形式

上部 下部
建成年月

马家沟
中桥

马家沟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５２ ０４ ３ １６ — — 板桥 柱墩 ２００５

马家沟
大桥

马家沟
靖安高
速公路

永久性 ５１７ ４９ １７ ３０ — — 箱梁
双柱式
桥墩

２００５

九、 公路隧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１ 年间ꎬ 宝塔区内新建公路隧道 １２ 道ꎬ 长 １４８４１ 延米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域内公路隧道统计表
　 表 ５－１－２ 单位: 米

隧道名称 地点线路 使用年限
规　 格

长 宽 高
建成年份

湫沿山隧道 西包线 永久性 ２３５ １０ ５０ ６ ５０ １９９６

南洼梁隧道 西包线 永久性 ２２７ １０ ５０ ６ ５０ ２００１

赵庄隧道 西包线 永久性 １９５ １０ ５０ ６ ５０ ２００１

二庄科隧道 西包线 永久性 ２０７ １０ ５０ ６ ５０ ２００２

芦草梁隧道 西包线 永久性 １５０ １０ ８０ ７ ２０ ２００２

山神庙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２５００ １１ ７ ２００３

南秋台
一号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２３００ １１ ７ ２００３

南秋台
二号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２２８５ １０ ５０ ７ ２００３

山狼岔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１８９３ １０ ５０ ７ ２００４

山狼岔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２０３８ １０ ５０ ７ ２００４

枣园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１８７１ １０ ５０ ７ ２００５

枣园隧道 黄延公路 永久性 ９４０ １０ ５０ ７ ２００５

第二节　 铁　 路

一、 线路建设

宝塔区内有西延、 神延线铁路ꎬ 是国家铁路网 “八纵八横” 布局中 “包柳通道” 的

组成部分和铁路十大煤运通道之一ꎮ
(一) 西 (安) 延 (安) 铁路

１９７２ 年ꎬ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修筑新丰镇至延安铁路线ꎬ 由临潼新丰镇沿洛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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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ꎬ 经蒲城县坡底村、 白水、 宜君、 黄陵、 洛川、 富县、 甘泉县至延安ꎬ 全长 ３１５ 千

米ꎬ 命名为 “西延铁路”ꎬ 总投资约 ８ ７７ 亿元ꎮ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ꎬ 西延铁路开始修建ꎬ 由铁

道部第一工程局承担全线施工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 部分路基、 桥涵、 隧道筑至延安地区四

十里铺ꎬ 临潼县新丰镇至蒲城县坡底 １０５ 千米建成通车ꎮ １９７９ 年缓建ꎬ 坡底至黄陵县秦

家川段 ９３ 千米由铁路一局五处、 三处施工ꎬ １９８０ 年完成全段隧道及部分桥涵和路基工

程的 ８０％ꎮ １９８１ 年ꎬ 西延线因未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而停建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ꎬ 经国家计划委员会、 铁道部批准ꎬ 西延铁路列入国家计划ꎬ 恢复施

工ꎬ 以国家投资和地方集资入股分红的方式合资修建ꎬ 为铁道部与陕西省合资修建的地

方铁路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ꎬ 坡秦段 ９３ 千米建成ꎬ 通车运煤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ꎬ 黄陵县秦家川至

甘泉县道镇 ６２ 千米开始施工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建成通车ꎮ 道镇至延安段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建成ꎬ
２６ 日ꎬ 在延安南站举行了西延铁路全线开通庆典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 日ꎬ 西 (安) 延 (安)
线路客运列车通车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铺轨到延安北站 (阳山)ꎮ

西延铁路全长 ３３４ 千米 (包括南站至阳山货站 １９ 千米)ꎬ 总投资 １２ ２ 亿元ꎬ 其中

铁道部投入 ８ 亿元ꎬ 陕西省投入 ４ ２ 亿元ꎮ 全线有桥梁 ２５９ 座ꎬ 总延长 ２３ ８８５ 千米ꎻ 隧

道 １０３ 座ꎬ 总延长 ５９ ７１８ 千米ꎬ 坡底村至延安段桥隧总长占全线长度的 ３８％ꎻ 线路最大

坡度为 １２ ５‰ꎻ 最小曲线半径 ４００ 米ꎻ 联锁设备为色灯电锁器和 ６５０２ 电气集中联锁ꎻ
闭塞设备为 ６４Ｄ 继电半自动ꎻ 牵引定数上行 １７００ 吨ꎬ 下行 ３５００ 吨ꎻ 列车允许速度为每

小时 ７５ 千米ꎮ 西延段设计年运输能力为 １５００ 万吨ꎮ 设计年运力近期 ２５００ 万吨ꎬ 远期

３０００ 万吨ꎻ 通过能力近期 ７ 对 /日ꎬ 远期 ２４ 对 /日ꎮ
(二) 神 (木) 延 (安) 铁路

由铁道部和陕西省合资修建ꎬ 是西 (安) 包 (头) 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与正在修

建的西康铁路相连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神延铁路正式开工建设ꎮ 神延段北起榆林市神木北站ꎬ 南至西

延铁路的延安北站ꎬ 途经榆林、 米脂、 绥德、 清涧、 子长至宝塔区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全线铺通ꎬ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正式交付运营ꎮ
神延铁路正线全长 ３８４ ６７ 千米ꎬ 属国家一级干线 (单线)ꎬ 部分区段预留双线ꎬ 总

投资概算 ６４ ７４３ 亿元ꎮ 全线桥梁 ２４９ 座ꎬ 总延长 ４９ ５０６ 千米ꎻ 隧道 ２７ 座ꎬ 总延长

３１ ７６５ 千米ꎬ 占线路总长的 ８ ２５％ꎮ 其中ꎬ 寺则河隧道长 ６２１６ 米ꎬ 是中国在黄土地质

上修建的最长隧道之一ꎮ 线路最大坡度为 １２ ５‰ꎻ 最小曲线半径 ４５０ 米ꎻ 联锁设备为

６５０２ 电气集中联锁ꎻ 闭塞设备为 ６４Ｄ 继电半自动ꎻ 牵引定数上行 １７００ 吨ꎬ 下行 ３５００
吨ꎬ 列车允许速度为每小时 ９０ 千米ꎮ 神延段设计年运输能力近期为 １４２０ 万吨ꎬ 开行旅

客列车 ３ 对ꎮ
(三) 包 (头) 西 (安) 铁路复线

包西铁路是国家 １３ 个大型煤炭基地中的陕北、 黄陇煤田煤炭外运的重要渠道ꎬ 北

接京 (北京) 兰 (州) 通道的京包线、 包兰线ꎬ 中 (中卫) 神 (神木) 朔 (朔州)
线、 侯 (马) 西 (安) 线及新建的太 (原) 中 (卫) 银 (川) 和黄 (黄陵) 韩 (韩
城) 侯 (侯马) 铁路ꎻ 南连包 (头) 柳 (州) 通道中的西 (安) (安) 康线、 陆桥通

道中的陇海线ꎻ 东连宁西通道 [西安—南京 (启东) ] 西南线ꎬ 是西北地区铁路网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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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路网地理位置极为重要ꎮ 包西铁路通道陕西段ꎬ 自北向南纵贯榆林、
延安、 渭南 ３ 市 １８ 区县ꎬ 全长 ６２２ ６９ 千米ꎬ 为国家一级双线自动闭塞电气化铁路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西延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第六批开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大

中型项目ꎬ 扩能改造采用国铁 Ｉ 级标准ꎬ 内燃机车牵引ꎬ 预留电气化条件ꎮ 根据初步建

设规划ꎬ 对包西线从张桥到延安、 延安到大保当共 ５６１ 千米进行复线建设ꎮ 张桥到延安

段按照 １６０~２００ 千米设计时速重新修建 ２６０ 千米长的高标准双线ꎻ 从延安到大保当 ３０１
千米ꎬ 按照同样标准在既有线上增建第二线ꎮ 西延铁路复线建成后ꎬ 延安至西安的铁路

线路将增加至 ３ 条ꎬ 两地最短可实现 ２ 小时直达ꎮ １ 月 ２１ 日ꎬ 延安市政府与西安铁路局

在西安召开座谈会ꎬ 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陈强ꎬ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梁宏贤与西安铁

路局局长杨绍清就西延铁路复线建设及延安火车站改造工程有关事项进行座谈ꎮ
包 (头) 西 (安) 复线电气化铁路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开工建设ꎬ 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全线设计正线铺轨 ９２９ ４０ 千米ꎬ 累计完成 １１２ ９８ 千米ꎬ 已完成设计的 １２ ２％ꎮ 站线铺

轨 １１２ ６１ 千米ꎬ 累计完成 １９ 千米ꎬ 完成设计的 １７％ꎬ 全线设车站 ２５ 个ꎬ 其中新建车站

９ 个ꎬ 改建车站 １６ 个ꎬ ２ 个车站已完成站改 (包括延安火车站)ꎮ 建成投产后ꎬ 将加快

陕北、 蒙西能源化工基地建设ꎮ
二、 站点设置

(一) 火车南站

延安火车站位于宝塔区柳林镇柳林村前ꎮ 始建于 １９８９ 年ꎬ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建成ꎮ 曾征

占柳林镇柳林村川地 ２６０ 亩ꎬ 占地面积 １７ ３３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火车站改造工程

纳入包西线建设项目ꎬ １０ 月ꎬ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建和扩建ꎬ 按照铁道部提出的 “一百

年不落后” 的思路规划设计ꎬ 设计最高出行运量按照 ３０００ 人设计ꎬ 站房面积达 ２３９４０ 平

方米ꎮ 工程主要包括整个站房重建ꎬ 原有 ４ 条导航线增加到 ９ 条 (其中货物绕行线 ２
条)ꎬ 原来 １ 站台、 １ 通道增至 ３ 站台、 ３ 通道ꎬ 增建无支柱雨棚ꎮ 车站广场重新改造ꎬ
设计标准为西北地区一流的火车站ꎬ 行车组织方式为电气化双线自闭ꎬ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建

成ꎬ 同年 １０ 月 １ 日开始营运ꎮ 新建火车站站房长 ２６４ 米ꎬ 宽 ５３ ６０ 米ꎬ 站房总建筑面积

２３９８７ 平方米ꎬ 共有电梯 １４ 部ꎮ 设有候车室、 贵宾室、 新闻发布中心、 无障碍军人团体

候车室、 软席候车室、 广播监控中心、 售票房、 行包房、 旅客服务以及地下停车场等设

施ꎮ 车站集多项国内先进技术为一体ꎬ 配备旅客引导系统、 中央空调系统、 自动消防系

统ꎮ 雨棚为大跨度悬梁钢结构ꎮ 车站建设风格既体现陕北地方风貌ꎬ 又具备现代化的功

能ꎬ 成为延安的标志性建筑ꎮ
(二) 火车北站

又名阳山火车站ꎬ 位于宝塔区李渠镇阳山ꎮ 主要为货运站ꎮ 始建于 １９９５ 年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建成营业ꎬ 占地面积 ８ １３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火车站改造期间ꎬ 北站作为

临时客站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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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航　 空

一、 机场

延安市宝塔区的航空事业始于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修建的简易飞机场ꎬ 当时延安为国民党东

北军王以哲部所占ꎬ 为便于张学良私人座机降落ꎬ 在延安东关修建简易土石跑道飞机场

一处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延安飞机场被红军接管ꎮ １９３８ 年ꎬ 整修飞机场ꎬ 加宽跑道ꎮ
１９４４ 年ꎬ 边区政府对飞机场跑道又进行大规模整修ꎮ

１９６３ 年ꎬ 陕西省政府拨款 １００ 万元改建旧跑道ꎬ 用长方形条石 (长 １ ２０ 米、 宽

０ ４０ 米、 厚约 ０ ２５~ ０ ３０ 米) 铺筑ꎬ 将碎石跑道改建为青石跑道ꎬ 长 １４７０ 米ꎬ 宽 ２５
米ꎬ 能满足伊尔 １４ 以下各型飞机、 安 ２４ 型飞机起飞和降落ꎮ

１９７０ 年ꎬ 为满足战备工作需要ꎬ 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在延安市东二十里铺沿东西走向

修建 １ 条长 ２８００ 米、 宽 ４５ 米、 厚 ０ ２２ 米的水泥混凝土跑道ꎬ 并设有滑行道、 停机坪的

新机场ꎮ 可供三叉戟、 伊尔 １８ 中型运输机起降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延安民航站迁至东二十里铺新飞机场ꎮ 新飞机场为军民合用国家二级机

场ꎮ 同时新建了配套的通信导航和地面服务设施ꎬ 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４Ｃꎬ 可保证 Ｂ７３７、
Ｂ１４６、 Ａ３２０ 系列等承载 １００ 吨以下中小型飞机起降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旧飞机场移交

延安地区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ꎬ 延安机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正式开工ꎮ 项目建设包括飞行区道面修

补、 航站区公用、 供电及通信导航设施改造与设备更新等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新建全向信

标台工程开工建设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通过民航总局校飞中心设备校飞和管理局组织的行业

竣工验收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扩建站坪 ８６４０ 平方米ꎬ 航站楼 １０００ 平方米ꎻ 同年 ６ 月ꎬ 新建候

机楼投入运行ꎮ
二、 延安机场迁建工程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中共延安市第三次党代会确定将延安机场迁建ꎬ 以拓宽城市发展空

间ꎬ 增强飞行安全和空中运输保障能力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国务院、 中央军委正式批

复延安机场迁建工程立项ꎮ 新机场场址位于宝塔区南二十里铺尚家沟山顶ꎬ 距延安市区

１４ ５０ 千米ꎮ 新机场按军用二级、 民航 ４Ｃ 级标准设计建设ꎬ 概算总投资 ２０ 亿元以上ꎮ
建成后仍为军民合用ꎬ 可起降民航 ＥＲＪ－１４５、 Ｂ７３７－３００、 Ａ３２０－３００ 和空军第三代战机

等机型ꎮ ８ 月 ２８ 日ꎬ 举行机场迁建工程试验段开工典礼ꎮ 试验段长 ４００ 米ꎬ 宽 ５２０ 米ꎬ
占地 ３１２ 亩ꎮ 由空军第七工程总队施工ꎬ 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中旬全部完成试验段工程ꎮ 其间

取土 ７１ ７ 万立方米、 回填 ６２ ３ 万立方米、 清淤泥 ６２００ 立方米、 清草皮土 ３ ３ 万立方

米、 伐树 ２５００ 余棵、 砍伐灌木林 ３ ６ 万平方米、 处理盲沟 ４８０ 米ꎮ 地基处理通过碾压、
强夯、 冲压、 冲碾结合、 挤密桩和孔内深层强夯等多种方法和工艺ꎬ 为场区扩大积累地

基处理经验ꎮ 同时完成水土保持、 土地预审和环境影响评估等程序报批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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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　 输

第一节　 公路运输

一、 公路运输企业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地区有 ４ 个专业汽车运输公司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交通行政部门对公路汽车运

输业实行行业管理ꎬ 运输企业全部改制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参营长、 短途客运的主要有公有

制、 非公有制的企业、 团体、 集体和个体ꎮ
(一) 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延运集团ꎮ 其前身为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ꎬ １９５１ 年成立ꎬ 属国营企业ꎬ 县级

建制ꎬ 地址市区东关ꎬ 是延安地区当时唯一的汽车运输公司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撤地设

市ꎬ 地区汽车运输公司随之更名为延安市汽车运输公司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企业改制ꎬ 公司由

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ꎬ 改名为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运集团机构设置有党委会、 总公司、 工会、 商会ꎬ 下设 ９ 部 ４ 室职能部门ꎮ 有客车

８９０ 辆ꎬ 营运线路 ２０２ 条ꎬ 在市区东关街和柳林设东、 南 ２ 个客运汽车站ꎬ 占地 ２ 万多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有职工 １３５０ 人ꎮ
(二) 延安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

前身为延安地区搬运公司ꎬ １９８３ 年改称为延安地区第二汽车运输公司ꎬ 所有制性质

不变ꎮ １９８９ 年底ꎬ 有汽车 ２０ 辆ꎬ 职工 ３４３ 人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５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与延安

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合并ꎮ
(三) 延安市公共汽车公司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ꎬ 从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抽调 １０ 辆客车、 ３２ 名职工分设开展城区公

交业务ꎮ １９７８ 年延安地区公共汽车公司正式挂牌成立ꎬ 为延安最早从事城市公交客运服

务的国有企业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有客车 ２３ 辆ꎬ 职工 １１５ 人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８８ ４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延安撤地设市后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公共汽车公司ꎮ １９９９ 年上划为市直企业ꎬ 隶属于

城建部门管理ꎮ ２０００ 年有职工 ５６０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由市城管局整体移交市交通局管

理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以承租、 转购的形式将神州集团 １０２ 辆车并入公司ꎻ 年底ꎬ 有营运

线路 ２０ 条ꎬ 营运客车 ２８２ 辆ꎬ 线路总长度 ５３１ 千米ꎬ 承担着延安城市客运 ８０％的客运

量ꎮ 公司内设 １７ 个职能业务科室ꎬ ３ 个营运车队ꎬ １ 个修理厂ꎬ １ 个广告经营部ꎮ 在册

职工 １３２８ 人ꎮ

０９１



(四) 延安王家坪汽车联营运输有限公司

１９８７ 年ꎬ 延安水利施工队干部王西林停薪留职组建延安王家坪汽车队ꎬ １９９３ 年成

立延安王家坪汽车联营公司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更名为延安王家坪汽车联营运输有限公司ꎬ 注

册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ꎬ 主要经营汽车运输、 油运、 汽车修理、 配件销售等业务ꎬ 为国家道路

二级运输及具有危险品运输资质的企业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员工 ９８ 人ꎬ 有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 １５０ 余辆ꎬ 全部车型为天龙牌罐式货车ꎮ 负责承运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延安至西安

的原油运输任务以及由吴起、 志丹、 延川、 甘泉至延安炼油厂的原油运输任务ꎮ 全年运

输总量 ８５ 万吨左右ꎮ 公司先后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授予 “先进私营企业” “省级文明标

兵单位” 等荣誉ꎮ 总经理王西林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 “陕西省十大扶贫之星” “延
安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８ 年曾被推选为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延安段火炬手ꎮ

(五) 延安市龙庆客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正式成立ꎬ 注册资金 ３５ 万元ꎬ 为集体企业ꎬ 主要从事公路运输、 客车

服务业务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管理人员 ４ 人ꎬ 实行有偿服务ꎬ 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ꎮ 有营

运线路 ４２ 条ꎬ 营运客车 １５１ 辆ꎮ
(六) 延安神州实业集团

２００４ 年成立ꎬ 注册资金 ７６２０ 万元ꎬ 下设 ４ 个全子公司 (延安神州集团众城客运有

限公司、 延安神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延安圣为工贸有限公司、 延安圣地旅行社) 和 ４
个参股公司ꎬ 主要从事城市公交客运、 客运出租、 旅游服务业、 油气混加等业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神州出租公司有营运车辆 ４４０ 辆ꎮ 企业在册人员 １０００ 多人ꎬ 其中安置下岗职工 ８０
多人ꎮ

(七) 宝塔区汽车运输公司

国有企业ꎬ 为宝塔区交通运输局下属企业ꎮ 自 １９７３ 年成立以来ꎬ 除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３ 年

盈利 １８ 万元外ꎬ 企业年份均为亏损经营ꎬ １９９０ 年停业瘫痪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一直处于停产

阶段ꎮ 有职工 １０２ 人 (离退休 ２４ 人)ꎮ
(八) 延安市宝塔区平安汽车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集体企业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注册成立ꎬ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ꎮ 主要经营汽车货运、
危险货物运输、 城市快捷货运ꎬ 信息服务、 中介服务业务ꎮ

此外ꎬ 宝塔区从事货运、 市区交通的集体、 民营运输企业还有: 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兴运分公司 (民营企业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成立)、 宝塔区兴运运输有

限公司汽车检测站等ꎮ
二、 公路客运站

１９８９ 年前ꎬ 除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在区内外设长期固定汽车站外ꎬ 县办运输企业

一律不设汽车站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在东关街 (旧址)
和柳林设置南、 北 ２ 个客运站ꎮ 宝塔区通往各地的旅客车辆均从南、 北站发出ꎮ 南、 北

汽车站实行了站车分离ꎬ 打破原来封闭型客运站的行政区域和所有制的界限ꎬ 采取多种

形式ꎬ 建立了新型的开放式客运站ꎬ 由单纯为企业服务转向为社会服务ꎮ 除自己经营少

量高速公路客车外ꎬ 站务实行有偿服务ꎬ 收取一定比例的业务费或管理费ꎮ 日发班车百

次之多ꎬ 客车离站座位利用率 ９３％ꎮ

１９１

第五编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

(一) 汽车东站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在延安东关街旧车站东侧新建汽车站ꎬ 占地

面积 １ ３ 万平方米ꎮ 内设办公楼、 票房、 磅房、 安检室、 旅客候车大厅、 洗车台、 停车

场等ꎬ 其中候车厅面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ꎮ 停车场面积 １８５０ 平方米ꎮ 车站每天客流量 ５０００ 人

次左右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改造重建ꎬ ２０１０ 年建成ꎮ
(二) 汽车南站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新建ꎬ 站址七里铺火车站斜对面ꎬ 为陕西省 “米” 字形公路骨架网中的

二级枢纽站ꎮ 占地面积 １ 万平方米ꎬ 主楼建筑面积 ３７２８ 平方米ꎮ 站内设施齐全ꎬ 内设停

车场ꎬ 可停放客车百余辆ꎮ 设计日运送旅客可达 １ １ 万人次ꎮ
三、 客运线路及客运量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公路客运量 ３０ １２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有客运汽车 ２８３ 辆ꎮ 全

年完成客运量 ２７８ 万人次ꎬ 旅客周转量 １０４６４ 万人千米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实现乡乡通客

运班车ꎮ 全区有客运汽车 ３４６ 辆ꎮ 全年完成客运量 ８９ ７ 万人次ꎬ 旅客周转量 １１３１７ ９ 万

人千米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完成客运量 １０４ １ 万人次ꎬ 旅客周转量 １４００１ ９ 万人千米ꎻ 跨省

客运线路 ２９ 条ꎬ 跨市线路 ５５ 条ꎬ 跨县线路 ４１ 条ꎮ 累计延伸、 开辟县乡客运线路 １４６
条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有跨省客运线路 ３０ 条ꎬ 宝塔城区跨市线路 ６６ 条ꎬ 跨县线路

７５ 条ꎬ 县内线路 １１５ 条ꎬ 形成辐射 ６ 省 ９ 市 (地) １３ 县区 １９５ 乡镇的道路运输网络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汽车运输公司发展高档快速客运ꎬ 增加营运班次ꎬ 开辟跨省长途班

线ꎮ 车型以小型普客、 中档卧铺为主ꎬ 沃尔沃、 桑塔纳等大型中高档客车有所增加ꎮ 转

变经营方式ꎬ 短线营运向联合作业发展ꎬ 长线营运向公司发展ꎮ 客车经营线路 ２８６ 条ꎬ
营运线路辐射北京、 太原、 银川、 石家庄、 临汾、 兰州、 平凉、 武汉、 洛阳等地ꎮ 其中

跨省线路 ３０ 条、 跨市线路 ６６ 条ꎬ 市内线路 １９０ 条ꎮ 至 ２００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营运客车

５１８ 辆ꎬ 有 １９２ 个乡镇通客运班车ꎬ 农民乘车难问题得到解决ꎮ 全年完成客运量 ７９ ６ 万

人次ꎬ 旅客周转量 １４９７９ ４ 万人千米ꎮ
２００５ 年底ꎬ 宝塔城区有客运班线 ３７５ 条ꎬ 其中跨省 ３９ 条、 跨市 ９４ 条ꎬ 市内有 ２４２

条ꎬ 总里程 ３７７２ 千米ꎮ ２００７ 年底ꎬ 宝塔区有客运汽车 ６２０ 辆ꎬ 全年完成客运量 １１７５ 万

人次ꎬ 旅客周转量 １０３１４７ 万人千米ꎻ 延伸农村客运班线 ７２３ 千米ꎬ 基本实现路通车通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 开通咸阳机场至宝塔城区的长途客运班车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

通往各地的客运线路 １８１ 条ꎬ 营运客车 ６１５ 辆ꎮ 其中ꎬ 通往宝塔区各乡镇农村客运线路

３８ 条ꎬ 营运客车 １７２ 辆ꎻ 通往延安市各县的客运线路 ４８ 条ꎬ 营运客车 ２２０ 辆ꎻ 通往陕

西省内市、 县、 城镇和陕西省外省际间的客运线路 ９５ 条ꎬ 营运客车 ２２３ 辆ꎮ 全年公路客

运量为 ２０５０ 万人次ꎬ 旅客周转量 １０８０５５ 万人千米ꎮ
四、 客运票价

１９８９ 年ꎬ 陕西省交通局、 陕西省物价局制定 «关于提高公路汽车客运票价的通知»ꎬ
延安地区交通局、 物价局根据 «陕西省公路汽车旅客运价计算办法»ꎬ 印发 «延安地区

公路汽车客运票价册»ꎬ 客车票价南线由每人每千米 ０ ０３７ 元调整为 ０ ０４４５ 元ꎻ 北线

０ ０５３２ 元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客车票价调为每人每千米 ０ ０８２ 元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客车票

价均由市交通管理部门和物价局结合运输市场实际情况制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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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至省际、 省内部分市县客票价目统计表
　 表 ５－２－１ 单位: 元

区间 起讫地点 票价 起讫地点 票价

宝塔区至
省际市县

宝塔区—西安市
１１５ ００
(卧铺) 宝塔区—重庆市 ３６０ ５０

宝塔区—永和县
(山西) ４９ ３０ 宝塔区—银川市

(宁夏) １４３ ３０

宝塔区—太原市
(山西) １２１ ３０ 宝塔区—济南市

(山东) ３０２ ５０

宝塔区—临汾市
(山西) １１７ ５０ 宝塔区—乌海市

(内蒙古) １８０ ３０ (卧铺)

宝塔区—华池县
(甘肃) ６４ ３０ 宝塔区—洛阳市

(河南) ２２１ ５０ (卧铺)

宝塔区—兰州市
(甘肃) ２４８ ５０ 宝塔区—北京市 ２５７ ３０ (卧铺)

宝塔区—平凉市
(甘肃) １１５ ５０ — —

宝塔区至
省内部分

县乡

宝塔区—王瑶 １５ ８０ 宝塔区—马岔 ５５ ８０

宝塔区—青阳岔 ３７ ８０ 宝塔区—槐树岔 ５６ ８０

宝塔区—王家湾 ３７ ３０ 宝塔区—西庄 ５９ ３０

宝塔区—靖边县 ４３ ３０ 宝塔区—武镇 ５８ ３０

宝塔区—顺宁 ３１ ８０ 宝塔区—横山 ５７ ８０

宝塔区—张渠 ３３ ３０ 宝塔区—绥德县 ４０ ８０

宝塔区—红柳沟 ３３ ３０ 宝塔区—砖庙镇 ５２ ３０

宝塔区—定边县 ７９ ３０ 宝塔区—李孝河 ５４ ３０

宝塔区—南沟岔 ３８ ８０ 宝塔区—吴堡县 ５４ ３０

宝塔区—清涧县 ２９ ８０ 宝塔区—米脂县 ５０ ３０

宝塔区—高杰村 ４２ ８０ 宝塔区—佳县 ５７ ３０

宝塔区—解家沟 ３９ ３０ 宝塔区—坑镇 ５７ ８０

宝塔区—王家沟 ３７ ３０ 宝塔区—榆林市 ６３ ８０~７７ ３０

宝塔区—永坪 １９ ３０ 宝塔区—神木县 １０９ ３０

宝塔区—拓家川 ３１ ３０ 宝塔区—府谷县 １３１ ３０

宝塔区—老君殿 ４０ ８０ 宝塔区—大柳塔 １３１ ３０

宝塔区—驼耳巷 ５０ ８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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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间 起讫地点 票价 起讫地点 票价

宝塔区至
延安市
各县

宝塔区—志丹县 ２４ ３０ 宝塔区—黄陵县 ４４ ００

宝塔区—子长县 ２４ ３０ 宝塔区—黄龙县 ４８ ００

宝塔区—延川县 ２２ ３０ 宝塔区—宜川县 ３８ ００

宝塔区—甘泉县 １２ ５０ 宝塔区—吴旗县 ４１ ８０

宝塔区—富县 １９ ００ 宝塔区—延长县 １８ ３０

宝塔区—洛川县 ３２ ００ — —

五、 公路货运

宝塔区内有汽车货运公有制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 团体及集体、 个人企业近百家ꎬ
其中较有影响的为延运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市王家坪汽车联运公司 (民营)
等ꎬ 以运送石油为主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有货运汽车 ３８０ 辆ꎬ 年货运量 ２ ６６ 万吨ꎬ 货物

周转量 ３０ ２２ 万吨千米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有货运汽车 ５６０ 辆ꎬ 年货运量 ９ ５ 万吨ꎬ 货物

周转量 １９１３ １ 万吨千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货运汽车 ９０６ 辆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货运车辆

１０３９ 辆ꎬ 全年完成货运量 ９ ２ 万吨ꎬ 货物周转量 １６７２ 万吨千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有货运

车辆 ２２０３ 辆ꎬ 全年完成货运量 ５６８ 万吨ꎬ 货物周转量 ５３４６０ 万吨千米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普通货运汽车 １１４１ 辆ꎬ 全年完成货物周转量 ２８６２ ５ 万吨千米ꎮ

第二节　 城市公共交通

一、 城市公交

延安城区公共交通始于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ꎬ 从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抽调 １０ 辆客车ꎬ ３２
名职工分设开展城区公交业务ꎮ １９７８ 年延安市公共汽车公司正式挂牌成立ꎬ 为延安最早

从事城市公交客运服务的国有企业ꎮ １９９４ 年有公交车 ３９ 辆ꎮ １９９７ 年更名为宝塔区公共

汽车公司ꎬ 有营运车辆 ５１ 辆ꎬ 年客运量 １１８６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９ 年上划为市直企业ꎬ 隶属于

城建部门管理ꎬ 经营 ９ 条线路 ７２ 辆公交车ꎬ 线路长度 ２６０ 千米ꎬ 年客运量 ２０５１ 万人次ꎮ
同年ꎬ 经营城区公交线路的还有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 公司兴运分公司 (以下简称兴

运公司)ꎬ 隶属于宝塔区交通运输管理站ꎬ 为挂靠经营模式ꎮ 经营城区 ５ 路、 ７ 路、 ８
路、 １８ 路公交线路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公交公司整体移交市交通局管理ꎬ 年内ꎬ 宝塔区共

有公交营运车辆 １７４ 辆ꎬ 全年完成客运量 ４１００ 万人次ꎮ 其中ꎬ 公交公司全年完成客运量

２９６７ 万人次ꎬ 实现营运收入 ２３００ 万元ꎬ 营运亏损 ３ ８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１ 年减少 ９５ 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城市化进程加快ꎬ 城区范围扩大ꎬ 东到桥沟镇十里

铺ꎬ 南到柳林镇二十里铺ꎬ 西到万花山乡锁崖ꎬ 北到枣园镇枣园村ꎮ 城市公交规模也随

之扩大ꎬ 公交车辆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６８ 辆增加到 ２９３ 辆ꎬ 其中市区公交车 ２２８ 辆 (公交公司

１２８ 辆ꎬ 客运服务公司 ５４ 辆ꎬ 延运集团兴运公司 ４６ 辆)ꎻ 公交线路由 １３ 条增加到 ２０
条ꎬ 线路总长度由 １３０ 千米增加到 ２００ 多千米ꎬ 年运营里程由 ６００ 多万千米增加到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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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千米ꎬ 年客运量由 ４０８０ 万人次增加 ７４２０ 万人次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５ 年宝塔城区有公交运

营车 ２７９ 辆ꎬ 全年完成客运量 ４８３１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６ 年完成客运量 ５７６５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ꎬ 城管部门加大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投入ꎬ 新建和维修候车亭 １２０ 多个ꎬ 更新站牌

９０ 多个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ꎬ 市财政局给市公交公司每年补助 ３６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市城

区公交线路由市公共汽车公司、 客运服务公司、 延运集团兴运公司营运ꎬ 其中客运服务

公司和兴运公司为改制的股份制企业ꎬ 形成以国营为主的公交运营体制ꎮ ２０ 条营运线路

和 ４ 条交叉重复线路中ꎬ 市公交公司 １１ 条、 客运服务公司 ９ 条、 兴运公司 ４ 条ꎮ 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公交公司完成客运量 ３８０６ 万人次ꎬ 日平均客运量 １１ ７ 万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交通局按照 “政府主导ꎬ 国有独资ꎬ 财政投入ꎬ 特许经营” 的总体

原则ꎬ 规范城市客运管理体制ꎬ 进行公交运营整合ꎬ 以承租或转购的方式将神州集团客

运公司 １０２ 辆公交车交由市公交公司统一经营管理ꎬ 并对公交 １１ 路、 １５ 路运行线路进

行调整ꎮ 新开财校—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专线”ꎬ 在火车站广场设立公交车出租车服务

管理站ꎬ 在东二十里铺建设公交停车场ꎮ 至年底ꎬ 宝塔区城市街道交通线路 ２６ 条ꎬ 营

运客车 ３１８ 辆ꎬ 覆盖区街半径 ２０ 千米ꎬ 市区 １２ 个全国重点文物遗址和主要旅游景点均

通客车ꎮ 当年完成客运量 １６２６０９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８ 年宝塔城区公共交通线路一览表

　 表 ５－２－２

线路 起止站点 线路走向 车型 车辆数 (辆)

１ 姚农小区—兰家坪
丽景花园—宏丰公司

南滨大道—嘉岭路—圣地路 大客 ２２

２ 财校—师范 光华路—南大街—北大街—师范路 大客 ３０

３ 丽景花园—兰家坪 南滨大道—七里铺街—南大街—杨家岭大桥 大客 １８

４ 南桥—桥沟 南大街—大桥街—东大街—迎宾大道 大客 １２

５ 小东门—姚店 大桥街—东大街—迎宾大道—姚店 中巴 ２５

６ 桥沟—卷烟厂 桥沟—迎宾大道—北大街—兰家坪桥 大客 １８

７ 大东门—下李家湾 大桥街—大桥北路—卷烟厂—河庄坪 中巴 ８

８ 罗家坪—裴庄 罗家坪—迎宾大道—圣地路—枣园路 中巴 １１

９ 沟门—罗家坪 迎宾大道—东大街—嘉岭路—七里铺街—南滨大道 中巴 １２

１０ 南桥—万花 光华路—万花路 中巴 ６

１１ 罗家坪—沟门 迎宾大道—东大街—嘉岭路—南滨大道 大客 １８

１２ 丽景花园—兰家坪 南滨大道—七里铺—南大街—北大街 大客 １０

１３ 火车站—枣园 七里铺—南大街—北大街—枣园路 大客 １０

１５ 市场沟—西沟 南大街—北大街—西市路 大客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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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起止站点 线路走向 车型 车辆数 (辆)

１６ 罗家坪—兰家坪 迎宾大道—东大街—圣地路 大客 ２４

１８ 桥沟—金圣都驾校 迎宾大道—东大街—七里铺街—南滨大道 中巴 １０

１９ 罗家坪—财校 迎宾大道—大桥街—南大街—光华路 大客 ３１

２１ 黄蒿洼—王家坪 嘉岭桥—东大街—北滨路—北大街—圣地路 大客 ６

２２ 桥沟—火车站 迎宾大道—东大街—南大街—七里铺街 大客 ８

２６ 南桥—桥沟 南大街—大桥街—迎宾大道 大客 １２

２７ 二庄科—大砭沟 七里铺街—南大街—北大街—大砭沟 中巴 ８

２８ 大砭沟—桥沟 北大街—东大街—长青路 大客 １６

合计 ２２ 条 — ３２１

备注 城区人口 ３５ ３ 万人ꎬ 万人拥有量为 ８ ４０ 辆 — —

二、 出租车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凤凰出租车公司购置几部车辆开展出租车经营业务ꎬ 公司隶属于延安

地区盐务管理局管理ꎬ 此为延安最早的出租车运营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经过交通部门审批的 １４６
辆出租车正式挂牌运营ꎮ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ꎬ 延安市城市客运出租车辆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客运办) 成立ꎬ
事业性质ꎬ 科级建制ꎬ 隶属于市城乡建设委员会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印发

«延安市城市客运出租车辆管理办法 (试行) » 通知ꎬ 确定市客运办管理宝塔区城市客

运的范围: 东至姚店ꎬ 南至三十里铺ꎬ 西至裴庄ꎬ 北至河庄坪ꎻ 从事客运的车型有中小

型面包车、 出租车、 人力三轮车、 机动三轮摩托车ꎮ １９９９ 年宝塔区实有出租车 ４０２ 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市客运办划归市公共事业局管理ꎬ 并将公交车的管理纳入其职责范围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市公共事业局被撤销ꎬ 市客运办亦划归城市管理局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移交到市

交通局管理ꎬ 其性质、 建制及业务范围维持不变ꎬ 主要承担对城市客运车辆二级维护的

安全责任管理、 牌证换发和司乘人员从业资格证的发放及年审等职责ꎮ
２００３ 年底ꎬ 延安市城区有各类出租车 ６００ 辆ꎬ 其中通过有偿使用方式取得经营权的

４５３ 辆ꎬ 车型主要以奥拓、 羚羊、 富康为主ꎬ 分别挂靠在 ６ 家出租车公司ꎮ 因各出租车

公司规模小、 管理差ꎬ 造成出租车营运混乱ꎬ 黑市交易、 并客拒载现象严重ꎬ 外地游客

投诉增多ꎮ
２００４ 年初ꎬ 延安市交通局整治出租车营运混乱现象ꎬ 延安神州汽车出租有限公司兼

并圣地出租车公司和粮贸出租车公司ꎬ 组建为延安神州集团汽车出租有限公司ꎻ 延运集

团公司收购兼并延安旅游集团通达出租公司ꎬ 外贸出租公司和凤凰出租公司ꎬ 组建延运

集团通达旅游出租分公司ꎬ 并取得延安市城市出租车特许经营资格和市内新增 ５０ 辆出

租车经营权ꎮ ４ 月 ２４ 日ꎬ 延安市政府批转市交通局关于 «延安市城区出租车行业特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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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管理办法 (试行) »ꎮ ５ 月 ９ 日ꎬ 延安市交通局举办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竞标ꎬ 延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取得 １４５ 辆出租车有偿使用权ꎬ 其中包括公开拍卖获得有偿使用权的 ５０
辆旅游待租车和公司拥有合法经营权的 ９５ 辆出租车ꎻ 延安市神州集团汽车出租有限公

司取得 ３０８ 辆出租车有偿使用权ꎬ 有效经营期限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ꎮ 经公开拍卖及服务质量招标ꎬ 将由多家经营的城区出租车特许为延运集团通达出

租车公司和神州出租车公司集约化经营ꎻ 个体经营均挂靠两家公司ꎬ 经营权过渡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ꎮ 至 ２００５ 年底ꎬ 宝塔城区有 “Ｔ” 牌出租车 ４５３ 辆ꎮ 主要车型为桑塔纳、
羚羊、 奥拓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延安市城区出租车由挂户粗放经营转变为公司集约化经营ꎬ 解决了城

区出租车经营小、 散、 乱问题ꎮ ２００７ 年底ꎬ 宝塔城区有出租车 ５３５ 辆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有出租

车 ７００ 辆ꎬ 其中 ２４７ 辆为公司所有、 承包经营ꎬ ４５３ 辆为个体挂靠运营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底ꎬ 宝塔区实有出租车 ７４８ 辆ꎬ 主要车型为桑塔纳ꎮ

第三节　 铁路运输

一、 客运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 日ꎬ 西 (安) 延 (安) 线路客运列车通车ꎮ １９９６ 年完成客运量 ５３ ４７
万人次ꎬ 延安站客票发售量 ２６ ９７ 万张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西延铁路年客运量 ５０ ８９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西延铁路运行列车 ３ 对: 延安至北京西空调特快 １ 对ꎬ 西安至神木的

４７６１、 ４７６２ 次 １ 对ꎬ 安康至神木的 ４７６７、 ４７６８ 次 １ 对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通客车 ６ 对ꎬ 即延

安至北京西空调特快 １ 对ꎬ 延安至上海空调快车 １ 对ꎬ 西安至延安、 安康至神木空调普

快各 １ 对ꎬ 西安至榆林普客 １ 对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开通固定旅客列车 １７ ５ 对ꎬ 其中高等

级客车 ５ 对ꎬ 办理旅客业务的 １５ ５ 对ꎮ 通往华东、 华北、 东北、 西北、 西南等方向ꎬ 日

均发客量 ４０００ 余人次ꎬ 到达 ３５００ 余人次ꎮ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共发送旅客 ４５０ 余万人次ꎮ
二、 货运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铺轨到延安北站 (阳山货站)ꎮ １９９９ 年货运量 ６１９ 万吨ꎮ ２００４ 年神延

线开通ꎬ 日均开行货物列车 ９ ５ 对ꎬ 发送 ７１６ 万吨ꎻ 西延线日均开行货物列车 ２８ 对ꎬ 发

送 １３９６ 万吨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４ 月ꎬ 神延线日均开行货物列车 １０ ５ 对ꎬ 发送 ２５６ 万吨ꎻ 西延

线货物列车 ３０ 对ꎬ 发送 ５０４ 万吨ꎮ ２００６ 年神延段达到 １０５０ 万吨ꎬ 西延段达到 ２０５０ 万

吨ꎮ ２００７ 年货物发送量完成 ２５３７ ３０ 万吨ꎬ 煤炭发送量完成 １９５４ ７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０ 年固定

货物列车 ４５ 对ꎮ 神延段货运量达到 ３１５０ 万吨ꎬ 西延段达到 ３０８０ 万吨ꎮ

第四节　 航空运输

一、 航线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民航站取消延安—北京航班ꎬ 仅有西安—延安航班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民航

站恢复北京航线ꎬ 开设 ３ 条航线: 延安—西安、 延安—兰州、 延安—太原—北京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民航站有延安—西安、 延安—北京两条国内航线ꎬ 每周四飞两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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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 由长安航空公司承运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西安—延安航班由每周 １ 班增加至 ４ 班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延安—北京航班从每周 １ 班增加到 ２ 班ꎻ ９ 月 １７ 日ꎬ 西安—延

安航班从每周 ４ 班增加到 ５ 班ꎻ １１ 月 ７ 日ꎬ 航班机型由国产运七飞机改为美国和德国合

作制造的多尼尔 ３２８ 喷气式支线飞机ꎮ 年底ꎬ 西安—延安航班每周增至 ６ 班ꎻ 延安—北

京航班增至 ３ 班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受 “非典” 影响ꎬ ４ 月 ２７ 日ꎬ 延安—北京航班停飞ꎮ ５ 月 １ 日ꎬ 延安全部

航班停飞ꎬ ７ 月 ２０ 日恢复航班ꎮ ７ 月 ２３ 日ꎬ 新增每日 １ 班延安—银川航班ꎬ 后因市场原

因ꎬ ９ 月 １ 日停飞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延安市政府对航空运营实行线路补贴政策ꎬ 发展多家航空公司

参营ꎮ 长安航空公司增加每周二、 四、 六西安—延安航班ꎬ 至此ꎬ 西安—延安航班达到

每日 １ 个班次ꎮ ７ 月 ５ 日ꎬ 海南航空公司将每周一、 三、 五、 周日航班飞机由多尼尔 ３２８
改换为加拿大生产的冲八－４００ 型飞机执行ꎬ 航班座位由 ３２ 座增至 ７８ 座ꎮ ７ 月 １７ 日ꎬ 延

安—西安航班每周二、 四、 六分别再增加 １ 个班次ꎮ ８ 月 １ 日ꎬ 海南航空公司再次增加

每周二、 四、 六西安—延安航班ꎬ 达到每日 １ 个班次ꎮ 至年底ꎬ 西安—延安航班达到每

周 １０ 个班次ꎻ 延安—北京航班达到每日 １ 个班次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ꎬ 机场售票处新增 ＢＳＰ 中心机票销售系统ꎬ 可销售国内外各大航空

公司的散客、 团体单程、 往返、 联程 ４~９ 折特价机票ꎬ 并开展市内免费送票业务ꎮ ６ 月

２２ 日ꎬ 海航将西安—延安往返航班增加 １ 个班次ꎬ 达到每天 ２ 个班次ꎮ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海

南航空股份公司将延安—北京航班机型由多尼尔 ３２８ 飞机改为波音 ７３７ 飞机执行ꎮ １２
月ꎬ 开通广州—重庆—延安首个航班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西安—延安冬春季航班每日

增加 １ 个班次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上海航空公司开通上海—延安每周一、 五 ２ 个定期

航班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天津航空公司将延安—北京航班由原来的 Ｄ－３２８ 小型飞机改为 ＥＲＪ－

１９０ 大飞机执行ꎮ ４ 月 ３０ 日ꎬ 深圳航空公司开通延安—西安—广州航班ꎮ ７ 月ꎬ 幸福航

空公司加入延安机场航班运营ꎬ 开始执行西安—延安往返航班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受 “８２４” 伊春空难影响ꎬ 国家民航局对条件复杂机场保障要求进

一步提高ꎬ 深圳航空公司停飞延安—西安—广州航班ꎻ 幸福航空公司运力投放减少ꎮ 至

年底每日开设航班有延安—北京、 延安—西安 ２ 条航线ꎮ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延安机场 ２０１０ 年

度第 １０ 万名旅客获赠天津航空公司北京—延安免费往返程机票 １ 张ꎮ
二、 客货运量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机场年起降 ２２０ 架次ꎬ 旅客发送量 ３２８５ 人次ꎬ 旅客吞吐量 ６１６７ 人

次ꎬ 货邮吞吐量为 ３５ ６ 吨ꎮ １９９３ 年ꎬ 起降 ８ 架次ꎬ 旅客发送量 ６８ 人次ꎬ 旅客吞吐量 ９９
人次ꎬ 货邮吞吐量为 ０ ３ 吨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起降 １３２ 架次ꎬ 旅客发送量 １５８３ 人次ꎬ 旅客吞

吐量 ３２２４ 人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年安全飞行 ３１８ 架次ꎬ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５７３３ 人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年保障

安全飞行 ５６６ 架次ꎬ 运送旅客 １２４４９ 人次ꎬ 货邮吞吐量为 ４２ ７ 吨ꎮ 在西北地区各机场中

年增长率排名第一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受 “非典” 影响ꎬ 全年共保证各类飞行 ７４６ 架次ꎬ 其中航班飞行 ６７２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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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 专机飞行 ８ 架次ꎬ 人工增雨、 调机、 公务和加班飞机 ６６ 架次ꎮ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１４８８７ 人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年保障各类飞行 １７８４ 架次ꎬ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４８９３５ 人次ꎮ 其中ꎬ 进港

２２８６５ 人次ꎬ 出港 ２６０７０ 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保障航班飞行 ２８５７ 架次ꎬ 完成旅客吞吐量 １２０１２１ 人次ꎬ 为通航以来

历史最好水平ꎬ 年增长率位于全国支线机场前列ꎮ 货邮吞吐量 ４２ ９ 吨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部分年份延安机场有限公司起降架次及客货运输量统计表
　 表 ５－２－３

年份
起降架次
(架次)

旅客
吞吐量
(人次)

货邮
吞吐量
(吨)

年份
起降架次
(架次)

旅客
吞吐量
(人次)

货邮
吞吐量
(吨)

１９９０ ３０６ ８８１１ ６８ １ ２００２ ９８２ １８０４５ ７７ １

１９９１ ２２０ ６１６７ ３５ ６ ２００３ ７４６ １４８８７ ６２ ９

１９９２ ７０ ２３６５ ９ ８ ２００４ １１６２ ３５８７９ １７０ ７

１９９３ ８ ９９ ０ ３ ２００５ １５０６ ３５９２８ １５１ ５

１９９４ １６８ ３３２８ １５ ２００６ １７８４ ４８９３５ １９４ ５

１９９５ １６０ ３９１８ ２１ ５ ２００７ １５８５ ３１３５８ １５１ ９

１９９６ １３２ ３２２４ １６ ９ ２００８ １５９５ ３２７２７ ２２１ ７

１９９９ ３１８ ５７３３ ２３ １ ２００９ ２３８７ ８６２８５ ２８ ４

２０００ ５６６ １２４４９ ４２ ７ ２０１０ ２８５７ １２０１２１ ４２ ９

２００１ ９６５ ２１４２６ ８７ ９

三、 票价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西安飞机客票价格标准为 ３８０ 元ꎬ 实际按 １５０ 元价格执行ꎬ 延安—
北京 ６８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北京全票 １０４０ 元、 半票 ４８０ 元ꎻ 延安—西安全票 ７８０ 元、
半票 ３５０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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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宝塔区交通运输局　 １９９０ 年称延安市交通局ꎬ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撤市设区时更名

为宝塔区交通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宝塔区交通局更名为宝塔区交通运输局ꎬ 有职工

３８ 人ꎬ 其中离退 １８ 人ꎬ 协理员 ３ 人ꎻ 下辖事业单位 １ 个 (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站)ꎬ 企

业 １ 户ꎬ 即宝塔区汽车运输公司ꎬ 属国有企业ꎬ １９９０ 年停业瘫痪ꎮ 有职工 １０２ 人 (离退

休 ２４ 人)ꎮ
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站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ꎬ 成立延安市地方道路管理站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更名

为延安地区公路管理站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随着延安撤市设区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公路管理

站ꎬ ２００３ 年改制为延安市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改称宝塔区农村公

路管理站ꎬ 行政事业单位ꎬ 科级建制ꎬ 核定编制 １６ 人ꎮ 主要负责养护和管理宝塔区区、
乡、 村公路ꎮ 下辖 １ 个公路养护公司、 ２２ 个养路工区ꎬ 分别为沙滩、 砖庙、 白庄、 刘里

府、 漫坪、 张川、 孙台、 万花、 蟠龙、 石咀、 冯庄、 庙河、 陈则沟、 松树林、 两河口、
大山圪塔、 陈屯、 新民、 三台庄、 川口、 蒲屯和阳台等工区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站有职

工 ４９ 人 (退休人员 １３ 名)ꎬ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２２ 人 (工程师 １２ 人ꎬ 助理工程师 ３ 人ꎬ
技师 ３ 人ꎬ 高级技工 １ 人ꎬ 中级工 ２ 人ꎬ 初级工 １ 人)ꎮ

延安市道路运输管理所　 １９９５ 年ꎬ 成立延安市道路运输管理所ꎬ 为市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派出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ꎮ 主要负责对延安地区内从事公路旅客运输、 货物运输、
机动车维修、 运输服务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机关单位、 团体、 企业、 个人实施行业管

理ꎬ 维护运输市场秩序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撤市设区后更名为宝塔区道路运输管理所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上划归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管理ꎬ 改称为延安市道路运输管理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管

理所设 ４ 室 (办公室、 治超办公室、 驻延运集团东站和南站办公室)、 ４ 科 (法规安全

科、 客运科、 货运科、 维修科) 及稽查队和业务大厅ꎬ 有职工 １２６ 人ꎮ
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陕西西延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

成立ꎬ 为铁道部和陕西省政府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有合资铁路公司ꎬ 控股方为铁道部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西延铁路公司移交西安铁路局ꎬ 西延铁路公司正式结束运营ꎮ

西部机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从北京、 西安和延安本地抽

调人员组建成立 “中国民用航空延安航空站”ꎬ 由北京民航管理处管理ꎮ １９５９ 年移交兰

州民航管理处ꎬ 首任站长刘志农ꎬ 有职工 １３ 人ꎮ １９６９~１９８０ 年ꎬ 划归空军建制ꎬ 由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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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局管理ꎮ １９８７ 年ꎬ 体制改革ꎬ 延安民航站改为民航西北管理局直属航站ꎬ 正科级

编制ꎮ １９９３ 年升格为正处级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有职工 ８７ 人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原民航西北管理局直属陕西榆林、 延安、 汉中、 安康 ４ 个航站

整体划归西安咸阳国际机场ꎮ 同时成立陕西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ꎬ １２ 月 １８ 日移交陕西

省人民政府统一管理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ꎬ 航站改制为延安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ꎬ 国有控股企业ꎮ 由西部机场集团和延安市人民政府共同出资组建ꎬ 其中西部机场

集团控股 ７０％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控股 ３０％ꎮ 董事长刘选民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 更名为西部机

场集团延安机场有限公司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有职工 ９６ 人ꎮ

第二节　 公路建设管理

宝塔区内的高等级公路建设、 投资、 规划、 设计、 施工组织、 工程监理验收等均由

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全权负责ꎮ 施工期间ꎬ 宝塔区交通局主要承担着依法协调处理

征地、 拆迁和施工环境保障工作ꎬ 直至竣工验收交付使用ꎮ 宝塔区区、 乡、 村三级公路

建设管理遵循 “统一领导、 分级负责ꎬ 统筹规划、 分类指导ꎬ 建养并重、 加强管理ꎬ 注

重环境、 协调发展” 的原则ꎬ 由延安市交通局负责全市农村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工作ꎻ 延

安市公路管理处负责全市农村公路建设的组织实施工作ꎮ 公路建设实行市、 县、 乡分级

实施办法ꎮ 二级公路、 通县三级油路、 独立大桥、 中长隧道和国债项目ꎬ 由延安市交通

局负责实施ꎻ 宝塔区域内三级油路和三级、 四级砂石路项目ꎬ 由宝塔区交通局负责实

施ꎻ 等外砂石路项目ꎬ 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ꎮ 乡公路建设规划由宝塔区交通局负

责编制ꎬ 区人民政府批准ꎬ 报延安市交通局备案ꎻ 村公路建设规划由乡人民政府负责编

制ꎬ 报宝塔区人民政府审批ꎮ 凡由宝塔区交通局组织实施的三级 (含三级) 以上农村公

路招投标ꎬ 需将资格预审结果报延安市交通局审查批复ꎬ 报送中标结果备案ꎻ 四级砂石

路和等外砂石路项目ꎬ 由宝塔区交通局委派有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理ꎮ 对施工企

业将高填方压实路段、 路面铺筑、 桥梁和隧道等主体工程分包者ꎬ 处罚工程总造价５‰~
１０‰ꎻ 对在工程上使用或安装未经监理签认的建筑材料、 构件和设备的ꎬ 给予警告或通

报批评ꎬ 情节严重的ꎬ 处工程合同价款 ２％ ~４％的罚款ꎮ 对应公开招投标的项目改用其

他招投标形式进行招投标ꎬ 施工过程中质量控制不严出现质量问题的和质量保证年限内

出现质量问题的ꎬ 有效投标企业不足 ３ 家而定标的ꎬ 超计量支付建设资金的ꎬ 擅自变更

工程设计、 增加工程造价或影响工程质量的ꎬ 监察部门按违纪对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项

目法人代表给予行政处分ꎬ 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ꎮ
三级 (含三级) 以上油路、 独立大桥、 中长隧道项目ꎬ 交工和竣工验收分两阶段进

行ꎬ 交工使用 １ 年后竣工验收ꎬ 由项目法人向延安市交通局申报验收ꎮ 其他项目交工、
竣工验收合并进行ꎬ 由项目法人向宝塔区交通局申报验收ꎮ 竣工验收合格后ꎬ 正式办理

公路养管移交手续ꎮ 未正式移交的工程质量缺陷处理和养护费用继续由原施工企业负

责ꎮ 宝塔区区、 乡、 村三级公路建设资金ꎬ 一直是在 “民办公助ꎬ 民工建勤” 方针指导

下筹措ꎮ
１９８４~１９９９ 年ꎬ 国家先后 “四批” 发出库存粮食、 棉花、 棉布和低档工业品ꎬ 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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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以工代赈” 的办法ꎬ 帮助宝塔区贫困乡镇发展交通运输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公路投资主要采

取宝塔区政府自筹为主ꎬ 省、 市交通行政部门补助为辅的办法解决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政府制定 «延安市农村公路建设管理暂行办法»ꎮ 宝塔区交通

局承担勘察设计、 施工组织和安全生产、 工程监理、 竣工验收等工作ꎮ 在公路建设中ꎬ
宝塔区交通局将 “吃大锅饭” 的计划管理模式改为合同管理ꎬ 推行各种形式的包干和招

标、 投标ꎬ 把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竞争机制引入公路建设ꎬ 并推行公路工程建设监理制度

来保障工程质量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抽调交通、 国土、 公安、 林业、 果树等部门组成土地征用、 树木征

用、 建筑物征迁、 宣传报道、 财务、 安全保卫 ６ 个工作组ꎬ 出动宣传车、 悬挂宣传横

幅、 张贴标语、 散发宣传材料加强宣传ꎬ 使公路征地各项政策、 规定、 补偿标准达到家

喻户晓ꎮ 当年延安至吴起二级公路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工作共征地 １５８ 亩ꎬ 拆迁房屋

(平房、 砖石窑、 砖瓦房、 土窑) ９１２０ 平方米ꎬ 拆大棚 ９９０ 平方米ꎮ 延壶二级公路征临

时用地 ９２ 亩ꎬ 解决黄延高速公路征迁工作、 遗留问题ꎬ 共征地 ３１５ 亩ꎬ 拆迁房屋 ２０８０
平方米ꎬ 砍伐树木 １１５０８ 株ꎮ 协助解决疑难问题 １８３ 件ꎬ 处理各种纠纷 １５ 起ꎮ 当年宝塔

区完成公路建设 ２７４ 千米ꎬ 其中县乡改建项目建设改造公路 ５２ ５ 千米ꎬ 通达工程项目建

设 １６１ 千米ꎬ 通村公路项目建设公路 ６０ ５ 千米ꎬ 建设大桥一座ꎬ 总投资 １１７７４ 万元

(省、 市补助 ４４８８ 万元ꎬ 区自筹 ７２８６ 万元)ꎮ ２ 月抽调技术人员 １０ 名ꎬ ３ 月底完成勘测

任务ꎮ 成立了专门施工图设计工作组ꎬ 分别对三级油路、 四级砂石路、 四级油路和四级

水泥路进行了施工图设计ꎬ 报经市交通局进行图纸评审后对施工单位进行公开招标ꎮ ５
月 １１ 日三级油路、 四级砂石路和四级油 (水泥) 路全面开工建设ꎮ 区交通局抽调 ５ 名

科级干部和 １８ 名技术人员成立 ５ 个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组ꎬ 分别负责 ５４ 条砂石路、 油

(水泥) 路和邓家沟大桥建设ꎮ 实行公路建设工程 “双目标” 责任管理ꎬ 以 “优良标

准” “质量标准” 为目标落实工作责任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交通局配合国土、 公安、 林业、 果树等部门完成 ３０３ 省道延安至吴

起二级公路及黄延高速征地拆迁和环境保障总体工作ꎬ 补征悬空和降低群众住宅 １０ 处

３９６ 平方米ꎬ 铲除苗木 ２０ 万株ꎬ 拆迁房屋 １３００ 平方米ꎬ 协调土地、 规划等部门妥善安

置拆迁户 ３６ 户ꎮ 省道 ２０５ 线姚店至白家川二级公路建设征地拆迁环境保障工作共征地

６５６ 亩ꎬ 铲除苗木 １００ 万余株ꎬ 拆迁房屋 (平房、 砖石窑、 砖瓦房、 土窑、 简易房)
６９１８ 平方米ꎮ 协助解决群众疑难问题 １８１ 起ꎮ 处理各种纠纷 ３６ 起ꎮ 当年宝塔区完成公

路建设 １８９ ３１ 千米ꎬ 其中建设通村四级砂石路 ５６ ３５ 千米、 四级油路和水泥路 ３３ ５ 千

米ꎻ 部省共建通村四级油路和水泥路 ９９ ４６ 千米ꎬ 总投资 ７１８２ ４２ 万元 (中央、 省补助

２２３１ ３１ 万元ꎬ 区自筹资金 ４９５１ １１ 万元)ꎮ 通过招标选定了资金雄厚、 技术力量强、 机

械设备齐全的施工单位ꎮ 抽调 ５ 名科级干部和 １８ 名技术人员成立 ５ 个公路建设工程项目

组ꎬ 严把 “三关”ꎬ 即材料进场关、 施工质量关、 工程试验关ꎻ 按照设计要求施工ꎬ 规

范每道工序ꎬ 挖填方、 路基垫层压实度、 桥涵及防护工程等ꎬ 当年所建项目全部竣工ꎬ
质量全部合格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按照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的 “十一五” 末实现 “１００％乡镇通油路、 １００％行

政村通公路、 ８０％行政村通油路和水泥路” 的目标ꎬ 宝塔区建设公路 １６３ ８ 千米ꎬ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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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三级油路蟠下路 １４ 千米ꎬ 投资 １５６０ 万元 (省、 市补助 ５６０ 万元ꎬ 区自筹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ꎻ 建设四级砂石路 １４９ ８ 千米ꎬ 投资 ３０５３ ３ 万元 (省、 市补助 １４９８ 万元ꎬ 区自筹

资金 １５５５ ３ 万元)ꎮ ４ 月ꎬ 成立专门施工图设计工作组ꎬ 对四级砂石路进行施工图设计ꎮ
至年底ꎬ 三级油路蟠下路 １４ 千米全面开工建设ꎻ 四级砂石路 １４９ ８ 千米完成 １３０ ９３ 千

米ꎬ 完成投资 ２４３０ ３ 万元ꎮ 年内ꎬ 区交通部门配合国土、 公安、 林业、 果树等部门完成

２１０ 国道延安过境姚店至三十里铺二级公路建设工程、 ３０３ 省道延安至吴起二级公路改

建工程、 省道 ２０５ 线姚店至白家川二级公路建设征地拆迁及施工环境保障工作ꎮ

第三节　 公路养护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域内公路养护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ꎬ 由民工建勤养护为主ꎬ 发

展到以专业道工养护为主ꎮ 后来又由固定工发展到合同工、 季节工和临时工养护ꎮ
一、 高等级公路养护管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由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直属的黄延高速公路管理所 (驻延安市

宝塔区南二十里铺) 下辖的延安养路工区承担宝塔区黄延路段养护ꎻ 靖安高速公路宝塔

区内段由陕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直属的靖安高速公路管理所 (驻安塞县化子坪镇) 下

辖的安塞养路工区承担养护ꎮ
二、 国、 省道养护管理

宝塔区内的国、 省道养护管理由陕西省延安公路管理局直属的宝塔区公路管理段负

责养护ꎬ 其前身为 １９５７ 年成立的延安市养路处ꎮ 内设 ３ 股 １ 室 (生产股、 财务股、 路政

股、 办公室)ꎮ 下辖临镇、 金盆湾、 黄蒿洼、 枣园、 河庄坪、 姚店、 甘谷驿等 ７ 个养路

道班、 １ 个工程队、 １ 个机械队以及李渠路面养护中心ꎮ 同时设李渠收费站ꎬ 甘谷驿收

费站、 青化砭收费站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段有职工 １８４ 人ꎬ 其中工程师 ４ 人ꎬ 助理工程师 ５
人ꎬ 高级工 １６７ 人ꎬ 中级工 ５ 人ꎬ 初级工 ３ 人ꎮ 养护机械设备有自卸小型汽车 １１ 辆ꎬ 综

合养护车 １ 台ꎬ 工程机械 ４ 台ꎬ 压路机 ６ 台ꎬ 装载机 ４ 台ꎬ 沥青洒布机 １ 台ꎬ 交通汽车

９ 辆ꎮ
三、 区、 乡、 村公路养护管理

区、 乡、 村公路养护管理由宝塔区交通运输局直属的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站承担ꎮ
２００５ 年前ꎬ 宝塔区公路管理站对所管辖的公路只养不建ꎬ ２００５ 年后对所管辖的公路既

养又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道路养护工作ꎬ 在干线上开展 “三优美化” 活动ꎬ 地方道路上开展

“三文明” 建设活动ꎬ 以提高好路率指标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地区交通局为市公路管理段投资购

置小四轮和碎石机ꎬ 改善和加强了基层道班工作环境和劳动效率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针对公路建

设重建轻养状况ꎬ 加强公路大中修工程ꎬ 当年宝塔区公路养护质量达到干线好路率

７６％ꎬ 区公路好路率 ５３％ꎬ 达到省下达指标ꎮ ２００４ 年前ꎬ 区、 乡、 村公路每年养路经费

百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增至百万元以上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每年养路经费都在 ５００ 万~６００ 万元以上ꎬ
新建公路资金每年达亿元以上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制定 «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办法»ꎮ 村级公路每 ４ ~ ５ 千米配备 １ 名管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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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员兼安全员ꎬ 负责公路日常养护及道路安全工作ꎮ 按照 “有路必养ꎬ 确保质量” 原

则ꎬ 将村级公路养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村级油路、 水泥路每年每千米区财政补助资金

１０００ 元ꎬ 用于日常养护ꎮ 并制定完善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 路政管理和养

护考核验收办法ꎮ 全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逐步规范化ꎬ 共列养农村公路 １３ 条、 ２００ ８７
千米ꎮ 其中ꎬ 县道 ５ 条ꎬ 总里程为 １０８ ０７ 千米ꎻ 乡道 ８ 条 (含 １ 条专用公路)ꎬ 总里程

９２ ８ 千米ꎮ 全年累计油路罩面 ２０ ８ 千米ꎻ 补坑槽 ２８９８ 处、 ３２５０４ 平方米ꎻ 疏通涵洞 ４５６
道ꎻ 清理塌方 ２７ 处、 ７２００ 平方米ꎻ 整理路肩 ３３２０ 千米ꎻ 植行道树 ４ 千米ꎮ 修复挡墙

２６００ 立方米ꎻ 石砌水沟 １８００ 立方米ꎻ 填挖土方 ９０００ 立方米ꎻ 铺砂石路面 ４０００ 立方米ꎮ
优良里程为 １６９ 千米ꎬ 好路率为 ８４％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列养农村公路 ２２ 条ꎬ 里程为 ３２２ ３１ 千米ꎮ 其中ꎬ 县道 ５ 条ꎬ 总里程

１０８ ０７ 千米ꎻ 乡道 １７ 条 (含 １ 条专用公路)ꎬ 总里程 ２１３ ６０５ 千米ꎮ 年底ꎬ 县道好路率为

８０ ７％ꎬ 优良里程 ８７ ２ 千米ꎻ 乡道好路率 ５０ ７％ꎬ 优良里程 １０８ ３ 千米ꎮ 并按季度对各乡

(镇) 农村公路管理所所辖村道进行全面检查考核ꎬ 根据考核结果拨付养护资金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站列养农村公路仍为 ２２ 条ꎬ 里程为 ３２２ ３１ 千

米ꎮ 全年累计备料 ６５４０ 立方米ꎬ 疏通涵洞 ４８６ 道ꎬ 清理塌方 ６４ 处、 ５６５０ 立方米ꎬ 清理边

沟 ３２１０ 千米ꎬ 整理路面 ６１ 千米ꎬ 植行道树 １０ 千米ꎮ 新修桥梁 ２ 座ꎬ 补修桥梁 ６ 座ꎬ 补修

涵洞 ６ 道ꎬ 修复挡墙护岸 １７７８ 立方米ꎬ 补油路面 ３９７５３ 平方米ꎬ 罩面 ２６ 千米ꎬ 处理沉陷

１０６ 处ꎮ 区道优良里程 ８６ ５ 千米ꎬ 好路率 ８０％ꎻ 乡道优良里程 １０８ ９ 千米ꎬ 好路率 ５１％ꎮ

第四节　 路政管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内的路政管理包括高等级公路、 国道、 省道和区、 乡、 村公

路的路政管理ꎮ
一、 高等级公路路政管理

宝塔区内的黄 (陵) 延 (安)、 靖 (边) 安 (塞) 高等级公路的路政管理ꎬ 由延安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的高速公路大队、 市公安局公路巡逻民警支队直属的高速公

路巡逻民警大队共同联防执行路政管理任务ꎮ 高速公路大队下设政秘科、 法制科、 办公

室、 违法处理室、 违法培训室和 ６ 个中队ꎬ 分别驻防延安北站、 南站和南蟠龙站值勤ꎮ
二、 国、 省道路政管理

宝塔区内的国、 省道路政管理由陕西省延安公路管理局路政管理支队派出的宝塔区

路政管理大队、 宝塔区公路管理段下设的路政股共同进行值勤管理ꎮ
１９８８ 年 １ 月ꎬ 国务院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ꎬ 使公路管理有法可依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针对公路上随意挖渠排水、 摆摊设点、 修窑盖房、 打场晒粮、 堆放物料挤占公

路等现象ꎬ 地区交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ꎬ 出台 «延安地区公路行道树栽植管理办法»ꎬ
同时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ꎬ 加强路政管理工作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清理干线上 １８００ 余处

违章建筑ꎬ 通过清障工作ꎬ 将公路管理纳入依法治路的轨道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公路管理站利用广播、 专栏和上街宣传等形式ꎬ 宣传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路管理条例» 和 «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办法»ꎮ 先后出动宣传车 ２００ 余次ꎬ 张贴

４０２



标语 ３００ 余条ꎬ 散发宣传材料 １０ 万多份ꎮ 同时ꎬ 延安市宝塔区交通局与延安市宝塔区公

路管理站共同起草制定 «宝塔区地方道路管理暂行办法»ꎬ 经延安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ꎮ
由宝塔区农村公路管理站路政稽查大队配备专车巡逻值勤ꎮ １９９８ 年对路政执法人员进行

培训和调换ꎬ 全年处理路政案件 ２５０ 件ꎬ 拆除违章建筑 １９ 间ꎬ 清理非公路标志牌 ４００
余处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公路管理站现场为群众讲解交通有关法规 ３４ 场次ꎬ 散发法律

法规传单 １ ７１ 万张ꎬ 张贴标语 ７６ 条ꎮ 出动宣传车 ４０ 余次ꎬ 公路沿线悬挂横幅 ３６ 幅ꎬ
宣传人数达 ２ ８ 万余人ꎬ 营造 “爱路光荣、 损路可耻” 的社会氛围ꎮ 两年共查处路政案

件 ２４ 起ꎬ 制止公路控制区内的违法建筑 ３ 起 ５８ 平方米ꎬ 清理垃圾排污 １３９８ 立方米ꎬ 拆

除占道经营 ２ 处 ２１ 平方米ꎬ 合理审批开设平交道口 ３ 处 ２５ 延米ꎬ 疏通涵洞 ２０ 道ꎬ 收缴

公路占用、 补 (赔) 偿费 ３８ ７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路政大队对全区所有农村公路进行逐一调查摸底ꎮ 全年向群众现场

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和 «陕西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等交通法规 ２０ 场次ꎬ
散发法律法规传单 ９８６２ 张ꎬ 公路沿线悬挂横幅 ２３ 条ꎬ 宣传人数 １８６２４ 人ꎮ 查处各类毁

坏公路、 侵占公路路产路权案件 ８ 起ꎬ 制止公路控制区内的违法建筑 １ 起 １４ 平方米ꎬ 清

理垃圾排污 ２０８ 立方米ꎬ 合理审批管线穿越公路 ２ 处 １５ 延米ꎬ 疏通涵洞 ８ 道ꎬ 收缴公路

占用、 补 (赔) 偿费 ２２ ５０ 万元ꎬ 公路补修款 ８５ 万元ꎮ

第五节　 运政管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延安市政府交通部门转变职能ꎬ 对公路汽车运输实施行业管理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成立延安市道路运输管理所 (以下简称运管所)ꎮ 配备专职交通管理人员ꎬ 负

责对延安市内从事公路旅客运输、 货物运输、 机动车维修、 运输服务的公有制与非公有

制机关单位、 团体、 企业、 个人实施行业管理ꎬ 维护运输市场秩序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运管所加强行业管理ꎬ 强化春运安全管理ꎬ 安全运送旅客 １３０ 万人次ꎬ 查堵

违禁 “三品” 案件 ３２６ 起ꎮ 协助有关市级行政部门制定 «延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ꎬ 参

与出租车市场的整顿工作ꎮ 对汽车维修业进行了 ２ 次检查和整顿ꎮ 并配合延安市政府制定

«延安市公路义务建勤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征稽所被评为市级文明

单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征收拖拉机养路费 ２４ 万元ꎬ 征收运管费 ３４ ５ 万元ꎬ 代征税 ４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贯彻执行陕西省政府 ３３ 号令 «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规定»ꎮ 全年ꎬ 宝塔区征

收拖拉机养路费 ４５ 万元ꎬ 征收运管费 １４０ 万元ꎬ 代征税 ２１０ 万元ꎮ 对全区客运市场进行

整顿治理ꎬ 清理无证及超类别经营业户 ９２ 户ꎬ 对无道路运输证、 线路运输牌和用已报

废车辆从事客运的经营行为予以取缔ꎮ 按照 “车进站、 人归点” 的客运管理原则ꎬ 对客

运站实行 “三定” (定线路、 定班次、 定站点)、 “二挂” (悬挂营运标志牌和统一票价

表)ꎬ 全区客运市场实现开放、 公平、 竞争、 有序的运输市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年征收运管

费 １４３ 万元ꎬ 拖拉机养路费 ４５ 万元ꎬ 代征税 ２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延安市征稽处运用现代科技信息手段ꎬ 开展电子稽查业务ꎬ 投入使用 “车

牌通” “掌上通” “全省征费数据网络传输系统”ꎬ 查处一批长期拖欠费款和未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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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ꎬ 并强化对异地欠费车辆偷漏规费现象的监督作用ꎮ 当年ꎬ 宝塔区征稽所共发出催

缴通知书 １８０ 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 １４４ 份ꎬ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６ 起ꎬ 累计补征规费 １６ ５
万元ꎬ 征收滞纳金 ５ ０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运管费由市统收统支ꎮ 实行收支两条线ꎮ 设立业务大厅实行一站式服务ꎮ
对延安城区出租车实行 “特许经营、 公司化管理、 车辆经营权与线路经营权分离” 改

革ꎮ 取缔人力三轮车营运ꎬ 规范运营市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征稽所获厅级 “青年文明号”
“陕西省交通系统劳动竞赛先进集体” 称号ꎬ 宝塔征稽所征管股被交通部评为全国交通

行业 “巾帼文明岗”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公路养路费征收根据国家政策停止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交通征费稽查

处改制为延安市路政执法支队ꎮ

第六节　 安全管理

２０００ 年ꎬ 开展创建 “平安大道” 活动ꎬ 在延安市城区各大路口设置交通自动化管理

系统 (电子警察)ꎮ 运管部门经常性开展 “三品” 查堵工作ꎬ 全年强制二级维护车辆

２８００ 余辆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公安部门投资 ５３ 万元对全市 ２３ 个事故多发点段全面进行治理ꎬ 先后对公

交车、 出租车、 客运车开展 ６ 次专项整治ꎬ 以确保城区交通秩序安全畅通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交通部门制定 «预防交通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 和 «紧急抢救预案»ꎬ

坚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ꎮ 应用推广先进的监控技术ꎬ 在宝塔城区汽车南站安装 Ｘ 射线

检测仪ꎬ 从源头消灭 “三品” 上车隐患ꎮ 在延运集团长途客车安装行车记录仪ꎬ 加强车

辆运行过程的动态监控ꎮ 全年全市共发生交通事故 １４ 起ꎬ 较上年下降 ５６ ２５％ꎻ 死亡人

数 ２８ 人ꎬ 同比下降 ２９ ５６％ꎻ 受伤人数 １２０ 人ꎬ 同比下降 ４６ ６６％ꎻ 直接损失 １３２ ５ 万

元ꎬ 同比下降 ６８ ４％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加强危桥险路整治ꎬ 完成 ２１０ 国道和 ２０１、 ２０５、 ２０６、 ２１４、 ３０３、 ３０４ 省道

的安保工程ꎮ 完成干线公路减速标线 １４３７３ ５７ 平方米ꎮ 同时全面推行营运车辆 ＧＰＳ 和

行驶记录仪的安装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以治理超限为重点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ꎬ 金盆湾超限检测站共发

放宣传单 ３ ６ 万份ꎬ 制作标语横幅 １２８ 条ꎬ 共检测车辆 ８ ２ 万辆ꎬ 超限车辆 １８０ 辆ꎮ 收

取公路补偿费 １ 万余元ꎬ 超限运输现象逐步扭转ꎮ 全区共发生交通事故 ６ 起ꎬ 死亡人数

５ 人ꎬ 同比下降 ４４％ꎻ 受伤人数 ４３ 人ꎬ 同比上升 ５９％ꎻ 直接损失 ２１０ 万元ꎬ 同比下降

１５ ２％ꎮ ２０１０ 年全年共检测车辆 １５７８０１ 辆ꎬ 卸载货物 ４ ６１ 吨ꎮ 流动检测车辆 １８９８４ 辆ꎬ
超限 ２２ 辆ꎬ 卸载货物 ２２ 吨ꎮ 公安部门集中整治酒后驾车行为ꎬ 开展专项行动ꎬ 全区查

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 ８９ 起ꎬ 酒醉驾驶交通违法行为 ５５ 起ꎬ 行政拘留 ５３ 人ꎮ

６０２



第六编　 邮政　 通信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地区 ５０００ 门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割接开通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延安

地区无线寻呼实现同频同播联网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延安地区 １３ 个县 (区) 市话全部实现

国际国内直拨ꎬ 完成由磁石或机电制电话向数字程控化的彻底转变ꎻ １２ 月ꎬ 建成开通

９００ 兆数字移动通信 ＧＳＭ “全球通” ２ 个基站ꎬ ３２ 个信道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建成开通数字

数据网ꎻ 年底ꎬ 开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城区开通中国公众多媒体通

信网ꎮ 至此ꎬ 一个全方位、 大容量、 有线无线全面结合的高、 精、 尖通信网络正式构

成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城区有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邮政等通信企业ꎬ 开展

移动、 固话、 互联网以及邮政发行、 速递、 物流等综合通信全业务ꎮ

第一章　 机　 构

第一节　 邮政机构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 延安邮政局和电信局合并ꎬ 成立延安地区邮电局ꎮ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区有自办局所 １４１ 处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成立农村电话科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成立延安

地区邮电通信开发公司ꎬ 开发邮电边沿业务和经营商品零售等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延

安地区邮电局单设邮票公司ꎻ ６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成立延安地区邮政储汇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地区撤地设市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更名为延安市邮电局ꎬ 局长李俊

义ꎻ ６ 月 ２０ 日ꎬ 将延安通信协作区公司、 延安邮电服务公司、 延安邮电职工技术服务

部、 延安邮电通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合并ꎬ 成立延安圣通实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 成立延安市邮电分营领导小组ꎬ 设立分营办公室ꎬ 实施邮电分

营ꎻ ９ 月 ２０ 日ꎬ 成立陕西省国信寻呼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对外运营ꎻ １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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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日ꎬ 撤销延安市邮电局ꎬ 分设延安市邮政局、 延安市电信局ꎮ 全市划分邮政在职职工

９３１ 人ꎬ 离退休人员 １３３ 人ꎬ 其中延安在职职工 ３２８ 人ꎮ 延安市邮政局辖 １２ 个县邮政

局ꎬ 内设 １ 室 ６ 部ꎬ 即综合办公室、 计划财务部、 经营服务部 (下设邮政储汇局、 邮票

公司 ２ 个二级机构)、 运行维护部 (下设邮政运输站二级机构)、 人事教育部 (辖经警中

队)、 党群工作部、 审计监察部ꎬ 并设邮政工会工作委员会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成立延安市邮政局城郊分局ꎬ 撤销延安市农村支局所管理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运行维护部更名为延安市邮政局信息技术局ꎬ 成立邮政客户服务中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机构设置为职能部门和专业部门两部分ꎮ 专业部门设置为: 邮政储蓄汇兑

局、 邮政邮资票品局、 邮政邮区中心局、 邮政物流局、 邮政发行投递局、 城郊分局、 邮

政函件广告局、 邮政电信代办部、 邮政信息技术开发部ꎮ 另设立综合服务公司和技协装

潢公司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成立速递局、 函件广告局ꎻ 设立客户中心、 报刊零售公司、 安全保卫部 ３

个二级部室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撤销电信代办部ꎬ 成立延安市邮政信息业务局ꎬ 报刊零售公司升

格为正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延安市邮政速递物流公司成立ꎮ 是年ꎬ 成立宝塔区东区营业部、

南区营业部和延安市邮政分销业务局 (对外称延安市 “三农服务局” )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市邮政局有员工 ９７７ 人ꎮ

第二节　 通信机构

延安市邮电局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ꎬ 延安地区邮政局和地区电信局合并ꎬ 成立延安地区邮电

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延安地区撤地设市ꎬ 地区邮电局随之更名为延安市邮电局ꎮ 至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全区有邮电局所 １６５ 处ꎬ 职工 ２０２１ 人ꎬ 设有局所的乡 (镇) １４４ 个ꎬ 自办局所

１４７ 处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邮电局将无线寻呼业务剥离ꎬ 组建成立陕西省国信寻呼公司

延安分公司ꎻ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邮电分营ꎬ 市邮电局分设为延安市邮政局和电信局ꎮ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　 简称延安电信分公司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延

安市邮电局被撤销ꎬ 分设成立延安市电信局ꎮ 内设 １ 室 ７ 部ꎬ 即综合办公室、 党群工作

部、 计划财务部、 人事教育部、 市场经营部、 审计监察部、 运行维护部 (下设移动局、
数据局 ２ 个二级机构)、 通信建设部 (下设农村通信建设联合公司、 行业管理办公室和

质检计量 ３ 个二级机构)ꎮ 实行局、 部、 班三级管理ꎮ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成立延安市移动公司筹备小组ꎻ ７ 月 ３０ 日ꎬ 完成电信重组ꎬ 成

立陕西省移动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独立运营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延安市电信局成立新世纪通信有限责任公司ꎬ 经营通信器材、

通信工程、 电话装拆移机、 无线寻呼、 信息及通信物资供应ꎻ ４ 月 １２ 日ꎬ 延安市电信局

完成信息业务剥离ꎬ 成立陕西电信信息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正式对外运营ꎬ 直属陕西省电

信信息公司管理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 延安市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ꎮ 新组建的电信实业公司由

国家控股ꎬ 先期注册资本 １９５４ 万元ꎻ ８ 月 １８ 日ꎬ 中国电信集团陕西省电信公司延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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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举行成立挂牌仪式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中国电信集团陕西省电信公司延安市分公司更名为陕西省电信

有限公司延安市分公司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延安市分公司更名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延安分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从业人员 ８７５ 名ꎬ 其中合同制 ７４０ 人ꎬ 派遣制 １３５ 人ꎮ 下设 １７ 个一级

部门ꎬ ６ 个二级部门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延安市分公司　 简称延安联通分公司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 延安市邮电局将无线寻呼剥离出来ꎬ 成立陕西省国信寻呼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于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对外运营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联通延安分公司成立ꎬ 下设运行建设维护部

和综合部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公司与国信寻呼延安分公司融合ꎬ 整合人员ꎬ 设立客服结算与信息

系统部ꎬ 并启用统一客服热线 “１００１０”ꎮ 年底ꎬ 有员工 ２４０ 人ꎮ 主要经营 １３０ 移动电

话ꎬ １２６、 １９１、 １９８ 无线寻呼ꎬ ＩＰ 电话ꎬ １９３ 长途电话ꎬ １６５ 互联网等综合电信服务业

务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组建县级分部 １２ 个ꎬ 设立商业网点 １４ 个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ꎬ 设 ４ 个职能部门 (行政部、 计划财

务部、 人力资源部、 综合市场部)ꎬ ４ 个业务部 (通信建设部、 运行维护部、 数据固定

与互联网业务部、 寻呼事业部 )ꎬ ２ 个共享部门 (计费信息系统部、 大客户发展中心)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公司通信终端维修中心成立ꎬ 正式受理业务ꎻ １２ 月ꎬ 组建成立宝塔、
永坪、 志丹 、 宜川、 洛川 ５ 个片区维护站ꎮ 其中ꎬ 宝塔维护站负责安塞、 延长、 甘泉、
宝塔区基站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设立电话增值营销ꎬ 主要通过 “１００１０” 客服系统对新入网资

料进行回访及营销自有增值业务ꎬ 实现由接听到呼出并营销的服务理念转变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延安客服中心话务量全部交由省分统一接听 “１００１０” 热线服务 (地市转为省

分)ꎬ 实现全省统一受理客服热线服务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根据电信体制改革要求ꎬ 完成对中国电信延安分公司的 ＣＤＭＡ 资产和

业务出售及人员划转ꎬ 并于 １０ 月 ２０ 日全部交割完毕ꎻ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与

原网通延安分公司融合ꎬ 逐步实现合署办公ꎬ 成为集移动、 固话、 互联网等全业务于一

体的综合通信运营企业ꎻ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更名为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延安市分公司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县分公司内设机构在营销部增设

集团客户服务中心和电话营销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 日ꎬ 成立网络公司ꎬ 内设网络建设部和运行维护部ꎮ 成立集团客户

部ꎬ 原营销部集团客户服务中心职能划归集团客户部ꎮ 建设维护中心更名为建设维护

班组ꎮ 至年底ꎬ 下设综合、 党群、 财务、 人力资源、 市场销售、 客户服务、 集团事业

客户、 网络建设、 运行维护、 纪检监察室、 信息化支撑中心 １１ 个部门和 １１ 个县级分

公司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　 简称延安移动分公司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进

行 “邮电分营” 改革ꎬ ６ 月 ２８ 日成立延安移动公司筹备小组ꎬ ７ 月 ３０ 日完成电信重

９０２

第六编　 邮政　 通信 　



邮政　 通信

组ꎬ 成立陕西省移动通信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首任经理白延力ꎮ 延安移动随之开始独立

运营ꎮ 至 ２００１ 年底ꎬ 共有员工 １９９ 人ꎬ 其中 ８６ 名专业技术人员中ꎬ 中级 １１ 人ꎬ 初级

７５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延安移动改革创新ꎬ 实行主辅分离ꎬ 组建主业和实业 ２ 个分公司ꎻ ９

月 １７ 日ꎬ 完成内转外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ꎬ 并在延安宾馆举行上市揭牌仪式ꎮ 至此ꎬ
延安移动成为全市最大的电信企业ꎮ 此年ꎬ 延安分公司将 １３ 个县区分公司 (营业厅)
经营部改为客服部ꎮ 分公司的固定资产原值达到 ３ ３０ 亿元ꎬ 在职员工 １２５ 人ꎬ 其中生产

人员 ９３ 人ꎬ 管理人员 ３２ 人ꎻ ６８ 名技术人员中ꎬ 中级 １１ 人ꎬ 初级 ５７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

移动分公司拥有在册员工 １６８ 人ꎬ 平均年龄 ２９ ８５ 岁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陕西省移动通信公司延安分公司改称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延

安分公司ꎬ 仍下辖 １３ 个县区分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分公司内设 ７ 个职能部、 室ꎬ 有员

工 １４００ 余人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宝塔区分公司　 简称宝塔区移动分公司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成立ꎮ 集移动、 固话、 互联网等综合通信运营全业务为一体ꎬ 属中央直属国有

特大型企业、 驻延安企业单位ꎮ 下设市场拓展室、 集团客户室、 综合支撑室 ３ 个部门ꎬ
８ 个农村分部ꎮ 统一服务热线 １００８６ꎮ 设立自有营业渠道 １２ 个ꎬ 社会渠道 ５５０ 个ꎬ 员工

编制核定 ３４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调整公司组织机构ꎬ 市场拓展室、 集团客户室、 综合支撑室分

别更名为市场经营部、 集团客户部、 综合部ꎮ 至年底ꎬ 公司有营业厅 １２ 个ꎬ 社会渠道

５５３ 个ꎬ 员工编制核定 ３６１ 人ꎮ
中国网通 (集团) 西北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　 简称网通延安分公司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ꎬ 网通延安分公司成立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网通延安分公司与中国联合通信

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融合ꎬ 合署办公ꎻ １１ 月ꎬ 更名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延安市

分公司ꎮ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延榆分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时称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

司延安分公司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中国铁通延安分公司与榆林分公司合并为中国铁通集团有

限公司延榆分公司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按照国家深化电信体制改革要求ꎬ 铁通公司整体并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ꎬ 作为其子公司独立运营ꎮ 主要经营固定电话和有线宽带业务ꎬ
经营区域在延安宝塔区和榆林的榆阳区、 高新区、 神木县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

公司延榆分公司设有市场部、 综合部 ２ 个管理机构ꎻ 延安经营部、 榆林经营部、 靖边经

营部、 集团客户营销中心 ４ 个生产机构ꎮ 在岗员工 ６２ 人ꎬ 其中管理人员 ７ 人ꎻ 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 １７ 人ꎮ 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 ３５ 人ꎬ 占比 ５７％ꎻ 有专职维护人员 １６ 人ꎬ 占公司

在岗总人数的 ２６％ꎬ 平均年龄 ３１ 岁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延榆分公司有

固定电话用户 ２ ３ 万户ꎬ 其中延安 １ ２ 万户、 榆林 １ １ 万户ꎻ 有线宽带用户 ４ ７ 万户ꎬ
其中延安 ２ 万户、 榆林 ２ ７ 万户ꎮ

第三节　 省属单位

延安长途电信线务局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 １ 日ꎬ 由西安长途电信线路中心站分设成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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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长途电信线路中心站ꎮ １９６９ 年ꎬ 延安长途线务站与延安地区邮电局合并ꎮ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分设成立延安长途线务站ꎬ 属县局一级ꎬ 实行业务以省长途线务

站为主ꎬ 党、 团组织归延安地区邮电局领导的管理体制ꎮ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 １ 日ꎬ 更名为延

安长途电信线务局ꎮ １９９０ 年底ꎬ 有职工 ９０ 人ꎮ 主要负责延安全区长途线路和省级过

境干线的维护ꎮ 随着西安至延安、 西安至呼和浩特光缆开通ꎬ 长途电信线务局维护的

明线线路和电缆相继拆除ꎮ 至 １９９８ 年ꎬ 有职工 ９０ 人ꎬ 代维西安至呼和浩特 ３４５ 千米

一级光缆ꎬ 维护西安至延安 １８２ 千米二级光缆以及延安至吴起、 子长、 安塞、 宜川和

洛川至黄龙等 ５ 条 ６９７ 千米区内光缆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与电信延安分公司合并ꎮ
陕西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维通信延安分公司 　 简称中维延安分公司ꎮ 前身为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开始筹建的延安微波站ꎬ １９７１ 年 ５ 月 １ 日正式装机开通ꎮ 属延安市武装

部领导ꎬ 内部实行军事化管理ꎮ １９７４ 年ꎬ 业务工作改由以省微波总站为主ꎬ 党、 团工

作由地区邮电局领导的管理体制ꎮ 先后曾用名称 ４２０ 站、 陕西省延安 １９０ 邮政信箱ꎬ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１ 日更名为延安微波站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在延安地区各县微波站基础上合并成立延安地区无线电信局ꎮ 负责

延安域内长途微波电话、 电报电路的传输ꎬ 微波、 载波等终端设备的维护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

原设备进行更新改造ꎬ 采用先进的数字微波设备ꎬ 提高通信能力和通信质量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维护方式改为无人值守的集中维护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更名为延安市无线电信

局ꎬ 下辖 ５ 个高山微波站ꎬ 局长刘武军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有职工 ３４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与电信延安分公司合并ꎬ 更名为无线通信维护部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归省电信

实业公司管理ꎬ 改称为陕西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中维通信延安分公司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职

工 ８９ 人ꎮ

第二章　 设　 施

第一节　 邮政设施

一、 邮路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地区有邮路 ７９ 条ꎬ 其中干线汽车邮路 ８ 条ꎬ 单程 １３３９ 千米 (自办汽

车邮路 ７ 条 １２２５ 千米ꎬ 委办汽车邮路 １ 条 １１４ 千米)ꎻ 农村投递路线 １４０２８ 千米ꎮ 其中ꎬ
延安市有邮路 １０ 条ꎬ 单程 ２２１２ 千米ꎻ 全区有邮运汽车 ３４ 辆ꎬ 其中延安市 ２２ 辆ꎮ

１９９８ 年底ꎬ 经过几次整合调整ꎬ 全市有邮路 ９９ 条ꎬ 单程 １３５６２ 千米 (含委办邮

路)ꎬ 其中自办汽车邮路 １７９０ 千米、 委办汽车邮路 ２２５ 千米、 农村投递路线 １１５４７ 千米ꎻ
宝塔区有邮路 ７ 条ꎬ 单程 ２００４ 千米ꎬ 其中自办汽车邮路 １０６４ 千米、 农村投递路线 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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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程千米ꎻ 全市邮运汽车增至 ５２ 辆ꎬ 其中宝塔区 ２３ 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市有干线、 支线邮运汽车 ７０ 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更换、 新增运钞车 ９ 辆、 投

递车 ５ 辆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为县局配发速递车辆 ９ 辆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延安—西安快速汽车邮路开始试运行ꎬ 市局先后 ２ 次调整延

安—西安普通邮路ꎬ 安塞、 宜川、 子长 ３ 条区内邮路和区内转趟车的运行时刻ꎬ 使安

塞、 子长、 宜川、 富县、 甘泉等县及延安区内的特快邮件实现次日递ꎬ 时限缩短 ２４ 小

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市局新增邮运车 ４ 辆、 投递车 ７ 辆、 运钞车 ２ 辆ꎮ
二、 电子化设备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全市增配 ３１ 台多功能电子秤、 １４ 台信函电子秤、 １ 台包裹收寄秤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发行业务开始微机处理ꎬ １９９４ 年与全省联网ꎬ 延安市邮件分拣配备 １ 套

计算机处理系统ꎬ 开始使用计算机登单ꎮ １１ 月ꎬ 启动邮政储蓄 “绿卡” 工程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启动邮政营业窗口电子化工程ꎬ 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延安市宝塔区及各县局营

业厅均配备计算机ꎬ 实现邮政营业一台清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邮政局建成邮政商业信

函微机处理系统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邮政局挂号登单计算机处理系统全面更新改造ꎮ 至年底ꎬ 延安

全市邮政业务用计算机 １３６ 台ꎬ 其中延安市邮政局有计算机 ８７ 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邮政综合网广域网和局域网设备安装、 调测完成ꎬ 经联调接入全国广域

网ꎻ 完成 “绿卡” 二期工程的设计会审、 发卡集合 ＡＴＭ 机等设备的选址、 环境准备

等工作ꎻ 完成全市 １３ 个网点的设备改造、 版本升级和设备更新等ꎬ 解决邮戳更换问

题ꎻ 完成延安市区内 ８ 个邮电所邮资机的安装、 调试及电源改造及市局邮简机的安

装、 调试ꎬ 为发展账单类业务创造条件ꎮ ２００１ 年ꎬ 邮政绿卡网正式开通联网使用ꎬ 全

市 ３３ 处网点实现全国通存通兑ꎬ 建成电子汇兑网点 １６ 处ꎮ 绿卡用户数发展到

７５００ 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综合网广域网部分 (延安中心—省中心)ꎬ 电路由 ６４Ｋ 提速为 ５１２Ｋꎻ

对报刊收订系统进行改造ꎻ 新增邮资票品系统ꎮ 绿卡网络新增全国联网网点 ４ 个ꎻ 在

１３ 个发卡客户机上升级安装代收话费系统ꎻ 对接点客户机、 ＰＯＳ 机和 ＡＴＭ 进行升级

改造ꎻ 完成宝塔区代收电费收费系统管理和平台建设ꎻ 新建物流及代办平台 ９ 处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完成 ２３ 个基础接入点二期工程网点设备的装调与施工ꎮ 实施广域网改造ꎬ

改造后带宽由 １２８Ｋ 升为 ２Ｍꎮ 局域网升级改造端口由 ６４Ｋ 扩为 １０Ｍꎮ ４４ 个邮储网点实现

全国联网ꎮ ２１ 个电子化支局联网系统全部投入使用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市有电子化支局 ８０
个ꎬ 邮政网点联网率达 ５４ ７９％ꎻ 邮储联网网点 ９２ 处ꎬ 余额在 ２００ 万元以上网点全部联

网ꎻ 全市有 ＡＴＭ 机设备 ７ 套ꎻ 新增 ６ 个代收话费窗口、 ５ 套代收话费设备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增延安市局邮区中心邮政储蓄所、 南郊邮政储蓄所等 ４ 个邮政储蓄网

点ꎬ 新增 ＡＴＭ 机 ２ 台、 邮资机 １ 台ꎬ ９６ 个联网网点和市局新局电路全部改造为光纤 ２Ｍ
电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被省公司确定为投递网建设达标单位ꎮ 至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 ４４
个西部邮政普遍服务网点装修改造工程ꎬ 通过省公司检查验收ꎬ 名列全省第一ꎮ 当年更

新终端 ４６ 台 (套)ꎬ 新增 ＡＴＭ 机 １８ 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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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通信基础设施

一、 延安电信设施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ꎬ 延安地区开通一部市话环路载波机 (１＋１) 设备ꎬ 共 １０８ 门ꎮ 是年底ꎬ
延安全区市话交换机容量为 ８５００ 门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ꎬ 延安地区 ５０００ 门程控数字交换机割

接开通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地区完成 ８０００ 门市话扩容任务新增容量 ８２６０ 门ꎬ 市话交

换机容量达 １３２６８ 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地区程控数字交换机综合处理能力由 ５ 万门增到 １０ 万门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延安全市市话交换机全部实现程控数字化ꎮ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相继建成开通七里铺、 马家湾、 北关 ３ 个模块局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市电信局改造交换点 ４０ 处ꎬ 扩容 １４ 处ꎬ 全市市话交换机总容量达 ８８３０４ 门ꎮ 架设农话

光缆 ４７５ 千米ꎬ 总长度达 ２２４０ 千米ꎬ 完成 ９１ 个乡镇至行政村的总长度 ９５０ 千米电缆线

路工程建设ꎮ 有线、 无线覆盖行政村总数达到 １１８０ 个ꎬ 通电话行政村 １０５０ 个ꎬ 电话村

３１０ 个ꎮ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宝塔区市话交换机总容量 ３０３１２ 门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市电信局投资 １０４３ ６ 万元ꎬ 全面启动农市话入网工程ꎻ 投资 ３４８８ ４４

万元ꎬ 进行农市话电缆线路新建扩建工程ꎮ 至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新增农市话交换机容量

４４８８０ 线ꎬ 出局线对 ４６５４０ 线ꎬ 新增市政 ＳＤＨ 传输 １６０ 个 ２Ｍ 系统ꎮ 初步实现双端局、
双汇接局网络体制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初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开始无线市话工程建设ꎻ ５ 月ꎬ 完成覆盖延安市区

１６３ 个小灵通基站建设任务ꎮ 当年完成投资 ４８７２ ８９ 万元ꎬ 新增交换能力 ２６７０８ 线ꎬ 新

建光缆 ２２１ ７ 皮长千米ꎬ 新增农市话电缆 ７２９ ５７ 皮长千米ꎬ 新增出局线对 ３３１５０ 线ꎬ 新

扩建电缆管道 ３０ ３７ 孔千米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信息产业部对陕西农村通信建设实施扶贫政策ꎬ 延安市 ４３０ 个行政村被列

为重点农村通信建设区域ꎬ 实施村通工程ꎮ 当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在市区繁华商业区和

大型住宅区等话务量密集的区域新增小灵通基站 １６７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实施 ＩＰＡＳ 改造ꎬ
ＰＡＳ 系统核心网容量由原来的 １３ 万线增加到 ２０ 万线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新增宽带接入能力 ２００３２ 线ꎬ 全市 １６５ 个乡镇全部实现通

宽带目标ꎬ 出口带宽由 ２ 个 ２ ５Ｇ 提高到 ２ 个 １０Ｇꎮ 并实施交换、 接入网设备扩容工程ꎬ
公网新增能力 ６８００ 线ꎬ 专网新增能力 ５１２ 线ꎬ 调配宝塔区交换接入网在网资源 １３２８ 线ꎬ
促进固话业务发展ꎮ 新增农村无线能力 ２８８００ 线ꎬ 解决 １２５ 个行政村通电话问题ꎬ 村通

率达 ９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完成 ４８ 个点的光网络接入设备建设ꎮ 新建 ＦＴＴ×项目立项

９６ 个ꎬ 开通 ９０ 个ꎬ 建成开通 ８５５ 个用户接入单元ꎬ 建成宽带端口 １１５８９ 线ꎬ 语音端口

１５３４０ 线ꎬ 覆盖楼宇 ４０７ 栋ꎬ 其中商务楼宇 １３４ 栋ꎬ 覆盖用户 １９４２５ 户ꎮ 新建 Ｃ 网基站

６０ 个ꎬ 替换站 ６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 Ｃ 网基站 ７２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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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安联通设施

联通公司的市话基础设施主要为融合原网通延安分公司的全部基础设施ꎮ ２００３ 年

初ꎬ 延安网通四合一综合交换局建成ꎻ ４ 月ꎬ 延安网通第一个接入网点建成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延安网通第一个 ＳＣＤＭＡ 基站建成ꎮ 年底ꎬ 延安网通 ＳＣＤＭＡ 业务正式

放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网通为当地单位组建第一个企业组网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与网通延安分公司融合ꎻ １２ 月ꎬ 建成第一台 ＥＰＯＮ

光 ＯＬＴ 设备ꎮ 建成数字程控市话交换容量 ２６７００ 线ꎬ ＡＤＳＬ 宽带接入容量 １１１７６ 线ꎬ 互

联网出口带宽 １０Ｇꎮ 城域光缆线路 ２３５ 千米ꎬ 出局主干电缆 ２９８００ 线、 直配电缆 １４０１０
线、 交配电缆 ５１１４０ 线ꎮ ＳＣＤＭＡ 基站 ４７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 ２０１ 处宽带及数固项目的勘察工作ꎬ 完成固网立项批复项目 １４８ 个ꎬ
立项投资 ２８５２ ４８ 万元ꎮ 累计完成接入能力: 语音 ４４００ 线ꎬ ＡＤＳＬ １４４８ 线ꎬ ＬＡＮ １８９２
线ꎬ 互联网专线 ５６ 条ꎬ 数字专线 ６５ 条ꎮ

三、 延安移动设施

２００１ 年ꎬ 延安移动新建交换机 １０ 万门ꎬ 扩容交换机 ５ 万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增交换容

量 ２０ 多万门ꎬ 交换容量达到 １００ 多万门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通交换局 ２ 套ꎬ 交换容量达到 １４５
万门ꎮ

第三节　 通信机房与服务设施

一、 延安电信分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完成全市 １２ 县 ３３ 个点数据宽带接入设备割接

至 ＩＰ 城域网ꎻ ５ 月 １０ 日ꎬ 启动宝塔区 “蓝色通道” 工程ꎬ 社区经理正式进驻社区ꎻ １１
月ꎬ 全面实施本地网综合化维护ꎻ １２ 月下旬ꎬ 省公司运维部集中对本地网综合化维护验

收检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名列全省第一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自主开发 “无人值守机房巡视管理软件”ꎬ 实现无人值守机房实时监控和

管理ꎮ 此技术创新受到集团公司的表扬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在宝塔区大砭沟飞天礼品电信代办点开通了首

户 ＥＰＯＳ 系统ꎬ 标志着宝塔区代办电子收费渠道正式启动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建成首个 ＩＤＣ 机房ꎬ 可为本地网各类客户提供设备

托管以及相关增值服务ꎬ 拓展政企客户的业务范围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建成终端卖场 ４ 处、 合作厅 １０ 处 (ＣＲＭ)、 校园营业厅 １

处、 代理点 (店) ８６ 处 (ＢＯＳＳ)、 空中充值网点 ３５６ 处ꎮ 社会渠道有效网点占比达

６８ ６％、 销售占比控制在 ６０％以上ꎮ
二、 延安联通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ꎬ 延安联通开始 ＧＳＭ 四期建设ꎬ 共建设 ３９ 个基站ꎬ 于 ２００１ 年底全部开

通ꎮ ２００３ 年底ꎬ 有 ＧＳＭ 和 ＣＤＭＡ 两网基站 ５８４ 个ꎻ ＧＳＭ 交换容量 １８ 万门ꎬ Ｇ 网交换容

量 ８ 万门ꎮ ＧＳＭ 全市平均覆盖率 ７６％ꎬ ＣＤＭＡ 各县乡镇平均覆盖率 ５９％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进行 Ｇ 网华为基站割接工作ꎮ ９ 月 ２３ 日开始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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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３ 个 ＢＳＣ、 华为 １ 个 ＢＳＣꎬ 共计 ３２０ 个基站、 ６５３ 个小区、 ９８２ 个载波进行调整ꎮ
调整后 ＢＳＣ１ 挂 １４７ 个站ꎬ 其中华为基站 １０５ 个、 西门子 ４２ 个ꎻ ＢＳＣ２ 挂 １７３ 个站ꎬ 其中

华为基站 １５３ 个、 西门子 ２０ 个ꎮ 年底ꎬ 完成中心局机房的搬迁工作ꎬ 由延安国贸大厦搬

迁到延安百米大道自建通信枢纽楼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实施机房 ＡＡ 整改ꎻ ７ 月 ３１ 日完成延安 Ｇ 网软

交换端局的安装、 调测、 割接入网ꎬ ＶＬＲ 容量达到 ４７ 万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ꎬ 建成 １６６９ 个

ＧＳＭ 基站、 １４３５ 个 ＣＤＭＡ 基站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核心网软交换 ＭＧＷ１、 ＭＧＷ２ꎻ ＷＣＤＭＡ 网 ＲＮＣ１、 ＲＮＣ２ꎻ 中兴替

换 ＨＬＲ１、 新建 ＨＬＲ２ꎮ 完成新建关口局的割接调试工作ꎮ 建设完成中心局新增 １ 套电

源系统、 ＷＣＤＭＡ 工程 ７９ 处基站、 １８ 处拉远基站、 ５０ 处 ＷＣＤＭＡ 室分工程ꎮ 完成开

通 Ｇ 网一期的 ２０ 个基站的全部建设和 Ｇ 网 ３９ 个基站紧急建设项目ꎮ 完成 １８００Ｍ 基站

连续覆盖项目中 ５３ 处基站建设、 ４７ 处华为 ３００１Ｃ 设备的替换以及包茂高速新建 ６ 处

基站的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设完成 ＷＣＤＭＡ 基站 ２５５ 个、 ２Ｇ 基站 ２７ 个、 室分 ６３ 处ꎮ
三、 延安移动分公司

１９９８ 年ꎬ 建成延安市互联网网站ꎬ 建立内容较为丰富的主页和新业务演示厅以及网

吧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 分公司宝塔区中心街营业厅ꎬ 被延安市妇联授予 “巾帼文明窗口” 称

号ꎬ 被团市委命名为 “青年文明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延安移动分公司 ＯＡ 系统和 ＭＩＳ 系统全面上线ꎬ 实现企业内部管理的科学

化ꎮ 当年ꎬ 净增客户 １２ 万户ꎬ 客户总数突破 ４０ 万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移动以自办渠道为重点ꎬ 加强渠道建设和管理ꎬ 初步形成以自办厅、

合作厅为主的销售体系ꎮ 至年底ꎬ 全市营销网点接近 ２００ 个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渠道建设全面实现一乡 (镇) 一个营业网点ꎬ 对符合要求的店面统一制作

“中国移动通信沟通 １００ 标志”ꎬ 在店内设置营销区与体验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启动片区管理模式ꎬ 将全市近 ６０ 个片区优化为 ４０ 个片区和 １０ 个营销分

区ꎬ 使片区对全市的乡镇覆盖率达 １００％ꎮ 同时ꎬ 将农村渠道从单一售卡模式转变为集

空中选号、 空中充值、 移动公话、 农信通为一体的营销模式ꎬ 提高农村代办点的营销能

力ꎮ 至年底ꎬ 共发展农村代办点近 ９００ 个ꎮ 宝塔区中心街营业厅被授予 “全国百佳营业

厅” 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实施自办厅星级划分ꎬ 指定专营店上岗制度ꎻ 扩大 ＶＩＰ 服务覆盖面ꎻ 开展

“６６０００” 网络质量测试活动ꎬ 为客户提供快速便捷的电子渠道服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善村级代办点 ２６００ 余个ꎬ 累计铺设自助终端近 ２００ 台ꎮ 当年ꎬ 客户规

模突破 １５０ 万户ꎬ 运营收入近 ９ 亿元ꎮ

第四节　 通信配套设施

一、 电信设施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全市有电报电路 ６０ 路ꎬ 其中无线报路 １３ 路ꎻ 长话有线电路 ３６０ 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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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话线路有明线 ２６４７ 杆千米ꎬ ４９０３ 对千米ꎬ 电缆 ８３ ２３ 皮长千米ꎬ 用户交换机中继线

６３ 对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西安至延安全长 ３５８ ６５ 千米架空光缆工程全面开工ꎬ １２ 月

开通ꎮ 总容量 １９２０ 路ꎬ 其中延安有长途自动电路 １８０ 路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延安至榆

林数字微波电路全线贯通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长途传输全部实现了光缆或微波数字电路ꎻ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在延安、 黄陵两地建成 ２ 个 ９００ 兆数字移动电话 ＧＳＭ “全球通” 基站ꎬ 共 ３２ 个信道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又在全区相继建成 ７ 个基站ꎮ 开通延安大学、 七里铺 ２ 个直放站ꎮ 至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市有移动电话基站 １８ 个、 ５６０ 个信道ꎬ 其中宝塔区有基站 ３ 个ꎬ ２７２ 个信道ꎻ 有

无线寻呼基站 ２１ 个ꎬ 其中宝塔区有基站 ４ 个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延安城区光环网完工ꎬ 延安域内共铺设光缆 ４２０ 千米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延安市光 (光缆) 进铜 (铜线) 退第一条 ２０００ 对 １６ 号电缆退网ꎮ 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延安城域网总出口由原来的 ３０ＧＥ 扩容到 ６０ＧＥꎬ 宝塔区各局机房的出口带宽均由

１０００ 米提高到 ２０００ 米ꎬ 多条链路在物理上实现路由保护ꎮ
二、 联通设施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联通公司开始大唐实验网的建设工作ꎮ 初建 １３０ 移动通信网容

量 ４ 万门、 初建基站 ３９ 个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联通公司 ＣＤＭＡ 网络开始一期工程建设ꎬ ９ 月底建成基站 ２２ 个ꎮ

１０ 月底ꎬ 完成二干 (二级干线) 二期工程 ２８１ 皮长千米ꎬ 二干光缆及二干陕北卡特链的

建设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完成 １ 套华为 ＢＳＣ 调测入网ꎬ 完成开通 １２８ 处华为 ＧＳＭ 基

站建设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底ꎬ 完成开通 ７０ 处华为 ＧＳＭ 基站、 ９９ 处中兴 ＣＤＭＡ 基站的建设ꎻ １２

月底ꎬ 完成开通本地网一期工程 ３７３ ９ 皮长千米光缆的建设ꎮ 完成二干三期工程二干陕

北一环建设、 二干陕北卡特链优化成环 (二干陕北二环) 的建设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 完成开通本地网 (ＣＤＭＡ) 二期 ５３３ 千米光缆线路架设及 ４３ 套光端设

备的安装ꎻ １０ 月完成开通本地网 (ＣＤＭＡ) 二期增补 ６０９ 皮长千米光缆线路架设及 １２６
套光端设备的安装ꎮ 当年完成开通本地网二期工程 １４０ ６ 皮长千米光缆、 ２６ 套光传输设

备的建设ꎮ 完成二干四期工程 １９０ 皮长千米二干光缆线路的建设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完成开通 ＣＤＭＡ 二期工程及二期增补工程 １１６５ 皮长千米光缆、 １８５ 套光

传输设备的建设ꎮ 完成本地网三期工程 ４３ 皮长千米光缆建设ꎮ 完成二干五期工程 １７５ 皮

长千米二干光缆线路的建设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对延安 ＭＳＣ / ＶＬＲ 进行扩容ꎬ 增加 ５ 万ꎬ 延安 ＭＳＣ / ＶＬＲ 扩为 ３０

万ꎮ 当年完成开通本地网四期工程 ３６７ 皮长千米光缆、 ８１ 套光传输设备的建设ꎬ 完成

ＣＤＭＡ 三期工程 １４ 皮长千米光缆建设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底ꎬ 完成开通本地网二期、 三期、
四期工程共 ２７９ 皮长千米光缆、 ５６ 套光传输设备的建设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在与原网通延安分公司融合后ꎬ 公司在延安市区内形成 ３ 个大

芯数城域光缆环网的光缆城域网ꎮ 建成西安至延安二干 ４８ 芯光缆 １６２ ６ 千米 (延安域

内)ꎻ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完成开通二干九期工程陕北波分环、 陕北四环延安域内 １０ 套波分设

备、 １ 套 ＳＤＨ 光传输设备的建设ꎮ 完成开通本地网 ５３０ 千米光缆线路架设及 ７６ 套光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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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安装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 ＷＣＤＭＡ 基站、 室分配套传输线路建设近 ２６７ 千米ꎬ 完成传输设备安

装 ７４ 套ꎮ 完成 ＧＳＭ 基站、 室分配套传输线路建设 ３１９ 千米ꎬ 完成传输设备安装 １０５ 套ꎮ
完成陕西省内二级干线 ８９ 千米光缆线路的建设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 ＷＣＤＭＡ 基站、 ＧＳＭ 基站、 室分配套传输线路 ５５４ 千米ꎬ 完成传输设

备安装 １９３ 套ꎮ
三、 延安移动设施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市建成移动基站 ３７ 个ꎬ 总容纳用户 ３０８０９ 个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移动分公

司成立初ꎬ 全市有移动基站 ３８ 个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延安移动新建基站 ５０ 个ꎮ 同时ꎬ 利用延安街道改造机遇ꎬ 加快城域传输

工程建设ꎬ 完成市内主要街道的传输管道敷设ꎮ 敷设管道 ８ 千米ꎬ 直埋光缆 ４ 千米ꎮ 完

成洛川—黄龙、 洛川—交口河、 延安—安塞、 延安—志丹—吴旗的传输线路工程ꎬ 共计

敷设架空光缆 ４４０ 余千米ꎮ 初步形成延安市和部分县城域网传输链路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延安七期农村覆盖网工程在全省率先完成ꎻ ９ 月ꎬ 中兴动力环境

监控一期工程调试完毕ꎬ 正式投入使用ꎮ 当年ꎬ 铺设通讯光缆 １７４０ 皮长千米ꎬ 在全市范

围内逐步形成 ５ 个自愈环ꎮ 至此ꎬ 延安移动基站传输电路全部使用移动本地传输网提供

的电路ꎮ 至 ２００３ 年底ꎬ 延安移动分公司基站总数近 ５００ 个ꎬ 网络覆盖了全市 １ 区 １２ 个

县的城区ꎬ 以及国道、 省道等主要交通干线和旅游景点ꎬ 乡镇和各油 (矿) 区覆盖率达

９８％以上ꎮ 在全市范围内ꎬ 实现移动网络 “乡乡通”ꎬ 并在宝塔区城区实现双频网ꎮ
２００４ 年基站总数近 ６００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基站总数近 ７００ 个ꎮ 通过对载波、 网优设备、 网络

结构的科学调整ꎬ 基站中断总时长明显下降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建基站 ２００ 多个ꎬ 基站总数近千个ꎮ 移动网络覆盖了全市 １３ 个县区的

城区、 石油和煤炭开发区、 交通主要干线和旅游景点ꎻ 实现了高速公路无缝隙覆盖ꎻ 乡

镇网络覆盖率达 １００％ꎻ 农村网络覆盖率达 ７３％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移动基站总数达到 １１００ 余个ꎬ 传输光缆近 ８０００ 皮长千米ꎮ 宝塔区各乡镇

的网络质量得到有效改善ꎮ
四、 宝塔区移动设施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建有传输线路 ２１７４ 皮长千米ꎬ 基站 ３３４ 个ꎬ 城市覆盖率达

９８ ８％ꎬ 农村覆盖率达 ９５ ３％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启动 １５—１ 期网络工程建设ꎬ ９ 月底

完成 ２３ 个新建基站ꎮ １１ 月 ５ 日启动延安 ＴＤ 四期工程建设ꎮ

７１２

第六编　 邮政　 通信 　



邮政　 通信

第三章　 邮政业务

第一节　 传统业务

一、 函件

宝塔区函件业务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 十一月ꎬ 延安府设立邮寄代办所ꎬ 出

售邮票、 信封ꎬ 收寄信件、 明信片ꎮ 后函件业务与类别几经变更ꎬ 至 １９７３ 年函件业务归

并为信函、 明信片、 印刷品和盲人读物 ４ 大类ꎮ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ꎬ 开办国内邮政快件业务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开始统一使用标准信封ꎻ ７ 月 ３１ 日ꎬ 取消快递小包、 航空快递小

包、 邮政回执、 代收货价和收取回件等 ５ 项业务ꎮ 函件资费从原普通信函本埠 ０ ０４ 元 /
２０ 克、 外埠 ０ ０８ 元 / ２０ 克ꎬ 调整为本埠 ０ １０ 元 / ２０ 克、 外埠 ０ ２０ 元 / ２０ 克ꎬ 其他函件

资费相应上调ꎮ 年底ꎬ 全地区函件业务量为 ５４７３１２７ 件ꎬ 其中快件 ３９４６９８ 件ꎻ 延安市区

函件业务量为 １７５９６７７ 件ꎬ 其中快件 １１２３６０ 件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开办礼仪信函业务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４ 日ꎬ 开办邮政特快专递业务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再次将普通信函资费调整为 ０ ５０ 元 / ２０ 克ꎬ 取消本、 外埠区别ꎬ

其他函件资费相应上调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开办特快专递邮政礼仪业务和同城特快专

递业务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取消邮政快件业务ꎮ 全年全市函件业务量 ４０２５８７２ 件ꎬ 其中快

件 １２０７１３ 件、 特快专递 １４５３７ 件ꎻ 宝塔区函件业务量为 １５９９１３２ 件ꎬ 其中快件 ３５４４３
件、 特快专递 １００２０ 件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市邮政在全国率先开发邮资门票明信片ꎮ 开发延安革命纪念地 １ 套 ６
枚、 黄帝陵 １ 套 ２ 枚、 志丹陵 １ 套 ３ 枚等 ２０ 个景点邮资门票ꎬ 总计开发 １２００ 万枚ꎮ 到

年底ꎬ 宝塔城区各旅游景点全部使用邮资门票ꎬ 全年收入近 ３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ꎬ 市邮政局先后开发生日礼仪、 集团式礼仪、 校园明信片、 校园邮资

封、 公司质量跟踪卡、 土特产品明信片、 企业金卡、 消防答题卡明信片、 企业拜年卡、
代投各类广告等新业务ꎻ 并与延安移动分公司、 延安联通分公司签订代理制作和寄送用

户账单业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市函件收入 ４２８ ９３ 万元ꎮ 全年开发邮资封 ３１ ３ 万枚ꎬ 邮资明

信片 ２２ ２ 万枚ꎬ 企业拜年卡 ２２ ４７ 万枚ꎬ 发展邮送广告 ２４ 期 ５３ ８５ 万份ꎬ 代投各类广

告 １７ ５ 万份ꎬ 寄递账单 ３ ３ 万封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市开发定制型邮政贺卡客户 １７５ 个ꎬ “新年邮福” 邮政贺卡收入 １８６ １８

万元ꎬ 进度排名全省第一ꎮ 在宝塔区内大中专院校开发招生商函业务ꎬ 收入 ８ 万元ꎬ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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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列全省第二ꎮ 全市函件业务累计收入 ６３８ ２６ 万元ꎬ 增长 ３３ ５３％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市邮政局与中国银行延安分行签订中行银企回执对账单投递协议ꎬ

账单投递费用由原来的 ４ ２ 元 /封提高到 ７ ２ 元 /封ꎬ 为全省资费最高的银企回执对账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市函件业务累计收入 ９９６ １９ 万元ꎮ
二、 汇兑

延安市宝塔区汇兑业务始于民国 １３ 年 (１９２４) 开办ꎬ 当时仅办理 １００ 元以下业务ꎮ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ꎬ 以 ５０００ 元为限ꎬ ５００ 元以上为高额汇款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汇兑业务每笔最高仍为 ５０００ 元ꎬ 当年全地区汇兑业务量 ２６９６１８ 张ꎬ 其中

延安市 ７０２１９ 张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汇兑最高限额提至 １ 万元ꎮ 年底ꎬ 全市汇兑业务量为 ３２８４２２
张ꎬ 延安市局为 ８５８４９ 张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利用电子汇兑联网优势ꎬ 发展实时汇款和 ２ 小时汇款等新型业务ꎬ 汇兑业

务收入 １７６ １６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汇兑业务累计完成 ３７０ ９１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４ ２２％ꎮ
三、 包裹

宝塔区包裹业务始于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ꎬ 肤施二等乙级邮局开办国内包裹业务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 日ꎬ 邮政包裹分为民用包裹和商品包裹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增办大件商

品包裹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快递小包限重由 １ 千克放宽至 ２ 千克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邮电部对包裹业务再作调整: 取消快递小包、 航空快递小包、

代收货价包裹、 用户专用袋等 ４ 项包裹业务ꎻ 取消甲、 乙保价包裹区分ꎬ 一律按保价包

裹收寄ꎻ 停办 “收件人总付邮资”ꎮ 包裹资费收取标准在原基础上调 １５０％ꎮ 另有包裹补

偿费、 包裹逾期管理费、 包件处理费等费用ꎮ 当年全地区包裹业务量为 ５２０８４ 件ꎬ 其中

延安市 １９７１０ 件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取消商品包裹、 纸制品包裹、 航空包裹等 ３ 项业务ꎮ 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和多渠道流通体制的完善以及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６ 年 ２ 次资费调整ꎬ 全国包裹业

务均呈大幅下降趋势ꎮ 延安邮电局采取多种营销手段和激励政策ꎬ 使包裹业务呈微幅上

涨ꎮ 至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延安全市包裹业务量为 ６１４７４ 件ꎬ 宝塔区为 ２０１１９ 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市各营业网点重点抓快递包裹和特快专递业务的发展ꎮ 采取上门揽收、

窗口宣传营销、 强化客户服务等多种手段加大快递类业务的发展力度ꎮ 城郊分局制定出

台新业务发展奖励考核办法ꎬ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ꎬ 年底累计完成快递包裹 ９６１８ 件ꎬ 占

包裹总数的 ４５％ꎻ 特快专递 ２２７９ 件ꎬ 收入 ３８ 万元ꎬ 其中宝塔区东关所快件收入占总收

入的 ６６％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利用邮件提速和包裹直投到户的有利政策ꎬ 发展包裹业务ꎮ 在特快业务中

把生日礼仪、 同城特快、 特快送款作为重点ꎬ 全年发展生日礼仪 ２８３２ 户ꎻ 投递同城特快

２４８３ 件ꎬ 其中高考通知书 ８００ 多件ꎬ 投送电报 ６００ 多件ꎻ 特快送款 ４１４０ 笔ꎮ 全市完成

特快收入 １１５ １９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４０ ０２％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发展校园包裹和家乡包裹业务ꎮ 通过上门揽收延大、 医学院、 干部学院等

学生包裹累计实现收入 ８ ４９ 万元ꎮ 同时在秋冬丰收季节ꎬ 发展土特产外寄业务ꎮ 全市包

件业务收入 １５０ ８４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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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完成包件收入 ９８ ０１ 万元ꎬ 其中校园包裹收入 １０ ８８ 万元ꎬ 军营包裹

收入 ３ ６ 万元ꎮ 计划进度和增幅排全省第三位ꎮ
四、 报刊发行

宝塔区报刊发行业务始于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ꎬ 中共中央成立党报发行委员会ꎬ 先后创办发

行 «新中华报» «解放» «团结» «军政杂志» 等 １０ 余种报刊ꎮ 报纸经邮局发送各地党

委ꎬ 再由党委分发交回邮局分送读者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 报纸改由边区邮局发行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１ 日ꎬ 实行订阅制度ꎬ 为 “邮发合一” 之发行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地区订销报纸 ２３２６４８０２ 份ꎬ 杂志 １４８０５２７ 册ꎬ 订销流转额 ３６０ １２ 万

元ꎮ 其中ꎬ 延安市订销报纸 ６０９６３７３ 份ꎬ 杂志 ２６６０１７ 册ꎬ 订销流转额 １０７ ８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地区邮政局开始推行报刊发行会计结算微机处理系统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实

行手工、 微机并行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局与省局联网ꎮ １９９５ 年延安局与省局实现全省联网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５ 日ꎬ 省邮电管理局制定 «陕西省报刊零售业务管理办法»ꎬ 促进报刊

零售业务发展ꎮ 年底ꎬ 宝塔区报刊订销流转额 １１１２ ２ 万元ꎮ 至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全市订销报

纸 ２７８６５５０６ 份ꎬ 杂志 １０１９９４５ 册ꎬ 订销流转额 １３６０ １８ 万元ꎮ 其中ꎬ 宝塔区订销报纸为

８９７１６０２ 份ꎬ 杂志 ４４９２０２ 册ꎬ 订销流转额 ５１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成立发投局ꎬ 推行收投合一和段道承包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市

内投递网区进行调整ꎬ 投递段道由原来的 １１ 条增加到 ２１ 条ꎬ 提高报刊入户率和妥投率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日报» 自办发行ꎬ 邮局报刊业务下降ꎬ 全年全市报刊业务收入

５５２ ５９ 万元ꎬ 占年计划的 ８７ ７１％ꎬ 较同期下降 ２２ ３４％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市报刊大收订一

次性流转额完成 １８２２ 万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０４ ０５％ꎬ 计划进度列全省第一位ꎬ 较上年同期

增长 ７ ８１％ꎬ 绝对数增加 １３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陕西日报» 在延安自办发行ꎬ 延安市邮政局调整思路ꎬ 以私费订阅为核

心ꎬ 加大对投递段道和社会站员的奖励力度ꎬ 全年完成报刊业务收入 ７５４ ５７ 万元ꎬ 占计

划的 １０５ ０９％ꎬ 同比增长 １５ ５３％ꎮ 全市新增投放报刊亭 ２１ 个ꎬ 扩大了书报刊零售阵

地ꎻ 省公司代销的所有期刊均进入各报刊亭ꎬ 丰富代销品种ꎬ 零售专业全年实现收入

９３ ７８ 万元ꎬ 完成计划的 １１０ ３４％ꎬ 同期增长 １０ ２４％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市邮政局把企业形象期刊作为报刊增收的重点经营项目ꎬ 制定奖励办法ꎮ

全市开发企业形象期刊创收 ５２ 万元ꎬ 完成实绩排全省第一位ꎮ 全年完成报刊业务收入

６１２ ６８ 万元ꎮ
五、 集邮

延安市集邮业务始于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ꎬ 设集邮代销点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正式开办集

邮业务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１ 日ꎬ 成立延安地区集邮协会ꎬ 举办首届邮展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延安市举办第二次邮展ꎮ 全年全地区集邮业务量 ２７５４５９ 枚ꎬ 集邮收入 ３０５２７０ 元ꎬ 其中

延安市 １７２００１ 元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在延安市科技馆举办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邮展ꎻ ５ 月 ２３ 日ꎬ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举行 “纪念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邮票首发式ꎮ １９９２ 年全市集邮业务量为

１７５１５２３ 枚ꎮ 至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延安全市集邮业务量为 ３３９８６９９ 枚ꎬ 业务收入 ８３４４５２４ 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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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邮品收入 ５１５３２６８ 元ꎻ 宝塔区业务量为 ２０５５２４５ 枚ꎬ 业务收入 ５９２７９２１ 元ꎬ 其中邮

品收入 ４７８９５４５ 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先后发行边区参议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封、 革命圣地延安金

银铜邮品、 阎红彦将军九十周年诞辰纪念封、 黄帝陵镀金邮折、 黄帝像纪念章等一系列

具有地方特色的邮品ꎮ 全年集邮销售收入 ９４０ 万元ꎬ 其中自制邮品占到六成ꎮ 开展集邮

有奖征文活动 １ 次ꎬ 收到参赛作品 ６２８ 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先后设计、 开发、 印制 «革命圣地———延安» «黄帝陵» «黄河壶口» «毛

泽东在延安» 系列金箔邮品ꎬ «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 «革命伴侣» «陈云在延安» 邮折

和纪念封以及清明祭祖纪念封等系列邮品ꎮ 组织一批畅销邮册投放市场ꎬ 及时补充货

源ꎬ 满足需求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先后开发出 «功昭日月» 金、 银、 铜、 卡、 折等系列邮品、
«延安邮资门票专集» ８０００ 册ꎮ 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集邮展览ꎬ 年底ꎬ 全

市完成集邮收入 １０２１ ７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完成 «毛泽东在延安» «第二轮生肖礼品册» 常规邮品 ４０００ 册、 各类纪

念封 １ 万枚ꎬ 开发企业形象册 １ ６ 万册、 个性化邮票 ７２５０ 版ꎬ 全年完成集邮收入 ９１６ １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发 «圣火在延安» 卡书、 邮折、 纪念封等系列邮品ꎮ 全市集邮收入累计

完成 １７１８ ４３ 万元ꎬ 其中奥运特许商品完成 ５７７ ８４ 万元ꎬ 编年系列邮品完成 ９１ ０６ 万

元ꎬ 中秋文化礼品营销完成 ８１ １１ 万元ꎬ 新邮预订项目完成 ２２６ 万元ꎬ 个性化邮票开发

设计 ５２２４７ 版ꎬ 实现收入 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市集邮业务累计收入 １６３２ ３５ 万元ꎮ 提前完成 ２０１１ 年新邮预订ꎬ 实现

新邮预订收入 ２６８ ７ 万元ꎬ 完成省局计划的 １１４％ꎮ

第二节　 新增业务

一、 速递

２００１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开办特快汇款业务ꎬ 全市共完成特快汇款 ２ 万笔ꎬ 创收 ２０
万元ꎬ 特汇率达 １１ ２％ꎮ 完成特快送款业务 １ ５ 万件ꎬ 实现收入 １ ５ 万元ꎮ 全年完成速

递收入 ７８ ８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年开发生日礼仪 １２３５ 件ꎬ 办理特快送款 ３４２４ 笔ꎬ 全市速递业务收入

１２４ ２１ 万元ꎮ 制定 «特快专递信息上网实施办法» 和 «特快专递质效考核办法实施细

则»ꎬ 速递业务 ３ 项指标全部达到省局考核标准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开办身份证专递业务ꎮ 全年累计办理 １４１１７ 件ꎬ 实现业务收入 ３４ ７６

万元ꎮ 市邮政局先后与市人民银行签订会计凭证专递协议ꎬ 年创收 ４ ６ 万元ꎻ 与市人保

分公司和寿险公司签订了保险箱专递协议ꎬ 年创收 ５ ８９ 万元ꎮ 速递业务收入 １７５ ６３ 万

元ꎬ 同期增长 ４１ ４０％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发驾驶证审验寄递、 个性化牌照寄递、 烤鸭配送等项目ꎮ 开发生日礼仪

的单位由上年的 ６ 个增加为 １１ 个ꎬ 全年发展生日礼仪用户 ５７３６ 户ꎬ 实现收入 ３７ ７７ 万

元ꎮ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共寄递个性化牌照 ４７１８ 个、 个人补办牌照 ３２８ 个ꎬ 车管所补办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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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３ 个ꎬ 实现收入 ２６ ４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成立延安市邮政速递物流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速递业务累计实现收

入 ７３９ ２７ 万元ꎮ 其中ꎬ 特快完成 ６２８ ８９ 万元ꎬ 快递包裹完成 １０４ ９９ 万元ꎬ 国际包裹完

成 ５ ３９ 万元ꎮ
二、 邮路物流

２００２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拓展邮政超市新业务ꎬ 全市邮政企业开办的超市收入 ３９９ 万

元ꎮ 物流业务中的仓储、 运输配送、 销售等环节初具规模ꎮ 年底ꎬ 全市物流累计收入

１８１ ４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组建西安货运采购站ꎬ 实现集中采购、 统一配送、 统一货款结算ꎮ 在 ８ 个

县级邮购超市基础上ꎬ 逐步向农村延伸扩展ꎮ 年底ꎬ 建成农村网点 ９ 个ꎮ 邮政超市收入

达到 ３３９ ０３ 万元ꎬ 全市物流收入 ６２０ ６６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４２ １３％ꎬ 增收 ４３９ ２５ 万

元ꎮ 物流成为邮政第四大业务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开通西安—延安零担货运业务ꎬ 实现零担收入 １３ ２ 万元ꎬ 初步

创立延安 “中邮物流” 品牌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发 “思乡月” 项目ꎬ 全市完成中秋月饼销售收入 １５１ ９７ 万元ꎻ 销售中

秋集邮文化礼品 ８８ 万元ꎻ 收寄 “思乡月” 特快邮件 １４８ 件ꎬ 实现寄递收入 ６５５８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发西凤酒、 医药 ２ 个新项目ꎮ 化肥、 种子项目初步打开销售市场ꎬ 全年

出售化肥 ２７３ 吨ꎬ 出售各种月饼、 炉馍 １８１ ４ 万元ꎬ 实现收入 ５５ ８１ 万元ꎮ 全市物流业

务收入 ９９８ ６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年完成收入 ９５４ ９２ 万元ꎬ 其中分销业务完成收入 ４６６ ３２ 万元ꎻ 经销商

物流完成 １８６ ８７ 万元ꎻ 中邮快货完成 ９０ ９３ 万元ꎻ 一体化物流完成收入 ２０１ ３３ 万元ꎮ
全市超市完成销售额 １２２３ 万元ꎬ 实现收入 ２１４ １ 万元ꎮ “真酒传情” 项目完成销售额

２３１ ９１ 万元ꎬ 收入 ３９ ７ 万元ꎬ 进度列全省第二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分销业务收入 ５８２ ８７ 万元ꎬ 物流业务收入 １２６ ３３ 万元ꎮ

第三节　 代办业务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恢复开办邮政储蓄业务ꎬ 为银行代办储蓄ꎮ 经办活

期、 定期、 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 ４ 种业务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邮政储蓄业务由委代办改

为邮电自办ꎬ 邮储收入由原人民银行支付代办费改为利差收入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依托网点优势ꎬ 发展代办业务ꎮ 延安市邮政局先后与电信、 移动、 联通及

保险公司ꎬ 本着互利互惠、 共同发展原则ꎬ 签订代办 (代理) 业务协议ꎬ 开办代收话

费、 代办保险、 代理入网和代售 ＢＰ 机业务ꎬ 全年代办收入 １４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市邮政局按照 “先开办、 后规范、 逐步完善” 原则ꎬ 代办联通业务ꎮ 全市

共发展联通用户 １０７５２ 户ꎬ 累计收入 ２６ 万元ꎮ 启动代理彩票、 代办保险、 代发工资等中

间业务ꎬ 全年代理销售彩票 ５０２ 万元ꎬ 代办保险 ２５ 万元ꎬ 累计代发工资 １５６２ 万元、 代

理医疗保险 ２７９ 万元、 代发养老金 ５２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邮政代办业务经营领域不断扩大ꎬ 与联通协商发展新的合作模式ꎮ 邮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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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业务的种类由发展手机用户扩展为代理发展 １９３ 长途注册用户、 代理缴费卡和寄送用

户话费账单等多个领域ꎮ 同时加强与移动、 电信两大电信运营商的业务合作ꎮ 年底ꎬ 全

市邮政企业累计发展联通 １３０ 手机用户 ７１４５ 户ꎬ 移动放号 ２０３５ 户ꎬ １３３ＣＤＭＡ 用户 ５３４
户ꎬ 销售联通、 移动缴费卡额 ５８２ 万元ꎮ 累计代办电信业务收入 １０６ 万元ꎬ 其中代办联

通收入 ７８ 万元ꎬ 占 ７０ ９１％ꎻ 代办移动收入 １７ 万元ꎬ 占 １５ ５％ꎻ 代办电信其他收入 １５
万元ꎬ 占 １３ ５９％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发展无线公话 １１１ 部ꎬ 其中联通公话 ６７ 部ꎬ 移动公话 ４４ 部ꎻ 全市共开办

合作营业厅 ７ 个ꎬ 市邮政局与联通公司合作开办长话超市 １ 处ꎬ 代收话费 ４６３ ７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市代办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３５１ ９２ 万元ꎮ 全年发展 １３０ 放号 １２８７０ 户ꎬ

１３３ 放号 ３３５ 户ꎬ 移动放号 ２４３４１ 户ꎬ 代售小灵通 ２６９ 部ꎬ 销售联通缴费卡 ４３４ ５ 万元ꎬ
销售移动缴费卡 ９２３ ３ 万元ꎮ 全市发展无线公话 ２４５ 部ꎬ 开办营业专厅 ２ 个ꎬ 专柜 ３４
个ꎮ 延安市代办电信业务在全省排前三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市代办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２８６ ５７ 万元ꎮ 同期下降 １８ ５７％ꎮ 宝塔区

城郊局开展代收话费业务ꎮ 全市共建有话吧 ４ 处、 综合电信专柜 ２ 个、 联通专厅 ９ 个、
移动专厅 ３ 个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争取到电信的代收费业务ꎬ 综合服务平台可代收移动、 联通、 电信、 网通

话费ꎬ 实现了 “代收话费一站通”ꎮ 全市信息业务收入完成 ３２０ ７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中国邮政航空票务系统在延安市宝塔城区售出首张机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全年收入 ４７２ ２７ 万元ꎮ 发展邮政短信 ４０ ２３ 万户ꎬ 收入

２３１ １８ 万元ꎮ 其中ꎬ 发展邮储短信 ７ ２５ 万户ꎬ 收入 １９８ ２ 万元ꎻ 汇兑短信完成 ２０ ２９ 万

户ꎬ 收入 ２０ ２９ 万元ꎻ 速递短信完成 １２ ６９ 万户ꎬ 收入 １２ ６９ 万元ꎮ 三类短信发展进度

均列全省第三位ꎮ 代放号完成 ２５０６５ 户ꎮ 代收话费 ３６７２ １７ 万元ꎮ 销售航空机票 ２８２８
张、 火车票 １１７０８ 张、 世博会门票 ５２１ 张ꎬ 共收入 ５ ５９ 万元ꎮ 全年发展便民驿站 ３６ 个ꎬ
收入 ６１ １５ 万元ꎮ

第四章　 通信业务

第一节　 电　 报

延安电报业务最早始于民国 ６ 年 (１９１７)ꎬ 肤施电报局和洛川电报局开办官报、 商

报、 新闻、 寻常 ４ 种电报业务ꎮ 至 １９８５ 年初ꎬ 有天气、 水情、 公益、 政务、 新闻、 普

通、 汇款、 公电 ８ 种电报业务ꎬ ５ 月增开公众电报业务ꎮ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ꎬ 延安局增开礼仪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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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和公众传真电报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电报业务量为 ３７１９９５ 份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全区各县邮

电局均开办礼仪电报业务和公众传真业务ꎮ 年底ꎬ 全区电报业务量为 ５６５０８９ 份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延安全区开办异地鲜花礼仪电报业务ꎮ 年底ꎬ 电报业务量为

１７９９６２ 份ꎮ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 日起ꎬ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取消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ꎮ 此

后ꎬ 受通信产业飞速发展的影响ꎬ 电报业务量逐年减少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公众礼仪和鲜花礼仪电报停办ꎮ 普通公众电报业务仍然保留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电报业务依然保留ꎬ 但基本无人办理ꎮ

第二节　 固话业务

一、 延安电信分公司业务

(一) 长途电话

延安长途电话始于 １９３４ 年ꎬ 肤施开通经绥德通山西 １ 条报话合一电路ꎬ 开办普通电

话、 加急电话、 传呼电话和预约电话等 ４ 种长话业务ꎮ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ꎬ 国内长途电话业务

改称为国内公众长途电话业务ꎬ 业务种类调整为代号、 特种、 紧急调度、 政务、 普通、
公务等 ６ 种ꎻ 电话会议单列为一项长话业务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安市长话业务量为 ３７ ７１
万张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延安地区开通程控数字交换机ꎬ 启用 ０９１１ 区号ꎬ 进入全国长途

电话交换网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 陕西省政府决定: 将长话附加费由每分钟 ０ １ 元调为 ０ ３ 元ꎬ 并

免缴营业税ꎮ 当年ꎬ 延安市长话业务量为 ３９ ０８ 万张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延安地区率先在全省各地市局实现长途传输光缆数字化和市话

交换程控数字化ꎬ 建成延安大本地网ꎬ 电话号码统一升为七位ꎬ 全区 １３ 个县 (市) 统

一使用 ０９１１ 长途区号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开通西安至延安电视会议系统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延安全市开通固定电话网 ＩＰ 业务ꎮ
(二) 市话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ꎬ 宜川县安装 １０ 门磁石交换机总机ꎬ 并配 １０ 部话机ꎮ 此为延安市市话

业务之发端ꎮ 宝塔区市话从 １９３７ 年中共中央迁到延安后开始ꎬ 先后在王家坪、 杨家岭、
枣园、 抗大、 三局、 中央党校、 边区政府等处设立总机ꎬ １９３９ 年有电话 １７２ 部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国民党胡宗南部侵犯延安ꎬ 边区市内电话业务中止ꎮ １９５３ 年ꎬ 延安县 (今宝塔

区) 开办市内电话业务ꎬ 用户仅 １５ 户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全市办理普通电话、 电话副机及附件、
同线电话、 用户交换机、 分机、 中继线、 专线、 临时电话、 公用电话、 租杆挂线、 租用

管道和代维设备 １２ 种市话业务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用户为 １７３７ 户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５０００ 门市话数字程控交换机开通ꎬ 电话号码由 ４ 位升至 ６ 位ꎬ

电话用户迅速增加ꎮ 年末延安市有程控电话 ４８９４ 部ꎬ 其中私人电话 ９９１ 部ꎮ １９９３ 年延

安市用户为 ５６６４ 户ꎬ 其中住宅电话 ３１１２ 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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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延安地区煤炭进出口公司北桥沟家属楼 ６０ 户住户全部装上电

话ꎬ 为全区第一幢 “电话楼”ꎮ 年末市内共安装电话 ９７００ 部ꎬ 其中住宅电话 ７４１２ 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市话用户突破 １ 万户ꎮ 至邮电分营的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宝塔区有市话用户

２６０４５ 户ꎬ 其中住宅电话 １９９５８ 户ꎮ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延安市电信局推出车载电话新业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市固定电话放号

４ 万户ꎬ 年末有电话用户 ７２７８６ 户ꎮ 净增公用电话 ６０００ 部ꎬ 共有公用电话 １ 万余部ꎮ
２００８ 年末有固定电话用户 １１２５６１ 户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市区固定电话用户为 １１３５８８ 户ꎮ
(三) 农话

宝塔郊区农村通电话始于 １９５６ 年ꎬ 当时在主要区、 乡架设明线 (６ 区 ３ 乡)ꎬ 开通

电话ꎮ １９５８ 年实现乡乡通电话ꎮ １９８１ 年ꎬ 农村电话业务有防空情报电话、 特种电话、
紧急调度电话、 政务电话、 加急普通、 公务、 业务电话和普通电话 ６ 种ꎮ 至 １９８９ 年延安

市有农话用户 １９３ 户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在开通的延安至安塞、 子长、 延川、 延长 ４ 条长途光缆线路上ꎬ

附设 ８０ ７１ 千米全区第一批农话光缆线路ꎬ 并在沿途李渠、 姚店、 青化砭、 永坪、 河庄

坪等农话交换点各开 １２０ 路数字电路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延安全区农村通信实现交换程控化和传输光缆化ꎬ ３３８１ 个行政

村具备通自动电话的条件ꎮ 当年底ꎬ 延安全区有农话用户 １２２１５ 户ꎬ 其中延安市有用户

２３４３ 户 (住宅电话 １８０８ 户)ꎬ 农话通话 ２８７２０２０ 次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有农话用户 ４８１３ 户ꎬ 其中住宅电话 ４１９９ 户ꎬ 农话通话 ６２８６６２０ 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已通电话的行政村 ２７１ 个ꎮ ２００１ 年通话行政村增至 ３８７ 个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实现程控功能的自动变更ꎮ 年末农村电话用户 １６２５０

户ꎮ ２００５ 年农村电话用户 ２７５４０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始在农村建设 “小康通” 网络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所有

行政村全部实现村村通电话ꎬ 年末有农村电话用户 ２８２１０ 户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

农村电话用户 ２１８２８ 户ꎮ
二、 延安联通分公司业务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底ꎬ 中国网通延安分公司固话业务正式对外放号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延安网

通分公司市话用户首次突破万户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正式合并ꎬ
时有市话用户达 １４２４７ 户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 推出中国联通无线固话业务ꎬ 可在限定区域和范围内移动使用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零时起ꎬ 固定电话本地网营业区间通话费由市区区间每分钟 ０ ２

元、 市县区间每分钟 ０ ３ 元两档ꎬ 统一调整为区间每分钟 ０ ２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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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移动电话业务

一、 延安电信分公司业务

(一) 移动电话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开通 ＧＳＭ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数字移动电话

业务ꎮ 每部移动电话入网费为 ３０００ 元ꎬ 通话费包括基本通话费、 本业务区通话 (０ ４
元 /分钟)、 漫游费 (０ ６ 元 /分钟) 和长途电话费ꎬ 并采取双向计费ꎮ １９９６ 年底有移动

通信网话 １５０ 路ꎬ 全区有用户 ６７２ 户ꎬ 其中延安市有移动电话 ４８１ 户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有移动电话基站 ３７ 个ꎬ 可容纳用户 ３０８０９ 户ꎮ 当年ꎬ 延安市

有移动用户 ７０６８ 户ꎬ 其中宝塔区有移动电话用户 ４３０９ 户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４ 日ꎬ 集团公司开展收购 Ｃ 网项目 (天翼项目) 工作ꎻ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

国电信正式成为 ＣＤＭＡ (３Ｇ 手机网络) 的经营主体ꎮ 延安电信分公司于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２０: ００至 ３０ 日 ０２: ３８ 顺利完成 ４５０ 个 ＣＤＭＡ 基站割接ꎻ １２ 月 ２０ 日ꎬ 根据省公司统一

部署ꎬ 延安分公司天翼 １８９ 业务正式对外放号销售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安市区 ３Ｇ 覆盖率达 １００％ꎬ 乡镇政府 ３Ｇ 覆盖率达 ４１ ２％ꎬ ３Ｇ 覆盖 ９０

个油田油区和 １８ 个煤炭矿区ꎮ 完成延安大学、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 ＷＬＡＮ (电
信公共无线网) 建设ꎬ 建成开通 ＡＰ 点 ３７６ 个ꎻ 完成其他 ＷＬＡＮ 热点建设 １６０ 个ꎮ
ＷＬＡＮ 热点使用率达 ９７ ６％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全市油区、 矿区、 包茂高速、 市区 ３Ｇ 覆盖率达 １００％ꎬ 乡镇政府所在

地 ３Ｇ 覆盖率达 ８３ ５％ꎮ 宝塔区电信移动电话用户达 ６ ４３ 万户ꎮ
(二) 小灵通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 “小灵通” 业务开始放号运营ꎻ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小灵通二期在宝塔区李渠、 姚店 ２ 镇相继开通ꎬ 共计发展用户 １０１８７ 户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小灵通全部开通ꎮ 年底延安电信分公司小灵通用

户突破 ５ 万户大关ꎮ 之后ꎬ 增长速度放缓ꎬ 用户随之下降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小灵通用

户仅为 ２７７２４ 户ꎮ
二、 延安移动分公司业务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移动分公司推出 １３７ (本地通) 移动电话ꎮ 至年底ꎬ 全市移动电话用

户达 ２５９２０ 户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净增用户 ５ 万多户ꎬ 用户总数达到 １３ 万户ꎬ 市场占有率达 ７３ ３８％ꎬ 位列

全省第二ꎻ 移动电话业务收入 １ ５０ 亿元ꎬ 同比增长 ６２ ０２％ꎬ 位居全省第一ꎮ 全市移动

电话普及率达 ６ ３４％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推出 “动感地带” “彩铃” 等新业务ꎮ 全年净增客户 ６５１８８ 户ꎬ 年末客户

总数 １９ 万户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推出神州行轻松卡ꎬ 全年净增通话客户 ２５ 万户ꎮ 年底ꎬ 通话客户总

数达 ８０ 万户ꎮ 排名全省第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延安移动分公司先后推出全球通理财系列套餐、 神州行长话卡、 神州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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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卡、 神州行集团卡、 动感地带音乐校园行等系列单项产品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移动先后推出短信、 彩铃、 ＧＰＲＳ、 随 ｅ 行 (无线上网服务)、 手

机证券、 手机报、 飞信、 ＭＭ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缩写ꎬ 手机应用商城)、 违章查询等多项新

业务ꎻ 推出电子政务、 城市管理、 应急指挥、 便民服务等一系列行业应用ꎮ 另外ꎬ 校讯

通、 工商通、 警务通、 农信通等行业信息化应用项目也广泛应用ꎮ
三、 延安联通分公司业务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 日ꎬ 延安联通开通 ＧＳＭ 移动网ꎬ 接通第一个 ＧＳＭ 网电话ꎻ ４ 月 １５
日ꎬ １３０ＧＳＭ 移动电话业务开始对外放号ꎻ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延安联通开通 ＣＤＭＡ 移动网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分公司新时空 １３３ＣＤＭＡ 移动电话业务开始对外放号ꎮ 至

２００３ 年底ꎬ 有 ＧＳＭ 移动电话用户 １５ 万余户ꎬ ＣＤＭＡ 移动电话用户 ３ 万余户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网通分公司 “大灵通” 业务开始放号运营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推出返乡卡业务ꎬ 在大众主流市场推行话费单向收

费ꎻ ４ 月ꎬ 移动业务推出 １０１５６９９ 的长途加拨业务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实施调整后的移动业务漫游资费ꎻ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分公司 ＧＳＭ 业

务网上用户突破 ６０ 万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短信业务取消网内外区别定价ꎬ 实施网内外统一定价ꎻ ５ 月ꎬ 延安联

通分公司 ３Ｇ 业务全面开通ꎻ １０ 月ꎬ ｉＰｈｏｎｅ (联通定制版 ｉＰｈｏｎｅ 手机) 全面上市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 取消原来多种通话费项叠加收取的计费方式ꎬ 实行移动用户拨打长途

电话一费制ꎮ
四、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移动公司成立之初ꎬ 公司经营主要产品有全球通、 神州行、
动感地带、 Ｇ３ 四大品种ꎬ 有通话客户 ４５ ７ 万户ꎬ 月运营收入达到 ２５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开展全球通品牌 ８８ 套餐、 动感地带品牌音乐套餐、 音乐校园行等套餐ꎻ 同年 ７ 月 ３０ 日ꎬ
开通移动 ４００ 业务ꎻ ９ 月 ７ 日ꎬ 针对老年人市场开通 “关爱通” 业务ꎮ 年底客户 ４６ 万

户ꎬ 运营收入 ２ ６ 亿元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移动公司有通话客户 ４７ ７ 万户ꎬ 运营收

入突破 ３ １ 亿元ꎮ 获省级优秀城区分公司奖ꎮ

第四节　 宽带业务

一、 延安电信分公司宽带业务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延安地区开通分组交换网ꎬ 通过终端与终端、 终端与计算机、
计算机与计算机以及局域网间的通信ꎬ 实现数据资源共享ꎮ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ꎬ 延安地区开通数字数据网ꎮ 利用数字传输通道和数字交叉复用设备组

成数据传输网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延安地区开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ꎬ 由市话汇接ꎬ 经长途汇接至省

１６３ 汇接中心ꎬ 利用 １６３ 特服号向用户提供电子邮件、 全球新闻、 远程登录、 文件传送

网上交谈以及信息查询、 检索、 电子商务等多种服务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ꎬ 建成延安市分组交换和数字数据本地网ꎬ 业务覆盖全市各县区以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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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经济发达的乡镇ꎮ ４ 月ꎬ 延安开通中国公众多媒体通信网ꎬ 利用 １６９ 特服号向用户提

供电子邮件、 远程登录、 文件传送、 网上交谈、 电子商务、 交互式信息查询等服务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建成延安 １６３ＷＥＢ 站点ꎮ ５ 月ꎬ 建成延安互联网网站ꎬ 在业务演示厅

建成全区第一个网吧ꎮ 年底ꎬ 延安市区有分组交换用户 １３５ 户、 数字数据用户 ９８ 户、 计

算机互联网用户 １３３ 户、 多媒体网用户 ８３ 户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市有分组交换用户 １６５ 户、 数字数据用户 １４４ 户、 计算机互联网用户

４２８ 户、 多媒体网用户 ４１９ 户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宽带二期工程完工ꎬ 数据业务首次面向个人开放ꎮ

２００３ 年推广 ＡＤＳＬ、 ＬＡＮ 等有线接入业务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在丽融广场举行以 “宽带星空体验巡展” 为中心内容的陕西

电信首届网络节延安站活动ꎮ 当年ꎬ ＡＤＳＬ 宽带用户净增 ６８４３ 户ꎬ 累计 １３４１２ 户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全市实现 “乡乡通宽带” 建设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天翼无线宽带正式商用ꎬ 用户可通过使用计算机无线网络 (ＷｉＦｉ) 模块或

无线宽带上网卡ꎬ 利用中国电信提供的客户端软件ꎬ 选择无线宽带 (ＷＬＡＮ) 等方式上

网ꎮ 城区及部分乡镇上行链路由 １００Ｍ 改为 １０００Ｍꎬ ５５％乡镇设备侧接入能力达 ４Ｍ
以上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电信宽带用户达到 １３ ２５ 万户ꎮ
二、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宽带业务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开始发展家庭宽带业务ꎮ 利用中国移动铁通宽带ꎬ 采用

ＰＯＮ 技术ꎬ 通过光纤接入到楼宇 (ＦＴＴＢ) 建设宽带网络ꎮ 从业务种类划分ꎬ 家庭个人

宽带产品按照资费可分为包年、 包月两大类ꎬ 按照带宽可分为 ２Ｍ、 ４Ｍꎮ 宝塔区小区宽

带项目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开始建设覆盖小区ꎮ

第五节　 公众信息服务

一、 无线寻呼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在延安市开通无线寻呼台ꎬ 年末有传呼用户

１２８０ 部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延安全市实现无线寻呼同播联网ꎬ 年底有传呼用户 ２４２１ 部ꎮ
１９９５ 年初ꎬ 开通 “１２７” 自动寻呼业务ꎬ 并实现全省漫游ꎮ 同年 ８ 月 ３０ 日ꎬ 延安地区撤

销各县局 “１２６” 人工台ꎬ 将无线寻呼业务由远程终端联网改为全区集中联网ꎮ 年底ꎬ
延安地区有无线寻呼网话 ２４ 路ꎬ 用户 ５４５６ 户ꎬ 其中延安市有用户 ３８７９ 户ꎮ １９９７ 年底ꎬ
宝塔区有无线寻呼用户 １２４４１ 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成立陕西省国信寻呼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于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对外运营ꎮ 当年ꎬ
延安市有无线寻呼用户 ４２３４３ 户ꎬ 其中宝塔区有用户 ２３５２９ 户ꎻ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中国联

通延安分公司成立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与国信寻呼延安分公司融合ꎻ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延安

电信分公司开展信元寻呼业务ꎮ 当年ꎬ 全市有无线寻呼用户 １５４００７ 户ꎬ 其中国信用户

７５７９３ 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延安电信取消无线寻呼业务ꎻ 年底ꎬ 延安联通共发展寻呼用户 ８８７３
户ꎬ 缴费用户 １１９２６ 户ꎬ 在网寻呼用户 ２０７９２ 户ꎮ 随着其他通信工具的发展和使用ꎬ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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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寻呼用户逐年减少ꎬ ２００３ 年发展寻呼用户 ３１５ 户ꎬ 缴费用户 １２３ 户ꎬ 在网寻呼用户

１３９０ 户ꎮ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仅有寻呼用户 ３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因用户少、 资费低、 长期亏损原因ꎬ
中国联通取消无线寻呼业务ꎮ

二、 特服业务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开通 “１１７” 报时和 “１２１” 气象预报 ２ 项特服业务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延安市邮电局使用 “９６８ (自动)、 ９６０ (人工)、 ９６６ (语音信

箱)、 ９８５ (票据查询报警) ” ４ 个特服号码ꎬ 开办信息服务业务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５ 日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开通 “１００１０” 客户服务平台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开通 “１０００ 号” 服务平台ꎬ 功能集原来 “１７０”

电话费查询、 “１１２” 障碍申告、 “１８０” 业务投诉、 “１１４” 查号服务于一体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开展 “１００００ 号” 全业务受理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５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开通农民、 企业投诉举报或咨询服务的专用号码

“１２３１６” “三农” 服务热线ꎮ
三、 磁卡电话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局在城内东关、 南关和中心街安装 ３ 部磁卡电话ꎮ 此后不断

扩大安装ꎬ １９９６ 年安装 ２０ 部ꎮ 到 ２０００ 年达到鼎盛时期ꎬ 全市安装 ＩＣ 卡电话 ３３００ 部ꎬ
其中宝塔区 ８６５ 部ꎮ 随着手机的普及ꎬ ＩＣ 卡电话逐步淡出市场ꎬ 至 ２０１０ 年仅剩 ６１０ 部ꎮ

四、 农村信息服务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ꎬ 延安市农牧局和延安联通分公司召开全市 “电子农务” 推广工

作会议ꎬ 开始在延安推行电子农务ꎮ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延安市电子农务用户达 ５ ４ 万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陕西省人民政府要求建设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工程ꎮ 当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

建成农村信息服务站 ５５８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移动分公司建成农村信息站 ３２０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新建农村信息服务站

１８１ 个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建成 ３１９ 个站点ꎬ 行政村覆盖率 ４９ ０３％ꎮ
五、 其他服务

２００３ 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推出 “家家 ｅ” 业务ꎬ 用户只要对话机进行更换ꎬ 即可享

受到集话音、 娱乐、 信息、 商务等内容于一体的个性化信息服务ꎮ ２００５ 年底ꎬ 推出 “我
的 ｅ 家”、 固定电话与小灵通组合的 ｅ６ 套餐、 固定电话与宽带组合的 ｅ８ 套餐业务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和 ４ 月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分别推出 “商务领航” 和 “号码百事通” 业

务ꎬ 集纳餐饮、 娱乐、 家居、 旅行等生活常用信息ꎬ 被人们称为 “生活顾问”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在各大宾馆酒店行业推广通过电话线路、 宽带业务开办的

数字电视业务 (ＩＴＶ)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安移动分公司完成市级政务网建设ꎬ 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延安炼

化公司、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 延安烟草专卖局嵌入 ＭＯＡ 办公系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开通警务通、 农信通、 工商通、 校讯通、 移动 ４００、 商

户通、 手机工资单、 Ｍ２Ｍ (无线通信的业务类型)、 ＡＤＣ (托管式信息化应用服务) 等

业务ꎮ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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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增值业务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推出炫铃业务ꎻ ３ 月ꎬ 推出收费电子邮箱 “如意邮

箱” 服务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开展第一项增值业务———七彩铃音业务ꎻ ８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开通 “联通在信” (Ｕｎｉ－Ｉｎｆｏ) 无线数据业务ꎬ 主要提供基于短消息平

台的订阅和点播业务ꎬ 包括信息类、 个人信息管理类、 交易类、 娱乐类、 行业应用类等

服务ꎻ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率先在全省启动 “家校直通车” 业务ꎻ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开通延安 Ｇ / Ｃ 网呼叫军网业务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推出联通万事通业务ꎻ １２ 月 １９ ~ ２０ 日ꎬ 陕西电信

“全球眼” 建设暨业务发展研讨会议在延安召开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开通网上营业厅ꎬ 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办理话费查询、

缴费、 号码办理等业务ꎻ ６ 月ꎬ 对 ＧＰＲＳ 业务进行试商用ꎻ ７ 月开通手机报业务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开通手机邮箱、 手机音乐、 手机电视业务ꎮ 延安电信

分公司开通天翼视讯、 １８９ 邮箱、 天翼 ｌｉｖｅ、 爱音乐、 掌上营业厅、 互联星空等增值

业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的增值业务主要有手机报、 １２５８０、 １３９ 邮箱、 飞信、 高

校ＷＬＡＮ、 手机支付、 移动ＭＭ 应用商场、 手机游戏、 手机电视、 手机视频、 手机阅读、
彩铃、 无线音乐俱乐部、 ＧＰＲＳ 套餐、 歌曲下载、 短信回执及各 ＳＰ 厂家的增值业务等ꎮ

第七节　 卡式业务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举行 “陕西省黄帝陵 ＩＰ 卡” 首发仪式ꎮ 此套 ＩＰ
卡共 ５ 枚ꎬ 分别由黄帝手植柏、 黄帝脚印、 桥山龙驭、 人文始祖、 黄帝墓 ５ 幅图案组成ꎮ
延安电信分公司电话卡业务主要有: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 日推出的 ２０１ 校园卡ꎬ １１ 月 １ 日推出

的 ２００ＩＣ 卡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开通在固定电话和手机上均可使用的 “１７９０１ 全能打” 业务

以及智通 ＩＣ、 １７９０８、 １７９０９、 １６９００ 等上网卡和固定电话交费卡等ꎻ 延安联通分公司发

放的卡类业务主要有: ２０１ 校园卡、 １７９６８、 １７９６９、 １７９６０、 １６９００ 上网卡和固定电话交

费卡等ꎮ ２００８ 年原中国网通延安分公司在各类卡式图案上ꎬ 印制 “北京 ２００８ 奥运福娃”
图片ꎮ

第八节　 集团信息化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市为公安部第二批 “３１１１ 工程” (安防工程全国 ２２ 个试点城市之一ꎮ
３ 表示省市县三级ꎻ 第一个 １ 是在每个省确定一个市ꎻ 第二个 １ 是每个市确定 １ 个县ꎻ
第三个 １ 是没有条件的县设定一个区或者一个派出所)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与公安开始联

合进行 “平安城市” (３１１１ 工程) 三台合一指挥中心和天网工程建设ꎮ

０３２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拓展系统集成业务ꎬ 先后在政府信息网建设、 煤炭安全监

控、 城市监控系统、 税务行业、 文化等系统中推广应用ꎮ
２００８ 年初ꎬ 天网工程建设完成项目一、 二期工程的建设ꎻ ６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电信陕西

分公司商务领航企业信息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巡展在延安东远商务大酒店举办ꎮ 其间ꎬ 延

安卷烟厂、 南泥湾采油厂等 ４０ 余家中小企业 １００ 余人出席巡展会ꎻ １１ 月 １ 日ꎬ 全省工

商系统信息化建设现场会在延安银海超市举办ꎬ 电信延安分公司的 “诚信通” 业务作为

现场会的主要成果展示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推出烟草终端信息化 “烟草 ｅ 通”ꎬ 烟草零售客户、

客户经理可利用 ＰＣ (电脑) 客户端、 手机终端实现与烟草公司的交互ꎻ ４ 月ꎬ 与延安神

州集团圣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ＧＰＳ 车辆定位合作协议ꎬ 率先在全省开启 ＧＰＳ 车辆

定位市场ꎻ ８ 月ꎬ 与延安市公安局签订 “警务 ｅ 通” 合作协议ꎬ 利用中国电信的电话网、
移动网、 互联网融合优势ꎬ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使用移动终端与公安信息网进行信息交

换ꎮ 是年ꎬ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和延安市政府达成专线建设协议ꎬ 共计 ６１ 条 １０Ｍ 互联网

专线和 １ 条 １００Ｍ 专线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与医疗行业合作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ꎬ 在

全省首家将乡镇、 村级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全部接入到电信网络内ꎮ 年内ꎬ 宝塔区移动分

公司承担宝塔区公安局公安四级网改造项目ꎬ 完成全区 ２２ 个重点公安网的建设与开通ꎮ
至年底ꎬ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陆续与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邮储银

行和陕西信合等重点金融单位达成多条数据专线合作协议ꎬ 累计发展集团专线条数

１４９ 条ꎮ

第五章　 企业管理

第一节　 邮政管理

１９９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邮电部发布 «邮政法实施细则»ꎬ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

政通信的第一部法律文件ꎮ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始ꎬ 延安全区各邮电企业开始学习、 宣传

和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ꎮ 至 １９９８ 年邮电分营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在业务管理

中ꎬ 执行邮电部及省邮电管理局的各项业务制度ꎬ 先后制订 «延安地区邮电企业全面质

量管理与基础管理 “双达标” 实施细则» «安全保卫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实施细则»
«通信服务质量监督站管理办法» «企业管理制度汇编» «延安邮电服务窗口星级、 等级

管理办法» «企业文化管理实施意见» «社会监督员管理办法» 等制度ꎬ 企业管理和行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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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工作不断完善ꎮ 其间的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分获陕西省

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ꎬ １９９３ 年获陕西省文明单位称号ꎬ １９９５ 年被陕西省政

府授予文明标兵单位称号ꎬ １９９６ 年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文明示范单位称号ꎬ １９９７ 年延

安市邮电局被中共中央宣传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授予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单位

称号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邮政独立运营后ꎬ 延安市邮政局开展整章建制工作ꎬ 先后修订完善各项岗

位责任制、 承包经营责任制、 财务管理办法、 邮资票品管理规定、 企业内部各项改革方

案和五年发展规划ꎬ 规范工作程序及标准ꎮ 健全各级职代会工作机构、 党内监督机构、
民主监督机构ꎬ 实行局务公开ꎬ 企业管理逐步制度化、 科学化、 程序化、 规范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开展 “邮政管理年” 活动ꎮ 强化成本管理工作ꎬ 控制成本费用支出ꎬ 提高

企业效益ꎮ 延安市邮政局宝塔区中心街储汇营业部被国家邮政局授予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度全

国邮政服务百优先进集体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根据国家局下发的 «企业形象管理手册» 和 «陕西省邮政经营服务标准

化实施手册»ꎬ 延安市邮政局加强行业标准化建设ꎬ 对全市局所门头尺寸进行全面调查ꎬ
对县城以上、 公路沿线及景点局所的门头、 局名牌、 营业时间、 服务设施、 业务宣传、
人员形象及邮政车辆全面推行标准化ꎮ 全市配置安装 １３ 个新型标准化信筒ꎬ ２１ 个电子

化支局联网系统全部投入使用ꎮ 对 ８０％网点进行规范ꎬ 新建合作营业厅 ６ 处ꎬ 全市邮政

系统实现会计电算化的全面改版升级ꎬ 初步实现集邮专业分账核算工作ꎮ 市邮政局档案

管理通过省上 ＡＡ 级标准认证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市邮政局对物流局西安货运采供站及货运业务实行承包经营ꎬ 理顺内

部作业关系ꎮ 全年全市清理外欠工程款 ２００ 万元ꎬ 外欠工程款基本清理完毕ꎮ 当年市邮

政局资产负债率为 １９％ꎬ 资产回报率为 ２１％ꎬ 现金营运指数达 ０ ８５ 以上ꎬ 用户欠费率

控制在 ２％以内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规范用工管理ꎬ 开展编制定员工作ꎮ 截至 １２ 月底ꎬ 全局从业

人员为 １１４６ 人 (含劳务工 ３４４ 人)ꎬ 较省局 ２００５ 年 “双定” 编制减员 ４ 人ꎬ 办理退休 ３３
人ꎬ 达到定员目标ꎮ 对 １２５ 名符合条件的劳务工实施派遣管理ꎮ ５ 月初ꎬ 根据全省统一安

排ꎬ 在全行业内开展 “盾牌行动” 邮政风险管理专项整治活动ꎮ 打击邮政业务经营中的各

种违规、 违纪行为ꎬ 提高内控与风险防范能力ꎮ 市邮政局投资 １０ 多万元为工作及家属区域

安装了监控设施ꎬ 同时对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邮储网点进行安全改造ꎬ 消除安全隐患ꎮ 市邮政局

被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评为 “２００５ 年 ‘创佳评差’ 活动最佳局委”ꎬ 被陕西省质量管理

协会、 陕西省用户委员会评为 “用户满意服务” 单位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邮政局档案

管理工作通过 ＡＡＡ 级认证ꎬ 为全省邮政系统内第一家获此认证的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邮政局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营业资金管理的通知»ꎬ 禁止坐支营

业资金ꎬ 禁止拖延上交营业款ꎬ 禁止挪用、 占用业务资金ꎮ 当年获 “市级文明单位标

兵” 称号、 “政风行风测评先进单位” 称号ꎮ

第二节　 通信管理

经 １９９８ 年邮电分营和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电信重组ꎬ 延安市电信局设立 １ 室 ７ 部ꎬ 实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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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班三级管理ꎬ 各县实行局、 班两级管理ꎻ 移动通信公司延安分公司设立 １ 室 ５ 部ꎬ
为公司、 部、 班三级管理ꎬ 各县为部、 班两级管理ꎮ 细化专业ꎬ 强化经营ꎬ 以适应电信

经营市场的变化ꎮ 移动公司建立干部能上能下、 人员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ꎬ 并实行易岗

易薪、 易职易薪的工资制度ꎮ 由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化管理转变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电信用户满意

率达 ９２％ꎬ 延安市电信分公司被陕西电信公司授予 “双创” 先进单位称号ꎬ 被延安市

委、 市政府评为 “最优单位” “五星级文明单位”ꎮ 延安中心街营业厅被延安市委评为

“文明示范窗口”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ꎬ 延安电信实业公司组建工作完成后ꎬ 对原有的管理机构和运营方式进

行适应性调整ꎬ 规范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ꎬ 全面推行会计电算化ꎮ 对全市工程项目实行

１００％审计ꎻ 联通公司对全体管理工作人员在进行综合考评基础上ꎬ 完成人员划转工作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电信公司对业务技术管理岗实行公开招聘ꎬ 招聘 １ 名公话中心主任和 ２ 名大客

户服务中心副经理ꎮ 先后制订出台 «企业绩效考核办法» «大客户等级服务管理办法»
等 １４ 项规章制度ꎮ 联合延安市公安局和市安全监督管理局ꎬ 对宝塔区 １３ 个乡镇电信通

信线路附挂违章设施进行限期拆除和现场清理ꎮ 电信分公司连续 ３ 年被延安市委、 市政

府评为 “五星级文明单位”ꎻ 联通分公司 ２００４ 年被延安市委、 市政府授予 “五星级文明

单位” “市级文明单位” 称号ꎬ 被陕西省消协授予 “省级诚信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电信拓宽代理渠道ꎬ 整合社会资源ꎬ 促进业务发展ꎮ 加强内控制度建

设ꎬ 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营质量ꎮ “１００００ 号” 客服中心获全国 “学习型班组” 称号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农历大年初一)ꎬ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以及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 省长陈

德铭的陪同下到延安市电信分公司看望慰问 “１００００ 号” 客服中心和网络监控中心机房

的员工ꎬ 并希望延安电信把工作做得更好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电信 “１００００ 号” 客服中心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五一劳动奖章”ꎻ 延安联

通分公司加强资费套餐的规整和业务稽核ꎬ 使用 “赠费管理系统”ꎬ 回收营业前台赠费、
退费、 返销权限ꎮ 加强营业工号权限的管理ꎮ 公司效益得到提升ꎮ 公司先后被中央文明

委授予 “全国创建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ꎬ 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和延安市委、 市

政府授予省级和市级 “文明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电信体制改革ꎮ 同年 ９ 月ꎬ 延安联通分公司完成向中国电信出售 ＣＤＭＡ 资

产、 业务及人员划转ꎻ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与原网通公司合并ꎻ １２ 月ꎬ 完成新公司组织调整、
人员融合等重组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电信分公司实施绩效工资与岗位工资脱钩激励机制ꎬ 建立派遣制员工

工资体系ꎬ 以阶段性工作目标为考核重点ꎬ 发挥绩效管理效应ꎮ 同时开展多种培训ꎬ 提

升员工综合素质ꎮ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开展 “管理提升年” 活动ꎬ 共查找问题 １０ 余项ꎬ
完善管理制度 １０ 余个ꎬ 提高公司的基础管理水平ꎮ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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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农牧业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特色农业生产实现稳步发展ꎮ 果、 菜、 羊、 豆四大主导产业

大幅上升ꎮ １９９３ 年粮食总产突破 １０ 万吨大关ꎬ 达到 １００７２１ 吨ꎬ 多种经营收入 １ ２８ 亿

元ꎬ 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 ４８ ７％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农业总产值为 ３６０９８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 ２１ 倍ꎬ 比 １９９３ 年增长

９４ ２％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３６ ９％ꎮ 以 “苹果、 蔬菜、 畜牧” 三大农村主导产业开发为主

体ꎬ 农、 牧、 副、 渔全面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ꎬ 并初具规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农村人口 ２３００３８ 人ꎬ 乡村劳动力资源 １０８９００ 人ꎬ 耕地面积

８７３３９２ 亩ꎬ 常用耕地面积 ４８３３２１ 亩ꎬ 宜发展粮、 果、 牧、 菜和小杂粮等多种农作物ꎮ
全区农业总产值 １３ ４９ 亿元ꎬ 其中畜牧业 ２ １０ 亿元ꎬ 瓜菜 １ ５８ 亿元ꎬ 农业总产值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２ ７４ 倍ꎮ 全区粮食总产 ９３７９３ 吨ꎬ 蔬菜面积 ５ ４７ 万亩ꎬ 牛、 猪、 鸡分别达

４ ５０ 万头、 １５ 万头和 １３０ 万只ꎮ

第一章　 农村体制改革

第一节　 土地承包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 ８ 个乡镇、 ３２ 个行政村推行 “双田制” (口粮田、 责任田) 试点ꎬ
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双田制” 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行ꎬ 在土地

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ꎬ 村集体除口粮田按人口平均分配外ꎬ 提留 ５％~１０％的机动地发包

给村民户经营ꎮ 至 １９９２ 年底ꎬ 全市乡村两级经济联合社 ６０５ 个ꎬ 其中乡级 ２４ 个、 村级

５８１ 个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和

４３２



省、 地有关要求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 «关于延长耕地承包期若干问题的政策措

施»ꎬ 在全市农村组织实施土地延包工作ꎬ 市委、 市政府就土地承包作出明确规定ꎮ 耕

地承包到期后ꎬ 再延长 ３０ 年不变ꎬ 按照中央提出的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的原

则ꎬ 严格执行土地承包期 ３０ 年不变政策ꎮ 依据延安市土地延包政策ꎬ 推行四种形式ꎬ
即 “股田制”ꎬ 将集体耕地除机动地外ꎬ 计股承包到户ꎬ 按福利股、 贡献股直接承包到

户ꎬ 既照顾人口ꎬ 又考虑劳力对村上的贡献ꎬ 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生产率ꎻ “双田制”
将集体耕地分为口粮田、 机动田两部分ꎬ 口粮田按人承包ꎬ 机动田竞价承包ꎻ “人能结

合承包制” 将集体耕地留出一部分机动地外ꎬ 其余全部按人核定面积ꎬ 按各户的生产经

营能力和集体对耕地的产业开发要求ꎬ 确定各户的承包地块ꎻ “按人承包制” 将集体耕

地全部按在册人口平均分配ꎬ 以户承包ꎬ 按人口承担各种义务和粮税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委、 区政府制定出台 «关于延长土地承包工作的意见»ꎬ 全区有 ２４

个乡镇 ４４０ 个行政村开展土地延包工作ꎬ 占全区村总数的 ７５ ６％ꎮ 此次延包工作ꎬ 坚持

“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原则ꎬ “口粮田” “责任田” 合并为人口田ꎬ 签订 ３０ 年不

变的土地承包合同书ꎬ 统一实行一户一证、 一证多页ꎬ 区政府统一印制ꎬ 乡镇政府监

证ꎬ 区公证处公证ꎬ 乡镇建立档案ꎬ 规范管理ꎮ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共签订二轮土地延包合

同 ３９００７ 份ꎬ 落实土地承包面积 １０６２５９１ １８ 亩ꎬ 机动地 １１５２２ ４０ 亩ꎬ 发放农村土地使

用证 ３７３５ 份ꎬ 补发 ３２８６ 份ꎮ 依法流转土地 ７４６ ７３ 亩ꎬ 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６９ 份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土地依法流转 ３２１０３ 亩ꎮ

第二节　 “四荒地” 拍卖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有 “四荒地” (荒山、 荒沟、 荒坡、 荒滩) １６４ ７７ 万亩ꎮ 是年ꎬ 拍

卖承包 ４０ ５５ 万亩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 «关于 “四荒地” 实行拍

卖和承包治理实施办法»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ꎬ 又制定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办

法»ꎬ 至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四荒地” 拍卖承包 ４０ １７ 万亩ꎬ 其中拍卖 １２ 万亩ꎬ 非农业人口兴

办绿色企业承包认购 ２ ５ 万亩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 “四荒地” 拍卖面积 １０９ ５３ 万亩ꎮ

第二章　 农业产业布局

第一节　 产业结构调整

１９９０ 年ꎬ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ꎬ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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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结合农业资源优势和生产现状ꎬ 提出 “远抓林果ꎬ 近抓牧、 烟、 果、 薯、 羊齐抓

并进” 的农业工作思路ꎬ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内部结构ꎮ 是年ꎬ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４８ ５２
万亩ꎬ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２９ ３５ 万亩ꎬ 粮经作物比例为 ６２ ３０ ∶ ３７ ７０ꎮ 经济作物中苹果

栽植面积 １７ ８０ 万亩ꎬ 烤烟 ３ ０４ 万亩ꎬ 油料 １ ９０ 万亩ꎬ 蔬菜 １ ５６ 万亩ꎬ 其他经济作物

５ ０５ 万亩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确定以苹果为龙头ꎬ “果、 菜、 羊、 薯” 四大农业主导

产业的发展战略ꎮ 是年ꎬ 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５５ ７９ 万亩ꎬ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３４ ６８ 万亩ꎬ
粮经作物比例为 ６１ ５９ ∶ ３８ ４１ꎮ 经济作物中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２ ２５ 万亩ꎬ 烤烟 ０ ５７ 万

亩ꎬ 苹果栽植面积 ２３ ６７ 万亩ꎬ 瓜类 １ ０９ 万亩ꎬ 蔬菜种植面积 ７ １０ 万亩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委、 区政府提出 “在稳定粮食播种的基础上ꎬ 大力开发林果业、 棚

栽业、 畜牧业ꎬ 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发展乡村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 的农业工作思路ꎮ
是年ꎬ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４１ ７８ 万亩ꎬ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３３ ３１ 万亩ꎬ 粮经作物比例为

５５ ６４ ∶ ４４ ３６ꎮ 经济作物中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２ ３５ 万亩ꎬ 烤烟种植面积 ０ ８４ 万亩ꎬ 蔬

菜种植面积 １ ８７ 万亩ꎬ 瓜类 １ ０８ 万亩ꎬ 其他 ３ ５２ 万亩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委、 区政府坚持以农村、 农业、 农民 “三农” 工作为重点ꎬ 提出 “林

果、 蔬菜、 畜牧” 三大农村主导产业开发、 产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农村工作思路ꎮ 是

年ꎬ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４５ ０６ 万亩ꎬ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４２ ７７ 万亩ꎬ 粮经作物比例为

５１ ３０ ∶ ４８ ７０ꎮ 经济作物中油料播种面积 ０ ９８ 万亩ꎬ 苹果栽植面积 ３２ ６５ 万亩ꎬ 烤烟

０ ３６ 万亩ꎬ 蔬菜 ３ ３８ 万亩ꎬ 瓜类 １ ０８ 万亩ꎬ 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 ４ ３２ 万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 区政府提出 “做精做优苹果、 蔬菜、 畜牧三大农村主导产业ꎬ 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 的农村工作思路ꎮ 是年ꎬ 全区粮食播种面积 ４２ ０１ 万亩ꎬ 经济作物种植

面积 ４８ ８０ 万亩ꎬ 粮经作物比例为 ４６ ２６ ∶ ５３ ７４ꎮ 经济作物中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０ ７１ 万

亩ꎬ 占经济作物总面积的 １ ４６％ꎻ 苹果栽植面积 ４１ ２９ 万亩ꎬ 占经济作物总面积的

８４ ６１％ꎻ 蔬菜种植面积 ４ ９７ 万亩ꎬ 占经济作物面积的 １０ １０％ꎻ 其他经济作物 １ ８３ 万

亩ꎬ 占经济作物总面积的 ３ ７５％ꎮ

第二节　 产业化经营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ꎬ 以家庭模式为主ꎬ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１６３５６ 万元ꎬ 其中农业产值 １１４０２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６９ ７０％ꎻ 林业产值 ９８１ 万元ꎬ 占

总产值的 ５ ９９％ꎻ 牧业产值 ２８４５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１７ ３９％ꎻ 副业产值 １１１０ 万元ꎬ 占总

产值的 ６ ７８％ꎻ 渔业产值 １８ 万元ꎬ 占总产值 ０ １１％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２６３６２ 万元ꎬ 较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６１ １６％ꎮ 其中ꎬ 农业

产值 １６０８７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６１ １０％ꎻ 林业产值 ３０００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１１ ３８％ꎻ 牧业

产值 ７１６３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２７ １７％ꎻ 渔业产值 １１２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０ ４２％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３６０９８ 万元ꎬ 较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３６ ９３％ꎮ 其中ꎬ 农业

产值 ２００２１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５５ ４６％ꎬ 较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２４ ４５％ꎻ 林业产值 ２５８９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７ １７％ꎬ 较 １９９５ 年减少 １３ ７％ꎻ 牧业产值 １３３１２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３６ ９３％ꎬ

６３２



较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８５ ８４％ꎻ 渔业产值 １７６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０ ４４％ꎬ 较 １９９５ 年增

长 ５７ １４％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５４５７５ 万元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５１ １９％ꎮ 其中ꎬ 农业

产值 ３７６７５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６９ ０３％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８８ １８％ꎻ 林业产值 ８９４ 万元ꎬ 占

总产值的 １ ６３％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６５ ４６％ꎻ 牧业产值 １３０３８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２３ ９％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２ ０６％ꎻ 渔业产值 ４６８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０ ８５％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１６５ ９％ꎻ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２５００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４ ５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１３４９５１ 万元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４７ ２７％ꎮ 其中ꎬ 农

业产值 １０７５９４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７９ ７２％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８５ ５８％ꎻ 林业产值 １５４３ 万

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１ １４％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７２ ６％ꎻ 牧业产值 ２０５７８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１５ ２４％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５７ ８３％ꎻ 渔业产值 ８０４ 万元ꎬ 占总产值 ０ ５９％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

长 ７１ ７９％ꎻ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４４３２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３ ２８％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业总产值统计表
　 表 ７－２－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总产值 其中粮食作物 年份 总产值 其中粮食作物

１９９０ １６３５６ ９４７３ ２００１ ３６４０６ １１２０３

１９９１ １４２５０ ４９４１ ２００２ ３９８８６ １１９１１

１９９２ １６７２８ ４２４０ ２００３ ３５１３７ ９８９９

１９９３ １８５８８ ９４０２ ２００４ ４５０９７ １１９９７

１９９４ ２０４９６ １１６２０ ２００５ ５４５７５ １２０５２

１９９５ ２６３６２ １３０４６ ２００６ ５９２５４ １２６４７

１９９６ ２７０１５ １２６４６ ２００７ ７２７１１ １３０８２

１９９７ １９３００ ６９２８ ２００８ ９６３０１ １７６１４

１９９８ ２８８７９ １２７３９ ２００９ ９８７９６ １６７７５

１９９９ ２８１９５ １０７９０ ２０１０ １３４９５１ ２４０５０

２０００ ３６０９８ １１２６７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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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物种植

第一节　 粮食作物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 谷子、 豆类、 小麦、 马铃薯等ꎮ 一年

两熟ꎬ 少数以复种两年一熟ꎬ 以杂粮为主ꎮ 因地形和气候不同ꎬ 粮食作物分布和生长条

件不尽相同ꎮ
一、 种类

禾谷类: 玉米、 小麦、 黑麦、 谷子、 高粱、 水稻、 糜子、 荞麦、 春大麦 ９ 种ꎮ
豆类: 黄豆、 黑豆、 双青豆、 白小豆、 红小豆、 绿豆、 豌豆、 扁豆、 豇豆等 １１ 种ꎮ
薯类: 洋芋 (马铃薯)、 甘薯 (红薯) ２ 种ꎮ
二、 分布与比例

(一) 分布

玉米分布在全区各乡 (镇) 村ꎬ 主要在地势平坦、 水肥条件较好的川、 台、 坝、 埝

地上种植ꎮ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 南泥湾等乡镇种植 ７０％ꎮ
小麦主要分布在官庄、 临镇、 甘谷驿的山塬区ꎬ 其他乡镇小麦主要种在气温较高、

有风向阳的山坡地上ꎬ 但面积较小ꎮ 南泥湾、 松树林因森林覆盖面积大ꎬ 气候寒冷ꎬ 阴

气潮湿ꎬ 小麦面积占粮食面积的 ８％ꎮ 易冻害ꎬ 产量不稳定ꎮ
水稻分布在南泥湾、 松树林乡ꎮ
谷子、 糜子、 豆类、 洋芋等品种在全区各乡 (镇) 村的川台、 山坡地上均有种植ꎮ

荞麦、 糜子、 谷子等主要早秋作物之后复种、 补种ꎬ 面积也不稳定ꎮ 谷子在全区各乡

(镇) 村都种ꎬ 在北川占 ７％ꎬ 主要在山坡地上ꎬ 南川旱塬也有少量种植ꎮ 洋芋、 粮菜兼

用作物全区各乡镇普遍种植ꎮ
小杂粮和豆类在各乡 (镇) 村都有种植ꎬ 面积小ꎬ 或间作套种ꎬ 产量极不稳定ꎬ 一

般自种自用ꎮ
(二) 秋粮、 夏粮比例

１９９０ 年ꎬ 秋粮占 ８９ ５％ꎬ 夏粮占 １０ ５％ꎬ 其中玉米占 １９ ０８％ꎬ 谷子占 ２０ ８％ꎬ 大

豆占 ２０ １％ꎬ 小麦占 ８ ２％ꎬ 洋芋占 ８ ７２％ꎻ 粮豆作物 ９０ ８％ꎬ 经济作物 ９ ２％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秋粮占 ８９％ꎬ 夏粮占 １１％ꎬ 其中玉米占 １６ ５％ꎬ 谷子占 １８ ４％ꎬ 大豆占

２１ ５％ꎬ 小麦占 ７ ４％ꎬ 洋芋占 １８ ３％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秋粮占 ９１ ５％ꎬ 夏粮占 ８ ５％ꎬ 其中玉米占 ２４ ２％ꎬ 谷子占 １１ １％ꎬ 大豆

８３２



占 １０ ６％ꎬ 小麦占 ３ ７％ꎬ 洋芋占 ２７ １％ꎻ 粮豆作物 ９０ ９％ꎬ 经济作物 ９ １％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秋粮占 ９３ ３％ꎬ 夏粮占 ６ ７％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秋粮占 ９３ ４％ꎬ 夏粮占 ６ ６％ꎬ 其中粮豆作物 ８９ ５％ꎬ 经济作物 １０ ５％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秋粮占 ９５ ５％ꎬ 夏粮占 ４ ５％ꎬ 其中粮豆作物 ８６ ４％ꎬ 经济作物 １３ ６％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秋粮占 ９５ ８％ꎬ 夏粮占 ４ ２％ꎬ 其中粮豆作物 ８５ ９％ꎬ 经济作物 １４ １％ꎮ
(三) 主要作物面积

玉米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９７５００ 亩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３５０００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９８０５５ 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５８４４５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６２７７０ 亩ꎮ
谷子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９３０００ 亩ꎬ １９９５ 年 ６２３４０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６２４４５ 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６９６９０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５２９４８ 亩ꎮ
小麦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４０８００ 亩ꎬ １９９５ 年 ２１１５０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００ 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０ 亩ꎮ
豆类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９８０００ 亩ꎬ １９９５ 年 ５９２０５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７４６１０ 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８５９８０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７７５６２ 亩ꎮ
稻谷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３３００ 亩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３０５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５１５ 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５６０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９４０ 亩ꎮ
马铃薯 (洋芋)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４２４００ 亩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５１０２０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０７５０

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４５３０５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３１８９ 亩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统计表
　 表 ７－３－１ 单位: 吨

年份 合计 小麦 玉米 谷子 豆类 秋薯类 水稻

１９９０ ７４５１９ ３９７６ ３８００８ １２８９３ １０１８５ ８２３８ １２１９

１９９１ ６１６８６ ４１００ ３３５１４ ９０００ ８７５６ ５３６１ ９５５

１９９２ ６６０８５ ３４７３ ３２３３０ １０４０８ ９７４６ ９１２０ １００８

１９９３ ８６２５９ ２３８９ ３８７７６ １４５５５ １１０７２ １８８２６ ６４１

１９９４ ８６５５２ ２０３３ ４１１２２ １５３４７ １３７７６ １３８２６ ４４８

１９９５ ９１０３３ ４８３８ ４６９２７ ７１１４ ４８３３ ２６９３７ ３８４

１９９６ １２３３８４ １６８５ ６８２４２ １８２８２ ３３５０ ３１１８７ ６３８

１９９７ ６８２４５ １１０２ ３６３０３ ７３５８ ４０４５ １９１１１ ３２６

１９９８ １２３５２６ １２４１ ５８０９８ ２２１０９ １２７６８ ２８５８９ ７２１

１９９９ １０４６６６ ６２０ ４７６０７ １９８０６ １３４７７ ２２７７０ ３８６

２０００ ７７６２４ ６８ ３１０１９ ９５０８ ７７３５ ２９１９３ １０１

２００１ ７７１２４ ２１１ ２８４８２ ８７４５ ６６２３ ３２３７６ ６８７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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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合计 小麦 玉米 谷子 豆类 秋薯类 水稻

２００２ ８２０４３ １０７ ３３２２８ ８８４５ ６９０９ ３２３００ ６５４

２００３ ８３２２３ ５６ ３５６８０ ７９４６ ７８２１ ３１００５ ７１５

２００４ ９２２３８ ２２ ４４０９０ ９６２９ ９９０２ ２７６７０ ９２５

２００５ ９０２３７ ２３ ４６０６４ ７３１５ ７８７１ ２８４３０ ５３４

２００６ ８６２６２ ０ ５０４１３ ７８８６ ８７６６ １８７４４ ４５３

２００７ ８４３３１ ０ ４９９８３ ７４５２ ８４８６ １７９９５ ４１５

２００８ ８６１３８ ０ ５１２２２ ７５２７ ８６４５ １８３１０ ４３４

２００９ ８８１０３ ０ ５１５７７ ７４１８ ９０９２ １９６６６ ３５０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７９７ ０ ５５６４８ ６８５９ ８０６７ ７９８０４ ４１９

第二节　 经济作物

一、 种类

油料作物: 油菜、 小麻 (绒麻)、 花生、 向日葵、 黄芥、 芒芝、 老麻 (蓖麻) 等ꎮ
纤维类作物: 线麻、 棉花 ２ 种ꎮ
烟草类: 烤烟、 大烟叶、 小烟叶 ３ 种ꎮ
蔬菜类作物: 白菜、 莲花白、 菜花、 黄瓜、 萝卜、 番茄、 油麦菜、 荆菜、 茄子、 西

红柿、 菠菜、 韭菜、 芹菜、 红葱、 白葱、 蒜、 菜豆等ꎮ
瓜类作物: 西瓜、 小瓜、 南瓜ꎮ
饲料作物: 蔓豆、 苜蓿、 沙打旺、 西米等ꎮ
绿肥作物: 草木栖、 紫穗槐等ꎮ
药材类: 贝母、 板蓝根、 大黄、 小茴香、 甘草、 车前子、 柴胡等ꎮ
二、 分布与产量

(一) 油料

小麻、 老麻、 油菜一般在川地阳坡、 塬上、 阳湾上分布ꎬ 花生、 芝麻在气温较暖的

川台地种植ꎬ 向日葵大部分都种在地边、 院落ꎮ １９９０ 年油料播种面积 １９０００ 亩ꎬ 亩产 ５３
千克ꎬ 总产 １００５ 吨ꎮ １９９３ 年播种面积 ２１６０７ 亩ꎬ 亩产 ７４ 千克ꎬ 总产 １６０１ 吨ꎮ １９９６ 年

播种面积 １０００５ 亩ꎬ 总产 ８６８ 吨ꎮ ２０００ 年播种面积 ２５１０４ 亩ꎬ 总产 ２３８６ 吨ꎮ ２００５ 年播

种面积 ９８７０ 亩ꎬ 总产 １１２３ 吨ꎮ ２００８ 年播种面积 ７２３０ 亩ꎬ 总产 ９４７ 吨ꎮ ２０１０ 年播种面

积 ７０６３ 亩ꎬ 总产 １０３７ 吨ꎮ
(二) 红薯

主要种在川台地上ꎬ １９９０ 年种植面积 ２４５００ 亩ꎬ 分布在甘谷驿、 川口、 李渠、 青化

砭、 元龙寺、 临镇、 梁村、 蟠龙等 １９ 个乡镇ꎮ 亩产平均 ５３０ ~ ８１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５ 年种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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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２２０００ 亩ꎬ 总产 １７１６０ 吨ꎮ ２０００ 年播种面积 １８８４５ 亩ꎬ 平均亩产 ８２３ 千克ꎬ 总产

１５５０９ 吨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７４５０ 亩ꎬ 亩产 ８１９ 千克ꎬ 总产 １４２９１ 吨ꎮ
(三) 甜菜 (糖萝卜)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种植 １５０ 亩左右ꎬ 亩产量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 千克ꎬ 除少量熬糖外ꎬ 农民主要

喂猪ꎮ １９９６ 年后少量种植ꎮ
(四) 烟叶 (烤烟、 晒烟)
１９８９ 年种植 ４８４００ 亩ꎬ 总产 ２９３０ 吨ꎬ 全市乡村均种植ꎮ １９９０ 年种植 ３０４００ 亩ꎬ 总

产 ３４７７ 吨ꎬ 其中烤烟 ２９６００ 亩ꎬ 总产 ３３５６ 吨ꎮ １９９３ 年种植 ７９１９ 亩ꎬ 亩产 １３７ 千克ꎬ 总

产 １０８７ 吨ꎮ １９９８ 年种植 ４８１５０ 亩ꎬ 总产 ３５６３ 吨ꎮ ２００３ 年种植 ２８８０ 亩ꎬ 总产 ３４０ 吨ꎮ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南泥湾、 麻洞川、 临镇、 官庄等 ４ 个乡镇少量种植ꎮ

(五) 瓜类　
西瓜、 小瓜、 南瓜在川台地上种ꎬ 分为露地、 温室日光棚种植ꎮ １９９０ 年种植 ８１４５

亩ꎬ 比 １９８９ 年 ５０００ 亩增加 ３１４５ 亩ꎬ １９９０ 年总产量 １１６１４ 吨ꎮ １９９１ 年种植 １１５００ 亩ꎬ
亩产 １３４６ 千克ꎬ 总产 １５４８２ 吨ꎮ １９９５ 年种植 １０９９５ 亩ꎬ 总产 １７１６７ 吨ꎮ １９９９ 年种植

７７８５ 亩ꎬ 总产 ９１６７ 吨ꎮ ２００５ 年种植 １０８９５ 亩ꎬ 总产 １０４８２ 吨ꎮ ２００８ 年种植 １２４９５ 亩ꎬ
总产 １６６９７ 吨ꎮ ２０１０ 年种植 １３７５１ 亩ꎬ 总产 ３６０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经济作物产量统计表

　 表 ７－３－２ 单位: 吨

年份 合计 油料 蔬菜 瓜类 烟草

１９９０ ５６０５０ １００５ ３５５８０ １５９８８ ３４７７

１９９１ ５４０４３ １２３５ ３４５７７ １５４８２ ２７４９

１９９２ ５２５３７ １４３７ ３４０５０ １３１４８ ３９０２

１９９３ ５９３０４ １６０１ ４０１５８ １６４５８ １０８７

１９９４ ５８４２４ １５０１ ４２７３７ １２７３７ １４４９

１９９５ １３９３４９ １５９１ １２０１０２ １７１５７ ４９９

１９９６ ３８２９９ ８６８ ２４８１３ １１６１４ １００４

１９９７ ３６７１２ ５９６ ２５８７４ ９０３５ １２０７

１９９８ ４１６０２ １４４８ ２８０２９ ８５６２ ３５６３

１９９９ ４３１５３ １２３６ ２９８０５ ９７９４ ２３１８

２０００ ４９４８９ ２３８６ ３３７４６ １２２３６ １１２１

２００１ ４４７８６ １９９８ ２３３６６ １８２５５ １１６７

２００２ ５２９４２ １５３０ ２６８９２ ２４１７１ ３４９

２００３ ５４９５５ ９６６ ２６６５９ ２６９９０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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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合计 油料 蔬菜 瓜类 烟草

２００４ ４５３９９ １１６２ ３３０４３ １０５４８ ６４６

２００５ ６１０１９ １１２３ ４８６５４ １０４８２ ７６０

２００６ ６５７２７ ６７０ ５１５９０ １２７９８ ６６９

２００７ ７０２７６ ９８２ ５３７６９ １５０２４ ５０１

２００８ ７５８３０ ９４７ ５８１８３ １６６９７ ３

２００９ ８６７８０ ９９８ ６２７５６ ２３０１８ ８

２０１０ １３１０４３ １０３７ ９４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６

第四章　 蔬菜生产

第一节　 产业概况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蔬菜产业发展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ꎬ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４ 年ꎮ 利用

自然优势ꎬ 开发重点乡镇ꎬ 建立城郊乡镇为中心的辐射型蔬菜商品生产基地ꎬ 市郊区种

植蔬菜的村由 １５ 个上升到 ２４ 个ꎬ 有集镇生产蔬菜有: 李渠、 姚店、 甘谷驿、 青化砭、
蟠龙、 麻洞川、 临镇和川口乡、 梁村乡 ２９ 个村ꎮ 第二阶段ꎬ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ꎮ 蔬菜生产作

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项目ꎬ １９９９ 年蔬菜总面积 ３０２５５ 亩ꎬ 比 １９９１
年增加 １５１５５ 亩ꎮ 第三阶段ꎬ ２０００ 年后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人民政府将蔬菜产业作为全

区农业三大主导产业之一ꎬ 大棚菜种植覆盖 １６ 个乡镇 ３４８ 个村组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

宝塔区蔬菜局ꎬ 正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ꎬ 核定编制 ２３ 人ꎬ 财政全额拨款ꎮ 共有职工 ２５
人ꎬ 在编 １３ 人ꎬ 合同制 １２ 人ꎬ 其中大专学历以上 １７ 人ꎬ 具有专业技术职称 ２３ 人 (高
级农艺师 ２ 人、 农艺师 ６ 人、 助理及技术员 １５ 人)ꎬ 设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２ 名ꎮ 负责蔬

菜产业的发展规划、 产业建设、 生产技术的指导与培训ꎬ 蔬菜新品种、 新技术的引进、
示范和推广工作ꎬ 提供市场信息服务ꎮ ２００９ 年蔬菜总面积 ４ ６２ 万亩ꎬ 总产量 ９ １３ 万

吨ꎬ 实现产值 １ ３ 亿元ꎮ

２４２



第二节　 蔬菜品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市蔬菜品种以丰产、 稳产为主ꎬ 引进和自繁自育优良品种 １０
类 ８５ 种ꎮ 其中ꎬ 根菜类、 绿叶菜类、 甘蓝类等三大类 ４０ 种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宝塔区的蔬菜

品种有:
黄瓜: 津优 ３ 号、 博耐 １ 号、 津优 ３０ 号、 津优 ３５ 号、 津优 ３２ 号、 津优 １２ 号、 津

优 １１ 号、 津春 ３ 号、 津美 ２ 号ꎮ
番茄: 粉皇后、 斯洞双田、 Ｌ４０２、 保冠、 樱桃番茄、 玛瑙、 １８９、 菜福 ６０ 太空 １ 号、

摩尔 １ 号、 天福 ５０１、 宝冠、 金棚 １ 号、 世纪星、 毛粉 ８０２、 春秀 １３１９、 千禧、 碧娇ꎮ
辣椒: 巴莱姆、 华美 １ 号、 金棚 ８ 号、 ３７－７２、 垄椒 ２ 号、 ２３１３、 秦皇 ２２、 保加利

亚尖椒、 年牛角王、 山西尖椒、 曼迪、 塔兰多、 萨菲罗ꎮ
茄子: 美引冠茄、 荷兰白茄、 安德烈、 二苠茄、 秋园茄ꎮ
西葫芦: 冬玉、 冬珍、 早春一代、 美国彼特ꎮ
西瓜: 新红宝、 黑美人、 金美人、 绿美人、 新秀、 景黄宝、 旱霸ꎮ
甜瓜: 蜜橙、 蜜世界、 翠蜜、 ＮＯ １、 状元、 景甜 １ 号、 伊丽莎白、 永甜系列、 红城

系列等ꎮ
豆角: 双丰架豆、 天马架豆、 泰国架豆王等ꎮ
甘蓝: 中甘 １１ 号、 中甘 ２２ 号、 ８３９８ 等ꎮ
叶菜类: 优他 ５２－７０ 西芹、 意大利冬芹、 忻三ꎮ
薯芋类: 克新 １ 号、 津引 １ 号、 ８ 号ꎮ

第三节　 种植面积

１９９０ 年ꎬ 蔬菜种植总面积比 １９８９ 年增加 ４８２０ 亩ꎬ 商品菜由 １９８９ 年的 ４２６３ 亩上升

到 ６０１０ 亩ꎬ 农民自种自食菜地 ９６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ꎬ 蔬菜总面积为 ８８５２８ 亩ꎬ 年平

均种植面积 １７７０５ ６ 亩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ꎬ 种植面积 ７７４８５ 亩ꎬ 年平均 １９３７１ ２５ 亩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ꎬ 五年蔬菜种植面积为 １１３８９５ 亩ꎬ 年平均 ２２７７９ 亩ꎬ 其中 ２００１ 年蔬

菜种植面积突破 ２ 万亩大关ꎬ 达到 ２１３６０ 亩ꎮ ２００５ 年蔬菜面积 ３３８４０ 亩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９１ ４％ꎮ ２００７ 年为 ３７８４５ 亩ꎮ ２００８ 年为 ４００００ 亩ꎬ 其中露地菜 ２８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蔬菜

总面积 ５４７００ 亩ꎬ 其中大棚菜 ２５１００ 亩ꎬ 露地菜 ２９６００ 亩ꎮ

第四节　 大棚菜

根据延安气候条件、 生产水平、 菜农经济能力、 菜农建棚材料来源及不同类型棚型

的经济效益等综合因素ꎬ 以大、 中、 小棚结合ꎬ 中棚为主ꎬ 适当发展日光温室的原则ꎬ
中小型结构简单易建造ꎬ 投资少ꎬ 通风性能好ꎬ 便于管护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引进大棚菜种植技术ꎬ 进行试验示范ꎬ １９９２ 年推广 １００ 棚ꎬ １９９３ 年 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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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ꎬ 主要集中在城郊的东关、 尹家沟、 桥沟、 柳树店、 大砭沟、 东二十里铺、 刘万家

沟、 杨家湾等地ꎮ 大棚种植品种主要有韭菜、 芹菜、 黄瓜、 西葫芦、 小白菜、 甘蓝、 番

茄等 ７ 种ꎬ 春节前后上市ꎬ 城市居民吃上新鲜青菜ꎬ 产量比露地菜增产 ３０％ ~ ４０％ꎬ 黄

瓜每千克 １ ５~１ ９ 元ꎬ 韭菜每千克 ２~２ ２ 元左右ꎮ 蟠龙镇姚坪村平均每棚产值 ６０００ 余

元ꎬ 种植 ０ ４８ 亩黄瓜收入 ９３００ 元ꎬ 折合亩产值 ２ 万多元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将建设大棚蔬菜作为发展 “两高一优” 重

点强项来抓ꎬ 提高蔬菜商品生产ꎬ 农村农民致富一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ꎮ 群众自筹资金

加上银行贷款 １３０ 万元ꎬ 在桥沟、 柳林、 河庄坪、 姚店、 李渠、 甘谷驿、 蟠龙、 万花

山、 川口、 青化砭、 南泥湾、 麻洞川、 临镇等乡镇建成大棚 １０３０ 个ꎬ 折合面积 ７８０ 亩ꎬ
育苗 １２５４ 床ꎬ 其中黄瓜 ４５８ 床、 西红柿 １２６ 床、 芹菜 ６７０ 床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新建蔬菜 ４４３ 棚ꎬ 折合面积 ２５４ ４ 亩ꎬ 蟠龙镇建棚 ９３ 个ꎬ 圪驮村 ０ ２７ 亩

大棚黄瓜收入 ６０００ 元ꎬ 折合亩产 ２ ２ 万元ꎬ 郭家庄 ２１ 个大棚亩均收入过万元ꎮ 偏远乡

镇发展山地弓棚菜 ４５２ 棚ꎮ １９９７ 年蔬菜大棚 ２２０４ 棚ꎬ 其中新建 １２２ 棚ꎬ 大棚菜平均亩

产值 １ ２ 万元ꎬ 总产值 １３２０ 万元ꎬ 发展中小弓棚 ６０００ 个ꎬ 面积 １２００ 亩ꎬ 总产 ６０００ 吨ꎮ
２００１ 年建成冬暖室日光温室 ２２６２ 座并投入生产ꎬ 日光温棚 ６１１９ 座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新建大中小弓棚 ３１５８５ 座ꎬ 折合面积 ３１９４ ８３ 亩ꎬ 李渠镇沙圪崂村新建 ８０
米长的种植大棚 １ 座ꎬ 折合 ０ ８ 亩ꎬ 收入 １ ８ 万元ꎮ 弓棚菜生产亩均收入 ４０００ 元ꎬ 高的

可收入 ８０００ 元以上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有日光温室 １０６２７ 座ꎬ 大弓棚 ７０２１ 座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日光温室发展到 １ １

万座ꎬ 大弓棚 ２ 万座ꎮ

第五节　 蔬菜基地

一、 区域划分

枣园、 万花山、 河庄坪等乡镇果菜类为主的日光温室生产城郊区域ꎬ 种植西红柿、
黄瓜、 豆类、 番茄等 １０ 多种ꎬ ２００８ 年 ６８７０ 亩ꎬ ２００９ 年 ７８２６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８５０６ 亩ꎮ

姚店、 冯庄、 蟠龙、 甘谷驿、 青化砭、 梁村等乡镇瓜类菜为主的弓棚、 日光温室生

产东北川区域ꎬ 种植西瓜、 甜瓜、 黄瓜等ꎮ ２００６ 年 ３２７０ 亩ꎬ ２００８ 年 ５６２５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６７５０ 亩ꎬ 总产 １５７４６ 吨ꎮ
麻洞川、 临镇、 南泥湾、 松树林等乡镇洋葱、 白葱、 辣椒、 红萝卜、 甘蓝等为主的

露地菜生产的南川区域ꎮ ２００８ 年种植总面积 ６２２５ 亩ꎬ 总产 ８２１６ 吨ꎻ ２０１０ 年 ８０９４ 亩ꎬ
总产 １６３３８ 吨ꎮ

二、 生产体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种植品种逐步多样化ꎬ 早、 中、 晚品种搭配ꎬ 耐低温ꎬ 适宜性

品种增加ꎬ 根据不同区域的土地、 气候、 水源等自然条件ꎬ 形成三个体系: 以津优系列

黄瓜、 享椒系列辣椒、 金棚、 天福系列西红柿为主的早春茬大棚生产体系ꎻ 以豆角、 萝

卜、 青菜、 茄果类为主露地生产体系ꎻ 以京欣、 永甜、 红城系列为主的春提早西、 小瓜

生产体系ꎮ

４４２



三、 育苗

１９９０ 年ꎬ 蔬菜育苗有自栽自育、 合伙育苗、 联户育苗三种形式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专业户

育苗ꎬ 栽植户购买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专业户与集中育苗相结合ꎬ 根据不同品种、 不同时间ꎬ 由

用户提供用苗计划ꎬ 育苗户按需求、 按时间育苗ꎬ 按时定植ꎬ 足量供应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

区建成 ４ 个集中育苗站ꎬ 提供各种菜苗 ３５０ 万株ꎮ
四、 试验示范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ꎬ 蔬菜站技术人员分别在临镇、 蟠龙两镇 ３ 个村大棚种植蔬菜试验示

范ꎬ 主要种植品种有黄瓜、 韭菜、 青菜、 小白菜、 甘蓝、 西葫芦ꎮ 平均每棚产值 ６０００ ~
８０００ 元ꎬ 最高收入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枣园、 万花山、 柳林、 临镇、 蟠龙、 河庄坪、 李渠等 １２ 个乡镇建立科

技示范点ꎬ 进行新品种、 新技术的试验示范ꎬ 引进大棚冬季生产专用种ꎬ 冬季生产用种

向耐低温、 耐弱光、 高产优质方向发展ꎬ 引进的品种主要有: 黄瓜品种有津优 ３ 号、 津

优 ３０ 号、 博耐 １ 号ꎬ 番茄品种有斯洞双田、 Ｌ４０２、 保冠、 樱桃番茄ꎬ 茄子品种有美引冠

茄、 荷兰白茄和黑珍珠糯玉米ꎮ 试验示范点 ０ ５５ 亩大棚黄瓜产值 １ ４ 万元ꎬ 效益显著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建有蔬菜专业村 １０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露地菜亩均收入 ２０００ 元以上ꎬ 高峁湾村 ５５ 亩平均亩产值 ８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两座 ６０ 米长的弓棚种植甜瓜ꎬ 收入 １４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蔬菜专业村发展到

５３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引进示范辣椒嫁接、 番茄嫁接、 秸秆还田、 西甜瓜、 辣椒、 番茄搭架、 整

枝技术 １２ 项ꎬ 有 ６ 项技术大面积推广ꎬ 征集白菜、 萝卜、 油菜、 苤蓝、 生菜、 青菜等叶

菜类和根茎类新品种 ４０ 多个ꎬ 分别在甘谷驿、 枣园、 麻洞川 ３ 个乡镇进行露地菜新品种

对比试验ꎬ 樱桃、 鲜食苤蓝等优势显著ꎬ 市区领导及种植户 ２０００ 多人到现场观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辣椒 “享椒冠龙”、 甜瓜 “玉皇王子”、 龙田 ６ 号、 西瓜 “全美四 Ｋ”、

“改良金欣” 新优品种试验示范ꎮ 改良三型、 四型日光温室ꎬ 增加棚内跨度和高度ꎬ 温

室跨度 ８ 米ꎬ 高度 ３ ９ 米以上ꎬ 墙体全部由机械压制而成ꎬ 保温、 采光性能提高ꎮ 采用

秸秆生物反应堆新技术 ２００ 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选用砧木嫁接辣椒、 西红柿示范ꎮ 宝塔区列为陕西省 “百万亩设施蔬菜工

程建设项目” 基地县 (区) 之一ꎬ 完成基地建设 ４５００ 亩ꎬ 其中日光温室 １５００ 亩ꎬ 大弓

棚 ４０００ 亩ꎮ 建成一个占地 ６００ 亩的日光温室示范园ꎬ 其中标准棚一期 １６５ 座ꎻ 二、 三期

２３５ 座ꎻ ２０００ 平方米培训楼 １ 座ꎻ ２１００ 平方米玻璃连栋温室 １ 座ꎮ 建成 ２ 处规模在 ５００
座以上集中连片大棚示范点ꎻ １００ 座以上大弓棚和一个 １０００ 亩露地菜示范点的 ４ 个蔬菜

产业示范乡镇ꎮ 温室示范园种植的甜瓜ꎬ 棚均收入 ７ 万元以上ꎬ 大弓棚采用 “软管滴

灌、 四膜覆盖” 新技术ꎻ 甜瓜棚均收入 ２ 万元以上ꎬ 最高的 ６ 万元以上ꎻ １０００ 亩露地辣

椒ꎬ 甘蓝和红萝卜 ３ 个品系经济效益显著ꎮ

第六节　 技术推广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主要推广电煤热温床育苗ꎬ 引进优良品种ꎬ 温室、 弓棚栽培技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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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地地膜栽培ꎬ 蔬菜上市时间比传统种植提早 ４５ ~ ６０ 天ꎬ 由一季菜可变为 ２ ~ ３ 茬ꎬ 棚

内可间作套种ꎬ 产量增加ꎬ 效益明显ꎮ 蔬菜站科技人员通过实践摸索出适宜延安栽培韭

菜、 白菜、 黄瓜等技术措施和栽培经验ꎮ 主要技术有: 电煤热温床育苗、 苗齐苗壮、 移

植时间短ꎻ 选用抗病、 稳产、 优良品种ꎻ 施足底肥、 适时追肥ꎻ 加强田间管理、 及时搭

架、 整枝、 除草和灌溉ꎻ 棚内白天定时揭棚口通风ꎬ 夜间及时覆盖ꎬ 保持温度ꎻ 及时防

治病虫害ꎻ 大田地膜覆盖ꎬ 先整地ꎬ 施足底肥ꎬ 适量施入氮、 磷化肥等管理技术ꎮ 起垄

铺膜ꎬ 栽植时先栽植后浇水ꎮ 瓜类可育苗移植或直接播种ꎬ 加强田间水肥管理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蟠龙镇瓷窑沟村村民种植 ０ ６ 亩大棚ꎬ 采取黄瓜与蘑菇立体栽培模式ꎬ 黄

瓜收入 ９０００ 元ꎬ 蘑菇收入 ６７００ 元ꎬ 共收入 １５７００ 元ꎬ 折合亩产值 ２６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推广的主要有茄子嫁接栽培技术ꎬ 嫁接西葫芦生产技术ꎬ 冬西红柿、 辣椒

栽培及两茬作物种植面积ꎬ 温室瓜、 果、 葡萄生产技术ꎬ 稀有菜种茼蒿、 生菜种植

面积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大棚菜生产示范典型 ２１ 处ꎮ 农业示范园建成占地面 ３ 亩的连栋温室 １ 座ꎬ

延安 ＡＫ－５ 型日光温室大棚 １４ 座ꎬ 投入生产ꎬ 共示范种植樱桃番茄、 美引冠茄、 日本南

瓜、 金皮葫芦、 黑萝卜等 ３０ 个名、 优、 特瓜菜及水果品种ꎬ 推广无土栽培、 立体栽培、
ＣＯ２施肥、 节水灌溉、 病虫害防治、 嫁接改良等多项先进适用技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推广 “大弓棚早春移栽增温技术” “辣椒平茬换头再生技术” “辣椒嫁接

技术” “番茄单秆换头降位整枝技术” 等多项技术ꎮ 推广自动卷帘机 ３０ 台ꎬ 秸秆生物反

应堆 ５ 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大弓棚甜瓜采用多膜覆盖、 软管滴灌技术ꎬ 具有上市早、 病害少、 节省水

肥等优点ꎬ 上市期为 ５ 月 １ 日ꎬ 市场销售价每千克 １０ 元ꎬ 最高时达 １５~２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采用 “集中育苗” “增温保温” “合理整枝” “嫁接换根” 等多项技术ꎮ 同

时ꎬ 采用整合栽培技术ꎬ 膜下灌溉、 滴灌等措施降低棚内温度ꎬ 减轻病害和农药使用量ꎻ
引进抗病、 优质、 丰产品种ꎻ 采用嫁接技术ꎬ 用抗寒抗热、 抗病砧木嫁接优良品种ꎬ 降低

病发率ꎻ 使用无公害防控技术、 黄板粘虫、 诱杀器、 防虫网、 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ꎻ 使用

低毒高效化学和生物农药等无公害生产技术ꎮ １６ 个乡镇集中育苗总量为 ８００ 万株ꎬ 其中嫁

接 １００ 万株ꎬ 三膜或多膜覆盖的大弓棚占总面积的 ５２％ꎮ 甘谷驿镇的西瓜 ３ 月 １５ 日上市ꎬ
每千克售价 ５０ 元ꎬ 香瓜每千克售价 ６０ 元ꎬ 棚均收入 ２ 万元以上ꎬ 最高可达 ４ 万元ꎮ

第七节　 蔬菜营销

１９９０ 年ꎬ 蔬菜经营管理多为自产、 自销ꎬ 价格随行就市ꎬ 农民自种菜直接进入销售

市场ꎬ 买卖双方议价交易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东关向阳沟民营蔬菜批发市场成立ꎬ 经销蔬菜外调菜ꎬ 调剂品种ꎬ 农民进

入市场批发ꎮ 市区南桥、 马家湾、 西沟、 东关、 北关、 二道街等设有蔬菜销售市场ꎬ 年

销售量 ８０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５ 年后ꎬ 建有东关、 白坪、 北关、 二道街农贸市场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蔬菜营销渠道形成多元化ꎬ 菜商进入产地进货ꎬ 菜农将产品进入市场进

行批发ꎬ 年销售 ２ 万多吨ꎬ 外销 ５０００ 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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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ꎬ 示范专业村成立各种瓜菜协会ꎬ 蔬菜远销包头、 宁夏、 榆林、 甘肃等地ꎮ
南泥湾蔬菜加工配送有限责任公司订单生产、 精品配送ꎮ 净菜上市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注册蔬菜专业合作社 ３ 个ꎬ 协会 ７ 家ꎬ 发展社员和会员 １０００ 人ꎬ 蔬菜营

销经纪人 １００ 多名ꎬ 将蔬菜销售拓展到西安、 银川、 铜川、 榆林等地ꎬ 销售 ２ 万多吨ꎮ
通过举办 “宝塔甜瓜” 展示会ꎬ 销往外地数量增加ꎮ

第八节　 蔬菜收益

一、 产量

１９９０ 年蔬菜总产 ３５５９０ 吨ꎮ １９９１ 年 ３４５７７ 吨ꎮ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总产 １１６９４５ 吨ꎬ 年平

均总产 ３８９８２ 吨ꎬ 年平均亩产 ２２３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５ 年总产 ８２１０２ 吨ꎬ 平均亩产 ２７１９ 千克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总产 １５４８０５ 吨ꎬ 年平均总产 ３０９６１ 吨ꎬ 年平均亩产 １６０９ 千克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总产 １５８６１４ 吨ꎬ 年平均总产 ３１７２３ 吨ꎬ 年平均亩产 １２２９ 千克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平均亩

产 ２１０８ 千克ꎬ 年平均总产 ８９９５１ ８ 吨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蔬菜种植情况统计表
　 表 ７－４－１

年份 面积 (亩) 总产量 (吨) 年份 面积 (亩) 总产量 (吨)

１９９０ １５６００ ３５５９０ ２００１ ２１３６０ ２３３６６

１９９１ １５１００ ３４５７７ ２００２ ２１３１０ ２６８９２

１９９２ １８７００ ３４０５０ ２００３ ２３４１５ ２６６５９

１９９３ １９６００ ４０１５８ ２００４ ２９１０５ ３３０４３

１９９４ １４１２８ ４２７３７ ２００５ ３３８４０ ４８６５４

１９９５ ２１０００ ８２１０２ ２００６ ３４６０５ ５１５９０

１９９６ １３９４０ ２４８１３ ２００７ ３７８４５ ５３７６９

１９９７ １６３８０ ２５８７４ ２００８ ４００００ ８９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６９１０ ２８０２９ ２００９ ４６２００ ９１３００

１９９９ ３０２５５ ４２３４３ ２０１０ ５４７００ １６４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７０５ ３３７４６

二、 产值

１９９０ 年蔬菜总产值 ９７１ 万元ꎬ 平均亩产值 ６２２ 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０７１ 万元ꎬ 平均亩产值

７０９ ３ 元ꎬ 其中西瓜、 小瓜 ６１９ 万元ꎬ 亩产值 ３９９ ９ 元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７０ 万元ꎬ 亩产值

１３９４ ４ 元ꎮ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７２ 万元ꎬ 亩产值 １２６４ ９ 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２６２５ 万元ꎬ 亩产值 １１２１ 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５２３６ 万元ꎬ 亩产值 １５１３ 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９８００ 万元ꎬ 亩产值 ２４５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２６３００
万元ꎬ 亩产值 ４８０８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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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业技术推广

第一节　 土壤改良

一、 耕作制度改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宝塔区土壤改良的方式主要有: 山坡地修宽幅农田ꎻ 沟湾地打

淤地坝ꎻ 深翻改土ꎬ 机械深翻ꎬ 深度 １５ ２ 厘米ꎬ 增加活土层ꎬ 早春及时耙磨保墒ꎻ 轮作

倒茬: 山地农田一般采用洋芋—谷子—豆类ꎻ 川、 台、 坝地一般采用玉米—地膜洋芋—
蔬菜ꎻ 间作套种: 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或三熟ꎬ 实现土壤养分合理分配ꎬ 农业稳产高

产ꎮ 主要套种采用地膜洋芋套玉米ꎬ 地膜玉米套蔬菜ꎬ 玉米套种大豆等ꎻ 生物肥田ꎬ 用

生物培养地力是投资小、 收益大的有效措施ꎮ 新修地和初建果园可种豆类、 草木樨ꎬ 进

行青草翻垄ꎬ 培肥地力ꎮ
二、 施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增施农家肥ꎬ 草田轮作ꎬ 粮豆间套培肥地力ꎮ 进行配方施肥ꎬ
测土配方施肥ꎬ 一般山地亩产 ２００ 千克以上的谷子ꎬ 亩施 １０００ 千克农家肥ꎬ ２５ 千克碳

铵ꎬ ２５ 千克过磷酸钙ꎬ 追施 １５ 千克尿素ꎻ 亩产 １０００ 千克以上洋芋ꎬ 亩施 １０００ 千克农

家肥ꎬ ３０ 千克碳酸氢铵ꎬ ２５ 千克过磷酸钙ꎬ 追施 ２０ 千克碳酸氢铵ꎮ 川、 台、 坝地亩产

５００ 千克以上玉米ꎬ 亩施 １５００ 千克农家肥ꎬ ５０ 千克碳酸氢铵ꎬ ５０ 千克过磷酸钙ꎬ 追施

２０ 千克尿素ꎮ
三、 测土配方监测

２００８ 年ꎬ ２０ 个乡镇测土配方施肥监测 ２０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５ 个ꎬ 长期定位监测建成化

验室 １ 座ꎮ 推广配方施肥技术ꎬ 玉米配方配肥 ９ 个ꎬ 大豆 ６ 个ꎬ 谷子 ９ 个ꎻ 有效配试验 １０
个ꎬ 分布在 ６ 个乡镇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ꎬ 采集土样 １１３４０ 个ꎬ 其中代表性剖面样 ６０ 个ꎬ 试验

前小区试验和大区试验基础土样 ７０ 个ꎬ 骨干土样 ６２０ 个ꎬ 试验植株样 １１４ 个ꎬ 大王秋农化

土样 １０４９６ 个ꎮ 确定玉米、 谷子、 大豆、 苹果等配方监测点 ２４ 个ꎬ 肥效试验点 ３３ 个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化肥使用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５－１ 单位: 吨

年份 氮肥 磷肥 年份 氮肥 磷肥

１９９０ ２０５０ ３２３ ２００１ １７６８６ ８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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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氮肥 磷肥 年份 氮肥 磷肥

１９９１ ２２９２ ５７５ ２００２ ２０６６８ １０５１０

１９９２ ２３９３ ７４２ ２００３ １７３６４ ８１４４

１９９３ ２５９８ ６３２ ２００４ １７７５５ ８１０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３６ ６５８ ２００５ １５０７１ ７３５９

１９９５ ３３０２ ７５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９７１ ７３２０

１９９６ ４３９２ １０５８ ２００７ １３６９７ ７２２０

１９９７ ４２３９ １０５６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３２ ５８０６

１９９８ ４８５０ ９２４ ２００９ １１１３８ ５６０８

１９９９ ４７５０ １０６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３５５ ５１１６

２０００ ４８９９ １２２２

第二节　 种植方式

１９９０ 年ꎬ 主要推广旱作农业增产技术有 ３ 项ꎬ 即水平沟、 丰产沟和川地大垄沟种

植ꎮ 粮食产量大幅增长ꎬ １９９４ 年夏粮亩产 １０７ 千克ꎬ 比 １９８８ 年亩产增产 ２７ 千克ꎻ 秋粮

亩产 ２０７ 千克ꎬ 比 １９８８ 年亩产增产 ３５ 千克ꎮ １９９６ 年夏粮亩产 １７０ ５ 千克ꎬ 秋粮亩产

１９５ 千克ꎬ 玉米亩产 ３９２ 千克ꎬ 大豆亩产 ９２ ６ 千克ꎬ 玉米、 大豆比 １９９２ 年分别亩产增

产 ４８ 千克、 １２ 千克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实施 “三法” 种植ꎬ 推广粮食增产技术ꎬ 粮食丰产工程建设ꎮ “三法” 种

植面积占总耕种面积的 ７０％ꎬ 增产粮食 ６７０ 万千克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１ 年大垄沟推广

１０３７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推广山地大垄沟玉米 １３６０ 亩ꎬ 亩产 ３５０ ~ ４００ 千克ꎬ 谷子亩产 ３００ 千克ꎬ

洋芋亩产 １５００ 千克ꎬ 最高亩产 ２５０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川口、 柳林、 李渠、 张坪、 梁

村、 河庄坪 ６ 个乡镇的 ８ 个行政村ꎬ 进行大垄沟和水平沟种植对比试验示范ꎬ 根据试验

示范结果显示ꎬ 山地大垄沟种植玉米亩产量增产率在 １９ ４９％ ~ ４１ ８２％ꎬ 大垄沟种植洋

芋亩产量增产率在 ５３ ４％~１１２％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大垄沟种植 ３５ 万亩ꎬ 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６２％ꎬ 大垄沟较平种

亩均增产 ３０ 千克ꎬ 可增产粮食 １０７１ 万千克ꎬ 增加产值 １０１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大垄沟种

植 ４８ 万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４１ ６ 万亩ꎬ 占作物种植面积的 ９２％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种植 ７ ２５７ 万亩

谷子ꎬ 平均亩产 １１６ ６ 千克ꎬ 比 １９９１ 年亩增 １１ ６ 千克ꎬ 增产 ８４１０１２ 千克ꎬ 增加产值

２１０ 万元ꎮ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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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年延安市大垄沟玉米种植产量调查对比统计表

　 表 ７－５－２

种植方式
行距

(厘米)
株距

(厘米)
密度

(株 /亩)
穗行数
(行)

行粒数
(粒)

穗粒数
(粒)

百粒重
(克)

亩产量
(千克) 增产率

川口乡
木禾峪

山地
大垄沟

１００ ３３ ２０２０ １４ ４９ ６８６ ３５ ４８５ １９ ４９％

沟湾地
玉米

６３ ３３ ２０２０ １４ ４６ ６４４ ３１ ２ ４０５ ９ —

柳林乡
鸡蛋峁

山地
大垄沟

１００ ３０ ２２２２ １４ ４７ ６５８ ３５ ５１１ ７ ４１ ８２％

沟湾地
玉米

６３ ５０ １８９９ １４ ４６ ６４４ ２９ ５ ３６０ ８ —

　 说明: 品种均为中单 ２ 号

１９９４ 年柳林乡鸡蛋峁大垄沟谷子产量调查对比统计表

　 表 ７－５－３

种植方式
行距

(厘米)
株距

(厘米)
密度

(株 /亩)
穗粒重
(克)

亩产
(千克) 比较

大垄沟 ５６ ８ ６ １３８４３ ３０ ６ ４２３ ６ ＋１２６％

水平沟 ５０ １２ １１１１２ １６ ９ １８７ ８ —

１９９４ 年柳林乡鸡蛋峁大垄洋芋与水平沟洋芋产量对比统计表

　 表 ７－５－４

种植方式 姓名 品种
面积
(亩)

行距
(厘米)

株距
(厘米)

密度
(株 /亩)

穴重
(千克)

亩产
(千克)

较水平
沟增产

增产率％

大垄洋芋 常开英 东北白 ２ ６６ ３３ ３０１６ ０ ９ ２７５４ ９ １４５９ １ １１２

大垄洋芋 武战高 东北白 １ ５ ８０ ２０ ６ ２９２４ ０ ６６ １９８８ ３ ６９２ ５ ５３ ４

大垄洋芋 郝耀金 东北白 ４ ６６ ７ ５０ １９９９ １ ０２ ２０３９ ７４３ ２ ５７ ４

水平沟
洋芋

郝振兴 东北白 １ ５５ ６ ４０ ２９４５ ０ ４４ １２９５ ９ — —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宝塔区部分乡镇大垄沟不同地块产量统计表

　 表 ７－５－５

乡镇 村名 作物 田块类别
面积
(亩)

株距
(厘米)

行距
(厘米)

密度
(株 /亩)

亩产
(千克)

李渠 解长沟 谷子 新修农田 １００ ０ ６７ ３３ ２８０００ ３５０

０５２



续表

乡镇 村名 作物 田块类别
面积
(亩)

株距
(厘米)

行距
(厘米)

密度
(株 /亩)

亩产
(千克)

李渠
刘家沟

登高峁

玉米 坝堤 ５０ ２５ ８３ ３２００ ６５０

玉米 山坡地 １１０ ４０ ７３ ２２７０ ３００

洋芋 山坡地 １００ ４０ ７３ ２２７０ ２０００

谷子 梯田 １００ １０ ２５ ２６７００ ３２９

张坪 张川 玉米 台地 ５０ ２８ ７ ８０ ２９０７ ７００

河庄坪 芦草湾
玉米 新修农田 ４５ ２８ ８３ ２７９０ ５００

谷子 新修农田 ７０ ０ ９ ３７ １８００ ３００

梁村 裴庄 洋芋 山坡地 １５ ４０ ７３ ２２７０ ３２２８

川口 木禾峪 洋芋 山坡地 １００ ５０ ７０ ２６５１ ２５１８

第三节　 良种推广

一、 良种繁育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良种繁育以自繁自用为重点ꎬ 进行玉米、 谷子、 大豆、 小麦、
洋芋等各类品种对比ꎬ 区域试验和玉米、 洋芋测土配方观察ꎮ 区、 乡两级分别引进良种

在重点村ꎬ 重点户进行试验示范ꎬ 取得可喜的效果ꎮ 中单 ２ 号、 户单 １ 号玉米ꎬ 农大

３６、 ４０７ 小麦ꎬ 金星 ２１、 ８０－８９ 水稻ꎬ 辽 ８１－５０５２ 大豆ꎬ 长龙晋汾 ７ 号ꎬ 变延谷ꎬ 晋西

高粱ꎬ 东北白洋芋ꎬ 乌蒙 ６８４、 中心 ２４ 洋芋等产量稳中有升ꎬ 各种种植在万亩以上ꎬ 共

９ ４ 万亩ꎬ 其中中单 ２ 号玉米占全区玉米面积 ５４％ꎮ
(一) 选种

谷子选种通过块选、 穗选、 水选等ꎬ 选出抗逆性强、 适合本地种植的品种ꎬ 晾晒后

收藏ꎬ 验看发芽率后适量下种ꎮ 每年用于再生产育种的种子占当年用种的 ９０％以上ꎮ 大

豆选种块选、 穗选、 粒选ꎬ 一般采用粒选办法ꎬ 使种子颗粒饱满ꎬ 色调一致ꎮ 小麦选

种ꎬ 捆选、 风选、 建立穗行围ꎬ 提纯复壮ꎬ 小麦选种量占小麦播种量的 ８０％以上ꎮ
(二) 制种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ꎬ 制种面积 １０５１０ 亩ꎬ 产种总量 １６ ８２ 万千克ꎬ 亩产 １６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５
年两杂制种面积 ２３３５ 亩ꎬ 总产 ３１ 万千克ꎬ 其中中单 ２ 号 ２４ 万千克ꎮ ２００４ 年玉米制种

４００ 亩ꎬ 产种 １０ 万千克ꎮ 常规繁育良种 １ ０３ 万千克ꎬ 津引 １ 号、 ８ 号脱毒洋芋 ２ 万千

克ꎬ 各类菜籽 １５５０ 千克ꎮ
二、 良种引进、 推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凡引进之良种都先经过多次区域试验示范而后推广ꎮ 小区试验———
观察抗病性、 耐旱性、 根系拓展、 穗位高低、 品质因素、 亩产量、 生长记录ꎮ 区域试验

示范———划定不同气候环境、 田块类别ꎬ 扩大预示面积、 跟踪、 生长全过程ꎮ 成熟时测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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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总结试验示范材料ꎬ 作出大面积推广鉴定ꎮ 对引进优良品种通过试验示范后ꎬ 进行

复查审定ꎬ 建立区、 乡两级试验示范网络ꎬ 主栽品种与搭配品种推荐制度ꎮ 粮食作物推

广品种玉米有: 屯玉 ５０、 航天 ２ 号、 丹玉 ６９、 郑单 ９５８、 先玉 ３３５、 强胜 １６ 等ꎻ 大豆品

种有晋豆 １２、 晋豆 ２３、 晋豆 ３０、 中黄 １３ 等ꎻ 谷子品种有晋谷 ４０、 长生 ０７ 等ꎻ 洋芋品

种有克新 １ 号、 津引 ８ 号等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引进优良品种 ５４ 个ꎬ 其中粮食作物 ３４ 个、
瓜菜 １９ 个、 亚麻 １ 个ꎮ 推广良种 １３８６ 万千克ꎬ 年平均 ２３１ 万千克ꎬ 占需种量 ８６ ２５％ꎮ
２００１ 年引进优良品种 ４７ 个ꎬ 推广良种 １１９７ 万千克ꎬ 其中玉米杂交种 ３５ ３ 万千克ꎬ 商

品洋芋良种 ７５０ 万千克ꎬ 良种推广普及率达 ９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推广各类优良品种 １００５ 万

千克ꎬ 其中克新 １ 号洋芋 ９５０ 万千克ꎬ 晋遗 １９ 号大豆、 晋丰 ７ 号谷子各 １５ 万千克ꎮ
三、 优良品种增产效益

１９９１ 年ꎬ 玉米播种面积 １０３５００ 亩ꎬ 平均亩产 ３２５ 千克ꎬ 总产 ３３６１４ 吨ꎬ 玉米主要

品种为中单 ２ 号、 农大 ６０、 户单 １ 号等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玉米播种面积 １０３４１０ 亩ꎬ 平均亩产

４９５ 千克ꎬ 总产 ５１２２２ 吨ꎬ 主要品种有屯玉 ５０、 航天 ２ 号、 丹玉 ６９、 郑单 ９５８ 等ꎬ 比

１９９１ 年亩产提高 １７０ 千克ꎬ 总产增加 １７６０８ 吨ꎬ 增产 ５２ ３８％ꎮ ２００８ 年谷子平均亩产比

１９９１ 年提高 ２４ 千克ꎬ 增加 ２３％ꎮ 豆类 １９９１ 年平均亩产 ７２ 千克ꎬ ２００８ 年亩产 １１６ ６ 千

克ꎬ 亩增产 ４４ ６ 千克ꎬ 增加 ６２％ꎮ 洋芋 １９９１ 年亩产 ６７０ 千克ꎬ ２００８ 年亩产 ８４５ 千克ꎮ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年ꎬ 推广谷子优良品种 (晋谷 ４０、 长生 ０７) 等 ２８ 万亩ꎬ 增加产值

６７２０ ４ 万元ꎬ 大豆 (中黄 １３、 晋豆 ２３) 等 １５ 万亩ꎬ 增加产值 １４８０ 万元ꎬ 玉米 (屯玉

５０、 航天 ２ 号) 等 ３６ ８ 万亩ꎬ 增产 ３６８０ 万千克ꎬ 新品种玉米播种面积新占比例达 ３８％ꎮ
全区主要农作物良种使用率 ９９ ６％ꎮ 农作物新品种使用率 ５７ ３％ꎮ 单位面积产量大幅上

升ꎬ 丹玉 ６９、 航天 ２ 号平均亩产 ８５０~９７０ 千克ꎬ 大豆中黄、 晋豆 ２３ 平均亩产 １８０ 千克

以上ꎬ 谷子长生 ０７、 晋谷 ４０ 平均亩产 ４５０ 千克以上ꎮ

第四节　 栽培技术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ꎬ 宝塔区组织 １３５ 名农业科技人员选定李渠等 １１ 个乡镇ꎬ 高峁湾等

８８ 个行政村进行玉米、 谷子、 马铃薯、 大豆等高产试验示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制定玉米、 谷

子、 马铃薯、 大豆栽培技术标准ꎮ
一、 玉米

选用品种　 普通品种以丹玉 ６９、 永玉 ３ 号、 豫玉 ２２、 郑单 ９５８ 为主ꎻ 单粒精品有先

玉 ３３５、 强胜 １６ 等ꎮ
播种　 大垄沟种植机播种植ꎬ 采用机开沟机械播种施肥种植ꎻ 大垄沟人工种植ꎬ 采

用机械或畜力开沟ꎬ 人工点播种植ꎻ 单粒机播种植ꎬ 选用单粒精品种子ꎬ 用单粒播种机

种植ꎮ 以 ４ 月 ５ 日开始播种ꎬ ５ 月 １０ 日结束ꎮ
田间管理　 喷施除草剂ꎬ 播种后地面喷施玉农思、 玉大壮除草剂ꎻ 春苗补苗ꎬ 缺苗

断垄及时催芽补种ꎻ 合理密植ꎬ 一般行距 ６０ ~ ８０ 厘米ꎬ 中晚熟品种留苗 ２８００ ~ ３０００ 株ꎬ
早熟品种一般留苗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株ꎻ 及时定苗ꎬ 三叶间苗ꎬ 五叶定苗ꎬ 单粒机播玉米不间

苗ꎻ 中耕培土ꎬ 拔节初期ꎬ 结合深中耕培土亩追施尿素 ２０~４０ 千克ꎮ

２５２



二、 谷子

选好茬口　 前茬以大豆、 洋芋为宜ꎮ
精选良种　 选择耐旱、 抗病、 生育期适中的优良品种ꎮ 播前将谷子晾晒 ２~３ 天ꎬ 用

清水洗除去杂质ꎬ 再用 ５％的盐水选种ꎬ 清水冲洗干净ꎬ 农药拌种后堆闷 １０ ~ １２ 小时ꎬ
晾干后即可播种ꎮ

适时播种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 日为适宜播期ꎬ 每亩用种量 ０ ４~０ ５ 千克ꎮ 播深 ３~５
厘米ꎬ 播后及时镇压ꎬ 确保全苗ꎮ

合理密植　 川台地每亩留苗 ２ ５ 万~３ 万株ꎬ 山坡地 ２ 万~２ ５ 万株ꎮ
田间管理　 及时定苗ꎬ 幼苗长到 “两叶一心” 时结合间、 定苗进行镇压、 蹲苗ꎬ 控

上促下ꎬ 促进根系生长ꎮ
中耕培土　 拔节初期中耕培土ꎬ 埋谷土 ２~３ 节ꎮ
三、 马铃薯

选用良种　 选用抗病、 耐干旱、 商品性的品种ꎮ
适时播种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６ 月 １０ 日播种ꎮ 播种时起垄 ８０ 厘米ꎬ 株距 ２０~２５ 厘米ꎬ 露

土 ６ 厘米左右ꎬ 亩留苗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株ꎮ
培土、 剪花　 ３~４ 叶时ꎬ 锄草培土ꎬ 中耕高培土ꎬ 打掉现蕾ꎬ 防止养分损失ꎮ
四、 大豆

选种播种　 选用抗病耐旱品种ꎬ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播种ꎮ 一般采用条播ꎬ 行距

４０~５０ 厘米ꎬ 亩播量 ４~６ 千克ꎬ 播种深度 ３~５ 厘米ꎮ
田间管理 　 早间苗ꎬ 留匀苗ꎬ 苗高 １０ ~ １３ 厘米ꎬ 三叶时定苗ꎬ 亩留苗 ８０００ ~

１４０００ 株ꎮ
中耕培土　 露真叶和 ３~４ 片叶时分次中耕ꎬ 封行前最后一次中耕培土ꎮ
追施化肥　 现蕾开花初期结合中耕ꎬ 追施尿素 １０ 千克ꎬ 开花初期喷施碳酸二氢钾

２ 次ꎮ
五、 技术培训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共举办各类学习班 ２６６２ 期ꎬ 各类培训班 ２５８０ 期ꎬ 参训人员 ８２６９０
人次ꎬ 现场会 ６３７ 次ꎬ 培训人员达 ８２６９０ 人次ꎬ 仅 １９９４ 年培训人员 １８５００ 多人次ꎮ 印发

各种技术资料 ２１００ 份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乡、 村为单位标准教学班 ４８ 个ꎬ 举办理论、 实践培训 １３０ 期ꎬ 参加学员

４２００ 名ꎬ 召开各类现场会 ２８ 场ꎬ 科技 “三下乡” ４ 次ꎬ 电教宣传培训 ４３ 场ꎬ 受训人员

２２０００ 人次ꎬ 印发技术宣传资料 ２ 万余册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培训区、 乡两级技术人员ꎬ 乡镇干部 ５ 期ꎬ 参加学员 ２６０ 人ꎮ 各类技术培

训会 ２５１ 场次、 ５７０００ 人次ꎬ 其中菜农 １５０００ 人次ꎬ 共发放各种技术资料 ４２０００ 份ꎬ 书

籍 ３２００ 本ꎬ 举办劳务输出培训班 ２００ 次ꎬ 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 ５０００ 人次ꎬ 输出合格劳

动力 ４３３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２９２ 场次ꎬ 农业实用技术 ５７０００ 人次ꎬ 绿色证书培训

２００ 人ꎬ “阳光工程” １５００ 人ꎬ 招收农村大、 中专教育学历生 １０９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科技教育培训农民 ４５０００ 人次ꎬ 开设中专蔬菜、 畜牧兽医班 ３ 个ꎬ 招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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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１２５ 名ꎮ
六、 地膜覆盖

１９９０ 年ꎬ 宝塔区地膜覆盖主要用于粮油、 瓜菜等ꎬ 使用量达到 １００８７４ 千克ꎬ １９９５
年农地膜使用量 １１７１４９ 千克ꎬ ２０００ 年农地膜使用量 １２５５３３ 千克ꎬ ２００５ 年农地膜使用量

１７０７３８ 千克ꎬ ２０１０ 年农地膜使用量 ２６７７８３ 千克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使用农地膜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５－６ 单位: 千克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１９９０ １００８７４ ２００１ １４１２３５

１９９１ ２３４５１２ ２００２ １４１８７２

１９９２ ３０５９１０ ２００３ １３７１１６

１９９３ １１８６７３ ２００４ １６１１４３

１９９４ ２０４３２１ ２００５ １７０７３８

１９９５ １１７１４９ ２００６ １７５５５７

１９９６ １００５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８６２２２

１９９７ ２４７６０３ ２００８ １６９０７４

１９９８ １０９１３１ ２００９ ２４８５５８

１９９９ ９２６８１ ２０１０ ２６７７８３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５３３

第五节　 植物保护

一、 监测预警

１９９０ 年ꎬ 植保站固定 ２ 名病虫害测报员和 ５ 名兼职测报员ꎬ 全区四个不同区域设定

测报点ꎬ ２３ 个乡镇 (村) ３５ 名农技员采取固定科技户、 固定田块ꎬ 定时、 定点进行观

察和测报ꎮ 开展病、 虫、 鼠害中、 长、 短期预报ꎮ 采用黑光灯诱成虫、 谷草把诱卵、 田

间调查、 农业气象等办法ꎬ 严密监测病虫发生动态ꎬ 计算发生量和发生期ꎬ 及时发布病

虫情报ꎬ 为政府和农民提供预防信息和防治办法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共发布玉米、 谷子、 大豆、 洋芋、 小麦和果树病虫情报 ６８ 期 ２４５

份ꎬ 防治面积 ３０９３３１６ 亩ꎬ 年平均预报准确率 ９５ 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扩大监测规模ꎬ 按粮、 果、 蔬、 草四大类灾害实施统防、 综防、 控防ꎬ

网、 带点状结合预防的机制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区发布病虫情报 １５ 期ꎬ 准确率 ８５％以上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监测到迁飞性、 暴食性重大虫害 “草地螟”ꎬ 将对农作物构成重大

威胁ꎮ 植保专家研究分析和解剖鉴定ꎬ 此次沉降草地螟均是无抱卵成虫ꎬ 只是路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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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ꎬ 不会停留危害ꎬ 监测准确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植物防治布局ꎬ 分区域设立 １８ 个病虫与鼠害监测点ꎬ 其中农作物监测点 ３

个ꎬ 苹果 ４ 个ꎬ 蔬菜 ４ 个ꎬ 牧草、 蝗虫各 １ 个ꎬ 鼠情 ３ 个ꎬ 专业测报场 １ 个ꎮ
二、 防虫治病

(一) 农作物病、 虫防治

农作物病、 虫主要有黏虫、 红蜘蛛、 麦蚜、 玉米螟、 荞麦钩翅蛾、 草地螟、 金针

虫、 地老虎、 粟灰螟、 二十八星瓢虫、 斑毛虫、 豆芫菁、 谷子白发病、 谷子粒黑穗病、
谷瘟、 玉米丝黑穗病、 玉米大小斑病、 病毒病、 马铃薯早晚疫病等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防治病、 虫害面积 ４４ ９３ 万亩ꎬ 使用各类农药 ４１３４０ 千克ꎬ 药剂拌种

１４８２５ 亩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共防治 ６６８５５４ 亩ꎬ 其中玉米 １９８６００ 亩、 谷子 １６８５００ 亩、 洋

芋 ８４０２０ 亩、 荞麦 ４１８３３ 亩、 小麦 ４７０００ 亩、 苹果 １０９３１０ 亩、 蔬菜 ８４９１ 亩、 柠条 １０８００
亩ꎬ 使用各类农药 １３５７８３ 千克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发生大面积黏虫害ꎬ １６８０００ 亩谷子受到严重威胁ꎮ 区委、 区政府号

召全区农民行动起来ꎬ 采取统防统治的办法消灭黏虫ꎮ 植保、 农技干部逐乡深入田间指

导农民防治ꎬ 出动东方红 １８ 型机动喷雾器 １８６ 台ꎬ 其他型号喷雾器 ９００ 余台 (件)ꎬ 开

展黏虫歼灭战ꎬ 共防治面积 １６ 万亩ꎮ 梁村、 张坪、 蟠龙等乡镇同时发生柠条豆荚螟大

面积虫害ꎬ 植保站 １３ 名技术干部背负东方红 １８ 型喷雾器ꎬ 携带 １６０５ 农药展开防治ꎬ 效

果显著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推广低容量喷雾六六粉、 甲敌粉防治荞麦钩翅蛾和粟灰螟ꎬ 万花山、 蟠龙

两乡镇 ８０００ 亩谷子、 ２０００ 亩荞麦免遭粟灰螟、 钩翅蛾危害ꎬ 其中万花山乡谷子总量由

２０ 万千克增产到 ５０ 万千克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川口乡枣园村发生玉米丝黑穗病ꎬ 平均病株率为 １５ ３％ꎬ 个别地块病株率

达 ３５％ꎮ 采取摘除病孢深埋办法ꎬ 用手握塑料袋包住病孢ꎬ 然后剪除ꎬ 防止孢子洒落地

面和污染健株ꎬ 使损失降到最低限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 ５００００ 亩农田发生灰象甲螟ꎮ 灰象甲俗称象鼻虫、 灰老道ꎬ 两年发

生一代ꎬ 主要危害谷子、 玉米、 花生、 豆类、 瓜菜等ꎮ 虫害平均百株有虫 ６８ 头ꎬ 甘谷

驿镇背河村平均百株有虫 １７０ 头ꎬ 个别单株有虫 １３ 头ꎮ 用四周挖封锁沟ꎬ 沟宽、 沟深各

４０ 厘米ꎬ 放新鲜或腐败的杂草诱集成虫ꎬ 集中杀死或利用该虫群集性和假死性于 ９ 时前

或 １６ 小时后进行人工捕捉捕杀成虫ꎮ 喷洒 ９％晶体敌百虫或 ８％敌敌畏乳油 ８００ 倍液ꎬ
或 ４ ５％高效氯氰菊酯乳油 １８００ 倍喷雾ꎬ 均有较高防效ꎮ

(二) 蔬菜病、 虫防治

宝塔区域内蔬菜病、 虫主要有菜青虫、 烟青虫、 白粉虱、 蚜虫、 潜叶蝇、 甘蓝夜

蛾、 二十八星瓢虫、 黄瓜霜霉病、 西红柿早晚疫病、 白粉病、 茄子黄萎病、 辣椒疫病

等ꎮ 蔬菜使用溴氰菊酯、 速灭杀丁等高效低度、 低残留农药防治甘蓝夜蛾、 菜青虫、 烟

青虫ꎬ 对保产起到很好的效果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引进推广代森锰锌、 代森铵、 甲基托布津、 多菌灵等ꎬ 防治番茄早

晚疫病、 黄瓜霜霉病、 辣椒疫病有较好的防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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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ꎬ 蔬菜温室大棚和中小弓棚数量增加ꎬ 种植田块相对集中ꎬ 引进种子品种

多ꎬ 棚内通风排污、 阳光杀菌有限ꎬ 病源滋生和相互传染ꎬ 病虫害防治措施多变ꎬ 药剂

品种名称繁杂ꎬ 防治难度愈来愈大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枣园镇盐店子村温室大棚中示范绿色

防控技术ꎬ 悬挂黄板 ２０００ 张ꎬ 安装防虫网 １５８ 张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使用低浓度、 低残留的环保、 安全的新农药ꎬ 引进推广朴力克、 大

生米－４５、 杜邦克露、 霜霉威小剂等保护加铲除剂ꎬ 利用害虫的各种活动习性ꎬ 推广黄

板诱杀驱虫剂、 避虫网等ꎮ
(三) 果树病、 虫防治

果树病、 虫主要有苹果腐烂病、 早期落叶病、 炭疽病、 轮纹病、 食花金龟甲、 桃小

食心虫、 苹果小食心虫、 金纹细蛾、 山楂叶螨、 苹果黄蚜等ꎮ
苹果树腐烂病一般采取修剪、 刮皮、 涂药、 嫁接、 清园进行防治ꎬ 在病发初期喷波

尔多液、 石硫合剂预防ꎮ 严重果园用刀刮除烂皮病疤ꎬ 涂抹 １０ 倍强力克菌清ꎬ 还可涂

黄泥ꎮ 用塑料包起ꎬ 抑制交叉感染ꎬ 减轻危害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防治面积 １ ５ 万亩ꎮ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９ 年ꎬ 防治面积 ４ ８ 万亩ꎬ 采取树上

喷 １６０５ 农药ꎬ 树冠喷 ３９１１ 后用锄浅锄ꎬ 有效控制苹果食花金龟甲和桃小食心虫的危害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ꎬ 推广苹果无公害防治新技术ꎬ 根据害虫成虫的趋光性ꎬ 利用频屏

式、 太阳能杀虫灯诱杀果园害虫的成虫技术ꎻ 根据蚜虫的趋黄性ꎬ 利用黄板诱杀果园蚜

虫技术ꎻ 根据害虫的趋味性ꎬ 利用性诱剂诱杀果园害虫成虫技术ꎻ 捕食螨防治果园害螨

技术ꎻ 推广生物活体农药、 生物源农药、 超高活性化学合成农药防治果园病害技术ꎮ 其

中ꎬ ２００１ 年苹果病虫害防治 ８６ 万亩ꎬ ２００５ 年 ９８ 万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果实套袋 １１ ８ 亿只ꎬ 病虫防治 １０２ 万亩ꎮ 柳林镇后孔家沟及四十里铺村

推广现代防治新技术ꎬ 实施绿色植保苹果无公害防治ꎬ ２３００ 亩安装杀虫灯 １６ 台ꎬ 悬挂

诱捕金纹细蛾、 桃小食心虫、 苹果卷叶蛾性诱剂诱捕器 ４６００ 个ꎬ 悬挂黄板 １５００ 张ꎮ 防

治效果倍增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川口、 官庄、 柳林、 姚店等乡镇太阳能杀虫灯、 粘虫板、 诱虫带的综合立

体无公害防治技术示范区 ２ 万亩ꎬ 安装杀虫灯 ５７６ 台ꎬ 悬挂诱捕器 ２０００ 个ꎬ 悬挂诱杀蚜

虫、 飞虱黄板 ９０ 张ꎮ 全区果实套袋 １５ ４ 亿只ꎬ 病虫防治 １２７ 万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病、 虫防治 ３０ 万亩ꎬ 有机苹果认证 １ ２ 万亩ꎬ 农药由 ２３ 种下降到高效、

低毒生物农药 １２ 种ꎬ 推广环保器械 ３ 种ꎮ 柳林镇新茂台、 九沟—杨家畔村示范区实施禁

用化学农药ꎬ 推广果实套袋、 建诱虫带、 高科技杀虫灯、 粘虫板、 捕杀器等绿色食品技

术ꎬ 全镇 １ 万亩苹果获得有机认证ꎮ
三、 鼠害防治

宝塔区危害农田的鼠类主要有: 中华鼢鼠、 达乌尔黄鼠、 达乌尔鼠兔等ꎮ 玉米、 小

麦播种后出现缺苗断垄大多是中华鼢鼠所致ꎮ 一般采取投药、 安弓、 支架、 追挖等灭鼠

技术ꎬ 开展专业队与群众捕打相结合和集中捕打与经常性捕打相结合的办法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投磷锌、 大隆等鼠药 ８０ 千克ꎬ 各种捕打工具 ３６７５７ 件ꎬ 灭鼠 １０５００ 只ꎬ

挽回损失 １５０ 多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捕打灭鼠 ８５０００ 只ꎬ １９９６ 年 ９６０００ 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柳林镇

捕打一只瞎狯奖励 ７ 元ꎬ 全年共灭瞎狯 ６３００ 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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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ꎬ 引进欧丽 ６ＨＹＣ １５ 型热力烟雾机防治ꎬ 将柴油和敌敌畏 ２５ ∶ １ 混合 (５ 升

柴油 ＋ １５ 克敌敌畏)ꎬ 洞口喷雾ꎬ 捕杀效果明显ꎬ ２０１０ 年全区各乡镇全面推广ꎮ 种子处

理ꎬ 用 ６９０ 或唑醇悬浮种衣剂ꎬ 每 ５０ 千克种子用 ５ ~ １００ 毫升药剂拌种ꎬ 减轻玉米丝黑

穗病的危害ꎬ 发病率下降 １５％~２０％ꎮ
四、 植物检疫

１９９０ 年ꎬ 地检 １５ 次ꎬ 受检面积 ８５００ 亩ꎬ 调运检疫 １０５ 批次ꎬ 其中苗木 １５ 万株ꎬ 玉

米 ２８ 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调运检疫 １２０ 批次ꎬ 其中苹果 ７２０ 吨ꎬ 苗木 ２０ 万株ꎬ 玉米 ７ 吨ꎮ 产地检疫

１０ 次ꎬ 受检面积 １００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有害生物普查 ３００ 万亩ꎬ 发现有害生物 １２９ 种ꎬ 未发现全国检

疫对象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５ 年签发良种、 苹果等检疫证 ８５０ 份ꎬ 受检 １ 万吨ꎬ 检疫合格率

达 ８５％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检疫普查 １８ 个乡镇、 ６４５ 个村、 １３７０８ 户ꎬ 普查面积 ３１ ８１ 万亩ꎬ 其中果

树面积 ２９ ４２ 万亩ꎬ 普查株数 ２５９４８５２ 株ꎬ 占全区苹果树面积 ６５ ４％ꎻ 农作物面积 ２ ３９
万亩ꎬ 占全区农作物总面积的 ５ ３％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检疫抽查 ７５６ 车次ꎬ 果品 ６３３１ ５６ 吨ꎬ
办理调运检疫 ５８０ 批次 ６８００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设立农业有害生物检测点 ２１３ 个ꎬ 悬挂三角形诱捕器 ４３０ 个ꎬ 专人负责ꎬ
定时监测ꎬ 严防疫病传入区内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使用农药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５－７ 单位: 千克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１９９０ ６８８９３ ２００１ ３４８５６

１９９１ ８７２２６ ２００２ ４１６３８

１９９２ ９４０４６ ２００３ ３７１０１

１９９３ ４９４０４ ２００４ ３６３１９

１９９４ ４２７８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９４８

１９９５ ９４６５９ ２００６ ２２３６０

１９９６ ７４６３６ ２００７ ２３０８４

１９９７ ６５７６７ ２００８ ２８２５６

１９９８ ４７１７５ ２００９ ２３９２８

１９９９ ４１１９６ ２０１０ ２３９２１

２０００ ４２０１６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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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农村能源建设

１９８１~１９９６ 年ꎬ 农村能源建设工作分别由延安市农委、 蔬菜站负责管理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年由宝塔区农委负责计划实施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农村能源建设办公

室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事业编制 ５ 名ꎬ 与农业局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农村能源

建设办公室单设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性质ꎬ 编制 ５ 名ꎬ 隶属于区农业局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

主任 １ 名ꎮ ２０１０ 年农村能源建设办公室编制 ７ 人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１ 名ꎮ
一、 沼气池建设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ꎬ 延安市在南泥湾、 麻洞川、 蟠龙、 冯庄、 丁庄、 河庄坪等乡

镇建设沼气池ꎬ 建造技术是土法上马ꎬ 即在地下挖个坑ꎬ 夯实地基ꎬ 坑四周用红胶土密

封ꎬ 接一根管子出来后便可使用ꎬ 做法简单ꎬ 技术简陋ꎮ 枣园供销社在院内建造一个沼

气池ꎬ 获得成功ꎬ 接管后办公室、 营业门市灯光明亮ꎮ 李渠镇周家湾村及周边几个村建

沼气池约 ５０ 口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万花山乡罗崖村建成 “四位一体” 沼气池 １ 个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建成 “四

位一体” 沼气池 ２９ 口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建设沼气池 ８７９ 口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９
年设计出 “自压循环式沼气池” 技术ꎬ 建成 ２７０ 口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３０ 日ꎬ 农业部西北地区沼气技术培训班在延安举行ꎬ ２００ 多人参

观松树林乡高尧村沼气池建设ꎮ 年内ꎬ 引进推广 “旋流布料自动循环高效沼气池” 建设

新技术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建成沼气池 ６１５４ 口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３ 年设计建设 “暖棚式双

排太阳能猪舍” “单排太阳能猪舍”ꎮ ２００４ 年先后设计并建设 “拱棚式太阳能牛棚” “拱
棚式双排太阳能牛棚” “猪舍混合型太阳能暖棚”ꎬ 产能、 利用率、 取暖效果大幅提升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建成沼气池 １３４９ 口ꎬ 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对柳林镇孔家沟村的在建沼气池和

利用进行考察ꎮ 澳大利亚摄制组就宝塔区 “围绕农村沼气建设对人类生活改善和生态环

境改变” 这一主题进行采访和拍摄ꎮ
二、 太阳能利用

２００８ 年ꎬ 农村新能源建设以质量第一、 科技配套集中连片的原则ꎬ “地下建池、 池

上建圈、 圈上建棚、 圈旁建厕、 厕内洗浴” 的模式ꎬ 利用沼气配套的厕所ꎬ 通过地面和

四壁铺设瓷砖ꎬ 安装换气窗和推拉门ꎬ 改造成卫生间、 洗澡间ꎬ 并在顶部安装太阳能热

水器ꎬ 便可洗澡ꎬ 是保障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全区共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３０６
台ꎬ 合格率和利用率均达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３２８ 台ꎬ 合格率和利用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１４９ 个村共配套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１２００ 台ꎬ 安装合格率

和利用率均达 １００％ꎮ

８５２



第六章　 畜　 牧

第一节　 畜牧机构

１９７９ 年ꎬ 延安市革命委员会畜牧局成立ꎬ 下设畜牧站、 兽医院、 奶牛场、 种畜场、
种猪场ꎮ １９８１~１９９３ 年改称延安市畜牧局ꎮ １９９３ 年机构改革中ꎬ 畜牧局更名为延安市畜

牧业总公司ꎬ 为具有行政职能行业领导双重责任的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ꎮ 下辖畜牧

站、 种畜场、 奶牛场、 种猪场、 兽医院、 检疫站、 养鸡服务公司 ７ 个单位及 ２４ 个乡镇兽

医站ꎮ 主管全区畜牧业生产年度计划ꎬ 实施畜牧业生产任务和目标ꎮ 引进畜禽优良品

种、 养殖示范、 先进技术的推动及应用ꎮ 对农民和科技人员的培训ꎬ 督促检查畜牧业政

策落实ꎬ 保护农民在发展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ꎬ 维护其合法的经济利益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畜牧业总公司更名为宝塔区畜牧局ꎬ １９９８ 年更名为宝塔区畜牧事业管理

局ꎬ 担负生产发展、 防疫治病、 畜牧执法职责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成立宝塔区草原监理站ꎬ 负责

全区草原建设与管护工作ꎬ 具有执法检查处罚职责ꎮ ２４ 个乡镇兽医站因 ４ 个乡镇合并ꎬ
机构改革随之裁减 ４ 个 (张坪、 下坪、 碾庄、 丁庄站)ꎬ 全区乡镇兽医站 ２０ 个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ꎬ 畜牧兽医体制改革ꎬ 撤销宝塔区畜牧事业管理局ꎬ 组建宝塔区畜牧兽医局ꎬ 为畜

牧行政管理机构ꎬ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ꎬ 具有畜牧兽医执法职能ꎮ 同时ꎬ 撤销宝塔区

动物检疫监督站ꎬ 组建宝塔区动物卫生监督所ꎻ 将宝塔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更名为宝塔

区畜牧技术推广站ꎮ 组建宝塔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与畜牧技术推广站实行两块牌

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畜牧兽医局有干部职工 １９４ 人ꎬ 其中专业人员 ８３ 人ꎬ
高级职称 １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４ 人ꎬ 初级职称 ２８ 人ꎮ

第二节　 畜禽品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ꎬ 畜禽品种改良工作愈来愈受到重视ꎬ 良种

化率提高ꎮ
一、 家畜品种

(一) 牛、 马

以牛为主ꎬ 马、 驴、 骡次之ꎮ 牛分为役牛、 奶牛两种ꎮ 牛的役用价值逐渐减弱ꎬ 肉

牛的使用价值越来越高ꎮ 马、 驴、 骡三种牲畜使用价值越来越小ꎬ 大幅度淡出市场ꎮ
１９８９ 年底大家畜总存栏量 ３８ 万头 (匹)ꎬ １９９７ 年底大家畜存栏 ５６７４６ 头 (匹)ꎬ 其中牛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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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５１ 头ꎬ 马 １８２１ 匹ꎬ 驴 １０１６４ 头ꎬ 骡 ２３１０ 头ꎮ ２００８ 年大家畜存栏 ２７１８２ 头 (匹)ꎬ 其

中牛 ２５２１４ 头、 马 ８ 匹、 驴 １７６１ 头、 骡 １９９ 头ꎮ ２０１０ 年大家畜存栏 ２６４７０ 头 (匹)ꎮ 全

区奶牛饲养量 ７８０ 头ꎬ 除区奶牛场、 市种畜繁殖场饲养 １２５ 头外ꎬ 均为 ８６ 户个体饲养ꎬ
主要分布在城郊的柳林、 万花山、 枣园、 桥沟、 河庄坪、 李渠等乡镇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大家畜养殖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６－１

年份 牛 (头) 马 (匹) 驴 (头) 骡 (头) 合计 [头 (匹) ]

１９９０ ２７６０２ ６１６ １０４９４ １９２６ ４０６３８

１９９１ ２７５７８ ４７９ １０２２４ ２２８７ ４０５６８

１９９２ ３１２９８ ４７９ １０７８６ ２３３８ ８１２０６

１９９３ ３２４４６ ６０２ １０２０５ ２４１８ ４５６７１

１９９４ ３２０６４ １０４２ １２３８７ ３１２９ ４８６２２

１９９５ ３４５８２ １０８６ １１６４５ ３４６８ ５０７８１

１９９６ ３５６３５ １５１４ １１９９２ ４１７２ ５３３１３

１９９７ ４２４５１ １８２１ １０１６４ ２３１０ ５６７４６

１９９８ ４７０９５ １０８９ ７２２１ １７９５ ５７１６４

１９９９ ３４６３０ ９０８ ６５３２ １０８９ ４３１５９

２０００ ３２５６２ ６２０ ９０４３ １３４６ ４３５７１

２００１ ３７１３１ ２２５ ３７２８ ９４３ ４２０２７

２００２ ３８１３９ ８３ ４０８２ ７４３ ４３０４７

２００３ ２４６４５ ２９ ２３８６ ６５８ ２７７１８

２００４ ３２５０７ ３０ ２０７７ ５８８ ３５２０２

２００５ ３３８３９ ３０ ２１１６ ５６２ ３６５４７

２００６ ３４０７２ ２６ ２２０２ ５０８ ３６８０８

２００７ ３２３８６ ２４ １９８９ ４４５ ３４８４４

２００８ ２５２１４ ８ １７６１ １９９ ２７１８２

２００９ ２３２２６ ４８ １６２６ ３２１ ２５２２１

２０１０ ２４８１５ ３７ １４８４ １３４ ２６４７０

(二) 猪

猪肉位居延安城乡居民消费第一大类肉食品ꎮ 从 ２０００ 年之后ꎬ 群众养猪食肉猛增ꎬ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７２３８４ 头增长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５ 万头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万花山乡徐寨村个人筹资

０６２



３８０ 万元ꎬ 建成养猪配套圈舍ꎬ 完成一期工程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增加投资到 ５００ 万元ꎬ 引进、
补充适繁母猪 ６００ 头ꎬ 生产场区 ２ ８ 万平方米ꎬ 建成标准化猪舍 ８ 栋ꎬ 消毒防疫、 饲料

加工库房、 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 ６０００ 平方米ꎮ 采用陕西正大集团养殖模式ꎬ 年生产良种

猪 １ 万头ꎬ 月平均出栏仔猪 ９００ 头ꎬ 年出栏良种仔猪 １ ２ 万头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ꎬ 甘谷驿

小张沟村三元商品猪繁育基地投资 ３６０ 万元兴建的养殖基地ꎬ 建成高标准圈舍 ８ 个ꎬ 年

生产仔猪 ６０００ 头ꎮ 松树林乡、 青化砭镇等乡镇也有千头以上的养殖场ꎮ 南泥湾镇、 冯庄

乡、 元龙寺乡饲养百头以上养猪户 ５０ 户ꎮ 全区商品猪良种率 ９２％以上ꎮ 枣园镇刘家河

现代化生猪育肥园占地 ２ 公顷ꎬ 基础设施投资 ２８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动工ꎬ １０ 月底建成

并投产ꎬ 棚内育肥整体设计从温度、 供料饮水、 防疫等全部程序化ꎬ 以每亩棚饲养 ５５０
头ꎬ 一次饲养 ２２００ 头ꎬ 年出栏 ６０００ 头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猪养殖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６－２ 单位: 头

年份 猪 年份 猪

１９９０ ４２５８８ ２００１ ７１７４７

１９９１ ４４０８４ ２００２ ８１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４４８２３ ２００３ ６６４７５

１９９３ ４７９４５ ２００４ ６９２０７

１９９４ ５３０６８ ２００５ ６４５４２

１９９５ １０７２３９ ２００６ ６４１８２

１９９６ １０１９７８ ２００７ ６８９３２

１９９７ １００５１５ ２００８ ７８１５１

１９９８ １１０２６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０９８０

１９９９ ８７６３３ ２０１０ １５００３７

２０００ ７２３８４

(三) 羊

宝塔区区内乔灌林保存面积 ２００ 多万亩ꎬ 天然草场面积保留 １６９ ９ 万亩ꎬ 载畜量大ꎬ
羊是农村农民一项优势产业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羊饲养量达 ２８５００１ 只ꎬ 其中绵羊 ２０７５３ 只ꎬ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国家实施 “退耕还林ꎬ 封山禁牧ꎬ 个体

承包ꎬ 以粮代赈” 政策ꎬ 全区开始推行封山禁牧ꎬ 当年羊存栏降至 ５０４６９ 只ꎮ ２０００ 年以

后ꎬ 区推行舍养给予多种扶持办法ꎬ 养殖产业呈现恢复性增长ꎬ ２００８ 年末羊存栏 ２６８７９
只ꎬ ２０１０ 年末存栏 ４０１９９ 只ꎮ 白绒山羊、 布尔山羊、 小尾寒羊、 槐羊、 黄羊等小量

饲养ꎮ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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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羊养殖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６－３ 单位: 只

年份 山羊 绵羊 合计

１９９０ １５１９０９ ３３９７７ １８５８８６

１９９１ １５６７２２ ３１１２９ １８７８５１

１９９２ １６７３６１ ２８６１２ １９５９７３

１９９３ １８１１７３ ２７０００ ２０８１７３

１９９４ ２２１４５９ ３１６７９ ２５３１３８

１９９５ ２４３１５０ ２７７７４ ２７０９２４

１９９６ ２６４２４８ ２０７５３ ２８５００１

１９９７ ２１９３９１ １１１８１ ２３０５７２

１９９８ １５７３４１ ４９０４ １６２２４５

１９９９ ４５５７１ ４８９８ ５０４６９

２０００ ７１９０６ ５８１１ ７７７１７

２００１ ９８５１５ ２３８１ １００８９６

２００２ １９２４９３ ３２２０ １９５７１３

２００３ ５７９４９ １１２４ ５９０７３

２００４ １９７２８ １０８８ ２０８１６

２００５ １２９５８ ４９４ １３４５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８７３ ３９１ １４２６４

２００７ ２７５６７ ４４５ ２８０１２

２００８ ２６８６４ １５ ２６８７９

２００９ ３４８９８ １７ ３４９１５

２０１０ ４０１８１ １８ ４０１９９

二、 家禽品种

养殖家禽以鸡为主ꎮ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蛋鸡的品种主要有罗斯、 海兰、 罗曼等几个优良

品种ꎻ 肉鸡品种有肉杂鸡、 黄鸡、 麻鸡等ꎮ ２００１ 年底ꎬ 全区养鸡总量为 ６８ １６ 万羽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治平养殖公司先后投资 １５００ 万元ꎬ 挖山填沟约 ８０ 万立方米ꎬ 造地

７ ５ 公顷ꎬ 建设养鸡基地ꎮ ２００９ 年存栏商品代蛋鸡 ５ ４ 万羽ꎬ 年产鸡苗 ４０ 万羽、 鲜蛋

２００ 万千克、 活鸡 １５０ 万千克ꎬ 首创陕北最大的蛋、 肉鸡生产基地和鸡饲料科研、 种源

２６２



示范基地ꎮ 宝塔区绿壳蛋鸡父母代种鸡场位于元龙寺乡ꎮ 绿壳蛋鸡又称黑凤乌鸡ꎬ 亦名

黑羽乌鸡ꎬ 体型小ꎬ 行动敏捷ꎬ 产蛋 ９５％以上为绿色蛋壳ꎬ 故称绿壳蛋ꎬ 它富含脑磷

脂、 中神经磷脂ꎬ 属于高维生素、 高微量元素、 高氨基酸、 低固醇、 低脂肪ꎮ 因此ꎬ 被

专家誉为 “鸡蛋中的人参”ꎬ 是极为理想的营养保健品ꎮ 绿壳蛋鸡系轻型鸡ꎬ 抗病能力

强ꎬ 适应性能广ꎬ 饲养成本低ꎬ 经济效益高ꎬ 特别适合农村散养、 草地放养形式的生态

养殖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首先在元龙寺乡两个村 ４０ 户、 每户 ５０ ~ １００ 只的规模以散养的形

式进行ꎬ 经过三年试养ꎬ 经济效益可观ꎬ 每枚鸡蛋平均售价 １ 元左右ꎬ 养殖户平均纯收

入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上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养鸡总量为 １０６ ７３ 万羽ꎮ 绿壳蛋鸡以元龙寺乡为主ꎬ 甘谷驿、 贯屯、

冯庄等 ４ 个乡镇 ２６０ 户养殖存栏 １ ５ 万羽ꎮ 同年ꎬ 投资 ２０ 多万元注册成立 “宝塔区黑羽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ꎬ 建成 ２０００ 羽绿壳父母代种鸡场ꎬ 从江西省引进良种父母代种鸡

２０００ 羽ꎬ 可向养殖户提供 １０ 万羽母雏鸡苗ꎮ 此外ꎬ 鸭和鹅饲养量比较少ꎬ 主要分布在

水源较为充足的松树林、 麻洞川、 南泥湾、 川口、 柳林等地ꎬ 采取传统的饲养方式ꎬ 从

事家庭养鸽、 鸵鸟等甚少ꎬ 一般为自养自食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鸡养殖数量统计表
　 表 ７－６－４ 单位: 万羽

年份 鸡 年份 鸡

１９９０ ２７ ６ ２００１ ６８ １６

１９９１ ２７ ６８ ２００２ ７９ １８

１９９２ ２８ ９７ ２００３ ６８ ４２

１９９３ ２９ ８９ ２００４ ６６ １６

１９９４ ３０ ３ ２００５ ５５ ７

１９９５ ４０ ６１ ２００６ ５３ ２２

１９９６ ４１ ９５ ２００７ ５５ １９

１９９７ ４０ ６７ ２００８ ８１ ６５

１９９８ ４１ １ ２００９ ９２ ０３

１９９９ ５２ ８ ２０１０ １０６ ７３

２０００ ６３ １３

第三节　 良种引进与推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全区从关中引进秦川牛种和黄牛改良种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川口、
李渠等乡镇实施黄牛人工授精 ４０５ 头ꎬ 种公牛 ７６ 头ꎬ 引进西门塔尔牛、 红安格斯、 利木

赞等多个世界著名的肉用牛冷精液改良ꎬ 两年共改良杂交 ２ 万头ꎬ 其中利木赞、 西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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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红安格斯改良牛 ６６０ 头ꎬ 淘汰土种公牛、 混杂种牛 ２８０ 头ꎬ 良种率达 ８５％以上ꎮ
１９９２ 年开始白绒山羊改良ꎬ 并形成毛、 绒、 肉同时兼用型山羊发展趋势ꎬ 耐逆性强、 易

饲养ꎬ 毛、 绒比普通山羊产量高出一倍ꎬ 肉产量增长 ４０％ꎮ 同时ꎬ 引进少量北京黑、 长

白、 大约克夏ꎬ 肉型品种ꎬ 以杜洛克为父本的三元杂交、 四元杂交的商品猪ꎬ 南泥湾镇

三台庄村ꎬ 甘谷驿镇小张沟村ꎬ 分别从杨凌、 河北省引进斯格尔瘦肉型杂种猪 ３００ 头ꎮ
１９９７ 年由陕北黄土高原研究所将安哥拉山羊引入ꎬ 并在南泥湾建成安哥拉山羊试验场ꎬ
极大推动羊改良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底安哥拉山羊发展到 １ 万只ꎬ 成为全省最大的马海毛生产

基地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从山东、 河南、 四川、 宝鸡等省市地区引进小尾寒羊 ３８０ 只、 槐羊 １８０
只、 黄羊 ２３０ 只ꎬ 极少量布尔山羊等品种ꎬ 开展肉用羊杂交改良试验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绒山

羊顺利通过国家鉴定验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畜牧站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评为陕北绒山羊培育先

进集体ꎬ 正式命名的 “陕北绒山羊” 品种获 “十五” 期间陕西省十大农业科技成果奖ꎬ
区畜牧站站长乔琳获省农业厅陕北绒山羊品种培育突出贡献奖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斯格尔瘦肉型

杂种猪比例占到 ９０％ꎮ 全区禽类良种率达 ８０％ꎮ 奶牛优良品种引进黑白花ꎬ 并用上海、
北京种公牛站优良冷精液进行人工授精ꎮ

第四节　 饲草饲料

一、 天然草场

１９９６ 年全区土地调查结果显示ꎬ 由于植树造林、 草场整地、 石油开发等原因ꎬ 全区

草场面积 １０６ 万亩ꎻ 草场类型主要以山地灌木林、 草丛类草场和农林间隙类草场为主ꎻ
全区各乡镇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ꎬ 主要草种有胡枝子、 白刺花、 铁杆、 针茅、 茵陈蒿、
野豌豆、 毛油子、 野西米、 猪耳朵、 羊耳朵等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ꎬ 灭荒造林 １５ 万亩ꎬ 全区天然草场保留面积约

９０ 万亩ꎬ 同时退耕还林、 封山禁牧政策的全面推行ꎬ 天然草场植被恢复迅速ꎬ 产草量大

大提高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连续三年监测结果显示ꎬ 天然草场亩均产鲜草量 ３４５ 斤ꎬ 较 １９８３
年的 １８５ 斤提高 ８６％ꎬ 全区天然草场年产量为 ３１０５０ 万斤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天然草场可

利用面积 １２７ ８４ 万亩ꎮ
二、 人工草场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按照山、 水、 田、 林、 草综合治理模式ꎬ 加大规模人工种草和飞播

种草ꎮ 先后引进试种阿尔冈金、 苜蓿王、 金皇后、 ３２３、 ２３２、 龙瑞等紫花苜蓿 ８ 个品种ꎬ
及鲁梅克斯、 籽粒芥、 小冠花、 白三叶、 甜高粱、 科多八号等共计 ３０ 多种牧草品种ꎬ
其中大面积推广的有苜蓿王、 金皇后、 甜高粱、 科多八号饲草玉米等ꎬ 为舍饲养畜提供

饲草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ꎬ 人工种草 ９ ８ 万亩ꎬ 飞播种草 ８０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ꎬ 种草 ７ ６
万亩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种草 ２ ８ 万亩ꎮ

三、 林木枝叶

宝塔区域内林木资源分布广ꎬ 可作为饲料的林木主要有刺槐、 榆树、 杜梨、 山桃、
山杏、 沙棘、 柠条、 白刺花、 文冠果、 荆条等十余种ꎬ 其青枝、 嫩梢、 树叶可作为好饲

草料ꎬ 且产量巨大ꎮ 年均产量约 ９２１５０ 万千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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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农作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农作物是养殖业所需的主要饲草饲料ꎮ 宝塔区主要的作物种类

有玉米、 高粱、 糜谷、 豆类等ꎬ 其作为饲草饲料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以玉米事业类

加工为主的精饲料及豆类加工后的豆饼ꎬ 二是以玉米、 糜谷糠皮、 豆渣等农副产品加工

为主的辅助饲料ꎬ 三是以玉米、 糜谷、 豆类等农作物秸秆为主的粗饲料ꎮ 另外ꎬ 以青玉

米秆青贮后制作及蔬菜下脚料ꎬ 非商品土豆、 南瓜为主的块根块茎多汁饲料也是发展畜

牧业重要资源ꎮ

第五节　 畜牧结构调整

宝塔区畜牧业结构以猪、 牛、 鸡为主ꎬ 兼养羊、 马、 驴、 骡、 鸭、 鹅等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大家畜存栏 ４３６０８ 头 (役畜 ２８９８５ 头)ꎬ 生猪存栏 ４２５８８ 头ꎬ 羊存栏 １８５８８６ 只ꎬ
出栏 ２４７５５ 只ꎬ 家禽存栏 ２７ ６ 万羽ꎬ 出栏 ２３ ５ 万羽ꎮ 全区畜牧业产值达 ２８４５ 万元ꎬ 占

农业总产值 １７ ４％ꎮ １９９９ 年以前ꎬ 羊产业是宝塔区畜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ꎬ 市、 区扶贫

办、 养羊公司采取 “羊扶贫ꎬ ４︰６ 比例提取” 的政策ꎬ 以通过购进绒山羊发放给贫困

户ꎬ 每户 ５０ 只左右不等ꎬ 三年后ꎬ 羊存出栏迅速增加ꎬ 涌现出一大批依靠扶贫政策致

富的典型村、 户ꎮ 据统计 １９９０ 年羊存栏 １８５８８６ 万只ꎬ 出栏 ２ ４８ 万只ꎬ １９９６ 年羊存栏

２８ 万只ꎬ 出栏 １０ 万只ꎬ 饲养量创历史新高ꎬ １９９９ 年因贯彻落实封山禁牧政策ꎬ 羊存栏

４５１９８ 只ꎬ 下降近 ８４％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推行舍饲养羊ꎬ 政府在圈舍建设加工机械、 青贮等方面给予扶持办法ꎬ

羊产业呈现出恢复增长ꎮ ２００２ 年底羊存栏达 ５７１３０ 只ꎬ 区委、 区政府为了农民适应产业

调整后充分利用广阔人工草场资源增加收入ꎬ 一度与山东省安丘兔业公司签订产销合

同ꎬ 引进伊普肉兔 １１５４ 只ꎮ ２００３ 年饲养量达 ５ 万只ꎬ ２００４ 年肉兔产业受市场、 价格、
饲料等波动影响ꎬ 产业未能做大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ꎬ 从关中地区购回秦川适繁母牛 ４０５６
头ꎬ 确立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发展方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委、 区政府 «关于大力发展农村主导产业的决定» 优惠政策出台后ꎬ 对

重点养殖大户、 一村一品、 专业规模养殖场以奖代补ꎬ 优先解决水、 电、 路等基础设施

的优惠政策ꎬ 对于饲养千头猪、 万只鸡、 十头牛的给予重点扶持ꎬ 同时启动村企联合、
企业扶贫、 个人部分投资等办法建设养殖小区ꎬ 形成规模化、 机械化、 标准化、 现代化

畜牧业ꎬ 生猪、 肉牛、 鸡养殖三个骨干种类占畜牧业比例在 ９０％以上ꎮ 是年ꎬ 大家畜存

栏 ３４８４４ 头 (役畜 １６０９９ 头)ꎬ 其中牛存栏 ３２３８６ 头ꎬ 出栏 １２４６７ 头ꎻ 生猪存栏 ６８９３２
头ꎬ 出栏 ７４６６８ 头ꎻ 羊存栏 ２７５６７ 只ꎬ 出栏 １１７９８ 只ꎮ 畜牧业产值 １５１３６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４ ３ 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成李渠镇水眼沟、 羊圈沟两个养鸡小区ꎬ 元龙寺乡 ５ 个适度规模土鸡养

殖专业村建成投产ꎬ 全区百头以上养猪大户 ５５ 户ꎬ 万花山乡高家沟村年出栏 １０００ 头养

猪场已投入生产ꎬ 枣园镇刘家河村 “公司＋农户＋基地” 的生产模式ꎮ 年出栏 ５０００ 头现

代化养猪场投入生产ꎮ 年底ꎬ 全区累计建成百头以上肉牛育肥场 ６ 个ꎬ 发展 １０ 头以上养

牛大户 １５９ 户ꎬ 建成年出栏 ３０００ 头以上商品猪示范村 ５ 个ꎬ 年出栏 １０００ 头以上育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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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村 １０ 个ꎬ 建成存栏 ６００ 头二元母猪繁育场 ３ 个ꎬ 发展百头以上养猪大户 ２００ 多户ꎬ
１０００ 头以上 ８ 户ꎻ 建成养鸡小区 ７ 个ꎬ 散养鸡专业村 １１ 个ꎬ 发展 １０００ 羽以上养鸡大户

１５０ 户ꎬ 其中 ２０００ 羽以上 ２５ 户ꎬ １ 万羽以上 ８ 户ꎬ ５ 万羽以上 １ 户ꎮ 李渠镇治平养鸡场、
万花山乡徐寨养猪场经过检查验收ꎬ 被评定为陕西省省级规模化养殖场ꎮ 全年肉类总产

量 ６５２３ ７５ 吨ꎬ 禽蛋产量 ３２０７ 吨ꎬ 牛奶产量 ２７５０ ３ 吨ꎬ 畜牧业总产值 ２ １９ 亿元ꎬ 畜牧

业人均收入 ８９０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畜牧业肉蛋奶产量统计表
　 表 ７－６－５ 单位: 万元、 吨

年份 总收入 家禽肉 猪肉 羊肉 牛肉 禽蛋 牛奶

１９９０ １１１９ ５４ — ２７６ １０４ １０９５ ４３３

１９９１ ２６３７ ７０ １８１２ ３４８ １７２ １２８９ ４３７

１９９２ １８７２ ８０ ２１７２ ７９６ ２３７ １３０７ ４５５

１９９３ ２１８７ ９３ ２２８４ ８８４ ２４１ １３５１ ２９８

１９９４ ２４９５ ９１ ２８３２ １０５１ ３１８ １４９５ ４２２

１９９５ ３６８９ １５６ ５９５７ １１０７ ３２６ ２０１２ ４２０

１９９６ ４５４７ １４４ ５７６１ １２２７ ３５２ ２２９２ ３９６

１９９７ ３７４０ １６８ ５４２２ １６５３ ４１９ ２３０６ ２３８

１９９８ ３７４９ ２４９ ６６１０ １８４８ ３８０ １５０７ ２４６

１９９９ ４６４８ ３５５ ６４０２ １８５２ ５２３ ２０８２ ２９７

２０００ ３７９５ ３８９ ６４９４ ３４５ ７１３ ２４３３ ４１０

２００１ ３６３５ ４８２ ５９６０ ３４０ ５４０ ２８１１ ４５８

２００２ ４５２１ ６９２ ５８１０ ７３９ ６８４ ３１８４ ８５９

２００３ ５５６８ ６４２ ５２６１ １５４４ ７５４ ３７２３ １５２０

２００４ ４４１９ ６８２ ５２００ ９４８ ９９９ ２８５９ ２４６６

２００５ ４２７９ ６８８ ５５８３ ２６３ １５５２ ２７６０ ２４５４

２００６ ４４８８ ６９６ ５３７６ ２４５ １６８５ ２４０７ ２３９４

２００７ ４８６８ ７０７ ５３９２ １８９ １９１６ ２７０３ ２４０５

２００８ ６１１９ ６２３ ３１４６ １６２ １００６ ２８１３ ２５３５

２００９ ８６２４ ７０１ ３７４０ １６７ １３２１ ３１６４ ２５２２

２０１０ ９３１８ ７０５ ４０７８ ２１９ １２７３ ３２０７ ２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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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畜牧项目建设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由畜牧系统实施较大财政项目 ６ 个ꎬ 项目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实施的天然草恢复与建设项目ꎬ 涉及甘谷驿、 蟠龙、 梁村 ３ 个乡镇ꎬ 项

目总投资 ９２１ 万元 (中央财政 ４７５ 万元)ꎬ 种植苜蓿 ４ ５ 万亩ꎬ 建设圈舍 ３００ 个ꎬ 累计受

益 ５０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ꎬ 实施 «陕北苜蓿原种基地建设项目»ꎬ 涉及麻洞川 １ 个乡镇ꎬ 项目

总投资 ２４０ 万元 (中央财政 ２００ 万元)ꎬ 建设规模 １０００ 亩ꎬ 同时还实施 «宝塔区 ５０００
亩苜蓿草种植扩繁基地建设项目»ꎬ 涉及青化砭、 临镇、 孙台水库等单位和乡镇ꎬ 项目

总投资 ３９８ ７５ 万元 (中央财政 ２６１ ２５ 万元)ꎬ 建设规模 ５０００ 亩ꎮ 由畜牧站负责实施

«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建设项目»ꎬ 项目投资 ６０ 万元ꎬ 主要解决疫苗储运难的突出问题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ꎬ 动物检疫站实施 «基层动物检疫监督基础建设项目»ꎬ 项目总投资 ８０ 万

元ꎬ 极大地改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水平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ꎬ 实施 «基层兽医站建设项目»ꎬ 项目总投资 ３７４ 万元ꎬ 共维修、 扩

建、 新建成 １９ 个基层兽医站 (不含柳林站)ꎬ 基层兽医体系建设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ꎮ
乡镇兽医站 ４３ 人ꎬ 技术员以上的 ４０ 人ꎮ 负责本乡镇的防疫及病情诊断和治疗ꎮ 村级防

疫员 １４３ 人ꎬ ３０％的通过资格认证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疫控中心化验室经过省审核验收为县级防控合格单位ꎬ 化验室 ２００ 平方

米ꎬ 内有疫苗冷库 １ 座和血清检测室、 病源检测室、 消毒洗涤室、 解剖室、 接样保管

室ꎮ 主要化验设备有: 生物安全柜、 显微镜、 尸体解冻柜、 纯水机、 恒温培养箱、 疫苗

效果检测仪、 电子天平、 超净工作台、 自动菌落计数器、 离心机生化培养箱、 酶标仪、
移液器、 冰箱、 高压灭菌设备等 ８０ 台 (套)ꎬ 及完整的活水处理系统ꎮ

第七节　 畜禽疫病防治

一、 防疫体系建设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建立区、 乡、 村三级联动防疫体系ꎬ 实行政府保密度率百分

之百、 业务部门保技术防疫率百分之百的双百率免疫工作机制ꎬ 积累不少可贵的资料ꎬ
基本掌握了宝塔区畜禽流行种类和发生的原因以及治疗办法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口蹄疫病和布病呈点状时有发生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周边国家及地区禽流感疫情蔓延趋势ꎬ 所

养殖的牛、 羊、 猪、 鸡受到危害ꎬ 影响到畜禽的健康发展ꎮ ２００４ 年实行动物防疫免费政

策ꎬ 区财政单列 ６０ 万元ꎬ 改过去春秋防疫为春、 夏、 秋、 冬四季防疫ꎬ 实施按季防疫ꎬ
适时补针ꎬ 同时由区政府聘用村级防疫员 １４２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按照国家推进兽医体制改革

的要求ꎬ 中、 省、 市、 区共同出资对乡镇兽医站进行建设ꎮ ２００８ 年招聘录用畜牧兽医专

业大中专毕业生 ２９ 人ꎬ 区、 乡、 村三级防疫体系已全部建成并运行ꎮ 至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

举办 ８ 期防疫兽医、 黄牛、 养猪专业技术培训ꎬ ９２０ 人次参加学习ꎬ 其中村级防疫员 ７６８
人次ꎮ 此外ꎬ 利用乡镇集市ꎬ 每年开展春季科学技术下乡活动ꎬ 发放各种技术资料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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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ꎬ 区、 乡、 村三级防治体系健全ꎬ 经费有保障ꎬ 形成了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防疫治

病队伍ꎬ 对全区发展畜牧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二、 疫情的发生与防治

１９８４ 年ꎬ 在南泥湾镇马坊村首次发现马传染性贫血ꎬ 在省、 市兽医部门的指导下ꎬ
对南泥湾镇、 麻洞川乡 ５０４ 头 (匹) 进行驴肉细胞狗毒疫苗注射ꎬ 病情有所控制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ꎬ 猪瘟、 鸡痘传染病在部分乡村呈点状发生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一名猪商

贩从河北省保定市采购回 ２５０ 头活猪在尹家沟屠宰场进行屠宰ꎬ 发现 １９ 头有明显类似口

蹄疫病症状ꎬ 被收回存放冷库ꎬ 其内脏全部出售ꎬ 与之一墙之隔的 ４ 户养猪户饲养的 ６３
头猪监测出 ２６ 头呈阳性ꎮ １９９８ 年口蹄疫病蔓延至桥沟、 蟠龙、 李渠、 青化砭等 ４ 个乡

镇ꎬ 共扑杀病猪及同群猪 ８６ 头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桥沟、 冯庄乡一带发生口蹄疫病奶牛 ８ 头ꎬ 口蹄疫病猪及同群猪 １５１ 头ꎬ

被全部扑杀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甘谷驿镇 ４３ 头、 临镇镇 ３１ 头、 松树林乡 ５ 头、 李渠镇 ５ 头、 姚

店镇 ２ 头、 青化砭镇 ２９ 头、 川口乡 ５ 头、 姚家坡农场 ９ 头ꎬ 共计 １２９ 头牛发生口蹄疫病

被扑杀ꎬ 同年扑杀枣园镇 ３６７ 头、 万花山乡 ８５ 头、 河庄坪镇 １０１ 头、 桥沟镇 ４１ 头、 柳

林镇 ７６ 头、 李渠镇 ２３ 头、 姚店镇 ２ 头、 元龙寺乡 ２１ 头、 麻洞川乡 １０ 头、 冯庄乡 ５７
头ꎬ 共计扑杀 ７８３ 头口蹄疫病猪及同群猪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口蹄疫病发生共涉及 １７ 个乡

镇ꎬ 按国家规定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牛 １２９ 头、 猪 ９６３ 头ꎬ 历年共抽血检测出羊布病

２３６ 只ꎬ 奶牛布病 ８ 头ꎬ 全部按规定进行处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重点对全区 １１ 个乡镇 ３２ 个行政村的家畜开展了布病监测ꎬ 共检测采样

２７４６ 份ꎬ 分离血清 ２７０５ 份ꎬ 其中羊 ２０１６ 份、 奶牛 ５３１ 份、 黄牛 １０２ 份、 猪 ５６ 份ꎬ 对检

出的阳性布病奶牛 ３ 头、 阳性羊 ５ 只进行扑杀深埋、 圈舍消毒等处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乡镇三分之二的村组进行抽检、 采样 １５６７ 份ꎬ 分离血清 １５１０ 份ꎬ 实际

监测 １５１０ 份ꎬ 对检出的阳性布病奶牛 ２ 头、 羊 ３ 只进行扑杀深埋及无害化处理ꎮ
附: 秦晋两省第 ４４ 届畜疫联防会议

秦晋两省第 ４４ 届畜疫联防会议ꎬ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 １７ 日在延安市宝塔区召开ꎮ
陕西省榆林市、 延安市、 山西省吕梁市的畜牧兽医局局长主管副局长ꎬ 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ꎬ 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ꎬ 吕梁市交城县主管县长ꎬ 延安市宝塔区主管区长ꎬ
榆林市绥德县主管县长ꎬ 榆林、 延安、 吕梁三市的 ３８ 县 (区) 畜牧局局长、 分管副局

长、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ꎬ 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２００ 余人参加了会议ꎮ 宝塔区

委、 区政府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ꎮ 吕梁、 榆林、 延安三市畜牧局局长发表讲话ꎮ 大会以

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为主线ꎬ 以交流协作、 联防联控、 科学发展为

主题ꎬ 坚持畜疫 “预防为主、 防重于治” 的方针ꎬ 协同作战ꎬ 互通情报ꎬ 共享信息

资源ꎮ
宝塔区代表秦晋两省畜防委员会作 ２０１０ 年工作报告ꎬ 总结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和防疫

难点ꎬ 提出奋斗目标建议ꎮ 山西省交城县、 榆林市府谷县、 延安市子长县作了先进经验

介绍ꎮ 会议通过秦晋两省畜疫联防委员会公约ꎬ 制订出六章、 二十条联防职责及畜疫协

作运行办法ꎮ 会议对 ２０１０ 年联防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府谷、 子长、 交城等六县 (区)
进行表彰奖励ꎮ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革命旧址、 王家坪革命纪念馆、 李渠镇张兴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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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场ꎮ 会议闭幕时ꎬ 由宝塔区人民政府主管区长将会旗、 印章和有关材料移交给下一

届主任县———山西省交城县人民政府主管县长ꎮ 会上形成的联防许多共识ꎬ 对于加强疫

病防控通力协作ꎬ 促进畜禽防疫产生积极作用ꎮ

第七章　 农业机械

第一节　 农机机构

一、 宝塔区农机局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延安市、 延安县合并改称延安市革命委员会农机局ꎮ １９７６ ~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农机局下设 ４ 个事业单位 (科级建制)ꎬ 即农机安全监理站、 农业机械化学校、
农机公司 (事业单位ꎬ 企业管理)、 农机推广站ꎮ 全区共有 ２４ 个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ꎬ
属股级建制事业单位ꎮ 此外ꎬ 还设有农机厂 (１９９０ 年移交乡镇企业局)ꎮ 农机局主要负

责编制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ꎬ 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ꎬ 农业机械产品质量

的鉴定和农机安全监理ꎻ 农业机械化科学技术研究ꎬ 技术推广和农机人员的教育培训ꎻ
组织机械化农业生产、 农田作业质量监督ꎻ 农业机械维修管理ꎻ 农业机械化统计和资

金、 物资的管理、 农机新产品的引进等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延安市农业机械局改为延安市农业机械总公司ꎬ 公司

的性质和业务和原农机局相同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决定»ꎬ 市委常委

会决定恢复延安市农机局ꎬ 撤销延安市农业机械总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农机局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农机局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农机系

统有干部职工 １１８ 人ꎬ 其中离退休人员 ２９ 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３ 人ꎬ ２４ 个乡镇农机管理

服务站管理人员 ３８ 人ꎮ
二、 宝塔区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政府机构改革ꎬ 将区农机局和区农机推广站合并为宝塔区农机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ꎬ 同时将各乡镇农机服务站组建为农业综合服务站ꎮ 农机局下设单位

移交区农业局ꎬ 农机中心隶属于农业局ꎬ 区农机中心主要负责农机技术推广ꎬ 农业机械

的引进ꎬ 农机具补贴发放ꎬ 指导农业机械组织 (户) 开展社会化服务ꎬ 组织农机适用技

术培训ꎬ 农机质量监督和农业机械维修管理ꎬ 提供农机信息服务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区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制 ２０ 人ꎬ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８ 人ꎬ 中专学

历 ３ 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６ 人ꎬ 工程师 ３ 人ꎮ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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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牧机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深入发展ꎬ 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ꎬ 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用量大幅上升ꎮ ２０１０ 年农机总动力分别是 １９８５ 年的 ３ ７１
倍ꎬ １９９１ 年的 ４ ７６ 倍ꎬ １９９５ 年的 ４ ０３ 倍ꎬ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６６％ꎬ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１９ ６％ꎮ 川台

坝堤宜耕作面积 ８０％以上实现机械化ꎬ 基本农田 ９０％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ꎬ 农村农田

作业运送肥料、 拉运果实基本实现机械化ꎮ 畜牧机械在规模养殖企业、 畜牧大户饲草饲

料加工中使用率 ９５％以上ꎮ
农用运输机械除在农田作业外ꎬ 还进入城市的铁路、 公路、 物流等行业ꎬ 成为一支

强有力的材料运输力量ꎮ 农用运输机械数量 １９９５ 年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５５ ８％ꎬ ２０００ 年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３ ４７ 倍ꎮ 其他农业机械由 １９９０ 年末的 ４０１５ 件分别上升到 １９９４ 年末的 ５７５１
件ꎬ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１８４１ 件ꎬ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６５１７ 件ꎬ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８９９３ 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共有农机械化服务组织 ７６１０ 个ꎬ 从业人数 ７６９９ 人 (农机中心 ２０
人)ꎬ 自营农机户 ７３１９ 户ꎬ 拥有拖拉机 ２５６０ 户ꎬ 农用运输车 ４７５９ 户ꎮ 农业机械共有农

田耕作类的推土机、 轮式拖拉机、 小四轮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ꎻ 排灌类的农用灌溉拖拉

机、 柴油机、 电动机、 水泵ꎻ 农产品加工类的粉碎机、 磨石机、 碾米机、 榨油机、 制粉

机、 乳制品加工机ꎻ 作物收获类的玉米收割机、 机动脱粒机、 种子精选机ꎻ 运输类的农

用载重车、 农运柴油车、 农运三轮车ꎻ 畜牧类的饲料粉碎机、 铡草机、 机动挤奶机ꎻ 植

保类的机动喷雾 (粉) 器、 人力机动喷雾 (粉) 器等 ７ 个类别数十种ꎮ 农业机械配套机

具有播种机、 山地微型犁耕机、 地膜覆盖机、 农田铺膜机等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农业机械中有大中型拖拉机 ３１１７ 台ꎬ 配套农机具 ３４５ 台

(套)ꎬ 小四轮拖拉机 ２４４２ 台ꎬ 农用运输车 ４８１８ 辆ꎬ 手扶拖拉机 ９０５ 台ꎬ 柴油机 １５１ 台ꎬ
电动机 ２６８８ 台ꎬ 薯类播种收获机械 ２３ 台 (套)ꎬ 饲料加工机械 (大、 中、 小型) １５５０
台ꎬ 大型玉米收获机 ３ 台ꎬ 机动、 人力喷雾 (粉) 器 ７８００ 台ꎬ 挤奶机 ９０ 台ꎮ

第三节　 农机推广

１９９０ 年ꎬ 推广上海泰山东风－５０ 推土机 ４７ 台ꎬ 各种小型拖拉机 ２４５ 台ꎬ 配套农机

具 ３１２ 套 (件)ꎮ 排灌、 运输、 畜牧、 植保、 农产品加工机械 １３２８ 台 (件)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共有大中型拖拉机 １９４ 台ꎬ 小型拖拉机 １６２５ 台ꎬ 其他农机具 ２８０ 台

(件)ꎬ 全年农机销售 ３６７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以来ꎬ 实施粮食自给工程项目ꎬ 国家与农民投资各占 ５０％ꎬ 总投资 ２６４ 万

元ꎬ 生产推广双行条播机 １５００ 台ꎬ 引进推广 ＣＥＱ－Ａ 型根注器 (追肥枪) １０００ 把、 “小
公牛” 山地微型犁耕机 ４ 台、 ２ＢＦＭ－７ 型小麦覆盖膜穴播机 ２ 台、 玉米地膜穴播机 ６ 台、
２ＢＭ－１ / ２ 型畜力小麦地膜覆盖播种机 １０ 台ꎬ 推广畜力开沟器 ２５００ 台、 新型农具 １９２０
件、 ２ＢＦＭ－２ / ４ 型机引小麦地膜覆盖机 ２ 台、 新型铺膜机 ４０ 台ꎬ 生产并推广开沟犁 ２０
台、 起垄器 ４０００ 个、 山地步犁 １９８０ 部、 田间作业配套机具 １３５０ 件ꎮ

０７２



１９９８ 年ꎬ 大中型拖拉机 ３０７ 台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１５４ 台ꎬ 增长 １００ ５％ꎮ 机修宽幅农

田 ５２０００ 亩ꎬ 农机经营收入 ４１００ 万元ꎮ 机耕、 机播面积、 机械开沟分别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了 ７４ ４％、 ５０ ２％、 ４８ ７％ꎬ 农机化综合水平显著提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成立宝塔区农机统筹统调服务队ꎬ 购置 ８０２ 推土机 １０ 台、 东 ７０ 型推土机

３ 台、 铁牛－５５ 型拖拉机 １ 台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购置东－７０Ｑ 型推土机 １８ 台ꎬ 农机服务队开展主要业务有: 机翻、 机播、

平整土地、 打坝造地、 机械租赁、 新技术推广和农机技术咨询ꎮ 服务队有加油站 １ 个、
推土机 ２０ 台、 铁牛－５５ 型拖拉机 １ 台、 小四轮拖拉机 １ 台、 山地微型耕作机 ３ 台、 小麦

地膜播种机 １４ 台和双行条播机、 开沟器、 追肥机等小型农机具 １８９ 台 (件)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投资 １８ 万元购置拖拉机及配套 ３ 台ꎬ 提高农田作业机械化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ꎬ 实施省级农机购置补贴项目———陕北草业开发和饲草加工机械化

项目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引进推广先进适用机具 ９００ 台 (套)ꎬ 其中小四轮拖拉机 ２８ 台ꎬ 配套铧式

犁、 旋耕机 ３６ 部、 微型耕作机 １８０ 台、 秸秆揉搓机 ５５９ 台、 播种机 ４ 台、 手扶拖拉机

１４９ 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推广先进适用机具 １１１８ 台 (套)ꎬ 其中四轮拖拉机 ４８ 台ꎬ 配套农机具 ６１

台ꎬ 手扶拖拉机 ２４７ 台ꎬ 饲草加工机械 １６ 台ꎬ 大棚卷帘机 １７０ 台ꎬ 诱虫灯 １００ 台ꎬ 农业

机械拥有量 １２３７６ 台 (件)ꎮ

第四节　 农机技术培训

农机学校重点培训农机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和农业机械操作人员ꎮ 每期时间 １０ ~ ２０
天ꎬ 学习内容为机械构造原理、 机务规章、 操作技能、 田间作业、 排除故障等ꎮ 培训结

束进行考试ꎬ 合格者发放驾驶证和操作证ꎬ 不合格者下次参加培训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培训农机

人员 ６９６ 人ꎬ 其中拖拉机驾驶员 ５７６ 人ꎬ 农用车驾驶员 １２０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培训农机人员 １４５３ 人ꎬ 其中拖拉机驾驶员 ７６５ 人、 农用车司机 ２１５ 人、

内燃机手 ６１ 人、 汽车司机 １９３ 人、 农机技术人员 ５１ 人、 农机修理人员 １６８ 人ꎮ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共举办各种技术培训班 ２５８ 期ꎬ 参加学员 ６７６０ 人次ꎬ 其中驾驶员 ５８４８
人、 农机管理人员 ８６ 人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农机人员培训班 ７０ 期ꎬ 学员 ３３８０ 人ꎬ 其中农机技术人员

８０６ 人、 农机监理人员 １０６ 人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年培训畜牧业机械操作员 １３９３ 人ꎬ
微型耕作机操作人员 １９９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培训农机维修人员 ９３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培训农机

技术人员 １０３ 次ꎬ 参加学员 １３００ 人次ꎬ 印发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份ꎬ 举办农机具技术使用

现场演示会 １２ 次ꎬ 培训农民 １５８６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专项培训农机、 畜牧、 运输、 植保等

１１６ 次ꎬ 培训学员 １２９６ 人次ꎬ 举办现场演示会 １０ 次ꎬ 培训农民 １５９８ 人ꎬ 印发宣传资

料 １ 万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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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经营管理

一、 经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农机化进入集体、 联户、 个体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阶段ꎮ 集体

农机具实行承包与租赁形式经营ꎮ 联户农机所有者ꎬ 从事农田、 其他作业项目收入除去

费用ꎬ 进行分配ꎮ 个体农机户采用自选作业项目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农业机械走向市场化ꎬ 形成以农户为重点、 多种作业发展的趋势ꎬ 农机户

生产按市场价格作业ꎬ 油料以市场价格购买ꎬ 不再享受平价农用柴油补贴ꎮ 区农机统筹

统调服务队实行项目承包ꎬ 农机人员定额工资制的经营形式ꎮ 从事农田作业ꎬ 打坝造

地ꎬ 平整土地ꎬ 以面积、 以土方量计算作业收取费用ꎮ 服务队 １９９９ 年有推土机、 拖拉机

３２ 台ꎬ 固定资产 ３６０ 万元ꎬ 从业人员 ８６ 人ꎬ 全年收入 ２３４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７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修建姚店镇杨家砭农机综合服务站ꎬ 从事加油、 农机维修等ꎮ ２０００ 年建

成杨家砭、 东二十里铺加油站ꎬ 为全区农业机械提供各种农用油料ꎬ 年供油量达 ８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农机年平均收入 ３７９０ ６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６２２７ ３８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９２１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机收入统计表
　 表 ７－７－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金额 年份 金额

１９９０ １１７３ ２００１ ４９３６

１９９１ １１９２ ２００２ ４０１９

１９９２ ２７６１ ２００３ ４８９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８３ ２００４ ６２２７

１９９４ ３３４９ ２００５ ６２２７ ３８

１９９５ ３２６８ ２００６ ６９８５

１９９６ ３４８６ ２００７ ８２３８

１９９７ ２９６７ ２００８ ８８７０

１９９８ ３７５６ ２００９ ９２１５

１９９９ ４４３６ ２０１０ ９２１６

２０００ ４３０８

二、 管理

(一) 机务管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建立三级管理监督机制ꎬ 对农机具进行统计ꎬ 建立台账ꎬ 每年

进行审验检查ꎬ 对带病机具进行检修ꎬ 对超服役期的进行封存、 改装或报废处理ꎮ ２００９

２７２



年进行审验的农机具完好率占 ８５ ６％ꎬ 同时封存或报废带病不能继续使用的农机具 ５０
台 (件)ꎮ

(二) 农机具维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定级农机维修网点 ２７ 个、 修理人员 ６７ 人ꎬ 其中二级修理点 ２ 个、
１０ 人ꎬ 三级修理点 ２５ 个、 ５７ 人ꎮ １９９８ 年修理网点 ８２ 个、 修理点人员 １６５ 人ꎮ ２０００ 年

后ꎬ 全区修理业发展迅猛ꎬ ２０１０ 年农机具修理网点 １０８ 个ꎬ 从事农用汽车修理、 小型三

轮农用车等农机具维修业务ꎮ

第六节　 农机效益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机械耕作面积 １０５４００ 亩ꎬ 玉米机播面积 ５８０００ 亩、 高粱 ３０００ 亩、 谷

子 １０５００ 亩、 小麦 １５０００ 亩ꎮ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１５％ ~２０％ꎮ １９９６ 年采用追肥枪深施化

肥ꎬ 化肥利用率由传统表施的 ２８％ ~ ３０％提高到 ４０％ꎬ 平均每亩增产粮食 １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大棚蔬菜采用小型手扶拖拉机进行深耕松土地和开沟ꎬ 比人工提高工效 １０ 倍ꎬ 比

畜力提高工效 ６ 倍ꎮ 果园机械增加ꎬ 耕地、 修剪防虫等使用机械化程度高ꎬ 节省了人力

资源ꎬ 效益显著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ꎬ 平整土地 １６５００ 亩ꎬ 其中 １９９９ 年机械平整土地 ２６００ 亩ꎬ 亩平整地

价 ８００~１０００ 元ꎬ 总收入 ２４７ 万元ꎬ 每亩增粮 ７５ 千克ꎬ 共增产粮食 １９５００ 千克ꎮ 饲草加

工用 Ｐ３ＺＰ－６ 型和 ９ＲＣ－１ 型铡草机ꎬ 铡草比人工提高工效 １０ 倍ꎬ 饲草利用率提高 ８５％ꎬ
机械修返坡梯田提高工效 １５ 倍ꎬ 一台机械相当 １５ 个人工作业量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机修基本农田 １ ８ 万亩ꎬ 机械加工各种饲草 ５０ ３５ 万吨、 青豆 ４２ ２
万吨ꎮ ２００９ 年机修基本农田 ４１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机修基本农田 ４１００ 亩ꎬ 加工各种饲草

２５ ５４ 万吨、 青豆 ２１ 万吨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业机械作业情况统计表

　 表 ７－７－２

年份
机耕面积

(亩)
机播面积

(亩)
农用柴油

(吨) 年份
机耕面积

(亩)
机播面积

(亩)
农用柴油

(吨)

１９９０ １０５４００ ８６９００ １０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５１７９４ ６４６４４ ４１４５

１９９１ １０１３００ ６６６００ １１３７ ２００２ ８６１３０ ５６３５５ ３０３３

１９９２ １０９６００ ７０３００ １２５４ ２００３ ７９８３０ ３５３７０ ３５６９

１９９３ １０７１６０ ５８１８６ １４８９ ２００４ ８１０４５ ３１９２０ ３５６２

１９９４ １１８３５０ ５９６４０ １６９３ ２００５ ８６４６０ ４０３５６ ３９５４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９４０ ８１９９０ １７２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２１２０ ３２２９５ ４５５４

１９９６ １３０００５ ６３０００ ２１８２ ２００７ １０５５７０ ３００１５ ４６７４

１９９７ １３３５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４９７ ２００８ ９０５８９ ３７４５５ ４７６０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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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机耕面积

(亩)
机播面积

(亩)
农用柴油

(吨) 年份
机耕面积

(亩)
机播面积

(亩)
农用柴油

(吨)

１９９８ １４１０００ ６１５００ ３８３０ ２００９ １０４５５０ ３７７２５ ５９０３

１９９９ １４３７００ ８０１００ ４９２９ ２０１０ １０５０４５ ４２３００ ５５８９ ３

２０００ １４７７５０ ８１０００ ４０１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宝塔区农业机械动力统计表

　 表 ７－７－３ 单位: 千瓦

年份
农业机械
总动力

耕作机械 排灌机械 收获机械
农产品

加工机械
运输机械 植保机械 其他机械

１９９０ ３９１７５ ２３２１５ １９００ ６５ ４８５２ ９１１８ ２５ —

１９９１ ４３１３０ ２４４９８ ２３３８ — ７０３０ ９１６２ ９８ —

１９９２ ４６２３１ ２６７０３ １８５２ — ５１８０ １２４３３ １５３ —

１９９３ ４２４９９ ２１１１７ ２１７２ — ３３１４ ９９０７ ２３８ ５７５１

１９９４ ４５８１２ ２１３６０ ２１７２ ９４１ ３３１４ １１３２０ ９５４ ５７５１

１９９５ ４８６６３ ２２２６５ ２１７２ ９５４ ３３１４ １４２０７ ９５４ ５７５１

１９９６ ５１７９７ ２３２１５ １６６８ — ４８８０ １４９４７ ７８０ ７００９

１９９７ ６６９２０ ３１１１４ １７２４ — ４８８０ ８１７９ ７８ ２０９２７

１９９８ ７２５９３ ４０６６７ ２０２４ — ６５９８ １１３８５ ７８ １１８４１

１９９９ ８０７１１ ２８５２９ ２４３４ — ７０６２ ２８０７６ ９３ １４５１７

２０００ ８８７８２ ３１１８７ ２６７８ — ７７６８ ３１６８１ １０２ １５３６６

２００１ ９２４７９ ３２１６９ ２９５８ — ８１７６ ３２６１０ １６９ １６３９７

２００２ ９９７６７ ３５１００ ３１４８ — — ４６３６８ — １５１５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８９７６ ３４１２１ ３５５１ — — ５５６５３ — １５６５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业机械动力统计表

　 表 ７－７－４ 单位: 千瓦

年份 农业机械总动力 柴油机动力 汽油机动力 电动机动力

２００４ １１６８８４ １０８４３０ １０５ ８３４９

２００５ １２３２２９ １１３４８５ １１５ ９６２９

２００６ １３０４７８ １１７５６９ １５２ １２７５７

４７２



续表

年份 农业机械总动力 柴油机动力 汽油机动力 电动机动力

２００７ １３２７４８ １２０８０６ １９１ １１７５１

２００８ １４０６９５ １２７２３０ １９１ １３２７４

２００９ １４４６７４ １２９１６６ １９１ １５３１７

２０１０ １４７４１９ １３１９８４ １９１ １５２４４

第八章　 生态农业建设

第一节　 综合措施

１９８４~１９９４ 年ꎬ 枣园镇庙沟村退耕 ７０００ 亩ꎬ 栽植用材林 ３８００ 亩、 经济林 ３０００ 亩ꎬ
人均林果面积 １３ ４ 亩ꎬ 其中经济林 ６ ６ 亩ꎬ 用材林、 经济林分别是 １９８４ 年的 １５ ２ 倍和

１６ ８ 倍ꎮ 耕地面积 １８００ 亩ꎬ 仅为 １９８４ 年的 １ / ４ꎬ 粮食总产 ２６ 万千克ꎬ 果品产量 １００ 万

千克ꎬ 经济收入 ２１０ 万元ꎬ 人均 ４１００ 元ꎬ 全村储蓄额达 ３０ 多万元ꎬ 有 ３９０ 孔新窑ꎬ
９５％的家庭喜迁新居ꎬ 全村共有 ９７ 台电视机、 ４ 台推土机、 ８ 台拖拉机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０ 年

延安市委、 区政府推广庙沟村生态农业建设典型经验ꎬ 作出建设 ６２ 个庙沟村的决定ꎻ
１９９１ 年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人民政府制定 «生态农业建设总体规划» 五年治理荒山、
十年绿化全区的依山致富、 兴果抓牧、 荒坡种草、 沟壑造田生态农业工程ꎬ 退耕 ７７ 万

亩ꎬ 陡坡地上开垦农田 １００ 万亩ꎬ 造人工林 １００ 万亩ꎬ 种草 １００ 万亩ꎬ 建成以苹果为主

的水果生产基地 ５０ 万亩ꎮ １９９３ 年农业生态村 ２２０ 个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ꎬ 延安市颁布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ꎬ 共 ７ 项 ４７

条ꎬ 对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作出详细规定ꎮ 同时ꎬ 坚持了规模治理ꎬ 打破乡村

行政区划界线ꎬ 集中连片、 大平大整、 全面治理、 综合治理配套ꎮ 以一个流域作为一个

完整的单元ꎬ 沟、 坡、 塬、 峁、 梁综合治理ꎬ 林、 果、 菜、 粮、 草全面开发ꎮ 点、 带、
网、 体配套组合ꎬ 山、 水、 田、 林、 路一步到位的治理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建成万亩以上流域治理区 ７２ 个ꎬ 其中枣园流域ꎬ 由枣园、 万花山、 桥沟 ３
个乡镇组合ꎬ 总面积 ７３ 平方千米ꎬ 治理面积 ４１ ４５ 平方千米ꎬ 集中 ６ 次 ３ 个乡镇大会

战ꎬ 共投工 ３０ 万个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９４４０ 亩ꎬ 新建果园 １５４１０ 亩ꎬ 造林 ３１５３０ 亩ꎬ 种草

５８００ 亩ꎬ 全流域治理程度 ７０％ꎮ 全区建成生态农业典型乡 (镇) ６ 个ꎬ 小康村 ２２０ 个ꎬ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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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省级 １１ 个、 市级 ２３ 个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生态农业建设完成植树造林 ５ 万亩ꎮ 其中ꎬ 经济林 １ ４ 万亩ꎬ 新修

基本农田 ６０５０ 亩ꎬ 种草 １ ２４ 万亩ꎮ 新建淤地坝 ３０ 座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完成植树造林 １１ ６ 万

亩ꎮ 其中ꎬ 经济林 ４ ２ 万亩ꎬ 新增基本农田 ２ １９ 万亩ꎬ 种草 ２ ０４ 万亩ꎬ 新建淤地坝 １６
座ꎬ 治理流域面积 ３７ ４８ 平方千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委、 区人民政府制定 «关于

封山育林草保护生态建设成果的决定» «关于开展封山禁牧舍饲养羊工作的通知» «关于

退田还林封山绿化的政策规定» «关于实施天然林保护的决定» 等ꎬ 当年完成造林 ６ ９
万亩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１ ２４ 万亩ꎬ 种草 ２ ３ 万亩ꎮ 同时在姚店镇开展封山禁牧、 舍饲养羊

试点ꎬ 对已建成的飞马河等 ４ 个生态农业示范区实施监督和管理ꎬ 实行区、 乡 (镇)、
村 (组) 按地权管护责任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完成造林 ５７５９７ ４ 亩ꎬ 其中乔木林 ５４８６０ 亩ꎬ 经

济林 ２８６５ ９ 亩ꎮ 种草 １６４７ 亩ꎬ 新增流域治理面积 ３９ ９４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０３ 年完成造林

７９９３ ５ 亩ꎬ 其中乔木林 ６５６２ ５ 亩ꎬ 灌木林 １４３１ 亩ꎬ 天然草场封育 ２８６２１ ８ 亩ꎬ 新修基

本农田 ３１４３ ３ 亩ꎬ 完成骨干 (坝) １ 座ꎬ 淤地坝 ３ 座ꎬ 水窖 １９ 处ꎮ 设施养殖畜棚

４３６９４ ７８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完成植树造林 ２１０９５ 亩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８０５０ 亩ꎬ 新建淤地

坝 ３ 座ꎬ 流域面积 ２４ ７５ 平方千米ꎬ 人工种草 ４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完成造林 １４５０００ 亩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１２００５ 亩ꎬ 建成淤地坝 ４ 座ꎬ 治理流域面积 １７ ２４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植树造林 ２３４５８ 亩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４５００ 亩ꎮ 实施柳林镇新茂台村、
枣园镇川口村、 万花山乡贺沟村、 冯庄乡白坪村 “三化一片林” 绿色家园建设ꎬ 栽植各

种乔木、 灌木林 ５ ６ 万株ꎮ 宝塔区马四川流域、 麻庄流域、 张天河流域被命名为市级退

耕还林精品流域ꎬ 王家沟村、 井家湾村、 康坪村被命名为市级生态文化村ꎮ

第二节　 示范区建设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１５ ９ 万亩ꎬ 累计面积 ３４ ９ 万亩ꎬ 人均 １ ７８ 亩ꎬ 退耕

７２ 万亩ꎬ 造林 ８８ ２ 万亩ꎬ 种草 ５８ 万亩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年ꎬ 建成 ６ 个农业生态示范区ꎬ 涉及 １１ 个乡镇、 ８８ 个行政村ꎬ 新增基

本农田 ２１２０８ 亩ꎬ 新建淤地坝 ２５ 座ꎮ 河庄坪镇芦草湾流域连片治理 １ ７ 万亩ꎬ 三年规划

一年完成ꎬ 卧虎湾村实行的户均千株杨、 百株柳、 百株果ꎮ 蟠龙镇王家沟流域一个秋冬

治理面积 １ 万亩ꎮ 柳林镇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造林 １０ ３ 万亩ꎬ 其中经济林 ３ １ 万亩、 人均 ２ ５
亩ꎬ 建成绿色长廊工程示范区ꎮ 经济总收入 ６５５８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１３６５ 元ꎬ 成为延安

市钱粮 “双过千” 的乡镇之一ꎮ 下坪乡种草 ５ ８ 万亩ꎬ 其中千亩以上草场 １０ 个ꎬ ５００ 亩

以上 ６ 个ꎬ 朱塔湾村王明金一户种草 １５００ 亩ꎬ 其中甘草 ２００ 亩、 牛夕 ２６ 亩ꎮ 丁庄乡建

成 ５ １ 万亩牧草基地ꎬ 其中郭家沟、 新庄科、 西河沟等 ７ 个行政村一条草带达 １ ２ 万亩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建成 １０ 个生态农业典型村ꎬ 经济强村 １１０ 个ꎬ 生态村 ２８０ 个ꎬ 占行

政村总数的 ４８％ꎬ 其中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０ 元以上的村 １４６ 个ꎬ 果树面积 ３０ 亩以上的大户

７８８ 户ꎬ 农林牧等各类专业户 ３５２８ 户ꎮ 全区完成流域综合治理工程折算资金 ７ ５ 亿元ꎬ
区财政 １０００ 多万元ꎬ 利用世行贷款及上级各项专款 ２０００ 多万元ꎬ 几项合计的投入占总

额的 ４％ꎬ 其余均由群众自筹资金或投劳解决ꎮ

６７２



一、 飞马河生态示范区

位于柳林乡ꎬ 是西延线进入宝塔区的南大门ꎬ 南北长 １５ 千米ꎬ 东西宽 ３ ７ 千米ꎬ 总

面积 ５５ ６ 平方千米ꎮ 示范区涉及飞马河、 三十里铺、 高坡等 １８ 个行政村ꎬ １２００ 户、
５１００ 人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ꎬ 示范区集中全乡 ５１ 个行政村的劳力开展大会战ꎬ 共投资 ２４０
万元ꎬ 投工 ４５ 万个ꎬ 完成治理面积累计 ３０ ６ 平方千米ꎬ 治理程度达 ６５％ꎮ 基本农田

１７００ 亩ꎬ 经济林 １ ２ 万亩ꎬ 用材林 ６０００ 亩ꎬ 种草 １２００ 亩ꎬ 修环山公路 ４０ 千米、 乡村道

路 ２０ 千米ꎬ 建引水上山高抽站 ３ 处ꎮ
二、 枣花生态农业示范区

位于延安市城郊ꎬ 由枣园、 万花山、 桥沟 ３ 个乡、 ３３ 个行政村组合ꎬ １８２７ 户、 ７９５６
人ꎬ 总面积 ７３ 平方千米ꎮ 项目实施前ꎬ 治理程度为 １３ ２％ꎬ 人均农田 ０ ４ 亩ꎬ 人均果园

０ ７ 亩ꎬ 人均占有林草面积 ０ ８ 亩ꎬ 人均产粮 ３００ 千克ꎬ 人均纯收入 ４００ 元ꎮ 示范区被

列为延河流域世行贷款重点治理区ꎬ １９９４ 年完成治理面积 ４１ ４５ 平方千米ꎮ 其中ꎬ 基本

农田 ９４４０ 亩ꎬ 果园 １５４１０ 亩ꎬ 造林 ３１５３０ 亩ꎬ 人工种草 ５８００ 亩ꎬ 建成淤地坝 １７ 座ꎬ 修

生产道路 １５１ ５ 千米ꎬ 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５１ １ 平方千米ꎬ 治理程度 ７０％ꎮ 集中 ３ 个乡的

３０００ 名劳力、 ４８ 台机械ꎬ 打破乡村界限ꎬ 集中会战与常年治理结合、 人机结合的办法ꎬ
联乡、 联村会战ꎮ １９９６ 年完成桥沟乡凤凰流域 ２３ ５ 平方千米的治理ꎮ 示范区人均产粮

６８０ 千克ꎬ 人均纯收入 １４５０ 元ꎮ
三、 贺沟口生态示范区

位于万花山乡ꎬ 包括 ９ 个行政村ꎬ ５６８ 户、 ２２８２ 人ꎬ 流域面积 １６ ０２ 平方千米ꎬ 其

中水土流失面积 １４ ６５ 平方千米ꎮ １９９５ 年列为延河流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重点治理

区ꎬ 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７ ０７ 平方千米ꎬ 其中基本农田 ２５０５ 亩ꎬ 造林 ３８００ 亩ꎬ 建果

园 ３１００ 亩ꎬ 种草 １２００ 亩ꎬ 建成淤地坝 ３ 座ꎮ １９９６ 年示范区为国家首批山区综合开发示

范点ꎬ 每亩基本农田解决专项贷款 ２００ 元ꎬ 共投资 ２００ 万元ꎬ 投劳 ６ ９ 万个ꎮ
四、 四岔铺生态农业示范区

四岔铺生态农业示范区内有四岔铺、 吴枣园等 ８ 个行政村ꎬ ３８５ 户、 １７５０ 人ꎬ 总面

积 ２６ ０２ 平方千米ꎬ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１７ ２６ 平方千米ꎬ 延安市确定的第二批治理水土

流失、 建设生态农业重点示范区ꎬ １９９５ 年投劳 ８３ 万个ꎬ 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治理面积 １３２００
亩ꎬ 其中基本农田 １８３０ 亩ꎬ 人均 １ 亩ꎬ 造林 ７０８０ 亩ꎬ 果园 ３６００ 亩ꎬ 修环山生产道路 ２０
千米ꎬ 治理程度 ７８ ３２％ꎮ １９９６ 年新修基本农田采用科学种田丰产技术ꎬ 谷子平均亩产

３５０ 千克ꎬ 玉米平均亩产 ４５０ 千克ꎬ 洋芋平均亩产 ２００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４ 年宝塔区生态农业典型村完成主要指标统计表
　 表 ７－８－１

乡镇 村名
退耕
(亩)

林果 (牧)
(亩)

人均产粮
(千克)

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枣园
庙沟 ５７００ ３８００ ５００ ２１０ ４１００

枣园 １３００ １１８２ ４９８ １３２ ０６ ２２００

蟠龙 张山疙台 — ５０１ ４００ ９０ ７ 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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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村名
退耕
(亩)

林果 (牧)
(亩)

人均产粮
(千克)

总收入
(万元)

人均收入
(元)

临镇 任家塬 ２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８２ １２０ ９２ ２３４１

李渠 登高峁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５０ ４７ ２０００

柳林
石头沟 ３００ ４７３ ４００ ２１ ４５ １５００

飞马河 １０００ １４２０ ５００ １１０ ３０００

南泥湾 桃宝峪 ２２００ ２７１５ ５５０ ６０ ２２６２

河庄坪 余家沟 １８２１ ２７１４ ５１５ ６３ １５００

川口 百峁 １１５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６０ ３０００

第三节　 生态农业实施效益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延安市实施生态农业工程建设ꎬ 农村产业结构得到重大调整ꎬ 种植业

与林牧副渔杂的比例 ６０ ５ ∶ ３９ ５ꎬ １９９６ 年调整到 ４５ ∶ ５５ꎮ 全区以苹果为龙头ꎬ “果、
菜、 羊、 薯” 四大主导产业的农业商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９％上升

到 ５８ ９％ꎬ 增长 １９ ９ 个百分点ꎮ 畜牧业中的大家畜 １９８９ 年末存栏 ３ ８ 万头ꎬ １９９７ 年末

存栏 ５ ６７ 万头ꎬ 增加 １ ８７ 万头ꎻ 羊 １９８９ 年末存栏 １２ ８ 万只ꎬ １９９６ 年存栏 ２８ ５ 万只ꎬ
增加 １５ ７ 万只ꎬ 年出栏 １０ 万只ꎬ 产值 ３０００ 万元ꎻ 生猪 １９８９ 年存栏 ３ ８ 万头ꎬ １９９６ 年

末存栏 ６ ８９ 万头ꎬ 增加 ３ ０９ 万头ꎻ 家禽 １９８９ 年末存栏 ２８ ６ 万羽ꎬ １９９６ 年末存栏

５５ １９ 万羽ꎬ 增加 ２６ ５９ 万羽ꎬ 畜牧业商品产值与粮、 果、 蔬产业比例上升ꎮ
生态农业工程建设促进八个生态农业转变ꎬ 即由过去的两杨 (杨树、 洋槐) 挂帅ꎬ

转变为以经济林为主ꎬ 突出苹果基地建设ꎻ 由过去的荒地造林为主ꎬ 转变为荒山和耕地

并举ꎬ 突出以退坡耕地为主ꎻ 由过去的造林以生态效益为主ꎬ 转变为三大效益并重ꎬ 突

出以工程措施为先ꎻ 由过去的以生物措施为主ꎬ 转变为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并重ꎬ 突出

以工程措施为主ꎻ 由过去单一植树造林为主ꎬ 转变为山水田林路草综合治理ꎬ 突出整体

效益ꎻ 由过去小打小闹、 零星栽植ꎬ 转变为大规模、 集中连片治理ꎬ 突出创流域治理ꎻ
由过去的抓典型、 搞会战为主ꎬ 转变为点面结合ꎬ 突出以林自战ꎻ 由过去的以造林为

主ꎬ 转变为造林管护相结合ꎬ 突出管护ꎮ
实施生态农业工程效益ꎮ １９９４ 年粮食产量 ９ ８ 万吨ꎬ 农村人均 ５０８ 千克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２０％ꎻ 果品总产量 ３０００ 万千克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３ 倍ꎻ 全市畜禽总量达 ５７ ６ 万头

(只)ꎬ 较 １９８９ 年增长 １９ ８％ꎬ 其中羊存栏数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５ ８ 万只ꎬ 增长到 ２５ 万只ꎻ 大

棚菜面积增加ꎬ １９９４ 年达 １５６８ 棚ꎻ 流域治理面积增加ꎬ 其中万亩以上流域治理点 ３０ 多

个ꎬ 流域治理程度 １９９０ 年为 ３４ ９％ꎬ １９９５ 年 ４７ ９％ꎻ 人工草场面积 １９９４ 年 ３２ 万亩ꎬ
其中集中连片上万亩人工草场 １０ 个ꎻ 森林覆盖面积增加ꎬ 新造林 ５２ 万亩ꎬ 果树面积 ４１
万亩ꎬ 农村人均 ２ 亩ꎻ 农村通电、 通路村ꎬ 生产道路增加ꎬ 通电率由 ７３％上升到 ９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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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率由 ７５％上升到 ９２％ꎬ 农村山上生产路达 １０００ 万千米ꎻ 乡镇企业产值增加ꎬ １９９４
年总产值 ２ ４ 亿元ꎻ 农民收入 １９９４ 年 ９１８ 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２％ꎻ 生态环境趋于稳定ꎬ
森林覆盖率提高ꎬ 空气相对湿度上升 １２％ꎮ 旱、 涝、 雹及极端气候灾害下降ꎬ 区内小气

候开始改善ꎮ
１９９６ 年后ꎬ 随着生态农业建设的推进ꎬ 山坡地退耕面积逐年扩大ꎬ 基本农田建设加

快ꎬ 植树造林、 人工种草面积增加ꎬ 科学种田技术提高ꎬ 多种经营意识形成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粮食总产量达到 １０ ２９ 万吨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８ ３３ 万吨增加 １ ９６ 万吨ꎬ 农业总产值 ２８１９５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３９３６ 万元增加 １４２５９ 万元ꎬ 增长率达 ５０ ５７％ꎮ 农业经济种植业收

入 １８９３６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 ６９１９ 万元增长 １ ７４ 倍ꎻ 养殖业 ４６８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 １１２７ 万

元增长 ３ １６ 倍ꎻ 工副业 ９１０２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 ４９０３ 万元增长 ８５ ６４％ꎻ 服务业 ４５６２ 万

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 ７８６ 万元增长 ４ ８ 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粮食总产达 ９４３３６ 吨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８２７５ 吨ꎬ 增长率达 ９ ６２％ꎬ 农业总产值 ５４５７５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 ２８１００ 万元增长

９４ ２１％ꎬ 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０５ ４９ 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１６ 元增加 ５８９ ４９ 元ꎬ 增长

率 ３８ ９％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农业总产值 １３４９５１ 万元ꎬ 较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 ４７ 倍ꎬ 苹果总产值 ５７６００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４６４ 万元增长 １ ８１ 倍ꎬ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比例为 ４６ ２６ ∶ ５３ ７４ꎬ
农民可支配收入达到 ５０５１ 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 ３９ 倍ꎮ 通过生态农业建设ꎬ 生态环境呈

现森林植被覆盖率提高ꎬ 降水量逐年增加ꎬ 黄土地逐渐变绿ꎬ 河流逐渐变清的趋势ꎮ

第九章　 农业综合开发

第一节　 农综机构

１９８１ 年ꎬ 延安市农业委员会成立ꎬ 正科级建制ꎬ 县政府农业综合职能部门ꎬ 主要负

责全市农林牧水和农机及其农业综合开发的协调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农业委员会更名

延安市农林牧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农林牧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老区扶

贫办公室更名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农业委员会恢复ꎬ 撤销延安

市宝塔区农林牧局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宝塔区农业委员会和宝塔区老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合

并ꎬ 成立宝塔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ꎬ 保留扶贫开发办公室牌子ꎬ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

机构ꎬ 内设宝塔区扶贫经济合作社和扶贫开发服务中心ꎬ 有职工 ３５ 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更名为宝塔区农业综合开发局 (宝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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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开发局)ꎬ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主要负责农业综合开发、 扶贫开发的编制ꎬ
中长期年度、 项目开发评估、 论证和申报ꎬ 资金使用管理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等ꎮ 协

调社会扶贫互助资金协会的管理ꎮ

第二节　 综合开发项目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调整农业结构ꎬ 改变单一种粮食习惯ꎬ 实行梯田种粮食、 缓

坡种林果、 陡坡种草木ꎬ 宜粮则粮、 宜林则林、 宜果则果、 宜草则草、 宜菜则菜ꎬ 增加

经济作物ꎬ 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ꎮ 农业与多种经营比例ꎬ １９９０ 年为 ６０ ５ ∶
３９ ５ꎬ 农业商品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由 １９８５ 年 ２９％上升到 ３９％ꎬ 增长 １０ 个百分点ꎮ
１９９４ 年农业综合开发首次实行项目申报制度ꎬ 农业羊、 果、 烟、 薯四大主导产业有项目

１２ 个ꎬ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 １２ 个ꎬ 乡镇企业 １３ 个ꎬ 经济实体 ３ 个ꎬ 新建、 扩建、 技改

５ 个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林果基地建设新栽 ５９４０ 亩ꎬ 补植苹果 １ 万亩ꎬ 建成优质丰产示范样板园

１ ８６ 万亩ꎬ 优质丰产示范园 １０ 万亩ꎬ 推广幼树覆盖、 复剪拉枝、 改土施肥、 防虫灭鼠

等 ６ 项技术ꎬ 面积 ０ ９６ 万亩ꎬ 引进新乔纳金、 北斗、 王林等苹果优良品种 ６ 个ꎬ 巨峰系

黑奥林、 先峰等葡萄优良品种ꎬ 分别在枣元乡莫家湾、 侯家沟等村新建良种葡萄园 １００
亩ꎮ 畜牧业生产重点推广 “四改、 六定” 饲养管理技术和人工授精、 胚胎移植改良品种

技术ꎬ 改良白绒山羊 ５ ５ 万只ꎬ 建成南泥湾、 麻洞川等 ５ 个乡镇和市种羊场 １１ 个安哥拉

山羊改良人工授精站ꎬ 改良安哥拉山羊 ８１００ 只ꎬ 利用胚胎移植技术改良 ７７ 头ꎮ 水利水

保开发建成项目有: 新建成小型水利工程 ６ 处、 新建恢复抽水站 １３ 个、 人畜饮水工程 ９
处ꎻ 建立农业服务体系ꎬ 官庄、 临镇、 柳林、 蟠龙等 １１ 个乡镇成立园艺站ꎬ 为农民提

供果树、 瓜果技术服务和农科知识培训ꎮ 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有: 农大 ６０ 玉米、 晋汾

七号谷子、 ４０７ 小麦、 四倍体荞麦、 中绿一号绿豆、 乌蒙马铃薯 ６８４、 中甘 １１ 号、 西红

柿早丰、 晋菜 ３ 号、 郑杂 ５ 号、 新红宝等 ３０ 多个ꎬ 玉米良种化率达 ９７％ꎬ 谷子、 荞麦良

种率 ９６％以上ꎬ 甘蓝、 番茄、 黄瓜、 大白菜、 葫芦等主要蔬菜普遍实现杂交一代化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坚持山、 水、 田、 林、 路、 草综合治理ꎬ 生物、 工程技

术一齐上ꎬ 经济、 生态、 社会三大效益一齐抓的开发原则ꎬ 粮食生产上政府作出 «关于

主要农作物实行科学种田的决定»ꎬ 玉米、 马铃薯 (洋芋)、 谷子、 豆类四大骨干农作物

实行大垄沟种植ꎬ 推广面积 ４６ １ 万亩ꎬ 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 ７３ ８％ꎬ 山坡地玉米比

同地类增产 ３０％ꎬ 山坡地谷子亩增产 ４０ 千克ꎬ 马铃薯亩增产 ５００ 千克ꎮ 农田水利工程ꎬ
新修农田 ３ ５８ 万亩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８％ꎻ 兴建加固淤地坝 ５ 座ꎬ 淤地 ７５５ 亩ꎻ 完成延河改

道整治维修 １０００ 米ꎬ 保护耕地 ５００ 亩ꎮ 幸福渠、 延惠渠、 汾川渠三大灌溉区扩建、 改

造、 维修渠道分别为 １５００ 米、 ５５０ 米和 １００ 米ꎬ 扩大灌溉 １ 万亩ꎬ 投资 ８２ ５ 万元ꎮ 延河

流域被世界银行确定为综合治理项目区ꎬ 项目分布在全市 １４ 个乡镇、 ２７１ 个行政村、 人

口 ８ 万多人ꎬ 新修农田 １ ６５ 万亩ꎬ 建淤地坝 ２８ 座ꎬ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０６ ９ 平方千米ꎬ
人工造林 ９ ５１ 万亩 (经济林 ２ ５３ 万亩)ꎬ 人工种草 ５ １７ 万亩ꎮ 建成优质果园 １０ 万亩ꎬ
果品产量 ３１７２ 万千克ꎬ 产值 ６３４５ 万元ꎮ 建立科技示范园ꎬ 引进安丘蜜桃、 日本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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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稔葡萄、 矮化果树等优良品种ꎮ 畜牧业养殖大户 ４０００ 户ꎬ 养猪养鸡联养专业村 １ 个ꎮ
１９９６ 年末建成百头猪场 ６９ 个ꎬ ５０ 头以上猪场 １００ 个ꎬ １５ 头以上猪场 １７７ 个ꎮ 羊改良白

绒山羊 ８ 万只ꎬ 安哥拉山羊 ２ 万只ꎮ 农产品加工厂 １２０ 个ꎬ 年加工洋芋 １ 万多吨ꎬ 饲料

加工厂 １０４ 个ꎬ 年加工各类饲料 ２ 万吨ꎮ 农村电力建设有乡镇 ８ 个ꎬ 行政村 ５１ 个ꎬ 自然

村 ６５ 个ꎬ 完成通电里程 １３４ ４ 千米ꎮ 建成蔬菜大棚 ４４３ 棚 (２５４ ４ 亩)ꎬ 小弓棚 ４５２ 棚ꎬ
全市蔬菜面积 ３ 万亩ꎬ 年产 ５ ５ 万吨ꎮ 乡村企业 ６６ 个ꎬ 实行股份制有 ３７ 个 (乡办 １０
个、 村办 ２７ 个)ꎬ 股金总额 ５４ ７ 万元ꎬ 年收入 ４０３ ３ 万元ꎬ 创收 １７４ ５ 万元ꎮ 新修、 改

造乡村道路 １５９８ ３ 千米ꎬ 新修桥涵 １６００ 多座ꎮ 建成小康村 ８４ 个ꎬ 小康村总数增加到

１４６ 个ꎬ 占全市行政村的 ２５％ꎬ 被延安地委行署命名为地级 “小康示范村” １６ 个ꎬ 省

委、 省政府命名为省级 “小康示范村” 有 ７ 个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列入国家级项目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完成农业综合开发元龙寺

乡桃屯村流域区项目ꎬ 营造水土保持林 ４５２０ ２ 亩ꎬ 人工种草 ２５１２ 亩ꎬ 建骨干坝、 淤地

坝 ９ 座ꎬ 台阶坝 １５７ 座ꎬ 抽灌站 ２ 座ꎬ 土壤改良 １ ４ 万亩次ꎬ 坡改梯田 ９０８ 亩ꎬ 良种繁

育 ５００ 亩ꎬ 机耕路 ３０ 千米ꎬ 示范推广农作物 ３ 项ꎬ 面积 ２０００ 亩次ꎬ 培训农民 ４２００ 人

次ꎮ 项目区水利工程措施完成投资 ３７１ 万元ꎬ 占总投资的 ８６ ４８％ꎻ 林业完成投资 ４９ ５
万元ꎬ 占计划投资的 １５９ ６８％ꎻ 牧业措施完成投资 ３８ ５ 万元ꎬ 占计划投资的 １１０％ꎻ 农

业完成投资 ７９ １２ 万元ꎬ 占 ８９ ９％ꎻ 农业科技推广完成投资 １８ 万元ꎮ 项目总投入

５５６ １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农业综合项目有: 新建和加固骨干坝、 中小淤地坝 ５ 座ꎬ 建设排灌

站 ６ 座、 渠系建筑 ３０ 座ꎻ 衬砌渠道 ６ 千米ꎬ 埋设管道 １５ 千米ꎬ 配备喷灌设备 １０ 台

(套)ꎻ 新打机井 ２０ 眼ꎬ 机耕道路 ２０ 千米ꎻ 造林 ２６００ 亩ꎬ 新增基本农田 ５００ 亩ꎬ 种草

５００ 亩ꎻ 兴建沼气池 ２２ 座ꎮ 完成投资 ４９１ ９８ 万元 (财政资金 ３８１ 万元)ꎮ 元龙寺乡郝家

河村新修基本农田 ３６５ 亩ꎮ 打机井 ６ 眼ꎬ 配套专用化肥 ２ 吨ꎬ 农村文化建设等投入资金

６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麻洞川乡小园峁、 刘台、 砖庙、 雪水湾等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有 ４ 个:

营造水保林 ３０００ 亩ꎬ 经济林 ６００ 亩ꎬ 种草 ５００ 亩ꎻ 改良土壤 ２０００ 亩ꎬ 新修淤地坝 ２ 座、
台阶坝 ５０ 座ꎬ 新打机井 ７ 眼ꎬ 开挖疏浚渠道 １３ 千米ꎬ 坡改梯和平整土地 １６００ 亩ꎬ 修机

耕路 ８ 千米ꎻ 培训农民 ３０００ 人次ꎬ 农业示范推广 ３ 项 ２０００ 亩ꎮ 流域开发总面积 １１ ２ 平

方千米ꎮ 新农村建设: 小园峁新修平板房 ４４ 间、 窑洞 １９ 孔、 配套围墙 ２５ 户、 圈舍 ２５
户、 厕所 ２５ 户ꎬ 硬化道路 ３８５ 米ꎬ 建广场 １ 座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３００ 亩ꎬ 栽植果树

１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麻洞川乡岳屯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成淤地坝 ２ 座、 台阶坝 １００ 座、 新

打机电井 ５ 眼、 配套低压输变电线路 ４ 千米、 开挖疏浚渠道 ８ 千米、 生产道路 １５ 千米、
坡改梯 ２５００ 亩、 改良土壤 ２０００ 亩、 营造水土保持林 ５０００ 亩ꎮ 项目区有岳屯、 金屯、 雪

水湾、 黑龙沟等村 ４ 个ꎬ 完成治理 ９０００ 亩ꎬ 总投资 ８９１ 万元 (财政投资 ６６８ 万元)ꎮ 技

术培训 ２５００ 人次ꎬ 试验示范推广 ２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麻洞川金屯流域农业综合项目建成淤地坝 ２ 座、 台阶坝 ５０ 座ꎻ 新打机电

井 ５ 眼、 坡改梯 ２０００ 亩、 土壤改良 ４０００ 亩ꎻ 营造水保林 ２０００ 亩、 经济林 １０００ 亩、 培

１８２

第七编　 农牧业 　



农牧业

训农民 ３０００ 人次ꎬ 示范推广 ５００ 亩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实施农业生态工程项目 ７ 期、
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９ 期、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７ ４ 万亩、 修基本农田 ２ ７５ 万亩ꎬ 完成坡

改梯 １ ９ 万亩、 建骨干坝 ３ 座、 淤地坝 ４０ 座、 修台阶坝 ８４５ 座、 治地 ０ ８４ 万亩、 打机

电井 ２２４ 眼、 建抽灌站 １７ 座、 衬砌渠道 ７９ ６ 千米、 维修渠道 ７ 千米、 造林 ５ ５９ 万亩、
种草 １ １ 万亩、 修沼气池 ５６０ 座、 改良土壤 １２ ５ 万亩、 修机耕路 ２４９ 千米、 培训农民

６ ７７ 万人次、 示范推广 ５ ７７ 万亩ꎮ 中央国拨农业建设资金 ６０ 万元 (农业部 ２ 万元)ꎬ
市财政 ４ 万元ꎻ 以工代赈工程项目: 国家 １５０ 万元ꎬ 省、 地、 市配套 ８５ 万元ꎬ 群众投劳

筹资 １２０ 万元ꎻ 世界银行项目资金 １５０ 万元ꎬ 市财政配套 ７０ 万元ꎬ 群众筹资 ６３０ 万元ꎬ
项目总投资 ８５０ 万元ꎮ 各级银行发放支农贷款 １４００ 万元ꎬ 市农经站发放支农贷款 ９００
万元ꎮ

附: 南泥湾高效农业示范区

１９９５ 年ꎬ “南泥湾高效农业示范区” 以羊、 肉牛、 名优杂豆、 马铃薯、 大棚菜、 优

质水稻等产业开发为重点建立示范点ꎬ 抓好主体技术ꎬ 引进推广优良品种试验示范ꎬ 形

成主导产业开发规模效益趋势ꎮ 示范区涉及南泥湾、 麻洞川、 松树林、 临镇、 官庄等乡

镇 ５ 个ꎬ ８７３７ 户、 ３４５２１ 人ꎮ
南泥湾示范区五乡镇采用 “早播、 大垄沟技术”ꎬ 种植玉米 ２ ５ 万亩ꎬ 高产玉米试

验 ５００ 亩ꎬ 平均亩施农家肥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千克ꎬ 碳铵 １２５ 千克、 过磷酸钙 １００ 千克、 尿素

１０ 千克ꎬ 平均亩产 ６５０ 千克以上ꎻ 麻洞川乡高产玉米试验 １２０ 亩ꎬ 平均亩产 ８００ 千克ꎮ
示范区麻洞川乡北姚家坡村示范点ꎬ 引进大豆新品种试验ꎬ 参试品种有: 日本超巨丰、
千斤黄、 美国 Ｄ－９０ 和灵珍一号等 ４ 个ꎬ 分别从武汉市和山西省引进ꎬ 品种属高油高蛋

白品系ꎬ 试验结果 Ｄ－９０ 和千斤黄ꎬ 农艺性状表现良好、 生育期适宜、 抗寒抗病虫能力

均较强ꎬ 亩产分别达 ２４３ 千克、 ２９５ 千克ꎬ 日本超巨丰和灵珍一号生育期较长ꎬ 不宜在

本示范区推广种植ꎮ 春油菜参试品种有: 春杂一号、 春杂二号ꎬ 材料来源于陕西省农科

院特作研究所ꎬ 属适宜高寒干旱地区种植ꎬ 甘蓝型杂交油菜品系ꎬ 生育期均为 １３４ 天左

右ꎬ 通过示范试验ꎬ 两个春油菜品种在示范区种植农艺性状良好ꎬ 亩产在 ５８ ~ ８３ 千克ꎬ
适合种植ꎮ 花生新品种冀花一号在旱川台地上种植试验ꎬ 亩产 １６０ 千克ꎬ 亩产值达 ６３８
元ꎮ 南泥湾马坊村建立水稻高产试验示范基地ꎬ 种植水稻 ３００ 亩ꎬ 总产 １３５ ６ 吨ꎬ 平均

亩产 ４５２ 千克ꎬ 较 １９９４ 年亩增产 １０ ８％ꎮ 示范区推广种植辽豆 ４ 号大豆 １３１００ 亩、 巨丰

一号 ５９００ 亩、 津引一品红小豆 １１７２０ 亩ꎬ 推广良种玉米 １１ ８ 万千克ꎬ 购买化肥 ３７４０
吨、 农地膜 ３８ ７ 吨ꎬ 投资 ３５５ 万元ꎮ 陕西省黄土研究所和延安地区农技站技术干部在示

范区进行技术培训、 技术指导ꎬ 示范区的科技含量显著提高ꎮ
示范区五乡镇粮食总产 １８５１８ 吨ꎬ 较上年增加 ２ ３％ꎬ 总产值 ６６１５ ９ 万元ꎻ 羊、 牛、

豆、 薯、 菜、 稻等六项产值 ３６１３ ９ 万元ꎬ 占农业总收入 ５４ ６％ꎻ 人均纯收入达 １３５４ ６
元ꎬ 较上年增加 ３１７ ６ 元ꎮ

第三节　 扶贫开发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ꎬ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ꎬ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抓好老革命根据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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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指示ꎬ 加强对陕北的建设ꎬ 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ꎬ 王任重任主任ꎬ 委员会下设

办公室ꎬ 驻绥德县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３ 日ꎬ 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西安召开ꎬ 确

定委员会性质、 任务和组织机构ꎬ 制定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陕北农业生产建设规划ꎬ 贯彻党在

农村的各项政策ꎬ 执行 “农林牧并举” 和 “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建设方针ꎬ 争

取实现陕北老革命根据地 “三年小变、 八年大变、 二十年内根本改变面貌” 的建设蓝

图ꎮ 省委确定ꎬ 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担负代表省委、 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延安地区、 榆林

地区、 铜川市耀县、 咸阳地区彬县、 淳化、 旬邑等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任务ꎮ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８ 年扶贫乡镇 １９ 个ꎬ 扶持贫困户 ５７００ 户ꎬ 种植业户 ４８１１ 户ꎬ 养殖业户 ５１７ 户ꎬ 开矿

业 １６ 户ꎬ 加工业、 运输业、 商业等 ３５６ 户ꎬ 兴办经济实体 ４ 个ꎬ 脱贫户 ２８６３ 户ꎬ 占贫

困户 ３５ ８％ꎮ 其中ꎬ １９８５ 年底延安市有贫困乡镇 １５ 个ꎬ 占乡镇总数 ６２ ５％ꎬ 贫困户

２２８００ 户ꎬ 占农业总户数 ５７ ２％ꎬ 贫困人口 ９７９００ 人ꎬ 占农业人口 ５５ ８％ꎬ 贫困乡镇人

均纯收入 １４４ ６ 元ꎬ 人均生产粮食 ２３０ ６ 千克ꎬ 是全省 ３４ 个贫困县之一ꎮ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ꎬ 陕北老区建设资金和扶贫专项贴息贷款 １８０１ ３ 万元ꎬ 其中老区建设

资金 ８６１ ３ 万元ꎬ 扶贫专项贴息贷款 ９４０ 万元ꎮ 林果投资 ２３１ 万元ꎬ 占总投资 ２６ ８％ꎬ
建成苹果基地乡镇 ７ 个ꎬ 重点乡 ３ 个ꎬ 全市发展苹果 １８ 万亩ꎮ 畜牧业投资 ２６ 万元ꎬ 占

总投资 ０ ３％ꎬ 种草 ４ ５ 万亩ꎬ 引进白绒山羊 ３００ 只ꎬ 黄牛改良 １０００ 头ꎬ 冷精配种 ４００
头ꎬ 受胎率达 ６９％ꎬ 培植牛黄 １０００ 头ꎬ 购畜牧专业设备 ６０ 台 (件)ꎮ 延安市财政扶贫

资金达 ３１０ 万元ꎬ 用于经济作物种植补贴、 成效显著ꎬ 薯类由 １９８５ 年 ３ ８４ 万亩增加到

１９９０ 年 ４ ７２ 万亩ꎬ 总产量由 ２１６３０ 吨上升到 ３６９９０ 吨ꎬ 年产值 ５９１ ２ 万元ꎮ 蔬菜面积由

１９８５ 年 ０ ９３ 万亩增加到 １９９０ 年 １５６ 万亩ꎬ 总产量由 １８８７６ 吨上升到 ３５５９０ 吨ꎬ 实现产

值 ８５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根据国务院提出的 «国家 “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 和陕西省提出的 « “五

七” 扶贫攻坚计划»ꎬ 延安市制定 « “六七” 扶贫攻坚计划»ꎬ 计划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ꎬ 基

本解决 ６ 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ꎮ 同时巩固好扶贫成果ꎬ 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ꎬ 实现脱

贫致富ꎮ 攻坚扶贫范围: 东北川有蟠龙、 贯屯、 梁村、 丁庄、 张坪、 元龙寺、 青化砭、
甘谷驿、 冯庄等乡镇 １０ 个ꎬ 列入扶贫攻坚村 ３１５ 个、 １４５６０ 户、 ６０１４５ 人ꎮ 扶贫主要经

济指标有: 贫困农户人均占有粮食 ５００ 千克以上ꎻ 贫困农民人均纯收入 ８００ 元以上ꎻ 贫

困村和贫困户人均基本农田 ２ ５ 亩ꎻ 全市行政村通电、 自然村通电率 ９５％ꎻ 村庄通公路

９５％ꎻ 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９０％ꎮ 扶贫攻坚工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年ꎬ 重点扶持行政村 ９０ 个、 ４５００ 户、 １８０００ 人ꎻ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ꎬ 重点扶

持行政村 １３５ 个、 ６５６０ 户、 ２８１４５ 人ꎻ 第三阶段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ꎬ 重点扶持行政村 ９０ 个、
３５００ 户、 １４０００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人民政府制定 «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

决定» 和 «关于党政企事业单位包扶贫困村、 贫困户安排的通知»ꎬ 抽调党政企事业单

位 ２５７ 个ꎬ 干部 １２２０ 名ꎬ 包扶贫困村 ６１ 个ꎬ 贫困重点户 ３１００ 户ꎮ 依托资源ꎬ 实施

“７３５” 生态农业发展战略ꎬ 以 “果、 牧、 菜、 薯” 四大主导产业为重点进行区域划分:
北部乡镇发展林果、 养殖、 薯类ꎻ 南部乡镇发展烤烟和养殖业ꎻ 公路沿线贫困村发展大

棚菜和服务业ꎮ １９９７ 年全区有贫困村 １１２ 个、 贫困户 ５２３０ 户、 ２ ４ 万人ꎬ 在扶贫资金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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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ꎬ 采取上级贷一点、 财政挤一点、 干部职工集一点、 富户帮一点、 向外争一点的办

法ꎬ 筹集各类扶贫资金达 ２９１７ ５ 万元ꎬ 农田基本建设项目 ６８ 个ꎬ 新增农田 ３５００ 亩ꎬ 林

果和经济作物项目 ３２００ 个ꎬ 扶持规模 １ ６ 万亩ꎮ 粮食生产上采取科学种田ꎬ 旱播化、 大

垄化、 良种化、 大垄沟种植技术和良种普及率 ９５％以上ꎮ 全区施用各种化肥 ２ ８ 万吨ꎬ
农地膜 ９０ 吨ꎬ 较上年增长 ３０％ꎬ 无偿提供 ３１００ 户重点户化肥 ２７７８ 吨ꎬ 比上年增加 ３~５
倍ꎮ 农业综合开发与以工代赈、 延河流域治理工程项目、 扶持贫困村户治理项目 ３８０
个ꎬ 扶持资金 １１４０ 万元ꎮ 农田水利工程投入 １１００ 万元ꎬ 作业推土机 １９５ 台ꎬ 新修农田

３ ０２ 万亩ꎬ 人畜饮水工程建成项目 １９ 个ꎬ 解决 ９８５２ 人、 １５２８ 头大家畜饮用水问题ꎮ 完

成各类小型产业项目 １２０１１ 个ꎬ 项目覆盖贫困户率 ９８％ꎬ 教育 “双基工程” 投资 １８９８
万元ꎬ 软、 硬件建设显著提高ꎬ 农村学校全部告别土窑洞ꎬ 教育教学条件成效明显ꎮ 举

办农业技术培训班 １００ 期ꎬ 培训人数 ４ 万人次ꎬ 贫困户占 ４０％ꎬ 扶持计生贫困户 ３２６ 户ꎮ
宝塔区 “两联一包” 扶贫有部、 省、 市单位 ２２ 个ꎬ 驻村干部 １７ 名ꎬ 包扶贫困村 ２６ 个ꎬ
人总行驻延扶贫小组包扶贫困村 ４ 个ꎬ 引进捐款 ３９５ 万元ꎬ 协调扶贫贷款 ５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部、 省市包扶单位投资扶贫总额 １００１ 万元ꎬ 有 ５０％贫困村越过温饱线ꎬ ６７％
贫困户跨过温饱线ꎮ 全区扶贫三项主要指标: 人均产粮 ３７１ 千克ꎬ 人均纯收入 ８３７ ５ 元ꎬ
解决温饱率 ８５％ꎬ 距 ９０％的标准相差 ５ 个百分点ꎬ 从 ８ 项保证指标总扶贫达 ９５ ３ 分ꎬ 超

过 ８５ 分标准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扶贫攻坚乡镇有贯屯、 丁庄、 贫困村 ５６ 个ꎬ 贫困户 １８７０ 户ꎬ 贫困人

口 ８８８０ 人ꎮ 按照中央扶贫政策 “四不变” 的要求ꎬ １９９７ 年对在册 ５６ 村、 ５２３０ 户、 ２ ４
万贫困人口继续进行扶持ꎬ 林果瓜 １００ 个重点村、 １０００ 户重点户、 １ 万亩重点果园ꎬ 养

殖业 (猪、 羊、 鸡) ５２３０ 户养猪 １ ２ 万头ꎬ 养羊 ２ １ 万只ꎬ 养鸡 ５ 万只ꎬ 种植地膜玉米

和地膜马铃薯 (洋芋) ３ 万亩ꎬ 贫困村新修基本农田 １ １２ 万亩ꎬ 种植高效经济作物

１０５８ 亩ꎬ 建大棚菜 ５０２ 棚ꎮ 扶贫资金开发式扶贫 “造血” 和适当资金投入 “输血” 相

结合ꎬ 筹集资金 ４８０ ４５ 万元ꎮ 部门、 单位扶持 ６４ ４５ 万元ꎬ 联县扶贫单位 １３０ 万元ꎬ 购

买化肥 ２９２２ 吨ꎬ 农地膜 １１６ ９７ 吨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各类扶贫资金 １５１８ 万元ꎬ 按分类分: 扶贫信贷资金 １３５０ 万元ꎬ 老区发展

资金 ９８ 万元ꎬ 中央、 省、 市支援资金 ７０ 万元ꎮ 中共宝塔区委、 区人民政府 «关于实施

１９９９ 年 “温饱工程” 的通知»ꎬ 人均种植好 “温饱工程” 面积 １ 亩ꎬ 全区种植地膜玉米

２ ７ 万亩ꎬ 地膜马铃薯 (洋芋) １ １ 万亩ꎬ 地膜小麦 ０ ３ 万亩ꎬ 地膜玉米平均亩产 ５８４
千克ꎬ 较露地玉米平均亩产 ３２５ 千克ꎬ 增产 ７９ ７％ꎬ 总增产粮食 ８７７ ５ 万千克ꎬ 增产总

值 ９３２ 万元ꎬ 贫困户人均收入达 １５８ 元ꎮ 组建联保小组 １５５９ 个ꎬ 发放小额信贷资金 ６２６
万元ꎬ 扶持贫困户 ４２３２ 户ꎬ 种植大垄沟农作物 １７９１６ 亩ꎬ 大棚菜 ３５ 棚、 果树 ５８００ 亩、
２０００ 户养殖户、 养牛 １８９５ 头、 养猪 ４２１７ 头、 养鸡 １８８５７ 只ꎮ “两联一包” 扶贫投资村

２４ 个ꎬ 建成电视差转台 ３ 座ꎬ 人畜饮水工程 ３３ 处ꎬ 解决 １９６４ 户、 ９３５６ 人、 １４５９ 头大

家畜饮水困难ꎬ 新建希望小学 １ 所ꎬ 购化肥 ７５ 吨等ꎬ 投资额 １６８ ９８ 万元ꎮ 移民搬迁有:
姚店镇赵家沟村整体搬迁 ２２ 户 ８４ 人ꎬ 分散插花就近安置ꎻ 下坪乡后中沟村 １５ 户 ７５ 人ꎬ
员外沟 ８ 户 ３８ 人ꎻ 梁村乡石家河 ２２ 户 １０８ 人ꎬ 闪天玉 １２ 户 ５５ 人ꎻ 蟠龙镇史家沟 ２６ 户

１６９ 人ꎻ 万花山乡花园头村 １７ 户 ８５ 人ꎮ ２０００ 年完成脱贫越线ꎬ ２００１ 年被省政府确定为

４８２



省级扶贫重点县 (区)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有扶贫重点村 ９１ 个ꎬ 移民搬迁村 ４４ 个ꎬ 搬迁 １３５３ 户 ５２６５

人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４ 年扶贫开发重点村 ７ 个ꎬ 新修桥 ５ 座ꎬ 基本农田 ２５６ 亩ꎬ 村级道路 ３３
千米ꎬ 人饮工程 ４ 处ꎬ 打井 ６４ 口ꎬ 维修校舍 ３２ 间ꎬ 建牛圈 ２１０ 个ꎬ 养秦川牛 ２１２ 头ꎬ
养猪 １２００ 头ꎬ 改厕 ２２６ 个ꎬ 建沼气池 １５６ 个ꎮ 完成投资 ２８７ ４４ 万元 (财政扶贫资金

１３８ ７５ 万元)ꎮ 联县扶贫情况: 省电力公司、 市级扶贫单位 １５ 个ꎬ 新建改造高低压农电

线路 １２ ２ 千米ꎬ 更换变压器 １１ 台ꎻ 新建大桥 １ 座ꎬ 养牛 ５６ 头ꎬ 养猪 ６０ 头ꎬ 人饮工程 ２
处ꎬ 打井 １０ 口ꎻ 改造村级道路 ２ 千米ꎬ 栽植核桃 １５０ 亩ꎬ 投入扶贫资金 １４３ ３ 万元ꎮ 全

区扶贫信贷资金扶持 １３２０ 户、 ５５００ 人ꎬ 养牛 １４００ 头、 猪 ３０００ 头、 鸡 ２５０００ 只ꎬ 建蔬菜

大棚 １２０ 座ꎬ 投资总额 １５６０ 万元 (发放小额贷款 ６００ 万元)ꎮ 移民搬迁村有 ３ 个ꎬ 新建

平板房、 窑洞 ２７４ 间 (孔)ꎬ 完成投资 ３４８ ７ 万元 (财政扶贫资金 ８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财政扶贫新增基本农田 ６８８ 亩ꎬ 改造村级道路 １４ ７ 千米、 桥涵 ３ 座ꎬ 建成防雹网 ２３６
亩、 果库 ３５ 个、 蔬菜小弓棚 ４０３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有扶贫重点村 １５ 个ꎬ 建成沼气池 ３５０ 口、 果库 ２４ 个ꎬ 生产道路 ２６ 千

米ꎬ 人饮水塔 ２ 处ꎬ 农田治理 １３２０ 亩ꎬ 排洪渠 １５００ 米ꎬ 防雹网 ２００ 亩ꎬ 建成果园 ３８０
亩ꎬ 淤地坝 ３ 座ꎮ 移民搬迁有行政村 ２ 个ꎬ 完成建房主体 １３５ 间ꎮ 林果业、 草畜业、 棚

栽业扶贫项目发放信贷扶贫资金 ４００ 万元ꎮ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系统 １０ 个单位ꎬ 用于农村

道路、 产业开发、 农田治理、 科技教育等建设投资 ２５ 万元ꎬ 建成科技扶贫基地 １０ 个ꎬ
主要培训农民低收入家庭ꎬ 采取发放资料、 集镇设点的技能工程培训办法ꎬ 培训人员

１２０ 人ꎬ 农村劳动力转移达 ５５０ 人次ꎮ 农村减灾安居工程建设ꎬ 采取扶贫开发与改善贫

困村危窑危房相结合ꎬ 按照就近便利的原则ꎬ 进行插花和整体安置ꎮ 农村减灾安居工程

与农户签订建设协议 ７４５ 户ꎬ 完成主体工程 ９０５ 人ꎬ 建房 ２２６７ 间 (孔)ꎬ 惠及乡镇 １９
个、 村组 １００ 个ꎬ 共 ３６３９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扶贫开发重点村有 １４ 个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４３２ 亩ꎬ 排水渠 ２ 千米ꎬ 打

灌溉井 １３ 眼ꎬ 生产路 ８ ４ 千米ꎬ 大小弓棚 １９０ 个ꎬ 集雨窖 ５０ 个ꎬ 村道硬化 ５ ５ 千米ꎬ
沼气池 １２２ 口ꎮ 移民搬迁项目建设村 ２ 个ꎬ 建成平板房 ９５ 间ꎮ 千村移民搬迁项目: 贯屯

乡贯屯村、 蟠龙镇瓷窑沟村 ２ 个ꎬ ９９ 户 ３７３ 人ꎬ 建房 ４６５ 间 (孔)ꎬ 建筑总面积 １２８４６
平方米ꎬ 人均 ３４ 平方米ꎬ 配套水电工程 ２ 处ꎮ 农村安居工程: 实施 ５０５ 户ꎬ 建成平板房

１３１１ 间ꎮ ２００９ 年陕西省奖励宝塔区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用于河庄坪镇田塔村、 南泥湾镇

蟠龙村等安居工程村 ７ 个、 １３８ 户 ４９０ 人ꎬ 建成移民房 ４１０ 间ꎬ 建筑总面积 １１４８０ 平方

米ꎮ 互助资金项目: 青化砭镇赵家沟、 甘谷驿镇小张沟、 川口乡蟠龙、 柳林镇稍元梁、
枣园镇上砭沟、 官庄乡崾岘、 临镇刘村、 姚店镇沙滩、 李渠镇九沟、 南泥湾镇南阳府等

村 １０ 个ꎬ 成立扶贫互助协会 １０ 个ꎬ 入会会员 ５３１ 户ꎬ 互助资金规模总量达 ２８６ 万元ꎬ
省、 市财政补助 １６０ 万元 (市财政 ８０ 万元)ꎮ 小额扶贫贴息贷款用于主导三大产业投放

４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扶贫重点村有临镇镇碾盘沟、 官庄乡下吕家塬等村 １３ 个ꎬ 农田治理

４００ 亩、 修果树条带 ８００ 亩、 生产道路 １０ 千米、 人饮工程 １ 处、 沼气池 ６０ 口、 排水渠

９００ 米、 扶贫重点村项目投资 ４２５ 万元ꎮ 移民搬迁村 ２ 个、 １１９ 户 ４９８ 人ꎬ 新修房屋 ２４８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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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 搬迁项目投资 １８９ ７４ 万元ꎮ 千村互助资金项目有乡镇 １０ 个、 ７２５ 户 ２９８２ 人ꎬ 互助

资金村 １０ 个ꎻ 成立扶贫互助资金协会 １０ 个ꎬ 入会会员达 ４６０ 户ꎬ 入会率达 １０ 个村总户

数的 ６３％ꎬ 绝对贫困户、 低收入户入会率达 ８０％ꎬ 互助资金 ２０６ 万元ꎬ 协会会员自有入

会资金 ４６ 万元ꎬ 发放借款 ７１ ４ 万元ꎬ 受益农户 １５６ 户ꎮ 开展千企包千村扶贫以来ꎬ 采

取 “带项目、 带技术、 带信息、 带资金”ꎬ 全区有 ３７ 个企业一村一企结对帮扶ꎬ 省定企

业有 １１ 个、 区定企业有 ２６ 个ꎬ 帮扶项目 ２４ 个ꎬ 扶贫资金 １４ ５ 万元ꎮ

第十章　 农业管理

第一节　 综合服务

一、 服务机构与人员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农业局为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ꎬ 内设办公室ꎬ 下辖农业技术推广

站、 种子公司、 植保植检站、 蔬菜指导站、 良种繁殖场ꎬ 有干部职工 ８２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延安地改市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农业局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成立蟠龙、 姚店、 临镇、 柳林 ４
个农业综合服务站ꎬ 副科级建制ꎬ 有职工人员 ２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农业局内设办公室ꎬ 下辖农业技术推广站、 植保植检站、 农业广播

学校、 良种场、 农机推广中心、 农经站、 农机监理站、 农村新能源办公室、 农业科技执

法大队、 农机公司 (企业)ꎬ 代管畜牧局、 果业局、 农业综合开发局 ３ 个科级部门ꎬ 农

业局有干部职工 ２５７ 人ꎬ 设局长 １ 名ꎬ 副局长 ３ 名ꎬ 有专业技术职称 １６８ 人ꎬ 其中高级 ９
人、 中级 ６８ 人、 初级 ９１ 人ꎮ

二、 技术推广服务

农业技术采用举办专门培训班、 现场会ꎬ 科学技术下乡ꎬ 农业实用技术资料的编

写ꎬ 向农民赠送农科书籍等ꎮ 粮食生产上ꎬ 建立丰产方、 试验示范项目ꎬ 建立科技示范

乡镇村、 重点户ꎬ 普及农业科技知识ꎬ 给农民传授技术ꎮ 林果生产上ꎬ 建立示范园、 示

范户ꎬ 提供建园、 栽植、 管理等技术咨询ꎮ 畜牧生产上ꎬ 品种选择、 圈舍建造、 饲养管

理、 防疫治疗等实行产前、 产中、 产后配套服务ꎮ 农机方面ꎬ 农田耕作、 播种、 作业技

术的应用和新式农机具的现场演示ꎮ 蔬菜方面ꎬ 为温室、 大弓棚的设计与建造ꎬ 种植技

术应用提供农科书籍及技术资料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ꎬ 建粮食丰产方 １９６ 个ꎬ 科技示范户 ２４６００ 户ꎬ 林果、 蔬菜种植典型

户 ８０２ 个ꎬ 试验项目 ３９ 个ꎬ 新修农田增产技术承包田块 ８０ 个ꎬ 应用新技术 １５ 项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举办各类培训班 ２４ 期ꎬ 参加人员 ７０００ 人次ꎬ 建立粮食、 林果、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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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 蔬菜农业实用人才培训规划ꎬ 培养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１５０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聘请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专家教师 ８４ 名ꎬ 编写 «农村实用简易技术» 和

果、 蔬、 畜生产技术宣传资料等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建立培训基地ꎬ 依托周家湾农业科技示范园为教学基地ꎬ 按照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教学原则ꎬ 分类型、 分阶段、 分期分批对区、 乡镇技术员、 村组干部、 重点户

进行授课ꎬ 室内学习、 室外实验操作相结合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实行农业科技下乡ꎮ 农业科技人员联乡、 联村、 联户开展技术讲座 ８５ 场

次ꎬ 现场演示 １６３２ 次ꎮ 粮、 果、 蔬、 牧各种技术示范项目 ２７ 个ꎬ 其中玉米、 豆类谷子

３ 个ꎬ 苹果示范 １５ 个ꎬ 畜牧繁育仔猪、 种猪、 育肥等 ４ 个ꎬ 农机具现场演示 ２ 个ꎬ 蔬菜

嫁接、 节水灌溉等 ３ 个ꎮ

第二节　 农资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农资调运储备由农业部门提出计划ꎬ 供销部门负责调运ꎬ 基层供销

社负责销售ꎮ １９９７ 年农资市场放开后ꎬ 化肥、 农药、 地膜三种农资ꎬ 供销社、 合作企

业、 个体均有经营ꎬ 农业部门与工商、 公安、 质检联合检查或专项检查ꎮ ２００１ 年对种

子、 化肥、 农药等农资市场清查整顿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成立ꎬ 编制 １１ 人ꎬ 实有执法队员 １３ 人ꎬ ２００８ 年

与农产品检测中心为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主要负责种子、 化肥、 农药、 苗木、 农机配

件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 生产、 销售活动的行政监管ꎮ 审查经营者的资格和颁发经营

许可证、 受理农资案件的举报、 立案及处理ꎬ 对经营农资市场门店的检查和监督ꎮ 同

年ꎬ 化肥使用量: 氮肥 １ １ 万吨、 磷肥 ０ ５ 万吨、 钾肥 ０ １ 万吨、 其他化肥 ０ ３ 万吨ꎬ
农地膜 １１０ 吨ꎬ 农药 １３ 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办理案件 ２３ 起ꎬ 处理农民投诉 １２３ 起ꎬ 为农民

挽回经济损失 ３０００ 多万元ꎮ

第三节　 经营与管理

一、 机构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成立延安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ꎬ 隶属于农业

局ꎮ 共有职工 ５ 人ꎬ 设站长 １ 名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ꎮ
１９９８ 年共有职工 ２０ 人ꎬ 设正职 １ 名、 副职 ２ 名ꎮ ２０１０ 年编制 １５ 人ꎬ 其中经济师以上职

称资格 １０ 人ꎮ
二、 管理

承担农村集体资产管理、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 农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的指导管理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进行核查和登记ꎮ 实行村级资金

村有乡管ꎬ 只设会计、 不设出纳ꎬ 信用社专设账户ꎬ 村级收支集中报账的财务管理

制度ꎮ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年ꎬ 全区设立乡镇农经管理站 １６ 个ꎬ 以村级专业会计为主ꎬ 乡镇农经站

７８２

第七编　 农牧业 　



农牧业

为辅的农经服务组织 ２８８ 个ꎬ 人员 ４１４ 人ꎬ 负责农村资金管理ꎬ 其中统管资金 ２５１ ３４ 万

元ꎬ 融资总额 １８１ ４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统管资金 ７６４ ７ 万元ꎬ 较上年的 ５５９ ８ 万元增加

３６ ６％ꎬ 其中集体股金 ２０１ 万元ꎬ 个人股金 ４５１ １ 万元ꎬ 实现纯收入 １９４ 万元ꎬ 自有资

金累计 １００ 万元ꎮ 乡镇农经站 ２２ 个ꎬ 基金会 ２０ 个ꎬ 村一级农经服务点 ５０６ 个ꎬ 农经专

业人共 ７６ 人ꎮ 自有资金积累 １０ 万元以上的基金会 ８ 个ꎬ 经济效益显著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基金会统管资金 １１００ 万元ꎬ 与 １９９１ 年相比增长 ３ ３７ 倍ꎮ 全区累计投放

３７０ 万元用于修路拉电ꎬ 建蔬菜大棚ꎬ 帮扶贫困户种植业和养殖业ꎮ 强化农村集体财务

管理ꎬ 培训会计人员 ６８７ 人次ꎮ 对桥沟乡黄蒿湾村、 东关村和南泥湾镇南阳府村财务审

计ꎮ 同年ꎬ 推行农民负担明白卡管理ꎬ 明白卡入户率达 １００％ꎮ 采取 “一事一议”ꎬ 将农

民负担控制在 ５％以内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组成 ４ 个清算小组ꎬ 完成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审计清算ꎬ 审计查处农村违纪

案件 ２ 起ꎬ 查处违纪资金 ５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查处 ４ 个乡镇 ８ 个村财务上访案件ꎬ 结案 ６
起ꎮ 关闭 ２０ 个农村基金会ꎮ 同年取消村级招待费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实施土地承包合同管理ꎮ 第二轮土地延保共签订合同 ３９００７ 份ꎬ 面积

１０６２５９１ 亩ꎬ 机动地 １１５２２ 亩ꎬ 总面积 １０７４１１３ 亩ꎬ 发放农村土地使用证 ３７３５３ 份ꎬ 其中

补签 ５６００ 份ꎬ 补发农村土地使用证 ３２８６ 份ꎮ 以 “依法、 自愿、 有偿” 的原则共签订土

地流转合同 ６９ 份ꎬ 面积 ７４６ ７３ 亩ꎮ 新治理土地面积 ４３００ ３ 亩ꎬ 其中延保到户 ３９７０３
亩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土地依法流转 ３２１０３ 亩ꎮ

第四节　 农情信息

１９９０ 年ꎬ 采用简报形式发布农情信息 ２４ 期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发布农业技术、 病虫害情报、
市场农产品价格等信息 １６ 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发布畜牧养殖、 蔬菜瓜果、 新品种引进、 农用

物资等有关信息 １２ 条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农业信息工作网委托延安市信息中心开发

制作ꎬ 由农业局负责运行维护ꎮ 信息发布内容: 农作物栽培、 畜牧业养殖、 新品种推

荐、 无公害绿色栽培技术等ꎻ 市场价格行情、 农产品、 农业生产资料供求信息ꎻ 农作物

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ꎻ 畜牧疫情防控、 自然灾害预警、 农业会议精神、 农业政策法规

等ꎻ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畜牧法、 防疫法、 农业执法等ꎻ 农业综合分析、 科技培训、 科

技动态、 农技推广、 重大突发性事件ꎻ 学术论文、 经典经验、 调研报告、 重大科研成

果等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加强农村信息综合服务站建设ꎬ 每站配备电脑 １ 台、 打印机 １ 台、 信息员

１ 名ꎮ 全区建成农村信息服务站 ６１１ 个ꎬ 有信息专家 ９ 人、 信息员及工作人员 ６２０ 人ꎮ
农业信息内容涉及种植、 养殖、 气象、 能源、 执法、 农产品检测、 储运和营销等方面ꎮ
对信息员的计算机操作技能和收集、 分析、 发布信息进行培训ꎬ 人员达 ６５０ 人次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发布农业信息 ５００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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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中心ꎬ 通过实施 “三北” 防护林工程、 黄

防工程、 造林灭荒工程、 绿色长廊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 天然林保护工程、 野生动物保

护工程以及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ꎬ 使区域森林面积快速增长ꎬ 林草覆盖率进一步

提高ꎬ 生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发展ꎮ 依据 ２００６ 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表明ꎬ 宝塔区林地面

积 ２７４１０６ ５ 公顷ꎬ 占总经营面积的 ７７ ９％ꎮ 其中ꎬ 有林地面积 １２６７２７ ９ 公顷ꎬ 疏林地

面积 ３９６５ ０ 公顷ꎬ 灌木林地面积 ２０３９１ ２ 公顷ꎬ 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４５４６４ １ 公顷ꎬ 无林

木林地面积 １４００ ２ 公顷ꎬ 宜林地面积 ７６１４４ ５ 公顷ꎬ 苗圃地面积 ８ ９ 公顷ꎬ 辅助生产林

地面积 ４ ７ 公顷ꎮ 森林覆盖率为 ３６％ꎬ 林木绿化率为 ４１ ９％ꎮ

第一章　 植树造林

第一节　 林业机构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延安县、 延安市合并ꎬ 成立延安市林业局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县级机构改革ꎬ
林业局更名为林业总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恢复延安市林业局ꎬ 是年 １２ 月ꎬ 撤销县级延安市ꎬ
设县级宝塔区ꎬ 改称延安市宝塔区林业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林业局为区政府行政工作部门ꎬ 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ꎬ 内设办公室

等科室ꎬ 编制 １１ 人ꎬ 实有 ２０ 人ꎬ 局下属事业单位 １４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林业局编制 １１ 人ꎬ 实有 １４ 人 (不包含借调人员和协理人员)ꎬ 内

设办公室、 林政科、 造林科、 财务科ꎮ 设局长 １ 名、 副局长 ２ 名ꎬ 局下属 １４ 个事业单

位ꎬ 即林业站、 退耕办、 森林公安局、 派出所、 防火办、 “天保” 办、 种苗工作站、 林

政稽查大队 (木材检查站)、 南泥湾林场、 麻洞川林场、 姚家坡林场、 马四川林场、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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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林场、 枣园苗圃ꎮ 林业局系统共有干部职工 ４６２ 人ꎬ 其中在职 ４０８ 人ꎬ 各类林业工程

技术人员 １１９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７ 人、 中级职称 ２２ 人、 初级职称 ９０ 人ꎬ 持国家林业局

发证执法人员 ２６２ 人ꎮ

第二节　 种苗培育

一、 采种

主要采选的种子有刺槐、 侧柏、 油松、 白榆、 臭椿、 火炬、 柠条、 山定子、 山桃、
山杏、 沙棘等多个种类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８ 年累计采种 １０ ７８ 万千克ꎬ 除满足宝塔区需要外ꎬ
还向区外、 省外调定ꎮ １９９９ 年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以来ꎬ 采种工作侧重于苗木培育ꎬ 对种

子质量要求规范ꎬ 种子的储存和供给主要来源于外省的种子基地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累计

调运各类种子 ３０ ５９ 万千克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林业种子供应统计表
　 表 ８－１－１ 单位: 千克

年份 供应数量 年份 供应数量

１９９０ １８５００ ２００１ ６２１００

１９９１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７８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２３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９５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９８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７２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５６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００

１９９９ ６７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８０００

二、 育苗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实行责任制ꎬ 采取国营、 集体、 个人育苗的育苗体系ꎬ 至 １９９８ 年全区

累计育苗 ８９１０ 亩ꎬ 基本满足群众造林需求ꎮ 随着退耕还林和其他各项林业绿化工程的实

施ꎬ 林业生产需苗量大幅增加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累计育苗 ３８２０６ 亩ꎬ 产苗量 ５５６８０
万株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苗木生产以培育乡土树种逐步向绿化长青苗木培育转变ꎬ 绿化树种培

育比例增加ꎮ

０９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育苗数量统计表
　 表 ８－１－２ 单位: 亩

年份 育苗数量 年份 育苗数量

１９９０ ８５０ ２００１ ３７００

１９９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３６００

１９９２ ９００ ２００３ ６８５０

１９９３ ９２０ ２００４ ３３３６

１９９４ ７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５７０

１９９５ ７８０ ２００６ ２６００

１９９６ ７５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３０ ２００８ ２３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７８０ ２００９ ３１５０

１９９９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３００

第三节　 四旁植树

宝塔人民历来有在四旁 (村旁、 水旁、 路旁、 宅旁) 植树的传统ꎮ 村庄周围栽植有

柳树、 榆树、 臭椿、 水桐等用材树种ꎬ 房前屋后院落栽植枣树、 桃李、 杏、 葡萄、 花

椒、 梨等水果树种ꎬ 除自食外ꎬ 还可以赠送亲朋好友ꎮ 随着农村道路的改善ꎬ 道路两旁

也栽植树木ꎬ 新农村建设ꎬ 绿化也是一项重要美化内容ꎮ 据年报统计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四旁植树 １８８６ ２９ 万株ꎬ 主要树种有柳树、 杨树、 中槐、 银杏、 桃李、 梨、 桃、 葡

萄、 云杉、 油松等ꎬ 村庄、 巷道、 院落普遍得到绿化、 美化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四旁植树数量统计表
　 表 ８－１－３ 单位: 万株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１９９０ １５０ ２００１ １０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８ ７０ ２００２ 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０６ ８４ ２００３ ６０

１９９３ １１４ ２００４ ６０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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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数量 年份 数量

１９９４ １０４ ５１ ２００５ ６０

１９９５ １３３ ２８ ２００６ ６０

１９９６ １０４ ９６ ２００７ ６０

１９９７ １０６ ２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０２ ２００９ １０

１９９９ １０６ ２０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１５

第四节　 工程造林

一、 “三北” 防护林工程

１９７８ 年ꎬ 延安市 (延安县) 被列入 “三北” 防护林生态工程建设重点县以来ꎬ 先

后完成四期工程建设ꎮ 第一期工程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 年ꎬ 完成造林 ４３ ９８ 万亩ꎬ 造林成活率

为 ７３ ２％ꎮ 二期工程从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５ 年ꎬ 完成造林和补植 ４９ ９ 万亩ꎬ 其中防护林 １６ ３４
万亩ꎬ 用材林 ４ ９３ 万亩ꎬ 特种用途林 ０ ０３ 万亩ꎬ 封山育林 ２８ ６ 万亩ꎮ 三期工程从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累计完成造林和补植 ４２ ７ 万亩 (包括 １９９６ 年造林和补植 ５ 万亩ꎬ １９９７
年 ５ 万亩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６ 万亩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６ ９ 万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４ ２ 万亩)ꎬ 占计划造林面积

２２ ５ 万亩的 １８９ ８％ꎮ 四期工程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采用针阔混交造林 ６ ８ 万亩ꎬ 封山育

林 １ 万亩ꎮ 造林的工程和质量进一步提高ꎬ 树种搭配逐步合理ꎮ
二、 黄防工程造林

黄河中下游防护林工程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大型生态防护建设工程ꎮ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

宝塔区完成人工造林和补植面积 ３ ５ 万亩ꎬ 占规划面积 ３ ４ 万亩的 １０３％ꎬ 其中 １９９６ 年

造林 ０ ５ 万亩ꎬ １９９７ 年造林 １ ４ 万亩ꎬ １９９８ 年造林 １ ６ 万亩ꎮ
三、 造林灭荒工程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奋斗三年基本消灭

宜林荒山的决定»ꎬ 三年完成新造林面积任务 ４０ ６ 万亩ꎮ １９９５ 年ꎬ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办事

处、 ６ 个国有林场完成造林 １６ ８６ 万亩ꎬ 栽植用材林 ４ ３８ 万亩ꎬ 山桃、 山杏等经济林

１２ ４８ 万亩ꎬ 完成封山育林 ２ ０８ 万亩ꎬ 补植 ９ ２ 万亩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掀起绿化灭荒高

潮ꎬ 全区共设会战点 ４０ 多个ꎬ 日上劳 ２ ８ 万多人ꎬ 完成造林 ７ ８ 万亩ꎬ 补植 １５ ４６ 万

亩ꎮ 累计三年完成造林面积 ３０ 多万亩ꎮ
四、 绿色长廊工程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ꎬ 实施南起柳林镇九燕山ꎬ 北至蟠龙镇鲍家河山ꎬ 沿延河 ７ 个乡镇 ６９
个行政村、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２ 个国有林场范围内的长廊建设工程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２９２



年ꎬ 重点完成道路沿线山体坡面治理 ９ ８ 万亩ꎬ 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约占总面积

６８ ３％ꎻ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ꎬ 对长廊空白地带进行补植ꎮ ２００８ 年完成城区绿化 ０ ５ 万亩ꎬ 对

柳林镇金庄、 冯庄乡康坪进行 “三化一片林” 建设ꎮ ２００９ 年完成扩大内需造林 ２ ５ 万亩

(包括城区绿化 ０ ５ 万亩)ꎮ ２０１０ 年完成扩大内需造林 １ 万亩 (包括城区绿化 ０ ５ 万亩)ꎮ
基本完成区域内 ２１０ 国道沿线山体绿化建设ꎬ 改善城区周边和公路沿线生态环境ꎮ

五、 天然林保护工程

(一) 工程实施范围

宝塔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范围包括宝塔区姚家坡、 麻洞川、 南泥湾、 南郊和

马四川 ５ 个国有林场和 ２０ 个乡镇ꎮ
保护工程主要内容为: 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ꎮ 通过工程实施使全区工程区内的

１７５ ５４ 万亩森林得到切实保护ꎬ 森林资源消耗量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０６９５６ 立方米减少到

５８０６８ 立方米ꎬ 降低 ４６％ꎻ ２００１ 年商品材产量从 １６６４４ 立方米减少到 ０ 立方米ꎬ 降

低 １００％ꎮ
加快工程区森林资源恢复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造林总规模 ３６ ３２ 万亩ꎬ 其中封山育林

２４ ８７ 万亩ꎬ 飞播造林 １０ ０５ 万亩ꎬ 人工造林 １ ４ 万亩ꎮ 工程分两期实施ꎬ 第一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造林 １７ ５６ 万亩ꎬ 其中封山育林 １２ ２ 万亩ꎬ 飞播造林 ４ １４ 万亩ꎬ 人工

造林 １ ２２ 万亩ꎻ 第二期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造林 １８ ７６ 万亩ꎬ 其中封山育林 １２ ６７ 万亩ꎬ
飞播造林 ５ ９１ 万亩ꎬ 人工造林 ０ １８ 万亩ꎮ

(二) 工程实施措施

制定 «宝塔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宝塔区公益林建设管理办法» «宝塔区

公益林建设核查验收办法» «宝塔区国有林场天然林保护工程护林员管理办法» «宝塔区

集体林管护办法» «宝塔区 “三位一体” 管护队管理办法» 等ꎬ 形成 “天保” 管护长效

机制ꎻ 强化护林队伍管理ꎬ 坚持护林员实行 “一年一聘” 招聘制度、 培训考试的上岗制

度、 每月 ２５ 天以上的巡山护林制度、 “季度考察、 半年考评、 全年考核” 的工作考核制

度ꎻ 严格考核、 严明奖惩ꎮ 严格按照考核办法ꎬ 开展 “天保” 考核ꎬ 逐项量化打分ꎬ 考

核优秀的林场、 管护站、 乡镇护林大队、 护林员分别给予奖励ꎬ 不合格的乡镇护林大队

或护林员按合同规定从工资中扣减ꎬ 不合格护林员不兑现管护费ꎬ 并予以辞退ꎮ 形成森

林资源管护合力ꎮ
(三) “天保” 工程实施成效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完成 “天保” 造林 ２ 万亩ꎬ 封山育林 ６ ３ 万亩ꎬ 飞播造林 １１
万亩ꎬ 中幼林抚育 ２ 万亩ꎬ 低效林改造 ０ ５８ 万亩ꎮ 各项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后ꎬ 全

区有林地面积大大增加ꎬ 灌木林地、 宜林地和非林业用地面积减少ꎬ 森林资源数量逐年

增加ꎬ 森林质量明显提高ꎮ

第五节　 退耕还林

１９８４ 年ꎬ 延安市退耕还林在枣园乡庙沟村开始实施ꎬ 通过 ５ 年的大面积退耕还林果ꎬ
栽植用材林 ３０００ 亩ꎬ 栽植苹果等 １３００ 亩ꎬ 集体苹果园实行 “两固定、 三轮流” 管理办法ꎬ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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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固定领导、 固定技术员ꎬ 三年内全体劳力轮流上果园ꎬ 经济效益日趋增长ꎮ 大面积退耕

还林栽果以后ꎬ 人均粮食作物面积大幅下降ꎬ 土地投入增加ꎬ 实行科学种田ꎬ 人均粮食和

经济收入显著增长ꎬ 人均纯收入 １１０２ 元ꎮ 成为全市退耕还林果的典型村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考察庙沟村ꎬ 对该村的发展方向给予充

分肯定ꎬ 并赞扬 “庙沟村苹果可以与美国蛇果相媲美”ꎮ 庙沟村的巨变ꎬ 给人们以深刻

的启示ꎬ 按照 “趋利避害、 扬长补短、 因地制宜、 择优发展” 的原则ꎬ 走上一条产业结

构调整之路ꎬ 形成 “穷也在山、 富也在山、 优势在山、 出路在山、 希望在山” 的共识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在总结庙沟村 ６ 年变化的基础上ꎬ 作出 «关于建成 ６２

个庙沟式村的决定»ꎮ 一个学庙沟、 赶庙沟、 建设生态村的热潮在全市掀起ꎬ 各地按照

人均 “千树、 百果、 两亩田” (人均千株用材林、 百株果树、 种好两亩高产田) 的生物

标准和 “千粮千果 ８００ 元” (人均实施千斤粮、 千斤果、 收入 ８００ 元) 的经济收入指标ꎬ
进行组织实施、 大上林果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市委、 市政府提出 “五年治理荒山、 十年绿化全

市” 的设想ꎬ 作出 «关于 ７７ 万亩山地退耕还林还草的决定»ꎬ 分 ６ 年实施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市委、 市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固定基本农田退耕还林还草的决

定»ꎬ 决定明确要求凡人均基本农田 ２ 亩以上者ꎬ 全部退耕ꎻ 人均 １ 亩以上不足 ２ 亩的ꎬ
可耕种 ２ 亩山地ꎻ 人均不足 １ 亩的ꎬ 可耕种 ３ 亩山地ꎬ 所耕种的山坡地必须在 １５ 度以

下ꎻ 剩余山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造林 ３９５１１４ 亩ꎬ 因退耕还林成效

显著ꎬ １９９３ 年被农业部、 林业部、 水利部、 财政部等七部委列为全国 ５０ 个生态农业建

设试点县 (市) 之一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ꎬ 造林 ６６５７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成立退耕还林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于区林业局ꎬ 各乡镇成立

乡镇退耕办ꎮ ５ 月ꎬ 成立宝塔区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ꎮ 事业性质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隶属于区林业局ꎬ 科级建制ꎬ 领导职数 １ 正 ２ 副ꎬ 设主任工程师 １ 名ꎬ 编制 ３４ 名ꎬ 负责

宝塔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工作ꎮ 按照林地条件及资源的分布规律ꎬ 合

理布局林种、 草种ꎮ 坚持国家、 集体、 个人和 “谁投资、 谁受益” 的原则ꎬ 带动社会资

金的投入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ꎬ 共造林 １２７３９６５ 亩ꎬ 其中国家补助认可面积 ９６２１００ 亩ꎮ
一、 技术措施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退耕还林技术措施有: 整地、 挖鱼鳞坑、 选用良种壮苗ꎻ 柠

条、 紫穗槐采用直播或植苗ꎬ 按照 “三埋两踩一提苗” 造林技术栽植ꎬ 选用抗旱、 保墒

造林技术ꎬ 如截杆、 蘸浆、 覆土、 ＡＰＴ 生根粉、 保水剂ꎬ 在生态林营造中实行地膜覆盖

技术等方法ꎻ 加强松土、 锄草、 扩穴、 病虫害防治等幼林抚育措施ꎮ
二、 资金来源渠道

退耕还林 (草)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 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来完成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在资金来源方面ꎬ 坚持国家、 集体、 个人一起上ꎬ 多渠道、 多层次、 多方位筹

集ꎬ 以国家投资为先导ꎬ 群众投工投劳为主体ꎬ 以 “谁投资、 谁受益” 的原则ꎬ 鼓励社

会上的各类投资加入到造林种草建设中来ꎮ
三、 政策兑现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宝塔区委、 区政府召开退耕还林政策兑现工作会议ꎬ 成立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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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ꎬ 抽调林业、 水利、 财政、 纪检委等部门工作人员ꎬ 实施兑现工

作ꎮ 退耕还林草ꎬ 每亩每年补助粮食 １００ 千克ꎬ 生活补助费 ２０ 元ꎬ 一次性补助种苗造林

费 ５０ 元ꎮ 荒山荒地造林种草ꎬ 一次性补助种苗造林费 ５０ 元ꎮ 粮食和生活补助年限、 还

草补助按 ２ 年计算ꎻ 还经济林补助按 ５ 年计算ꎬ 还生态林补助按 ８ 年计算ꎬ 补助粮食的

价格按每千克 １ ４ 元计算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国务院 «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规定

在退耕还林粮食和生活费补助期满后ꎬ 中央财政继续对退耕农户给予补助ꎬ 补助标准

为: 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现金 ７０ 元ꎻ 原每亩退耕地每年 ２０ 元生活补助费ꎬ 继续直接补

助给退耕农户ꎬ 并与管护任务挂钩ꎮ 补助期限为: 还生态林补助 ８ 年ꎬ 还经济林补助 ５
年ꎬ 还草补助 ２ 年ꎮ

退耕还林草兑现方式为区退耕办检查验收后ꎬ 向区财政局提供验收结果相关表册和

文件ꎬ 区财政局根据验收结果将资金下拨各乡镇信用社ꎬ 各乡镇财政所向信用社提供退

耕农户兑现明细表ꎬ 信用社以存折 (卡) 的形式发放到退耕农户ꎬ 退耕农户凭身份证和

存单领取补助资金ꎮ 做到资金到乡、 存单到户、 凭证领款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兑现国

家钱粮补助 ８ １６ 亿元ꎬ 其中粮食补助 ６ ６ 亿元ꎬ 生活补助 １ ０４ 亿元ꎬ 种苗费 ０ ４７ 亿

元ꎬ 封育资金 ８４ 万元ꎬ 农村人均受益 ４５３４ 元ꎮ
四、 巩固措施

２００５ 年后ꎬ 贯彻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搞好 “五个结合” 进一步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的通知»ꎬ 把退耕还林与基本农田建设、 农村能源建设、 生态移民、 后续产业发展、
封山禁牧舍饲等配套保障措施结合起来的要求ꎬ 采取五条巩固措施: 加快基本农田建

设ꎬ 解决农民吃饭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基本农田面积 ３５ ５３ 万亩ꎬ 较退耕前增加

１４ ０８ 万亩ꎻ 加大农村主导产业开发力度ꎬ 解决农民 “花钱” 问题ꎮ 大力发展农村主导

产业ꎬ 初步形成山上苹果、 川道瓜菜、 拐沟养畜、 城郊三产的产业发展格局ꎻ 大力调整

畜种结构ꎬ 逐步压缩羊数量ꎬ 大力发展牛、 猪、 鸡等便于舍饲、 对植被破坏较小的畜

种ꎬ 有效解决林牧矛盾ꎻ 积极发展新型能源ꎬ 扶持群众大力发展沼气、 液化气、 石油伴

生气等新能源ꎬ 有效解决农民的 “灶口” 问题ꎬ 保护退耕还林成果ꎻ 稳妥推进生态移

民ꎬ 从根本上解决特困户生计问题ꎮ 实施移民的村逐步开展弃耕封育ꎮ １５ 度以上的坡耕

地实行弃耕封育ꎬ 植被自然恢复速度明显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ꎬ 省发改委、 西部开发办、 财政厅、 农业厅、 林业厅、 水利厅制定 «关

于做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ꎮ 宝塔区委、
区政府召集计划、 林业、 退耕、 财政、 农业、 国土、 环保、 水利、 农综办、 粮食、 统计

等有关部门ꎬ 就 «通知» 要求的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ꎬ 编制 «宝塔区巩固退耕还林成

果规划方案» 以及各专项规划方案ꎬ 其中补植补造面积 ２２ ４７ 万亩ꎬ 补植每亩按 ４７ 元

计算、 补造每亩按 ７４ ６ 元计算ꎬ 投资 １１９０ ２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完成退耕还林成果项目任务补植 ２ ４ 万亩ꎬ 补造 ２ ３ 万亩ꎮ
五、 效益与成果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完成国家确认退耕还林面积 ９６ ２１ 万亩 (其中退耕地造林

５９ ９２ 万亩ꎬ 荒山造林 ３４ ２９ 万亩ꎬ 封山育林 ２ 万亩)ꎬ 涉及 ２０ 个乡镇、 ５８４ 个行政村、
４ ４８ 万户ꎬ 占到农户总数的 ８９ ７％ꎬ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５８０ ５ 平方千米ꎬ 治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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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１％ꎬ 较退耕前提高 １３ 个百分点ꎬ 林草覆盖率 ４６ ８％ꎬ 一些重点流域治理区已经达到

水不下山、 泥不出沟ꎮ 与退耕前相比ꎬ 年降雨量增加 ５０ ~ １００ 毫米ꎬ 持续干旱现象明显

减少ꎮ 其间的 １９９９ 年ꎬ 粮食播种面积 １３０ 万亩ꎬ 单产水平 ８０ 千克ꎬ 粮食总产 １０ 万吨左

右ꎮ 退耕还林后ꎬ 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一半多ꎬ 平均亩产 ２００ 千克以上ꎬ 粮食总产与退耕

前基本持平ꎬ 农民人均产粮 ４８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６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ꎬ 在温家宝副总理和

省、 市领导的陪同下ꎬ 考察宝塔区的流域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情况ꎮ 在考察宝塔区燕沟

流域治理区时ꎬ 朱镕基指出: 治理黄河的关键就在于中上游的水土流失治理ꎻ 治理的总

体思路就是 “退耕还林 (草)ꎬ 封山绿化ꎬ 个体承包ꎬ 以粮代赈”ꎮ 朱镕基的指示ꎬ 指明

黄河中上游治理水土流失的总方针ꎮ 从此宝塔区乃至全国退耕还林 (草) 工作进入一个

新的时期ꎬ 全国掀起退耕还林 (草) 的高潮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ꎬ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再次来到延安考察ꎬ 他强调ꎬ 要认真搞

好天然林保护、 防沙治沙和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ꎮ 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的关系ꎬ 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７ 月 １６~１７ 日ꎬ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温家宝到延

安ꎬ 先后考察川口乡党庄流域和柳林镇燕沟流域退耕还林、 水土保持工作ꎬ 听取全区退

耕还林工作汇报ꎬ 对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ꎬ 并就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工作提出要求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２２ 日ꎬ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在延安市召开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现场会ꎮ

会议总结六年来退耕还林取得的成绩ꎬ 分析当前退耕还林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ꎬ 探讨

巩固成果、 稳步推进的思路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延安考察退耕还林时作出 “坚持不懈ꎬ

巩固成果” 的指示ꎮ ３ 月 １３ 日ꎬ 中共宝塔区委、 宝塔区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表彰奖励

２００５ 年度退耕还林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ꎬ 区委、 区政府决定ꎬ 对 ２００５ 年度退

耕还林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冯庄乡、 元龙寺乡、 柳林镇、 河庄坪镇、 松树林乡、 区退耕

办、 区审计局、 区农税局、 区果业局、 区种苗站等 １０ 个先进集体奖给奖牌各 １ 块、 奖金

各 １００００ 元ꎬ 对王鑫、 张长虎等 １１ 名先进工作者奖给荣誉证书各 １ 个、 奖金各 ５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延安市退耕还林工作会议在延安宾馆召开ꎮ 宝塔区荣获 ２００６ 年

度延安市退耕还林综合考评第二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在延安宾馆召开全市退耕还林工作会议ꎬ 对

全市退耕还林综合考核前三名的县区给予表彰奖励ꎬ 对综合考核第二名的宝塔区ꎬ 颁发

奖牌 １ 块ꎬ 区委书记、 区长各奖励人民币 ８０００ 元ꎮ

第六节　 流域治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流域治理示范区采取因地制宜ꎬ 合理规划ꎬ 整体推进ꎮ 坚持

中、 长、 远结合ꎬ 进、 退、 还结合ꎬ 确定 “阳山经济林、 背山用材林、 陡坡人工草、 缓

坡修农田” 的治理模式ꎬ 坚持集中治理与常年治理相结合ꎬ 集体治理与分户治理相结

合ꎬ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到位ꎬ 确保 “退一块栽一块ꎬ 栽一块活一块”ꎬ 加快综合治理

进程ꎮ 落实产权ꎬ 彻底封禁ꎬ 加强管护ꎮ 坚持 “谁退耕、 谁造林ꎬ 谁管护、 谁受益” 原

６９２



则ꎬ 明确管护责任ꎬ “不造无主林ꎬ 不栽无主树”ꎬ 明晰林木产权ꎬ 核发林权证ꎬ 落实管

护责任ꎮ 对造林质量不达标、 管护抚育措施不到位的退耕户ꎬ 不予兑付钱粮ꎮ 实行彻底

的封山禁牧政策ꎬ 加大巡查力度ꎬ 每个村设立一名护林员ꎬ 形成 “山有人封ꎬ 树有人

栽ꎬ 畜有人管ꎬ 林有人护” 的封禁管护格局ꎮ 兴修农田ꎬ 开发产业ꎬ 巩固成果ꎮ
一、 青化砭镇新庄科示范区

流域面积 ２８ 平方千米ꎬ 涉及 １１ 个行政村 ６１６ 户、 ２７３０ 人ꎮ 治理前植被稀疏ꎬ 沟壑

纵横ꎬ 属强度水土流失区ꎬ 治理程度为 １３ ２％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按照梁、 峁、 沟、 坡、 洼

综合治理ꎬ 山、 水、 田、 林、 路统一规划ꎬ 粮、 经、 果、 菜、 牧全面开发的总体思路ꎬ
开展大规模的联村集中治理ꎬ 完成退耕还林 １６４００ 亩ꎬ 人均 ６ 亩ꎬ 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２２ ３ 平方千米ꎬ 治理程度达 ７９ ６％ꎬ 较退耕前提高 ６６ 个百分点ꎮ
示范区坚持生态优先ꎬ 重点在远山地、 陡坡地、 背坡地实施退耕还林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营

造生态林 １０８００ 亩ꎬ 人均 ４ 亩ꎬ 林草覆盖率 ５８ ６％ꎮ 坚持农田奠基ꎬ 集中在村边、 路边、
水边新修梯田 ５５００ 亩ꎬ 沟道内建淤地坝 ８ 座、 治理台阶坝 ６０ 座ꎬ 造地 １０５０ 亩ꎮ 基本农

田由退耕前的 ５５０ 亩增加到 ７１００ 亩ꎬ 农民人均从不足 ０ ２ 亩增加到 ２ ６ 亩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农

民人均产粮 ５０２ 千克ꎬ 与退耕前持平ꎮ 坚持产业支撑ꎬ 积极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ꎬ 发

展弓棚为主的瓜菜生产ꎬ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ꎮ 新发展小弓棚 １５００ 个、 大弓棚 ６８ 个ꎬ
瓜菜种植面积 ２６００ 亩ꎬ 亩收入 ３０００ 元以上ꎬ 效益比种粮提高 ５ 倍以上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农民

人均纯收入 ２５８０ 元ꎬ 较退耕前净增 ８７０ 元ꎮ 坚持基础配套ꎬ 围绕发展苹果产业ꎬ 新修村

级四级砂石路 １２ 千米、 环山生产道路 ２５ 千米ꎻ 围绕发展蔬菜产业ꎬ 建成引水灌溉工程

３ 处ꎻ 围绕发展畜牧产业ꎬ 新建农村人畜饮水工程 ９ 处ꎬ 建成沼气池 ９０ 个ꎬ 牛、 猪存栏

分别为 １５２０ 头和 ３５００ 头ꎮ
二、 梁村乡刘坪示范区

流域面积 １０４ 平方千米ꎬ 涉及梁村、 冯庄 ２ 乡 ２６ 个村 １３７０ 户、 ５４８０ 人ꎮ １９９９ 年以

后ꎬ 坚持 “远山陡坡退耕还林ꎬ 近山缓坡修田栽果ꎬ 山底治沟打坝淤田ꎬ 户户发展致富

产业” 的思路ꎬ 一手抓退耕还林ꎬ 一手抓成果巩固ꎬ 取得显著成效ꎮ 完成退耕还林

３１８００ 亩ꎬ 人均 ５ ８ 亩ꎬ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７６％ꎬ 较退耕前提高 ４５ 个百分点ꎮ
示范区突出山、 水、 田、 林、 路综合治理ꎬ 把山上退耕还林与沟底打坝造田结合起

来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ꎬ 治理大小支毛沟 ５６ 条ꎬ 建淤地坝 ５８ 座ꎬ 新造地 １１００ 亩ꎬ 围绕村

边、 水边、 路边新修梯田 ５０８０ 亩ꎬ 实现水不下山、 泥不出沟的目标ꎮ 人均基本农田面积

由退耕前的 ０ ９ 亩增加到 ２ 亩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人均产粮 ６０２ 千克ꎬ 较退耕前增长 ２０％ꎮ 突出

果、 牧、 菜三大产业发展ꎬ 把退耕还林与致富产业结合起来ꎮ 示范区建成 ９ 个苹果专业

村、 ６ 个养牛专业村、 ４ 个养猪专业村和 ４ 个棚栽专业村ꎬ 人均苹果面积 ２ 亩ꎬ 户均养牛

２ 头ꎬ 人均养猪 ２ 头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４８０ 元ꎬ 较退耕前净增 ７６０ 元ꎮ 突出

建、 管、 巩多管齐下ꎬ 把退耕还林与封、 禁、 管、 护结合起来ꎮ 坚持 “谁退耕ꎬ 谁造

林ꎬ 谁管护ꎬ 谁受益” 的原则ꎬ 明晰林木产权ꎬ 落实管护责任ꎮ 全面实行封山禁牧ꎬ 乡

上成立禁牧队ꎬ 村上设立护林员ꎬ 形成 “山有人封ꎬ 树有人栽ꎬ 畜有人管ꎬ 林有人护”
的格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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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冯庄乡王家沟示范区

流域面积 ５０ 平方千米ꎬ 涉及 １２ 个行政村 ７１０ 户、 ２８００ 人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坚持把退

耕还林与农田基建、 产业开发和生态移民搬迁有机结合起来ꎬ 按照 “高山远山还林草ꎬ
阳山缓坡建果园ꎬ 沟渠打坝治农田” 的思路ꎬ 实行梁、 峁、 坡、 沟、 洼综合治理ꎬ 取得

明显成效ꎮ 累计退耕还林 １５６００ 亩ꎬ 农民人均 ５ ５ 亩ꎬ 林草覆盖率由退耕前的 ２３％提高

到 ５６％ꎮ
示范区抓基本农田建设ꎬ 确保粮食自给自足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３ 年ꎬ 围绕村边、 路边、 水

边新修梯田 ２９００ 亩ꎬ 建淤地坝 ６ 座、 台阶坝 ３０ 座ꎬ 基本农田面积由退耕前的 １３００ 亩增

加到 ４２００ 亩ꎬ 人均 １ ５ 亩ꎬ 农民人均产粮稳定在 ５００ 千克以上ꎬ 自给有余ꎮ 抓主导产业

开发ꎮ 结合退耕还林ꎬ 围绕 “人均两亩田、 户均两个园、 家庭收入上万元” 目标ꎬ 每个

农户在山上建一个经济林园ꎬ 在庭院周围建一个养殖园和沼气池ꎬ 按照 “猪—沼—果”
或 “牛—沼—果” 的模式ꎬ 实行产业配套ꎬ 确保退耕还林后ꎬ 农民增收致富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４６０ 元ꎬ 较退耕前净增 ８２０ 元ꎮ 抓移民新村建设ꎬ 改善农民生活居住环

境ꎮ 争取国家移民搬迁项目ꎬ 对偏远闭塞、 生存条件恶劣的王家沟村实行整体搬迁ꎮ 按

照统一规划、 分户实施的原则ꎬ 建成新居 ３０４ 间ꎬ 入住 ７６ 户ꎮ 配套水、 电、 路、 程控电

话、 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ꎬ 完成村庄绿化和道路硬化ꎬ 发展苹果园 ６８０ 亩ꎬ 建成 “四位

一体” 沼气池 ５０ 座ꎬ 为实现 “山变绿、 村变美、 人变富” 目标奠定坚实基础ꎮ
四、 柳林镇燕沟示范区

流域面积 ７８ 平方千米ꎬ 涉及 ２０ 个行政村 １８０５ 户、 ７０５０ 人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坚持

“远山高山上林草ꎬ 近山阳坡建果园ꎬ 围绕三边 (村边、 路边、 水边) 修农田ꎬ 封山禁

牧畜进圈” 的思路ꎬ 开展以退耕还林为主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ꎬ 完成退耕还林 ３２０００
亩ꎬ 人均 ４ ４ 亩ꎬ 治理程度由退耕前的 ２９％提高到 ７５％ꎬ 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ꎮ

示范区把退耕还林与发展苹果产业有机结合ꎬ 解决国家要 “被子” 与农民要 “票
子” 的矛盾ꎬ 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提供保障ꎮ 在 ３ ２ 万亩退耕还林面积中ꎬ 经济林占到

１ ４ 万亩ꎬ 人均 ２ 亩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２００ 元ꎬ 较退耕前净增 ９８０ 元ꎮ 苹果一

项人均纯收入 １７８０ 元ꎬ 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５５％ꎮ 后孔家沟、 新茂台等山地苹果专

业村ꎬ 实现人均 “万斤果、 万元钱” 目标ꎮ 把人工造林与自然封育有机结合ꎮ 全面实行

封山禁牧ꎬ 改放羊为舍饲养羊、 养猪ꎬ 加快植被的自然恢复ꎮ 羊数量由退耕前的 １ ２ 万

只下降到 ２６０ 只ꎬ 牛、 猪存栏 １８００ 头和 ６３００ 头ꎮ 把退耕还林与基本农田建设有机结合ꎮ
坚持修田造地与治沟淤田并重ꎬ 大搞基本农田建设ꎮ 新修基本农田 ５２００ 亩ꎬ 沟道打坝 ５
座ꎬ 基本农田面积 ８０１０ 亩ꎬ 人均 １ １ 亩ꎬ 农民人均产粮 ４８２ 千克ꎬ 自给自足ꎮ

五、 柳林镇太春沟示范区

流域面积 ７８ 平方千米ꎬ 涉及 ２０ 个行政村 １８０５ 户、 ７０５０ 人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柳林镇

贯彻 “退耕还林ꎬ 封山绿化ꎬ 个体承包ꎬ 以粮代赈” 政策措施ꎬ 坚持 “远山高山上林

草ꎬ 近山阳坡建果园ꎬ 封山禁牧畜进圈ꎬ 围绕三边 (村边、 路边、 水边) 修农田” 的综

合治理思路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ꎬ 完成退耕还林 ３２０００ 亩 (其中生态林 １７０００ 亩、 经济林

１４０００ 亩、 种草 １０００ 亩)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８０００ 亩ꎬ 沟道建坝 ５ 座ꎬ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７５％ꎬ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ꎮ

８９２



示范区遵循自然规律ꎬ 按照生态建设的客观规律办事ꎬ 坚持生态优先、 因地制宜、
适地种树ꎬ 尊重农民意愿ꎬ 统一规划落实ꎬ 严格治理标准ꎬ 明确治理期限ꎬ 加快治理进

程ꎮ 坚持 “谁退耕、 谁造林、 谁管护、 谁受益” 原则ꎬ 认真落实个体承包和以粮代赈政

策ꎮ 明确产权ꎬ 签订合同ꎬ 给农民吃定心丸ꎬ 激发农民造林和管护的积极性ꎮ 全面实行

封山禁牧ꎬ 引导群众舍饲养畜ꎮ 在强化封禁措施的基础上ꎬ 改放羊为舍饲养羊、 养猪、
养牛ꎬ 发展沼气能源ꎬ 以沼促畜ꎬ 以牧促果ꎮ 坚持农田奠基、 产业支撑ꎬ 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ꎮ 围绕群众的生存大计ꎬ 制定 “人均建好 ２ 亩果园、 １ 亩农田ꎬ 户均养殖 ５ 头猪ꎬ
川道沿线建三产” 的目标ꎬ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ꎬ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人

均纯收入 ３２００ 元ꎬ “国家要被子” 和 “农民要票子” 的矛盾得到解决ꎬ 做到退得下、 还

得上、 稳得住、 能致富、 不反弹ꎮ
六、 南泥湾示范镇

位于延安市区东南 ４５ 千米的汾川河上游ꎬ 辖 １４ 个行政村、 １８ 个驻镇单位ꎬ 总人口

６７５１ 人ꎬ 其中农业人口 ４３５１ 人ꎮ 土地面积 ３６５ 平方千米ꎬ 辖区内有天然林 ４５ ４４ 万亩ꎬ
森林覆盖率 ８３％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实施退耕还林工程ꎬ 消灭荒山秃岭ꎬ 完成退耕还林 １２９２２ 亩ꎬ 其中退

耕地还林还草 １１８２２ 亩ꎬ 荒山造林 １１００ 亩ꎮ 昔日的 “兄妹开荒” 变成 “兄妹造林”ꎬ 过

去天然次生林区内开垦的荒地被人工幼林覆盖ꎮ 全面实行封山禁牧ꎬ 有效保护森林资

源ꎮ 实行全面封禁后ꎬ 变采伐经营为封育管护ꎬ 林木蓄积量增加 ６ ５ 万立方米ꎬ 林草植

被的自然恢复速度明显加快ꎬ 人工幼林生长良好ꎬ 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５３％提

高到 ８３％ꎮ 发展致富产业ꎬ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ꎬ 依托资源优势ꎬ 按照 “以牛为主、 以沼

养畜、 以畜促沼” 的思路ꎬ 发展畜牧业生产ꎮ １４ 个行政村达到养殖专业村水平ꎬ 其中养

牛专业村 １１ 个、 养猪专业村 ３ 个ꎮ 群众建成 “四位一体” 沼气大棚 ３３０ 座ꎬ 解决农民

的 “灶口” 问题ꎬ 杜绝乱砍滥伐ꎬ 有效保护退耕还林成果ꎮ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ꎬ 加快小

城镇建设步伐ꎮ 南泥湾镇完成农村电网改造ꎬ 实现村村通路、 通电、 通电话ꎬ 建起移动

通信讯号基站ꎬ 开通有线电视网络ꎬ 小城镇公用设施配套和管理日趋规范ꎮ
七、 梁村乡小刘沟流域

位于宝塔区以北 ４５ 千米处ꎬ 流域总面积 ５４ 平方千米ꎬ 涉及 １３ 个行政村 ７１３ 户、
３１８１ 人ꎮ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贯彻 “退耕还林 (草)ꎬ 封山绿化ꎬ 个体承包ꎬ 以粮代赈” 十六

字方针ꎬ 掀起大规模、 全方位的退耕还林热潮ꎮ 按照山、 水、 田、 林、 路、 草统一规划

的思路ꎬ 科学布局、 分步实施ꎬ 完成退耕还林 ５４４００ 亩ꎬ 其中生态林 ４６０００ 亩、 经济林

２４００ 亩、 草 ６０００ 亩ꎬ 建成基本农田 ６０８０ 亩、 淤地坝 ５８ 座ꎬ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ꎬ 林果、
草畜、 棚栽三项产业开发形成规模ꎮ

２００４ 年后ꎬ 流域治理示范区内人均农田 ２ 亩ꎬ 建成 ６ 个果业专业村、 ４ 个养殖专业

村、 ４ 个棚栽业专业村ꎬ 人均苹果面积 ２ 亩ꎬ 户均羊牛 ２ 头ꎬ 大棚平均收入 ７０００ 多元ꎬ
弓棚亩收入 ３０００ 多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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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植树造林统计表
　 表 ８－１－４ 单位: 亩

年份 群众造林 国营 (有) 林场造林

１９９０ ４４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４５００４ ５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１４９１９０ ５３１６

１９９３ ２０１０００ —

１９９４ ２１８１００ —

１９９５ １６３６５０ —

１９９６ ２５０７４０ —

１９９７ ２１６２１０ —

１９９８ １１５９５０ —

１９９９ １８０００ —

２０００ １５８７００ —

２００１ １１９２５０ —

２００２ １８５６２５ —

２００３ ２７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４ １５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５ ３４９９５ —

２００６ ３３９９０ —

２００７ ６００５０ —

２００８ １９５０００ —

２００９ ６６０００ —

２０１０ ５８６０５ —

合计 ２７５４１５９ １５４１６

００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退耕还林国家确认面积统计表
　 表 ８－１－５ 单位: 亩

乡镇 合计
退耕地还林

小计 生态林 经济林
荒山造林 封育

合　 计 ９６２１００ ５９９２００ ４８０６４５ ５１ １１８５５４ ４９ ３４２９００ ２００００

枣　 园 ４１３１６ ５ ２６６０４ ５ ２１９５３ ６ ４６５０ ９ １４７１２ —

河庄坪 ４１２０１ ９ ２５６７３ ９３ １８３１２ ２３ ７３６１ ７ １５４１７ １ —

桥　 沟 ２４３４４ ５ １４６４７ ５ ８４７６ ７ ６１７０ ８ ９６９７ —

柳　 林 ４５１２１ ３ ３８５５１ ３８ ３１１１０ ５８ ７４４０ ８ ６５２４ ５ —

万花山 ３１３３５ １８３６６ １４１１９ ８ ４２４６ ２ １２４６９ ２５００

川　 口 ４７７６５ ４１３１４ ４４ ３３６７３ １９ ７６４１ ２５ ６１８７ —

李　 渠 ３７１８５ １ ２３５４４ ３ １６０５７ ３ ７４８７ １３６３８ ８ —

姚　 店 ２９２４０ ５ ２０２４０ ５ １５６６８ ５ ４５７２ ９０００ —

元龙寺 ６３４５８ ６ ３７９９８ ３４ ３３３７７ ５４ ４６２０ ８ ２５４３８ ４ —

甘谷驿 ７４０１４ １ ４０３３８ ２６ ３８０２９ １６ ２３０９ １ ３３９５８ ７ —

青化砭 ３４９６２ ２１７６２ １０４６１ １１３０１ １３２００ —

梁　 村 ９６９１３ ６ ５３２４６ ６ ４０５３０ ８ １２７１５ ８ ４３６６７ —

蟠　 龙 ８８８６４ ６ ４７５４７ ４１６３２ ３ ５９１４ ７ ４１４０１ —

贯　 屯 ５５８７９ ２７０３５ ７ ２３０８７ １ ３９４８ ６ ２８８３７ ６０００

冯　 庄 ７９５６２ １ ５１２３６ ５９ ３６４７７ ６５ １４７５８ ９４ ２８３６５ —

南泥湾 ２４１０４ １８５３３ １８５３３ ０ ５５７１ —

麻洞川 ４２０７２ ２９１７７ ８６ ２５２４９ ８６ ３９２８ ９９１８ ３０００

松树林 ３０６２８ ５ ２４５２２ ５ ２１６５４ ５ ２８６８ ６１００ —

临　 镇 ４７１２９ ２６３２２ ４ ２３１９９ ３ ３１２３ １ １２３３３ ８５００

官　 庄 １９００２ ７ １２５３７ ２ ９０４１ ４ ３４９５ ８ ６４６５ ５ —

１０３

第八编　 林果业 　



林果业

第二章　 林木管护

第一节　 天然林保护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办公室成立ꎬ 与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实行

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设区、 乡、 村三级 “天保” 工程领导小组、 区 “天保” 办ꎬ 组建

２０ 个乡镇护林大队、 ５ 个国有林场 “天保” 管理站ꎬ 招聘护林员 ８５８ 名ꎮ 实施范围包括

宝塔区姚家坡、 麻洞川、 南泥湾、 南郊和马四川 ５ 个国有林场和 ２０ 个乡镇ꎮ 贯彻 “严
管林、 慎用钱、 质为先” 的工作方针ꎬ 坚持 “管、 造、 封” 并举ꎬ 停止天然林采伐ꎬ 加

快工程区森林资源恢复ꎬ 创新 “天保” 工程管理机制ꎬ 落实森林资源的管护和 “天保”
公益林建设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建林木管护宣传碑 ２００ 座、 宣传牌 ５００ 块ꎬ 印发 “天保” 宣传画图、
公告、 布告 ３ 万份ꎬ 刷写标语 ５０００ 幅ꎬ 宣传覆盖面 ９５％以上ꎮ 关闭所有木材加工厂ꎬ 集

中整顿木材流通秩序ꎬ 禁止生产、 销售、 运输活动ꎬ 商品木材计划为零ꎬ 从源头管住森

林资源ꎮ 实施森林分类区划界定ꎬ 划定天然林管护任务 １７５ ５４ 万亩ꎬ 制定 “天保” 实

施方案ꎮ 全区 ２８ ７３ 万亩集体林管护任务落实到 ２０ 个乡镇 ６１１ 个行政村ꎮ 一个行政村为

一个管护责任区ꎬ 招聘落实村级护林员 ６１１ 名ꎮ 林业局与乡 (镇) 护林大队、 护林员层

层签订 “天保” 管护责任书ꎮ １４６ ８１ 万亩国有林的管护落实到 ２５ 个管护站ꎬ 林业局与

林场、 管护站、 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书 ８５８ 份ꎬ 责任人 ８５８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宝塔区公益林建设管理

办法» «宝塔区公益林建设核查验收办法» «宝塔区国有林场天然林保护工程护林员管理

办法» «宝塔区集体林管护办法» «宝塔区 “三位一体” 管护队管理办法» 等ꎬ 形成

“天保” 管护长效机制ꎻ 强化护林队伍管理ꎬ 坚持护林员实行 “一年一聘” 招聘制度、
培训考试的上岗制度、 每月 ２５ 天以上的巡山护林制度、 “季度考察、 半年考评、 全年考

核” 的工作考核制度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ꎬ 天然林工程实施ꎬ 全区 １７５ ５４ 万亩森林得到保护ꎬ 森林资源消耗量

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０６９５６ 立方米减少到 ５８０６８ 立方米ꎬ 降低 ４６％ꎮ

２０３



第二节　 森林保护

一、 护林防火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宝塔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成立ꎮ 各乡镇、 办事处也成立相应的机

构ꎮ 组建 １ 支专业森林消防队、 ３０ 支半专业扑火队、 ６ 支机动扑火队、 ６１１ 支义务扑火

队ꎮ 每年修订森林防火预案ꎬ 落实领导责任、 部门责任、 行业责任、 地块责任和包片责

任ꎬ 明确林业系统、 乡镇政府、 教育部门、 气象部门、 石油生产企业森林保护责任ꎮ 防

火期内ꎬ 全区天然林区、 人工林区、 飞播区、 退耕还林区、 林地边缘的农耕地内ꎬ 禁止

一切野外用火ꎮ 在防火期内派出专人把守关口要道ꎬ 对入山人员进行检查登记ꎮ 瞭望台

看守人员坚持 ２４ 小时在岗巡查ꎮ 领导和防火办对区内各乡镇、 办事处、 各林场、 延安

国家森林公园、 风景林场、 各油矿单位和驻区主要机关、 单位、 学校等森林防火工作进

行检查ꎬ 对宝塔山、 清凉山等重点旅游景区ꎬ 坚持巡查看守ꎬ 清理闲散人员ꎬ 减少火灾

隐患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 查处野外用火案件 １３０ 余起ꎬ 警告 ５９ 人ꎬ 补种树木 １０００ 余株ꎬ 罚

款 ６７ ６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制订 «宝塔区森林防火暂行办法»ꎬ 印发宣传资料 ８３０００ 份 (件)、 签订

防火公约 ４ 万份ꎬ 坟头公约 ３ ８ 万份ꎬ 张贴 ３０００ 份ꎬ 向学生家长致公开信 ２ 万份ꎬ 悬挂

横幅 ９０ 幅ꎬ 发放年画 ５０００ 张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制订 «宝塔区处置森林火灾事故应急预案» 和 «宝塔区专业森林消防管

理制度»ꎬ 规范各乡镇、 办事处防火值班记录和森林防火日常工作制度ꎬ 明确森林火情

上报程序和扑救处置ꎬ 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的管理ꎮ 新建和刷写固定标语、 固定宣传牌、
碑 ３８００ 块 (条)ꎬ 防火大门 １００ 块、 警示牌 ９００ 块ꎮ 印发宝塔区森林防火暂行办法、 中

共延安市委 “１ 号” 戒严令ꎬ 禁止上坟烧纸通告、 致学生家长公开信 １３ 万份ꎮ 签订防火

公约 ４６００ 份ꎬ 组装宣传车 １０ 辆ꎬ 分别到乡镇集贸市场、 村庄巡回宣传 １１０ 次ꎬ 在区电

视台、 广播中心等新闻媒体滚动式宣传 ３０ 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发放戒严令、 森林防火公开信等宣传资料 ８ 万份ꎬ 新建和刷写固定标语、

宣传牌 １２００ 条ꎬ 防火大门 ６０ 个ꎬ 组装宣传车定期赴各乡镇集贸市场巡回宣传ꎬ 石油单

位、 城郊、 南川森林区域内ꎬ 对重点地段、 路口和坟墓集中地区实施监控ꎮ
二、 森林治安管理

１９８０ 年ꎬ 延安市公安局林业科成立ꎬ 下设南泥湾和城郊林业两个派出所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森林公安局成立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ꎬ 查处刑事、 行政案件 ２６５ 起ꎬ 收审 １５
人ꎬ 治安处罚 ７ 人ꎬ 查处遗留案件 １２ 起ꎬ 追缴木材 １０２ ５ 立方米ꎬ 检查拉运木材车辆

３０ 余次ꎬ 收缴赔偿款、 木材变价款及罚款 ７ １ 万余元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ꎬ 区森林公安局开展两次大规模的打击乱砍滥伐、 制止毁林开荒的专

项斗争ꎮ 精心组织、 统筹安排ꎬ 对乱砍滥伐、 非法盗运木材的犯罪分子给予严厉打击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南郊林场木材检查站全年登记过往车辆达 ３０００ 车次ꎬ 处理 ４２７ 起ꎬ 其中 １２ 起

偷运柏木 ３２１ 根ꎬ 罚款 ６８ 万元ꎮ 查处各类林业刑事和行政治安案件 １４１ 起ꎬ 处罚违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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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１７１ 人次ꎬ 拘捕 ６ 人ꎬ 追缴木材 ４０ 立方米ꎬ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 ５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抽调 ５０ 人ꎬ 动用 １１ 辆汽车 (摩托车) 在市区和南泥湾等 ５ 个乡镇ꎬ

进行护林防火宣传ꎬ 受教育人数 １１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南泥湾林业派出所开展林业专项斗争ꎬ 森林公安局对辖区木材经营加工企

业进行清理整顿ꎬ 要求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办理木材加工经营许可证ꎬ 实施木材来源、 加

工、 销售规范管理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区森林公安局会同市野生动物保护站ꎬ 检查城区各酒楼、 饭店 １９

家ꎬ 两家饭店受处罚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查处森林刑事案件 １１ 起ꎬ 判刑 １３ 人ꎻ 查处森林行政案件 ４８ 起ꎬ 处

罚 ５０ 余人ꎻ 调解因树木引发的民事纠纷 ６ 起ꎻ 清查非法占用林地 ４０ 余次ꎮ 其间的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 (地级) 森林公安局宝塔分局更名为宝塔区森林公安局ꎮ

三、 林木病虫害防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域内林木虫害有双条杉天牛、 小灰长角天牛、 树粉蝶、 黑金龟、
白杨透翅蛾、 桑天牛、 黄斑星天牛、 钢绿顾金龟、 薄翅锯天牛、 白小食心虫、 顶菜角

蛾、 大小地老虎、 刺槐蚜、 华北蝼蛄、 勾金针虫、 介壳虫等 ４２ 种ꎮ 病害有白粉病、 立

枯病、 花叶病、 腐烂病、 根腐病、 柳病等 ７ 种ꎮ 病虫害防治采取育苗前对土壤进行消毒

和毒饵随籽下种ꎬ 或药物拌种以消灭病虫害ꎻ 苗木幼期生长时发生病虫害时ꎬ 及时喷洒

药于叶面、 树干ꎬ 及时拔除病株烧毁ꎬ 防止传染扩大ꎻ 严格林木种子、 苗木调整检疫、
以防带有病虫的各种树种和苗木进入区内ꎻ 采用混交林ꎬ 可以收到互相抑制各种病虫害

的作用ꎮ 对于林区发生的虫类和树枝上的真菌ꎬ 及时采取用人工喷药、 清理病株枯枝ꎬ
防止病虫害蔓延ꎻ 各乡 (镇) 村、 集体林、 个体林、 国有林场、 四旁林建立以单位、 乡

镇、 村组、 户包干防治的统防、 片防、 点防体系ꎬ 林业站派出技术人员ꎬ 深入基层发现

病虫害区组织人力指导防治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防鼠面积 ８ 万亩ꎬ 灭鼠 ７ ５ 万只ꎮ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ꎬ 蟠龙、 梁村、 下坪等 ７ 个

乡镇发生柠条虫害ꎬ 防治面积 １０８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ꎬ 每年购买 １０ 万元石灰ꎬ 分配各

乡镇ꎬ 用于退耕还林地幼树涂干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在柳林镇太春沟流域召开全国鼠兔害防治工作经

验交流现场会ꎮ ２００７ 年宝塔区被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列为西北地区林业鼠兔害防治综合

实验示范项目区ꎮ
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ꎬ 每年投资 ５０ 万元ꎬ 用于项目的实施工作ꎮ 项目涉及蟠龙镇、 梁

村乡和冯庄乡ꎬ 实施面积 １０ 万亩 (鼠害 ６ 万亩、 兔害 ４ 万亩)ꎬ 提高林木成活率和保存

率ꎬ 推动林木鼠 (兔) 害治理工作的开展ꎬ 逐步实现鼠 (兔) 害可持续控制ꎮ
四、 林地管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代年后ꎬ 实行 “国家、 集体、 个人一齐上” 的方针ꎬ 坚持 “谁造林、 谁

管理、 谁受益” 的原则ꎬ 国有次生林由国有林场管理ꎬ 集体林地管理由乡村共同负责ꎬ
村组落实专人管理ꎬ 承包 “四荒地” 和小流域栽植的林地由承包户负责ꎬ 乡镇实行检查

和监督ꎮ 区、 乡、 村三级有管理机构 ６２２ 个ꎬ 按照国有林、 集体林、 个体林的地界四至

清楚的林地ꎬ 严格控制林地内石油开发ꎬ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项目征占面积ꎬ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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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占的均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审批手续ꎬ 收取补偿费用ꎮ 人工造林的地域实行封山育

林ꎬ 一封五至七年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实施全面封禁ꎬ 林地内禁止放牧和开垦种植其他农作

物ꎻ 禁止在林地内办企业ꎬ 从事养殖ꎮ
五、 林木管护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每年整理 １~３ 年内的幼树栽植地块、 清理树坑内杂物ꎬ 维修树

坑ꎬ 提高蓄水量ꎬ 保持幼树正常发育生长ꎻ 每年进行 １ ~ ２ 次锄草、 培土、 松土和补栽ꎻ
实行林草、 林粮、 林菜间作ꎬ 既抚育幼树ꎬ 又可获得粮食和蔬菜成活率提高ꎬ 土地利用

价值增加ꎻ ４~７ 年的树木进行修枝抚育ꎬ 除劣存优ꎻ 清除幼树的病、 腐和生长不良的树

株ꎬ 适时补栽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幼树抚育 １８５７００ 亩次ꎻ １９９５ 年 ７３８００ 亩次ꎻ １９９７ 年ꎬ 幼树抚

育 １５１１４０ 亩次ꎻ ２０００ 年幼树抚育 １５７８００ 亩次ꎬ 成林抚育 １１２５０ 亩次ꎻ ２００５ 年ꎬ 幼树抚

育 １８９９９０ 亩次ꎻ ２００８ 年 １００８０ 亩次ꎻ ２０１０ 年补植 ２４０００ 亩次ꎮ
六、 野生动物保护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林业局设有林业科ꎬ 负责市林业局辖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ꎬ 同时落

实各林场主管林政的副场长野生动物保护责任ꎮ １９９５ 年后ꎬ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 的规定ꎬ 实施对辖区野生动物保护ꎬ 严格禁止捕杀国家级一、 二类保护动

物和省级一、 二类保护动物ꎬ 对国家级二类以下、 省级二类以下ꎬ 如羊、 鹿、 野猪、 野

兔等野生动物实行有计划狩猎ꎬ 不许私捕滥宰ꎬ 在省政府规定的每年 ４ 月第二个星期

“爱鸟周” 及市政府规定的每年 ４ 月 “爱鸟月” 期间ꎬ 宝塔区均组织宣传活动ꎮ 在城区

主要广场和重点乡镇设宣传点进行宣讲和发放资料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随着退耕还林面积大幅

增加ꎬ 种草面积成倍增加ꎬ 森林覆盖率上升ꎬ 给鸟类提供栖息觅食场所ꎬ 鸟类种群繁殖

增大ꎬ 数量上升ꎬ 宝塔区组织公安、 森林公安人员开展清查收缴猎枪、 土枪和自制捕杀

铁夹、 捕套等捕杀工具ꎬ 收缴铁夹 １１ 副、 捕套 ９ 个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 区森林公安局开展

“爱鸟月” 活动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５００ 份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在城区主要广场设点ꎬ
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ꎬ 发放保护鸟类宣传资料 １ 万多份ꎬ 从群众手中接收猫头鹰 ２０ 余

只ꎬ 在南蟠龙森林放飞ꎬ 回归大自然ꎮ

第三节　 山林权属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人工林经营对次生林改造也做出相应规定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制定 «关于集

体 “四荒地” 土地实行拍卖和承包治理的有关政策规定» «关于固定基本农田退耕还林

还草的决定» «关于 “四荒” 地实行拍卖和承包的实施意见»ꎬ ２５°以上坡地退耕还林还

草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制定 «关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施办法»ꎬ 对土地明确所有权、
搞活使用权、 强化管理权作出详细规定ꎬ 承包期限为 ３０ ~ ７０ 年ꎬ 农耕地使用期限 ３０ 年

不变ꎮ “四荒” 地使用权一次性拍卖或承包ꎮ “四荒” 地内的地下资源和公共设备不属于

拍卖或承包范围ꎮ 实行统一规划ꎬ 合理开发ꎬ 实行山、 水、 田、 林、 路、 草综合治理ꎬ
按工程作业标准ꎬ 依照合同 (契约) 规定拥有经营、 生产、 受理、 收益、 分配和产品处

理权利ꎬ 按合同交纳承包费、 税金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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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有林

１９９０ 年ꎬ 国有林面积为 １２５６９８ ８ 公顷ꎬ 其中林地面积 ９００７９ ３３ 公顷ꎬ 荒地林面积

５１１５ ４７ 公顷ꎬ 灌木林面积 ３０５０４ 公顷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国有林地面积为 １４１５８９ ２ 公

顷ꎬ 占林地总面积的 ５１ ７％ꎬ 其中有林地面积为 ９７１５０ ３ 公顷ꎬ 占国有林地面积的

６８ ６％ꎻ 疏林地面积 １８８０ １ 公顷ꎬ 占国有林地面积的 １ ３％ꎻ 灌木林面积 １７５２６ ２ 公顷ꎬ
占国有林地面积的 １２ ４％ꎻ 未成林面积为 ９２７ ９ 公顷ꎬ 占国有林地面积的 ０ ７％ꎻ 宜林

地面积为 ２４１００ ０ 公顷ꎬ 占国有林地面积的 １７ ０％ꎮ
二、 集体林

２００６ 年后ꎬ 制定 «宝塔区集体林管护办法» «宝塔区林业局 “三位一体” 林草管护

队管理办法 (试行) »ꎮ 行政村护林员由管护队统一管理ꎮ 实行聘用制ꎬ 一年一聘ꎬ 择

优上岗ꎬ 动态管理ꎮ 区林业站、 “天保” 办负责各乡镇管护队的管理考核ꎬ 采取阶段抽

查、 半年考评、 年度总结的办法ꎮ 制定详细的巡山检查制度、 险情事故报告制度、 应急

处置制度、 林地林木管护制度以及护林员量化考核办法ꎬ 实行 “人员聘用制、 工资浮动

制”ꎮ 护林员工资每人每年 １０００ 元ꎬ 每年全区投入管护资金 ６１ １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

塔区有集体林地 １９８ ７８ 万亩ꎮ
三、 个体林

森林公安局、 林业派出所和稽查大队负责宝塔区个体林的执法检查ꎬ 严厉打击各种

乱砍滥伐、 乱挖滥采等违法行为ꎻ 林业局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规定ꎬ 负责办

理农村居民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木的采伐手续ꎮ
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开始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ꎬ 区林业局抽调技术人员和川口乡

政府乡村干部组成 ７ 个工作组ꎬ 在川口乡 ３１ 个行政村进行集体林权、 面积的核实ꎬ 权属

范围的摸底调查ꎮ 进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ꎬ 完成集体林地调查登记 ５７４ 宗ꎬ 占应申

请明晰产权的 １００％ꎬ 签订合同 ５７４ 份ꎬ 面积 ６３４５ 亩ꎻ 输入电脑管理 ３１ 个村、 ５７４ 宗、
面积 ６３４５ 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林业系统抽调 １９ 名科级干部、 ４０ 名技术人员派驻各乡镇进行技术指导ꎬ
宣讲中央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ꎮ 印发 «宝塔区委、 宝塔区人民政府致全区林农的

公开信» １ 万多份、 «宝塔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手册» １０００ 本ꎬ 发放 «陕西省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资料汇编» ６００ 多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

见学习辅导资料» ３００ 余本ꎬ 对区、 乡、 村干部进行宣传和培训ꎮ 完成集体林勘界确权

村组 ２９８ 个ꎬ 面积 １２３ ２１ 万亩 (其中退耕还林 ９４ ９１ 万亩)ꎬ 集体林地 ２８ ３０ 万亩ꎬ 调

处林权纠纷 ２ 起ꎬ 面积 ０ ０２ 万亩ꎬ 签订承包合同 ９ ３５ 万份ꎬ 发放林权证面积 ０ ６３
万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完成林权主体改革任务ꎬ 发放林权证 ４９４０５ 本ꎬ 涉及 ６６９ 个村组

４７６９７ 户ꎬ 发证面积 １８１ ３９ 万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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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果业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园艺站和林业站合并ꎬ 成立延安市果树管理局ꎬ 下设园艺站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更名为宝塔区果树管理局ꎮ １９９８ 年改为宝塔区果业局ꎬ 具有行政职能ꎬ 财政全额拨

款的事业单位ꎬ 有干部、 职工 １７ 人ꎬ 园艺站 ２３ 名ꎮ ２００４ 年成立柳林、 姚店、 蟠龙、 临

镇等 ４ 个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ꎮ ２００５ 年宝塔区园艺站改称宝塔区园艺技术服务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果业局编制 １４ 人ꎬ 内设 ４ 股 (室)ꎬ 局内设果业服务中心ꎮ 下设园艺技术服务中

心ꎬ １８ 个乡镇果业技术服务站ꎬ 其中 １０ 个副科级站、 ８ 个股级站ꎬ 果业系统职工 ９５ 名ꎬ
高级职称 ２ 名ꎬ 中级 １６ 名ꎬ 初级 ３９ 名 (助农 ２５ 名)ꎮ

第二节　 苹果种植

一、 品种引进

１９８９ 年ꎬ 元帅系 (红星、 红冠、 红元帅) 占 ２０％ꎬ 大国光占 ３２％ꎬ 小国光占 ２１％ꎬ
鸡冠、 红玉、 秦冠、 青香蕉和印度占 ３ ２％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ꎬ 苹果有秦冠、 红玉、 倭锦、
国光、 红元帅、 黄元帅、 新红星、 红富士等 ３０ 多个品种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大国光、 元帅

系、 小国光等比例下降ꎬ 红富士、 秦冠面积大幅上升ꎬ 红富士面积 ８ 万亩ꎬ 占苹果总面

积 ４０％ꎬ 秦冠面积 ５ 万亩占 ２５％ꎮ 其中ꎬ “新红星” 产量 ２６０ 万千克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发展

“乔纳金” ８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红富士占 ８３％ꎬ 秦冠保留面积占 ６％ꎮ 千秋、 嘎拉占 ６％ꎬ
美国 ８ 号、 红津轻、 乔纳金、 北海道 ９ 号、 北斗等 １０ 多个品种ꎬ 没有集中连片约占 ３％ꎬ
澳洲青苹果占 ２％ꎮ ２００８ 年红富士系列占苹果总面积的 ７０％以上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红富士系列

占总面积的 ８８％ꎬ 美国 ８ 号、 乔纳金、 红津轻、 澳洲青苹果占 ９％ꎬ 秦冠、 红元帅、 黄

元帅占 ３％ꎮ
二、 苗木管理

建立苹果苗圃ꎬ 以山定子、 水秋子原种为培育砧木ꎬ 幼苗出圃后ꎬ 进行嫁接ꎬ 形成

一年育苗、 二年接种、 三年出圃的种苗繁育周期ꎬ 采取芽接、 皮接、 根接等办法ꎬ 嫁接

元帅系、 国光、 红玉等 ２０ 万~７０ 万株ꎬ １９９０ 年后ꎬ 主要培育红富士、 秦冠等 １０ 多个品

种ꎬ 苗木出圃 ８０ 万~１００ 万株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本地培育苗木逐年减少ꎬ ２００４ 年ꎬ 苗木出圃

１５ 万株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主要从杨凌示范区调入ꎬ ２０１０ 年ꎬ 调入红富士系列等 ３０ 万株ꎮ

７０３

第八编　 林果业 　



林果业

三、 种植面积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水果保留面积 １７ ８ 万亩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有果园 １８９５４０ 亩ꎬ 占水果

总面积的 ８９ ７％ꎮ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 年ꎬ 柳林、 枣园、 河庄坪、 万花山、 川口、 李渠、 冯庄、
青化砭、 梁村、 官庄等 １４ 个乡镇ꎬ 均种植苹果万亩以上ꎬ 占乡镇总数的 ７０％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３ 年苹果面积 ２０ 万亩ꎬ １９９６ 年新增苹果面积 ４３９７５ 亩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水果总面积

２２９６９５ 亩ꎬ 其中苹果 ２０９４６０ 亩ꎬ 占 ９１ １％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苹果 ２０２４２５ 亩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１ 万亩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水果总面积 ２３６５９５ 亩ꎬ 其中梨、 桃、 葡萄、 杏等 ２６０７０ 亩ꎬ 占 １１％ꎮ ２００５ 年

３２６５２０ 亩ꎬ 其中苹果 ３００４５０ 亩ꎬ 占 ９２％ꎮ ２００７ 年全区水果总面积 ３６８７１５ 亩ꎬ 其中种植

３ 万亩以上的乡镇有 １ 个ꎬ ２ 万亩以上的 ７ 个ꎬ １ 万亩以上的 ８ 个ꎮ ２００８ 年全区苹果面积

３７ 万亩ꎬ ２００９ 年 ３９２６４５ 亩ꎬ ２０１０ 年 ４１２９９５ 亩ꎬ 其中新增苹果面积 ２０３５５ 亩ꎮ

第三节　 基地建设

１９９０ 年ꎬ 杜甫川、 万花山建立苹果基地 １ 万亩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制定 «关于加快五十万亩果业商品基地的决定»ꎬ 新增苹果面积

７１２３５ 亩ꎬ 其中柳林镇四十里铺村至蟠龙镇永胜村 ２１０ 国道沿线阳山坡及部分川面地种

植苹果 １ 万亩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ꎬ 农业生态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ꎬ 三年栽植苹果面积 １８７３５０ 亩ꎬ 其中

万亩以上乡镇 ８ 个ꎬ 达到 １２７５００ 亩ꎮ 以苹果为主要收入的经济强村 １４６ 个ꎬ 果树面积超

过 ３０ 亩的有 ７８８ 户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ꎬ 新增苹果面积 ７２６００ 亩ꎬ 年增加 ２４２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被陕西省列为 ２０ 个优质苹果基地县 (区) 之一ꎬ １０００ 亩苹果示范优果率

８０％以上ꎬ 带动区域优果率 ５０％以上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新增优质苹果基地 ４４６４０ 亩ꎬ 建立省级苹果绿色基地示范区ꎬ

面积 ９３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成柳林镇 (九沟—杨家畔) “九杨苹果无公害示范区”ꎬ 面积 ３７１０ 亩ꎬ

丈子沟流域万亩果业示范区ꎬ 川口标准化示范区 ６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苹果绿色基地面积 ５６０００ 亩ꎬ 其中幼园精细管理 ２１０００ 亩ꎬ 山地苹果无公

害面积 ８０００ 亩ꎬ 区域内停止使用农药ꎬ 改为黄板和太阳能杀虫灯ꎮ 安装杀虫灯 １１９０ 个ꎬ
粘虫板 １０８００ 张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成临镇镇任家塬流域、 官庄乡庙塬流域塬地苹果示范区ꎬ 有专业村 ２８
个ꎬ 面积 ４２１５０ 亩ꎮ 建成柳林镇新茂台、 后孔家沟山地苹果示范园ꎬ 面积 １００００ 亩ꎮ 柳

林镇有苹果面积 ４８０００ 亩ꎬ 人均 ４ 亩ꎮ

第四节　 技术推广

１９９２ 年ꎬ 推广 “大改形、 强拉枝、 巧施肥、 无公害” 四项技术ꎮ 延安市实施 “四
项技术” 面积 ２１０００ 亩ꎬ 老果园改造面积 １０８５０ 亩ꎬ 占 ４５％ꎬ 亩产增加 ２０ ~ ３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地膜覆盖幼树 ４５０００ 亩ꎬ 占幼树面积的 ７０％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推广 “四项技术”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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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２４１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姚店镇麻科义村实施苹果果实套袋试验示范ꎬ 面积 １０５ 亩ꎬ 防虫效果显

著ꎬ 优果率 ７５％以上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苹果套袋 １１０５０ 亩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面推广果树管理八

项技术: 规范树型、 品种改良、 疏花疏果、 果型素应用、 穴贮肥水、 摘叶转果、 病虫害

综合防治、 适期采收ꎮ 对自由纺锤形树形ꎬ 实施稀枝修剪和提杆修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大改形ꎬ 在果园大动作大力度上ꎬ 挖除过密植株ꎬ 主杆提高到一米左右ꎬ

疏除过多的主枝和侧枝ꎬ 保留 ４ 个左右主枝ꎬ 控制树的高度垂落头ꎬ 保持株间有足够的

作业空间ꎬ 控制主枝间的平衡ꎬ 培养下垂的结果枝组ꎮ 强拉枝ꎬ 实施个体单株适龄树不

结果校直拉枝ꎮ 巧施肥ꎬ 针对树势衰弱ꎬ 土壤地力差ꎬ 偏施化肥ꎬ 配方施肥ꎮ 无公害ꎬ
果实全部实行套袋管理ꎮ 果袋要求: 外袋为木浆纸袋ꎬ 灰褐色 (灰白) 内黑色ꎬ 疏水

性、 透光性、 透气性、 拉张力均达省标要求ꎻ 内袋红色涂抹蜡层均匀ꎬ 高温不溶流蜡

液ꎮ 选用国家无公害果品允许使用的高效、 低毒、 低残留农药ꎬ 防治病虫害ꎮ 同年ꎬ 苹

果 “大改形、 强拉枝、 巧施肥、 无公害” 四大技术推广面积 ４１２００ 亩ꎬ 地膜覆盖幼树

１８５８５ 亩ꎮ 同年ꎬ 临镇任家塬村建果园防雹网 ３０ 亩ꎬ 防雹效果明显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借助中央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苹果产业项目ꎬ 大力推广太

阳能杀虫灯ꎬ 果园挂粘虫板ꎬ 秋季树干绑诱虫带ꎮ 全区 ２ 万多亩山地苹果示范区停止使

用农药ꎬ 使用高科技杀虫灯、 粘虫板、 诱虫带ꎮ 同时ꎬ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ꎬ 在果业

重点乡镇实施集雨窖、 防雹网、 沼气池等设施建设ꎮ 年内ꎬ 新增集雨窖 ３４００ 个ꎮ 是年ꎬ
全区大改形 ３６ 万亩ꎬ 强拉枝 ７６ 万亩ꎬ 巧施肥 ８０ 万亩ꎻ 果实套袋 １１ ８ 亿只ꎬ 优果率由

４５％提高到 ６８％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大改形 ３８ 万亩ꎬ 强拉枝 ８０ 万亩ꎬ 巧施肥 ８７ 万亩ꎻ 果实

套袋 １５ ４ 亿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大改形 １５ 万亩ꎬ 强拉枝 ２２ 万亩ꎬ 巧施肥 ２２ 万亩ꎻ 地膜覆盖幼树

７２００ 亩ꎻ 防雹网面积 １９９００ 亩ꎬ 四项关键技术覆盖率为 ９０％以上ꎮ

第五节　 优果工程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果业科技人员进行分片管理ꎬ 区、 乡技术人员对重点果园进行技术

指导ꎬ 提高苹果优质率ꎮ 建成优质苹果示范园 １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北京果树专家在姚店镇狼卧沟村三株红富士树上改形示范ꎬ 优果率由

５０％提高到 ８０％ꎮ 各乡镇成立果树大改形专业队 ２０ 个ꎬ 专业队和乡镇干部人均配备一把

剪一把锯ꎬ 进行果树大改形修剪面积 １５０００ 亩ꎬ 补贴或无偿发放果树修剪伤口保护剂ꎮ
果业局建成姚店郑崖反季节大棚油桃试验示范基地ꎬ 繁育良种苹果苗木ꎬ 填补大棚果树

的一项空白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主导产业发展的决定»ꎬ 苹果产业连续

三年的直补政策ꎬ 修建果园生产道路ꎬ 每千米补助 ５０００ 元ꎬ 新建防雹网ꎬ 每亩补助 ６００
元ꎬ 保水条带ꎬ 每亩补助 ３００ 元ꎬ 果园集雨窖每个补助 ６００ 元ꎬ 修果库每个补助 ２０００
元ꎬ 果苗每株补助 ０ ４ 元ꎮ 新建防雹高炮点 ３０ 处ꎬ 购置火箭炮 ２ 门ꎬ 防雹建场设备、 炮

弹费用、 人工工资给予补贴ꎬ 免费提供石硫合剂、 膜等物资ꎮ 建成果园集雨窖 ５００ 个ꎮ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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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业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果树专业村 １１８ 个ꎬ 有机苹果 １ ２ 万亩ꎬ 标准化示范园面积 ５ 万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成 “果、 牧、 沼” 省级示范园 ２７００ 亩ꎬ 生态示范园 ５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建成市级优果工程 ５ 万亩ꎮ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区财政投入果业发展

资金 ３０００ 多万元ꎬ 用于优果工程建设ꎮ 乡 (镇) 用于苹果打瞎狯支出 ３０ 多万元ꎮ

第六节　 果农培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市培训区、 乡园艺站技术骨干 ５０ 名ꎬ 每个技术骨干再培训 ５０
个科技示范户ꎬ 科技示范户带动 ３０００ 户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举办果树栽植、 地膜覆盖、 冬春

季修剪、 疏花疏果等技术培训班 ２４３ 期ꎬ 参加学员 １２０５００ 人ꎬ 发放果树技术书籍 １ ５ 万

册、 技术资料 ６ ８ 万份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聘请日本专家及北京、 山西、 省果业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专家或教授ꎬ 采取理论培训与果园实地操作示训相结合ꎬ 参加人员达 １００８０ 人次ꎻ 选派

技术干部到北京、 山东等地培训学习ꎬ 提高区、 乡技术干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ꎮ
２００１ 年后编写 «山地苹果栽培技术» «宝塔区绿色苹果生产基地果园管理手册» «绿色

苹果出口基地建设生产技术操作规程» «苹果园无公害管理技术守则» 等资料发放到村、
到户ꎮ ２００８ 年各果业乡镇成立乡镇果业技术服务站ꎬ 每个乡镇增加技术服务人员 ３ ~ ５
名ꎬ 进一步完善果业管理建设力量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四大关键技术” 累计培训 １３００ 多场次ꎬ
受训技术人员达 １５００ 人次ꎬ 参加培训的果农达 ８ ３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９ 年培训果农达 ８ ５ 万

人次ꎬ ２０１０ 年培训果农达 ８ ６５ 万人次ꎮ

第七节　 苹果产量

１９９０ 年ꎬ 苹果产量 ７８３６ 吨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水果总产量 １１５７０ 吨ꎬ 其中苹果产量 ９６９７
吨ꎬ 占 ８３ ８％ꎮ １９９２ 年苹果产量 １３８８５ 吨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１８３７ 吨ꎬ １９９４ 年 １３２８８ 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苹果总产量 ２３６９４ 吨ꎬ 产量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５８５８ 吨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４４２０ 吨ꎬ
２００１ 年 ２６１１０ 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水果总产量 ３５４００ 吨ꎬ 其中苹果 ３２０１７ 吨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分别增长

３ ２９ 倍、 ３ ０８ 倍ꎬ 比 １９９６ 年分别增长 １１ ７％和 １１％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水果总产量 １０８０２１ 吨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加 ７ ６４ 万吨ꎮ ２００６ 年苹果产量

１２８０００ 吨ꎻ ２００７ 年产量 １６１０４０ 吨ꎬ 平均亩产 １０７３ ６ 千克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水果总产量 １８３６８９ 吨ꎬ 亩产 １０７４ ２ 千克ꎬ 其中苹果产量 １８１０００ 吨ꎬ

平均亩产 １１３１ ２ 千克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苹果产量 ２１７０００ 吨ꎮ ２０１０ 年 ２４１４００ 吨ꎬ 亩产 １０９７ 千克ꎮ 全区苹果

优果率达 ７０％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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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苹果贮销

一、 苹果贮藏

集体果园、 苹果大户建有果库ꎬ 主要以挖土窑洞为主ꎬ 贮存量在 ２ ~ １０ 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建土洞式果库 ８００ 个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７０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苹果专业村、 专业户建成简易苹

果贮藏库ꎬ 果品贮藏能力 ６ 万吨ꎮ
二、 果品销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果品销售以果商销售户收购ꎬ 销往外地ꎬ 也有果农直接上市销售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果品除本地市场ꎬ 远销内蒙古、 山西、 甘肃等地区ꎬ 销售量 ９５００ 多吨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在上海、 广州、 北京、 重庆、 深圳等地建立 １０ 多个外销窗口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举办苹果展销会、 推介会 １８ 次ꎮ ２００４ 年包头市、 东莞市建有宝塔山地苹果直销点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建立农民经济合作会、 果农协会等产、 供、 销为一体的服务网络ꎬ
乡镇果业站、 区园艺技术服务中心ꎬ 联系客商、 提供销售信息、 专业村有 ２ ~ ３ 名信息

员ꎬ 形成网状式销售趋势ꎮ 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 和 «农民日报» 宣传延安宝塔山

地苹果ꎬ 开辟马来西亚、 泰国、 越南等市场ꎬ 销售苹果 ２２ 万吨ꎮ ２００７ 年宝塔山地苹果

进入香港展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举办首届中国延安宝塔山地苹果文化节ꎬ 省、 市领导和各地果

商 ６０ 多人走进果园ꎬ 观看山地苹果展览ꎬ 一颗 “苹果王” 卖出 ３０００ 元高价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举办宝塔山地苹果北京推介会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建有外地销售网点 ２０ 多个ꎬ
山地苹果远销北京、 上海、 内蒙古、 四川、 银川、 福建等 ２０ 多个省区市ꎬ 出口俄罗斯、
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ꎮ

第九节　 苹果收益

１９９０ 年ꎬ 苹果产值 ９８１ 万元ꎬ 占农业总产值 ５ ９％ꎮ １９９３ 年 ２０６４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

３１１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 ３０１２ 万元ꎬ 占农业总产值 １３ ７４％ꎻ ２００３ 年 ５２７７ 万元ꎬ 占农业总产

值 ２９ ３％ꎻ ２００４ 年 １２６８９ 万元ꎬ 占农业总产值 ４５ ２％ꎻ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４６４ 万元ꎬ 占农业总产

值的 ５４ ３％ꎻ ２００７ 年 ３４３７７ 万元ꎬ 占农业总产值 ６４ ３％ꎮ ２００８ 年苹果产值 ４６０４０ 万元ꎬ
果农收入人均 ２７１５ 元ꎬ ２０ 个果树专业村人均纯收入 １ 万元ꎬ ６２ 户收入 １０ 万元ꎬ ５ 万元

的有 ４０５ 户ꎮ ２００９ 年苹果产值 ４６２５２ 万元ꎬ 果农人均纯收入 ３３６０ 元ꎬ 农民人均收入万

元村 ２８ 个ꎬ ２ 万元村 ４ 个ꎬ 户收入 ５ 万元 ６００ 户ꎬ 户收入 １０ 万元 １２０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

塔区水果总产值 ６５９６１ 万元ꎬ 占农林牧、 副、 渔服务业总收入的 ４８ ８７％ꎬ 占农业总产

值 ６１ ３８％ꎮ 其中ꎬ 苹果总产值 ５ ７６ 亿元ꎬ 果农人均收入 ２ 万元的村 ４ 个ꎬ 收入 ５ 万 ~
１０ 万元的有 ７９６ 户ꎬ 收入 １０ 万~２０ 万元的有 １８０ 户ꎬ ２０ 万元以上的 １０ 户ꎬ 人均苹果收

入万元乡镇 １ 个ꎮ

第十节　 其他水果

区域内人工栽植梨、 葡萄、 杏、 桃、 枣、 山楂果、 小沙果、 李子、 玉皇、 草莓等 １０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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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ꎮ 分布在各乡 (镇) 村组的阳坡地、 农户的房前屋后ꎮ 杂果栽植梨 (酥梨、 鸭梨、 长

把梨、 灌梨、 传统小梨等)、 葡萄 (龙眼、 玫瑰、 委牛奶、 巨峰、 黑奥灵、 新疆白葡萄

等)、 杏 (关中大杏、 小黄杏、 小红杏等)、 桃 (水蜜桃、 油桃、 传统秋桃等)、 枣 (条
枣、 团枣等)、 桃李子 (杏李子、 小红果、 小沙果、 草莓)ꎮ １９９０ 年栽植面积 １３６１９ 亩ꎬ
总产 ５２３ 吨ꎮ １９９５ 年 ２８３０５ 亩ꎬ 总产 ２５７５ 吨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６ 年ꎬ 栽植梨树 ５０００ 亩ꎬ 油桃

５０００ 亩ꎬ 大杏 ５０００ 亩ꎬ 葡萄 ５０００ 亩ꎬ 蜜桃 ５０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挂果面积 １０ 万亩ꎬ 总产

４０００ 万千克ꎬ 收入过亿元ꎬ 农民人均收入 ６１５ 元ꎮ ２０００ 年 ２６０７０ 亩ꎬ 总产 １９４６ 吨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４８５ 亩ꎬ 总产 ４０３９ 吨ꎮ

一、 梨

１９９０ 年ꎬ 梨栽植面积 ５４１１ 亩ꎬ 总产 １５５ 吨ꎬ 平均亩产 ２８ ６ 千克ꎮ １９９２ 年总产 ２４５
吨ꎬ １９９５ 年 ８０１ ４ 吨ꎬ 平均每千克价格 ０ ６~０ ８ 元ꎮ １９９７ 年 ５１９ 吨ꎬ １９９９ 年 ６３６ ５ 吨ꎬ
２０００ 年 ６３７ 吨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５５８ 吨ꎬ 平均亩产 １８４８ １ 千克ꎬ 平均亩收入 １１０８ ８ 元ꎮ ２００５
年栽植面积 ８４３０ 亩ꎬ 总产 ２３３７ 吨ꎮ ２００８ 年梨产量 １０５０ 吨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０６０ 吨ꎬ ２０１０ 年产

量 ７７０ 吨ꎬ 每千克市场价 ２~２ ５ 元ꎮ
二、 葡萄

１９９０ 年ꎬ 葡萄种植面积 ３００ 亩ꎬ 产量 ２２ 吨ꎬ １９９５ 年 ２７８ １ 吨ꎬ 平均亩产 ６７ ６ 千

克ꎬ 每千克市场价 １ ５~２ ２ 元ꎮ １９９７ 年 ２７４ 吨ꎬ ２００３ 年 ６６８ 吨ꎮ ２００５ 年种植面积 ３４９５
亩ꎬ 总产 １０３２ 吨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０７７ 吨ꎬ ２０１０ 年面积 ４４８５ 亩ꎬ 总产 ２６４０ 吨ꎬ 平均亩产

５８８ ６ 千克ꎬ 每千克市场价 ６~７ 元ꎬ 亩收入 ３８２５ ９ 元ꎮ
三、 杏

１９９０ 年ꎬ 杏种植面积 ２１２５ 亩ꎬ 产杏 ７３ 吨ꎬ １９９２ 年 ３２８ 吨ꎬ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 年五年杏总

产量为 １３７４ 吨ꎮ ２０００ 年 ４３９ 吨ꎬ 平均亩产 ５７０ 千克ꎬ 亩产值 １４２５ 元ꎬ 市场价平均每千

克 ２ ５ 元ꎮ ２００３ 年杏产量 ５９４ 吨ꎬ ２００８ 年 ４００ 吨ꎬ ２００９ 年 ４００ 吨ꎮ ２０１０ 年 ３８５ 吨ꎬ 亩

收入 １２３０ ５ 元ꎮ
四、 桃

１９９０ 年ꎬ 桃种植面积 ４９２７ 亩ꎬ 产量 １２７ 吨ꎬ １９９５ 年产桃 ７２１ 吨ꎬ ２０００ 年 ４１０ 吨ꎬ
２００３ 年 ３８０ 吨ꎬ ２００５ 年种植面积 ５１９０ 亩ꎬ 总产 ５７０ 吨ꎬ 每千克市场价 ５~６ 元ꎮ ２００８ 年

桃产量 ４２０ 吨ꎮ ２０１０ 年 ４４４ 吨ꎬ 平均亩产 １１２ ５ 千克ꎬ 亩产值 １２３７ ５ 元ꎮ 油桃每千克

７~９ 元市场售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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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编　 水利　 水保

　 　 宝塔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沟壑区、 乔山次生林区北部ꎬ 属温带半干旱气候区ꎮ 域内

梁峁起伏ꎬ 沟壑纵横ꎬ 地形破碎ꎬ 除延河、 汾川河流量较大外ꎬ 其余各支流流量很小ꎮ
土壤松软ꎬ 植被差ꎬ 水土流失严重ꎮ 年降雨量少ꎬ 水资源匮乏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宝塔区水利水保开始重点实施生态农业、 世行延河流域贷款项目、
小流域承包、 拍卖、 人畜饮水等建设工程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基本农田建设面积 １ ３６
万公顷ꎬ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２３２０ 平方千米ꎬ 治理程度 ７３％ꎮ 新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６７４
处ꎬ 农村人口居住村自来水入户率 ８５％ꎮ 流域综合治理由 １９８９ 年的治理程度 ３２ ３％提

高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３％ꎬ 上升 ４０ 个百分点ꎬ 基本农田增长 ８７ ０８％ꎮ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

加 ５７３ ３ 公顷ꎬ 节水灌溉面积增加 １９２４ 公顷ꎬ 水产品增长 ２０ ４ 倍ꎮ 水土保持环境开始

向山变绿、 水变清、 水不下山、 泥不出沟的良性循环发展ꎬ 水土保持生态效益、 经济效

益、 社会效益日趋明显ꎮ

第一章　 水土流失

第一节　 流失因素

宝塔区水土流失主要由水力侵蚀和重力侵蚀所致ꎮ 宝塔区南北长ꎬ 东西窄ꎬ 地势西

高东低ꎬ 中部偏南隆起ꎬ 类似环状ꎬ 向东倾斜ꎮ 域内有两个干流河谷ꎬ 十大川以及许多

支毛沟ꎬ 河谷高 ８６０ ~ １０００ 米ꎬ 峰谷高差 ３００ ~ ４００ 米ꎬ 极端高差 ６６５ 米ꎮ 北部高 １５２５
米ꎬ 汾川河最低 ８６０ 米ꎬ 域内有长 ０ ５ 千米以上的沟道 ６７０３ 条 (长 １０ 千米 ５５ 条、
０ ５~５ 千米 ６６２１ 条)ꎬ 沟壑密度 ３ ０４ ~ ６ ２５ 千米 /平方千米ꎮ 因土壤多类型ꎬ 渗透力不

尽相同ꎬ 南部残塬、 台地、 河谷高阶地、 梁峁鞍部有少量黑垆土残存外ꎬ 其余山丘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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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谷川地均为新黄土 (马兰黄土)ꎬ 统叫黄绵土ꎮ 全境黄绵土面积 ２２６１１ ３ 公顷ꎬ 占总

土地面积的 ６３ ５９％ꎮ 黄绵土土质轻壤ꎬ 结构松散ꎬ 渗透力强ꎬ 黏粒含量低ꎬ 固结力弱ꎬ
易为水力所分散ꎬ 崩解速度一般为 １~３ 分钟ꎬ 抗蚀能力很低ꎮ 因陡坡多ꎬ 密度大ꎬ 沟谷

深ꎬ 易产生径流ꎮ 尤其下暴雨时ꎬ 汇流快ꎬ 水势猛ꎬ 形成高浓度洪水下泄ꎬ 是水土流失

的主要因素ꎮ 区域内森林覆盖率低ꎬ 植被差ꎬ 东北部的蟠龙、 梁村等森林覆盖率仅为

３ ５％~４ ２％ꎬ 易造成水土流失ꎮ 加之人为开垦荒地、 砍伐林木、 放牧以及石油开采中

修建井场、 油台、 选油站、 生产道路等ꎬ 改变原地貌形态和地表土壤结构ꎬ 毁坏地面植

被ꎬ 降低原有水土保持功能ꎬ 形成新的侵蚀区ꎬ 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ꎮ

第二节　 流失区域

宝塔区域内有延河、 汾川河两大流域ꎬ 因地形地貌、 植被等不同ꎬ 两大流域内水土

流失差异较大ꎬ 可分为三大水土流失区ꎮ
一、 北部重度流失区

包括延安城区以北的河庄坪、 枣园、 桥沟、 李渠、 冯庄、 青化砭、 蟠龙、 梁村、 甘

谷驿 ９ 个乡镇ꎬ 以及延河南岸的川口、 万花山、 姚店、 柳林 ４ 个乡镇的 ４７ 个行政村ꎬ 面

积 １６７４ １ 平方千米ꎬ 占总面积的 ４７％ꎮ 区域内梁峁起伏ꎬ 沟壑纵横ꎬ 坡面陡峻ꎬ 植被

稀疏ꎬ 耕垦指数高ꎮ 地表以黄绵土为主ꎬ 黄土覆盖深度为 ３０ ~ １８０ 米ꎮ 区域内降雨多集

中在 ７ 月、 ８ 月、 ９ 月三个月ꎬ 且常以大雨、 暴雨出现ꎬ 水流集中ꎬ 易形成径流ꎬ 有时

还会出现滑坡、 崩塌等现象ꎬ 水力侵蚀剧烈ꎬ 面蚀和沟蚀都严重ꎬ 侵蚀模数 １２１５６ 吨 /平
方千米ꎬ 局部地区高 １４０００~１５０００ 吨 /平方千米ꎬ 故为水土流失严重区域ꎮ

二、 东南部残塬中度流失区

主要包括临镇镇 １４ 个行政村ꎬ 土地面积 １３３ ５２ 平方千米ꎬ 海拔 １０６１ ~ １１２７ 米之

间ꎬ 沟谷密度 ３ ４~３ ７ 千米 /平方千米ꎮ 区域由 １２ 个互不相连的小塬组成ꎬ 并伴有梁、
沟、 壑ꎮ 塬面坡度 ５° ~１０°ꎬ 塬边破碎ꎬ 河谷坡度 ２８° ~ ３８°之间ꎬ 塬沟相对高差在 １６０ ~
２００ 米ꎬ 河谷呈 “Ｖ” 字形ꎬ 坡面侵蚀轻微ꎮ 暴雨时ꎬ 塬面径流集中于沟头而下泄ꎬ 造

成严重的沟蚀ꎬ 沟头延伸ꎬ 沟岸扩展明显ꎬ 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２１８０ 吨 /平方千米ꎬ 年侵

蚀量 ９４ ２５ 万吨 /平方千米ꎬ 水土流失以重力侵蚀为主ꎮ
三、 南部梢林轻度流失区

包括南泥湾、 麻洞川 ２ 个乡 (镇)、 ４８ 个行政村ꎬ 以及临镇、 柳林、 万花山、 川口、
姚店等乡镇的部分行政村ꎬ 面积 １７５５ 平方千米ꎬ 海拔 １１００ ~ １４６３ 米ꎬ 沟谷坡度 ２４° ~
５７°ꎬ 沟谷密度 ３~３ ５ 千米 /平方千米ꎮ 该区域属天然次生林区ꎬ 森林覆盖率 ６６％ꎮ 以坡

耕地为主ꎬ 有少量的沟台地、 坝地等ꎬ 土壤以褐土为主ꎬ 肥力高ꎬ 结构良好ꎬ 含水能力

强ꎬ 水力、 重力、 风力侵蚀不明显ꎬ 水土流失较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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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基本农田建设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制定 «延安市生态农业建设总体规划»ꎬ 全面实施水土保持生态

农业战略ꎬ 开展规模化、 单元化、 标准化基本农田建设ꎮ 组织实施万花山千亩农田大

会战ꎬ 动员市属机关、 学校、 部队、 驻延安单位 ３７０ 个、 １５ ６ 万人次参加会战ꎬ 新修

基本农田 ８５ 块ꎬ 面积 １５５０ 亩ꎮ 枣园乡韩家沟村集中联村会战ꎬ 新增梯田 ４５２ 亩ꎬ 人

均基本农田 ２ ７ 亩ꎬ 被陕西省黄河中游局评为先进单位ꎮ 全市设基本农田建设会战点

１２４ 个ꎬ 新修面积在 １００ 亩以上有 ３９ 个ꎬ ５０ 亩以上 ５６ 个ꎬ 全年新修基本农田

７０３６ 亩ꎮ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ꎬ 实行基本农田建设常态化、 专业化作业模式ꎬ 柳林、 元龙寺、 姚

店等组建农田工程常年作业队 １５ 个ꎬ 区、 乡、 村三级筹资 ２２６ 万元ꎬ 购置推土机 ４７
台ꎬ 采取人机结合ꎬ 连片平整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３９２６ ８ 公顷ꎮ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４ 年ꎬ 枣园、
万花山、 桥沟 ３ 乡实行联合会战ꎬ 集中会战 ６ 次ꎬ 投工 ３０ 万个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６９２ ３
公顷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基本农田建设实行项目目标责任制管理ꎬ 采取立项评估、 审查定项、 统一

规划、 专业设计、 规范施工、 竣工验收等办法ꎬ 各项基本农田建设资金捆绑一起ꎬ 统筹

使用ꎮ 全年立项 ６２ 个ꎬ 开工 ６２ 个ꎬ 完成基本农田面积 ２０２２ ８ 公顷ꎬ 投工 ２１ ４５ 万个ꎬ
投资 ４６２ ８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基本农田建设以突出重点、 集中连片、 单元治理为目标ꎬ 打破乡村行政区

划界线ꎬ 实行大流域治理ꎮ 全年全市动用推土机 １１０ 台ꎬ 作业 ２９７００ 台班ꎬ 集中大会战

５６ 次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１１２０ 公顷ꎬ 完成新增治理面积 ９７ ４ 平方千米ꎬ 占延安地区下达任

务的 １５９％ꎬ 占市计划任务的 １４９ ８％ꎮ 采用 ＣｉｔｙｓＴａｒ－ＧＩＺＢ 和 ＣＰＭ 系统完成柳林乡孔家

沟、 万花山乡曹家沟等 ９ 条小流域规划文件和 ５ 个项目管理文件ꎬ 绘图 １７０ 张ꎬ 代表陕

西省给世行官员演示和问题解答ꎮ 同时ꎬ 还为在北京召开的 “世界发展中国家旱作农业

研讨会” 提供世行流域治理经验材料ꎬ 受到专家和学者的高度评价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治理片 １４ 个ꎬ 重点小流域 １６ 条ꎬ 新增基本农田 １２３２ ６ 公顷ꎬ 治理

总面积 ８２ ８５ 平方千米ꎬ 加工提高治理面积 ３４ ３４ 平方千米ꎮ １４ 名区级领导包抓 １４ 个

治理点ꎬ 新修梯田 ７３９ ６ 公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河庄坪、 李渠、 枣园、 万花山、 蟠龙、 甘谷驿等乡镇组织全乡大会战ꎮ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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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会战 ５０ 余次ꎬ 日上劳 ２ ８ 万人ꎬ 动用推土机 ２４０ 台ꎬ 新修梯田 １３３３ ３ 公顷ꎮ 柳林、
川口、 松树林、 桥沟 ４ 乡镇联合建设的燕沟示范区ꎬ 被中科院列为 “黄土高原中尺度地

区生态农业建设科技研究专题”ꎬ 也是延安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的 “九五” 攻关项

目ꎮ 全年联村会战 ３ 次ꎬ 动用推土机 ５１ 台ꎬ 最高日上劳 ３５００ 人ꎬ 新修梯田 ３００ 公顷ꎮ
青化砭镇张坪建设区为国家批准的生态环境重点建设区ꎬ 涉及青化砭、 梁村、 张坪 ３ 个

乡镇ꎻ 全年动用推土机 ６０ 台ꎬ 各乡大会战 ４ 次ꎬ 日均上劳 ４０００ 人ꎬ 新修梯田 ４００ 公顷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ꎬ 基本农田建设形成规模化发展趋势ꎬ 质量不断提高ꎬ 新增农田面积

６０４５ ６ 公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快基本农田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提出每年新

修基本农田 １ ５ 万亩以上ꎬ 围绕 “三边” (村边、 水边、 路边)ꎬ 兴修农田ꎮ 全区上推

土机 ２２３ 台ꎬ 千亩以上农田建设示范点 ３ 个ꎬ ５００ 亩以上 ５ 个ꎬ 新增基本农田 ３６６
公顷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基本农田建设千亩以上示范点有 ３ 个ꎬ 分别在蟠龙镇何家沟、 麻洞川乡刘

台、 南泥湾镇前九龙实施ꎬ 新增面积 ３００１ 亩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基本农田面积 ２ ３２ 万

公顷ꎬ 保留面积 ３３ ７６ 万亩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基本农田建设面积统计表
　 表 ９－２－１ 单位 : 公顷

年份 面积 年份 面积

１９９０ １１００ ２００１ ６２２ ５

１９９１ ９８０ ５ ２００２ ２９７ ２

１９９２ ９００ ２００３ ７００ ８

１９９３ １４６５ ９ ２００４ ８３６ ８

１９９４ １５６０ ９ ２００５ １４６６ ７

１９９５ ２３９３ １ ２００６ １４２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７ １２４６ ５

１９９７ ２０１３ ３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８５３ ３

１９９９ ２５３３ ３ ２０１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５

第二节　 淤地坝工程

一、 淤地坝建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延安市提出建设生态农业市总目标ꎬ 坚持把治沟工程与淤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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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作为治理水土流失的重点之一ꎬ 也作为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建成淤地坝 ２４ 座ꎬ 淤地 ７３８ 亩ꎮ １９９４ 年淤地坝建设实施工程、 生

物、 技术三大措施一齐上ꎬ 把骨干坝工程和坝系配套建设结合起来ꎬ 增强坝体抗洪能

力ꎮ 打坝主要分两种形式: 一种是沟底锁坝、 山坡造林、 沟畔种草、 山顶修田ꎻ 另一种

是沟底打坝、 沟坡种草、 山顶造林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年ꎬ 建成淤地坝 ４８ 座ꎬ 控制流域面积

６９ ８４ 平方千米ꎬ 总库容 ５４９ １２ 万立方米ꎬ 拦泥库容 ３２０ ８８ 万立方米ꎬ 可淤地 ５９ ６８ 公

顷ꎻ 动用土方 ４８１７７９ 立方米ꎬ 石方 １６２ 立方米ꎬ 完成投资 １５５ 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淤地坝工程主要分布在碾庄、 枣园、 河庄坪、 姚店、 青化砭、 冯庄、 柳

林、 甘谷驿、 川口等 ９ 个乡镇的 ３８ 个行政村ꎬ 建成淤地坝 ４５ 座ꎬ 可淤地 ３１ ５１ 公顷ꎬ
完成投资 １７４ ４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ꎬ 在宝塔区川口乡白峁村动工兴建白峁坝ꎬ 同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竣工ꎮ 白峁

坝控制流域面积 ８ １４ 平方千米ꎮ 工程由土坝和放水建筑物两大部分组成ꎬ 土坝高 ２２ 米ꎬ
顶宽 ４ ０ 米ꎬ 总库容 ９０ ９４ 万立方米ꎬ 拦泥库容 ３１ ３ 万立方米ꎬ 可淤地 ７０ 亩ꎬ 设计淤

积年限 １０ 年ꎬ 总投资 ３７ ５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建成骨干坝工程有: 冯庄乡红交寺坝ꎬ 坝高 ２３ 米ꎬ 流域面积 ２６ １ 公顷ꎬ

总库容 ５０ ６ 万立方米ꎬ 拦泥库容 ２０ ７２ 万立方米ꎬ 可淤地面积 ８ 公顷ꎬ 工程量 １３ ４３ 万

立方米ꎻ 青化砭镇常塔坝、 张马河坝控制流域面积分别为 ８ ９ 平方千米和 １３ １ 平方千

米ꎬ 总库容 ７０ 万立方米和 ３１４ ４ 万立方米ꎬ 拦泥库容 ６６ ５ 万立方米和 ２００ １ 万立方米ꎬ
可淤地 ８ 公顷、 １４ ６ 公顷ꎻ 元龙寺乡高山、 蒲屯、 石中河 ３ 座骨干坝控制流域面积 ３６ ３
平方千米ꎬ 总库容 ７７２ ７ 万立方米ꎬ 拦泥库容 ５７０ ８ 万立方米ꎬ 可淤地 １７７ ７ 公顷ꎻ 李

渠镇管道沟、 双柳树、 双田 ２＃坝ꎬ 控制流域面积 １５ ４０ 平方千米ꎬ 总库容 ２８２ 万立方米ꎬ
拦泥库容 １９４ １ 万立方米ꎬ 可淤地 ２２ ８７ 公顷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ꎬ 建成淤地坝 ９７ 座ꎬ 其中骨干坝 ７ 座、 中型坝 ４９ 座、 小型坝 ４１ 座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淤地坝系工程建设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试点县区之一ꎬ 也被黄河中

游局确定为淤地示范工程建设区ꎮ 宝塔区制定 «关于高庄、 麻庄、 碾庄三条流域坝系工

程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成立淤地坝工程建设领导小组ꎬ 负责设计、 施工和管理ꎬ 对骨干

坝工程推行 “四制管理”ꎬ 实行公开招标ꎬ 全程接受行政监察部门监督ꎮ 三条坝系 ２００５
年动工ꎬ ２００６ 年竣工ꎬ 建成骨干坝 ８ 座、 中型坝 ７ 座、 小型坝 ３５ 座ꎬ 完成投资 １９５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建成淤地坝 ２０６ 座ꎬ 其中骨干坝 ５３ 座ꎬ 中、 小型坝 １５３ 座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有淤地坝 ４１１２ 座ꎬ 其中大型坝 ３０５ 座、 中型坝 ８４０ 座、 小型坝 ２９６７ 座ꎮ

二、 淤地坝维修

宝塔区约 ８０％~９０％的淤地坝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 运行时间大多在 ３０ 年左右ꎮ
因年久失修ꎬ 设施老化ꎬ 不同程度地存在病险问题ꎬ 多年的淤积ꎬ 使淤地坝丧失继续拦

泥和滞洪能力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全区 ３９５７ 座淤地坝进行调查ꎬ 大型坝 ９９ 座中有水毁坝 ２９
座ꎻ 中型坝 ２３８ 座中水毁 １２２ 座ꎻ 小型坝 ３６２０ 座中水毁 ２２５ 座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对 １０ 座水毁

坝进行试点维修加固ꎬ 工程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完成修复水毁坝 ５０ 座ꎬ 投资 ７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修复加固水毁坝 ３０ 座ꎬ 投资 ２４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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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骨干坝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９－２－２

乡镇 坝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千米)
坝高
(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拦泥库容
(万立方米)

可淤地面积
(公顷)

工程量
(万立方米)

贯屯
史家沟 ３ ００ ２２ ００ １０４ ００ ６９ ００ １０ ００ ３ ３６

云山寺 ３ １０ ２０ ００ ６６ ６０ ３４ ００ ４ ６７ ４ ７８

蟠龙

马家沟 ３ ７０ ２２ ００ ８８ ６０ ４８ ７８ ６ ８０ ５ ３４

南洼 ４ ６５ ２５ ５０ １４４ ２０ ９３ ００ ５１ ６７ １３ ８３

王庄 ２ １０ ２２ ００ ５８ ８０ ３５ ２０ ２３ ３３ ３ ４８

梁村

高家沟 １０ １０ ２１ ００ ２４２ ４０ １４４ ３０ １１２ ２２ ６ ２５

高庄沟 ２ ２５ ２６ ３０ ５４ ００ ４０ ００ ５ ６０ ８ ０６

呼家湾 ６ １０ １９ ６０ ２０５ １０ １３４ ７０ ２１ ０７ ９ ０２

闪天玉 １ ５０ ２４ ８０ ５０ ２０ ３３ ７０ ４ ８７ ２ ２０

石家河 ９ ６０ ３４ ００ ２３０ ４０ １０１ ５０ １０６ ６７ １０ ４３

青化砭
张马河 １３ １０ ２１ ００ ３１４ ４０ ２００ １０ １４５ ５６ ４ ６０

常塔 ８ ９０ １１ ５０ ７０ ００ ６６ ５０ ８ ００ ６ ２０

元龙寺

大山圪塔 ３ ８０ １８ ００ １３１ ２０ ８５ ９３ ４２ ２２ ３ ９０

高山 ４ ９０ １８ ００ １１７ ６０ ７８ ４０ ５４ ４４ ８ ２０

蒲屯 ７ ３０ １８ ００ １７５ ２０ １１５ ９０ ８１ １１ ４ ８０

石牛河 ２４ １０ １２ ００ ５７８ ４０ ３７６ ５０ ２６７ ７８ ３ ４０

冯庄

丁庄 ３０ ００ ２５ ５０ ２５０ ００ ２３５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６ ４８

河交寺 ２６ １０ ２３ ００ ５０ ６０ ２０ ７０ ８ ００ １３ ４３

芋子沟 １７ ３０ ２３ ００ ４１５ ２０ ２２９ ６０ １９２ ２２ ９ ８２

河庄坪
田塔 ８ ３０ ２２ ００ １６６６ ００ １１０ ９０ ９２ ２２ ５ ０３

枣圪台 ５ １０ ２１ ００ １０２ ００ ６４ ６０ ５６ ６７ ５ ３４

姚店 好家沟 ３ ５０ ２３ ００ ９２ ８０ ５５ ００ ５ ００ ５ ８０

万花山
后楼塌 ３ １０ ２４ ００ ６６ ６０ ４５ ９０ ６ ４７ ３ ９０

肖渠 ２７ ８０ ２４ ００ ３３３ ６０ ２１５ ００ ３０８ ８９ ６ ２０

８１３



续表

乡镇 坝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千米)
坝高
(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拦泥库容
(万立方米)

可淤地面积
(公顷)

工程量
(万立方米)

柳林

沟门 ２ １０ １５ ００ ６２ ００ ６１ ００ １２ ００ ３ ８６

何庄 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８５ ９０ ２８ ３０ １２ ００ ６ ７０

湫沟 ５ ６０ １９ ８０ ５５ ００ ３６ ００ ６２ ２２ ３ ８０

克来沟 １＃ ４ ８０ ２０ ５０ ５２ ００ ３４ ００ ７ ００ ３ ４０

克来沟 ２＃ ４ ８０ １１ ００ ５０ ００ ４０ ００ ６ ００ ３ １０

龙寺 ２４ ３０ ２０ ００ ５２ ５４ ３４ ００ ２７０ ００ ５ ２０

麻庄 １＃ １３ １０ １５ ００ １６４ ２０ １４４ ００ １４５ ５６ ４ ７８

马科玉 １＃ ５ ５０ １９ ５０ ５２ ００ ４１ ９５ ７ ５３ ４ ２０

马科玉 ２＃ ３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２５ ８０ ３１ ９０ ７９ ４５ ８ ９７

阳窑沟 ３ ８３ ２２ ００ ５６ ８０ ２３ ８０ ３ ７０ １３ ７６

寺沟 ５ ００ ２０ ２０ ５１ ７０ ４５ ００ ７ ８０ ４ ６３

九沟 ６ ６５ ２５ ７０ ７０ ９３ ４０ ６７ ５４ ４０ １０ ５６

临镇
七连队 ８１ ０２ １７ ００ ３８５ ４０ ２５０ ５１ ６７５ １７ ４ ２０

三连队 １３１ ２４ ９ ００ １３１ ２０ ８５ ００ ７７２ ００ ３ ８０

枣园

韩家沟 ７ ２０ ２５ ４０ １２８ ４０ ５２ ００ ５ ６７ ４ ７０

刘家河 ３ ２０ ２２ ００ ５１ ２０ ３３ ００ ３５ ５６ ３ ９０

盐店则 １６ １０ ２０ ００ ２５７ ６０ １６５ ００ １７８ ８９ ７ ２０

官庄 老中沟 ７ １０ ２４ ００ ８４ ００ ５５ ００ ７８ ８９ ７ ９８

李渠

好义沟 ３ ４０ １５ ００ ６８ ００ ４４ ２０ ３７ ７８ ６ ４７

庙圪台 ９＃ ２ ６０ １３ ５０ ５９ ９０ ３７ ７０ ２８ ８９ ５ ２３

管道沟 ６ ５０ ２６ ００ １２９ ００ ５９ ８０ ８ ２０ ８ ２４

碾庄 ２＃ ５ ２０ １７ ００ ６９ ００ ２９ ００ ５ ８０ ６ ４３

沙家沟 １ ６０ １５ ００ ５０ ２０ ３３ ００ １７ ７８ ５ ２０

蛇木咀 ２ ２０ １８ ００ ５４ ６０ ２９ ７０ ３ ５０ ６ ９９

双柳树 ６ ５０ １５ ５０ ９３ ００ ９３ ００ ４ ００ ３ ６０

双田 ２＃ ５ ５０ ２０ ００ ６０ ００ ６０ ００ １０ ６７ １ ２９

水眼沟 ３ ２０ ２９ ００ ５４ ６０ ２４ ６０ ３ ４７ １１ １２

双田 ３ ４０ １６ ００ ５６ ００ ３６ ４０ ３７ ７８ ３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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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坝名称
流域面积

(平方千米)
坝高
(米)

总库容
(万立方米)

拦泥库容
(万立方米)

可淤地面积
(公顷)

工程量
(万立方米)

李渠

王家沟 ６ ００ ３１ ６０ ８７ ６０ ２２ ２０ ０ ００ ４ ００

新庄科 ５ ９０ １７ ６０ １１８ ００ ８９ ４０ ８ ２７ ６ ４０

羊圈沟 ２ ９０ ２４ ５０ ５８ ００ ３３ ６０ ５ ３３ ５ ７２

中庄 １ ５０ １７ ００ ５１ ９０ ３３ ７４ １６ ６７ ４ ５０

杨新庄 ８ ８０ １７ ００ ８８ ００ ５４ ００ ０ ００ ８ ７８

第三节　 世行贷款项目

世行贷款项目是引进世界银行贷款ꎬ 对延河流域水土保持进行综合治理的一个项

目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成立延河流域世行贷款项目办公室ꎬ 并进行前期准备工作ꎮ 编制

项目区总体规划ꎬ 实施典型小流域治理ꎬ 为总体项目评估提供各种论证资料、 评估现

场等ꎮ 国内外专家学者先后 １０ 次对项目进行考察ꎬ 世行官员、 专家 ８ 次深入项目区

实地考察ꎬ 进行预评估和评估ꎮ ８ 月 １ ~ ２０ 日ꎬ 预评估团考察枣园温家沟村、 柳林飞

马河、 桥沟十里铺村 “双百里林带” “绿色长廊” 工程等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ꎬ 开始对项目

正式评估ꎮ 以世行官员伏格乐为团长ꎬ 畜牧专家奥其司和环评处长琪薇瑟等一行 １０
人组成的世行评估团ꎬ 对项目区桥沟乡二十里铺村草场、 柳林乡飞马河流域治理、 枣

园乡庙沟村等现场进行考察ꎮ 同时ꎬ 对项目机构设置、 政策及组织措施等方面进行审

查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签约ꎬ ７ 月正式生效ꎮ 项目治理期为 ８ 年ꎬ 还贷期 ２２ 年ꎮ １９９３ 年延

河流域治理完成治理面积 ７２ ４３ 平方千米ꎬ 占超前实施任务的 １２６ ９％ꎬ 新修基本农

田 ５１０ 公顷 (梯田 ４５７ ５ 公顷、 坝体 ５２ ５ 公顷)ꎬ 占全市基本农田的 ７５％ꎬ 造林 ３４００
公顷 (乔木林 ２０００ 公顷、 灌木林 １４００ 公顷)ꎬ 占 １９９３ 年任务的 １２６％ꎬ 果园 ７３３３ ３
公顷ꎬ 占任务的 ２２７％ꎬ 人工种草 ３３３３ ３ 公顷ꎬ 占全市任务的 １４９％ꎬ 动用机械 ２４３
台 (推土机 １９５ 台、 拖拉机 ４８ 台)ꎬ 架子车 １４５０ 辆ꎬ 完成工程量 ４２７ ５ 立方米ꎬ 总

投劳 ９８３ 工日ꎬ 完成项目投资 １１５８ 万元ꎮ
一、 一期工程

延安市延河流域水土保持世行贷款项目一期工程ꎬ 自 １９９４ 年正式实施ꎮ 项目区

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Ⅱ付区ꎬ 土壤为黄绵土ꎬ 地形复杂ꎬ 沟壑纵横ꎬ 植被稀少ꎬ 干

旱少雨ꎻ 年侵蚀为 ８０００ ~ １０００ 吨 /平方千米ꎬ 平均年降雨量 ４９５ ５ 毫米ꎬ 且集中在 ６ ~
９ 月ꎬ 多为暴雨ꎻ 年平均气温 ９ ５℃ ꎬ 无霜期 １８７ 天ꎮ 项目区涉及柳林、 万花山、 枣

园、 河庄坪、 桥沟、 碾庄、 李渠、 冯庄、 姚店、 青化砭、 蟠龙、 甘谷驿、 元龙寺等 １４
个乡镇ꎬ ２７１ 个行政村ꎬ １１ ８５ 万人ꎬ 总面积 １０２７ ４ 平方千米ꎬ 水土流失面积 ９８４ 平

方千米ꎮ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１ 年ꎬ 一期项目建成基本农田 ６７０５ ２ 公顷 (梯田 ６４３２ ８ 公顷、 坝地

１７６ ４ 公顷、 水地 ９６ 公顷)ꎬ 造林 ２０３２２ ３ 公顷 (乔木林 ６７４１ ３ 公顷、 灌木林 ８５８１

０２３



公顷、 果园 ５０００ 公顷)ꎬ 人工种草 １１１７２ ５ 公顷ꎬ 建骨干坝、 淤地坝 １６１ 座ꎬ 灌溉工

程 ８ 处ꎬ 建设中心苗圃 １０ 公顷ꎻ 完成治理面积 ３８２ 平方千米ꎬ 占一期项目目标 ４０７ ７
平方千米的 ９３ ７％ꎻ 完成总投资 １３４１０ ８ 万元ꎬ 其中世行贷款 ８４６７ ２ 万元ꎬ 国内配

套资金 ４９４３ ６ 万元ꎮ
经过 ８ 年治理ꎬ 治理程度由 ４１ ５％提高到 ７８ ５％ꎬ 森林覆盖率由 ２７ ４％提高到

５４ １％ꎬ 土壤侵蚀量减少 ３５ ５％ꎮ 流域内侵蚀模由 ８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吨 /平方千米降低为

６０００ ~ ７０００ 吨 /平方千米ꎬ 新建坝年可拦泥 ２１ 万立方米 (３０ 万吨)ꎬ 有效减少水土流

失ꎮ 基本农田的增加ꎬ 有效推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ꎬ 种植业与林牧业的产值比由

１９９３ 年 ６０ ５ ∶ ３９ ５ 调整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５ ∶ ５５ꎬ 以 “果、 牧、 菜、 薯” 四大主导产业

为主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初步形成ꎬ 四大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５９ ７％ꎮ 粮食产

量大幅提高ꎬ 人均产粮比 １９９４ 年增加 ５７ ３％ꎮ 经济收入逐年增加ꎬ 农民人均收入

２０００ 年比 １９９４ 年增长 ３ ６ 倍ꎮ
二、 二期工程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开始延河流域世行贷款项目二期工程前期准备ꎬ 并实施流域治理 ４
处ꎬ 项目通过预评估和评估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获世界银行董事会通过ꎬ ９ 月 １７ 日

签署项目法律文件ꎬ １２ 月生效ꎮ 项目区山丘密布ꎬ 沟谷纵横ꎬ 地貌类型为峁状丘陵ꎬ
最低海拔 ８６０ 米ꎬ 最高海拔 １４２５ 米ꎬ 年平均降雨量 ５００ 毫米ꎬ ６ ~ ９ 月降雨占全年降

雨量的 ７０％ ~７５％ꎮ 因山高坡陡ꎬ 高峰数量少ꎬ 峰形尖瘦等特点ꎬ 耕垦指数高ꎬ 植被

稀疏ꎬ 水土流失严重ꎮ 年均径流深 ３５ 毫米ꎬ 年侵蚀模 １ ０４ 万吨 /平方千米ꎬ 年平均

输沙量为 １０２３ ４ 万吨ꎮ 二期项目流域治理包括丁庄、 梁村、 张坪、 蟠龙、 甘谷驿、
下坪、 贯屯、 元龙寺等 ８ 个乡镇ꎬ １６１ 个行政村ꎬ ４ ３ 万人 (农业人口 ４ １ 万人)ꎬ 劳

动力 １ ８ 万个ꎬ 水土流失面积 ８００ 平方千米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４ 年ꎬ 二期工程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７１８９ ２ 公顷ꎬ 新增基本农田

２１０４ 公顷 (梯田 １９５４ 公顷、 坝地 １２０ 公顷、 水地 ３０ 公顷)ꎬ 造林 ７２８５ 公顷 (乔木林

５５８５ 公顷、 灌木林 １７００ 公顷)ꎬ 人工种草 ３５００ 公顷ꎬ 园艺 ２０００ 公顷 (果园 １０００ 公

顷、 经济林 １０００ 公顷)ꎬ 天然草场封育 ２３００ 公顷ꎬ 建成小型水利工程 ２ 处ꎬ 骨干坝 ７
座ꎬ 淤地坝 ６０ 座ꎬ 旧坝加固 １８ 座ꎬ 水窖 ５０ 处ꎬ 苗圃 ２５ １ 公顷ꎬ 修道路 ３８ 条 ３３０ 千

米ꎬ 二期治理面积占目标的 １０１％ꎬ 项目投资 ７９０８ ７ 万元ꎬ 占计划投资的 ９９％ꎬ 世行

支付 ４６２９ 万元ꎬ 国内配套资金 ３２７９ ７ 万元ꎮ
二期项目治理开发ꎬ 使项目区农村经济和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ꎮ １９９８ 年底

项目区农业总产值 ４５６６ ８ 万元ꎬ ２００４ 年末增加到 １１４３１ 万元ꎮ 林草面积从 １３１１９ 公

顷增加到 ２４９０４ 公顷ꎬ 林草覆盖率由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６％提高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３１ １３％ꎮ ２００４
年项目区果品产量 ２ ２３ 万吨ꎬ 收入 ６８０ 万元ꎬ 人均 １４７ ６ 元ꎻ 建日光温室 ６００ 棚ꎬ 产

值 ２７６ 万元ꎻ 舍饲养羊 １ 万户ꎬ 占全区总农户的 ２２ ３％ꎬ 羊崽饲养量 ３ ２ 万只ꎬ 占全

区羊崽总量的 ５１％ꎬ 产值 ５２８ 万元ꎮ 项目区人均基本农田由 １９９８ 年 １ 亩增到 １ ６ 亩ꎬ
人均耕地面积 １０ 亩减少到 ６ 亩ꎬ 退陡坡耕地 １４４５５ ６ 公顷ꎬ 粮食产量增加 ５０％ꎬ 土

地产出率由 １１３７ ６ 元 /公顷ꎬ 提高到 ２２８１ ８ 元 /公顷ꎮ 项目区治理措施减少流沙量

２９６ １６ 万吨ꎬ 输沙量 ８３２ 吨ꎬ 减少效益 ３５ ６％ꎬ 较项目实施前提高 ２２ ３１％ꎮ

１２３

第九编　 水利　 水保 　



水利　 水保

２０１０ 年底宝塔区 ５０ 条小流域治理情况统计表
　 表 ９－２－３

名称

流域
面积
(平方
千米)

流失
面积
(平方
千米)

完成治
理程度
(％)

综合治理措施

梯田
(公顷)

坝地
(公顷)

淤地坝
(座)

乔木林
(公顷)

灌溉林
(公顷)

果园
(公顷)

种草
(公顷)

上桥 １４ ０３ １４ ０３ ４６ ８６ ４８ ４６ ３ ６０ ３ ３ ７９ ８１ ４３ ３１５ ００ ２０５ １７

山狼岔 ２０ ８３ ２０ ８３ ３９ ７２ ７９ ２４ ３ ６０ ３ １３ ７３ １４３ ３１ １１６ ３１ ７３ ９６

四岔铺 ３４ ２８ ３４ ２８ ５３ １３ ３０４ ０１ ３ ６０ ３ ５１８ ３５ ２６６ ６５ ２７３ ８０ ４５４ ８３

孔家沟 ７ ５０ ７ ５０ ３２ ７６ ３１ ５２ — — — ３８ ５８ ６０ ２０ １１５ ３６

飞马河 ７ ８４ ７ ８４ ４６ ５２ ５０ ４４ — — １３ ００ ９８ ９１ １６３ ０１ ３９ ３９

王家沟 ４ ３２ ４ ３２ ３７ ２６ ０ ９２ — — ３１ ６９ ４６ ０９ ６９ ８１ １２ ４５

梁家沟 ５ １１ ５ １１ ５３ ３６ １４ ５７ １ ２０ — １５４ ０８ １９ ５５ １２ ９９ ７１ ４９

曹家沟 ４ ２５ ４ ２５ ４１ ９４ ８２ ９７ — — ８２ ９７ ７９ ８０ ５ ７５ ９ ７５

贺沟口 ８ ７６ ８ ７６ ３９ ４３ ８８ ８３ — — ９７ １０ ４６ ２０ １５ ０７ ９８ １８

韩家沟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２ ２２ ５８ ８３ ９４ ３ ６０ ３ ４０ ０４ ２０ ９９ — １４７ ７０

张天河 ２３ １９ ２３ １９ ４８ ６６ ７８ ２６ ４ ８０ ４ １１７ ９４ ３５８ ６５ ５６ ６５ ５１２ ２５

侯家沟 ８ ４１ ８ ４１ ２３ ７０ ８７ ４５ — ４ ４７ ９９ — ６３ ８８ １９９ ３２

黄蒿坬 １４ ２０ １４ ２０ ２８ ８３ ２３９ ３４ — — ５６ ０８ ６３ ２０ ５０ ７８ —

柳树店 １３ ８０ １３ ８０ ２３ ０９ ７１ ７７ ３ ６０ ３ ８ １６ ４３ ７２ ７２ ２４ １１９ １９

进塔 １６ ８０ １６ ８０ ５１ ０９ ３４ ７２ ２ ４０ ２ — ５ １０ １５ ７１ ８００ ３３

三十里铺 ７ ８０ ７ ８０ ３３ ３２ ４４ ４８ — １ １４ ７５ １０５ ２５ ４７ ５８ ４７ ８４

西窑沟 ８ ２３ ８ ２３ ２５ １５ ７０ ５８ — — ８４ １８ １５ ２９ — ３６ ９４

同岔 ６ ８２ ６ ８２ ５９ １９ ５５ ６５ — — １４６ ８３ ８７ ５０ １１ ５６ １０２ ２４

偏桥 ４ ４９ ４ ４９ ３４ ９５ ５７ ０７ — １０ ２１ ４９ １９ ３７ ４０ ００ １９ ０１

王庄 ５ １８ ５ １８ ３７ ７２ ７８ ０１ — — ９ ５２ ５２ ４５ １０ ２４ ２１ １０

刘渠 ８ １４ ８ １４ ４３ ２０ １０６ ３３ — — ８２ ４０ ７１ ２４ ３１ ００ ６０ ７２

枣园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６４ ８９ １３ ７９ — — ２６ ３５ １５６ ２０ ６３ ４４ ７２ ４４

核桃树塔 ６ ０５ ６ ０５ ３５ ４７ ３４ ９６ ２ ４０ ２ — ７７ １５ ２６ ６８ ７３ ５６

曹家沟 ３ ９４ ３ ９４ ３９ ３７ １８ ２９ — — ３９ ２５ ２９ ９９ ３０ ０７ ３６ ９１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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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流域
面积
(平方
千米)

流失
面积
(平方
千米)

完成治
理程度
(％)

综合治理措施

梯田
(公顷)

坝地
(公顷)

淤地坝
(座)

乔木林
(公顷)

灌溉林
(公顷)

果园
(公顷)

种草
(公顷)

中庄 １５ ８９ １５ ８９ ３０ ２０ １０６ １７ ８ ４０ ７ １１３ ５７ １１ ７５ １４６ ７９ ９３ ２３

姬庄 １０ ２５ １０ ２５ ３６ ９１ ６５ ３７ ３ ６０ ３ １０８ ５１ ２６ ４０ ７９ ３１ ９５ １２

庙沟 ８ ３５ ８ ３５ ３８ ４３ ６１ １８ ３ ６０ ３ １４ ９４ １５３ ４６ — ８７ ７２

英沟 ８ ４６ ８ ４６ ２７ １１ ３３ ９７ ２ ４０ ２ ６４ ８５ ５６ ２７ ２７ ０２ ４４ ８６

杜坪 ８ ５２ ８ ５２ ３０ ４４ ７６ １９ — — ７０ ０７ ３３ ９１ ６４ １４ １５ ０７

牛奋沟 ７ ６０ ７ ６０ １４ ８０ １ ９５ １ ２０ １ ３２ ００ — ２０ ７０ ５６ ６１

贺家沟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２８ ２１ １００ ４６ ２ ４０ ２ ３８ ６６ １２７ ７９ １１２ ５４ ７４ ０２

丈子沟 １７ １４ １７ １４ １７ ７２ ５７ ８１ ７ ２０ ６ １６０ １９ ８ ６１ — ６１ ３０

新庄科 １８ １９ １８ １９ ２５ ０３ １３５ ４２ １ ２０ １ １６６ １９ — ５８ ３４ ９４ ２０

曹刘家沟 １３ ７５ １３ ７５ ２１ １０ ３９ ８２ — — ６７ ６６ １６３ ５３ ２ ７５ ２６ ７４

桃屯 ６ １８ ６ １８ ２５ ６９ １８ ４６ — — ６７ ５０ — — ７２ ７９

梁屯 ２５ ８０ ２５ ８０ ２１ ９８ ７３ １９ — — １７５ ００ ５ ００ １２ ７７ ３０１ ２３

薛家沟 １６ ５０ １６ ５０ ２２ ７８ ８５ ３２ — — １４５ ３９ １１ ００ ５７ ２３ ７６ ９８

上砭沟 ５ ５７ ５ ５７ ２６ ３１ — １ ２０ ４ — ２０ ００ — ３５ ５９

庙咀沟 ３ ９４ ３ ９４ ５１ ７３ ３ １５ — — ６０ ００ — ６５ ６８ ７５ ００

邓家沟 ４ ４８ ４ ４８ ４１ ７５ １３ ６２ ６ ００ ５ ６７ ８６ ６６ ４０ — ３３ １６

莫家湾 ６ ０５ ６ ０５ ４２ ７１ １５ ３７ ３ ６０ ３ ３９ ６１ — １９９ ７９ ２

小砭沟 ４ ０８ ４ ０８ ３６ ４１ ６７ １２ — １ ３６ ６７ ４４ ７７ — —

阵团峪 ５ ７０ ５ ７０ ３３ ３８ １１５ ４４ ３ ６０ ３ — ２１ ９６ — ４９ ２８

沙马坪 ３ ７５ ３ ７５ ３８ １５ ３５ ８６ — — ９７ ７４ — ９ ４６ —

红庄 ３ ５３ ３ ５３ ２５ ３２ ４６ １４ — — １８ ７８ ７ ５０ １６ ９５ —

余家沟 １０ ５８ １０ ５８ ３８ ２５ １０４ ２９ ７ ２０ ６ ２２ ７０ ５９ １４ ７２ ２６ １５４ ４７

芦草湾 ９ ４８ ９ ４８ ４８ ４２ １７５ ３９ — — １４５ ４０ — ２１ ４０ １１６ ８５

解家沟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４２ ５８ ３ ３３ — — ７ ３２ １２ ８２ ４ １５ １０６ ０７

万庄 ２７ ３１ ２７ ３１ ６７ ０４ ２５５ ９３ ８ ４０ ７ ４５３ ３８ ４１２ ８２ ２３８ ６１ ４６１ ７６

小沟 １０ ４５ １０ ４５ ４８ ９４ １４５ ６０ — — ９７ ７３ １３ ２１ ４６ ８０ ２０８ １２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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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利工程

第一节　 水源工程

宝塔区域内径流量 １１２１７ ４ 万立方米ꎬ 其中延河流域 ８２８１ ７ 万立方米ꎬ 汾川河流域

２９３５ ７ 万立方米ꎬ 过境水 ２３９４３ ３ 万立方米ꎬ 合计总流量 ３５１６０ ７ 万立方米ꎬ 按全区人

口 ２８ ８１ 万计算ꎬ 人均径流量 １２２０ ４３ 立方米ꎬ 低于全省人均 １２５８ １７ 立方米ꎮ ２０ 世纪

５０~８０ 年代ꎬ 修建孙台、 胜利、 幸福、 向阳、 方塔等中、 小型水库 １６ 座ꎬ 池塘 ６８ 处ꎬ
总蓄水 ２８００ 万立方米ꎬ 电灌站 ９１ 处ꎬ 机电井 ３０ 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中 (二) 型水库 １ 座ꎬ
小 (二) 型水库 ２ 座ꎬ 小型抽水站 １５６ 处ꎬ 机电井 ２２４ 眼ꎬ 浆砌式水窖 ６７ 个ꎮ

一、 孙台水库

位于宝塔区蟠龙川上游雷鼓川ꎬ １９７２ 年动工ꎬ １９８０ 年竣工投入使用ꎬ 水库控制水

土流域面积 ７６ ４ 平方千米ꎬ 水库枢纽工程由大坝、 泄洪洞、 卧管三部分组成ꎬ 设计总库

容 １４７５ 万立方米ꎬ 有效库容 １３９０ 万立方米 (兴利库容 ８７５ 万立方米)ꎬ 防洪库容 ５１５ 万

立方米ꎬ 可为蟠龙、 青化砭、 姚店 ３ 个镇 ６６００ 亩川台地灌溉和沿川群众、 工矿企业用水

提供水源ꎮ 因灌溉配套工程一直未能实施ꎬ 加之卧管地基沉陷ꎬ 发生严重断裂和塌方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封堵废弃ꎬ 水库实测总淤积量 ９３０ 万立方米ꎬ 已不能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利用国家病险水库专项资金进行水库除险加固ꎬ 工程竣工后重新蓄水利

用ꎬ 可为蟠龙、 青化砭居民用水、 水库下游农田灌溉提供用水需求ꎬ 总投资 ８２０ 万元ꎮ
二、 胜利水库

位于松树林乡老虎沟ꎬ 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１３７ ５ 平方千米ꎬ 设计总库容 ５８２ 万立方

米ꎬ 有效库容 ３９８ 万立方米ꎬ 水库为黄土均质坝ꎬ 分 １９５８ 年、 １９７０ 年两期工程建设ꎬ
１９７２ 年投入使用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进行除险加固ꎬ 加固后设计总库容为 ３９５ 万立方米ꎬ 调洪

库容 ５７ ９ 万立方米ꎬ 有效库容 ９９ ７４ 万立方米ꎬ 为下游麻洞川、 临镇、 官庄等乡镇 １ ５
万亩农田灌溉提供水源ꎮ

三、 金庄水库

位于南泥湾镇金庄村水围沟ꎬ 是以灌溉为主的小 (一) 型调节水库ꎬ 水库设计灌溉

面积 １ １６ 万亩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开工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竣工ꎬ 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１６ １４ 平方千

米ꎮ 枢纽工程由大坝、 溢洪道及放水设施组成ꎬ 总库容 １５５ ８ 万立方米ꎬ 兴利库容

１０３ ８４ 万立方米ꎬ 死库容 １６ １６ 万立方米ꎬ 设计洪水标准为 ３０ 年一遇ꎬ 校核标准为 ３００
年一遇ꎮ 正常蓄水量约 １２０ 万立方米ꎬ 为南灌区补水、 汾河川蔬菜无公害基地提供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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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成蓄水坝 １ 座ꎬ 位于柳林乡九沟村ꎬ 为下游 ４ 个行政村和姚家坡农场提

供水源ꎮ

第二节　 人饮工程

１９９０ 年ꎬ 建成农村人饮自来水 ３ 处ꎬ 抽水站 ２ 处ꎬ 解决 １１００ 人、 ７３００ 头牲畜饮用

水问题ꎮ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建成人饮工程 １７４ 处ꎬ ３４５０１ 人、 １１０７８ 头牲畜受益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利用以工代赈项目实施人饮工程 ５５ 处ꎬ 总投资 １１７ ７７ 万元 (以工代赈补助 ５０
万元、 地市配套 １５ ３ 万元、 群众自筹 ５２ ４７ 万元)ꎬ 解决 １ ０１ 万人、 ２６００ 头大家畜饮

水问题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实施一期 “甘露工程”ꎬ 建成人畜饮水工程 ６８ 处ꎬ 其中自流引水

４０ 处ꎬ 提水 ２１ 处ꎬ 打井 ７ 眼ꎻ 修水塔 ６１ 座ꎬ 兴修水源池 ６１ 座ꎬ 总投工 ５ ７ 万个工日

(技工 ０ ７５ 万个、 普工 ４ ９５ 万个)ꎬ 铺设管道 １４２ ４３ 千米ꎬ 完成总投资 ３５４ ３９ 万元

(国家投资 ２１９ ９ 万元、 地市配套 ４５ ８６ 万元、 群众自筹 ８８ ６３ 万元)ꎬ 解决 ２３ 个乡镇、
６８ 个村、 ３ １８ 万人、 ０ ４８ 万头大家畜饮水困难ꎮ 建成人总行扶贫饮水工程 ３６ 处ꎬ 解决

１ ０３ 万人饮水问题ꎬ 总投资 １５９ １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建成以工代赈饮水工程 １７ 处ꎬ 打井

２７ 处ꎬ 总投资 ６７ ３７ 万元 (以工代赈补助 ３６ ５ 万元、 地市配套 １１ ３ 万元、 群众投劳抵

资 １９ ５７ 万元)ꎬ ７９６１ 人、 ２５９１ 头大家畜受益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建成 “甘露工程” ２５ 处ꎬ 即抽水站 ９ 处ꎬ 自流 ８ 处ꎬ 打井 ３ 处 ２２

眼ꎬ 水塔 １５ 座ꎬ 水源池 １５ 座ꎮ 总投工 １ ４５ 万个工日ꎬ 完成投资 １３４ ９ 万元 (国家投资

７８ ７ 万元、 市区配套 １２ ０７ 万元、 群众自筹 ４４ １３ 万元)ꎬ 使 １４ 个乡镇、 ２５ 个行政村、
１ １６ 万人、 １８０５ 头大家畜受益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实施 “甘露工程” 二期项目ꎬ 建成人饮工程 １２０ 处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建成人饮

工程 ４２ 处ꎬ １２ 个乡镇、 ４２ 个行政村、 １７２２０ 人、 ２４９０ 头大家畜受益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建成人

饮工程 ４１ 处ꎬ 解决 ４１ 个行政村、 １６２３０ 人、 ９７０ 头大家畜饮水困难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建成人

饮工程 ３７ 处ꎬ ３７ 个行政村、 １３４７０ 人、 ２０９９ 头大家畜受益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ꎬ 利用以工

代赈项目完成人畜饮水工程 ２１ 处ꎬ 工程投资 １０５ 万元 (以工代赈补助 ７０ 万元、 群众自

筹 ３５ 万元)ꎬ 解决 ８０５０ 人、 １１０５ 头大家畜饮水困难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新建人畜饮水工程 ６５ 处ꎬ 完成投资 ２６７ 万元ꎬ 解决 １８０００ 人、 １８６０ 头大

家畜饮水困难ꎮ 官庄乡实现村村通水ꎬ 解决 ３３００ 人、 ２００ 头大家畜饮水问题ꎻ 建成苹果

滴灌示范园 ３０ 亩ꎬ 蔬菜、 瓜果供水工程 ３１ 处ꎬ 面积 ３８００ 亩ꎬ 果园滴灌 ２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关于全面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的实施意见»ꎬ 把农村饮水

工程建设列入民生工程之一ꎮ 当年建成人饮工程 ８４ 处ꎬ 完成投资 ４９９ ６３ 万元ꎮ 临镇镇

塬区实现村村通水ꎬ ６０５８ 人、 ７００ 头大家畜受益ꎮ 建成大棚、 弓棚供水工程 ２１ 处ꎬ 养殖

节水示范户 １５ 户ꎬ 蔬菜大弓棚灌溉 １５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８４ 处ꎬ ４２６０ 户、 ２１４００ 人受益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建成饮

水工程 ９２ 处ꎬ 总投资 １０９２ 万元ꎬ 农村安全饮水人口 ２２００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实施人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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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　 水保

４３ 处ꎬ 投资 ６８０ 万元ꎬ １５０００ 人受益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建成人饮工程 ７７９ 处ꎬ 农村 ６１１ 个行政村有 ５７１ 个村饮用

自来水ꎬ 全区受益人口 ２３ 万人ꎮ

第三节　 灌溉工程

一、 延惠渠

延惠渠于 １９５８ 年动工修建ꎬ １９６０ 年 １０ 月竣工投入使用ꎮ 延惠渠河坝位于河庄坪镇

狄青牢村ꎬ 以滚水坝抬高水位自流取延河水ꎬ 浇灌坝址下游川地ꎬ 工程分为渠首枢纽工

程、 干渠工程、 灌区工程ꎮ 大坝为砌石重力滚水坝设计ꎬ 洪水流量 ３０００ 立方米 /秒ꎬ 坝

顶高程为 ３６２ ８７ 米ꎬ 坝身长 ８６ 米ꎬ 坝身高度 ５ 米ꎬ 建有 １７５ 米钢筋混凝土饮水明渠ꎬ
渠宽 ２ ７ 米、 高 １ 米ꎬ 进水闸宽 ３ 米、 高 １１ ７８ 米ꎬ 进水量 ２ ５ 立方米 /秒ꎬ 泄水闸宽

２ ７６ 米、 高 ２ ０３ 米ꎬ 启门高度 ３ ８３ 米ꎬ 进、 泄水闸由手拉启闭机控制ꎮ 干渠工程设计

从狄青牢至甘谷驿ꎬ 全长 ５０ 千米ꎬ 因姚店有 １２０ 米退水冲垮ꎬ 未予修复ꎬ 干渠长 ３３ １５
千米ꎬ 通水至姚店镇四十里铺ꎮ 灌区工程支渠有 ２ 条 (罗家坪、 柳树店)ꎬ 引水渠 ５４
条ꎬ 长 ２６ １５ 千米ꎮ 延惠渠流经河庄坪、 枣园、 桥沟、 川口、 李渠、 姚店 ６ 个乡镇ꎬ ２９
个行政村ꎬ 设计灌溉面积 １ １５ 万亩ꎬ 有效灌溉面积 ０ ９ 万亩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灌溉面积 ４ ５ 万亩次ꎬ 冬灌 ０ ５ 万亩ꎬ 春灌 １ ０ 万亩ꎬ 夏灌 ３ 万亩ꎬ 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 ０ ６ꎬ 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 ０ ６６ꎬ 灌溉定额 ２００ 立方米 /亩ꎬ 排灌渠道完

好率 ７０％ꎬ 建筑物和设备完好率 ８５％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灌溉面积 ４ ０２ 万亩次ꎬ 冬灌 ０ ４ 万亩ꎬ 春灌 １ ２５ 万亩ꎬ 夏灌 １ ９５ 万亩ꎬ

灌区平整土地 ０ ９２ 万亩ꎬ 待配套面积 ０ ２５ 万亩ꎬ 灌区总装机容量 １７ ５ 万千瓦ꎬ 粮食产

量ꎬ 夏粮 １００ 千克 /亩ꎬ 秋粮 ２００ 千克 /亩ꎬ 蔬菜 ３２００ 千克 /亩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新建延惠渠刘万家沟支渠 ４００ 米ꎮ 维修尹家沟、 丁家沟、 李渠段渠道 ２８０

米ꎬ 动土方 ３０３９ 立方米ꎬ 砌石方 ７４７ 立方米ꎬ 工程投资 ４６ 万元 (国家补助 １３ ２１ 万元、
群众自筹 ３２ ７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延惠渠灌区改造 １ ５ 千米ꎬ 恢复灌溉面积 ３０００ 亩ꎬ 投资 ３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修复丁家沟干渠 ５０ 米ꎬ 砌石 ５７０ 立方米ꎬ 清挖风化灰石 １１７０ 立方米ꎬ 完成丁泉砭

等 １０ 处干渠渗漏处理ꎬ 总投资 ２７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惠渠抢险病危干渠 １０００ 米ꎬ 改

善灌溉面积 ６０００ 亩ꎬ 投资 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惠渠全部废弃ꎮ
二、 汾川渠

汾川渠于 １９６０ 年开工修建ꎬ 分为一期、 二期两个阶段建设ꎬ １９７３ 年竣工投入使用ꎬ
为陕西省万亩以上灌区之一ꎮ 灌区含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 官庄 ４ 个乡镇、 １７ 个行政

村ꎬ 设计面积 １ ５ 万亩ꎬ 配套 ０ ２５ 万亩ꎮ 灌区由两大部分组成ꎮ
(一) 渠道枢纽工程　
渠首金盆湾ꎬ 坝址老虎沟村ꎬ 主沟长 ２１ 千米ꎬ 流域面积 １３７ ５ 平方千米ꎮ 枢纽工程

由土坝、 输水洞、 溢洪道组成ꎬ 坝高 ２２ ６ 米ꎬ 坝顶长 ２４０ 米ꎮ 输水洞由卧管涵洞组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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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洞高程 １０６１ ７ 米ꎬ 为钢筋混凝土涵管ꎬ 管径 ０ ８ 米ꎬ 全长 ２０６ 米ꎬ 设计泄水量 １ ５ 立

方米 /秒ꎮ 溢洪道进口高程 １０７０ ４ 米ꎬ 全长 １１５ 米ꎬ 最大泄洪能力 １６０ 立方米 /秒ꎮ
(二) 渠道工程

渠道工程为多管制引水ꎬ 由 ７ 条分渠道组成ꎬ 总长 ５１ ７ 千米ꎮ 灌区有渡槽 ９２ 座ꎬ
排洪桥 １０９ 座ꎬ 涵洞 １０２ 个ꎬ 闸门 １２１ 处ꎬ 各种建筑物 ４５２ 座ꎮ 汾川一渠ꎬ 由胜利水库

直接引水ꎬ 流经金盆湾老沟等 ４ 个行政村ꎬ 全长 ４ 千米ꎬ 可灌溉 １０１３ 亩ꎮ 汾川二渠ꎬ 从

金盆湾滚水坝起水至西村ꎬ 全长 １６ ７ 千米ꎬ 灌溉面积 ３５９６ 亩ꎮ 汾川三渠ꎬ 从西村滚水

坝起水流经樊村至付家湾ꎬ 全长 ６ 千米ꎬ 引水 ０ ４ 立方米 /秒ꎮ 可浇灌 ２４７４ 亩ꎮ 汾川四

渠ꎬ 从曲里村滚水坝起水ꎬ 经付家湾村至黑舍村退水ꎬ 全长 ６ 千米ꎬ 可灌溉 １３４３ 亩ꎮ 汾

川五渠ꎬ 付家湾汾河建滚水坝引水ꎬ 经临镇至觉德村ꎬ 全长 １４ ５ 千米ꎬ 可灌地 ２７２５ 亩ꎮ
汾川六渠ꎬ 从临镇河道建滚水坝起水ꎬ 流经河南坪至官庄乡王家沟村ꎬ 全长 ６ 千米ꎬ 可

浇灌 ９６０ 亩ꎮ 汾川七渠ꎬ 由 “八一” 水库引水ꎬ 全长 ４ ５ 千米ꎬ 流经王家崖、 麻洞川至

胡家湾退水ꎬ 可灌溉 ３８９ 亩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实际灌溉农田 ０ ２４ 万亩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灌溉农田 ０ ５４ 万亩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汾川灌区三渠、 四渠进行改造和水库保养工程ꎬ 投资 １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南泥湾灌区利用以工代赈资金进行部分水利设施修复、 配套改造工程ꎬ 完成三条渠首、
渠道、 防洪渠道及护坡等ꎬ 工程浆砌石 ４４３ ３ 立方米ꎬ 动土方 ７２３ 立方米ꎬ 用水泥 ７０ ５
吨ꎬ 沙子 ２９０ 立方米ꎬ 总投劳工日 ３２６２ 个 (技工 ７２０ 个、 普工 ２５４２ 个)ꎬ 投入资金

１３ ７５ 万元ꎬ 恢复设施灌溉面积 ４５００ 亩ꎬ 有效灌溉面积 ２８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南灌区麻洞川干渠衬砌、 进退水闸、 高度槽等进行改建ꎬ 投资 ４２ 万元ꎬ

恢复灌溉面积 ３８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南泥湾灌区原有 ７ 条渠道ꎬ 因水源缺乏因素ꎬ 停止浇灌 ２ 条ꎮ ２０１０ 年汾川

渠实际灌溉面积 ６０００ 亩ꎮ
三、 小型灌溉工程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建抽水站 ２ 个ꎬ 新增灌溉面积 ３７２ 亩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新建小型水利工程 ６
处ꎬ 恢复抽水站 ７ 处ꎬ 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１１２０ 亩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维修完成河庄坪芦草湾、
石圪塔、 孙台、 临镇寺沟等 ９ 处灌溉工程ꎬ 完成土方 ２ ６３ 万立方米ꎬ 石方 ２１７０ 立方米ꎬ
总投 ３ ６５ 万个工日ꎬ 投入资金 １１２ 万元ꎬ 增加灌溉面积 ４０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建成高家塬和刘小沟 ２ 处抽水站ꎬ 工程投资 ２０ 万元ꎬ 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１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实施车沟门、 鲁屯、 小刘沟、 泥沟、 李岔、 贯屯、 碾庄等 ７ 处灌溉工

程ꎬ 新增灌溉面积 ２８００ 亩ꎬ 投资 ５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新建灌溉工程 ９ 个ꎬ 分别为下坪乡

下坪村、 河庄坪镇枣圪台村、 蟠龙镇殷咀村、 何峁村、 卧虎湾村、 青化砭镇二峁区村、
桥沟镇狄青牢村、 梁村乡郭家畔等ꎬ 新增灌溉面积 ６９０ 亩ꎬ 改善灌溉面积 ８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建成麻洞川金屯、 王家崖ꎬ 贯屯乡韩家沟灌溉工程 ３ 处ꎬ 新增灌溉面积 ６７０ 亩ꎬ 完

成大小弓棚供水工程 ２１ 处ꎬ 蔬菜灌溉面积 １５０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有灌区 ２ 处ꎬ 小型抽水站 １５６ 处ꎬ 灌溉总面积 ５ ６６ 万亩ꎮ
四、 集雨工程

１９９９ 年ꎬ 陕西省实施集雨节灌工程ꎬ 宝塔区被列入项目县区ꎮ 集雨节灌工程 ９ 月底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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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ꎬ １１ 月初竣工ꎬ 建成水窖 １１０８ 处 (项目区建成 １００５ 处、 项目区外北六乡建成 １０３
处)ꎬ 总容积量 ３ ５ 万立方米ꎬ 硬化集雨场 ８ ５ 万立方米 (混凝土集雨场 ２ ８ 万立方

米)ꎬ 铺设输水暗管 １ ２ 万米ꎬ 完成土方 ３ ８ 万立方米ꎬ 砌砖 ７０５１ 立方米ꎬ 水泥防渗处

理 ５ ２ 万平方米ꎬ 用砖 ３８７ ８ 万块ꎬ 水泥 １７１５ 吨ꎬ 总投资 ２９４ ２０ 万元ꎬ 其中国家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群众自筹资金 １７４ ２０ 万元ꎻ 新增灌溉面积 ３３２４ 亩ꎮ 项目涉及万花山、 柳林、
枣园等 ３ 个乡镇ꎬ ２４ 个行政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成集雨窖 ３４００ 处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建成 ３２００ 处ꎮ
２０１０ 年建成水窖 ２３００ 处ꎬ 蓄水总容量 ２６ ７ 万立方米ꎬ 新增灌溉面积 ２ ９ 万亩ꎮ

第四节　 堤防工程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随着城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ꎬ 政府不断加强堤防工程建设ꎮ
一、 西川小砭沟堤防工程

位于延安城西北ꎬ 东南起兰家坪ꎬ 西北止枣园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开工ꎬ ５ 月竣工ꎮ 主排

涵洞为拱形结构ꎬ 全长 １０９１ ５９ 米ꎻ 支排洪涵洞 ２ 条ꎬ 拱形结构ꎬ 长 ７８１ ０４ 米ꎻ 总投资

６５４６ ９９ 万元ꎮ
二、 杜甫川朗润安置小区堤防工程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开工ꎬ ５ 月 ３０ 日竣工ꎬ 堤防长 ８４７ ４９ 米ꎬ 均为浆砌护岸ꎬ 土方开挖

２４７８９ ８０ 立方米ꎬ 石方开挖 １３７２ 立方米ꎬ 砌石 １３６４３ 立方米ꎬ 技工 ６８３２ 个工日ꎬ 普工

２３３０８ 个工日ꎬ 总投资 ４４６ ５５ 万元ꎮ
三、 黄蒿洼沟排洪渠工程

黄蒿洼沟排洪渠总长 ３６８９ 米ꎬ 由 １３９３ 米暗涵段、 １０９０ 米明渠段、 １２０５ 米的黄蒿洼

小区暗涵段组成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竣工ꎮ 主要工程量为: 动土方

７３ ７９ 万立方米ꎬ 挖石方 ２ １５ 万立方米ꎬ 砌石 ７ ７ 万立方米ꎻ 投劳 ３４ ７９ 万工日 (其中

技工 ７ ３１ 万工日、 普工 ２７ ４８ 万工日)ꎻ 工程总投资 ５３７８ ２７ 万元ꎮ
四、 万花山庄堤防工程

位于万花山乡花园头村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建设ꎬ １２ 月竣工ꎮ 堤防工程建设长 ２９１ ８１ 米ꎬ
堤防工程设防标准为 ３０ 年一遇洪水ꎬ 相应洪峰流量为 ４８ ７ 立方米 /秒ꎮ 同时ꎬ 建设万花

湖排洪排污工程ꎬ 主要包括修排洪渠 ２９０ ４６ 米ꎬ 浆砌石拦河坝 ３２ 米ꎬ 清除淤泥 ３ ０１ 万

立方米ꎬ 下游护岸 １８０ 米ꎮ 总投资 ９５５ ２１ 万元ꎮ
五、 柳林镇龙寺堤防工程

位于龙寺左岸ꎬ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开工ꎬ ５ 月 ３０ 日竣工ꎮ 工程全长 ２１５ 米ꎬ 高 ６ 米ꎬ
设计标准为 ３０ 年一遇洪水标准ꎬ 洪峰流量为 ５８ ５９ 立方米 /秒ꎬ 堤距为 １０ 米ꎬ 设计底坡

为 １ 米ꎬ 用工 ３０８５ 工日ꎬ 投资 ６６ ６１ 万元ꎮ
六、 柳林镇柳树巷堤防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实施ꎬ １１ 月完工ꎮ 新修堤防 ４６０ 米ꎬ 加固堤防 ７０ 米ꎬ 挖土方 ２ ０６ 万立

方米ꎬ 浆砌石 １ ０１ 万立方米ꎬ 河道清障 １ ２２ 万立方米ꎬ 总投资 ４９５ １５ 万元ꎮ
此外ꎬ 还有延河堤防李渠庙沟段ꎬ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动工修建ꎬ 全长 ２１２３ 米ꎬ 工程总投

资 ６２４８ 万元ꎮ

８２３



第四章　 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第一节　 渔　 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水产品养殖面积 １３０ ２ 公顷 (国有 ５７ ９３ 公顷)ꎬ 其中池塘 ４０ 公顷

(鱼塘 ２０ ６ 公顷)ꎬ 库坝养殖水面 ９０ ２ 公顷ꎮ 延安市鱼种场有鱼种池 ６４ 个ꎬ 面积 ６ ２ 公

顷ꎬ 生产鱼苗 ７０ ５ 万尾ꎬ 除自给外ꎬ 还向其他县供应 １５ 万尾ꎮ 乡村养鱼户 ７６ 户ꎬ 从业

人员 １５０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有养殖水面 １３５ ４ 公顷ꎬ 其中国有养殖水面 ８０ 公顷ꎬ 集体 ５５ ４ 公

顷ꎮ 淡水养鱼专业户 ２ 户ꎬ 面积 ３ １３ 公顷ꎬ 产鲜鱼 ７ ０５ 吨ꎮ 全市产鲜鱼 ２０３ 吨ꎬ 生产

鱼种 ７５ 万尾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鱼种场增加黄河鲤、 野鲤、 镜鲤、 白鲫、 银鲫、 高背鲫、
团头鲂 (武昌鱼) 等鱼种ꎬ 产量 ９８ 万尾ꎬ 鱼种场成鱼生产水面 ６ ２４ 公顷ꎬ 捕捞 ２５ 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桥沟乡十里铺、 刘万家沟、 二十里铺村、 柳林赵庄村、 碾庄、 川口、 姚店、 万

花山等乡镇ꎬ 有养鱼池塘 ８４ 个ꎬ 养殖水面 １５ ６ 公顷ꎬ 库坝养鱼水面 １６１ ８６ 公顷ꎬ 年产

成品鱼 ３９８ ８ 吨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鱼种场产成鱼 １２０ 吨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延长石

油集团工贸公司兼并宝塔区鱼种场ꎬ 渔业生产停止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水产工作站 (渔政监督管理站)ꎬ 科级建制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３ 人 (水

产专业技术人员 ２ 人)ꎬ 主要负责水产养殖技术推广和鱼病防治、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的征收和管理、 水产品的监测、 水生动物的防疫检疫、 渔业违法案件的查处ꎮ ２００３ 年

起ꎬ 先后引进锦鲤、 匙、 吻、 鲟、 螃蟹 ５ 个品种ꎬ 并全面推广库坝生态养殖和池塘精养

技术ꎬ 在水产重点养殖区域设立病害测报点 ３ 个ꎮ 先后印发 «水产品安全知识» «水产

品质量安全行业标准» 等各类宣传资料 １ ５ 万份ꎮ 依法推行渔业养殖水域滩涂使用证ꎬ
实行标准化生产ꎬ 强化鱼药、 鱼饲料的监管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年生产成品鱼 ５００ １６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各类水面 ５６６ ６６ 公顷ꎬ 可开发宜渔荒滩地 １４１ 公顷ꎬ 水资源总

量 ３１９４０ ３ 万立方米ꎮ 全区有养鱼池塘 １６３ 口ꎬ 养殖水面 ２４３ ３３ 公顷ꎬ 其中池塘 ８４ 公

顷ꎬ 库坝 １５９ ３３ 公顷ꎬ 主要养殖品种有草鱼、 鲢鱼、 鳙鱼、 鲤鱼、 鲫鱼、 鲂鱼、 鲶鱼

等ꎬ 全年渔业总产量 ５０２ 吨ꎬ 产值 ８０４ 万元ꎮ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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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资源保护

一、 区域划分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ꎬ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水库全部水域ꎮ 陆域范围: 水库

正常蓄水位外延 １００ 米的陆域ꎮ 西川河、 延河取水口以上 ５ 千米ꎬ 以下 １００ 千米ꎬ 两侧

纵深 ２ 千米ꎬ 一级支流两侧纵深 １ 千米ꎬ 上游 ５ 千米ꎬ 为一级保护区ꎮ 二级水源地保护

范围是干流两岸纵深 ２ 千米的陆域范围ꎮ
(一) 孙台水库

控制流域面积 ７６ ４ 平方千米ꎬ 保护范围是坝址以下 ５００ 米及上游整个流域ꎬ 水库设

计库容岸界两侧纵深 ２ 千米ꎬ 一级支流两岸纵深 １ 千米的陆域范围ꎮ
(二) 胜利水库

控制流域面积 １３７ ５ 平方千米ꎬ 保护范围是坝址以下 ５００ 米及上游整个流域ꎬ 水库

设计库容岸界两侧纵深 ２ 千米ꎬ 一级支流两岸纵深 １ 千米的陆域范围ꎮ
(三) 红庄水库

控制流域面积 ３１ ４ 平方千米ꎬ 保护范围是坝址以下 ５００ 米及上游整个流域ꎬ 水库设

计库容岸界两侧纵深 ２ 千米ꎬ 一级支流两岸纵深 １ 千米的陆域范围ꎮ
(四) 泉水、 井水水源地

保护区至边界采水井最小距离 ３０~７５ 米内的区域ꎮ
二、 保护措施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整体推进、 综合治理的工作方

针ꎬ 建立区、 乡 (镇)、 村三级管护组织ꎬ 实行入河排污口管理、 污染物入河总量控制、
取水排水许可等制度ꎮ 主要措施有: 一级保护区实行拉网封闭工程ꎬ 采取水源涵养林及

岸边草、 灌营造ꎬ 生物和生态工程技术相结合ꎬ 对湖库型水源周边湿地、 环库生态和植

被进行修复和保护ꎬ 禁止凿井、 挖沙、 砍伐林木、 取土ꎮ 引水管渠及附属设施两侧外延

５ 米ꎬ 区域内不得从事有污染饮用水的企业和个人建造房屋、 工商业经营活动ꎮ 石油开

采企业ꎬ 坚持做好废弃油井复垦、 井场道路绿化、 硬化和油区植被恢复ꎬ 实施原油管

输、 污水回注、 生态建设三大工程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污水回注率 ４０％以上ꎮ 农村生

活污水、 畜禽粪便实行沼气化处理ꎬ 养殖企业产生的污水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ꎻ 建立垃

圾台ꎬ 配备保洁员ꎬ 开展绿色村庄创建活动ꎬ 控制农村污染面ꎬ 改善水资源环境质量ꎮ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ꎬ 提高水法宣传普及率ꎬ 增强全民水资源保护意识ꎬ 形成爱护水源就

是爱护生命的良好气氛ꎮ 加强环境监测体系建设ꎬ 建立水质化验检测中心ꎬ 严格水政执

法ꎬ 查处涉水案件ꎬ 依法征收水资源费、 水土流失补偿费、 水土流失防治费ꎮ

０３３



第五章　 防汛抗旱

第一节　 防　 汛

一、 防汛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办公室ꎬ 编制 １４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防汛抗旱指挥部ꎬ 其办公室同时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

防汛抗旱办公室ꎮ 各乡镇、 城市 ３ 个办事处设防汛抗旱指挥分部 ２３ 个ꎮ 在防汛期间建立

防汛应急指挥部、 直属医疗队、 防汛抢险队等ꎮ 设有固定报警系统ꎬ 负责向市区居民广

播汛情ꎮ 区域内南川河沟门、 杜甫川、 万花各设报汛站 １ 处ꎬ 临镇、 枣园、 甘谷驿各设

水文站 １ 个ꎬ 配有通信器材、 报汛交通工具、 发电机组等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建成防汛会

商多媒体会议中心ꎬ 与省、 市防汛专用网络联网ꎬ 配备数码相机、 数码摄像机、 笔记本

电脑ꎬ 防汛抢险人员可在灾害现场采集图像信息ꎬ 通过网络系统传输到会商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防汛抗旱办公室编制 ２４ 人ꎬ 实有 ２０ 人ꎮ 全区组建抢险队 ６ 支ꎬ 队员

３００ 人ꎬ 应急抢险队 １ 支ꎬ 队员 ５０５ 人ꎬ 医疗救护队 ４ 支ꎬ 救护人员 ７６ 人ꎬ 备床位 １２０
张ꎮ 市区疾控中心组建防疫队 １ 支ꎬ 队员 ２８ 人ꎮ

二、 防汛工作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ꎬ 建成防汛工程 １８ ５ 千米ꎬ 较大的排洪渠 ３５ 千米ꎮ 每年 ４ 月ꎬ 组织

技术人员对各河道进行实地测量和计算ꎬ 编制防汛实施方案ꎮ 汛期时ꎬ 对库坝、 河堤、
桥涵、 排水渠、 居民住房、 中小学校舍等全面进行排查ꎬ 造册登记ꎬ 制定和落实预案ꎬ
做到早发现、 早排除、 早落实ꎮ 坚持 ２４ 小时值班制ꎬ 建立健全预测预警和指挥调度系

统ꎮ 李渠、 姚店等重点乡镇安装有超声防汛报警器ꎬ 主要河流增设防汛报警点 ９ 个ꎬ 建

成全区水情互联网电脑系统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制定 «宝塔区防汛总体应急预案» «宝塔区关于实行防汛

指挥部分片岗位责任制»ꎬ 实行驻延单位防汛组织机构、 人员名单备案制度管理ꎮ 绘制

延河、 汾川河、 南河、 蟠龙川等流域防汛示意图ꎬ 扩大对流域内的水库、 游地坝、 滑坡

点、 洪水淹没范围和沟道、 沿河等的监测和预警ꎮ 全年防汛教育 ６ 次ꎬ 受教育人数

１３５００ 人次ꎬ 发放防汛知识材料 ２０００ 份、 防汛简报 １０ 期ꎬ 防汛普及率 ８５％以上ꎮ 依法

整治河道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１０ 起ꎬ 下发清障通知书 ４ 份ꎬ 限期整改通知书 ３ 份ꎬ 清除河道

障碍物 １ ７ 万立方米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ꎬ 先后制定 «宝塔区防洪应急预案» «宝塔区山洪灾害防御应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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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ꎬ 并及时审查各乡镇、 办事处、 城区企业单位的防汛预案ꎬ 对组织机构、 人员编制、
抢险物资等进行备案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储备防汛物资草袋 ７０００ 条、 麻袋 ５０００ 条、 铁丝 １５ 吨、 塑料编织

袋 ７０００ 条、 水泥 ３０ 吨、 架子车 ６０ 辆、 铁锹 １ ５ 万把ꎮ 其中ꎬ 孙台、 胜利、 方塔、 红庄

水库和各乡镇均储备防汛抢险物资ꎮ 市级物资储备库位于红庄水库ꎬ 库存物资主要有汽

艇 １ 艘、 冲锋舟 ２ 艘、 充气橡皮船 ５ 条、 卫星电话 ２ 部、 移动照明设备 ２ 套、 发电机 ４
台、 应急照明灯 ３０ 个、 水泵 ９ 台、 救生衣 ５７０ 件、 救生圈 ２００ 个、 土工布 ８００ 千克、 铁

丝 ５ 吨、 编织袋 ２ 万条、 铁锨 １００ 把、 木桩 ３００ 根ꎮ 宝塔区防汛库存物资主要有: 铁锨

１２２５ 把、 铁丝 １３ ５ 吨、 架子车 ４５ 辆、 救生圈 １５０ 个、 救生衣 ２５０ 件、 探照灯 １０ 个、 帐

篷 １０ 顶ꎮ

第二节　 抗　 旱

宝塔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ꎬ 气候干燥ꎬ 降雨量少ꎬ 旱灾时有发生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延

安市成立抗旱服务队ꎮ 抗旱采取群众与专业抗旱相结合、 水库调水与地下水提灌结合、
机械排灌和人力运水相结合ꎮ 抗旱用水以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ꎬ 坚持统筹规划ꎬ 科学调

度ꎬ 优化配置原则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抗旱上劳 １５ ６ 万人次ꎬ 动用中小型拖拉机 １２００ 台次ꎬ 拉水

８６２４０ 吨ꎬ 灌溉农作物面积 ２４２００ 亩ꎻ 打机电井 ７ 眼ꎬ 打大口井 ２１ 眼ꎬ 新建和维修各种

水利设施 ８５ 处ꎬ 灌溉农作物面积 ７ ５ 万亩 (延惠渠、 汾川渠灌溉 ２ ７ 万亩)ꎬ 购置机械

１７ 套ꎬ 水泵 １７ 套ꎬ 小型水泵 ５０ 套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制定印发 «宝塔区抗旱应急预案»ꎬ 抗旱

应急响应分为 ＩＶ 级响应、 Ⅲ级响应、 Ⅱ级响应、 Ｉ 级响应ꎮ 抗旱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行政

首长负责制ꎬ 统一指挥ꎬ 分级负责ꎮ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年ꎬ 完成抗旱浇地 ２ ８７ 万亩ꎬ 购置各种抗旱灌溉机械设备 １８０ 台

(套)ꎬ 抗旱灌溉总动力 １５５３ 千瓦ꎬ 维修机械设备 ２４０ 套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８６１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抗旱水利设施有: 孙台水库、 胜利水库、 红庄水库、 金庄水库ꎮ 孙台水库

蓄水量 ７５ 万立方米ꎬ 胜利水库蓄水量 １００ 万立方米ꎬ 金庄水库蓄水量 １００ 万立方米ꎮ 红

庄水库、 方塔水库均为市区供水水源库ꎮ 并建有塘坡坝 ２１ 座ꎬ 大型引水工程南泥湾灌

溉 １ 处ꎬ 引水渠道总长 ３３ 千米ꎻ 抽水站 ５７ 处ꎬ 总装机容量 １８４０ 千瓦ꎻ 有大口井 ２１２
眼ꎬ 其中配套机电井 ５４ 眼ꎻ 水窖 ３０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抗旱物资储备主要有: 汽油发

电机组 ３０ 套ꎬ 柴油发电机组 １８ 套ꎬ 柴油机 １８ 台ꎬ 潜水泵 ３６ 台ꎬ 汽油自吸泵 ３０ 套、 喷

灌机 (５０２Ｂ－２５ＡＱ１７０Ａ) １８ 套、 (５０２８－４５ / Ｒ１７５Ａ) １８ 套、 (６５２Ｂ－５５ / ２Ｓ１１００) １８ 套ꎬ
１０ 立方米洒水车 ３ 辆ꎬ 各种口径胶管、 消防带、 水带 ４５０８０ 米ꎬ 喷灌机配套部件 ３４５
套ꎬ 储备物资总价值 ２００ 多万元ꎮ

２３３



第六章　 水务管理

第一节　 水务机构

水利水保局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水利水保局有干部职工 ３４ 人ꎬ 科级建制ꎬ 设正副局

长 ５ 人ꎬ 纪检员 １ 人、 工程师 ４ 人、 助工 ２ 人、 干部 １４ 人、 工人 ２０ 人ꎮ 下设水利工作

队、 水土保持工作队、 鱼种场、 孙台水库管理处、 延惠渠管理处、 汾川渠管理处、 水利

水保机械化施工队、 水资源管理办公室、 防汛办公室等事业单位 ９ 个ꎮ 水利水保系统有

职工 ４０５ 人 (干部 ７６ 人ꎬ 工人 ３２９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地改市ꎬ 延安市水利水土保持局改称延安市宝塔区水利水保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水利水保局编制 １１ 人ꎬ 实有 １７ 人ꎮ 机关内设办公室、 水利

股、 水保股、 政策法规股ꎬ 设正副职领导 ９ 人ꎮ 下设 １１ 个科级事业单位ꎬ 即水利队、 水

保队、 水资局、 水保监督站、 防汛办、 孙台水库、 水产站、 延河流域项目办、 延惠渠、
南灌区水利施工队ꎮ 全系统有职工 ４０１ 人ꎬ 其中在职人员 ３１７ 人、 离退休 ８４ 人ꎻ 工程师

３０ 人、 助理工程师 ５４ 人、 技术员 ２６ 人ꎬ 具有工人技术等级 １８７ 人ꎬ 其中技师 １２ 人、
高级工 ６５ 人ꎬ 中级工 ５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水利水保局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水务局ꎬ 编制 １１ 人ꎬ
机关内设 ３ 股 １ 室ꎬ 水利股、 水保股、 财务股、 综合行政办公室ꎬ 设局长 １ 人ꎬ 副局长、
总工等领导职数 ６ 人ꎮ 全系统有职工 ４１６ 人ꎮ

水利水保事业机构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汾川渠管理处更名为南泥湾灌区管理处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成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站ꎬ 科级建制ꎬ 与水利队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ꎬ 编制 ７ 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ꎬ 成立延安市延河流域世行贷款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２０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ꎬ 成立水利抗旱服务队ꎬ 科级建制ꎬ 与水利队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ꎬ
编制 １５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水政水资源办公室更名为水资源管理局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水保监督站与水保队分设ꎬ 科级建制ꎬ 经费实行自收自支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鱼种场 (渔政监督站水产工作站)ꎬ 整体移交延炼工贸公司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水产工作站 (渔政监督管理站)ꎬ 副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５ 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ꎬ 成立宝塔区河道管理处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蟠龙供水工程管理处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水利水保机械化施工队更名为南泥湾水库管理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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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管　 理

一、 孙台水库管理

宝塔区设有孙台水库管理处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单位驻地蟠龙镇孙台村ꎮ 管理处主要

负责水库大坝工程运行管理ꎬ 库区绿化ꎬ 维护和加固水库设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孙台水库管理

处有职工 ３３ 人ꎮ
孙台水库是一座集防汛、 排洪、 抗旱、 供水、 水产养殖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库ꎮ 至

２０００ 年水库淤积泥沙 ９３０ 万立方米ꎬ 剩余库存仅为 ５４５ 万立方米ꎬ 多年空库运行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投资 ８２１ 万元ꎬ 实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ꎬ 使库容蓄水量恢复到

８７６ 万立方米ꎮ 孙台水库为一级水源地保护区ꎬ 水库两岸采取植树造林、 人工种草ꎬ 以

及入库排污总量控制和监测等保护措施ꎮ
二、 延惠渠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惠渠有渠道 ５０ 千米ꎬ 支渠 ３ 条ꎬ 斗渠 ５２ 条ꎬ 建筑物 ２８９ 座ꎮ 延惠渠管

理处主要负责主干渠维护和农田灌溉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有职工 １２ 人ꎬ 实施农田灌溉 ９０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 年ꎬ 年灌溉面积 ６０００ 亩ꎬ 涉及桥沟、 川口、 李渠、 姚店 ４ 个乡镇、 ２８ 个行

政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惠渠全部废弃ꎮ
三、 南泥湾灌区管理

南泥湾灌区主要包括胜利水库、 灌溉渠道ꎮ 南泥湾灌区管理处主要负责水库安全ꎬ
管护灌区主干渠道ꎬ 指导农民科学用水灌溉ꎮ 管理渠道长 ５４ ４ 千米 (石渠 ２１ ６ 千米、
土渠 ３２ ８ 千米)ꎬ 实施灌溉面积 １ ５ 万亩 (抽灌 ０ ２５ 万亩、 自流灌溉 １ ２５ 万亩)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有职工 ２５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完成水产品产值 ２ 万元ꎬ 自营收入 １ ８ 万元ꎻ 灌溉农田

５５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生产水产品 ３ 吨ꎬ 实现产值 １ 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管理处有职工 ２１
人ꎬ 灌溉农田 ２ 万亩ꎮ

四、 水资源管理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成立水政水资源管理办公室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４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成立宝塔区水政监察大队ꎬ 与水资源管理局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ꎬ 隶属于区

水务局ꎮ
水资源管理坚持统一管理和取水许可证制度ꎬ 对饮用水水源品质和水生态进行全面

监测ꎬ 加强排污口审批和节约用水新技术推广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发放取水许可证 １３ 本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发放取水许可证 ２ 本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有效期内取水许可证 １７ 本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陕西省

确定宝塔区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区ꎮ 为此ꎬ 宝塔区及时编制完成 «宝塔区水资源开发

利用规划»ꎬ 该规划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通过省评估ꎬ 并获延安市科技进步一等奖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换发取水许可证 １７ 本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年检取水许可证 １６ 本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完成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水资源规划编制ꎮ 开展水资源费征收工作ꎬ ２００３ 年ꎬ 征收水资源费 ２５ 万

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征收水资源费 ３６１ 万元ꎻ ２００７ 年ꎬ 征收水资源费 ３４０ 万元ꎻ ２００８ 年ꎬ 征

收水资源费 ３２２ 万元ꎻ ２００９ 年ꎬ 征收水资源费 ３１４ 万元ꎻ ２０１０ 年ꎬ 征收水资源费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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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ꎮ
五、 农村饮水管理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政府制定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农村饮水设施运行管理实施意见»ꎮ
全区 ２０ 个乡 (镇) 成立水利水保工作管理站ꎬ 配备站长和水利水保员ꎬ 形成 “区有中

心ꎬ 乡镇有站ꎬ 村村都有水管员” 的水管运行体制ꎮ 全区农村饮水 ６６６ 处ꎬ 落实管护责

任 ６６６ 处ꎻ 有村级水管员 ６３５ 人ꎬ 签订设施管护合同 ６３５ 份ꎬ 全年管护人员报酬 ５５ ９ 万

元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各类农村饮水设施 ７３６ 处ꎬ 其中抽水 ３０１ 处 (电配 ２８８ 处、 柴

配 １３ 处)ꎬ 自流 ３６５ 处ꎬ 水井 ７０ 处ꎮ
六、 河道管理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成立河道管理处ꎬ 负责延安市城区以外的河道管理、 堤防工

程、 执法监督检查、 收缴河道砂石资源费等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查处违法采砂石 １８０ 余起ꎬ
清障 ６ 万立方米ꎬ 纠正涉河违法行为事件 １２０ 件ꎬ 联合行政执法 １５ 起ꎬ 收缴砂石资源费

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征收河道采砂石及河道修建管理费用 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征收河道采

砂石费 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征收河道采砂石费 １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征收河道砂石开采费

１６ ３６ 万元ꎮ
七、 水保监督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延安市水利水保局内设水保监督管理站ꎬ 核定 ５ 人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成

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站ꎬ 科级建制ꎬ 与水保队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ꎬ 事业编制 ７ 人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站和水保队分设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０ 人ꎬ 实有职工

２６ 人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水保监督以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果为重点ꎬ 对基本农田、 坝库、 人工

林草实行区、 乡、 村三级管护制度ꎮ 根据不同的区域ꎬ 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ꎮ 次生林

区ꎬ 重点防止乱垦乱伐ꎮ 石油开采区ꎬ 实行水保与工程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 同步验收

的防治措施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实施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管理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编报石场个

人宅基地等水土保持方案 １３００ 余份ꎬ 监督辖区石油生产建设单位及重点生产项目编报水

土保持方案 ４０ 份ꎬ 申报率 ８０％ꎬ 审批率 １００％ꎬ 实施率 ７０％ꎮ 查处水土保持违法案件

３８０ 起ꎬ 依法征收 “两费” (水土流失补偿费、 防治费) １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查处涉水

案件 ３５ 起ꎬ 依法收缴水土流失补偿费、 防治费 ３５ 万元ꎬ 责成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１０ 份ꎬ 水土保持报告表 ３１９ 份ꎬ 栽植树木 ８０００ 株ꎬ 种草 ７５０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重点对松树林—甘泉段输油管道工程管沟掩埋恢复治理工程进行监督ꎬ 治

理输油管道工程长度 ３ ５ 千米ꎬ 栽植乔木 ２６００ 株ꎬ 种草 １７ ５ 亩ꎮ 投劳 ７１５ 个工日ꎬ 动

用机械 ２０００ 台次ꎬ 投资 １７ ５ 万元ꎮ
八、 水政执法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宣传

宝塔区利用一年一度的 “世界水日” (３ 月 ２２ 日)、 “中国水周” (６ 月 ２９ 日)、 “法
制宣传日” (１２ 月 ４ 日) 等ꎬ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设立咨询点、 广播电视、 图片展等形

式ꎬ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宣传教育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２ 万余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制作固定宣传牌 １２ 块ꎬ 印发 “四法” 宣传资料 ３ 万份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制作水法宣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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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牌 ６０ 块ꎬ 发放资料 ６ 万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６ １ 万份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利用

乡镇集市宣传 １０８ 次ꎬ 受教育 １８ ６ 万人次ꎮ
(二) 水事案件查处

２００３ 年ꎬ 制止河道采砂石 ３ 起ꎬ 发放禁止河道采挖通知书 ５ 份ꎻ 依法查处破坏山体

违法案件 １５０ 起、 各类水事案件 ７ 起ꎻ 拆除违章建筑 ２ 处ꎬ 罚款 ３２００ 元ꎻ 开具水土保持

违法行为通知书 ２５ 份ꎬ 征收水保 “两费” １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查处各类水保违法案件 ７０
起ꎬ 取缔非法采石场 １５ 家、 取土 ７ 家ꎬ 停业整顿 １７ 家ꎬ 征收水保 “两费” 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开展渔政检查监督ꎬ 办理水产品市场准入、 检疫证 ４０ 份ꎬ 查处各类水保案件

５９ 起ꎬ 征收水保 “两费” ６７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征收油、 气、 煤开采企业水土流失补偿费

５０００ 万元、 水土流失防治费 ３７０２ 万元ꎻ 查处各类水事违法案件 ２８ 起ꎬ 结案 ２８ 起ꎬ 结

案率 １００％ꎻ 征收水保 “两费” ３５ 万元ꎻ 开展水产品质量专项执法检查 ８ 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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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市按照 “深化改革ꎬ 扩大开放ꎬ 优化结构调整ꎬ 注重挖潜改

造ꎬ 加强企业管理ꎬ 提高经济效益” 的指导思想ꎬ 坚持 “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 重点发

展、 优先扶持” 的原则ꎬ 抓恢复、 停产和半停产企业ꎬ 抓扶持重点企业ꎬ 抓企业内部挖

潜改造ꎻ 抓横向联合ꎬ 促进企业技术进步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工业总产值 １ １４ 亿元ꎬ 较 １９８８ 年的 ２１３８ １ 万元增长 ４ ３３ 倍ꎻ 实

现利税 ２１４５ ６ 万元ꎬ 较 １９８８ 年的 ２７ １ 万元增长 ７８ ２ 倍ꎮ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工业产

值、 利税总额分别净增 ９２５６ ９ 万元和 ２１１８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确立工业的主导地位ꎬ 制定 “开发石油ꎬ 突破建材、 化工ꎬ 加快轻

工业发展步伐” 的指导方针ꎬ 坚持 “一厂一方、 区别对待” 的原则ꎬ 保证重点ꎬ 扶持骨

干ꎬ 开展 “转机制、 抓管理、 练内功、 增效益” 活动ꎬ 使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同步高速增

长ꎬ 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ꎬ 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ꎮ 工业实现利税 ４１０６ １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８ ６ 倍ꎬ 年平均递增 ５７ ２％ꎮ 主要产品产量ꎬ 原油完成 ６ １ 万吨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４ 倍ꎻ 原煤完成 ２３ ３ 万吨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２２ ４％ꎻ 水泥完成 ２ ５４ 万吨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４９ ４％ꎻ 机砖完成 ３２４５ １ 万块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１１％ꎻ 塑料制品完成 ７００ 吨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 ３ 倍ꎻ 炸药完成 ２８９１ 吨ꎻ 抽油机完成 ４３６ 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有工业企业 １０３６ 个ꎬ 工业总产值 ６ ００５ 亿元ꎬ 其中国有企业产值

３ ３５２ 亿元ꎬ 集体企业产值 ３２９９ ７ 万元ꎬ 街道企业产值 １１２６ ６ 万元ꎬ 乡属企业产值

２４１０ 万元ꎬ 村及村以下企业产值 １ ９７ 亿元ꎮ 区属工业产品产量完成情况: 原油 ２２ ６８
万吨ꎬ 机砖 ３２５４ ５０ 万块ꎬ 水泥 ３ 万吨ꎬ 纸箱 ７２ ８５ 万平方米ꎬ 炸药 １０４３ 吨ꎬ 抽油机

１０４３ 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区域内完成工业总产值 ５６ ２８ 亿元ꎬ 其中区属完成工业现价产值

２５ １ 亿元ꎬ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产值 １９ ７ 亿元ꎮ 四种主要工业产品中ꎬ 原油完成

５８ ４ 万吨ꎬ 纸箱 １６ ３ 万平方米ꎬ 抽油机 ９５５ 台ꎬ 炸药 ６７７１ 吨ꎮ 全区工业现价销售 ２４ １
亿元ꎬ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ꎬ 产销率 ９６％ꎬ 完成销售收入 ２１ ９６ 亿元ꎬ 同比上升 １７％ꎮ
实现税金 ２ ０４ 亿元ꎬ 利润 ９７２７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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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业概况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工业管理部门为延安市工业局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工业局机构改

革ꎬ 更名为市工业总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工业总公司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经济委员会、 宝塔区工业总公司合并ꎬ 组建宝塔区工业经

济局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轻工业局被撤销ꎬ 并入工业经济局ꎬ 更名为工业经济办公室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成立工业经济办公室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２１ 人ꎬ 内设办公室、 企政科、 综

合科、 信访接待室等科室 ４ 个ꎬ 代管室内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和区原油运输办公室ꎮ

第二节　 工业企业

工业企业管理以块为主ꎬ 以条管理为辅ꎬ 分行业管理为原则ꎮ 市属国有企业、 集体

企业以政府管理为主ꎬ 行业上级部门进行业务指导ꎮ 区属企业实行三级管理ꎬ 即区属单

位管理一部分ꎬ 街道办事处和乡 (镇) 管理一部分ꎬ 乡村管理一部分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工业主

管系统有煤炭、 石油、 机械工业、 纺织工业、 二轻工业、 电力工业等系统ꎬ 非工业主管

系统有水电、 社队企业、 粮食、 商业、 城建、 林业、 民政、 畜牧等系统分别管理本系统

的工业企业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市属工业企业 １０３６ 个ꎬ 其中全民企业 ３１ 个、 集体 ９ 个、 城镇个体 １２０ 个、

乡镇办工业 １８ 个、 村办工业 ９ 个、 农村个体工业 ８３５ 个ꎬ 其他 １４ 个ꎮ 工业企业有: 新

华陶瓷厂、 新华化工厂、 印刷厂、 兰花公司、 净化材料厂、 建设煤矿、 市化工厂、 宇丰

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制革厂、 铸锅厂、 地毯厂、 美术公司、 塑料厂、 服装公司、 粘合剂

厂、 花炮厂、 荟萃厂、 城市街道办、 制鞋厂、 粮油加工厂、 粮油食品厂、 粮油综合公

司、 挂面厂、 饲料厂、 酿造厂、 碘盐加工厂、 民政福利厂、 民政福利修理厂、 自来水公

司、 水泥厂、 建筑材料厂、 水泥制品厂、 延河水泥厂、 姚家坡木材加工厂、 南泥湾木材

加工厂、 奶牛场、 南泥湾石油钻采公司、 通用机械厂等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有国有企业 １６ 个ꎬ 集体企业 １０ 个ꎬ 街道工业 ２１ 个ꎬ 乡镇企业 １０

个ꎬ 村及村以下企业 ９３０ 个ꎮ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对新华陶瓷厂、 塑业公司、 建筑材料厂、 粮油加工厂、 花炮厂、 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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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粘合剂厂、 铸锅厂、 粮油食品厂、 水泥制品厂、 民政福利厂、 制鞋厂、 服装公司等

２３ 个企业改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通用机械厂、 新华化工总公司、 宝塔区水泥厂、 宝塔区延河水泥

厂、 南泥湾钻采公司、 综合修理厂、 建设煤矿、 制革厂等 ８ 户企业ꎮ 乡镇、 街道有工业

企业 １０ 户ꎬ 从业人员 ３５３６ 人ꎮ

第三节　 乡镇工业

一、 发展概况

１９９０ 年后ꎬ 乡镇工业进入稳步发展时期ꎬ 产业门类和企业个数逐年增加ꎬ 从业人数

比 １９８９ 年上升 ２０ ８％ꎮ １９９１ 年有工业企业 ８４２ 个ꎬ 从业 ３７９０ 人ꎬ 固定资产 ９６０ 万元ꎬ
生产设备 ２１００ 多台 (件)ꎬ 年末收入 １６５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底ꎬ 企业 １１２６ 个ꎬ 从业 ５０６８
人ꎬ 分别比 １９９１ 年增加 ２８４ 个、 １２７８ 人ꎬ 工业产值比 １９９１ 年增长 １２ ８４ 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工业产值 ７６２７３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２９９０ 万元增长 ２ ３１ 倍ꎬ 税金 ２０８９ 万元ꎬ 利润 ５７４３
万元ꎮ

二、 工业产值

１９９１ 年ꎬ 工业产值 １６６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４１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 ２８０６ 万元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７３８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５ ２ 倍ꎮ ２０００ 年 ２２１１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４ 年 ２５０７８ 万元ꎬ ２００７ 年

５８６９７ 万元ꎬ ２００９ 年 ４６９２０ 万元ꎮ
三、 销售收入

１９９０ 年ꎬ 产品销售收入 １４８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７５０ ４４ 万元ꎬ １９９４ 年 ５９３５ 万元ꎬ １９９６
年 ２３７５ 万元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５６０５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２１１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３１５７６ 万元ꎬ ２００８ 年

５４２２４ 万元ꎮ
四、 工业效益

１９９２ 年税金 １５ ３ 万元ꎬ 利润 ２１ ４５ 万元ꎻ １９９３ 年税金 １８８ １９ 万元ꎬ 利润 ３９０ ２８
万元ꎻ ２００４ 年税金 ６６７ 万元ꎬ 利润 １８３２ 万元ꎻ ２００８ 年税金 １１９５ ８ 万元ꎬ 利润 ３５４７ 万

元ꎻ ２００９ 年税金 １８６３ 万元ꎬ 利润 ３９７７ 万元ꎬ 较上年分别增加 ６６７ ２ 万元、 ４３０ 万元ꎮ
五、 产业结构

宝塔区乡镇工业企业有砖瓦、 水泥制品建材业、 农机制造业、 挖掘采矿业、 农副产

品工业、 副食品加工业、 酿造业、 农机修造业、 金属制品业、 水暖器材、 机械维修、 农

用机械维修、 建筑业、 运输业、 工业服务业等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工业总产值统计表

　 表 １０－１－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１９９０ 年
不变价

当年价
工业销售

产值
(当年价)

年份
１９９０ 年
不变价

当年价
工业销售

产值
(当年价)

１９９０ ５６５０ ５８１５ ４７２１ ４ ２００１ ３６８０８ ８ ６６８７７ ７ ３９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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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１９９０ 年
不变价

当年价
工业销售

产值
(当年价)

年份
１９９０ 年
不变价

当年价
工业销售

产值
(当年价)

１９９１ ６７５３ ７１８３ ５６３８ ３ ２００２ ３７８６９ ４ ６９８４０ ２ ４８１２４ ７

１９９２ ８７３５ ９２４７ ５１１１ ２００３ ４２６９９ ９ ８５４９１ ７ ６６７６７ ４

１９９３ １１３９５ １４７６５ ８８５１ ２００４ — １０７１０４ １ ９７６４６ ５

１９９４ １４３３２ １９０６６ １４９２９ ２００５ — １４８２２２ １ １３８６６５

１９９５ ９７２９ １２０６４ ９１０４ ２００６ — ２４６６５２ ２２３４７５ ８

１９９６ １７２１５ ３９５９７ １３８４８ ２００７ — ３３４２３９ ３２５６１５２

１９９７ ３００６５ ４３００５ １７８２３ ２００８ — ４２４８００ ３７２３１２ ４

１９９８ ３３６７７ ４６９８８ １９４０６ ２００９ — ５６２０００ ５０３６００

１９９９ ３６４２６ ５１４８７ ２４６６８ ２０１０ — ５６２８００ ４８１８８６ １

２０００ ３５８０４ ６００５８ ３ ３１５８３ １

　 说明: ２００４ 年后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统计局未列科目统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宝塔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０－１－２

年份
企业
(户)

亏损
企业
(户)

工业
总产值
(万元)

工业
增加值
(万元)

销售
收入

(万元)

固定资产
原价合计
(万元)

资产
总计

(万元)

利润
总额

(万元)

利税
总额

(万元)

１９９０ ２７ ６ ５６５０ １１６５ ３０２３ ４２１５ ５９５１ ２５９ １６０

１９９１ ２５ ３ ６７５３ ２０３５ ４２０８ ５８１４ ７５２３ ５９４ ２２２

１９９２ ２５ ５ ７４７８ ２４５４ ５５１６ ６８０７ １１９１２ ９２６ ２９９

１９９３ ３２ ９ １１３９５ ４５６５ ２８５９ ７ ８９７９ ９４２５ －４９９ －１２７ ７

１９９４ ３５ ３ １０６０８ ２８６３ ５ ２８６３ ５ １２２７５ ２１１５１ －９２６ －３０４

１９９５ ２８ ５ １２０６４ ２３９８ １０６５３ ９ ２０８１３ ６ ２９１２４ ７ ２７１７ ６４３ １

１９９６ ２８ １０ １７２１５ １１５３５ ６ １３４８４ ８ ２７２３２ ２ ３６０７１ ５ １７４４ ２ ３３４７ ７

１９９７ ２８ ９ ２０２９４ １２８３５ ５ １６３３５ ４ ２７９９３ ４２４９８ ９ ２１５８ ４０１６ ２

０４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０－１－３

年份
企业
(户)

亏损
企业
(户)

工业
总产值
(万元)

工业
增加值
(万元)

销售
收入

(万元)

固定资产
原价合计
(万元)

资产
总计

(万元)

利润
总额

(万元)

利税
总额

(万元)

１９９８ ３８ ２３ ２２１３４ １ １３９６ ５ １６２７１ ４ ３８５３５ ８ ５００８５ ２ ２７８１ ４８１６ ６

１９９９ ３７ ２４ １７３８６ ２ １４３８５ ６ １４３６７ ３ ３９６６２ ９ ５２４７８ ６ ３９１６ ８ ５０６８ ３

２０００ ３９ １８ ２６０５０ ３ １５０３９ ９ ２９９６３５ ４２４４２ １ ５９５４１ ８ １０５７６ １５０８９ １

２００１ ３３ １７ ５７２５３ ２ ５０４３９ ２ １０８８９３ ６ ６８２４５ ９ ５０５９７ １ ８１４９ ６ ２４９６ ９

２００２ ３３ １７ ４９９０４ ３ ２５４８８ ２ ４０３８３ ２ ７６３８３ ９ ７７２４７ ３ ２８６２ ８ １０８４６ ３

２００３ ３０ １４ ５４０４７ １ ２６０４０ ６ ５５４８６ ９ ８７５４１ ９ ６２１７２ ９ １２６４６ ２ ２０７１４ ５

２００４ ２５ １２ １０７１０４ １ ４９６６８ ３ ６３９２１ １ ４０７４６ ２ ９４５５６ ８ １５２４１ ５ ２３５１８ １

２００５ ２５ ４ １２５１６７ ７ ６２２９７ ９ １３２６５７ ６ ６４６６６ ７ １４５９８０ ５ ３６１８５ ４ ５２９５６ ３

２００６ ２０ ９ ２８０１８６ ３ １３１２１８ ７ １２８７６２ ３ ４６１７９ ８ １３６９８１ ４ ４０５９８ ２ ６３５２３５

２００７ １９ ８ ３３４２３９ ２８０２５３ ８ ３２５６１５ ２ ８６１２９ １４０９６９ ８ ２６３３ ９ ２３６４７

２００８ ２３ １０ ３７７８２１ — ３７２３１２ ４ — １７０３０ １４００ ７３７４ ７

２００９ ２７ １４ ５１１１００ — ２１０５００ — ４０８１０ １２４００ ７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３ １１ ５０５７３１ ３ — １２４８００ — ２６４３００ －０ ２８ －０ ０５

　 说明: ２００８ 年后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原价统计局未列科目统计

第四节　 工业经济结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工业总产值 ３３７３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下降 １０ ６２％ꎬ 其中轻工业产值

２３２５６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下降 １７ ０８％ꎬ 重工业产值 １０４７４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增长 ９ ５９％ꎬ
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净产值 １３５１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下降 １１ ５８％ꎬ 工业净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为 ４０ ０５％ꎮ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５８４４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增长 ２９ ８１％ꎬ 乡镇企业

总收入 ６５７６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３１ ４７％ꎮ 全年有工人 １５４０５ 人ꎬ 其中市属 ４２０２ 人ꎬ 轻工

业 ２２４７ 人ꎬ 重工业 １９５５ 人ꎬ 女性 １５９８ 人ꎮ １９９２ 年底ꎬ 区属工业系统有工人 ４７０９ 人ꎬ
其中固定工 ２０８２ 人ꎬ 合同工 ２８８６ 人ꎬ 临时工 １５４ 人ꎬ 计划外用工 １５８７ 人ꎬ 固定资产原

值 ６８０７ 万元ꎬ 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原值 １４４５５ 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５２０７９ 万元ꎬ 其

中地级以上产值 ３９７７５ 万元ꎻ 其中: 轻工业产值 ２６３８７ 万元ꎻ 重工业产值 ２５６９２ 万元ꎻ
工业产品销售收入 ５３９０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９９５５ 万元ꎬ 净资产 ８８１７ 万元ꎬ
较 １９９２ 年分别增长 １４ ６％和 １５ ４％ꎮ

１４３

第十编　 工　 业 　



工　 业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工业总产值 １２５０９８ 万元ꎬ 其中市属全部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 １６２７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１４４１３ 万元、 净资产 １０８８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４ 年分

别增长 ４１ ７％、 ２３ ５％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１７４９２９ 万元ꎬ 其中中央企业产值 １３２８７２
万元ꎬ 区属企业 ２０７１５ 万元ꎬ 集体企业 ７５２０ 万元ꎻ 全年工业产品销售收入 ７６６３１ ４０ 万

元ꎬ 其中中央企业 ３３３５６ 万元ꎬ 地区企业 ２６９４０ 万元ꎬ 区属企业 １６３３５ 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部国有及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１０６２０９ ７０ 万元ꎬ 其中中央企业产

值 ４６１３５ ４０ 万元ꎬ 市属企业产值 ９９４２ ８０ 万元ꎬ 区属企业产值 ４１５７１ ２０ 万元ꎬ 轻工业

产值 ４６４４８ ４０ 万元ꎬ 重工业产值 ５９７６１ ３０ 万元ꎻ 产品销售收入 １０８８９３ ６０ 万元ꎬ 其中

区属企业销售收入 ５９３１５ ９０ 万元ꎬ 非公有工业产品销售收入 ４５４９１ 万元ꎬ 股份制企业产

品销售收入 ４６６００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工业企业总产值 ３６１２３０ ８０ 万元ꎬ 工业企业 １０３３ 个ꎬ 其中中央属 ３

个、 省属 ２ 个、 市属 ２４ 个、 区属 １００４ 个ꎮ 中央企业工业产值 １９８２６４ 万元ꎬ 市属企业产

值 １４１８２２ １０ 万元ꎬ 股份制合作企业工业产值 ９５８ ３０ 万元ꎬ 有限责任公司工业产值

８１３０ ２０ 万元ꎬ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企业) 工业产值 １２０５６ ２０ 万元ꎬ 区属工业产值

１２５１６７ 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３７７８７２１ ９０ 万元ꎬ 其中国有企业工业产值

３２８９７２２ ９０ 万元ꎬ 非公有工业产值 ４７０６０４ 万元ꎮ 区属工业产值 ４２ ４８ 亿元 (不含石油

企业)ꎬ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３７ ７９ 亿元ꎬ 规模以下工业产值 ４ ６９ 亿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５０５７３１ ３０ 万元ꎬ 其中国有企业产值

４３９６０４ ２０ 万元ꎬ 非公有工业产值 ５９６６０ ４０ 万元ꎮ 区属工业产值 １０１ ２６ 亿元 (含石油

企业)ꎬ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９５ ５４ 亿元ꎬ 规模以下工业产值 ５ ７１ 亿元ꎮ
一、 国有工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实行 “抓好大的ꎬ 放开小的ꎬ 搞活经营项目ꎬ 提高经济效益” 的

方针ꎬ 抓 １０ 个重点企业ꎬ 工业经济发展较快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５６５０ 万元ꎬ 国有企

业产值 ３４５８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６１ ２％ꎻ 实现产值、 税利同步增长ꎻ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固定资产原值 ４２１５ 万元、 净资产 ３２３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６８０７ 万元、 净

资产 ５７０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国有企业总产值 ６６７２ 万元ꎬ 较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９４７ 万元增长

３４ ８７％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国有企业产值 １０７１４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９２％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０６４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６００５８ 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国有工业总产值 ７５２８０ 万元ꎬ 占总产值的 ７０ ２％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５１６７ ７０ 万元 (含南泥湾采油厂)ꎬ 其中区属国有 １２５１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５８４５ ７０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１１９３２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工业总产值 １５９４７８ 万元ꎬ 其中国有

企业 ３７３８ 万元ꎮ
产品销售收入　 １９９０ 年 ３０２３ 万元ꎬ １９９１ 年 ４２０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５１１１ 万元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６３３５ ４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６２７１ ４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９ 年 １６８２２ ８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９９６３ ５０ 万

元ꎬ ２００１ 年 ３４２５６ １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２ 年 ４０３８３ ２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２６３３ １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５４６０ ３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７１１ ５０ 万元ꎮ
工业产品销售税金　 １９９０ 年 １６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１ 年 ２２２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２９９ 万元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２ 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３ ９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９ 年 ２２４ ７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３６３ ８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１
年 ４２８ ５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２ 年 ４５８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７４１ ９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６ 年 ６５ １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２４３



７７００ ２１ 万元ꎮ
实现工业企业利税　 １９９０ 年 ３８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１ 年 ８１６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１１６ 万元ꎬ １９９７

年 ４０１６ ２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８ 年 ４８１６ ６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９ 年 ５３３２ ２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５０３９ ９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１ 年 ２４９６ ９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７４３３ ２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５２９５６ ３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９３００ ４０
万元ꎮ

二、 集体工业

１９９０ 年ꎬ 集体所有制工厂 ４０ 个ꎬ 其中市直属集体 ９ 个ꎬ 城市街道 １６ 个ꎬ 乡镇 １５
个ꎮ 工业产值 １２１５ 万元ꎬ 占工业总产值的 ２３ ７６％ꎬ 其中市直属集体工业产值 ６５４ 万

元ꎬ 城市街道工业产值 ２０７ 万元ꎬ 乡 (镇) 工业产值 ２１７ 万元ꎬ 分别占工业总产值

６０ ６％、 １９ ２％、 ２０ ２％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有工厂 ４１ 个ꎬ 产值 ２２４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
倍ꎮ １９９５ 年产值 ４１２９ 万元ꎬ 占工业总产值的 ２９ ２％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集体工业总产值 ７６１１
万元ꎬ 其中区直属集体 ３２２４ 万元ꎬ 城市街道 １８１７ 万元ꎬ 乡属企业 ２５７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工业产值 ７６５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工业产值 ２９５８２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２３ ３５ 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有集体工业企业 ３８ 个ꎬ 产值 ５９３１ １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产值 ７２３３ １０ 万元ꎬ
其中区直属集体 ２７７８ １ 万元ꎬ 街道 ４０１０ 万元ꎬ 乡办 ４４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工业产值

４２００ 万元ꎮ
集体工业企业职工数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９９ 人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３９５ 人ꎬ １９９９ 年 ７５４ 人ꎬ ２００１ 年

４７７ 人ꎬ ２００６ 年 ３８５ 人ꎮ
集体企业销售收入　 １９９３ 年 １４８７ ３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 ３２１８ １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８ 年 ４４４７ ９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５３０２ 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销售收入 ２５７２ ４０ 万元ꎬ 利税 １９７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销售收入 ４４２８ ４０ 万元ꎬ 税金 ２８１ １０ 万元ꎬ 利润 ７２ ３０ 万元ꎮ

三、 非公有制企业

１９９０ 年ꎬ 非公有制企业 ７５９ 个ꎬ 其中城市个体 ４９ 个ꎬ 合作联营 ５４ 个ꎬ 农村个体

６５６ 个ꎮ 工业总产值 １０６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有非公有制工业企业 ８５８ 个ꎬ 工业总产值

１４９８ 万元ꎬ 其中城市个体产值 ７９ 万元ꎬ 合作联营 ５２９ 万元ꎬ 农村个体 ７９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４３８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１９７００ 万元ꎬ 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 ９９０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非公有制企业 ９９８ 个 ２４５２ 人ꎬ 工业总产值 ２１１４４ 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产值

４７０６０ ４０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８６１８２ 万元ꎬ 税金 ４２３０ 万元ꎬ 利润 ５９０４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工业

产值 ８０６７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５７４３ 万元ꎬ 税金 ２０８９ 万元ꎮ

第五节　 企业改革

一、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一) 地毯厂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区地毯厂采取关闭清算ꎬ 资产对外公开出让方式处置ꎮ 资产评估值

３４３１ ３７ 万元ꎮ 职工 ２４７ 人ꎬ 其中在职职工 ９４ 人ꎬ 退休人员 ８７ 人ꎬ 从未上班人员 ６６ 人ꎮ
(二) 新华陶瓷厂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由于新华陶瓷厂厂区土地纳入桥沟革命旧址保护和建设范围ꎬ 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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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项目实施ꎬ 区政府对新华陶瓷厂实施关闭清算方式改制ꎮ 资产评估总值 ４２３２ ７４ 万元ꎬ
负债总额 ３２５１ ６７ 万元ꎮ 该厂职工 ５４５ 人ꎬ 其中在职职工 ３９４ 人ꎬ 离退休人员 ７５ 人ꎬ 新

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 １ 人ꎬ 从未上班人员 ７５ 人ꎮ
(三) 塑业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区塑业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

优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２７３７ 万元ꎮ 该公司职工 １６９ 人ꎬ 其中退休

人员 ４２ 人ꎬ 在职职工 １１３ 人ꎬ 从未上班人员 １４ 人ꎮ
(四) 纸箱厂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纸箱厂选择资产优先内部职工竞买方式改制ꎬ 资产转让底价 ５２６４ 万

元ꎬ 但在竞买方案职工大会测评环节终止程序ꎬ 区政府筹资对企业职工进行安置ꎮ 后应

大多数职工的请求ꎬ 区政府准许企业二次做出选择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启动第二次内部职工

购买程序ꎮ 鉴于流动资产变化较大ꎬ 区产权转让领导小组决定ꎬ 将流动资产及负债剥

离ꎬ 调整后资产转让底价 ４９９５ 万元ꎮ 该厂职工 ３３９ 人ꎬ 其中离退休人员 ７７ 人ꎬ 在职职

工 ２６１ 人ꎬ 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 １ 人ꎮ
(五) 新华总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区新华总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

优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５９５９ 万元ꎮ 职工 ３１９ 人ꎬ 其中离退休人员

７２ 人ꎬ 在职职工 ２４７ 人ꎮ
(六) 建筑材料厂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区建筑材料厂基于城市建设规划的总体要求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ꎬ
采取 “改制与厂区土地开发同步进行ꎬ 用土地开发补偿资金安置职工、 清偿企业负债”
的方案实施改制ꎮ 账面资产总额 ７２８ ３４ 万元ꎬ 负债总额 ２５１６ １０ 万元ꎮ 职工 ５４７ 人ꎬ 其

中离退休人员 １４８ 人ꎬ 在职职工 ３３７ 人ꎬ 从未上班人员 ６２ 人ꎮ
二、 集体工业企业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宝塔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服装公司 (集体企业) 改制方案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区振华造纸厂 (集体企业)、 粘合剂厂 (集体

企业) 改制方案ꎮ ３ 户企业均采取 “量化资产安置职工ꎬ 企业股份制改造” 方式改

制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区印刷实业公司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ꎬ 实施关闭

清算ꎮ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化工厂 (集体企业) 实施深化改革方案ꎬ 对职工进行

量化资产安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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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业门类

第一节　 煤炭工业

一、 机构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成立宝塔区煤炭工业局ꎮ 内设办公室、 煤炭科、 业务科、 财务

科ꎬ 事业性编制 １２ 人ꎬ 下属煤炭管理检查站ꎬ 事业性编制 １２ 人ꎬ 局站两块牌子、 一套

机构ꎬ 业务分工不分家ꎬ 有职工 ３２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宝塔区事业单位机构改革ꎬ 撤销煤炭工业局ꎬ 保留煤炭管理检

查站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原煤炭局职能交经济发展局ꎮ 同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将煤炭管理检查站更

名为煤炭安全管理检查站ꎬ 履行原煤炭局职能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成立煤炭管理办公室ꎬ 与煤炭安全管理检查站为两块牌子、 一

套机构ꎬ 编制人员、 内设科室未变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煤炭管理办公室实有人员 ３８ 人ꎬ 其中驻矿安监人员 １４ 人ꎮ
二、 煤炭生产

１９８９ 年末ꎬ 生产煤炭 １８ １０ 万吨、 产值 １４５ ９０ 万元ꎬ 市内国有煤矿 ２ 个ꎬ 建设煤

矿、 蟠龙煤矿ꎮ 乡办及村联办煤矿 ３１ 个ꎬ 个体联办煤矿 ９ 个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生产原煤 １７ ９６
万吨ꎬ 产值 ２４６ ２３ 万元ꎻ 煤炭销售收入 １４６ 万元、 产品销售税金 ５ 万元、 产品利润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生产原煤 １８ ２６ 万吨ꎬ 其中建设煤矿完成产值 ２３８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５２ ９４％ꎬ 销售收入 １９４ 万元、 销售税金 ６ 万元、 利润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完成总产值 ２２６ 万元ꎬ 其中市属乡办煤炭产值 ７７ 万元ꎬ 村及村以下煤炭

产值 ６９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生产原煤 ２２ 万吨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建设煤矿引进南泥湾钻采公司石油钻采项目ꎬ 部分采煤井口关闭ꎬ 全年煤

炭生产量下降到 １０ 万吨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国家禁止单眼井开采煤炭ꎬ 退出煤矿 １５ 个ꎬ 全年原

煤生产量 ３ 万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煤炭资源整合实施方案»ꎬ 将原 １７ 处煤矿整合为 ７

处ꎬ 占有资源面积 ７７ ６２ 平方千米ꎬ 占资源储量 ４１７４ ８０ 万吨ꎮ 整合后的矿井生产能力

由原来的 １ 万~３ 万吨 /年提高到 ９ 万 ~ ２１ 万吨 /年ꎬ 全区煤炭年生产能力达到 ９９ 万吨ꎮ
全区有煤炭经营资质的公司 １９ 家ꎬ 从事煤炭经营ꎮ 是年起ꎬ 向各煤矿派驻专职安全监

督员ꎬ 煤管办检查 ３３ 次ꎬ 培训煤矿管理人员 ２４ 人ꎬ 特种作业人员 １８０ 人ꎬ 工人岗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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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１２０ 人ꎬ 对矿长 １ 正 ３ 副、 总工 ３０ 余人进行培训和复训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整合后的 ７ 个矿区

中有 ５ 个进入开工建设ꎬ 其中有两个矿井见到煤层ꎬ 巷道掘进生产原煤 ５０００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完成整合投资 １０８１９ ７５ 万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０５％ꎬ 生产工程煤 ４ 万吨ꎬ

上缴区财政 ２００ 万元ꎮ 全区年内经营公司达 ２３ 家ꎬ 年经营销售煤炭 ５６ 万吨ꎬ 交纳税费

２４５２ 万元ꎮ

第二节　 电力工业

一、 电力企业

延安市市区电力局成立于 １９７６ 年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册职工 １７５ 人ꎬ 其中农电工 １２７ 人ꎮ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３ 人ꎮ 内设办公室、 计划财务科、 安监科、 生产技术科、 市场营销

科、 农电科等 ６ 个科室、 生产班组 ７ 个、 供电所 １２ 个、 供电站 ５ 个、 多经公司 １ 个ꎮ 延

安市市区电力局负责延安市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８ ０５ 万客户的生产、 生活供

电ꎮ 有 ３５ 千伏线路 ４１ ４ 千米、 总容量 ３５ ０５ 兆伏安ꎬ １０ 千伏配网线路 ５３ 条ꎬ 其中城网

１９ 条、 线路总长 １３０５ ９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线路全长 １５７９ 千米ꎬ １０ 千伏总容量为 ４０３ １５ 兆

伏安ꎬ 其中专变容量为 ３１０ ９３ 兆伏安ꎬ 公变容量为 ９２ ２２ 兆伏安ꎬ 用户专用线路 ３５ 条ꎮ
二、 电网建设

延安市地处山区ꎬ 人口居住分散ꎬ 农村电力发展滞后ꎬ 电气化程度低ꎬ 改革开放前

村村通电率为 ６８％ꎬ 经过 １０ 余年发展ꎬ 到 １９９１ 年村村通电率 ８０％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为

解决 ４６ 个村 ９２３４ 人口用电ꎬ 架设 １０ 千伏农村线路 １３２ 千米ꎬ 通电率上升到 ８７％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根据 “三个一点” 的原则ꎬ 为解决 １０ 个乡镇 ４３ 个行政村 ２５０９ 户、 １０８２３

人用电ꎬ 架设 ６~１０ 千伏农电线总长 ９２ ３３ 千米ꎬ 投资 ４１７ 万元ꎮ 同年 ５ 月ꎬ 中电联理

事张绍贤和西北电管局局长刘宏在南泥湾现场办公ꎬ 落实资金 １００ 多万元ꎬ 南区 ３ 个乡

镇 １５ 个行政村 ３５６０ 人口实现村村通电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程安东到延安考察ꎬ 了解村村通电建设工程ꎬ 落

实 “三通” 资金ꎬ 并给予支持ꎮ 丁庄、 张坪、 元龙寺等 ８ 个乡镇 ５５ 个行政村 １５５８ 户、
７２５７ 人用电得以解决ꎬ 下坪乡三志沟村为最后一个通电村庄ꎬ 合上电闸ꎬ １０ 千伏线路

总长 １４２ 千米ꎮ ３５ 千伏蟠龙变电站投入运行ꎬ ３５ 千伏李渠变电站投运ꎬ 供电区域电压由

６ 千伏升至 １０ 千伏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为解决南川石油工业发展用电ꎬ 由世行亚洲信贷部委派延安的挂职学习干

部ꎬ 引资黑龙江省七台河电厂扶持老区电力建设ꎬ 援建麻洞川 ３５ 千伏变电站 １ 座、 投资

１００ 多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延安被列为国家首批农网改造行列ꎬ 省电力公司列为示范点工程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农村电网改造工程涉及 ２４ 个乡镇ꎬ ６３９ 个行政村ꎬ ８８３ 个自然村ꎬ 改造 １０ 千伏线路

６８５ ３７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线路 １８８０ ７６ 千米ꎬ 配电变压器 ６７７ 台ꎬ 容量 ２６６９７ 千伏安ꎬ 户

表工程 ４１６８７ 户ꎮ 农村供电可靠性 ９９ ７％ꎬ 电压合格率 ９０％以上ꎬ 低压线损由过去的

３０％下降到 １２％以下ꎬ 农民电费负担明显降低ꎬ 万花山乡新窑则村改造前每户每月电费

１０ 元ꎬ 改造后降到 ４ 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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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历时 １１ 个月城网改造工程竣工ꎮ 新建 １０
千伏支线 ３１ ２１ 千米ꎬ 改造 １０ 千伏干线 ２６ １１ 千米ꎬ 支线 ２６ ５５ 千米ꎻ 新建 １０ 千伏电

缆 １ ６５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线路 ６２ ９１ 千米ꎬ 改造 ０ ４ 千伏线路 １３９ ８４ 千米ꎻ 新建配变台区

６９ 个ꎬ 容量为 ８１１５ 千伏安ꎻ 改造配变台、 区 ５８ 个ꎬ 容量为 １４４７０ 千伏安ꎻ 改造增加容

量 １２８８５ 千伏安ꎬ 完成表户工程 ２２７９１ 户ꎮ 建成配调自动化系统并在配变台、 区试行电

表ꎬ 远程控制抄表系统ꎮ １０ 千伏配网实现 “手拉手” 供电ꎬ 城区电网达到 Ｎ－１ 安全供

电准则ꎬ 工程投资 ７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为南川 ２ 个 ３５ 千伏变电站改造增容ꎮ 原 ３５ 千伏临镇变电站增加容量 ２０００

千伏安ꎬ ３５ 千伏南泥湾变电站增加容量 ３１５０ 千伏安ꎬ 一次带电成功ꎬ 投入运行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兰商 １３３ 馈路杨家岭支线首次 １０ 千伏高压带电作业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实施农网、 城网建设工程项目 １１ 个ꎬ 其中农网 ５ 个、 城网 ６ 个ꎮ 农网工

程项目总投资 ５７２ ５９ 万元ꎬ 完成 ５１７ ２０ 万元ꎮ 改造农村户表 ３７４１ 户ꎬ １０ 千伏线路

１２ ３８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线路 ３４ ２３ 千米ꎬ 安装变压器 １２ 台ꎬ 容量 ５７０ 千伏安ꎬ 安装枣园 ４
个台区运行监测装置ꎮ ４ 个新农村电气化建设ꎬ 建设改造 １０ 千伏线路 １ ８ 千米ꎬ ０ ４ 千

伏线路 ７ ５１ 千米ꎬ 安装更换变压器 ４ 台ꎬ 容量 ８００ 千伏安ꎬ 改造 １０ 千伏姚店 １５１ 线路ꎮ
城网工程改造ꎬ 配网工程总投资 ５５２ ２３ 万元ꎬ 实际完成 ５０６ ６５ 万元ꎬ 改造 １０ 千伏线路

９ ５３ 千米ꎬ 铺设电缆线路 １ ７６ 千米ꎬ 架设电缆 ２ ４ 千米ꎬ 安装开关 ２ 台ꎬ 安装变压器

６３０ 千伏安ꎬ １０ 千伏线路 ０ ３５５ 千米ꎮ 为解决北区和南区 １４０、 １３０ 线路ꎬ 投建兰中 １５６
线路ꎬ 采用国内领先技术集成电缆ꎬ 架设电缆 ３６５０ 米ꎬ 新立 １５ 米钢管塔四级分解线路

负荷 ４０００ 千伏安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农网基建配网和城区配网 ３４ 项ꎬ 总投资 ２９５４ ２３ 万元ꎮ 农网配网与完善

化工程 ２６ 项、 投资 １９３９ ２３ 万元ꎬ 实际完成 １１９４ ３８ 万元ꎮ 基建项目 ３ 个ꎬ 建设新农村

电气化村 １２ 个ꎬ 包西铁路复线基建用电线路改造 ８ 个ꎬ 完善化工程 ３ 个ꎮ 青化寺架设

１０ 千伏线路 ４ ０４ 千米ꎬ 铺设电缆 ０ １１ 千米ꎬ 安装变压器、 配电箱 ２４８ 台ꎬ 无功补偿装

置 ３２ 台ꎮ 枣园镇裴庄、 李渠镇朱家沟等 １２ 个新农村电气村工程ꎬ 改造 １０ 千伏线路 ２ ７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线路 ２７ ３ 千米ꎬ 更换变压器 １７ 台ꎬ 容量 ２１００ 千伏安ꎬ 改造户表 １５３６
户ꎮ 配铁路基建工程ꎬ 农村电网供电的 ８ 条线路改造ꎬ １０ 千伏线路 ５０ １２ 千米ꎬ 安装开

关 １３ 台ꎮ 完善工程 ０ ４ 千伏线路 ２ ７ 千米ꎬ 更换变压器 ２１ 台ꎬ 容量 ２４５０ 千伏安ꎬ 台、
区配电箱 ２２０ 台ꎮ 城区配网项目 ８ 项ꎬ 投资 １５５６ 万元ꎬ 完成 １３３４ ０１ 万元ꎮ 建设改造 １０
千伏架空线路 ２５ ２８ 千米ꎬ 铺设 １０ 千伏电缆线路 ３ ６７ 千米ꎬ 安装柱上开关 ６ 台ꎬ 接地

保护开关 ３０ 台ꎬ 更换配变区熔断器 ６０ 组ꎬ 隔离开关 ４０ 组ꎬ １０ 千伏电缆分支箱 ３ 台ꎬ
更换变压器 １３ 台ꎬ 容量 ４９４５ 千伏安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农网西部完善化工程投资 ５１５ ２１ 万元ꎬ 改造户表 ８２９ 户ꎬ 更换变压器 ３１
台、 配电箱 ７４ 台ꎬ １０ 千伏线路建设改造 ５ １ 千米、 ０ ４ 千伏线路 ３１ １７ 千米ꎮ 城网架设

１０ 千伏架空线路 １ ８６ 千米ꎬ 更换变压器 ２３ 台ꎬ 容量 ７９２５ 千伏安ꎬ 安装开关 １ 台ꎬ 综合

智能配电箱 ７０ 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新建改造 １０ 千伏线路 ６５ ７３ 千米ꎬ ０ ４ 千伏 ７２ ７６ 千米ꎬ 更换配电变压器

３７ 台ꎬ 安装配电箱 １４０ 台ꎬ 计量采集器 ３７５ 台ꎮ 项目投资 １３０９ ３６ 万元ꎮ 城区配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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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１０ 千伏架空线路 １５ ３４ 千米ꎬ 铺设 １０ 千伏电缆 １ １３ 千米ꎬ 安装综合智能配电箱 ５０
台ꎻ 更换变压器 １６ 台ꎬ 容量 ５７２０ 千伏安ꎮ

三、 企业管理

１９９２ 年ꎬ 电力局机构进行变动ꎬ 原职能部门由组变股ꎬ 为改善农村用电环境ꎬ 增设

农电总站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实行乡镇供电体制改革ꎬ 供电站和电管站合二为一ꎬ 城乡同网同价管理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建设投运 ＭＩＳ 系统ꎬ 采用全新图形终端技术ꎬ 自动化管理ꎬ 实行成本否

决ꎬ 计划审批ꎬ 供电所收费委派制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 市区电力局与延安供电局设计室签订关于成立中低压设计组协

议书ꎬ 市区电力局中低压设计组成立ꎬ 电力工程管理走向逐步规范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调整农电工绩效岗位薪点工资ꎬ 岗位薪点工资全部纳入月度绩效

考核ꎮ
四、 供电营销

(一) 电力营销与管理机构

１９９１ 年ꎬ 市区电力局设置 ３ 个班组ꎬ 姚店、 青化砭、 贯屯、 甘谷驿、 郊区、 南泥湾

供电站 ６ 个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增设蟠龙、 临镇、 城区供电站 ３ 个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下设客户服务中心ꎬ 李渠、 枣园、 麻洞川等站所 １０ 个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成立东关、 北关、 南关、 万花山、 冯庄供电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成立电费核算中心ꎬ 负责电费核算、 账务管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成立南区、 东

区、 城南、 城北、 城东供电站ꎬ 负责专变客户和大客户的集中管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机构改革ꎬ 营销下设城东、 城南、 城北、 东区和南区 ５ 个供电站ꎬ １５

个供电所由农电科直管ꎮ
(二) 营销服务

１９９４ 年ꎬ 推行农村分类综合用电价和农村生活照明最高限价专项治理ꎬ 整改低压线

路 １８０ 千米ꎬ 安装集装箱 ６４８ 个、 电度表 ７２４０ 块ꎬ １８０ 个村实现农村分类综合电价和农

村生活用电最高限价ꎬ 效果显著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市区电力局成立用电营业厅ꎬ 负责城区事故报修、 电费收缴、 查询、 报装

接电等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农村生活照明用电由 ０ ８~１ 元下降到每千瓦小时 ０ ５４５ 元ꎬ 实现电费回收

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成立 “张思德电力便民服务队”ꎬ 建成枣园供电所旅游景区示范窗口ꎬ 获

国家电网公司、 陕西省农电工作部 “农村供电营业规范服务示范窗口”ꎬ 做法和经验在

延安供电局 ３６ 个基层班推广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枣园、 杨家岭、 王家坪等 ７ 个革命旧址和景区引入国网标识ꎮ
(三) 科技应用

２０００ 年ꎬ 完成一户一表 ２ ４ 万户ꎬ 其中 ５０ 个台、 区 １０１８０ 户实现集抄ꎻ 建成配调

自动化系统及生产管理自动化系统 (ＭＩＳ)ꎻ 购买创富公司用电管理信息系统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为美化延安旅游环境ꎬ 由陕西省电力公司和延安市区电力局ꎬ 实施宝塔山点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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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 投资额 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与工商银行、 邮政储蓄业务连接ꎬ 部分电费由银行代

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建成 “电力客户服务支持系统”ꎬ 将业务扩报装、 计量管理、 电费抄核收

模块高度集成ꎮ 采用欣能 ２００ 系列抄表器ꎬ 降低错抄、 误抄的发生率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城区引

入自助收费机ꎬ 方便客户缴费、 查询用电信息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建成电费代收网点 ３０ 个ꎮ

第三节　 建材工业

一、 机砖生产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建材厂占地面积 ８ ５７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０ ８５ 万平方米ꎬ 生产机

砖 ３６５１ ４４ 万块ꎬ 产值 ５０４ 万元ꎬ 利税 ９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建材厂有职工 ４０８ 人ꎬ ３５０、
４５０ 型制砖机 ２ 套ꎬ ２０ 门轮窑 １ 座ꎬ ４０ 门轮窑 １ 座ꎬ 年产能力 ４５００ 万~５０００ 万块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建材厂生产机砖 ４１００ 万块ꎬ 产值 ５０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工业产值 ９９８ 万元ꎬ 利税 ２０４
万元ꎬ 产品除供应本市外ꎬ 远销子长、 永坪、 延川、 延长、 安塞、 志丹等地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生产机砖 ３４８５ 万块ꎬ １９９９ 年 ４４５１ 万块ꎬ ２０００ 年 ３２５４ 万块ꎬ ２００４ 年 ６６３０ 万块ꎬ ２００５
年 ４６１３ 万块ꎮ ２００６ 年企业改制停产ꎮ

二、 水泥及制品

延安市水泥厂、 水泥制品厂、 延河水泥厂共占地面积 １６ ０７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１ ５６ 万平方米ꎬ 共有职工 ３７１ 人ꎬ 生产 ３２５ 号、 ４２５ 号、 ５２５ 号普通硅酸盐水泥ꎬ 生产

预应力空心楼板、 水泥电杆等品种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水泥厂生产水泥 １ ６３ 万吨ꎬ 实现

工业产值 ２４０ 万元ꎬ 水泥制品厂 ２６２ 万元、 延河水泥厂 ２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生产水泥 １ ９ 万

吨ꎬ １９９３ 年生产水泥 ３ 万吨ꎬ 水泥厂实现工业产值 ２８３ 万元、 水泥制品厂实现工业产值

１６３ 万元、 延河水泥厂实现工业产值 ７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生产水泥电杆 ４９００ 根ꎮ １９９５ 年

生产水泥 ２ ７ 万吨ꎬ 生产水泥电杆 ５４００ 根、 楼板 ３ ４ 万块ꎮ ２０００ 年生产水泥 １ ３９ 万吨ꎬ
２００１ 年生产水泥 １ １４ 万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治理区域内 “五小工业污染”ꎬ 水泥厂关闭ꎮ

第四节　 机械工业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农机修造厂生产机引三犁开沟器、 拖拉机拖车、 农用冲水枪、 砖瓦

厂制砖机等ꎬ 工业产值 ３２ １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改为延安市通用机械厂 (１９９７ 年地改

市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通用机械厂)ꎬ 占地面积 １４０６０ 平方米ꎬ 拥有各种机床 ６２ 台

(套)ꎬ 有职工 １７５ 人ꎬ 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３５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工业产值 ８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

６５１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２ 年增长 ４３ ４７％ꎬ 生产各类抽油机 １９８ 台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抽油机的设计采用国内新技术曲柄和双圆弧齿轮减速器ꎬ 生产二型、 三

型、 二型半、 小三型、 四型、 五型抽油机ꎮ 生产抽油机 ４１０ 台ꎬ 产值 １５０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ꎬ 生产抽油机 ７９８ 台ꎻ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 ６８７ 台ꎻ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ꎬ 生产抽油机 ２７１２
台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工业总产值 ３６７９ ５ 万元ꎬ 产品销售税金 １５５６ 万元ꎬ 利润 ９９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职工 ３１４ 人ꎬ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３８ 人ꎬ 具有大专学历以上人员 ５０ 人ꎮ
企业总资产 ３８１５ 万元ꎬ 其中固定资产 １２８４ 万元ꎬ 工业产值 １９６７ ２ 万元ꎬ 生产型抽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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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５ 台ꎬ 利税 １５２ ４ 万元ꎮ

第五节　 化学工业

１９８９ 年ꎬ 境内有延安市新华化工厂、 丰足火柴厂、 延安市化工厂、 延安市塑料厂、
延安市粘合剂厂 ５ 户化工企业ꎮ 有职工 ５７９ 人ꎬ 完成工业产值 ４６６ ７６ 万元ꎮ 固定资产原

值 １１０２ ９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有丰足火柴厂、 新华化工厂、 塑料厂、 化工厂、 粘合

剂厂 ５ 户化工企业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丰足火柴厂转产ꎬ 改建成纸箱厂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粘

合剂厂因产品市场销售不畅停产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新华化工厂因产品滞销停产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塑料厂产品竞争力不强ꎬ 销售不畅停产ꎮ ２００８ 年宝塔区化工厂改制为陕西北

方民爆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内有陕西北方民爆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化工企

业 １ 户ꎮ
一、 新华化工厂

１９８９ 年ꎬ 新华化工厂改建年生产 ２ 万吨复合肥生产线一条ꎬ 生产复合肥 １４８ 吨ꎬ 产

值 ５０ １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０ 年完成产值 ６３ 万元ꎻ １９９１ 年产值 １３６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１５ ８７％ꎻ
１９９２ 年生产复合肥 ６９０ 吨ꎬ 产值 ２３４ 万元ꎻ １９９３ 年产值 ７８６ 万元ꎬ 生产复混肥 ２５８１ 吨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新华总公司成立ꎬ 下设 ８ 个厂 (公司)ꎬ 科级建制ꎬ 分别为新华机械磷肥

厂、 新华复合肥厂、 新华服务公司、 新华综合公司、 新华化工厂、 新华修理厂、 物资配

件公司和新华甘草酸厂ꎬ 公司占地面积 ２５０００ 平方米ꎬ 有职工 ３２０ 人ꎬ 固定资产 ６８０ 万

元ꎮ １９９４ 年产值 ７３１ ７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产值 １３２７ ６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６ 年产值 １２０２ ０４ 万元ꎬ
１９９７ 年产值 ７０１ ９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８ 年产值 ７０４ ９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停产ꎮ

二、 宝塔区化工厂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化工厂有职工 ９２ 人ꎬ 生产铵油炸药 １４０３ 吨ꎬ 总值 １５３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增长 ３ ３ 倍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建成年产 ３０００ 吨铵锑炸药生产线ꎬ 生产炸药 ２１２６ 吨ꎬ 产

值 ２３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产值 ３２６ 万元ꎬ 生产炸药 ２８９１ 吨ꎬ 产量比 １９９２ 年增加 ７６５ 吨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改称为宝塔区化工厂ꎮ ２０００ 年生产炸药 １０４３ 吨ꎬ ２００１ 年 ２６３２ 吨ꎬ ２００２
年 ４５８７ 吨ꎻ ２００５ 年ꎬ 生产炸药 ５１３２ 吨ꎬ 产值 ２５１２ ９０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２７４８ ５ 万元ꎬ 利

税 ４９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延化集团 (宝塔区化工厂) 参股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０５１ 实验

基地精细化工厂ꎬ 成立陕西北方民爆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ꎬ 建成年产 １ ２ 万吨的连续

化、 自动化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 ２ 条ꎬ 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生产乳化炸药 ６７７１
吨ꎬ 产值 ４４２８ ４０ 万元ꎬ 产品销售税金 ２８１ １０ 万元ꎮ

三、 宝塔区塑料厂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塑料厂占地面积 １ ５ 万平方米ꎬ 有职工 １０３ 人ꎬ 生产设备 １７ 台

(套)ꎬ 固定资产 ５９９ 万元ꎬ 生产聚乙烯农用塑料地膜和农膜ꎮ 农膜产品规格 １０００×０ ０６
毫米ꎬ 主要用于农作物栽培、 食品和各类产品包装ꎮ 地膜规格 ８００×０ ０１ 毫米ꎬ 可用于

－４０℃ ~８０℃的农作物覆盖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生产塑料产品 ４５０ 吨ꎬ 产值 ３４１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

分别增长 ２２％和 １１ ４％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生产塑料产值 ５０２ 万元ꎬ 产量 ６４８ 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生产

塑料制品 ７３３ 吨ꎬ 产值 ５７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产量 １０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改称为宝塔区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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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ꎮ １９９７ 年产量 ７９０ 吨ꎬ ２０００ 年 ４６３ 吨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０９ 吨ꎬ ２００５ 年 ３８ 吨ꎮ ２００６ 年停产ꎮ
四、 宝塔区粘合剂厂

宝塔区粘合剂厂ꎬ 以聚醋酸乙烯乳液为主要原料ꎬ 应用科学配方和独特工艺制作白

乳胶ꎬ 产品质量达 ＧＢ１１１７８－１９８９ 国家标准ꎬ 产品有较强耐热性、 耐水性、 防冻性和防

污染等性能ꎬ 主要产品聚醋酸乙烯乳胶、 ＶＡＥ 白乳胶、 ＲＣ－９１９ 聚乙烯塑料膜胶两大系

列 １０ 个规格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产量达 ２００ 吨ꎬ 产值 １００ 万元ꎬ 实现利税 ５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因

产品市场销售不畅停产ꎮ

第六节　 纺织工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地毯厂生产地毯 ２５７５ ５５ 平方米ꎬ 比 １９８９ 年的 ３０４４ ５６ 平方米减少

４６９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生产毛毯 ２５８４ 平方米ꎬ 产值 ７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 ３００２ 平方米ꎬ 产值

９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产值 ３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产值 １４５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８８ 万元ꎬ 利税 ９ ７０ 万

元ꎮ １９９７ 年停产ꎮ ２０１０ 年进行企业改制ꎬ 原企业注销ꎮ

第七节　 酿造工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酿造工业有酿造厂、 碘盐加工厂、 奶牛厂、 粮油加工厂和粮油综合

公司ꎮ 生产酱油、 食醋、 酱菜、 果酱、 糖醋蒜、 泡菜、 碘盐、 汽奶、 冰冻果汁、 冷冻食

品ꎬ 加工米、 面、 植物油、 挂面、 各种糕点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无酿造工业ꎮ
一、 酿造厂

１９９０ 年生产酱油、 食醋、 酱菜等 １０ 多个品种ꎬ 工业产值 ５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４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４５ 万元ꎬ １９９３ 年 ４１ 万元ꎬ １９９４ 年 ３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后产量下降ꎬ 处于半停产状

态ꎮ ２００３ 年后ꎬ 因城市道路加宽改造ꎬ 厂房整体拆迁ꎬ 停止生产ꎮ
二、 碘盐加工厂

１９９０ 年产值 ３７ 万元ꎬ １９９１ 年 ４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２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３ 年 ６９ 万元ꎬ １９９４ 年

７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因省市统一碘盐生产ꎬ 延安市碘盐加工停产ꎮ 延安市奶牛场ꎬ 奶制饮

料品种有健宝乐、 延青汽奶、 冰冻果汁、 冷冻食品等 ８ 个品种ꎮ １９９０ 年实现工业产值

３３ １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３ 年 ３４ ４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停产ꎮ
三、 粮油加工厂、 粮油综合公司

１９９０ 年ꎬ 加工品种有小米、 面粉、 荞麦面、 植物油、 挂面、 各种糕点等ꎬ 实现工业

产值 ７８０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８６４ 万元ꎬ 税金 １２ 万元ꎬ 利润 ５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产值 １００４ 万

元ꎮ ２０００ 年停产ꎬ 原厂区改造为轻工产品批发市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因粮食企业改制ꎬ 原企

业注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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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第八节　 印刷造纸工业

一、 印刷

１９８９ 年由延安地方国营印刷厂改为延安市印刷厂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印刷厂有职工 ２２０ 人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２４ 万元ꎬ 资产净值 ９１ 万元ꎬ

年生产 １８０００ 对开色令和 １５０００ 令印刷品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实现产值 １５２ 万元ꎬ 较上年 １０６ 万

元增加 ４３ ４％ꎬ 工业净产值 ７７ 万元ꎮ 产品销售收入 １７９ 万元ꎬ 产品销售税金 ２３ 万元ꎬ
产品销售利润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产值 １６５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１９８ 万元ꎬ 利税 ３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产值 ２８０ ５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５５ ２４ 万元ꎬ 利税合计为－３１ ３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实行法人

代表租赁经营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进行股份合作改造ꎬ 成立宝塔区印刷实业公司ꎬ 有在册职

工 ２４２ 人ꎬ 占地面积 ３８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３３００ 平方米ꎬ 资产评估为 ４７５ 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后停产ꎬ 转为房地产开发ꎬ 兴建中际大厦ꎬ 主要经营酒店及租赁业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印刷实业公司上市拍卖ꎮ

二、 造纸

延安市振华造纸厂 １９８７ 年生产防水油膏ꎬ 产值 １ ８９ 万元ꎬ １９８９ 年 ２ ５６ 万元ꎬ １９９０
年 ３ １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造纸车间向外承包ꎬ 生产卫生纸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卫生纸产量

１８０ 吨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４８ 吨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１３ 吨ꎬ ２００３ 年 １６８ 吨ꎮ ２００４ 年在原厂址修建农贸市

场ꎬ 企业停产ꎮ
三、 纸制品

１９９３ 年ꎬ 将延安市丰足火柴厂改建为延安市纸箱厂ꎬ 占地面积 ９０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

面积 ４５００ 平方米ꎬ 有职工 ２２９ 人ꎬ 固定资产值 ２０１ 万元ꎬ 以生产纸质包装箱为主ꎮ １９９４
年生产纸质包装箱 １５ 万平方米ꎬ １９９８ 年生产纸质包装箱 ７１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投资

４０ 万元扩建工房 １５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投资 ３００ 万元ꎬ 建成一条年产能 ７００ 万平方米的三层瓦楞纸板生产线ꎬ 生

产工艺由泡花碱改为玉米淀粉胶ꎬ 两片成型为一片成型ꎮ 产品有烟箱、 炸药箱、 纸盒、
纸袋、 各种蔬菜、 苹果、 食品箱 ８ 种ꎮ 是年生产纸质包装箱 １１５ ０２ 万平方米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完成产量 １８９ 万平方米ꎬ 产值 ９４０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５６０ 万元ꎬ 利税 ４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纸箱厂企业改制ꎬ 组建宝塔区华昱纸制品有限责任公司ꎬ 在姚店工业园区

新建纸箱生产线项目ꎬ 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投产ꎬ 纸箱生产量 １６ ３ 万平方米ꎮ

第九节　 陶瓷工业

１９９０ 年ꎬ 新华陶瓷厂有职工 ３５５ 人ꎬ 占地面积 １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４１００ 平方

米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５５ ９０ 万元ꎬ 主要生产紫砂茶具和日用陶瓷ꎬ 耐火度达到 １１６０℃ꎮ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ꎬ 生产茶具和日用陶瓷 ７７ ６４ 万件ꎬ 产值 １０９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生产

３６ ９２ 万件ꎬ 产值 １３１ 万元ꎬ 实现利税 ２９ ６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产值 ２４０ 万元ꎬ 生产陶瓷 ５２
万件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生产陶瓷 ３０ ４９ 万件ꎬ 产值 ２５２ ２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开发多功能工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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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ꎬ 种类增加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生产总值 ６１６ ６４ 万元ꎬ 生产陶瓷 ６９ １ 万件ꎬ 利税 ３４ ８９ 万元ꎬ
产品远销甘肃、 青海、 新疆、 宁夏、 内蒙古、 山西等地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生产陶瓷 １５ 万件ꎬ
产值 １７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停产ꎮ ２０１０ 年因涉及桥沟鲁艺革命旧址改造ꎬ 新华陶瓷厂厂区整

体移交延安市文物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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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工业

第十一编　 油气工业

　 　 延长油气区是中国陆上最早认识和开发石油的地区ꎮ 东汉班固 «汉书地理志» 记

载: “高奴 (今延安东北)ꎬ 有洧水ꎬ 可燃ꎮ” 北宋沈括 «梦溪笔谈» 道 “鄜延境内有石

油ꎬ 旧说高奴县出脂水ꎬ 即此也”ꎬ 首次为 “石油” 命名ꎬ 并预测 “此物后必大行于

世”ꎮ
延长油气区的勘查工作始于 １９ 世纪末ꎮ 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ꎬ 试办延长石油

厂ꎮ 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ꎬ 机械顿钻钻出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ꎬ 同年 ９ 月建成中国

陆上第一座炼油房ꎬ 开创中国陆上石油开发炼制之先河ꎬ 填补中国民族工业一项空白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把陕北作为石油勘探的重点地

区ꎮ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年ꎬ 陕北地质勘探大队和延长油矿地质队对延安境内枣园、 延川、 杜甫

川、 延河湾、 青化砭、 姚店等地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钻探ꎬ 初步查明域内石油储量面积

约为 ２４０ 平方千米ꎬ 总储量约为 ４８４５ 万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地区从实际出发ꎬ 确立 “以资源为依托、 以市场为向导” 的

工业发展战略ꎬ 大力发展以石油、 电力、 煤炭、 卷烟四大主导产业为依托的工业经济ꎮ
延安市石油工业快速发展ꎬ 成为支撑全市经济的骨干ꎮ 延长油田采用滚动勘探开发与采

炼结合的方式ꎬ 逐步调整布井和开采方式ꎬ 试验和引进适合本油区地质特征的油层改造

手段ꎬ 形成延长特色的特低渗透油田开发技术ꎬ 实现低品位油田的高效开发ꎮ 针对低渗

透、 低压力、 低产量的 “三低”ꎬ 用 “三简” (简易的钻井技术、 开采方式、 集输模式)
克 “三低”ꎬ 依靠 “顿旋钻、 裸眼井、 捞油车”ꎬ 因地制宜ꎬ 实现低品位油田的持续开

发ꎻ 单井设罐、 汽车集输、 管道长输、 间歇抽油等一整套具有延长石油特色工艺取得良

好经济效益ꎻ 油层改造工艺经历了油井爆炸、 清水压裂、 清水加砂压裂、 冻胶压裂等发

展阶段ꎮ １９８５ 年起ꎬ 先后吸收、 引进国内外勘探、 开发技术数百项ꎬ 开发水平与国内其

他油气田达到同步ꎮ 自延长石油厂创建之后ꎬ 机构多次更迭ꎬ 先后称延长石油官厂、 延

长油矿、 延长油矿管理局、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延长石油集

团) 等名称ꎮ 经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５ 年两次重组后的延长石油集团下设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

司、 炼化公司、 销售公司、 管道运输公司和财务中心等ꎬ 实行以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科学管理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长石油集团排名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８７ 位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石油集团在宝塔区内有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油田股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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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管道运输公司和油气勘探公司 ３ 个子公司ꎬ 其中ꎬ 油田股份公司下设 ２３ 个采油

厂、 ３ 个勘探开发指挥部、 ６ 个辅助生产单位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连续 ５ 年保持上缴财政税

费全省第一和全国地方企业前列ꎮ

第一章　 油气机构

第一节　 管理机构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石油管理机构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ꎬ 始称延长石油厂ꎬ 之后机构多次更迭ꎬ 先后称延长石油厂、 延长石油官厂、 军

工五厂、 兵工十三厂、 延长油矿等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地委、 行署将延安地区石化局与延长油矿合并为延安地区石油

化学工业局、 延长油矿管理局ꎬ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经国务院经济贸易委员会、 计划委员会等 ６ 部委审批ꎬ 延长油矿管理

局成为全国大型一档企业ꎮ １１ 月ꎬ 延安地委、 行署撤销延安地区石油化学工业局ꎬ 成立

延安地区石油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和延长油矿管理局ꎬ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中共陕西省委、 省政府将延长油矿管理局、 延安炼油厂实业集团公

司、 榆林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合并组建成立陕西省延长石油工业集团公司 (简称延长

石油工业集团公司)ꎬ 为省政府直属国有企业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中共陕西省委、 省政府对陕北地方石油企业再次进行重组ꎮ 延长石油

工业集团公司及其所属的延长油矿管理局、 延炼实业集团公司、 榆林炼油厂等 ６ 家企

业ꎬ 与延安、 榆林 ２ 市 １４ 个县区石油钻采公司通过整合ꎬ 重组为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延长石油集团)ꎬ 与延长油矿管理局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为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国有独资企业ꎮ 下设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油

田公司)、 炼化公司、 管道运输公司、 销售公司和财务中心等管理部门ꎮ 其中ꎬ 宝塔区

内有油田股份公司、 管道运输公司和油气勘探公司 ３ 个子公司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长石油集团

排名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８７ 位ꎮ
宝塔区石油钻前工作办公室　 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ꎬ 编制 １２ 人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共

有人员 ２３ 人ꎬ 超编 ６ 人ꎮ 内设井场建设审批科、 井场道路绿化科、 办公室等 ３ 个科室ꎮ
主要职能是为驻区石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服务ꎻ 拟定石油勘探年度发展规划ꎬ 根据规划

和各石油企业的申请ꎬ 勘察和审批井场ꎻ 并会同石油企业和油区乡镇、 村组及区石油钻

前相关部门确定井位ꎬ 清点地面附着物、 测算工程、 签订施工合同ꎬ 监督工程质量ꎬ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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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工程进度ꎬ 保证井场平修任务按时完成ꎻ 对全区的井场道路绿化工作本着 “谁破坏、
谁治理” 的原则ꎬ 由石油企业出资ꎬ 区钻前办组织实施和验收ꎻ 协调解决各石油生产企

业在油气勘探开发与生产过程中同油区群众的各类纠纷和问题ꎮ

第二节　 油气企业

一、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所属 ８ 个原油生产单位及相关辅助生产单位和延安、
榆林 ２ 市 １４ 个钻采公司重组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油田公司)ꎮ 基地位于

延川县永坪镇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机关迁至延安市宝塔区李渠

镇崖里坪基地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迁入延长石油枣园办公基地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油田公司下设 ２３ 个采油厂、 ３ 个勘探开发指挥部、 ６ 个辅助生产单位、

２３ 个职能部门ꎬ 从业人员 ６ ２ 万人ꎮ 其中ꎬ 宝塔区内有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单位

１１ 个ꎮ 资产总额 ７００ 亿元ꎬ 拥有资源面积 ５ ５８ 万平方千米ꎬ 探明地质储量 １７ 亿吨ꎮ
(一)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石油机械制造厂

１９３７ 年始建ꎬ 前身是由原山西太原兵工厂派来的几名技工组成的 “维修作坊”ꎮ
１９５４ 年成为延长油矿机电车间ꎬ 主要从事机床、 钻机、 汽车、 炼化设备的修理业务ꎮ
１９８７ 年更名为延长油矿管理局机修厂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机修厂生产的抽油机系列产品获得 “投产技术鉴定合格证

书”ꎬ 取得进入市场的资质ꎮ ２００３ 年研制、 开发、 生产出抽油泵系列产品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抽

油机、 抽油泵系列产品获得国家质监总局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ꎮ 主要产品有

Ⅲ、 Ⅳ、 Ⅴ、 Ⅵ、 Ⅷ、 Ⅹ型抽油机、 弯梁变距、 下偏杠铃等节能型抽油机ꎬ 整筒式、 组

合式、 斜井式抽油泵ꎬ 车拉油罐等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机修厂更名为延长油田股

份有限公司石油机械制造厂ꎮ ２００７ 年生产抽油机 １２５０ 台ꎮ ２０１０ 年具备年生产抽油机

１３００ 台ꎬ 抽油泵 ２０００ 套的能力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石油机械制造厂有员工 ２４８ 人ꎬ 厂行政下设 １０ 个科室和 ３ 个生产

车间ꎬ ４ 个党支部以及纪检、 工会等部门ꎬ 共有资产 １２７８２ 万元ꎬ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１４３９
万元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３４０５ 万元ꎬ 其中房屋、 建筑物 １２６３ 万元ꎬ 机器设备 １３３２ 万元ꎬ 运

输工具 ４４９ 万元ꎮ
(二)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青化砭采油厂

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东北 ３４ 千米处的青化砭镇ꎬ 地跨青化砭和蟠龙 ２ 个镇ꎮ 辖区域面

积 ５８４ ３３ 平方千米ꎮ １９５０ 年始探ꎬ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成立青化砭综合车间ꎬ １９６７ 年投入开

发ꎮ １９７３ 年成立青化砭油田ꎬ １９８６ 年更名为青化砭油矿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改称为青化砭

采油厂ꎮ 下辖姚店油田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成立姚店探区试采领导小组ꎬ １９９０ 年升格为

处级单位) 和丰富川油田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成立丰富川试采指挥部)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青化砭采油厂下设 １０ 个生产及辅助单位、 ２１ 个职能科室及 ５ 个副

科级二级单位ꎮ 有员工 ２７３９ 人ꎬ 其中正式职工 １３１０ 人ꎬ 聘用工 １４２９ 人ꎻ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１４ 人ꎬ 高级职称 ２９ 人ꎮ 累计探明含油面积 ２８９ ８ 平方千米ꎬ 探明地质储量 １１２０９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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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ꎬ 动用储量 ７２９９ １５ 万吨ꎮ 共有油井总数 ７８２５ 口ꎬ 其中采油井 ６４１２ 口ꎬ 开井 ６１９９
口ꎬ 累计生产原油 ６３３ ３ 万吨ꎮ 注水井 ５３９ 口ꎬ 开井 ４５０ 口ꎬ 水井利用率 ８１％ꎮ 受益油

井 １９８５ 口ꎮ
(三)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甘谷驿采油厂

地处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以东 １ ５ 千米处ꎬ 地跨延安市宝塔区与延长县 ５ 个乡镇ꎮ
始探于 １９５３ 年ꎬ 发现于 １９７０ 年ꎬ １９７４ 年成立延长油矿甘谷驿试采指挥部ꎬ 并开始试

采ꎬ １９７５ 年改称延长油矿甘谷驿油田后正式投入开发ꎮ １９８６ 年ꎬ 更名为延长油矿管理

局甘谷驿油矿ꎬ 县级建制ꎮ 甘谷驿采油厂主力油层开采为长 ６ 油层ꎮ 探明地质储量面积

１８１ ５ 平方千米ꎬ 探明地质储量 ８８４６ ０６ 万吨ꎻ 控制储量面积 ４２ 平方千米ꎬ 控制储量

１５４０ 万吨ꎮ １９９１ 年原油产量率先在延长油田突破 １０ 万吨大关ꎬ ２００４ 年产量突破 ２６ 万

吨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改称为甘谷驿采油厂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甘谷驿采油厂下设 ９ 个生产单位ꎬ ２１ 个职能科室ꎬ 在册职工 １３０６

人ꎬ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３４３ 人ꎬ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２９１ 人ꎮ 有生产井 ４３２６ 口ꎬ 注水井

２５１ 口ꎬ 各类设备 ５６９５ 台 (套)ꎬ 机动车辆 ３５５ 部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２７ ８４ 亿元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甘谷驿采油厂连续 ６ 年实现稳产ꎬ 累计生产原油 ４２１ ７９ 万吨ꎮ

(四)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南泥湾采油厂

位于宝塔区松树林乡ꎬ 油区横跨宝塔区 ９ 个乡镇ꎮ 油田开发主要层位为长 ２、 长 ４＋
５、 长 ６ 等油层组ꎮ 资源总面积 １６６０ 平方千米ꎬ 其中矿区面积 １４６０ 平方千米ꎬ 累计探明

地质储量 ８１６３ ３ 万吨ꎬ 控制储量 ４１４０ 万吨ꎬ 探明含油面积 １６０ ４５ 平方千米ꎬ 控制含油

面积 １２０ ５５ 平方千米ꎬ 已动用含油面积 ２０１ ９ 平方千米ꎬ 尚未动用含油面积 ７９ １ 平方

千米ꎻ 有油井 ６０３２ 口ꎬ 生产井 ５６１６ 口ꎬ 其中注水井 １２０ 口ꎮ
采油厂前身为 １９８７ 年成立的延长油矿管理局玉皇庙钻采公司ꎮ １９９０ 年改称为延长

油矿管理局南泥湾钻采公司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更名为延长油矿管理局南泥湾钻采总公司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更名为南泥湾采油厂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按照集团公司、 油田公司的安排ꎬ 对宝塔

区建设煤矿进行了整体接交整合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南泥湾采油厂设办公室、 计划科、 生产运行科等 １９ 个机关部门ꎬ

设纪委 (与监察室合署办公)、 工会 (女职工委员会设在工会)、 团委ꎬ ７ 个原油生产单

位ꎬ ７ 个辅助生产单位ꎬ ２ 个后勤服务单位ꎮ 党委设 １２ 个党支部ꎮ 在册人员 ２１１５ 人ꎬ 在

岗人员 ２８１９ 人ꎮ 累计生产原油 ５８５ 万吨ꎬ 资产总额 ２７ ９６ 亿元ꎻ 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５ ２７ 亿元ꎬ 利税总额 ４１ ３１ 亿元ꎬ 上缴财政 ４３ ４２ 亿元ꎬ 其中上缴地方财政 ２６ ５８
亿元ꎮ

(五)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川口采油厂

位于宝塔区东南 ７ 千米的川口乡ꎬ 油田分布在川口、 碾庄、 桥沟、 李渠、 柳林等乡

镇ꎮ １９８５ 年始探ꎬ １９８６ 年发现ꎬ １９９２ 年成立川口试油队ꎮ 川口油田主力开采油层为长 ６
油层ꎮ 资源面积为 ２０３ 平方千米ꎬ 占延安市面积比例 ５ ７％ꎬ 探明地质储量 ７００４ ２３
万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成立川口试采大队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ꎬ 成立延长油矿管理局川口采油厂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改称为川口采油厂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采油厂设置机关科室 １９ 个ꎬ 原油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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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个ꎬ 辅助生产单位 ７ 个ꎬ 后勤服务单位 １ 个ꎮ 有员工 ２１２４ 人ꎬ 其中正式职工 ９１３ 人ꎮ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３１２ 人ꎬ 各类车辆 ４０５ 辆ꎻ 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３６ ７９ 亿元ꎬ 负债

１６ １７ 亿元ꎮ 共有采油井 ４４２０ 口ꎬ 注水井 ２５５ 口ꎬ 受益油井 １１８５ 口ꎬ 产油 ３６８１８８ 吨ꎮ
累计生产原油 ４６３ ４４ 万吨ꎬ 上缴利税费 ２２７４ ０３ 万元ꎮ

(六)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蟠龙采油厂

位于延安市宝塔区以东约 ５０ 千米的蟠龙镇ꎬ 油田地处贯屯乡、 梁村乡、 蟠龙 ３ 乡镇

内ꎮ 始探于 １９５２ 年ꎬ １９８６ 年钻探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成立延长油矿管理局蟠龙勘探开

发指挥部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改称为蟠龙采油厂ꎮ 蟠龙采油厂主要开发层位为长 ２、 长 ４＋５、
长 ６ 油层ꎬ 资源面积 ４２５ 平方千米ꎬ 探明含油面积 ５６ ８１ 平方千米ꎬ 探明储量 ２２３９ ４８
万吨ꎬ 控制含油面积 １０ 平方千米ꎬ 控制储量 ２００ 万吨ꎮ 有油井总数 １１９３ 口ꎮ 至 ２０１０ 年

底ꎬ 蟠龙采油厂下设 ７ 个生产单位 (采油大队、 井下作业大队、 修井队、 原油集输站、
注水大队、 机修车间、 供电车间)ꎬ １３ 个职能科室ꎮ 有职工 １１６３ 名ꎬ 其中正式职工 ２６７
名ꎬ 雇用职工 ８９６ 名ꎻ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９３ 名ꎮ 拥有生产能力为 ８ ５ 万吨 /年ꎬ 固定资

产 １４ ７２ 亿元ꎬ 负债 １２ ０７ 亿元ꎻ 累计生产原油 ６９ ５０１３ 万吨ꎬ 累计上缴利税费 １ ０６
亿元ꎮ

(七)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南区采油厂

位于宝塔区南十里铺ꎬ 油田分布在宝塔区、 甘泉县域内ꎮ 前身为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成立的

南区勘探开发指挥部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撤部建厂ꎬ 更名为南区采油厂ꎮ 下设劳山采油大队、
柳林采油大队、 井下作业大队、 试油队、 注水大队等 ５ 个生产及辅助单位和 １２ 个职能科

室ꎮ 有职工 ８３１ 人ꎬ 其中正式工 ４０２ 人ꎬ 聘用合同工 ４２９ 人ꎬ 大专以上学历 ２０８ 人ꎬ 具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３３ 人ꎮ 拥有总资产 １３ ６６ 亿元ꎬ 其中固定资产 １３ １２ 亿元ꎮ
该厂于 ２００７ 年试采ꎬ ２００８ 年在万 ８０ 井发现长 ８ 油层ꎬ 当年生产原油 ５ 万吨ꎮ ２００９

年开发生产原油 ９１０００ 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油田占有资源面积 １３５０ 平方千米ꎬ 累计探明

含油面积 ７ ２７ 平方千米ꎬ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３０２ ６０ 万吨ꎬ 勘探开发面积 ５５ 平方千米ꎬ
控制石油地质储量 ２２７ ５０ 万吨ꎬ 动用储量 １８８ ８０ 万吨ꎬ 累计完成探井 １３０ 口ꎻ 共有油

水井 １１８５ 口ꎬ 注水井 ８８ 口ꎮ 年产原油 １２ 万吨ꎬ 累计生产原油 ２９ ９４ 万吨ꎬ 累计上缴税

费 ２ １９ 亿元ꎮ
(八)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工程公司

该公司是集测井、 固井、 射孔、 压裂为一体的专业化工程施工队伍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由原管理局直属单位测井站、 固井队、 压裂队 ３ 个机构合并组建延长油矿管理局油田开

发工程公司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改称为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工程公司 (部)ꎮ 生产基

地位于宝塔区李渠镇崖里坪 ２０１ 国道南侧ꎬ 占地面积 ４２９３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２０６２８ １２
平方米ꎮ 作业区域地处黄土高原腹地ꎬ 作业范围分布在陕西、 甘肃和内蒙古等地ꎬ 主要

分布在延安市和榆林市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公司下设测井、 固井、 压裂、 特种车辆修理车间 ４ 个基本生产单位及

办公室、 生产计划科、 井下作业工程研究所、 人力资源科等 １５ 个职能科室ꎮ 有正式职

工 ６８８ 名ꎬ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２７３ 名ꎬ 工程技术人员 １２３ 名ꎮ 拥有数控测射装备 １５ 套、
固井机组 ９ 套、 压裂机组 ９ 套及辅助配套设施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４ ７ 亿元ꎮ 年压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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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 井次以上ꎬ 测井能力 １７００ 口以上ꎬ 射孔能力 １０００ 口以上ꎬ 固井能力 １６００ 口以上ꎮ
测井解释符合率: 生产井可达 ９０％以上ꎬ 探井可达 ８０％以上ꎮ 固井质量合格率保持在

９９％以上ꎬ 优质率在 ５５％以上ꎮ
(九) 延长油田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９９３ 年ꎬ 成立延长油矿管理局房地产开发公司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ꎬ 丰源实业总公司成立

后ꎬ 划归丰源实业总公司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集团公司重组后ꎬ 更名为延长油田房地产开发公

司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房地产开发公司划归油田公司直接管理ꎬ 为油田公司下属的全资子

公司ꎬ 正处级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原丰源实业总公司管理的延安石油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划

归房地产开发公司管理ꎮ 公司具有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ꎬ 注册资金 １ 亿元ꎮ 驻地位于延

安市百米大道三期 ２１０ 国道旁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设有综合部、 市场开发营销部、 工程技术部、 预决算审计部、 财务

部、 生产运行部 ６ 个管理部门ꎬ １ 个独立法人单位: 延安石油建筑安装工程公司ꎮ 有员

工 １６０ 人ꎬ 其中正式员工 ５８ 人ꎬ 聘用员工 １０２ 人ꎮ 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 ７２ 亿元ꎬ 其中流

动资产 ２ ６９ 亿元ꎬ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７４ ４４ 万元ꎬ 无形资产 １４５ ７７ 万元ꎬ 负债总额为 ２ ５１
亿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计划投资 ２５ ７０ 亿元ꎬ 建筑面积 ９７ ９４ 万平方米ꎬ 完成计划投资

８ ３０ 亿元ꎮ
(十) 延长油田丰源实业总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原名为延长油矿管理局丰源实业总公司ꎬ ２００５ 年重组后

更名为延长油田丰源实业总公司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由延川县永坪矿区迁至宝塔区姚店镇经

济技术开发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公司下设 １０ 个职能管理部门ꎬ １６ 个生产经营单位ꎬ 有员

工 １１４８ 人ꎬ 其中正式员工 ２３９ 人ꎬ 聘用专业技术人员及家属员工 ９０９ 人ꎻ 拥有固定资产

１ ３４ 亿元ꎮ
２０００ 年成立之初ꎬ 丰源公司主要负责延长油矿管理局原油运输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初ꎬ

随着原油管道的全面投运ꎬ 业务逐渐转变为经营油田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石英压裂砂

生产销售、 服装加工与销售、 石油物资材料经营、 成品油销售、 油气装卸、 物流配送、
物业管理服务等业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经营收入 ２０ ５０ 亿元ꎬ 实现利润 ４１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 ３ 年累计实现经营收入 ４０ 亿元ꎮ

(十一) 陕西延长石油钻井工程有限公司 (简称钻井公司)
公司是经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批准ꎬ 由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绝对

控股ꎬ 联合陕北地区资金实力雄厚、 技术装备先进的 ２９ 家股东共同出资组建的混合所

有制股份企业ꎮ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股东共拥有钻机 ３４８ 部ꎬ 注册资本 １ 亿元ꎬ 其

中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１００ 万元ꎬ 其他民营钻井企业出资 ４９００ 万元ꎮ 注册地为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ꎮ
公司下设综合部、 财务资产部、 经营管理部、 生产运行部、 工程技术部、 物资供应

部、 市场开发部、 安全运行部 ８ 个部门ꎮ 设立永坪、 靖边 ２ 个成品油销售办事处和延安

东部、 延安西部、 榆林、 勘探公司、 山西煤层气、 吐哈油田、 吉林油田 ７ 个项目组以及

安塞园区、 定边工业区、 柳林加油站 ３ 个筹备小组ꎮ 有职工 １８０ 人ꎬ 其中正式工 ６２ 人、
借调 １０ 人、 聘用工 １０８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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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工业

钻井公司主营钻井工程业务ꎬ 兼顾固井、 钻井技术服务、 设备维修、 物资购销等钻

井工程配套服务ꎮ ２００９ 年完成营业收入 ５１ ７７ 亿元ꎬ 钻井 １０５９４ 口ꎬ 进尺 １５２８ 万米ꎬ
实现利润 １５３４ 万元ꎬ 形成固定资产 ３８７ ２６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６３ ９９ 亿元ꎬ 实

现利润 ２９２９ 万元ꎬ 全年钻井 ９７９２ 口ꎬ 进尺 １４９４ 万米ꎬ 井身质量合格率和固井质量合格

率分别为 ９８ ９％和 ９９ ４％ꎮ
二、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管道运输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管道运输公司 (以下简称管道

运输公司) 成立ꎬ 下设 １７ 个机关职能处室ꎬ ５ 个专业化输油处ꎮ 主要负责集团内部油品

管输、 原油外购和管道建设等工作ꎮ 位于宝塔区延长石油枣园办公基地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公司有原油、 成品油输送管道 １５ 条 (含定—靖原油管道复线)ꎮ 管道途

经榆林、 延安、 铜川、 咸阳、 西安 ５ 市 ２４ 个县 (区)ꎬ 全长 １５００ 多千米ꎮ 年管输原油

规模为 １３８５ 万吨ꎬ 管输成品油规模为 ７５０ 万吨ꎮ 成为西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化

管输公司ꎮ 有从业人员 １６５８ 人ꎮ
三、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油气勘探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由石油勘探事业部、 天然气勘探开发事业部、 地质化验室、 钻

井公司筹备小组重组成立油气勘探公司ꎬ 为集团公司核心板块之一ꎮ 成立之初基地位于

宝塔区七里铺大街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迁入延长石油枣园办公基地ꎮ 油气勘探公司下

设 １４ 个机关职能部门、 ４ 个生产单位和 １ 个 ＬＮＧ 项目建设指挥部ꎮ 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

勘探开发业务ꎬ 负责集团公司陕北地区天然气勘探、 省内外新区块油气勘探ꎮ 至 ２０１０ 年

底ꎬ 在陕西、 内蒙古、 宁夏、 甘肃等 １２ 个省区 １３ 个盆地登记石油天然气勘查面积

８５３１２ 平方千米ꎬ 其中省内 １０３０１ ９５ 平方千米ꎬ 主要分布在延安、 榆林两市ꎻ 省外

７５０１０ 平方千米ꎬ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 甘肃等地ꎮ 天然气产能 ６ ０７ 亿立方米ꎬ 形成延气

２ 井区和延 １２８ 井区 ２ 个天然气先导性试验区ꎮ 有正式职工 １２０６ 人ꎮ
四、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

厂部位于宝塔区河庄坪镇ꎬ 距宝塔城区 １０ 千米ꎮ 矿权范围横跨陕、 晋 ２ 市 ２０ 县ꎬ
总面积 ２ ９ 万平方千米ꎮ 累计探明含油面积 １１７６ ６５ 平方千米ꎬ 动用地质储量 ５ ５８
亿吨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成立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第一分指挥部ꎬ １９７１ 年开始勘探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 改称为长庆油田会战指挥部第一试采指挥部ꎮ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ꎬ 改称为长庆油田会战指

挥部第一勘探开发指挥部ꎮ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ꎬ 更名为长庆石油勘探局勘探开发公司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ꎬ 改称为长庆石油勘探局开发公司ꎮ １９９０ 年改称为长庆石油勘探局第一采油厂ꎬ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更名为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ꎮ 下设直属单位 ２０ 个ꎬ 机关科室及附

属部门 ２２ 个ꎬ 用工总量 ６８００ 余人ꎬ 有 ９５００ 余口油水井ꎬ ３６０ 多个站点ꎬ 固定资产原值

达到 ３６９ ９ 亿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采油厂全面注水开发ꎬ 年产能 １０ 万吨ꎬ １９９７ 年产量突破百万吨大关ꎮ

２００４ 年年产能达到 ２００ 万吨ꎬ ２０１０ 年产能跨越 ３００ 万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累计生产原油

３１００ 余万吨ꎮ
长庆第一采油厂经过 ３０ 余年的开发与探索ꎬ 形成一套国内领先的特低渗透油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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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技术体系ꎬ 创新了多项先进管理方法ꎮ 先后获得各类科技、 管理创新成果 １０００ 余项ꎬ
获 “中华环境友好企业”、 中国石油、 石化系统首家 “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全
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模范职工之家” “中国文化管理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内采油厂石油开采数据统计表
　 表 １１－１－１

年份

青化砭采油厂 姚店油田 丰富川油田 南泥湾采油厂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１９９０ ３０１ ０ ４０ ５２６ ７ ０１ — — １３６ １ ２０

１９９１ ３０１ ０ ４０ ６１４ ８ ２５ — — ２２２ １ ７０

１９９２ ３０１ ０ ３３ ７０９ ９ ５９ — — ２８８ ２ ２４

１９９３ ３０１ ０ ２６ ７５８ １０ ３８ — — ３８１ ３ ０２

１９９４ ３０１ ０ ２４ ８１６ １０ ２４ — — ４９５ ４ ５２

１９９５ ３０１ ０ ２５ ８５９ １０ ５１ — — ６３３ ６ １２

１９９６ ３０１ ０ ２３ ９０９ １０ ８７ — — ７６９ １０ ０２

１９９７ ３０１ ０ ２０ ９５７ １１ ０７ — — ９０２ １２ ０４

１９９８ ３０１ ０ ２２ １０１５ １２ ０８ — — １０８６ １４ ０２

１９９９ ３０１ ０ ２０ １１２９ １５ ７５ — — １２５０ １６ ０７

２０００ ３０１ ０ １９ １２４４ １８ ５０ ２８ ０ １０ １４４３ ２０ ６１

２００１ ３０１ ０ １７ １３９７ ２０ ８６ ５０ ０ ７１ １７０１ ２４ ０４

２００２ ３０１ ０ １８ １５４３ ２０ ７２ ３４８ ２ ４０ １９７６ ２６ ６２

２００３ ３０１ ０ １８ １５４３ ２０ ８０ １１８２ ３０ ００ ２２８２ ３１ ８５

２００４ ３０１ ０ １７ ２２０７ ２２ ６３ １３１１ ２６ ４３ ２６６９ ３４ ５１

２００５ ３０１ ０ １４ ２４９１ ３２ ９３ １２７６ １６ ９９ ３１６２ ４２ ７３

２００６ １５３ ０ ０７ ３３２２ ３５ ８９ １２９５ １４ ０４ ３７０７ ４３ ５８

２００７ １６０ ０ ０７ ４１４９ ３８ ００ １２９５ １２ ００ ４０９９ ４８ ３２

２００８ ３２ ０ ０３ ４６３８ ４０ ００ １２９８ ８ ００ ４４８６ ４９ ３０

２００９ ６３７３ ４６ ２０ — — — — — —

２０１０ ７８２５ ４５ ２０ — — — — ６０３２ ５８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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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工业

　 接上表

年份

甘谷驿采油厂 川口采油厂 长庆采油一厂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总井数
(个)

年产油
(万吨)

１９９０ １０６８ ９ ３０ — — １５６ ２９ ２４

１９９１ １１６５ １０ ００ — — ３５５ ３８ ３０

１９９２ １２６１ １０ ０２ — — ４０６ ４９ ３０

１９９３ １２８５ １０ ５２ — — ５１５ ５５ ８０

１９９４ １３７８ １０ ５８ — — ７０５ ５４ ９２

１９９５ １４５０ １０ ５１ — — ９８２ ６８ 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５１８ １０ ６２ — — １１９４ ９１ ０３

１９９７ １５６７ １１ ４４ ２５７ ６ ００ １３１１ １００ ３０

１９９８ １５８４ １２ ７０ ３５２ １０ ４０ １３３５ １０１ ０２

１９９９ １６９０ １４ ００ ４７３ １６ ００ １５１２ ９６ ２１

２０００ １７８１ １５ ０２ ６１０ １９ ００ １６３２ １０２ １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３７ １８ ０２ ７８９ ２０ ６０ ２０９４ １４０ ５０

２００２ ２１０９ ２０ ５０ ９２５ ２２ ００ ２３８３ １７０ 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１８６ ２１ ０２ １４５０ ３７ ００ ２４９８ １８４ ９１

２００４ ２５２１ ２６ ３０ ２２７４ ５２ ２０ ２７１５ １９３ ５０

２００５ ２７９３ ２６ ０４ ２７５３ ５２ ００ ２７１７ ２１２ ９７

２００６ ３０６３ ２６ ００ ３１８６ ５０ ３０ ２９３５ ２２８ ７９

２００７ ３３１７ ２６ ００ ３７０９ ５０ ００ ３２６８ ２４３ ５７

２００８ ３５７９ ２６ １２ ４０１４ ４５ ００ ３８９６ ２６６ ７３

２００９ — — — — ４３３６ ２９７ ７１

２０１０ ４１３４ ２６ ５０ ４４１７ ３６ ５２ ４９９７ ３０１ １０

　 说明: １ 姚店油田和丰富川油田为青化砭采油厂下辖油田ꎬ 表中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青化砭油田总井

数与年产量为 ３ 个油田之和ꎻ ２ 宝塔区内南区采油厂 ２００７ 年试采ꎬ 至 ２０１０ 年累计生产原油 ２９ ９４ 万

吨ꎮ 因其 ２０１０ 年建厂ꎬ 故表中未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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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油气勘探

第一节　 地质研究

延长石油勘探历史可追溯至 １８９５ 年德国人李希霍芬 (Ｆ Ｖ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对陕北地区

进行的石油调查ꎮ 之后ꎬ 美孚公司等几次进行地质调研得出陕北 “贫油” 的结论ꎮ １９２３
年ꎬ 地质学家王竹泉、 潘钟祥等完成 «陕北油田地质» 一文ꎬ 对 “三延” (延长、 延

川、 延安) 储油层进行了划分ꎬ 对勘探潜力进行早期评价ꎬ 向 “陕北贫油论” 提出挑

战ꎬ 为 “陆相生油” 理论奠定基础ꎮ 之后ꎬ 地质学家不断开展地面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

综合普查ꎬ 并进行钻井验证ꎬ 对延长组进行了早期的划分与评价ꎬ 探讨油藏分布特征及

油藏成因ꎬ 先后形成了 “构造鼻油藏说” “裂缝油藏说” “水驱油藏说” 等多种成藏理

论ꎬ 逐步认识了低渗油层孔隙出油的潜力ꎬ 提出了 “主攻孔隙出油区块、 兼顾裂缝油

藏” 的和岩性油藏概念ꎬ 并进一步发展为 “沉积环境控制油砂体分布” 的认识ꎮ 根据

“三角洲沉积体系控制了油气生成分布” 理论及划分的 ６ 个延长组大型三角洲沉积体系ꎬ
以有利的沉积相带为勘探方向ꎬ 通过钻探ꎬ 在延长、 延安、 安塞三角洲发现甘谷驿、 姚

店、 子长等油田ꎬ 使延长油田区域不断扩大ꎬ 地质储量逐步增加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长石油开展地质研究ꎬ 以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理论为指导ꎬ 建

立区域地层层序格架ꎻ 通过烃源岩及其有机质类型与丰度、 生烃能力、 排烃强度、 运移

通道、 储层圈闭条件及成岩作用等成藏条件ꎬ 探讨油气富集规律与油藏分布特征ꎬ 并对

区域油气生成与运移过程进行模拟研究ꎮ 在此基础上ꎬ 进行勘探有利区及勘探潜力预测

研究ꎬ 利用各种非地震物化探技术方法缩小勘探范围ꎮ 钻探取得突破后ꎬ 对区块开展沉

积相与沉积微相研究ꎬ 通过地层对比ꎬ 研究油藏构造特征ꎬ 进行油藏综合评价与储量计

算ꎬ 为开发方案的制定和开发部署提供依据ꎮ

第二节　 石油勘探

陕西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陕西北部延安、 榆林两地ꎮ ２０００ 多年前ꎬ 班固在 «汉书»
中就有关于延长一带有石油的记载ꎮ 延长石油初期的油气勘探工作主要按油苗露头钻

探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按构造、 裂缝钻探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 逐步开展沉积相研究寻

找砂体找油ꎬ 同时针对老油田勘探程度较高ꎬ 后备资源不足的局面ꎬ 围绕老油区主体及

周边区域进行扩边勘探ꎬ 寻找新的富集区块ꎬ 成为油田发展的主要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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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石油早期物化探技术用于地质普查ꎮ １９９４ 年起ꎬ 采用包含自然电位、 土壤测

氡、 伽马能谱、 高精度磁测及电阻率测深技术的综合物探方法ꎬ 以及包含吸附烃、 酸解

烃、 热解碳酸盐、 碳同位素、 紫外荧光及氧化还原指数等分析技术的综合化探方法在有

利沉积相带进行勘探ꎬ 克服了单一参数的多解性ꎬ 有效提高勘探成果的可靠性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定出 «油气勘探工作手册»ꎬ 规范勘探工作程序及技术要求ꎬ 完善钻探

程序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由国土资源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安排ꎬ 延长油矿开展区域油气资源评

价工作ꎬ 预测区域资源总量ꎬ 系统、 客观评价了油气资源潜力ꎬ 为国家和企业制定油气

资源战略、 勘探开发政策及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在地震和物化探异常区部署钻探井 ２２２ 口ꎬ 试油 １４８ 口ꎬ 有 ８４ 口探

井获得工业油流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共在 １ 万余平方千米面积内圈定各级异常区面积 ３０００
余平方千米ꎮ

一、 扩边

１９８５ 年在七里村最早开展扩边勘探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扩边勘探共圈定面积 ５５６ ５３ 平

方千米ꎬ 探明面积 ９４３ ９６ 平方千米ꎬ 控制面积 ４２８ ０３ 平方千米ꎬ 动用面积 ２３７ ８４ 平方

千米ꎬ 预计探明储量 ２１７１１ 万吨ꎬ 探明储量 ３６７５６ ４６ 万吨ꎬ 控制储量 １１６３６ ４ 万吨ꎬ 动

用储量 ９９２１ ５ 万吨ꎮ
二、 新区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延长油田新的富集区块不断发现ꎬ 油田面积、 石油储量持续扩大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油田先后发现 ５０ 多个含油区块ꎬ 累计圈定含油面积 １９４４ ６３ 平方千

米ꎬ 预测面积 ３１７ 平方千米ꎬ 控制面积 ４４１ ４３ 平方千米ꎬ 探明面积 ５５８ ９９ 平方千米ꎬ
动用面积 ２６ １ 平方千米ꎬ 预测储量 ２４６７４ ６５ 万吨ꎬ 石油地质储量 ２０３１４ ８６ 万吨ꎬ 石油

可采储量 ２５５８ ９８ 万吨ꎬ 控制储量 ３９２２ ５５ 万吨ꎬ 探明储量 ４２２９２ ２２ 万吨ꎮ
三、 新油层

１９９６ 年以前ꎬ 延长油田主要开采长 １、 长 ２、 长 ４＋５、 长 ６、 长 ８、 延 ７、 延 ８、 延 ９
油层ꎮ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年ꎬ 相继在英旺、 南泥湾、 永宁、 靖边油田发现长 ７ 油层ꎻ 子北、 杏

子川、 永宁、 定边、 南泥湾、 直罗、 西区、 吴起油田发现长 ９ 油层ꎻ 在杏子川、 定边、
直罗、 西区、 吴起油田发现长 １０ 油层ꎻ 在定边油田发现延 ４＋５、 延 ６、 延 １０ 油层ꎮ

四、 新油田

１９８９ 年之前延长油田开采有 １９ 个油田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相继发现开发了一些新油

田ꎬ 其中延安市宝塔区内有 ２ 个ꎬ 即丰富川油田和蟠龙油田ꎮ 丰富川油田: １９６０ 年始

探ꎬ ２０００ 年进行二次勘探ꎬ 同年发现并投入试采ꎬ ２００２ 年投入开发ꎮ 至 ２００４ 年底ꎬ 累

计探明含油面积 ４１ １０ 平方千米ꎬ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２０２９ 万吨ꎬ 溶解气地质储量 １ ４２
亿立方米ꎮ 蟠龙油田: １９９９ 年发现油气显示ꎮ ２００４ 年投入开发ꎬ 计算储量面积为 ２１ ４
平方千米ꎬ 探明地质储量为 ９５７ 万吨ꎬ 当年完成原油 １３ 万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油田累计探明含油面积 ３９５２ 平方千米ꎬ 石油储量达到 １９ ６２ 亿吨ꎬ
其中申报国家储委审批储量 ８ ４０ 亿吨ꎬ 待申报储量 １１ ２２ 亿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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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天然气勘探

延长油田对中生界石油勘探开发已有百余年的历史ꎬ 对古生界天然气勘探仅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延长县完钻参数井延深探一井ꎬ 完钻层位为奥陶系下统马家沟组 (未钻

穿)ꎬ 该井在上古生界多套层系中都见到气显示ꎬ 但未试气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总工程师顾根深带领孟志学、 康雪林、 张化安、 严云奎、

曹金舟、 孟祥振 ７ 人组成古生界天然气勘探前期调研小组ꎬ 赴西安向从事油气勘探开发

的专家和大学教授进行技术咨询ꎮ ９ 月 １３ 日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第一口天然气探井———延

气 １ 井开钻ꎬ １２ 月 ９ 日完井ꎬ 在二叠系下统山西组、 中统石盒子组底部、 上统石千峰组

见到气显示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ꎬ 延气 ２ 井开钻ꎬ １０ 月 ２８ 日完井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延气 ２ 井

二叠系下统山西组山 ２ 段试气ꎬ 获得无阻流量 ３ ０８ 万立方米 /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 １２８ 井本溪组本 １ 段自然求产获无阻流量 １５ １０ 万立方米 /天ꎬ ６ 月 １３

日ꎬ 延长气田第一个采气站———延 １２８ 井区撬装式集气压缩采气站设计通过审定ꎬ 项目

分一、 二期工程ꎬ 集气井试采、 天然气处理、 数据采集和 ＣＮＧ 生产于一体ꎮ １１ 月 １２ 日

一期工程验收通过ꎮ ６ 月 １４ 日ꎬ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第一个采气站———
位于宝塔区姚家坡农场延 １４４ 井区撬装式采气站开始试运行ꎬ 首批天然气产品正式投放

市场ꎬ 标志着延长石油的商品天然气实现零突破ꎮ 天然气处理规模为 ５ 万立方米 /天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试 ８ 井本溪组试气获无阻流量 １５０ ３７ 万立方米 /天ꎬ 为该区单井单层

最高产量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长油田共完井 ３８３ 口ꎬ 试气 ３３１ 口ꎬ 进行 ４９ 个科技项目研究ꎬ 完

成二维地震 ８３９１ ６５ 平方千米、 三维地震 ３４４ 平方千米ꎬ ＶＳＰ１２ 口ꎮ 发现了石千峰组、
石盒子组、 山西组等气藏ꎮ 探明含气面积 １２８６ ４９ 平方千米、 探明储量 １０６０ ０６ 亿立方

米ꎬ 生产 ＣＮＧ 商品气 １３７３ ４０ 万立方米ꎬ 跨入国内千亿方气田行列ꎮ

第三章　 油气开发与开采

第一节　 开发部署

一、 井位部署

延长油气区主要开发三叠系延长组和侏罗系延安组油层ꎬ 其中延长组长 ６ 油层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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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主力油层ꎬ 为特低渗—超低渗透储层ꎬ 自然产量一般在几十千克ꎬ 措施改造后产量

可大幅度提高ꎮ 原油产量提升主要依靠多钻井稳产上产ꎮ 井位部署以地质认识为前提ꎬ
在剖析钻遇油层、 研究油层分布规律、 分析统计油井试油试采成果的情况下ꎬ 结合钻井

工艺、 采油工艺、 地面工程及经济效益ꎮ 井位部署大致经历依据油苗露头部署、 寻找构

造与裂缝部署、 研究沉积砂体部署 ３ 个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在定边县

韩渠区域、 宝塔区川口油田、 志丹西区油田旦八区和义吴区以及吴起油田开展长 ６ 油层

组沉积微相的划分及沉积相研究与评价ꎬ 长 ８、 长 ６、 长 ４＋５、 延 １０ 和延 ９ 油层组沉积

相的研究ꎮ 其中ꎬ 宝塔区内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ꎬ 川口油田开展延长组沉积相研究及长 ６ 油层

组沉积微相的划分ꎬ 确定油田北部和川 ４６ 区主要开发区域部署方案ꎮ
二、 滚动开发

滚动开发是延长油气区的基本开发方式ꎮ 从点到面滚动式开发的模式ꎬ 是开发延长

油气区最有效的方式ꎬ 也是延长石油百余年发展的宝贵经验ꎮ 在油苗附近钻井ꎬ 在高产

井周围布新井ꎬ 在油田外围扩边ꎬ 寻找新的富集区块ꎬ 经历高产井连片、 富集区扩边和

区域滚动 ３ 个阶段ꎮ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在七里村油田东部老区、 横山油田白狼城区、
西区油田义吴区高产井周围 １~２ 井距完钻生产井ꎬ 在取得油气显示、 试油 (或试采) 产

量均取得较好效果的情况下ꎬ 以辐射状外扩ꎬ 高产井连片分布ꎬ 逐步形成新的开发

区块ꎮ
(一) 富集区扩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在已开发油田周围扩边钻探ꎬ 寻找新的富集区块ꎬ 成为油田发展

的主要方式ꎮ 新的富集区块不断发现ꎬ 油田面积持续扩大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形成七里村、 西

区、 永宁、 吴起、 定边、 靖边等石油储量超过亿吨的大油田ꎬ 建成吴起油田、 永宁油

田、 定边油田和西区油田 ４ 个百万吨级以上油田ꎬ 靖边油田、 杏子川油田、 南泥湾油田

３ 个 ５０ 万吨级以上油田ꎮ
南泥湾油田汾川区是南泥湾油田最早投入开发的区域ꎬ 开发层位为三叠系延长组长

６１、 长 ６２ 油层ꎬ 完钻井深 ５００ 米以内ꎮ １９８８ 年以后ꎬ 按照顺沟、 路、 梁的部署原则ꎬ
采用 １５０ 米×１５０ 米井网部署生产井的同时ꎬ 向油气富集区外围扩张ꎬ 先后发现并开发康

台区、 刘台区、 松树林—新窑区ꎬ 原油产量稳步增长ꎮ ２００８ 年南泥湾油田原油产量达到

６３ 万吨ꎮ
(二) 区域滚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在陕西北部北起大理河ꎬ 南至延长、 延安ꎬ 东至黄河ꎬ 西至安塞

的广大地区ꎬ 进行地质普查和细测工作ꎬ 进一步证实并发现延长、 永坪、 枣园、 青化砭

等构造和其他可供勘探地区ꎮ 在继续开发七里村油田基础上ꎬ 永坪油田、 青化砭油田、
甘谷驿油田分别于 １９５４ 年、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７５ 年投入开发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延长油矿转变 “三延” (延长、 延安、 延川) 勘探思路ꎬ 在子长县完钻探

井 ４ 口ꎬ 于延长组长 ６ 油层见到不同程度油气显示ꎬ 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２８５４ ７０ 万吨ꎮ
１９８４ 年子长油田投入开发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地区东部的石油勘探开发加快ꎬ 同时北上横山县进行勘探ꎬ 在已开发

油田外围寻找新油田ꎬ 一批富含油区块相继发现ꎬ 先后投入开发姚店、 王家川、 瓦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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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南泥湾、 丰富川、 川口、 子北、 涧峪岔、 蟠龙、 劳山、 青平川、 英旺、 横山、 子洲

共 １４ 个油田ꎮ 其中ꎬ 延安市域内投入开发的油田有姚店、 南泥湾、 丰富川、 川口、 蟠

龙 ５ 个油田ꎮ
１９８７ 年以后ꎬ 延长油矿勘探开发由延安地区东部拓展到延安、 榆林 ２ 地西部 ６ 县石

油勘探开发空白区ꎬ １９８７ ~ ２００３ 年ꎬ 相继发现并开发杏子川、 永宁、 西区、 吴起、 定

边、 靖边 ６ 个西部油田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６ 个西部油田分别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９２４５ 万吨、
２０３１６ 万吨、 １２７６１ 万吨、 ２０２８３ 万吨、 １９７９３ 万吨、 ９６０１ 万吨ꎬ 共 ９１９９９ 万吨ꎬ 占延长

油气区探明石油储量的 ４６ ３４％ꎻ 原油年产量 ７５７ ９ 万吨ꎬ 占延长油气区原油产量

的 ６３ ６７％ꎮ

２０１０ 年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宝塔区内各采油厂基本信息统计表
　 表 １１－３－１

所属采区
(采油厂)

首口油
流井时间

(年)

原油产量峰值

时间
(年)

年产油
(万吨)

２０１０ 年
产油

(万吨)

至 ２０１０ 年底部分开发指标

采油井
总数 (口)

注水井
数 (口)

累计产油
(万吨)

青化砭 １９５７ ２００３ ５０ ０４ ４５ ０ ５９８２ ４３７ ５８４ ０

甘谷驿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０ ２６ ８０ ２６ ８ ４０８５ １７２ ４２１ ２

南泥湾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８ ６３ ００ ５８ ４ ５５９５ ４７ ５８２ ２

川口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４ ５２ ２０ ３６ ８ ４４２０ ２５５ ４６３ ７

南区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０ １２ ００ １２ ０ ９２７ ４０ ２９ ７

蟠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４ ００ ９ ３ １２１５ ８６ ７８ ８

　 说明: 青化砭采油厂数据包括青化砭油田、 丰富川油田和姚店油田三部分

三、 开发调整

(一) 开发层系调整

２００５ 年以前ꎬ 延长油气区以横向区块接替的滚动勘探开发格局为主ꎮ 姚店油田开发

层位以长 ６１油层亚组为主ꎬ 长 ６２、 长 ６３、 长 ６４次之ꎮ 初建产能阶段开发层位为长 ６１ꎬ 其

他层位未动用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稳产阶段ꎬ 开发层位以长 ６１为主 (约占总产量的 ８０％ ~
９０％)ꎬ 长 ６２次之ꎻ 二次上产阶段仍以长 ６１为主 (约占总产量的 ６０％ ~７０％)ꎬ 长 ６２、 长

６３作为层间接替开发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应用层间接替和层系互换来实施层位调整ꎬ 提高油藏纵向上的动用程

度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初步实现多层系开发的格局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长 ６１已全部动用ꎬ 开

发层位以长 ６２、 长 ６３为主ꎮ 长 ６４为辅助开发层位ꎮ
(二) 井网井距调整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 年ꎬ 南泥湾油田井位按照 １５０ 米×１５０ 米井网部署ꎬ １９９６ 年在汾川区进

行了加密井试验ꎬ 在井距大的区域部署加密井ꎬ 井距为 １１０ 米×１１０ 米ꎬ 试验 ４ 口油井ꎬ
效果差ꎮ 其中ꎬ 青化砭油田开发初期ꎬ 井位多采用 １５０ 米井距正方形井网部署ꎮ １９９４ 年

后ꎬ 采用井距 １５０~２００ 米不规则三角形井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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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年ꎬ 采用大规模加砂压裂后ꎬ 在汾川区采用 １７０ 米×１７０ 米正三角形井网

部署ꎬ 在康台区、 松树林区、 刘台区采用 １６０ 米×１６０ 米正三角形、 菱形井网部署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ꎬ 统一采用 １６０ 米×１６０ 米正三角形井网部署ꎬ 平均单井日产量较调整

前提高 ０ ０５ 吨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召开会议ꎬ 推广反九点法注采井网丛式

井注水开发模式ꎮ 此后ꎬ 姚店油田采用井距 １４０ 米×１６０ 米矩形反九点法注采井网ꎬ 与正

北方向夹角 ２５ 度ꎮ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丰富川油田开发采用 １００ 米×１００ 米正方形反九点法注采

井网ꎬ 井网密度 １００ 口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依据长 ２ 油层开发方案ꎬ 将丁 ５２ 井区东部

扩边区域调整为 １５０ 米×１５０ 米正方形反九点法注采井网ꎬ 井网密度 ４４ 口 /平方千米ꎮ 同

年ꎬ 甘谷驿油田对唐 １１４ 井区进行整体注采规划设计ꎬ 采用规则的矩形反九点面积注采

井网ꎬ 井距为 １５０ 米×１２５ 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青化砭采油厂对丰富川油田丁 ２ 井区和丁 ５２ 井

区衔接区域进行开发ꎬ 据油层情况调整井网井距ꎮ 采用 ２００ 米×２００ 米正方形反九点法注

采井网ꎬ 井网密度 ２５ 口 /平方千米ꎬ 考虑中靶井深 ４１０ ~ ５６０ 米ꎬ 决定不钻直井ꎬ 部署 ４
口定向井ꎮ 中靶位置为正方形四个角ꎮ

(三) 完井方式调整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 年ꎬ 油田完井方式普遍采用裸眼完井ꎮ 裸眼完井ꎬ 节约原材料ꎬ 生产成

本低ꎬ 通过压裂可提高油层利用率ꎬ 但井径不规则ꎬ 压裂时封隔器不易坐封ꎻ 多次压井

后ꎬ 井壁易垮塌ꎬ 油层直接裸露易受污染ꎬ 不利于油层保护ꎮ 南泥湾油田 １９９３ 年开始ꎬ
进行射孔完井试验ꎬ 解决了裸眼井的缺点ꎮ １９９６ 年大规模推广射孔完井工艺ꎬ 与裸眼完

井在油田同时应用ꎮ ２００４ 年淘汰裸眼完井方式ꎮ
(四) 注水方案调整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完成 «青化砭油矿丰富川油田注水开发方案»ꎮ 注水开发方案在实施

中受地面配套和前期井网的影响ꎬ 未按设计实行ꎮ 至年底ꎬ 部署范围内总井数 １４８９ 口

(方案总井数 １７４８ 口)ꎬ 其中生产井 １２９９ 口 (方案 １４１２ 口)ꎬ 注水井 １９０ 口 (方案 ３３６
口)ꎬ 年产原油 １６ ９９ 万吨ꎮ 采油速度 ０ ８４％ (方案 １ ５０％ ~ ２ ００％)ꎬ 综合含水率

６２ ４０％ꎬ 注采比 １ ０４ (方案 １ ２)ꎬ 未能达到方案要求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青化砭采油厂副厂长兼主任工程师郑忠文、 开发科副科长何跃东、

董满仓编制完成 «丰富川油田长 ２ 油层稳油控水方案»ꎬ 对 ２００５ 年的注水方案做了调

整ꎮ 方案由唐登平审核ꎬ 顾根深批准实施ꎮ 调整后ꎬ 油田开发采用周期注水开发方式ꎮ
确定油田开发初期采用反九点注采井网ꎬ 后期含水上升到 ９０％以后ꎬ 调整为五点或线状

注水ꎻ 调整注采关系ꎬ 水淹井转注ꎬ 完善井网ꎬ 最终形成线状注水格局ꎮ 单井合理采液

量 ５~１０ 立方米 /天ꎬ 注水量 １８~２５ 立方米 /天ꎬ 初期压力恢复期注采比 １ ２ 以上ꎬ 含水

上升较快时ꎬ 保持油藏整体注采平衡和温和注水ꎬ 将注采比调整在 １~１ １ 之间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受油层能量先天不足、 油层薄、 含水高、 工艺技术等各种因素影响ꎬ

未能实施周期注水ꎬ 其他方面按照方案要求逐步进行ꎮ 单井注水量 ６ ２４ 立方米 /天ꎬ 采

油速度 ０ ４９％ꎬ 综合含水 ８０％ꎬ 注采比 １ ５ꎮ
(五) 区块部署调整

南泥湾油田早期开发主要集中在汾川区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在油田西部的岳屯区部署并完钻

预探井 １ 口 (南 １０ 井)ꎬ 发现延长组长 ４＋５、 长 ６１、 长 ６２油层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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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西部的康台区和松树林区、 刘台区、 马坊区、 新窑区部署并完钻预探井 ６ 口 (南 ６
井、 南 １１ 井、 南 １５ 井、 南 ２１ 井、 南 ３０ 井、 南 ３１ 井)、 发现延长组长 ４＋５、 长 ６１、 长

６２油层ꎮ 逐渐将开发重点转移至康台区、 刘台区、 松树林区ꎮ 并将岳屯区并入刘台区ꎻ
马坊区、 新窑区并入松树林区ꎮ 经过调整ꎬ 至 ２００８ 年底南泥湾采油共有 ４ 个生产区块ꎬ
分别为汾川区、 康台区、 刘台区、 松树林区ꎮ

延长油气区在开发过程中ꎬ 主要是遵循 “先肥后瘦” 的原则ꎬ 优先开发含油富集

区ꎬ 再开发较差区域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不断因地制宜ꎬ 科学规划ꎮ 东部油田以稳中有增

为主ꎬ 产量由 ３９９ １６ 万吨增长到 ４４３ ０７ 万吨ꎬ 其中中国陆上开发最早的七里村油田持

续 ４ 年稳产 ３０ 万吨ꎻ 西部油田通过扩边勘探、 多层系开发ꎬ 产量由 ４３９ ０８ 万吨增长到

７５７ ９６ 万吨ꎮ 同时ꎬ 针对油区西部油层变化的因素ꎬ 将开发油层按延安组、 长 ２＋３ 层、
长 ４＋５~长 ６ 层、 长 ７~长 １０ 层划分为 ４ 个开发层段ꎬ 对各区块潜力重新认识ꎬ 将新建产

能工作量部署在潜力相对较大的西部区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油区西部完钻生产井占当年开

发总井数的 ５４ ６％ꎬ 原油产量占总产量的 ６３ ６７％ꎮ

第二节　 开发工艺

一、 开采试验

从 １９４５ 年七里村油田进行油井爆炸增产试验开始ꎬ 延长油气区先后开展油井爆炸、
盐酸解堵、 注水、 压裂、 热洗、 水泥塞堵水、 火烧油层、 注气驱油、 井网井距调整、 注

表面活性剂等一系列工艺技术试验ꎬ 寻求提高产量的途径ꎬ 逐步探索出一套开发特低渗

透油田的实用技术ꎮ
(一) 田菁粉压裂试验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青化砭油矿在上 １０４ 井第一次进行田菁粉压裂试验ꎮ 压裂车配

田菁液 １２０ 立方米ꎬ 顶替液用清水ꎬ 破压 ２０ＭＰａꎬ 共加砂 １２ 立方米ꎬ 砂比 １０ ５％ꎬ 比清

水加砂压裂增产约 ２ 倍ꎮ 同年 １０ 月又试验 ３ 口ꎬ 平均加砂 ６ 立方米ꎬ 砂比 １０％~１５％ꎮ
试验结果分析认为ꎬ 田菁粉存在携砂能力不强、 不溶物含量高等特点ꎬ 砂比提升不

高ꎬ 造成储层污染且成本较高ꎬ 不适应油田开发工艺要求ꎬ 故未推广ꎮ
(二) 油层爆炸试验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南泥湾油田在汾川区对 ４ 口裸眼井进行高能气体爆炸处理ꎬ 处理后个

别油井有增油效果ꎬ 单井平均日产增加 ０ １５ 吨ꎮ 此措施对井径破坏严重ꎬ 不易再次改

造ꎬ 停止试验ꎮ
(三) 香豆粉试验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青化砭油矿在刺 ２３８ 井用香豆粉代替瓜尔胶进行试验ꎮ 在瓜尔

胶压裂液配方的基础上配置香豆胶粉配方ꎬ 每井次储水 １２０ 立方米ꎬ 配液 ９０ 立方米ꎬ 设

计加砂 １２ 立方米ꎮ 结果发现油井增长周期长ꎬ 单井平均增产量比清水加砂高 ３ ~ ４ 倍ꎬ
遂逐步在油田推广ꎮ 之后ꎬ 在应用中发现香豆粉压裂液存在交联状况差、 携砂能力弱、
不溶物含量较大等缺点ꎬ 随着配方不断完善和瓜尔胶成本降低ꎬ 瓜尔胶压裂液逐渐代替

香豆粉作为压裂液ꎮ 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ꎬ 淘汰香豆粉ꎬ 全部使用瓜尔胶压裂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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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能气体预处理试验

南泥湾油田 １９９８ 年引进高能气体预处理技术ꎬ 在大杨树沟山上对松 ４０９ 井进行试

验ꎮ 实施后ꎬ 压裂施工中破裂压力由 ３４ＭＰａ 降至 ３３ＭＰａꎮ 全年累计实施高能气体预处理

８０ 口ꎬ 后推广应用ꎮ
(五) 小井距试验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甘谷驿油田开展共大滩试验ꎮ 井距分别考虑 ５０ 米、 ７５ 米、 ８３ 米ꎬ 然

后部署钻加密井ꎮ 经过 ２ 年试验ꎬ 共钻加密井 ６ 口ꎬ 测试地层压力与温度 ２４ 井次ꎬ 压裂

试验施工 １２ 井次ꎬ 对 １２ 口井进行测产计量ꎮ 其中ꎬ ９ 月 １１ 日 ３０２４ 井进行大砂量压裂

试验ꎬ 加砂 ６８ ４ 立方米ꎬ 周围油井未见压穿现象ꎬ 表明人工压裂裂缝半径没有超过 １２０
米ꎮ 加密井地层压力测试结果表明ꎬ 油层平均地层压力水平只有原始压力的 ４０％左右

(枯竭式开发 ２０ 年后)ꎮ 通过对计量测产数据进行处理ꎬ 得出在自然能量开发方式及当

时油价水平下ꎬ 较经济的人工压裂裂缝半径为 ４５~５０ 米ꎬ 经济井距为 １７５ 米ꎻ 加密井压

裂后产量水平为老井的 ５０％左右ꎮ 在自然能量开发方式下ꎬ 很难判断加密钻井与扩大压

裂规模的优劣ꎬ 两种方式均属在自然能量开发方式下加强油层动用程度ꎬ 只提高采油速

度ꎬ 不能提高最终采收率ꎮ
(六) 分层压裂合采试验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ꎬ 南泥湾油田首次在松 ５６４ 井进行分层压裂合采试验ꎬ 初周月产油

１５４ ２ 吨ꎬ 与临井相比ꎬ 增产 ７８ ５５ 吨ꎮ 因采油工艺技术不成熟ꎬ 未推广ꎮ
(七) 双射流射孔试验

２０００ 年ꎬ 南泥湾油田应用双射流射孔技术ꎬ 在松树林区油井对部分油层致密ꎬ 加砂

难度大的井采用双射流射孔技术ꎮ 累计施工 ７４ 井次ꎬ 压裂成功 ６３ 井次ꎬ 成功率 ８５％ꎬ
平均破裂压力 ３２ＭＰａꎮ 与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８ 年该区块相比ꎬ 压裂成功率提高 １０％ꎬ 平均破

裂压力降低了 ４ＭＰａꎮ
(八) 热注热采试验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青化砭油矿在庙沟区域进行热注热采试验ꎬ 采取单井吞吐ꎮ 该

工艺分为热解堵和热渗析单井吞吐两部分ꎮ
热解堵工艺ꎬ 是针对地层条件较差ꎬ 地层水锁效应严重ꎬ 原油黏度高ꎬ 胶质、 沥青

质沉积过快等因素导致地层污染的油水井研究的一项酸化解堵技术ꎮ 施工时ꎬ 由锅炉车

将油层水加热至 ８０℃以上后ꎬ 将几种有机化合物混合ꎬ 利用催化剂控制反应速度ꎬ 在井

筒环形空间内形成瞬间高温热水及大量氮气ꎬ 在氮气的压力下ꎬ 热量迅速沿井筒、 油管

壁传导ꎬ 很快将滞留在井筒、 油管内的蜡质融化ꎮ 进入地层后ꎬ 将积存在井筒周围的蜡

质融化ꎬ 可综合解除蜡、 沥青质、 泥质等堵塞ꎬ 同时产生的气体可提高油井压力ꎬ 从而

达到解堵增油和提高残酸返排率的目的ꎮ 解堵后两三天内ꎬ 产量会明显增加ꎮ
热渗析工艺ꎬ 是在热解堵的情况下ꎬ 对油井进行单井吞吐式采油技术ꎮ 施工时ꎬ 将

含有表面活性剂的热水不定期注入井下ꎬ 增加油层驱动能量ꎬ 降低原油黏度ꎬ 减少流动

阻力ꎬ 改善流度比ꎬ 提高波及系数ꎬ 提高驱油效率ꎬ 原油受热膨胀有助于提高采收率ꎮ
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ꎬ 累计试验 １２３ 口ꎮ 初期在庙沟区域全套管井试验ꎬ 效果明显ꎬ

特别是庙 ４９ 井ꎬ 实验前日产 ５００ 千克ꎬ 试验后日产 ５ 吨ꎬ 持续 ４３ 天ꎮ 后期试验转入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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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沟东沟区域ꎬ 裸眼井试验ꎬ 试验后产液量增加ꎬ 产油量变化不大ꎮ 之后试验逐步

停止ꎮ
(九) 注氮气单井吞吐试验

２００２ 年ꎬ 青化砭油矿从辽河油田引进油井注氮气单井吞吐新工艺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首次在丰富川油田丁 １ 井实施注氮气单井吞吐试验ꎮ 试验于 ２１ 日 １６ 时开始ꎬ ２４ 日

９ 时 ４５ 分结束ꎬ 注入量 ４００２４ 立方米ꎬ 套管压力 ７ ８５ＭＰａꎮ 丁 １ 井的产量有明显提高ꎬ
注氮气前日产油 １ ２ 吨ꎬ 注氮气后日产油 ５ 吨ꎬ 而且递减慢ꎬ 注氮气前含水率 ９５％ꎬ 注

氮气后含水率 ６０％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丰富川油田扩大注氮气单井吞吐试验规模ꎮ ６ 月 １１ 日至 ７ 月 ２１ 日共注 ９

口 (丰 １２２４－３、 丰 １２２１－１、 丰 １２２２－１、 丰 １２２２－２、 丰 １２２０－４、 丰 １２１８、 丰 １２１９、 丰

１２８３－３、 丰 １２２３)ꎬ 高产期在 １０~２０ 天ꎬ 油井日产油 ４ ~ ５ 吨ꎬ 高产期过后有明显降产ꎬ
但降产比较平缓ꎬ 稳产时降产幅度 ８０％ꎮ 因该工艺单井施工费用 ３ ２ 万元ꎬ 增产效果只

能维持 ３ 个月ꎬ 需重复施工ꎬ ２００３ 年后停止试验ꎮ
姚店油田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进行油井注氮气采油工艺试验ꎮ 使用 ＮＰＶ－９００ 制氮注

氮设备ꎬ 通过注氮气改变地层压力ꎬ 降低原油黏度ꎬ 达到增产目的ꎮ 在油井高压、 低压

上装有压力表和注氮气工艺设备连接ꎬ 氮气从低压阀门进入油井ꎮ 注完后ꎬ 关闭低压阀

门ꎬ 关井憋压一星期左右ꎬ 油井投产ꎮ 每口油井平均注氮气总量约 ４ 万立方米ꎬ 所耗燃

油 ３ 吨ꎮ 受天气状况和设备检修影响ꎬ 每月可施工 １０ 井次ꎮ 共试验施工油井 ３０ 口ꎬ 见

效井 ２４ 口ꎬ 占 ８０％ꎮ 累计增油 ７７８ 吨ꎮ 综合评价分析认为ꎬ 此项试验增产期短ꎬ 工艺复

杂ꎬ 未推广ꎮ
(十) 分子膜驱油 (纳米 ＭＤ 膜驱油剂) 试验

２００４ 年ꎬ 青化砭油矿对丰 １２２７－３、 丰 １２２７－４、 丰 １２２７－５ 等 １０ 口井开展了分子膜

驱油试验ꎬ 平均单井日增油 １ ２４ 吨ꎬ 平均单井累计增油 ２６ ５０ 吨ꎮ 由于工艺复杂ꎬ 增产

时间短ꎬ 对选井要求严格ꎬ 大部分油井不符合此工艺要求等原因ꎬ ２００４ 年后停止试验ꎮ
(十一) 注空气—泡沫段塞驱油试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甘谷驿油田在注水试验区唐 ８０ 井区开展空气—泡沫段塞驱油试验ꎮ
选择唐 ８０ 井区丛 ５４、 丛 ５５ 井为注入井ꎮ 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累计注入泡沫液 １５２４ 立方

米ꎬ 累计注入空气 １５４５ 立方米ꎮ 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到 ６ 月ꎬ 丛 ５４ 井组累计增油 ２２０ ６４ 吨ꎬ
丛 ５５ 井组累计增油 ６１７ ０９ 吨ꎬ 两井组合计增油 ８３７ ７３ 吨ꎬ 投入产出比为 １ ∶ ３ꎮ 采出气

中的氧气含量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的平均 ６％逐步下降ꎬ 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基本降为零ꎮ 初

步证明此试验在甘谷驿油田有较好的驱油作用ꎮ
(十二) 驱油剂驱油试验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青化砭采油厂引进 ＹＣ－２ 驱油剂驱油技术ꎬ 在丰 １２１２ 注水井进

行试验ꎬ 累计注驱油剂 １５０ 天ꎬ 共注 ７ ５０ 吨ꎬ ５ 口受益井累计增油 ３４９ 吨ꎬ 有效期 ６ 个

月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调研该项目实施情况ꎬ 之后成立

驱油剂应用试验领导小组ꎮ ７ 月 １ 日ꎬ 在丰富川油田丰 １２３１ 配水间进行扩大规模试验ꎮ
丰 １２３１ 注水区域面积 １ ５ 平方千米ꎬ 有注水井 １２ 口ꎬ 控制油井 ５２ 口ꎮ 到 １２ 月底ꎬ 共

注驱油剂 １００ 吨ꎬ 试验油井相继见效ꎮ ５２ 口油井日产液量由注前的 ７８ ７ 吨变为 １３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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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ꎬ 日产油量由注前的 １２ １ 吨变为 ２５ ５ 吨ꎬ ５２ 口油井日增油 １３ ４ 吨ꎬ 累计增油

１９３０ 吨ꎮ
二、 压裂

(一) 压裂液

１９９１ 年ꎬ 延长油矿在子长 ５２４０ 井进行田菁粉压裂试验成功ꎬ 并于 １９９４ 年起ꎬ 采用

千型压裂机组进行胍胶压裂ꎬ 开始水基冻胶压裂ꎬ 使压裂加砂量及压后油井产量显著增

加ꎮ 之后ꎬ 开展高能气体、 二氧化碳、 泡沫、 酸化等压裂液体系方面的试验ꎬ 并对压裂

液配方进行优化研究ꎬ 改善压裂液交联、 破胶等性能ꎬ 逐步形成适用于各油藏的压裂液

体系ꎮ 另外ꎬ 还开展支撑剂的优选研究与试验ꎬ 应用陶粒、 核桃壳等改善支撑剂的

性能ꎮ
(二) 压裂工艺

针对各种油藏特征ꎬ 通过优化压裂施工参数及在压裂液体系中添加各种控制压裂裂

缝延伸形态的用剂等技术ꎬ 改善压裂效果ꎻ 针对浅油层压裂形成水平缝油层利用低的问

题ꎬ 开展小承压段压裂工艺ꎬ 使油层打开程度显著提高ꎻ 为了提高老油层利用率ꎬ 应用

各种暂堵转向剂实现压开新裂缝的重复压裂工艺ꎻ 针对多层系开发油藏ꎬ 采用滑套式分

层压裂工具ꎬ 实现一次压开多层等ꎮ
(三) 压裂装备

延长油矿先后引进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等多种型号的压裂机组ꎬ 提高装备能力ꎻ 建设配

液站ꎬ 并使用压裂仪表车对压裂施工参数进行监测ꎬ 不断研发改进封隔器、 水力喷砂器

及其他地下地面各种压裂工具ꎬ 使压裂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ꎮ
延长油气区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试验油基压裂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进行水力压裂试验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清水压裂和清水加砂压裂技术成为增产的主要手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

后ꎬ 推广应用水基冻胶压裂技术ꎬ 形成一套适合延长油气区的压裂工艺技术ꎮ
三、 注水

１９５２ 年起ꎬ 七里村油田开展井组注水试验ꎮ １９７３~１９８４ 年ꎬ 青化砭油田进行面积注

水试验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在子长油田开展注水开发试验ꎬ 水源为煤层水ꎬ 采用储水

罐自然沉降和烧结管精细过滤除机械杂质、 加药杀菌、 除氧的工艺流程ꎬ 进行水质处

理ꎻ 注水管网采用普通油管ꎻ 注水井采用全套管完井ꎬ 经小规模压裂后排液、 洗井ꎬ 然

后投注ꎬ 井网为不规则 “反九点”ꎬ 注采井距 １５０ 米左右ꎮ 日注 ２５ 立方米ꎬ 初期注水压

差约 ５ ５ 兆帕ꎮ 试验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ꎬ 但由于水质造成堵塞ꎬ 之后出现水淹、 管

线腐蚀等问题ꎬ 注水试验效果不够理想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川口油田开展面积注水试验ꎬ 注水工艺与子长油田相似ꎮ 在取得明显增产

效果后ꎬ 延长各油田于 ２００１ 年起逐步推广注水开发工艺ꎬ 并开展同期、 早期注水开发试

验ꎬ 以及油层水回注工艺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青化砭油矿在姚店油田王庄采区进行先导性注水开发试验ꎮ 共转注

水井 １２ 口ꎬ 对应油井见效率 ７５％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推行 “反九点” 开发注水井网ꎮ 在庙沟采区进行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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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ꎬ 共转注水井 ２７ 口ꎬ 取得注水开发经验ꎮ 在注水测试中进行吸水剖面测井ꎬ 通过

生产测试组合测井仪ꎬ 对油水井井内流体温度、 压力、 流量、 密度等进行测试ꎬ 从而获

得水驱动用程度、 水线推进等方面的开发动态信息ꎬ 为注水动态分析及效果评价研究提

供重要依据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川口油田针对中高、 特高含水井ꎬ 实施调剖、 调驱、 调堵结合、 分层调参

和区域性整体综合治理措施ꎬ 部分中高含水井的含水率有所下降ꎬ 注 ２０７ 区块的 ６ 口水

淹井治理后累计增产原油 ３２３ ９ 吨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延长油气区组建定边、 西区等 ５ 个注水开发示范区ꎮ ２０１０ 年又将横山

白狼城列为注水开发示范区ꎮ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ꎬ 注水开发示范区初见成效ꎮ 水驱控制

程度达 ６０％以上ꎬ 水驱动用程度达 ５５％以上ꎬ 配注合格率达 ５０％以上ꎬ 动态监测完成率

达 ８０％以上ꎬ 年综合递减率平均值低于同油层未注水区域 ３％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长油气区共有注水站 ５５８ 个ꎬ 注水井 ６６０８ 口ꎬ 日注水量 ５ ０６ 万

立方米ꎬ 年注水量 １４１９ ６１ 万立方米ꎬ 累积注采比 ０ ８９ꎬ 注水规模达到 １４ ４６ 万立方

米 /天ꎬ 水驱控制面积为 １３３１ ８ 平方千米ꎬ 开发区适宜注水面积占总面积的 ７５％ꎬ 实际

注水面积仅占适宜注水面积的 ３３ ８％ꎮ 注水仍有较大的挖潜增效空间ꎮ

第三节　 钻　 井

延长油田早期采用顿钻工艺ꎬ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在探井进行旋转钻井ꎬ 由于油藏

低压低渗ꎬ 钻井泥浆堵塞井底油流通道ꎬ 之后除探井外ꎬ 一直采用顿钻工艺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引进三牙轮旋钻、 二开钻井工艺ꎬ 钻井液为清水ꎬ 进行裸眼完井ꎮ 针对裸眼井

井壁不规则ꎬ 导致压裂封隔器难以坐封ꎬ 以及多层系油藏难以高效开发等问题ꎬ 从 １９９３
年起ꎬ 延长油田逐步采用射孔完井工艺ꎬ 在射孔技术方面ꎬ 不断提升射孔枪、 射孔弹等

装备水平ꎬ 优化射孔孔密、 方位角等参数ꎬ 射孔完井逐步趋于成熟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ꎬ 延长油矿第一组丛式定向井在子长油田完钻ꎬ 之后至 ２０００ 年ꎬ 丛式

井逐步在延长油田各区普及ꎮ 丛式井克服了地面条件对开发井网的限制ꎬ 使开发井网规

范合理化ꎬ 便于油井管理ꎬ 并减少土地使用ꎬ 降低钻前与原油运输费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在永宁油田试验钻成第一口水平井ꎮ 采用井下动力钻具＋

转盘转动的复合技术ꎬ 并使用 ＭＳ３ 随钻仪进行井身轨迹控制ꎮ 之后ꎬ 川口、 西区等钻成

水平井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南泥湾油田采用 ＴＳＪ－２０００ 型钻机ꎬ 应用定向钻井技术完钻第一

口定向井新 １９７－１ 井ꎬ 完钻井深 ７８９ 米ꎬ 靶点水平位移 １７０ 米ꎬ 最大井斜角 ２６ ７７°ꎬ 井

身轨迹设计采用直—增—稳剖面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油田全面采用丛式定向井开发ꎬ 钻机类型主

要为 ＴＳＪ－２０００、 ＺＪ１５ꎬ 井身质量采用电子多点测井和连续测斜检查ꎬ 合格率达 ９９％以

上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南泥湾油田共完钻丛式井 ４５９ 组 ２５９１ 口ꎬ 合理利用资源面积 １８ 平方

千米ꎬ 减少土地占用面积 ２５５ ８４ 万平方米ꎮ
一、 顿钻钻井

１９８５ 年前ꎬ 开发井用顿钻完成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快速减少ꎮ 其中ꎬ １９８４ 年顿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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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 ９２％ꎬ １９８８ 年占 ６７％ꎬ ２００２ 年仅为 ８％ꎬ ２００６ 年顿钻停用ꎮ
(一) 钻井

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正月ꎬ 从日本新潟购买的钻机运抵延长ꎮ ４ 月 ２５ 日ꎬ 日本

技师佐藤弥市郎同 ６ 名工匠ꎬ 在延长县城西门外延河北岸ꎬ 用木质橹台 (井架) 的汽动

顿钻开钻ꎬ 历时 ９８ 天ꎬ 钻成延一井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使用的顿钻钻机型号有: 锄型、
星牌、 延安牌等ꎮ １９８９ 年起ꎬ 顿钻钻井工艺因不能适应钻深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减少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最后一部顿钻钻机在南泥湾油田停用ꎮ

(二) 录井

常用的录井方式为岩屑、 荧光、 钻时和地层水测试录井 (包括取水样试验和试水)ꎬ
其中以岩屑录井为主ꎬ ２００８ 年仍在使用ꎮ 岩屑录井一般每 １ 米录取 １ 包砂样ꎬ 进入油层

后每 ０ ５０ 米录取 １ 包砂样ꎬ 每钻进 ２ 米取 １ 瓶水样ꎬ 每班校正 １ 次井深ꎬ 对录取的砂样

由现场人员描述记录后ꎬ 在荧光灯下进行鉴定ꎬ 观察其含油级别ꎬ 确定层位ꎬ 素描地质

剖面草图ꎮ 对水样化验其含盐量ꎬ 绘制含盐量曲线ꎮ 钻遇水层后每钻进 ４ 米ꎬ 探液面一

次ꎬ 确定出水位置ꎬ 用回声法测液面上升情况ꎬ 计算产水量ꎮ
二、 旋钻钻井

１９５０ 年ꎬ 西北石油管理局陕北勘探大队在七里村、 永坪油田开始用旋转钻机开展钻

探工作ꎮ １９６７ 年ꎬ 延长油矿组建旋钻队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旋转钻井逐步成为主要钻

井工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子长油田引进长庆石油勘探局 ＩＣ－２０ 中型旋钻机及队伍ꎬ 完钻延长油

气区第一个丛式井组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永宁油田开钻第一口水平井ꎬ 至 ２００８ 年先后在川口和

西区油田完钻水平井 ３ 口ꎮ
(一) 直井

１９９２ 年前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完钻的井全部为直井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ꎬ 直井数量逐年

减少ꎮ
(二) 定向井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延长油气区第一组丛式定向井———丛 １ 井组 (４ 口定向井)ꎬ 在子长

油田瓦窑堡镇张家岸村开钻ꎬ 由长庆石油勘探局 １８１３３ 钻井队使用 ＩＣ２０ 型钻机承钻ꎮ 井

身轨迹剖面为直—增—稳三段制ꎬ 使用直螺杆加 ２°弯接头定向ꎬ 照相式磁性单点测斜ꎬ
完钻井深 ８５０ 米ꎬ 最大井斜 ３４°ꎬ 井底水平位移 ２３９ ５１ 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姚店油田成功完钻浅层丛式井刘 ７ 井组ꎬ 其中刘 ７－２ 井垂直井深 ５１８ 米ꎬ
水平位移 １４５ 米ꎬ 最大井斜 ３０°ꎮ 此后ꎬ 浅层丛式井钻井工艺在延长油气区逐步推广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面推广应用丛式定向井钻井工艺ꎬ 当年完成丛式井 ２７７ 组ꎬ 其中定向井

９３４ 口ꎮ ５ 月 ２ 日ꎬ 甘谷驿油田完钻第一口丛式定向井丛 １１－８ 井ꎬ 垂直井深 ５００ 米ꎬ 最

大井斜 ３２ ９１°ꎮ
２００２ 年起ꎬ 对单层系油藏采用直—增—稳三段制井身剖面设计ꎬ 对多套油层采用

直—增—稳—降—直五段制井身剖面设计ꎮ １０００ 米以上井的水平位移一般在 ２００ ~ ４００
米ꎬ １０００ 米以下井的水平位移一般在 １００ ~ ２００ 米ꎬ 最大井斜角一般控制在 ３５°内ꎮ 同

年ꎬ 胜利油田定向井公司在川口油田采用单弯螺杆钻具ꎬ 有线随钻测斜仪定向ꎬ 机械钻

速 ８ ６ 米 /小时ꎮ 钻井单位开始使用单弯螺杆定向ꎬ 从 ４ 级直螺杆变为 ４ 级半、 ５ 级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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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扭距、 大功率的单弯螺杆钻具ꎬ 钻井速度提高 １５％ ~ ３０％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延长油气区采用

电子多点检测井身轨迹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延长油气区完钻生产井 １４３９２ 口ꎬ ８０％以上为定向井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ꎬ 部

分钻井单位对水源系列钻机进行改造ꎬ 以适应定向井钻井工艺ꎮ ＴＳＪ－１０００ 型钻机ꎬ 将转

盘通径改为 Ф６６０ 毫米ꎬ 增大转盘扭矩ꎻ 游车系统改为 ４×５ꎬ 提高提升能力ꎬ 能承钻井

深 ６００ 米、 水平位移 １５０ 米以内的井ꎬ 一个平台可布钻井 ３~４ 口ꎮ ＧＺ－２０００ 型钻机将底

座改为钢制组合式ꎬ 井架加高到 ２７ 米ꎻ 游车系统改为 ４×５ꎬ 提高提升能力ꎬ 改进后能钻

井深 ６００~１０００ 米的井ꎬ 一个平台可钻井 ７~９ 口ꎬ 且机动灵活ꎬ 成为钻浅层定向井的主

力钻机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延长油气区共建成丛式井组 １ 万多个ꎬ 钻成定向井 ４６０５９ 口ꎬ 占总井

数的 ６０％以上ꎬ 节约井场 ３ 万多个ꎮ 其中ꎬ 宝塔区域内姚店油田 ４８７ 组ꎬ 丰富川油田

２３１ 组、 １４３１ 口ꎬ 川口油田 ２９１ 口ꎬ 甘谷驿油田 １５９２ 口ꎬ 南泥湾油田 ４５９ 组、 ２５９１ 口ꎮ
形成不同井深条件对应不同型号钻机的开发体系ꎬ 甘谷驿、 青化砭、 川口、 蟠龙等油田

完钻井深 ８００ 米左右ꎬ 主要使用 ＴＳＪ－２０００ 型钻机ꎮ
(三) 水平井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永宁油田在双河乡朱家湾开钻延长油气区第一口水平井———双

平 １ 井ꎬ 由胜利油田 ３２３０８ 钻井队采用大庆－１３０Ⅱ型钻机承钻ꎮ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川口油田

川平 １ 井也由该井队用同一型钻机开钻ꎬ １１ 月 ２５ 日完钻ꎬ 完钻层位长 ６ꎬ 完钻井深 ９４５
米ꎬ 垂深 ５１５ 米ꎬ 水平段长 ３３５ 米ꎬ 最大井斜角 ９２ ７°ꎮ 使用 ＭＳ３ 随钻仪完成井身轨迹

控制ꎮ 二开采用聚合物钻井液钻进ꎬ 水平段添加润滑剂、 抗盐、 抗高温降滤失剂ꎬ 分子

聚凝包被剂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长油气区先后在永宁、 川口、 西区 ３ 个油田不同油层钻井

试验 ３ 口水平井ꎮ
录井　 主要采用岩屑、 钻时、 荧光、 钻井液等录井方式ꎬ 探井及个别开发井做岩心

录井ꎮ 录井工作主要由钻井队负责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为了提高录井质量ꎬ 部分重点

生产井和探井录井逐渐聘请专业录井公司承担ꎬ 实现录井和钻井同步ꎬ 录井和资料整理

同步ꎮ 为了加强录井质量管理ꎬ 陆续制定录井规范标准ꎮ
测井　 延长测井始于 １９５０ 年ꎬ 使用苏联 ２０００ 米半自动测井仪和陕北电测站自制的

轻便电测仪进行标准电测ꎮ 之后ꎬ 先后引进 ＪＤ－５８１ 多线测井仪、 感应及声速测井仪ꎬ
进行自然电位、 自然伽玛测井ꎬ 采用横向测井实现测井资料定性及半定量解释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长油矿管理局引进 ＪＤ－５８１ 多线测井仪数字采集系统ꎬ 并成立测井资料

解释微机工作站ꎬ 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测井资料的处理与解释工作ꎬ 测井技术由模拟发

展为数字化ꎮ 之后ꎬ 在测井设备方面ꎬ 逐步引进应用感应测井、 声速测井及多参数综合

测井仪器ꎬ 测井参数不断增加ꎬ 有效克服单参数的多解性ꎬ 并解决了裸眼井井眼不规则

的测井问题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引进小数控测井设备ꎬ 测井从此进入数控时代ꎬ 测井装备成为一

套完整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数据采集、 数据传输、 数据交换和数据实时处理的测井系统ꎻ
在测井解释技术方面ꎬ 通过岩心测试与录井检验ꎬ 制定出适合延长油田实际的测井解释

模板和解释标准ꎬ 并不断完善ꎬ 先后引进开发 Ｆｏｒｗａｒｄ２ １ 及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测井解释

软件ꎬ 提升了测井解释符合率、 准确率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ꎬ 购置 ＤＦ－１ 小数控测井仪 ４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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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控射孔仪 １ 套ꎬ 淘汰 ＪＤ－５８１ 多线测井仪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配置综合数控测井仪车载

远程传输系统 １８ 套ꎬ 测井资料实现车载远程传输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仍然沿用此传输系统ꎮ
三、 井身结构

顿钻钻井及早期的旋钻钻井完井方式是以裸眼完井为主ꎮ １９８１ 年子长油田进行第一

口油层套管井试验ꎮ 随着油层改造工艺的不断进步ꎬ 完井方式逐步变为以射孔完井为

主ꎬ 对不同的完井方式配套采用不同的井身结构ꎮ 固井工艺发展经历人工固井、 简单机

械固井、 双塞法固井三个阶段ꎮ 在各个开发时期ꎬ 钻井工艺逐步发展变化ꎬ 不同的完井

方式对应采取不同的井身结构ꎮ
(一) 裸眼井

根据顿钻钻井工艺和土层厚度ꎬ 采用二开与三开两种井身结构ꎮ 土层厚度较小的区

域采用二开井身结构: 一开用 Φ２００~Φ１９０ 毫米钻头钻至水层以下ꎬ 下 Φ１３９ ７０ 毫米技

术套管ꎻ 二开用Φ１２１ 毫米或Φ１１８ 毫米钻头钻至设计井深完钻ꎮ 土层厚度大的区域采用

三开井身结构: 一开用 Φ２７３ 毫米土层钻头ꎬ 钻至基岩后用 Φ２５０ 毫米一字钻头钻大眼ꎬ
下 Φ２１９ 毫米表层套管ꎻ 二开用 Φ１９０ 毫米一字钻头钻至水层或易垮塌层以下ꎬ 下

Φ１３９ ７０ 毫米技术套管ꎻ 三开用 Φ１１８ 毫米一字钻头钻至设计井深完钻ꎮ 此外ꎬ 先期裸

眼完井还使用 Φ２８５ 毫米一开钻头ꎬ 下 Φ２１９ ７ 毫米的表层套管ꎬ Φ１９７ 毫米二开钻头ꎬ
下 Φ１４０ 毫米技术套管ꎬ Φ１１８ 毫米三开钻头ꎮ

旋钻以先期裸眼完井为主ꎬ 极少数油井采用后期裸眼完井ꎮ 先期裸眼完井的井深结

构为: 一开用 Φ３１１ １５ 毫米钻头开钻ꎬ 进入基岩后 ３~５ 米下入 Φ２１９ 毫米表层套管封固

土层ꎬ 防止垮塌及漏水ꎻ 二开用 Φ１９０ 毫米钻头钻至水层下部ꎬ 下 Φ１３９ ７０ 毫米技术套

管封水ꎻ 三开用 Φ１１８ 毫米钻头钻穿油层至设计井深完钻ꎮ 后期裸眼完井的常见结构为:
一开采用 Φ３１１ １５ 毫米三牙轮钻头开钻ꎬ 进入基岩 ２ ~ ３ 米后ꎬ 下入 Φ２１９ 毫米表层套

管ꎻ 二开采用 Φ１９０ 毫米三牙轮钻头钻至油层底部 ２０ 米ꎬ 下 Φ１３９ ７ 毫米技术套管ꎬ 再

用 Φ１１８ 毫米牙轮钻头通至井底后完井ꎮ
(二) 射孔井

２０００ 年之前ꎬ 直井井身结构: 一开用 Φ３１１ １５ 毫米三牙轮钻头ꎬ 钻至基岩后ꎬ 下

Φ２１９ 毫米表层套管ꎻ 二开用 Φ１９０ 毫米三牙轮钻头ꎬ 钻至设计井底后ꎬ 下入 Φ１３９ ７０ 毫

米油层套管ꎮ 宝塔区境内ꎬ 南泥湾油田小套管井: 一开用 Φ３１１ １５ 毫米钻头开钻ꎬ 进入

基岩后下入 Φ２４４ ５ 毫米表层套管封固土层ꎻ 二开用 Φ２１５ ９ 毫米钻头钻穿油层至设计井

深完钻ꎬ 下入 Φ１１４ 毫米油层套管ꎮ
(三) 定向井

一开采用 Φ３１１ １５ 毫米钻头钻穿黄土层和风化带后ꎬ 下 Φ２４４ ５ 毫米 (或 ２１９ 毫

米) 表层套管固井ꎬ 水泥返至地面ꎻ 二开用 Φ２１５ ９ 毫米 (或 １９０ 毫米) 钻头钻穿油层

底部 ３０~５０ 米后完钻ꎬ 下入 Φ１３９ ７０ 毫米油层套管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天然气井井身结构为 (直井、 定向井): 一开采用 Ф３４３ ００ 毫米钻

头ꎬ 下 Ф２７３ ０５ 毫米套管ꎻ 二开采用 Ф２４１ ３０ 毫米钻头ꎬ 下入 Ф１７７ ８ 毫米套管ꎮ 为了

缩短钻井周期ꎬ 保护储层ꎬ 降低钻井成本ꎬ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在延 １２２ 井改变井身结构: 一开

采用 Ф３１１ １０ 毫米钻头ꎬ 下 Ф２４４ ５０ 毫米套管完钻ꎻ 二开采用 Ф２１５ ９０ 毫米钻头ꎬ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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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１３９ ７０ 毫米套管ꎮ
(四) 水平井

川平 １ 井 (川口油田) 一开使用 Ф４４４ ５ 毫米钻头ꎬ 钻至井深 ５１ 米ꎬ 下入 Ф３３９ ７
毫米表层套管 ５０ 米ꎻ 二开首先使用 Ф２４１ ３０ 毫米钻头ꎬ 钻至井深 ３１３ ６２ 米ꎬ 后使用

Ф２１５ ９０ 毫米钻头ꎬ 钻至井深 ９３０ １０ 米ꎬ 下入 Ф１３９ ７ 毫米油层套管 ９３０ 米ꎮ
四、 完井方式

延长油气区完井方式主要有裸眼完井和射孔完井两种ꎮ 裸眼完井主要在东部油田应

用ꎬ 西部油田绝大多数采用射孔完井ꎮ
(一) 裸眼完井

裸眼完井贯穿延长油气区石油开发全过程ꎬ 至 ２００８ 年ꎬ 王家川、 青平川油田依然采

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推广应用射孔完井方式后ꎬ 逐步减少ꎮ
先期裸眼完井基本工艺: 一开钻完黄土砾石层ꎬ 下表层套管固井ꎻ 二开钻穿油层上

部水层后ꎬ 下技术套管固井ꎻ 三开钻至油层底界以下 １５~２０ 米完钻ꎬ 在部分土层厚度较

小的区域ꎬ 不下表层套管ꎮ 后期裸眼完井基本工艺: 一开钻至基岩 ２~３ 米后ꎬ 下入表层

套管固井ꎻ 二开钻至油层底部 ２０ 米ꎬ 下技术套管固井ꎬ 再用牙轮钻头通至井底后完井ꎮ
有些油田为节约成本ꎬ 表层套管不固井ꎬ 待技术套管固井后ꎬ 拔出表层套管重复

使用ꎮ
(二) 射孔完井

１９５３ 年ꎬ 七里村油田七 １ 井、 七 ４７ 井射孔试验成功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使用 ＳＱ－６９１ 射孔仪、 ７３ 陶瓷弹进行无枪身射孔试验ꎮ 工艺流程是用铁丝

把 ８~１０ 个陶瓷弹连在 ２ 根铁杆架上ꎬ 装上引爆雷管ꎬ 连接磁定位器ꎬ 将装有雷管的炮

弹与电缆传输系统连接ꎬ 按照设计要求下至所射位置ꎬ 然后引爆ꎮ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ꎬ 在子长油田 ５２１２ 井有枪身射孔试验取得成功ꎬ 该试验技术项目获延

长油矿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ꎮ 之后ꎬ 射孔完井工艺推广应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射孔记录仪改

为推拉式 ＳＱ－６９１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南泥湾油田针对油层致密、 加砂难度大的油井ꎬ 开展双射流射孔技术试

验ꎮ ５ 月ꎬ 深穿透复合射孔技术在甘谷驿油田试验成功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引进超正压射孔加砂压裂联作工艺ꎬ 在川口油田丛 ５~６ 井采用 Ｑ１０２－

１３－９０ 枪ꎬ １０２、 １２７ 射孔弹ꎬ 射孔成功ꎬ 射孔完井方式推广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针对低孔、 低

渗、 致密等油层特性ꎬ 开始选用 Φ１０２ 毫米枪ꎬ １２７ 弹、 ＤＰ４４ＲＤ×３８－４ 或 ＤＰ４３ＲＤ×４５－
２ 深穿透射孔弹 (俗称 “小 １ 米弹”ꎬ 即理论穿透能力为 １ 米)ꎬ 孔密 １３ 孔 /米、 １６ 孔 /
米ꎬ 任意优选组合ꎬ 以适应生产需要ꎮ 至 ２０１０ 年仍采用此射孔完井方式ꎮ

第四节　 采　 油

延长早期采用吊油工艺进行油气举升ꎮ 部分油田开发初期油井采用 Φ３８ 毫米、 Φ４４
毫米杆式泵抽油ꎬ 检泵方便ꎬ 不需起出油管ꎬ 因结构复杂、 成本高、 排量小ꎬ 随后被管

式泵取代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永坪油田采用 ２ １ / ４英寸自制皮碗式抽油泵和苏联产金属泵抽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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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 年将皮碗式抽油泵改为钢心涨圈泵ꎬ 泵径增大 ３ / １６ 英寸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 逐步

普及游梁式抽油机ꎬ 之后ꎬ 试验气举、 螺杆泵、 潜油电泵等油气举升技术ꎬ 未取得突破

性进展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多应用泵径为 Φ３８ 毫米、 Φ４４ 毫米、 Φ５６ 毫米管式抽油泵ꎬ 下

泵深度一般在射孔段以上 ２０ 米ꎮ 在井斜大于 ３０°时ꎬ 抽油泵泵球阀复位效果差ꎬ 泵效

低ꎬ 多数油田使用斜井泵抽油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甘谷驿油田试验螺杆泵采油ꎬ 因油杆不易卸扣

及倒转问题ꎬ 未推广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丰富川油田应用抽油泵固定阀总成ꎬ 安装于普通抽

油泵底部ꎬ 在斜井内使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游梁抽油机仍是最普遍的举升设备ꎬ 其间多次对油气举升技术及设备进

行研究与试验ꎬ 研发或引进试验双驴头抽油机、 开齿式天轮抽油机及一机多抽等多种抽

油机装备ꎬ 通过改善抽油机传动机构、 平衡方式等ꎬ 以及引进变频控制、 节能电机、 电

容节能控制开关等电力节能技术ꎬ 探讨节能、 环保、 耐用易维护的抽油机技术ꎮ 研发应

用了多种扶正器等防止抽油杆偏磨ꎬ 以及各种气锚、 砂锚、 降粘防蜡、 堵水等井下工

具ꎬ 以有效解决油气举升过程中的各种问题ꎮ 在油井维护技术方面ꎬ 采用热水、 泡沫、
热化学洗井工艺ꎬ 有效解决井底附近及井筒杂质造成的堵塞、 腐蚀等问题ꎬ 并引进油井

自封封井器ꎬ 实现密闭洗井ꎬ 避免了洗井液的污染ꎮ 研发刮蜡器、 清壁规等机械清蜡工

具ꎬ 应用化学清防蜡剂ꎬ 解决油井结蜡问题ꎻ 在修井作业中应用捞砂泵、 泄油器等器

具ꎻ 利用无机及有机酸、 表面活性剂、 微生物及热化学方法ꎬ 进行油井解堵作业ꎻ 采用

机械胀套、 公锥钻铣扩径、 套管爆破整形等工艺技术对套损井进行修复ꎮ

第四章　 油井生产管理

第一节　 井下作业

一、 油井日常维护

油井日常维护作业主要有检泵、 洗井、 调整泵挂、 清防蜡、 防砂等ꎬ 提高油井利

用率ꎮ
(一) 检泵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ꎬ 主要以吊油为主ꎬ 油井日常维护作业较少ꎮ ５０ 年代ꎬ 检泵工

作量增加ꎮ 判断油井故障方法主要有: 摸油杆是否发热、 井口三通是否 “出气”、 抽油

机负荷轻重、 油井上液状况等ꎬ 在实践中总结出 “一敲、 二打、 三灌水” 的检修方法ꎮ
１９６７ 年ꎬ 青化砭油田利用滚筒、 卷扬机改装 ２ 部绞车ꎬ 进行油井检泵、 解卡、 洗井、 井

下落物打捞等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延长油矿将改装淘汰的星牌等钻机用以修井ꎮ １９８４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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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谷驿油田成立井下作业队ꎬ 负责对油井进行检泵或换泵ꎮ 检泵逐渐成为油井日常维护

的重要工作之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各油田全部开展检泵作业ꎮ
(二) 洗井

延长油气区推广应用清水加砂压裂工艺后ꎬ 出现油层吐砂ꎬ 油井内砂面过高ꎬ 埋没

射孔段及抽油泵砂卡等现象ꎬ 油井产量降低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子长油田技术人员研制成功 “滑
管式洗井工艺”ꎬ 在延长油气区推广应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川口油田采用洗井沉砂罐对丛式井

定期洗井ꎬ 提高洗井作业质量ꎬ 降低劳动强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主要以正洗为主、
反洗为辅ꎬ 洗井液以活性水为主ꎮ

(三) 调整泵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长油气区大部分油田采取调整泵挂措施ꎬ 提高油井产量ꎮ 由技

术人员每天使用油井诊断仪进行动液面和示功图测试ꎬ 发现供液不足、 沉没度低的油

井ꎬ 及时进行泵挂调整ꎮ １９９９ 年南泥湾油田对产量降低的油井探砂面ꎬ 对砂埋段进行冲

洗ꎬ 再加深泵挂ꎮ
(四) 清防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延长油矿采用火烧法ꎬ 即将油杆、 油管、 抽油泵等井底设备ꎬ 起

出后ꎬ 在地面火烧油管熔蜡ꎮ 因损坏油管ꎬ 污染井场ꎬ 停止使用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延长油矿推

广应用强磁防蜡器、 热油熔蜡车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选择有代表性油井逐月测示功图ꎬ 按照单井

产量、 含水高低ꎬ 分类总结不同层位和不同区块油井结蜡规律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油杆刮蜡器经

现场试验ꎬ 有效清除油杆黏附的石蜡等机械杂质ꎬ 井下作业广泛使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姚店油

田实施化学清防蜡ꎬ 对不同程度的结蜡井注清防蜡剂ꎬ 试验 １３ 口ꎬ 结蜡周期延长 ９０ ~
１５０ 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形成以热油熔蜡车清蜡、 自生热洗清蜡、 化学清防蜡为

主ꎬ 机械清蜡为辅的清防蜡工艺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该油田注化学清防蜡剂 １５００ 口ꎮ
(五) 防砂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域内川口油田针对新井投产后吐砂严重问题ꎬ 分别在 １１ 口油井应

用中原油田防砂尾管、 胜利油田三种防砂泵、 湖北国营三八八厂倒置式防砂泵ꎬ 效果较

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主要采用冲砂洗井、 滤砂管机械防砂工艺ꎮ
二、 事故井处理

(一) 打捞

开发初期ꎬ 主要是打捞吊油桶ꎬ 同时打捞油井内的柴草、 石头等落物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各

油田逐步配备捞、 磨、 铣、 套、 倒、 震、 钻等工具ꎬ 具备复杂打捞解卡、 油管磨铣、 落

物磨铣等大修技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根据井下落物的鱼顶形状ꎬ 选定不同作业设备

和打捞工具ꎬ 作业设备主要有钻机、 通井机ꎬ 打捞工具有矛类、 筒类、 锥类、 钩类、 磨

铣类等系列ꎮ 逐步形成弯油杆打捞、 双封选压封隔器打捞以及套铣打捞等多种技术ꎬ 打

捞成功率达 １００％ꎮ
(二) 解卡

裸眼井压裂形成砂卡事故较多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采用上提下顿法、 倒扣套铣解

卡法、 震动解卡法及专用钻机等处理卡钻事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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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套管修复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套管事故井逐渐增多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域内蟠龙油田蟠 ２０３８－５ 井采用

套管补贴技术 (补贴已射孔井段)ꎬ 进行套管修复ꎬ 重新选段进行压裂施工作业ꎬ 获得

成功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长油气区主要采用倒换套管、 机械胀管、 公锥钻铣扩径、 套管补贴、
套管侧钻等技术修复套管ꎮ

第二节　 油井管理

一、 油井计量

初期吊油时ꎬ 各井吊油量不在井口记录ꎬ 每班吊油结束后ꎬ 将总吊油量平均分摊ꎬ
单井产量误差大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开始井口设罐ꎬ 采用井口计量ꎬ 到选油站交油后ꎬ
按顺差比例分摊ꎮ ７０ 年代ꎬ 大部分油井采用单井单罐检尺计量ꎬ 每 ８ 小时或 ２４ 小时计

量 １ 次ꎮ 井口伴生气量少ꎬ 放空不计量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域内川口、 甘谷驿、 蟠龙等油田试用油—水密度测量仪、 翻斗计量

仪器、 超声波流量计等计量方式ꎬ 由于单井产量低、 间歇上油、 成本高等原因ꎬ 均未

推广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西区、 南泥湾、 子长、 川口、 定边等 ５ 个注水开发示范区安装油井智能测

试终端ꎬ 实现单井智能示功图计量ꎮ 至年底ꎬ 延长油气区大部分油井以单井单罐计量为

主ꎬ 管线集输计量间用双容积分离器计量ꎮ
二、 间歇抽油

１９５２ 年ꎬ 七里村油田采纳苏联专家建议ꎬ 在第 １５ 号井进行间歇采油试验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针对延长东部油井产量低的特点ꎬ 推行间歇抽油的油井工作制度ꎬ 延安市域内甘谷驿油

田安装单井抽油机自动控制器ꎬ 定时抽油ꎮ １９９７ 年采用区域变压器自动重合器ꎬ 定时送

电ꎬ 自控限时间歇采油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有序采油方式在延长油气区推广使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间

歇采油井约占采油井开井总数的 ８０％ꎮ

第五章　 油气集输

第一节　 油田集油

原油储存最初采用木槽、 铁槽、 土窖等储存设施ꎮ １９５０ 年起ꎬ 开始采用油桶、 水泥

池和钢制油罐ꎬ 后逐渐发展应用拱顶式、 浮顶式储油罐ꎮ 开发初期ꎬ 靠人力畜力运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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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采用井口设罐ꎬ 汽车集运方式ꎮ ９０ 年代开始管道集输ꎬ 逐步形成切合

油田生产实际的汽车集运、 管道集输体系ꎮ 天然气集输始于 ２００４ 年ꎬ 后逐渐配套完善ꎮ
一、 原油集输

油田集油经历人力畜力、 汽车、 管道三个阶段ꎮ 延安市境内青化砭油田 １９６７ 年生产

初期ꎬ 油气水处理工艺简单ꎬ 在井场储油罐现场脱水ꎬ 泵油车将原油运入青化砭选油站

后再次脱水 (有 ５０ 立方米储油罐 １ 具)ꎮ 每日油罐车将原油运往永坪选油站ꎮ １９７４ 年ꎬ
青化砭常屯村建成选油站并投入运行ꎮ 姚店油田开发初期ꎬ 将油水统一运输到青化砭常

屯选油站处理ꎬ 日处理能力 ４００ 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随着集油管道建成ꎬ 管道集油逐渐成为主要集油方式ꎬ 汽车运输

比例开始逐年下降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宝塔区境内姚店王皮湾集输联合站建成投用

(有容积 ３０００ 立方米处理罐 ２ 具ꎬ 容量 ３０００ 立方米沉降罐 ２ 具)ꎮ 同时常屯选油站废弃ꎮ
此后ꎬ 原油运至王皮湾集输站处理ꎬ 日处理能力 １５００ 立方米ꎬ 分离油层水 ４００ 吨ꎮ ２００２
年后ꎬ 原油运输车辆改用大吨位原装运油车ꎬ 承担油井到选油站、 选油站到联合站、 联

合站到炼油厂的原油运输ꎮ
丰富川油田开发初期ꎬ 原油交付王皮湾集输联合站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丰富川联合站开始

建设ꎬ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投入运行ꎮ 油田所产原油全部交付该站进行处理ꎬ 年原油处理能

力 ３０ 万吨 (站内设有容积 ３０００ 立方米处理罐 ２ 具ꎬ 容积 ３０００ 立方米沉降罐 １ 具ꎬ 容积

１ 万立方米储油罐 ２ 具)ꎮ 交付原油采用蒸汽加温、 加破乳剂后进入处理罐ꎬ 通过压差作

用进入沉降罐进行油水分离ꎬ 处理合格后用罐车运至王皮湾联合站ꎮ
二、 天然气集输

延长油气区天然气集输包括气井气和油井气集输ꎬ ２００４ 年开始在部分区域投产采气

井ꎬ 逐步建成撬装式采气站和天然气压缩站ꎬ 集输管道日益完善ꎮ
(一) 气井气

延长气田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宝塔区境内姚家坡延 １２８ 井区建成撬装式采气站ꎬ 辖 ４ 口

采气井ꎬ 分别为延 １２８ 井、 延 １７２ 井、 延 １７３ 井和延 １７４ 井ꎮ 铺设 Φ８９×５ 毫米管线 ６ ６４
千米ꎬ 通过井口节流、 水套炉加热ꎬ 将延 １２８ 井天然气输至采气站ꎻ 铺设 Φ６０×４ 毫米管

线 ４ ４９ 千米ꎬ 将延 １７２ 井、 延 １７３ 井、 延 １７４ 井采出气输至采气站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建

成天然气集气管道 ５１ １３ 千米ꎮ
(二) 油井气

油井伴生气在油田开发初期以放空和生产生活自用为主ꎮ ２００１ 年后部分区域利用油

井伴生气发电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在永宁油田双 ４１０ 井、 双 ５５７ 井安装套管气定压回收井口

装置ꎬ 通过 Φ６０×３ 毫米管线将油井伴生气输至双 ６８９ 脱水站ꎬ 管线全长 ８ ７０ 千米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永宁油田建成东区 １ 号油井伴生气增压站ꎬ 将双 ４、 双 ５、 双 ６、 双 ７ 转油

站和双 ２ 计量站的油井伴生气全部汇集到该站ꎬ 经增压后输至双河联合站轻烃回收装

置ꎬ 铺设 Φ８９ 毫米×４ 毫米钢管线 １９ ２０ 千米ꎮ 次年 １０ 月ꎬ 永宁油田野山联合站轻烃回

收装置建成投运ꎬ 将 ７ 号、 ８ 号接转注水站及野山联合站所辖 ５ 座增压站的油井伴生气ꎬ
通过管线集输至野山联合站轻烃回收装置ꎬ 铺设管线总长 ６０ ８０ 千米ꎮ ６ 号接转注水站

及所辖 ７ 座增压站的油井伴生气由 ７ 号接转注水站通过管线集输供给ꎬ 铺设管线 ２１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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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米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建成油井伴生气集输管道 １１０ ２０ 千米ꎮ

第二节　 输油管线

宝塔区内的输油管线ꎬ 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开工建设的永坪—姚店输油管道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共有永坪—姚店、 川口—姚店、 甘谷驿—姚店、 七里村—姚店、
双河—顺宁、 定边—靖边和小河、 天赐湾—榆炼、 子北—永炼、 安塞—永炼、 吴起—延

炼 １０ 条原油输油管道和永坪—姚店、 靖边—榆炼、 延炼—西安 ３ 条成品油输油管道ꎮ 其

中ꎬ 宝塔区内有 ４ 条原油输油管道ꎬ １ 条成品油输油管道ꎮ 永姚、 川姚、 甘姚、 七姚管

线均采用一泵到底输送工艺ꎮ
一、 永坪—姚店输油管道

同沟敷设有 ４ 条管道: 永姚汽油、 柴油、 石脑油和姚永原油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开工建

设ꎬ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竣工投运ꎮ 其中ꎬ 姚永原油管道全长 ５２ １ 千米ꎬ 设计输送能力 ２００ 万

吨 /年ꎬ 实际输送能力 １８０ 万吨 /年ꎬ 外输压力 ２ ６ 兆帕ꎬ 泵出口设计压力 ６ ４ 兆帕ꎬ 实

际运行压力 ４ ５ 兆帕ꎻ 永姚汽油、 柴油、 石脑油管线分别长 ５５ ３ 千米ꎬ 汽油和柴油管径

为 Φ２１９ 毫米ꎬ 壁厚 ６ ７ 毫米ꎬ 设计输送能力 ７５ 万吨 /年ꎬ 设计运输压力 ３ ６ 兆帕ꎻ 石

脑油管径为 Φ１４１ 毫米ꎬ 壁厚 ６ ３ 毫米ꎬ 设计输送能力为 ２０ 万吨 /年ꎬ 设计运输压力为

３ ６ 兆帕ꎮ ２０１０ 年管输原油 １３８ 万吨ꎬ 管输成品油 １３０ 万吨ꎮ
二、 川口—姚店原油输油管道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开工建设ꎬ ６ 月竣工投运ꎮ 管线全长 １７ ４ 千米ꎬ 设计输送能力 ４５ 万吨 /
年ꎬ 实际输送能力 ３５ 万吨 /年ꎬ 外输压力 １ ６ 兆帕ꎬ 泵出口设计压力 ４ ０ 兆帕ꎬ 实际运

行压力 ３ ２ 兆帕ꎬ ２０１０ 年管输原油 １３ 万吨ꎮ
三、 甘谷驿—姚店原油输油管道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开工建设ꎬ 同年 ６ 月竣工投运ꎮ 管线全长 １６ ８ 千米ꎬ 设计输送能力 ４０
万吨 /年ꎬ 实际输送能力 ２６ 万吨 /年ꎬ 外输压力 １ ６ 兆帕ꎬ 泵出口设计压力 ２ ５ 兆帕ꎬ 实

际运行压力 ２ ０ 兆帕ꎬ ２０１０ 年管输原油 ２６ 万吨ꎮ
四、 七里村—姚店原油输油管道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开工建设ꎬ 经大规模修复ꎬ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投入运行ꎮ 管线全长 ４２ 千米ꎬ
设计输送能力 １００ 万吨 /年ꎬ 实际输送能力 ５４ 万吨 /年ꎬ 外输压力 ３ ５ 兆帕ꎬ 泵出口设计

压力 ６ ４ 兆帕ꎬ 实际运行压力 ５ ０ 兆帕ꎬ ２０１０ 年管输原油 ５３ 万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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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油气水处理

第一节　 原油处理

１９６７ 年ꎬ 青化砭油田投产初期ꎬ 油气水处理工艺简单ꎬ 在井场储油罐现场脱水ꎬ 泵

油车将原油运入青化砭选油站后再次脱水ꎮ
１９７４ 年ꎬ 常屯村建成选油站并投入运行ꎮ 采用大罐沉降脱水工艺ꎮ 工艺流程为原油

运入选油站后加破乳剂使油水分离ꎬ 进行脱水ꎬ 存入 ５００ 立方米油罐ꎮ 再进行蒸汽加

热ꎬ 进行二次脱水ꎬ 脱水完成ꎬ 将油存入 １０００ 立方米罐中ꎬ 含水小于 ０ ２％为合格ꎮ 后

将原油运往永坪选油站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姚店王皮湾集输联合站建成投用ꎮ 采用溢流沉降法脱水ꎬ 将进

站原油经计量后泄入收油方槽ꎬ 进入沉降罐ꎬ 再通过压差作用和蒸汽加热ꎬ 脱出的采出

水通过沉降罐调节水箱进入采出水储水罐ꎬ 油经沉降罐内收油槽进入净化油罐ꎬ 处理合

格后交付炼油厂ꎮ

第二节　 采出水处理

采出水处理经历坑渗、 自然蒸发、 简易除油、 常规过滤、 二级除油＋二级过滤、 四

级精细过滤、 微生物＋膜等工艺ꎮ 采出水处理合格后全部回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境内青化砭采油厂建成第一座污水处理站ꎬ 设计日处理含油废水

１２００ 立方米ꎬ 采用 “三级” 处理工艺ꎬ 即隔油 (斜校卧旋罐除油) 纤维球、 纤维素过

滤、 精细过滤ꎬ 回注地层ꎮ 因工艺复杂、 基建投资和运行费用高ꎬ 管理不便ꎬ 不能完全

满足生产的需求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引进 １ 套针对长 ２ 油层水处理工艺ꎬ 设计日处理能力 ２８００ 立方米ꎬ 处理

后水质可排可注ꎬ 回注水达到 «延长油区各油层注入水实用水水质标准»、 排放水达到

«陕西省石油开采废水排放标准» (ＤＢ ６１ / ３０８－２００３) 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８－２００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引进 １ 套针对长 ６ 油层水处理工艺ꎬ 即微生物＋膜处理ꎬ 运行成本大幅度

降低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境内姚店油田平均日产油层水量 １８００ 立方米ꎬ 日回注处理后

油层水 １２００ 立方米ꎬ 剩余油层水通过深层回注井注入地层ꎬ 实现油层水零排放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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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天然气处理

延长油气区自清光绪三十三年 (１９０７) 钻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后ꎬ 一直采用单罐

存油、 单井抽油的方式ꎬ 井口伴生气直接释放于大气中ꎬ 造成大气污染ꎬ 天然气资源浪

费ꎮ 各油田对伴生气的利用不足 １０％ꎬ 仅限于锅炉供暖或农家生活ꎬ ９０％以上的伴生气

被排空或者点燃ꎮ ２００６ 年后开始试验伴生气发电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作为节能减排的重点项目ꎬ
青化砭油田通过伴生气发电ꎬ 节约资金 ４０ 余万元ꎮ

一、 气井气处理

２００４ 年ꎬ 下寺湾油田采气井天然气经管道集输进入天然气压缩站ꎬ 经计量、 压缩、
脱水、 分离处理后ꎬ 由加气柱向天然气运瓶车或者充气罐充装外运ꎮ 日处理天然气 １ 万

立方米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直罗油田和尚塬区东部含气区有 １１ 口气井ꎬ 通过输气管线输送至南山天

然气压缩站ꎬ 经脱水、 净化、 增压后外运ꎬ 日处理天然气 １ ８０ 万立方米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延长气田延 １２８ 井采气站将集输到站的天然气采用脱水、 计量、 深

度脱水、 增压处理后将成品气通过压缩天然气运输车给延安市区及周边县区加气站供

气ꎮ 日处理天然气能力 ５ 万立方米ꎮ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延长油田各天然气压缩站日处理天然气 ７ ８０ 万立方米ꎮ
二、 油井气处理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永宁油田双河联合站轻烃回收装置投运ꎬ 年处理油井伴生气能力 ９９０
万立方米ꎮ 采用膨胀机制冷为主、 氨冷为辅的轻烃回收工艺ꎮ 原料气经回收装置可生产

液化气产品和轻油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该站累计生产液化气 ３５５７ １４ 吨、 轻油 ２９５９ ３２ 吨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永宁油田野山联合站轻烃回收装置建成投运ꎬ 采用膨胀机制冷为主、

氨冷为辅的轻烃回收工艺ꎬ 年处理油井伴生气能力 １６５０ 万立方米ꎮ 至 ２００８ 年底ꎬ 累计

生产液化气 １２１ ０６ 吨、 轻油 ５０ １８ 吨ꎮ 同时ꎬ 建成轻烃回收装置 ２ 套ꎬ 年处理油井伴生

气能力 ２６４０ 万立方米ꎮ

第七章　 产品销售

第一节　 原油产品

一、 汽油

汽油为延长石油集团的主要产品ꎮ 根据国家标准要求及市场需求ꎬ 从 １９９６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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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产品品种不断更新ꎬ 低标号汽油退出市场ꎬ 高标号汽油进入市场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底ꎬ 延长石油汽油种类有 ９０＃、 ９３＃、 ９７＃ꎮ
１９９６ 年以前ꎬ 延长石油各炼油厂未建成投用催化重整装置ꎬ 只能生产石脑油和 ７０＃

含铅汽油ꎬ 没有生产无铅高标号汽油的能力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 延炼 １５ 万吨 /年重整

装置建成并一次试车成功ꎬ 生产出合格的 ９０＃汽油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七里村炼油厂生产出无铅

车用汽油ꎻ 永坪炼油厂成功开发出 ９０＃无铅车用汽油ꎮ 当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国家颁布实施

ＧＢ １７９３０－１９９９ 车用汽油国家标准ꎬ 要求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全面停止生产 ７０＃汽油和含铅

汽油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全国停止销售和使用含铅汽油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永坪炼油厂 １５ 万吨 /年催化重整装置一次试车成功ꎬ 生产出高

辛烷值汽油调合组份 (ＲＯＮ＝ ９３－９７)ꎬ 开始全部生产 ９０＃无铅汽油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 延炼 １５
万吨 /年重整扩能技改工程一次试车成功ꎬ 改造后重整装置加工能力扩大到 ３０ 万吨 /年ꎬ
全厂除生产 ９０＃汽油外ꎬ 并根据市场需求生产部分 ９３＃高标号车用汽油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ꎬ 榆林炼油厂 １５ 万吨 /年催化重整装置一次开车成功ꎬ １０ 月 １５ 日

生产出 ９３＃高标号汽油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ꎬ 国家颁布 ＧＢ １７９３０－２００６ «车用汽油» 标准ꎬ 针对不同的排放

标准分为车用汽油国Ⅱ标准、 车用汽油国Ⅲ标准ꎮ 规定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ꎬ 在全国

范围内执行车用汽油国Ⅱ标准ꎬ 该标准将车用汽油硫含量降低到不大于 ０ ０５％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车用汽油国Ⅲ标准ꎬ 该标准规定车用汽油硫含量降低到不

大于 ０ ０１５％、 烯烃含量降低到不大于 ３０％、 苯含量不大于 １ ０％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石油各炼油厂在催化裂化装置、 催化重整装置相继实施 ＭＩＰ 降

烯烃、 深拔碳六等质量升级技术改造ꎬ 成品汽油质量由 ＧＢ １７９３０－２００６ (国Ⅱ) 向 ＧＢ
１７９３０－２００６ (国Ⅲ) 全面升级ꎮ 延安炼油厂、 榆林炼油厂成品汽油烯烃含量由 ５０％降低

到 ３０％以下ꎬ 达到国Ⅲ指标要求ꎻ 永坪炼油厂、 榆林炼油厂成品汽油苯含量达到小于

１％的国Ⅲ指标要求ꎻ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底建成的延安石油化工厂ꎬ ７ 月投产ꎬ 其 １２０ 万吨 /年
连续重整装置采用美国 ＵＯＰ 公司第三代超低压连续重整工艺ꎬ 生产出辛烷值达 １０２ 以上

重整汽油ꎬ 与延炼催化汽油调合后ꎬ 可全部生产 ９３＃以上高标号汽油ꎬ 并根据市场需求

生产部分 ９７＃高标号汽油ꎬ 填补了陕西省不能生产 ９７＃高标号汽油的历史空白ꎮ
二、 柴油

１９９６ 年ꎬ 延长石油柴油销售品种有－２０＃、 －１０＃、 ０＃、 ＋５＃柴油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ꎬ 陕西

省名牌战略指导委员会审定延炼生产的 “洛河牌” ０＃、 －１０＃轻柴油为省名牌产品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增加－５＃柴油ꎻ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５＃柴油退出市场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石油各炼油厂相继建成 ４ 套柴油加氢装置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永坪炼油厂 ２０ 万吨 /年柴油加氢装置一次试车成功ꎻ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延安炼油

厂 ４０ 万吨 /年柴油加氢装置一次试车成功ꎻ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榆林炼油厂 ２０ 万吨 /年
柴油加氢装置一次试车成功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延安石化厂 １４０ 万吨 /年柴油加氢装置建成

投产 (同年 １０ 月将延安炼油厂 ４０ 万吨 /年柴油加氢装置整体搬迁到榆林炼油厂)ꎮ ４ 套

柴油加氢装置均采用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开发的国内先进的 “ＭＣＩ＋临氢降凝组合” 柴

油加氢技术ꎮ 使各炼油厂成品柴油牌号增加到 ５ 个: 分别为－２０＃、 －１０＃、 －５＃、 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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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ꎬ 柴油质量基本可达到国家车用柴油推荐标准 ＧＢ / Ｔ １９１４７－２００３ꎮ 延安炼油厂成品柴

油质量已提前达到 ＧＢ １９１４７－２００９ 标准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５＃柴油退出市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

底ꎬ 延长石油柴油种类有－２０＃、 －１０＃、 ０＃ꎮ

第二节　 销售网络

一、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销售网络

２００５ 年ꎬ 延长石油重组之初ꎬ 提出 “控制一级销售、 扩大二级销售、 发展终端销

售” 的思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始加速发展终端加油站网络建设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延长石油集团

成品油销售市场辐射陕西、 山西、 重庆、 青海、 云南、 浙江、 山东等 ２７ 个省 (市、
区)ꎮ 主要销售市场是陕西、 四川、 山西、 河南等地ꎮ 从销售途径来看ꎬ 公路市场主要

在陕西、 内蒙古、 山西、 四川等地ꎻ 铁路市场主要在四川、 山西、 北京、 陕西、 云南、
河南、 宁夏、 重庆、 湖南、 湖北、 青海等地ꎮ

二、 终端加油站

(一) 集团内部加油站

２００９ 年前ꎬ 延安地区分布有 １９ 座加油站ꎬ 主要保证油田公司各采油厂生产用油ꎬ
分属各采油厂管理ꎮ 其中ꎬ 吴起县张坪加油站、 子长县瓦窑堡加油站、 富县直罗加油

站、 志丹县永宁加油站、 宝塔区加油站 ５ 座有对外经营资质ꎬ 可以对外销售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根据集团公司内部加油站整合方案要求ꎬ 原属油田公司各采油厂管理的加油站统一

移交西安分公司管理ꎮ
(二) 终端销售网络

延长石油终端加油站在 ２００５ 年重组之前站点很少ꎬ 主要是集团内部加油站ꎮ ２００５
年第二次重组后主要发展外部加油站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ꎬ 在整合规范内部加油站的同时ꎬ
与壳牌公司、 高速集团、 交通建设集团等合作建设加油站ꎬ 终端销售网络初步形成ꎮ 截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公司拥有加油站 １４７ 座ꎬ 其中延长壳牌公司 ６０ 座ꎬ 延长壳牌四川公司 ５２
座ꎬ 高速延长公司 １７ 座ꎬ 交通延长公司 １８ 座ꎮ 加油站覆盖省市主要是陕西、 四川ꎻ 山

西市场正在开发ꎮ ２０１０ 年共销售油品 ５０ ８７ 万吨ꎬ 实现销售收入 ３５ ４９ 亿元ꎬ 全年控

股、 参股公司共实现利润 ２２１９ ６５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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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编　 商贸服务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商业机构 １４６６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０３５８ 人ꎮ 其中ꎬ 全民所有制商业机

构 １０５ 个ꎬ 占全部机构的 ７ ２％ꎻ 供销合作商业机构 １１２ 个ꎬ 占 ７ ６％ꎻ 其他集体所有制

商业 １６２ 个ꎬ 占全部总数的 １１％ꎻ 个体商业 ９４２ 个ꎬ 占全部机构 ６４％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有

商业机构法人单位 ９８ 个ꎬ 活动单位 ９８ 个ꎬ 网点 ４１０４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０６３７ 人ꎮ 社会消费

品总额 ２１６９７ ３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后ꎬ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ꎬ 宝塔区国有商业企业、
集体商业实行门店责任承包、 柜台承包和对外租赁等方式经营ꎬ 个体私营商业逐步壮

大ꎬ 全市有个体工商户 ２８２１ 户ꎬ 从业人员 ４５４６ 人ꎬ 商业机构占总数 ３０２０ 户的 ９３ ４％ꎬ
从业人数占总数 ７３６７ 人的 ６１ ７％ꎮ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７７７８ ８０ 万元ꎬ 其中个体商业零

售额 ８１９４ ０２ 万元ꎬ 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４５ ９６％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区批发零售贸易总

额 ４３９８９ １０ 万元ꎬ 其中国有商业 １８１４６ 万元ꎬ 集体商业 ５８２４ ４０ 万元ꎬ 私营个体

２０１８６ 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５０３５９９ ７０ 万元ꎬ 其中批发业 １４５８９５ ６０ 万

元ꎬ 零售业 ２９２５１３ ２０ 万元ꎬ 住宿餐饮业 ６５１９０ ９０ 万元ꎮ

第一章　 商贸体制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７５ 年ꎬ 延安市、 延安县合并ꎬ 成立延安市商业局ꎮ １９９３ 年仍称商业局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政府机构改革ꎬ 成立商贸局ꎬ 撤销延安市商业局ꎬ 成立延安市商业总公司ꎬ 行政

职能移交商贸局管理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商贸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撤销

商贸局ꎬ 改称宝塔区商业贸易办公室ꎬ 行政职能和业务性质不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商业

贸易办公室与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办公室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内设办公室、 财务科、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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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科 ３ 个科室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５ 人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３ 名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商业贸易办公室、 招商局合并ꎬ 组建宝塔区商务局 (招商

局)ꎬ 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ꎮ 内设办公室、 财务科、 业务科 ３ 个科室ꎮ 有干部职工 １６
人ꎬ 设局长 １ 名、 副局长 ３ 名ꎮ 下属区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 区畜牧定点屠宰管理办公

室 ２ 个事业单位和 ８ 户国有商贸企业ꎮ 主要负责全区内外贸易、 服务业监管、 招商引资

和对外经济合作等ꎮ

第二节　 国有商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商业局所属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食品、 饮料、 烟酒、 日用百货、 五金

交电、 日用化工、 棉麻、 服装和饮食住宿服务ꎮ 全市全民商业企业有百货公司、 五金交

电化工公司、 副食公司、 食品公司、 蔬菜公司、 石油公司、 饮食公司、 服务公司、 百货

大楼、 食品加工厂、 酿造厂、 粮油销售公司等 １１８ 家经营企业ꎬ 干部职工 ３６０５ 人ꎮ 同年

５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决定将百货公司关闭ꎬ 营业执照注销ꎬ 实行重组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将百货公司一分为四ꎬ 组建法人单位国有企业ꎬ 由百货公司机关人员、 百

货批发部、 百货四商店进行重组ꎬ 成立新的百货公司ꎬ 资产总额 ２９１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１２８６ 平方米ꎬ 营业面积 １１００ 平方米ꎬ 有职工 １２０ 人ꎮ 由百货六商店、 百货七商店、 友

谊商店重组为友谊公司ꎬ 资产总额 ５２５ 万元ꎬ 营业面积 ２７４７ 平方米ꎬ 有职工 ８２ 人ꎮ 由

百货一、 二、 三商店和劳保商店组建为商贸工业品公司ꎬ 资产总额 ５８ ２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３６５１ 平方米ꎬ 营业面积 ２１９６ 平方米ꎬ 职工 １１４ 人ꎮ 由百货八商店、 解放大厦合并为解

放大厦ꎬ 资产总额 ４７３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３８７７ 平方米ꎬ 营业面积 ２２４４ 平方米ꎬ 职工

２１２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有百货、 食品、 五金交电、 化工、 餐饮、 医药器械、 能源批发等企业 １７

个ꎬ 网店 ４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３０７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百货大楼改制为国家控股、 企业内部职工参股的股份制企业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ꎬ 对国贸大厦、 美术公司、 解放大厦、 饮食公司、 五金公司等企业改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百货大楼、 国贸大厦、 美术公司、 解放大厦、 饮食公司、 五金公司、 食

品公司、 蔬菜公司、 服务公司、 友谊公司、 物资总公司、 药材公司商业法人单位 １２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６９２ 人ꎮ

第三节　 集体商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集体商业企业有市综合公司、 饮食服务公司、 合作商店、 照相馆、
理发馆、 烟酒副食店、 浴池、 旅店等 ２６ 个ꎬ 职工 ５９０ 人ꎮ 各公司、 门店实行第二轮经济

责任承包制ꎬ 承包合同期为 ２ 年ꎬ 根据承包经济责任完成指标ꎬ 进行考核奖罚ꎮ
１９９２ 年后ꎬ 南泥湾钻采公司、 通用机械厂等单位开办劳动服公司 ５ 家ꎬ 主要经营烟

酒副食、 劳保用品、 日用品等ꎻ 姚店镇政府开办加油站 １ 座ꎬ 主要经营汽油、 柴油、 黄

油等产品ꎬ 至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有集体商业企业 ３２ 个ꎬ 有职工 ７０５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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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后ꎬ 随着延安市二道街改造ꎬ 部分商店、 理发馆、 旅店被拆迁ꎬ 集体商业企

业下降到 ２１ 个ꎬ 有职工 ４８０ 人ꎮ １９９７ 年后ꎬ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ꎬ 市场竞争激烈ꎬ 集体

商业企业普遍经营困难ꎬ 各公司、 门店因经营周转资金短缺ꎬ 将部分商业经营门店、 柜

台实行租赁经营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延安大街、 二道街集体商业企业的理发馆、 旅馆、 烟酒副

食等经营场所ꎬ 因城市开发改造被拆迁ꎬ 企业职工至此自谋职业ꎬ 通用机械厂等 ４ 家劳

动服务公司因资金短缺ꎬ 经营困难ꎬ 先后停办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属集体商业有南门坡新世纪商贸大楼、 东关理发店、 延安照相馆、 劳保

门市部、 黄土情食府等集体商业 ５ 家ꎬ 从业人员 １５６ 人ꎮ

第四节　 个体私营商业

１９９０ 年以前ꎬ 个体私营商业存在着机构数量多、 从业人员多、 经营规模小的特点ꎮ
主要从事经营日用杂品、 烟酒、 日用饮具和其他小商品ꎬ 个体有证商业 ９４２ 户、 从业人

员 １７８５ 人ꎮ
１９９５ 年以后ꎬ 个体私营出现规模经营企业ꎬ 商业股份制企业增加ꎬ 经营范围逐步扩

大ꎮ 经销主要商品有家用电器、 品牌服装、 五金交电、 化工材料、 办公用品、 加油站、
太阳能利用等十多个大类、 上千个品种ꎮ 个体私营经济完成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８１７４ 万

元ꎬ 比 １９９３ 年增加 ３３２５ 万元ꎬ 增长 ６８ 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个体私营工商户 ４５１１ 户、 从业人员 ６７８７ 人ꎬ 餐饮业 １４８６ 户、 ５０９７

人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７２７８ 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个体经营工商户 ８５２５ 户ꎬ 从业人员 ２６１０９ 人ꎮ 经营主要商品有日用

百货、 家用电器、 五金交电、 水暖器材、 化工材料、 能源批零、 办公用品、 体育器材、
服装鞋帽、 粮油食品、 蔬菜水果等十多个大类上千个产品ꎮ 个体工商户经营中餐饮业ꎬ
呈上升趋势ꎬ 餐饮业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７０１ 户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８０ 户从业人员 ８１２８ 人ꎬ 个

体经营总额 ８２１７４ ７ 万元ꎬ 分别比 ２００６ 年增加 ３７９ 户、 增长 ２２ ３％ꎬ 增加 １７８５４ ２ 万

元ꎬ 增长 ２７ ８％ꎮ

第五节　 商贸企业改革

１９９６ 年开始ꎬ 宝塔区国有商业企业、 集体商业实行门店责任承包、 柜台承包和对外

租赁等方式经营ꎬ 个体私营商业逐步壮大ꎬ 国有商贸企业改革也陆续展开ꎬ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所属的国有商贸企业大多经历了改制改革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６ 年按照中央、 省、 市

关于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政策精神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国有粮食企业改制实施方案»ꎬ
以粮食系统为单位ꎬ 实行 “统一公开上市处置企业资产、 统一标准安置职工、 统一清偿

债务” 的 “三统一” 办法进行改制ꎮ ３３ 户企业 (财政预算统计口径 ２３ 户企业) 一次安

置职工 ８９７ 人ꎬ 离休人员 １５ 人ꎬ 退休人员 ２５８ 人ꎬ ７１ 名遗属及供养人员全部上划区粮

食局代管ꎮ ３３ 户企业资产账面值 １１０２６ 万元ꎬ 负债 １０１６５ 万元ꎬ 净资产 ８６１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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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业

一、 国贸大厦改制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国贸大厦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

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６３１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资产过户ꎬ 成立延

安国贸大厦 (集团) 有限公司ꎬ 有股东 ３８ 人ꎮ
二、 解放大厦改制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解放大厦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

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１７１２ 万元ꎬ 有职工 １９９ 人ꎬ 其中入股 １５４
人ꎬ 内退 １７ 人ꎬ 退休 ２５ 人ꎬ 其他 ３ 人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资产过户ꎬ 改制为延安解放大厦商

贸有限公司ꎬ 有股东 ８９ 人ꎮ
三、 美术公司改制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区美术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

优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２２１８ 万元ꎬ 有职工 １６２ 人ꎬ 其中买断工龄

１０ 人ꎬ 内退 ２ 人ꎬ 退休 ４６ 人ꎬ 入股 １０４ 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资产过户ꎬ 改制为宝塔区美术

楼有限责任公司ꎮ
四、 延安百货大楼改制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延安百货大楼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

优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延安百货大楼实施全面的股份制改造ꎬ 国有资产完全退

出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１６７０８ 万元ꎮ 有职工 ４３７ 人ꎬ 其中买断工龄 ２５ 人ꎬ 内退 １２ 人ꎬ 退休

６２ 人ꎬ 参与入股 ３３５ 人ꎮ 是年 １１ 月资产过户ꎬ 改制为延安百货大楼 (集团) 公司ꎮ
五、 五金公司改制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五金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先

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改制为宝塔区北方大厦有限责任公司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３６６５ 万

元ꎬ 有职工 ２０９ 人ꎬ 其中入股职工 １４０ 人ꎬ 买断工龄 ３４ 人ꎬ 内退 １ 人ꎬ 退休 ３３ 人ꎬ 其

他 １ 人ꎮ
六、 饮食公司改制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饮食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先

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３３２４ 万元ꎬ 职工 ３０５ 人ꎬ 其中在职职工 １５４
人ꎬ 离退休 １５１ 人ꎮ ２００９ 年资产过户ꎬ 同时成立宝塔区延州饮食服务有限公司ꎮ

七、 工业品公司改制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工业品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

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１５８３ 万元ꎮ 企业各类人员 １６３ 人ꎬ 其中在职

职工 ９９ 人ꎬ 离休 ２ 人ꎬ 退休 ５４ 人ꎬ 未上班人员 ８ 人ꎮ
八、 物资总公司改革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采取关闭清算ꎬ 资产对外公开出让方式处置ꎮ 资产评估值 ４７８９ ５５
万元ꎮ 职工 １６２ 人ꎬ 其中离退休人员 ４８ 人ꎬ 内退 ９ 人ꎬ 在职职工 １０５ 人ꎬ 均按照政策安

置到位ꎮ
九、 友谊公司改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友谊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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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１７７０ 万元ꎬ 职工 ８６ 人ꎬ 其中入股 ３９ 人ꎬ 买断

工龄 ４ 人ꎬ 退休 ４０ 人ꎬ 其他 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资产过户ꎬ 成立友谊商贸有限公司ꎮ
十、 物资储运公司改制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区物资储运公司采取关闭清算方式改制ꎮ 在册职工 ２７ 人ꎬ 由区改制

专户资金按照政策予以安置ꎮ
十一、 延河饭店 (实验饭庄) 改制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延河饭店 (实验饭庄) 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

内部职工优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６９６９ 万元ꎬ 职工 ３２８ 人ꎬ 其中在

职职工 ２２６ 人ꎬ 离休 ２ 人ꎬ 退休 １００ 人ꎮ
十二、 药材公司改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区企业改制领导小组批复区药材公司改制方案ꎬ 同意实行内部职工优

先购买原企业资产方式改制ꎮ 资产转让底价 １５７０ 万元ꎮ 职工 ８５ 人ꎬ 其中退休人员 ３０
人ꎬ 在职职工 ５２ 人ꎬ 从未上班人员 ３ 人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产权过户ꎬ 并成立宝塔区药材医

药有限责任公司ꎮ

第二章　 商贸市场

第一节　 集　 市

１９９０ 年ꎬ 宝塔区有集市场所 ７ 个ꎬ 即姚店、 甘谷驿、 青化砭、 蟠龙、 李渠、 临镇、
麻洞川集市ꎬ 每五天为一个集日ꎬ 全区集市实行时差集日交易活动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ꎬ 南泥

湾镇设立集市ꎬ 每逢一、 六为集日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松树林乡设立集市ꎬ 每逢三、 八为集

日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集市场所 １０ 个ꎬ 即姚店、 李渠、 青化砭、 蟠龙、 甘谷驿、 南泥

湾、 麻洞川、 临镇、 官庄、 松树林集市ꎻ 姚店、 南泥湾农历每月逢一、 六集市ꎻ 李渠、
麻洞川农历每月逢二、 七集市ꎬ 青化砭、 官庄、 松树林农历每月逢三、 八集市ꎻ 蟠龙、
临镇农历每月逢四、 九集市ꎻ 甘谷驿农历每月逢五、 十集市ꎮ 赶集者多为当地及相邻地

域群众ꎬ 也有城市个体商户赶集推销产品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集市交易商品主要有农副产品、 烟酒副食、 布匹绸缎、 针织百货、

农用工具等ꎮ １９９３ 年集市交易 ２３４６ ２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 ３０７０ ６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 ５６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随着人民群众水平提高ꎬ 集市交易活跃ꎮ 主要有服装、 家用电器、 水果

蔬菜、 名烟名酒、 日用百货、 饮食小吃、 儿童玩具、 农副产品、 农用物资、 皮衣皮鞋、
家具餐灶、 活畜活禽及肉蛋产品ꎮ ２００５ 年集市交易 ８２５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９８０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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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业

第二节　 商　 场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商业局所属国营商场营业面积 ３９５０９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４ 年食

品公司建成南门坡新世纪大厦ꎬ 营业面积 １９９５ ４８ 平方米ꎬ 投资 １３１ 万元ꎮ 二道街商贸

大厦营业面积 １９００ 平方米ꎬ 投资 ２１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全区商贸系统营业建筑面积

３９５０８ ７７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建成酿酒厂综合大楼营业面积 １７００ 平方米ꎬ 安排就业人员 ３１０ 人ꎬ

投资 ９６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建成二道街国贸大厦营业面积 １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集写字楼、 餐

饮、 娱乐、 商场为一体的大型商场ꎬ 投资 ３６００ 万元ꎮ 经营户 ３００ 户、 从业人员 ５１６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延百集团与英国怡华洋行集团合资建设延安百货大楼综合大厦ꎬ 建筑总面

积 ２４８８０ 平方米ꎬ 其中经营面积 ９５２４ 平方米ꎬ 双方投资比例延百集团占 ５８ ３３％ꎮ 英国

怡华集团占 ４１ ６７％ꎮ 总投资 ５２０３ 万元ꎬ 设 ２２５ 个营业专柜ꎬ 安排 ８００ 人就业ꎮ 是年ꎬ
延百集团租赁投资 ３０ 万元ꎬ 营业面积 ６６００ 平方米ꎬ 设 ６ 个营业柜组ꎬ 东兴购物广场开

业ꎬ 从业人员 ４５０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经贸公司建成二道街中延国际大厦ꎬ 营业面积 １８６００ 平方米ꎬ 投资 ６３００

万元ꎬ 租赁商户 ２１０ 户ꎬ 安排就业 ５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百集团租赁营业面积 ９６７２ 平方米ꎬ 投资 １１０ 万元ꎬ 设 １６５ 个专柜ꎬ ４５０

人就业的东大百货商场开业ꎮ
２００９ 年后ꎬ 宝塔城区开工建设有延河饭店、 实验饭庄、 美术公司、 五金公司等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商场营业总面积 １５５１５９ 平方米ꎬ 其中商贸系统平改坡、 改建、 扩建和租

赁ꎬ 增加营业面积 ８５２１３ 平方米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２０ ９％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统计表
　 表 １２－２－１ 单位: 万元

项目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７７７８ ８０ １８８１２ ７０ ２１６００ ６０ １９５３０ ３０ ２４５１２ ００ ２７２３３ ４０ ２３９６４ ００ ３０４４１ ３０ ５６８０９ ５０ ６２５２５ ５０ ６９０４５ ５０

一、 按销售地区分
其中: 市属

１３８５６ ７０ １３９５９ ３０ １４６９１ ６０ １３４０６ ００ １８８６３ ００ ２１６９７ ３０ １８３６６ １０ ２５０２５ １０ ５２６９１ ２０ ５６５２６ ４０ ５６５２６ ００

二、 按
行业分

批发零售
贸易业

１２８０９ ３０ １３６６１ ３０ １５２１４ １０ １２３３７ ３０ １４４０３ ００ １７８０９ １０ １４５２１ ００ １８５１３ ５０ ３２０９７ ７０ ３４０５０ ６０ ３７１８０ １０

餐饮业 ３３５ ００ ３３９ ２０ ５５０ ２０ ８６２ ７０ １６３９ ００ １４５２ ００ １５４７ ００ ３３０３ ９０ ５７７ ３９ ５７９１ ５０ ６４７７ ００

制造业 ２０９０ １０ ２６８２ ００ ２３７４ １０ ２４７５ ００ ２２０１ ００ １９５９ ３０ １９１８ ００ １４７４ ７０ １６８９ ６０ ８３９ ２０ ８８１ ２０

其他 ２５４４ ４０ ２２３５ ６０ ３４５３ ２０ ３８５５ ５０ ６２５９ ００ ６０１３ ００ ５９７８ ００ ７１８４ ２０ ７３０ ４０ ５８４３ ００ １１９８７ ７０

三、 按
经济类
型分

国有经济 ９０４５ ２０ １０４５０ ６０ １２９６０ ４０ １２７７ ９８ １１１００ １０ １１９０７ ７０ ９６３２ ００ ８９５１ ８０ １０１７６ ００ １２２６９ ６０ １３９５９ ２０

集体经济 ４８２８ ６０ ２２３５ ７０ ３６５４ ２０ ３３４６ ２０ ５５７３ ９０ ４１１８ ００ ５１８０ ００ ７１７２ １０ ８１３７ ６０ ７６００ ２０ ５９４２ ２０

私营经济 ２１９５ １０ ３３４６ ７０ ３６５４ ２０ ３３４６ ２０ ５５７３ ９０ ５１１８ ００ ５１８０ ００ ７１７２ １０ ２４７１１ ８０ １４０５ ８０ １０４７ ００

个体经济 １６０９ ９０ １７８０ １０ １２２５ ２０ １６３３ ００ ３３５８ ００ ３０５６ ００ ２８２６ ００ ２３９２ ００ １３７８４ １０ １２７７５ ００ ２５４７７ ４０

２９３



　 接上表

项目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９９９４ ３０ ８６４２８ ２０ ９２９０６ ５０ １３２５２８ ５０ １９４７７９ ８０ ２２２３８８ ６０ ２６２７５３ ８０ ３３１９５２ ３０ ３９８２５３ ３０ ５０３５９９ ７０

一、 按销售地区分
其中: 市属

７９９９４ ３０ ８６４２８ ２０ ９２９０６ ５０ １３２５２８ ５０ １９４７７９ ８０ ２２２３８８ ６０ ２６２７５３ ８０ ３３１９５２ ３０ ３９８２５３ ３０ ５０３５９９ ７０

二、 按
行业分

批发零售
贸易业

４３９８９ １０ ４９８２２ １０ ７６３３１ ７０ ９７８４４ ００ １７１６３３ １０ １９２３４０ ２０ ２２４６５８ ７０ ２８１２５３ ６０ ３３８１５７ ２０ ４３８４０８ ８０

餐饮业 ６７８２ ９０ ７５５８ ５０ １３３０１ ４０ ３３３５８ ９０ ２１９８４ ９０ ２７９６７ ８０ ３５５６６ １０ ４７４６３ ７０ ５５９２０ １０ ６５１９０ ９０

制造业 １３３０ ４０ １２２５ ７０ — — — — — — — —

其他 ２７８９１ ９０ ２７８２１ ９０ ３２７３ ４０ １３２５ ６０ １７６１ ８０ ２０８０ ６０ ２５２９ ００ ３２３５ ００ ４１７６ ００ —

三、 按
经济类
型分

国有经济 ２１０１９ ２０ ２５７６９ ６０ ３６５０７ ９０ ４８９９７ ７０ ６４４４６ ００ ７５１３１ ４０ ４９８７６ ９０ １３５３６０ ６０ １８０５０３ ６０ １６８５８１ ００

集体经济 ６７１１ ４０ ７８５６ ２０ ８４６９ ９０ ６３０８ ２０ ６５７８６ ００ ９４３６ ４０ ７３２６ ００ ３５３２ １０ ６３６１ ６０ １０６３８ ８０

私营经济 ２７８９ ９０ ２８２２０ ００ ２７４９ ５０ ２６９３ ５０ ２３１４６ ７０ １１７４８０ ５０ ９２１４４ ６０ ２４９８８３ ７０ ９７０８２ ６０ １５４４８０ ６０

个体经济 ２６６４８ ７０ — ２８６０４ ４０ ３９８４４ ６０ ４１４０１ １０ ２０３４０ ３０ １１３４０６ ３０ ６４９７５ ９０ １１４３０４ ５０ １６８９８９ １０

第三节　 商品购销

１９９０ 年ꎬ 随着市场经济化推进ꎬ 商业局所属商业企业已经没有计划经济物资调配ꎬ
完全由市场调解物资供给和商品销售ꎬ 但是ꎬ 商品采购仍然坚持地、 市两级以上批发单

位ꎬ 以及国有商品生产单位为主渠道ꎬ 商品采购主要来源有西安、 天津、 北京、 上海、
杭州、 济南、 兰州、 咸阳等城市ꎬ 采购方式主要有订单采购和零星采购ꎬ 各商业企业负

责商品采购及组织商品运输ꎬ 个体工商户自行采购和调运ꎮ 主要销售全市城乡居民ꎬ 商

品销售价格国有和集体企业ꎬ 执行税务、 物价部门核准的加价率ꎮ 个体工商户实行商品

市场价格ꎮ 全年商品零售额 １７１０１ 万元ꎬ 其中衣着类 ２９５９ ５ 万元ꎬ 食品类 ９３０６ ２ 万元ꎬ
日用品类 ２７８８ ４０ 万元ꎬ 文化娱乐用品类 １１１２ 万元ꎬ 书报杂志类 １７１ １ 万元ꎬ 燃料类

２５６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商品购进总额 ３９９９２ １ 万元ꎬ 其中市属 １０５８５ ３ 万元ꎮ 从生产者购进

２２５０３ 万元 (农副产品购进 １２７３ ５ 万元)ꎬ 从批发零售贸易业购进 １６９２５ ８ 万元ꎬ 其他

５６３ ３ 万元ꎮ 商品销售总额 ４４３３０ １ 万元ꎬ 其中市属 １２９６７ ４ 万元ꎬ 对生产经营单位批

发额 ３３３０ ４ 万元ꎬ 农业生产资料销售 １０３６ ８ 万元ꎬ 对居民和社会集团商品零售额

１１４９２ ２ 万元ꎬ 年末库存额 ９４５ １ 万元ꎮ 销售商品主要品种有粮食 ７６６２ 吨ꎬ 食用植物油

３９４ 吨ꎬ 生猪 (猪肉) ４２０１３ 千克ꎬ 棉花 ８４３０ 千克ꎬ 布匹 ３６４７００ 米ꎬ 其中棉布 ２６１４００
米ꎬ 黄金饰品 ３０６ 万元ꎬ 自行车 ３６２１ 辆ꎬ 电视机 ４５７１ 台ꎬ 录音机 １９９８ 台ꎬ 录像机 ９１
台ꎬ 家用电风扇 １４１０ 台ꎬ 洗衣机 ３５２７ 台ꎬ 电冰箱 ２３１７ 台ꎬ 房间空调器 ２５４ 台ꎬ 服装

２８８８００ 件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商品购进总额 ７４１６３ ２ 万元ꎬ 其中市属 ２１０２５ ９ 万元ꎬ 从生产者购

进 ４２８２７ ３ 万元 (其中农副产品购进 ３９６３ ３ 万元)ꎬ 从批发零售贸易业购进 ３１３３２ ３ 万

元ꎮ 商品销售总额 ７９３６９ ８ 万元ꎬ 其中市属 ２１３９９ １ 万元ꎬ 对生产经营单位批发 ７１６１ ９

３９３

第十二编　 商贸服务业 　



商贸服务业

万元ꎬ 对批发贸易业批发额 ５６３０４ ７ 万元ꎬ 出口额 ２０５ 万元ꎬ 零售 １５９６０ １ 万元ꎮ 销售

主要种类有食品、 饮料、 烟酒类批发额 １４３０２ 万元ꎬ 零售 １４４２ ８ 万元ꎬ 纺织类 ５９８８ ６
万元ꎬ 零售 ７２９１ ３ 万元ꎬ 服装鞋帽类 ５６３ ７ 万元ꎬ 纺织品类 ７９５ ３ 万元ꎮ 日用品类 ２１８０
万元ꎬ 家用电器类 ６７２ 万元ꎬ 文化体育用品类 ５３ １０ 万元ꎬ 化妆品类 ４９ ２ 万元ꎬ 首饰类

１００ 万元ꎬ 书报杂志类 ８１８ ５ 万元ꎬ 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１９３７ ５ 万元ꎬ 机电类 ２３１７ 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商品购进总额 ６４８０ ８５ 万元ꎬ 从生产者购进

４１３１５ ９ 万元ꎬ 商品销售总额 ６８０３５ ５ 万元ꎬ 批发 ６２９０７ ４ 万元ꎬ 其中向生产者批发

３１２０５ 万元ꎬ 零售 ５１２８ １ 万元ꎬ 年末库存总额 ３３３５ ０７ 万元ꎮ 按经济行业分ꎬ 食品、 饮

料、 烟草商品购进 １９５３８ 万元ꎬ 商品销售总额 ２０８８０ ５ 万元ꎬ 批发 １９６９９ ８ 万元ꎬ 零售

１１８０ ７ 万元ꎬ 年末库存总额 １３４１ ４ 万元ꎮ 石油及制品批发业购进总额 ３６９１８ ４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４０４３３ ７ 万元ꎬ 批发 ３８０６４ ６ 万元ꎬ 零售 ７５ ９ 万元ꎬ 年末库存额 ８７１ ２ 万元ꎮ
煤炭及制品批发业购进商品总额 １９６１ ７ 万元ꎬ 销售 ２２９３ ２ 万元ꎬ 库存额 ５８３ ４ 万元ꎮ
农业生产资料批发业商品购进 ２６５６ ８ 万元ꎬ 销售 ２８４９ ８ 万元ꎬ 库存 ３６８ 万元ꎮ 日用百

货零售业商品购进 ２７５４ ９ 万元ꎬ 销售 ２８７０ ４ 万元ꎮ 年末库存 ５７９ ３ 万元ꎮ 图书报刊零

售业ꎬ 购进 ９７８ ７ 万元ꎬ 销售 １００ １ 万元ꎬ 库存 １７５ ８ 万元ꎮ 小型和个体批发零售商品

购进总额 １９１９９ １ 万元ꎬ 批发 ６７３１ ６ 万元ꎬ 零售 ２６５６９ ５ 万元ꎬ 年末库存 ８１９５ ８ 万元ꎬ
其中国有企业商品购进 １２８５１ ２ 万元ꎻ 批发 １５５１ ６ 万元ꎬ 零售 ４４４７ ９ 万元ꎬ 库存

５６２５ ６ 万元ꎬ 集体企业商品购进 ６３４７ ９ 万元ꎬ 批发 ３４６６ ２ 万元ꎬ 零售 ８３３７ ６ 万元ꎬ 库

存 ２５６９ ３ 万元ꎬ 个体商品批发 １７１３ ８ 万元ꎬ 零售 １３７８４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商品购进总额 ２４７７４ ８１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２５６３５９ ８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８ 年增加

１８２９３ ９６ 万元和 １８８３２４ ３ 万元ꎬ 分别增长 ２ ８２ 倍、 ２ ７７ 倍ꎮ 食品、 饮料、 烟草商品购

进额 ４２０３ ２７ 万元ꎬ 销售 ４４６８ ６７ 万元ꎮ 能源购进额 １９８８１ ７３ 万元ꎬ 销售 ２０１８７ １９ 万

元ꎬ 农业生产资料购进额 ３３８６ ９ 万元ꎬ 销售 ３７９１ 万元ꎬ 日用百货购进额 ３３８６ ９ 万元ꎬ
销售 ３７９１ 万元ꎬ 图书报刊商品购进额 １２１８ １ 万元ꎬ 销售 １２０７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商品购进总额 ３４７７６ ２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２６９９７ 万元ꎬ 年

末库存总额 １２７２８ ３ 万元ꎮ 限额以上综合零售业商品购进总额 １６０４８９ ８ 万元ꎬ 销售

１９２３ ２ 万元ꎮ 百货零售业购进 １２２７３ 万元ꎬ 销售 １４３９５ ３ 万元ꎮ 超级市场零售业购进

１２２７３ 万元ꎬ 销售 ４８３５ ９ 万元ꎬ 文化、 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商品购进 １８３７ ６ 万元ꎬ
销售 １８６０ ２ 万元ꎬ 家用电器零售业商品购进 １６３４ ３ 万元ꎬ 销售 ２０４６ ６ 万元ꎬ 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商品购进 ２７２７ ３ 万元ꎬ 销售 ２８６１ ４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所属中型企业百货商场ꎬ 完成销售额 ６ ４ 亿元ꎬ 上缴税金 ８８８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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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销合作商业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以下简称供销社) 内设 ４ 个科室ꎬ 即办公室、
财务科、 业务科、 审计科机关工作人员 １５ 人ꎮ 联社直属企业有 ４ 个ꎬ 分别是土畜产品公

司、 生产资料公司、 果品茶叶公司、 供销联营公司ꎬ 下辖基层供销社 ２１ 个、 农村分销

店 ４２ 个ꎬ 全社共有职工 ７２３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延安市供销社改称延安市供销总公司ꎬ 对外仍挂供销合作

社联合社牌子ꎬ 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业务范围未变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

塔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联社机关工作人员工资纳入财政预算ꎬ 全额拨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供销联社为科级建制ꎬ 事业性质ꎬ 财政拨款ꎬ 内设人秘科、 财务

科、 市场办公室等科室 ３ 个ꎬ 有干部职工 ２１ 人ꎬ 设理事会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１ 名ꎬ 监事

会主任 １ 名ꎬ 副主任 １ 名ꎬ 工会主席 １ 名ꎬ 经营公司 ５ 个ꎬ 基层供销社 １６ 个ꎬ 联社系统

有干部职工 １７６ 人ꎮ 主要负责全区农业生产资料组织供应ꎬ 建设 “新网工程” (农资、
日用百货、 农副产品、 废旧物收购、 烟花爆竹销售等综合购销网络)ꎬ 扶持农业生产中

的种植业、 养殖业龙头企业ꎬ 培训林果、 蔬菜、 畜牧农业三大产业农民技术人员ꎬ 引导

农民创办不同类型合作经济组织ꎬ 对联社所属企业实行出资管理ꎬ 进行 “协调、 指导、
监督和服务”ꎮ

第二节　 经营网点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点分为社直属经营公司、 基层供销社、 基层社分

销店、 农村代销店四级网络购销ꎬ 遍布城乡各地ꎮ
一、 专业公司

(一) 生产资料公司

１９９５ 年ꎬ 生产资料公司在城区二道街建成商住楼 １ 幢ꎬ 建筑总面积 ９８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７ 年又在柳林建立区农资配送中心ꎬ 开展万村千乡市场建设工程ꎬ 建成姚店、 蟠龙、
临镇、 川口等乡镇农资专营店 ２８ 个ꎮ 成立农资流通行业协会ꎬ 吸收会员 ２３ 人ꎮ

(二) 土畜产品公司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土畜产品公司成立宝塔区庆元烟花爆竹有限公司ꎬ 注册资金 ５０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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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ꎬ 实行专业民爆经营ꎬ 开展预约批发和零售业务ꎮ 同年 １１ 月成立宝塔区再生产资源

流通协会ꎬ 吸收会员 １３６ 人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ꎬ 建成占地面积 １００ ５ 亩ꎬ 建筑面积 ４３４６０
平方米的废品交易市场 ４ 个ꎬ 设经营摊位 １０１ 个ꎬ 总投资 ７５０ 万元ꎬ 在建工程土产公司

有西沟商住楼 １ 幢ꎬ 建筑总面积 ３４８３ 平方米ꎬ 其中营业面积 ６６２ 平方米ꎮ
(三) 果品茶叶副食公司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果品茶叶公司更名为延安市果品茶叶副食公司ꎮ ２００１ 年固定资产

３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分别出售所属第二、 第四门市部ꎬ ２０１０ 年有经营门店 ３５ 个ꎮ
(四) 联营公司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联营公司因市场发生变化ꎬ 经营萎缩ꎮ １９９５ 年停止营业ꎬ 人

员自谋职业ꎮ
二、 基层供销社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基层供销社有 ２１ 个ꎬ 即南区、 河庄坪、 枣园、 桥沟、 川口、 李渠、
冯庄、 姚店、 甘谷驿、 元龙寺、 青化砭、 梁村、 张坪、 蟠龙、 贯屯、 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ꎮ 万花山、 下坪、 官庄 ３ 个乡镇设分销店ꎮ 全市农村设村级代销店 ４２ 个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恢复官庄、 万花山、 下坪供销社ꎬ 债权债务分别由临镇、 南区、 蟠龙、 供销社

分担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元龙寺供销社并入姚店供销社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河庄坪供销社因修建停业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李渠供销社建成商住楼ꎬ 其中营业面积 ８００ 平方米ꎬ 设摊位 ３０ 个ꎮ ２００２ 年ꎬ
蟠龙、 梁村、 贯屯供销社的人员、 资产并入青化砭供销社ꎬ 进行资产重组ꎬ 成立青化砭

中心供销社ꎬ 制定中心社章程和规定ꎬ 实行开放式办社ꎬ 走兴社富民的发展路子ꎮ 对松

树林、 官庄基层社交由南区供销社ꎬ 临镇供销社进行托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临镇供销社建成农

贸市场ꎬ 营业面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ꎬ 设摊位 ２００ 个ꎬ 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枣园供销社

经营场地整体开发建成宾馆ꎬ 官庄供销社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在院落建成农贸市场ꎬ 集市

时ꎬ 设摊位 ３００ 多个ꎬ 经常性经营 ６ 户ꎮ 川口供销整体开发建成 ５４ 套住宅楼ꎬ 桥沟供销

社建成商住楼ꎬ 营业面积 ２６０ 平方米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供销系统有南区供销社、 河庄坪供

销社、 桥沟供销社、 枣园供销社、 川口供销社、 李渠供销社、 姚店供销社、 甘谷驿供销

社、 青化砭供销社、 南泥湾供销社、 麻洞川供销社、 临镇供销社、 青化砭供销社、 冯庄

供销社、 官庄供销社ꎮ
三、 服务网点

１９９０ 年ꎬ 基层供销社设代销店 ４２ 个ꎬ １９９４ 年农村代销店交个人经营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建

立村级农资服务站 ５５ 个ꎮ １９９８ 年区供销社创办下岗职工再就业农贸市场ꎬ 投资 １５０ 万

元ꎬ 安置下岗职工 ２００ 名ꎬ 设经营摊位 ２８０ 个ꎬ 为农民提供蔬菜、 水果、 鸡蛋等农产品

批零场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创办北关供销市场ꎬ 七里铺南区供销社市场ꎬ 二道街生产资料公司

市场ꎬ 在乡镇供销社院内引进集贸市场 ４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新网工程创建、 整合、 改

造、 规范加盟店 ５０ 个ꎬ 开办直营店 ２ 个ꎬ 建立配送中心 ３ 个ꎮ 在枣园镇培育示范店ꎬ 加

盟店 ２０ 个ꎬ 规范 ６ 个ꎬ 新网销售配送金额 １６９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建立新网连锁店 ２６５ 个ꎬ
其中农资 ２８ 个ꎬ 花炮 ２８ 个ꎬ 日用品 ６８ 个ꎬ 农产品 １１ 个ꎬ 建成加盟超市 ２ 个ꎬ 连锁店

网店经营额 １４９１６ 万元ꎮ 建成再生产资源绿色回收废品站 (亭) １３０ 个ꎬ 再生资源市场

４ 个ꎬ 收购总额 ７０２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立日用工业品、 农副产品、 农资化肥连锁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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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个ꎬ 争取农资网络建设项目 ２ 个ꎬ 以奖代补国家资金 １５５ 万元ꎬ 申报新网工程建设项

目 ４ 个ꎬ 进入全国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平台ꎬ 建设争取资金 ２０２００ 万元ꎮ

第三节　 供销经营

一、 农业生产资料供销

１９９０ 年ꎬ 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主要品种包括化肥、 农药、 农具、 塑料农膜等ꎮ 随着农

村粮、 果、 薯、 菜产业发展ꎬ 各种化肥使用量上升ꎬ 全年供应氮肥、 磷肥、 烤烟专用

肥、 复合肥等 ７２４６ 吨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１ ８２％ꎻ 农地膜 ４５ 吨ꎬ 增长 ８５％ꎻ 农药 ２２ 吨ꎬ 增

长 ３４％ꎻ 中小农具 ７４４００ 件ꎮ
１９９１ 年ꎬ 采取派员赴外地驻生产厂家组织货源ꎬ 调回化肥 ３０００ 吨ꎬ 全年供应各种

化肥 ８７４８ 吨ꎬ 农地膜 ８５ 吨ꎬ 农药 １８ 吨ꎬ 中小型农具 ２３４８０ 件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随着农资市场放开ꎬ 经营市场出现 “三乱” (市场乱、 渠道乱、 价格乱)ꎬ

以假充真、 以劣充优的各种化肥流入市场ꎬ 进行流通秩序整顿ꎬ 取缔非法经营户 ８ 户ꎬ
收缴伪劣化肥 １０７ 吨ꎮ 确定以市生产资料公司等 ３４ 个单位为农资经营主渠道ꎬ 市植保

站、 塑料厂等单位为农资经营辅助渠道ꎬ 理顺市场流通秩序ꎬ 规范农资市场行为ꎮ 是

年ꎬ 供应各种化肥 ２５９４ 吨 (折纯)ꎬ 其中氮肥 １９１３ 吨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农资供应采取驻点营销、 基层社直销、 农村村级农资服务站销售等办法ꎮ

全年组织购进化肥 １２６８９ 吨ꎬ 销售 １４７４６ 吨ꎬ 较上年增加 ４３７５ 吨ꎮ 村级农资服务站组织

化肥 １２８０ 吨ꎬ 销售 １２６８ 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销售各类化肥 ３７６７ 吨ꎬ 销售额 ２０６ １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销售 １９９７ 吨ꎬ 销售

额 １７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销售各类化肥 ２３１００ 吨ꎬ 其中氮肥 １０３５５ 吨ꎬ 磷肥 ５１１６ 吨ꎬ 农地膜

２６７７８３ 千克ꎬ 其中地膜 １８２１４６ 千克ꎬ 农药 ２３９２１ 千克ꎮ
二、 生活资料供销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供销社生活资料供应主要商品有食品、 烟酒、 调味品、 针织百货、
五金交电、 服装布匹、 家用电器、 自行车、 缝纫机、 洗衣粉、 肥皂等ꎬ 全年销售食糖

４７５ 吨ꎬ 食盐 ８５０ 吨ꎬ 棉布 ３５８５ 百米、 呢绒 ４０１ 百米、 自行车 ２７５ 辆、 畜力车 １４７０ 辆、
缝纫机 ７９６ 架、 手表 ３４０９ 只、 电视机 ２２３２ 台、 电风扇 ４０２ 台ꎮ 全年商品销售额 ３１８６ ８２
万元ꎮ 随着经济改革体制的深入ꎬ 城乡个体工商户不断增多ꎬ 供销社经营网点减少ꎬ 生

活资料销售量下降ꎬ 供销系统出现亏损ꎮ １９９５ 年供销社销售额 １３８６ ７０ 万元ꎬ １９９８ 年销

售额 １０２２ ４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销售额 ５９８ ４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１ 年后开始回升ꎬ ２００２ 年销售额

４２４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８ 年销售额 １３５９７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销售额 １４８２０ 万元ꎮ
三、 经济效益

１９９０ 年ꎬ 联社系统完成商品销售总额 ４７９８８２ 万元ꎬ 占年度计划的 １０１ ２１％ꎬ 利润

１４ ９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商品销售总额 ４０３６ ４４ 万元ꎬ 纯购进完成 ７８３ ２０ 万元ꎬ 纯销售完

成 ２０５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完成商品销售总额 ３４５４ 万元ꎬ 实现税金 ８６ １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商

品销售总额 ４２４０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１７０ １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５ 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供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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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完成商品销售总额 １５５７４ 万元ꎬ 占年计划 １０６％ꎬ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ꎬ 实现税金 １１０
万元ꎬ 占年计划 １０２％ꎬ 实现利润 ４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销售总额 １５５９５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４４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１１０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商品购进总额 １６１２８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１７８４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４８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１１１ 万元ꎮ

四、 经营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供销社所属企业经营管理延续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第一轮企业承包责任制

管理ꎬ 供销社经营承包责任书考核承包人主要经济责任指标完成情况ꎬ 兑现相应的奖

惩ꎬ 具体考核内容主要有: 商品购货值、 商品销售总额、 经营成本、 实现利税、 职工工

资福利待遇、 上缴管理费及企业的留利分配等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制定 «供销系统第二轮任期目

标责任制试行办法»ꎬ 承包经营期间企业按经营内容划小经营承包单位ꎬ 责任目标分解

到小组ꎬ 实现分级核算的定额管理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供销系统经营管理进一步放开ꎬ 对果品公司第一、 三、 四批零商店ꎬ 第二

经营部ꎬ 生产资料公司综合商店ꎬ 联营公司综合商店ꎬ 青化砭、 姚店、 李渠、 桥沟、 枣

园、 南区、 临镇供销社经营工业品的柜组 (门市) 放开经营ꎬ 实行 “任务到人ꎬ 包死基

数、 盈亏自负、 确保上缴” 柜组承包经营责任制ꎬ 包括联销计酬、 百元工资含量计酬、
联销联利计酬三种形式ꎮ 对柜组实行 “定人员、 定销售、 定利润、 定资金 (库存)、 定

商品适销率ꎬ 工资与利润挂钩”ꎬ 超利分成、 欠利自补ꎬ 超利柜组分成比例不低于 ５０％ꎮ
桥沟供销社 １９９２ 年推行 “两制、 三岗、 四放开” 经营责任制ꎬ 商品销售额大幅上升ꎬ
实现利润 １０６４７ 元ꎮ １９９３ 年该社实行固定资产集体所有ꎬ 抽本经营、 租赁经营、 经营责

任制三种个体经营机制ꎬ 全年抽回资金 １５１４３６ ４６ 元ꎬ 收取承包费 ９００３７ ５０ 元ꎬ 实现利

润 ８４００ 元ꎬ 占年度计划的 １８６ ６％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制定市属国有商业企业推行固定资产公有抽本个人经营实施办法ꎬ

供销系统实行抽回公有流动资金ꎬ 商品资金的占用ꎬ 将小型企业、 门点柜组抽本承包给

个人经营ꎬ 将集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ꎬ 把企业推向市场ꎬ 提高企业竞争能力ꎬ 把原有

的企业经营机制转变为个体或私营机制ꎬ 给企业注入活力ꎮ 公有资产得到有偿使用ꎬ 保

证固定资产经营设施保值和增值ꎬ 加快供销商业企业发展ꎮ 同年 ５ 月ꎬ 供销系统从承包

责任制转为内部柜组经营ꎬ 抽本经营按劳动取酬ꎬ 多劳多得ꎬ 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

极性ꎬ 经济效益一度呈上升趋势ꎮ 但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 “铁饭碗” 始终没有破除ꎬ 越

来越多的离退休人员福利待遇及超能力用工等问题始终不能彻底解决ꎬ 加之企业流动资

金不足ꎬ 商品库存量增大呈市场竞争力下降趋势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政府对供销社财务进行清理核算ꎬ 挂账总额 ６３６２ ４０ 万元ꎬ 清理清

退社员股金 １０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供销社采取盘活资产、 整体开发等多种措施ꎬ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建

成北关、 二道街、 南区供销社、 柳林、 李渠农贸市场 ５ 个ꎬ 整体开发项目ꎮ
五、 扶持生产

宝塔区供销社为农民提供资金、 物资、 技术服务ꎬ 支持农民发展经济作物ꎬ 增加农

民收入ꎮ 扶持生产的主要有种植业烤烟、 红小豆、 果园、 蔬菜、 中药材等ꎬ 养殖业猪、
鸡、 牛、 羊等ꎮ

８９３



１９９１ 年ꎬ 供销系统在各乡镇发展烤烟、 林果、 豆类等多个项目ꎬ 扶持官庄、 临镇、
麻洞川、 南泥湾等 ４ 个乡镇烟叶生产、 种植面积 １５７９３ 亩ꎬ 占全市烤烟种植总面积

２５９００ 亩的 ６０ ９％ꎬ 烟叶总产量 １８８４ ０３ 吨ꎬ 占全市总产量 ２７４９ 吨的 ６８ ９３％ꎮ 市土产

公司从河北省引进 １０８５ 红小豆新品种扶持农民试种ꎬ 官庄供销社从陕西省华县调回优质

棉花种子 １０００ 千克ꎬ 推广种植面积 ２００ 多亩ꎮ 南泥湾供销社扶持南泥湾科技示范点水稻

１８００ 亩ꎬ 优先化肥、 种子、 农药供应ꎬ 进行稻田管理技术培训ꎬ 指导稻田药剂除草工

作ꎬ 稻谷亩产较上年增长 １５％ꎬ 扶持临镇镇任家塬村、 川口乡白峁村、 枣园乡庙沟村等

２４ 个ꎬ 提供化肥 １２０ 吨ꎬ 用于苹果幼园管理、 老果园改造ꎬ 经济效益显著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供销社响应全国供销社提出的 “基层社建设年” 号召ꎬ 配合延安市委、 市

政府生态农业试点县 (区) 建设ꎬ 工程加大农资供应和粮食、 林果、 蔬菜三大产业扶持

力度ꎬ 供应各种化肥 ６１６１ 吨 (折纯)ꎬ 农地膜 ５１ 吨ꎬ 农药 ８ ２３ 吨ꎬ 新修回田面积

１１２００ 亩ꎬ 实现当年种植ꎬ 当年增产ꎬ 全市粮食总产 １３１４５０ 吨ꎬ 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

纪录ꎮ 扶持林果基地建设乡镇 １８ 个ꎬ 重点村 ８５ 个ꎬ 新增果园面积 １７２５００ 亩ꎬ 协助蔬菜

专业村 １９ 个ꎬ 新建大弓棚 ２０９ 座、 小弓棚 ７５０ 座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供销社除提供农业生产资料供应、 技术指导外ꎬ 重点扶持川口乡南

岸村产业开发ꎬ 新建大棚菜 ２０ 棚ꎬ 发展舍饲养羊户 １０ 户ꎬ 羊存栏 １６０ 只ꎬ 养鸡户 ４ 户ꎬ
饲养蛋鸡 ３７００ 只ꎬ 建成 ２０ 立方米蓄水塔ꎬ 投资 ５ 万元ꎬ 解决大棚菜用水ꎮ 帮助果园技

术改造 ３０ 亩ꎬ 全村人均实现年纯收入 ２３００ 元ꎬ 较上年递增 １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以南泥湾小杂粮加工厂为依托ꎬ 开展一村一品种植ꎬ 建立玉米、 谷

子、 水稻、 南瓜、 红小豆种植基地 ３０００ 亩ꎬ 种植农民 ２０００ 户ꎬ 增加收入 ２０００ 多万元ꎬ
农民户均纯收入 １ 万元ꎮ 协助万花山、 枣园、 官庄等 ３ 个乡镇登记注册养猪、 苹果专业

合作社 ４ 个ꎬ 参加社员 ３７５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协助松树林、 官庄乡建立养猪、 苹果专业社 ３ 个ꎬ 参加社员 １６８ 人ꎬ 培训

农民经纪人 ２２２ 名ꎬ 通过农业种植、 畜牧饲养、 果树栽培、 大棚蔬菜管理等知识学习ꎬ
获得结业证书ꎮ

第四节　 农副产品收购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供销社有市土产公司ꎬ 各基层供销社设立农副产品收购点 ２２ 个ꎬ
有从业人员 ３８ 人ꎬ 主要收购粮油、 药材、 蜂蜜、 苹果、 羊毛、 羊绒等ꎮ 年收购总额

２４５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农副产品收购总额 １８０ ６ 万元ꎮ 其中ꎬ 蜂蜜 ６５ ２７ 吨ꎬ 价值 １５ ５４ 万元ꎻ

苹果 ６ ８ 吨ꎬ 价值 ０ ７５ 万元ꎻ 中药材收购价值 ４１ ０３ 万元ꎻ 棉花 １７ ５ 吨ꎬ 价值 １５ ８ 万

元ꎻ 畜产品皮毛收购总值 ４８ ６２ 万元ꎻ 桑蚕茧 ３ ５ 吨ꎬ 价值 １０ ２４ 万元ꎻ 茶叶 １６ ６ 吨ꎬ
价值 ４７ 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药材转由市药材公司收购ꎬ 市供销社停止收购药材ꎮ 供销社收购蜂蜜 ５０
吨ꎬ 洋芋 １００ 吨ꎬ 葵花籽 ９４ 吨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市供销社下属 ２３ 个基层收购点被撤销ꎬ 全市农副产品收购由常年收购转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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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业

为季节性收购ꎬ 主要收购蜂蜜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３ 年ꎬ 停止蜂蜜收购业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恢复收

购ꎬ 但数量甚少ꎬ 蜂蜜年收购量仅有 ２ 吨左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收购蜂蜜 ２ 吨ꎬ 盈利 ２ 万元ꎬ 开展面粉、 食用油联购联销代理业务ꎬ 全年

销售面粉 ２００ 吨ꎬ 食用油 ８０ 吨ꎮ

第五节　 再生资源回收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有再生资源经营部 １ 个ꎬ 即土产公司综合经营部ꎬ 有 ２１ 个再生资

源收购站ꎬ 从业人员 ３０ 人ꎮ 收购物品主要有废旧钢铁、 有色金属、 废旧包装、 塑料制

品、 废旧书纸物品等ꎬ 是年ꎬ 全市收购总额 ２９ １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市土产公司不再经营回收业务ꎬ 基层收购站随之业务停止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从

事回收再生资源业务个体 １５ 户ꎬ 年收购额 ８５ ４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再生资源收

购、 销售由个体经营ꎬ 收购数量、 金额供销社未作统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根据延安市政府制定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ꎬ 宝塔区供销社

成立宝塔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ꎬ 负责再生资源收购场地建设、 协调物品收购销售等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有柳林十里铺、 刘万家沟、 罗家坪、 阳山 ４ 个废品交易

市场ꎬ 收购网点 １３０ 个ꎬ 年收购总额 ７０２２ 万元ꎮ

第六节　 烟花爆竹购销

１９９０ 年ꎬ 烟花爆竹由市土畜产品公司组织购进调运ꎬ 外地烟花爆竹ꎬ 批发给各基层

供销社ꎬ 城区土产公司门店和个体经营销售ꎬ 是年ꎬ 全市销售额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随着烟花爆竹市场放开搞活ꎬ 市内有供销社、 出货门店、 个体工商户经销

呈多元化格局ꎬ 参与经营的个体户数量逐年增多ꎬ 全年烟花爆竹销售额 ７ 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年烟花爆竹销售额 ９ ８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根据省、 市有关部门关于实行烟花爆竹归口管理的精神ꎬ 宝塔区制定 «烟
花爆竹管理规定»ꎬ 由区土产公司独家经营烟花爆竹批发业务ꎬ 基层供销社负责零售业

务ꎮ 城区个体户销售必须办理经营许可证ꎬ 在指定地点销售ꎮ 全区烟花爆竹经营步入正

规化、 制度化轨道ꎮ 是年ꎬ 烟花爆竹销售约 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销售 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后ꎬ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烟花爆竹消费量逐年上升ꎬ 品种增多ꎬ

燃放范围扩大ꎬ 包括红白喜事、 农历春节、 婴儿满月、 老人过寿、 商场开业、 工程竣

工、 乔迁新居及各种庆典活动等ꎮ 全年烟花爆竹销售额 １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宝塔区庆元烟花爆竹有限公司ꎬ 注册资金 ５０ 万元ꎬ 并建立烟花

爆竹仓库 ２ 座ꎬ 实现专业经营和连锁经营ꎬ 建立门店ꎬ 基层连锁店 １００ 多个ꎬ 全年销售

额 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烟花爆竹条例» 实施ꎬ 此后ꎬ 烟花爆竹不再专营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烟花爆竹市场检查活动ꎬ 规范销售门店安全防范措施ꎮ 是年烟花爆竹

销售额 １８０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４ 年增加销售额 ６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实行安全经营承包责任制ꎬ 与经营户签订责任书 １０８ 份ꎬ 新增经营

００４



网点 ２８ 个ꎬ 年销售烟花爆竹 ２７６ 万元ꎬ 盈利 ４５ 万元ꎮ 开展烟花爆竹大检查专项整治活

动ꎬ 收缴非法经营无厂址、 无标识、 假冒伪劣产品 ３８５０ 件ꎬ 货值 ３５ 万元ꎬ 依法进行经

济处罚ꎮ

第七节　 南区供销社

一、 社史沿革

１９８９ 年ꎬ 柳林分销店被撤销ꎬ 东关长青路增设废品收购点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万花山供销

合作社并入南区供销合作社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又分出实行单独核算ꎬ 同年开办庄稼医院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南区供销合作社下设 ４ 个经营网点、 １０ 个核算柜组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ꎬ 南区社成立农资服务部ꎬ 在柳林乡 ５５ 个行政村成立村级农资服务站ꎬ
聘请站长 ５５ 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南区社资产实行租赁形式ꎬ 除保留行政管理人员外ꎬ 其余职工停薪留职ꎬ
自谋职业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在柳林成立石油液化气经销部ꎬ 经营范围包括: 石油液化气灶及配

件ꎬ 抽油烟机、 液化气钢瓶等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南区农民经纪人暨农产品流通协会ꎬ 有会员 ８６ 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南区社以沟门农资服务站房屋、 土地评估作价ꎬ 与陕西新合作西果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组建成立延安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ꎬ 注册资金 ３８０ 万元ꎬ 其中南区社房屋、 土地

作价 １３０ 万元ꎬ 注入资金 ２０ 万元ꎬ 公司董事会由 ５ 人组成ꎬ 监事会由 ３ 人组成ꎬ 南区社

主任为总经理ꎬ 公司有员工 ２６ 人ꎮ 在沟门修建物流配送中心 １ 个ꎬ 经营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

米ꎬ 有直营店 ３ 个ꎬ 加盟店 １００ 个ꎮ 公司下设行政人事部、 财务信息部、 采购营运部、 １
个配送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南区社下设超市 １ 个ꎬ 供销市场 １ 个ꎬ 配送中心 １ 个ꎬ 直营店 ５ 个ꎬ 加盟

店 １５１ 个ꎬ 小杂粮加工厂 １ 个ꎮ 有职工 ５０ 人ꎬ 其中退休 ２９ 人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人ꎮ
二、 经营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南区供销社总销售 １３９ ７ 万元ꎬ 其中农业生产资料销售 １６ ５ 万元ꎬ 商品

纯购进 ２７ ９ 万元ꎬ 其中农副产品购进 １２ ６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２ ７ 万元ꎬ 共销售化肥 ４００
多吨ꎬ 地膜 １１６７ 千克ꎬ 各种农具 ８４０ 件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全市各行业掀起了破 “三铁” (铁饭碗、 铁工资、 铁交椅) 的高

潮ꎬ 南区供销社吸取外地 “四开放” (经营开放、 价格开放、 分配开放、 用工开放) 的

先进经验ꎬ 对全社的门店、 柜组、 收购站全部实行 “五定一挂” 即定人员、 定销售、 定

利润、 定资金 (库存)、 定商品适销率ꎬ 工资与利润挂钩的经营承包责任制ꎬ 根据前三

年实绩ꎬ 加一定的增长比例ꎬ 确定任务基数ꎬ 承包人员按铺底资金的 １５％交纳风险抵押

金 (按银行一年定期付息)ꎬ 经营超利部分税后全归柜组ꎬ 由柜组自行分配ꎬ 欠利部分

在承包人员的风险抵押中补齐ꎮ 人员自由组合ꎬ 组合不上的人员停薪留职自谋职业ꎮ 承

包期一年ꎮ 按月考核ꎬ 工资当月兑现ꎬ 超利和欠利半年预算ꎬ 年终决算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南区供销合作社对所属 ４ 个网点ꎬ 即七里铺 (综合门市、 生产日杂门市、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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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站)、 三十里铺分店、 沟门分店、 南桥门市ꎬ 共 １０ 个核算店组 (三十里铺分店、 沟

门分店、 南桥门市、 收购站、 物资供应站、 百货组、 针棉组、 副食组、 生产日杂组、 化

肥组) 采取四种经营形式ꎬ 即抽本经营ꎬ 有沟门分店、 生产日杂门市、 针棉组、 百货组

４ 个店组ꎬ 共抽回资金 １１ ４３ 万元ꎮ “五定一挂” 利税承包的收购站每年上缴净利润

２ １２ 万元ꎬ 税金 ０ ９８ 万元ꎬ 按月向社里交清ꎻ 副食组每年上缴利税 １ ５ 万元ꎬ 工资每

月下浮 ３０％ꎬ 按月检查任务ꎬ 年终兑现奖罚ꎻ 物资供应站因生意不景气造成亏损ꎬ 最后

被撤销ꎬ 人员自谋职业ꎻ 租赁经营的三十里铺分店每年租金 ７０００ 元ꎬ 当年 ４ 月交清ꎬ 南

桥门市每年租金 ５４００ 元ꎬ 年底交清ꎮ 化肥组由社里统一经营ꎬ 不实行承包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在中央、 省、 市主管部门的重视下ꎬ 决定立项对南区供销社的设施进行改

造ꎬ 新建供销大厦ꎮ 七里铺的门市、 收购站等经营网点全部拆迁ꎮ 各柜组 ６ 月底已处理

完全部库存ꎬ ８ 月底拆迁达 “三通一平”ꎮ 经营业务除农资供应外ꎬ 基本停滞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ꎬ 先后与 ２００ 多户农民搞联合经营ꎬ 建起优质牧草基地、 特种鲜食玉

米基地、 百亩南瓜生产基地、 槐山羊养殖基地、 种兔繁殖基地、 草粉加工厂、 小杂粮加

工厂等ꎬ 形成 “供销社＋农户＋基地” 的产业开发格局ꎮ 同时ꎬ 组建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南瓜种植专业合作社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新合作公司直营店扩大到 ５ 个ꎬ 加盟店 １５１ 个ꎬ 总销售额 １６９８ 万元ꎬ 实现利

润 ２５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２７ 万元ꎬ 其中直营店销售 ６９８ ６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２２ ６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总销售 ３１５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１５ ７０ 万元ꎮ

第四章　 物资经营

第一节　 经营管理体制

一、 机构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县、 市合并为延安市物资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物资局改为延

安市物资总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物资总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物资总公

司有职工 １１３ 人ꎬ 设总经理 １ 人、 副总经理 ２ 人ꎮ
二、 体制演变

１９９０ 年前ꎬ 物资流通基本遵循由申请单位按需报物资申请计划ꎬ 再按管理系统逐层

上报地区和省物资部门平衡审批ꎬ 确定物资供应指标ꎬ 由市计划部门向物资部门下达物

资调拨供应计划ꎬ 物资部门按计划组织调定物资供应的管理原则ꎮ 随着改革的深入ꎬ 市

场经济的发展ꎬ １９９１ 年物资流通全面放开ꎬ 物资需求单位可以自由选择物资供应渠道ꎬ

２０４



决定物资采购批准和数量ꎬ 物资管理也由行政部门计划调拨管理ꎬ 转变为物资经营单位

自主经营ꎬ 按市场需求调剂余缺ꎬ 采购存储ꎬ 批发零售ꎮ 物资流通的行政管理逐渐演变

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业管理和服务ꎮ
１９９２ 年后ꎬ 延安市基础设施建设、 工业项目建设快速增长ꎬ 拉动物资流通领域的经

济增长ꎬ 加速物资流通专业市场建设ꎬ 建筑材料、 机电产品、 化工材料及制成品、 普通

钢材等私营股份制企业经营规模逐渐扩大ꎬ 品种增多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随着物资流通领域的改革深入ꎬ 计划管理基本取消ꎬ 各种物资自由销售ꎬ

由市场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ꎬ 国有物资企业面临市场竞争ꎬ 钢材、 水泥、 气体、 木材、
金属材料、 煤炭等销售量大幅度下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国有物资企业主要清仓处理库存商品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国有物资总公司除少数留守人员外ꎬ 其余自谋职业ꎮ 至此区内物资经营体制实

现民营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开展整顿物资市场ꎬ 抓源头ꎬ 取缔和撤销区内劣质钢材、 建材经营

资格ꎬ 查堵假冒机电产品、 金属材料进货渠道ꎬ 净化市场ꎬ 同时规范市场经营秩序ꎬ 物

资经营者依法经营ꎬ 公平竞争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建成南十里铺钢材批发市场、 尹家沟建材批发市场、 东关街轻化市

场ꎬ 物资流通领域呈健康有序发展态势ꎮ

第二节　 物资购销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物资局主要经营 ９ 大类ꎬ 有金属、 木材、 建材、 轻化 １２ 种ꎬ 机电、
基本建设配套物资、 化工产品、 煤炭燃料、 公路交通车辆、 机械生产设备、 暖气锅炉配

套、 化工生产原料、 矿山爆破 １３ 类上千种物资ꎬ 其中国家指令性物资钢材、 水泥、 木

材、 汽车和化工原料等ꎬ 均由国家调拨ꎬ 执行国家调拨价向用户提供ꎮ 同年成立陕西省

建材产品展销贸易中心延安分公司ꎬ 经营五金交电机电产品、 建材设备、 家用电器ꎮ 全

年物资局销售煤炭 １９７１１ 吨ꎬ 焦炭 １０９ 吨ꎬ 生铁 ２５１ 吨ꎬ 钢材 ７２７ 吨ꎬ 水泥 １７３６ 吨ꎬ 平

板玻璃 ３７６ 箱 ２１５３ 平方米ꎬ 原木 ５３９５ 立方米ꎬ 锯材 ３４８ 立方米ꎮ 市属集体所有制单位

销售煤炭 １３８５ 吨ꎬ 焦炭 ５ 吨ꎬ 平板玻璃 ３６０ 平方米ꎬ 原木 １８ 立方米ꎬ 锯材 ７０ 立方米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物资系统商品购进额 ９０５６ 万元ꎬ 商品销售总额 ７８３８ ６ 万元ꎬ 年末库存额

１４７ ３ 万元ꎮ 批发汽车 ８３ 辆ꎬ 其中载货汽车 ４３ 辆ꎻ 钢材 １０１６８ 吨ꎬ 其中普通中型钢材

３４４ 吨ꎬ 小型钢材 ３５３５ 吨ꎬ 线材 ３７４２ 吨ꎬ 钢板 ７９４ 吨ꎬ 硅钢片 ３０ 吨ꎬ 无缝钢管 ８９３ 吨ꎬ
焊接钢管 ８０８ 吨ꎬ 零售钢材 ５７ 吨ꎻ 硫酸 １２ 吨ꎬ 烧碱 １６ 吨ꎬ 水泥 ３４２６ 吨ꎬ 平板玻璃 ４８２
重量箱ꎬ 原木 ４２８ 立方米ꎬ 煤炭 ４８０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物资商品购进总额 ７４６７ 万元ꎮ 其中ꎬ 从生产者购进 ６１２０ 万元ꎬ 从批发零

售贸易业购进 １３２０ 万元ꎬ 其他购进 ２７ 万元ꎬ 商品销售总额 ６２３９ 万元ꎬ 对生产经营单位

批发额 ３１６５ ９ 万元ꎬ 对批发零售贸易批发额 ２８０８ ６ 万元ꎬ 对居民和社会集团零售额

２６４ ５ 万元ꎬ 年库存 １１９４ ５ 万元ꎮ 主要销售类型有: 煤炭制成品 ５８５ 万元ꎬ 化工材料及

制品 ５０５ ４ 万元ꎬ 基本建设配套物资 ２４６ ７ 万元ꎬ 木材 ４１ ９ 万元ꎬ 建材 ２８６ ４ 万元ꎬ 金

属材料 ３８４９ ６ 万元ꎬ 机电设备 ６２４ ２ 万元ꎬ 其他 ８１ ８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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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ꎬ 随着物资流通的全面放开ꎬ 物资局行政管理职能转变为行业管理职能ꎬ 私

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入物资流通领域ꎬ 物资局下设的木材公司、 轻化建材公司、 机电

公司、 燃料公司等公司有人员 １８２ 人ꎬ 经销的木材、 建筑材料、 化工材料及制品、 黑色

金属材料、 机电设备等产品ꎬ 批发额 ３０４２ ２ 万元ꎬ 零售额 ２９ １ 万元ꎬ 库存商品额

９０８ ９ 万元ꎮ 全年购进额 ２８９８ ６ 万元ꎬ 较上年购进总额下降 ３８ ９％ꎬ 销售额下降减少销

售收入 ２６１７ 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因市场变化ꎬ 物资经营企业物资批发零售额大幅下降ꎬ 经营的木材类、 有

色金属材料类、 石油及制成品类停止购进ꎮ 建筑材料年销售 １５ 万元ꎬ 较上年减少销售

额 ５７６ ９ 万元ꎬ 有色金属材料销售额 ３９４ ６ 万元ꎬ 较上年减少销售额 １０４８ 万元ꎬ 机电设

备销售额 １１１ １ 万元ꎬ 石油及制品销售额 ０ ０１ 万元ꎬ 化工材料及制品销售额 ２６０ ９ 万

元ꎬ 煤炭及制品销售额 １８１ 万元ꎬ 物资系统全年销售额 ９６２ ６ 万元ꎬ 比上年销售额

３０７１ ３ 万元减少 ２１０８ ７ 万元ꎮ 年末存货值 ６５１ ９ 万元ꎬ 出现亏损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物资局停

止购进商品ꎬ 主要清仓处理库存商品业务ꎬ 至此ꎬ 区国有物资经营退出市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ꎬ 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加快ꎬ 物资购进总额

３９９９２７ ７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４１１３１７ ４ 万元ꎬ 其中能源批发企业商品购进额 １９８８１７ ３ 万

元ꎬ 商品销售额 ２０４６４２ ４ 万元ꎻ 石油及制品企业商品购进额 １９６６５２ ３ 万元ꎬ 商品销售

额 ２０１９７１ ９ 万元ꎻ 煤炭及制品购进额 ２１６５ 万元ꎬ 销售额 ２７７０ ５ 万元ꎻ 农业生产资料购

进总额 ２２９３ １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２０３２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从事限额以上批发物资经营能源企业有 ９ 个ꎬ 网点 ５１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７０

人ꎻ 化工材料批发企业 ５ 个ꎬ 网点 ３４ 个ꎬ 从业人员 ５２ 人ꎻ 木材批发企业 ４ 个ꎬ 网点 ３５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５ 个ꎻ 建筑材料批发企业 ２２ 个ꎬ 网点 ６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１０ 人ꎻ 矿产品批

发企业 １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００ 人ꎻ 金属材料批发企业 １１ 个ꎬ 网点 ３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６０ 人ꎻ
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企业 １１ 个ꎬ 网点 ３６ 个ꎬ 从业人员 ８２ 人ꎻ 汽车摩托及零售批发 ４ 个ꎬ
网点 ２２ 个ꎬ 从业人员 ６０ 人ꎻ 再生物资回收企业 １ 个ꎬ 网点 １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４２ 人ꎻ 农

业生产资料批发企业 ２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３０ 人ꎻ 五金、 交电化工制品企业 ２ 个ꎬ 网点 ３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８０ 人ꎮ 年底ꎬ 企业总数 ７２ 个ꎬ 网点 ３１１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２２１ 人ꎬ 全年商品

购进总额 ２１７６２１ 万元ꎬ 商品销售总额 ２２５０９２ ８ 万元ꎬ 零售 １３６５５ ８ 万元ꎬ 年末库存总

额 ２３６４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矿产品、 建材、 化工产品购进额 ２５２１９０ ６ 万元ꎬ 批发 ２２３０６ １４ 万元ꎬ 零

售 ３５８５０ ９ 万元ꎬ 年末库存 ４１９９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物资批发企业有 ４３１ 个ꎬ 零售网点 ７５７ 个ꎬ 从业人数 ７２０３ 人ꎮ 购进总额

２３３６８７ ５ 万元ꎬ 销售总额 ２５５０６３ １ 万元ꎬ 其中批发 １９００６０ ９ 万元ꎬ 零售 ６５００２ ２ 万元ꎬ
库存 ５１９３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物资商品购进总额 ４３６２９８ ８ 万元ꎬ 其中煤炭及制品 ３０６８ ６ 万元ꎬ 石油及

制品 ４１８１５８ ６ 万元ꎬ 建材 ５２８３ ３ 万元ꎬ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 农业机械 ９７８８ ３ 万元ꎮ 商

品销售总额 ４３６３０４ ５ 万元ꎬ 其中煤炭及制品 ４０００ 万元ꎬ 石油及制品 ４１７６２０ １ 万元ꎬ 建

材 ５１９７ ７ 万元ꎬ 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 农业机械 ９４８６ ７ 万元ꎮ 矿产品、 建材及化工产

品、 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等批发商品总额 ３０８１９２ ４ 万元ꎬ 零售总额 １２８１１２ １ 万元ꎬ 库

４０４



存商品总额 ７２１０ ５ 万元ꎮ

第五章　 粮油贸易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粮食局机关分设人秘、 财务、 业务、 审计、 保防、 工业基建、 总

务、 保卫、 总务、 供热维修、 小车管理等 １０ 个科 (室)ꎬ 有干部职工 ２５３ 人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撤销延安市粮油公司ꎬ 成立粮油贸易总公司ꎬ 与粮食局政企合一ꎬ 两

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内设机构由 １０ 个合并精简为业务科、 人秘科、 财务科、 保卫科、
总务科等 ５ 个科 (室)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政府机构改革撤销延安市粮食局ꎬ 保留粮油贸易总公司ꎬ 行政职能划

归市商贸局ꎬ 人员编制和科室设置不变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恢复延安市粮食局与粮油贸易总公司政企合一ꎬ 两块牌子、 一套机

构ꎮ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粮食局ꎬ 延安市粮油贸易总公司更名延安市宝塔区粮油

贸易总公司ꎬ 有干部职工 ２４５ 人ꎮ 为延安市粮食局和宝塔区政府双重领导单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粮食局科级建制ꎬ 内设办公室、 流通调控科、 粮食流通稽查队 ３ 个

科室ꎬ 编制 １５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粮食局科级建制ꎬ 事业性质ꎬ 有干部职工 ２０ 人ꎬ 设局长 １ 名、 副

局长 １ 名ꎮ 内设政策法规股、 流通调控股、 内审监督股、 稽查队 ４ 个股室ꎬ 下设区军粮

采购供应站 (事业单位)、 瑞和粮油购销公司 (企业)ꎮ

第二节　 粮油企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粮食局下属科级企业有城区粮站、 粮园饭店、 粮油食品综合公司、
粮油议购议销公司、 粮油加工厂、 饲料加工厂、 挂面加工厂、 食品加工厂、 粮油仓库 ９
个ꎮ 下辖粮站有川口、 李渠、 冯庄、 姚店、 元龙寺、 甘谷驿、 青化砭、 梁村、 蟠龙、 金

盆湾、 临镇、 官庄等 １２ 个ꎬ 主要负责农村 ２４ 个乡镇粮食购销和经营ꎻ 城区粮站主要负

责城区和城郊居民粮食收购和粮油供应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设立姚店粮站ꎬ 主要负责居民供应和成品粮经营ꎻ 姚店粮库主要负责

原粮收购和储存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 农村 １２ 个粮站更名为粮油购销公司ꎬ 城区粮站更名为城区粮油食品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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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公司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 市政府将果树局管理的河庄坪苗圃人、 财、 物整体移交粮油贸易总

公司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停产、 半停产挂面厂、 饲料加工厂和食品厂 ３ 家粮办企业实行人员、 资

产、 负债整合ꎬ 组建宝塔区绿色饮品有限责任公司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成立宝塔区军粮采购供应站ꎬ 事业单位编制 ７ 人ꎬ 财政拨款ꎬ 负责年粮供

应工作ꎮ 成立粮油收购管理中心ꎬ 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ꎬ 主要负责粮食收购、 储存、 销

售及退耕还林政策性粮油兑现工作ꎮ 农村 １２ 个粮油购销公司改为粮油收储站和粮油经

销公司ꎬ 收购与经销分商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粮油加工厂和绿色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实行 “退二进三” (退出加工业

进入服务业) 改革ꎬ 将生产场地改造为商贸综合市场ꎻ １２ 月ꎬ 确定川口粮油收储站为国

家退耕还林政策兑现粮食补助试点单位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完成粮园饭店、 粮油食品综合公司、 粮油议购议销公司和粮油贸易总

公司等 ４ 户改制工作和企业职工安置任务ꎮ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粮食系统 ４７ 户企业改制全面完成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由姚店、 青化砭、 李渠、 金盆湾 ４ 个粮站和河庄坪苗圃资产整合ꎬ 组

建宝塔区瑞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ꎬ 正式挂牌运营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瑞和粮油购销公司 １ 家ꎬ 青化砭、 姚店、 李渠、 金盆湾储粮点

４ 个ꎮ

第三节　 粮油收购

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ꎬ 粮食流通体制先后经历定购与议价收购双轨运行ꎬ 粮食经营向多种

经营转轨ꎬ 取消定购ꎬ 实行平议价并轨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２ 年ꎬ 随着粮食价格放开ꎬ 取消粮票

的使用ꎬ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粮食流通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按上级部

门关于粮食购销价格的通知ꎬ 延安市粮食部门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矛盾、 通

货膨胀、 物价大幅上涨等困难ꎬ 采取广泛宣传ꎬ 周密安排ꎬ 发挥主渠道作用ꎬ 担负起平

抑物价、 稳定秩序重任ꎬ 先后派员 ３０ 多人ꎬ 赴全国各地调运粮食 １８２５０ 吨ꎬ 其中小麦

６４９０ 吨、 面粉 ８０００ 吨、 大米 １９９０ 吨、 食用油 ５００ 吨、 杂粮 １２７０ 吨ꎬ 调剂花色品种ꎬ 安

定人心ꎬ 稳定社会秩序ꎬ 平抑粮油物价ꎮ 粮油加工厂生产面粉 ４４０ 吨ꎬ 成品杂粮 １４０ 吨ꎬ
投入市场平抑粮价ꎬ 实现产值 ６４６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６ ４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５ ９ 万元ꎬ 全市

粮食系统实现利税 ６０ 多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实施保护价政策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国务院颁布 «粮食

收购条例»ꎬ 粮食收购进一步规范化ꎬ 全区 １４ 个国有粮食收储企业ꎬ 全部常年挂牌按保

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中余粮ꎬ 当年收购 ９４７２ 吨ꎬ 使处于低潮的粮食收购工作发生明显转

机ꎮ １９９９ 年全面落实 “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ꎬ 粮食收储企

业实行明价销售ꎬ 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ꎻ 粮食流通企业体制改革)ꎬ 粮食企业严格执

行政策、 价格、 等级、 结算 “四公开” 制度ꎬ 严明政策ꎬ 强化监督ꎬ 提高服务质量ꎮ 粮

食局稽查队配合工商部门加强粮食市场管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取消合同定购ꎬ 全部实行市场收购ꎮ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ꎬ 主要对粮食市场进行

６０４



粮食经营企业、 个体粮食经营户粮食收购市场准入、 许可证办理、 粮食质量、 仓储设

施、 统计制度及台账建立档案ꎮ 审核办理粮食经营企业 ７ 户ꎬ 个体经营户 ２３０ 户ꎮ

第四节　 粮油销售

１９９０ 年ꎬ 在定购与议价双轨运行机制下ꎬ 市粮食部门面对粮食市场疲软、 议价粮食

销路不畅的实际困难ꎬ 深入市场调查研究ꎬ 不断拓宽销售渠道ꎬ 增加议价销售数量ꎮ 居

民供粮购销价格倒挂逐渐缩小ꎬ 年议价销 ３７９５ 吨ꎬ 实现议价利润 ０ １４ 万元ꎮ 粮食部门

以保障供应城镇居民基本粮为原则ꎬ 开展多种经营和附营业务ꎬ 实现利润 １５ ７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城镇食品加工、 副食和酿造等行业用粮退出统销ꎬ 改为议价供应ꎮ 全年议

价销售实现利润 ９ ８８ 万元ꎬ 附营利润 ２７ ２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ꎬ 在上年度提高粮食平价销售后ꎬ 再次提高平价粮食销售价格ꎬ 实现购

销同价ꎬ 城乡不同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粮油销售人群扩大ꎬ 数量剧增ꎬ 国有粮食企业

粮本供应平价销售比重大幅下降ꎬ 企业生存压力增大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ꎬ 宝塔区粮食局实行政企分开ꎬ 贸易总公司与粮食局分

开ꎬ 粮食局主要负责粮食购销宏观计划、 行业管理、 市场监管ꎬ 贸易总公司成为经济实

体ꎬ 实行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化管理ꎮ 农村基层粮站也对政策性

业务和经营性业务进行调整ꎬ 成立 １３ 个粮油经销公司ꎬ 开展粮油购进和销售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粮食收购价格ꎬ 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ꎬ 国有粮食

企业、 个体经营户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粮食部门粮油经营单位有瑞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负责全区粮油收购

销售ꎬ 与 ３ 家区外粮食企业签订长期粮食购销协议ꎮ 全年收购粮油 １５９６９６ 吨ꎬ 以保障居

民供应ꎮ 区军粮采购供应站ꎬ 负责驻区部队的粮油供应工作ꎮ

第五节　 粮油储运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粮食仓型主要有石窑洞仓、 基建式房仓、 苏式房仓、 简易仓、 地下

仓、 土圆仓等 ６ 种ꎬ 其中石窑洞仓面积 ７７２４ 平方米ꎬ 仓容量 １２２２５ 吨ꎻ 基建式房仓面积

９２１１ 平方米ꎬ 容量 ２３６２５ 吨ꎻ 苏式房仓面积 ２６４３ 平方米ꎬ 容量 ５２００ 吨ꎻ 简易仓面积

４２８ 平方米ꎬ 容量 ４４５ 吨ꎻ 地下仓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ꎬ 容量 ５５０ 吨ꎻ 土圆仓面积 １４１ 平方

米ꎬ 容量 １６５ 吨ꎮ 另有水泥晒场 １０１７９ 平方米ꎮ 共有国有粮食仓储企业 １４ 家ꎬ 即市粮油

仓库 (沟门库)、 城区粮油仓库及蟠龙、 梁村、 青化砭、 姚店、 李渠、 元龙寺、 甘谷驿、
川口、 冯庄、 金盆湾、 临镇、 官庄等粮食收储站ꎬ 总面积 ２０２４７ 平方米ꎬ 总容量 ４２２１０
吨ꎮ 其中ꎬ 市粮油仓库面积 ５９２０ 平方米ꎬ 仓库容量 １４９５０ 吨ꎬ 城区粮油仓库面积 ３１９３
平方米ꎬ 仓容量 ６３９０ 吨ꎬ 担负着全市的粮食收购、 销售、 储存和国家储备粮、 省储备粮

及商品周转粮的储存任务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新建市粮油仓库基建式房仓 １８３４０ 平方米ꎬ 仓库总面积增至 ２４２６０ 平方

米ꎬ 新增库容量 １００００ 吨ꎬ 全市总仓容量达到 ５２２１０ 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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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ꎬ 报废仓容量 １４０６０ 吨ꎬ 全区总仓容量下降至 ３８１５０ 吨ꎬ 仓库总面积减少至

１６２７６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粮油仓库 (沟门库) 上划延安市粮食局管理ꎬ 全区实有仓储面积

７６４１ 平方米ꎬ 仓容量 １３２００ 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粮食企业改革后ꎬ 宝塔区粮食系统保留李渠、 姚店、 青化砭、 金盆湾 ４ 个

存粮点ꎬ 仓库总面积 ３０３１ 平方米ꎬ 总库容量 ５４５５ 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立区级应急成品粮储备ꎬ 储备规模 ３００ 吨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级应急成品粮食

储备入库 ３００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入库的应急储备粮油进行监管ꎬ 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检查办法ꎬ 加

强科学管理ꎬ 确保储存安全ꎮ 全年新增区级小麦储备 １００ 万吨ꎬ 食用油 ５０ 万吨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粮食收购及销售统计表
　 表 １２－５－１ 单位: 吨

年份 收购 销售 年份 收购 销售

１９９０ ９９３２ ２６４５０ ２００１ ５０５０ ７０２８０

１９９１ １１２６５ ４４９４４ ２００２ ５１００ ７５６６６

１９９２ ５４１０ ２６６８４ ２００３ ５３５７ ７６８８０

１９９３ ６７８７ ２６８３０ ２００４ ４４０００ ７８１９９

１９９４ ６０００ ２６９６０ ２００５ ４３５０ ８０１５０

１９９５ ６０００ ２７０５０ ２００６ ４５８００ ８５４９０

１９９６ ６０００ ２６３０５ ２００７ ４３０８７ ８８７８５

１９９７ １１６８１ ３４２４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１０６ １０５０９９

１９９８ ９４７２ ４７８５８ ２００９ １６４９２７ １５０７５３

１９９９ ４９５０ ５２３３０ ２０１０ １９５３０３ １６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８７０ ６７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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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居民服务业

第一节　 餐饮业

一、 经营商户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有餐饮业经营户 ６７０ 户、 １７３７ 人ꎮ 全面所有制饮食企业有人防招待

所、 南关招待所餐饮部、 延安饭庄、 延河饭店餐饮部、 万花山庄等 ８ 户ꎬ 从业人员 ２０２
人ꎮ 饮食公司饭馆、 供销社系统餐饮部等集体经营户 ３４ 户、 从业人员 ２４７ 人ꎮ 城乡个体

有证餐饮经营户 ６２８ 户、 从业人员 １２９９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国有餐饮经营户 ６ 户、 从业人员 １５９ 人ꎬ 集体经营户 ３ 户、 从业人员 ４７

人ꎬ 私营企业 ２ 户、 从业人员 １５ 人ꎬ 个体经营户 １４４２ 户、 从业人员 ２９５７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国有餐饮机构 ５ 个ꎬ 网点 １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８３ 人ꎬ 集体经济 ３ 个、 从业人员 ６７ 人ꎬ 个

体经营户 １５１７ 户、 从业人员 ３１２５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餐饮经营户 １５１１ 户、 从业人员 ５４４９ 人ꎮ 其中ꎬ 国有餐饮经营企业

５ 户、 从业人员 ３５ 人ꎬ 集体经营户 ２０ 户、 从业人员 １５０ 人ꎬ 私营个体户 １４８６ 户、 从业

人员 ５２６４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餐饮法人单位 ２７ 个ꎬ 网点 １７２８ 个ꎬ 人员 ７４４７ 人ꎮ 其中ꎬ 国有经营企业 ２

户、 从业人员 ８２ 人ꎬ 集体企业 ２ 户、 １６８ 人ꎮ 股份制餐饮企业 １ 个、 人员 １５７ 人ꎬ 有限

责任公司 ８ 户、 ３７６ 人ꎬ 私营企业 １３ 户、 ３７６ 人ꎬ 股份有限公司 １ 户、 ９０ 人ꎬ 个体经营

户 １７０１ 户、 从业人员 ６１９８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餐饮企业法人单位 ７０ 个、 从业人员 １６８９ 人ꎬ 网点 ２０８０ 个、 人员

９８１７ 人ꎮ 其中ꎬ 国有法人单位 ２ 个、 人员 ２２９ 人ꎬ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个、 从业人员 ６９０
个ꎮ 私营企业 ４８ 个、 ７５０ 人ꎬ 其他企业 １ 个、 ２０ 人ꎬ 个体私营户 ２０８０ 户、 从业人员

８１２８ 人ꎬ 全区从事餐饮从业人员 ９８１７ 人ꎮ
二、 经营效益

１９９０ 年ꎬ 国有和集体餐饮企业价格实行物价部门核定价格进行销售ꎬ 个体经营户实

行市场经营运作ꎬ 全年经营收入 ３３５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餐饮经营户数增加ꎬ 经营效益提高ꎬ 全年营业额 ８６２ ７ 万元ꎬ 人均营业额

４５０４ 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人均营业额增加 ２５７３ 元ꎬ 增长 １３３％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随着城市商业基础建设投资增加ꎬ 餐饮运营面积增长ꎬ 居民婚丧嫁娶用餐

选择市内宾馆、 饭店数量大幅提高ꎬ 经营活动呈活跃时期ꎬ 全年营业餐厅增加 １５９ 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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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额 １４５２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３ 年增加 ５８９ ３ 万元ꎬ 居民在餐馆包饭用餐约 ３０％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餐饮营业总额 ６０３６ ８ 万元ꎬ 其中零售 ５７７３ ９ 万元ꎬ 餐厅包餐 ２６２ 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餐饮企业全部市场经济体制运作ꎬ 年增加网点 ５１３ 个ꎬ 人员增加 ２３５８ 人ꎬ

年营业总额 ６４０４ ２０ 万元ꎬ 商品零售额 ５７９１ ５ 万元ꎬ 营业额增加 ３６７ 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国有、 集体、 私营个体经营户营业总额 ７１２４ ７ 万元ꎬ 商品销售 ６４７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限额以上餐饮企业收入 ２６８ ４ 万元ꎬ 限额以下餐饮营业收入 ７８２４ ７ 万元ꎬ
全年营业总收入 ８０９３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餐饮业总收入 ２１３８４ ９ 万元ꎬ 其中限额以上企业收入 ２２４１ ４ 万元ꎬ 限额

以下企业收入 １５４６ ６ 万元ꎬ 个体经营户收入 １７５９６ ９ 万元ꎬ 其他餐饮收入 １７６１ ８ 万元ꎮ
营业总收入比 ２０００ 年营业总收入增加 １４２６０ 万元ꎬ 增长 ２ 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国有餐饮业营业额 ３７０３３ 万元ꎬ 集体 １０５８６ 万元ꎬ 有限责任公司 ６１００ 万

元ꎬ 旅游饭店 ４７６２１ 万元ꎬ 个体餐饮 １９９５１ ７ 万元ꎬ 其他经营户 ３２３５ 万元ꎬ 全年营业总

额 １２４５２６ ７ 万元ꎮ 餐饮经营企业按登记注册分ꎬ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６３ 万元ꎬ 私营企业

５２４９９ 万元ꎬ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６７７９ 万元ꎬ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１６９３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限额以上餐饮有限公司营业额 ４７４５ ３ 万元ꎬ 私营企业 ４４７７ ６ 万元ꎬ 私营

合伙企业 ２８１ 万元ꎬ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１９６ ６ 万元ꎬ 外资投资企业快餐营业额 １４６１ １
万元ꎮ 个体经营户营业额 ８２１７４ ７ 万元ꎮ 全年餐饮营业总额 ９７３３６ ３ 万元ꎮ

第二节　 住宿业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较大旅馆、 饭店有人防招待所、 南关招待所、 粮园饭店、 凤凰迎宾

楼、 延河饭店、 金融宾馆、 粮贸大厦、 虹桥饭店、 东关旅社、 邮电宾馆、 姚农招待所、
电力宾馆、 喜来登大酒店、 军分区招待所、 服务公司旅社、 白天鹅宾馆等 １８ 家ꎬ 有从

业人员 ９５８ 人ꎬ 年营业收入 ７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新增旅游大厦、 窑洞宾馆 ２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２０５ 人ꎬ 年营业收入 １４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住宿业有星级和限额以上法人企业 １１ 个、 从业人员 １６３２ 人ꎬ 其中

国有企业 ７ 个、 从业人员 １０８７ 人ꎬ 房费收入 ２７２１７ 万元ꎻ 集体企业 ２ 个、 从业人员 ３４３
人ꎬ 房费收入 ８１４６ 万元ꎻ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 个ꎬ 房费收入 １９９１ 万元ꎻ 股份有限公司 １
个、 从业人员 ８０ 人ꎬ 房费收入 ９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住宿业限额以上有企业法人单位 ２１ 个、 从业人员 ２９０８ 人ꎬ 房费收入

８０３２７ 万元ꎬ 其中国有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 ７ 个、 从业人员 １１３５ 人ꎬ 营业额 ３５９５８ 万

元ꎻ 集体住宿业法人单位 ２ 个、 从业人员 ３６３ 人ꎬ 客房收入 １００７４ 万元ꎻ 有限责任公司

８３４６ 万元ꎬ 旅游饭店营业收入 ４１３２３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限额以上住宿营业收入 ２０７８３ ７ 万元ꎬ 限额以下企业收入 ７５８２ １

万元ꎬ 个体户 ３６８２５ １ 万元ꎮ 按住宿行业小类分组ꎬ 旅游饭店企业法人 １４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３４４ 人ꎬ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２８０ ２ 万元ꎻ 一般旅馆 ６ 个ꎬ 从业人员 ５４５ 人ꎬ 营业额 ３１５３ ７ 万

元ꎮ 按等级注册类型分组的国有企业 ５ 个ꎬ 从业人员 ８８０ 人ꎬ 营业额 ４３８８ ５０ 万元ꎻ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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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企业 ２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１０ 人ꎬ 营业额 ２０８１ ６ 万元ꎻ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３２０ 人ꎬ 营业额 １０８８７ １ 万元ꎮ 按星级分组的四星级 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８６０ 人ꎬ 营业额

５３５９ 万元ꎻ 三星级 ６ 个ꎬ 从业人员 ６２７ 人ꎬ 营业额 ３７８７ ８ 万元ꎻ 二星级 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７５ 人ꎬ 营业额 １６９３ ４ 万元ꎮ 全年ꎬ 住宿业营业总收入 ６５１９０ ９ 万元ꎮ

第三节　 美容美发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有理发店 ５８ 家ꎬ 主要分布在城区、 桥沟、 柳林、 李渠、 姚店、 甘谷

驿、 青化砭、 蟠龙、 临镇等乡镇ꎬ 规模较大的理发馆有青年理发馆、 凤凰理发馆、 东关

理发馆ꎬ 服务主要项目有剃头、 理发、 剪发、 剃须、 刮脸、 烫发、 吹风等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有理发店 １０５ 家ꎬ 服务项目增添烫发、 染发、 局部皮肤护理、 增白、

婚庆化妆、 造型等ꎮ 是年ꎬ 全市有理发、 美容店 １１７ 家ꎬ 从业人员 ５５０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理发、 美容店 １７８ 家ꎬ 增加服务项目有祛斑、 美白、 瘦身减肥、 保

健按摩等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美容美发店 ３６９ 家ꎬ 城区、 各乡镇、 居民、 住宅小区均有理发、 美容

店ꎬ 提供服务有理发、 洗头、 剪发、 烫发、 染发、 拉丝、 美容、 化妆、 造型、 保健等ꎮ

第四节　 洗　 浴

１９９０ 年ꎬ 延河饭店、 服务公司浴池、 桥沟驻军部队洗浴池、 毛织厂自用洗澡堂、 丝

绸厂自用洗澡池和第二毛纺厂洗澡堂、 青化砭油矿洗澡池等 ７ 家ꎬ 为企业职工和城区居

民提供服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个体洗浴经营户 ２４ 家ꎬ 主要分布于城区、 李渠、 桥沟、 河庄坪、

姚店、 临镇、 青化砭、 蟠龙等乡镇ꎬ 为当地居民提供洗浴外ꎬ 增添搓背、 按摩等服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个体洗浴中心和个体洗浴经营户 ５２ 家ꎮ

第五节　 广告牌匾制作

１９９７ 年前ꎬ 宝塔区仅有 ７ 家国有广告经营单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下岗职工王延兴创办第一

家广告专业公司ꎬ 购置扫描仪、 彩色喷绘、 打字机和写真机等设备ꎬ 投资 １０ 万元ꎬ 制

作、 安装城区灯箱广告 ３５０ 个ꎮ １９９９ 年又有 ４ 家专业广告公司挂牌成立ꎬ 提供广告策

划、 制作、 安装等服务ꎬ 承揽客户门牌制作和多种庆典活动策划与宣传包装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梦想广告展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ꎬ 提供户外广告发布、 电视台、 车体广告、 广告制作及

店面装潢等服务ꎬ 代理延安城市公交车体广告发布、 延安电视台 «延安新闻» 和 «天气

预报» 栏目内广告发布ꎮ 同时ꎬ 在中心街、 各住宅小区及入城交通要道设立灯箱、 展

牌、 高层顶楼及户外广告牌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黑马广告有限公司成立ꎬ 以公共空间及创意家居

审计ꎬ 广告策划、 户外传媒为主ꎬ 设计各个领域的品牌广告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有广告经

(兼) 营企业户 ５２ 户ꎬ 其中专业广告公司 １５ 户ꎬ 从业人员 ４６９ 人ꎬ 年经营额 ９０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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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摄影摄像

一、 照相影楼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有照相馆 ９ 家ꎬ 其中国有、 集体 ３ 家ꎬ 个体 ６ 家ꎬ 各照相馆设备简

陋ꎬ 只能冲洗放大黑白照片ꎬ 所照彩色照片要到西安冲洗ꎮ 照相馆使用相机为 １２０、 １３５
等老式相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延安旅游业不断发展ꎬ 个体照相户逐渐增多ꎬ
特别是在延安大桥、 宝塔山、 万佛洞、 王家坪、 杨家岭、 枣园、 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革命

旧址ꎬ 个体照相者随处可见ꎮ 是年ꎬ 全市有个体照相户 ２１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市照相业务个体户发展到 ６０ 户ꎬ 多数分布在区内革命旧址和纪念馆、 万

花牡丹亭景区ꎮ ９ 个建制镇均有照相网点ꎬ 其设备先进、 技术高超ꎬ 主要有彩照、 快照、
数码照相、 电脑制作等ꎮ 城区影楼婚纱照相ꎬ 并兼营婚纱出租、 摄像器材销售等业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照相影楼、 照相馆和网点 ７８ 家ꎬ 从业人员 ４３０ 人ꎬ 其中城区有照

相馆、 影楼 １６ 家ꎬ 从业人员 ２３０ 人ꎮ 规模较大的主要有新娘百分百、 凤凰影楼、 延河照

相馆、 索菲亚等ꎮ 影楼提供服务项目有: 摄像、 摄影、 扩印放大、 相片装裱、 新娘化

妆、 婚纱租赁、 旧照翻新、 出外摄录、 编辑制碟ꎮ
二、 摄像

１９９６ 年前ꎬ 摄像多为单位庆典、 工程开竣工、 商场、 饭店开业等服务ꎮ １９９８ 年后ꎬ
摄像业务进入家庭ꎬ 城区男婚女嫁喜庆一般采用婚礼摄像、 制碟服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除影

楼、 婚庆公司外ꎬ 农村乡镇也有个体摄像制碟经营户ꎬ 在红白喜事、 老人寿诞、 婴儿满

月等提供照相、 摄影服务ꎮ

第七节　 修配保养

一、 服务项目

１９９０ 年ꎬ 宝塔区修配保养业经营企业有国有、 集体股份制公司、 有限公司、 合伙、
个体、 售后服务等所有制类型ꎮ 开展服务项目有汽车、 拖拉机、 摩托车维修ꎬ 电机、 水

泵、 机床、 油泵洗缸、 冰箱电视、 自行车、 空调洗衣机、 钟表眼镜等 １６ 个门类上百个

品种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增加手机维修保养、 汽车美容装饰、 电脑等维修服务项目ꎮ 至 ２０１０
年服务项目共 １０ 大类 １２０ 个品种ꎮ 主要分布在城区、 长青路、 刘万家沟、 城南三十里

铺ꎮ １９９５ 年后ꎬ 修配保养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ꎬ 东北川、 李渠、 姚店、 甘谷驿、 青化

砭、 蟠龙、 麻洞川、 临镇等商贸交易乡镇均有维修网点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２１０ 国道从南四十

里铺至玉皇庙沿重点村设有汽车、 农用车补胎打气、 配件销售经营网点ꎬ 市区各百货商

场、 家用电器等专营店增设售后服务中心ꎬ 城郊川口、 河庄坪、 枣园、 万花山等 ４ 个乡

镇开办家用电器修理门市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汽车、 农机修理、 工程机械、 摩托车修

理厂 (公司) 网点 ３５１ 个ꎬ 家用电器维修户 ２００ 户ꎮ 维修规模较大的有东风轿车修理

厂、 福利汽车检测服务中心、 迅捷汽车技术服务中心、 大众汽车服务站、 鹏程汽车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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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小马汽车修理厂、 诚信汽修厂、 保捷汽车服务中心、 车友汽车装潢等ꎮ
二、 维修量

１９９０ 年ꎬ 汽车维修量约 １５００ 辆次ꎬ 拖拉机约 ８５０ 辆次ꎬ 摩托车 ７００ 辆次ꎬ 家用电

器、 冰箱电视、 洗衣机年维修量约 １２００ 台次ꎬ 畜力车、 自行车 ２０００ 辆次ꎬ 修钟表、 修

鞋、 换拉链、 修煤气灶、 补锅焊盆、 修钢笔手电、 配钥匙、 修配眼镜等万余件次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汽车数量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２７１ 辆增至 ３０５７ 辆ꎬ 外地过境车辆 １５４２ 辆ꎬ 年维

修量 １７５０ 辆ꎻ 拖拉机由 １７５４ 辆增加至 １９５０ 辆ꎬ 年维修量 ６４０ 辆ꎻ 摩托车由 ７８１ 辆增至

１３１０ 辆ꎬ 年维修量 ５１４ 辆ꎻ 特种车维修 ２０ 辆ꎬ 农用汽车维修 １１０ 辆ꎬ 其他车辆维修 １８５
辆ꎮ 全年家用电器维修 １４５０ 台 (件)ꎬ 其他小型日用维修 ８５００ 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汽车美容数量增加ꎬ 全年汽车装潢美容数量约 １５０００ 辆ꎬ 自行车使用量急

剧下降ꎬ 城区保有量在千辆左右ꎬ 维修量大幅减少ꎻ 农用三轮车、 汽车数量增加ꎬ 随之

维修量也在增大ꎬ 年维修量 １０００ 辆以上ꎬ 钟表、 修鞋、 经营户减少ꎬ 维修量下降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减少 ６０％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电子产品、 电脑、 手机使用量上升ꎬ 除城区有专修店外ꎬ 城郊和有商贸交

易集市的乡镇也开办手机维修和护膜保养个体门店ꎬ 全区年电脑维修量约 ５００ 台次ꎬ 手

机 ８０００ 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汽车维修总量 ６５５００ 辆ꎬ 其中东风汽车修理厂 １００００ 辆ꎬ 合格率 ９５％ꎬ 福

利汽检中心 １５０００ 辆ꎬ 大众汽车服务站 １８８００ 辆ꎮ 私营、 个体企业 ２１７００ 辆ꎮ 拖拉机修

理 １４５０ 辆ꎬ 农用汽车 ５５０ 辆ꎬ 摩托车 １７００ 辆ꎬ 工程机械 ８０ 台ꎮ 全年维修电机水泵 ８０１
台ꎬ 冰箱、 电视、 洗衣机 ２５４８ 台ꎬ 手机 ６５００ 部ꎬ 光明、 西北、 西光、 延安附院等 １０ 家

眼镜行ꎬ 验光配镜维修 １８４５ 副ꎬ 修理天然气、 煤气灶 １２００ 个ꎮ
三、 专业汽车修理

１９９０ 年前ꎬ 延安地区汽车修理业务主要由陕西延安汽车工业联营公司 (１９５８ 年成

立延安汽车修理厂ꎬ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更名为陕西延安汽车工业联营公司) 和地区汽车运输公

司保养厂承担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陕西延安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更名为延安汽车工业总公司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ꎬ 延安汽车工业总公司每年亏损 ６００ 多万元ꎮ 据延安会计事务所评估ꎬ 截至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底ꎬ 全公司资产总额 ７３３０ 万元 (包括土地 ２０６３ 万元)ꎬ 负债总额 ８３２２ 万元ꎬ 企业所

有者权益－９９２ 万元ꎬ 濒临破产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汽车工业总公司将总公司汽车改装厂、 配件厂自卸工段、 物资

供销部、 销售公司、 神塔公司合并ꎬ 组建成延安汽车改装有限责任公司ꎻ 将劳动服务公

司、 小车修理厂、 青年门市部、 无线电修配门市部合并ꎬ 组建成延安汽车工业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ꎻ 在广告装潢公司基础上组建延安汽车工业广告装潢股份合作公司ꎮ 在原有的

基础上组建东风汽车服务站、 南京汽车服务站、 夏利汽车服务站和重型汽车服务站ꎮ 全

年生产改装车 ４７ 辆ꎬ 完成产值 ６４３ 万元ꎮ
至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宝塔区城区和各乡镇凡经营货运、 客运汽车的公有制、 非公有制企

业、 团体、 集体均自设维修车间ꎬ 对经营汽车自保自养自修ꎬ 并对外承接汽车修理业

务ꎮ 延安市汽车维修厂点发展到 ４３６ 户ꎬ 其中一类维修厂 ３ 户、 二类维修厂 １６ 户、 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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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专业维修厂点 ４１７ 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延安汽车工业总公司全年生产改装汽车 ２８ 辆ꎬ 总公司与兰州通用机械制

造厂、 延安汽车修理厂联合开办兰通实业集团公司延安特种车辆维修厂ꎬ 填补陕北特种

车维修的空白ꎮ 业务范围扩大为汽车修理、 汽车改装及汽车检测等综合性业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原延安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保养厂 (２００３ 年延安市汽车运输公司企业改制ꎬ

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ꎬ 改名为延安市汽车运输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ꎬ
厂址改建为商业城ꎬ 停止汽车修理业务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市有汽车维修行业站点 ５７７ 家ꎬ 其中一类企业 ６ 家、 二类企业

１０６ 家、 三类企业 ４６５ 家ꎻ 国有企业 １４ 家、 个体私营企业 ５３１ 家、 股份制联营企业 ３２
家ꎮ 宝塔区城区和各乡镇有汽车修理车间、 摊点 ４３５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１７０ 人ꎻ 有一类企业

４ 家ꎮ 维修企业设备及技术不断更新ꎬ 常用的设备有多功能汽车系统诊断仪、 二氧化碳

气体保护焊机、 车身外形修复整形机、 燃油系统免拆清洗机、 四轮定位仪等ꎻ 维修技术

由靠技术人员实践经验解体检修转变为通过电脑与诊断仪器检测维修ꎮ

第八节　 装饰装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人们对办公、 居住、 公共经营场所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ꎬ 催

生装饰业快速发展ꎬ 成为新的服务行业ꎮ １９９５ 年装饰多为宾馆饭店、 百货商场、 单位办

公、 城区居民楼、 医疗机构和各种纪念馆、 展览室等ꎬ １９９８ 年后ꎬ 少量农村居民进行装

饰房屋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装饰业遍及城乡各处ꎮ 随着装修装潢规模扩大ꎬ 装饰材料需求量增

加ꎬ 经营户数量上升ꎬ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装饰材料经营门店 ２３０ 家ꎬ 其中注册登记规模

较大的有 １３ 家ꎬ 营业面积 ３９００ 平方米ꎬ 主要经营装潢材料、 油漆、 涂料、 五金、 水暖

器材等ꎬ 全区有专业装修公司 ３８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０００ 余人ꎬ 年装饰装修面积 ９ 万平方米ꎮ

第九节　 家政服务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家政服务主要以家庭保姆为主ꎬ 其他有需求时中介公司临时组织人

员ꎬ 提供服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妇联创办劳务服务站ꎬ 组织城乡妇女以钟点工形式ꎬ 为

２００ 多户居民提供房间窗户清洗服务ꎬ 计件结算工资ꎮ 全年推荐家庭保姆 １００ 多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丝绸厂郝秀兰在工商局登记注册全区第一家爱心家政公司ꎬ 组织下岗

职工及退休人员 １００ 余名ꎬ 向社会提供家庭保洁、 室内室外墙壁刷洗、 门窗清洗、 疏通

下水道、 洗窗帘、 木工、 电工、 瓦工和保姆等多项服务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开办家政服务

公司 ６９ 家ꎬ 提供服务 ４５００ 人次ꎮ

第十节　 中　 介

一、 职业介绍所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无职业介绍所ꎬ 基建用工场所打工人员主要集中在延安大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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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剧院广场ꎬ 城乡用工采取在此地现场约定人员数量、 用工时间、 工资待遇等ꎮ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９ 年ꎬ 成立职业介绍所 ９ 家ꎬ 因信息不灵ꎬ 就业困难ꎬ 经营清淡ꎬ ２０００ 年ꎬ 相继关门

停业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广州、 深圳等地劳务市场用工数量大幅上升ꎬ 职业介绍所又重新开业ꎬ
先后介绍输出劳务人员 ２０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利民毛织厂下岗职工王雪梅创办职业介

绍所ꎬ 两年为全区介绍输出农民工 ３０００ 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全区有职业介绍所 ６ 家ꎬ 共介绍

输出劳动人员 ８２５０ 人ꎮ
二、 婚姻介绍所

宝塔区婚姻介绍所起步较晚ꎬ １９９９ 年才有介绍机构ꎬ 张香按开办 “满意” 婚介所ꎬ
介绍成功婚姻百余对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注册登记有 “满意” 婚介所 ３ 家ꎮ

第十一节　 其他服务

一、 歌厅

１９９０ 年有歌舞厅 ８ 家ꎬ 规模较大的有南门坡歌舞厅、 七里铺歌舞厅、 百乐门歌舞

厅、 北关歌舞厅等ꎬ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ꎬ 原有舞厅和露天舞厅相继关停ꎮ ２００１ 年后ꎬ 歌舞厅

逐渐发展成市内大众歌舞厅和音乐茶座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全区有歌舞厅、 音乐茶座 ３３ 家ꎬ 其

中宝塔歌舞厅曾被评为省级文明歌舞厅ꎮ
二、 网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全区有游戏厅 ３０ 余家ꎮ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城区接入互联网服务ꎬ 持证服务

经营户 ９ 户ꎮ ２０００ 年网吧有 ９ 家ꎮ ２０１０ 年持证经营户 １６ 户ꎬ 其中乡镇 ３ 户ꎬ 电子游戏、
录像放映退出市场ꎮ

三、 租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租赁业逐渐兴起ꎬ 以租房、 租赁建筑机械、 农业机械为主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租赁种类增多ꎬ 有养殖场用地租赁、 养鱼水面、 推土机、 机井水泵、 物资仓库、
货场、 婚纱、 果园和红白喜事餐具桌凳租赁等ꎮ

四、 洗染

２０００ 年前洗染店较少ꎬ ２００１ 年逐渐增加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城区有干洗店、 水洗店 ３０
家ꎬ 主要提供毛毯、 各种毛料服装干洗ꎮ

五、 婚丧礼操办

１９９０ 年ꎬ 婚丧喜事乐队有 ２８ 家ꎬ 主要以吹乐为主ꎬ 每队有 ５ 人左右ꎮ ２０００ 年后乐

队增加至 ７０ 家ꎬ 音乐设备增加ꎬ 普遍使用电子、 电子音像等ꎬ 每队人员增至 ７ ~ ９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操办红白喜事经营户 １００ 多家ꎬ 有婚庆公司、 专业乐团、 歌手、 唱戏队

伍和专业主持人、 专用婚车、 灵车、 礼炮等ꎮ
六、 打字复印

１９９０ 年ꎬ 打字复印经营户较少ꎬ 提供简单的材料打字和复印ꎮ １９９５ 年后发展迅速ꎬ
市区有 ５０ 多家打字复印服务经营户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全区经营户 １００ 多户ꎬ 业务有打字、
复印、 图表复制、 标语印刷等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打字复印经营户有电子邮件发送、 扫描、 图表

制作业务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打字复印服务机构 ２３０ 家ꎬ 除城区外ꎬ 各乡镇均有打字复

印经营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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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营商品

第一节　 烟草专卖

１９８７ 年ꎬ 成立延安市烟草专卖局 (延安市烟草公司)ꎬ 内设办公室、 业务部、 财务

科ꎮ ２０１０ 年内设综合办公室、 客户服务部、 专卖管理股、 烟叶股 ４ 个科室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００ 人ꎬ 设局长 (经理) １ 人、 副局长 (副经理) ２ 人ꎮ 主要负责卷烟购销、 市场监管、
烟叶生产、 客户服务工作ꎮ

一、 卷烟销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销售卷烟 ６００８８ 箱ꎬ 完成销售收入 ６４０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销售

卷烟 １７５４８ 箱ꎬ 占计划任务的 １２６ ６％ꎬ 完成销售收入 １８５８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４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卷烟销售 １３５４１ 箱ꎬ 其中地产烟 １３００９ 箱ꎬ 销售总额 ２６７６ 万元ꎬ 实

现毛利 １９５ 万元ꎬ 较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７ ６０ 万元ꎬ 增长 ８１ ２３％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烟草专卖局成立 ３ 个卷烟销售配送队ꎬ 在南川、 东川设立卷烟批发部 ５

个ꎬ 形成 “一个龙头放水” 卷烟配送销售网络ꎮ 全年销售卷烟 １０６３１ 箱ꎬ 较上年 ９１５９
箱增长 １６％ꎬ 其中地产烟销售 ８４０４ 箱ꎬ 较上年 ８９００ 箱下降 ５ ５％ꎬ 销售收入 ２８３４ 万元ꎬ
实现销售毛利 １８０ 万元ꎬ 较上年 ８２ ５０ 万元增长 １１８％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完成卷烟销售 １４３１４ ９５ 箱ꎬ 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１１９０４ 箱的 １２０ ２５％ꎬ 占

年初目标责任书销售任务的 １２４ ４８％ꎬ 较上年销售 ６６５７ ３８ 箱增加 ７６５７ ５７ 箱ꎬ 增长

１１５ ０２％ꎬ 其中地产卷烟完成 １３８９８ ８７ 箱ꎬ 占计划任务 １１０００ 箱的 １２６ ３５％ꎮ 完成卷烟

销售总额 １０５３２ 万元ꎬ 较上年同期 ４７６５ ６７ 万元增加 ５７６６ ３３ 万元ꎬ 增长 １２１％ꎻ 单箱均

价 ７３５６ ４１ 元ꎬ 较上年 ７１５８ ４９ 元增加 １９７ ９２ 元ꎬ 增长 ２ ７６％ꎻ 实现卷烟销售毛利

１２２９ ７１ 万元ꎬ 较上年 ４７４ ０２ 万元增加 ７５５ ６９ 万元ꎬ 增长 １５９ ２０％ꎻ 毛利率为

１１ ６８％ꎬ 较上年同期 ９ ９５％提高 １ ７３ 个百分点ꎮ 年末库存 ６１５ 箱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卷烟销售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流通转变ꎬ 推行 “电话访销、 电子结算、

网上配货、 现代物流” 网络模式ꎬ 形成科学化、 规范化趋势ꎮ 通过网络配送ꎬ 持证零售

户入网率 １００％ꎬ 入网销售率 １００％ꎬ 送货率 １００％ꎬ 落地销售率 １００％ꎬ 落户率 １００％ꎬ
电话订货率 １００％ꎬ 电子结算率 ８０％ꎮ 全年销售各类卷烟 １９２２５ ５２ 箱ꎬ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３０４ ９２ 箱ꎻ 完成销售收入 １８９１８ ９６ 万元ꎬ 单箱均价 ９９５８ ７９ 元ꎬ 比上年同期单箱均价

增加 １１９８ １７ 元ꎻ 实现毛利 ２４１１ ４０ 万元ꎬ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５８ ５２ 万元ꎻ 毛利率为

１２ ６％ꎬ 较上年同期 １５ ７５％下降 ３ １５ 个百分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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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ꎬ 销售各类卷烟 ２４５７４ ８９ 箱ꎬ 占年计划 ９９ ９０％ꎬ 实现毛利 ８２４７ ３１ 万元

(含税)ꎬ 占年计划 １２１ ２８％ꎬ 同比增长 ２９８７ ８４ 万元ꎬ 增幅 ５６ ８０％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销售卷烟 ２５２１９ ８２ 箱ꎬ 比上年增长 ２ ６％ꎬ 单箱均价 １５５１６ 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２％ꎻ 实现毛利 １０３６６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２５ ７％ꎮ 其中ꎬ “２０＋１０” 全国骨干品牌卷烟销

售 ７１００ ９ 箱ꎬ 占卷烟总销量的 ２８ １５％ꎻ 黄鹤楼卷烟销售 ３４０ ３９ 箱ꎬ 同比增长 １７５ 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的 “５３２” “４６１” 品牌发展战略ꎬ 以工商协同营销

为抓手ꎬ 制定 «宝塔区分公司零售户卷烟货架陈列工作方案»ꎬ 按照方案实施细则ꎬ 实行

货架分区管理ꎬ 新建形象户 ２ 户、 示范店 ７ 户、 标准店 ３ 户ꎬ 推行营销人员站柜服务活动ꎬ
营销人员站柜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ꎮ 全年销售各类卷烟 ２６０３３ ８６ 箱ꎬ 比 １９９６ 年增长 ９２ ２５％ꎮ 毛利

１２００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６ 年增长 ６０ ５３ 倍ꎮ 单箱销售额 １７３５３ 元ꎬ 比上年增加 １８３７ 元ꎬ 增幅

１１ ８％ꎻ 全国知名品牌销售量 ８８４７ ３ 箱ꎬ 同比增长 ２４ ６％ꎮ
二、 烟叶生产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 (县级市) 烟草专卖局 (延安市烟草公司)ꎬ 负责烟叶种植、 技术

指导、 烟叶收购工作ꎮ 同年ꎬ 种植烟叶 ３０４６０ 亩ꎬ 平均亩产 １１３ 千克ꎬ 总产 ３４４１ ９８ 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种植烤烟 ７６７０ 亩ꎬ 平均亩产 １８９ 千克ꎬ 总产 １４４９ 吨ꎬ 总产值 ３３６ ２５ 万

元ꎬ 平均亩产值 ４３８ ４ 元ꎬ 交纳税金 ５３ 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烤烟生产以 “稳定面积、 增加效益” 为原则ꎬ 加大投入ꎬ 科学种烟ꎬ 种植

烤烟 ８４００ 亩ꎬ 总产 １１２０ 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烟叶生产呈下降趋势ꎬ 全区有麻洞川、 临镇、 官庄 ３ 个乡镇种植ꎬ 种植面

积 ３２５５ 亩ꎬ 总产 ７６０ 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种植烤烟面积 ７５ 亩ꎬ 总产 ３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种植烤烟面积 １１０ 亩ꎬ 总产 ６ 吨ꎮ 烟草专卖局实施麻洞川烤烟中心示范园

区建设ꎬ 租赁土地 ８２ ３ 亩ꎬ 示范区内的 ６ 个行政村实施土地置换、 基本烟田整治、 烟田

用水、 生产道路、 农机作业配套的工程项目建设ꎮ
三、 卷烟稽查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多次开展假冒伪劣卷烟查处工作ꎬ 共收缴假冒伪劣卷烟

７０４５０ 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根据陕西省烟草专卖局提出烟草专卖市场整顿的实施意见ꎬ 开展卷烟销售

稽查工作ꎮ 全年检查市场 ２５００ 人次ꎬ 共查处各类涉烟案件 １３０ 起ꎬ 查扣走私烟 １１６ ２
条ꎬ 查扣倒流烟和非法渠道购进卷烟 １４０４２ 条 (合 ２８０ ８４ 箱)ꎬ 取缔非法经营 ５ 户ꎬ 处

罚没收 １６２９０ 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开展以无证经营、 非法购进、 贩卖走私烟为重点ꎬ 查处倒流烟、 非

法渠道购进卷烟违法案件ꎮ 烟草专卖局组织检查人员检查市场 ３１２０ 人次ꎬ 共查处各类案

件 １８２ 起ꎬ 查处走私烟 １６０ ４ 条ꎬ 查扣倒流烟和非法渠道购进假冒、 无商标卷烟

５５３６４ ２ 条、 ２０１４ ７ 件ꎬ 取缔非法经营户 ８ 户ꎬ 处罚没款 ６８３４１ 元ꎮ 全年新增持证经营

户 ２９４ 户ꎬ 全区持证户 ９７１ 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稽查实行划片管理、 责任到人整治措施ꎬ 采取面上查、 路口堵、 派人跟、

暗中盯的办法ꎬ 上市检查 ２６８０ 人次ꎬ 查处万元以上案件 ６ 起ꎬ 共查获各类违规卷烟

７０４０ ３ 条ꎬ 案值 ４６０１０６ ３ 元ꎮ 其中ꎬ 非法渠道购进卷烟 ５１７４ ６ 条ꎬ 价值 ４３０８５０ ５０ 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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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烟 ３０７ ３ 条ꎬ 价值 ９２４３ 元ꎻ 假冒烟 １５５８ ４ 条ꎬ 价值 ２００１２ ８ 元ꎮ 处罚没款 １４６４０
元ꎬ 取缔无证经营户 ３６ 户ꎬ 行业整顿 １２２ 户ꎬ 吊销许可证 １ 户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加大市场稽查力度ꎬ 以打源头、 端窝点、 断网络为重点ꎬ 共查处各类违法

违纪案件 ８５ 起ꎬ 其中一般案件 ５３ 起、 简易案件 ２８ 起、 移送案件 ４ 起ꎮ 违法违规卷烟

９９１８ 条ꎬ 总案值 １１０ 万元ꎬ 其中涉假烟案件 ３８ 起ꎬ 假冒商标卷烟 ４７０８ 条ꎬ 标值 ６２ ７３
万元ꎮ ９ 月 ２８ 日ꎬ 现场查处 ２２ 个品牌假烟 ３７７ 条ꎬ 标值 ５２ ４６ 万元ꎬ 刑事拘留 １ 人ꎮ 全

年注销、 取缔卷烟零售户 １２６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卷烟无证经营专项整治工作ꎬ 与工商、 公安联合执法检查活动ꎬ 破获

２０ 万元以上案件 １ 起ꎬ 万元以上假烟案件 １１ 起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１８９ 起ꎬ 涉案卷烟 １７５０８
条 (３５０ １６ 箱)ꎬ 总标值 １２９ ０９ 万元ꎮ 公检法机关刑拘 ５ 人ꎬ 批捕 １ 人ꎬ 判刑 １ 人ꎮ

第二节　 盐业专营

１９９０ 年ꎬ 食盐由市副食品公司专营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盐务管理局成立ꎬ 与市副食

公司合署办公ꎬ 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市盐务管理局改称宝塔区盐

务管理局 (宝塔区副食公司)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 根据省、 市盐业体制精神ꎬ 盐务局与副食公司分设ꎬ 组建宝塔区盐务

管理局ꎮ 同时ꎬ 设立宝塔区盐业公司ꎬ 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区盐务局 (盐业公司) 上划省级盐务局ꎬ 实行垂直管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盐务管理局 (盐业公司)ꎬ 内设办公室、 财务科、 销售科、 稽查科

４ 个科室ꎬ 编制 １２ 人ꎮ 实有干部职工 ３５ 人ꎬ 其中财政拨款 １８ 人ꎬ 自收自支 １７ 人ꎮ 主

要负责编制中长期盐业发展计划和年度食盐分配、 调拨、 销售、 指令性计划和食盐储备

计划ꎬ 盐业稽查和零售盐许可证发放ꎬ 年检价格监督管理工作ꎮ
一、 食盐销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食盐由市副食公司统一购进、 加工和销售ꎬ 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加

碘ꎬ 批发给乡镇供销社、 国营商店ꎬ 全年销售食盐 ９７５ 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购进食用盐和工业用盐 １６５０ 吨ꎬ 销售 １４７０ 吨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行碘盐配售ꎬ 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标的

实施意见» 精神ꎬ 在全区推行碘盐配售制度ꎬ 成立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 (设在区盐务

局)ꎬ 将碘盐配售到村ꎬ 由村分配到户ꎮ 全年完成销售碘盐 １７７５ 吨ꎬ 占市下达任务的

１２２％ꎻ 销售工业用盐 ３３５ 吨ꎮ 农村乡镇碘盐计划销售 ８０７ 吨ꎬ 实际完成 ６７２ 吨ꎬ 占计划

的 ８３％ꎻ 碘盐覆盖率 ９７％ꎬ 销售率 ９９％ꎬ 合格率 ９８％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ꎬ 销售碘盐 ８９２０ 吨ꎬ 其中乡镇配售 ２９８４ 吨ꎬ 年均销售 ７４６ 吨ꎮ 据调

查资料显示ꎬ 食用率由 ２００３ 年 ８９％上升到 ９８％ꎬ 碘缺乏病由 ２００３ 年以前的 １１％下降到

２ ３８％ꎬ “一盐防三病” 效果显著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销售合格碘盐 ２７８３ 吨ꎬ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５７ 吨 ꎻ 工业用盐销售 ４０４４ 吨ꎬ

较上年增加 １９１７ 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食盐零售网点 ８３５ 个ꎬ 对持证零售网点ꎬ 采取定期送货、 电话预约、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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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货上门经营办法ꎮ 全年销售食盐 ２７５０ 吨ꎬ 完成计划 １０１ ９２％ꎻ 工业盐销售 ２６００ 吨ꎬ
比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３４２ 吨增长 ９３ ７４％ꎮ 多品种营养盐销售额 ２４ ７０ 万元ꎬ 全区 “三率”
９９％ꎮ 区盐务局与市盐业公司创建罗家坪 “七盐堂” 品牌百姓生活店ꎬ 投资 １００ 万元ꎬ
同年 １０ 月挂牌开业ꎮ

二、 盐政稽查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盐务局联合卫生、 工商、 公安、 税务等部门ꎬ 开展食盐市场专项整

顿活动ꎬ 在河庄坪、 李渠、 蟠龙、 麻洞川、 甘谷驿等乡镇查获私盐和原盐 １３ ６ 吨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区盐务稽查科组织在全区开展打击涉盐案件 ７ 起ꎬ 查获没收私盐 ２８ 吨ꎬ

处罚金 ２８４６ 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盐业市场整顿活动ꎬ 查处案 ５ 起ꎬ 查获各类私盐 ２２ ７４
吨ꎬ 上缴财政罚没款 １１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７~１２ 月ꎬ 以稽查私盐贩卖为重点ꎬ 打击违法活动ꎬ 查获私盐 ３７ ５ 吨ꎬ 处罚

金 ２９７５０ 元ꎮ ２００４ 年查获私盐 ７ ５ 吨ꎬ 处罚金 ４６４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根据省、 市有关文件精神ꎬ 组成食盐安全保障领导小组ꎬ 盐政稽查人员采取

拉网式排查、 蹲点守候等方式ꎬ 对辖区内旅游景点、 小吃摊点、 运输线路、 农家乐进行为

期两个月的整顿检查活动ꎮ 全年查处涉盐案件 ９ 起ꎬ 没收私盐 １４ ５ 吨ꎬ 处罚金 ５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工商、 公安、 税务、 质检、 盐务联合执法 ６ 次ꎬ 盐政稽查 １５００ 人次ꎬ

查处涉盐案件 １２ 起ꎬ 结案 １２ 起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ꎬ 查获私盐 ６４ １ 吨ꎬ 处罚金 ７５００ 元ꎮ

第三节　 定点屠宰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食品蔬菜公司开始对生猪实行 “定点屠宰、 统一检疫、 持证经营、 代

征税费” 的管理办法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在丁家沟、 姚店、 河庄坪、 青化砭、 甘谷驿、 临镇等地设

立 ８ 个定点屠宰场ꎬ 在商贸大厦、 圣龙大厦等设多个经营网点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政府投资 ２１０ 万

元ꎬ 新建、 扩建、 恢复屠宰场 ３ 个ꎬ 其中新建南泥湾屠宰点 １ 个ꎬ 全区有屠宰场 １１ 个ꎬ 营

业总面积 ８９８０ 平方米ꎮ 同时ꎬ 根据国务院 «生猪定点屠宰条例» 成立定点屠宰稽查队ꎬ
负责全市生猪屠宰行业检查管理工作ꎬ 开展定点屠宰政策宣传活动ꎬ 深入 １６ 个乡镇和 ５ 个

屠宰点进行检查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扩建丁家沟生猪屠宰场ꎬ 工程投资 ８０ 万元ꎬ 扩建为肉

羊定点屠宰场ꎬ 年屠宰羊 ９７００ 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屠宰生猪 ４７５００ 头ꎬ 羊 ４２０００ 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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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第十三编　 旅　 游

　 　 延安历史悠久ꎬ 文化灿烂ꎬ 山河壮丽ꎬ 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ꎮ 宋代范仲淹赞

道: “延州胜可游ꎮ” «大明一统志» 云: “形胜之地ꎬ 五路襟喉ꎬ 秦地要区ꎮ” 中华几千

年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它息息相关ꎬ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ꎮ
宝塔区居延安旅游业的中心地位ꎬ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ꎮ 延安市内有 ９２６２ 处历史遗

迹、 近 ７ 万件珍藏文物ꎬ 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ꎮ 延安文物居全省之首ꎬ 占

全省文物点总数 ３ ５ 万处的 １ / ６ꎬ 占全国文物点总数 ３５ 万处的 １ / ６０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内

有国家 ＡＡＡＡ 级景区 ２ 处 (枣园、 王家坪革命纪念馆)、 国家 ＡＡＡ 级景区 ２ 处 (宝塔

山、 杨家岭)、 国家 ＡＡ 级景区 ３ 处ꎮ 国家森林公园 １ 处 (延安凤凰山)ꎬ 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２４ 处ꎬ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０ 处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宝塔区大力发展旅游业ꎬ 恢复摘

星楼、 烽火台、 摩崖石刻、 文昌阁等 ５０ 多处景点ꎬ 万花山公园新增 ２００ 亩牡丹ꎬ “四
山” (宝塔山、 清凉山、 凤凰山、 万花山) 森林覆盖率 ５５ ４％ꎬ 被林业部批准建设国家

级森林公园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２８ 处ꎬ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５ 处ꎮ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有枣园、 万花和井家湾 ３ 个ꎬ 旅游专业村 ４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建成抗日

军政大学纪念馆、 延安新闻纪念馆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维修新闻出版革命旧址、 陕北公学院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安革命纪念馆新馆落成ꎬ 西北局旧址维修保护完工ꎮ

延安ꎬ 人杰地灵ꎬ 黄土风情文化富集ꎮ 延安木兰鼓、 腰鼓、 陕北信天游、 秧歌、 剪

纸、 说书、 唢呐、 面花、 风味小吃演绎着独特的延安风情ꎬ 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精华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剪纸、 陕北秧歌、 陕北说书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陕北道情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剪纸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选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ꎮ 被林业部批准建设国家级森林公园ꎮ 这为

旅游业提供了丰富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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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旅游资源

第一节　 革命纪念馆

一、 延安革命纪念馆

位于延安城西北延河东岸王家坪ꎬ 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一号工程” 的核

心ꎮ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ꎬ 在延安南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建馆ꎬ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ꎮ 随着发展的需要ꎬ 几经迁址ꎬ 数次更名ꎮ 现在的展馆

是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在原址上重建新馆ꎬ 列为中央 “一号工程”ꎬ 历时 ５ 年多、 总投资 ５００５５
万元ꎮ 新馆总设计师为张锦秋院士ꎬ ２００９ 年被评为 “新中国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ꎮ 新

馆广场 ３ ８ 万多平方米ꎬ 以花岗岩和名贵石料铺就ꎮ 广场周围花坛栽植名贵树木 ２ 万多

株ꎬ 种植花木草坪 ６ 万多平方米ꎮ 广场正中央巍然耸立的是名为 “高瞻远瞩” 的一尊毛

泽东铜像ꎬ 铜像总高 １６ 米ꎬ 毛泽东身着中山装ꎬ 双手叉腰目视远方ꎮ 由雕塑家程允贤

设计ꎮ 铜像基座高 ７ 米ꎬ 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 “毛泽东在延安” 六个金色大字ꎮ 展馆前

东西两翼塑有 １８ 尊 “工、 农、 商、 学、 兵和国际友人” 神态各异的雕塑ꎮ 陈列馆入口

的三层台阶ꎬ 喻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经历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

史阶段ꎮ 新馆建筑吸收陕北民居窑洞的建筑风格ꎬ 融入现代建筑的理念ꎮ 新展馆总面积

为 ２９８７０ 平方米ꎬ 其中布展面积 １０６７７ 平方米ꎬ 展线长 １６００ 米ꎮ 展示文物 ２０００ 多件ꎬ
历史照片 １４００ 多幅ꎬ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 １３ 年领导中国革命的光

辉历史ꎮ 展馆配以声光电等多媒体、 巨型电子显示器、 沙盘、 无线遥控等现代化科技手

段ꎬ 把展品有机地融为一体ꎮ 整个展览分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

心、 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 延安精神的发祥地、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

立、 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六个单元ꎮ 展览再现八路军战士抗日斗争、 边区老百姓支援

人民子弟兵、 军民大生产、 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国际友人到延安参加

中国革命、 领袖们的革命活动ꎮ 毛泽东著作墙、 １９３７ 年的延安城市沙盘ꎬ ５０ 米长的

“延安新市场一条街” 是整个展览突出的亮点ꎮ 馆藏文物 ３ ５ 万余件ꎬ 历史照片近 ２ 万

张ꎬ 资料卷 １ ２ 万余册ꎮ 这些文物见证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巨大贡献ꎮ １９９６ 年被中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ꎬ 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

的重要基地ꎬ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ꎮ 建馆 ４０ 多年来ꎬ 累计接待中外观众 １８００ 多万人次ꎮ
二、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位于延安城中心二道街原抗大旧址ꎬ 距凤凰山革命旧址 １００ 米处ꎮ 抗日战争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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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名为军事政治大学ꎬ 今国防大学前身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在原址修建抗大校史展室ꎬ １９６６ 年

对外开放ꎬ １９７１ 年停展ꎬ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建成专题纪念馆ꎮ 纪念馆大门依抗大原样修建ꎬ 两

侧是毛泽东题的 “团结紧张ꎬ 严肃活泼” 的校训ꎮ 纪念馆展厅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米ꎬ 分六

个单元ꎬ 陈展 ４００ 多幅历史图片、 ２００ 多件文物和大量资料ꎮ 展馆第一单元为 “抗战将

才的摇篮”ꎬ 第二单元 “教育方针指航向”ꎬ 第三单元 “窑洞大学育英才”ꎬ 第四至第六

单元分别是 “挺进敌后显神威” “回师陕北夺胜利” “抗大精神放光芒”ꎮ 纪念馆运用半

景画、 场景复原等艺术手法ꎬ 配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ꎬ 生动形象地展示抗大创立、
发展的经历和业绩ꎮ 展现抗大为人民军队壮大ꎬ 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胜利所建立的历

史功勋ꎮ 抗大纪念馆是国防大学延安教学基地、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现场体验基地、 三大

红色教育基地之一和抗大精神宣传基地ꎮ
三、 延安新闻纪念馆

位于清凉山南麓ꎬ 负责管理延安新闻纪念馆展馆、 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旧址、 桥儿

沟革命旧址、 枣园王皮湾新华广播电台旧址、 中国医科大学旧址、 陕北公学旧址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在清凉山顶成立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中宣部、 广

电总局、 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 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共同在现址重建ꎬ 更名为延安新闻

纪念馆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外开放ꎮ 纪念馆的外形设计呈窑洞型ꎬ 总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 平

方米ꎬ ４ 个展厅面积共 １５８０ 平方米ꎬ 展出文物 １８０ 余件ꎬ 珍贵历史图片、 文献、 图表等

４００ 多件ꎮ 陈列包括中央党报委员会、 新华通讯社、 解放日报、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延

安电影团、 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 中央印刷厂 ７ 个部分ꎮ 陈列大量运用旧址窑洞场景复

原、 景象合成ꎬ 配以声、 光、 电等现代展示手段ꎬ 生动展现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新闻事

业的艰辛发展历程和光辉业绩ꎬ 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ꎮ
四、 毛泽东大型图片展馆

位于距市中心 ６ ５ 千米的枣园革命旧址内ꎮ ２００１ 年建成ꎮ 展馆面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ꎬ
展厅面积 １８００ 平方米ꎮ 展馆共分三个展区ꎬ 即 “伟大的一生” 展区ꎬ 以 ５００ 余张照片ꎬ
大量史料、 图片、 书籍、 雕像、 美术作品、 手工丝织像、 全国罕见的巨幅油画等ꎬ 展示

毛泽东的思想、 军事战略、 个人情趣爱好、 家庭生活ꎻ “闪光的红星” 展区ꎬ 展出 ２ 万

枚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材质的毛泽东像、 章ꎬ 部分为难得一见的极品、 孤品ꎻ “大师的

风采” 展区ꎬ 展出毛泽东的诗词、 早期书法作品和语录ꎮ
五、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

位于宝塔区柳林镇柳林村南区合作社旧址旁ꎮ 该馆筹建于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ꎬ 同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对外开放ꎮ 是全国第一座供销合作社专题类纪念馆ꎮ 由宝塔区延安南区供销合作社

负责管理ꎮ 纪念馆陈列内容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ꎬ 南区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ꎻ 第二

部分ꎬ 拓宽服务领域ꎬ 繁荣边区经济ꎻ 第三部分ꎬ 走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ꎻ 第四部分ꎬ
发扬革命传统ꎬ 争取更大光荣ꎮ 展室共陈列实物 １２６ 件 (书籍文件 ２８ 件)ꎬ 照片 １１６
张ꎮ 有文物 ２４２ 件ꎬ 其中三级文物 １３ 件ꎬ 一般文物 ３３ 件ꎬ 未定级 １９６ 件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ꎬ 参观学习、 考察调研的各级领导ꎬ 中外游客近 ２ 万人次ꎮ 特别是日

本友人、 «高干大» 的译者多田正子女士曾先后五次来纪念馆参观ꎮ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将南区合作社纪念馆确定为现场体验教学点ꎻ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命名为 “全国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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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传统教育基地”ꎮ 为了使来参观学习的同志更深入了解南区合作社精神ꎬ 先后编

写出版 «南区合作社史话» «南区合作社史料选» «合作社的方向» «合作经济功臣刘建

章» 等书籍ꎬ 满足参观学习者的需求ꎮ
六、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位于延安市区市场沟原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ꎬ 是我国第一个银行纪念馆ꎮ １９９１ 年开

馆ꎬ 陈云题写馆名ꎮ 展馆面积近 ８００ 平方米ꎬ 馆藏文物 ４００ 多件ꎬ 陈列实物资料照片

６００ 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第二节　 革命旧址

一、 凤凰山革命旧址

位于凤凰山麓延安城内西北角ꎮ 原为吴宏恩、 李修文的宅院ꎮ 他们为抗战主动出

借ꎬ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为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办公地ꎮ 旧址有毛泽东、 朱德、 周

恩来、 刘伯承、 彭德怀、 萧劲光、 滕代远等旧居ꎬ 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部、 中共中央机

要科旧址ꎬ １２ 孔石窑洞和 ５５ 间平房ꎬ 另有西佛寺、 石凿防空洞等ꎮ 以石窑为主室ꎬ 瓦

房为厢房ꎬ 门窗镂花ꎬ 具有鲜明的陕北民居风情ꎮ 在此居住期间ꎬ 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援

华大夫诺尔曼白求恩、 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 海伦斯诺、 英国记者贝特兰、 史沫特

莱、 卫立煌等各界人士ꎬ 撰写 «实践论» «矛盾论» «论持久战» «反对自由主义» «抗
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战争和战略问题» 等著

作ꎻ 主持召开 “三月政治局会议”ꎬ 清算张国焘的错误ꎻ 筹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洛川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ꎬ 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作出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

移等重大决策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日本侵略军飞机首次轰炸旧居和延安城ꎬ 中共中央

及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当晚迁往延安城西北的杨家岭ꎮ
二、 杨家岭革命旧址

位于延安城北 ２ ５ 千米的杨家岭村ꎬ 山上有明代太子太保、 兵部尚书杨兆的陵园而

故名ꎬ 中共中央入驻后改名杨家岭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

抗日战争敌后战场、 解放战争ꎬ 领导大生产运动、 整风运动ꎬ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

共七大ꎮ 旧址有中央大礼堂、 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旧居ꎮ 毛泽东在这里撰写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纪念白

求恩» «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 等著作ꎮ 在中共七大会议

上ꎬ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ꎮ 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ꎬ 接见美国记

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ꎬ 针对当时流行的 “恐美病”ꎬ 提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著名论断ꎮ

三、 枣园革命旧址

位于延安城西北 ７ ５ 千米处ꎬ 因园内枣树繁多而得名ꎮ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０ 年ꎬ 为

中央社会部驻地ꎮ 后更名为延园ꎮ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 年和 １９４４~１９４７ 年ꎬ 这里成为中共中央书

记处所在地ꎬ 社会部迁往枣园后沟ꎮ 旧址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小礼堂、 作战研究室、 政策

研究室、 机要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ꎬ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 刘少奇、 朱德、 任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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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彭德怀等领导人和苏联医生阿洛夫的旧居ꎬ 中央医务所、 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巨型雕

像、 «为人民服务» 的讲话台、 １９４３ 年修建的幸福渠、 中央社会部及其三室、 共产国际

情报局驻延安苏式旧居等旧址和景点ꎬ 共计西洋式建筑 ４ 栋、 石窑 ３７ 孔、 瓦房 ７６ 间、
凉亭 １ 座ꎮ 旧址共展出珍贵文物 ８１５ 件ꎮ 毛泽东在这里写下 «论联合政府» «愚公移山»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等重要著作ꎮ 中共中央在这里继续领导

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ꎬ 筹备中共七大会议ꎮ 在这里ꎬ 中共中央做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的决定ꎻ 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 (后任美驻华大使) 赫尔利、 美军观察

组组长包瑞德ꎻ 决定率领 ２ 万干部和 １１ 万大军挺进东北ꎬ 建立和扩大根据地ꎮ
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ꎬ 园内林木茂盛ꎬ 树种繁多ꎬ 建筑半隐半现ꎬ 四季

风光迥异ꎬ 景色秀丽ꎬ 环境清幽ꎬ 交通方便ꎬ 终年游客不断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第五届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 “世纪之火” 火炬传递活动ꎬ 采集 “革命之火种” 的仪式在枣园革命旧址隆重

举行ꎮ 为全国 ＡＡＡＡ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是全国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ꎮ
四、 王家坪革命旧址

位于延河东岸ꎬ 延安城北 １ 千米处ꎮ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７ 年ꎬ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

总司令部所在地ꎮ 占地面积 ６０ 亩ꎬ 共计石窑 ２２ 孔ꎬ 平房 ５３ 间、 礼堂一座和土窑洞数十

孔ꎮ 共展出文物 ２９１ 件ꎮ 旧址分南、 北两院ꎮ 南院是政治部ꎬ 有军委礼堂、 军委会议

室、 毛泽东旧居、 防空洞、 桃林公园ꎮ 军委礼堂ꎬ 建于 １９４３ 年ꎮ 由八路军 ３５９ 旅木工伍

积禅设计ꎬ 面阔 １５ 米ꎬ 进深 ２８ 米ꎮ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ꎬ 在此举行欢迎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

代表的大会ꎮ 桃林公园建立于 １９４１ 年 ５ 月ꎮ 建有八角攒角尖顶和圆形攒尖顶凉亭各一座

及音乐台、 养鱼池、 跳舞场、 儿童游戏场、 篮球运动场、 花卉园圃和机关合作社ꎮ 园内

曾举办过一些重要的时事报告会和欢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活动ꎮ 北院是司令部ꎬ 有

朱德、 彭德怀、 叶剑英、 王稼祥等领导人的旧居ꎮ 在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抗日战争取得

伟大胜利ꎬ 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ꎮ 旧址于 １９５６ 年修复ꎬ １９５９ 年开放ꎮ
五、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

位于延安城南花石砭ꎮ 原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校址ꎬ 是中共中央西北局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办公地 (原办公驻地在张崖村)ꎮ 旧址总占地面积为 ３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有

高岗、 习仲勋、 马明方、 马文瑞等领导人的旧居 ５０ 余孔土、 石窑洞ꎬ 和大、 小会议室

及机关办公厅、 组织部、 宣传部、 统战部等部室ꎬ 内设 «中共中央西北局简史陈列展»
展馆ꎮ 展馆面积 １９５ 平方米ꎬ 展陈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 建设模范抗日根据地、 西北局

高干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局等内容ꎮ 西北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ꎬ 是西北地

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最高领导机关ꎬ 在党的建设、 政权建设、 经济、 军事、 文教、 统一战

线建设等方面取得重要业绩ꎬ 为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ꎬ 为抗日

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局在此树

立标志性纪念碑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列入全国革命遗址保护 “一号工程” 之列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国务院将旧址归入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４ 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旧址维修保护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动工ꎬ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延安西北局革命旧址管理处ꎮ 每年接待观众

游客近万人次ꎮ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景区是延安干部学院、 西安政治学院的教学基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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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基地ꎮ
六、 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位于延安城东 ５ 千米的桥沟镇ꎬ 保存有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和党校礼堂所在地天

主教堂 １ 座ꎬ 鲁艺文学、 戏剧、 音乐、 美术等系数十孔石窑洞旧址ꎮ 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至 １１ 月 ６ 日ꎬ 中共中央在此召开六届六中全会ꎮ 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任

务ꎬ 批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路线ꎻ 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ꎬ 确定独立自主

原则、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ꎮ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ꎬ 在毛泽东、
周恩来、 林伯渠、 徐特立、 成仿吾、 艾思奇、 周扬倡议下ꎬ 中共在延安北关云梯山麓的

文庙台 (今延安军分区和延安机械厂一带)ꎬ 以已故文豪鲁迅之名创立鲁迅艺术学院

(１９４０ 年改称 “鲁迅艺术文学院” )ꎬ 康生、 吴玉章、 周扬先后任院长ꎮ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ꎬ
鲁艺教学园地迁入桥沟天主教堂和周围的石窑洞、 瓦房ꎮ 师生在东侧山亲手挖修的一排

数十孔土窑洞作校舍ꎮ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ꎬ 并入延安大学ꎮ 鲁艺是综合性艺术学院ꎮ 从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ꎬ 共开办文学系四届ꎬ 戏剧、 音乐、 美术系各五届ꎬ 培养 ６８０ 多

名艺术人才ꎬ 其中文学系 １９７ 人ꎬ 戏剧系 １７９ 人ꎬ 音乐系 １６２ 人ꎬ 美术系 １４７ 人ꎮ 创作

演出歌剧 «白毛女»、 秧歌剧 «兄妹开荒»、 话剧 «日出»、 音乐作品 «黄河大合唱»
等ꎬ 成立鲁艺评剧团ꎬ 并编辑出版 «文艺战线» «草叶» 等文艺刊物ꎮ １９６１ 年ꎬ 列入国

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０ 年ꎬ 中央政府拨款全面维修加固ꎬ
２００５ 年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一号工程” 项目ꎮ 经过彻底的保护维修ꎬ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旧址布展完成并对外开放ꎮ

七、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位于延安市南关ꎬ 市场沟口以北ꎮ 原有 ５３ 孔土石窑洞和百余间平房ꎮ 是当年边区

政府办公及主席副主席林伯渠和李鼎铭旧居ꎮ 张国焘、 高自立、 李鼎铭、 刘景范、 杨明

轩先后任副主席ꎬ 谢觉哉、 周文、 李维汉先后任秘书长ꎮ 边区政府有效的推行抗日、 民

主、 生产、 文化、 统一战线等工作ꎬ 被称为 “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ꎮ 其各项政策措

施的实施ꎬ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ꎮ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位于边区政府旧址北

侧ꎬ １９４１ 年修建ꎬ 砖、 石、 木混合建筑ꎮ １９７３ 年翻修ꎬ 并改名 “延安大礼堂”ꎮ
八、 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旧址

位于清凉山半山腰ꎮ 占地 ６０ 余公顷ꎬ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南侧山麓石门额

刻 “解放日报” 是毛泽东手迹ꎮ 中央印刷厂、 新华书店设在万佛洞石窟群、 中央印钞厂

设在蓬莱仙境仙人洞内ꎬ 贺子珍曾任厂长ꎮ 卫生所设在八仙洞ꎬ 还有纸币厂等革命文物

旧址ꎮ 山腰有两排面东的 １０ 孔石窑和 ８ 孔土窑组成的四合院是新华社、 新华广播电台业

务部 (播音室在枣园镇王皮湾)、 解放日报社旧址ꎮ 三个机构分别成立于 １９３５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ꎮ １９４１ 年后合署办公ꎬ 社长先后由秦邦宪 (博古)、 向仲华、 廖承志担任ꎮ
另外有中央出版发行局、 边区群众报社等旧址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７ 日ꎬ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各

单位先后撤离ꎬ 转战陕北ꎮ 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８３ 年两度修复并开放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维修陕北公学

院及博古、 陆定一、 廖承志、 丁玲、 艾思奇、 范长江、 成仿吾和余光生等新闻工作者的

旧居窑洞ꎮ 抗日战争期间ꎬ 陈毅诗云: “百年积弱叹华夏ꎬ 八载干戈仗延安ꎮ 试问九州

谁做主ꎬ 万众瞩目清凉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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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九、 南泥湾革命旧址

位于距延安市区东南 ４５ 千米的汾川河上游ꎮ 保留有大生产运动时开辟的大片耕田、
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旧居、 中央管理局干部休养旧居、 南泥湾垦区政府旧居、 红楼、 炮兵

学校旧址、 三五九旅旅部旧址、 马坊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九龙泉烈士纪念碑ꎮ １９４１ 年

至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ꎬ 王震奉朱德总司令之命率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到这里屯垦ꎮ 披荆

斩棘ꎬ 打窑建房ꎬ 到 １９４４ 年底ꎬ 开荒种地 ３５ ４ 万亩ꎬ 收获粮食 ３ ７ 万多石ꎮ 把狼狐出

没的荒山野岭的 “烂泥丸” 变成 “到处是庄稼ꎬ 遍地是牛羊” 的 “陕北好江南”ꎻ 做到

物资全部自给自足ꎻ 有力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ꎮ 南泥湾是大生产运动发祥地ꎬ 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军垦事业的发源地ꎮ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展览馆通过大量实物、 图片详细介绍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经过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全面改善景区基础设施、
周边环境ꎮ 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ꎬ 优质的森林资源ꎬ 良好的植被山地ꎬ 静谧和谐的农

田ꎬ 为南泥湾环境优美的生态旅游提供优越条件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ꎬ 被陕西省政府公布为第

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十、 毛岸英拜师学农旧址

位于距离延安市中心 １５ 千米的柳林乡吴家枣园村ꎮ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参加苏联卫

国战争后回国ꎮ １９４６ 年春ꎬ 拜陕甘宁边区特等劳模吴满有为师ꎬ 学习农耕业ꎮ 旧址有毛

岸英生平事迹陈列馆ꎬ ６ 孔土窑洞ꎬ ３ 个大棚 (牛棚、 羊棚、 草料棚)ꎬ １ 个 ２００ 平方米

的院落ꎬ 劳作区试验地ꎬ 纪念地打谷广场ꎬ 生活体验区等 ７ 大板块ꎬ 占地 ７ ２ 平方千米ꎬ
总投资 １ ５ 亿元ꎬ 工程正在建设中ꎮ 毛岸英是中国上山下乡第一代知青ꎬ 是兼学别样、
参加社会实践的典范ꎮ 旧址是革命传统、 延安精神、 社会实践、 人生体验和当代军人核

心价值观的教育基地ꎮ
十一、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

位于嘉岭山南侧的戴帽山山腰ꎮ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正式成立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旧址恢

复工程竣工ꎮ 有 １ 座大礼堂、 监狱ꎮ 有谢觉哉、 董必武、 雷经天等办公的 ５５ 孔窑洞ꎮ 大

礼堂布展陕甘宁边区审判史陈列馆ꎬ 展示照片 ２００ 多张、 文件 ３００ 多件、 文物 ４０ 多件ꎮ
是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ꎮ

十二、 延安保安处旧址

位于城西南角棉土沟ꎮ １９３７ 年成立ꎬ 周兴任处长ꎮ 保安处下设情报、 侦察、 预审、
干部、 治安、 总务、 保卫等科室ꎮ 在防奸反特、 刑事侦查、 社会治安、 户政管理、 消防

和交通管理等方面进行工作ꎬ 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工作积累经验ꎬ 培养一大批领

导者和骨干力量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 日ꎬ 公安部领导参加旧址维修暨全国公安系统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授牌仪式ꎮ
十三、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

位于延安城南关街ꎮ 旧址现保留有小礼堂 １ 座和土窑洞 １０ 孔ꎮ 交际处先后接待美国

记者斯诺、 史沫特莱、 加拿大大夫诺尔曼白求恩、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和

世界学联代表团、 加拿大美国与印度援华医疗队、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团体客人ꎮ 也

接待过卫立煌、 邓宝珊、 陈嘉庚、 老舍、 黄炎培等知名人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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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旧址

位于延安城北关街云梯山和云梦山之间延中沟 (原名瓦场沟)ꎮ 负责保卫陕甘宁边

区ꎮ 留守处主任由军委参谋长萧劲光兼任ꎮ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ꎬ 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

领导ꎮ
十五、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旧址

位于延安城北关延中校园内ꎮ 贺龙、 徐向前、 王世泰先后任司令员ꎬ 关向应、 习仲

勋先后任政委ꎮ 旧址现存砖木结构房屋 １２ 间ꎬ 及部分土窑洞ꎮ
十六、 延安市政府旧址

位于延安南关市场沟口南侧ꎮ 西安事变爆发后ꎬ 国民党肤施县政府县长高景尚北

撤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江华司令员率红一团解放延安城ꎮ 延安成立了以王观澜任书记

的工作委员会ꎬ 以江华 (黄春圃) 为司令的城防司令部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中共中央

由北门举行入城仪式ꎮ 同年 １０ 月初边区政府组建延安市政府ꎬ 驻凤凰山东麓的一排土

窑洞内 (今延安中医院半山腰)ꎬ 马南风为首任延安市市长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城遭日

本飞机轰炸后ꎬ 市政府开始在南关建设新址办公ꎮ 旧址原有 １０ 孔石窑在城市改建中被

拆迁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延安市文物管委会在此树立标志性纪念碑ꎮ
十七、 南区合作社旧址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ꎬ 陕甘宁边区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在柳林镇沟门村的一孔窑洞里成立ꎮ
１９３８ 年 ５ 月迁往柳林村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商业部、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举办 “纪念毛泽东南区

合作社讲话发表 ５０ 周年” 活动ꎬ 中央、 省供销社拨款维修全部旧址营业楼ꎬ 南边新建

“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 展室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全国总社拨款 １５ 万元对旧址进行扩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延安市文物局对旧址进一步维修ꎬ 并对外开放ꎬ 供游人参观学习ꎮ

十八、 延安 “四八” 烈士陵园

位于延安城北 ６ 千米处的河庄坪镇李家洼村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ꎬ 初建于延安东关飞机场

西北角ꎮ １９６９ 年初ꎬ 迁到现址人民公墓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恢复现名ꎮ 占地面积 ３ ６ 万平方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陵园中央矗立起一座纪念碑ꎬ 高 １９ ４６ 米ꎬ 碑身后部呈四层平台ꎬ 分八个阶

梯ꎬ 寓意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８ 日空难 (飞机从重庆飞返延安误撞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ꎮ 塔尖

上为镰刀斧头图案ꎮ 碑顶四面分别镶嵌着一颗镀金五角星ꎮ 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手迹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的镏金大字ꎮ 正面碑座上镶嵌着汉白玉花环ꎮ 陵园安葬着秦邦

宪、 王若飞、 叶挺、 张浩、 邓发等 “四八” 烈士遗骨ꎬ 也有关向应、 张浩、 张思德的迁

葬ꎮ 陵园为全国第一批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ꎮ

宝塔区其他革命旧址一览表

　 表 １３－１－１

名称 位置 现状

中共中央党校延安旧址

城东桥沟 桥儿沟旧址ꎬ 即鲁艺旧址

城北小沟坪
小沟坪旧址现存留 １１ 孔石窑
洞ꎬ 数十孔土窑洞ꎬ 中央党校
大礼堂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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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位置 现状

马列学院旧址 城北兰家坪

马列学院 (包括后来并入的中
央研究院ꎬ 中央党校第三部)
旧址ꎬ 现仅保留部分土窑洞ꎬ
多为群众居住

陕北公学院旧址 杨家湾村清凉山南麓

杨家湾为延安学生疗养院旧址ꎬ
现仅存 １０ 余孔土窑洞ꎬ 清凉山
南麓仅存部分石窟ꎬ 一座纪念
碑亭

自然科学院旧址 马家湾、 桥沟、 文化沟 ３ 处 仅保留部分土窑洞

八路军军政学院旧址 延安城北文化沟
现仅存宏大的八路军大礼堂遗
址和部分土窑洞

八路军军事学院旧址 延安城北文化沟 现仅存部分土窑洞

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旧址 延安城北文化沟北侧山上
２００３ 年ꎬ 维修 ５ 个院落 ２８ 孔
窑洞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旧址 延安城北文化沟北侧山上 旧址后为民族学院所用

延安大学旧址 南桥、 王家坪、 桥沟

南桥旧址现存延大行政院礼堂
墙基及百孔土窑洞ꎬ 王家坪校
址即女子大学校址ꎬ 桥沟即鲁
艺院址

中国女子大学旧址 王家坪
现存部分土窑洞ꎬ 由中央延安
市委党校和群众使用

中国医科大学旧址 桥沟柳树店村
现存校部和病房石窑洞 ３２ 孔ꎬ
石砌手术室 １ 间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旧址 宝塔区河庄坪镇白家沟村
现保留 ２２ 孔石窑洞和部分土
窑洞

史沫特莱在延安旧居 延安城西凤凰山半山腰
系一排 ５ 孔土窑洞ꎬ 她住北起
第 ２ 孔窑洞

马海德在延安旧居 延安城西凤凰山半山腰 住在北起第 １ 孔窑洞内

斯特朗在延安旧居 延安城北关延安中学校园内 保存完好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旧址 延安城北关延安中学校园内 现存 ８ 孔完好的石窑洞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延安城南市场沟内
１９９１ 年ꎬ 在原银行大楼建成陕
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旧址 宝塔区桥沟镇刘万家沟村
现有大门 １ 座ꎬ 手术室 １ 间ꎬ
病房石窑宿舍 １６ 孔

中央医院旧址 宝塔区河庄坪镇李家洼村
现保存石砌大门 １ 座ꎬ 手术室
和门诊部石窑 １０ 孔、 土窑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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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位置 现状

陕甘宁边区医院旧址 延安城南白家坪 仅保留部分土窑洞

中央印刷厂 延安清凉山
现存清凉山万佛洞石窑 (机器
部)、 仙人洞石窑 (医务部)

光华印刷厂 延安南关市场沟 现存部分土窑洞

第三节　 风景名胜

一、 宝塔山景区

古名丰林山ꎬ 宋代起称嘉岭山ꎬ 位于延安城延河与南杏子河交汇处东南方向ꎮ 与清

凉山、 凤凰山鼎立相望ꎮ 临河险要ꎬ 是城东屏障ꎬ 古代军事要塞ꎮ 海拔高度 １１３５ ５ 米ꎬ
山上有宋代宝塔、 城寨遗址ꎬ 明代巨型铁制洪钟一口ꎬ 有复修的摘星楼、 烽火台ꎬ 原有

魁星阁、 嘉岭书院、 范公井、 东岳庙等建筑ꎬ 日本工农学校仅存遗址ꎬ 山麓有嘉岭山摩

崖石刻等景点景物ꎮ
(一) 延安宝塔

又称岭山寺塔ꎮ 始建于唐朝ꎬ 宋代重建ꎬ 以后多有修葺ꎮ “古刹名山”ꎬ 闻名于世ꎮ
塔高 ４４ 米ꎬ 底层围长 ３６ ８ 米ꎬ 塔尖呈八角覆钵攒尖状ꎬ 为八角九级中空阁楼式砖塔ꎮ
古塔各层间用青砖叠涩出檐ꎬ 上面有砖雕枋木结构椽ꎮ 南北各辟拱形门ꎬ 额书 “高超碧

落” 和 “俯视红尘” 八字ꎮ ２~９ 层辟拱形窗ꎬ 登梯可眺望延安市容ꎮ 有名句云: “宝塔

钟声三川闻ꎬ 肤施鸡鸣五城应ꎮ” 与太和山庙宇遥相呼应ꎬ 盛极一时ꎮ 历代咏宝塔的诗

赋很多ꎬ 明弘治年间 (１４８８ ~ １５０５) 延安知府李延寿作咏嘉岭山: “嘉山叠叠倚晴空ꎬ
景色都归夕照中ꎮ 塔影倒分深树绿ꎬ 花枝低映碧流红ꎮ 幽僧栖迹烟霞坞ꎬ 野鸟飞归锦绣

从ꎮ 翘首峰头故营垒ꎬ 令人追忆范文公ꎮ” 杨鼎瑞诗赞嘉岭古塔: “巍巍一柱壮延州ꎬ 天

险由来籍宋贤ꎮ 夹岸长涛青草没ꎬ 侍空孤剑白云连ꎮ 钟声夜度三山月ꎬ 岗气朝收万井

烟ꎮ 登眺年年人自乐ꎬ 何须范老更忧先ꎮ” １９３７ 年后ꎬ 始名延安宝塔ꎮ 延安宝塔成为革

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ꎮ 历尽近千年沧桑和枪林弹雨ꎬ 古塔岿然屹立ꎮ １９５９ 年和 １９８４ 年

人民政府两次大规模维修ꎬ 塔身安装彩色电灯ꎬ 塔尖安装避雷针ꎬ ４ 层以上用钢筋水泥

箍塞ꎮ 塔南侧、 西北侧各建一个八角凉亭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ꎬ 成立 “宝塔山文物管理所”ꎮ
延安旅游集团公司成立后ꎬ 在山下修仿古式山门、 上山踏步道、 烽火台ꎮ 夜间ꎬ 泛光和

霓虹灯把宝塔映照得雄伟壮丽、 金碧辉煌ꎮ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和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ꎬ 分别被陕西省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归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当代诗人贺敬之 “几回回梦里回

延安ꎬ 双手搂定宝塔山” 的诗句ꎬ 凝聚着人们对延安无限深情和向往ꎬ 是中外游客到延

安旅游向往景点ꎮ
(二) 嘉岭山摩崖题刻

誉为 “嘉岭第一胜境”ꎮ 位于宝塔山西麓石崖间ꎮ 面积 ２８６４ 平方米ꎬ 高 ６~７ 米ꎬ 长

２６０ 米的平整的石湾ꎬ 布满历代政要墨客石壁题刻ꎬ 宋代以来名人石壁题刻甚多ꎬ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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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岭山” 三字隶体阴刻 (每字高 ３ ６８ 米ꎬ 宽 ３ ３７ 米) 是范仲淹所题ꎬ 三大字遒劲有

力ꎬ 气势磅礴ꎮ 有 “一韩一范” “出将入相” “胸中有数万甲兵” “泰山北斗” “高山仰

止” “嘉岭胜景称第一” “重岗叠翠” 等题刻ꎮ “发扬革命传统ꎬ 争取更大光荣” 是毛泽

东手书ꎮ “全民导师” 是蒋中正为纪念孙中山题写ꎮ
(三) 烽火台

位于宝塔山东面ꎬ 距塔约 ４００ 米处ꎮ 宋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 范仲淹修建时台高 １５ 米ꎬ
底边周长 １１ 米ꎮ 据记载ꎬ 当年被覆有城墙砖ꎬ 上有城垛ꎬ 乃焚狼烟、 燃柴火的场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修复成倒斗形砖砌烽火台ꎬ 有台阶直通顶端ꎬ 上修堞垛、 中置焚火台ꎬ 高

１０ ６５ 米ꎬ 台底面积 ２４３ ８２ 平方米ꎮ 该台地处要冲ꎬ 视野开阔ꎬ 东、 北、 南三道河川一

览无余ꎮ
(四) 嘉岭书院

亦称范公书院ꎮ 位于宝塔山宝塔东面 ２００ 米处坐东南向西北的山坡上ꎬ 宋代范仲淹

修建ꎮ 后被毁ꎬ 明清两代在其遗址上多次重建ꎬ 有正堂三间ꎬ 内塑范公像ꎬ 五经会讲堂

三间ꎬ 给诸子讲经教学之用ꎻ 另有宿号、 厨舍若干间ꎮ 后又被毁ꎮ 遗址旁现仅存清乾隆

十六年 (１７５１) 重修时记碑ꎬ 风化雨蚀ꎬ 字迹模糊ꎬ 书院荡然无存ꎮ １９７９ 年延安市政府

拨款在其旧址复修 “嘉岭书院”ꎮ 新建的书院ꎬ 依坡就势有上下两个层次ꎬ 畔下有两个

书厅ꎬ 两个工作间ꎬ 畔上又建一书厅ꎬ 两厅之间有穿廊相连ꎬ 共计 ４６２ 平方米ꎻ 其建筑

采用今古结合ꎬ 底部用块石砌墙ꎬ 采用椭圆形窗户ꎬ 上部用现代材料筑成ꎬ 整个建筑物

掩映在绿树丛中ꎬ 显得格外古朴典雅ꎮ
(五) 摘星楼

位于宝塔山最高峰ꎮ 宋范仲淹镇守延州时ꎬ 为观察敌情指挥御敌而修建ꎬ 故名望寇

台 (又名瞭望台)ꎮ 又因此楼筑于山巅ꎬ 势若高悬ꎬ 星辰逼临ꎬ 故又名摘星楼ꎮ 原建筑

已毁ꎮ １９８８ 年在原址上重建ꎬ 为两层周廊十字歇山顶重檐仿古楼阁ꎬ 高 １５ 米ꎬ 其中一

层高 ８ 米ꎬ 呈正方形ꎬ 边长 １２ 米ꎻ 二层高 ７ 米ꎬ 边长 ８ 米ꎮ 金顶朱栏ꎬ 雕梁画栋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改建为四层朱红色宋式楼阁ꎬ 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ꎬ 栏杆、 台阶、 地面采用福建泉

州花岗岩石材火烧面制作ꎬ 总面积 ４２７ 平方米ꎬ 高 ２３ ２６ 米ꎮ 内置直径 ２ １ 米、 高 １ １
米平安鼓一个ꎮ 临此绝顶ꎬ 极目八方ꎬ 一览众山小ꎬ 是俯瞰延安全景的最佳之地ꎮ

(六) 东岳庙　
位于宝塔山东侧山岭稍下一平台上ꎬ 占地 ４００ 多平方米ꎬ 宋筑ꎬ 明延安知府王彦奇

大加修葺ꎬ 庙宇焕然一新ꎮ 民国初年ꎬ 东岳庙颇负盛名ꎬ 方圆数十里乃至数百里的虔诚

信徒都纷纷来此焚香许愿ꎬ 尤其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庙会之时ꎬ 香烟弥漫ꎬ 人山人海ꎬ
盛况空前ꎮ １９３８ 年日本飞机炸毁ꎬ 至今只见原大殿石基和成堆的瓦砾ꎬ 但仍有人到此烧

香许愿ꎮ
(七) 范公井

位于宝塔山脚延河与南杏子河交汇处的石畔上ꎮ 井深 ２４ 米ꎬ 井口呈长轴 １ ４ 米、 短

轴 ０ ７５ 米的椭圆形ꎬ 井口四周以块石围砌ꎮ 井直通河水ꎬ 可在悬崖上汲取河中之水ꎮ 据

弘治本 «延安府志» 载: “范公井在嘉岭山之畔ꎬ 当二水合流之冲ꎬ 范公镇延时ꎬ 于山

上为寨备寇ꎬ 凿之ꎬ 取水便守ꎮ” 故名范公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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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凉山景区

位于延安城东ꎬ 隔延河与凤凰山、 宝塔山形成 “三山鼎立ꎬ 二水环绕” 的景观ꎮ 北

宋范仲淹诗云: “金明阻西岭ꎬ 清凉寺其东ꎮ 延水正中出ꎬ 一郡两城雄ꎮ” 自古以来为游

览胜地ꎮ 景区名胜主要有万佛寺、 延安新闻纪念馆、 山顶太和殿等处ꎮ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６ 日

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ꎻ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ꎬ 成立清凉山文物管理处ꎬ 专门负责

该寺的保护管理及维修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其景观

简介于后ꎮ
(一) 清凉山石窟

是陕北四大石窟之一ꎮ 开凿于隋代以前ꎬ 以后历代皆有造像或维修ꎮ 主要有四个石

窟ꎬ 规模宏大ꎬ 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ꎮ 由北向南依次编号ꎮ
一号窟　 即万佛洞窟ꎬ 为主窟ꎮ 门联题: 名山名水名诗千首天下少ꎬ 石岩石洞石佛

万尊世上奇ꎮ 洞窟宽约 １７ 米ꎬ 深 １２ ９ 米ꎬ 高 ６ ７ 米ꎮ 窟中央凿石成基坛ꎬ 上有三世佛

和迦叶、 阿难二弟子塑像ꎬ 已毁无存ꎮ 现有泥塑像ꎬ 系 １９８５ 年重塑ꎮ 基坛左右两侧各有

一石屏壁连接窟顶ꎬ 屏壁有佛涅槃图、 十五级浮屠ꎬ 有浮雕小千佛、 佛、 菩萨、 罗汉、
弟子像ꎮ 窟四壁浮雕小千佛、 释迦、 弥勒、 多宝净瓶观音、 文殊、 普贤菩萨和千手观音

像等ꎮ 据题记知宋神宗元丰元年至三年 (１０７８ ~ １０８０) 完成开凿造像ꎮ 造像高者 １ 米有

余ꎬ 低者仅仅 ０ １３ 米ꎮ 全窟神态各异的大小佛像 １００１４ 尊ꎬ 婀娜多姿、 形态各异ꎮ 范仲

淹 «清凉漫兴» 赞其为 “凿山成石宇ꎬ 禅佛一万尊ꎮ 人世亦稀有ꎬ 神功岂无存”ꎮ 洞窟

内有金、 元明代造像或彩绘题记ꎮ 窟口两侧洞壁有金、 元代修葺万佛洞纪事摩崖碑碣ꎮ
二号窟　 窟深 ４ ６ 米ꎬ 宽 ５ ３ 米ꎬ 高 ４ ６ 米ꎮ 窟内正壁释迦牟尼三世佛结跏趺坐于

圆形莲座上ꎬ 姿态优美ꎬ 神态静雅ꎬ 阿难、 迦叶两旁侍立ꎬ 左壁雕文殊菩萨骑青狮ꎬ 右

壁普贤乘六牙白象ꎬ 形象生动ꎮ
三号窟　 窟深 ９ 米ꎬ 宽 ６ ７ 米ꎬ 高 ４ ８ 米ꎮ 前半部分及左右两座观音坐像凿造于宋ꎬ

雕技更完美、 逼真、 成熟ꎮ 后半部分是明代开凿雕造的弥勒洞ꎬ 门联趣题 “大肚能容容

天下难容之事ꎬ 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ꎬ 额题 “皆大欢喜”ꎮ 洞中 ２ 米高的莲花台

上ꎬ 仰坐着 １ ８ 米的弥勒佛ꎬ 袒胸开怀ꎬ 大腹便便ꎬ 阔鼻薄唇ꎬ 两耳垂肩ꎬ 满脸笑容ꎮ
四号窟　 俗称释迦洞ꎮ 位于鹫峰岩下ꎮ 洞口联题 “事能知足人常乐ꎬ 人到无求品身

高”ꎮ 窟平面略呈梯形ꎬ 窟前部宽 ４ 米、 后部宽 ５ ９ 米ꎬ 深 ５ 米ꎬ 高 ３ 米ꎮ 窟口两侧为浮

雕护法大天王像ꎬ 气宇轩昂ꎬ 赳赳而立ꎮ 窟口壁用高浮雕手法雕成山崖、 岩石、 行云流

水ꎬ 亭台楼阁及童子拜观音、 太子游西门等佛传故事图像ꎬ 布局精妙ꎬ 错落有序ꎮ 窟顶

中央为一覆斗式莲花藻井ꎮ 藻井周围为平棋格天井ꎬ 内雕有宝相花、 如意云纹、 飞天、
朱雀、 花卉、 几何纹等图案ꎮ 尤其是其中一组 ４ 个飞天造像ꎬ 雕刻极其精美ꎮ 飞天绕中

心花卉急速旋转、 衣带飘扬、 富有动感ꎮ 窟四周雕有南海观音、 九华地藏王、 文殊、 普

贤ꎮ 窟内浮雕造像ꎬ 构成一个佛像理想境界ꎬ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ꎮ
(二) 清凉山摩崖石刻

有 ４０ 多处ꎬ 有诗词、 题词等石刻ꎬ 历代文人墨客游览胜景后ꎬ 在附近石壁上镌刻

题诗 (字) 甚多ꎬ 仰首可观ꎬ 是书法诗歌艺术的苑地ꎮ 有 “环翠” “苍生一望” “柳湖

胜景” “云轩” “仙石灵宕” 等题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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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凉山牌坊

位于西南登山路口ꎬ 原砖牌坊ꎬ １９８４ 年ꎬ 重建仿古牌坊ꎮ 三开门楼式ꎬ 青灰色石料

雕砌而成ꎮ 正面有书法家舒同题写的 “万佛寺” 牌额ꎬ 两边立柱镌联一副: 二水绕座晨

望嘉岭塔边烟ꎬ 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ꎮ 背面额书 “清凉第一”ꎮ 牌坊上方雕有八仙

庆寿、 二龙戏珠图案ꎮ 两边是麒吐玉书ꎬ 牌坊下面八块石鼓雕 “犀牛望月” “海马朝阳”
“鹿鹤同春” “凤戏牡丹” 等图案ꎬ 做工精细ꎬ 具有古代传统建筑艺术风格ꎮ

(四) 月儿井

传说是吕洞宾点化而成ꎮ 清知府吴瑞题写 “涌月” 二字ꎮ 井中光线有明有暗ꎬ 泉水

不停地流动ꎬ 皓月当空时ꎬ 水波往上推涌月影ꎬ 形成 “涌月” 奇观ꎮ 石壁上 “鹫峰泉”
三字是清代大理寺左少卿曹琏所题ꎮ 四周垂柳依依ꎬ 假山、 花坛、 水池、 石雕鱼龙喷

泉ꎬ 环境幽雅ꎬ 曲径通幽ꎮ 有万佛洞、 弥勒洞、 释迦洞、 定痂泉、 卢毗崖等景点ꎮ
(五) 诗湾摩崖题刻　
在万佛洞南侧上方石崖上ꎬ 有历代名人学者摩崖题刻 ５０ 多处ꎬ 题咏石谒众多ꎬ 内

容丰富ꎬ 真草篆隶ꎬ 参差错落ꎬ 布满全湾ꎮ 摩崖石刻ꎬ 琳琅满目ꎬ 令人流连忘返ꎮ “诗
中画” 位于清凉山万佛寺弥勒洞左上方ꎬ 每字高 ０ ８ 米ꎬ 宽 ０ ５ 米ꎬ 行草书、 阴刻ꎮ 为

明正德十五年 (１５２０) 延安知府吴存礼手书ꎮ 字体潇洒圆润ꎬ 刀功有力ꎬ 堪称明代书法

之精品ꎬ 清代吴瑞诗赞 “新蝉鸣高柳ꎬ 攀跻坐清明”ꎮ 以吟诗亭、 石崖中心是新诗湾ꎬ
题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题刻的 １５ 首新诗ꎮ

(六) 清凉碑林

位于清凉山西北方ꎬ 建于 １９９７ 年ꎮ 内集毛泽东、 陈毅、 叶剑英、 谢觉哉、 林伯渠、
陈慕华、 钟毅、 肖华、 贺敬之、 王定国、 李木然以及学者名士书法精品一百余幅ꎬ 内容

多与延安相关ꎬ 已成清凉山新景观ꎮ 刘广经颂道: “万佛洞府接苍穹ꎬ 琵琶桥边闻晓钟ꎮ
奇观楼前三滴翠ꎬ 鹫峰涌月一笑逢ꎮ 桃花洞口飞红霞ꎬ 仙人石上枕青松ꎮ 定痂泉水清波

绿ꎬ 文冈诗湾又几重ꎮ”
(七) 范公祠和庞公祠 (天下奇观楼)
位于清凉山西南侧印月亭左上方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延安四山委员会在清凉山重建ꎮ 为歇山

四出水九脊十兽的古典殿宇ꎬ 殿门匾额上刻有 “天下奇观” ４ 个字ꎮ 范公祠祠堂为三开

间大殿ꎬ 长 １４ 米ꎬ 宽 ９ ８ 米ꎬ 面积 １３３ 平方米ꎮ 门匾额书 “宋朝人物第一人”ꎮ 柱联为

“先天下之忧而忧ꎬ 后天下之乐而乐”ꎮ 祠堂右旁碑刻记载宋仁宗康定年间驻守延州抗击

西夏时陕西经略副使、 延州知事范仲淹的生平业绩ꎬ 祠堂正中有范仲淹在延州抗御西夏

时的彩塑戎装按剑像ꎮ 身着铠甲ꎬ 手握宝剑ꎬ 头戴盔帽ꎬ 目视远方ꎬ 貌甚威严ꎮ 西侧侍

立着战功赫赫、 威震边疆的名将狄青ꎬ 东侧立的是文武双全的种世衡ꎮ 祠内有范仲淹手

书 «梅花庵» «清凉漫兴» ４ 首ꎬ 毛泽东手书范公词 «苏幕遮»ꎮ
庞公祠在范公祠的下方ꎬ 长 １０ 米ꎬ 宽 ５ ５ 米ꎬ 左右矗立两个 “望延亭”ꎮ 祠堂右旁

碑刻记载龙图阁学士ꎬ 足智多谋的功臣名相庞籍ꎬ 于宋仁宗庆历元年至五年 (１０４１ ~
１０４５) 知延州兼延路都总管ꎬ 在延守边五载ꎬ 抗御西夏、 战功赫赫ꎬ 建设延州、 修柳湖

胜景ꎬ 厚泽边民ꎬ 功勋卓著ꎬ 人民感恩戴德ꎬ 遂建祠敬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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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蓬莱仙境

全国稀有的道教石窟ꎮ 位于万佛洞右侧百步上方处ꎬ 经睡佛东、 藏经洞ꎬ 过仙灵

堂、 华佗庙遗址ꎻ 从药王庙越白云幽处ꎬ 经延寿洞 (古称落星岩) 过朝观音洞曲径通幽

来到蓬莱仙境ꎮ 此处素有 “福地洞天” 之称ꎮ 额名 “蓬莱阁” 是全国书协主席叶元超题

刻ꎬ 左右浮雕石刻 “福地洞天神仙府ꎬ 钟灵毓秀道士家”ꎬ 联刻苍劲有力ꎮ 穿拱形石门

入四合院落ꎬ 古槐成荫ꎬ 幽雅静谧ꎬ 景致集萃ꎬ 有十洞八景ꎮ 十洞是桃花洞、 仙人洞、
十八罗汉朝观音洞、 老君洞、 鲁班洞、 活龙洞、 雷公洞等ꎮ 八景是仙人石、 仙人亭、 蓬

莱阁、 仙人桥、 撒珠坡、 烂柯泉、 定痂泉、 俊峰泉景观ꎮ
(九) 琉璃塔

位于延安城东清凉山仙人洞右上方ꎬ 是所知陕西唯一的一座琉璃塔ꎬ 弥足珍贵ꎮ 明

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 八月ꎬ 山西汾州府侯大阳建造ꎮ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ꎬ 由延安市甘谷驿镇唐家

坪村半山坡迁至清凉山上ꎮ 八角七级阁楼式实心塔ꎬ 据唐家坪村村民传说塔端原为半球

状铜质顶ꎬ 现已损毁无存ꎮ 残塔高 ６ ２５ 米ꎬ 底层周长 ６ ０４ 米ꎮ 每层内由土坯、 泥浆填

实ꎬ 外表用 ５６ 块长方形琉璃构件围拱而成ꎮ 琉璃构建造像丰富ꎬ 且各层有异: 饰有 ２１４
尊大小不等的佛和菩萨ꎬ 另有天王、 飞天、 小千佛、 力士、 龙、 凤、 朱雀、 麒麟、 鹿、
马等象征吉祥如意的灵异动物ꎮ 塔体构件色彩绚丽、 造型精美ꎬ 造像逼真、 栩栩如生ꎮ
每层间屋檐装饰ꎬ 檐下有额枋杉、 柱头、 斗拱ꎬ 檐基上饰有牡丹、 忍冬、 如意云纹、 鸱

吻、 蛟ꎮ 造型美观ꎬ 工艺精湛ꎬ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ꎮ 可惜ꎬ 塔 ２ 层部分琉璃构件残缺

不全ꎬ 毁损严重ꎬ 难见昔日之华美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被陕西省政府列为第三批重点保护文物ꎮ
三、 太和庙景区

是真武殿为主的道教圣地ꎬ 位于城东北清凉山之巅 “莲花峰” (又名天山) 上ꎮ 太

和山素有 “三山鼎峙ꎬ 太和第一” 之美誉ꎬ 海拔 １１３７ 米ꎮ 山顶建有清凉山公园ꎬ 方圆

约 ４ 千米ꎮ 园内松柏蓊郁ꎬ 庙宇殿堂林立ꎬ 星罗棋布ꎬ 蔚为壮观ꎮ 园内有清凉寺、 老子

塑像及其 «道德经» 碑刻廊榭、 崇正书院、 扫叶楼、 驻马坡、 翠薇园、 魁星楼等景点ꎮ
寺庙历史悠久ꎬ 始建时间无证可考ꎮ 史载: 隋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ꎬ 在山顶修建莲花

城ꎬ 建有奉国寺ꎮ 北宋知延州沈括在 «梦溪笔谈» 中记述: “延州天山之巅有奉国佛寺ꎬ
寺庭中有一墓ꎬ 世传尸毗王 (释迦牟尼第三代弟子) 之墓ꎮ 庆历中ꎬ 施昌言镇鄜延ꎬ 坏

奉国寺为仓ꎬ 掘藏得金银玉器甚丰ꎮ 宋代元丰初年 (１０７８) 道士郇道虚遂改兴紫极宫ꎮ”
可见ꎬ 北宋太和山寺庙即有敬奉佛祖的宗教活动ꎮ 是陕北颇具影响的道教圣地ꎮ 吸引

晋、 甘、 蒙的善男信女ꎬ 远道而来焚香许愿ꎬ 顶礼膜拜ꎬ 香火极盛ꎬ 延年不辍至新中国

成立初年ꎮ １９３８ 年日本飞机轰炸毁大部分殿堂ꎬ 仅存祖师大殿一座、 三天门山门等ꎮ
１９５６ 年和 １９６０ 年ꎬ 两次修葺ꎮ １９８５ 年ꎬ 集资复建道观等 ６４ 处ꎮ ２００５ 年又修建两条上

山步道、 两条上山公路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修建道教文化交流中心楼宇 ６ 层ꎮ 循旧规ꎬ 每年农历

正月十五、 三月三、 四月八、 七月七、 九月九有多次庙会ꎬ 其中四月八为正会ꎮ 届时ꎬ
虔诚的信徒焚香许愿ꎬ 赶庙会、 看戏、 交流物资的人山人海ꎬ 摩肩接踵ꎬ 热闹非凡ꎬ 有

时达 ６ 万多人ꎮ
此外还有琵琶桥ꎬ 传说以足蹈之ꎬ 即赋优美华章ꎬ 似琵琶奏出曼妙的乐曲ꎬ 故

得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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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万花山景区

万花山又名牡丹山ꎬ 位于延安城西南 １６ 千米杜甫川花园头村ꎮ 万花山下ꎬ 为牡丹

川ꎬ 因唐代诗圣杜甫曾到此避难观览ꎬ 故名之曰杜甫川ꎮ 清溪潺湍ꎬ 逶迤东北ꎬ 日夜不

息ꎮ 主要景点有牡丹园、 万花湖、 崔府君庙、 毛主席观花台、 木兰故里、 花木兰陵园、
群芳谱、 从军亭、 望仙亭、 吟诗亭等ꎮ 万花山三峰耸立ꎬ 钟灵毓秀ꎬ 古柏蓊郁ꎬ 四季常

青ꎬ 环境清幽ꎮ 主峰上有一道山梁ꎬ 传说是巾帼英雄花木兰跑马习武、 弯弓射箭的跑马

梁ꎮ 梁上塑有高大的石雕马ꎮ 有一棵古柏 ５ 株并生ꎬ 虬枝缠绕ꎬ 如同五龙腾空ꎬ 因名

“五龙柏”ꎮ 每年立夏时节ꎬ 漫山遍谷翠绿ꎬ 林木繁茂ꎬ 奇花异草丛生ꎬ 约十万多株牡丹

竞相盛开ꎬ 花蕾硕大、 五彩缤纷ꎬ 浓香四溢、 沁人肺腑ꎮ 明弘治 «延安府志» 有 “花源

头产牡丹极多ꎬ 樵者以之为薪” 的记载ꎮ 其中ꎬ 地理志记载 “中国牡丹产源于延州 (延
安)、 丹州 (宜川)、 青州、 越州”ꎮ 延安牡丹有延州红、 丹州黄白、 紫褚色等ꎮ

(一) 崔府君庙

位于万花山东坡上ꎮ 庙为两间神祠ꎬ 一间彩绘唐代大诗人杜甫游万花山的故事ꎮ 一

间墙壁上绘有传说中王母娘娘的女儿四姐私自下凡与樵夫崔文瑞结亲ꎬ 把天上带来的牡

丹花种在万花山的故事ꎮ 整个庙宇处于万株牡丹和青松翠柏掩映之中ꎬ 十分典雅清幽ꎮ
李延寿 «游牡丹山诗二首» 诗赞: “劝巡行到牡丹山ꎬ 花发偏宜雨后看ꎮ 万朵鲜荣无异

种ꎬ 一樽噙赏有同官” “一株豪垒人争赏ꎬ 守似延安花满山ꎮ 远近随风香馥郁ꎬ 高

低迎日锦烂班” １９３９ 年和 １９４０ 年ꎬ 毛泽东、 周恩来、 朱德等曾到此观赏牡丹ꎮ
１９７９ 年起ꎬ 在人工湖西岸修建牡丹花圃———群芳谱ꎮ 人工种植和移栽洛阳、 甘肃等地的

野生优良牡丹 ７０ 余种、 ９０００ 平方米ꎮ 同年ꎬ 开辟为风景游览区ꎮ 延州牡丹历史最久ꎬ
且优良品种在唐朝已引进洛阳ꎬ 延续已千年以上ꎮ 景区内还有数道石刻长壁ꎬ 镌刻着历

代名人即景诗和题词ꎮ
(二) 花木兰陵园

位于万花山隔湖对面的果园山上ꎬ 原名花家陵ꎮ 陵园门额 “木兰陵园” 四字由原延

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王廷璧手书ꎮ 传说园内墓穴为花木兰的坟墓ꎮ 墓碑上雕刻着舒同、 廖

沫沙撰写的 “花将军之墓” “木兰祠”ꎮ 墓碑前矗立一尊 ４ 米多高、 头戴毡笠、 肩披战

袍、 英姿飒爽的花木兰跨马征战的戎装雕像ꎮ 园内石碑刻写着 «木兰诗» 全文ꎮ
五、 凤凰山景区

山势险要ꎬ 雄踞市区中心ꎬ 环 (屏) 拱府城ꎬ 是延安府的军事要地ꎮ 海拔 １１６７ ４
米ꎬ 为四周群山之冠ꎮ 灌乔茂密ꎬ 森林覆盖率为 ８９ ８％ꎮ 延安城依山而建ꎬ 形如凤凰展

翅ꎬ 故清代陈天植曰 “凤翼连城势ꎬ 鸟延古郡名”ꎮ 亦有因 “叶生吹箫引来凤凰仙子”
的传说而得名之说ꎮ 山上山下ꎬ 名胜古迹甚多: 有秦朝古城墙、 唐代西佛寺石窟、 千佛

洞遗迹ꎻ 有 １９９５ 年复建的招凤亭、 留佳亭、 吹箫引凤亭、 百花亭ꎬ 原有杨六郎 (杨延

昭) 寨和调兵遣将而挖筑的转兵洞、 狄青寨、 小木屋、 狩猎场ꎻ 有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史

沫特莱等 ２０ 多处革命历史旧址ꎻ 有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 延安旅游局重修的文昌阁、 邀月台、
四条登山游步道ꎻ 另有私语林、 怡馨园及凤凰山公园等人文景观ꎮ 据考证ꎬ 秦始皇统一

中原后ꎬ 命名将蒙恬北征匈奴ꎬ 于公元前 ２１５ 年在高奴 (今延安) 凤凰山沿山势堑山堙

谷筑城垣为池ꎬ 雄浑苍凉ꎬ 是延安城防建设最早、 规模最大、 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城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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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２２００ 多年的历史ꎮ 大唐名将尉迟恭ꎬ 北宋名将韩琦、 范仲淹、 庞籍、 杨文广、 狄

青、 钟世衡、 科学家沈括镇守期间督修扩城ꎮ 蔚为壮观的文昌阁ꎬ 雄踞延安城中心的凤

凰山山巅ꎮ 宋仁宗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ꎬ 扩建整修改名ꎬ 内塑文昌神像ꎮ 范仲淹重修此楼ꎬ
为抗击西夏侵扰ꎬ 以求国泰民安ꎬ 改名为镇西楼ꎮ 清 «延安府志» 载: “城跨其上ꎬ 雉

堞巍然ꎬ 为郡山首ꎬ 上有镇西楼ꎬ 宋范仲淹建ꎬ 残碑犹存ꎮ” １９３７ 年ꎬ 毛泽东登临写诗:
“登山到顶我为峰ꎬ 凤凰山上定乾坤ꎮ” 周恩来咏诗: “庆寿步步登仙山ꎬ 凤凰拜神祷

苍生ꎮ”
六、 杜公祠

杜公祠坐落在延安城南七里铺中段南杏子河与杜甫川河汇流处ꎬ 东侧山脚下ꎬ 为纪

念唐代诗圣杜甫在延安之行而修建的ꎮ 杜公祠右侧摩崖石刻 “少陵川”ꎬ 每字高 ０ ８５
米ꎬ 宽 ０ ６３ 米ꎬ 楷书、 阴刻ꎬ 是清道光二十三年 (１８４３) 肤施县事西粤陈炳琳书ꎮ 现

存杜公祠ꎬ 正殿深 ２ ３５ 米ꎬ 宽 ４ ４８ 米ꎬ 高 ３ ２０ 米ꎬ 平面呈长方形ꎮ 敞口有砖木结构的

接檐ꎮ 窟内有高 ０ ９４ 米、 宽 ４ ４８ 米的石台基ꎬ 杜甫卧像ꎬ 不知何时被凿去ꎮ 唐朝天宝

十五年 (７５６)ꎬ 杜甫避安史之乱ꎬ 经鄜州羌村、 万花山到此石崖下露宿一夜ꎮ «延绥览

胜» 载: “川口有杜拾遗祠ꎬ 祀象石室ꎬ 登望杜亭ꎬ 得地高爽ꎬ 俯瞰河南流ꎮ 祠有石刊ꎬ
墨人骚客多有凭赋吊ꎮ” 宋范仲淹手书 “杜甫川” 三大字ꎬ 鸠工勒石于石壁上ꎬ 后绝迹ꎮ
清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ꎬ 建 “唐左拾遗杜公甫祠”ꎮ 殿窟前建石拱形洞门一座ꎬ 门面上

方镶嵌有一面匾ꎬ 上刻 “唐左拾遗杜公祠” 七个大字ꎬ 门左右两侧的石柱上雕刻有陈炳

琳所书 “清辉近接鄜州月ꎬ 壮策长雄芦子关” 的楹联ꎮ 清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５９ 年多次复建和维修ꎬ “文化大革命” 期间复遭破坏ꎬ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２ 日地、 市两级政

府再复建ꎮ 被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七、 狄青牢石窟

位于延安城北河庄坪镇狄青牢村西ꎬ 延惠渠东岸ꎮ 开凿于宋ꎮ 石窟坐东面西ꎬ 平面

略呈方形ꎬ 三门单室窟ꎮ 面阔 ４ ９６ 米ꎬ 高 ３ ８ ~ ４ ５ 米不等ꎬ 进深 ６ ５ 米ꎮ 窟内有四根

方形石柱接顶连地ꎬ 柱边长 ０ ５５ 米ꎮ 基坛上的造像已无存ꎮ 左右两壁、 前壁的两侧、 四

柱每面浮雕千佛坐像ꎬ 其间加杂有部分菩萨站像ꎮ 洞外墙壁上凿有 ７ 个造像龛ꎬ 造像组

合均为 １ 佛 ２ 菩萨或坐或站像ꎬ ２ 个戴盔着甲ꎬ 握枪怒目ꎬ 赳赳而立的武士ꎮ 窟旁立有

碑记一通ꎬ 是清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 重修该窟时所立ꎬ 左右联题 “一代忠良昭日月ꎬ
万年赫濯满乾坤”ꎮ 该窟所处位置极低ꎬ 临近延惠渠ꎬ 内阴暗潮湿ꎬ 造像风化十分严重ꎮ
传说此处是宋代名将狄青受难处ꎬ 故人呼为 “狄青牢”ꎮ 据学者考究ꎬ 实为祭祀之所ꎮ

八、 后薛家沟舍利塔

位于甘谷驿镇后薛家沟村北约 ５００ 米处ꎮ 也名清净正德明王如来佛塔ꎮ １６０７ 年ꎬ 明

代白水县石匠冯拜治、 冯拜为僧侣慈氏德舟建造ꎬ 张登科拜撰的舍利塔ꎮ 是一座楼阁式

实心塔ꎬ 六角十一级ꎬ 通高 ５ ５ 米ꎮ 底有莲花盆基座ꎬ 顶有鼓形座、 相轮及宝珠组成的

塔刹ꎮ 第 １ 层为塔铭ꎮ 第 ２ 层开龛ꎬ 龛内有火化慈氏 “嘉靖己未 (嘉靖三十八年ꎬ
１５５９) 生ꎬ 万历丁未 (万历三十五年ꎬ １６０７) 焚” 铭文ꎮ 第 ３ 层小龛上刻有 “真情投凡

体ꎬ 渡尽世上人” 字样ꎮ 第 ４ 层龛内刻有 “吾是西方客ꎬ 唁吊东土人” 字样ꎮ 塔身各层

均雕刻有龙、 虎、 飞禽、 宝相花、 莲花等图案ꎮ 塔身各层间以石雕塔檐出檐ꎮ 此塔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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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 余年的风吹雨淋ꎬ 迄今仍挺拔隽秀ꎬ 不偏不斜ꎬ 保存完好ꎮ
九、 青化寺

位于延安城东北 ３６ 千米处青化砭镇ꎮ 建于隋ꎬ 唐朝尊奉ꎮ 据 «中国国情丛书———
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延安卷载ꎬ 唐高宗李治曾亲书 “皇帝万岁” ４ 字于高 ２ 尺许的玉

石碑上ꎬ 立于寺院正殿ꎬ 文武百官进入ꎬ 均得跪拜ꎮ 庙宇宏大ꎬ 僧侣济济ꎬ 香火十分兴

盛ꎮ 寺中的娘娘庙久有盛名ꎮ 每逢庙会ꎬ 山西、 内蒙古及陕北各地都来此焚香膜拜的信

徒络绎不绝ꎮ “文化大革命” 中被破坏ꎬ 现除留有几孔窑洞外ꎬ 寺院石碑、 佛像、 庙宇

俱毁ꎮ
十、 延安枣园公园

位于延安市西北川ꎬ 东距延安宝塔山约 ６ ５ 千米ꎬ 西距枣园约 ０ ５ 千米ꎬ 西临中国

延安干部学院ꎬ 是集生态绿化、 儿童游艺、 民俗风情、 文化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开放型、
综合性城市公园ꎮ 公园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建成开放ꎮ 占地面积

２９ ６ 公顷ꎬ 投资 ２ ６ 亿元ꎮ 园区布局分为: 两轴、 两带、 一水、 六园ꎮ 两轴: 是由 ８ 个

广场贯穿其中的北、 南景观轴ꎮ 北景观轴: 由北至南依次贯穿社火广场、 喷泉广场、 林

荫道、 威风锣鼓等四个主要广场ꎮ 南景观轴: 由东北至西南依次贯穿山丹丹广场 １ 区、
山丹丹广场 ２ 区、 九曲黄河阵广场、 莲花灯广场等四个主要广场和金水桥ꎮ 两带: 包括

西川河滨河路景观带ꎬ 枣园大道景观 １~５ 区带设有东健身广场、 西健身广场ꎮ 西川河滨

河路景观带滨河路 １ ~ ５ 区ꎬ 设有望川台、 临风台、 滨水漫步ꎮ 一水: 贯穿全园的人工

湖ꎮ 水系由西向东蜿蜒园区ꎬ 走势西高东低ꎬ 全长 １１１７ ６ 米ꎬ 水面总面积约为 ２８９７２ 平

方米ꎮ 六园: 全园由东至西依次分为欢乐园、 文化园、 民俗园、 风情园、 自然园、 湖景

园等六个园区ꎬ 具有儿童游戏、 文化娱乐、 生态休憩等功能ꎮ 欢乐园 (儿童公园) 设有

快餐厅、 观景塔、 景亭 (童曦亭)、 景廊等建筑物ꎮ 文化园内有露天小剧场ꎮ

第二章　 民俗生态

第一节　 黄土风情

延安是陕西省第二大市ꎮ 域内土壤深厚ꎬ 物产富饶ꎮ 汉代延安是 “水草丰茂ꎬ 土宜

产牧ꎬ 牛马衔尾ꎬ 群羊塞道” 的天然富饶牧场ꎮ
延河千蜿百折ꎬ 结成九曲连环ꎮ 诗云 “清溪一曲抱城流ꎬ 几处寒砧动碧秋” “延水

陡添两岸阔ꎬ 古城斜峙一肱横”ꎮ 清澈壮美的延河曾是人们汲水饮用的源泉ꎬ 也是浣洗

赛美、 沐浴晒衣、 游泳滑冰、 捉鱼戏蝶、 游园嬉戏、 赏花看柳的娱乐场所ꎮ 昔日ꎬ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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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ꎬ 不断重现 “峰头辟土耕成地ꎬ 崖畔剜窑住作家ꎮ 濯濯万山无草木ꎬ 萧萧千里少禽

鸦” 的境况ꎮ 后来又掠夺性开发ꎬ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ꎮ
近年来坚持长年治理ꎬ 随着第 ２~４ 期 “三北” 防沙、 治沙天然林保护生态工程建设

期建设ꎬ 完成造林 ６ ６ 万公顷ꎮ 完成基本农田建设面积 １ ３ 万公顷ꎬ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 ５８ 万公顷ꎮ 全区完成国家确认退耕还林面积 ６ ４１４ 万公顷ꎮ 延安开始山变青水变绿ꎬ
生态环境显著改善ꎮ

一、 生态景区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乡村生态旅游景区有: 河庄坪镇井家湾村、 枣园镇枣园村、 万花山

乡花园头村等 ３ 个全国乡村生态旅游示范村ꎻ 万花山乡向阳村等 ４ 个乡村旅游专业村、 ５
个休闲山庄ꎮ 农家乐经营户 ３００ 个ꎬ 其中示范户 １０ 个、 星级户 ３６ 个ꎮ

(一) 井家湾村

位于宝塔区河庄坪镇ꎬ 村庄交通便利ꎮ 被誉为陕北休闲农业第一村、 黄土风情美食

村ꎮ 全村总绿化面积 １９５０ 亩ꎬ 绿化率 ７２％ꎮ 休闲农业包括观光农副花卉产业、 农家美

食、 农家生活、 休闲垂钓、 乡村文化、 民间艺术ꎮ 建有大型连栋温室花卉基地ꎬ 引进兰

花系列、 灵芝、 美国金琥、 幸福树、 金钻等 ４００ 多个花卉品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实现经济总收

入 ５７０ ８ 万元ꎬ 仅农家乐、 花卉、 旅游业收入 ５１０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４５０ 元ꎮ 被

评为 “全国农业旅游示范村”ꎬ 被中央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评为 “全国创建文明村镇

先进村”ꎮ
(二) 枣园村

距枣园旧居 １ ５ 千米处ꎬ 开发有延园大酒店、 仁和大酒店、 农家乐及其休闲、 娱

乐、 垂钓、 民俗风情展现等设施与项目ꎬ 有红色旅游产品、 土特产品市场及个体摊点ꎬ
满足人们游玩、 娱乐、 吃住、 购物等多方面的需求ꎬ 是人们旅游休闲的乡村好去处ꎮ

(三) 民俗文化村———万花山乡花源屯民俗文化村

位于延安城区西南杜甫川ꎬ 距市区 １６ 千米ꎬ 相传为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乡ꎮ
七十余户人家ꎬ 散落有致ꎬ 民风淳朴ꎬ 勤劳敦厚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相继建成万花山旅

游风景区和万花山庄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建成 “延安民俗文化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被评为 “全国乡村

旅游示范点”ꎮ 全村每年接待国内外 １００ 多个团队 １３ 万余名游客ꎬ 综合收入 １２０ 余万元ꎮ
(四) 田野生态休闲娱乐山庄

位于宝塔区柳林镇上桥村ꎬ ２００７ 年建成ꎮ 山庄设有动物园、 蒙古包群、 垂钓池、 水

上乐园、 跑马场、 卡丁车场、 广场、 真人 ＣＳ 拓展训练等项目ꎮ 此后ꎬ 增设水上乐园、
激流勇进、 摩天轮、 狂呼、 海盗船等 ３０ 多个大小游乐项目ꎮ 山庄达到宝塔区四星级农

家乐标准ꎮ
(五) 龙祥休闲山庄　
位于宝塔区南二十里铺尚家沟ꎬ 占地面积 １００ 多亩ꎬ ２００７ 年建成ꎮ 山庄经营各种陕

北特色美食ꎬ 设湖内游艇、 水上步行球、 垂钓、 游泳等娱乐项目ꎬ 设有豪华标间、 单

间ꎬ 有 ＫＴＶ 包间、 高档茶艺ꎮ 投资 ３５００ 余万元ꎮ
二、 文化景区

主要有 «梦回延安保卫战» 景区 ꎮ 位于延安城西 ７ 千米枣园村后坝梁处 (距离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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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革命旧址 ５００ 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景区首创全国红色旅游由静态展览转向动态战争剧展示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ꎬ 由陈维亚执导ꎬ 浙商投资 １０００ 多万元的战争实景剧——— «延安保卫

战» 上演ꎮ 实景剧用写实的艺术手法ꎬ 充分利用声、 光、 电等现代影视技术ꎬ 聚集 ３００
多人的演出阵容ꎬ 动用当年国共两军使用的真枪、 大炮和装甲车 “作战”ꎮ 再现 １９４７ 年

英勇的西北野战军和边区群众抗击胡宗南 １４ 万国民党军进犯ꎬ 胜利保卫延安的恢宏历

史画卷ꎮ 游客们可以穿上军装、 参加硝烟弥漫惊心动魄的战争ꎻ 也可以加入欢庆胜利的

队伍ꎬ 和着节奏扭起热情如火的拥军秧歌、 打起粗犷豪放的腰鼓、 唱响高亢嘹亮的陕北

民歌ꎮ

第二节　 风味小吃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ꎬ 宝塔人善于粗粮细做、 细粮精做ꎬ 创造和积累丰富的烹调经

验ꎬ 有许多佐餐佳品受人喜爱ꎬ 始则做自食ꎬ 后则上街出售ꎬ 逐渐形成久负盛名的地方

风味小吃ꎮ
(一) 荞面饸饹

陕北盛产荞麦、 养殖山羊ꎮ 荞麦有减脂、 降压、 防治糖尿病的功效ꎮ 羊肉有滋补暖

胃、 降血脂的作用ꎮ 荞面饸饹是精制荞麦制作成粉条状ꎬ 与羊肉腥味汤相配食用ꎬ 味道

鲜美可口ꎮ 从家庭食用到上街设摊馆ꎬ 千百年来已成为名食ꎮ 凡到延安参观旅游的国内

外客人ꎬ 都想享此口福ꎮ 延安人食用饸饹历史悠久ꎬ 据元代农学家王祯著 «农书荞

麦» 载: “北方山后ꎬ 诸郡多种谓子河漏”ꎬ 这里所说的河漏ꎬ 即指当今饸饹ꎮ 当地

群众多在小孩满月、 过岁待客食用ꎬ 意在长命百岁ꎬ 儿女对象进门食用图个吉祥如意ꎮ
(二) 羊杂烩

延安自古以放牧山羊为主业ꎬ 食用羊肉历史悠久、 吃法多样ꎬ 而羊杂烩以其独特的

做工和美味成为地方名食ꎮ 羊杂烩由羊头肉、 羊的耳、 蹄、 血、 心、 肝、 肺、 肠、 肚等

切碎混合烩制成的一种肉食ꎬ 故称 “羊杂碎”ꎮ 羊杂碎烩集各部分内脏于一锅ꎬ 形色繁

多ꎬ 肉质各异ꎬ 汤鲜、 无膻、 不腻ꎬ 香辣适口、 色形俱佳ꎬ 也是滋补身体的美食ꎮ
(三) 碗饦

荞麦仁为料的小吃ꎮ 碗饦ꎬ 坚、 软、 滑ꎬ 富有弹性ꎬ 形状别致ꎮ 碗饦一般在放凉后

食用ꎬ 食时切片ꎬ 愈薄愈佳ꎬ 加麻辣蘸汤 (用盐、 醋、 油辣椒、 花椒粉、 姜粉、 蒜泥、
芥末、 葱花、 干芫荽、 熟芝麻加凉开水调成)ꎬ 清爽利口ꎬ 为夏秋美食ꎻ 若加上麻辣猪

肝ꎬ 则更为香醇ꎬ 又叫 “麻辣肝碗饦”ꎮ
(四) 油糕

是延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风味小吃之一ꎮ “糕” 与 “高” 同音ꎬ 寓意高升、 高兴、
吉祥ꎮ 以黍科糜子、 大枣为原料ꎬ 汽蒸油炸而成ꎮ 色泽红黄、 油光发亮ꎬ 外脆里软ꎬ 细

腻柔软ꎬ 趁热食用味道鲜美ꎬ 米味油香诱人食欲ꎬ 卷有枣泥的油糕更惹人馋ꎮ 群众多在

逢年过节、 祝寿、 贺满月、 宴请宾客和婚丧事食用ꎮ 因此也有 “年糕” “喜糕” 或 “寿
糕” 之称ꎮ 酒宴食用以示隆重丰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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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米酒

以软黄米为料ꎬ 经过发酵、 封存等加工制作而成的民间酒类总称ꎮ 根据配料及制作

过程的不同ꎬ 分为黄酒、 糖酒、 清酒、 稠酒等品种ꎬ 其中尤以黄酒最为著名ꎮ 黄酒不仅

色泽金黄、 气味芳香、 口味微甜醇厚ꎬ 还具有补充营养、 暖胃、 增进食欲之功效ꎬ 且可

作药和料酒ꎬ 为人们逢年过节必备饮品ꎮ
(六) 油馍馍

以糜子为原料ꎬ 是中间有孔的环状小圆饼ꎬ 油炸熟后呈金黄泛红色ꎮ 在逢年过节的

筵席中食用ꎬ 在延安民俗中是富裕吉祥的象征ꎮ
(七) 洋芋擦擦

洋芋即土豆ꎬ 把洋芋用擦子擦成寸长的薄片ꎬ 拌入花椒、 葱丝、 姜粉、 盐末等ꎬ 同

面粉搅匀ꎬ 上锅蒸熟ꎮ 食用时调入蒜泥、 辣子面、 酱、 醋和葱炝清油等ꎬ 或者入锅爆

炒ꎮ 味道酥绵可口ꎮ
(八) 凉粉

由绿豆、 扁豆、 洋芋或荞麦加工而成ꎬ 清爽可口ꎬ 酸辣香味俱全ꎬ 具有清热解毒、
消暑止渴之效ꎮ 用绿豆粉面制作而成的叫 “绿豆凉粉”ꎬ 用扁豆粉面制作而成的叫 “扁
豆凉粉”ꎬ 由洋芋淀粉制作而成的叫 “洋芋凉粉”ꎬ 由荞麦糁子制作而成的叫 “荞面凉

粉”ꎮ 凉粉中以绿豆凉粉为上乘ꎬ 其色泽嫩绿鲜亮ꎬ 一年四季皆可食用ꎬ 盛夏时节最佳ꎮ
有冷热两种吃法ꎬ 老少皆宜ꎮ

(九) 杂面

以豌豆、 红豆或豇豆作原料的风味面食ꎮ 将五六升圆豆粒儿在石磨上磨成豆瓣ꎬ 与

麦子按比例搅拌起来ꎬ 磨成精细的面粉ꎬ 而后就可以擀成杂面ꎮ
(十) 搅团

意为 “用面搅成的糨糊”ꎮ 根据用料不同ꎬ 分为荞面搅团、 玉米搅团和洋芋搅团ꎬ
其中用荞面做搅团ꎬ 更筋道味美ꎮ 民间有一种说法: 谁家娶的媳妇儿贤不贤惠ꎬ 是要看

看她做的搅团光不光ꎬ 或筋道不筋道ꎮ 搅团的做法有很多种ꎬ 有水围城、 漂鱼儿ꎮ 有烩

搅团、 炒搅团和凉拌搅团等多种吃法ꎮ
(十一) 洋芋磨磨

也叫洋芋馍馍或黑楞楞或歪歪等ꎬ 是巧媳妇用薯类代粮的杰作ꎮ 把洋芋放在抿节床

的背面磨成糊状ꎬ 去掉多余水分ꎬ 然后拌面ꎬ 加进调料ꎬ 捏成丸子状蒸熟食用ꎮ
(十二) 煎饼

由精制荞麦糁加工而成ꎬ 薄如蝉翼、 凉爽味鲜ꎬ 一年四季均可食用ꎮ 种类有 “豆腐

干煎饼” “热豆腐煎饼” “菜卷煎饼” “酥肉煎饼”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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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第三章　 旅游设施与服务

第一节　 旅行社、 宾馆、 酒店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旅游接待设施有延安宾馆、 延安招待所、 延安饭店等 １４ 处ꎮ 随着

经济的迅速发展ꎬ 宝塔区旅游业和旅游服务业发展很快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旅行社 ４２
家ꎬ 导游员 ５００ 多名ꎮ 星级宾馆涉旅饭店 ２２ 家ꎬ 其中四星级 ３ 家、 三星级 １３ 家、 二星

级 ６ 家ꎮ 其他宾馆、 旅社、 招待所 ３２７ 家ꎮ 旅游从业人员 ３ 万余人ꎬ 年接待能力 ２０００ 多

万人ꎮ 全区有乡村旅游接待村 ３０ 余个ꎬ “农家乐” 经营户 ３００ 余户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接待游客

２７２ 万人次ꎬ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８ １６ 亿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共接待海外游客 １２ ０１ 万人

次ꎬ 收入 ９０８ ５０ 万美元ꎬ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４０ ６５％和 ３７ ８８％ꎻ 接待国内游客 ４９７ 万人

次ꎬ 收入 ２０ ６９ 亿元ꎬ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０％ 和 １９％ꎻ 旅游总收入 ２１ ２７ 亿元ꎬ 增

长 ２０％ꎮ

第二节　 旅游线路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来宝塔区域内旅游的国内外游客ꎬ 根据游赏内容及景点分布的不同ꎬ
可游线路主要有 ３ 种ꎮ 尤其是延安市宝塔区的红色景点比比皆是ꎬ 贯穿于各式旅游线路

之中ꎮ
一、 一日游

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革命旧址—枣园革命旧址—清凉山—延安新闻纪念馆—抗

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宝塔山—观赏 «延安颂»ꎮ
二、 二日游

第一天　 观赏延安保卫战实景剧—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

馆—清凉山—延安新闻纪念馆ꎮ
第二天　 宝塔山—凤凰山革命旧址—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西北局旧址—杜公祠—

南泥湾景区—鲁艺旧址—观赏 «信天游»ꎮ
三、 三日游

第一天　 枣园革命旧址—观赏延安保卫战实景剧—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杨家岭革命

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清凉山—延安新闻纪念馆—宝塔山—观赏 «延安颂»ꎮ
第二天　 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凤凰山革命旧址—延安大桥留影—鲁艺学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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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 «信天游» «延安保育院»ꎮ
第三天　 南泥湾景区—杜公祠—西北局革命旧址—西北局革命纪念馆—万花山景

区—花源屯民俗文化村—观赏黄土风情演出ꎮ

第三节　 旅游商品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有延安市荟萃工艺厂、 延安市新华陶瓷厂两家旅游商品制造厂ꎬ 主要

产品有石雕狮子、 紫砂壶等ꎮ 旅游商品还有棉絮画、 陕北剪纸、 刺绣、 农民画、 毛绣、
泥塑等ꎮ

随着红色旅游业发展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旅游商品逐年增加ꎬ 有毛泽东像章、 毛

泽东铜像、 腰鼓、 旅游提包、 棉絮画、 布堆画、 布玩具等产品ꎻ 陕北民歌、 陕北秧歌、
陕北说书、 腰鼓、 唢呐等民间艺术音像制品及出版发行物ꎻ 荞麦、 杂豆、 小米、 豆腐

干、 红枣、 苹果、 枣酱、 米酒、 油糕、 延安烟等土特产ꎮ 其中ꎬ 陕北剪纸ꎬ 以粗犷淳朴

简明的风格著称而广为流行ꎬ 享誉海内外ꎮ 延安刺绣ꎬ 特点为色彩艳丽、 古朴、 粗犷ꎮ
延安农民画ꎬ 融绘画、 剪纸、 刺绣于一体ꎬ 以想象奇特、 构图丰满、 夸张传神、 色彩浓

艳、 装饰性强等特点著称ꎮ 布堆画ꎬ 以造型古拙完美、 朴素大方、 色彩华丽为特点ꎮ

第四节　 旅游宣传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旅游局与外事办分置ꎬ 正式单设ꎬ 科级建制ꎬ 属区政府具有行政职能

事业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局编制 １０ 人ꎬ 协理 ２ 人ꎬ 由区政府办公室代管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为 «中国旅游报» 选送 １０ 幅本区乡村旅游图片ꎻ 制作图展、 折页宣传ꎻ

深入景点景区宣传指导ꎻ 制作旅游专题片在延安电视台滚动播出ꎮ 有 ３００ 多户 “农家

乐” 经营户、 从业人员 １２００ 多人ꎬ 直接收入 ３８０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接待国内外游客

３８６ 万人次ꎬ 旅游综合收入 １４ ６ 亿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参与 “陕北过大年” 黄土风情旅游活

动ꎬ 展示 “圣地延安、 魅力宝塔” 旅游形象ꎻ 借助中央电视台、 凤凰卫视拍摄宣传ꎻ 配

合省旅游局编制 “十二五” 旅游调研规划ꎻ 参加省第十四届 “西洽会”、 旅游文化展览

馆等布展工作ꎬ 发放宣传折页及资料 １ ４ 万余份ꎻ 举办首届 “万花山牡丹节”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建成 ６ 个旅游休闲山庄、 ４００ 多个农家乐ꎮ 接待国内外游客 ４１３ 万人次ꎬ 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１５ ７ 亿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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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金融

第十四编　 财税　 金融

　 　 １９８０ 年后ꎬ 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绩ꎬ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ꎬ 全区经济发展速

度加快ꎬ 财政收入不断增长ꎮ １９９４ 年ꎬ 财政总收入 ４２７８ ９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７８ 年增长 ２ ９
倍ꎬ 财政支出 ６８９５ ８ 万元ꎬ 比 １９７８ 年增长 ２ ９２ 倍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国家实行分税制的财政

体制改革ꎬ 税收划分为国家税、 地方税和国家地方共享税三大类ꎮ 由于大宗税源划为国

税ꎬ １９９５ 年延安市财政收入由 １９９４ 年的 ４２７８ ９０ 万元减为 ３７４８ １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地

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ꎬ 达到 １０４５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财政总收入达到 ７６５９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财政总收入 １５２７８３ 万元 (上划中央两税 ６７４７１ 万元)ꎬ 较上年增加 ９ ７２％ꎮ 国税

入库工商各税 ３０４５２ 万元ꎬ 地税入库工商各税 ５２６０３ 万元ꎮ 全区金融机构健全ꎬ 金融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区内金融机构 ９ 家ꎬ 全区存款余额 ３２６９４７０ 万元ꎬ 理赔支

出 ３７１４ 万元ꎮ

第一章　 财　 政

第一节　 财政机构

宝塔区财政局　 １９９０ 年称延安市财政局ꎬ 科级建制ꎬ 内设政办股、 综合计划股、 农

财股、 预算股ꎮ 下辖财政生产管理局ꎮ 下设柳林、 桥沟、 枣园、 河庄坪、 川口、 李渠、
姚店、 甘谷驿、 青化砭、 蟠龙、 南泥湾、 麻洞川、 临镇、 万花山、 梁村城区 １６ 个财政

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地改市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财政局ꎬ 下辖下设机构不变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在机构改革中ꎬ 宝塔区财政局职能部门调整ꎬ 内设机构 １０ 个ꎬ 分别为:
政秘股、 综合股、 预算股、 国库股、 农财股、 企业股、 会计股、 政策法规股、 国有资产

经管中心 (事业性质)、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事业性质)ꎮ 行政编制 ２５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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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 ３ 人、 总会计师 １ 人ꎻ １１ 月ꎬ 成立 “延安市宝塔区财政局后勤服务中心”ꎬ 全额

拨款ꎬ 事业性质ꎬ 编制 ８ 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政策法规股更名为政府采购管理股ꎮ 区财

政局下辖 １７ 个基层财政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 将原 １７ 个基层财政所整合成 １１ 个ꎬ 即川口

财政所并入桥沟财政所ꎬ 河庄坪财政所并入枣园财政所ꎬ 冯庄财政所并入李渠财政所ꎬ
甘谷驿财政所并入姚店财政所ꎬ 官庄财政所并入临镇财政所ꎬ 南泥湾财政所并入麻洞川

财政所ꎮ 城区、 柳林、 蟠龙、 青化砭、 万花山 ５ 个财政所维持不变ꎮ 整合后的 １１ 个财政

所为副科级建制ꎮ 截至年底ꎬ 宝塔区财政局内设办事机构仍为 １０ 个ꎬ 分别为政秘股、
综合股、 预算股、 国库股、 农财股、 企业股、 会计股、 采购管理股、 国有资产经管中心

(事业性质)、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事业性质)ꎮ 下辖 １１ 个乡镇财政所ꎮ
会计师事务所延安市分所　 １９９１ 年成立ꎮ 属社会中介机构性质ꎬ 主要业务有: 查账

验资、 资产资金评估、 财务管理咨询、 会计人员培训及会计报表审计等独立审计业务ꎮ
按照 １９９９ 年财政部 «会计师 (审计) 事务所脱钩改制实施意见» 的要求ꎬ 停止办理验

资、 评估及审计业务ꎬ ２０００ 年人员归并宝塔区会计管理中心ꎮ
延安市宝塔区财税监督检查局　 １９９２ 年ꎬ 成立 “延安市税收财务大检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ꎬ 归口延安市财政局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５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ꎬ 副主任 １ 人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更名为 “延安市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ꎮ 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相关财政法律法规ꎬ
组织实施对全市各部门财务收支的检查和整改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依据宝塔区机构编制委

员会 «关于调整区属事业单位编制的通知»ꎬ 编制 ９ 人ꎬ 其中主任 １ 人、 主任科员 １ 人、
副主任科员 ３ 人、 科员 ４ 人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更名为 “延安市宝塔区财税监督检查局”ꎬ
业务范围、 职能未变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根据延安市宝塔区机构编制委员会 «关于 ‹宝塔区

行政编制置换意见› 的通知» 精神ꎬ 财税监督局列入宝塔区行政编制置换范围ꎬ 并入区

财政局ꎮ 改为区财政局内设机构ꎬ 公务员身份人员划入区财政局ꎬ 非公务员身份人员编

制划入区财政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ꎮ
宝塔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９９２ 年成立ꎮ 隶属于延安市财政局ꎬ 事业单位ꎬ 科级建

制ꎬ 编制 ８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主要负责全市国有资产管理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宝塔区机构改革ꎬ 国有资产管理局并入宝塔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经管中心ꎮ

宝塔区农业税收管理局 　 １９９８ 年成立ꎮ 隶属于宝塔区财政局ꎬ 事业单位ꎬ 科级建

制ꎬ 编制 １５ 人ꎮ 主要负责全区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水利建设基

金的征收管理ꎮ
延安市宝塔区政府采购管理中心　 ２０００ 年成立ꎮ 隶属于宝塔区财政局ꎬ 事业单位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７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主要职责是区直属单位集中采购ꎮ
延安市宝塔区会计管理中心　 ２０００ 年成立ꎮ 隶属于宝塔区财政局ꎬ 事业单位ꎬ 副科

级建制ꎬ 编制 ３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ꎮ 负责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会计统管委派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 日升为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３２ 人ꎬ 行政管理人员 ６ 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６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ꎬ 负责全区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集中结算和各乡镇结算站的业

务ꎮ 宝塔区会计管理中心更名为宝塔区会计结算中心ꎮ
宝塔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２０００ 年成立ꎬ 与宝塔区资金局为两块牌子、 一套机

构ꎮ 负责担保项目的初审、 论证、 评估ꎻ 对经评审通过的项目出具担保文书ꎬ 落实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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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措施ꎬ 对再担保项目进行监督管理ꎻ 对有关担保资金进行财务管理ꎬ 实行会计核算ꎻ
按照有关管理办法ꎬ 办理担保项目代偿业务ꎬ 追索代偿金ꎬ 与有关部门共同协商处理各

类合同争议或纠纷ꎮ
延安市宝塔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２００９ 年成立ꎬ 与区财政生产资金管理局为两块牌

子、 一套机构ꎬ 增加事业编制 ２ 人ꎮ 负责财政性投资ꎬ 预算内资金、 预算外资金、 部门

专项资金、 政府性外资贷款ꎻ 实施基本建设、 技术改造、 国土资源勘探项目的评估、 审

查、 咨询工作ꎻ 开展与财政性投资、 咨询有关的市场研究、 财务管理、 投资风险分析、
信息服务等业务ꎮ

第二节　 财政体制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地区实施的以利改税、 划分税种、 核定收支、 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

制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ꎬ 实行收入划分、 增长分成的管理体制ꎬ 为 “分税制” 奠定基础ꎮ
１９９４ 年ꎬ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ꎮ 实施 “分税制”ꎬ 原税务机构分为国家税务、 地方税

务两套机构ꎮ 根据 «国务院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收返还改为与本地区增值税增长率挂

钩的通知» 及 «国务院关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规定ꎬ １９９４ 年以后ꎬ 税收返

还额在 １９９３ 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ꎬ 递增率按本地增值税和消费的平均增长率的 １ ∶ ０ ３
系数确定ꎬ 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增长 １％ꎮ 涉及地方与中央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ꎮ 延

安地区关于实行 “分税制” 财政体制后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ꎬ 各县市将 ７５％的

增值税和 １００％消费税上交中央财政ꎬ ８５％部分用为 “预抵税收返还收入”ꎬ 由中央财政

通过省级财政返还给地区ꎬ 地区财政局根据县 (市) 上交的所属企业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数额ꎬ 按照分成上解比例在 “预抵税收返还收入” 中予以返还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乡镇实行 “划分税种ꎬ 拟定收支ꎬ 定额补贴或定额上解、 超收分成、 短

收超支不补” 的乡财政管理体制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对区、 乡实行 “分灶吃饭ꎬ 乡级管理” 财政体制ꎬ 制定 «宝塔区

乡 (镇) 财政管理体制»ꎬ 理顺区乡财政分配关系ꎮ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乡 (镇) 财政

机构改革方案»ꎬ 对乡镇财政的工作职能、 机构设置、 岗位设置、 编制设置和岗位职责

进行规范ꎮ

第三节　 财政收入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长ꎬ 财政实力明显增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地方财

政收入达到 ８５３１２ 万元ꎬ 较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５０ ２７ 倍ꎬ 年均增长 ２１ ７６％ꎮ
一、 税收收入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宝塔区税收收入 １２３３５ 万元ꎬ 其中工商税收类 １０４１７ ８ 万元ꎬ 农牧

业税和耕地占用税类收入 ６６８ 万元ꎬ 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 １０５８ ２ 万元ꎬ 国营企业调节税

１９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税收收入 １７７８１ ３０ 万元ꎬ 其中工商税收类 １２３７７ ３ 万元ꎬ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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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和耕地占用税类 ２４７９ ３ 万元ꎬ 企业所得税 ２９２４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税收收入 ８３２１７ 万元ꎬ 其中增值税 １１９０２ 万元ꎬ 营业税

３８９９４ 万元ꎬ 企业所得税 １１３６５ 万元ꎬ 农业税 １６４５ 万元ꎬ 农业特产税 １６６８ 万元ꎬ 耕地

占用税 １６６７ 万元ꎬ 契税 ５１ 万元ꎬ 其他税收收入 １５９２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税收收入 ５０５０２ 万元ꎬ 其中增值税 １３３０５ 万元ꎬ 营业税

２００６９ 万元ꎬ 企业所得税 ３４６７ 万元ꎬ 耕地占用税 ３７７２ 万元ꎬ 契税 ５７１ 万元ꎬ 其他税收

收入 ９３１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税收收入 ８０３５８ 万元ꎬ 其中增值税 １５０３２ 万元ꎬ 营业税

３２１９９ 万元ꎬ 企业所得税 ３４４６ 万元ꎬ 耕地占用税 ６３８２ 万元ꎬ 契税 ２４２６ 万元ꎬ 其他税收

收入 ２０８７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税收收入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税收收
入合计

工商税收收入 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

合计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

所得税
其他税收 合计 农业税

农业
特产税

耕地
占用税

契税 烟叶税

１９９０ ２０３５ ３ １８３３ ７ ６６ ８２５ ８ １９８ ７４３ ９ ２０１ ６ ６８ ４ ２９ ６ １０３ ２ ０ ４ —

１９９１ ２５９７ ８ ２４６０ ９４ １ ９６６ ３ １７５ ７ １２２３ ９ １３７ ８ ６６ ４ ３３ ６ ３５ ７ ２ １ —

１９９２ ３１１７ ４ ２９２７ ８ ８５ ６ １１７８ ４１７ １２４７ ２ １８９ ６ ６７ ２ ５４ ８ ６３ ８ ３ ８ —

１９９３ ４５８４ ５ ４４４５ ５ ３０４ １ １７０２ ３ ６００ ８ １８３８ ３ １３９ ６５ ６ ５５ ３ １５ １ ３ —

１９９４ ３６２１ １ ３２９５ ５ ３５４ ６ １０６９ ５ ５１７ ７ １３５３ ７ ３２５ ６ １２７ ２ １９１ １ ３ ６ ３ ７ —

１９９５ ４０３６ ６ ３４０２ ５ ４５９ ７ １２２２ ２ １７６ ３ １５４４ ３ ６３４ １ １２４ ２ ３７３ ５ １３３ ６ ２ ８ —

１９９６ ５００１ ６ ４１７３ ６５８ １３８６ １０９４ ７ １０３４ ３ ８２８ ６ １６６ ３４５ ６ ３１３ １ ３ ９ —

１９９７ ５１２２ ４４３１ ７２８ １４９５ １１３６ １０７２ ６９１ １４４ ３８４ １５９ ４ —

１９９８ ５８４０ ５１０９ ８０６ １９９０ １１２９ １１８４ ７３１ １４４ ３８７ １９１ ９ —

１９９９ ７８８４ ６８２３ ７４５ ３０２３ １５０１ １５５４ １０６１ １７３ ３８５ ５０１ ２ —

２０００ ９３７８ ８６３５ ８９４ ３７１７ ２７９０ １２３４ ７４３ １３８ ２２２ ３７６ ７ —

２００１ １１１０７ １０６０３ １８５８ ２５５９ ４４２０ １７６６ ５０４ ８０ ２４９ １７５ — —

２００２ １０４９２ ９９５５ ２０９９ ４７９８ ５８２ ２４７６ ５３７ ２５ １１８ ３８０ １４ —

２００３ １８４４７ １７５４８ ２３８９ １０５１５ ５１６ ４１２８ ８９９ ５８９ ２４７ ４４ １９ —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９ １９５１３ ３１１１ １２３９２ ４２７ ３５８３ ５５６ ４９６ ６０ — — —

２００５ １３６６６ １１６０８ ３５１８ ５１７９ ８５５ ２０５６ ２０５８ — — １９４５ １１３ —

２００６ １６９７８ １５３７６ ４５４４ ６２８４ １３３６ ３２１２ １６０２ — — １３５８ １１４ １３０

２００７ １９８５８ １９０４５ ５２４３ ８６０６ １２７６ ３９２０ ８１３ — — ４６９ ３４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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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税收收
入合计

工商税收收入 农业税和耕地占用税

合计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

所得税
其他税收 合计 农业税

农业
特产税

耕地
占用税

契税 烟叶税

２００８ ２３５６２ ２２５６２ ５５４２ ９６９９ １３００ ６０２１ １０００ — — ７９０ ２１０ —

２００９ ２７３４９ ２３５９４ ４９１３ １０８５７ ９５７ ６８６７ ３７５５ — — ２６９３ １０６２ —

２０１０ ２９４４７ ２５３９４ ４５７７ １１６４３ １１８９ ７９８５ ４０５３ — — ２８９９ １１５４ —

　 　 二、 非税收入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非税收入 ２７６０５３ ３ 万元ꎬ 其中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国有企

业上缴利润) ２４７３０４ ６ 万元ꎬ 占非税总收入的 ８９ ５９％ꎻ 罚没收入 ６７４５ ９ 万元ꎬ 占非税

收入的 ２ ４４％ꎻ 专业收入 １９８５８ ５ 万元ꎬ 占非税收入的 ７ １９％ꎻ 其他收入 ２１４４ ３ 万元ꎬ
占非税收入的 ０ ７８％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非税收入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２ 单位: 万元

年份
非税收入

合计
国有资产
经营收益

国有企业
计划亏损

补贴
罚没收入 专项收入 其他收入 说明

１９９０ －３７１ ２ — －４４３ ３ ５９ ７ ２９ ９ －１７ ５ 其他收入含国营企业承包
退库－２０ ６ 万元

１９９１ －５３ ９ — －５９１ ８５ ６ ５３ ６ ３９７ ９ 其他收入含社会保险基金
收入 ４１８ ６０ 万元

１９９２ －２６５ ７ — －５０４ ３ １８５ ３ ６３ ９ －１０ ６ 其他收入含国有企业承包
退库－１０ ６０ 万元

１９９３ －１０２０ ６ — －７３４ ９ ４９ ６５ １ －３９９ ８ 其他收入含国有企业承包
退库－４０８ ７０ 万元

１９９４ －３８４ ９ ６８ －７３４ １０３ １ １０３ ２ ７４ ８ —

１９９５ －２８８ ５ ５４ ４ －７１７ ７ １９５ １ １１５ ２ ６４ ５ —

１９９６ ２５５ ９ ４３５ ２ －５４６ ２２７ １ ６９ ６ ７０ —

１９９７ －１０２ — －３４５ ９７ — １４６ —

１９９８ ８８４ ２００ －４３５ ７１５ ３９５ ９ —

１９９９ ８２０ ３００ －４２９ ６４７ ３００ ２ —

２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３００ －４４５ ７４０ ４８２ — —

２００１ ９８６ ７ －１３７ ５２４ ５９０ ２ —

２００２ ３９９６ ２４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７７ ６２３ — —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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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非税收入

合计
国有资产
经营收益

国有企业
计划亏损

补贴
罚没收入 专项收入 其他收入 说明

２００３ １１８８ — －８６ ２０８ ９７６ ３３ —

２００４ １２３９２ １０７００ — ３５２ １２２７ ５８ —

２００５ ２５３２４ ２３２２６ — ２３９ １３７６ １０３ —

２００６ ３１８２３ ２９０００ — １５３ ２１６０ ４７ —

２００７ ４５７３７ ４２４２８ — ２００ ２３７２ ２２９ —

２００８ ４７４１５ ４４６１７ — ２３ ２６９６ ７９ —

２００９ ４８４６９ ４５０２９ — ２７８ ２８７６ ４５ —

２０１０ ５５８６５ ４８５４０ — ５８８ ３２８５ １１８２ —

三、 上级补助收入

１９９０ 年ꎬ 上级补助收入分为财力性收入、 转移支付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ꎮ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按照新的财政收支科目分类ꎬ 将上级补助收入分为税收返还补助收入、 财力性

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性收入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上级补助收入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３ 单位: 万元

年份 上级补助收入合计 税收返还补助收入 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性收入

１９９０ ２４５４ ９ — １３２９ ６ １１２５ ３

１９９１ ２２７２ ４ — １１８８ ２ １０８４ ２

１９９２ ２０６７ ５ — １１３０ ４ ９３７ １

１９９３ ３３５１ ９ — ２２７２ ７ １０７９ ２

１９９４ ３５２４ ３ ８４９ １ １１９０ １４８５ ２

１９９５ ５００７ ９ １２６５ ９ １２２０ ９ ２５２１ １

１９９６ ４５５１ ３ １０６４ ４ ９７３ ２５１３ ９

１９９７ ４６２４ ７ １０８１ ７ １３７７ ２１６６

１９９８ ４４７１ １０９８ １１５５ ２２１８

１９９９ ４５２８ １０８６ １５９１ １８５１

２０００ ４５６６ １１１８ １７４８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１ ５３０７ １２９７ ２３６５ １６４５

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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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上级补助收入合计 税收返还补助收入 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 专项转移支付性收入

２００２ １０６０２ ４３９９ ４４６６ １７３７

２００３ １１９１２ ４６０１ ５４５４ １８５７

２００４ １１７９１ ４７８２ ５２６５ １７４４

２００５ １８５８３ ５１７７ １０６８４ ２７２２

２００６ ２４０３２ ５４３５ １２２３２ ６３６５

２００７ ３２８９４ ５５８０ １５８２８ １１４８６

２００８ ３９９４２ ５６３７ １４３８６ １９９１９

２００９ ４６８６７ ５５３６ １６４０１ ２４９３０

２０１０ ５７２２７ ５４８８ １５９３２ ３５８０７

第四节　 财政支出

一、 地方财政支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ꎬ 财政支出总额 ２４７３２７ 万元ꎮ 其中ꎬ 基本建设支出 ８２５ ３ 万元ꎬ 占财

政支出总额的 ０ ３３％ꎻ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９４４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０ ３８％ꎻ 农林水

利气象事业支出 ２２３３３ ４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９ ０３％ꎻ 发展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

８７７０２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３５ ４６％ꎻ 社会保障支出 (抚恤和社会救济、 行政事业单

位离退休方面的支出) １３９１１ ３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５ ６２％ꎻ 行政管理费支出

３６６３７ １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１４ ８１％ꎻ 公、 检、 法支出 １８７９７ ９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

总额的 ７ ６０％ꎻ 城市维护费 １６２３３ ２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６ ５６％ꎻ 工商业交通等部

门的支出 １５１１０ ７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６ １１％ꎻ 专款支出 ５５５８ ９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

总额的 ２ ２５％ꎻ 其他支出 ２９２７０ ２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１１ ８３％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财政支出总额 １２８４４０ 万元ꎮ 其中ꎬ 公共服务支出 ３０９２２ 万

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２４ ０８％ꎻ 公共安全支出 ５３４４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４ １６％ꎻ
农林水事务支出 １８３７４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１４ ３１％ꎻ 文教科学卫生事务支出 ４９１０２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３８ ２３％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５８０３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４ ５２％ꎻ 交通运输支出 ９８５６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７ ６７％ꎻ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５８９２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４ ５９％ꎻ 其他支出 ３１４７ 万元ꎬ 占财政支出总额的 ２ ４５％ꎮ 据

２００７ 年底统计ꎬ 宝塔区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地方财政支出总额 ３７５７６７ 万元ꎬ 财政总支出

４２２５４６ ６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起ꎬ 由于中央、 省、 市各类专项支出的不断增多ꎬ 以及公务员津补贴和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政策的执行ꎬ 全区支出水平大幅提高ꎮ 同时ꎬ 支出结构趋于合理ꎬ 各项重

点支出ꎬ 教育、 卫生、 科技、 社会保障、 “三农” 等支出得到较好保障ꎬ 财政宏观调控

８４４



能力大幅增强ꎬ 各项财政支出改革成绩显著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３３４３６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宝塔区地方财政支出汇总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４ 单位: 万元

年份
支出
总计

基本建
设支出

企业挖
潜改造
资金

农林水
利气象
事业费
支出

文教科
学卫生
事业费
支出

社会保
障支出

行政管
理费支出

公检法
司支出

工业交
通及商
业等部
门事业
费支出

城市
维护费

专款
支出

其他
支出

１９９０ ４６０５ １ — — ５７９ １ １２０１ ２３４ ８ ４８５ ４ ２４８ ８ — ７０３ ５ ２９ ９ １１２２ ６

１９９１ ４８８３ ３ — ７ ４００ ４ １２９１ ２ ２４９ ５ ５７４ １ ２２７ ８ — ８７７ ４ ５３ ６ １２０２ ３

１９９２ ５２６３ ４ — ２ ５２５ １４７７ ７ ３４１ ７ ７５９ ５ ２８８ ４ ２５０ １ ９３６ ６ ６３ ９ ６１８ ５

１９９３ ６６５９ ８ — １１３ ４６６ ２ １６２７ ６ ３０６ ５ ７６５ ９ ２９５ １８５ ９ ２０１８ ７５ １ ８０６ ６

１９９４ ６８９５ ８ — １５ ６６８ ２４０７ １ ３３０ ４ １１６４ ８ ４６９ １ ３３８ ６ ８８７ １ １０３ ２ ５１２ ５

１９９５ ８５９６ ８ ６９７ ３０ ５１ ７９９ ２ ２６５１ ５ ３９４ ３ １１３３ ７ ５８２ ６ ２０３ ３ ６９１ ６ １１５ ２ １２７７ １

１９９６ ９９４８ ８ — ８９ ９４４ ５ ３５７８ ９ ４１９ １ １６０２ ７ ８４１ ２ ３４６ ８ ６１８ ２８ １４８０ ６

１９９７ １００３８ — １６５ １０１１ ３６７２ ５７７ １４６６ ５６７ ３３８ １０８７ —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８ １１４８０ — １１３ １０８７ ４１０８ ５８５ １５８７ １２２３ ５３１ ６４５ ３９５ １２０６

１９９９ １２７８８ — １５１ １２０６ ４８８４ ８７９ １８１８ １２８６ ４６６ ５５２ ３４０ １２０６

２０００ １４６２６ — １６０ １２１７ ５４１５ ８９０ ２３７８ １５６５ ５０６ ３７８ ５１７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７４８２ — ２３ １４０１ ６９０８ １０８２ ３３３２ １９７８ ５７３ ３３６ ６３３ １２１６

２００２ ２２６８０ — ２０ １６６１ ８５１８ １６５０ ３６３９ ２１１６ ６４４ １３２２ ６６７ ２４４３

２００３ ２８０８２ — — ２０６１ １００９５ ２１２４ ４０４５ ２８５６ １１９３ １７０１ ７９５ ３２１２

２００４ ３９０２１ ２０ ３５ ４１６９ １２０９３ １７３２ ５２９４ １５２１ ４３２８ ２２２６ ９７３ ６６３０

２００５ ４４２７７ １０８ — ４１３８ １７７７４ ２１１９ ６５９２ ２７３３ ５２０７ １２５４ ７７０ ３５８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宝塔区地方财政支出汇总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５ 单位: 万元

年份 支出总计
一般公
共服务

公共安全
农林水
事务

文教科学
卫生事务

社会保障
和就业

城乡社区
事务

交通运输
工商业金
融等事务

环境
保护

其他支出

２００６ ５５８２８ １１４１９ ２５８２ ７３７３ ２２２９６ ２５６８ ２１５２ ５５９５ ８８７ ３０６ ６５０

２００７ ７２６１２ １９５０３ ２７６２ １１００１ ２６８０６ ３２３５ ３７４０ ４２６１ １０３３ ５０ ２２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财政支出汇总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６ 单位: 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一般公共服务 ２５９１６ ３３７３６ ３７１８５

公共安全 ２８５２ ２９７５ ３０３１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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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教　 育 ３２５０６ ３０１７６ ３２８９６

科学技术 １０８０ １０７１ １１３７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２２５９ １６２７ ２１５６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４１３２ ６６３０ ６０７４

医疗卫生 ７５２３ ７４２１ ９６８４

环境保护 １５８ ７０６５ １４９３

城乡社区事务 ７８６０ ４９８３ １２４０

农林水事务 １１５０３ １２３６７ １９０５０

交通运输 ２６３６ １４３３ ２７３９

采掘电力信息等事务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 １５４ １２０ ２６１

粮油物资储备及金融监管
事务 (住房保障支出、

粮食安全物资储备事务)
３２３５ １２３２ ３１７８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 — ０ １４９６

其他支出 １０ ４５ ３５

合　 计 １０１８２４ １１０８８１ １２１６５５

二、 上解支出

上解支出是指地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或财政体制的规定ꎬ 上解中央的各项支出ꎮ 宝

塔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上解支出 ４６７７９ ６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上解支出 ５０９４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上解支出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７ 单位: 万元

年份 上解支出 年份 上解支出

１９９０ ６ １ ２００１ ２８８

１９９１ ３８ ５ ２００２ ２３３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３ ２８５７

１９９３ ４４ ５ ２００４ ５１６１

１９９４ １７ ７ ２００５ ８０５６

１９９５ ９１ ７ ２００６ １１０５１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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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上解支出 年份 上解支出

１９９６ ２０ １ ２００７ １６１４２

１９９７ １２４ ２００８ １６８７１

１９９８ ７０ ２００９ １７１１７

１９９９ ２５９ ２０１０ １６９５５

２０００ ２２２

第五节　 预算管理

一、 财政收支概况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地方财政收入总额 ５１８１３５ ４０ 万元ꎮ 其中ꎬ 税收收入

２４４３９０ ３０ 万元ꎬ 占收入总额的 ４７ １７％ꎻ 非税收入 ２７３７４５ １０ 万元ꎬ 占收入总额的

５２ ８３％ꎻ 上划中央税收收入 ２９２８７９ ２０ 万元ꎻ 财政总收入 ９０３４６７ ６０ 万元ꎻ 上级补助收

入 ３００５７６ ９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地方财政支出总额 ７１０１２７ 万元ꎬ 上解支出 ９７７２２ ９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８

年份
财政收入合计

(万元)
较上年增减

(％)
财政支出合计

(万元)
较上年增减

(％)

１９９０ １６６４ １ — ４６０５ １ —

１９９１ ２５４３ ９ ５２ ８７ ４８８３ ３ ６ ０４

１９９２ ２８５１ ７ １２ １０ ５２６３ ４ ７ ７８

１９９３ ３５６３ ９ ２４ ９７ ６６５９ ８ ２６ ５３

１９９４ ３２３６ ２ －９ １９ ６８９５ ８ ３ ５４

１９９５ ３７４８ １ １５ ８２ ８５９６ ８ ２４ ６７

１９９６ ５２５７ ５ ４０ ２７ ９９４８ ８ １５ ７３

１９９７ ５０２０ －４ ５２ １００３８ ０ ９０

１９９８ ６７２４ ３３ ９４ １１４８０ １４ ３７

１９９９ ８７０４ ２９ ４５ １２７８８ １１ ３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５５ ２０ １２ １４６２６ １４ ３７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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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财政收入合计

(万元)
较上年增减

(％)
财政支出合计

(万元)
较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１ １２０９３ １５ ６７ １７４８２ １９ ５３

２００２ １４４８８ １９ ８０ ２２６８０ ２９ ７３

２００３ １９６３５ ３５ ５３ ２８０８２ ２３ ８２

２００４ ３２４６１ ６５ ３２ ３９０２１ ３８ ９５

２００５ ３８９９０ ２０ １１ ４４２７７ １３ ４７

２００６ ４８８０１ ２５ １６ ５５８２８ ２６ ０９

２００７ ６５５９５ ３４ ４１ ７２６１２ ３０ ０６

２００８ ７０９７７ ８ ２ １０１８２４ ４０ ２３

２００９ ７６０１５ ７ １ １１０８８１ ８ ８９

２０１０ ８５３１２ １２ ２３ １２１６５５ ９ ７２

二、 预算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制定 «１９９０ 年单位用款计划办法»ꎬ 由单位按照核定的预算数提出

分月用款计划ꎬ 有效地控制财政支出ꎬ 加强预算的总额管理ꎬ 保证重点项目用款和特殊

情况急需资金的使用ꎮ 同年ꎬ 财政部实施契税征收ꎬ 税收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管理ꎬ 省市

不再参与分成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ꎬ 支农资金管理实行投资、 效益、 责任、 奖罚四挂钩的经济责任体制ꎬ

制定 «延安市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目标管理试行办法»ꎬ 规定申请使用财政支农资金的单

位ꎬ 首先要搞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论证ꎬ 落实自筹资金ꎬ 提出扶持金额ꎬ 写出书面报

告ꎬ 主管部门接到报告ꎬ 从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技术条件、 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审

核ꎬ 从宏观上进行综合、 协调、 择优淘劣ꎬ 对筛选出的项目ꎬ 报财政部门进行审核ꎮ 财

政部门根据项目选定原则ꎬ 结合财力状况进行全面考察ꎬ 确定扶持项目ꎬ 报市政府批准

后ꎬ 安排扶持资金ꎮ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ꎬ 根据延安地区财政局要求ꎬ 延安市石油钻采公司自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 日

起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ꎬ 各项税利收入按现行预算收入管理ꎬ 由税务部门负责监交和征

收并按规定报送报表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ꎬ 制定 «宝塔区 “零基预算” 实施办法»ꎬ 零基预算编制时分为

个人经费支出、 公用经费支出和专项业务费支出三部分ꎮ 个人经费支出包括基本工资、
补助工资、 其他工资、 职工福利费ꎬ 社会保障费、 助学金ꎮ 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公务费、
设备购置费、 零星修缮费和其他费用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财政实行银行代发工资制ꎬ 按照编办核实编制ꎬ 人事、 组织部门核

实工资ꎬ 财政核拨经费ꎬ 银行统一发放工资的办法ꎬ 在全区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实施 ＩＣ 卡发工资制度ꎮ

２５４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打破按隶属关系和税目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ꎬ 实施所得税收

入分享改革ꎬ 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制定 «宝塔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区级报账制管理办法» 和 «宝塔区财政

扶贫资金报账管理办法»ꎬ 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扶贫资金和退耕还林资金实行专账核

算ꎬ 专人管理ꎬ 专款专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制定 «宝塔区项目资金预算管理试行办法»ꎬ 对区属行政事业单位的项目

支出预算管理作了规范ꎬ 对项目分类、 项目申报、 项目管理原则等进行说明ꎬ 建立项目

库ꎮ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财政局财政资金内部管理暂行办法»ꎬ 对财政局内部资金的管

理从职能分工、 部门预算、 指标管理、 资金拨付、 文档管理和监督进行规定ꎬ 增加财政

资金管理透明度ꎬ 规范内部运作程序ꎬ 完善财政内部监督制约机制ꎮ 实施 «宝塔区各中

小学执行生均公用经费定额标准»ꎮ 同年 ８ 月ꎬ 全面实行 “两免一补” 政策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财政投资项目预评估管理试行办法»ꎬ 对财政投资项

目实行 “先预评估ꎬ 后下达预算” “先预评估ꎬ 后招标” “先预评估ꎬ 后拨款” 的管理

办法ꎮ 同年ꎬ 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ꎬ 规范工作程序ꎬ 明确工作职责ꎬ 优化办事环

节ꎬ 制定 «专项资金管理及报账制职责»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执行公务员津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和 “乡财乡用县监管” 改革ꎮ

制定 «宝塔区乡财乡用县监管实施方案»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面启动部门预算软件编制ꎬ 全区 ３１４ 个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实现软件编

报ꎮ 在全区教育系统实行 “蛋奶工程”ꎮ
三、 预算外资金管理

１９９２ 年ꎬ 对全市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ꎬ 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ꎬ 由财

政部门实行 “专户储存” 管理ꎬ 对实行 “专户储存” 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实行 “收支两

条线” 的管理办法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开设收支专户管理ꎬ 要求收入户用来集

中各项收费收入ꎬ 不能直接划款用作支出ꎬ 支出户用来核算经批准拨入的经费和专项支

出ꎬ 不能直接存入各项收费收入ꎮ 完善和强化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管理ꎬ 执行

“计划管理ꎬ 专户储存ꎬ 财政审批ꎬ 银行监督” 的管理办法ꎬ 将全市预算外资金ꎬ 在所

有权不变的情况下ꎬ 全部存入财政专户ꎬ 实行综合财政预算ꎬ 统筹安排预算内外收支ꎬ
实行源头票据交旧领新管理办法ꎮ 制定 «延安市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ꎬ
对全市 ５１ 户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进行清理整顿ꎬ 使财政专户储存由上年的 ２９ 户上升到

４９ 户ꎬ 专户储存率 ９６％ꎬ 专户储存金额由上年的 ３６１ 万元上升到 ４０６ 万元ꎬ 增

长 １２ ４％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区直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资金收支管理暂行办法及实

施细则»ꎬ 区直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资金的收支由财政部门按不同性质ꎬ 实行分类、 统

一管理ꎮ 要求各单位原有的收费资金过渡户报区财政局审核后撤销ꎬ 保留一个支出户ꎬ
按照 “单位开票ꎬ 银行收款ꎬ 统一开户ꎬ 收支统管” 的办法进行管理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区直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暂行办法»ꎬ 加强

对行政性收费收入和罚没收入的财政管理ꎬ 完善和规范罚没收入的监缴行为ꎬ 保证罚没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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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金融

收入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库和财政专户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规范预算外资金收支行为ꎬ 建立良好的收费资金管理秩序ꎬ 为制止乱收

费、 乱罚款、 乱摊派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行政事业性收费资金收支管理暂行办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关于实行财政票据年检制度的通知»ꎬ 对行政性收费票据、

事业性收费票据、 罚没票据实行财政票据年检制度ꎮ 为加强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工作ꎬ
有效杜绝截留、 挪用、 坐支社会抚养费的问题ꎬ 与计生局联合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

会抚养费征收票据管理的通知»ꎬ 确立社会抚养费征收实行 “收缴分离” 的管理模式ꎮ
四、 会计集中结算管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实行会计集中结算工作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会计结算集

中管理暂行办法»ꎬ 首批纳入会计集中结算的区级行政事业单位 １４９ 个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和南区区委实行会计集中结算管理ꎮ 制定 «宝塔区乡

镇会计结算集中管理实施意见»ꎮ 各乡镇政府会计集中结算工作由区会计管理中心 (以
下简称中心)ꎬ 委托各乡镇会计集中结算管理工作站 (以下简称结算站) 承办ꎮ 乡镇结

算站统一设在各乡镇财政所ꎬ 工作人员由财政所工作人员兼任ꎬ 设会计主管 １ 人 (财政

所所长兼)、 结算会计 １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会计中心对纳入会计集中结算的单位实行 “五笔会签” 报账制ꎬ 增强财务

支出的透明度ꎮ 确保项目资金的规范管理ꎬ 中心设立项目资金专柜ꎬ 同时对其他业务柜

组的项目资金实行分户核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农村扶贫、 农村减灾安居、 以工代赈项目资金、 巩固

退耕还林成果专户、 实施设施蔬菜项目专户、 草业公司、 现代农业 (苹果) 发展资金专

户、 延安地质环境检测站、 宝塔区高校毕业生见习资金专户、 区委办基建专户、 区救助

站基建专户等纳入会计集中结算ꎬ 全区纳入会计结算的区乡单位 ２１５ 个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会计结算办理报账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４－１－９

年份
办理报账

(笔)
收支总额
(万元)

拒付和纠正
报账 (笔)

拒付和纠正
金额 (万元)

２００１ 区直 (后半年) ６８０８ ９０８０ ４１５ １８０

２００２ 区直 １３１５６ １６１６９ １２７１ ２４０

２００３
区直 １９２２４ ３１６２８ ９７３ ３１０

乡镇 ３１００ ４０６５ １８６ ８４

２００４
区直 １９１８２ ３７５５５ ７４４ ２７１

乡镇 ３５６２ ４５４１ １６１ １２９

２００５
区直 ２２７９１ ７４３７９ ７５６ １９５

乡镇 ３９０５ ４８５６ １３６ １４８

４５４



续表

年份
办理报账

(笔)
收支总额
(万元)

拒付和纠正
报账 (笔)

拒付和纠正
金额 (万元)

２００６
区直 ２４０００ ９４３００ ７１６ ３８０

乡镇 ４２００ ５９１８ １３７ １６３

２００７
区直 ２０９３７ １０３１２２ ５０９ ２８３

乡镇 ５０８１ ７３１８ １４９ １４４

２００８
区直 ２６２２５ １６５８３１ ４４６ ２１１

乡镇 ８４６９ １７３２１ １９３ ８９

２００９
区直 ２４４５２ １１９１０８ ２６５ １５１

乡镇 ４１９３ ８９１７ １５１ ７２

２０１０
区直 ２８５４５ １３０９３３ ２８６ ３０３

乡镇 ６１０２ ８７２４ １２９ ９７

第六节　 国有资产管理

一、 清产核资

１９９３ 年ꎬ 制定 «延安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企业出售、 占用、 租赁国有资产的暂

行规定» «关于市属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中 “账销实挂资产” 的管理规定» «延安市

产权制度改革中有关产权界定问题的试行办法» «延安市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国有资

产的转移合并管理办法»ꎮ 对 ２６８ 户行政事业单位占用的国有资产进行全面认真地清查ꎬ
使国有资产达到账账、 账卡、 账实相符ꎬ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台账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全市国有企业中的 ８２ 户进行清产核资ꎬ 企业资产总额 ３ １６ 亿元ꎬ 负债

６２９０ 万元ꎮ 对固定资产的价值进行重估ꎬ 资产净值增加 １９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制定 «宝塔区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管理办法» «延安

市宝塔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办法» 和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ꎮ
二、 资产处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对全区 １０９ 户行政单位、 １９５ 户事业单位资产进行清查ꎬ 总资产 ７ ５２
亿元ꎬ 其中盘盈资产 ０ １９ 亿元ꎬ 资产损失 ４５０ 万元ꎮ 负债 ２ ３５ 亿元ꎬ 净资产 ５ １６
亿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委托东信和圣融两个拍卖公司ꎬ 拍卖粮油加工厂、 马家湾粮站和地毯

厂一层门面房ꎬ 成交价 ０ ２６ 亿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 ３０４ 个单位ꎬ 资产总额 ９ ６０ 亿元ꎬ 其中流动资产 ３ ２０ 亿元、 固定资

产 ６ ４０ 亿元ꎮ 对全区 ５０ 个行政事业单位的 “非转经” 资产收入进行调查ꎬ 资产总额约

０ ４３ 亿元ꎬ 收益 ６００ 万元ꎮ 配置新车的单位旧车收回财政ꎬ 收回 ４２ 辆ꎬ 拍卖总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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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 万元ꎮ
三、 政府采购资金管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ꎮ ４ 月 ２７ 日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车辆统购暂行办法»ꎮ 政府采购中心实现采购资金 ３２６ 万元ꎬ 节约

资金 ２５ 万元ꎬ 节资率 ７ ７１％ꎬ 审批自行采购项目 １６ 个ꎬ 资金 ２６ ５０ 万元ꎮ 完成机动车

辆保险定点和会议接待定点ꎬ 建立政府采购供应商库、 专家库、 需求单位库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ꎬ 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职能、 采购职能进行分离: 政府采购的监督管

理、 审批采购项目、 专户管理采购资金由区财政局负责ꎬ 组织采购业务由区政府采购中

心负责ꎮ 对区属单位的采购限额由 １０００ 元提高到 ５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订 «宝塔区政府采购供应商库管理暂行办法»ꎬ 建立 “宝塔区政府采购

供应商库”ꎬ ７ 月 １ 日起ꎬ 对入库供应商实行统一管理、 统一考核、 统一使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制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宝塔区政府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ꎬ 对政府采购范围、

采购项目、 采购限额做出相应的调整ꎬ 将医疗设备、 农用物资纳入集中采购ꎬ 限额标准

由原来的 １ 万元降低为 ３０００ 元ꎮ

第七节　 财政监督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各行政、 企事业单位进行税收财务大检查活动ꎬ 共查出违纪资金

２１４ ３３ 万元ꎮ 其中ꎬ 偷漏工商各税 １０７ ３ 万元ꎻ 挤本截利 ３６ ５ 万元ꎻ 偷漏能交基金和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 １５ ３５ 万元ꎻ 截留、 挪用、 侵占罚没收入 ３８ ２２ 万元ꎻ 任意扩大消费

基金ꎬ 挥霍浪费及超发私车补贴、 差费补贴、 误餐补贴等 １ ９６ 万元ꎻ 违反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规定 ５ １３ 万元ꎻ 违反价格规定 ９７００ 元ꎻ 其他 ８ ８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税收

财务重点检查单位 ４８２ 户ꎬ 占全地区应检查户数的 ５８％ꎬ 查出违纪资金 ８２ ０５ 万元ꎬ 入

库 ７３ ８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重点检查单位 ８７８ 户ꎬ 占应检查户数的 ３４ ２％ꎬ 查出违纪资金

２４ ６２ 万元ꎬ 入库 ２４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查出违纪单位 １３０ 个ꎬ 违纪资金 ９８ 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检查全市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单位 ５７ 个ꎬ 检查面达 ９６ ６％ꎮ 对不使

用统一票据等违纪行为进行处理ꎬ 通过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重点检查ꎬ 实行财政专户储

存的单位ꎬ 由 １９９３ 年末的 ２９ 户上升到 ４９ 户ꎬ 专户储存率 ９６％ꎻ 专户储存额由 １９９３ 年

的 ３６１ ６ 万元上升为 ４０６ ４ 万元ꎬ 净增 ４４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在延安市范围内开展清理检查 “小金库” 工作ꎬ 抽调财政、 国税、 地税、

审计等部门 １５１ 人ꎬ 组成 ３９ 个检查组ꎬ 从 １１ 月 １０ 日开始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底ꎬ 检查 １９５８
户ꎬ 其中国有企业 ２００ 户、 集体企业 ３０７ 户、 行政事业单位 ２４ 户ꎮ 查出违纪资金 ９９ ５０
万元ꎬ 应入库金额 ９９ ５ 万元ꎬ 已入库金额 ９６ ４０ 万元ꎬ 入库率为 ９６ ９％ꎮ 其中ꎬ 国有企

业违纪资金 ３６ １３ 万元ꎬ 集体企业违纪资金 ４３ ４２ 万元ꎬ 行政事业单位违纪资金 ５ 万元ꎬ
个体工商业户 １４ ９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对 ４３ 个事业性收费单位和部门ꎬ 清理出累欠

收入 ２６０ 多万元ꎬ 上缴金库 ４９ ２６ 万元ꎮ 对市级各工作部门 ２３ 个ꎬ 汽车修理厂 (部) ７１
个ꎬ 全市有预算外资金收入的单位 ７８ 户ꎬ 各单位进行自查ꎬ 自查面达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收缴违纪资金 １６０００ 元ꎮ 检查国有企业 ９６ 户ꎬ 集体企业 １１１ 户ꎬ 行政事业单位 ９ 户ꎬ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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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商业户 ７４７ 户ꎬ 其他企业 １４ 户ꎬ 检查出违纪资金 ５１ １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年度工会经费计提、 计拨、 上解、 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检查ꎬ 查出少提、

漏提工会经费 ２５ ６５ 万元ꎬ 截留、 挪用、 欠解工会经费 ２０ ８２ 万元ꎬ 责成补提工会经费

１７ ７３ 万元ꎬ 收回 ６１ 个单位欠解经费 １１ ４５ 万元ꎻ ９ 月ꎬ 检查区公、 检、 法系统罚没收

入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ꎬ 查出违纪资金 １２ 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对防汛专项资金和农发基

金进行专项检查ꎬ 检查 ２３ 个单位ꎬ 查出违纪户数 １６ 个ꎬ 违纪资金 ４ １ 万元ꎬ 应入库金

额 ３ 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对农口系统 ２６ 个单位财务进行全面检查ꎬ 共查出违纪资金 １６ ５０
万元ꎬ 应收违纪资金 ５ ８０ 万元ꎬ 收回违纪资金 ５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财政监督检查处委派工作组对全区 ２ 户民营企业、 ２ 户行政单

位、 ５ 户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检查ꎮ 检查资金总额 ２ ２ 亿元ꎬ 查出违纪资金总额 ０ ３６ 亿

元ꎬ 占检查资金总额的 １６ ３７％ꎬ 收缴财政资金 ４２０ 万元ꎬ 罚款 ７９４８２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抽

查的 １０ 个单位 “五笔会签” 制度ꎬ 对 ８ 个单位违纪问题进行处罚ꎬ 罚款 ６ 万余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有收入的 １０ 户事业单位进行检查ꎮ

第二章　 税　 务

第一节　 税务机构

一、 宝塔区国家税务局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税务局下设 １５ 个基层税务所ꎬ 负责各乡镇的税收征管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根据国务院 «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ꎬ 国税与地税分设ꎬ 成立延安

市国家税务局ꎬ 内设人事教育股、 计财股、 税政征管股、 监察股、 办公室、 企业税收管

理所、 个体税收管理所、 南北郊税务所、 稽查队、 发票管理所和 ８ 个乡镇税务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国家税务局改称宝塔区国家税务局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ꎬ 成立宝塔区国家税务稽查局城区征收分局、 姚店征收分局、 凤凰市场

税务所、 柳林税务所ꎬ 撤销南泥湾、 麻洞川、 李渠、 姚店、 甘谷驿、 蟠龙、 南郊、 北郊

８ 个乡镇税务所和企业税务管理所、 发票管理所、 税务稽查所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撤销青化砭税务所、 姚店征收分局、 临镇税务所ꎬ 成立李渠税务征收分

局ꎬ 恢复南泥湾税务所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城区税务征收分局改称城区税务分局、 凤凰市场税务所改称为凤凰税务分

局、 李渠征收分局改称李渠税务分局、 柳林税务所改称柳林税务分局ꎬ 增设宝塔区国家

税务局办税服务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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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国家税务局内设办公室、 政策法规科、 税源管理一科、 税源管理二

科、 收入核算科、 纳税服务科、 征收管理科、 人事教育科、 监察科、 办税服务厅等 １１
个科室ꎮ 直属机构有稽查局、 城区税务分局、 凤凰税务分局、 李渠税务分局、 柳林税务

分局、 杨家岭税务所、 南泥湾税务所、 信息中心ꎮ 有工作人员 １５８ 人ꎮ
二、 宝塔区地方税务局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根据国务院 «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ꎬ 延安市地方税

务局设立ꎮ 正科级建制ꎬ 实行条块结合、 地方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ꎮ 内设机构 ４ 个: 办

公室、 计划股、 税政征管股、 人教监察股ꎻ 派出机构 １０ 个: 城区税务所、 李渠税务所、
姚店税务所、 甘谷驿税务所、 青化砭税务所、 蟠龙税务所、 南泥湾税务所、 麻洞川税务

所、 临镇税务所和稽查队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ꎬ 根据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地方税务机构管理体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精神ꎬ 宝塔区地方税务局人员、 机构、 编制上划延安市地方税务局管理ꎬ 开始实行条块

结合、 垂直为主的领导体制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宝塔分局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地方税务局ꎬ 是延安

市地方税务局的派出机构ꎬ 正科级建制ꎮ 内设机构有政治工作股、 办公室、 计划财务

股、 税收政策征收管理股、 监察室等股室ꎮ 下辖城区税务所、 北郊税务所、 姚店税务

所、 李渠税务所、 青化砭税务所、 蟠龙税务所、 南泥湾税务所、 南郊税务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宝塔分局ꎬ 外设编制 １８ 人ꎬ 内设政治工作股、 办公室、

计划财务股、 税收管理股、 监察室 ５ 个股室ꎬ 设局长 １ 名、 副局长 ２ 名ꎮ 下辖办税服务

厅、 城区税务所、 北郊税务所、 南郊税务所、 李渠税务所、 姚店税务所、 青化砭税务

所、 南泥湾税务所、 蟠龙税务所ꎬ 有工作人员 １０５ 人ꎮ

第二节　 税种税率

一、 税种税制改革

１９９３ 年ꎬ 宝塔区开征工商税四大类 ３２ 种ꎮ
流转税 ９ 种: 产品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工商统一税、 印花税、 牲畜交易税、 集市

交易税、 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ꎮ
收益税 ９ 种: 资源税、 国营企业所得税、 集体企业所得税、 国营企业调节税、 私营

企业所得税、 外贸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 个人所得

税、 个人收入调节税ꎮ
财产税 ４ 种: 房产税、 城市房地产税、 车船使用税、 车船使用牌照税ꎮ
特别行为税 １０ 种: 国营企业奖金税、 集体企业奖金税、 事业单位奖金税、 国营企

业工资调节税、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烧油特别税、 筵席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屠

宰税、 特别消费税ꎮ 此外税务机关还负责征收教育附加费、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实施新税制ꎬ 税收分工商税、 农业税、 关税三大类ꎮ 工商税类由税务机关

负责征收ꎻ 农业税类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ꎻ 关税类由海关机关负责征收ꎮ

８５４



１９９４ 年后ꎬ 工商税类有 １８ 种ꎬ 取消 １４ 个税种ꎬ 税种是: 产品税、 国有企业所得

税、 国有企业调节税、 集体企业所得税、 私营企业所得税、 牲畜交易税、 集市交易税、
国有企业奖金税、 集体企业奖金税、 事业单位奖金税、 国有企业工资调节税、 工商统一

税、 城市房地税、 车辆牌照税ꎮ
合并 ５ 个税种ꎮ 把盐税并入资源税ꎻ 烧油特别税、 特别消费税并入消费税ꎻ 城乡个

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并入个人所得税ꎮ
保留 １３ 个税种: 增值税、 营业税、 资源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改后税名改为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 印花税、 屠宰税、 筵席税、 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 城市维护建设

税 (税务改为城乡维护建设税)、 个人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ꎮ
增加 ５ 个税种ꎮ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土地增值税、 证券交易税、 遗产税ꎮ
二、 新税范围及税率调整

增值税: 包括生产、 批发、 零售和进口商品及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ꎮ 基本税率为

１７％ꎬ 低税率为 １３％ꎮ 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ꎬ 一般纳税

人的应纳税额＝当期销售收入×税率－当期允许扣除的进项税额ꎮ 小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

额＝销售额×征收率 ６％ꎮ
消费税: 由改革前的产品税转化而来ꎬ 品目有烟、 酒及酒精、 化妆品、 贵重首饰及

珠宝玉石、 鞭炮焰火、 成品油、 汽车轮胎、 摩托车、 小汽车、 高尔夫球及球具、 高档手

表、 游艇、 木制一次性筷子、 实木地板 １４ 种ꎮ 应纳税额的计征公式: 实行从价定率、
从量定额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单位×税额ꎬ 或应纳税额＝销售额×税率ꎮ

建筑业: 建材、 建筑、 安装、 修缮、 装饰、 其他工程作业ꎬ 税率为 ３％ꎮ
金融保险业: 金融、 保险典当ꎬ 税率 ５％ꎮ
文化体育业: 文化活动、 艺术表演、 体育比赛、 播映、 公园ꎬ 税率 ３％ꎮ
娱乐业: 歌厅、 舞厅、 卡拉 ＯＫ 歌舞厅、 音乐茶座、 台球、 游艺ꎬ 税率 ５％~１０％ꎮ
服务业: 旅店业、 饮食业、 旅游业、 其他服务业ꎬ 税率 ５％ꎮ
转让无形资产: 转让土地使用权、 商标权、 著作权、 技术权ꎬ 税率 ５％ꎮ
销售不动产: 销售建筑物及其他附属物ꎬ 税率 ５％ꎮ
资源税税目有: 原油、 天然气、 煤炭、 其他非金属原矿、 黑色金属原矿、 盐、 资源

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ꎮ

第三节　 国家税收

一、 税种征收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主要税种有增值税、 产品税、 营业税、 国营企业所得税、 集

体企业所得税、 私营企业所得税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省级及省以下税务机构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两个系统ꎮ 国家税务

局主要负责征收税种有增值税、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车辆购置税、 城市

建设维护税、 中央税滞纳金、 补税、 罚款、 教育费附加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种有增值税、 消费税、 车辆购置税、 企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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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 个人利息储蓄所得税 ５ 个税种ꎮ
二、 税种收入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安市工商税收入 １１０８ ３０ 万元ꎬ １９８９ 年 １８９３ 万元ꎻ １９９１ 年比 １９８９ 年增

长 １２ １９％ꎬ １９９５ 年比 １９９０ 年增加 ８９７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比 １９９６ 年增长 ７０ ９％ꎬ ２００５ 年比

２００１ 年增加税收 １５２５６ 万元ꎬ ２００７ 年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 １７ ２５％ꎮ ２０１０ 年比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分别增长 １６ ９６ 倍、 １１ ０６ 倍和 ４ ８４ 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国税局税收收入 ３９３５６ 万元ꎬ 较 ２００７ 年减收 ２６５ 万元ꎮ 其中ꎬ 增值税入

库 ３６８９０ 万元ꎬ 同比减收 ４１ 万元ꎻ 消费税 ６３ 万元ꎬ 同比增收 ３４ 万元ꎻ 企业所得税入库

９６３ 万元ꎬ 增收 ７６３ 万元ꎻ 个人利息所得税 １３７３ 万元ꎬ 同比减收 ９７９ 万元ꎻ 车购税 ６７ 万

元ꎬ 减收 ４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增值税收入 ２９８０７ 万元ꎬ 消费税 ２８ 万元ꎬ 企业所得税 ２９５１ 万元ꎬ

个人所得税 １５０ 万元ꎬ 车辆购置税 １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国税收入统计表
　 表 １４－２－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金额 年份 金额

１９９０ １８３５ ２００１ ９６４１

１９９１ ２１５０ ２００２ １１５２３

１９９２ ２４６０ ２００３ １２９１１

１９９３ ３６９２ ２００４ １６２３１

１９９４ ３７５５ ２００５ ２４８９７

１９９５ ２７３２ ２００６ ３３７９１

１９９６ ３２９８ ８ ２００７ ３９６２１

１９９７ ４０７３ ２００８ ３９３５６

１９９８ ４７９３ ２００９ ３０４５２

１９９９ ４５２５ ２０１０ ３２９５３

２０００ ５６３９

三、 征收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ꎬ 改征、 管、 查一体的征管办法为征收管理与稽查业务分离ꎮ ２００４ 年

后ꎬ 改为征、 管、 查三种管理办法ꎬ 办税服务厅负责征收ꎬ 税务所 (分局) 负责税源管

理ꎬ 稽查局负责管户监察ꎮ 同时ꎬ 以申报纳税和服务为基础ꎬ 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ꎬ 形

成集中征收、 重点稽查、 规范管理税收征管趋势ꎮ 税源管理推广税收征管分析与风险管

理信息系统ꎬ 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纳入风险管理系统ꎬ 按预警分

值大小筛选排序ꎬ 分析对比ꎬ 采取评估和检查相结合征管办法ꎮ 征管日常管理将每年 ９
月至次年的 ２ 月确定 “漏征漏管户清理检查月”ꎬ 严格税收管理员制度ꎬ 进行巡查监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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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票管税日趋完善ꎬ 将每年的 ８~１０ 月确定为 “普通发票清理检查月”ꎬ 通过开票收入和

申报收入按季、 按户、 按比例ꎬ 比对核查ꎬ 根据发票领购开具数量和开具金额适时对管

户税负核定ꎬ 合理调整ꎮ 坚持发票领购和定额核定审批制度ꎮ 推行纳税人户籍资料 “一
户式” 储存ꎬ 实行属地管理的基础上ꎬ 对征管进行分类建立档案ꎬ 按税种分别实施管理

办法ꎬ 以票控税ꎬ 按照国家政策对不同时期、 不同行业实行区别对待、 合理负责的原则

进行管理ꎮ

第四节　 地方税收

一、 地方税种税目税率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税务局开征主要税种有: 增值税、 工商税、 资源税、 工商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产品税、 集体企业所得税、 车船使用税、 农业税、 印花税、 城市

维护建设税等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实施新税制后ꎬ 地方税务局征收主要税收种类有: 增值税ꎬ 税率为 １３％ ~

１７％ꎻ 营业税ꎬ 税率为最高 ５％~ ２０％ꎬ 最低 ３％ꎻ 企业所得税ꎬ 税率所得额 ３ 万元以下

的 １８％ꎬ ３ 万元以上的 １０ 万元以下的 ２８％ꎻ 个人所得税ꎬ 税率 ５％ ~ ４５％的 ９ 级超额累

进税率ꎻ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ꎬ 税率 ３０％ꎻ 地方所得税ꎬ 税率 ３％ꎻ 资

源税ꎬ 最高原油税额为 ５ ~ ３０ 元 /吨ꎬ 最低煤炭 ０ ３ ~ ５ 元 /吨ꎬ 其他非金属原矿税额为

０ ５~２０ 元 /吨ꎻ 城镇土地使用税ꎬ 最低税率为 ３０％ꎬ 最高为 ６０％ꎻ 土地增值税ꎬ ４ 级超

额率累进税率ꎬ 税率为 ３０％~６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宝塔分局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有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资源税、 印花税、 房产税等类ꎮ
(一) 营业税税目

交通运输业ꎬ 税率 ３％ꎻ 建筑业ꎬ 税率 ３％ꎻ 金融保险业ꎬ 税率 ５％ꎻ 邮电通信业ꎬ
税率 ３％ꎻ 文化体育业ꎬ 税率 ３％ꎻ 娱乐业ꎬ 税率 ５％ ~２０％ꎻ 服务业ꎬ 税率 ５％ꎻ 转让无

形资产ꎬ 税率 ５％ꎻ 销售不动产ꎬ 税率 ５％ꎮ
(二) 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２５％ꎮ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ꎬ 减按 ２０％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ꎮ 国家需

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ꎬ 减按 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ꎮ 非居民企业减按 １０％的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ꎮ
(三) 个人所得税

工资、 薪金所得ꎬ 适用 ５％~４５％的 ９ 级超额累进税率ꎻ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 经营所

得ꎬ 适用 ５％~３５％的 ５ 级超额累进税率ꎻ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ꎬ 适

用 ５％~３５％的 ５ 级超额累进税率ꎻ 劳务报酬所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稿酬所得ꎬ 适

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利息、 股息、 红利所

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财产租赁所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财产转让所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偶然所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ꎻ 其他所得ꎬ 适用 ２０％的比例税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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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源税

原油ꎬ 税额为 ８ ~ ３０ 元 /吨ꎻ 天然气ꎬ 税额为 ２ ~ １５ 元 /千立方米ꎻ 西部地区原油、
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ꎬ 税率为 ５％ꎻ 陕西省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生产的

原油、 天然气资源税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为 ４ ０９％ꎻ 煤炭ꎬ 税额为 ０ ３ ~ ５８ 元 /吨ꎻ 其他

非金属原矿ꎬ 税额为 ０ ５~２０ 元 /吨或立方米ꎻ 黑色金属矿原矿ꎬ 税额为 ２~３０ 元 /吨ꎻ 有

色金属矿原矿ꎬ 税额为 ０ ４~３０ 元 /吨ꎻ 盐ꎬ 固体盐税额为 １０ ~ ６０ 元 /吨、 液体盐税额为

２~１０ 元 /吨ꎮ
(五) 印花税

购销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０ ３‰ꎻ 账簿股票转让书据ꎬ 适用税率 ２‰ꎻ 加工承揽合同ꎬ 适

用税率 ０ ５‰ꎻ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０ ５‰ꎻ 建筑安装工程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０ ３‰ꎻ 财产保险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１‰ꎻ 税额不足 １ 元ꎬ 按 １ 元贴花ꎻ 货物运输合同ꎬ 适

用税率 ０ ５‰ꎻ 仓储保管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１‰ꎻ 借款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０ ０５‰ꎻ 财产租赁

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１‰ꎻ 技术合同ꎬ 适用税率 ０ ３‰ꎻ 产权转移书据ꎬ 适用税率 ０ ５‰ꎻ 营

业账簿中的资金账簿ꎬ 适用税率 ０ ５‰ꎻ 记载资金以外的其他营业账簿、 权利许可证照ꎬ
每件 ５ 元ꎮ

(六) 房产税

分为两种: 一是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ꎬ 税率为 １ ２％ꎻ 二是依照房产租金收入

计算缴纳的ꎬ 税率为 １２％ꎮ
(七) 城镇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年税额为: 大城市 １ ５ ~ ３０ 元ꎻ 中等城市 １ ２ ~ ２４ 元ꎻ 小城市 ０ ９ ~ １８ 元ꎻ

县城、 建制镇、 工矿区 ０ ６~１２ 元ꎮ
(八) 土地增值税

实行 ４ 级超率累进税率ꎬ 最低税率为 ３０％ꎬ 最高税率为 ６０％ꎮ
(九) 车船税

采用定额税率计税ꎬ 分别按车船的种类、 大小、 使用性质ꎬ 规定不同税率ꎮ
(十) 城市维护建设税　
纳税人所在地为城市市区内ꎬ 税率为 ７％ꎻ 纳税人所在地为县城、 乡镇ꎬ 税率

为 ５％ꎮ
二、 地方税收入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工商税收比 １９８８ 年 １１０８ 万元增加 ２８００ 万元、 比 １９８９ 年增加 １７９９
万元ꎬ 增长 ９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地方税收比 １９９４ 年 ２２５４ 万元增加 ２２３４４ 万元ꎬ 增长

９ ９ 倍ꎮ ２０１０ 年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 １３ 倍ꎮ １９９８ 年突破 ５０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１ 年达 １ 亿元以上ꎬ
２００４ 年突破 ２ 亿元ꎬ ２００７ 年达到 ４ 亿元以上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地税局税收收入 ４４１７３ 万元ꎬ 同比增收 ４１４０ 万元ꎮ 营业税收入

２２００７ 万元ꎬ 同比增加 ３３４３ 万元ꎬ 增长 １７ ９１％ꎻ 企业所得税收入 ５４０４ 万元ꎬ 同比减收

３１１９ 万元ꎬ 减少 ３６ ６％ꎻ 个人所得税收入 ７５５７ 万元ꎬ 同比增收 ６３６ 万元ꎬ 增长 ９ １９％ꎻ
资源税收入 １７３５ 万元ꎬ 同比增加 ４４ 万元ꎬ 增长 ２ ５９％ꎻ 城建税收入 ２２４５ 万元ꎬ 较上年

增加 ２２０ 万元ꎬ 增长 １０ ８９％ꎻ 房产税收入 １１５９ 万元ꎬ 同比减少 ７０ 万元ꎬ 减少 ５ ７％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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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５２１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４ ８７％ꎻ 土地使用税 １６３４ 万元ꎬ 同比增加 １２７６ 万元ꎬ 增

长 ３５６ ６４％ꎻ 车船税 １１１５ 万元ꎬ 增长 ５５７ ２９％ꎻ 土地增值税 ７９６ 万元ꎮ 全年完成国家级

税收 ７７７６ 万元ꎬ 省级税收 １０５５３ 万元ꎬ 市级税收 １２４５５ 万元ꎬ 区级税收 １３３８９ 万元ꎮ 征

收教育费附加 １６５２ 万元ꎬ 养老基金 ８９７６ 万元ꎬ 失业基金 ４３１ 万元ꎬ 文化事业建设费 １５
万元ꎬ 水利基金 ２５ 万元ꎬ 工会会费 １９９ 万元ꎬ 残疾人保障基金 ６５ 万元ꎬ 水资源费 ７５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各项税收入库 ７５９５５ 万元ꎬ 其中税收 ５２１０６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４ 年增长 ４３ ２５
倍ꎬ 突破 ５ 亿元大关ꎮ 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７ ５７ 倍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 １８ 倍ꎬ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１２０７３ 万元ꎬ 增长 ３０ １５％ꎮ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地税收入统计表

　 表 １４－２－２ 单位: 万元

年份 金额 年份 金额

１９９４ ２２５４ ２００３ １９８５２

１９９５ ２９８５ ２００４ ２２５００

１９９６ ３１８６ ２００５ ２４５９８

１９９７ ４１６９ ２００６ ３１８４５

１９９８ ５１１２ ２００７ ４００３３

１９９９ ６１３５ ２００８ ４４１７３

２０００ ９１５６ ２００９ ４６１６１

２００１ １１１４７ ２０１０ ５２１０６

２００２ １５４０２

三、 地方税征收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４ 年实施征收、 管理、 检查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ꎮ 实行分税制后ꎬ 按照国

家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ꎮ ２００１ 年后ꎬ 区地税局按照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管法» 实施管理ꎬ 规范地税局征收各类税收的申报期限、 纳税时间ꎮ
营业税的缴纳期限ꎮ 税法规定营业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５ 日、 １０ 日、 １５ 日、 １ 个月

或者 １ 个季度ꎮ
企业所得税纳税时间ꎮ 企业所得税按纳税年度计算ꎮ 纳税年度自公历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ꎮ
企业所得税申报缴纳ꎮ 企业所得税的申报分为预缴申报和年度申报ꎮ 企业应当自月

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 １５ 日内预缴申报ꎬ 年度终了之日起 ５ 个月内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ꎮ
个人所得税纳税期限ꎮ 扣缴义务人每月所扣的税款ꎬ 自行申报的纳税人每月应纳的

税款ꎬ 都应当在次月 ７ 日内缴入国库ꎬ 并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ꎮ 年所得 １２ 万元以

上的纳税人ꎬ 在纳税年度终结 ３ 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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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的纳税期限ꎬ 核定为 １ 日、 ３ 日、 ５ 日、 １０ 日、 １５ 日或者 １ 个月ꎮ 以 １ 个月

为一期纳税的ꎬ 自期满之日起 １０ 日内申报纳税ꎻ 以 １ 日、 ３ 日、 ５ 日、 １０ 日、 １５ 日为一

期纳税的ꎬ 自期满之日起 ５ 日内预缴税款ꎬ 于次月 １ 日起 １０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

税款ꎮ
印花税的纳税期限ꎬ 在凭证的办理或领证时缴纳ꎮ
房产税的缴纳期限为按年计算ꎬ 分期缴纳ꎮ 宝塔区按半年缴纳ꎬ 每年的 ４ 月和 １０ 月

申报缴纳ꎮ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期限ꎮ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缴纳期限为按年征收ꎬ 分期缴纳ꎮ

２０１０ 年按半年缴纳ꎬ 在每年的 ４ 月和 １０ 月申报缴纳ꎮ
土地增值税的征收方式是先预缴后清算ꎬ 实行查账征收和核定征收办法ꎬ 采取派税

务人员进驻房产交易场所的一体化管理方式征收土地增值税ꎮ
车船税的申报纳税期限为每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车船税的纳税人应当一次申

报缴纳全年的车船税ꎮ 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ꎬ 纳税人应当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同时缴纳车船税ꎮ
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在纳税人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 营业税的同时缴纳ꎮ

第五节　 税务稽查

１９８９~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税务局设有税务稽查队ꎬ 负责企业和个人偷税、 漏税稽查和

案件的处理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稽查队改称宝塔区国家税务稽查局ꎬ 局设办公室、 选案科、 检查

科、 审理科、 执行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国家税务稽查局检查 ８６ 家纳税户ꎬ 查补税款 １１８５５ ６３ 元ꎬ 加收滞

纳金 ２４７９０ ５７ 元ꎬ 罚款 １２４５５ ７３ 元ꎮ 全年办理增值税防伪税限额审批 (万元版以下)
１４２ 起ꎮ 税收执法专项检查 ４７ 户ꎬ 结案 ４４ 户ꎬ 查补入库税款、 滞纳金、 罚款 １４７ ８ 万

元ꎮ 同年ꎬ 评估疑点案例 １１９ 起ꎬ 补征入库税款 １１０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核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５２ 户ꎬ 核查增值税进项发票 ６３６２ 份ꎬ 销项发票

６０４３ 份ꎬ 清查欠税 ３００ 多万元ꎬ 主要对医药、 石油、 煤炭、 计算机、 加油站、 建材、 房

地产等七大重点行业进行税收专项检查ꎬ 检查纳税人 ４６ 户ꎬ 查补入库各项税款 １１５４ ６９
万元ꎬ 较上年增加 １７０ １８％ꎮ 全区 ６６０ 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风险管理系统ꎬ 筛选

后ꎬ 采取核查、 稽查和评估相结合的办法ꎬ 通过风险管理系统核查和评估纳税人 ４７ 户ꎬ
查补入库税款 １４５ ０５ 万元ꎮ 实施 “以票管税” 措施ꎬ 适时调整定额 ３００ 户ꎬ 年增额近

百万元ꎮ 同年ꎬ 受理年所得税 １２ 万元个税ꎬ 自行申报 ２０３ 人ꎬ 补缴税款 １１７ ３１ 万元ꎬ
稽查评估房地产企业 ２６０ 户ꎬ 查补税款 ２５１ ３ 万元ꎮ

第六节　 农税征管

一、 农业税收收入

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契税和耕地占用税ꎮ

４６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业税收收入明细统计表
　 表 １４－２－３ 单位: 万元

年份
农业税收
收入合计

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耕地占用税 契税 烟叶税

１９９０ ２０１ ６ ６８ ４ ２９ ６ １０３ ２ ０ ４ —

１９９１ １３７ ８ ６６ ４ ３３ ６ ３５ ７ ２ １ —

１９９２ １８９ ６ ６７ ２ ５４ ８ ６３ ８ ３ ８ —

１９９３ １３９ ６５ ６ ５５ ３ １５ １ ３ —

１９９４ ３２５ ６ １２７ ２ １９１ １ ３ ６ ３ ７ —

１９９５ ６３４ １ １２４ ２ ３７３ ５ １３３ ６ ２ ８ —

１９９６ ８２８ ６ １６６ ３４５ ６ ３１３ １ ３ ９ —

１９９７ ６９１ １４４ ３８４ １５９ ４ —

１９９８ ７３１ １４４ ３８７ １９１ ９ —

１９９９ １０６１ １７３ ３８５ ５０１ ２ —

２０００ ７４３ １３８ ２２２ ３７６ ７ —

２００１ ５０４ ８０ ２４９ １７５ — —

２００２ ５３７ ２５ １１８ ３８０ １４ —

２００３ ８９９ ５８９ ２４７ ４４ １９ —

２００４ ５５６ ４９６ ６０ — — —

２００５ ２０５８ — — １９４５ １１３ —

２００６ １６０２ — — １３５８ １１４ １３０

２００７ ８１３ — — ４６９ ３４４ —

２００８ １９８３ — — １６０６ ３７７ —

２００９ ４９４０ — — ２９１６ ２０２４ —

２０１０ ８１０７ — — ５７９８ ２３０９ —

二、 农业税费改革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中央和省有关政策规定ꎬ 宝塔区停止征收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的乡统

筹费、 村提留费、 屠宰税、 教育集资等ꎻ 暂停征收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及两税附加ꎬ 待

新的征收标准确定后再执行ꎮ 同年还出台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实施办法»ꎬ 确定转

移支付的核算办法及标准ꎬ 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ꎬ “村委会干部工资补贴” “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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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 “农村义务教育” “乡村道路建设” 等五项支出纳入区乡财政支出范围ꎬ 在预算

管理上坚持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ꎬ 保证重点、 兼顾一般ꎬ 统筹安排、 专项专用的原则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农村税费改革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ꎬ 全区农民人均负担从改革前的 ６３ ７

元下降到 ４４ ６６ 元ꎬ 减幅 ２９ ８６％ꎮ 同年还制定出台 «宝塔区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实

施办法»ꎬ 转移支付资金全部落实到位ꎬ 保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农业税的工作重心向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管转移ꎮ 由宝塔区农业税收管理

局负责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进行全面的清理核查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粮食综合直补ꎬ 补贴资金实行专户专人管理ꎻ 建立 “金财网” 交流平

台ꎬ 直补工作实行全程电子化操作ꎬ 切实提高兑现工作效率ꎻ 实行 “一折通”ꎬ 确保直

补资金安全按时足额地兑现到农民手中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面落实粮食综合直补政策ꎬ 完成补贴网数据采集录入、 评审和上报ꎮ 按

每亩 ３５ 元标准ꎬ 实行 “一折通” 兑现ꎻ 对全区 ２０ 个乡镇的转移支付情况进行全面检

查ꎻ 全面推行乡财乡用区监管体制ꎬ 规范乡镇财政收支行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重点对粮食直补、 粮种补贴、 农机购置补贴等涉农资金进行检查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向上申报新增种粮面积ꎬ 推进 “一折 (卡) 通” “一事一议” 项目财政奖

补资金 ２５０ 万元ꎬ 另申报 ２０１１ 年项目 １１９ 个ꎬ 资金 １１３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粮食综合直补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４－２－４

年份 涉农户 (户) 人口 (人) 兑现面积 (亩) 直补资金 (万元)

２００６ ４０４０４ １９０７２９ ４７３１４３ ５３ ２８４

２００７ ３７９６８ １６６８７０ ４７３１４３ ５３ ４７３ １７

２００８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１２９ １６５５ ９５

２００９ ３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４７３１２９ １６５５ ９５

２０１０ ４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５０７７４３ １７７７ １

三、 退耕还林资金管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退耕还林国家确认面积 ９６ ２１ 万亩ꎬ 其中耕地 ５９ ９２ 万亩、
荒地 ３６ ２９ 万亩ꎮ 由宝塔区财政局负责兑现的资金 ５７６３６ １６ 万元ꎬ 其中种苗费 ４７１０ ５
万元ꎬ 现金补助 ６５９８ ２１ 万元ꎬ 粮食补助 ４６１８７ ４５ 万元ꎬ 封育费 １４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退耕还林政策由区财政负责兑现资金统计表

　 表 １４－２－５

年份
面积
(亩)

种苗费
(万元)

现金补助
(万元)

粮食补助
(万元)

封育费
(万元)

１９９９ １３８３００ ７３１ １８９４ ６８ １３２６２ ７６ —

２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２８５ ６７７ ５９ ４７４３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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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面积
(亩)

种苗费
(万元)

现金补助
(万元)

粮食补助
(万元)

封育费
(万元)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补充 ３７１００ ２００ ５ ４３３ ２ ３０３２ ４ —

２００１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５ ７９ ２８４０ ５４ —

２００２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９４２ １５ ６５９５ ０４ —

２００３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５００ —

２００４ ３００００ ６５０ ２４０ １６８０ —

２００５ ７４８００ ３９９ ４４８ ８ ３１４１ ６ —

２００６ １４０００ ７０ ５６ ３９２ —

２００７ ５０００ ２５ — — —

２００８ ７０００ — — — ４９

２００９ ５０００ — — — ３５

２０１０ ８０００ — — — ５６

合计 ６２４２００ ４７１０ ５ ６５９８ ２１ ４６１８７ ４５ １４０

第三章　 银行业

第一节　 银行机构

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宝塔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延安县支行成立于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今宝塔区支行)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改称

中国农业银行延安市支行ꎬ 是主办农村金融业务的专业银行ꎬ 承担部分财政职能ꎬ 根据

国家金融政策ꎬ 统一管理国家支农资金ꎬ 办理信贷储蓄业务ꎬ 管理农村信用组织ꎬ 培训

和辅导农村财务人员ꎬ 并对农村国营、 集体企业资金活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中国农业银行延安市支行改称中国农业银行延安市宝塔区支行ꎬ 实行商业

化经营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国务院确定农业银行 “面向三农ꎬ 整体改制ꎬ 商业运作ꎬ 择机上市”
的股份制改革原则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宝塔支行ꎬ 隶属于延安市农业分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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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农业银行宝塔支行内设公司业务部、 个人业务部、 计划财务部、 综合

管理部ꎮ 下辖支行营业部ꎬ 北郊、 马家湾、 尹家沟、 迎宾路、 光华路、 二道街、 姚店、
青化砭等分理处和北大街支行ꎮ 全行有员工 １７２ 人ꎬ 劳务派遣用工 ３２ 人ꎮ 主要职能: 办

理各项存款、 贷款、 结算、 代理基金、 保险等业务ꎮ
二、 中国工商银行宝塔区支行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工商银行延安市支行与市人民银行分设ꎮ １９９０ 年工商银行内设

办公室、 营业部、 现金出纳、 计划信贷、 劳动人事、 储蓄、 保卫、 稽核室 ８ 科ꎮ 下辖北

关、 南关、 七里铺 ３ 个办事处和机场分理处ꎻ 大桥街、 东关、 七里铺等 ９ 个储蓄所ꎮ 有

职工 １９７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工商银行延安市分行进行城区机构扁平化改革ꎬ 将原支行分设为

５ 个支行ꎮ 宝塔区原支行营业部改建成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延安宝塔支行ꎬ 直属工行

延安分行管理ꎮ ２０１０ 年有职工 ３８ 人ꎮ
三、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

１９９０ 年ꎬ 在延安市设立延安地区中心支行营业部ꎬ 下辖营业室 １ 个ꎻ 办事处 ７ 个ꎬ
即南门坡、 南郊、 东关、 河庄坪、 姚店、 甘谷驿、 火车站办事处ꎻ 储蓄所 ９ 个ꎬ 即凤

凰、 大桥、 嘉岭、 长青路、 北门、 南关、 市场沟、 南区、 采油一厂储蓄所ꎻ ３ 个代办所ꎬ
即地区医院、 东苑小区、 延安大学代办所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延安分行对辖内营业机构进行调整ꎬ 撤并办事处 ２ 个ꎬ 即姚店办事

处、 甘谷驿办事处ꎬ 储蓄所 ７ 个ꎬ 即大桥、 市场沟、 南区、 长庆路、 北门、 嘉岭、 大桥

储蓄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撤销分行营业部ꎬ 将原营业部管理宝塔区范围内的机构由分行直管ꎬ 分行

在宝塔区有营业室 １ 个ꎬ 支行 ５ 个ꎬ 分理处 ２ 个ꎬ 储蓄所 １ 个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设立延安

迎宾路支行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设立延安延长油田支行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行分行在宝塔区有办事机构 １０ 个ꎬ 即分行营业部、 南门坡支行、 南桥、

东关、 迎宾路、 河庄坪、 火车站、 延长油田、 枣园路支行和中心街分理处ꎮ 经营业务有

对公、 个人房改金融、 信用卡、 电子银行、 理财产品等ꎮ 年底ꎬ 建行分行宝塔区从业人

员 ２７２ 人ꎬ 其中机关 １０６ 人ꎬ 城区网点 １６６ 人ꎮ
四、 宝塔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有农村信用社 ２３ 个ꎬ 信用分社 ３ 个ꎬ 职工 ３８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信用社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信用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设 １７ 个信用社ꎬ １５ 个信用社分社ꎬ
１ 个营业部 (清算中心)ꎬ ３３ 个营业点ꎬ 从业员工 ２９６ 人ꎮ

第二节　 货币发行

一、 第四套人民币发行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和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安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规定ꎬ 市内各金融机

构分两批发行第四套人民币ꎬ 与未停止流通的二、 三套人民币在市场上等值混合流通ꎮ
第四套人民币发行的有 １ 角、 ２ 角、 ５ 角、 １ 元、 ２ 元、 ５ 元、 １０ 元、 ５０ 元、 １００ 元 ９ 种

纸币 (之后发行 １９９０ 版 １ 元、 ５０ 元、 １００ 元ꎬ １９９６ 版 １ 元)ꎬ 合计面额 １６８ ８０ 元ꎮ

８６４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发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纪念币 １ 套 １ 枚ꎬ 面值 １ 元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发行

全民植树 １０ 周年纪念币全套 ３ 枚ꎬ 每枚面值 １ 元ꎻ ６ 月ꎬ 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 ７０ 周年

纪念币全套 ３ 枚ꎬ 每枚面值 １ 元ꎻ １１ 月ꎬ 发行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纪念币全套 ２
枚ꎬ 每枚面值 １ 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发行金属铝镁合金 １ 角、 铜锌合金 ５ 角、 铜芯镀镍合金 １ 元 ３ 种ꎬ 面额为

１ ６０ 元ꎬ 加上继续流通的二套纸币、 硬币各 １ 分、 ２ 分、 ５ 分ꎬ 三套硬币 １ 角、 ２ 角、 ５
角、 １ 元共 １０ 种ꎬ 面额 １ ９６ 元ꎬ 总面额为 １７２ ３６ 元ꎻ ６ 月 １ 日ꎬ 发行三种金属币ꎻ １２
月ꎬ 发行新宪法颁布 １０ 周年纪念币 １ 套 １ 枚ꎬ 面值 １ 元ꎮ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ꎬ 发行宋庆龄 １００
周年诞辰纪念币 １ 套 １ 枚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发行澳门特区成立纪念币 １ 套 ２ 枚ꎬ 面

额 １０ 元ꎬ 发行 ２０００ 万套ꎬ 与现行人民币等值流通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 发行 “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５０ 周年” ５０ 元面值纪念钞票ꎬ 同时发行第一套流通纪念钞ꎬ 与同面

值人民币等值流通ꎮ
二、 第五套人民币发行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ꎬ 宝塔区各金融机构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ꎮ 在市场上与未停

止流通的二、 三、 四套人民币等值混合流通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发行 “迎新世纪” 普通纪念币 １ 套 １ 枚ꎬ 面额 １０ 元ꎬ 共发行

１０００ 万套ꎬ 与同等值人民币流通ꎮ 同时ꎬ 发行第二套流通纪念钞ꎬ 百元面值塑料纪念钞

票与同面值人民币等值流通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发行北京国际钱币博览会纪念银票 １ 枚ꎬ 面额 １０ 元ꎮ

第三节　 储　 蓄

一、 储蓄种类

１９９０ 年ꎬ 开设活期性储蓄ꎬ 活期存折、 存单ꎬ 随时存取ꎮ 定活两便储蓄ꎬ 存款不定

额、 不定期ꎬ 支取时按同等档次定期储蓄利率 ９ 折计算ꎬ １９９３ 年改为 ６ 折ꎮ 定期性储

蓄ꎬ 一次性存入ꎬ 到期一次性支取本息ꎮ 零存整取储蓄ꎬ 按月存入金额相等的货币ꎬ 到

期支取本息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开设住房储蓄ꎬ 住房储蓄和贷款实行存贷结合ꎬ 存足所需资金 ３０％方可申

请贷款ꎬ 此后每月储蓄积零成整归还贷款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大额存单储蓄ꎬ 存款面额固定ꎬ 最低 ５００ 元期限最短 ３ 个月ꎬ 不能提前支

取ꎬ 过期部分不计利息ꎬ 利率较同档次上浮 １０％ꎬ 后改为 ５％ꎮ 教育储蓄ꎬ 分 １ 年、 ３
年、 ６ 年 ３ 个档次ꎬ 年息分别为 １ ９８％、 ２ ５２％、 ２ ７９％ꎮ

二、 居民储蓄利率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实施居民储蓄存款第一次保值补贴ꎮ 自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 日起ꎬ 将个人存款一年期的利率由年息 ７ ２％调至 ８ ６４％ꎻ 企事业单位存款由

年息 ５ ０４％调至 ８ ６４％ꎻ ９ 月 １０ 日推出城乡居民三年期以上的存款实行保值补贴ꎮ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１ 日连续三次降低存款利率ꎬ 同时决定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起ꎬ 停止办理城乡居民三年期以上储蓄存款保值补贴ꎮ

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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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金融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实施居民储蓄存款第二次保值补贴ꎮ 因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７ 月 １１ 日连续两次调高存款利率ꎬ 决定从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恢复居民储

蓄存款保值补贴ꎮ 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停办城乡居民三年期以上的储蓄保值补贴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征收储蓄利息税ꎬ 为个人所得 ２０％ꎬ 对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存

款利息所得不征收ꎻ １１ 月 １ 日后ꎬ 储蓄存款利息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ꎬ 由所存储蓄机构

代扣代缴ꎬ 在利息结付清单上注明所扣金额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居民储蓄存款实行实名制ꎬ 在金融机构所开立个人存款账户ꎬ 办

理储蓄时ꎬ 须出示本人身份证ꎬ 使用真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 银行卡储蓄利率按活期利率 ０ ７２％计ꎬ 自动转存储蓄利率: 按

约定各档次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城乡居民活期储蓄利率为 ０ ３６％ꎻ 一年定期利率 ２ ５％ꎬ 三年定期利率

３ ８５％ꎬ 五年定期利率 ４ ２％ꎮ
三、 银行机构储蓄与存款

(一) 城乡居民储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金融业发展迅速ꎬ 城乡居民储蓄增长幅度越来越大ꎬ 由 １９８９ 年的

１４７０５ 万元增长到 １９９１ 年的 ３１５１５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储蓄余额 ８６１０７ 万元ꎬ １９９７ 年 １１４８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增至 ２８６４７１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８ 年分别增长 ４５９％、 ５３％ꎮ ２００２ 年

３６３２９２ 万元ꎬ ２００３ 年 ４６０３６２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６９３７３８ 万元ꎬ ２００７ 年 ８６３６７７ 万元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０７４４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５３４２２３ 万元ꎮ
(二) 银行各项存款

１９９０ 年末 ３７４８９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４０ ３９％ꎻ １９９２ 年末 ７０９５５ 万元ꎬ １９９５ 年末

１２５４２７ 万元ꎻ １９９７ 年末 ２３３７９３ 万元ꎬ 较上年增 ３６ ２９％ꎬ 其中企业存款 ８０６６６ 万元ꎬ 城

乡居民储蓄余额 １１４８００ 万元ꎻ ２０００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４６９４３１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１４０３３７０ 万元ꎻ ２００８ 年底ꎬ 银行机构各项存款 ２３６１７００ 万元ꎬ 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延安宝塔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１４０５１７ 万元ꎬ 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１３９５１４ 万元ꎬ
中国工商银行宝塔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７５９０００ 万元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

(宝塔区部分) 各项存款余额 ２１８８５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底ꎬ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２７６６８０２ 万

元ꎬ 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宝塔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２２１０６５ 万元ꎬ 农村信用

社各项存款余额 １７４１１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银行机构各项存款增至 ３２６９４７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６ 年增长 １８ 倍ꎮ 其中ꎬ 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２４１２００ 万元ꎬ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延安宝塔支行 ２６１９５８ 万元ꎬ 增加 ４０８９３ 万元ꎬ 中国工商银行宝塔支行 １１６９００ 万

元ꎬ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 (宝塔区部分) ７５７７０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各项存款、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统计表

　 表 １４－３－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各项存款

余额
城乡居民
储蓄余额

年份
各项存款

余额
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

１９９０ ３７４８９ — ２００１ ５２５１００ ２８６４７１

０７４



续表

年份
各项存款

余额
城乡居民
储蓄余额

年份
各项存款

余额
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

１９９１ ５０７３９ ３１５１５ ２００２ ６６０１８２ ３６３２９２

１９９２ — ３７０４９ ２００３ ８３７８５７ ４６０３６２

１９９３ ７０９５５ ５１１６４ ２００４ ９８９９３２ ５３３３０３

１９９４ ９０７１４ ５８０２９ ２００５ １４０３３７０ ６９３７３８

１９９５ １２５４２７ ８６１０７ ２００６ １８６８３６０ ８２３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１７１５４３ １１０２３１ ２００７ １８６４４３３ ８６３６７７

１９９７ ２３３７９３ １１４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３６１７００ １０７４４００

１９９８ ２９７３９３ １８７０７４ ２００９ ２７６６８０２ １３２８８７５

１９９９ ３６５４３８ ２２４２５６ ２０１０ ３２６９４７０ １５３４２２３

２０００ ４６９４３１ ２８６４７１

四、 邮政储蓄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邮政储蓄业务由委代办改为邮电自办ꎬ 邮储收入由原人民银行支

付代办费改为利差收入ꎮ 年底ꎬ 全区邮政储蓄余额 １５１４ ９１ 万元ꎬ 邮储收入 ２５ ９９ 万元ꎻ
延安局邮储余额为 ５００ ５０ 万元ꎬ 邮储收入 ８ １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邮电局开始扩展邮政储蓄网点ꎬ 组建内部和社会营销网络ꎮ 新办代收

电话费、 代发工资等代字号业务ꎬ 至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全市邮政储蓄存款余额已达 ５ ５８ 亿元ꎬ
邮储收入 １１５５ ２９ 万元ꎻ 延安局邮储余额为 ２ ５３ 亿元ꎬ 邮储收入 ３６８ １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邮储业务重点加强对城市网点的基本能力建设和单点经营效益的提高ꎮ 宝

塔区实现绿卡网点联网运行ꎬ 通存通兑电子化ꎮ 市局中心街营业部建成陕北地区首家初

验合格的 “精品网点”ꎮ 年底全市邮储余额达到 １１ ７３ 亿元ꎬ 全年邮储收入 ２８０８ ８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ꎬ 市邮政储汇局中心街营业部为邮政储户办理第一笔邮政定期储

蓄存单质押贷款业务ꎬ 贷款金额 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全市邮政储蓄余额突破 ２０ 亿

元ꎮ 年累计净增 １ ８４ 亿元ꎮ 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全市邮储余额达到 ２８ ３３ 亿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ꎬ 发展绿卡、 代理保险、 发放小额质押贷款、 销售基

金等中间业务ꎮ 全年新增发卡 １０ ８８ 万张ꎬ 绿卡用户累计达到 ２５ 万户ꎬ 卡户余额 ３ ６５
亿元ꎻ 代理保险 ２３５８ ８３ 万元ꎻ 发放小额质押贷款 ２９２５ ５２ 万元ꎻ 销售基金 ８５７３ ６８ 万

元ꎮ 全市储蓄业务收入完成 ５１５４ １７ 万元ꎬ 占计划的 ９０ ５８％ꎬ 同期下降 ０ ９％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推广电话银行业务ꎬ 全年累计注册电话银行用户 ６８３３ 户ꎬ 排名全省第二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市企业公司业务余额 ２６３２１ 万元ꎬ 列全省第一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市邮政储蓄余额 ３９ ５１ 亿元ꎬ 其中企业 ２８ ７１ 亿元ꎬ 占比为 ７２ ６７％ꎮ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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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金融

第四节　 信　 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银行信贷业务大幅度增加ꎬ 信贷规模呈上升趋势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

市各项贷款 ４７５３４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９ 年 ２８８７８ 万元增加 １８６５６ 万元ꎬ 增长 ６４ ６％ꎻ １９９１ 年

５９９７２ 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 ４４４７３ 万元、 固定资产贷款 １２５２８ 万元)ꎬ １９９３ 年 ８３０１０ 万

元ꎬ １９９５ 年 １１３２０８ 万元ꎬ ２００５ 年 ５５２６８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农行各项贷款余额 １１３５４４ 万

元ꎬ 工行 １７０４００ 万元ꎬ 建行 ６７７４０ 万元ꎬ 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 ９７５８４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农

行各项贷款余额 ２０３６９４ 万元ꎬ 工行 ３５１９００ 万元ꎬ 建行 ４２２１３７ 万元ꎬ 农村信用社 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统计表

　 表 １４－３－２ 单位: 万元

年份
各项贷款

余额
其中农业

贷款
年份

各项贷款
余额

其中农业
贷款

１９９０ ４７５３４ １０９３ ２００１ ３０１１００ １１３００

１９９１ ５９９７２ １３７６ ２００２ ３６０１００ １５４００

１９９２ ７４３５８ １９４８ ２００３ ４３４７１２ １２９２３

１９９３ ８３０１０ ２１７９ ２００４ ４９８５８９ １８３３９

１９９４ ９７７７９ ８０２ ２００５ ５５２６８５ ２０９２５

１９９５ １１３２０８ ２４３１ ２００６ ７２４９５１ １３４９１

１９９６ １４４８９７ ２４６７ ２００７ ８７３９７３ ２０５０３

１９９７ １７０３０２ — ２００８ ８８５２００ １９４０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２９０６ ５７９０ ２００９ １３５０１５６ １７５５５

１９９９ ２２６５８４ ４９４９ ２０１０ １６３３３７１ ２４１５８

２０００ ２６７２９５ ７５２８

第五节　 金融电子化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银行机构开通使用电子连行汇兑业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工行开通牡丹卡

业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实现储蓄活期通存通兑ꎬ 开发代发工资应用系统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发放牡丹

信用卡 ６２８３ 张ꎬ 牡丹灵通卡 ３８２６３ 张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工行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３６６ 万元ꎬ 新增单位网上银行证书版 ５１ 户ꎬ 网银

代发工资完成 １３ 户ꎬ 办理消费 ＰＯＳ 业务 １７ 户ꎬ 新增电话银行 ６７５ 户、 个人网上银行

１１９３ 户、 个人手机银行 ３２３ 户、 信用卡 ８３７ 张、 灵通卡 ４９４４ 张ꎬ 个人理财产品销售

２７４



４４５３ 万元ꎬ 新增中高端客户 ４８１ 户ꎬ 新增理财账户 １１５ 户ꎮ 农行中间业务规模日趋拓

展ꎬ ＰＯＳ 业务发展扩大ꎬ 发放银行卡 １３６００ 张ꎬ 新增网银客户 ２４４ 户ꎬ 基金销售 ２７９ 万

元ꎮ 建设银行依托银行卡、 理财产品和代理业务ꎬ 开办实物黄金销售业务ꎬ 销售金额

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万元等多笔公司理财产品ꎬ 中间业务收入占全行中间业务净收入 ３２％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工商银行中间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收入 ３７８ 万元ꎬ 较上年增加 １２ 万元ꎬ

新增个人网上银行 １０９９ 户ꎬ 个人手机银行开户 １４５ 户ꎬ 个人电话银行 ３５３ 户ꎬ 借记卡

５１１９ 张ꎮ 农业银行借记卡发放 ８６０ 张ꎬ 新增特约商户 ２２ 户ꎬ 网银个人客户 ８７６ 户ꎬ 第

三方存管 ２９５ 户ꎬ 注册短信通 ２５２９ 户ꎬ 办理惠农卡 ５７９１ 张ꎬ 代理保险 ７９１ 万元ꎬ 手续

费收入 ４９ 万元ꎬ 中间业务收入 ５４４ 万元ꎮ 建设银行发放借记卡 ４５４３３ 张ꎬ 新增代工单位

１０ 户ꎬ 达 １５７ 户ꎬ 收费单位 ４４ 户ꎬ 月代发 ９ ６３ 万笔ꎬ 金额 ２２０００ 万元ꎮ 宝塔区信用联

社新增自动取款机 ４ 台ꎬ 安装 ＰＯＳ 机 １２ 台ꎬ 发放富秦卡 １０８８４ 张ꎬ 卡存金额 １５９９１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工行发放信用卡 ２５１９ 张ꎬ 实现收入 ５２００ 万元ꎬ 实现电子银行交易额 １９４３
亿元ꎬ 通过地税公务卡、 工商公务卡、 个私协会员联名卡等项目带动发卡ꎬ 提高信用卡

高端客户渗透率ꎬ 高端客户渗透率 １７ ８７％ꎬ 中间业务收入 ２３５１ 万元ꎬ 电子银行和银行

卡中间业务增收效果明显ꎮ 农业银行电子银行客户 １２１８５ 户ꎬ 个人贵宾客户新增 ７９４ 户ꎬ
惠农卡发行 ３３６５０ 张ꎬ 中间业务收入 １１５５ 万元ꎬ 建设银行信用卡、 电子银行等全员营

销ꎬ 对公网点单位人民币结算收入 ５３５ 万元ꎬ 中小企业中间业务收入 ２５４ ５ 万元ꎬ 实现

“百易安” 贷款资金托管收入 ２０５ 万元ꎮ 宝塔区信用联社安装开通自动取款机 １０ 台ꎬ 安

装 ＰＯＳ 机 ３０ 台ꎬ 办理富秦家乐卡 ３４７７８ 张ꎬ 卡存金额 ２９２１４ 万元ꎮ

第六节　 金融管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人民银行依照法律对辖区内金融机构实施金融监管ꎬ 包括对金

融机构设立、 进出、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及国家货币政策性监督管理ꎮ 信贷管理ꎬ
与货币总量扩张有关ꎬ 政策措施影响货币乘数与货币流动性ꎬ 规格住房、 汽车消费信贷

的付款比例ꎬ 证券抵押贷款、 配合国家产业政策ꎬ 通过贷款贴息手段ꎬ 引导信贷资金向

国家政策要鼓励的地区与行业流动ꎬ 以扶持经济发展ꎻ 限制性的信贷政策ꎬ 商业银行调

整信贷额度ꎬ 调整信贷风险评级和风险溢价等方式ꎬ 限制向某些产业、 行业和过度投

放ꎬ 体现择优限劣原则ꎻ 制定信贷法律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建设银行以基础管理为重点ꎬ 建立网点晨会、 学习日、 例会和帮扶制度ꎮ

以稽核差错和省行操作风险控制能力综合评价为依据ꎬ 柜员发生各类稽核差错实行责任

追究ꎮ 坚持突击检查、 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和落实整改检查相结合ꎬ 推行网点转型、 业

务操作流程、 绩效管理ꎬ 建立会计经营管理平台ꎬ 实行会计主管每旬工作报告制度ꎮ 实

施电子化申报和审批ꎬ 开展贷后平行作业ꎬ 识别 “假个贷” 和贷款用途不合理的能力ꎬ
建立个人贷款风险提示系统ꎬ 检查个人消费和助业贷款ꎬ 下发风险预警提示单ꎬ 重点落

实信贷风险责任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工商银行坚持 “内控优先” 的原则ꎬ 修订 «规章制度汇编»ꎬ 制定综合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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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办法ꎬ 绩效挂钩办法ꎮ 全年按月召开案件防范、 内控管理、 安全保卫分析会ꎬ 支

行建立检查监督和检查情况通报制度ꎮ 每月主管行长和业务主管检查营业网点ꎬ 落实银

监局、 人民银行和上级行依法合规大检查ꎬ 内控检查、 内控评价存在问题纠改ꎮ 制定

«业务操作指南» «员工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ꎬ 实施岗位轮换制度ꎬ 推行员工轮岗、
换岗、 银企对账、 权限卡、 反交易等易发案件部位检查、 监督ꎬ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不留死角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银行机构贯彻执行 “控制总量、 调整结构、 保证重点、 压缩一般、
适时调节、 提高效益” 信贷货币政策ꎬ 银行现金收入 ４２７７７ 万元ꎬ 银行现金支出 ４３１３８
万元ꎬ 货币净投放 ３６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银行机构现金收入 １１４６２８ 万元ꎬ 现金支出 １２５５４６ 万元ꎬ 货币净回笼与净

投放相抵ꎬ 现金净投放 １０９１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银行机构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１８７０７４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９ ２％ꎬ 各项

存款余额比上年增长 ２７ ２％ꎬ 各项贷款增长 １９ １％ꎬ 其中农业贷款 ５７９０ 万元ꎬ 增长

９３％ꎬ 银行现金收入 ５４７４３７ 万元ꎬ 增长 ３９ ３％ꎬ 现金支出 ５９５６６７ 万元ꎬ 增长 ３５ 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银行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 ３９％ꎬ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

２４ ４０％ꎬ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 ２２％ꎬ 较上年增长 １ ２８％ꎬ 新增贷款主要投

向工业和个人中长期消费等领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银行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增加 ５０３０００ 万元ꎬ 城乡居民储蓄增加 ２０５０００

万元ꎬ 各项贷款增加 ２８３０００ 万元ꎮ

第四章　 保险业

第一节　 保险机构

一、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宝塔区支公司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ꎬ 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延安市支公司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

分设ꎬ 改称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支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支公司

改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宝塔区支公司ꎬ 设办公室、 经理室、 团险部、 个

险部、 理赔室、 财务室、 营业室和河庄坪、 枣园营销点ꎬ ２００８ 年有员工 ７７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司设办公室、 团险部等 ７ 个科室ꎬ ２ 个营销网点ꎬ 有职工 ９５ 人ꎮ

二、 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宝塔区支公司

１９９５ 年ꎬ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延安市支公司改制ꎬ 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分设ꎬ 改称中

４７４



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支公司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改称为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

公司延安市宝塔区支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财产保险公司下设综合部、 车险部、 非车险部、 电子销售服务部、 销售管

理部、 理财客户服务部、 营业部、 营销部、 意外健康保险部等ꎬ 有员工 ２６９ 人ꎮ

第二节　 保险种类

一、 财产保险种类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财产保险有机动车保险、 企事业单位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 建

筑和安装工程保险、 货物运输保险、 能源保险、 船舶保险、 责任保险、 农业保险等 ２００
多个险种ꎮ

二、 人寿保险种类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寿险有人寿保险、 健康保险、 意外保险、 分红养老保险等 １００ 多

个长期、 短期险种ꎮ

第三节　 保险业务

一、 保险业务范围

１９８４ 年ꎬ 延安市保险机构承保业务有运输工具、 企业财产、 家庭产险和团体意外保

险ꎮ １９８９ 年增加到 ３ 大类 ３６ 种ꎬ 保险业务项目增多ꎬ 主要有国有财产、 集体财产、 家

庭财产、 机动车货运、 牲畜、 烤烟、 人身意外、 简易人身、 养老、 子女备用金、 学生平

安、 母子平安、 公旅意外、 生猪、 羊、 奶牛、 苹果等ꎬ 承保金额 ８ ９３ 亿元ꎬ 保费收入

４０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财险、 人寿两公司的保险种类 ３００ 多个ꎬ 保险范围涉及企业、 家庭

财产、 建设安装、 货物运输、 农业、 健康、 信用、 责任、 能源、 分红养老等领域ꎮ 公司

采取增设网点、 电子营销、 开通 “９５５１８” 电话服务专线等方式ꎬ 提高城乡保险覆盖率ꎮ
二、 保险费收入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保险费收入 ６８３ 万元ꎬ 较 １９８９ 年增加 ２８２ 万元ꎬ 增长 ７０ ３％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保险费收入 １３８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保险费收入 ５０３３ 万元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人寿保险宝塔区支公司保险费收入总计 ２２１５０ ８０ 万元ꎻ 财产保险宝塔区支公司保险

费收入总计 １３５３０ 万元ꎮ
三、 理赔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保险机构理赔金额 １４８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为 ２５４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人寿

保险宝塔区支公司理赔各类人身险赔案 １８４ 人次ꎬ 金额 ２０５ 万元ꎬ 财产保险宝塔区支公

司理赔 １３２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人寿支公司理赔 １１８ ８６ 万元ꎬ 财险支公司理赔 ２０１３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人寿、 财险理赔金额分别为 ３００ 多万元、 ３４１４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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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 理赔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４－４－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财产保险
保费收入

财产保险
理赔金额

年份
财产保险
保费收入

财产保险
理赔金额

１９９０ ４４６ １４６ ２００１ １８１２ ９９７

１９９１ ５５９ ２２７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１１３６

１９９２ ６９３ ４６９ ２００３ — —

１９９３ ７６０ ４０６ ２００４ ２５８２ １５０３

１９９４ １１２８ ６７０ ２００５ ２７８８ １３１５

１９９５ — — ２００６ １８１４ １１４３

１９９６ １０２５ ５９９ ２００７ ２５２４ ９０７

１９９７ １３０２ ６０６ ２００８ ３５２４ １３２６

１９９８ １５６６ １９８４ ２００９ ４１３９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９ １５０３ ６９２ ２０１０ ５８６７ ３４１４

２０００ １６３３ 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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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编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经济管理机构有市计划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财贸委员会、 农业委

员会、 财政局、 统计局、 审计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标准计量局、 物价局、 农业局、 土

地管理局、 商业局、 乡镇企业局、 二轻局等ꎮ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及 “四荒地” (指属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荒山、 荒坡、 荒沟、 荒滩) 拍卖为主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改革ꎮ 城镇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民营企业及个体户分行业管理的体制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贯彻落实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议»ꎬ 在财政、 金融、 经济管理、 企业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一系

列重大改革ꎬ 并对相关机构进行撤并和重组ꎮ 全市经济管理机构变更为计划经济局、 经

济贸易局、 农林牧局、 财政局、 审计局、 工商局、 乡镇企业局等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县级延安市改为县级宝塔区后ꎬ 对部分机构进行分设和重组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经济管理机构有区经济发展局、 财政局、 农场、 审计局、 统计局、 商务

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物价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土资源局、 非公有制经济管理局

等ꎮ 全区经济管理体制完全转入市场经济ꎬ 农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推行土地合

理流转ꎻ 工商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ꎬ 向股份制和民营方向转变ꎮ 政府彻底退出对各行业

的微观管理ꎬ 只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ꎬ 对全区经济实现宏观指导ꎬ 并加强社会中

介组织建设ꎬ 为各经济行业、 单位提供服务ꎮ 市场经济多种运行体制和机制得到不断完

善ꎬ 全区经济运行平稳ꎬ 区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ꎬ 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ꎬ 社会各

项事业稳定、 健康、 持续发展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是宝塔区各行各业发展速度最快、 效益最好、 变化最大的 ２１ 年ꎬ 各

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市前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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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　 划

第一节　 计划机构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延安县、 延安市合并ꎬ 称延安市计划委员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计委主要职责

是制定农业计划、 工业计划、 商业流通计划、 基本建设计划、 以工代赈计划、 社会发展

计划ꎬ 时有工作人员 １６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延安市计划委员会改称延安市计划经济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撤市设区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计划经济局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恢复计划委员会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机构改革时改称延安市宝塔区经济发展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经济发展局内设办公室、 综合计划科、 投资管理科、 农财科、 行业

管理科、 企业改革管理科 ６ 个科室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８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下设

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 工业经济办公室、 商业贸易办公室、 非公有制经济管理局、 供销

社、 金融办公室、 煤检局ꎮ 代管物价局、 粮食局、 盐务局ꎮ 挂靠机构: 石油钻前工作办

公室、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ꎮ

第二节　 计划编制

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有长期 (１０ 年)、 中期 (５ 年) 和短期 (年
度) 计划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内容有农业生产、 工业生产、 交通运输、 基本

建设、 科学研究、 财政收入、 人民生活、 人口、 文化、 教育、 卫生、 体育等ꎬ 根据上年

计划完成情况ꎬ 本年度重点指标及完成指标的重点工作和措施等ꎮ
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短期计划 (年度计划)ꎬ 根据长期和中期计划分年度指

标和上年实际执行情况ꎬ 由市 (区) 计委 (计划经济局、 经济发展局) 编制草案ꎬ 经市

委 (区委)、 市政府 (区政府) 审查同意ꎬ 上报地区 (市) 计委、 根据地区 (市) 计委

下达控制指标进行修改ꎬ 最后经市 (区) 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ꎮ
一、 中长期计划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延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ꎬ 审查批准 «延安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ꎬ “八五” 计划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
坚持一个中心ꎬ 两个基本点ꎬ 从本地实际出发ꎬ 着眼发展ꎬ 提高效益ꎬ 围绕 “八五” 计

划和 “十年” 规划ꎬ 解放思想ꎬ 开拓进取ꎬ 实现 “双脱” (财政脱补、 经济脱贫)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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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产总值翻番目标ꎮ
“八五” 计划主要奋斗目标是: 到 １９９５ 年底ꎬ 国民生产总值达 ２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２ ７８％ꎬ 到 ２０００ 年末达 ３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８ ４５％ꎬ 较 １９８０ 年 ５５００ 万元翻 ２ ４ 番ꎮ 社

会总产值 ３ ２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分别为 １４ ８７％和 ９ ３％ꎮ 其中ꎬ 工业产

值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 ８ 亿元ꎬ 年均递增分别为 ２０ ５３％和 １２ ５％ꎮ 农业总产

值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 ２ 亿元ꎬ 年均递增分别为 ８％和 ３ ７％ꎮ 国民收入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７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２ ８ 亿元ꎬ 年均递增分别为 １５ ４９％和 １０ ５％ꎮ 财政收入 １９９５
年达 ３０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８０００ 万元ꎬ 年均递增分别为 １４ ３％和 ２１ ６７％ꎮ 社会商品销

售总额 １９９５ 年达 ２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３ 亿元ꎬ 年均递增分别为 ７ ２２％和 ８ ４５％ꎮ 乡镇企

业总值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３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２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７ ６％和 ９％ꎮ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３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 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６ ５％和 ２ ９％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９９５ 年达 ６０００ 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００００ 元ꎬ 年均递增 ７ ４７％和 １０ ７６％ꎮ 粮食总产量 １９９５
年达 １０ 万吨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２ 万吨ꎬ 农民人均生产粮食 ５００ 千克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

在 １３‰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ꎬ 审查批准 «延安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及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ꎬ “九五” 计划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 及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贯彻省委、 省政府关于 “以开放促开发ꎬ 以开发求发展” 的战

略思想ꎬ 依托资源ꎬ 面向市场ꎬ 以农奠基ꎬ 以城带乡ꎬ 科教兴市ꎬ 择优开发ꎬ 提高效

益ꎬ 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ꎮ “九五” 末ꎬ 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 国民生产总值 ８ 亿元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ꎬ 年均递增 １６ ４％ꎬ 第一、 二、 三

产业比例为 ２５ ∶ ３８ ∶ ３７ꎻ 农业总产值 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４％ꎻ 工业总产值 ５ 亿元ꎬ 年均

递增 １５ ６％ꎻ 财政收入 １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４ ２％ꎻ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０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２５ ８％ꎻ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３ １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７ ４％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６ 亿元ꎬ 其中基

本建设投资 １ １５ 亿元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２００ 元ꎬ 比 “八五” 末增加 １０６２ ５ 元ꎻ 总人口

３４ ２５ 万人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０‰以内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远景规划目标: １０ 年期间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 １１ ６％ꎻ 工业总产值 ９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６ １％ꎻ 农业总产值 １１ 亿

元ꎬ 年均递增 ８ ２％ꎻ 财政收入 ２ 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９ ６％ꎻ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６ ５ 亿

元ꎬ 年均递增 ７ ６８％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３ 亿元ꎬ 其中基本建设 ９９００ 万元ꎮ 乡镇企业总产

值 １８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６ １％ꎬ 乡镇企业总收入 ２０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５ ７％ꎻ 粮食总产量 １２
万吨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０００ 元ꎬ 年均递增 ８ ６％ꎻ 人口 ３７ ４６ 万人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

制在 ９‰以内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ꎬ 审查批准 «宝

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ꎮ “十五” 计划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 编制以

“面向市场ꎬ 发挥优势ꎬ 突出特色ꎬ 优化结构” 的发展战略ꎬ 以建设 “林牧大区ꎬ 工业

强区ꎬ 旅游名区ꎬ 经济富区” 为目标ꎬ 发展提高 “果、 牧、 菜、 薯” 四大农村主导产

业ꎻ 以石油工业为龙头ꎬ 重点发展石化、 建材、 食品加工三大支柱产业及配套工业ꎻ 开

发旅游产品ꎬ 依托商贸优势和旅游资源ꎬ 发展培育集吃、 住、 行、 游、 购、 娱于一体带

动旅游业ꎻ 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ꎬ 构筑覆盖城乡、 布局合理、 网络健全、 功能完善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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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体系ꎬ 逐渐形成一、 二、 三产业相互促进、 多种成分共同增长、 生态环境与经济

社会协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ꎮ
“十五” 末ꎬ 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到 ２００５ 年ꎬ 国内生产总值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 ８ ５ 亿元ꎮ “十五” 期间年平均递增 １０％ꎻ 农业总产值 ４ ７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０ ８％ꎻ 工业总产值 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６ ６％ꎻ 财政收入 ２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８ ７％ꎬ 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 １ 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７ ５％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３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３ ５％ꎻ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０ ７５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２％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７５８０
元ꎬ 年均增加 ５００ 元ꎻ 到 ２００５ 年底ꎬ 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１３ 亿元ꎻ 总人口 ３５ ７７ 万人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８‰以内ꎻ 粮食产量 １０ 万吨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５００ 元ꎬ 年均增

加 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９ 日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ꎬ 审查批准 «宝塔区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ꎮ 规划编制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为指导ꎬ 贯彻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ꎬ 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协调发展ꎮ “十一五” 期间坚持 “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镇带动、 项目推动、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的发展战略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全区生产总值达

到 ２００ 亿元ꎬ 年均递增 １１％ꎻ 财政总收入 １２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１％ꎬ 地方财政收入达 ６ ５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１％ꎬ 由吃饭型财政转向建设型财政ꎻ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５４ 亿元ꎮ
优化产业结构ꎬ 增强经济实力ꎮ 全区一、 二、 三产业结构调整为 ２ ∶ ８０ ∶ １８ꎮ 非公有制

经济上缴税金占财政总收入的 ７０％ꎬ 农村 “三大主导产业” 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

的 ６０％ꎮ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实现村村通水、 通路、 交通、 水利、 通讯

及城镇基础设施等全面完善ꎬ 信息化建设迈出新步伐ꎮ 水保治理保存面积 ２２０８ 平方千

米ꎬ 森林覆盖率达 ５７ ５％ꎮ
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９４００ 元ꎬ 农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 ３１００ 元ꎬ 年均增加 ２００ 元ꎮ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ꎬ 扩大三大主导产业规模ꎬ 加大资金扶持和科技投入ꎬ 加快

产业化发展ꎮ 林果业: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果树面积 ３０ 万亩ꎬ 总产 ２０ 万吨ꎮ 建设生态果园

８ 万亩ꎬ 优果率达 ６０％ꎮ 草畜业: 到 ２０１０ 年建设优质牧草 ２０ 万亩ꎬ 肉牛饲养量达 ８ 万

头ꎮ 生猪达 １３ 万头ꎬ 禽类饲养量达 １３０ 万只ꎮ 蔬菜业: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发展日光温室大棚

３５００ 座ꎬ 大弓棚 ３５５００ 座ꎬ 小弓棚 ３０００ 个ꎮ 种植面积 ５ 万亩ꎬ 总产 １０ 万吨ꎮ “十一五”
期间新增基本农田 １０ 万亩ꎬ 完成 ５０ 个果业重点村集雨窖灌溉工程ꎬ 新建淤地坝 ６０ 座、
节水灌溉工程 ４９ 处ꎬ 新建南泥湾全庄水库ꎮ

工业以石油发展为龙头ꎬ 开发利用石油伴生气ꎬ 壮大建材、 化工、 机械、 包装、 农

副产品加工业ꎬ 到 ２０１０ 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９５ 亿元ꎮ
商贸旅游业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 ５ 亿元ꎮ 依托红色旅游和宝塔

山、 清凉山、 凤凰山、 万花山资源ꎬ 形成宝塔区生态农业、 现代民居、 民俗文化、 休闲

度假、 传统教育五大旅游项目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接待国内外游客 ３００ 万人次ꎬ 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９ 亿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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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２０１０ 年ꎬ 非公有制经济占财政收入的 ７０％ꎬ 个体私营企业户达到 ２ ３ 万户ꎮ “十
一五” 期间共实施重点项目 ６５ 个ꎬ 其中工业类 ８ 个、 农业类 １４ 个、 三产类 ２３ 个、 社会

事业类 ２０ 个ꎬ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 ５１ ２６ 亿元ꎮ
“十一五” 期间ꎬ 实现区乡公路黑色化ꎬ 乡村公路砂石化ꎮ 完成三级路 １１９ 千米ꎬ

油路罩石 １１３ ６ 千米ꎬ 四级砂石路 ６６４ ９３ 千米ꎮ 完成 ３０ 个重点贫困村脱贫和 ８ 个贫困

村的移民搬迁工程ꎮ 加快实施临镇等 ５ 个农村小城镇建设ꎬ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面完成小城镇

建设ꎬ 全区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ꎮ
坚持以人为本ꎬ 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传统产业运用新技术达

７８％ꎬ 新技术产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６０％ꎬ 农业先进技术覆盖率和农作物优良品种覆

盖率分别达 ９５％和 ９８％ꎮ 全区骨干工业企业和 ８５％的民营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或有稳

定可靠的技术依托ꎬ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５０％ꎮ “十一五” 期间完成中小学

布局调整ꎬ 校舍达到省颁标准要求ꎬ 乡镇中小学教学仪器、 体育、 艺术设施达到省颁Ⅱ
类标准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小学、 初中和高中教师的学历达标率分别达 ９８％、 ９０％、 ７５％ꎬ 小

学、 初中、 高中毛入学率达 ９９％、 ９８％、 ８０％ꎬ 辍学率控制在 ２％以内ꎮ “十一五” 期

间ꎬ 完善疾病预防控制、 医疗救治体系和农村三级服务网络ꎬ 提高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能力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现代结核病控制覆盖率达 ９５％ꎬ 儿童全程免疫接种率以乡为单位

达 ９０％ꎬ 全区居民基本卫生知识普及率达 ８５％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达

９６％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６‰以内ꎮ “十一五” 期间ꎬ 新建乡镇街道文化站 ２０ 个ꎬ
建设宝塔文博馆ꎬ 组建文艺表演团体ꎬ 发展体育事业ꎬ 推进全民健身活动ꎬ 创建全国文

化先进县 (区)ꎬ 实施信息工程建设ꎬ 实现广电网络全覆盖ꎮ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ꎬ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ꎮ 扩大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和生育

保险的征缴面ꎬ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应参保人数的

８０％ꎬ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应参保人数的 ５０％ꎮ 落实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ꎬ 城镇居民低保标准由每月 １３０ 元提高到 １８０ 元ꎮ 农村居民达到 “应保尽保”ꎬ 低保

标准由每年 ６２５ 元提高到 １０００ 元ꎮ 新增就业 １ ４ 万人ꎬ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５％内ꎮ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ꎬ 加快环境污染治理ꎮ 坚持经济、 社会、 环境同步规划、 同步

实施的环境评价制度ꎬ 建立环境监测体系ꎬ 加快城区环境综合整治步伐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城

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７０％ꎮ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７０％ꎬ 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９８％ꎬ 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６５％ꎮ 实施原油管输、 污水回注、 生态建设三大工

程ꎮ 油田污水治理率达 ９０％ꎮ 原油管输率达 ６０％ꎮ 清洁文明井场建成率达 １００％ꎮ 泥浆

废液无害化处理率达 ９０％ꎮ
二、 年度计划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依照中共延安地委、 行署确定的 “依托资源、 面向市场、 区域开

发、 重点突破” 的方针ꎬ 以发扬延安精神为动力ꎬ 以稳定大局为重点ꎬ 深入治理整顿为

目标ꎬ 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ꎮ 主要计划编制目标是: 实现工农业

总产值 ９８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 ７５％ꎬ 力争突破 １ 亿元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３８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３ ７％ꎬ 农业总产值 ６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２ １５％ꎮ 工业生产坚持突破石油、 发展

轻工、 巩固建材、 促进交通的调整工业结构方针ꎬ 重点推行挖潜改造技术进步ꎬ 加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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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理、 提高效益的措施ꎮ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５５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８ ９％ꎮ 社会商品销售总

额实现 １３５４０ 万元ꎬ 与上年持平ꎬ 财政总收入 １７５７ ７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５ １％ꎮ 科研教

育、 卫生、 广播电视等社会事业建设基金主要用于技术引进、 设备购置、 乡镇中学维

修、 卫生院扩建等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００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９ ２％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

在 １５‰以内ꎬ 年末总人口为 ２９ ６４ 万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坚持 “以农奠基、 城乡兼顾、 协调发展、 富民富市” 的指导思想ꎬ

编制计划的原则是: 继续加强农业、 基础工业、 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ꎬ 工商业企业

和乡镇企业ꎬ 推进科技、 教育事业发展ꎬ 加快扶贫开发步伐ꎬ 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

平ꎮ 计划工农业总产值 １１０００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０ ６７％ꎬ 其中农业总产值 ７０００ 万元ꎬ 较

上年增长 ３ ０６％ꎬ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１ ４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１％ꎮ 粮食种植面积 ４５ 万亩ꎬ
粮食总产 ７７０００ 吨ꎬ 计划乡镇企业总产值 ６７００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８％ꎬ 力争 １００００ 万

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７２ ８３％ꎮ 社会商品销售总额 １５０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４ ４０％ꎻ 财政收

入 １９００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４ １８％ꎮ 计划工业总产值 ４０００ 万元ꎬ 与上年基本持平ꎬ 力争

５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２０ ９２％ꎬ 其中市直工业 ３１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２ ０９％ꎮ 延安地区核定延安市

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为 １９７０ 万元 (不含中央补助地方项目和银行贷款)ꎬ 比上年初增加

７６２ 万元ꎬ 其中国家预算统筹投资 ８０ 万元ꎬ 增加 １６ 万元ꎻ 集体单位投资 ３５０ 万元ꎬ 增

加 １７０ 万元ꎻ 个体投资 １５４０ 万元ꎬ 增加 ５４０ 万元ꎮ 社会事业建设安排七里铺火车站广场

开发、 延安市供水工程、 延安市图书馆等 ３ 个重点项目建设ꎮ 推进 “科技兴农” 和公交

企业技术进步ꎬ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ꎬ 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和新技术推广ꎮ 教育计划高中招

生 １５６０ 人ꎬ 初中招生 ４０４２ 人ꎬ 小学招生 ７２２０ 人ꎬ 农业职业中学招生 ２００ 人ꎮ 计划农民

人均纯收入 ４４０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５ １４％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３ ５‰以内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根据陕西省计划会议精神ꎬ 延安市编制计划坚持 “一个中心ꎬ 两个基本

点” 的基本路线ꎬ 坚持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ꎬ 解放思想ꎬ 放宽政策ꎬ 深化改

革ꎬ 扩大开放ꎬ 依靠科技进步ꎬ 调整结构ꎬ 提高效益为重点ꎬ 推进教育、 文化、 科技、
卫生、 广播电视等社会各项建设ꎬ 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ꎮ 计划工农业总

产值 ２３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９ １％ꎬ 其中工业总产值 ８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１７ ４％ꎬ 农业总产值

１５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５ ３％ꎮ 粮食播种面积 ５５ 万亩ꎬ 产量 ８５０００ 吨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９ ３９％ꎻ
乡镇企业贯彻 “调整、 整顿、 改造、 提高” 的方针ꎬ 优化结构ꎬ 提高经济效益ꎬ 计划总

产值 ９０００ 万元ꎬ 总收入达到 １ 亿元ꎮ 工业以立足当地资源为重点ꎬ 钻采公司等 １０ 户重

点企业为突破口ꎬ 增加产能ꎬ 强化销售ꎮ 计划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 ８ 亿元ꎬ 财政收入

２３５４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０％ꎮ 固定资产投资优先安排基本建设工程重点和续建项目ꎮ 科

学、 教育、 卫生等社会事业适度投资ꎬ 量力而行ꎬ 重点资金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和计划生

育网络建设ꎮ 是年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４ ０７‰以内ꎬ 总人口控制在 ３１ ２４ 万人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４ 日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经过审查ꎬ 批准延安市

１９９３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ꎮ 计划编制以 “依托资源、 面向市场、 以农奠基、 以

城带乡、 重工、 强农、 兴商” 为指导思想ꎬ 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ꎬ 促进国民

经济的高速增长ꎮ 计划国民生产总值 ２ ５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５％ꎬ 工农业总产值 ２３９４３
万元ꎬ 其中工业产值 ７５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３８ ９％ꎮ 粮食种植面积 ４８ ５２ 万亩ꎬ 总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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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８ 万吨ꎮ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１６３９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０ ９％ꎬ 社会商品销售总额 ２０ 亿

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７ ５％ꎬ 财政收入 ３０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２ ７％ꎮ 农民人均收入 ５２０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２ ４％ꎬ 人口自然率控制在 １６‰以内ꎮ 科学、 教育、 文化、 卫生等社会事业

稳步推进ꎬ 计划市三中、 农职中、 中医院扩建等重点项目安排 １７ 个项目ꎬ 基础设施建

设安排北南街、 王瑶水库饮水ꎬ 小区住宅开发等市政建设工程项目 ９ 个ꎬ 总投资 ７５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坚持 “依托资源、 面向市场、 以农奠基、 以城带乡、 重工强农兴

商” 的发展战略ꎬ 推进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ꎮ 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 国民

生产总值 (现价) ４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４２ ８６％ꎻ 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 ５ １２ 亿元ꎬ 比上

年增长 ７０ ８８％ꎻ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３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３８ １％ꎻ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３ 亿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４２ ８％ꎻ 财政收入 ４１４８ ９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６ ４％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９００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８％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２‰以下ꎮ 计划农业总产值 ２ １２ 亿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４ １７％ꎻ 农业增加值 １ ４５ 亿元ꎬ 增长 ７％ꎻ 计划工业总产值 ３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６３ ２７％ꎬ 其中村及村以上产值 １ ５ 亿元ꎬ 增长 ７１ ６８％ꎬ 工业销售产值

(现价) ２ 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０７ ８８％ꎻ 实现利税 ３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４９ １４％ꎮ 推进科技、 教

育、 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发展ꎬ 计划高中招生 ８００ 人ꎬ 初中招生 ３３２０ 人ꎬ 小学招生

５７２８ 人ꎬ 农业职业中学招生 ３３０ 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经过审查ꎬ 批准延安

市 １９９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ꎮ 编制计划 “以农奠基、 以城带乡、 依托资源、 择

优开发、 强工兴商” 的发展战略ꎬ 以实现加快改革步伐ꎬ 加快经济发展ꎬ 增加财政收入

和农民收入为目标ꎬ 推动经济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ꎬ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ꎮ 计划国民生

产总值 ４ ５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８ ６％ꎮ 工业总产值 ４ 亿元 (其中市直 ２ 亿元)ꎬ 较上年

增长 ９３ ４％ꎬ 实现利税 ４２００ 万元 (其中市直 ３０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４１ １％ꎻ 农业总

产值 ２ ６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６ ５％ꎻ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５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７８ ５％ꎻ 国企

商业销售总额 １ ８ 亿元ꎬ 增长 ２０％ꎬ 实现税金 ６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２５％ꎻ 财政收入 ４５００ 万

元ꎬ 力争 ５０００ 万元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１００ 元ꎬ 增长 １９ ８％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１‰以内ꎮ 固定资产投资依托中央文件精神ꎬ 有保有压ꎬ 本年度不再批准新开工非生产

性项目ꎬ 重点保证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项目建设ꎮ 推进社会事业发展ꎬ 使教育、 卫生、
体育、 计划生育等设施有明显的增长和改善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计划编制坚持以 “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促进发展、 保

持稳定” 的基本方针ꎬ 落实 “以开放促发展ꎬ 以开发求发展” 的战略ꎬ 处理好发展与稳

定的关系ꎬ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ꎬ 抑制通货膨胀ꎬ 深化国有企业发展为重点ꎬ 完善宏观

管理体制ꎮ 优化农业结构调整ꎬ 推动技术进步ꎬ 促进经济增长ꎬ 由粗放式数量型向等级

式质量型、 效益型转变ꎬ 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ꎮ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

要奋斗目标是: 计划国民生产总值 ４ ６１ 亿元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２ ９％ꎬ 计

划工农业总产值 ５ ７１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８ ８％ꎬ 其中农业总产值 ２ ７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１ １％ꎻ 工业总产值 ３ １ 亿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２４ １％ꎬ 国企商业销售总额 ２ ２ 亿元ꎬ 增长

７ ３％ꎻ 财政收入 ５６２８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９ ５％ꎻ 计划农民纯收入 １３００ 元ꎬ 净增长 １６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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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０ ４‰以内ꎮ 基本建设项目ꎬ 重点安排农业、 能源、 交通、
城市基础项目ꎮ 计划水利项目 １１ 个ꎬ 投资 ２１４ 万元ꎬ 交通项目 ３ 个ꎬ 投资 １７０ 万元ꎮ 增

加教育、 文化、 卫生等社会事业投资ꎬ 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发展ꎬ 投资额 ３７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ꎬ 审查批准延

安市宝塔区 １９９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ꎮ 计划编制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

指导ꎬ 贯彻中共十四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 “以开放促发展、 以开发求发展” 的

战略方针ꎬ 突出扶贫攻坚、 绿化灭荒、 专业化生产、 企业机制转换、 旅游业和第三产业

开发 ５ 个重点ꎬ 建设粮食、 果品、 畜牧三大基地ꎬ 实现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企业增

效、 财税增长等 ４ 个增长ꎬ 推进 ２ 个转变ꎬ 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ꎮ 经济和

社会发展主要奋斗目标是: 计划国民生产总值 ３ ９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１ ４％ꎻ 工业总产

值达到 ３ ３ 亿元ꎬ 其中区直企业 １ 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５％ꎬ 实现利税 ５８００ 万元 (其中区直

企业 ４５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１０ ２％ꎮ 农业总产值达到 ３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１ １％ꎻ 农民人均

生产粮 ７５０ 千克ꎬ 增长 １０ ３％ꎬ 人均纯收入达到 １５００ 元ꎬ 增长 １３ ６％ꎻ 乡镇企业总产值

达到 ５ 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８ ２％ꎻ 国企商业零售总额 ３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８ ６％ꎬ 实现利税

１２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２０％ꎻ 财政收入达到 ８０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０ ４％ꎻ 全社会零售物价

指数控制在 １０８ ０ 以下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０‰以内ꎮ 固定资产投资ꎬ 继续贯彻中

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 推行项目法人制、 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
工程建设监理制、 招投标制ꎮ 严格控制新开项目ꎬ 压缩非生产项目ꎬ 重点安排安居工程

建设、 天然气工程等工程建设ꎮ 推进各项社会及事业发展ꎬ 科技以巩固东川、 南川各乡

镇、 村组科技示范成果和 “星火” 计划建设项目为重点ꎬ 引进技术 １０ 项ꎬ 推广实用技

术ꎮ 教育计划安排高中招生 １１５０ 人ꎬ 初中招生 ３７００ 人ꎬ 职中招生 ２００ 人ꎮ 卫生完成初

级卫生保健制度ꎬ 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ꎬ 全面推行计划免疫ꎬ 使 “四苗” 覆盖率

达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增强农业基础地

位、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 增强城镇服务功能为

指导思想ꎮ 实施突出特色、 择优开发、 以农奠基、 强工兴商的经济发展战略ꎬ 实现国民

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台阶ꎬ 使宝塔区成为全市农业强区、 工业大区

和经济富区ꎮ 主要奋斗目标是: 计划国民生产总值 ３ ７ 亿元ꎬ 较上年预计增长 ２０ ９％ꎮ
工业总产值 ３ ５ 亿元ꎬ 较上年预计增长 １６ ７％ꎬ 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总值 １ ６５ 亿元ꎬ 较

上年增长 ０ ７％ꎮ 农业总产值 ２ ７ 亿元ꎬ 较上年预计增长 ３９ ９％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
亿元ꎬ 较上年预计增长 ２０％ꎮ 地方财政收入 ５０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同口径相比预计增长

８ ７％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００ 元ꎬ 较上年预计增长 １６ １％ꎮ 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控制在 ４％
以内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９‰以内ꎮ 固定资产投资以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为重点ꎬ
以增量带存量ꎬ 促进投资效益ꎮ 计划新建尹家沟百年垃圾填埋场一期工程投资 ７００ 万

元ꎬ 建成南关、 文化沟、 火车站、 七里铺联片供热工程ꎬ 投资额 １５９０ 万元ꎬ 改造河庄坪

镇红庄－Ⅲ型澄清池ꎬ 提高日供水 ２ ４ 万吨ꎬ 投资额 ７２０ 万元ꎮ 计划以工代赈基础设施

项目投资额 ４１１ 万元ꎬ 其中国家投资 ３５４ ８ 万元ꎬ 配套资金 ５６ ２ 万元ꎮ 水利建设 １１２ 万

元ꎬ 基本农田建设 ４７ 万元ꎬ 县乡公路建设 ９７ 万元ꎬ 经济林、 农电线路、 通讯等建设投

４８４



资 ３５ 万元ꎮ 社会事业建设ꎬ 计划新增教学面积 ７０００ 平方米ꎬ 总投资额 ５００ 万元ꎬ 解决

１５００ 名学生入学难ꎬ 科技教育引进新技术 ３ ~ ５ 个项目ꎬ 引进新产品 １０ ~ １５ 种ꎬ 推进卫

生、 文化、 体育社会事业深入发展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以 “依托资源、 突出特色、 优化结构ꎬ 实施科教兴区” 为指导思

想ꎬ 以实现 “农业强区、 工商大区、 旅游名区、 经济富区” 为目标ꎬ 实施科教兴区战

略ꎮ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ꎬ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 旅游开发、 国

有企业改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步伐ꎬ 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ꎮ １９９９ 年宏观

控制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 ５ 亿元ꎬ 经济增长率 １１％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８ 亿

元ꎬ 增长率 ３８ ５％ꎮ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４％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 ８ 亿元ꎬ 增长率

１０ １％ꎮ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０２１８ 万元ꎬ 增长率 １１ ８％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７５１８ 万元ꎮ 农民

人均纯收入 １５６０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００ 元ꎮ 粮食总产 １２ 万吨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７‰ꎮ 计

划安排建设项目 ３０ 个ꎬ 山区综合开发、 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 ８ 个ꎬ 乡镇道路提级改造、
农村低压电网改造、 李渠中心卫生院等改建项目 ５ 个ꎬ 城区防洪、 经济适用住房等新建

项目 １３ 个ꎬ 延河河堤松树林卫生院等扩建 ４ 个ꎮ 计划完成蟠龙、 青化砭、 临镇、 甘谷驿

等镇的总体规划编制 ４ 个ꎮ 开发旅游产品ꎬ 丰富旅游项目ꎮ 计划开辟 “延安—南泥湾—
壶口” 旅游路线和 “万花—安塞” 旅游专线ꎬ 辐射和带动沿线村庄第三产业的发展ꎮ 科

技、 文化、 教育、 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ꎬ 以引进新技术、 开发新产品ꎬ 依法治理教

学环境ꎬ 筹措教学经费ꎬ 文化、 卫生坚持 “三下乡” 活动ꎬ 推动各项社会事业与经济建

设协调发展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ꎬ 审查批准宝塔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ꎬ 编制计划围绕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ꎬ 加快基础设施、 生态环境和山

川秀美工程建设步伐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ꎬ 推进各项改革ꎬ 提高经济运

行的质量和效益ꎬ 促进全区经济持续增长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ꎮ 实现 “林牧大区、
工商强区、 旅游名区、 经济富区” 的宏伟目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

是: 国内生产总值 ５ ４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２ 亿元ꎬ 下降 ４％ꎮ 社会消费零

售总额 ６ ７ 亿元ꎬ 增长 ７ ２％ꎮ 财政收入 １ ２ 亿元ꎬ 增长 ９ ６％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２００ 元ꎮ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４％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７‰以内ꎮ 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１２
个ꎬ 其中新建项目 ６ 个、 续建 ３ 个、 技改项目 ３ 个ꎮ 坚持科教兴区战略ꎬ 推进各项社会

事业全面发展ꎮ 大力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ꎬ 提高劳动技能ꎬ 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ꎬ 提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ꎮ 加强教育教学管理ꎬ 提高办学水平和管理水

平ꎬ 计划全区高中招生 １５１２ 人ꎬ 初中招生 ８６４０ 人ꎬ 小学招生 １０８８０ 人ꎮ 以国家加大社

会事业投资为契机ꎬ 完善卫生服务设施ꎬ 推进卫生改革ꎮ 增加对农村有线电视网络建设

的投资ꎬ 提高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编制计划ꎬ 坚持 “面向市场ꎬ 发挥优势ꎬ 调整

结构ꎬ 突出特色” 的发展战略ꎬ 以解放思想为先导ꎬ 以产业开发为支撑ꎬ 以科技教育为

动力ꎬ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ꎬ 以山川秀美建设为开局ꎬ 以富民强区为目标ꎬ 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ꎬ 促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ꎮ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 国民

生产总值 ５ ８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０％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３ ８２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５ ８％ꎮ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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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 ６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ꎮ 财政收入 １ ４６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１％ꎬ 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 １ 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４ ８％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 ２００ 元ꎮ 居民消费品价格总

指数上升 ０ ７％ꎬ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 ２ ４％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８‰以内ꎮ 科

技以贯彻 “科技进步法” 宣传为主ꎬ 加快科技示范和试验ꎬ 增进全民科技意识ꎮ 教育以

机制创新为突破口ꎬ 全面推行 “四制改革” 建立优胜劣汰竞争激励机制ꎮ 计划新建四中

综合教学楼和五中综合实验楼ꎬ 缓解中小学生入学难问题ꎮ 坚持科技、 文化、 卫生 “三
下乡” 活动ꎬ 普及科技知识ꎬ 增强卫生、 文化、 体育投资ꎬ 实现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同步

发展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邓小平理论和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ꎬ 深入贯

彻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深化改革ꎬ 扩大对外开放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ꎬ 优化投资环境ꎬ 开展 “产业开发年、 公路建设年、 投资环境整治年” 活动ꎬ 推动经

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ꎮ ２００２ 年宏观调控的主要预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 ７ ３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ꎬ 其中第一产业增长 ２７ ５％ꎬ 达到 ２ ５５ 亿元ꎻ 第二产业增长 ２ ３％ꎬ 达到 ２ ５
亿元ꎮ 固定资产投资 ４ ２ 亿元ꎬ 增长 ７ ７％ꎮ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９ 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ꎮ
财政收入 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３ １％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１ ３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６％ꎮ 农民人均

纯收入 １７００ 元ꎬ 增长 １０％ꎮ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上涨 ２％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７００ 元ꎬ 增长 ６ ９％ꎮ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８‰以内ꎮ 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１５ 个ꎬ 其中

续建项目 ９ 个ꎬ 新建项目 ６ 个ꎮ 原油新增产能 ６ 万吨ꎬ 丽融大厦、 圣业大厦、 银海大厦、
二道街改造等项目ꎬ 年内支付使用ꎮ 交通完成青化砭—张坪、 玉皇庙—贯屯、 蟠龙—下

坪、 延安—丁庄、 延安—碾庄 ４ 条乡级油路改造项目ꎬ 落实全区乡乡通油路ꎮ 科技以引

进新技术、 新产品为重点ꎬ 推广试验示范成果ꎬ 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率ꎮ 计划扩大

一中、 二中教学建筑面积和第一幼儿园迁建ꎮ 完善村级医疗卫生室建设ꎬ 实施农村防

疫、 地方病防治全覆盖ꎮ 文化坚持 “三下乡” 活动ꎬ 组织专业文艺团体、 社区文艺业余

演出队演出ꎬ 丰富城乡人民文化生活ꎮ 坚持竞技体育和全民健康相结合ꎬ 促进全民健身

活动发展ꎮ 实施以优生优育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ꎬ 总人口控制在 ３５ ３ 万人以内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 贯彻中共十六大精

神ꎬ 以加快发展为主题ꎬ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ꎬ 以科技进步为动力ꎬ 扩大对外开放ꎬ 深化

国有资产和农村改革ꎬ 提升城市经济ꎬ 发展以非公有制为主的第三产业ꎬ 推进农村产业

化ꎬ 加快山川秀美和基础设施建设ꎮ 实施宝塔区 “产业富民、 工业强区、 城镇带动、 项

目支撑、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的发展战略ꎬ 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ꎮ 主要预

期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 ８ 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１％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３ ６％ꎻ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 亿元ꎬ 增长 ６％ (按新口径计算)ꎻ 财政收入 ２ ２６ 亿元ꎬ 增长 ８ ７％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１ ６ 亿元ꎬ 增长 １０ ４％ꎻ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７９０ 元ꎬ 净增 １５０ 元以上ꎻ 城

镇居民人均收入 ６１００ 元ꎬ 增长 １０ ４％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８‰以内ꎮ 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ꎬ 改善政策环境、 服务环境和社会环境ꎬ 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整

体规划ꎬ 与国有经济一视同仁ꎮ 贯彻 «关于城市经济发展环境的若干规定»ꎬ 降低市场

准入门槛ꎬ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ꎮ 计划全年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 ２ ６ 亿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３％ꎻ 实现税收 ５５００ 万元ꎬ 占财政总收入的 ２４ ３％ꎮ 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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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向基础设施、 退耕还林、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等领域ꎮ 计划重点基本建设项目

２０ 个ꎬ 投资额 ４ 亿元ꎬ 其中续建项目 ９ 个ꎬ 新建项目 ９ 个ꎬ 扩建项目 ２ 个ꎬ 王良寺经济

适用窑洞小区、 二道街北段改造等续建项目ꎮ 年底ꎬ 交付使用的有水利服务中心、 物资

总公司大厦ꎻ 延安果蔬批发市场等项目完成主体工程ꎬ 柳树店大桥、 原油产能建设等工

程完成全部工程ꎮ 同时加快社会事业建设ꎬ 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ꎮ 以创建 “全国科技

进步先进县 (区) ” 为目标ꎬ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ꎬ 改革创新科技服务机制ꎮ 开展科技下

乡活动ꎬ 引进推广新技术、 新品种ꎬ 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ꎮ 教育、 文体、 卫生

等事业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领工作全局ꎬ 坚持以人为本ꎬ 树立全面、 协

调、 可持续发展观ꎬ 继续实施退耕还林ꎬ 做大做强农村主导产业ꎬ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ꎬ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ꎬ 加快基础设施小城镇建设ꎬ 推进农业产业化、 新型工业化、 城乡一

体化、 经济民营化ꎬ 发展科技、 教育、 文体、 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ꎬ 实现国民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持续、 快速、 协调发展ꎮ ２００４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调控目标: 宝塔区

生产总值 ２９ ９ 亿元ꎬ 增长 １１％ꎮ 根据统计要求ꎬ ２００４ 年起ꎬ 不再统计区属国内生产总

值ꎬ 改为辖区生产总值ꎬ 称宝塔区生产总值ꎬ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 ８ 亿元ꎬ 增长

２ ９％ꎻ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２１ 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４ １％ꎬ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６ ３ 亿元ꎬ 增长

４ ３％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６ 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２ ７％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０ 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２ ９％ꎻ 财政收入 ３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９％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２ 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２％ꎻ 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１０３％ꎻ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６５００ 元ꎬ 增加 ５００ 元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１００ 元以上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７ ５‰以内ꎮ 全区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２３ 个ꎬ 其中续

建项目 ８ 个ꎬ 新开工项目 １１ 个ꎬ 前期筹建项目 ４ 个ꎬ 计划年末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 ７１
亿元ꎮ 原油产能建设新打井 ３７０ 口ꎬ 新增产能 ８ ５ 万吨ꎻ 完成延安果蔬批发市场一期工

程ꎻ 完成华龙大厦、 商务大厦、 柳树店、 延安大桥等 ６ 个项目的续建工程ꎻ 建设张天

河、 庙咀沟、 刘家河等村骨干坝 ５ 座ꎻ 完成公安局、 检察院办公楼、 技侦楼等 ４ 个项目

主体工程ꎬ 农村 １３ 所小学扩建ꎮ 商贸业调整经营思路ꎬ 引进现代营销理念ꎬ 向超市、
连锁经营、 便民店等方向发展ꎬ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０ 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２ ９％ꎮ 加

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ꎬ 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农业、 旅游、 基础设施、 市场建

设、 公用事业等领域ꎬ 实现产值 ５ １６ 亿元ꎮ 实现利税总额 ８２２０ 万元ꎮ 科技围绕产业开

发和经济结构调整ꎬ 引进新技术试验、 示范ꎬ 为产业开发提供技术支撑ꎮ 教育推进农村

中小学布局调整ꎬ 加强联业教育ꎬ 结合劳务输出ꎬ 合理设置联教专业ꎬ 培养社会适用人

才ꎮ 增加资金投入ꎬ 文化、 体育、 公共卫生等事业与经济协调发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以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全面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ꎬ 坚持 “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市带动、 项目推动、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战略ꎬ 以农业、 农村、 农民 “三农” 问题为重中之重ꎬ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ꎮ 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ꎬ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ꎬ 推动非公有制经济ꎬ 加快小城镇建设和二、 三产

业发展ꎬ 坚持以人为本ꎬ 发展社会各项事业ꎬ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ꎬ 构建和谐社会ꎬ 使经

济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ꎮ 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宏观调控目标: 宝塔区生产总值 ４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１％ꎬ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２ ２７ 亿元ꎬ 增长 ４ ９％ꎻ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２ ６ 亿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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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增长 １３％ꎻ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７ ４９ 亿元ꎬ 增长 ５ ７％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７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１％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４ 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ꎻ 财政收入 ５ １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７５％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３ ５４ 亿元ꎬ 增长 ９％ꎻ 城镇失业登记率控制在 ４％以内ꎻ 农

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８％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５‰以内ꎮ 实施项目拉动战略ꎬ 增加固定

资产投资ꎬ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ꎮ 计划重点项目 ２１ 个ꎬ 投资 ６ ５９ 亿元ꎮ 新建石油增加产

能 ９ 万吨ꎻ 建成 ２ 万吨草产品生产线ꎻ 完成高庄、 麻庄、 碾庄三条坝系建设ꎬ 建设骨干

坝 １４ 座ꎬ 中小型淤坝 ６７ 座ꎬ 完成马家湾小区、 黄蒿洼小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ꎻ 完成蟠

龙中学、 川口中学教学楼、 公寓楼、 区法院审判厅等建设交付使用ꎻ 文体局、 教育局、
工业办等办公楼、 综合楼、 惠泽老年服务中心等完成主体工程ꎻ 柳林窑洞群经济适用

房、 延河大厦、 七里铺村综合楼完成基础ꎻ 区委党校年内开工建设ꎮ 计划投资 ２ ６４ 亿

元ꎬ 安排民生工程 １４ 项ꎬ 重点建设兰家坪、 韩家窑则、 王良寺二期经济适用房ꎬ 实施

青化砭、 蟠龙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ꎬ 完善南泥湾、 临镇、 甘谷驿小城镇配套设施等项目

建设ꎮ 营造和谐社会环境ꎬ 促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ꎮ 增加教育投入ꎬ 改善办学条件ꎬ 完

成区一中综合楼尾留工程和职业教育综合楼主体工程建设ꎬ 完成梁村等 １０ 所中学校舍

维修改造ꎮ 文化以 “兰花花” 为特色文化品牌ꎬ 新组建群众艺术团ꎬ 协调落实文化大楼

建设ꎬ 完成 ３ 个镇、 ５ 个村的基层文化、 体育阵地建设ꎮ 发展广电事业ꎬ 广播覆盖率达

９７ １％ꎬ 电视覆盖率 ９２ ５％ꎬ 增加公共卫生投资ꎬ 加快卫生建设ꎬ 实施宝塔区疾病控制

中心、 甘谷驿、 松树林卫生院建设ꎬ 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 ５０ 张ꎮ 建成 ５０ 个环境卫生示

范村ꎬ 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ꎬ 推动卫生事业健康发展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控制目标ꎬ 坚持以中共十六大、 中共十六

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ꎬ 坚持 “产业富民、 工商

强区、 城市带动、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发展战略和农业产业化、 新型工业化、 城乡一

体化、 经济民营化的发展思路ꎬ 依靠科技进步ꎬ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ꎬ 实现经济又

快又好发展ꎬ 为实施 “十一五” 规划开好局、 起好步ꎮ ２００６ 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调控目标: 宝塔区生产总值 １３２ 亿元ꎬ 增长 １２％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８ ３ 亿元ꎬ 增长

１３ ７％ꎻ 财政收入 ８ 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１％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４ 亿元ꎬ 增长 ２ ６％ꎻ 农民人

均纯收入净增 ２００ 元以上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０ ９ 亿元ꎬ 增长 ７％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

控制在 ６‰以内ꎻ 城镇失业登记率控制在 ４％以内ꎮ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２８
个ꎬ 其中原油产能、 农林水利生产类项目 ６ 个ꎬ 住宅、 商住、 综合楼等基建类 １０ 个ꎮ 区

乡医院、 城市社区等建设项目 ４ 个ꎬ 商贸经营、 市场建设等项目 ４ 个ꎮ 区财政投资建设

民生工程 １１ 个ꎬ 人畜饮水工程 ５０ 处ꎬ 乡村道路建设完成项目 ４ 个ꎬ １７ 条三级、 四级砂

石路 １９６ １ 千米ꎬ 其中柏油路 ８ 千米ꎮ 小城镇建设和冯庄、 川口等乡镇基础设施改造工

程ꎬ 实施 １２ 个新农村建设和 １００ 个村广电网络配套设施ꎮ 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建设ꎬ 构建

宝塔和谐社会ꎮ 实施科教兴区战略ꎬ 普及科技知识ꎬ 坚持科技三下乡活动ꎬ 引进新技术

３ 项ꎮ 优先发展教育、 增加教学基础设施建设ꎬ 新建临镇中学、 柳林中学等 ８ 所学校教

学楼ꎬ 配备教学器材、 仪器、 图书等ꎬ 完成 １３５ 所学校的校舍维修和部分学校的信息化

建设ꎬ 优化资源配置ꎬ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ꎮ 完善乡镇文化站建设ꎬ 送电影下乡ꎬ 繁

荣群众文化生活ꎮ 增加公共卫生投资ꎬ 加快基层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ꎬ 全面完成贯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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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１２ 个乡卫生院的扩建任务ꎮ 计划生育开展生殖健康优质服务活动ꎬ 对育龄妇女开展

健康检查ꎬ 计划建成计划生育超市ꎬ 提供集宣传、 教育、 信息咨询、 技术服务为一体的

专业服务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以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ꎬ 实施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市带动、 项目支撑、 超常发挥、 建设小康的发展战

略ꎬ 坚持走农业产业化、 新型工业化、 城乡一体化、 经济民营化的路子ꎬ 推进新农村、
城市化、 社会事业三大工程建设ꎬ 构建宝塔区和谐社会ꎬ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ꎮ 经济和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调控目标: 宝塔区生产总值 １６０ 亿元ꎬ 增长 １１％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１ 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０ ６％ꎻ 财政收入 １１ ３ 亿元ꎬ 增长 １３ ９％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５ ２５ 亿元ꎬ
增长 ７ ６％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 ２００ 元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３ ６ 亿元ꎬ 增长 ７％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６‰以内ꎻ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５％以内ꎮ 固定资产投资以片

区开发为重点ꎬ 加快城郊农村三产开发进度ꎮ 实施七里铺片区、 工人文化宫片区、 黄蒿

洼区域商住楼开发建设ꎮ 计划完成七里铺村、 高家园则等 ５ 个住宅楼、 综合楼建设项

目ꎮ 续建兰家坪、 延河大厦等 ７ 个经济适用房工程建设ꎮ 教育优化投资ꎬ 加快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ꎮ 续建东关、 市场沟小学教学楼和综合楼ꎬ 新建柳林中学、 区五中教学楼、 公

寓楼ꎬ 扩建维修改造金盆湾中学、 元龙寺小学等中小学 ６ 所ꎮ 实施城区义务教育纳入

“两免一补” 范围ꎮ 增加文体事业投资ꎬ 加快文化设施建设ꎮ 新建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老年门球场ꎬ 新建农村基层活动场所 １３６ 个ꎬ 完成柳林、 兰家坪、 罗家坪等 ３ 个城市社

区办公场所的建设工程ꎮ 公共卫生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ꎬ 提高医疗技术为目标ꎬ 改变

基层医疗卫生落后状态ꎮ 续建河庄坪卫生院ꎬ 实施桥沟卫生院、 枣园卫生院迁建ꎬ 新建

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ꎬ 筹办建设民办公助卫生服务站 ３ 个ꎬ 农村医保参合率达 ９０％ꎮ
完成计划生育服务站、 甘谷驿计生服务站体系建设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编制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

指导ꎬ 全区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ꎬ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坚持解放思想、 改革开

放ꎬ 推动科学发展观ꎬ 构建和谐宝塔ꎬ 实现富民强区目标ꎮ 实施 “工商强区、 城镇带

动、 项目支撑、 产业富民、 科教引领、 建设小康” 的经济发展战略ꎬ 推进农业基础建

设ꎬ 推动苹果、 蔬菜、 畜牧三大主导产业开发ꎬ 做强工业、 商贸、 民营三大城市经济ꎬ
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ꎮ ２００８ 年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调控目标是: 宝塔区生产

总值 １３１ 亿元ꎬ 增长 １２％ꎻ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５５ 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１ ５％ꎻ 财政收入

１３ ３ 亿元ꎬ 增长 ５％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６ ８９ 亿元ꎬ 增长 ５％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０００
元ꎬ 净增 ２００ 元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１１００ 元ꎬ 净增 ５００ 元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２８ 亿元ꎬ 增长 ７％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５ ５‰以内ꎻ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５％
以内ꎻ 万元 ＧＤＰ 能耗降低 ４ ４％ꎻ 二氧化硫排放削减 ３ ５８％ꎻ 化学需氧量削减 １ ０６％ꎮ
全区安排重点项目 ２８ 个ꎬ 财政非重点项目 ２５ 个ꎬ 两类项目合计 ５３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１ ９９ 亿元ꎬ 其中财政年度总投资 １ ８６ 亿元ꎮ 重点项目中ꎬ 交通 ２ 个ꎬ 工业 ２ 个ꎬ 水利

７ 个ꎬ 城市基础设施类 １２ 个ꎬ 社会事业和其他 ２ 个ꎬ 三山两河项目 ２ 个ꎮ 实施城乡减灾

安居工程ꎬ 完成棉土沟拆迁安置和 ５００ 户的农村危窑危房改造工程ꎮ 完成韩家窑则道路

建设、 续建马家湾小区开发、 七里铺旧楼改造等基础建设工程ꎮ 财政非重点项目中ꎬ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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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牧 ３ 个ꎬ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类 １３ 项ꎮ 新建 ３７ 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ꎬ 新建 ３０ 个农村

警务室ꎬ 新建邓家沟大桥ꎬ 完成万花山、 李渠、 姚店小城镇建设工程ꎮ 发展各项社会事

业ꎬ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ꎮ 实施科教兴区战略ꎬ 推广优良品种和产业技术ꎬ 建成 ３ 个科技

示范乡镇、 ２０ 个科技示范村ꎬ 推进素质教育ꎬ 发展职业教育ꎬ 加快普及高中教育ꎮ 新建

区五中综合楼ꎬ 姚店小学、 柳林小学、 冯庄小学教学楼ꎬ 扩建姚店中学ꎬ 续建金盆湾中

学等ꎮ 完成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及信息教育工程和 １８ 所中小学供暖改造工程ꎮ 加快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ꎬ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ꎮ 新建枣园卫生院ꎬ 完成区医院污水处理工

程ꎮ 社区卫生覆盖率达 ６５％ꎬ 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ꎬ 参合率达 ９０％ꎮ 加快发展

文体事业ꎬ 推动文化设施建设ꎮ 新建临镇镇文化活动站ꎬ 续建枣园镇文化站ꎬ 新建民众

剧团排练厅等文化项目ꎮ 实施农村调频广播延伸工程ꎬ 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以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ꎬ 编制计划按照 “推动科学发展ꎬ 构建和谐宝塔ꎬ 落实富民强区” 的原则ꎬ 推进工

业、 商贸、 民营三大城市主导经济优化升级ꎬ 加快苹果、 蔬菜、 养殖三大农业主导产业

发展ꎬ 实施民生工程ꎬ 促进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健康发展ꎮ 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调控目标: 宝塔区生产总值 １４１ ５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３％ꎬ 其中第一产业 ６ ４ 亿

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９％ꎻ 第二产业 ９１ ８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ꎻ 第三产业 ４３ ３ 亿元ꎬ 增长 ２２％ꎻ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５ 亿元ꎬ 增长 １０％ꎻ 地方财政收入 ７ ４５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５％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９４０ 元ꎬ 增长 １４％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５３０ 元ꎬ 增长 １４％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０ 亿元ꎬ 增长 ２０ ５％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４ ２‰内ꎮ 万元 ＧＤＰ
能耗降低 ５ １５％ꎮ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４０ 个ꎬ 项目总投资 ５４ １ 亿元ꎬ 其中

续建项目 １８ 个ꎬ 新建项目 ２２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１ ２３ 亿元ꎮ 煤炭产业、 林果业等生产

类项目 ８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４８９５ 万元ꎮ 棉土沟地区灾害治理工程、 麻塔村开发等基础

设施类项目 ６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２９５３９ 万元ꎮ 中石油延安希望小学、 城区绿化、 第三幼

儿园、 新农村等社会事业类项目 ９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６４６８ 万元ꎮ 七里铺服装市场综合

楼、 桥沟镇向阳村、 东关村三产商住楼等开发类项目 ７ 个ꎬ 计划年度投资 ５１６２５ 万元ꎮ
实施十大民生工程ꎬ 加快社会各项事业发展ꎮ 计划安排住房 ９０００ 平方米ꎬ 完成延安救助

站主体工程、 完成农村减灾安居工程、 社区服务中心 １７ 个建设工程ꎬ 完成蟠龙中学教

师周转房、 农村健身中心 ２０ 个ꎬ 乡镇数字电视周转工程 ９ 个ꎮ 完成人力资源市场设施设

备配套、 道教文化交流中心等十大民生工程ꎬ 计划年度投资 ９７２６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编制计划以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实施 “科教引领、 民营带动、 园区推进、 项目支撑” 发展战略ꎬ
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ꎬ 重点项目为支撑ꎬ 推动工业、 商贸、 民营三大城市主导经济发

展ꎮ 提高苹果、 蔬菜、 畜牧三大产业的规模效益ꎬ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ꎮ 以改善民生为

根本ꎬ 加快推进民生十大工程建设ꎬ 建设富裕、 生态、 和谐新宝塔ꎮ 经济和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调控目标: 宝塔区生产总值 １４１ 亿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３％ꎬ 其中第一产业 ６ 亿元ꎬ
增长 １ ５％ꎻ 第二产业 ６６ 亿元ꎬ 增长 ９ ５％ꎻ 第三产业 ６９ 亿元ꎬ 增长 １９ ３％ꎻ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１３６ ５ 亿元ꎬ 增长 ３０％ꎻ 地方财政收入 ８ 亿元ꎬ 增长 ５％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４７ 亿元ꎬ 增长 １９％ꎻ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５ １８％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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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８０ 元ꎬ 增长 １４％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７４０ 元ꎬ 增长 １４％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５ ５‰ꎻ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４６００ 人ꎻ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２％ꎮ 固定资产投资按照

量力而行、 续建项目优先为原则ꎬ 突显重点ꎬ 面向财源建设、 基础设施、 社会事业项

目ꎬ 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４２ 个ꎬ 项目总投资 ７０ ６８ 亿元ꎻ 其中续建项目 ２９ 个ꎬ 新建项目

１３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１ ８５ 亿元ꎻ 建设煤矿原油产能建设、 农村三大产业等生产类项目

４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３ ７６ 亿元ꎻ 延河庙沟段河堤改造工程、 土地整理项目等基础设施类

项目 ８ 个ꎬ 计划年度投资 ３ ４２ 亿元ꎻ 百乐门三产商住楼、 北关农贸市场商贸楼、 林苑小

区经济适用房建设等开发类项目 １３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３ １８ 亿元ꎻ 廉租房建设、 宝塔区

光荣院、 社区阵地建设、 农村减灾安居工程等民生十大工程 ４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６８５６ 万

元ꎻ 枣园中学校舍建设工程、 农村饮水安全、 户用沼气项目、 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等扩大

内需项目 ４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９６２ 万元ꎻ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 １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３２７５ 万元ꎮ 安排延安市贯屯洗煤厂、 蟠龙煤炭集装站、 南区物流中心、 友谊大厦、 新东

方大厦、 区武装部迁建等前期重大项目 １１ 个ꎮ 加快社会事业建设ꎬ 促进社会和谐ꎮ 新

建廉租房 ４００ 套ꎬ 改建农村危窑危房 ５００ 户ꎬ 完成省上下达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和

农家书屋ꎬ 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及农村体育健身设施ꎬ 新建区级社会服务中心和

１１ 个农村社区ꎮ 加快蟠龙中学等 ３ 所中小学基建进度ꎬ 年底交付使用ꎮ 完成宝塔调频广

播电视台建设工程等ꎬ 推动经济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ꎮ

第三节　 计划执行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 (延安市) 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八五” 计

划、 “九五” 计划、 “十五” 计划、 “十一五” 规划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ꎬ 农业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 ３０ 年不变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土

地延包工作ꎮ 工商企业完成产权明晰的承包、 租赁、 托管、 股份改造和进行国有、 集

体、 工商企业改制ꎮ 扶持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ꎮ 随着体制的变化ꎬ 计划管理

也从过去的注重微观计划向宏观计划ꎬ 由注重指令性计划向注重指导计划的转变ꎮ 更注

重客观指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设施建设、 社会发展、 生产建设ꎬ 实现经

济发展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环境保护统筹发展相结合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国民生产总值完

成 １４８７６５０ 万元ꎬ 按可比价计算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９７１９ 万元增长 ３６ ４５ 倍ꎮ 其中ꎬ 第一产业

完成 ４６２５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０２７５ 万元增长 ３ ５ 倍ꎻ 第二产业完成 ７９８８７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６２５５ 万元增长 ４８ １５ 倍ꎻ 第三产业完成 ６４２５３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３１８９ 万

元增长 ４７ ７ 倍ꎮ 财政收入、 各项存款、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职工年平均工资逐年增加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部财政收入 １５２７８３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６６４ 万元增长 ９０ ８ 倍ꎻ 金融机构各

项存款余额 ３２６９４７０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７４８９ 万元增长 ８６ ２１ 倍ꎻ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

成 ５０３５９９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２７ ３ 倍ꎬ 全部职工年均收入 ３４０４０ 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

１５６０ ５８ 元增长 ２０ ８ 倍ꎮ
一、 “七五” 计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实施烤烟、 林果、 畜牧业三大商品生产基地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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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坚持 “靠政策、 靠投入、 靠科技、 靠领导”ꎬ 农

村经济发生较大的变化ꎮ 坚持深化企业政策落实企业承包责任制ꎬ 实现产值、 销售、 利

润、 税金四个同步增长ꎬ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 财贸、 文化教育、 卫生科技事业也

有新的发展ꎬ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６８９９６ 万元ꎬ 其中市属为 ２９４７７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６３％ꎬ 粮食总产量 ８３３７３ 吨ꎬ 比上年增长 ３４ ４１％ꎬ 增加粮食 ２１３４２ 吨ꎮ 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 １７７７９ 万元ꎬ 比上年下降 ５ ９５％ꎮ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６６４ 万元ꎬ 比 １９８５ 年 ３２２ 万元

增长 ４ １６ 倍ꎮ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６０ 元ꎬ 比 １９８５ 年增加 ３８１ １ 元ꎬ 城市居民人均收入

８９５ ８１ 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１８ ４０％ꎮ
二、 “八五” 计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ꎬ 延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 «延安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八五” 计划和 ２０００ 年 (十年) 远景目标纲要»ꎬ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第一个中长期规划ꎬ 也是跨世纪的规划ꎬ 按照 “解放思想、 开拓进取、 着眼

发展、 提高效益、 差距要缩小、 位次要前移” 的战略思想ꎬ 编制 “八五” 计划和十年远

景目标的纲要ꎮ “八五” 期间及 ２０００ 年的奋斗目标是: 到 １９９５ 年底ꎬ 国民生产总值达 ２
亿元ꎬ 年递增 １２ ７８％ꎬ 到 ２０００ 年达 ３ 亿元ꎻ 社会总产值 １９９５ 年达 ３ ２０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

达 ５ 亿元ꎬ 年递增分别为 １４ ８７％、 ９ ３％ꎮ 其中ꎬ 工业产值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 ８０ 亿元ꎬ 年递增分别为 ２０ ５３％和 １２ ５％ꎻ 农业总产值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 ２０ 亿元ꎬ 年递增分别为 ８％和 ３ ７％ꎻ 国民收入 １９９５ 年达 １ ７０ 亿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２ ８０
亿元ꎬ 年递增分别为 １５ ４９％和 １０ ５％ꎻ 财政收入 １９９５ 年达 ３０００ 万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８０００
万元ꎬ 年递增分别为 １４ ３％和 ２１ ６７％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９９５ 年达 ６００ 元ꎬ ２０００ 年达

１０００ 元ꎮ
到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１３５８６８ 万元ꎬ 其中市属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８９％ꎬ 年

均递增 １３ ９％ꎻ 地方财政收入 ３７４８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１ ３ 倍ꎬ 年均递增 １７ ６％ꎻ 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７２３３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０ 年增长 ５３％ꎬ 年均递增 ８ ９％ꎮ
三、 “九五” 计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延安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 和 «２０１０ 年远景 (十年) 规划»ꎬ 坚持 “以开放促

发展ꎬ 以开发求发展” 的战略ꎬ 依托资源ꎬ 面向市场ꎬ 以农奠基ꎬ 以城带乡ꎬ 科教兴

市ꎬ 提高经济综合实力ꎬ 促进全市经济和社会事业持续、 健康、 快速发展ꎮ “九五” 末

计划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８ 亿元ꎬ 一、 二、 三产业比例为 ２５ ∶ ３８ ∶ ３７ꎻ 农业总产值 ５ 亿

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１４ ０％ꎻ 工业产值 ５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１５ ６％ꎻ 财政收入 １ 亿元ꎬ 年平

均递增 １４ ２６％ꎻ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２５ ８％ꎻ 市属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３ １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７ ４％ꎻ 固定资产累计投资 １３４２５７ 万元ꎻ 农民纯收入 ２２００ 元ꎬ 比

“八五” 末增加 １０６２ ５ 元ꎻ 人口 ３４ ２５ 万人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１０‰以内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２４ 亿元ꎻ １０ 年期间年平均递增 １１ ６％ꎻ 工业总产值达到 ９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６ １％ꎻ 农业总产值 １１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８ ２％ꎻ 财政收入 ２ ５ 亿元ꎬ 年平

均递增 ９ ６％ꎻ 市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６ ５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７ ６８％ꎻ 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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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ꎬ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１８ 亿元ꎬ 年平均递增 ６ １％ꎻ 人均纯收入 ５０００ 元ꎬ 年均递增

８ ６％ꎻ 人口 ３７ ４６ 万人ꎮ
到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２１ ４５ 亿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平均增长 １２ ６％ꎮ 其中ꎬ

农业总产值完成 ２ １８ 亿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６ ６％ꎬ 年均增长 １ ３％ꎻ 工业生产总产值

３ ６３ 亿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７２ ６％ꎬ 年平均递增 ３０ １％ꎻ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１０４５５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１ ７９ 倍ꎬ 年均增长 ２２ ７％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 ９０ 亿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

增长 １ ５ 倍ꎬ 年均增长 １９ ９％ꎻ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２ ８７ 亿元ꎬ 比 １９９５ 年增长

６ ９３ 倍ꎬ 年均增长 ４８％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８６ ７０ 元ꎻ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 ０３‰ꎮ
四、 “十五” 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延

安市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ꎮ “十五” 时期经济发展主要经济指

标: 国民经济年递增 １０％ꎬ 高于全国、 省平均水平ꎻ 农业总产值年递增 １０ ８％ꎬ 达到

４ ７０ 亿元ꎻ 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６ ６％ꎬ 达到 ５ 亿元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递增

１３ ５％ꎬ 达到 １３ 亿元ꎻ 财政收入年均增加 ２０００ 万元ꎬ 达到 ２ 亿元以上ꎬ 其中地方财政

收入达到 １ ５０ 亿元以上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２００ 元ꎬ 达到 ２５００ 元ꎻ 人口自然率

控制在 ８‰以内ꎮ 加快生态环境建设ꎬ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ꎬ 力争 ５ 年退

耕还林还草 ３０ 万亩ꎬ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２００ 平方千米ꎮ 实施科技兴区战略ꎬ 促进社

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ꎬ 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５０％以上ꎬ 城区普及高中教育ꎮ 加快小

城镇和市场建设ꎬ 坚持统一规划ꎬ 合理布局ꎬ 设施完善ꎬ 各具特色的小城镇群体ꎬ “十
五” 期间主要抓好省市试点镇姚店镇、 河庄坪镇及 ２１０ 国道沿线经济实力较强的甘谷

驿、 青化砭、 李渠、 临镇四镇建设ꎬ 到 ２００５ 年ꎬ 建成辖区人口 ３ 万人以上的小城镇

(姚店镇、 河庄坪镇、 李渠镇) ３ 个ꎬ ２ 万人以上的小城镇 (甘谷驿镇、 青化砭镇) ２
个ꎬ 城镇化水平达 ４０％ꎬ 通往村庄道路铺装率达 ９５％ꎮ

以经济多元化、 市场集中化为原则ꎬ 以市区为重点ꎬ 建立健全商品市场批发体系ꎬ
以乡镇为重点ꎬ 建立健全商品零售市场和农副产品集散体系ꎮ 兴建宝塔区百货综合大

厦、 丽融大厦、 延印商务大厦、 银海大厦、 东方大厦、 延河大酒店、 万隆商场、 友谊综

合大楼等商业网点ꎬ 开发建设马家湾农贸市场、 毗圪堵农贸市场、 大砭沟农贸市场、 向

阳沟蔬菜批发市场、 罗家坪农贸市场、 尹家沟建材批发市场、 高家园则建材批发市场、
火车站农贸市场、 桥沟振化农贸市场、 石佛沟果菜批发市场ꎮ 城区发展连锁配送、 代

销、 超市、 专卖店、 购物中心、 电子商务等现代零售业ꎮ
到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６８ ９１ 亿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２ ２１ 倍ꎬ 年均增

长 １９ ９％ꎮ 地方财政收入 ３ ９０ 亿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２ ７３ 倍ꎬ 年均增长 ３０％ꎻ 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３０ ５４ 亿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１ ３７ 倍ꎬ 年均增长 １８ ９％ꎻ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１９ ４８ 亿元ꎬ 比 ２０００ 年增长 １ ８ 倍ꎬ 年均增长 ２３％ꎮ 围绕 “５５５２” 工程战略ꎬ 组织

实施封山绿化、 天然林保护、 经济林建设、 草畜业建设与舍饲养畜、 农田水利建设五大

工程ꎬ 到 “十五” 末ꎬ 建成高产基本农田 ５０ 万亩ꎬ 经济园林 ５０ 万亩ꎬ 种草 ５０ 万亩ꎬ
生态林 ２００ 万亩ꎮ “十五” 末原油产能 ４５ 万吨ꎬ 产量达到 ４０ 万吨ꎻ “十五” 期间区乡公

路完成新铺柏油路 ８ 条、 １３０ 千米ꎬ 实现乡乡通油路ꎻ “十五” 期间每年新增个体工商户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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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１０００ 户ꎬ 新增民营企业 １００ 户ꎮ
五、 “十一五” 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延安

市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ꎬ 实施 “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镇带动、 项目拉动、 超常发展、 建设小康” 的发展战略ꎮ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ꎬ 做大

做强 “林果业、 草畜业、 蔬菜业” 三大主导产业ꎻ 开创新型工业化格局ꎬ 依托石油产

业ꎬ 抓好建材、 化工、 机械、 包装、 农副产品加工及配套产业ꎬ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ꎬ 加快推进民营化进程ꎬ 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增长ꎬ 一、 二、 三产业互相促进ꎬ 生

态环境与社会协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ꎻ 以小城镇建设为重点ꎬ 覆盖城乡ꎬ 布局合

理ꎬ 功能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ꎬ 改善城乡水、 电、 路、 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ꎬ 逐步实现

城乡一体化ꎻ 实施项目推动战略ꎬ 抓好重大项目的策划和论证ꎬ 以项目促发展ꎬ 增强经

济发展后劲ꎻ 着力推进企业改革ꎬ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ꎬ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ꎻ 大力发展社

会事业ꎬ 坚持科教兴区战略ꎬ 加大科技成果引进推广和信息化建设力度ꎻ 健全各项社会

保障制度ꎬ 扩大就业机会ꎬ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ꎮ “十一五” 期间主要奋斗目标: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１１％ꎬ 到 ２０１０ 年全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２００ 亿元 (以 ２００５ 年价计

算)ꎬ 人均 ４ 万元ꎮ 财政总收入 １２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１％ꎻ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 ６ ５０ 亿元ꎬ
年均增长 １１％ꎬ 由吃饭型财政转向建设型财政ꎮ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５４ 亿元ꎮ 全区经

济结构优化ꎬ 一、 二、 三产业结构调整为 ２ ∶ ８０ ∶ １８ꎮ 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率占财政收入

的 ７０％ꎬ 特色优势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ꎬ “三大” 农村主导产业收入达

农民纯收入的 ６０％ꎬ 社会事业明显进步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１４８７６５０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 １５ 倍ꎬ 年均递

增 １３ ４％ꎮ 全部财政收入 １５２７８３ 万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８５３１２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地方财政 １ １９ 倍ꎬ 年均增加财政收入 ９２６０ 万元ꎻ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７ ２ 亿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３ ４９ 倍ꎻ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０ ３６ 亿元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长 １ ５９ 倍ꎬ
一、 二、 三产业结构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４ ３ ∶ ５９ ８ ∶ ３５ ９ 调整到 ５ ５ ∶ ４５ ３ ∶ ４９ ２ꎮ 全区城乡

居民收入由 ７４７１ 元、 ２１７７ 元增加到 １８４８６ 元、 ５０５１ 元ꎬ 年均增加收入 ２２０３ 元和

５７４ ８ 元ꎮ

第四节　 项目建设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完成石油液化气、 街道公路改造、 油田开发、 紫砂陶瓷、 制革、 塑

料、 水泥制品生产线 ７ 个项目ꎬ 投资额 ９５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重点项目 ３８ 个ꎬ 完成建安工作量 ５８９０ 万元ꎬ 占计划投资的 ９９ ７％ꎬ

其中国家预算内省级统筹项目 ３８ 万元ꎬ 完成 ３８ 万元ꎬ 占 １００％ꎮ 建成南泥湾钻采公司建

材厂住宅、 新华化工厂综合楼、 市中医院制剂楼、 市第二医院门诊楼等 ２２ 个项目竣工

投入使用ꎬ 竣工率 ５８％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完成项目建安工作量 ４５００ 万元ꎬ 其中农业生产项目

投资 ２００ 万元ꎬ 社会事业发展项目投资 ２５０ 万元ꎬ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 １５５０ 万

元ꎬ 住宅建设项目投资 ２５００ 万元ꎮ 至年底ꎬ 城区建成工商银行、 二道街商业群等 ２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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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ꎬ 竣工面积 ７ ９ 万平方米ꎬ 开工建设项目有市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 东关小学住宅

等项目 ２０ 个ꎬ 建筑面积 ５ ２ 万平方米ꎮ 安排以工代赈工程项目投资 ２０６ 万元ꎬ 有水利项

目 １３ 个、 交通 ２ 个、 通信 ２ 个ꎮ 完成投资 ２５６ 万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１２ ４％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基础性项目投资 ４３１２ 万元ꎬ 生产性投资 ２６０ 万元ꎬ 竞争性项目投资

１３２９ 万元ꎬ 项目总投资额 ５９０１ 万元ꎬ 其中完成预算内省级统筹资金 １７５ 万元ꎮ 建成二

道街商业综合楼、 南区供销社等 ６ 个商贸新建改造项目ꎬ 完成投资 ２６００ 万元ꎬ 住宅建设

３０ 处ꎬ 安排投资 １９７８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２３１００ 平方米ꎬ 建成人武部、 规划局、 征迁办等

１５ 处ꎬ 建筑总面积 １５８６０ 平方米ꎮ 农行等 ８ 处封顶ꎬ 物业公司等项目进行主体建设或地

基处理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８００ 万元ꎬ 建成项目有街道路政改造、 公厕、 游园、 供

水等ꎮ 以工代赈建成项目有农村道路、 灌区、 淤地坝和人饮工程ꎬ 投资 ４０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完成安居工程建设 ７ ５８ 万平方米ꎬ 七里铺供水管网改造 ６６００ 米ꎮ

安排住宅工程项目 １４ 个ꎬ 总投资 ２６３５ ６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３８９１６ 平方米ꎬ 有国有资产管

理局、 双退所、 粮油仓库等 ６ 个项目竣工投入使用ꎮ 教学设施建设项目投资 ２７１９ 万元ꎬ
其中国家投入 １００ 万元ꎬ 扩建城区中小学 １７ 所ꎬ 新建校舍面积 ５ 万平方米ꎻ 扩建农村中

学 １８ 所ꎬ 完成投资 ８７６ 万元ꎬ 新增校舍面积 １２６００ 平方米ꎻ 新建希望小学 ３０ 所ꎬ 以工

代赈项目 ４４６ １ 万元ꎬ 其中国家投资 ２５０ ７ 万元ꎬ 配套资金 １９５ ４ 万元ꎮ 完成水利、 农

田、 人饮、 乡村公路建设项目 ４ 个ꎮ 争取到国家预算内项目投资 ２０９０ 万元ꎬ 其中城区教

育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到位 ５００ 万元ꎬ 王家坪防洪桥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国家教育扶贫工程两所学

校 １６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重点项目建设呈上升趋势ꎬ 全区全年立项 ８５ 个ꎬ 其中生产经营性项目 ５１

个ꎬ 基础性建设项目 ３４ 个ꎮ 实施项目 ４８ 个ꎬ 完成投资 １３０００ 万元ꎬ 占年计划的 ５２％ꎬ
较上年增长 ８ ６％ꎮ 完成基本建设建安工作量 ８６３６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９９ ６％ꎮ 建成尹家

沟垃圾场、 国贸大厦ꎬ 新增油井 １７２ 口、 低聚糖生产线、 南区供销社、 东关轻化市场

等ꎬ 安排住宅项目 １１ 个ꎬ 总投资 ３０６７ 万元ꎬ 建筑面积 ３７８２０ 平方米ꎬ 建成的有国税局、
自来水公司、 石油公司、 生产资料公司住宅楼 ４ 个ꎬ 在建的有工商银行等 ７ 个ꎮ 李渠、
姚店小城镇建设地下管网铺设和街道路化工程按时竣工ꎮ 教学设施建设力度加大ꎬ 新建

校舍 １７０００ 平方米ꎬ 维修中小学 ５１ 所ꎬ 扩建中小学 １３ 所ꎬ 新建小学 ４ 所ꎬ 完成投资

１６４１ 万元ꎮ 新建商贸市场商用房面积 １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新增贸易场地 ２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完成

投资 １５３２ 万元ꎮ 项目资金争取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投资、 农村低压电网改造、 经济适用住

房贷款、 以工代赈、 国家教育扶贫工程、 地区防洪工程等建设资金 １６０００ 万元ꎬ 其中到

位 １８９５ 万元ꎮ ６ 个项目启动建设ꎬ 其中实施以工代赈 “甘露工程” 恢复灌溉面积 ６０００
亩ꎬ 打水井 １２８ 口ꎬ 新修农田 ７６００ 亩ꎬ 受益群众 １６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安排建设项目 ６６ 个ꎬ 其中重点项目 １２ 个ꎮ 完成投资 ３６ １０ 亿元ꎬ 其

中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２ ２０ 亿元ꎬ 千型压裂机组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１８３０ 万元ꎬ 原油产能

建设完成投资 ８５５４ 万元ꎬ 新增产能 ５５０００ 吨ꎬ 建成有粮食批发市场、 二十里铺综合批发

市场、 大东门综合市场、 白坪农贸市场、 家具城等 ７ 个ꎮ 完成广播电视网建设投资 ３２０
万元ꎬ 燕沟、 川口油路改造 １３ ５ 千米ꎬ 投资 ３８６ ５５ 万元ꎬ 生态建设完成投资 １３９５ 万

元ꎬ 山区综合开发 １２００ 万元ꎮ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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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有建设项目 ５６ 个ꎬ 其中重点项目 １５ 个ꎮ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 ９０ 亿元ꎬ 占年计划 １０２％ꎬ 较上年增长 ２ １％ꎬ 其中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２ ７３ 亿元ꎬ 占

总投资的 ７０％ꎮ 原油产能建设投资 １ １０ 亿元ꎬ 打井 ２６８ 口ꎬ 新增产能 ５５０００ 吨ꎻ 乡村道

路建设改造完成燕金路、 万花路等柏油路总长 ３２ ７ 千米ꎻ 完成丽融大厦、 东方大厦、
银海大厦主体工程ꎬ 生态建设项目完成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ꎻ 完成扩建第四中学教学楼ꎬ 新建

第五中学综合实验楼ꎮ 完成广播电视传输网一期工程干线 ２７０ 千米ꎬ 架设光缆线 ８０ 千

米ꎬ 投资 ６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建成的重点项目有: 白坪农贸市场扩建工程ꎬ 原油产能建设ꎬ 打井

４６４ 口ꎬ 新增产能 ８ ８ 万吨ꎬ 柳树店延河大桥ꎬ 商务大厦ꎬ 延百大厦等ꎻ 主体工程完成

的有: 华龙大厦、 水利服务中心、 区法院审判厅、 区检察院技侦楼等ꎮ 农业生态建设完

成退耕还林 １３ 万亩ꎬ 其中退耕 ３ 万亩ꎬ 荒山造林 １０ 万亩ꎮ 枣园生态示范园建设ꎬ 完成

造林 ７０００ 亩ꎬ 新建骨干坝 ２ 座ꎬ 完成柳林、 南泥湾、 临镇等中心小学续建工程 ７ 个ꎮ 全

年安排 ２３ 个重点项目和社会事业发展建设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４ ９５ 亿元ꎬ 其中社会事业发

展投资 ８７９６ 万元ꎮ 重点项目投资 ３ ７１ 亿元ꎮ 全年实施重点项目 １９ 个ꎬ 社会事业建设项

目 １０ 个ꎬ 完成总投资 ４ ４０ 亿元ꎬ 占年计划的 ９６％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安排重点项目 ２１ 个ꎬ 社会事业发展项目 １４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６ 亿

元ꎬ 实际完成 ７ ０６ 亿元ꎬ 占年计划的 １１７％ꎮ 其中ꎬ 退耕还林、 原油产能带产品生产

线、 中小学布局等 ２１ 个项目ꎬ 完成投资 ４ ８８ 亿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５２％ꎬ 工业办综合楼、 民

众剧团综合楼等 ６ 个项目年度计划ꎬ 改造维修学校 ３４ 所ꎬ 装配实验室学校 １３ 所ꎬ 投资

１６８０ 万元ꎮ 新修改造乡镇卫生院 ５ 个ꎬ 投资 ４８０ 万元ꎬ 完成川口至庙庵、 松树林至杨家

峪三级柏油路 １９ ４３ 千米ꎬ 完成投资 ７５００ 万元ꎬ １９ 个乡镇沙石路 ３７０ ６ 千米ꎬ 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ꎬ 建成基本农田 ２２０００ 亩ꎬ 投资 １１８０ 万元ꎬ 人饮工程完成投资 １９０ ４５ 万元ꎬ
建成乡镇农贸市场 ６ 个ꎬ 投资 ５５０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实施重点项目 ２８ 个ꎬ 社会事业发展项目 １１ 个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０ ３９
亿元ꎬ 实际完成 １２ ０４ 亿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１５％ꎮ 其中ꎬ 重点项目计划投资 ８ ７５ 亿元ꎬ 实

际完成 １０ ２８ 亿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１５％ꎬ 社会事业发展项目计划投资 １ ６４ 亿元ꎬ 实际完成

１ ９６ 亿元ꎮ 重点项目新增原油产能 １２ ５０ 万吨ꎬ 完成淤地坝 ５３ 座ꎬ 维修乡镇畜牧兽医

站 １１ 个ꎬ 建成川口、 蟠龙、 检法两院等 ９ 个单位办公楼ꎮ 区教育局、 区党校培训楼ꎬ 职

教大楼竣工投入使用ꎬ 建成罗家坪批发市场 １ 号楼ꎬ 川口、 贯屯、 蟠龙卫生院等ꎬ 完成

天河生态示范园砂石公路 １７ １ 千米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计划安排重点项目 ８５ 个ꎬ 投资总额 １９ ８３ 亿元ꎮ 重点项目完成的

有果园生产道路、 苹果冷藏库、 果汁加工厂、 农村沼气能源建设、 水毁坝加固工程、 金

庄水库、 农村安全饮水、 电教中心、 ２６ 所学校供暖工程、 政府信息网工程一期等 ３３ 个ꎮ
完成年度计划的有扶贫重点村、 移民搬迁、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延河大厦、 嘉岭商城扩

建、 乡镇三产开发等 ６ 个ꎬ 在建的有 ２０ 个ꎬ 办理前期手续的有 ２１ 个ꎮ 全年重点项目实

际完成年度投资 ９ ９６ 亿元ꎬ 占计划的 ５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实施重点项目 ２８ 个ꎬ 财政性非重点项目 ２５ 个ꎮ ２８ 个重点项目完成

的有 ２５ 个ꎬ 其中全部完成工程有 １４ 个ꎮ 完成年度计划的有 １１ 个ꎮ 财政性非重点项目有

６９４



２５ 个ꎬ 完成 ２４ 个ꎮ 全年实施项目 ５３ 个ꎬ 完成投资 １１ 亿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１３％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４０ 个ꎬ 实施 ３９ 个ꎬ 其中续建 １８ 个ꎬ 新建 ２１ 个ꎮ

全部建成畜牧产业、 蔬菜产业、 苹果产业、 农村新能源 (沼气) 建设、 长青路改造、 城

区绿化、 人力资源市场等项目 １４ 个ꎮ 完成年度计划的有黄蒿洼片区麻塔新村开发、 新

农村建设、 第三幼儿园建设、 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建设、 纸箱厂生

产线、 煤炭开发等 ２５ 个ꎮ 项目总投资 ５４ 亿元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１ ２３ 亿元ꎬ 实际完成投

资 １１ ９７ 亿元ꎬ 占计划的 １０６％ꎬ 区级财政拨款 ３０５３ 万元ꎬ 占计划的 ７３％ꎬ 项目建设成

效显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安排区级重点项目 ４２ 个ꎬ 总投资 ７０ ７０ 亿元ꎬ 年度计划投资 １１ ８５ 亿元ꎮ

全部建成的项目有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 中国石油希望小学、 蟠龙中学建设、 广电及政

务内网建设、 城区绿化、 桥沟镇向阳村三产商住楼、 桥沟镇东关村商住楼、 延安枣园仓

储式物流中心、 柳林镇高坡村三产房建设、 宝塔区光荣院、 枣园初级中学校舍改建工

程、 农村安全饮水、 户用沼气项目、 宝塔区服务设施建设、 防护林工程、 建设煤矿原油

产能建设ꎮ 完成年度计划项目的有煤炭产业开发、 农村三大产业、 乡村道路建设、 延河

至庙沟河堤改造工程、 宝塔山周边民居改造、 宝塔区少儿体校综合训练楼、 区委后院改

造、 农业综合大楼、 七里铺旧楼改造、 万花山毗屹崂村三产及村民住宅建设、 新建北关

农贸市场商住楼、 凤凰大厦、 桥沟镇桥沟村商住楼、 农村减灾安居工程、 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项目、 延安 (宝塔) 中小企业产业园、 黄蒿洼片区新村建设、 新农村重点村建设、
工人文化宫礼堂片区旧城改造工程、 廉租房建设、 社区阵地建设、 小城镇建设 (河庄坪

镇)、 土地整理项目、 百乐门三产商住楼、 林苑小区经济适用房小区建设ꎮ 年内 ４１ 个项

目完成投资 １１ ９５ 亿元ꎬ 占计划 １０ ０８％ꎮ

第二章　 统　 计

第一节　 统计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时称延安市统计局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ꎬ 市统计局与延安市计划委员会合并为延

安市计划经济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ꎬ 恢复延安市统计局ꎻ １２ 月地改市时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统计局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微机电教站编制 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普查中心成立ꎬ 副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４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宝塔区普查中心编制 ９ 人ꎬ 加挂宝塔区城乡社会调查队牌子ꎬ 设主任 １

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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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统计局内设办公室、 综合股、 法规监督股、 业务股 ４ 个股室ꎮ 编制

７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下设宝塔区普查办公室ꎬ 编制 ２２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ꎮ

第二节　 综合统计

一、 年度综合统计

１９９０ 年ꎬ 综合统计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社会总产值、 人口情况、 财政、 金融、 保

险、 国民收入核算等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综合统计主要项目有: 人口情况、 人口分布情况ꎻ 财

政、 金融、 保险ꎻ 国民生产总值表 (按当年价格计算)ꎬ 国民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格计

算)ꎬ 市属国民生产总值表 (按当年价格计算)ꎬ 市属国民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格计

算)ꎬ 居民总消费水平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综合统计核算部分有: 国内生产总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ꎬ 国民生

产总值 (按可比价格计算)ꎬ 区属国民生产总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ꎬ 区属国民生产总值

(按可比价格计算)ꎬ 人口情况、 人口分布情况ꎬ 各乡、 镇办事处人口密度表ꎬ 居民总消

费水平ꎮ
２００１ 年综合统计有: 人口情况、 人口分布及密度一览表ꎬ 计划生育情况ꎬ 财政金融

及保险业ꎻ 国内生产总值 (按当年价格计算ꎬ 按可比价格计算)ꎻ 区属国内生产总值

(按当年价格和可比价格计算)ꎻ 居民消费水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综合统计核算的项目有: 宝塔区生产总值ꎬ 分第一、 第二、 第三产业生产

总值 (统计核算按现价和可比价格计算)、 财政、 金融业、 人口情况等ꎮ
二、 专业统计

专业统计包括农业、 工业、 城市公用事业、 商业、 物资供应、 固定资产投资、 劳动

工资、 科教文卫、 乡镇企业等专业ꎮ 农业统计包括种植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副业ꎬ
主要采取抽样调查、 典型调查和重点调查等调查方法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农业统计的主要指标有

农村基层组织 (乡、 镇、 村民委员会个数)、 乡镇总户数、 总人口、 农村劳动力、 年末

总耕地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 农产品产量、 农业总产值、 净产值等指标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增

加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统计表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农村劳动力按农林、 牧、 渔业分类统计ꎬ 农村

通电话村、 自来水受益村也纳入统计ꎬ 农业增加值、 生产补贴列入统计内容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工业统计口径又作调整ꎬ 统计范围为辖区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及年产品销售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ꎮ 与工业有联系的还有主要能源消费与库存统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有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 «反馈跨县区投资表»
«房地产投资完成情况表» «房地产财务综合表»ꎬ 建筑业统计报表有 «建筑企业生产情

况表» «总承包企业财务汇总表»ꎮ 劳动工资统计口径及范围包括国家机关、 党政机关和

社会团体、 各级企事业单位ꎬ 包括国有经济、 城镇集体经济、 其他类型单位ꎬ 不包括个

体和私营经济以及乡、 村企业ꎮ
２０１０ 年劳动工资统计报表有 «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情况» «城镇集体经济

从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情况» «其他经济从业人员和劳动报酬情况»ꎮ

８９４



商业 (批发、 零售贸易、 餐饮业) 统计的对象和范围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独立核算企

业及附属营业业务活动单位ꎮ 批发型限额以上企业、 限额以下批发企业和个体户ꎻ 零售

业: 限额以上企业ꎬ 限额以下批发企业和个体户ꎻ 住宿和餐饮业: 星级限额以上企业ꎬ
星级限额以外企业和个体户ꎮ 统计报表有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商品购销存综

合表ꎬ 商品购进总额ꎬ 批发总额销售总额ꎬ 零售额年末商品库存总额ꎬ 年末零售营业面

积ꎬ 限额以上住宿业和餐饮业法人企业经营情况综合表ꎬ 批发业、 零售业机构、 网点人

员统计表ꎬ 餐饮业机构、 网点人员统计表 １２ 种ꎮ

第三节　 统计调查

按照国家周期性普查制度规定ꎬ 组织开展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ꎬ １９９５ 年第一次

农业普查ꎬ １９９６ 年第三次工业普查ꎬ １９９８ 年第一次非公有制经济普查ꎬ 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

人口普查ꎬ ２００１ 年基本单位普查ꎬ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经济普查ꎬ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农业普查ꎬ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经济普查ꎬ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ꎮ 第六次人口普查于 １１ 月通过省统计

局质量技术验收ꎬ １２ 月普查审核ꎬ 编码完成ꎮ
组织开展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抽样调查及人口调查工作ꎬ 把握农民人均纯收入、 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指标数据ꎬ 反映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状况ꎮ 农村

住房经济调查ꎬ 包括农民家庭基本情况、 农民家庭生产和出售产品情况、 农民家庭总收

入总支出指标、 农民家庭实物消费量指标等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农村住户抽样调查 ６０ ~ ８０
户ꎬ 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主要取自农村住户调查的结果ꎮ 城市住房调查ꎬ 全区共抽

选 ５０ 户住房进行经常性调查样本ꎬ 调查的主要指标包括居民家庭状况、 居民家庭劳动

就业状况、 居民家庭收入状况、 居民家庭现金支出状况、 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状况、 居民家庭住房情况等ꎮ １９９８ 年增加限额以下批发零售抽样调查ꎬ 采取抽样与全面

调查相结合ꎬ 每年进行 １‰人口抽样调查和劳动力调查、 群众安全感调查ꎬ 每五年进行

１％人口抽样调查ꎬ ２００６ 年增加全社会能源消耗调查ꎮ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农村住户总收入、 纯收入及总支出抽样调查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１ 单位: 元

指标名称 金额 指标名称 金额

全年总收入 １５７２７１ 全年总支出 １２６９３０

一、 从集体经营中得到收入 ５３７４ 一、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２５１７３

二、 家庭经营收入 １３９９０８ 二、 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３６３６

１ 农业收入 ８１４１０ 三、 缴纳税款 ５６３

其中: 粮食收入 ５７４２３ 四、 上交集体承包任务 １０６７

２ 林业收入 ７３ 五、 生活性消费支出 ８８５８３

３ 牧业收入 ２２７４５ １ 食品支出 ６１０７５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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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金额 指标名称 金额

４ 手工业收入 １０３１ ２ 衣着支出 ８５８４

５ 采集捕猎收入 ２８０２ ３ 住房支出 ３１５６

６ 工业收入 ３６０ ４ 燃料支出 ２１６１

７ 运输业收入 ３００ ５ 日用品及其他 １３６０７

８ 生产性劳务收入 ２３６４８ 六、 其他支出 ７９０８

９ 商业收入 ５３６ １ 非商品支出 ５６２１

１０ 其他收入 ７００３ ２ 其他非生产性支出 ２２８７

三、 其他非生产性收入 １１９８９ 七、 现金支出 ９４４３０

平均每人纯收入 ４４９ 八、 期末预存现金 ７１２８７

　 说明: １９９０ 年调查户数 ６０ 户ꎬ 常住人口 ２８１ 人ꎮ 以上数据为 ６０ 户总数合计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农村住户总收入、 可支配收入及总支出抽样调查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２ 单位: 元

指标名称 金额 指标名称 金额

全年总收入 ４８０６５４ 全年总支出 ４６７５８３

一、 工资性收入 ５１３８７ 一、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７７７８２

在非企业组织劳动收入 １７３１４ 其中: 农业生产 ５９５１４

常住人口外出从业收入 ２７００ 二、 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１２２９８

其他 ３１３７３ 三、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９２６２

二、 家庭经营收入 ３６０５６２ 四、 税费支出 １０８９８

１ 农业收入 ２９３０２６ 五、 生活消费支出 ３４３１２７

其中: 种植业收入 ２９３０２６ 食品消费支出 １３９９３９

２ 林业收入 ７５ 衣着消费 ２５６５０

３ 牧业收入 １４０３０ 居住消费 １１４７７

４ 建筑收入 １３１６ 家庭设备用品支出 １４４７３

５ 交通、 运输、 邮电业收入 ３１６６５ 医疗保健 １１５５６

６ 批发、 零售、 餐饮业 ８０４７ 交通通信消费 １２１８９

７ 社会服务业收入 ４２ 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 ４５８６９

００５



续表

指标名称 金额 指标名称 金额

８ 文教、 卫生收入 １７６０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 ５０５０

９ 其他家庭经营收入 ６７８０ 六、 财产性支出 １４５８

三、 财产性收入 ３０１１９ 七、 转移性支出 ２２０２０

四、 转移性收入 ３８５４０ 其中: 赠送亲友 １６７３２

全年可支配收入 ３５６１５０ 交纳保险费 ９５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１６ 其他 ５１９３

　 说明: ２０００ 年调查户数 ５０ 户ꎬ 常住人口 ２３５ 人ꎮ 以上数据为 ５０ 户总数合计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村住户总收入、 总支出及纯收入抽样调查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３ 单位: 元 /人

指标名称 金额 指标名称 金额

全年总收入 ６７９６ ３ 全年总支出 ５８４５ ９

一、 工资性收入 １８１６ ５ 一、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１４０３ ２

１ 在非企业组织劳动收入 ２５５ ９ １ 第一产业生产费用 ８８１ ４

２ 在本乡地域劳动收入 ７５５ １ ２ 第二产业生产费用 １６０ ５

３ 外出从业得到收入 ８０５ ５ ３ 第三产业生产费用 ３６１ ４

二、 家庭经营收入 ３９４９ 二、 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 ４３ ９

１ 第一产业收入 ２９９４ ４ 三、 改造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 ０ ５

２ 第二产业收入 １８０ 四、 收费支出 １６ ３

３ 第三产业收入 ７４４ ６ 五、 生活消费支出 ３７１３

交通运输业收入 １２９ ３ １ 食品消费支出 １２２６ ８

批零贸易业、 饮食业收入 ３８７ ７ ２ 衣着消费支出 ２１６ ７

社会服务业 １２７ ８ ３ 居住消费支出 ２９４ １

其他行业收入 １０６ ４ ４ 家庭设备用品消费 １４３ ９

三、 财产性收入 ５２８ ２ ５ 交通通讯消费 ６０４ ３

其中: 租金 １０６ ６ ６ 文化教育娱乐用品消费 ４１４ ３

四、 转移性收入 ５０２ ７ ７ 医疗保健消费 ２８５ ４

１ 寄回带回收入 １５２ ７ ８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 ５３ ４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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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金额 指标名称 金额

２ 退耕还林补贴 ２１１ １ 六、 财产性支出 ４

３ 粮食直接补贴 ２０ ５ 七、 转移性支出 ６６５

其他 １１８ ４ 期内纯收入 ５０５１

　 说明: ２０１０ 年调查户数 ８０ 户ꎬ 常住人口 ３１１ 人

１９９０ 年延安市城市住户现金收入、 支出抽样调查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４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 期初手存现金 １１１５１ ４７ 三、 现金支出 ２０９０５６ ５

二、 现金收入 ２１０１４９ ４ (一) 实际支出 １７２１０９ １４

(一) 实际收入 １８２０８６ ３６ １ 生活费支出 １５０８７１ ４２

其中: 生活费收入 １５９８１２ ９９ ２ 非消费支出 ８８０６ ８８

１ 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 １０３６６４ ５９ 赡养支出 ８８０２ ８８

２ 集体所有制职工工资 １４４６６ ９５ 非储蓄保险 ４

３ 从单位得到其他收入 １０６１０ ５３ ３ 特别支出 １２４３０ ８４

４ 个体经营者收入 １８００ 赠送支出 １２００３ ４９

５ 其他劳动收入 ９５０９ ６１ 其他特别支出 ４２７ ３５

６ 财产性收入 １６１５ １１ (二) 借款支出 ３６９４７ ３６

７ 转移性收入 ３４７０２ ５７ 　 １ 存入储蓄款 ２５３７５

８ 特别收入 ５７１７ ２ 归还借款 ７５４６ ７１

(二) 借贷收入 ２８０６３ ０４ ３ 借出款 ２０８９ ８５

提取储蓄存款 １７３１９ ２ ４ 储蓄性保险 １５ ８

借入款 ９２８８ ５ 购买有价证券 １９２０

收回借出款 １１８０ 四、 期末手存现金 １２２４４ ３７

出售证券及其他借贷收入 ２７５ ８４

　 说明: １９９０ 年调查户数 ５０ 户ꎬ 常住人口 １７８ ４ 人ꎮ 以上数据为 ５０ 户总数合计

２０５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城市住户人均现金收入、 支出调查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５ 单位: 元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一、 期初手存现金 ２８１ ５ 四、 现金支出 ７７３５ ５１

二、 可支配收入 ５０８２ ９２ (一) 实际支出 ６２１７ ８８

三、 现金收入 ７６８３ ０７ １ 消费性支出 ４３４９ ４

(一) 实际收入 ５２９０ ３７ ２ 非消费性支出 １８６８ ４８

１ 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收入 ８０７２ １ (１) 个人所得税支出 ２ ３５

(１) 工资性收入 ６３５８ ６４ (２) 其他各种税金 ０ ２４

其中: 奖金 １９６ ６２ (３) 非储蓄性保险 ３９ ７９

(２) 非工资性收入 １７１３ ４６ (４) 赡养支出 ２３４ ０７

２ 离退休再就业者 ６８５５ １７ (５) 赠送支出 ５２３ ４２

３ 其他劳动收入 ３０ ９２ (６) 购房与建房支出 ９９３ ８６

４ 财产收入 ２０１ １１ (７) 其他 ７４ ７５

(１) 利息 ７ ９５ (二) 借贷支出 １５１７ ６３

(２) 红利 ２ ４５ １ 存入储蓄款 １０７９ ０７

５ 转移收入 １１６８ ２ 归还借款 ２１６ ６３

(二) 借贷收入 ２３９２ ７ ３ 借出款 ７９ ６４

１ 提取存款 １６６２ ４２ ４ 储蓄性保险支出 ８５ ５９

２ 借入款 ７００ ２６ ５ 其他 ５６ ６９

３ 收回借出款 ２８ ４６ 五、 期末手存现金 ２２９ ０６

　 说明: ２０００ 年调查户数 ５０ 户ꎬ 常住人口 １５２ ２５ 人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城市居民家庭现金收支情况调查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６ 单位: 元 /人

项目名称 金额 项目名称 金额

一、 期初手存现金 １８１６ ２５ 一、 家庭总支出 ２００９４ ４４

二、 家庭总收入 １９９７０ ２ 二、 消费支出其中:
(一) 消费性支出

１２６６２ ４６

其中可支配收入 １８４８５ ７１ (二) 转移性支出 ３０２３ ０７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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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金额 项目名称 金额

(一) 工资性收入 １１６１８ ６４ (三) 衣着 １９０３ ４８

(二) 经营性收入 ２４４２ ９２ (四) 食品 ３９３３ ９５

(三) 财产性收入 ３４３ １８ 三、 居住 １３１０ ９５

(四) 转移性收入 ５５６５ ４５ 四、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９５３ ０１

１ 养老金或退休金 ３９１７ ６８ 五、 医疗保健 １７０９ ４５

２ 社会救济收入 ４４ ６５ 六、 交通通信 １１４７ ２９

其中: 最低生活保障 ４４ ６５ 七、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１２３８ ２

３ 购养收入 ８３５ ５１ 八、 其他商品和服务 ４６６ １４

４ 捐赠收入 ４９９ ４３ 社会保障支出 １３０７ ８１

５ 记账补贴 １４４ ８８ １ 个人交纳养老基金 ３３７ ３４

６ 其他转移性收入 １１３ ８８ ２ 个人交纳住房公基金 ８３３ ５７

三、 出售财物收入 ３３４１ ５１ ３ 个人交纳医疗基金 １２８ ０５

(一) 出售住房收入 ３３３３ ３３ ４ 个人交纳失业基金 ６ ３８

四、 借贷收入 ７０６８ １７ 借贷支出 １０５８９ ０３

(一) 提取储蓄存款 ５９７５ ７５ 其中: 存入储蓄 １０００７ ３１

(二) 借入款 １０８３ ６６ 归还住房贷款 ２０９ ４１

(三) 其他借贷收入 ８ ７６ 期末手存现金 １５６２ １５

２００４ 年宝塔区第一次经济普查总产出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７

指标名称
按当年价格计算

(万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万元)
较上年增长

(％)

总产出 １５９４８２１ １３１７１４５ ４０ ４４

第一产业 ４６０３２ ４０９２８ １ ２

第二产业 １２６９４５２ １０２４７４１ ４８ ９５

工业 １０５０５３１ ８４１８３９ ５９ ５８

国有和年产品销售收入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１０３８３４２ ８３２０７２ ６０ ４

其他 １２１８９ ９７６７ １１ １１

４０５



续表

指标名称
按当年价格计算

(万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万元)
较上年增长

(％)

建筑业 ２１８９２１ １８２９０２ １４

第三产业 ２７９３３７ ２５１４７６ ２０ ０８

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６０２２５ ５６５８９ ２０ ４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６１５７０ ５９６７２ １５ ２

金融保险业 １９９４１ １８１７２ １

房地产业 ８８８３ ７７７５ ５ ２７

其他服务业 １２８７１８ １０９２６８ ２６

２００４ 年宝塔区第一次经济普查生产总值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８

指标名称
按当年价格计算

(万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万元)
较上年增长

(％)

生产总值 ８０６２１０ ６６４７３２ ２９ ８２

第一产业 ３０９８０ ２４６１０ ０ ５５

第二产业 ６２３０８１ ５００８２１ ３６ ３５

工业 ５８８３９２ ４７０６７８ ３９ １９

国有和年产品销售收入 ５００ 万元以上 ５８４０２８ ４６６９２４ ３９ ７８

其他 ４３６４ ３７５４ －８ ６８

建筑业 ３４６８９ ３０１４３ ３ ４５

第三产业 １５２１４９ １３９３０１ １５ ８２

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业 ２５４８９ ３６８７２ １５ ７５

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 ３５３９４ ３４３０３ １３ ７４

金融保险业 １１８３１ １０７８２ ０ ５３

房地产业 ７５８７ ６６４１ －１ ３２

其他服务业 ７１８４８ ５０７０２ ２４ ２６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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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年宝塔区第一次经济普查构成项目口径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９ 单位: 万元

指标名称 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生产总值 ８６２２１０ １８７１９３ ２５９８０３ １３３３６４ ２２５８５０

第一产业 ３０９８０ １８０５４ — １２８４ １１６４２

第二产业 ６２３０８１ ９１１９４ ２４４６９７ １０９１２５ １７８０６５

工业 ５８８３９２ ７５４９４ ２３９８８８ １０６４９５ １６６５１５

国有和年产品
销售收入 ５００
万元以上

５８４０２８ ７４４２８ ２３９０９５ １０５７７６ １６４７２９

其他 ４３６４ １０６６ ７９３ ７１９ １７８６

建筑业 ３４６８９ １５７００ ４８０９ ２６３０ １１５５０

第三产业 １５２１４９ ７７９４５ １５１０６ ２２９５５ ３６１４３

运输仓储
邮电通讯业

２５４８９ １１１７２ ２２６０ ３５３５ ８５２２

批发零售
贸易餐饮业

３５３９４ １１３５１ ８５０５ ３９０２ １１６３６

金融保险业 １１８３１ ４６１１ １６５９ ９４９ ４６１２

房地产业 ７５８７ １１９６ ８５０ ４４７２ １０６９

其他服务业 ７１８４８ ４９６１５ １８３２ １００９７ １０３０４

２００８ 年宝塔区第二次经济普查情况统计表
　 表 １５－２－１０

指标名称

快报 经普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现价
(万元)

可比价
(万元)

现价
(万元)

可比价
(万元)

调整前
(％)

调整后
(％)

生产总值 １２５２５６０ １０１７０５０ １３５０６７４ １１９３３８５ １２ １３ ６

第一产业 ５８５６０ ４００２０ ５８５６０ ４００２０ ９ ９

第二产业 ８３３９９０ ７１５５５０ ７９９７４８ ７００７７８ １０ ４ １１ ８

工业 ７８２５８０ ６７４６３０ ７３４０３７ ６４８４３９ １０ ９ １１ １

规模以上 ７７６７９０ ６６９１９０ ７１０４９０ ６２５２１０ １１ １０ ９

规模以下 ５７９０ ５４４０ ２３５４７ ２３２２９ ６ ７ １７ ４

６０５



续表

指标名称

快报 经普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现价
(万元)

可比价
(万元)

现价
(万元)

可比价
(万元)

调整前
(％)

调整后
(％)

建筑业 ５１４１０ ４０９２０ ６５７１１ ５２３３９ ３ ２ １９ ９

第三产业 ３６００１０ ２６１４８０ ４９２３６６ ４５２５８７ １７ １７ １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６１３３０ ４９７１０ ６９４０５ ５６４５３ １５ ８ １４ ５

批发零售业 ４４８９０ ３９３８０ ７９６５３ ６９８６５ １５ ６ １６

住宿餐饮业 ２５９３０ １７５３０ ３５３０３ ３２３６１ １６ ２０ ８

金融业 ２０１５０ １７３００ ４７９０８ ４１１３４ １０ ９ ２１ ２

房地产业 １６０９０ ９８１０ ３０９７２ ２４１５９ １４ ６ １４ ５

房地产行业 ８４９０ ７２１０ ２３９６２ １８７９６ １９ １９

居民自有住房 ７６００ ２６００ ７０１０ ５３６３ ４ １

其他服务业 １９１６２０ １２７７５０ ２２９１２５ ２２８６１６ １９ １ １７ ２

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３７１１０ ３０７２０ ５４８２１ ６７３０２ １０ ８ ４５ ５

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业 １９５３０ １７８３０ ２５７６３ ２７３２０ １１ １ ３２ ９

信息以外传输服务业 １７５８０ １２８９０ ２９０５８ ３９９８２ １０ ４ ５５ ７

其他非营利性服务业 １５４５１０ ９７０３０ １７４３０４ １６１３１４ ２２ １ ８ ４

工业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０２６８０ ５９３８０ ６４９０６ ６２７８９ ２２ ６ ４ ６

工业管理社会
组织非营利性

５１８３０ ３７６５０ １０９３９８ ９８５２４ ２１ １ １１

住宿业 ４９３０ ４８３０ １２９８６ １３０２７ １ ７ ３０ ４

餐饮业 ２１０００ １２７００ ２２３１７ １９３３４ ２２ ６ １５ １

第四节　 统计执法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开展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ꎬ 对企事业单位、 乡镇统计人员进行培

训ꎬ 严格按照统计法填写各种统计报表科目和数量ꎬ 禁止虚报、 漏报和瞒报ꎬ 依法履行

职责ꎬ 使统计数据准确可靠ꎬ 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按政府要求统计局会同监察局、 司法局开展第一次统计执法联合大检查

活动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统计局会同组织、 纪检、 司法等部门开展第二次统计执法大检查

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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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年后ꎬ 宝塔区每年开展普法教育工作ꎬ 纳入 “五五” 普法教育规划ꎬ 普法培训

９０ 次ꎬ 参加人员 ２０００ 余人次ꎬ 使各级领导和统计人员统计法制意识明显增强ꎬ 依法统

计自觉性不断提高ꎬ 为依法统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统计行政处罚案件及评查制度»ꎬ 实行全省统一统计

执法法律文书ꎬ 并建立统计执法检查回访制度ꎮ 查处延安常泰药业公司瞒报统计资料案

１ 起ꎬ 结案 １ 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统计执法检查单位 ３００ 家ꎬ 查出虚报、 漏报和瞒报等问题ꎬ
通报批评 １５ 家ꎬ 给予警告并处罚 ３０ 家ꎬ 处罚金额 ５７３００ 元ꎮ

第五节　 统计服务

发挥统计信息咨询和监督职能ꎬ 加强统计分析服务ꎬ 负责农村小康建设及乡镇区直

部门目标责任书中经济指标的监督和考核ꎬ 为区委、 区政府宏观决策和有效管理当好

参谋ꎮ
一、 统计网络

１９９０ 年ꎬ 市统计局在 ２４ 个乡镇确定 ２４ 名统计员ꎬ 负责各乡镇统计数据收集、 汇总

和上报ꎬ 同时ꎬ 落实专人负责市级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统计数据收集、 汇总和上报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上级给统计局配备计算机 ５ 台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根据延安市统计局文件精神ꎬ 组建由农业统计、 农民技术员、 乡镇企

业统计、 农经站统计、 水利、 林业、 计生专干等人员组成的乡镇统计工作站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对农村统计机构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统计局为各乡镇办事处

统计工作站配备电脑 ２３ 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统计局在职工作人员人均配有计算机ꎬ 每间办公室配备打印机 １ 台ꎬ 内

网服务器 ２ 台ꎬ 乡镇、 办事处统计站有 ２０ ~ ４０ 平方米办公室场所ꎬ 配备电脑、 打印机、
档案柜等设备设施ꎬ 有分管领导、 工作站长ꎬ １~２ 名专 (兼) 职统计工作人员ꎮ

二、 统计资料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宝塔区统计局每年坚持整理、 汇编、 出版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资料ꎬ 发布统计公报ꎮ １９９８ 年后ꎬ 汇编经济月报ꎬ 按月向有关部门提供经济运行快报ꎬ
按月提供经济运行情况和趋势分析 “统计信息”ꎬ 至 ２０１０ 年编印 «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资料» ２１ 期、 ４７２０ 册ꎬ «经济月报» １１７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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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审　 计

第一节　 审计机构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审计局成立ꎬ 有干部职工 ９ 人ꎮ 内设办公室、 企业审计股、 行

政事业审计股和财政金融审计股 ４ 个股室ꎬ 设局长 １ 人ꎬ 副局长 １ 人ꎮ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 成

立延安市审计所ꎬ 定编 ８ 人ꎬ 隶属于审计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审计局、 审计所有干部职工 ２２ 人ꎬ 局机关内设办公室、 企业审计股、 行

政事业审计股 ３ 个股室ꎬ 市级 １４ 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职审计员ꎬ １７ 个部门和单位设立

兼职审计员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撤地设市ꎬ 延安市审计局改称为延安市宝塔区审计局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将审计所并入经济责任审计局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 审计局内设办公室、 行政事业审计股、 企业审计股、 财政金融审计

股、 基建审计股 ５ 个股室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审计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ꎬ 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ꎬ 内设机构有办公

室、 财政金融审计科、 行政事业审计科、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科、 企业审计科 ５ 个科室ꎮ
经济责任审计局 (事业编制ꎬ 科级建制) 与审计局合署办公ꎬ 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有

干部职工 ２０ 人ꎬ 设局长 １ 名、 副局长 ２ 名ꎮ 主要负责全区年度审计计划的编制ꎬ 制定审

计规章制度ꎬ 并组织实施ꎮ 依据国家审计法ꎬ 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ꎻ 区级各部门、 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审计ꎻ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 负债、 损益

审计ꎻ 乡镇财政决算审计ꎻ 区级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和竣工决算审计ꎻ 上级审

计部门授权对中省驻区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收支审计ꎻ 对社会保障基金、 环境保

护资金、 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基金、 资金的财务收支审计ꎻ 国际组织和外国贷款、 援助

和赠款项目的财务收支审计ꎻ 其他法律法规应由区审计局进行的审计ꎻ 组织实施国家财

经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行政审计ꎻ 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ꎻ 指导、 参与、 监督领导干部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ꎮ

第二节　 财税金融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审计局贯彻 “抓重点、 打基础、 上台阶” 的审计工作方针ꎬ 当年审

计农机局、 畜牧局、 老区办和乡镇政府一级财政预算单位 ３７ 个ꎬ 查出转移隐瞒收入、

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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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列支出、 骗取财政补贴、 扩大各种收入分成等违纪金额 １２ 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桥

沟、 万花山两个财政所 １９９５ 年度财政决算审计ꎻ 对城建局、 教育局、 卫生局 １９９５ 年度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ꎻ 对农业银行、 保险公司 １９９５ 年度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ꎬ 完

成市农业银行单位职工养老金受理使用情况审计调查ꎬ 同级财政预算外资金的审计调

查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完成 １９９６ 年度同级财政预算审计ꎬ 对临镇、 麻洞川财政所财政决算进行

审计ꎬ 延审地税局、 烟草公司、 土地局等 １６ 个单位及企业的预算情况审计ꎬ 对宝塔区

农行 １９９６ 年度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ꎮ 对临镇财政所、 麻洞川财政所 １９９６ 年度财政决

算审计ꎬ 查出漏缴税费、 滞留财政资金、 应缴未缴预算收入、 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违纪

违规金额 ９８０ ４６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２１ ３ 万元ꎬ 罚款 ４ ６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后ꎬ 审计署改变金融审计组织形式ꎬ 从上级授权审计变为由审计署统一组

织ꎬ 各地审计机关不再自行对金融机构进行审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本级 １９９９ 年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ꎬ 抽审地税局、 资

金局、 环保局、 林业局、 法院等财政预算执行情况ꎬ 审计查出挪用专款、 部分预算收入

不能及时解缴国库等违纪资金 １２４６ ４０ 万元ꎬ 处罚 ３１ ２０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１２１５ ２０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 万元ꎮ 对甘谷驿、 柳林、 万花山 ３ 个财政所进行审计ꎬ 查出农业税、 农林特

产税上清下不清、 农业特产税没有据实征收问题ꎬ 根据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理ꎮ ２００３ 年

完成本级财政 ２００２ 年度预算执行审计ꎬ 对南泥湾镇、 枣园镇、 万花山乡 ２００２ 年度财政

决算审计ꎬ 查出违规资金 １５ ６６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３ ６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１２ ０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单位预算外资金缴存受理情况进行审计ꎬ 完成

川口乡、 冯庄乡、 南泥湾镇 ２００４ 年财政决算审计ꎬ 抽审区技术监督局财务收入情况ꎬ 查

出违规挤占、 挪用专项资金等问题ꎬ 进行处理处罚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根据中央、 省、 市审计机

关指令ꎬ 规范审计程序和行为ꎬ 宝塔区制定 «审计复核制度 (试行) » «审计执法责任

制 (试行) »ꎬ 实行三级复核ꎬ 落实执法责任制ꎬ 提升审计质量的规范操作规程ꎮ 对

２００７ 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ꎬ 延审区财政局、 地税局、 农税局、 会计结算

中心、 卫生局、 经济发展局、 工业经济办公室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ꎬ 查出乱列开支、 税

费滞留等违纪资金 １９６ ５０ 万元ꎬ 罚款 １１ 万元ꎬ 追回侵占资金 ５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本

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ꎬ 延审财政局、 地税局、 农税

局、 政府采购中心ꎮ 对文体事业局、 城建局、 教育局等部门预算情况进行抽审ꎬ 完成南

泥湾镇、 桥沟镇、 临镇镇等 ２００８ 年度财政决算审计ꎬ 查出超预算级次拨款、 虚增科技三

项费用投资、 非税收入不到位、 招待费超支等违纪违规金额 ６９６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８ 万元ꎬ
罚款 １１ 万元ꎬ 归还原渠道资金 １３４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ꎬ 完成延审财

政局、 地税局、 农税局、 政府采购中心ꎮ 抽审科技局、 人劳局、 旅游局等部门受理资金

使用情况ꎬ 抽审教育局、 科协、 蔬菜局、 贯屯、 麻洞川乡政府等单位预算执行情况ꎮ 查

出应缴未缴国库预算收入、 截留应拨下级预算资金、 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违规金额 １４５０
万元ꎬ 受理不规范金额 ２０８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ꎬ 上缴财政 １６ 万元ꎬ 罚款 ２４
万元ꎬ 归还原渠道资金 １０３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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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对城建局、 工业局、 交通局、 老区办、 卫生局等 ８ 个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

支进行审计ꎬ 查出乱摊成本、 偷税漏税、 滥发钱物、 截留国家建设资金等违反财经法律

等问题的金额 １２３ ８０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ꎬ 上缴财政 １２ ８６ 万元ꎬ 追缴税金

１ ２４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５４ ６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对水利水保局、 林业局、 工商局等 １５ 个单

位预算内、 预算外财务收支情况ꎬ 市交通管理站、 地方道路受理站、 绿化处等 １９９１ 年财

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出虚列支出、 税费滞留、 截留应缴财政收入、 经济实体挤占行政经

费等违纪违法金额 １０８ ９６ 万元ꎬ 审计上缴财政 ４ ５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２７ ８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土地局、 教育局、 老区办等 １１ 个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出挤占挪

用资金、 不合规票据进账、 截留税费等违纪违规金额 ７１ ４８ 万元ꎬ 审计上缴财政 ０ ９９ 万

元ꎬ 追缴税费 ４ ２１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２７ ６９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对教育局贷款、 资金管理使用情况ꎬ 老区办扶贫资金受理使用情况ꎬ 乡镇

企业局、 果树局、 党校、 林业站、 水保队、 水利队、 水资源办公室等 １７ 个行政事业单

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出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 滞留下拨款项、 购置固定资产未进

账、 预算内收入转入预算外收入、 滥发财物等违纪违规金额 ２４１ １７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ꎬ 审计上缴财政 ２０ ８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７０ ２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宝塔公安分局、
建设局、 环保局及下属单位、 区技术监督局、 市政养护处、 环卫处、 区医院、 中医院、
妇幼保健院等 １９９６ 年度财务收支情况ꎬ 区民政局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６ 年度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出滞留罚没款上缴财政、 挤占挪用行政经费、 乱发钱物、 乱收费、 报支个人费用及财

务管理混乱等问题违纪违规金额 ２３２ １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ꎮ 审计上缴财政

２１ ３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６９ ４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宝塔土地局、 计委、 交通局、 老区办、 水利队、 水资源受理局、 地方道

路管理站、 麻洞川、 青化砭、 姚店、 川口土地所等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

出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截留应缴财政收入、 漏缴税费、 滞留应拨下级资金、 乱发钱物、
报支个人费用及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ꎬ 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８５４ １０ 万元ꎬ 处罚 １９ ３０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２０ ２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８０５ ６０ 万元ꎮ 当年完成工商系统、 技术监督系统

审计调查ꎬ 查出违规资金 ６１ ９０ 万元ꎬ 审计处罚 １２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０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４９ ９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区总工会、 工人文化宫礼堂、 公安宝塔分局、 宝塔土地分局、
果业局、 粮食局、 交通局外协委等 １６ 个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０２ 年度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

出漏缴税金、 超标准收费、 会计信息失真、 不合票据进账、 招待费超支ꎬ 财务处理不规

范等问题ꎬ 审计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１１ ８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４６ ７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农业局、 林业局、 水保局、 畜牧局、 农综办等 １８ 个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０４

年度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审计查出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滞留经费下拨不到位、 招待费超

支、 不合规票据进账、 个人支出费用及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ꎬ 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５６７ ８０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ꎬ 上缴财政 １１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１９６ ４０ 万元ꎬ 调账

处理 ３６０ 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财政局、 政府采购中心、 果业局、 人劳局、 旅游局、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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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通局、 文体事业局、 商贸局、 司法局、 供销社、 农综办等 １８ 个行政事业单位财务收支

进行审计ꎬ 查出专项资金管理部门在资金使用中存在挤占、 挪用、 滞留、 发放不规范、
不合规票据进账、 招待费超支问题ꎬ 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１７０７ 万元ꎬ 受理不规范金额

１５２０ ４７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ꎬ 上缴财政 １６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４６８ ２０ 万元ꎬ 对

资金管理不完善、 财务管理不规范、 财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出整改意见ꎮ

第四节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对南关街道路修建工程、 新华陶瓷厂、 制革厂、 水泥制品生产线等 ７ 个项

目进行审计ꎬ 审定工程造价 ９７２ ８６ 万元ꎬ 共核减工程资金 ８７ 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对新

华化工厂、 综合楼、 中医院制剂楼、 市第二医院门诊楼、 南泥湾钻采公司、 建材厂住宅

楼等 ２１ 个工程进行竣工决算审计ꎬ 审计送审工程总造价 ３９８８ ４７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

价 ３６９４ ５６ 万元ꎬ 审计核减 ２９３ ９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市劳动服务公司、 粮食局、 教育

局住宅楼 ３ 个工程决算审计ꎬ 送审工程总造价 １２３０ ９０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价

１１２０ ４０ 万元ꎬ 审计核减 １１０ 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国有资产管理局、 双退所住宅楼、 粮

油仓库、 人武部民兵训练基地、 二道街商业综合楼等 １１ 个工程竣工决算审计ꎬ 审计送

审工程总造价 ４９８２ ７８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价 ４７９４ ２６ 万元ꎬ 审计核减 １８８ ５２ 万元ꎬ
核减率 ３ ７８％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第四中学、 党校、 水保局住宅楼、 国贸大厦等 １１ 个基建工

程进行决算审计ꎬ 送审工程总造价 ９７０８ ４５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价 ９４３９ ８９ 万元ꎬ 审

计核减工程费用 ２６８ ５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对桥沟职教中心综合楼、 临镇初级中学公寓楼、
第一中学学生公寓楼、 李渠镇中心小学综合楼、 蟠龙镇中心小学综合楼、 青化砭镇小学

综合楼、 甘谷驿镇中心小学综合楼、 川口乡中心小学教学楼、 官庄等 ５ 个集贸建设工

程、 蟠龙等 ５ 个乡镇小城镇建设工程进行竣工决算审计ꎬ 审计报审工程总造价 ６５１９ ７７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价 ５５６８ ７３ 万元ꎬ 审计核减 ９５１ ０４ 万元ꎬ 核减率 １４ ５９％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对东关小学综合楼、 教学楼工程ꎬ 城区中小学供暖改造ꎬ 川口乡、 姚店镇等乡镇机

关改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决算审计ꎬ 审计报审工程总造价 ４１４１ 万元ꎬ 审计审定

工程造价 ３６８５ 万元ꎬ 审计核减 ４５６ 万元ꎬ 核减率 １１％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枣园镇温家沟等 １７
个新农村建设工程、 李渠镇阳山三产地回填工程、 交通局 ２００８ 年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临

镇镇中心文化站工程、 李渠法庭办公楼工程、 延安市枣园干部学院周边环境整治工程等

进行决算审计ꎬ 审计报审工程总造价 ３５２６ ７６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价 ３２７５ ４６ 万元ꎬ
审计核减资金 ２５１ ３０ 万元ꎬ 核减率 ７ １２％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宝塔区南泥湾法庭办公楼及室外工程、 柳林镇新茂台等 ４ 个新农村续建

工程、 宝塔区第二中学、 桥沟镇中心小学等 ４５ 所中小学防雷装置安装工程、 第五中学

新建综合楼工程、 盘龙镇中学教师周转用房工程等 １２ 个项目进行决算审计ꎬ 审计报审

工程总造价 ７５７３ 万元ꎬ 审计审定工程造价 ６６８６ 万元ꎬ 审计核减工程费用 ８８７ 万元ꎬ 核

减率 １１ 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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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企业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对新华化工厂、 建设煤矿、 通用机械厂、 新华陶瓷厂、 水泥厂、 二轻系统

皮革厂、 工艺美术公司、 荟萃工艺厂及商贸系统的粮油公司、 副食公司、 饮食服务公

司、 果品公司、 土产公司等第二轮工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了审计ꎬ 查出固定资产

少提折旧、 挤占成本费用、 漏缴税金、 少提公会会费等问题ꎬ 查出违纪金额 １０８ ４２ 万

元ꎬ 上缴财政 ３８ ９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对 ３４ 户届满的工商企业采取分层次、 抓重点、 分步

走的方法实施终期审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自来水公司、 南泥湾钻采公司、 纸箱厂、 兰花公

司、 建材厂、 延安百货大楼、 粮油公司、 生产资料公司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ꎬ 查出违

规金额 ４７８ ３３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３２ ４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区塑料厂、 石油液化气供应处、
公共汽车公司、 友谊公司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ꎬ 查出违规金额 ７８４ ６２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９ ７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通用机械厂、 区二建公司、 水泥制品厂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ꎬ 共查出

违规金额 ８３１ 万元ꎬ 决定处罚 ２５ ５ 万元ꎬ 指名纠正 ８０５ ５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２ 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对区建设煤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资产、 负债、 损益进行审计ꎬ 查出非生产性开支过

大、 虚列开支、 提高工程造价等问题ꎬ 查出违规金额 １３０８ 万元ꎬ 决定处罚 ７４５ 万元ꎬ 指

名纠正 ５６３ 万元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完成国贸大厦、 解放大厦、 美术公司、 百货大楼、 建筑

材料厂等工商企业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ꎬ 查出违规金额 ４６９ ７７ 万元ꎬ 处罚 ２４ ６９ 万

元ꎬ 指明纠正 ４４５ ０８ 万元ꎮ 同时对 １９９８ 年以来粮食企业的粮食财务挂账等问题进行了

彻底的清理审计ꎬ 为妥善处理粮食购销企业 “老粮、 老账” 问题提供了决策依据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五金公司、 饮食服务公司、 工业品公司、 物资总公司、 地毯

厂、 新华陶瓷厂、 塑业公司、 友谊公司、 纸箱厂、 新华总公司、 建筑材料厂、 建设煤矿

等工商企业的资产、 负债、 损益审计ꎬ 查出虚报或瞒报转移收入、 虚列成本费用、 少记

少交税金、 不合规票据进账、 招待费超支等违规金额 ２８７８ ４７ 万元ꎬ 处罚 ４２ １６ 万元ꎬ
指名纠正 ２４２０ ２２ 万元ꎬ 进行调账 ４１６ ０９ 万元ꎮ 同时帮助企业完善内控制度ꎬ 提出 ８ 条

建设性建议ꎮ

第六节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对老区办、 林业局、 畜牧局等单位ꎬ 陕北老革命根据地援助建设专项资

金ꎬ 种植业、 养殖业扶贫专项资金审计ꎬ 查出部分乡镇援建款、 扶贫款随意变更项目截

留、 挪用支农专项资金 ４ ６ 万元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计划经济局、 水

保局、 交通局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度以工代赈资金使用专项审计ꎬ 老区办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度老区

发展资金专项审计ꎬ 水利水保局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度 “甘露工程” 专项资金审计ꎬ 劳动服务

局 １９９６ 年度失业保险资金专项审计ꎬ 区工业医疗办专项资金审计ꎬ 查出挤占挪用等违纪

金额 ９１ ７６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８ ６０ 万元ꎬ 纠正 ７３ １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对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 年 “希望工程” 专项资金进行审计调查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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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局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审计ꎬ 农业与资源环保专项资金审计ꎬ 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退耕还

林还草工程资金专项审计ꎬ 宝塔区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专项资金审计ꎬ 查出资金受理不规

范、 下拨款项滞后、 挤占挪用等问题ꎬ 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ꎮ ２００６ 年对住房公积金、
住房资金、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 残疾人保障资金、 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 中庄小流

域治理专项资金、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水利专项资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进行专项

审计ꎬ 查出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ꎬ 存在资金被挤占、 滞留、 发放不规范ꎬ 投入机制不完

善、 不到位等问题ꎬ 提出整改意见ꎬ 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处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现

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专项审计ꎬ 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专项审计ꎬ 计划生育专项资

金审计ꎬ 查出专项资金受理部门存在着专项资金被挤占、 滞留等问题ꎬ 提出整改意见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救震救灾、 抗洪救灾专项资金审计ꎬ 建设煤矿节能减排专项审计ꎬ 宝塔

区 ７ 个社区运行情况审计调查ꎬ 儿童公园上划前资产负债专项审计ꎬ 果业局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财务收入专项审计ꎬ 查出专项资金在受理使用中存在挤占、 挪用、 发放不规范ꎬ 投入

机制不合理、 不到位等问题ꎬ 进行处理处罚ꎬ 提出完善政策、 加强受理的意见ꎬ 查出违

规金额 ５０ ８０ 万元ꎬ 受理不规范金额 ２４８ 万元ꎬ 审计追回被占专项款 ３３ 万元ꎮ

第七节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对工业局、 商业局、 城建局、 粮食局、 供销社所属企业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年承包

经营情况实行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设备折旧粗放估算、 虚列开支、 票据不规范、 白条进

账等问题ꎬ 金额 ３８９ ２０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 ８６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２８ ８ 万元ꎬ 调账 ３５８ ５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南泥湾钻采公司、 市纸箱厂、 兰花公司、 建材厂、 供电公司、 建材公

司、 液化气站等企业法人代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９３８ ８０ 万元ꎬ 上缴

财政 ２４ １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９１４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对川口乡、 冯庄乡、 万花山乡、 南泥湾

镇、 枣园乡、 柳林乡、 桥沟镇等 ７ 名领导干部离任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挤占挪用专项资

金、 不合规票据进账、 税费坐支其他项支出等违纪违规资金 ２３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３ ２ 万

元ꎬ 指明纠正 １９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农业局、 计委、 旅游局、 外协委、 党校、 乡镇企业局、 铁路办、 蟠龙

镇、 青化砭镇、 南泥湾镇、 宝塔街道办、 南市街道办、 川口乡、 工人文化宫、 工业品公

司、 建材厂等 １６ 个行政事业和企业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挤占挪用专项

资金、 偷税漏税、 部分乡镇财务混乱等问题 １９ 件ꎬ 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６４４ ３０ 万元ꎬ 决

定处罚 １９６ ５ 万元ꎮ 其中上缴财政 ８ ９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４４７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水利

水保局、 城乡建设局、 物价局、 广播电视局、 统计局、 党校、 南市街道办、 凤凰办、 万

花山、 梁村、 枣园、 松树林、 元龙寺、 官庄、 姚店、 李渠、 贯屯等乡镇领导干部离任经

济责任审计ꎬ 供销社、 食品蔬菜公司、 友谊公司等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ꎬ 查

出财务管理不善、 不合规票据收入账、 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漏缴国家税费等问题ꎬ 查出

违纪违规资金 ３３６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３３ 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司法局、 人劳局、 民政局、 科技局、 林业局、 畜牧局、 经济发展局、 农

业局、 冯庄、 桥沟、 柳林、 工艺美术公司、 图书馆等 ２１ 个党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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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财务管理不善、 部分乡镇财务混乱、 虚列开支、 挤占挪用专项资

金、 招待费超支等问题ꎬ 查处违纪违规资金 ４３１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对

卫生局、 档案局、 农工部、 招商局、 宝塔街办、 石油钻前办、 退耕办、 姚店镇、 南泥湾

镇、 河庄坪镇、 青化砭镇、 麻洞川乡、 房地产经营管理总公司、 通用机械厂等 ２３ 个单

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专项资金拨付不到位、 无依据收费、 招待费超支、 漏缴

国家税费等违纪违规金额 １５８８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９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１３６４ 万元ꎬ 调账 ２１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区反贪局、 编制办公室、 文体事业局、 外事接待办、 司法局、 交通

局、 电教中心、 商贸办、 松树林乡等 ２４ 个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无依据收费、 招待费超支、 漏缴国家税费等违纪违规金额 ６９６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蔬菜局、 退耕办、 区科协、 临镇镇、 麻洞川乡等 ３７ 个领导干部经济

责任审计ꎬ 发现被审单位存在招待费超支、 无依据收费、 不合规票据进账、 漏缴国家税

费、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采购等问题ꎬ 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９６８ ７５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１６
万元ꎬ 指明纠正 ７０８ ４５ 万元ꎬ 调账 ２６０ ３０ 万元ꎮ

第四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工商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市政府工作部门ꎬ 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ꎬ 内设行

政办公室、 工商企业管理股、 市场管理股ꎮ 下辖凤凰、 宝塔、 南市、 蟠龙、 青化砭、 姚

店、 李渠、 甘谷驿、 南泥湾、 临镇工商所ꎮ １９９２ 年增设个体私营协会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市级机构改革ꎬ 市物价局、 技术监督局并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市物价局、 技术监督局又从市工商局分出ꎮ 同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地改市时ꎬ 更名为延安市

工商局宝塔分局ꎬ 隶属于市工商局ꎬ 建制和职能不变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延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精神ꎬ 宝塔分局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进行

调整ꎬ 将原有 １１ 个内设科室合并为 ９ 个股室ꎬ 即办公室、 政策法规股、 市场规范管理

股、 法治管理股、 商标广告监管股、 工商注册分局、 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 经济检查大

队、 后勤服务中心ꎻ 同年ꎬ 撤销蟠龙、 甘谷驿、 南泥湾工商所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麻洞川工商所

迁至南泥湾ꎬ 更名为南泥湾工商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工商局宝塔分局内设股室有办公室、 法治工作股、 政策法规股、 市

场管理股、 商标广告监管股、 注册分局、 经检大队、 后勤服务中心、 消费者申诉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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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举报中心ꎬ ３ 个社会团体即个体私营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经纪人协会ꎮ 下辖宝塔、
凤凰、 南市、 河庄坪、 火车站、 李渠、 姚店、 青化砭、 临镇、 南泥湾工商所ꎮ 宝塔分局

和基层工商所职工总数ꎬ １９９１ 年实有 １８６ 人ꎬ 其中协管员 ４１ 人ꎻ １９９６ 年 ３４９ 人ꎬ ２００５
年 ３６３ 人ꎬ ２００８ 年 ３０６ 人ꎬ ２０１０ 年 ３２８ 人ꎮ

第二节　 企业登记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有工商企业 １３２８ 户ꎬ 其中工业企业 １９９ 户ꎬ 商业企业 ５２４ 户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登记注册工商企业 １０７８ 户ꎬ 其中企业法人 ３３８ 户ꎬ 营业登记 ７４０ 户ꎬ

从业人员 １７９１５ 人ꎬ 注册资金 １００６８ 万元ꎬ 办理变更登记 ３８ 户ꎬ 注销登记 ３ 户ꎬ 年检各

类企业 ４８０ 户ꎬ 年检率 ９８％ꎬ 对未按规定年检的 １４ 户企业分别给予警告、 罚款处理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年新增注册登记工商企业 １０３ 户ꎬ 清理 “三无” (无执照、 无资金、 无

场地) 企业 ３ 户ꎬ 年末有工商企业 １３００ 户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各类注册企业有 １４４０ 户ꎬ
其中企业法人 ４４３ 户ꎬ 营业登记 １００７ 户ꎬ 包括国有企业 ７３５ 户ꎬ 集体企业 ６２０ 户ꎬ 联营

企业 ６ 户ꎬ 股份制企业 ７９ 户ꎬ 企业注册资金 １３２０９ ８ 万元ꎬ 资产总额 ３９２４２ 万元ꎮ 年末

新增企业 １４０ 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变更登记 ８３ 户ꎬ 注销登记 ８ 户ꎬ 全区共有工商企业 １４４８ 户ꎬ 其中各类公

司 １３５ 户ꎬ 其他法人 ４２７ 户ꎬ 营业登记 ８８１ 户ꎬ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户ꎬ 年检工商企业 ８９５
户ꎬ 年检率 ９５％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规范企业名称、 字号 ４２ 户ꎬ 取缔 “三无” 企业 ３ 户ꎬ 完善前置审批

手续 １１２ 户ꎬ 注销企业 ３ 户ꎮ 年底ꎬ 实有登记企业 １６４９ 户ꎬ 其中企业法人 ９３６ 户ꎬ 注册

资本 ３８２０４ 万元ꎬ 国有企业 ６９５ 户ꎬ 集体企业 ６２８ 户ꎬ 联营企业 ８ 户ꎬ 股份合作制企业

７８ 户ꎬ 公司 ２３７ 户ꎬ 其他类型企业 ３ 户ꎬ 登记企业年检率 ９８％ꎬ 查处企业违法案件 ２２
起ꎬ 结案 ２２ 起ꎬ 案值 ５ 万元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工商分局制定 «关于企业信用公示制度»ꎮ ２００３ 年建立日常动态监管

一览表ꎬ 划类公示ꎬ 全区注册 １８７４ 户工商企业ꎬ Ａ 类占 ８０％ꎬ Ｂ 类占 １５％ꎬ Ｃ 类占 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新登记企业 １８７ 户ꎬ 注销 ５ 户ꎬ 查处无照经营 ８０ 余起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注册登记 ２１６ 户ꎬ 全区共有注册登记企业 １６３０ 户ꎮ 完成 ５７ 家国有企业改

制、 变更、 注销登记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注册登记各类企业 １２５ 户ꎬ 全区私营企业 ９６９ 户ꎬ
注册资金 ６２３０５ 万元ꎬ 从业人员 ４３９６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新增注册登记 ８２ 户ꎬ 年检企业 ８６０
户ꎬ 年检率 ９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注册登记 ９４ 户ꎬ 依法注销长期停业歇业 ６ 户ꎬ 全区共有工商企业

９６３ 户ꎮ

第三节　 个体工商户登记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工商局登记 １２１３ 户ꎬ 全市共有个体工商户 ２１５５ 户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新增

个体工商户 ２７４ 户ꎬ 年末全区 ２４２９ 户ꎬ 从业人员 ５２９７ 人ꎬ 全年验明 １３１２ 户ꎬ 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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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７５％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新增个体工商户 ９５７ 户ꎬ 全市共有 ２３９８ 户ꎬ 从业人员 ４３３５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新发展登记个体工商户 １２４５ 户ꎬ 全市共有 ２８８６ 户ꎬ 注册资金 １９７６ 万元ꎬ

总产值 ３９９０ 万元ꎬ 占全市工业总产值 １６％ꎬ 实现销售收入 ９４３０ 万元ꎬ 占全市社会零售

总额 ２７ ８％ꎬ 上缴国家税金 １７７０ 万元ꎬ 占全市财政收入 １４ 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个体工商户 ７９６８ 户ꎬ 从业人员 １６４３５ 人ꎬ 注册资金 ２６８５ 万元ꎬ 比

１９９６ 年工商户增加 ５０８２ 户ꎬ 增长 １ ７６ 倍ꎬ 注册资金增加 ７０９ 万元ꎬ 增长 ３５ ８８％ꎬ 从

业人员增加 ５７０２ 人ꎬ 增长 ５３ １％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 ２８６７ 户ꎬ 注册资金 ７８００ 万元ꎬ 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 １８ ８％和 ２１ 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 １９１２ 户ꎬ 年内共有工商户 １６６６１ 户ꎬ 注册资金

１０２５６ 万元ꎬ 依法注销长期停业、 歇业个体工商户 １２７８ 户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起ꎬ 宝塔区授权委托凤凰、 姚店、 李渠、 南泥湾等工商所进行个体户注

册登记ꎬ 新增注册登记 ２０８４ 户ꎬ 登记合格率 １００％ꎬ 贴花验明率 ９８％ꎬ 本期注销 １５１６
户ꎬ 全区共有 ８６００ 户ꎬ 注册资金 ７２５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新注册登记 １０７０ 户ꎬ 年内共有个体工商户 ８９００ 户ꎬ 贴花验明率

９６ ９％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注册登记 ２５５８ 户ꎬ 全区共有 ８９５０ 户ꎬ 个体工商户贴花验明率

９６％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新注册登记个体工商户 １７７２ 户ꎬ 全区共有 ９６００ 户ꎮ

第四节　 商标广告管理

一、 商标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加强商标管理ꎬ 维护知识产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核转商标 ５ 件ꎬ 查处 ３ 起

制造假酒厂家ꎬ 没收散装假酒 １０００ 千克、 瓶酒 ７０ 箱、 商标 ４００ 余幅ꎬ 罚款 ２０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城区、 李渠、 姚店等集镇打假行动 ６ 次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８ 个ꎬ 检查农

贸市场 １０ 个、 商场 １３ 个、 批发市场 ４ 个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区域内使用商标企业进行监督检查ꎬ 共检查商标 ３２０ 多种ꎬ 办理临时商

标 ４ 件ꎬ 查处各种假冒商标 ８６ 种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７ 个ꎬ 价值 ３２ 万元ꎬ 办理临时商标

４ 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全区专卖店、 专修店进行检查ꎬ 受检企业 ３６ 户ꎬ 个体工商户 ７８ 户ꎬ 查

处违法案件 １６ 起ꎬ 发现有未经商标注册允许ꎬ 将其注册商标制作为专卖店、 专营店的

名称和营业牌匾企业 ２ 户ꎬ 个体户 ４ 户ꎬ 给予补办手续ꎬ 罚款处理ꎻ 对允许但未依法办

理备案手续企业 ３ 户、 个体户 ５ 户ꎬ 给予补办手续、 罚款处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内注册商标 ２ 件ꎬ 备案登记 ２ 件ꎬ 其中扶持帮助注册 ３ 件ꎬ 开展商标

专用权保护执法 ３ 次ꎬ 查处商标违法案件 ２ 起ꎬ 假冒 “百威” 啤酒案ꎬ 涉案人员 ４ 人ꎬ
没收冒牌 “百威” 啤酒 ９８ 件ꎬ 案值 ２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工商局开展以 “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 为重点ꎬ 维护知识产权专项整

治活动ꎬ 制定 «工商宝塔分局开展保护商标注册专用权行动的方案»ꎬ 推动商标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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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 引导企业、 农户申报商标注册ꎮ 至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注册商标 ５ 件ꎬ 其中省级评为著名

商标 ２ 件ꎬ 引导延安窑洞宾馆、 甘谷驿红薯等申请注册商标ꎮ 区内各大市场设立检测

点ꎬ 对驰名、 著名商标ꎬ 涉外商标及食品、 药品、 服装、 涉农商品等 ４６ 件商标实施重

点检测ꎬ 使西凤酒、 可口可乐、 中华烟、 茅台酒等 ２０ 件商标得以有效保护ꎮ 全年进行

专项检查 ３０ 余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４４５ 人次ꎬ 检查经营户 １６８０ 户ꎬ 立案查处侵犯驰名、
著名商标专用权案 ３ 起ꎬ 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案 １ 件ꎬ 简易处罚 １２ 家ꎬ 罚款 １９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驰名、 著名商标专用权专项检查行动ꎬ 查处商标侵权案件 ３ 起ꎮ 收缴

迷信、 欺诈、 不健康非法小报 ３０００ 余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推荐陕西省著名商标 ８ 件、 延安著名商标 ５ 件ꎮ 开展户外广告、 商标标识

等市场专项整治 ３９ 次ꎬ 查处违章案件 １０２６ 起ꎮ
二、 广告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有广告兼营单位 ５ 个ꎬ 即延安报社广告科、 延安市广播站、 延安电

视台、 延安市印刷厂、 延安地区旅游公司设计室ꎬ 负责广告制作与发布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查处来自区城外广告违法案件 １８ 件ꎬ 清理虚假广告 ４２９ 张ꎬ 检查广

告经营单位 ８ 户ꎬ 规范广告经营行为ꎮ 查处没收外地到延推销产品非法广告 ３ 万余份ꎬ
对 １ 户非法印制企业进行查处ꎬ 拆除店堂牌匾 ４０ 块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查处违法广告牌 ２１ 块ꎬ 印刷广告发布者 ８１ 户ꎬ 清理张贴广告 ２０００ 张ꎬ
收缴药品、 医药保健品、 化妆品、 店堂广告等 ３２ 种ꎬ ６ 万余份ꎬ 更新门店牌匾 ３００ 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以 “反误导、 反欺诈” 为重点的广告市场整治行动ꎬ 出动执法检查人

员 ４００ 多人次ꎬ 查处各类广告违法案件 １６７ 起ꎬ 捣毁非法印制广告窝点 １ 个ꎬ 收缴各类

非法印刷品广告 １６ 万余份ꎬ 查处各大类涉嫌非法广告宣传药品 ３００ 盒ꎬ 案值 １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展以惩治虚假广告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ꎬ 全年进行专项检查 ３４ 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３２０ 人次ꎬ 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 ４８ 起ꎬ 其中保健美容 １２ 起ꎬ 药品类 １２
起ꎬ 其他 ２０ 起ꎬ 罚款 ６８６５０ 元ꎬ 审查各类广告 ３８６ 条ꎬ 更换牌匾广告 ４８００ 块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查处违法广告案件 １８ 起ꎬ 检查广告经营户 １３１ 户ꎬ 更换店堂牌匾

１０４５ 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检查户外广告、 路牌广告 ８ 次ꎬ 规范广告 ８０ 块ꎬ 收缴违法广告小板 ４００

份ꎬ 更换牌匾 ８０５ 块ꎮ

第五节　 市场建设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城乡共有固定市场 １９ 个ꎬ 年贸易成交额 ２４１９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集贸市场增加到 ２５ 个ꎬ 其中城区 １７ 个、 乡镇 ８ 个ꎬ 城乡集贸市场成交额

３９９８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坚持适度规模、 重点突出、 辐射西北、 城乡兼顾原则ꎬ 规划新建市场 １０

个ꎬ 总面积 ５４２０４ ８ 平方米ꎬ 新建河庄坪、 兰家坪、 粮食局市场、 柳林以南二十里铺起ꎬ
向东北发展小区 ５ 个ꎬ 公路沿线新建平板房 ２００ 间ꎬ 从杨家岭到长青路建成平板房 ７６４
间ꎬ 蟠龙镇、 孙崖等村自筹资金建市场ꎬ 玉皇庙建 ２１０ 间平板房ꎬ ３ 个乡镇新建市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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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 １０００ 户经营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新建东关、 王家坪、 火车站、 果品交易中心 ４ 个瓜果、 蔬菜批发市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集贸市场增至 ４０ 个ꎬ 营业总面积 ９７０６０ 平方米ꎬ 累计总投资 １１４３ 万元ꎬ

市场商品交易额 １３５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ꎬ 改、 扩建市场 ２０ 个ꎬ 新建市场 １ 个ꎬ 建成专业市场 ３ 个ꎬ 规模超市

７ 个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改建农贸市场 ２ 个ꎬ 新建专业市场 ２ 个、 规模超市 ５ 个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

集贸市场 ３７ 个、 较大超市 ４０ 个ꎮ

第六节　 市场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场监管主要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ꎬ 重点打击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 哄抬

物价、 缺斤少两、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ꎬ 加强对生产资料和专营商品监督管理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开展集贸市场检查 ４ 次ꎬ 受检个体户 １４２ 户ꎬ 处罚 ４１ 家ꎬ 罚款 ４５００ 元ꎬ

没收假冒伪劣商品总价值 １０ 万元ꎬ 包括冒牌汾酒 ７１ 箱ꎬ 劣质洗衣粉 ２０４０ 袋ꎻ 查处制造

假酒案件 ３ 起ꎬ 没收散装酒 １０００ 千克、 瓶装酒 ７０ 瓶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根据陕西省 «商品交易市场管理条例»ꎬ 成立经济检查大队ꎬ 按照 «延安

市市场规范管理要求» 规定ꎬ 全年检查农贸市场 １０ 个、 商场 １３ 个、 批发市场 ４ 个ꎻ 捣

毁制假窝点 ８ 个ꎬ 查处伪劣产品 ７６ 种ꎬ 总价值 ３４ 万元ꎬ 收缴罚款 ６ 万元ꎻ 销毁伪劣化

肥 ５６ ４ 吨ꎬ 立案查处案件 ６ 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医药、 文化、 粮食、 煤炭、 种子、 烟草等市场进行整顿治理ꎮ 对城郊

１２０ 多家医药店和诊所进行检查和重新登记ꎬ 收缴伪劣过期药品 ７０ 余种ꎬ 价值 ４０００ 元ꎮ
整治歌舞游戏厅 １２０ 家ꎬ 责令停业 ５ 家ꎬ 收缴电脑、 ＶＣＤ 机 ２０ 台ꎬ 罚款 ２ 万元ꎮ 由宝塔

区粮食局、 工商局联合成立粮食市场稽查大队ꎬ 检查经营企业和个体粮油经营户 １２８
户ꎬ 取缔无照经营 ２６ 户ꎬ 粮食批发企业 １０ 户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３３ 起ꎮ 全年查处各类经济

违法案件 １５４ 起ꎬ 立案 １４ 起ꎬ 处理 １２ 起ꎬ 罚款 ３ ２ 万元ꎬ 没收假冒伪劣商品 ９６ 种ꎬ 价

值 ３２ 万元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７ 个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检查粮食经营户 ３０１ 户ꎬ 立案查处 ５８ 户ꎬ 结案 ５８ 件ꎬ 罚款 １３ ２ 万元ꎬ 没

收玉米 ２７ 吨、 大米 ４ 吨、 面粉 ８０ 吨ꎮ 开展红盾农资专项执法ꎬ 没收过期农药 ６０００ 袋ꎬ
伪劣种子 １４９５ 千克ꎬ 总价 ３１０４７ 元ꎬ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２ 万余元ꎮ 查处文化市场音像

制品经营户 １６３ 户ꎬ 书屋、 书摊 ３９ 户ꎬ 收缴盗版 ＶＣＤ 光盘 ４０８０ 盘ꎬ 盗版录像带 １１２
盘ꎬ 总价值 ３ 万余元ꎮ 查处 “奇强” 地下加工厂 １ 处ꎬ 收缴生产物品 ２ 万余袋ꎮ 全年共

查处各种违法案件 ４５３ 起ꎬ 其中一般程序 １７１ 起、 简易程序 ２８２ 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展专项检查 １２ 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１９３３０ 人次ꎬ 检查食品经营户 ４１１０ 户

次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１３ 个ꎬ 没收价值 ８ 万余元的各种过期食品ꎬ 取缔无照经营 １４７ 户ꎮ 查

办涉农经济违法案件 ４８ 起ꎬ 没收假农资价值 ３６ 万元的伪劣产品ꎮ 检查石油经营企业 ６３
户ꎬ 立案 ３８ 起ꎬ 罚款 ２６ 万元ꎮ 全年共开展各类专项市场整治 ６８ 次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１７６６ 起ꎬ 案值 １２６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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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猪肉市场、 奶粉市场专项整治活动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９３６１ 人次ꎬ 检查

食品批发市场、 商场、 超市主体 １３６２９ 户次ꎬ 取缔无照食品经营户 １２６ 户ꎬ 查处不合格

奶粉 ４５ ２３ 吨ꎬ 召回 ４５ 吨ꎬ 处理食品违法案件 ２１ 起ꎬ 罚款 ５ １２ 万元ꎮ 检查广告经营户

６８ 户ꎬ 处理违法案件 ４２ 起ꎬ 罚款 ７ 万元ꎮ 查处涉嫌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经营户 ３ 户ꎬ 罚

款 ５０００ 元ꎮ 开展烟草、 供热、 电信等公用企业专项整治ꎬ 查处移动、 联通、 供气等部门

强制推销商品违法企业 ６ 户ꎬ 罚款 ４ 万元ꎮ 查处汽车配件、 农机配件违法案件 １０ 起ꎬ 没

收假冒配件价值 ４ 万元ꎮ 全年共查各类违法案件 ８２５ 起ꎬ 罚款万元以上案件 ３８ 件ꎬ 罚款

１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食品市场专项整治 ２０ 次ꎬ 检查经营户 ２７００ 户次ꎬ 查处违法经营 ５

起ꎬ 没收假冒伪劣和过期霉变食品价值约 ３ 万元ꎮ 开展户外广告整治ꎬ 查处各类广告违

法案件 ３８ 起ꎬ 罚款 ４ ２ 万元ꎬ 清理各类违法户外广告牌 １８６ 块ꎮ 开展旅游市场整治ꎬ 依

法规范枣园景区 ３５ 户经营者门头牌匾ꎬ 王家坪纪念馆周边 ３４ 块广告牌匾ꎮ 开展装饰装

潢市场整治ꎬ 对王家坪、 圣明宫、 东源、 黄蒿建材市场进行抽检、 送检单品 ２２ 种ꎬ 其

中 １９ 个单品不合格ꎬ 依法对劣质建材经营户进行处罚ꎮ 开展广播电视地面接收设施市

场整顿ꎬ 依法查处违法经营户 ９ 户ꎬ 没收并销毁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１４０ 套ꎮ 开展商标市

场整治ꎬ 与九阳、 惠普等厂家实施联合打假ꎬ 收缴侵权九阳电磁炉、 豆浆机 １０９ 个ꎬ 苏

泊尔电饭锅、 电热锅 ３１ 个ꎬ 惠普打印机硒鼓 ７８ 个、 墨盒 １１５ 个ꎮ 依法查处仿冒 “梦特

娇” 羽绒服 １５０ 套ꎬ 侵权五粮液 １０ 瓶、 西凤酒 １０３ 瓶ꎮ 开展校园周边黑网吧、 无照电子

游戏厅整治ꎬ 立案查处黑网吧 ３ 家ꎬ 取缔无照电子游戏厅 ４ 处ꎬ 查扣游戏机 ３６ 台ꎬ 取缔

校园周边临时摊点 ２３２ 个ꎮ 开展文化市场整治ꎬ 查处违法违章案件 １２ 起ꎬ 取缔无照经营

３ 户ꎮ 全年共查处各类违法违章案件 １０２６ 起ꎬ 依法取缔无照经营 ８６０ 户ꎬ 罚款 ２７７３ ５
万元ꎮ

第七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开始执行ꎻ ６ 月 ９ 日ꎬ
延安市消费者协会成立ꎬ 负责消费者申诉、 投诉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教育活动ꎬ 散发传单 １００８０ 份ꎬ 受

益者 ３ 万人次ꎬ 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 ２８ 起ꎬ 结案 ２８ 起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ꎬ 挽回经济损

失 ９９３４０ 元ꎮ 是年ꎬ 在各大市场、 商场设置投诉标志ꎬ 设立复秤台、 复尺台、 投诉站ꎻ
设立扩音设备进行宣传教育活动ꎬ 组织各经营公司和商场公开实行承诺制度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接访投诉案件 ２２６ 件ꎬ 处理 ２２６ 件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１０ 余万元ꎮ 查处各类

违章案件 ２８０ 起ꎬ 其中立案 １５ 件ꎬ 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１２ 次ꎬ 收缴假冒伪劣商品 １４８ 种ꎬ
价值 ４３ 万元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９ 个ꎬ 罚款 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在 “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活动中ꎬ 工商宝塔分局会同市局共 ３００ 名

工商干部职工上街宣传ꎬ 组织 ６ 家生产企业宣传地方名优产品ꎬ 发放宣传材料 ２１２００ 份ꎮ
同时ꎬ 销毁 ６ 卡车假冒伪劣商品ꎬ 价值 ２０ 余万元ꎮ 全年受理投诉案件 ４９２ 起ꎬ 处理 ４９１
起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５ 万元ꎬ 罚款 １ ２ 万元ꎮ

０２５



１９９８ 年ꎬ 在市区设立假冒伪劣商品咨询服务处 ８ 个ꎬ 向群众散发各种宣传材料 ２ 万

份ꎮ “３１５” 活动中ꎬ 利用召开扶优治劣宣传动员会议ꎬ 将价值 ３４ 万元的假冒伪劣商

品进行现场销毁ꎬ 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１３３ 件ꎬ 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５ ７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建立以消费者协会为中心ꎬ 以乡镇举报为重点ꎬ 村级、 城区商场投诉点为

依托的三级消费者维权执法网络ꎮ 全区 ２４ 个乡镇、 ６３３ 个行政村、 ３３ 个商场建立举报站

和举报点ꎬ 全年共受理投诉 ５１８ 件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３６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 “３１５” 活动日开展宣传咨询ꎬ 南关、 东关中心街、 河庄坪等地设点

宣传ꎬ 发放有关问答知识读本千余册ꎬ 散发宣传材料 ２０００ 份ꎮ 全年处理两起农民集体投

诉案件ꎬ 涉案金额 ５５ 万元ꎬ 处理消费者投诉案件 １９７ 起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６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设立消费者维权点 ７２７ 个ꎬ 受理投诉、 申诉案件 １６６ 起ꎬ 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４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建成投诉中心 １ 个、 投诉站 １１ 个、 投诉点 ７２７ 个ꎮ 全年受理消费者

投诉案件 ６５ 起ꎬ 查处 ６５ 起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２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推进 “一会两站” 建设ꎬ 建成 ２３ 个分会 ６４８ 个投诉点ꎬ 依托 “一会两

站” 网络受理投诉 １６８ 件ꎬ 办结 １６８ 件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８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 ２１１ 件ꎬ 结案 ２１１ 件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２３

万元ꎮ

第五章　 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　 质监机构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ꎬ 延安市技术监督局成立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地改市时更名为延安市

宝塔区质量技术监督局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由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垂直管理ꎬ 隶属于延

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ꎬ 更名为延安市质量技术局宝塔分局ꎬ 正科级建制ꎬ 内设质量标准

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 法制宣传股、 办公室 ４ 个股室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１ 人ꎬ 其中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 １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分局设办公室、 质量标准计量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
法制宣传股 ４ 个股室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４ 人ꎬ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１３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

长 １ 人ꎮ

第二节　 计量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标准计量局重点开展企业计量定级工作ꎬ 有延安市印刷厂、 化工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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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地毯厂、 水泥制品厂、 皮革厂、 水泥厂 ６ 家企业通过延安地区三级计量考核验收ꎮ
对全市使用的强检计量器具实行周期检定ꎬ 建立健全计量管理各项规章制度ꎮ 先后制定

«仪器收发管理制度» «计量检定印章管理制度» «计量检定收费制度»ꎬ 使计量工作有

章可循ꎬ 照章办事ꎮ 是年ꎬ 检定、 检修计量器具 ４３２１ 台 (件)ꎬ 收检修费 ８４２０ 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计量局计量检定业务项目有: 各类衡器、 血压计、 焦油器、 压力表

等ꎬ 全年共检定 ５１８３ 台 (件)ꎬ 业务收入 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以计量器具管理和计量合格确认为重点ꎬ 全年共检修、 检定各类计量器

５８４９ 台 (件)ꎬ 在用计量器具受检率 ９７％ꎬ 检定合格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坚持 “以质量为中心ꎬ 标准化、 计量为基础” 工作方针ꎬ 深入厂矿、 医疗

卫生、 商贸生产企业ꎬ 现场进行检定检修ꎬ 全年完成各类计量器具 ５８００ 台 (件)ꎬ 在用

计量器具受检率 ９５％ꎬ 检定合格率 １００％ꎮ 宝塔质监分局开展计量合格确定工作ꎬ 帮助

通用机械厂、 水泥制品厂、 延河水泥厂、 太兴活性炭厂等企业提高计量器具配备率ꎬ 建

立健全计量管理制度和计量器具台账ꎬ 按要求向市局进行申报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全区集贸市场、 加油站计量器具进行检查ꎬ 查处计量违法案件 ９０ 起ꎬ

没收各类不合格计量器具 １１０ 台 (件)ꎬ 查出未经检定的 ４ 台加油机ꎬ 并进行现场处罚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对辖区 ３３ 个加油站 ２０７ 台加油机进行检查ꎬ 对辖区粮油、 小食品等定量

包装产 (商) 品进行计量检测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超市、 酒店、 农贸市场、 眼镜店、 加气站

计量执法检查ꎬ 对 １ 家加气站伪造密度数据欺诈消费者行为给予现场处罚ꎮ

第三节　 标准化管理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颁布实施后ꎬ 延安市标准计量局依

法对区域内现行的国家标准、 专业 (部) 标准、 地方标准进行清理和整顿ꎬ 收集工业产

品标准ꎬ 建立产品标准化档案ꎮ 要求各企业对所有产品进行备案登记ꎮ 至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ꎬ
域内企业产品标准收集建档工作基本完成ꎮ 对全市 ３０ 多个工业企业的主副产品标准进

行发表调查和登记注册ꎬ 共有 ７１ 种产品ꎬ 执行国家标准的 １９ 个ꎬ 执行行业标准的 ２６
个ꎬ 执行地方标准的 １０ 个ꎬ 执行企业标准的 １ 个ꎬ 非标产品 １５ 个ꎬ 采标率 ７８ ５％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帮助 １０ 个企业建立产品标准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通用机械厂生产的 ２ ５ 型抽油机、 延

安化工厂生产的铵油岩系列爆炸药、 新华陶瓷厂生产的紫砂餐具达到专业标准ꎬ 分别荣

获陕西省第二届科技成果交易会金奖ꎮ 同时与农业、 水利、 林业等部门一起制定粮食高

产试验田标准ꎬ 延河流域治理项目标准ꎬ 造林工程技术规程ꎬ 栽植技术规范ꎬ 淤地坝建

设标准ꎬ 优质苹果园技术规范和规程ꎬ 建成优质苹果示范园 １０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６ 年帮助企业

制定企业标准 ５ 个ꎬ 标准备案 １２ 个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被列为 “消灭无标准生产县 (区) ”ꎬ 年初成立以主管区长为组长

的 “消灭无标生产” 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实施方案ꎬ 深入基层调查摸底ꎬ 查清全区企业

产品执行标准情况ꎬ 帮助企业制定产品标准ꎮ １９９９ 年宝塔区消灭无标生产工作通过省质

监局验收ꎮ 全区 ６５ 个生产企业 １０１ 个产品ꎬ 执行合同约定产品 ３ 个ꎬ 执行国家标准 ４４
个ꎬ 执行行业标准 ４６ 个ꎬ 执行企业标准 ７ 个ꎬ 标准覆盖率 ９９％ꎮ

２２５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宝塔分局配合政府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建设ꎬ 先后制

定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 «宝塔区山川秀美工程建设示范区建设规划»ꎮ 组织草拟山川秀美工程

建设相关标准 １１ 项ꎬ 即 «延安市宝塔区明星流域治理标准» «小流域综合治理标准»
«工程造林综合技术标准» «淤地坝技术标准» «人工种草综合技术规程» «人工种草技

术规程» «林木育苗技术标准» «造林技术标准» «草地防虫灭鼠技术规范» «人工草地

建设和管护技术规程» «陕西省造林技术规程»ꎬ 上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执行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标准化工作以农业为重点ꎬ 从宝塔区退耕还林 (草) 入手ꎬ 制定 «宝塔区水

土保持—退耕还林 (草) 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ꎬ 确定冯庄乡武装沟流域治理为标准

化示范区ꎬ 流域治理 １０ ７８ 平方千米ꎬ 治理度 ４３ ６％ꎮ ２００４ 年根据省政府和国家局出口苹

果备忘录精神ꎬ 质监宝塔分局向果农宣传新标准ꎬ 按陕西地方标准ＤＢ ６１－３１０－２００３ «陕西

苹果» 进行技术规范ꎬ 提高产品竞争力ꎮ 建成国家确认绿色无公害果品基地面积 ８ 万亩ꎬ
出口创汇基地面积 ５０００ 亩ꎬ 省级苹果示范村 ４ 个ꎬ 面积 ５０００ 亩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按照 “政府推动、 市场引导、 果农实施、 以点带面、 龙头带动” 的方针ꎬ
为宝塔区优果工程标准化生产先后制定 «宝塔区苹果园管理技术规程» «宝塔区苹果示

范园标准» «宝塔区山地苹果建园技术规程» 等苹果生产技术规范ꎮ 建成有机苹果生产

基地面积 １ ２ 万亩ꎬ 全区有 １１８ 个果树专业村ꎬ 实施标准化示范园 ５ 万亩ꎮ 通过苹果标

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ꎬ 规范生产过程ꎬ 提高管理科学化和效益化ꎬ 宝塔区苹果被获准使

用 “绿色食品” 标志ꎬ 在国家注册 “宝塔山苹果” 品牌ꎬ 进行贴牌生产ꎬ 全区苹果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的 ６０ 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进行审查、 登记、 备案、 废旧标准清理工作ꎬ 企业标准年审率为 ９３％ꎮ 组

织机构代码管理按照国家代码中心、 省代码要求ꎬ 采集录入代码数据ꎮ 全年新办代码证

书 １８３ 户ꎬ 换证 ２５２ 户ꎬ 年检 ２１９７ 户ꎬ 完成档案扫描 １９４４ 家ꎮ 帮助 ３ 家生产桶装饮用

纯净水生产企业开展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和外国先进标准及采标标志ꎬ 完成采用国际标准

的申报工作ꎮ 对全区家具企业标准进行清理ꎬ 有 ４ 家企业重新备案ꎬ 完成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新办代码证 ２６７ 户ꎬ 换证 ２０９ 户ꎬ 年检 １１３１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为 ３ 家

企业开展制 (修) 订企业标准服务ꎬ 并进行企业标准备案ꎮ 全年新办代码证 ２４７ 户ꎬ 变

更 １０９ 户ꎬ 换证 ２１５ 户ꎬ 年检 ８６２ 户ꎮ

第四节　 产品质量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新华陶瓷厂生产的工艺陶瓷、 黑陶工艺品、 高档茶具、 手壶ꎬ 经延

安地区标准计量局检验为合格ꎬ 产品远销北京、 山西、 山东、 河南、 江苏、 广东及西北

五省区ꎬ 在第一届发明展览会上被评为陕西省优质产品ꎮ １９９１ 年荣获 “七五” 全国星火

计划成果博览会金奖ꎮ １９９４ 年荣获首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后稷”
金奖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皮革厂生产的嘉岭牌男式线缝皮鞋和女式胶粘单皮鞋获陕西省优质

产品称号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该企业被陕西省公安厅确定为军用皮鞋厂家ꎮ １９９３ 年各类皮鞋、
劳保用品获陕西省第二届科技成果交易洽谈会三等奖ꎮ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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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服装公司生产的 “圣地” 牌防寒服ꎬ 经延安市技术监督局检验为全

部达标合格ꎬ 颁发产品质量合格证书ꎬ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ꎬ 分别荣获 “全国星火科技精品金

奖” “西安中国时装博览会银奖” “１９９４ 年西安中国时装博览会十大名牌奖” “陕西名牌

产品” 称号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水泥厂生产的延安牌 ３２５、 ４２５、 ５２５ 普通硅酸盐水泥ꎬ 先后获延安

地区优质产品、 全国水泥质量优质产品等称号ꎮ １９９６ 年在国家监督抽查中产品质量为合

格ꎮ １９９７ 年被延安市技术监督局授予 “计量合格确认” 企业称号ꎮ 是年ꎬ 在全省水泥质

检中获 “先进单位” 称号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根据国务院颁布 «质量振兴纲要»ꎬ 帮助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ꎬ 向产品

质量比较稳定的化工厂、 塑料厂、 水泥厂、 建材厂等生产企业ꎬ 宣传 ＩＳＯ ９０００ 系列标

准ꎬ 促进产品质量上台阶ꎮ 依法实施市场商品售前报检ꎬ 全年实施报检 ３１ 户、 ６ 类产

品、 ３８ 批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企业质量建档工作ꎬ 重点对 １２ 户企业建立和完善质量体系ꎬ 通过推

动企业质量管理工作ꎬ 提高企业综合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 １０ 家年产值 ５００ 万元以上企业建立质量档案数据库ꎬ 企业产品质量状

况ꎬ 执行标准ꎬ 生产工艺、 设备、 人员素质等重新进行登记备案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为建立食品质量安全长效机制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

案» «宝塔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工作预案»ꎬ 落实 “三员四定” (食品安全专业监督

员、 政府协管员、 社会信息员ꎻ 定人员、 定责任、 定区域、 定企业)、 “三进四图” (进
村、 进企业、 进户ꎻ 企业质量安全监管档案和企业变化动态图、 食品行业分布图、 监管

责任落实图和食品安全警示图) 及 “两书一报告” 制度ꎮ 聘请质量协管员 ４１ 名ꎬ 质量

监管信息员 ２５２ 名ꎬ 划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区 ４ 个ꎬ 建立质量档案 ４１ 个ꎬ 与企业签订食

品安全承诺书 ３８ 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工业产品许可证监管工作ꎬ 建立企业信息库ꎬ 全年获得食品生产许可

证企业 ４０ 家ꎬ 工业企业生产许可证目录产品 １２ 家ꎬ 十类重点产品中家具生产企业 ４ 家ꎬ
协助 １８ 户生产企业加入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以食品建材、 农资等工业产品为重点开展监督抽查ꎬ 食品类主要对纯净

水、 糕点进行抽查ꎬ 合格率为 ８７％ꎬ 纯净水不合格项目主要为电导率ꎬ 糕点主要为微生

物指标超标ꎮ 农资产品主要对经销化肥产品进行抽查ꎬ 合格率为 ８０％ꎬ 电线合格率为

４０％ꎬ 不合格项目为实体电阻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ꎬ 对于不合格产品责令下架ꎬ 停止销

售ꎬ 并进行现场处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制定 «质量兴区工作实施方案»ꎬ 成立质量兴区领导小组ꎬ 完善质

量管理组织机构ꎬ 各相关部门按照分工组织实施ꎬ 推动质量兴区工作ꎮ

第五节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城区使用压力容器的有延安大学、 延安师范、 卫生学校、 延安卷烟

厂、 延安毛纺织厂、 延安丝绸厂、 延安宾馆、 延安地区医院、 中医院、 南关招待所、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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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军分区、 延安地委、 行署、 延安市委、 市政府、 延安医学院、 延安财校等机关企事业

单位 １００ 多个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劳动部下发 «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钢印管理规划 (试

行) »ꎬ 全市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劳动人事局负责ꎮ
１９９２ 年ꎬ 随着延安城区建设步伐加快ꎬ 宾馆饭店、 居民住宅楼、 企事业单位办公楼

修建数量不断上升ꎬ 锅炉压力容器使用增加ꎮ 至 １９９９ 年底ꎬ 有锅炉等压力容器 ４００
多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管工作移交延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宝塔分局负

责ꎮ 对 ４２０ 台锅炉压力容器建立档案ꎬ 进行现场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和锅容管特 (锅
炉、 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 特种设备) 资格执业审查ꎬ 加强对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安全技

术培训ꎮ 全年ꎬ 组织大型安全检查 ４ 次ꎬ 检查起重机 ８０ 台ꎬ 承压锅炉 １０２ 台ꎬ 液化气充

装设备 １２ 台ꎬ 发现安全隐患 １４２ 处ꎬ 下发整改通知书 ４２ 份ꎬ 查处违法大案 ３ 起ꎬ 查封

非法液化气充装站 １ 处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锅炉容器普查工作ꎬ 共登记锅炉 ３６８ 台ꎬ 其中承压 １７９ 台ꎻ 压力容器

３５２ 台ꎬ 其中医用氧舱 ３ 台ꎬ 电梯 ４５ 部ꎬ 起重机械 ２４３ 台ꎬ 场内机动车辆 ７７ 台ꎬ 游乐

设施 ３２ 台 (套)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锅容管特专项治理ꎬ 坚持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相结合ꎬ 对延大附属医

院、 火车站、 延安百圣商厦、 延安化工厂、 延安供热公司等单位ꎬ 下发监察意见书 ６０
份ꎬ 对超过同期登记进行换证并对使用起重机未进行检验的责令限期检验ꎬ 没有防护装

置的责令限期安装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２８ 家ꎬ 特种设备 １００ 多台 (件)ꎬ 下发 «特种

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２７ 份ꎬ 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整治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全年开展安全大型检查 ５ 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８６４ 人次ꎬ 重点检查企业

１１２ 家ꎬ 检查锅炉 １８３ 台、 压力容器 ４２７ 台、 电梯 ４１４ 台、 起重机 １１２ 台、 大型游乐设施

２６ 台、 厂 (场) 内机动车 ２２５ 台ꎬ 年检率 １００％ꎮ 全年发出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

书» ３２ 份ꎬ 查处违法违章行为 ２１ 起ꎬ 排除安全隐患 １２ 起ꎮ 与企业签订安全目标责任

书、 安全承诺书 １１２ 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达标县 (区) ” 创建工作ꎬ 制订宝塔区特种设备安

全管理达标县实施方案ꎮ 以锅炉、 电梯、 石油配件修理单位使用的特种设备为重点ꎬ 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ꎮ 全年共签订安全责任告知书 ２３０ 份ꎬ 帮助企业开展特种设备检验工

作ꎬ 会同延安市特检所对驻区采油厂等重点企业特种设备进行检验和检测ꎬ 特种设备检

验率 １００％ꎮ 宝塔区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达标县” 创建活动通过市级验收合格ꎬ 质检宝

塔分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分别荣获延安市 “行政执法先进集体” “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ꎮ

第六节　 质监执法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监督检查农机具、 农药、 化肥、 种子经营企业 １６ 家ꎬ 钢窗加工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 ８ 家ꎮ 对生产企业的主要产品红砖、 糕点、 冷饮制品等抽检 １５６ 批次ꎬ

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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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红砖 ３８ 批次ꎬ 合格率 ９８％ꎬ 糕点 ７４ 批次ꎬ 合格率 ７５％ꎬ 冷饮制品 ４２ 批次ꎬ 合格率

３８％ꎮ 对流通领域的商品进行监督检查ꎬ 重点以没有检验报告单ꎬ 无产地、 无厂址或超

过保质期规定及外观明显有问题 (失效、 变质) 的商品为主ꎬ 包括白酒、 果酒、 糕点、
汽水等ꎬ 综合合格率为 ５５％ꎮ 国庆前夕ꎬ 又检查门店 ２６０ 多个ꎬ 对存在不合格商品的 １８
个门店罚款 ８２４７ 元ꎮ 全年共检查 １０８ 次ꎬ 检查单位 ８９３ 个ꎬ 检查产 (商) 品数 ９６３８１１
件ꎬ 其中伪劣变质产 (商) 品 ９８３４１ 件ꎬ 无证产 (商) 品 ７４５００ 件ꎮ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颁布后ꎬ 质监、 工商等有关部门开展

大规模的上街宣传活动ꎬ 通过设举报、 投诉、 咨询点ꎬ 向群众讲解识别假冒伪劣产品知

识ꎬ 组织集中销毁伪劣产品ꎬ 扩大宣传影响ꎬ 提高教育效果ꎮ 同年 ４~５ 月ꎬ 开展农资专

项打假活动ꎬ 先后出动 ２９６ 人次对 ３６６ 家门店的农药、 化肥、 种子、 农用电机、 水泵、
农用橡胶管 ６ 类 ３１ 种产品进行检查ꎬ 查处失效、 变质农药 １９ 个品种 ９８２ 瓶ꎬ 价值 １２５００
元ꎻ 查处无证农药、 无标准代号、 无生产日期、 无保质期农药 ８ 种ꎬ 约 ４ ７ 吨ꎬ 价值 ３２
万余元ꎻ 查处劣质农用电机 １８ 台、 水泵 ９０ 余台、 再生橡胶管 ７００ 米ꎬ 价值 １ ８ 万元ꎻ
查处不合格磷酸二氢钾 ９ 吨ꎬ 假磷酸二氢钾 １２ 吨ꎬ 价值 ６ 万余元ꎻ 配合农业局对个体出

售过期、 假玉米种子 ２ 万千克ꎬ 进行追回和没收处理ꎮ 是年ꎬ 还先后对全市名烟名酒及

调味品、 医药品和建筑材料市场 ３２０ 家门店进行全面检查ꎬ 查处门店 ４７ 个ꎬ 收缴假冒伪

劣名烟 ３００ 多条、 名酒 ４７１ 瓶、 过期药品 ２８０ 盒ꎬ 对出售建筑材料无标识产品的 ４７ 家门

店现场进行处罚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主要检查各种食品、 饮料、 煤气、 水表、 压力锅、 机油、 建材、 粮食、 食

用油、 汽车配件等ꎬ 检查国有、 集体、 个体 １０１４ 家ꎮ 没收实物 １６７７８ 件 (袋)ꎬ 罚款

１５ ６８ 万元ꎬ 接待群众举报投诉来访 ４６ 人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质监局开展元旦和春节食品市场专项大检查ꎬ 查处制售假烟、 假酒

大案 ５ 起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５ 个ꎬ 查获假冒烟酒价值 １０ ６ 万元ꎮ 同年 ３ 月ꎬ 开展 “查农

资、 保春耕、 争丰收” 突击检查ꎬ 对全区 ２８ 户农资企业经销的种子、 化肥、 农药、 农

具及配件进行检查ꎬ 对产品包装不标注生产日期ꎬ 农药超过保质期及无厂名、 厂址、 合

格证的物品进行收缴和现场处罚ꎮ 同年 ５ 月ꎬ 对市区、 郊区和农村集贸儿童用品市场进

行检查ꎬ 检查各类批发零售门店 ３２０ 家ꎬ 食品、 饮料 １０２ 种ꎬ 对问题严重的 ２７ 家门店分

别进行现场查处ꎮ 同年 ７ 月ꎬ 查处柳林乡制作假酒大案 １ 件ꎬ 查获假冒五粮液、 茅台、
泸州老窖、 西凤等白酒 ２１０ 箱ꎬ 货值 ８ 万余元ꎬ 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１６ 人ꎬ 罚款 １２ ９ 万

元ꎮ 全年出动执法人员 １７００ 人次ꎬ 检查各类企业、 个体工商户 ９００ 户次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２７０ 起ꎬ 结案 ２７０ 起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ꎬ 其中立案 １３２ 起ꎬ 万元以上大案 ６ 起ꎬ 捣毁制假售

假窝点 ７ 个ꎬ 查获伪劣商品总值 ２１０ 万元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７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公布后ꎬ 质监宝塔区分局采取召

开宣讲大会、 印发宣传资料、 悬挂横幅标语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ꎬ 以 “抓大案、 端窝

点、 清柜台、 整市场、 维权益” 为原则ꎬ 坚持经常性监督检查与专项治理相结合ꎬ 质监

部门整治与群众举报相结合ꎬ 行政执法与整改服务相结合ꎬ 建立企业、 社会、 执法部门

三级打假网络ꎮ 开展对面粉、 食用油、 水泥、 化妆品等十类定量包装商品专项检查ꎬ 抽

查定量商品包装 ８６ 批次ꎬ 合格 ５２ 批次ꎬ 合格率 ６０％ꎬ 查处假冒伪劣商品价值 １０ ３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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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ꎮ 是年ꎬ 共检查各类企业、 个体工商户 ８００ 余次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２６３ 起ꎬ 其中立案查

处 １２７ 起ꎬ 其中大案要案 ９ 起ꎬ 现场查处 １３６ 起ꎬ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１２ 个ꎬ 查获假冒伪

劣商品总值 １５０ 万元ꎬ 挽回经济损失约 ５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农资、 成品油、 农贸市场专项检查ꎮ 查处农资违法案件 １６ 起ꎬ 查获

伪劣柴油、 机油 １２００ 千克ꎬ 假冒劣质农具 １０００ 余把ꎬ 及劣质农用水泵电机等产品ꎬ 涉

案值 ２４ ３ 万元ꎮ 质监分局与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整顿成品油市场ꎬ 取缔非法土炼油窝点

３ 个ꎬ 查缴劣质成品油 ２１ 吨ꎬ 查封油罐 ６ 个、 油桶 ４５ 个、 抽油泵 １ 套ꎮ 全年查处各类

假冒伪劣违法案件 ２３９ 起ꎬ 其中立案 ６９ 起ꎬ 万元以上大案 １６ 起ꎻ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１４
个ꎬ 查处产 (商) 品价值 ２３４ 万元ꎻ 受理消费投诉 ５４ 起ꎬ 处理 ５２ 起ꎬ 挽回直接经济损

失 ２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专项检查有烟酒类、 农资类、 电器类ꎬ 检查烟酒批发零售企业 ６ 个ꎬ

个体工商户 １２２ 个ꎮ 查处出售不合格野生葡萄酒窝点 ２ 个ꎬ 收缴劣质野生葡萄酒 ２７０ 箱ꎬ
罚款 ２ ７ 万元ꎮ 检查农资经营户 ４２ 户ꎬ 查处违法案件 １２ 起ꎬ 查获 ８ 种伪劣产品ꎬ 涉案

货值 ７ ５６ 万元ꎬ 处罚金额 １ ２ 万元ꎮ 对 ５６ 家电线、 电缆、 低压电器经营户进行专项检

查ꎬ 查处案件 ３２ 起ꎬ 伪劣产品 １１ 种ꎬ 涉案物品货值 ２３ ９ 万元ꎮ 是年ꎬ 共查处各类违法

案件 １７０ 起ꎬ 其中立案 ３１ 起ꎬ 大案要案 ９ 起ꎬ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１１ 个ꎬ 查获各类假冒

伪劣产品货值 ２０６ 万元ꎬ 销毁伪劣产品货值 １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根据中央、 省、 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ꎬ 重点开展食品

安全、 农资产品、 建筑材料等三类专项检查ꎬ 共处罚 ５３ 起ꎬ 取缔制假售假窝点 ５ 个ꎬ 查

处假冒伪劣产品 １３ 种ꎬ 涉案物品货值 ２６ ５ 万元ꎬ 处罚款 １１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开展食品、 农机、 建材、 危化品、 特种设备等五大类专项检查ꎬ 查处各类

案件 １２６ 起ꎬ 其中立案 ６８ 起ꎬ 现场处罚 ５８ 起ꎬ 收缴或查封伪劣产品价值 ２００ 余万元ꎬ
处罚款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质监宝塔分局全年开展执法专项检查 ２０ 次ꎬ 出动执法人员 ２４９０ 人次ꎬ 检

查生产经销企业 ３２９ 家ꎬ 涉及农资、 食品、 汽车配件、 乳制品、 烟酒、 化妆品、 药品、
医疗器件等 １０ 多个门类上百种商品ꎮ 查处各类案件 １２７ 起ꎬ 其中立案 ８９ 起ꎬ 大案要案

１１ 起ꎬ 现场处罚 ３８ 起ꎬ 查处产品货值 ２１０ 万元ꎬ 罚款 ４０ 多万元ꎮ 受理投诉案件 ５ 起ꎬ
结案 ５ 起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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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物价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０ 年ꎬ 延安市物价局成立ꎬ 编制 ５ 人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市物价局内设政秘、 综合

(对外为物价检查所)、 农价 (对外为农本队)、 工价股室 ４ 个ꎬ 有干部职工 ２５ 人ꎮ
１９９４ 年政府机构改革时ꎬ 物价局和工商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合并ꎬ 成立延安市工商

物价质监局ꎮ １９９６ 年又恢复市物价局ꎬ 由经济发展局代管ꎻ 同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物价局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物价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物价局内设办公室、 收费管理股、 价格管理

股、 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ꎬ 下设物价检查所、 价格认证中心、 成本调查队ꎮ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ꎬ 有干部职工 ４７ 人ꎮ

第二节　 价格管理

１９９０ 年前ꎬ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ꎬ 消费基金增长过猛ꎬ 货币投放过多ꎬ 许多商品

供不应求ꎻ 价格结构性调整步子较大ꎬ 放开价格的商品较多ꎬ 物价上涨幅度较大ꎮ 区物

价局围绕 “稳定市场、 稳定物价和安定人民生活” 的物价工作方针ꎬ 对 １９ 种人民生活

必需品不准涨价ꎬ 对 ５１ 种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销售价格进行监控ꎬ 对 １３０ 种重要

放开商品实行提价申报制度ꎮ 物价工作采取调、 放、 管相结合的改革方式ꎬ 对粮食、 棉

花、 能源、 交通及重要的原材料计划内的部分价格由国家调控ꎬ 对于工业消费品、 国家

定价以外的农产品及部分工业生产资料ꎬ 采取逐步放开引入市场机制ꎬ 形成国家定价、
国家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存的双轨制格局ꎮ 对调整经济结构ꎬ 促进经济

良性循环起到积极作用ꎮ 从 １９９１ 年起ꎬ 陆续放开木材、 水泥、 钢材、 面粉、 大米、 肉

类、 服装等地方管理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ꎬ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ꎬ 市物价局提高粮油经销价格ꎮ 进一步深化肉食品

产销体制改革ꎬ 取消凭票供应办法ꎬ 实行敞开销售ꎮ 放开中央管理的重工业生产资料和

交通运输价格近 ６０ 个种类ꎬ 农产品价格 ３０ 个种类ꎬ 轻工业产品价格 ３２ 个种类ꎬ 区级放

开的有牛奶、 酱、 醋、 煤炭、 火柴、 炸药、 砖价格ꎬ 保留农副产品、 住宅商品房、 物业

管理、 农村客运票价、 游览参观等其他收费的定价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按照国家规定ꎬ 放开粮油购销价格ꎬ 接着又上报调整燃料、 电、 牛奶、 自

来水价格ꎮ 至此除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国家管理外ꎬ 实现 ９５％以上商品价格、 服务收费放

８２５



开ꎬ 由市场形成ꎮ 商品价格由政府定价为主转变为主要由市场形成企业定价ꎮ 有 ２７ 个

产品和服务收费品种属间接管理ꎬ 如白砂糖、 旅馆业、 饮食业、 娱乐业等ꎮ 由于大批商

品价格和服务收费放开ꎬ 物价部门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ꎬ 物价工作主动

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ꎬ 从计划经济观念中解放出来ꎬ 主动为企业服务ꎮ 对酒家、 饭

店开展分等定级工作ꎬ 确定每个等级毛利率ꎬ 实行差率控制ꎬ 明码标价ꎮ 第一批定级 ５９
户ꎬ 其中特一级 ３ 户、 特二级 １１ 户、 一级 ２９ 户、 二级 １０ 户、 三级 ６ 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实施城区大气污染防治ꎬ 从境外调运无烟煤批发、 零售ꎬ 价格实行

政府定价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供电农网改造结束ꎬ 通过调查、 测算、 评估、 认证、 听证、 上报

审批ꎬ 制定出全区城乡居民生活抄表到户 ０ ４９５ 元 /千瓦时ꎬ 实行全区分类用电同网同

价ꎬ 取消城乡同网不同价的不平等电价差别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ꎬ 对于实行市场调节的涉及 “非典” 预防的甲肝疫苗、 口罩、 塑料手

套、 体温表以及过氧乙酸、 ８４ 消毒液、 二氧化氯等医疗器械、 消毒用品、 卫生材料ꎬ 实

行顺作加价ꎬ 零售环节进销差率统一确定为 ２５％并实行报批制度ꎮ 对其他涉及 “非典”
药品、 食醋、 大米等品种的商品价格实行监控ꎬ 开展涉农价格和收费专项检查ꎬ 规范农

用生产资料价格秩序ꎬ 对尿素等农业生产资料实行最高零售限价管理ꎮ 用价格杠杆推进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ꎬ 以粮油为主的居民生活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ꎬ 宝塔区实行临时价格

干预等措施ꎬ 对市区 １３ 家较大规模批发、 零售企业及农贸市场成品粮油、 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蛋、 牛奶等 １０６２ 种商品实行调价备案制度ꎬ 并以公告形式在媒体向社会公示ꎬ
对部分抗震救灾和重建物资价格实行最高限价ꎬ 发放对经营者的告诫提醒函ꎬ 坚持每周

对煤炭、 钢材、 尿素等 １４ 种城镇居民日用工业消费品、 农副产品和米、 面、 油等 ３９ 种

粮油等食品价格进行监测ꎬ 快速、 准确、 及时向省、 市物价部门和区政府上报监测数

据ꎬ 着力稳定市场物价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宝塔区主要粮食及农用生产资料销售价格统计表
　 表 １５－６－１ 单位: 元 /千克

品名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一、 粮食类

玉米 ０ ６２ ０ ８１ ０ ８９ ０ ９２ １ ０４

谷子 １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７ １ ８０

大豆 ２ ２ ２ ２ ７ ３

特一粉 １ ８ １ ８ １ ６ １ ５２ ２ ０８

标准粉 １ ２８ １ ３６ １ ４４ １ ４４ ２

粳米 ２ ２ ２ ５ ２ ２ ８

菜籽油 ６ ５ ６ ５ ２ ６ ６ ８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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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名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二、 农资类

尿素 １ ４ １ ４ １ ４ １ ５ １ ５５

碳铵 ０ ４６ ０ ４３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５

磷肥 ０ ４５ ０ ４ ０ ３７ ０ ４４ ０ ３７

农膜 ５ ７ ６ ２ ５ ８９ ９ ５ ９ ５

第三节　 收费管理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对乱收费清理整顿ꎬ 调查摸底ꎮ １９９３ 年进行全面清理整顿ꎬ 审核

收费单位 ２４６ 个ꎬ 项目 ８６４ 个ꎬ 取消涉及 ６６ 个单位和部门的不合理收费 ４７ 项ꎬ 可减轻

企业和群众负担 ４００ 余万元ꎬ 收集汇编 «延安市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汇总表册»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共审查收费许可证 １７８４ 个ꎬ 项目 ６１１ 个ꎬ 标准 １５００ 个ꎬ 注

销许可证 ６０ 个ꎬ 取消收费项目 ４９ 个ꎬ 降低收费标准 ９ 个ꎬ 减少收费金额 ６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ꎬ 按中央要求ꎬ 全面治理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等问题ꎮ ２００２ 年针

对全区短期培训班过多ꎬ 收费标准无序ꎬ 群众反映强烈的现象ꎬ 经调查研究后ꎬ 采取强

制性措施规范全区短期培训班的收费行为ꎮ 对全区行业协会、 学会和中介组织进行清

理ꎬ 审发收费许可证 ２６ 个ꎬ 收费项目 ４０ 个ꎬ 收费标准 １０２ 个ꎬ 使全区行业协会、 中介

服务收费行为步入正轨ꎮ 对全区幼儿园进行现场评审定级工作ꎬ 对合格幼儿园颁发收费

许可证ꎬ 制发统一收费标准ꎬ 规范收费行为ꎬ 对不合格幼儿园提出限期整改ꎬ 推动社会

办学的发展ꎮ 对下岗再就业免收 １０４ 个收费项目ꎮ
２００６ 年以后ꎬ 收费政策更加完善ꎬ 收费行为日益规范ꎬ 收费管理工作延伸到进一步

惠及百姓、 民生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方面ꎮ 在主要公共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标准ꎬ 印发收

费公示册 (单)ꎬ 让百姓明白交费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调高宝塔高级中学 (民办) 学费标准和部

分幼儿园、 学校冬季取暖费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共办理收费许可证 １８４８ 个ꎬ 收费项目

１７８ 个ꎬ 标准 １１９７ 个ꎬ 注销收费许可证 ９０ 个ꎬ 取消收费项目 ４４ 个ꎬ 标准 ７１ 个ꎮ 全区行

政事业性单位、 各类医疗机构及个体诊所、 学校幼儿园、 停车场、 宾馆饭店、 物业管理

企业收费总金额 ９１９０ 万元ꎮ

第四节　 物价检查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国家按差率控制作价和企业按差率定价的政策ꎬ 放开物价管理权

限ꎮ 到 ２００５ 年底ꎬ ９０％以上的商品价格放开ꎮ 物价部门采取从价格管理到明码标价ꎬ 打

击价格欺诈ꎬ 逐步建立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市场价格秩序ꎮ 至 １９９２ 年ꎬ 开展节假

日、 明码标价、 专项检查 １３ 次ꎬ 重点检查议价粮油利润率、 经销粮油价格行政事业性

０３５



收费、 饮食业综合毛利率ꎬ 医疗卫生、 农用生产资料、 理发、 停车、 摩托车修理、 电

价、 学杂费ꎬ 检查商家和单位 １４２８０ 个ꎬ 查处违纪违规行为 １７４６ 起ꎬ 查出违纪资金

１４９ ３ 万元ꎬ 没收非法收入 １４８ 万元ꎬ 罚款 ２ ３ 万元ꎬ 退还用户 １ ３ 万元ꎬ 收缴财政 １２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检查ꎬ 预算外资金与收费资金使用情

况检查ꎬ 重点检查公路汽车运输价格、 集资用电、 城市电管费、 户口增容费、 证照手续

费、 城市配套费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监控商品的价格ꎬ 对公安、 工商、 医疗、 教育

单位实行收费公开制度ꎬ 制作价格公示牌ꎮ 共检查单位 ４０９ 个ꎬ 其中重点检查 ２１９ 个ꎬ
查处违纪资金 ２７３ 万元ꎬ 收缴入库 １８３ 万元ꎬ 查处退还中小学乱收费和超标准收费 ４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ꎬ 物资局与公安、 城建、 交通、 教育、 医疗卫生行业检查和生产资

料、 粮食收购、 石油液化气、 无烟煤价格检查及涉农价格 (收费)、 停车场、 饮食业酒

水加价检查 ２９５ 次ꎬ 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８２ 起ꎬ 罚没入库金额 ３２ 万元ꎬ 退还多收价款 ３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ꎬ 开展涉农价格和收费、 电价、 工商集贸市场收费、 教育收费、 公安

收费、 短期培训办班的专项检查和 １５ 次节日市场检查及 “非典” 期间涉非药品、 药具

价格检查ꎬ 查出各种违规价格 “收费” ４１ 万元ꎬ 清退多收价款 ６ 万元ꎬ 罚没上缴财政金

库 ３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ꎬ 检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两免一补”、 公办中小学校 “一费制” 政

策执行情况ꎬ 开展价格服务进万家活动ꎬ 监制下发收费 (价格) 公示牌到全区所有的行

政单位、 中小学校、 村和社区、 景区、 医院ꎬ 与商家签约开展价格诚信活动ꎮ 加强价格

法律法规宣传ꎬ 加大对明码标价和价格欺诈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ꎬ 对二道街商业区、 大

型超市、 商场、 旅游景区、 农家乐的价格行为进行规范ꎬ 对社会反响强烈的手机卖场、
婚纱影楼、 网吧虚构原价、 串通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在电视、 报纸进行曝光ꎮ 共检查单

位及个体户 ４６６１ 个ꎬ 查处 ３７６ 个ꎬ 经济制裁金额 １００ 万元ꎬ 其中没收非法收入 ５ 万元ꎬ
罚款 ５ 万元ꎬ 退还多收价款 ９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实行 “两免一补” 政策执行情况检查ꎬ 医疗

卫生、 抗震救灾、 涉农价格 (收费) 专项检查及商业流通企业 “虚假优惠、 虚假折扣、
低价招客、 高价结算” 和价格异常波动期间捏造、 散布、 串通涨价等价格欺诈案件ꎮ 共

检查单位和个体户 ３４２６ 个ꎬ 查处 ６５８ 个ꎬ 其中下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 ３９８ 个ꎬ 处罚

２６２ 个ꎬ 经济制裁总金额 １２ ９ 万元ꎮ 及时受理价格咨询、 投诉、 举报ꎬ 共受理价格举报

案件 ２９０ 件 (价格咨询 １７８ 件)ꎬ 罚款 １ ３ 万元ꎬ 退还多收款 ４３００ 元ꎮ 其中ꎬ 仅 ２００８ 年

就查处医疗药品价格 (收费) 违法金额 ６６ 万元ꎬ ２００９ 年退还多收学生费用 ５３６５０ 元ꎬ
检查公务用车定点维修厂 ８ 个ꎬ 处罚 ２ 个ꎬ 罚款 ４０００ 元ꎮ

第五节　 价格调节基金

延安市价调基金会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ꎬ 后更名为宝塔区价调基金会ꎬ 是依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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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有关文件精神开征的ꎮ 开征初期由于征收渠道不够通畅ꎬ 少征、 漏征现象严重ꎬ
价调基金征收增长速度缓慢ꎮ ２００３ 年采取征收优选代征单位和奖励办法ꎬ 价调基金征收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ꎬ ２００５ 年达到 １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价格调节基金征收管理使用办法»ꎬ 使价调基金

管理工作进一步走上制度化、 法制化轨道ꎮ 针对宝塔区价格调控项目较多的情况ꎬ 争取

到市级价调基金 ４００ 多万元ꎮ 累计投放使用农村乡镇集贸市场工程 １２００ 万元ꎬ 棚栽业

９８０ 万元ꎬ 草畜业 ７４０ 万元ꎬ 林果业 ２２０ 万元和临时价格低保补贴及一批副食品流通加

工基地项目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征收价格调节基金 １８００ 万元ꎬ 投放 ４８５ 万元ꎮ

第六节　 价格监测服务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物价局成立 “价格事务所”ꎬ 人员内部调剂使用ꎮ ２０００ 年 “价格事

务所” 更名为 “价格认证中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中心由副科级建制升为正科级建制ꎬ 依据

«陕西省涉案财物价格鉴定条例» 从事价格咨询、 价格认证、 价格鉴定、 价格评估等方

面的业务ꎮ 中心有工作人员 １０ 名ꎬ 其中鉴证师 １ 名、 会计师 ２ 名ꎬ 其他人员均有价格鉴

证员岗位证书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物价局成立 “成本调查队”ꎬ 负责粮油副食品等重要商品价格监测、

成本调查和政府定价项目的成本监审ꎬ 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对全区开发的 １０ 处经济适用房成本进行审核ꎬ 共核减金额 １ ０９ 亿元ꎬ

核增 ０ ０９ 亿元ꎬ 召开价格决策听证会ꎬ 制定预售价格ꎬ 为政府确定经济适用房价格提供

重要依据ꎬ 切实维护低收入购房群体的利益ꎮ 开展物业成本监审ꎬ 公布小区的水费、 电

费、 物业费及冬季供暖费ꎬ 化解物业公司和业主因价格矛盾引发的纠纷ꎮ 对政府扶持农

民发展生产提供的优惠尿素、 碳铵等农用物资ꎬ 退耕还林补植苗木ꎬ 定点屠宰进行监

审ꎬ 对殡葬业成本进行调查ꎮ 通过对本地特色饮食成本审核公开ꎬ 引导经营者合理定

价、 诚信经营ꎬ 消费者理性消费、 明白消费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表

　 表 １５－６－２

年份 总指数 食品类 衣着类
家庭设备
及用品类

医疗
保健类

交通和
通信工
具类

娱乐文
化教育
用品类

居住类
服务

项目类

１９９０ １０１ ４ ９５ ８ １０６ ９ １００ ７ １０５ ２ １２１ ４ ９１ ５ １００ ７ １２３ ４

１９９１ １０８ ０ １２１ １ １１１ １ ９９ ４ １４１ ８ １１２ ０ ９１ １ １０１ ４ １０１ １

１９９２ １０９ ９ １１７ ７ １０１ ４ １０２ ３ １２６ ３ １２５ ０ ９２ ７ １０１ １ １１０ ４

１９９３ １１２ ５ １１１ ４ １０６ ３ １０２ ８ １１６ ６ １１５ ０ １００ ９ １０１ ８ １４４ ７

１９９４ １２２ ６ １２６ ５ １０９ ８ １０８ ０ １０９ ７ ９８ ４ １１４ ５ １０３ ８ １５６ 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０ ２ １２８ ２ １１３ ９ １０７ ４ １１２ １ ９７ ０ １０７ ２ １０６ ４ １１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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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总指数 食品类 衣着类
家庭设备
及用品类

医疗
保健类

交通和
通信工
具类

娱乐文
化教育
用品类

居住类
服务

项目类

１９９６ １１０ １ １０７ ９ １１９ ２ １０４ ４ ９９ ３ ９６ ５ １０９ ６ １２７ ０ １０９ ０

１９９７ １０５ ５ １０１ ５ １１２ ９ １００ １ １０５ ８ ９２ ７ １００ ４ １１１ ４ １１７ ６

１９９８ ９７ ８ ９５ ３ １０６ ８ ９７ ０ — ８７ １ １０２ ０ ９８ ０ １０５ ９

１９９９ １００ ０ ９７ ５ １０１ ９ ９８ ９ １０２ ０ ９５ ８ １００ ２ １０２ ３ １０４ ９

２０００ １０１ ３ ９６ ７ １０１ ２ ９６ ６ １００ ８ ９６ ８ １０７ ６ １１４ ４ １０９ ４

２００１ １０２ ４ ９９ ６ ９６ ８ ９８ ５ １００ ２ １０２ ３ １１２ ３ １１１ ３ １１６ ７

２００２ ９８ ７ ９９ ５ ９９ ３ ９３ ５ ９４ ９ １０４ ５ ９８ ７ ９９ ３ １０６ ２

２００３ １０２ １ １０５ ０ ９８ ３ ９６ ８ １０８ ５ ９８ ４ １００ １ １０３ ９ １０５ ６

２００４ １０２ ４ １０８ ９ ９９ ６ ９７ ２ ９４ ５ ９９ １ １０３ １ １０２ ０ １０１ ９

２００５ １０１ ８ １０１ １ １０３ ７ ９８ ８ １０３ ２ ９９ ２ １００ ７ １０４ ２ １０１ １

２００６ １０２ ５ １０３ ０ １０３ ０ １１２ ６ １０１ ３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３ １０７ ４ １０１ ５

２００７ １０５ ２ １１５ ８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４ ９９ ５ ９７ １ ９９ ０ １０５ １ １０２ ３

２００８ １０５ ９ １１５ ２ １０１ ７ ９９ ８ ９７ ８ １００ ２ ９９ ７ １０７ ８ １０１ ９

２００９ １０１ ６ １０３ ２ １０１ ０ １００ ９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３ １０１ ３ １０１ ８ １００ ６

２０１０ １０４ ３ １０９ １ １００ ５ ９９ ８ １０５ １ ９９ １ １０４ ８ １０１ ４ １０３ ６

　 说明: 以 １９８９ 年为基数 １００ 指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统计表
　 表 １５－６－３

年份 总指数 食品类
饮料

烟酒类
服装

鞋帽类
纺织
品类

中西
药类

化妆
品类

书报
杂志类

文化
体育

用品类

日用
品类

家用
电器类

首饰类 燃料类
建筑
装潢

材料类

机电
产品类

农产品
交易类

１９９０ ９９ ０ ９６ １ ９９ ０ １０５ ８ １０９ ９ １００ ３ １０９ ５ １４２ ５ １２４ ９ １００ ７ ９４ ８ — １０４ ９ １０２ ４ ９４ ８ ９０ ６

１９９１ １０８ ７ １２１ ５ ９９ ８ １０７ ３ １０２ ６ １０７ ３ １０５ ５ １０６ １ １０３ ６ ９９ ４ ９６ １ — １１７ １ １０１ ４ ８７ ６ １０６ ４

１９９２ １０９ ８ １３５ ２ １０１ ７ １０４ ５ １０１ ７ １０８ ５ １０３ ２ ９５ ０ ８９ ２ １０２ ３ １０５ ２ — １０４ １ １１５ ６ １０５ ２ １１６ ９

１９９３ １０８ ９ １４５ ６ １０１ ６ １１４ ５ １０２ ８ １１６ ６ １０３ ６ １１９ １ １００ ９ １０２ ８ １０１ ４ — １５７ ０ １３６ ５ ９９ ４ １０１ １

１９９４ １１８ ９ １４３ ９ １０６ ６ １１２ ９ １０８ ６ １１０ １ １１４ ８ １２９ ０ １１３ ６ １１２ ４ １０５ ４ １０６ ９ ９６ ４ ９９ ８ ９９ ７ １２１ １

１９９５ １２１ ０ １３１ ９ １１３ ９ １１６ ７ １１４ ６ １１０ ９ １２３ ６ １０１ ９ １２１ ６ １１２ ７ １０４ ０ １００ ９ １０９ １ １０４ ４ １０１ １ １２６ ４

１９９６ １０８ ６ １１０ ４ １０１ ４ １２１ １ １１２ ８ ９９ ８ １０８ １ １１９ ６ １１５ ５ １０５ ６ ９８ ４ ９８ ６ １０５ ０ １０２ ９ ９５ ３ １０１ ６

１９９７ １０３ ９ １０１ ５ １０３ ５ １１８ １ １０１ １ １０８ ４ １１０ ０ １０４ ４ １０１ ９ １０４ １ ９６ １ ９９ ２ １０６ ２ １１２ ０ ９１ ７ １２５ ７

１９９８ ９７ ８ ９５ ３ ９６ １ １０６ ８ ９６ ８ １０３ １ ９５ ３ １０６ １ １０２ ０ １０２ ３ ９７ ０ ８３ ５ ９９ ９ ９６ ８ ９４ ５ ８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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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总指数 食品类
饮料

烟酒类
服装

鞋帽类
纺织
品类

中西
药类

化妆
品类

书报
杂志类

文化
体育

用品类

日用
品类

家用
电器类

首饰类 燃料类
建筑
装潢

材料类

机电
产品类

农产品
交易类

１９９９ ９９ ６ ９９ １ ９５ ６ １０１ ８ １０１ １ １０１ ９ １０３ ８ １０２ ６ ９７ ７ ９９ ４ ９７ ７ ９６ ２ １０１ ５ １０１ ７ ９７ ９ ９０ ６

２０００ ９８ ６ ９５ ２ ９４ ８ １０１ ０ １０１ ７ １００ ６ ９９ ０ １１４ ９ １００ ７ ９５ ７ ９８ ３ ９４ ９ １１６ ３ ９９ ０ ９８ ４ ９２ ３

２００１ １００ ２ ９９ １ １００ ３ ９９ ３ １００ ６ ９７ ０ １０２ ０ １４６ ９ ９９ ２ ９４ ０ ９２ ４ ９２ ８ １０１ ８ １０７ ６ ９６ ０ —

２００２ ９６ ９ ９９ ８ ９５ ２ ９５ ５ ９９ ７ ９３ ５ ９１ １ ９３ １ ９７ ３ ９４ ４ ８８ ９ １００ ０ １０１ ０ ９２ ９ ９４ ２ —

２００３ １００ ５ １０５ ０ ９７ ７ ９９ ０ ９９ ２ １０３ ５ ９８ ９ １０１ ２ ９４ ８ ９９ ７ ９３ ７ １１３ ８ １０１ １ ９７ １ １０２ ２ —

２００４ １０２ ２ １０９ ２ ９９ ０ ９９ ５ ９９ ５ ９０ ２ ９８ ２ １００ ５ ９６ ２ １００ １ ９５ ９ １１３ ７ １１２ １ ９８ ６ ９５ ４ —

２００５ １０１ ２ １０１ １ １０１ １ １０３ ７ １０１ １ １０５ ５ ９８ ２ １００ ０ ９５ ９ １００ ３ ９８ ５ １０４ ０ １１２ ７ ９９ ２ ９４ ５ —

２００６ １０２ ５ １０３ ０ １００ ７ １０２ ７ １０２ ６ １０１ ０ １００ ７ １００ ５ ９８ ３ １０６ １ ９９ ４ １１８ ０ １１７ ９ ９９ ８ ９８ ７ —

２００７ １０４ ８ １１６ ３ １０２ ０ １００ ９ １０１ ３ ９９ ０ １００ ４ １０２ ３ ９６ ２ １０１ ３ ９２ ８ １０６ １ １０４ ５ １０５ ０ ９３ ２ —

２００８ １０７ ３ １１５ ５ １０４ ７ １０１ ９ ９７ ６ ９５ １ １０３ ３ １００ ０ ９５ ９ １０５ ８ ９４ ８ １１１ ３ １２７ ３ １０６ ４ ９７ ９ —

２００９ １０１ ５ １０３ ２ １０１ ３ １０１ １ ９２ ５ １００ ６ ９８ ８ １０２ １ １０１ ５ １０５ ６ ９７ ３ １０１ １ １０５ ２ ９７ ２ ９９ ４ —

２０１０ １０４ １ １０９ ４ １０３ ０ １００ ５ １０７ ０ １０９ ９ １００ ８ ９８ ５ ９８ ６ １０２ ８ ９７ ５ １１１ ０ — — — —

　 说明: 以 １９８９ 年为基数 １００ 指数

第七章　 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节　 土地机构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土地管理局成立ꎬ 内设办公室、 监察科、 审批科、 地籍管理

科、 宣传科ꎬ 下设土地管理所 １ 个ꎬ 有干部职工 ３６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延安地改市ꎬ 更名

为延安市宝塔区土地管理局ꎬ 局属科室有办公室、 财务科、 估价所、 地籍科、 建设用地

科、 土地监察大队 (副科级)、 土地管理所 (副科级)ꎮ 下设南川土地管理所、 北川土地

管理所、 东川土地管理所、 城郊土地管理所ꎮ 有干部职工 ８６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书记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宝塔区矿产资源局、 宝塔区支铁办并入

宝塔区土地局ꎬ 成立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宝塔分局ꎬ 内设股室有: 办公室、 发展规划与地

籍管理股、 耕地保护与土地利用股、 地质环境与测绘管理股、 矿产资源管理股ꎮ 下设统

征统迁办、 地质环境监测站、 土地收储中心 ３ 个正科级建制单位ꎬ 监察大队、 测绘中心

２ 个副科级建制单位ꎬ 信息中心、 南川国土所、 北川国土所、 东川国土所、 城郊国土所

５ 个股级建制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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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国土资源系统体制改革ꎬ 宝塔区国土资源分局上划延安市国土资源

局管理ꎮ 分局内设办公室、 地籍规划科、 耕地保护与土地利用科、 矿产资源管理科、 地

质灾害与测绘管理科ꎬ 派出城郊、 东川、 南川、 北川国土所 ４ 个ꎬ 下设国土资源监察大

队、 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土地开发整理中心)、 国土资源测绘中心 (国土资源信息中

心)、 地质环境监测站等事业单位 ４ 个ꎮ 全系统有干部职工 １３７ 人ꎬ 其中行政编制 １４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县处级)ꎬ 副局长 ２ 人ꎮ 主要负责全区土地资源、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ꎬ
编制土地、 矿产年度计划ꎬ 组织实施土地、 矿事管理技术标准、 规程、 规范和办法ꎬ 编

制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遗址保护规划ꎬ 实施土地统计动态监测和耕地保护等ꎮ

第二节　 土地规划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 «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报告»ꎬ 陕西

省土地管理局 «关于开展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的报告»ꎬ 陕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领导小组 «关于开展全省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意见» 通知精神ꎬ 宝塔区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ꎬ 编制完成 «宝塔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ꎮ
根据延安市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订主要指标分解表»ꎬ 贯彻落实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ꎬ 切实保护耕地” 为国策ꎬ 牢固树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观念ꎬ 坚持供给引导和制约需求的原则ꎬ 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

塔区耕地总面积稳定在 １３２ ９２ 万亩ꎬ 基本农田面积保持在 ４８ ９１ 万亩ꎬ 耕地保护率达

３６ ４５％ꎬ 非农建设用地面积严格控制在 ２２ ２８ 万亩ꎬ 其中建设占用耕地控制在 ７ 万亩ꎮ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ꎬ 规划期内增加耕地面积 １ ４ 万亩ꎬ 其中整理复垦 １ ０ 万亩ꎬ 开

发耕地 ０ ４ 万亩ꎬ 减少耕地 ２ ７ 万亩ꎬ 净减少 １ ３ 万亩ꎮ 全区园地面积由 ２９ ２９ 万亩增

加到 ３１ ０７ 万亩ꎬ 主要利用陡坡地、 荒地、 退耕地和部分复垦地ꎮ 全区林地面积增至

２３３ ０４ 万亩ꎬ 主要通过陡坡地退耕还林ꎬ 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主ꎬ 逐渐消灭荒山、 荒坡ꎮ
同时ꎬ 将疏林地、 未成林造林地、 迹地及部分灌木林改造为有林地ꎬ 森林覆盖率达

５５％ꎮ 牧草地由 １０５ １１ 万亩减至 １０１ １０ 万亩ꎬ 主要是部分陡坡地退耕还牧ꎬ 部分草地

改村改园或非农建设ꎬ 该类用地应增加人工草地和改良天然草场比重ꎬ 提高产草量ꎬ 增

加载畜量ꎬ 充分挖掘资源潜力ꎮ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由 １２ ６０ 万亩增加到 １３ ５２ 万亩ꎬ 主

要用于中心城市建设用地扩大规模ꎬ 重点建设项目占地ꎬ 优势资源开发用地ꎮ 同时对村

庄用地严格按标准控制ꎬ 加大整理复垦力度ꎬ 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ꎮ 对部分建制镇进行

挖潜改造ꎬ 提高容积率ꎬ 节约用地ꎮ 对乡镇企业用地严格审批ꎬ 并向城镇集中ꎬ 制止浪

费土地资源现象ꎮ 交通用地由 ５ ２４ 万亩增加到 ８ ７６ 万亩ꎬ 主要用于西延铁路向北延伸

至区境段ꎬ ２１０ 国道拓宽、 改线ꎬ 县乡公路改造提高等级和农村道路完善和提高ꎬ 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步伐ꎮ 水域面积由 ８ ７６ 万亩增加到 ８ ９４ 万亩ꎬ 主要用于延河堤防建设ꎬ
修筑水库、 池塘、 蓄水池增加农田灌溉面积和发展水产养殖业ꎮ 未利用土地至 ２０１０ 年由

３ ５５ 万亩减少到 １ ８０ 万亩ꎬ 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建设ꎬ 修建宽幅梯田ꎬ 减少田坎占地ꎬ
增加耕地面积ꎬ 部分未利用土地用于林、 草、 果和建设发展用地ꎮ

根据宝塔区土地总体规划ꎬ 科学指定区域土地利用ꎬ 从全区土地资源实际出发ꎬ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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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管理

合土地利用现状和发展趋势ꎬ 按照其相似性、 差异性及利用方向ꎬ 将全区土地利用分区

规划为二级系统ꎬ 即土地利用区 ３ 个、 土地利用亚区 ７ 个ꎮ
一、 东北部峁梁土地利用区

宝塔区包括东北川下坪、 贯屯、 张坪、 梁村、 丁庄、 蟠龙、 冯庄、 碾庄、 李渠、 姚

店、 元龙寺、 青化砭和甘谷驿 １３ 个乡镇ꎬ 土地面积 １２９７ ０４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土地总面

积的 ３６ ６３％ꎻ 总人口 １２３１１４ 人ꎬ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３７ ７２％ꎮ 草地、 耕地比重高ꎬ 煤炭、
石油资源丰富ꎮ 土地利用方向是退耕还林还草、 发展园地致富ꎬ 开发利用优势矿产ꎬ 加

快交通建设ꎬ 促进二、 三产业和城镇发展ꎮ
(一) 北部峁梁牧、 农、 采矿土地利用亚区

包括下坪、 贯屯、 张坪、 梁村、 丁庄、 冯庄和碾庄 ７ 个乡ꎬ 土地面积为 ８８３４９９ ７１
亩ꎬ 人口为 ４１２９６ 人ꎬ 人口密度为 ６９ ０ 人 /平方千米ꎮ 耕地面积大ꎬ 人均负担重ꎬ 地处

北川拐沟ꎬ 交通不便ꎬ 但煤炭、 石油资源较丰富ꎮ 土地利用方向是积极退耕还林还草ꎬ
加强园地建设ꎬ 以草兴牧ꎬ 以牧促农ꎬ 以园致富ꎬ 发展交通ꎬ 扩大采煤规模ꎬ 加快乡镇

建设发展ꎮ 稳定耕地面积ꎬ 增加农业投入ꎬ 推广垄沟种植法ꎬ 使耕地利用达到最佳效

益ꎻ 大力植树造林ꎬ 促进园地发展ꎬ 实施苹果四项新技术ꎬ 提高果品质量ꎬ 扩大外销数

量ꎬ 增加农民经济收入ꎻ 加快以贯屯矿区为中心的煤矿、 油田开发工业发展ꎬ 增加经济

效益ꎮ
(二) 东北川道农牧、 林果、 重工业、 交通土地利用亚区

包括蟠龙、 姚店、 李渠、 青化砭 ４ 个镇ꎬ 土地面积 ６０５４４５ ３ 亩ꎬ 人口 ５８８１４ 人ꎬ 位

于延河及其一级支流蟠龙川地区ꎬ 土地利用结构以耕地、 草地为主ꎬ 林地、 园地次之ꎬ
其他用地相对比重亦较高ꎬ 城镇交通发达ꎬ 石油资源丰富开采程度高ꎬ 土地利用结构较

为均衡ꎮ 土地利用方向是发展城镇二、 三产业ꎬ 以工养农ꎬ 以果富农ꎬ 提高耕作技术和

投入产出水平ꎬ 走城乡一体化道路ꎻ 加快基本农田建设ꎬ 严格控制建设占用农田ꎬ 大力

发展集约化种植业ꎮ 生产、 推广先进技术ꎬ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出水平ꎻ 进一步加强

城镇建设ꎬ 提高交通运输能力ꎮ 加快农业商品流通ꎬ 发展果品和土特产品生产ꎮ 积极发

展已有工矿企业的生产配套设施建设ꎬ 调整园地布局ꎬ 以坡地栽果为方向ꎬ 提高土地利

用率ꎮ
(三) 东部峁梁川道牧、 农、 采油土地利用亚区

本亚区包括甘谷驿、 元龙寺两个乡镇ꎬ 土地面积 ４５５１２９ 亩ꎬ 人口 ２３００４ 人ꎬ 劳均耕

地 ２０ ４ 亩ꎬ 土地垦殖率 ３７ ２５％ꎬ 投入不足产出率较低ꎬ 经济发展缓慢ꎮ 土地利用方向

是加大退耕还林力度ꎬ 增加园地面积ꎬ 改善生态环境ꎬ 增加土地投入ꎬ 建设基本农田和

推广种植技术ꎬ 提高亩产ꎬ 增加收入ꎻ 发展交通建设ꎬ 促进经济发展ꎻ 加快以苹果为主

的林果基地建设ꎬ 实现农林牧均衡发展目标ꎮ
二、 中部梁峁土地利用区

涉及河庄坪、 枣园、 桥沟、 川口、 柳林和万花山 ６ 个乡镇ꎬ 土地面积 ９１１ ３５ 平方千

米ꎬ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２５ ７３％ꎬ 土壤以黄绵土为主ꎬ 淤土占有一定比重ꎬ 耕地质量

高、 比重大ꎬ 林地、 草地亦有较大比例ꎬ 交通方便ꎬ 旅游业兴旺ꎬ 为中心城市区所在

地ꎮ 土地利用方向是充分利用接近城市的区位优势ꎬ 调整产业结构和农业内部结构ꎻ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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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发和集约利用资源ꎬ 加快城市建设步伐ꎬ 发展二、 三产业ꎬ 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

效益ꎮ
(一) 中心城市城郊型农业、 工矿、 交通、 旅游土地利用亚区

包括河庄坪、 枣园和桥沟 ３ 个镇及城区 ３ 个办事处ꎮ 土地总面积 ４７４８６５ 亩ꎬ 其中耕

地 １３５５２５ ５ 亩ꎬ 园地 ５５３９５ ３ 亩ꎬ 林地 ９４５３５ ２ 亩ꎬ 牧草地 １４１４４３ ７ 亩ꎬ 居民点及工

矿用地 ２２２６６ ３ 亩ꎬ 交通用地 ５４４３ 亩ꎬ 水域用地 １５６１５ １ 亩ꎬ 未利用土地 ４９１０ ９ 亩ꎮ
该亚区土地利用方向是充分利用接近城市的区位优势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挖掘城市建设用

地潜力ꎬ 加快城区改造、 扩大速度ꎬ 提高土地利用率ꎬ 加强工商业、 旅游业ꎬ 发展种

植、 养殖业ꎬ 发展二、 三产业ꎬ 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ꎻ 加强基本农田建设ꎬ 尽快修

复水利设施ꎬ 扩大灌溉面积ꎬ 提高机械化水平ꎬ 保证粮食稳定、 高产ꎻ 大力发展日光温

室、 大棚蔬菜和饲养为主的肉、 奶、 蚕等养殖生产ꎬ 保证城市供应ꎻ 充分利用红色革命

旧址和名胜旅游景点ꎬ 做好参观、 旅游ꎬ 吃、 住、 行一条龙服务ꎬ 提高经济发展增

长点ꎮ
(二) 中南部梁峁农业、 林果、 工业、 交通、 旅游土地利用亚区

涉及川口、 柳林、 万花山 ３ 个乡 (镇)ꎬ 土地面积 ９０２６９０ ３ 亩ꎬ 耕地占 ２６ ７２％ꎬ
林地占 ５２ ２７％ꎬ 草地仅占 １３ ３３％ꎬ 该区土地利用方向是利用柳林川上、 杜甫川、 马四

川较优的生态环境和近市区的区位优势ꎬ 以过境交通为龙头ꎬ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ꎬ 坚持

农、 林、 牧、 工、 商、 旅游业综合发展ꎮ 柳林镇部分划入市区建设用地范围ꎬ 万花山乡

将建设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度假区ꎬ 川口乡列入油气生产基地ꎬ 是经济发展重要区域之

一ꎬ 以城市带动农村ꎬ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ꎬ 调整产业结构ꎬ 走农、 工、 商一体化道路ꎬ
坚持节约土地为原则ꎬ 精细使用土地评估ꎬ 全面开发土地的综合效益ꎮ

三、 南部梁峁土地利用区

包括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和官庄 ５ 个乡镇ꎬ 土地面积 １３３２ ３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３７ ６３％ꎮ 土壤以灰褐土为主ꎬ 林地面积比重高ꎬ 国有林场、 农场

集中ꎬ 生态环境好ꎬ 并有石油资源和大面积的天然次生林ꎮ 土地利用方向是改造天然次

生林及灌木林、 疏林地ꎻ 增加有林面积ꎬ 发展林特产品ꎬ 集约利用高产农田ꎻ 禁止占用

基本农田ꎬ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ꎬ 坚持农、 林、 牧、 副业综合发展ꎬ 按照土地适宜评价结

果ꎬ 因地制宜开发利用荒草地ꎬ 做到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相统一ꎮ
(一) 南部川道梁峁梢林农、 林牧土地利用亚区

涉及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和姚农坡农场ꎬ 宝塔区林业局管辖林区ꎬ 临镇、 官庄

残塬以外的所有地区ꎬ 面积 １５６９５６４ ３ 亩ꎬ 其中天然次生林面积 ９３ ３４ 亩ꎮ 该区土地利

用主要方向是大力发展林特产品ꎬ 以苹果为主的林果生产ꎮ 改造中低产林、 增加木材蓄

积量ꎻ 集约利用高产农田ꎬ 增加种植业投入ꎬ 提高农作物单产ꎻ 扩大经济作物种植ꎬ 提

高产出效益ꎮ 推广农业、 林业、 牧业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ꎬ 加强土地管理ꎬ 理明权属关

系ꎬ 杜绝毁林开荒、 毁林种植现象ꎮ
(二) 东南部残塬林果、 牧、 农土地利用亚区

本区包括官庄乡 ８ 个行政村ꎬ 临镇镇 ６ 个行政村ꎬ 土地面积 ４１０５２２ 亩ꎮ 土地利用方

向是以林草建设护沟固塬ꎬ 发展畜牧业和塬区林果业ꎬ 扩大经济作物种植ꎬ 以果、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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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养农ꎬ 增加投入ꎻ 提高耕作技术水平ꎬ 增加经济作物比重ꎬ 提高经济效益ꎻ 大力建设

基本农田ꎬ 提高机械化、 集约化种植水平ꎮ

第三节　 土地管理

一、 耕地保护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颁布后ꎬ 延安市对土地管理逐步转为集

中统一管理ꎬ 纳入法制管理轨道ꎬ 实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ꎬ 对国家企事业单位及农村住

宅占用耕地进行严格控制ꎬ 做到土地资源与国家建设用地供需平衡ꎮ 制定 «延安市土地

管理实施办法»ꎬ 建立健全城乡建设用地审批制度ꎬ 对全市国家建设用地、 乡镇建设用

地、 村民建房用地政策、 审批权限、 奖罚办法作出具体规定ꎮ 实施国有土地、 集体土地

按要求登记ꎬ 颁发土地证、 土地使用证及居民宅基证ꎬ 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合法

权益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统计年报显示ꎬ 全市耕地保有量 １６８９００１ 亩ꎬ 占总土地面积

３１ ７８％ꎬ 常用农耕地 ５０３１６４ 亩ꎬ 占耕地总面积 ３３ ５６％ꎬ 其中水田 ３３２２ 亩ꎬ 水浇地

２２４５９ 亩ꎮ 在农用耕地中粮食种植面积 ４８５２００ 亩ꎬ 经济作物 １７９６４ 亩ꎮ 年末有 “四田”
２４８３００ 亩ꎬ 复垦造田 ７６５３ ４ 亩ꎬ 新增 “四田” １６５００ 亩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新增加耕地面积 ３３１００ ５ 亩ꎬ 其中新开垦面积 １９ ５ 亩ꎬ 废弃地利用面积

１２９４０ ５ 亩ꎬ 还耕地面积 １７７３７ ５ 亩ꎬ 围垦面积 １９０ ５ 亩ꎮ 当年减少耕地面积 ３４８０３ 亩ꎬ
其中退耕改果面积 １６２６４ ５ 亩ꎬ 退耕造林面积 １７２５０ 亩ꎬ 国家基建占地 １０６ ５ 亩ꎬ 乡村

基建占地 ５８ ５ 亩ꎬ 农民宅基占地 ９１ ５ 亩ꎬ 因灾废弃耕地 ２３２ ５ 亩ꎬ 年末实有耕地

４９７０１１ ５ 亩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耕地常用面积 ４８３６４５ 亩ꎬ 当年新增面积 ５６０５５ 亩ꎬ 其中复垦面积 ３６８４０

亩ꎮ 全年减少面积 ５９３８５ 亩ꎬ 其中退耕改果 １４９４０ 亩ꎬ 退耕还林面积 ２３５５０ 亩ꎬ 退耕还

牧 １４２５０ 亩ꎬ 国家基建占地 ４８０ 亩ꎬ 乡村基建占地 ２７０ 亩ꎬ 农民宅基地 ２７０ 亩ꎬ 因灾废

弃耕地 ９００ 亩ꎬ 其他 ４７２５ 亩ꎮ 年末实有耕地 ４８０３１５ 亩ꎮ
１９９８ 年初ꎬ 实有耕地常用面积 ４８４９２０ 亩ꎬ 当年新增耕地面积 ２２１１０ 亩ꎬ 其中废弃

地利用面积 １７２５ 亩ꎬ 还耕面积 １０３３５ 亩ꎬ 新复耕地 １０２１５ 亩ꎮ 当年减少耕地面积 ２６０８５
亩ꎬ 其中退耕还果面积 １３６５ 亩ꎬ 退耕还林 ２０１００ 亩ꎬ 退耕还牧 １７７０ 亩ꎬ 国家基建占地

１８７５ 亩ꎬ 乡村农民建房占地 ５８５ 亩ꎮ 年末实有耕地 ４８０９４５ 亩ꎬ 其中水田 １６８０ 亩ꎬ 水浇

地 ２０５５０ 亩ꎮ
２０００ 年初ꎬ 耕地常用面积 ４８０９４５ 亩ꎬ 当年新增耕地面积 ４２１６５ 亩ꎬ 其中废弃地利

用 ２６５８０ 亩ꎬ 还耕地面积 １０１５５ 亩ꎮ 当年减少耕地面积 ４２４８０ 亩ꎬ 用于退耕还果面积

５５６５ 亩ꎬ 退耕还林 ２８９２０ 亩ꎬ 退耕改牧 ６８５５ 亩ꎬ 国家基建占地 ９９０ 亩ꎬ 乡村基建占地

６０ 亩ꎬ 农民个人建房占地 ４５ 亩ꎬ 因灾废弃耕地 ４５ 亩ꎬ 年末实有耕地 ４８０６３０ 亩ꎮ
２００３ 年初ꎬ 耕地总资源 １１８３８７５ 亩ꎬ 年内新增 １１２５ 亩ꎬ 年内减少 １６００５０ 亩ꎬ 其中

退耕还林还草占地 １６０００５ 亩ꎮ 年末耕地总资源 １０２４９５０ 亩ꎬ 常用耕地面积 ５１３１５０ 亩ꎬ
其中国有单位面积 １６５９０ 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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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初ꎬ 实有耕地总资源 ９９４４１０ 亩ꎬ 年内新增 ３６１５ 亩ꎬ 其中废弃耕地利用 １５００
亩ꎬ 园地改耕地 ３７５ 亩ꎮ 年内减少 ８２０９５ 亩ꎬ 用于退耕还林还草占地 ７４８０５ 亩ꎬ 国家基

建占地 １０３５ 亩ꎬ 乡村基建占地 ２２５ 亩ꎬ 农民个人建房占地 １９５ 亩ꎮ 年末耕地总资源

９１５９３０ 亩ꎬ 其中常用耕地面积 ５１１１７０ 亩ꎬ 粮食作物种面积 ４５０６１５ 亩ꎬ 经济作物耕种

６０５５５ 亩ꎮ
２０１０ 年初ꎬ 实有耕地保有量 ８７５６１７ 亩ꎬ 当年新增耕地 ７２０ 亩ꎬ 其中废弃耕地利用

６９６ 亩ꎮ 当年减少 ２９４５ 亩ꎬ 其中耕地改园地 １２００ 亩ꎬ 国家基建占地 １１８０ 亩ꎬ 乡村基建

占地 １９５ 亩ꎬ 农民个人建房占地 ２１０ 亩ꎮ 年末耕地总面积 ８７３３９２ 亩ꎬ 其中常用耕地面积

４８３３２１ 亩ꎬ 水地 １１１５ 亩ꎬ 水浇地 １２１６５ 亩ꎮ
二、 基本农田保护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区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田块 ５０２５ 块ꎬ 实际保护面积 ４８９１１４ 亩ꎬ 比基本

农田保护方案面积多 １１４ ７ 亩ꎬ 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 ３４ ７％ꎬ 占全区集体耕地面积的

３５ ２％ꎬ 其中一级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９６８６７ ０ 亩ꎬ 占全区基本农田保护总面积 １９ ８％ꎻ
二级基本农田面积 ２０８２４８ ２ 亩ꎬ 占 ４２ ６％ꎻ 三级基本农田 １８３９９９ ５ 亩ꎬ 占 ３７ ６％ꎮ

(一)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划定

划定的地类以川、 台、 塬、 沟、 梯田、 耕地为主ꎬ 质量以三、 四、 五、 六等地为

主ꎬ 土壤以黄绵土、 淤土和黑垆土为主ꎬ 一级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延河川、 汾川河为主ꎬ
二级保护区以沟旱地和梯旱地为主ꎬ 三级保护区以峁梁旱地为主ꎮ 一级基本农田长期不

能占用ꎬ 二级 ２０２０ 年前不能占用ꎬ 三级 ２０１０ 年前不能占用ꎮ
(二)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分布

一级保护基本农田田块 １２３５ 块ꎬ 保护面积 ９６８６７ 亩ꎬ 分布在麻洞川、 柳林、 姚店、
临镇、 南泥湾、 李渠、 甘谷驿、 青化砭、 枣园、 官庄、 川口、 河庄坪、 蟠龙、 松树林、
万花山、 冯庄、 丁庄 １７ 个乡镇ꎮ 贯屯、 碾庄、 元龙寺、 梁村、 张坪、 下坪 ６ 个乡镇均未

划定一级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ꎮ 二级保护基本农田面积有 ２０８２４８ ２ 亩ꎬ 分布在碾庄、 柳

林、 桥沟等 １６ 个乡镇ꎮ 以蟠龙镇保护面积最大ꎬ 为 ２４１５２ ４ 亩ꎬ 占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 １１ ６％ꎻ 以丁庄乡保护面积最小ꎬ 为 ２５３９ ８ 亩ꎬ 占全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 １ ２％ꎮ
三级保护基本农田面积有 １８３９９９ ６ 亩ꎬ 分布在全区张坪、 元龙寺、 贯屯、 梁村、 下坪、
桥沟、 李渠等 １８ 个乡镇ꎬ 松树林、 官庄、 临镇、 麻洞川、 官庄 ５ 个乡镇均未划定三级基

本保护区农田ꎮ
(三) 未列入保护区耕地

全区未列入保护区集体耕地面积有 ８９９８２５ ６ 亩ꎬ 占集体总耕地面积的 ６５ ７％ꎮ 分布

在 ２４ 个乡镇ꎬ 青化砭镇占比例最大ꎬ 未列入面积 ４２３４６ ６ 亩ꎬ 占全区未列入保护区耕地

面积的 ４ ７％ꎬ 碾庄乡未列入保护区面积 ８３８８ ７ 亩ꎬ 占 ０ ９％ꎮ
(四) 基本农田保护管理措施

根据国务院和陕西省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ꎬ 宝塔区制定 «关于开展划定基本农田

保护区的安排意见» 和 «宝塔区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技术规范实施细则»ꎬ 主要措施有

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ꎬ 实施区、 乡、 村、 户、 人五级责任落实制度ꎬ 区级与乡镇签

订责任书 ２４ 份ꎬ 乡镇与村级签订 ５８３ 份ꎬ 村级与户、 人签订 ５２１４１ 份ꎻ 设立保护标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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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设立乡镇级基本农田保护牌 ２４ 个ꎬ 村级 ５８３ 个ꎬ 田块保护牌 ２６０ 个ꎮ 重要内容有:
保护单位名称ꎻ 保护田块面积ꎬ 编号ꎬ 保护区位置图ꎬ 保护措施ꎬ 保护责任人和时间ꎻ
悬挂基本农田保护图ꎬ 全区悬挂 １ ∶ ２ ５ 万基本农田保护图 ２４ 幅ꎬ 村级悬挂 １ ∶ １ 万基本

农田保护图 ５８３ 幅ꎬ 为依法保护管理基本农田提供科学依据ꎻ 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档

案ꎬ 实施文件类、 表格类、 图件类三种方式建档ꎬ 其中图件类主要有: 区级 １ ∶ ７ 万基

本农田保护图 １ 幅ꎬ 乡镇 １ ∶ ２ ５ 万基本农田保护图 ２４ 幅ꎬ 村级 １ ∶ １ 万基本农田保护图

５８３ 份ꎻ 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制度ꎬ 主要有非农业建设占用保护区耕地实施公开报批制度、
保护区耕地的地力补偿及环境监测制度、 保护区耕地面积、 质量递补制定、 村规民

约等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统计表

　 表 １５－７－１ 单位: 亩

乡镇名称 实际保护面积 人均保护面积 乡镇名称 实际保护面积 人均保护面积

临镇 １９７０８ ２ １ ５ 桥沟 １０１８１ ２ ０ ７

南泥湾 １３８７２ ９ ２ ２ 河庄坪 １６７２３ ６ １ ８

麻洞川 １９５７３ １ １ ７ 川口 ２８９５４ ６ ２ ７

松树林 ６９３１ ２ １ ５ 碾庄 １２１６８ ７ ２ ３

官庄 １５６４７ １ ２ ６ 冯庄 １５４９５ ９ １ ８

李渠 ２４１１９ ３ １ ２ 丁庄 ９０８８ １ ３

姚店 ３１１８９ ５ １ ４ 元龙寺 ２７６３３ ３ ２ ６

甘谷驿 ３２０２４ ３ １ ９ 梁村 １２５０９ ４ １ ５

青化砭 ２１６９０ ２ １ ４ 张平 １４１６４ ２ ２

蟠龙 ４９９０４ ５ ３ ７ 贯屯 １９３０４ ２ ２ ６

柳林 ３４２００ １ ２ 下坪 １４０５４ ９ ２ ６

万花山 １９５７７ ７ ２ ３ 合计 ４８９１１４ ７ １ ２７

枣园 ２０３９９ ８ １ ８

三、 土地征用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政府征用临镇付家湾、 甘谷驿镇西沟门、 姚店镇四十里铺行政村土

地 ２５０ ０６ 亩ꎬ 用于南泥湾采油厂生产基地建设、 延长油矿甘谷驿油矿建设、 青化砭油矿

井场建设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征用土地 １５６ ５ 亩ꎬ 涉及城郊桥沟、 柳林、 万花山、 枣园等乡镇ꎬ 用于学

校医院、 企事业单位新建扩建项目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征用土地 ４８０ 亩ꎬ 用于城区居民住宅小区、 区内油田井场建设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征用桥沟、 柳林、 万花山、 枣园、 松树林、 川口、 甘谷驿、 青化砭等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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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１８７５ 亩ꎬ 主要用于泽子沟住宅小区、 罗家坪小区一期、 尹家沟企事业单位迁建办公

用房、 红化小区等和区内 ４ 个采油企业生产用地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征用桥沟镇罗家坪、 桥沟、 锁崖、 七里铺、 马家湾、 大砭沟等 １０ 个行政

村ꎬ 枣园镇枣园村、 阳砭行政村ꎬ 柳林镇柳林村、 王家沟村、 山狼岔、 柳树巷、 高坡行

政村ꎬ 甘谷驿、 川口、 冯庄、 梁村等乡镇部分行政村土地 ９９０ 亩ꎬ 用于罗家坪住宅小区

二期、 三期、 柳林丽景花园住宅小区等开发ꎬ 建设和青化砭、 甘谷驿、 川口、 南泥湾采

油厂生产用地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征用土地 １０３５ 亩ꎬ 用于红化二期、 三期住宅小区、 二庄科小区、 姚

农小区、 燕沟南山小区、 卷烟厂—枣园村一条街及西川公园建设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申报两个批次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 ３５８０ ５ 亩ꎮ 上年末石油用地转征工作

全面完 成ꎬ 占 地 ３８０４０ 亩ꎬ 其 中 耕 地 ２２６９３ ５ 亩ꎬ 林 地 １２０３１ ５ 亩ꎬ 未 利 用 地

３３１６ ５ 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申报四个批次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 ２００ ２５ 亩ꎬ 供地 １３ 宗ꎬ 总面积 ２８４ ２５

亩ꎬ 其中耕地 ２１３ ７５ 亩ꎮ 国土城区分局完成 １３ 个批次农用地转用土地工作ꎬ 涉及 ２０ 个

项目ꎬ 申请用地总面积 ２６２４ ２５ 亩ꎬ 其中农用地 １４３５ ５ 亩 (耕地 ８８３ ２ 亩)ꎬ 存量建设

用地 ４１３ ５５ 亩ꎬ 未利用 ３６３ ３ 亩ꎬ 审批建设用地 １７９ ４ 亩ꎮ
四、 土地储备与出让

２００１ 年前ꎬ 宝塔区无土地收储转让机构ꎬ 未开展土地收储、 转让、 拍卖ꎬ 各项建设

用地由区政府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划拨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土地整理中心) 成立ꎬ 科级建制ꎬ 为两

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财政差额拨款ꎬ 隶属于宝塔国土分局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

主任 ２ 名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改革ꎬ 宝塔分局上划延安市国土局管理ꎬ 根据延安市编

委关于国土宝塔分局职能设置ꎬ 土地收储中心规定为事业性质ꎬ 科级建制ꎬ 隶属关系不

变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编制 ９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ꎮ 全年完成 １３ 个批次农用地转用征收报批和

１ 个市局审批村民住宅农用地转用工作ꎬ 涉及 ２０ 个项目ꎬ 申请面积 ２６２４ ２５ 亩ꎬ 其中农

用地 １４３５ ５ 亩ꎬ 存量建设用地 ４１３ ５５ 亩ꎬ 未利用地 ３６３ ３ 亩ꎬ 缴纳耕地开垦费 １０４２ ８８
万元ꎬ 审核、 审批建设用地 １７９ ４ 亩ꎬ 供地 ８１６ ４５ 亩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ꎬ 挂牌出让国有土

地 １７ 宗ꎬ 出让面积 ８８０ １４ 亩ꎬ 成交价款 ２３２８６ ５２ 万元ꎬ 拍卖面积 １ 宗ꎬ 出让面积 ５ ４２
亩ꎬ 成交价款 ５５９０ 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收购储备土地 ８ 宗ꎬ １７５ ９５ 亩ꎬ 其中出让国有土地 ２ 宗 ２９ ８５ 亩ꎬ 收取出

让金 １７２ 万元ꎬ 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３ 宗ꎬ ２０９ ４ 亩 (存量土地 ３３ ４５ 亩)ꎬ 出让价

款 ５２９４ ３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收购储备 ３０６２ ７ 亩 (其中耕地 １３３２ 亩)ꎬ 原挂牌出让建设用地 １５５ ７ 亩ꎬ

收取出让金 ４９２ ７ 万元ꎬ 挂牌出让 ２９４ ９ 亩ꎬ 成交价款 ５２４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出让土地 ２８４ ２５ 亩ꎬ 其中耕地 ２１３ ７５ 亩ꎬ 挂牌出让 ５ 宗ꎬ 协议出让 １ 宗ꎬ

划拨 ６ 宗ꎬ 集体用地 １ 宗ꎬ 全部录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ꎬ 兑现村集体油井转征款

６９ 宗、 １８７０ ２４ 万元ꎮ 挂牌成交国有土地 ８ 宗、 面积 ３１９ ９５ 亩ꎬ 成交价款 ５１４５ ０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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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籍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土地局向村居民发放宅基证 ５４１ 本ꎬ 登记面积 １７７ ０２ 亩ꎬ 符合发证标

准的 ２４ 个单位和 ４０ 宗地ꎬ 全市国有土地登记发证率达 ９２％ꎬ 给 ９２ 户居民颁发国有土地

使用证ꎬ 给石油企业钻采井口、 １９ 个个体营业户颁发国有土地临时使用证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审批民房建筑住宅 １３３７ 户、 ３９８５ 孔 (间)ꎬ 面积 ３２６ ６８ 亩ꎬ 发放宅基证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审批住房建筑面积 ２０３ ３８ 亩ꎬ 给 ５１９ 户发放宅基证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审批 ６６７ 户居民住房建设ꎬ 占地面积 １７９ ３８ 亩ꎬ 给 ６７７ 户发放宅基证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国土局对全区 ５９８ 户居民宅基地进行审批ꎬ 审批面积 １４０ ４２ 亩ꎬ 修建

房屋 ３０９４ 孔 (间)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发放土地使用证 ２１２ 本ꎬ 其中集体土地使用证 １９０ 本ꎬ 国有土地使用证 ２２

本ꎮ 对 ２９ 个项目进行规划调整ꎬ 调整面积 ２８１３ ４ 亩ꎬ 其中耕地 １２１７ ４ 亩ꎮ 审批发放居

民宅基证 １６０ 户ꎬ 占地面积 ３５ ６６ 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发放土地使用证 １２６ 本ꎬ 其中集体土地证 １０９ 本ꎬ 国有土地证 １７ 本ꎮ 全

年审批居民建房住宅基地面积 ４０ ３６ 亩ꎬ 发证 ２０９ 本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发放土地使用证 １５１ 本ꎬ 其中集体土地使用证 １４９ 本ꎬ 国有土地证 ９ 本ꎮ

审批居民宅基建房 １７５ 户、 ８７５ 孔 (间)ꎬ 占地面积 ３０ ４９ 亩ꎮ

第四节　 矿产管理

一、 规划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国土资源部文件精神ꎬ 宝塔区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ꎬ 编制完成 «宝塔

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ꎬ 基期年为 ２００１ 年ꎬ 规划期限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为

规划期ꎬ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１０ 年为展望期ꎮ 资源规划目标是ꎬ 培育和规范矿权市场ꎬ 建立政

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探矿权、 采矿权市场体系ꎬ 调整优化资源利用结构和布

局ꎬ 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ꎬ 开采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ꎮ ２００５ 年目标是年生产原煤 ５０ 万

吨ꎬ 原油产量达到 ４５ 万吨ꎬ 建筑材料砖产量 １ ５ 亿块ꎬ 石料 ２０ 万吨ꎮ ２０１０ 年原煤产量

达 ９０ 万吨ꎬ 原油产量 ６５ 万吨ꎬ 建筑用砖产量 １ ８ 亿块ꎬ 石料 ３０ 万吨ꎮ 宝塔区矿产资源

划分为禁止开采区、 限制开采区、 鼓励开采区三大区ꎮ
(一) 禁止开采区

主要为重点水源地二级以上保护区ꎻ 风景名胜、 重点文物保护区ꎬ 革命历史纪念

地ꎻ 国家、 省、 市划定的自然保护区ꎻ 主要城镇ꎬ 铁路、 公路、 基础设施ꎬ 重点工程范

围内规定的需加强保护的区域ꎮ 该区规划为 ３ 个小区ꎬ 即延安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 红

庄水库、 方塔水库保护区ꎮ
(二) 限制开采区

该规划限制开采区划为 ４ 个ꎬ 即孙台水库、 胜利水库两个保护区ꎬ 桃宝峪革命旧址

保护区ꎬ 南泥湾镇九龙泉保护区ꎮ
(三) 鼓励开采区

鼓励开采区矿产资源丰富ꎬ 易于形成规模开采ꎬ 区内外开采条件较好ꎬ 能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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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的影响ꎬ 该规划为 ８ 个区域、 １９ 个小区ꎮ 宝塔区北部煤炭开采区内有蟠龙镇四嘴

煤矿、 蟠龙河家沟四矿、 冯庄乡张渠联办煤矿、 青化砭镇白坪煤矿、 大草湾煤矿、 后丈

子沟煤矿、 冯庄乡李庄煤矿、 后安家沟煤矿、 后安家沟第二煤矿、 安家沟煤矿、 青化砭

镇惠安煤矿、 李渠镇崖力坪红星煤矿、 条子沟煤矿、 川口乡建设煤矿、 冯坪煤矿、 苗家

沟煤矿ꎮ 贯屯煤矿鼓励开采区ꎬ 该区为宝塔、 子长、 延川三县区三角形煤藏区组成部

分ꎬ 含煤层位三叠系ꎬ 基础储量 ３３８８ ４ 万吨ꎬ 资源量为 ６４８ ３ 万吨ꎬ 资源储量 ４０３６ ７
万吨ꎬ 煤质优良ꎬ 开采条件好ꎬ 长期停产ꎬ 鼓励恢复开采ꎬ 发展煤炭工业ꎬ 从整体上提

高区内原煤生产能力ꎮ 宝塔区东北部石油开采区ꎬ 包括蟠龙、 梁村、 姚店、 甘谷驿等乡

镇中型油田ꎬ 有青化砭油田、 甘谷驿油田、 姚店油田ꎮ 宝塔区中西部石油开采区包括川

口、 河庄坪、 枣园等乡镇ꎬ 有中型油田川口油田ꎮ 宝塔区南部石油开采区包括南泥湾、
麻洞川、 柳林、 松树林、 临镇等乡镇ꎬ 有中型油田南泥湾油田ꎮ

罗家坪紫砂陶土鼓励开采区ꎮ 该紫砂陶土储量为 ５２１ ４２ 万吨ꎬ 紫砂陶土质量好ꎬ 开

采条件好ꎬ 预测市场销路较好ꎬ 确定为紫砂陶土鼓励开采区ꎮ 蟠龙瓷窑沟瓷土矿开采

区ꎬ 柳林镇三十里铺水源地地下开采区ꎮ
二、 管理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炭、 石油建筑材料砖瓦黏土、 砂岩、 石

沙ꎮ 全区有煤矿企业 １８ 个ꎬ 其中地方国有中型煤矿停产 １ 个、 区国有小型煤矿 １ 个、 集

体小型煤矿 １ 个、 私营小型煤矿 １５ 个ꎬ 建材厂 (砖瓦) ２９ 个ꎬ 开采面积 ０ ６５ 平方千

米ꎬ 采石场 ３４ 个ꎬ 开采面积 ０ ２６ 平方千米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区从事矿产采掘和矿产品生产人员 ３７７４ 人ꎬ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９４８５ ６０

万元ꎬ 工业销售收入 ３０３２７ ６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后ꎬ 对全区小煤矿数量多、 规模小、 设备简陋、 开采技术不高、 回采率较

低、 浪费资源严重进行煤炭资源整合ꎮ ２００８ 年完成整合矿区 ７ 个ꎬ 注销采矿许可证 ６
个ꎬ 挂牌出让采矿权 ３ 个ꎬ 报审采矿许可证 １３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延续登记采矿许可证 ２５ 本ꎬ 对 ７０ 个矿山企业进行年检ꎬ 年检率达

１００％ꎬ 对 ６２ 个非煤矿山企业设立 “采矿权公告牌”ꎬ 收取矿产资源补偿费 ２ ３ 万元ꎮ

第五节　 地质灾害防治

一、 机构设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成立抗震减灾办ꎬ 隶属于延安市城乡建设局ꎬ 配备人员 １ 名ꎮ １９９５
年人员增加到 ２ 名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制定 «城区抗震减灾总体规划方案»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抗震减灾办由宝塔区城乡建设局兼管ꎮ ２００３ 年抗震减灾工作移交宝塔区科技局管

理ꎬ 隶属于区科技局ꎬ 事业编制 ２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成立区防震减灾应急处置指挥部ꎮ
二、 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

宝塔区地质灾害主要类型有滑坡、 崩塌、 泥石流和矿区地面塌陷等ꎮ 其中ꎬ 以滑

坡、 崩塌为主ꎬ 主要分布于人口集中、 工程活动强烈的延河及其支流南川、 杜甫川两岸

斜坡地带ꎻ 泥石流多以洪水泥流出现ꎬ 一般无典型堆积区ꎻ 矿区地面塌陷偶见北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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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区ꎮ
区内环境地质与灾害工作起步较早ꎬ 但以水土流失调查为主ꎬ 随着城市与工程建设

地质均不同程度包含地质灾害工作内容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完成代表性成果有以地质灾害

调整为陕西省 １ ∶ ５０ 万比例尺区城环境地质调查报告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开展地质灾害调

查与区划工作ꎬ 初步建立地质灾害群防群测网络体系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以建设用地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ꎬ 开展不同等级线状或点上地质灾害评估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国地质调查局在陕西、 四川、 云南三省安排地质灾害详细调查示范项

目ꎬ 宝塔区被列入示范项目之一ꎮ 实施项目的名称是 “典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示范治

理工程”ꎬ 计划项目实施单位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ꎬ 承担单位为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ꎮ
本次详细调查目的是: 在 “宝塔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 基础上ꎬ 开展滑坡、 崩塌、 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详细调查与测绘ꎬ 提高调整精度ꎬ 为防灾减灾提供基础地质依据ꎻ 总结

试点调查工作ꎬ 为开展 １ ∶ ５ 万比例尺滑坡崩塌泥石流详细提供示范ꎮ
宝塔区地质灾害详查有野外实地调查地质点 ３９６ 个ꎬ 其中滑坡 ２９３ 处ꎬ 占灾害点总

数的 ７４ ０％ꎻ 崩塌 ５２ 处ꎬ 占灾害点总数的 １３ １％ꎻ 不稳定斜坡 ４９ 处ꎬ 占灾害点总数的

１２ ４％ꎮ 地质灾害威胁 １３９２１ 人ꎬ 房屋 １１７７０ 间ꎮ 地质灾害种类主要有滑坡、 崩塌、 泥

石流、 黄土湿陷、 黄土洞穴、 黄土节理裂隙、 地石塌陷等ꎮ
三、 地质灾害区划

２００５ 年ꎬ 依据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区划结果ꎬ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划分为高易发区、 中

易发区、 低易发区和非易发区四个级别ꎮ
(一)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主要分布在北部延河流域内ꎬ 延安市城区、 碾庄、 川口、 元龙寺、 丁庄、 牡丹川、
蟠龙川上游ꎬ 总面积约 ９８５ ３３ 平方千米ꎬ 区内共发育滑坡 ７２９ 处ꎬ 崩塌 ３８ 处ꎬ 不稳定

斜坡 ２８ 处ꎬ 共计地质发育点 ７９５ 处ꎬ 灾害占面密度 ７６~１６５ 处 / １００ 平方千米ꎮ
(二) 地质灾害中易发区

主要分布在宝塔区中北部延河流域高易发区外围黄土梁峁地带及南部汾河流域部分

区域ꎬ 总面积 １３１８ ７５ 平方千米ꎬ 共计发育有各类灾害点 ２７０ 处ꎬ 地区灾害点总密度达

１~６９ 处 / １００ 平方千米ꎮ
(三)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　
包括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 官庄 ５ 个乡镇ꎬ 面积约 １２５１ ９２ 平方千米ꎬ

发育滑坡 １ 处ꎬ 不稳定斜坡 ３ 处ꎬ 地质灾害点总密度 ０ ２ 处 / １００ 平方千米ꎮ
(四) 地质灾害非易发区

主要分布在延安市城区宽阔河谷地带ꎮ
四、 地质灾害危险区划

２００５ 年ꎬ 依据地区灾害危险程度评估原则和宝塔区地质灾害危险程度等级分区图ꎬ
划分为高危险区、 中危险区、 低危险区 ３ 个级别区域ꎮ

(一) 高危险区

主要分布在宝塔城区ꎬ 城郊五乡镇ꎬ 姚店、 丁庄、 牡丹川、 雷鼓川上游和蟠龙川上

游ꎬ 面积约 ９０７ ８４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总面积 ２５ ５３％ꎮ 该区城镇化建设速度较快ꎬ 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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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在 ２０％~３０％ꎬ 分布有公路、 铁路、 城镇建筑以及著名革命圣地等旅游风景区ꎬ 以

及许多重要工程设施ꎮ 有地质灾害点 ２２８ 处ꎬ 危险程度在次生危险地质灾害点占区内总

地质灾害点 ７３％ꎬ 威胁 ４７０２ 人生命财产安全ꎬ 其资产期望损失近 １１４２１ 万元ꎬ 有宝塔山

滑坡、 棉土沟滑坡、 二庄科武警中队滑坡等 ２６ 处重要地质灾害点分布在该区ꎮ
(二) 中危险区

主要分布在中北部高危险区外围黄土梁峁地带ꎬ 南部汾川河流域官庄乡附近有小面

积分布ꎬ 涉及 １８ 个乡镇和 ３ 个街道办部分区域ꎬ 总面积约 １４１７ ３４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总

面积 ３９ ８５％ꎮ 有地质灾害点 １０２ 处ꎬ 其中危险滑坡 １５ 处ꎬ 次危险 ３８ 处ꎬ 崩塌 １６ 处ꎬ
其中危险崩塌 １１ 处ꎬ 灾害威胁 ２６７６ 人生命财产安全ꎬ 其资产期望损失近 ８５１ ８ 万元ꎬ
柳林镇柳林村崩塌隐患、 后庙沟不稳定斜坡等 １２ 处重要地质灾害点分布在该区ꎮ

(三) 低危险区

主要分布在汾川河的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 官庄 ５ 个乡镇和延河河沟

区ꎬ 面积约 １２５９ ９２ 平方千米ꎬ 占全区面积 ３５ ２％ꎬ 有发育灾害点 １２ 处ꎬ 其中不稳定斜

坡 ６ 处ꎬ 危险斜坡地段 ４ 处ꎬ 次危险斜坡地段 ２ 处ꎬ 威胁到 ７９ 人生命、 ７９ 孔窑洞安全ꎬ
其资产期望损失 ２００ 万元ꎮ

五、 灾害治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宝塔国土资源分局负责全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地质环

境监测站ꎬ 正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ꎬ 隶属于宝塔国土分局ꎬ 主要负责地质环境监测和治

理ꎮ 编制 «宝塔区地质灾害防治方案»ꎬ 防治以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原则ꎬ 应急搬迁避

让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原则ꎬ 环境保护与灾害防治相结合ꎬ 保护优先与防治相结合ꎬ 工

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为原则ꎬ 对查明列入省、 市、 区重点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 ３５
处灾害点ꎬ 采取设立乡镇监测联络员ꎻ 对威胁 ３０ 人以上的隐患点ꎬ 设立监测小组ꎬ 签

订责任书 １３４ 份ꎬ 发放救灾避险明白卡 ２３３９ 份ꎻ 发生地质灾害 ２９ 起ꎬ 其中成功预防 ５
起ꎬ 无一人伤亡ꎬ 确保地质灾害造成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聘请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进行 １ ∶ ５ 万地质灾害详查ꎬ 以遥感、 地面

调查测绘和野外信息采集手段ꎬ 查明区内地质灾害形成的地质环境条件和发育特征ꎬ 圈

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区ꎬ 完成评查工作ꎮ 编制 «宝塔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建议»ꎬ
完成灾害分布图易发分区图、 危险分区图、 地质灾害试点调查工作总结报告ꎬ 为全区防

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棉土沟—电影院滑坡治理工程项目动工ꎮ 区域内有住户 ６１０ 户、 １９２１ 人ꎬ

房屋 １４５１ 间ꎮ 采取整体搬迁ꎬ 房屋拆除ꎬ 坡底加固ꎬ 坡面梯式削坡工程措施ꎮ 植树造

林ꎬ 坡面打桩种草ꎬ 该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竣工ꎬ 总投资 １０５７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根据详细调查结果显示ꎬ 全区灾害隐患点 ３２ 年ꎬ 其中不稳定边坡 ４ 处ꎬ

滑坡 ２２ 处ꎬ 崩塌 ６ 处ꎬ 威胁到 ５３６ 户、 ２４５０ 人ꎬ １３２７ 间 (孔) 房屋ꎬ 学校 ２ 所ꎬ 企事

业单位 ５ 个ꎬ 采取主要措施有: 对灾害点实施拉网式排查ꎬ 跟踪监测 ３~６ 月、 ６~９ 月专

人负责ꎬ 建立值班制度ꎬ 落实 “防、 抢、 撤” 方案ꎬ 全年专项检查 ２０ 次ꎬ 设立警示牌

６１ 块ꎬ 下发整改通知书 ４２ 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培训各类人员 ２６ 次ꎬ 参加人员 ３０００ 人ꎬ
使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得到显著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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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国土执法监察

一、 执法监察机构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土地管理局成立ꎬ 内设土地监察科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成立延安

市宝塔区土地监察大队 (副科级)ꎬ 隶属于延安市宝塔区土地分局ꎬ 事业单位ꎬ 编制 １０
人ꎬ 自收自支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机构改革后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国土资源监察大队ꎬ
事业性质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副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设队长 １ 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

区分局上划延安市国土资源局管理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编制 １０ 人ꎬ
队长 １ 名ꎬ 副队长 １ 名ꎮ 隶属关系不变ꎮ 负责依法查处全区土地纠纷和违法占用土地、
违法开采矿产行为ꎮ

二、 违法案件查处

１９９０ 年ꎬ 在市区 ３ 个办事处、 城郊 ４ 个乡镇ꎬ 清查出各类违法违章建房 １２４５ 户、
４６１４ 孔 (间)ꎬ 总面积 １２５４２８ ０７ 平方米ꎬ 共处理纠纷 １９９４ 起ꎬ 退回耕地 ７２１ １９ 亩ꎬ
罚款 ５７１１１ 元ꎮ 全市共查处各类违法占地案件 ４５９ 起ꎬ 罚款 １９ 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在全区开展第二次土地大清查工作ꎬ 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２９９ 起ꎬ 结案

２９０ 起ꎬ 结案率 ９６ ９％ꎬ 收回非法占地 ２０ ５ 亩ꎬ 罚款 ２０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违法占用土地立案 １５ 起ꎬ 结案 １４ 起ꎬ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１０ 人ꎬ

行政应诉 ３ 起ꎬ 办结 ３ 起ꎬ 制止 ３ 起ꎬ 立案处理 ２ 起ꎮ 与 ２００７ 年相比ꎬ 土地违法案件总

量下降 ５４％ꎬ 面积下降 ８１％ꎮ 对全区矿山企业进行清查ꎬ 发现无证采石厂 ２ 处ꎬ 取缔 ２
处ꎮ 全区查处信访案件 １１ 起ꎬ 结案 ８ 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百日行动中的 １４ 起案件ꎬ 全部移交法院处理ꎮ 全区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４
起、 ２５ ６３ 亩ꎬ 其中耕地 ２５ ４９ 亩ꎬ 收缴罚款 １４ ９７ 万元ꎬ 处理土地纠纷信访案件 ６ 起ꎬ
结案 ６ 起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１１ 起共 １０６ 亩ꎬ 其中制止 ８ 起、 立案 ３ 起ꎬ 罚款

１７ ８７ 万元ꎮ 开展核查分片执法工作ꎬ 涉及 ２０ 个乡镇 ３９８７ 亩ꎮ 经核查ꎬ 实际新增建设

用地 ２０２ 宗、 １９４８ ２ 亩ꎬ 其中合法用地 １８６ 宗ꎬ 违法用地 １６ 宗ꎬ 未变化 １９３ 宗ꎮ 违法用

地立案 １６ 宗ꎬ 其中 １３ 宗为国家、 省级重点项目铁路、 公路用地ꎮ 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

建设用地面积的 １１ ４７％ꎬ 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１４ ９１％ꎬ 扣除中

央、 省项目ꎬ 上述比例分别为 ２ ７４％和 ２ 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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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非公有制经济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７８ 年ꎬ 延安市社队企业管理局成立ꎬ １９８４ 年更名为延安市乡镇企业管理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乡镇企业管理局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政府机构改革时ꎬ 改称宝塔区非公有制经济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非公有制经济局ꎬ 科级建制事业性质ꎬ 隶属于宝塔区经济发展局ꎬ

内设办公室、 企业管理科、 项目统计科、 财务室、 信访接待室 ５ 个科 (室)ꎬ 编制 １４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党委书记 １ 人、 副书记 ２ 人ꎮ 下设机构 １ 个ꎬ 为宝塔区

供销公司ꎮ 主要负责实施全区非公有制经济行业管理ꎬ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规划、 协调、
监督和服务工作ꎮ

第二节　 企业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ꎬ 中央指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向ꎬ 规定方针和政策ꎬ 激发

群众兴办企业的积极性ꎬ 企业发展类型数量增多ꎬ 经济收入、 经济效益呈上升趋势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乡镇企业总产值 ５８４４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９ ８１％ꎬ 乡镇企业总收入 ６５７６ 万元ꎬ
比上年增长 ３１ ４７％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有企业 ４６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６４９１ 人ꎬ 完成总产值 ８７９２ 万元 (按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ꎬ 按类型分: 农村企业产值 ８５２ 万元ꎬ 工业企业产值 １６９４ 万元ꎬ 建筑

业产值 ３２５６ 万元ꎬ 交通运输业产值 ２２７９ 万元ꎬ 商业贸易企业产值 ４８ 万元ꎬ 饮食业产值

６６３ 万元ꎮ 全年实现总收入 ９５３６ 万元ꎬ 缴纳税金 ６４ ４４ 万元ꎬ 利润 ７６ ６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 «关于加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 «关于大力发展

乡镇企业的若干政策规定»ꎬ 成立乡镇企业协调领导小组ꎬ 推动乡镇企业发展ꎮ 全年乡

镇企业发展到 ５６９３ 个ꎬ 其中新增 ３０９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９４５１ 人ꎬ 总产值 ２３０８５ 万元ꎬ 增加

值 ４６１６ 万元ꎬ 经营总收入 ２４１６９ 万元ꎬ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１６０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６８８ 万元ꎬ
占财政收入 １６％ꎮ 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 ５８３７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５７％ꎬ 一、 二、 三产业

比重 ５ ∶ ５５ ∶ ４０ꎬ 桥沟镇营业收入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ꎬ 达 ５２５４ 万元ꎮ 达到 ５００ 万元的企业 ２
个ꎬ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行政村 ２４ 个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乡镇企业完成建设项目 ５９１ 个ꎬ 其中新建 ３９４ 个ꎬ 食品类加工厂 １２０ 个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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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加工厂 １０４ 个ꎬ 粮油加工、 农机修理、 建筑材料等 １７０ 个ꎮ 年底ꎬ 各种企业达 ５８７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３９５１ 人ꎬ 较上年增加 １７７ 个、 ４５００ 人ꎮ 完成总产值 ３４６４３ 万元ꎬ 营业收

入 ３５８７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５０％、 ４８％ꎬ 实现利税 １８９０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９１８ 万元ꎬ 占财

政收入 １８％ꎬ 固定资产值 ８３５７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４３％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完成总产值 ４９０５３ 万元ꎬ 增加值 １２９２０ 万元ꎬ 乡镇企业总收入 ５０３２０ 万元ꎬ

交纳税金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２９０９ 万元ꎮ 桥沟乡镇企业总收入 １００６８ 万元ꎬ 成为全市

第一个过亿的乡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为乡镇企业推荐项目 ２０ 个ꎬ 实际完成 ７ 个ꎮ 全年完成产值 ６１０８６ 万元ꎬ

企业增加值 １４７８０ 万元ꎬ 总收入 ６４３２３ 万元ꎬ 实现税金 ２０２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ꎬ 乡镇企业、 集体企业逐步改制或改组ꎬ 演变成民营

控股、 私营企业ꎮ 宝塔区制定 «关于保护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鼓

励和引导个体私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奖励办法» 优惠

政策ꎬ 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ꎬ 全年实现增加值 １２４０００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４９００ 万

元ꎮ 占地方财政收入的 ２３ ６％ꎮ 个体私营企业达 １６５２３ 户ꎬ 从业人员达 ３３８００ 人ꎮ 坚持

“产业抓特色、 环境抓优化、 大户抓发展、 小户抓提高”ꎬ 个体私营经济放手发展ꎬ 扩大

私营企业招商引资ꎬ 新上项目给予政策支持ꎬ 提供法制保障ꎬ 环境改善ꎬ 表彰奖励ꎬ 加

大对私营王家坪实业集团、 圣安公司、 嘉盛公司等优势骨干企业的扶持力度ꎬ 促其进一

步壮大ꎬ 成为主体财源ꎮ 向省、 市上报项目 ６０ 个ꎬ 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５ 个ꎬ 签约资金

２１０００ 万元ꎬ 引进资金 １９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乡镇企业经营户 ７０９０ 户ꎬ 从业人员 ２４６６７ 人ꎬ 完成总产值 ７ ３０ 亿元ꎬ 增

加值 ２０５３３ 万元ꎬ 经营收入 ７ ８０ 亿元ꎬ 上缴税金 ２７００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３５％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乡镇企业经营户 ７３２８ 户ꎬ 较 ２００４ 年增加 ２３８ 户ꎬ 从业人员 ２７３００ 人ꎬ

完成总产值 １０ ３１ 亿元ꎬ 增加值 ３０４２０ 万元ꎬ 总收入 １０ ９１ 亿元ꎬ 上缴税金 ３７００ 万元ꎬ
较 ２００４ 年增加 １０００ 万元ꎬ 增长 １３ ７％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非公有经济控股企业总量快速增长ꎬ 完成现价总值 ５９２９０６ 万元ꎬ
增加值 ２２９９８０ 万元ꎬ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３３８５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２４５８３ 万元ꎬ 总资产 ３４９２１９
万元ꎬ 固定资产原值 ２０８６２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非公有经济控股企业完成现价总产值 ６２９８４７ 万元ꎬ 增加值 ２３５２８ 万元ꎬ
实现利润 １３５８６９ 万元ꎬ 上缴税金 ２６９８８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非公有经济组织及企业、 个体户共有 ２８５８４ 户ꎬ 其中非公有制企业

２８３６ 户ꎬ 个体工商户 ２３０１８ 户ꎬ 较上年增加 ６９１ 户ꎬ 年底从业人员 ９８３００ 人ꎮ 完成增加

值 ４８ ３０ 亿元ꎬ 占全区生产总值的 ３３％ꎬ 营业收入 ２１３ ４０ 亿元ꎬ 实现利润总额 ２４ ６０ 亿

元ꎬ 上缴税金 ４０５００ 万元ꎮ

８４５



第九章　 安全监督

第一节　 安监机构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成立宝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ꎬ 与宝塔区安全生产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 宝塔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一套机构、 三块牌子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编

制 ９ 人ꎬ 行政编制 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局内设 ４ 个科室 (办公室、 职安科、 矿山科、 宣教

科)ꎬ 有工作人员 １３ 人ꎮ

第二节　 安全检查

安全生产管理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ꎬ 积极消除隐患ꎬ 减轻危害ꎬ 始终贯彻在企

业新建、 改建和扩建工程时ꎬ 将保障安全生产和消除有害物质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 ( “三同时” 原则)ꎬ 使安全生产有设施保障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１９~２８ 日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在全区开展为期 １０ 天夏季安全生产

大检查ꎮ 对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及辖区厂矿、 企业 ９８６ 个单位进行检查ꎮ 共

查处各类隐患 ５０９ 处ꎬ 现场整改 ８５ 处ꎬ 限期整改 ４２４ 处ꎬ 发放通知书 ４２４ 份ꎮ 同年 １２
月全部整改到位ꎬ 整改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５~３０ 日ꎬ 全区开展为期 ６ 天的安全生产大检查ꎮ 共检查辖区学校、 医

院、 商场、 饭店等 ５４０ 个单位和场所ꎮ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１４４ 处ꎬ 现场整改 １２１ 处ꎬ 限期

整改 ２３ 处ꎬ 发放整改通知书 １２ 份ꎮ 同年 ９ 月 １０ ~ ２４ 日ꎬ 全区开展为期 １４ 天的秋季暨

“双节” 安全大检查ꎮ 共检查商场、 饭店等公众聚集场所 １８９ 个ꎬ 厂矿企业 ２１ 个ꎬ 学校

７９ 所ꎬ 滑坡地段 ２４ 处ꎬ 客运车辆 １２０ 辆ꎬ 农用三轮车 ２４５ 辆ꎮ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４５ 处 ２０
条ꎬ 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２５ 份ꎬ 并落实相关单位和责任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行业自查自纠的同时采取专项检查与大检查相结合ꎬ 全年共进行安全生

产大检查 ４ 次ꎬ 查出安全隐患 ６５２ 处ꎬ 现场整改 ５３７ 处ꎬ 限期整改 １１５ 处ꎬ 下发整改通

知书 １０５ 份ꎮ 进入区安全隐患库 １０ 个ꎬ 对辖区 １７ 个煤矿进行 １６ 次检查ꎬ 经省、 市检查

组验收ꎬ 有 １４ 个乡镇个体煤矿达到小煤矿基本条件ꎮ 已关闭的 ７１ 处矿井无一处非法

开采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开展大检查 ４ 次ꎮ 对车站、 商场、 工矿企业、 饭店、 旅游景点等 １２６

个单位、 场所进行排查ꎮ 共查处火灾隐患 １６７ 处ꎬ 当场整改 ９８ 处ꎬ 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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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份ꎮ 对警苑宾馆、 丽融大厦等 １０ 个单位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ꎬ 全面实施

２４ 小时监控ꎮ 对烟花爆竹生产和销售实行专营和定点销售制度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３７ 家ꎬ 查出隐患 ６９ 条ꎬ 下达整改指令书 ３ 份ꎮ 全区

共排查未整改的各类安全隐患 ７４５ 条ꎬ 进行 ４ 次专项整改ꎬ 整改消除 ７３９ 条安全隐患ꎬ ６
处需长期动态监控ꎬ 整改率为 ９１ ３％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开展春季、 五一、 夏季和国庆节 ４ 次综合大检查ꎮ 采取市、 区联动联

合执法的办法ꎬ 由区级领导带队ꎬ 邀请市级有关行业主管和执法人员参加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活动ꎮ 共检查建筑施工单位、 厂矿企业、 公众聚集场所、 烟花爆竹等生产经营单位

２０９ 个ꎬ 查出隐患 ４４１ 条ꎮ 检查出的安全隐患ꎬ 由各执法主体下达执法文书ꎬ 对查出中

央、 省、 市驻辖区单位存在的限期整改隐患发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ꎬ 区级单位发放安

全隐患整改责任书ꎬ 明确整改目标ꎬ 夯实整改责任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五一” 旅游黄金周ꎬ 区安委会印发 «关于搞好 “五一” 期间安全生产大

检查、 督查工作的通知»ꎬ 全区对道路交通、 危险化学品、 非煤矿山等 ９ 个行业、 ７６ 家

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督查ꎮ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１１３ 条ꎬ 现场整改 ９５ 条ꎬ 发放限期整改

通知书 １８ 份ꎮ 截至 １２ 月底ꎬ 整改率达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对全区隐患排查、 四季安全大检查进行全面安排部署ꎬ 重点对煤矿的整

合、 生产ꎬ 非煤矿山的生产条件ꎬ 道路交通安全监管ꎬ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器材完好及消

防责任制落实ꎬ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运输、 储存、 使用ꎻ 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 民爆物

品专营及非法生产、 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认证ꎬ 地质灾害的防范ꎬ 森林火灾的预防进行

督查、 检查ꎬ 发现问题能现场整改的全部现场整改ꎬ 需限期整改的待整改完成后ꎬ 申请

验收合格后ꎬ 才销号、 恢复生产ꎮ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分级管理和重大危险源分级监控制

度ꎬ 实行隐患登记、 整改、 销号全程管理ꎮ 排查共发现隐患 ２９７ 条ꎬ 现场整改、 限期整

改ꎬ 全部整改到位ꎮ 开展安全生产 “百日” 督查专项整治活动ꎬ 消除重大安全隐患ꎬ 确

保安全生产ꎮ 宝塔区安委会印发 «关于在非煤矿山、 石油天然气运输管道等重点行业领

域开展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活动的通知»ꎮ 结合市上火炬传递实施方案和宝塔区承担

的工作任务ꎬ 制定详细具体的实施方案ꎮ 成立奥运火炬传递指挥部ꎬ 下设氛围营造、 安

全保障、 环境整治 ３ 个工作组ꎮ 区安委会印发 «关于开展奥运会前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

急通知»ꎬ 对各行各业ꎬ 包括机关、 事业单位、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ꎬ
由行业职能部门牵头ꎬ 组成 １２ 个督查组ꎬ 通过现场检查、 查阅资料等方式ꎬ 对各单位

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督查ꎬ 确保

奥运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是 “安全生产年”ꎬ 宝塔区安监局以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执法行动、 治理

行动、 宣传行动) 和三项建设 (安全监督体系建设、 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安全监督队伍

建设) 为主线贯穿全年工作ꎬ 成立 “安全生产年” 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工作方案ꎬ 明确

工作任务、 时序进度和工作要求ꎮ 同时ꎬ 采取五项措施积极推动安全生产年活动深入开

展ꎬ 以科室为单位分片包干辖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程ꎻ 明确分管局领导为分片乡镇和

部门 “三项行动” 工作责任人ꎻ 完善隐患整改挂牌督办等五项基本制度ꎬ 层层落实治理

行动方案ꎻ 邀请专家集中时间全力排查事故隐患ꎻ 局领导挂钩的督查组到有关部门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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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督查 “三项行动” 贯彻落实情况ꎬ 促进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推向纵深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是深化 “安全生产年” 活动年度ꎬ 宝塔区安监局以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精神为核心ꎬ 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重

点ꎬ 开展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 和 “三项建设”ꎮ 成立 “安全生产年” 工作领导小组ꎬ
制定工作方案ꎬ 明确工作任务、 时序进度和工作要求ꎬ 抓好安全生产落实ꎮ 年初ꎬ 区政

府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 ２５ 个安委会成员单位签订 ２０１０ 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ꎻ
各乡镇、 办事处与辖区企事业单位签订 «２０１０ 年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８４７ 份ꎬ «农机

安全协议» ６４１５ 份ꎻ 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人、 到岗ꎬ 形成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的安全管理工作格局ꎮ

第三节　 专项治理

一、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对宝塔区 １８６ 辆客运车辆均在醒目位置上张贴 “人命关天ꎬ 责任重于泰

山” 的安全标语ꎮ 印发宣传材料 １３００ 余份ꎬ 举办车辆驾驶员安全常识培训班 ４ 期ꎬ 受

教育达 ８００ 多人ꎮ 全年共出动检查人员 １４２６ 人次ꎬ 出动稽查车 １５２ 车次ꎬ 检查机动车

５３２０ 车次ꎬ 纠正违章 ３００ 余起ꎮ 农机部门抽调监理人员 ２０ 名ꎬ 每人包一乡镇ꎬ 配合乡

镇开展治理整顿工作ꎬ 与农机驾驶员签订责任书 ６６３５ 份ꎮ 全年上路检查 ５１０ 车次ꎬ 参与

检查人员 ２９５０ 多人次ꎬ 检查车辆 ６９００ 车次ꎬ 纠正各类违章 ２３００ 起ꎬ 查处 “黑车非驾”
７０ 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 １１ 次ꎬ 加大公路巡查力度ꎬ 共出动警力 ２７６０ 人

次ꎬ 纠正违章 ３１２６５ 人次ꎬ 吊扣驾驶证 ５２５７ 本ꎬ 行政拘留 ６８ 人ꎬ 卸客转运 ８６ 人次ꎬ 卸

货转运 ２１ 辆ꎬ 责令停运 ５６３ 台次ꎬ 农机部门共审验农机车辆驾驶员 ４２００ 人次ꎬ 检验机

动车辆 ３７５０ 台ꎮ 全年检查农用机械 ４１００ 车次ꎬ 纠正违章 ９００ 余次ꎬ 其中超重违载 ７００
车次ꎬ “黑车非驾” ２６０ 车次ꎬ 违章载客 ７５ 车次ꎬ 吊扣驾驶证 ２３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针对城市车辆增多、 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的形势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依据延安

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二十四条意见»ꎬ 印发 «宝塔区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工作实施意见»ꎬ 逐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防范体系ꎬ 落实各项责任ꎬ 强化各

项措施ꎬ 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ꎮ 宝塔区农机安全监管部门按照 “乡村监管、 行业管

理、 公安协同、 交警巡查” 的监管体制ꎬ 进一步夯实乡镇监管和当地公安派出所协管的

责任ꎮ 全年组织本系统执法人员ꎬ 对 ２０ 个乡镇进行巡查ꎬ 共检查农机 １９６０ 台次ꎬ 纠正

各类违章 ２４５ 台次ꎬ 有效地遏制农机事故的发生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针对运输企业开展 “五个一活动”ꎮ 一是对全区道路运输企业对驾乘人员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ꎬ 举办驾驶员学习班 １４ 次ꎬ 参加学习驾驶员 １０００ 人次ꎻ 二是在系统

内开展以客运安全生产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竞赛活动ꎻ 三是对营运客车进行一次安全检

查ꎬ 发现隐患 ６８ 起ꎬ 整改 ６８ 起ꎻ 四是对道路交通隐患进行排查整治ꎻ 五是对危险化学

品货运企业和客运、 旅游运输企业以及驾校等 １６ 个单位进行突击检查ꎬ 纠正违章车辆

３２ 台次ꎬ 打击非法营运 “黑车” ６ 台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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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成立以常务副区长担任组长的道路交通专项治理整顿工作

领导小组ꎬ 从 ５ 月 １ 日至 ６ 月 １ 日在全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ꎮ 张贴、 悬挂标语、
横幅 １１９７ 条ꎬ 乡村道路每 １０ 千米有 ２~３ 条 (幅) 宣传标语ꎬ 制作农村道路管理内容的

展牌 ３０ 多块ꎬ 在各乡镇巡回宣传ꎮ 印发 «致驾驶员朋友的一封信» 和 «致农用车辆驾

驶员的一封信» ３ 万余份ꎮ 对农用车辆超载运营、 非法载人和 “黑车非驾” 等违规行为

进行查处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共出动警力 ８０００ 余人次ꎬ 检查客运车辆 ２ ６ 万辆ꎬ 查处酒后驾车 １１４ 起ꎬ

查处无牌无证 ４０３ 起ꎬ 查处套牌车 ２９ 辆ꎬ 卸客转运 ５００ 人次ꎬ 处罚驾驶人员及运输单位

主管人共 ８８３１ 人ꎬ 拘留驾驶员 ７０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市交警支队一、 二大队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ꎬ 全年查处套牌车辆 ８０ 余

辆ꎬ 收缴机动车号牌 ７５ 副、 收缴报警器 ６ 套ꎬ 查处无证驾驶行为 ３０ 人ꎬ 酒后驾驶 ８ 人ꎮ
全年查处各种交通违法行为 １２４５００ 人次ꎬ 行政拘留 １９８ 人ꎬ 罚款 ９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重

点整治酒后驾驶ꎬ 全年道路交通事故 ４２ 起ꎬ 死亡 ４８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重点开展无牌无证专项活动ꎬ 全年出警 ２ ８ 万人次ꎬ 扣分 ２１７２ 分ꎬ 罚款

４ ２ 万元ꎬ 收缴假牌套牌 ４２ 副ꎮ
二、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对宝塔区 ４０ 家危化企业进行检查ꎮ 查处 １ 处非法收购原油的加油站ꎬ ３ 处

土法炼油销售 “黑窝点”ꎬ 监控 ２ 处土炼油场点ꎬ 摧毁 １０ 处非法土炼油炉ꎬ 铲除相关设

备ꎬ 并限期恢复植被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全区 ９９ 家涉爆单位进行检查ꎮ 对民爆品存放不符合要求、 硬件设施较

差的 １１ 个单位下达停业整顿、 限期整改通知书 １１ 份ꎬ 提出口头整改意见 ２０ 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全区烟花爆竹销售点进行检查ꎮ 纠正并处罚 ６ 家不按正规渠道进货的销

售点ꎬ 销毁 １ 处私制烟花爆竹的 “黑窝点”ꎬ 收缴 ４６ 千克私藏炸药、 ９６ 枚雷管、 ３２０ 米

导火索等火工产品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全区液化气站、 加油站、 氧气厂、 化工厂等 ２４ 家高危场所开展专项治

理整顿ꎮ 共检查 ５１ 次ꎮ 危化品生产、 使用、 仓储、 运输、 经营的规范率达 ９５％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４ 日至 ４ 月 ２ 日ꎬ 对全区的油库、 加油站、 加气站、 天然气储备站、 液

化气储备站、 制气公司进行联合执法检查ꎮ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５６ 条ꎬ 当场得到整改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及民用爆破器材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ꎬ 区政府成立以分管区长李志锋为组长的专项联合执法检查领导小

组ꎬ 对全区油库、 加油站、 加气站、 天然气储备站、 制气公司、 液化气储备站、 市轻化

公司、 宝塔区庆元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值腾化工厂进行专项检查ꎬ 规范涉及危险化学品

和民用爆破器材企业 (单位) 的安全管理ꎬ 落实 ３８ 家企业的主体责任ꎬ 治理和整改事

故隐患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重点开展危化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活动ꎮ ６ 月召开危化品企业工作会议ꎬ

３５ 家危化品生产企业交流工作情况ꎬ ８ 月召开全区化工生产企业负责人会议ꎬ 进一步落

实工作责任ꎬ 部署重大危险源监控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安监局印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ꎬ 从 ３ 月 ２０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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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 ２０ 日ꎬ 对全区 ９４ 家危化企业进行为期 １ 个月的专项治理ꎬ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ꎬ
落实整改时限、 整改责任ꎬ 使发现的隐患全部整改到位ꎮ

三、 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对全区 １７４ 个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安全专项治理整顿ꎮ １７４ 个非煤矿山企业

有砖厂 ２８ 个ꎬ 采沙场、 石场 １４６ 处ꎮ 无证非法开采的有 ７８ 处ꎬ 占非煤矿山企业的 ４５％ꎮ
区安监局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及技术人员现场考察ꎬ 对符合办矿条件的企业ꎬ 需申请办理

采矿许可证、 营业执照、 爆炸物品准购证、 放炮证方可进行生产作业ꎮ 全年共取缔非法

石场 ３６ 处ꎬ 砖厂 ２ 个ꎬ 没收雷管 １００ 个ꎬ 导火索 １０００ 余米ꎬ 炸药 １００ 千克ꎬ 采矿工具

１８０ 余件ꎬ 罚款 ３０００ 余元ꎮ 矿山企业持证率达 ８５％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全区非煤矿山 １６２ 个企业 (其中砖厂 ５０ 家、 砂石场 １１１ 家、 油矿 １ 家)

进行整治ꎮ 共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 ８２ 家ꎬ 安全隐患 ８３ 处ꎬ 现场整改 ３ 处ꎬ 限期整

改 ７９ 处ꎬ 注销 １ 处ꎮ 关闭无证采石场 ７８ 家ꎮ 全年累计注销到期采矿许可证 ５３ 个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全区 １６６ 家非煤矿山企业进行整治ꎬ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９４ 处ꎬ 现场整改 １８ 处ꎬ 限

期整改 ７６ 处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全区 １０８ 家采石场进行专项治理整顿ꎬ 共查出隐患 ７２ 处ꎬ 整

改 ７２ 处ꎬ 整改率达 １００％ꎬ 关闭无证采石场 １４ 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ꎮ 共检查出安全隐患 ６０ 处ꎬ 下发整

改指令书 ４０ 份ꎬ 取缔非法采石场 １０ 处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对辖区 ６４ 家砖厂、 ２１０ 处采石厂的安

全设施、 设备及相关证件、 资料进行检查ꎮ 共查出隐患 ２０ 条ꎬ 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 １５
份ꎮ 共取缔非法采石场 １６９ 处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安委会制定印发 «关于春季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复产验收的紧急通知»ꎬ
组织安监、 国土、 公安等部门开展五次专项整治ꎬ 共发现非法采石场 １７５ 家ꎬ 全部予以

取缔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安监局把非煤矿山专项治理作为全年工作监管重点ꎬ 先后组织召开

６ 次专项整治会议ꎬ 及时协调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ꎮ ８ 月召开专项整治推进会ꎬ １１ 个

专项整治牵头部门交流工作经验ꎬ 总结专项整治工作取得的成绩ꎮ 全年共排查出隐患

６８１ 条ꎬ 全部整改到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非煤矿山整治的重点是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秩序ꎬ 印发 «非煤矿山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的通知»ꎮ 区安监局分 ３ 个组对 ３００ 家打井企业进行专项检查ꎬ 关停 ５ 家ꎬ 现

场处罚 ３ 家ꎬ 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２０ 份ꎮ
四、 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对全区 １７ 个矿井 (国营矿井 １ 个、 乡镇个体矿井 １６ 个) 开展 ５ 次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ꎮ 经延安市专家验收ꎬ 有 １４ 个矿井符合安全生产要求ꎬ ３ 个停产整顿ꎬ 宝塔

区属煤矿未发生一起人身伤亡事故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全区 １７ 个煤矿进行 ３９ 次安全生产检查ꎬ 共查出隐患 ４２ 条ꎬ 现场整改

２２ 条ꎬ 限期整改 ２０ 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安监局、 煤检站、 国土资源宝塔分局等部门对全区 １７ 个煤矿进行 ３

次排查ꎮ 对安全生产隐患较大而擅自进行井下作业的蟠龙镇四咀煤矿、 冯庄乡安家沟煤

矿、 后安沟三矿企业ꎬ 分别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ꎬ 并进行经济处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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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 对区属煤矿开展以 “一通三防”ꎬ 即防瓦斯、 防煤尘、 防水和通风为主的

煤矿安全整治ꎮ 重点检查瓦斯监测是否到位ꎬ 火工产品购买、 储存、 使用是否按章操

作ꎮ 经安全评价、 现场初评、 分批上报ꎬ 全区通过安全评价矿井 １７ 个ꎬ 达到 Ｂ 级标准ꎬ
并开展安全生产许可证申办工作ꎮ 依法炸毁蟠龙镇非法开采的 １２ 个小黑矿井ꎮ

五、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对全区易燃易爆场所、 烟花爆竹市场、 公众聚集场所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进行检查ꎮ 全年共检查场所 ２９２ 个ꎬ 查出火灾隐患 ４３０ 处ꎬ 发放 «重大火灾隐患限期整

改通知书» １７ 份ꎬ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 １６２ 份ꎬ 依法给予停产停业处罚 ４１ 家ꎬ 罚款

１３９００ 元ꎮ 同年ꎬ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森林防火条例»ꎬ 宝塔区政府制定

«宝塔区护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规划报告»ꎬ 健全和完善指挥系统火险监测、 灭火

设施、 通信网络、 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等防范措施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根据市局 «关于公众聚集场所消防专项整治的通知»ꎬ 区安监局对网吧、

车站、 歌舞厅、 影剧院、 商场、 学校、 旅游景点等 １４２ 个单位、 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ꎮ 共查出隐患 １９３ 处ꎬ 整改 １９３ 处ꎬ 同时对丽融大厦、 亚圣大酒店、 百货大楼等 １７ 处

应急预案编制不符合要求的单位派专人进行指导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车站、 商场、 工矿企业、 烟花爆竹市场、 影剧院、 歌舞厅、 网吧、 饭

店、 旅游景点等 １２６ 个单位、 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ꎮ 共查出火灾隐患 １６７ 处ꎬ 当场整

改 ９８ 处ꎬ 下发 «限期整改通知书» ６９ 份ꎮ 对市督查组发现的警苑宾馆、 丽融大厦等 １０
处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ꎬ 全面实施 ２４ 小时监控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对公众聚集场所、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灭火器械、 消防设施运转情况进

行治理整顿ꎮ 共排查隐患 １５３ 条ꎬ 下达整改指令书 １１ 份ꎮ 组织丽融大厦、 亚圣大酒店、
国贸大厦、 百货大楼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在奥特购物广场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现

场扑救、 撤离实战演习两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安监局对辖区烟花爆竹市场、 公众聚集场所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进

行检查ꎬ 全年共检查场所 ３２８ 处ꎬ 查处隐患 ６８０ 处ꎬ 现场整改 １８８ 处ꎬ 限期整改 ４９２ 所ꎬ
依法停产停业 ７２ 家ꎬ 罚款 ２１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依据 «延安市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工作方案»ꎬ 宝塔区安委员印发

«关于转发延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关于印发延安市集中开展火灾隐患普查整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 的通知»ꎬ 区政府成立联合执法组ꎬ 对辖区 ４０ 家网吧进行消防安全专项治理

整顿ꎮ 共检查 ６ 次ꎬ 下发行业管理部门的隐患整改通知书 ９ 份ꎮ 全区网吧步入规范化管

理ꎮ 同年 ８ 月ꎬ 区安委会印发 «关于开展公众聚集场所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ꎬ 对

辖区 ４０ 家网吧、 ７５ 家娱乐场所安全工作开展督查ꎮ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９０ 条ꎬ 下发隐患通

知书 ５ 份ꎬ 收回保证书 １ 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加强对公众聚集场所、 物资库房、 易燃易爆场所等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消

防安全检查力度ꎬ 共检查各类场所 １２００ 余家次ꎬ 发现隐患 ２００ 余处ꎬ 停业整改 ５ 家ꎬ 现

场处罚 １２ 家ꎬ 罚款 １４７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共检查单位 ２１７ 家ꎬ 发现隐患 １８０ 处ꎬ 现场整改

１１７ 处ꎬ 下发文书 ６３ 份ꎬ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５３ 份ꎬ 行政处罚 ３ 家ꎬ 停业 １ 家ꎬ 罚款

３ １ 万元ꎬ 培训宣传 ９９７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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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ꎬ 定期开展专项检查 ３ 次ꎬ 对辖区内企业、 酒店、 宾馆、 网吧、 歌厅等单位

进行检查ꎬ 共查出安全隐患 ２１０ 家ꎬ 全部整改到位ꎬ 杜绝公共聚集场所安全事故发生ꎮ
六、 锅炉压力容器专项检查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安监局共普查锅炉 ３０８ 台ꎬ 特种设备、 塔式起重机 １２９ 台ꎬ 电梯 ４３
台ꎬ 提升机 ５２ 台ꎬ 压路机 １６ 台ꎬ 推土机 ６ 台ꎬ 游乐设备 ２９ 台次ꎮ 检查重点为生产单位

取得资质、 销售单位注册、 使用单位登记、 检验情况ꎬ 操作人员持证情况ꎮ 共发放安全

监察意见通知书 ６ 份ꎬ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意见书、 通知书 ５３ 份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年共普查承压炉 １７９ 台、 常压炉 １８９ 台、 压力容器 ３５２ 台、 电梯 ４５ 部、

起重机 ２４３ 台、 游乐设备 ３２ 台ꎮ
２００４ 年以后ꎬ 按照机构改革要求ꎬ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由质量技术监督宝塔分局

负责ꎮ
七、 地质自然灾害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地质灾害点、 危险点 ２４ 处ꎮ 其中ꎬ 滑坡地段 １３ 处、 崩塌 １０ 处、
地面塌陷 １ 处、 建筑物 ６０２ 间 (孔)ꎬ 受威胁人口 １２００ 人ꎮ 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和开挖山体滑坡脚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 ４ 次检查ꎬ 查出地质灾害隐患 ３８ 处ꎬ 搬迁受威胁

户 ３１ 户 １２１ 人ꎮ ４ 月ꎬ 对全区的水利工程大型水库及农田基本建设施工现场进行检查ꎮ
已建成的 ３８９７ 座淤地坝有 ２１ 座坝体排洪渠堵塞、 坝体裂缝、 渗漏隐患ꎬ 对查出的隐患

给所在地乡镇、 村委会发放 «整改意见书»ꎬ 当年整改 １８ 座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印发 «延安市宝塔区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ꎬ 与责任

单位签订明白卡 ３２ 份ꎬ 抢险责任书 ３２ 份ꎬ 确定滑坡、 崩塌点监测员 ５６ 人ꎮ 搬迁受威胁

户 ４７２ 户 １９５７ 人ꎮ 下发整治通知、 函 ５ 份ꎬ 整改通知书 ４８ 份ꎮ
２００４ 年以后ꎬ 按照机构改革要求ꎬ 地质灾害由国土资源宝塔分局地质监测站负责

监管ꎮ
八、 民用爆炸物品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开展集中治理整顿民用爆炸物品专项活动 ４ 次ꎮ 检查沙石场 ２１７ 处、
煤矿 １７ 家ꎮ 对涉爆单位主管部门的办理证件ꎬ 危爆物品购买、 使用、 运输及从事爆破

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进行重点检查ꎮ 与涉爆单位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书 １１９ 份ꎬ 发放整改

通知书 ４８ 份ꎬ 停业整顿通知书 １２ 份ꎬ 对 ２ 名私藏民爆物品人员予以行政拘留处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对 １７ 个煤矿、 ６９ 个采石场涉爆单位进行检查ꎮ 对民爆物品存放零乱、 硬

件设施较差的 １１ 个单位下发停业整顿、 限期整改通知书 １１ 份ꎬ 提出口头整改意见

２０ 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按照机构改革要求ꎬ 民爆物品移交公安系统监管ꎮ
九、 中小学校舍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筹措危房改造资金 ６１７ ３ 万元ꎬ 对凤凰小学等 ２５ 所小学

校舍的渗漏校舍、 金盆湾中学等 １５ 所中学的危房进行维修和改造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抽调 ２６８ 人ꎬ 对 ４５６ 所中小学开展 ６ 次大检查ꎬ 未发现危漏校舍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按照机构改革要求ꎬ 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作由区教育局负责ꎮ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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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建筑业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２００３ 年ꎬ 对建筑企业和施工现场ꎬ 开展 １０ 次安全达标和安全创优活动ꎮ 全年未发

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全区 ５９ 个建筑企业进行安全认证ꎮ 督促 ２１ 个企业申请换发安全生产

证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市联昌建筑有限公司在育英三号公寓施工现场ꎬ 雇佣架子工张某某在

五层楼外紧外架抬杆扣件螺丝时ꎬ 不慎跌落地面ꎬ 造成死亡事故ꎮ 依据区政府印发的

«宝塔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究规定»ꎬ 经调查死者虽然应负主要责任ꎬ 但市联昌建

筑有限公司责任人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差ꎬ 对事故亦应承担监管责任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为保证建筑行业安全稳定ꎬ 区安监局和区城建局联合检查ꎮ 在开工前、 停

工前、 施工中进行 ３ 次专项治理整顿ꎬ 共排查 ３９ 家ꎬ 施工工地 ９２ 处ꎬ 发现隐患 １４２ 处ꎬ
全部整改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０~２０ 日ꎬ 全区开展为期 １０ 天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检查ꎬ 检查建筑施

工工地 ２２ 个ꎬ 一半施工现场存在材料置放不规范、 用电乱接乱拉严重、 现场作业人员

不戴安全帽、 消防器材配备不足等问题ꎬ 检查组责成各施工企业责任人立即整改ꎮ 同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１１ 月 ８ 日ꎬ 对全区建筑工地的特种设备进行检查ꎮ 共排查施工单位 ３２ 家ꎬ
施工工地 ８０ 处ꎬ 责令停止安装使用起重机械 ６ 台ꎬ 现场处罚 ２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认真汲取 “３２３” 塔吊事故教训ꎬ 深入开展 ３ 次建筑工程安全大

检查ꎬ 共检查建筑面积 ６５ 万平方米ꎬ 查出隐患 ３４ 条ꎬ 发放整改通知书 ７ 份ꎬ 停工整改

通知书 １ 份ꎮ 对查出的隐患一时难以整改的ꎬ 区政府用送阅件的形式ꎬ 送达有关部门ꎬ
督促其完成整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安监、 城建、 质检、 墙改办对辖区内在建工程进行 ３ 次全面检查ꎬ
共检查涉及工程 ２９２ 项ꎬ 发现安全隐患 ４７ 处ꎬ 全部进行现场整改ꎬ 下发特种设备停止使

用通知书 ４ 份ꎮ

第四节　 安全目标责任管理

宝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全区各乡镇、 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和安全工作监督管理办公室ꎬ 行政村 (组)、 社区建立安全工作组ꎮ ２０ 个乡镇的 ２５２ 个

行政村设立安全信息站ꎬ 配备 １ ~ ２ 名信息员ꎮ 形成区、 乡、 村三级领导机构和区、 乡、
村、 企业四级监管网络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宝塔区政府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２９ 个安委会成员单

位签订 «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任书» ５１ 份ꎮ 明确各级领导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和年度目

标任务ꎬ 实行安全生产定期汇报制度ꎮ 并将目标责任管理列入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

之一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政府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１８ 个行业管理部门签订安全生产

目标责任书 ４８ 份ꎮ 全区共发生各类安全事故 ３０５ 起ꎬ 死亡 ５５ 人ꎬ 受伤 ２６４ 人ꎬ 直接经

济损失 ２０４ ４ 万元ꎮ

６５５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政府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和 ２０ 个行业管理部门签订目标

管理责任书 ４３ 份ꎬ 各乡镇、 办事处与各村委会、 辖区重点单位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 ３００
份ꎮ 同年 ７ 月 ３ 日ꎬ 区人民政府印发 «宝塔区安全工作责任追究规定»ꎬ 严肃追究领导

责任、 分管责任以及其他人员的责任ꎬ 按照 “四不放过” (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ꎬ 责

任未得到处理不放过ꎬ 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ꎬ 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的原则ꎬ
对触犯法律的必须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ꎮ 全年处罚单位 ６ 个、 责任追究 ４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政府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及 ２２ 个安委会成员单位签订安全生

产目标管理责任书 ４５ 份ꎮ 同年 ４ 月 ７ 日ꎬ 区政府印发 «宝塔区关于设立副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任职期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档案的通知»ꎬ 对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的处理结果进入本人档案ꎬ 作为进一步考察干部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区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切实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的通知»ꎬ 全面明确各级各

部门安全属地管理责任ꎬ 依法监督管理责任、 行业主管责任和行政许可管理责任ꎮ 建立

安全管理例会制度ꎬ 协调解决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ꎮ 各乡镇、 城市街道办事处按

照属地管理工作要求ꎬ 认真做好辖区内的组织协调、 宣传教育、 信息报送、 预案制定和

事故发生后抢险、 撤离、 处置等安全管理工作ꎮ 同年ꎬ 区安委会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

办事处、 ２３ 个行业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４６ 份ꎮ 各企业将

«安全责任书» 层层分解ꎬ 逐级签订责任书ꎬ 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班组 (车间)、 到

人、 到岗ꎬ 进行细化管理ꎮ 各乡镇实行安全管理基础台账制度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２３ 个行业主

要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４６ 份ꎮ 各乡镇与辖区企业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

任书 ２８０ 份ꎬ 与农机户签订 «农机安全协议书» ６０２０ 份ꎮ 全区已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

底的安全生产责任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和 ２３ 个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能

的行业部门签订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ꎮ 各乡镇与辖区企事业单位签订 «２００８ 年安全

生产目标责任书» ７６８ 份ꎬ 与农机户签订 «农机安全协议书» ５３０８ 份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先后召开区政府常务会、 区长办公会和安委会专题会议 ９

次ꎬ 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ꎮ 严格要求各级领导ꎬ 特别是各乡镇、 各部门行政 “一把

手” 和分管副职要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责任ꎬ 认真落实目标责任制ꎬ 促进全

区安全生产工作稳步发展ꎬ 与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和 ２３ 个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能的

行业部门签订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ꎬ 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又与本系统、 本行业以及

各生产经营单位签订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ꎬ 将责任落实到人、 到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把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ꎬ 并列为全年工

作的重要议事日程ꎮ ３ 月 ５ 日ꎬ 区政府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ꎬ 会议总结 ２００９ 年安

全生产工作ꎬ 对 ２０１０ 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ꎬ 会上与乡镇、 办事处、 区安委会各

成员单位签订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５６ 份ꎬ 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ꎮ 至年

底ꎬ 全区建成安全领导机构和监管组织 ６０ 个ꎬ 配备专、 兼职安全监管和管理员 １８０ 人ꎮ

７５５

第十五编　 综合经济管理 　



综合经济管理

第五节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６ 时ꎬ 延安皮革厂发生一起路畔塌方事故ꎬ 造成路畔房屋倒塌ꎬ 职

工田某某死亡ꎬ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６ ７４ 万元ꎮ 同年 ６ 月 ５ 日 １ 时ꎬ 柳林镇沟门村狄某某

在焊接修理厂油罐车时发生爆炸事故ꎬ 造成 １ 人死亡、 １ 人重伤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０ 余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ꎬ 延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二十五处承建的宝塔区振华造纸厂建筑

工地施工工长富某某违反操作规程ꎬ 徒手拉吊笼ꎬ 致使塔吊钢丝绳与新华化工厂供电专

线相碰连电ꎬ 富某某被击倒在地ꎮ 虽及时送往就近医院仍抢救无效死亡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３ 日 ２１ 时 ３０ 分ꎬ 宝塔区桥沟镇常兴庄村道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ꎮ

车号为陕 Ｊ１３６３８ 的东风 １５３ 加长型货车装载约 ２０ 吨苹果ꎬ 从村道涵洞经过时ꎬ 将涵洞

压塌ꎬ 致使车辆翻下 ３ 米深的沟底ꎮ 车上共载 ６ 人ꎬ 造成 ４ 人当场死亡、 １ 人重伤的重

大交通事故ꎮ 同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 １１ 时ꎬ 宝塔区贯屯乡贯屯村村民张某某无证驾驶该村

牛场陕 Ｊ ６４９２０ 时风牌农用三轮车ꎬ 在前往该乡云山寺行政村途中ꎬ 由于操作不当致使

三轮车翻入公路西侧 １２ 米深的河道内ꎬ 造成 ２ 人当场死亡、 ２ 人重伤的农机重大交通伤

亡事故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晚ꎬ 宝塔区王良寺经济适用房小区滑坡治理工程发生一起土方崩

塌事故ꎬ 造成 ２ 人死亡、 ２ 人受伤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 时 ４０ 分许ꎬ 宝塔区姚店镇前街忠平农机门市发生一起重大火灾

事故ꎬ 造成一家 ４ 人死亡ꎬ 经济损失约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１ 时 ４５ 分ꎬ 延安华龙 (集团) 建安公司在宝塔区百米大道

承建的龙锦园小区 ５＃楼 １ 号吊塔在施工中违章操作ꎬ 造成吊塔倒塌ꎬ 致使 ２ 人死亡、 ４
人受伤的生产安全事故ꎬ 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４ 时 ２１ 分ꎬ 延安龙飞公司第五项目部在百米大道永昌路承担的

林凯唐缘建设工地ꎬ 在农用车倒土过程中违章操作ꎬ 将工地围墙碰倒ꎬ 致使 １ 名行路人

朱某某死亡ꎬ 造成经济损失 ３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时许ꎬ 延安圣运建筑公司延安水利局项目部工地施工中ꎬ

违章操作致使 ９ 楼转料平台砖头高空坠落ꎬ 将正在楼下装料工赵某某砸死ꎬ 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４０ 万元ꎮ

８５５



第十六编　 中共地方组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求真务实ꎬ 开拓创新ꎬ 大力实施农业 “三大” (林果、
棚栽、 草畜) 主导产业开发ꎬ 退耕还林和生态环境建设ꎻ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ꎬ 发展非公

有经济ꎻ 实施教育强区战略ꎬ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ꎻ 加强民主党派建设ꎬ 开展多党派

合作ꎻ 加强农村工作ꎬ 开展农村改革试验ꎬ 完善土地承包ꎬ 实施 “四荒” 地拍卖ꎬ 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ꎬ 发展农村经济合作协会等组织ꎮ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ꎬ 开展创建 “庙沟式” 党支部、 “六好” 党委、 “五好” 支部、

“党建红旗村” “健康示范村” 等活动ꎮ 加强私有制经济党组织建设ꎬ 成立社区党建工作

联系委员会ꎬ 实行常委联系社区党建工作制度和党建中心户制度ꎮ 加强党员思想教育ꎬ
开展 “三讲” 教育、 学习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学理

论、 找差距、 求创新”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 学习科学发展观等活动ꎬ 以及争先创

优、 “三级联创” “争当绿色先锋” “旗帜工程” 等活动ꎬ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ꎮ
加强作风建设ꎬ 实行党建工作责任追究制ꎮ 开展 “筑防线、 保廉洁、 树形象” 作风

建设主题教育活动和 “弘扬延安精神ꎬ 加强作风建设” 主题教育活动ꎮ 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ꎬ 贯彻 «廉政规则»ꎬ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ꎮ 促进依法行政ꎬ 纠风工作坚持

“谁主管、 谁负责” 和 “标本兼治ꎬ 纠建并举” 原则ꎬ 实行 “一把手” 负总责和责任追

究制ꎮ 推行政务公开ꎬ 规范政府采购、 行政性收费ꎬ 治理公路 “三乱”、 中小学乱收费、
“小金库”、 医药购销回扣等不正之风ꎮ

全面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ꎬ 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重大事项报告、 任

前廉政鉴定等制度ꎮ 加强理论学习宣传ꎬ 组织学习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 邓小平文

选、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ꎬ 以及中共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十七大

精神ꎮ 加强政法队伍思想建设ꎬ 学习贯彻 “五项禁令”ꎬ 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法治

理念教育活动ꎻ 实行社会维护稳定工作责任追究制ꎬ 开展 “平安宝塔” 创建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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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共宝塔区委

第一节　 党员代表大会

一、 中共延安市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１１ 月 １ 日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９３ 人ꎮ 大会听取和审议题为 «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ꎬ 继续发扬延安精神ꎬ 为实现延安市政治、 经济、 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相应决议ꎮ 大会选举

产生中共延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３５ 人ꎬ 候补委员 ６ 人ꎮ 十四届一次全委会上ꎬ 选出

常委 ９ 人ꎬ 书记魏延平ꎬ 副书记周万龙等 ４ 人ꎮ 同时ꎬ 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成员ꎮ
二、 中共延安市第十五次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４~６ 日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１９５ 人ꎬ 列席人员 ４２ 人ꎮ 大会听取和审议题为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夺取延安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的工作报告和纪律检查委

员会的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相应的决议ꎮ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 ３５
人ꎬ 候补委员 ６ 人ꎮ 十五届一次全委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１１ 人ꎬ 书记马福雄ꎬ 副书记周万龙

等 ５ 人ꎮ 同时ꎬ 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ꎮ
三、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次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２０１ 人ꎬ 列席人员 ４４ 人ꎮ 大会听取和审议区委

题为 «两年打基础ꎬ 三年上台阶ꎬ 为实现宝塔区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和

纪检委题为 «认真贯彻十五大精神ꎬ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ꎬ 促进宝塔区经济社会各项事

业全面发展» 的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相应的决议ꎮ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

届委员会委员 ３４ 人ꎬ 候补委员 ６ 人ꎮ 在区委十六届一次全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１０ 人ꎬ 区委

书记韩烨ꎬ 副书记冯毅等 ４ 人ꎻ 在区纪委十六届一次全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９ 人ꎬ 选举王金

玉为区纪委书记ꎮ
四、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２２ 日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２０５ 人ꎮ 大会听取和审议区委题为 «以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西部经济强区而奋斗» 的工作报

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相应的决议ꎮ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宝塔区

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 ３５ 人ꎬ 候补委员 ６ 人ꎮ 在区委十七届一次全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１１ 人ꎬ
区委书记、 副书记等 ３ 人ꎻ 在区纪委十七届一次全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９ 人ꎬ 选举李炳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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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委书记ꎮ
五、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八次党员代表大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１１ 月 ２ 日召开ꎬ 出席代表 ２０７ 人ꎮ 大会听取和审议区委题为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ꎬ 为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区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和

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相应的决议ꎮ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

八届委员会委员 ４１ 名ꎬ 候补委员 ８ 名ꎮ 在区委十八届一次全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１１ 人ꎬ 区

委书记、 副书记等 ２ 人ꎻ 在区纪委十八届一次全会上ꎬ 选出常委 ９ 人ꎬ 选举张建朝为纪

检委书记ꎮ

第二节　 区委常委会

一、 中共延安市第十四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书记: 魏延平ꎻ 副书记: 周万龙、 康永强、 解煜、 方世新ꎻ 常委: 刘少锋、 郝忠

生、 芦为民、 王金玉ꎮ
二、 中共延安市第十五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书记: 马福雄ꎻ 副书记: 周万龙、 康永强、 李建社、 张致远、 牟晓良ꎻ 常委: 冯

毅、 郝忠生、 孙广森、 芦为民、 王金玉ꎮ
三、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书记: 韩烨ꎻ 副书记: 冯毅、 丁成年、 董智安、 雷增高ꎻ 常委: 王金玉、 张世祥、
张俊雷、 薛占海ꎮ

四、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七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书记: 高春义ꎻ 副书记: 董智安、 李炳智、 呼延鹏ꎻ 常委: 王建军、 侯世怀、 雷元

高、 杨世禄、 张永祥、 李志锋ꎮ
五、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八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书记: 高春义ꎻ 副书记: 李炳智ꎻ 常委: 侯世怀、 雷元高、 杨世禄、 朱国龙、 杨东

平、 高鹰、 张建朝、 杨树栋、 王子信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中共宝塔区 (延安市) 区 (市) 委书记、 副书记一览表
　 表 １６－１－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任职时间

区委书记
(市委书记)

魏延平 男 １９３８ ７ 初中 陕西子长 １９８５ ８~１９９２ ９

马福雄 男 １９４３ ７ 大学 陕西米脂 １９９２ ９~１９９７ １０

韩　 烨 男 １９４９ ４ 大专 陕西扶风 １９９７ １０~２００２ １２

高春义 男 １９５３ ４ 大专 陕西神木 ２００２ １２~２００７ ６

杨　 霄 男 １９５８ ２ 在职研究生 陕西定边 ２００７ ６~２０１０ ５

阚延军 男 １９６２ ２ 大学 山东蒙阴 ２０１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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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任职时间

副
书
记

周万龙 男 １９４７ 大学 陕西靖边 １９９０ １０~１９９７ １０

康永强 男 １９３９ １ 中专 陕西延长 １９９０ １０~１９９８ １

解　 煜 男 １９３９ 研究生 陕西延安 １９９０ １０~１９９１ ６

方世新 男 １９３７ 大学 四川泸定 １９９０ １０~１９９３ １

刘少锋 男 １９４０ ９ 中专 陕西延安 １９９１ ９~１９９２ １０

王登记 男 １９５４ １１ 大专 陕西黄陵 １９９１ １０~１９９３ １

李建社 男 １９５５ １１ 大学 陕西富县 １９９２ ４~１９９６ １２

张致远 男 １９４２ １０ 初中 北京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５ １０

牟晓良 男 １９５４ ５ 在职研究生 山东潍坊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７ １０

丁成年 男 １９５０ ８ 研究生 陕西吴堡 １９９７ １０~１９９９ ６

董智安 男 １９５６ ６ 大学 陕西安塞 １９９７ ８~２００４ １

冯　 毅 男 １９５３ ３ 大学 陕西延长 １９９７ １０~２００２ １０

雷增高 男 １９５４ ９ 大学 陕西宜君 １９９７ １０~１９９８ ５

刘永岗 男 １９４８ ３ 大专 陕西吴起 １９９９ ６~２０００ １２

薛占海 男 １９６３ ９ 在职研究生 陕西清涧 ２０００ ５~２００２ １２

祁玉江 男 １９５８ ２ 大学 陕西子长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６ ７

张俊雷 男 １９５１ ４ 大学 陕西佳县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２ １２

李炳智 男 １９５６ １２ 大学 陕西子长 ２００２ １２~２００７ ５

呼延鹏 男 １９５８ ３ 在职研究生 陕西延长 ２００２ １２~２００６ ７

吴　 铁 男 １９６８ ４ 经济学博士 陕西华州区 ２００３ １２~２００６ ５

冯振东 男 １９６６ １１ 研究生 陕西延长 ２００６ ７~２００７ ６

张建朝 男 １９６２ ３ 大学 陕西富县 ２００７ ５~

阚延军 男 １９６２ ２ 大学 山东蒙阴 ２００７ ７~２０１０ ５

吴　 耀 男 １９６９ １ 硕士研究生 陕西岐山 ２０１０ ５~

第三节　 工作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委设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部、 统战部、 政法委、 党校、 农村工作

部、 机关工作委员会、 老干部工作局、 党史研究室、 信访局、 保密局、 政策研究室等 １３
个工作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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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ꎬ 实施机构改革ꎬ 调整后区委设置工作部门 ９ 个ꎬ 即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

局)、 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部、 统一战线工作部、 政法委员会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农村工作部、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ꎮ 同时ꎬ 设行政机构 １ 个ꎬ 即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ꎻ 设具有行政

职能事业单位 ２ 个ꎬ 即区志档案局 (含档案馆)、 老干部工作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设工作机构 １０ 个ꎬ 即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局)、 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部、 统一战线工作部、 政法委员会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农村工作部、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老干部工作局ꎮ 同时ꎬ
设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 １ 个ꎬ 即区志档案局ꎻ 事业单位 ３ 个: 党校、 政策研究室、 党

史研究室ꎮ
一、 区委组织部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委组织部内设有秘书科、 组织科、 干部科、 党建队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实有 ２０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委组织部内设有办公室、 组织科、 干部科、 党建队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实有 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内设有办公室、 干部科、 干调科、 组织科、 党管科、 党员

电化教育中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内设有办公室、 干一科、 干二科、 干调科、 组织科、 党管科、
党建办、 党员电化教育中心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实有 ２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内设有办公室、 干部任

免科、 干部监督科、 干部调配科、 组织科、 党管科、 党建办、 基层办、 人才办及电教中

心ꎬ 编制 ２７ 人ꎬ 实有 ２７ 人ꎮ
二、 区委宣传部

１９９０ 年ꎬ 宣传部下设讲师团、 通讯组ꎬ 编制 ４ 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机构改革ꎬ 宣传部核定

为编制 ５ 人ꎬ 将区委讲师团、 区委通讯组核定为事业单位ꎬ 正科级建制ꎬ 编制各 ５ 人ꎬ
隶属于区委宣传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宝塔分会ꎬ 核定事业编制 ２ 人ꎬ 与讲

师团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区委通讯组新增事业编制 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

宣传部内设讲师团、 通讯组、 延安精神研究会宝塔分会ꎬ 编制 １９ 人ꎮ
三、 区委统战部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委统战部编制 ５ 人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设立 “中共延安市委台湾工作

办公室” “延安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ꎬ 两块牌子、 一套人员ꎬ 事业编制 ２ 人ꎬ 属

市委序列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撤销台办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延安市改称宝塔区ꎬ 统战部改称 “中共

延安市宝塔区委统战部”ꎬ 隶属于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ꎬ 编制 ５ 人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统战部内设 ３ 个科室ꎬ 行政编制 ８ 人ꎬ 实有 ８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区级机关机构改革中ꎬ
核定行政编 ５ 人ꎬ 内设 １ 室 １ 股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 日ꎬ 恢复台办ꎬ 称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

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ꎬ 与区委统战部两块牌

子、 一套机构ꎻ 编制 ２ 名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区委统战部内设办公室、 业务科、 台办ꎬ 工

作人员 ７ 名ꎮ
四、 区委政法委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延安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撤

地设市ꎬ 改称宝塔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中共延安市宝塔区

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ꎬ 并与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共延安市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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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政法委员会内设办公室、 政治科 (政工科)、 执法监督科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下设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ꎮ
五、 区委农工部

１９９０ 年ꎬ 成立中共延安市委农工部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ꎬ 成立延安地区农村

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成立延安地区农村社教办公室ꎬ 为临时机构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成立延安地区小康办ꎮ 农工部包括试验办、 小康办ꎬ 均为行政单位ꎮ ２００２ 年

机构改革ꎬ 农工部核定为行政编制 ５ 名ꎬ 将区试验办、 小康办核定为事业单位ꎬ 正科级

建制ꎬ 编制共 ９ 名ꎬ 其中试验办编制 ６ 名ꎬ 小康办编制 ３ 名ꎬ 隶属于区委农工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ꎬ 核定为事业单位ꎬ 与农工

部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委农工部编制 ５ 人ꎮ 下设新农村建设办公室ꎬ
编制 １２ 人ꎮ

六、 老干部工作局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老干局编制 ８ 人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实施机构改革ꎬ 老干部工作局改由区委

组织部管理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成立宝塔区老干部活动中心ꎬ 设专职副主任 １ 名ꎬ 主任由老

干局局长兼任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成立宝塔区离退休干部党总支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成立宝塔区

离退休干部党总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老干部工作局由原来的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为行政

单位ꎬ 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成立延安老年大学宝塔分校ꎬ 设专职副校长 １ 名ꎬ 校长

由老干局局长兼任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离退休干部党总支升格为中共宝塔区离退休干部党

委ꎬ 设书记 １ 名ꎬ 副书记 ２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共有离退休党支部 ４５ 个ꎬ 离退休老干部

党小组 ３ 个ꎬ 管理党员 ８９６ 名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老干局编制 ５ 人ꎮ 下辖老年大学、 干

休所ꎮ
七、 区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宝塔区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ꎬ 时称延安市党史资料征集小组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成立延安市委组织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ꎻ 配备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１ 名ꎬ
编辑 ３ 人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正式启用 “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名称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区委党史研究室审定编制 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设立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组织史资料征编工

作办公室”ꎬ 与区委党史研究室合署办公ꎬ 挂两块牌子ꎬ 增配专职副主任 １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编制 １０ 人ꎬ 实有 １０ 人ꎮ

八、 区委政策研究室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政策研究室成立于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ꎬ 原称为中共延安市委研究室ꎬ
属市委直属机构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改称宝塔区ꎬ 中共延安市委研究室改称为中共

延安市宝塔区委政策研究室ꎮ ２００２ 年机构改革时ꎬ 将其确定为区委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

单位ꎬ 隶属于区委办ꎬ 正科级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核定编制为 ７ 人ꎬ 实有人员 ７ 人ꎮ
九、 区委党校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党校内设办公室、 总务科、 教务科、 函授部ꎬ 编制 ２４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经中央党校成教院批准ꎬ 成立中函大专延安站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经延安地委、 行署批准ꎬ 在党

校设立延安市行政干部学校ꎬ 与市委党校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管理机构的体制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经中央党校成教院批准成立中函本科延安站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撤地设市后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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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党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党校内设办公室、 教务科、 函授部、 总务科 ４
个科室 (按副科级干部选配)ꎻ 学校核定事业编制 ３４ 人 (领导职数 ４ 人)ꎬ 其中参照公

务员管理岗位 １０ 人、 专业技术岗位 ２０ 人、 工勤岗位 ４ 人ꎮ
十、 中共宝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简称机关工委ꎬ 原名机关党委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改为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改为市机关党委ꎬ 协管城市各党委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更名为区直属机关工作委

员会ꎬ 作为区委的派出机构ꎬ 领导所属基层党的建设工作ꎬ 指导区直机关各系统党委工

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机关工委直属 １３ 个机关党总支、 ８５ 个机关党支部、 １６７４ 名党员ꎮ 同时ꎬ
对教育局、 卫生局、 城建局、 信用联社、 经济发展局、 农业局、 水利水保局、 非公有制

经济局、 林业局、 宝塔办、 凤凰办、 南市办 １２ 个系统党委进行工作指导ꎮ 机关工委有

行政编 ４ 个ꎬ 事业编 ２ 个ꎮ 设书记 １ 人、 副书记 ２ 人、 工会工委主任 １ 人ꎮ 机关工委内

设政秘股、 组织股、 宣传股、 纪工委 ４ 个股 (委)ꎮ
十一、 延安市宝塔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８０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成立ꎬ 办公室设延安市人事局ꎮ １９８６ 年ꎬ
正式启用印章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更名为 “延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 “延安市宝塔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ꎬ 区编办改为独立机构ꎻ
同时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中心ꎬ 与编办为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隶属

于区政府ꎮ ２００２ 年机构改革中ꎬ 改为区委工作部门ꎬ 在区委、 区政府和区机构编制委员

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ꎬ 既是区委的工作机构ꎬ 又是区政府的工作机构ꎮ 内设机构设置

有: 办公室、 业务室、 政策法规室ꎮ 同年 ６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中心更

名为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ꎬ 与编办为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编

办在编人员 １０ 名ꎮ
十二、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办公室

１９９０ 年ꎬ 中共延安市委设有市委办公室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撤地设市ꎬ 原延安市

改为宝塔区ꎬ 中共延安市委办公室更名为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办公室ꎮ 正科级建制ꎬ 内

设区委国家保密局、 区委督查信息室ꎻ 下设区委值班室、 区委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区委

政策研究室、 区志档案局、 区关工委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办公室核定行政编制 ２６ 个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６ 名ꎮ 区委机关后

勤服务中心ꎬ 正科级建制ꎬ 核定事业编制 ２７ 个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名ꎮ 区委值班

室ꎬ 副科级建制ꎬ 核定事业编制 ６ 个ꎬ 设主任 １ 名ꎮ

第四节　 区委常委会会议及重要决定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中共延安市第十四届常委会共召开会议 ７９ 次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区 (市) 委第十五届常委会召开会议 １０７ 次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抓百强村ꎬ 促小康ꎬ 建设生态农业市»ꎻ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ꎻ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常

委会讨论同意印发 «延安市宝塔区常委会议议事规则» «延安市宝塔区干部职工调配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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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办法» «关于科级干部管理及任免工作的暂行规定»ꎬ 同意延安市宝塔区纪律检查

委员会 «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若干规定 (试行) »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中共宝塔区委第十六届常委会召开会议 １４３ 次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联席会议制度»ꎻ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８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区委第十七届常委会召开会议 ７０ 次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封山禁牧管理办法 (试行) » «宝塔区宾客接待工作

规定» «关于因公出国 (境) 管理的若干规定»ꎻ ６ 月 １２ 日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城市

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ꎻ ７ 月 ７ 日常委会讨论通过 «区级有关部门 (单位) 退耕还林工

作一把手负总责实施办法 (试行) » «乡镇党政一把手退耕还林工作负总责实施方案

(试行) »ꎻ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开展下评上活动的实施方案»ꎻ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常委会讨论审定 «枣园生态旅游风景区规划»ꎻ ７ 月 １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审定

«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工资及分配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流动管理办法» «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未聘人员分流安置实施办法» «延安市宝塔区

事业单位新进人员考试聘用管理办法» «延安市宝塔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办

法»ꎻ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常委会同意印发 «延安市宝塔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实

施方案 (试行) »ꎻ １ 月 ２１ 日常委会讨论通过 «延安市宝塔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ꎻ ６ 月 １０ 日常委会讨论审定 «关于在全区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

见» «宝塔区政务公开考核办法 (暂行) » «关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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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细则»ꎻ ８ 月 ２６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

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控辍工作的实施办法» «宝塔区落实农村贫困学生 “两免一补”
的意见»ꎻ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９ 日ꎬ 常委会审定 «宝塔区机关事业单位用人实行聘用制暂行办

法»ꎻ ４ 月 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控

制越级上访、 集体上访和引发集体性事件责任追究的办法»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创建省级教育强区工作的实施意见»ꎻ ７

月 １７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若干规定»ꎻ ８ 月 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试行办法»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常委会讨论

通过 «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村主导产业发展的决定»ꎻ ２ 月 ２０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

实施科技引领战略ꎬ 创建省级教育强区的决定»ꎻ ７ 月 １１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

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ꎻ ８ 月 １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在农村和

街道社区推行 “党员中心户” 制度的实施意见»ꎻ ９ 月 １９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加

强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和管理工作的意见»ꎻ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进一步加

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ꎻ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年度目标责任制实

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目标考核 “一票否决” 暂行办法» «重大事项 “一把手” 末位表

态制度» «关于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的意见»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ꎻ ３ 月 １８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基层 “党建带团建” 工作的实

施意见» «关于开展第一批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ꎻ ４ 月 １４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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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中共宝塔区委关于贯彻中央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工作规

划› 实施细则»ꎻ ４ 月 ２９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关于深化党员帮扶承诺制的实施

意见» «宝塔区关于推进科学发展的年度考核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试行办法

的实施细则»ꎻ ７ 月 １０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进一步加强维护稳定工作ꎬ 落实领导

责任制的意见»ꎻ ７ 月 １５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村 (组) 集体开发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ꎻ ９ 月 ２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集体林权制改革实施方案»ꎻ ９ 月 ４ 日ꎬ 常

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宝塔区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ꎬ 学生 “蛋奶工程” 工作方案»ꎻ ９
月 ２３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任用及管理办法»ꎻ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开展 “户进位、 村进档、 乡 (镇) 创优” 活动ꎬ 全面推进

农村科学发展的决定»ꎻ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干部履职承诺述职工作实

施方案»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常委会、 全委会干部任免票

决定实施方案办法 (试行) »ꎻ ７ 月 ６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宝塔区中小学 “四制” 改

革工作意见»ꎻ ８ 月 ２３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决定»
«关于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意见» «关于加快煤炭产业发展的意见» «关于加强重点项目

建设的意见» «关于加快商贸物流业发展的意见» «关于加强财税工作的意见» «关于支

持辖区石油企业发展的意见»ꎻ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常委会讨论通过 «关于在全区党的基层组织

中推行党务公开的实施意见» «延安市宝塔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实施意见»ꎮ

第二章　 纪律检查 (监察)

第一节　 纪检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纪检委内设办公室、 案件审理室、 纪律检查室、 教育研究室、 信访

接待室ꎬ 编制 ２６ 人ꎮ 下辖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 １４ 个直属单位纪检机构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纪检委内设有办公室、 举报信访室、 党风廉政建设室、 纪检检查室、 审理室、 监

督检查室ꎬ 编制 ４５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区纪委 (监察局) 定编内设 ７ 个副科级科室ꎬ 代

管区委廉政办和区政府纠风办两个正科级事业单位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ꎬ 设立警示训诫室 (副
科级建制)ꎻ １２ 月ꎬ 设立党群及街道、 行政综合系统、 政法系统、 农林水牧系统、 科教

文卫系统纪工委、 监察室 ５ 个派出 (驻) 机构ꎬ 科级建制ꎬ 隶属于区纪检委 (监察局)ꎬ
核定编制 ３０ 名 (其中行政编制 ２２ 名、 政法专项编制 ３ 名、 事业编制 ５ 名)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ꎬ 区委廉政办和区政府纠风办置换为行政编制后ꎬ 并入区纪委、 监察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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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设立正科级建制效能办 (三问办) 和副科级建制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２ 个科室ꎻ １２
月ꎬ 区纪委 (监察局) 内设办公室、 廉政办、 纠风办、 纪检监察室、 监督检查室、 信访

室、 审理室、 警示训诫室、 宣教室、 干部室、 效能办、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ꎬ 共 １２ 个科

(室)ꎬ 编制 ３５ 名ꎮ

第二节　 案件查处和警示训诫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年ꎬ 收到来信来访 ６８７ 件ꎬ 立案查处 ２４５ 件ꎬ 共处理违纪党员干部 ３６６
人ꎬ 受到党纪处分 ２８６ 人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１１ 人ꎬ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１２６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收到来信来访 ７０４ 件ꎬ 立案 ４０３ 件ꎬ 处分违纪人员 ３９５ 人 (其中党

纪处分 ２３７ 人)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２６ 案 ３２ 人ꎬ 挽回损失 ８３２ 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收到来信来访 ７９８ 件次ꎬ 立案 ５２４ 件ꎬ 处分违纪人员 ５４６ 人 (其中

党纪处分 ３６８ 人)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３３ 案 ３３ 人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３２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区纪委信访室共受理来信 (访) ４１５ 件次ꎬ 立案 ３２９ 件ꎬ 处理违纪

人员 ３７３ 人 (其中党纪处分 ３１５ 人)ꎬ 移送司法机关 ２ 案 ２ 人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１４７ 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设立警示训诫室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ꎬ 对 ２８９ 名党员干部进行警示训诫ꎬ 其中

警示提醒 １５８ 人ꎬ 诫勉督查 １７ 人ꎬ 责令纠错 ２６ 人ꎬ 涉及科级干部 ６７ 人ꎻ 对 ７０ 名新任

科级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谈话ꎮ

第三节　 党风廉政建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先后制发 «关于开展 “两大院、 十条线、 一个片” 廉政制度建设工

作安排意见» «关于加强党的组织纪律的通知» «关于全市县 (处) 级领导干部廉洁自

律ꎬ 落实中央新旧 “五条规定” 的安排意见» «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领导干部收入

申报的规定» «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
«关于企业招待费向职代会报告的规定»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推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办

理个人及家庭重要事项向组织请示汇报制度的规定» «关于提拔任用干部实行廉政鉴定

的办法» 等ꎬ 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ꎮ 同时ꎬ 组织党员观看 «焦裕禄» «党规党纪教育

讲座» «严峻的课题» «夕阳在秋色中沉沦» «大地的回声» «权与钱» «红墙» 等警示

教育片 １３７０ 多场次ꎬ 受教育者达 ３ 万余人次ꎮ 组织人员汇编 ５ 万多字的 «党风党纪基础

知识讲座»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在公安系统开展整顿工作ꎬ 复查刑事案件 ２２ 起ꎬ 纠正 １３ 案ꎬ 报

捕 １２ 案 ２５ 人ꎬ 批捕 ６ 案 １３ 人ꎻ 查处干警违法违纪案件 １１ 起 １７ 人ꎻ 检查罚没款案件

９２３ 起ꎬ 清理上缴财政 １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全面贯彻 «廉政准则»ꎬ 深入开展清房工作ꎮ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７ 年落实违

规住房 １９１ 人 １９７ 处ꎬ 清退 １２８ 人 １７８ 处ꎬ 收回加租加价款 １０ １４ 万元ꎻ 并为全区 ６０００
余名干部职工建立个人住房档案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开展清理通信工具工作ꎬ 收回价款 ２０ 万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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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节约财政支出 ４０ 万元ꎻ 制定出台 «关于提拔任用干部进行廉政鉴定的实施办法»
和 «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的实施办法»ꎬ 为全区 ８５０ 名党政部门科级干部建立廉

政档案ꎮ 实行责任追究制ꎬ 对 ４４ 名党员干部进行责任追究ꎬ 给予党政纪处分 ３６ 人ꎬ 组

织处理 ２ 人ꎻ 全面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会计委派制度ꎬ 试行政府采购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 ５５ 个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处违规资金 １１７３ 万元ꎬ 移送执纪

执法机关立案查处 ５ 案 ６ 人ꎮ 向 ８８ 个单位委派会计人员ꎬ 对部分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竞价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ꎬ 乡 (镇) 及各部门定期向区委常委会

报告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职责情况ꎮ 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列入目标责任制中ꎬ 与案件查处

工作同安排、 同检查、 同考核ꎮ 制定 «宝塔区领导干部家庭廉洁承诺书»ꎬ 全区 １４０ 多

名正科级领导干部家属与组织签订廉政承诺书ꎮ 制定 «宝塔区党政事业单位小汽车管理

中党政纪处分规定» 和 «宝塔区党政企事业单位车辆管理规定»ꎬ 实行车辆编制管理ꎬ
严格车辆配备标准ꎬ 加强车辆采购、 使用、 维修、 投保、 费用支出管理ꎮ 认真贯彻执行

省纪委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谈话制度的实施办法»ꎬ 推行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

责人谈话制度ꎮ 汇编 «宝塔区廉政建设制度选编»ꎬ 进一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民主推荐、
差额考察、 任前公示和试岗等制度ꎮ 制定 «关于印发宝塔区领导干部报告重大事项申报

表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关单位纪律的规定» «关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若干规

定» 等ꎬ 在廉洁从政、 党风政风和工作生活作风等方面做出 ２２ 项硬性规定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健全和完善宝塔廉政网站ꎬ 将原来的 １１ 个栏目更新为单位简介、 本

地动态、 宣传教育、 案件检查、 领导要论、 廉政论坛等 １６ 个栏目ꎬ 进一步拓展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网络宣传阵地ꎮ 积极开展 “筑防线、 保廉洁、 树形象” 作风建设主

题教育活动ꎬ 制作 ５０ 多块大型廉政公益广告牌ꎬ 刷写宣传标语 ４５ 条ꎻ 建立廉政文化专

栏、 廉政文化墙、 廉政橱窗ꎮ 开展廉政文化 “六进” 活动ꎬ 建立 ４５ 个廉政文化建设示

范点ꎮ 制作刘易、 安全先进事迹光碟 １２００ 盘ꎬ 在延安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刘易先进事迹

专题片ꎮ 组织陕北民歌剧 «乡医刘易» 剧组在各县区巡回演出 ２０ 余场ꎬ 观看人数 １０ 万

人次以上ꎮ 开展民主生活会ꎬ 全区 ２４４ 个单位 １４００ 多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专题民主

生活会上进行自我剖析ꎮ 开展警示教育ꎬ 通过请监狱服刑人员现身说法ꎬ 组织党员领导

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ꎬ 请专家讲廉洁自律课等形式ꎬ 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意识ꎮ 开展 “提
能增效促发展ꎬ 勤政节俭树形象” 为主题的作风纪律整顿活动ꎬ 实施治骄、 治懒、 治

奢、 治庸、 治梗 “五治” 工程ꎬ 下大力气整治 “庸、 懒、 散、 浮、 骄、 奢” 以及 “不
愿为” “不作为” “不会为” “胡作为” “乱作为” 等问题ꎮ 开展廉政宣传ꎬ 举办 “扬正

气ꎬ 促和谐” 反腐倡廉文艺演出和 “唱响红色歌曲、 舞动红色旋律” 系列消夏文艺演出

活动ꎮ 学习贯彻 «廉政准则»ꎬ 对全区 ４６０ 名副科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和 １００ 名科级后

备干部进行 «廉政准则» 培训ꎮ 对 １１８ 人实施警示训诫 (科级干部 １７ 人)ꎬ 其中警示提

醒 ４０ 人ꎬ 诫勉督导 ２４ 人ꎬ 责令纠错 ５４ 人ꎻ 对 ２ 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提醒谈话、 ３ 名党

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８ 名单位一把手进行廉政谈话ꎻ 对 ７０ 名新任科级干部进行任

前廉政谈话ꎬ 对 ６５ 名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考察和鉴定ꎮ ９ 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大事

申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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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执法监察与纠风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查处 “三违” 房 ６２ 户ꎬ 清理清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１８６ 人ꎮ 对招

生、 招工、 征兵和农转非等工作实施重点监督ꎬ 严格执行 “三榜公开” (事前、 事中、
事后公开) 和 “三定方案” (定时间、 定人员、 定条件) 制度ꎬ 先后查出 ７０ 多名往届生

弄虚作假ꎬ 参加应届生初中专考试事件ꎮ 把清理乱罚款、 乱收费、 乱集资等现象作为保

证经济工作顺利进行的重大举措ꎬ 先后开展 ４ 次清理活动ꎬ 共计审核收费单位 ２４６ 个ꎬ
收费项目 ８６４ 项ꎬ 纠正增项目、 超标准收费 １０７ 个单位 ５８ 项ꎬ 清理乱收费 ５１４ ７ 万元ꎻ
清理乱罚款部门和单位 ５ 个ꎬ 金额 ９ ８ 万元ꎻ 清理乱集资摊派部门和单位 １６ 个ꎬ 金额

８４ ２ 万元ꎻ 整治金融系统ꎬ 清理拆借资金 １１４７９ 万元ꎻ 规范农业系统 １３ 个部门的 ４３ 项

农民负担项目申报ꎬ 取消 １６ 项涉农收费ꎮ 打击毁林毁草等违法犯罪行为ꎬ 查处大要案 ８
起ꎬ 拘留 １５ 人ꎬ 行政处分 １ 人ꎬ 缴获偷伐木材 １００ 余立方米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２０ 万元ꎮ
查处公安系统违纪案件 １１ 起 １６ 人ꎬ 分别给予罚款、 待岗、 行政通报批评等政纪处分ꎬ
清理上缴财政罚没款 １３ 万元ꎮ 清理公费安装私宅电话 ２８ 部ꎬ 收回资金 ５ ５ 万元ꎮ 查处

超标、 超编小汽车 １０ 辆ꎬ 征收控购附加费 ３ ７５ 万元ꎮ 对 ３５ 所中小学乱收费情况进行检

查ꎬ 共查出违纪资金 １２ ９ 万元ꎬ 处理兑现金额 １ １４ 万元ꎮ 深入开展纠风和专项治理工

作ꎬ 对 ３８ 个单位 “收支两条线” 执行情况和私设 “小金库” 情况进行检查ꎬ 共清理违

纪资金 ４ ４ 万元ꎻ 对 ２７８ 个单位公费医疗进行清理清查ꎬ 共收回违纪资金 １ ２ 万元ꎬ 并

对有关责任人进行罚款处理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在纠风方面ꎬ 狠抓减轻农民负担和企业负担、 清理预算外资金、 深

化治理公路 “三乱” 和中小学乱收费现象等ꎬ 不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ꎬ 促进依法行政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政府先后制发 «延安市宝塔区会计管理暂行办法» «延安市宝塔区直单位政

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延安市宝塔区行政事业性收费资金收支管理暂行办法»ꎮ 强化预

算外资金管理ꎬ 实行收支两条线ꎬ 进一步清理 “小金库”ꎬ 共清理预算外资金 ４６８ 万元ꎬ
将 ９５ 户收费单位纳入预算外资金统管ꎬ 交入财政专户收费收入 １３５２ 万余元ꎻ 查结私设

“小金库” ３ 起ꎬ 涉及资金 ３７ ５ 万元ꎬ 党政纪处理 ４ 人ꎮ 开展汽车修理费专项检查ꎬ 重

点检查 ２３ 个单位和 ７１ 个修理厂ꎬ 查出违纪发票 ２０７ 份ꎬ 查出违纪资金 ４７ 万元ꎬ 入库

３０ ８ 万元ꎻ 查出违规违纪资金 ３６８ 万元ꎬ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８２ ９ 万元ꎬ 收缴财政

２２ ５ 万元ꎬ 处理 １３ 人ꎬ 通报批评 １９ 个单位ꎮ 大力纠正医药购销不正之风ꎬ 对 ４ 家市级

医院、 ２６ 家乡镇卫生院、 ３６ 家诊所和 ２１ 家药店进行检查ꎬ 取缔无证诊所、 药店 １７５ 家ꎬ
罚款 １０３００ 元ꎬ 没收假劣药品和失效药品 ２８４４ 种 ５５１ 箱ꎬ 没收医疗器械 １１４８ 件ꎬ 共计

折价 ８ ４ 万元ꎮ 开展减负工作ꎬ 向 ２４ 个乡镇 ８７５ 个村 ４５６００ 户农民发放 “一据一卡”ꎬ
到户率 １００％ꎻ 吊销收费许可证 ２６ 个ꎬ 取消收费项目 ４９ 项ꎬ 减轻企业负担 ５１ 万元ꎮ 查

处 １０ 所学校乱收费、 乱集资行为ꎬ 涉及违规违纪资金 １５０ 万元ꎬ 清退 ７７ ２ 万元ꎬ 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 ４０ 人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纠风工作坚持 “谁主管、 谁负责” 的原则ꎬ 实行纠风专项治理责任

制ꎮ 清查整顿农资市场ꎬ 制止和纠正违法经营户 ４５ 户ꎬ 没收种子 １１５０ 千克ꎬ 假冒伪劣

０７５



农药 ５６７ 瓶 (袋) ４７ １ 千克ꎬ 减轻农民负担 １１０ 万元ꎮ 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ꎬ 切实减

轻农民负担ꎮ 通过改革ꎬ 全区农民人均负担由过去 ６３ ７ 元下降到 ４４ ６６ 元ꎬ 减幅

２９ ９％ꎮ 帮助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ꎬ 共接到投诉案件 １４２ 件ꎬ 立案 ５７ 件ꎬ 结

案 ５２ 件ꎬ 追回工资 １８ ４ 万元、 押金 １ ３ 万元ꎮ 在医药市场治理工作中ꎬ 取缔无证诊所

８５ 家ꎬ 没收药品 ９００ 余种 １７８ 件ꎬ 医疗器件 ２３ 件ꎬ 罚款 １５ 万元ꎻ 对区属医疗机构药品

进行集中招标采购ꎬ 采购总金额 ６５ ７６ 万元ꎬ 让利于患者 ６ ５ 万元ꎮ 查处教育乱收费案

件线索 ２８ 件ꎬ 涉及金额 １４９ ４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纠风工作坚持标本兼治、 纠建并举的方针ꎬ 实行 “一把手” 负总责

和责任追究制ꎬ 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ꎮ 清理干部拖欠公款

１２５ ４４ 万元ꎬ 涉及借款人员 ２９０ 人ꎬ 共收回 ９８ 人借款 ３１ ５５ 万元ꎻ 治理教育乱收费ꎬ
给予 １１ 名责任人行政警告处分ꎬ 实施警示训诫 ５１ 人ꎬ 共清退违规收费 １９ ８ 万元ꎻ 加大

减轻农民负担治理工作ꎬ 查出不合格肥料种子 １５６２ 千克ꎬ 农药 ３２ 件ꎬ 整顿农资经营点

２２ 个ꎬ 捣毁制假窝点 ３ 个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２ ５ 万元ꎮ 加强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

风的专项治理ꎬ 取缔非法行医 １０４ 家ꎬ 下达罚款 １６ ８ 万元ꎻ 没收医疗器械 １７４ 件、 药品

３２６ 箱ꎻ 审核区级医疗卫生机构集中招标采购 ９２０ 批次ꎬ 涉及金额 ３３６７ ６ 万元ꎮ 加强信

访举报工作ꎬ 实施信访 “阳光工程”ꎬ 推行实名举报双向承诺制、 信访听证终结制和重

点信访公开制ꎮ 在全区 ３７ 个系统行业 ２３０ 个站所、 １０６ 个窗口单位开展 “创建人民群众

满意基层站所” “创建人民群众满意服务窗口” “创建人民群众满意社区” 活动ꎮ 开展

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ꎬ 在项目招投标方面ꎬ 将 １００ 万元以上工程全部纳

入建设工程招标有形市场进行交易ꎬ 涉及金额 １ ４１９ 亿元ꎻ 集中对 １８ 项工程进行 ８ 次检

查ꎬ 排除各类隐患 ３３ 宗ꎬ 下发 «违法违章停工通知书» ２５ 份ꎬ «行政处罚告知书» ２１
份ꎬ 涉及工程 ２５ 项ꎬ 概算 １０ ７ 亿元ꎮ 清理整顿农资市场ꎬ 查处不合格玉米种子 ３０ 多个

品种 １１８４０ 千克ꎬ 查处过期、 无生产日期的农药 ４０ 多个品种 ８０ 多件ꎮ 在全区 ２３ 个乡镇

建立纠风工作组ꎬ 在 ６１１ 个行政村、 ２０ 个社区设立纠风监督员ꎮ 严格执行车辆购置、 更

新标准ꎬ 先后 ３ 次对 ３９ 辆旧车进行公开拍卖ꎬ 拍卖所得资金 １４９ ９５ 万元全额上缴国库ꎬ
对违规购车的 ３ 名领导干部进行处理ꎮ

第三章　 组织建设

第一节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确立 ６２ 个 “庙沟式” 的村党支部ꎬ 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示范点ꎬ 选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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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优秀后备干部蹲点包抓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基层党建提出 “４３２１” 奋斗目标ꎬ 即树立 ４ 个标杆

党委、 评选 ３０ 个先进支部、 建立 ２０ 个以党员活动室为中心的村级文化大院、 树立 １００
名科技致富标兵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在全市农村党支部中ꎬ 开展 “争创学庙沟ꎬ 奔小康标杆党支

部” 活动ꎬ 决定用 ３ 年时间创建 １００ 个标杆党支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按照一类创先进、 二类上

台阶、 三类变面貌的总体要求ꎬ 对 １０８ 个 “百强村”、 ５６ 个党员致富村和 ７７ 个后进村党

支部进行全面整顿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完成 ３４ 个农村基层组织整建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开展 “双创

双争” 竞赛活动ꎬ 全区 ２４ 名区级领导干部为所包村协调落实致富项目 ３８ 个ꎬ 协调资金

１３０ 万元ꎬ 帮助调运化肥 ５２００ 吨ꎬ 涌现出科技示范村 ８４ 个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在农村党支部中

开展 “创五星级支部 (班子建设星、 经济建设星、 精神文明建设星、 制度建设星、 计划

生育星)ꎬ 树红旗村” 活动ꎬ 全区 ５９１ 个农村党支部参加活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在农村党组织中开展 “四创三强两争当一挂牌” 活动 [创先进县 (区)

委、 “六好” 党委、 “五好” 支部、 五星级支部、 红旗村ꎻ 强班子、 强班长、 强队伍ꎻ 争

当科技带头人、 绿色先锋ꎻ 党员挂牌管理]ꎮ 实行基层组织 “第一责任人” 制度ꎬ 乡

(镇) 党委书记为党建第一责任人ꎬ 全面负责本乡 (镇) 党建工作ꎮ 对南泥湾、 蟠龙、
临镇 ３ 个镇党委和 ６０ 个村党支部、 ６ 个居委会党支部进行整顿建设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开展 “三
级联创” 活动 [创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 (区) 委、 “六好” 乡镇党委、 “五好”
村支部]ꎮ 桥沟镇尹家沟村党委被评为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和 “全省农村十面红旗

支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创建 “党建红旗村” “小康示范村” 等活动ꎬ 全区共涌现 “六好”
乡镇党委 １８ 个、 “五好” 村党支部 ５３８ 个、 “五星级” 支部 ２１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按照 “顺
排抓党建、 倒排抓整建” 的工作思路ꎬ 创建 １５ 个党建红旗村、 整建 ５０ 个先进支部ꎻ 筹

集资金 ２２０ 万元ꎬ 建成 ２２３ 个高标准党员活动室ꎮ 非公有制组织党建工作ꎬ 按照 “先组

建、 后规范、 先搭架子、 后创路子” 的思路进行ꎬ 全年有 １１ 家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

党组织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党建工作的十条措施»ꎻ 实行区委常

委联系社区党建工作制度ꎬ 新建社区阵地 ４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成立宝塔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ꎬ 开展 “五联一包” 创建活动ꎬ

在社区初步形成以 “街道党委为核心ꎬ 社区党组织为基础ꎬ 服务群众为重点ꎬ 广大党员

积极参与” 的党建工作格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展创建和树立 “综合示范先进乡 (镇) 党委”
“综合示范先进村党组织” 活动ꎬ 全区涌现出省级先进基层党建组织 ２ 个、 市级 ５ 个、
区级 ２０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委印发 «实施 “四树五建” 旗帜工程ꎬ 创建党建先进区的指导

意见»ꎮ “四树” 即区委树核心ꎬ 党委树旗帜ꎬ 支部树榜样ꎬ 党员树典范ꎻ “五建” 即思

想建设ꎬ 组织建设ꎬ 作风建设ꎬ 制度建设ꎬ 反腐倡廉建设ꎮ 以及 «关于宝塔区在农村和

街道社区推行党建中心户制度的实施意见»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委印发 «关于在全区开展村级

党组织 “升级晋档ꎬ 科学发展” 活动的实施意见»ꎬ 开展 “户进位、 村晋档、 乡 (镇)
创优” 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区委印发 «关于在全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的实施意见»ꎮ 同时ꎬ 印发 «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ꎮ 进一步强化 “户
进位、 村晋档、 乡 (镇) 创优” 活动ꎬ 新创 ４ 个综合示范党委ꎬ 新增 １３ 个富裕和谐新

村、 ４０００ 户文明富裕农民ꎻ ２ 个乡镇党委、 ８ 个村级党组织受到省、 市表彰奖励ꎬ ２５ 个

２７５



村级党组织阵地通过省市验收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共有党 (工) 委 ４０ 个ꎬ 其中区委

直属党工委 １ 个ꎬ 部门党委 １０ 个ꎬ 乡镇党委 ２０ 个ꎬ 街道党工委 ３ 个ꎬ 企业党委 ４ 个ꎬ
村级党委 ２ 个ꎮ 下设党总支 ５２ 个ꎬ 其中城市街道社区 ２２ 个ꎬ 城市机关、 企事业单位 ２８
个ꎬ 乡镇机关、 事业单位 ２ 个ꎮ 党支部共有 １００９ 个ꎬ 其中城市 ２７４ 个ꎬ 街道社区 ５９ 个ꎬ
农村党支部 ５７２ 个ꎬ 乡镇机关站所 ９５ 个ꎬ 集镇社区居委会 ５ 个ꎮ

第二节　 党员教育和发展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抽调干部 ８３０ 名ꎬ 分赴蟠龙、 下坪、 贯屯、 梁村等 ９ 个乡镇分批开展

农村社教活动ꎬ 新建党校 ３０ 所ꎬ 其中乡镇党校 ２４ 所、 街道党校 ３ 所、 机关党校 ３ 所ꎬ
全年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９７ 期ꎬ 受训党员 １８１０６ 人次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制作 １０ 集党建系列片

«圣地党旗飘»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党员中开展 “甘当人民公仆” 竞赛活动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在机关

党员中开展 “奉献在岗位ꎬ 岗位学雷锋” 活动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实施 “双万” 工程 (１９９６ 年

初ꎬ 陕西省委、 省政府决定选派 １ 万名年轻干部到全省 １ 万个村任职 ３ 年)ꎬ 抽调 １８０ 名

优秀年轻干部到 １８０ 个整建村接受锻炼ꎻ 下派干部先后为村上协调筹集资金 ４２０ ９ 万元ꎬ
化肥 ６９１ ９ 吨ꎬ 良种 ５２３ 吨ꎬ 新修农田 ４７００ 亩ꎬ 修建人畜饮水工程 ３９ 处ꎬ 整修道路 １８４
千米ꎬ 维修校舍 １０８ 间ꎬ 恢复村广播室 １５５ 个ꎬ 举办培训班 ５４１ 期ꎬ 受训人员 ４５５０８ 人

次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党务工作者、 预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进行专门培训ꎬ 培训人数 １２００
人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在县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为期 ６０ 天的 “三讲” 教育活动ꎮ 教育活动分发

动学习、 自我剖析、 交流批评、 整改巩固 ４ 个阶段进行ꎮ 教育活动中ꎬ 发放 «征求意见

表» ２３６ 份ꎬ 召开座谈会 １２ 次ꎬ 征集意见、 建议 １０６０ 条ꎬ 发放 «民主测评表» ２６４ 份ꎬ
群众满意率 ９０％以上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五次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的意见»ꎬ 学习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活动全面展开ꎮ ２００１ 年机关党建以 “提高素质ꎬ
增强党性” 为目标ꎬ 开展 “三抓三树一强化” 活动 (抓学习、 抓教育、 抓阵地ꎬ 树立机

关形象、 出外新形象、 党员新形象ꎬ 强化服务意识)ꎬ 以及 “争当人民公仆ꎬ 奉献在岗

位” 活动ꎮ 社区党建按照 “服务城市建设、 服务社区发展、 服务居民生活” 的思路ꎬ 遵

循 “民思我想、 民需我办、 民求我应、 民困我帮” 的原则ꎬ 推行党员目标责任管理制

度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会讨论通过 «关于贯彻 ‹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的实施意见»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结合农村 “三个代

表” 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ꎬ 开展 “千人调查研究” “千人交友帮困” “千人义务劳动”
“千人包抓产业” “千人科技致富带头人” 的 “五个千” 活动ꎮ 城市党建以 “强素质、
强党性、 强作风” 为目标ꎬ 开展 “三抓三树一强化” 和 “双争双创” 活动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委先后印发 «关于认真学习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通知» 以及实施意见、 «关于在

全区实行党建工作责任追究制的通知» 等ꎮ 农村党建围绕 “三级联创”ꎬ 组织实施 “一
帮一结对子” “争当绿色先锋” “树千名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等活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定

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党建工作的十条措施»ꎬ 在农村党组织实施 “旗帜工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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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ꎬ 全区涌现出市级科技致富带头人 ５ 名ꎬ 区级党员科技示范户 ５８ 户ꎬ 乡镇级科技带

头人 ３００ 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区委印发 «关于在全区党员中开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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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的通知»ꎬ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全面展开ꎮ 党建工作即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根本ꎬ 开展 “金色党徽胸前

戴ꎬ 我为宝塔添光彩” 主题实践活动ꎬ 以及 “千人百日大调研” 活动ꎬ 组织实施 “一百

个单位包扶一百个村 (组) ” “一千名党员帮扶一千户贫困户” 的 “双百双千” 活动ꎬ
全区 １７８０５ 名党员参加学习教育活动ꎮ 先后制定出台 «关于在全区乡镇和党政机关进一

步推行政务公开的实施意见» «关于改进领导干部作风的若干规定» 等一系列文件ꎬ 初

步建立党员 “长期受教育ꎬ 永葆先进性” 长效机制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区委印发 «关于在

全区广大共产党员中开展向刘易同志学习的决定» 以及 «关于在全区共产党员中推行承

诺制的通知»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展创建和树立 “党员科技致富带头人” 旗帜工程ꎬ 全区涌现

出省级党员科技致富带头人 １ 名、 市级 ３ 名、 区级 １７ 名ꎮ 开展党员承诺制ꎬ 全区各级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提出承诺事项 １３９２６ 条ꎬ 兑现 ９０％以上ꎮ 开展 “筑防线ꎬ 保廉洁ꎬ 树形

象” 作风建设主题教育活动和学习刘易、 安全先进事迹活动ꎬ 推行 “一线工作法” (调
查研究在一线ꎬ 问题解决在一线ꎬ 工作创新在一线ꎬ 难点突破在一线ꎬ 锻炼提高在一

线ꎬ 干部选拔在一线)ꎬ 倡导 “三风” (调查研究风、 求真务实风、 勤政廉洁风)ꎬ 做到

“三实” (深入实际、 多办实事、 实干兴区)ꎮ 实行区级领导包抓 “六个一” (每人包抓

一个乡镇、 一个党建综合示范村、 一个重点项目、 一个贫困村、 一个专业村、 一户非公

有制企业)ꎬ 部门、 乡镇领导包抓 “四个一” (每人包抓一个党建综合示范村、 一个贫困

村、 一个专业村、 一户非公有制企业) 工作责任制ꎮ 制定出台 «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

风建设的若干规定»ꎬ 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 干部考察任用、 工程招标、 政府采购等 １０
项制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党建工作实行 “五联系” 制度 (区级领导联系党委ꎬ 党委委员联系支部ꎬ
党支部委员联系党小组ꎬ 党小组长联系党员ꎬ 党员联系群众)ꎮ 开展 “三双” 活动ꎬ 即

双承诺 (党支部、 村委会或机关单位向党员和群众承诺ꎬ 党员向党支部承诺)、 双公开

(党务公开、 政务公开)、 双评议 (党员和群众代表评议党组织ꎬ 党员和群众代表评议村

委会或机关单位)ꎮ 开展 “学理论ꎬ 找差距ꎬ 求创新”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弘
扬延安精神ꎬ 加强作风建设”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 “推动延安科学发展ꎬ 党员争当创业

先锋” 活动ꎬ 坚持用延安精神培育延安新人ꎬ 用延安精神建设新宝塔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区

委印发 «关于开展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ꎮ 按照 “党员干部

受教育ꎬ 科学发展上水平ꎬ 人民群众得实惠” 的总体要求ꎬ 提出 “弘扬延安精神ꎬ 推动

科学发展ꎬ 构建和谐宝塔ꎬ 实现富民强区” 实践载体ꎮ 全面开展 “机关单位联村ꎬ 党员

干部联户” 活动ꎬ 做到制定 １ 份帮扶计划、 扶持 １ 项致富产业、 协调 １ 名劳动力转移就

业、 救助 １ 名贫困学生、 记好 １ 本民情日记的 “五个一”ꎮ 学习实践活动中ꎬ 全区 １８０
个联村部门ꎬ 先后投资 ４０００ 多万元帮助农村改善基础设施、 扶持产业发展ꎬ 帮助 ４５００
人转移就业ꎮ 党员干部与 ８４３１ 户 (个) 贫困户 (人) 结为帮扶对子ꎬ 其中贫困学生

３６６１ 名ꎻ 安置农村剩余劳力 ２０００ 多人ꎬ 累计投入帮扶资金 ７０００ 多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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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区委印发 «关于在全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的实施意见»ꎮ 开展 «弘扬延安精神ꎬ 推动科学发展ꎬ 构建和谐宝塔ꎬ 实现富民强区»
为主题的创先争优活动ꎮ 以党员 “八个一、 八带头” (每年至少重点读好一本书ꎬ 带头

学习提高ꎻ 联系培养一名入党积极分子ꎬ 带头联系群众ꎻ 解决一起信访案件或化解一次

矛盾纠纷ꎬ 带头维护稳定ꎻ 帮扶一名贫困户或贫困大学生ꎬ 带头奉献爱心ꎻ 精通一项业

务技能ꎬ 带头爱岗敬业ꎻ 每年至少撰写一篇调研报告ꎬ 带头调查研究ꎻ 每年至少参加一

次社区志愿者活动ꎬ 带头服务群众ꎻ 每年至少到基层参加一次劳动ꎬ 带头深入实际) 活

动为载体ꎬ 开展党员示范上岗和挂牌管理等活动ꎬ 全区党员累计落实承诺事项 ９ 万余

条ꎬ 落实帮扶资金 ２１０ 万元ꎮ 开展万名党员挂牌上岗 “当表率、 争优秀、 促先进、 树旗

帜” 主题实践活动ꎮ 推进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建设ꎬ 全年完成站点建设 ３０８
个ꎬ 实现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全覆盖ꎮ

在发展党员中ꎬ 遵守 «党员发展程序»ꎬ 注重质量ꎬ 慎重发展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

区共有党员 １９６０２ 名ꎬ 其中正式党员 １８８４４ 名ꎬ 预备党员 ７５８ 名ꎻ 男 １５２３８ 名ꎬ 女 ４３６４
名ꎻ 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５４５８ 名ꎬ 非公有制企业在岗党员 ３３０ 名ꎬ 农民党员

１１０４４ 名ꎬ 社区居民党员 ９４６ 名ꎬ 离退休党员 １８２４ 名ꎮ

第三节　 干部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在换届选举中ꎬ 先后考察领导干部 ４５２ 名ꎬ 调整充实领导干部 １０３ 名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建立 ２００ 名科级后备干部队伍ꎬ 其中非党 ４０ 名、 妇女 ３６ 名ꎻ 选拔 １８ 名青年干

部到乡镇、 办事处任职ꎻ 培训科级干部 ３００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举办科级干部培训班 ７ 场次ꎬ
培训 １０００ 人次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机构改革中ꎬ 有 ２３０ 名青年干部被选配到部门领导班子中ꎮ 举办培训班

７ 期ꎬ 对 ６３５ 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集中培训ꎮ 制定印发 «关于进一步搞好干部推荐考

察工作制定» «关于重视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通知» 等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科级后备干部实行

优进劣汰动态管理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举办培训班 ５ 期ꎬ 培训科级干部 ７５９ 人次ꎻ 在 ２４ 个乡镇

领导班子中ꎬ 配备妇女干部 １８ 名ꎬ 非党干部 １２ 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区委印发 «宝塔区公开选

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暂行办法»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区委以公开选拔形式ꎬ 对区委、 区政府部

分工作部门正职领导职位进行公开选拔ꎬ 有 １０ 名干部被选拔到民政、 文体、 林业等部

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ꎬ 规范领导干部管理ꎮ 贯

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ꎬ 健全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 诫勉谈话、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重

大事项报告等制度ꎮ 制定印发 «关于提拔任用干部进行廉政鉴定的实施细则» «关于在

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做好计划生育考察考核的有关规定» «关于对新提拔的科级领导干

部实施试岗制度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政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 «关于推

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 «关于对不称职、 不胜任现职等领导干部的管理办

法» 等规范性文件ꎬ 实行任前计生、 廉政鉴定、 新提拔干部试岗等制度ꎮ 深化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ꎬ 扩大民主ꎬ 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ꎮ 按照 “到龄改任、 空职补缺ꎻ 大局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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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部分调整ꎻ 择优选拔、 优化结构” 的原则ꎬ 严格干部选拔任用民主推荐、 测评、 考

察、 酝酿、 讨论等工作程序ꎬ 做到成熟一批、 调整一批ꎬ 实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

范化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共配备科级干部 １３８２ 人ꎬ 其中正科级领导干部 ５１１ 人ꎬ 副科级领

导干部 ８７１ 人ꎮ

第四节　 干部教育培训

利用党校培训教育平台ꎬ 对党政领导干部、 新提拔干部和后备干部队伍进行培训教

育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２２ 期ꎬ 培训干部 １１５７３ 人次ꎬ 其中党政干部

２７１２ 人次ꎬ 事业单位管理干部 ２９８０ 人次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４１６ 人次ꎬ 选调生和大学生

“村官” ４６５ 人次ꎮ
动员和鼓励广大干部参加函授、 夜大、 成人高等教育等不同形式再教育ꎮ 实施 “人

才强区” 战略ꎬ 先后接受省派选调生 ４４ 人ꎬ 分派到 ２０ 个乡镇和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 ３３ 人提拔到领导干部岗位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间ꎬ 按照 “省定规划、 市县选聘、 乡

镇管理、 服务基层” 的原则ꎬ 全区共有 １６２ 名 (２００８ 年 ４５ 名、 ２００９ 年 ４８ 名、 ２０１０ 年

６９ 名)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任职ꎬ 担任村 (社区) 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委会 (社
区) 主任助理职务ꎮ

第四章　 宣传教育

第一节　 理论学习

１９９０ 年ꎬ 开展以东欧、 苏联局势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形势教育和全民国防教育ꎬ 作形

势报告 １３５ 场ꎬ 受教育群众达 ３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以宣传贯彻中共十三届七中、 八中全

会精神为重点ꎬ 举办辅导班 １８ 场ꎬ 培训 ４０００ 多人次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以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

视察南方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ꎬ 开展一系列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和解放思想大讨论ꎬ
举办辅导报告 １８７０ 场、 培训班 １１４３ 期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以宣传贯彻中共十四大精神为主题ꎬ
印发 «关于深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通知» «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大讨论活动的通知» «关于认真学习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的通知»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５ 年ꎬ
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ꎬ 宣传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ꎬ
举办学习培训 ２０ 多期ꎬ 辅导报告会 ２４０ 多场次ꎬ 受教育 ４ 万人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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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ꎬ 宣传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ꎬ 巡回宣讲 ３２ 场次ꎬ 受教育人数达 １ 万多

人次ꎮ 在党员干部中开展 “三学、 三查、 三克服、 三树立” 活动和 “学习张家港ꎬ 树立

圣地新形象” 宣传活动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９ 年ꎬ 重点宣传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

神ꎮ 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

高潮» 的通知ꎮ 开展基层干部 “三基” 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ꎬ 举办理论学习班 ６０ 多期ꎬ
干部受教育面 ８５％以上ꎮ 加强和深化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活动ꎬ 举办 “庆国庆、 迎回

归” “石油杯” 爱国主义教育演讲比赛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以宣传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为重点ꎬ 开展 “三讲” “六教育” 等系列教育活动ꎮ 开展 “百人宣讲千场ꎬ 受教育十

万人次” 的理论教育活动ꎬ 举办宣讲会 １２００ 场ꎬ 培训会 ８００ 场次ꎬ 培训理论骨干 ３０００
余人ꎬ 培训干部职工 １５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以宣传中共十六大精神、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以及胡锦涛 “两
个务必” 讲话、 “七一” 讲话精神为重点ꎬ 开展延安精神 “五进” 和 «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 宣讲活动ꎬ 组织 “百人理论宣讲” 团ꎬ 深入基层宣讲 １３０ 余场ꎬ 受教育干部群

众 ３ 万人次ꎮ 印发 «关于在全区开展学习 ‹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纲要› 活动的安

排意见»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关于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 “三
个代表” 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 的实施意见» 和 «关于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考

核制度的实施意见»ꎮ 成立宣传学习贯彻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领导小组ꎬ 邀请专家学

者对全区 ３６０ 多名区级、 科级领导进行为期 ３ 天的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培训ꎮ 全区共

举办宣讲辅导 １５０００ 场次ꎬ 各类知识竞赛 ７０ 场ꎬ 演讲比赛 ９６ 场ꎬ 座谈会 １２６ 次ꎬ 报告

会 ５６ 次ꎮ 参加市委宣传部举办万名党员干部参加的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知识竞赛活

动ꎬ 并荣获优秀组织奖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级领导深入乡镇、 农村ꎬ 宣讲中央 “一号文件” 以

及惠农政策 ４０ 多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开展宣传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延安考察时的讲话精神、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

会精神等ꎮ 印发 «关于创建学习型机关的意见»ꎮ 举办刘易先进事迹报告会ꎬ 在北京和

西北五省区巡回报告 ５０ 余场次ꎬ 听众近 ３ 万人次ꎮ 开展以 “八荣八耻” 为主要内容的

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竞赛和 “知荣辱、 树新风、 促和谐” “争做文明市民ꎬ 共建文明城

市” 宣讲比赛活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主ꎬ 开展

弘扬延安精神ꎬ 加强作风建设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六大三提升” (大学习、 大讨论ꎬ 提

升新水平ꎻ 大宣讲、 大宣传ꎬ 提升影响力ꎻ 大实践、 大创建ꎬ 提升文明度) 系列学习实

践活动和 “学理论、 找差距、 求创新”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ꎮ 在全市 “学理论、
找差距、 求创新”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ꎬ 宝塔区被评为全市第一名ꎬ 受到通报

表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下发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ꎮ 理论宣传教育坚持做到 “五落实” “四定” “五结合”ꎮ “五落

实”ꎬ 即落实组织机构、 学习计划、 学习时间、 学习内容、 辅导人员ꎻ “四定”ꎬ 即定学

习专题ꎬ 定学习书目ꎬ 定学习调研重点ꎬ 定学习思考交流内容ꎻ “五结合”ꎬ 即个人自学

与集中学习相结合ꎬ 系统学习与专题辅导相结合ꎬ 常规学习与电教化相结合ꎬ 调研文章

与交流经验相结合ꎬ 理论学习和解决问题相结合ꎮ 开展学习十七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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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科学发展观、 中央 “一号文件”、 延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宣讲活动ꎬ 举办各种专

题辅导报告会 ４０ 多场次ꎮ

第二节　 新闻宣传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由区委宣传部主编的 «宝塔通讯»ꎬ 以内部刊物的形式创刊发行ꎮ 宝

塔区冯庄乡西河沟村党支部书记李加禄不畏艰辛ꎬ 打坝造地奔小康的感人事迹ꎬ 以题为

«３２ 座淤地坝见证的人生»ꎬ 在 «陕西日报» 发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李加禄做客央视 «实话实

说» 栏目ꎬ 推广乡村致富经验ꎮ 大力宣传由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颁发的 “亚洲杰出农

民” 郭志清、 当代子弟兵的母亲———拥军模范吴彩玲、 无锡市到延安支教教师丁建华的

先进事迹ꎮ «新华每日电讯» 发表 «宝塔区农村做饭不再烟熏火燎» 的文章ꎬ «延安日

报» «陕西日报» 等先后发表 «踏访退耕还林第一乡» «千万元打造陕北秦川牛养殖基

地» «为了神圣的使命» «小协会念出大文章» «青山作证» 等文章ꎬ 宣传宝塔区退耕还

林成果ꎮ «经济日报» 发表 «构筑黄金台ꎬ 换得彩虹来»ꎬ «陕西日报» «延安日报» 等

刊发的 «西部开发五年来宝塔区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大商贸战略带来大繁荣» 等文章ꎬ
彰显宝塔区招商引资取得的成效ꎮ «乡医刘易» «情系纸坊沟———纪念安全同志» ２ 个剧

目的推出ꎬ 彰显新时代党员模范典型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成功举办首届山地苹果文化艺术节ꎬ ＣＣＴＶ－７ 现场录制文艺演出ꎬ

并多次播放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ＣＣＴＶ－７ «乡村大世界» 栏目组走进延安宝塔区张兴庄ꎬ 以

“宝塔山下快乐行” 为主题ꎬ 用 ５ 个板块ꎬ 展示宝塔区经济、 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成

就ꎻ ７ 月 ２６~ ２９ 日ꎬ 会同新华社陕北支社ꎬ 举办 “新华社签约摄影记者培训活动” 暨

“今日延安、 魅力宝塔” 采访实践活动ꎬ 优秀新闻摄影作品在新华网上予以刊发ꎻ ８ 月

２６ 日ꎬ 接待由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央驻陕及省内 １５ 家媒体组成的 “走三秦、 看变化” 采

访团ꎬ 对全区农业产业化、 退耕还林成果、 城区绿化特别是山地苹果产业方面进行采访

报道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１７ 日ꎬ 接待中宣部 “三项学习教育” 新闻采访实践团成员 ５０ 多

人ꎬ 在 ４ 个乡镇进行劳动实践活动和采访报道ꎻ ９ 月ꎬ 接待市委外宣办组织的 “红色圣

地、 绿色延安” 中央、 省大型媒体记者采访实践活动ꎻ １１ 月ꎬ 接待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

组记者ꎬ 开展 ２ 周的新闻调查采访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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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节　 统战成员结构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民主党派 ５ 个ꎬ 其中民革、 民建、 民进、 农工党成立区级组织ꎬ
民盟只有成员ꎮ 各党派共有成员 ２５４ 人 (民革党员 ２８ 人ꎬ 民建会员 ５６ 人ꎬ 民进会员 ９６
人ꎬ 农工党党员 ３８ 人ꎬ 民盟盟员 ３６ 人)ꎮ 工商联有会员 ３１５ 人ꎬ 执委 ３２ 名ꎬ 其中非公

有经济会员 １５０ 名ꎮ 有 １８ 个少数民族、 ３３９ 人ꎮ 有台属 ２６ 户ꎬ 有华人、 华侨、 港澳同

胞、 出国留学生 １５５ 人ꎬ 侨属、 侨眷、 出国留学人员眷属 ２８８ 人ꎮ 全区非公有制企业建

立工会组织 ８０ 个ꎬ 工会会员达到 ７６００ 余人ꎮ

第二节　 统战合作

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ꎬ 各民主党派主委每年不定期应邀参加区委、 区政府召开

的重大决策、 协商、 征求意见会议ꎻ 各民主党派成员深入工厂、 学校调研ꎬ 形成调研报

告ꎬ 发挥参政议政作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委常委与 ５ 个民主党派、 工商联结对子、 交朋友ꎬ
建立联系制度ꎮ ２００２ 年ꎬ ５ 个民主党派与部门结对子ꎬ 建立联系制度ꎬ 相互协商ꎬ 征求

意见ꎮ 做好涉台突发性事件的防范和处理工作ꎬ 对去台探亲人员ꎬ 协助办理去台手续ꎬ
交代政策ꎬ 做好行前教育工作ꎮ 坚持对部分侨眷侨属进行过年慰问、 平时走访ꎬ 每月联

系一次侨界代表人士ꎬ 鼓励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参政议政ꎮ 按照 “拓宽视野、 坚持标准、
重点培养、 梯次配备” 的要求ꎬ 加强对非公有制人士的考察、 培养和举荐工作ꎮ 将党外

干部培训任务纳入党政干部培训工作体系ꎬ 完善非党干部和非党后备干部人才库ꎬ 建立

各民主党派班子考核办法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共有科级以上党外领导干部 １２２ 人ꎬ 其

中县级 ５ 人ꎬ 科级 １１７ 人 (正科 １６ 人、 副科 １０１ 人)ꎬ 党外后备干部 ２０ 人ꎮ
动员工商联会员、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投身全区新农村建

设ꎬ 开展 “百企联百村、 共建新农村” “光彩事业” 等活动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全区共

有 ２０７ 家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ꎬ 在全市召开的 “一企帮一村ꎬ 共建新农村” 表彰

大会上ꎬ 治平建工集团、 圣安房地产公司、 王家坪实业集团、 川口建筑工程公司、 资协公

司、 龙飞建筑公司、 慧泽房地产公司 ７ 家民营企业受到表彰ꎮ 开展全区无党派人士人才库

的摸底、 登记工作ꎬ 建立健全无党派人士队伍ꎬ 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考察选定和

信息建档工作ꎬ 拓宽统战工作领域ꎮ 全区共培养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２７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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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法工作

第一节　 政法队伍思想建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ꎬ 在全区政法系统开展政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ꎬ 切实加强政法队

伍建设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 “转作风、 抓纠纷ꎬ 树形象、 变面貌” 教育活动ꎬ 树立政法队伍

良好形象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在全区政法系统组织学习贯彻 “五条禁令”ꎬ 并形成制度ꎬ 规

范执法行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以 “公正执法树形象” 学习教育活动为主线ꎬ 全面加强政法队伍

建设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以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ꎬ 在全区政法系统开展向陈波、 张本树、
王书田等先进事迹学习活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按照 “政治建设、 素质强警” 的工作思路ꎬ 以法

治理念教育为主线ꎬ 全面加强政法队伍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政法各部门以 “创先争优” 活动

为契机ꎬ 开展 “公正廉洁执法、 建设和谐延安” 主题实践活动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活动ꎬ 进一步加强队伍思想教育和业务素质教育ꎮ

第二节　 维护稳定

１９９９ 年ꎬ 区委制定出台维护稳定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情报信息制度、 定期排查制

度、 接待和值班制度四项规章制度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区委制定 «宝塔区维护稳定工作责任追究

暂行办法»ꎬ 确定维护稳定责任目标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认真贯彻落实信访首问责任制ꎬ 变 “上
访” 为 “下访”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按照 “排查是基础ꎬ 调处是关键ꎬ 稳定是目的” 的工作思

路ꎬ 实施 “机制、 措施、 宣传、 落实” 四到位ꎬ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ꎮ ２００５ 年进一步完善

维稳机制ꎬ 各乡镇、 各部门成立维稳领导小组ꎬ 配有专兼职人员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立 “三位

一体” 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ꎬ 完善 “大调解” 工作格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把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放在政法工作的首要位置ꎮ 抓排查ꎬ 掌握工作主动权ꎻ 抓调处ꎬ 探索新途径ꎻ 抓预

防ꎬ 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维稳工作以落实第一责任人为重点ꎬ 制

定出台 «关于加强维护稳定工作落实领导责任制的意见»ꎬ 进一步完善维稳工作 “五项”
制度和 “六项” 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紧紧围绕 “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

执法” 三项重点工作ꎬ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ꎬ 对工商银行建设项目、 第三幼儿园

改造项目和桥沟镇桥沟村三产住宅建设项目进行风险评估ꎮ 全年无群体性事件发生ꎬ 社

会安全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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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平安建设

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 “创建治安模范市” 活动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开展创建安全文明小区活动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开展校园治安综合治理活动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 区综治办被中央综治委评为全国

综合治理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年ꎬ 开展 “平安工程” 建设ꎬ 争创省级治安模范区活

动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全市城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现场会在宝塔区召开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

定出台定期考核检查通报制度、 重大案件查究制度、 治安形势一月一通报制度等制度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建立县级领导包干责任制度ꎬ 每个乡镇、 办事处由 １ 名县级领导包片负

责ꎬ 指导该乡镇 (街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制定下发 «关于创建 “平
安宝塔” 的实施意见»ꎬ 成立创建 “平安宝塔” 工作领导小组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以创建 “平安

宝塔” 为核心ꎬ 强化领导责任ꎬ 全力构建 “四级防控网络”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从 “抓组织、 抓

人员、 抓机制” 三个保障入手ꎬ 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基层基础工作力量进行全面整合ꎬ 重点开展 “十大平安” 创建和 “防范打击年” 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继续开展 “平安宝塔” 和 “十大平安” 创建活动ꎬ 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

文化娱乐场所进行严厉打击和整顿治理ꎮ

第七章　 农村工作

第一节　 农村政策研究

一、 调查研究

每年年初ꎬ 结合各行各业实际ꎬ 就事关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难点、 热点问

题ꎬ 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调研专题ꎬ 组织落实调研ꎮ 同时ꎬ 定期不定期对各单位调研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ꎬ 对优秀调研成果及时在 «政策研究» 上刊发ꎮ １１ 年来ꎬ 在 «政
策研究» 刊物上大量刊发宝塔区领导干部撰写的调研报告ꎬ 为解读与宣传政策、 交流工

作经验、 服务领导决策提供平台ꎮ ２００１ 年起ꎬ 每年年底将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撰写的观点

鲜明、 论证充分、 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和工作研究编印成 «年度优秀调研成果集»ꎮ 开

展调查研究ꎬ 就产业开发、 园区建设、 项目引进、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加强和改进党的

建设、 推动干部作风转变等问题进行调研ꎬ 先后形成 «官庄经济社会发展调查» «关于

松树林乡实施村干部任职承诺制情况的调查» «小辣椒可以做成大文章» «优势在山、 潜

力在山、 希望在山» 等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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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展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

农村固定观察点是中央政研室和省委政研室定点、 定期跟踪 “三农” 问题的一个窗

口ꎬ 是进一步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生产、 生活状况的信息台、 传感器ꎮ 川口乡安寺村 ３０
户村民被确定为农村固定观察点ꎮ 多年来ꎬ 对观察对象的生产收入、 消费支出、 饮食结

构、 能源使用及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ꎬ 并将调查结果及时上报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９ 年ꎬ 连续 ８ 年被陕西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评为 “农村固定观察点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２ 年起ꎬ 在设有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县区增设农产品月调查项目ꎮ 每月 １５ ~ １７ 日派专

人深入大型农贸市场、 乡镇集市进行农产品市场价格调查ꎬ 并将调查结果及时传送到中

央政研室ꎮ

第二节　 新农村建设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开展农村改革试验工作ꎬ １１ 个村进行农村改革试验ꎻ 成立股份制砖

厂ꎬ 建起股份制合作基金组织 ５ 个ꎮ 开展农村社教工作ꎬ 对 ２４ 个乡镇、 ２７５ 个企事业单

位、 ５８３ 个行政村、 ７５５ 个自然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加强小康村建设ꎬ 实行部门包村ꎬ 干部蹲点ꎮ 全市抽调 ２６４ 名干部ꎬ 深入

农村指导工作ꎮ 全年举办各类培训班 ３１ 次ꎬ 培训基层干部群众 １ ２ 万人次ꎻ 组织 １６００
名干部、 致富标兵分赴大荔、 江苏等地考察学习ꎮ 全市有 ６４ 个村率先实现小康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落实 ３５ 个部门包村ꎬ 抽调 ２４４ 名干部到 １２２ 个行政村蹲点ꎬ 指导农村工

作ꎮ 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ꎬ 全市 ３７ 个乡村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制改制、 改组ꎮ 配合

中央电视台制作完成专题片 «家在庙沟»ꎬ 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ꎮ １９９５ 年小康村总数增

加到 １４６ 个ꎬ 占到全市行政村的 ２５％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落实包建干部ꎬ 加快小康村建设ꎮ 小康村总数由 １４６ 个增加到 ２２０ 个ꎬ 总

数比例由 ２５％上升为 ３７％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ꎬ 出台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措施»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纲要»ꎬ 确立 “总体规划ꎬ 重点示

范ꎬ 产业支撑ꎬ 基础突破ꎬ 因地制宜ꎬ 稳步推进” 的新农村建设总体思路ꎬ 坚持 “产业

奠基ꎬ 继承创新ꎬ 政策激励ꎬ 尊重实际ꎬ 尊重农民” 的原则ꎮ 实行区级领导包抓 “六个

一” 和科级领导包抓 “四个一” 制度ꎬ 实施 “百企联百村” 工程ꎻ 安排 ２３０ 个部门或企

业包抓 ２３０ 个新农村建设ꎬ 确立 ４７ 个农村为新农村重点示范村ꎬ 共涉及 ６９１５ 户 １８４１７
人ꎮ ５ 年间先后投资 ２ ４８ 亿元ꎬ 其中市区两级财政投资 ５６９１ 万元ꎬ 私营企业和社会投

资 ４４０１ 万元ꎬ 农民自筹 １ ４７ 亿元ꎮ 完成硬化主侧巷道 ５８４１２ 米ꎻ 修排洪排污渠 ３１４８４
米ꎻ 帮畔护坡 ４２６８ 米ꎻ 中心广场建设及凉亭建设 ２４ 个共 １７４３６ 平方米ꎻ 铺人行道 １４２００
平方米ꎻ 修围墙 ５２３７４ 米ꎬ 新建大门 ９８０ 余个ꎮ 新修住宅 ２４７０ 余间 (孔)、 粉刷窑洞

６６８０ 余孔 (间)、 栽绿化树 １ ２ 万余株ꎮ 几年间ꎬ 全区投资 ８ ５ 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医疗卫生、 文化教育、 村村通油路、 人畜饮水、 社会福利、 产业开发等新农村建设

项目ꎮ
实施农村改革试验工作ꎬ 发展合作经济、 专业协会等农民自治组织ꎬ 培训新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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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ꎬ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ꎬ 探索巩固退耕还林 (草) 成果的生态治理模式和促进农民增收

的各种有效机制与途径ꎬ 建立职能明确运转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ꎮ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

织ꎬ 围绕 “三农” 办协会ꎬ 办好协会为 “三农”ꎬ 围绕产业建协会ꎬ 建好协会促产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共有各类协会 １２８ 个ꎬ 其中果农协会 １２１ 个、 养猪协会 ４ 个、 经纪人协会

１ 个、 养鸡协会 １ 个、 养牛协会 １ 个ꎬ 会员共 ３２６０ 户ꎮ

第八章　 其他党务

第一节　 机构编制

一、 机构管理

１９９８ 年ꎬ 组织实施全区乡镇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ꎮ 通过改革ꎬ 乡镇、 街道办事

处机构由原有的 ３２０ 个精简为 １８７ 个ꎬ 精简 １３３ 个ꎬ 精简 ４１ ６％ꎮ 事业单位改革中ꎬ 对

３０ 个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改革ꎬ 重新核对职能、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ꎮ 在教

育系统开展以 “校长聘任制、 教师聘任制、 校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结构工资制” 为主要

内容的 “四制” 改革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组织实施区乡机构改革ꎮ 改革后区委设置工作部门 ９ 个ꎬ 政府设置工作部

门 ２１ 个、 行政机构 ２ 个、 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 １１ 个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农业、 林业、 水利、 卫生、 城建等 ５ 个系统的事业单位进行改革ꎬ 精简

事业单位 １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组织实施政府机构改革ꎬ 设置政府工作部门 ２２ 个ꎬ 部门管理机构 ４ 个ꎬ

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 ４ 个ꎮ 同时ꎬ 调整部分事业性机构ꎬ 其中改变隶属关系机构 ２ 个ꎬ
变更规范名称 １９ 个ꎬ 撤并 ５ 个ꎮ

二、 编制管理

１９９８ 年ꎬ 制定 «宝塔区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ꎮ 实行 “控员通知制度”ꎬ 禁止人

员 “逆向流动”ꎬ 实行组织、 编办、 财政、 人事劳动社会保障 “四位一体” 管理办法ꎬ
使全区的机构编制工作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轨道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 «宝塔区机构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进行重新修订ꎬ 建立机构编制管理

“账、 台、 卡、 册”ꎬ 实行机构编制月报制度和季度分析的动态管理制度ꎮ 同时ꎬ 制定

«宝塔区党政群人员调配管理办法»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全区党政群、 乡镇办事处和事业单位实

行 “编制实名制” 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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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业单位登记

１９９８ 年ꎬ 依据 «陕西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ꎬ 制定宝塔区相关的制度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ꎬ 全面完成全区事业单位法人由省级转换

为国家级法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按照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ꎬ 增改登记、 年

检、 变更制度和流程图ꎮ

第二节　 老干部管理

一、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组织离退休老干部学习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和科技知识ꎬ 学习省、 市、 区有关文件

精神ꎮ 坚持每年两次向老干部通报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制度ꎬ 落实老干部参加重要

会议制度ꎬ 组织调研考察ꎬ 发挥老干部参政议政作用ꎮ 坚持走访和慰问制度ꎬ 利用春

节、 中秋节、 敬老节等节日ꎬ 对老干部进行走访慰问ꎬ 对生病住院的老干部进行看望ꎬ
对病故的老干部积极配合原单位和家属做好丧事处理工作ꎮ

二、 落实老干部各项生活待遇

对企业改制中离休干部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ꎬ 及时调查研究ꎬ 形成专题报

告ꎬ 报请区委、 区政府研究解决ꎮ 关心老干部的 “两费” 问题ꎬ 协助解决医药费拖欠和

报销标准不一难题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中央、 省、 市、 区财政的支持下ꎬ 对 １９９９ 年前拖欠离

休干部的 “两费” 进行彻底清理ꎬ 共兑付拖欠费 ３８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对 ２０００ 年前的

拖欠费给予全部兑现ꎬ 共兑付 １８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老干部的 “两费”ꎬ 实现当年费

用当年付清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企业离休干部参加医疗统筹ꎬ 建立 “三项机制”ꎬ 困扰多年

的离休干部 “两项” 待遇得以落实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老干局会同区委组织部、 区人

劳局、 区财政局ꎬ 下发 «关于调整因瘫痪等原因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的离休干部护理费标

准的通知»ꎬ 将离休干部的护理费由每月 １００ 元调整至 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将瘫痪离休干

部护理费由每月 ２００ 元调整至 ６００ 元ꎻ 并将 ５５ 名企业离休干部收归干休所管理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将离休干部护理费提高为 １０００ 元 /月、 １２００ 元 /月ꎮ

三、 老干部活动中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成立宝塔区老干部活动中心ꎮ 同时投资 ２０ 余万元ꎬ 办起桥牌室、 麻

将室、 台球室、 象棋室、 娱乐室、 阅览室等ꎬ 为老干部活跃文化生活提供保障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成立延安老年大学宝塔分校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招收第一批学员ꎬ 开设 ３ 个教学班ꎬ
招收 ９０ 多名学员ꎮ

第三节　 党史研究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相继编辑出版 «宝塔区大事记 (１９２７ ~ １９９１) » «宝塔区大事记

(１９９１~２００２) »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组织史资料第一卷 (１９２６ ~ １９８７) » «中共延安市

宝塔区组织史资料第二卷 (１９８７ ~ １９９３) »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组织史资料第三卷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 «延安保卫战系列丛书» «红色记忆———红一方面军在宝塔区» 等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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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史书籍ꎻ 编辑出版 «宝塔新歌» «宝塔党建文集» 等资政书籍ꎻ 征集撰写 «党史工

作如何服务区委中心工作» «新时期党史工作的努力方向» 等ꎬ 为区委决策和中心工作

提供可参考的资政调研文章ꎮ 组织宣讲团深入机关、 校园进行党史宣传教育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系列的党史知识竞赛活动和革命传统教育进校园活动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参

与延安电视台 «追寻转战陕北之路» 大型纪录片的制作工作ꎮ

第四节　 党校教育

一、 干部培训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培训轮训全市科级领导干部、 村级领导干部、 组织、 宣传、 政工干

部及意识形态部门理论骨干 ３０ 期 ３０２０ 人次ꎮ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年ꎬ 培训全区各级各类干部 ３４
期 ３４９０ 余人次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培训轮训全区各级各类干部 ３５ 期 ３５００ 多人次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培训班 ８０ 期ꎬ 培训干部 ８０００ 多人次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组建以党校老师为主、 大

专院校教授兼职的教师队伍ꎮ
二、 学历教育

中专专修班教育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经中共陕西省委、 省政府批准ꎬ 在市党校开办中专班教

育ꎮ 在校学完所规定的课程ꎬ 并经考试考核合格后ꎬ 发给国民教育中专毕业证ꎮ 中专学

历班分 ２ 个专业ꎬ ２ 种教学方式ꎮ １９９９ 年因生员萎缩ꎬ 停止招生ꎮ 大专和本科函授学历

教育ꎮ 大专函授教育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招生ꎬ 本科函授教育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招生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因政策原因ꎬ 停止招生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中共宝塔区委 (延安市委) 党校中专班统计表

　 表 １６－８－１

班次 专业 教育形式 学制 人数

１９９０ 级 党政管理 脱产 ２ 年 ５０

１９９１ 级 党政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２２０

１９９２ 级 党政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１８５

１９９２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１２０

１９９３ 级 党政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５８

１９９３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２３８

１９９３ 级 党政管理专修班 脱产 ２ 年 ２２

１９９４ 级 党政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１２０

１９９４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１９０

１９９５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１０８

１９９６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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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班次 专业 教育形式 学制 人数

１９９７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４５

１９９８ 级 经济管理 函授 １ ５ 年 １１０

１９９２~２００４ 年宝塔区委 (延安市委) 党校大专、 本科函授教育统计表
　 表 １６－８－２

班次 主办单位 专业 学制 学员数

１９９２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政治 ３ 年 １１７

１９９３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政治 ３ 年 １３０

１９９４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政治 ３ 年 １５９

１９９５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政治 ３ 年 １５６

１９９５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３ 年 ５４

１９９５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党政管理 ２ ５ 年 １１７

１９９６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４６

１９９７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３ 年 １１２

１９９７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法律 ３ 年 ６６

１９９７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法律 ３ 年 ４９ (子长班)

１９９７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党政管理 ２ ５ 年 ８４

１９９７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１２８

１９９９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３ 年 １１５

１９９９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１１３

２０００ 本科班 陕西省委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２６３

２０００ 本科班 陕西省委党校函授学院 党政管理 ２ ５ 年 ６６

２００１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党政管理 ３ 年 ５４

２００１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８５

２００２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３ 年 ２５

２００２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４５

２００４ 大专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３ 年 ４４

２００４ 本科班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经济管理 ２ ５ 年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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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督察督办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督办各类批件 １７６９ 件ꎮ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ꎬ 督办各类批件 １１８０ 件ꎬ 编

发 «宝塔区督查情况通报» ８４ 期ꎮ
２００１ 年ꎬ 重点对贯彻区委十六届六次委员会、 退耕还林钱粮兑现、 安全生产工作等

进行督查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主要对学习江泽民考察陕西时讲话、 产业开发等进行督查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主要对贯彻全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区十八次党代表会议精神、 防治 “非典”、 大

气污染治理、 淤地坝建设等进行督查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重点对贯彻中央 “一号文件” 精神、 禽

流感防治、 农业农村工作等进行督查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重点对先进性教育、 农业生产、 创卫工

作等进行督查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ꎬ 督办各类批件 ４５０ 件ꎬ 编发 «宝塔区督查情况通报»
１１８ 期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重点对贯彻中央 “一号文件” 精神、 学习胡锦涛来延讲话、 教育 “普
九”、 新农村建设等进行督查ꎬ 全年督办各类批件 ８２ 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督办各类批件 ６８ 件、
政协提案 ９ 件ꎻ 编发 «宝塔区督查情况通报» １０ 期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先后对春季农业农村工

作、 重点项目建设、 企业改制、 合作医疗、 新农村建设、 减灾安居工程、 安全生产等重

点工作进行督查ꎬ 受理、 督办领导批办件 ３０ 件ꎬ 对 ６ 件政协提案和 ２ 件人大议案进行督

办ꎻ 全年编发 «督查通报» ２０ 期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重点对林权制度改革、 重点项目等进行督

查ꎬ 督办领导批件 １１ 件ꎬ 编发 «督查通报» １２ 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编发 «督查通报» １２ 期ꎮ

第六节　 机关党的建设

一、 党员教育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党员政治理论学习以 «中国共产党章程» «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 «邓小平文选» 等为主要内容ꎮ
同时ꎬ 组织党员广泛开展延安精神再教育、 岗位学雷锋、 学习焦裕禄、 孔繁森、 王思明

等活动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开展党课活动 １０８ 次ꎬ 参加 １３００ 人次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结合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 ７０ 周年ꎬ 组织开展 “学党史ꎬ 加强党的建设ꎬ 密切党群关系” 主题活动ꎮ 在岗

位学雷锋活动中ꎬ 开展便民服务 ２４ 次ꎬ 参加 １３８０ 人次ꎬ 做好事 ８５ 件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组织

党员参观革命纪念馆、 旧址 ５ 次ꎬ 观看革命传统影片 １４ 场次ꎬ 受教育 ５０００ 人次ꎻ 召开

座谈会、 演讲会、 专题报告会 １２ 场次ꎻ 举办大型宣传活动 ３ 次ꎬ 参加 １０００ 人次ꎻ 做好

事 １２００ 件次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开展便民活动 １５０ 次ꎬ 接待咨询群众 ６００ 人次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举办

理论报告会 １４ 场次ꎬ 培训理论骨干 ８７８ 人次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组织党员学习 «邓小平文选» «中国共产党章程» 等ꎮ 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 创建 “十星级” 文明单位等活动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组织 ５０００ 名党员参加党的基本知

识有奖竞赛活动ꎻ 区直机关党员向灾区捐款 ６ ４ 万元ꎬ 为下岗职工捐款 ５ 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建立 «党员大会制度» «党课教育制度» «党员活动日制度» 等ꎬ 培训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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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６９ 名ꎬ 为下岗职工、 灾区捐款 ６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举办学习班 ２００ 次ꎬ 培训会

１００ 次ꎬ 座谈会 ７０ 余次ꎬ 对 ２１５ 名支部班子成员进行培训ꎻ 创办 «机关党建» 期刊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党刊学习发行工作被省直机关党委评为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组织党员学习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中共十六大报告等ꎬ 开展演

讲、 重温入党誓词、 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学习教育、 专题辅导等活动ꎬ 组织观看 «郭秀

明事迹录» «张思德» «三秦大讲堂» 等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开展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学习

教育活动中ꎬ 撰写调研报告 ３６７ 篇ꎬ 发放征求意见书 ３８４５ 份ꎬ 召开座谈会 ５７１ 次ꎬ 走访

群众 １１２０ 人次ꎬ 征求意见 ４８１ 条ꎬ 形成整改方案 ６４ 份ꎬ 个人整改计划 ３６７ 份ꎻ 全年编

发 «机关党建» １３ 期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组织 ５９０ 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政治理论水平任职资格

考试ꎻ 向贫困大学生捐款 ４ ４５ 万元ꎬ 向灾区捐衣物 １０７０ 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展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育活动ꎬ １５８０ 名党员参加ꎮ 活动中ꎬ 组织专题报告会 １８５ 场ꎬ 党课专题辅导

３４５ 场ꎬ 学习培训会 １４０ 次ꎬ 形成调研报告 ５４０ 篇ꎬ 发放调查问卷 １３８３ 份ꎬ 形成整改方

案 ５１ 份ꎬ 整改措施 １２８３ 条ꎮ 开展党员帮扶联户活动ꎬ ６６０ 名党员联帮 ５９３ 户群众ꎬ 落

实帮扶资金 １２ 万元、 化肥 １２ 万千克、 种子 ７５７ 千克、 塑料薄膜 １９５７ 千克ꎮ 向灾区捐款

５ ９ 万元ꎬ 向贫困大学生捐款 １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党员学习教育以学习新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共十七大报告» 以

及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ꎬ 开展 “送温暖ꎬ 献爱心”、 党员承诺、 学刘易、 安全等活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组织 １１３４ 名党员参观青化砭、
蟠龙战役烈士陵园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 “学理论ꎬ 找差距ꎬ 求创新” 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

和 “我为宝塔发展献良策” 活动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以学习科学发展观为主ꎬ 全力打造 “五型

机关” (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 廉洁型、 节约型)ꎬ 实现 “五好五强” (建设一个好

班子、 打造一支好队伍、 创建一套好机制、 营造一个好环境、 树立一个好形象ꎬ 科学发

展意识强、 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强、 业务工作能力强、 服务群众意识强、 开拓创新意识

强) 目标ꎮ 学习教育活动中ꎬ 开展谈心 ４０００ 次ꎬ 召开座谈会 ４３ 次ꎬ 组织专题辅导 ５６
场ꎬ 办学习专栏 ３２５ 期ꎬ 办简报 １７５ 期ꎮ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ꎬ １３５４ 名职工结对帮扶特困

职工 ２５１ 人、 特困户 ９７９ 人、 特困学生 ３１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以 “创建五型机关ꎬ 争当

五型模范” (创建学习型机关ꎬ 争当带头学习的模范ꎻ 创建效能型机关ꎬ 争做爱岗敬业

的模范ꎻ 创建廉洁型机关ꎬ 争当遵纪守法的模范ꎻ 创建服务型机关ꎬ 争当为民服务的模

范ꎻ 创建和谐型机关ꎬ 争当科学发展的模范) 为载体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ꎮ 同时ꎬ
积极实施党员承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提出承诺事项 ４８５１ 条ꎬ 兑现承诺 ４６９３ 条ꎮ

二、 党的组织建设

１９９０ 年ꎬ 机关党委下辖 ２８ 个党支部ꎬ 有党员 ４３５ 名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开展支部班子整顿

活动ꎬ 实行党委委员包点、 包支部制度ꎬ 制定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开展 “五
整顿ꎬ 一完善” (整顿机关纪律、 工作作风、 办公秩序、 机关卫生、 办公用房ꎬ 完善管

理制度) 活动ꎻ 制定党员 ５ 年发展计划ꎻ 投资 １ ６ 万元ꎬ 建立标准化党员活动室 ５ 个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成立市直机关工委ꎬ 对 ３０ 个党组织隶属进行调整ꎻ 机关工委下辖 ２８４ 个党组

织ꎬ ４５７５ 名党员ꎮ １９９５ 年ꎬ 进一步加强支部班子建设ꎬ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ꎮ 在党员

发展中ꎬ 严格按照 “坚持标准ꎬ 保证质量ꎬ 改善结构ꎬ 慎重发展” 十六字方针ꎮ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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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共发展党员 １０３ 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调整总支班子 ２４ 个ꎬ 支部班子 ２５ 个ꎬ 改、 补选支委 ３２ 名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补

选支部班子 ３６ 个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改选支部书记 １１ 名ꎬ 新组建支部班子 ３ 个ꎬ 调整支部班子

１４ 个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发展党员 １５２ 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改选支部班子 １５ 个ꎬ 增补完善支部班子 １８ 个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开展创建 “五个

好” 党委和 “十佳” 党支部活动ꎻ 调整、 补充总支、 支部班子 ２５ 个ꎬ 改选支部书记 １０
名、 支部委员 ２５ 名ꎻ 建立党员活动室 ７０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新建总支 １ 个、 支部 ４ 个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发展党员 １２２ 名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调整、 改选总支委员 ２ 名、 支部书记 １４ 名、 副书记 ２ 名、 委员 １６ 名ꎻ 建

立党员信息库ꎬ 为 １６８０ 名党员建立党组织和党员信息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加强离退休党员管理ꎬ
设立老干部支部 ３８ 个ꎻ 调整、 改选总支委员 １４ 名、 支部书记 １８ 名、 副书记 １８ 名、 委

员 ５４ 名、 纪检委员 １８ 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设立离退休党支部 １ 个、 离退休老干部联合支部 ６
个、 党小组 ４ 个ꎬ 调整总支、 支部 １８ 个、 班子成员 ８３ 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调整支部班子 ７
个ꎬ 班子成员 ２３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调整支部班子 ４ 个ꎬ 班子成员 １２ 名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发展

党员 １５７ 名ꎮ
三、 党风廉政建设

１９９１ 年ꎬ 组织党员观看 «党规党纪教育片» «夕阳在秋色中沉沦» 等影片ꎬ 强化廉

政意识ꎻ 查处违规建私房、 多占公房、 用公款送子女上学等违纪案件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面贯

彻中央关于领导干部 “五项规定”ꎬ 开展反腐败斗争ꎬ 推进廉政建设ꎮ 全年收到群众检

举材料 ２１２ 件ꎬ 立案 ５５ 件ꎬ 涉及干部 ３５ 人ꎬ 处分党员 ２１ 人ꎬ 开除党籍 ４ 人ꎬ 留党察看

５ 人ꎬ 严重警告 ４ 人ꎬ 警告 ６ 人ꎬ 撤职 ２ 人ꎬ 移交司法机关 ２ 案 ２ 人ꎬ 查处违纪资金 ３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清理拖欠党费 ２０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开展党风党纪教育ꎬ 学习 «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ꎬ 组织 １５０ 名科级干部观看党风党纪电教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制定、 完善党

风廉政建设规章制度 ２４ 项ꎬ 查处案件 ２ 起ꎬ 处理违纪党员 １ 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实施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ꎬ 全年查处违纪案件 １０ 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联系点

工作制度ꎻ 组织党风廉政教育专题演讲 ２ 场ꎬ 观看廉政教育专题片 １０ 次、 １２００ 人次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展廉政承诺宣誓、 签字、 廉政答题、 书画展等活动ꎬ 开通廉政监督电话 １１
部ꎬ 悬挂监督意见箱 １１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 “问责、 问廉、 问效” 活动ꎬ 组织 １１８０ 名党

员参加廉政答题活动ꎬ 处理违纪党员 １ 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实施政务公开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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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编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ꎬ
依法行使决定权、 监督权、 任免权ꎬ 为推动全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物质文

明协调发展ꎬ 推进全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ꎬ 构建和谐社会ꎬ 发挥积极作用ꎮ

第一章　 代表选举

第一节　 区 (市) 人大代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 ３４ 条规定ꎬ 凡年满 １８ 周岁以上的公民ꎬ 不分男女

性别、 宗教、 职业、 民族、 党派、 文化程度等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不包括剥夺政治权

利者和精神病患者)ꎮ
一、 延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下旬至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下旬ꎬ 历时 ４ 个月ꎮ 首先成立延安市选举工作委员

会ꎬ 各乡 (镇)、 街道办事处成立选举领导小组ꎬ 选派 ３０ 名部门领导作为换届选举联络

员ꎬ 对全市 ２４ 个乡 (镇)、 ３ 个办事处进行详细的人口普查登记ꎮ 全市共有人口 ２９０９７４
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公民 １６８６６７ 人ꎬ 依法规定选民 １６８２９４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９９ ７７％ꎬ
无法行使权利的 ２７５ 人ꎬ 占 ０ １６％ꎬ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９８ 人ꎬ 占 ０ ０６％ꎮ 设立代表选

举区 １１１ 个ꎮ
经选民充分酝酿ꎬ 讨论、 确定代表名额ꎬ 组织选民采取差额和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进

行选举ꎬ 全市共有 １６２５２１ 名选民参加代表的选举ꎬ 参选率为 ９６ ５％ꎮ 选举产生延安市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８１ 人ꎬ 其中男 １４０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７７ ３％ꎻ 女 ４１ 人ꎬ 占代

表总数的 ２２ ７％ꎻ 中共党员 １１７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６４ ６％ꎬ 非党人士 ６４ 人ꎬ 占 ３５ ４％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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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人士 ５ 人ꎬ 占 ２ ８％ꎮ
二、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上旬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上旬ꎬ 历时 ３ 个月ꎬ 在全市进行代表选举的工作ꎮ
成立延安市换届选举工作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各乡 (镇)、 办事处先后成立代表选举

工作委员会和选举领导小组ꎬ 抽调培训联络员 ２７ 人ꎬ 分别在各乡 (镇)、 办事处负责联

络代表选举工作ꎬ 选举日期确定为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作为代表选举日ꎬ 全市普选人口总

数是 ３０８１４５ 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人口数为 １８０２９０ 人ꎬ 选民人数实际参加为 １７９６９７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９９ ７％ꎻ 无法行使选举权的 ３２３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１８％ꎻ 暂停选举

权的 ５０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２８％ꎻ 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２２０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９２％ꎬ 参加投票的总数为 １７３３２８ 人ꎬ 占选民人数的 ９６ ５％ꎮ 设立代表选区 １１２ 个ꎮ 选

举产生的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２１１ 人ꎬ 其中男 １５７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７４ ４％ꎬ 女 ５４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２５ ６％ꎻ 代表中中共党员 １２７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６０ ２％ꎬ 非

党 ８４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３９ ８％ꎻ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４１ 人ꎬ 占 １９ ４％ꎻ 中专文化程度 ２９
人ꎬ 占 １３ ７％ꎻ 中学文化程度 １０２ 人ꎬ 占 ４８ ３％ꎻ 小学文化程度 ３９ 人ꎬ 占 １８ ５％ꎮ 连

选连任 ３２ 人ꎬ 占 １５ ２％ꎬ 新当选代表 １７９ 人ꎬ 占 ８４ ８％ꎮ
三、 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初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上旬ꎬ 历时 ３ 个半月ꎮ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规定届满换

届ꎬ 省、 市人大换届选举会议精神ꎬ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做出认真细致的 “换届选举工作

安排意见”ꎮ 成立换届选举工作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各乡镇、 办事处成立换届选举工

作委员会和选举领导小组ꎬ 为了加强培训ꎬ 抽调有经验、 能力强的 ５４ 名联络员ꎬ 深入

到 ２７ 个乡镇、 办事处负责指导换届选举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８ 日 (农历腊月十日、 星期

四) 作为全区选民选举日ꎮ 全区普选人口总数为 ３０７８４５ 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为

１９１５９０ 人ꎬ 选民人数为 １９０９２５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９９ ７％ꎻ 无法行使选举权的 １６７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８％ꎻ 暂停行使选举权的 １１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０６％ꎻ 被

剥夺选举权的 １０２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５％ꎮ 参加投票的 １８５０２２ 人ꎬ 占选民人数的

９６ ６％ꎮ 全区共设选区 １１２ 个ꎬ 应选代表总数 １８６ 人ꎬ 实选代表人数 １８６ 人ꎮ 选举产生

的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８６ 人中ꎬ 男 １４４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７７ ４％ꎻ 女 ４２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２２ ６％ꎻ 中共党员 １２２ 人ꎬ 占 ６５ ６％ꎻ 民主党派 ６ 人ꎬ 占 ３ ３％ꎻ 非党 １
人ꎬ 占 ０ ５％ꎻ 大学本科以上 ２３ 人ꎬ 占 １２ ４％ꎻ 大专文化 ４９ 人ꎬ 占 ２６ ３％ꎬ 中专及高

中文化 ５７ 人ꎬ 占 ３０ ６％ꎻ 初中文化 ４４ 人ꎬ 占 ２３ ７％ꎻ 小学文化 １３ 人ꎬ 占 ７％ꎻ 连选连

任 ２８ 人ꎬ 占 １５％ꎬ 新当选代表 １５８ 人ꎬ 占 ８５％ꎮ
四、 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下旬ꎬ 历时 ４ 个月ꎮ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规定和省、 市人

大换届选举会议精神ꎬ 区人大常委会做了认真细致的 “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ꎮ 成立

宝塔区换届选举工作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各乡镇、 办事处成立换届选举工作委员会和

选举领导小组ꎬ 把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作为全区选民选举日ꎮ 全区普选人口总数为 ３２８９５３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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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为 ２０２３５０ 人ꎬ 选民人数为 ２０１１３０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９８ ６％ꎻ 无法行使选举权的 １６２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８％ꎻ 暂停行使选举权的 １４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０６％ꎻ 被剥夺选举权的 １１３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６％ꎻ 参加投票

的 １９３２０８ 人ꎬ 占选民人数的 ９７ ４％ꎮ 全区共有选区 １１４ 个ꎬ 应选代表总数 １８６ 人ꎬ 实选

代表人数 １８６ 人ꎮ 其中ꎬ 干部 ９９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５３ ２％ꎻ 工人 ６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３ ２％ꎻ 农民 ６６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３５ ５％ꎻ 知识分子 ９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４ ８％ꎻ 解放军

１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０ ５％ꎻ 其他 ５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２ ７％ꎮ 党员代表 １２３ 人ꎬ 占代表

总数的 ６６％ꎻ 非党代表 ６３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３４％ꎻ 妇女 ４３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２３％ꎻ 大专以

上文化 ９６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５２％ꎻ 高中、 中专文化 ５０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２７％ꎻ 初中文化

３６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１９％ꎻ 小学文化 ４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２％ꎮ ３５ 岁以下 ３４ 人ꎬ 占代

表总数的 １８％ꎻ ３６~５５ 岁 １５２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８２％ꎮ
五、 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初至 １０ 月上旬ꎬ 历时 ３ 个半月ꎬ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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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法»ꎬ 省、 市人大换届选举会议精

神ꎬ 作 “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ꎮ 成立换届选举工作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各乡镇、
办事处成立换届选举工作委员会和选举领导小组ꎬ 把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作为全区选民选

举日ꎮ 全区普选人口总数为 ４２３５９７ 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为 ２４４７５４ 人ꎬ 选民人数为

２４４０４１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９９ ７％ꎮ 未列入选民名单的 ７１３ 人ꎬ 参加投票 ２３３７９５ 人ꎬ
占选民人数的 ９６％ꎮ 全区共有 １１３ 个选区ꎬ 分配代表总数 １８４ 人ꎬ 实选代表 １８４ 人ꎮ 依

法选举产生的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８４ 人ꎬ 其中干部 ６０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３２ ６％ꎻ 文教卫生 ２０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１０％ꎻ 农民 ５９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３２ １％ꎻ 工人 ３０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１６ ３％ꎻ 军队 ２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１ １％ꎻ 其他 １３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７％ꎮ
中共党员 １２２ 人ꎬ 占 ６６ ３％ꎻ 非党 ６２ 人ꎬ 占 ３３ ７％ꎻ 妇女 ４２ 人ꎬ 占 ２２ ８％ꎻ 连选连任

代表 ３６ 人ꎬ 占 ２０％ꎻ 大学本科以上文化 ７２ 人ꎬ 占 ３９ １％ꎻ 大专及高职 ４２ 人ꎬ 占

２２ ８％ꎬ 中专及高中 ２４ 人ꎬ 占 １３％ꎻ 初中及以下 ４６ 人ꎬ 占 ２５ １％ꎻ ３５ 岁以下 ２７ 人ꎬ
占 １４ ７％ꎻ ３６~５５ 岁 １５０ 人ꎬ 占 ８１ ５％ꎻ ５６ 岁以上 ７ 人ꎬ 占 ３ ８％ꎮ

第二节　 乡 (镇) 人大代表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至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历时 ４ 个月ꎮ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乡 (镇)
换届选举的有关规定ꎬ 作全面部署ꎮ 在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ꎬ 各乡 (镇) 在宣传动员选

民的基础上ꎬ 提出乡镇人大代表候选名单ꎬ ２４ 个乡镇 (总人口为 １９７４０２ 人) 以 ５５５ 个

选区同时召开选举大会ꎬ 共选举产生乡镇人民代表 ８８８ 人ꎬ 其中男 ７０７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７９ ６％ꎻ 女 １８１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２０ ４％ꎻ 中共党员 ５０９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５７ ３％ꎻ 非党人

士 ３７９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４２ ７％ꎻ 代表中干部 １２２ 人ꎬ 占 １３ ７４％ꎻ 农民 ６６６ 人ꎬ 占 ７５％ꎻ
知识分子 ５２５ 人ꎬ 占 ５９ １２％ꎻ 其他 ９５ 人ꎬ 占 １０ ７％ꎮ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上旬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底ꎬ 延安市乡镇换届选举工作同时进行ꎬ 在市选举

委员会的领导下ꎬ 各乡镇分别成立选举委员会ꎬ 通过宣传动员ꎬ 发动选民登记ꎬ 共有选

２９５



区 ５９８ 个ꎬ 实际参选人数为 １２１０８３ 人ꎬ 代表候选人 １５２０ 人ꎬ 应选 ９００ 人乡镇人大代表

全部选出ꎮ 代表中ꎬ 男 ６８８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７６ ４％ꎻ 女 ２１２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２３ ６％ꎻ
中共党员 ４４６ 人ꎬ 占 ４９ ６％ꎻ 非党 ４５４ 人ꎬ 占 ５０ ４％ꎻ 大专文化 ３５ 人ꎬ 占 ４％ꎻ 中专文

化 ７６ 人ꎬ 占 ８％ꎻ 中学文化 ５２１ 人ꎬ 占 ５８％ꎻ 小学文化 ２２６ 人ꎬ 占 ２５％ꎻ 连选连任 １９８
人ꎬ 占 ２２％ꎻ 新当选 ７０２ 人ꎬ 占 ７８％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下旬至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历时 ３ 个月ꎮ 区人大常委会根据乡镇换届选

举的有关规定成立 “乡镇选举指导委员会” “换届选举领导小组” 和 “乡镇换届选举工

作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各乡镇人大主席团认真作了 “乡镇换届选举工作安排意见”ꎬ
２６ 名区级领导干部联系指导各乡镇换届选举工作ꎬ 乡镇党委书记、 人大主席及派驻各乡

镇 ２４ 名联络员ꎬ 加强乡镇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ꎬ 将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确定为全区乡镇

级人民代表选举日ꎮ 宝塔区 ２４ 个乡镇有辖区人口总数 ２０７３７５ 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

１１５９２３ 人ꎮ 实际参加选举人数 １１５６６９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９８ ８％ꎬ 无法行使选举权

２２５ 人ꎬ 占 ０ １９％ꎬ 暂停选举权 １４ 人ꎬ 占 ０ ０１２％ꎬ 被剥夺选举权 １５ 人ꎬ 占 ０ ０１３％ꎬ
参加投票选举的 １１２４４０ 人ꎬ 占 ９７％ꎮ 全区乡镇共划分选区 ６０５ 个ꎬ 应选乡镇人民代表

１１０７ 人ꎬ 实选 １１０７ 人ꎮ 各乡镇人民代表中ꎬ 男 ８３８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７５ ７％ꎻ 女 ２６９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２４ ３％ꎮ 其中ꎬ 中共党员 ５３７ 人ꎬ 占 ４８ ５％ꎻ 非党 ５７０ 人ꎬ 占

５１ ５％ꎻ 大专文化以上 ６４ 人ꎬ 占 ０ ５８％ꎻ 中专 (高中) ３５０ 人ꎬ 占 ３１ ６％ꎻ 中学以下

６９３ 人ꎬ 占 ６２ ６％ꎻ 连选连任 ２７１ 人ꎬ 占 ２４ ５％ꎬ 新当选 ８３６ 人ꎬ 占 ７５ ５％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 历时 ３ 个半月ꎬ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落

实全面部署ꎬ 在区十四届 ２４ 次会上作出 “宝塔区乡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底前选出” 的决定ꎮ 选举日定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依法成立乡镇换届领导委员会ꎬ 下

设办公室ꎬ 各乡镇成立选举委员会ꎬ 抽调配备工作联络员 ２０ 人ꎮ 全区 ２０ 个乡镇有辖区

人口 ２１１９４２ 人ꎬ １８ 周岁以上人口总数 １２８２９０ 人ꎬ 选民人数 １２８０２６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

的 ９９ ８％ꎬ 暂停行使选举权的 １９ 人ꎬ 占 １８ 周岁以上的 ０ ０１％ꎮ 全区共划分选区 ６３３ 个ꎬ
应选代表 ９５１ 人ꎬ 实选代表 ９５１ 人ꎬ 其中男 ７１７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７５ ４％ꎻ 女 ２３４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２４ ６％ꎻ 中共党员 ５０３ 人ꎬ 占 ５２ ９％ꎬ 非党 ４４８ 人ꎬ 占 ４７ １％ꎻ 大专文化

１０５ 人ꎬ 占 １１％ꎬ 中专文化 １２２ 人ꎬ 占 １２ ８％ꎬ 高中文化 １２５ 人ꎬ 占 １３ １％ꎬ 初中文化

４２３ 人ꎬ 占 ４５ ４％ꎬ 小学文化 １７６ 人ꎬ 占 １８ ５％ꎻ 连选连任 ２７３ 人ꎬ 占 ２８ ７％ꎻ 新当选

代表 ６７８ 人ꎬ 占 ７１ ３％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 乡镇人大同步换届代表选举ꎮ 本次乡镇换届代表选举ꎬ 共划

分选区 ６２６ 个ꎬ 依法登记选民 １５３７３４ 人ꎬ 参加投票的选民 １４７０５２ 人ꎬ 参选率达 ９６％ꎮ
依法选举代表 ９５１ 人ꎬ 其中干部 ２２３ 人ꎬ 占代表总数的 ２３ ４％ꎻ 文教卫生 ２１ 人ꎬ 占代表

总数 ２ ２％ꎻ 农民 ６９７ 人ꎬ 占代表总数 ７３ ３％ꎻ 工人 ２ 人ꎬ 占 ０ ２％ꎻ 其他 ８ 人ꎬ 占

０ ８％ꎻ 中共党员 ５３１ 人ꎬ 占 ５５ ８％ꎻ 非党 ４２０ 人ꎬ 占 ４４ ２％ꎻ 妇女 ２３９ 人ꎬ 占 ２５ １％ꎻ
连选连任代表 ２３４ 名ꎬ 占 ２４ ６％ꎻ 大学本科以上文化 ８８ 人ꎬ 占 ９ ３％ꎻ 大专及高职文化

１２１ 人ꎬ 占 １２ ７％ꎻ 中专及高中文化 １４６ 人ꎬ 占 １５ ４％ꎻ 初中及以下文化 ５９６ 人ꎬ
占 ６２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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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代表大会

第一节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５~１８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会议代表 １８１ 人ꎬ 列席人员 ４２ 人ꎮ 会

议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ꎮ 报告对三年来全市经济社会指标呈 “四个增长” “三个突

破” 的趋势作了阐述ꎮ 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１９８９ 年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１９９０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和 «延安市 １９８９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０ 年的财政预算 (草案) »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纪文达所作的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ꎬ 市人民法院代院长王忠孝所作的 «延
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市检察院代检察长高虎所作的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经过大会代表讨论ꎬ 一致通过ꎬ 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市第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 １４ 名ꎬ 选举纪文达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张万成、 毋晓岚、 曹双定、 郭慧君

(女) 为副主任ꎻ 选举周万龙为延安市人民政府市长ꎬ 刘少锋、 张致远、 刘向东、 冯毅、
周福元、 刘文西、 杨毅刚、 张福寿为延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ꎬ 选举王忠孝为延安市人民

法院院长ꎬ 高虎为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８~３０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会议代表 １８０ 人ꎬ 列席人员 ４１ 人ꎮ 这

次会议是在认真贯彻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下召开的ꎬ 是贯彻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和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精神ꎬ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ꎬ 坚持深

化改革方针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长周万龙所作的 «关于延安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年

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报告»ꎬ 认为过去五年全市各项经济指标有较大幅度

增长ꎬ 为顺利实现十年规划和 “八五” 计划创造良好的基础ꎮ 会议决定通过批准这个报

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关于延安地区 １９９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１
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和审查批准 «延安市 １９９０ 年财政决算执行

情况与 １９９１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ꎮ 听取和审议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延
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和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通

过 «关于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由科改为工作委员会的决议»ꎮ 决定办事机构由原

来 “五科一室” 改为 “四委一室”ꎮ 即法制工作委员会、 财经工作委员会、 科教文卫工

作委员会、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和办公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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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次会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０~２２ 日在城内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７７ 人ꎬ 列席人员 ５０
人ꎮ 会议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 八中全会精神ꎬ 坚持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为

先导ꎬ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召开的ꎮ 会上市长周万龙作题为 «解放思想ꎬ 深化改

革ꎬ 振奋精神ꎬ 鼓足干劲ꎬ 努力实现延安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 的政府工作

报告ꎬ 报告对三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全面总结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 １９９１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１９９２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

告» «延安市 １９９１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２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ꎬ 经过代表讨论ꎬ 一致通过

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１９９３ 年起ꎬ 延安市人民代表大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ꎬ 任职期由每三年一届改为每五

年一届ꎬ 各届人民代表均由选民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产生ꎮ

第二节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２１１ 人ꎬ 列席人员 ５３ 人ꎮ 会

议听取和审议市长周万龙所作的题为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推动延安市经济建

设和社会事业跨上新台阶» 的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 １９９２ 年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１９９３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 «延安

市 １９９２ 年财政决算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３ 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的报告»ꎮ 听取和审议 «延安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经代表讨论通过ꎬ 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３ 名ꎬ 选举

康永强为延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曹双定、 周福元、 石俊贤 (女)、 朱万有、
李生科为副主任ꎻ 选举周万龙为延安市人民政府市长ꎬ 冯毅、 何宁、 李芳琴 (女)、 张

小民、 刘正中、 韩耕洲、 高雨田为副市长ꎻ 选举刘永岗为延安市人民法院院长ꎬ 张汉武

为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选举贾治邦、 乔尚法、 杨蔼云 (女)、 周万龙、 刘爱玲

(女)、 刘玮 (女) 为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１~２３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９９ 人ꎬ 列席人员 ６３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查市长周万龙作的题为 «建新体制ꎬ 上新台阶ꎬ 为开创延安市经济快速发

展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的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 １９９３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延安市 １９９３
年财政决算执行情况和 １９９４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延安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通过讨论

作出各项决议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１~１３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大会 ２０７ 人ꎬ 列席人员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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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查市长周万龙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

１９９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１９９５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安排意见

的报告»ꎬ 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 １９９４ 年财政决算执行情况和 １９９５ 年财政预算安排意见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会议通过代表讨论ꎬ 作出各项决议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２２~２４ 日在人防招待所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２０３ 人ꎬ 列席人员 ９１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长周万龙所作的题为 «励精图治、 开拓进取ꎬ 为实现延安市跨世纪宏

伟目标而奋斗» 的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关于延安市 １９９５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关于延安市

１９９５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６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延安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通过讨

论ꎬ 作出各项决议ꎮ
五、 第五、 六次会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２５ 日在人防招待所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代表 ２００ 人ꎬ 列席人员 ９１
人ꎮ 会议主要有两项议程: 一是审议通过撤销县级延安市设立宝塔区各项改任决定ꎻ 二

是选举地级延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两次会议完成原县级延安市改建宝塔区的

任务ꎬ 会议审议通过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撤销县级延安市设

立县级延安市宝塔区后人民代表大会届次计算、 人民代表职务改任、 人大常委会变更、
组成人员改任和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变更、 人员改任的决定»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撤销县级延安市设立县级延安市宝塔区后人民政府、 政府各职

能部门变更和政府组成人员改任决定»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

撤销县级延安市设立县级宝塔区后人民检察院变更和检察院代检察长、 副检察长、 检察

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反贪局局长、 副局长改任的决定» 以及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撤销县级延安市设立县级延安市宝塔区后人民法院变更和法院院

长、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 庭长、 副庭长改任的决定»ꎮ
宝塔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补选高宜新为出席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ꎮ 大会还选举冯毅、 高宜新、 康永强、 曹双定、 刘永岗、 马福雄、 周万龙、 姚

代明、 牛文杰、 马维 (女)、 常增武、 张华、 石何、 肖长华、 胡援强、 刘亚那、 王有明、
李晓玲 (女)、 郭慧君 (女)、 王建军、 郭春兰 (女)、 刘世林、 牛志应、 曹宏杰、 李

松、 张锦亮、 吴颖春、 王延成、 庞海燕 (女)、 赵宏胜、 刘金明、 马爱玲 (女)、 王刚、
冯春荣 (女)、 李志存、 王世生、 拓生平、 曹久旺等 ３８ 人为出席延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ꎮ
六、 第七次会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４~１７ 日在人防招待所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代表 ２００ 人ꎬ 列席人员 １０３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长周万龙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宝塔

区 １９９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的

报告» «延安市宝塔区 １９９６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７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ꎻ 听取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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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宝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康永强作的 «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ꎬ 宝塔区人

民法院院长秦随富作的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ꎬ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白清琦作的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通过代表讨论ꎬ 作出 ６ 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秦随富为宝塔区人民法院院长ꎬ 白清琦为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第三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２２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６ 人ꎬ 列席人员 ９４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代区长冯毅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题为 «解放思想、 开拓进取ꎬ 以更加

坚实的步伐迈向二十一世纪» 的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延安市宝塔区 １９９７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报告» 和

«延安市宝塔区 １９９７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８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ꎬ 经代表讨论ꎬ 一致通过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宝塔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 １６ 名ꎬ 选举韩耕洲为宝塔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孙广森、 高雨田、 朱万

有、 马维 (女) 为副主任ꎻ 选举冯毅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区长ꎬ 王建军、 呼延鹏、 刘亚

那、 张春阳 (女) 为副区长ꎬ 选举符善荣为宝塔区人民法院院长ꎬ 白清琦为宝塔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８~２１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代表 １８４ 人ꎬ 列席人员 １０２ 人ꎮ 会

议听取和审议冯毅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报告系统地回顾区人

民政府 １９９８ 年的工作ꎬ 确立 １９９９ 年宝塔区的目标任务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１９９８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１９９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的报告»
«宝塔区 １９９８ 年财政决算和 １９９９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工作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宝

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韩耕洲作的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ꎻ 宝塔区法院院长符善

荣作的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ꎻ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清琦作的 «宝塔区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通过代表讨论ꎬ 一致通过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１~２４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２ 人ꎬ 列席人员 １１４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冯毅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ꎬ 报告系统地回顾

１９９９ 年的工作ꎬ 提出 ２０００ 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１９９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０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的报

告» «宝塔区 １９９９ 年财政决算和 ２０００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ꎬ 通过代表讨论ꎬ 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补选闫丽、 李荣为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３ 月 ２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１ 人ꎬ 列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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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冯毅区长代表区政府所作的 «抢抓历史机遇ꎬ 乘势而上ꎬ 为实

现宝塔区新跨越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议和决定批准 «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０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２００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 ２０００ 年财政决算

和 ２００１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通过代表讨论ꎬ 作出各项

决议ꎮ 会议选举张银祥为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五、 第五次会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４~６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７７ 人ꎬ 列席人员 １１７ 人ꎮ 会

议听取和审议区长冯毅代表宝塔区人民政府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２００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 ２００１ 年财政决算和 ２００２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

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通过代表讨论ꎬ 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田轮澍、 梁凤民、 白龙彪、
孙玉祥、 崔文瑞、 霍满鹏、 韩烨、 韩耕洲、 冯毅、 董智安、 马维 (女)、 刘洁、 李炜、
董义龙、 沙张明、 赵国壮、 刘涛、 杜韬、 杨照丽 (女)、 王辉 (女)、 朱国龙、 行军、 曹

存萍 (女)、 李长久、 张素梅 (女)、 朱津明、 沙石万、 安小兵、 袁凤珍 (女)、 张爱莲

(女)、 万芳琴 (女)、 姚进才、 牛江涛、 薛仰海、 郭玉平、 郑宝宝等 ３７ 人为延安市第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第四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３ 月 １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代表 １８６ 人ꎬ 列席人员

８２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ꎬ 报告对 ２００２ 年和过去五年来的工作作了全面

回顾ꎬ 报告重点对政府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和 ２００３ 年重点工

作ꎬ 以及为全区人民计划办理的十件实事作了具体的落实ꎮ 大会一致认为报告贯彻中共

十六大和省、 市有关会议精神ꎬ 充分反映全区人民的愿望和要求ꎬ 符合宝塔区的实情ꎬ
报告是切实可行的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２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和 ２００３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 ２００２ 年财政决算执行

情况和 ２００３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还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经大会代表讨论ꎬ
一致通过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产生宝塔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８ 名ꎻ 选举韩耕洲为宝塔区第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ꎻ 高雨田、 马维 (女)、 孙树清、 王座山为副主任ꎻ 选举王建军、 呼

世杰、 杨东平、 高鹰 (女)、 张建朝、 张兴虎为副区长ꎻ 选举常东山为宝塔区人民法院

院长ꎬ 张银祥为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ꎮ

８９５



二、 第二次会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１~１３ 日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代表 １８４ 人ꎬ 列席人员 ８２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报告系统回顾了区人民

政府 ２００３ 年的工作ꎬ 确定了 ２００４ 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３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 ２００３ 年财政决算的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４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

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
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经大会代表讨论ꎬ 一致通过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补选朱国龙为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在延安宾馆召开ꎬ 出席会议代表 １８４ 人ꎬ 列席人员 ８５ 人ꎮ 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和回顾

区人民政府 ２００４ 年的工作ꎬ 并确定 ２００５ 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预期目标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５ 年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 ２００４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 ２００５ 年财政预

算 (草案) 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７~９ 日在延安宾馆召开ꎬ 出席会议代表 １８３ 人ꎬ 列席人员 ９２ 人ꎮ 会议

听取和审议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报告系统地总结和回顾过去

的一年区人民政府所做的工作ꎬ 确立 ２００６ 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宝塔区 ２００５ 年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６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
塔区 ２００５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６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宝
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ꎮ 到会代表一致讨论通过ꎬ 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选举文小平为宝塔区人民法院院长ꎮ
五、 第五次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３ 月 １ 日在交际宾馆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０ 人ꎬ 列席人员

７３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代区长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ꎬ 报告对 ２００６ 年

和过去五年来政府工作作总结和回顾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６ 年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７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

２００６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７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ꎮ 听取和审议 «宝塔区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ꎬ 代表一致

讨论通过ꎬ 并作出各项决议ꎮ
会议免去侯忠义、 高立光宝塔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ꎮ 大会还选举产生出

席延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４１ 人ꎮ

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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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６ 日在延安宾馆召开ꎬ 出席大会代表 １８４ 人ꎬ 列席人员 ７５ 人ꎮ 会

议审议通过代区长阚延军代表宝塔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ꎻ 通过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王建军所作的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ꎬ 宝塔区人民法院代院长侯文春

作的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ꎬ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作的 «宝塔区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ꎮ 会议共列议案两件: 李永军等 １０ 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尽快制定乡村道路养

护管理办法的议案和王东成等 １７ 名代表提出关于落实淤地坝产权ꎬ 治理病险库坝和修

复水毁渠坝的议案ꎮ 会议选举产生第十六届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９ 人ꎻ 选举王建军

为宝塔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ꎬ 孙树清、 王座山、 张兴虎、 李延莉 (女) 为副主

任ꎻ 选举阚延军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区长ꎬ 杨东平、 高鹰 (女)、 张智慧、 张永祥、 李志

锋、 雷世全为宝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ꎻ 选举侯文春为宝塔区人民法院院长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４~７ 日在延安宾馆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５ 人ꎬ 列席人员 ７３ 人ꎮ 会

议审议通过区长阚延军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ꎮ 报告确立 ２００８ 年工作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７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和 ２００８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关于 ２００７ 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８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审议通过宝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建军所作的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ꎬ 宝塔区人民法院院长侯文春所作的 «宝塔

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ꎬ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所作的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ꎮ 会议补选刘华伟、 陈东为宝塔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ꎬ 免去刘仰明宝塔区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１~１４ 日在延安宾馆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５ 人ꎬ 列席人员 ８１ 人ꎮ
会议听取审议并通过区长阚延军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宝塔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ꎬ
报告对 ２００８ 年以来政府工作作了总结和回顾ꎬ 确立 ２００９ 年政府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目标ꎮ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８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 年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和 «宝塔区关于 ２００８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 年财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听取和审议并通过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还听取、 审议和通过区长

阚延军所作的 «关于区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尽快完善乡村道路管理养护机制的议

案› 办理情况的报告»ꎬ 审议通过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２６ 日在延安宾馆召开ꎬ 出席大会的代表 １８６ 人ꎬ 列席人员 ８３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并通过区长阚延军代表区人民政府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ꎬ 报告对

２００９ 年以来政府工作作了总结和回顾ꎬ 确立 ２０１０ 年政府工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ꎮ

００６



会议审查和批准 «宝塔区 ２００９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０ 年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 的报告» «宝塔区关于 ２００９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０ 年财

政预算 (草案) 的报告»ꎮ 听取、 审议并通过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塔区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宝塔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ꎮ

第三章　 人大常委会

第一节　 组成人员

一、 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５~１８ 日ꎬ 延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ꎬ 纪文达

为主任ꎻ 张万成、 毋晓岚、 曹双定、 郭慧君 (女) 为副主任ꎻ 马文清、 马殿祥、 李生

科、 牛文杰、 牛占德、 马莉 (女)、 姜富海、 陈慧明 (女)、 霍世芳 (女)、 刘桂英

(女)、 李忠、 朱聿明、 李文艾 (女)、 高有祥为常委会委员ꎮ
二、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ꎬ 康永强为

主任ꎻ 曹双定、 周福元、 石俊贤 (女)、 朱万有、 李生科为副主任ꎻ 马文清、 马珍富、
王延成、 牛文杰、 牛占德、 刘大印、 刘平举、 李文艾 (女)、 芦为民、 陈慧明 (女)、 姜

建成、 高长平、 高有祥为常委会委员ꎮ
三、 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９~２２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ꎬ
韩耕洲为主任ꎻ 孙广森、 高雨田、 朱万有、 马维 (女) 为副主任ꎻ 白玲 (女)、 刘大印、
刘平举、 李静、 李培俊、 沙张明、 张玉香 (女)、 张俊雷、 张锦亮、 张殿亮、 拓建雄、
周延东、 姜建成、 高长天、 琚玲 (女)、 蔡永明为宝塔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四、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 ３ 月 １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ꎬ 韩耕洲为主任ꎻ 高雨田、 马维 (女)、 孙树清、 王座山为副主任ꎻ 王巧芳

(女)、 白玲 (女)、 刘仰明、 刘宏飞、 刘翠莲 (女)、 闫丽 (女)、 李芬兰 (女)、 杨世

泰、 余江、 沙张明、 张平、 拓海平、 侯世怀、 侯忠义、 贾小利、 高天山、 高立光、 蔡永

明为宝塔区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五、 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６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ꎬ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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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军为主任ꎻ 孙树清、 王座山、 张兴虎、 李延莉 (女) 为副主任ꎻ 马保平、 王春生、
白百琴 (女)、 吕海潮、 刘仰明、 刘桂梅 (女)、 杨刘锐、 沙张明、 张平、 拓海平、 周延

东、 姜良东、 高杰、 高寒、 高巧玲 (女)、 曹茜 (女)、 曹存萍 (女)、 寇亮、 薛延明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为人大常委会委员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 (延安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一览表
　 表 １７－３－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

主

任

纪文达 男 １９３４ ９ 中专 咸阳彬县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３ １

康永强 男 １９３８ １２ 中专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９８ １

韩耕洲 男 １９４８ １２ 大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７ １０

王建军 男 １９５６ １０ 本科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１０~

副

主

任

刘少锋 男 １９４０ ９ 中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０ １

陈长发 男 １９３１ １０ 小学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０ ５

张世民 男 １９３３ １ 中专 陕西咸阳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０ ５

李生彪 男 １９３８ ７ 初中 陕西甘泉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０ ５

郭慧君 女 １９３９ ８ 高中 北京 民革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２ １０

曹双定 男 １９４０ ８ 中专 陕西富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４~１９９８ １

张万成 男 １９３５ ９ 初中 陕西横山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５~１９９２ １０

毋晓岚 男 １９３２ ９ 大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５~１９９２ １０

周福元 男 １９３６ １０ 高中 陕西富平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９８ １

石俊贤 女 １９４０ ２ 高中 陕西华阴 民进 １９９３ ６~１９９８ １

朱万有 男 １９４４ ７ 大专 山东沂源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６~２００３ ３

李生科 男 １９３７ １１ 初中 陕西渭南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６~１９９８ １

孙广森 男 １９４１ １０ 中专 河南郑州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３ ３

高雨田 男 １９５１ ９ 中专 陕西榆林 无党派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７ １０

马　 维 女 １９４９ ８ 大专 陕西清涧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７ １０

孙树清 男 １９５１ １０ 大专 陕西绥德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３~２００７ １０

王座山 男 １９５２ ８ 中专 陕西横山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３~

张兴虎 男 １９５３ ２ 本科 陕西彬县 农工党 ２００７ １０~

李延莉 女 １９５８ ３ 大专 陕西渭南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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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常委会会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十二届人大共召开 １９ 次常委会议ꎬ 决定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１３４ 人次ꎬ 听取审议 “一府两院 ” 有关工作报告 ３０ 项ꎬ 作出 «关于贯

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和 ‹陕西省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 的决议» «关
于在全区公民中深入开展第二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的决定» «关于废止延安市十一个城

市管理规定和办法的决定» 等决议、 决定 ２０ 项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十三届人大共召开 ３０ 次常委会议ꎬ 决定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２０７ 人次ꎬ 听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 有关工作报告 ５９ 项ꎬ 作出 «关于

生态农业总体规划的决议» 等决定、 决议 ２４ 项ꎬ 制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述职办法

(试行) »ꎬ 对 ２３ 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述职评议ꎮ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宝塔区十四届人大共召开 ３０ 次常委会议ꎬ 补选市一届

人大代表 ２ 人ꎬ 决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２６３ 人次ꎬ 听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 和人大

常委会等有关工作报告 ４９ 项ꎬ 作出 «关于宝塔区农业特产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决定» «关
于封山育草保护生态农业成果的决定» 等决定和决议 １０ 项ꎬ 修订宝塔区 «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办法» «选举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 检察院领导人员及其他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述职办法»ꎬ 制定 «人民代表联系及代表活动试行办法»ꎮ 组织市、 区人大代表

视察 ３ 次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十五届人大共召开 ３２ 次常委会议ꎬ 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 ２３５ 人次ꎬ 补充高春义、 王建军、 郝飚为延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通过 «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民代表办法»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办法»ꎮ 听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述职 １０ 人次ꎬ 并对述职人员进行测评ꎮ 听取和

审议宝塔区人民政府、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 ６０ 余项ꎬ 作出 «关于加强法

制宣传教育的决议» «延安市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宝塔区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特困

群体救助基金的决议» 等决定和决议ꎮ 组织市、 区人大代表对宝塔区农业农村工作、 城

市居民住宅乱修乱建、 小城镇建设方面等各项工作进行 ５ 次大型视察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十六届人大共召开 ２３ 次常委会议ꎬ 决定任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２０３ 次ꎬ 听取 “一府两院” 工作报告 ８０ 个ꎬ 作出决议、 决定 ３５ 项ꎬ
督办代表建议 １９３ 件ꎮ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共组织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一府两

院” 有关职能部门的视察、 执法检查 １５ 次ꎮ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的贯彻突出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ꎻ 重点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 的学习宣传情况和党政事业单位用工情况进行了视察调研ꎻ 为提高代表履职能

力ꎬ 对全区 ２０ 个乡 (镇)、 ３ 个办事处的区代表和部分乡 (镇) 代表分批次进行了培

训ꎮ 从 ２００７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颁布后ꎬ 常委

会在每年 １２ 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

告ꎬ 并向常委会报告审计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ꎬ 提高了审计监督力度ꎮ 对 «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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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法律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

了执法检查ꎮ

第四章　 人大工作

第一节　 议案办理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十二届人代会期间ꎬ 收到议案 ３ 件ꎬ 转 “一府两院”
办理的代表建议、 批评、 意见 ２５７ 件ꎮ 均已按期办理ꎬ 并向人大常委会作了办理情况的

报告ꎮ 办理重要的议案有: «关于加强城镇农贸市场管理和建设» 的议案ꎬ 已在姚店镇

建起新型农贸市场ꎬ 于 １９８７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正式投入试用ꎻ «关于制定 “延安市加强社会

治安管理的规定” » 的议案ꎬ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ꎬ 市人大常委会第 ９ 次会议已通过 «关
于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的规定 (试行) »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议案ꎬ 市政府

于 １９８９ 年改建枣园路、 长青路ꎬ 完成液化气储备站和二水源工程ꎮ 新建和改建 ５ 个供水

点、 １８ 个公厕、 ３ 个垃圾台ꎬ 检修全部街灯ꎬ 补平市区道路ꎮ 关于代表建议、 批评、 意

见的办理情况ꎬ 已分别答复代表本人ꎬ 并在 «会刊» 上刊登办理情况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十三届人代会期间ꎬ 收到对 “一府两院” 和市人大常

委会提出的建议、 批评、 意见 ３９７ 件ꎬ 人大常委会及时移交 “一府两院” 和人大常委会

机关办理ꎬ 并要求承办单位主要领导要予以高度重视ꎬ 狠抓落实ꎮ “一府两院” 和人大

常委会机关ꎬ 对代表建议、 批评、 意见按期办理完毕ꎬ 通过书面形式答复代表本人ꎬ 并

向人大常委会作办理情况的报告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十四届人代会期间ꎬ 收到议案 ５ 件ꎬ 建议、 批评、 意

见 ２００ 件ꎬ 全部得到相应处理ꎬ 并反馈给代表ꎮ 偏远乡镇师资力量短缺议案的办理和撤

并乡镇中学的恢复ꎬ 解决山区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ꎬ 为农村贫困学生依法接收教育提供

支持ꎮ 治理汾川河石油污染议案的办理ꎬ 对于防治环境污染ꎬ 保障汾川河两岸群众的生

命健康ꎬ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ꎮ 常委会坚持每年至少一次专门听取

“一府两院” 关于代表建议、 批评、 意见办理的情况汇报ꎬ 对一些单位领导不重视、 责

任心不强、 交差应付等问题给予批评ꎬ 要求限期整改ꎬ 并始终加强与 “一府两院” 的联

系ꎬ 加强督办催办ꎬ 强化跟踪监督ꎬ 努力从整体上提高代表建议、 批评、 意见办理工作

水平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十五届人代会期间ꎬ 收到议案 ２ 件ꎬ 建议、 批评、 意

见 １７０ 件ꎮ 均已按期办理ꎬ 并向人大常委会作了办理情况的报告ꎮ 办理重要的议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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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尽快治理集镇农村生产、 生活垃圾乱堆乱倒的议案»ꎬ 常委会高度重视ꎬ 听取办理

情况的专题汇报ꎬ 组织代表视察ꎬ 常委会 １ 名领导全过程进行督办ꎮ 区政府把议案的办

理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ꎬ 由区长总负责ꎬ 成立环境指挥部和 ４ 个工作督查组ꎬ 制定下发

«议案实施方案» 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先后召开 ４
次政府常务会ꎬ １３ 次指挥部办公会ꎬ 研究环境卫生整治工作ꎮ 经过 １ 年努力ꎬ 全区农村

集镇脏、 乱、 差现象有了明显改观ꎬ 环卫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ꎬ 并建起长效管理机

制ꎬ 全面完成议案办理任务ꎮ 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ꎬ 代表联名提出的 «关于农村实

施新型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ꎬ 被大会批准为议案ꎬ 议案办理期间ꎬ 常委会专题听取汇

报ꎬ 针对政府对议案落实不严肃、 研究部署不到位、 成立组织规格低等问题ꎬ 提出批评

和整改意见ꎮ 区政府对常委会的批评和意见非常重视ꎬ 认真落实整改意见ꎬ 加强组织领

导ꎬ 强化工作措施ꎬ 促使议案办理取得实效ꎬ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面得到进一步扩

大ꎬ 降低医药费报销起付线ꎬ 较好地解决农民群众就医难、 看病贵的问题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十六届人代会期间ꎬ 收到意见、 建议 １９３ 件ꎬ 已办结

１８６ 件ꎬ 办结率 ９６％ꎬ 群众关注度高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ꎬ 人大代表普遍满意ꎮ ２００８ 年

５~９ 月ꎬ 城区内有一些人利用游戏机进行赌博和非法开设黑网吧、 歌舞厅、 ＫＴＶ、 书籍

音像店ꎬ 存在违规违法经营行为ꎬ 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和社会安全稳定ꎬ 百姓呼声

大ꎬ 代表反映强烈ꎮ 为此ꎬ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参与、 部分市区代表参加的执法检查

组ꎬ 对 «陕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贯彻执行情况ꎬ 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执法检查ꎬ 并及时召集区政府和文化、 工商、 公安、 消防、 安监、 环保、 物价等

部门主要领导进行通报ꎬ 对照 «条例» 归纳七个方面问题ꎬ 依法要求限期整改ꎮ 同时ꎬ
制定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ꎬ 理顺申报、 审批、 监管责任ꎬ
形成联合执法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ꎬ 使文化市场监管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ꎮ

第二节　 调研视察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１９ 部法规在全市的实施

情况进行检查、 视察 １９ 次ꎮ 主要的视察活动有: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２１ ~ ２４ 日ꎬ 对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和陕西省 «实施办法» 情况进行检查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６ ~ ７
日ꎬ ８ 名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政府有关领导参加ꎬ 分两组对 １４ 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贯

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以下简称 «企业法» ) 的情况进行检查ꎻ 提出要进一步

贯彻 «企业法» 的安排部署ꎬ 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协调服务作用ꎬ 帮助企业解决企业本

身难以解决的问题ꎻ 尽快健全职代会制度ꎬ 不断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ꎻ 要依法制定各

项收费标准ꎬ 制作统一收费证ꎬ 坚决制止乱摊派等建议ꎮ 之后ꎬ 市政府召开有关部门参

加的协调会ꎬ 使检查后提出的建议得到落实ꎬ 促进 «企业法» 在延安市全面贯彻实施ꎮ
６ 月 ３~７ 日ꎬ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 » 执行情况和市场管理工作进行

视察ꎮ 视察组在城内二道街检查时ꎬ 发现个别工商业户存在回避检查的问题ꎮ 随后ꎬ 市

工商局对关门回避检查的 １０ 户个体工商户批评教育并处罚款 ３０ 元ꎬ 对批销伪劣商品、
检查时态度恶劣的陈某某ꎬ 除没收价值 ５００ 余元的伪劣商品外ꎬ 责令其停业整顿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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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２００ 元ꎮ 历次区人代会召开之际ꎬ 区人大代表在充分调研、 考察的基础上ꎬ 年均提出

事关宝塔区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民生类议案、 建议、 批评意见 ５０ 余件ꎮ 区人大

常委会及时进行归纳整理ꎬ 确定每年主办议案ꎬ 并通过召开议案交办会等形式ꎬ 移交

“一府两院” 办理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１８ 部法律、 法规执行情

况进行 ２１ 次检查、 视察ꎮ 主要视察活动有: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ꎬ 第十二次常委会安排审议市

政府工交、 财贸工作ꎻ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３ 日ꎬ 对全区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ꎬ 要求领导干部要学法、 知法、
懂法ꎬ 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ꎬ 增强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共组织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ꎬ
对 “一府两院” 有关职能部门的视察、 执法检查 １８ 次ꎮ 重要的活动有: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７~
２２ 日ꎬ 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达标工作汇报之前ꎬ 常

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ꎬ 先后深入到 １９ 个乡 (镇)ꎬ 城乡 ３３ 所中小学进行调查ꎬ
针对 “普九” 工作中存在教育、 法律、 法规落实不到位ꎬ 学校管理与服务滞后ꎬ 学生失

学辍学现象严重ꎬ 基层统计数字不实等问题ꎬ 在审议时要求区政府认真整改ꎮ 为顺利通

过省上 “普九” 达标验收起到积极作用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７~１０ 日ꎬ 在开展 «陕西省个体工

商户和私营企业条例»ꎬ 执法检查和评议工商分局依法行政两项专题工作中ꎬ 深入实际

进行大量的明察暗访ꎬ 找准具体问题ꎬ 进行严格监督ꎮ 取消 ７ 种收费项目ꎬ 处罚 ２８ 名执

法人员ꎮ 检查中ꎬ 对公安、 卫生、 文化、 税务、 城建、 技术监督等部门存在着一系列损

害经济发展ꎬ 影响投资环境的行为进行彻底监督ꎬ 督促有关部门纠正违法行为ꎬ 处理责

任人ꎬ 规范行政执法工作ꎬ 有力促进宝塔区投资环境的根本好转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１７ 部法律法规在全区的

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视察 ２６ 次ꎮ 重要的视察活动有: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５ ~ ２１ 日ꎬ 对全区文

化市场和校园周围环境进行检查ꎬ 要求区政府将 “扫黄打非” 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ꎬ
常抓不懈ꎬ 一抓到底ꎬ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ꎬ 净化校园周围和文化市场环境ꎻ 执法部门加

强执法人员的法制、 技术和业务培训工作ꎬ 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 管理机制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执法检查ꎬ 及时提出整

改意见ꎬ 责成有关部门和单位认真办理ꎬ 并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ꎬ 确保整改工作取

得实效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对全区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

察官法» 情况进行检查ꎬ 要求 “两院”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ꎬ 完善监督制约机

制ꎬ 抓紧解决人才不足、 经费短缺等问题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陕西省文化市场管

理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贯彻执行情况ꎬ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执法检查ꎬ 并及时召

集区政府和文化、 工商、 公安、 消防、 安监、 环保、 物价等部门主要领导进行通报ꎬ 对

照 «条例» 归纳七个方面的问题ꎬ 依法要求限期整改ꎮ 同时ꎬ 制定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文化市场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ꎬ 理顺申报、 审批、 监管责任ꎬ 形成联合执法等行之有

效的工作机制ꎬ 使文化市场监管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ꎮ 其间ꎬ 又组织市区代表和部分学

校校长、 学生家长就文化市场整治情况进行视察、 检查ꎬ 听取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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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ꎮ 重点听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 专项工作报告 ８ 项ꎬ 内容涉及区政府 “保工资、 保

运转、 保重点、 保稳定” 财政工作落实情况、 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建设责任制落实情

况、 公共卫生服务ꎬ 区检察院预防犯罪、 制度执行ꎬ 区法院特困群体救助基金使用、 加

强内部审判监督ꎬ 形成审议意见 ８ 项ꎻ 听取驻区垂直管理部门专题汇报 ２ 项ꎻ 内容涉及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电力供用ꎬ 形成反馈意见 １ 项ꎬ 建议 １ 项ꎬ 听取区政府宗教、 城建、
水利、 教育、 民政、 统计 ６ 位局长的履职报告ꎬ 物价、 旅游、 畜牧、 仲裁、 广电 ５ 家事

业单位的工作汇报ꎻ 对全区苹果幼园建设及管护工作进行视察检查ꎻ 对全区乡村道路建

设及管护进行视察调研ꎻ 对农村沼气的建设、 利用、 质量效益、 发展前景和乡镇人大工

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ꎬ 形成调研报告ꎻ 对全区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两次视察调研ꎻ 重点听

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 专项报告 ５ 项ꎬ 内容涉及区政府农村饮用水设施管护责任落实、
律师执业监管、 区人民法院的案件执行工作、 区检察院内部监督工作等方面ꎬ 形成审议

意见 ７ 项ꎻ 听取公安宝塔分局主动要求的专题工作汇报和环保宝塔分局关于辖区油气开

发中对农村饮用水监管专题工作汇报 ２ 个ꎻ 对区法院部分副院长、 庭长、 审判员和检察

院部分副检察长、 检察员 ２５ 人开展履职评议ꎻ 听取区政府经济发展局和科技局两位局

长履职报告和区商贸办的工作汇报ꎻ 对棚栽业新技术引进与推广情况和区检察院预防职

务犯罪工作情况ꎬ 组织部分市、 区人大代表进行视察ꎻ 对区法院审判环境整改情况进行

视察检查ꎻ 对农村专业合作社情况和沼气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ꎻ 对 «陕
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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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编　 地方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所属工作机构随着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而有所变化ꎮ ２００１
年调整乡镇区划ꎬ 撤销 ４ 乡并入毗邻乡镇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总面积 ３５３７ ５ 平方千

米ꎬ 全区总人口 ４５ ８２ 万人ꎬ 有 ２２ 个工作部门、 ９ 个直属事业单位ꎬ 辖 １１ 镇、 ９ 乡、 ３
个街道ꎬ ６１１ 个行政村ꎬ ３７ 个城市社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认真审查和全面清理ꎬ 共审查规范性

文件 ３９１ 件ꎬ 其中拟予废止 ９４ 件ꎬ 继续有效 ２９７ 件ꎮ 共有法定行政执法部门 ３０ 个ꎬ 法

律法规授权组织 １１ 个ꎬ 受委托执法组织 ７６ 个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信访局共办理市以上立案 ３７６ 件ꎻ 区立案 １３０６ 件ꎻ 一般案件

１３７６６ 件ꎮ 来信来访主要反映城里居民拆迁安置、 补偿ꎬ 企业改制中职工安置、 补偿、
涉法涉诉等问题ꎬ 结案率 ９５％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外事受理活动依照有关规定先后 ３ 次对 «宾客接待工作规

定» 进行完善和修改ꎬ 从而规范和健全全区的接待工作ꎮ 在具体工作中以全区经济发展

为大局ꎬ 以服务中心工作为己任ꎬ 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接待工作新理念、 新特点ꎬ
坚持与时俱进ꎬ 不断提升接待工作的层次和水平ꎬ 圆满地完成每次的接待任务ꎮ

第一章　 政府机构

第一节　 区 (市) 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设办公室、 民政局、 财政局、 税务局、 工商行政管理局、
商业局、 物价局、 粮食局、 物资局、 统计局、 烟草专卖局、 供销合作社、 财贸委员会、
计划委员会、 教育局、 文化文物局、 广播电视局、 卫生局、 档案局、 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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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委员会、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城乡建设局、 建委、 环境保护局、 房地产管理

局、 土地管理局、 科学技术委员会、 劳动人事局、 规划办、 文明城市建设指挥部、 农

委、 农业局、 水利水保局、 农机局、 林业局、 标准计量局、 乡镇企业管理局、 公安局、
司法局、 外事办公室、 咨询办公室、 人民防空办公室、 老区建设办公室、 市志编纂办公

室、 体制改革办公室、 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宝塔区支行、 中国农业

银行宝塔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宝塔区支行 ５７ 个工作机构ꎮ 每个单位均设正职 １ 名、 副

职 ２ 至 ３ 名ꎮ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工作需要ꎬ 以后又陆续增设督查办、 资金管理

局、 建材局、 科教文卫委员会、 监察局、 职称改革办公室、 果树局 ７ 个工作机构ꎮ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内设 ６４ 个工作机构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

内设 ７５ 个工作机构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设区长 １ 人、 常务副区长 １ 人、 副

区长 ５ 人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内设 ８１ 个工作机构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内设办公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教育局、 住

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民政局、 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局、 财政局、 司法局、 卫生局、 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水务局、 林业局、 农业局、 商务局、 审计局、 经济发展局、 统计

局、 交通运输局、 科技局、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民族宗教事务局、 安监局、 物价局、 教

育督导室、 信访局、 广播电视办公室、 旅游局、 粮食局、 果业局、 农综办、 畜牧局、 机

关后勤服务中心、 发展研究中心、 电子政务办、 应急办、 法制办、 对外经济协作办公

室、 非公有制经济局、 蔬菜局、 供销社、 延河流域办、 石油协调办、 工业办、 煤炭局、
考核办、 外事办 ４６ 个工作机构ꎮ 均设正职 １ 人ꎬ 副职 ２~３ 名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 (延安市) 人民政府区 (市) 长、 副区 (市) 长一览表
　 表 １８－１－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

区长
(市长)

周万龙 男 １９４７ 大学 陕西靖边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９７ １０

冯　 毅 男 １９５３ ３ 大学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１０~２００２ １０

祁玉江 男 １９５８ ２ 大学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 １０~２００６ ７

冯振东 男 １９６６ １１ 研究生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 ７~２００７ ６

阚延军 男 １９６２ ２ 大学 山东蒙阴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７~２０１０ ５

吴　 耀 男 １９６９ １ 硕士研究生 陕西岐山 中共党员 ２０１０ ５~

副区长
(副市
长)

刘少锋 男 １９４０ ９ 中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９１ ９

张致远 男 １９４２ １０ 初中 北京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９２ １０

刘文西 男 １９３３ 大专 浙江嵊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９２ １０

杨毅刚 男 １９３４ 大学 甘肃天水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１~１９９２ １０

张福寿 男 １９５０ 大专 辽宁大连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３~１９９５ ９

周福元 男 １９３６ １０ 高中 陕西富平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５~１９９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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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

副区长
(副市
长)

刘向东 男 １９４１ ２ 大学 陕西子洲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５~１９９２ １０

冯　 毅 男 １９５３ ３ 大学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５~１９９７ １０

何　 宁 男 １９５８ 大专 江苏泰州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９６ １

李芳琴 女 １９５５ １０ 大学 陕西甘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６ ２

张小民 男 １９５６ ６ 大专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７ １１

刘正中 男 １９４５ １１ 大学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８ １

韩耕洲 男 １９４８ １２ 大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８ １

高雨田 男 １９５１ ９ 中专 陕西榆林 无党派 １９９２ １０~１９９８ １

李云高 男 １９５１ 大专 山东潍坊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６~１９９３ ７

杜同和 男 １９５５ 大学 山东招远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６~１９９４ ６

张辉耀 男 １９５９ 大学 陕西咸阳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７~１９９７ １０

王善春 男 １９５４ 大专 山东潍坊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１０~１９９４ １２

冯振基 男 １９５２ ２ 大学 河北定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 ４~１９９６ ５

田维宽 男 １９５３ １ 大学 河南沈丘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５ ９~１９９６ ６

旷仁山 男 １９６４ ９ 研究生 江西永新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６ ６~１９９７ ４

王建军 男 １９５６ １０ 大学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８~２００６ ９

祁玉江 男 １９５８ ２ 大学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００２ １０

刘亚那 男 １９６１ ４ 在职研究生 陕西宜川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１１~１９９９ ７

呼延鹏 男 １９５８ ３ 在职研究生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００２ １１

孙树清 男 １９５１ １０ 大专 陕西绥德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００２ １２

张春阳 女 １９６１ ３ 在职研究生 陕西延川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１１~２００２ １１

胡柏梧 男 １９５０ 大学 广东新会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２~１９９８ ７

马　 林 男 １９５９ 大专 河北乐亭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４~２０００ ７

王少军 男 １９５９ ６ 大专 北京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 ７~２００１ ７

呼世杰 男 １９６１ ７ 大学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４ ５

张锦亮 男 １９５１ １ 大学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１ １~２００２ １２

杨东平 男 １９６３ １ 在职研究生 陕西延川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 １２~

高　 鹰 女 １９６２ ３ 在职研究生 陕西吴起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 １２~

张建朝 男 １９６２ ３ 大学 陕西富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 １２~２００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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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

副区长
(副市
长)

张兴虎 男 １９５３ ２ 大学 陕西彬县 农工党 ２００２ １２~２００７ ９

姜晓龙 男 １９６６ ３ 大学 陕西黄陵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７~２００４ ８

高　 寒 男 １９６４ １１ 大学 陕西神木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２~２００７ ５

张中军 男 １９６４ １２ 大专 河南孟津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４ ８~２００６ ５

童兆军 女 １９５３ ９ 大专 湖北均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 ５~２００９ ９

张永祥 男 １９６８ ７ 在职研究生 陕西黄龙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 ９~

李志锋 男 １９６８ ９ 在职研究生 陕西吴起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６ ９~

张智慧 男 １９６２ ７ 在职研究生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９~

雷世全 男 １９６２ ６ 大学 陕西富县 民建会员 ２００７ ９~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一览表

　 表 １８－１－２

区政府办公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监察局 教育局

水利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 民政局 宗教局

林业局 卫生局 审计局 财政局

司法局 计生局 经济发展局 文化局

科技局 交通局 统计局 农业局

安监局 文体广播电视局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民政府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一览表

　 表 １８－１－３

物价局 粮食局 信访局

果业局 农综局 广播电视办公室

畜牧局 盐务局 旅游局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览表

　 表 １８－１－４

法制办 招商局 蔬菜局

非公有制经济局 气象局 供销社

退耕办 工业办 煤炭管理办

考核办 外事办 商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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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乡 (镇) 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有 １１ 个镇人民政府、 １３ 个乡人民政府、 ６３３ 个村民委员会、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４５ 个居民委员会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宝塔区根据中央、 省、 市有关文件精神ꎬ 对 ８ 个乡

镇进行区域调整ꎮ 下坪乡人民政府和蟠龙镇人民政府合并称蟠龙镇人民政府ꎬ 张坪乡人

民政府和梁村乡人民政府合并称梁村乡人民政府ꎬ 丁庄乡人民政府和冯庄乡人民政府合

并称冯庄乡人民政府ꎬ 碾庄乡人民政府和李渠镇人民政府合并称李渠镇人民政府ꎮ 调整

后乡镇总数净减少 ４ 个ꎮ 全区有 ２０ 个乡镇人民政府ꎬ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ꎮ 各乡 (镇) 视其

规模设乡 (镇) 长 １ 人、 副乡 (镇) 长 ２ ~ ３ 人ꎬ 由乡 (镇)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ꎬ
每届任期 ５ 年ꎻ 村民委员会设主任、 副主任各 １ 人ꎬ 由村民选举产生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

设 ９ 个乡人民政府、 １１ 个镇人民政府、 ６１１ 个村民委员会ꎬ ３ 个街道办事处 (南市、 凤

凰山、 宝塔)、 ３７ 个社区居委会ꎮ 办事处属区政府派出机构ꎬ 行使在城区一个区域行政

管理职能ꎮ 各办事处设主任 １ 人ꎬ 副主任若干ꎮ 设党委办、 行政办、 企业办、 财务室、
武装部、 土地办、 文明办、 纪检委、 计划生育办、 律师事务所、 团委、 妇联ꎮ 社区居委

会设书记 １ 人ꎬ 主任 １ 人ꎬ 由办事处考察ꎬ 区委、 区政府任命ꎮ

第三节　 政府机构改革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制发 «关于区乡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ꎬ 启动

区委、 区政府机构改革ꎮ 调整后的区委设置工作部门 ９ 个ꎬ 即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

局)、 办公室、 组织部、 宣传部、 统一战线工作部、 政法委员会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 农村工作部、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

会ꎻ 区委设置行政机构 １ 个 (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具有行政职

能的事业单位 ２ 个ꎬ 即区志档案局 (含档案馆) 和老干部工作局ꎮ
调整后区政府设置工作部门 ２２ 个ꎬ 即办公室、 经济发展局、 教育局、 科学技术局、

民政局 (含民族宗教事务局)、 公安局、 司法局、 财政局、 人事和劳动保障局、 国土资

源管理局、 农业局、 林业局、 水利水保局、 文体事业局、 卫生局、 计划生育局、 城乡建

设局、 交通局、 统计局、 监察局 (占区委机构数)、 环境保护局 (不占机构数)ꎻ 行政机

构 １ 个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ꎻ 区政府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 ９ 个ꎮ 区人大设置 ３ 个

综合办事机构 (办公室、 人事工作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政协设置 ３ 个办事机构

(办公室、 提案委员会办公室、 综合委员会办公室)ꎮ 乡政府设置 １ 个综合性办事机构

(党政综合办公室)ꎻ 镇机关设置 ３ 个综合性办事机构 (党政综合办公室、 农业发展办公

室、 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ꎻ 办事处机关设置 ２ 个综合性办事机构 (党政综合办公室、
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ꎮ 乡设置 ２ 个事业机构: 农业综合服务站、 计划生育服务站ꎻ 镇

政府设置 ３ 个事业机构: 农业综合服务站、 计划生育服务站、 乡镇企业管理办公室ꎻ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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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办事处设置 ２ 个事业机构: 社区服务办公室、 计划生育服务站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调整优化政府组织机构ꎬ 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ꎬ

合并业务相近、 职能单一的部门ꎬ 规范区政府机构设置ꎮ 宝塔区政府不分组成部门和直

属机构ꎬ 统称政府工作部门ꎮ 组建宝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ꎬ 将区城乡建设局职

责、 区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行政职能ꎬ 整合划入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局ꎬ 不再保

留区城乡建设局ꎻ 组建宝塔区文体广播电视局ꎬ 将区文体事业局职能、 区广播电视局行

政职能整合ꎬ 区广播电视局 (站) 更名为区广播电视办公室ꎻ 组建区商务局 (招商局)ꎬ
将区商贸行业管理办公室、 区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招商局的职责ꎬ 整合划入区

商务局ꎬ 挂区招商局牌子ꎬ 撤销区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ꎬ 撤销区外商投诉协调

中心牌子ꎻ 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改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ꎻ 区交通局改为区交

通运输局ꎻ 区水利水保局改为区水务局ꎻ 区计划生育局改为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ꎻ 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由部门管理机构调整为区政府工作部门ꎻ 成立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ꎬ 挂宝塔区食品药品监察大队牌子ꎻ 区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更名为区农业综合开发

局ꎬ 挂老区扶贫开发局牌子ꎬ 由区农业局代管ꎬ 为区政府工作部门ꎻ 区物价局 (所) 由

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为区经济发展局部门所属机构ꎻ 区信访局由具有行政职能事业

单位改为区政府办公室部门所属机构ꎻ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由事业单位改为区教育局部

门所属机构ꎻ 区旅游局为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ꎬ 由区政府办公室代管ꎻ 区果业局为具

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ꎬ 由区农业局代管ꎻ 区粮食局为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ꎬ 由区经济

发展局代管ꎮ
改革后ꎬ 区政府设置工作部门 ２２ 个ꎬ 即办公室、 经济发展局、 教育局、 科学技术

局、 民政局、 司法局、 财政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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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审计

局、 统计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商务局 (招商局)、 民族宗

教事务局ꎮ
监察局占区委机构数ꎬ 环境保护局既是区政府工作部门ꎬ 又是延安市环境保护局的

派出机构ꎬ 但不占区政府机构数ꎮ
区政府设置直属办事机构 ４ 个: 农业综合开发局 (老区扶贫开发局)、 物价局 (物

价检查所)、 教育督导室、 信访局ꎮ
区政府设置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 ４ 个: 旅游局、 果业局、 畜牧兽医局、 粮食局ꎮ
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 «宝塔区事业单位总量控制实施方案» 精神ꎬ 调整部分事业性

机构ꎬ 新设置机构 １ 个 (区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ꎻ 升格机构 １ 个 (区森林公安局)ꎻ 撤

并机构 ７ 个ꎮ

第四节　 施政纪要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克服困难ꎬ 全力推进治理整顿、 深化改革ꎬ
整个经济形势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ꎮ 农业获得全面丰收ꎬ 工业生产逐步回升ꎬ 科技、
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有新的发展ꎬ 人民生活继续改善ꎮ 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达 ３ ８９ 亿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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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９６８９ 万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７７７９ 万元ꎬ 完成地方财政收

入 １６６４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６０ 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落实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ꎬ 克服经济调整中的各种困难ꎬ 较

好地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ꎬ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扩

大ꎬ 经济社会有了新的发展ꎮ 国民生产总值达 ４ ３７ 亿元ꎬ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１ ０２
亿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１ ７１ 亿元ꎬ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１７６９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

入 ４４９ 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贯彻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和中共十四大精

神ꎬ 坚持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ꎬ 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ꎬ 加快改革

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ꎬ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ꎮ 国民生产总值达 ５ ５ 亿元ꎬ 完成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２４ 亿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９５１７ 万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２８５２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４０ 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ꎬ 解放思想ꎬ 真抓实干ꎬ 全面

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ꎬ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ꎬ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ꎬ 各方

面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ꎮ 国民生产总值 ６ ７９ 亿元ꎬ 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 １ 亿元ꎬ 地

方财政收入 ３５６４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７０ 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在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财政

收入、 工业发展、 石油开发、 绿色长廊建设、 大棚菜建设、 社会治安等方面取得丰硕成

果ꎮ 国民生产总值 ８ ５９ 亿元ꎬ 粮食总产量 ９ ８ 万吨ꎬ 工农业生产总值 ４ １２ 亿元ꎬ 乡镇

企业总产值 ２ ８ 亿元ꎬ 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 ０８ 亿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２ ４５
亿元ꎬ 财政收入 ３２３６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８５６ 元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１ ８‰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深化改革ꎬ 扩大开放ꎬ 依靠全市广大

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ꎬ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ꎬ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ꎬ
为 “九五” 计划开了好头ꎮ 国民生产总值达 １３ ５８ 亿元ꎬ 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 ７８
亿元ꎬ 社会零售品总额达 ２ ７２ 亿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３７４５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１１ 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 “抓大事、 抓落实” 的工作方针和

“以开放促开发、 以开发求发展” 的发展战略ꎬ 扎实工作ꎬ 狠抓落实ꎮ 农业生产再夺丰

收ꎬ 工业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ꎬ 商贸流通繁荣活跃ꎬ 科技文卫工作继续加强ꎬ 重点工

程建设进展顺利ꎬ 农村 “三通” 工程稳步推进ꎬ 民主法制、 精神文明、 廉政建设取得新

成绩ꎮ 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 １５ ７３ 亿元ꎬ 工农业生产总值 ５ ６６ 亿元ꎬ 完成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２ ０１ 亿元ꎬ 社会零售品总额达 ２ ３９ 亿元ꎬ 财政收入 ７２４６ ２ 万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３３６ 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突出重点、 扎实工作ꎬ 较好地完成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ꎮ 农业在大旱之年取得比预期要好的成绩ꎮ 深化企业改革ꎬ 国有企

业 “双放” 取得明显进展ꎮ 技术改造力度加大ꎬ 产业产品结构得到调整ꎬ 城乡市场繁

荣ꎬ 物价稳定ꎮ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ꎬ 实施以工代赈总投资 ４４６ １ 万元ꎮ 围绕 “双
基” 达标任务ꎬ 改善教育教学条件ꎮ 国民生产总值 １９ ５１ 亿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１ ９３ 亿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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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３ ７４ 亿元ꎬ 社会零售品总额达 ３ ０４ 亿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５４５８ 万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０７ 元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９‰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认真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和陕西省委、 陕西省政府两个 «决定» 精

神ꎬ 团结奋进ꎬ 顽强拼搏ꎬ 经济建设取得新成就ꎬ 各项社会事业有新发展ꎮ 实现粮食总

产量 １３ １６ 万吨ꎬ 农民人均产粮 ６７７ 千克ꎬ 创历史最高纪录ꎮ 造林 １１ ６ 万亩ꎬ 种草 １５ ８
万亩ꎬ “果、 菜、 牧、 薯” 四大主导产业产值达 １ ３ 亿元ꎮ 对列入改制范围的 ３８ 个企业

进行改革ꎮ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５ ６８ 亿元ꎬ 完成基础性项目建设 １４ 个ꎬ 生产

经营项目 １０ 个ꎮ 国民生产总值 ２５ ４３ 亿元ꎬ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 １１ ６ 亿元ꎬ 财政收入

９１５０ 万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６７２４ 万元ꎬ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４３２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

入 １３１３ ６ 元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３ ２６‰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锐意改革、 扎实工作ꎬ 克服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国家产业政策带来的困

难ꎬ 完成各项经济任务ꎮ 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ꎬ “果、 牧、 菜、 薯” 四大主导产业产

值占到农总产值的 ５９ ７％ꎬ 工业生产坚持 “面向市场ꎬ 发挥优势ꎬ 调整结构ꎬ 突出特

色” 的发展战略ꎬ 运行平稳ꎮ 农村电网改造完成 ６２６ 个行政村ꎮ 山川秀美工程全面启

动ꎮ 各项改革稳步推进ꎬ 推行公务员制度ꎬ 各项社会保险制度ꎮ 教育 “双基” 达标通过

省级验收ꎮ 社会秩序保持稳定ꎬ 全面实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ꎮ 国民生

产总值 ２８ ９６ 亿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２ ８２ 亿元ꎬ 粮食总产量 １０ ３ 万吨ꎬ 财政收入 １０９５２ 万

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８７０４ 万元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０４７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８３ 元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 ０９‰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以中共十五大为指针ꎬ 以西部大开发为主线ꎬ 以 “三讲” 教育为动

力ꎬ 突出重点ꎬ 开拓创新ꎬ 全区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ꎮ 山川秀美工程开局良

好ꎬ 退耕还林以粮代赈深入实施ꎮ 工业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ꎬ 南泥湾钻采公司、
通用机械厂、 建材厂、 纸箱厂等骨干企业发展迅猛ꎮ 国民生产总值 ２１ ４５ 亿元ꎬ 工业总

产值 ３ ６３ 亿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２ ８１ 亿元ꎬ 财政收入 １３１５３ 万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０４５５ 万

元ꎬ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２ ８７ 亿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６ ９０ 亿元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５０８３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４８７ 元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 ０３‰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区贯彻落实中共十五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ꎬ 实现 “十五” 时期开好

头、 起好步的目标ꎮ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ꎬ “果、 菜、 草、 畜” 快速发展ꎬ 山川秀美

工程流域治理 １７３ ４ 平方千米ꎮ 工业产业规模化、 商贸企业扭亏增盈ꎮ 开展投资环境整

治取得初步成效ꎮ 教育 “四制” 改革 (校长聘任制、 教师聘用制、 岗位责任制、 结构工

资制) 全面实施ꎬ 文化事业日益繁荣ꎬ 被陕西省政府授予 “陕西省文化先进县

(区) ”ꎮ 全区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２４ ９１ 亿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 ４５ 亿元ꎬ 地方财政收入

１ ２ 亿元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３３３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３６ 元ꎬ 人口自然增长

率 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抓住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ꎬ 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３１ ０４ 亿元ꎬ 地方财政

收入 １ ４５ 亿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 ４８ 亿元ꎬ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５５２５ 元ꎬ 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１６４０ 元ꎮ 林果业、 草畜业、 棚栽业三大主导产业格局初步形成ꎬ 发展以沼气为主的

农村新型能源 ９３６ 个ꎬ 以非公有制为主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ꎬ 财政收入持续增长ꎬ 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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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提高ꎬ 消费能力增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ꎮ 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３７ ４９ 亿元ꎬ 完成财政总收入 ２ ６８ 亿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１ ９６ 亿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９ ３ 亿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２ ４２ 亿元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９９４ 元ꎬ 农民人

均纯收入 １７５７ 元ꎮ 推行乡镇机构改革等税费配套改革ꎮ “山川秀美” 工程按照大规范、
高标准的要求推进ꎮ 企业降耗节支工作成效突出、 改制顺利ꎬ 商贸经济加大网点开发、
效益大幅提高ꎬ 顺利完成二道街改造、 南泥湾小城镇建设等 １０ 件实事、 ２０ 个重点项目ꎮ
防治 “非典” 取得胜利ꎬ 科技创造活动全面开展ꎬ 撤并学校 ３５ 所ꎬ 家政服务培训中心

建立ꎬ 社会大局安全稳定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面完成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ꎬ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西部经济强区的伟大进程中迈出坚实的步伐ꎮ 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５２ ９６ 亿元ꎬ 经济

增速是历史上最快的一年ꎬ 完成财政收入 ４ ７４ 亿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３ ２５ 亿元ꎬ 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３３４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１９６２ 元ꎬ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ꎮ 取

消农林特产税ꎬ 免征农业税ꎬ 农村信贷和包扶包建工作全面开展ꎬ 三大主导产业占到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 ５１％ꎬ 退耕还林全面实施封山禁牧措施ꎮ 重点项目建设和 １０ 件实事胜

利完成ꎮ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ꎬ 被授予 “全国科学进步先进区” 称号ꎮ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

活动ꎬ 落实 “四包两禁止” 责任制ꎬ 城乡环境卫生逐步改善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ꎬ 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

目标ꎬ 开拓创新ꎬ 锐意进取ꎬ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ꎬ 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势

头ꎮ 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１２３ ９０ 亿元ꎬ 完成财政收入 ７ ６６ 亿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３ ９０ 亿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１７７ 元ꎬ 在取消农业 “两税” 的基础上ꎬ 免收农村畜禽防

疫费ꎬ 对新栽苹果、 防雹体系建设、 发展大棚等实行定补ꎮ 全区电视覆盖率达 ９０ ４％ꎬ
实现村村通电话ꎮ １４ 件实事和 ２１ 个重点项目顺利完成ꎮ 城乡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ꎮ
列支 １０００ 万元ꎬ 用于国企改革ꎮ 全面实施 “两免一补” 政策和 “２１３１” 数字电影放映

工程ꎬ 被评为 “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先进县 (区) ”ꎬ 城乡低保实现 “应保尽保”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坚持 “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市带动、 项目拉动、 超常发展、 建设小

康” 发展战略和 “农业产业化、 新型工业化、 城乡一体化、 经济民营化” 的思路ꎬ 依靠

科技进步ꎬ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ꎬ 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ꎮ 全年完成生产总值

１０８ ６９ 亿元ꎬ 固定资产投资 ４４ １３ 亿元ꎬ 完成财政收入 ７ ９１ 亿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４ ８８ 亿元ꎬ 农业总产值 ５ ９３ 亿元ꎮ 工业总产值 ２０ １５ 亿元ꎬ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 ２３
亿元ꎬ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９１０９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２３８１ 元ꎮ 对河庄坪乡井家湾村、
临镇镇任家塬等 １８ 个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ꎬ 投入资金 ２５４９ ８ 万元ꎮ 退耕还林成

效显著ꎬ 被国家绿化委员会授予 “全国绿化模范县 (区) ” 称号ꎮ 三大产业总收入达

３ ８１ 亿元ꎬ 占农民纯收入的 ６３％ꎮ 城市经济增势强劲ꎬ 财政收入稳步增长ꎮ 油路建设、
农村集贸市场建设等 １１ 件实事ꎬ ２８ 个重点项目已基本完成ꎮ 社会事业统筹发展ꎬ “双高

普九” (高标准、 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 通过市上验收ꎬ 参加农

村新型合作医疗达 １７ ０２ 万人ꎬ 参合率 ８２ ５％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ꎬ 围绕 “推动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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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 构建和谐宝塔ꎬ 实现富民强区” 的奋斗目标ꎬ 经济社会步入加快发展、 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的新阶段ꎮ 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１２９ ３１ 亿元ꎬ 财政总收入 １２ ６０ 亿元ꎬ 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 ６ ５６ 亿元ꎬ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０ ０３ 亿元ꎬ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 １０５８０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２７３９ 元ꎬ 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市各县区首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继续解放思想ꎬ 坚持改革开放ꎬ 紧紧围绕 “推动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

宝塔、 实现富民强区” 的目标ꎬ 大力实施 “产业富民、 工商强区、 城镇带动、 项目支

撑、 科教引领、 建设小康” 的经济发展战略ꎬ 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ꎬ 全力抓好苹果、
蔬菜、 畜牧三大主导产业开发ꎬ 着力做强工业、 商贸、 民营三大城市经济ꎬ 加快十大项

目建设ꎬ 实施十大民生工程ꎬ 城乡经济协调发展ꎬ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ꎬ 为建设经济强

区、 产业大区、 旅游名区、 生态文明区和党建先进区奠定坚实的基础ꎬ 全面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ꎮ 全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１３５ ０７ 亿元ꎬ 财政总收入 １３ ４０ 亿元ꎬ 其中地方财政收

入 ７ ０９ 亿元ꎬ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９５ ６０ 亿元ꎬ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３ ２０ 亿

元ꎬ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１２７４８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 ３４５８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着眼于保增长、 扩内需、 调结构、 上项目、 促发展ꎬ 大力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和工业、 商贸、 民营三大城市主导经济优化升级ꎻ 全面加快苹果、 蔬菜、 养殖三

大主导产业建设ꎬ 积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ꎻ 继续实施十大民生工程ꎬ 加快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ꎬ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ꎻ 大力弘扬延安精神ꎬ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ꎬ 努力建设

经济强区、 产业大区、 旅游名区、 生态文明区和党建先进区ꎬ 争当全市科学发展排头

兵ꎬ 经济社会呈现出平稳运行的良好态势ꎮ 全年完成生产总值 １２５ ２０ 亿元ꎬ 完成地方财

政收入 ７ ６０ 亿元ꎬ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５ ２０ 亿元ꎬ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９２ ９０ 亿元ꎬ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８７ ８３ 亿元ꎬ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９ ８３ 亿元ꎬ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１５７７１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４１４７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ꎬ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以经

济结构调整为主线ꎬ 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和工业、 商贸、 民营三大城市主导经济ꎬ 加快推

进工业园区建设ꎻ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ꎬ 提高苹果、 蔬菜、 养殖三大产业的规模效

益ꎬ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ꎻ 以改善民生为根本ꎬ 加快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建设ꎬ 全力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ꎬ 努力建设富裕、 生态、 和谐的新宝塔ꎮ 全年实现生产总值 １４６ ４０ 亿元ꎬ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８ ５３ 亿元ꎬ 完成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７ ２０ 亿元ꎬ 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０１ 亿元ꎬ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７５ ５０ 亿元ꎬ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０ ３６
亿元ꎬ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１８４８６ 元ꎬ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５０５１ 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总面积 ３５５６ 平方千米ꎬ 全区总人口 ４５ ８２ 万人ꎬ 辖 １１ 镇 ９
乡、 ３ 个城市街道办事处ꎬ ６１１ 个行政村、 ３７ 个城市社区ꎬ 是全国双拥模范城、 全国生

态示范区、 全国绿化模范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 全国

体育工作先进区、 省级教育强区ꎮ 是中共延安市委员会、 延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ꎬ 是延

安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ꎬ 也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ꎬ 具有承东启西的发展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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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府会议

第一节　 政府常务会

宝塔区 (含县级延安市) 政府常务会议ꎬ 由区长 (市长) 或主持日常工作副区长

(副市长) 召集和主持ꎬ 一般每月召开一次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县级延安市十二届政府共召开常务会 ３５ 次ꎬ 印发纪要

３５ 期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９ 日会议决定ꎬ 原市工业局所属 “延安市水泥厂” “延安市水

泥制品厂” “延河水泥厂” “延安市建材厂” 四个单位划归市建委口管理ꎬ 隶属于建委

系统ꎻ “延安市标准计量局” 更名为 “延安市技术监督局”ꎻ 市政府大楼建设问题ꎬ 决定

改造、 新修办公大楼ꎬ 合计建筑面积 ３４００ 平方米ꎬ 由政府拿出 ８０ 万元ꎬ 用于改造修建ꎬ
节约奖励ꎬ 超支不补ꎬ 确定由市一建、 二建及川口建筑公司承担ꎬ 力争是年底主体竣

工ꎬ 对工队优惠条件是明年优先安排基建工作ꎻ ６ 月 ２０ 日会议决定ꎬ 复转军人安置问

题ꎬ 成立以张致远副市长为组长的复转军人安置领导小组ꎬ 会议决定复转军人安排原则

上都下企业ꎬ 不增加财政负担ꎬ 为了加强行政基层工作ꎬ 决定分配给基层派出所 ７ 人、
边远乡镇 ２０ 人、 街道办事处 ９ 人ꎬ ３６ 个名额不能突破ꎬ 要采取统一考试的办法择优录

用ꎬ 其余统一由民政局直接介绍到位ꎬ 重点分配在公交、 财贸企业ꎬ 对 １９８９ 年 ２２ 名没

有上编的复转人员ꎬ 坚持按文件办事ꎬ 不予上编ꎬ 都下企业ꎻ ８ 月 ６ 日ꎬ 会议决定城市

集贸市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ꎬ 同意工商局近期安排的 １８ 个集贸市场的规划意见ꎬ 要求

大小市场都要有详细的规划意见ꎬ 并要有逐年实施方案ꎻ 要本着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

则ꎬ 少花钱ꎬ 多办事ꎬ 办好事ꎻ 南河集贸市场可作为一个大型市场ꎬ 先搞试点ꎮ 由工商

局代政府起草上报地委、 行署取得支持ꎻ 木器厂市场建设先成立领导小组研究实施可将

木器厂搬迁到大砭沟ꎬ 用部队营房一部分人搞加工ꎬ 同时木器厂可采取多种形式在原厂

址处办集贸市场ꎬ 会议要求工商局要加快建设东关大桥市场和白坪市场的地面硬化改造

工作ꎬ 如果市场营业额突破 ５０００ 万元大关ꎬ 市政府可奖给工商、 税务各 １５ 万元ꎻ 延安

火车站新建商业综合大楼问题ꎮ 为了落实投资ꎬ 加快基建建设ꎬ 决定成立延安火车站商

业服务综合大楼建设领导小组ꎬ 全权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工作ꎮ 会议还有石油商品计划指

标归市石油公司管理经营和新建加油站的议题ꎬ 决定从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起ꎬ 石油商品

平价油指标由计委划归市石油公司统一管理和经营ꎬ 石油公司将平价指标的 １５％留给主

管市长安排ꎬ 用于本市平衡的特殊用油ꎻ 计委必须将所余指标按期如数交给石油公司ꎻ
凡在 ８ 月 １７ 日前批供的平价油ꎬ 未办理手续一律停办ꎻ 会议同意市石油公司在王家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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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川新建加油站 ２ 个ꎬ ２ 个加油站年内动工修建ꎬ 资金来源靠银行贷款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会议决定ꎬ 征收城市配套费的问题ꎬ 同意延安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提出

的征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方案ꎬ 原则上区分为两类ꎬ 新开发区为一类: 每亩征收设

施配套费用 ２ ５ 万元、 ３ 万元、 ３ ５ 万元ꎻ 旧城区改造为一类: 每亩征收设施配套费 １ ５
万元、 ２ 万元、 ２ ５ 万元ꎮ 方案修改后ꎬ 由市政府报市人大审批ꎮ 起征时间从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审批的项目开始ꎻ 同意在城市规划内由水政、 水资源管理部门委托市城建局

负责规划区内水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ꎬ 并收取水资源费ꎮ 但此款必须如数上缴财

政ꎬ 专款专用ꎬ 主要用于城市水资源的开发ꎬ 利用和供水配套设施的建设和改造ꎻ 同意

提高自来水价格ꎬ 水价自 １９６６ 年以来ꎬ 一直为 ０ ２８ 元 /吨ꎬ 随着固定资产的增加ꎬ 供水

量的增长ꎬ 物价指数上涨ꎬ 近年来企业连年亏损ꎮ 为了自来水事业的发展ꎬ 减轻国家财

政负担ꎬ 在本着微利的原则下ꎬ 根据市委常委会议的意见同意实行三部水价制: 工业、
商业、 基建用水 ０ ５５ 元 /吨ꎻ 党政、 事业单位用水 ０ ５０ 元 /吨ꎻ 城市居民点用水

０ ４０ 元 /吨ꎮ 对城市居民供水点管理ꎬ 由城建局督促自来水公司进行整改ꎬ 供水点收取

的水费不得超过 ０ ４０ 元 /吨ꎬ 调整后的水价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第十三届区 (市) 政府共召开常务会 ６３ 次ꎬ 印发纪要

６３ 期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３ 日会议决定ꎬ 对已建成的石油公司周家湾加油站和正在兴

建、 筹建中的蔬菜公司、 酿造厂、 集贸市场、 副食公司院内的副食综合大楼给予扶持政

策ꎻ 市石油公司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ꎬ 自筹和贷款扩建高坡油库储量外ꎬ 改建南桥加油

站和新建周家湾加油站ꎬ 同意石油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３ 年两年在保证完成承包利润 ２５ 万

元基数的前提下ꎬ 新增的税 (所得税) 和利润全部由财政返还ꎬ 用于归还基建贷款ꎻ 蔬

菜公司正在二道街兴建和酿造厂厂区内正在筹建的集贸市场ꎬ 自建成投入使用之日起ꎬ
在三年内财政不列入预算收入ꎬ 将三年的全部税利 (包括一年的营业税) 由财政返还ꎬ
全部用于归还基建贷款ꎬ 并将城市配套费免征一半ꎬ 缓征一半ꎻ 副食公司院内正在兴建

的副食品综合大楼ꎮ 自建成投入使用之日起ꎬ 在三年内的全部税 (所得税) 和利润由财

政返还ꎬ 用于归还其基建贷款ꎬ 城市配套费按二道街集贸市场规定办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会议决定ꎬ 就市建设局在机构改革后的管理等问题ꎬ 将原延安市建材集团公司ꎬ 更名

为延安市建筑建材集团公司ꎬ 办公地址设在建材厂ꎬ 集团公司所属的单位有延河水泥

厂、 市水泥厂、 市水泥制品厂、 市建材厂、 市一建、 市二建ꎮ 更名及所属单位情况ꎬ 由

市建设局上报市机构改革办公室ꎻ 市综合开发公司ꎬ 市建筑建材集团公司ꎬ 市建材厂隶

属于市建设局管理ꎻ 市建设局可根据新职能需要ꎬ 调整内部人员ꎬ 设立相应的股级科

室ꎬ 进行统一管理ꎻ ９ 月 ２９ 日会议决定ꎬ 计划在延河南寨砭处建一座 ３ 米高的橡皮坝ꎬ
拦截延河水建成人工湖ꎬ 有效水面 (深度 ５０ 厘米以上) 可达 １５０ 亩ꎬ 平时供群众划船、
溜冰ꎬ 到汛期排掉湖水及橡皮坝体蓄水ꎬ 以利泄洪ꎻ 此方案经防汛部门及有关专家研究

论证ꎬ 认为不影响防汛泄洪ꎻ 延河水上公园建成后ꎬ 将使延安市达到有山有树又有水ꎬ
既可美化净化城市ꎬ 又可为市区增添一大景观ꎬ 为广大群众提供一个高档次的娱乐场

所ꎻ 会议决定成立延河水上公园建设指挥部ꎬ 指挥部下设 ３ 个领导小组ꎬ 即质量监督检

查小组、 工程技术小组、 施工小组ꎬ 成员由指挥部具体确定ꎮ 水上公园要精心设计ꎬ 保

证既不碍洪ꎬ 又能保河堤ꎬ 并合理安排游乐设施ꎬ 使其与延河大桥、 嘉岭大桥周围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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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相互点缀ꎬ 融为一体ꎻ 整个工程建设要想办法争取在 １０ 月 １ 日开始动工ꎬ 采取多上工

队的办法ꎬ 加快进度ꎬ 务必于 １１ 月底全部建成投入使用ꎮ 指挥部要精心组织施工ꎬ 保

证工程质量ꎬ 工程建成后使用期限至少要达到 １５ 年以上ꎮ 整个工程建设总投资不得突

破 １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会议决定ꎬ 新编延安市总体规划大纲ꎬ 此项工作由冯毅、
张福寿副市长总负责ꎮ 根据地区要求大纲修编总体工作ꎬ 由延安市主办的精神ꎬ 市规划

办要认真组织实施ꎬ 紧密配合修编小组开展工作ꎬ 积极提供有关资料ꎮ 同时立即与修编

小组联系ꎬ 务必于 ９ 月 ３ 日前拿出粗线条的大纲草案上报地区ꎮ 关于争取省农业厅粮食

丰产方支持的问题ꎬ 由农林牧业局、 农业总公司领导负责ꎬ 抓好 “３ 个 １０ 万亩”ꎬ 即 １０
万亩谷子、 １０ 万亩玉米、 １０ 万亩洋芋ꎮ 同时ꎬ 丰产方要写出书面效益分析报告ꎮ 另外

明年以工代赈资金争取ꎬ 涉及水利、 林业、 农业等部门ꎬ 必须于 ９ 月底前拿出报告ꎬ 尽

快呈报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会议决定ꎬ 全市旅游业发展和延安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等问

题ꎬ 根据林业部、 陕西省林业厅关于建立延安国家森林公园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ꎬ 延安

国家森林公园与国营风景林场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ꎮ 但鉴于现在延安市设有 “四
山” (宝塔山、 凤凰山、 清凉山、 万花山) 建设委员会的实际情况ꎬ 决定延安国家森林

公园与延安市 “四山” 委合署办公ꎬ 市风景林场和城郊林业派出所归森林公园管理ꎮ 聘

请刘德章为延安市人民政府顾问ꎬ 在延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机构尚未正式批复之前ꎬ 由刘

德章负责分管国家森林公园建设ꎬ 管理具体工作ꎻ 王书人负责分管 “四山” 委日常工

作ꎮ 互相之间要搞好协调ꎬ 密切配合ꎬ 全力搞好森林公园和 “四山” 的建设管理工作ꎮ
延安市旅游局为市政府主管全市旅游工作的直属事业单位ꎬ 原属 “四山” 委管辖的宝塔

山管理处、 清凉山管理处、 摩崖石刻管理处和杜公祠管理处划归市旅游局直接管理ꎮ 市

旅游局在业务上受延安国家森林公园的具体指导ꎬ 必须严格按照全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

划和延安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ꎬ 切实加强对下属单位的管理ꎬ 促进全市旅

游业更快发展ꎮ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５ 日会议决定ꎬ 全面展开帮困工作ꎬ 完成市上下达宝塔区帮

困任务 ３００ 户ꎻ 各部门收缴的基金要在每月 ２０ 日前汇入财政帮困专户ꎬ 区财政局要在每

月 ２５ 日前汇入区劳动服务局帮困专户ꎬ 区公安分局、 地税局要于 ６ 月 ２０ 日前将去年未

收足部分 (１９９６ 年度公安局欠 ４ 万元、 地税欠 ６ 万元)ꎬ 及年内一、 二季度的帮困基金

汇入财政专户ꎬ 保证去年 ６０５ 户困难职工第四季度救济金和全年 ３００ 户困难职工第一、
二季度救济金和是年 ３００ 户困难职工第一、 二季度救济金顺利发放ꎮ 各收缴部门每月要

向帮困小组办公室以书面形式汇报基金收缴情况ꎬ 办公室按季向领导小组汇报ꎮ 对不重

视此项工作ꎬ 收缴不力的部门ꎬ 帮困领导小组将从工资账户中足额扣除ꎬ 由区财政局监

督执行ꎮ 各区属企业要将应交的帮困基金纳入工资预留户ꎬ 确保基金足额交纳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第十四届区政府共召开常务会 ６７ 次ꎬ 印发纪要 ６１ 期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会议决定ꎬ 自来水公司、 环卫处等 １０ 个单位上划移交有关议

题ꎬ 成立区清产核资移交领导小组ꎬ 常务副区长任组长ꎬ 副区长孙树清、 刘亚那、 张俊

雷任副组长ꎬ 成员由区建设局、 人事局、 财政局、 政府办、 计委、 审计局、 粮食局、 编

办、 房产总公司、 国有资产局组成ꎻ 移交工作由常务副区长总负责ꎻ 孙树清、 张仲平、
程建华具体负责日常事宜ꎻ 人员编制问题ꎬ 由人事局牵头ꎬ 编办参与ꎬ 主要负责核清移

交单位现有人员的身份ꎬ 编制与工资状况ꎻ 关于党团、 工、 青、 妇等移交问题ꎬ 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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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牵头负责处理ꎻ 财产的审核、 移交问题ꎬ 由财政局牵头ꎬ 国有资金局、 审计局参与ꎬ
负责审核各移交单位的债权、 债务及国有资产ꎬ 以便全部移交ꎻ 档案移交问题ꎬ 属区委

组织部管理的档案和人事局管理的档案ꎬ 随单位整体移交ꎻ 移交后遗留问题的处理ꎮ 向

市政府申请移交的河道管理处和房产总公司ꎬ 由财政局、 审计局会同各有关部门ꎬ 认真

核查移交后预算内、 预算外收入情况ꎻ 由城建局会同城市 “三个办事处” (南市办事处、
凤凰办事处、 宝塔办事处) 向市政府提出解决辖区内小巷的管理权限和居委会书记、 主

任的工作职责、 工资待遇等问题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５ 日会议决定ꎬ 长庆石油管理局延安北石

油专线委托西延铁路办公室征用土地的遗留问题ꎬ 西延铁路联合办公室签订的委托宝塔

区征迁办征地协议书ꎬ 委托代征土地及附属物协议书有效ꎻ 征用土地 １０１ ６５９ 亩ꎬ 其中

９７ ８０９ 亩 (含石油专线南侧水渠用土地 １ ３３４ 亩)ꎬ 土地使用权属于石油专线项目法人ꎻ
征迁办代征的石油专线北侧 ３ ８５ 亩水渠土地使用权不属于石油专线项目法人ꎬ 征用和代

征土地费两项计 １９８ ６５ 万元ꎻ 地面附着物赔偿费以延安市征办协议确定的 ２４ ３３ 万元为

准ꎬ 三项费用共计 ２２２ ９８ 万元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和宝塔区实际情况ꎬ 宝塔区土地局及有关部门实收各种费用 ４５ ０２ 万元ꎻ 西延

铁路联合办公室应付给宝塔区征迁办、 土地局征地、 土地审批手续等各种费用 ２６８ ０１ 万

元ꎻ 石油专线项目法人、 西延铁路联合办公室要尽快办理土地使用手续ꎬ 完善各种证

件ꎬ 把遗留问题解决好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会议决定ꎬ 宝塔区和银海集团共同建设银海

高科技大厦有关问题ꎬ 建设银海大厦的征迁工作于 ４ 月 １５ 日开始ꎬ 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

职ꎬ 通力配合ꎬ 确保征迁工作顺利进行ꎻ 由区征迁办负责提前发布通告ꎬ 与水厂、 电

力、 电信、 有线电视等单位进行联系ꎬ 妥善处理好征迁中的有关事宜ꎬ 并负责兑现征迁

补偿费ꎬ 随时掌握征迁工作出现的各种动态ꎻ 由副区长呼延鹏、 区商贸局局长负责处理

好商贸系统有关单位的搬迁和人员安置工作ꎻ 由副区长孙树清、 区工商分局局长、 凤凰

办事处书记负责处理好凤凰工商所和凤凰办事处的搬迁和人员安置工作ꎻ 由常务副区长

负责组织法院、 公安分局、 司法局、 法制办等单位ꎬ 全力配合征迁工作ꎻ 由副区长孙树

清负责组织体改委、 房产局、 建设局等单位ꎬ 向市上有关部门申请返还国有土地出让

费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９ 日会议决定ꎬ 提高井场奖励和占地费问题ꎬ 按照全市石油钻前工作

会议精神ꎬ 参照延长油矿管理局执行的标准ꎬ 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起ꎬ 南泥湾钻采公司井场奖

励款提高为每推 １ 个井场ꎬ 奖励区政府 ８００ 元ꎬ 奖励油井所在乡镇和区钻前办各 ５００ 元ꎻ
占用耕地每年每亩补偿费提高为上川地、 上坝地 ８００ 元ꎬ 中川地 ７００ 元ꎬ 下川地、 台地

６００ 元ꎬ 沟湾地 ５００ 元ꎬ 坡地 ４００ 元ꎻ 占用无收益荒地一个井场一次性付给 ５００ 元ꎻ 井

场奖励款由南泥湾上缴区财政后再划拨给乡镇和钻前办ꎬ 占地补偿费由南泥湾钻采公司

直接和农民结算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会议决定ꎬ 农村公路建设问题ꎬ 会议原则同意 «宝
塔区农村公路发展规划»ꎬ 会后由区交通局负责组织实施ꎮ 会议要求ꎬ 要着重抓好 “十
五” 期间乡乡通油路工程的实施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第十五届区政府共召开常务会 ９０ 次ꎬ 印发纪要 ７８ 期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会议决定ꎬ 蟠龙镇、 元龙寺乡、 贯屯乡学校布局调整有关问题ꎬ
会议指出ꎬ 各部门、 各单位、 各乡镇都要牢固树立教育为本的思想ꎬ 积极支持教育部门

搞好此项工作ꎮ 会议认为ꎬ 利用蟠龙、 元龙寺、 贯屯供销社闲置房屋发展教育事业ꎬ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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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加快完成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任务ꎬ 加快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ꎬ 也盘活闲置资

产ꎬ 是一个有益于区、 乡、 村和供销社四方发展ꎬ 一举四得的好思路ꎬ 要积极支持乡镇

和教育部门组织实施ꎮ 会议原则同意区教育局与区供销社形成的意见ꎬ 将贯屯、 蟠龙、
元龙寺供销社闲置的房屋有偿用于上述三乡镇中小学布局调整ꎬ 扩大办学规模ꎮ 区财政

一次性拨给区供销社 ４３ ２ 万元ꎮ 会后ꎬ 由副区长呼世杰牵头ꎬ 组织蟠龙镇、 元龙寺、 贯

屯乡和教育局、 国土局、 法制办、 改制办、 区供销社ꎬ 尽快处理好有关债权债务问题ꎬ
做好基层供销社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工作ꎬ 妥善履行好相关手续ꎬ 确保布局调整尽快

付诸实施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会议决定ꎬ 原则同意区劳人局提出的 «宝塔区 ２００４ 年教

育、 卫生类本科毕业生聘用工作的意见» 及 «宝塔区 ２００４ 年师范类大专毕业生招聘工

作实施意见»ꎻ 同意从省、 市两次人才交流会上签订就业协议的师范类本科毕业生 ２７
人ꎬ 陕师大委培的师范类本科毕业生 １２ 人ꎬ 市人才交流会上签约的卫生类本科生 ６ 人ꎬ
区人才交流中心入库的师范类本科毕业生 ９ 人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３０ 日之前在区人才交流中

心入库注册的师范类大专毕业生 (小学教育专业除外) 中招聘教师ꎻ 聘用人员在聘期内

实行月薪制ꎬ 师范类大学专科毕业生月薪为 ６５０ 元ꎬ 偏远乡镇中学聘用人员为 ７００ 元ꎮ
会议决定ꎬ 对省、 市两次人才交流会上签订就业协议的师范类本科毕业生ꎬ 市人才交流

会上签约的医学类本科毕业生中的聘用人员办理有关编制手续ꎻ 对在区人才交流中心入

库的师范类本科毕业生及师范类大专毕业生中的聘用人员不予办理有关编制手续ꎮ 所有

聘用人员在聘期内享受养老、 失业、 医疗三项社会保险待遇及取暖、 降温等各种福利待

遇ꎮ 辞职、 解聘后ꎬ 工资、 编制、 社会保险待遇及各种福利待遇全部取消ꎬ 人事档案移

交回区人才交流中心ꎮ 具体招聘工作由区招聘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ꎮ 对已签约的师范

类本科毕业生严格按协议履行有关招聘手续ꎻ 对未签约的本科毕业生采取报名、 资格审

查、 面试、 填报志愿、 体检、 签订聘用合同等程序进行招聘ꎻ 对师范类大学专科毕业生

除严格履行相关招聘程序外ꎬ 由招聘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统一考试ꎮ 同时ꎬ 要严明考试纪

律ꎬ 坚持 “公平竞争ꎬ 择优录用” 的原则ꎬ 坚决杜绝徇私舞弊和 “暗箱操作” 等不正之

风ꎬ 一经发现ꎬ 严肃处理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会议决定ꎬ 原则同意区教育局提出的 «关
于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 “两免一补” 工作的实施意见»ꎮ 根据延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全市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 “两免一补” 工作的通知» 和 «关于实施农村

学生 “两免一补” 工作暂行办法» 文件精神ꎬ 会议决定ꎬ 从 ２００５ 年后半年起区财政每

年要如实列支区上应承担的 “两免一补” 经费ꎮ 会议强调ꎬ 区教育局要对 “两免一补”
享受范围、 享受对象和享受标准认真审核ꎬ 区财政要严格把关ꎬ 相互加强资金管理ꎬ 实

行专户拨付ꎬ 专款专用ꎬ 坚决杜绝挪用截留现象ꎻ 区教育局和主管区长负责将宝塔区落

实 “两免一补” 情况分别向市教委和市政府作专题汇报ꎬ 争取市上的支持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会议决定ꎬ 加强环境卫生整治ꎬ 建立保洁队伍ꎬ 同意区爱卫办提出的在过去已建

１７６ 个垃圾屋、 ３３ 座公厕、 ８３ 个保洁员的基础上ꎬ 再新建垃圾屋 ２６３ 个ꎬ 累计达到 ４３９
个ꎬ 每个补助 ２０００ 元ꎻ 新建公厕 ５５ 座ꎬ 累计达到 ８８ 座ꎬ 每座补助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第十六届区政府共召开常务会 ４０ 次ꎬ 印发纪要 ４０
期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４ 日会议决定ꎬ 原则同意区教育局起草的宝塔区 ２００７ 年中学教

师聘用工作实施意见ꎮ 在各乡镇中学 (含金中、 姚中) 招聘短缺教师 ５５ 名ꎻ 招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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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 ２００７ 年应届毕业生的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和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以前在区人才交流中心

入库注册的师范类大学毕业生以及陕师大委培生ꎻ 聘用办法和待遇严格按照 «延安市宝

塔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关于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待遇暂行办法» 的规定执行ꎬ 合同期

为三年ꎮ 原则同意区教育局关于将杨家岭中学改建成幼儿园的意见ꎮ 幼儿园按省颁一级

一类标准建设ꎬ 由区政府全额投资兴办ꎬ 区教育局要抓紧实施ꎬ 确保 ２００８ 年秋季开始招

生ꎮ 改建所涉及杨家岭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全部就近分流其他中学任教、 就学ꎮ 学校建成

后ꎬ 原区一幼教师全部到新建成的幼儿园任教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会议决定ꎬ 同意 «宝
塔区乡镇畜牧兽医站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ꎬ 聘用乡镇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 ２８ 人ꎬ 其

中在畜牧系统内部招聘 ６ 人ꎬ 此 ６ 人必须是在编在册人员ꎬ 不参与考试ꎬ 由区人劳局、
畜牧局考察后确定ꎻ 其余 ２２ 人从区人才交流中心入库的毕业生中通过考试择优选聘ꎬ
考试人员必须为年龄在 ３０ 岁以内、 属宝塔区生源的中专以上 (含中专) 畜牧兽医类专

业毕业生ꎮ 拟聘人员确定后按照 «宝塔区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待遇暂行办法» 执行聘期待

遇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９ 日会议决定ꎬ 同意将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复退军人和转业士官 ５７ 人先行

安置ꎻ 原则同意将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复退军人和转业士官全部安置在区财政全额供养事

业单位ꎮ 具体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杨东平负责ꎬ 区民政局、 人事局、 编办等相关部门配

合进行安置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会议决定ꎬ 聘用医学类专业技术人员有关问题ꎬ 会议原

则同意聘用医学类专业技术人员 １１ 人ꎬ 会议要求: 成立以常务副区长杨东平为组长ꎬ
副区长高鹰为副组长ꎬ 编办、 人劳、 财政、 监察、 卫生等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ꎬ 下设

办公室于卫生局ꎬ 具体负责聘用的日常工作ꎻ 要坚持公平、 公正、 公开的原则ꎬ 择优录

取ꎬ 聘用对象为持有宝塔区户籍的专科以上医学类专业人员ꎮ

第二节　 区 (市) 长办公会

区 (市) 长办公会是由区 (市) 政府研究解决重要问题的主要形式ꎬ 由区 (市)
长或主管副区长 (副市长) 召集和主持ꎬ 一般半月召开一次ꎬ 根据需要可不定期召开ꎮ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ꎬ 第十二届市政府共召开市长办公会 １１６ 次ꎬ 印发纪要

１１２ 期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会议决定ꎬ 新修建中山图书馆ꎬ 地址定于市场沟沟口农

贸市场处ꎬ 占地面积约 ５ 亩ꎬ 馆舍建筑面积 ３８０２ 平方米ꎬ 工程施工由文化局负责ꎬ 整个

工程必须在 ４ 月初开始施工ꎻ 会议同时决定ꎬ 农贸市场搬迁到白坪ꎮ ３ 月 ２９ 日会议决

定ꎬ 凡单位或个人在城区水源保护区内取水 (地表水和地下水)ꎬ 须经城建水管部门同

意后方可由市水资源管理办公室批准ꎬ 否则一律不予以批准ꎮ １０ 月 １６ 日会议决定ꎬ 同

意延安电视台在宝塔山摘星楼上架立铁塔ꎮ 由延安电视台负责铁塔的设计建设等工作ꎬ
城建局要给予必要的协助和配合ꎮ 同意延安电视台基建地址选在旧机场小区ꎬ 具体地址

和占地面积按照广播电视部颁布标准技术要求ꎬ 由副市长刘向东 (副县级) 会同城建规

划部门和延安电视台按照城建规划要求决定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４ 日会议决定ꎬ 延安火车站广

场用地范围: 原则同意市规划办委托西北建筑设计院进行广场规划设计的用地范围ꎬ 要

求规划广场桥中轴线应以火车站站房中轴线为基准点ꎻ 延安火车站铁路用地范围内的建

设由铁路上自建ꎬ 但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ꎬ 其他用地 (两色线两侧用地)ꎬ 应统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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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统一征地、 统一开发ꎬ 分期实施ꎻ 除地区开发公司征用的 １４ 亩土地外ꎬ 其余的用

地均由延安市组织统一开发管理建设ꎬ 需请示地区的由延安市 (及有关部门) 按程序进

行ꎻ 火车站广场的征地由支铁办按铁路征地价格进行征用ꎬ 其他建设用地的征地费用于

铁路征地费价格ꎬ 低于现城市建设征地费用ꎻ 征地后应做好农民农转非及就业安置工

作ꎬ 首先摸清有关情况和底子ꎬ 按照有关政策ꎬ 采取多渠道的方式解决就业问题ꎬ 即部

分招工、 修田造地ꎬ 也可征用部分土地ꎬ 留给有关村庄自筹自建ꎬ 发展第三产业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会议决定ꎬ 从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ꎬ 市建委原直管的一建公司、 二建公司、
城市综合开发公司、 建材公司、 建材厂、 水泥厂、 水泥制品厂、 延河水泥厂交由市建工

建材局直管ꎻ 市建工建材局为上述 ８ 个单位的行政和业务主管部门、 负责统一管理和协

调日常工作ꎻ 市属乡镇、 城镇有资质等级的施工企业、 建筑制品生产、 企业的人才、 技

术培训、 企业资质升降的考核、 业务指导和施工管理ꎻ 施工企业、 建筑制品生产企业应

按有关规定向建工建材局缴纳管理费用ꎻ 市建委原建工科的具体业务工作和科室人员

(２ 人) 从即日起移交市建工建材局ꎻ 市建工建材局为市招标委员会成员之一ꎬ 并参与

全市招投标、 施工合同签订、 施工管理竣工验收、 工程决算等活动ꎻ 市建工建材局内部

设置为 “一室二科”ꎬ 即办公室、 计财科、 建材科ꎮ 市建工建材局的经费待政府参照有

关规定研究行文后执行ꎮ 同年 ３ 月 ５ 日会议决定ꎬ 为了不误农时ꎬ 提早动手ꎬ 做好烤烟

生产的前期准备工作ꎬ 各乡镇和市级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市人民政府 «关于烤烟生

产所需专用肥、 地膜的组织供应办法的紧急通知» 精神ꎬ 精心组织ꎬ 合理安排ꎬ 切实做

好春季烤烟专用肥、 地膜的调拨落实工作ꎮ 由冯毅副市长牵头ꎬ 新华化工厂、 塑料厂负

责搞好生产ꎬ 确保烤烟专用肥和地膜的按时供给ꎮ 市烟草局必须在 ３ 月底前ꎬ 将 ９０ 万元

返还款拨付给企业ꎬ 不足部分由生产资料公司贷款解决ꎬ 以便用于化肥和地膜生产ꎮ 市

生产资料公司、 供销社具体负责经营ꎬ 必须按文件精神将烤烟生产所需化肥、 地膜落实

到位ꎮ 生产资料公司将烤烟专用地膜、 化肥调拨进展情况每两天 (双日) 向市政府报告

一次 (报市农委)ꎮ 各乡镇、 各有关部门要积极认真组织ꎬ 协调配合ꎬ 抓紧抓好烤烟生

产的前期准备工作ꎮ 任何部门、 单位都不得有抵触情绪ꎬ 若不按文件精神限期完成任务

的ꎬ 要给予黄牌警告ꎻ 对工作环节上造成严重失误的ꎬ 要追究领导者的责任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第十三届市 (区) 政府共召开市长 (区长) 办公会

１６８ 次ꎬ 印发纪要 １６８ 期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２ 日就城区内供水工程建设进行会议研究ꎬ
城区内供水工程建设共计 ８ 个建设项目ꎬ 预算投资 ３６５０ 万元ꎬ 按上级要求ꎬ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底全部竣工ꎮ 根据延安市实际ꎬ 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ꎬ 节约资金 ６５０ 万元ꎬ 用 ３０００ 万

元赶在 １９９３ 年底完成全部工程ꎬ 并确保质量ꎬ 达到优良工程ꎮ 清凉山窑洞居民拆迁户问

题ꎮ 共计 ７０ 户ꎬ 由政府拨款 ２５ 万元拆迁费ꎬ 赶在 ４ 月 ２０ 日前全部拆迁完毕ꎬ 一次妥善

安置ꎬ 不留尾巴ꎬ 待拆迁完毕后ꎬ 筹集资金逐步恢复窑洞景观扩大旅游规模ꎮ 根据市区

部分街道、 道路路面陈旧、 年久失修状况ꎬ 会议决定ꎬ １９９３ 年年内对南关街、 北关街、
南滨路北段、 北滨路南段、 延师路五条道路进行改造ꎬ 铺设水泥路面ꎬ 总长 ４３９０ 米、
４９２００ 平方米ꎬ 预算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 (包括地下管网道改造资金)ꎮ 由城建部门负责ꎬ 各

街道办事处协助ꎬ 督促各沿街单位、 个人房屋院落、 房顶垃圾进行统一清扫ꎬ 对沿街破

墙、 破台等由单位自行修补ꎮ 同时ꎬ 按照 “各扫门前雪” 的原则ꎬ 市区主要街道道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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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到哪里由沿街单位、 个人出资铺设人行道水泥砖ꎬ 市上统一验收ꎬ 改变市容市貌ꎮ 市

场建设方面ꎬ 年内共新建 １０ 个农贸市场ꎬ 完善 １ 个由市工商局负责ꎬ 年内全部建成ꎮ 原

则同意交警大队关于整治交通秩序的方案ꎬ 对全市交通秩序实行严管重罚ꎬ 加强交通秩

序管理ꎬ 力争步入全省先进行列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２ 日会议决定ꎬ 驻延安各党政群机关、 市

企业单位ꎬ 干部职工中征收基本工资 ２％人民教育基金ꎮ 凡在本市 (区) 辖区内的中央、
省、 地、 市各党政机关ꎬ 市属企业 (包括国营集体) 单位、 在地、 市银行开户的一律由

开户银行代征ꎬ 转市教育基金办专户ꎬ 教育基金征收工资于 ３ 月 １ 日开始ꎬ 各单位在发

３ 月工资前ꎬ 带上本单位工资表到所在开户银行核对发放工资人员和基本工资额 (基础

工资、 职务工资、 级别工资、 工龄工资)ꎮ 在发放工资的同时缴纳当月人民教育基金ꎬ
否则由财政拨款的单位ꎬ 财政停拨工资ꎬ 由银行支取工资的单位ꎬ 银行停止支付工资ꎮ
如果 ３ 月工资已经拨付的单位ꎬ 于 ４ 月补缴ꎮ 同时要求教育基金办于 ３ 月底前对所有单

位应缴纳的教育基金准确核算ꎮ 各单位教育基金转到后ꎬ 及时给单位开回收据ꎮ 因各种

原因ꎬ 未在银行开户的单位ꎬ 由本单位负责足额代征ꎬ 转交市教育基金办ꎮ 凡属市辖区

内 (东至丝绸厂、 北至卫校、 南至火车站、 西至化工厂) 党政机关、 事业、 企业国营、
集体单位的教育基金由开户行代征ꎬ 直接转市教育基金办专户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会议

决定ꎬ 对原由人劳部门分配的 １２７ 名大中专毕业生中的 ３６ 名委培、 定向毕业生实行双向

选择ꎬ 其余 ９１ 名由人劳局分配ꎬ 市级行政部门、 全额拨款单位不分配新毕业生ꎻ 按照

专业对口的原则ꎬ 将医疗、 卫生、 农、 林、 牧专业的毕业生分配到所对口的事业单位ꎻ
对 ３６ 名委培、 定向毕业生采取试点的办法ꎬ 由人劳局办理有关手续ꎻ 对自费毕业生ꎬ
原则上实行自主择业ꎻ 委培、 定向毕业生工资起薪时间由人劳部门办理手续之日起执

行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３ 日会议决定ꎬ 政策性调整粮食销售价格ꎬ 标粉每 １ 市斤销售价格 １ ２２
元ꎬ 于 ８ 月 １ 日起执行ꎻ 议价销售实行最高限价管理ꎬ 标粉每 ５０ 市斤定价 ６４ 元ꎬ 上白

粉每 ５０ 市斤定价 ６８ 元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７ 日会议决定ꎬ 在全市推行生猪等禽兽定点屠宰办

法ꎮ 市区内确定桥沟、 尹家沟冷库、 河庄坪、 大砭沟、 燕沟冷库 ５ 个屠宰点ꎬ 各乡镇根

据本地实际确定 １~２ 个屠宰点ꎬ 由畜牧局具体负责落实场地、 屠宰人员、 屠宰设施等一

系列具体问题ꎻ 工商局和环保局协助工作ꎬ 市区内 ５ 个屠宰点于春节前确定并能正式运

行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２ 日会议决定ꎬ 全区紧急开展煤炭生产秩序整顿ꎮ 整顿工作由区工业

总公司、 矿产资源管理局牵头ꎬ 公安、 工商、 电力、 土地、 人劳、 计经及 ７ 个产煤乡镇

主要领导参与ꎬ 分三个阶段开始整顿ꎮ 第一阶段ꎬ 从 ７ 月 １３ 日开始ꎬ ３ 天时间取缔关闭

一切无 “陕西省乡镇矿业采矿许可证” 的乡镇小煤矿ꎬ 并将整顿结果报市政府ꎻ 第二阶

段ꎬ 从 ７ 月 １８ 日开始至 ８ 月 ３１ 日ꎬ 按省政府办公厅的清理整顿要求ꎬ 对不符合安全规

定ꎬ 存在事故隐患的乡镇小煤矿进行全面清理整顿ꎻ 第三阶段ꎬ 从 ９ 月 １ 日至 ３０ 日ꎬ 复

查验收阶段ꎬ 由区依法整顿生产秩序领导小组组织复查验收ꎬ 写出清理整顿专题报告ꎬ
报市政府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第十四届区政府共召开区长办公会 １７２ 次ꎬ 印发纪要

１７２ 期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 日会议决定ꎬ 区政府提供专款 ２ 万元ꎬ 解决武警中队营建

欠款 １ ７ 万元ꎬ 剩余资金用于图书馆设施建设的补充ꎻ 省武警总队要求ꎬ 宝塔区武警中

队组建 １０ 人防爆小分队ꎬ 由武警中队向公安宝塔分局提出组建申请报告ꎬ 公安宝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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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审核后报区政府ꎬ 防爆小分队组建要逐步完善设备配套ꎬ 力争年底正式组建成立ꎻ 武

警中队营房基建遗留问题ꎬ 由副区长孙树清负责ꎬ 区建设局具体实施ꎬ 营房基建遗留问

题处理结束后ꎬ 由副区长孙树清组织验收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会议决定ꎬ 神延铁路宝塔

段建设是西延铁路建设的继续和延伸ꎬ 是全省乃至全国的重点建设工程ꎮ 宝塔区李渠镇

阳山村搬迁、 征地工作ꎬ 阳山村农户必须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前完成搬迁任务的 ６０％ꎬ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全部搬迁完毕ꎬ 力争提前 ５ ~ １０ 天完成市政府交办的任务ꎮ 会议决定ꎬ 搬迁工作建

立奖罚激励机制ꎮ 对这次搬迁工作中听取指挥、 认真负责、 吃苦卖力、 成绩卓著的有关

人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ꎬ 并在全区通报表扬ꎻ 对不服从组织安排、 不按时到位到岗、
工作措施不力、 延误搬迁时机的有关人员ꎬ 在全区范围内通报批评ꎬ 并给予相应的纪律

处分和经济处罚ꎮ 与此同时ꎬ 对阳山村农户识大体、 顾大局ꎬ 按规定时限提前搬迁的ꎬ
给予适当资金奖励ꎻ 按计划时限搬迁的如数兑现补偿搬迁资金ꎻ 不按计划时限搬迁的不

予补偿搬迁资金ꎬ 并按有关规定强行拆迁ꎬ 从严处罚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会议决定ꎬ 陕

西省天然气分输站在山体下修建防风护坡占用枣园乡枣园村荒坡地 ０ ２ 亩ꎬ 以每亩 １０ 万

元的征地价格一次性补偿枣园村土地征用款 ２ 万元ꎬ 双方按要求签订协议书ꎬ 所征土地

归省分输站永久使用ꎻ 省天然气分输站要规范处理院内排洪、 排污渠道ꎬ 不得将洪、 污

水排入枣园村菜地、 鱼塘ꎬ 避免产生新的纠纷因素ꎮ ８ 月 ２０ 日会议决定由宝塔区林业局

牵头ꎬ 区果树局、 区畜牧局参加ꎬ 研究和完善旱作造林技术ꎬ 并付诸实施ꎻ 林业部门要

切实加强学术研究、 技术指导和检查监督工作ꎻ 要从苗木质量运输、 假植ꎬ 以及整地、
栽植、 抚育等环节着手ꎬ 严格按技术规范操作ꎬ 从严把关ꎻ 继续坚持植苗造林采用泥浆

根、 使用生根粉等成熟有效的技术ꎮ 同时ꎬ 要探索新技术ꎬ 切实提高苗木成活率ꎬ 苗木

要以自育为主ꎮ 会议还要求ꎬ 凡冯庄乡、 丁庄乡流域项目未成活的苗木都要在当年秋天

补植ꎮ 各有关乡镇和部门要各司其职ꎬ 协调行动ꎬ 确保补植任务高质量完成ꎮ 补植苗木

所需资金ꎬ 申请上级部门解决一块、 地方财政拿一块ꎬ 保证补植所需苗木及时到位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第十五届区政府共召开区长办公会 ５１ 次ꎬ 印发纪要

５１ 期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梁村乡政府和新民村委会提出解决果园引水上山、 果园上山

道路、 发展订单肉兔养殖以及修桥等问题ꎬ ２６ 日会议认为ꎬ 应按照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

的原则ꎬ 逐年予以解决ꎬ 年内重点解决两项工程ꎬ 即由省电力公司出资 ２ 万元ꎬ 解决新

民村果园上山道路问题ꎬ 要求在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前完成ꎻ 由省电力公司出资 ３ 万元ꎬ
扶持新民村发展订单肉兔养殖ꎬ 原则上今年先发展 ３０ 户 (每户养 ３ 组ꎬ 需投资 ２０００
元)ꎬ 每户省电力公司扶持 １０００ 元 (一年后收回资金ꎬ 用于第二批农户发展肉兔养殖或

其他项目ꎬ 实行滚动发展)ꎬ 剩余资金由区农综办和梁村乡政府负责ꎬ 通过小额信贷扶

贫和群众自筹予以解决ꎬ 要求在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实施到位ꎻ 会议要求ꎬ 新民村要尽快制定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发展规划ꎬ 以及果园引水上山实施规划和养殖业发展规划ꎬ 后两个规划务

必在一个星期内拿出ꎬ 分别上报省电力公司、 市电力局、 区政府和区农综办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会议决定ꎬ 元龙寺乡农业综合开发和移民搬迁项目ꎬ 将需要区财政配套的 １９ ５８
万元移民搬迁资金列入财政预算ꎬ 区财政局预借项目启动资金 １００ 万元ꎬ 当前先借 ５０ 万

元ꎬ 待省、 市项目计划批复、 资金到位后ꎬ 予以归还ꎻ 从区延河流域办拆借资金 １００ 万

元支持项目建设ꎬ 项目资金到位后归还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０ 日会议决定ꎬ 全区推行新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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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医疗制度ꎬ 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起ꎬ 在全区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ꎮ 由区卫生局严格按

照市上有关文件精神ꎬ 参照洛川县的经验ꎬ 结合区内实际ꎬ 对已制定的实施方案进行再

修订再完善ꎮ 具体工作由一名副区长负责落实ꎻ 预算所需的 ３１０ 万元配套专项资金由区

财政列入 ２００５ 年全区财政预算ꎮ

第三节　 专题会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ꎬ 区政府始设专题会ꎮ 会议由区长或副区长召集和主持ꎬ 一般每月召开

１~２ 次ꎬ 特殊情况可随时召开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第十五届区政府共召开专题会 ６０ 次ꎬ 印发纪要 ６０ 期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就基层民政工作站、 辖区烈士陵园建设、 民政救助站、 婚姻登

记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问题进行专题研究ꎮ 会议决定ꎬ 基层民政工作站建设ꎬ 由区编办

负责ꎬ 提出宝塔区乡镇、 办事处民政工作站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意见ꎬ 提交编委会审定ꎮ
原则上民政工作站站长由乡镇、 办事处一名副职兼任ꎬ 每个工作站人员编制根据辖区人

口核定在 ３~５ 人以内ꎬ 人员乡镇内部调配解决ꎻ 各乡镇、 办事处负责为民政工作站提供

２~３ 间专用办公场地ꎬ 并配备必要的办公设施ꎻ 区民政局负责指导基层工作站抓好制度

建设和业务开展ꎬ 确保发挥职能作用ꎮ 关于 “四八” 烈士陵园、 蟠龙战役烈士陵园、 青

化砭战役烈士陵园等著名革命传统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问题ꎬ 会议决定成立 “宝塔区烈

士陵园建设管理领导小组”ꎬ 由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王建军任组长ꎬ 区民政局、 财政

局、 交通局、 文体局、 党史办、 蟠龙镇、 青化砭镇及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ꎬ 对全区

３ 个烈士陵园进行全面维修和改扩建ꎻ 领导小组要尽快制定总体建设方案ꎬ 多方筹措资

金ꎬ 加快建设进度ꎬ 确保烈士陵园总体面貌得到根本改善ꎻ 蟠龙战役烈士陵园、 青化砭

战役烈士陵园维修改扩建工程力争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前完成ꎮ 关于民政救助站、 婚姻

登记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ꎬ 会议决定ꎬ 由区民政局负责协调市区建设、 规划等部门ꎬ 加

快民政救助站建设步伐ꎬ 早日解决场地不足问题ꎻ 要尽快理顺婚姻登记、 证件发放等管

理权属ꎬ 实行全区统一管理、 统一发放ꎬ 切实规范宝塔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会议决定ꎬ 枣园镇裴庄村 “农家乐” 示范村建设和中央军委三局旧址恢复纪念

馆建设项目ꎬ 由区政府副区长高寒负总责ꎬ 枣园镇党委、 政府和区旅游局ꎬ 文体局共同

实施ꎬ 区国土、 财政、 城建、 电力等部门全力配合ꎬ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ꎮ 区建设局会同

文体局、 旅游局、 枣园镇尽快完成裴庄村建设详细规划ꎮ 区文体局负责协调市文物局加

快中央军委三局纪念馆项目建设进程ꎬ 力争早日实施ꎮ 区水利局、 林业局、 交通局、 市

区电力局、 旅游局、 爱卫办等部门负责配合枣园镇裴庄村实施好村庄给排水、 环卫设

施、 村庄道路硬化、 绿化、 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ꎮ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区、 村共同

承担ꎬ 区财政负责筹措 １００ 万元项目建设资金ꎬ 不足部分由裴庄村自行筹集解决ꎮ 区委

宣传部、 区广电局要通过媒体多方宣传推荐裴庄的旅游项目ꎬ 为该村的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会议决定ꎬ 陕西西美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在枣园镇裴庄

村投资建设浓缩果汁加工厂项目ꎬ 为解决宝塔区及周边地区残次果销售问题提供便利ꎬ
区上将该项目列为 ２００７ 年全区重点建设项目ꎬ 同意陕西西美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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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枣园镇裴庄村征地 ６０ 亩ꎬ 一期建成年生产浓缩苹果果汁 １ 万吨的苹果加工生产线ꎬ
消化残次苹果 ７ 万~８ 万吨ꎬ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完成ꎻ 二期工程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完工ꎬ 建成后每

年生产浓缩苹果汁 ２ ５ 万吨ꎬ 消化残次苹果 ２０ 万吨ꎻ 一、 二期工程建设资金由陕西西美

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全额投入ꎻ 成立由区政府副区长张永祥为组长的宝塔区浓缩果汁

加工建设项目协调领导小组ꎬ 全力保证该公司进行前期手续办理和后期建设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第十六届区政府共召开专项问题会 １３４ 次ꎬ 印发纪要

１３４ 期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专题会议ꎬ 就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 宝塔区先后组织实施

的韩家窑则、 王良寺二期、 南二十里老涯沟、 兰家坪 ４ 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相关问题进

行研究ꎮ 会议认为ꎬ ４ 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虽有效地解决宝塔区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问

题ꎬ 但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ꎬ 开发商擅自销售房屋ꎬ 擅自提高住房价格ꎬ 增大建

设成本ꎬ 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售房ꎬ 不能按时给购房户交房等ꎬ 老百姓意见较大ꎬ
到处上访ꎮ 会议决定ꎬ 由区建设局牵头ꎬ 国土资源宝塔分局、 区审计局、 区物价局、 区

监察局配合ꎬ 组成联合调查组ꎬ 重点对开发商私自售房ꎬ 提高住房价格的行为进行调查

处理ꎬ 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ꎮ 原则同意区建设局起草的 «宝塔区经济适用住房委托开

发建设合同»ꎮ 参照已建成经济适用住房成本价ꎬ 结合当前建筑材料、 土地价格、 项目

建设地点和 ４ 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估算价格ꎬ 初步确定 ４ 处住房的最高限价ꎬ 桥沟砖瓦

厂多层住房最高限价为 １５８０ 元 /平方米ꎬ 高层价格定为 ２３８０ 元 /平方米ꎻ 二庄科多层住

房最高限价为 １４５０ 元 /平方米ꎻ 王家坪多层住房最高限价为 １６００ 元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会议决定ꎬ 同意在宝塔区青化砭镇中庄村建设规模在 ２０００ 头生猪养殖小区ꎬ 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建设长 ２０ 米、 宽 １５ 米的大猪舍 １０ 栋ꎬ 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ꎬ 必将成为中庄

村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ꎮ 为此ꎬ 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要通力配合ꎬ 全力建设好中庄村

养殖小区ꎮ 养殖小区四条生产道路拟建设为水泥路ꎬ 资金由青化砭镇政府协调解决ꎻ 引

水工程、 排污渠和水渠建设一并纳入产业用水项目ꎬ 由区水利局负责ꎬ 尽快拿出设计方

案ꎬ 并付诸实施ꎻ 更换变压器事宜由青化砭镇政府协调市区电力局予以解决ꎮ 猪舍建设

预计需 ９０ 万元ꎬ 村民户均需投入 ４ ５ 万元ꎬ 其中区上政府扶持 １ 万元ꎬ 协调小额贷款 １
万元ꎬ 村民需自筹 ２ ５ 万元ꎻ 水、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产业项目通盘考虑ꎻ 公用设施

建设预计需 ３０ 万元ꎬ 由区、 镇两级负责协调解决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会议决定ꎬ 在柳林

镇高坡村建设 １ 所中石油延安希望小学ꎬ 确定占用 ５４ 亩土地ꎬ 项目分两期实施ꎮ 一期项

目征地 ２３ 亩ꎬ 是年开工建设并投入使用ꎬ 涉及拆迁户 ９ 户ꎮ 未纳入项目一期建设拆迁的

住户ꎬ 政府将给予 ５ 万元补助ꎻ 村民住宅楼及拆迁户安置用地由区、 镇两级两级与市规

划、 土地部门协调争取ꎬ 力争留足ꎻ 项目涉及的拆迁、 安置等事项严格按照 «延安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延安市城市规划区各类房屋拆迁货币补偿评估基准价格的通知» 和 «延
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关于中石油延安希望小学工程建设征迁安置实施方案的批复» 执

行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会议决定ꎬ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搬迁遗留问题ꎬ 在桥沟镇政府及杨

家岭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ꎬ 区一幼新教学楼按期完成ꎮ 对于一幼当前存在的排

水、 天然气、 垃圾台搬迁等问题ꎬ 镇、 村两级及市城管部门要千方百计协调解决ꎬ 确保

当年秋天开学不受影响ꎻ 考虑到杨家岭村为一幼的建设做出积极贡献ꎬ 同意持有杨家岭

村户籍和杨家岭村委会出具证明信的幼儿ꎬ 在一幼就读时学费减半收取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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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会议决定ꎬ 春节前后烟花爆竹经营管理工作要严格按照市城管局、 区安监局的有关要

求ꎬ 合理布局ꎬ 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少布点或不布点ꎻ 各有关部门要抓紧时间ꎬ 尽快

介入ꎬ 密切配合ꎬ 通力协作ꎬ 搞好经营证发放、 岗前培训和监督检查工作ꎬ 确保烟花爆

竹安全经营工作顺利进行ꎮ

第三章　 依法行政

第一节　 政府法制机构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法制局ꎮ 科级建制ꎬ 行政编制 ５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机

构改革ꎬ 宝塔区法制局改称为宝塔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ꎮ 科级建制ꎬ 行政编制 ７ 人ꎮ
主要负责依法确认宝塔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及单位的主体资格和受委托执法组织ꎻ 审查区

政府各部门上报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草案ꎻ 负责承办各部门上报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备

案工作以及组织清理规范性文件ꎬ 编辑 «宝塔区规范性文件汇编»ꎻ 负责行政执法的监

督检查工作ꎬ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ꎬ 重大问题报区政府作出决定ꎻ 负责全

区行政执法工作ꎬ 协调解决行政执法争议ꎻ 负责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ꎻ 代理区政府

参加行政应诉ꎬ 指导延安仲裁委员会宝塔工作站工作ꎻ 承办上级部门有关法律、 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意见的征集、 上报工作ꎻ 负责区政府行政赔偿工作ꎻ 负责全区行政执法部门

行政执法人员申领 “行政执法证” 资格审核工作及监督使用ꎻ 负责全区行政执法人员的

培训工作ꎮ

第二节　 法制管理范围与对象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 «陕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ꎬ 宝塔区加强行政执法证件的发放

管理ꎬ 严格证件申领资格: 采用省政府法制办统一教材ꎬ 统一试卷ꎬ 对区属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及单位的执法人员进行公共法律知识培训考试ꎬ 全区参加培训考试 ５２２ 人ꎮ 对持

证人员的身份、 职务、 执法岗位、 执法类别等基本情况进行审核ꎬ 收回原有旧证和无效

证件ꎬ 规范执法行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对全区各行政执法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组织

(统称行政执法机关) 中ꎬ 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ꎬ 具有明确行政执法岗位和具体的行

政执法职责的机关正式工作人员ꎮ 采取网络传输、 网络审批、 数据库管理查询方式ꎬ 申

领新证 ６０２ 本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共有法定行政执法部门 ３０ 个ꎬ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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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ꎬ 受委托执法组织 ７６ 个ꎮ 全区共换发新的执法证件 ７０４ 本ꎮ

第三节　 规范行政审批制度

一、 审批服务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颁布后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对行政许

可事项进行全面清理ꎬ 此后逐年进行清理精简和规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按照深入推进审批服务

制度改革的相关要求和规定ꎬ 纳入宝塔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整顿事项共 ２１６ 项ꎬ 清

理精简后依法保留行政许可 １１４ 项ꎬ 拟予依法取消 １０２ 项 (含取消、 降级、 合并、 改变

管理方式)ꎬ 取消调整项目占原有项目的 ４７％ꎮ 按照 «关于宝塔区驻市政务大厅单位和

事项实施方案» 的要求和规定ꎬ 结合市、 区同处一城ꎬ 共用一个政务大厅的基础上ꎬ 宝

塔区对进驻政务大厅的单位和事项进行调整ꎬ 原来进驻的 ４ 个单位继续保留ꎬ 又将残

联、 文体事业管理、 质量技术管理、 卫生、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５ 个单位的 ８ 项行政许可

事项进驻大厅办理ꎮ
二、 执法监督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ꎬ 审查规范性文件、 通告及其他文件共计 １６６６ 件ꎮ 其间的 ２００２ 年ꎬ
制定出台 «延安市宝塔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 (试行) » «延安市宝塔区行政执法错案责

任制追究办法 (试行) »ꎮ 各部门也都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 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

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ꎮ 采取半年和年末定期检查考评和日常不定期检查等形式对各乡

镇、 城市街道办事处、 各部门、 各单位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检查ꎮ 按照规范性文件

“立、 改、 废” 的原则ꎬ 对不适应 ＷＴＯ 规则和国家法律、 法规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规范

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ꎮ 共审查清理 ６９２ 件ꎬ 其中依法废止 ２１３ 件ꎮ 审查规范性文件、 通

告等其他文件 ４５ 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宝塔区 １９８０ 年以来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认真审查和全面清理ꎬ 共审

查规范性文件 ３９１ 件ꎬ 其中拟予以废止 ９４ 件、 继续有效 ２９７ 件ꎮ

第四章　 群众工作

第一节　 信访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信访局为科级建制ꎮ 有工作人员 １４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更名为宝塔区

信访局ꎮ 下设办公室、 区委信访接待室、 区政府信访接待室、 信访督查督办室、 案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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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个科室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信访局对内设机构调整ꎬ 下设区委信访接待室、 区政府信访接待

室、 案件室、 办公室 ４ 个科室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信访局增设督查督办室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把多功能

信访接待大厅改建为 “一站式” 联合信访接待大厅ꎻ １２ 月ꎬ 全局工作人员增至 ２２ 人ꎬ
其中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正科级干部 ２ 人、 副科级干部 ６ 人、 工作人员 １１ 人ꎮ 离退

休及协理员 １１ 人ꎮ

第二节　 来访接待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信访局共受理来信来访 １２８６０ 件ꎬ 其中群众来信 ２５０７ 件ꎬ 单

个来访 １１８５２ 人次ꎬ 集体上访 １８１ 起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信访局共受理来信来访

５９６２４ 件次ꎬ 其中群众来信 ５０４７ 件ꎬ 单个来访 １３６２７ 人次ꎬ 集体上访 ２０１３ 批次、 ４０９５０
人次ꎻ 宝塔区区级领导接待来访群众 ２０４７５ 人次ꎬ 阅批群众来信 ２６１７ 件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延安市信访群众来信来访统计表
　 表 １８－４－１

年份
信访总量
(件次)

其　 中

来信 (件) 个体上访 (人次) 集体上访 (起)

１９９０ １７７０ ３３５ １４３５ ２１

１９９１ ２６５４ ４９１ ２１６３ １９

１９９２ １２４１ ２９７ ９４４ ９

１９９３ １６６５ ２６１ １４０４ １４

１９９４ ２１８８ ３１２ １８７６ ５８

１９９５ ３２９６ ３８５ ２９１１ ３８

１９９６ １５４５ ４２６ １１１９ ２２

合计 １４３５９ ２５０７ １１８５２ １８１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信访群众来信来访统计表
　 表 １８－４－２

年份
信访总量
(件次)

其　 中

来信
(件)

个体
上访

(人次)

集体上访

批次 人次

越级上访 (人次)

中央 省 市

１９９７ ５８２４ ５２７ １０８７ １３６ ４２１０ — — —

１９９８ ７９２４ ６６１ ２４２３ １５６ ４８４０ — — —

１９９９ ４１７９ ４３１ １２７２ １０３ ２４７６ — — —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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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信访总量
(件次)

其　 中

来信
(件)

个体
上访

(人次)

集体上访

批次 人次

越级上访 (人次)

中央 省 市

２０００ ５４８９ ４２８ １０８９ １６５ ３９７２ — — —

２００１ ５５６８ ５２１ １１４７ １８２ ３９００ — — —

２００２ ８１２０ ９５３ １６８９ ３９２ ５４７８ — — —

２００３ ５１７４ ４５４ １５９１ １３４ ３１２９ — — —

２００４ ５９６１ ４７０ １３１４ ２０３ ４１７７ — — —

２００５ ２１６５ ８７ ４３９ １２０ １６３９ ６ ５６ ６９８

２００６ ２４１８ ２９０ ５８９ １０６ １５３９ １２ ６２ １２７７

２００７ ２１５３ — ３８０ １００ １７７３ １１ ３５ １９６８

２００８ １５２６ — ４１ ８５ １４８５ １７ ６５ １２４０

２００９ １６９７ １８６ ２８５ ７０ １２２６ ５７ ３６ １６２５

２０１０ １４２６ ３９ ２８１ ６１ １１０６ ２ １４２ １４２９

合计 ５９６２４ ５０４７ １３６２７ ２０１３ ４０９５０ １０５ ３９６ ８２３７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区级领导信访接待统计表
　 表 １８－４－３

年份
接待来访群众

(人次)
阅批群众来信

(件)
处理集体上访

(起)
参与处理重大
信访问题 (件)

１９９７ １８７４ ２７２ ２８ ２３

１９９８ ２１６５ ２７９ ４１ ０

１９９９ １３７０ ２１８ ０ ０

２０００ ９９８ ４３３ ０ ４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９ ２３７ ０ ４２

２００２ １１６３ ３４２ ０ １０３

２００３ １３６６ ２１７ ０ ６５

２００４ ２８１６ １６８ ０ ８６

２００５ ２３５４ １５８ １２０ ６８

２００６ １９６４ ５８ １０６ ３３

２３６



续表

年份
接待来访群众

(人次)
阅批群众来信

(件)
处理集体上访

(起)
参与处理重大
信访问题 (件)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１ ２３５ １００ ２０

２００８ ４７５ ０ ０ ０

２００９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２０４７５ ２６１７ ３９５ ４８８

第三节　 信访案件办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信访局共办理市以上立案件 ２３０ 件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

信访局共办理市以上立案件 ３７６ 件ꎬ 区立案案件 ２０７６ 件ꎬ 一般案件 １３７６６ 件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延安市信访案件办理统计表
　 表 １８－４－４ 单位: 件

年份 省立案 地区以上立案 市立案 合计

１９９０ — ４ ４４ ４８

１９９１ — ２ ５ ７

１９９２ — ２ ２ ４

１９９３ — ３ １６ １９

１９９４ — ６ ３３ ３９

１９９５ ８ １７ ４２ ６７

１９９６ — ８ ３８ ４６

合计 ８ ４２ １８０ ２３０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信访案件办理统计表
　 表 １８－４－５ 单位: 件

年份 市以上立案 区立案 一般案件 备　 注

１９９７ ２４ １６８ — —

１９９８ ２７ １２２ ５１２ —

１９９９ ２６ １３０ ３０５ —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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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市以上立案 区立案 一般案件 备　 注

２０００ ６ １８２ ３４３ —

２００１ ９ １２１ ２７６ —

２００２ ４ ５９３ ２２８８ —

２００３ ８ ４２６ １５７２ —

２００４ ４２ ８６ ２０３４ —

２００５ ９１ １１ ２１６５ 其中国家立案 ９ 件ꎬ 省立案 ２１ 件

２００６ ４１ ４９ ２１１８ 其中国家立案 １３ 件ꎬ 省立案 ６ 件

２００７ ２４ ９９ ２１５３ 其中国家立案 ５ 件ꎬ 省立案 ５ 件

２００８ ２４ ０ ０ 其中国家立案 ７ 件ꎬ 省立案 ３ 件ꎬ
市立案 １４ 件

２００９ ２３ ５６ ０ —

２０１０ ２７ ３３ ０ —

合计 ３７６ ２０７６ １３７６６ —

第四节　 纠纷排查与处理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组织信访排查 ２３ 次ꎬ 协调解决积累案件 １９ 件ꎬ 解决信访老户 ９
户ꎬ 实现 “零上访” 目标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被列为全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试点区ꎬ 区信访局全面开展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工作ꎮ 健全区、 职能部门、 乡镇 (办事处)、 村组 (社区) 四级组织网络ꎮ 建

立 “按辖区、 按职能” 的全方位排查网络ꎮ 实行分级调处制度ꎮ 全年组织矛盾纠纷排查

２１ 次ꎬ 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 ３２０ 起ꎬ 调处 ３１４ 起ꎬ 调处率达 ９８％ꎮ 协调资金 ４００ 多万

元ꎬ 集中处理历史积累案件 ９ 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信访局开展重信重访和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ꎮ 解决原美术公司、

建材厂改制遗留问题ꎬ 桥沟镇向阳村、 十里铺、 延河饭店开发建设等 ２９ 个突出信访问

题ꎬ 解决万花山乡毗圪堵村 “女子户” 信访问题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化解马家湾小区拆迁户、 区建材厂职工、 宏远小区逾期交房、 川口乡小李

渠村村干部挪用集体资金、 冯庄乡张渠村煤矿承包、 桥沟镇罗家坪村村务财务等 １６ 批

重大信访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信访局共组织矛盾纠纷排查 ２２ 次ꎬ 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 ３２１ 起ꎬ 化解

３１１ 起ꎬ 调处率 ９６ ９％ꎮ 解决建设煤矿 ３７７ 名离退休工人要求重组进延长油田集团、 原

木器厂 ４９ 名一次性买断工龄人员要求解决养老统筹、 榆林子洲县农民要求建设煤矿解

４３６



决 “老工伤” 待遇等 １５ 个信访问题ꎬ 化解枣园西河改造工程等 １２ 件积案ꎮ

第五章　 外　 事

第一节　 外事机构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宝塔区外事接待办公室、 宝塔区侨务办公室成立ꎬ 为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属事业单位ꎬ 隶属于区政府办公室ꎬ 科级建制ꎮ 编制 ９ 人ꎬ 其中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ꎬ 有工作人员 ９ 人ꎬ 财政全额拨款ꎮ 主要负责组织接待或协助接待前来访问

的重要外宾ꎬ 进行公务活动的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到访的外国记者ꎻ 对宝塔区因公出国

(境) 的公务人员进行初查初审ꎻ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侨务工作的方针和政策ꎬ 保护

华侨、 华人、 归侨、 侨眷的正当权益ꎻ 负责对归侨、 侨眷身份的认定工作ꎮ

第二节　 外事活动

一、 外国代表团和外国领导人到访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ꎬ 法国人一行 ３ 人到延安考察宝塔区川口乡两河口村引水项目和

贯屯卫生院建设项目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４ 日ꎬ 日本香川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藤井贤先生代表日本中日友好协会、

日本放送协会 (ＮＨＫ) 向陕北贫困学生捐资 ９ ７ 万元助学金ꎬ 其中宝塔区柳林中学 ５１
名贫困学生ꎬ 接收捐资 ８ 万元ꎮ ３ 月 ２４ 日ꎬ 叙利亚共产党 (费萨尔派) 代表团ꎬ 考察枣

园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脱贫致富情况ꎮ ９ 月 １７~１９ 日ꎬ 中日友好协会会员一行ꎬ 对宝塔

区冯庄乡沟门中日友好小学进行参观访问ꎮ １１ 月 ５~６ 日ꎬ 日本友好访问团一行 ２１ 人到

宝塔区进行访问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７~９ 日ꎬ 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ｌｅｉｎ (中文名何伟夫)

到延安访问ꎬ 参观宝塔区枣园村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厄立特里亚人民民主与正义阵线干部考察团一行 １５ 人ꎬ 在中联

部处长王赫明、 陕西省外办处长宫贵俊陪同下ꎬ 考察宝塔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扶贫、 农

业技术推广、 农村信用社等情况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厄立特里亚人民民主与正义阵线干部考察团一行 １６ 人ꎬ 在宝塔

区李渠镇张兴庄村就新农村建设情况进行座谈ꎻ １１ 月 ４ 日ꎬ 尼泊尔左翼政党新闻委员会

宣传干部考察团一行 ６ 人ꎬ 参观宝塔区李渠镇张兴庄村新农村建设ꎮ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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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 来自丹麦的两名记者到宝塔区柳林镇水利希望小学了解宝塔区

农村 “两免一补” 政策落实情况ꎮ
二、 侨务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外事办按照省、 市安排ꎬ 在全区开展侨情普查ꎮ 掌握海外延安

籍华侨华人、 海外留学生及其国内眷属的基本情况ꎬ 经统计ꎬ 宝塔区国内人员 ７５ 户、
２９３ 人 (男 １４８ 人、 女 １４５ 人)ꎮ 其中ꎬ 归侨 １ 户、 ３ 人 (男 ２ 人、 女 １ 人)ꎻ 华侨眷属

２９ 户、 １１６ 人 (男 ６０ 人、 女 ５６ 人)ꎻ 华人眷属 ２３ 户、 ９７ 人 (男 ５１ 人、 女 ４６ 人)ꎻ 留

学生眷属 １８ 户、 ５４ 人 (男 ２５ 人、 女 ２９ 人)ꎮ 宝塔区国外人员 １５２ 人ꎬ 其中有华侨、 华

人 １２３ 人ꎬ 留学生 ２１ 人ꎮ 分别居住在日本、 马来西亚、 德国、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

大利亚、 意大利、 西班牙、 沙特阿拉伯、 挪威、 荷兰、 新西兰等 １４ 个国家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区侨务办为宝塔办、 南市办、 麻洞川乡、 姚店镇的 １０ 户贫困侨

眷发放困难补助 ６０００ 元 (每户 ６００ 元)ꎮ

第三节　 外事管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宝塔区委办、 政府办印发 «宝塔区因公出国 (境) 管理的若干

规定»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底ꎬ 成立由区纪委和区外办牵头ꎬ 区委组织部、 区监察局、 区财政

局、 区审计局参与的 “宝塔区制止党政干部公款出国 (境) 旅游专项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ꎬ 负责落实制止党政干部公款出国 (境) 旅游专项工作ꎮ 同年 ９ 月 ８ 日ꎬ 制定 «宝
塔区关于制止党政干部公款出国 (境) 旅游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对出访团组境外活

动情况监管、 经费管理、 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具体规定ꎮ

第六章　 开放与引资

第一节　 对外经济协作机构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ꎬ 延安市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成立ꎬ 科级建制ꎬ 行政拨款ꎬ 编制 ７
人ꎬ 设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名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ꎬ 决定外协委、 土地局、 粮食局、 工商局等部

门与财政脱钩ꎬ 实行自收自支ꎬ 行政职能不变ꎬ 事业单位性质ꎬ 业务范围不变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地改市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对外经济技术协作委员会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ꎬ 成立宝塔区对外开放领导小组ꎬ 办公室设于外协委ꎬ 两套机构、 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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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成立宝塔区招商局ꎬ 与外协委、 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政府决定ꎬ 恢复外协委财政全额拨款ꎬ 事业单位性质不变ꎮ 同

年 １０ 月ꎬ 在招商局增设外商投诉协调中心ꎬ 副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撤销外协委ꎬ 对外挂招商局、 对外开放办公室牌子ꎬ

隶属于宝塔区政府办公室ꎬ 事业单位ꎬ 科级建制ꎬ 财政拨款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政府机构改革ꎬ 撤销招商局、 对外开放办公室、 外商投诉协调中心ꎬ

成立宝塔区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ꎬ 为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ꎬ 隶属于区商务局ꎬ 科级

建制ꎬ 财政全额拨款ꎮ 内设 ３ 个科室ꎬ 即办公室、 业务科、 党办ꎮ 有干部职工 １５ 人ꎬ 设

主任 １ 名、 副主任 ２ 名ꎮ 办公室下属企业有宏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宏利建筑安装公司、
外协公司ꎮ 主要负责编制全区经济技术协作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ꎬ 开展跨地区、 跨行

业、 跨部门的资金、 技术、 物资等全方位、 多层次的经济技术横向联合与协作ꎬ 拟定对

外开放、 经济协作、 招商引资工作的决策规定ꎮ 审核审批全区跨省、 市、 区ꎬ 跨行业的

联合项目和经济组织ꎮ 参与与本区重大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项目的考察、 论证、 洽谈、
协议签订、 合同鉴证等ꎮ 开展信息采集和整理ꎬ 提供信息传递和咨询服务ꎮ

第二节　 对内对外开放工作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步伐加快ꎬ 延安市的对外工作随之不断深入ꎬ 开放领

域不断拓宽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的引资金、 引项目、 引技术、 引人才的横向联合ꎬ
转变为改善投资环境ꎬ 放宽市场准入ꎬ 简化办事程序ꎬ 提供全新服务ꎬ 推动全面开放深

入发展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横向经济联合的决定»ꎬ 在

全市切实形成扩大开放、 发展经济的大气候ꎬ 市政府投资 ２２０ 万元ꎬ 建成大桥、 白坪大

东门中转集散型市场和李渠、 姚店两个集贸市场ꎮ 同年ꎬ 在陕西省第二届科技成果贸易

洽谈会和第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与北京市、 上海市、 南京市、 山东省等 ２０ 多个省市

及省内 ２０ 多家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签订 １００ 多个经济技术协作ꎬ 引进资金 ８８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ꎬ 新华陶瓷厂与宜兴紫砂工艺厂合作ꎬ 开发紫砂陶瓷 ４ 大类 ６０ 多个品种ꎬ
产品远销甘肃、 内蒙古、 新疆、 青海、 湖北、 石家庄、 郑州、 银川等地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召开对外开放动员大会ꎬ 在 “开放年” 活动中ꎬ 广泛开展两个

“五个一” 活动ꎬ 即在全市人民中间开展推荐一个人才、 寻找一个项目、 介绍一笔资金、
提供一条信息、 引进一项技术活动ꎻ 市直各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ꎬ 开展 “疏通一个部委

(国家部委)、 联结一个厅局 (省直厅局)、 挂靠一个行业 (各级金融机构)、 联系一个

院校 (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 依托一个工厂 (大中型企业) ” 的 “五个一” 活动ꎬ 共

联系资金总额 １７８１ 万元ꎬ 引进技术 ４１ 项ꎬ 其中 １０ 个项目已投产ꎻ 推荐人才 ３５６ 人次ꎬ
长期受聘 １３ 人ꎬ 其中市外高中级技术人才 ６ 人ꎬ 市内企业技术人员 ７ 人ꎮ 疏通中央水利

部、 国务院扶贫办、 农业部、 民政部等 ６ 个部委和省水利厅、 农业厅、 老区办、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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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农机局、 农电局等 １０ 个厅局ꎬ 挂靠农行、 建行、 工行等 ５ 个行ꎬ 联系科技大学、 延

安大学、 西北农学院、 省农林学院、 咸阳工业制造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中医学

院、 省农科院陕北试验站等 ９ 个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ꎬ 依托延长石油管理局、 兰州石油

通用机械制造公司、 伟志服装集团公司等 １２ 个大中型企业ꎮ 同年中秋节ꎬ 举办延安市

首届苹果节ꎬ 来自广东、 上海、 福建、 江苏、 湖北、 包头、 银川、 呼和浩特等 １０ 多个

省市的 １００ 多位客商ꎬ 现货成交 ３２ ３４ 万千克ꎬ 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８ 个ꎮ １９９５ 年市委、
市政府确定全市开放总基调是 “强开放、 快发展、 求突破”ꎬ ５ ~ ６ 月为 “开放外联月”ꎬ
在上海、 深圳、 成都设立办事处ꎬ 加强对外开放窗口ꎬ 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西安

“中国东西部贸易与投资洽谈会” 和组织市级、 部分乡镇、 企业 １００ 多人组团赴山东省

潍坊市、 淄博市、 深圳市宝安区等省市考察学习ꎬ 引进项目 １８ 个ꎬ 引资 ８００ 多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召开经济工作会议ꎬ 提出 “抢抓机遇、 主动出击、

全面开放、 主体思维、 内联入手、 外引突破、 多极辐射、 整体推进” 的开放思路ꎬ 开放

工作努力实现 “四个转移”ꎬ 即开放的定位由周边西安、 包头、 榆林为主ꎬ 向巩固西、
包、 榆ꎬ 打入沿海ꎬ 挤进港澳台转移ꎻ 开放主体由现在领导干部抓开放向社会特别是企

业为主角跑开放转移ꎻ 开放内容由过去引进资金为重点ꎬ 向既引进资金又引进项目、 引

企业、 引人才和引进先进管理方法转移ꎻ 开放的形式由一般化的招商介绍向提高层次、
提高水平转移、 努力提高外联项目的成功率和履约率转移ꎮ 在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 半

年工作汇报会上进行再动员、 再加压、 再部署ꎬ 层层鼓励ꎬ 紧逼加压ꎬ 环环扣紧ꎬ 围绕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优化环境、 强化服务为重点ꎬ 进行动员ꎬ 发动区内形成人人议开

放、 干开放的共识ꎬ 把开放的声音喊到底ꎬ 把开放的精神树到底ꎬ 把开放的目标抓到

底ꎬ 让发展的劲头足起来ꎬ 让发展的思路活起来ꎬ 让全区发展步伐快起来ꎮ 在使用土

地、 项目审批、 经营办照、 缴纳税金等方面ꎬ 实行优先办理ꎬ 重点办理ꎬ 全程 “绿灯”ꎬ
通过加强对外宣传ꎬ 利用延安政治优势ꎬ 依托丰富的土地资源、 人力资源组团参加 “西
洽会”ꎬ 赴山东、 江苏、 深圳等省市考察学习ꎬ 进行对外交流和项目推荐ꎬ 全年引进项

目 １８ 个ꎬ 引进资金 １５２４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以开放促开发ꎬ 以开发求发展” 战略ꎬ 推动全区经济发展ꎮ 对内从实际

出发ꎬ 强化环境建设ꎬ 加强项目基础工作ꎬ 为优化发展环境ꎬ 转变机关职能和干部作

风ꎬ 将优惠政策落到实处ꎮ 对外不断拓宽和深化以西安、 江苏、 山东为主的对外开放合

作领域ꎬ 向浙江、 温州、 广东深圳、 四川成都等省市延伸ꎬ 先后参加西安中国东西部经

济与贸易洽谈会和全国小城市联谊会、 省外洽谈会、 项目推荐会、 博览会等 ５ 次大型经

贸洽谈活动ꎬ 共接触国内外客商 ２００ 余人ꎬ 洽谈签约项目 １４ 个ꎬ 引进资金 ２８７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开展以投资环境整治年为主的产业开发年、 调查研究年活动ꎬ 制定 «关
于深入开展投资环境整治年活动的决定» «宝塔区投资环境整治年活动实施方案»ꎬ 区直

各部门、 单位清理、 整顿涉外规范性文件及收费项目ꎬ 共清理各类规范性文件 １７２ 件ꎬ
废止 ５８ 件ꎬ 清理收费项目 ５０８ 项ꎬ 废止 ３５ 项ꎬ 降低收费标准 ３ 项ꎮ 登记办照实行 “咨
询、 核算、 注册、 登记” 一厅室办公ꎬ 直接由工商部门审批登记和注册ꎮ 对进入工业园

区的企业简化审批程序ꎬ 提高办事效率ꎬ 同时成立外商投诉中心ꎬ 负责协调处理有关问

题ꎬ 并对行风进行测评ꎬ 纠风办跟踪检查和监督ꎬ 营造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 法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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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经营环境和生产环境ꎮ 在产业开发年活动中ꎬ 宝塔区与广州绿源之圣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山东安丘市绿源兔业总公司签订蔬菜 (番茄椒太空 １ 号) 新产品项目和百万

只肉兔繁养基地项目ꎮ 区各机关、 企事业单位、 各乡镇、 办事处开展调查年活动中ꎬ 要

求每个领导干部写一份调查报告和提供一条信息ꎬ 全区收集各类有较高价值的信息有 ５０
多条ꎬ 撰写调查报告达 １５０ 多份ꎬ 形成宝塔区治理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问题的思考与

对策的区级调研成果ꎬ 为对外开放奠定基础ꎮ 全年引进项目 １６ 个ꎬ 引进资金 ４３４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放工作以 “抓项目、 上台阶” 为主旨ꎬ 全面实施对外开放、 项目带动战

略ꎬ 争取日常宣传、 会议宣传、 网上宣传ꎬ 建成区招商网站ꎬ 通过互联网、 各种新闻媒

体多种渠道向外介绍区域优势、 优惠政策、 项目推荐等内容ꎮ 区委、 区政府制定开放项

目工作的安排意见ꎬ 先后组织企业和相关部门、 乡镇参加 “２００５ 第九届东西部贸洽会”ꎬ
四川省、 成都市召开的新形势下地方政府招商工作研讨会ꎬ 第十二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

科技成果博览会等外联活动ꎮ 全年引进项目 ２４ 个ꎬ 其中签约合同项目 １２ 个ꎬ 协议项目

１２ 个ꎬ 总投资额 １４ ３１ 亿元ꎬ 引资额达 １３ ５４ 亿元ꎬ 其中引进国外资金 ２３５２ 万美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以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和招商引资为重点的对外开放工作ꎬ 区委、 区

政府由主要领导带队组团赴山东、 广东、 浙江、 内蒙古等地考察学习ꎬ 与广东寿光、 兰

山、 蒙阴和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签订陶土资源开发等协议ꎬ 并在南京等大中城市为宝塔

区山地苹果开辟销售市场ꎮ 组团参加东西部贸洽会等项目推介活动ꎬ 全年共引进项目 １６
个ꎬ 总引资额 ６５ ８３ 亿元ꎬ 其中合同项目 １２ 个ꎬ 总投资 ３８ ７５ 亿元ꎬ 到位资金 ６ ６５ 亿

元ꎮ 协议项目 ４ 个ꎬ 总投资额 ２７ ０８ 亿元ꎮ 争取省发改委项目 ７ 个ꎬ 投资额 ４６０４ ８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确立 “今天的招商就是明天的经济” 的未来发展理念ꎬ 把招商引资

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引擎和有力抓手ꎬ 主动承接 “长三角、 珠三角、 环渤海” 等发达地

区产业转移ꎬ 积极寻求与大企业、 大集团的合作ꎬ 采取 “走出去、 引进来” 的办法ꎬ 一

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ꎬ 招商引资取得历史性突破ꎬ 全年共引进项目 １５ 个 (其
中合同项目 １３ 个)ꎬ 协议项目 ２ 个ꎬ 总引资额 ６０ 亿元ꎬ 完成目标任务 １０ 亿元的 ５ 倍ꎬ
到位资金达 １２ ８３ 亿元ꎮ 全区新上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项目 ２ 个、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２ 个、 亿

元以上 ２ 个ꎬ 投资 ３ 亿元 １ 个、 ５ 亿元 １ 个、 １０ 亿元 １ 个、 ３０ 亿元 １ 个ꎮ

第三节　 友好交流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周万龙、 刘少锋、 张致远率延安市学习考察团一行 ３０ 人赴江

苏省南京市江宁县开展友好交流ꎮ 其间ꎬ 参观江宁县的工业、 商业、 乡镇企业等ꎬ 并与

县政府领导座谈ꎬ 双方在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关系ꎬ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ꎬ 优势互补、 互惠

互利等方面取得共识ꎬ 签订江苏省江宁县、 陕西省延安市缔结友好县市协议书和两县市

建立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协议ꎬ 本着 “增进友谊、 长期合作” 的宗

旨ꎬ 延安市在石油、 煤炭等能源方面给予江宁县支援ꎬ 江宁县给予延安市在人才、 技术

管理等方面大力支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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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魏延平、 周万龙一行 ８ 人赴西安学习考察ꎬ 开展经济联合交

流ꎬ 并与西北电力设计院缔结友好市院关系ꎬ 签订加强技术支援和物资供应等五项协

议ꎮ ５ 月ꎬ 市委、 市政府组团赴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进行考察ꎬ 并与潍坊市潍城区结为

友好市区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马福雄、 周万龙赴珠海、 深圳等市考察ꎬ 设立珠海、 深

圳两个 “窗口”ꎮ 全年共接待潍坊市潍城区、 西北电力设计院、 轻工部等多家访问团ꎬ
清华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等 ７ 所大专院校到延安考察、 洽谈、 落实项目ꎬ 全年共接待代

表团 １９ 批、 １８９ 人次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刘正中率政府代表团到靖边县进行友好参观访问ꎻ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ꎬ 靖边县高京安、 郑文卿、 刘刚、 王建民率团回访ꎬ 两市县在经济技术合作、 科技咨

询、 人才信息交流、 商品流通以及资源开发等多渠道、 多形式、 多层次的横向联合达成

广泛共识ꎬ 并签订友好市县协议书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为加强对外交流和经济技术协作ꎬ 开展跨地域、 跨行业、 跨部门的

资金、 技术、 人才、 物资等全方位、 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ꎬ 成立延安市政府驻西安办事

处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５ 人ꎬ 驻深圳办事处ꎬ 编制 １５ 人ꎬ 驻成都办事处ꎬ 编制 １５ 人ꎬ 驻

上海办事处ꎬ 编制 １８ 人ꎮ 驻外机构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信息联络窗口ꎮ 通过内联外

引ꎬ 签订经济技术协作项目 ６８ 项ꎬ 组织经济考察、 互访 ２６ 次ꎬ 创办 «经济信息» １０
期ꎬ 为企业提供有价值信息 ８５ 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韩烨、 冯毅率学习考察团赴贵州省仁怀市、 云南省大理市学习考

察ꎬ 参观考察工业园区、 乡镇企业、 村镇建设情况ꎬ 并与两市缔结为友好市区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委、 区政府组团前往深圳市龙岗区、 河北省秦皇岛市、 北戴河区、 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东河区、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考察学习ꎬ 开展农业、 工业、 商业、 旅游、 房

地产开发等方面交流ꎬ 达成协作意向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张永祥等率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考察学习ꎬ 参观畜牧业养

殖企业、 乳制品加工、 区域经济发展园区ꎬ 并对畜牧业合作达成意向ꎬ 缔结为友好县

区ꎮ 同年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杭州市萧山区签订经济协作合作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杨霄、 阚延军率团前往山东省寿光市、 临沂市兰山区、 蒙阴县ꎬ 广

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进行考察学习ꎬ 并缔结为友好县区ꎮ 与南京市鼓楼区、 温州市龙湾区

达成缔结为友好县区意向ꎬ 对外交往呈上升趋势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组织四套班子赴内蒙古、 浙江、 江苏和榆林等地考察学习ꎬ 组团参

加全国旅游产品博览会、 长三角红色旅游宣传等大型对外交流活动ꎬ 与甘肃省武威市凉

州区、 庆阳市合水县和西安市高陵县缔结为友好关系ꎬ 为加强项目合作奠定基础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 宝塔区阚延军、 吴耀率党政代表团赴甘肃省华亭县、 宁夏银川市兴庆

区考察学习ꎬ 并缔结为友好县区ꎮ 全年先后组团前往广东、 上海、 浙江等省市考察学

习ꎬ 加强与外地县区的合作与交流ꎬ 建立有利于两地共同发展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ꎬ 推

进两地在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 教育等各个领域长期、 稳定、 全面合作关系ꎬ 全区

对外交流、 招商引资大开放、 大合作格局初步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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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区域协作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政府组织部门、 企业负责人前往上海、 山东、 江苏等省市考察学

习ꎬ 与上海皮革公司建立协作关系ꎬ 该公司委派技术人员到延安市传授技术ꎬ 帮助市皮

革厂设计皮鞋款式、 增加花色品种ꎬ 通过指导制作技术培训职工ꎬ 皮鞋质量有显著提

高ꎬ 经济效益增加ꎮ 围绕南泥湾油田开发ꎬ 通过省、 地外协委协调ꎬ 引进外地帮扶资金

达 ２２０ 万元ꎮ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柳杭村支援枣园乡枣园村 ３ 万元新建山楂园 ３００ 亩ꎬ
支援 １０ 台织毛机、 ５０００ 元流动资金ꎬ 代培 １２ 个技术人员ꎬ 建起小型羊毛衫厂ꎬ 当年生

产羊毛衫 ７００ 件ꎮ 协调市陶瓷厂与延安地区计委驻厦门通海公司销售产品ꎬ 打开南方市

场销路ꎮ 市新华化工厂与航天航空局签订液肥生产协议、 与临潼化肥研究所签订磷肥生

产协议ꎬ 当年生产果树专用肥 ２００ 吨ꎮ 全年签订经济技术协作项目 １５ 个、 省际 １１ 个、
省内 ４ 个、 经济联合 ９ 项、 技术协作 ６ 项ꎬ 引进资金 ２２６ 万元ꎮ 市外协委从外地协进尿

素 ５０ 吨、 钾肥 １０ 吨ꎮ 同年接待到延洽谈区域协作的有四川省广元市代表团、 西安美院

师生和港商等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区域协作的域外市、 县有北京、 沈阳、 邯郸、 江宁、 太仓、 温州、 珠海

等ꎻ 省内 １７ 个科研单位、 院校、 部分厅、 局、 委、 办共签订经济技术协作 ９８ 项ꎬ 其中

技术协作项目 ３６ 个ꎬ 联合项目 １６ 个ꎬ 合作项目 ４６ 个ꎬ 实施项目 ２０ 个ꎬ 落实资金 ６３５
万元ꎮ 参加第六届全国科技发明博览会与全国各地有关科研单位签订协议 １６ 个ꎬ 成交

总额 １３０７ ９８ 万元ꎬ 其中引进产品发明成果转让成交额 ３５３ ４５ 万元ꎻ 引进技术 ６ 项ꎬ 双

方联营 ２ 项ꎬ 成交额 ９１５ 万元ꎮ 物资协作 ７５７８ 吨ꎬ 协进化肥 ９２８ 吨、 钢材 １５０ 吨ꎬ 协出

成品油 ６５００ 吨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副厂长翟秀林等 ５ 人技术咨询组在市陶瓷厂进行为

期 ３ 个月的技术指导ꎬ 合作开发 ５０ 种近 ５００ 件泥色新、 造型美的各种紫砂产品ꎬ 在延安

科技馆展出ꎬ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ꎮ 进入批量生产后ꎬ 产品远销银川、 乌鲁木齐、 兰

州、 湖北等地ꎬ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ꎮ 市农机修造厂与兰州石油化工机械研究所共同研制

的二型半抽油机经省级石化部门专家鉴定质量合格ꎬ 填补陕北的空白ꎮ 深圳市宝安县投

资 ３１ 万元ꎬ 修建李渠镇李家沟、 甘谷驿镇康坪村道路石桥 ２ 座ꎮ 全年签订经济技术协作

项目 ３５ 个ꎬ 其中经济协作项目 ４ 个、 技术协作 ２１ 个、 其他合作项目 １０ 个ꎮ 引进资金

２４８ 万元ꎬ 其中无偿支援 ４８ 万元、 联建项目投资 ２００ 万元ꎮ 开展物资外协、 广开区域交

流门路ꎬ 先后与山西省汾阳、 柳林、 离石、 宁夏的盐池、 吴忠和西安、 宝鸡、 神木等石

油公司和加油站建立长期协作业务关系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炼油厂与延安市物资技术协作公司ꎬ 开展各类物资、 工农业产品的协

作串换及石油、 煤炭等燃料销售业务ꎬ 全年销售柴、 汽油 １ ５ 万吨ꎬ 实现利税达 １０ 多万

元ꎮ 陕西省土肥工作站与延安市新华总公司协作的过磷酸钙农作物专用复合肥项目ꎬ 生

产烟草专用肥 ３２０ 吨ꎬ 开发新产品 ３４％柴油哒螨灵乳油等ꎮ 西北电管局、 省电力公司支

援资金 １００ 万元ꎬ 实施延安市南泥湾、 麻洞川、 临镇 ３ 个乡镇村村通电工程项目ꎬ 受益

１５ 个行政村 ３５６０ 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政府通过积极争取被西北电管局、 省电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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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列入全省 “三通” 重点实施工程市县之一ꎬ 采取电力部门重点扶持ꎬ 省、 地补助ꎬ 扶

贫贴息贷款投入等办法ꎬ 共架设 １０ 千伏高压线路 １４２ 千米ꎬ 解决丁庄、 贯屯、 元龙寺、
张坪等 ８ 个乡镇、 ５５ 个行政村、 １５５８ 户、 ７２５７ 人的用电困难ꎮ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 农

业部对延安市实施对口扶贫协作项目ꎬ 总投资 ４５０ 万元ꎬ 建立南泥湾、 麻洞川、 松树

林、 临镇、 官庄 ５ 个乡镇农业示范点ꎬ 实施项目有: 肉牛养殖、 安哥拉山羊改良、 名优

杂豆、 薯类、 蔬菜、 水稻等ꎮ 完成发展肉牛 ８１２４ 头ꎬ 改良安哥拉山羊 １４６００ 只ꎬ 名优杂

豆种植面积 １５８７０ 亩ꎬ 种植脱毒马铃薯 １１１０９ 亩ꎬ 建成蔬菜大棚 ２５８ 个ꎬ 总面积 １２０ 亩ꎬ
水稻种植 １５００ 亩ꎮ 示范区实现总产值 ６６１５ ９ 万元ꎬ 占农业总收入 ５４ ６％ꎬ 人均纯收入

１３５４ ６ 元ꎬ 较上年增加 ３１７ ６ 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深圳开发银行、 上海浦东银行对宝塔区实施对口协作项目ꎬ 投资 ７０ 万元ꎬ

购置推土机 ４ 台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１０００ 亩ꎬ 建成人畜饮水工程 ６ 处ꎮ 黑龙江省七台河电厂

为促进老区电力建设事业发展ꎬ 出资 １００ 余万元ꎬ 援建麻洞川 ３５ 千伏变电站ꎬ 当年开工

建设并投入使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张兴庄新农村建设项目由延安治平集团公司投资 １４８０ 万元ꎬ 建成石窑洞

１２１ 孔ꎬ 人畜饮水、 用电工程ꎬ 建设大型养殖基地ꎬ 养殖肉鸡、 蛋鸡 ８ 万余只ꎮ 王家坪

实业集团支援麻洞川乡樊村 １１０ ２５ 万元ꎬ 修建柏油路 ３ 千米和整治村容村貌ꎮ 延安圣安

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 １６０ 万元用于柳林镇新茂台村新农村建设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投资 １７１８ 万元ꎬ 在柳林镇高坡村新建中国石油

延安希望小学ꎬ 占地 ５４ 亩ꎬ 建筑总面积 ３１６１８ 平方米ꎬ 概算投资 ６２５０ 万元ꎮ 陕西省新

闻出版局为河庄坪镇井家湾村捐赠农业实用书籍 ５０００ 余册ꎬ 建成农家书屋 １ 座ꎮ 省文化

厅支援 ８０００ 余册图书和文艺器材价值近 ２０ 万元ꎬ 贵州省仁怀县、 甘肃省华池县、 重庆

市等旅游参观团与宝塔区旅游局开展区域旅游业务交流并建立协作关系ꎮ 延长油田公司

支援建成杨家岭幼儿园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三五九旅后代部分代表在北京与延安代表举行座谈会ꎬ 共商南泥湾生

态风景区开发建设事项ꎮ ４ 月ꎬ 由中国将军书画研究院筹资 ５０ 万元捐建的 “延安红军希

望小学书画室” 工程启动仪式在北关小学举行ꎬ 在校内建设将军碑文走廊和将军书画

室ꎮ 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进行教育合作ꎬ 每年资助宝塔区 １５ 名贫困学生ꎬ 每年接收 ２~３
名校长和 ６~１０ 名小学教师到广济中心小学进行挂职锻炼和培训ꎮ

第五节　 项目引进

１９９４ 年ꎬ 位于延安城二道街南段的亚圣大酒店建成ꎬ 建筑总面积 ２ ５ 万平方米ꎬ 主

楼高 １４ 层ꎬ 电梯 ３ 套ꎬ 有高中档床位 ４１８ 张ꎬ 餐厅可容纳 ５００ 人同时就餐ꎬ 提供全国八

大菜系及陕北小吃ꎬ 大厦顶层有旋转餐厅ꎬ 一次可容纳 ３００ 人就座ꎮ 设有高中档舞厅ꎬ
电子游戏、 美容、 洗浴、 健身等设施ꎬ 地下停车场可同时停放汽车 ８０ 辆ꎮ 延安市纸箱

厂引进河北省邯郸市瓦楞纸箱生产线 ２ 条ꎬ 当年建成并投入试产阶段ꎬ 生产纸箱 １６ ２ 万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建筑面积 ９６００ 平方米的延安国贸大厦竣工ꎬ 高 ４８ 米ꎬ 整体建筑 １１ 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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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商业、 餐饮、 办公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厦ꎮ １ ~ ３ 层为购物中心ꎬ ４ 层为酒楼ꎬ 可容纳

２００ 人同时就餐ꎬ ５ 层以上为写字楼ꎬ 可供办公使用ꎮ 二道街奥特购物商城建成ꎬ 设 １５０
个摊位ꎬ 营业面积 ２８００ 平方米ꎮ 延安南区供销大厦位于七里铺大街ꎬ 建筑总面积 ３４１２
平方米ꎬ 投资 ３８４ ６ 万元ꎬ 建成投入运营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大东门融利轻工批发市场项目建成ꎬ 营业面积 ８０００ 平方米ꎬ 设摊位 ３００
个ꎬ 总投资 ９０００ 万元ꎮ 百米大道二十里铺综合批发市场、 白坪万国家具城相继建成ꎬ 设

摊位 １５０ 个ꎮ 动工修建的有由浙江商人陈银海独资兴建的银海大厦ꎬ 高 ２２ 层ꎬ 系集知识

产权交易、 高科技产品交易、 信息工程、 网络工程为一体的商贸综合大厦ꎬ 投资 １０ 亿

元ꎮ 由宝塔区与延炼工贸公司合作建设的丽融大厦ꎬ 高 ２２ 层ꎬ 总投资 １ ６ 亿元ꎮ 位于杜

甫川的慧泽山庄开工建设ꎬ 在山地建设居住小区ꎬ 占地 １０００ 亩ꎬ 分三期工程ꎬ 建筑面积

５９ 万平方米ꎬ 采取窑洞式的外观造型ꎬ 楼房式结构ꎬ 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和自然生态的居

住群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二道街北段商用房改造工程竣工ꎬ 建筑面积 ３ ６３ 万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３２２

套ꎮ 柳林镇建成汽车驾驶学校ꎬ 投资 １５００ 万元ꎬ 当年招收学员 ８０ 人ꎮ 冯庄乡流域治理

招商引资项目一期工程ꎬ 营造经济林 ６０００ 亩ꎬ 完成投资 ４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粮油工贸

大楼、 二道街商城改造ꎬ 原油破乳剂生产ꎬ 美术公司后院市场建成ꎬ 并通过验收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建成的项目有金鑫大厦ꎬ 建筑面积 ２０１０ 万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９８ 套ꎬ

水利大厦建筑面积 １ ８０ 万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１４４ 套ꎬ 圣业大厦建筑面积 １ ８０ 万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１１２ 套ꎮ 续建项目有新建综合服务大楼、 枣园莫家湾开发项目、 桥沟泽子沟商

贸综合楼、 黄蒿洼综合楼等建设项目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建超细玻璃纤维棉厂项目建成投产ꎮ 枣园镇沙马坪农副产品深加工项

目ꎬ 果汁加工厂投入生产ꎬ 肯德基连锁店建成开业ꎮ 开工建设的有南滨路旧城改造一期

工程、 李渠综合楼、 瑞林综合服务大楼、 联合开发窑洞群、 向阳沟商住大厦等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新世纪大厦建成ꎬ 总投资 ２１００ 万元ꎬ 东大百货购物广场投资 ９８００ 万元ꎬ

建成并投入运营ꎮ 合资组建民爆企业、 清泉豆制品加工厂ꎻ 洁景生物能源燃料实验基地

和果品冷藏库建成投入使用ꎬ 续建项目有丽景花园扩建、 延河大厦、 龙锦园开发等项目

１３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柳林镇二十里铺龙泉山庄建成ꎬ 投资 ３５００ 万元ꎬ 引资新建尼桑 ４Ｓ 店ꎬ 投

资 ４３００ 万元建成开业ꎬ 白坪商住综合楼项目竣工ꎬ 投资 ５７００ 万元ꎮ 在建项目有李渠镇

阳山村新农村建设、 延长油田 １２８ 井天然气液化厂、 枣园仓储物流中心、 丰泉生态农业

综合示范基地、 南蟠龙山生态旅游项目、 苹果出口加工储藏项目、 大型商品鸡场、 大型

养猪场、 大型商品杂交猪繁育基地等 １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丰泉物流园仓储中心项目建成投入使用ꎬ 赵庄小区建筑面积 ６０００ 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２３０ 套ꎬ 业主入住ꎮ 马家湾小区建筑面积 １６ 万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１５５７ 套ꎬ 韩

家窑则小区建筑面积 ３ ９５ 万平方米ꎬ 各类户型 ３０２ 套ꎮ 续建项目有凤凰大厦、 南区物流

配送仓储中心、 七里铺旧楼改造、 东方大厦、 井家湾大自然运动休闲娱乐山庄、 开泰国

际商城等 １２ 个ꎻ 新开工建设项目有黄蒿洼片区开发、 天宝盛世建材家居城、 中陕大华

物流园、 农业综合楼、 宝塔区家居建材博览中心、 桥沟村商住楼、 法式整体吊装房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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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丰泉物流园煤炭专营市场、 李渠等 ５ 个乡镇天然气建设项目ꎮ

第六节　 项目签订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与上海、 南京等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及经济技术协作ꎬ 全年签订经济

技术协作项目 １５ 个ꎬ 引入省际 １１ 项、 省内 ４ 项ꎬ 经济联合 ９ 项ꎬ 技术协作 ６ 项ꎬ 引进

资金 ２２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签订经济技术协作项目 ３５ 个ꎬ 其中经济协作 ４ 个、 技术协作

３１ 个ꎬ 引进资金 ２４８ 万元ꎬ 其中无偿支援 ４８ 万元ꎬ 联建项目投资 ２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与山东、 深圳、 江苏、 西安等地签订各类经济技术协作项目 １３ 个ꎬ

引进资金 ７００ 万元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市工业总公司与美国伟嘉集团签订玉米深加工技术项

目ꎬ 引进 ５０ 万美元ꎬ 在燕沟冷库建成延安伟嘉食品厂ꎬ 当年建成并投入生产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招商引资项目签订合同 ６ 个ꎬ 协议项目 ９ 个ꎬ 引进资金 ５５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在第六届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签订合同 １５ 项ꎬ 协议 １ 项ꎬ 合同协议额

５０９２７ 万元ꎬ 其中引进资金 ４３４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 宝塔区组织参加西安第九届东西部洽谈会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１３００ 份ꎬ

收集全国各地工业、 农业、 房地产开发、 商贸交易、 科技成果转让、 物资流通和旅游信

息近万份ꎮ 签订项目有: 陕西海盛科贸有限公司与枣园镇裴庄村联合建设水上乐园附属

项目ꎬ 总投资 ３３８０ 万元ꎮ 延安华龙 (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省三兴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签订引资建设延安华龙大酒店ꎬ 总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ꎮ 宝塔区延河饭

店与延安市京安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延河大厦项目ꎬ 总投资 ９９８０ 万元ꎬ 引进外

地资金 ９９８０ 万元ꎮ 区政府与陕西宏业房地产责任公司签订 ５０００ 吨气调库建设项目ꎬ 投

资 ２０００ 万元ꎮ 南泥湾酒厂与北京金长恒商贸责任有限公司签订南泥湾酒厂扩建项目ꎬ 总

投资 ２６００ 万元ꎮ 延安市冯庄农贸有限公司与美国新亚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农产品综

合加工项目ꎬ 投资 ３００ 万美元ꎮ 陕西华龙 (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三兴建工

集团西安分公司签订区工人文化宫综合楼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５６００ 万元ꎮ 桥沟镇东关村与

陕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东关村商贸住宅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９８００ 万

元ꎮ 桥沟镇罗家坪村与江苏三兴建工集团西安分公司签订引资开发罗家坪三产、 住宅项

目ꎬ 投资 ８０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在第十二届西洽会上ꎬ 发放招商引资项目宣传资料 ３５００ 份ꎮ 区政府

信息网建立招商引资专栏ꎬ 设立永久性网页ꎬ 发布招商引资信息ꎮ 年内签订的合同有:
宝塔区副食公司与陕西振宇工贸公司签订的新世纪大厦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２１００ 万元ꎻ 延

安东大百货有限公司与陕西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东大百货购物广场招商项

目ꎬ 总投资 ９８００ 万元ꎻ 延安圣果果业有限公司与呼和浩特鑫龙旺煤炭有限公司签订的蟠

龙果渣综合饲料厂建设项目ꎬ 投资 ５００ 万元ꎻ 宝塔区岩砂晶建材有限公司与沈阳市岩砂

晶建材有限公司签订的新建岩砂晶建材厂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１２００ 万元ꎻ 宝塔区清泉豆制

品有限公司与陕西百恒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新建豆制品加工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３０００
万元ꎻ 枣园镇邓家沟行政村与陕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新农村建设项目ꎬ 总投

资 ４ 亿元ꎻ 桥沟镇柳树店行政村与陕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建材交易市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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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ꎻ 延安盾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兵工第 ０５１ 基地化工厂签

订合资组建民爆企业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ꎻ 延安金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西安运

北工贸公司签订的南二十里铺汽车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８４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在第十三届西洽会上ꎬ 发放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册 ２８００ 份ꎬ 宣传资料

３０００ 份ꎮ 展出苹果、 土特产、 清泉豆制品等ꎬ 现场销售豆制品 ５００ 件ꎮ ５ ~ １１ 月ꎬ 组团

参加长三角招商引资会、 红色旅游推介会、 厦洽会、 全国旅游产品博览会、 杨凌农高会

等大型活动ꎬ 年内签订合同项目有: 区经贸公司、 解放大厦与陕西艾维置业有限公司签

订的新东方大厦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１ ５ 亿元ꎻ 区国营南郊林场与陕西旭泰工程设备有限

公司签订的南蟠龙山生态旅游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４０００ 万元ꎻ 延安合力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与陕西顺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农机市场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ꎻ 延安隆跃物

资有限公司与山东胜利油田金泰管道公司签订南区物资物流配送仓储中心建设项目ꎬ 总

投资 ９８００ 万元ꎻ 官庄乡人民政府与陕西华富果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苹果出口加工储藏建设

项目ꎬ 总投资 ２５００ 万元ꎻ 区丰泉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会与上海微盟数码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的丰泉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７０００ 万元ꎻ 蟠龙镇镇政府与陕西国

弘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大型商品鸡场建设项目投资 ２４０ 万元ꎬ 大型养猪 (种猪) 场投资

１００ 万元和大型商品杂交猪繁育基地建设项目投资 １６０ 万元ꎻ 区政府与陕西延长石油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延长气田延 １２８＃天然气液化厂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３０４１４ 万元ꎻ 区

粮食局与陕西瑞郎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延安开泰国际商城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４ 亿元ꎻ 李

渠镇阳山行政村与陕西玉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阳山村开发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４ ３８ 亿元ꎻ 枣园镇裴庄行政村与陕西欣欣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枣园仓储式物流中心建设

项目ꎬ 总投资 ４ 亿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在第十届东西部贸易洽谈会上ꎬ 发放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册 １０００ 册ꎬ

光碟 ２００ 张ꎬ 发放旅游资源宣传资料 ３０００ 份ꎮ 区政府组团参加靖边义乌小商品博览会、
厦门贸易洽谈会和苏浙项目推介会等大型活动ꎬ 除利用电视、 报纸、 会展等宣传外ꎬ 完

善 “宝塔区招商网”ꎬ 重点介绍区情概况、 优惠政策、 招商动态、 项目推介、 客商投诉、
名优企业等情况ꎬ 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ꎬ 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ꎮ 全年签订的合同项

目有: 延安高峁湾丰泉物流园与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市朱罗公司签订法式整体吊装房制造

项目ꎬ 总投资 １ ６ 亿元ꎻ 桥沟镇桥沟村商住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５２０６ 万元ꎻ 李渠镇庙沟行

政村与陕西锦雄工贸公司签订的宝塔家居建材博览中心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１ １７ 亿元ꎻ 延

安高峁湾丰泉物流园与湖南省海龙工贸公司签订的引资新建丰泉物流中心建设项目ꎬ 总

投资 ２６００ 万元ꎻ 区招商局与陕西中苑燃气有限公司签订的李渠等 ５ 个镇天然气建设项

目ꎬ 总投资 ５６４５ 万元ꎻ 高峁湾物流园与内蒙古神华集团签订的引资新建物流园煤炭专营

市场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１６００ 万元ꎻ 桥沟镇尹家沟行政村与天津市东方雷格商贸有限公司

签订的天宝盛世建材家居暨尹家沟物流中心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５ ５ 亿元ꎻ 延安大华工贸

有限公司与陕西中陕物流集团公司签订的延安中陕大华物流园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１０ 亿

元ꎻ 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陕西嘉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黄蒿洼片区开发建

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３０ 亿元ꎻ 区农业局与陕西诚合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农业综

合楼招商引资项目ꎬ 总投资 ３ 亿元ꎻ 桥沟镇二十里铺行政村与西安瑞康房地产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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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订的新农村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８３００ 万元ꎻ 桥沟镇桥沟村与陕西盛迪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订的商住楼建设项目ꎬ 总投资 ８２００ 万元ꎮ

第七节　 项目审批

１９９９ 年前ꎬ 宝塔区没有统一规范的招商引资审批程序和要求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随着开

放范围扩大ꎬ 招商引资项目增多ꎬ 行政审批程序日趋完善ꎬ 先后制订招商引资项目论证

和审批程序及签约项目的管理办法ꎮ 凡来宝塔区投资规模较大的项目要委托有资质的专

业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ꎬ 可行性研究报告ꎮ 生产性经营项目在区经济发展部门立项前须

征询土地城建、 环保、 文物、 消防等部门对项目的建议意见ꎮ 城建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

书须提供区政府同意选址纪要ꎬ 土地、 环保、 消防、 文化、 旅游、 防汛等部门的选址意

见ꎮ 环保部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须提供建设单位申请ꎬ 计划部门的项目建设书或可行性

研究报告批复ꎬ 规划部门建设选址意见书ꎬ 消防部门选址意见书须提供建设单位申请ꎬ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ꎬ 计划部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ꎬ 项目规划图ꎬ 申办人及联系方式ꎮ
计划部门立项审批须提供区政府同意建设纪要ꎬ 城建部门规划选址意见书ꎬ 土地使用证

件或用地合同ꎬ 资信证明ꎬ 住宅楼高度及房改办审批意见ꎬ 法人代表身份证ꎬ 营业执

照ꎬ 项目建设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ꎬ 各类资料齐全后ꎬ 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项目的可

行性、 建设条件、 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估ꎬ 提出评审意见ꎮ 项目承办单位将项目建设书

或可行性研究报告一并报区经济发展部门审批ꎮ 经济发展部门对招商引资项目的立项ꎬ
属区级审批权限内的按时审批ꎬ 属市级计划部门审批权限的ꎬ 按有关程序及时上报ꎮ

经区经济发展局批复的项目ꎬ 由项目承办单位委托专业中介机构编制招商引资说明

书和商业计划书ꎮ 招商引资项目由各乡镇、 区级部门或企业将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报

告、 专家论证评审意见和招商引资说明书一并报送区商务局ꎬ 再由区商务局会同有关部

门对项目进行审核ꎬ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进入招商引资项目储备库ꎮ 国内投资企

业由投资促进服务机构代办到商务局直接咨询ꎮ 国外、 港澳台投资企业申请认定需提交

合营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复印件ꎬ 外来投资方决策机构的投资证明材料ꎮ 须提供项目建

议书及行业主管、 消防、 环保等部门的预审意见ꎬ 形成审批的可行性报告ꎬ 环境影响评

价ꎬ 用地、 工程规划许可ꎬ 建设用地审批ꎬ 消防设计审批ꎬ 初步设计审批ꎬ 年度投资审

批ꎬ 工程施工许可证ꎮ 银行验资ꎬ 工商登记ꎬ 企业代码办理ꎬ 税务登记等齐备后ꎬ 方可

开始建设运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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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编　 政协地方组织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协组织历经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和第

十二届委员会ꎮ ２１ 年间ꎬ 区政协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ꎬ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

大主题ꎬ 团结和依靠全体政协委员、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

士ꎬ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ꎮ 加强提案工作以及提案交办督查工

作ꎻ 坚持调查研究ꎬ 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各种调研活动ꎬ 积极献言献策ꎻ 加强对外联络联

谊ꎬ 扩大统一战线ꎬ 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ꎮ 加强文史资料编研和交流ꎬ 发挥

资政育人职能ꎮ

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政协宝塔区委员会

一、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政协委员 １４４ 人ꎬ 常务委员 ２２ 人ꎬ 主席: 李生彪ꎬ 副

主席: 过士明、 卜崇周、 王素秋 (女)、 连仁暖 (女)、 兰振汉ꎬ 秘书长: 牛文彦ꎮ
二、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政协委员 １４５ 人ꎬ 常务委员 ２３ 人ꎬ 主席: 方世新ꎬ
副主席: 史进录、 连仁暖 (女)、 兰振汉、 郭慧君 (女)ꎬ 秘书长: 牛文彦ꎮ

三、 政协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政协委员 １４５ 人ꎬ 常务委员 １９ 人ꎬ 主席: 刘正中ꎬ 副

主席: 兰振汉、 侯俊海、 李文铭、 郭春兰 (女)ꎬ 秘书长: 张昊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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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协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政协委员 １５３ 人ꎬ 常务委员 １８ 人ꎬ 主席: 张俊雷ꎬ 副

主席: 郭春兰 (女)、 张锦亮、 李延芳 (女)、 曹卉、 雷世全ꎬ 秘书长: 胡延斌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５~２８ 日第五次会议选举孙建华、 李延莉 (女) 为区政协副主席ꎬ 付永发为区政

协秘书长ꎮ
五、 政协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政协委员 １７０ 人ꎬ 常务委员 ２２ 人ꎬ 主席: 张俊雷ꎬ
副主席: 李延芳 (女)、 曹卉、 孙建华、 王宁、 刘乐萍 (女)ꎬ 秘书长: 付永发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政协宝塔区 (延安市) 委员会主席、 副主席一览表
　 表 １９－１－１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

政
协
主
席

刘登云 男 １９３１ 高中 陕西清涧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５~１９９０ ５

李生彪 男 １９３８ ７ 初中 陕西甘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０ ５~１９９３ １

方世新 男 １９３７ 大学 四川泸定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９８ １

刘正中 男 １９４５ １１ 大学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３ ２

张俊雷 男 １９５１ ４ 大学 陕西佳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２~

政
协
副
主
席

过士明 男 １９３４ 初中 江苏无锡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５~１９９３ １

卜崇周 男 １９３３ ８ 中专 陕西富平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５~１９９３ １

许道南 男 １９２４ 大学 湖南宁乡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５~１９９３ １

王素秋 女 １９２６ 大学 甘肃武都 民革 １９８７ ５~１９９３ １

何剑常 男 １９３０ １０ 大学 广东开平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９ ９~１９９０ ５

连仁暖 女 １９３６ １２ 大学 福建龙岩 无党派 １９８９ ９~１９９７ ２

兰振汉 男 １９４４ ７ 中专 陕西西安 无党派 １９９０ ５~２００３ ２

史进录 男 １９３８ 初中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９８ １

郭慧君 女 １９３９ 高中 河北山海关 民革 １９９３ １~１９９６ １２

侯俊海 男 １９４２ 高中 陕西子洲 无党派 １９９５ ９~２００３ ２

李文铭 男 １９４５ １ 中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３ ２

郭春兰 女 １９４６ １ 中专 陕西咸阳 中共党员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６ ９

张锦亮 男 １９５１ １ 大学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２~２００６ ９

李延芳 女 １９５６ １２ 大学 陕西宜川 民进 ２００３ ２~

曹　 卉 男 １９５８ ２ 大学 陕西延安 民建 ２００３ ２~

雷世全 男 １９６２ ６ 大学 陕西富县 民建 ２００６ ９~

８４６



续表

职务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任职时间

政
协
副
主
席

孙建华 男 １９５４ ９ 大专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２~

李延莉 女 １９５８ ３ 大专 陕西渭南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２~２００７ １０

王　 宁 男 １９６２ ２ 大专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２００７ １０~

刘乐萍 女 １９５５ ３ 大学 陕西延长 无党派 ２００７ １０~

第二节　 政协委员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１４４ 名ꎮ 选举产生主席 １ 名、 副主席 ５ 名、 秘书长 １
名、 常务委员 ２２ 名ꎮ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１４５ 名ꎮ 选举产生主席 １ 名、 副主席 ４ 名、 秘书长 １
名、 常务委员 ２３ 名ꎮ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 １４５ 名ꎬ 其中女委员 ３４ 名ꎬ 占委员总数的

２３ ４％ꎬꎻ 党员委员 ５８ 名ꎬ 委员平均年龄 ４３ ５ 岁ꎬ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７６ 名ꎮ 共设 ２３ 个

界别ꎬ 其中中共 ２２ 名ꎬ 占 １５ ２％ꎻ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２８ 名ꎬ 占 １９ ３％ꎻ 工青妇 ３
名ꎬ 占 ２ １％ꎻ 农业界 ８ 名ꎬ 占 ５ ５％ꎻ 教育、 文化、 科技、 体育界 ３３ 名ꎬ 占 ２２ ７％ꎻ
少数民族 ２ 名ꎬ 占 １ ４％ꎻ 经济界 ２９ 名ꎬ 占 ２０％ꎻ 其他界别 ２０ 名ꎬ 占 １３ ８％ꎮ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 １５３ 名ꎬ 其中中共党员 ６１ 名ꎬ 占 ３９ ９％ꎻ 男

委员 １１９ 名ꎬ 占 ７８％ꎬ 女委员 ３４ 名ꎬ 占 ２２％ꎻ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１１０ 名ꎬ 占 ７１ ９％ꎮ 委

员平均年龄 ４４ 岁ꎮ 新增科协、 宗教 ２ 个界别ꎬ 共 ２５ 个ꎬ 其中中共 １９ 名ꎬ 占 １２ ４％ꎻ 民

革 ３ 名ꎬ 占 ２％ꎻ 民盟 ２ 名ꎬ 占 １ ３％ꎻ 民建 ７ 名ꎬ 占 ４ ６％ꎻ 民进 ７ 名ꎬ 占 ４ ６％ꎻ 农工

党 ３ 名ꎬ 占 ２％ꎻ 无党派人士 ４ 名ꎬ 占 ２ ６％ꎻ 青年、 妇女各 １ 名ꎬ 分别占 ０ ６６％ꎻ 工商

联 ７ 名ꎬ 占 ４ ６％ꎻ 侨联 １ 名ꎬ 占 ０ ６６％ꎻ 武装部 ２ 名ꎬ 占 １ ３％ꎻ 农林界 １０ 名ꎬ 占

６ ５％ꎻ 文艺界 ５ 名ꎬ 占 ３ ３％ꎻ 科学技术界 ５ 名ꎬ 占 ３ ３％ꎻ 教育界 ８ 名ꎬ 占 ５ ２％ꎻ 体

育界 ２ 名ꎬ 占 １ ３％ꎻ 新闻出版界 ６ 名ꎬ 占 ３ ９％ꎻ 医疗卫生界 ７ 名ꎬ 占 ４ ６％ꎻ 少数民

族界 １ 名ꎬ 占 ０ ６６％ꎻ 宗教界 ３ 名ꎬ 占 ２％ꎻ 科协 １ 名ꎬ 占 ０ ６６％ꎻ 国有经济界 １２ 名ꎬ
占 ７ ８％ꎻ 非国有经济界 １９ 名ꎬ 占 １２ ４％ꎻ 特邀界 １７ 名ꎬ 占 １１％ꎮ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 １７０ 名ꎬ 其中中共党员 ６５ 名ꎬ 占 ３８ ２％ꎻ 男

委员 １１９ 名ꎬ 占 ７０％ꎬ 女委员 ５１ 名ꎬ 占 ３０％ꎻ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１３６ 名ꎬ 占 ８０％ꎮ 委

员平均年龄 ４０ ２ 岁ꎮ 新增青年联合会界、 社会科学界 ２ 个界别共 ２７ 个ꎬ 其中中共 ２０
名ꎬ 占 １１ ７６％ꎻ 民革 ３ 名ꎬ 占 １ ７６％ꎻ 民盟 ２ 名ꎬ 占 １ １８％ꎻ 民建 ８ 名ꎬ 占 ４ ７１％ꎻ
民进 ９ 名ꎬ 占 ５ ２９％ꎻ 农工党 ４ 名ꎬ 占 ２ ３５％ꎻ 无党派人士 ４ 名ꎬ 占 ２ ３５％ꎻ 青年、 妇

女、 总工会、 军队、 青年联合会、 社会科学界、 少数民族界各 １ 名ꎬ 分别占 ０ ５９％ꎻ 工

商联 ８ 名ꎬ 占 ４ ７１％ꎻ 农林界 １０ 名ꎬ 占 ５ ８８％ꎻ 文艺界 ６ 名ꎬ 占 ３ ５３％ꎻ 科学技术界 ６
名ꎬ 占 ３ ５３％ꎻ 教育界 ９ 名ꎬ 占 ５ ２９％ꎻ 体育界 ２ 名ꎬ 占 １ １８％ꎻ 新闻出版界 ５ 名ꎬ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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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９４％ꎻ 医疗卫生界 ７ 名ꎬ 占 ４ １２％ꎻ 宗教界 ４ 名ꎬ 占 ２ ３５％ꎻ 经济界 ３７ 名ꎬ 占

２１ ７６％ꎻ 特邀界 １７ 名ꎬ 占 １０％ꎻ 侨联 １ 名ꎬ 占 ０ ５９％ꎻ 科协 １ 名ꎬ 占 ０ ５９％ꎮ

第三节　 内设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机关共设办公室、 宣传教育科、 文史资料科、 侨

务民族科 ４ 个工作机构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ꎬ 市政协第八届三次常委会议决定ꎬ 撤销宣传教

育科、 文史资料科、 侨务民族科 ３ 个科室ꎬ 设祖统委办公室、 经委办公室、 教文委办公

室、 学委会办公室、 文史委办公室、 提案委办公室 ６ 个专门委员会办公室ꎮ ２００２ 年底ꎬ
区政协结合全区机构改革意见ꎬ 对政协机关工作机构设置进行相应的调整ꎬ 共设 ２ 委 １
室 １ 中心ꎬ 即综合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 政协办公室、 政协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隶属于

办公室ꎬ 事业单位)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将由委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与政协机关设置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合二为一ꎬ 综合委员会

办公室改设为经济委员会、 科教文卫委员会、 法制宗教文史委员会ꎬ 提案委员会办公室

改设为提案委员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政协机关设办公室 １ 个 (内设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１ 个)、
专门委员会 ４ 个ꎬ 编制 １９ 人ꎮ

第二章　 政协会议

第一节　 政协全委会

一、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１４~１７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凤凰迎宾楼

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４４ 人ꎮ 会议听取并审议政协延安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和七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ꎬ 列席延安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ꎬ
听取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等ꎬ 并讨论通过 «政治决议» 等ꎮ 会议选举李生彪为主席ꎬ 过士

明、 卜崇周、 王素秋 (女)、 连仁暖 (女)、 兰振汉为副主席ꎬ 牛文彦为秘书长ꎬ 卜云贵

等 ２２ 人为常务委员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４~２６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延安科技馆召

开ꎮ 会议听取并审议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ꎬ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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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延安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ꎬ 听取并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等ꎬ 通过有关决议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０~２２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延安粮园饭店召

开ꎮ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２０ 人ꎮ 会议听取并审议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ꎬ 通过有关决议ꎬ 表彰奖励 ４ 个先进集体和 １９ 名先进个人ꎮ
二、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２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延安凤凰迎宾楼召开ꎮ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４５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延安市第八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委员会关于八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列席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等ꎬ 通过有关决议ꎮ 会议选举方

世新为主席ꎬ 史进录、 连仁暖 (女)、 兰振汉、 郭慧君 (女) 为副主席ꎬ 牛文彦为秘书

长ꎬ 马振虎等 ２３ 人为常务委员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０~２２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延安粮园饭店召

开ꎮ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１５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ꎬ 列席市十三届人大二次大会ꎬ 听取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等ꎬ
通过有关决议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１９９５ 年 ２ 月 １０~１２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延安粮园饭店召

开ꎮ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２２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和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报告ꎬ 列席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ꎬ 并通过 «政治决议»
等ꎮ 会议补选张昊明为秘书长ꎬ 增选李堆尚、 刘亚那为常务委员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４~２８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ꎮ 市委副书

记、 市长周万龙向全体委员通报全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情况ꎻ 会议听取和审议政协延安

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ꎻ 会议增选侯俊海为市政协副

主席ꎮ
(五) 第五次会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５~１８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ꎮ 会议听取和

审议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ꎬ 听取讨论政府工作

报告以及 «延安市 “九五” 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ꎮ
(六) 第六次会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ꎮ 会议作出 «关
于撤市设区有关问题的决议»ꎬ 政协延安市委员会改为政协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ꎮ

(七) 第七次会议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４~１６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ꎮ 会议

表彰奖励九届一次会议以来的 ３６ 名先进政协委员ꎮ 全会通过连仁暖 (女) 不再担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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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副主席的申请ꎮ
三、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８~２１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延安一所

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４５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

告、 关于第九届委员会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审议和通过提案审查报告和大会 «政
治决议»ꎮ 会议选举刘正中为主席ꎬ 兰振汉、 侯俊海、 李文铭、 郭春兰 (女) 为副主席ꎬ
张昊明为秘书长ꎬ 贺淑梅等 １９ 人为常务委员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８~２０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延安粮园

饭店召开ꎮ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５４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常委会工

作报告、 关于十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通过大会 «政治决议»ꎮ 增选李

凤兰为常务委员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０~２３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延安交际

宾馆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３８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常委会工

作报告、 关于十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审议通过大会 «政治决议»ꎮ 会

议选举贺淑梅为秘书长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至 ３ 月 １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

延安嘉岭宾馆召开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５１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

常委会工作报告、 关于十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审议通过大会 «政治决

议»ꎮ 会议选举胡延斌为秘书长ꎬ 增选雷世全、 李延芳 (女)、 胡延斌、 李养民为常务

委员ꎮ
(五) 第五次会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市粮园

饭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２６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常委会工

作报告、 关于十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ꎬ 审议通过大会 «政治决议»ꎮ
四、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４~２７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宾

馆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５３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区政协第十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五年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区十五

届人大一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ꎬ 通过区政协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 «政治决议»ꎮ 会议选举张俊雷为主席ꎬ 郭春兰 (女)、 张锦亮、 李延芳

(女)、 曹卉、 雷世全为副主席ꎬ 胡延斌为秘书长ꎬ 牛江涛等 １８ 人为常务委员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９~１２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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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园饭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４１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十一届一次全会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区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ꎻ 通过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

治决议»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３ 月 ３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延安银海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３４ 人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一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

告» 及其他报告ꎻ 增选李宝庆、 刘涛为常务委员ꎻ 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

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７~９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延安银海

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５４ 人ꎮ 区委政法委、 国土资源宝塔分局等 １８ 个部门

和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一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ꎻ 通过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四次会议提案审

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

决议»ꎻ 会议对 １５ 名优秀政协委员、 １０ 个提案承办先进单位、 ３ 个提案先进集体、 １３ 名

提案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ꎮ
(五) 第五次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５~２８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延安银

海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５４ 人ꎮ 区直 １８ 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四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ꎬ 听取并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ꎻ 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

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

第十一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ꎮ 会议选举孙建

华、 李延莉 (女) 为区政协副主席ꎬ 付永发为区政协秘书长ꎮ
五、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一) 第一次会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２５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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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海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７０ 人ꎮ 区直 ４３ 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

议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一

届政协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ꎮ 会议选举张俊雷为主席ꎬ 李延芳 (女)、 曹

卉、 孙建华、 王宁、 刘乐萍 (女) 为副主席ꎬ 付永发为秘书长ꎬ 牛江涛等 ２２ 人为常务

委员ꎮ 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

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ꎮ
(二) 第二次会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６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延安银海

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５７ 人ꎮ 区直 ５１ 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ꎮ 会

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

告» 及其他报告ꎻ 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

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ꎮ
(三) 第三次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０~１３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延安银

海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６０ 人ꎮ 区直 ４３ 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一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ꎬ 听取和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ꎻ 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会议延安市宝

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ꎮ 会议补选张红军为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秘书长ꎮ
(四) 第四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２５ 日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延安银

海大酒店举行ꎬ 出席会议的政协委员 １６４ 人ꎮ 区直 ４３ 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ꎮ
会议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三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ꎻ 列席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ꎬ 听取并讨论 «政府工作报告» 及其他报告ꎻ 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

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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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协常委会

一、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召开 １８ 次常委

会会议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政协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市政协 １９９０
年工作要点、 常委会工作规则、 各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及结构设置、 人员组成、 学习活

动小组划分等ꎻ １０ 月 ５ 日ꎬ 在政协会议室召开第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提案工作条

例»、 汇报八届一次委员会以来政协工作情况、 学习贯彻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ꎻ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在政协会议室召开第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提案委员会关于八届一次会议以来提

案办理情况汇报、 有关人事任免ꎬ 讨论 １９９０ 年工作总结和 １９９１ 年工作要点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ꎬ 在政协会议室召开第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主要传达省政协六届四次全委会精神、
研究八届二次全委会筹备情况、 关于同民主党派联系发挥民主党派作用的意见、 表彰先

进和人事任免ꎻ ４ 月 １５ 日ꎬ 在政协会议室召开第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八届二次会

议议程、 编组名单、 全委会报告、 八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报告ꎻ ４ 月 ２５ 日ꎬ 在政协

会议室召开第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小组讨论情况并通过有关决议ꎻ ４ 月 ２６ 日ꎬ 召开第

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 ３ 个决议讨论情况和提案审查意见ꎻ ６ 月 ２２ 日ꎬ 在政协会议室召

开第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政协工作计划和专门委员会活动情况、 提案条例的修改、 省

政协召开祖国统一会议情况和地委统战部、 政协联络组检查全地区政协工作情况、 人事

任免ꎻ １２ 月ꎬ 召开第九次常委会ꎬ 会议学习十三届八中全会公报、 通报全市经济运行情

况、 通报外地考察情况ꎮ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第十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八届三次全委

会筹备情况ꎬ 评选 １９９１ 年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ꎻ ２ 月 １９ 日ꎬ 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ꎬ 会

议听取关于召开八届三次全委会筹备情况的汇报、 研究会议的有关问题ꎻ ２ 月 ２１ 日ꎬ 召

开第十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ꎬ 讨论 ２ 个决议ꎻ ３ 月 ５ ~ ６ 日ꎬ 召开

第十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专题学习邓小平重要讲话ꎻ ６ 月 ５ ~ ６ 日ꎬ 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主要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学习白清才省长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观看国

际形势报告录像、 听取学习邓小平谈话的辅导报告、 讨论如何发挥政协职能作用和办好

经济实体ꎻ ９ 月 ２９ 日ꎬ 召开第十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 １９９２ 年 １ ~ ８ 月市国民经济计划

执行情况通报、 传达地委统战工作会议精神ꎻ １０ 月 ２４ 日ꎬ 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

主要学习十四大工作报告ꎻ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召开第十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八届常委

会工作报告、 八届委员会提案工作报告、 九届一次会议有关事宜ꎻ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

十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审议通过九届政协委员概况、 九届常委名单、 九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 九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和提案截止日期、 九届一次会议日程

安排和编组名单ꎮ
二、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召开常委会会

议 ２８ 次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３ 日ꎬ 召开第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１９９３ 年政协工作要点和各专

门委员会工作要点ꎻ ３ 月 １０ 日ꎬ 召开第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１９９３ 年政协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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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协委员中开展 “为我市经济建设上台阶献计献策” 的倡议、 机关机构改革、 人事任

免ꎻ ６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主要传达省政协会议精神及省上举办政协主席

培训班情况ꎻ ６ 月 ２６ 日ꎬ 召开第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全区经济现状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九届二次全委会事宜、 研究增补委员、 学习有

关文件ꎻ １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研究九届二次全委会有关事宜ꎻ ２ 月 ２１ 日

召开第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九届二次全委会两个决议ꎻ ３ 月 ２９ 日ꎬ 召开第八次常

委会ꎬ 会议主要传达、 学习全国政协八届二次全会会议精神、 省政协七届二次全委会会

议精神ꎻ ９ 月 １６ 日ꎬ 召开第九次常委会ꎬ 会议学习市委、 市政府 «关于抓百强村、 促小

康ꎬ 建设生态农业市的决定» 文件、 研究组织政协委员视察农业生产、 乡镇企业和城市

建设工作ꎻ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召开第十次常委会ꎬ 会议欢送连仁暖 (女) 副主席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九届三次常委会工作报告、 九届二次全委会

以来提案工作报告、 九届三次全委会有关事宜ꎻ ２ 月 １０ 日ꎬ 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

研究人事安排ꎻ ２ 月 ２７ 日ꎬ 召开第十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传达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精神、
讨论 １９９５ 年工作要点ꎻ ７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市政府冯毅副市长

关于 １９９５ 年上半年经济工作的通报、 学习有关文件、 人事任免ꎻ ９ 月 １５ 日ꎬ 召开第十

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侯俊海为市政协副主席人选、 九届四次全委会事宜ꎻ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
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关于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的实施意见、 讨论

通过工业调查报告ꎻ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召开第十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九届五次全委会有关

事宜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１９９６ 年工作要点ꎻ ５ 月 １７
日ꎬ 召开第十九次常委会ꎬ 会议学习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在全国政协八届九次会议闭

幕会上的讲话»、 传达地区政协工委会议精神、 讨论赴榆林考察事宜ꎻ ９ 月 ３ 日召开第二

十次常委会ꎬ 会议通报 “严打” 斗争情况、 增补委员ꎻ １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二十一次常委

会ꎬ 会议讨论政协延安市委改名为政协延安市宝塔区委的决议、 讨论决定召开九届六次

全委会有关事宜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二十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决定九届七次全委会

有关事宜、 表彰奖励先进委员、 讨论新增委员候选人ꎻ １ 月 ２４ 日ꎬ 召开第二十三次常委

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九届七次会议议程、 日程、 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ꎻ ２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二十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九届七次全委会提案审查情况报告、 表彰先进

委员决定、 九届七次会议政治决定 (草案)ꎻ ３ 月 ７ 日ꎬ 召开第二十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１９９７ 年工作要点ꎻ ６ 月 ２６ 日ꎬ 召开第二十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教育 “双基” 达标工作情

况ꎻ ７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二十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通过关于九届七次全委会提案工作办理情

况ꎻ １０ 月 ６ 日召开第二十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学习十五大会议精神、 通过有关人事任免ꎮ
三、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召开常

委会会议 ２０ 次ꎮ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９ 日ꎬ 召开第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政协十届常委会工作

规则、 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 区政协常委会 １９９８ 年工作要点、 领导分工、 决定人事任

免ꎻ 同日ꎬ 召开第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研究各民主党派如何监督区上工作ꎻ ５ 月 ２２ 日ꎬ 召

开第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研究区政协机关人事任免ꎮ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召开第四次常委

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 协商全委会日期、 会期、 议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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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分组名单、 常委、 委员增补名单、 工作机构设置及负责人ꎻ ３ 月 １０ 日ꎬ 召开第五次

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１９９９ 年政协常委会工作要点、 确定十届二次全委会事宜、 有关人事任

免ꎻ ８ 月 ４ 日ꎬ 召开第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传达省政协工作会议精神ꎻ ９ 月 ９ 日ꎬ 召开第七

次常委会ꎬ 会议通报区政协十届二次全委会以来提案办理情况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召

开第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召开十届三次全委会事宜ꎻ ６ 月 １４ 日ꎬ 召开第九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中小学生减负问题ꎻ ９ 月 ５ 日召开第十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区政府关于提案办

理情况的通报、 提案跟踪办理情况、 评议区政府对提案的办理情况、 讨论 «监督员跟踪

暂行规定» «提案及办理实施细则 (暂定) »ꎻ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

讨论常委会跟踪报告、 召开十届四次会议有关事宜、 增补委员、 人事任免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 小组划分及召集人名单、 日程、
增补委员、 常委候选人、 调整专委会成员ꎻ ３ 月 １ 日ꎬ 召开第十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审议

讨论情况ꎻ ３ 月 ３ 日ꎬ 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区政协 ２００１ 年工作要点ꎻ ７ 月 １６
日ꎬ 召开第十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学习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汇报外出考

察学习情况、 讨论 ２００１ 年大型视察调研活动内容、 人事任免ꎻ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召开第十六

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区政府对提案工作办理情况的通报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召开第十

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十届五次全委会召开事宜、 全委会会议材料ꎻ ６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

十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全区产业开发现状、 存在问题及建议ꎻ １１ 月 ８ 日ꎬ 召开第十九

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提案工作办理情况的通报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召开第二十次常委

会ꎬ 会议讨论十一届一次全会有关事宜ꎮ
四、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召开常委

会会议 ２０ 次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ꎬ 召开第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学习政协知识、 确定专委会组

成人员、 讨论 ２００３ 年工作要点ꎻ ６ 月 ３０ 日ꎬ 召开第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乡镇农

村医疗卫生事业情况调查报告、 视察工业、 商贸业情况的报告ꎻ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召开第三次

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视察农业产业化建设的报告、 农村中小学布局情

况的调查报告、 人事任免ꎻ １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５ 日召开第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十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ꎻ ２
月 １２ 日ꎬ 召开第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２００４ 年工作要点、 办公室、 综合委、 提案委工作

计划ꎻ ６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对社区组织建设情况、 发展三大主导产

业、 城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ꎻ １０ 月 １８ 日召开第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关于对我

区农业产业化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 召开第九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

过十一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 十一届三次全会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十一届四次全

会议程、 日程ꎻ ３ 月 ３ 日ꎬ 召开第十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 ２００５ 年工作要点ꎻ ３ 月 １８ 日

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政协活动小组划分、 联系群众制

度、 人事任免ꎻ ９ 月 ３０ 日ꎬ 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关于对乡村公路建设、 农业产

业化建设调研视察的报告ꎬ 听取并审议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ꎬ 召开第十

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研究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有关事宜、 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

告ꎻ ２ 月 ９ 日ꎬ 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２００６ 年工作要点及各专门委员会 ２００６ 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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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ꎻ ５ 月 ３０ 日ꎬ 召开第十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关于城市居民低保情况的调查报告ꎻ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 «关于宝塔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视

察报告»、 增补委员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６ 日ꎬ 召开第十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ꎻ ２ 月 ２７ 日ꎬ 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办法等的情况汇报ꎻ ２ 月 ２８ 日ꎬ 召开第十九次常委

会ꎬ 会议讨论 ２００７ 年工作要点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ꎻ ７ 月 ２０ 日ꎬ 召开第二十次常委

会ꎬ 会议讨论 «关于对我区水利基本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对公安宝塔分局基层派

出所工作及执法情况的调查报告»ꎮ
五、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共召开

常委会会议 １４ 次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召开第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 «中共延安市

宝塔区委关于贯彻 ‹中共延安市委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 (讨论

稿)、 常委会工作报告、 二次会议议程、 日程、 工作机构及人员名单、 学习活动小组划

分、 人事事项ꎻ ３ 月 ６ 日ꎬ 召开第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 ２００８ 年工作要点及各专门

委员会工作计划ꎻ ９ 月 １２ 日ꎬ 召开第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通过 «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 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ꎻ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召开第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

论通过工业全区畜牧业发展情况、 中小学教育资源整合与布局调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工作、 区法院工作及执法情况的调查报告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召开第五次常委会ꎬ 会议

讨论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 三次会议日程、 议程、 小组划分、 召集人名

单、 表彰优秀提案和提案办理先进单位事宜ꎻ ２ 月 １１ 日ꎬ 召开第六次常委会ꎬ 会议协商

提出十二届委员会秘书长初步候选人名单、 通过大会 «选举办法 (草案) »ꎻ ２ 月 １２
日ꎬ 召开第七次常委会ꎬ 会议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 通过大会 «选举办法»、 秘书

长正式候选人名单、 三次会议政治决议ꎻ ２ 月 １３ 日ꎬ 召开第八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２００９
年工作要点ꎻ ３ 月 ２ 日ꎬ 召开第九次常委会ꎬ 会议研究有关人事任免ꎻ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召开

第十次常委会ꎬ 会议审议 «提案工作条例»、 听取关于劳动就业、 司法行政、 检察院法

律监督、 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非公经济现状、 苹果产业的调查报告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召开第十一次常委会ꎬ 会议协商增补委员、 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 大会

议程等ꎻ ２ 月 ２５ 日ꎬ 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２０１０ 年工作要点及各专门委员会

工作计划、 常委包抓提案办理事宜ꎻ ６ 月 ７ 日ꎬ 召开第十三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 «关于

全区环境保护工作的调研报告» «关于全区安全生产情况的调研报告»ꎻ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

第十四次常委会ꎬ 会议讨论关于林业工作、 农村沼气能源建设、 区人民法院工作、 公安

宝塔分局工作、 全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 全区教育工作的调查报告ꎮ

第三节　 联席和联谊会议

一、 联席会议

２００５ 年区政协与区政府协商建立 «延安市宝塔区政府与政协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领

导联席会议制度»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区政府与区政协第一次领导联席会议召开ꎬ 会上ꎬ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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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报全区交通公路建设情况ꎬ 区政协通报对全区交通公路建设有关问题的讨论意

见ꎬ 双方就加强全区公路建设进行专题协商ꎬ 并就进一步加强区政府与区政协工作联

系ꎬ 共同推进宝塔区各项事业发展进行探讨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区政府与区政协第二

次领导联席会议召开ꎬ 会议围绕全区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专题协商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区政府与区政协第三次领导联席会议召开ꎬ 会议就全区畜牧产业发展情况进

行专题协商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区政府与区政协第四次领导联席会议召开ꎬ 会议就全

区蔬菜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专题协商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ꎬ 区政府与区政协第五次领导联

席会议召开ꎬ 会议就全区林业工作进行专题协商ꎮ
二、 联谊会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政协举办延安市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一届一次会议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下旬ꎬ 政协主席张俊雷带队参加在子长县举办的延安市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三

次会议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 ２５ 日ꎬ 主席张俊雷带队参加在安塞县举办的陕甘宁蒙毗邻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二十次会议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５~１７ 日ꎬ 主席张俊雷带队参加在黄龙县

举办的延安市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八次会议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６ ~ ２９ 日ꎬ 主席张俊雷带

队参加在志丹县举办的延安市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十一次会议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５~８ 日ꎬ
副主席曹卉带队参加在志丹县举办的陕甘宁蒙毗邻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１２ 日ꎬ 主席张俊雷带队参加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举办的陕甘宁蒙

毗邻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二十五次会议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 ３ 日ꎬ 主席张俊雷带队参加

在延川县举办的延安市县 (区) 政协联谊会第二届第三次会议ꎮ

第三章　 参政议政

第一节　 提案办理

一、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提案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共收集委员提案 ２８１ 件ꎬ 其中立案 １８６ 件ꎬ
意见、 建议 ９５ 件ꎮ １９９２ 年底办复 １６４ 件ꎬ 办复率 ９０％ꎮ 政协委员张清义、 齐文光提出

的 “解决白坪居民的吃水问题” 提案ꎬ 得到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ꎬ 先后多次召集相关

单位进行专题研究ꎬ 使供水问题得以解决ꎮ 政协委员张贵才所提 “关于兰家坪农贸市场

移位的建议” 的提案ꎬ 引起工商、 城建部门重视ꎬ 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ꎮ
二、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提案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年ꎬ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共收集提案 ２７０ 件ꎬ 其中立案 ５８ 件ꎬ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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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建议办理 １６６ 件ꎮ 办结提案 ５６ 件ꎬ 办结率 ９６％ꎻ 办结意见、 建议 １５０ 件ꎬ 办结率

９０％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政协委员徐怀远提出 “关于尽早开放延安市图书馆的意见”ꎬ 得到图书

馆积极响应ꎬ 经过精心的准备ꎬ 图书馆实行全日对外开放ꎮ 政协委员侯自力等提出 “制
止乱集资、 乱摊派、 乱罚款” 的建议ꎬ 区委、 区政府极为重视ꎬ 成立清理整顿 “三乱”
领导小组和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ꎬ 开展自查自纠ꎮ 重点抽查建章建制等ꎬ 严格票据管

理ꎻ 对 ６２ 个部门、 单位乱收费进行处理ꎬ 取消 ６６ 个单位的不合理收费 ４７ 项ꎬ 可减轻农

民负担 ４００ 余万元ꎻ 并制定印发 «关于取消六十五个集资基金和收费项目的通知» «关
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 等政策性文件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政协委员文强、 李平等提出 “严
厉打击青少年吸毒贩毒活动” 提案ꎬ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ꎬ 及时成立 “延安市禁毒指

挥部” 及禁毒办公室ꎬ 组织开展打击吸毒贩毒活动ꎮ 政协委员崔辑提出 “延安市大气污

染亟待解决” 提案ꎬ 引起市委、 市政府关注ꎬ 及时制定 «延安市大气污染治理实施方

案»ꎬ 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政协委员孙联珍、 屈丽萍提出 “延安市医

疗市场亟待整顿” 提案ꎬ 市卫生局高度重视ꎬ 组织开展大规模整顿活动ꎬ 打击非法行

医ꎬ 没收假冒伪劣药品ꎬ 规范医疗市场ꎮ
三、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提案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共收集提案 ３６８ 件ꎬ 其中立案 ２４３
件ꎬ 立案率 ６６％ꎮ 提案办结率 １００％ꎬ 提案办理满意度达 ９３％ꎮ «关于生猪检疫权归属的

建议» «建议加强网吧管理» «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 等提案得到相关部门重视ꎬ
有关问题得以及时解决ꎮ

四、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提案

２００３ 年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共收到提案 ２８２ 件ꎬ 其中立案 ２６４ 件ꎬ
立案率 ９３ ６％ꎮ 提案答复率为 １００％ꎬ 提案办理满意度达 １００％ꎮ

五、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ꎬ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共收到提案 ２５８ 件ꎬ 立案 ２４６ 件ꎬ
立案率 ９５ ３％ꎮ 提案答复率为 １００％ꎮ

第二节　 调查研究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市政协先后组织开展调研活动 ８ 次、 考察视察活动 １０ 次ꎬ 形成调

查、 考察报告 １３ 份ꎮ 针对工业企业承包、 待业就业、 小学生负担等社会热点、 难点问

题ꎬ 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ꎮ 待业就业存在问题提出后ꎬ 引起市政府重视ꎬ 及时安排 ２３
名孤儿和 １６８ 名特困户待业青年就业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ꎬ 市政协组织政协委员、 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近百人ꎬ 对全市生态

农业建设、 城市建设进行集中视察ꎮ 全年先后组织 ９ 次调研ꎬ 形成 «柳林乡农村土地产

权制度改革调查» «增值税对小型生产企业的利弊» «发展中药材的前景» 等报告ꎮ 文

教组撰写的 «延安鲁迅艺术学校招生调查» 的报告ꎬ 引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使该校以

招生包分配蒙骗学生问题得到及时纠正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市政协重点对市属国有企业改革进行

调研ꎬ 所反映的国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问题ꎬ 引起市委、 市政府重视ꎮ ９ 月ꎬ 市政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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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政协委员及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等 ６０ 多人ꎬ 重点对张坪、 下坪、 丁庄等 １２ 个

乡镇的农业基础设施情况进行视察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市政协组织大型视察 ２ 次ꎻ 各专门委员会组织调研 ６ 次、 视察 ２ 次ꎬ 撰写

调研报告 ６ 篇、 视察报告 ２ 篇ꎬ 印发简报 ６ 期ꎮ ５ 月ꎬ 市政协组织委员对城建、 工商、
交警 ３ 个系统 ２６ 个窗口单位的 “行业形象建设工程” 进行为期 ３ 天的视察ꎬ 就班子建

设、 人员素质提高、 改进管理、 政策落实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设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区政

协提案委员会组织委员对校园周边环境、 审计工作进行调研ꎬ 形成调研报告 ３ 篇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以及民革、 民建成员ꎬ 先后对南泥湾钻采公司、 集雨节灌工

程、 减轻农民负担、 流域治理、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进行调研ꎬ 形成调研报告 ６ 篇ꎬ 提

出建议 ２８ 条ꎮ 区政协撰写的 «关于视察山川秀美工程建设的报告» «加强提案工作ꎬ 发

挥政协职能»ꎬ 分别在西部开发研讨会上和全省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上进行交流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区政协组织委员对国有企业改制、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行调研ꎻ 召开

专题座谈会ꎬ 进行工作评议和情况反馈ꎮ ８ ~ ９ 月ꎬ 组织 ６１ 名委员对甘谷驿、 川口、 李

渠等 １５ 个乡镇的山川秀美工程建设进行视察ꎮ 同时ꎬ 对燕金路改造工程、 四中扩建等 ７
个重点建设项目进行视察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０ 月ꎬ 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分别对棚栽业、 林

果业、 非公有制经济进行调研ꎬ 形成调研报告 １７ 篇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ꎬ 区政协组织委员对工商经济发展、 农村医疗体系建设、 山川秀美工

程、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社区建设、 乡村公路建设、 管护、 退耕还林工程、 城市居民

低保进行调研ꎬ 形成调研报告 ２２ 篇ꎬ 提出意见、 建议 １１８ 条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区政协组织委员分别就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整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司法工作、 退耕还林、 集体林制度改革、 劳动就业、 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等ꎬ 进行 １７ 次调研、 视察活动ꎬ 形成调研、 视察报告 ２０ 篇ꎬ 提出意见、 建议 ８１ 条ꎮ

第三节　 统战联谊

１９９１ 年ꎬ 市政协制定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关系ꎬ 充分发挥民主党派

在政协中作用的意见»ꎬ 对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出 ６ 个方面的要求ꎮ 加强同 “三胞”
亲属联系ꎮ 通过走访、 座谈、 写信等形式ꎬ 宣传党的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等方针ꎮ
对全市 ４０ 户 “三胞” 亲属进行走访、 调查ꎬ 了解情况ꎬ 征求意见ꎮ 开展对外联络ꎬ 加

强互相了解ꎬ 促进政协工作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接待外地政协到延客人 ２４ 批 ４４３ 人次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市政协接待各级兄弟县 (区) 政协客人 ２１ 批 ２３５ 人次ꎬ 交流文史资料 ７２ 册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１１ 月ꎬ 组织部分委员到北京、 辽宁、 浙江、 福建等地考察学习ꎬ 交流经验ꎬ 开阔视

野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市政协推行走访委员制度ꎮ 市政协主要领导深入基层ꎬ 走访部分政协委

员、 民主党派和工商部门负责人以及部分 “三胞” 亲属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接待外地政协客人

１８ 批 ２６０ 人次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召开市政府有关部门与市政协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会议ꎬ 明确关系、 协

商内容、 程序、 组织领导等ꎮ 一年间ꎬ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与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系进一

步加强ꎬ 政协组织的调查视察活动得到各部门的支持与帮助ꎬ 有 １１ 名政协委员被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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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运、 税收、 市政建设等方面的监督员ꎮ 加强与民主党派、 工商联、 各界人士的联系

与合作ꎬ 全年走访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及政协委员 ３５ 人次ꎮ 在组织的调研视察、
专题座谈、 情况通报等活动中ꎬ 邀请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参加ꎮ 开展对外联络交

流ꎬ 全年接待外来客人 ２６ 批 ３４０ 人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政协接待外地政协客人 ２０ 批 ２５４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区政协接待外地政协客

人 １４ 批 １５３ 人ꎮ 组织政协委员赴西南地区 ２０ 多个市县进行学习考察ꎻ ２００２ 年ꎬ 区政协

接待外地政协客人 ３１ 批 ４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０ 月ꎬ 区政协组织委员、 机关干部赴北

京、 辽宁、 江苏、 福建等地学习考察ꎮ 全年先后接待外地政协客人 ２１ 批 ２３５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政协接待外地政协客人 ２８ 批 ２６３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政协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政协缔结友好关系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延安市宝

塔区政协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等地政协建立

友好关系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政协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

区等地政协建立友好关系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区政协接待外来客人 １４１ 批、 １２９６ 人次ꎮ

第四节　 文史工作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区政协文史资料编纂工作ꎬ 坚持走 “开门办文史” 的路子ꎬ 强化文

史工作力量ꎬ 形成全方位协作工作机制ꎮ 通过网媒ꎬ 借用社会力量办文史ꎬ 发布征集信

息ꎬ 挖掘、 搜集、 整理有存史价值的文史资料ꎬ 同外地政协进行文史资料图书与经验交

流ꎬ 相互赠送文史资料 ３０００ 余册ꎮ 联系在政协工作过的老同志ꎬ 通过交流、 座谈、 征稿

等多种方式ꎬ 搜集第一手资料及珍贵的图片、 报纸、 书籍等史料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区政协

收集各级政协文史资料、 图书 ２０００ 余册ꎬ 累计收集各类文史资料 ４０００ 余册ꎮ 加强制度

建设ꎬ 制定完善 «图书阅览室管理人员岗位职责» «政协委员撰写文史资料制度» «特
邀文史委员聘用管理制度» «文史工作业务培训制度» «文史资料征集制度» «文史资料

档案管理制度» «文史资料借查阅制度» «文史工作协作制度» «文史工作年会制度»
«文史资料整理、 编辑、 出版制度» «学习培训制度» «图书资料管理制度» «借还制度»
«征集文史资料稿件付酬标准与发放办法» １４ 项制度ꎮ 推进文史信息化建设ꎬ 政协文史

资料全部实现数字化管理ꎮ
２１ 年间ꎬ 区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图书 «延安文史资料第六辑» «延安政协四十

年» «峥嵘岁月　 肝胆相照» «西延铁路建设集锦» «延安游击队纪实» 等共 １２０ 余万

字ꎮ 其中ꎬ «西延铁路建设集锦» «延安游击队纪实» 分别荣获延安市文史资料图书评比

一等奖、 二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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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编　 民主党派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各民主党派组织会员开展调查研究ꎬ 提交议案、 建议ꎬ 参政

议政ꎻ 开展招商引资ꎬ 扶贫帮困ꎬ 以及公益活动ꎬ 全力促进宝塔区经济社会发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有民主党派 ５ 个ꎬ 其中民革、 民建、 民进、 农工党成立区级组织ꎬ 民盟只有

成员ꎮ 各党派共有成员 ２５４ 人 (民革党员 ２８ 人、 民建会员 ５６ 人、 民进会员 ９６ 人、 农工

党党员 ３８ 人、 民盟盟员 ３６ 人)ꎮ

第一章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民革延安市委员会成立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民革延安市委 (地
级) 成立后ꎬ 原民革延安市委 (县级) 更名为民革宝塔区委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共有党员 ２０ 人ꎬ 男女各有 １０ 人ꎮ 党员中有县级调研员 １
名ꎬ 科级干部 １ 名ꎬ 副科级干部 ３ 名ꎬ 担任延安市人大代表 １ 名ꎬ 担任宝塔区政协委员

３ 名ꎬ 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 １２ 人ꎬ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１５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吸纳党员 ４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吸纳党员 ４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有党员

２８ 人ꎬ 其中男党员 １３ 人、 女党员 １５ 人ꎮ 党员中有县级调研员 １ 名ꎬ 科级干部 １ 名ꎬ 副

科级干部 ３ 名ꎻ 党员中担任延安市人大代表 １ 名ꎬ 宝塔区政协委员 ３ 名ꎬ 具有中高级技

术职称的 １５ 人ꎬ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２３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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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

第二节　 主要工作

履行参政议政职能ꎬ 出席区委、 区政府召开的民主协商会、 征求意见会、 情况通报

会、 座谈会等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ꎬ 民革籍党员提出提案 １９ 条ꎬ 并得到采纳和答复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参加各种视察考察活动 ２４ 次ꎬ 提交提案和建议 １２ 件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ꎬ 民革籍政协

委员、 人大代表在市、 区两会上提交提案、 建议 １５ 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在区政协委员会上ꎬ
民革党员提交提案 １１ 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在延安市 “两会” 上ꎬ 民革党共提交提 (议) 案 １５
件ꎮ 提案 «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干部实职安排力度» 荣获 ２００２ 年度优秀提案奖ꎮ 在子长

县特大洪灾中ꎬ 市、 区委会全体民革党员共计捐款 ３８００ 多元ꎬ 捐物 １００ 多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调查研究活动ꎬ 形成 «浅议民主党派机关干部的能力建设» 和 «民

主党派贯彻科学发展观对履行参政议政党职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等多篇调研报告ꎮ 民

革党员、 市人大代表王辉所提的 «关于在市区内建一所公办幼儿园的建议» 的议案受到

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ꎮ 甘肃玉树地震发生后ꎬ 组织动员全区民革党员向玉树灾区捐

款 ９００ 元ꎮ

第二章　 民主建国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９３ 年ꎬ 民建延安市支部委员会辖金融、 商贸、 综合 ３ 个活动小组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民建延安市委员会成立ꎬ 辖金融、 商贸、 综合 ３ 个支部ꎬ 有会员 ３１ 人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ꎬ 民建延安市委员会 (地级) 成立ꎬ 原民建延安市委员会改称民建延安市宝塔

区委员会ꎬ 辖综合、 商贸 ２ 个支部ꎬ 有会员 ２１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中国民主建国会延安市宝

塔区委员会辖 ４ 个支部ꎬ 会员 ４９ 名ꎮ 其中ꎬ 大专以上学历 ３８ 人ꎬ 高级职称 ２ 人、 中级

职称 １２ 人ꎬ 市人大代表 １ 人ꎬ 市政协委员 ４ 人ꎬ 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１ 人ꎬ 区政府副区

长 １ 人ꎬ 区政协副主席 １ 人ꎬ 区政协常委 １ 人ꎬ 区政协委员 ７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民主建

国会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辖 ４ 个支部ꎬ 会员 ５１ 名ꎬ 其中男 ２２ 名、 女 ２９ 名ꎬ 平均年龄

４２ 岁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民主建国会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辖 ４ 个支部ꎬ 有会员 ５６ 人ꎮ 其中ꎬ

市人大代表 １ 人ꎬ 市政协委员 ４ 人ꎬ 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 １ 人ꎬ 区政府副区长 １ 人ꎬ 区

政协副主席 １ 人ꎬ 区政协常委 １ 人ꎬ 区政协委员 ７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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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调查研究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民建会员提出各种提案、 议案 ３０ 多件ꎬ 其中提出的 «关于加强经

济适用住房建设监管的提案» «关于解决延大附院医疗废水直排延河的提案» 等ꎬ 受到

市、 区委和政府的重视ꎬ 部分意见和建议得到采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民建与区环保局组成调

研小组ꎬ 对宝塔辖区厂矿企业的节能减排进行调研ꎬ 形成 «关于宝塔辖区厂矿企业节能

减排情况的调查报告»ꎬ 受到区委、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并在 «延安政协» 和 «政策与

研究» 上刊登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协调资金 １０ 万元ꎬ 完成临镇镇义家塬村沼气池建设ꎬ 该沼气

池配有太阳能热水器、 水冲厕ꎬ 成为宝塔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之一ꎮ “５１２” 汶川特大

地震和玉树地震后ꎬ 全区广大民建会员积极捐款捐物ꎮ 第二支部会员李晓林捐款 ２８２００
元ꎬ 被民建中央授予全国抗震救灾优秀会员称号ꎮ 会员闫伯奋向宝塔区元龙寺乡、 甘

泉、 延川、 延长捐赠鸡苗 １５３００ 羽ꎬ 并向甘泉县崂山乡王台村人畜饮水工程捐款 ３０００
元ꎬ 受到当地政府表彰和群众称赞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 在宝塔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ꎬ 民建委员共提交提案 ３ 件ꎬ 其中以

区委会名义提出 «关于加强物业管理的提案» «关于解决延大附院医疗废水直排延河的

提案» 受到区委、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授予民建委员会优秀提案先进集体称号ꎮ 在市政

协三届二次会议上ꎬ 民建委员共提出 «关于加强我市物业公司管理的提案» 等 ４ 件提

案ꎬ «关于加强我市物业公司管理的提案» 被市政协评为优秀提案ꎮ 在市人大三届二次

会议上ꎬ 民建委员会代表提出 «关于建议市人大对市政府 〔２００８〕 ３５ 号文件不适当条

款进行修正的议案» 等 ９ 件议案ꎮ 在 ４ 月召开的全区统战工作会议上ꎬ 民建区委会荣获

“调研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ꎮ ５ ~ ６ 月ꎬ 对东苑物业管理公司等 ５ 个物业管理公司ꎬ
宏远家园小区等 ８ 个住宅小区ꎬ 区城建局、 经房办、 物业管理中心及东苑小区业主委员

会 ５ 个业主委员会和众多业主ꎬ 就物业管理情况进行调研ꎬ 形成 «关于宝塔区物业管理

情况的调查报告»ꎬ 受到党委、 政府重视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在市、 区人大、 政协两会上ꎬ 民建委员提出 «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

建设监管的提案» «关于将东关汽车站东迁刘万家沟的建议» 等 １５ 件提案、 议案ꎮ 民建

部分政协委员参加区政协组织对法院工作情况、 宝塔辖区内部分企业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进行调研ꎬ 形成 «关于宝塔辖区部分厂矿企业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的调查报告»ꎮ 区委会

工作人员对全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调研ꎬ 形成 «关于宝塔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情况的调查报告»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民建与民建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委会经过协商ꎬ 建立友好组织联系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民建第三支部与民建西安市雁塔区第一支部结为友好支部ꎻ 区委会第二支部

与民建榆林市榆阳区支部结为友好支部ꎬ 开展互相交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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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

第三章　 民主促进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民进省委在延安破例特批第一批 １１ 名会员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成立延安大学支部、 延安师范学校支部和延安地区市区支部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 将原来

的 ３ 个基层支部调整为延大、 延师、 东关、 南关、 市进修学校、 文化沟 ６ 个基层支部ꎬ
有会员 ３２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设 ８ 个支部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民进延安市委员会成立ꎬ 民进宝塔区支

部调整为 ６ 个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ꎬ 成立北关支部ꎮ 全年吸纳新会员 １２ 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

委会有支部 ７ 个ꎬ 分别是南关支部、 文化沟支部、 七里铺支部、 柳林支部、 北关支部、
宝塔支部、 东关支部ꎬ 会员 ８６ 人ꎬ 其中女性 ５８ 人ꎻ 县级干部 １ 人、 正科级干部 ２ 人、
副科级干部 ８ 人ꎻ 高级职称 １５ 人ꎬ 中级职称 ４９ 人ꎮ ７６％的会员是来自教育界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民主促进会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下设 ７ 个支部ꎬ 会员 ９４ 人ꎬ 其中女 ６２ 人ꎻ 县级干

部 １ 人、 正科级干部 ２ 人、 副科级干部 ８ 人ꎻ 高级职称 １６ 人ꎬ 中级职称 ５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民进宝塔区委有会员 ９６ 人ꎬ 其中女性 ６３ 人ꎮ 中国民主促进会延安市宝塔

区委员会下设 ７ 个支部ꎮ 即: 宝塔支部、 七里铺支部、 东关支部、 南关支部、 文化沟支

部、 柳林支部、 北关支部ꎮ 有会员 ９６ 名ꎬ 其中女 ６４ 人ꎻ 县级干部 １ 人、 正科级干部 ２
人、 副科级干部 ８ 人ꎻ 高级职称 １６ 人ꎬ 中级职称 ５６ 人ꎮ

第二节　 工作调研

围绕全区重大战略决策ꎬ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ꎬ 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

育、 繁荣农村文化事业、 劳务输出、 旅游开发、 新农村建设、 党外干部任用机制等重点

课题进行调研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形成的 «关于宝塔区松树林乡陈子沟小学教育情况的调研报

告»ꎬ 在 “宝塔区千人百日大调研” 活动优秀调研报告评选中荣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形

成的 «关于宝塔区农村小学义务教育情况的调查» 被中共宝塔区委、 宝塔区人民政府评

为三等奖ꎬ «关于宝塔区职业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探讨» 的调研报告ꎬ 获中共宝塔区委、
区人民政府授予的调研成果二等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形成 «关于宝塔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的调

研报告» 和 «关于我区开展百企联百村共建新农村活动情况的调查及对策探讨» ２ 篇调

研报告ꎬ 其中 «关于我区开展百企联百村共建新农村活动情况的调查及对策探讨» 获得

宝塔区 ２００８ 年调研成果一等奖ꎮ 郝燕妮撰写的 «关于我市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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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被延安市政府授予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民进区委会就民主党派组织建设

和宝塔区儿童预防接种疫苗等课题ꎬ 组织专人进行调研ꎬ 形成 «宝塔区民主党派基层组

织建设现状的调查» «关于宝塔区儿童预防接种情况的调查» ２ 篇调研报告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就乡村道路管护和民主党派社会服务情况开展调研ꎬ 形成 «关于对乡村道路管护情况的

调研» «关于宝塔区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的调查» ２ 篇调研报告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民进区委

会被中共宝塔区委统战部评为 “全区统战理论调研工作先进集体”ꎮ

第三节　 提案议案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会共提交集体提案、 个人提案和议案共计 ３７９ 件ꎬ 其中 «关于

尽快解决中小学校门口车辆堵塞现象的建议» «关于在市内增设公厕的建议» 被区政协

评为 “优秀提案”ꎮ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 ２ 次荣获市政协 “优秀提案奖”ꎻ ２００６ 年ꎬ 李

延芳主委获市政协 “优秀提案者” 奖ꎮ 姚进才于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 次被区政协评为

“优秀政协委员”ꎻ 支部主任樊丽、 孙凯被区政协评为 “提案先进个人”ꎮ 任兴华、 刘静

等提出的 «关于北桥沟大桥的修建» «关于尽快减轻小学生的课程负担» 等 ３０ 多件意见

和建议ꎬ 被列为重点提案和议案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年共提交提案 １１ 件ꎬ 其中 ４ 件提案予以

立案ꎻ «关于加大对出租车辆管理和监督力度的建议» «关于改善乡镇餐饮业卫生状况的

建议» 列入重点提案ꎮ 在宝塔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ꎬ 民进 １７ 名政协委员围绕 “三
农” 问题、 针对医疗卫生、 教育、 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提出 ７ 件

提案 (党派提案 １ 件ꎬ 委员个人提案 ６ 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民进区委会市、 区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 １５ 件ꎬ 其中市政协委员李延芳提

的 «关于开通我市农业三大主导产业便民服务热线的建议» 提案ꎬ 受到民进市委会的奖

励ꎮ 在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ꎬ 民进区委会被区政协评为 “优秀提案先进集体”、 会

员高宏伟荣获 “优秀提案个人奖”ꎮ 委员们提出的 «关于开通宝塔区服务畜牧业 “热
线” 的建议» «关于规范城市居民低保的建议» «关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建议» «加强我

区教师体检工作确保教师身体健康»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办中小学校、 幼儿园硬件设施

建设的检查力度的建议» 等提案ꎬ 均予立案ꎬ 部分被立为重点提案ꎮ 充分发挥特邀监督

员、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作用ꎬ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ꎮ 义务监督员孙凯、 柳延林参加公

安宝塔分局的行风评议ꎮ 会员张海参加关于第四高级中学收费标准的听证会和关于王良

寺、 马家湾十三区、 老崖沟经济适用房听证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民进区委为延安市政协三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信息 １５ 件ꎮ 市政协委员李

延芳提出 «关于维修宝塔区二中铁桥的建议» 获延安市政协优秀提案奖ꎮ 宝塔区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共提出提案 １３ 件ꎬ 立案 １２ 件ꎬ 其中ꎬ 民进宝塔区委会 «关于加强乡村道

路管护力度的建议» 中提出 “将村级公路养护纳入区政府对各乡镇的年终目标责任考核

范围” 被宝塔区考评办采纳ꎮ

第四节　 社会服务

１９９０ 年ꎬ 民进市委会与青化砭中学、 杨家湾小学结成帮教对子ꎮ ２００１ 年后ꎬ 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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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柳林中心小学、 柳林朝阳小学、 中国水利希望小学、 市场沟育英小学确定为教育支边

学校ꎬ 赠送价值 １ ８ 万余元的办公桌椅、 体育用具、 教学仪器、 计算机等教学用品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松树林乡陈子沟村被民进中央确定为 “科教扶贫示范村”ꎮ 为此ꎬ 区委会先后

为陈子沟村争取扶贫资金 ８０ 多万元ꎬ 帮助发展养殖业和改善该村小学教育环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陈子沟小学修建 “杏琴园” 教学楼ꎬ 解决周边 ５ 个村孩子的上学难问题ꎮ 同时ꎬ
区委会还联系宁波广济小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等有关单位ꎬ 向陈子沟小学捐赠价值 １３
万余元的图书、 电脑以及学习用品和助学金ꎮ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ꎬ 民进中央 “科教扶贫生态富

民” 现场会在陈子沟村召开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６ 日ꎬ 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到延安市期间ꎬ 前

往陈子沟村视察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通过民进区委会牵线搭桥ꎬ 浙江省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与宝

塔区松树林乡中心小学缔结为手拉手友好学校ꎮ 仪式上ꎬ 浙江宁波广济中心小学副校长

陈巨开代表该校给松树林乡中心小学 １５ 名贫困生每人捐赠 ２００ 元的助学金ꎬ 并且每年都

进行这样的捐助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双方达成教育合作意向ꎬ 签字仪式在宁波举行ꎮ 开展向孤寡

老人、 残疾儿童、 贫困学生、 特困家庭、 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 地震灾区献爱心活

动ꎬ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民进区委会向社会捐款共计 ５７３０６ 元ꎬ 捐献衣物 ２２９５ 件 (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民进延安市委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上ꎬ 李延芳、 姚进才、 樊利、 孙凯、

马骁、 任兴华、 柳延林、 师道峰、 李燕、 苗赟被市委会评为 “先进工作者”ꎻ 高晓秀、
郑延玲、 张海、 延志琴、 王江婷、 杨婕、 付延红、 曹伯涛、 王青云被评为 “优秀会员”ꎻ
宝塔支部、 七里铺支部被评为 “先进支部”ꎻ 区委会被评为 “先进集体”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民

进宝塔区委被民进陕西省委评为 “社会服务先进集体”ꎬ 宝塔支部被民进陕西省委评为

“先进基层组织”ꎮ

第四章　 农工民主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延安市总支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延安撤地设市后ꎬ 更名为农

工民主党宝塔区总支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成立中国农工民主党宝塔区委员会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农工党宝塔区委会共有农工党员 ３２ 人ꎬ 其中医疗卫生界 ２１ 人ꎬ 占 ６６％ꎻ 大专以上

学历 ２３ 人ꎬ 占 ７２％ꎻ 高级职称 ７ 人ꎬ 占 ２０％ꎻ 中级职称 ２０ 人ꎬ 占 ６２％ꎮ 党员中担任副

县级职务 １ 人ꎬ 主任科员 １ 人ꎬ 副科级 ３ 人ꎮ 农工党省委委员 １ 人ꎬ 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 人ꎬ 市政协委员 １ 人ꎬ 区政协常委 １ 人ꎬ 区政协委员 ４ 人ꎬ 延安市人民陪审员 １ 人ꎮ
当年发展党员 ７ 名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在延安宝塔宾馆召开农工党宝塔区委员会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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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党员大会暨换届工作会议ꎮ 主委张兴虎代表第一届委员会作 «树立科学发展观ꎬ 认真

履行参政党职能ꎬ 在构建和谐宝塔中做出贡献» 工作报告ꎻ 会议选举产生农工党宝塔区

第二届委员会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成立宝塔区第四支部ꎬ ６ 月 ２５ 日成立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支

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发展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６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农工党宝塔区委共有党员 ３８ 人ꎬ
其中男 １４ 人、 女 ２４ 人ꎻ 县级干部 １ 人ꎬ 主任科员 １ 人ꎬ 副科级 ５ 人ꎻ 农工党省委委员 １
人ꎬ 市政协委员 １ 人ꎬ 区人大代表 １ 人ꎬ 区政协委员 ５ 人ꎮ

第二节　 调查研究

２００８ 年ꎬ 农工党宝塔区委会先后与区人大深入 ２０ 多个部门和单位对劳动用工情况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研ꎻ 与区政协经济委对区畜牧业

发展情况以及宝塔区法院李渠法庭、 姚店法庭工作进行调研ꎻ 与区政协科教文卫委对新

型合作医疗工作进行调研ꎬ 食品安全、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旅游产业开发、 民族宗教

活动现状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内容进行调查研究ꎬ 撰写调研报告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参加市人大组

织的 “关于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 的调研ꎮ 组织农工党员及人大代表开展 «陕西省文

化市场管理条例» 贯彻实施情况的视察调研ꎬ 提出 ７ 个方面意见建议ꎬ 引起政府高度重

视ꎮ 参加区政协组织的现代农业实施项目———宝塔区果业发展现状的大型视察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组织农工党员及人大代表ꎬ 会同环保宝塔分局成立专题调研组ꎬ 深入 ６ 个厂矿

公司、 １３ 个污水处理厂站、 选油站和井区、 水库和一些乡镇饮用水源地ꎬ 开展关于在石

油、 天然气开发过程中农村水源地和生活饮用水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题调研ꎮ 通过调

研形成极具说服力的调研报告ꎬ 就饮水安全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 ４ 个方面的意见、
建议ꎮ 据此ꎬ 区人民政府作出 «关于加强孙台水库水源地保护的决定» 和 «关于加强金

庄水库水源地保护的决定»ꎮ
发挥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职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宝塔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ꎬ 提交提

案 ５ 件ꎬ 其中区委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管粮油门市建议» 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ꎮ 参

加延安市政协对宝塔区法院工作调研座谈会ꎬ 参加区法院公开审理债务纠纷 １ 案ꎮ 全年

共陪审案件 ６ 起、 调解案件 ３ 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在宝塔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ꎬ 提交提案 ８ 件ꎬ 其中委员常海生提出的

«关于加强小户型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提案» 得到采纳ꎬ 并及时给予办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

宝塔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ꎬ 提交提案 ３ 件ꎬ 其中 «关于规范物业管理ꎬ 提高物业服

务水平的建议» 的党派提案ꎬ 被评选为优秀提案ꎮ

第三节　 公益事业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 “送医、 送健康” 大型扶贫义诊活动ꎬ 就诊群众上百人次ꎮ 同时ꎬ 开

展义诊和送医送药活动ꎮ 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ꎬ 开展 “心系灾区人民ꎬ 奉献真情爱心”
募捐活动ꎬ 为灾区人民捐款共计 ２６３０ 元ꎬ 上交 “特殊党费” ２８７７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经过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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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ꎬ 农工党中央、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向延安市区捐赠价值 １１００ 多万元的医疗设

备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９ 日ꎬ 在蟠龙镇卫生院开展以 “发扬农工党优良传统ꎬ 积极投身延安医

疗扶贫救助新长征工程” 为主题的庆祝农工党建党 ７９ 周年大型义诊活动ꎮ 在本次活动

中ꎬ 农工党中央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捐赠价值 ５０ 万元的药品及医疗器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会积极参与捐资献爱心活动ꎬ 为玉树地震灾区捐款 ３２００ 余元ꎬ 为修建邓演达纪

念馆捐款 １３５０ 元ꎮ 区疾控中心支部为益童幼儿园 ３０ 多名教职工健康体检ꎬ 提供价格优

惠和优质上门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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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编　 社会团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一直重视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ꎬ 全面贯彻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ꎬ 推行集体合同制度ꎬ 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ꎬ
维护职工利益ꎮ 开展 “交友帮扶” 活动ꎮ 开展学雷锋、 学赖宁 “双学”、 “青年星火带

头人” “青年文明号” “青年文明社区” 等活动ꎬ 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与 “保护母亲河

行动”、 秀美山川建设ꎮ 开展基层团组织整顿工作ꎬ 建立 “党建带团建” 工作机制ꎮ 开

展青年志愿者活动ꎬ 实施青年志愿者注册制ꎮ 加强非公有制团组织建设ꎬ 开展 “红领巾

传递” “手拉手” “我为圣地护新绿” 等活动ꎮ 实施希望工程ꎬ 资助贫困大学生、 农村

留守儿童完成学业ꎮ 开展 “五好家庭” “巾帼建功” “三八红旗手” 创建活动ꎬ 加强农

村妇女扫盲和妇女技能培训ꎬ 组织妇女积极参与流域治理、 秀美山川建设ꎮ 加强基层妇

女组织建设ꎬ 拓展社区和非公有制妇女工作ꎮ 宣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

法» (以下简称 «妇女权益保障法» )ꎬ 大力维护妇女权益ꎮ 实施 “关爱妇女” “春蕾计

划” 等活动ꎮ 加强文艺创作ꎬ 创办 «宝塔山» 文艺季刊ꎮ 开展残疾人社会保险、 医疗保

险、 就业等工作ꎮ 建立关心下一代工作机构ꎬ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ꎮ 成立老区建

设促进会ꎬ 大力开展调查研究、 对外联络工作ꎬ 努力促进老区社会经济发展ꎮ

第一章　 总工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一、 宝塔区总工会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总工会内设财务部、 组宣部、 权益部、 俱乐部、 办公室ꎬ 编制 １２
人ꎮ 下设科级建制自收自支单位 ２ 个ꎬ 即工人文化宫礼堂、 职工培训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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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区总工会机关内设 ４ 部 １ 室 １ 中心ꎬ 即财务部、 组宣部、 权益部、 俱乐部、 办公室、
困难职工援助中心ꎮ 下设科级建制自收自支单位 ２ 个ꎬ 即宝塔区工人文化宫礼堂、 宝塔

区职工培训中心ꎮ 职工培训中心在职职工 １２ 人ꎬ 与工会机关合署办公ꎻ 工人文化宫礼

堂在职职工 ７ 人ꎮ 工会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职工 ３２ 人ꎮ
二、 基层工会组织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 ２３ 个乡镇 (街道) 建立工会联合会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凤凰山街道办事处文

化沟社区、 南市街道办事处马家湾社区组建街道工会联合会社区分会ꎬ 枣园镇裴庄村饮

食一条街、 万花山乡花园头村等有 “三产” 的村子建立村级工会分会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总工会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 “小三级” 工会组织网络建设的实施方案»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宝塔区总工会下发 «关于加强村级工会组织组建工作的实施意见»ꎬ 宝塔

办事处、 凤凰办事处、 南市办事处所辖社区全部建立工会分会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共

建基层工会组织 ４４０ 个ꎮ 其中ꎬ 系统工会工作委员会 ８ 个ꎬ 乡镇 (街道) 工会联合会 ２３
个ꎬ 村级 (社区) 工会分会 １２７ 个ꎬ 党政事业单位工会 １５７ 个ꎬ 国有企业工会 ４８ 个ꎬ
驻区垂管单位工会委员会 ８ 个ꎬ 私营企业工会委员会 ５７ 个ꎬ 个体私营工会联合会 １ 个ꎬ
个体工商所分会 １１ 个ꎮ 此外ꎬ 有女工委 １３８ 个ꎮ 全区会员总人数 ５０９７９ 人ꎬ 其中农民工

会员 １９３６８ 人ꎮ 全区基层工会建立职工之家 １４６ 个ꎬ 其中市级职工之家 ５７ 个ꎬ 省级职工

之家 ３ 个ꎮ 延安公路管理局宝塔公路管理段职工之家、 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公司职工之

家被评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ꎮ
三、 延安市宝塔区第一届农民工联合工会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农民工联合会首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延安百悦饭店召开ꎬ 出

席会议代表 １２１ 人ꎮ 会议讨论通过 «宝塔区农民工联合工会章程»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

第一届农民工联合工会ꎮ

第二节　 工会代表大会

一、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７~２９ 日ꎬ 宝塔区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延河饭店召开ꎬ 出席会议代

表 １４９ 人ꎬ 选举产生区总工会委员 ２３ 人ꎬ 常委 ９ 人ꎻ 主席康树建ꎬ 副主席康风云、 钱

建军ꎮ
二、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０~１２ 日ꎬ 宝塔区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亚圣大酒店召开ꎬ 出席会议

代表 １８３ 人ꎬ 选举产生区总工会委员 ２１ 人ꎬ 常委 ９ 人ꎬ 主席朱国龙ꎬ 副主席康风云、 吕

毅、 陈燕ꎮ
三、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２８ 日ꎬ 宝塔区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交际宾馆召开ꎬ 出席会

议代表 １９３ 人ꎬ 选举产生区总工会委员 ２３ 人ꎬ 常委 １３ 人ꎬ 主席吕海潮ꎬ 副主席高志旺、
薛建雄、 张小平、 李玉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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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工会活动

一、 权益维护

１９９６ 年ꎬ 市总工会下发 «关于贯彻 ‹劳动法›ꎬ 推行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意见»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印发 “延安市宝塔区关于建立平等协商机制和集体合同实施意见”ꎬ 全区 ３５ 家

企业签订集体合同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指导和督促 ５４ 户企业按期进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的续

签、 完善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成立宝塔区职工维权工作领导小组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总工会

与经济发展局、 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ꎬ 各

企业也相应地建立三方协调机制ꎮ 印发 «宝塔区总工会关于在改制企业中加强工会工作

的通知» «区改制企业召开职工 (代表) 大会对资产转让方式、 竞买人拟定的职工安置

和经营方案认可度的测评办法»ꎬ 规定企业改制方案、 职工安置方案和经营方案必须经

过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协助政府对 ３９ 户企业进行改制ꎮ 举

行宝塔区企业集体合同签订仪式ꎬ ２２ 户国有企业、 ７ 户非公有制企业在大会上签订集体

合同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总工会与司法局联合成立 “宝塔区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ꎬ 聘

请 ４ 名律师无偿为农民工和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助ꎮ 全年 ３２ 户国有企业、 ２７ 户非公有

制企业与 ２８００ 余名职工签订用工合同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有 ４１ 户国有企业、 ２０ 户非公有制企业

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 ８７２ 份ꎬ 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签订率 ９６％ꎮ 从用工合同上规

范劳资双方的权益ꎬ 维护双方的利益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接待来电来访咨询 １６８９ 人次ꎬ 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 ８３ 件ꎬ 减免诉讼代理费 １ ２ 万多元ꎮ
二、 扶贫帮困

开展 “交友帮扶” 和帮扶困难职工活动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区总工会慰问困难劳模、
困难职工 ２３６９ 人次ꎬ 帮扶救助衣物 ５６００ 余件、 米面 １２０ 余吨、 现金 １３５ 万元ꎻ 资助特

困职工子女上大学 ５６１ 人ꎬ 资助现金 １３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起ꎬ 与延安技工驾校、 金圣都驾

校、 延运驾校联合建立驾驶技能培训基地ꎻ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培训驾驶员 １２８６４ 人ꎬ 减免学

费 ９９６ 万元ꎮ 与延安技工学校联合培训电焊工 ３２０ 人ꎬ 微机人员 ４６８ 人ꎮ 选送 ２６８ 名困

难职工子女到陕西工运学院学习ꎬ 解决再就业 ９８５ 人ꎮ

第二章　 共青团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共青团延安市委内设办公室、 学少部、 青农部、 青工部ꎮ 编制 ７ 人ꎮ 下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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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活动中心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成立宝塔区青年联合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共青团宝塔区

委编制 ７ 人ꎬ 其中书记 １ 人ꎬ 副书记 ２ 人ꎬ 青联副主席 １ 人ꎻ 内设办公室、 学少部、 青

农部、 青工部ꎮ 团区委下辖青少年活动中心ꎮ 全区下辖团委 ５１ 个ꎬ 团支部 ８５２ 个ꎬ 少先

大队 ３１２ 个ꎮ

第二节　 团员代表大会

一、 第十四次团代会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３０ 日召开ꎮ 出席代表 １７５ 人ꎬ 特邀代表 ５ 人ꎬ 列席 ２０ 人ꎮ 大会听

取并审议团市委所作题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ꎬ 站在改革前列ꎬ 为振兴延安经济培养

“四有” 新人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选举产生第十四届团市委委员 ２５ 人ꎬ 候补委员 ５
人ꎬ 常委 ９ 人ꎬ 书记贺亚平ꎮ

二、 第十五次团代会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０~２３ 日召开ꎮ 出席代表 １７５ 人ꎮ 大会听取并审议共青团延安市第十四

届委员会所作的 «振奋精神ꎬ 坚定信念ꎬ 深化改革ꎬ 为建设延安而勇敢奋斗» 的工作报

告ꎮ 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延安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 ２８ 人ꎬ 候补委员 ５ 人ꎬ 常委 １１ 人ꎬ
书记艾绍雁ꎬ 副书记李长民、 杨海滨ꎮ

三、 第十六次团代会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７~３０ 日召开ꎮ 出席代表 １８２ 人ꎮ 大会听取并审议共青团延安市第十五

届委员会所作的 «继往开来ꎬ 面向新世纪ꎬ 努力开创我市共青团工作新局面» 的工作报

告ꎮ 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延安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委员 ２７ 人ꎬ 候补委员 ５ 人ꎬ 常委 １１ 人ꎬ
书记刘世忠ꎬ 副书记杨海滨、 孙建军ꎮ

四、 第十七次团代会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１２ 月 １ 日召开ꎮ 出席代表 １６１ 人ꎬ 特邀代表 ５ 人ꎬ 列席代表

１１ 人ꎮ 大会听取并审议共青团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委员会所作的 «实践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ꎬ 与时俱进ꎬ 奋发有为ꎬ 团结带领全区团员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西

部经济强区而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宝塔区第十七届委员会委员 ２３
人ꎬ 候补委员 ３ 人ꎬ 常委 ９ 人ꎬ 书记滕云ꎬ 副书记李平、 谢云鹏ꎮ

五、 第十八次团代会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６~１７ 日召开ꎮ 出席代表 １６１ 人ꎬ 特邀代表 ５ 人ꎬ 列席代表 １１ 人ꎮ 大

会听取并审议共青团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七届委员会所作的 «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唱响青春

主旋律ꎬ 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宝塔区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

宝塔区第十八届委员会委员 ２３ 人ꎬ 候补委员 １３ 人ꎬ 常委 ９ 人ꎬ 书记王子信ꎬ 副书记马

保平、 李平、 王榆明ꎮ

第三节　 组织建设

１９９１ 年ꎬ 以农村社教为契机ꎬ 在青化砭、 李渠等 ９ 个乡镇开展团组织整顿工作ꎮ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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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展 “一个竞赛” (即合格团委、 团支部、 优秀团员、 先进青年争先创优竞赛)、 “二
个整顿” (组织整顿、 思想整顿)、 “三个建设” (制度建设、 文化阵地建设、 脱贫致富

项目开发建设)、 “四个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 团员奉

献意识教育)ꎬ 从而实现 “一提高” (团员思想政治水平提高)、 “二合格” (团委、 团支

部合格)、 “三落实” (团的活动阵地落实、 经费落实、 团干部报酬落实)、 “四有” (有
计划、 有措施、 有制度、 有各类花名册)ꎮ ９ 个乡镇建立团支部 ２１６ 个ꎬ 普遍达二类以

上ꎬ 有 ８０２ 名青年加入共青团组织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团的基层组织整顿工作ꎮ 通过整顿ꎬ ９１４ 个基层支部中ꎬ 一类

支部达到 ３６４ 个ꎬ 占总数的 ３９ ８％ꎮ 南泥湾镇团委被评为省级先进ꎮ 吸收各条战线的先

进分子和技术人员加入团组织ꎬ 壮大团员队伍ꎮ 全市共发展新团员 ４０００ 名ꎬ 团员总数达

到 １ ２ 万多人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ꎬ 开展社区团组织建设工作ꎬ 加强非公有制经济、 农村团组织建设ꎬ

制定 «关于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组建团组织的实施办法»ꎮ 建立私营企业团组织ꎬ 先

后建立宝塔区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和王家坪联营公司 ２ 个团支部ꎻ 建立全市第一家村级团

委———桥沟镇尹家沟村团委ꎮ 同时ꎬ 在尹家沟市场建立流动团支部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ꎬ 区

委成立 “党建带团建” 工作领导小组ꎬ 把团的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规划之中ꎬ 规范

“党建带团建” 工作机制ꎬ 形成 “五带一优化” 的局面ꎬ 构建党团 “同规划、 同推进、
同考核” 的工作格局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 采取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派遣团建 “联络员” “指导员” 方式ꎬ 加

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建工作ꎬ 全区 ５ 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立团组织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建立基层团组织建设长效机制ꎬ 以落实 «县乡村基层团组织规范化

建设指导意见» 为核心ꎬ 推行乡镇团委 «委员 “三一” 轮值书记制» «委员包片联村

制» «委员联系青年制» 和 «考核激励机制» 等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共有青年 ８ ５ 万人ꎬ 团员 １ ３ 万人ꎬ 少先队员 ３ ８ 万人ꎮ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年部分年份宝塔区共青团组织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１－２－１

年份
青年总数

(人)
团员人数

(人)
基层团委数

(个)
团总支和团支部数

(个)

１９９３ ８１５７０ ９８８５ ５２ ７２６

１９９５ ８２４３１ １０６３９ ５２ ７３１

２００３ ８５２１０ １３５４２ ５３ ７５２

２００７ ８８５３５ １６５８６ ５２ ７７６

２０１０ ８５３５９ １３０００ ５１ ８５２

５７６

第二十一编　 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

第四节　 主要活动

１９９１ 年ꎬ 开展学雷锋、 学赖宁 “双学” 活动ꎮ ３ 月ꎬ 组织大型活动 ５ 次ꎬ 出动宣传

车 １７ 辆ꎬ 设立宣传点 ５７８ 个ꎬ 参加青年团员 １１ ６ 万人次ꎻ 组建送温暖小组 ４１６ 个ꎬ 为

孤寡病残老人、 老红军做好事 ３ ８ 万件次ꎮ 实施西延铁路延安段青年绿化工程ꎬ 组织动

员 ６００ 多名团员ꎬ 在燕沟栽植油松、 火炬树 ２６００ 余株ꎻ 与市林业局合作育苗 ２７００ 亩ꎮ
１２ 月ꎬ 团市委与解放大厦联合举办青工技能比赛ꎬ １５０ 多人参加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ꎬ 团市委与市林业局、 柳林乡政府联合组织动员西延铁路沿线的厂

矿、 企事业单位和乡村青年团员ꎬ 参与铁路沿线绿化工程ꎬ 植树 １ ３ 万亩ꎬ 育苗 ４０００
亩ꎮ 营造 “青年林” １ ２ 万亩ꎬ 农村少先队员采集树种 ２ ５ 余吨ꎮ 与市建设局团委联合

举办 “青工技术比武” 活动ꎬ ７０ 多名青工参加比赛ꎮ 在金融系统开展 “金融系统青工

技术比武” 活动ꎬ ２０ 多名青工参加比赛ꎮ 在农村青年中以培养 “青年星火带头人” 为

重点ꎬ 培养科技示范户 ４７ 户ꎬ 有 ７０００ 多名青年依靠科技走上致富道路ꎮ 组织动员团员

青年和少先队员ꎬ 开展 “学雷锋、 学赖宁、 树新风” 活动ꎬ 利用图片、 板报、 墙报等形

式ꎬ 宣传雷锋、 赖宁事迹ꎮ 组织青年上街打扫卫生、 修理电器、 提供咨询等便民活动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３ 日ꎬ 市委、 市政府在市礼堂举行动员大会ꎬ 为 ２０ 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

旗ꎮ 开展以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为宗旨ꎬ 以 “做好事ꎬ 办实事ꎬ 改陋习” 为主

题ꎬ 以 “便民、 利民” 为目的的志愿者活动ꎮ 组建各种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组) ２２７
个ꎬ 参加人数 ２４ 万人次ꎬ 组织活动 ２２ 次ꎬ 做好事累计 ７０ 多万件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在农村团组织中开展 “致富奔小康” “青年星火带头人” 活动ꎬ 通过传、
帮、 带形式ꎬ 帮助农村青年脱贫致富ꎮ 在青工系统以 “培养跨世纪合格人才” 为重点ꎬ
开展争做文明岗位 (号) 活动ꎮ 南泥湾钻采公司副总经理董义龙荣获 “中国杰出 (优
秀) 青年科技创业奖”ꎮ 贯彻落实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ꎬ 开展 “青年文明号” “青
年文明社区” 创建活动和青年志愿者行动ꎮ 制定 «宝塔区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ꎬ 规范

“青年文明号” 的申报、 评选、 考核、 管理、 监督等工作ꎬ 建立健全青年志愿者服务

网络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ꎬ 团区委响应团中央等八部委发出的 “保护母亲河行动” 的号召ꎬ 带

领全区团员青年紧紧围绕山川秀美建设这一主题ꎬ 开展保护母亲河行动和植绿护绿活

动ꎮ ５ 年共计完成作业小班 １６１ 个ꎬ 造林 ２１０９４ ５ 亩ꎬ 完成造林任务的 １０５％ꎮ 在农村青

年中开展 “青年星火带头人” 创建活动ꎬ 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 １０ 次ꎮ 组织万花山、 枣

园 ３０ 名青年农民到洛川谷咀参观ꎬ 学习家庭旅游开发ꎮ 培养省级青年科技星火带头人 ２
名、 区级青年科技星火带头人 ４３０ 名ꎬ 培养农村青年科技大户 １３ 户ꎬ 姚店镇农民陈奋民

荣获 “市级青年星火带头人” 称号ꎮ 开展青工创新创业、 岗位能手竞赛、 青工联谊等活

动ꎬ 培训青工 ２００ 名ꎬ 培训外来务工青年 ２００ 名ꎮ 实施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ꎬ 举办

培训班 １０ 次ꎬ 培训农民 １２００ 余人次ꎮ 开展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ꎬ 创建国家级青年文明

号 １ 个ꎬ 省级 １ 个ꎬ 市级 ４ 个ꎬ 区级 １８ 个ꎮ 开展青年文明社区创建工作ꎬ 以马家湾社区

为试点ꎬ 在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２０ 个社区中开展争创 “青年文明社区” 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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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 修改制定 «宝塔区青年文明号管理办法»ꎬ 对 “青年文明号” 创建

工作实行动态化管理ꎮ 组织省、 市、 区三级青年文明号单位青年 １０００ 余名ꎬ 举行纪念青

年文明号创建 １０ 周年暨信用公约宣誓签字活动ꎮ 在纪念五四运动 ８５ 周年之际ꎬ 为延安

百货大楼文体专柜等 １０ 个国有制单位、 集体进行授牌ꎬ 并首次对 ５ 个非公有制企业文明

集体进行授牌ꎮ 与区教育局联合举办 “继承光荣传统ꎬ 弘扬延安精神” 讲革命故事比

赛ꎮ 组织千余名优秀团员ꎬ 在枣园 «为人民服务» 讲话台前ꎬ 举行重温入团誓词宣誓活

动ꎮ 开展 “同饮延河水ꎬ 共护母亲河” 护绿活动ꎬ 组织千余名青少年在杨家岭、 枣园等

地植树造林ꎮ 组织广大青年投身山川秀美工程建设ꎬ 加大青化砭新庄科流域治理区建

设ꎮ 建成南泥湾青年活动中心ꎮ 开展 “践行公民道德ꎬ 共铸诚信延安” 为主题的学雷锋

社会实践活动ꎬ 以及 “学毛岸英ꎬ 走延安路ꎬ 做延安人ꎬ 铸延安魂” 主题活动ꎮ 开展

“参与禁毒斗争ꎬ 构建和谐社会” 为主题的禁毒知识宣传进校园活动ꎬ 在百圣商厦广场

举行 “宝塔区禁毒志愿者大队成立暨授旗仪式”ꎮ 制定印发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中ꎬ 加强团员意识教育的实施意见»ꎬ 在基层团委中开展 “八个一” 活动ꎬ 即:
开展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及党史团史知识讲座活动ꎬ 开展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活动ꎬ 开

展一次 “我是后备军ꎬ 党在我心中” 大讨论活动ꎬ 开展一次关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活动ꎬ 开展一次团员民主评议活动ꎬ 开展一次扶贫济困活动ꎬ 开展一次团干部作风整顿

活动ꎬ 开展一名团干部联系一个团建示范点活动ꎮ 开展 “青年岗位能手” 评选活动ꎬ 表

彰 １１ 名区级青年岗位能手ꎮ 围绕 “与祖国共奋进ꎬ 与宝塔同发展” 主题ꎬ 组织开展新

农村建设 “三下乡” 服务、 “红色记忆驻校园” 等活动ꎬ 命名挂牌蟠龙战役烈士陵园、
冯庄团支部旧址等 ５ 个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ꎮ 在青年文明号创建中ꎬ 严格青年文明

号申报、 考核程序ꎬ 开展 “信用建设示范” 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ꎬ 大力推行 “青年文明

号信用公约” 承诺制ꎬ 构建社会信用示范体系ꎮ 全区共建成省级 “青年文明号” １ 个ꎬ
市级 １４ 个ꎬ 区级 ５０ 个ꎮ 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ꎬ 规范志愿者队伍、 项目和机制建设ꎬ 全

区组建各类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１６ 支ꎬ 注册青年志愿者 ２３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组织各类培训班 ４０ 次ꎬ 培训农村青年 ２５００ 人次ꎬ 培养 ５ 类新型青

年农民 ３０ 人ꎮ 开展 “助飞农村青年创业ꎬ 发放小额贷款” 活动ꎬ 首批为 ２０ 名青年发放

贷款 ６０ 余万元ꎮ 开展就业创业青年培训活动ꎬ 落实培训资金 ２９ 万元ꎬ 培训 １７０ 人次ꎮ
组织青年参与 “我为延安种棵树” 活动ꎮ 加强团组织信息交流ꎬ 建立团委书记、 委员联

系网ꎬ 创建 «宝塔团讯» 期刊ꎮ 在冯庄村投资 ６０ 万元ꎬ 兴建 “宝塔青年纪念林” “解放

军纪念林” ２０００ 余亩ꎮ

第五节　 希望工程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开始实施希望工程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成立延安市希望工程领导小组及其

办公室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开展 “１ (家) ＋１” 救助活动ꎬ 救助学生 １７６ 人ꎮ 至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

共收到捐款 ９００ 多万元ꎬ 修建希望小学 ６０ 所ꎬ １ ５ 万名小学生搬进宽敞明亮的教室ꎬ 救

助贫困失学儿童 ７００ 多名ꎮ 中直机关领导捐资修建的 “延安希望小学” 可容纳学生 ６００
余名ꎮ 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夫人朱琳致信延安希望小学并捐款 １０００ 元ꎮ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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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延安希望小学的同学ꎬ 对全体同学寄予殷切的期望ꎮ 国家七部委捐赠电视机 １０ 台、
录像机 ５０ 台和价值 １０ 万元的爱国主义视听读物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落实希望工程资金 ３７０ 万元ꎬ 扩、 新建希望学校 ２０ 所ꎬ 落实救助对象 １６５
名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修建希望小学 １８ 所ꎬ 落实 “１＋１” 救助贫困儿童 ５４０ 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２００ 名

贫困儿童得到 “１＋１” 资助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发放救助金 ９ 万元ꎬ 救助贫困儿童 ９００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院为李渠镇沟门银燕希望小学捐资 １０ ３ 万元和 １５０

套课桌、 ３０００ 册图书、 ２１ 台计算机等学习用品ꎮ 北京金融时报社向河庄坪金时希望小

学捐资 ６ 万元ꎬ 用于教学设施ꎮ 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向李渠镇周家湾村捐资 ５０ 万元ꎬ
新建希望小学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中央红办、 明日之星教育集团、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延百集团、 浙

江余姚市爱心人士等单位和个人ꎬ 援助资金 １００ 多万元ꎬ 扶持家庭困难大学生、 农村留

守儿童等完成学业ꎮ

第六节　 青少年工作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ꎬ 开展 “像赖宁那样心中有祖国ꎬ 心中有他人” 主题教育活动和 “沿
着党的足迹走ꎬ 誓做革命接班人———红领巾传递” 活动ꎮ “红领巾传递” 活动主要围绕

“七个一” 展开ꎬ 即: 组织少年儿童开展学一段革命历史ꎬ 访一位老党员ꎬ 参观一处革

命旧址ꎬ 做一次社会调查ꎬ 送一次温暖给贫困小朋友ꎬ 写一篇歌颂党的文章ꎬ 献一份好

成绩ꎮ 在杨家岭举行 “红领巾在延安” 主题队会ꎮ 在宝塔山举行 “延安市红领巾传递”
交接仪式ꎬ “红领巾传递” 活动在延安历时 ７ 天ꎬ １ ４ 万人次参加ꎮ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

延安儿童题词 “好好学习ꎬ 做党的好孩子”ꎮ 团延安市委被全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授予

“红领巾传递活动优秀组织集体” 称号ꎮ 配合 «少年月刊» 杂志社ꎬ 在全市中小学生中

开展 “即兴作文” 比赛活动ꎬ ６０００ 多名学生参赛ꎬ 有 ４７ 篇作文获奖ꎬ 部分作品在 «少
年月刊» 杂志上刊登ꎮ 在全市中小学中开展 “露一手” 活动ꎬ ７ 名小能手被选拔参加省

级比赛ꎬ 市职业中学 ４ 名同学经过选拔参加团省委举行的 “金质奖” 劳动技能竞赛资

格ꎮ 在团省委举办的 “我身边的故事” 作文竞赛活动中ꎬ 有 １６ 篇作文获奖ꎮ 全国少儿

活动中心举办的 “我爱你” 配乐诗朗诵竞赛活动ꎬ 获创作奖 ２ 个、 二等奖 ２ 名、 三等奖

７ 名ꎮ 在 “手拉手” 活动中ꎬ 帮助全市 ２７ 所中小学与外地 ９０ 所中小学建立 “手拉手”
关系ꎬ 团市委向农村小学捐书 ８００ 多册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ꎬ 在青少年中开展 “十佳青年” “十佳少年” 评选活动、 雏鹰争章达

标、 “新世纪我能行” 社会实践、 少儿书法绘画大赛、 青年歌手大赛、 夏令营等活动ꎮ
全区评选出 “十佳青年” “十佳少年” ４０ 名ꎮ 有 ５３ 名青少年荣获省市 “十佳青年” “十
佳少年” “青年创业先锋”、 优秀团干、 团员、 辅导员等荣誉称号ꎮ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的学习宣传ꎬ 贯彻省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意见»ꎮ 结合 “三五” “四五” 普法工作ꎬ 开展争

创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法制讲座、 法制报告、 法制宣传等活动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 “手拉手” “红领巾———革除陋习从我做起” “我为圣地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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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等实践活动ꎬ 以及 “民族精神代代传” “我与祖国共奋进、 我与宝塔同发展”、 圣

地红领巾 “丰碑在我心中” 等主题教育活动ꎮ 开展 “十佳青年” “十佳少年” “优秀团

干” “优秀团员” 等评选活动ꎬ 恢复冯庄团支部旧址ꎬ 建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１０
个ꎮ 开展 “青少年维权岗” 创建活动和 “青少年远离毒品” 行动ꎬ 以法制报告会、 青少

年模拟法庭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ꎮ 举办少儿书法大赛ꎬ 收到作品 ３００ 余幅ꎬ 评出优秀作

品 ５０ 余幅ꎮ 开展争当 “四好少年” 活动ꎬ 发放宣传画 ２０００ 余份ꎮ

第三章　 妇女联合会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改为宝塔区ꎬ 延安市妇联随之改称宝塔区妇女联合会ꎬ 区妇

联内设办公室、 农村组、 城市组ꎬ 编制 ８ 人ꎬ 实有 ８ 人ꎮ 下辖 ３ 个办事处和 ２４ 个乡

(镇) 妇联组织及 ５９１ 个村妇代会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成立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ꎬ 副科

级建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由副科级建制升格为正科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妇联内设办公室、 组织宣传部、 城乡工作部、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部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下辖 １１ 个镇、 ９ 个乡、 ３ 个街道办事处妇联ꎬ １９ 个机关妇委会ꎬ １３８ 个工会女职工委员

会ꎬ ２１ 个社区妇联ꎬ ６１１ 个村妇代会ꎬ ８ 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妇委会ꎮ

第二节　 妇女代表大会

一、 延安市第十六次妇女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 ８~１０ 日召开ꎮ 会议选举产生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ꎬ 主席 １ 人ꎬ 副主席

３ 人ꎮ
二、 延安市第十七次妇女代表大会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８~１０ 日召开ꎮ 会议选举产生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ꎬ 妇联主席 １ 人ꎬ 副

主席 ５ 人ꎮ
三、 宝塔区第十八次妇女代表大会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ꎮ 出席大会代表 １０９ 人ꎬ 实到 １０６ 人ꎮ 特邀代表 ２７ 人ꎬ 列席

代表 ２３ 人ꎮ 李芬兰主席代表区妇联第十七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 «抢抓机遇ꎬ 迎接挑

战ꎬ 努力开创宝塔区跨世纪妇女运动新局面» 的工作报告ꎮ 选举产生第十八届执行委员

１５ 人ꎬ 主席 １ 人ꎬ 副主席 ２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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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宝塔区第十九次妇女代表大会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ꎮ 应出席大会代表 １２９ 人ꎬ 实到 １２９ 人ꎮ 特邀代表 ３５ 人ꎬ 列

席代表 １３ 人ꎮ 刘桂梅主席代表区妇联第十八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 «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团结动员广大妇女ꎬ 为全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大会选举主席

１ 人ꎬ 副主席 ２ 人ꎮ
五、 宝塔区第二十次妇女代表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召开ꎮ 应出席大会代表 １３５ 人ꎬ 实到 １２５ 人ꎮ 特邀代表 ２７ 人ꎬ 列

席代表 ２３ 人ꎮ 大会常务主席、 区妇联主席郭晏代表宝塔区妇女联合会第十九届执行委

员会作题为 «坚持科学发展ꎬ 勇于开拓创新ꎬ 团结动员广大妇女为宝塔区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ꎮ 大会选举第二十届执行委员 ２５ 人ꎬ 主席 １ 人ꎬ 副主席

２ 人ꎮ

第三节　 妇女专项活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在农村开展争创 “五好家庭” 活动ꎬ 评选 “五好家庭” ２９３８６ 户ꎬ
双文明户 １２２８４ 户ꎮ 举办烤烟、 养猪、 果树栽培等各类技术培训班累计 １６７１ 期ꎬ 培训妇

女 ２５９７６ 人次ꎻ 发展科技示范户 １５３１ 户ꎬ 培养妇女技术员 ２９２ 名ꎬ 发展庭院经济示范户

４７１ 户ꎮ 将扶贫工作寓于 “双学双比” 活动之中ꎬ 全市各级部门联包扶贫户 ４６５ 户ꎬ 落

实扶贫资金 ５９ ４ 万元ꎮ 在科技、 卫生、 商业等行业开展 “巾帼明星” 赛活动ꎬ 涌现出

马维、 乔素云、 王翠花、 范明等一批先进妇女ꎮ 在女职工中开展 “巾帼建功” 活动ꎬ 全

市 ５０００ 余名妇女参加ꎮ 在绿色长廊建设中ꎬ 妇女投工 ２９ ３ 万个ꎬ 绿化面积 １６６６ ５ 公

顷ꎬ 新修农田 ９５３８ 亩ꎮ 开展 “三八” 绿色工程ꎬ 全市 ２１０００ 名妇女参加ꎮ 涌现 “三八

红旗手” ３３ 名ꎮ 组织 １０００ 名娘子军ꎬ 开展争夺 “水利振兴杯” 竞赛活动ꎬ 农村妇女整

治荒山荒坡 ８１５８０ 亩ꎮ 在 “双学双比” 和 “巾帼建功” 活动中ꎬ 涌现致富女标兵 １２ 名ꎬ
致富女能手 ２９ 名ꎬ “巾帼建功” 标兵 １０ 名ꎮ 开展 “四个一” (献一份爱心ꎬ 送一份温

暖ꎬ 捐一件衣物ꎬ 做一件好事)、 百名好婆媳竞赛活动、 创建 “五好家庭” “美好家庭”
活动ꎮ 评出地级 “双文明户” ８ 户ꎬ “五好家庭户” ５ 户ꎬ 市级 “美好家庭” ２８ 户ꎬ “五
好家庭” ２９ 户ꎮ 开展 “水利振兴杯” 竞赛活动ꎬ 组织万名娘子军投入基本农田建设ꎮ
全市完成农田面积 ３ ５ 万亩ꎬ 完成土石方 １５９９ ２ 万立方米ꎬ 投劳 １０４ ７ 万个工 (日)ꎬ
其中妇女投劳占 ３５％ꎮ 在农村青壮年妇女中开展 “学文化ꎬ 迎四大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

会)、 扫文盲、 奔小康” 活动ꎬ 全市 ２４５０ 名青壮年妇女脱离低文盲线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开展妇女技能培训ꎬ 举办各类培训班 ７３９ 期ꎬ 培训妇女 ２６９５２ 人次ꎬ

培养女科技示范户 １３４ 户ꎬ 女农民技术员 １２８ 名ꎮ 组织万名娘子军参加 “水利振兴杯”
竞赛活动ꎬ 全市完成流域面积 １９ １ 平方千米ꎬ 总投劳 ４５ ２ 万个工日ꎬ 其中妇女投劳

２０ ３ 万个工 (日)ꎬ 占总投劳的 ４５％ꎮ 在流域治理中ꎬ 先后组织 １０ ２ 万名女劳力ꎬ 营造

“三八” 林 ４ ５ 万亩ꎮ 在李渠镇刘家沟举行 “环保妈妈———建设 ２１ 世纪绿色家园” 启动

仪式ꎬ 省政府副省长潘连生出席并为省妇联和宝塔区妇联共同营建百亩 “环保妈妈” 示

范林揭牌ꎮ 开展扶贫帮困活动ꎬ 通过抓点扶贫、 结对扶贫等形式ꎬ 帮助贫困户脱贫ꎮ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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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联组织包扶贫困户 ６４５ 户ꎬ 女能手同贫困户结对 ４００ 对ꎮ 在农村青壮年妇女中开展

“扫文盲、 奔小康、 学科技、 创高产” 和 “识字女状元” 竞赛活动ꎬ 创办扫盲夜校 ５７３
所ꎬ 农民技校 ５４１ 所ꎬ ５２００ 名妇女文盲脱离低文盲线ꎮ 对农村 ５８６ 个妇代会组织进行整

建ꎬ 调整妇代会主任 ４１０ 名ꎬ 成立妇委会、 女职工委员会 ５２ 个ꎬ 创办妇女活动室 ５６０
个ꎮ 枣园乡庙沟村妇代会、 万花山乡张坪村妇代会被省妇联命名为 “五好妇代会”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组织妇女投身 “山川秀美巾帼赛” “巾帼文明示范岗” “绿色家园

示范户” 等活动ꎬ 全区妇女营造 “三八” 林 ２ ７ 万亩ꎮ 举办各类农业种植、 养殖技术培

训班 ４９４ 期ꎬ 培训妇女 ３ ２ 万人次ꎬ 培养女农民技术员 １８０ 人ꎬ 涌现出 “巾帼示范岗”
１５ 户ꎬ “绿色家园示范岗” １７０ 户ꎮ 拓展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妇女工作ꎬ 建立社区

妇女组织 ２０ 个ꎬ 非公有制经济妇女组织 １ 个ꎮ 建立农村省级妇女学校 ４ 所ꎬ 市级妇女学

校 ８ 所ꎬ 区级妇女学校 １３ 所ꎮ 开展农村基层妇代会组织整建ꎬ 全区 ６１１ 个村妇代会ꎬ
一、 二类妇代会 ９０％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川口乡川口村陈改琴被全国妇联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

协调小组授予 “第五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荣誉称号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各级妇女组织利用妇女学校ꎬ 开展多门类多样化技术培训ꎬ 举办培

训班 １９６ 期ꎬ 妇女技能培训 ８５００ 余人次ꎬ 培训下岗失业妇女 ４８５ 人ꎬ 转移富裕女劳力

２０００ 人ꎮ 创建 “文明和谐家庭” １２ 户ꎬ “巾帼文明示范岗” ３ 个ꎮ 陈改琴获全国妇女

“双学双比” 活动女能手称号ꎮ 开展 “五好家庭示范点” 创建活动ꎬ 评出省级 “五好文

明家庭” ４ 户ꎬ 省级 “平安家庭” 创建活动示范单位 １ 个ꎬ 示范社区 １０ 个ꎬ 示范村 １０
个ꎬ 省级 “平安家庭” 创建活动示范户 ７０ 户ꎮ 开展以树行业新风为目标的 “巾帼建功”
“双学双比” 活动ꎬ 创评市 “双学双比” 先进集体 ２ 个ꎬ 市 “巾帼文明岗” １ 个ꎬ 市

“老区妇女创业致富能手” ３ 名ꎮ 吴彩玲获陕西省 “百年三八杰出女性” 荣誉称号ꎮ

第四节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宣传活动ꎬ 举办培训班 １２
期ꎬ 培训骨干 ６２５ 人次ꎬ 发放宣传图书资料 １３３０ 册ꎮ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ꎬ 全市女科级领

导干部占科级干部比例 ８％ꎮ 建立延安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ꎬ 为妇女开展法律咨询服务ꎬ
解救被拐卖妇女 ２ 名ꎮ 开展家庭教育活动ꎬ 建立家长学校 ７０ 所ꎬ 发放教材 ３０００ 册ꎮ 开

展妇女工作法律法规宣传ꎬ 散发宣传材料 ６ 万余份ꎬ 悬挂大幅标语 ２４ 幅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开展 “爱心献春蕾” 活动ꎬ 有 ４３７ 名失学或家庭生活困难儿童得到

资助ꎮ 开展 “年轻妈妈读书演讲” 活动ꎬ 育才小学在读书演讲活动中ꎬ 获得全国先进集

体奖ꎮ 在官庄乡、 下坪乡各创办女童班 １ 个ꎬ ８２ 名家庭生活困难儿童得到中国儿童基金

会资助ꎮ 成立宝塔区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投诉中心ꎮ 开展 “１４８” 妇女维权周活动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制定 «宝塔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妇女发展规划» «宝塔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儿童发展规划» 等ꎮ 开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等宣传活动ꎬ 发放宣

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ꎮ 开展 “医疗、 科技、 法律” 三下乡活动ꎬ 接诊妇科病、 常规病检查

３００ 余人ꎬ 发放健康、 婚育知识宣传资料 ３ ５ 万份ꎮ 实施 “双合格” 家庭育人工程ꎬ 创

建示范家长学校 ４１ 所ꎮ 刘桂梅被陕西省妇女联合会、 陕西省教育厅授予 “家庭教育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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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ꎬ 杨照丽被授予陕西省 “双合格” 家庭教育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ꎮ 举行 “不让毒品进我家、 预防艾滋病” 为主题的千名妇女签字活动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 余份ꎮ 实施 “春蕾计划” 和 “纠风工程”ꎬ 资助、 救助失学、 辍学儿童和贫困大学

生 ４４７ 名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宣传活动ꎬ 维护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ꎬ 发放妇女维权宣传单 ３２０００ 份ꎬ 反对家庭暴力、 防治艾滋病、 关爱女孩等方面资

料 ２３００ 册ꎮ 成立 “维权法庭” “家暴 １１０” 妇女维权机构ꎬ 开通法律咨询 “１２３４８” 热线ꎮ
开展 “为国教子ꎬ 以德育人” 为主题的 “双合格” 活动和 “百万家长教育工程” 活动ꎮ
文化沟社区被省文明办、 省妇联、 省教育厅授予 “陕西省优秀社区家长学校” 荣誉称号ꎬ
延安希望小学爱心家长学校被全国妇联授予 “全国流动人口子女、 农村留守儿童示范家长

学校” 荣誉称号ꎮ 开展以 “关注妇女、 打击艾滋”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２ 万

余份ꎮ 实施延安医疗扶贫 “新长征” 工程ꎬ 即宝塔区关爱妇女、 儿童健康普查项目ꎬ 先后

为 ２０００ 余名农村妇女做健康检查ꎬ 为城乡妇女进行乳腺癌检查 ７０００ 人次ꎬ 宫颈癌检查

１０００ 人次ꎮ 成立 “延安红雨伞妇女之家”ꎬ 为 ６ 名受害妇女儿童提供庇护ꎬ 为 ６３ 名儿童、
８４ 名孤儿、 １６９ 名残疾儿童提供法律援助ꎮ 区妇联张美玲获省级 “优秀红凤工程志愿者”
荣誉称号ꎬ 王巧芳被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暨平安家庭创建协调组、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授予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称号ꎬ 郭晏获陕西省 “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

人” 荣誉称号ꎬ 李梅获省级 “优秀巾帼志愿者” 荣誉称号ꎬ 宝塔区妇联被全国妇联、 国家

信访局授予 “全国妇联单位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ꎮ 实施 “春蕾计划”ꎬ 资助贫困失学

辍学儿童、 贫困大学生、 贫困妇女、 孤残儿童 ２４２ 人ꎮ

第四章　 其他社会团体

第一节　 工商联

一、 组织机构

延安市工商联于 １９８６ 年恢复成立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成立延安市商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商

会成立建筑建材分会、 木制品装潢分会、 水土产蔬菜分会、 资源开发分会和民营业分

会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商会宝塔分会、 南市分会、 凤凰分会和民间艺术分会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工商联编制 ７ 人ꎮ 全区共有工商会员 １５０ 人ꎮ

二、 参政议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工商联会员中的政协委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ꎬ 深入基层ꎬ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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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ꎬ 共形成提案 ２００ 多件ꎮ 其中ꎬ «关于退耕还林后加强林木管理的建议» «关于规范

管理旅游景点纪念品市场的建议» «关于自来水厂前 “新华中学” 移址的建议» «关于

打造兰花花文化品牌及相关产业的设想» «关于巩固退耕还林成果ꎬ 增加农民经济收入

的建议» 等提案得到市、 区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ꎮ 组织人员深入基层ꎬ 对 “三
农” 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工作开展调研ꎬ 形成 «关于宝塔区淤地坝建设情况的调

查» «关于农村基层班子建设情况的调查» «关于宝塔区小城镇建设情况的调查» 等调

研报告 ２０ 余篇ꎮ 开展对会员企业走访调查ꎬ 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寻

求解决办法及对策ꎬ 形成多篇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发展环境等方面的调研报告ꎮ 同

时ꎬ 参加区政协组织的农业产业建设、 城市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调研视察ꎻ
参与物价、 技术监督等行风调研ꎬ 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党组织建设的调研ꎮ 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ꎬ 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ꎮ
三、 服务社会

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ꎮ 多年来ꎬ 为会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２００ 余次ꎬ 代

理诉讼案件 ３０ 余起ꎬ 涉及工程事故纠纷、 商标侵权纠纷、 债务纠纷等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３００ 多万元ꎮ 维护商会会员合法权益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因租赁费问题ꎬ 使白坪国际家具城商户

停业罢市ꎬ 商会出面与双方进行协商ꎬ 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ꎮ 同年 ８ 月ꎬ 东关轻化市场

沿街盖楼ꎬ 与经营户发生纠纷ꎬ 经营户联合起来停业罢市ꎬ 商会与有关单位、 主管局和

个体商户代表反复协商ꎬ 召开座谈会ꎬ 解决纠纷ꎮ 组织会员参加各种贸易洽谈会ꎬ 学习

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组织会员参加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 “第三届中国

中小投资项目创业合作洽谈会”ꎮ 会上达成合作意向项目 １１ 个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组织会员

参加在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 “特许加盟暨创业项目 (西安) 展览会”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组织会员参加在延安宾馆举办的 “提高领导力———管好人和事的艺术” 的经济管理

知识讲座ꎮ 邀请国内知名企业管理专家为会员企业讲授 «如何让你的企业基业长青»
«营销管理» 等课程ꎮ 动员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人士投身于公益事业ꎮ ２００８ 年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ꎬ 会员企业慷慨解囊ꎬ 先后累计捐款 ２２４ 万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会员企业在

捐资助教、 扶贫帮困、 建桥修路、 支援农村产业建设等领域无偿捐资 ４５００ 多万元ꎮ 其

中ꎬ 用于建桥修路、 发展农业产业资金约 ６５０ 万元ꎬ 用于支教助学资金约 ２２５０ 万元ꎬ 用

于救灾、 助残、 治病救人、 扶贫帮困等慈善事业资金约 １６００ 万元ꎮ 捐资额比较大的企业

有: 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 延安腾格尔实业发展公司、 延安资协有限责任公司、 延

安龙飞建筑有限公司、 宝塔利民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圣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宝塔区圣

乐商贸有限公司、 延安合力农机公司、 延安笑林商贸有限公司、 延安融利工贸公司、 延

安慈善医院、 延安杨家岭石窑宾馆等ꎮ

第二节　 残疾人联合会

一、 残联组织

延安市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隶属于区民政局ꎬ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改称宝塔

区残疾人联合会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ꎬ 由区民政局划出ꎬ 归口区政府ꎬ 属区政府直属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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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改为群团组织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立 ２３ 个乡镇办事处残联、 ３１ 个社区残协组织

和 ５３６ 个村级残疾人协会ꎻ 建立 ５ 个专门协会ꎮ
二、 残联代表大会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残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１５ ~ １６ 日ꎬ 宝塔区残

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粮园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代表 ６０ 名ꎬ 大会选举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１
名ꎬ 副理事长 １ 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２９ 日ꎬ 宝塔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粮园

饭店召开ꎬ 出席大会代表 ６３ 名ꎬ 大会选举产生区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长 １ 名ꎬ 副理事长

２ 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 ２４ 日ꎬ 宝塔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窑洞宾馆召开ꎬ
出席大会代表 ９９ 名ꎬ 会议选举产生区残联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 １ 名、 副理事长 ２ 名ꎬ 选

举产生 ５ 个专门协会的主席、 副主席ꎮ
三、 主要工作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 ５０８７ 例ꎬ 肢体残疾人康复训练 ９０ 名ꎬ 肢体残

疾儿童康复训练 ３６ 名ꎬ 安装假肢 １５９ 件ꎬ 配用助视器 １４０ 名ꎻ 开展盲人定向行走训练

５４ 名ꎬ 为 ６３２ 名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ꎬ 矫形器装配 ６７ 名ꎬ 为 １２２ 名贫困聋儿配助听器ꎬ
盲人按摩培训 ８５ 名ꎮ 协同区教育局做好残疾儿童随班就读、 就近入学ꎬ 全区适龄残疾

儿童入学率 ８５％ꎬ 资助残疾大中专学生 ８５ 名ꎮ 协调民政部门将 ２６１０ 户贫困残疾人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ꎬ 扶持低收入人数 ７５１４ 人ꎬ 特困残疾人扶持人数 ４７０２ 户ꎬ 残疾人危房改

造 １７０ 户ꎮ 协调 ４９５ 名残疾职工参加社会保险ꎬ ３３２０ 名残疾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ꎬ ９６７０ 名农村残疾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ꎬ ３０８０ 名农村残疾人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ꎮ 依托乡镇、 办事处对 ２２１２ 名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残疾人优先扶持ꎬ 累计投入救

济资金 ５６ 万元ꎻ 慰问救济残疾人 ２８６９ 户、 １００４２ 名ꎮ 帮助农村残疾人发展养殖业、 种

植业ꎬ 实现脱贫解困ꎮ 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残疾人实现劳动就业ꎮ 安排残疾人就业 ３０３
名ꎬ 培训城镇残疾人 １４６５ 名ꎬ 培训农村残疾人 １７１６ 名ꎮ ２００６ 年宝塔区委残联被省残联

评为 “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区”ꎮ ２００９ 年宝塔区残联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 “两刊”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ꎮ 组织残疾人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ꎬ 参加各类体育运动比赛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举重运动员李强获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全国特奥会优秀运动员称

号ꎮ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ꎬ 共办理第二代残疾人证 ５４４５ 个ꎬ 其中视力残疾 ４１６ 个、 听力残

疾 ２４５ 个、 言语残疾 ４６ 个、 肢体残疾 ３２７７ 个、 智力残疾 ３８５ 个、 精神残疾 ５７５ 个、 多

重残疾 ５０１ 个ꎮ

第三节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一、 机构设置

延安市关工委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编制ꎬ 成立之初隶属于市委办公

室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机构改革后并入团市委ꎬ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撤地设市后改称宝塔区关工

委ꎬ 隶属于团区委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区关工委隶属于区老龄委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区关工委办

公室单设ꎬ 科级建制ꎬ 隶属于区委办公室ꎬ 事业编制 ３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关工委有成员单

位 ２４ 个ꎬ 专职工作人员 ２ 名ꎻ ２３ 个乡镇办事处、 ２０ 个社区和行政村、 学校及部分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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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成立基层关工组织 ７７３ 个ꎬ 兼职工作人员及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五老” (老
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 ２５３１ 人ꎮ

二、 主要工作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年ꎬ 制定印发 «宝塔区关工委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ꎬ 并提出 “教育

在校的ꎬ 资助失学的ꎬ 挽救失足的ꎬ 关心残疾的” 工作思路ꎮ 在中小学校开展 “百人千

场” 延安精神教育活动和 “规范道德ꎬ 遵纪守法” 知识竞赛活动ꎬ 建立警示教育基地ꎮ
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ꎮ 在柳林吴家枣园毛岸英拜师务农旧址ꎬ 举行 “学
毛岸英ꎬ 走延安路ꎬ 做延安人ꎬ 铸延安魂” 主题教育活动ꎻ 在延安大礼堂举行 “关爱成

长行动” 党史与民族精神教育活动启动仪式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在中小学校开展 “弘扬延安精神ꎬ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 “八荣八

耻” ) 教育活动、 “民族的精神ꎬ 光辉的榜样” 巡回展、 “现身说法ꎬ 远离毒品” 警示

教育、 “关爱明天ꎬ 普法先行” 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等ꎬ 建立宝塔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育基地ꎮ 编写 «如何教育子女» 一书ꎬ 发行 ６ 万余册ꎮ 利用警示教育基地ꎬ 开展现身说

法、 以人说法活动ꎬ 举办青少年模拟法庭刑事审判活动ꎬ 教育青少年树立法治意识ꎮ 全

区 “五老” 队伍扩大到 １２２３ 名ꎬ 他们常年奔走在校园内外ꎬ 为青少年办实事好事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区关工委被评为全省关工工作先进集体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关工委被省关工委、 省

妇联评为全省 “双合格” 家庭教育先进集体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关工委被评为全省关工工作基

层组织建设先进集体和全省 “关爱成长行动” 先进集体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成立宝塔区关心

爱护下一代工作团ꎬ 向弱势青少年发放各类资助金 ３０ 多万元ꎬ 并对 ２００ 余名贫困中小学

生进行资助ꎮ 区关工委原常务副主任康永强被中央关工委、 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关工委被评为全省 “引导青少年读好书” 先进单位、
全省 “青少年维权岗” 先进集体、 全省第六届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先进集体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关工委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全省 “引导青少年读好书” 先进集体、
全省第七届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先进集体ꎬ 宝塔办事处被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集体ꎬ 王家坪社区被评为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社区ꎮ

第四节　 老区建设促进会

一、 机构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宝塔区老区建设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一次全体理事会ꎮ
出席大会 １５０ 人ꎬ 会议选举和聘请名誉会长、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 常务理事、 理

事ꎮ 名誉会长韩烨、 冯毅、 康永强、 马林ꎻ 会长周福元ꎻ 常务理事 １１ 人ꎬ 理事 ６１ 人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９ 日ꎬ 召开第二届理事会ꎮ 会议选举产生宝塔区老区建设促进会第二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ꎮ 名誉会长高春义、 张永祥、 杨东平、 康永强ꎻ 会

长朱万有ꎻ 常务理事 １１ 人ꎬ 理事 ５７ 人ꎮ
二、 主要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ꎬ 区老促会协助市委宣传部、 市老促会和延安电视台策划完成 «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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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忘记———来自延安重点革命老区村的报道» 电视专题片的拍摄ꎬ 并制成光碟ꎬ 广泛

发放ꎬ 宣传老区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成立宝塔区老区宣传工作领导小组ꎬ 加强老区宣传工作ꎮ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ꎬ 撰写调研报告 ２８ 篇ꎮ 区委、 区政府采纳 ９ 篇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老促会就

重点革命老区村的经济发展现状ꎬ 深入村庄ꎬ 了解制约发展的原因ꎬ 探讨今后发展的思

路ꎬ 形成调研报告 ２ 篇ꎬ 即 «昂首阔步奔小康———来自重点革命老区村杨家岭的调查报

告» 和 «寻找差距谋求发展———关于重点革命老区村金盆湾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ꎬ 并

分别在 «中国老区建设» «新农村建设» «延安老区建设» 等国家、 省、 市行业核心期

刊上登载ꎮ 其中ꎬ «寻找差距谋求发展———关于重点革命老区村金盆湾经济发展情况的

调查» 的报告ꎬ 荣获延安市老促会 “２０１０ 年优秀调研报告” 奖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老促会组织

人员先后 ４ 次赴河南西峡、 泌阳ꎬ 陕西合阳考察香菇生产项目ꎬ 引进并在枣园村试种成

功ꎮ ２００１ 年ꎬ 香菇种植 ２３ 万袋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 １１ 个 (镇) ７１ 户村民种植蘑菇香菇 ８０
万袋ꎬ 纯收入 ２３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香菇种植稳定在 ５ 万袋左右ꎬ 蘑菇种植 ８５ 万袋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食用菌生产实现新突破ꎬ 全区 １５ 个乡 (镇)、 ４５ 个村、 ９５ 户农民种植食用菌

１１０ 万袋ꎬ 其中蘑菇 １００ 万袋ꎬ 香菇 ７ 万袋ꎬ 其他菌种 ３ 万袋ꎬ 年产值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ꎬ
纯收入 ８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食用菌稳定在 １００ 万袋ꎬ 总计纯收入 １３００ 多万元ꎮ

三、 联谊协作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老促会通过查档案、 走访知情人、 寄发信函等形式ꎬ
搜集整理出 ５４４５ 名知青花名单和 １１０１ 名知青通讯录ꎬ 并印制成册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ꎬ
先后两次在北京延安文化艺术中心组织举办北京知青联谊会ꎬ ４００ 多名知青参加会议ꎮ
老促会配合区外办接待回宝塔区看望的北京知青 ６００ 多名ꎬ 接受北京知青援助宝塔区资

金、 赠物等ꎬ 折合人民币约 １２００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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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塔区是延安市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中心ꎬ 也是历代郡、 州、 府、 地区所在

地ꎮ 在此曾发生过汉与匈奴高奴之战、 大夏与后秦定阳之战、 唐与梁延州之战、 北宋与

西夏延州之战等著名战役ꎮ 秦蒙恬、 汉李广、 宋范仲淹、 沈括、 名将韩琦、 种世衡、 狄

青、 杨文广等均驻军于此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在这里生活战斗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宝塔区人民继承 “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的延安精神ꎬ 医

治战争创伤ꎬ 加快经济建设和脱贫致富步伐ꎮ 继续保持和发扬拥军优属革命传统ꎬ 关心

国防建设ꎬ 大力支持人民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ꎬ 延安市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６
年ꎬ 宝塔区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被民政部、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 “双
拥” 模范城ꎮ 其间ꎬ １９９６ 年延安革命纪念地 (纪念馆、 枣园、 王家坪、 杨家岭、 凤凰

山、 清凉山、 四八烈士陵园等) 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共输送兵员 ４５５２ 人ꎬ 其中女兵 ２２ 人、 士官 ２５ 人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国务院、 中央军委确定延安为 “人民防空” 三类重点城市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城区

人均占有工事面积远超全国平均水平ꎮ 延安市被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授予 “全国人民防

空工作先进城市” 称号ꎮ

第一章　 军事组织

第一节　 地方军事机关

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武装部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建制ꎬ 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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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部ꎬ 由原正团级建制改为副县级单位ꎮ 改制前其军事业务、 人员

配备和供给关系均由军队系统负责ꎬ 受延安军分区领导ꎻ 归地方建制后ꎬ 关系隶属于延

安市委ꎮ 机关内设军事科、 政工科和办公室ꎬ 科室为正科级ꎮ 机关编制 ２３ 人ꎬ 其中干

部 １５ 人ꎬ 职工 ８ 人ꎮ 部长姜富海ꎬ 政委郝忠生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ꎬ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部ꎬ

正团级ꎮ 隶属于延安地区军分区ꎬ 实行军队和地方双重领导ꎮ 机关内设军事科、 政工

科、 后勤科 ３ 个正营级科室ꎮ 部长张世祥ꎬ 政委张晓峰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撤地设市后ꎬ 原延安地区改设为延安市ꎬ 原延安市改设为宝塔

区ꎮ 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市人民武装部随之改称为宝塔区人民武装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武装部有干部职工 ２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武装部仍设军事科、 政工科、 后勤科 ３ 个科室ꎬ 部长陈占波ꎬ 政

委范卫东ꎬ 有干部职工 １８ 人ꎮ
二、 基层人民武装部

１９８０ 年ꎬ 延安市 １８ 个人民公社开始设立人民武装部ꎬ 副科级建制ꎬ 配备部长或副

部长 １ 人、 干事 １ 人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 农村人民公社改为乡 (镇) 政府ꎬ 城市人民公社改

为办事处ꎬ 各人民公社武装部随之改称为乡 (镇) 人民武装部ꎬ 同时相继有 １８ 个厂矿

设武装部或配备专职武装干部ꎮ 至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 ２４ 个乡 (镇) 和 ３ 个街道办事处ꎬ
均设有基层武装部ꎬ 部长由乡镇党委书记兼任ꎬ 并设副部长、 干事各 １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军分区批复同意延安供电局、 延安建工机械安装公司、 延安机械厂成

立人民武装部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武装部对基层人民武装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进行

调整ꎬ 全区共设立乡镇基层武装部 ２４ 个ꎬ 编制专职武装干部 ３４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有专

职武装干部 ８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共有 ２３ 个乡镇基层武装部和延安卷烟厂、 延安石油机械厂、 延

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延安大学、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５ 家企事业武装部ꎮ

第二节　 驻地军事机构

一、 延安军分区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ꎬ 以第 ３５９ 旅机关为基础ꎬ 在延安东关成立了延属军分区ꎮ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３５９ 旅南下湘粤边ꎬ 延属分区被撤销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ꎬ 以延安卫戍司令部为基础ꎬ
成立延安军分区兼延安卫戍司令部ꎮ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ꎬ 延属军分区被撤销ꎮ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ꎬ 组

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第一军分区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陕甘宁第一军分区改称延安军分区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 延安军分区被撤销ꎮ 延属军分区 (延安军分区) 先后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司令部、 中共延安地委、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和西北军区ꎮ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 ５ 日ꎬ 延安军分区再次成立ꎬ 隶属于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ꎬ 驻北关

街ꎮ 第一任司令员马万里ꎬ 中共延安地委书记黑志德兼政委ꎮ 分区设司令部、 政治处、
供给科ꎮ 编独立第 １、 ２ 营 (７ 个连)ꎻ 代管军法处、 直属医院、 宣传队、 教导队、 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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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和军械库ꎬ 下辖延安、 吴旗、 志丹、 安塞、 延长、 甘泉、 鄜县 (今富县)、 宜君、 宜

川、 洛川、 黄陵、 黄龙 １２ 个县武装科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子长县、 延川县兵役局划归延安军分

区ꎬ 时辖 １４ 个县兵役局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ꎬ 宜君县人民武装部移交铜川市人民武装部ꎮ 时年ꎬ 延安军分区下辖

延安、 吴旗、 志丹、 安塞、 黄陵、 黄龙等 １３ 个县 (市) 人民武装部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仍辖

宝塔区等 １３ 个县 (区) 人民武装部ꎮ 军分区司令员周克力ꎬ 政委安得里ꎮ
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一)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支队

简称武警延安市支队ꎮ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ꎬ 将武装民警、 边防、 消防 ３ 个警种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内卫执勤部队统一组建成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ꎬ 延安地区公安处民警科被撤销ꎬ
接收由延安军分区独立营改编的 ８４６６２ 部队第 ７６７７ 分队ꎬ 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

地区支队ꎬ 支队机关驻延安南关ꎮ 受武警陕西省总队和延安地区公安处双重领导ꎮ 下设司

令部、 政治处、 后勤处、 消防处ꎮ 辖直属大队 (原军分区独立营) 一、 二中队ꎬ 直属中队

和各县 (市) 中队ꎮ 主要任务是武装看押、 执勤及本区域的内部保卫等ꎮ 首任支队长呼延

振帮ꎬ 政委由延安地区公安处处长郝永富兼任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撤地设市ꎬ 武警延安地

区支队更名为武警延安市支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支队长曹林安ꎬ 政委马建民ꎮ
(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宝塔区中队

简称武警延安市宝塔区中队ꎮ 前身为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延安县警卫队ꎮ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ꎬ 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中队ꎬ 属公安机关和武警支队双重领导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更名为武警延安市宝塔区中队ꎮ

(三)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消防支队

简称武警延安市消防支队ꎮ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ꎬ 组建延安地区公安消防支队ꎬ 王祖民任队

长 (兼政委)ꎮ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ꎬ 改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地区消防支队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ꎬ 支队升格为正团建制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武警延安市消防支队ꎬ 下辖 １３ 个消防

大队和 ５ 个消防中队ꎬ 担负着延安市 １３ 个县 (区)、 １６３ 个乡镇、 ４９８ 个消防重点单位

的防火灭火和抢险救援任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支队长杨小平ꎬ 政委石高峰ꎮ
(四)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延安市消防中队

简称武警延安市消防中队ꎮ １９７２ 年成立ꎬ 主要负责延安市城区及市直、 外地驻延单

位的火灾消防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 交延安市消防支队直辖ꎬ 为其直属一中队ꎮ

第三节　 驻　 军

一、 驻防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ꎬ 区境内除延安军分区所属部队和区人民武装部以及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外ꎬ 先后在域内驻防的部队有: ８１１８ 部队 １ 个加强营ꎬ １９６８ 年进驻ꎬ
１９６９ 年撤离ꎻ 兰空 ８７１１ 工区 １ 个工程团、 １ 个舟桥营、 ３ 个汽车连ꎬ １９６９ 年进驻ꎬ １９７９
年撤离ꎻ ８４８２９ 部队 (原 ５３３７ 部队)ꎬ １９７０ 年进驻ꎬ １９８５ 年撤离ꎻ ００９２８ 部队ꎬ １９７２ 年

进驻ꎬ １９８３ 年集体转业移交地质矿产部 ９０８ 勘探队ꎻ ８４８７０ 部队某连ꎬ １９８０ 年进驻南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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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ꎬ 后移交预备役步兵某师第 ２ 团ꎻ ３８４６６２ 部队第 ７８、 ７９ 分队ꎬ １９８１ 年进驻ꎬ １９８２ 年

撤离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境内驻防部队有: ６８０３６ 部队某分队、 ９３８９７ 部队某分队、
９３９６２ 部队、 预备役步兵某师第 ２ 团ꎮ

二、 驻地军队医院、 院校

(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医院

成立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第三十四医院的前身为骑兵第 ３ 师卫生处、 步兵第 ８ 卫

生所组建的西北军区第 １０ 陆军医院ꎬ 原驻甘肃省平凉县城西门外柳湖ꎮ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ꎬ
医院整体改为第 ６ 医院ꎬ 隶属于西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ꎮ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ꎬ 兰州军区命令

医院撤出平凉ꎬ 进驻兰州市十里店整训ꎬ 后又搬迁到兰州医学院ꎮ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
兰州军区下达命令ꎬ 将第 ６ 医院改为第 ５１３ 野战医院ꎬ 隶属于兰州军区后勤部第三基地

兵站ꎮ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ꎬ 由院长任承彪率先遣组到达延安ꎬ 选点营建ꎮ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５１３ 野战医院迁到延安ꎮ 该院第一所部署在延安七里铺ꎬ 第二所部署在延安城东机场ꎬ
第三所于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组建ꎬ 部署在泾阳县西关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ꎬ 第一、 二、 三所合并ꎮ
全院集中到延安市七里铺ꎬ 院长王官存ꎮ 此间ꎬ 医院先后隶属于兰州军区后勤部咸阳第

三基地兵站、 西安基地兵站ꎮ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ꎬ 西安基地兵站被撤销ꎬ 隶属于后勤第 ２８ 分

部ꎮ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ꎬ 医院番号变更为陆军第 ５１３ 医院ꎮ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 陆军第

５１３ 医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医院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ꎬ 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医院被撤销ꎮ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第三十四医院整体移交延安市人民政

府ꎬ 组建延安市人民医院ꎮ
(二) 西安政治学院延安教学基地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建校ꎬ 驻延安市河庄坪镇ꎬ 占地 ６３ 亩ꎬ 隶属于西安政治学院ꎬ 担负该

校学员以及总政治部安排的兄弟部队培训延安精神革命传统教育ꎮ 每年办班 ２０ 多期ꎬ
培训 ４０００ 多人次ꎮ 历任主任康延赛、 张少斌、 王荣、 贾在柱ꎮ

第二章　 兵　 役

第一节　 义务兵征集

１９９０ 年ꎬ 义务兵征集为春季征兵ꎮ １９９２ 年改为冬季义务兵征集ꎮ 此后每年按照上

级的规定和要求ꎬ 结合延安市实际ꎬ 在 ９ 月 ３０ 日之前ꎬ 对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满 １８ 岁的

男性公民进行兵役登记ꎬ 初步摸清全区应征青年的底数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央警卫团首次在延

安市征集政治条件兵ꎬ 宝塔区征兵办按照 «关于征集中央警卫团新兵条件的规定»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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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ꎬ 所征兵员质量高、 素质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开始直招士官ꎮ
一、 征兵领导小组

宝塔区征兵领导机构始于 １９５４ 年首次义务兵征集时ꎬ 时称征集委员会ꎮ 至 １９８１ 年ꎬ
其间名称虽多次更改ꎬ 但其主要职能均为确定征兵指导思想ꎬ 分配征兵任务ꎬ 统一领导

全市征兵工作ꎮ １９８１ 年后ꎬ 征兵领导小组组长由延安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兼任ꎬ 市人民武

装部部长、 政委任副组长ꎬ 党政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ꎮ 领导小组下设征兵办公室 (设在

人武部军事科)ꎬ 由市人民武装部和宣传、 公安、 民政、 卫生等部门派员组成ꎮ 负责征

兵工作政审、 体检、 定兵等工作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撤市设区ꎬ 原延安市改为宝塔区后ꎬ
区征兵领导小组由宝塔区 １ 名副区长任组长ꎬ 宝塔区人武部部长任副组长ꎬ 下设办公

室ꎮ 办公室分宣传、 体检、 政审、 后勤 ４ 个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征兵领导小组组长杨东平ꎬ 副

组长陈占波、 范卫东ꎮ
二、 兵员条件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公安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颁发 «关于征集公民服现役的政治条

件的规定»ꎬ 对组织参加反革命集团和其他非法组织等 １０ 大类问题的人ꎬ 一律不能征集

服现役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男性新兵身高要求由原来的 １ ６０ 米以上提高到 １ ６２ 米以上ꎬ 女性身高由

原来的 １ ５５ 米以上提高到 １ ５８ 米以上ꎮ 对新兵的体检要求越来越细ꎬ 愈来愈严格ꎮ 对

不同兵种人员ꎬ 身体条件也提出不同要求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ꎬ 公安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对 “警卫部队特种政治条件兵” 的新

兵政治条件作了明确规定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兵员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依然按上述标准

执行ꎮ
三、 体格检查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征兵体检由宝塔区人民医院和驻军第 ５１３ 医院各组建 １ 个体检站ꎻ 由

宝塔区卫生局抽调有临床经验、 责任心强、 综合素质好的医护人员ꎬ 负责全区应征青年体

检工作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３ 年后ꎬ 应征青年体检主要依据国防部颁布的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

准» 和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办法»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首次在征兵体检中增加了艾滋病检测和吸食

毒品检测项目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新兵体检中ꎬ 将心理检测项目纳入全市征兵体检必检内容ꎮ
四、 政治审查

１９８９ 年ꎬ 新兵政审采取 “三级把关、 三方联审” 的办法ꎬ 即村、 乡 (镇)、 市三级

把关、 三级联审ꎮ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ꎬ 遵照公安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颁发的 «关于征兵政治审查组织实

施工作规定»ꎬ 政审采取 “一级严格把关、 三方统一联审” 的方式 (政审人员划片包干

严格把关ꎬ 征兵办公室、 公安局、 接兵干部三方联审)ꎬ 确定预征对象ꎮ 征兵办公室建

立举报制度ꎬ 设立举报箱ꎬ 公布举报电话ꎬ 发动群众监督ꎬ 并与当地纪律检查机关、 行

政监察部门配合ꎬ 实行多方监督ꎮ 征兵领导小组还规定了 “征兵工作六不准” (不准留

机动指标ꎬ 不准异地入伍ꎬ 不准给接兵干部留名额ꎬ 不准在指标外办理入伍手续ꎬ 不准

利用职权搞不正之风ꎬ 不准吃请收礼、 行贿受贿)ꎮ 并实行 “谁审查、 谁签字、 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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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制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执行公安部、 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颁发 «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ꎮ

新兵政治审查先由乡 (镇) 人民武装部查清应征青年的现实表现和政治状况ꎬ 经乡

(镇) 征兵小组初审ꎬ 再由宝塔区人民武装部政工科ꎬ 协同宝塔区公安、 教育等部门复

审ꎬ 最后由宝塔区征兵领导小组审定ꎮ
五、 审定兵员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 年ꎬ 审定兵员由市征兵办公室各组长及接兵部队领导共同召开征兵办公

室会议ꎬ 确定新兵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增加对预定新兵进行文化测试ꎬ 防止假学历、 假文凭ꎮ
１９９４ 年后ꎬ 应征新兵的确定ꎬ 由市 (区) 征兵领导小组负责人、 办公室主任、 体检

组长、 政审组长、 基层单位领导和武装干部以及接兵部队负责人参加ꎬ 集体审定ꎮ 优先

选定文化程度高、 有专业特长的青年ꎮ 定兵后ꎬ 向社会公布ꎬ 接受群众监督ꎬ 调整不合

格兵员ꎬ 达到领导、 部队、 群众、 家长 “四满意”ꎮ 该区历年退兵率仅为 １％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延安市初次进行征接兵方式改革试点ꎬ 兰州战区到延接兵部队不再参与征

兵工作ꎬ 不再参加新兵的体检、 政审、 定兵等工作ꎬ 由兵役机关对征兵工作负全责ꎮ 为

确保新兵质量ꎬ 延安军分区采用挂钩指导的方法ꎬ 加强对各县 (区) 征兵工作的检查指

导ꎬ 保障新兵质量ꎮ
２０１０ 年冬季始ꎬ 全国全面实行征接兵方式改革ꎬ 部队不再参与征兵全过程ꎮ 新兵的

体检、 政审、 定兵 (部队政治条件兵除外)ꎬ 全权由当地兵役机关负责ꎮ
六、 新兵交接

１９８５ 年前ꎬ 实行地方干部协助接兵部队送兵的办法ꎬ １９８５ 年实行地方送兵到部队

的办法ꎮ １９８６ 年后ꎬ 改为完全由部队接兵的办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征接兵方式全面改革ꎬ 全

部采取送兵的方式ꎮ

第二节　 预备役登记

一、 退伍军人预备役登记

退伍军人预备役登记始于 １９５５ 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开始ꎮ １９５８ 年ꎬ 民兵工作和预备

役工作合二为一ꎬ 登记工作停止ꎮ １９８０ 年ꎬ 解放军总参谋部在全国恢复退伍军人预备役

登记制度ꎮ 延安市从 １９８２ 年开始ꎬ 每年对退伍军人进行一次预备役登记和核对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预备役登记仍执行 １９８０ 年国务院、 中央军委转发解放军总参谋部 «关于

退伍军人预备役登记统计暂行规定»ꎮ 凡部队确定服预备役的复员军人ꎬ 退伍后到市人

民武装部办理预备役登记手续ꎬ 并按其年龄全部列为一、 二类预备役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结合退伍军人接收安置工作ꎬ 每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对经

过登记确定服预备役的退伍军人变动情况核对一次ꎬ 并将核对结果逐级上报ꎮ
二、 预备役军官登记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 (以下简称 «预备役军官法» ) 颁

布ꎬ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ꎻ ８ 月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根据 «预备役军官法» 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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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 对全市已登记并确定职务的军官进行了授衔ꎮ １９９７ 年登记 １ 人ꎮ 此后每年对预备役

军官进行登记和建卡归档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人ꎬ 其中团以上军官 １ 人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人ꎬ 其中团以

上军官 ４ 人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人ꎬ 其中团以上军官 １ 人ꎻ １２ 月ꎬ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被陕西省军

区政治部评为 “预备役军官登记管理工作先进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作出 «关

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 的决定»ꎮ 宝塔区武装部按照规定ꎬ 对本区登

记的预备役军官ꎬ 每年进行一次核对ꎬ 并逐级统计上报ꎮ

第三章　 民　 兵

第一节　 领导机构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ꎬ 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延安县人民武装委员会 (以下简称武

委会)ꎬ 县委书记兼任主任ꎬ 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任副主任ꎮ 武委会是在中共延安军分区

党委和中共延安县委下设立的领导人民群众武装组织ꎬ 完成延安县武装工作的领导机

构ꎬ 是党管武装的具体形式ꎬ 办事机构设在延安县人民武装部ꎮ “文化大革命” 中ꎬ 中

共延安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工作一度中断ꎮ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 重新成立中共延安市人民

武装委员会ꎮ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由军队建制改为地方建制ꎬ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

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委员会改称为中共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魏延平

兼任书记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ꎬ 市武委会更名为中共中国人

民解放军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委员会ꎬ 市委书记马福雄兼任第一书记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撤市设区后ꎬ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武装委员会

改称为中共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武装委员会ꎬ 隶属于中共延安军分区党委和中共宝塔区委

双重领导ꎮ ５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成立ꎬ 取代区人民武装委员会职能ꎮ

第二节　 民兵组织

一、 民兵条件

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ꎮ 参加民兵的条件ꎬ 延安市宝塔区一直按照 １９８１ 年中

央军委修订的 «民兵工作条例» 执行ꎮ 凡 １８~３５ 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ꎬ 除征服

现役以外ꎬ 均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ꎮ 其中ꎬ １８~２８ 岁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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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ꎬ 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入基干民兵组织ꎬ 其余 １８ ~ ３５ 岁的男性公民ꎬ
编入普通民兵组织ꎮ 女民兵只编基干民兵ꎬ 人数控制在适当的比例内ꎮ 民兵的身体条件

和政治条件必须是身体素质良好、 政治可靠的人员ꎮ
二、 民兵编组

民兵编组一般以乡 (镇)、 行政村和厂矿企业为单位ꎬ 按照民兵人数多少ꎬ 分别编

为班、 排、 连、 营、 团ꎮ 基干民兵、 普通民兵ꎬ 男民兵、 女民兵分别编组ꎮ 行政村一般

编民兵连 (营)ꎬ 领导本村的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ꎻ 乡镇编基干民兵营或连ꎬ 领导全乡

的基干民兵ꎻ 凡人员比较稳定ꎬ 行政、 党团组织比较健全的区、 乡 (镇) 所属企业单

位ꎬ 建立民兵组织ꎬ 属乡 (镇) 武装部直接领导ꎻ 城市民兵的编组ꎬ 大型厂矿企业以车

间、 分厂为单位编组ꎬ 中小企业实行跨车间、 班组编组ꎮ １９８７ 年全国边海防民兵工作会

议之后ꎬ 为应对突发事件、 维护社会稳定ꎬ 开始组建民兵应急分队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是宝塔区民兵工作调整改革较大的一年ꎮ 根据总参、 总政 ２ 号文件精神ꎬ

宝塔区普通民兵编组仍按过去凡符合民兵条件ꎬ 有多少编多少的规定执行ꎮ 基干民兵的

编组按照 “五个有利于” (有利于领导ꎬ 有利于提高质量ꎬ 有利于开展活动ꎬ 有利于执

行任务ꎬ 有利于平衡负担) 原则进行调整压缩ꎬ 以企事业单位为主ꎬ 并注重向经济效益

好、 党团组织健全的企业集中ꎻ 农村民兵编组以乡 (镇) 政府所在地为中心ꎬ 相对集中

编制连 (排)ꎮ 居住分散、 交通不便、 人口稀少的行政村ꎬ 不编基干民兵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民兵整组工作以 “支前稳后” 为目标ꎬ 以民兵队伍 “快速动员、 科技支

前、 城市防空、 应急维稳” ４ 种能力为重点ꎮ ３ ~ ４ 月ꎬ 宝塔区从建设规模、 整体结构、
技术门类等方面对全区民兵组织进行调整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基干民兵主要由勤务保障队伍、 应急队伍和其他队伍组成ꎬ 人数进一步

减少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民兵分布在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和 ３４ 个企 (事) 业

单位ꎮ

第三节　 军事训练

民兵干部和基干民兵的训练由人民武装部组织实施ꎮ １９９０ 年开始ꎬ 执行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布的 «民兵军事训练大纲»ꎮ 训练手段上ꎬ 采取推广电化

教学和模拟训练ꎬ 实施形象、 直观教学ꎬ 注意突出重点ꎬ 提高训练质量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组织全市基层武装干部、 民兵分批进行相关军事训练ꎬ

合格率 ９８％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按照上级军事部门 “三年轮训完民兵连长” 的指示ꎬ

组织专业民兵ꎬ 进行为期 １５ 天的军事训练ꎮ
１９９８ 年后ꎬ 民兵训练主要抓 “三支队伍” (民兵应急分队、 专业技术分队、 对口专

业技术分队)ꎮ 训练重点为民兵应急分队ꎮ 教练员以区、 乡人民武装部干部为主ꎬ 并聘

请武警部队班长和驻境预备役团优秀专业技术干部担任教官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４~２５ 日ꎬ 宝塔区参训民兵分别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和枣园民兵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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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进行会操表演和打靶比赛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ꎬ 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夏龙祥率工作组到宝塔区现场观摩了训

练课目演示ꎮ ６ 月 ２９~３０ 日ꎬ 延安军分区组织全区 ｌ３ 个县 (区) 人武部参谋干事、 专武

干部和民兵骨干共 ３９ 人ꎬ 进行 “四会” 教练员比武竞赛ꎬ 提高民兵教练员的教学水平ꎮ
当年宝塔区组织民兵完成训练课时 ５２０ 小时ꎮ 同时ꎬ 组织 ８ 名专武干部进行 １０ 天的教练

员培训ꎮ

第四节　 政治工作

一、 政治教育

宝塔区民兵政治教育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及国际形势ꎬ 结合

民兵的特点和实际进行ꎮ 经常性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教育、 民兵性质任务

教育、 形势战备和国防教育、 依法服兵役教育、 光荣传统以及奉献意识教育ꎮ 对基干民

兵政治教育ꎬ 通常是在民兵集中训练期间把政治教育纳入训练计划之中ꎬ 统一安排和组

织实施ꎻ 普通民兵政治教育ꎬ 主要是利用每年的民兵整组、 训练、 执勤等活动以及元

旦、 春节、 “八一”、 “十一” 等节日ꎬ 民兵相对集中的时间进行ꎬ 每年不少于两次ꎮ 同

时结合每年的征兵ꎬ 对广大青年、 民兵进行依法服兵役教育ꎮ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采取不

定期请老红军和老干部讲革命斗争史、 组织民兵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和革命旧址等形

式ꎬ 对民兵进行光荣传统教育ꎮ 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ꎬ 增强民兵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

道德上的纯洁性ꎬ 打牢民兵政治合格的思想基础ꎮ
二、 教育活动阵地建设

１９８３ 年初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在民兵较为集中的村镇各基层民兵连 (营) 相继建立

“青年民兵之家”ꎬ 给青年民兵创造一个学习政治、 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开展文体娱乐活

动的场所ꎮ 至 １９８５ 年ꎬ 延安市共建立 “青年民兵之家” １８９ 个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根据上级关于大力加强民兵、 预备役基层建设的指示精神ꎬ 结合贯彻省军

区 “千连大调查” 和 “千部大考察” 活动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加强基干民兵连部的正规

化建设ꎬ 把基层民兵连 (营) 部建设和 “青年民兵之家” 建设作为基层正规化建设的一

个重要内容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乡 (镇) 基干民兵连 (营) 部达到正规化建设标准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按照军分区要求ꎬ 学习洛川县抓建 “青年民兵之家” 的做法ꎬ 宝塔区

人民武装部结合 “党建综合示范村” 建设ꎬ 恢复和发展 “青年民兵之家” 建设ꎬ 提高

“青年民兵之家” 建设水平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ꎬ 延安军分区在宝塔区枣园镇和安塞真武洞镇组织召开了基层正规

化建设现场会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基层武装部和民兵应急连 “一部两库” 正规化建设全部达标ꎮ
三、 立功创模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６ 日ꎬ 延安市枣园民兵连被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评为 “民兵预备役工作

先进单位”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ꎬ 甘谷驿镇人民武装部被陕西省军区表彰为 “基层武装部标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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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ꎬ 枣园基干民兵连被陕西省军区表彰为 “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基层建设

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延安卷烟厂武装部因民兵工作表现突出先后被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和

兰州军区表彰为 “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延安革命纪念馆女子民兵连因长期宣扬延安精神的优秀业绩ꎬ 被中共陕西

省委、 省政府、 省军区表彰为 “基层建设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

政府、 军分区发出 «关于开展向延安革命纪念馆女子民兵连学习的决定»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革命纪念馆女子民兵连被中共陕西省委、 省政府、 省军区授予 “弘扬延安精神

模范女子民兵连” 荣誉称号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被省军区表彰为 “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一部一

校” 助学帮扶活动先进单位ꎻ 人武部党委被军分区表彰为 “先进党委”ꎻ 区民兵重点应

急连党支部被省军区表彰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ꎻ 枣园镇武装部和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

司、 延安卷烟厂武装部被省军区表彰为 “基层武装部建设先进单位”ꎮ

第五节　 装备管理

１９８２ 年ꎬ 由政府投资ꎬ 在延安地区 ２７ 个公社修建民兵武器库ꎬ 改变过去民兵武器

由个人和大队保管的方式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被陕西省军区评为 “民兵武器装

备仓库正规化达标先进单位”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筹措资金ꎬ 在机关建成民兵

武器装备仓库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民兵武器交延安军分区代管ꎬ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被撤销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区人武部投资 ５ 万余元ꎬ 购置警棍、 盾牌、 头盔、 作训服 ２００ 套ꎬ 装备民兵应

急分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投资 １００ 多万元ꎬ 筹建战备器材库和战备物资库ꎬ 购置应急指挥器材

和维稳防暴装备器材ꎮ

第六节　 参治参建

一、 维护社会治安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民兵应急分队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ꎬ 加强对城区和重点目标

的巡查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在全市部分乡 (镇) 开展 “民兵治安队” 试点工作ꎮ 宝塔街道办事处民

兵治安队处理各类案件 ４３ 起、 打架斗殴案件 １２１ 起ꎬ 没收赌资和罚款 １９２４２ 元ꎬ 处罚

９２ 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初ꎬ 奥运火炬在延安市内传递时ꎬ 延安市组织 ２００ 名民兵 (宝塔区、 黄

陵县各 １００ 人) 应急分队人员参加ꎬ 圆满完成奥运火炬传递安保任务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１８ 日、 ２１~２２ 日ꎬ 分别圆满地完成途经延安的演习部队供水、 供

电、 就餐保障任务ꎮ
二、 参加生产建设

１９９２ 年ꎬ 南泥湾镇被指定为民兵 “科技支农示范点”ꎬ 首创火道温床育苗法ꎬ 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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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乡镇推广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与延安市人民武装部联合发文ꎬ 发动民兵投入万亩苹果基

地建设ꎬ 要求 “以兵带户ꎬ 以连促村ꎬ 兵有林果片ꎬ 连有苹果园”ꎬ 全年完成苹果园 ３０
万亩 (其中民兵户 １７ 万亩ꎬ 占 ５７％)ꎮ 春、 秋两季ꎬ 组织民兵投入 “绿色长廊” 和农田

基建工程ꎮ 民兵在 “绿色长廊” 建设中ꎬ 投入劳力 ４ 万余人次ꎬ 植树 ２２０ 万余株ꎻ 在农

田基建中ꎬ 投入 １０ 余万人次ꎬ 平整土地 ７ 万余亩ꎮ 同时组织延安市民兵和退伍军人投入

“万户奔小康活动”ꎬ 目标为人均钱粮 “双过千”ꎮ 落实小康户 １０８００ 户 (其中民兵小康

户 ４１８８ 户ꎬ 占 ３７ ７８％)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发动民兵投入 “延河流域治理工程” “乡村道路工程”

和 “抓百强ꎬ 奔小康” 活动ꎮ 全市设延河流域治理和乡村道路建设会战点 ２００ 余处ꎬ 参

加会战的民兵达 ３０ 万人次ꎬ 治理荒山 ２ ５ 万亩ꎬ 修筑道路 ６７０ 千米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以民兵为骨干建设绿色长廊工程ꎬ 沿铁路、 公路两旁建成一条双百

里林带和 ５０ 万亩苹果基地ꎬ 建成柳林乡的飞马河流域、 万花山和枣园的枣花流域工程ꎮ
共建成万亩以上流域点 ５０ 多个ꎮ 在 “三通” (通路、 通讯、 通电) 建设工程中ꎬ 民兵投

工 ２０ 余万个ꎬ 修道路、 架桥涵ꎬ 实现全市村村通路、 通电、 通讯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实行 “退耕还林” 政策ꎮ 广大民兵投身山川秀美工程建设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中共宝塔区人民武装部委员会下发 «民兵参加山川秀美工程建设的指示»ꎮ 宝塔区

人民武装部组织 １０ 个民兵连开展 ３ 次植树造林会战ꎮ 当年ꎬ 新修梯田 ４０８ 亩ꎬ 营造水土

保持林 １５００ 亩、 经济林 １０００ 亩ꎬ 修淤地坝 ５ 座ꎮ 完成投资 １１６ ６ 万元ꎬ 群众投工 ３３４８１
个ꎬ 民兵投工 １２３６０ 个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贯彻落实陕西省军区 “百部百条” 小流域治理工

程精神和延安军分区下达的治理任务ꎮ ２００１ 年铺设 １０ 千米环山砂石公路ꎬ 新修生产道

路 ４ 千米ꎬ 发展地膜山地西瓜 ３００ 亩ꎬ 解决村民人畜饮水问题ꎮ 完成总投资 １３７ ６ 万元

(中央财政 ２５ 万元、 群众自筹 １１２ ６ 万元)ꎬ 群众投工 ４ 万个ꎬ 民兵投工 １ 万个ꎮ 至

２００３ 年底ꎬ 宝塔区民兵义务投工 ４ 万多个ꎬ 共修梯田 ４０８ 亩、 建淤地坝 ５ 座、 修通生产

道路 １５ 千米、 植树造林 ８５００ 亩ꎮ 累计投资 ３０８ 万元 (国家投资 ９１ 万元、 地方配套 ４９
万元、 民兵群众投工折资 １６８ 万元)ꎮ 流域治理程度达 ８５％ꎬ 流域植被覆盖率 ８８％ꎬ 人

均农田增加 １ ２ 亩ꎬ 粮食亩产量由原来的 ３００ 千克增加到 ５００ 千克ꎬ 人均收入增加 ８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邹庚壬和副政委张秋祥率军区支援西部大开发观摩

团到延安现场观摩庙咀沟小流域治理工程ꎮ １２ 月ꎬ 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省军区检查验

收庙咀沟小流域治理工程ꎬ 评为 “精品工程”ꎮ
至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军分区等驻延安部队组织和发动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主动承

担全区水土流失严重、 治理难度较大的 １４ 条小流域ꎬ 义务投工投劳 ３２ ５ 万个ꎬ 造林

１０ ３ 万亩ꎬ 种草 ６９１０ 亩ꎬ 实施封禁 ６ ４ 万亩ꎬ 新修基本农田 ６９５０ 亩ꎬ 坡改梯 ２８６２ 亩ꎬ
新修生产道路 １９５ 千米ꎬ 使治理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ꎬ 在中共陕西省委、 省政府、 省

军区组织的联合检查验收中获得 １２ 个优秀、 ２ 个优良ꎮ 当年ꎬ 兰州军区在宝塔区人民武

装部承建的庙咀沟、 预备役 ２ 团承建的中庄小流域召开现场观摩会ꎬ 总结推广经验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广大民兵参与 “我为延安种棵树” 活动ꎻ ３ 月ꎬ 驻延安部队和宝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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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兵 ２０００ 余人ꎬ 举行 “我为延安种棵树、 共建圣地国防林” 启动仪式暨春季植树造

林会战ꎬ 共植树 ８００ 余亩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ꎬ 延安军分区政委安得里带领宝塔区民兵应急连 １２５ 人ꎬ 参加河

庄坪镇抗旱保苗劳动ꎻ ４ 月 ２３ 日ꎬ 军分区组织驻延安部队官兵和宝塔区部分民兵共 ９００
余人ꎬ 再次到宝塔区柳林镇高坡ꎬ 开展 “我为延安种棵树” 集中植树造林活动ꎬ 栽植侧

柏、 油松等绿化树苗 ２０００ 余株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累计完成 “国防林” “民兵林” 植树

造林任务 ３２５０ 余亩ꎮ
三、 抢险救灾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３ 日ꎬ 延安地区遭受洪水袭击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动员全市 ５６８０ 名民

兵参加抗洪救灾ꎮ 救出被困群众 ２６０ 多人ꎬ 转移物资 ３００ 多吨ꎬ 抢修道路 ７６０ 千米ꎬ 清

理淤泥 １３４００ 立方米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３００ 余万元ꎮ 桥沟乡人武部部长徐生武带头跳进 １
米多深的洪水中ꎬ 解救出桥沟中学被洪水围困的 ３０ 余名师生ꎬ 荣立三等功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凌晨 ４ 时ꎬ 贯屯乡云山寿村发生山体滑坡ꎬ 塌土 ５００ 多立方米ꎬ ２
人遇难ꎬ 该村民兵连组织 ７０ 余名民兵奋战 ９ 个小时ꎬ 排除险情ꎮ

四、 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 在学雷锋活动中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干部、 职工ꎬ 以及厂矿企业的民

兵上街入户做好事ꎬ 进行便民服务ꎮ 全市民兵 ６０００ 多人次参加活动ꎬ 上街宣传近 １００
次ꎬ 服务项目 ６０ 多个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延安市开展创建全国 “优秀旅游城市” 活动ꎬ 驻宝塔区广大官兵组织开展

“擦亮圣地、 美化延安” 活动ꎬ 打扫城市卫生ꎬ 美化周边环境ꎮ 至 ２００４ 年ꎬ 延安军分区

官兵在王家坪后山先后投劳 ２４００ 余人次ꎬ 栽植 １２ 个品种的树木花卉 ５７６７３ 株ꎬ 累计投

入经费 ４８３４２５ 元ꎬ 完成纪念林 １０３ ５ 亩退耕还林区内的绿化、 ４２ 亩绿化美化区内的灌

木栽植、 ４００ 平方米风景台的平整、 ２ ２４ 千米的上山公路ꎬ 并将延惠渠水引上山顶ꎮ
五、 见义勇为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４ 日ꎬ 桥沟乡基干民兵李清明在抓盗贼的搏斗中ꎬ 被盗贼用刀刺进肺部

４ 厘米ꎬ 仍强忍剧痛ꎬ 抓住盗贼不放ꎬ 直至随后赶来的民兵将凶手擒获ꎮ 为弘扬李清明

见义勇为的精神ꎬ 中共延安市人民武装部党委决定ꎬ 在全市人民武装干部、 民兵和预备

役人员中开展向李清明学习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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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后勤战备

第一节　 后勤保障

一、 经费来源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的经费由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 民兵事业费、 兵役费 ４ 个部分组

成ꎮ 干部、 战士、 在编职工工资、 津贴和办公费ꎬ 由上级后勤部门按月拨付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ꎬ 由市财政拨付)ꎻ 民兵事业费ꎬ 由上级司令部根据民兵组织和军事训

练任务ꎬ 每年一次或分批拨给ꎻ 兵役费由市 (区) 财政根据当年兵员征集数量和实际需

要拨付ꎮ 延安军分区、 预备役部队、 武警支队、 消防支队、 区人民武装部的营房、 办公

用具费用ꎬ 主要由市、 区财政解决ꎮ
二、 给养

延安军分区和驻延部队以及宝塔区人民武装部的给养ꎬ 是按照全军的统一标准ꎬ 结

合延安的实际ꎬ 采取实物供应与评价折款相结合的办法供应ꎮ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人民

武装部按地方粮油标准由地方直接供应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 日起ꎬ 官兵的粮油一直按 «军粮

供应与管理办法» 供应ꎬ 由地方粮食部门按军粮标准供应ꎬ 每人每天 ５５０ 克ꎮ
三、 营房建设

区 (市) 人民武装部和驻军部队的营房ꎬ 随着部队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

得到改善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市人武部在原办公用的 ２０ 孔窑洞的窑背上ꎬ 修建一层平板房ꎬ 用

作资料库、 军官学习室等ꎻ 又在办公窑洞一侧ꎬ 修建 １ 座 ２ 层砖混楼ꎬ 办公用房面积达

１０００ 多平方米ꎻ 同时拆除家属区 ２０ 孔窑洞ꎬ 与延安市规划局、 延安市招标办公室联合

修建 ６ 层 ４ 个单元、 ３６００ 余平方米家属楼 １ 栋 (其中人武部占用 ２ 个单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为驻境预备役团拨款 １１５ 万元ꎬ 用于改善团部营房维修和

基础设施建设ꎻ 为武警宝塔区中队拨款 １４６ 万元ꎬ 改善中队硬件设施ꎻ 为宝塔区人武部

拨款 １０ 万元ꎬ 用于美化院落和解决吃水问题ꎮ 当年ꎬ 武警延安支队于 １９９７ 年在南十里

铺动工建设占地 １８ 亩的新营区ꎬ 其 ２ 幢办公楼、 招待所建成并投入使用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占地 ７ ５ 亩、 投资 ４２００ 万元ꎬ 建筑面积达 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的武警延安

消防支队迎宾大道办公楼落成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延安军分区经济适用房建设开工ꎮ 工程建成后ꎬ 有效解决军分区、 人

武部职工住房紧张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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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备工作

一、 战备教育及预案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武装部和驻延部队ꎬ 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 战斗

作风、 战备工作有关规定等ꎬ 作为战备教育的基本内容ꎮ 根据国防、 国内形势的变化ꎬ
及时制定战备方案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军分区和区人武部制定延安城区防汛预案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根据上级要求ꎬ 结合战时可能担负的任务ꎬ 区人武部修订了作战预案保障

方案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部队完成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预案 (计划) 等 ２ 大类 ３２ 套预案

(计划)ꎮ
二、 战备设施

根据兰州军区战备设施建设的有关要求ꎬ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为区人武部投资 ７０ 万元

改造更新办公设施ꎬ 完善 “一库两室” (指挥器材库和作战值班室、 战备资料室) 建设ꎬ
配置了野战作业箱ꎬ 所有干部均配备了野战作业包和行军背囊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完成人武部密码传真机房正规化建设ꎻ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陕西省军区授予宝塔

区人民武装部 “团级单位密码传真网络建设先进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人武部投资 ２０ 万元ꎬ 装修作战室ꎬ 购置电脑、 网络服务器、 投影仪和

交换机等硬件设备ꎬ 建起机关局域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人武部完成军区机关指挥自动化系统和区人武部局域网建设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延安军分区组织各县 (区) 人武部ꎬ 先后投资 ８０ 多万元ꎬ 建成了语言、 数据、 视

频、 网络系统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安军分区及所属人武部先后投资 ９８ 万元ꎬ 购置野战帐篷、 对讲机、 发

电机、 野战作业桌、 行军锅等野战指挥装备器材ꎬ 提升部队野战化作业水平ꎮ
三、 战备值班

战备值班ꎬ 主要包括首长值班、 作战值班和部 (分) 队值班等ꎮ 每年每逢节日 (元
旦、 春节、 劳动节、 建军节、 中秋节、 国庆节等)ꎬ 宝塔区人武部及各驻境部队都认真

落实日常管理制度ꎬ 严格人员车辆管控ꎬ 加强值班和重要目标警戒ꎬ 完善各类安全处置

预案ꎬ 各部首长亲自担任首长值班ꎬ 机关干部担任作战值班ꎬ 指定民兵分队担任节日值

班分队ꎬ 始终使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状态ꎬ 随时处置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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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防教育与拥政爱民

第一节　 国防教育

一、 延安市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

根据 «关于成立陕西省国防动员机构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精神ꎬ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４ 日ꎬ
延安市宝塔区在原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基础上ꎬ 吸收计划局、 城建局、 交通局等有关部

门主要领导参加ꎬ 组成新一届武装委员会ꎬ 同时履行区国防动员委员会职能ꎮ 区委书记

马福雄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一主任ꎬ 区长周万龙任主任ꎬ 副主任分别由牟晓良、 冯

毅、 张世祥、 张晓峰担任ꎮ
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设综合办公室ꎬ 办公室设在宝塔区人民武装部ꎬ 军事科科

长王金德担任办公室主任ꎮ 中共宝塔区委办公室副主任薛占海、 区政府副主任靳晓峰任

副主任ꎮ 随着人事变动ꎬ 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组成人员也随之进行调整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第一主任均由区委书记兼任ꎮ

二、 主要活动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ꎬ 延安市国防教育动员委员会成立后ꎬ 即开展中小学生国防教育ꎬ 对初

级中学以上学生ꎬ 在政治、 历史、 地理课程中穿插安排国防教育理论、 国防历史、 国防

常识、 国防精神和国防法制教育ꎻ 对小学生主要进行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防体

育教育ꎮ 同时ꎬ 每年协调有关驻军单位和部队对域内大中专院校和部分高中、 初中学校

入学新生进行半个月的军事训练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ꎬ 西安陆军学院在延安大学讲授国防教育、 反腐蚀教育课 ２ 次ꎬ 举办

国防教育板报 １５ 期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 «陕西省国防教育条例» 颁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配合延安军分区进行全民国防教育ꎬ 通过多种形式向干

部群众进行 “国防观念” 教育ꎬ 组织人员上街宣传国防知识ꎮ 政工科科长李文正给南市

街道办事处、 凤凰街道办事处、 城建局 ３ 个单位作国防教育专题报告 ３ 场ꎬ ８００ 余人受

到教育ꎮ 副科长盛国平利用在延安卷烟厂抓联系点的时机ꎬ 给该厂职工上国防教育课 ２
次ꎬ ４００ 余人受到教育ꎮ 延安市人民武装部与延安地区广播电视局合作ꎬ 举办国防教育

讲座 ６ 讲ꎬ 办 «延安民兵» 简报 ６ 期ꎬ 基层单位办墙报、 专栏 ３００ 多期ꎬ 举办有线讲座

１０００ 讲ꎬ ９０％的民兵预备役人员受到教育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颁布实施ꎬ 对国防教育的原则和方针

进行了法律规范ꎮ 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修订完善 «延安市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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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ꎮ “八一” 前夕ꎬ 陕西省军区举办 “爱党爱国爱武装国防知识竞赛”ꎮ 宝塔区人民武

装部为全区所有单位印发了竞赛题ꎬ 全区有 ２ ６ 万余人参加竞赛答题活动ꎬ 活动结束后

表彰奖励单位 ５１ 个ꎮ 其中ꎬ 延安卷烟厂武装部上交答卷 １３８７ 份ꎬ 参赛率达 １００％ꎬ 被宝

塔区国防教育委员会评为先进单位ꎮ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被陕西省军区评为 “国防知识竞

赛” 先进单位ꎮ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１ 年ꎬ 新的 «征兵工作条例»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

育法» 颁布施行ꎬ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利用电视、 报纸等宣传媒体进行宣传ꎬ 组织人员走

上街头、 深入厂矿学校进行讲解宣传ꎮ 当年ꎬ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在省级以上报刊、 电

台、 电视台等新闻媒体ꎬ 刊发国防教育方面的稿件 ５２ 篇ꎬ 其中中央级 ９ 篇、 省级 ４３ 篇ꎮ
２００２ 年 ７~８ 月ꎬ 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组织预编在区境的预备役人员 ２００ 名ꎬ 为某

部队进行了动员扩编演练ꎮ 宝塔区人民武装部在 “七一” 前夕ꎬ 组织枣园民兵连开展以

“话巨变ꎬ 赞成就ꎬ 思党恩ꎬ 坚定信念跟党走” 为主题的演讲活动ꎮ “八一” 前夕ꎬ 组织

中共宝塔区委、 区纪检委、 区人民政府、 区人大、 区政协 ５ 套班子领导成员和宝塔区国

防动员委员会成员以及共建单位的主要领导人ꎬ 开展 “军事日” 活动ꎬ 了解常规武器使

用的基本常识ꎻ 组织 ４ 个单位的民兵与兰州军区在延安参加 “八一” 纪念林奠基仪式的

某集团军参建部队进行联欢活动ꎻ 组织延安卷烟厂民兵连参加 “四八” 烈士纪念活动ꎻ
组织延安革命纪念馆女子民兵连为延安军分区、 陕西省军区、 兰州军区师以上干部读书

班和兰州军区机关进行汇报演出ꎬ 并赴广州、 上海、 北京等 ３０ 多个城市巡回演出 ５６０ 多

场次ꎬ 观众达 ２００ 多万人次ꎮ
２００３ 年 ８~９ 月ꎬ 某预备役师第 ２ 团在延安举行全团快速动员演习ꎬ 宝塔区国防动员

委员会组织干部深入全区 ２３ 个乡 (镇)、 办事处和 １８ 个企事业单位ꎬ 按照演练方案ꎬ
圆满完成自身演练及保障任务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 宝塔区国防教育委员会组织 “ ‘宝塔杯’ 民兵国防知识竞赛” 活动ꎬ
并在电视台连续播出ꎮ 在 ９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全民国防教育日” 开展国防知识答卷、
签名和征文活动ꎬ 散发国防知识宣传资料 ３０００ 余份ꎬ 并连续在延安百货大楼电子屏幕播

放国防知识录像ꎮ 组织大中专院校和高中学生进行军训ꎬ 全年全区参加军训的学生达 ３
万余人ꎬ 上国防知识课 ６０ 余次ꎮ 是年ꎬ 宝塔区国防教育办公室在全国 “爱中华、 奔小

康、 强国防” 国防教育系列活动中被表彰为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进行国防动员潜力调查ꎬ 建立健

全区国防动员数据库ꎬ 摸清全区国防动员潜力底数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延安市党政军领导和近万名群众聚集在宝塔山下ꎬ 举行 “国防

连着你我他ꎬ 安宁维系千万家” 万人大签名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宝塔区人武部组织城区办事处、 相关学校进行集中国防教育知识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宣传ꎮ １０ 月ꎬ 举办以 “爱我中华ꎬ 心系国防” 为主题的

国防教育图片巡回展ꎮ

第二节　 拥政爱民

延安是 “双拥” 运动的发祥地ꎮ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 «关于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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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军队的决定»ꎮ 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于 １ 月 ２５ 日作出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

决定»ꎬ 并将 ２ 月定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ꎮ 通过双拥活动ꎬ 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ꎮ
此活动后来一直延续下来ꎮ 驻境部队始终把拥军爱民工作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

内容ꎮ 军民共建成为新时期开展双拥工作的重要形式ꎬ 是双拥工作的新发展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把双拥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建设ꎬ 开展 “暖军心、 固长城” 活动ꎮ 陕

西驻军各部队立即行动ꎬ 参加延安市两个文明建设ꎮ 先后有 ８４８１０ 部队与延安中学、 延

安卷烟厂挂钩ꎬ 开展双拥共建活动ꎻ 驻南泥湾罗盛教连与南泥湾党委和政府联合创建

“南泥湾军民共建科技兴农辅导站”ꎬ 派遣农业技术骨干到科技辅导站向农民传授技术ꎻ
３９１１１ 部队司令员郭玉祥、 政委乔清晨先后 ３ 次到延安考察双拥共建工作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ꎬ ３９１１１ 部队出动飞机 １５ 架次ꎬ 飞播造林 ２ 万多亩ꎮ 并出动兵力 １０６７
人次ꎬ 参加延安市修整公路、 修建热电厂、 火车站等义务劳动ꎻ ８９７５０ 部队与延安育才

小学签订共建协议ꎬ 投资 １０ 万元建设电化教学系统ꎻ 第四军医大学与延安地区人民医

院 (今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开展共建活动ꎬ 派 ５ 名专家教授ꎬ 举办延安地区首期 “医院

管理培训班”ꎬ 至 １９９５ 年ꎬ 每年派 ２~３ 支医疗队赴陕北巡回医疗ꎻ 西安政治学院、 空军

工程学院、 空军导弹学院、 二炮工程学院、 西安陆军学院、 武警技术学院等院校以及陕

西军区、 兰州军区武警陕西总队等均在延安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共建活动ꎮ
１９９６~２０１０ 年ꎬ 各驻军部队广泛开展 “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 活动ꎬ 普遍成立

了法律咨询宣传、 医疗便民服务、 义务理发、 家电维修、 “青年志愿服务队” 等学雷锋

小组ꎬ 开展爱民助民活动ꎮ 延安军分区、 武警延安市支队、 空军延安场站先后与延安火

车站、 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单位建立共建关系ꎬ 每年为延安大学、 延安中学、 延安实验中

学等大中院校学生组织进行军训达 ３ 万人以上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陕西省委、 省政府、
省军区在延安举行双拥运动 ６０ 周年暨 “双拥模范城” 命名表彰大会ꎬ 延安市宝塔区第

四次被命名为 “全省双拥模范城”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延安军分区被表彰为 “全国拥军爱民模范

单位”ꎮ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２”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ꎬ 驻军官兵纷纷捐款捐物ꎬ 仅延安军分

区 １ 个单位ꎬ 就先后组织交纳 “特殊党费”、 捐献 １ 个月基本工资和自行捐献 ３ 次ꎬ 捐

献现金 ２６ ０６ 万元ꎬ 棉被衣物 ３００ 余件 (套)ꎮ ２０１０ 年的南方冰冻灾害、 玉树地震和舟

曲重大泥石流自然灾害ꎬ 军分区又分别向灾区进行 ３ 次捐款ꎬ 共捐现金 ５ ５ 万元ꎮ 当年ꎬ
延安市被陕西省表彰为双拥模范城ꎬ 延安军分区等 ５ 个单位被评为省级拥政爱民工作先

进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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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民防空

第一节　 组织机构

区境内的人民防空组织机构ꎬ 最早为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９ 日成立的人民防空协会ꎬ 高岗

任主任ꎬ 高如华任副主任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侵华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ꎮ 当日ꎬ 中

共延安市委召开常委会ꎬ 讨论制定防空措施ꎬ 成立延安防空司令部ꎬ 滕代远任司令ꎬ 防

空工作由公安部门负责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珍宝岛事件” 发生后ꎬ 毛泽东主席发出 “提高警惕ꎬ 保卫祖国ꎬ 准

备打仗” 的号召ꎮ 延安县人民防空指挥部恢复ꎬ 延安县人民武装部下设人民防空办公

室ꎬ 负责全县的防空知识宣传、 防空队伍组织和训练以及防空工程设施的维修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延安被确定为设防城市ꎮ 延安县组建防空专业队伍 １１ 个 ２５４ 人ꎮ
１９８８ 年ꎬ 重新组建防空专业分队ꎬ 缩减防空专业队伍编制和数量ꎮ 编组抢险抢修专

业队、 医疗救护专业队、 消防专业队、 通讯专业队、 运输专业队、 治安专业队等 ７ 个专

业分队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在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ꎬ 延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被

授予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单位” 称号ꎬ 杨凤升被授予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个人” 称号ꎮ
至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城区人民防空事宜均由延安市 (县级) 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撤市设区ꎬ 县级延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上划归新设立的地级延安

市人民政府管理ꎬ 负责全市人民防空工作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国务院、 中央军委确定延安为 “人民防空” 三类重点城市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防空专业队伍由城建、 电力、 卫生、 公安、 环保等系统的 １０ 个部门人员组成ꎬ
有抢险抢修队、 医疗救护队、 消防队、 治安队、 防化队、 通信队、 运输队ꎬ 由延安市人

民防空委员会直接指挥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下设 ４ 科、 ２ 站ꎬ 正处级建制ꎮ １０ 月ꎬ 在第六次全

国人民防空会议上ꎬ 延安市被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授予 “全国人民防空工作先进城市”
称号ꎮ 主任陈学成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解放军总参谋部授予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

工作者” 称号ꎮ

第二节　 防空警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延安市人民防空委员会建立防空报警系统ꎬ 并在市区东、 南、 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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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川的 １３ 个单位建立报警网点ꎬ 利用电信、 广播、 电视及一切音响工具建立辅助报警

网ꎬ 建立报警接收台ꎬ 利用邮电系统、 军事系统获取空中情报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ꎬ 宝塔城区人民防空机构与延安军分区开通通信线路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人民防空办公室通信站更换电台ꎬ 由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统

一配备 ＫＴ－５０Ｇ 短波自动适应电台ꎬ 以适应数字信息时代的需求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城区防空警报网建成ꎬ 安装防空警报器 ７ 台ꎬ 实现警报报知自

动化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ꎬ 防空警报网进行扩容ꎬ 安装警报器 １０ 台ꎬ 城区防空警报音响覆盖率

达 ９０％以上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始ꎬ 每年组织城区防空空袭警报试鸣放和人防机构组织指挥

演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落实建设经费 ５６３ 万元ꎬ 建成人防 “机动” 指挥所ꎬ 购置中型指挥车 １

辆、 信息采集车 ２ 辆ꎮ 更新改造警报器终端ꎮ 全年保密无差错收发电报 ６２ 份ꎮ 城区防空

警报覆盖率 ９５％ꎬ 鸣响率 １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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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审判

第二十三编　 检察　 审判

　 　 １９９０ 年后ꎬ 随着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健全完善ꎬ 宝塔区检察工作与时俱进ꎬ 严格依法

检察ꎬ 坚持民主法治建设ꎬ 保障经济运行ꎬ 维护社会生产、 生活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ꎬ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ꎮ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宝塔区人民法院从人员文化结构、 机构设置到审判方式都有较大改革

和发展ꎮ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颁布实行ꎬ 区人民法院依据法官

任用条件ꎬ 首先抓法官队伍建设ꎬ 采取不同形式开展学历教育ꎬ 提高法官政治素质和业

务水平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成新审判综合楼投入使用ꎬ 结束长达二十年公、 检、 法同楼办公的

历史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法院工作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干警总数的 ９７％ꎮ 审判工作

逐渐步入规范化、 法制化轨道ꎮ

第一章　 检　 察

第一节　 检察机构

１９８９ 年起ꎬ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为副县级建制ꎬ 内设办公室、 经济科、 法纪科、 刑事

检察科、 控告申诉检察科ꎮ 在姚家坡监狱、 二庄科看守所、 延安市劳教所、 派驻检察室

(组)ꎬ 有干警 ５８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检察院有检察委员会委员 ８ 人ꎮ 宝塔区人民检察

院内设机构 １１ 个ꎬ 即: 办公室、 政工科、 法警大队、 反贪污贿赂局、 反渎职侵权局、
侦查监督科、 公诉科、 监所检察科 (下设驻延安市监狱检察室、 驻延安市劳教所检察

室、 驻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看守所检察室)、 控告申诉检察科 (含民事行政检察、 举

报中心)、 职务犯罪预防科、 纪检监察室ꎮ 全院有检察长 １ 人ꎬ 副检察长 ５ 人ꎬ 科长 １１
人ꎬ 副科长 １１ 人ꎮ 检察员 ２３ 人ꎬ 助理检察员 １８ 人ꎻ 法警 ７ 人ꎮ 党组成员 １０ 人ꎮ 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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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中有研究生 ２ 人ꎬ 大学本科 ６６ 人ꎬ 占在岗人员 ８０ ７％ꎻ 专科 １１ 人ꎬ 占在岗人员

１４ ５％ꎮ 全院有干警 ９５ 人ꎬ 其中在岗 ８６ 人ꎬ 离岗、 协理 ９ 人ꎮ 在岗 ８６ 人中ꎬ 男 ５６ 人ꎬ
女 ３０ 人ꎬ 中共党员 ７３ 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 (延安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览表

　 表 ２３－１－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政治面貌 职务 任职时间

魏喜芳 男 １９４１ １０ 中专 陕西宜川 中共党员 检察长 １９８７ ７~１９８９ １２

高　 虎 男 １９５３ 大专 陕西延川 中共党员 检察长 １９９０ ６~１９９２ ６

张汉武 男 １９４３ ６ 大专 陕西延长 中共党员 检察长 １９９２ ６~１９９６ ６

白清琦 男 １９５４ １１ 大专 陕西清涧 中共党员 检察长 １９９６ ６~２０００ ５

张银祥 男 １９４９ １０ 大专 陕西宜川 中共党员 检察长 ２０００ ５~２００７ ９

杜安平 男 １９５９ ９ 大专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检察长 ２００７ ９~

第二节　 刑事检察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年ꎬ 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科对该院经济检察部门 (１９９０ 年改称反贪局)
和法纪检察部门 (１９９７ 年改称渎职侵权监察科ꎻ ２００７ 年改称反渎职侵权局) 自行侦查

的经济、 法纪犯罪案件进行审查ꎬ 同时ꎬ 承担侦查活动监督、 审判活动监督等职责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刑事检察机构进行改革ꎬ 将批捕、 起诉部门单设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审查批捕科更名

为侦查监督科ꎬ 审查起诉科更名为公诉科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ꎬ 侦查监督科、 公诉科开展 “严打” 活动ꎬ 贯彻落实 “宽严相济” 的

刑事检察政策ꎬ 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法律保障ꎮ 重点打击强奸、 抢劫、 杀人、 吸

毒、 偷盗、 赌博、 卖淫嫖娼 “七类” 犯罪ꎬ 加强对惯犯、 累犯、 团伙犯罪的打击ꎬ 开展

“反盗窃” “打击车匪路霸” “打击制毒贩毒” “两抢一盗” 等一系列专项斗争ꎮ 刑事检

察严把批捕关ꎬ 受理公安机关报捕案件 ４２３０ 案 ６５８２ 人ꎬ 经审查批捕 ３６７３ 案 ５６０３ 人ꎬ
不批准逮捕 ３４５ 案 ６２８ 人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ꎬ 追捕 ８９ 人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７ 年ꎬ 刑事立案监督、
侦查活动监督工作ꎬ 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 １１６ 件ꎬ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２２ 件ꎬ 公

安机关接通知和主动立案 ４３ 件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ꎬ 发检察建议 ７８ 件ꎬ 书面纠正违法 ２１ 件

次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ꎬ 审查起诉工作坚决贯彻落实 “以事实为根据ꎬ 以法律为准绳” 的原

则和 “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ꎬ 受理移送起诉 ４４３０ 案 ６６７９ 人ꎬ 经审查起诉 ３３８０ 案

４９１８ 人ꎬ 不起诉 ２４６ 案 ３４８ 人ꎬ 公安撤回 ３３ 案 ４６ 人ꎬ 报送检察院 ２８６ 案 ６１３ 人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ꎬ 追诉 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ꎬ 发检察建议 ５４ 案 １１０ 人ꎬ 书面纠正违法 １６
件次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提请逮捕案件 １１２５ 件 １７５９ 人ꎬ 批准 (决定) 逮捕各类刑事案

件 １１０８ 件 １７２２ 人ꎬ 受理移送起诉案件 １２４０ 件 １９２２ 人ꎬ 移送市检察院审查 ８６ 件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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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提起公诉 １１３１ 件 １６７０ 人ꎬ 对轻微刑事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处理ꎬ 对可捕

可不捕的依法不批捕 ３５ 人ꎬ 对可诉可不诉的依法不起诉 ４５ 人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安机

关不立案 ５２ 件ꎬ 监督后公安机关立案 ４８ 件ꎻ 对发现的漏罪漏犯追捕 ４９ 人ꎬ 追诉 ８ 人ꎻ
发检察建议 ２７ 件ꎬ 书面纠正违法 １０ 件次ꎮ

第三节　 反贪污贿赂

１９９０ 年ꎬ 直接受理、 侦查经济犯罪案件的业务科更名为反贪污贿赂局ꎮ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反贪污贿赂工作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ꎬ 打击预防并重ꎬ 注重案件查办力度、 质量、
安全、 效果等的关系ꎬ 依法查办发生在党政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 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

部门的一批大案要案ꎮ 随着刑法、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ꎬ 反贪

污贿赂工作紧紧围绕检察工作主题和总体要求ꎬ 按照高检院的工作部署依法查处城镇建

设、 石油系统、 金融系统等领域和行业发生的贪腐案件ꎮ 受理 ８８１ 件ꎬ 初查 ８０９ 件ꎬ 立

案 ３１０ 案 ４０９ 人ꎬ 其中贪污 １６２ 案 ２２７ 人ꎬ 挪用公款 ７９ 案 １０１ 人ꎬ 贿赂 ４５ 案 ５１ 人ꎮ 立

案侦查 １ 万元至 ５ 万元案件 １３２ 案ꎬ 占立案总数 ４２ ６％ꎻ ５ 万元以上大案 ６７ 案 (占立案

案件总数 ２１ ６％)ꎬ 其中 ５０ 万元以上大案 ５ 案ꎬ 要案 ６ 人ꎮ 侦查终结 ３１０ 案 ４０９ 人ꎬ 其

中移送起诉 ２０４ 案 ２７５ 人ꎬ 移送不起诉 ６８ 案 ８８ 人ꎬ 撤销案件 ３８ 案 ４６ 人ꎮ 其中ꎬ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 年ꎬ 立案查处犯罪嫌疑人县处级 ６ 人、 科级 ６１ 人ꎮ 侦查涉案金额 ３４９０ １３ 万元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３１２９ １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案件 ６３ 件ꎬ 初查 ４４ 件ꎬ 立案侦查 ２４ 案 ５８ 人ꎬ 其中贪污 １３ 案

２８ 人ꎬ 挪用公款 ８ 案 １０ 人ꎬ 贿赂 ２ 案 １９ 人ꎮ 立案侦查 １ 万元至 ５ 万元案件 １２ 件ꎬ 占立

案总数的 ５０％ꎻ ５ 万元以上大案 １２ 案ꎬ 占立案总数 ５０％ꎬ 其中 ５０ 万元以上大案 １ 案ꎬ
要案 ３ 人ꎮ 侦查终结 ２４ 案 ５８ 人ꎬ 其中移送起诉 ２４ 案 ５８ 人ꎮ 立案查处犯罪嫌疑人县处

级 ３ 人ꎬ 科级 ６ 人ꎮ 侦查涉案金额 １４７６ ９７ 万元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１６９ ７６ 万元ꎮ

第四节　 监所检察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 年ꎬ 受理又犯罪案件 １９８ 案 ２２３ 人ꎬ 提起公诉 １４７ 案 １６８ 人ꎬ 被起诉的

所有罪犯受到加刑处理ꎬ 准确率为 １００％ꎮ 立案侦查监管场所干警职务犯罪 １１ 案 １３ 人ꎬ
侦查终结 １１ 案 １３ 人ꎬ 移送不起诉 ２ 案 ２ 人ꎮ 驻监所检察室还经常开展法制教育、 法律

知识讲座和警示教育ꎮ 开展法制教育 ７２ 次ꎬ 安全防范检查 ７５０ 余次ꎬ 提出纠正意见和检

察建议 ８５ 件次ꎬ 口头建议纠正 ３８０ 次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监所检察室被省高级人民检察院评为

“全省检察机关查办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职务犯罪案件先进集体”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又犯罪案件 ２ 案 ２ 人ꎬ 提起公诉 ２ 案 ２ 人ꎬ 被起诉的所有罪犯

均受到加刑处理ꎬ 准确率 １００％ꎮ 立案侦查监管场所干警职务犯罪案件 ７ 案 ７ 人ꎬ 侦查

终结 ７ 案 ７ 人ꎬ 移送起诉 １ 案 １ 人ꎮ 为提高监管场所的监管质量ꎬ 达到严格执法的效果ꎬ
在查办监管场所发生的犯罪案件的同时ꎬ 驻监所检察室开展法制教育、 法律知识讲座和

警示教育ꎮ 开展法制教育 ２４ 次ꎬ 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 ３５ 件次ꎬ 口头建议纠正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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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ꎬ 绝大部分被监管场所采纳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检察院监所检察室多次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省人民检察院、 市政

府、 区政府的表彰奖励ꎬ 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授予驻姚家坡监狱、 驻市劳教所检察室

“三级规范化检察室”ꎻ 授予驻看守所检察室 “二级规范化检察室” 等荣誉称号ꎮ

第五节　 民事行政检察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实现权利救济、 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维护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ꎬ 特别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ꎮ 对于司

法不公、 严重损害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 破坏司法权威等案件ꎬ 民事行政检察通过提请

抗诉纠错、 再审检察建议、 息诉等工作减少民事纠纷ꎻ 通过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

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ꎬ 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ꎬ 惩治司法腐败ꎬ 强化对民事、
行政诉讼的法律手段ꎮ 受理民事行政检察案件 １７６ 件ꎬ 审查处理 １７６ 件ꎬ 其中立案 １１１
件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经立案审查提请抗诉 ４７ 件ꎬ 建议抗诉 ３ 件ꎮ

第六节　 控告申诉检察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举报控告检察案件 ５１７ 件ꎬ 审查处理 ５０８ 件ꎬ 接待群众来信来

访 １２３０ 件、 ４５１４ 人次ꎬ 审查处理 １０１０ 件、 ４５１４ 人次ꎬ 其中检察长亲自接待来访群众

２４６ 人次ꎮ 为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ꎬ 严格实行控申举报承诺制ꎬ 逐步推

行首办责任制、 来访回访制度、 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及反馈制度ꎬ 制定 «检察长接待制

度» «来访须知» «投诉指南» «检务十公开» «文明接待用语» 等规定ꎮ 控告申诉工作

从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ꎮ 积极探索便民服务新路子ꎬ 深入

农村、 城镇、 厂矿企业等处开展下访巡访ꎬ 现场接待群众ꎬ 有案办案ꎬ 无案宣传ꎬ 了解

社会动态ꎬ 倾听群众心声ꎬ 引导群众知法、 懂法、 守法ꎬ 依法表达自己利益诉求ꎬ 提高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ꎮ

第二章　 审　 判

第一节　 审判机构

１９８７ 年起ꎬ 延安市人民法院为副县级建制ꎬ 内设告诉庭、 刑事审判庭、 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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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经济审判庭、 行政审判庭、 办公室ꎬ 下设宝塔人民法庭、 蟠龙法庭、 青化砭法庭、
姚店法庭、 甘谷驿法庭、 南泥湾法庭、 临镇法庭ꎮ 全院有干警 ８３ 人ꎬ 其中院长 １ 人ꎬ 副

院长 ３ 人ꎮ 审判员 ２９ 人ꎬ 助理审判员 ２６ 人ꎬ 书记员 １４ 人ꎬ 法警 １１ 人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延安市人民法院设立行政审判庭ꎬ 依法审理涉及土地、 治安、 工商、 税务、 卫生、 文

化、 环保等一审行政案件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人民法院与宝塔人民法庭合署办公ꎬ 蟠龙法庭与青化砭法庭合

署办公ꎬ 办公地址设在蟠龙ꎬ 姚店法庭与甘谷驿法庭合署办公ꎬ 办公地址设在姚店ꎻ 南

泥湾法庭和临镇法庭合署办公ꎬ 办公地址设在麻洞川ꎻ 城区法庭仍按原建制正常工作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ꎬ 撤销接待室ꎬ 成立告诉申诉审判庭ꎬ 负责民商事案件的立案审查ꎬ 转办及

申诉案件的复查与审理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增设政工科ꎬ 负责政治思想、 组织干警学习、 干

部考核、 有关文件起草等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撤销城区人民法庭ꎬ 成立凤凰人民法庭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撤销告诉申诉审判庭ꎬ 设立立案庭、 审判监督庭、 监察室、 法警大队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ꎬ 恢复宝塔区人民法庭ꎮ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在陕北地区率先实行审判流程管理ꎬ 实现

“立” “审” “执” “监” 四分离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位于延安市苑东

南路新审判综合楼正式建成投入使用ꎬ 结束长达二十年公、 检、 法同楼办公的历史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撤销经济审判庭、 执行庭、 临镇法庭、 蟠龙法庭、 甘谷驿法庭、 凤凰法

庭、 宝塔法庭、 南市法庭ꎬ 设立民事审判一庭、 民事审判二庭、 执行局 (下设执行一庭

和执行二庭) 和后勤服务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院有工作人员 １３８ 人ꎬ 其中在岗 １１１ 人ꎬ 聘用 １３ 人ꎬ 内退 １４ 人ꎮ 在职

法官 ８０ 人ꎬ 其中上级借调 ４ 人ꎬ 党员 ９５ 人ꎬ 大专以上学历占干警总数的 ９７％ (其中研

究生学历 ２７ 人)ꎻ 中央政法编制 ７６ 人ꎬ 地方事业编制 ２３ 人ꎮ 内设刑庭、 民一庭、 民二

庭、 行政庭、 立案庭、 审判监督庭、 执行局 (执行一庭、 执行二庭)、 政工科、 办公室、
监察室、 法警大队等 １３ 个职能部门ꎬ 下辖南泥湾、 李渠、 姚店和青化砭基层法庭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 (延安市) 人民法院院长一览表
　 表 ２３－２－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籍贯 党派 职务 任职时间

曹双定 男 １９４０ ８ 中专 陕西富县 中共党员 院长 １９８７ １１~１９９０ ４

王忠孝 男 １９４０ 初中 陕西神木 中共党员 代院长、 院长 １９９０ ４~１９９２ １１

刘永岗 男 １９４８ ３ 大学专科 陕西吴起 中共党员 院长 １９９２ １１~１９９６ １

秦随富 男 １９４６ ９ 大学专科 陕西延安 中共党员 院长 １９９６ １~１９９８ １

符善荣 男 １９４５ ９ 大学专科 陕西佳县 中共党员 院长 １９９８ １~２００３ １

常东山 男 １９５８ １０ 大学本科 陕西米脂 中共党员 院长 ２００３ ２~２００５ ９

文小平 男 １９５９ ２ 大学本科 陕西子长 中共党员 院长 ２００５ ９~２００７ ９

侯文春 男 １９５５ １０ 大学本科 陕西吴起 中共党员 院长 ２００７ １０~

０１７



第二节　 刑事审判

１９９０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４５ 件 (含刑事复查)ꎬ 审结 １１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９ １％ꎬ
判处犯罪分子 １２７ 人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４ 人ꎻ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２６ 人ꎻ 三年

以上五年以下 ３５ 人ꎻ 三年以下 ５７ 人ꎻ 宣告无罪 ６ 人ꎻ 缓刑 ５ 人ꎻ 免予刑事处分 ２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５７ 件 ２１１ 人ꎬ 审结 １５４ 件 ２０８ 人ꎬ 退查 ２４ 件 ２９ 人ꎬ

撤诉 ３ 件 ４ 人ꎬ 复查维持 ２ 件 ２ 人ꎮ 判处犯罪分子 １７１ 人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８
人ꎻ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４４ 人ꎻ 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３４ 人ꎻ 三年以下 ７４ 人ꎻ 拘役 ４ 人ꎻ 宣

告无罪 ２ 人ꎻ 缓刑 ６ 人ꎻ 免予刑事处分 １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７０ 件 ２５５ 人 (包括自诉 ３ 件 ６ 人ꎬ 复查 ７ 件 ７ 人ꎬ 复审 １

件 １ 人)ꎬ 审结 １６６ 件 ２５１ 人ꎬ 退查 ２２ 件 ３９ 人ꎬ 撤诉 ３ 件 ３ 人ꎬ 结案率为 ９８％ꎮ 判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７ 人ꎻ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６１ 人ꎻ 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３５ 人ꎻ 判处三年以下 ８２
人ꎬ 拘役 ８０ 人ꎻ 宣告无罪 ６ 人ꎻ 缓刑 １６ 人ꎻ 单处罚金 １ 人ꎻ 免予刑事处分 ３ 人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７５ 件 ２２５ 人ꎬ 其中公诉案件 １６８ 件 ２４７ 人ꎬ 自诉案件

７ 件 ８ 人ꎬ 审结 １７１ 件 ２５１ 人ꎬ 退查 ２２ 件 ３９ 人ꎬ 撤诉 ３ 件 ３ 人ꎬ 结案率为 ９７ ７％ꎮ 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１１ 人ꎻ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３９ 人ꎻ 五年以下 １４７ 人ꎻ 缓刑 ２２ 人ꎻ 免予

刑事处分 ４ 人ꎻ 宣告无罪 １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６５ 件ꎬ 审结 １６２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 ２％ꎬ １９１ 人被判处

有期徒刑ꎬ 判处拘役 ３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４０ 件ꎬ 审结 １４０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ꎬ １５６ 人被判处有

期徒刑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４ 人ꎻ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３２ 人ꎻ 五年以下 １１８ 人ꎻ
拘役 ２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６６ 件 ２３４ 人 (其中自诉案件 ４ 件 ９ 人)ꎬ 审结 １６３ 件

２２７ 人ꎬ 结案率为 ９８ １％ꎮ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５ 人ꎻ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９３ 人ꎻ 三年

以下 ９６ 人ꎻ 判处拘役 ２ 人ꎻ 宣告缓刑 ２１ 人ꎻ 监外执行 ３ 人ꎻ 免予刑事处分 １ 人ꎻ 减刑 １
人ꎻ 复查 ２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７３ 件 ２５２ 人ꎬ 审结 １６９ 件 ２４１ 人ꎬ 结案率 ９７ ７％ꎬ 其

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８ 人ꎻ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８４ 人ꎻ 三年以下 １２２ 人ꎻ 判处拘役

１４ 人ꎻ 判处缓刑 ９ 人ꎬ 单处罚金 ３ 人ꎻ 免予刑事处分 １ 人ꎬ 没收赃款、 判处罚金 ２４ 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８９ 件 ２７１ 人ꎬ 审结 １８７ 件 ２６８ 人ꎬ 结案率为 ９８ ９４％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７ 人ꎻ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９０ 人ꎻ 三年以下 １１７ 人ꎻ 判处拘役

２５ 人ꎬ 判处缓刑 ２９ 人ꎻ 单处罚金 １１ 人ꎻ 免予刑事处分 ５ 人ꎻ 宣告无罪 ７ 人ꎻ 驳回起诉

１ 人ꎬ 没收赃款、 判处罚金 ２７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１２ 件 ２５０ 人ꎬ 审结 １９２ 件 ２２５ 人ꎬ 结案率为 ９５ ５６％ꎮ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３ 人ꎻ 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２８ 人ꎻ 判处三年以上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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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审判

以下有期徒刑 ３７ 人ꎻ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５８ 人ꎻ 判处拘役 ３１ 人ꎻ 没收赃款、 判处罚

金 １７ 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０２ 案 ２６１ 人ꎬ 审结 １８５ 案 ２３５ 人ꎬ 结案率 ９１ ５８％ꎮ 其

中ꎬ ７ 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ꎻ ２７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４２ 人被判

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１０４ 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判处拘役 ５２ 人ꎻ 驳回

起诉 １ 人ꎻ 宣告无罪 ２ 人ꎻ 没收赃款、 判处罚金 １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３０ 件ꎬ 审结 ２１０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１ ３％ꎬ 判处犯罪分子

３１５ 人ꎬ 其中 ５２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５６ 人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ꎻ 被判处三年以下和拘役 １７８ 人ꎬ 宣告无罪 ７ 人ꎻ 没收赃款、 判处罚金 ２３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３３ 件ꎬ 审结 ２１６ 件ꎬ 结案率 ９２ ７％ꎻ 判处犯罪分子

２６１ 人ꎬ 其中 ６９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ꎬ １６４ 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ꎻ 判处拘役 ２８ 人ꎻ 宣告无罪 ４ 人ꎻ 没收赃款、 判处罚金 １７ 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０５ 件ꎬ 审结 ２０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９ ５％ꎬ 判处犯罪分子

２５７ 人ꎬ 其中 ６２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１６３ 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ꎻ ３２ 人被判处拘役ꎻ 没收赃款ꎬ 判处罚金 １１ ４ 万余元ꎮ 刑事审判庭被陕西省委政法

委、 陕西省综治委评为 “全省严打整治先进单位”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６８ 件ꎬ 审结 ２６２ 件ꎬ 结案率 ９７ ７％ꎬ 判处犯罪分子

３２４ 人ꎬ 其中 ２ 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ꎻ ３４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２４６ 人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３０ 人被判处拘役ꎻ 单处罚金 １ 人ꎬ 罚款 ３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３２４ 件 (含发回重审、 自诉案件)、 审结 ３１６ 件ꎬ 结率

为 ９７ ５％ꎮ 其中ꎬ 审结盗窃案件 １０８ 件ꎬ 交通肇事案件 ４８ 件ꎻ 抢劫、 抢夺案 ４６ 件ꎻ 故

意伤害案件 ３８ 件ꎻ 贩卖毒品案 ２１ 件ꎻ 贪污、 挪用公款案 １０ 件ꎻ 其他案件 ４５ 件ꎮ 判处

犯罪分子 ４６５ 人ꎬ 其中 １７ 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ꎻ ５４ 人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ꎻ ７８ 人被判处拘役ꎻ 单处罚金 ５ 人ꎬ 宣告无罪 １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 ３６３ 件ꎬ 审结 ３５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 ６％ꎮ 判处犯罪分子

５０２ 人ꎬ 其中 １３ 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ꎻ ２５ 人被判处七年至十年有期徒刑ꎻ １２８ 人

被判处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ꎻ ２４８ 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ꎻ ３１ 人被拘役ꎻ ４８ 人被判

缓刑ꎬ 单处罚金 ６ 人ꎻ 免予刑事处罚 ３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４０４ 件ꎬ 审结 ３９０ 件 (含发回重审、 自诉、 抗诉案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６ ５％ꎮ 判处犯罪分子 ４２６ 人ꎬ 其中判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 ２３ 人ꎬ 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３８ 人ꎬ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２７０ 人ꎬ 拘役 ３７ 人ꎬ 管制 ２ 人ꎬ 缓刑 ５３
人ꎬ 宣告无罪 ２ 人ꎬ 免予刑事处罚 １ 人ꎬ 单处罚金和没收财产 ６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０４ 件ꎬ 审结 １７９ 件 (含发回重审、 自诉、 抗诉案件)ꎬ
结案率为 ８７ ７％ꎮ 判处犯罪分子 ３０６ 人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１３ 人ꎬ 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５２ 人ꎬ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１９４ 人ꎬ 拘役 １７ 人ꎬ 缓刑 ２９ 人ꎬ 免予刑事处

罚 １ 人ꎬ 单处罚金和没收财产 ２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３９０ 件 (含刑事复查)ꎬ 审结 ３８６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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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犯罪分子 ５５４ 人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４１ 人ꎬ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９７ 人ꎬ 五

年以下 ２９９ 人ꎬ 拘役 ５７ 人ꎬ 缓刑 ５８ 人ꎬ 免予刑事处分 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３２０ 件ꎬ 审结 ３１０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７％ꎬ 判处犯罪分子

５１３ 人ꎬ 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５０ 人ꎬ 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６７ 人ꎬ 五年以下 ２９４ 人ꎬ
拘役 ３５ 人ꎬ 缓刑 ６３ 人ꎬ 免予刑事处分 ４ 人ꎮ

第三节　 民商事审判

１９９０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４７０ 件ꎬ 其中债务纠纷 ９７ 件ꎬ 赔偿 ８１ 件ꎬ 婚姻家庭

１７８ 件ꎬ 其他类型 １１４ 件ꎬ 审结 ４５６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７％ꎮ 受理经济案件 ５１ 件ꎬ 结案 ４７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２％ꎬ 涉及标的 １１２ ２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４５６ 件ꎬ 其中债务纠纷 ９７ 件ꎬ 赔偿 １０３ 件ꎬ 离婚 ２１３
件ꎬ 宅基地案件 ５ 件ꎬ 房屋案件 １２ 件ꎬ 继承案件 １０ 件ꎬ 其他类型 １３ 件ꎬ 审结 ４３２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４ ９５％ꎮ 受理经济案件 ４７ 件ꎬ 结案 ４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８７ ２％ꎬ 诉讼标的

２５５ ４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３９１ 件ꎬ 其中债务纠纷 ６８ 件ꎬ 借贷 ２６ 件ꎬ 赔偿 ８１ 件ꎬ

婚姻家庭纠纷 １６７ 件ꎬ 房屋案件 ４０ 件ꎬ 继承案件 ８ 件ꎬ 林木 １ 件ꎬ 审结 ３５７ 件ꎬ 结案率

为 ９１ ３％ꎮ 受理经济案件 ３８ 件ꎬ 结案 ３５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２ １％ꎬ 诉讼标的 ９０ 余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５６２ 件ꎬ 审结 ５４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６ ２％ꎮ 受理经济案件

６２ 件ꎬ 结案 ５７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２％ꎬ 诉讼标的 １３０ １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６５５ 件ꎬ 其中债务纠纷 １５６ 件ꎬ 赔偿 ９２ 件ꎬ 离婚 ２７７

件ꎬ 审结 ６２２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５％ꎮ 通过调解结案 １７１ 件ꎬ 占结案率的 ２７ ４％ꎮ 受理经济

案件 ４４ 件ꎬ 结案 ４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３ ５％ꎮ 巡回法庭为服务单位解决纠纷 ２５０ 件ꎬ 清偿

债权 ４１３ ９ 万元ꎬ 理顺消除风险 ２３２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０８９ 件ꎬ 其中债务纠纷 ３１０ 件ꎬ 赔偿 １７２ 件ꎬ 离婚 ３８６

件ꎬ 其他 ２３６ 件ꎬ 审结 ９９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１ ６％ꎮ 受理经济案件 １４１ 件ꎬ 审结 １３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５％ꎬ 总标的 ４１１ １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８４４ 件ꎬ 审结 ８０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５ ７％ꎮ 受理经济案件

５２ 件ꎬ 审结 ５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０９７ 件ꎬ 审结 １０３３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４ ２％ꎮ 受理经济案

件 ４４ 件ꎬ 审结 ４３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２５４ 件ꎬ 审结 １１２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８９ ６％ꎮ 受理经济案

件 ３９ 件ꎬ 审结 ３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７ ４％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２３２ 件ꎬ 审结 １１４６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３ ０２％ꎮ 受理经济

案件 ３２ 件ꎬ 结案 ３２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３８４ 件ꎬ 审结 １２９７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３ ７１％ꎮ 受理经济

案件 ３１ 件ꎬ 审结 ３０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６ ７７％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１３３７ 件ꎬ 审结 １２３５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２ ３％ꎮ 受理经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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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１９ 件ꎬ 结案 １７ 件ꎬ 结案率为 ８９ ５％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１３１７ 件ꎬ 审结 １２８９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２ ２％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１４２８ 件ꎬ 审结 １３１７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７ ９％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１４２８ 件ꎬ 审结 １３６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５ ３１％ꎬ 调解结

案 ８６９ 件ꎬ 调解率为 ６３ ８７％ꎬ 其中南泥湾法庭、 姚店法庭、 青化砭法庭结案率 １００％ꎮ
８ 月ꎬ 南泥湾法庭被省高院授予 “调解工作优秀法庭” 称号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南泥湾法庭创新调解方式ꎬ 健全调解体系ꎬ 被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授予 “全国优秀人民法庭” 称号ꎮ 全年全区受理民商事案件 １４０１ 件ꎬ 审结 １３８３ 件ꎬ
审结率为 ９８ ７２％ 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 ７８９ 件ꎬ 调解率 ５７ ０５％ꎬ 其中姚店法庭调解

率 ８２ ２８％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受理民商事案件 １３５３ 件ꎬ 审结 １３３０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 ３％ꎮ 民商事案件调

解结案 ７６９ 件ꎬ 调解率为 ５７ ８％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受理民商事案件 １５４２ 件ꎬ 审结 １５１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ꎬ 上诉维持率为

９１％ꎮ 民商事案件调解结案 ９７２ 件ꎬ 调解率为 ６１％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１１５８ 件 (含基层法庭 １４６ 件)ꎬ 审结 １００９ 件ꎬ 审结

率为 ８７ １％ꎬ 调解结案 ６０７ 件ꎬ 调解率为 ６０ ２％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２７３５ 件ꎬ 审结 ２６４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７％ꎬ 调解结案

１６４４ 件ꎬ 调解率为 ６２ 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民商事案件 １９２１ 件ꎬ 审结 １８４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６％ꎬ 调解结案 １２１３

件ꎬ 调解率为 ６６％ꎮ

第四节　 行政审判

１９９０ 年ꎬ 受理行政案件 ３ 件ꎬ 审结 ２ 件ꎬ 结案率为 ６６ ７％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受理行政案件

１８ 件ꎬ 审结 １６ 件ꎬ 结案率为 ８８ ９％ꎮ 其中ꎬ 治安案件 ８ 件ꎻ 城建 ５ 件ꎻ 土地 ２ 件ꎻ 没

收处罚 １ 件ꎻ 劳动教养 １ 件ꎻ 其他 １ 件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受理行政案件 ２７ 件ꎬ 审结 ２５ 件ꎬ 结案为 ９２ ３％ꎬ 其中治安案件 １４ 件ꎻ

城建 ９ 件ꎻ 道路交通 ２ 件ꎻ 劳动教养收审 ２ 件ꎮ １９９３ 年受理行政案件 ３４ 件ꎬ 审结 ３３ 件ꎬ
结案率 ９７ １％ꎮ １９９４ 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５５ 件ꎬ 审结 ５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ꎮ １９９５ 年受

理各类行政案件 ３８ 件ꎬ 审结 ３８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６ 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４１ 件ꎬ
审结 ４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７ 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４５ 件ꎬ 审结 ４５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５１ 件ꎬ 审结 ５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受理

各类行政案件 ４４ 件ꎬ 审结 ４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３５ 件ꎬ 审结 ３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７ １４％ꎮ ２００１ 年受理各

类行政案件 ５１ 件ꎬ 审结 ５０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８％ꎮ ２００２ 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６４ 件ꎬ 审结

６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５ ３％ꎮ ２００３ 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３８ 件ꎬ 审结 ３６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５％ꎮ
２００４ 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４４ 件ꎬ 审结 ４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７７ 件ꎬ 审结 ７７ 件ꎬ 审结率、 上诉维持率均为 １０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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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审结非诉执行案件 ５６ 件ꎻ １１ 月ꎬ 行政庭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 “全省法院行

政审判工作先进集体”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受理行政案件 ８７ 件ꎬ 审结 ８７ 件ꎬ 审结率为 １００％ꎮ 审

结非诉执行案件 ４７ 件ꎬ 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 １２ 条ꎮ ２００７ 年受理行政案件 ７０ 件ꎬ
审结 ７０ 件ꎬ 审结率为 １００％ꎮ 上诉维持率为 ８３％ꎮ ２００８ 年受理行政案件 １８１ 件ꎬ 审结

１６１ 件ꎬ 结案率为 ８８ ９％ꎮ ２００９ 年受理行政案件 １４３ 件ꎬ 审结 １４２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９％ꎮ
２０１０ 年受理行政案件 ２５ 件ꎬ 行政非诉案件 １００ 件ꎬ 审结 １２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９９％ꎮ

第五节　 案件执行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年全院受理执行案件 ７３ 件ꎬ 执结 ５３ 件ꎬ 执结率为 ７２ ６％ꎬ 执行标的

３７ ４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年受理执行案件 ９１ 件ꎬ 执结 ７３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０ ２０％ꎬ 执行标

的 ５３ ２５９３ 万元ꎬ 配合市政府拆除路障 １４５０ 余间 (孔窑洞) 平房ꎮ 协助金融部门依法

收贷 ７５ 万元ꎮ 采取强制措施ꎬ 对拒不执行判决的张某某依法逮捕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院受理执行案件 ９５ 起ꎬ 执结 ７８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１％ꎮ 执行类别主要有督

促程序案件、 诉讼行政案件、 部分民事、 经济案件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受理执行案件 ７６ 起ꎬ 执

结 ６０ 件ꎬ 执结率为 ７９ ９％ꎬ 执行标的额 ５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采取日常执行与集中执行组

合的办法ꎬ 当年审结案件 ３１０ 件ꎬ 执行率 ８１ ３％ꎬ 同时执行旧存案件 ３６ 件ꎬ 其中按督促

程序发出支付令 ３７ 件ꎬ 执行税款 ５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法院执行工作按照 “少讲执行难ꎬ 多讲怎么办” 的要求ꎬ 各业务庭自行执

行案件 １０５９ 件ꎬ 督促当事人自行履行 ７５０ 件ꎬ 强制措施 ２１４ 件ꎬ 积极协助外地法院执结

９ 件ꎬ 案件执结率为 ８７％ꎮ 户县法院委托执行延安市水泥厂拖欠贷款一案ꎬ 接到委托函

件后ꎬ 市法院立即组织执行人员到延安市水泥厂将拖欠贷款执行完毕ꎬ 交付户县法院ꎮ
执行庭受理申请案件 ５２ 件ꎬ 标的 １０４ ６ 万元ꎬ 执结 ５２ 件ꎬ 执结率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受

理执行案件 ５３ 件ꎬ 执结 ５３ 件ꎬ 执结率为 １００％ꎮ 执行标的 １０５ ３ 万元ꎬ 强制搬迁房屋

１５ 间 (孔)ꎬ 司法拘留 ４ 人ꎬ 罚款 ３ 人ꎮ 办理非诉讼案件 ２８３ 件ꎬ 标的 ４０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受理执行案件 １０１ 件ꎬ 执结 ８９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８ １％ꎬ 执行标的 １８６ 万元ꎬ 司法拘留

８ 人ꎬ 罚款 ４ 人ꎮ 其中ꎬ 刘某某诉周某某果园承包一案ꎬ 调解结案后ꎬ 被告避而不见ꎬ
执行人员寻找十五六次ꎬ 仅部分执行到位ꎬ 剩余部分被告以种种理由推诿ꎮ 经执行人员

多方调查走访ꎬ 发现被告经营一个经济效益很好的砖厂时ꎬ 执行人员立即查封砖机ꎮ 次

日ꎬ 被告主动履行剩余 ２ 万元款项ꎬ 该案顺利执结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严格执行审执分离ꎬ 执行案件均由执行庭执行ꎮ ８~９ 月ꎬ 区人民法院开展

执行大会战ꎬ 执行各类案件 １９９ 件ꎬ 执结 １６３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５ ２％ꎮ 执行标的为现金

２４７ 万元、 房屋 １４ 间、 汽车 ３ 辆、 电视机 ２ 台、 果园 ２８ 亩、 沙发 １０ 套ꎬ 查封楼房 １ 栋、
加油站 １ 个ꎬ 并对伪造法院文书妨碍诉讼程序的张某某等 ６ 人分别予以司法拘留 １５ 日ꎬ
对撕毁执行公告的宝塔区化工厂予罚款 ５００ 元的民事制裁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开展 “执行年” 活动ꎬ 建立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ꎬ 制定 «限制被执行

人高消费办法» «奖励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办法» 等ꎮ 全年执行案件 １７０ 件ꎬ 全部和

部分执结 １５４ 件ꎬ 执结率为 ９０ ５８％ꎮ 执行标的 ２１０ 万元ꎬ 扣押汽车 ５ 辆ꎬ 拘传 １ 人ꎬ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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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５４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年受理执行案件 ４２３ 件ꎬ 执结 ３６９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７ ２３％ꎮ 执行标的 ３３８

万元ꎮ 苏某某诉丁某某排除妨碍一案ꎬ 审结后未执行ꎬ 当事人长期上访ꎬ 多次引发打架

事件ꎮ 区人民法院对妨碍执行的被执行人丁某某等 ３ 人采取司法拘留的强制措施ꎬ 使长

达 ５ 年之久的老大难案件完全执结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深入开展清理执行积案活动ꎬ 通过宣传动

员、 召开督促执行、 执行兑现大会等形式ꎬ 全年受理执行案件 ２９３ 件ꎬ 执结 ２４２ 件ꎬ 执

结率为 ８２ ６％ꎮ 执行标的 ３２９ 万余元ꎮ 执行中ꎬ 依法拘留 ２８ 人次ꎬ 罚款 ６ 人次 ３７００ 元ꎮ
查封房屋 ６ 处ꎬ 扣押汽车 ６ 辆、 家电 ２６ 台 (件)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成立ꎬ 下设执行一庭和执行二庭ꎬ 同时撤销执

行庭ꎮ 全年受理执行案件 ２７３ 件ꎬ 执结 ２３８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７ ２％ꎬ 执行标的 ７５１ 万余元ꎬ
司法拘留 ２６ 人次ꎬ 罚款 ５ 人次 ６８００ 元ꎮ 郇某某诉王某某交通肇事人身伤害赔偿一案ꎬ
被执行人王某某拒不履行义务ꎬ 区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ꎬ 将王某某抓捕归案ꎬ 追

究刑事责任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建立督办、 催办、 责任追究制度ꎬ 重点清理久执未结案件ꎬ 执结各类案件

２９６ 件ꎬ 执行标的 ４１７ 万元ꎬ 司法拘留 １９ 人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受理执行案件 ４０１ 件ꎬ 执结

３７３ 件ꎬ 执结率 ９３ ０２％ꎮ 执行标的 ５１７ １ 万元ꎬ 司法拘留 ６ 人次ꎮ 执行力度之大、 执行

率之高、 执行标的之多、 执行效果之显著ꎬ 超过建院以来历史最高水平ꎮ “执行难” 状

况得到缓解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受理申请执行案件 ４７４ 件ꎬ 执结 ４４７ 件ꎬ 执结率为 ９４ ３％ꎮ 执行标的 １３２７

万元ꎬ 司法拘留 １５ 人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受理申请执行案件 ４８５ 件ꎬ 执结 ４５５ 件ꎬ 执结率为

９３ ８０％ꎮ 执行标的 １２００ 余万元ꎬ 司法拘留 ４ 人ꎬ 其中执结积案 １９３ 件ꎬ 占总案数的

４２ ４％ꎮ 曹某某诉延长油矿管理局直属钻采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ꎬ 区法院出动警力 ８
人、 警车 ２ 辆ꎬ 扣押被告原油车辆 ２ 辆ꎬ 转账支票 １ 份金额 １２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按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

知» 精神ꎬ 区法院进一步强化执行工作ꎬ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ꎬ 彻底解决执行难ꎮ 全年

受理申请案件 ３７３ 件ꎬ 执结 ３３５ 件ꎬ 执结率为 ９０％ꎬ 执行兑现率为 ７３ ５％ꎬ 执行 １３００ 余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受理各类申请执行案件 ４６１ 件ꎬ 结案 ３２４ 件ꎬ 结案率 ７０ ３％ꎬ 执行标的

３９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受理申请案件 ９０７ 件ꎬ 执结 ７５５ 件ꎬ 执结率为 ８２ ２％ꎬ 执行兑现

率为 ８０％ꎬ 执行标的 ２３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申请执行案件 １０３６ 件ꎬ 执结 ９３７ 件ꎬ 执

结率为 ９０％ꎬ 执行兑现率为 ８９％ꎬ 执行标的 ３４０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民法院案件执结统计表
　 表 ２３－２－２ 单位: 件

年份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案件数 ５３ ７３ ７８ ６０ ３１０ ５２ ５３ ８９ １６３ １５４ ３６９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案件数 ２４２ ２３８ ２９６ ３７３ ４４７ ４５５ ３３５ ３２４ ７５５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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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审判监督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法院审监庭评查各类案件 １４８２ 件ꎮ 审理申诉、 抗诉、 指令再审案

件 ２６ 件ꎬ 审结 ２４ 件ꎬ 结案率 ９２ ３％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评查各类案件 １８７３ 件ꎬ 审理申诉、 抗诉、 指令再审案件 ３３ 件ꎬ 审结 ３３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受理申诉、 抗诉、 申请再审案件 ２９ 件ꎬ 审结 ２９ 件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审判监督庭不断加大内部监督力度ꎬ 一年来受理申诉、 抗诉、 申请再审案

件 ２９ 件ꎬ 审结 ２９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受理申诉、 抗诉、 申请再审案件 １３ 件ꎬ 审结 １３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受理申诉、 抗诉、 申请再审案件 １５ 件ꎬ 审结 １５ 件ꎬ 其中改判纠正 ４ 件ꎬ

结案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受理申诉、 抗诉、 申请再审案件 １２ 件ꎬ 审结 １０ 件ꎬ 结案率 ８３ ３％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受理申请再审案件 １０ 件ꎬ 审结 ９ 件ꎬ 结案率 ９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受理申请再审案件 ２ 件ꎬ 审结 ２ 件ꎬ 结案率 １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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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编　 公安　 司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公安工作以 “抓班子、 带队伍、 促工作、 保平安” 的总体思

路ꎬ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坚持内强素质ꎬ 外树形象ꎬ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ꎬ 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ꎬ 为宝塔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顺利实施 “一五” “二五” “三五” “四五” “五五” 普法计

划ꎻ 建立乡镇司法所 ２３ 个ꎬ 选派专职司法助理员 ２７ 人ꎻ 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６１１ 个ꎻ
有调解员 ２０３４ 人ꎻ 建立乡镇法律服务所 ７ 个ꎮ 有法律工作者 ２０ 人ꎮ

第一章　 公　 安

第一节　 公安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称延安市公安局ꎬ 下设宝塔山、 南市、 凤凰山、 桥沟、 万花山、 枣园、 柳

林、 李渠、 河庄坪、 甘谷驿、 麻洞川、 南泥湾、 蟠龙、 临镇、 姚店、 公交、 森林公安 １７
个派出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成立国家安全科 (股)、 防暴巡逻队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成立缉私缉毒队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成立指挥中心、 信访出入境管理科、 石油科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为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ꎮ 同年ꎬ 警务督察队成立ꎬ 撤销预审

科ꎮ ２００１ 年ꎬ 成立治安大队ꎬ 撤销治安科、 内保科、 户政科、 石油科、 保卫科、 政保

科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宝塔分局直属延安市公安局领导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升为副县级建制ꎮ
同年ꎬ 成立网络监察大队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下设单位 ３７ 个ꎬ 其中正科级建制 ３３ 个、 副科级建

制 ４ 个ꎮ 全局有民警 ５３１ 人ꎬ 在岗 ４８５ 人、 离岗 ４６ 人ꎬ 其中女民警 ７０ 人ꎻ 大学以上文

化程度 ２３３ 人ꎬ 大专文化 １４６ 人ꎬ 中专、 高中文化程度 ８１ 人ꎬ 初中文化 ２５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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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打击犯罪

一、 侦查破案

１９９０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８７０ 起ꎬ 破案 ８７４ 起ꎬ 其中重大案件 １３５ 起ꎬ 破案率为

４８％ꎮ 抓获各类犯罪分子 ３６８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３０７ 起ꎬ 破案 ５１３ 起ꎬ 其中

重大案件 ２３８ 起ꎬ 破案率 ３８ ２５％ꎮ 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 ５０４ 人ꎮ 摧毁犯罪团伙 １８ 个ꎬ
涉案成员 ６７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成立刑事警察大队ꎮ 是年ꎬ 全市立各类刑事案件 ３０３ 起ꎬ 破案 １８６ 起ꎬ 破

案率 ６１ ３８％ꎮ 打击处理 １７１ 人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７８４ 起ꎬ 破案 ６１１ 起ꎬ 破案

率为 ７７％ꎬ 其中重大案件 ２１１ 起ꎬ 破案 １１８ 起ꎬ 破案率为 ５５ ９２％ꎮ 抓获各类刑事犯罪

分子 ４８０ 人ꎬ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８６ ９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８１３ 起ꎬ 破案

６０３ 起ꎬ 破案率为 ７４％ꎬ 打击处理 ４２６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打击摧毁犯罪团伙 ３８ 个ꎬ 打击处理 ３３９ 人ꎮ 立刑事案件 ６５７ 起ꎬ 破案 ４９７

起ꎬ 破案率 ７５ ６０％ꎬ 其中重特大案件 ２５１ 起ꎬ 破案 １９９ 起ꎮ 打击摧毁犯罪团伙 ３８ 个ꎬ
打击处理 ３３９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９１２ 起ꎬ 破案 １０２０ 起ꎬ 其中破积案 １０８ 起ꎬ
破案率 １００％ꎻ 重大案件立案 １７７ 起ꎬ 破获 １３３ 起ꎬ 破案率 ７５％ꎮ 抓获犯罪分子 ２５７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抓捕犯罪嫌疑人 １６０ 人ꎬ 抓获负案在逃犯 １７ 人ꎮ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３５１ 起ꎬ
破案 ５１５ 起 (其中破积案 １６４ 起)ꎬ 破案率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６５８ 起ꎬ 破

获各类刑事案件 ５０１ 起ꎬ 破案率 ７６％ꎬ 打击处理 ２５８ 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９０４
起ꎬ 破获 １０３５ 起ꎬ 破案率 １００％ꎬ 其中破隐漏积案 １３１ 起ꎮ 立重特大案件 １６０ 起ꎬ 破获

１２６ 起ꎬ 破案率 ７８ ２５％ꎮ 打击处理各类犯罪嫌疑人 ２７３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２５８ 人ꎬ 其中提请逮捕 １８５ 人ꎮ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２９７

起ꎬ 破案 ９１８ 起ꎬ 破案率 ７０ ７％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３６９ 人ꎬ 其中提请逮捕

２４６ 人ꎮ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４２８ 起ꎬ 破案 １２９６ 起ꎬ 破案率 ９０ 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立各类刑事

案件 ２２６４ 起ꎬ 破案 １４３７ 起ꎬ 破案率 ６３ ４％ꎮ 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３７４ 人ꎬ 其中逮捕起

诉 ２５０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３０９ 起ꎬ 破案 ５３８ 起ꎬ 破案率 ４１ １％ꎮ 抓获犯罪

嫌疑人 １８２ 人ꎬ 打击处理 １４８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９５５ 起ꎬ 破案 ９３７ 起ꎬ 破案

率 ４７ ９２％ꎮ 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３７２ 人ꎬ 批捕 ２３０ 案 ３４３ 人ꎬ 起诉 ２１８ 案 ３１３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４３９ 人ꎬ 报捕 ２４８ 案 ３８７ 人ꎬ 连同上年度积案批捕 ２５３ 案 ３９６ 人ꎬ
移送起诉 ２４６ 案 ４０２ 人ꎮ 全年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５１２ 起ꎬ 破案 ９４３ 起ꎬ 破案率 ６２ ３％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发生命案 １６ 起ꎬ 破获 １２ 起ꎬ 命案侦破率 ７５％ꎮ 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６０３ 人ꎬ 缴获财物总价值 ４３８ ５６ 万元ꎮ 全年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８５７ 起ꎬ 破案 １２９８ 起ꎬ 破

案率 ６９ ８％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６９６ 起ꎬ 破案 １６６２ 起ꎬ 破案率 ９７ ９％ꎮ 捣毁犯

罪团伙 ２８ 个ꎬ 打击处理犯罪嫌疑人 ２５４ 人ꎬ 缴获赃款赃物总价值 ５７６ ５６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２５１０ 起ꎬ 其中立 “命案” １６ 起、 伤害 ３ 起、 强奸 ８ 起、

绑架 ５ 起、 抢劫 ２２９ 起、 盗窃 １１９７ 起、 抢夺 ２０ 起、 诈骗 １６０ 起、 毒品犯罪 ４０２ 起、 其

他 ４７０ 起ꎬ 破各种刑事案件 １７７８ 起ꎬ 破案率 ７０ ８３％ (破现行案件 １１３４ 起、 破获年前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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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６１４ 起、 破外省案件 ３０ 起)ꎮ 其中ꎬ 破命案 １６ 起、 伤害案 ８ 起、 强奸案 ５ 起、 绑架案

４ 起、 抢劫案 ９９ 起、 盗窃案 ４５１ 起、 抢夺案 ２ 起、 诈骗案 １２７ 起、 毒品犯罪 ４４５ 起、 其

他 ６２１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３８９ 人ꎬ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１００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立各类刑事案件 １９３５ 起ꎬ 其中立命案 １５ 起、 抢劫 １９８ 起、 强奸 ９ 起、 绑

架 ４ 起、 抢夺 １５ 起、 毒品犯罪 １６０ 起、 盗窃 １３５５ 起、 诈骗 ８２ 起、 其他 ９７ 起ꎮ 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 １１９２ 起ꎬ 其中命案 １５ 起、 伤害 ３ 起、 抢劫 １２０ 起、 强奸 ７ 起、 绑架 ３ 起、
抢夺 １ 起、 毒品犯罪 １７９ 起、 盗窃 ６９０ 起、 诈骗 ４４ 起、 其他 １３０ 起ꎬ 捣毁犯罪团伙 ３９
个ꎬ 抓获涉案嫌疑人 ２６４ 人ꎬ 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５００ 余万元ꎮ

二、 重特大刑事案件侦办

１９９２ 年ꎬ ２１０ 国道延安段车匪路霸明抢、 暗盗旅客财物案件时有发生ꎬ 刑警大队干

警一路明察暗访掌握线索ꎻ 另一路着便装跟车追踪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 在一辆由西安

驶向榆林的个体长途客车进入延安段李渠镇时ꎬ 当场抓获 ３ 名盗窃作案犯罪分子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获取本市内贩卖假人民币窝点线索ꎬ 派 ３ 名干警

到延安市请求协助侦破ꎮ 根据延安地区公安处指示ꎬ 市区刑警大队第五侦探组会同地区

公安处干警经过周密部署ꎬ 在延河饭店抓获正在进行假币交易的 ４ 名案犯ꎬ 当场缴获假

人民币 １５ 万元ꎬ 并捣毁贩卖假币窝点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 接 １１０ 报警台信息ꎬ 农行宝塔区支行大桥储蓄所出纳员刘某某

携带单位公款 １５ 万元ꎬ 在嘉岭宾馆被人麻醉后抢劫ꎮ 接案后ꎬ 分局刑警大队组织警力ꎬ
兵分两路ꎬ 展开调查取证和走访工作ꎬ 将报案人刘某某列入嫌疑对象ꎬ 对刘某某采取留

置盘问ꎬ 迫使刘某某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交代为牟取暴利ꎬ 从农行金库提款 １５ 万元ꎬ
从外地到延安人员手中购买 “大满洲国” 一角硬币 ２５０ 枚造成 １５ 万元被骗ꎬ 为掩盖事

实真相ꎬ 编造被人麻醉后抢劫公款的事实ꎬ 成功破案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９ 日ꎬ 宝塔区一中初一 (２) 班学生白某某在放学回家路上ꎬ 被社会上

的未成年人张某 (１５ 岁)、 李某 (１３ 岁)、 赵某 (１３ 岁) 拦住要钱ꎮ 由于白某某没有带

钱ꎬ 张某等人强行将白的手表摘下ꎬ 让其借钱来赎手表ꎮ 白某某在附近借得 ５０ 元钱向

张一伙赎手表ꎬ 张某以钱少不给手表并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向白某某连捅 ３ 刀ꎬ 致使白某

某经抢救无效死亡ꎮ 刑警队干警对张某的外逃信息采取 ２４ 小时监控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 办案

民警获悉张某逃往山西某地打工的线索ꎮ ７ 月 ２ 日ꎬ 在太原某暖气片厂将潜逃 ３ 个月的

犯罪嫌疑人抓获ꎬ 成功破案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３ 时许ꎬ 分局 “１１０” 报警台接警ꎬ 有张姓女子被姐夫任某强迫

服毒自杀ꎬ 正在延大附属医院抢救ꎬ 任某携带炸药、 雷管等赶往医院准备行凶ꎮ 刑侦干

警火速赶到医院ꎬ 紧急布控ꎬ 疏散群众ꎬ 将犯罪嫌疑人任某当场擒获ꎬ 从其身上搜出安

装好随时可以引爆的 ＴＮＴ 炸药 ２ 块 (重 ４００ 克)、 １ 号电池 ２ 节ꎮ 从其家中搜出五六式冲

锋枪子弹 １８２ 发ꎬ 五四式手枪子弹 ２６ 发ꎮ 一起爆炸行凶杀人案成功告破ꎬ 专案组干警受

到陕西省委嘉奖ꎬ ３ 名干警荣立三等功 １ 次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年仅 １１ 岁的女学生在上学途中被人绑架ꎬ 绑匪索要赎金 ５０ 万

元ꎬ 并指定在铜川市交钱领人ꎮ 分局接到报警后ꎬ 刑警大队凤凰中队投入侦查破案ꎮ ３
月 １４ 日晚副大队长带领侦查人员和孩子家人赶赴铜川ꎬ 绑匪又电话通知将接头地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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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安ꎮ ３ 月 １５ 日零时ꎬ 在绑匪指定地点铜川市驻西安货运站将绑匪之一蔡某诱捕抓

获ꎬ 成功解救人质ꎮ 刑侦干警随后在宁夏警方的配合下ꎬ 于 ４ 月 ２７ 日成功将绑匪主犯唐

某擒获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始ꎬ 城区相继发生多起持刀抢劫案情ꎮ 宝塔刑警中队与派出所民警在辖

区案件多发地点和特定时段展开巡逻、 守候ꎬ 案件走访组深入辖区搜集案件线索ꎮ ５ 月

５ 日晚 ９ 时许ꎬ 根据特情提供的一起抢劫案中主要嫌疑人郭某在延安解放剧院出现ꎬ 刑

警、 治安警将郭某抓获ꎮ 经突击审讯ꎬ 郭某 (男ꎬ １６ 岁ꎬ 家住宝塔区李渠镇周家湾村)
供述其与他人多次参与抢劫的犯罪事实ꎮ 次日凌晨ꎬ 在城区百米大道个体旅社ꎬ 将犯罪

嫌疑人姬某 (男、 １８ 岁)、 史某 (男、 １７ 岁)、 乔某 (男、 １７ 岁) 抓获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２ 时 ３０ 分ꎬ 宝塔区市场沟 “兄弟会所” 茶楼门前发生一起致 ２

人死亡、 ３ 人受伤的重大恶性案件ꎮ 接到报案ꎬ 分局局长带领公安干警赶到案发现场ꎬ
组织案件侦破工作ꎬ 经过 ４ 个多小时努力ꎬ 查清现场死者和全部受害者的身份ꎬ 同时初

步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ꎮ 专案组成员先后赶赴西安、 渭南和广西南宁、 东兴等地ꎬ 行程

万余千米ꎮ ６ 月 ３ 日凌晨在南桥白坪山一居民房内将 ２ 名嫌疑人抓获ꎬ 成功破案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凌晨 ４ 时 ５０ 分ꎬ 宝塔区北关街柠檬水晶大酒店发生一起蒙面入室

抢劫杀人案ꎬ 酒店 １ 名保安人员死亡ꎬ ５０００ 元现金被抢ꎮ 案发后ꎬ 侦破民警以现场为中

心ꎬ 技术手段与传统侦查并用ꎬ 经调查走访ꎬ 专案组确认曾在案发酒店当过保安的贾

某、 王某 ２ 人有重大作案嫌疑ꎮ 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时ꎬ 将正在宝塔区航标网吧上网的贾某

抓获ꎮ 根据贾某交代ꎬ 在宝塔区冯庄乡冯庄村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ꎮ 经审讯ꎬ 贾某、
王某 ２ 人对 ２ 月 １０ 日凌晨蒙面抢劫柠檬水晶大酒店捅死值班保安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ꎬ 李渠镇朱家沟村村民马某与侄子在家吃过晚饭后出现抽搐、 呕吐

等症状ꎬ 疑似中毒ꎬ 马某经抢救无效当晚死亡ꎬ 其侄子抢救一周后无效死亡ꎮ 接到报案

后ꎬ 分局成立专案组调查走访ꎬ 初步查明受害人马某的丈夫侯某因妻子长期与公婆关系

不和ꎬ 致侯某在家中地位低下ꎬ 在村民中无法抬头ꎬ 初步将其列为重点嫌疑人ꎮ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省公安厅、 公安部对送检物品化验鉴定为 “特丁磷” 剧毒农药ꎬ 确定案件为投毒杀

人ꎮ 专案组多方调查取证ꎬ 对侯某采取措施ꎬ 经审讯ꎬ 侯某交代投毒杀妻的全部犯罪事

实ꎮ 成功破案ꎮ
三、 经济犯罪侦办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公安宝塔分局成立经济文化侦查中队ꎮ １０ 月ꎬ 破获犯罪嫌疑人折某利

用虚假保证书ꎬ 从延安市城市信用社诈骗贷款 ５０ 万元案件ꎬ 罪犯被依法逮捕ꎮ 全年破

获经济犯罪案件 １０３ 起 (重特大案件 １７ 起)ꎬ 涉及金额 ２００ 余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经侦中队配合上级公安机关开展反假币、 反偷税漏税等专项斗争ꎮ ５ 月ꎬ

协助审计部门查处宝塔区李渠镇东村村支部书记杨某等人ꎬ 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村集体资

金 １６ 万元的犯罪案件ꎬ 并追缴全部赃款ꎮ 当年ꎬ 经侦中队配合宝塔区技术监督、 工商、
税务等部门侦破行政经济违法案件 ７８ 起ꎬ 查扣伪劣商品价值 ４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经侦中队破获 “７０７” 制售、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查获各类假酒

１ 万多件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０ 余人ꎮ 同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 公安宝塔分局破获 “１０１５” 特

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１ 人ꎬ 涉及 ５ 个公司ꎬ ２０４ 份发票ꎬ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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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经侦中队在全区举行 “维护知识产权宣传” 活动ꎮ ５ 月ꎬ 在全

区开展打击走私犯罪统一行动ꎬ 重点打击各盗版假冒音像制品、 各类盗版假冒电脑

软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公安宝塔分局撤销经济文化侦查中队ꎬ 成立经济犯罪侦查大队ꎮ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派人参加市公安局举办的全市 “经济犯罪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培训

班”ꎬ 经侦系统实现网上办案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经侦大队破获延安金阳光汽车贸易公司业务员刘某偷盗该公司保管的客户

按揭银行卡ꎬ 支取 ３ 万元的盗窃案ꎮ 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ꎮ 全年立经济犯罪案件

２４ 起ꎬ 破获 １６ 起ꎬ 刑事拘留 １４ 人ꎬ 挽回经济损失 １８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经侦大队受理经济案件 ３５ 起ꎬ 立案 ２０ 起ꎬ 移交 ３ 案 ３ 人ꎬ 破案 １６ 起ꎬ 破

案率 ８０％ꎮ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７ 人ꎬ 刑事拘留 １７ 人ꎬ 撤案 ２ 人ꎬ 提请逮捕 １６ 人ꎬ 取保 ５
人ꎬ 移送起诉 ５ 人ꎻ 查处非法土地案 ２ 起ꎬ 抓获外省逃犯 ３ 人ꎮ 破获鱼某侵占村集体 ３４
万元案件ꎮ 追缴市土产公司税款及滞纳金 ４５ ８ 万元ꎬ 追缴民庆烟花爆竹公司税款及滞纳

金 ２８０ ４ 万元ꎮ 协同税务部门开展打击假发票工作ꎬ 分别在宝塔、 南市、 凤凰、 柳林设

立 ４ 个宣传点ꎬ 收缴假发票 １１ 本ꎬ 面值 ２５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经侦大队发现一起售假发票案件线索ꎬ ４ 月 ２６ 日对该起涉嫌出售非法

制造发票案件立案侦查ꎮ 经过 ５ 个月的侦查ꎬ 破获 １ 起宝塔区最大的销售假发票犯罪案

件ꎬ 打掉制假发票窝点 ２ 个ꎬ 查获印刷设备 ５ 台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４ 人ꎬ 缴获各类假发

票 １７ 万余份ꎮ
四、 缉毒禁毒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组建以市长为组长的禁毒领导小组ꎬ 同时成立延安

市缉毒禁毒大队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更名为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禁毒工作大队ꎮ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国际禁毒日”ꎬ 市公安局在东关解放剧院广场召开禁毒公处大

会ꎬ 公开处理 ２３ 名吸、 贩毒人员ꎮ 销毁海洛因、 咖啡因等毒品 ２３３３ 克ꎬ 各种精神药品

１１２９８ 片ꎮ 全年破获毒品案件 １７８ 起ꎬ 捣毁贩毒团伙 ２８ 个ꎬ 捣毁贩毒窝点 ２５ 个ꎬ 抓获

吸、 贩毒人员 ５４０ 人ꎬ 其中批捕 ８ 人ꎬ 劳动教养 ４１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７ 人ꎬ 罚款 ４２９ 人ꎬ
强制戒毒 １５２ 人ꎬ 批评教育 １８ 人ꎬ 缴获毒品 ３３６７ 克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开展 “破大案、 打团伙、 摧网络、 断通道” 的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

动ꎮ 破获吸毒案件 ３５０ 起ꎬ 抓获吸毒人员 ４０８ 人ꎬ 强制戒毒 ２５４ 人ꎬ 劳动教养 ５５ 人ꎮ 破

获贩毒案件 ２３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２３ 人ꎬ 其中刑事拘留 １４ 人ꎬ 提请逮捕 ９ 人ꎬ 缴获毒

品海洛因 ２８ 克ꎮ
２００４ 年 ４~９ 月ꎬ 在全区开展 “遏制毒源专项行动”ꎮ 破获贩毒案件 １３ 案 １５ 起ꎬ 抓

获犯罪嫌疑人 ２４ 人ꎬ 捣毁贩毒团伙 ３ 个ꎬ 刑事拘留 ２３ 人ꎬ 全部批捕起诉ꎮ 查获吸毒案

件 ２４０ 起ꎬ 抓获吸毒人员 ３５７ 人ꎬ 其中强制戒毒 ２８８ 人ꎬ 劳动教养 ３５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分局禁毒大队以遏制毒品泛滥为目标ꎬ 从 ８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底ꎬ 开展

对吸贩毒人员大普查、 大收容、 大帮教活动ꎮ 按照 “三个一律” (初次吸毒人员一律强

戒ꎬ 二次复吸人员一律报劳动教养ꎬ 对贩毒人员一律刑事拘留) 原则ꎬ 查处涉毒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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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 起ꎬ 抓获吸毒人员 ３９４ 人ꎬ 其中强制戒毒 ３１２ 人、 限戒 １６ 人、 劳动教养 ６６ 人ꎮ 由禁

毒大队牵头组织开展千名妇女禁毒签名活动ꎬ 成立禁毒志愿者行动大队ꎬ 招募志愿者

４０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分局协同区工会、 团委、 教育部门开展 “不让毒品进我家” “毒品知

识一堂课”ꎬ 举办禁毒图片展览、 宣传栏等活动ꎬ 受教育群众 ２０ 余万人次ꎮ 全年破获贩

毒案件 ５９ 案 ２７５ 起ꎬ 抓获嫌疑人 ８１ 人ꎬ 收缴毒品海洛因 ２２８ 克ꎻ 抓获吸毒人员 ５９２ 人ꎬ
其中强戒 ５６６ 人、 限戒 ２６ 人ꎬ 切断多条通往延安城区的贩毒通道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破获贩毒案件 ６０ 起ꎬ 其中重大贩毒案 ７ 起、 特大贩毒案 １０ 起ꎮ 抓获贩毒

犯罪嫌疑人 ２０ 人ꎬ 收缴毒品 １３９１ ６ 克ꎬ 其中海洛因 １３５２ ９７ 克ꎬ 冰毒 ３８ ６３ 克ꎬ 抓获

吸毒人员 ８７１ 人ꎬ 强制隔离戒毒 ６３１ 人ꎬ 社区戒毒 ２４０ 人ꎬ 通过吸毒人员破获其他刑事

案件 ３２ 起ꎬ 人员指纹采集 １３２ 份ꎬ ＤＮＡ 采集 ９７ 份ꎬ 网上追逃 ６ 人ꎮ

第三节　 专项治理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延安市公安局在全市开展 “破大案、 挖团伙、 追

逃犯、 打流窜” 的严打专项斗争ꎮ 破获各类案件 ４１５ 起ꎬ 其中重大案件 ５６ 起ꎬ 摧毁犯

罪团伙 １８ 个 ４９ 人ꎬ 提请逮捕 ３１ 人ꎬ 刑事拘留 ５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根据延安地区公安处专项治理统一行动ꎬ 部署开展 “严打办案会战”ꎬ 全

区破获刑事案件 ５１３ 起ꎬ 抓获刑事犯罪分子 ５０４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开展 “反盗窃、 破百案” 专项斗争ꎮ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１０４ 起 (重特大案

件 １９ 起)ꎬ 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９９ 人ꎬ 摧毁犯罪团伙 １２ 个ꎬ 提请逮捕 ３３ 人ꎬ 劳教

２ 人ꎮ 缴获桑塔纳轿车 １ 辆ꎬ 自行车 ４０ 辆ꎮ 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 ３１ 日ꎬ 开展打击车匪路霸和

破坏铁路、 公路设施专项斗争ꎮ 破获车匪路霸案件 ５０ 起ꎬ 抓获违法犯罪分子 ４３ 人ꎬ 提

请逮捕 １８ 人ꎬ 收缴坑害旅客的赌具和作案刀具等物 ２０ 多件ꎬ 追缴赃物总价值 ３ 万余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开展 “春季、 秋季社会治安整顿严打战役行动”ꎬ 破获刑事案件 １７３ 起ꎬ

查处治安案件 ５６６ 起ꎬ 其中赌博 １５３ 起ꎬ 卖淫嫖娼 ２３８ 起ꎬ 流氓滋扰 ２９ 起ꎬ 盗窃 １１２
起ꎬ 处理违法人员 ７１８ 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ꎬ 市公安局开展 “夏季严打整治” 专项治理ꎮ 破获刑

事案件 ２１８ 起ꎬ 破获犯罪团伙 １０ 个 ３０ 人ꎻ 查处治安案件 ２４６ 起ꎮ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６００
人ꎬ 抓获负案在逃人员 ５ 人ꎬ 收审 ２４７ 人ꎬ 劳教 １２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４３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５ 日ꎬ 市公安局开展 “打击破坏油田生产设施和偷盗原

油” 专项治理ꎮ 破获盗窃、 破坏油田设施案件 １９ 起ꎬ 摧毁犯罪团伙 ２１ 个ꎬ 取缔非法炼

油厂 １４ 处ꎬ 非法收购网点 １０ 个ꎬ 收审 ６ 人ꎬ 提请逮捕 ３ 人ꎬ 行政拘留 ２ 人ꎬ 挽回经济

损失 ２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根据省公安厅要求ꎬ 宝塔区开展 “打击盗抢机动车辆” 集中行动ꎬ 破获各

类案件 ９７ 起ꎬ 摧毁团伙 １６ 个ꎬ 缴获汽车 １５ 辆、 摩托车 １２ 辆、 自行车 ６０ 辆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开展危爆物品专项治理ꎮ 依法收缴炸药 ５３ 千克ꎬ 导火索 １５００ 米ꎬ 雷

管 ５００ 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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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分局在全区开展 “打黑除恶” 专项斗争ꎬ 历时 ６ 个月ꎬ 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 ６２０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２７ 人ꎬ 捣毁犯罪团伙 ２５ 个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５５ 人ꎮ 收

缴各类管制刀具 １８７ 把ꎬ 追缴赃款赃物总价值 １５６ 万元ꎮ 同年 ３ 月ꎬ 根据省公安厅、 市

公安局部署ꎬ 开展 “打击人贩子ꎬ 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 专项治理ꎬ 抓获人贩子 ２ 人ꎬ
解救被拐妇女 ６ 人、 儿童 ４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开展 “反扒打绺” 专项治理ꎬ 抓获绺窃人员

８９ 人ꎬ 劳动教养 ４３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６ 月ꎬ 开展 “除黑恶、 破大案、 打抢劫、 反盗窃” 春季百日破案会战ꎮ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９８１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１２ 人ꎬ 捣毁犯罪团伙 ５ 个ꎬ 缴获赃款赃物

计 ４７ ５６ 万元ꎮ 破获长达 １ 年零 ４ 个月的杀人积案ꎮ ７ 月ꎬ 根据公安部、 省公安厅统一

部署ꎬ 开展 “打击抢劫、 抢夺” 专项治理ꎮ 破获 “两抢” 案件 １２３ 起ꎬ ８ 月 ２０ 日分局

在解放剧院广场召开打击 “两抢” 公处大会ꎬ ２０ 案 ３４ 人受到公开处置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 开展严打 “黄、 赌、 毒” 专项治理ꎮ 检查旅店 ２９７ 家ꎬ 娱乐场所 ２１８

家ꎬ 网吧 ５０ 家ꎮ 停业整顿 ３ 家ꎬ 限期整改 ２１ 家ꎬ 取缔带有色情服务酒吧、 洗头房 １４
处ꎬ 查处卖淫嫖娼 ７ 案 １７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５ 人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５ 日ꎬ 开展 “禁赌” 专项治理ꎮ 出动警力 ８００ 余人ꎬ 警车

２３０ 辆次ꎬ 检查各类场所 ４３２ 家ꎬ 查处赌博案件 １３ 起ꎬ 处理违法人员 ５４ 人ꎬ 其中行政

拘留 ３７ 人ꎮ 清理麻将馆及赌博窝点 ５８ 家ꎬ 收缴赌具 １７ 副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１４ 日ꎬ 宝塔分局在全区开展 “神鹰” 严打整治专项治理行动ꎮ 破

获各类刑事案件 １６ 起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５ 人ꎬ 刑事拘留 １３ 人ꎮ 查处各类治安案件 ４６
起ꎬ 抓获各类违法人员 １１７ 人ꎬ 其中强戒吸毒人员 １６ 人ꎬ 行政拘留 ３３ 人ꎬ 罚款 ６８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受理各类治安案件 ２０７９ 起ꎬ 查处各类治安案件 １８３６ 起ꎬ 涉及各类违法人

员 １５８１ 人ꎬ 其中行政拘留 ５８６ 人、 警告 １３ 人、 强制戒毒 ３３７ 人、 罚款 ５０４ 人、 其他处

理 １４１ 人ꎮ 清理麻将馆及赌博摊点 ２７ 家ꎬ 检查各类娱乐场所 ５００ 家次ꎬ 对存在问题的 ５
家娱乐场所予以停业整顿ꎬ １２ 家予以限期整改ꎮ ３９ 家网吧予以警告并处罚款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分局集中统一行动 ７ 次ꎬ 出动警力 ６２００ 余人次ꎬ 警车 １６２０ 余台次ꎬ
开展区域行动 ４２ 次ꎬ 检查旅馆业 ２０３８ 家次ꎬ 娱乐场所 ４２７ 家次ꎬ 网吧 ５３２ 家次ꎬ 洗浴

场所 ７７ 家次ꎬ 茶楼 ３６６ 家次ꎬ 其他场所 ２６１ 家次ꎬ 重点单位 ３５６ 家次ꎬ 重点部位 ２４１ 处

次ꎬ 发现隐患 ２３１ 处ꎬ 清理麻将馆 ７６ 家ꎬ 收缴麻将牌及各类赌具 ８２ 副ꎮ 检查涉爆单位

３０ 家ꎬ 盘查人员 ２１８８ 人ꎬ 盘查车辆 １３３７ 辆ꎮ 下发整改意见书 ４００ 余份ꎬ 限期整改 １２
家ꎬ 取缔场所 ４３ 家ꎬ 停业整顿 １３ 家ꎬ 抓获各类违法人员 １３９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社会治安大清查ꎬ “扫黄打非”ꎬ 对娱乐复杂场所开展专项行动ꎮ 受理

各类治安案件 １８５６ 起ꎬ 查处 １６８６ 起ꎬ 查处率 ９０ ８４％ꎬ 涉及各类违法人员 ２１２３ 人ꎬ 其

中行政拘留 １４４８ 人ꎬ 警告 １９ 人ꎬ 罚款 ３４９ 人ꎬ 劳动教养 ２２ 案 ２４ 人ꎮ 全年治安大清查

统一行动 ２０ 次ꎬ 出动警力 ６６００ 余人次ꎬ 警车 １３３４ 台次ꎬ 开展区域行动 ２１００ 次ꎬ 检查

旅店业 １９０１ 家次ꎬ 娱乐场所 ４４９ 家次ꎬ 网吧 １９３ 家次ꎬ 洗浴场所 ８３ 家次ꎬ 茶楼 ４００ 家

次ꎬ 其他场所 １０６ 家次ꎬ 重点单位 ２４８ 家次ꎬ 重点部位 １３７ 处次ꎮ 发现隐患 ７３ 处ꎬ 清理

麻将馆 ２８ 家ꎬ 收缴各类赌具 ３３ 副ꎬ 检查涉爆单位 ９５ 家ꎬ 盘查人员 １６０８ 人ꎬ 盘查车辆

８０１ 辆ꎬ 下发整改意见书 ９ 份ꎬ 限期整改 ８６ 家ꎬ 抓获各类违法人员 １１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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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巡逻防范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 日ꎬ 成立延安市公安防暴巡警大队ꎬ 大队下设 ３ 个车巡中队和 １ 个步

巡中队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３００ 余人ꎬ 查处各类治安案件 ４０ 起ꎬ 处置突

发事件 １６ 起ꎬ 纠正各类违章 １２０７ 人ꎬ 为群众办好事 １００ 件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 日至 ８ 月 ３１ 日ꎬ 在全市 “夏季社会治安整顿” 中ꎬ 防暴巡警队在全

市重点区域进行昼夜 ２４ 小时巡逻ꎮ 当场查获刑事案件 ２ 起ꎬ 查获制止治安案件 ３０ 起ꎬ
抓获违法人员 １９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防暴巡警大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ꎬ 快速出击ꎬ 在延安城内当

场抓获 ２ 名吸毒人员ꎮ 经审查ꎬ 破获张某为首的 ６ 人特大盗窃团伙案ꎮ 该团伙自 １９９３ 年

开始ꎬ 先后在甘肃、 渭南、 延安等地作案 ３０ 起ꎬ 盗窃总价值达 ４０ 余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接

处警 ３３７９ 起ꎬ 查处突发性事件 １８ 起ꎬ 查处治安案件 １００ 起ꎬ 查处各类违法人员 ３５０ 人ꎬ
其中收审 １５ 人ꎬ 治安处罚 ３３５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为遏制街面犯罪案件的发生ꎬ 对繁华场所实行 ２４ 小时巡逻ꎬ 严控辖区主

干线ꎬ 明确接处警时限: 市区一级马路 ４ ~ ６ 分钟ꎬ 内街小巷 ７ ~ １０ 分钟ꎬ 城郊接合部

１０~２０ 分钟ꎮ 全年出动警力上街巡逻 １５７８０ 人次ꎬ 处置突发性事件 ３ 起ꎬ 处理群体上访

案 ２８ 起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接处警 ４７６４ 起ꎬ 出动警力 １３５６２ 人次ꎬ 处置突发性、 群体性治安事

件 １３ 起ꎬ 警卫及执勤任务 ２９ 次ꎬ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４７３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接处警 ４６５５
起ꎬ 出动警力 １４７２１ 人次ꎬ 处置突发性、 群体性治安事件 １８ 起ꎬ 警卫及执勤任务 ２３ 次ꎬ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５８３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接处警 ５７６３ 起ꎬ 出动警力 １５２８１ 人次ꎬ 处置突

发性、 群体性治安事件 １５ 起ꎬ 警卫及执勤任务 ３１ 次ꎬ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５３７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接处警 ４３７６ 起ꎬ 出动警力 １３１２８ 人次ꎬ 处置突发性、 群体性治安事件 １７ 起ꎬ
警卫及执勤任务 ４０ 次ꎬ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６０４ 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防暴巡警大队更名为巡逻警察大队ꎮ 全年ꎬ 接处警 ７７８０ 起ꎬ 出

动警力 ２３３４０ 人次ꎬ 处置突发性、 群体性治安事件 １４ 起ꎬ 警卫及执勤任务 ２８ 次ꎬ 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 ５２１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年接处警 ５４７３ 起ꎬ 现场抓获违法犯罪人员 ９２６ 人

(抓获网上逃犯 ２１ 人)ꎬ 其中刑事拘留 ２０３ 人、 行政拘留 ３２０ 人、 其他处理 ４０３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接处警 １５３４２ 起ꎬ 其中违法犯罪案件 ４９４２ 起ꎬ 火灾 ８ 起ꎬ 交通事故 ７６ 起ꎬ

治安灾害 ２ 起ꎬ 自杀 ３ 起ꎬ 纠纷 ６１３３ 起ꎬ 公民求助 ２４９０ 起ꎬ 走失寻人 ７２ 起ꎬ 灾害 １
起ꎬ 其他 １６１５ 起ꎮ 出动警车 １８５７４ 车次ꎬ 出动警力 ４７７４１ 人次ꎬ 破获刑事案件 ７３ 起ꎬ
抓获作案人员 １８９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接处警 １６３１６ 起ꎬ 其中违法犯罪案件 ８０１３ 起、 火灾 １４ 起、 交通事故 １５７６
起ꎬ 治安灾害 １ 起、 自杀 ２３ 起、 纠纷 ２２２４ 起、 公民求助 １６６２ 起、 走失寻人 １１７ 起、 灾

害 ６ 起、 其他 ２６８０ 起ꎬ 出动警车 １９８２１ 车次ꎬ 出动警力 ４５５２６ 人次ꎬ 破获刑事案件 １０７
起ꎬ 抓获作案人员 ３２９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接处警 ２２７８７ 起ꎬ 其中违法犯罪案件 １１０２８ 起、 火灾 ２０ 起、 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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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０５ 起、 走失寻人 １５３ 起、 灾害 ３ 起、 其他 ３２７８ 起ꎬ 出动警车 ２５０６ 车次ꎬ 出动警力

４６６９５ 人次ꎬ 破获刑事案件 １２１ 起ꎬ 抓获作案人员 ３５６ 人ꎮ
二、 收枪治爆

宝塔公安分局每年都对按规定使用警用枪械的单位进行定期检查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在调查

摸底的基础上ꎬ 全年收缴非法枪支 ２６９ 支、 子弹 ３００ 发、 炸药 ２２０ 千克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贯彻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ꎬ 对全区的民用枪支再次进行

摸查登记ꎬ 并停止猎枪办证工作ꎬ 对气枪严加控制ꎬ 对辖区内的军用枪支进行电脑编

号、 造册登记ꎮ 收缴民用枪支 １４４ 支ꎬ 各类子弹 ５７３ 发ꎬ 炸药 ６８９３ 千克ꎬ 火药 ３９０ ３ 千

克ꎬ 雷管 １２６２７ 枚ꎬ 管制刀具 ２００ 把ꎮ 清理战时遗留炮弹、 手雷、 地雷等 ２７９ 枚ꎬ 进行

引爆销毁ꎮ 同时ꎬ 对历年收缴的非法枪支进行销毁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收枪治爆” 专项行动ꎬ 对涉爆涉枪单位、 场

所、 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排查ꎮ 累计出动警力 ６０００ 余人次、 警车 １０００ 余台次ꎬ 查处非

法储存枪支案件 ２ 起、 非法储存爆炸物品案件 １ 起ꎬ 刑事拘留 ２ 人ꎬ 行政拘留 １ 人ꎮ 查

没收缴小口径步枪 １ 支ꎬ 猎枪 ２ 支ꎬ 仿制枪 １ 支ꎬ 自制枪 １ 支ꎬ 军用子弹 ７５ 发ꎬ 民用子

弹 ５６ 发ꎬ 雷管 １１ 枚ꎬ 黑火药烟火剂 ２７ 千克ꎬ 剧毒化学品 １２ 千克ꎬ 管制刀具 ２９ 把ꎬ 仿

真枪 ２７ 支ꎬ 处置战时遗留军用炮炸弹现场 ４ 次ꎬ 安全转移军用炮炸弹 ７ 枚 (其中手榴弹

４ 枚、 迫击炮弹 ３ 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收缴黑火药烟火剂 １００ 余千克ꎬ 射孔弹 １０３３ 枚、 导火索 ５６１ ２ 米、 雷管

２２４ 枚、 黑火药 ９４ 千克、 炸药 ３９ 千克、 自制土枪 ３ 支 (群众主动上交)ꎬ 处置战时遗留

军用炮弹现场 １ 次ꎮ
三、 扫黄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公安局开展 “严打” 和除 “七害” 斗争ꎬ 加强对发廊、 美容院、 洗浴

中心、 歌舞厅、 卡拉 ＯＫ 厅的清理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根据省、 地第四次扫黄工作会议精神ꎬ 组

建一支 ２０ 多人的专业队伍ꎬ 会同文化、 工商部门在全市开展为期 １ 个月的扫黄专项治

理ꎮ 收缴各类非法录像带 ５０３ 盘、 录音带 ７ 盘ꎬ 宣扬色情、 凶杀书刊 １１３ 册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公安局牵头ꎬ 协调文化、 工商等部门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进行全面整顿ꎮ

边检查边整改ꎬ 拆除卡拉 ＯＫ 厅、 歌舞厅隔帘、 隔断 １２５ 所ꎬ 查封包间 ５０ 间ꎬ 停业整顿

１５ 家ꎬ 查封发廊 ７ 家ꎬ 关闭招待所 ５ 家ꎬ 查电子游戏厅 １８ 家ꎬ 卖淫嫖娼立案 ５６ 起ꎮ 收

缴非法 ＶＣＤ、 ＤＶＤ 光碟、 录像带 ８６ 盘ꎬ 查获传播淫秽录像带 １１ 盘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公安部 “严格娱乐场所管理ꎬ 坚决扫除赌博、 卖淫嫖娼、 吸毒贩毒等

社会丑恶现象” 治理精神ꎬ 公安宝塔分局会同文化、 工商、 纪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ꎬ 对全区歌舞厅、 美容美发厅、 桑拿洗浴中心、 电子游戏厅、 洗头房进行整顿ꎬ 清理

陪侍人员 ６７ 人ꎬ 拆除包间 １０８ 间ꎬ 取缔歌舞厅、 卡拉 ＯＫ 厅、 美容美发厅 １１３ 家ꎬ 电子

游戏厅 ５ 家ꎬ 停业整顿美容美发厅 ４７ 家ꎬ 停业整改 ６９ 家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取缔南关大街、 七里铺街带有色情服务的 １５ 家洗头房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检查旅

店业 ９５７ 家 (其中停业整顿 ２１ 家、 限期整改 ５ 家)ꎬ 检查娱乐场所 ４１９ 家ꎬ 复杂场所 ４
家ꎬ 网吧 １２８ 家ꎬ 其他场所、 部位 １２９ 处ꎬ 洗浴场所、 美容美发 ６８ 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取缔全区带有色情服务的洗头房 １３ 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检查旅店业 ８０１ 家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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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场处罚 ４４ 家)、 娱乐场所 ２０６ 家次 (其中停业整顿 ２ 家、 限期整改 １２ 家)、 网吧

１２３ 家 (其中停业整顿 ２ 家、 当场处罚 １３ 家)、 美容美发店 ３７ 家、 洗浴场所 ２５ 家、 迪

吧 ２ 家ꎮ 检查全区音像店 ２４５ 家ꎬ 书屋、 书店 ８９ 家ꎮ 查获非法音像店 １８ 家、 书屋 １ 家ꎮ
查缴淫秽 ＶＣＤ 光盘 １００ 张ꎬ 淫秽刊物 ５ 本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检查宾馆旅店业 ３３３ 家 (当场处罚 １８ 家)、 网吧 ５８ 家 (当场处罚 １ 家)、
娱乐场所 ７６ 家、 茶馆 ３６ 家、 公共复杂场所 ２ 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检查旅馆业 ６３７ 家 (其中取

缔 ２３ 家、 停业整顿 ３ 家、 限期整改 ５ 家)、 娱乐场所 １２６ 家ꎬ 网吧 ２１３ 家、 洗浴场所 １９
家、 茶楼 ５３ 家、 其他场所 ５７ 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检查旅馆业 １５２８ 家次ꎬ 其中取缔 ９ 家ꎬ 停业整顿 ８ 家ꎬ 限期整改 ７５ 家ꎻ
娱乐场所 ３２３ 家ꎬ 网吧 １９３ 家ꎬ 洗浴场所 ８３ 家ꎮ

四、 禁赌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延安市赌博之风有上升趋势ꎬ 由赌博引发的打架斗殴、 盗窃、 抢劫案件

屡屡发生ꎬ 给全市治安造成严重后果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查处大批赌博人员和取缔非法麻

将馆 ４８ 家、 赌具 ７１ 副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 ４ 月ꎬ 公安宝塔分局在全区开展为期 ３ 个月的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斗

争ꎮ 查处涉嫌赌博案件 １７ 起ꎬ 打击处理 ６３ 人ꎬ 收缴赌具 ３０ 副ꎬ 清理麻将馆及赌博摊点

３６ 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查处赌博案件 ２ 起 １１ 人ꎬ 刑拘 １１ 人ꎬ 取缔麻将馆、 摊点 ２４ 家ꎬ 收缴

麻将 ４１ 副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查处赌博案件 １４ 起 ５９ 人ꎬ 罚款 ５９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清理麻将馆 ７６
家ꎬ 收缴麻将牌及各类赌具 ８２ 副ꎬ 查处赌博案件 １１ 起 ６６ 人ꎬ 刑拘 １９ 人ꎬ 其中 １１ 人并

处罚款ꎬ 罚款 ４３ 人ꎬ 警告 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清理麻将馆 ３１ 家ꎬ 收缴麻将牌 ２７ 副ꎬ 查处赌博案件 １５ 起 ５４ 人ꎬ 刑

拘 １０ 人ꎬ 罚款 ４４ 人ꎮ
五、 治安联防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ꎬ 公安派出所与居委会、 学校建立警民、 警校文明居委会、 文明学

校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成立社区警务室 ７ 个、 治保组织 ６７０ 个ꎬ 治保员 １５５２２ 人ꎬ 建

成安全文明小区 ５１ 个、 安全文明村 １９３ 个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成立警务室 ６４６ 个ꎬ 其中社

区警务室 ２０ 个ꎬ 农村警务室 ６２６ 个ꎬ 覆盖农村所有村庄ꎮ 规范警务室警长、 信息员职责

及接警、 暂住人口、 特种行业、 公共服务场所、 房屋出租、 民事调解登记等 ８ 种制度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设有警务室 ５７５ 个ꎬ 其中警务中心 ４３ 个、 社区警务室 ７１ 个、 农村警

务室 ４６１ 个ꎻ 治保组织 ６８７ 个ꎬ 治保员 １５６７６ 人ꎮ

第五节　 户籍管理

一、 常住人口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对全市城乡的常住人口、 暂住人口、 人户分离、 重登漏登和应销未销的户

口进行整顿ꎮ 整顿后全市常住户口人数为 ２９７１８２ 人ꎬ 比整顿前的 ２８０９５３ 人净增 １６２２９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公安宝塔分局在全区实施农村户口城市化管理ꎮ 实行 “三定” 责任制

(定任务、 定时间、 定人员)ꎬ 以乡镇干部、 派出所民警、 村委会干部、 综合治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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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为骨干ꎬ 以户口底册为依据ꎬ 逐村、 逐户、 逐人、 逐项清理核对ꎬ 使常住人口登记

表、 户口簿与实际人口现状相一致ꎮ 通过实行农村户口城市化管理ꎬ 实现 “三全” (管
理机构、 管理人员、 管理制度健全)、 “四有” (村有村民居住方位图ꎬ 街、 路、 巷、 沟

有名称牌ꎬ 户口有门牌号和户口簿)、 “五统一” (户口簿、 门牌号、 村民居住方位图、
派出所户口登记索引表、 常住人口登记表相统一)ꎮ １９９８ 年底ꎬ 宝塔区农村户口城市化

管理和换发城市新户口簿工作完成总任务的 ４０％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按照公安部在全国启用新的

常住人口登记索引表和居民户口簿的决定ꎬ 公安分局户政科组织 １６ 个派出所ꎬ 在全区

进行更换工作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公安分局制定 «关于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ꎮ
当年ꎬ 全区公安分局审批职工、 居民、 科技干部、 “农转非” ４８６６ 户 ９６７７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公安宝塔分局户政科被撤销ꎬ 户籍业务由治安大队管理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分局对辖区内 ４３
万多常住人口全部实施微机信息管理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通微机办理户口证业务ꎮ 全区 １６ 个

派出所、 分局、 市局联网并按规定传递人口变动信息ꎬ 每月最少进行一次人口信息数据

校验ꎬ 发现错误数据及时更正ꎮ 将全区户籍管理划分为 ３７ 个责任区ꎬ 配备责任民警 ３７
人ꎮ 对常住人口的登记ꎬ 执行凭证入户制度ꎬ 并与录入信息一致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根据 «延安

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意见»ꎬ 明确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政策ꎬ
在全区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类别ꎬ 实现城乡统一的 “一元化” 户籍管理制度ꎮ
年内完成以居住地登记户口及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簿换发任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办理有条

件农民进城落户 ２１３２ 户 ２９３５ 人ꎮ
二、 居民身份证办理

延安市居民身份证颁发工作从 １９８７ 年开始ꎮ １９９１ 年底ꎬ 全市完成集中发证任务ꎮ
１９９２ 年起ꎬ 转入正常办理身份证时期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延安市公安局 (现宝塔公安分局)
颁发居民身份证 １９ 万余张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ꎬ 国家实施居民身份证号码制度由原来的 １５ 位升为 １８ 位ꎬ 公民身份

证号码制度 (为每个公民编写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证代码)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

执行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公安宝塔分局在全区开展人口信息查漏补缺和公民身份证纠正重号和错

号ꎬ 为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做好前期准备工作ꎮ 当年ꎬ 全区居民身份证纠重号、 错号

１２９８ 人ꎬ 其中重号 １００３ 人、 错号 ９８ 人、 漏号 １３５ 人、 １ 人多号 ６２ 人ꎮ 收缴居民身份证

１１５ 个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二代身份证集中换发工作进入实质阶段ꎮ 至 ２００９ 年底ꎬ 全区完成二

代身份证集中换发任务ꎮ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二代身份证申领换发进入常态化、 规范化ꎮ
三、 暂住人口管理

１９８７ 年ꎬ 延安市公安局成立暂住人口管理办公室ꎻ 各派出所成立暂住人口管理站ꎬ
对辖区内暂住的流动人口实施登记、 办证管理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制定 «延安市暂住人口管理规定 (试行) »ꎬ 本着 “谁主管、 谁负责” 的

管理原则ꎬ 对暂住人口收费范围、 标准等作了具体规定ꎮ 同年ꎬ 市公安局对临时、 相对

稳定、 长期居住人口ꎬ 核发暂住户口簿、 暂住证、 蓝印户口簿ꎮ 全年办证 ４２１８ 户、 ９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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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ꎬ 并把暂住人口纳入当地办事处、 乡镇居委会统一管理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对暂住人口实行全员登记ꎬ 对原未列入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范围的 １６

岁以下人员ꎬ 由公安派出所按户逐人登记ꎬ 纳入其居住地的居委会或村委会统一管理ꎬ
对申办领取蓝印户口簿的暂住人员ꎬ 享有延安市居民的同等权利和义务ꎮ 全年登记暂住

人口 ４９８３ 户、 １４８６３ 人ꎬ 发证 ３９６４ 户、 １０３２４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根据延安地区行署农村会议精神ꎬ 延安市开始办理城镇居民卡工作ꎮ 对暂

住人口中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ꎬ 在延安居住相对稳定者ꎬ 经本人申请ꎬ 市公安局审查办

理延安市城镇居民卡ꎬ 享受本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登记暂住人口

１８７７６ 人ꎬ 发证 １７８６０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新登记暂住人口 ８７１４ 人ꎬ 发证 ４１３７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落实延安市加强社会治安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集中清理整顿人口、 暂住人

口和出租屋工作方案» 的通知精神ꎬ 对全区流动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进行清理整顿ꎮ 清

查暂住人口 １６７２４ 人ꎬ 新登记暂住人口 ９５４６ 人ꎬ 办暂住登记 ５１２ 人ꎬ 办理审批出租房屋

２５２８ 户ꎮ 全年登记流动人口 ２６６６４ 人ꎬ 办暂住证 ４６２６ 人ꎬ 办理出租房屋审批手续 ３２２４
份ꎬ 与出租户签订治安责任书 ３８７３ 份ꎮ 同时各派出所实行流动人口婚育证催办制度ꎬ 把

暂住人口管理和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陕西省公安厅 〔２００２〕 ３２ 号文件精神ꎬ 宝塔区取消暂住人口管理办

证收费项目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分局户政科被撤销ꎬ 暂住人口管理交分局治安大队管理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分局对宝塔区暂住人口进行微机信息管理ꎬ 规范暂住人口的登记和录入ꎮ

年末全区暂住人口登记 ４４４０７ 人ꎬ 其中办暂住证的人员有 ３３１４０ 人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全区登记暂住人口 ６７７７６ 人ꎬ 办证 ３４８６０ 人ꎬ 录入暂住人口信息

３２７７９ 条ꎬ 房屋出租信息 ７１４６ 条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登记暂住人口 ５４９２６ 人ꎬ 办证 ８３１７ 人ꎬ 录入暂住人口信息 ５４２７６ 条ꎬ

房屋出租信息 ３７１５０ 条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登记暂住人口 ３８９１５ 人ꎬ 办证 ９３４７ 人ꎬ 录入暂住人口信息 ３８５２８ 条ꎬ

房屋出租信息 １９２２５ 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登记暂住人口 ４０１６６ 人ꎬ 办证 ８８９２ 人ꎬ 录入暂住人口信息 ３８５１９ 条ꎬ

房屋出租信息 ２２７４４ 条ꎮ

第六节　 交通管理

一、 机构

１９５１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交通管理站成立ꎬ 延安县交通监理业务划归延安交通管理站ꎬ
公安机关予以协助ꎮ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ꎬ 延安县公安局交警队成立ꎬ 张秉玉任队长ꎬ 主要负责

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及环境卫生管理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国务院批准延安城区改为延安市ꎬ 市革命委员会政法组决定交

警、 消防警分设为交警队、 消防队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 国务院批准撤销延安县并入延

安市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队编制民警 ３５ 人ꎮ １９７８ 年ꎬ 交警队扩编至 ４３ 人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大队改称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ꎬ 受延安地区公安处交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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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支队和延安市公安局 (现宝塔分局) 双重领导ꎮ 大队有民警 ９２ 人ꎬ 其中合同制民警

３８ 人ꎮ 大队下设政秘科、 监理科、 事故处理科和 ２ 个城区执勤中队ꎮ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４ 日ꎬ 经陕西省公安厅批准ꎬ 延安市成立二级公安交通检查站 ２ 个: 延

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南二十里铺检查站和孙家崖检查站ꎬ 每站配备民警 ５ 人ꎬ 承担

木材检查任务ꎻ ４ 月 ２０ 日ꎬ 延安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业务移交延安地区公安处车辆管理

所ꎬ 大队监理科只负责 “五类车” (拖拉机、 摩托车、 轻便摩托车、 柴油机机动三轮车、
专用机械) 的管理ꎻ ７ 月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增设执勤三中队 (驻姚店镇)ꎬ
编制民警 ５ 人ꎮ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根据陕西省公安厅 “统一全省各级交警机构名称” 的通知精神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更名为延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ꎮ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１ 日ꎬ 恢复延

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原名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设立交通管理科ꎬ 配备

民警 ３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根据公安部清除公路乱设站卡的通知精神ꎬ 南二十里铺检查站被撤

销ꎮ 是年 ５ 月ꎬ 设立巡查队ꎬ 配备民警 ８ 人ꎬ 主要负责全市道路巡查、 处置突发事件和

执行开道警卫任务ꎻ ７ 月ꎬ 增设四中队ꎬ 配备民警 １２ 人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设客运管理科ꎬ 负责出租车管理ꎮ 政秘科改

称办公室ꎬ 增设政工科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有大队长 １ 人、 教导员 １ 人、
副大队长 ３ 人、 副教导员 １ 人ꎬ 下设办公室、 政工科、 交通管理科、 事故处理科、 监理

科、 客运科、 巡查及执勤一、 二、 三、 四中队ꎬ 有民警 １２７ 人ꎻ １２ 月ꎬ 延安撤地设市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改称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交通警察大队ꎬ 后由延安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ꎬ 更名为延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成立ꎬ 有大队长 １ 人、 教导员 １ 人、

副大队长 ２ 人ꎬ 科级建制ꎬ 财政全额拨款ꎬ 隶属于市交警支队ꎮ 组建时编制 ４０ 人 (公
务员 ３８ 人、 工勤人员 ２ 人)ꎬ 协警 １１ 人ꎮ 主要负责宝塔区辖区的交通事故处理ꎮ 大队内

设 ４ 个中队ꎬ 副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二大队职能重新划分ꎬ 负责宝塔区东、 南两区

１５ 个乡镇、 ４３８ 个行政村的道路交通管理、 交通安全宣传、 交通事故处理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交警一大队有民警 ２４９ 人ꎬ 其中公务员编制 ８０ 人ꎬ 事业编制 ６ 人ꎬ 交

通协管员 １６３ 人ꎻ 内设大队长 １ 人ꎬ 教导员 １ 人ꎬ 副大队长 ３ 人ꎮ 交警二大队有民警 １７１
人ꎬ 其中行政编制 ５８ 人ꎬ 正式民警 ５４ 人ꎬ 事业编制 ３７ 人ꎬ 交通协管员 ７６ 人ꎮ

二、 交通秩序设施

(一) 岗台岗亭

１９８５ 年ꎬ 交警队在大桥西头十字路口设交通岗台 １ 座ꎬ 拆除市场沟沟口岗台ꎬ 在南

门坡新建交通指挥岗亭 １ 座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交警队在南桥、 嘉岭大桥、 兴盛大桥建交通指挥

岗台 (亭) ３ 座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城区内设置岗亭、 岗台 １１ 处ꎬ 其中岗亭 ６ 处、 岗台 ５ 处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城区内设岗台 ２ 处、 岗亭 ２ 处ꎬ 修建公交港湾 ２０ 处ꎮ

(二) 指挥信号

１９８６ 年ꎬ 在市区中心街十字路口、 延安大桥两侧、 南桥、 兴盛大桥路口设立红绿灯

指挥信号ꎬ 并使用自动控制仪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交警大队设置无线基地台 １ 部、 对讲机 ４ 部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城区内安装交通指挥信号灯具 ５ 套ꎬ 有对讲机 １４ 部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安装

０３７



交通指挥信号灯具 ２９ 套ꎮ
(三) 隔离设施

１９８５ 年ꎬ 延安市在南关街安装钢管人行道护栏 ２４７６ 米ꎬ 在大桥街、 南环城路、 小

东门至延河大桥西头十字路段ꎬ 安装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道隔离设施 (钢管连接水泥

墩)ꎮ 此为延安第一条分道行驶街道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先后在大桥街、 中心街安装钢管人行道护栏 ２４９０ 米ꎬ 隔离墩 ９ 米ꎮ

１９９２ 年在七里铺街安装钢管人行道护栏 ２９０３ 米ꎮ １９９３ 年在北关街、 东关街安装钢管护

栏 ２６７９ 米ꎮ １９９４ 年在北滨路、 南环路、 公园路安装钢管人行道护栏 １０１７ 米ꎮ １９９５ 年在

二道街商业城 ４ 处安装钢管护栏 ８０ 米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全市安装街道护栏 １１６４５ 米ꎬ 隔离

墩 ９ 米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ꎬ 交警一大队在城区的大桥街、 南滨路、 市场沟十字、 百米大道、 西

沟十字、 王家坪桥西、 南门坡、 嘉岭桥、 南桥至火车站等路安装道路中心隔离护栏 ９８００
米ꎮ 并在大桥街隔离护栏上安装太阳能警示光标ꎬ 全天对过往车辆起提醒作用ꎮ

(四) 交通标志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在市辖 ２１０ 国道全部采用交通部部颁标准 ＣＩＪ０７２－８２ «公路标志及

路面标线标准» 标志ꎮ 并将铁质标志改为钢管、 搪瓷质地ꎬ 大部分采用反光材料制作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市区首次设置反光材料制作的禁令、 警告、 指示标志 ５８ 块ꎮ 至 １９９６ 年

底ꎬ 全市设道路交通标志 １７５ 块ꎮ 其中ꎬ 公路标志 １００ 块ꎬ 街道标志 ７５ 块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设道路交通标志 ４３６ 块 (个)ꎬ 其中公路标志 ２４３ 个、 街道标

志 １９３ 块ꎮ
(五) 交通标线

１９８７ 年ꎬ 延安市公共汽车、 出租车等营运车辆增加ꎬ 延安市交警大队在市区解放剧

院门外和延河饭店 (今帝豪商厦) 外小广场划设出租车停车线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首次使用划线机并采用热熔漆划线ꎬ 中心线、 人行横道线为白色ꎬ 斑

马线为黄色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延安市划交通标线 ２７００ 米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划交通标

线 ４５０００ 米ꎮ
三、 交通秩序整顿

１９９３ 年 ４~６ 月ꎬ 全市开展 “预防事故、 缓解阻塞、 安全畅通” 的整顿活动ꎮ 成立

领导小组ꎬ 抽调民警 ６００ 多人ꎬ 以城区为重点ꎬ 从自行车带人、 不遵守交通信号、 三轮

车进大街、 大型车辆进城、 车辆乱停乱放、 超载超员超速行驶、 酒后开车、 不按规定鸣

喇叭、 “三无” 车辆上路、 单行道逆向行驶等 １０ 个方面进行治理ꎮ 其间ꎬ 纠正机动车违

章 ２ ９ 万台次ꎬ 非机动车违章 １ ５ 万人次ꎬ 其中无证开车 １２ 人ꎬ 酒后驾驶 １４ 人ꎬ 处罚

９８５ 人次ꎮ 并召开处理违章肇事驾驶员大会ꎬ 对 １４ 人进行公开处理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全市开展以客运车辆为主要对象的交通秩序治理ꎬ 成立以副市长兼公

安局长为组长ꎬ 交管、 城建、 交警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延安市整顿城市客运市场领导小

组ꎬ 对市内个体客运面包车路线营运权公开拍卖ꎬ ２３ 辆车主取得参与营运权ꎬ 同时对部

分道路实行单向行驶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根据交通状况适时适地开展 “春季交通秩序大整顿” “查扣无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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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车辆整顿” “城区交通秩序整顿” “客运车辆整顿” “机动车仿造和使用变造车号牌、
行驶证ꎻ 故意遮挡、 污损号牌的整顿” “夏季安全检查” “事故多发路段治理” “机动车

辆超员超载专项整治” 等多项整治工作以及确保 “太和山四月八” 庙会、 “五一” 劳动

节、 “十一” 黄金周、 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ꎬ 消除事故隐患ꎬ 保证交通顺畅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交通肇事四项指数统计表
　 表 ２４－１－１

年份 肇事次数 死亡 (人) 受伤 (人) 损失折款 (万元)

１９９０ ９６ １９ ５０ １３ ８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０ ３５ ８２ ５０ ９０

１９９２ ９６ ５９ ５７ １４ ５９

１９９３ ９７ ３３ ６７ ３２ ９７

１９９４ ６０ ２７ ５２ ３３ ９６

１９９５ ６８ ４１ ４７ １６ ５１

１９９６ ７７ １９ ８５ ３１ ４２

１９９７ ８９ ２２ ９１ ３４ ５３

１９９８ ５４６ ２９ １９６ ７６ ３５

１９９９ ４６５ ３５ ２２７ ４７ ２２

２０００ １７３２ ３８ ２４５ １７ ４３

２００１ １７０１ ４２ ２１６ １６９ ３２

２００２ １８１５ ４９ ２３２ １７６ １８

２００３ １７０３ ５４ ２６１ １６０５ １５

２００４ １８２０ ９７ ２６１ １６０ ６３

２００５ ９６５ ６６ １８８ １４４ ６１

２００６ ６２７ ５３ １０３ ９３ ２２

２００７ ４１１ ５７ ５９ ６５ ６０

２００８ ８３９ ５３ ２６ ３２ ４５

２００９ １１４６ ５０ ２２ １１ ３０

２０１０ ７３ ８３ ２３０ １１４ ２２

合计 １４６１６ ９６１ ２７９７ ２９４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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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消防管理

一、 消防机构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成立延安市消防队ꎬ 隶属于延安市革命委员会政法组ꎬ 这是延安的第

一支专业消防队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公安消防大队 (原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消防

科) 成立ꎬ 下辖宝塔中队和姚店新区中队 ２ 个执勤中队ꎬ 有官兵 ６５ 人、 各类执勤抢险

车辆 ８ 台、 宣传车 １ 台、 “张思德” 消防巡防车 １ 台、 消防监督车 ３ 台ꎮ
二、 消防监督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公安消防部门组织专项治理和季节性检查ꎮ 查处火灾隐患 ２１５ 处ꎬ
其中重大火险隐患 １２６ 处ꎬ 责令停业整顿 １２ 家ꎬ 查封 ２ 家ꎮ 并对全区文化娱乐场所进行

消防安全专项治理ꎬ 查处火险隐患 １５８ 处ꎬ 其中重大火险隐患 ８６ 处ꎬ 责令整改 ８ 家ꎬ 查

封 １ 家ꎮ 公安消防科对易燃易爆物品储存、 销售的安全过夏进行检查ꎻ 对原油运输车辆

统一实行挂危险标牌ꎬ 办理准运证制度ꎻ 对装饰装修工程进行专项治理ꎬ 杜绝特大火灾

的发生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公安消防部门在对公共娱乐场所的专项治理中ꎬ 查处火险隐患 ８９

处ꎬ 发出火险隐患通知书 ６２ 份ꎬ 责令整改 ３ 家ꎬ 查封取缔歌舞厅 ３ 家ꎮ 同时加强对易燃

易爆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ꎬ 发现火险隐患 ２１６ 处ꎬ 限期整改 ３００ 处ꎬ 责令停产停业 ２ 家ꎮ
全年接警出动 １７ 次ꎬ 扑救火灾 １６ 起ꎬ 出动车辆 ２４ 台次、 警力 ３６４ 人次ꎬ 灭火成功

率 ９８％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公安消防部门查出火险隐患 １５８ 处ꎬ 发出各类通知书 ６７ 份ꎮ 全年

接警出动 ７７ 次ꎬ 扑救火灾 ５７ 起ꎬ 出动车辆 ８０ 台次、 警力 ５８０ 人次ꎬ 抢救保护财产价值

１０２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出动车辆 ４０ 余台次ꎬ 出动警力 １２０ 余人次ꎬ 检查单位和部门 ５２
个ꎬ 下发各种法律文书 ３６ 份ꎬ 查出火险隐患 １８９ 处ꎬ 现场处罚 ６ 家ꎬ 停业整顿 ５ 家ꎬ 责

令停业搬迁 ２ 家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区公安消防部门下发各类法律文书 ２４０ 余份ꎬ 整改火险隐患 ３００ 余处ꎮ 在

全国第四届城市运动会召开前夕ꎬ 配合市消防部门先后派出业务人员 ５０ 余人次ꎬ 对比

赛场馆、 运动员下榻的宾馆、 饭店及周边区域进行地毯式大检查ꎬ 查出隐患 ６７ 处ꎬ 督

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全部进行整改ꎮ 检查液化石油气储存、 经销点 １０ 个ꎬ 取缔 ２ 家安全设

施差、 无储存经营条件的经销点ꎬ 处罚 ２ 家违反有关消防法规的经营单位和个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 １ 个月的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ꎬ 检

查单位 ８０ 个ꎬ 发现火灾隐患 １００ 多处ꎬ 停业整改 ２０ 家ꎬ 对不符合要求又无法整改的 ９
家娱乐场所依法予以取缔ꎻ 对 ２３ 家违反消防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ꎮ 开展易燃易爆

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活动ꎬ 检查场所 １０２ 家ꎬ 发出火险隐患整改通知书 ９１ 份ꎬ 对 ６ 个

不具备经营条件的场所依法取缔ꎬ ５ 个加油站予以停业处罚ꎮ 对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场

所安全出口疏散通道进行专项治理ꎬ 涉及单位 １２１ 家ꎬ 发出整改通知书 ９７ 份ꎬ 责令停产

停业整改 ８２ 家ꎬ 责令当场整改 １３ 家ꎬ 经济处罚 ６ 家ꎬ 对 ２４ 家依法予以取缔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公安消防部门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等 ３ 次专项治理和 ４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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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防火检查ꎮ 整改火灾隐患 ４５８ 处ꎬ 审核建筑工程项目 ３５ 个ꎬ 进行消防大型宣传 ２０
余次ꎬ 行政处罚 ３５ 次ꎬ 其中取缔 １２ 家ꎬ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１５ 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北京 “６１６” 网吧大火之后ꎬ 公安消防部门开展代号 “延馨” 集中统一

行动ꎬ 检查各类场所 ４８ 家ꎬ 发现火灾隐患 ２１２ 处ꎮ 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ꎬ 全区统一行

动ꎬ 对所有宾馆、 饭店、 商场、 公共娱乐场所及各消防重点单位进行排查ꎬ 下发法律文

书 １５２ 份ꎬ 发现隐患 １３８ 处ꎬ 责令整改 １１２ 处ꎬ 限期整改 １７ 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消防部门接处警 ２０ 次ꎬ 出警 １７９ 人次ꎬ 车辆 ２４ 台次ꎬ 抢救财产价值 ２０ 余

万元ꎮ 检查各类场所 ２８ 处、 单位 ２９ 个ꎬ 发现火灾隐患 ５３ 处ꎬ 查封 ３ 家ꎬ 停业整顿 ４
家ꎬ 当场整改 ２７ 处ꎬ 检查加油站 １７ 个ꎬ 取缔不合格加油站 ３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延安市公安宝塔消防大队在全区部署开展 “三秦亮剑行动”ꎬ 围剿火灾隐

患ꎮ ８ 月 １４ 日ꎬ 举行新修订 «陕西省消防条例» 宣传月启动仪式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宝塔区城内大型公众聚集场所冬季防火工作进行专项检查ꎻ ９ 月 １４ ~ ２０

日ꎬ 消防支队在 «延安新闻» 各个时段巡回播放 «关于集中开展全市火灾隐患 “铁拳整

治” 行动公告»ꎮ
三、 火灾事故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凌晨 ２ 时许ꎬ 宝塔区城内南门坡的月亮宫食府发生重大火灾ꎬ 烧

毁房屋 １０ 间ꎬ ７ 户受灾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３０ 余万元ꎮ 武警延安市消防支队和宝塔区消防

中队接警后ꎬ 出动 ３ 辆消防车和 ２０ 余名干警ꎬ 赴现场扑救ꎮ ４ 时 ５０ 分ꎬ 大火彻底扑灭ꎮ
７ 月 ６ 日凌晨 ３ 时许ꎬ 宝塔区新世纪大厦三楼蓝宝石夜总会、 蓝宝石卡拉 ＯＫ 厅以及四楼

的圣火歌舞厅发生火灾ꎬ 造成 ３ 人受伤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３０ 万元ꎮ 武警延安市消防支队、
宝塔区中队调动 ５ 辆消防车灭火 (其中包括长庆油田采油一厂消防大队消防车 ２ 辆)ꎮ ４
时 ５０ 分扑灭大火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发生火灾 ２０ 起ꎬ 因火灾事故死亡 ２ 人ꎬ 受伤 ２ 人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８０ 余万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发生火灾 ６ 起ꎬ 受伤 ７ 人ꎬ 死亡 ２ 人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７８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凌晨ꎬ 宝塔区东关汽车站候车室二楼金龙茶座发生重大火灾ꎬ 造

成 ５ 人死亡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９２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发生火灾 ２５ 起ꎬ 死亡 １ 人ꎬ 受伤 ３ 人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３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发生火灾 １８ 起ꎬ 死亡 ３ 人ꎬ 受伤 ２ 人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２３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９ 日凌晨 ２ 时许ꎬ 延安卷烟厂劳保库房发生火灾ꎬ 宝塔区消防中队出动

３ 辆消防车、 ２０ 名指战员到场扑救ꎬ ３ 时 ５８ 分大火得到控制ꎬ ５ 时 ５５ 分大火被彻底扑

灭ꎬ 火灾烧毁库房 ３ 间、 烧毁库房内部分劳保用品ꎬ 过火面积约 ２００ 平方米ꎬ 直接经济

损失 ３８ 万元ꎮ ８ 月 ９ 日晚 ８ 时许ꎬ 宝塔区解放剧院新娘百分百影楼发生火灾ꎬ 宝塔区消

防一中队出动 ３ 辆消防车、 ２０ 名指战员到场扑救ꎬ 火灾将影楼室外广告牌与影楼外墙间

夹层内的部分物品烧毁ꎬ 过火面积约 １０ 平方米ꎬ 无人员伤亡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１４ 时许ꎬ 宝塔区姚店镇供销社发生火灾ꎬ 宝塔区消防中队出动 ２

辆消防车、 １０ 余名指战员到达现场扑救ꎬ 火灾将供销社顶部和库房内的部分物品烧毁ꎬ
过火面积 ２００ 多平方米ꎬ 无人员伤亡ꎬ 火灾损失 ４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发生火灾 ７６ 起ꎬ 与 ２００６ 年同比上升 ７５ ６％ꎻ 死亡 ４ 人ꎬ 与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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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比上升 ３００％ꎻ 伤 ３ 人ꎬ 与 ２００６ 年同比上升 ２００％ꎻ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０８ 万元ꎬ 与

２００６ 年同比上升 ２１７ ４％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２３ 时 ２０ 分ꎬ 宝塔区消防二中队接到报警ꎬ 宝塔区李渠镇阳山村

成品油中转站 ５０００ 吨 ２ 号罐有 ３００ 吨汽油发生外泄 (周围还有 ５０００ 吨的成品油储罐 ３
个、 １００００ 吨的成品油储罐 ４ 个)ꎮ 宝塔区消防中队出动 ３ 辆消防车、 １５ 名指战员奔赴救

援现场ꎬ 支队指挥中心立即调动一中队和特勤中队赶赴增援ꎬ 经过 １７ 个小时的抢救ꎬ
成功排除险情ꎮ １２ 月 ２３ 日凌晨 ５ 时 １５ 分ꎬ 宝塔区百米大道一家具厂木料库房发生火

灾ꎮ 宝塔区一中队出动 ４ 辆水罐消防车、 ２２ 名官兵赶往事故现场ꎬ 成功扑灭大火ꎮ

第八节　 监所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看守所对在押人犯坚持 “依法、 严格、 科学、 文明” 管理ꎮ
监室每室订阅 １ 份 «延安日报»ꎬ 每天听 １ 次广播ꎬ 定期请领导作报告ꎬ 强化思想教育ꎬ
促进人犯思想转化ꎮ 坚持周小检、 月大检的安全检查ꎬ 打击 “牢头” “狱霸”ꎬ 维护监内

稳定秩序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看守所狱内侦查ꎬ 人犯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 ４７ 条ꎬ 其中盗窃 ２４

起ꎬ 伤害、 脱逃 ２３ 起ꎬ 据此刑侦部门抓获脱逃长达 ５ 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孙某、 任某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看守所狱内侦查ꎬ 人犯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 ５３ 条ꎬ 破案 １３ 起ꎬ 涉案金

额 ７ 万余元ꎬ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２ 人ꎬ 直捕 ５７ 人ꎬ 刑事转捕 ３１４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看守所羁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２５３２ 人ꎬ 其中刑事拘留和直捕 ８５０

人ꎬ 劳教 ３０ 人ꎬ 行政拘留 １４３８ 人ꎬ 戒毒人员 １９８ 人ꎬ 为外市、 各县羁押 １６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羁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２５４２ 人ꎬ 其中刑事拘留和直捕 ８７５ 人ꎬ 行政拘

留 ９９７ 人ꎬ 戒毒人员 ６７０ 人ꎮ 送劳改场所 １１３ 人ꎬ 送劳教场所 ４６７ 人ꎬ 刑满释放 ６４ 人ꎬ
行政拘留人员到期释放 ９８２ 人ꎬ 释放戒毒人员 ９６ 人ꎮ

第九节　 国内安全保卫

宝塔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１９９３ 年前称政治保卫科ꎬ １９９３ 年更名为国家安全科ꎮ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９ 日ꎬ 延安市公安局国家安全科人员在市场沟鄂某某、 王某某家中发现并追

回各类文件 １４１ 份ꎮ 这些文件均系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２ 年所发ꎬ 有中央级文件 ４ 份ꎬ 省级文

件 １７ 份ꎬ 地、 县级文件 １２０ 份ꎮ 其中ꎬ 包括机密文件 ５ 份ꎬ 秘密文件 ３ 份ꎮ 延安市公安

局随即对这批密级文件失散泄密事件进行调查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发生调查案件 ３ 起ꎬ 查结 ３ 起ꎬ 查结率 １００％ꎮ 全年有效控制闹事苗头事

件 ２ 起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 日 １３ 时许ꎬ 位于延安城北王家坪的延安市人民银行门卫在该银

行门口发现数张反动传单ꎬ 立即向市公安局宝塔分局 “１１０” 报警服务台报告ꎮ 经查ꎬ
发现反动传单 １４ 张ꎬ 主要内容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ꎬ 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ꎮ 经市公安

局政保科和宝塔分局干警的查找ꎬ 反动传单除 ２ 张被烧毁外ꎬ 其余 １２ 张全部收回ꎮ
２００１ 年更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大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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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　 司法

２０１０ 年ꎬ 围绕上海世博会、 广州亚运会召开期间的安保工作ꎬ 破获邪教案件数起ꎬ
联合工商、 广电、 有线网络公司对非法销售安装卫星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进行查处打击ꎬ
查获非法销售窝点 １８ 家ꎬ 查获卫星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１００ 余套ꎬ 拆除非法安装的卫星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 ２００ 余套ꎬ 对 １７ 家涉外宾馆加大检查力度ꎮ

第十节　 石油安全保卫

１９９０ 年ꎬ 破获涉油各类案件 ５００ 余起ꎬ 抓获违法犯罪分子 １４７ 人ꎬ 其中批捕 ７ 人ꎬ
行政拘留 ８ 人ꎬ 收审 １１ 人ꎬ 治安处罚 １２３ 人ꎮ 追回电动机 ４６ 台ꎬ 原油 ３００ 吨ꎬ 油田设

施 ７００ 件ꎬ 油管 ４００ 米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 年ꎬ 分别破获涉油各类刑事案件 ８ 起、 １８ 起ꎬ 涉及 ２８ 人、 ３２ 人ꎬ 批

捕 １３ 人、 １９ 人ꎬ 治安处罚 ６ 人、 １２ 人ꎬ 查获原油 ２２０ 吨、 ３１５ 吨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采取在延安市南部定点守候ꎬ 中部和北部流动巡查的办法ꎬ 加强对出境原

油车辆的路查ꎮ 当年查获非法倒贩原油车辆 ９８ 辆次ꎮ 打击贩卖原油窝点 ７６ 个ꎮ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公安局石油科成立ꎻ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５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市公安局石

油科开展 “打击破坏原油生产设施和偷盗原油” 专项治理ꎮ 破获涉油刑事案件 １９ 起ꎬ
摧毁犯罪团伙 ２１ 个ꎬ 取缔土炼油场点 １４ 处ꎬ 铲除收贩原油窝点 １０ 个ꎬ 刑事拘留 ３ 人ꎬ
行政 (治安) 拘留 ２ 人ꎬ 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２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根据公安部和陕西省公安厅开展整治钢铁、 石油企业及周边治安秩序的安

排部署ꎻ ５ 月初至 １１ 月底ꎬ 以市公安局石油安全保卫支队干警为主力ꎬ 开展油田治安秩

序整治工作ꎮ 查处倒贩原油 １６ 起、 ２０ 人ꎬ 没收原油 １５０ 余吨ꎬ 缴获赃物赃款折价 １６ 万

元ꎬ 取缔土炼油炉 ２ 个ꎬ 排除干扰生产事件 １３ 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先后 ２ 次开展打击盗窃原油、 破坏石油生产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ꎮ 全

年查扣非法倒贩原油车辆 ６５ 辆次ꎬ 收缴原油 ５０ 吨ꎬ 取缔非法收购原油窝点 ５ 个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查扣偷贩原油车辆 ９０ 车次ꎬ 没收原油 ４０ 吨ꎮ 取缔土炼油炉 ４ 个、 收贩原油窝点 １
个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查扣偷贩原油车辆 １０８ 车次ꎬ 没收原油近 ２００ 吨ꎬ 捣毁土炼油炉 １ 个ꎬ 清

理黑油池 １０ 个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年查扣偷贩原油车辆 ２９ 车次ꎬ 清理收售原油黑窝点 ６ 个ꎬ 取缔土炼油

炉 ２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查办涉油案件 ５ 起ꎬ 清理收售原油黑窝点 １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组织油区公安机关开展为期 ５ 个月的油区治安专项整治行动ꎬ 宝塔区查处

各类涉油案件 １０ 起ꎬ 其中刑事案件 ６ 起ꎬ 刑事拘留 ５ 人ꎻ 行政 (治安) 案件 ８ 起ꎬ 行

政拘留 ３ 人ꎻ 查扣各类涉油违法车辆 １８ 辆ꎬ 收缴原油 ８０ 吨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３ 月ꎬ 组织油区公安机关开展取缔土炼油场点、 非法收油窝点集中统一

行动ꎻ ３~６ 月ꎬ 开展春夏季油区治安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ꎻ ４ ~ １１ 月ꎬ 开展整治油气

田及输油管道生产治安秩序专项行动ꎮ ３ 次专项行动中ꎬ 宝塔区查处涉油案件 ７２ 起ꎬ 其

中刑事案件 １１ 起ꎬ 刑事拘留 １９ 人ꎻ 行政 (治安) 案件 ２８ 起ꎬ 行政拘留 １３ 人ꎻ 罚款 ９
人ꎬ 警告 ３ 人ꎻ 查扣各类涉油违法车辆 １２７ 辆ꎬ 收缴原油 ３３１ 吨ꎬ 收缴土炼油 １１ 吨ꎻ 取

缔收油窝点 ６ 个ꎬ 摧毁土炼油场点 ４ 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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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查处涉油刑事案件 ９０ 起ꎬ 刑事拘留 ４７ 人ꎻ 行政 (治安) 案件 ８７
起ꎬ 行政拘留 ２８ 人ꎻ 查扣各类涉油违法车辆 １２２ 辆ꎬ 收缴原油 １２６ 吨ꎬ 取缔非法收油窝

点 ３ 个ꎬ 摧毁土炼油场点 ２ 处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组织油区公安机关开展夏季和冬季 ２ 次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ꎬ 宝塔区破

获刑事案件 ３ 起ꎬ 刑事拘留 ５ 人ꎻ 查处行政 (治安) 案件 ４ 起ꎬ 行政拘留 １３ 人ꎻ 查扣

各类涉油违法车辆 ２３ 辆ꎬ 收缴原油 ９７ 吨ꎬ 取缔土炼油场点 １ 个ꎬ 铲除非法收油窝点 ４
处ꎬ 调解排除干扰油田生产事件 ２７ 起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ꎬ 组织油区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２ 次油区治安秩序专项行

动ꎮ 宝塔区分别破获刑事案件 ５ 起、 ８ 起ꎬ 刑事拘留 １９ 人、 １８ 人ꎻ 行政 (治安) 案件 ２
起、 １３ 起ꎬ 行政拘留 １０ 人、 ８４ 人ꎻ 查扣各类涉油违法车辆 １８ 辆、 ７０ 辆ꎬ 收缴原油 １１９
吨、 ２７５ 吨ꎻ 共取缔土炼油场点 ３ 处、 收油窝点 ６ 个ꎻ 共排除干扰油田事件 ９６ 起ꎬ 处置

群体性事件 ２ 起ꎻ 共收缴铅线 ５００ 米ꎬ 电缆线 １２０ 米ꎬ 电动机 ３ 台ꎮ

第十一节　 经济文化安全保卫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经文保大队成立ꎮ 为保障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和社会团体内部安

全ꎬ 经济文化保卫大队签订安全责任书 １７８ 份ꎬ 填写内保单位基本信息表 １７８ 份ꎬ 检查

重点单位 ２９１ 家ꎬ 检查主要部位 ５０ 余处ꎬ 查处治安、 消防隐患 ２１ 处ꎬ 下发 «治安隐患

整改通知书» ５ 份ꎬ 清理单位周边治安混乱的重点整治地区、 路段 ４ 个ꎬ 召开内保单位

防范工作通报会议 ４ 次ꎬ “三电” (电力、 电信、 广电) 安全宣传活动 １ 次ꎬ 举办内保条

例培训班 ２ 次ꎬ 参加培训单位 ８９ 个ꎬ 参加培训人员 １０３ 人ꎬ 收集上报各类信息 ４４ 条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经文保大队签订安全责任书 １０４ 份ꎬ 检查重点单位 １３５ 家ꎬ 安全检查 ３７１

次ꎬ 检查主要部位 ７０ 余处ꎬ 查处治安、 消防隐患 １４ 处ꎬ 下发 «治安隐患整改通知书»
３ 份ꎬ 全年排查出存在问题单位 １５ 个ꎬ 召开内保单位工作会议 ６ 次以及 “三电” 联席座

谈会、 “三电” 安全宣传活动各 １ 次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经文保大队收集各类情报信息 ３４ 条ꎬ 上报 ２３ 条ꎬ 被上级业务部门采用 １５

条ꎮ 全年排查出存在问题单位 ２６ 个ꎬ 涉及的矛盾、 问题 ６４ 个ꎬ 化解不安定因素 ３７ 个ꎮ
开展奥运会前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ꎬ 发现各类安全隐患 ７２ 个ꎬ 现场整改 ２８ 个ꎬ 下发整

改通知书 ４ 份ꎬ 保证奥运会期间全区单位内部的安全稳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经文保大队签订安全责任书 １２４ 份ꎬ 检查重点单位 １３６ 家ꎬ 安全检查 ４００

余次ꎬ 检查主要部位 ９０ 余处ꎬ 查处治安、 消防隐患 ２６ 处ꎬ 下发整改通知书 ６ 份ꎬ 全年

排查出存在不稳定问题的单位 １７ 个ꎮ 召开内保单位工作会议 ５ 次ꎬ “５１７” 世界电信

日会同全区 “三电” 单位开展安全宣传活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按照信息化建设的要求ꎬ 内保单位和内保工作人员在市公安局警务工作平

台内的信息录入率 １００％ꎬ 安全保卫责任书签订率 １００％ꎮ 全年检查指导内部单位 ５００ 余

次ꎬ 与 ５６ 家企事业单位签订责任书ꎬ 并妥善处置 ５ 起 ２００ 人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ꎮ 设

立重点地区 “三电” 设施安全检查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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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公安信息化建设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分局至市公安局公安三级网开通ꎬ 同步建成电视电话会议系统ꎬ 并完

成机关局域网建设和公安网站建设ꎬ 全局购置计算机 ２１ 台ꎬ 全部接入公安网ꎬ 平均 １９
名民警拥有 １ 台计算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公安宝塔分局开通公安四级网ꎬ 全部采用 ２ 兆光纤接入ꎬ 新购计算机 ７８
台ꎬ 省公安厅配发 ５３ 台ꎬ 公安网注册 １５２ 台ꎻ ７ 月ꎬ 宝塔分局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区 “人
口信息综合管理系统”ꎬ 实现户籍联网办公和人口信息网络化管理ꎬ 全区人口信息集中

管理ꎻ ８ 月ꎬ 建成 “公文传输系统”ꎬ 并采用电子签章加密技术实现网上传输ꎻ ９ 月ꎬ 在

全省率先建成 “旅馆业信息管理系统”ꎬ 为侦查破案和公安行政管理提供翔实的数据ꎮ
系统仅试运行 ２ 个月抓获网上逃犯 ２ 名ꎮ 在全省公安系统 “网站评比大赛” 中分局网站

获一等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分局投资 ５０ 余万元ꎬ 对机房环境进行升级改造ꎬ 对机房设备进行扩

容扩展ꎬ 购置服务器、 磁盘、 硬件防火墙、 数据库服务器、 双机平台等各类软、 硬件设

备 １０ 余台ꎻ ４ 月ꎬ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队成立ꎬ 科级建制ꎬ
人员编制 ５ 人ꎮ 主要负责全区互联网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和安全保护工作ꎻ 依法监控查处

网上有害信息ꎬ 搜集、 分析、 报告网上信息动态等任务ꎻ ８ 月ꎬ 率先在全市建成 “网上

办案暨执法监督考核系统”ꎻ １１ 月ꎬ “警务综合系统建设项目” 开工ꎻ １２ 月末ꎬ 完成人

口管理模块的建设和测试运行工作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开通网内 “电子邮箱” 服务ꎬ 当月注册用户 ４００ 余人ꎬ 为公安网内办公、

办案和民警相互沟通、 交流建立方便快捷的渠道ꎮ 完成公安五级网建设ꎮ 建成多媒体培

训会议室与计算机电教培训室ꎬ 配备计算机 ４５ 台ꎬ 分局举办计算机 “八会” (会打字、
会录入、 会查询、 会发邮件、 会下载、 会浏览、 会批文、 会比对) 技能培训班ꎮ 先后组

织信息化培训 １６ 期ꎬ 培训民警 １０４０ 人次ꎬ ４５ 岁以下 (含 ４５ 岁) 培训率 １００％ꎬ ４５ 岁

以上培训率 ９２％ꎮ 开展城区 “科技防盗、 技防入房” 试验工作ꎮ 推行 “家庭式” 防盗

报警装置试验工作ꎬ 实现报警装置与派出所监控平台联网ꎮ 向全区推广安装 “家庭式”
防盗报警器 １６８７ 套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ꎬ 建成宝塔区城市报警与监控系统 (工程于 ２００６ 年启动ꎬ 被公安部确

立为 ２２ 个报警与监控试点城市)ꎬ 通过公安部检查验收ꎮ 城郊 ８ 个派出所建立视频监控

平台ꎮ 在城区设立报警点 １０ 个ꎬ 为 ３０ 多个复杂区域及重点路段安装监控探头 ２２１ 个ꎬ
监控面积覆盖 ３ 个街道办事处 (南市办、 凤凰办、 宝塔办)ꎬ ２ 个镇政府 (桥沟镇、 柳

林镇)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分局出台 «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关于人口信息采集六个规定动作及

人口分层管理规定»ꎬ 建立健全 «信息中心工作规范» 等规章制度ꎮ 通过网上分析ꎬ 串

并、 布控等手段ꎬ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１６０ 余起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建成 “信息化应用能力在

线考试系统”ꎻ ５ 月ꎬ 建成分局公安网数据库导航专栏ꎻ ７ 月ꎬ 建立 “网上警务室” 网

站ꎮ 内容包括社区动态、 服务群众、 安全防范、 法制宣传等窗口ꎬ 设置 ＱＱ 互动平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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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可以通过 ＱＱ 与民警实现即时在线通讯互动ꎮ 社区民警可在网上受理群众举报、 业

务咨询、 信息查询等ꎻ １０ 月ꎬ 向基层派出所配发计算机 １６９ 台ꎬ 全系统有计算机 ３００
台ꎻ １２ 月ꎬ 分局先期试用的 ２０ 部移动警务通配发到基层一线开始试运行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全系统民警计算机拥有率 １００％ꎻ 公安数字身份证书配发率 １００％ꎻ 网

上办公、 办案实现 １００％ꎻ 民警计算机 “八会” 技能掌握率 １００％ꎻ ３ 月ꎬ 警用 ３５０Ｍ 对

讲机联网系统建设完成ꎬ 并实现全省联网ꎬ 分局向基层一线单位配发 ３５０Ｍ 警用对讲机

１００ 部ꎻ ５ 月ꎬ 第二批 ４３６ 部移动警务通全部发放到位ꎬ 全系统警务通拥有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警务综合平台采集录入基层派出所各类信息 １４４６３１ 条ꎮ

第二章　 司法行政

第一节　 机　 构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市司法局成立ꎬ 科级建制ꎬ 设局长 １ 人、 干部 ５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司法局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协理员 ２ 人、 干部 ９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撤市设

区ꎬ 改称为宝塔区司法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司法局内设办公室、 基层科、 宣传科、 法律

服务管理科、 网络科、 法律援助中心、 “１４８” 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ꎬ 设局长 １ 人、 书

记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干部 １２ 人ꎬ 下设 ２３ 个基层司法所、 １ 个公证处、 ２ 个律师事务

所、 ７ 个法律服务所ꎮ

第二节　 法制宣传

一、 机构

１９８６ 年ꎬ 全市开始分阶段实施五年普法计划ꎬ 并成立延安市普及法律常识领导小

组ꎬ 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ꎬ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政府副市长任副组长ꎮ １９９１ 年改称

延安市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ꎮ １９９７ 年改称延安宝塔区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法制宣传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由主管政法委书记、 区长兼任ꎬ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

司法局ꎮ
二、 普法宣传教育

(一) “一五” 普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以宣传宪法、 刑法、 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 婚姻法、 继承法、 经济合同法、 兵

役法、 民法通则、 治安处罚条例 “九法一条例” 为内容ꎬ 全市干部及中学生和广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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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ꎬ 以考试形式检查普法效果ꎮ
(二) “二五” 普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宣传主要以宪法为核心ꎬ 以专业法为重点ꎮ 全市干部群众 ２０ 万人接受教育ꎬ 并参

加考试ꎮ 在陕西省举办的 “兰溪杯” 法律知识电视大奖赛上ꎬ 延安市代表队获第二名ꎮ
(三) “三五” 普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宣传以宪法、 与公民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基本法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为主

要内容ꎮ 全区干部和工人、 农民、 中小学生参加普法教育ꎬ 其中 ４０％参加普法考试ꎮ
(四) “四五” 普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以实现 “两个转变ꎬ 两个提高” 为目标 (实现由增强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

素质转变ꎬ 提高广大公民及领导干部法律素质ꎻ 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

用法律手段管理转变ꎬ 提高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ꎮ 全区干部、 中小学生及群众接受教

育ꎬ 并参加普法考试ꎮ 被全国普法办授予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称号ꎮ
(五) “五五” 普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以宣传全国普法统编教材为内容ꎮ 免费为全区各行政村、 社区、 各乡镇、 街道办事

处、 各机关单位、 各民营企业发放全国普法统编教材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考察宝塔区普法工作ꎬ 宝塔区被司法部确定

为陕西省唯一的全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联系点ꎮ 宝塔区政府制定 «关于在全区公民中开

展法制宣传教育、 推进依法治区进程第五个五年规划» «宝塔区企业经营管理者学法用

法考核制度»ꎬ 将区属 ２０ 个民营企业作为普法重点ꎬ 统一规范企业的学法对象、 内容和

方式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制定宝塔区委依法治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责任分工制度、 工作联系制

度、 考核制度、 督查制度ꎬ 宝塔区委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分别与全区 ２３ 个乡镇办事处、 ８５
个部门单位、 ３２ 个中省驻区单位、 ２０ 个民营企业签订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目标责任

书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成立 ４ 个专项检查组ꎬ 对全区 ２４ 个行政执法部门、 ８ 个乡镇办事处、
６ 个企业、 ５ 个中省驻区单位进行为期一周的 “五五” 普法中期专项检查ꎻ ７ 月ꎬ 省、 市

法治办对宝塔区普法工作检查考核ꎬ 给予肯定ꎻ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区委依法治区办在宝塔区

二中组织财政、 人事劳动、 教育等 １０ 个部门 ８００ 多名干部进行法律知识闭卷考试ꎮ 在

“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ꎬ 组织全区 １５０ 个机关、 单位、 企业、 学校进行开卷普法考试ꎬ
在延大校园举行 «弘扬延安精神ꎬ 服务科学发展» 的法律法规教育签名活动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开展干部职工学法用法考试暨有奖法律知识竞赛ꎬ 全区 １ ２ 万余名干部职

工参加考试ꎮ 举办宝塔区 ２００９ 年度县处级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ꎬ ４４６ 名县处级领导参

加考试ꎬ 参考率 １００％ꎬ 合格率 １００％ꎮ 创建 ２５ 个区级 “民主法治村”ꎬ １０ 个 “执法示

范窗口单位”ꎬ １０ 个 “诚信守法企业”ꎬ １０ 个 “法制校园”ꎬ １０ 个 “民主法治社区”ꎬ 宝

塔街道办事处东风社区被评为省级 “民主法治社区”ꎬ 宝塔区第四中学、 宝塔区北关小

学被评为省级 “法治校园”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普法依法督察检查活动ꎬ 表彰奖励临镇镇任家塬村等 ２６ 个民主法治

村ꎬ 育才小学、 柳林中学等 ８ 个法治校园ꎬ 延百集团等 １０ 个诚信守法企业ꎬ 区计生局等

１２ 个依法办事示范单位ꎬ 对全区 ６１１ 个行政村、 ２０ 个社区的普法对象全部登记造册、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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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ꎮ 印刷 «农民法律知识读本» 和 «村组干部法律知识读本» ２０００ 册ꎬ 发放到各乡镇

行政村ꎮ 组装 ＬＥＤ 电子滚动宣传车沿街宣传、 集中宣传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退耕还林条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 «信访条例» 等法律法规ꎬ 累计发放宣传单 １０ 万

余份ꎻ 与延安联通公司、 移动公司、 电信局联合开展以 “法治与和谐” 为主题的普法手

机短信宣传活动ꎬ 为辖区所有手机 (含小灵通) 用户发送 ３０ 万条普法手机短信ꎬ 发送 ８
次ꎮ 在神州集团 ４４０ 辆出租车的 ＬＥＤ 车顶ꎬ 滚动宣传以 “法治与和谐” 为主题的普法宣

传活动ꎮ 组织全区 １８５７ 名科级干部进行学法用法考试ꎮ 完成 “五五” 普法检查验收

工作ꎮ

第三节　 法律服务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ꎬ 宝塔区成立 “１４８” 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ꎬ 开通 “１２３４８” 法律服

务热线咨询电话ꎮ ８ 月ꎬ 陕西省司法厅在宝塔区 “１４８” 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召开陕北

地区现场会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每年都在 “３８” 国际劳动妇女节、 “３１５” 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 “６２６” 国际禁毒日、 重阳节、 “１２４” 全国法制宣传日期间ꎬ 组织律师、 公证

员、 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街设立法律咨询点ꎬ 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 １ 万余人次ꎬ 代写法律

文书 ３００ 余份ꎬ 散发法律服务传单 ８ 万余份ꎮ 组织 “五五” 讲师团在全区各乡镇办事处

举办法制培训班 １２６ 场次ꎬ 受教育人数累计 ５ 万余人次ꎮ 在宝塔电视台播放 «农村普法

教育系列读物» 光碟ꎬ 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法制专题讲座ꎬ 播出

４８ 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提供法律咨询 ４９７ 人次ꎮ 为 ２３ 个司法所统一安装电话ꎬ 统一设置司法语

音铃声ꎮ 为 ３３ 所学校配备法制教育读本 ３０００ 册ꎬ 散发 «宝塔区司法局法律服务便民承

诺» ５ 万份ꎮ 在梁村等 ５ 个乡镇开展 “校园及周边安全整治法律服务活动”ꎮ 在社区推

行 “六个一” 建设ꎬ 即每个社区建立一个法律服务橱窗ꎬ 一个法律图书屋ꎬ 一支兼职法

律服务志愿者队伍ꎬ 一套符合居民的学法制度ꎬ 每季度开展一次义务法律宣传活动ꎬ 为

居民上一堂 “以案说法” 的法制课ꎮ

第四节　 安置帮教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司法局对 ２００７ 年刑释解教人员进行摸排ꎬ 实施 “回归社会工程”ꎬ
对 ３１ 名刑释解教的邪教信教人员进行帮教ꎬ 减少其回归社会后失控、 脱管和重新犯罪

现象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安置帮教工作遵循 “一看、 二防、 三访、 四帮” 原则ꎬ 各司法所对

辖区内 ２００８ 年回籍的 ２３９ 名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全面摸底ꎬ 跟踪解决ꎮ 为

符合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矫正人员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３ 户 １３ 人ꎮ 继续实施 “回
归社会工程”ꎬ 对 ３１ 名刑释解教的邪教信教人员进行回访ꎬ 并结成帮教对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司法局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按照 “帮教社会化ꎬ 就业市场化ꎬ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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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化ꎬ 职责法制化” 的要求ꎬ 采取 “五个一” 举措ꎬ 即明确一个帮教人员ꎬ 赠送

一本法律知识读本ꎬ 落实一份责任田ꎬ 教会帮教对象一项现代农业实用技术ꎬ 为 “三
无” (无住房、 无职业、 无收入) 人员帮教对象办一份生活低保ꎮ 与延安监狱联合举办

“落实首要标准ꎬ 实现无缝对接” 现场会ꎮ ２０ 个司法所实行 «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理系

统» 软件管理ꎬ 提前与监狱对接帮教辖区内 ４６２ 名刑释解教人员ꎬ 防止刑释解教人员重

新违法犯罪ꎮ 宝塔区社区矫正工作按照 “衔接好、 监管好、 引导好、 教育好” 的工作思

路ꎬ 帮助矫正对象重拾生活勇气ꎬ 尽快融入社会ꎮ 从实际出发ꎬ “一人一案”ꎬ 对症下

药ꎬ 解决实际困难ꎮ 通过办理低保、 推荐就业等形式为其排忧解难ꎬ 感受政府关心及社

会温暖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在矫人员 ４６ 人ꎬ 其中缓刑 ４４ 人、 假释 ２ 人ꎬ 没有重新

犯罪ꎮ

第五节　 人民调解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ꎬ 司法局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ꎬ 调整、 配齐乡镇司法员ꎬ 全市

配备 ２７ 名司法助理员ꎬ ５６２ 个村委会、 ５９ 个居委会设立调委会ꎬ 有调解人员 ２０３４ 人ꎮ
全市调解处理各类纠纷 ９５９ 件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ꎬ 司法局对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ꎬ 对考核合格的 １５ 名工

作人员、 ５ 个法律服务所发放合格证和工作证ꎮ 调解各类纠纷 １０３９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００７
件ꎬ 成功率 ９７％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基层司法工作中开展争先创优活动ꎬ 奖励优秀司法助理员 １ 人ꎬ 模范调

解员 ９ 人ꎬ 先进调委会 ６ 个ꎮ 全年调处各类民事纠纷 １０５５ 件ꎬ 调解成功率 ９７ ３％ꎬ 避免

８ 起民事纠纷激化刑事案件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 年ꎬ 按照司法部的要求ꎬ 对从事调解工作 ３０ 年以上的人民调解员摸底上

报ꎮ 调解组织调处各类民间纠纷 １３９０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３１５ 件ꎬ 防止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１３ 起 １９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调解处理河庄坪镇石圪塔等 ４ 个行政村与延安市供电局 １１０ 千伏变

电工程占地纠纷ꎮ 全年各级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 １４７６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３２８ 件ꎬ 成功

率 ９０％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基层调解组织调处各类纠纷 ４３７３ 件ꎬ 调解成功 ４１５９ 件ꎬ 成功率

９５％ꎬ 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１０ 起 ３０ 人ꎬ 防止群众集体上访 ６ 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全区开展民间纠纷 “大排查、 大调处” 活动ꎬ 对全区 ６３２ 个调解委员

会、 １８９６ 名调解成员进行整顿、 充实ꎮ 调处各类纠纷 ２８３５ 件ꎬ 调解成功 ２６２４ 件ꎬ 成功

率 ９６％ꎬ 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８ 起 ２７ 人ꎬ 防止群众集体上访 ５ 起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ꎬ 为全区 ３５５ 个行政村和 ２０ 个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统一的牌子与

规范的公章ꎮ 调解各类纠纷 １８０９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７２２ 件ꎬ 成功率为 ９５％ꎬ 防止集体上访

５ 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司法局和乡镇、 办事处为 １９ 个基层司法所建立办公用房、 配齐办公设施

和部分交通工具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ꎬ 开展为期 １ 个月的 “司法干警作风整顿月” 活动ꎻ ５

２４７



月ꎬ 开展 “加强教育ꎬ 规范纪律” 的军事训练活动ꎮ 全年调解各类纠纷 １９４５ 件ꎬ 调解

成功 １８９２ 件ꎬ 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３ 起 １２ 人ꎬ 防止群众集体上访 ８ 件ꎮ 宝塔

区司法局川口司法所所长刘锐被陕西省评为 “优秀人民调解员”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建麻洞川、 官庄、 松树林、 贯屯 ４ 个司法所ꎮ 实现全区 “乡乡有司法

所”ꎬ 建成 ２３ 个司法所ꎬ 在岗干警 ３３ 人ꎮ 宝塔区司法局凤凰司法所被延安市评为 “人
民群众满意基层站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司法局加强村级调解组织建设ꎬ 对 ２３ 个乡镇办事处 １２６４ 名人民调

解员和乡镇干部进行法制培训ꎮ 完成区政府交办的延河饭店职工阻挡工程纠纷、 向阳沟

钉子户赴京上访问题处理、 黄蒿洼违章拆迁、 中心街广场凤凰小学强制拆迁、 妇幼保健

院医患纠纷、 慧泽园建筑伤亡事故、 南泥湾盘龙村村民自杀事件、 梁村粮站土地权属纠

纷、 桥沟陶瓷厂拆迁等重大矛盾纠纷的调解ꎮ 全年调解各类纠纷 ２０８０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９７６ 件ꎬ 成功率 ９５％ꎮ 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２ 起 ２２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为万花山、 枣园等司法所制作司法行政统一标识ꎬ 维修和扩建万花山、 临

镇、 青化砭、 甘谷驿等司法所ꎬ 并配备办公设施ꎮ 向省厅申报万花山司法所为 “省级规

范化司法所”ꎮ 组织全系统 ８０ 多名干警在万花山司法所开展 “强素质、 树形象、 保稳

定、 促和谐” 体育竞赛活动ꎮ 建立以乡镇司法所为调解中心ꎬ 以村民调解委员会为重点

的两级调解网络体系ꎬ 将全区的 ６１１ 个行政村调解组织全部制成网络图ꎮ 推行 “１＋Ｘ”
人民调解机制ꎬ 即以基层司法所及基层人民调解员为基础ꎬ 联合综治、 信访、 维稳、 基

层法庭、 基层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协调联动调解模式ꎮ 在全区 ２３ 个乡镇 (办事处) 举办

人民调解员培训班 ２３ 场次ꎬ 受教育人数 ６０００ 余人次ꎮ 全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１８５６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７６４ 件ꎬ 成功率 ９５％ꎬ 防止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 ２ 起 １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矛盾纠纷大化解专项活动ꎮ 向群众发放 «农民实用法律知识 １００ 问»
«人民调解案例选编» ８０００ 册ꎮ 推行 “２＋Ｘ” 调解模式ꎬ 即以司法所为主调单位、 综治

办为协调单位ꎬ 采取联部门、 联乡、 联村、 联亲、 联友方式ꎬ 解决矛盾纠纷ꎮ 全年调处

矛盾纠纷 １５９７ 件ꎬ 调解成功 １５１８ 件ꎬ 成功率 ９５％ꎬ 做到 “小事不出村 (社区)、 大事

不出乡 (办事处)、 矛盾不上交”ꎮ 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ꎮ 建立宝塔区医疗纠纷、 民事

案件诉前调解、 交通事故 ３ 个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ꎬ 参与重大信访突出问题的化解处

置ꎬ 解决延河景观工程、 宝塔山山体居民搬迁、 冯庄乡薛家湾村煤窑合同纠纷等信访问

题ꎮ 诉前人民调委会受理各类纠纷 ３０ 件ꎬ 成功达成调解协议 １５ 件ꎬ 向法院移送 ６ 件ꎬ
调解中止 ２ 件ꎬ 涉及金额 ８９ ８ 万元ꎬ 节约诉讼费用 ５ 万多元ꎻ 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受理 １０ 件ꎬ 调解成功 ６ 件ꎬ 调解中止 ２ 件ꎬ 涉及金额 １３０ 万元ꎮ 申报枣园、 青化砭、 麻

洞川、 川口、 梁村为省级规范化示范所ꎮ 宝塔区司法局川口司法所所长刘锐被司法部评

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ꎮ

第六节　 公　 证

延安市公证处于 １９８１ 年成立ꎬ 隶属于地区司法局ꎬ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更名为宝塔区公证

处ꎬ 科级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人员编制 １０ 人ꎬ 其中有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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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办理各类公证 ９０２７８ 件ꎬ 其中经济合同公证 ３６５２８ 件ꎬ 民事合同公证 ２８２１５ 件ꎬ 涉

外公证 ２５５３５ 件ꎬ 收费 ９１ ５ 万余元ꎮ 接待群众咨询公证合同业务 １２６５７５ 人次ꎮ 代写法

律文书 １０２８ 件ꎬ ２１ 年无错证、 伪证发生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被陕西省司法厅评为 “省级文明

公证处”ꎮ

第七节　 法律援助

宝塔区法律援助中心 ２００２ 年成立ꎬ 属司法局的内设科室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ꎬ 法律援助

工作坚持 “贫者必援、 弱者必帮、 残者必助、 应援尽援” 的原则ꎬ 将法律援助中心和

“１４８” 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业务合署办公ꎮ 实行公示制度ꎬ 在宝塔普法网上向社会公

开法律援助的范围、 条件、 程序和工作流程ꎮ 与区残联、 区总工会、 区妇联等建立日常

工作衔接制度ꎬ 在部分乡镇成立法律援助服务站ꎬ 为贫困农民工、 残疾人、 妇女儿童、
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ꎮ 发挥职能作用ꎬ 整合 “１２３４８” 法律服务热线ꎬ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ꎬ 为弱势群体排忧解难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接受法律援助咨询 ５０２８
人ꎬ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１１２ 件ꎬ 其中提供刑事辩护代理 １６ 件、 民事诉讼代理 ８６ 件、 代

写法律文书 ７４ 件ꎬ 为受援群众减免服务费用 １６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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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编　 民政　 人事　 劳动

　 　 民政工作内容庞杂ꎬ 项目繁多ꎬ 表现出多元化特点ꎮ 主要涉及优抚安置、 社会救

济、 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 老龄、 勘界及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

围绕 “管理手段法制化、 运行机制社会化、 社会服务项目化” 要求ꎬ 认真组织开展贴近

群众热点和社会焦点的民政各项工作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人事工作主要围绕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ꎬ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

审批ꎬ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ꎬ 公务员、 专业技术人员调动、 考核、 培训、 职称评审ꎬ 机关

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考核、 晋升级、 劳动维权、 就业安置、 劳务输出、 培训鉴定、 社会保

障等开展ꎮ

第一章　 民　 政

第一节　 机　 构

一、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民政局为行政单位ꎬ 科级建制ꎬ 有工作人员 １５ 人ꎬ 其中局长 １ 人、
书记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下设自流人口遣送站、 “四八” 烈士陵园、 火化场、 民政福利厂 ４
个单位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改为宝塔区ꎬ 延安市民政局随之改称为宝塔区民政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民政局有工作人员 １９ 人ꎮ 内设办公室、 社会救济科、 社会福利科、
民政科、 优抚科、 安置办公室、 财务科等 ７ 个科室ꎮ 下设军干所、 低保办、 慈善协会、
“四八” 烈士陵园、 火化场、 敬老院、 福利厂、 婚管中心、 救助站、 双拥办、 老龄办等

１１ 个单位ꎮ 全区 ２０ 个乡 (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编制 １ 名民政助理员ꎬ 负责处理民

政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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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业机构

(一) 救助管理站

１９９９ 年前ꎬ 该站称为 “延安自流人口遣送站”ꎬ 同年 ９ 月 １０ 日更名为 “延安收容遣

送站”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又更名为 “延安救助管理站”ꎬ 位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

(新民村半山)ꎮ ２００４ 年因国家恢复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ꎬ 单位迁址七里铺延安火车

站后山ꎬ 占地 ２ 亩ꎬ 办公用房 １２ 间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政府在川口乡川口村划拨建设用地 １０
亩ꎬ 新建延安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与延安救助管理站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该项目完成全部建设任务ꎮ 系区民政局下属的行政管理性社会福利事业单位ꎬ 科

级建制ꎬ 设站长 １ 人、 副站长 ２ 人、 工作人员 １３ 人ꎮ
(二) 双拥办

１９９０ 年成立双拥办ꎬ 属常设临时机构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ꎬ 根据延区机编发 〔１９９７〕 第

０３ 号文件ꎬ 区双拥办公室设为区委、 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ꎬ 挂靠区民政局ꎬ 正科级建

制ꎬ 事业编制 ５ 名ꎬ 其中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区、 乡机构改革中ꎬ 区

双拥办划归区民政局管理ꎬ 单位内设 ３ 个科室 (办公室、 共建科、 宣教科)ꎮ
(三) 中心敬老院

２００８ 年ꎬ 在李渠镇碾庄村开工修建宝塔区农村中心敬老院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完成项目

建设ꎮ ２０１０ 年底经区委、 区政府批准ꎬ 正式设立宝塔区中心敬老院ꎬ 编制 ５ 人ꎬ 副科级

建制ꎮ
(四) 慈善协会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社团管理机构批准注册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成立ꎮ 区慈善协会

由名誉会长、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 常务理事、 理事等方面人员组成ꎮ 设有会长 １
人、 副会长 ２ 人 (其中 １ 名兼秘书长)、 常务理事 ２１ 人、 理事 ７３ 人ꎮ 下设项目部、 资金

募集部、 办公室ꎬ 会员 １３６ 人ꎮ
(五) 婚姻登记管理中心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成立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７ 人ꎮ 负责城郊 ６ 个乡镇、 市内 ３ 个办事处

辖区内的婚姻登记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全区婚姻登记实行统一管理ꎮ
(六) 军队地方政府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成立ꎬ 隶属于区民政局ꎮ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３ 人ꎬ 有所长 １ 人ꎬ 干部 ２
人ꎮ 主要职责是管理军队交给地方的离退休人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管理离退休人员 ７ 人ꎬ 有服

务人员及交通工具ꎮ
(七)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成立ꎬ 科级建制ꎮ 设主任 １ 人ꎬ 副主任 １ 人ꎬ 干部 １１ 人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隶属于延安市 (现宝塔区) 劳动人事局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隶属于宝塔区政府办公室ꎬ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隶属于宝塔区民政局ꎮ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０ 年ꎬ 每

年为 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办理陕西省敬老优待证 ２０００ 个ꎮ 每年为 ９０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政府

津贴 (９０~９９ 岁每月 ５０ 元ꎬ １００ 岁以上每月 １００ 元)ꎮ
(八) 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室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成立ꎬ 隶属于宝塔区民政局ꎬ 副科级建制ꎬ 有主任 １ 人、 干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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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升为正科级建制ꎬ 有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干部 ６ 人ꎬ 更名为宝塔区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ꎬ 内设办公室、 财务室、 保障科、 救助科 ４ 个科室ꎮ
(九) 福利厂　
１９７９ 年 ２ 月成立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福利厂下属汽车修理厂倒闭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下属印刷厂破

产倒闭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有 ４ 名留守人员ꎬ 其中厂长 １ 人、 副厂长 １ 人、 职工 ２ 人ꎮ 其余 ６１
名职工待岗ꎮ

(十) 火化场

１９８１ 年 ３ 月创建ꎬ 科级建制ꎬ 有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职工 ２７ 人ꎮ 占地 １０００ 平

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８００ 平方米ꎮ 有火化炉 １ 个ꎬ 悼念厅、 骨灰堂、 接待室各 １ 个ꎬ 配有接

尸车 １ 辆ꎮ 自创建至 ２００６ 年ꎬ 火化尸体 １２６ 具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火化场设备落后及市上又

新建火化场ꎬ 宝塔区火化场业务暂停ꎮ
(十一) “四八” 烈士陵园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成立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ꎬ 有工作人员 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有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职工 ２１ 人ꎮ 主要职责是接待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祭扫陵墓ꎬ 缅

怀英烈ꎮ

第二节　 救灾救济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 １０ 个乡镇连遭 ５ 次大的暴雨、 冰雹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袭击ꎬ 市民

政局先后下发返销救济粮 ３０ 万千克ꎬ 其中救济粮 １５ 万千克ꎬ 救济款 ５ 万元ꎮ 为全市

５０３ 户孤寡老人送面粉 ５０３ 袋ꎬ 发放救济棉衣 ４００ 套、 棉被 ２００ 块ꎮ 对特困户重点救济

万花山乡患眼病的胡进海家庭、 南市办遭受严重火灾的高延平家庭、 梁村乡史家石畔村

因山体崩塌被窑压死 ７ 口人的蔡春阳全家ꎬ 发放救济款近 ３ 万元ꎮ 民政系统干部、 职工

自愿捐款 １０３５ 元ꎮ
１９９１ 年春ꎬ 南区乡镇和川口乡遭受严重霜冻ꎻ ６ 月上旬ꎬ ８ 个乡镇遭暴雨袭击ꎮ 市

民政局下拨救灾救济款 １５ 万元ꎬ 救灾救济粮 ３００ 千克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受灾面积 ３８ ９９ 万亩ꎬ 成灾 ２１ ３ 万亩ꎬ 粮食减产 ８８ ２ 万千克ꎬ 受灾

人口 ９ ４６ 万人ꎮ 民政局根据灾情 ３ 次下拨救灾款 １６ 万元ꎬ 救济化肥 ９２ ２４ 吨ꎬ 临时救

济 ６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８３” 洪灾ꎬ 全市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６１９ 个村组、 ２ ８ 万户、

１０ ９５ 万人受灾ꎬ 死亡 １３ 人ꎮ 农作物成灾 １９ １４ 万亩ꎬ 倒塌房屋 ２８４ 孔 (间)ꎬ 损坏房

屋 ３３４２ 孔 (间)ꎮ 直接经济损失 １ ３ 亿元ꎮ 市民政局先后下拨救灾救济款 ７９ ３６ 万元ꎬ
衣物 ３３３２ 件ꎮ 全市 １０３ 个单位、 １６３２３０ 人捐款 ７０６１ 万元ꎬ 单位筹集 ２０ 万元ꎬ 捐衣物

３３３２ 件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多次遭受暴雨、 冰雹和洪水的袭击ꎬ 致使 １６ 个乡镇、 ２０３ 个行政村ꎬ

８３８１ 户、 ３ ８９ 万人受灾ꎬ 冲走大小牲畜 ４９ 头 (只)ꎬ 农作物成灾 ８ ８ 万亩ꎬ 粮食减产

２６２０ ３ 万千克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３５００ 万元ꎮ 下拨救灾款 ２６ ４ 万元ꎬ 衣物 ３７４９５ 件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全市遭受特大冰雹袭击ꎬ 涉及 ７ 个乡镇、 ２４ 个行政村ꎬ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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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西瓜及苹果受灾严重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２０ 万元ꎬ 民政局下拨救灾款 ５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遭受洪涝和冰雹袭击ꎬ 农作物受灾 １１ ４７ 万亩ꎬ 减产粮食 １ ９ 万吨ꎬ

造成经济损失 ３５００ 万元ꎻ ７ 月ꎬ 因洪涝灾害ꎬ 河庄坪乡万庄村 ５９ 岁的刘贵兰被洪水淹

死ꎬ 梁村乡王家圪崂村 ３９ 岁的张占续和 ３７ 岁的张占宝被电击死亡ꎮ 面对大灾ꎬ 市委、
市政府动员机关干部 １２００ 人ꎬ 驻延安部队、 武警官兵 ５００ 余人投入抢险救灾ꎬ 民政部门

下拨救灾款 ８３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持续高温干旱ꎬ 农作物受灾面积 １１ ４７ 万亩ꎬ 成灾 ９ １ 万亩ꎬ 绝收

２ １ 万亩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 ３１ 亿元ꎮ 宝塔区政府及时下拨救灾款 １００ 万元ꎬ 安排群众生

产生活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有 １８ 个乡镇、 ２９４ 个行政村受灾面积 ６４８５ ２ 公顷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６８２ ２ 万元ꎮ 下拨救灾款 ２５ 万元ꎬ 救灾粮 ４６ 万千克ꎬ ７０００ 余件衣物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春夏干旱ꎬ 部分乡镇遭受风雹、 洪涝和冷冻灾害袭

击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５６１０ 万元ꎮ 下拨救灾款 ４７ 万元ꎬ 救灾粮款 ３５ 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区遭受严重冰雹和强降雨影响灾害ꎬ ２４ 个乡镇、 ６３３ 个行政村受灾面积

６１ ７ 万亩ꎬ 成灾 ５６ ３ 万亩ꎬ 绝收 １７ ０１ 万亩ꎬ 冲毁桥涵 ２ 座ꎬ 道路 ４０ 千米ꎬ 库坝 ９６
座ꎬ 损毁民房 １３ 孔 (间)ꎬ 因灾死亡 ２ 人ꎬ 经济损失 １ ０８ 亿元ꎮ 区民政局下拨救灾救

济款 ４９ 万元ꎬ 救济粮 ５０ 万千克ꎬ 救济衣服 ３ ７８ 万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发生冰雹和洪涝灾害ꎬ ２０ 个乡镇、 ４３５ 个村、 １３ 万人受灾ꎬ ２２ ５９ 万

亩农作物受灾ꎬ 冲毁桥涵 ７４ 座ꎬ 道路 ３４３ ５ 千米ꎬ 库坝 ４６８ 座ꎬ 损毁民房 １５３６ 孔

(间)ꎬ 死亡家畜 ２３１ 只 (头)ꎬ 因灾死亡 ２ 人ꎬ 造成经济损失 ９１５４ ２ 万元ꎮ 区财政安排

防汛专款 ２６ ２ 万元ꎬ 道路维修费 １００ 万元ꎬ 中小学危房改造费 １００ 万元ꎻ 民政部门安排

１３０ ８ 万元ꎮ 下拨各乡镇、 办事处救灾救济款 １１６ １ 万元ꎬ 其中口粮 ３２ ８９ 吨ꎬ 化肥 ６２
吨ꎬ 救济衣服 ３ 万多件ꎬ 棉被 ４０５ 床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 １３ 次遭受暴雨和冰雹袭击ꎬ １９ 个乡镇、 ２５１ 个村、 １ ７３ 万户、 ６ ９４
万人受灾ꎬ １５ ６３ 万亩农作物受灾ꎬ 冲毁农田 ８６０ 亩ꎬ 桥涵 ７ 座ꎬ 淤地坝 ９７ 座ꎬ 道路

９１ ８ 千米ꎬ 倒塌房屋 １２０ 间ꎬ 损坏房屋 ８４７ 间ꎬ 倒塌蔬菜大棚 ２９５ 座ꎬ 死亡 １ 人ꎬ 经济

损失 ６２９６ ７ 万元ꎮ 宝塔区政府下拨救灾救济款 １２４ ８７ 万元ꎬ 其中救济面粉 ６６７２ 袋 (折
价 ２５ ４７ 万元)、 棉被 ３００ 床ꎮ 设立民政局和城市 ３ 个办事处 ４ 个经常性社会捐助点ꎬ 收

到社会捐赠现金 １１ ４９ 万元ꎬ 衣服 ８００９ 件ꎬ 棉被 １３５ 床ꎮ 另外ꎬ “非典” 期间发动社会

捐款 ７ ６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多次遭受冷冻、 风雹、 洪涝、 滑坡等自然灾害的袭击ꎬ ３４４ 个行政

村、 １ ２６ 万户、 ４ ２６ 万人、 ９ ５７ 万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ꎬ 损坏房屋 ６８６ 间ꎬ 倒塌 ２１２
间ꎻ 损坏大棚 ８５ 座ꎬ 倒塌 ９ 座ꎻ 损坏弓棚 ６０２ 个ꎻ 损坏桥涵 １４ 座ꎬ 冲毁 １８ 座ꎻ 冲毁道

路 １４６ 千米ꎻ 淤地坝冲垮 １３４ 座ꎻ 冲毁耕地 ２８３ 亩ꎻ 冲走和淹死商品鸡 １ 万余只ꎻ 因灾

死亡 ２ 人ꎮ 直接经济损失 ８９５８ 万元ꎮ 民政局先后下拨救灾救济款 １２１ ９ 万元ꎬ 其中倒塌

房屋补助款 １９ １６ 万元ꎬ 救济面粉 ４７６０ 袋 (折价 ２８ 万元)ꎬ 发放救灾救济款 ６９ ４９ 万

元ꎬ 发放临时急难救济 ５ ２５ 万元ꎻ １０ 月ꎬ 募捐收到现金 ７２８８ 元ꎬ 棉衣 ４２１ 件ꎬ 其他衣

物 ４５９１ 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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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因受旱灾、 洪涝影响ꎬ ２０ 个乡镇、 １１２３２９ 人、 ３６３９１５ 亩农作物受灾ꎬ
倒塌房屋 ６２ 间ꎬ 损坏房屋 １２９ 间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８０３２ 万元ꎬ 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６１５７ 万元ꎮ 区民政局下拨救灾救济款 ６９ ８ 万元ꎬ 棉衣 ４００ 套ꎬ 棉被 ４００ 床ꎬ 其他棉衣

７０００ 余件ꎮ 募捐收到现金 ２５９０６ 元ꎬ 棉被 ７５ 块ꎬ 棉衣 ６０６７ 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不同程度强降雨和冰雹ꎬ 受灾人口 １０２２６９ 人次ꎬ 农作物

１５５６２５ 亩ꎬ 绝收面积 ６０９６０ 亩ꎬ 损坏房屋 １０４ 间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 ０５ 亿元ꎮ ６ 月 １５ 日ꎬ
枣园镇阳崖村居民区发生山体滑坡ꎬ １７２ 间房屋成危房ꎬ ３１ 户、 ９６ 人无家可归ꎬ 民政局

及时拨付 ４ ６ 万元ꎬ 紧急转移安置群众ꎮ 下拨救灾救济款 ６９ ５ 万元、 面粉 ４５００ 袋、 棉

被 ４００ 床、 棉衣 ４００ 套ꎮ 募捐现金 ８７９１１ 元ꎬ 衣物 ２７１３ 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 ２３２３２９ 人受干旱和风雹影响ꎬ 农作物受灾 ３２ ６８

万亩ꎬ 绝收 ６ ２３ 万亩ꎬ 倒塌房屋 １８２ 间ꎬ 损坏房屋 １９８７ 间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２４４００ 万元ꎬ
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１９８７７ 万元ꎮ 民政局下拨救灾款 ２１５ ７９ 万元ꎬ 其中下拨各乡镇、
街道办事处救灾款 １５１ ７３ 万元ꎬ 发放救灾粮款 ２９ ２８ 万元ꎬ 救济生活困难灾民 ２６ １ 万

元ꎮ 下拨各乡镇、 办事处 ７５０ 套被褥ꎬ 应急救济 ５０ 套被褥ꎮ 发放面粉 ６５４０ 袋、 大米

２２８０ 袋、 菜油 ８００ 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 １４ ５ 万人受干旱和风雹影响ꎬ 农作物受灾面

积 ７８ 万亩ꎬ 成灾面积 ７２ 万亩ꎬ 倒塌房屋 ８０ 间ꎬ 损坏房屋 ２１２ 间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９９８０ ５
万元ꎬ 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６３７８ １ 万元ꎮ 宝塔区政府先后下拨救灾救济款 １３５ ２ 万元ꎬ 各

类救灾救济物资折合现金 ６５ ２ 万元ꎬ 解决 １ ５ 万人的生活问题ꎮ 下拨资金 １１４ 万元ꎬ 修

建房屋 ２０４ 间ꎬ 解决麻洞川等 ６ 个乡镇 ７５ 户 ３００ 人的住房问题ꎮ 是年ꎬ “５１２” 汶川特

大地震发生后ꎬ 全区 ３０８ 个单位干部职工、 １３４ 个私营企业和个人捐款 ２８５ １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遭受干旱、 风雹等自然灾害的袭击ꎬ 农作物受灾 １０８ 万亩ꎬ 倒房 ６０

间ꎬ 损坏房屋 ３９６ 间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５１３２ 万元ꎬ 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４３７２ 万元ꎬ 宝塔区

政府先后下拨救灾救济资金 １６５ 万元ꎬ 各类救灾物资折合 ６５ ２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 ８ ８ 万人受灾ꎬ 农作物受灾 ３６１０５ 亩ꎬ 倒房 ５６

间ꎬ 损坏房屋 ３１９ 间ꎬ 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１２０ 万元ꎬ 其中农业经济损失 ９９４８ 万元ꎮ 为解决

受灾户的基本生活问题ꎬ 区民政局下拨救灾救济资金 ８５ 万元ꎬ 各类救灾物资折合 ６５ ２
万元ꎮ

第三节　 城乡低保

１９９８ 年ꎬ 依据 «陕西省实施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办法»ꎬ 宝塔区开始实

施城市低保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先后 ４ 次提高标准ꎬ 从最初的每人每月 ９０ 元提高到 １１７ 元、
１３０ 元、 １８０ 元ꎬ 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１０ 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开始实施农村低保ꎬ ４ 次提高标准ꎬ 从最初的每人每年 ５００ 元提高

到 ６２５ 元、 ７２５ 元、 ７８５ 元ꎬ 到 ２０１０ 年农村低保每人每年的 １１９６ 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有城市低保对象 ４６８６ 户、 １２１７１ 人ꎻ 农村低保对象 １８１１ 户、

４０７５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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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有城市低保对象 ５００８ 户、 １３２２５ 人ꎻ 农村低保对象 ２７２１ 户、
７３８４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有城市低保对象 ５２５２ 户、 １４６５４ 人ꎻ 农村低保对象 ５１７３ 户、
１４６５４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有城市低保对象 ５７５４ 户、 １５１４２ 人ꎻ 农村低保对象 ６１６１ 户、
１３７５１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有城市低保对象 ６１４３ 户、 １６１１７ 人ꎻ 农村低保对象 ７７６５ 户、 １５９５５
人ꎮ 年初ꎬ 低保办及各办事处、 社区民政工作人员ꎬ 对已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家庭进行重新调查、 核实ꎮ 对家庭收入发生变化不符合低保条件的 ２２１ 户予以退保ꎬ 纳

入新增符合低保条件的困难家庭ꎬ 实施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 应退尽退ꎮ 城市低保除

实行社区、 办事处、 低保办三级调查审核外ꎬ 推行 “三榜公示制度” (社区初审、 乡镇

办事处审核、 宝塔区民政局审批) 和 “全家照” 公示制度ꎬ 发动社会各界进行监督ꎻ 农

村低保年保障标准由 ６２５ 元提高到 ７２５ 元ꎬ 进一步提高保障覆盖面ꎮ 全年发放城市低保

金 １４９０ ８３ 万元ꎬ 月保障资金 １２７ １ 万元ꎬ 月人均补差 ８０ 元ꎻ 发放农村低保资金 ４９７ ７２
万元ꎬ 年人均补差 ３１４ 元ꎮ 同时ꎬ 为保障低保户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ꎬ 发放城

乡低保户物价副食补贴 １１８１ 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按照省、 市将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由 ７２５ 元提高到 ７８５ 元ꎮ 取消城市低保家

庭 ４１４ 户、 ９９８ 人ꎬ 新增 ５７９ 户、 １５３５ 人ꎮ 取消农村低保家庭 ２０ 户、 ２８ 人ꎮ 全区城乡低保

家庭 １４０８９ 户、 ３２８０３ 人ꎬ 其中城市低保家庭 ６３０７ 户、 １６４０２ 人ꎬ 月保障资金 １２４ ４ 万元ꎬ
月人均补差 ７５ ８ 元ꎻ 农村低保家庭 ７７８２ 户、 １６４０１ 人ꎬ 年保障金 ５４１ ８ 万元ꎬ 年人均补差

３３０ 元ꎮ 全年发放城乡低保金、 物价临时补贴和提高补助资金 ３８０１ ９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城市低保标准由 ２００９ 年的每人每月 １８０ 元ꎬ 提高为每人每月 ３１０ 元ꎻ 农

村低保标准每人每年 １１９６ 元ꎮ 城市低保取消 １５５ 户、 ３６３ 人ꎬ 新增 ２１３ 户、 ６１０ 人ꎮ 全

区有城乡低保家庭 １４０４６ 户、 ３１１７７ 人ꎬ 其中城市低保家庭 ６３６５ 户、 １６５５３ 人ꎬ 农村低

保家庭 ７６８１ 户、 １４６２４ 人ꎬ 累计发放城乡低保金、 冬季取暖补助款和春节一次性补助资

金 ５１３３ ５５ 万元ꎮ 制定 «宝塔区城乡医疗救助暂行办法»ꎬ 适当提高医疗救助标准ꎬ 对

６８９ 名城乡困难群众实施医疗救助ꎬ 发放救助资金 ３０４ ７ 万元ꎮ

第四节　 社会福利

一、 五保供养

１９９０ 年后ꎬ 五保户供养实行国家和集体分级负担ꎬ 散居供养辅之以集中供养政策ꎬ
“保吃、 保穿、 保住、 保医、 保葬”ꎬ 乡镇统筹ꎬ 各自发放ꎮ 对灾区五保户ꎬ 国家发给一

定数量救济款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的 «农村五保供养条例» 出台ꎬ 对五保对象的供养标准ꎬ 从原来的每人

每月 ６０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１００ 元 (物资供给每年 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提高到每人每月

１２０ 元 (物资供给每年 ２００ 元)ꎬ 供养资金从 ２００２ 年的税费政策改革后ꎬ 由原来的村级

集体供给转变成区级财政转移支付供给ꎮ 同年ꎬ 给 ３３８ 人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证ꎬ 建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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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备案和电子档案ꎬ 实施动态管理ꎬ 做到 “应保尽保”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五保供养 ３１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五保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 ３２００ 元ꎬ 当年新增 ２７ 人ꎬ 取消 ２６ 人ꎬ 全

区有农村五保户 ３１１ 人ꎮ
二、 社会救助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救助管理站年均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２０００ 多人次ꎬ 救助保护流浪

未成年人 ２００ 次以上ꎬ 长期供养社会弃婴 ６０ 名左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按照城乡医疗救助标准ꎬ 先后对患有重大疾病及慢性病的 ７８８ 人进行医疗

救助ꎬ 救助资金 １６０ 余万元ꎮ 对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员及时予以救治ꎮ 全年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 １８２４ 人次ꎬ 其中救治危重病人员 １７ 人次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按照 «延安市城市 (农村) 居民医疗救助试点暂行办法» 规定ꎬ 对全区

３７４ 名城乡困难群众实施医疗救助ꎬ 发放救助金额 ９６ 万元ꎮ 资助农村特困人口参加新型

合作医疗 １７２４９ 人ꎬ 资助金额 ５２ 万元ꎻ 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ꎬ 全年为 １８００ 名 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办理陕西省敬老优待证ꎻ 对全区 ２４８ 户 ９０ 岁以上

老年人上门发放政府津贴ꎬ 发放资金 １１ ０３ 万元ꎮ 开展 “银发无忧” 送保险活动ꎬ 为

２８０ 名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ꎻ 全年接收流浪求助人员 ２０５６ 人ꎬ 实际救助

１７５０ 人ꎻ 救助大病患者 １３ 人ꎻ 接收安置新增弃婴 ３５ 人ꎻ 按照民政部等 １５ 部委联合启

动的 “明天计划” 项目和 “爱心 ２００８ 走进陕西” 活动要求ꎬ 申报贫困家庭病残儿童救

助 ２２ 人ꎻ 募集善款 ５０３ １ 万元ꎬ 资助各类弱势群体 １０００ 余户ꎬ 发放善款 ４９ ７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为全区 ７８０ 名 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办理陕西省敬老优待证ꎬ 发放 ９０ 岁以上老

年人政府津贴 １９ ５ 万元ꎮ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１８０３ 人次ꎬ 救助大病患者 １９ 人ꎬ 接收安置

新增弃婴 ４５ 人ꎮ 累计筹集善款 ３１５ 万元ꎬ 其中发放资金 ７６ ７ 万元ꎬ 救助下岗职工、 困

难群众、 贫困学生、 大病患者 ２２０７ 人ꎮ

第五节　 优抚安置

一、 优抚

(一) 伤残军人优抚

宝塔区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ꎬ 对因战、 因公致残的革命军人、 民兵、 民工、 人民警

察和在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革命伤残人员ꎬ 根据其致残原因和程度ꎬ 分为特等、 一

等、 二等甲级、 二等乙级、 三等甲级、 三等乙级ꎬ 按在职和在乡分别给予抚恤ꎮ 根据国

家政策标准多次调整ꎬ 不断提高ꎮ 民政局按规定为伤残人员配制三轮车、 假肢等各类辅

助器械ꎮ
(二) “三属” 优抚

宝塔区对烈属、 因公牺牲军人家属、 病故军人家属按政策实行优抚ꎮ 区政府出台

«宝塔区贯彻 ‹军人抚恤条例› 的若干规定»ꎬ 对 “三属” 中的孤老孤儿的义务工负担

予以全免ꎮ 因治病无能力支付医疗费的由当地卫生部门酌情减免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

区财政平均每年支付优抚人员医疗费近 ２００ 万元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 ７０ 周年ꎬ 给老红军每人发放慰问金 ６０００ 元ꎬ 失散老红军每人 ５０００ 元ꎬ 全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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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８ 万元ꎬ 发放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７０ 周年徽章 １２０ 枚ꎻ ２００７ 年市政府对老红军遗孀实

行生活补贴ꎬ 每人每月 ２４０ 元ꎻ ２００９ 年为在乡复员退伍军人发放纪念章 ４５０ 枚ꎻ ２０１０
年ꎬ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６５ 周年ꎬ 为 ４３ 名在乡老八路每人发放慰问金 ３０００ 元ꎻ 纪念入朝

作战 ６０ 周年ꎬ 为 １８ 名抗美援朝老战士每人发放 １０００ 元慰问金ꎬ 提高各类优抚人员补助

标准 １０％ꎮ
(三) 复员、 退伍军人优抚

宝塔区对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入伍的老复员军人、 带病回乡或确有困难的退伍军

人ꎬ 坚持实行定期定量补助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强优抚工作的通知»ꎬ 宝塔

区政府为 ４７ 户特困老复员军人新建和改造住房ꎬ 解决建房经费 ２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

塔区建立老复员军人抚恤补助经费自然增长机制ꎮ 对全区老复员军人在国家补助标准的

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增加补助 １０ 元ꎮ
(四) 现役军人家属优待

２００４ 年ꎬ 根据省、 市通知ꎬ 城镇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收入的

４０％执行ꎻ 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按当地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８０％执行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义务兵优待金农村每年每户 １５００ 元ꎬ 城镇每年每户 ２５０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义务兵优

待金农村每年每户提高到 ２０００ 元ꎬ 城镇每年每户提高到 ３０００ 元ꎮ 年底ꎬ 宝塔区享受定

补各类优抚人员 ２０３８ 人ꎬ 其中退伍老红军 ５１ 人ꎬ 失散老红军 ５２ 人ꎬ 老复员军人 ３５４
人ꎬ 退伍军人 ８０ 人ꎬ 革命伤残军人 ２１９ 人ꎬ 参战人员 ４７７ 人ꎬ 参试人员 ７２ 人ꎬ 烈士遗

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亡军人遗属 ７３３ 人ꎮ
二、 安置

１９８６~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退伍安置工作一直遵循 “从哪里来ꎬ 到哪里去” 原则ꎬ 城镇

义务兵、 志愿兵、 伤残军人由区人民政府安排工作ꎻ 农村义务兵回农村务农ꎻ 军地两用

人才由乡政府安排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后ꎬ 国企改制ꎬ 下岗职工增加ꎬ 城镇退伍义务兵安置工

作面临困难ꎬ 除继续实行 “按系统分配任务ꎬ 包干安置” 的办法ꎬ 要求所有机关、 团

体、 企事业单位ꎬ 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依法接收安置城镇退役士兵的义务

外ꎬ 区民政部门拓宽城镇退伍兵安置渠道ꎬ 在区政府保证第一次就业的前提下ꎬ 探索政

府安置与劳动力市场相结合的方法ꎬ 制定相应优惠政策ꎬ 鼓励退伍军人自谋职业ꎻ 对转

业士官分配工作ꎬ 量才使用ꎮ 农村退伍义务兵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因公评定伤残六级以

上的给予安置工作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按政策需安置的城镇退伍军人已基本安置到位ꎻ 农

村军地两用人才安排 ９０％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城镇退伍军人安置、 回村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５－１－１ 单位: 人

年份 城镇安置人数 回农村人数 年份 城镇安置人数 回农村人数

２０００ ５０ １１５ ２００６ ４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１ ４５ １２５ ２００７ ５８ ９５

２００２ ５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８ ６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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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城镇安置人数 回农村人数 年份 城镇安置人数 回农村人数

２００３ ６０ ９５ ２００９ ６５ ９０

２００４ ５５ ８５ ２０１０ ５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５０ ９０

第六节　 社会事务

一、 社会团体管理

１９９１ 年ꎬ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民政部关于清理整顿社会团体请求的通知» 精

神ꎬ 对全市 ３１ 个社团进行清理ꎬ 有 ２５ 个社团符合标准并通过年检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在册社团

增至 ３５ 个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社团增至 ４３ 个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登记社团 ４５ 个ꎬ 全部通过年

检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对社团进行清理整顿ꎬ 全区核准登记社团 ２２ 个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完成全区社团

换证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对 ２２ 个在册社团进行年检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社团增加 ２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依

法登记社团组织 １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册社团增至 ２８ 个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社会团体组织情况一览表
　 表 ２５－１－２

区老区促进会 区教育协会

区消费者协会 姚店镇罗沟果业协会

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柳林镇后孔家沟果业协会

区养猪协会 官庄乡雷家村果业协会

区民营企业协会 临镇镇果业协会

区伊斯兰协会 宝塔区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区工业协会 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协会

区天文爱好者协会 宝塔区退休干部联谊会

区信鸽协会 区残联盲人协会

区会计协会 区慈善协会

区珠算协会 区伟尚果业协会

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区柳林镇富翔果蔬协会

区道路协会 区果香果园协会

区冯庄乡供销果农协会 区老年艺术团

３５７

第二十五编　 民政　 人事　 劳动 　



民政　 人事　 劳动

二、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２０００ 年ꎬ 根据民政部、 省、 市要求ꎬ 社团登记管理办公室更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办公

室ꎬ 增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职能ꎮ 铺开民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工作ꎮ 经调查ꎬ 区

内有 ３０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ꎬ 对其中 ２０ 个符合条件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对 ３０ 个符合条件申请非企业单位登记的学校、 幼儿园予以复查登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

区登记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０ 个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民办非企业单位一览表
　 表 ２５－１－３

宝塔区春苗幼儿园 宝塔区姚店镇谭家湾村幼儿园

宝塔区喜洋洋幼儿园 宝塔区盛博幼儿园

宝塔区育英幼儿园 宝塔区李渠镇阳山村幼儿园

宝塔区双睿幼儿园 宝塔区蓝天幼儿园

宝塔区丽景双语幼儿园 宝塔区民办向上幼儿园

宝塔区旭日幼儿园 宝塔区甘谷驿镇唐坪村幼儿园

宝塔区四合幼儿园 宝塔区李渠镇崖里坪村幼儿园

宝塔区小红帽幼儿园 宝塔区超级宝贝幼儿园

宝塔区未来星幼儿园 延安拥军科技培训学校

宝塔区圣德幼儿园 延安市宝塔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宝塔区福娃幼儿园 七里铺社区卫生服务站

宝塔区姚店镇安沟门村幼儿园 柳林镇社区卫生服务站

宝塔区乐智幼儿园 宝塔区向阳社区服务站

宝塔区南市南桥社区卫生服务站 凤凰北关街社区卫生服务站

宝塔区李渠镇朱家沟村幼儿园 宝塔区枣园兰家坪社区卫生服务站

三、 婚姻登记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８ 日ꎬ 国务院颁布 «婚姻登记条例»ꎬ 新式婚姻登记证增加证件印制号ꎬ
为全国统一和唯一编号ꎮ 在此之前ꎬ 宝塔区婚姻登记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所设立的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ꎬ 民政局负责业务指导和管理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成立婚姻登记管理中心ꎬ 负责城郊 ６ 个乡镇、 市内 ３ 个

办事处辖区内的婚姻登记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全区婚姻登记实行统一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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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婚姻登记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５－１－４ 单位: 对

年份 结婚 离婚 年份 结婚 离婚

１９９０ １０４１ ４１ ２００１ １２１４ １２６

１９９１ １１２６ ２４ ２００２ １３５４ １１３

１９９２ １４７４ ４０ ２００３ ２３９２ １４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８０ ６９ ２００４ ２３２７ ４１３

１９９４ １４８４ ７４ ２００５ ２４８６ ４３１

１９９５ １２３８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９２４ ５４０

１９９６ １３００ ９３ ２００７ ４５４７ ６８７

１９９７ １３５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４９３２ ８２５

１９９８ １３４１ １１４ ２００９ ５０７１ １００７

１９９９ １４２９ ９７ ２０１０ ５４０５ １０６６

２０００ １４６２ ７３

四、 地名工作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市区部分街、 路、 巷、 桥进行命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对市区首批街、 路、 巷、 桥进行重新命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对

市区第二批街、 路、 巷、 桥、 广场进行命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对市区第三批街、 路、
巷、 桥进行命名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将迎宾大道更名为双拥大道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延安

市区建成并命名的街道 １６ 条、 道路 ５３ 条、 巷道 ３８ 条ꎮ
１６ 条街道　 即北大街、 东大街、 南大街、 二道街、 七里铺街、 大桥街、 北门口街、

南门口街、 南市街、 新市场街、 大东门街、 小东门街、 双拥大道、 联通大街、 欧锦园

街、 南滨大道ꎮ
５３ 条路　 即南滨路、 北滨路、 东滨路、 长青路、 嘉岭路、 枣园路、 圣地路、 师范

路、 西环路、 柳林路、 高苑路 (原高家园则路)、 宝塔山路、 王家坪路、 杨家岭路、 文

化沟路、 光明路、 光华路、 万花路、 杨家湾路、 百合路 (二庄科路)、 花石砭路 (原技

校路)、 杜公路 (原烟洞沟路)、 太和山路、 小沟坪路、 凤凰山路、 向阳沟路、 尹家沟

路、 碾盘沟路、 陵园路、 永安路、 永宁路、 永兴路、 永盛路、 永昌路、 永乐路、 东苑

路、 朝阳路、 惠泽路、 南河滨路、 广通路、 新洲西路、 新洲东路、 联通西路、 联通东

路、 红庆路、 燕沟路、 燕翔路、 东兴路、 农科路、 永吉路、 永祥路、 常泰路和丽森路ꎮ
３８ 条巷　 即附院巷、 建行巷、 中心巷、 吉祥巷 (原饿人巷)、 幸福巷 (原拐子巷)、

礼堂巷、 百悦巷、 邮电巷、 棉土沟巷、 石门巷 (原狮子巷)、 石沟巷、 黑龙沟巷、 凉水

井巷、 白坪巷、 龙湾巷、 东一巷、 东二巷、 东三巷、 东四巷、 圣通巷、 三中巷、 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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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宝塔巷、 兴运巷、 吉安巷、 利民巷、 东升巷、 财校巷、 四中巷、 八一巷、 红化巷、
西华巷、 大修厂巷、 建材巷、 马家湾巷、 后勤处巷、 平安巷、 东岭巷ꎮ

五、 殡葬服务与管理

(一) 殡仪馆

馆内布局分为四个功能区: 业务区、 悼念区、 遗体冷藏区、 骨灰存放和祭祀区ꎮ 其

中ꎬ 大型告别厅 １ 个 (可容纳 ５００ 人)ꎬ 中型告别厅 １ 个 (可容纳 ２００ 人)ꎬ 吊唁灵堂 ４
个 (各可容纳 ３０ 人)ꎻ 火化区有火化炉 ２ 台ꎻ 遗体冷藏区有遗体冷藏室 ２ 间ꎬ 能冷藏 ３６
具遗体ꎬ 有三体冷藏柜 ３ 个、 单体冷藏柜 ２７ 个ꎻ 骨灰存放、 祭祀区ꎬ 有存灰室 １ 间ꎬ 区

设 １２００ 个不同档次的格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出台相关文件ꎬ 禁止乱建坟墓ꎬ
宣传火葬、 公墓葬ꎮ

(二) 宝塔区火化场

始建于 １９８１ 年ꎬ 总投资 ４１ 万元ꎬ 位于河庄坪镇李家湾村ꎬ 始称延安火化场ꎬ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投入使用ꎬ 占地面积 １０ 亩ꎬ 建筑面积 ８００ 平方米ꎬ 有火化炉 １ 个ꎬ 收集厅、 骨灰

堂、 接待室各 １ 个ꎬ 配有接尸车 １ 辆ꎮ １９９７ 年改称宝塔区火化场ꎬ 是宝塔区民政局下属

事业单位ꎮ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 １ 日延安地区人民政府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 城市街道办事处和

各级部门加强对殡葬改革工作的领导ꎬ 推行火葬ꎬ 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密切配

合共同做好这一工作ꎮ 并决定各基层单位、 居委会、 村委会把殡葬改革工作和文明俭办

丧事纳入 “职工守则” “乡规民约” 教育群众共同遵守ꎬ 人们的殡葬改革意识有所增强ꎬ
火化量从 １９８３ 年的 １ 具增加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２６ 具以上ꎮ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ꎬ 由于火化场设备老

化及市上在火化场对面 (马路下) 新建殡仪馆ꎬ 宝塔区火化尸体业务停止ꎮ 成立宝塔区

殡葬执法队ꎬ 负责城区以外各乡镇殡葬改革宣传和查处乱埋乱葬行为ꎮ ２００５ 年建成延安

殡仪馆ꎬ 有职工 ２０ 人ꎬ 下设 １ 室 (行政办公室)、 ２ 科 (业务科、 总务科)ꎬ 占地面积 ２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 平方米ꎬ 绿化面积 １２９８８ 平方米ꎬ 总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

逐渐开始运营ꎬ 每年火化遗体 １００ 多具ꎮ
(三) 公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先后建立 ２ 处公墓ꎬ 即 “仙鹤岭公墓有限公司” 和 “八宝岭

公墓有限公司”ꎮ
仙鹤岭公墓　 由仙鹤岭公墓有限公司经营ꎬ 是经陕西省民政厅、 延安市人民政府、

市民政局批准的永久性公墓ꎮ 位于宝塔区枣园镇下砭沟村 (卫校后山)ꎬ 征购土地 ６００
余亩ꎬ 于 ２００３ 年破土动工ꎬ ２００４ 年正式成立ꎮ 规划设计 ７２ 个园区ꎬ 可安葬 ８ 万多名逝

者ꎬ 可供城区人口百年丧葬需求ꎮ 园区与延安殡仪馆相连ꎬ 办公楼、 业务大厅、 停车

场、 殉仪厅等设施一应俱全ꎬ 并建有亭台楼阁、 龙池瀑布、 十二生肖祈福广场、 普波桥

等人文景观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出资 ２００ 余万元ꎬ 无偿提供土地 １３ 亩ꎬ 建成的专门安葬

老红军遗骸的公益性纪念园区 “红军苑”ꎬ 可安葬 １０００ 多名红军遗骸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有

来自北京、 上海、 西藏、 四川等地 １００ 多位红军在仙鹤岭安葬ꎬ 为老红军提供一个安息

之地ꎬ 也为后人提供一个缅怀先烈、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ꎮ ２００８ 年出资 １００ 余万元

建成 “北京知青纪念园”ꎬ 北京知青园是继红军苑之后的第二个特设纪念性园区ꎬ 毗邻

红军苑ꎬ 无偿提供土地 ２６ 亩ꎬ 可安葬 ２０００ 余名逝者ꎬ 并提供植树葬、 草坪葬、 花坛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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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 雕塑等安葬方式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已开发建设 ２６ 个园区ꎬ 已修建各类墓型

８０００ 余穴ꎬ 累计投资 １ ２ 亿元ꎮ 为推进宝塔区殡葬改革ꎬ 自 ２００８ 年起ꎬ 仙鹤岭为特困

户免费提供壁葬ꎮ
八宝岭公墓　 由八宝岭公墓有限公司经营ꎬ 是宝塔区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ꎬ 也是宝

塔区政府唯一的一项殡葬改革的重点项目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立项ꎬ 位于宝塔区万花山乡锁崖

村 (化工厂后沟)ꎬ 距公路 １ ２ 千米ꎮ 总占地面积为 ７００ 亩ꎬ 是一家以公墓建设、 经营

销售、 服务管理为一体的公益性民办公助企业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破土动工ꎬ ２００７ 年投入使

用ꎮ 总投资 ４０００ 多万元ꎬ 建成绿色公墓 ５ 个宝区 (福禄宝、 万寿宝、 福寿宝、 聚财宝、
宝中宝)ꎬ 一至十四排共建 ４８８０ 个墓穴ꎬ １ ８ 万平方米的骨灰墓位ꎬ 购进福建、 浙江、
河北等地高、 中、 低档规格不同价格的花岗岩大理石墓碑ꎮ 硬化广场 １ ８ 万平方米ꎬ 栽

植 ２６ 种名贵绿化树 ５ ８ 万多株ꎬ 种植草坪 １ ２ 万多平方米ꎮ 并有假山、 瀑布、 ３０００ 多

平方米的人工湖、 仿古观景亭、 放生池等ꎮ 建有安放厅、 吊唁厅、 办公楼、 停车场、 殡

葬营业厅等配套设施ꎮ 公司还根据客户的要求ꎬ 在符合政策和公司关于公墓的总体规划

范围ꎬ 以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来满足客户的需求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已建成 ４８８０ 座墓穴 (实
际建墓占地 ２６８ 亩)ꎮ 销售墓穴 ９１０ 座ꎬ 占总建成墓穴的 １８％ꎬ 有近 ８２％的墓位闲置ꎮ
五年间安葬逝者 ４６４ 人ꎬ 年平均安葬 ７４ 人左右ꎮ

第七节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一、 村民委员会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 ２４ 个乡镇 ５５８ 个村委会ꎬ 依法选举村民委员会ꎬ 健全村委会下设的

治保、 人民调解、 公共卫生委员会等主要机构ꎬ 部分村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等民间组

织ꎮ 同时ꎬ 在全市各乡镇建立村委会工作制度、 村民会议制度、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村

规民约、 村级红白理事会制度ꎮ 全市依法选举产生 ５５８ 名村委会主任ꎬ 从初、 高中毕业

生和退伍军人中挑选村级后备干部 ８５８ 名ꎮ 结合两期农村 “社教” 工作ꎬ 清理财务ꎬ 建

立健全财务管理和民主理财制度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ꎬ 组织开展第二次村委会换届选举ꎮ 全市 ２４ 个乡镇 ６３３

个村委会ꎬ 依法选举产生村民代表 １２３５ 名、 村委会主任 ６３３ 人、 副主任 １０３ 人、 委员

１２６６ 人ꎮ 普遍建立健全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ꎬ 制定村级发展规划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制定 «关于在全区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ꎮ 区

政府确定纪检委、 民政局等有关部门分别指导各乡镇村务公开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政府把村务公开工作纳入乡镇年度目标管理ꎬ 由民政部门负责对全

区的村务公开进行检查督促ꎮ 区政府制定 «村务公开实施细则»ꎬ 全区 ６１１ 个村开展村

级财务公开活动ꎬ 把村务公开与村民自治和村级班子建设有机结合起来ꎬ 设立村务公开

栏ꎬ 建立 «村民代表大会制度» «村民议事会制度» «村民自治章程»ꎬ 全区设置公开栏

７２６ 个ꎮ
２００２ 年 ３~７ 月ꎬ 组织开展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ꎮ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６１１ 个村ꎬ 依法

登记选民 １５ ２ 万人ꎬ 参加投票选民 １４ ８ 万人ꎬ 参选率 ９７ ４％ꎮ 选出村民代表 １６０００ 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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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妇女代表 ５００３ 人ꎬ 平均每组 ５５ 人ꎬ 每 １０ 户 １ 人ꎮ 选出村委会成员 １９３９ 人ꎬ 其中

村委会主任 ６１１ 人、 委员 １３２８ 人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组织开展第五次换届选举ꎮ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６１１ 个村ꎬ

依法登记选民 １５ ３２ 万人ꎬ 参加投票选民 １５ 万人ꎬ 参选率 ９７ ９％ꎮ 选出村民代表 １５３００
人ꎬ 选出村委会主任 ５９５ 人ꎬ 其中交叉任职 (兼党支部书记) １０ 人、 村委会副主任 １１
人、 委员 １９４７ 人ꎮ 新当选的村委会干部中党员、 致富能手、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高ꎬ
平均年龄低ꎮ 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的补贴原则上每年不少于 ２０００ 元ꎬ 村党支部副

书记、 村委会副主任及会计、 出纳、 民兵连长、 妇女主任等的补贴ꎬ 实行实误实计的办

法ꎬ 年终决算ꎬ 一次性付清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５ 月ꎬ 组织开展第六次村委会换届选举ꎮ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６１１ 个行政村ꎬ

８４３ 个村民小组ꎬ 其中 １４ 个村民委员会改选不足 １ 年ꎬ 经村民大会讨论同意不再进行换

届ꎬ 与第五届村委会视为同一届次ꎬ 实际参加换届选举的村委会 ５９７ 个ꎮ 依法登记选民

１５ ０２ 万人ꎬ 参加投票选民 １３ ８６ 万人ꎬ 参选率 ９２％ꎮ 委托投票选民 ５６０５ 人ꎬ 占总选民

数的 ３ ７％ꎮ 选出村民委员会主任 ５７３ 人ꎬ 其中男 ５６８ 人、 女 ５ 人ꎻ 新选村委会委员

１２２４ 人ꎬ 其中男 １２１１ 人、 女 １３ 人ꎬ 党员 ４４３ 人ꎮ
二、 社区居民委员会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宝塔区启动城市社区建设ꎬ 将原 ４５ 个居民委员会调整为 ２０ 个社区居

民委员会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将乡镇原有 １７ 个居民委员会调整为 １１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新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 ５ 个ꎮ ２０１０ 年新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 １ 个ꎻ 年底ꎬ 全区

有社区居民委员会 ３７ 个ꎬ 有主任 ３７ 人、 委员 １１１ 人ꎮ

第八节　 双拥模范城建设

延安是 “双拥” 运动的发祥地ꎮ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 «关于拥

护军队的决定»ꎮ 留守兵团司令部及政治部于同月 ２５ 日作出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

决定»ꎬ “双拥” 活动此后一直延续下来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文元ꎬ 兰州军区司令员傅全有ꎬ 政委曹芃生ꎬ 副

政委宫永丰、 王茂润ꎬ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ꎬ 陕西省省长白清才ꎬ 陕西省军区司令

员王志成ꎬ 政委赵焕职等人先后到延安检查指导工作ꎬ 专题研究 “双拥城” 建设问题ꎮ
１９９１ 年度延安市被命名为 “全国双拥模范城”ꎮ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０~１２ 日ꎬ 全国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 民政部、 总政治部在延安召开双拥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ꎮ 市政府每年专

门对驻区官兵、 军队离退休干部、 烈军属、 复员退伍军人的慰问、 抚恤、 困难补助等经

费专项列支ꎬ 先后出台 «延安市创建 “双拥” 模范县的标准» «关于拥军优属群众优待

金实行社会统筹的通知» 等规范性文件ꎬ 建立拥军优属保障基金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７ 年、 １９９８ 年、 １９９９ 年延安市 (宝塔区) 被命名为 “全国双

拥模范城”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６ 年被省委、 省政府、 省军区命

名为 “全省双拥模范城”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根据中央、 省有关文件规定ꎬ 设市的区不再列入双拥模范城命名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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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ꎬ 宝塔区每年主要工作是配合延安市开展双拥创建活动ꎮ

第二章　 人　 事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劳动人事局为科级建制ꎬ 内设计划科、 任免科、 安监科、 工资科、
档案室、 办公室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机构改革ꎬ 改称为延安市人事劳动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ꎬ 劳

动监察大队成立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人事劳动局改称为宝塔区人事劳动局ꎮ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ꎬ 撤销老龄

委员会办公室ꎬ 老龄工作移交民政局ꎻ ８ 月ꎬ 安全监督科由科室升为安全监督委员会办

公室ꎬ 副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人事劳动局更名为宝塔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ꎻ １１ 月ꎬ 安全

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升为安全监督局ꎬ 正科级建制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划归为宝塔区政府行政

机构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劳动监察大队改称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延安市宝塔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ꎬ 行政编制 １７ 人ꎬ 其中局长 １ 人、 书记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干部 １３ 人ꎮ
下设人才交流中心、 宝塔区就业管理局、 机关事业养老经办中心、 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办

公室、 职称改革办公室、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办公室、 医疗

保险经办处 ８ 个事业单位ꎮ

第二节　 人事制度改革

１９９３ 年ꎬ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颁布ꎬ 延安市劳动人事局制定公务员参照过渡工

作计划ꎬ 举办职位分类和人员过渡工作骨干培训班ꎬ 保证工作顺利进行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组织部与人事劳动局联合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实施方案» «延安市宝塔区行政机关推 (试) 行公务员制度有关问题说明»ꎮ 市委、 市

政府成立推行公务员领导小组ꎬ 办公室设在人事劳动局ꎬ 负责推行公务员过渡的具体

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制定 «新任科级干部试岗制度» «科级干部待岗制度» «宝塔区国有 (集

体) 企业改制后的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暂行办法»ꎬ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区属环保局、
教育局、 物价局等十几个单位的科级空缺职位ꎬ 除少数确需组织人事部门选派外ꎬ 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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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竞争上岗选拔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 全区有 ８９ 个行政职能部门 ９２６ 人过渡为国家公务员ꎮ 同时ꎬ 对公务

员职位分类、 考核、 交流、 培训、 表彰、 奖励、 辞职、 辞退、 竞争上岗等人事制度进行

改革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实施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政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ꎮ

区委常委会依据集体领导、 民主集中、 个别酝酿、 会议决定的原则ꎬ 按照相关程序讨论

决定干部任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决定对国土局、 经济发展局、 文体事业局、 民政局等 １０ 个部门的

正职进行公开选拔、 竞争上岗ꎬ １２４ 人参加竞选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依照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国家公务员岗位轮换 (轮岗) 办

法» 继续开展公务员轮岗工作ꎬ 对那些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直接管理 “人、 财、 物” 及审

批各种计划、 招标和进行执法监督热点岗位上任科级职务 ３~５ 年的人员进行岗位轮换ꎮ

第三节　 干部培养与管理

一、 干部教育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各级党组织紧跟国家政策形势ꎬ 健全学习制度ꎬ 制定学习计划ꎬ 加强干

部经常性教育ꎮ 依托各级各类党校和干部培训学院ꎬ 对干部分期分批培训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累计培训干部 １１５７３ 人次ꎬ 其中党政干部 ２７１２ 人次ꎬ 事业单位管理干部 ２９８０ 人次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４１６ 人次ꎬ 选调生和大学生 “村官” ４６５ 人次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根据 «国
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和 «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ꎬ 区委、 区政府制定 «宝塔区科级

干部管理制度»ꎬ 对干部学习、 请销假、 考核及作风建设方面作出明确规定ꎮ 后备干部

队伍建设坚持 “数量充足、 门类齐全、 专业配套、 素质优良” 原则ꎬ 每年遴选储备 ２００
名左右年龄在 ３５ 岁以下、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年轻后备干部加以培养ꎬ 集中掌握ꎬ
动态管理ꎬ 备用结合ꎬ 统一调配ꎮ

二、 选拔任用

宝塔区党政系统科级干部任免由区委组织部负责ꎬ 政府系统事业单位副科级干部任

免ꎬ 由区人事局管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移交组织部)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事处的领导班子成员经过调整后ꎬ 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由原来的 １１ 人增加到 ３７ 人ꎬ 中专文化程度由原来的 ６５ 人增加到 １２８ 人ꎬ 高中以

下文化程度由 １３４ 人减少到 ４５ 人ꎻ 乡镇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由 ３９ １ 岁下降到 ３６ １
岁ꎬ 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由 ４５ ３ 岁下降到 ３９ 岁ꎬ ２９ 个职能部门党政正职的平均

年龄由 ５０ ８ 岁下降到 ４０ ５ 岁ꎮ 为认真贯彻干部选拔任用条例ꎬ 健全完善领导干部述职

述廉、 诫勉谈话、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ꎬ 任前推行计生、 廉政鉴

定、 新提拔干部试岗等制度ꎬ 区委先后制定下发 «关于提拔任用干部进行廉政鉴定的实

施细则» «关于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做好计划生育考察考核的有关规定» «关于对新提

拔的科级领导干部实施试岗制度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政干部任前公示制

意见» «关于对不称职、 不胜任现职等领导干部的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ꎬ 切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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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监督管理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以前实行的是组织任命ꎬ １９９９ 年党政机关干部过渡到公务

员后ꎬ 在干部任免上逐步列入竞争机制ꎬ 实行竞争上岗ꎬ 按照公开、 平等、 竞争、 择优

的原则选配干部ꎮ 按照 “到龄改任、 空职补缺ꎻ 大局稳定、 部分调整ꎻ 择优选拔、 优化

结构” 的原则ꎬ 严格干部选拔任用ꎬ 民主推荐、 测评、 考察、 酝酿、 讨论等环节工作程

序ꎬ 做到成熟一批、 调整一批ꎬ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逐步迈入规范化轨道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

区配备科级干部 １３８２ 人ꎬ 其中正科级领导干部 ５１１ 人、 副科级领导干部 ８７１ 人ꎮ 一般干

部 ７３５９ 人 (女 ３１３７ 人)ꎬ 其中机关 １５３６ 人 (女 ６５４ 人)ꎬ 事业单位 ５８２３ 人 (女 ２８７３
人)ꎮ

三、 考核、 奖惩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按照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和 «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 的

要求ꎬ 开始在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建立起考核制度ꎬ 考核分为半年初评和年终考核ꎮ 市

委单位由组织部考核ꎬ 市政府各部门、 各事业单位、 乡镇、 街道办事处由劳人局考核ꎮ
在考评中ꎬ 各单位首先成立考核领导小组ꎬ 被考核人员总结一年来的工作ꎬ 主管领导在

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ꎬ 根据平时考核和个人总结写出评语ꎬ 提出考核意见ꎮ 考核小组

进行审核ꎬ 部门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ꎬ 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考核人ꎬ 如有异议ꎬ 可以在

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领导小组申请复核ꎬ 考核领导小组在十日内提出复核

意见ꎬ 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后ꎬ 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ꎮ 对复核结果不服的ꎬ 可以向政府人

事部门提出申诉ꎮ 考核后被考核人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ꎬ 存入人事档案ꎮ 根据考核情

况ꎬ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和不称职 ４ 个等次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为加大考核工作力度ꎬ 规范平时考核ꎬ 区委、 区政府制定 «关于认真搞好

国家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 平时考核半年初评的通知»ꎬ 向被考核人员下发 «平时考核

登记册»ꎬ 由被考核人员对日常工作情况如实填写ꎬ 区人劳局一年抽查一次ꎮ 从 ２００５ 年

开始ꎬ 公务员连续三年被确定优秀等次的记三等功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ꎬ 实施公务员法ꎬ 对 １３２ 个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进行政策、 业务知识

培训ꎮ 国家公务员的奖惩分为嘉奖、 记三等功、 二等功、 一等功、 授予荣誉称号ꎬ 授奖

人数一般控制在年度考核参评人数的 １５％以内ꎮ 嘉奖、 记三等功由区人劳局批准ꎮ 二等

功以上由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ꎮ 根据 «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 考核结果与奖惩挂

钩ꎮ 在年度考核中ꎬ 国家公务员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或连续五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

次的ꎬ 可在本职务工资对应级别内晋升一级工资ꎮ 凡年度考核两年被确定为称职以上等

次的ꎬ 在本职务标准内晋升一个工资档次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ꎬ 公务员年度考核实施奖励ꎬ
当年被评为优秀并嘉奖ꎮ

第四节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一、 职称评审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ꎬ 延安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开始推行试点ꎻ ８ 月ꎬ 在全市展开工作ꎬ
在有关单位的配合下ꎬ 相继开始企事业单位的首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ꎮ 延安市专业

技术人员ꎬ 由科委 (现科技局) 管理ꎮ

１６７

第二十五编　 民政　 人事　 劳动 　



民政　 人事　 劳动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划归人事劳动局管理ꎮ 此后ꎬ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逐步完

善ꎬ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管理步入正规化、 经常化、 制度化ꎮ 每年根据企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的学历、 工作经历及业绩ꎬ 依据上级部门颁布的评审条件ꎬ 开展职称评审工作ꎮ
陕西省人事厅负责高级职称的评审、 审批工作ꎻ 延安地区人事局负责中级职称的评审、
审批工作ꎻ 延安市人劳局负责初级职称的评审、 审批工作ꎮ 对因人数少ꎬ 无法组织评审

委员会的专业ꎬ 统一由区人劳局下属职称改革办公室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ꎮ 根据人

事部文件规定ꎬ 对本科毕业生ꎬ 符合晋升相应高、 中级职务任职资格条件者ꎬ 可不受本

单位结构比例岗位数额限制ꎬ 允许申报评审相应高、 中级职务任职资格ꎬ 所需指标由职

改办专项下达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会计、 统计、 审计、 经济专业相继开始全国统一考试ꎮ 随后计算机软件、

卫生技术 (含计划生育节育技术)、 房地产评估师等专业相继开始全国统一考试ꎬ 以考

代评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因地改市职称评定暂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开始实行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英语

等级统一考试ꎮ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５－２－１ 单位: 人

年份 高级 中级
初级

助理 员

１９９１ ６９ １０８５ ６９ １６７

１９９２ １３ １４３ ２２６ ３３２

１９９３ ３７ ３２１ ４８９ ５３

１９９４ ３３ ２４９ ７５０ ３４１

１９９５ ４８ ３３４ ６９９ ２８９

１９９６ — — — —

１９９７ ７３ ９１７ ２９２０ —

１９９８ ３５ ２８２ １１５２ —

１９９９ ３７ ３８２ ４２８ —

２０００ ４５ １１９ ３５９ ２３４

２００１ １４ １５３ １２９ １３３

２００２ ３７ １４０ ３４６ ４３９

２００３ ５４ ２１５ ３０２ １３５

２００４ ７９ ２７２ ４４２ ２４８

２００５ １０７ ３１０ ４１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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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高级 中级
初级

助理 员

２００６ ７６ ２６１ ３７１ １１８

２００７ ８８ ２４７ １３１ ２９８

２００８ ６１ ３１２ ３５３ ６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０ ３８１ ２７８ —

２０１０ １８ １１３ ２６０ —

合计 １０３４ ６２３６ １０１１４ ２９６０

二、 专业技术聘任工作

专业技术聘任工作ꎬ 采取单位自主聘用ꎬ 政府宏观管理的原则ꎮ 在取得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证后ꎬ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按照陕西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职务结构比例指导性控制幅度掌握ꎬ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聘任不受

结构比例控制ꎮ
(一) 继续教育与培训

依据 «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ꎬ 宝塔区职称改革办公室负责全区继续

教育的指导、 协调、 评估和监督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为每位专业技术人员发放继续教育证ꎬ 进行

登记备案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属职称改革办公室组织全区

４５ 周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计算机等级 (一级) 的培训ꎬ 已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累计

２９００ 人ꎬ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ꎮ
(二) 考核

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是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ꎮ 考核时把年度考

核与平时考核有机结合起来ꎬ 坚持定性与定量、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考核办法ꎮ 考核程

序为撰写个人总结ꎬ 在规定的范围内述职ꎬ 进行群众测评ꎬ 确定考核等次ꎮ 考核等次为

“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ꎮ １９９６ 年以前年度考核 “优秀” 的比例为 ２０％ꎮ
同年ꎬ 首次进行技术工人考核工作ꎮ 技术工人考核分为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等级ꎮ 考核条件和要求是: 参加工作 ２０ 年以上或从事本工种 １５ 年以上的可申报高级工

的考核ꎻ 参加工作 １５ 年以上或从事本工种 １０ 年以上的可申报中级工的考核ꎻ 参加工作

不满 １０ 年的可申报初级工的考核ꎮ 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考核、 工作实绩考核、 专业

技能考核ꎮ 同年ꎬ 延安市人事劳动局首次组织培训ꎬ 根据技术工人培训教材ꎬ 聘请专业

教师ꎬ 按规定时间、 规定内容ꎬ 分初、 中、 高级工培训班ꎮ 培训结束后ꎬ 组织技术工人

进行所报等级的考试ꎮ 考试合格者ꎬ 初级工由延安市人事劳动局审批发证ꎻ 中级工由延

安市人事局工考办审批发证ꎻ 高级工以上由陕西省人事厅工考办审批发证ꎮ 专业技术工

人的升等级由市人事局工考办负责管理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１ 年度考核 “优秀” 的比例为 １５％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度考核 “优秀” 的比例为 １０％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全区有工人技师 １６０ 人ꎬ
高级工 ３１４ 人ꎬ 中级工 ２５９ 人ꎬ 初级工 ４０２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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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工资福利

一、 工资

１９９３ 年以前ꎬ 国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结构工资ꎬ 工资由基础工资、 职务 (岗
位) 工资、 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组成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国务院颁发 «关于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的问题的通知»ꎬ
实行全国性的工资改革ꎮ 机关干部实行职级工资制ꎬ 由职务工资、 级别工资、 工龄工

资、 基础工资四部分组成ꎮ 机关技术工人实行岗位技术等级工资制ꎬ 由岗位工资、 技术

等级工资和奖励工资三部分构成ꎻ 普通工人实行岗位工资制ꎬ 由岗位工资和奖励工资两

部分组成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由职务工资和津贴工资两部分组成ꎮ 职务工资是固定

部分ꎬ 津贴是浮动部分ꎮ 固定部分和浮动部分按事业单位的类别区分ꎮ 全额事业单位为

７ ∶ ３ꎻ 差额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为 ６ ∶ ４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按国务院、 省、 市有关文件精神ꎬ 在

工资制度改革中ꎬ 为全市 ３０１ 个机关事业单位 ９６９１ 名工作人员进行工资套改ꎬ 月增资额

７８ ３６ 万元ꎬ 人均月增资 ８０ ８６ 元ꎮ 其中ꎬ 机关单位 ３５０３ 人ꎬ 月增资额 ２６ ４２ 万元ꎬ 人

均月增资 ７５ ４０ 元ꎻ 事业单位 ６１８８ 人ꎬ 月增资额 ５１ ９４ 万元ꎬ 人均月增资 ８３ ９４ 元ꎻ 离

退休 ８４３ 人ꎬ 月增资 １１ ８０ 万元ꎬ 人均月增资 １４０ 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按陕西省、 延安市有关文件精神ꎬ 在工资改革工作中ꎬ 为全区机关

事业单位 ９６６６ 名工作人员进行工资改革ꎬ 其中在职工作人员 ８００４ 人、 离休 １６６ 人、 退

休 １４９６ 人ꎮ 这次工资改革后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ꎬ 基本工资由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构

成ꎻ 机关工人实行技术等级工资制ꎬ 基本工资由岗位工资和技术等级 (职务) 工资构

成ꎻ 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ꎬ 基本工资由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ꎮ 宝塔区不属

于实施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范围ꎬ 新录用、 参加工作的人员执行试用期工资ꎮ 公务员工资

改革后ꎬ 依据有关文件精神ꎬ 首次实施区公务员津补贴工资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又

实施规范公务员二步津补贴工资ꎮ

２００６ 年宝塔区机关公务员生活补贴和工作津贴标准统计表
　 表 ２５－２－２ 单位: 元 /月

职务 生活补贴 工作津贴 小计

副市级领导职务 １３４０ ８８０ ２２２０

副巡视员 １２８０ ８４０ ２１２０

正县级领导 １１６０ ７６０ １９２０

调研员 １１１０ ７３０ １８４０

副县级领导 １０４０ ６８０ １７２０

副调研员 ９９０ ６５０ １６４０

正科级领导 ９４０ ６２０ １５６０

主任科员 ９２０ ６１０ １５３０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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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生活补贴 工作津贴 小计

副科级领导 ８９０ ５９０ １４８０

副主任科员 ８７０ ５８０ １４５０

科员 ８４０ ５６０ １４００

办事员及以下 ８１０ ５３０ １３４０

２００９ 年宝塔区规范机关第二步津补贴标准统计表

　 表 ２５－２－３ 单位: 元 /月

类
型 职称 /职务

二步津补贴标准

合计
生活
补贴

工作
津贴

离休人
员生活
补贴

离休人
员净增
资额

退休人
员生活
补贴

退休人
员净增
资额

住房公
积金固
定补贴

行
政
管
理
人
员

副市级领导职务 ２６５０ １８６０ ７９０ ２３９０

副巡视员 ２５５０ １７９０ ７６０ ２３００

正县级领导职务 ２３５０ １６５０ ７００ ２１２０

调研员 ２２７０ １５９０ ６８０ ２０４０

副县级领导职务 ２１５０ １５１０ ６４０ １９４０

副调研员 ２０７０ １４５０ ６２０ １８６０

正科级领导职务 １９９０ １３９０ ６００ １７９０

主任科员 １９６０ １３７０ ５９０ １７６０

副科级领导职务 １９１０ １３４０ ５７０ １７２０

副主任科员 １８８０ １３２０ ５６０ １６９０

科员 １８３０ １２８０ ５５０ １６５０

办事员 １７７０ １２４０ ５３０ １５９０

１０５０

—

９６０

—

９００

—

１８６０ ５２０ ４５０

１７９０ ５１０ ４３０

１６５０ ４９０ ３９０

１５９０ ４８０ ３７０

１５１０ ４７０ ３５０

１４５０ ４６０ ３３０

１３９０ ４５０ ３２０

１３７０ ４５０ ３１０

１３４０ ４５０ ３００

１３２０ ４５０ ２９０

１２８０ ４４０ ２８０

１２４０ ４３０ ２７０

工
勤
人
员

高级技师 １９６０ １３７０ ５９０ １７６０

技师 １９１０ １３４０ ５７０ １７２０

高级工 １８３０ １２８０ ５５０ １６５０

中级工 １７７０ １２４０ ５３０ １５９０

初级工 １７７０ １２４０ ５３０ １５９０

—

８３０

—

１３７０ ４５０ ３１０

１３４０ ４５０ ３００

１２８０ ４４０ ２８０

１２４０ ４３０ ２７０

１２４０ ４３０ ２７０

　 说明: １ 实施二步津补贴后ꎬ 在职人员人均增加津贴补贴 ４３０ 元ꎻ
２ 离休人员生活补贴调整为在职人员补贴合计的 ９０％ꎻ
３ 退休人员生活补贴调整为在职人员补贴合计的 ７０％ꎻ
４ 住房公积金固定补贴按一步津补贴 (绩效工资) 的 ２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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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利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所有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每人每年享受福利费 ３６ 元ꎬ 防暑

降温费 ７５ 元ꎮ 延安市所有大中专学历每人每月享受 １０ 元山区补贴ꎬ ２ ５ 元书报费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按照人事部、 财政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精神ꎬ 宝塔区

法院、 检察院办案人员每人每月享受 ６０ 元岗位津贴ꎮ 按照人事部、 财政部、 审计署通

知精神ꎬ 区审计机关人员每人每月享受 ６０ 元工作津贴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取消大中专学历

山区补贴、 书报费待遇ꎮ
２００２ 年ꎬ 领取 “独生子女证” 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ꎬ 每人每月享受 ５ 元独生子

女费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按照人事部、 财政部通知精神ꎬ 区公、 检、 法系统人民警察每人每月享

受 ２６０ 元岗位津贴ꎮ
三、 假期制度

宝塔区机关、 事业单位现行休假制度主要有法定节假日、 年休假、 探亲假、 病事

假、 婚丧假、 产假 ６ 种ꎮ
法定节假日按国家规定每年 １１ 天ꎬ 元旦、 清明、 “五一”、 端午、 中秋 ５ 个节假日

各放假 １ 天ꎬ 国庆节、 春节各放假 ３ 天ꎮ 另妇女节 (３ 月 ８ 日)ꎬ 妇女放假半天ꎻ 青年节

(５ 月 ４ 日)ꎬ １４ 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ꎻ 建军节 (８ 月 １ 日)ꎬ 现役军人放假半天ꎻ
教师节 (９ 月 １０ 日)ꎬ 教师、 学生放假半天ꎮ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起ꎬ 星期日休假改为星期六、
星期日双休ꎮ

(一) 带薪年休假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职工根据工作年限享受 ５~１５ 天年休假ꎬ 可以集中和分

段安排ꎬ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ꎬ 单位按其日工资收入的 ３００％支

付年休假工资报酬ꎮ
(二) 探亲假

职工探望配偶的ꎬ 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 １ 次ꎬ 假期为 ３０ 天ꎻ 未婚职工探望父母ꎬ 原

则上每年给假一次ꎬ 假期为 ２０ 天ꎬ 两年探亲一次的假期为 ４５ 天ꎻ 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ꎬ
每 ４ 年给假一次ꎬ 假期为 ２０ 天ꎮ

(三) 职工病假　
在 ２ 个月以内的ꎬ 发给原工资ꎮ 病假超过 ２ 个月ꎬ 从第 ３ 个月起ꎬ 工作年限不满 １０

年的ꎬ 发给本人工资的 ９０％ꎻ 工作年限满 １０ 年的工资照发ꎮ 病假超过 ６ 个月时ꎬ 从第 ７
个月起工作年限不满 １０ 年的ꎬ 发给本人工资的 ７０％ꎻ 工作年限满 １０ 年以上ꎬ 发给本人

工资的 ８０％ꎮ
(四) 婚丧假

按 １９８０ 年 ２ 月国家劳动总局、 财政部规定ꎬ 国营企业职工结婚或直系亲属死亡时ꎬ
可以给予 １ 至 ３ 天的婚丧假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 «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 男 ２５ 周岁以上、 女 ２３
周岁以上初婚的为晚婚ꎬ 在法定婚假的基础上增假 ２０ 天ꎻ ２４ 周岁以上的已婚妇女生育

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ꎬ 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 １５ 天ꎬ 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 １０ 天ꎻ
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ꎬ 另增加产假 ３０ 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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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死亡抚恤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ꎬ 按规定标准发给丧葬费、 抚恤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

助费ꎮ 其标准各个时期有所不同ꎬ 呈递增趋势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非农业户口遗属生活补助费ꎬ
每人每月 ５０ 元ꎬ 农业户口遗属每人每月 ４０ 元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非农业户口遗属生活补助费ꎬ
每人每月提高到 ８０ 元ꎬ 农业户口遗属每人每月提高到 ７０ 元ꎮ 遗属中孤、 老、 独妇女在

原规定基础上增加 １０ 元ꎮ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ꎬ 符合离休条件的干部ꎬ 按

照劳动人事部劳人险 〔１９８３〕 ３ 号 «关于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退休待遇的通知» 规

定ꎬ 享受全薪退休费待遇的老工人死亡后其父、 母、 配偶ꎬ 因公 (工) 死亡职工的遗

属ꎬ 非农业户口每人每月补助 ９０ 元ꎬ 农业户口每人每月补助 ８０ 元ꎮ 在抢险救灾保护国

家财产和在对敌斗争中因公牺牲人员的遗属ꎬ 每人每月补助 １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非农业人

口遗属调整为 １００ 元ꎬ 农业户口遗属每人每月调整为 ９０ 元ꎮ 其中ꎬ 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

命工作的老干部和老工人遗属中的父母配偶、 因公 (工) 死亡人员的遗属ꎬ 非农业户口

每人每月补助 １１０ 元、 农业户口每人每月 １００ 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在原规定

基础上每人每月提高 ５０ 元ꎬ 遗属中的孤、 老、 独、 幼在上述规定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加

１０ 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规定去世离休人员其无工作的配偶ꎬ 不论居住在城镇还是农村ꎬ 生活

困难补助标准调整为: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６ 日以前参加工作的离休人员的配偶ꎬ 每月 ４００ 元ꎻ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至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 日参加工作的离休人员的配偶ꎬ 每月 ３５０ 元ꎻ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３ 日至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人员的配偶ꎬ 每月 ３００ 元ꎮ 配偶中的孤

寡老人每人每月另加 １００ 元ꎮ １０ 月 １ 日起ꎬ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ꎬ 一次

性抚恤金ꎬ 按照烈士为本人生前 ８０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ꎬ 因公牺牲为本人生

前 ４０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ꎬ 病故为本人生前 ２０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ꎮ
丧葬费规定省级机关、 事业单位厅级以上干部为 ２０００ 元ꎬ 其他人员为 １５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

起ꎬ 丧葬费标准提高ꎬ 丧葬费规定省级机关、 事业单位厅级以上干部为 ４０００ 元ꎬ 其他人

员为 ３５００ 元ꎮ 超出费用亲属自理ꎬ 遗属按月享受生活补助ꎮ 遗属生活补助标准调整为农

业户籍 ２３０ 元 /月ꎬ 城镇户籍 ２８０ 元 /月ꎮ

第六节　 军转干部安置

军队转业干部由宝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按照相关政策

积极认真做好转业干部的安置工作ꎮ 安置军转干部 ２ 人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ꎬ 国家发布

实施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ꎬ 各省也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ꎮ 从此ꎬ 军队转业干

部安置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陕西省建立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贴正常调整机制ꎬ 这个调整机制

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是随着各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或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平均水平的提高ꎬ 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贴标准也相应提高ꎮ 二是按企业军转

干部原部队职级发放生活困难补贴ꎬ 并逐步调整提高标准ꎮ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年安置军转干部

１７ 人ꎮ ２００８ 年安置军转干部 ２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按照 «关于解决部分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宣传提纲» 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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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ꎬ 宝塔区认真做好宣传并对全区的企业军转干部进行走访调查ꎬ 了解其困难情况ꎮ

第七节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一、 大中专毕业生聘录

１９９７ 年前ꎬ 按照 “专业对口、 学用一致” 的原则ꎬ 宝塔区人事部门及时分配毕业生

到岗工作ꎮ １９９８ 年起ꎬ 全区接收大中专毕业生人数剧增ꎬ 就业岗位少ꎬ 就业压力大ꎮ 根

据省市 “双向选择、 竞争上岗” 等有关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政策规定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按培

养方式 (定向、 委培、 实践、 计划内自费) 分配毕业生就业ꎮ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经区委、
区政府同意ꎬ 区人劳局具体操作又分配 ２５３ 名毕业生ꎮ ２００７ 年招聘 １４ 名本科毕业生从

事医疗、 教育、 农技等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从本科、 大专毕业生中招聘 ４８ 名专业技术人员从

事果树、 计生、 卫生等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招聘 １０ 名本科毕业生从事教育、 农业、 水利等工

作ꎮ ２０１０ 年招聘 ３６６ 名本科、 大专毕业生从事卫生、 教育、 水利等工作ꎮ
二、 大中专毕业生管理

１９９８ 年后ꎬ 区人才交流中心主要承担全区人才公共事务管理和人才市场运营工作ꎮ
承办的具体业务有: 人才储备与人事代理ꎻ 人才供求信息发布与就业推荐ꎻ 人才人事政

策法规咨询与宣传ꎻ 人才素质测评与社会化人才培训ꎻ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ꎮ
具体包括: 管理流动人才和非公有制单位人才的人事档案ꎻ 接收委托进行人事代理ꎻ 大

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ꎻ 开展社会化人才培训和人才素质测试ꎻ 开展身份认定、 社会保险

代缴、 档案工资调整、 职称测试、 合同鉴证等人事社会化管理服务功能和实施行政处

罚ꎻ 对人才市场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才市场条例» 情况实施监管ꎻ 对人才流动争议进行

仲裁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ꎬ 接收大中专毕业生 ６８４４ 人ꎬ 组织大型招聘会 ３１ 次ꎬ 就业推荐

２９４３ 人ꎬ 引进人才 ３６ 人ꎬ “五大” 毕业生入库推荐 ２６８ 人ꎬ 办理毕业生落户 ３４６４ 人ꎬ
辞解聘人事代理 ３８４ 人ꎬ 接待就业咨询 ５２９１ 人次ꎬ 发布个人求职信息 ９５２７ 条ꎬ 办理聘

用合同鉴证 ３５９０ 人ꎮ

第八节　 离休退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ꎬ 先后办理干部、 工人退休 ２００８ 人ꎬ 其中国家机

关退休 ６５６ 人 (男 ４７３ 人、 女 １８３ 人)ꎻ 事业单位退休 １３５２ 人 (男 ５２７ 人、 女 ８２５ 人)ꎮ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离休干部逐年减少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离休干部有 １０８ 人ꎬ 其中机关

离休 ５９ 人、 事业单位离休 ４９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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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劳动保障

第一节　 劳动机构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３ 年ꎬ 称延安市劳动服务公司ꎮ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６ 年ꎬ 称延安市劳动服务局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ꎬ 称宝塔区劳动服务局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ꎬ 宝塔区劳动服务局更名为宝塔区

就业管理局ꎬ 隶属于宝塔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ꎬ 科级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工作人员 ２１
人ꎬ 其中局长 １ 人、 书记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主要负责中省、 市、 区有关就业和再就业

工作的重大部署ꎻ 统一组织全区劳动力市场综合管理ꎻ 管理区级就业经费和资金ꎬ 监督

再就业小额贷款担保工作ꎻ 负责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及稽核发放工作ꎮ

第二节　 用工制度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根据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国务院发布的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暂行规

定»ꎬ 所有用人单位新招收的各类工人ꎬ 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ꎬ 用工形式有长期工、 短

期工和轮换工ꎬ 由企业根据生产、 工作特点和需要确定用工形式ꎮ 新招收的合同制工人

与原企业职工享有同等权利ꎬ 其工资福利保险与原职工享有同等待遇ꎬ 并在实行初期享

有 ５％的工资补贴ꎮ 当年ꎬ 新招收合同制工人 １４６２ 人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补签和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 ３１４９ 人ꎬ 劳动合同鉴证率 ６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业 ３９２ 户、 ４０６４０ 人ꎬ 其中新招收合同制工人 ４３１８ 人ꎬ
补签劳动合同的职工 ３６４４ 人ꎬ 劳动合同鉴证率 ７０％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劳动合同制用工统计表

　 表 ２５－３－１

年份

全部企业
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企业

新招收合同制工人

户数
(户)

职工人数
(人)

户数
(户)

职工人数
(人) 小计

机关事业
(人)

企业
(人)

补签劳
动合同
(份)

劳动合同
鉴证率
(％)

１９９０ ２３８ ３７６５１ ０ ０ ５８５ １５ ５７０ 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１ ２３８ ３７７２３ ０ ０ ８６３ １３ ８５０ 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２ ２４２ ３８６２４ ０ ０ ９２１ １６ ９０５ 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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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全部企业
实行全员劳动
合同制企业

新招收合同制工人

户数
(户)

职工人数
(人)

户数
(户)

职工人数
(人) 小计

机关事业
(人)

企业
(人)

补签劳
动合同
(份)

劳动合同
鉴证率
(％)

１９９３ ２４４ ３８９２１ ０ ０ １２１１ １１ １２００ 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４ ２４４ ３９００２ ０ ０ １６１１ １１ １６００ ０ 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２４６ ３９５０２ ０ ０ １４６２ ２２ １４４０ ０ ８０

１９９６ ２４８ ３９８２１ ７２ ２１０００ ２４３５ ３５ ２４００ １９５ ７０

１９９７ ３４３ ３９９２４ ８５ ２３０００ １０３５ ３５ １０００ ２３５ ７０

１９９８ ３０６ ３６０２４ ９２ ２４０１５ １１２４ ２４ １１００ ４３５ ６０

１９９９ ３１６ ３６０１５ １０１ ２５３３５ １３６４ ６４ １３００ ６７５ 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２６ ３８０１４ １６５ ２６３６５ ３６２ １５ ３４７ １０２０ ６０

２００１ ３１３ ３８０２３ ２９２ ２９３０２ １３６２ ０ １３６２ １１３２ ６０

２００２ ３２４ ３９０１０ ２９４ ３００１２ １８６２ ０ １８６２ ２１０３ ６０

２００３ ３６２ ４００１０ ３１５ ３６００１ ２３４６ ０ ２３４６ ２２０３ ６０

２００４ ３６３ ４０２１０ ３５６ ３９２０１ ３１０６ ０ ３１０６ ２３４８ ６０

２００５ ３６５ ４０３６０ ３６５ ４０３６０ ４１０２ ０ ４１０２ ３１４９ ６０

２００６ ３７２ ４０４１０ ３７２ ４０４１０ ４３０２ ０ ４３０２ ３２４１ ６０

２００７ ３７６ ４０５２０ ３７６ ４０５２０ ４３０８ ０ ４３０８ ３５１６ ６０

２００８ ３８３ ４０５５０ ３８１ ４０５５０ ４３１２ ０ ４３１２ ３５９８ ７０

２００９ ３８９ ４０６００ ３８６ ４０６００ ４３１４ ０ ４３１４ ３６１２ ７０

２０１０ ３９２ ４０６４０ ３９２ ４０６４０ ４３１８ ０ ４３１８ ３６２３ ７０

第三节　 就业再就业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延安市就业体制实现从统包统配到市场就业巨大转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

区决定实施解困再就业工程ꎬ 区属企业累计有下岗失业职工 ５６０３ 人ꎬ 约占全区企业职工

总数的 ４５％ꎮ 累计安置下岗失业职工 ２６７２ 人ꎬ 再就业率 ４７ ６％ꎮ 其中ꎬ 安置 “４０５０”
人员 (男 ５０ 周岁、 女 ４０ 周岁) ７９９ 人ꎬ 给 １１３５ 人发放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证ꎮ 筹集保

障基金 １１０６ 万元ꎬ 建立 “三条保障线”ꎮ ３８ 家国有企业建立 “再就业服务中心”ꎬ 与

９５３ 名职工签订下岗协议ꎮ 为下岗职工发放生活补贴费 ６５７ 万元ꎬ 为离岗和下岗职工代

缴养老保险金 ２９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进一步深化就业再就业工程ꎬ 全面实施 “人人技能工程”ꎬ 整

０７７



合职教中心、 就业培训中心、 农广校和农综办等培训资源ꎬ 更新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微

机培训基础设施ꎬ 指导各类培训机构按照市场需求设置专业ꎬ 突出实用技术和创业培

训ꎬ 做到技能培训与就业的有机衔接ꎬ 以培训促就业ꎬ 组织开展市场营销、 美容美发、
烹饪、 电子装配、 机械加工、 酒店服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等专业技术培训ꎬ 培训 ３２３８
人ꎬ 再就业培训 １８４５ 人ꎮ 发挥就业的动态管理体系功能ꎬ 以乡镇、 办事处为依托ꎬ 根据

市场需求情况ꎬ 以旅游、 社区服务、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为重点ꎬ 开发就业岗位 ４５５０ 个ꎬ
开发公益性岗位 ６２０ 个ꎬ 安置就业困难对象 ４３０ 人ꎬ 安置大专以上毕业生 ７０ 人ꎮ 落实各

项扶持政策ꎬ 累计发放再就业优惠证 １１６８ 本ꎬ ６８２ 名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到优惠政策ꎬ 减

免工商管理费 １０５ ７ 万元ꎬ 减免税费 １５５ 万元ꎮ 城镇失业率控制在 ４ ２％以内ꎮ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末ꎬ 全区安置下岗失业职工 ２１６７０ 名ꎬ 再就业安置率 ６２％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就业局开发就业岗位 ４６３３ 个ꎬ 城镇新增就业 ４６３１ 人ꎻ 以下岗职工中的

“４０５０” 人员、 零就业家庭成员等为重点ꎬ 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 ２３２ 个ꎬ 城镇失业率控

制在 ４ ２％以内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配合市上组织招聘专科以上学历劳动保障协管员 ４８ 人ꎻ 组织实施 “基层

人才振兴计划” 工作ꎬ 招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２６ 人ꎻ 组织 ７ 次大型招聘活动ꎬ 推荐毕

业生到区外单位及非公有制单位就业 ７８３ 人ꎻ 组织实施大学生就业见习ꎬ 推荐见习人员

１５０ 人ꎬ 缓解就业压力ꎮ 以建筑、 餐饮、 旅游等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开发就业岗位 ４９８５
个ꎬ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４９６５ 人ꎬ 其中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安置 １３５８ 人ꎬ 城镇失业率控

制在 ４ ２％以内ꎮ

第四节　 劳务输出

２００１ 年开始ꎬ 宝塔区把劳务输出转移作为强区富民战略措施常抓不懈ꎮ 落实 “劳务

输出扶贫行动”ꎬ 实施 “有序化工程”ꎻ 坚持就地就近转移原则ꎻ 巩固旧基地ꎬ 开辟新市

场ꎮ 组织劳务输出ꎬ 扩大转移规模ꎬ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累计输出劳动力总数 ２７０８９３ 人ꎬ 每年平均输出 ２ ７ 万人ꎬ ２００９ 年

最多ꎬ 输出 ４ ３ 万人ꎬ 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 ３８％ꎮ 累计务工收入 １２ ０１９７ 亿元ꎬ 年人

均收入 ４３２６ 元ꎬ ２００９ 年最多ꎬ 收入 ２ ３ 亿元ꎬ 人均收入 ５３１６ 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劳务输转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５－３－２

年份
农村劳动力向

非农业人口转移数 (人)
有组织输出人数

(人)
劳务收入
(亿元)

２００１ ３８９６ ４４７２ ０ １５７０

２００２ ９７００ １０３００ ０ ３８０１

２００３ １０７６ １２０００ ０ ４６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５５７６ １７１９９ ０ ７１８０

１７７

第二十五编　 民政　 人事　 劳动 　



民政　 人事　 劳动

续表

年份
农村劳动力向

非农业人口转移数 (人)
有组织输出人数

(人)
劳务收入
(亿元)

２００５ ２２６６２ ３１２５３ １ ２

２００６ ２１７７２ ３１５０２ １ ２

２００７ ２３５１３ ４３６２３ １ ６

２００８ １５３７９ ４００１３ １ ８

２００９ １４１２１ ４３６２３ ２ ３

２０１０ ７２００ ３６９０８ ２ ２

总计 １３４８９５ ２７０８９３ １２ ０１９７

第五节　 劳动技能培训及鉴定

一、 技能培训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开展职工技能培训 (包括就业前培训、 就业后在职培训和专业培

训)ꎬ 通过宝塔区就业培训中心举办的各种短期训练班 (一般为 １ 个月) 和技工学校 ２~
３ 年的系统学习等形式ꎬ 承担各种培训任务ꎮ 全区的职工技术培训工作以就业前培训、
在职培训和专业培训为主ꎮ 培训涉及机械加工、 电气焊、 计算机、 美容美发、 餐饮服务

等 ９０ 个工种ꎬ 培训合格率 １００％ꎮ “先培训、 后就业” 是劳动就业工作的基本方式ꎬ 未

经培训不得上岗ꎬ 未经培训不得就业ꎬ 实行 “培训合格证” 制度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

区就业培训人数 １１ 万多人ꎬ 培训结业率 １００％ꎮ 区培训中心和企业自行培训的在职职工

累计 １ 万多人ꎬ 其中特殊工种培训 ２０００ 多人ꎮ
二、 职业技能鉴定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经陕西省政府批准ꎬ 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站设在区就业培训中心ꎬ 即

“宝塔区就业培训中心国家技能鉴定所”ꎮ 鉴定工种为建筑类、 餐饮类、 服务类、 计算机

等工种ꎬ 鉴定等级为初、 中、 高级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为 １９００ 多人进行职业技能鉴定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职工就业培训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５－３－３

年份
就业前培训

(人)
转岗培训

(人)
在职培训
(人次)

其他培训
(人)

结业率
(％)

２００２ ３５４ — １３５０ — —

２００３ ５６０ — １２８０ — —

２００４ ３４３ ８０ ８５９ — １００

２７７



续表

年份
就业前培训

(人)
转岗培训

(人)
在职培训
(人次)

其他培训
(人)

结业率
(％)

２００５ ２７７ １２０ ４５２ —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７８ — 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６３ ２５０ ２２０ １９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４９ ３７０ ５７６ —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５０ ２８０ ７６８ ６８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０ ４５５ ２６６ — １００

总计 ２３３６ １７５５ ６０４９ ２５８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职业技能鉴定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５－３－４ 单位: 人

年份 合计 工种
级　 别

初级 中级 高级

２００５ ２７７ 建筑、 服务等 ２１４ ３５ ２８

２００６ １９０ 建筑、 服务等 １２７ ５６ ７

２００７ ３６３ 建筑、 服务等 ３１６ ４１ ６

２００８ ４２２ 建筑、 服务等 ３６３ ４４ １５

２００９ ６０２ 建筑、 服务等 ４９６ ６８ ３８

２０１０ １０５ 建筑、 服务等 ８０ ２５ ０

总计 １９５９ 建筑、 服务等 １５９６ ２６９ ９４

第六节　 劳动管理与维权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颁布实施后ꎬ 延安市以调整劳动关系ꎬ 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目标ꎬ 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劳动用工制度ꎮ 打破国有企业、 集体

企业和私人企业界限ꎻ 打破干部、 工人界限ꎻ 打破干部职工终身制ꎻ 鼓励劳动者自由选

择职业和按规定自由流动、 竞争上岗ꎻ 建立以劳动合同为主要形式的用工制度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建立健全劳动合同订立、 变更、 解除终止、 续订、 鉴证等各个环节管理制度ꎻ 建立

«劳动合同管理台账»ꎮ 并根据劳动法有关规定ꎬ 每年对全区所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进行

年检和劳动合同鉴定ꎬ 督促企业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ꎬ 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ꎮ 企业

职工工资从 １９９９ 年开始ꎬ 按照省劳动厅 «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职工工资调整和管

理有关政策的通知» 精神ꎬ 由企业根据经济效益状况ꎬ 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自主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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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 年ꎬ 与延安电视台合作ꎬ 制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宣传片ꎬ

利用简报、 传单、 横幅等形式ꎬ 加大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 的宣传力度ꎬ 发放各种宣传材料累计 １２ 万余份ꎻ 与公安、 工会、 工商等部门

组成联合督察组ꎬ 对用工集中的建筑、 餐饮等单位进行专项执法检查ꎬ 督促其与劳动者

签订劳动合同 ８３２３ 份ꎮ 开展整治非法用工ꎬ 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ꎬ 加大对农民工使用

比较集中的餐饮、 建筑等用工单位的劳动监察力度ꎬ 查处各类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４９ 件ꎬ
追回拖欠农民工工资 １９７ ０３５ 万元ꎬ 清退押金 ７３５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加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宣传力度ꎬ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３ 万多

份ꎬ 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的社会影响力ꎮ 指导各类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 ４ 万多份ꎮ 起草宝塔区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管理办法ꎬ 尝试以劳务派遣的形式

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临时用工行为ꎮ 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ꎬ 遏制劳动违法行为ꎮ 组织 ４
次劳动用工专项检查ꎬ 全年接到举报投诉 ７２ 件ꎬ 立案受理 ６２ 件ꎬ 结案 ５９ 件ꎬ 追回拖欠

工人工资 ２９２ ６１ 万元ꎬ 其中农民工工资 ２７９ ５４ 万元ꎬ 涉及劳动者 １１１６ 人ꎬ 农民工

１０７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加大劳动监察力度ꎬ 组织督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落实情况、

整治人力资源市场、 整治非法用工联合专项检查 ３ 次ꎬ 涉及用人单位 ３５４ 户、 劳动者

１８２００ 人ꎮ 受理群众举报投诉案件 ３５４ 件ꎬ 追回拖欠工人工资 ３８ ９２ 万元ꎮ

第七节　 社会保障

一、 城镇养老保险

１９８６ 年ꎬ 延安市启动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ꎬ 参保对象为行政、 事业单位劳动合同制

职工和国有企业正式职工ꎮ １９８８ 年开始ꎬ 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参保范围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扩大参保范围ꎬ 城镇所有企业职工、 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 私营企业、 个体工商户

及单位招用的临时工、 农民合同工均纳入参保范围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完成养老、 失业保险由区

级统筹向省级统筹平稳过渡ꎬ 实行 “一级核算、 分级管理” 的管理体制ꎬ 建立健全各项

管理机制ꎬ 增强社会保险基金调剂功能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统一为参保职工建立个人

账户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收支两条线机制ꎬ 统一全区企业统筹比例计算办法ꎬ
实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计发ꎬ 对各类企业职工实行统

一养老保险制度ꎮ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ꎬ 实行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ꎬ 社会保险费

由税务机关代征ꎬ 实现直接发放率和社会化管理服务率两个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参保

人员退休月养老金根据工作年限和缴费情况ꎬ 其基本养老金由四部分组成ꎻ 社会统筹养

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 缴费性养老金和规定的补贴 (按一定比例) 计发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１７５１６ 人ꎬ 累计征缴基本养老金 ４ ８０ 亿元ꎬ 累计拨付养老金

４ ４０ 亿元ꎮ
二、 医疗保险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ꎬ 全区行政区域内所有行政事

４７７



业、 企业单位职工均纳入参保范围ꎬ 实行区级统筹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基本医疗保险工作上简

化程序、 强化稽核ꎬ ２９４ 个单位 １７５２３ 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机关事业单位 ２６０ 个ꎬ
１１２４３ 人ꎻ 企业 ３４ 个ꎬ ６２８０ 人)ꎮ 起草 «宝塔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２００８ 年实施方

案»ꎬ 采取各种方式对相关政策进行宣传ꎬ 组织督察组深入基层进行检查指导ꎮ ２００８ 年

有 ５３９９５ 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ꎬ 完成年任务 ４９３１１ 人的 １０９％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有 ３８５
个单位、 １９４８５ 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ꎬ 收缴医疗保险基金 ３９６７ 万元ꎻ 实施城镇职工

慢性病医疗补助项目ꎬ 申报鉴定 ２００９ 年度长期慢性病患者 １７７ 人ꎬ 特定检查特定治疗

３３ 人次ꎬ 花费 ５４ ６４ 万元ꎬ 报销 ４３ ７１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 ３６４ 个单位、 １９４２５ 人参

加职工医疗保险ꎬ 收缴医疗保险基金 ２２１５ ５３ 万元ꎻ 有 ７４５２１ 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ꎬ
参保率 ７６ ５％ꎮ 全年报销支付医疗费 １５２８ ９１ 万元ꎬ 其中个人账户支付 ６９０ ９６ 万元ꎬ 统

筹基金支付 ８３７ ９４ 万元ꎮ 全年住院 １０９３ 人次ꎬ 花费 １１４７ ８６ 万元ꎬ 报销比例 ７３％ꎮ 申

报鉴定长期慢性病 １９３ 人ꎮ
三、 失业、 工伤、 生育保险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开始施行失业、 工伤、 生育保险制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２４４７７ 人参加失业

保险ꎬ ９８８８ 人参加工伤保险ꎬ ６２３１ 人参加生育保险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参保人数分别为

２４７０５ 人、 １１６００ 人、 ６４４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失业保险累计参保 ２５６１３ 人ꎬ 为 １１９５ 名符合条

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发放失业金 ６６６ ８ 万元ꎻ 工伤、 生育保险分别参保 １１６００ 人、 ８２２６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累计征缴失业保险金 ６６６ ８ 万元ꎻ 征缴工伤保险金 ２６６ ７４ 万元ꎬ 支付

５９ ４９ 万元ꎻ 征缴生育保险金 ２２３ ２９ 万元ꎬ 支付 ２２１ ０３ 万元ꎮ
四、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１９９４~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４ 年间ꎬ 宝塔区 (延安市) ２０ 个乡镇 ２０ 余万农业人口中ꎬ ３３７９ 人

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ꎬ 占总人数的 ０ ２％ꎬ 收缴保费 ８１ ６６７４ 万元ꎬ 基金积累总额

１１５ ９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李渠镇阳山、 沟门两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ꎬ 每位

被征地农民每年缴纳 ５０ 元ꎬ 年满 ６０ 周岁后ꎬ 每年可享受 １９２０ 元养老待遇ꎬ ８６７ 人参

保ꎬ ８６ 名 ６０ 岁以上老人享受到养老待遇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ꎬ 全年参保 １１４９６２ 人ꎬ 参保率 ９３ ８５％ꎮ 按时为 １６４８３ 名到龄人员发放养老金

４９３ １８ 万元ꎬ 发放率 １００％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列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级试点

县区ꎬ ６０ 周岁以上参保人员的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列支ꎬ 每年地方财政节资 ４９６
万元ꎮ

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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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市教育步入整体推进发展的快车道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实施 “普及六

年义务教育” 工作ꎬ １９９６ 年完成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被评为 “陕西省扫除青壮年文盲先

进集体”ꎮ 继而实施 “两基” 和 “普九” 达标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 “两基” 和 “普九”
达标工作通过省级验收ꎮ 随之进行 “双高普九” 达标工作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农村中小学现

代化远程教育项目通过省级验收ꎻ 同年 ６ 月 “双高普九” 通过国家级验收后ꎬ 进入创建

省级教育强区阶段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区电化教育中心标准化达标通过省级验收ꎮ 是年 １０
月ꎬ 宝塔区创建教育强区工作顺利通过省、 市专家组评估验收ꎬ 在全市率先创建为省级

教育强区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投资 ４ ７ 亿元ꎬ 新建、 扩建教学楼、 学生公寓楼 ２２ 幢ꎬ 维修建

造校舍面积 ２４ ６ 万平方米ꎬ 中小学办学条件显著改善ꎮ 区属 １８ 所中学、 ３７ 所小学的实

验设施全部达到省颁Ⅰ类标准ꎻ 其他农村小学教学设施配备达到省颁Ⅱ类标准ꎻ 全面普

及实验教学ꎮ 农村学校现代远程教育全面覆盖ꎬ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２２４ 所ꎬ 在校教职工 ８５８９ 人ꎬ 学生 １００５１６

人ꎮ 其中ꎬ 区属公办学校 ７１ 所 (进修学校 １ 所、 职教中心 １ 所、 完全中学 ３ 所、 初级中

学 １７ 所、 直属小学 １１ 所、 幼儿园 ３ 所、 乡镇中心小学 １５ 所、 农村小学 ２０ 所)ꎻ 区属学

校教职工 ３９３７ 人ꎬ 在校学生 ３８９１４ 人ꎻ 民办学校 １３０ 所 (小学 ２４ 所、 幼儿园 １０６ 所)ꎬ
教职工 ２３８６ 人ꎬ 在校学生 ２７１２３ 人ꎻ 市属中小学 ２３ 所ꎬ 教职工 ２２６６ 人ꎬ 在校学生

３４４７９ 人ꎮ

６７７



第一章　 教育机构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宝塔区教育局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教育局行政编制 １１ 人 (地址在南门坡育才小学后

院)ꎬ 科级建制ꎬ 设局长 １ 人ꎬ 副局长 ３ 人ꎮ 内设机构有党委办公室、 行政办公室、 招

生委员会办公室 (临时)、 勤工俭学办公室、 职称改革办公室、 教育股、 劳人股、 计财

股、 档案室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撤市设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延安市宝塔区教育局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ꎬ 迁址到百米大道一中操场西楼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教育局编制 １１ 人ꎬ 设局

长 １ 人、 副局长 ３ 人ꎮ 内设党委办、 行政办、 教育一科、 教育二科、 人事劳资科、 规划

与资金管理科、 安全科、 学籍处、 综合档案室等ꎮ 下辖宝塔区教育研究室、 勤工俭学办

公室、 电化教育管理中心等部门ꎮ
宝塔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成立ꎬ 设

主任、 副主任各 １ 人ꎬ 督导员若干名 (副科级)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人民政府督

导室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副科级督导员 ５ 人ꎮ 负责教育督导同级人民

政府的有关部门ꎬ 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 政策、 法规执行情况ꎻ 指导、 评估、 验收、
复查辖区内的义务教育、 扫盲教育和素质教育实施工作ꎮ 对教育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ꎬ 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反馈情况ꎬ 提出意见和建议ꎮ
宝塔区继续教育管理中心　 １９８４ 年ꎬ 延安市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成立ꎬ 主任由教

育局局长兼任ꎬ 设副主任 ２ 人ꎬ 配专职干部 ３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科级建制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

主任 １ 人ꎬ 局长不再兼任主任ꎬ 有专职干部 ３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工农教育委

员会办公室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ꎬ 主任由区教育局副局长兼任ꎬ 设副主任 １ 人ꎬ 编制 ８ 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ꎬ 副局长不再兼主任ꎬ 科级建制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改称为宝塔区继续教育管理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编制 ８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负责

民办小学、 幼儿园的审批和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等工作ꎮ
宝塔区考试管理中心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ꎬ 成立延安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临时)ꎮ 设主

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ꎬ 委员若干名ꎮ 主任由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兼任ꎬ 副主任由文教局局

长担任ꎮ 下设临时办公室ꎬ 随教育局合署办公ꎬ 由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ꎬ 办公室设在延

安市教育局ꎬ 配备干部 ３ 人ꎬ 办理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工作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ꎬ 主任由教育局副局长兼任ꎬ 人员增加到 ５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 (简称招生办)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考试管理中心ꎮ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７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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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人ꎮ 设主任 １ 人ꎬ 由副局长兼任ꎬ 副主任 ２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考试管理中心编制 ５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编制 ８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ꎮ

乡 (镇) 教育委员会　 １９８４ 年ꎬ 各乡 (镇) 成立教育委员会ꎬ 主任由乡 (镇) 长

兼任ꎬ 副主任由主管教育的副乡 (镇) 长兼任ꎬ 委员由党委副书记、 教育专干、 教学辅

导站主任、 中心小学校长、 乡初级中学校长 ５~７ 人组成ꎮ 教育经费由市财政局直接拨付

各乡镇财政所ꎬ 乡镇包干使用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 «关于改革教育管理体

制意见»ꎬ 明确 “三级办学、 两级管理” 的职责和任务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市政府将全市教育经费收回市教育局ꎮ 市财政局将各乡镇教育经费拨付市

教育局财务账户ꎬ 再由市教育局拨付乡镇教办财务账户ꎮ 各乡 (镇) 教委下设办公室ꎬ
编制 ４ 人ꎬ 设教办主任 １ 人、 成教专干 １ 人、 教研员 １ 人、 会计 １ 人ꎮ 负责本乡镇教育

日常业务ꎮ 市教育局管理教育系统的小学、 幼儿园、 农职中、 教师进修学校的人事调配

和各中小学教学及业务指导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全区 “双高普九” 国家级达标验收后ꎬ 调整学校布点ꎬ 各乡镇村初完

小撤并ꎬ 教办自然减员ꎬ 人员逐年安排到本乡镇中心小学ꎮ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 各乡镇教办主任由中心小学校长兼任ꎮ

第二节　 事业机构

宝塔区教育研究室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教育研究室与教育局合署办公ꎮ 科级建制ꎬ 编

制 １８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ꎻ 内设中教组、 小教组、 电教组、 办公室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教育研究室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教育研究室通过市级达标验收ꎬ 被授

予 “延安市标准化教研室” 称号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教育研究室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８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ꎬ 有专职教研员 １８ 人、 兼职教研员 ３９ 人ꎬ 内设中教科、
职教科、 小教科、 幼教科、 教科室、 编辑室、 办公室ꎮ

勤工俭学办公室　 教育局下设的业务机构ꎮ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ꎬ 成立教育服务公司ꎬ 有干

部 ２ 人ꎮ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ꎬ 改名为市勤工俭学办公室ꎮ 设主任 １ 人、 干部 １ 人ꎮ 管理全市中

小学勤工俭学工作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设主任 １ 人、 干部 ２ 人ꎮ １９９３ 年设主任 １ 人ꎬ 人员增加到

３ 人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以后ꎬ 人员逐年退出ꎬ 勤工俭学工作淡化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撤销勤工俭学办

公室ꎮ
宝塔区电化教育中心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电化教育中心成立ꎬ 科级建制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工作人员 ６ 人ꎮ 当年底ꎬ 电化教育中心通过省级标准化达标验收ꎮ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 “陕西省优秀电化教育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ꎬ 编制

增加至 １０ 人ꎮ 内设实验装备部、 技术服务部、 档案资料室、 网络控制室、 信息编辑室、
网页编辑室、 视频制作室和办公室等科室ꎮ 负责全区中小学落实上级有关教育信息化的

方针及政策ꎻ 制定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和计划ꎬ 并组织实施ꎻ 负责全区中小学各功能部

室的配备、 管理、 使用ꎻ 负责指导全区校园网站的筹建、 维护、 管理、 安全工作ꎻ 对中

小学教师进行相关现代教育技术的培训ꎻ 负责全区中小学影视教育工作ꎮ
乡 (镇) 教学辅导站　 １９８４ 年ꎬ 各乡 (镇) 成立教学辅导站ꎬ 设主任 １ 人ꎬ 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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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小学副校长兼任ꎬ 具体指导村级民办小学常规教学及业务工作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属完全中

学 (二中、 四中、 姚中)、 农职中、 市初级中学、 小学、 幼儿园所属市教育局管理ꎻ 乡

镇办初级中学、 中心小学由乡 (镇) 管理ꎬ 各村办小学由办学村组和所在乡 (镇) 管

理ꎬ 跨乡 (镇) 的学校和各类联办学校由所在地地方政府管理ꎮ 是年ꎬ 市属中学增设德

育处ꎬ 设主任 １ 人ꎬ 副主任 １~２ 人ꎮ １９９３ 年成立乡镇教办ꎬ 撤销乡 (镇) 教学辅导站ꎮ
教育视导团　 １９９６ 年初ꎬ 延安市教育视导团成立ꎬ 属学 (协) 会组织ꎮ 团长由延安

教育学院原院长刘言 (退休) 担任ꎬ 成员由延安师范退休教师郝美兆、 高建忠、 杨永泉

等 ４ 人ꎬ 延安市 (县级市) 直属中小学退休教师杨绍发、 雒玉明ꎬ 教育局退休领导樊文

贵、 李秀英、 马殿详、 马逢礼、 苗庆泽、 陈念顺 １３ 人组成ꎬ 经费由市财政局支付ꎬ 每

年视实际情况而定ꎬ 多少不等ꎮ 视导团分为小学、 初中、 高中 ３ 个组ꎮ 其主要职责是深

入中小学校ꎬ 围绕课堂教学参与听课评课活动ꎮ 每组每学期深入学校 １５~１６ 周次ꎬ 每周

至少在学校活动两天ꎬ 上午听课 ３~４ 节ꎬ 下午组织授课教师、 校领导、 中层、 教研组长

及相关教师进行评课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教育视导团每组每学年深入中小学 ６０ 天次ꎬ 听课 ２４０ 节次ꎬ

评课 ６０ 余次ꎻ 三个组累计深入中小学校 １５００ 天次ꎬ 听课 ３６００ 节次ꎬ 评课 ９００ 场次ꎮ
２００１ 年后ꎬ 由于人员身体、 年龄等原因ꎬ 人员不断更替ꎬ 到 ２００７ 年ꎬ 因人员减少、 经

费不足等原因自然解散ꎮ

第二章　 教　 师

第一节　 教师队伍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教师队伍的来源ꎬ 主要靠高等师范院校、 中等师范类专业学校分

配ꎬ 其他单位调入ꎬ 民办教师中择优录用ꎬ 招工招干录用的ꎬ 聘用的ꎬ 不足之数由民

办、 民请暂时代替ꎮ 教师的组成由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 (地区教育局在册ꎬ 市教育局备

案)、 民请教师 (市教育局在册ꎬ 乡镇教办备案)、 代课教师 (学校雇用) 组成ꎮ 全市

专任教师: 普中 １０４０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４３９ 人ꎻ 高中 ２７０ 人ꎬ 初中 ７７０ 人ꎬ 中教高级 ３２
人ꎬ 中教一级 ２２６ 人ꎬ 中教二级 ２５０ 人ꎬ 中教三级 ３２７ 人ꎬ 未评 ２０５ 人ꎻ 进修学校 ２３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１ 人ꎻ 农职中 ３７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４ 人ꎬ 中教高级 ３ 人ꎬ 中教一级 ８
人ꎬ 中教二级 １９ 人ꎬ 未评 ７ 人ꎻ 小学 ２０３１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１８５ 人ꎬ 小教高级 １６０ 人ꎬ
小教一级 ３４７ 人ꎬ 小教二级 ２１５ 人ꎬ 小教三级 １ 人ꎬ 未评 １３０８ 人ꎻ 幼儿教师 １５０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专任教师: 普中 １１８３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５８７ 人ꎬ 高中 ２３１ 人ꎬ 初中 ９５２ 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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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高级 ８３ 人ꎬ 中教一级 ３４０ 人ꎬ 中教二级 ４９１ 人ꎬ 中教三级 ９６ 人ꎬ 未评 １７３ 人ꎻ 进

修学校 ２１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６ 人ꎻ 农职中 ８３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２８ 人ꎻ 小学 ２４４０ 人ꎬ 其中

女教师 １４８５ 人ꎬ 小教高级 ４９５ 人ꎬ 小教一级 ９９４ 人ꎬ 小教二级 ５４３ 人ꎬ 小教三级 ５ 人ꎬ
未评 ４０３ 人ꎮ 民办教师 ６２８ 人ꎬ 全市幼儿教师 ２８６ 人 (市办 ７３ 人)ꎬ 专任 ２０６ 人 (其中

市办 ６４ 人)ꎮ 有高中、 中专以上学历者 ２５６ 人ꎬ 学历合格率为 ８７ ６２％ꎬ 岗位合格率

９１ ４３％ꎻ 私立小学有教职工 ７２ 人ꎬ 私立幼儿园有教职工 ２０ 人ꎮ 全市民办、 民请、 代理

教师 １５００ 多人ꎬ 是农村小学教育的主力军ꎮ 同时ꎬ 对地区教育局在册的民办教师 ６２８ 人

清理整顿ꎬ 辞退 ２２１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普中有专任教师 １３５９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６５８ 人ꎻ 高中 ３２４ 人ꎬ 初中 １０３５ 人ꎻ

中教高级 １６０ 人ꎬ 中教一级 ５３５ 人ꎬ 中教二级 ４１９ 人ꎬ 中教三级 ２８ 人ꎬ 未评 ２１７ 人ꎻ 进

修学校 １４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６ 人ꎻ 农职中 ６２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３５ 人ꎻ 小学 ２５０２ 人ꎬ 其中

女教师 １７５３ 人ꎻ 小教高级 ８１３ 人ꎬ 小教一级 ８８０ 人ꎬ 小教二级 ４５７ 人ꎬ 小教三级 ２３ 人ꎬ
未评 ３２９ 人ꎻ 幼儿园教师 １９８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９８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高中、 初中、 小学、 幼儿园专任教师合格率分别达 ８３ ７％、 ９２ ９２％、
９７ ３５％、 ９８ １８％ꎻ 高中、 初中、 小学教师大专学历比例占 ３９ ４４％ꎻ 初中教师本科学历

比例占 ３１ ０８％ꎻ 高中教师研究生以上学历占 ３ 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专任教师普中 ２４４８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２９７ 人ꎻ 高中 ８２６ 人ꎬ 初中 １６２２ 人ꎻ

中教高级 ３６２ 人ꎬ 中教一级 ８１４ 人ꎬ 中教二级 ７９５ 人ꎬ 中教三级 ６５ 人ꎬ 未评 ４１２ 人ꎻ 进

修学校 １４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６ 人ꎻ 农职中 ６０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３２ 人ꎻ 小学 ２９８０ 人ꎬ 其中

女教师 ２０９６ 人ꎬ 小教高级 ９０３ 人ꎬ 小教一级 １０７１ 人ꎬ 小教二级 ６９０ 人ꎬ 小教三级 ２ 人ꎬ
未评 ３１４ 人ꎻ 幼儿教师 ４６７ 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按照延安市政府要求ꎬ 全区新招聘大中专毕业生 ３０２ 人ꎬ 全部充实到

基层学校任教ꎮ 对市教育局在册的宝塔区 ２６６ 名民办教师采取退、 养补助ꎬ 同时ꎬ 清退

民请、 代理教师 ４０７ 人ꎮ ２００７ 年以后根据各学校实际所需专业教师情况ꎬ 采取招聘办法

录用教师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普中有专任教师 ２７６８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５５５ 人ꎻ 中教高级 ６３０ 人ꎬ 中教一

级 ７７０ 人ꎬ 中教二级 １０８４ 人ꎬ 中教三级 ５３ 人ꎬ 未评 ２３１ 人ꎻ 职教中心 １１０ 人ꎬ 其中进

修学校 １４ 人ꎬ 女教师 ７２ 人ꎻ 小学 ２８３０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２１２５ 人ꎻ 小教高级 １１３４ 人ꎬ 小

教一级 １１８８ 人ꎬ 小教二级 ２６８ 人ꎬ 小教三级 １５ 人ꎬ 未评 ２２５ 人ꎻ 幼儿教师 ９３２ 人ꎮ 同

时ꎬ 实行动态管理ꎬ 对违规违纪的 ３８ 名教师、 干部进行责任追究、 辞退ꎬ 介绍回区人

才交流中心 １６ 人ꎬ 对教学质量后退的 ６ 个教办、 １６ 所学校进行问责ꎬ 诫勉谈话 ２８
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普中专任教师 ２７８９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１５９９ 人ꎻ 高中 １１８８ 人ꎬ 初中 １６０１ 人ꎻ
中教高级 ７０５ 人ꎬ 中教一级 ８４３ 人ꎬ 中教二级 １０８８ 人ꎬ 中教三级 ９ 人ꎬ 未评 １４４ 人ꎬ 岗

位合格率 １００％ꎻ 职教中心 １２５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７４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１００％ꎻ 小学 ２８８８ 人ꎬ
其中女教师 ２１９６ 人ꎻ 小教高级 １３１４ 人ꎬ 小教一级 １１９４ 人ꎬ 小教二级 １８０ 人ꎬ 小教三级

１１ 人ꎬ 未评 １８９ 人ꎻ 幼儿教师 １１４５ 人ꎮ 岗位合格率 １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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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教职工人数统计表

　 表 ２６－２－１ 单位: 人

年份

教职工数 专任教师 女教师

普中
进修
学校

职教
中心

(农职中)
小学 幼儿园 普中

进修
学校

职教
中心

(农职中)
小学 幼儿园 普中

进修
学校

职教
中心

(农职中)
小学 幼儿园

１９９０ １２６６ ３７ ６６ ２１８８ １８４ １０４０ ２３ ３７ ２０３１ １５０ ４３９ １１ １４ １１８５ １８２

１９９１ １２８８ ３３ ６８ ２１９８ １５８ １０４２ ２２ ３８ ２０６３ １２１ ５３１ ９ １４ １２３９ １５６

１９９２ １２９０ ３５ ６４ ２２７２ ３１６ １０６０ ２０ ４０ ２１２３ ２２３ ４４５ ８ １４ １２２９ ２１９

１９９３ １２５５ ３４ ６７ ２３５０ ３２７ １０３０ ２０ ４０ ２１８９ ２２２ ４４７ ６ １５ １２９６ ２１８

１９９４ １２７６ ３３ ７１ ２４３４ ３００ １０６３ １９ ５０ ２２５９ １３１ ５３５ ６ １６ １５１３ １９５

１９９５ １３７４ ３１ ７１ ２５７６ ３１７ １１４０ ２１ ５１ ２４０３ ２１０ ４０３ ６ １９ １４４５ １９０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４ ３１ ８３ ２６０２ ２８６ １１８３ ２１ ８３ ２４４０ ２０６ ５８７ ６ ２８ １４８５ ２８０

１９９７ １４５２ ３１ ９１ ２７２０ ２６３ １１９８ ２１ ７３ ２５３３ １９４ ６１５ ６ ３５ １６５７ ２５９

１９９８ １４３８ ３１ ８０ ２３１２ ３４０ １２３０ ２１ ６２ ２１３７ ２２８ ６２５ ６ ３２ １４０６ ３２９

１９９９ １３８０ ３０ １０６ ２４７６ ２５５ １１６１ １４ ８３ ２２９６ １８３ ６０８ ６ ４９ １５７７ ２５３

２０００ １６３２ ３０ １０２ ２６６６ ２８９ １３５９ １４ ６２ ２５０２ １９８ ６５８ ６ ３５ １７５３ ２７７

２００１ １８０９ ３０ １０２ ２９６８ ２７３ １５８１ １４ ８２ ２７９４ １６２ ８６３ ６ ４０ １８９８ ２６８

２００２ ２０３２ ３０ １０３ ２９７５ ３１１ １７９５ １４ ８２ ２８１２ １９９ ９８４ ６ ４０ １８９８ ２９９

２００３ ２２９３ ３０ １０５ ３２８１ ４７５ ２０１０ １４ ８０ ３０７５ ２９９ １１２５ ６ ５０ ２０９８ ４５０

２００４ ２５５７ ２１ １０２ ３１３７ ５８０ ２１９３ １２ ８７ ２９３９ ３５７ １３１８ ６ ５２ ２０３２ ５５７

２００５ ３０７４ ２１ １０４ ３２３０ ７２３ ２４４８ １４ ６０ ２９８０ ４６７ １２９７ ６ ３２ ２０９６ ６９２

２００６ ３１８８ ２１ １０２ ３３２９ ７９３ ２７４０ １２ ８６ ３０６４ ５０４ １６９２ ６ ５２ ２１９６ ７６３

２００７ ３２４１ ２２ １０２ ３２０３ ９７９ ２８５０ １２ ８６ ２９２１ ６０８ １７８２ ６ ５０ ２１５５ ９２４

２００８ ３２１２ ２１ １０２ ３２０５ １１８２ ２８０８ １３ ８４ ２８９４ ７０２ １８００ ６ ６３ ２１８８ １１１４

２００９ ３１７１ ２１ １２１ ３９３７ １５４９ ２７６８ １４ １１０ ２８３０ ９３２ １５５５ ６ ７２ ２１２５ １４３６

２０１０ ３１８４ ２１ １３２ ３３１３ １９０３ ２７８９ １３ １２５ ２８８８ １１４５ １５９９ ６ ７４ ２１９６ １７７０

第二节　 师资培训

师资培训采取离职进修、 挂职锻炼、 电教函授学习、 短期培训、 岗前培训、 岗位练

兵、 业务轮训等形式进行ꎮ 延安市教师进修学校成立于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校址在市三中院

内)ꎬ 设校长 １ 人、 副校长 １ 人ꎮ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ꎬ 升格为县级建制ꎬ 设校长 １ 人、 副校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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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市进修学校编制 ３２ 人ꎬ 设校长 １ 人、 副校长 １ 人ꎬ 内设教务处、 办公室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教师进修学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进修学校编制 ２２ 人ꎬ 设副校长

２ 人 (１ 人主持工作)ꎬ 设教务处、 办公室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教师培训初中达到专科 ２６ 人ꎬ 小学达到中师 ３３７ 人ꎬ 幼儿教师达到

中师 １５ 人ꎮ 送往延安教育学院、 延安教师进修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教育学院、
陕西师资培训中心、 北京教育学院、 延安大学等院校培训中小学校长 ３００ 余人ꎮ 到 １９９５
年底ꎬ 全区小学、 初中、 高中教师的岗位合格率分别为 ９４ ７７％、 ７６ ５０％、 ５６ ４４％ꎮ 通

过业余自修取得大中专文凭ꎬ 专业合格证的教师 １５６０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取得高函的教师有

１６８ 人ꎬ 中函 ２１２ 人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教师进修学校共举办中小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培训班 ８ 期ꎬ 累

计培训 ２７２ 人次ꎻ 举办小学教师教材教法离职培训、 继续教育班 ９ 期ꎬ 累计培训 ４９４ 人

次ꎮ ９５％以上小学教师通过 “教材教法” 关ꎮ 通过自修、 进修、 函授取得中专文凭、 专

业合格证ꎮ 举办各科教材教法培训班 １３１ 期ꎬ 培训教师 １２４４ 人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年ꎬ 举办中

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资格证培训班 ８ 期ꎬ 培训 ５６０ 人ꎬ 选派 １６７０ 名教师参加各类岗位培

训ꎮ 对 ５０ 名未取得中师学历的延安市在册民办教师ꎬ 安排在宝塔区教师进修学校脱产

一年学历培训ꎮ 此后ꎬ 区进修学校再未承担教师培训工作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ꎬ 举办中小学教师、 校长、 教办主任素质教育培训ꎬ 全区 ９５％以上的

教师参加乡、 校组织的赛教、 评教活动ꎬ 还采取 “走出去、 请进来” 等形式ꎬ 选派 １５６０
名教师参加各类培训ꎮ 至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培训教师 １３４９８ 人次ꎬ 全区幼儿园、 小学、 初

中、 职高专任教师合格率达 ９８ ２７％、 ９８ ０８％、 ８８ ６７％和 １６ １２％ꎬ 较 ２０００ 年分别提高

７ ３６、 ２ ４８、 ２ ７８ 和 ６ ４４ 个百分点ꎻ 小学教师大专学历达 ３４ ５６％ꎬ 初中教师大学本科

学历达 ２４ ７８％ꎬ 高中教师研究生以上学历达 １ ３３％ꎮ 同时ꎬ 加强与区外名校的合作与

交流ꎬ 无锡市崇安区用一年时间为宝塔区培养 ９９ 名骨干教师ꎬ ６ 所省级示范小学与区属

５ 所小学 “结对子”ꎬ 援建 １ 个标准科学探究实验室ꎮ 区二中与西安中学ꎬ 区四中与无锡

二中、 浙江台州市椒江中学ꎬ 区五中与西工大附中ꎬ 职教中心与西安文理学院及北京、
无锡、 天津、 山东等地职业院校联合办学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教师培训专题讲座 ４７ 场次ꎬ 全区参加新大纲中小学英语课程培训教

师 ７８０ 名ꎮ 对一线教师、 教研员、 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 图书管理员、 档案资料管理

员、 实验员、 教办主任、 校长等培训 ４０９１７ 人次ꎮ 农村学校派领导和教师到城区学校学

习培训 １３６０ 人次ꎮ 城区 １４ 所中小学ꎬ 每校每年选派 １ 名优秀教师ꎬ ６ 年选派 ８４ 名教师

到农村学校任教ꎬ 对口支援农村学校ꎮ 选派外出挂职锻炼校长 １４ 人次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中小学教师各类培训研修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２－２

年份
省内外培训
中层以上
(人次)

市内举办
培训班 (期)

培训教师
(人次)

参研
(人次)

实验、 电教、
图书管理人

员培训 (人次)

１９９０ ４２ １ ７０ — —

２８７



续表

年份
省内外培训
中层以上
(人次)

市内举办
培训班 (期)

培训教师
(人次)

参研
(人次)

实验、 电教、
图书管理人

员培训 (人次)

１９９１ ４５ １ ９２ — —

１９９２ ４８ ２ ８２ １２６ １１４

１９９３ ４５ ２ ８４ — —

１９９４ ４５ １ ８３ — —

１９９５ ４７ ９ ８３ ２３４ ２４８

１９９６ ３０ — ３０ — —

１９９７ ６５ ６ １６ — —

１９９８ １２ ８ １５９６ ３５ ２８６

１９９９ ７７ １１ １６００ ７６

２０００ ８９ ５ ２３０１ ３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１ — ２５ １６００ ４６ —

２００２ ３５ ３４ ３４９８ １２０ —

２００３ — — — ７８ —

２００４ ３２ １６ ２５００ ６５ —

２００５ １５０ ９ １７９０ １４７ —

２００６ ２２０ ７３ ８９２０ ７２ ４８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６ ６９ ７２００ ８３ ２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７９ ４０ ２３００ １３６ —

２００９ — ３ ３８００ — —

２０１０ １４ ４７ ２１４０ １５８ ４０９１７

合计 １３８１ ３６２ ３９７８５ １４０６ ４５０４５

第三节　 教师待遇

一、 政治待遇

１９９０ 年ꎬ 被选入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教师代表 １３ 人ꎬ 政协延安市第八

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教师委员 ２０ 人ꎮ 第五中学教师高玉香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ꎻ 教

师韩战虎被评为陕西省工农教育先进个人ꎻ 姜国志被评为陕西省职业教育先进个人ꎻ 杨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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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被评为陕西省扫盲工作先进个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吴桂彦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ꎬ 赵继玲、 姜

国志、 刘欣欣被评为陕西省优秀教师ꎮ 是年ꎬ 被延安地委、 行署表彰的优秀教师刘欣

欣、 杨绍发ꎻ 优秀班主任赵敏霞ꎻ 教改能手党万才ꎻ 德育先进教育工作者李长青、 杜成

俊、 吴桂彦ꎻ 优秀校长孙海学、 石焕章、 赵继玲、 姜国志ꎻ 尊师重教先进个人王西林、
雷元富 １３ 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 获延安地委、 行署通报表彰的勤工俭学标兵有黄明、 李志安ꎻ 先进个

人马玉莲、 任伟志、 徐小莲、 王宏军、 常浩财、 李忠斌、 高锦林、 刘建国、 刘永智、 杜

修军、 侯贤、 张秀莲 １４ 人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教师代表有侯忠义、 屈强ꎮ 刘向锋为延

安市第四届政协委员ꎬ 延安市第二次、 第三次党代会代表ꎬ 陕西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ꎮ
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教师代表有王霞 (枣中)、 闫珊青 (川小)、 文莉 (河庄

坪)、 白百琴 (育才)、 申燕 (惠泽)、 胡丽 (冯庄小学)、 苗玉琴 (蟠中)、 葛艳 (临
中) ８ 人ꎮ 被协商推荐为宝塔区十二届政协教师委员有艾庆明、 李生青、 柳延林、 弓维

章、 刘静、 黄永香、 贠雅琳、 高宏伟、 师道锋 ９ 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将全区初级中学升为科级建制ꎬ 各乡镇中心小

学及教办升为副科级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 ２２８ 名教师获省、 市奖励ꎻ 第 ２６ 个教师节区委、 区政府评树重奖先

进集体 １８ 个ꎬ 各类先进个人 ２８１ 人ꎮ
二、 工资待遇

１９９０ 年后ꎬ 教师的工资基础按照高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 １０％的比例执行ꎬ 同时实行

职称工资ꎮ 工资包括职务工资 (职称等级)、 津贴ꎬ 职务工资提高 １０％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实行工资改革政策ꎬ 教师工资按照职称类别进行套改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教师工

资增加幅度为原基础工资的 ３０％ꎬ 以后每年普调一级ꎮ
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主要由办学村组自筹、 国家补贴两部分组成ꎮ １９９８ 年起ꎬ 延安

市政府决定中小学民办教师民助工资部分最低达到 ８０ 元以上ꎬ 国家补助每人月均 ４０ 元ꎬ
按月发放ꎮ 同时对教龄长的公办教师家属为农村户的转为非农业户口 ２８６ 户、 ８５８ 人ꎮ ８
月ꎬ 区财政局成立工资科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 全区在职干部工资实行 ＩＣ 卡制ꎬ 公办教师工

资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宝塔区支行直接拨付到教师手中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延安市委、 市政府决定授予宝塔区民办教师刘应亮、 戴成晓为

“王思明式教师” 称号ꎬ 每人奖励 ２０００ 元ꎬ 并将两人转为公办教师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对持有延安市教育局颁发任用证的 ２６６ 名民办教师月发放 “退

养” 补助 ２００ 元ꎬ 由财政直接拨付到个人账号ꎮ 其他民请、 代理教师按实际教育工

龄ꎬ 每年补偿 ６００ 元辞退ꎬ 一次兑现ꎮ 对曾任民办教师者ꎬ 年满 ６０ 岁的人员ꎬ 发放

养老补助金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９ 日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召开全区第 ２３ 个教师节庆祝活动ꎮ 制订

«宝塔区中小学校长办学业绩奖励暂行办法» «宝塔区中小学教学业绩奖励暂行办法»ꎬ
建立激励奖惩机制ꎮ 区财政每年列支 ３００ 万元ꎬ 用于教学质量奖励及校长、 教师培训、
教育科研支撑和骨干教师、 学科带头人津贴补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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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利待遇

为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ꎬ 改善居住条件ꎬ 让教师安居乐业ꎬ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建成

黄蒿洼园丁小区住宅楼 ７ 栋ꎬ 建筑面积 ２０８６０ 平方米ꎬ 安置教师 ３９２ 户ꎮ 韩家窑则园丁

家园住宅楼 ４ 栋ꎬ 建筑面积 ２９１２０ 平方米ꎬ 安置教师 ２２４ 户ꎬ 使教师住有所居ꎮ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ꎬ 第一次中小学教师评定职称ꎮ 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共 ２０６２ 人ꎬ

其中初级 ２０３４ 人、 中级 ２８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第二次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共 １０９７ 人ꎬ
其中初级 １０８９ 人、 中级 ８ 人ꎮ 民办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从 １９８９ 年开始ꎬ 到 １９９５ 年ꎬ 被评

为小学高级教师 ８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获得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５２１３ 人ꎬ 其中初级 ４５０８
人、 中级 ７０５ 人ꎮ

第三章　 学前教育

第一节　 公办教育

１９８４ 年ꎬ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农村会议精神ꎬ 延安市直属中小学、 企事业单位、 厂矿

子校、 农村民办小学开办学前班ꎮ 市内 １０ 所小学共附设学前班 １９ 个ꎬ 招收学生 ８２６ 人ꎮ
２２ 个乡 (镇) 中心小学共办起学前班 ３０ 个ꎬ 招收学前儿童 １０８０ 人ꎮ １９８６ 年ꎬ 市内有

幼儿园 ３５ 所ꎬ 其中教育部门公办第一幼儿园、 第二幼儿园 ２ 所ꎬ 各机关、 企事业单位创

办 ３３ 所ꎮ
１９８７ 年ꎬ 根据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和陕西省 «要积极发展学前班和

幼儿园» 的指示ꎬ 学前教育由公办幼儿园和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实施ꎬ 普及学前一年教

育ꎮ 招收 ６ 周岁儿童ꎬ 学制一年ꎮ 办学形式分为全日制与半日制两类ꎮ 全日班ꎬ 一日一

餐一点ꎬ 幼儿中午在园午休ꎮ 半日班中午由家长接回ꎬ 下午送来ꎮ 招收 ３~６ 岁的幼儿入

园ꎬ 按年龄分大、 中、 小班进行教育ꎬ 幼儿每天在园时间 ６ 小时ꎬ 到户外活动 １ 小时ꎮ
每节课大班 ２５ 分钟ꎬ 中班 ２０ 分钟ꎬ 小班 １５ 分钟ꎬ 乡镇农村分大、 中班ꎮ 学习期限分为

１ 年、 ２ 年、 ３ 年ꎬ 结业升入小学继续学习ꎮ 开设课程有语言、 计算、 常识、 美术、 音

乐、 体育、 游戏 ７ 门课程ꎮ 采取分科教学ꎬ 大班每周 １６ 节ꎬ 中班每周上课不超过 １４ 节ꎬ
小班 １１ 节ꎬ 每节 １５~２５ 分钟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市教育局集中人力财力办好 ２ 所 (一幼、 二幼) 示范性幼儿园ꎬ 以点带

面ꎬ 动员、 鼓励扶持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创办幼儿园ꎮ 各类公办、 村民办小

学附设学前班ꎮ 全市有幼儿园 ２５ 所ꎬ 教职工 １８４ 人ꎬ 其中市办 ２ 所 (一幼、 二幼)ꎬ 企

事业单位办 ２０ 所ꎬ 私立 ３ 所ꎮ 共开办幼儿教学班 ７１ 个ꎬ 有幼儿 １９６１ 名ꎻ 学前班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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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ꎬ 有幼儿 ９７５４ 名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全市幼儿园试行每周五天半工作制 (５ ４４ 制ꎬ 周工作 ４４ 小时)ꎬ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全市幼儿园试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５ ４０ 制)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有幼儿园 ２８ 所ꎬ 教职工 ２８６ 人ꎬ 其中正副园长 ３５ 人ꎬ 保健及其他人

员 ３５ 人ꎬ 专任教师 ２０６ 人ꎮ 市办一幼、 二幼有教职工 ６７ 人ꎬ 入园幼儿 ８６５ 名ꎻ 各公民

办小学、 企事业单位子校附设学前班 ４７３ 个、 幼儿 １１９１１ 名ꎬ 幼儿班 ８０ 个、 幼儿 ２５１１
名ꎮ 私立幼儿园 ２ 所ꎬ 教职工 ２０ 人ꎬ 有幼儿班 ７ 个、 幼儿 ２９０ 名ꎬ 学前班幼儿 ４８７ 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教学楼地基下沉ꎬ 墙体裂缝ꎬ 近 ５００ 名幼儿停课分流ꎬ
教师分流到城内各小学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公办幼儿园 ３ 所ꎬ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 ７ 所ꎬ 在职教师 １４１ 人ꎬ 专

任教师 ８１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８７％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 ７ 所ꎬ 在职教师 １４１ 人ꎬ
专任教师 ８１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８７％ꎻ 民办幼儿园 ２７ 所ꎬ 在职教师 ９５ 人ꎬ 专任教师 ７５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８２％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建起中心幼儿园 １７ 所ꎬ 企事业单位办幼儿园 ７ 所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建元龙寺、 官庄、 松树林 ３ 所乡镇中心幼儿园ꎮ 宝塔区第二幼儿园、 家贝乐幼儿

园创建为省级示范幼儿园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有各类幼儿园 １１３ 所ꎬ 其中公办 ２４ 所ꎬ 企事业单位、 民办幼儿园 ８９

所ꎬ 在园幼儿 １４８１５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按照 “公办示范引领ꎬ 民办辐射普及” 的办园思路ꎬ 大力发展乡村幼儿

园ꎮ 全区共创办各类幼儿园 １３０ 所ꎬ 其中新增幼儿园 １７ 所ꎬ 新增幼儿数 ２４７２ 人ꎮ 公办

２４ 所ꎬ 企事业单位、 民办 １０６ 所ꎬ 有幼儿教师 １９０３ 人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１１４５ 人、 保健及

其他人员 ７５８ 人ꎮ 共设幼儿班 ３９７ 个ꎬ 有幼儿 ７６６３ 名ꎻ 学前班 ２０１ 个ꎬ 有学前儿童 ９９６６
名ꎮ 同年ꎬ 达省级示范幼儿园有宝塔区第一幼儿园、 第二幼儿园、 家贝乐幼儿园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公民办学前教育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３－１

年份
园数
(个)

班数 (个) 在园幼儿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合计
其中

学前班
合计

其中
学前班

合计 园长 专任教师
保健员
及其他

１９９０ ２５ ５６５ ４９４ １１７１５ ９７５４ １８４ ２４ １５０ １０

１９９１ １４ ５５１ ４９４ １１０６１ ９２８２ １５８ ２０ １２１ １７

１９９２ ３４ ６３１ ５１７ １２３３３ ９９０１ ３１６ ３６ ２２３ ５７

１９９３ ３９ ６１２ ４９７ ２５９８５ １１８３０ ３２７ ３９ ２２２ ６６

１９９４ ３３ ６０７ ５１２ １５６６４ １２７５５ ３０５ ３８ ２１４ ５３

１９９５ ３２ ５６５ ４８０ １５４０９ １２７５９ ３１７ ４０ ２１０ ６７

１９９６ ２８ ５５３ ４７３ １４４２２ １１９１１ ２７６ ３５ ２０６ ３５

１９９７ ２８ ５７０ ４９６ １５６６５ １２６１８ ２６３ ３３ １９４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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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园数
(个)

班数 (个) 在园幼儿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合计
其中

学前班
合计

其中
学前班

合计 园长 专任教师
保健员
及其他

１９９８ ２６ ５５９ ４６６ １２２５１ ９１８２ ３４０ ３５ ２２８ ７７

１９９９ ２５ ５１２ ４４３ １１５３４ ８２３１ ２５５ ２９ １８３ ４３

２０００ ２８ ４９９ ４２３ １０１７７ ７０４４ ２８９ ３７ １９８ ５４

２００１ ２１ ３４７ ２９５ ７２５９ ５１９６ ２７３ ３６ １６２ ７５

２００２ ２２ ３４４ ２７５ ７４７１ ４６５４ ３１１ ３８ １９９ ７４

２００３ ３０ １３１ ３９ ４３２１ １４６５ ４７５ ５２ ２９９ １２４

２００４ ３６ ３５３ ２３１ ９１４２ ５０１６ ５８０ ５８ ３５７ １６５

２００５ ４５ ３９０ ２２７ １００３６ ４９３８ ７２３ ７２ ４６７ １８４

２００６ ４７ ３２４ １４９ ８７１７ ３６７２ ７９３ ７２ ５０４ ２１７

２００７ ６１ ３４９ １３８ １００７６ ３６５１ ９７９ ８９ ６０８ ２８２

２００８ ７７ ４１１ １２１ １２１１１ ３６２９ １２５２ １０８ ７０２ ４４２

２００９ １１３ ５０５ １４４ １４８１５ ４４７４ １６５０ １４４ ９３２ ５７４

２０１０ １３０ ５９８ ２０１ １７６２９ ９９６６ ２０７４ １７１ １１４５ ７５８

第二节　 民办教育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动员、 鼓励和扶持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创办幼儿园ꎮ 开

设课程有语言、 计算、 音乐和体育ꎮ 民办私立电影公司幼儿园、 育才幼儿园、 乐乐幼儿

园创办ꎬ ３ 所幼儿园有幼儿 ５５ 名ꎬ 教师 ４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创办私立幼儿园 ６ 所ꎬ １１ 个幼儿班ꎬ 幼儿 ３４３ 名ꎻ 附设学前班 ４ 个、

学前儿童 １０３ 名ꎬ 教师 ３５ 人ꎮ 同时ꎬ 地市工农教育办公室对民办幼儿园进行评估检查ꎬ
加强监督管理ꎬ 使民办幼儿园逐步走入正规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民办幼儿园发展到 １３ 所ꎬ 幼儿班 １８ 个ꎬ 幼儿 ９４１ 名ꎻ 附设学前班 ２７
个ꎬ 学前儿童 １１２６ 名ꎻ 有教职工 ７５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８２％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民办幼儿园

２７ 所ꎬ 在职教师 ９５ 人ꎬ 专任教师 ７５ 人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 日ꎬ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颁布后ꎬ 全区民办幼

儿园如雨后春笋ꎬ 创办数量增加ꎬ 规模壮大ꎮ 虽然给宝塔区幼教引入竞争机制ꎬ 但由于

管理、 场地、 设施等原因ꎬ 一度出现乱办园、 乱转让的混乱局面ꎮ 针对这一现象ꎬ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民办教育管理办法 (暂行) »ꎬ 市区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对

全市区 ２６ 所幼儿园进行检查、 清理整顿ꎬ 计清理 １ 家ꎬ 限期整改 ３ 家ꎮ 整改后民办幼儿

园逐步走向规范化、 正规化ꎮ 同时ꎬ 个人创办幼儿园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ꎬ 创办数量不

断增加ꎮ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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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制定 «宝塔区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 等 ４ 个文件ꎬ 规范民办幼儿园

管理ꎮ 同年ꎬ 全区有民办幼儿园 ５８ 所ꎬ 幼儿班 １９１ 个ꎬ 幼儿 ５５６３ 名ꎻ 附设学前班 ６９
个ꎬ 有学前儿童 ２０５０ 名ꎻ 有教师 ８０４ 人ꎮ 市、 区教育部门对全区幼儿园进行规范化检

查、 评估ꎮ 是年ꎬ 民办 “三宝幼儿园” 达到省级示范园标准ꎬ 市级示范幼儿园有 “家贝

乐幼儿园”ꎮ 同时ꎬ 撤销粮食局、 早教中心、 育英、 新星 ４ 所幼儿园ꎮ 审批创办华龙、
好宝宝等 １６ 所幼儿园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新创办幼儿园 １６ 所ꎬ 全区共有各类民办幼儿园 １０６ 所ꎬ 幼儿班数 ５５６ 个ꎬ
幼儿 １５９４７ 名ꎻ 附设学前班 １３６ 个ꎬ 学前儿童 １４４３ 名ꎻ 有教职工 １１６８ 人ꎮ 达到省级示

范园有: 家贝乐幼儿园、 三宝幼儿园、 石油小区幼儿园和三宝双喜幼儿园ꎮ 达到市级示

范园有: 启航幼儿园、 供电局幼儿园、 华龙幼儿园、 尹家沟幼儿园、 童宇幼儿园、 双拥

幼儿园、 双睿幼儿园和超级宝贝幼儿园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民办学前教育统计表

　 表 ２６－３－２

年份
园数
(个)

班数 幼儿数

幼儿班
(个)

学前班
(个)

幼儿班
(人)

学前班
(人)

教职
工数
(人)

年份
园数
(个)

班数 幼儿数

幼儿班
(个)

学前班
(个)

幼儿班
(人)

学前班
(人)

教职
工数
(人)

１９９２ ６ ７ — １４８ — １１ ２００２ ２７ ３９ ２９ １５７８ ８９７ ９５

１９９３ ６ ８ — １５６ — １５ ２００３ ２０ ６０ ５０ １６７８ １５９３ ２２３

１９９４ ４ １１ ４ ３６２ １４８ ３８ ２００４ ２６ ８１ ５０ ２３７７ １６４４ ２８７

１９９５ ６ １１ ４ ３４３ １０３ ３５ ２００５ ３６ １１２ ６４ １４８４ １３３３ ４３０

１９９６ ２ ７ １３ ２９０ ４８７ ２０ ２００６ ３８ １２５ ５９ ３５４６ １７１９ ５０２

１９９７ ５ １０ １４ ３４７ ５２４ ２７ ２００７ ５８ １９１ ６９ ５５６３ ２０５０ ８０４

１９９８ ４ ８ １２ ２２４ ２７９ １３ ２００８ ７４ ２６１ ８７ ７４２９ ２７９５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１０ １０ １８ １２０２ ６１０ ４０ ２００９ ８９ ３３６ １２０ ９３５８ ３６１５ １１５２

２０００ １３ １８ ２７ ９４１ １１２６ ７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６ ５５６ １３６ １５９４７ １４４３ １１６８

２００１ １４ ３７ ３６ ６２７ ４１５ １００

第三节　 幼儿园简介

一、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原为延安县幼儿园ꎬ 创建于 １９５６ 年ꎬ 园址设在延安城中心街凤凰

广场ꎮ 占地 ２５３１ 平方米ꎬ 有教师 ４ 人、 教室 ５ 间、 幼儿 ６０ 余名ꎬ 分大、 中、 小 ３ 个班

上课ꎮ １９６６ 年停办ꎮ １９８１ 年恢复ꎬ 市 (县级) 财政投资 ９ 万元ꎬ 修建了办公楼ꎬ 使用

面积 ４７２ 平方米ꎮ 同年ꎬ 易名为延安市第一幼儿学校ꎮ １９８３ 年ꎬ 市财政投资 ２３ 万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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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一座单面三层教学楼ꎬ 面积 ４７６ 平方米ꎬ 设有教室、 办公室、 医务室、 保管室、 幼

儿寝室ꎬ 可容纳 １０ 个班的幼儿上课和活动ꎮ 同年ꎬ 又更名为延安市第一幼儿园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第一幼儿园实行园长岗位责任制ꎬ 设书记 １ 人ꎬ 正副园长各 １ 人ꎬ 下设教

导处、 总务处ꎬ 主任各 １ 人ꎮ 有教职工 ３２ 人ꎬ 设大、 中、 小 ９ 个教学班ꎬ 在园幼儿 ４２９
名ꎬ 其中男幼 ２２４ 名ꎬ 独生子女占幼儿总数的 ８５％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教学楼

地基下沉ꎬ 墙体裂缝ꎬ 近 ５００ 名幼儿停课分流ꎬ 教师分流到城内各小学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由于中心街旧城改造ꎬ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拆除ꎮ 同时ꎬ 由延长油田投资

５００ 万元ꎬ 迁址改造杨家岭中学为幼儿园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投入使用ꎬ 名称为延长油田杨家

岭幼儿园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ꎮ 开设全日班ꎬ 有教学班 ６ 个ꎬ 招收幼儿 ２２０ 名ꎬ 教师

５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增加幼儿教学班 ４ 个ꎬ 有教师 ６６ 人ꎬ 招收幼儿 ３２０ 名ꎮ 幼儿园自创办

以来ꎬ 曾获省、 地 (市)、 区 “卫生先进单位” “文明学校” “三优一满意” 等多项荣誉

称号ꎮ
二、 宝塔区第二幼儿园

宝塔区第二幼儿园原为延安县南关幼儿学校ꎬ 创办于 １９５２ 年春ꎮ 园址设在延安城南

关街东南端ꎬ 占地约 １４２８ 平方米ꎮ 时有教师 ３ 人ꎬ 设大、 中、 小 ３ 个班ꎬ 幼儿 ５０ 余名ꎮ
有教室、 办公室、 教师宿舍共 ３３ 间ꎬ 面积 ５９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８０ 年恢复ꎬ 幼儿增至 １１９ 名ꎮ
遂将幼儿按年龄分为大、 中、 小 ４ 个班进行幼教ꎬ 名称延安市 (县级) 第二幼儿学校ꎮ
１９８２ 年冬ꎬ 原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 原兰州军区司令员肖华到园参观后拨专款 ２０ 万元ꎬ
用于修建教学楼ꎮ １９８３ 年春ꎬ 教学楼破土动工ꎮ 同年 １ 月 １ 日ꎬ 易名为延安市 (县级)
第二幼儿园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地区 (市级) 财政先后拨款 １０ 余万元ꎬ 补充教学楼修建资金ꎮ
１９８５ 年秋ꎬ 教学楼建成使用ꎮ 有教室 １０ 个ꎬ 办公室 １７ 间ꎬ 设有图书档案室、 保管室、
医务室、 幼儿寝室、 卫生间、 灶房等ꎬ 面积 １５００ 余平方米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幼儿园有教职工

３４ 人ꎬ 幼儿 ４６８ 名ꎬ 设大、 中、 小 ９ 个教学班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幼儿园有教职工 ３６ 人ꎬ 设大、
中、 小 ９ 个教学班ꎬ 有幼儿 ４９８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整体购买非公有制经济局办公楼ꎬ
进行维修改造ꎬ 新增部室、 办公室 １１ 间ꎬ 扩大区二幼办学规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幼儿园实行园长岗位责任制ꎬ 设正副园长各 １ 人ꎬ 下设教导处、 总务处ꎬ
主任各 １ 人ꎮ 有教职工 ３４ 人ꎬ 设大、 中、 小 ９ 个教学班ꎬ 幼儿 ４９８ 名ꎮ 幼儿园自创办以

来ꎬ 全体教职员工发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ꎬ 勤俭办园ꎮ 曾多次获省、 地

(市)、 区 “卫生先进单位” “文明学校” “ ‘三八’ 红旗集体” “家长学校先进单位”
“陕西省少儿先进集体” 等多项荣誉称号ꎮ

三、 宝塔区第三幼儿园

宝塔区第三幼儿园原名为延安县托儿所ꎬ 创建于 １９５３ 年ꎬ 时有幼儿 ２０ 余名ꎬ 教师

４ 人ꎮ 园址在中心街中医医院西凤凰山脚下ꎬ 隶属于延安县卫生局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有教师 １５
人ꎬ 设大、 中、 小 ６ 个班ꎬ 有幼儿 １００ 余名ꎬ 隶属于延安市 (县级) 卫生局管理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有教师 ３３ 人ꎬ 设大、 中、 小 ６ 个班ꎬ 有幼儿 ２００ 余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有教师 ４０ 人ꎬ 设

大、 中、 小 ６ 个班ꎬ 有幼儿 ２８０ 余名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ꎬ 区政府将原宝塔区卫生局创办的

“宝塔区托儿所” (市中医医院后) 更名为 “宝塔区第三幼儿园”ꎬ 并移交区教育局管

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由于旧城改造ꎬ 拆除教学楼、 办公楼ꎮ ２０１０ 年拆除家属楼ꎬ 待重新规划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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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址重建ꎮ
四、 宝塔区家贝乐幼儿园

２００５ 年ꎬ 筹办宝塔区民办公助家贝乐幼儿园 (罗家坪新村)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开园招

生ꎬ 占地面积 ５０００ 多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３４００ 平方米ꎮ 有教职工 ５４ 人ꎬ 其中专任教师

３９ 人ꎬ 管理人员 ７ 人ꎬ 专职卫生保健员 １ 人ꎬ 后勤服务人员 ７ 人ꎮ 其中ꎬ 教职工大专以

上学历 １７ 人ꎬ 中师 ３０ 人ꎮ 幼儿专业教师 ３２ 人ꎬ 小教高级 ２ 人ꎬ 小教一级 ５ 人ꎬ 党员 ３
人ꎬ 专任教师达标率 １００％ꎮ 有教学班 １０ 个ꎬ 其中日托班 ２ 个ꎬ 全幼班 ８ 个ꎬ 有幼儿

４１６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教师 ６４ 人ꎬ 专任教师 ４８ 人ꎬ 有教学班 １０ 个、 幼儿 ５８０ 名ꎮ

第四章　 小学教育

第一节　 公办小学

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开始实施六年义务教育ꎻ ９ 月ꎬ 各级各类小学普遍实行 “六年制”
教学计划ꎮ 同年ꎬ 有各级各类小学 ５２９ 所ꎬ 其中市办 ５０９ 所ꎬ 完小 ２５４ 所ꎬ 初小 ２５５ 所ꎻ
在校学生 ２８６９３ 人ꎻ 有教学班 １４５１ 个ꎮ 小学公办教师 １０９０ 人ꎬ 民办教师 ８９０ 人ꎮ 小学

生年巩固率 ９６％ꎬ 毕业率 ９９ ２％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有各类小学 ５２７ 所ꎬ 教学班 １５２９ 个ꎬ 其中复式班 ７６４ 个ꎬ 毕业学生

２８７２ 人ꎬ 招生 ７３８４ 人ꎮ 按照 «陕西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要求ꎬ 延安市制定 «实施普

及六年义务教育规划»ꎬ 并成立领导小组ꎮ 对 ２７ 个乡 (镇) 办事处实施六年义务教育工

作ꎮ 采取 “集、 捐、 赊、 筹、 贷” 等多方筹措资金ꎬ 群众投工投劳ꎬ 争取希望工程资

金ꎮ 世界银行给延安市实施六年义务教育贷款 １１０ 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 ５７２ 万元)ꎬ 用

于校舍修建、 购买图书、 仪器、 配置课桌凳等ꎮ 多渠道筹措资金ꎬ 确保教育经费投入ꎮ
首批在南市办事处、 凤凰办事处和南泥湾镇 ３２ 所小学ꎬ 依法实施六年义务教育试点工

作ꎮ “两办一镇” (南市办事处、 凤凰办事处、 南泥湾镇) 成立领导小组ꎬ 通过广泛宣

传ꎬ 动员干部职工群众投工投劳等ꎮ 市财政共投资 １２ １０ 万元ꎬ 乡镇、 学校自筹资金

１１ ４０ 万元ꎮ 其中ꎬ 南泥湾镇市财政投资 ６ 万元ꎬ 自筹资金 ６ 万元ꎻ 南市办所辖学校 ３
所 (南小、 七小、 市小) 市财政投资 ２ ９０ 万元ꎬ 自筹资金 ３ ３０ 万元ꎻ 凤凰办所辖学校

３ 所 (北小、 凤小、 育才) 市财政投资 ３ ２０ 万元ꎬ 自筹资金 ２ １０ 万元ꎮ “两办一镇”
干部、 群众投工投劳折合人民币 ２１２ 万元ꎬ 改扩建小学 ２５ 所ꎬ 维修粉刷校舍 ７ 所ꎮ 购置

配备教学仪器 ８２ 种 ３１２１ 件 (台)ꎬ 文体器材 ７６５ 件ꎮ 学校建立教职工岗位责任制、 考

勤考绩等 ６ 项管理制度ꎬ 学校管理基本达到规范化、 标准化、 制度化ꎮ 各项指标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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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实施义务教育的八项标准»ꎮ 学校适龄人口的入学率 ９８％ꎬ 按时毕业率 ６３％ꎻ １４
岁人口普及率 ９０ ９％ꎻ 任课教师的岗位合格率 ８３％ꎻ 演示实验率 ７１％ꎮ 教学挂图、 教具

标本 ８０％ꎬ 操场总面积 ４２９１８ ３ 平方米ꎬ 生均 ７ ５ 平方米ꎬ 民办教师工资无拖欠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ꎬ 经地区教育局组织审查验收ꎬ 认为各项指标已达到省、 市实施义务教

育 “八项标准”ꎬ 颁发给 “两办一镇” ３２ 所小学合格证书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ꎬ 先后分 ４ 批对实施六年义务教育达标的 “一办一乡” (宝塔办事处、

桥沟乡) 所辖的 ２９ 所学校和 “两镇三乡” (临镇镇、 李渠镇、 官庄乡、 松树林乡、 枣园

乡)、 “一镇四乡” ( 姚店镇、 麻洞川乡、 柳林乡、 川口乡、 碾庄乡)、 “一镇五乡” (甘
谷驿镇、 万花山乡、 河庄坪乡、 冯庄乡、 丁庄乡、 元龙寺乡) 抽调专人进行摸底调查ꎬ
分别制定实施方案ꎬ 召开宣传动员会 １６７ 次ꎬ 办专栏报刊 １９８ 次 (块)ꎬ 刷写标语 ３８９
条ꎬ 广播宣传 ９０ 多次ꎮ 同时各乡镇成立由主管教育的乡 (镇) 长挂帅的领导小组ꎬ 教

育专干、 制定实施细则ꎮ 组织专人分批包抓落实ꎬ 使 “普六” 工作有组织、 有领导、 有

计划、 有步骤ꎻ 明确任务ꎬ 落实责任ꎬ 教育局与教育专干签订目标责任书ꎬ 各乡镇与村

委会、 学校健全目标责任制ꎬ 使 “普六” 工作层层落实ꎬ 级级把关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ꎬ 市教

育局将杨家湾小学移交桥沟乡政府管理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延安市政府在市人防招待所召开延安市教育工作会议ꎬ 会上由

市委副书记牟晓良、 副市长李芳琴、 教育局局长李秀英等 ５０ 多人发起为 “教育献爱

心”、 为 “两基” 做贡献的倡议ꎬ 开展捐资助学活动ꎬ 辖区内各级党政部门、 企事业单

位的领导干部带头ꎬ 踊跃集资捐款ꎮ 市委书记马福雄、 地区教育局副局长贺加虎各捐款

５００ 元ꎬ 市长周万龙捐款 ５５０ 元ꎬ 县级领导捐款 １ 个月工资ꎬ 会上 １７５ 人共捐款 ３９２０５
元ꎮ 在全市掀起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活动高潮ꎬ 全市捐款 １５０ 万元ꎮ 大会还号召全市人民

向王思明同志学习ꎮ 先后涌现出 “王思明式的好学校” 桥沟乡小学、 王庄小学等 １８ 所ꎻ
“王思明式的好教师” 任伟志、 张世岗等 １８ 人ꎮ 同年ꎬ 为确保义务教育经费ꎬ 充分调动

广大群众集资办学积极性ꎬ 涌现出甘谷驿镇野狐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凤金为本村建校捐

款 ４０００ 元ꎮ 川口乡安寺村民戴生堂一次为本村建校集资 ５ 万元ꎻ 碾庄乡石家畔小学民办

教师任玉莲在自己微薄的收入中ꎬ 挤出 １０００ 元支援建校ꎻ 麻洞川乡村民刘生民在为本村

“普六” 捐款 ７０００ 元后ꎬ 再次捐款 ３０００ 元为雪水湾小学设立教育奖励基金ꎬ 并腾出一

亩土地ꎬ 赠给学校作为教师菜地ꎮ 元龙寺乡胡家河小学教师胡世杰为本校捐款 ５０００ 元ꎬ
在他的带动下ꎬ 该校 ５ 名民办教师每人捐款 １０００ 元ꎮ 在他们的感召下ꎬ 初步形成集资办

学、 捐资助学的良好社会氛围ꎮ 集资办学活动的开展ꎬ 有效地缓解义务教育经费不足ꎮ
是年ꎬ 经多渠道筹措投入资金 ７１３ ９０ 万元ꎬ 其中市财政投资 １６７ 万元ꎬ 干部、 群众集资

捐款 ５７６ ８１ 万元ꎬ 群众投工投劳 ２５００ 个ꎮ 新建小学 ４８ 所ꎬ 维修、 改造小学 ２８６ 所ꎬ 扩

建 ９３ 所ꎬ 面积 １００４５ 平方米ꎮ 添置图书 ２４ ９７ 万册ꎬ 购置课桌凳 ６１５７ 套ꎬ 配备教学仪

器 １２０８３ 件 (台)ꎬ 体育器械 ３３３０ 件ꎮ 全市完成 ２１ 个乡镇、 办事处普及六年义务教育ꎬ
“普六” 人口覆盖率 ６８ ６％ꎮ 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实施ꎬ 办学条件的改善ꎬ 学生告别昔

日的 “土台子、 泥孩子” 的历史ꎬ 有效地控制小学生流失ꎬ 全市 “四率” 稳中有升ꎮ
７~１２ 岁适龄儿童入学 ９８ ７％ꎬ 巩固率 ９０％ꎬ 按时毕业率 ８４ ７５％ꎬ 小学任课教师的岗位

合格率 ９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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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ꎬ 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ꎬ 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群众追求优质教育ꎬ 送子

女进城上学的越来越多ꎬ 城市小学、 初中严重超载ꎮ 为保证 “普六” “普九” 有组织、
有领导、 有计划、 有步骤地顺利进行ꎬ 成立以主管教育副市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ꎬ 市教

育局成立由局长总负责ꎬ 常务副局长、 主管副局长任组长的义务教育领导小组ꎮ 教育局

抽调 ４ 名专职干部分乡镇蹲点ꎬ 配合乡镇开展工作ꎮ 乡镇组织干部、 教办成员ꎬ 分片包

校、 包村抓落实ꎮ 市长任组长ꎬ 主管教育副市长任副组长ꎬ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ꎮ 在

“二镇四乡” (青化砭镇、 蟠龙镇、 张坪乡、 梁村乡、 下坪乡、 贯屯乡) 依法普及六年义

务教育工作ꎮ 全市投资 ２４３５ 万元ꎬ 其中财政投资 １９６ １０ 万元ꎬ 干部群众集资捐资

６９５ ８０ 万元ꎬ 群众投工投劳 ３１００ 个ꎮ 争取希望工程资金 １２６ ６０ 万元ꎬ 乡镇自筹资金

９５ ７０ 万元ꎮ 改扩建校舍 ６６ 所ꎬ 维修校舍 ６５ 所ꎬ 面积 １０８６２ 平方米ꎮ 新建学校 ７３ 所ꎬ
新建城乡校舍面积 ２７６９０ 平方米ꎮ 新建围墙 ２６１３ 平方米ꎬ 维修 ６８００ 平方米ꎮ 新建厕所

４７ 个ꎬ 维修 ３３ 个ꎮ 新建大门 ４５ 个ꎬ 维修 ２８ 个ꎮ 添置图书 ２７ ８７ 万册ꎬ 购置课桌凳

８４３７ 套ꎬ 购置仪器 １２０８３ 件 (台)ꎬ 体育器材 ３３３０ 件 (套)ꎬ 办公桌椅 １４２ 套ꎬ 资料柜

６０ 个ꎬ 图书架 ５５ 个ꎬ 教具箱 ９１ 个ꎮ 全面完成 ２７ 个乡镇办事处 “普六” 达标工作ꎮ “普
六” 人口覆盖率 ６８ ６％ꎬ 中心小学达到楼房化ꎬ 农村小学达到平房、 窑洞化ꎮ 普及六年

义务教育的实施ꎬ 极大地改善办学条件ꎬ 实现班班有教室、 人人有木制课桌凳ꎮ 群众称

赞道: “过去最好的建筑是庙堂ꎬ 现在最好的建筑是学校ꎮ” 全市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街道所

辖小学实现 “普及六年义务教育” 工作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开始实施 “两基” 达标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ꎮ 按照省市要求ꎬ

进行中小学布点调整ꎮ 按万人以上乡镇设 ５ ~ ６ 所完小、 万人以下乡镇设 ３ ~ ４ 所完小的

要求ꎬ 当年撤并村初小 ７５ 所ꎮ 小学生 “四率” 有较大提高ꎬ 入学率达 ９９％ꎬ 辍学率控

制在 １％ꎮ 学校 “净化、 绿化、 美化” 三化建设ꎬ 校园文化氛围ꎬ 学校布局日趋科学、
合理、 规范ꎮ 到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为实现 “两基” 共投入资金 １１７８０ 万元ꎮ 新建小学 ７２
所ꎬ 改扩建中小学 ２０４ 所ꎬ 维修中小学 １８５ 所ꎻ 新建教学楼、 宿办楼、 实验楼 １３２ 幢ꎬ
平房 ５０６ 间ꎬ 砖石窑 ３６０ 孔ꎬ 总建筑面积 ７７２７７ 平方米ꎬ 维修面积 ５ ６ 万平方米ꎻ 新增

教学仪器 ２２２００ 余件 (套)ꎬ 添置体、 音、 美器材 １４３７５ 件ꎬ 图书 ２０ 万册ꎮ １９９９ 年全区

实现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ꎬ 延安市政府决定授予宝塔区碾庄乡庙圪

台小学、 蟠龙镇王庄小学为 “下西渠式学校”ꎮ 是年ꎬ 城区育才、 北关、 七里铺、 南关、
东关小学不再附设学前班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共有各级各类小学 ４２０ 所ꎬ 在校生 ６２５０１ 人ꎮ 其中ꎬ 区公办直属小

学 １１ 所ꎬ 中心小学 ２４ 所ꎮ 中心小学附带初中班 ５ 所 (张坪、 梁村、 贯屯、 元龙寺、 甘

谷驿)ꎮ 村完小 １３３ 所ꎬ 初小 ２１５ 所ꎬ 一人一校的村小 ５８ 所ꎮ 全区有代课教师 ７３７ 人ꎬ
共有在职教师 ２９７５ 人ꎬ 专任教师 ２８１２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９８％ꎻ 市办 １ 所及企事业单位办

１３ 所ꎬ 在职教师 ８４５ 人ꎬ 专任教师 ６９０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９９％ꎮ 是年ꎬ 延安丝绸厂、 毛纺

厂 ２ 所子校移交宝塔区ꎬ 分别更名为东风第一小学、 东风第二小学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对农村小

学布局进行调整ꎬ 撤并农村完小 １４４ 所ꎬ 归并学生 １９０２ 人ꎮ 农村初完小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６３
所调整为 ３８ 所ꎬ 校均在校学生由 １９１ 人扩大为 ８１６ 人ꎮ 全区学校总数较 ２００２ 年净减少

１０９ 所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小学 ２８１ 所ꎬ 在校学生 ４９７６２ 人ꎮ 区办 ２１６ 所ꎬ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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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１ 所及企事业单位办 １３ 所ꎮ 北关小学被陕西省委、 省政府授予 “文明校园” 称号ꎮ
“双高普九” 达标工作通过延安市政府初验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５~２９ 日ꎬ 高水平、 高质量、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ꎬ 通过陕西省政府教育

督导团评估验收ꎮ 秋季ꎬ 宝塔区小学布点调整ꎬ 全区农村小学不再附设学前班ꎮ 同时ꎬ
停办杨家湾小学ꎬ 将 ７０ 余名学生并入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创办民办公助延安慧泽小学ꎮ 教师从全区各小学选聘ꎬ 逐步占用凤

凰小学退出的编制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共有教师 ８３ 人ꎬ 其中内含合同制教师 １９ 人ꎻ 有在校学

生 １０００ 余名ꎬ 学校向学生收取学杂费ꎮ 中心街旧城改造ꎬ 拆除凤凰小学ꎬ 学生、 部分教

师并入东关小学 (保留机构编制)ꎮ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小学 １４３ 所ꎬ 学生 ４４６３９ 人ꎮ 区

办 ７２ 所ꎬ 其中 ３７ 所小学实验室基础达到省颁Ⅰ类标准ꎮ 市办 １ 所及企事业单位办 ７１
所ꎮ 同年ꎬ 创建为省级素质教育示范小学有: 东关小学、 北关小学、 慧泽小学 ３ 所ꎻ 省

级艺术教育示范小学有: 育才学校、 实验小学、 北关小学、 枣园小学ꎮ 市级素质教育示

范小学有: 南泥湾中心小学、 青化砭中心小学等 １０ 所ꎮ 省级文明校园 ５ 所ꎬ 市级文明校

园 ２６ 所ꎬ 中央、 省、 市、 区级示范家长学校 (中小学) １０ 所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撤并农村完小 ５２ 所ꎮ 当年校均规模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７２ 人增加到 ２５２ 人ꎬ 提

高规模办学效率ꎮ 新建成中石油延安希望小学ꎮ 全区有直属小学 １０ 所ꎬ 乡镇中小学 １９
所ꎬ 农村完小 ４８ 所ꎮ 教职工 ３９３７ 人ꎬ 专任教师 ２８３０ 人ꎬ 在校学生 ４３４６９ 人ꎻ 民办学校

１１３ 所、 教职工 ２０１６ 人、 在校学生 ２２４４０ 人ꎮ 另外ꎬ 市属企业办中小学移交宝塔区管理

１０ 所、 教职工 １９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撤并整合农村初完小 ２８ 所ꎬ 校均学生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２５２ 人增加到 ２８３ 人ꎮ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小学 ７４ 所ꎬ 学生 ４０７６０ 人ꎮ 区属公办直属小学 １１ 所ꎬ 乡镇中心小学

１５ 所ꎬ 农村完小 ２０ 所ꎬ 教职工 ３３１３ 人ꎬ 在校学生 ３８９１４ 人ꎮ 民办小学 １３０ 所ꎬ 教职工

１５９５ 人ꎬ 在校学生 ２４６４４ 人ꎮ 市办及企事业单位办小学 １９ 所ꎬ 教职工 ２２６６ 人ꎬ 在校学

生 ３４４７９ 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小学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４－１

年份
校数
(所)

班　 数

合
计

(个)

一
年
级

(个)

二
年
级

(个)

三
年
级

(个)

四
年
级

(个)

五
年
级

(个)

六
年
级

(个)

复
式
班

(个)

毕业
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１９９０ ５２７ １５２９ １３５ １１５ １１３ １７９ １１２ １１１ ７６４ ２８７２ ７３８４

１９９１ ５３１ １５２９ １４８ １３８ １２８ １１７ １０８ １１４ ７７６ ３４８２ ８６６６

１９９２ ５２２ １５６９ １５３ 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２８ １２４ １２６ ７６３ ４０６４ ９２４１

１９９３ ５２６ １６４４ １６３ １５１ １４９ １３５ １３２ １３９ ７７５ ４３３６ １０３７１

１９９４ ５１９ １７８８ ２０２ １７６ １７９ １６５ １５９ １６７ ７４０ ４９６８ １１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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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校数
(所)

班　 数

合
计

(个)

一
年
级

(个)

二
年
级

(个)

三
年
级

(个)

四
年
级

(个)

五
年
级

(个)

六
年
级

(个)

复
式
班

(个)

毕业
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１９９５ ５２９ １９４５ ２５１ ２３１ ２２０ １８７ １８４ １７８ ６９４ ５４９８ １２２８３

１９９６ ５０２ ２０５２ ２７１ ２４８ ２５４ ２０９ ２０１ ２００ ６６９ ６１１１ １２３４１

１９９７ ５０３ ２０６７ ２８９ ２７１ ２５８ ２４７ ２３３ ２２２ ５４７ ６６４１ １２６９２

１９９８ ４９０ ２０５２ ２６９ ３２１ ３０４ ２６６ ２４３ ２２４ ４２５ ７０５４ １０４４５

１９９９ ４８７ ２１０４ ３１４ ３１６ ３０８ ２８３ ２５１ ２３６ ３９６ ７０５４ ８２１７

２０００ ４８４ ２１６５ ３０３ ３０７ ３２３ ２８５ ２６７ ２５８ ４２２ ８９１２ １０２９６

２００１ ４４７ ２１６３ ３３０ ３３２ ３４３ ３２６ ２９６ ２７９ ２５７ ９９９８ ９６３９

２００２ ４２０ ２２９４ ３５５ ３５８ ３７２ ３３７ ３３２ ３２７ ２１３ １０６７８ ４１０４

２００３ ３９０ ２０３８ ３３１ ３２４ ３２６ ２９８ ２９３ ２９６ １７０ １０６０２ ３９３１

２００４ ３４３ １８５１ ３０３ ３０５ ３０５ ２８８ ２６６ ２６８ １１６ １１０９６ ７９１７

２００５ ３０８ １７１４ ２９６ ２８８ ２８５ ２７０ ２５７ ２５４ ６４ １１９３６ ７２１１

２００６ ２８１ １５９１ ３０６ ２７４ ２６０ ２４２ ２３２ ２３１ ４６ １０１４３ ７６７８

２００７ １９４ １１４６ ２３６ ２２１ １８８ １８０ １０７ ２００ １４ １１０９１ ７９５６

２００８ １４３ １０７８ ２０８ １９４ １６５ １６２ １７０ １７９ — １００４２ ８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０７ ９１７ １８５ １６７ １５０ １５１ １０６ １５８ — ８４９３ ８１５３

２０１０ ７４ ９２５ １５７ １５４ １５０ １５３ １６０ １５１ — ７３５２ ５４３２

第二节　 民办小学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 «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 颁布后ꎬ 城区一些单位、 团体开始

兴办各类学校和培训班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首批 ３ 所民办南区、 光明、 小白鸽小学创办ꎮ ３ 所民

办小学有教学班 ５ 个ꎬ 学生 １２３ 人ꎬ 教职工 １１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民办小学 ２４ 所ꎬ 教学班 １３９ 个ꎬ 学生 ４７１８ 人ꎬ 教职工 １９６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民办小学有 ３２ 所ꎬ 发展到顶峰ꎬ 受利益驱动ꎬ 一些无证办学、 建校

办班现象十分普遍ꎮ 民办小学的创办虽然弥补宝塔区各小学班额超载的现状ꎬ 但由于管

理等诸多因素出现一度混乱ꎬ 处于无序竞争的状态ꎮ 是年 ９ 月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 颁布后ꎬ 宝塔区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民办教育管理办法 (暂行) » 等一

系列管理办法ꎬ 对民办小学的管理、 考核同公办学校一样ꎬ 将民办幼儿园、 民办小学依

法纳入科学管理轨道ꎮ 每年对民办小学办学情况进行检查ꎬ 考核督导评估ꎬ 使民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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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合理、 科学、 规范化管理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根据市场需求ꎬ 社会认可ꎬ 优胜劣汰ꎬ 个别民办小学自然停办ꎮ 年底ꎬ 全

区共有民办小学 ３２ 所ꎬ 教学班 ２３８ 个ꎬ 学生 ７７３５ 人ꎬ 教职工 ４１４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共有民办小学 ２４ 所ꎬ 教学班 ２０３ 个ꎬ 学生 ７２５４ 人ꎬ 教职工 ４２７ 人ꎮ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民办小学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４－２

年份
校数
(所)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年份

校数
(所)

班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１９９３ ３ ５ １２３ １１ ２００２ ３０ ２０１ ７２６７ ２７２

１９９４ ４ １４ ３９８ ２６ ２００３ ３２ ２３０ ７８３１ ３４０

１９９５ １０ ４５ ７８３ ５９ ２００４ ２９ ２１５ ７３４１ ３０７

１９９６ １０ ５５ １２５０ ７２ ２００５ ３２ ２３８ ７７３５ ４１４

１９９７ １２ ６６ １７３４ ９７ ２００６ ３０ ２３５ ７８０２ ４４１

１９９８ １２ ７６ ２３１５ １０７ ２００７ ２５ ２０９ ７３６９ ４３３

１９９９ ２４ １３９ ４７１８ １９６ ２００８ ２５ ２０９ ７３６４ ４３３

２０００ ２４ １３９ ４７１８ １９６ ２００９ ２４ ２０３ ７２５４ ４２７

２００１ ２６ １８４ ５４５７ ２５１ ２０１０ ２４ ２０３ ７２５４ ４２７

第三节　 希望工程小学

希望小学的兴建ꎬ 改善宝塔区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ꎬ 也为实施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奠

定基础ꎮ 早在 １９８９ 年前就有财政部、 国家教委、 团中央等单位拨给延安市教育经费和基

建款 ３２１ 万元ꎮ 其中ꎬ １９８６ 年邓颖超转周恩来稿费 ２ 万元ꎬ 支援育才学校购置图书、 电

教设备ꎻ 教育部、 团中央直拨育才学校基建款 ４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江泽民、 李鹏、 杨尚昆、 邓颖超、 乔石、 姚依林、 宋平、 李瑞环、 薄一

波、 宋任穷以及中央直属机关的老干部们ꎬ 先后为延安捐款 ７０ 万元ꎬ 建议创办中直希

望小学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中直机关又捐资 ７０ 万元ꎬ 地方集资 ５０ 万元ꎬ 在桥沟乡文化沟小学原址上

兴建 “延安希望小学” 教学办公楼ꎬ 建筑面积 １７００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奠基ꎬ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 日竣工ꎬ 首创延安第一所国家级希望小学ꎬ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 “希望小学”
校名并担任名誉主席ꎬ 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为学校的少先队 “谢子长英雄” 中队题写队

名ꎮ １９９３ 年招生ꎬ 有教师 ３２ 人ꎬ 有学生 ８０３ 人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初ꎬ 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致信延安希望小学师生ꎬ 并捐款 １０００ 元ꎮ 海

军司令部李跃峰向延安希望小学汇来 ３ 个人捐款 １００ 元ꎬ 同时ꎬ 还邮来司令部全体官兵

捐赠的 ２０００ 册图书ꎻ 延安市第一建筑公司的常启明和王利林夫妇ꎬ 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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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ꎬ 慷慨解囊ꎬ 为延安希望小学捐款 １０００ 元ꎻ 原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离休干部屈强和宋

光明夫妇从山西省太原市为延安希望小学寄来 １０００ 元汇款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希望工程基金会成立ꎮ 地、 市党政领导带头捐款 １ 月工资ꎬ 科

级领导 ２００ 元ꎬ 一般干部 １００ 元ꎮ 企事业单位干部、 工人积极参与ꎬ 全市中小学学生纷

纷捐款ꎮ 接受捐款 １５ ９２ 万元ꎬ 确保实施 “普六” 资金投入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７ 年ꎬ 先后有深

圳、 上海、 北京、 山东等地企事业单位、 个人为协助延安市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和 “普
六” 为宗旨的 “希望工程”ꎬ 拨来基建款 １０６４ 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４ 日ꎬ 中国武警总队、 陕西武警总队、 延安武警支队为枣园中学捐款

３５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６ 年底ꎬ 先后争取深圳龙岗区、 南山区、 上海华亭宾馆、 水利部、 驻港

部队等 ６９ 家捐资 ７２４ 万元兴建 “希望小学” ６７ 所ꎮ
一、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４ 日ꎬ 福州市居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全体员工ꎬ 积极响应福州市委书记

习近平倡导的 “千家企业建千校” 活动ꎬ 捐款 ５２ 万元ꎬ 地方集资 ２０ 万元ꎬ 在杨家岭小

学原址上重新修建ꎬ 学校更名为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ꎬ 校名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

文瑞亲笔题写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 学校少先队员为表达对习近平的感激之情ꎬ 给习近

平写了信ꎬ 汇报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 习近平亲自给少先队员写了回信ꎬ 鼓

励孩子们勤奋学习、 健康成长ꎮ
二、 中国石油延安希望小学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国天然气集团公司投资 １７１８ 万元ꎬ 在柳林镇高坡村建成中国石油延安

希望小学ꎬ 占地 ３４６１８ 平方米ꎮ 秋季招生 １２１６ 名ꎬ 其中住宿生 １１２３ 人ꎮ 学校有教学楼、
学生公寓楼、 餐厅各一座ꎬ 有 ２３ 个教学班ꎮ 有心语室、 泥塑室、 书法等 １２ 个部室ꎬ 功

能设备齐全ꎮ 有足球场、 篮球场、 羽毛球场和 ２００ 米的环形跑道ꎮ 学校设校长 １ 人ꎬ 副

校长 ３ 人ꎬ 设教导处、 德育处、 总务处ꎬ 有教职工 ８５ 人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宝塔区 “希望小学” 统计表

　 表 ２６－４－３

乡(镇)
名称

希望小学
名称

建校
时间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教师
人数
(人)

学生
人数
(人)

捐资 (投资)

捐资单位及捐资数额
地方
集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官庄乡 深龙水电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８ ２４００ ６ １８０
深圳市龙岗区水利电
力发展总公司投资 １０
万元

７ １７

麻洞川乡 孔府宴第一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８ ４００ ７ ２６０ 山东孔府宴投资 １０
万元

８ １８

松树林乡

深龙水电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８ １５７ １ ４２
深圳市龙岗区水利电
力发展总公司投资 ６
万元

１ ９ ７ ９

邓老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１３０ ３ ６５
成都电视台和延安教
育基 金 会 投 资 １ ５
万元

２ ３ ５

６９７



续表

乡(镇)
名称

希望小学
名称

建校
时间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教师
人数
(人)

学生
人数
(人)

捐资 (投资)

捐资单位及捐资数额
地方
集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南泥湾镇

华亭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３２０ ４ ９７ 上海华亭集团公司投
资 １０ 万元

３ １３

南龙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９００ ８ ２４０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 ３５
万元

８ ４３

尚礼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１２００ １６ ４６０ 深圳市尚礼镇投资 ３０
万元

１３ ４３

柳林乡

延南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１５２ ２ ４７ 深圳市南山区投资 ５
万元

３ ８

永东第一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１０５ １ ２１ 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 ２ 万元

２ ４ ４ ４

三十里铺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９１５ ８ ３２１ 上 海 民 建 投 资 ３５
万元

１０ ４５

柳林石头沟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７２ ２ ４６ 延安教育基金投资
５０００ 元

０ ５ １

中国水利希望小学 １９９７ １０８０ １３ １７６ 中国水利部和陕西省
水利厅投资 １０８ 万元

１２０ ２２８

驻港部队希望小学 １９９７ ７８０ １２ １６２ 中国驻港部队投资 ７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７０

万花山乡

万花向阳小学 １９９２ １３０ ２ ８０ 西安武警技术部队投
资 ２ ５ 万元

１ ５ ４

万花建德希望小学 １９９３ １０５ ２ ７８ 海外华人李志任先生
投资 ２ 万元

１ ３

前楼塔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５４ ３ ６６ 延安教育基金和海外
华人投资 ５０００ 元

０ ２ ０ ７

万花树庄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７２ ３ ７０ 美籍华人陈树庄先生
投资 １ 万元

１ ２

延农希望小学 １９９６ ６５０ 延 安 农 校 投 资 ３５
万元

１５ ５０

市区

北小希望教学楼 １９９３ ４００ ９０ ２１００ 兰 州 军 区 投 资 ２０
万元

１０ ３０

育才学校电教室 １９９３ ７８ ６０ １６００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投
资 １５ 万元

５ ２０

枣园乡

伙家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７２ １ ２４ 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投资 １ ５ 万元

０ ３ １ ８

枣园中心小学 １９９２ ５００ ２６ ４３０ 兰州、 陕西、 延安军
分区合投资 ２５ 万元

２５ ５０

京温希望小学 １９９３ １３０ ５ １３５ 北京第一商业局投资
３ 万元

７ １０

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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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名称

希望小学
名称

建校
时间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教师
人数
(人)

学生
人数
(人)

捐资 (投资)

捐资单位及捐资数额
地方
集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枣园乡

裴庄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９４９ １５ ３９７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 ３０
万元

１６ ５ ４６ ５

柳延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３３０ ４ １１２ 山东柳巷投资 ５ 万元 ６ １１

刘家河小学 １９９３ ３３ ５ １３３ 北京市外贸工作委员
会投资 ６０００ 元

０ ４ １

延安上海华亭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８５０ ８ ２１０ 上海华亭集团投资 ５０
万元

４５ ７ ９５ ７

枣园中学 １９９２ ２４０ ３４ ２４０ 省武警总队地区武警
支队投资 ３５ ５ 万元

０ ３ ３５ ８

河庄坪乡

南侨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４２５ ６ １３２ 深圳市南山区统战部
投资 ２６ 万元

１ ７ ２７ ７

金时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４２０ ５ １０６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
融 时 报 社 投 资 １０
万元

１３ ２３

解家沟小学 １９９４ ７２ １ ４２ 福建永安铁路子弟小
学投资 １０００ 元

０ ４ ０ ５

桥沟乡

希望小学 １９９３ １７００ ３２ ８０３ 中 直 机 关 投 资 ７０
万元

５０ １２０

杨家岭福州小学 １９９５ １５００ １４ ３００ 福州市投资 ７０ 万元 ２０ ９０

尹家沟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１９ ５５１ 香港新华银行投资 ５
万元

１２ １７

碾庄乡 双田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４１６ ６ ２３４ 深圳蛇口工业区团委
投资 ５ 万元

１２ １７

姚店镇 知青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２００ ４ １２０ 深 圳 王 战 投 资 １５
万元

１５ ３０

川口乡

川口罗湖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５４０ ２１ ３３０ 深圳市罗湖区投资 １０
万元

１５ ２５

永乐第一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８４ ３ ６４ 上海永乐电影公司投
资 ３ ４ 万元

１ ６ ５

延南第三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１６４ １ ３２ 深圳南山企业集团投
资 ５ 万元

２ ５ ７ ５

川口庙安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４２０ ６ １６０ 深圳市投资 １５ 万元 ５ ２０

８９７



续表

乡(镇)
名称

希望小学
名称

建校
时间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教师
人数
(人)

学生
人数
(人)

捐资 (投资)

捐资单位及捐资数额
地方
集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李渠镇 延南第二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２８８ ５ １４２ 深圳南山企业集团投
资 ５ 万元

７ １２

冯庄乡 冯庄中心小学 １９９４ ４００ ２４ ５００ 深圳市龙岗区投资 ３０
万元

１０ ４０

丁庄乡 六约希望小学 １９９４ ４００ １４ ３１０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
六约村投资 ３０ 万元

８ ３８

青化砭镇

石油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００ ３ ８７ 青化 砭 油 矿 投 资 ５
万元

１ ６

青化砭中心小学
春天希望楼

１９９５ ９４２ ２６ ６５６ 高春天投资 ４５ 万元 ４ ４９

蟠龙镇

宝龙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５６２ １６ ４１０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 ２０
万元

５ ２５

中航油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６３７ ２２ ６６０ 中国航空油料公司投
资 ２０ 万元

５ ２５

伟东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３３２ ５ ２００ 西安五指山大酒店投
资 １６ 万元

— １６

下坪乡

榆树峁小学 １９９２ ５６ ６ １２０ 延安教育基金投资
５０００ 元

０ ４ ０ ９

庙沟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００ ６ １００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
资 ２ 万元

０ ２ ２ ２

中心小学 １９９５ ３００ １５ ３００ 深圳市南山区财政局
投资 １０ 万元

４ １４

三志沟小学 １９９５ １００ １ ２６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
资 ２ 万元

０ ４ ２ ４

贯屯乡

泉岔河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２０ ２ ２０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
资 ３ 万元

１ ４

兵工希望小学 １９９６ ２３５ ２ ４３ 陕西省兵工局投资 ５
万元

１ ６

鹏程希望小学 １９９６ ２８８ ４ ４７ 北京金融出版社投资
８ 万元

１０ １８

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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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名称

希望小学
名称

建校
时间

建筑
面积
(平方
米)

教师
人数
(人)

学生
人数
(人)

捐资 (投资)

捐资单位及捐资数额
地方
集资

(万元)

合计
(万元)

梁村乡

石家河小学 １９９４ １００ ２ ６８ 成都 电 视 台 投 资 １
万元

０ ５ １ ５

高庄平安希望小学 １９９７ ５４０ １２ １９６ 平安保险公司投资 ２５
万元

２０ ４５

上海市政协希望小学 １９９７ ４８８ ４ １０２ 上海市政协投资 ２５
万元

２０ ４５

张坪乡

贺家沟小学 １９９４ １３０ １ ５０ 四川 电 视 台 投 资 １
万元

１ ２

委里湾小学 １９９５ ７２ １ ３０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
资 ２ 万元

— ２

李岔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３２ ２ ５０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
资 ５ 万元

３ ８

甘谷驿镇

甘油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５６ ５ １４２ 甘谷 驿 油 矿 投 资 ７
万元

２ ２ ９ ２

延安华亭第二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８８ ２ １１２ 上海华亭宾馆投资 ５
万元

３ ５ ８ ５

上海永乐第三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１６２ ３ ８５ 上海市徐汇区永乐公
司投资 ４ 万元

３ ７

元龙寺乡

罗湖希望小学 １９９５ ２８６ ５ １５２ 深圳市罗湖区投资 １３
万元

４ １７

胡家河小学 １９９５ ３１０ ７ ２７４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投
资 ６ 万元

３ ９

驹井希望教学楼 １９９７ １２００ ２１ １８９ 日本驹井尔人投资 ３５
万元

４０ ７５

郝家河希望小学 １９９６ ２３２ ２ ５３ 孔府 宴 酒 厂 投 资 ５
万元

４ ９

大山圪塔希望小学 １９９６ ２３２ ２ ５３ 希望工程基金会投资
３０ 万元

— ３０

合计
６９ 所 (其中 １９９５ 年

建 ３１ 所) ３０８３３ ６７９ １５８４３ １１４９ ６ 万元 ７２３ １ １８７２ ７

００８



第五章　 中等教育

第一节　 公办中学

一、 初级中学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共有初级中学 (包括八年制学校) ２６ 所 (市属 ２１ 所)ꎬ 在校学生 ２２２
班 (市属 １９１ 个班) １０６７５ 人 (市属 ９７４４ 人)ꎮ 招生 ４５２０ 人 (市属 ３９２６ 人)ꎬ 毕业

２５３４ 人 (市属 ２２２０ 人)ꎻ 初中专录取 ３２７ 人ꎬ 毛入学率 １１２ ６７％ꎮ 学龄生入学率

９１ ６８％ꎬ 按时毕业率 ７１ ４４％ꎬ 结业升学率 ８９ ２４％ꎮ 教职工 １２６６ 人 (市属 ９９５ 人)ꎬ 专

任教师 ８６７ 人 (市属 ７７０ 人)ꎬ 学历达标 ５９８ 人 (市属 ５１１ 人)ꎬ 达标率 ６８ ９７％ (市属

６６ ９％)ꎬ 校舍建筑面积 ８３５０５ 平方米ꎬ 市属 ５９１２８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元龙寺中心小学

附带初中班ꎮ 到 １９９４ 年底ꎬ 全市已有 １５ 个乡 (镇) 办事处 “普六” 验收达标ꎬ 占乡

(镇) 办事处总数的 ５５ ５％ꎬ 人口覆盖率 ６８ ９３％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碾庄中心小学附带初中班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政府颁布 «实施九年义务教育项目规划»ꎬ 以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宗旨的 “两基”ꎬ 落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为目标的 “两全”ꎬ 有序推进义务教育发展ꎮ 直属 ８ 所中学可做单人实验ꎬ
乡 (镇) ２４ 所初级中学和市内 １１ 所小学只能做演示实验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累计投资 １６５０ ４０ 万元ꎬ 对 ２４ 个乡 (镇) 的 ２４ 所中心小学、 １８ 所中

学、 ７６ 所村初完小、 １９６ 所项目学校进行改造ꎮ 维修粉刷ꎬ 配备图书、 课桌凳ꎬ 购置仪

器设备等改善办学条件ꎮ 其中ꎬ 新建学校 １８ 所ꎬ 建筑面积 １６１７９ 平方米ꎬ 投资 ８８４ ６ 万

元ꎻ 单项改善办学条件 １６９ 所ꎬ 投资 ３４７ ７０ 万元ꎻ 改扩建学校 ９ 所ꎬ 面积 １４０３９ 平方

米ꎬ 投资 ４１８ １０ 万元ꎻ 购置图书、 课桌凳 ２４６ ８０ 万元ꎻ 购置仪器设备学校 ５７ 所 ６２ ２０
万元ꎻ 师资培训投资 ３１ １０ 万元ꎻ 中小学校长培训投资 ７ ６０ 万元ꎮ 初中实现 “三机一

幕” (电视机、 录音机、 录像、 荧幕) 进教室ꎮ 为柳林中学、 冯庄中学、 金盆湾等 １６ 所

中学配备语音室ꎮ 给区二中、 三中、 金中等 １０ 所中小学配备微机室ꎮ 全区购置理化仪

器 ５８３ 件 (台)ꎬ 文体器材 １０４３２８ 件 (台)ꎮ 同时ꎬ 对贫困失学辍学少年儿童资助ꎬ 减

免收费等措施ꎬ 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ꎬ 保证普及程度稳中有升ꎮ 入学率小学达 ９９％以

上ꎬ 初中达 ９８％以上ꎬ 中小学辍学率分别控制在 ３％和 １％以下ꎬ 均达到省颁 “普九” 验

收标准以上ꎮ
１９９８ 年ꎬ 采取停招初一新生的办法ꎬ 撤并乡镇中心小学附带初中班的万花山、 碾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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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张坪、 下坪、 贯屯、 丁庄 ６ 所学校的初中部ꎬ 初中办学趋于集中ꎮ 中学生 “四率”
有较大提高ꎬ 初中入学率达 ９８％ꎬ 辍学率控制在 ３％以内ꎮ 学校 “净化、 绿化、 美化”
三化建设ꎬ 校园文化氛围ꎬ 学校布局日趋科学、 合理、 规范ꎻ １０ 月ꎬ 通过陕西省政府

“两基” 达标验收ꎬ 授予宝塔区 “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采取拆、
赊、 集等方式ꎬ 筹集 “普九” 建校资金 １１００ 万余元ꎬ 对 １５ 所中小学 ６６ 处校留尾工程

进行完工ꎮ 为姚店中小学、 枣园中学、 青化砭中学、 蟠龙中学学生宿舍、 灶房等配套设

施配置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ꎬ 投资 ８５６ 万元ꎬ 对四中、 五中、 李渠中学等 ７ 校改建扩建ꎬ 其

中扩建校舍 １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维修校舍 ２０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各类初级中学 ３７ 所ꎬ 在职教师 １３０６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０６８ 人ꎬ 岗位

合格率 ９７％ꎬ 在校学生 ３７０３０ 人 (含高中生 ９２５２ 人ꎬ 职业中学生 ９２７ 人)ꎮ 区属公办初

中 １６ 所ꎬ 职教中心 １ 所ꎬ 教师 ７４ 人ꎮ 进修学校 １ 所ꎬ 教师 ３１ 人ꎮ 在职教职工 １５３６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２９９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９８％ꎮ 市办 １ 所延安中学、 企事业单位办长庆七中、 延大

附中、 实验中学、 教院附中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学校布点调整ꎬ 杨家岭中学停办ꎬ 教师分流到城区中学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ꎬ

累计投资 ３４６６ ６０ 万元ꎮ 其中ꎬ 投资 ３２０ ６０ 万元改造维修中小学校舍ꎬ 灶房标准化改

造ꎬ 配置设施等ꎮ 投资 ３００ 万元ꎬ 新建区一中综合楼ꎻ 投资 ４００ 万元 (其中引资 ２４０ 万

元)ꎬ 新建区职教中心职教大楼ꎻ 新建金盆湾中学五层学生公寓楼ꎬ 柳中教学楼、 学生

公寓楼ꎬ 新建区五中一栋五层综合教学楼ꎮ 扩建教学楼、 学生公寓楼和综合楼 ２２ 栋ꎬ
新增校舍 ２ ３３ 万平方米ꎬ 维修改造校舍 ２４ ６ 万平方米ꎮ 区财政列支 ２７０ 万元ꎬ 对 ２８ 所

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ꎮ 财政列支 ４８５ 万元ꎬ 改造 ２８ 所中小学供暖设施ꎮ 重点对城区 １１
所中小学扩建改造ꎬ 新增校舍面积 １ ２ 万平方米ꎬ 缓解城区学校班额过大的矛盾ꎮ 建成

标准化实验室 １０ 个ꎮ 区属 ２０ 所中学ꎬ 达到一部 ２２ 室ꎬ 实验室基本达到省颁Ⅰ类标准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有各级各类初级中学 ２３ 所ꎬ 在职教师 ２０２３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６１９ 人ꎬ

在校学生 ２８５４３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属公办初级中学 １５ 所ꎬ 在校教职工 １９７９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５７６ 人ꎬ 在校学生 ２５４１７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区属公办初级中学 １７ 所ꎬ 其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５ 所ꎻ 在校教职工 １９９６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６０１ 人ꎬ 在校学生 ２２６３０ 人ꎮ 当年ꎬ 临镇中学、 川江小学等 ５ 所学校达到

市级素质教育示范学校ꎮ
二、 高级中学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完全中学有延安中学、 延大附中、 延安市二中、 延安市四中、 姚店中

学、 职业中学、 农职业中学 ７ 所ꎮ 高中专任教师 ２７０ 人ꎬ 学生 ３６０６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长庆

油田第七中学迁入ꎬ 临镇中学恢复高中招生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 临镇中学学生转入四中ꎬ 高中部停办ꎮ 全区有完全中学 ５ 所ꎬ 分别

为: 宝塔区第二中学、 宝塔区第四中学、 姚店中学以及市办延安中学、 长庆七中ꎮ 在校

学生 ３９ 个班 (区属 ２２ 个) １９６８ 人 (区属 ８０１ 人)ꎮ 招生 ８７３ 人 (区属 ４３４ 人)ꎬ 毕业

７４７ 人 (区属 ２８３ 人)ꎮ 高等院校录取 ２２６ 人ꎬ 大中专录取 ２４７ 人ꎮ 专任教师 １９６ 人 (区
属 １０６ 人)ꎬ 学历达标 １０９ 人 (区属 ５０ 人)ꎬ 达标率 ５５ ６１％ (区属 ４７ １７％)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完全中学 １２ 所ꎬ 在校教师 ８６１ 人ꎬ 专任教师 ５０５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２０８



７９ ２％ꎻ 区属公办 ４ 所 (区二中、 区四中、 姚店中学、 职教中心)ꎮ 在校教师 ４３９ 人ꎬ 专

任教师 ２０３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７９％ꎻ 市办延安中学 １ 所ꎬ 在校教师 １８５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３３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８０％ꎻ 长庆油田第七中学ꎬ 在校教师 ６０ 人ꎬ 专任教师 ４８ 人ꎬ 岗位合格

率 ７１％ꎻ 延安大学附属中学ꎬ 在校教师 ２０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８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６６％ꎮ 社会

力量办西郊高级中学、 京华中学、 圣地中学、 特立中学、 培植中学、 博爱中学 ６ 所完

中ꎬ 在校教师 １５７ 人ꎬ 专任教师 １０３ 人ꎬ 岗位合格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政府在四中校外征地 ７０ 亩ꎬ 投资 ３８７５ 万元ꎮ 修建教学楼、 综合楼新校

区ꎬ 依托四中创办民办宝塔高级中学ꎬ 扩大办学规模ꎮ ２００５ 年投入使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为保证发展高中教育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完成ꎬ 采取银行贷款、 教师入股和

社会参股等办法筹措资金 １８００ 万元ꎬ 整体购买慧泽园小区楼房二栋ꎬ 创办宝塔高级中学

过渡校区ꎮ 新增教学班 ７０ 个ꎬ 在校学生 ６１３ 人ꎬ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ꎬ 完成计划的 １０３％ꎮ
新建姚店中学教学综合楼一栋ꎮ 是年ꎬ 宝塔区第四中学创建省级重点中学ꎬ 通过陕西省

评估验收ꎬ 跻身省级重点中学行列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办高中有区四中、 区二中、 姚店中学、 职教中心 ４ 所ꎮ 有专任教师 １１２９

人ꎬ 在校生 ２０９９３ 人ꎮ 宝塔高级中学新校区建成ꎬ 秋季开学招生 １６００ 人ꎮ 同时ꎬ 投资

３０４０ 万元实施姚店中学改扩建工程ꎬ 扩大高中办学规模ꎮ 完成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３０５０
人ꎬ 较 ２００６ 年净增 ８６９ 人ꎮ 区四中、 二中、 姚中、 职教中心 ４ 所高中ꎬ 当年高考上本科

线人数 ９４２ 人ꎬ 较 ２００６ 年增加 ４４４ 人ꎬ 高考上线率 ７８ ５３％ꎮ 理工类平均成绩在全市的

排名上升到第 ３ 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第四中学创建为省级标准化高中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专任教师 １１９２ 人ꎬ 学生 ２１５０１ 人ꎮ 全区高中教学质量稳居全市前列ꎬ 区

四中文史、 理工分别居全市第四ꎮ 是年ꎬ 宝塔区第二中学晋升为省级标准化高中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专任教师 １１８８ 人ꎬ 学生 ２１５９７ 人ꎮ 按照 “巩固四中ꎬ 提升二中ꎬ 发展姚

中” 的思路ꎬ 做强四中ꎬ 做大二中ꎬ 做精姚中ꎮ 全区本科上线人数 １９２１ 人ꎬ 与 ２００９ 年

相比净增 ３４５ 人ꎮ 总上线率 ８５ ２２％ꎬ 较 ２００９ 年提升 ２ ５３ 个百分点ꎮ 文史、 理工类分别

继续保持在全市第七、 第四ꎮ 区属 ３ 所高中在校学生规模稳定在 ７０００ 人左右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公办中学教职工统计表

　 表 ２６－５－１ 单位: 人

年份

教职工数

合计
专任教师

小计 初中 高中
行政人员 工勤人员

代课
教师

临时工
兼任
教师

１９９０ １２６６ １０４０ ７７０ ２７０ １６３ ６３ ４ ３８ １

１９９１ １２７５ １０４２ ７８８ ２５４ １７２ ６１ １４ １４ —

１９９２ １２８２ １０６０ ８１３ ２４７ １６０ ６２ ２９ ２９ ９

１９９３ １２５０ １０３０ ８３３ １９７ １４１ ７９ ７ ７ １２

１９９４ １２７５ １０６３ ８６７ １９６ １４７ ６５ ２８ ２８ ６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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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教职工数

合计
专任教师

小计 初中 高中
行政人员 工勤人员

代课
教师

临时工
兼任
教师

１９９５ １３７３ １１４０ ９１５ ２２５ １５８ ７５ ８ ８ １０

１９９６ １４２７ １１８３ ９５２ ２３１ １５８ ８６ ７ ７ １８

１９９７ １４５５ １１９８ ９４０ ２５８ １７１ ８６ １２ １２ １８

１９９８ １４３７ １２３０ ９６８ ２６２ １３８ ６９ １７ １７ １３

１９９９ １３７９ １１６１ ９１３ ２４８ １５０ ６８ ２９ ２９ １７

２０００ １６３１ １３５９ １０３５ ３２４ １９７ ７５ １７ １７ ５２

２００１ １８０９ １５８１ １２１９ ３６２ １４２ ８６ ６９ — ８６

２００２ ２０３２ １７９５ １２９９ ４９６ １４８ ８９ ８７ — ８６

２００３ ２２９３ ２０１０ １３９２ ６１８ １８７ ９６ １ — １２５

２００４ ２５５７ ２１９３ １４６０ ７３３ １９７ １６７ ３３ — １０４

２００５ ３０７４ ２４４８ １６２２ ８２６ ４２４ ２０２ １１６ — １６１

２００６ ３１８８ ２７４０ １７２８ １０１２ ２２９ ２１９ １６０ — ６２

２００７ ３２４１ ２８５０ １７２１ １１２９ ２５８ １３３ ２ — ４５

２００８ ３２１２ ２８０８ １６１９ １１８９ ２６７ １３７ — — —

２００９ ３１７１ ２７６８ １５７６ １１９２ ２８１ １２２ ２ — ２２

２０１０ ３１８４ ２７８９ １６０１ １１８８ ２８８ １０７ ８ — ２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公办中学在校学生统计表
　 表 ２６－５－２ 单位: 人

年份
初中 高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合计

农职业
中学

１９９０ ２８１９ １０１３ ３２３７ １６１０ １０６４ ９３２ １０６７５ １９８

１９９１ ３３４６ ２８３４ １２４９ １５７１ １３３３ １０１７ １１３５０ ２６５

１９９２ ３７６６ ３０７２ ２５０６ ６０３ １２０４ １２４４ １２３９５ ２７６

１９９３ ３９３４ ３３０８ ２５８２ ７５６ ５００ ８５８ １１９３８ ２９３

１９９４ ４５３７ ３６４８ ３０２１ ８７３ ５２４ ４７１ １３０７４ ２８４

１９９５ ４９２６ ４１６８ ３４７０ １１８６ ８８６ ６５５ １５２９１ ３８０

１９９６ ５３０４ ４５８７ ３８６０ １２０３ １００１ ８９２ １６８４７ ３９０

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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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初中 高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合计

农职业
中学

１９９７ ５９７８ ４８２３ ４１５７ １５４６ １０３９ ９６３ １８５０６ ３２２

１９９８ ５７３１ ５９１６ ４４４６ １７１７ １４２８ ９６９ ２０２０７ ２３２

１９９９ ８１２２ ６５５８ ５３５５ ２３０５ １８３５ １６０１ ２５７７６ ５４３

２０００ ５７０５ ５７２２ ５５６９ １６７１ １５２６ １２６７ ２１４６０ ５３５

２００１ ９７２２ ７９０２ ５９９２ ２７３３ ２１７７ １８１５ ３０３４１ ４４５

２００２ １０６０１ ９１１６ ７１３４ ４１２２ ２５５２ ２５７８ ３６１０３ ９２７

２００３ １１１１３ ９７３５ ８０４３ ４７４９ ３８８９ ３１４６ ４０６７５ ８４９

２００４ １１７４３ １０１１８ ８５３１ ５６７５ ４６１５ ４６８１ ４５３６３ ８６６

２００５ １２７５３ １１００７ ８６５８ ６３７１ ５４１５ ６１９３ ５０３９７ ９３８

２００６ １１７２１ １１５９３ ９８５２ ６７９２ ５８９４ ６６３６ ５２４８８ ９２７

２００７ １０９６２ １０７７５ ９９３９ ７２９２ ６４５３ ７２５３ ５２６７４ １１７９

２００８ ９８８９ ９９６５ ８６８９ ６７３５ ７４２９ ７５８６ ５０２９３ １３９１

２００９ ８０３６ ８９５１ ８４３０ ６９２６ ６６６４ ７９１１ ４６９１８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０ ６４９７ ８１６７ ７９６６ ６３７７ ５８７７ ７２４３ ４２１２７ ２１００

１９９６ 年、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中小学、 幼儿园对照统计表
　 表 ２６－５－３ 单位: 所

乡镇

１９９６ 年全市中小学 ２０１０ 年全区中小学、 幼儿园

初级
中学

中心
小学

村办
完小

村办
初小

其中
希望
小学

初级
中学

中心
小学

村办
完小

村办
初小

中心
幼儿园

备注

官庄乡 — １ ９ ４ １ — １ — — １ —

临镇镇 １ １ １０ １１ — １ １ — — １ —

麻洞川乡 — １ １２ ５ １ — １ — — １ —

南泥湾镇 — １ ６ ３ ３ — １ — — １ —

松树林乡 — １ ３ ６ ２ — １ — — １ —

柳林乡 (镇) １ １ １７ １１ ６ １ １ ２ — ２ —

万花山乡 １ １ ５ １７ ５ 中小学合一 １ — １ ９ 年一贯制

枣园乡 (镇) １ １ ６ １４ ８ １ １ ２ — ２ —

河庄坪乡
(镇) １ １ １４ ９ ３ １ １ １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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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

１９９６ 年全市中小学 ２０１０ 年全区中小学、 幼儿园

初级
中学

中心
小学

村办
完小

村办
初小

其中
希望
小学

初级
中学

中心
小学

村办
完小

村办
初小

中心
幼儿园

备注

川口乡 １ １ ８ ２１ ４ １ １ １ — １ —

桥沟乡 (镇) １ １ ２０ ５ ３ — １ ４ — １ —

冯庄乡 １ １ ３ １４ １ 中小学合一 １ — ２ ９ 年一贯制

梁村乡 — １ ４ １３ ３ 中小学合一 １ — ２ ９ 年一贯制

姚店镇 — １ １５ １２ ３ — １ ２ — ３ —

甘谷驿镇 １ １ ８ ２３ ３ 中小学合一 — １ ３ ９ 年一贯制

元龙寺乡 — １ ８ １５ ５ 中小学合一 — — １ ９ 年一贯制

李渠镇 １ １ １９ ４ １ １ １ ２ — ３ —

青化砭镇 １ １ ５ １８ ２ １ １ ２ — １ —

蟠龙镇 １ １ ８ １８ ３ １ １ １ — １ —

贯屯乡 — １ ２ １５ ３ — １ — — １ —

碾庄乡 — １ ３ １０ １ — — — — — —

下坪乡 — １ ２ １２ ４ — — — — — —

张坪乡 — １ ３ １４ ３ — — — — — —

丁庄乡 — １ ４ １４ １ — — — — — —

合计 １２ ２４ １９４ ２８８ ６９ １３ １５ ２０ １ ３０ —

　 说明: １ 直属中学 ８ 所 (二中、 四中、 姚中、 一中、 三中、 五中、 杨中、 金中)ꎬ 职 (农) 中各 １

所ꎬ 进修学校 １ 所ꎬ 小学 １０ 所ꎬ 幼儿园 ２ 所ꎬ 张坪、 下坪、 贯屯、 梁村中心小学附带初中

班ꎬ 厂矿子校 １６ 所ꎬ 北小希望教学楼、 育才学校电教室ꎻ

２ 直属中学 ７ 所 (二中、 四中、 姚中、 一中、 三中、 五中、 金中)ꎬ 职教中心 １ 所ꎬ 小学 １１

所ꎬ 幼儿园 ３ 所ꎬ 中石油延安希望小学、 延长油田幼儿园 (一幼)

第二节　 民办中学

１９９０ 年ꎬ 按照管理权限ꎬ 民办初级中学、 九年制学校、 完全中学和各类培训中心的

审批和管理ꎬ 由延安地区教育局工农办负责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第一所民办敬业初级中学创办ꎬ
有初一、 初二学生 ７８ 人ꎬ 教师 ４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先后有圣地、 新星、 行知 ３ 所初级中学

创办ꎮ
２００２ 年以后ꎬ 社会力量创办的中学有: 西郊高级中学、 育英中学、 京华、 特立、 培

植、 博爱、 新华、 新蕾、 同兴初级中学等 １０ 余所ꎮ 社会力量和民办中学在竞争中ꎬ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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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劣汰ꎬ 一些学校自然停办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内民办中学有: 行知、 育英、 励博、 新华、 职院附中、 宏基、 培

植、 延大附中、 东方红、 宝塔初级中学、 宝塔高级中学 １１ 所ꎮ

第三节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一、 延安市职业中学

简称市职中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校址原在枣园镇延园校区ꎬ 有教职员工 ３４ 人ꎮ 开设普通中

学、 高中的文化课程、 专业课ꎮ 学制 ３ 年ꎬ 其中教学两年半ꎬ 实习半年ꎬ 不包分配ꎮ 开

设烟草、 兽医、 烹饪、 果树、 服装、 技工等 ７ 个专业ꎮ 招生 １６１ 人ꎬ 毕业 １０９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市职中共招生 １３４９ 人ꎬ 毕业 ８１５ 人ꎮ 其中ꎬ 烹饪专业 ８ 届 ２７５ 人ꎬ 果树专业 ４ 届

２６４ 人ꎬ 家电专业 ８ 届 ７６ 人ꎻ 服装短期班 ８ 期ꎬ ２ 年制长班 １ 届ꎬ 共 ９６ 人ꎻ 烟草专业 １
届 ２１ 人ꎻ 技工班 ２ 届 ８１ 人ꎮ 举办各种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班 ２１ 期ꎬ 结业学员 １６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并入区职教中心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 区职业中学校址上划延安中学ꎮ

二、 延安市农职业中学

简称市农职中ꎮ 校址在城东桥沟镇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有教职工 ４８ 人ꎮ 开设蔬菜、 农林、
缝纫 (服装裁剪和制作课)、 美术、 音乐、 园林 ６ 个专业ꎮ 学制 ３ 年ꎬ 教学两年半、 半

年专业课ꎮ 其中ꎬ 园林专业、 音乐、 美术专业班ꎬ 面向全市招收初中、 高中生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增设体育、 林果、 烹饪、 栽培、 裁剪、 机电维修、 旅游服务、 乡村医士 ６

个专业 (招收初中生)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累计为各类大中专院校输送近 ８００ 名人才ꎬ 其中高中部毕业六届 ５５０ 人ꎬ

考入大中专 ７８ 人ꎻ 初中部毕业 １４ 届 ２１００ 余人ꎬ 考入中等专业学校 ３５０ 余人ꎮ 培养蔬

菜、 林果 (园林) 专业人才 ２００ 余人ꎬ 缝纫专业人才 １２０ 余人ꎬ 美术专业 ５ 届 ２８９ 人ꎬ
考入大中专美术院校 (班) １７５ 人ꎬ 音乐班 ５ 届 ２８７ 人ꎬ 考入大中专音乐院校 １７８ 人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年ꎬ 体、 音、 美三个骨干专业为社会输送艺术人才 ２１３３ 人ꎬ 其中从事教

育工作 ７０４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筹建市职业教育中心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区政府投资 ３０ 万元ꎬ 成立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撤并区 ６ 部门职校)ꎬ 修建职教中心学

生公寓楼、 教师宿办楼ꎮ ２０００ 年投入使用ꎮ
三、 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成立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ꎮ 校址位于桥沟镇原延安市农职业中

学ꎮ 占地 １０５ 亩ꎬ 建筑面积 １５６８２ 平方米ꎮ 开设 １５ 个专业ꎬ ４３ 个教学班ꎮ 注册学生

２３３０ 人ꎬ 其中在校生 １２６５ 人ꎮ 隶属于宝塔区委ꎬ 业务由区教育局负责ꎬ 事业单位ꎬ 科

级建制ꎮ 主任由主管教育副区长兼任ꎮ 设常务副主任 １ 人ꎬ 副主任 ３ 人ꎮ 在校教职员工

１０６ 人ꎬ 其中专业教师 ４０ 人ꎬ 文化课教师 ４３ 人ꎻ 本科学历 ４７ 人ꎬ 专科学历 ４４ 人ꎻ 中

高级职称 ４４ 人ꎬ 中级 ４２ 人ꎮ 历年对教师坚持专业课培训ꎬ 促进教师向专业多能型转变ꎮ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实行一年半在职教中心学习专业技术基础理论ꎬ 一年半到联办学校学

习并安置就业的 “１ ５＋１ ５” 学制ꎬ 实施与山东等省沿海地区职业学校联合办学形式ꎮ

７０８

第二十六编　 教　 育 　



教　 育

由东部学校负责在当地择优就业ꎬ 首批招生 １０２ 名ꎮ 区教育局与人劳局开展合作办学ꎬ
暑期培训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０ 人ꎬ 培训酒店管理、 服务人员 ３８ 人ꎮ 同时ꎬ 以区职教

中心为龙头ꎬ 以文化技术学校为阵地ꎬ 积极开展农民工进城务工岗前培训和下岗职工再

就业培训ꎬ 先后培训 ５０００ 人次ꎮ 开设 “陕北米脂女子高级家政服务专业”ꎬ 面向全市农

村招生ꎬ 主要向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输送家政服务人才ꎮ 打响米脂女子家政品牌ꎮ 实施

“阳光工程” “雨露工程” “温暖工程” “人人技能工程”ꎬ 新建成电子、 棉纺、 机电 ３ 个

专业ꎮ 在山东、 苏州、 无锡等地建立对外就业实训基地 ３ 个ꎬ 在本区建成就业实训基地

３ 个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职教中心创建为省级重点职业高中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ꎬ 建成汽车驾驶与维修、 家政、 旅游、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电子专业

实训基地 ５ 个ꎮ 按照市场和企业需求ꎬ 增设林果、 养殖、 物业管理、 石油化工、 机电技

术、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红色旅游、 酒店服务等专业ꎬ 米脂女子家政服务、 旅游服务、
汽车驾驶与维修、 药剂等品牌专业ꎮ 在推行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 订单培养、 长短结合

等培训模式ꎮ 与北京海淀艺校、 无锡市职教中心、 山东职业中专和北京吉天公司联合办

学ꎮ 借助发达城市职业学校的教学设备、 师资等优势ꎬ 提升职教中心的知名度ꎮ 大胆引

进具有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 ５ 名ꎮ 新建计算机应用维修、 汽车检测维修专业 ２ 个ꎮ
新建实训基地 ２ 个ꎬ 就业基地 ４ 个ꎮ 累计培养各类人才 ２５５２ 人次ꎬ 培训农民实用技术人

才 １ ２ 万人次ꎮ 转移劳动力 １ ２ 万人次ꎬ 培训教师 １９ 人 (国家级 ２ 人、 省级 ７ 人、 市区

级 １０ 人)ꎮ 实行 “三教统筹”ꎬ 促进农科教结合ꎬ 将职教中心建成全区 “三基地三中

心”ꎬ 即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 再就业培训基地、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和岗位技能

培训中心、 实用技术研发推广中心、 科技信息传播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累计培训各类实用人才 ２３３００ 名ꎬ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１６９６６ 人ꎮ 完成学

历教育招生 ８８６ 人ꎬ 转移劳动力 ６００ 名ꎬ 培训教师 ４０ 名ꎮ 建成骨干专业 ７ 个ꎬ 新建实训

基地 ８ 个ꎬ 就业基地 １２ 个ꎮ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ꎮ
四、 中等师范函授教育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的中等函授由延安教育学院函授部招生ꎮ 函授学员不受年龄、 教龄

限制ꎬ 学习期满ꎬ 成绩合格者ꎬ 由延安师范学校颁发给中等函授毕业证书ꎮ 中师函授学

制 ４ 年ꎬ 开设文选、 语文基础知识、 语文教材教法、 代数与初等函数、 几何、 算术理

论、 小学数学教材教法、 自然 (包括物理、 化学、 生理卫生、 历史、 地理 １０ 科)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卫星电视中师函授教育开始招生ꎬ 其教学手段以收看电视、 录像为主ꎬ 辅导为辅ꎬ
学制三年ꎮ 开设课程与中师函授相同ꎮ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１ 年延安市参加卫星电视函授共计 １８７
人ꎬ 毕业 ９ 人ꎮ 到 １９９１ 年ꎬ 中师函授共毕业 ２４６ 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职业高中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５－４

年份
校数
(所)

班数
(个)

毕业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１９９０ ２ ７ １８５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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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校数
(所)

班数
(个)

毕业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１９９１ ２ ８ １９２ ２１６

１９９２ ２ ９ １３９ ２６８

１９９３ ２ ８ ６９ １８３

１９９４ ２ １１ ６３ ２３２

１９９５ ２ １１ ６９ ２２６

１９９６ ２ １３ ３０ ３３６

１９９７ ２ １１ １９９ ２７５

１９９８ ２ ９ １２０ ３４７

１９９９ ２ ２０ １２８ ２０３

２０００ ２ ２１ ９０ １１６

２００１ １ １ ７２ ６８

２００２ １ ２ ９４ ９６

２００３ １ ４ １８０ ２１４

２００４ １ ５ ２１６ ２５６

２００５ １ ５ ２１５ ２３６

２００６ １ ５ １４２ ２２０

２００７ １ ５ １６５ ２４２

２００８ １ ３ １１６ １３５

２００９ １ ２ ５１ ６８

２０１０ １ １ １７ ２１

合计 ３２ １６１ ２５５２ ４１７３

五、 宝塔区卫生学校

１９９０ 年ꎬ 称延安市卫生学校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撤市设区后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卫生

学校ꎮ １９９０ 年校址在区妇幼保健院五楼办公ꎮ ２００６ 年迁至宝塔区柳林卫生院办公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ꎬ 撤销宝塔区卫生学校ꎬ 其人员、 编制划入区疾病控制中心ꎬ 业务移交宝

塔区卫生局ꎮ
宝塔区卫生学校主要是培养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ꎬ １９９０ 年举办为期 ３ 个月的医疗

卫生函授班 １ 期ꎬ 参加学习人员 ６１ 人ꎻ 集中办乡医学习班 １８ 期ꎬ 培训乡医 ２４５ 人ꎻ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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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院办接生员学习班 ４ 期ꎬ 培训接生员 １０２ 人ꎻ 各乡镇举办接生员学习班 ２４ 期ꎬ
培训、 复训接生员 ４３７ 人次ꎻ 举办防疫、 妇幼专干培训班 ２４ 期ꎬ 培训 “两干” １２２ 人

次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以乡镇为单位举办 “两员” 学习班 ２４ 期ꎬ 培训、 复训乡医 ３８４ 人ꎬ 接生

员 ３７６ 人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选送培养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８４ 人ꎬ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教育 ９ 人ꎬ

一年以上临床进修学习 １７ 人ꎬ 短期培训 ５８ 人ꎻ 市卫生局举办第二期乡镇卫生院会计学习

班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选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７０ 人ꎬ 其中接受大专以上学历教育 １１ 人ꎮ 延安

市中医院聘请北京、 上海专家教授来院讲学以及天津消化外科专家开展肝胆外科手术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卫校承办首届乡镇卫生院放射学习班ꎬ 参加学习 １９ 人ꎬ 学习时间半年ꎻ

全年培训、 复训乡医卫生员 ３０８ 人ꎬ 接生员 ２９７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选派 ２４ 名专业技术人员

进修深造ꎻ 全年培训、 复训乡医卫生员 ３２１ 人ꎬ 接生员 ３４６ 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市卫生局出资

４ 万元ꎬ 各医疗单位采取短训、 进修等形式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０８ 人ꎬ 占到全市专业技

术人员总数的 １３ ６％ꎻ 全年培 (复) 训乡医 ３１２ 人ꎬ 接生员 ３４６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设立 ４ 万

元人才培养经费ꎬ 针对性地选送 ３２ 名人员深造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学校举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医学继续教育培训班ꎬ ２２８ 人参加ꎬ ４５ 人被选

送到上级医疗单位进修学习ꎻ 举办首届乡村医生函授中专学历教育ꎬ 为期 １ 年ꎬ 参加学

员 ４０ 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乡医 ５３４ 人ꎬ 其中 ４０ 人参加乡医函授中专教育ꎬ 通过考试毕

业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卫校举办医疗法律、 法规学习班 ４ 期ꎬ 培训医务人员 １８５ 人ꎻ “非典”
期间ꎬ 举办医疗救治师资培训班 ２ 期ꎬ 培训 ９２ 人ꎻ 参加进修学习医务人员 １１９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卫生局委托区卫校举办培训班 ８ 期ꎬ 培训人员 ３６９ 人ꎻ ９ 月ꎬ 区卫校承

办宝塔区院长管理学习班ꎻ 派出 １３１ 名卫生人员学习深造ꎬ 其中送往浙江台州医院学习

７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卫校举办业务学习班 ９ 期ꎬ 培训人员 ６１１ 人次ꎻ 选送中青年业务技术

骨干到外地学习 １２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区卫校举办业务学习班 ２２ 期ꎬ 培训人员 ６５５ 人次ꎻ ７
月ꎬ 选送青年专业人员赴浙江台州医院学习 １０ 人ꎻ ２０ 个乡镇卫生院院长参加省、 市院

长管理培训班ꎻ １１ 月 ２３ ~ ３０ 日ꎬ 以乡镇为单位举办妇科、 儿科为主的乡医、 接生员培

训班ꎻ 全年组织培训乡医 １５０ 人次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卫校举办业务学习班 ２１ 期ꎬ 培训人员

８１５ 人次ꎻ 选送专业人员在省内外进修学习 ４６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卫校举办业务培训班 ４ 期ꎬ 社区培训班 ３ 期ꎬ 培训各类技术人员 ８００ 多

人ꎻ 选送业务人员赴外地深造学习 ５３ 人ꎻ 由市卫校组织实施对全区 ３５８ 名村卫生人员进

行中医药专业技能、 内科知识培训ꎬ 时间为 １００ 学时ꎬ 教材按省卫生厅根据卫生部颁发

的培训大纲学习ꎻ ９ 月 １６ 日ꎬ 印发 «宝塔区 ２００８ 年农村卫生人员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ꎬ 加强对乡镇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ꎬ 使其业务技术水平特别是检验、 放射服务能

力明显提高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卫校举办业务培训班 ４ 期ꎬ 培训各类技术人员 ４３２ 人ꎻ 选送专

业人员在省内外进修学习 ４５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选送社区卫生人员参加全省各类学习班 １１ 期 ５６ 人ꎻ 组织社区卫生人员岗

前培训考试ꎬ 通过考核ꎬ 取得从业资格证 ８４ 人ꎻ 乡镇卫生院院长 １７ 人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 ３ 人ꎬ 参加陕西省卫生厅举办的培训班ꎻ 全年先后举办 １０ 期业务培训班ꎬ 培训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３２ 人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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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高等教育

第一节　 大专院校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区大专院校有延安大学、 延安医学院、 延安广播电视大学、 延安教

育学院、 延安地委党校、 延安市委党校等ꎮ
一、 延安大学

延安大学校名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命名ꎬ 郭沫若题写ꎬ 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

办的第一所省属综合性大学ꎬ 也是教育部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大学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大学招收本、 专科生 ６２０ 人ꎮ 其中ꎬ 英语教育 ３０ 人ꎬ 思想品德和政

治教育 ９５ 人ꎬ 汉语言文学教育 ９０ 人ꎬ 汉语言文学 ２０ 人ꎬ 历史教育 ４５ 人ꎬ 企业管理 ４０
人ꎬ 教学教育 １００ 人ꎬ 物理教育 ８０ 人ꎬ 化学教育 ６０ 人ꎬ 工业分析 ３０ 人ꎬ 生物教育 ３０
人ꎬ 毕业 ５９０ 人ꎮ

延安大学秉承 “立身为公、 学以致用” 的校训ꎬ 立足陕北ꎬ 面向陕西、 西部ꎬ 辐射

全国ꎬ 培育多层次、 多规格建设需要的人才ꎬ 多形式、 全方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ꎬ 努力提高办学水平ꎮ 学校设 １３ 个二级学院、 １ 个独立学院和 ３ 所附属医院ꎮ ４５
个本科专业ꎬ 涵盖文、 理、 工、 医、 教、 经、 管、 史、 法、 农等 １０ 个学科门类ꎮ 有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１ 个ꎬ 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 ２１ 个ꎬ 省级重点学科 ３ 个ꎮ 省级重

点实验室 ２ 个ꎬ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１ 个ꎬ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 个ꎬ 省级重点研

究基地 ４ 个ꎮ 学校还设有中共党史研究院、 延安学研究院、 陕北历史文化研究院、 陕北

能源化工研究院、 陕北区域经济研究院、 陕北地方病研究院等 ４０ 多个科研机构ꎮ 有教

学研究实验室 ３２ 个ꎬ 语音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各 １ 个ꎬ 座席 ５２９２ 个ꎮ 教学用计算机

１３４６ 台ꎬ 图书馆藏书 １４２ 万册ꎬ 有 １ 个可容纳 ２ 万名观众的全塑胶体育场ꎮ 先后为国家

培养各类毕业生 １０ 万余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被评为优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学校有教职工

１４００ 多人ꎬ 教师 ８０７ 人ꎬ 其中教授 １０６ 人、 副教授 ２１８ 人ꎻ 硕士生导师 １５９ 人ꎬ 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７ 人ꎬ 全国优秀教师 ２ 人ꎬ 省级教学名师 ３ 人ꎮ 学校面向 ２８ 个

省、 市 (自治区) 招生ꎬ 全日制在校生 １２８９９ 人ꎬ 其中普通本专科生 １２６８９ 人ꎬ 硕士研

究生 ２００ 人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ꎬ 招生第一志愿录取率一直保持在 ９１％以上ꎬ 学生就业率连

续三年保持在 ９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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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延安分校

简称延安电大ꎮ １９８０ 年筹建ꎬ １９８２ 年秋季开始招生ꎮ 学校占地 ２ 亩多 (校址在中

心街凤凰广场ꎬ 科技馆旁)ꎬ 建筑面积 ５１２７ 平方米ꎬ 其中教学办公楼 １ 栋 ２０８６ ６ 平方

米ꎬ 学生公寓楼 １ 栋 １５５０ 平方米ꎬ 住宅楼 １ 栋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旧城改造”ꎬ 拆除教学办

公楼、 学生公寓楼、 教师住宅楼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将延安电大迁至双拥大道永兴路新校区ꎮ 占

地 １５ 亩ꎬ 新建教学楼 １ 栋、 办公楼 １ 栋、 学生公寓楼 １ 栋ꎮ 在岗教职工 ６３ 人 (实有编

制 ６５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９ 人ꎬ 约占 １８ ４％ꎬ 中级职称 ２５ 人ꎬ 约占 ３９％ꎬ 研究生学历 ６
人ꎬ 本科学历 ５２ 人ꎮ 学校设有办公室、 教务处、 教学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远程教

育研究中心、 教材媒体服务中心、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继续教育处、 总务处、 团委、 工

会和保卫科等 １２ 个科室ꎬ 在中层岗位工作的干部 １７ 人ꎮ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０ 年共招生 ２３００ 余

人ꎬ 大学本科、 专科毕业 ９００ 余人ꎬ 单科毕业 ５００ 余人ꎮ 到 ２００３ 年累计招收成人专科

１４１１ 人ꎬ 其中普通专科 ７６０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开办开放教育招生工作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延安电大实施 “名师培养工程”ꎬ 建立

一支规模适当ꎬ 素质优良ꎬ 结构合理ꎬ 相对稳定ꎬ 适应远程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ꎬ 具有

良好敬业精神和高尚职业道德的教师队伍ꎮ ２００９ 年春ꎬ 开放教学内容主要有: 教学特征

与方法、 计算机基础知识、 计算机基础知识考核、 班级组建等ꎮ 学校主体学历教育形式

有: 开放教育试点专升本ꎬ 开设专业有汉语言文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英语、 计算机、
法学、 金融学、 会计、 工商管理、 土木工程和行政管理 １０ 个专业ꎮ 专科教育有: 普通

专科教育ꎬ 开设有小学教育、 法学、 金融、 会计、 高级护理、 园艺、 工商管理、 动物生

产、 计算机应用和行政管理等 １０ 个专业ꎮ 成人大专教育、 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少量注

册视听学生ꎮ 有各类在校生 ３５９３ 人ꎬ 其中开放教育试点专升本学生 １１７５ 人ꎬ 开放教育

专科学生 ２００９ 人ꎬ 普通专科学生 ８３ 人ꎬ 成人大专学生 ７５ 人ꎬ 奥鹏学习中心学生 １２０
人ꎬ 注册视听生 ４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累计招收高起专、 专升本两个层次 １０ 个专业学员 １２８４０ 人ꎬ 其中专科

５００ 人ꎮ
三、 延安教育学院

１９８４ 年暑假ꎬ 延安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更名为延安教育学院ꎮ 参加卫电函授共 １８７
人ꎮ １９８８ 年ꎬ 卫星电视中师函授教育开始招生ꎬ 其教学手段以收看电视、 录像为主ꎬ 辅

导为辅ꎬ 学制 ３ 年ꎮ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参加卫电函授共 １８７ 人ꎬ 参加高师函授学员

２７６ 人ꎬ 毕业 １０１ 人ꎬ 其中高师专科 ９５ 人、 本科 ６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教育学院与陕西师

范大学等院校联手培训教师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陕师大网络学院延安教育学院学习中心成

立ꎬ 成教处设处长 １ 人、 副处长 ２ 人、 工作人员 ７ 人ꎬ 其中副教授 ３ 人、 讲师 ７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毕业学员 ３６５ 人ꎮ 在册 １６ 个专业学员 ３７６ 人ꎮ

四、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成立ꎬ 整合延安市农业学校、 林业学校、 延安教育学

院、 延安师范学校、 财经学校、 延安机电工程学校资源ꎮ 校址在延安市杜甫川延安财经

学校ꎬ 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 教育部备案的公办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ꎬ 也是迄今陕

北唯一一所专科职业院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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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学院迁至枣园镇莫家湾村新校区ꎮ 占地 ６２５ 亩ꎬ 建筑面积 ２５ 万平方

米ꎮ 馆藏书籍 ２１ 万册ꎬ 电子图书 ２ 万册ꎮ 有各专业学生 ９２８２ 人ꎬ 其中全日制在校学生

４７７４ 人ꎬ 成人及远程教育学生 ４５０８ 人ꎮ 学院秉承 “立足当地、 服务社会、 崇尚能力、
办出特色” 的办学理念ꎬ 着力为陕北能源工业、 绿色农业、 红色旅游和全国制造业培养

技能型人才ꎮ 建立陕北能源化工基础及金融、 旅游、 教育、 建筑、 电力、 运输、 林技等

系统为主渠道ꎬ 辐射长三角、 珠三角、 黄三角等发达地区的机械、 电子、 制造企业的广

阔的毕业就业网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学院有教职工 ８０３ 人 (其中离岗 １２１ 人、 离退休 ２９８ 人)ꎮ 专任教师 １６４

人ꎬ 高级职称 ６６ 人ꎬ 中级职称 ８７ 人ꎮ 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２ 人ꎬ 省市先进

个人 １０ 人ꎬ 特级教师 １ 人ꎬ 在校生 ７０００ 人ꎮ

第二节　 电大与函授

一、 自学考试教育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ꎬ 是以自学为主ꎬ 国家进行统考并承认学历的一种业余高等教育

形式ꎮ 延安市的自学考试工作从 １９８３ 年下半年开始ꎬ 由延安地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组织

管理ꎮ 每年春 (４ 月)、 秋 (１０ 月) 各举行一次ꎬ 不受学历、 年龄限制ꎬ 有志者均可自

选专业学习ꎬ 申请参加考试ꎮ 所有专业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ꎬ 国家承认其学历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自学考试开考专业有高教本科会计、 英语、 汉语言文学、 法律、 统计、 机电

一体化工程 ６ 个专业ꎮ 高教专科有会计、 英语、 汉语言文学、 法律、 统计、 工业企业管

理、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 计算机应用、 工业与民用建筑、 行政管理、 政治管理、 中

医、 律师等 １８ 个专业ꎮ 中专有税务、 金融、 物资经济管理、 护士、 公安、 统计、 工业

与民用建设、 中医 ８ 个专业ꎮ 到 １９９５ 年底ꎬ 通过自学考试ꎬ 全市有 １０００ 余人取得高教

专科毕业证书ꎬ １ 人取得高教本科毕业证书ꎬ ５ 人取得中专毕业证书ꎮ 是年ꎬ 自学考试

停止招生ꎮ
二、 高等师范函授教育

１９９０ 年ꎬ 陕西师范大学函授部仍在延安地区招考函授学员ꎬ 每年定时在延安地区设

点面授ꎬ 由延安教育学院函授部负责招生ꎮ 一九八七级专科函授毕业 １０ 人ꎬ 其中陕西

师范大学教育行政管理 ７ 名学员全部毕业ꎮ 普专脱产 ２３ 人毕业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参加

高师函授学员 ２７６ 人ꎬ 毕业 １０１ 人ꎬ 其中高师专科 ９５ 人、 本科 ６ 人ꎮ 一九八八级高师函

授 ２９ 名学员全部毕业ꎮ １９９２ 年招收普通专科 ２８ 人ꎬ 其中中文 １３ 人、 政治 ５ 人、 英语

１０ 人ꎬ 全部毕业ꎮ １９９３ 年招收普通专科 １２ 人ꎬ 其中中文 １０ 人、 政治 ２ 人ꎬ 全部毕业ꎮ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招收中文 １１ 人ꎬ 毕业 １１ 人ꎮ ２００３ 年招收普专 ７０２ 人ꎬ ２００４ 年招收普专

７４３ 人ꎬ ２００５ 年招收普专 ４０ 人ꎬ ２００６ 年招收普专 １２５ 人ꎬ ２００７ 年招收普专 １０４ 人ꎬ 全

部毕业ꎮ
三、 高师卫电成人函授教育

延安教育学院函授部从 １９９３ 年开始举办成人高师卫电专科函授班ꎬ 共举办 ３ 届ꎬ 学

制 ３ 年ꎮ 开设课程汉语言文学、 政治、 历史、 地理、 英语、 数学、 物理、 化学等 １０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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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ꎮ 第一届ꎬ １９９２ 年报名ꎬ １９９３ 年春季开学ꎬ 招收学员 １０７ 人ꎬ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毕业 １０７
人ꎮ 第二届ꎬ １９９４ 年春季开学ꎬ 招收学员 ４４ 人ꎬ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毕业 ４４ 人ꎮ 第三届ꎬ １９９６
年春季招收学员 １２９ 人ꎬ １９９９ 年毕业 １２９ 人ꎮ １９９６ 年开始举办成人高师卫电本科函授

班ꎬ 共举办 ３ 届ꎬ 学制 ３ 年ꎮ 第一届ꎬ １９９６ 年招收中文、 数学、 政教等专业学员 １７４
人ꎬ １９９９ 年毕业ꎮ 第二届ꎬ １９９８ 年招收中文、 政教、 历史、 地理、 英语、 数学、 物理、
化学等专业学员 ５３４ 人ꎬ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毕业ꎮ 第三届ꎬ ２０００ 年招收中文、 政教、 英语、 数

学等专业学员 ３６２ 人ꎬ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毕业ꎮ
四、 陕西电大延安分校电教函授教育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电大专科开设课程有小学教育、 法律、 金融、 会计、 高级护理、 园

艺、 工商管理、 动物生产、 计算机应用和行政管理等 １０ 个专业ꎮ 同年ꎬ 招收大专学员

５０ 人 (普专)ꎮ １９９４ 年起开办电视中专教育ꎬ 共招生 ７１３ 人ꎬ 毕业 ５３７ 人ꎮ １９９６ 年开始

招收大专层次注册视听生 ６０４ 人ꎮ 到 １９９８ 年ꎬ 招收大专学员 １５１１ 人 (其中普专 ６００
人)ꎬ 毕业 ９１１ 人ꎻ 举办非学历教育会计、 审计等多种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ꎬ 累计培训

１６００ 多人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招收成人大专 ２９０ 人ꎬ 普专 ７８ 人ꎮ 招收电视中专 ７１３ 人ꎮ ２０００
年春季ꎬ 开办开放教育教学内容ꎬ 开放教育专升本ꎬ 开设专业有汉语言文学、 数学与应

用数学、 英语、 计算机、 法学、 金融学、 会计、 工商管理、 土木工程和行政管理等 １０
个专业ꎮ 专科教育开设有小学教育、 法学、 金融、 会计、 高级护理、 园艺、 工商管理、
动物生产、 计算机应用和行政管理等 １０ 个专业ꎮ 到 ２００２ 年春季共招收学员 １４１０ 人ꎬ 毕

业 １１４５ 人ꎮ 到 ２００３ 年ꎬ 延安电大累计招收成人大专学员 １４１１ 人ꎬ 此后停止招收普通

专科ꎮ

第七章　 其他教育

第一节　 成人教育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成人教育由市工农教育委员会组织实施ꎬ 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的国民教育两大类ꎮ 学历教育以自学考试、 脱产进修、 函授及现代远程教育和广播卫星

电视函授为主ꎬ 非学历教育的国民教育主要是成人文化技术教育和扫盲教育ꎮ 全市 ２７
个乡镇办事处建起 ２５６ 个扫盲班ꎬ 参加扫盲学习 ２７００ 人ꎬ 脱盲 １４００ 人ꎬ 非文盲率由

１９８９ 年的 ９４ ４％提高到 ９６％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全市建起扫盲夜校 ５００ 多所ꎬ 基本达到村村有扫盲夜校ꎬ 形成市、 乡

(镇)、 村三级培训网络ꎮ 由乡 (镇) 办事处主管领导负责ꎬ 教办主任和成教专干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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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ꎬ 办事处分片按居委所辖学校为培训点ꎮ 由干部和教师负责教学培训ꎬ 农村以村办小

学为培训点ꎬ 由成教专干和教师负责教学培训ꎮ 各级各类学校有 １２００ 多名教师学生ꎬ 担

负起本学区 (村组) 扫盲教学任务ꎮ 全市 １５~２０ 岁的非文盲率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９０％提高到

９３％ꎮ “普六” 期间ꎬ 把 “普六” 扫盲一起抓ꎬ 从源头上遏制新文盲的产生ꎮ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ꎬ 建成村办扫盲夜校 ５７３ 所ꎬ 建立健全 “五册三表一卡一证” (五册:

１５~２０ 周岁文盲青壮年花名册、 青壮年 １５ ~ ５０ 周岁花名册、 丧失学习能力人员花名册、
近三年来脱盲人员花名册、 脱盲人员巩固提高学习花名册ꎻ 三表: 青壮年人口文化状况

表、 青壮年脱盲人员统计表、 扫盲基本情况表ꎻ 一卡: 文盲、 半文盲登记卡ꎻ 一证: 脱

盲证) 扫盲档案ꎬ 全面实施 ２７ 个乡镇办事处的高线扫盲任务ꎬ 扫盲工作开展面达 ８５％
以上ꎮ 扫除青壮年文盲 １７２００ 人ꎬ 青壮年非文盲率达 ９７ ５％以上ꎬ 超出国颁高线扫盲标

准 (国标 ９５％以上) ２ ５ 个百分点ꎮ 宝塔区被评为陕西省扫除青壮年文盲先进集体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依据 «延安市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实施方案»ꎬ 制定实施 «宝塔区扫除青

壮年文盲实施意见»ꎮ 青壮年非文盲率提高到 ９８ １％ꎬ １５ 周岁以上人口文盲率降到 ８ ３％
以下ꎬ 复盲率控制在 ３ １％以内ꎬ 全面达到 «扫盲条例» 规定标准ꎻ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全区扫

盲工作通过陕西省政府验收合格ꎬ 宝塔区被陕西省授予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

(区) ” 称号ꎮ 基本实现无盲区目标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扫除剩余青壮年文盲 ２２００ 余人ꎬ 全区青壮年非文盲率由 １９９８ 年的

９８ １％提高到 ９９ ５％ꎬ 脱盲人员的巩固率由 ９７％提高到 ９９％ꎬ 复盲率控制在 １％以内ꎻ ４
月ꎬ 延安市对宝塔区 “两基” 达标工作进行初验ꎮ 同年 １０ 月ꎬ 陕西省教育评估验收团

对宝塔区 “两基” 达标工作顺利评估验收ꎬ 认为宝塔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ꎬ 基本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农村继续坚持 “一堵二扫三提高” 的方针ꎬ 以乡 (镇)、 村农技校为阵

地ꎬ 结合文化、 科技、 医疗 “三下乡” 活动ꎮ 举办扫盲学习班 ９６ 期ꎬ 参加学习的学员

１４４０ 人ꎻ 举办脱盲学员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 ７２ 期ꎬ 培训脱盲学员 １８６４０ 人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面完成剩余 １０８１ 名青壮年文盲扫除任务ꎬ 脱盲人员巩固率 ９９％以上ꎮ 建成示范性农

技校 １３ 所ꎬ 全年培训农民 ２６５００ 人ꎬ 培训在职干部 ５２４０ 人ꎮ 先后投资 ５０ ８４ 万元用于

扫盲工作ꎮ 做到乡不漏村ꎬ 村不漏户ꎬ 户不漏人ꎬ 统一发放 “五册三表一卡一证”ꎮ 建

立区、 乡、 村三级档案ꎬ 全区建档案 ２９１３ 卷册ꎮ 统一调配教材ꎬ 按人数发放ꎮ 教学班、
教学点做到 “三有两落实” (有学员花名册、 有教案、 有作业ꎻ 教学任务落实ꎬ 教学时

间落实)ꎮ 在办学形式上推行 “一校变三校ꎬ 一长管三校ꎬ 一师兼多教” 的模式ꎬ 在教

学方法上采用集中办班ꎬ 分散设点ꎮ 创办扫盲班、 点 ６３９ 个ꎬ 签订包教包学合同书 ４２００
余份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刷写宣传标语 １５００ 条ꎬ 办板报 １０ 期ꎮ 完成扫盲人数 ６８５４ 人ꎬ 文盲人

口由年初的 ７ ２％降到 ４ 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乡镇农技校培训累计 ８０ 天以上ꎮ 青壮年农民全

员培训率在 ９０％以上ꎬ 农技校办学面 １００％ꎮ 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 ９８％以上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ꎬ 扫除青壮年文盲与扫除科盲相结合ꎬ 积极开展农民技术培训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３１ 日ꎬ “两基” 工作通过国家级评估验收ꎮ 全区青壮年非文盲率 ９９ ７％ꎬ 脱

盲人员巩固率为 ９９ ５％ꎮ 在 “普九” 进程中采取 “１＋１” (一家或一人资助一名贫困生)
助学、 资助等方式ꎬ 抓好辍学学生返校工作ꎬ 广泛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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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ꎬ 依法遏制学生流失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脱盲率达 １００％ꎮ １５ 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达 １００％ꎬ １７ 岁人口初级

中学教育完成率 １００％ꎮ

第二节　 农民培训

１９９０ 年ꎬ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和广大农民致富的迫切要求ꎬ 全市 ２２ 个乡镇、 １９２ 个行

政村办起农民技术学校ꎮ 农技校以乡镇会议室、 村办小学为教室ꎬ 以乡镇八大员为主ꎬ
聘请农业、 林业、 科技、 园艺、 畜牧、 蔬菜站等技术人员为教师ꎬ 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

培训ꎮ 受培训人员 ２１７５２ 人次ꎬ 其中掌握 １~２ 项专业技术的人员有 １６８３２ 人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 ２４ 个乡镇办起农民文化技术学校ꎬ 有村级农技校 １３６ 所ꎮ 培训

内容以苹果、 烤烟、 农作物种植为主ꎮ 共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４６７ 期ꎬ 培训人 ３６４４３
人次ꎬ 举办燎原计划技术培训 ６２２ 人次ꎮ 在抓好桥沟、 枣园、 河庄坪、 万花山、 柳林、
姚店、 梁村、 冯庄 ８ 个试点乡镇的农技校的规范化建设ꎮ 同时建成枣园、 南泥湾两乡

(镇) 的村级农技校 ２ 所ꎮ 达到有兼职教师ꎬ 有教案ꎬ 有桌凳ꎬ 有教材ꎬ 有校牌ꎮ 其中ꎬ
南泥湾农技校被评为全国先进农技学校ꎮ 枣园乡、 柳林乡分别被评为省、 地先进集体ꎮ
实施 ２ 所乡镇农技校的正规化达标工作ꎬ ６００ 个高标准农技示范户ꎬ ５ 个科技示范村ꎬ ２
万人次的实用技术培训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建成区级中心农技校 １ 所ꎬ 乡镇中心农技校 ２４ 所ꎬ 科技推广服

务站 (场) １２０ 个ꎬ 村级农技校 ５１６ 所ꎮ 乡镇、 村级办学面分别 １００％和 ８５％ꎮ 创建官

庄乡、 张坪乡等 ８ 个乡镇农技校规范化建设ꎮ １２ 个乡镇以乡 (镇)、 村农技校为阵地ꎬ
与农、 林、 牧、 科协等农业技术、 农村实用技术推广部门联合ꎬ 举办种植、 舍饲、 养

殖、 棚栽、 林果、 草畜、 蔬菜、 食用菌等培训ꎮ 累计举办培训班 １４２９ 期ꎬ 培训农民

７７６００ 余人次ꎬ 取得技术职称的青壮年 ７７８ 人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区政府把职教中心定为 “兴农示范校”ꎬ 将张坪、 梁村、 下坪、 贯

屯、 元龙寺 ５ 乡撤并的中学划为职教中心兴农基地ꎬ 成立职教中心校外班ꎮ 全区有中心

农技校 １ 所ꎬ 建成示范性农技校 １３ 所ꎬ 有村级农技校 ６３４ 个ꎬ 办学面 １００％ꎮ 把扫盲、
农民技术教育与 “普九” 放在同等位置ꎬ 在办学形式上推行 “一校变三校ꎬ 一长管三

校ꎬ 一师兼多教” 的模式ꎮ 累计举办林果、 蔬菜、 食用菌、 养殖业等特色产业培训班

５２０ 期ꎮ 每年乡镇农技校培训累计 ８０ 天以上ꎬ 培训 ７ ５ 万人次ꎬ 户均掌握 １~２ 种实用技

术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南泥湾镇被命名为省级教育强乡镇ꎬ 枣园、 柳林、 临镇、 姚店镇被命名为

市级教育强乡镇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以职业教育为龙头ꎬ 以乡镇成人技校为阵地ꎬ 在张坪、 梁村等 ５ 个乡镇兴

农基地举办棚栽、 养殖、 林果业培训班 １０ 期ꎬ 培训 ２２００ 人次ꎮ 全区乡镇有成人文化技

术学校 ２０ 所ꎬ 村级农技校 ６１１ 所ꎮ 是年ꎬ 枣园、 柳林、 临镇、 姚店、 蟠龙 ５ 乡镇被命名

为省级教育强乡镇ꎻ 李渠、 川口、 青化砭、 松树林、 甘谷驿、 官庄、 贯屯 ７ 乡镇被命名

为市级教育强乡镇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李渠、 川口、 青化砭、 官庄被命名为省级教育强乡镇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南泥湾、 枣园等 ８ 个乡镇创建为省级教育强镇ꎮ 是年 １０ 月 １３ ~ １６ 日ꎬ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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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强县区专家组与延安市政府领导 ３８ 人ꎬ 对宝塔区创建工作评估验收ꎬ 顺利通过

验收并授予宝塔区 “陕西省教育强县 (区) ” 称号ꎮ 蟠龙、 青化砭镇在抓创建省级农技

校示范工作的同时ꎬ 继续举办各种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工作ꎮ 至 ２００９ 年ꎬ 累计举办培训班

２２０ 期ꎬ 培训果农、 菜农、 畜牧养殖人员 １ ８ 万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南泥湾、 枣园等 ８ 个乡镇成人文化技术示范学校达到省颁标准ꎮ 柳林、 临

镇、 河庄坪等 １１ 个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达到市级标准ꎮ 市级教育强乡镇有柳林、 蟠

龙镇等 １１ 个ꎬ 区级教育均衡发展乡镇 ５ 个ꎮ 累计举办培训班 ２８０ 期ꎬ 培训果农、 菜农、
畜牧养殖人员 ２ ８６ 万人次ꎮ

第三节　 聋哑学校

１９６０ 年ꎬ 创办陕西省延安市聋哑学校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聋哑学校和延安师范分设ꎬ
校址在延安城区大砭沟 (文化沟)ꎬ 占地面积 ８ ３ 亩ꎬ 建筑面积 ３９２７ ２ 平方米ꎬ 其中教

师住宅楼 １２００ 平方米ꎮ 有石窑 ２４ 孔ꎬ 薄壳 ２２ 间ꎬ 门房 ２ 间ꎬ 教室 ９ 个ꎬ 有理发室、 医

务室各 １ 间ꎮ 学校设校长 １ 人ꎬ 副校长 １ 人ꎬ 有教职工 ３５ 人ꎬ 其中专业教师 １２ 人ꎬ 医

务人员 １ 人ꎬ 行政干部 ２ 人ꎬ 工人 ２０ 人ꎮ 在校学生 ６０ 人ꎬ 有一年级到六年级 (除五年

级) ５ 个班ꎮ 设有缝纫、 木器等专业技术课ꎮ 在校内教师中ꎬ 通过公开演讲ꎬ 招聘 ２ 名

主管教学和总务工作的副校长ꎮ 校长袁爱珍参加国家教委举办的华中师大特教管理培训

班ꎬ 形成学校在教育教学、 管理等方面的新趋势ꎮ
２００１ 年秋季ꎬ 开办初中班ꎬ 增加开设社会、 常识、 物理、 化学、 生物、 聋耳康复等

课程ꎮ 招收 １~９ 年级学生 (小学 １~６ 年级ꎬ 中学 ７~９ 年级)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开始ꎬ 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拨款ꎮ 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 政策ꎬ 按小学生

标准每生每学期补助 １０５０ 元ꎮ ２００５ 年秋季ꎬ 全部学生按中学生标准每生每学期补助

１３６０ 元最高额补助ꎬ 学生不再交任何费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由中央、 省、 市投资 ９８４ ６ 万元ꎬ 动工新建教学实验综合楼ꎬ 建筑面积

４５００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９ 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ꎮ 教学仪器、 器材、 康复设备基本齐备ꎬ 能满

足教学需要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校委会下设办公室、 德育处、 教导处、 保卫科和后勤服务组ꎮ 党支部下设

工会、 团委、 少队部、 妇委会ꎮ 学校设有耳聋培训、 义务教育班 １２ 个ꎬ 在校学生 １６０
人ꎬ 其中住校生 １０２ 人ꎮ 累计培养中小学聋哑学生 ２３２ 人ꎮ 是年ꎬ 延安市聋哑学校创建

成为陕西省示范特殊教育学校ꎮ
学校重视教师队伍建设ꎬ 加强师德教育ꎬ 提高业务水平ꎬ 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科

研活动ꎬ 有 ３ 名教师被国家残联、 教育部评为优秀教师ꎮ 学校先后被延安市教育局评为

教育系统 “创佳评差” 工作最佳单位ꎻ 被延安市勤工俭学办公室评为 “勤工俭学先进单

位”ꎻ 被延安市宝塔区文明办评为 “文明校园”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参加延安市校园舞蹈汇演荣

获特别奖ꎬ 参加陕西省首届残疾人艺术节文艺调演获一等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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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聋哑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７－１

年份

班级 (个) 毕业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在校学生数
(人)

教职工数
(人)

小
学

初
中

合
计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合
计

其中
专业
教师

１９９０ — — ８ ８ — ５ — — — — ２９

１９９１ — — — — — ５ — — — — ２９

１９９２ ７ — ９ ９ — ５１ — １９１ — ３５ ２９

１９９３ — — ４ ４ — １ — １０５ — — ２９

１９９４ — — １ １ — １ — ６５ — — ２９

１９９５ — — — — — １ — ５８ — — ２９

１９９６ — — — — — ３ — ５０ — — ２９

１９９７ — — — — — １ — ４４ — — ３１

１９９８ — — ２ ２ — ５ — ４１ — — ３１

１９９９ ７ — ２ ２ — ２１ — ９０ — ３５ ３２

２０００ ８ — ８ ８ — ２２ — ９７ — ３５ ２４

２００１ ７ ３ １７ １２ ５ ２７ ８ １１２ ２７ ３２ ３１

２００２ ７ ３ ２０ １１ ９ ２３ ６ ９８ ２６ ３２ ３１

２００３ ７ ３ １７ １０ ７ ２７ ５ ９７ ２８ ３２ ３１

２００４ ７ ３ １９ ９ １０ ２５ ７ １０２ ２７ ３５ ３４

２００５ ６ ３ ２０ １２ ８ ２６ ６ １０５ ２９ ３５ ３４

２００６ ６ ３ １６ １１ ５ １１ ９ １０３ ２８ ３５ ３４

２００７ ６ ３ ２３ １４ ９ ２１ ７ ９２ ２９ ３８ ３７

２００８ ６ ３ ２３ １３ １０ １３ ８ ９７ ２７ ３９ ３８

２００９ ６ ３ ２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１０ １０５ ２９ ４０ ３９

２０１０ ６ ３ ２３ １５ ８ ２４ ２４ １２２ ３８ ４３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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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育经费

第一节　 财政拨款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安市政府按照 “分级办学、 分级管理” 的体制ꎬ 市财政将各乡 (镇) 教

育经费直接拨付乡 (镇) 财政所ꎬ 经费由乡 (镇) 管理ꎬ 包干使用ꎮ 民办教师的民助部分

工资和乡 (镇) 教办学校公务费不足部分ꎬ 由各乡 (镇) 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解决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教育经费总支出 ７３６ ３０ 万元ꎬ 教育经费占市财政总支出的 ２１ ８％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教育经费总支出 １６２０ 万元ꎬ 占市财政总支出的 ２３ ８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教

育经费总支出 ５１６０ 万元ꎬ 占区财政总支出的 ２５ ６３％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落实中央、 省、 市、 区财政补贴公用经费 １２２ 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教育

经费总支出 １ １７ 亿元ꎬ 占区财政总支出的 ６１ ０８％ꎮ 落实中、 省、 市、 区财政补贴公用

经费ꎬ 小学生均 ４０ 元ꎬ 初中生均 ６０ 元ꎬ 每年提高 １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财政经常性收入为 ２７２５２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４ ４４％ꎻ 教育财政拨款

１５０９３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９８ １７％ꎻ 区财政新增财力 ３４３９ 万元ꎬ 其中用于教育投入 ７４７７
万元ꎬ 占新增财力的 ２１７ １２％ꎻ 区财政支出 ７２６１２ 万元ꎬ 教育经费支出 １８８６０ 万元ꎬ 占

财政支出的 ２６％ꎻ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小学 ２４１４ 元ꎬ 初中 ５３０７ 元ꎻ 小学生均公用经

费 ６０ 元ꎬ 初中生均公用经费 １７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财政经常性收入为 ３１１０６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４ １４％ꎻ 教育财政拨款

１９１５８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２６ ９３％ꎻ 区财政新增财力 ３８５４ 万元ꎬ 其中用于教育投入 ４０６５
万元ꎬ 占新增财力的 １０５ ４７％ꎻ 区财政支出 １０１８２４ 万元ꎬ 教育经费支出 ３２５０６ 万元ꎬ 占

财政支出的 ３２％ꎻ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小学 ２９４７ 元ꎬ 初中 ６２４９ 元ꎻ 小学生均公用经

费 ８５ 元ꎬ 初中生均公用经费 １８０ 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财政经常性收入为 ２９１８５ 万元ꎬ 较上年减少 ６ １８％ꎻ 教育财政拨款

２２３６１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６ ７２％ꎻ 区财政新增财力 ５５７ 万元ꎬ 其中用于教育投入 ４７５ 万

元ꎬ 占新增财力的 ８５ ３％ꎻ 区财政支出 １１０８８１ 万元ꎬ 教育经费支出 ３０１７６ 万元ꎬ 占财政

支出的 ２７％ꎻ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小学 ３７８３ 元ꎬ 初中 ３５３４ 元ꎻ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 ８６
元ꎬ 初中生均公用经费 １５６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财政经常性收入为 ３４１９０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７ １５％ꎻ 教育财政拨款

２６５０６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８ ５％ꎻ 区财政新增财力 ５００５ 万元ꎬ 其中用于教育投入 ４１４５
万元ꎬ 占新增财力的 ８２ ８％ꎻ 区财政支出 １２１６５５ 万元ꎬ 教育经费支出 ３２８９６ 万元ꎬ 占财

９１８

第二十六编　 教　 育 　



教　 育

政支出的 ２７％ꎻ 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小学 ４７７７ 元ꎬ 初中 ６５５４ 元ꎻ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

１０２ 元ꎬ 初中生均公用经费 １９６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教育经费支出统计表
　 表 ２６－８－１ 单位: 万元

年份
教育经费
总支出

教育经费占市 (区)
财政总支出 (％) 年份

教育经费
总支出

教育经费占
区财政总支出 (％)

１９９０ ７３６ ３ ２１ ８ ２００１ ４９６７ ２５ ７２

１９９１ ７２４ ４ ２１ ７１ ２００２ ６２１２ ２６ ２１

１９９２ ８３３ ６ ２０ ４０ ２００３ ７６２０ ３０ １

１９９３ １０４４ ８ ２３ ２１ ２００４ ７６１６ ３１ ９

１９９４ １３９５ ４ ２３ ７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６７２ ６１ ０８

１９９５ １６２０ ２３ ８６ ２００６ １３６１１ ６１ ３

１９９６ １６００ ２３ ９８ ２００７ １８８６０ ２６

１９９７ ２３４０ ２３ ９８ ２００８ ３２５０６ ３２

１９９８ ２６５２ ２４ １５ ２００９ ３０１７６ ２７

１９９９ ３４００ ２５ ３ ２０１０ ３２８９６ ２７

２０００ ５１６０ ２５ ６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统计表
　 表 ２６－８－２ 单位: 万元

年份
农村教育费
附加征收额

人均征收额
占上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

(％)

城市
“三税”
附加费
征收额

征收额
占城市

“三税” (％)
学杂费

社会捐资
集资总额

教育基金

１９９０ ７７ ５４ １ １１ ３２ ０ ７９ — ４１ ７３ ４１ ７３

１９９１ ８４ ５８ １ ３６ ４９ ２ １５ ６７ ７ ６２ ５６ ６２ ５６

１９９２ １５１ ６４ １ ４２ ９１ ２ ２８ ６２ ９ １５６ ００ ９１

１９９３ ２５８ １６ １ ５ ５５ ３４ ３ ９５ ８８ ４ １７５ ７ ９３

１９９４ ３５４ １６ １ ５ ８８ ９６ ３ ０７ １１０ ２４８ ３６ ７９ ００

１９９５ — ２ — — — — ９８ ２３

１９９６ — ２ — — — — —

１９９７ — ２ — — — １０５４ ２ １０９ ２

１９９８ — ２ — — — ４００ １０６ ８

１９９９ — ２ — — — —
上半年 ５６ ３
万元ꎬ 完成年
计划 ４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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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农村教育费
附加征收额

人均征收额
占上年农民
人均纯收入

(％)

城市
“三税”
附加费
征收额

征收额
占城市

“三税” (％)
学杂费

社会捐资
集资总额

教育基金

２０００ — — — — — — —

２００１ — — ５９０ — — — —

２００２ — — ６２３ — — ２１７ ６ —

２００３ — — ９７６ — — ３０５ —

２００４ — — １２２７ — — ２４０ —

２００５ — — １３７６ — — — —

２００６ — — ２１６０ — — — —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省财政下达农
村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总
额 １８７３ 万元ꎬ
其中用于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
６３０ 万元

— ２３７２ — — — —

— ２６９６ — — — —

— ２８７５ — — — —

— ３２８５ — — — —

第二节　 勤工俭学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ꎬ 增加学校造血功能ꎮ 市区和集镇学

校大办校办企业ꎬ 农村学校大兴农林果业ꎮ 全市农村学校 ５１３ 所ꎬ 建起林果基地 ４８０ 个ꎮ
总面积 １ １ 万亩ꎬ 山桃山杏 １ ０６ 万亩ꎬ 用材林 ５０００ 亩ꎮ 各校开展拾废品回收活动ꎬ 创

收 ９０ ６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年ꎬ 城市学校利用沿街房屋开墙建店ꎬ 建立临街门市、 店面、
食堂餐饮 ８６ 个ꎮ 全市校办产业和农村校园经济发展兴起ꎬ 共有校办商业点 ３６ 个ꎬ 学农

基地 ４６３ 个ꎬ 勤工俭学纯收入 ３７９ ４ 万元ꎬ 补充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教学设施配置

３７０ 万元ꎬ 为 ８６ 所学校的 ３１２ 名学生减免学杂费 ９ 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 各中小学校

勤工俭学几乎没有创收ꎮ 学校利用劳动课、 节假日组织学生到社区、 街道办清理白色垃

圾、 擦洗护栏等活动ꎬ 培养学生劳动和环保意识ꎮ ２００３ 年以后ꎬ 学校除了上好劳动课

外ꎬ 全区勤工俭学工作主要围绕培养学生劳动观点、 劳动习惯ꎬ 锻炼学生动手、 动脑及

社会实践能力目标ꎮ 组织学生参与 “擦亮延安” “保护母亲河” 等力所能及的活动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撤销勤工俭学办公室ꎮ

第三节　 学杂费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中小学执行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 市工商局、 市农业局联合制订的收

费标准ꎮ 高职中ꎬ 城镇每生每学期 ９０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 ６０ 元ꎻ 初中ꎬ 城镇每生每学

期 ３５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 ２５ 元ꎻ 小学ꎬ 城镇每生每学期 ２５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 １８ 元ꎮ
随着物价不断上涨ꎬ 部分学校因办公费、 水电费用增加ꎬ 收不敷支ꎬ 随意增加学杂费和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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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ꎬ 各校一度出现乱收费现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根据延安地区教育局、 物价局、 监察局

关于 «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紧急通知» 精神ꎬ 要求各校不准随意增设收费项目ꎬ 抬

高收费标准ꎮ 根据省物价局、 教委、 财政厅文件精神ꎬ 从新制定中小学收费标准ꎬ 增加

借读费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执行全省统一印制的 “陕西省中小学校收费登记卡”ꎬ 收取工本费

０ ６０ 元 /本ꎮ 高职中: 城镇每生每学期杂费 １４０ 元ꎬ 借读费 ２８０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杂

费 １０６ 元ꎬ 借读费 １４０ 元ꎻ 初中: 城镇每生每学期杂费 ４２ 元ꎬ 借读费 １５４ 元ꎬ 农村每生

每学期杂费 ３２ 元ꎬ 借读费 １０５ 元ꎻ 小学: 城镇每生每学期杂费 ２８ 元ꎬ 借读费 １１２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 ２１ 元ꎬ 借读费 ３５ 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区中小学增加择校费 (择校生是指不按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学区就近上

学ꎬ 跨学区就读的学生)ꎬ 调整借读费收费标准ꎮ 高职中ꎬ 城镇借读费 ４００ 元 /生期ꎬ
择校费 ２８０ 元 /生期ꎬ 农村借读费 １０６ 元 /生期ꎬ 择校费 １４０ 元 /生期ꎻ 初中ꎬ 城镇

借读费 ３５０ 元 /生期ꎬ 择校费 １５４ 元 /生期ꎬ 农村借读费 ３５０ 元 /生期ꎬ 择校费 １０５
元 /生期ꎻ 小学ꎬ 城镇借读费 ３００ 元 /生期ꎬ 择校费 １１２ 元 /生期ꎬ 农村杂费 ２１ 元 /
生期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取消择校费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依据延安市物价局、 延安市教育委员会、 延安市财政局文件精神ꎬ 结

合宝塔区实际ꎬ 经延安市政府批准ꎬ 当年秋季开学起ꎬ 适当调整区公办中小学收费标

准ꎮ 省级重点高中每生每学期学费 ８００ 元ꎬ 借读费 １０００ 元ꎮ 普通高职中: 城镇每生每学

期学费 ３５０ 元ꎬ 借读费 ６４０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收学费 １９０ 元ꎬ 借读费 ３２０ 元ꎻ 初中:
城镇每生每学期收杂费 ８０ 元ꎬ 借读费 ４００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收杂费 ５４ 元ꎬ 借读费

１６０ 元ꎻ 小学: 城镇每生每学期收杂费 ５５ 元ꎬ 借读费 ２４０ 元ꎬ 农村每生每学期学费 ３６
元ꎬ 借读费 ６４ 元ꎻ 职业高中: 文科每生每学期收学费 ７００ 元ꎬ 理科每生每学期收学费

９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依据 «陕西省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 “一费制” 收费管理办法实施意

见» 的文件精神ꎬ 宝塔区中小学实行基本杂费、 信息技术教育费、 冬季取暖费和课本

费ꎬ 由学校一次性向学生收取学杂费用 (不含课本费)ꎮ 严格按照城市初中每生每学期

收杂费 １５０ 元ꎬ 借读费 ５００ 元ꎬ 农村 １２０ 元ꎻ 城市小学每生每学期收杂费 １２０ 元ꎬ 借读

费 ３００ 元ꎬ 农村 ９５ 元ꎮ 秋季全区 ２４ 个乡镇中小学及村办初完小停止收取学杂费ꎮ 城区

中小学和城郊柳林镇、 桥沟镇的中小学继续执行 “一费制” 收费标准ꎮ ２００６ 年秋季开

始ꎬ 全区中小学 (不含高职中) 停止 “一费制” 收费ꎬ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ꎮ

第四节　 教育帮扶

一、 “两免一补”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按照省、 市有关文件精神ꎬ 凡持有宝塔区农村户籍的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 (免教科书费、 免杂费、 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ꎬ 全区向贫困初中学生免费

提供教科书 ２４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为贫困家庭学生 ２８０ 人减免学杂费 １ ３５ 万元ꎬ 社会各界资助学生 １５７ 人ꎮ

２００４ 年免费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教科书 ６０７２ 人ꎬ 价值 ３４ 万元ꎻ 对 １２９２ 名农村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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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户、 双女户子女减免杂费 ３ ６８ 万元ꎮ 动员 ３００ 名辍学生返校就读ꎬ 初中学龄人口入学

率 ９６ ８５％ꎻ 小学学龄人口入学率 ９９ ４６％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制定 «关于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 “两免一

补” 工作的意见»ꎬ 对全区 ２０ 个乡 (镇) 公办中小学 (柳林、 桥沟城市规划区内部分学

校不列其中) 落实专项资金ꎬ 秋季学期享受 “两免” 学生 ２７７１９ 人ꎬ 享受 “一补” 学生

５６３３ 人ꎮ 补助标准为: 中小学免杂费ꎬ 每生每年分别为 １８６ 元、 １５０ 元ꎻ 中小学寄宿生

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均为 ２４０ 元ꎮ 各级共投入资金 ４０５ ２０ 万元ꎬ 其中免杂费 ２２７ ９ 万

元ꎬ 免教科书费 １０９ ７０ 万元ꎬ 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６７ ６０ 万元ꎮ 全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全部纳入 “两免一补” 范围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扩大 “两免一补” 范围ꎬ 城区 １０ 所中小学纳

入 “两免一补” 范围ꎮ 落实中央、 省、 市、 区财政补贴资金 １６１３ ８０ 万元ꎬ 其中 “两
免” 学生 ６６５７１ 人ꎬ 补助资金 １３５７ 万元ꎻ 补助寄宿学生 １４２６９ 人ꎬ 补助资金 ２５６ ８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将城区公办学校学生 “两免一补” 列为全区 “十
三件” 实事之中ꎮ ６ 所中小学纳入 “两免一补” 范围ꎮ

２００８ 年春季学期起ꎬ 对全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 民办和企事业单位子弟学校学生

全部实施 “两免一补”ꎮ 享受 “两免” 学生 １３３９８８ 人次ꎬ 享受 “一补” 学生 ３３２９６ 人

次ꎮ 补助标准为: 中小学免学杂费ꎬ 每生每年分别为 ４４５ 元、 ２９５ 元ꎻ 中小学寄宿生补

助生活费ꎬ 每生每年分别为 ７５０ 元、 ５００ 元ꎮ 各级共投入资金 ３７４３ 万元ꎬ 其中免学杂费

２０１４ 万元ꎬ 免教科书费 ６６１ 万元ꎬ 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１０６８ 万元ꎮ 实现 “两免一补” 全

覆盖ꎬ 补助标准逐年提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小学补助公用经费每生每年分别为 ６１０ 元、 ３９０ 元ꎻ 中小学补助寄宿生

生活费每生每年分别为 ７５０ 元、 ５００ 元ꎮ 落实资金 ３５６３ 万元ꎬ 其中免教科书、 免杂费

２５６１ 万元ꎬ 惠及中小学生 １０８１８６ 人ꎻ 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１００２ 万元ꎬ 补助寄宿学生

３２２６１ 人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 “两免一补” 落实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６－８－３ 单位: 万元

年份
“两免”
人数
(人)

“一补”
人数
(人)

补助金额

免教科书 免杂费
补助寄宿
生生活费

合计 备注

２００２ ２４１０ — — — — — 初中贫困
生免教科书

２００３ ２８０ — — １ ３５ — １ ３５ 贫困生

２００４ ７３６４ — ３４ ３ ６８ — ３７ ６８ 贫困生

２００５ ２７７１９ ５６３３ １０９ ７ ２２７ ９ ６７ ６ ４０５ ２ —

２００６ ６６５７１ １４２６９ ２７７ ５ １０７９ ５ ２５６ ８ １６１３ ８ —

２００７ ６６２９９ １５７０１ ２９８ ９ ７７６ １ ２８４ １ １３５９ １ —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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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两免”
人数
(人)

“一补”
人数
(人)

补助金额

免教科书 免杂费
补助寄宿
生生活费

合计 备注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９８８ ３３２９６ ６６１ ２０１４ １０６８ ３７４３ —

２００９ １１９０９３ ３１７８４ ６９２ ２２４８ １００６ ３９４６ —

２０１０ １０８１８６ ３２２６１ ５８４ １９７７ １００２ ３５６３ —

二、 贫困生救助

１９９０ 年ꎬ 由团中央发起跨世纪工程———以救助贫困失学儿童重返校园ꎬ 协助政府完

成九年义务教育和 “普六” 为宗旨的希望工程ꎬ 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ꎬ 在

全国人民及海内外人士中产生巨大反响ꎮ 延安市充分利用延安的政治地位优势ꎬ 广开筹

资渠道ꎬ 积极争取希望工程项目ꎮ “希望工程” 的引进ꎬ 争取海内外有识之士资助贫困

儿童ꎬ 让失学儿童重新找到希望ꎮ
１９９４ 年年初开始ꎬ 一家 (或一人) 资助一名学生的 “１＋１” 助学活动兴起ꎮ 北京理

工大学 ２００ 个团支部与延安市 ２００ 名贫困儿童ꎬ 建立起 “１＋１” 助学关系ꎻ 深圳市委副

书记资助万花山乡 １０ 名儿童上学ꎻ 上海市一位中学校长 １ 人资助 ４ 名贫困儿童ꎻ 上海华

亭宾馆董事长赵仁荣等 ９ 人资助 ９ 名贫困儿童ꎬ 捐款 ２７００ 元ꎻ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团

委书记资助万花山乡新窑则村宋广洲ꎬ 让其辍学 ３ 年后重返校园ꎮ 到 １９９４ 年底ꎬ 全市有

１０００ 余名学生得到资助ꎬ 其中 ３６０ 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ꎬ 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ꎮ 延安

市市长冯毅资助河庄坪镇 ３ 名贫困儿童就读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ꎬ 在希望工程 “１＋１” 活动中贫困家庭接受资助的中小学生 １６００ 人ꎮ

其中ꎬ 辍学后重返校园 ３８０ 人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建立贫困学生救助基金ꎬ 建档 ３２５ 人ꎬ 其中小学 １７５ 人、 中学 １５０

人ꎮ 开展教育扶贫帮困活动ꎮ 争取社会 “１＋１” 资助人士 ３３０ 家ꎬ 资助中小学生 ７６２ 人ꎮ
免除困难家庭中小学生杂费 ６７８ 人ꎬ 其中小学生 ４５８ 人、 ２０８３９ 元ꎻ 中学生 ２２０ 人、
４４８９ 元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 成立宝塔区救助贫困生领导小组ꎬ 多渠道筹措资金ꎬ 确保家庭贫困

学生不失学、 辍学ꎮ 发放救助基金 ６４７ 万元ꎬ 救助贫困家庭中小学生 ７１８４ 人ꎮ 民政、 宣

传、 慈善协会等社会、 部门、 团体向考入大学的 ５８０ 名本科生资助学费 １１７ 万元ꎬ 对考

入高中的教育系统困难职工子女 ５２ 名资助学费 ５ ２ 万元ꎬ 实施 “１＋１” 帮困交友活动ꎻ
患病、 困难教职工 ２８０ 人次享受补助金 ６ ２ 万元ꎮ 为农村和城区中小学 (按在校生总数

的 ５％和 ３％比例) 贫困学生建档入库 ３９０４ 人ꎬ 其中进入市级救助库 １７９１ 人ꎬ 北京知青

救助库 １７９０ 人ꎬ 残疾儿童救助库 ３２３ 人ꎬ 为考入大学申请贷款贫困家庭 ７９ 人ꎬ 贷款

３３ ２ 万元ꎮ 同年ꎬ 成立宝塔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ꎬ 主要负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成立宝塔区生源地助学贷款资格审查领导小组ꎬ 制定 «宝塔区国家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实施意见»ꎬ 对考入大学的贫困学生申请贷款 １５０ 人ꎬ 经审查 ７９ 人符合条

件ꎬ 发放贷款 ３３ ２ 万元ꎮ 多渠道筹措资金 ３３８ ２３ 万元ꎬ 其中国家、 省、 市、 区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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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２８１ ９ 万元ꎬ 争取社会各界资金 ８ ３３ 万元ꎬ 学校自筹资金 ４８ 万元ꎬ 资助贫困学生

２５１１ 人 (大学生 １８０ 人、 中学生 ２２２１ 人、 小学生 １１０ 人)ꎮ 全区党政科级干部 ５９０ 人ꎬ
包扶贫困学生 ５９２ 人ꎮ 争取到延考察和旅游团体、 个人资助 ６ 所学校学生 ２３２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采取 “财政列支ꎬ 向上争取ꎬ 社会资助ꎬ 学校减免ꎬ 个人帮扶” 等办法ꎬ
资助现金、 物品价值 ２８０ ３ 万元ꎬ 资助贫困学生 ６５８３ 人ꎮ 发放助学贷款 ８７ ９ 万元ꎬ 资

助贫困大学生 ２１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资助中小学贫困家庭学生 ２３７６ 人ꎮ
三、 蛋奶工程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依据延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延安市中小学蛋奶工程实施方案的

通知» 的文件精神ꎬ 按照省、 市补贴要求ꎬ 市、 区按 ３ ∶ ７ 比例补贴ꎬ 家长 １ / ３ 的比例

实行ꎮ 财政投资 ３８３ ２ 万元 (省级 ９６ ２ 万元、 市级 ８６ １ 万元、 区级 ２００ ９ 万元)ꎬ 在全

区 ６３ 所中小学校实施 “蛋奶工程”ꎬ 惠及学生 ２２２２５ 人ꎮ
２０１０ 年秋季ꎬ 家长承担 １ / ５ꎬ 财政承担 ４ / ５ꎮ 省、 市、 区各级财政投资 ８１０ ８ 万元ꎬ

惠及 ６３ 所中小学学生 ４３２１２ 人ꎮ 其中ꎬ 高中学生 １１９５８ 人ꎬ 初中学生 １５６１０ 人ꎬ 小学学

生 １５６４４ 人ꎮ

第九章　 教育设施

第一节　 校　 舍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的 “普六” 期间ꎬ 延安市投资 ２７０６ 万元ꎬ 新建学校 ５７ 所ꎬ 新建校舍

１０４００ 平方米ꎬ 改扩建校舍 ３２０００ 平方米ꎬ 建成标准化学校 １７ 所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小学生均使

用面积 ２ ８５ 平方米ꎬ 中学生均使用面积 ６ ２１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小学生均使用面积 ２ ９７
平方米ꎬ 增加 ０ １２ 平方米ꎻ 中学生均使用面积 ５ ９５ 平方米ꎬ 减少 ０ ２６ 平方米ꎮ 总投资

４０７ １ 万元ꎬ 其中区财政拨款 ４４ １ 万元ꎬ 争取希望工程资金 １２６ ６ 万元ꎬ 社会集捐资 ７６
万元ꎬ 乡镇自筹资金 ７２ ９ 万元ꎬ 群众投工投料折价 ８７ ５ 万元ꎮ 新建小学 ２５ 所ꎬ 面积

４３００ 平方米ꎬ 扩建小学 ７ 所ꎬ 面积 １８５ 平方米ꎻ 维修小学 ６５ 所ꎬ 面积 １０８６２ 平方米ꎻ 新

建围墙 ２６１３ 平方米ꎬ 维修 ６８００ 平方米ꎻ 新建厕所 ４７ 个ꎬ 维修 ３３ 个ꎻ 新建大门 ４５ 个ꎬ
维修 ２８ 个ꎮ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的 “普九” 期间ꎬ 宝塔区投资 １１７８０ 万元ꎬ 新建小学 ７２ 所ꎬ 改扩建

中学 １７ 所ꎬ 小学 ２０４ 所ꎻ 维修中小学 ２０５ 所ꎬ 新建教学楼、 宿办楼、 实验楼 ２１２ 幢ꎬ 平

房 ７０６ 间ꎬ 砖石窑 ５６０ 孔ꎬ 总建筑面积 １５４５５４ 平方米ꎬ 维修面积 １１ ２ 万平方米ꎮ 中小

学教学楼 １８ 所ꎬ 建筑面积 １６１７９ 平方米ꎬ 新增校舍面积 ２６０３９ 平方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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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投资 ２６００ 万元ꎬ 新建中小学校 １５ 所ꎬ 改造村办初完小危房

１７６ 所、 中心小学 ２４ 所、 中学 １８ 所ꎮ 新建宝塔高级中学、 姚店中学教学综合楼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投资 ３２０ 万元整体购买非公有制经济局办公楼ꎬ 维修改造ꎬ

新增部室、 办公室 １１ 个ꎬ 扩大区二幼办学规模ꎮ 建成宝塔高级中学教学楼、 综合实验

楼、 学生公寓楼各 １ 栋ꎬ 教师住宅楼 ２ 栋ꎬ 总建筑面积 ２ ４ 万平方米ꎮ 投资 ２７０ 万元ꎬ
新建姚店中学教学楼ꎮ 三年累计投资 ２ ９ 亿元ꎬ 争取中央、 省、 市资金 ４１７５ 万元ꎬ 社会

资金 ６４７ 万元ꎮ 投入 ２４４６ 万元ꎬ 加快布点调整和资源整合ꎬ 共撤学校 ８６ 所ꎬ 新建、 扩

建教学楼、 学生公寓楼和综合楼 ２２ 栋ꎬ 新增校舍面积 ２ ３３ 万平方米ꎮ 多方筹措资金

２５６５ 万元ꎬ 维修改造校舍 ２４ ６ 万平方米ꎮ 市、 区共投资 ２５００ 万元ꎬ 扩建城区中小学 １１
所ꎬ 新增校舍面积 １ ２ 万平方米ꎬ 有效缓解城区入学难矛盾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投资 ７４３９ 万元ꎬ 新建金盆湾中学五层学生公寓楼、 元龙寺学校等 ９
所学校学生公寓楼建设ꎬ 完成冯庄中学等 １８ 所学校供暖改造ꎮ 中小学生均校舍使用面

积分别为 １０ ０４ 平方米、 ４ ９４ 平方米ꎬ 比 １９９７ 年中小学生均校舍使用面积分别增加 ４
平方米、 １ ９７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项目建设投资 １２４４ 万元ꎬ 启动新建中国石油延安希望小学ꎬ 蟠

龙中学教师周转房ꎻ 改建新建金盆湾中学、 柳林中学教学综合楼ꎮ 新建柳林中学学生公

寓楼、 冯庄小学五层教学楼ꎬ 面积 ２３０２ 平方米ꎻ 完成姚店中心小学教学楼、 区一幼迁建

工程ꎬ 秋季开学投入使用ꎻ 完成区五中综合楼、 枣园中学学生公寓楼主体工程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完成项目建设投资 ６０９７ 万元ꎬ 新建改扩建学校 ６ 所ꎬ 新增校舍面积

２０３８０ 平方米ꎬ 新增优质学位 １５００ 个ꎻ 筹措新建多媒体教室、 计算机网络教室等功能教

室 ４０ 个ꎮ 中小学生均校舍面积分别为 １５ ５７ 平方米、 ５ ２６ 平方米ꎬ 分别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５ ５３ 平方米、 ０ ３２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中小学校舍建设及在校学生统计表

　 表 ２６－９－１

年份

小学 中学

现有
校舍

总面积
(平方米)

生均面积
(平方米)

当年
新增
面积

(平方米)

现有
危房
面积

(平方米)

危房占总
面积比例

(％)

现有
校舍

总面积
(平方米)

生均面积
(平方米)

当年
新增
面积

(平方米)

现有
危房
面积

(平方米)

危房
占总面
积比例
(％)

小学
在校生
(人)

中学
在校生
(人)

１９９０ １０２４８８ ２ ８５ ３４９０ ６００６ ５ ８６ ６６２６１ ６ ２１ ２３７８ ６８５１ １０ ３４ ３５９５１ １０６７５

１９９１ １２２５８４ ３ ０６ ５９０５ ５０８８ ４ １５ ７６７３９ ６ ７６ １７５４ ８２４５ １０ ７４ ４００２７ １１３５０

１９９２ １２７１６８ ２ ８９ ４５８４ ４５２７ ３ ５６ ７９２１１ ６ ３９ ２４７２ ４１２６ ５ ２１ ４４０６１ １２３９５

１９９３ １２９９４５ ２ ７２ ２７７７ ２４３６ １ ８７ ７９２１１ ６ ６４ — ５４９５ ６ ９４ ４７８０３ １１９３８

１９９４ １３８２１３ ２ ６４ １１９７２ ７４５６ ５ ３９ ８３５０５ ６ ３４ ４６１ ５５８８ ６ ６９ ５２３１９ １３１７４

１９９５ １５０６５３ ２ ６６ １３９２４ ３７５６ ２ ４９ ８７４４６ ５ ７２ ５５８６ ２５８８ ２ ９６ ５６６２２ １５２９１

１９９６ １７８４４１ ２ ９７ １２２８４ ２５４５ １ ４３ １００２６３ ５ ９５ ７３４５ １０７８７ １０ ７６ ６０１３６ １６８４７

１９９７ １８８０６３ ２ ９７ ９６２２ ３３９２ １ ８０ １１１７２８ ６ ０４ ８２２４ ２０５８ １ ８４ ６３４０４ １８５０６

６２８



续表

年份

小学 中学

现有
校舍

总面积
(平方米)

生均面积
(平方米)

当年
新增
面积

(平方米)

现有
危房
面积

(平方米)

危房占总
面积比例

(％)

现有
校舍

总面积
(平方米)

生均面积
(平方米)

当年
新增
面积

(平方米)

现有
危房
面积

(平方米)

危房
占总面
积比例
(％)

小学
在校生
(人)

中学
在校生
(人)

１９９８ １９２５５９ ２ ９１ ５５７３ ２１８ ０ １１ １２１１３１ ５ ９９ ８２０８ １４９０ １ ２３ ６６２５３ ２０２０７

１９９９ １９３７１０ ２ ９０ ４５３５ １２０ ０ ０６ １１４７５１ ４ ４５ ５２４５ ４６４ ０ ４０ ６６８８６ ２５７７６

２０００ １９７２１６ ２ ８８ ８５３０ １４０ ０ ０７ １３９２３８ ６ ４９ ４７６０ １２７９ ０ ９２ ６８５５８ ２１４６０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８７４ ３ ０６ １０５１ １５１８ ０ ７６ １５７１８０ ５ １８ ２５７８２ ４２５８ ２ ７１ ６５３３６ ３０３４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４８３１ ３ ２８ １６５２ １６６１ ０ ８１ １８９０１４ ５ ２４ １２１１５ ３４７８ １ ８４ ６２５０１ ３６１０３

２００３ ２１５１５１ ３ ５８ １４４４ １６５８ ０ ７７ ２１９８６３ ５ ４１ ２０９４３ １７５２ ０ ８０ ６００８０ ４０６７５

２００４ ２１１６０５ ３ ７３ ５０６０ １３７５ ０ ６５ ２８１８５５ ６ ２１ ６２００ １６２７ ０ ５８ ５６６９１ ４５３６３

２００５ ２１６５１０ ４ １８ １３０２ １２２３ ０ ５６ ３１３５３１ ６ ２２ ２０１１２ ２９４２ ０ ９４ ５１７６７ ５０３９７

２００６ ２３１４１７ ４ ６５ ６３３８ ７８６ ０ ３４ ４４９３５３ ８ ５６ ２６８５７ ３１３５ ０ ７０ ４９７６２ ５２４８８

２００７ ２３０３３７ ４ ９４ ２３１３ — — ５２８６５４ １０ ０４ ３８１０ ３７３４ ０ ７１ ４６６２５ ５２６７４

２００８ ２１２５７５ ４ ７６ ２７６１０ ２４６ ０ １２ ５１９９４２ １１ ４９ ２６３８ １６５６ ０ ３２ ４４６３９ ４５２６３

２００９ ２１１１７７ ４ ８６ — ２６６５ １ ２６ ５３９８２７ １２ ６０ ２５３３ ３８６１ ０ ７２ ４３４９６ ４２８３２

２０１０ ２１４４８７ ５ ２６ ３３１０ ５０５ ０ ２４ ５９３０３７ １５ ５７ ４２７７７ ３４４１ ０ ５８ ４０７６０ ３８０８９

第二节　 教学设备

“普六” 期间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投资 ２６４ 万元ꎬ 为中小学配备文体器材

３０００ 件 (台)ꎬ 理化仪器 ５８３２ 件 (台)ꎬ 图书 ２４ 大类 ２０ 万册ꎮ 为农村小学配置教具箱

２６８ 个ꎬ 电脑 ３０２ 台ꎬ 放像机 ２２ 台ꎬ 彩电 ９０ 台ꎬ 幻灯机 ２０ 台ꎬ 收录机 ２２０ 台ꎬ 黑白电

视机 ５ 台ꎬ 电视录放机 ５ 台ꎬ 电视地面卫星接收器 ５ 套ꎻ 购置课桌凳 ６１５７ 套ꎬ 办公桌

１４２ 套ꎬ 资料柜 ６０ 个ꎬ 书架 ５５ 个ꎬ 教具箱 ９１ 个ꎮ
“普九” 期间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区投资 １１６０ 万元ꎬ 为二中、 三中等 １０ 所中小

学建成微机室ꎮ 为柳林、 冯庄、 金盆湾等 １６ 所中学建成语音室 ２０ 个ꎬ 配备微机 ４０５ 台ꎮ
新增教学仪器 ６５４００ 余件 (套)ꎻ 配备音、 体、 美器材、 教具 ２８７５０ 件 (台)ꎻ 购置理化

仪器 ７８４２ 件 (台)ꎻ 配置会议桌、 办公桌 ５８８ 套 (张)ꎮ 配置图书 ２４ 大类 ４５ 万册ꎬ 中

小学教师师均图书分别为 ２０ 册、 １５ 册ꎬ 中小学生均分别为 １５ 册、 １０ 册以上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宝塔区教育局档案室晋升为省一级档案室ꎮ

一、 教学设备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ꎬ 购置教学仪器设备体、 音、 美器材 ９４１５０ 套 (件)ꎬ 课桌凳 ３１７５
套ꎬ 捐赠图书 ６ ６ 万册ꎬ 学习用品 ３６４０ 件ꎬ 衣物 ４ ４ 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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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年ꎬ 投资 ７１７ ０９ 万元ꎬ 其中投资 ８５ ６ 万元配备体育器材 １９８６１ 件

(套)ꎻ 投资 １３ ３４ 万元配备健身器材 ２２ 套 １３２ 件ꎻ 投资 ８３ ４８ 万元配备音乐卫生器材

２２４０ 件 (套)ꎻ 投资 ７ ３８ 万元配备美术器械 １１２０ 件 (套)ꎻ 投资 ２９０ 万元配备图书

４２ ５ 万册ꎻ 投资 ９ ９ 万元配置书架 ５００ 个ꎻ 投资 ２２７ ３９ 万元购置办公桌椅 １０２５ 套、 学

生课桌凳 １１００４ 套ꎬ 维修学生课桌凳 １１３０ 套、 架子床铺 １０６８ 套、 衣物柜 １３０ 个、 后勤

设施 １６０ 件 (套)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ꎬ 为中小学购置体育器械 ７２９７ 件 (套)ꎬ 图书 ４２ 万册 (中小学生均

图书分别为 ３４ ２ 册和 ２３ ２ 册)ꎬ 其他教学设备 ３０６０ 套ꎮ 驻延中、 省、 市、 区 ２５ 个支教

单位投资 ９６ ６３ 万元ꎬ 捐赠体、 音、 美器材 ３００ 件 (套)ꎬ 电脑 ３２ 台ꎬ 图书 ６２００ 册ꎬ 后

勤服务设施 ４０ 件ꎮ
二、 网络部室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ꎬ 投资 ９０３ ５ 万元ꎬ 全区建成为师生提供教学、 科研和综合信息服务

的宽带多媒体校园网 ４ 个ꎬ 计算机教室 ２９ 个 (其中多媒体教室 ２４ 个)ꎮ 远程教育收视

点 ４ 个ꎬ 配置计算机 ７６０ 台ꎬ 多媒体计算机教室 ５ 个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投资 ２３４８ ５８ 万元ꎬ 其中投资 ４７５ １ 万元ꎬ 建成校园网 ５ 个ꎬ 远程

教育收视网点 ９ 个ꎬ 标准化实验室 ４８ 个ꎬ 多功能室 ８０ 个ꎬ 语音室 １８ 个ꎬ 计算机教室 ３０
个ꎬ 多媒体教室 ９８ 个ꎬ 配置计算机 １７３３ 台ꎬ 发放软件 １１２５ 套ꎮ 投资 １０７７ ４１ 万元ꎬ 其

中投资 ２３５ ３ 万元建成网络教室 １２ 个ꎻ 投资 １５１ ８８ 万元ꎬ 建成多功能电子教室 ４７ 个ꎻ
投资 ８６ ８３ 万元ꎬ 建成电子备课教室 ４５ 个ꎮ 投资 ４３５ ５ 万元ꎬ 实施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学

校 ２５８ 所ꎮ 其中ꎬ 模式一 (教学光盘播放点ꎬ 配备 ３４ 英寸彩色电视机ꎬ ＤＶＤ 播放机和

成套教学光盘) 学校 １１７ 所ꎻ 模式二 (卫星教学收视点ꎬ 系统设计卫星信号接收单元、
卫星信号处理单元、 卫星信号接收单元、 教学光盘播放单元) 学校 １４１ 所ꎻ 模式三 (在
模式一和模式二的设备加上 ＰＣ 或 ＮＣ 网络教室ꎬ 投影机等ꎬ 实现模式一、 模式二的全部

功能) 学校 １６ 所ꎮ 地网通学校 １５ 所ꎻ 区二中、 五中、 北小、 育才等 ６ 校建成校园网ꎻ
姚中、 柳中等校建成多媒体教室 １７０ 个ꎬ 计算机教室 ５１ 个ꎮ 有 “校校通” 学校 １４０ 所ꎮ
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 １３２ 所ꎮ 学生电脑 ２６５０ 台ꎬ 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 １８９０ 台ꎮ 开设信息技术课的

学校 ５８ 所ꎬ 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 ５１ 所ꎮ 受教育学生 ３ ８ 万人ꎬ 比 ２００３ 年增加 ３ ４ 万人ꎮ 城

区学校信息技术开课率 １００％ꎬ 农村学校信息技术开课率 ８３％ꎮ 中学演示实验完成率达

１００％ꎬ 学生分组实验开出率达 １００％ꎬ 小学演示实验开出率达 ９５％ꎬ 学生分组实验完成

率达到 ９５％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全区普及实验教学工作通过省级评估验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按照 «实验室建设实施方案» 要求ꎬ 按省颁标准足额配备实验器

材ꎮ 投入 ７７０ 万元ꎬ 建成标准化实验室 １０７ 个ꎬ 初中综合实验室 ６０ 个ꎬ 其中物理实验室

３１ 个ꎬ 化学实验室 １４ 个ꎬ 生物实验室 １３ 个ꎮ 小学自然实验室 ３３ 个ꎬ 科学探究室 ５ 个ꎬ
生化综合实验室 １１ 个ꎮ 农村初完小综合实验室 ６０ 个ꎮ 区属 ２０ 所中学达到 “一部十三

室” (团队部和图书室、 阅览室、 音乐室、 舞蹈室、 语音室、 美术室、 电教室、 体育器

材室、 实验仪器室、 心理咨询室、 物理实验室、 化学实验室、 生物实验室)ꎮ 电教设备

全部达到省颁一类标准ꎻ ３７ 所小学达到 “一部十室” (少队部和图书室、 阅览室、 音乐

室、 舞蹈室、 语音室、 美术室、 电教室、 体育器材室、 实验室、 科学探究室)ꎬ 电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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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全部达到省颁一类标准ꎬ 农村初、 完小达到省颁二类标准ꎮ 同年 ４ 月ꎬ 农村中小学远

程教育通过省级验收ꎮ ９ 月ꎬ 区电化教育中心标准化达标通过省级验收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投资 ８００ 万元ꎬ 建成宝塔区教育信息网络平台 １ 个ꎮ 新建校园网 ２１ 个ꎬ

电脑教室 ６ 个ꎬ 电子备课室 ５６ 个ꎬ 多功能教室 ７ 个ꎬ 语音室 １６ 个ꎮ ４８ 所学校实现光纤

连接ꎮ 学生电脑总数达到 ２８６５ 台ꎬ 生机比为 ２２ ∶ １ꎻ 教师电脑 ６４０ 台ꎬ 师机比为 ２６ ∶ １ꎻ
开设信息技术教育课程的学校达到 ６３ 所ꎬ 占全区 ８２ 所完全小学以上学校总数的 ８２％ꎬ
受教育的学生达到 ２ ９６ 万名ꎬ 占全区学生总数 ４１６３９ 人的 ７１ ２％ꎮ 投资 ２４４９ ５ 万元ꎬ
建成校园网 １１ 个ꎬ 多媒体计算机教室 ５２ 个ꎬ 远程教育收视点 ３５３ 个ꎬ 区财政每年列支

信息技术教育专款 １５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多渠道筹措资金 ４３７ 万元ꎬ 新建多媒体教室、 计算机网络教室等功能

部室 ４０ 个ꎮ 中小学校拥有计算机 ４８００ 台ꎬ 生机比 １１ ∶ １ꎬ 师机比 ６ ∶ １ꎬ 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ꎮ

第十章　 教育管理

第一节　 “体制” 改革

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成立 “四制” 改革招聘领导小组ꎬ 在市区一、 二、 三、 四、 五中实

施校长聘任制、 教师聘用制、 任期岗位目标责任制、 结构工资制的 “四制” 改革试点工

作ꎮ 对 ５ 名应聘者采取公开、 公正招聘ꎬ 通过公开演讲、 答辩、 民主评议、 评委打分等

程序ꎮ 综合成绩排出名次ꎬ 报 “四制” 改革招聘领导小组ꎬ 在进行廉政、 计划生育和教

师谈话等方面问卷调查、 综合评价后ꎬ “四制” 改革领导小组分别为李招荣、 马莉、 贺

志清、 王翠花、 李志明颁发聘书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在四中、 柳林中心小学实施 “四制” 改革试点工作ꎮ 按照公开招聘、 公平

竞争、 因编设岗、 纳吐自主、 民主评议的原则ꎮ 公开聘任四中校长、 柳林中心小学校

长ꎬ 并颁发聘书ꎮ 同时启动四中、 宝塔小学试行学校聘班主任、 班主任聘任科任教师的

目标责任制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按照区委、 区政府 “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 慎重决策、 稳步推进ꎬ 不推脱

回避ꎬ 不敷衍了事” 的工作要求ꎬ 基本做好实现 “两基” 后ꎬ 全面推行 “四制” 改革

的准备工作ꎮ 以推进 “四制” 改革为重点ꎬ 加快 “四制” 改革步伐ꎬ 在 “两乡镇两校”
(万花山乡、 姚店镇、 四中、 柳林小学) 三个层次的学校开展 “四制” 改革试点工作ꎮ
同时ꎬ 制定四中教职工聘任工作暂行条例ꎬ 结构工资实施方案ꎮ 制定在全区中心小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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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校实行 “四制” 改革的具体方案及办法ꎮ 在李渠中学试行公开招聘校长ꎮ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ꎬ 区教育局组织督导室人员深入试点学校ꎬ 对校长聘任制实行一年来

的整体工作进行全面检查考评ꎮ 结果表明ꎬ 聘任制的实行开创了学校工作的新局面ꎬ 激

发聘任制学校校长、 教师的热情ꎬ 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ꎬ 有利于推动教育发展ꎮ １９９９
年 “普九” 验收后ꎬ 在中心小学以上学校全面推行 “四制” 改革ꎮ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区政府召开 “四制” 改革动员大会ꎬ 全面启动中小学 “四制”
改革工作ꎮ 各乡 (镇)、 教办、 学校成立相应的机构ꎬ 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文件、 张贴公

告ꎮ 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ꎻ 聘任中心小学以上校长 ５６ 人ꎬ 原任校

长落聘 １３ 人ꎬ 占聘任校长的 ２３％ꎻ ７ 月 ２３ 日ꎬ 区政府召开中小学校 (园) 长聘任大会ꎬ
颁发聘书ꎮ ２４ 个乡镇教委同时完成本乡 (镇) 初完小校长聘任工作ꎮ 全区有 ６１３ 人竞聘

成功ꎬ 原任校长落聘 ３９ 人ꎬ 占原任校长总数的 ８ ４％ꎮ 按照先城区、 再乡镇、 后农村ꎬ
先高中、 再初中、 后小学ꎬ 先公办、 再民办的顺序ꎬ 精心组织副校长、 中层领导岗位及

教师聘任工作ꎮ 聘任工作做到不搞内外有别ꎬ 切实打破校际界线ꎬ 实行公开招聘ꎮ 全区

共有 ３７１６ 人 (含 ４４６ 名民办教师) 参加应聘ꎬ 其中在本校应聘的 ３７１６ 人ꎬ 占教职工总

数的 １００％ꎬ 参加他校应聘 ５４４ 人次ꎬ 占应聘报名人数的 １３ ８％ꎬ 共聘用教职工 ３５１４ 人ꎬ
占全区教职工总数的 ９４ ６％ꎮ 落聘 １５２ 人ꎬ 安置分流 １３３ 人 (其中保 ２２ 人ꎬ 养 ７２ 人ꎬ
用 １ 人ꎬ 学 １９ 人ꎬ 试 ６ 人ꎬ 待 １３ 人)ꎬ 最终落聘 １９ 人ꎬ 外县聘用 ３９ 人ꎮ 按照 “效率优

先、 兼顾公平” 的原则ꎬ 制定结构工资制实施方案ꎬ 建立起重实绩、 重贡献ꎬ 向优秀人

才、 关键岗位和管理骨干倾斜的机制ꎬ 体现依岗定酬、 按质取酬的自主灵活分配制度ꎮ
各学校结合本校实际ꎬ 制定科学规范、 合理可行、 操作性强的考核评估办法ꎮ 并把考核

质量作为以后续聘、 晋级、 收入分配奖惩和解聘的依据ꎮ 以此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

极性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教育体制改革深入推进ꎬ 中小学校校内结构工资制启动实施ꎮ 各校实行校

内结构工资制ꎬ 依据岗位目标责任考核结果ꎬ 将教师基本工资额的 ３０％进行再分配ꎮ 根

据校长履职情况及办学绩效考核评估结果ꎬ 解聘校长 ４９ 人ꎬ 其中学校撤并后自然解聘

２７ 人ꎬ 占原任校长总数的 １１ ３２％ꎬ 聘用教职工 ３７４２ 人ꎬ 占全区教职工总数的 ９６ ２％ꎬ
后进淘汰教师 １０６ 人ꎬ 其中分流安置 ９３ 人ꎬ 最终淘汰 １３ 人ꎬ 另保、 养教师 １３１ 人ꎬ 待

岗 ３ 人ꎬ 学习 ６ 人ꎬ 顺向流动教师 １０１ 人ꎬ 逆向流动教师 ５ 人ꎬ 拟聘区外教师 ４２ 人ꎬ 辞

退不合格代课教师 ２３０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按照 “一年一聘ꎬ 有进有出ꎬ 三年一轮ꎬ 全员重组” 的原则ꎬ 完成职工年

度聘用工作ꎮ 对考核为不称职的川中等 ３ 所学校的校长和中层领导进行招聘ꎬ 在教职工

聘用中实行末位淘汰制ꎬ 在中学、 完小、 初小三个层次实行校长末位淘汰制ꎮ 新聘校长

３ 人ꎬ 聘用教职工 ３８７３ 人ꎬ 后进淘汰教师 ２２５ 人ꎬ 占全区教职工总数的 ５ ８％ꎬ 辞退不

合格教师 ２６２ 人 (其中代课教师 １９１ 人)ꎮ 从此一个 “职位能上能下ꎬ 人员能进能出ꎬ
待遇能高能低” 的充满活力的激励竞争机制初步形成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实行校长聘任、 教职工聘用的中小学 ５２ 所ꎬ 其中完全中学 ３ 所ꎬ 职

教中心 １ 所ꎬ 直属初级中学 ５ 所ꎬ 乡镇初级中学 １１ 所ꎬ 直属小学、 幼儿园 １２ 所ꎬ 乡镇

中心小学 ２０ 所ꎮ 未参与改革的学校 ２ 所ꎮ 聘任校长 ５２ 人ꎬ 原校长落聘 １８ 人ꎬ 占原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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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总数的 ３４ １６％ꎮ 全区参与聘用的公办教职工 ３９００ 人ꎮ 通过报名、 考试、 试讲、 说

课、 考察等程序ꎬ 聘用教职工 ３６０７ 人ꎬ 占教职工总数的 ９２ ４９％ꎮ 其中ꎬ 首期聘用教职

工 ３４８７ 人ꎬ 校际之间副校长、 中层干部组织交流聘用 ２１ 人ꎬ 二次聘用教职工 ９９ 人 (原
校教职工聘用 ５２ 人ꎬ 区内校外教职工聘用 ４７ 人)ꎮ 落聘教职工 ２９３ 人 (完中 ３４ 人、 直

属初中 ５６ 人、 乡镇初中 ２０ 人、 直属小学、 幼儿园 ７８ 人、 乡镇中心小学 ２８ 人、 农村初

完小 ７７ 人)ꎮ 是年ꎬ 全区有代课教师 ６５５ 人ꎬ 其中持市证 ２１１ 人、 区证 １４１ 人、 民请

３０３ 人ꎮ 经严格考核ꎬ 考试聘用 ４０７ 人ꎬ 辞退不合格代课教师 ２４８ 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参与校长聘任的中小学为七小、 临小、 河中 ３ 所学校、 教职工聘用的

中小学 ５２ 所ꎬ 其中完全中学 ３ 所ꎬ 职教中心 １ 所ꎬ 直属初级中学 ２ 所ꎬ 乡镇初级中学 １１
所ꎬ 直属小学、 幼儿园 １２ 所ꎬ 乡镇中心小学 ２０ 所ꎮ 各乡镇教办、 中小学依据教职工年

度量化结果等ꎬ 首期续聘教职工 ３８９９ 人ꎬ 二次聘用教职工 ８９ 人ꎮ 全区新招聘大中专毕

业生 ２００ 人ꎬ 其中中学 ９７ 人、 小学 １０３ 人ꎬ 全部充实到基层学校任教ꎮ 同时ꎬ 市区抽调

２３ 人ꎬ 组成 ５ 个工作组ꎬ 历时 １ 个多月深入全区 ２０ 个乡镇ꎬ 进行摸底汇总ꎬ 联手解决

代教人员信访问题工作ꎮ 符合退养政策民办教师 ２６６ 人ꎬ 一次性补偿辞退代教人员

２０２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深化完善中小学 “四制” 改革ꎬ 认真实施人才强教战略ꎮ 年初ꎬ 面向全市

公开招聘一中、 二中和三中校长ꎮ 同时为做好新一轮 “四制” 改革ꎬ 抽调 １８ 名干部组

成 ６ 个工作组ꎬ 对 ６８ 所学校校长进行离任审计ꎻ ７ 月下旬至 ８ 月底ꎬ 全区抽调干部 ８７
人次ꎬ 组织中小学校长办学绩效考核成绩和续聘、 新聘工作ꎮ 全区乡镇中心小学以上学

校续聘校长 ３１ 名ꎬ 新聘校长 １６ 人ꎬ 聘用副校长、 中层干部 ２６５ 人ꎬ 签订三年任期目标

责任书ꎬ 颁发聘书ꎮ
２００９ 年ꎬ 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ꎬ “四制” 改革持续推进ꎮ 新聘姚店中学、 临镇

中学、 柳林小学、 松树林小学校长 ４ 人ꎮ 全区新聘副校长、 中层 ４３ 人ꎬ 农村特岗教师

１１ 人ꎮ 对 ５３ 所学校校长进行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按程序对区一中、 二中和三中校长进行续聘工作ꎮ 同时ꎬ 抽调 １６ 名干部

组成 ４ 个工作组ꎬ 对 ６８ 所学校校长进行离任审计ꎮ 暑假ꎬ 进行新一轮校长聘任工作ꎬ 全

区抽调干部 ８２ 人次ꎬ 组织中小学校长办学绩效考核和续聘、 新聘工作ꎮ 全区乡镇中心

小学以上学校续聘校长 ４６ 人ꎬ 新聘校长 ２２ 人ꎮ 聘用副校长、 中层干部 ２４８ 人ꎬ 签订三

年任期目标责任书ꎬ 颁发聘书ꎮ

第二节　 课程改革

一、 小学课程改革

(一) 小学学制

１９９０ 年ꎬ 小学继续实行教育部颁布 «全日制六年制农村小学教育规划草案»ꎬ 采用

全国通行的小学六年制ꎮ 一、 二年级每周上课 ２４ 课时ꎬ 三、 四年级每周上课 ２６ 课时ꎬ
五、 六年级分别为 ２５ ~ ２６ 课时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全市小学试行每周五天半工作制

( “５ ４４” 每周工作 ５ 天半ꎬ 每天 ８ 小时)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全市小学试行每周五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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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制 ( “５ ４０” 每周工作 ５ 天ꎬ 每天 ８ 小时)ꎮ
(二) 小学课程设置

１９９０ 年ꎬ 一、 二年级开设思想品德、 语文、 数学、 体育、 音乐、 美术 ６ 科ꎻ 三、 四

年级开设思想品德、 语文、 数学、 自然、 体育、 音乐、 美术、 劳动 ８ 科ꎻ 五、 六年级开

设思想品德、 语文、 数学、 自然、 地理、 历史、 体育、 音乐、 美术、 农业、 常识、 劳动

１２ 科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四至六年级增设社会课ꎬ 每周 １ 课时ꎮ ２０００ 年秋季ꎬ 一年级正式使用

修订后的语文、 数学教学新大纲和新教材ꎻ 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ꎬ 每周 ２ 课时ꎻ 从

四年级开始开设信息技术课ꎬ 每周 １ 课时ꎮ ２００１ 年秋季ꎬ 所有年级全部使用新大纲和新

教材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义务教育法ꎬ 学制从小学到初中实行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ꎬ 小学阶

段为 ６ 年ꎮ 并开始实施新课程改革ꎬ 语文选用江苏教育出版社教材ꎬ 数学选用人民教育

出版社教材ꎮ 同时组织领导、 教研员到西安市雁塔区国家课改实验区进行学习考察ꎮ 是

年秋季起ꎬ 全区各类 ４２４ 所小学ꎬ 三至六年级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ꎬ 将社会活动、 信息

技术、 劳动并为 １ 科ꎬ 每周 ３ 课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一至二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 语文、 数

学、 体育、 艺术、 地方与学校 ６ 科ꎬ 周课时 ２６ 节ꎻ 三至六年级开设品德与社会、 科学、
语文、 数学、 外语、 体育与健康、 艺术、 综合实践活动、 地方与学校 ９ 门课程ꎬ 周课时

３０ 节ꎮ 同时ꎬ 各校重新审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估办法ꎬ 作为考核学校的依据ꎬ 实施课题带

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小学课程设置与课时仍然按 ２００５ 年开设课程实施ꎮ
(三) 教研教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ꎬ 全市 (区) 除加强 “双常规” (常规管理、 常规教学) 外ꎬ 小学教

学普遍采用常规教学法ꎬ 紧扣 “双基”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ꎬ 突出重点、 难点ꎬ 用启

发、 引导、 精讲多练等方式改进教学ꎬ 有计划试行 “三段式” “尝试法” 等教学方法ꎬ
提高教学质量ꎮ

２００２ 年后ꎬ 全区小学实施新课程改革ꎬ 根据义务教育法ꎬ 改革过去由应试教育向素

质教育转变ꎮ 注重培养学生道德品质、 素养、 能力、 交流与合作、 运动与健康、 审美等

方面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承担国家级课题 １ 个、 省级 ９ 个、 市级 ２５ 个ꎮ 在 ９ 所小学开展

“愉快教育” 研究ꎬ 在 ２ 所小学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研究ꎬ 在 ３ 所中小学开展校本教材开

发研究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举办 “教学开放月” 活动ꎬ 东关小学、 区实验小学、 北关小学等校校本教

材的开发应用走在全市学校前列ꎬ 全区共开发校本教材 ４０ 种ꎮ 同时推进与课程改革相

配套的考试制度、 评价制度、 教材选用和评估制度四项改革ꎮ 区政府制定中小学评估体

系ꎬ 各校重新审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估办法ꎬ 涉及道德品质、 公民素养、 学生能力、 交流

与合作、 运动与健康、 审美与表现六个方面ꎮ 东关小学的学生 “成长档案”ꎬ 北关小学

的学生发展记录积分卡ꎬ 宝塔小学的 “双改成果” 等受到省、 市领导专家好评ꎮ 同时实

行项目带动、 课题引领ꎬ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ꎬ 组织全区小学开展 “愉快教育” 教改项

目ꎮ 全区承担市级课题 ２０ 个ꎬ 有 ８ 名教师被评为省级教学能手ꎬ ７２ 名教师被评为市级

教学能手ꎮ 全区评树区级学校学科带头人 ９３ 人ꎬ 骨干教师 ２４７ 人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课题研究ꎬ 新增课题 ２０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１ 个、 省级 ４ 个、 市级

５ 个、 区级 １０ 个ꎬ 年终结题 ２０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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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ꎬ 承担教改实验小学 ４ 所ꎮ 学生 ６０００ 人ꎬ 实验教师 ３００ 人ꎬ 实验课题 ３０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５ 个、 省级 １２ 个、 市级 ５ 个、 区级 ８ 个ꎮ 宝塔区被陕西省教育厅评为全省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县区ꎬ １３ 名个人荣获全省课程改革先进工作者称号ꎮ １５０ 名教师在

各类刊物发表论文 １７０ 篇ꎮ ６０ 名教师在中央、 省、 市赛教等各类活动中荣获奖励ꎮ 东关

小学等 ６ 所小学被确认为国家、 省级实验项目学校ꎬ 北关小学等 ５ 所学校被评为 “陕西

省科研兴校明星学校”ꎮ 东关小学荣获全国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ꎬ 青化砭小学被评为

全市素质教育优秀学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小学校长、 中层和教师 “三个论坛” １４ 场次ꎬ 开展评教赛教活动ꎮ

全区 ８８ 名教师荣获省、 市奖励ꎮ 举办首席教师、 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评选入围

１８０ 人ꎮ
(四) 小学校考

１９９０ 年以后ꎬ 小学考核内容分思想品德、 学业、 体育三方面ꎻ 考核方法分 “统考”
“校考” 两种ꎬ 以 “校考” 为主ꎮ “统考” 一般考主要学科ꎬ 如语文、 数学、 常识ꎬ 在

学年终进行ꎮ 由市教研室统一出题ꎬ 农村以各乡镇为单位统一考试ꎬ 统一阅卷ꎬ 记入成

绩ꎻ 城市以 “校考” 为单位组织考试ꎬ 统一阅卷ꎬ 记入成绩ꎮ “校考” 多在期中、 期末ꎬ
考试由各校自己出题本校进行ꎮ 各科成绩均以 １００ 分计算ꎮ 小学毕业考试ꎬ 由市教研室

教育局统一命题ꎬ 实行统考ꎮ 学生毕业后升入就近辖区内的初级中学就读ꎬ 一般按学区

分配ꎮ ２００４ 年以后ꎬ 小学六年级毕业ꎬ 由各校自行组织测试ꎬ 实行义务教育ꎬ 按学区就

近升入中学就读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仍由各校根据月考、 校考、 期中、 期末所占比例总评后ꎬ 按

指标推荐重点小学或升入就近中学就读ꎮ
二、 初中课程改革

(一) 初中学制

１９９０ 年ꎬ 初中学制 ３ 年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根据义务教育法ꎬ 学制从小学到初中实行九年一

贯制义务教育ꎬ 初中变过去的初一、 初二、 初三为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ꎮ
(二) 初中课程设置

１９９０ 年开设政治、 语文、 数学、 英语、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植物、 动物、 生

理卫生、 体育、 音乐、 美术、 劳动共 １５ 门课程ꎮ 周课时 ３０ ~ ３１ 节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初中

生物、 历史、 英语等科改用新编统一教材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全市中学试行每周五天半

工作制 ( “５ ４４” 每周工作 ５ 天半ꎬ 每天 ８ 小时)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 日ꎬ 试行每周五天工作

制 ( “５ ４０” 每周工作 ５ 天ꎬ 每天 ８ 小时)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动物、 植物整合为生物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增设信息技术课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各类中学初一年级全部进入课改实验阶段ꎬ 按国家课程

改革要求开设语文、 英语、 数学、 思想与品德、 物理、 化学、 历史、 地理、 生物、 音

乐、 美术、 体育与健康等 １３ 门课程ꎬ 周课时 ３４ 节ꎮ 还设置信息技术教育、 研究性学习、
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劳动与技术教育等综合实践课ꎬ 周课时 ３ 节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在 ３ 所中

小学开展校本教材开发研究ꎮ
(三) 教研教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ꎬ 中学坚持以注重 “双基”ꎬ 培养能力ꎬ 开发智力为中心开展教研工

作ꎮ 按照市 (区) 教研室修订印发 «常规教学六个主题环节的具体要求» «常规教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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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考核»ꎬ 试行 «常规教学量化系列评分标准»ꎬ 各站、 校开展 “人人上好一堂实验课活

动”ꎮ 全区中小学 ２０８０ 名教师累计上实验课 ２４３８ 节次ꎬ ８９ 名教师被评为本站、 校 “优
质课”ꎮ 各校遵照 “引进、 改造、 融化、 创新” 的精神ꎬ 加强教研教改工作ꎮ 市 (区)
教研室在二中、 柳林中学引进完善 “六课型单元教学法”ꎬ 三中尝试引进上海的 “尝试

辅导、 效果回收” 教学法及 “三读法” 语文教学法ꎮ 金盆湾中学的 “三段式” 政治教

学法ꎬ 五中的 “电影教学”ꎬ 一中的 “快乐式体育教学法”ꎬ 南关小学的 “尝试法” 教

学ꎬ 北关小学的 “电教实验” 等教研教改项目ꎮ 教研室引进 “三算实验”ꎬ 同时ꎬ 大力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ꎮ 举办优质课决赛ꎬ 三中英语教师刘曼锐、 李渠中学语文教师杨琴荣

获中学组一等奖ꎻ 北关小学语文教师刘秀芳、 南关小学数学教师曹延琴获小学组一等

奖ꎮ 市 (区) 教研室先后被评为省、 地先进集体ꎬ 姚进财、 屈强荣获地区 “先进教研

员” 称号ꎻ 蔡永丰荣获地区 “先进电教工作者” 称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组织全区初级中学开展 “创新教育” 教改项目ꎮ 全区承担国家级课题 ５

个ꎬ 省级课题 １２ 个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坚持科研先导ꎬ 课题带动ꎮ 为区教研室调配专职教研员 ８ 人ꎬ 建立区、

乡、 校三级队伍网络ꎮ 全区承担教研课题 １３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１ 个、 省级 ６ 个、 区级 ６
个ꎮ 全年出刊 «宝塔教育» ３ 期ꎬ 刊登论文、 经验介绍、 文学作品等 １００ 多篇ꎮ 举办中

小学教育论文征集评选活动ꎬ 获省教科所表彰的教学论文和案例 １８４ 篇ꎬ 获中国教育学

会表彰的论文和教学案例 １３５ 篇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开展课题研究ꎬ 新增课题 ８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２ 个、 省级 ２ 个、 市级 ２ 个、

区级 ２ 个ꎬ 全年结题 ６ 个ꎮ 年终ꎬ 全区学校承担各级各类课题 ８４ 个ꎬ 结题 ２４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承担教改实验任务学校 ５ 所ꎬ ２ 所中学学生 ４０００ 人ꎬ 实验教师 ３００ 余

人ꎮ 重点在 ５ 所初级中学开展创新教育教改项目ꎬ 承担课题 ４３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８ 个、 省

级 １５ 个、 市级 ８ 个、 区级 １２ 个ꎮ ３ 所中学被确定为国家、 省级实验项目学校ꎮ ３００ 名教

师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 ３３０ 篇ꎮ ８０ 名教师在中、 省、 市赛教等各类活动中荣获奖励ꎮ 蟠

龙中学被评为全市素质教育优秀学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中学校长、 中层和教师 “三个论坛” １４ 场次ꎬ 开展评教赛活动ꎬ 荣

获省、 市奖励教师 ８０ 人ꎮ 举办首席教师、 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评选入围 １５０ 人ꎮ
(四) 初中升学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初中一、 二年级除体育、 音乐、 美术外的全部课程ꎬ 以第二学期的

教学内容为主ꎬ 于第二学期末举行全市学年会考 (市教研室统一命题ꎬ 制卷ꎬ 分片组织

考试ꎬ 阅卷)ꎮ 会考科目以百分制命题ꎬ 评卷以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四级评定学

生学业会考成绩ꎮ 考察科目、 补考科目采用合格、 不合格两级评定成绩ꎮ
１９９３ 年起中学升学加试体育ꎬ 满分 ２４ 分ꎬ 计入考生总分ꎬ 中考前由教育局在全市

分片设点组织考试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中考体育满分改为 ４０ 分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初中升学考试改革为

“三试合一” (普通高中、 中等技术学校、 职业中学升学考试同一试题)ꎬ 普高、 职高、
普专 (含中师) 考试一次进行ꎬ 由省上统一命题ꎬ 地、 市组织评卷ꎬ 县 (市) 组织考

试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中考政治科改为开卷考试ꎬ 主要考核学生应用所学的政治理论分析、 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能力ꎮ ２００５ 年后ꎬ 中考考试科目为: 语文、 数学、 英语、 政史 (政

４３８



治、 历史合为一科)、 理化 (物理、 化学合为一科)ꎮ 各科分值为语文、 数学、 英语各

１２０ 分ꎬ 政史 １００ 分 (政治 ６０ 分ꎬ 历史 ４０ 分)ꎬ 理化 １２０ 分 (物理 ７０ 分ꎬ 化学 ５０ 分)ꎬ
总分 ５８０ 分ꎬ 政史仍为开卷考试ꎮ ２００６ 年起中考加试理、 化、 生、 实验ꎬ 满分 ３０ 分ꎮ
２０１０ 年中考体育满分增加到 ５０ 分ꎮ

三、 高中课程改革

(一) 高中学制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高中学制为 ３ 年ꎮ
(二) 高中课程设置

１９９０ 年ꎬ 开设有政治、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历史、 地理、 劳

技、 体育、 音乐、 美术等 １３ 门课程ꎮ 周课时 ３０~３１ 节ꎬ 课时 ４５ 分钟ꎮ １９９１ 年ꎬ 高中入

学生实行全省会考制ꎬ 教材一律采用新编统一教材ꎬ 物理、 化学等科教材分必修本和选

修本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全市高中试行每周 ５ 天半工作制 ( “５ ４４” 每周工作 ５ 天半ꎬ
每天 ８ 小时)ꎮ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 日ꎬ 试行每周 ５ 天工作制 ( “５ ４０” 每周工作 ５ 天ꎬ 每天 ８
小时)ꎮ 增设信息技术、 音乐、 美术ꎬ 周课时 ３４ 节ꎮ 从高二起ꎬ 分文理科教学ꎮ 文科开

设政治、 语文、 英语、 数学、 历史、 地理、 体育 ７ 门课程ꎻ 理科开设政治、 语文、 英

语、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体育 ８ 门课程ꎮ
２００６ 年秋季起ꎬ 全区高中一年级全部进入实验课改阶段ꎮ 实施项目带动ꎬ 课题引

领ꎬ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ꎬ 全区高中开展 “研究性学习” 教改项目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坚持科研先

导ꎬ 课题带动ꎮ 区四中、 区二中、 姚店中学 ３ 所完中承担教研课题 １４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１
个ꎬ 省级 ９ 个ꎬ 区级 ４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四中、 区二中承担课题 ２ 个ꎬ 国家级 １ 个ꎬ 省级

１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四中、 区二中、 姚店中学承担国家级课题 ３ 个ꎬ 省级课题 ６ 个ꎬ 市级

课题 ６ 个ꎬ 区级课题 ９ 个ꎬ 参与学生 ２０００ 人ꎬ 实验教师 ２００ 人ꎮ 有 ２００ 名教师在各类刊

物发表论文 ２２０ 篇ꎬ 荣获中央、 省、 市赛教奖励 ７０ 人ꎮ 区二中创建为省级标准化高中通

过验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校长、 中层和教师 “三个论坛” １４ 场次ꎬ 荣获省、 市奖励教师

６０ 人次ꎮ 举办首席教师、 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评选 １５０ 人入围ꎮ
(三) 升学

１９９０ 年ꎬ 高考预选ꎬ 由地区统一命题、 阅卷ꎮ 复试由国家统一命题ꎬ 县 (市) 组织

考试ꎬ 省级组织阅卷和录取ꎮ 考生分文史和理工医农两大类ꎮ 考试科目为政治、 语文、
数学、 外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历史、 地理ꎮ 考试日期为每年 ７ 月 ７、 ８、 ９ 日三天ꎮ
全市二中、 四中、 姚中累计向高等专业院校输送人才 ５００ 余人ꎬ 向中等、 中技专业学校

输送人才 １８００ 余人ꎬ 培养初中毕业生 ３ 万余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高考改为 “３＋２ 模式”ꎮ 其中ꎬ “３” 为语文、 数学、 外语 ３ 门基础学科ꎻ

“２” 为文科加试政治、 历史ꎬ 理科加试物理、 化学ꎮ ２０００ 年ꎬ 高考录生开始实行网上

录取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取消高中专录生ꎮ 高考改为 “３＋Ｘ” 模式ꎮ “３” 仍为语文、 数学、 外语 ３

门基础学科ꎻ “Ｘ” 为文科综合、 理科综合ꎮ 文科综合包括政治、 历史、 地理 ３ 科ꎻ 理科

综合包括物理、 化学、 生物 ３ 科ꎮ 各科分值为: 语文、 数学、 英语各 １５０ 分ꎬ 文、 理综

合各 ３００ 分ꎬ 总分 ７５０ 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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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年ꎬ 高考报名条件中取消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ꎬ 考试时间调整为每年 ６ 月 ７
日、 ８ 日进行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高考模式仍为 “３＋Ｘ”ꎮ 各科分值为: 语文、 数学、 英语各 １５０ 分ꎬ 文、
理综合各 ３００ 分ꎬ 总分 ７５０ 分ꎮ 同年全区参加高考本科上线 １９２１ 人ꎬ 比 ２００９ 年增加 ３４５
人ꎬ 总上线率 ８５ ２２％ꎮ 较 ２００９ 年提高 ２ ５３ 个百分点ꎬ 文史、 理工类分别保持全市第

七、 第四ꎮ 职教中心培养各类适用人才 ２１００ 人ꎬ 转移劳动力 ６００ 人ꎮ

第三节　 教育督导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教育督导室按照市政府和教育局的安排ꎬ 组织相关人员深入乡镇教

学辅导站、 直属中小学进行督导检查ꎬ 年终协助教育局抽调人员下乡镇辅导站所辖中小

学、 初、 完小抽样和直属中小学进行 “双常规” 检查ꎮ 在 “普六” 过程中ꎬ 工作重点放

在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街道办所辖中小学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工作上ꎮ
１９９６ 年初ꎬ 为实现 “普六” 达标工作ꎬ 市教育督导室牵头组织人员深入乡镇摸底调

查ꎬ 形成报告ꎬ 为市教育局和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ꎮ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ꎬ 区教育督导室按照市教育督导室和区政府的安排ꎬ 抽查评估部分乡

镇普通教育工作ꎮ 根据 «陕西省 (市县) “两个基本” 评估验收指标体系»ꎬ 制定 «宝
塔区 “两基” 达标实施方案»ꎬ 区教育督导室对全区基础教育普及程度、 师资水平、 办

学条件、 教育经费、 教育质量 “五项内容” 进行督导检查ꎮ 下发相关资料 ３０００ 余册

(份)ꎮ 在协助区政府和区教育局进行 “两基” 达标和 “普九” 工作的同时ꎬ 深入乡镇

教办基层学校及直属中小学例行半年和年终 “双常规” 检查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区教育督导室配合区教育局组织人员ꎬ 深入到 “四制” 改革试点学

校ꎬ 对校长聘任制实行三年来的整体工作进行督导评估ꎮ 召开教师会 １２７ 次ꎬ 发放民主

测评问卷 ４５７５ 张、 民主测评票 ２３４１ 张ꎮ 形成评估报告 ３ 份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ꎬ 区教育督导室主要围绕 “四制” 改革的一中、 二中、 三中、 姚店中

学、 临镇中学、 柳林中学、 松树林小学 ７ 所学校督导检查ꎮ 同时ꎬ 协助区教育局进行学

校布点调整撤并工作ꎬ 协助相关部门先后对 ６８ 所学校校长进行离任审计ꎬ 对 ５３ 所学校

校长进行年度考核和任期目标考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教育督导室配合区教育局组织人员分 ４ 个工作组对柳林小学、 松树林小

学、 区一中、 区二中、 区三中和姚店中学进行督导评估ꎬ 听课查阅教案覆盖率 ９２ ５％ꎬ
查阅作业 ２４００ 余本ꎬ 形成评估报告 ３ 份ꎬ 发出检查评估通报 ６ 份ꎮ 同时ꎬ 配合相关部门

对三年任职到期的 ６８ 所中小学校长进行离任审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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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编　 科学技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ꎬ 人们对科普知识和科技应用逐步有了

新认识ꎬ 特别是新型的实用技术被群众所接受ꎮ 宝塔区科技工作以实施 “科技兴区” 战

略为主线ꎬ 围绕创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区) 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大目标ꎬ 充分发

挥科技先导作用ꎮ 每年利用 “科技之春宣传月” “科技活动周” “科技三下乡” “知识产

权保护日” 等活动ꎬ 加大对社会和群众科技知识宣传ꎮ 通过发放科技法律法规、 农业生

产实用技术、 防震减灾、 知识产权宣传资料ꎬ 解答农民提出的疑难问题ꎬ 受益农民百万

人次ꎬ 群众科普意识普遍提高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全省科技工作

先进区” 称号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区财政投入科技 “三项费” 资金逐年提高ꎬ 每年均占财政支出的 １％

以上ꎮ 同时ꎬ 城市化进程加快ꎬ 中心街旧城改造ꎬ 城市开发向城郊区拓展ꎬ 黄蒿洼、 红

化沟、 砖瓦厂、 朗润居、 石佛沟、 虎头园等小区修建经济适用房ꎮ 电器化、 电子信息化

产品进入日常生活ꎬ 通讯手机替代了 ＢＰ 机 (传呼机)、 电脑、 网络宽带用户逐年剧增ꎮ
家用小轿车家庭逐年增加ꎮ 从城市到农村人们的衣、 食、 住、 行发生巨大变化ꎮ 城市高

楼林立ꎬ 绿树成荫ꎮ 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ꎬ ２１ 个乡镇村村通公路、 通班车、 通

电网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宝塔区被科技部授予 “通过国家进步考核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０ 年度) 县区”

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被科技部授予 “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区) ” 称号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被科技部授予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县 (区) ” 荣誉称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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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　 机　 构

一、 科技机构

宝塔区科技局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成立延安市科学技术委员会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撤销委员会ꎬ 成

立延安市科学技术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撤市设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科学技术局

改称宝塔区科学技术局ꎮ
宝塔区科技开发中心　 １９９３ 年成立延安市科技开发中心ꎬ 副科级建制ꎬ 财政全额拨

款事业单位ꎬ 编制 ３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科级)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升格为正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４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科技开发中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编制

４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宝塔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２００２ 年ꎬ 成立宝塔区生产力促进中心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

任 １ 人 (由开发中心主任、 副主任兼任)ꎮ
宝塔区防震减灾办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防震减灾办由区城乡建设局移交区科技局

(１９９４ 年成立抗震减灾办ꎬ 隶属于城建局ꎬ 配备人员 １ 人ꎬ １９９５ 年增加到 ２ 人)ꎬ 编制 ２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由科技开发中心主任、 副主任兼任)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成立宝

塔区抗震减灾应急处置指挥部ꎬ 区政府主要领导任指挥ꎬ 分管区长具体负责ꎬ 指挥部下

设办公室ꎬ 在区科技局ꎮ 区政府办主任、 区人武部部长、 区城建局局长、 区民政局局

长、 区科技局局长、 武警宝塔中队队长、 卫生、 教育等部门及乡 (镇) 长、 办事处主任

为成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编制 ２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由科技开发办主任、 副主任兼

任)ꎬ 保留使用宝塔区抗震减灾应急指挥部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以上宝塔区科技开发中心、 生产力促进中心、 防震减灾办均实行三块牌

子、 一套机构ꎬ 与科技局合署办公ꎮ
宝塔区气象局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建立延安飞机场气象观测站ꎬ 地址在延安县城东关ꎬ 隶

属于西北空军司令部西安航空站ꎮ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ꎬ 移交陕西省气象局ꎬ 改名为陕西省延安

气象站ꎮ １９５５ 年 １ 月ꎬ 改名为陕西省延安气象台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专属决定延安气

象站扩建为延安专区中心气象站ꎮ 内设气象台ꎬ 改名为延安专区气象服务台ꎬ 隶属于延

安专区领导ꎮ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ꎬ 作为陕西省气象局的派出机构ꎬ 负责延安专区气象系统的管

理工作ꎬ 改名为陕西省延安专区中心气象站ꎻ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改名为延安专区中心气象台ꎬ
隶属于延安专区农林牧业局ꎻ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改名为延安地区气象台革命委员会ꎻ １９８０ 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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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改名为延安地区气象台ꎻ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改称为延安地区气象局测报科ꎻ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ꎬ
改称延安地区气象局观测站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延安地区气象局内部机构改革ꎬ 成立三大科

室ꎬ 气象测报又划归延安地区气象台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ꎬ 延安地区气象台改名为延安市气象

台ꎮ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ꎬ 气象观测站被划分出去ꎬ 成立宝塔区气象局ꎮ 编制 １１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１ 人ꎬ 内设办公室、 综合观测室、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气

象局从延安市气象局剥离出来ꎬ 财政独立ꎬ 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职能单位ꎮ ２００７ 年改名

为延安国家气象观测一级站ꎮ ２００９ 年为延安国家基本气象站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气象局

为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１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１ 人ꎮ 内设办公室、 综合观测室、 人工影

响天气办公室ꎮ
二、 宝塔区科学技术协会

１９５９ 年ꎬ 延安市 (原延安县) 科学技术协会成立ꎮ 与科委合署办公ꎬ 编制 ９ 人ꎬ 分

管农业、 工业、 医药、 卫生、 计量标准等技术工作ꎮ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ꎬ 撤销科技局ꎬ 成立延

安市科学技术委员会ꎬ 人员并入科委ꎮ 科委、 科协合署办公ꎬ 编制 １２ 人ꎬ 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监管计量标准工作ꎮ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ꎬ 科技体制改革ꎬ 政群分开ꎬ 科委与科协分

设ꎮ 科协由延安市委领导任主席ꎬ 编制 ７ 人ꎬ 实行主席负责制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科学技

术协会由延安市委领导ꎬ 实行主席负责制ꎬ 编制 ７ 人ꎬ 内设办公室、 学会部、 普及部ꎮ
属群众团体性质ꎬ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７ 人ꎬ 合同聘用制 １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科学技

术协会改称宝塔区科学技术协会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区科协内设办公室、 学会部、 普及部ꎬ
行政编制 ９ 人ꎬ 实有 ８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区乡机构改革中ꎬ 核定事业编 ７ 人ꎬ 实有 ７ 人ꎮ
同时ꎬ 进行部分职能调整ꎬ 将承担的部分农民技术培训及职称评审职能交由区农业局承

担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宝塔区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ꎬ 大会通过 «宝塔区科协章

程»ꎬ 选举产生宝塔区科协新的领导机构ꎬ 大会决定授予张永祥、 张兴虎为科协名誉主

席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成立以区政府原副区长为组长、 １９ 个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

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ꎬ 下设办公室ꎬ 设在区科协ꎬ 负责处理日常事务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ꎬ 宝塔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在宝塔宾馆会议室召开成立大会ꎮ 大会以举手表决

的方式通过 «宝塔区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章程»ꎬ 选举产生宝塔区老科协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 常务理事等老科协领导机构组成人员ꎮ 年底ꎬ 宝塔区科学技术协会内设办公

室、 学会部、 普及部ꎮ 机关驻市场沟就业中心楼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搬迁到区委后院区总工

会三楼)ꎮ
三、 其他学会、 协会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成立枣园乡养殖业研究会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成立延安市葡萄研究会、 桃梨研

究会、 林果种研究会ꎮ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成立延安市麻洞川乡养羊协会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畜牧局成

立畜牧兽医学会ꎮ ２０００ 年 ２４ 个乡镇分别成立乡镇科协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林业局成立宝塔区

林学会ꎬ 工商局宝塔分局成立宝塔区天文爱好者协会ꎬ 农业局成立农业学会ꎬ 南泥湾钻

采公司成立企业科学技术协会ꎮ ２００７ 年宝塔区甘谷驿镇成立园艺蔬菜协会、 柳林镇成立

富翔果蔬协会、 李渠镇成立林果果业协会、 姚店镇成立果农协会、 青化砭镇中庄村成立

养殖协会ꎮ ２００８ 年成立松树林乡蔬菜协会、 甘谷驿镇园艺果树协会、 甘谷驿镇园艺养殖

协会、 宝塔区伟尚果业协会ꎮ 全区共建立科普协会 ３０ 个ꎬ 学会 ９ 个ꎻ 专业技术协会 ３６

９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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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ꎬ 其中果农协会 １２ 个ꎬ 蔬菜协会 ４ 个ꎬ 其他协会 １０ 个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各乡镇、 街道办

事处成立科普协会ꎮ 有工作人员 ８ 人ꎬ 其中主席 １ 人、 副主席 ２ 人ꎮ 所属区级学 (协)
会 ３ 个ꎬ 科普协会 １８ 个ꎬ 专业技术协会 ３４ 个 (果农协会 ２０ 个ꎬ 养猪协会 １０ 个ꎬ 蔬菜

协会 ４ 个)ꎬ 其他协会 １０ 个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各类研究会、 协会情况一览表

　 表 ２７－１－１

名　 称 成立时间

枣园乡养殖业研究会 １９９０ ６

延安市葡萄研究会
延安市桃梨研究会

延安市林果种研究会
１９９１ ５

延安市麻洞川养羊协会 １９９２ ９

区畜牧兽医学会 １９９８ ６

２４ 个乡镇科协 ２０００

宝塔区林学会
宝塔区天文爱好者协会

区农业学会
企业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０５ １２

姚店镇果农协会 ２００７ ３ (注册登记)

青化砭镇中庄村养殖协会 ２００７ ３

宝塔区果香园果业协会 ２００７ ８ ８

宝塔区甘谷驿镇园艺蔬菜协会
宝塔区柳林镇富翔果蔬协会
宝塔区李渠镇林果果业协会

２００７ １２ １６

宝塔区伟尚果业协会 ２００８ ３ １６

宝塔区松树林乡蔬菜协会 ２００８ ８ ８

甘谷驿镇园艺果树协会 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６

甘谷驿镇园艺养殖协会 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８

第二节　 科技队伍

宝塔区专业技术人才分布在区、 乡镇两级各部门和行业ꎬ 主要集中在教育、 卫生及

农业系统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全市属农、 林、 牧、 水等方面的技术推广和技术管理队伍人员 ２３８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１３９０ 人ꎬ 其中副高级以上 ６９ 人ꎬ 中级 １０８５ 人ꎬ

０４８



初级 ２３６ 人 (其中助理 ６９ 人、 员级 １６７ 人)ꎮ
１９９３ 年底ꎬ 全市有科技人员 ３８０ 名ꎬ 建立起市、 乡两级专业科技会 ３４ 个ꎬ 会员

２３０８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职称 ４８１７ 人ꎬ 其中初级职称 ２６１３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４１４
人ꎬ 高级职称 ７９０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２０４０６ 人ꎬ 高级 １０３４ 人ꎬ 中级 ６２３６ 人ꎬ 初

级 １３１３６ 人 (助理 １３０７４ 人、 员级 ６２ 人)ꎮ 其中ꎬ 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７３０ 人ꎬ 高

级 ５２４ 人ꎬ 中级 ２６８０ 人ꎬ 初级 ２５２６ 人ꎮ 建立区乡两级专业技术协会 ３４ 个ꎬ 其他协会 １０
个ꎬ 会员 ３９６０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１３９０ 人ꎬ 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

６９ 人ꎬ 中级 １０８５ 人ꎬ 初级 ２３６ 人 (助理 ６９ 人、 员级 １６７ 人)ꎮ 全属农、 林、 牧、 水等

方面的技术推广和技术管理人员 ２３８ 人ꎮ
１９９３ 年底ꎬ 全市有专业技术人员 ２７２０ 人ꎬ 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 ２６７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１８０ 人ꎬ 初级职称 １２７３ 人ꎮ 农、 林、 牧、 水等系统的技术推广和技术管理人员 ３８０ 人ꎬ
建立起市、 乡两级专业科技协会 ３４ 个ꎬ 会员 ２３０８ 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 ３４８０ 人ꎬ 其中副高级以上职称 ３６５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３９８
人ꎬ 初级职称 １７２２ 人ꎮ 农、 林、 牧、 水等系统技术推广和技术管理人员 ３８６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４８１７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以上 ７９０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５４４
人ꎬ 初级职称 ３４０６ 人ꎮ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４６ ４ 人ꎮ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

育的比例为 ９８％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０９９ 人ꎬ 其中高级以上职称 １４９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５４４

人ꎬ 初级职称 ４３０６ 人ꎮ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６ １４ 人ꎮ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

的比例为 ９８％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３５６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以上 １７５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６９４

人ꎬ 初级职称 ３４８７ 人ꎮ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４８ ５ 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

育的比例为 ９８ ５％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３４１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以上 １７７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６８９

人ꎬ 初级职称 ３４７５ 人ꎮ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４２ ５６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７２２ 人ꎬ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４３ ３９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９００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７９０ 人ꎬ 中级职称 ２０４５ 人ꎬ

初级职称 ３０６５ 人ꎮ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４６ １５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３００ 人ꎬ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为 １２１ ８ 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５００ 人ꎬ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２４ 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 ５７３０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５２４ 人ꎬ 中级职称

２６８０ 人ꎬ 初级职称 ２５２６ 人ꎮ 同时ꎬ 建立区乡两级专业技术协会 ３４ 个ꎬ 其他协会 １０ 个ꎬ
会员 ３９６０ 人ꎮ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为 １４６ １５ 人ꎮ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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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发展

第一节　 科技规划

１９９０ 年ꎬ 制定 «延安市科技发展 “八五” 规划»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制定 «延安市科技发展

“九五” 规划»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ꎬ 制定 «宝塔区科技进步奖励办法 (试行) » «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

技型企业的意见» «宝塔区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的优惠政策» «关于鼓励外省

投资的优惠政策» «关于引进资金的优惠政策» «关于引进项目的优惠政策» 等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调整成立 “宝塔区东川星火技术密集区” 建设领导小组ꎻ １０ 月 ２９ 日宝塔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宝塔区 “东川星火密集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工作计划» 和 «宝
塔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科技发展规划»ꎬ 由区政府组织实施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制定 «宝塔区科技发展 “十五” 规划» «宝塔区乡镇科技工作目标管理考

核办法 (试行) » «宝塔区科技示范村 (户) 评定办法» «乡 (镇) 食用菌目标管理办

法»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科学技术奖励试行办法» «宝塔区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科技

发展计划»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制定 «延安市宝塔区 ２００３ 年目标责任制监督考评办法» «关于乡镇产业开

发奖和单项奖实施办法»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制定 «宝塔区星火技术密集区 “十一五” 发展规划»ꎮ 同时ꎬ 制定 «宝塔

区科技标兵评定奖励办法 (试行) » «宝塔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宝塔区劳动技能课

实施意见» «宝塔区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宝塔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

案» 等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制定 «宝塔区科技发展 “十一五” 规划» «宝塔区科技扶贫发展 “十一

五” 规划» «宝塔区科技扶贫发展 “十一五” 规划实施方案» «宝塔区科学技术奖励补

充办法» «宝塔区科技进步目标责任考核管理办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制定 «宝塔区科技发展 “十二五” 规划» 等ꎮ

第二节　 科技项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落实 «延安市科技发展 “八五” 规划»ꎮ

２４８



１９９６ 年ꎬ 制定延安市科技项目计划实施管理办法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区农业局 “大垄沟耕

作技术” 列入国家级重点成果推广计划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净化材料厂 “１０００ 吨物理活

性炭生产线” 技改项目ꎬ 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ꎮ
１９９９ 年成立宝塔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ꎬ 负责全区防雹增雨工作ꎮ 全区有三门高

炮ꎬ 分别安放在姚店、 临镇、 冯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延安市政府下发 «关于加强苹果主产区防

雹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ꎬ 宝塔区投入资金发展人工影响天气建设ꎻ ２００４ 年ꎬ 区财政投

入资金 ７０ ７ 万元ꎻ ２００５ 年以后每年投入都在百万元以上ꎮ 实行现役高炮使用许可证制

度ꎬ 每年邀请省军械处、 市人影办、 区修械所、 中天火箭公司等技术员对高炮、 火箭进

行年检ꎬ 防雹工作井然有序ꎬ 无事故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ꎬ “陕北舍饲养羊示范中心” 项目列入国家级扶贫计划ꎬ “西部生态系

统评估” 项目列入国家 “８６３” 攻关项目ꎬ “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县 (区) ” 建设项

目列入省级扶贫计划ꎬ “设施农业大棚区季节水果测温仪” 列入市级攻关计划ꎬ 苹果

“高光效” 技术推广项目列入市场推广计划ꎮ 全区共组织申报和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１２ 项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组织申报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１２ 项ꎮ “苹果高效推广基地

(区) 建设” “肉牛生产基地建设” “宝塔区星火技术密集区建设” “农业科技培训工程”
等项目ꎬ 得到省市资金支持ꎮ 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分别为 ５０ 项和 ８０ 项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加快新技术、 新品种的引进推广速度ꎬ 组织人员论证编写科技计划

项目 ５ 项ꎬ 组织申报科技计划项目 １５ 项ꎮ 完成枣园、 蟠龙、 柳林三所星火示范培训学校

建设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ꎬ 省级 “陕北舍饲养羊示范中心建设” 列入省级扶贫计划ꎬ “苹果

‘２１８５’ 优果工程” “苹果 ‘高光效’ 技术推广” 列入省级推广计划ꎬ “苹果防雹网技术

推广” “养牛基地建设” “星火技术密集区建设” “无公害苹果产业化开发” “农村科技

培训” “信息网络建设” 分别列入省级、 市级科研发展、 扶贫、 星火、 农村培训、 基础

能力建设计划ꎬ 得到有效实施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组织论证ꎬ 申报省、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５ 项ꎬ 其中省级 ２ 项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申报实施省、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９ 项ꎬ 其中省级 ４ 项ꎬ 市级 ５ 项ꎬ 已列入省市计划

并得到资金支持的项目 ５ 项ꎮ 其中ꎬ 省级 “１３１１５” 科技重点工程科技产业园区建设项

目———宝塔区星火技术密集区项目被省科技厅立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实施 «宝塔区科技发展 “十二五” 规划»ꎮ 组织论证、 申报实施省、 市级

科技计划项目 １４ 项ꎬ 其中省级 ６ 项ꎬ 市级 ８ 项ꎬ 已列入省市计划并得到资金支持的项目

１０ 项ꎮ 在人工影响天气方面ꎬ 全区购置高炮、 火箭 ２８ 门 (副)ꎬ 建成高标准炮 (箭)
库 ２８ 个ꎬ 拥有 ８０ 人的防雹增雨作业队伍ꎮ

第三节　 科普基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ꎬ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ꎬ 宝塔区加强科普基地建设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区科协和松树林乡在大南沟共同开发建设一个上万株的五角枫种植基地ꎻ １９９９
年ꎬ 松树林乡养殖基地被评为延安市 “白绒山羊育种基地”ꎮ 至 ２００２ 年底ꎬ 全区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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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各级各类科技示范基地 １３８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建立各类科技示范基地 ３６６ 个ꎮ 同年ꎬ 甘谷驿镇被延安市科协评为

市级科普示范乡镇ꎬ “甘谷驿镇小张沟村养殖基地” 被评为市级科普示范基地ꎮ 是年 ３
月ꎬ 宝塔区青化砭镇万亩苹果示范基地建立ꎬ 果树总面积 １４０７０ 亩 (其中挂果树 ２６００
亩)ꎮ 宝塔区姚店镇罗沟山地苹果被市科协评为科普示范基地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建立科技示范点 １０ 个ꎬ 乡镇科技基地 ８０ 个ꎬ 确定科技示范乡镇 １０ 个ꎬ
科技示范村 ９０ 个ꎻ 建立区级科技示范户 ５８ 个ꎬ 乡镇科技带头 １４１０ 名ꎬ 培养科技致富带

头人 １００ 名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初步建成以星火技术密集区为星火产业带ꎬ 柳林镇新茂台村山地苹果

示范园、 河庄坪镇井家湾大棚菜示范园、 甘谷驿镇东村养殖示范村、 代家沟大弓棚设施

示范点、 姚店镇大棚反季节水果种植示范园、 川口乡田崂养鸡示范场和陈改琴蘑菇种植

示范基地、 贯屯乡杜家山红葱种植基地等样板带动和培育一批科技致富带头人和示范村

(户)ꎬ 成为农村科技创新服务的生力军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立科技示范点 １００ 余个ꎬ 青化砭镇中庄养殖示范基地建立ꎬ 并在区民政

局注册登记ꎬ 是宝塔区的龙头养殖示范基地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建立科技示范点 １０２ 个ꎮ ６ 月ꎬ
伟尚果业协会山地苹果示范基地成立ꎮ ７ 月ꎬ 甘谷驿镇园艺蔬菜示范基地成立ꎬ 基地服

务范围涉及 １５ 个行政村ꎬ ５７８ 户、 ５４１６ 人ꎮ 全年科技投资 １７０ 万元ꎬ 培育科技示范户

３５９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委、 区政府投资 ２０００ 万元ꎬ 在甘谷驿镇建成蔬菜科普示范基地ꎬ 规划

建造高标准日光温室 ５００ 亩ꎬ 分一期、 二期工程实施ꎮ 一期工程建 １５０ 座日光温室ꎬ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建成投产ꎬ 年前蔬菜上市ꎮ 果农协会苹果基地 １ 万多亩获得有机认证ꎬ ２ 万

多亩基地优果率达到 ８５％以上ꎮ

第四节　 科技培训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年ꎬ 延安市立足市情ꎬ 重视科学技术培训ꎬ 重点在挂果业、 种植业、 蔬

菜、 农机及教育、 卫生等行业和领域ꎬ 逐年组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ꎬ 提高广大群众的科

技意识和专业人员的科技水平ꎬ 提升主导产业的科技含量ꎬ 助推三大主导产业ꎬ 服务

“三农”ꎬ 服务社会ꎮ 市科技局聘请专家ꎬ 举办蔬菜、 烤烟、 林果、 生猪养殖等实用技术

讲座 ２８０ 场次ꎬ 培训技术人员 ６０００ 人次ꎬ 受训农民 ２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由延安市科学

技术协会、 延安市妇联、 共青团延安市委联合制定 «关于组织农村妇女、 团员、 青年参

加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技术培训的通知» 文件ꎬ 科协组织开展农民技术培训ꎻ 时任南

泥湾镇党委书记雷元富作为延安市唯一基层代表ꎬ 出席中组部和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农村党员干部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会议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ꎬ 在官庄、 临镇、 柳林、 枣园、 桥沟、 万花山等 ２４ 个乡镇举办 “绿

色证书工程” “跨世纪农民培训工程” “创树千名科技致富带头人” “星火” “三大产业”
技术服务队培训工作ꎮ 利用乡镇服务站、 科技特派员上门技术服务与培训ꎬ 深入基层ꎬ
分片带动ꎮ 发放图书资料、 赠送 ＶＣＤ 光盘、 订阅 «科技日报» 等多种形式对干部、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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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员和农民进行科技知识、 实用技术等培训ꎮ 特别是对苹果、 蔬菜、 畜牧三大主导产

业专业户和农民实用技术培训ꎬ 让农民得到实惠ꎮ 科技、 农业、 果业、 畜牧、 工业等部

门每年组织开展相关业务科技知识培训ꎬ 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法ꎬ 根据农时季节

和培训对象制定培训方案ꎮ 累计举办各类培训 ２２８ 场次ꎬ 培训果业、 蔬菜、 畜牧技术人

员 ４８００ 人次ꎬ 受训农民 ４ ８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农函大” 招生 １２８ 人ꎬ 对其中 １１６ 人进行农民技术职称评定ꎬ 涌现出田

振贵等科技致富带头人ꎻ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有政府职能部门农业局、 畜牧局、 果树局设农

业技术推广站ꎬ 蔬菜站、 植保站、 园艺站等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和农广校等农民培训学

校ꎬ 每个乡镇有 ４ 个农业技术服务站 (所)ꎬ 有区、 乡 (镇) 两级服务站和专业技术协

会以及示范户ꎮ 全区有区、 乡 (镇) 两级科技推广机构 １０８ 个ꎬ 区级机构有科技专业人

员 １４０ 人ꎬ 乡镇有科技人员ꎬ 各行政村有 １ ~ ２ 名农技员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农函大” 招生 １０２
人ꎬ 培训技术骨干 ５００ 余人ꎬ 有突出贡献的 “土专家、 土能人” 养殖能手何建荣受到陕

西省奖励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柳林、 河庄坪、 蟠龙 ３ 个乡镇中学初一年级试点开设劳动技能

课ꎬ 学生 １１４９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科技、 教育、 农业、 果业、 畜牧部门联合编写 «宝塔农业» 教材ꎬ 全区农

村中学初一年级开设劳动课ꎬ 学生 ９７１８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组织省、 市、 区专家和科技人员

新编 «农村科技致富丛书» 一套八册ꎬ 在农村中学初一年级开设劳动技术课ꎬ 学生

１０５６０ 人ꎮ 同年 ９ 月ꎬ 由区科协牵头ꎬ 聘请蔬菜专家李建中ꎬ 在临镇镇付家湾村举办蔬

菜选种、 育种、 选肥、 施肥、 选药、 打药、 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八个环节培训会ꎬ 参加

培训干部 ３００ 余人ꎮ 每年选派科级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学习ꎬ 到科研院校再教育培

训等ꎮ 举办省、 市专家上门为全区重点企业实行专利技术对接服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科技部等七部委联合举办 “科技列车陕北行” 活动ꎬ 在宝塔区枣园、 南泥

湾两乡镇图书室揭挂牌仪式及图书 ＶＣＤ 等捐赠和科技咨询、 讲座活动ꎬ 参与干部 ３００ 余

人ꎮ 区科技局与区广电局联合举办 “科技兴区” 电视栏目 １２ 期次ꎬ 举办科技讲座、 播

放实用技术影碟等 ２４ 场ꎬ 接受科技知识干部群众 ２０ 万人次ꎮ 同年 ９ 月ꎬ 邀请养牛专家

田建雄在宝塔区蟠龙镇举办养殖培训讲座ꎬ 现场指导养牛专业户 ５００ 多人ꎬ 发放讲座资

料 １０００ 余份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建区级星火示范培训学校 ３ 所 (柳林、 河庄坪、 蟠龙中学)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西农大党永华教授在宝塔区枣园镇川口村现场举办蔬菜栽培管理技术讲

座ꎬ 受益菜农 １０００ 余人ꎮ 三年来ꎬ 共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９６０ 期次ꎬ 培训农民 １１８ 万

人次ꎬ 印发资料 ３０ 余万份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科协组织ꎬ 聘请区农业局农艺师、 蔬菜专家李炜在甘谷驿镇代家沟村举

办日光大棚蔬菜、 建棚、 施肥、 浇水、 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讲座ꎬ 受益菜农 ３００ 余

人ꎮ 累计举办果业、 蔬菜、 畜牧三大主导产业技术人员培训 ６ 场次ꎬ 培训技术人员 １２００
人次ꎬ 受训农民 １ ２ 万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邀请蔬菜技术专家李炜在甘谷驿镇举办瓜菜病虫害防控技术、 大弓棚定植

后管理、 嫁接、 育苗、 软管滴灌和多膜覆盖等技术讲座ꎬ 受益菜农 １２６ 户ꎮ 同年 ４ 月ꎬ
在李渠镇举办舍饲养殖、 牛羊鸡猪育肥、 饲料加工、 畜禽疫病防治等培训ꎬ 受益养殖户

２００ 余人ꎮ 举办全区 １２０ 多名养殖大户专业培训 ３ 期ꎬ 培训 ２００ 余人ꎮ 在柳林镇对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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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妇女代表、 致富女能手、 妇女会主任 ４００ 余人进行养猪、 春季果树幼树管理、 蔬菜种

植等技术培训ꎮ 发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 等宣传资料 ６００ 余份ꎮ 同年 ６ 月ꎬ 柳林镇伟尚果业协会举办各乡镇苹果种植大户

技术培训ꎬ １８００ 余人参加ꎮ 科技致富带头人朱维尚就苹果夏季修剪、 套袋、 节水灌溉等

技术详细讲解并到苹果示范基地现场示范指导ꎮ 累计举办蔬菜、 果业、 养殖技术培训班

４６７ 期次ꎬ 培训技术人员 １ ３ 万人ꎬ 受训农民 ２０ ４２ 万人次ꎮ

第五节　 技术推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至 ９０ 年代初ꎬ 延安市大力实施农作物、 蔬菜、 果树的良种引进

及试验、 示范ꎮ 农作物推广中旦 ２ 号玉米ꎬ 延安 ６、 １１、 １５ 号小麦、 谷子 ２－４ 号、 ６ 号ꎬ
洋芋沙杂 １５ 号、 红薯农林 ４ 号等优良品种ꎮ 蔬菜良种有 １０ 类 ８５ 种ꎬ 其中根菜类、 绿叶

菜类、 甘蓝类等 ３ 大类 ４０ 种ꎮ 引进上海泰山东风－５０ 推土机 ４７ 台ꎬ 各种小型拖拉机 ２４５
台ꎬ 配套农机具 ３１２ 套 (件)ꎬ 各种农产品加工机械 １３２８ 台 (件)ꎮ 大中型拖拉机 １９４
台ꎬ 小型拖拉机 １６２５ 台ꎬ 农机具 ２８０ 台 (件)ꎬ 双行条播机 １５００ 台ꎬ “小公牛” 山地微

型犁耕机 ４ 台ꎬ ２ＢＦＭ－７ 型小麦覆盖膜穴播机 ２ 台ꎬ 玉米地膜穴播机 ６ 台ꎬ 开沟机 ２０
台ꎬ 起垄机 ４０００ 个ꎬ 山地步犁、 配套机具等ꎬ 农业机械化的推广ꎬ 农业化综合水平显著

提高ꎮ 家用洗衣机、 电冰箱、 彩色电视机、 空调、 电饭锅、 电磁炉、 微波炉普遍进入家

庭ꎮ 液化气、 天然气进入城市居民家庭ꎮ 农用机动三轮车、 拖拉机替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架子车、 毛驴车ꎮ 摩托车、 电动三轮车替代脚蹬三轮车、 自行车ꎮ 通信方面 ＢＰ 机

(传呼机)、 手机进入人们日常生活ꎮ 复印机、 打字机、 计算器、 电脑进入部门、 单位办

公、 商店等各行各业开始使用ꎮ 石油、 天然气开采利用成为全区的支柱产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开始在延安市大力推广地膜覆盖、 平衡配方施肥、 适时早播等旱作农业技术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引进开始白绒山羊改良ꎬ 此后命名为 “陕北白绒山羊” 品种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在川口、 李渠等乡镇实施黄牛人工授精 ４０５ 头ꎬ 种公牛 ７６ 头ꎬ 引进西门

塔尔牛、 红安格斯、 利木赞等多个世界著名的肉牛精液改良ꎬ 两年共改良杂交 ２ 万头ꎬ
利木赞、 西门塔尔、 红安格斯改良牛 ６２０ 头ꎬ 淘汰土种公牛、 混杂种牛 ２８０ 头ꎬ 良种

８５％以上ꎮ １９９６ 年推广应用大垄沟耕作技术成果ꎬ 科学种田面积 ４７ ６ 万亩ꎬ 占播种面

积的 ９３％ꎻ 全面实施 “２５２” 科技示范工程ꎻ 示范推广 ＬＹＪ 型多功能追肥枪、 “云大

１２０” 高效植物生产调节剂等新产品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开始引进安哥拉山羊ꎬ 先后从山东、 河南、 四川、 宝鸡等省市地区

引进小尾寒羊 ３８０ 只、 槐羊 １８０ 只、 黄羊 ２３０ 只ꎬ 极少量布尔山羊等品种ꎬ 开展肉用羊

杂交改良试验ꎮ 奶牛优良品种引进有黑白花等ꎮ １９９８ 年实施 “１２３” 科技示范工程ꎬ 推

广应用新型农用铺膜机专利成果ꎮ １９９９ 年在 ５ 个乡镇示范 “绿色植保素” 生物调节剂产

品等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在柳林、 官庄等 １１ 个乡镇示范果树专用肥产品等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宝塔区蔬

菜品种有: 黄瓜、 番茄、 辣椒、 茄子、 西葫芦、 豆角、 甘蓝、 西芹等新品种ꎮ 这些优良

品种的推广ꎬ 提高农作物的产量ꎬ 解决居民吃菜难问题ꎮ 果树优良品种有红富士、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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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大国光、 元帅系列、 嘎啦、 千秋、 美国 ８ 号等 ３０ 多个品种ꎬ 其他杂果有酥梨、 鸭

梨、 长把梨、 灌梨ꎻ 葡萄有龙眼、 玫瑰、 巨峰、 黑奥灵、 新疆白葡萄等ꎮ 杏有关中大

杏、 小黄杏、 小红杏等ꎬ 桃子有水蜜桃、 油桃、 传统秋桃ꎮ 枣有条枣、 团枣等ꎮ 桃李子

有杏李子、 小红果、 小沙果、 草莓等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ꎬ 引进推广新技术 ３１ 项ꎬ 引进开发和推广新产品 (种) １２８ 种ꎮ 其

中ꎬ 先后引进推广 “苹果四大技术”、 “多位一体” 大棚、 沼气池建造、 舍饲养羊、 畜禽

防疫、 秦川牛、 反季节水果、 白绒山羊等新技术和新品种 ２０ 余种ꎻ 原油产能建设、 瓦

楞纸板线生产、 信息网络等分别进行技术改造、 技术应用和技术示范ꎮ 抽油机、 纸箱、
乳化炸药等工业新产品不断开发ꎮ 先后建成 ３ 个 “１０” 优果工程示范园、 ３ 个 “１０” 蔬

菜示范村、 ４ 个 “１０” 草畜业示范村 (户)ꎻ 实施生态果园和优果工程ꎬ 坚持大棚菜、
弓棚菜和露地菜 “三菜” 并举ꎬ 以养牛为主ꎬ 带动养猪、 养鸡的 “三产” 开发思路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引进推广新技术 ２５ 项ꎬ 示范推广新品种开发和开发新品种 ５３
种ꎻ 苹果产业推广大改形、 强拉枝、 巧施肥、 无公害 “四大技术”ꎬ 防雹网、 幼树覆盖

膜等技术ꎬ 大力发展种草、 养畜、 建沼相配套的生态果园ꎮ 草畜产业在秦川牛引进、 优

质牧草种植、 畜种改良、 疫病防治体系建设和专业化养殖上实现新突破ꎮ 蔬菜产业引进

名优特瓜菜新品种ꎬ 推广农业适用新技术ꎬ 栽植各类蔬菜品种 ５ 类 ８０ 余个ꎬ 形成大棚、
露地、 弓棚三大菜生产体系ꎮ 工业不断应用新技术、 改装新产品ꎮ 南泥湾采油厂成功完

成 “油层大规模压裂” 等科研项目ꎬ 油产量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４ ５ 万吨提高到 ２００６ 年的

５６ ５ 万吨ꎮ 同时ꎬ 开展炸药生产、 抽油机开发、 纸箱加工生产ꎮ 在 １６ 个乡镇建设果树

防雹网 ３４５１ ６ 亩ꎬ 面积居全省第一ꎮ 建成年产 １０ 万吨果汁加工厂、 南泥湾草业集团加

工生产线ꎬ 实施净菜和小杂粮配送工程ꎬ 元龙寺红枣、 甘谷驿红薯、 万花山徐寨南瓜、
贯屯红葱等均成为区域优质农产品名牌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引进推广新技术 ２６ 项ꎬ 示范推广新品种开发和开发新品种 ５２
种ꎬ 苹果产业推广大改形、 强拉枝、 巧施肥、 无公害 “四大技术” 和防雹网、 幼树覆盖

膜等技术ꎬ 发展种草、 养畜、 建沼相配套的生态果园ꎮ 草畜产业在秦川牛引进、 名优牧

草种植、 畜种改良、 疫病防治体系建设和专业化养殖上实现新突破ꎮ 蔬菜产业积极引进

名优特瓜菜新品种ꎬ 推广适用新技术ꎬ 栽植各类蔬菜品种 ６ 类 ８０ 个ꎬ 形成大棚、 露地、
弓棚三大菜生产体系ꎮ 工业上不断应用新技术ꎬ 改装新设备ꎬ 开发新产品ꎬ 有效提高企

业的经济效益ꎮ 建筑、 卫生、 教育、 环保等领域ꎬ 不断引进应用新技术成果ꎬ 开发新产

品ꎬ 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南泥湾镇三台庄村、 甘谷驿镇小张沟村ꎬ 分别从

杨凌、 河北省引进斯格尔瘦肉型杂种猪 ３００ 头ꎬ 繁殖快ꎬ 生产性状良好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新型技术的引进、 推广ꎬ 促进宝塔区由传统农业方式向现代农业

方式的转变ꎬ 改良和发展苹果、 “三菜”、 畜牧已成为宝塔区农业经济的 “三大” 主导产

业ꎬ 原油产能成为宝塔区经济的支柱产业ꎮ 在科技示范、 推广、 项目和培训上实现新突

破ꎮ ２１ 年间先后引进推广新技术 ９０ 项ꎬ 引进、 开发新产品 (种) ３００ 余种ꎮ 组织论证、
申报实施国家、 省、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９７ 项ꎮ 其中ꎬ 国家级 ５ 项、 省级 ４２ 项、 市级 ５０
项ꎮ 在抓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ꎬ 全区申请专利每年 ７０~８０ 件ꎮ 建成科技示范园、 科技示

范场、 科技示范基地 ３６ 个ꎮ 新培育优秀民营科技企业 ４ 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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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信息交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的科技交流信息不畅ꎬ 主要以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式交流ꎮ
１９９３ 年ꎬ 成立延安市科技信息中心ꎬ 并接入省经济信息网建成全市第一家网络用户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由科技部、 商务部、 农业部等 １９ 个部委与陕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

际性农业科技盛会———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首次在延安市举办ꎬ 以后每年 １１
月初在杨凌高新区举办ꎮ 每届农高会ꎬ 市政府均成立由市长任主任、 主管副市长任副主

任ꎬ 科技、 农业、 林业、 水利、 果业、 畜牧、 农机、 财政、 广播、 宣传等部门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的组委会ꎬ 下设办公室 (农业局或科技局) 及展览展示、 招商引资、 新闻宣

传、 后勤保障工作小组ꎬ 制订参展方案ꎬ 组团参加并取得明显成效ꎮ 建筑、 卫生、 教

育、 环保等第三产业领域内不断应用新技术、 引进新技术、 引进新成果ꎬ 开发新产品也

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初ꎬ 由国家发改委、 中国贸促会、 商务部等 ７ 个部委和 ２８ 个省市主办、

陕西省政府承办的首次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洽谈会在西安举办ꎬ 此后每年 ４ 月如期举

行ꎮ 区科技局作为宝塔区组委会成员单位之一ꎬ 每年均参加ꎬ 并推介或签订科技项目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与杨凌农科城网联通ꎬ 实现农业科技信息传递与交流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区科技、 经济、 农业、 教育、 工业等部门开通国际互联网ꎬ 宽带接

入ꎬ 局域办公ꎬ 区政府设立政府网站ꎬ 区科技局设立科技信息网站ꎬ 各乡镇、 科技、 经

济等部门和单位先后编辑信息简报、 动态ꎬ 建立网点、 发展网员ꎬ 接受信息咨询人数累

计达到 １０ 余万人次ꎮ 通过有价值服务ꎬ 为工农业生产、 第三产业开发起到中介、 传递

等作用ꎮ 信息网络的开通ꎬ 建立内外交流的平台ꎬ 进一步实现科技信息内外传递与

交流ꎮ

第三章　 科普宣教

第一节　 科普活动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上街进行科普宣传 ３ 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

市举办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ꎬ 第一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主题是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ꎮ 随后ꎬ 每年都举办主题分别为 “科技就是财富” “弘扬科学精神ꎬ 架设

科技金桥”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ꎬ 让更多的科技人员在经济建设主战场施展才华” “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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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世纪ꎬ 让科学技术再铸辉煌” “让科学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等不同内容的 “科技之

春” 宣传月活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第十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主题是 “科技伴您走向美好未

来”ꎮ 同年 ３ 月 １７ 日在临镇镇举行启动仪式ꎬ 区卫生、 畜牧、 农业、 果树、 文化、 科协

等 ８ 个部门 １２０ 多名科技人员参加活动ꎬ 散发科技资料 ２ 万余份ꎬ ３０ 多名文艺工作者送

去小品歌曲等文艺节目 １２ 个ꎬ 受教育群众 １ 万人次ꎻ ３ 月 ２４ 日延安市暨宝塔区 “科技

之春” 社区科普综合示范活动在解放剧院举行ꎬ 市委副书记忽培元、 区委副书记张俊雷

出席ꎬ 有 ２３ 个单位 ２８１ 名科技工作者参加ꎬ 散发资料 ２ 万余份ꎬ 健康咨询 ２０００ 人次ꎬ
义诊 ２８００ 人次ꎬ 发放药品 １００ 多盒ꎮ 两年共组织大型科普宣传活动 １２ 次ꎬ 展板展示科

技知识成果 １０００ 块ꎬ 接受咨询 ２ 万人次ꎻ 举办科技报告和专题讲座 １０ 场ꎬ 重点对领导

干部、 科技人员和科技示范户培训ꎻ 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２２ 次ꎬ 散发科技宣传资料 ２ 万余

份ꎬ 进行技术培训 １３００ 余场次ꎬ 直接受益群众 １５ ３ 万人次ꎬ 制作科技信息墙报 ２４ 期ꎬ
发布科技信息 ３０００ 余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第十一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主题是 “科技为小康列车提

速”ꎬ 散发科技资料 ４６ 种 ８ 万余份ꎬ 发放科技光盘 １２０ 张ꎬ 义诊 ３０００ 余人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颁布实施ꎬ 科普工作有法可依ꎬ 依法开展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第十二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主题是 “讲科学生活ꎬ 建文明

社区”ꎮ 举办 “４１２” 知识产权保护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等宣传活动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 宝塔区第十三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李渠镇举

行ꎬ 农业、 林果、 水利、 卫生、 计生、 文化、 妇联、 法律等部门的 ５００ 名科技人员参加

活动ꎬ 开展科技宣传、 咨询、 培训、 科学普及、 文艺演出等重点活动 ３２ 项ꎬ 张贴悬挂

“科技之春” 宣传横幅 ４５ 条ꎬ 展出展板 ２６７ 块ꎬ 印发各类科技资料 ７６ 种共 １０ 万余份ꎬ
赠送科技图书 ５０００ 余册ꎬ 举办培训班 ５ 期ꎬ 开报告会、 研讨会 １ 场ꎬ 便民义诊 １０００ 人

次ꎬ 赠送药品药具价值 ３０００ 多元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宝塔区开展 “科技、 文化、 卫生、 法律” 四进社区、 企业、 校

区、 集镇宣传活动ꎮ 第十四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在青化砭镇启动ꎬ 各成员单位在

青化砭镇街道组成科普宣传一条街ꎬ 开展咨询、 宣讲、 演示、 展览、 分发农技科普资料

及义诊、 义演活动ꎮ 参加宣传活动的机关干部、 科技人员 １６５ 名ꎬ 涉及科技宣传、 咨

询、 培训、 科学普及、 文艺演出等重点活动 １５ 项ꎬ 张贴悬挂 “科技之春” 宣传横幅 ２２
条ꎬ 展出展板 ２３３ 块ꎬ 印发各类科技资料 ６５ 种共 ８ 万余份ꎬ 义诊 ２０００ 多人次ꎬ 免费送

药 ５ 种价值 ６２００ 元ꎬ 发放药具 ３１００ 多盒ꎬ 赠送科技图书 ５０００ 余册ꎬ 办培训班 ２５ 期ꎬ
培训人数 １ 万人次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宝塔区投入 ３ 万元科普宣传ꎬ 第十五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

动启动仪式在蟠龙镇拉开帷幕ꎬ ２３ 个部门、 单位在蟠龙镇街道组成科普宣传一条街进行

宣传ꎬ 聘请秦之声剧团到场为广大群众演出文艺节目ꎮ 参加宣传活动的机关干部、 科技

人员 １１８ 人ꎬ 开展公众活动 １５ 项ꎬ 展出展板 ８０ 块ꎬ 印发各类科技资料 ８５ 种 １１ 万余份ꎬ
散发图书画册 ５００ 册ꎬ 义诊 １００ 多人ꎬ 免费送医送药 ５ 种价值万余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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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投入 １２ 万元进行科普宣传ꎬ 第十六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中ꎬ
各部门积极开展送科技、 文化、 卫生、 法律 “四下乡” 活动ꎬ 为乡村科普活动站赠送科

普图书 ３ 万册ꎬ 举办科普培训 １５ 场次ꎬ 接受培训 ２ 万余人ꎬ 发放各种科普宣传资料 １０
万余份 (册)ꎬ 咨询服务 ５ 万多人次ꎬ 义诊、 义治、 义询 ４２０ 余人ꎬ 发放各类物资、 药

品价值 ２ 万余元ꎬ 受益群众 １０ 万余人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宝塔区第十七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临镇举行ꎬ

区卫生局、 区司法局、 区农业局等 ２１ 个部门单位在临镇街道上组成科普宣传一条街进

行宣传ꎮ 参加此次活动的机关干部、 科技人员有 １２０ 名ꎬ 组织开展 １０ 余项公众活动ꎬ 展

出展板 ６０ 块ꎬ 印发各类科技资料 ７２ 种 ８ 万余份ꎬ 义诊 １００ 多人ꎬ 免费送医送药 ４０００ 余

盒ꎮ 举办 “５１２” 防震减灾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等法律法规宣传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ꎬ 宝塔区第十八届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甘谷驿镇隆

重举行ꎮ 参加此次活动的机关干部、 科技人员 ３２０ 多人ꎬ 印发各类科技资料 ７５ 种 ９ 万余

份ꎬ 义诊 ３００ 多人次ꎬ 免费送医药 ５０００ 多盒ꎮ 并邀请大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演出科普文

艺节目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 在解放剧院广场开展 “节约能源资源ꎬ 保护生态环境ꎬ 保障安全健

康” 为内容的宣传活动ꎮ 共展出展板 ５ 块ꎬ 发放科普资料和挂图 ４５００ 份ꎬ 现场咨询 ３００
人次ꎮ ５ 月 ２７ 日ꎬ 在蟠龙镇开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宣传活动ꎬ 展出展板 ５ 块ꎬ 张贴标

语 ４ 条ꎬ 散发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蔬菜

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技术» «菠菜和大白菜生产技术» 等科普资料 ６０００ 多册ꎮ ９ 月 １６ 日ꎬ
在宝塔区东兴百汇广场开展科普日宣传活动ꎮ 市科协主席姬乃荣、 区委常委张雄德、 市

科协副主席郭兆茗等莅临现场指导ꎮ 宣传活动设宣传咨询点 ２５ 个ꎬ 免费义诊 ４３５ 人次ꎬ
自制科普宣传挂图 ２０００ 张ꎬ 共发放科普宣传和低碳环保资料 ８５ 种 ２ 万多册、 计生宣传

手册 ８００ 余份、 医药卫生药具 １６００ 余份 (盒)、 低碳生活倡议书和公开信 ６０００ 多份ꎬ
科技工作者和专家 ９０ 多人参加ꎬ 科普志愿者人数 １２０ 余人ꎬ 受益群众 ８０００ 多人次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举办 “科技之春” 宣传月活动统计表

　 表 ２７－３－１

年份 届次 主　 题 地点
受益群众

(人)

发放科技
资料
(份)

１９９２ 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南关街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２ 科技就是财富 丽融广场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３ 弘扬科学精神　 架设科技金桥 中心街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４ 回忆两个转变　 推动科技进步 南关街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５ 科学技术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基石 河庄坪镇 １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６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让更多的科技人员在经济建设主战场施展才华

解放剧院广场 １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７ 迈向新世纪　 让科学技术再铸辉煌 丽融广场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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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届次 主　 题 地点
受益群众

(人)

发放科技
资料
(份)

２０００ ８ 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大力宣传推广普及 枣园镇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９ 让科学技术走进千家万户 解放剧院广场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０ 科技伴您走向美好未来 临镇镇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１ 科技为小康列车提速 中心街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２ 讲科学生活　 建文明社区 姚店镇 ６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３ 科学发展　 科学生活 李渠镇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４ 普及科学　 和谐发展 青化砭镇 １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５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创新型宝塔区 蟠龙镇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６ 科学发展　 共建和谐 麻洞川乡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７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助推延安科学发展 临镇镇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８ 科普惠农谱新曲　 建设富裕新宝塔 甘谷驿镇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第二节　 科普教育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ꎬ 组织中小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 ８７ 场次ꎬ 参与学生 １８ ２ 万人ꎬ 科

幻绘画大赛 ７２ 次ꎬ 参与学生 １５ ３ 万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ꎬ 宝塔区科协联合延安大学化学系、 气象局和育才、 北关、 南关

各学校的辅导教师、 德育教师召开延安市青少年科普综合大会ꎬ 会后参观延安大学化学

实验室、 生物实验室以及气象局的气象大厅和室外温度测控台ꎮ 加强科普教育ꎬ 组织中

小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 科幻绘画大赛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塔区科协在第九届陕西省少年儿

童科学幻想绘画展评活动中被陕西省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评为优秀组织单位奖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９ 日ꎬ 组织各校小学生 １００ 多名代表到市气象局参观学习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区科协在全区中小学开展 “科技小制作、 小发明” 比赛活动ꎬ 参与学生

８２７５０ 人ꎮ 开展 “讲科学、 破迷信” 主题班会 ３００ 余次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 组织开展第

四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ꎮ ２００８ 年开展 ４ 项重点示范活动ꎬ 即果树栽培ꎬ 蔬菜种植ꎬ 小

发明、 小制作ꎬ 书法、 绘画创作竞赛活动ꎬ “四个一” 科普活动 (看一本科普书、 写一

篇科普日记、 出一期科普板报、 开一次 “科普知识” 为主题的班队会)、 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ꎮ ２００９ 年 ３~４ 月ꎬ 举办宝塔区中小学 “百校千人” 课件制作暨首届中小学生电

脑制作大赛活动ꎬ 学校动员学生收集天文、 生物、 电子、 物理等相关资料ꎬ 在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参赛作品有电脑绘画、 电脑动画、 电子报刊、 网页程序设计等近 １３００ 件ꎬ 品种

多、 创意新ꎬ 普及微机知识和应用软件能力ꎮ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ꎬ 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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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实践的过程体验ꎬ 又有获取知识的成就感ꎬ 学生的科技素质得到提升ꎻ 同时ꎬ 组织

青少年学生观看科普电影 «保卫地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组织开展宝塔区第七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ꎬ 全区有 ３０ 所中小学 ５０００ 多

名学生参与此项活动ꎬ 共收到各类科技创新作品 １０００ 多件ꎮ 评出优秀科技创新作品一等

奖 １８ 名、 二等奖 ２７ 名、 三等奖 ３８ 名、 优秀奖 ４５ 名ꎻ 优秀科技论文奖 ５ 名、 优秀组织

科普学校 ５ 所ꎮ 创新大赛的开展ꎬ 增强青少年对科技的探究兴趣ꎬ 推动全区青少年科普

教育的开展ꎮ

第四章　 科技成果

第一节　 经费投入

宝塔区按照国家科技政策、 科技进步考核规定和省、 市对科技工作的要求ꎬ 区财政

每年预算一定数额的科技经费ꎮ 全区科技投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科普经费ꎬ 主要

用于科普宣传和科技培训ꎬ 培养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ꎻ 二是新产品的研制ꎬ 包括试制

费、 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ꎬ “科技三项费” 即新产品试制费、 中间试验费

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ꎬ 主要用于新产品、 新技术的试制、 试验、 示范、 引进、 推广以

及重要科技研究、 攻关、 开发等方面的补助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１１ 年间ꎬ 全区用于科技方面

总投入 ４４０ 万元ꎬ 年均 ４０ 万元ꎮ 对全区农业新品种引进推广、 试验示范给予补助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累计 １２１ ５ 万元ꎬ 占区财政的实际支

出 １ ０％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累计 １７７ 万元ꎬ 占财政的实际支出 １ ２％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３０９ 万元ꎬ 科学事业费 ７１ 万元ꎬ 占区财

政决算支出比例的 １ １％ꎬ 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率 ３１ ８％ꎻ 科普宣传 １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４４９ 万元ꎬ 科学事业费 ８５ 万元ꎬ 占区财

政决算支出比例的 １ ２％ꎬ 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率 ５７ １２％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两年区财政预算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９４７ 万元ꎬ 科普经费预算每年

５ 万元ꎬ 人均 ０ １２５ 元ꎮ 获得省科技厅经费 ２１ 万元ꎮ 落实发展基金 ９０ 万元ꎮ 投放信贷

资金 ２５０ 万元ꎬ 全部用于农业产业项目、 龙头企业等方面ꎬ 其中用于科技风险贷款基金

分别为 １３０ 万元和 １２０ 万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１０３１ 万元ꎬ 其中科学技术事务管理费 ９６

万元ꎬ 技术研究与开发 ８５０ 万元ꎬ 科学技术普及 ８５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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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１０８０ 万元ꎬ 其中科学技术事业管理费

１２３ 万元ꎬ 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 ８２５ 万元ꎬ 科学与技术普及 １２７ 万元ꎬ 防震减灾经费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８３５ 万元ꎬ 其中科技事业管理费 １２８ 万

元ꎬ 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 ６９７ 万元ꎬ 科技普及宣传 １０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财政投入 “科技三项费” 资金 ９６０ 万元ꎬ 其中科技事业管理费 １２８ 万

元ꎬ 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 ８２２ 万元ꎬ 科技普及宣传 １０ 万元ꎮ

第二节　 成果申报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不设立科学技术奖ꎬ 由市科技局负责向地区科学技术奖励

委员会推荐申报延安市参评地区级以上科技成果奖项目ꎬ 由地区科技奖励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成果鉴定和评审ꎮ 从 ２００４ 年起ꎬ 根据宝塔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ꎬ 由区科技局

负责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工作ꎬ 设立特殊贡献奖和科技成果一、 二、 三等

奖ꎮ 科技成果的申报由乡镇人民政府、 区政府有关部门、 直属机构ꎬ 中央、 省驻区单

位ꎬ 省、 市、 区贡献奖获得者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单位或个人推荐ꎻ 填写统一格式的评

审申请表、 评审证书和推荐书ꎬ 提供评价材料与证明材料等ꎻ 上报区评审委员会办公

室ꎬ 由专业评审委员会根据宝塔区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办法ꎬ 评定科技成果和奖励等

级ꎬ 区科技奖励委员会根据结果ꎬ 报区人民政府审批ꎮ ２００５ 年起ꎬ 根据宝塔区科学技

术奖励补充办法ꎬ 由区科技局负责科学技术发明专利和论文奖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工

作ꎮ 凡符合条件的ꎬ 填写发明专利奖或科技论文奖申请表连同专利证书或论文证明材

料ꎬ 向业务主管部门申报ꎬ 业务主管部门把关后ꎬ 上报区科技奖励办公室 (科技局)ꎬ
由评审委员会评定ꎮ

第三节　 成果奖励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获地区级以上成果奖励项目数量不多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宝盛冶炼厂自选课题 ＪＨＣ－５００ 型双圆弧齿轮减速器生产通过延安地区级

技术鉴定ꎬ 填补延安市一项空白ꎮ 建立起延安市科技经济项目成果资料库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延

安市政府授予宝塔区 «黄土高原大垄沟耕作技术» １９９６ 年度成果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ꎻ
项目完成单位有延安宝塔区农业总公司、 宝塔区农技站、 宝塔区质检站ꎻ 项目完成人员

有周万龙、 韩耕洲、 方世新、 朱国龙等 １１ 人ꎮ «日光温室蔬菜综合栽培技术的研究与推

广» 项目被延安市政府授予市科技进步一等奖ꎻ «高效节能 ３ ５ 立方米液化气梭式窑炉

技术应用» 成果被市政府授予全市科技进步二等奖ꎻ 安哥拉羊绒的开发利用研究获延安

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ꎬ 项目完成单位有延安市畜牧工商公司、 宝塔区种畜场ꎬ 项

目完成人员有呼延文、 党恒伟、 张春燕、 张团结、 张永魏、 李志刚、 陈高亮等ꎮ 宝塔区

新华陶瓷厂引进的 “高效节能 ３ ５ 立方米液化气梭式窑炉” 技术应用项目ꎬ 通过市级成

果技术鉴定ꎬ 申报市级科技进步奖ꎬ 项目完成人员有常启泰、 高鸿、 程建民、 董国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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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ꎻ 宝塔区农技推广站农艺师朱国龙被延安市政府授予 “振华科技扶贫服务” 三等奖ꎮ
１９９９ 年 «蔬菜日光温室技术的示范与推广» 项目被陕西省政府授予省科技推广二等奖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延安市人民政府表彰 １９９９ 年度科技进步获奖项目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延安市宝塔区

生态农业示范推广» 成果被陕西省政府授予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ꎻ «农村沼气能源设

施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项目技术被延安市政府授予市科技推广二等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共引进推广新技术 １２ 项ꎬ 新产品 ５６ 种ꎬ 新设备 １５ 种ꎬ 建立科技示

范点 １００ 个ꎮ «农村沼气能源设施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项目被陕西省政府授予省科技推

广三等奖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共引进推广新技术 １４ 项ꎬ 新产品 ５８ 种ꎬ 被科技部授予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区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陕北白绒山羊培育» 项目技术被省政府授

予科学技术一等奖ꎮ 项目完成单位有市园艺站、 洛川县苹果产业管理局、 富县果业局、
宝塔区果业局、 黄陵县果业局、 宜川县果业局ꎬ 项目完成人员有刘光东、 路树国、 张雪

琴等 １３ 人ꎮ 粮饲兼用ꎬ 优质高效沈单 １０ 号玉米新品种引进与推广获市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ꎬ 项目完成单位有市农科所、 宝塔区种子公司、 榆林市种子公司、 商洛市农科所、 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玉米研究所ꎬ 项目完成人员有杜翠萍、 杜文才、 曹新义等 １１ 人ꎮ «苹果

改形技术研究示范推广» 项目技术被延安市政府授予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ꎮ 是年ꎬ 宝

塔区奖励各级各类科技人员 １００ 多名ꎬ 奖励科技推广先进乡镇 ５ 个ꎬ 奖励科技示范户 ２０
多户ꎮ 区财政拿出 ７ ３ 万元ꎬ 奖励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 １ 人ꎬ 科学技术一、 二、 三等奖

９ 个项目实施人以及 ３ 个发明专利奖和一篇优秀论文个人奖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延安百万亩优质苹果标准化管理关键技术示范与推广» 项目技术被陕西

省政府授予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二等奖ꎻ «苹果改形技术研究示范推广» 项目技术被陕

西省政府授予省科学技术三等奖ꎮ 是年 ３ 月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召开科技成果表彰

大会ꎬ 对评出的 ２００４ 年度完成科学技术项目获奖者ꎬ 区政府拿出 ７ ３ 万元ꎬ 给科学技术

特殊贡献奖 １ 人ꎬ 科学技术一、 二、 三等奖 ９ 个项目完成人以及 ３ 个发明专利奖和 １ 篇

优秀论文奖励个人进行奖励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宝塔区召开全区科技创新大会ꎬ 区财政拿出

５０ 余万元ꎬ 对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度全区科学技术成果、 专利和论文ꎬ 对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年度科

技示范村、 科技标兵、 科技先进工作者和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进行表彰奖励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延安市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对 ２００８ 年津化 ３０ 号黄瓜品种引进、 示范与推

广评定市科学技术二等奖ꎬ 项目完成单位有富县蔬菜产业管理局、 甘泉县蔬菜局、 宝塔

区蔬菜局ꎬ 项目完成人员有李建权、 罗万兴、 王延平、 张海峡、 陈晓波、 杨慧珍、 张苏

琴、 杨晓明、 李伟ꎮ ２０１０ 年通过延安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对 ２００９ 年度全市科技

成果进行评审ꎬ 延安常泰药业有限公司苄基氯化羰基化合成苯乙酸技术获一等奖ꎬ 项目

完成人员有史真、 崔迎春、 李剑利、 张斌、 尹文婷、 张金、 校大伟、 万克柔、 常学军、
刘启明等ꎮ 宝塔区被科技部命名为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 (区) ”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０ 年ꎬ 红

富士苹果、 “宝塔山” 牌山地苹果、 南泥湾蔬菜、 南泥湾小杂粮系列产品、 南泥湾酒、
苦菜茶等荣获国家银奖、 杨凌 “农高会” 后稷金像奖、 省优质产品奖ꎮ

第四节　 专利及发明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市曾获得申请专利和申请发明专利共计 ２２１ 件ꎬ 授权 ２５ 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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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年申请量 ２０ 件ꎻ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年申请量 ３０ 件ꎻ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申请量 ５１
件ꎻ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申请量 １２０ 件ꎬ 授权 １０ 件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获专利申请数为 ４ 件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数为 １ １５ 件)ꎬ 获发明专

利申请数 ２ 件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数为 ０ ５７ 件)ꎬ 获授权发明专利数 ２ 件 (１０ 万人授权

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０ ５７ 件)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全区获专利申请数为 ６ 件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数为 １ １６ 件)ꎬ 获发明专利

申请数为 ３ 件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数为 ０ ８３ 件)ꎬ 获授权发明专利数 １ 件 (１０ 万人授权

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０ ２８ 件)ꎮ 宝塔区获得省市政府科技进步奖励项目 ４ 件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获专利申请数为 ９ 件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数为 １ １ 件)ꎬ 其中获

申请发明专利数为 ２ 件ꎬ 获发明专利数为 ７ 件ꎬ 其中获授权发明专利 ２ 件 (１０ 万人授权

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０ ５６ 件)ꎮ 宝塔区获省市政府科技进步奖励项目 ５ 件ꎮ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获陕西省科技厅科技计划立项均为 ３ 项ꎬ 获科技成果转化分

别为 ５ 项和 ８ 项ꎮ 获陕西省政府科技进步奖励项目分别为 ３ 件、 ４ 件 (１０ 万人专利申请

数分别为 ８ ７２ 件和 １１ ８６ 件ꎻ １０ 万人授权发明专利申请数分别为 ７ ４３ 件和 ９ ７３ 件)ꎮ
同时ꎬ 专利申请 ８５ 件ꎬ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３２ 件ꎬ 授权专利 ７１ 件ꎬ 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２８ 件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专利申请 ９１ 件ꎬ 居全市各县 (区) 之首ꎬ 连续两年被评为

“延安市知识产权工作先进区”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专利申请量 ３５００ 件ꎬ 授权 ３２８９ 件ꎬ
位居全市各县区前列ꎮ

主要专利及发明人有:
任荣ꎬ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１ 日出生ꎬ 宝塔区人ꎬ 中共党员ꎬ 大专文化程度ꎬ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参

加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任延安市环保局宝塔分局副局长ꎬ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享受副县级待遇ꎮ

任荣在任职期间ꎬ 先后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ꎬ 分别为: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发明 «圆锥水套

锅炉»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９８２３２４３７５ꎻ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发明 «反烧置拱背抽式消烟除尘锅炉»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４２２７２ Ｘꎻ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发明 «油田钻井岩屑和油田污泥在制砖材料中

的应用»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４１００７３０４４３ꎻ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发明 «多功能消烟节能民用采暖

炉»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８７３８ ６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发明 «中型煤燃料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３０４２８５ ７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发明 «使用煤粉燃烧器的焚烧炉» 属

于实用新型专利ꎬ 专利编号为 ２０１０８４３４ ５ꎮ
尹婷ꎬ 女ꎬ 生于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籍贯黑龙江省大庆市ꎮ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任大庆市采

油工艺研究所项目组长、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ꎬ 任大庆纽斯达

采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ꎮ 她先后发明的专利有: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ꎬ 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 «大通径套管封补加固器» 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０１２０２２９１ ８ꎻ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ꎬ 发

明实用新型专利 «采油井井下洗井器» 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０２２４０２１１ Ｘꎻ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发

明实用新型专利 «单向流可洗井封隔器» 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９５６２ ３ꎻ 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 «卡瓦丢手封隔器» 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９５６３ ８ꎻ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投堵

式防砂卡封隔器»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９５６８ ０ꎻ 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外流泄压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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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卡封隔器» 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９５６４ ２ꎮ
张军ꎬ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 ６ 日出生ꎬ 宝塔区松树林乡人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参加工

作ꎬ 在松树林乡政府任职ꎮ １９８８ 年调入碾庄乡政府ꎬ 曾任副乡长、 乡党委副书记、 乡人

大主席职务ꎮ ２００２ 年调入区科协任副主席ꎬ ２００４ 年任协理员ꎮ 他在工作之余ꎬ 酷爱创

新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他拥有以下三项发明专利: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４ 日发明 «摩托车供暖系统»
属于实用新型专利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０２２３４２３０ ３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９ 日发明 «手机防盗锁»ꎬ
属于实用新型专利ꎬ 专利编号为 ＺＬ００２２６９４２ ２ꎮ

第五章　 气象观测与防震减灾

第一节　 气象观测服务

一、 气象观测

气象数据采集主要采用人工观测方式进行ꎮ 气象数据编发使用 ＰＣ－１５００ 计算机进

行计算、 编报和统计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ꎬ 开始使用微机 (ＡＨＤＭ) 进行计算、 编报和统

计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 自动气象站正式投入运行ꎬ 大部分气象数据观测实现自动化采

集和传输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建成延安沙尘暴观测站ꎬ 主要用于监测延安沙尘天气

现象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开始生态和酸雨观测ꎻ ５ 月 １５ 日ꎬ 建成自动土壤水分站ꎻ ８
月 １ 日开始自动土壤水分对比观测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延安国家基本气象站改为一

级站ꎮ
二、 人工影响天气

１９９２ 年ꎬ 延安市成立人工影响天气领导小组ꎬ 办公室设在农业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ꎬ 归

气象部门统一管理ꎬ 办公室设在气象局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成立宝塔区气象局ꎬ 并在区气象局设

立宝塔区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ꎬ 负责全区防雹增雨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有 ３ 门高炮ꎬ 分

别安放在姚店、 临镇、 冯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启动实施苹果主产区防雹体系建设ꎬ 加大投入资

金发展人影建设ꎬ 不断扩大作业规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财政投入人影建设资金 ７０ 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以后每年投入都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ꎮ 实行现役高炮使用许可证制度ꎬ 每年邀请省军

械处、 市人影办、 区修械所、 中天火箭公司等技术员对高炮、 火箭进行年检ꎬ 并对作业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购置高炮、 火箭 ２８ 门 (副)ꎬ 建成高标准炮 (箭)
库 ２８ 个ꎬ 建立拥有 ８０ 人的防雹增雨作业队伍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ꎬ 新增高炮作业点 １３ 个ꎬ
火箭固定作业点 １２ 个ꎬ 年均人工增雨防雹作业 ４３９ 点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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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防震减灾宣传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政府制定下发 «关于将地震安全性评估和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基

本建设管理程序的通知»ꎬ １１ 月制定下发 «宝塔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ꎮ ２００８ 年

“５１２” 汶川特大地震后ꎬ 根据中央、 省相关法律法规ꎬ 中共宝塔区召开区委常委会研

究建立全区防震减灾应急预案机制有关问题ꎬ 成立由区长担任总指挥的宝塔区防震减灾

应急处置指挥部ꎬ 重新修订应急预案ꎬ 正式制定下发 «宝塔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宝塔区利用 “科技之春” 宣传月、 科技活动周、 科普宣传日等ꎬ 逐年

组织各乡镇、 部门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防震减灾条例» 宣传活动ꎬ 采

取请进来、 走出去的办法加强业务干部培训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全国首个防震减灾宣传月ꎬ 区科技局减灾办在中心街、 东关、

北关人员聚集处设点ꎬ 重点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防震减灾条例» 宣传

活动ꎬ 制作展板ꎬ 编印宣传折页、 宣传册ꎬ 免费向群众发放资料 １０ 余万册 (份)ꎮ 同

时ꎬ 邀请市防震办专家在区科技局、 北关小学、 王家坪小学等学校ꎬ 举办防震减灾知识

报告会 ６ 场次ꎬ 播放宣传光碟 ４ 场次ꎬ 发放宣传单 ５０００ 余份ꎬ 培训师生 ８０００ 余人次ꎮ

第三节　 抗震设防

宝塔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地震安全性评价条例» «建设工程抗

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ꎬ 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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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程序规定ꎬ 全区城镇所有新建、 改建、 扩建的一般建设工程ꎬ 必须

按照国家强制标准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进行抗震设防ꎬ 所有建设工程的立项、 选

址ꎬ 均必须向防震部门申报建设场地、 工程性质、 规模及用途ꎬ 由防震部门进行抗震设

防审核ꎬ 未经审核的ꎬ 计划部门不得批准立项ꎬ 城建部门不得批准规划ꎬ 设计部门不得

进行设计ꎬ 施工单位不得进行施工ꎮ 防震部门依法对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抗震设

防要求实施管理、 监督和执法检查ꎮ 按照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的规定ꎬ 宝塔区建

设工程抗震设防裂度为 ６ 度ꎬ 设计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０ ０５ｇꎬ 设计特征周期为

０ ３５Ｓꎮ “５１２” 汶川特大地震后ꎬ 按照国家规定ꎬ 全区将学校、 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抗震设防等级提高一个级别ꎬ 即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提高至 ０ １０ｇ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域内未发生灾害性地震ꎬ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四川汶川发生

特大地震后ꎬ 宝塔区内普遍有明显震感ꎬ 人们只是受到惊吓ꎬ 人员、 建筑、 房屋、 牲畜

等均未受到任何损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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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城乡群众文化生活一度匮乏ꎬ 乡镇文化站、 村级文化室、 机构

人员名存实亡ꎮ 随着改革开放ꎬ 市场经济的繁荣ꎬ 群众对文化知识、 文化生活、 文化活

动的渴望日益凸显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以构建文化阵地为基础ꎬ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ꎮ 根据陕西省

文化厅、 延安市文体局的安排布置ꎬ 按照 “经济发展ꎬ 文化先行” 的工作思路ꎬ 加强文

化阵地设施建设ꎬ 丰富文化活动载体ꎬ 繁荣文艺创作ꎬ 推进公益文化活动ꎬ 规范文化市

场经营秩序ꎮ 在弘扬和创新先进文化、 挖掘和培育传统文化、 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ꎮ 同时ꎬ 加强图书开发、 阅览、 利用和 “非遗” 保护工作ꎮ 是年ꎬ «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和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颁布实施ꎮ 延安市

政府加强体育场地建设ꎬ 增加完善体育设施、 设备、 器材ꎮ 每年开展单位职工、 干部、
群众体育活动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随着国家鼓励私营经济参与文化市场经营政策放开ꎬ 文化市场

进一步繁荣ꎮ 文艺演出、 音乐茶座、 歌舞厅、 卡拉 ＯＫ、 大型电子游戏室、 桌球、 工艺

品销售、 图书报刊、 音像制品零售、 打字复印、 文化旅游产品等专营门店进入市场ꎮ 是

年ꎬ 全区建成乡镇有线电视站 ２０ 个ꎬ 小型卫星地面接转站 １３９ 个ꎮ 全区 ６３３ 个行政村实

现村村通广播电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陕西省文化先进县

(区) ” 称号ꎮ
２００３ 年以后ꎬ 城区 ＫＴＶ、 音乐茶座、 卡拉 ＯＫ、 餐饮、 酒吧、 棋牌室、 会所等多层

次、 多门类、 多功能的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形成ꎮ 从此群众文化活动有新的发展ꎬ 在创作

形式与内容方面也日趋多样ꎬ 质量不断提高ꎬ 新作连连不断ꎮ 是年ꎬ 陕西省文化厅授予

宝塔区农村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 工程达标县 (区) 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全区累计建成有线电

视台 ３３ 个ꎮ 受益 ２ １７ 万户ꎮ 同年ꎬ 陕西省文化厅授予宝塔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度农村电

影放映 ‘２１３１’ 工程先进集体” 称号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年ꎬ 全区累计新增网络有线用户 ５ ４６ 万户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被国

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全国农村电影工作” 组织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和

文化部的安排部署ꎬ 在农村实行数字化电影放映ꎬ 宝塔区被列为文化部 “农村实行数字

化电影放映” 试点县 (区) 之一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 “宝塔电视台数字电视播出改造工程”ꎬ 宝塔电视模拟信号传

输方式转换为数字、 模拟信号同时传输ꎬ 保证全区有线电视用户能看到宝塔电视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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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ꎮ 实现宝塔区 ２０ 个乡镇广播电视 “村村通” 全覆盖ꎮ 宝塔图书馆外建立 ２０ 个图书室

和流动书库、 ６１１ 个 “农家书屋” 和 ６２５ 个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ꎮ 阅览人数逐年上升ꎮ

第一章　 文　 化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ꎬ 延安市文化局改称为延安市文化文物局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ꎬ 市文化文物

局、 市体委合并为延安市文化体育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文化体育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分文化体育局ꎬ 设文化文物局ꎮ 下辖区文化馆、 图书馆、 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民

众剧团、 文化市场稽查队 ５ 个事业单位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将文化、 体育合并为文体事业

局ꎬ 内设文化体育科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区文体事业局、 区广播电视局合并ꎬ 成立区文体广播电视局ꎮ 编制

１３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３ 人ꎬ 内设政秘科、 群文科、 文化体育科、 文化市场科ꎮ 下

辖区文化馆、 图书馆、 广播电视中心、 体育中心、 文物管理所、 民众剧团、 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大队 ７ 个事业单位ꎮ 有干部职工 ３３９ 人 (其中离退休 ８７ 人)ꎬ 有专业技术职称

１１８ 人ꎬ 其中中级职称 ３８ 人、 助理 ３４ 人ꎮ

第二节　 文化单位

宝塔区文化馆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文化馆为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６ 人ꎬ 设馆长 １ 人ꎬ 副

馆长 ２ 人ꎮ 内设办公室、 文艺组、 美术摄影组、 群文组ꎬ 隶属于市文化文物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文化馆ꎬ 馆舍面积 １０７５ ９ 平方米ꎮ 隶属于区文化文物局ꎬ 在册职工 ２５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在万花山乡花园头村筹备修建万花民俗文化村ꎬ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竣工ꎮ 创办民

俗文化农家乐 ２５ 家ꎬ 集吃、 住、 游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村ꎬ 为当地群众开辟致富之路ꎬ
也成为万花山旅游景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 区文化馆多方筹措资金ꎬ 在原址上修建文化综合楼ꎬ 建筑面积

４３６９ １２ 平方米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竣工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动工续建文化馆活动室ꎬ ２００５ 年竣

工ꎻ 建筑面积 １８０７ ４２ 平方米ꎬ 集办公、 会议、 展览、 培训为一体的多功能活动场所ꎻ
投资 ７ 万元ꎬ 配备钢琴 １ 架、 数码相机 １ 台、 电脑 ３ 台、 打字复印机 １ 套、 传真机 １ 部、
办公桌椅 ２０ 套ꎮ 同时ꎬ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剪纸、 美术、 书法、 声乐等专业人才 ６ 人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区财政投资 １４８ 万元ꎬ 对文化馆展室进行设计改造、 装潢ꎬ 建成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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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ꎬ 收藏展出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 ２０００ 余件ꎮ 收集、 整

理各类民间艺人档案 ３６０ 人ꎬ 整理民间文学类资料ꎬ 其中民间故事、 民间传说、 神话、
民谣等正在整理归类中ꎮ 申报 “陕北窑洞” “陕北油糕” “陕北酒文化” “丁庄腰鼓”
“木雕” “寿棺” “纳布鞋”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７ 个ꎮ 同时与延安财经学院成立

子学民俗社ꎬ 会员 １６２ 人ꎬ 对推动 “非遗” 保护工作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文化馆设馆长 １ 人、 副馆长 ２ 人ꎮ 在册职工 ２５ 人ꎬ 其中高级职称 ２ 人、

中级 ９ 人、 初级 ８ 人ꎬ 大专 ２１ 人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２００９ 年ꎬ 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ꎬ 与区文化馆为

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ꎮ 设主任 １ 人 (由文化馆长兼任)ꎬ 工作人员 ７ 人ꎮ 建立文本档案、
电子照片、 音像和实物档案 １６ 个门类、 １２１ 个种类ꎮ 造册登记艺术人才 ７５０ 人ꎮ 为迎接

国家、 省、 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检查验收ꎬ ３ 月投资 ２ 万元装修 “非遗” 展

室ꎬ 布置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展ꎬ 展出作品 ３０００ 余件 (幅)ꎮ ４ 月通过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检查验收ꎬ ５ 月通过省级专家验收ꎮ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 省政协委员、 专家代表一行及市、
区领导在区 “非遗” 展馆调研ꎮ 座谈会上ꎬ 专家、 领导对宝塔区重视保护 “非遗” 工作

给予肯定ꎮ
同年ꎬ 成功申报国家级的保护名录 ２ 项 (陕北窑洞建筑技艺、 花木兰的传说故事)ꎮ

整理出申报国家级的宝塔剪纸、 陕北婚俗、 席编技艺、 陕北技艺、 陕北丧俗、 青化寺庙

会、 清凉山庙会、 棺材雕刻艺术 ８ 个名录文本ꎬ 完成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ꎻ 省级保护名

录 ２ 项 (陕北窑洞建筑技艺、 花木兰的传说故事)ꎻ 市级保护名录 ２ 项ꎻ 区级保护名录

４５ 项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非遗” 中心利用文化遗产日举办文艺演出、 图片展览、 资料宣传等

多种宣传活动ꎮ 同时ꎬ 公布宝塔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５０ 项ꎮ 申报市级名录 １２
项ꎬ 传承人 ４ 名ꎮ 举办各类辅导班 １１６ 场次ꎬ 讲座 ４ 次ꎬ 展览 １１ 次ꎮ 开展社区群众文化

团队活动 １０９ 次ꎮ 组织各类文艺活动 ２９ 次ꎬ 受益群众约 １０ 万人次ꎮ
文化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 ２４ 个乡镇有乡镇文化站 ２１ 个ꎬ 村级文化室 １８ 个ꎮ 由

于受文化市场开放的冲击ꎬ 乡镇文化站、 村级文化室几乎没有业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２０ 个乡

镇有文化站 ３ 个ꎬ 村级文化室 ３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市、 区投资 １８７ 万元ꎬ 建成枣园镇文化活动中心 １ 个ꎬ 广场占地面积 １５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８４２ 平方米ꎮ 建成临镇镇文化活动中心 １ 个ꎬ 广场占地面积 １２００ 平方

米ꎬ 建筑面积 ５６０ 平方米ꎮ 同时ꎬ 给两镇文化中心配备文体器材 ７８０ 套 (件)ꎬ 图书 ５
万余册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建成元龙寺乡综合文化站ꎮ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支援建成 “农家书屋” １４
家ꎮ 投资 ２０ 万元ꎬ 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服务点 １０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建成姚店、 柳林、 桥沟镇综合文化站各 １ 个ꎬ 配备文体等器材 １３２０ 套

(件)ꎻ 各类图书 １０ 万余册ꎮ 为城区 １０ 个社区配备文体健身器械 ８２０ 套 (件)ꎮ 剩余 １５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已完成建设前期手续办理ꎬ 正在筹建ꎮ 累计建成高标准 “农家书

屋” ２２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城区有体育场 １ 个、 儿童公园 １ 个、 凤凰山森林公园 １ 个、 西北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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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１ 个、 文化艺术中心广场 １ 个ꎬ 另有王家坪纪念馆广场、 兰家坪胜利广场、 延安大桥

西头广场、 解放剧院广场、 丽融广场、 南桥头广场、 火车站广场等ꎮ 各乡镇有文化艺术

广场 ２１ 处ꎬ 行政村有文化广场 ３０ 处ꎬ 总面积 ３ ２４ 万平方米ꎮ

第三节　 群众文化

宝塔区每年由文化馆组织专业人士和全体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开展 “文化三下乡”
(送文化、 送科技、 送卫生) 活动ꎬ 春节为基层群众义写春联ꎬ 分别在 “五一” “七一”
“十一” 组织大型庆祝活动ꎮ 群众的春节文化活动主要以企业、 单位、 学校、 社区、 村

民组成的秧歌队ꎬ 从正月初四开始上街表演ꎬ 到正月十六结束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历年举办的春节文化活动ꎬ 除秧歌、 旱船之类外ꎬ 还有传统形式

的转九曲、 赛花灯、 放焰火等ꎮ 延安市政府每年正月十五日举办秧歌汇演ꎮ 秧歌队从南

桥出发沿南关街到南门坡丽融广场主席台表演ꎬ 再沿中心街到北关街西沟口结束ꎮ 秧歌

队方阵有木兰鼓、 兰花花舞、 牡丹舞、 延安颂、 丁庄女子腰鼓队 １２ 支等ꎮ 每个方阵由

８０~１２０ 人组成ꎬ 演出人员多达 １０００ 人以上ꎬ 并进行评比设奖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举办 “迎香港回归ꎬ 庆七一” 区直部门单位、 乡镇大型歌咏比赛ꎮ １９９８ 年

组织 ３０ 所中小学校在延安大礼堂举办 “校园文艺调演” 活动ꎮ 同时举办广场调演、 农

民文艺调演、 消夏文艺调演、 民歌大赛、 卡拉 ＯＫ 大赛、 陕北道情、 陕北说书大赛等活

动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举办庆祝建国 ５０ 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少儿书画、 音乐、 文艺、 美术

等比赛活动 ２０ 场次ꎮ 另外ꎬ 还有城区各大广场群众喜闻乐见的自编自演的小品、 说唱

等多形式的娱乐活动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群众文化活动更有新的发展ꎬ 在创作形式与内容方

面也日趋多样ꎬ 质量不断提高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舞蹈 «木兰出征» «兰花花» 在陕西省舞蹈大赛中ꎬ 分别荣获一等奖、 二

等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区文化馆在全市文化馆 (站) 业务大赛中获全市第一ꎬ 文化馆获综合一

等奖ꎬ 获个人一等奖 ６ 人、 二等奖 ７ 人、 三等奖 ４ 人、 特别奖 ２ 人ꎮ 同时ꎬ 选送参加陕

西省举办的全省少儿民歌大赛获新苗奖 １ 人ꎬ 优秀奖 １ 人ꎮ 选送艺术类 ５２ 人的作品 １４０
件ꎬ 参加延安市首届农民艺术节ꎬ 获农民文化论坛一等奖 １ 个ꎬ 书法二等奖 １ 个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在延安市举办的首届陕北道情大赛中获二等奖 ２ 个ꎬ 三等奖 ２ 个ꎬ
组织奖 １ 个ꎬ 表演奖 １ 个ꎮ 选送舞蹈、 小品、 书法、 摄影等作品 １５ 件 (幅) 参加陕西

省首届 “群星奖” 大赛ꎮ 获创作奖 ４ 人ꎬ 表演奖 ３ 人ꎬ 入选奖 ３ 人ꎮ 同时文化馆组织业

务干部 ６ 人义务为陕西省第六届农运会开幕式创作编排 ４００ 人广场舞蹈获得好评ꎮ 小戏

剧本 «乡土恋» 在全市第四届小戏调演赛中获一等奖ꎮ 创作 «美死了» «乡村小酒楼»
«宝塔颂» 演出歌剧音乐分别获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选送 ２３ 幅摄影、 美术作品ꎬ 参加延安市文化局、 市文化馆举办的纪念毛

泽东 “５２３” 讲话发表 ６６ 周年书法、 摄影、 美术大赛ꎮ 获一等奖 ３ 个、 二等奖 ３ 个、
三等奖 １ 个ꎮ 举办 “庆七一、 迎奥运” 弘扬延安精神、 加强作风建设千人专题大合唱ꎬ
参赛单位 １２ 个ꎬ １２００ 多人参加ꎬ 演唱歌曲 ２６ 首ꎮ 春节期间ꎬ 组织书法人员上街为群众

义写春联 ５ 次ꎮ ５ 月ꎬ 选送少儿书画作品 １４６ 件ꎬ 参加陕西省文化厅举办的全省书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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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活动ꎬ 书法类获一等奖 ２ 人、 二等奖 ２ 人、 三等奖 １３ 人ꎻ 绘画类获一等奖 １ 人、 二等

奖 ８ 人、 三等奖 １４ 人、 优秀奖 ８ 人ꎮ 区文化馆获优秀组织奖ꎬ 业务组织获先进工作者

奖ꎮ 举办暑期中小学生书画、 绘画培训班ꎬ 累计参加培训少儿 ３２０ 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举办 “陕北民歌大家唱” 演唱会 １１ 场ꎮ ７ 月承办陕西省第二届民歌大赛

宝塔区选拔赛ꎬ １２６ 人参赛ꎬ 向市上推荐 ２０ 人ꎮ ９ 月ꎬ 选送的 ２０ 人在延安市举办的陕西

省第二届陕北民歌大赛中ꎬ 常燕妮获一等奖ꎬ 高丽获三等奖ꎬ １８ 人获优秀奖ꎮ 最终 ５ 人

进入省级赛ꎬ 获陕北民歌 “十大歌手” 称号 １ 人ꎬ 三等奖 １ 人ꎮ 区文化馆创作的小戏

«乡土恋»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江南文化节、 沙家浜戏剧奖小戏小品大

赛中获优秀剧目二等奖ꎮ 组织 ２２０ 人参加陕西省 “三秦少儿书画” 大赛ꎬ 获一等奖 ２２
人、 二等奖 １３ 人、 三等奖 １５ 人ꎬ 其余均获优秀奖ꎮ 书法干部艾振华获优秀辅导奖ꎬ 区

文化馆获优秀组织奖ꎮ

第四节　 文化市场

一、 市场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 国民经济的发展ꎬ 人民群众对文化活动的需求日益凸显ꎮ 旧有的民

间业余演出各种活动及文化娱乐被大众舞厅、 酒吧、 老年人娱乐活动室、 网吧等娱乐形

式所替代ꎮ 书刊、 音像制品由各门市部代销ꎬ 向专营店发展ꎮ 文化市场的繁荣ꎬ 丰富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ꎬ 为地方经济发展、 解决就业人口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ꎮ
１９８９ 年起ꎬ 文化市场主要以文化事业单位兴办的录像室、 歌舞厅、 电子游戏室、 音

像制品出租、 录音磁带销售为主体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全市有各类文化经营场所 ２１９ 家ꎬ 其中歌舞厅、 卡拉 ＯＫ 厅 ４１ 家ꎬ

电子游戏机室 ４５ 家ꎬ 台球室 ６９ 家ꎬ 音像制品经营店 ３０ 家ꎬ 书报刊经营 ３４ 家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国家鼓励私营经济参与文化市场经营政策放开ꎬ 文化市场进一步繁荣ꎬ 文艺演出、
音乐茶座、 歌舞厅、 卡拉 ＯＫ、 大型电子游戏室、 桌球、 工艺品销售、 图书报刊零售、
打字复印、 文化旅游产品等专营门店进入市场ꎮ ２００３ 年起ꎬ ＫＴＶ、 音乐茶座、 卡拉 ＯＫ、
餐饮、 酒吧等多层次、 多门类、 多功能的文化市场体系逐步形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文化场所 ４０２ 家ꎮ 其中ꎬ 网吧 ４３ 家ꎬ 音像制品销售店 ４０ 家ꎬ 印刷

厂 １０ 家ꎬ 书店 ７０ 家ꎬ 打字复印 ６５ 家ꎬ 报刊亭 ４０ 家ꎬ 台球室 ８ 家ꎬ 棋牌室 ７７ 家ꎬ 歌舞

娱乐场所 ４９ 家ꎮ
二、 市场稽查机构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 延安市成立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ꎬ 是全民事业财政拨款单位ꎬ
隶属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撤销延安市文化管理委员会ꎬ 成立文化市场稽查

队ꎬ 人员为临时抽调和兼职组成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文化市场稽查队ꎬ 股级建

制ꎬ 编制 ８ 人ꎮ 设队长 １ 人、 副队长 １ 人ꎬ 隶属于区文化文物局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

区文化市场稽查队更名为宝塔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ꎮ 副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３ 人ꎬ 设

队长 １ 人、 副队长 ２ 人ꎬ 主要负责文化市场的监督、 检查ꎮ 同时成立由分管副区长任主

任ꎬ 文体、 公安、 工商等职能部门和有关乡、 镇、 街道办事处为成员的宝塔区文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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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ꎬ 对文化市场管理进行宏观指导ꎬ 综合协调、 检查监督ꎮ 办公室设在区文体

广播电视局ꎮ
三、 市场监管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对文化市场的监督管理依靠市文化管理委员会临时抽调相关

部门、 单位人员参与监管、 检查ꎮ 累计检查 ２０ 余次ꎬ 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所 ６５４ 家ꎮ 其

中ꎬ 歌舞厅 ７２ 家ꎬ 卡拉 ＯＫ 厅 ４７ 家ꎬ 电子游戏室 ８６ 家ꎬ 台球室 ５３ 家ꎬ 音像制品经营

店 ６８ 家ꎮ 对违规违法经营户进行处罚ꎬ 罚款 ２４ 家、 ３２４００ 元ꎻ 限期整改 １６ 家ꎬ 停业整

顿 １２ 家ꎬ 关闭取缔 ２６ 家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出动稽查管理人员 ３２０ 人次ꎬ 检查各类文化经营场

所 １０８ 家次ꎮ 处罚违法经营户 １６ 家ꎬ 收缴非法音像制品 ３９００ 余件、 非法图书 １３００ 余

册、 非法电子游戏电路板 ９３ 块ꎬ 处罚 ５９６０ 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区文化局在全区开展印刷行业

清理整顿规范检查工作ꎬ 对不符合 «印刷业管理条例» 规定的资质企业发放整改通知书

１０ 家ꎮ 对 １６ 户进行压缩整合ꎬ 为合格的 １０ 家个体企业核发印刷业许可证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文化、 公安、 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ꎬ 对宝塔城区 ２８ 家电子游戏经营场所

展开拉网式检查ꎮ 全区出动稽查人员 ５４０ 人次ꎬ 取缔无证经营 １６ 家ꎬ 吊销许可证 ８ 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关闭电子游戏经营场所 ２７ 家ꎬ 保留 １ 家ꎮ 整顿结束后ꎬ 对电子游戏经营

场所资质审查ꎬ 向社会公示ꎬ 接受群众监督ꎮ 通过两次整顿ꎬ 违法违规现象得到遏制ꎬ
社会反响明显好转ꎮ 同时ꎬ 配合市级文化部门开展网吧和教辅读物、 卡通书等出版物、
音像、 演出等市场整治工作ꎮ 历年坚持开展 “扫黄” “打非” 行动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ꎬ 稽查队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法规宣传教育ꎬ 先后在经营户中举办 «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印刷业管理条例» «陕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条

例»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等法规培训班 ７２ 期ꎬ 培训经营人员 ６１２０ 人

次ꎮ 使经营者学法、 懂法、 守法、 用法ꎮ 端正经营行为ꎬ 守法经营ꎮ 组织开展以 “保护

知识产权ꎬ 规范文化市场” 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ꎮ 加强日常管理与专项整治相结合ꎮ
累计出动稽查人员 ３５００ 余人次ꎬ 检查经营单位近 ９００ 家次ꎮ 受理举报 ３０ 余件ꎬ 查处各

类案件 ２６８ 件ꎮ 收缴非法物品 ４ 万多件 (其中非法音像制品 ３ 万余盒、 非法图书 １ 万余

册、 其他非法物品 ３００ 余件)ꎮ 对违规个体行政处罚警告 ８１ 家ꎬ 罚款 ２ 万余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公安、 工商、 教育等部门对文化市场专项检查

８６ 次ꎬ 抽调人员 ３５００ 人次ꎮ 对违法违规经营户实施行政处罚、 警告 ８１ 家ꎬ 罚款 ３ 万余

元ꎮ 收缴非法影碟ꎬ 集中销毁 ５ ７ 万余张ꎬ 盗版图书 ３ 万余册ꎮ 查处各类案件 ３２０ 余件ꎬ
非法电子游戏电路板 １５ ４７ 万件 (块)ꎮ 收缴盗版 ＤＶＤ 音像制品压缩碟 ２９００ 余盘ꎬ 盗版

音像制品 ３０００ 余盘ꎬ 非法电脑软件 １０００ 余盘ꎻ 取缔非法经营盗版音像制品游商 ４ 个ꎬ
收缴非法音像制品 ５００ 盘ꎻ 查缴淫秽色情 “口袋本” 图书ꎬ 盗版教辅读物 １２５０ 册ꎮ 对

休闲娱乐场所限期整改 ６６ 家ꎬ 停业整顿 ２４ 家ꎬ 取缔黑网吧 ６３ 家ꎬ 收缴电玩游戏赌博机

１３８ 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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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艺术

第一节　 文学创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由市文化馆董正武拍摄画册 «今日延安»ꎬ 在地、 市举办的展览会

上展出画册 «壮丽的画卷»ꎬ 在 “三省八区” 举办大型展览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临镇镇石村村民牛文瑞主编的 «石村诗歌集» 正式出版ꎬ «石村大事记»

«石村人物集» «石村文化史» «石村书画集» 等相继问世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区党史办编著 «宝塔区大事记»ꎬ 其中摄影作品由郭海军、 董正武、

姜东拍摄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委组织部编著 «宝塔山下党旗红» 画册ꎬ 图片由区文化馆董正武、 韩延

龙、 郭海军拍摄ꎮ 周正雨创作长篇小说 «蓝天下的高原»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李玉胜、 郝宪润共

同创作歌颂人民的好干部———安全同志剧本 «安全»ꎬ 该剧本共分 ６ 场ꎬ ２ 万多字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聘请市歌舞团于志明对 «安全» 剧本进行改编ꎬ 于 ６ 月底完成 «安全» 剧本的创作

工作ꎮ 同年ꎬ 出版 «宝塔区书画作品集»ꎮ 樊永刚创作的歌曲 «哦ꎬ 我的西部» 荣获

２００４ 年度陕西省 “五个一工程” 奖ꎬ ２００５ 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生» 续

集———长篇小说 «乾坤湾»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４ 月 ２２ 日ꎬ 由宝塔区文联组织作协会员深入贯屯乡ꎬ 了解和掌

握刘易同志的先进事迹ꎬ 先后创作剧本 «山魂»、 报告文学 «铸存在大山里的英魂»、 长

篇朗诵诗 «刘易之歌»ꎮ 同年ꎬ 刘建平创作的歌曲 «山川秀美好风光» 荣获陕西省 “五
个一工程” 优秀奖ꎻ 付鹏飞的散文集 «走出象牙塔»ꎬ 由香港金版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ꎬ
并获陕西省 “群星” 奖ꎻ 于志明创作完成大型歌剧 «兰花花传奇»ꎻ 牛兆兴主编民间文

学杂志 «蓝花花»ꎻ 郭海军拍摄 «透过镜头» 画册等出版ꎻ １２ 月ꎬ 由区政协编著的 «西
延铁路建设集锦» 出版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由李玉胜主编ꎬ 宝塔区文联工作人员参与编纂ꎬ 出版 «人民的好医生———
刘易»ꎮ 宝塔区文联主席李玉胜的散文作品 «林渠» 荣获中国当代散文奖ꎬ 被录入中国

散文名家作品集ꎬ 李玉胜入选中国百名散文名人词条ꎮ 同年ꎬ 张金平创作的电影剧本

«一路上有你» 获得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 夏衍电影学

会共同举办的 “夏衍杯” 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政府采购电影剧本奖、 国家一级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牛兆兴主编的第二期民间文学杂志 «蓝花花» 正式出版ꎮ 市群艺馆编著

«延安群众文化丛书» 等问世ꎮ 芦晓莉的 «农村文化发展思考»、 乔明山的 «浅谈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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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几个方面»、 刘靖的 «陕北秧歌»、 常英丽的 «浅谈陕西传统刺绣»、 苗宝平的

«论戏曲表演的程式性»、 郭海军的 «追溯蓝花» 等 ７ 位同志的论文均被收录在 «延安群

艺馆文化艺术丛书论文集»ꎮ １２ 月ꎬ 区政协编著的 «延安游击队纪实» 出版ꎮ 同年ꎬ
区文化馆有四篇论文选送省上参加 “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ꎮ 同年ꎬ 高安

侠获得中国散文学会 “复兴之路” 征文一等奖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散文集 «辽阔的蓝» 获得第

三届 “中华铁人文学奖”ꎮ 同年ꎬ 获陕西省散文大奖赛二等奖ꎮ 作品曾被收入太白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 «陕西女作家精品选» (散文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曹伯涛创作 ４ 首新民歌: «乾坤湾» «百年老矿» «女娃担水» «花木兰

延安娃»ꎮ 创作小戏 «乡土恋»ꎮ 樊永刚长篇小说 «兰花花»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ꎬ 全书分上、 中、 下三部六卷ꎬ 共 １３５ 万字ꎮ 同年ꎬ 张金平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

“四个一批” 人才ꎮ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文学创作一览表

　 表 ２８－２－１

作者 载体 作品名称 创作年份 出版社

周正雨 长篇小说 «蓝天下的高原» ２００３ —

李玉胜
郝宪润

剧本 «安全» ２００４ —

李玉胜
郝宪润

作品集 «宝塔区书画作品集» ２００５ —

区文联

剧本 «山魂» ２００６ —

报告文学 «铸存在大山里的英魂» ２００６ —

朗诵诗 «刘易之歌» ２００６ —

刘建平 歌曲 «山川秀美好风光» ２００６ —

于志明 剧本 «兰花花传奇» ２００６ —

李玉胜

—

散文集

文学集

«林渠» «人民的好医生———刘易» ２００７ —

«村口有条河» — —

«生命放歌» ２００６ —

«厚土荡歌» ２０１０ —

张金平

电视短剧 «误诊» «代价» «抢亲» 等 ３０ 多部 ２００７ —

电视剧
剧本

«黄土医魂» ２００８ —

电影剧本 «人民歌手———李有源» ２００８ —

中篇小说 «黑山羊» ２００８ 华文出版社

李玉胜
张金平

报告文学
«水到渠自成»

«绵土沟和谐大搬迁»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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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载体 作品名称 创作年份 出版社

杨　 明 杂文 «谈人论道» ２００８ 中国文化
出版社

加　 璐 电视短剧
«婆婆也是娘» «一路走来»

«给大地的承诺» «给大自然疗伤» 等 ６ 部
２００８ —

王新江 散文集 «生命状态» «西欧掠影» «南区十三年» ２００８ —

付鹏飞 散文 «走出象牙塔» ２００６ —

高安侠 散文集
«辽阔的蓝» «升沉不过一秋风» «行走大地» «夏天
的记忆» «走过青春» «心灵驿站» «高天厚土» ２００６

百花 文 艺、
甘肃 文 艺、
贵州文艺出
版社

高惊涛 诗集
«我没有忘记»
«默默地爱你»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中国文史出
版社

王雪峰

诗歌 «我是黄土地上唱响的一支民谣» ２００６ —

散文 «农家韭菜香» — —

散文 «母亲的业余生活» — 陕西作家协
会月刊

文集 «放手的天空» ２００６ 大众文艺出
版社

曹荣钦 散文
«有雪的季节»

«沙漠海» ２００９
三 秦 出 版
社、 中国文
化出版社

田雨生 散文 «北望» ２００７ 中国文联出
版社

张凡华 散文 «山翁闲吟» ２００６ 中国文史出
版社

樊永刚

歌曲 «哦ꎬ 我的西部» ２００４ —

长篇小说 «乾坤湾» ２００５ 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

长篇小说 «兰花花» ２０１０ 作家出版社

王骑虎
诗集 «奔跑的树叶» ２００６

诗集 «血的潮汐» ２００６
中国文史
出版社

延斌伦 散文集 «把星星散在路上» ２００５ 作家出版社

李泽斌 散文集 «白鸽向着太阳飞» ２００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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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载体 作品名称 创作年份 出版社

雷元富 散文集 «情洒南泥湾» ２００７ 海天出版社

许护林 诗集 «春到延安» ２００７ 太白文艺
出版社

王彦春 文集

«宝塔山上看延安» ２０１０ —

«名胜聚集凤凰山» ２０１０ —

«延安清凉碑文墨迹» ２０１０ —

石亚丽 — «秋雨如歌» ２００６ —

孙文芳 — «光囚» «风中的歌者» ２００６ —

党　 鹏 — «鸟儿栖息在水库» ２００６ —

郝宪润 — «红枣林» ２００６ —

任兴华 — «心灵深处的纪念堂» ２００６ —

李占昌 — «黄土文学卷» «陕西民俗» «岁月印痕» ２００６ —

孙文珍 — «握住秋风» ２００６ —

乔明山 — «乔明山个人书画集» ２００６ —

梁　 丰 — «梁丰个人书画集» ２００６ —

艾绍开 — «艾绍开个人书画集» ２００６ —

第二节　 文艺活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延安市群众的文艺活动多以春节文化活动为主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

文联成立后ꎬ 有组织地引导开展文艺活动ꎬ 创作形式与内容日趋多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文联通过对全区文学艺术人才摸底、 整编ꎬ 汇编 «宝塔区名家作品

目录»ꎮ １２ 月 １３~１４ 日ꎬ 宝塔区文联组织各协会名家到安塞开展艺术采风和文化交流活

动ꎮ ２２ 日ꎬ 举办宝塔区第一届书画展ꎬ 参展作品 １６０ 多幅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 举办 “宝塔杯” 艺术作品大赛ꎮ 作品分为散文、 小说、 诗歌、 戏

剧、 小品、 相声、 快板、 陕北说书、 电视音乐剧本等ꎮ 大赛选出一批艺术人才ꎬ 挖掘出

一批艺术新人ꎬ 带动一批艺术爱好者ꎻ ７ 月 ２２ 日至 ８ 月 ６ 日ꎬ 宝塔区书画名家赴甘肃、
青海、 内蒙古、 宁夏、 新疆开展采风和对外交流活动ꎻ ９~１１ 月ꎬ 举办 “庆祝建国 ５５ 周

年” 有奖征文活动ꎻ 通过征文活动激发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创作热情ꎬ 推动宝塔区文学艺

术事业进一步发展ꎻ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宝塔区文联和宝塔区书画家协会共同开展 “关爱蓓蕾ꎬ
培养新苗” 艺术家进校园活动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宝塔区书画家协会与延安干部学院

的部分学员开展书画交流活动ꎻ ５ 月 １~６ 日ꎬ 组织 “德艺双馨” 文艺工作者赴榆林、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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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甘肃开展采风活动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ꎬ 区书画家协会与榆林市书法协会开展区域文化交流活动ꎻ ５ 月

１０ 日ꎬ 区文联与宝塔区纪检委共同开展 “倡廉杯 ” 征文大奖赛活动ꎻ ５ 月 ２０ ~ ３０ 日ꎬ
区文联组织宝塔区书画名家一行到新疆、 甘肃外出采风交流ꎻ ９ 月 ８ 日ꎬ 区文联组织宝

塔区书画名家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书画展ꎻ １１ 月 ２~ １８ 日ꎬ 宝塔区文联组织

部分艺术家和先进工作者到山西采风ꎬ 并与山西省太原市文联进行书画交流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宝塔区作家协会的名家与临镇农民作家开展结对子活动ꎻ １０ 月ꎬ 宝塔区文联

与宝塔区纪检委共同举办学习中共十七大精神 “廉政” 书画展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宝塔区文联在东关解放剧院广场举行宝塔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向汶川地震灾区大型义写、 义演、 义卖活动ꎬ 仅两个多小时义卖和募捐所得善款

１６６０７ ５ 元ꎻ １０ 月 １６~２２ 日ꎬ 宝塔区文联组织文学艺术先进工作者赴东北地区采风ꎬ 学

习借鉴 “东北黑土文化” 的经验ꎬ 并与大庆市萨尔图区文联进行经验交流ꎬ 丰富和发展

区域文化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文联组织书画家协会、 根雕艺术家协会等ꎬ 举办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暨宝塔区第二届书画、 摄影、 根雕艺术展ꎬ 受到社会各界的好

评ꎮ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到安塞学习先进经验ꎬ 到 “四八” 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ꎬ 在枣

园 «为人民服务» 台前重温入党誓词ꎮ 组织参加 “科学发展在身边” 演讲比赛和大型爱

国主义诗歌朗诵会——— “思念”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组织宝塔区作家协会理事以上会

员到临镇任家塬村开展与农民作家结对子送书活动ꎬ 并到宜川蟒头山进行采风ꎬ 激发创

作热情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 宝塔区书画家协会名家 １８ 人在宝塔区官庄乡开展大型春联义写

活动ꎻ ４ 月 ２８ 日ꎬ 宝塔区文联与工会、 团委、 妇联共同组织开展 “咏颂青春” 演讲比

赛ꎻ ５ 月 ８ 日ꎬ 宝塔区文联与延安市文联、 延安市作家协会、 延安大学校友会共同举办

“忽培元创作研讨会”ꎻ ５ 月 ２１ 日ꎬ 梁丰在市老干局活动室举办 “梁丰个人书画展”ꎻ ５
月 ２２ 日ꎬ 宝塔区文联与南京大学非物质文化研究所在延安成功举办中国剪纸高级研修

班ꎻ ９ 月 １６ 日ꎬ 宝塔区作家协会组织会员到子长县龙虎山风景区开展采风活动ꎬ 参观新

农村建设示范点和小城镇建设活动ꎬ 激发会员的创作热情ꎮ

第三节　 文艺组织

宝塔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成立宝塔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ꎮ 属

群团组织ꎬ 事业单位ꎮ 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５ 人ꎬ 设主席 １ 人、 副主席 １ 人ꎮ 内设办公室、
组联部、 创联部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宝塔区第一届文代会召开ꎮ 选举产生宝塔区文联

第一届组织领导机构ꎬ 李玉胜当选为文联主席ꎬ 杨明当选为文联副主席ꎬ 牛志强当选为

秘书长ꎮ 通过宝塔区文联 «章程»ꎬ 并对书画家协会、 作家协会、 根雕艺术家协会进行

换届工作ꎮ 各协会的成立为繁荣和发展宝塔区文学艺术事业奠定基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文联

有编制 ５ 人ꎬ 实有 ７ 人ꎬ 设主席 １ 人ꎬ 副主席 ２ 人ꎮ 内设办公室、 组联部、 创联部ꎮ
宝塔区书画家协会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成立ꎬ 有会员 ６０ 人ꎬ 乔明山当选为协会主席ꎮ 先

后组织会员到全国各地采风 ６ 次ꎬ 完成作品 ２００ 幅ꎮ 举办作品展 １３ 次ꎮ 结集出版 «艾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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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人书画集»ꎮ 其中ꎬ 作品楷书、 隶书、 行书在北京、 河南、 榆林、 山东展出作品 １８０
余幅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冯骏社当选协会主席ꎮ ２０１０ 年有会员 ５０ 人ꎬ 理事 ２０ 人ꎮ

宝塔区作家协会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成立ꎬ 有会员 １０８ 人ꎬ 李玉胜当选为协会主席ꎮ 先后

组织会员到全国各地采风 ８ 次ꎬ 创作文学作品 ３０ 余篇ꎮ 创办 «宝塔山» 杂志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底出版 ３２ 期ꎮ 结集出版 «黑山羊» «血的潮汐» «奔跑的树叶» «生命放歌» «厚土荡

歌» «本色» 等作品 ５０ 余部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刘建平当选协会主席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会员 ９０
人ꎬ 理事 ５ 人ꎮ

宝塔区音乐戏剧舞蹈家协会　 ２００３ 年成立ꎬ 有会员 ７６ 人ꎬ 苗宝平当选为协会主席ꎮ
２０１０ 年有会员 ８０ 人ꎬ 理事 １３ 人ꎮ 先后创作 «兄妹造林» «王二村长» «检查检查» «酷
情» «四月槐花香» «延河» «乡医刘易» 等 ８ 部ꎻ 创作小戏有 «牵牛记» «家庭枪声»
«抬轿» «镢头歌» 等 １０ 余部ꎻ 创作小品有 «回家过年» «咱爸咱妈» «同桌的你» «栽
葱卖蒜» «抓住不放» 等ꎻ 舞蹈 «大西部» «征战艺术» 等 ６ 个ꎻ 声乐 «美死了» «农家

小酒楼» 等 １００ 余部ꎮ
宝塔区根雕艺术家协会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成立ꎬ 有会员 ４９ 人ꎬ 梁丰当选为协会主席ꎮ

先后组织会员到全国各地采风 １５ 次ꎬ 完成作品 ３０００ 幅ꎮ 举办作品展 ５ 次ꎬ 展出作品

«凤鸣岐山» «世纪龙» «鲲鹏展翅» 等 ６０ 幅ꎮ ２０１０ 年有会员 ４０ 人ꎬ 理事 １３ 人ꎮ

第四节　 文艺刊物

«宝塔山» 文艺季刊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９ 日ꎬ «宝塔山» 文艺季刊创刊ꎮ 刊名由陕西省

文联主席李若冰题写ꎮ «宝塔山» 文艺季刊社长雷元富 (原宝塔区委宣传部部长)、 顾问

曹谷溪 (原 «延安文学» 杂志社主编)、 主编李玉胜 (宝塔区文联主席)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７
日ꎬ «宝塔山» 文艺季刊被列入财政预算ꎬ 每年预算办刊经费为 ８ 万元ꎬ 保证刊物的正

常出版ꎮ ３ 月ꎬ «宝塔山» 文艺季刊由原来的 ８０ 个页码增加到 １２０ 个页码ꎬ 聘请李志忠

(原 «延安日报» 美编) 为美编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宝塔区文联主席李玉胜参加全市

办刊经验交流大会ꎬ 代表宝塔区文联作了题为 “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ꎬ 努力办好 «宝
塔山» 文艺季刊” 的经验介绍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ꎬ 召开宝塔区作家协会会员培训工作

会议ꎬ 对 «宝塔山» 文艺季刊的办刊工作广泛征求意见ꎮ ９ 月ꎬ 杨树栋任 «宝塔山» 文

艺季刊社长ꎬ 聘请宝塔区文化馆副馆长郭海军为 «宝塔山» 文艺季刊图片总监ꎮ 对 «宝
塔山» 文艺季刊进行改版设计ꎬ 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ꎬ 突出民俗特色ꎬ 打造全省县

区一流刊物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ꎬ «宝塔山» 文艺季刊获陕西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山» 文艺季刊共出版 ３２ 期ꎻ «宝塔山» 文艺季刊有小说方阵、 散文天

地、 诗歌长廊、 名川纪实、 地方文艺、 时政论坛、 校园文化、 海外拾贝、 新人新作、 特

稿专栏等 １７ 个栏目ꎻ 先后刊登小说 １２８ 部、 散文 ２６０ 篇、 诗歌 ３２２ 首ꎮ 在 «宝塔山» 文

艺季刊推出文学艺术新人 ６４ 人ꎬ 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ꎬ 也为进一步

繁荣全区文学艺术事业起到重要作用ꎮ
«蓝花花» 民间文学杂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延安市临镇石村文化室ꎬ

本村青年干部 ７ 人自筹资金ꎬ 创办一张文学油印时报 «黄土地» 月报ꎬ 每年 １２ 期ꎬ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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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１２０ 期ꎬ 得到社会的关注ꎮ 同年ꎬ 成立 “汾川河文学社”ꎬ 社长牛兆兴ꎬ 副社长尹永

贵ꎬ 社员遍布于汾川河流域沿岸村庄 (南川)ꎮ 临镇古称临真ꎬ 是历史文化重镇ꎮ 汉高

祖二年 (公元前 ２０５ 年)ꎬ 设定阳郡、 定阳县、 临真县、 真川县、 红泉县、 固临县、 红

宜县、 垦区县ꎮ 曾经是 ３５９ 旅屯垦之地ꎬ 陕北鲁艺文人经常来这里采风ꎬ 文化氛围浓

厚ꎮ 陕北民歌 «兰花花» «南泥湾» 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地方文人及各界人

士提出将 «黄土地» 小报更名为 «蓝花花» 民间文学杂志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蓝花花» 民间文

学杂志创刊ꎬ 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好评ꎮ 到 ２０１０ 年ꎬ «蓝花花» 民间文学杂志创刊发行

３ 期ꎮ

第五节　 工艺美术

１９９０ 年ꎬ 宝塔区工艺美术公司产品主要品种有剪纸、 石雕印章、 石雕砚台、 革命旧

址石雕、 机绣等产品 １０ 多个ꎬ 有职工 ９８ 人ꎬ 固定资产 ２８ １５ 万元ꎬ 产值 ２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产值 ３１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３７ 万元ꎬ １９９３ 年 ６４ 万元ꎬ １９９４ 年产值 ２２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１ 年

销售收入 ３１ 万元ꎬ 税金 ２ 万元ꎬ 利润 １ 万元ꎮ 其中ꎬ 延安市荟萃厂占地 ４５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２５００ 平方米ꎬ 有职工 ８６ 人ꎬ 产品有棉絮画、 石膏工艺品、 毛绣、 布堆画、 剪

纸、 农民画等 ６ 大类ꎬ 远销美国、 日本等国ꎬ “棉絮画虎” 获西安工艺美术展览一等奖ꎮ
１９９０ 年产值 １６ 万元ꎬ １９９１ 年产值 ２２ 万元ꎬ １９９２ 年 ２５ 万元ꎬ １９９３ 年 １６ 万元ꎬ １９９４ 年

产值 ５０ 万元ꎬ 利税 ３ ８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５ 年停产ꎮ
宝塔区民间工艺作品丰富ꎬ 种类有窗花、 炕壁画、 窑顶花、 家什剪贴花、 神龛剪

纸、 婚裱剪纸和配饰花样等ꎮ 形式有双葫芦、 砖包城、 锯齿齿、 椒刺刺、 狗牙牙、 蛇抱

九颗蛋、 星光纹、 月牙纹、 云儿纹ꎮ 传统题材有牛、 马、 羊、 猪、 鸡、 犬、 花鸟、 狮虎

走兽、 鹿、 鹤、 麒麟、 喜鹊、 凤凰等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创作 «鹿鹤同春» 作品 ４ 幅、 «人文初

祖» ４０ 幅、 «十二生肖» １２ 幅、 «杜康酿酒» 剪纸 ４ 幅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创作 «七子团圆» 剪

纸等 １３ 幅、 «人文初祖» ５４ 幅、 «划拳吉语» 等 ７４ 幅ꎮ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ꎬ 创作 «春耕»
«边区的太阳» «风雨吉祥» «人文初祖» «巨龙» 等数百幅剪纸ꎬ 在 «人民日报» «中
国美术报» «中国日报» «中国文化报»、 台湾 «民俗曲艺» «正隆月刊» 等 １００ 多家报

刊发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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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戏剧　 电影

第一节　 戏　 剧

一、 剧种曲目

(一) 剧种

延安流传的传统剧种主要有秦腔、 眉户、 蒲剧、 豫剧、 道情、 秧歌剧等ꎮ 秧歌剧是

陕甘宁边区新文艺运动的产物ꎬ 流传于延安、 绥德一带ꎮ 流传在延安的剧目有 «天仙

配» «春秋配» «铡美案» «梁山伯与祝英台» «窦娥冤» «打金枝» «张良卖布» 等 ８０
多部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主要创作的剧目有现代剧、 舞蹈、 歌剧、 小戏、 民歌剧等ꎮ

(二) 曲目

陕北说书是流传于延安、 榆林两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ꎮ 过去多以单人演唱ꎬ 所

用乐器可分琵琶、 三弦两种ꎮ 以琵琶为演奏乐器的传统流传于延长、 延川、 宜川、 子长

等县ꎻ 以三弦为演奏乐器流传延安、 安塞、 甘泉一带和榆林地区的部分县ꎮ 演唱时伴奏

乐器有蚂蚱蚱、 甩板、 小镲、 惊堂木等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陕北说书已由单人说唱发

展为二人说唱和多人说唱ꎮ 著名的有韩启祥 (单人)、 张俊功 (多人说唱) 等ꎮ ２０００ 年

以后ꎬ 宝塔区的说书艺人代表有曹伯炎、 甄三梅夫妻对说ꎮ 传统书目 (曲目) 有 «刮大

风» «大脚娘» «小两口抬水» «两头忙» «张八剃头发» «珍珠倒卷帘» «宗保表功»
«回龙传» «张芙蓉闹书馆» «黑对头» «酒色财气» 等 ７０ 余部ꎮ 现代书目 (曲目) 有

«知青和咱心连心» «说非遗» «说消防» «战油田» «抗洪抢险献爱心» «新区新气象»
等 １００ 余部ꎮ 民间说书更是百花齐放、 形式多样ꎮ

二、 剧团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县民众剧团有演职人员 ５２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民众剧团ꎬ
为事业单位ꎬ 正科级建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有编制 ５３ 人ꎬ 实有职工 ７２ 人ꎬ 离退休 ２２ 人ꎮ 有

固定资产总值 １０２ 万元ꎬ 占地面积 ４３９１ ８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８４８３ 平方米ꎮ 驻地西市路

一号院ꎮ
１９９０ 年后ꎬ 剧团从抓改革入手ꎬ 建立各种规章制度ꎬ 经过整顿ꎬ 借鉴姊妹艺术ꎬ 一

方面继承传统保留优秀古典剧外ꎬ 移植剧目 １００ 多个ꎮ 另一方面积极创新、 搜集、 改编

舞蹈、 小品ꎮ 先后推出新创作ꎬ 现代戏剧目有 «延水长» «奠基礼» «延水奔流» «红缨

枪» «扁担歌» «纺车转» «松树湾» «开山镢» «山水缘» «赶路» «喜娃娶亲» «卖蛋»
«邻居» «兄妹造林» «王二村长» «家庭枪声» «牵牛记» «栽葱卖蒜» «不速之客» «抬

１７８

第二十八编　 文化传媒 　



文化传媒

轿» «检查检查» «酷情» «四月槐花香»ꎻ 舞蹈有 «木兰出征» «陕北汉» «征战艺术»
«走西口» «火红青春» «和谐大家园»ꎮ 不断增强文艺为社会服务的理念ꎬ 加大财政投

入ꎬ 积极推动首创精神等ꎮ 之后新作连连不断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创作陕北民歌剧 «情系纸房沟»ꎬ 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ꎬ 在延安 １３ 个

县区重点企事业单位巡回演出ꎬ 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创作大型民歌剧 «乡医刘易»ꎬ 在市、 区各单位、 厂矿巡回演出 ８０ 场次ꎬ

观众多达 ４０ 万人次ꎮ 剧中质朴动听、 富有情感的陕北民歌ꎬ 将剧中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展现给观众ꎬ 带给观众内心的震撼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乡医刘易» 参加陕西省第五届艺术节汇报演出ꎬ 获多项大奖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剧团演出 ６８ 场ꎬ 创作小戏 «镢头歌»ꎬ 小品 «暖风吹进农家乐» «挡路»

«巧遇» «收贷款» ４ 个ꎻ 舞蹈 «大西部» «征战艺术» «大把把的辫子» «开场秧歌»
«南泥湾» «十送红军» ６ 个ꎻ 声乐 «美死了» «农家小酒楼» «大西部» ３ 个ꎮ 演出文艺

晚会 ４ 场ꎬ 送戏下乡民歌演出 ３ 场ꎬ 受到各界群众和各级领导的好评ꎮ 参加延安市举办

的小戏调演ꎬ 荣获大奖 ３ 个、 一等奖 ４ 个、 二等奖 ５ 个、 其他奖 ５ 个ꎮ «延安日报» 曾

整版刊登小戏调演情况ꎮ 民歌剧 «乡医刘易» 为延安市卫生局、 卫生部领导演出 ２ 场ꎬ
得到领导好评ꎮ 曾赴兰州和北京演出多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创作舞蹈 «欢腾» «啊 ７７» «卓玛» «征战艺术» «沸腾的黄土地»ꎻ 小品

«雨夜» «中秋节»ꎻ 声乐作品 «信天游再唱东方红» «圪梁梁» «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
等ꎮ １ 月ꎬ 歌剧 «乡医刘易» 剧赴京演出ꎬ 获得卫生部高度评价ꎬ 并与卫生部达成全国

巡演协议ꎬ 先后受邀在陕西礼泉、 甘肃兰州等地对外演出 ３５ 场ꎻ ４ 月ꎬ 选送的 «夫妻识

字» 小戏参加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大赛ꎬ 获导演金奖、 组织金奖两项国际大奖ꎻ 新创作

的 «乡土恋» 小品ꎬ 在 ５ 月 ２９ 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常熟首届全国 “沙家浜戏剧奖”
小戏小品大赛中ꎬ 作为陕西省唯一参赛作品ꎬ 赢得专家、 评委、 广大观众的好评ꎬ 荣获

国家级综合演出二等奖ꎻ ６ 月 ２１ 日开始ꎬ 组织相关部门举办 “消夏晚会” １２ 场ꎻ ７ 月上

旬与区计生局联合举办 “计生专场文艺晚会”ꎻ ７ 月 ２８ ~ ３１ 日ꎬ 成功举办陕西省第二届

陕北民歌大奖赛 (宝塔区选拔赛)ꎬ 经过激烈角逐ꎬ 最终为市上选拔 １５ 名优秀歌手ꎬ 其

中杜玉富获全市二等奖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 赴志丹县参加陕西省第二届小戏小品大赛ꎬ 获优秀

剧目奖、 导演奖、 作曲奖、 组织奖、 舞美奖及优秀表演奖ꎻ ９ 月上旬ꎬ 参加宜川县举办

陕西省第二届小戏小品大赛ꎬ 获优秀剧目、 优秀表演、 优秀导演奖ꎻ ９ 月 ２７ 日ꎬ 组织剧

团全体演职人员赴蟠龙采油厂油区一线慰问演出ꎻ １２ 月下旬ꎬ 为柳林镇精心打造 “山地

苹果文艺晚会” 演出ꎬ 使宝塔区山地苹果的品牌效益得到提升ꎻ 剧团与延安电视台联合

筹办全市人防、 纪检、 工商、 税务系统大型文艺晚会 ４ 场ꎮ

第二节　 电　 影

一、 放映管理机构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成立延安市电影管理站ꎮ １９８０ 年ꎬ 改名为延安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ꎮ
１９８７ 年发行 ４８３ 个拷贝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有职工 １６ 人ꎮ 由于受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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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击ꎬ 电影行业滑坡ꎬ 一度人员闲置ꎬ 几乎停业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电影发行

放映公司ꎬ 隶属于区文化体育局ꎬ 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成立延安市农

村数字电影有限公司宝塔区服务站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入区广播电视

局 (编制 １３ 人ꎬ 实有 １６ 人)ꎮ
二、 影剧院

(一) 延安电影院 (原名影剧院)
位于北大街凤凰山东脚ꎮ １９５３ 年筹建ꎬ １９５６ 年落成开业ꎬ 原由延安市 (县) 管理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起ꎬ 延安影剧院因危房停业到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重建后开业ꎮ 业务由延安

地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负责ꎬ 行政归市文化文物局管理ꎮ 总面积 １２７２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９８７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因旧城改造拆除ꎮ
(二) 延安大礼堂

位于南关街ꎬ 于 １９４１ 年建成ꎬ 建筑面积为 ２８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１０２０ 个ꎮ 到 ２０１０
年继续保留ꎮ

(三) 延安市礼堂

位于市场沟口ꎬ 区委后马路ꎬ 于 １９７４ 年筹建ꎬ １９７６ 年建成开业ꎮ 行政上由市委办

公室领导ꎮ 建筑面积 １６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１０３５ 个ꎮ ２００４ 年拆除ꎮ
(四) 延安解放剧院

位于东关街新闻纪念馆东侧ꎬ 地处繁华地段ꎮ １９８１ 年动工兴建ꎬ 于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建

成ꎬ 投资 １７５ 万元ꎮ 建筑面积为 ３２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１２１１ 个ꎮ
(五) 延安军分区俱乐部

位于北关街军分区大门南侧ꎬ 于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建成ꎮ 面积 ９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８５５
个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因旧城改造拆除ꎮ

(六) 文化艺术中心礼堂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ꎬ 筹建双拥大道文化艺术中心礼堂ꎬ ２００５ 年落成开业ꎮ 建筑面积 ３２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５０５ 个ꎮ ２０１０ 年继续保留ꎮ

(七) 圣地大剧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建成枣园川圣地大剧院ꎮ 建筑面积为 ３６００ 平方米ꎬ 内设座席 ５８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继续保留ꎮ

三、 电影放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由于全国电影市场不景气ꎬ 电影行业进入低谷ꎮ 为丰富农村文化

生活ꎬ ２００３ 年起由区财政出资ꎬ 结合新农村建设ꎬ 全年放映 ４０００ 多场ꎬ 观众 ４０ 万人ꎮ
同时ꎬ 为创建全国文化县 (区) 达标工作起到重要作用ꎮ 是年ꎬ 陕西省文化厅授予宝塔

区 “农村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 工程达标县 (区) ” 称号ꎬ ２００４ 年授予宝塔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 年度农村电影放映 ‘２１３１’ 工程先进集体” 称号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被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全国农村电影工作” 组织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的安排部署ꎬ 在农村实行数字化电影放映ꎮ 延

安市被确定为全国八大地市试点之一ꎬ 宝塔区被列为延安市试点县 (区)ꎮ ７ 月 ３０ ~ ３１
日ꎬ 在宝塔区枣园镇举行全省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启动仪式ꎮ 国家广电总局、 省政府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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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ꎮ １０ 月ꎬ 由国家无偿提供配备 ２３ 部数字电影放映设备ꎬ
全区组建起 ２３ 支农村数字电影放映队ꎮ 完成上级部门下达全区 ７４５２ 场放映任务ꎬ 其中

胶片电影放映 ３０００ 多场ꎬ 数字电影放映 ３０００ 多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电影服务站在全区 ６２１ 个行政村共放映故事片 ７４５２ 场ꎮ 同时ꎬ 结

合全区农村 “三大主导产业” (果业、 蔬菜业、 畜牧业) 发展ꎬ 放映科教片 ７０００ 多场ꎬ
实现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的目标ꎬ 为宝塔区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 繁荣农村文化生活做

出贡献ꎮ 区电影服务站荣获 ２００７ 年度延安市数字电影工作先进单位和市场开发先进单位

称号ꎮ 同年ꎬ 服务站被区委、 区政府授予 “２１３１” 工程电影放映工作先进集体称号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全区 ６２１ 个行政村共放映故事片 ７４５８ 场ꎬ 观众 ９０ 余万人ꎮ 结合全区农

村三大主导产业ꎬ 开展影企联姻ꎬ 与市残联、 市区电力局、 区林业局、 区计生局、 区蔬

菜局、 区果树局等部门放映科教片 ６５８１ 场ꎬ 观众 ７９ 万人次ꎮ 全年放映 ９６５２ 场ꎬ 观众

１１６ 万人次ꎮ 实现每村每月一场电影的目标ꎬ 为全区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ꎬ 传播科学

技术ꎬ 构建和谐社会ꎬ 繁荣农村文化生活起到重要作用ꎮ 宝塔区电影服务站被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授予 “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先进集体” 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开展全区农村 “２１３１” 工程健康发展活动ꎻ 全年放映故事片 ７４５４ 场、

科教片 ４０１４ 场 (折合场次 １３３８ 场ꎬ ３ 场科教片折 １ 场故事片)ꎻ 累计放映电影 ８７９２ 场ꎬ
占全年放映任务 １１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放映数字电影 ８１５８ 场次ꎬ 其中故事片 ７４６４ 场、 科教片 ２０８２ 场 (折合场

次 ６９４ 场)ꎬ 完成全年放映任务 １０９ ５％ꎮ 为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做出积极贡献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部分年份宝塔区电影放映场次、 观众人次统计表

　 表 ２８－３－１

年份 场次 (场) 观众 (人) 备注

１９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８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７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６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７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１５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２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电影院、 剧院、 礼堂、
农村放映场次、 观众

２００６ ７４５２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７４５２ ８９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７４５８ ９０００００

各乡镇行政村放映场
次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ꎬ 由
中央、 省、 市、 区财政
每场补贴 ２００ 元ꎬ 公益
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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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场次 (场) 观众 (人) 备注

２００９ ８７９２ ９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８１５８ ９０００００

第四章　 广播　 电视

第一节　 广电机构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ꎬ 成立延安市 (原延安县) 专区有线广播站ꎮ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ꎬ 成立延安

市广播事业局ꎬ 与广播站实行一套班子、 两个机构的管理体制ꎮ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ꎬ 因机构改

革ꎬ 更名为延安市广播电视局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广播电视局为科级建制ꎬ 有编制 ６５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ꎮ

内设编辑部、 记者部、 社管科、 技术科、 办公室、 播出室、 广播室、 制作室、 栏目室、
保管室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广播电视局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成立宝塔区广播电视传输管理

中心ꎬ 隶属于区广播电视局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按照广电体制改革要求ꎬ 将有线电视业务

与行政管理分离ꎬ 成立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宝塔区中心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将

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入区广播电视局ꎬ 更名为宝塔区广播电影电视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广播电影电视局为事业单位ꎬ 有编制 ５５ 人ꎬ 其中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编制 １３ 人ꎬ 实有 １６ 人ꎮ 设局长 １ 人ꎬ 副局长 ２ 人ꎮ 机关驻地南滨路区二中旁ꎮ 内设

编辑部、 记者部、 社管科、 技术科、 办公室、 播出室、 广播室、 制作室、 栏目室、 保管

室和电影公司ꎮ

第二节　 节目传输

一、 广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广播曾响彻千家万户ꎬ 在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 政策及广大人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ꎬ 为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做出贡献ꎮ “九五” 期间ꎬ 累计新建村级广播室 １５７ 个ꎮ 城乡广播人口覆盖率为 ５８％ꎬ
村级广播通播率为 ２７％ꎬ 播出广播稿件累计 ２８０００ 件ꎮ 向省、 市以上新闻宣传单位投稿

７００ 多件ꎬ 荣获地区级广播稿件评优一等奖 １２ 件、 二等奖 １８ 件、 三等奖 ２６ 件ꎮ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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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撤销县级以下有线广播线路及机构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由于城区建设需要及社会发展需求ꎬ 城区广播全部被撤销ꎬ 更新调频为

有线电视广播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建成并开播宝塔调频广播ꎮ 开办 «宝塔新闻»
«综艺快车» 和 «健康资讯» ３ 档节目ꎮ 同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

要»、 陕西人民广播电台 «陕西新闻» 节目ꎮ 广播讯号覆盖全区 １８ 个乡镇和 １００ 个行

政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调频广播播出 «宝塔新闻» ５０００ 多条ꎬ 播出 «综艺快车» 和 «健康

资讯» 节目 ４５０ 多期ꎻ 免费为全区 ７６ 个行政村安装村级广播室设备ꎮ
二、 电视

１９９０ 年ꎬ 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更换机房所有设备ꎬ 恢复检修讯号专线 １７２ 档ꎬ 约 １５
千米ꎮ 对南泥湾、 麻洞川、 官庄、 元龙寺、 冯庄等乡镇电视差转台进行维修ꎮ 在柳林

乡、 枣园乡裴庄村和南泥湾镇新建 ６ 个电视差转台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建设安装临镇有线电视站ꎬ 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站 １ 座ꎬ 有线电视用户增加

４００ 多户ꎻ 建立小型电视差转机 ２ 座ꎻ 购置摄像机 １ 台ꎬ 给地区及以上电视台供稿 ５０ 多

件ꎮ 此后ꎬ 逐年在剩余乡镇建设有线电视站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宝塔电视台开办 «法制园地» «周末 ２０ 分»ꎮ 到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建成乡镇

有线电视站 ２０ 个ꎬ 小型卫星地面接转站 １３９ 个ꎬ 广电传输初具规模ꎮ 光缆、 有线、 无

线、 调频、 小功率发射交叉覆盖的格局初步形成ꎬ 节目传输质量明显提高ꎮ 全区 ６３３ 个

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ꎮ 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发稿 ４４８ 件ꎬ 摄制专题 ６ 部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ꎬ 建成 ７ 个乡镇有线电视站ꎬ 恢复 ６ 个乡镇有线电视站ꎬ 受益 ９２００

户ꎮ 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发稿 １３５ 件ꎮ 对河庄坪长庆油田、 甘谷驿采油厂、 青化砭采油

厂等大型企业实现一网贯通ꎬ 新增用户 ４５００ 户ꎮ 安装村村通设备 ３３ 套ꎮ 解决 ３３ 个偏远

山村看电视难农户 ５５７５ 人ꎮ 在南川临镇镇和东北川蟠龙、 贯屯等 ７ 个乡镇开通广电网

络ꎬ 安装村村通设备 ３３ 套ꎻ 累计建成小片网 １６ 个ꎮ 原 «宝塔新闻专递» 改为 «宝塔新

闻»ꎬ 每逢周二、 五播出社教、 科普类电视节目ꎮ 新开通元龙寺、 梁村、 贯屯等乡镇的

电视信号ꎬ 并对河庄坪镇的网络进行整合扩充ꎮ 新增用户 ２４２５ 户ꎬ 总户数 ２ １ 万户ꎮ 向

延安电视台发稿 ４０６ 条ꎬ 在全市十三个县 (区) 中名列前茅ꎮ 摄制播出 «永恒的诗篇»
«宝塔区———陕北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等 ５ 部专题片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创办 «宝塔新闻动

态»ꎬ 每月一期ꎬ 通报当月发稿情况ꎮ 刊发各类新闻稿件ꎬ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ꎬ 搭

建与观众交流的信息平台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网内有线电视新增用户 ２０５９ 户ꎬ 全区终端用户达到 １８８０４ 户ꎬ 位居全市

各县 (区) 第一ꎮ 发展互联网用户 ３１３ 户ꎬ 互联网终端用户 ３５６ 户ꎮ 完成全区 １８ 个偏

远自然村 “村村通” 工程ꎬ 基本解决 ５５００ 多名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ꎮ 在中央电视台发

稿 ２ 条ꎬ 省电视台发稿 １７ 条ꎬ 市电视台发稿 ３４８ 条ꎮ 在省、 市新闻媒体发稿名列全市各

县 (区) 第一ꎮ «宝塔新闻» 播出改为每周一、 三、 五首播ꎮ 全年发稿 １３０４ 条ꎬ 播出

«科技兴区» «健康与小康» «法制纵横» 等各类栏目 １９５ 期ꎮ 摄制 «红色圣地———绿色

家园» «宝塔山下铸平安» 等 ８ 部专题片ꎮ 编发 «宝塔新闻动态» １２ 期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增加有线电视收视用户 ３０００ 余户ꎮ 新入网 ２１６０ 户ꎬ 同时拓宽网络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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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和数字电视业务ꎬ 优化服务质量ꎬ 完善资源利用ꎮ 在 «宝塔新闻» 发稿 １２７４ 条ꎮ
播出 «人口与计生» «科技兴区» «健康与小康» 等各类栏目 １５４ 期ꎮ 摄制电视专题

片 «宝塔山下双拥情» «走过风雨七十年　 再创辉煌谱新篇»ꎮ 编发 «宝塔新闻动态»
１２ 期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新发展有线电视用户 １３５８ 户ꎬ 数字电视平移 ９２９ 户ꎬ 广电宽带互联网新

增用户 １０６ 户ꎬ 在网用户 １９６ 户ꎻ 对全区 “村村通” １９６ 个、 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收视

点 １４３ 个、 百姓零散用户 ２０５２５ 个ꎬ 共计 ２０８６４ 个卫星广播电视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进行

转星调整ꎬ 为中共十七大召开献上一份厚礼ꎻ 在陕西电视台发稿 １６ 条、 延安广播电台

发稿 ３１６ 条、 延安电视台发稿 ３６５ 条ꎬ 名列全市十三个县 (区) 第一ꎻ «宝塔新闻» 发

稿 １３１８ 条ꎻ 摄制电视专题片 «圣地雄鹰» «数字电影闹红宝塔乡村» «辉光熠熠高原

红» 等 ８ 部ꎻ 编发 «宝塔新闻动态» １２ 期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１０ 日ꎬ 选派 １２ 名编辑记者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完成 “首届中国延安

宝塔山地苹果文化节” 节目录制ꎻ 全区新增有线电视用户 ２０６０ 户ꎬ 完成有线传输网内

３３４３ 户数字化转换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完成 “宝塔电视台数字电视播出改造工程”ꎮ 对宝塔电视台模拟信号传输

方式转换为数字、 模拟信号同时传输ꎬ 保证全区有线电视用户能够收看到宝塔电视台节

目ꎮ 完成 ５６ 个自然村的 ６１６ 户广播电视 “村村通” 安装工程ꎻ 新发展用户 １２８２ 户ꎻ 数

字用户 ４８８３ 户ꎻ 在中央电视台发稿 ５ 条ꎬ 省电视台发稿 １５ 条ꎬ 延安电视台发稿 ３２４ 条ꎬ
延安广播电台发稿 ２６４ 条ꎬ «延安周刊» 发稿 ６７ 条ꎮ 制作电视专题片 ８ 部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全区 ５６ 个村 ８７０ 套广播电视 “村村通” 安装任务ꎮ 成立 “村村通”
广播电视工作服务站ꎬ 专门负责工程的实施、 维护和技术服务工作ꎮ 在中央电视台发稿

３ 条ꎬ 省电视台发稿 １６ 条ꎬ 延安电视台发稿 ３３４ 条ꎬ 延安广播电台发稿 １９６ 条ꎬ «延安

周刊» 发稿 ４１ 条ꎮ

第五章　 文　 物

第一节　 田野文物

根据 １９８８ 年第二次文物普查统计ꎬ 全市有各类文物点 ８６９ 处ꎬ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２ 处ꎬ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５ 处ꎮ 其中文物点有: 古遗址 ４０１ 处ꎬ 古墓葬 ７９ 处ꎬ
石窟寺 １４ 处ꎬ 古建筑 １２ 处ꎬ 石刻 ２０６ 处ꎬ 近现代史迹 １１９ 处ꎬ 近现代代表建筑 ９ 处ꎬ
其他文物点 ２９ 处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ꎬ 全区有各类文物点 １３９５ 处ꎬ 省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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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０ 处ꎬ 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５ 处ꎮ 其中文物点有: 古遗址 ４００ 处ꎬ
古墓葬 １０３ 处ꎬ 石窟寺 ２５ 处ꎬ 古建筑 ７５ 处ꎬ 石刻 ３２４ 处ꎬ 近现代史迹 １５３ 处ꎬ 近现代

代表建筑 ２５２ 处ꎬ 其他文物点 ６３ 处ꎮ
一、 古文化遗址

(一) 芦山峁遗址

位于李渠镇芦山峁村西ꎮ 海拔 １２０９ 米ꎬ 遗址包括芦山峁村脑畔山、 小峁、 营盘

山、 马家洼ꎬ 总面积约 ２４ 万平方米ꎮ 遗址断崖上发现有多处白灰居住面、 袋装灰坑

及灰层ꎮ 地表采集陶片陶质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ꎬ 可辨器形为罐、 瓮、 钵、 釜及石

刀、 石镰、 石矛等磨制石器ꎮ 属龙山文化类型ꎮ 芦山峁遗址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

来ꎬ 曾有大批玉器出土ꎬ 其中有玉璧、 玉铲、 玉琮等ꎮ 多由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宝塔

区文物管理所征集收藏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芦山峁遗址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

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保护范围由营盘梁分别向东西方向各延伸 ２７０ 米ꎬ 向南北各

延伸 ２８０ 米ꎮ
(二) 河南坪遗址

位于临镇觉德村村北 ３０ 米ꎬ 海拔 ９１１ 米ꎬ 为新石器时代ꎮ 面积 １ ８ 万平方米ꎬ 文化

层厚 ０ ５ 米ꎮ 地面陶片丰富ꎬ 其陶质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ꎬ 纹饰有线纹、 绳纹、 弦纹

及黑彩变形鱼纹、 直线三角纹、 条带纹ꎬ 可辨器形有尖底瓶、 钵、 盆、 罐等ꎮ 属仰韶文

化半坡类型遗存ꎮ
(三) 临镇遗址

位于临镇临镇村南 ５００ 米ꎬ 属于新石器时代至战国ꎮ 为区文物保护单位ꎬ 面积约 １６
万平方米ꎬ 文化层厚 １~２ 米ꎬ 暴露有陶窑ꎮ 地表陶片丰富ꎬ 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泥

质和夹砂红陶ꎬ 纹饰有线纹、 绳纹、 弦纹ꎬ 附加堆纹及黑彩圆点勾叶纹ꎬ 可辨器形有重

唇口尖底瓶、 钵、 盆、 罐、 杯等ꎻ 属战国时期的有泥质和夹砂灰陶ꎬ 饰绳纹、 弦纹ꎬ 器

形有罐、 豆及素石瓦当、 绳纹板瓦、 筒瓦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由延安市人民政府公布

为第二批市级 (区级) 保护单位ꎮ
(四) 肖渠遗址

位于万花山乡肖渠村北 ２００ 米ꎬ 南 ２０ 米ꎬ 为新石器时期至秦汉时期ꎮ 分布于村北、
村南两地ꎬ 面积约 ２０ 万平方米ꎬ 文化层厚约 １ 米ꎬ 发现有白灰居位面ꎬ 地表陶片丰富ꎬ
其陶质有泥质和夹砂灰、 红陶ꎬ 纹饰有篮纹、 绳纹、 弦纹、 麻点纹ꎬ 可辨器形有鬲、
瓮、 罐等ꎮ 另采集有磨制石斧ꎬ 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ꎮ 还发现大量秦汉时期的绳纹筒

瓦、 板瓦及陶器残片ꎮ
(五) 西付家湾遗址

位于万花山乡付家湾村东 １００ 米ꎬ 为新石器时期至西周ꎬ 面积约 ４ 万平方米ꎬ 文化

层厚 ０ ８ 米ꎮ 地表陶片丰富ꎬ 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泥质灰红陶和夹砂灰陶ꎬ 纹饰有绳

纹、 麻点纹ꎬ 可辨器形有陶拍、 罐、 盆等ꎮ 属西周时期的有泥质夹砂灰陶ꎬ 饰绳纹、 暗

纹ꎬ 器形有罐、 瓮等ꎮ
(六) 高家沟遗址

位于李渠镇高家沟村南 １０００ 米的山桃峁上ꎬ 东为川口口ꎬ 西为山桃峁ꎬ 南为高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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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ꎬ 北为水冲沟ꎮ 属龙山文化类型ꎮ 该遗址呈不规则长方形ꎬ 南北长 ５００ 米ꎬ 东西宽

３００ 米ꎬ 总占地面积约为 １５ 万平方米ꎮ 遗址被生产公路分割为 ２ 块ꎬ 在遗址内发现多处

白灰居住面、 灰坑及大量陶片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 由宝塔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区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七) 寺峁山遗址

位于松树林乡陈子沟村南 ２００ 米处燕沟—金盆湾柏油马路南寺峁山山顶至山脚ꎬ 遗

物分布范围整体呈圆形ꎬ 东西 ５００ 米ꎬ 南北 ５００ 米ꎬ 面积为 ２５ 万平方米ꎻ 遗址北紧邻燕

沟—金盆湾柏油马路南接寺峁山ꎬ 东接鳖盖滩ꎬ 西临寺峁沟ꎮ 遗址内断面上暴露房址多

处ꎬ 均长度为 ６ 米ꎬ 距地表高约 ４ 米ꎬ 房址断面上可见有重叠火烧土烧结面及踩踏层ꎬ
应为不同时期建立的具有打破关系的房址ꎮ 呈圆形灰坑多处ꎬ 直径约 ０ ２３ 米ꎬ 文化层多

处ꎬ 平均厚度为 １ 米ꎬ 长约 ４ 米ꎬ 距地表高约 ４ 米ꎬ 遗址内南侧发现陶窑一处ꎬ 红烧土

多处ꎬ 地表遗物主要以泥质红陶为主ꎬ 夹砂红陶次之ꎮ 纹饰主要以绳纹为主ꎬ 有少量彩

陶ꎬ 为红陶外饰黑彩弧线纹饰ꎬ 可辨器形有尖底瓶、 钵、 罐、 盆、 陶环等ꎬ 据采集标本

的特征分析ꎬ 属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存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ꎬ 由宝塔区人民政府公布

为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八) 贾庄窑址

位于冯庄乡贾庄村东南 １００ 米ꎬ 瓷窑湾ꎬ 年代为宋元时期ꎮ 面积约 ２０００ 平方米ꎮ 地

表散布大量瓷片和煤渣ꎬ 瓷片釉色有黑酱黄、 豆绿、 白等ꎬ 部分瓷器底部露胎ꎬ 器形有

碗、 瓶ꎬ 还有圆形支垫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ꎬ 由宝塔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区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ꎮ
二、 故城遗址

(一) 延州故城遗址

位于桥沟镇尹家沟村境内ꎬ 亦称高奴城ꎮ 城址半山半川ꎬ 西北依太和山ꎬ 山台部分

呈三角形ꎬ 东西长约 １０００ 米ꎬ 南北宽约 ９００ 米ꎬ 夯城厚 ９ ~ １８ 米ꎮ 河川平地城址为方

形ꎬ 有东西二门ꎬ 西、 东、 南三侧为夯土墙体ꎬ 从尹家沟至向阳沟南北墙体距离长 ８６０
米ꎬ 东西宽 ３６０ 余米ꎬ 面积约 ４６０ 亩ꎮ

(二) 延安府城遗址

位于宝塔区市区中心ꎬ 依凤凰山傍延河水顺势而建ꎬ 是延河、 南河汇合处ꎮ 东、
南、 北三条大川交汇的古驿要道ꎬ 山上城段斩土为壑ꎬ 陡峭险阻ꎬ 平地部分呈鱼状或船

形ꎬ 占地面积约为 ０ ５６１ 平方千米ꎬ 城高平均约在 １０ 米左右ꎬ 池深约 ７ 米ꎬ 上宽 ７ 米左

右ꎮ 城墙全由巨石面石砌起ꎬ 有东、 西、 南、 北四门和水门 (又称小东门)ꎮ 整个城势

雄伟壮观ꎬ 坚不可摧ꎬ 居陕北城建之冠ꎮ 历来是郡、 府、 路治所ꎮ 建城 １０００ 多年来ꎬ 一

直是陕北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ꎮ
(三) 肤施城遗址

亦称东城ꎬ 故址在延河东岸 (今东关一带)ꎬ 北及清凉山南坡ꎬ 南西傍水ꎬ 东接大

川ꎮ 与府城隔河并存ꎬ 范仲淹诗歌赞 “延水正中出ꎬ 一郡两城雄”ꎮ 隋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ꎬ 修筑肤施城ꎬ 作为县的治所驻地ꎮ 肤施城城墙为土石夯筑而成ꎬ 有东、 西、 南

三城门ꎬ 面积约 ０ ２５ 平方千米ꎮ 自古以来ꎬ 肤施城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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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北围城遗址

位于府城北门外ꎬ 是府城的 “北方咽喉”ꎬ 军戎机关重地ꎮ 始建于唐、 五代ꎮ 从西

沟北面绵延云梯山而上下ꎬ 由龙溪沟 (现延中沟) 下至平川ꎬ 直通大道ꎬ 南折于北门桥

相接ꎮ 面积 ０ １５４ 平方千米ꎬ 通过北门石桥与府城连成一体ꎬ 留有城垣残迹ꎮ
(五) 南围城遗址

位于延安府城之南ꎬ 故此因名ꎮ 城址从孤魂沟 (现市场沟) 北面逶迤而上ꎬ 经峰顶

北向延至平川ꎮ 平地城垣呈长方形ꎬ 有南北二城门ꎬ 属军防重地ꎮ 后因南河水多次泛

滥ꎬ 毁于水患ꎮ 只有沿山一带留有多处夯土层残迹ꎮ
(六) 丰林故城遗址

北朝大夏王赫连勃勃于公元 ４０７ 年修筑ꎮ 位于城东 ３０ 里宝塔区李渠镇周家湾村西

北ꎮ 从残垣看ꎬ 故城城址平面略呈三角形ꎬ 北依山ꎬ 西临丰富川水 (洧水)ꎬ 东为深

沟ꎬ 南近延河ꎬ 坐落在依山傍水的一块台地上ꎬ 面积约 ５ 万平方米ꎮ 城内有石砌城隍

庙一座ꎬ 庙内现存清乾隆再次重修城隍庙碑两通ꎮ 后秦弘始九年 (４０７) 兴建ꎬ 北周

建德六年 (５７７) 在此设丰林县ꎬ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ꎬ 废县为镇历时 ５００ 年ꎮ
城池坚固险要ꎬ 易守难攻ꎮ 宋沈括 «梦溪笔谈» 载其城池 “马面极长ꎬ 并坚密如石、
赦连之城ꎬ 深为可法”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ꎮ
(七) 临真故城遗址

位于临镇街ꎬ 时代为北魏—明代ꎬ 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ꎬ 东西长约 ８００ 米ꎬ 南北宽

约 ４００ 米ꎮ 现存夯筑城墙长约 ５０ 米ꎬ 残高 ４ ７ 米ꎮ 有马面 １ 座ꎬ 残高 ５ 米ꎮ 夯层厚 ９ ~
１３ 厘米ꎬ 夯土中夹有金元瓷片ꎮ «延安府志» 载ꎬ 北魏太安二年 (４５６) 设临真县ꎮ 元

降为镇ꎬ 划辖甘泉县ꎮ 元、 明各代均有修葺ꎮ
(八) 甘谷驿城遗址

位于甘谷驿镇甘谷驿村ꎬ 时代为宋—明代ꎬ 该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ꎬ 东西长约 ８００
米ꎬ 南北宽约 ５００ 米ꎮ 城墙夯筑ꎬ 残高 ８ 米ꎬ 基宽 ７ 米ꎬ 夯层厚 ８ ~ １４ 厘米ꎮ 东、 西墙

各辟一门ꎮ
(九) 樊村城遗址　
位麻洞川乡樊村ꎬ 时代为明清ꎬ 城址平面略呈方形ꎬ 东西长约 ３００ 米ꎬ 南北宽约

２５０ 米ꎮ 城墙夯筑ꎬ 现存残段总长约 ７００ 米ꎬ 残高 １ ５~８ 米ꎬ 夯层厚 ８~１５ 厘米ꎮ
三、 关寨遗址

(一) 汾川河烽火台遗址

位于官庄至南泥湾镇ꎬ 时代为宋、 明ꎬ 该线烽火台沿云岩河上游汾川河分布ꎮ 东起

官庄乡ꎬ 向西经临镇、 麻洞川乡、 南泥湾镇与甘泉东部烽火台的东岔线 (见甘泉线) 连

通ꎮ 全线发现烽火台 １０ 余座ꎬ 多位于河谷两侧高地或山峁上ꎬ 一般间距 ２ ~ ３ 千米ꎮ 台

体黄土夯筑ꎬ 方锥形ꎬ 底边残长 ３~１４ 米ꎬ 残高 ２~１２ 米ꎬ 夯层厚 ７~１３ 厘米ꎮ 夯土大多

纯净、 坚硬ꎮ 属宋代绥德军、 明代延绥镇至关中的主干对道支线上的通讯设施 (参见

«宋史神宗本纪哲宗本纪» 明代陕西四镇长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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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王寨址

位于丁庄乡东南 ５００ 米ꎬ 时代宋代ꎮ 寨址平面略呈长方形ꎬ 南北长约 １２０ 米ꎬ 东西

宽约 ５０ 米ꎮ 寨墙夯筑ꎬ 残长约 １００ 米ꎬ 残高 ４ 米ꎬ 夯层厚 ９ ~ １３ 厘米ꎬ 夯土纯净坚硬ꎮ
采集有耀窑系豆绿釉、 冰裂纹、 刻花瓷碗残片ꎮ

(三) 李家坬堡址

位于河庄坪李家坬村南 １００ 米ꎬ 时代为清代ꎮ 堡址平面略呈椭圆形ꎬ 东西长径约

１７０ 米ꎬ 南北短径约 １５０ 米ꎮ 堡墙均堑山成障ꎬ 残高 ２~４ 米ꎬ 东墙壁一门ꎮ
(四) 漫家坪堡址

位于张坪乡漫家村西北侧ꎬ 时代为清代ꎮ 堡址平面呈椭圆形ꎬ 东西约 ２５０ 米ꎬ 南北

约 ２００ 米ꎮ 除东北面为夯筑墙垣外ꎬ 其余墙体均堑山成障ꎮ 夯土墙残高 １~６ 米ꎬ 夯层厚

１８~２０ 厘米ꎮ 堡内散布有白釉、 黑釉瓷片及灰陶板瓦ꎮ
(五) 崖里坪寨址

位于李渠镇崖里坪村北 ２００ 米ꎬ 时代为清代ꎮ 寨址平面略呈长方形ꎬ 东西长约 ２００
米ꎬ 南北宽约 ８０ 米ꎮ 寨墙石砌ꎬ 残高 １ ~ １ ５ 米ꎬ 北墙外有防御壕ꎬ 寨内可见灰陶板

瓦等ꎮ
(六) 南山寨址

位于临镇镇临镇村南 １ 千米ꎬ 时代为清代ꎮ 寨址平面略呈长方形ꎬ 南北长约 ２００ 米ꎬ
东西宽约 ８０ 米ꎮ 寨墙堑山成障ꎬ 残高 ３~５ 米ꎬ 其内散布灰陶板瓦及砖、 石等ꎮ

四、 寺庙遗址

(一) 广福院遗址

位于梁村乡未家沟村西 ５００ 米 (逍遥寺)ꎬ 面积约 ６００ 平方米ꎬ 遗存残石窑 ３ 孔ꎬ
内有元大德元年 (１２９７)、 清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 重修广福院碑各 １ 通ꎮ 据元碑载ꎬ 该

寺创建于北宋皇祐年间ꎬ 寺址内还有佛、 菩萨及文殊、 狮座、 普贤象座等石雕像ꎬ 佛高

１ ０５ 米ꎬ 菩萨高 １ ０ 米ꎮ
(二) 祖师庙遗址

位于甘谷驿镇顾家屯村东南 １００ 米ꎬ 时代为明清ꎬ 面积约 ５００ 平方米ꎮ 寺址散布灰

布板瓦、 筒瓦、 条砖ꎮ 存碑石两通ꎬ 一为明嘉靖四十年 (１５６１) 祖师庙弘扬道教碑ꎬ 高

１ ５ 米ꎻ 另一为清道光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 重修祖师庙碑ꎬ 高 １ ８ 米ꎮ
(三) 佛山寺遗址

位于贯屯乡史家坬村西北 １ ５ 千米处ꎬ 时代为明代ꎬ 面积约 １５００ 平方米ꎮ 寺址散布

石柱础ꎬ 灰布板瓦、 筒瓦及条砖等ꎮ １９８６ 年出土佛菩萨石造像 １０ 余尊ꎬ 其中普贤菩

萨座上有成化十八年 (１４８２) 题记ꎮ
(四) 玄帝庙遗址

位于城区宝塔山麓ꎬ 时代为明清ꎬ 寺毁圮ꎬ 遗有明万历七年 (１５７９) “重修莲花纹

峰玄帝庙碑”ꎮ 另有石马、 石狮数件ꎬ 均为砂石质ꎬ 高 １ ４ ~ １ ５６ 米ꎬ 长 １ ２ ~ ２ ３２
米ꎬ 宽 ０ ４７~０ ５８ 米ꎮ

(五) 富王山祖师庙遗址

位于甘谷驿镇史家河村东北 ２ ５ 千米ꎬ 时代为明清ꎬ 面积约 ４８００ 平方米ꎮ 寺址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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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石ꎬ 灰布板瓦、 条砖等ꎮ 从明清庙碑 ３ 通ꎬ 高 １ ０~１ ９ 米ꎮ 分别为 “重修富王山祖

是庙碑” (该碑载庙建于明万历年间) “题名碑” 及 “祖师庙置地碑”ꎮ
(六) 中山寺遗址

位于元龙寺乡桃家村南 １００ 米ꎬ 时代为明代ꎬ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 (１６０２)ꎬ 清代

修葺ꎮ 共有坐北面南石砌窑洞 ４ 孔ꎬ 平面布局呈 “十” 字形ꎮ 窑以石板压檐ꎮ 南侧窑洞

为山门ꎬ 其余 ３ 孔窑内均有彩绘壁画ꎮ 中窑为正殿ꎬ 饰八卦藻井ꎬ 石砌佛坛上供泥塑佛

像 ３ 尊ꎬ 有清代修的庙碑 １ 通ꎬ 高 ２ ３２ 米ꎬ 碑文已泐ꎮ
(七) 关帝庙遗址

位于甘谷驿史家圪塔村南 ５００ 米ꎬ 时代为清代ꎬ 始建及沿革不详ꎮ 坐北朝南石木结

构ꎬ 面阔三间、 进深二间ꎬ 硬山顶ꎬ 覆石条、 石板ꎬ 五架深ꎬ 前檐带单步梁ꎬ 台基高

０ ３５ 米ꎮ
(八) 城隍庙遗址

位于李渠镇周家湾村西北 ５００ 米ꎬ 时代为清代ꎬ 始建年代不详ꎮ 清乾隆年重修ꎮ 现

存硬山顶石窑一孔ꎬ 面宽 ３ ３ 米ꎬ 进深 ６ 米ꎬ 内有壁画存圆雕造像 ３ 尊ꎬ 高 ０ ４ ~ １ 米ꎬ
分别为佛、 菩萨、 弟子ꎮ 有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 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 修庙碑各 １ 通ꎬ 碑

文楷书ꎬ 记修庙事宜ꎬ 并述及此地为古丰林县属地等内容ꎮ
五、 主要古墓葬

(一) 上砭沟墓群　
位于枣园上砭沟村ꎬ 时代为战国ꎬ 面积不详ꎮ １９７９ 年暴露竖穴土坑墓数座ꎬ 出土铜

壶、 陶罐等多件ꎮ 壶侈口、 鼓腹、 圈足ꎬ 肩部饰铺首街环ꎬ 腹部饰凸弦纹ꎮ
(二) 王庄墓群

位于梁村乡王庄村ꎬ 时代为战国至宋ꎬ 面积不详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暴露ꎬ 战国竖穴

土坑墓、 出土陶茧形壶等ꎮ 另发现宋代砖窑墓多座ꎬ 墓室内嵌腰鼓秧歌舞、 牡丹花卉等

内容画像砖ꎬ 砖长 ２７ ５ 厘米ꎬ 宽 ２４ ８ 厘米ꎮ 出土黑釉瓷灯、 碗及褐釉瓷碗等ꎮ
(三) 郑家崖墓葬

姚店镇郑家崖村ꎬ 时代为秦汉ꎮ １９８１ 年发现ꎬ 面积及墓葬形制不详ꎮ 出土灰陶绳纹

罐、 弦纹茧形壶及釉陶锺、 奁、 鼎等ꎮ 釉陶锺腹部有 “万八千” 三字陶文ꎮ
(四) 固县村墓群

位于临镇固县村ꎬ 时代为战国、 汉ꎮ １９８３ 年发现面积及墓制形不详ꎮ 出土有战国的

三牺兽、 钮、 盖、 团花纹环耳铜敦、 鎏金龙盘龟铜镇及铜戈ꎻ 汉代的嵌欠铜鹿镇、 四神

镜以及铜戟、 剑、 镞等ꎮ
(五) 王家崖墓群

位于麻洞川王家崖村ꎬ 时代为战国ꎮ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发现ꎬ 面积及墓葬形制不详ꎮ 出土

铜器有环带纹、 提梁壶、 带钩、 锛、 镞、 错金勾连云纹车饰、 铃、 马衔等ꎮ
(六) 贯屯墓群

位于贯屯乡贯屯村ꎬ 时代为战国至汉ꎮ １９８９ 年发现ꎬ 面积及墓葬形制不详ꎮ 出土灰

陶绳纹罐、 弦纹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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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石村墓群　
位于临镇石村ꎬ 时代为汉代ꎬ 面积约 ５０００ 平方米ꎬ 近年暴露砖窑墓多座ꎬ 出土陶

罐、 仓及五铢钱等ꎮ
(八) 韩家沟墓群

位于枣园乡韩家沟村ꎬ 朝代为战国ꎬ 面积不详ꎮ １９９０ 年暴露竖穴土坑墓数座出土素

面铜镜、 鎏金铜带钩、 铜环及白玉剑格等ꎮ
(九) 肖如兰墓

位于城区七里铺ꎬ 时代为明代ꎮ 肖如兰ꎬ 陕西延安以万历年间任点兵ꎬ 都督佥事ꎬ
其弟肖如薰 «明史» 有传ꎮ 墓的封土卫平ꎮ １９７９ 年暴露砖室墓ꎬ 出土墓志、 木质桌椅

(明器)、 瓷器及金箔等ꎮ
(十) 镇国将军墓　
位于万花山乡观音桥村ꎬ 时代为明代ꎬ 墓主佚名ꎬ 明嘉靖年间 (１５２２~１５６６)ꎬ 任都

指挥佥事授镇国将军ꎮ 封土圆丘形ꎬ 高 １ ２ 米ꎬ 曾遭破坏ꎮ 出土嘉靖二十二年 (１５４３)
墓达 １ 方ꎬ 监察御史宋宜撰文ꎬ 刘仕篆盖、 杨宗气书丹、 志文中墓主名讳已磨泐ꎮ 墓地

现存石牌坊构件等ꎮ
(十一) 虎头峁墓群

位于柳林乡虎头峁村ꎬ 时代为宋、 元ꎬ 面积不详ꎮ １９８７ 年发掘 ２ 座ꎬ 形制、 尺寸相

同ꎬ 为平面抹八角单室石墓ꎮ 墓室每边长 ０ ８４ 米ꎬ 高 ２ ８２ 米ꎬ 穹隆顶ꎬ 出土陶罐、 碗、
壶、 瓶、 杯、 盘、 灯及陶车、 人物俑、 牛、 猪和有 “大元” 字样的墓砖等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还暴露宋、 明墓葬数座ꎬ 出土宋代ꎬ 青釉花卉瓷罐ꎻ 明代蓝釉百花瓷壶、 青釉蓝花

瓷罐及玉垫、 木桌等ꎮ
(十二) 王庄金墓

位于李渠镇小王庄村ꎬ 时代为金代ꎮ １９８９ 年暴露砖室墓ꎬ 内壁嵌奏乐内容画像砖ꎬ
出土瓷碗等ꎮ

(十三) 王庄元墓

位于丁庄乡王庄村ꎬ 时代为元代ꎮ １９９２ 年暴露砖室墓ꎮ 内壁嵌施朱画像砖ꎬ 内容为

骑猎、 建筑、 莲生贵子、 梳妆台、 花卉等ꎮ 砖长 ４９ 厘米ꎬ 宽 ３３~３４ 厘米ꎬ 厚 ４ ５ 厘米ꎮ
六、 碑刻文物

(一) 义勇武安□风伯雨师碑

位于万花山乡肖渠村ꎬ 元至正二年 (１３４２) 记事碑ꎮ 螭首方耳、 龟座ꎬ 碑阳两侧有

云纹ꎮ 记述麈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公事刘昌祚等修建风伯雨师庙事ꎮ 有 “县□安置山林周

围四十余里ꎬ 林木茂密不知其数” 之句ꎬ 可证元代延安植被状况ꎮ
(二) 经幢

现藏于文管所库房ꎬ 时代为宋靖康丁未 (１１２７)ꎬ 形制八面八角ꎬ 高 １ ４ 米ꎬ 直径

０ ４ 米ꎮ １９８９ 年从大砭沟后山拉回ꎮ
(三) 唐墓志

唐故特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都督延州诸军事行延州刺史陇西李府君志铭ꎬ 时代是唐

太和二年ꎬ 盖盝顶志石正方形ꎬ 志盖高 １２４ 厘米ꎬ 宽 １２５ 厘米ꎬ 厚 １２５ 厘米ꎻ 志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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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厘米ꎬ 宽 １２５ 厘米ꎬ 厚 １５ 厘米ꎬ ３８ 行ꎬ 满行 ３８ 字ꎬ 盖边刹猸缠枝莲龙凤纹ꎬ 现藏

于区文管所库房ꎮ １９９３ 年出土于柳林乡虎头峁ꎬ 志盖残ꎬ 志石基本完好ꎮ
(四) 创建玉清庵记事碑

为元至元十四年 (１２７７)ꎬ 记事碑ꎬ 身首一面ꎮ 圆首高 １６３ 厘米ꎬ 宽山 ７６ 厘米ꎬ 厚

１２ 厘米ꎬ ２２ 行ꎬ 满行 ３９ 字ꎬ 边饰卷草纹ꎬ 现收藏于区文管所文物库ꎬ 可辨字迹有 “本
□延安肤施县强远川丰川半林村厂家庄” 字样ꎮ

(五) 重修广福院记

位于梁村乡未家沟村 (逍遥寺)ꎬ 时代为元大德元年 (１２９７)ꎬ 类别为德行碑ꎬ 长方

形ꎬ 高 １７６ 厘米ꎬ 宽 ８８ 厘米ꎬ 厚 ６~９ 厘米ꎬ １９ 行ꎬ 满行约 ３７ 字ꎬ 边饰花卉纹ꎬ 碑石首

座佚ꎬ 碑身完整ꎮ 此碑为元大德元年 (１２９７) 通悟普照大师为肤施县牡丹村广福院寺ꎬ
又称逍遥寺ꎬ 重修而建造的德行碑ꎮ 该碑记述广福院寺创建年代为北宋皇祐年间、 金大

定年间ꎬ 并记述僧人广江在原址重建、 元大德元年重修等诸事的沿革ꎮ 对研究当地佛

教、 文化有史料价值ꎮ
七、 革命旧址

宝塔区革命旧址较多ꎬ 延安革命纪念馆、 凤凰山旧址、 杨家岭旧址、 枣园旧址、 王

家坪旧址、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等 ３０ 多处革命旧址ꎮ 宝塔区管

理的部分旧址如下:
(一) 肤甘县革命委员会旧址

位于柳林镇吴咀村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ꎬ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ꎬ 陕北苏区肤 (施) 甘 (泉) 县革

命委员会成立ꎬ 其机构设于此ꎮ 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秉温ꎬ 中共县委书记为王生海ꎮ 县

下辖 ５ 区 ２１ 乡ꎬ １９３６ 年底ꎬ 该县辖区分别并入甘泉县和肤施县 (１９３７ 年改为延安县)ꎬ
旧址现存土窑洞 ３ 孔ꎬ 残塌严重ꎮ

(二) 肤施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位于青化砭镇常屯村内 (１９３５ ~ １９３６)ꎬ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ꎬ 陕北苏区肤施县革命委员会

在此成立ꎬ 同年 １１ 月改称肤施县苏维埃政府ꎮ 县委书记为马玉德ꎬ 政府主席刘秉温ꎬ
县下辖 ４ 区 ２１ 乡ꎮ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肤施县改为延安县ꎬ 旧址现存石窑洞 ３ 孔ꎮ

(三)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

位于蟠龙镇蟠龙村内 (１９３６)ꎬ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ꎬ 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 (为当时陕甘宁

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ꎬ １９３７ 年改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ꎬ 同时将西北苏区划为陕北

省、 陕甘省、 关中特区、 神府特区 ４ 个行政单位ꎮ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ꎬ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

立ꎬ 马明方任主席ꎮ 同年 ６ ~ ８ 月ꎬ 政府机关迁于此ꎮ 旧址现存石窑洞 ４ 孔ꎬ 土窑洞 １０
余孔ꎬ 保存较好ꎮ

(四) 中共延安县委、 县政府旧址

位于川口乡川口村内ꎬ 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ꎬ １９３７ 年 ３ 月ꎬ 中共延安县委、 县政府

成立机关设于此地ꎮ １９４２ 年ꎬ 迁至桥沟乡二十里铺村ꎮ 此后ꎬ 林伯渠、 李鼎铭、 谢觉哉

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曾在此疗养ꎮ 旧址现存坐东面西石窑 ８ 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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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史沫特莱旧居

位于城区凤凰山麓ꎬ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ꎬ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１８９２~１９５０)ꎬ 美国

著名女作家、 女记者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来中国ꎬ 从事中国进步文化运动ꎮ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下旬

访问延安ꎬ 住延安城内的外交部招待所ꎮ ４ 月下旬迁往现址ꎮ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上旬离开延安ꎮ
在此期间ꎬ 曾采访毛泽东、 朱德等人ꎮ 旧居现存坐西面东土窑洞 ５ 孔ꎮ

(六) 青化砭战役遗址

位于青化砭镇青化砭村南 (１９４７)ꎬ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人

民解放军、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ꎬ 在此地歼灭国民党三十一旅 (缺第九十一团) ２９００ 余

人ꎬ 俘三十一旅旅长李红云ꎮ ２００６ 年宝塔区投资 １０２ 万元修建陵园和纪念碑等ꎮ ２００８ 年

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七) 蟠龙战役遗址

位于蟠龙镇域内ꎬ 区文物保护单位ꎬ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

军集中 ４ 个旅的兵力ꎬ 向胡宗南部队的补给基地蟠龙镇发起进攻ꎬ 歼灭国民党六十旅及

地方民团 ６７００ 余人ꎬ 俘其旅长李昆岗ꎬ 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及粮食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在

镇东建有蟠龙战役烈士陵园ꎬ 内有纪念亭两座ꎮ ２００６ 年宝塔区投资 ４０７ 万元重新修葺蟠

龙战役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碑ꎬ ２００８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第二节　 馆藏文物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各类库藏文物 ５３４ 件ꎬ ２００６ 年经省、 市文物专家鉴定ꎬ 其中国家一级

文物 ２ 件、 二级文物 １６ 件、 三级文物 ２１２ 件ꎮ
一、 一级文物

(一) 千手千眼观音铜坐像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ꎬ 延安革命纪念馆拨交清凉山文物管理处ꎬ 流传情况不详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造像为红铜质ꎬ 由背光、 坐像、 基

座三部分组成ꎬ 通高 １５６ 厘米 (其中佛座高 ４６ 厘米)ꎬ 重 ６７ 千克ꎬ 形体高大ꎬ 胎体厚

重ꎮ 观音造像头戴化佛冠ꎬ 双目微合ꎬ 面相慈祥丰圆ꎮ 双手合十于胸前ꎬ 颈、 胸部饰璎

珞ꎬ 下着长裙ꎬ 结跏趺坐于仰覆莲花座上ꎬ 一对盘龙相向缠绕两膝之上ꎮ 造像共铸有 ５２
只手ꎬ 手中均持有法器ꎮ 背光呈舟形由数百只手组成ꎬ 手心各置一个眼睛ꎬ 象征千手千

眼之意ꎮ 基座为两层ꎬ 上部为莲花座ꎬ 下部为多棱复合式基座ꎬ 两侧各有一力士ꎬ 作负

重支撑状ꎮ 造像气魄宏大ꎬ 工艺精湛ꎬ 为明代铜佛造像中的精品ꎮ
(二) “大彬” 款提梁式紫砂壶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ꎬ 出土于柳林镇王家沟村ꎬ 明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 山西陵川知县杨如桂

暨夫人合葬墓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紫泥胎ꎬ
褐红色ꎬ 泥胎比较细腻ꎬ 通体椭圆形ꎬ 壶盖呈弧形ꎬ 与壶身严密合缝ꎬ 扁圆形提手ꎬ 正

中有一透气孔ꎮ 通高 １５ ３ 厘米ꎬ 口径 ５ １ 厘米×６ ８ 厘米ꎬ 腹径 １０ ７ 厘米×１２ 厘米ꎬ 重

４００ 克ꎮ 肩部置高提梁ꎬ 提梁轮廓外圆内平ꎬ 壶腹部一侧有竖行阴刻行书铭文两行 “吟
竹养浩然”ꎬ 落款为 “大彬” 两字ꎬ 刻款刀法遒劲ꎬ 笔画流畅ꎬ 壶外壁有类似茶锈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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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斑迹ꎮ 圈足呈椭圆形ꎮ “大彬” 即时大彬ꎬ 为明万历年间江苏宜兴紫砂工匠时鹏之子ꎮ
时大彬继承父业ꎬ 又有创新ꎬ 其传世作品大多为执壶ꎬ 提梁壶甚少见ꎮ 此壶古朴精巧ꎬ
为明代紫砂壶中之精品ꎮ

二、 二级文物

(一) 明洪武铜钟

铸造于明洪武二十二年 (１３８９)ꎬ 原为清凉山万佛寺梵钟ꎮ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ꎬ 延安革命

纪念馆拨交清凉山文物管理处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整体呈圆筒

状ꎬ 高 ０ ９５ 米ꎬ 裙围 ０ ７５ 米ꎬ 重 １２０ 千克ꎮ 饰有一周垂叶纹带ꎬ 其下为楷书钟铭ꎬ 共

１８０ 余字ꎮ 中部和下部近沿处各有一周波浪纹带ꎬ 其间饰有数条弦纹ꎮ 六连弧形钟裙ꎮ
铸造精良ꎬ 保存较为完好ꎮ

(二) 释迦牟尼铜造像

雕铸于明弘治二年 (１４８９)ꎮ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ꎬ 由宝塔区文化馆移交清凉山文物管理处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黄铜质ꎬ 中空ꎬ 通高 ５５ 厘米ꎬ 像高 ３７ 厘

米ꎬ 座底 ３５ 厘米×２０ ５ 厘米ꎮ 高螺髻ꎬ 髻顶有摩尼珠ꎮ 鼻梁高耸ꎬ 大耳垂肩ꎬ 双目微

闭ꎬ 两唇微合ꎬ 面相丰满ꎮ 上身内着僧祇支ꎬ 外斜披袈裟ꎬ 下垂及肘ꎬ 下着长裙ꎮ 双腿

盘弯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花座上ꎬ 双手作禅定印ꎮ 佛座后镌刻竖行铭文 “大明弘治二

年仲月吉日 / 造佛僧善必天” 十六字ꎮ
(三) 鹅首长颈铜壶

１９８２ 年征集于李渠镇周家湾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

所收藏ꎮ 青铜质ꎬ 高 ４０ 厘米ꎮ 腹径 ２３ 厘米ꎬ 圈足径 １３ ９ 厘米ꎬ 重 ２４００ 克ꎮ 曲颈细长ꎬ
颈端向下弯曲作鹅首状ꎬ 眼睛微凸ꎬ 扁状形喙ꎬ 弯颈上部开一椭圆形卷沿口ꎬ 无盖ꎮ 鹅

首与颈部做有隔挡ꎬ 颈中部饰三道凸棱状环形箍ꎮ 壶身呈扁圆状ꎬ 溜肩鼓腹ꎮ 圈足沿内

折ꎬ 内有一桥形小钮ꎬ 应为悬挂之用ꎮ
(四) 释迦牟尼铜佛像　
明成化四年 (１４６８) 铸ꎮ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ꎬ 延安革命纪念馆拨交清凉山文物管理处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高 ６４ 厘米ꎬ 底座 ４５ 厘米×３３ 厘米ꎬ 重 ２３ 千

克ꎮ 头饰螺端详ꎬ 袒胸ꎬ 身披袈裟ꎬ 结跏趺坐ꎬ 双手置于腹前ꎬ 做禅定印ꎮ 束腰仰覆莲

座ꎬ 佛像中空ꎬ 造型端庄慈祥ꎬ 身体比例匀称ꎬ 褶纹流畅ꎮ 通体原有贴金ꎬ 现大部已脱

落ꎮ 佛座背部铸发愿文 ８８ 字ꎬ 铭刻供养人姓名ꎬ 落款 “大明成化四年”ꎮ
(五) 三足鼓形铜香炉

清代ꎮ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征集于蟠龙镇玉皇庙村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宝

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高 ５ 厘米ꎬ 口径 ８ ５ 厘米ꎬ 腹径 １０ ２ 厘米ꎬ 重 ４００ 克ꎮ 铜质ꎬ 器

体呈扁鼓形ꎬ 敛口ꎬ 平沿ꎬ 鼓腹ꎬ 上下部各饰一圈环带状鼓钉ꎮ 沿下有连珠状鼓钉ꎬ 腹

中部左右两侧各铸一兽头辅首ꎮ 平底ꎬ 有三只蹄形矮足ꎬ 底中部阳刻戳记ꎮ
(六) 鎏金龙盘龟铜镇 (一组两件)
战国时期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出土于南泥湾镇姚家坡农场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

理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黄铜质ꎬ 通体鎏金ꎮ 高 ６ ２ 厘米ꎬ 底径 ６ ９ 厘米ꎬ 重

６００ 克ꎮ 底座为圆形ꎬ 上部雕铸首尾相接张牙舞爪的盘龙ꎬ 龙腹下铸一小铜龟ꎬ 造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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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ꎬ 工艺娴熟ꎮ
(七) 嵌贝卧鹿铜镇 (一组两件)
汉代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出土于南泥湾镇姚家坡农场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

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铜质ꎬ 通长 ８ ８ 厘米ꎬ 宽 ５ ７ 厘米ꎬ 高 ４ ７ 厘米ꎬ 重 ３００
克ꎮ 器体为椭圆形白底彩斑海贝镶嵌錾刻鹿形外壳ꎮ 鹿作跪卧状ꎬ 昂首直视前方ꎬ 头顶

双角倒背ꎬ 短尾上翘ꎬ 造型别致ꎬ 形象逼真ꎮ
(八) 铜菩萨坐像

明代ꎮ １９８２ 年清凉山文物管理处征集ꎬ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紫铜质ꎬ 高 １８ 厘米ꎬ 长 １１ ７ 厘米ꎬ 宽 ８ ５ 厘米ꎬ 重 １４５０ 克ꎮ 造像头饰摩尼珠ꎬ 戴花蔓

冠ꎬ 双目微合ꎬ 额饰白毫相ꎬ 鼻梁高耸ꎬ 面颊较瘦ꎬ 作沉思状ꎬ 颈及肢、 胸部饰璎珞ꎬ
双肩飘带绕臂后下垂至座ꎬ 双手拢于腹前ꎬ 做禅定印ꎬ 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ꎬ 铸造精

美ꎬ 装饰华丽ꎬ 为明代艺术精品ꎮ
(九) 梅花纹铜敦

战国时期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出土于南泥湾镇姚家坡农场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

理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青铜铸造ꎬ 器形浑圆ꎮ 高 １５ ４ 厘米ꎬ 腹径 １８ ３ 厘米ꎬ
口径 １４ ５ 厘米ꎬ 重 １６２７ 克ꎮ 器盖等距离铸 ３ 个卧兽形钮ꎬ 间以窃曲纹宽带ꎬ 錾刻数朵

梅花纹ꎬ 近口沿部亦饰以窃曲纹宽带ꎬ 肩部两侧为辅首衔环ꎬ 腹部微鼓ꎬ 錾刻数朵梅花

纹ꎬ 平底ꎬ 安置 ３ 个蹄形矮足ꎮ
(十) 红铜锛

西周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出土于松树林乡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宝塔区

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红铜质ꎬ 长 １１ １ 厘米ꎬ 刃宽 ４ １ 厘米ꎬ 銎孔长 ４ ３ 厘米ꎬ 宽 １ ３ 厘

米ꎬ 重 ５００ 克ꎮ 整体呈矩形ꎬ 两面铸有竖格方框ꎬ 肩部开有方形銎孔ꎬ 两面开刃ꎮ
(十一) 蓝釉白梅纹瓷瓶

明代ꎮ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出土于柳林镇虎头峁明墓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

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高 ２７ ５ 厘米ꎬ 腹径 １４ 厘米ꎬ 口径 ３ １ 厘米ꎬ 底径 １０ 厘米ꎬ 重

１ ２ 千克ꎮ 胎呈白色ꎬ 头部呈蒜头状ꎬ 直口圆唇ꎬ 细长颈ꎬ 溜圆腹下垂及底ꎬ 圈足内施

青白釉ꎬ 壶外施湖蓝釉ꎬ 腹部饰两组白色折枝梅花ꎬ 微凸于器表ꎬ 颈肩处有一断裂痕

迹ꎬ 断裂处有四组铁补丁ꎮ
(十二) 缠枝牡丹纹大罐

宋代ꎮ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出土于柳林镇虎头峁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移交宝塔

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高 ３１ ５ 厘米ꎬ 腹径 ２８ 厘米ꎬ 口径 １０ ５ 厘米ꎬ 底径 １５ ６ 厘米ꎬ 重 ８
千克ꎮ 平口ꎬ 圆唇外侈ꎬ 短直颈ꎬ 丰肩ꎬ 鼓腹ꎬ 腹下部逐渐内敛及底ꎬ 底部露胎ꎬ 胎质

灰白造型丰满ꎬ 颈部饰三角纹ꎬ 肩部饰卷云纹ꎬ 腹上部饰有缠枝牡丹ꎬ 器腹下部饰有变

体仰莲瓣纹ꎮ 器形规整敦厚ꎬ 釉色青中泛白ꎬ 纹饰丰满ꎬ 疏密有致ꎬ 具有明显的宋代龙

泉窑瓷器特征ꎮ
(十三) 秧歌人物画像砖

宋金时期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ꎬ 出土于梁村乡上王庄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处

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长 ４７ 厘米ꎬ 宽 ３２ ５ 厘米ꎬ 厚 ７ 厘米ꎬ 龛高 １ ２ 厘米ꎬ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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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千克ꎮ 系用灰砖雕刻而成ꎬ 呈竖长方形ꎬ 正面下部桃形龛内雕刻两个舞蹈人物ꎬ 左边

一人左脚着地ꎬ 右脚前跨ꎬ 腰间挂束腰鼓ꎬ 右手做击打状ꎬ 头微侧ꎬ 目向下俯视ꎬ 左手

上举ꎬ 腰间飘带飞扬ꎻ 右边一人ꎬ 右脚前跨着地ꎬ 左腿提起ꎬ 手执锣ꎬ 做击打状ꎮ 雕刻

洗练传神ꎬ 充满活力ꎬ 是研究陕北民间舞蹈的重要实物资料ꎮ
(十四) 石狮

宋代ꎮ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由清凉山文管处王树森从姚家坡农场征集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９ 日ꎬ 由

清凉山移交宝塔区文管所管理收藏ꎮ 石狮蹲坐于束腰仰莲座上ꎬ 高 ２９ 厘米ꎬ 底径 １２ 厘

米ꎮ 头饰螺髻ꎬ 头略右侧ꎬ 张口露齿ꎬ 面目狰狞ꎬ 颈佩铃ꎬ 两后腿弯曲ꎬ 蹲坐莲花上ꎬ
前右腿伸直ꎬ 前左腿弯曲ꎬ 爪由腹下一幼狮咬住嬉戏玩耍ꎬ 该石狮雕刻精美ꎬ 不失为宋

代石刻艺术精品ꎮ
(十五) 勾连云纹骨角器 (两件)
战国时期ꎮ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ꎬ 出土于麻洞川乡玉家崖村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管理

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共两件ꎬ 其一通长 １１ 厘米ꎬ 系用牛角雕刻而成ꎬ 器体

中空ꎬ 器表雕刻勾连云纹并涂有绿彩ꎬ 下部有两条枣核形孔ꎬ 为骨角的主体ꎬ 其他部分

残佚ꎻ 其二通长 ２ ９ 厘米ꎬ 呈果核形ꎬ 两头打磨平齐ꎬ 椭圆形透孔ꎬ 另两边也雕刻枣核

形孔各一个ꎬ 系穿系固定之用ꎬ 器表雕刻水涡纹ꎬ 可能为骨角的附件ꎮ
(十六) 单孔玉铲

新石器———龙山文化时期ꎮ １９９１ 年征集于碾庄乡芦山峁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清凉山文物

管理处移交宝塔区文物管理所收藏ꎮ 青白玉ꎬ 间以赭褐色纹带ꎬ 通长 １３ ６ 厘米ꎬ 上宽

６ ４ 厘米ꎬ 下宽 ６ ８ 厘米ꎬ 厚 １ ２ 厘米ꎬ 略呈梯形ꎬ 双面开刃ꎬ 通体磨光ꎬ 器物上部正

中为单面钻孔ꎬ 钻痕较为明显ꎬ 两肩平齐ꎬ 中部有半圆形缺口ꎬ 切割痕迹明显ꎮ 此器出

土于省级重点遗址芦山峁遗址ꎬ 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作品ꎮ
三、 三级文物

(一) 铜 ｇｏｕ 镂

汉代ꎮ １９９１ 年在柳林镇杨家畔村征集ꎮ 青铜质ꎬ 直口微敛ꎬ 平沿ꎬ 束颈ꎬ 肩微折ꎬ
球形腹ꎬ 环底ꎬ 三矮小蹄形足ꎮ 腹上部两侧各置一半圆形耳ꎬ 上系双环形提梁为兽首衔

环ꎬ 呈横扁状ꎮ 此器缺盖ꎬ 通体素面磨光ꎬ 环底遗留有一周范线痕迹ꎮ 该器为汉代投递

函件或储币的器物ꎬ 又称扑满ꎮ
(二) 铜鼎 (战国三环钮盖铜鼎)
战国ꎮ １９９１ 年在李渠镇征集ꎮ 青铜质ꎬ 三环形钮盖ꎬ 呈覆钵状ꎬ 圆口、 内敛ꎬ 沿下

两侧各铸一宽附耳ꎬ 稍外撇ꎬ 弧形腹ꎬ 腹上部饰一周凸棱ꎬ 腹下部铸有三兽蹄形足底为

平底ꎬ 周边范痕明显ꎬ 制造工艺为合范铸造ꎬ 焊接而成ꎮ
(三) 铜灯台 (汉铜灯台)
汉代ꎮ １９９１ 年在李渠镇征集ꎮ 青铜质ꎬ 灯台浅腹圆盘形ꎬ 直口ꎬ 平沿ꎬ 盘中部置一

锥状炷芯ꎬ 盘底部有一个圆形套管ꎬ 与宝瓶状柱相套接ꎬ 足部为喇叭形ꎬ 微折内敛上部

置双箍与宝瓶柱状相套接ꎬ 此器皿微分段铸造ꎬ 相互套接ꎬ 焊接而成ꎬ 盘底部套管断

裂ꎬ 整器厚重ꎬ 铸造工艺精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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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佛教故事画像砖

宋代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在冯庄乡王庄村征集ꎬ 该画像砖为灰陶质ꎬ 呈竖长方形ꎬ 砖正面浅

浮雕三层楼阁式塔ꎬ 塔一层内有一半身佛像ꎬ 头饰螺髻ꎬ 方圆脸ꎬ 左手捧一物ꎬ 肩披袈

裟ꎬ 顶为原殿顶ꎻ 二层由三柱支撑ꎬ 双开间ꎬ 顶部五层砖向外叠涩出檐ꎬ 再上三层砖收

分ꎻ 第三层为四柱三开间ꎬ 顶为三角人字坡ꎬ 塔刹饰一宝瓶ꎬ 塔左侧一站立着的裸体婴

儿双手握莲茎ꎮ 该画像为表现释迦牟尼佛本生故事图案ꎬ 表面涂有红彩ꎬ 形象塑造生动

优美ꎬ 充满神秘色彩ꎮ
(五) 梳妆台画像砖

宋代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在丁庄乡王庄村征集ꎮ 该砖为灰陶质ꎬ 呈竖长方形ꎬ 正面浮雕一

梳妆台ꎬ 其形状与南方汉墓所出土之漆器梳妆台相似ꎬ 梳妆台两侧方形支架顶部为鸟首

形ꎬ 中间两支架顶部为花叶形ꎬ 上部悬挂一圆形照面镜子ꎬ 中部置一两格方形梳妆盒ꎬ
下部梳妆台边饰卷云纹ꎬ 台底为四方形腿柱四根ꎬ 腿牙采用类头桦结构ꎮ 该梳妆台造型

简洁逼真ꎬ 形象生动ꎬ 梳妆台表面敷有红彩ꎮ
(六) 荷花纹画像砖

宋代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在丁庄乡王庄村征集ꎮ 该砖为泥质灰陶ꎬ 其形状为竖长方形ꎬ 正

面下部浮雕一花瓶ꎮ 花瓶圆口ꎬ 束颈ꎬ 圆肩ꎬ 圆腹ꎬ 高圈足ꎬ 内折三折枝莲花ꎬ 中间直

插一枝盛开的莲花ꎬ 左、 右两侧各斜插一枝莲蕾ꎮ 瓶与花枝表面均敷红彩ꎬ 甚为生动

形象ꎮ
(七) 陶鼎 (汉灰陶鼎)
汉代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在延安市征集ꎮ 该瓶为泥质灰陶ꎬ 色青灰ꎬ 盖呈覆钵状ꎬ 盖钮为

窄沿圈足形面饰一周网状暗纹ꎬ 盖沿口为平沿ꎬ 内敛ꎬ 鼎口为子母扣ꎬ 内敛ꎬ 圆唇ꎬ 两

侧各置一宽形耳ꎬ 外撇ꎬ 周边饰一圈连续环形暗纹ꎬ 下饰一周凸棱状弦纹腹微弧纹、 腹

微弧ꎬ 底近平ꎬ 腹底附有三近似蹄形矮状足ꎬ 整器厚重ꎬ 附加部件制作工艺精湛ꎬ 留有

明显的刮削痕ꎮ
(八) 三角云纹铜壶

战国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在李渠镇征集ꎮ 侈口ꎬ 平沿内折ꎬ 长束颈ꎬ 圆肩ꎬ 弧腹ꎬ 高圈足

外撇ꎬ 腹两侧有对称的兽首衔环ꎬ 颈部饰一周三角云纹ꎬ 肩及腹中下部各有两周凹弦

纹ꎬ 其间及腹下部圈足各饰一条三角卷云纹带ꎮ 该壶胎壁厚重ꎬ 造型规整ꎬ 花纹美观ꎬ
为战国青铜器中之精品ꎮ

(九) “妥先裕后” 石匾

明代ꎮ 该石匾为横长方形ꎬ 砂石质地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延安市马家湾农科所附近的人大

住宅楼基建工地上发现的墓葬ꎬ 即一石座墓门上方门额上镶嵌的石匾ꎮ 匾正中横排阴刻

楷书 “妥先裕后” 四个大字ꎮ 右侧面近边缘竖排一行楷书 “天启甲子岁” 五字ꎬ 左侧面

近边缘也对称地竖排一行楷书 “仲秋吉旦立” 五字ꎮ 从石匾上文字知ꎬ 该墓葬为明天启

年代的墓葬ꎮ
(十) 白釉黑花瓷罐

元代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延安二道街征集ꎮ 胎质呈灰白色ꎬ 小直口ꎬ 圆唇ꎬ 颈肩部两侧各

置一宽扁形双系ꎬ 半肩ꎬ 腹下斜收ꎬ 足部微外撇宽足沿ꎬ 足底内凹ꎬ 足底露胎ꎬ 造型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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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丰满ꎬ 颈肩部各饰一黑褐色鱼衔草纹ꎬ 肩部饰一周变形卷叶花草纹ꎬ 腹部饰满荷花及

鱼藻纹ꎮ 此器体形较大ꎬ 纹饰精美ꎬ 疏密有致ꎬ 笔意生动ꎬ 为耀州元代的典型器物ꎮ

第三节　 文物保护

一、 保护管理机构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ꎬ 成立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清凉山文管处)ꎬ 为延安市文化

文物局内设机构ꎬ 专门负责文物管理保护工作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主管文

化文物副市长兼任ꎬ 财政全额拨款单位ꎬ 副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３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 工作人员 ２ 人ꎮ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机构改革被撤销ꎬ 合并为延安市文化文物局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成立宝塔区文物管理所ꎬ 副科级建制ꎬ 事业性质ꎬ 编制 ６ 人ꎬ 设所长 １ 人、 副所长

１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文物管理所ꎬ 副科级建制ꎬ 事业性质ꎬ 实行财政全额拨款ꎬ 隶属

于宝塔区文化广播电视局ꎬ 编制 ６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１ 人ꎮ
二、 依法保护

１９９０ 年以后ꎬ 延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除对古遗址、 故城址、 关寨遗址、 瓷窑

窑址、 寺庙遗址和古墓葬、 部分碑刻文物加强保护外ꎬ 对全市革命旧址加强管理保护ꎬ
并对 １９８８ 年第二次文物普查的各类文物点 ８４８ 处加以保护ꎬ 对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陕西省政府

公布的延安市芦山峁遗址、 丰林故城遗址为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ꎬ 加强管理保护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区政府投资 １０ 万元ꎬ 对原文体局办公院 (宝塔山麓南山脚窑洞) 进行改

造ꎬ 建成面积 １００ 平方米文物库房ꎬ 安装防盗门窗和电子监控、 报警设备等ꎬ 加强管理

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文管所分别从省馆、 市文研所、 清凉山管理处等运回全部库藏

文物ꎬ 安放在区文管所文物库房ꎬ 改变到处寄存文物的现象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宝塔区申报青化砭战役遗址、 蟠龙战役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文管所组织人员对全区范围内石刻文物及革命旧址进行调查ꎬ 共调查革

命旧址 ５７ 处ꎬ 其中发现一批保护完好、 有价值的革命旧址ꎮ 全面完成库藏 ３００ 余件一般

文物的信息采集工作ꎮ 延安市文物局投资 ５２０ 万元对枣园庙沟中央礼堂、 陕甘宁边区交

际处、 儿童保育院进行维修ꎮ １２ 月ꎬ 延安市组队在市区的 ３ 个城市街道办事处进行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公布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旧址、 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旧址、 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旧址、 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部旧

址、 瓷窑湾瓷窑遗址、 关帝庙遗址ꎮ ９ 月ꎬ 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化砭战役遗址、 蟠龙战役遗址、 冯庄团支部旧址、 日本工农学校旧址、 中央军委通信

局 (三局) 旧址、 中国女子大学旧址、 中国医科大学旧址、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旧址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 区文管所规范整理第三次文物普查各项资料ꎬ 及时搬迁可移动石刻文

物ꎬ 对散落在民间的五代墓志铭、 元代石经幢、 明代石造像龛等文物给予有效保护ꎻ 配

合全省考古院对延吴高速途经宝塔区域内文物点进行考古调查ꎮ 截至年底ꎬ 宝塔区人民

政府公布的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毛岸英旧居、 南区供销合作总社旧址、 浅草湾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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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旧址 (原中央礼堂)、 杨步浩故居、 寺峁山遗址、 高家沟遗址 ６ 处ꎮ 同时ꎬ 全区第四

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保护范围ꎬ 在全区文物点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ꎮ 争取省上安防技

防项目工程ꎬ 已通过省上评定验收ꎮ

第六章　 图　 书

第一节　 图书馆建设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ꎬ 由文化部、 陕西省政府、 延安地区行署、 延安市政府投资 ５００ 余万

元ꎬ 在南关街 (市场沟口) 新建图书馆大楼 １ 栋ꎬ 占地面积约 ５ 亩ꎬ 建筑面积 ３８０２ 平

方米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图书馆大楼投入使用ꎬ 馆名 “延安市图书馆”ꎮ 设馆长 １ 人、 副馆长

１ 人ꎬ 科级建制ꎬ 隶属于市文化文物局ꎬ 有工作人员 ２１ 人ꎮ 内设少儿阅览室、 报刊阅览

室、 基本书库、 借书处ꎮ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ꎬ 馆藏图书 １５ 万册ꎬ 其中古籍善本 ２ １ 万册ꎬ 订有杂志 １０ 种ꎬ 报纸

１２ 种ꎬ 年借阅读者累计 １ １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ꎬ 经延安市政府批准恢复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创建的 “延安中山图书馆” ( “延

安中山图书馆” 馆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ꎬ 林伯渠担任第一任馆长ꎬ 李昌、 胡乔木、 周扬

先后任馆主任)ꎮ 是年 １２ 月ꎬ 撤市设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延安市图书馆更名为 “宝塔区图

书馆”ꎮ 与中山图书馆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设馆长 １ 人ꎬ 副馆长 ２ 人ꎮ 馆内设办公室、
保卫科、 总务科、 财务科、 业务辅导部、 采编部、 报刊阅览室、 少儿阅览室、 社科阅览

室、 报刊阅览室、 闭架借阅处、 青年自修室、 微机室等ꎮ 年接待读者 １５０００ 人次ꎬ 借阅

图书 ２ 万余册次ꎮ 发放借、 阅 (书) 证 ４００ 余个ꎮ 年均新增图书 １０００ 余册ꎬ 馆藏图书

１５ ５ 万册 (其中古籍善本 ２ １ 万册)ꎮ 每周开放时间在 ４８ 小时以上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年ꎬ 国家新闻出版署倡议全国 ３３ 家出版社给延安市宝塔区图书馆捐赠图

书 ６ 万余册ꎮ 馆藏图书增加到 ２３ ５ 万余册ꎬ 其中古籍善本 ２ １ 万册ꎮ 全区人均 ０ ６５ 册ꎬ
阅览座席 ２００ 多个ꎬ 书架长度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２０００ 米增加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２００ 米ꎬ 增加 ２２００
米ꎮ 年购书经费 ２ ６ 万元ꎬ 全区人均 ０ ０８ 元ꎬ 订报纸杂志 ７３ 种ꎮ 年新办证 ５００ 多个ꎬ
解答咨询累计 ３ 万余人次ꎮ 年接待读者 ２ ５ 万余人次ꎮ 馆内设办公室、 保卫科、 总务科、
财务室、 业务辅导部、 采编部、 报刊阅览室、 少儿阅览室、 社科阅览室、 过刊阅览室、
闭架借阅处、 青年自修室、 微机室等ꎮ 馆外服务点有: 姚店镇文化站、 李渠镇姬庄村小

学、 区二中、 五中、 南关小学、 延安市武警支队、 消防大队、 宝塔区武警中队ꎮ 年业务

指导 ４ 次以上ꎬ 扩充图书 ５００ 册以上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ꎬ 宝塔区图书馆被文化部授予 “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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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差” 最佳单位称号ꎮ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ꎬ 图书馆建立完善 «一日工作制度» «考勤制度» «学习制度» 等 ８

项规章制度ꎮ 馆内服务窗口由 ６ 个增加到 ８ 个窗口ꎬ 对外服务点新增姚店镇、 甘谷驿镇、
河庄坪乡高标准 “农家书屋” ３ 个ꎮ 馆内新增 “电子阅览室”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宝塔支中心”ꎮ 实施馆内 ６８ 台电脑、 服务器 ５ 台的网络自动化管理模式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投资 ２０ 万元ꎬ 购置图书密集架 ２０ 架ꎬ 聘请省图书馆专家对 ２ １ 万余册古籍善本进行系

统分类、 编目、 排架、 修复ꎮ ２００８ 年购书经费 ８ 万元ꎬ 比 ２００４ 年增加 ５ ４ 万元ꎮ 馆藏

图书 ２６ ３ 万余册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图书馆设馆长 １ 人ꎬ 副馆长 ２ 人ꎬ 有职工 ５５ 人ꎬ 在岗职工 ３８ 人ꎬ

离退休 １７ 人ꎮ 中级职称 ２５ 人ꎬ 初级职称 ７ 人ꎮ 馆藏图书 ２７ ４ 万余册ꎬ 年新办证 １０００
余个ꎬ 有固定读者 ４０００ 余人ꎮ 年解答咨询服务信息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ꎬ 年接待读者 ５ 万~６ 万

人 (册) 次ꎮ 是年ꎬ 宝塔区图书馆被陕西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办评为 “先进单位” 和

“先进集体”ꎮ 在陕西省首届文化共享知识竞赛中被省文化厅授予 “优秀组织奖”ꎻ 被延

安市文化局评为文化共享工程 “先进单位”ꎻ 被宝塔区委、 区政府评为 “文明服务示范

单位” 和 “巾帼文明示范岗”ꎬ “科技之春” 下乡活动 “先进集体”ꎬ 文化文艺工作 “先
进集体”ꎬ 理论学习 “先进集体”ꎬ 被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陕西省农家书屋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授予 “先进集体” 称号ꎮ
此外ꎬ 延安大学、 延安医学院、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延安报社、 各中小学等单位都

设有图书馆 (室) 或资料室ꎮ

第二节　 图书阅览

宝塔区 (延安市) 图书馆于 １９９２ 年落成ꎬ ３ 月开馆ꎮ 馆藏图书 ２２ 大类 １５ 万册 (其
中古籍善本 ２ １ 万册ꎬ 订有报纸杂志 １５ 种)ꎬ 年借阅读者 ２０００ 人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同级财

政年购书经费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２ ４ 万元增加到 ８ 万元ꎮ 馆藏图书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５ 万册增加到

２７ ４ 万余册ꎻ 年征订报纸杂志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５ 种增加到 １１０ 种ꎻ 阅览座席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５０ 席位增加到 ３００ 席位ꎻ 年阅览人次由 １９９２ 年的 ２０００ 人次增加到 ７ ３ 万人次ꎮ 每周开

放时间 ５６ 小时 (周六、 周日开放)ꎮ 馆外建立 ２０ 个图书室和流动书库ꎬ ６１１ 个 “农家书

屋” 和 ６２５ 个共享工程服务点ꎮ 阅览人数逐年上升ꎮ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馆藏图书及阅览人次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８－６－１

年份 图书种类 报纸杂志 (种) 阅览座席 (个) 年阅览人次

１９９２ ２２ 大类 １５ 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２２ 大类 １５ 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２２ 大类 ２０ ８０ ３１００

１９９５ ２２ 大类 ２５ １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９８



续表

年份 图书种类 报纸杂志 (种) 阅览座席 (个) 年阅览人次

１９９６ ２２ 大类 ３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２２ 大类 ３５ １１０ ５５００

１９９８ ２２ 大类 ３５ １１０ ５６００

１９９９ ２２ 大类 ４０ １３０ ７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２ 大类 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２ 大类 ５５ １５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２ 大类 ６０ １６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２ 大类 ６０ １６０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２ 大类 ６５ １８０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２ 大类 ８５ ２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２ 大类 ９０ ２５０ ４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２ 大类 ９５ ２７０ 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２ 大类 １００ ３００ ６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２ 大类 １１０ ３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２ 大类 １１０ ３００ ７３０００

第三节　 图书发行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 日ꎬ 延安新华书店成立ꎬ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 “新华书店” 店名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书店迁至西安ꎬ 延安新华书店遂改为陕西省新华书店延

安专区总分店ꎬ 主要负责延安、 子长、 志丹等县的图书发行工作ꎮ １９５１ 年ꎬ 再度改为新

华书店延安支店ꎬ 把代销文具部分正式移交给百货公司ꎬ 并在各县文化馆设立代销店ꎬ
开始农村图书发行工作ꎮ １９５８ 年ꎬ 随着行政体制的变更ꎬ 延安支店改为延安县新华书

店ꎬ １９６５ 年又更名为延安地区新华书店ꎬ 店址在北大街建设银行北侧ꎮ １９８０ 年ꎬ 在延

河大桥西 (二道街) 建成新华书店大楼一幢ꎮ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 １ 日落成使用ꎬ 建筑面积

３３８９ 平方米ꎬ 大楼门市部正式营业ꎻ 书店县级建制ꎬ 设经理 １ 人、 副经理 １ 人ꎬ 有职工

５９ 人ꎻ 内设办公室、 计财科、 业务科、 质量检验科ꎮ 对外营业设有大街门市部、 大楼门

市部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书店县级建制ꎬ 设经理 １ 人、 副经理 １ 人ꎬ 有职工 ６５ 人ꎻ 内设机构有:
办公室、 业务科、 财务科、 大街门市部 (１９８９ 年拆旧建新ꎬ 盖起来营业住宅楼ꎬ 一楼曾

为科技书店)、 大楼门市部ꎮ 年发行各类图书 １５３ 万册ꎬ 其中科技图书 ６１ 万册ꎬ 大中专

教材销售金额 ２０２ 万元ꎬ 销售中小学课本金额 １１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ꎬ 书店进行改制ꎬ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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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陕西新华发行集团延安公司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县级建制ꎬ 设经理 １ 人、 副经理 ４ 人ꎬ 有正式职工 ８５ 人ꎬ 其中固定工 ５０

人、 合同工 ３５ 人、 临时工 １４ 人ꎮ 年销售图书 ２３４ 万册ꎬ 销售金额 ２２９２ 万元ꎮ 有固定资

产 １ ３５６ 亿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各类图书销售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８－６－２

年份
册数

(万册)
金额

(万元)

其　 中

中小学课本
(万元)

大中专教材
(万元)

科技图书
(万册)

１９９０ １５３ ２１４ １１１ ２０２ ６１

１９９１ ２２０ ２７６ １１８ １７１ ８２

１９９２ ２６０ ３３１ １８４ ２７０ ９１

１９９３ ２２７ ３５２ ２０１ ２２０ ９４

１９９４ ２４３ ４０１ ２０９ ３５３ ７９

１９９５ ３０７ ５５８ ３０９ １９５ １０９

１９９６ ２４０ ７６６ ３３４ １０６ —

１９９７ ２４３ ９０４ ５４３ ７７０ —

１９９８ ２５２ １００１ ６４３ ６７８ —

１９９９ ２８４ １１１４ ８９２ ５６３ —

２０００ ２８０ １２０７ ７７５ ４２７ ６９

２００１ ２４４ １３６４ ８３９ １６ ８３

２００２ ２８８ １４１０ ８４６ — ７５２

２００３ ３４７ １６０５ — — —

２００４ ２８７ １００５ — — —

２００５ ２９６ １８６０ — — —

２００６ ２８９ １７４４ — — —

２００７ ２３７ １５８６ — — —

２００８ ２４９ １７４１ — — —

２００９ ２８４ １７６９ — — —

２０１０ ２３４ ２２９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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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档案　 方志

第一节　 方志档案机构

１９８１ 年ꎬ 成立延安市档案局 (馆)ꎬ 局、 馆合署办公ꎬ 配备工作人员 ６ 人ꎮ １９８６
年ꎬ 档案机构移交市政府ꎬ 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ꎮ 档案局、 馆实行一套编制、 两个名

称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３ 人、 馆长 １ 人 (副局长兼任)、 工作人员 ７ 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

安市档案局为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７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馆长 １ 人 (副局长兼

任)ꎬ 下设档案馆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档案局与市方志办合并为延安市市志档案局ꎬ 与延

安市档案馆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馆长 １ 人、 副馆长 ２
人、 工作人员 １８ 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为延安市宝塔区区志档案局、 延安市宝塔区档

案馆ꎮ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馆长 １ 人、 副馆长 ２ 人ꎮ 编制 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志档

案局机构划入区委系统ꎬ 仍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志档案局 (馆) 为科

级建制ꎬ 有编制 ２０ 人ꎬ 设局长 １ 人、 副局长 ２ 人、 馆长 １ 人、 副馆长 ２ 人ꎮ 区志档案局

与档案馆仍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内设宝塔区现行文件阅览中心ꎬ 主要负责全区制

发的规范性文件的收集、 保管和提供利用ꎮ

第二节　 档案业务建设

一、 业务指导

档案业务指导以培训为基础ꎬ 以深入基层指导为重点ꎬ 坚持集中培训和日常现场指

导相结合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ꎬ 在市教育局召开档案工作现场会ꎬ 市属 １００ 多名档案人员参加

会议ꎮ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７ 日ꎬ 在全市档案工作会议上ꎬ 以市政府名义表彰 ３５ 个先进集体和

４１ 名先进个人ꎮ 举办短期培训班 １ 次ꎬ １００ 多人参加培训ꎮ 同时ꎬ 组织区属单位 １２ 名档

案人员到北京、 上海等地参观学习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 聘请地区档案局业务人员授课ꎬ 举

办为期 ３ 天的业务培训班ꎬ ４８ 人参加培训ꎻ １１ 月ꎬ 开展以乡镇为单位的业务培训ꎬ 每乡

安排一天ꎬ 各村主任、 会计人员参加ꎬ 培训 ２００ 人次ꎮ 同时ꎬ 结合 “双万工程” “基层

组织整建” “扶贫攻坚” 等活动ꎬ 狠抓乡镇、 村建档工作ꎬ 许多乡镇建立综合档案室ꎬ
彻底改变档案管理一袋子、 一箱子、 一捆子、 各管一摊子的杂乱现象ꎬ 其中官庄乡、 临

镇镇档案室晋升为省三级档案室ꎮ
１９９３ 年结合机构改革ꎬ 起草下发 «关于机构改革中加强档案管理的通知»ꎬ 对撤销

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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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档案管理提出明确要求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与组织部联合下发文件ꎬ 对整建村建档工作作出

统一安排ꎬ 先后深入 ２０ 多个村指导建档ꎮ 桥沟镇南寨砭村设立档案室ꎬ 购买铁皮柜ꎬ
建立规范的档案管理ꎬ 经市级检查验收晋升为省三级档案室ꎻ ４ 月 ２ 日ꎬ 下发 «关于进

一步加强机关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ꎬ 就全面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以下简称

«档案法» )、 档案目标管理、 档案信息开发提出具体要求ꎻ ７ 月ꎬ 举办为期 ３ 天的业务

培训班ꎬ 区属 ３５ 个单位的文档人员参加培训ꎮ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

议ꎬ 表彰档案工作先进集体 ３０ 个、 先进个人 ３６ 人ꎻ １２ 月ꎬ 举办业务培训班ꎬ 培训业务

人员 ３０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与区工业办联合举办工业企业文档人员培训班ꎬ 培训业务人员 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ꎬ 与区农工部联合制定 «关于小康村土地延 (承) 包建档工作的通知»ꎮ 同

时ꎬ 制定 «关于加强音像等重要档案资料收集管理工作的通知» 和 «关于加强重大活动

档案资料收集工作的通知»ꎬ 就进一步加强音像、 书画、 题词、 实物和重大活动的档案

收集办法、 原则、 保管利用等提出要求ꎮ 区志档案局结合撤乡并镇工作ꎬ 制定 «关于在

并乡建镇中做好档案移交工作的通知»ꎬ 对档案收集、 整理、 处置提出明确要求ꎮ 同年ꎬ
与桥沟镇政府联合ꎬ 建立 １７ 个小康村建档工作ꎬ ４ 月在南寨砭村召开村级建档现场会ꎮ
１７ 个小康村全部建立档案室 (柜) 和档案ꎮ ６ 月 ７ 日、 １４ 日举办两次行文规则和档案业

务培训班ꎬ 培训 １００ 余人次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６ 日举办档案业务培训班ꎬ 参加培训 １００ 多

人ꎮ 同时ꎬ 业务人员深入社区、 私营企业指导建档ꎻ ８ 月ꎬ 派出 ５ 人进驻王家坪联运公

司ꎬ 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ꎬ 帮助整理档案 ２０００ 卷 (盒)ꎬ 建立设备、 声像、 科技、 实物

等门类档案ꎮ 为社区提供铁皮柜、 档案盒等装具材料ꎬ 指导 ３ 个社区建起较为规范的档

案管理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 区档案局与区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联合制定 «关于

做好先进性教育活动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ꎬ 就文件材料的形成、 收集范围、
归档移交提出明确要求ꎮ 同年ꎬ 宝塔区档案局被评为 “全市档案工作先进集体”ꎬ 荣获

全省 ２００５ 年度工作考核优秀县 (区) 档案局 (馆) 称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与区经济发展局联

合制定 «关于对全区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进行普查和登记工作的通知»ꎬ 对新建、 续

建区级重点建设项目普查登记内容、 要求做出明确规定ꎮ ６ 月 ５ 日ꎬ 区委办制定 «关于

切实加强重大活动档案资料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ꎬ 提出 “谁主管、 谁收集” 的原则ꎬ
对重大活动档案资料收集范围、 种类、 办法提出具体要求ꎮ ２００７ 年度荣获全省县 (市、
区) 档案局 (馆) 工作考核优秀单位称号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做好经常性档案业务检查指导工作的同时ꎬ 加强新农村建设、 社区建档

工作业务指导ꎬ 培训 ２０ 个社区文档人员 ５６ 人ꎬ 制定 «延安市新农村建设文件材料归档

范围和保管期限表»ꎮ 同年ꎬ 获得延安市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档案局 ８ 号令ꎬ 全年完成 ９６ 个单位的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

期限表» 的审批工作ꎮ ９ 月 ９ 日在全区林业产权改革工作会议上ꎬ 培训林改档案业务人

员 ３００ 人ꎮ 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公司、 腾格尔实业公司分别获全省民营企业档案工作规

范化管理示范单位荣誉称号ꎮ 宝塔区婚姻登记中心规范档案管理ꎬ 建立起标准化档案

室ꎻ 参加全省民生档案工作座谈会ꎬ 进行经验交流ꎮ 同年ꎬ 区档案馆获全省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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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档案局 (馆) 工作考核优秀单位称号ꎬ 宝塔区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称号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宝塔区举办档案业务培训班ꎬ 培训区属 １２０ 多个单位文档人员

１５０ 人ꎮ 同时ꎬ 区委、 区政府将档案工作纳入 «宝塔区乡镇、 办事处和部门目标管理考

核指标» 之中ꎬ 建立机关档案工作管理新模式ꎬ 为促进机关档案管理提供有力的组织保

障ꎻ ９ 月ꎬ 组织区档案局 (馆) 业务人员赴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档案局 (馆) 参观学

习ꎬ 并签订缔结友好档案局 (馆) 协议ꎮ 同年ꎬ 获全省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称号ꎮ
二、 法治建设

在档案法治建设中ꎬ 始终坚持以学习宣传教育为基础ꎬ 以执法检查为重点ꎮ １９９０ 年

与市土地局联合制定 «延安市土地管理档案工作暂行规定»ꎬ 印发各乡镇、 办事处贯彻

执行ꎮ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ꎬ 召开贯彻 «档案法» 经验交流会ꎬ 参加会议市属 １００ 多个单位文档

人员 １２０ 人ꎻ 发放 «档案法» 及 «档案法实施办法» ２００ 余份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为迎接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ꎬ 广泛开展 «档案法» 宣传活

动ꎬ 设立宣传点ꎬ 悬挂横幅ꎬ 发放 «档案法» 宣传资料 １０００ 份ꎮ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４ 日ꎬ 会

同区人大开展 «档案法» 执法重点抽查活动ꎬ 于 ８ 月 １１ 日召开座谈会ꎬ 市档案局、 区

委、 区人大、 区政府等领导参加会议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在主要街道悬挂宣传横幅 ６ 条ꎬ 办宣传

专栏 ３ 期ꎻ ９ 月中旬ꎬ 区人大领导带队进行 «档案法» 宣传ꎬ 发放 «档案法规选编»
３００ 余册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由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队ꎬ 对区属 １４ 个乡镇、 １２ 个部门、 １ 个

企业进行档案执法检查ꎮ 通报批评执法不严、 工作不力的单位 ３ 个ꎬ 限期整改单位 ３ 个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结合 «档案法» 颁布实施 ２０ 周年ꎬ 开展 «档案法» «陕西省档案管理条

例» 上街宣传ꎬ 发放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ꎻ ６ 月 ４ 日ꎬ 组织区属单位文档人员 １００ 余人ꎬ 参加

国家档案局举办的 “剑南春杯” 档案法制有奖竞赛答卷活动ꎮ 在日常工作中ꎬ 坚持把档

案法制与档案业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ꎬ 通过广泛宣传学习、 监督检查ꎬ 有效增强全社会

档案法制意识ꎬ 促进档案事业顺利发展ꎮ

第三节　 档案目标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主要抓市教育局、 粮食局 ２ 个单位档案业务建设ꎬ 经考核达省三级档案

室ꎮ 升级达标坚持统一标准ꎬ 严格考核ꎬ 先进行初审ꎬ 提出整改要求ꎬ 然后进行评审ꎬ
量化考核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ꎬ 市土地局、 工商银行、 组织部、 水利水保局、 财政局等 １３ 个单位档

案室达省三级ꎬ １ 个单位达省二级ꎮ １９９７ 年为进一步推进档案目标管理ꎬ 提出 “突破一

级、 发展二级、 普及三级” 的奋斗目标ꎬ 以签订目标责任书的形式ꎬ 落实责任ꎬ 使目标

管理取得长足发展ꎮ 是年ꎬ 签订档案室达标晋级单位目标责任书 ４０ 个ꎮ 年底ꎬ 全部完

成目标任务ꎬ 进入等级管理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在区国税局档案室召开全区档案目标

现场会ꎬ 会上区政府分管副区长ꎬ 与 １３ 个乡镇、 ２７ 个机关单位签订升级达标责任书ꎬ
区委分管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区委办印发达标升级单位名单ꎬ 落实目标管

理ꎮ 同年区土地局 、 法院、 财产保险公司档案室顺利晋升为省一级ꎻ 南泥湾钻采公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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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１０ 万元ꎬ 更新设施ꎬ 规范业务ꎬ 使档案室跻身省级企业档案管理行列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经延安市档案局检查验收ꎬ 宝塔区档案馆晋升为省二级档案馆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在历年召开的档案工作会上ꎬ 分管副区长与各单位签订升级达标责任书ꎬ 落实

目标任务ꎬ 是年ꎬ 全区共实现升级达标省一级单位档案室 １２ 个、 省二级 ２０ 个、 省三级

１７ 个ꎬ 省级企业 １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档案馆搬入新馆址后ꎬ 投资近 ２０ 万元购置密集架、 电脑、 复印机、 扫

描仪等基础设施ꎮ 是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顺利通过延安市档案局考核验收ꎬ 宝塔区档案馆被认

定为省一级档案馆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始目标管理由升级管理转换为 “Ａ” 级管理ꎬ 对原达标

升级的档案室重新进行认证ꎮ 同年ꎬ 宝塔区征稽所档案室被认定为 ＡＡ 级档案室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 ６ 个单位档案室被认定为 ＡＡＡ 级档案室ꎬ １９ 个单位档案室

被认定为 ＡＡ 级档案室ꎬ １７ 个单位档案室被认定为 Ａ 级档案室ꎮ

第四节　 档案馆建设

一、 基础设施

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ꎬ 档案工作基础设施薄弱ꎬ 馆库、 办公用房均租赁其他单位办公室ꎻ
档案装具简陋ꎬ 均为铁皮柜和木质柜ꎬ 有铁皮柜 １１ 组、 木质柜 ３０ 个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省、 市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持下ꎬ 投资 ９８ 万元ꎬ 新修档案专用库房 ６８０
平方米ꎬ 办公用房 ２００ 平方米ꎬ 彻底改变长期租赁库房的临时状态ꎮ 同年又投资 １６ 万

元ꎬ 购置密集架 １５ 列 ７５ 组ꎬ 淘汰木质柜ꎮ 同时购置电脑 ３ 台ꎬ 复印机、 打印机、 扫描

仪、 档案管理软件等ꎮ 建立档案管理局域网ꎬ 使档案管理现代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升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筹措资金 ２ 万元ꎬ 购置铁皮柜 １５ 套ꎬ 对资料装具进行更新ꎬ 购置电脑 ３ 台ꎮ
２００５ 年ꎬ 购置电脑 ４ 台ꎬ 达到每个办公室一台电脑ꎬ 初步实现办公现代化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档案馆被陕西省档案局认定为档案工作规范管理 ＡＡＡ 级档案馆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投资 １５ ６ 万元ꎬ 购置密集架 １５ 列 ７５ 组ꎬ 彻底淘汰铁皮柜ꎬ 使档案保管更加

安全可靠ꎮ
二、 档案接收利用

１９９０ 年ꎬ 开展大规模乡镇档案清理接收工作ꎬ 清理积存档案近万卷ꎬ 接收进馆档案

３５００ 余卷ꎮ 年底ꎬ 馆藏档案 １１ 万卷ꎬ 资料 １３０９ 册 (本)ꎮ １９９１ 年接收部分乡镇档案

５００ 余卷ꎬ 并进行编目、 登记、 上架等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结合机构改革ꎬ 印发 «关于机构改

革中加强档案管理的通知»ꎬ 及时接收撤并单位档案ꎮ １９９６ 年ꎬ 馆藏档案达到 １ ３８ 万

卷ꎮ 在档案接收的同时ꎬ 开展查调档案提供利用服务工作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６ 年ꎬ 共接收查档

者 ３１００ 人次ꎬ 调档 １５４００ 余卷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组织编写 «历史地理经济概况» «重要机构沿革» «延安市大事记» «名胜

古迹简介» «经济指标汇编» 等资料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编辑出版 «延安名优特产志» ３０ 万字ꎬ
全面介绍延安名优特产的种类、 特点等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乡镇机构改革中ꎬ 制定 «关于在并

乡建镇中做好档案移交工作的通知»ꎬ ２００２ 年将全区撤销的碾庄、 张坪、 下坪、 丁庄 ４
个乡镇档案全部接收进馆ꎬ 共 ６００ 余卷ꎮ 同时ꎬ 接收撤销单位档案 １５００ 卷ꎬ 珍贵照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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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３３ 张ꎮ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 年ꎬ 接待查档者 １９４０ 人次ꎬ 调档 １１２００ 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新馆建成投入使用后ꎬ 进一步加大档案接收力度ꎮ 是年ꎬ 接收档案 ６００

卷ꎬ 使馆藏档案达 ２０８６４ 卷ꎬ 资料 ２１０６ 册 (本)ꎬ 实物 ３８ 件ꎬ 照片 ５６９ 张ꎮ 建立现行文

件阅览中心ꎬ 收集区委、 区政府等 ５０ 个部门制发的政策性文件 ２００ 余份ꎮ 建立目录ꎬ 向

社会开放ꎮ ２００４ 年接收档案 １５８４ 卷ꎮ ２００５ 年接收档案 ３１００ 卷ꎬ 其中文书档案 ２５９０ 卷ꎬ
婚姻档案 ２１９ 卷ꎬ 户籍档案 １３０ 卷ꎬ 实物 １６０ 件ꎮ 同年 ４ 月ꎬ 与区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办公室联合制定 «关于做好先进性教育活动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通知»ꎬ
７ 月 ４ 日、 １１ 月 １４ 日两次制定对第一批和第二批开展教育活动单位的文件材料收集归档

作出安排ꎻ 全年接收先进性教育活动档案 ３１２ 盒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积极开展 “档案资源建设年” 活动ꎮ ６ 月 ５ 日ꎬ 区委制定 «关于切实加强

重大活动档案资料收集归档的通知»ꎬ 明确规定对重大活动档案资料收集范围、 种类、
办法ꎮ 接收文书档案 １８３５ 卷ꎬ 户籍档案 ２９６ 卷ꎬ 婚姻档案 ４２８ 卷ꎮ 接收现行文件 ４５ 份ꎬ
寄存企业改制档案 ３５７ 箱ꎮ 区档案馆与区老促会合作ꎬ 编辑印刷 «北京知青通讯录»
３００ 册、 «北京知青花名册» １２０ 册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接收档案 ５０３６ 卷ꎬ 馆藏档案 ３３６０４ 卷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接收档案 ６４２４ 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馆藏档案 ４００２８ 卷 (册、 盒)ꎬ 其中文

书档案 ３３３２５ 卷、 科技档案 ３６８ 卷ꎬ 社教档案 １９４６ 卷ꎬ 婚姻档案 １５１５ 卷ꎬ 户籍档案 ３７６
卷ꎬ 照片档案 １９ 册ꎬ 实物档案 ２１０ 件ꎬ 声像档案 ３２ 盒 (盘)ꎬ 资料 ２２３７ 册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接待查档者 ３６２９ 人次ꎬ 调档 １４５０７ 卷ꎬ 档案的参考资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ꎮ

第五节　 志鉴编纂

一、 区志编纂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６ 日ꎬ «延安市志» 印刷出版发行ꎮ «延安市志» 全书共 ２０４ 章ꎬ ６２６
节ꎬ ３５ 个专业志ꎬ １２０ 万字ꎮ 该书记载上限起自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王设县ꎬ 下限 １９８９ 年ꎮ
«延安市志» 出版后ꎬ 积极开展志书交流、 销售等工作ꎮ «延安市志» 的出版ꎬ 为人们了

解延安、 认识延安提供完整可靠的资料ꎬ 对加强对外宣传发挥积极作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全面启动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ꎮ 同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动员大会ꎬ

区属各单位分管领导、 修志人员 ２３０ 人参加会议ꎮ 会议印发 «延安市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 篇目、 编写行文规则ꎬ 对 «延安市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 的编写要求、 时

限作出具体安排部署ꎮ 之后业务人员深入部门单位ꎬ 开展督查、 指导工作ꎮ 各单位认真

对待ꎬ 加强领导ꎬ 落实人员ꎬ 夯实责任ꎬ 全面展开编写工作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底ꎬ 完成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地方志初稿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召开全区档案方志业务培训会ꎬ 区属 １２２ 个单位文档人员参加

会议ꎮ 区委、 区政府分管领导出席会议并作讲话ꎬ 会上对 «延安市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 续写编纂 (补正前志) 工作作出安排部署ꎬ 并进行地方志业务培训ꎮ 同年ꎬ 宝

塔区区志档案局获得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称号ꎮ
二、 专业志编纂

在开展 «延安市宝塔区志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 编纂的同时ꎬ 组织开展专业志编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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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ꎮ ２００４ 年编纂出版 «宝塔区地名志»ꎬ 全书约 ４０ 万字ꎮ 该书上起事物开端ꎬ 下至

２０００ 年底ꎮ 采用词条式编写ꎬ 共 １０ 章ꎬ 汇集全区各类标准地名 １７４４ 条ꎬ 其中行政区划

和居民地 ９３５ 条ꎻ 自然实体名称 ３３８ 条ꎻ 人工建筑物名称 １０４ 条ꎻ 革命纪念地 ５７ 条ꎻ 名

胜古迹、 游览地 ６３ 条ꎻ 行政、 事企业单位 １８６ 条ꎻ 街、 巷、 路 ６１ 条ꎻ 标注标准地名图

２６ 幅ꎮ ２００９ 年ꎬ 编纂出版 «宝塔区军事志»ꎬ 全书 ３６ 万字ꎮ 该书上限自本区军事活动

发端ꎬ 下限至 ２００５ 年ꎮ 由概述、 大事记、 志、 传、 图、 表、 录组成ꎬ 以志为主ꎬ 图、 表

相辅ꎬ 按照章、 节、 目顺序排列ꎻ 系统记述宝塔区辖区内从古代至 ２００５ 年军事活动的各

个方面ꎮ
三、 年鉴编纂

２００９ 年ꎬ 开始 «宝塔年鉴» 编纂工作ꎬ １２ 月首部 «宝塔年鉴» (２００９ 卷) 印刷出

版ꎮ 该书全面记载 ２００８ 年宝塔区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等方面的内容ꎬ 通过对史实、
资料的汇集ꎬ 全面系统反映 ２００８ 年度宝塔区改革开放、 建设西部经济强区的历史进程ꎬ
着重记载宝塔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 新举措、 新经验、 新问题ꎮ 全书共设

类目 ２７ 个、 分目 １２６ 个、 条目 １２２９ 条ꎬ 彩页 １０２ 页ꎬ ５９ 万字ꎮ 同年ꎬ 区志档案局获全

省综合年鉴编纂工作先进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继续开展 «宝塔年鉴» 编纂工作ꎬ １２ 月 «宝塔

年鉴» (２０１０ 卷) 印刷出版ꎮ «宝塔年鉴» 采用分类编辑法ꎬ 除特载、 专文、 大事记等

综合栏目外ꎬ 其他内容均按照类目、 分目、 条目三部分编排ꎻ 主要设置中共宝塔区委员

会、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 宝塔区人民政府、 政协宝塔区委员会、 民主党派、 工商联、 人

民团体、 军事、 公安司法、 综合管理、 城建环保、 工业、 农林水牧、 商业、 财政税务、
金融保险、 交通、 邮电、 科技教育、 文化旅游新闻、 卫生计生、 社会事业、 街道、 乡镇

概况ꎬ 全书 ５５ 万字ꎮ

第六节　 档案信息化

２００３ 年ꎬ 投资 ３ 万余元ꎬ 购买泰坦软件及档案管理专用服务器ꎬ 建立局域网ꎮ ２００４
年开始馆藏档案数字化工作ꎬ 至 ２００６ 年共输入案卷级目录 ２５１３１ 条ꎬ 全面完成馆藏档案

案卷级目录输入工作ꎮ ２００７ 年开始对文书档案、 婚姻档案等进行文件级目录输入工作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共输入档案文件级目录 １４ ８ 万条ꎮ 婚姻档案文件级目录全部输入完成ꎬ 基本

实现档案信息管理自动化检索目标ꎮ 为确保档案数据安全ꎬ 定期对局域网计算机和服务

器进行杀毒维护ꎬ 同时对馆内文书、 婚姻、 社教等档案信息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备份ꎬ 刻

录成光盘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在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档案局结对子活动中ꎬ 将备份的数据光盘存

放在路桥区档案馆内ꎬ 实现档案数据的异地备份ꎮ 同年ꎬ 投资 １ 万元建立 “宝塔档案信

息网”ꎬ 用户可以通过 “宝塔档案信息网” 查找现行文件、 资料和已开放档案信息ꎬ 了

解档案工作政策、 法规和档案工作动态ꎮ 初建时ꎬ 只是一个部门行业网站ꎬ 使用的是宝

塔区政府公众信息网的二级域名ꎬ 也只设置 ９ 个一级栏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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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加大投资力度ꎬ 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改革ꎻ 宝

塔区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日益完善ꎻ 医疗卫生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ꎬ 区、 乡镇、 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成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 城镇医疗保险、 社区医疗保险等关系民生工程的实施ꎬ 保障人人享有医疗卫生保健

的权益ꎬ 提高全区人民的健康水平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 宝塔区获得 “省级卫生城市” 称号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全国体育先进县 (区) ” 称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３０ 个行政村建成健身广场ꎬ 占地面积约 ４８ ５ 亩ꎮ 体育设施、 设备进村

庄、 进社区逐年增加ꎮ

第一章　 医卫机构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宝塔区卫生局　 １９９０ 年ꎬ 称延安市卫生局ꎬ 属科级建制ꎬ 行政单位ꎬ 隶属于延安市

人民政府ꎮ 内设办公室、 医政科、 疾控科、 基妇科 ４ 个科室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

卫生局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组建稽查科ꎬ 增设社区卫生指导科、 政秘科、 党委办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卫生局内设办公室、 医政科、 疾控科、 基妇科、 稽查科、 社区卫生

指导科、 政秘科、 党委办 ８ 个科室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ꎮ 有行政编制 １２ 名ꎬ 设

局长 １ 名、 副局长 ３ 名ꎬ 实有局长、 书记各 １ 人ꎬ 副书记 １ 人ꎬ 副局长 ３ 人ꎬ 工会主席

１ 人ꎮ
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９９０ 年ꎬ 称延安市卫生防疫站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

区卫生防疫站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８ 日ꎬ 更名为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宝塔区健康教育所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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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ꎬ 为全区疾病预防控制、 检验监测、 预防医学科研与教学、 卫生

技术培训、 预防性健康体检、 健康教育、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等综合性专业机构ꎮ 科级建

制ꎬ 事业单位ꎬ 隶属于宝塔区卫生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心设有 １２ 个专业科室、 ８ 个预防接种

门诊ꎬ 编制 ９０ 人ꎬ 在职职工 ８５ 人ꎬ 其中政府聘用人员 １０ 人ꎮ 各类专业人员 ６４ 人ꎬ 其

中中级职称 ２４ 名ꎮ
宝塔区结核病防治所　 １９９０ 年ꎬ 称延安市结核病防治所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称宝塔区结

核病防治所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ꎬ 隶属于宝塔区卫生局ꎮ 有医疗设备 Ｘ 光机、 洗片

机、 显微镜、 生物安全柜等ꎬ 督导车 １ 辆ꎬ 固定资产 １５０ 万元ꎮ 设有结防科、 放射科、
痰检室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编人员 １８ 名ꎬ 业务人员 １５ 人ꎬ 其中副高职称 １ 人、 中级职称 ９
人、 初级职称 ５ 人ꎮ

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所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成立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所ꎻ １０ 月 ３０
日举行成立揭牌仪式ꎮ 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ꎬ 隶属于宝塔区卫生局ꎬ 编制 ２０ 人ꎬ 领导

职数为 １ 正 ２ 副ꎮ 建立党支部和所委会ꎬ 设立 ３ 个业务科室及办公室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ꎬ 整

体上划至延安市卫生监督所ꎮ
宝塔区社会保障事业经办处　 １９９２ 年ꎬ 成立延安市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ꎬ 隶属于延

安市卫生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更名为宝塔区公费医疗管理办公室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ꎬ 改称宝

塔区社会保障事业经办处ꎬ 隶属于宝塔区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ꎮ
宝塔区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ꎬ 成立宝塔区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办公室ꎬ 隶属于宝塔区卫生局ꎮ ２００９ 年机构改革ꎬ 成为宝塔区区卫生局的内设科室ꎮ
宝塔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 日ꎬ 成立宝塔区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管理委员会ꎬ 下设办公室ꎬ 办公在区卫生局ꎮ 并设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处ꎬ 事

业性质ꎬ 经费全额预算ꎬ 副科建制ꎬ 编制 ７ 人ꎬ 领导 １ 名ꎬ 隶属于宝塔区卫生局ꎮ 各乡

镇也相应成立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ꎮ
宝塔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爱卫会办公室与城区爱卫会办

公室合署办公ꎬ 两块牌子、 一套班子ꎬ 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ꎬ 财政全额预算ꎬ 隶属于市

卫生局ꎬ 编制 １０ 人ꎬ 领导职数 １ 正 ２ 副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宝塔区爱卫会办公室ꎮ
延安市宝塔区药品采购配送中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药品采购

配送中心ꎮ 副科级建制ꎬ 核定编制 ５ 人ꎬ 实有人员 ６ 人ꎮ 承担全区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

购配送工作ꎮ

第二节　 市区级医疗机构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属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８ 个ꎬ 其中市级医疗单位 ７ 个 (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 市卫生防疫站、 市结核病防治所、 市卫生宣教馆、 市卫

校)ꎬ 中心卫生院 ５ 个 (蟠龙、 姚店、 李渠、 南泥湾、 临镇)ꎬ 乡镇卫生院 １９ 个ꎬ 街道

办事处卫生院 ３ 个ꎬ 门诊部 (所) ４ 个ꎮ 在职在岗职工 ７２７ 人ꎬ 卫生技术人员 ６２８ 人ꎮ
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 ２ 个 (市痔瘘医院、 口腔门诊部)ꎮ 市属医疗机构共开设病床

４４６ 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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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市以上卫生部门所属的医疗卫生机构有: 解放军第三十四医院、 延安地区人

民医院、 延安地区卫生防疫站、 延安地区妇幼保健所、 延安地区地方病防治所、 延安地

区药检所、 延安地区医科所、 延安地区卫校、 延安医学院ꎮ 有卫生技术人员 ７３６ 人ꎬ 开

设病床 ４８２ 张ꎮ 此外ꎬ 辖区内工业企业及其他部门开办的医疗单位有: 延安运输公司职

工医院、 南泥湾农场职工医院、 姚家坡农场职工医院、 和平医院ꎻ 门诊部 (所) ６８ 个ꎬ
个体诊所 ８ 个ꎮ 有卫生技术人员 ２７７ 人ꎬ 开设病床 １５４ 张ꎮ 延安市辖区共有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 １２８ 个ꎬ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６４１ 人ꎮ 开设病床 １１０２ 张ꎮ 全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

员 ５ ３ 人ꎬ 每千人拥有病床 ３ ５ 张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属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３２ 个ꎬ 其中区级医疗单位 ８ 个 (区人民医院、

区妇幼保健院、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区结核病防治所、 区地病办、 区合疗办、 区爱卫

办、 区药品配送中心)ꎬ 乡镇中心卫生院 ５ 所 (蟠龙、 姚店、 李渠、 南泥湾、 临镇)ꎬ 乡

镇卫生院 ７ 所 (梁村乡、 青化砭镇、 甘谷驿镇、 冯庄乡、 川口乡、 万花山乡、 麻洞川

乡)ꎬ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７ 个 (凤凰、 南市、 宝塔、 桥沟、 枣园、 柳林、 河庄坪)ꎬ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８ 个 (下坪、 贯屯、 张坪、 丁庄、 碾庄、 元龙寺、 松树林、 官

庄)ꎮ
驻区医院主要有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延安市人民医院、 延安市第二人民医

院、 延安市中医医院、 延安市博爱医院ꎮ ２０１０ 年取得医疗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民营医院有

延安宝塔山医院、 慈善医院、 协和医院、 俪人医院、 阳光泌尿外科医院ꎮ 其中专科医院

１ 家ꎬ 其余为二级综合医院ꎮ
宝塔区人民医院　 １９７７ 年ꎬ 国家投资 １９１ 万元ꎬ 建设延安市人民医院ꎬ １９８２ 年投入

使用ꎬ 开设病床 １００ 张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改称宝塔区人民医院ꎮ ２００８ 年区人民医院创建二级

甲等医院活动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通过省卫生厅创建二级甲等医院各类指标的评审验收ꎬ
２０１０ 年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ꎬ 成为一所集医疗预防、 保健教学、 科研康复等综合服务

功能为一体的二级甲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ꎮ 医院占地 １ ２４ 万平方米ꎬ 医疗用房 １ ７５ 万

平方米ꎮ 拥有职工 ３２０ 人ꎬ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２７２ 人ꎬ 副高以上职称 １９ 人ꎬ 中级职称

９２ 人ꎬ 初级职称 １６１ 人ꎮ 本科学历 ７７ 人ꎬ 大专学历 １０８ 人ꎮ 医院设 ３２ 个科室: 临床科

室 １２ 个ꎬ 医技科室 ６ 个ꎬ 行政科室 １４ 个ꎮ
宝塔区妇幼保健院　 １９９０ 年称延安市妇幼保健院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 日延安撤地设市ꎬ

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妇幼保健院ꎮ 保健院共有编制 １０２ 人ꎬ 有正式职工 ６６ 人ꎬ 副高以上

职称 ４ 人ꎬ 中级职称 ４９ 人ꎬ 初级职称 ２８ 人ꎬ 本科学历 ２２ 人ꎬ 大专学历 ３６ 人ꎬ 中专学

历 ２３ 人ꎮ 医院设有妇产科、 内儿科、 保健科、 检验科、 放射科、 药剂科、 行政办公室、
总务后勤科等 ８ 个科室ꎮ

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１９９０ 年为延安地区人民医院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改称延安

市人民医院ꎮ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ꎬ 整体划归延安大学ꎬ 更名为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ꎮ 医院

为县级建制、 事业单位、 企业管理ꎮ 医院主要承担延安大学医学院临床教学、 见习、 实

习、 研究生代培ꎮ 医院位于延安市城区中心街ꎬ 占地 １５ ４ 万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３９ ６ 万

平方米ꎬ 医疗用房 １４ １ 万平方米ꎬ 生活用房 ２５ ５ 万平方米ꎮ 开设床位 １９００ 张ꎮ 工作人

员 ２０８４ 名ꎬ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１３６５ 名ꎬ 主任医师 １２２ 名ꎬ 副主任医师 １７４ 名ꎬ 中级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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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３６１ 名ꎬ 初级职称 ４２４ 名ꎬ 行政管理后勤人员 ７１９ 名ꎮ 医院设置科室 １２４ 个ꎬ 其中临

床科室 ５２ 个ꎬ 医技科室 ２２ 个ꎬ 行政后勤科室 ５０ 个ꎮ 设有实验室、 研究所 ８ 个ꎬ 硕士学

位授予点 ２ 个ꎮ
延安市人民医院　 其前身为解放军第三十四医院 (俗称 ５１３ 医院)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ꎬ

兰州军区后勤部根据中央军委命令ꎬ 解放军第三十四医院整体移交延安市人民政府ꎬ 改

称延安市人民医院ꎮ 医院占地 １３７ ４２ 亩ꎬ 医疗用房面积 ３ １ 万平方米ꎬ 开设病床 ６０８
张ꎮ 医院职工 ８１０ 人ꎬ 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６７６ 人ꎬ 高级职称 ８０ 人ꎬ 中级职称 １２５ 人ꎬ 研

究生以上学历 ２７ 人ꎮ 医院设置科室 ６０ 个ꎬ 其中行政后勤科室 ２３ 个ꎬ 临床科室 ２７ 个ꎬ
医技科室 １０ 个ꎮ 是一所集医疗、 教学、 科研、 预防、 保健、 康复为一体的三级乙等综

合医院ꎬ 县级建制ꎬ 国有非营利性医院ꎮ
延安市传染病医院 (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位于宝塔区姚店镇后四十里铺村王庄

沟沟口ꎬ 距市区中心 ２５ 千米ꎬ 与姚店工业园区毗邻ꎬ 占地 ３１ ６９ 亩ꎮ ２００７ 年门诊住院

楼、 办公用房主体工程竣工ꎬ ２００９ 年附属设施完成ꎬ 总投资 ３１６２ ２７ 万元ꎮ 建筑总面积

７４０６ ５ 平方米ꎮ 其中门诊、 住院楼 ５４３８ 平方米ꎬ 办公用房 １１８１ 平方米ꎬ 附属用房 ９６３
平方米ꎮ 医院为事业单位ꎬ 县级建制ꎬ 隶属于市卫生局ꎬ 在编医务人员 ５７ 名ꎬ 其中副

主任医师 ２ 名、 主治医师 ７ 名ꎬ 病床 １００ 张ꎮ
延安市中医医院　 １９９０ 年称延安市中医医院ꎬ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改称延安市宝塔区中医医

院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ꎬ 整体上划延安市ꎬ 改称延安市中医医院ꎬ 县级建制ꎬ 隶属于延安市

卫生局ꎮ 医院建筑面积 ５５００ 平方米ꎬ 其中医疗用房 ４０００ 平方米ꎮ 有职工 ２１８ 人ꎬ 其中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８６ 人ꎬ 高级职称 ２４ 人ꎬ 中级职称 ７０ 人ꎬ 初级职称 ９２ 人ꎮ 医院设置科室

２８ 个ꎬ 其中行政后勤职能科室 １２ 个ꎬ 临床科室 １０ 个ꎬ 医技科室 ６ 个ꎬ 开设病床

１２０ 张ꎮ
延安市博爱医院　 创办于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ꎮ 位于市区双拥大道中段ꎬ 占地 ４３１３ 平方米ꎬ

建有门诊、 住院楼各一栋ꎬ 医疗用房 １ ３８ 万平方米ꎬ 开设病床 ３５０ 张ꎬ 是一所集医疗、
急救、 预防、 教学为一体的综合医院ꎬ ２００９ 年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ꎮ 医院设置职能科

室 １１ 个、 临床科室 １３ 个、 医技科室 ４ 个、 其他科室 ６ 个ꎮ 职工 ４１０ 人ꎬ 其中卫生技术

人员 ３０４ 人ꎬ 副高以上职称 ２３ 人ꎬ 中级职称 ３６ 人ꎬ 初级职称 ２４５ 人ꎮ
延安宝塔山医院　 是一所集医疗、 保健、 康复、 急救、 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民营医

院ꎬ 是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ꎬ 全市职工医疗保险定点医院ꎬ 宝塔区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定点医院ꎬ 市工伤生育保险定点医院ꎬ 延安市 １２０ 急救分站ꎮ 有职工 １４０ 人ꎬ
其中业务技术人员 １１０ 人ꎬ 主任医师 ８ 人ꎬ 副主任医师 １１ 人ꎬ 主治医师 ２０ 人ꎬ 初级 ７１
人ꎮ 医院设有医务科、 总务科、 财务科、 护理部、 办公室ꎮ

第三节　 基层机构

一、 中心卫生院

１９９０ 年ꎬ 境内有蟠龙、 姚店、 李渠、 临镇中心卫生院 ４ 所ꎬ 南泥湾地段医院 １ 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南泥湾地段医院更名为南泥湾中心卫生院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辖 ５ 所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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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龙、 姚店、 李渠、 临镇、 南泥湾)ꎮ 中心卫生院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１３０ 名ꎮ
二、 乡镇卫生院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有 ２２ 所卫生院 (其中街道 ３ 所、 乡镇 １９ 所)ꎬ 开设病床 ６９ 张ꎬ 职工

１６５ 人ꎬ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４８ 人ꎮ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ꎬ 撤乡并镇ꎬ 碾庄、 丁庄、 张坪、 下坪 ４ 所

乡卫生院ꎬ 分别更名为李渠中心卫生院碾庄分院、 冯庄乡卫生院丁庄分院、 梁村乡卫生

院张坪分院、 蟠龙中心卫生院下坪分院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４ 个分院整体划归李渠中心卫生

院、 冯庄乡卫生院、 梁村乡卫生院、 蟠龙中心卫生院ꎬ 实行委托经营改革ꎬ 公开招聘委

托经营者ꎬ 固定资产交纳 ８０％的风险抵押金ꎬ 可动产一次买断ꎬ 人员实行双向选择ꎮ 官

庄卫生院由临镇中心卫生院托管经营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宝塔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ꎬ
将青化砭、 甘谷驿、 麻洞川、 河庄坪、 万花山、 川口、 梁村、 贯屯、 冯庄、 元龙寺、 松

树林、 官庄 １２ 家乡镇卫生院设为副科级建制ꎬ 配院长 １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乡镇卫生

院 ７ 所ꎬ 开设病床 ２６０ 张ꎬ 在岗职工 ２８５ 人ꎬ 专业技术人员 ２８５ 人ꎮ
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０８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决定将凤凰、 宝塔、 南市、 桥沟、 枣园、 柳林 ６ 家卫生院整

体转换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ꎮ 同年 ９ 月 １９ 日ꎬ 将南市、 凤凰、 宝塔、 柳林、 枣园、
桥沟 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为财政全额预算单位ꎬ 科级建制ꎬ 核定编制 １８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增设河庄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ꎮ 全区有 ７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ꎬ 有卫生技术人

员 ２０１ 人ꎮ
２００２ 年以后ꎬ 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撤乡并镇ꎬ 宝塔区先后撤销碾庄、 丁庄、 张坪、

下坪、 贯屯、 元龙寺、 松树林、 官庄等 ８ 个乡的建制ꎬ ２０１０ 年将撤销乡级建制的 ８ 所乡

卫生院整体改制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ꎮ
四、 村卫生室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市 ５１６ 个行政村ꎬ 建起村卫生室 ５０２ 个ꎬ 覆盖率 ９７ ５％ꎮ １９９６ 年覆盖率

９８ ７％ꎬ 其中甲级室占 ５０％以上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对 ３１ 个符合标准的村卫生室发放村级医疗

机构门牌标识和执业许可证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取消村级卫生组织接生业务ꎬ 村接生员转为保健

员ꎮ ２００５ 年对取得经营许可证的 ２３１ 个村卫生室实行备案管理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全区有 ３０３ 个

村卫生室ꎬ 其中取得村级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７４ 家ꎬ 备案管理 ２２９ 家ꎬ 取得乡医资格

认定 ５２ 人ꎬ 考试合格 ２７３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政府制定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卫生室规

范化建设的通知» «宝塔区乡村医生补助实施办法 (试行) »ꎮ 全区持证村卫生室 ７０ 个ꎬ
备案管理 ２３５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规范化村卫生室 ４３３ 个ꎬ 实现村卫生室全覆盖ꎮ

五、 个人诊所及医务室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境内个体诊所及医务室逐年增加ꎬ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个体诊所及医务

室 １４６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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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医疗设备与技术

第一节　 市区诊疗

宝塔区人民医院　 拥有日本东芝 ＣＴ、 动力心电分析仪、 肺功能分析仪、 自动生化分

析仪、 数字 Ｘ 线机、 移动式 Ｘ 线机、 心电图机、 心电监护仪、 心脏除颤仪、 心脏监护除

颤仪、 电子胃镜、 自动洗胃机、 有创呼吸机、 彩色 Ｂ 超、 Ｃ 型臂、 麻醉机、 高频微波治

疗仪、 肛肠电脑综合治疗仪等先进医疗设备ꎮ 可开展 ＣＴ 引导下盆腔囊肿穿刺、 脑出血

定位穿刺、 臭氧融核术 (微创技术) 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症、 腓肠神经移植修复术、 手

外伤神经、 血管、 肌腱吻合修复、 胸腰段结核病灶清除植骨内固定、 寰枢椎体脱位的颈

髄探查椎管扩大颈枕融合内固定等手术ꎮ 开展的 “氯氨酮复合下小儿臂丛神经阻滞麻

醉” 技术ꎬ 特点是用药少ꎬ 术中患儿呼吸、 循环、 生命体征稳定ꎬ 术后苏醒快ꎬ 解决小

儿麻醉中呼吸道管理困难的难题ꎻ 开展的动脉血气分析的临床应用ꎬ 甘精胰岛素的临床

应用ꎬ 黛力新治疗抑郁症ꎬ 比索洛尔治疗心脏病ꎬ 氯吡格雷治疗心脑血管病取得突出的

临床效果ꎮ
２００８ 年ꎬ 筹措资金 ２８０ 余万元ꎬ 购置彩色心脏 Ｂ 超、 拍片机、 救护车、 消毒锅等大

型设备 １０ 余件ꎬ 对检验科、 供应室、 手术室进行了设备更新ꎻ 投资 １２０ 多万元ꎬ 经 ４ 个

多月修建污水处理工程ꎻ 筹措 １８０ 多万元ꎬ 对门诊楼、 住院楼、 医技楼、 妇产科、 急诊

科等进行维修ꎻ 手术室、 供应室两室改造达到省级标准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投资 １８ 万元购置低

温等离子治疗仪一台ꎬ 提高耳鼻喉科对慢性咽炎、 慢性肥厚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慢性

扁桃体炎、 鼾症、 鼻息肉等病症的诊疗技术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经过公开招标ꎬ 与西安强生医

疗器械公司签订价值 １３４ 万元的日本奥林巴斯 ８００ 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一台ꎬ 投入使用ꎮ
筹资 ４０ 多万元ꎬ 对门诊楼和住院楼内的原水磨石约 ２０００ 平方米地面进行改铺塑胶地板ꎬ
对门诊住院楼的楼体粉刷、 落水管更换ꎻ 投资 ２０ 余万元ꎬ 对家属区环境进行改造ꎬ 整

修花园ꎬ 修建篮球场、 乒乓球场ꎬ 新建草坪绿地等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投资 １００ 余万元购置射频

治疗仪、 臭氧治疗仪、 小 Ｃ 臂机住院一整套先进的疼痛微创治疗设备ꎬ 主要诊治颈、 腰

椎间盘突出、 三叉神经痛、 网球肘等疾病ꎬ 较以往治疗方法具有费用低、 损伤小、 疗程

短、 操作简单、 病人痛苦小、 效益明显等优点ꎮ 购置中药煎药机、 经颅多普勒、 电动产

床、 肛肠治疗仪、 骨科显微镜、 超声波体检机、 无影灯等医疗设备ꎬ 促进医疗技术的发

展和新业务、 新技术的开展ꎮ 医院各护理站、 住院处、 财务科、 药房、 门诊收费处、 病

案统计等实行微机网络管理ꎮ 经省上产科专家设计ꎬ 参照延大附院和市人民医院产科建

６０９



设标准ꎬ 新建产科用房 ８５ ２５ 平方米ꎬ 改造房屋 ９１ 平方米ꎬ 产科的产房、 检查室、 值班

室、 隔离产房、 待产室、 污物室、 婴儿洗澡间等面积达到 １７６ 平方米ꎬ 解决多年来产科

布局不规范、 医疗用房紧张的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年诊疗病人 ６ ９ 万人次ꎬ 出院 ７０６３ 人

次ꎬ 手术 １７０５ 例ꎮ 病床使用率 ９１ ２％ꎬ 病床周转率 ３５ ３２ 次ꎬ 出院患者平均住院 ８ 天ꎮ
业务收入 ３４８９ 万元ꎮ

宝塔区妇幼保健院　 有大型医疗仪器 ２０ 件ꎬ 救护车 ３ 辆ꎬ 床位 ５０ 张ꎮ 开展诊治常

见病、 多发病和疑难病ꎬ 开展外科、 产科、 妇科和计划生育 “四术” 及儿童保健、 妇女

保健、 婚前保健、 优生优育技术服务、 监测指导工作ꎬ 承担妇幼保健的临床、 科研和

教学ꎮ
２００９ 年全区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项目在妇幼保健院启动ꎬ ９ 月底办理发放 “农

免” 卡 ２６００ 张ꎮ 全区农村孕产妇免费分娩 ９７０ 人ꎬ “农免” 补助 ９７０ 人ꎬ 补助率６９ ３％ꎬ
补助金额 ６０５８２８ 元ꎮ 特需服务申请 ２７７ 人ꎬ 申请发生率 ２３ ４％ꎻ 住院分娩全免人数 ４５４
人ꎬ 全免率 ４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发放出生医学证明 ５１９５ 份ꎬ 补发 ６０５ 份ꎮ 增补叶酸预防神

经管缺陷项目发放宣传彩页 １６００ 余份ꎬ 叶酸 ４８１７ 瓶ꎬ 受益孕妇 ２９１７ 人ꎬ 叶酸服用率

８０％ꎬ 依从率 ５ ５％ꎮ ５~ ９ 月底发放 “农免” 卡 １８９９ 张ꎬ 活产总数 １８７９ 人ꎬ 其中农村

户口 １４７２ 人ꎬ 补助 １４７０ 人ꎬ 补助率 ９９ ８％ꎬ 补助金额 ９６６７４３ 元ꎻ 住院分娩全部免费人

数 １４７０ 人ꎬ “全免” 率为 １００％ꎻ 剖宫产率 １７ ９％ꎻ 危重孕产妇抢救率 １ ９７％ꎮ 全年活

产 ３８４４ 人ꎬ 产妇 ３８２９ 人ꎮ 产前检查 ３６８０ 人ꎬ 产前检测率 ９６ １％ꎻ 孕产妇系统管理

３６７２ 人ꎬ 管理率 ９５ ６％ꎻ 住院分娩 ３８４３ 人ꎬ 住院分娩率 ９９ ９％ꎻ 其中高危孕产妇 ２８５
人ꎬ 高危管理 ２８５ 人ꎬ 管理率 １００％ꎻ 孕产妇死亡 ２ 例ꎬ 死亡率 ５２ / １０ 万ꎮ 全区 ０ ~ ６ 岁

儿童 １９２０８ 人ꎬ 系统管理 １８８８８ 人ꎬ 管理率 ９８ ３％ꎬ 其中 ０~３ 岁儿童 １０１６１ 人ꎬ 系统管

理 ９９４５ 人ꎬ 管理率 ９７ ９％ꎮ 婴儿死亡 ３３ 人ꎬ 死亡率 ８ ８‰ꎻ 新生儿死亡 ３２ 人ꎬ 死亡

率 ８ ５‰ꎮ
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设备门类齐全ꎬ 先后引进购置美国核磁共振机、 德国西

门子 ６４ 层螺旋 ＣＴ 机、 美国 ３１００ 数字化平板绿色环保血管造影机、 美国 ＥＣＴ 诊断仪、
美国 ９ 型、 ７ 型彩色 Ｂ 超、 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电化学发光仪、 德国血透析机、 自

动麻醉机、 体外循环机、 各种纤维胃镜、 肠镜、 喉镜、 支气管镜、 内窥镜等大中型医疗

设备 ９００ 余台 (件)ꎮ 医院先后开展过断肢再植、 气管吻合、 先天性心脏病介入封堵、
肾移植、 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术ꎬ “８６３” 机器人应用于骨科、 神经外科的临床攻关手术等

２０ 多项新业务ꎬ 有的填补陕北乃至全省的空白ꎬ 有的达到省内及业内先进水平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被省卫生厅评审为三级甲等医院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门诊 ７８ ６ 万人次ꎬ 住院患者 ３ ８３ 万

人次ꎬ 手术 １ ２５ 万例ꎮ 病床周转率 ２７ ３ 次ꎬ 病床使用率 １１３ ６％ꎬ 治疗好转率 ９７％ꎮ 平

均日留住院患者 １６７５ 人ꎬ 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８５ ３％ꎮ
延安市人民医院　 拥有 １６ 排螺旋 ＣＴ、 ＤＲ、 ＣＲ、 Ｃ 型臂、 核磁共振、 血液透析机、

超乳波切一体机、 大型彩色 Ｂ 超、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脑立体定位仪、 神经外科显微镜

等先进医疗设备ꎮ 实施 “人才奠基ꎬ 科技兴院” 的发展战略ꎬ 培育起眼科、 普外科、 心

血管内科、 骨科、 耳鼻喉科、 神经外科、 烧伤整形手足外科等重点学科和特色专科ꎮ 先

后实施心脏及外围介入手术、 眼科玻切手术等较高技术水准的手术ꎬ 普外科成为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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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科室ꎮ 从建院到 ２０１０ 年ꎬ 门诊 ２１ ３ 万人次ꎬ 出院患者 １ ５８ 万人次ꎬ 手术 ５６３１ 例ꎮ
延安市传染病医院 (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为防控甲型流感疫情ꎬ

市第二人民医院应急启动运行ꎬ ２０１０ 年初春应急解除ꎬ 转入正常运行准备工作ꎮ 其间ꎬ
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购置了双排螺旋 ＣＴ、 ５００ 毫安 Ｘ 光机、 彩色 Ｂ 超、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

医疗设备ꎬ 及常用医疗器械、 药品ꎮ 主要承担各类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
预防、 康复、 科研、 教学工作ꎬ 承担全市各类急慢性感染性疾病的临床治疗和对各县区

医院感染性疾病防治业务指导、 人员培训ꎮ
延安市中医医院　 拥有西门子螺旋 ＣＴ、 ＣＲ、 ＡＴＡ 红外热像中医自动检测系统、 美

国 ＧＥ 彩色 Ｂ 超、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腹腔镜、 电子胃镜、 小 Ｃ 臂、 低温等离子治疗仪

等先进医疗设备 ６０ 多台 (件)ꎮ 中医妇科为省级重点专科ꎮ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血管疾

病、 皮肤病、 月经失调、 胆结石、 肝病、 肺病、 小儿厌食等均有独特疗效ꎬ 制剂室被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重点中药制剂建设项目ꎬ 生产的 ５ 种剂型 ３９ 种纯中药制剂产品ꎬ 经

过十几年临床应用疗效显著ꎮ ２０１０ 年门诊 ７ ６ 万人次ꎬ 出院患者 ２３６６ 人次ꎬ 手术 ６０４
例ꎬ 业务收入 ２５００ 万元ꎮ

延安市博爱医院　 拥有核磁共振、 双排螺旋 ＣＴ、 ＤＲ、 ＣＲ、 数字胃肠透视机、 日本

彩超、 电子胃镜、 气管镜、 胆道镜、 自动生化分析仪、 血流变仪、 三分类血球仪、 尿分

析仪等先进医疗设备 ５０ 多台 (件)ꎮ 救护车 ６ 辆ꎬ 其中重症监护车 ２ 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门诊

１１ 万人次ꎬ 出院患者 ９０００ 人次ꎬ 手术 ２４００ 例ꎬ 接生婴儿 ２１００ 人ꎬ 健康体检 ４ ３ 万人

次ꎬ 业务收入 ８０００ 万元ꎮ
宝塔区疾控中心　 拥有气相色谱仪、 原子荧光光度计、 原子吸收光度计等高档检验

监测设备 ６０ 多台 (件)ꎬ 以及自动调温疫苗储藏冷库、 艾滋病初筛实验室ꎮ 拥有冷链运

转、 疫情监测、 流行病学调查车 ８ 辆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实验室获得陕西省技术监督局的计

量认证ꎮ 可承担麻疹实验室监测等检测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购置彩超等医疗仪器设备价值约

１００ 万元ꎮ 建成艾滋病抗体检测实验室ꎬ 即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ꎬ 新增艾滋病抗体检测ꎬ
麻疹、 布病检测等 ３０ 多项新项目ꎻ 建成全市第一家自动调湿、 自动打印、 自动报警的

疫苗储藏冷库ꎻ 购置价值 ２００ 万元的气相色谱仪、 原子荧光光度计、 原子吸光光度计等

检验仪器设备 ５０ 余台 (件) 及疫苗冷链专用车ꎬ 摄像照相和各类办公自动化设备ꎮ 国

家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已筹建完成ꎬ 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初见规模ꎮ 开展对辖区近四万名中

小学生一年一度健康体检ꎬ 开展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消毒效果监测ꎬ 室内空气监

测、 企业职工职业健康检测和健康教育工作ꎮ 儿童免疫规划工作在全省率先进行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改革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８ 日开办国家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ꎮ 实验室新增艾

滋病抗体检测ꎬ 麻疹、 布病检测等 ３０ 多项新项目ꎮ ５ 月 ４ 日ꎬ 宝塔区疾控中心召开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防控工作紧急会议ꎬ 拉开宝塔区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防控工作的序幕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宝塔区甲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启动ꎬ 第一批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苗开始接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适龄儿童建卡建证率 １００％ꎬ “五苗” 接种率分别为: 卡介苗 ９９ ０％ꎬ 乙肝疫苗 ９７ ０％ꎬ
脊灰疫苗 ９６ ８％ꎬ 百白破 ９５ ７％ꎬ 麻苗 ９４ ６％ꎬ “五苗” 全程接种率 ９０ ０％ꎬ 流脑疫苗

９６ ０％ꎬ 乙脑疫苗 ９３ ５％ꎮ 全区查验 ７９ 所小学、 １５６ 所托幼机构ꎬ 应查验儿童 ２７５９１
名ꎬ 查验率为 １００％ꎬ 持证儿童 ２７５８１ 名ꎬ 持证率为 ９９ ９％ꎬ 一类疫苗补种 １１０５７ 针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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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种率为 ９０ ７％ꎮ 开展乙肝疫苗摸底调查及查漏补种工作ꎬ 摸底调查人数为 ３６０３４ 人ꎬ
补种率为 ９１ ６６％ꎮ 全年 １ ~ １０ 月无甲类传染病发生ꎬ 报告乙类传染病 １６ 种ꎬ 计 １５６３
例ꎬ 发病率 ３００ ５７ / １０ 万ꎬ 死亡 １ 例 (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ꎬ 死亡率为 ０ １９ / １０ 万ꎮ 结核病

防治全年初诊病人数 １０１８ 例ꎬ 登记活动性肺结核 ３９２ 例ꎬ 其中新涂阳病人 １０６ 例ꎬ 复治

涂阳 １８ 例ꎬ 涂阴 ２６８ 例ꎮ 新涂阳病人发现率 ７５ ７％ꎬ 治愈率 ９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食品、
水质、 化妆品、 室内环境中的有害物质、 生化、 血清素等二十类产品中的金属类、 蛋白

质、 农药及其残留量、 卫生微生物、 致病菌、 甲醛、 氨、 苯系物、 氡等 ２６０ 个项目的监

测检验ꎮ
延安宝塔山医院　 开放病床 １２０ 张ꎬ 开设临床科室有内科、 普外科、 骨外科、 妇产

科、 泌尿外科、 五官科、 口腔科、 疼痛科、 碎石科、 手术室、 麻醉科、 急诊抢救等 １０
余个临床科室ꎮ 有 ＣＴ 室、 Ｂ 超室、 放射科、 化验室、 心电图室、 消毒供应室 ６ 个医技

科室ꎮ 主要医疗设备有螺旋 ＣＴ、 彩色 Ｂ 超、 ５００ 毫安双管双麻 Ｘ 光机、 多导心电图机及

工作站、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全自动血球记数仪、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全自动精子分析

仪、 电解质分析仪、 化学发光分析仪、 全自动血流变分析仪、 全自动血凝仪、 超净工作

台、 红外线乳腺诊断仪、 电子阴道镜、 妇科光谱治疗仪、 胎心监护仪、 心电监护仪、 牙

科综合治疗仪、 全自动呼吸麻醉机等 ４０ 余台 (件)、 救护车 ２ 辆ꎮ 能开展胆囊癌根治、
胃癌根治、 直肠癌根治、 微创胆囊切除、 胆道结石去除及肝脏、 胰腺、 甲状腺、 肛肠手

术ꎬ 各类创伤复杂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ꎬ 严重复合伤、 儿麻矫形、 腰椎间盘突出、 髓核

摘除、 脊柱骨折和畸形矫正、 断指 (肢) 再植、 皮瓣移植、 人工关节置换、 全子宫切除

术、 改良剖宫产、 肾癌根治术、 膀胱癌根治、 前列腺摘除等诊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门诊接诊 ２２３０９ 人次ꎬ 出院 ２５３４ 人次ꎬ 手术 ６５２ 台ꎬ 检验 ２０８１４ 人次ꎬ

ＣＴ ２３６３ 人次ꎬ Ｂ 超 ６８４７ 人次ꎬ Ｘ 线检查拍片 ４１３７ 人次ꎬ 透视 ２０９ 人次ꎬ 心电图检查

３４１３ 人次ꎬ 体检 ３４５０ 人次ꎬ 药品销售总额 ６８６１１ 万元ꎬ 业务收入 １３４５ 万元ꎬ １２０ 急诊

出车 １０１０ 次ꎬ 接回患者 ８０６ 人ꎮ 全年开展胃癌、 直肠癌、 乳腺癌、 肾癌根治手术ꎬ 全髋

关节置换、 髓核摘除、 腰椎压缩骨折复位固定、 断指 (肢) 再植等手术ꎮ

第二节　 乡镇诊疗

１９９０ 年ꎬ 市财政投资 ２０ 万元给姚店中心卫生院购回 １００ 毫安 Ｘ 光机 １ 台、 “７１２”
光电比色计 １ 台ꎮ 枣园卫生院利用军民共建增添 ２００ 毫安 Ｘ 光机、 Ｂ 超、 心电图机、 痔

疮治疗仪各 １ 台ꎬ 救护车 １ 辆ꎮ １９９３ 年卫生局投资 ６ 万元给蟠龙、 青化砭、 碾庄配置大

型 Ｘ 光机、 洗胃机、 心电图机、 高倍显微镜等医疗设备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乡镇卫生院增加大型 Ｘ 光机 ２ 台、 心电图机 ３ 台和一大批常用医疗设备ꎮ

１９９８ 年ꎬ 给 ６ 家乡镇卫生院配备 “双目” 显微镜ꎮ ２００２ 年ꎬ 贯屯卫生院利用扶贫项目

增添 Ｘ 光机、 Ｂ 超ꎬ 临镇中心卫生院自筹资金购回高频电刀治疗仪、 心电监护仪设备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临镇、 青化砭卫生院购置尿十一项分析仪、 微波治疗仪、 十二导心电图

机、 多普勒胎心监护仪、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立式高压消毒锅ꎻ ３ 月ꎬ 姚店、 李渠、 临

镇、 蟠龙、 青化砭 ５ 个乡镇卫生院购回救护车ꎬ 开通绿色通道ꎬ 提高医疗救助和转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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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柳林卫生院购买 Ｂ 超、 心电监护仪、 微机打印系统ꎮ 麻洞川卫生院利用扶

贫项目添置 Ｂ 超、 洗胃机ꎮ 枣园、 万花山卫生院利用 “健康工程” 项目配备 Ｘ 光机、 心

电图机、 显微镜、 红外线治疗仪ꎮ 蟠龙中心卫生院利用对口支援增添 ２００ 毫安 Ｘ 光机ꎮ
姚店、 南泥湾中心卫生院新购置救护车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卫生系统建立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制度ꎬ 确定由区人民医

院对口支援姚店、 临镇两个中心卫生院ꎬ 区妇幼保健院对口支援南泥湾中心卫生院、 河

庄坪镇卫生院ꎮ 对口支援单位选派职称高、 技术佳、 医德好的业务技术骨干承担此项工

作ꎬ 每逢集日派出 ３ 名以上专家到中心卫生院坐诊ꎬ 开展业务指导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乡镇卫生院普遍装备 ２００ 毫安 Ｘ 光机、 Ｂ 超、 全自动或半自动生化分析

仪、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电解质分析仪、 尿分析仪、 血流变仪、 心脏监护仪、 母婴监

护仪、 微量元素分析仪、 心电图机、 洗胃机、 牵引床、 供氧消毒设备及救护车等ꎮ ５ 所

中心卫生院全部通过一级甲等医院评审ꎮ ２ / ３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能提供 Ｂ 超、 心电图、
Ｘ 光检验等检查服务ꎮ 临床科室和医技科室基本上可以对常见病、 多发病进行有效诊

治ꎬ 基本满足群众就医的需求ꎮ 全区乡镇卫生院开设病床 ２６０ 张ꎬ 年就诊 ８２５２６ 人次ꎮ

第三节　 社区诊疗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完成柳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ꎬ 投资 １５０ 余万元ꎬ 于 ５ 月 ２０ 日

开始改建ꎬ ９ 月初完成并投入使用ꎻ 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ꎬ 租用马家湾惠泽园小

区沟口平方 ３ 层 ４２ 间ꎬ １２６０ 平方米ꎬ 投入使用ꎻ 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ꎬ 租用北

关邮局后院办公楼 ２ 层 ３６ 间ꎬ 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投入使用ꎻ 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ꎬ
租用区疾控中心一楼和地下室共 １０００ 平方米ꎬ 投入使用ꎮ 投入 ３０ 余万元为 ４ 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配备了办公设施及医疗设备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建成 ６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１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ꎬ 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覆盖率达 ６１％ꎮ １６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采取政府主办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的形式建设

完成ꎮ 政府投入 ２８２ 万余元ꎬ 为 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购置了彩色 Ｂ 超、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 ５００ 毫安 Ｘ 光机等医疗设备 １５１ 台 (件)ꎻ 又投入 ４０ 余万元为柳林、 南市、 凤凰、
宝塔 ４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办公设施ꎬ 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设施设备配置基本达

到标准化要求ꎮ 社区卫生服务覆盖 ２７ ６ 万人ꎬ 覆盖率达 ９１ １％ꎮ 建立社区居民健康档

案 ５６１１１ 户、 １７７８１１ 人ꎬ 建档率达 ６１ ８％ꎬ 其中长期慢性病患者建档 １３８０５ 份 (高血

压、 糖尿病档案 ５２８７ 份ꎬ 其他慢性病 ９２１４ 份)ꎮ ０ ~ ７ 岁儿童建卡率 １００％、 建证率

１００％ꎬ “七苗” 全程合格接种率 ９６ ６％ꎬ 传染病报告率 ９８ ０６％ꎬ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９ ６８％ꎬ 儿童系统管理率 ９７ ３％ꎮ
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范围北至市场沟 (包括沟里)、 南关街、 高信宾馆巷ꎬ

西南至财校ꎬ 南至新新花园、 三中对面铁桥巷、 三中巷ꎬ 东至山体ꎬ 西以凤凰山体及延

伸段为界ꎮ
凤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范围北至自来水厂ꎬ 南至南关街、 高信宾馆巷ꎬ 西至

山体ꎬ 东以河道为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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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范围北关部分北至杨家岭大桥ꎬ 南至东关大桥ꎬ 东至

山体ꎬ 西以河道为界ꎻ 南关部分南至市场沟桥ꎬ 东至山体ꎬ 西以南河为界ꎻ 东关部分东

北至罗家坪桥、 联通大街、 东兴路ꎬ 东南以延河为界ꎬ 西北至山体ꎬ 西南与北关部分

相接ꎮ
柳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范围北至新新花园ꎬ 南至丽景花园ꎬ 西至山体 (含柳

林巷)ꎬ 东以河道为界ꎮ
枣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枣园川区域西北至裴庄ꎬ 南至杨家岭大桥、 石佛沟大桥ꎬ

东、 西以山体为界ꎻ 兰家坪区域东北至 “四八” 烈士陵园ꎬ 西南至杨家岭大桥ꎬ 东南以

河为界ꎬ 西北至山体ꎮ
桥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服务范围北至常泰药业路口、 川口路口ꎬ 南至联通大街、

东兴路ꎬ 西至山体ꎬ 东至延河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完成河庄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转型改造工程ꎬ 建成向阳社区卫生服务

站ꎬ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 ７５％ꎮ 投入 ４０ 余万元为枣园、 桥沟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购置办公及医疗设施设备ꎮ 开展居民健康档案建立工作ꎬ 全区建立城市社区居民健康

档案 ２４７５０８ 人ꎬ 建档率 ７６％ꎮ 落实社区卫生服务 “六位一体” 功能ꎬ 深化社区卫生服

务内涵建设ꎬ 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工作实质性展开ꎮ 全区城区 ０ ~ ７ 岁儿童建卡建证率、
“七苗” 全程接种率、 传染病报告率、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儿童系统管理率基本达到国

家标准ꎻ 慢性病患者中高血压病人规范化管理 ４２３３ 人ꎬ 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 １３２０ 人ꎬ
规范化管理率分别为 ７７％、 ８２％ꎻ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免费健康检查ꎬ 体检 ８６８１ 人ꎬ 体

检率 ８５％ꎮ 严格公共卫生考核ꎮ 对 ７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１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开

展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ꎬ 考核结果兑现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项目服务经费 ２２１ ５ 万元ꎮ
年内ꎬ 投资 ４７１ 万余元购买马家湾小区 １２ 区 １＃ Ａ、 Ｂ 楼的 ２ ~ ３ 层共 ８ 套房ꎬ 面积

１６３０ ５８ 平方米ꎬ 作为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务用房ꎮ 宝塔区政府出台 «城市妇幼卫

生社区工作方案»ꎬ 率先在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以政府购买妇幼卫生为基础的管

理模式ꎬ 实行服务中心统管制度ꎮ
同年ꎬ 区政府出资 ７０ 余万元为 ６ 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购置办公设施ꎮ 派送 ５６

名工作人员参加全省各类培训班 １１ 期ꎮ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８４ 名人员获得授权卫生从

业资格ꎮ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坚持 “六位一体” 的运行管理模式ꎬ 设置全科门诊

(内、 外、 妇、 儿)、 妇保、 儿保、 慢病管理、 健康教育、 体检、 计划免疫、 合疗办等科

室及信息、 检验、 放射、 Ｂ 超、 中西药房等医技科室ꎬ 设有病床和留观床ꎬ 可开展预防、
医疗、 保健、 康复、 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指导等治疗卫生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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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疾病防控

第一节　 计划免疫

１９９２ 年起ꎬ 延安市每年 ４ 月 ２５ 日为 “预防接种日”ꎬ 各医疗单位走上街头向市民宣

传计划免疫知识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ꎬ 延安市成立世界银行贷款卫生Ⅶ项目领导小组ꎮ 该项

目覆盖延安市 ２７ 个乡镇ꎬ ３２ 万多人口受益ꎮ 项目内容有: 冷链装备投入 (包括贷款和

配套) ３５ ４７ 万元ꎬ 人员培训投资 １５ ４ 万元ꎬ 计划免疫管理和监测投资 １４ ５５ 万元ꎬ 项

目总费用 １０２ ４７ 万元ꎮ 具体目标为: 巩固消灭 “脊灰” 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成果ꎻ 控

制麻疹发病ꎻ 资助乙肝疫苗购置费用ꎬ 使之纳入计划免疫管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区政府印发 «关于规范城区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通告»ꎬ 对由三个街道办

事处卫生院承担的计划免疫工作全部划归区疾控中心管理实施ꎬ 实行一体化管理ꎬ 一条

龙服务ꎬ 一站考核ꎻ 农村实行区疾控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两级管理ꎮ 区疾控中心负责预防

用生物制品的预算、 订购、 分发和周转储存ꎬ 区卫生局统一监督和管理ꎬ 确保疫苗接种

的质量ꎮ ４ 月ꎬ 在城内七里铺、 马家湾、 北关、 南关、 文化沟、 翟则沟、 尹家沟、 丁泉

砭分别建立 ８ 个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ꎬ 实行统一标识、 统一制度、 统一核算、 统一计算

机网络化管理、 统一考核奖惩的 “五统一” 管理模式ꎮ 采取每日门诊接种、 预约上门入

户接种、 定期查漏补种等方法ꎬ 开展儿童免疫规划工作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开始实施 «产科医院首诊建证建卡制方案»ꎬ 接生医院在新生儿出生 ２４５

小时内为其接种卡介苗和乙肝疫苗第一针并登记建证ꎬ 然后将所有新生儿预防接种信息

反馈到区疾控中心ꎬ 再按儿童居住区域分送城区各预防接种门诊和乡镇防保科实施后续

接种ꎮ ２００４ 年秋季入学开始ꎬ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报名时ꎬ 对入托入园入学儿童开展查验

预防接种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由 ２０ 个相关部门组成的宝塔区计划免疫工作综合协调领导小组ꎬ 制发

«宝塔区计划免疫工作管理办法» «宝塔区流动人口适龄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办法» «宝塔

区流动人口适龄儿童计划免疫管理相关部门职责»ꎬ 计划免疫形成政府主导、 卫生牵头、
部门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ꎮ 针对少数儿童家长观念落后ꎬ 未给孩子进行预防接种

的情况ꎬ ２００５ 年ꎬ 区卫生局与区疾控中心联合组建 “流动适龄儿童拒种干预工作队”ꎬ
采取多种办法动员家长为儿童接种疫苗ꎮ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出台 «宝塔区一类疫苗补助实施办法»ꎬ 对全区 ０ ~ ７ 岁儿童一类

疫苗免费接种ꎬ 包括卡介苗、 乙肝疫苗、 脊灰疫苗、 百白破三联疫苗、 白破疫苗、 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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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流脑疫苗、 乙脑疫苗 ８ 种疫苗ꎬ 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ꎬ 制定 «全区

防疫专干管理办法» «城区医院新生儿乙肝疫苗卡介苗首针接种工作规范»ꎬ 产科医院遵

循 “谁接生谁接种、 谁宣传谁报告” 的原则ꎬ 负责新生儿乙肝疫苗卡介苗接种工作ꎬ 开

展孕妇乙肝血清学检测ꎬ 阻断乙型肝炎母婴垂直传播途径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根据 «宝塔区预防接种门诊建设标准» 和 «宝塔区预防接种室建设标

准»ꎬ 对全区预防接种单位和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进行资质认证ꎬ 确认 ３０ 个预防接种门

诊ꎬ １０ 个预防接种室ꎬ １１１ 名预防接种工作人员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 日ꎬ 全区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工作ꎬ 在原 ８ 种疫苗的基础上ꎬ 将甲

肝疫苗、 麻腮风疫苗、 Ａ＋Ｃ 群卡流脑疫苗纳入免疫规划ꎬ １１ 种疫苗预防 １２ 种传染病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共查验 ７９ 所小学、 １５６ 所幼儿园ꎬ 查验儿童 ２７５９１ 人ꎬ 查验率为

１００％ꎻ 持证儿童 ２７５８１ 人ꎬ 持证率为 ９９ ９％ꎻ 一类疫苗补种 １１０５７ 针次ꎬ 补种率

为 ９０ ７％ꎮ

第二节　 地方病防治

宝塔区主要有克山病、 大骨节病、 地方性甲状腺肿大等三大非传染性地方病ꎬ 主要

发病区在宝塔区南部ꎮ
一、 “三大” 地方病

１９９１ 年ꎬ 延安市进行地方病线索调查ꎬ 全市有克山病患者 ６７ 人ꎬ 大骨节病 ３６６ 人ꎬ
甲状腺肿大 １９５ 人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 确定南泥湾镇马坊行政村为 “两病” (克山病、 大骨节病) 监测点ꎬ
实查 ４７７ 人ꎬ 克山病患者 ６ 人 (均系原发病人)ꎬ ７ ~ １３ 岁儿童未发现大骨节病患者ꎬ
“两病” 发病基本处于稳定状态ꎮ 主要源于水质改良、 居住条件改善、 大棚菜种植推广、
食用菜不再单一、 食用碘硒盐推广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等ꎬ 无急发新发病例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开展消灭碘缺乏病宣传月活动ꎬ 对全市 １０ 个食盐销售点进行定性定

量监测ꎬ 共监测食盐 ５７２ 份ꎬ 合格 ５２８ 份ꎬ 合格率 ９０ ７％ꎮ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ꎬ 对临镇镇中心小学 ７~１４ 岁学生 ６４０ 人进行甲状腺病调查ꎬ 查出甲状

腺肿大 １２５ 人ꎬ 肿大率 １９ ５％ꎮ 同时ꎬ 对市区 ８ 所小学 １８１ 个班级 ７ ~ １４ 岁学生 １３２８７
人进行调查ꎬ 甲状腺肿大 ２４７１ 人ꎬ 肿大率 １８ ６％ꎮ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ꎬ 对南泥湾、 松树林、 麻洞川、 临镇 ４ 个乡镇 ８ 个行政村进行克山病、
大骨节病调查ꎬ 共调查 ２４３５ 人ꎬ 查出克山病患病人数 ４８ 人ꎬ 患病率为 １ ９７％ꎬ 大骨节

病患病人数 ６６ 人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ꎬ 对区属 ３０ 所中小学 ７ ~ １６ 岁 ２７７４４ 名学生进行大骨节病、 碘缺

乏病普查ꎬ 查出疑似大骨节病 １０８ 人ꎬ 患病率为 ０ ４７％ꎻ 碘缺乏病 １７２５ 人ꎬ 患病率

为 ７ ７％ꎮ
２００２ 年ꎬ 监测生产、 销售部门、 居民碘盐 １７８０ 份ꎬ 合格率为 ９９ ９％ꎮ 监测在校学

生尿碘 １２ 份ꎬ 全部合格ꎮ 完成全区 １０ 所学校 １０００ 名学生的甲状腺肿大普查ꎬ 查出患病

１４６ 人ꎬ 患病率为 １４ ６％ꎮ 开展大骨节病普查工作ꎬ 实查 ２３５２ 人ꎬ 患病 ８９４ 人ꎬ 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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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 ３８％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共普查 ７~１６ 岁中小学生 ３５５０２ 人ꎬ 未发现大骨节病例ꎮ 甲状腺普查 ４４１７

人ꎬ 查出患者 ３７ 人ꎬ 患病率为 ０ ８３％ꎬ 对 ２００ 人进行预防性服药 (碘油丸)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 ９ 个乡镇 ３６ 个行政村采集碘盐 ２８８ 份和宝塔区盐业公司碘硒盐 ２７ 份ꎬ

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ꎮ 抽取 １５ 所小学 ８~１０ 岁学生 １０２５５ 人进行甲状腺监测ꎬ 一度肿大 ６５
人ꎬ 肿大率 ５ ７％ꎮ 对川口、 李渠学校 ７ ~ １４ 岁学生 １３６ 人发放碘油丸ꎬ 预防碘缺乏病ꎬ
治愈甲状腺肿大 １１９ 人ꎬ 治愈率 ８８％ꎮ 采集 ８ ~ １０ 岁 １００ 名学生尿液ꎬ 尿碘指标正常ꎮ
全区克山病、 大骨节病、 甲状腺肿大三大地方病无新发病例ꎬ 呈稳中下降态势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对桥沟等 ９ 个乡镇的 ３６ 个行政村采集碘盐 ２８８ 份ꎬ 合格率为 １００％ꎮ 在宝

塔区盐业公司采集碘硒盐 ２７ 份ꎬ 合格率为 １００％ꎮ 居民户采集碘盐 ９６ 份ꎬ 合格 ９５ 份ꎬ
合格率为 ９８ ９５％ꎮ 甲状腺监测抽取 ５ 所小学 ８~１０ 岁学生 ２１０ 人ꎬ 其中一度肿大 １２ 人ꎬ
肿大率 ５ ７７％ꎮ 对河庄坪、 柳林、 蟠龙 ３ 所学校 ７~１４ 岁以上的 １６３ 名学生发放碘油丸ꎬ
完成全程治疗ꎮ 对北关小学、 区三中等 １０ 所学校的 １０００ 名中小学生进行甲状腺肿大筛

查工作ꎬ 查出甲状腺肿大患者 １９ 人ꎬ 肿大率为 １ ９％ꎮ 开展地方病示范县建设工作ꎬ 在

２３ 个乡镇、 办事处进行摸底调查ꎬ 碘缺乏病调查 ４２２７４２ 人ꎬ 查出缺碘性甲状腺病人

６１７５ 人ꎻ 大骨节病调查 ３２０４７１ 人ꎬ 拍手片 ５０ 人ꎬ 查出大骨节病 ８４１ 人ꎻ 氟斑牙调查

３１６１ 人ꎬ 查出患病 ４ 人ꎻ 克山病调查 ２９７６４ 人ꎬ 查出慢性克山病 ５ 人ꎮ 在全区小学 ４ ~ ６
年级的学生及 １８~４０ 岁的育龄妇女中开展地方病健康教育活动ꎬ 知晓率分别为 ９３ ０４％
和 ８７ ８３％ꎮ

二、 布鲁氏杆菌病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ꎬ 川口、 临镇、 麻洞川、 姚店 ４ 个乡镇、 １６ 个行政村出现布鲁氏杆菌病

疫情ꎮ 医护人员对 ５０８３１ 名高危人群进行流动调查ꎬ 采集疑似人群血样 ９３０ 份ꎬ 普查农

户饲养牛、 羊 ４４０５９ 只ꎻ 确认布病患者 ８３ 名ꎬ 并予免费治疗ꎬ 对 ５６ 只病羊、 ２ 头病牛ꎬ
全部采取捕杀焚烧深埋的办法处理ꎬ 切断布病发生的源头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在全区开展布

病流调工作ꎬ 查出有症状 ３５ 人ꎬ 确诊 １３ 人ꎬ 全部免费治疗ꎬ １２ 人痊愈ꎬ １ 人好转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开展布病线索调查ꎬ 共调查 ２０ 个乡镇、 ３０４ 个行政村的 ６８６６ 户养

殖户、 ３１０４９ 人及羊 １２５３８ 只、 牛 ５１４６ 头ꎬ 未发现布病疫情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对青化砭等 ７ 个乡镇进行布病监测ꎬ 采集养殖户和丁家沟屠宰从业人员血

液标本 ７１６ 份ꎬ 监测布病阳性 ７ 人ꎬ 阳性率 １ ８％ꎬ 治愈 ４ 人ꎬ 好转 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青化砭等 ９ 个乡镇进行布病监测ꎬ 采血 ３３１ 份ꎬ 调查养殖户及牛羊肉加

工人员 ８１０ 户、 ３１７０ 人ꎬ 确诊布病患者 １４ 例ꎬ 及时进行治疗和回访工作ꎮ

第三节　 传染病预防

一、 消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年ꎬ 脊灰疫苗接种主要是常规免疫ꎬ 按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进

行接种ꎮ 从 １９９３ 年起ꎬ 为了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ꎬ 阻断脊灰野病毒的输入ꎬ 根据陕西省

消灭脊髓灰质炎活动工作安排ꎬ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５ 年ꎬ 每年的 １２ 月 ５ ~ ６ 日和次年的 １ 月 ５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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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强化免疫日ꎬ 对 ０~４７ 月龄适龄儿童进行强化免疫接种ꎬ 累计接种 ２６ ８ 万余针次ꎮ
为巩固宝塔区消灭脊髓灰质炎成果ꎬ 维持无脊灰状态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ꎬ 宝塔区开展两轮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活动ꎬ 接种对象为 ０~４ 岁儿童ꎬ 共 ４ 万多名

儿童ꎬ 无论以往免疫接种时如何ꎬ 不管居住地和出生地ꎬ 一律接种两粒糖丸疫苗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未发生过脊髓灰质炎病例ꎮ

二、 预防控制艾滋病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８ 日ꎬ 成立延安市宝塔区预防控制艾滋病领导小组ꎮ 每年 １２ 月 １ 日开

展艾滋病宣传ꎬ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艾滋病的防治意识ꎬ 杜绝艾滋病的发生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８ 日宝塔区疾控中心开设社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ꎬ 教育引导吸毒人员口服美沙酮

药物ꎬ 减少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发生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共接收病人 ３００ 多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始对

市戒毒所、 劳教所、 看守所吸毒人员进行哨点监测ꎬ 累计检验血清 ２４００ 人份ꎬ 未检出艾

滋病阳性患者ꎮ 同时ꎬ 对 “两劳四所” 羁押人员进行艾滋病血清学筛查ꎬ 累计检验 １ ２
万人份ꎬ 检出艾滋病阳性携带者 ２ 人ꎮ ２０１０ 年对艾滋病感染者随访 ３７１ 次ꎬ 免费发放药

品ꎬ 落实党和政府 “四免一关怀” 政策ꎮ
三、 防治禽流感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政府制定 «宝塔区突发性禽流感疫情应急处理预案»ꎬ 成立防

治禽流感工作领导小组ꎮ 根据卫生部要求ꎬ 下发 «人禽流感诊疗方案 (２００５ 版) »ꎬ 制

定宝塔区应对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及应急预案ꎮ 区卫生局下发 «关于严格防范高致病性

禽流感人间传播的紧急通知»ꎬ 要求各单位必须做到加强信息沟通ꎻ 配合区畜牧局摸清

底子ꎬ 加强疫情监测ꎻ 做好技术及物资储备工作ꎻ 广泛开展健康教育等四个方面的工

作ꎮ 抽调 ３２ 人分 ４ 个组ꎬ 利用年终考评时间ꎬ 对全区医疗单位、 疾控机构的防控工作ꎬ
进行全面的检查督导ꎬ 使全区进入防控战备状态ꎮ 开展以下人间禽流感防控专业培训工

作ꎮ 流行病学培训 ３ 次ꎬ ３０ 人接受人间禽流感防控流行病学专业培训ꎮ 临床培训 １ 次ꎬ
４８ 人接受人间禽流感防控临床专业培训ꎬ 各大医疗机构实行预检分诊制度ꎮ 实验室技术

培训 ２ 次ꎬ １６ 人接受人间禽流感防控实验室技术专业培训ꎮ ４０ 人接受人间禽流感防控卫

生监督人员专业培训ꎮ 组建应急处置队伍 ６０ 人 (疾控人员 ３０ 人、 卫生监督人员 １０ 人、
临床医务人员 １２ 人、 卫生局 ２４ 小时值班 ８ 人)ꎮ 物资储备有消杀器械 １３ 台ꎬ 消杀药品

２００ 千克、 应急预防性药品 １００ 千克ꎬ 抗病毒药物数量充足ꎻ 医疗器械有呼吸机 ３ 台ꎻ
防护用品有防护服 ２０ 套、 防化服 ２０ 套、 口罩 １５００ 个、 雨鞋 ２０ 双ꎮ 建立宝塔区人间禽

流感应急专家组ꎬ 开展人间禽流感应急处理演练活动 １ 次ꎬ 其中与区畜牧局共同演练 １
次ꎬ 单独演练 １ 次ꎮ 利用各种形式ꎬ 广泛开展禽流感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健康教育ꎬ 主要

采取上街宣传、 设立禽流感知识咨询台、 医院门诊醒目张贴宣传报、 发放宣传资料等ꎬ
咨询人数共 １２００ 人ꎬ 发放宣传单 ２５００ 份、 宣传画 １０００ 张ꎮ 积极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ꎬ 搞好厨房卫生ꎬ 不接触和食用病死禽ꎬ 不饮用生水和不食用不洁食品ꎬ 增强自

我防护意识ꎮ
四、 麻疹疫苗强化免疫

２００３ 年ꎬ 全区累计报告疑似麻疹病例 １３３ 例ꎮ 针对麻疹散在局部流行趋势ꎬ 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麻疹流行病学调查ꎬ 并采取行政干预措施ꎬ 对城市三办及相邻乡镇的 ０~７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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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体育

儿童进行拉网式的摸底调查和麻疹疫苗查漏补种ꎬ 共摸底登记儿童 ３４９９ 人ꎬ 查漏补种

１１１７ 人ꎬ 有效控制麻疹暴发流行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政府成立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工作领导小

组ꎬ 制定 «宝塔区 ２００７ 年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实施方案»ꎬ 召开 ４２０ 余人参加的动员大

会ꎬ 组建强化免疫督导组、 医疗救治组、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处理组ꎮ 抽调近 ３００ 名

工作人员ꎬ 对 ９７ 所幼儿园、 １９２ 所小学、 ４１ 所中学的 ７８２０３ 名在校适龄儿童和 １５３６５ 名

散居儿童进行登记和拉网式搜索ꎬ 接种率为 ９６ ８％ꎮ
五、 防治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ꎬ 延安市确诊首例输入性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病例ꎬ 宝塔区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ꎮ 区医院、 区妇幼保健院设立发热门诊ꎬ 河庄坪卫生院确定为医学观察点ꎬ 实行

２４ 小时值班制和每日疫情零报告制ꎮ 疫情未发生流行ꎮ ２００９ 年全区共报告甲型流感确

诊病例 １０２ 例 (外县 １０ 例)ꎬ 辖区有 １７ 所学校陆续发现疫情ꎮ 宝塔区政府及时制定

«宝塔区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防控方案»ꎬ 成立防控应急指挥中心ꎬ 启动疫情监测和 ２４
小时值班制度ꎮ 对 １４６ 所大、 中、 小学、 幼儿园甲流防控措施进行督导检查ꎬ 各学校开

展晨检、 消杀、 登记、 报告制度ꎮ 全年接种甲流疫苗 ４ 万余人ꎬ 出动流调、 消杀队 ２００
余次ꎬ 确定密切接触者和医学观察人员 ５６００ 人ꎬ 下达停课建议 ３５ 份ꎮ

六、 防治结核病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开始实行结核病登记报告制度ꎬ 对确诊的结核病人 (包括肺结

核和结核性脑膜炎) 报出 «结核病报告卡»ꎮ １９９６ 年对结核病人实行归口管理ꎬ 除危重

需住院治疗者外ꎬ 所有的疑似或确诊结核病人按乙类传染病的报告时限要求报告ꎬ 并及

时转诊到市结核所进行检查治疗ꎬ 登记管理ꎬ 督导化疗ꎬ 不得擅自进行治疗ꎮ １９９８ 年延

安师范发现结核病疫情ꎬ 经过对 ３４０ 多名学生进行结核菌素试验查出结核病 ７ 例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 日启动结核病控制项目工作ꎬ 成立结核病防治领导小组ꎬ 制定 «宝塔区结核病

防治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ꎬ 政府财政落实 “人均 ０ １０ 元的结核病防治经费”ꎬ 完善结

核病防治网络建设ꎬ 实现以乡为单位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 (ＤＯＴＳ) 覆盖率 １００％目标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初诊病人数 ６１８１ 例ꎬ 确诊结核病患者 ２３９７ 例ꎬ 其中新病人 ６４５ 例ꎬ 复

治涂阳 １６１ 例ꎬ 涂阴 １５９１ 例ꎮ 初诊查痰人数 ５９３５ 例ꎬ 查痰率 ９６％ꎬ 完成治疗 ８０６ 例ꎬ
治愈 ７３１ 例ꎬ 治愈率 ９０ ５％ꎮ 综合医院报告肺结核病人 １３２５ 例ꎬ 转诊 １２８５ 例ꎬ 追踪病

人 １０６３ 例ꎬ 追踪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３０ 日ꎬ 延园中学突发结核病 ４ 例ꎬ 结核菌素

试验 (ＰＰＤ) 筛查 ６１０３ 人ꎬ Ｘ 线透视 ８４１ 人ꎬ 发现 ＰＰＤ 强阳性 ３０７ 人ꎬ 结核病 ９ 例

(其中延园 ８ 例、 延安中学 １ 例)ꎬ 预防治疗 ２７８ 人ꎬ 历时 １ 个月ꎮ
七、 “非典” 及其传染病防治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ꎬ 非典型性肺炎 ( ＳＡＲＳ) 在全国多数省份迅速蔓延ꎬ 根据中央、 省、
市 «关于加强非典型性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 精神ꎬ 严防 “非典” 进入市区ꎬ 区上抽调

２３ 名区级领导ꎬ ４６ 名科级干部ꎬ 组成 ２３ 个督导小组ꎬ 深入乡镇、 办事处督查预防 “非
典” 工作ꎬ 区财政拨付 ７０ 万元专项资金ꎬ 用于 “非典” 防治ꎮ 预防工作中ꎬ 区政府与

各乡镇、 办事处签订管理目标责任书ꎬ 村村成立由村民组成的 “护村队”ꎮ 开展声势浩

大的全民爱国卫生运动ꎬ 彻底清扫生活环境ꎬ 全力预防 “非典” 疫情的传播ꎮ 区卫生局

整体转变为 “非典办”ꎬ 全区形成纵向到底、 横向到边、 条块结合、 协调作战的防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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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防治 “非典” 期间ꎬ 先后印制各种辅导教材 ８００ 册、 公告 １３０ 份ꎬ 印发 “非典” 宣

传资料 １５ 万余份ꎮ 累计消毒单位 ２ ６ 万个次ꎬ 面积 ４６３１ 万平方米ꎻ 家户 １０１ 万户次ꎬ
面积 ９０３９ 万平方米ꎮ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６ 月 １０ 日ꎬ 分别在李渠、 枣园镇、 河庄坪镇设立 ３ 个

消毒站ꎬ 对过入境车辆进行消毒ꎬ 对过入境旅客及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测量ꎬ 对疑似人员

进行隔离、 留观、 流调处理ꎮ 在城内设立 ２ 个消毒点ꎬ 对公共汽车、 出租车等车辆进行

消毒ꎬ 共消毒车辆 １８ ４ 万车次ꎮ 全区发热门诊共接诊病人 ６０８ 人ꎬ 其中发热病人 １８３
人、 留观 １５４ 人ꎮ 在石窑宾馆设立观察点ꎬ 对从疫区归来人员进行留观ꎬ 共留观 ６１２ 人ꎬ
居家留观 ７１９ 人ꎮ 举办 “非典” 防治知识培训班 ９４ 期ꎬ 培训医护人员 １７２１ 人次ꎬ 培训

医疗骨干 １１２ 名ꎮ 全区未发生一例确诊或疑似 “非典” 病例ꎮ ７ 月初ꎬ 区政府重新修订

«宝塔区预防控制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工作方案»ꎬ 并出台 «宝塔区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预

防控制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医疗工作方案»ꎬ “非典” 防治工作由常态转入应急状态ꎬ 各

医疗单位恢复疫情监测报告制度和值班制度ꎬ 以及首诊医院首诊医生负责制和预检分诊

制ꎬ 直至疫情消失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全区省、 市、 区三级综合医院、 ７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２０ 个乡

镇卫生院全部实现传染病网络直报ꎬ 提高传染病疫情报告的及时性、 准确性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分别对七里铺小学风疹暴发疫情、 甘谷驿镇唐坪小学群体性不明原

因发热疫情快速完成流调ꎬ 及时布置防控方案ꎬ 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先后出台 «宝塔区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网络直报制度» 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ꎮ 对辖区内的厂矿企业单位职工医院的传染病管理

报告工作进行重点整顿ꎬ 对各级各类医疗单位的传染病管理报告工作进行定期督导ꎮ 制

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ꎬ 明确各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员的职

责ꎮ 先后举办 “麻疹防治” “人禽流感防治” “猪链球菌防治” “肺结核防治” “艾滋病

预防知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 等培训班ꎬ 共培训人员 ６００ 多人次ꎮ 在公共

场所、 乡镇养殖户和娱乐场所等地方开展宣传 “艾滋病预防知识” “非典防治” “人禽

流感防治” “手足口病防治” 等各种传染病防治知识 ２０ 多次ꎬ 散发各种宣传画册、 宣传

单 １５ 万余份ꎬ 受教育群众 ２５ 万人次ꎮ 先后对麻疹疫情、 水痘疫情、 流行性腮腺炎疫情

等传染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３０ 多次ꎬ 对 １ 例伤寒带菌者、 疑似猩红热病例进行快速追踪

和个案调查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报告法定乙类传染病 １６ 种 １５６３ 例ꎬ 发病率为 ３００ ５７ / １０ 万ꎬ 死

亡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１ 例ꎬ 死亡率为 ０ １９１ / １０ 万ꎻ 丙类传染病 ６ 种 ６４９ 例ꎬ 发病率为

１２４ ８１ / １０ 万ꎬ 无死亡病例ꎻ 报告性病 ６ 种 ４０ 例ꎬ 发病率为 １６１ ５４１ / １０ 万ꎬ 无死亡病

例ꎻ 未发生甲类传染病ꎮ 传染病报告率由原来的 ９４％提高到 ９９ ３９％ꎬ 报告及时率由原

来的 ７ ８ 天缩短到 ０ ７９ 天ꎮ

第四节　 慢性病防治

２０１０ 年ꎬ 慢性病防治工作正式启动ꎮ 同年 ９ 月ꎬ 区疾控中心设立慢性病科ꎬ 主要承

担全区慢性病的业务指导、 管理、 考核等工作ꎬ 制定出台慢性病防治工作流程、 工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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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网络报告等制度ꎮ 全区共管理高血压病人 ４２３３ 人ꎬ 管理率 ７７％ꎻ 管理糖尿病病人

１３２０ 人ꎬ 管理率 ８２％ꎮ

第五节　 健康教育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成立宝塔区健康教育所ꎬ 与宝塔区疾控中心两块牌子、 一套机构ꎮ 每

年结合爱国卫生月、 “３２４” 世界结核病宣传日、 “４２５” 预防接种宣传日、 “５１５”
地方病防治宣传日、 “５３１” 世界控烟宣传日、 “１２１” 世界艾滋病宣传日等各种卫生

日以及科技、 文化、 卫生 “三下乡” 活动ꎬ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进农村、 下社区、 上街

道宣传咨询活动ꎬ 印制散发健康教育宣传单、 宣传册、 宣传画 １４０ 多万张ꎮ 同年 ７ 月ꎬ
创刊 «健康教育通讯»ꎬ 向市民宣传疾病预防、 卫生保健等卫生科普知识ꎮ 与延安电视

台、 宝塔电视台先后制作 “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刻不容缓” “计划免疫ꎬ 加固儿童的健康

屏障” “又到预防流感时” “室内空气污染ꎬ 不容忽视的致病隐患” 等电视专题节目ꎬ
不定期地在 «延安日报» 等报刊发表宣传卫生知识的文章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陕西省健康教育所专家分别在育英中学、 区四中、 七里铺小学和延安

大礼堂举办 ４ 场 “青少年健康教育大课堂” 讲座ꎬ 近万名中小学师生、 儿童家长聆听讲

座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ꎬ 组队参加延安市 “全国亿万农民健康素养” 知识竞赛、 陕西省农民健

康知识大赛ꎬ 分别获得一等奖和团体第二名ꎮ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年承担 “中国公民健

康素养监测项目”ꎮ 对东关街社区和马家湾社区居民 ５００ 人次开展健康知识抽样调查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邀请陕西省健康教育所专家在延安实验中学举办 “社区居民健康教育知识

大讲堂”ꎬ ３００ 余人参加讲座ꎬ 并开展义诊活动ꎮ

第四章　 公共卫生

第一节　 爱国卫生

一、 爱国卫生运动

１９９０ 年ꎬ 在 “爱国卫生活动月” 组织群众开展周末义务劳动ꎬ 将活动效果检查评比

结果全市通报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建成地区工商行、 党校、 市二幼等 ９ 个卫生先进单位ꎮ 以 “两
管五改” 为中心ꎬ 加强农村爱国卫生工作ꎮ 确定 “以月奠基、 以月促年、 抓办实事、 注

重效果” 的 “爱国卫生月” 指导思想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调整充实爱卫会组织ꎬ 确定委员部门

２６ 个ꎮ 组织卫生整顿活动ꎬ 改变脏、 乱、 差现象ꎮ 设立公布爱国卫生监督电话ꎬ 录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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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陕西省城市市容卫生管理监督办法»ꎮ 新修、 维修向阳沟、 宝塔小学巷、 市工业局

旁 ３ 个垃圾台、 ２ 座厕所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在 “四山” 和机关单位共植树 １４ ６ 万株ꎬ 栽盆花

４ ５ 万盆ꎮ 开展以 “卫生部门和卫生工作者反对吸烟” 为主题的世界无烟日活动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ꎬ 陕西省卫生检查团一行 １６ 人对延安市创建卫生城市工作进行全面检查ꎮ “爱
国卫生月” 组织 ３ 个街道办事处上街宣传江泽民、 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爱国卫生工

作的题词等ꎮ １９９５ 年ꎬ 集中力量确保小康村、 百强村改水改厕 １００％ (其中双瓮式卫生

厕所占 ９０％)ꎬ 加强农村健康教育ꎬ 印发 «应知应会 ３０ 题»ꎮ １９９６ 年ꎬ 整治环境卫生ꎬ
创建卫生城市ꎮ 以良好的对外形象迎接党中央、 毛泽东主席进驻延安六十周年庆典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撤市设区后ꎬ 城市卫生管理的职能由宝塔区移交市政府管理ꎬ 区爱卫办负

责农村环境卫生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全省城市卫生检查团对宝塔区检查ꎬ 肯定成绩ꎬ 提出

建立污水处理设施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省、 市爱卫会抽调宝塔区爱卫办对榆林地区各县城卫

生进行检查ꎮ 宝塔区提出区级单位 “十星级” 评定ꎬ 区爱卫办制定出 “环境卫生星”
“形象良好星” 标准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开展大规模灭鼠爱国卫生运动ꎬ 市区鼠密度大幅

下降ꎬ 受省爱卫办表扬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ꎬ 加强对辖区各级卫生先

进单位的扶持指导ꎬ 分类实施ꎬ 使卫生先进单位的卫生水平得到巩固提高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政府认真组织开展 “爱国卫生月” 活动ꎬ 并抽调 ５ 名副区长分别深

入三办和各乡镇进行检查ꎮ 同时ꎬ 制定 “除四害” 五年工作规划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重点解决群

众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ꎬ 取缔一批卫生不达标的经营户和马路市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为创建

省级卫生城市ꎬ 成立宝塔区创卫办ꎮ 办公室设在区爱卫办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召开政府常

务会 ６ 次、 创卫指挥部领导会 １０ 次、 创卫指挥部办公会 １８ 次ꎬ 研究创卫和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ꎬ 迎接创卫验收ꎮ 组建保洁员队伍ꎬ 进行岗位前培训ꎬ 统一配发服装及清扫保洁

工具ꎬ 制定 «宝塔区保洁员管理试行办法»ꎮ 将卫生示范村建设确定为宝塔区 ２００５ 年十

件大事之一ꎬ 建成卫生示范村 ４０ 个、 高标准卫生示范村 １１ 个ꎮ 区委、 区政府投入 １３３
万元ꎬ 在各乡镇公路沿线建成公厕 １２９ 座、 垃圾屋 ４２７ 个、 垃圾场 １９ 个ꎮ 加大改厕力

度ꎬ 积极争取省、 市配套资金ꎬ 在枣园、 柳林、 冯庄、 桥沟、 万花山改建双瓮漏斗式厕

所 １１００ 座ꎮ １１ 月ꎬ 经省验收团检查验收ꎬ 取得省级卫生城市达标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成立宝塔区环境卫生督查队ꎮ 对 ４２５ 名保洁员建档立卡ꎬ 举办培训班

４６ 次ꎮ “爱国卫生月” 创作编排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为主题

的大型文艺节目ꎬ 在李渠、 姚店、 青化砭、 临镇、 蟠龙等集镇巡回演出ꎮ 投入大量财

力、 人力、 物力治理宝塔山周边和机场公路沿线的环境卫生ꎬ 在机场路制作 ９４５ 米的宣

传广告牌ꎮ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ꎬ 在全区 １８ 个新农村修建公厕

２１ 座、 垃圾屋 ５５ 个ꎬ 河庄坪镇井家湾休闲山庄建成高标准公厕 ３ 座、 垃圾屋 ２ 个ꎬ 完

成双瓮漏斗无害化改厕 ２０ 座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雇用工人清理杨家岭水渠的淤泥和陈年垃圾ꎬ
对柳林、 李渠、 姚店、 甘谷驿进行重点整治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对爱卫会委员部门进行调整ꎬ 由原来的 １７ 个增加到 ２５ 个ꎮ 制发 «宝塔区

爱卫会委员部门工作职责» «宝塔区保洁员管理办法»ꎬ 修订完善爱卫办主任、 副主任和

督查队队长、 副队长工作职责ꎮ 爱国卫生活动月ꎬ 组织城市三办在解放广场举行 “整治

卫生、 营造和谐、 喜迎奥运” 为主题的万人签名活动ꎬ 累计散发宣传画、 传单 ３ 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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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ꎬ 参加单位 ２１６ 个ꎮ 及时处理 １２ 起环境卫生投诉事件ꎮ 在柳林、 南泥湾等村建成高标

准垃圾屋 １２ 个ꎬ 双瓮漏斗式无害化厕所 １３０ 个ꎬ 全年共创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１ 个、 市

级 ２ 个、 区级示范村 ２ 个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召开以 “落实科学发展观、 营造清洁环境、 共建和谐宝塔” 为主题的爱国

卫生月活动启动仪式ꎬ 邀请市区有关领导出席ꎬ 散发宣传资料 ３ 万余份、 环保手提袋

５０００ 个ꎮ 细化 ４８５ 名保洁员的卫生责任区ꎬ 撤换部分出工不出力的保洁员ꎬ 提高保洁能

力ꎮ 组织开展扎实有效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ꎬ 将活动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位ꎬ 形成市区

联动、 区乡联动、 乡村联动、 协调发展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新格局ꎬ 全年共接待重要活

动 １６ 次ꎮ 同时ꎬ 加大环卫基础设施建设ꎬ 新修垃圾屋 (坑) ２２７ 个、 垃圾场 ２０ 个ꎬ 清

除卫生死角 ３０００ 余处ꎬ 累计上劳人数 １０ 万人次ꎮ 召开全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表彰

大会ꎬ 区委、 区政府出资 ３３ ４ 万元ꎬ 奖励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ꎬ 同时将环境卫生整治工

作纳入各乡镇、 办事处年度考核内容ꎬ 设立单项奖ꎬ 年初在全区工作会议上进行表彰奖

励ꎮ 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先进单位创建工作的通知»ꎬ 进一步明确各级卫生先进

的考核方法ꎬ 各级卫生先进的命名期限为五年ꎬ 命名期限满后ꎬ 由区爱卫会重新复核、
命名或报上级重新命名ꎬ 创建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２ 个、 卫生示范村 ２ 个ꎻ 市级卫生先进

单位 ３ 个、 卫生村 ２ 个ꎻ 区级卫生村 １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举行以 “净化美化市容ꎬ 共创美好家园” 为主题的爱国卫生月活动启动仪

式ꎬ 邀请市区有关领导出席并讲话ꎮ 出台 «宝塔区环境卫生考评细则»ꎬ 与各乡镇、 办

事处、 委员部门签订环境卫生目标责任书ꎮ 将重要接待任务和服务好各项活动纳入工作

日程ꎬ 及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ꎬ 累计接待任务 １５ 次ꎮ 同时ꎬ 十分注重群众来电、
来访反映的卫生热、 难点问题ꎬ 解决大砭沟附属医院家属楼、 马家湾水利局家属楼乱倒

垃圾等 ８ 起投诉ꎬ 全年累计下发整改通知 ２８ 次ꎬ 罚款 ２６５０ 元ꎬ 上缴财政 ２６５０ 元ꎮ 创建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２ 个、 卫生示范村 １ 个ꎻ 市级卫生先进单位 １０ 个、 卫生乡镇 ５ 个、 卫

生村 ６ 个ꎻ 区级卫生先进单位 ２ 个、 卫生村 １２ 个ꎮ 大力开展以健康知识为主的宣传教育

活动ꎬ 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深入社区、 乡村ꎬ 向市民群众宣传卫生健康知识ꎬ 散发 «健康

知识应知应会» ３０００ 余册ꎬ “四包两禁止” 宣传折页 ２６００ 多份ꎮ
二、 创建卫生城市

１９９２ 年ꎬ 开展宣传、 贯彻落实 «陕西省城市市容卫生管理监督办法»ꎬ 坚持以 “爱
国卫生月” 活动为突破口ꎬ 以月奠基、 以月促年、 抓办实事、 注重实效ꎬ 在全市组织开

展声势浩大的 “五整顿一打击一转变” 活动ꎬ 有效地改变市容卫生脏、 乱、 差现象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市容卫生管理职能划归延安市ꎬ 宝塔区爱国卫生工作转向农村环境卫生

管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发 «延安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实施方案»ꎬ 把创

卫工作列入 “一把手” 工程ꎬ 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和一票否决责任考核机制ꎮ 宝塔区成立

创卫指挥部及其办公室ꎬ 大力开展创卫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提出 “完
善设施、 强化管理、 立足长效、 全面提升” 的工作思路ꎬ 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目标ꎬ
以完善创卫长效机制为核心ꎬ 坚持创管两手抓ꎬ 推动创卫工作取得新突破、 新提高ꎮ 同

年ꎬ 延安市区被授予陕西省卫生城市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创卫以 “落实科学发展观ꎬ 营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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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环境ꎬ 共建和谐宝塔” 为主题ꎬ 扎实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ꎬ 形成市区联动、 城乡联

动、 协调发展的创卫工作新格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创卫以 “净化美化市容、 共建美好家园” 为主题ꎬ 加大创卫巩固提高工

作ꎮ 制定 «宝塔区环境卫生考评细则»ꎬ 与各乡镇、 办事处、 委员部门签订环境卫生目

标责任书ꎮ 坚持 “市、 区统一指挥ꎬ 以块为主ꎬ 条块结合ꎬ 重点突破ꎬ 综合整治” 的原

则ꎻ 按照 “规划到位、 法规到位、 教育到位、 措施到位” 的要求ꎬ 全面落实门前 “四包

两禁止”ꎮ 对沿街叫卖、 乱设摊点、 乱停乱放、 乱修乱建、 乱贴乱画、 乱泼乱倒严重影

响市容卫生的六大顽症进行取缔和整治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建成卫生先进单位 １７９ 个ꎬ 其中

区级 ３９ 个、 市级 ７７ 个、 省级 ６３ 个ꎮ
三、 创建卫生村镇

１９９０ 年ꎬ 中共延安市委、 市政府制定 «延安市农村实现 ２０００ 年人人享有保健战略

规划»ꎬ 市卫生局制发 «延安市初级卫生保健规划»ꎬ 在临镇进行试点ꎬ 开展初级卫生保

健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面开展改水改厕、 村卫生室建设和健康教育为重点的初级卫生保健工

作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市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经省上验收达标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以改

水改厕为重点ꎬ 全区完成改厕 ２３９６７ 户ꎬ 安全饮用水受益 １７３８１６ 人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完成改

厕 ２３９６７ 户ꎬ 安全饮用水受益 １７３８１６ 人ꎬ 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８１ ３％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区政府把卫生示范村建设定为宝塔区十件大事之一ꎮ 建成高标准卫生示范

村 １１ 个ꎬ 卫生村 ４０ 个ꎮ 投资 １３３ 万元ꎬ 在各乡镇公路沿线建成公厕 １２９ 座ꎬ 垃圾屋 ４２９
个ꎬ 垃圾场 １９ 个ꎮ 在枣园、 柳林、 冯庄、 桥沟、 万花山等乡镇改建双瓮漏斗式农家厕

所 １１００ 座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成立宝塔区环境卫生督查队ꎮ 在全区 １８ 个新农村修建公厕 ２１
座ꎬ 垃圾屋 ５５ 个ꎮ 在河庄坪镇井家湾休闲山庄建成高标准公厕 ３ 座ꎬ 垃圾屋 ２ 个ꎬ 改建

双瓮漏斗式农家厕所 ２０ 座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依据 «宝塔区卫生乡镇、 卫生村和卫生示范户标准及考核命名办法»ꎬ 在

全区农村开展创建活动ꎮ 建成省级卫生示范村 ２ 个、 市级卫生村 ２ 个、 区级卫生村

１０ 个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标准ꎬ 以提升卫生城市总体水平为抓手ꎬ 以创建卫

生村镇为基础ꎬ 以 “净化美化市容ꎬ 共建美好家园” 为主题ꎬ 开展创卫工作ꎮ 拓展宣传

教育的深度和广度ꎬ 印发宣传资料 ４ 万余份ꎬ 发放环保手提袋 ５０００ 个ꎬ 悬挂横幅 ２５ 条ꎻ
发放 «健康知识应知应会» ３０００ 余册ꎬ “四包两禁止” 资料 ２６００ 多份ꎬ 教育市民群众

摒弃不良卫生习惯ꎬ 倡导科学、 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ꎮ 建成省级卫生先进单位 ２ 个、
卫生示范村 １ 个、 市级卫生先进单位 １０ 个ꎬ 卫生乡镇 ５ 个、 卫生示范村 ６ 个ꎬ 区级卫生

先进单位 ２ 个、 卫生示范村 １２ 个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共建成卫生乡镇 ２１ 个ꎬ 其中省级 ２
个、 市级 ６ 个、 区级 １３ 个ꎻ 卫生村 ４３ 个ꎬ 其中省级 ３ 个、 市级 ７ 个、 区级 ３３ 个ꎮ

第二节　 食品卫生

１９９０ 年ꎬ 对全市 ３６００ 名食品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和换发证工作ꎬ 体检率为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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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３％ꎬ 发证率为 ９０ ２％ꎬ 查出传染病 ６４ 人ꎬ 全部调换工作岗位ꎮ 进行食品卫生执法大

检查 ６ 次ꎬ 共检查从业单位 １０６９ 个ꎬ 查收低劣、 霉变、 鼠咬食品 ２４０ 千克ꎬ 销毁伪装汽

水 １６３ 瓶ꎬ 塑料吸管 ６４０ 支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食品从业单位 ５７８ 个ꎬ 发放卫生许可证 ５４１ 份ꎬ 发证率 ９３％ꎻ 从业人

员 ３８００ 名ꎬ 体检 ３７２２ 名ꎬ 体检率 ９８ ２１％ꎬ 发证率 １００％ꎮ 查出患病人数 ６３ 名ꎬ 调离率

１００％ꎮ 监测食品样品 ４１３ 份ꎬ 合格 ３１０ 份ꎬ 合格率 ７５％ꎬ 销毁各类变质食品 １４３ 千克ꎬ
假、 劣、 变质软管、 饮料、 罐头 ４５１０ 支 (听、 筒)ꎬ 价值 １２００ 多元ꎬ 警告并限期改进

处分单位 １７６ 个次ꎬ 罚款 ４１００ 元ꎮ 推行使用一次性筷子ꎬ 发放 １００ 万双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全市有食品经营单位 ９６３ 个ꎬ 从业人员 ３９５６ 人ꎬ 体检率 １００％ꎮ 培训从业

人员 ２１０６ 人次ꎬ 办理卫生许可证 ９６３ 份ꎬ 办证率 ９６ ３％ꎻ 患病 ９７ 人ꎬ 调离率 １００％ꎮ 检

查从业单位 ７ 万多户次ꎬ 写现场监督记录 ２１２７６ 份ꎬ 没收、 销毁各类过期、 变质、 虫蛀、
鼠咬等罐头、 糕点、 饮料等食物价值 ２４５６０ 元ꎻ 停业改进 ６８ 户ꎬ 限期改进 ２１６ 户次ꎬ 罚

款 ３０８１５ 元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结合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颁布实施十周年ꎬ 开展食品

卫生检查整顿工作ꎮ 共完成从业人员体检 ３０６０ 人ꎬ 核发卫生许可证 ９９５ 份ꎬ 发证率

１００％ꎻ 培训食品从业人员 １５６０ 人ꎬ 培训率 ５０ ９％ꎮ 食品采集化验 ６８３ 份ꎬ 合格率

８７ ８％ꎻ 发放消毒药物 １６０ 箱ꎬ 一次性筷子 ３０４５ 万双ꎻ 统一制作发放从业人员工作衣

帽ꎮ 收缴各类过期、 变质、 低劣罐头 ３５３ 件ꎬ 饮料 ７４０ 瓶ꎬ 虫蛀、 鼠咬、 霉变糕点 ２４２
千克ꎬ 伪劣白酒 １３４ 瓶ꎬ 调味品 ２７ 千克ꎬ 色素冰棍 ２７４ 支ꎬ 假汽水 ２５０ 瓶ꎮ 对 １２３ 个从

业单位给予警告并限期改进处分ꎬ 对 ４７ 个单位给予停业改进处分ꎮ 先后开展法制和卫

生知识宣传 １４ 次ꎬ 召开生产经营单位座谈会 ９ 次ꎬ 上街咨询 ６ 次ꎬ 发放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
余份ꎬ 播放宣传稿件 １１ 次ꎬ 悬挂宣传横幅 ３７ 条ꎬ 宣传展牌 ６１ 块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统配食品监督员标志服ꎬ 全市食品从业单位监督覆盖率 ８４ ６％ꎻ 采样检验

合格率 ７７ ６％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完成体检 ２９４６ 人次ꎻ 核发食品卫生许可证 １０１０ 个ꎬ 办证率 ９１ ８％ꎻ 对 ２５

个不合格单位进行停业整顿或限期改进处分ꎬ 罚款 ２８５０ 元ꎮ 检查从业单位 ４８６ 户ꎬ 其中

饮食 ４１６ 户ꎬ 公共场所 ７０ 户ꎬ 办理卫生许可证 ２７ 户ꎬ 健康证 ３３ 人ꎻ 实行行政处罚 ６
户ꎬ 罚款 ７５０ 元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进行 ６ 次大型检查活动ꎬ 对肉类市场、 定点屠宰点、 粮油门市、 蒸馍、 面

条加工场所、 保健品、 化妆品市场、 食品生产经营场所、 儿童食品、 奶制品及饮料市场

等进行专项整顿检查ꎮ 查处违法案件 １２ 起ꎬ 捣毁假售、 假黑窝点 ４ 个ꎬ 查获收缴变质及

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 化妆品 ７６８０ 千克ꎬ 其中肉及肉制品 １９０ 千克ꎬ 酒类 ７８ 箱

(件)ꎬ 饮料 ６０１ 箱 (件)ꎬ 副食糕点类 ７８０ 盒ꎬ 豆制品及调味品 １７１ 千克ꎬ 化妆品 ４９８
瓶ꎻ 查封无卫生批件的化妆品 １２ 种ꎬ 共 ８１２ 瓶ꎻ 取缔不合格食品摊点 ３３ 家ꎬ 罚款 ２３７０
元ꎻ 办理卫生许可证 ２０２５ 个ꎬ 办证率 １００％ꎻ 办理健康证 ３２６０ 个ꎬ 办证率 １００％ꎻ 食品

及餐具监测 ２６７０ 份ꎬ 合格率 ８０％ꎻ 患病调离 ２６６ 人ꎬ 调离率 １００％ꎻ 食品经营秩序不断

规范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工作整体上划ꎬ 食品卫生工作由延安市卫生监督

２２９



所承担ꎮ

第三节　 卫生监督

一、 公共场所卫生

１９９０ 年ꎬ 对 １３０ 个公共场所进行监督监测ꎬ １４０７ 名从业人员进行健康检查ꎬ 检查率

为 ９７ ３％ꎻ 发证 １３０６ 人ꎬ 发证率为 ９２ １％ꎮ ３５ 名患病人员调离工作岗位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

市公共场所从业单位 １５８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８１７ 人ꎬ 体检率 １００％ꎻ 查出患病人数 ４３ 人ꎬ 调

离率 １００％ꎮ 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监测 ３９０ 次ꎬ 合格率 １００％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公共场所完成从业

人员体检 ９３０ 人ꎬ 发放卫生许可证 １８２ 个ꎬ 培训从业人员 ５９２ 人ꎬ 培训率 ６４％ꎮ 对全市

的旅馆业、 市内管网自来水和公共场所微小气候进行监测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ꎬ 延安地区卫生局制定 «关于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实行分级管理的意见»ꎬ

明确延安市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防疫站为卫生监督监测工作行政执法机构ꎮ 凡在本

辖区内的有关从业单位ꎬ 均属监督范围ꎮ 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ꎬ 对被监督单位一般按照

行政隶属关系ꎬ 由同级卫生监督监测机构负责管理ꎮ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中共宝塔区委常委会议研究成立 “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所”ꎮ 主

要工作范围和职责是: 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

例» «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ꎬ 担负全区食品卫生、 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监测职能ꎮ 在工

作中坚持全面监督与重点整顿相结合的原则ꎬ 采取监督与监测同步、 体检与办证同步、
分片检查与集中检查、 经常检查与突击检查的工作方法ꎮ ４ 月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生活饮水卫生管理工作的通知»ꎬ 要求区卫生防疫站负责对市区内各类型

水源建立水质卫生档案和基本设施档案ꎬ 并认真做好自来水厂及管网末梢水定期和不定

期的选点监测工作ꎬ 随时指导水质消毒ꎬ 定期进行监督监测、 采样化验ꎮ 同年ꎬ 宝塔区

卫生局出台 «关于理顺食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执法体系的通知» «关于宝塔区食品卫生

检验单位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宝塔区预防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３ 个规范性

文件ꎬ 明确监督所与防疫站的工作范围ꎬ 从根本上理顺双方的执法关系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全区

公共场所从业单位 １５８ 个ꎬ 从业人员 １８１７ 人ꎬ 体检率 １００％ꎻ 查出患病人数 ４３ 人ꎬ 全部

调离工作岗位ꎮ 公共场所卫生监测 ３９０ 次ꎬ 合格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所整体上划至延安市卫生监督所ꎬ 至此宝塔区卫

生监督工作由延安市卫生监督所承担ꎮ
二、 职业卫生

宝塔区职业病主要有煤矽肺、 水泥矽肺和石棉肺ꎬ 其中尤以煤矽肺和水泥矽肺为最

多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疾控中心对辖区内延长油田、 长庆油田下属的石油勘探、 钻

采、 集输、 炼油、 加工等 １３ 个厂矿企业接触有毒有害工种职工 ４８８８ 人进行职业健康体

检ꎬ 未发现职业病和疑似职业病ꎮ 检查出因噪声导致听力下降 ２０ 例ꎬ 明显心肌炎临床

体征 ５ 例ꎬ 高血压 ３８６ 例ꎬ 占 ７ ８９％ꎬ 心电图异常 ２９２ 人ꎬ 占 ５ ９７％ꎬ 脂肪肝 (轻、 中

度) ４８５ 例ꎬ 占 ９ ９２％ꎬ 胆结石、 肾结石、 肝囊肿、 胆囊息肉、 肝血管瘤等 ３８９ 例ꎬ 占

７ ９６％ꎬ 乙肝 １９８ 例ꎬ 占 ４ ０５％ꎬ 妇科疾病 １１ 例ꎮ 这些疾病不排除与职业因素有关的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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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ꎮ
三、 学校卫生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ꎬ 每年对南关、 北关、 育才小学、 延安中学、 姚店中小学等学校学生

进行一次体质检查并建档立卡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ꎬ 区卫生防疫站对宝塔、 凤凰、 王家坪、 东关、 七里铺 ５ 所小学 ５８６８

名学生进行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ꎮ 检查结果: 视力低下率 １１％ꎬ 甲状腺肿大率 １６ ３％ꎬ
龋齿患病率 ３９ ３％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７ ~ ２５ 日ꎬ 对城区 ６ 所中学 ４１１７ 名学生、 １１ 所小学

１１２３０ 名学生进行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考评ꎬ 结果为: 沙眼患病率 １１ ９％ꎬ 贫血患病率

７ ０５％ꎬ 龋齿率 １ １２％ꎬ 刷牙率 ４９ ４％ꎬ 视力低下率 ２６ ６％ꎬ 营养不良患病率 ０ ０６％ꎬ
肥胖检出率 ２ ８％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全区确定对 １０ 所中小学校的健康教育工作进行调查ꎬ 发出 “健康知

识” 问卷 ４００ 份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 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４０ ８％和

３５ ５５％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宝塔区人民政府制定 «关于加强学校卫生工作实施办法»ꎬ
成立宝塔区学校卫生工作领导小组ꎮ ５ 月全面启动以中小学校学生健康体检为主要内容

的学校卫生工作ꎬ 对 １６ 所中小学校、 幼儿园的 ２２８０７ 名学生进行预防性健康检查及建档

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召开全区学校卫生工作座谈会ꎬ ３７ 所中小学校代表参加会议ꎮ

区疾控中心引进学生体质评价与统计软件系统ꎬ 对学生的检查情况以及每个学校的学生

整体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价ꎬ 对查出的疑似病例及时向学校和家长反馈ꎬ 提出预防性措

施及治疗建议ꎮ １２ 月ꎬ 区疾控中心印发 «学生六种常见病防治方案»ꎬ 包括缺铁性贫

血、 视力低下、 龋齿、 沙眼、 肥胖症与营养不良、 乙型肝炎的防治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宝塔区教育局、 卫生局印发 «宝塔区学校卫生工作职责»ꎮ 通

过慢性病挂图、 宣传画 (册)、 摆放展牌、 举办专题讲座等不同形式向学生宣传预防疾

病知识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宝塔区加大在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实施力度ꎬ 扩大普查范围ꎬ 体质健康监

测工作延伸到部分乡镇各中小学校ꎬ 对 ５７ 所中小学校的 ４７６５６ 名在校学生及 ３５ 所幼儿

园的 ５５９２ 名儿童的体质健康检查及建档工作ꎮ ５ 月 １７~２１ 日ꎬ 宝塔区卫生局、 宝塔区教

育局联合主办ꎬ 宝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ꎬ 邀请具有丰富授课经验的医学健教专

家、 省健康教育与促进协会副秘书长李伟教授ꎬ 国家高级营养师、 健康教育师卢雨君女

士授课ꎬ 分别在育英中学、 实验中心、 区第四中学、 七里铺小学、 延安大礼堂举办近万

名中小学师生、 托幼机构教师、 儿童家长参加的 ５ 场 “青少年健康教育大课堂” 活动ꎬ
重点讲授中小学生生理、 心理的发展特点ꎬ 使家长们掌握如何正确引导子女心理问题的

方法ꎬ 提高家长的监护能力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为巩固监测工作成果ꎬ 保障弱势儿童的健康成长ꎬ ５ 月 ２４ 日ꎬ 宝塔区疾控

中心组织 ２２ 名专业技术人员放弃休息日来到延安福利院为 ４０ 名 ８ ~ １８ 岁儿童免费进行

体质健康检查ꎬ 并对乙肝表面抗体阴性的儿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ꎬ 共接种乙肝疫苗 ５５
针次ꎮ 至 ２００９ 年底ꎬ 共编发 １８ 期 “学校卫生工作简报”ꎬ 发往辖区各中小学校及有关

部门ꎬ 共发出 １５２０ 份ꎬ 增强学生的防病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ꎮ

４２９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查验 ７９ 所小学、 １５６ 所托幼机构ꎬ 应查验儿童 ２７５９１ 名ꎬ 查验率为

１００％ꎬ 持证儿童 ２７５８１ 名ꎬ 持证率为 ９９ ９％ꎬ 一类疫苗补种 １１０５７ 针次ꎬ 补种率为

９０ ７％ꎮ 对北关小学、 区三中等 １０ 所学校的 １０００ 名中小学生进行甲状腺肿筛查工作ꎬ
查出肿大患者 １９ 人ꎬ 肿大率为 １ ９％ꎮ

第五章　 妇幼保健

第一节　 妇女保健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开展新婚夫妇婚前健康检查和婚育指导 ２１００ 对ꎻ 对已婚育龄妇女

进行妇科病检查 ３２８８ 人ꎮ 全市 ５１６ 个行政村ꎬ 有接生员 ６３８ 人ꎬ 其中新增 ６４ 人ꎬ 平均

每个行政村 １ ２ 人ꎬ 配备产包 ５６２ 套ꎮ 接生知识与接生技术培训 ４３８ 人ꎬ 其中初训 ６４
人ꎮ 全年出生 ４１４７ 人ꎬ 新法接生 ３７９２ 人ꎬ 接生率 ９１ ４４％ꎻ 住院分娩 １５７３ 人ꎬ 住院分

娩率 ３７ ９５％ꎻ 孕产妇死亡 ７ 人ꎬ 孕产妇死亡率 １６ ８８ /万ꎮ 妇幼保健试点村 １３３ 个ꎬ 占

行政村总数的 ２５％ꎬ 试点村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８９％ꎬ 新法接生率 ９８ ８５％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开展已婚育龄妇女注射吸附精制破伤风类毒素和神经管干预调查ꎬ 新婚夫

妇婚前健康检查 ５００ 对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举办 “两员” 学习班 ２４ 期ꎬ 培训乡医 ３２７ 人ꎬ 接生

员 ３５０ 人ꎮ 妇科病查治 ５１００ 人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新增妇幼专干 ５ 人ꎬ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城市街

道办事处卫生院都有妇幼专职技术干部ꎮ 妇科病普查 ９１８６ 人ꎬ 培训 “两员” ２４０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宣传、 创建 “爱婴医院” 活动ꎬ 共出动

宣传车 ２５ 次ꎬ 设立宣传点 ２８ 个ꎬ 悬挂宣传横幅 ５３ 条ꎬ 张贴宣传标语 １４３０ 条ꎬ 印发宣

传资料 ５ 万余份ꎬ 受教育 １０ 余万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中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幼卫生新增合作项目”

正式启动ꎮ ８ 月ꎬ 市妇幼保健院被卫生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爱婴医院称号ꎮ 基层

卫生单位开展已婚育龄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血管畸形工作ꎬ 新婚育龄妇女增服率

９５％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妇科病普查 ７７８７ 人ꎬ 查出患有各种妇科病 １０８２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全

区 ２０ 多家综合医疗单位 “爱婴医院” 创建工作通过国家级验收ꎬ 创建率 １００％ꎮ 南泥

湾、 临镇中心卫生院和柳林卫生院开展孕产妇、 儿童保健保偿工作ꎬ 保偿率 ８０％以上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活动ꎮ 通过上街宣传、 悬挂宣传横幅等形式ꎬ 编写

“优生优育” “科学育儿” 等科普宣传资料 ３０００ 余份ꎬ 举办健康教育和妇幼卫生新增合

作项目知识培训ꎮ ５ 个中心卫生院和柳林、 青化砭卫生院 “爱婴医院” 创建工作于 １１ 月

顺利通过评审组的评估验收ꎮ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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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体育

２０００ 年ꎬ 全区有 １１ 所乡镇卫生院建成 “爱婴医院”ꎮ 妇科病检查 １４８１５ 人ꎬ 婚前健

康检查 ６１６ 对ꎬ 婚检率 ６８％ꎬ 做计划生育手术 １９１９ 例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姚店、 蟠龙、 甘谷驿、
青化砭、 冯庄、 梁村等乡镇卫生院建起标准产科ꎬ 具备平产住院分娩条件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宝

塔区制定 «政府购买妇幼卫生服务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妇幼卫生工作两级负责制管理

办法»ꎬ 在姚店、 青化砭、 麻洞川开展试点工作ꎮ 对住院分娩和高危孕产妇筛查、 管理ꎬ
住院分娩率大幅提升ꎬ 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明显减少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宝塔区卫生局制发 «关于切实做好产科建设达标活动的通知» «关于母婴

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考核及换 (发) 证工作的通知»ꎬ 取得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
６９ 人ꎬ 全区 ８ 家医疗机构达到标准ꎮ 推行 “政府购买妇幼卫生服务” 工作ꎬ 成功救助高

危孕产妇 １２ 人ꎮ 落实兑现农村贫困孕产妇救助政策ꎬ 救助贫困孕产妇 ３０ 人ꎮ 妇幼卫生

工作实现网络化管理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制定 «城市妇幼卫生工作方案»ꎬ 在南市街道办事处启

动政府购买妇幼卫生服务的管理模式ꎮ 建立农村孕产妇救助绿色通道ꎬ 全年接送孕产妇

５１７ 人ꎬ 成功救助高危孕产妇 １８ 人ꎬ 救助贫困孕产妇 ３２ 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完善村级妇幼网

的建设ꎬ 落实 «宝塔区贫困孕产妇救助方案»ꎬ 发放救助卡 １４ 张、 资金 １７９７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妇幼保健院开通远程监护管理系统ꎮ 全年有孕产妇 ２８２５ 人ꎬ 系统

管理 ２８２４ 人ꎬ 管理率 ９９ ９％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实施 «宝塔区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补助项

目实施方案»ꎬ 发放 “农免” 卡 ２６００ 张ꎬ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９７０ 人ꎬ 补助金额 ６０ ６
万元ꎮ 制发 «宝塔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妇幼保健服务管理规范»ꎬ 启动 “增补叶酸预防

神经管缺陷” 项目ꎬ 发放叶酸 ２９０７ 瓶ꎬ 受益妇女 ７１７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制发 «宝塔区 ２０１０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管理项目实施

方案»ꎬ 开展已婚育龄妇女增服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工作ꎬ 发放宣传彩页 １６００ 余份ꎬ 发

放叶酸 ４８１７ 瓶ꎬ 受益妇女 ２９１７ 人ꎬ 叶酸服用率 ８０％ꎮ 举办产科技术培训班 ４ 期ꎬ 举办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准入培训 ２ 次ꎮ 对全区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２ 次ꎮ 全

区有孕产妇 ９９８ 人ꎬ 系统管理 ９７５ 人ꎬ 系统管理率 ９７ ６％ꎻ ０~３６ 月儿童 １０１６１ 人ꎬ 建册

１０１３９ 人ꎬ 系统管理 ９９４５ 人ꎬ 管理率 ９７ ９％ꎮ 发放 “农免” 卡 ４１９９ 张ꎮ 活产 ４４７３ 人ꎬ
其中农村户口 ３６５７ 人ꎬ 受补助 ３５３８ 人ꎬ 补助率 ９６ ７５％ꎬ 发放补助金 ２３０１６８７ 元ꎮ 住院

全免 ３２４３ 人ꎬ 全免率 ９１ ６６％ꎮ 剖腹产 ６３３ 人ꎬ 剖腹产率 １７ ９％ꎬ 危重产妇抢救 １７ 人ꎮ

第二节　 儿童保健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在农村推广使用 “儿童口服补液” “儿童生长发育图” 及小儿肺炎

管理等技术ꎮ 使用口服补液 ７３９ 人ꎬ 绘制儿童生长发育图 ４０３ 人份ꎬ 实行肺炎管理 ６３５
人ꎮ 临镇、 柳林 ２ 个乡镇儿童保偿投保率 ９０％以上ꎮ 全年出生 ４１４７ 人ꎬ 新法接生 ３７９２
人ꎬ 新法接生率 ９１ ４４％ꎻ ０~７ 岁儿童死亡 ２１０ 人ꎬ 死亡率 ４ ７ /万ꎮ 试点村儿童系统管

理率 ９４ ５３％ꎬ 新法接生率 ９８ ８５％ꎮ ０~７ 岁儿童 ４４２３１ 人ꎬ 建卡率 ９８％ꎬ “四苗” 覆盖

率 ９４ １１％ꎬ 单苗接种率分别为: 卡介苗 ９４ ８％ꎬ 麻疹疫苗 ９７ ０３％ꎬ 乙脑疫苗 ９３ ８４％ꎬ
百白破三联 ９６％ꎬ 白破二联 ９３ ６３％ꎮ

１９９１ 年ꎬ 临镇、 南泥湾、 柳林等 ７ 个卫生院开展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工作ꎬ ０~４ 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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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投保率 ９２ ４％ꎮ １９９２ 年对学龄前儿童体检 ４４８６ 人ꎬ 对 ０~５ 岁儿童营养状况调查 １１００
名ꎮ １９９３ 年实施普及科学接生和两个系统管理ꎬ １０２ 个村纳入试点ꎮ 全市孕产妇系统管

理 ７１５ 人ꎬ 管理率 ９０％ꎻ 儿童系统管理 ２０２５ 人ꎬ 管理率 ９０％ꎻ 开展脊髓灰质炎强化免

疫活动ꎬ 市级 ６ 套班子领导深入农村接种点为儿童喂服糖丸ꎬ 两轮共发糖丸 ６５０００ 粒ꎮ
１９９４ 年新增 ５ 名妇幼专干ꎬ 各乡镇全部配备妇幼专职干部ꎮ 有妇幼保健试点村 １３９ 个ꎬ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城市 ９９ ８％ꎬ 农村 ９４ ５％ꎻ 儿童系统管理率城市 ９２ １４％ꎬ 农村

９０ ８８％ꎮ 计划免疫率 ８５％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ꎬ 出动宣传车

２５ 次ꎬ 设宣传点 ２８ 个ꎬ 悬挂宣传横幅 ５３ 条ꎬ 张贴宣传标语 １４０３ 条ꎬ 印发宣传资料 ５
万余份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开展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幼卫生新增合作项目工作ꎬ 实施 “降消” 项

目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临镇、 南泥湾、 柳林三乡镇开展孕产妇和儿童保健保偿工作ꎬ 保偿率 ８０％
以上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开展儿童早教工作ꎬ 举办健康教育学习班ꎮ 临镇、 南泥湾、 李渠、 姚

店、 蟠龙 ５ 个中心卫生院和柳林、 青化砭卫生院初步达到爱婴医院标准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开通孕产妇救助绿色通道ꎮ 取消村级接生业务ꎬ 接生员转型为保健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计划免疫实行首诊医院建证、 建卡和入托入园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制度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区医院、 区妇幼保健院、 乡镇卫生院和厂矿职工医院ꎬ 开展产科建设达标工作ꎬ
达标率 ５０％以上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实施两个系统管理、 高危妊娠筛查管理、 贫困孕产妇救助和

开通孕产妇救助绿色通道等措施ꎮ 对 ３９ 所小学、 ５１ 所幼儿园儿童查验预防接种证 １８８５０
人ꎬ 持证率 ９８ ６２％ꎮ 调查适龄儿童 ２８７ 名ꎬ 建卡率 ９８ ９％ꎬ 建证率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执行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准入制度ꎬ 规范妇幼保健技术服务ꎮ 修订妇幼卫生

工作两级责任制考核管理办法ꎬ 实行月督导、 季考核、 年总评的办法ꎮ 查验预防接种证

小学 ３２３ 所、 幼儿园 ２１３ 所ꎬ 补证 １５１６ 人ꎬ 补种一类疫苗 １６７０５ 针次ꎬ 查验率、 持证

率、 补种率均达 １００％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按照 ３ ∶ ２ ∶ １ 管理程序ꎬ 对 ０~７ 岁儿童进行系统管理

和体格发育评价ꎬ 推行体弱儿童和营养不良儿童的监测与跟踪管理ꎬ 改善儿童营养不良

的问题ꎮ 对 ６０ 名手足口病儿童进行流行病学调查ꎬ 未发生疫情扩散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制发 «宝塔区 ２０１０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管理实施方

案»ꎬ 全区发放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孕产妇保健手册、 ０ ~ ３６ 月龄儿童保健手册ꎮ 区妇

幼保健院增设小儿口矫科、 听力视力筛查保健、 骨密度测试、 儿童营养发育指导、 儿童

智力测试等儿童保健项目ꎮ ０~３６ 月龄儿童 １０１６１ 人ꎬ 建册 １０１３９ 人ꎬ 系统管理 ９９４５ 人ꎬ
管理率 ９７ ９％ꎮ ０~６ 岁儿童 １９２０８ 人ꎬ 系统管理 １８８８８ 人ꎬ 管理率 ９８ ３％ꎬ 其中 ０~３ 岁

儿童 １０１６１ 人ꎬ 系统管理 ９９４５ 人ꎬ 管理率 ９７ ９％ꎻ 婴儿死亡 ３３ 人ꎬ 死亡率 ８ ８‰ꎻ 新

生儿死亡 ３２ 人ꎬ 死亡率 ８ ５‰ꎮ 查验 ７９ 所小学、 １５６ 所幼儿园儿童预防接种证ꎬ 查验率

１００％ꎬ 持证率 ９９ ９％ꎬ 一类疫苗补种率 ９０ ７％ꎮ 儿童建卡、 建证率均为 １００％ꎮ “五苗”
接种率分别为: 卡介苗 ９９％ꎬ 糖丸 ９６ ８％ꎬ 麻疹疫苗 ９４ ６％ꎬ 三联 ９５ ７％ꎬ 乙肝疫

苗 ９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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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药　 品

第一节　 制药企业

一、 延安市中医医院制剂室

１９９４ 年成立制剂中心ꎬ ４ 月正式投入生产ꎬ 生产总值 ２５ 万元ꎬ 销售收入 ２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增加批准 ４ 种药品 (口服液、 洗剂)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再次批准 １０ 种中成药制剂

(丸剂) 药品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医院上划延安市后ꎬ 制剂中心更名为制剂室ꎬ 批准生产 ２５ 种中

成药制剂ꎬ 剂型有冲剂、 口服液、 合剂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医院制剂室可生产 ５ 种制剂、 ３９ 个品

种的制剂产品ꎮ
二、 延安常泰药业公司

１９７１ 年ꎬ 延安地区制药厂建成投产ꎮ １９８４ 年ꎬ 制药产品有板蓝根冲剂、 牛黄解毒

丸、 安宫牛黄丸、 朱砂安神丸、 梅子养心丸、 天王补心丸等 ５０ 余种ꎮ １９９８ 年ꎬ 改制为

延安常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ꎬ 集中药材种植、 中药饮片、 中成药、 中药材提取物为一体

的制药企业ꎮ 占地 ９０ 亩ꎬ 员工 ５３６ 人ꎬ 总资产 １１７６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３ 年起ꎬ 先后通过国家

ＧＭＰ 认证、 ＩＳＯ９００１ 认证、 ＨＡＣＣＰ 认证及加拿大、 越南 ＧＭＰ 认证ꎮ 年生产值 ２ 亿元ꎬ
产品有 ９ 个剂型 ６０ 多个品种ꎬ 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各地ꎬ 有些产品出口至美国、 印度、 叙

利亚、 乌克兰、 越南、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ꎮ
公司连续 ６ 年被延安市政府命名为 “明星企业”ꎬ 公司的 “仙术牌” “鸿雁牌”ꎬ 注

册商标被评为 “陕西省著名商标”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常泰” 注册商标被分别认定为 “陕西省

著名商标” 和 “延安市知名商标”ꎮ 公司主导产品 “心神宁片”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名牌产品” 称号ꎮ 公司还连续两次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 “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ꎬ
被科技部命名为 “科技星火龙头” 企业ꎬ 被中国国际枣产业发展论坛组委会评为 “２００５
年枣制品深加工示范企业”ꎬ 被陕西省企业信用协会认定为 “信用企业”ꎬ 被陕西省科技

厅授予 “中药材基地建设先进单位” 称号ꎬ 被省中小企业局认定为 “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重点企业”ꎬ 被陕西省国家税务局、 地方税务局联合评定为 “Ａ 级纳税人”ꎬ 酸枣综合利

用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列为 “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ꎮ 公司党支部被省委评为优秀

基层党组织ꎮ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ꎬ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习近平、 王兆国、 张德江、 李建国、 桑国

卫、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等曾先后到公司考察ꎬ 对公司利用高科技积极开发优势地产资

源ꎬ 发展中药产业ꎬ 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ꎮ

８２９



第二节　 药品采购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ꎬ 在市卫生局内设药政科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ꎬ 取消在药

品收入中为医务人员提取月奖金的做法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制定 «医疗机构药品、 器械定点采购管理办法»ꎬ 在区级医疗机构实行药

品、 器械集中招标采购、 乡镇卫生院定点采购、 票据审查制度ꎬ 降低药品价格ꎬ 控制医

药费用不合理增长ꎬ 缓解看病贵问题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区级医疗机构全年采购药品 １１７７ 万元ꎬ
集中招标采购率占 ９６ ８％ꎬ 让利患者 １２ ９ 万元ꎮ 对 ２０ 个乡镇卫生院购药票据审查 ５２５
批次ꎬ 金额 ４６９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审核区人民医院集中招标采购 ２２１ 批次ꎬ 审核金额 １４３４
万元ꎬ 集中招标采购率 ９８％ꎻ 审核区妇幼保健院集中招标采购 １２３ 批次ꎬ 审核金额 ４９６
万元ꎬ 集中招标采购率 ９７％ꎻ 审核乡镇卫生院定点采购 ４１１ 批次ꎬ 审核金额 ７５９ 万元ꎬ
定点采购率 ９５ 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成立宝塔区药品采购配送中心ꎬ 负责实施全区药品 “三统一” (统一价

格、 统一采购、 统一配送) 工作ꎮ 全区药品、 器械定点采购供货商家由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家增

至 ２８ 家ꎮ 审核区属医疗机构购买器械资金 ２９０ 万元ꎻ 审核区人民医院集中招标采购 ２７８
批次ꎬ 审核金额 １７８６ 万元ꎬ 集中招标采购率 ９９％ꎻ 审核区妇幼保健院集中招标采购 １１９
批次ꎬ 审核金额 ５２６ ６５ 万元ꎬ 集中招标采购率 ９９％ꎻ 审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点采购

８５ 批次 １８７ ３５ 万元ꎬ 定点采购率 ９７％ꎻ 审核乡镇卫生院定点采购 ４１１ 批次ꎬ 审核金额

８６８ 万元ꎬ 定点采购率 ９８％ꎮ

第七章　 卫生管理

第一节　 医政管理

１９９０ 年ꎬ 开展医疗秩序、 卫生经济秩序和医疗市场秩序整顿工作ꎬ 对全市 １０２ 个社

会医疗机构、 ４ 个不同类型的分院、 ４ 个门诊部、 ５６ 个个体诊所进行清理整顿ꎮ 撤销社

会办医机构 ３ 个、 分院 ３ 个、 门诊部 ４ 个ꎻ 整顿个体行医 ５６ 个ꎬ 打击游医药贩 ２８ 人ꎬ
取缔无证行医 ６ 人ꎻ 没收伪劣药品 ３１ 种ꎬ 价值 １５００ 元ꎻ 经济处罚 ７ 人次ꎬ 罚款 １２５０
元ꎻ 清理收缴管理费 ３４６９ ４ 元ꎬ 没收不标准计量器具 ５ 件ꎮ 延安市人民政府颁发 «清
理整顿社会医疗机构及个体开业实施细则» «关于认真清理整顿医疗市场的通告»ꎬ 对

“吃回扣” “吃公疗” “人情假” “假证明”、 销售非药商品等进行查处ꎮ 收回 “回扣”

９２９

第二十九编　 卫生　 体育 　



卫生　 体育

优惠费 ３ ６ 万元ꎬ 罚款 ２００ 元ꎻ 处理违反劳动纪律 ６ 人ꎬ 处理上报违反计划生育人员

２８ 人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有各种社会医疗机构 ２０ 个ꎬ 从业人员 ２０ 人ꎬ 经批准发证 ９ 户 ９ 人ꎮ

进行大型检查 ５ 次ꎬ 抽查 ８ 次ꎬ 取缔游医药贩 ２０ 个次ꎬ 没收药品 ３００ 种ꎬ 价值 ３０００ 多

元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开展医疗市场检查整顿 ６ 次ꎬ 共检查国营、 集体、 个体经营户 １１２ 家次ꎬ
药品使用单位 １８９ 家次ꎻ 取缔游医药贩 ２２ 起ꎬ 没收药品 ２０６ 种、 器械 ５０ 余件ꎬ 查出假、
劣药品 ６０６ 种ꎬ 折合人民币 ５ ３２ 万元ꎬ 罚款 ５０００ 多元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市卫生局设立个体行业医疗管理科ꎮ 检查整顿各类社会医疗机构 １５９ 家ꎬ
药品经销单位 １０４ 个ꎻ 取缔游医药贩 ２９ 个次ꎬ 没收药械 ３２２ 件ꎬ 假冒伪劣药品 １５２ 种ꎬ
麻醉中药 ３ 千克ꎬ 精神药品 ６６０ 片ꎬ 暂控药品 １０５ 种ꎻ 查禁违章医药广告 ５８０００ 多张ꎬ
没收无证牌匾 ４６ 块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对城乡医药市场 １７０ 多家医药网点进行 ４０ 天的大型检查整顿ꎮ 没收伪劣

药品 ６３ 种ꎬ 打击游医药贩 ４０ 人次ꎻ 没收无证药品 １０００ 余种ꎬ 销毁非法医药广告 ３８０００
张ꎬ 经济处罚 ２１ 人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完成检查整顿各类社会及个体医疗机构 １２６ 家次ꎬ 取缔

游医药贩 ３ 家次ꎬ 没收器械 ３０ 余件ꎬ 查处伪劣药品 ６０ 多种ꎬ 销毁违章广告 ３ ６ 万余份、
牌匾 １８ 块ꎮ １９９６ 年重点打击游医药贩 １６８ 家次ꎬ 取缔无证行医和无证经销药品者 １１ 家

次ꎬ 没收不合格药品 ２８ 种ꎬ 没收药械 ２４ 种ꎬ 罚款 １９５０ 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成立公共卫生监督所成立ꎬ 撤销个体行业医疗管理科ꎬ 业务由卫生

监督所承办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取缔非法医疗诊所 ４０ 多家ꎬ 没收假冒伪劣药品 ２００ 多种ꎬ 罚款

１０ 多万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检查持证医疗机构 ２６１ 家ꎬ 责令限期整改 ３１ 家ꎬ 暂停执业 ２６ 家ꎬ
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９ 家ꎬ 罚款 １ ６ 万元ꎮ 取缔无证行医 ２０ 家ꎬ 没收药品 ６３ 箱ꎬ
罚款 ５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建立健全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ꎬ 完善内部行政执法管理ꎬ 强化执法程序ꎬ
实行 «行政执法责任制目标责任书» 和 «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ꎮ 对全区持证的

２６１ 家医疗机构进行全面检查ꎬ 限期整改 １１ 家ꎬ 暂停执业 ７ 家ꎬ 罚款 １ ６ 万元ꎬ 取缔无

证诊所 １０ 家ꎬ 没收药品 ４１ 箱 (件)ꎬ 下达罚款 ２ ２ 万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卫生局成立

稽查科ꎮ 查处无证诊所 ９７ 家ꎬ 没收药品器械 ４３０ 件ꎬ 罚款 ３ ９ 万元ꎻ 检查药店 ４０ 家ꎬ
处理 １２ 家ꎬ 罚款 ０ ８５ 万元ꎻ 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５３ 家ꎬ 收缴罚款 ６ 万元ꎻ 暂扣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２ 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ꎬ 重点打击黑诊所、 游医、 假医、 借助虚假宣

传误导和欺骗患者的非法活动ꎮ 查处无证医疗机构 ５２ 家 (其中黑诊所 ３０ 家、 药店坐堂

行医 ７ 家、 无证口腔诊所 ８ 家、 地下性病诊所 ５ 家、 非法义诊活动 ２ 家)ꎬ 没收药品及器

械 １７４ 件ꎬ 罚款 ５ ２ 万元ꎻ 规范整顿持证医疗机构 ２４ 家ꎬ 其中行政处罚 ２３ 家 (医院 ６
家、 卫生所 ２ 家、 诊所 ６ 家、 医务室 ８ 家、 村卫生室 １ 家)ꎬ 下达医疗监督意见书 １ 家ꎬ
罚没上缴财政 １ １７ 万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查处无证诊所 ２９ 家ꎬ 没收药品器械 １２８ 件ꎬ 罚款 ２ ９ 万元ꎮ 取缔药店坐

堂行医ꎬ 查处药店 １７ 家ꎻ 整顿规范医疗机构 ３２ 家ꎬ 其中立案 ２２ 家ꎬ 罚款 ０ ６ 万元ꎬ 下

达卫生监督意见书 １０ 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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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药政管理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卫生局药政科负责药政监管工作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ꎬ 在全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ꎬ 乡镇卫生院定点购药ꎮ 市政府相

继制定 «关于社会医疗机构及个体开业行医管理办法» «关于认真贯彻 “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ꎬ 坚决禁止乱办医滥行医的规定» «延安市个体诊所设置基本标准» «延安市医疗

机构设置规划» 等文件ꎬ 对医疗市场的准入、 医疗秩序、 医疗服务等依法依规作出明确

规定ꎮ 市卫生局设立个体开业行医管理科ꎬ 使依法监督检查和整顿管理工作常态化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开展执法监督检查整顿 １３ 次ꎬ 检查各类社会医疗机构 ４２９ 家ꎬ 取缔游医

药贩 ８０ 人次、 无证行医 ６ 人、 经济处罚 ７ 人、 罚款 ６７１０ 元、 没收器械 ３２７ 件、 没收伪

劣药品价值 ５ ４７ 万元ꎬ 清理收缴管理费 ３４６０ 元ꎮ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ꎬ 开展 ３０ 余次执法检查ꎬ 取缔无证药店 ９ 家、 无证诊所 ３２４ 家、 游医

１４ 人ꎬ 没收药品 １６８２ 箱ꎬ 没收器械 １８ 件ꎬ 罚款 ２１ １ 万元ꎬ 下达罚款 ９ ４ 万元ꎬ 注销不

符合标准的医疗机构 １１ 家ꎬ 暂停执业 ７ 家ꎬ 报损过期及破损药品 ３４９ 种ꎬ 价值 ３ ７５ 万

元ꎮ 其间ꎬ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宝塔区公共卫生监督所成立ꎻ ２００１ 年开展医疗机构年度

校验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区卫生局组建稽查科ꎬ 对医疗机构的设置、 服务项目、 从业人

员资质严把准入关ꎬ 完成 “执业医师” “执业护士” 的注册工作ꎮ

第三节　 医疗制度改革

一、 医疗人事制度改革

１９８８ 年ꎬ 延安市卫生局率先在市中医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人事制度改革试点ꎬ
实行院长聘任制和医院管理任期目标责任制ꎮ 在临镇卫生院进行乡镇卫生院 (含中心卫

生院) 院长综合目标承包责任制改革试点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医疗卫生单位全面推行内部

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 在市级医疗卫生单位 (含姚店中心卫生院) 实行院、 站、 所

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管理ꎻ 在乡镇卫生院 (含另外 ４ 个中心卫生院) 实行院长综合目标承

包管理责任制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召开全市深化卫生改革专题会议ꎬ 进一步明确改革任务ꎬ 加快改革步伐ꎮ

坚持和完善院、 站、 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管理和乡镇卫生院 (中心卫生院) 院长综合目

标承包管理责任制ꎬ 增加新的指标和考核内容ꎬ 完成新一轮院、 站、 所长聘任工作ꎬ 签

订目标责任书ꎮ 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实行院科两级分配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加大卫生改革力度ꎬ 给医疗卫生单位充分的自主权、 经营权、 管理权ꎮ 针

对深层次的问题和现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ꎬ 制定实施新的改革方案ꎬ 在质量控制、 奖金

分配等方面有所突破ꎮ 市卫生防疫站实行工资、 奖金与工作任务挂钩ꎬ 制定严格的考核

制度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坚持以卫生改革促进两个效益同步提高ꎮ 市人民医院把三级考核、 院科两

级分配全面落到实处ꎬ 量化考核到人ꎬ 最大限度地调动全院职工积极性ꎮ 市妇幼保健院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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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科室量化考核、 院科两级分配ꎬ 调动职工积极性ꎬ 促进两个效益稳步发展ꎮ 市卫生

防疫站出台 “站科两级核算” 和科室目标责任制管理实施细则ꎮ 乡镇卫生院实行工资、
奖金双浮动ꎬ 定任务、 定出勤ꎬ 全面提高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ꎬ 促进两个效益的提高ꎮ

１９９８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出台 «关于加强卫生工作的决定»ꎬ 扩大医疗卫生

机构的经营管理自主权ꎮ 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在管理中实行量化考核ꎬ 定人、 定岗、 定任

务ꎬ 工资、 奖金双浮动ꎬ 形成新的运行机制ꎮ
２０００ 年ꎬ 继续推行和完善区级医疗单位院、 站、 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管理和乡镇卫

生院 (中心卫生院) 院长综合目标承包管理责任制ꎮ 从人事制度改革着手ꎬ 强化定编、
定人、 定岗、 定措施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深化卫生事业人事制度改革ꎬ 大胆尝试新的用人制度和

分配办法ꎬ 推行异岗异薪、 系数工资、 绩效工资、 年薪工资ꎮ 制定出台 «宝塔区卫生事

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意见» 和 «宝塔区事业单位机构和人事财务制度改革实施方

案»ꎮ ５ 个中心卫生院全面推行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ꎬ 实行工资分配与跟踪量和工作业绩

挂钩ꎬ 建立重实绩、 重贡献、 向优秀人才倾斜、 向关键和特殊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

机制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决定对区医院实行以产权与经营权分离、 院长目标

管理责任制的经营机制改革ꎬ 聘任新院长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政府成立宝塔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ꎮ 按照 «宝塔区卫生事业单

位领导人员聘任方案» 要求ꎬ 推进卫生技术人员竞聘上岗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ꎬ 坚持新

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办法ꎬ 形成 “院长能上能下ꎬ 职工能进能出ꎬ 待遇能高能低” 的绩效

考核机制ꎮ 同年ꎬ 完成对区妇幼保健院、 ６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１７ 个乡镇 (中心) 卫

生院的行政正职和副职的聘任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对医药卫生系统 ３３２ 名在职职工实行全员聘用制和绩效工资考

核制ꎮ
二、 公费医疗制度改革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制定公费医疗管理办法ꎬ 企业和自收自支单位、 差额补贴事业单

位、 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医疗费由单位报销ꎻ 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医疗

费由市财政报销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实行医疗保险制度ꎮ 全区统一征缴医疗保险基金ꎬ 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金按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 ９％筹缴ꎬ 其中个人 ２％、 单位 ７％ (包括 １％大病医

疗补助)ꎻ ７ 月ꎬ 在全区国有企业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人员中实行大病医疗社会统筹ꎮ 是

年ꎬ 全区参保职工人数 ７９３７ 人ꎮ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宝塔区开始施行女职工生育保险社会统筹ꎬ 解决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医

疗和生活保障ꎮ 同时ꎬ 开始施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社会统筹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实行工伤保险市

级统筹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城镇职工参保增加到 １９４２５ 人ꎬ 参保范围由原来的财政拨款的党政事

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拓展至非公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ꎮ 全年在职参保职工住院报销比例

８７％ꎬ 退休职工住院报销比例 ８９％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累计征缴大病医疗社会统筹基金

１０８５ ７５ 万元ꎬ 支付 ２１ ６ 万元ꎻ 累计征缴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２３３ ２９ 万元ꎬ 支付

２２１ ０３ 万元ꎻ 累计征缴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基金 ２６６ ７４ 万元ꎬ 支付 ５９ ４９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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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９－７－１

年份
医疗
人数
(人)

其中

在职
(人)

退休
(人)

其中财政
拨款金
(万元)

医疗费支付

合计
(万元)

在职
(万元)

退休
(万元)

２０００ ８０２９ ７３６４ ６６５ ３５ ４５ ４ ２９ １６ ４

２００１ ８５１６ ７７３５ ７８１ １０５ ２０６ ６ ７５ １３１ ６

２００２ ９５４３ ９１７５ ３６８ １２０ ３７４ ２ １６８ ２０６ ２

２００３ １２０１０ １０４１５ １５９５ ３００ ４５２ １３ ２４８ ２０４ 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２０１０ １０４１５ １５９５ ４００ ６２５ ３４３ ２８２

２００５ １２４７９ １０５５２ １９２７ ６２０ ７９０ ２６ ４３４ ３５６ ２６

２００６ １３９７２ １１４２５ ２５４７ ５８０ ７９４ ８１ ４３７ ３５７ ８１

２００７ １６７０１ １３５２８ ３１７３ ７００ １１８９ ３６ ６５４ ５３５ 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７５２３ １３８１７ ３７０６ １１２０ １８２８ ５２ １００５ ７２ ８２２ ８

２００９ １９４８５ １５１９８ ４２８７ １１２０ ２４２４ ３８ １３３３ ４１ １０９０ ９７

２０１０ １９４２５ １４２９１ ５１３４ １２００ ２７９９ １６ １５３９ ５４ １２５９ ６２

总计 １４９６９３ １２３９１５ ２５７７８ ６３００ １１５２９ ８２ ６２６６ ６７ ５２６３ １５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离休人员医疗费用支付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９－７－２

年份
享受公费医疗

离休人员人数 (人)
财政拨款金额

(万元)
医疗费支付

(万元)

１９９２ — ２０ ２０

１９９３ — ３７ ４７ ３７ ４７

１９９４ — ４３ ７ ４３ ７

１９９５ — ４２ ４２

１９９６ — ４２ ４２

１９９７ —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９９８ — ６０ ６０

１９９９ ２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４７ １０５ １０５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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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享受公费医疗

离休人员人数 (人)
财政拨款金额

(万元)
医疗费支付

(万元)

２００１ ３７５ ７０ ７０

２００２ ３６８ １４０ １４０

２００３ ５３９ １３０ １３０

２００４ ５２０ ２６２ ２６２

２００５ ５１９ ２３５ ２３５

２００６ ３４１ ２２７ ２２７

２００７ ３４１ ２７４ ２７４

２００８ ３４１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９８ ３７６ ７ ３７６ ７

２０１０ ２９７ ４４８ ７４ ４４８ ７４

总计 ４３９１ ３０４８ ６１ ３０４８ ６１

第四节　 医疗保险改革

一、 城镇居民医保改革

宝塔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正式启动运行ꎬ 实行区级统筹ꎬ 市、 区财政各

按 ５０％补助ꎮ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２６０ 元ꎬ 其中居民个人缴纳 １２０ 元ꎬ 财

政补助 １４０ 元ꎻ 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员

及 ６０ 岁以上低收入人员ꎬ 个人缴纳 ６０ 元ꎬ 市、 区财政各补助 １００ 元ꎻ “三无户人员”
(无经济来源ꎬ 无劳动能力ꎬ 无法定赡养、 抚养人) 个人不缴费ꎬ 市区财政各补助 １３０
元ꎻ 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８０ 元ꎮ 其中ꎬ 个人缴纳 ２０ 元ꎬ 市、 区

财政各补助 ３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实行市级统筹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ꎬ 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 ２６０ 元ꎬ 其中居民个人缴纳 １２０ 元ꎬ 中央财政

补助 ４０ 元ꎬ 省财政补助 ２０ 元ꎬ 市、 区财政各补助 ４０ 元ꎮ 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

和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员及 ６０ 岁以上低收入人员ꎬ 个人缴纳 ６０ 元ꎬ 中

央财政补助 ７０ 元ꎬ 省财政补助 ３５ 元ꎬ 市、 区财政各补助 ４７ ５ 元ꎮ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重度残疾人、 “三无户人员” 个人不缴费ꎬ 中央财政补助 ７０ 元ꎬ 省财政补助 ３５ 元ꎬ 市、
区财政各补助 ７７ ５ 元ꎮ 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８０ 元ꎮ 其中ꎬ 个人

缴纳 １０ 元ꎬ 中央财政补助 ４０ 元ꎬ 省财政补助 ２０ 元ꎬ 市、 区财政各补助 ５ 元ꎻ 低保家庭

中学生和少年儿童ꎬ 重度残疾的学生和少年儿童ꎬ 个人缴纳 ５ 元ꎬ 中央财政补助 ４５ 元ꎬ
省财政补助 ２２ ５ 元ꎬ 市、 区财政各补助 ３ ７５ 元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的住院报销政策: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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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三级医院的起付线分别为 ４００ 元、 ５００ 元、 ７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分别为 ８０％、
７０％、 ６０％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城镇居民医疗费用支付情况统计表

　 表 ２９－７－３

年份 参保人数 (人) 征缴金额 (万元) 医疗费支付 (万元)

２００７ １４０７７ １３７ ９７ １０４ ４８

２００８ ５３９９５ １９９ ２４ ４５０ ９６

２００９ ５４１０４ ２２０ ６９ ８６５ ２８

２０１０ ７２５３７ ２９１ ８４ １１３７ ２８

总计 １９４７１３ ８４９ ７４ ２５５８

二、 农村医保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 宝塔区新型合作医疗工作正式启动ꎮ 区、 乡成立由人大、 政协、 监

察、 参合农民代表及相关方面代表组成的区、 乡两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ꎬ 并

相继制定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 制度、 规定ꎬ 新农合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管

理ꎮ 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统筹资金 ３０ 元ꎬ 由市、 区两级财政共补助 ２０ 元ꎬ 个人交纳 １０
元ꎬ 其中农民个人交纳 １０ 元中的 ６ 元纳入家庭门诊医疗账户ꎬ ４ 元用于大病统筹补助ꎮ
报销费用实行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就诊管理ꎬ 分为住院报销和门诊家庭医疗账户报销ꎮ 定

点医疗机构分为乡、 区、 市及市级以上 ４ 个级别ꎬ 住院根据级别设置报销起付线ꎬ 按比

例进行审核报销ꎮ 同时ꎬ 率先在全市实行报销 “直通车” 制度ꎬ 参合农民出院当天即可

报销医疗费用ꎮ 门诊治疗直接使用门诊家庭医疗账户交费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参合农民 １５
万人ꎬ 占农业人口的 ７３％ꎬ 共筹集资金 ５１６ ４４ 万元ꎮ 当年住院报销补助 ３９４５ 人ꎬ 补助

金额 ２７３ 万元ꎬ 人均享受补助 ７８１ 元ꎻ 门诊家庭医疗账户报销 ８５２０ 户ꎬ 金额 １９ ４ 万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被省政府确定为国家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增试点区ꎮ 参合农民每

人每年统筹资金由上年度 ３０ 元增加到 ５０ 元ꎬ 农民个人交费不变ꎬ 中央财政给每位农民

补助 ２０ 元ꎬ 省、 市、 区财政共补助 ２０ 元ꎬ 个人缴纳 １０ 元ꎮ 不再设立门诊家庭医疗账

户ꎬ 启动大病分段按比例补助办法ꎬ 最高补助每人每年可达 ８ 万元ꎮ 对贫困户、 特困户

及 “五保户” 等弱势群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ꎬ 由民政部门负责解决个人筹资部

分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参合农民 １７ 万人ꎬ 参合率 ８５ ４９％ꎬ 筹资 ８５１ ０８ 万元ꎮ 全年住院享受报

销补助 ７６５０ 人ꎬ 补助资金 ７６１ ９３ 万元ꎬ 人均享受补助 ９９６ 元ꎮ 其中ꎬ 参合的五保户、
贫困户、 特困户有 ６８８ 户、 ２１０８ 人ꎬ 筹资 ２ １ 万元ꎬ 享受医疗补助 ８４５ 人ꎬ 救助资金

１１１ 万元ꎬ 最高救助 ５０００ 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乡、 区、 市、 省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报销补助起付标准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００

元、 ４００ 元、 ８００ 元、 １５００ 元分别调整为 １００ 元、 ３００ 元、 ８００ 元、 １５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０％、 ５０％、 ４０％、 ４０％分别调整为 ８０％、 ６０％、 ４０％、 ３０％ꎬ 住院补助封顶

线为每人每年 １ ５ 万元ꎮ 当年ꎬ 参合农民达到 ４７４０１ 户、 １７７８８９ 人ꎬ 参合率 ８９ ０４％ꎬ

５３９

第二十九编　 卫生　 体育 　



卫生　 体育

筹集资金 ８８９ ４５ 万元ꎮ 住院享受报销补助 ７２７０ 人ꎬ 补助资金 ９８４ 万元ꎬ 人均享受补助

１３０４ 元ꎮ 享受民政医疗救助 ９７８ 人ꎬ 救助资金 １７９ 万元ꎬ 人均享受补助 １８３０ 元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政府增加对新农合的投入ꎬ 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统筹资金补助由

４０ 元增加到 ８０ 元ꎬ 农民个人交纳 １０ 元ꎮ 全年参合农民增加到 ５１７４３ 户、 １８７４２６ 人ꎬ 参

合率达 ９３％ꎮ 同时ꎬ 乡、 区、 市级的报销起付线ꎬ 分别调为 ８０ 元、 ３００ 元、 市二级 ６００
元、 市三级 ８００ 元、 延大附院 １０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分别调整为 ７０％、 ６０％、 ５０％、 ４５％、
４０％ꎬ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实行起报点报销补助办法ꎬ 省三级起报点为 ５０００ 元ꎬ 省二级起

报点为 ３５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为 ４０％ꎮ 全年有 ５３２２ 人享受住院补助ꎬ 共支付住院基金

１１７２ ８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区政府制定印发 «宝塔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门诊统筹补偿方案»ꎬ 将

统筹总额的 ２０％设立为门诊统筹基金ꎬ 门诊补偿按门诊费用的 ８０％直接减免ꎬ 以家庭为

单位人均 ２０ 元封顶ꎬ 报销执行 “直通车” 制度ꎮ 门诊统筹基金的补偿范围为门诊治疗

费、 检查费、 药品费ꎮ 全年有 ８１０９１ 人享受门诊补偿ꎬ 金额为 １６１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新

农合筹资标准提高到 １００ 元ꎬ 农民个人交纳参合资金 ２０ 元ꎬ 财政配套 ８０ 元ꎮ 全区参合

农民 １９１７８０ 人ꎬ 参合率 ９５％ꎮ 全年享受新农合住院补偿的 １２７９６ 人ꎬ 医疗总费用

５０４２ ９ 万元ꎬ 报销补偿 １６５８ １ 万元ꎬ 人均补偿 １２９６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中央增加对新农合的财政投入ꎬ 各级财政为每位参合农民的补助资金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８０ 元提高到 １２０ 元 (其中中央补助 ６０ 元ꎬ 省、 市、 区财政按 ４ ∶ ３ ∶ ３ 的比例

补助 ６０ 元)ꎬ 参合农民每人每年交纳参合资金由 ２０ 元提高到 ３０ 元ꎮ 参合农民 １９ ７７ 万

人ꎬ 参合率达 ９７ ２％ꎮ 为了进一步扩大参合农民受益面ꎬ 宝塔区结合运行实际ꎬ 对新农

合实施方案进行部分调整ꎬ 延大附院报销起付线由原来的 １０００ 元降为 ８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

提高为 ５０％ꎮ 市人民医院报销起付线由原来的 ８００ 元降低为 ５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提高为

５５％ꎬ 其他市级医院报销起付线由原来的 ６００ 元降低为 ４００ 元ꎬ 报销比例提高为 ６０％ꎮ
同时ꎬ 住院病人报销封顶线由上年每人每年 １ ５ 万元提高到 ３ 万元ꎮ 全区共有 １ ５５ 万人

享受新农合住院补助ꎬ 住院患者医药总费用 ６５５４ ３３ 万元ꎬ 报销补助 ２３５８ ２９ 万元ꎬ 补

助比例 ３６％ꎬ 全区住院人均享受补助 １５２３ 元ꎮ

第八章　 体　 育

第一节　 体育机构

１９３７ 年 ５ 月ꎬ 延安成立青年俱乐部ꎬ 是延安最早出现的群众性体育组织ꎬ 在成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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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ꎬ 朱德致开幕词ꎬ 毛泽东、 洛甫、 博古、 周恩来等讲话ꎮ 大会决定 “积极提倡运

动ꎬ 锻炼强壮的身体”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延安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ꎬ 城区体委

更名延安市体委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延安县、 市合并为延安市ꎬ 改名为延安市体育运动委

员会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为科级建制ꎬ 编制 １８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ꎬ 内设办公室、 业务科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市文化文物局、 体委合并为延安市文化体育局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撤市设区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ꎬ 文化体育局分设ꎬ 成立宝塔区体育运动委员会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被

国家体育总局评为 “全国体育先进区 (县) ”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ꎬ 机构再次合并为文体事业局 (体育中心改称全民健身中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改称宝塔区体育中心ꎬ 隶属于区文体事业局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体育中心为科级建制ꎬ 事业单位ꎮ 内设行政办、 业务科、 宣传科ꎮ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ꎻ 编制 １８ 人ꎬ 在岗 ２０ 人ꎮ 地址在市体育场大门内南窑洞办公ꎮ

第二节　 设施场地

一、 体育器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由于缺乏资金ꎬ 体育器材短缺ꎬ 仅有开展常规项目的篮球架、 排

球架、 足球门、 乒乓球案、 旱冰鞋、 射击枪、 摩托车、 自行车、 单双杠、 单环、 羽毛球

网等少量器材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设施逐年改善ꎬ 器材配置逐年增加ꎮ 并对社区、 小区、 公

园、 广场等活动场所安装健身路径等器材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为 ３ 个办事处的东关等 ７ 个社区配

备健身路径 ７ 套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为凤凰办和宝塔办的凤凰山社区、 杨家岭社区、 东苑社区各

配备健身路径 １ 套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体育器材种类有篮球架、 室外乒乓球台、 羽毛球网、 健身路径 (太空漫步

机、 高低杠、 天梯、 腿部按摩器、 上肢牵引器、 肋木、 立式扭腰器、 室外跑步机、 太极

推揉器、 蹬力器、 双人大转轮、 秋千、 双杠) 等ꎮ 同年ꎬ 为杨家岭社区、 慧泽社区配备

健身路径各 １ 套ꎮ
二、 体育场地

１９９０ 年ꎬ 南关有一侧看台 ４００ 米环形跑道体育场 １ 个ꎬ 能容纳 ４５００ 名观众有看台

的灯光球场 １ 个ꎬ 在延安大礼堂上沟渠有射击场 １ 个ꎬ 三台并用的乒乓球室 １ 个ꎮ １２５０
平方米的旱冰场 １ 个ꎮ 门球场地 ２ 块ꎮ １９９６ 年建成投入使用的 ２５ 米 ６ 泳道游泳训练馆 １
个ꎬ ７ 月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 ５６００ 平方米ꎬ 可开展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 网球、 体

操、 台球等多功能体育馆 １ 个ꎬ 座席 ２７３３ 个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体育场上划延安市文体局管理ꎮ
２００４ 年动工ꎬ 对原体育场进行大型改建ꎬ 建成建筑面积 ２ ９ 万平方米ꎬ 分为东南、 东

北、 东中、 西南、 西北、 西中 ６ 个区域ꎬ 可容纳 １ ７ 万人观看 (１ ７ 万个座席)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投入使用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临镇镇石村、 任家塬村、 南泥湾镇红土窑村、 麻洞川乡刘台村、 河庄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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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井家湾村、 枣园镇枣园村、 桥沟镇杨家岭村、 柳树店村、 东二十里铺村、 尹家沟村、
万花山乡的罗崖村、 花园头村、 柳林镇后孔家沟村、 川口乡川口村、 姚店镇的姚店村、
谭家湾村、 李渠镇东村、 阳山村、 甘谷驿镇东村、 西沟门村 ２０ 处建成 ２０ 个占地面积各

为 １２１８ 平方米的农民健身场地ꎬ 总占地面积 ３６ ５ 亩ꎮ 并配置健身器材篮球架等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先后为 ３ 个街道办事处的 ６ 个社区配备健身路径 ６ 套ꎬ １２ 个乡镇建成 ２５ 个农民体

育健身场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投资 １２０ 万元ꎬ 建成川口乡田崂村、 枣园镇庙沟村、 麻洞川乡曲里村、 柳

林镇金庄村、 姚店镇柏林湾村农民健身广场 ５ 个ꎬ 总占地面积近 １２ 亩ꎮ 配置篮球架、 双

杠等健身器械ꎮ 为 ３ 个街道办事处的 ５ 个社区配备健身路径各 １ 套ꎮ

第三节　 体育活动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地区体委开始举办首届运动会ꎮ 每四年举办一届ꎬ 同时每年举办年度

赛ꎮ 每届运动会分为行业组和县区组ꎬ 行业组主要是市直单位、 油矿、 企业等职工竞技

体育项目ꎬ 县区组主要是专业队竞技体育项目ꎮ ２０１０ 年举办延安市第五届运动会ꎮ
一、 职工体育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市体委组织举办延安市元旦越野赛ꎬ 马海鸣、 程向前、 王亚雄分

别获职工组第一、 二、 三名ꎮ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５ 月 ２ 日ꎬ 市体委举办男子篮球乙级联赛ꎬ １５
个代表队参加比赛ꎬ 延长油矿、 延安大学、 延安市教育局代表队分别荣获第一、 二、 三

名ꎮ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１０ 月 ４ 日ꎬ 市体委举办延安市 “迎亚运、 庆国庆” 男子篮球甲级联赛、
女子篮球锦标赛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举办延安市元旦越野赛ꎬ 马海鸣、 程向前、 杨汉分

别获职工组第一、 二、 三名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 市体委举行篮球乙级联赛ꎬ 延安市物资局代表

队获第一名ꎮ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１ 日ꎬ 市体委举行男子篮球甲级联赛和女子篮球锦标赛ꎬ
男队 ８ 支ꎬ 女队 １６ 支ꎬ 延安电厂代表队获男子组第一名ꎬ 延安市第二中学队获女子组第

一名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５ 月 １ 日ꎬ 市体委举办男子篮球乙级联赛ꎮ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１０ 月 １

日ꎬ 市体委举办男子篮球甲级联赛和女子篮球锦标赛ꎮ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２４~３０ 日ꎬ 市体委举

办篮球锦标赛ꎮ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ꎬ 市体委举行 “新华杯” 篮球邀请赛ꎬ 延安电厂获第一名ꎬ
延安市医院、 ８６４６０ 部队代表队获精神文明代表队ꎮ 举办冬季越野比赛ꎬ ３６０ 名职工

参加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颁

布实施后ꎬ 延安市百人以上的企业、 学校、 事业单位都组建篮球、 乒乓球、 象棋等业余

代表队ꎮ ５ 月ꎬ 举办爬山、 拔河比赛ꎬ ４８ 个单位参加比赛ꎮ １１ 月 ２５~２６ 日ꎬ 市体委举办

领导干部射击比赛ꎬ 侯世怀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ꎬ 举办全市职工运动会ꎬ 参加职工

５２０ 余人ꎮ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１０ 月 ５ 日ꎬ 市体委举行职工篮球赛ꎬ 延安大学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８~１２ 日ꎬ 宝塔区组队参加延安市首届职工篮球赛ꎮ １１ 月 １４ 日ꎬ 宝塔区体

委举行 “给水杯” 乒乓球邀请赛ꎬ 刘海俊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１１ 日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机关组队参加延安市市直机关男子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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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赛ꎬ 获第一名ꎮ １ 月 １~ １１ 日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机关组队参加延安市市直机关

中国象棋比赛ꎬ 获第一名ꎮ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５ 月 ５ 日ꎬ 宝塔区举行庆 “五一” 干部职工篮球

赛ꎬ 有 ９ 支男队、 ２ 支女队参加比赛ꎮ 延安师范代表队获男子第一名ꎬ 延安大学代表队

获女子第一名ꎬ 区政府机关代表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６ 月 １~２ 日ꎬ 区体委和区总工会

举行迎 “四城会” 干部职工第八套广播体操比赛ꎬ 全区 １０ 个系统组队参加ꎮ ７ 月 ３０ 日ꎬ
宝塔区举行迎 “四城会” 体育知识竞赛活动ꎬ 全区 １０ 个党委系统组队参加比赛ꎮ ８ 月

２７ 日ꎬ 区体委举行干部职工家庭趣味体育竞赛活动ꎮ ９ 月ꎬ 举办 “迎国庆” 职工运动

会ꎬ 设篮球、 乒乓球、 象棋、 拔河等项目ꎮ １２ 月ꎬ 宝塔区举行 “建材杯” 区级领导射

击比赛ꎬ 全区 ４０ 多位领导参加比赛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宝塔区组队参加延安市第一届 “健
身杯” 钓鱼比赛ꎮ 同年ꎬ 春季举办职工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比赛ꎮ 冬季举办职工、 学

生越野赛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ꎬ 宝塔区举行县 (处) 级领导登山比赛ꎬ 全区 ４０ 多名县 (处) 级

领导参加比赛ꎬ 人武部袁兴石获第一名ꎮ ５ 月 ２４~２８ 日ꎬ 区体委和区总工会举行 “红五

月” 干部职工篮球赛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 区体委和区总工会举办宝塔区象棋高手角逐赛ꎬ 王明

华、 刘康宁、 刘小宁分别获第一、 二、 三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ꎬ 区体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区干部职工乒乓球比赛ꎬ 区属 ８ 个系

统、 ３ 个街道办事处组队参加比赛ꎮ 宝塔办事处获女子、 男子团体第一名ꎮ ８ 月 ２４ ~ ２５
日ꎬ 区体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行 “工业杯” 科级干部乒乓球比赛ꎬ 区属 １１ 个系统的科

级干部参加比赛ꎬ 区建设系统代表队获男子团体第一名ꎬ 区工业系统代表队获女子团体

第一名ꎮ ９ 月 １３ 日ꎬ 区体委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干部职工第八套广播体操比赛ꎬ 区属 １１
个系统组队参加比赛ꎮ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区文体局举行宝塔区 “商贸杯” 县级领导乒乓球比赛ꎬ ２０ 多名

领导参加比赛ꎮ ６ 月 １８~２４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宝塔区 “南油杯” 干部职

工篮球赛ꎬ １３ 支代表队、 １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ꎮ ８ 月 ９ 日ꎬ 区文体局举行 “延河酒

业杯” 好家庭运动会ꎬ 来自全区各机关、 单位的 ２０ 个家庭参加 “三对三” 篮球、 跳绳、
呼啦圈、 踩气球等项目比赛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至 ６ 月 ５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 “川油杯” 干部职工

篮球赛ꎮ 市、 区 ２８ 个单位组队参加比赛ꎬ 区教育系统代表队获男子第一名ꎬ 延安大学

代表队获女子第一名ꎮ １１ 月ꎬ 区文体局举行宝塔区区级领导乒乓球比赛ꎬ 区政府代表队

获团体第一名ꎬ 高春义获男子单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６ 月 ４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 “蟠油杯” 干部职工

篮球赛ꎮ 区教育局代表队获得第一名ꎬ 蟠龙油田勘探开发指挥部代表队获体育道德风尚

奖ꎮ ６ 月 １６ 日ꎬ 宝塔区举行干部职工广播体操比赛ꎬ 区属 ８ 个系统 ４００ 多名干部职工参

加比赛ꎮ 区教育系统、 区委机关、 区政府机关代表队分别获第一、 二、 三名ꎮ ８ 月 ２０
日ꎬ 区文体局举行宝塔区领导干部象棋比赛ꎮ 区属各单位 ４０ 多名科级干部参加ꎬ 刘康

宁、 马小彦、 牛志强获第一、 二、 三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区总工会联合举办 “联通杯” 干部职工篮球赛ꎮ

区教育局代表队获区级组第一名ꎬ 联通公司获市级组第一名ꎮ ６ 月 ２４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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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总工会联合举办 “建煤杯” 干部职工乒乓球赛ꎬ 区属 ８ 个系统组队参加比赛ꎬ 区机关

工委代表队获男子团体第一名ꎬ 经济发展局代表队获女子团体第一名ꎮ ７ 月 １ 日ꎬ 区交

通局党总支和区体育中心联合举行交通系统庆 “七一” 干部职工棋牌比赛ꎬ 区交通系统

的 １００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象棋、 跳棋、 扑克牌项目比赛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４~１５ 日ꎬ 区总工会和区体育中心联合举办宝塔区干部职工乒乓球赛ꎮ

区政府机关代表队获男子团体第一名ꎬ 经济发展局代表队获女子团体第一名ꎮ ６ 月 ２９ ~
３０ 日ꎬ 区民政局总支和区体育中心联合举办民政系统庆 “七一” 运动会ꎮ 民政系统 １００
多名干部职工参加象棋、 跳棋、 拔河、 乒乓球、 定点投篮 ５ 个项目的比赛ꎮ ８ 月 ２０ ~ ２６
日ꎬ 市足协和区体育中心联合举办 “宝塔杯” 足球比赛ꎬ 区属 ８ 个单位的代表队参加ꎬ
延安新兴汽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宝塔区八个系统近百名干部职工参加迎奥运登山比赛ꎮ 区经济

发展局代表队获得男、 女团体第一ꎻ 赵伟、 王亮分别获男、 女个人第一名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
宝塔区举办干部职工乒乓球比赛ꎮ 师光俊、 王博、 白杰分别获男子个人前三名ꎻ 王丹、
刘炜炜、 黑振艳分别获女子前三名ꎮ ６ 月 ２１ 日ꎬ 宝塔区举办林业系统 “迎奥运、 庆七

一” 运动会ꎬ 参与队员 ２００ 多人ꎮ ９ 月 ２４ 日ꎬ 区体育中心承办延安市质监系统首届篮球

赛ꎬ 安塞、 志丹、 吴起联合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２４ 日ꎬ 宝塔区举办干部职工乒乓球比赛ꎮ 区政府机关代表队、 区教

育局代表队分别获女子团体、 男子团体第一名ꎻ 刘炜炜、 王四小分别获女子、 男子个人

单打第一名ꎮ ６ 月ꎬ 宝塔区举办县区级领导乒乓球、 羽毛球比赛ꎬ 参与比赛领导 ２０ 多

位ꎬ 王建军、 雷世全分别获乒乓球、 羽毛球单打第一名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２３ 日ꎬ 举办宝塔区干部职工乒乓球比赛ꎬ 教育系统和区政府机关代

表队分别获男、 女团体第一ꎻ 朱延峰获男子单打第一名ꎬ 王丹获女子单打第一名ꎮ ６ 月

２３ 日ꎬ 承办延安市统战系统 “爱我延安、 和谐统战” 登山比赛ꎮ 来自延安市、 区统战

系统 ２４５ 名队员参加ꎮ １０ 月 ２７ 日ꎬ 举办宝塔区文体系统趣味体育比赛ꎮ 区体育中心代

表队获第一名ꎬ 图书馆和文管所代表队分别获第二、 三名ꎮ
二、 农民体育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延安市农村体育活动大致分季节性、 习武性、 游戏娱乐性三种

类型ꎮ 农民农闲时ꎬ 按季节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有拔河、 篮球、 爬山、 羽毛球、 象棋等

活动ꎮ 青年多以爬山、 拔河、 摔跤为多ꎬ 老年人以象棋为多ꎮ 习武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有摔跤、 举石、 翻跟头、 打猎、 掰手腕等活动ꎮ 游戏性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有抓子儿、 下

老虎、 蹦羊蹄、 顶拐子、 跳山羊、 打碗、 扇元宝、 老鹰抓小鸡、 捉迷藏、 滚铁环、 拍杆

杆、 冬季滑冰等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ꎬ 宝塔区举行迎国庆农民篮球运动会ꎬ 全区 ２３ 个乡、 镇、 办事处组队

参加为期 １ 个月的比赛ꎮ 姚店镇代表队获第一名ꎬ 梁村乡、 麻洞川乡代表队获体育道德

风尚奖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宝塔区举行第二届农民篮球赛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全部组队参加

比赛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区文体局和枣园镇政府联合举行宝塔区农民趣味运动会ꎮ 枣园

镇的 ２１ 户农民家庭参加手脱玉米、 担洋芋、 踩气球 ３ 个项目的比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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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区文体局和甘谷驿镇政府联合举办农民家庭趣味运动会ꎮ 甘谷

驿镇的 ２０ 户农民家庭参加跳绳、 趣味门球、 拔河、 趣味保龄球比赛ꎮ 同年ꎬ 区全民健

身体育中心组织城郊 １０ 个乡镇青年举办篮球比赛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南泥湾镇政府联合举行农民家庭趣味运动会ꎮ 南

泥湾镇 ２０ 户农民家庭参加比赛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ꎬ 举办为期 １ 周的 “万人千村” 农民篮球联赛ꎮ １２ 个乡镇、 ２０ 个行

政村代表队参加ꎮ
三、 老年体育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市体委举办老年人元旦越野赛ꎬ 常庆华获老年组第一名ꎮ １０ 月

３０~３１ 日ꎬ 市体委举行敬老活动周象棋、 花王牌比赛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市体委举办老年人元旦越野赛ꎬ 王琳获老年组第一名ꎮ ２ 月 ２４ ~

２７ 日ꎬ 市体委举办迎春老年门球比赛ꎬ 延安市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６ 月 ２６~２８ 日ꎬ 市体委

举办老年象棋、 花王牌比赛ꎬ 高崇雄获象棋第一名ꎬ 徐志经获花王牌比赛第一名ꎮ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举办 “宝塔杯” 老年人门球邀请赛ꎬ 延安市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市体委举行庆 “七一” 老年人门球赛ꎮ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 ２４ ~ ２５ 日ꎬ 市

体委举行迎春老年门球比赛ꎬ 延安地区邮电局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宝

塔区举行庆 “七一” 老年门球赛ꎬ １３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ꎬ 延安大学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区体委举行迎春老年门球赛ꎬ １０ 支代表队参加比赛ꎬ 市医院代表队获第

一名ꎮ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ꎬ 宝塔区举行老年体协成立暨迎 “四城会” 春季老年人长跑比赛ꎮ 姜富

海获 ５０~６０ 岁男子组第一名ꎬ 谭凌云获 ６１ 岁以上男子组第一名ꎬ 刘彩霞获 ５０ ~ ５９ 岁女

子组第一名ꎬ 丁秀英获 ６０ 岁以上女子组第一名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区体委举行老年人花王牌比赛ꎬ ４０ 多位老年同志参加比赛ꎬ 王

左胜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９ 日ꎬ 区体委举行重阳节老年人花王牌比赛ꎬ 徐发友获第

一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ꎬ 区文体局、 区老龄委、 区老年体协联合举行宝塔区第二届老年

人中长跑比赛ꎬ 全区 １６０ 多位老年人参加ꎮ 张金强获 ５０~６０ 岁男子组第一名ꎬ 杨奋琴获

５０~６０ 岁女子组第一名ꎬ 姚红成获 ６０ ~ ７０ 岁男子组第一名ꎬ 李桂兰获 ６０ ~ ７０ 岁女子组

第一名ꎬ 白树辉获 ７０ 岁以上男子组第一名ꎬ 曹芙蓉获 ７０ 岁以上女子组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ꎬ 区老年体协、 区文体局、 区双退所联合举行宝塔区第三届老年

人中长跑运动会ꎬ 全区 ３００ 多名老年人参加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９ 日ꎬ 区文体局、 区老年体协联合举办健身操比赛ꎮ 城区 １６ 个健身站

的代表队参加比赛ꎬ 宝塔山街道东苑社区代表队获得第一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 日ꎬ 区老年体协举办各类剑术比赛ꎬ 南市办事处体育场活动点代表队

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９ 日ꎬ 区体育中心举办老年人花王牌比赛ꎬ ５０ 多名老年人参加比赛ꎬ 曹

永明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举办宝塔区老年人迎奥运ꎬ 投篮、 钓鱼、 门球过门、 花王牌四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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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运动会ꎮ １２０ 名参与人员均为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ꎮ ７ 月ꎬ 举办宝塔区老年人健美秧

歌、 健身球、 柔力球、 太极拳、 太极剑等系列体育项目展示活动ꎮ 参与老年人 ３２０ 人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ꎬ 举办宝塔区第四届老年门球赛ꎮ 南市二队获一等奖ꎬ 教育系统队、 民

政系统队获二等奖ꎮ ７ 月ꎬ 举办宝塔区中老年健身球比赛ꎬ 有 １９ 个队参与比赛ꎮ 区文化

促进会、 百合花园、 宝塔山、 农业局、 新大洲、 凤凰山、 兴盛园活动室被评为优胜奖ꎮ
重阳节ꎬ 举办宝塔区老年人花王牌比赛ꎮ 并进行文艺表演ꎬ 祝贺自己的节日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 延安市老年体协、 延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宝塔区体育中心共同举办

延安市中老年柔力球比赛ꎮ 甘谷驿采油厂获县区第一名ꎬ 世纪花园活动站获市内活动点

第一名ꎮ １０ 月ꎬ 举行重阳节老年人花王牌比赛ꎮ 郭秀峰获第一名ꎬ 李凤仙、 张文耀获

二、 三名ꎮ １１ 月ꎬ 举办延安市老年人健身秧歌比赛ꎮ 来自延安市各县区的 ２６ 名选手参

加比赛ꎬ 比赛分县区组和市内活动站点组ꎮ
四、 妇女体育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妇女体育活动单一较少ꎮ 随着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广大妇女参与体育运动越来越多ꎮ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延安市举办 “迎’９５ 世妇会心向北京” 万米长跑活动ꎬ ２０００ 多名

妇女群众参加长跑活动ꎮ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宝塔区举办千禧年 “三八” 妇女节拔河比赛ꎬ 区属 １４ 个系统近

２００ 名妇女参加比赛ꎮ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区体委和区妇联举办 “三八” 妇女节场地 １０×４００ 米接力赛ꎬ 区

属 １１ 个系统组织 １００ 多名妇女群众参加比赛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区体委和区妇联联合举办 “三八” 妇女节跳绳比赛ꎬ 区属 １１ 个

系统、 ３ 个办事处、 １００ 多名妇女群众参加比赛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７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妇联联合举办 “三八” 妇女节运动会ꎬ 来自区属 ９

个系统的妇女群众参加跳绳、 踢毽子、 定点投篮 ３ 个项目的比赛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５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妇联联合举办 “三八” 妇女节运动会ꎬ 区属 ９ 个系

统 １００ 名妇女群众参加跳大绳比赛ꎮ 区卫生系统获第一名ꎬ 区委机关获体育道德风

尚奖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区妇联联合举办 “三八” 妇女节运动会ꎮ 区属 ８ 个

系统的妇女群众参加跳绳、 踢毽子、 投篮比赛ꎬ 区教育局代表队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ꎬ 区总工会、 区妇联、 区体育中心联合举办 “三八” 妇女节登山比

赛ꎬ 区属各单位 １００ 多名妇女群众参加比赛ꎮ 高树萍、 李爱琴、 尹雪梅获第一、 二、
三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 举办宝塔区妇女健身与奥运同行健身操展示大赛ꎮ 教育局代表队荣获

特等奖ꎬ 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代表队、 区林业局代表队荣获一等奖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举办宝塔区妇女趣味体育比赛ꎮ 来自全区八大系统的妇女同志参加跳

绳、 踢毽子、 定点投篮和飞镖四个项目比赛ꎮ 区教育系统、 政府机关、 区委机关代表队

分别获团体第三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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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残疾人体育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残疾人体育活动组织较少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５ ~ ２７ 日ꎬ 宝塔区举行残

疾人运动会ꎬ 来自全区 ４８ 名残疾人参加乒乓球、 田径两个大项的比赛ꎮ

２０００ 年宝塔区残疾人运动会成绩统计表
　 表 ２９－８－１

项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成绩 姓名 单位 成绩

１００ 米 白少华 康复医院 １４″３８ 周　 涛 聋哑学校 １５″０６ 刘春之 李渠 １５″０７

２００ 米 刘洁群 汽检中心 ３２″２６ 尹三庆 李渠 ３２″２７ 吴文利 聋哑学校 ３２″９１

４００ 米 尹三庆 李渠 １′０５″３３ 崔平发 汽检中心 １′１２″５０ 任　 磊 聋哑学校 １′１３″１３

８００ 米 封东山 聋哑学校 ２′２２″４０ 沈　 炎 汽检中心 ２′２４″２８ 白宝文 李渠 ２′２７″２８

１５００ 米 王小军 康复医院 ５′４９″６４ 朱　 四 李渠 ５′５１″３２ 沈　 炎 汽检中心 ６′２８″２４

跳远 王　 瑞 李渠 ５ ０８ 米 刘小征 康复医院 ４ ９９ 米 张安平 汽检中心 ４ ９７ 米

铅球 孙院院 李渠 １３ ７８ 米 刘增旭 康复医院 １２ １４ 米 何　 涛 汽检中心 １２ ０２ 米

铁饼 刘增旭 康复医院 ３４ ５８ 米 何　 涛 汽检中心 ２８ ９６ 米 孙院院 李渠 ２８ ４２ 米

４×１００ 米 — 李渠 １′１１″４０ — 汽检中心 １′１４″２０ — 康复医院 １′１５″４５

４×４００ 米 — 汽检中心 ４′４４″６７ — 康复医院 ４′５２″５０ — 聋哑学校 ５′０４″５３

六、 社区体育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ꎬ 区体委举行首届社区体育运动会ꎮ ３ 个办事处 １０ 个社区组队参

加拔河、 太极拳、 健身球 ３ 个项目的比赛ꎮ 宝塔办事处获男子、 女子组拔河比赛第一

名ꎬ 凤凰办事处获太极拳、 健身球比赛第一名ꎬ 南市办事处获优秀参与奖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１~２７ 日ꎬ 宝塔办事处举行首届社区运动会ꎮ 宝塔办事处 ７ 个社区近千

名群众参加篮球、 乒乓球、 象棋、 拔河、 健身操、 ３２ 式太极剑、 中老年第一套功夫扇、
跳绳、 踢毽子、 中老年门球、 中长跑 １１ 个项目的比赛ꎮ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７ 月 ６ 日ꎬ 南市办事处和区体育中心联合举办南市街道庆 “七
一” “慧泽杯” 运动会ꎮ 来自南市办事处各社区近 ３００ 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 羽毛球、
篮球 ３ 个大项的比赛ꎮ 延安大学医学院获乒乓球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省广电网络

延安分公司获羽毛球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延安大学医学院代表队获羽毛球男子组第一

名ꎬ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获男子篮球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南关社区共同举办南市街道南关社区庆 “十一”

拔河比赛ꎬ 辖区 ８ 个单位参加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９~２１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宝塔山街道联合举办宝塔山街道社区乒乓球比

赛ꎮ 杨家岭社区获男子团体第一名ꎬ 东苑社区获女子团体第一名ꎮ
七、 学校体育

１９９０ 年ꎬ 各中小学体育教学坚持 “两课” (体育课、 卫生课)、 “两操” (早操、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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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操)ꎮ 在教学中进行田径、 三大球及体操的教学训练外ꎬ 各中小学历年举办田径运动

会ꎬ 冬季举办越野赛ꎮ １ 月 １ 日ꎬ 举办延安市元旦越野赛ꎬ 七里铺小学分别获小学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延安中学获初中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姚店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

一名ꎻ 延安中学获青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延安农校获青年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其中ꎬ
北关小学李改玲以 ２４′０１″、 南关小学胡玉梅以 ２５′０９″打破原纪录 ２５′３７″ꎮ ５ 月 ２５ ~ ２７ 日ꎬ
市体委和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ꎮ 比赛结果ꎬ 南关小学获小学组团体第

一名ꎻ 延安中学分别获初中组、 高中组团体第一名ꎮ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市体委举行 １３ 岁以下

少年乒乓球赛ꎬ 延安市第三中学获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举办延安市中小学元旦越野赛ꎬ 七里铺小学分别获小学女子、 男

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延安中学分别获初中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延安中学分别获青年

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１０ 月 ２４ ~ ２７ 日ꎬ 市体委和市教育局联合举行中小学田径达

标运动会ꎮ １７ 所学校参加比赛ꎬ 延安中学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北关小学、 南关小

学获小学组团体总分并列第一名ꎻ 凤凰小学、 延安市第五中学获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在中小学开展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达标月活动ꎮ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８~２９ 日ꎬ 举办小学生田径达标运动会ꎬ １７ 所小学参加ꎬ 南关小学获

第一名ꎮ 同年ꎬ 学校体育工作被列为 “普六” “两基” 学校综合评估内容ꎮ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至 １０ 月 ３０ 日ꎬ 举办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达标通讯赛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延安市举办元旦越野赛ꎮ 宝塔小学获小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延

安中学获青年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李渠中学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延安市举办元旦越野赛ꎬ 枣园小学分别获小学女子、 男子组团体

第一名ꎻ 李渠中学获初中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延安市第二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一

名ꎻ 延安中学分别获青年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５ 月 ２０ 日ꎬ 市体委和

市教育局联合举行小学生达标通讯赛ꎬ 延安市第二中学、 南关小学分别获中学组、 小学

组第一名ꎮ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举办中小学元旦越野赛ꎬ 枣园小学分别获小学女子、 男子

组团体第一名ꎻ 枣园中学获初中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姚店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一

名ꎻ 延安市第四中学获青年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延安市农职中获青年女子组团体第一

名ꎮ ６ 月ꎬ 宝塔区举行雏鹰起飞通讯赛ꎬ 七里铺小学获第一名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ꎬ 宝塔区举办中小学元旦越野赛ꎬ 枣园小学获小学女子、 男子组第

一名ꎻ 区二中获初中女子、 男子组第一名ꎻ 区农职中获青年女子、 男子组获第一名ꎮ １１
月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举行中小学生达标通讯赛ꎬ 中直希望小学获小学组第一名ꎻ
区五中获初中组第一名ꎬ 区二中获高中组第一名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宝塔区印发 «延安市宝塔区布局中小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实施意

见的通知»ꎮ ６ 月 １~２ 日ꎬ 区体委和教育局联合举办迎 “四城会” 中小学生第八套广播

体操比赛ꎮ 城区 １１ 所小学、 ５ 所中学参加比赛ꎮ １０ 月 ９~１０ 日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

举办第一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ꎬ ５６ 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ꎮ 柳林小学

获小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长庆七中获中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宝塔区举

办新世纪元旦越野赛ꎬ ２３ 所学校 ２２６０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ꎬ 枣园小学获小学女子、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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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体第一名ꎻ 金盆湾中学获初中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区职教中心获青年女子组

团体第一名ꎬ 区四中获青年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２~２４ 日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ꎮ 全

区 ５６ 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ꎮ 金盆湾中学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枣

园小学获小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１ 年 ４~６ 月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中小学生达标通讯赛ꎮ 王家坪小学获

小学组第一名ꎬ 区二中获初中组第一名ꎮ ６ 月 ２９ 日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举行宝塔区

幼儿体操比赛ꎬ 区粮食局幼儿园获第一名ꎮ ９ 月 ２６~２８ 日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

宝塔区第三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ꎮ 金盆湾中学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枣园小学、
育才小学获小学组团体总分并列第一名ꎮ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宝塔区举行 “百万人群” 健身活

动冬季越野赛ꎮ 枣园小学获小学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育才小学获小学男子组团体第一

名ꎻ 金盆湾中学获初中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区三中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区职教中

心获青年女子、 男子组第一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ꎬ 区体委和区教育局联合举行宝塔区中小学达标通讯

赛ꎮ 小学组测试项目有: ５０ 米站立式跑、 立定跳远、 １ 分钟跳绳、 １ 分钟仰卧起坐、 投

沙包 (０ ２５ 千克)ꎮ 初中组测试项目有: １００ 米站立式跑、 ８００ 米 (女)、 １５００ 米

(男)、 立定跳远、 推铅球 (３ 千克)、 引体向上 (男)、 １ 分钟仰卧起坐ꎮ 比赛结果: 卷

烟厂子校、 市场沟小学、 凤凰小学、 王家坪小学、 延师附小、 枣园小学获小学组优秀

奖ꎮ 区三中、 延大附中、 枣园中学、 姚店中学获初中组优秀奖ꎮ ９ 月 ２１ ~ ２２ 日ꎬ 区体委

和区教育局联合举行宝塔区第四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ꎬ 来自全区 ３２ 所中小学校 ２０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ꎮ 宝塔小学、 育才小学并列获小学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区五中、 金

盆湾中学并列获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区三中、 卷烟厂子校获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区文体局、 区教育局、 区卫生局、 区总工会、 市公安局宝塔分局、 市交警一大队

联合举办 ２００３ 年 “联昌杯” 元旦越野赛ꎮ 宝塔小学获小学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圣地武

术学校获小学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区二中获初中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延安卫校获

青年女子组第一名ꎬ 延安教育学院获青年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宝塔区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ꎬ １５

所中小学校组队参加比赛ꎮ 育才小学获小学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区五中获初中女

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行知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区文体局、 区教育

局、 区卫生局、 区总工会、 市公安局宝塔分局、 市交警一大队联合举办 ２００４ 年元旦越野

赛ꎮ 全区各中小学校 １８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ꎮ 育才小学获小学女子组团体总分第一

名ꎬ 金盆湾中学获初中女子、 男子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延安农校获青年女子、 男子组团

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５~１６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宝塔区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ꎮ

育才小学获小学男子、 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行知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教育学

院附中获初中女子组第一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６ 月 ３０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宝塔区中小学 «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达标通讯赛ꎮ ４ 月 １６~１７ 日ꎬ 区文体局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中小学生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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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球比赛ꎮ 育才小学获小学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育英中学获初中男子组团体第一

名ꎬ 实验中学获初中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ꎬ 区体育中心和区教育局联合举办宝塔区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ꎮ

凤凰小学获小学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ꎬ 育才小学获小学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ꎻ 实验中学获初

中女子、 男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２６ 日ꎬ 区教育局和区体育中心联合举办宝塔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

会ꎬ 来自区属 ２０ 多所中小学校近 ５００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ꎮ 育才小学获小学女子、 男子组

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金盆湾中学获初中女子、 男子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ꎻ 区二中获高中男子

组团体第一名ꎬ 区职教中学获高中女子组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ꎬ 举办宝塔区中小学生乒乓球赛ꎮ 创新实验小学、 宝塔小学分别获小学

男子团体、 女子团体第一名ꎻ 实验中学获中学组男子、 女子第一名ꎮ 冯宸章、 冯一帆获

小学组男子、 女子单打第一名ꎻ 高升、 王洁琼获中学组男子、 女子第一名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ꎬ 举办中小学乒乓球比赛ꎬ 参赛的有 ２０ 所中小学 ３１ 支代表队ꎮ

创新实验小学、 实验中学分别获小学、 中学男、 女团体冠军ꎮ 王沥锋、 胡雅楠分别获小

学组男、 女单打冠军ꎻ 魏棋、 封柯旭分别获中学组男、 女单打冠军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举办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ꎬ 参加比赛的有 １８ 所中小学 ３１ 支代表队ꎮ

创新实验小学、 培植小学分别获小学组男、 女团体第一名ꎻ 实验中学独揽中学组男、 女

团体两个第一ꎻ 常飞、 刘娟分别获小学组男、 女单打冠军ꎻ 刘童、 刘捷分别获中学组

男、 女第一名ꎮ

第四节　 竞技体育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的竞技体育主要由市体委的业余体校承担ꎬ 常年开设田径、 篮球、
射击等ꎮ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ꎬ 延安市组团参加延安地区第九届运动会的田径、 射击、 举重、 乒

乓球、 男子足球 ５ 个大项的全部比赛ꎮ 延安市代表团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和体育道德风

尚奖ꎮ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延安市组团参加延安地区第十届运动会ꎬ 获团体总分第二名ꎮ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ꎬ 延安市组团参加延安地区第十一届运动会 (１９９５ 年度) 田径、 射击 ２

个项目的比赛ꎬ 分别获田径、 射击团体第一名和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０~１８ 日ꎬ 延安市组团参加陕西省重点项目少年儿童运动会ꎬ 取得田径

甲、 乙、 丙三个组别的第一名ꎬ 自由式摔跤第二名ꎬ 共获金牌 ２８ 枚ꎬ 银牌 １５ 枚ꎬ 铜牌

１３ 枚ꎬ 总分 ９５７ 分ꎮ ６ 月 １２~２０ 日ꎬ 延安市组团参加延安地区第十一届运动会 (１９９６ 年

度)ꎬ 获田径、 乒乓球、 举重、 摔跤、 射击 ５ 个项目的第一名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 宝塔区组队参加延安市第一届运动会ꎬ １００ 多名运动员参加田径、 射

击、 举重、 足球、 排球 ５ 个大项的比赛ꎬ 并以总分 ３８０３ 分获县 (区) 组第一名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２３~２４ 日ꎬ 宝塔区组队参加延安市第二届运动会 (１９９８ 年度) 田径、

举重、 摔跤苗子选拔赛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三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ꎬ 获团体总分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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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 名列陕北地区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２~１６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二届运动会ꎬ 以团体总分 ３６９ 分获

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四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ꎬ 获团体总分第五名、

体育人才贡献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８ 日ꎬ 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在市体育馆举行ꎮ 区少儿体校由 １１６ 名运

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田径、 举重、 柔道、 摔跤、 篮球 ５ 个大项的比赛ꎬ 夺得金牌 ２２７
枚、 银牌 １３６ 枚ꎬ ３ 人 ９ 次打破运动会纪录ꎬ 并以 ７４４７ 分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比赛ꎬ 共夺得 ７８
枚金牌ꎬ 并以 ２３８１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７ 年度) 比赛ꎬ 共夺得 １０４ 枚

金牌ꎬ 以团体总分 ２０３７ ５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少儿体校代表宝塔区参加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ꎮ 在参赛 ５１

个县区代表团中以 ３５ 枚金牌、 ２１ 枚银牌、 １５ 枚铜牌ꎬ 团体总分 １５５１ 分获得省第五届重

点项目少儿运动会第三名ꎮ 取得历届最好成绩ꎮ 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８ 年度)
比赛获 ３４ 金、 １８ 银、 １２ 铜ꎬ 团体总分位居全市第一ꎮ 同年ꎬ 宝塔区体育中心被陕西省

体育局授予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活动先进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在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上ꎬ 宝塔区 １６７ 名运动员组团参加本届运动会ꎬ 以

团体总分 １４３６４ ５ 分位居全市第一ꎮ 运动会总设金牌 ２４０ 枚ꎬ 宝塔区以 １１５ 枚金牌和 １８２
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及奖牌榜榜首ꎮ 同时获得全市优秀后备人才输送和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延安市第五届运动会上ꎬ 宝塔区共获金牌 ４８ 枚、 银牌 ３１ 枚、 铜牌 ２９
枚ꎮ 名列全市前茅ꎮ 同年ꎬ 宝塔区体育中心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

位” 称号ꎮ

第五节　 少儿比赛

一、 田径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２１~２３ 日ꎬ 延安市第二中学参加延安地区部分传统项目学校田径运动

会ꎮ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２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少儿田径分区赛ꎬ 获陕北片第一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８~１９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２ 年度田径比赛ꎬ 以 ６２３ 分

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１~２４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３
年度) 田径比赛ꎬ 夺得金牌 ３ 枚、 银牌 ５ 枚、 铜牌 ４ 枚ꎬ 获团体总分第二名ꎮ 是年ꎬ ７
月 ２５~３０ 日ꎬ 陕西省区、 县三集中少儿体校田径分区赛在富县举行ꎮ 区少儿体校组队参

加比赛ꎬ 夺得金牌 １１ 枚、 银牌 ６ 枚、 铜牌 ４ 枚ꎬ 以 ３１８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４ 年度) 田径比赛ꎬ 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是年 ７ 月 ２６~３０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四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田径比赛ꎬ 获男

子团体第三名ꎬ 女子团体第五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田径比赛ꎬ 以 ５０９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ꎬ 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ꎮ ２００８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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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年儿童运动会获 １５ 枚金牌ꎬ 参加延安市第四

届运动会 (２００８ 年度) 比赛获 １９ 枚金牌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五届运动

会年度比赛ꎬ 获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ꎬ 女子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ꎬ 男子甲组团体总分第

二名ꎬ 获金牌 １１ 枚ꎮ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４ 年陕西省第四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田径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２

组别 项目 姓名 名次

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 李　 健 第一名

男子甲组 １００ 米栏 李　 健 第一名

男子甲组 跳远 李　 健 第一名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８ 年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田径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３

组别 项目 姓名 名次

女子甲组 ８００ 米 陈青花 第一名

女子甲组 １５００ 米 陈青花 第一名

女子甲组 ８０ 米栏 刘雨晴 第一名

女子甲组 跳高 刘雨晴 第一名

女子甲组 跳远 刘雨晴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６０ 米 黄　 飞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２００ 米 黄　 飞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８００ 米 黄　 飞 第一名

男子乙组 跳远 杜泽浩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４×１００ 米 黄飞、 杜泽浩等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２００ 米 王　 婷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８００ 米 王　 婷 第一名

女子乙组 铅球 汪　 妮 第一名

女子乙组 投垒球 汪　 妮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４×１００ 米 王婷、 孙晨韵等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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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举重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地区举重比赛ꎬ 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ꎬ 共夺得金牌

３８ 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地区举重比赛ꎬ 获团体第一名ꎬ 共夺得金牌

１０ 枚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二届运动会举重比赛ꎬ 获得男子、 女子组

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２ 年度) 举重比

赛ꎬ 以团体总分 ２８１ 分获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

会 (２００４ 年度) 举重比赛ꎬ 以 ７３０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同年ꎬ ７ 月 ２４~３０ 日ꎬ 区少儿

体校参加陕西省第四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举重比赛ꎬ 以 １１７ 分获团体第五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举重比赛ꎬ 以 ６０４ 分获团体第

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年儿童运动会举重比赛ꎬ 获 ４
枚金牌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四届运动会举重年度比赛获 １６ 枚金牌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五届运动会 (２０１０ 年度) 比赛ꎬ 获男子团体总分第

二名ꎬ 获金牌 １８ 枚ꎬ 女子举重获金牌 １３ 枚ꎮ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４ 年陕西省第四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举重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４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甲组 ５２ 公斤 刘　 剑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２９~３２ 公斤 李　 枫 第一名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８ 年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举重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５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组 ３０~４０ 公斤 陈攀峰 第一名

男子组 ４２ 公斤 陈小宝 第一名

男子组 ４５ 公斤 任佳宝 第一名

女子组 ５２ 公斤 张小雪 第一名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９ 年陕西省第四届运动会举重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６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乙组 ４０ 公斤 郝亚飞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４４ 公斤 王　 强 第一名

男子乙组 ４８ 公斤 霍明杰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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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乙组 ５３ 公斤 陈加宝 第一名

男子甲组 ５３＋公斤 王社军 第一名

男子甲组 ５８ 公斤 王　 鑫 第一名

男子甲组 ６３ 公斤 胡小龙 第一名

男子甲组 ６３＋公斤 成　 龙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４０ 公斤 王萌萌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４４ 公斤 申　 辩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４８ 公斤 安　 凤 第一名

女子乙组 ５３ 公斤 韦　 婷 第一名

女子甲组 ５３ 公斤 张雨萌 第一名

女子甲组 ５８ 公斤 张雨雪 第一名

女子甲组 ６３ 公斤 冯永梅 第一名

女子甲组 ６３＋公斤 赵　 倩 第一名

三、 柔道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３ 年度) 柔道比赛ꎬ 以团

体总分 １７７ 分获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８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柔道比赛ꎬ 获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柔道比赛ꎬ 以 ６９８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少儿体校在延安市第四届运

动会 (２００８ 年度) 柔道比赛中ꎬ 女子甲组的马倩、 雷亚莉分别获 ４２ 公斤级、 ５２ 公斤级

第一名ꎻ 曹雪娇独揽 ６７ 公斤级和无差别级两个级别第一ꎻ 男子乙组王祥获 ６６ 公斤级第

一ꎬ 女子乙组的雷亚玲、 丁甜分别获 ４３ 公斤级和 ４９ 公斤级第一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少儿体

校在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９ 年度) 柔道比赛中ꎬ 共获金牌 ８ 枚ꎮ
四、 摔跤

１９９５ 年ꎬ 延安市参加延安地区中国式摔跤比赛ꎬ 获团体第一名ꎮ 参加陕西省青少年

国际摔跤比赛ꎬ 获团体第三名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延安市参加延安地区中国式摔跤比赛ꎬ 获团体

第一名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陕西省第三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摔跤比赛ꎬ 获女子

自由式摔跤团体第二名、 男子自由式摔跤团体第三名ꎮ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

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２ 年度) 摔跤比赛ꎬ 以总分 ２１８ 分获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３ 年度) 摔跤比赛ꎬ 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４ 年度) 摔跤比赛ꎬ 以总分 １０７ 分获团体

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８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摔跤比赛ꎬ 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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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摔跤

比赛ꎬ 以 ２９８ 分获团体总分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少儿体校在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

运动会国际式摔跤比赛中获得 １０ 枚金牌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

会ꎬ 自由式摔跤、 古典式摔跤共获 １６ 金ꎮ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０ 年陕西省第三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摔跤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７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 ４８ 公斤 窦宏昌 第二名

男子 ５６ 公斤 刘　 东 第一名

男子 ６９ 公斤 朱　 毅 第一名

女子 ４３ 公斤 史　 娟 第一名

女子 ４８ 公斤 沈　 跤 第二名

女子 ４８ 公斤 马　 芳 第三名

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８ 年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国际式摔跤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８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自由跤 ４２ 公斤 董江飞 第一名

男子自由跤 ４５ 公斤 王　 鑫 第一名

女子自由跤 ４２ 公斤 张延香 第一名

女子自由跤 ４４ 公斤 谢娇娇 第一名

女子自由跤 ４７ 公斤 黄　 蓉 第一名

男子古典跤 ４２ 公斤 席旺文 第一名

男子古典跤 ４８ 公斤 李国杨 第一名

男子古典跤 ５１ 公斤 马　 帅 第一名

男子古典跤 ５４ 公斤 王　 祥 第一名

男子古典跤 ５８ 公斤 张　 刚 第一名

五、 跆拳道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跆拳道比赛ꎬ 以

３６１ 分获团体第一名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区少儿体校在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跆拳道

比赛中获 ４ 枚金牌ꎬ 在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８ 年度) 跆拳道比赛中ꎬ 获 ５ 枚金牌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９ 年度) 跆拳道比赛ꎬ 获 ９ 枚金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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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区少儿体校参加 ２００８ 年陕西省第五届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跆拳道比赛成绩一览表

　 表 ２９－８－９

组别 级别 姓名 名次

男子组 ４０ 公斤 冯　 峥 第一名

男子组 ４３ 公斤 赵强强 第一名

男子组 ４９ 公斤 李　 佳 第一名

男子组 ５２ 公斤 赵宜云 第一名

六、 球类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１~２６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 (２００３ 年度) 篮球比

赛ꎬ 荣获第一名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１ ~ ２６ 日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三届运动会篮球比

赛ꎬ 获县 (区) 组第一名ꎮ
七、 其他类

射击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区少儿体校参加延安市第四届运动会 (２００６ 年度) 射击比赛ꎬ
以 ３１３ 分获团体第二名ꎮ

赛艇、 皮划艇　 区少儿体校在延安市第五届运动会 (２０１０ 年度) 赛中ꎬ 赛艇、 皮划

艇分别以团体总分获第三、 第二ꎬ 获金牌 ６ 枚ꎮ 韩茹霞一人获得女子甲组赛艇个人全

能、 个人素质、 ５００ 米测功仪 ３ 枚金牌ꎻ 张伟获男子甲组皮艇 ５００ 米第一ꎻ 钞亚博获男

子乙组皮划艇 １０００ 米、 ２０００ 米两个第一ꎮ

第六节　 队员培养与输送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ꎬ 业余体校主要以走训形式ꎬ 在体育场由体育中心教练进行集中训

练ꎮ 学员来源为城区各中小学ꎬ 训练项目有田径、 男女篮球、 足球、 射击等ꎮ 以射击、
男女篮球训练为多ꎮ 利用节假日、 星期天、 放学后集中训练ꎮ 每年训练人数 ８０ 余人ꎬ
寒暑假增加到 １００ 余人ꎬ 全年训练 ３０ 天左右ꎮ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ꎬ 宝塔区在金盆湾中学办起集中训练、 集中文化课教学、 集中食宿的

“三集中” 少儿体校 １ 所ꎬ 校长由体委主任兼任ꎮ 体委和教育局联手共管ꎬ 教育局负责

文化课教学ꎬ 体委负责体育项目训练ꎮ 开设田径、 举重、 摔跤 ３ 个项目ꎬ 有学员 １３０ 人ꎬ
后又增设柔道、 跆拳道、 武术等项目ꎬ 有学员 １８０ 人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宝塔区少儿体校综合训练楼立项动工ꎬ ２０１０ 年秋季竣工投入使用ꎮ 综合

训练楼占地面积 ６１２ 平方米ꎬ 总建筑面积 ２２９４ 平方米ꎮ 训练项目有田径、 举重、 摔跤ꎬ
有学员 １２０ 人ꎬ 有柔道、 跆拳道、 武术训练学员 ６０ 人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ꎬ 宝塔区 (延安市) 体校向省级运动校输送队员 ２０ 余名ꎬ 向市运动

队输送队员 ５０ 余名ꎮ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ꎬ 宝塔区少儿体校向省级运动队输送队员近 ２０ 人ꎬ
向市运动队输送 ４０ 余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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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ꎬ 区少儿体校向省级运动队输送队员 １００ 余人ꎬ 向市级运动队输送队

员 ５００ 余人ꎮ 其中ꎬ 区少儿体校输送的张龙、 张俊星参加 ２００４ 年亚洲青年锦标赛男子四

人单桨无舵手比赛获第一名ꎬ 屈娜参加全国九运会女子 １０ 米移动靶射击赛获第四名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少儿体校每年向省队输送队员 １０ 名ꎬ 向市队输送队员 ３０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女子摔跤运动员李景宁在内蒙古赤峰举行的全国青年摔跤锦标赛中获得

女子 ６３ 公斤级冠军ꎮ

第七节　 体质监测

２００１ 年开始ꎬ 宝塔区设 ８ 个监测点ꎬ 对幼儿、 成年人、 老年人 ３ 个类别 １０３０ 多人

进行体质测试ꎬ 得出结果: 宝塔区城市幼儿与农村幼儿相差不多ꎻ 城区老年人比农村老

年人体质弱ꎬ 城区老年人因参加体育锻炼少ꎬ 疾病较多ꎮ
２００５ 年 ４~６ 月ꎬ 宝塔区历时 ３ 个月ꎬ 对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层次的 １５００ 多人进行

体质监测ꎮ 建立监测数据库ꎬ 初步建立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的有效参考数据ꎬ 为全

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在 １８ 天内完成幼儿、 成年人和老年人 ３ 个年龄段 １０３０ 人的体质监

测工作ꎮ 建立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ꎬ 为掌握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提供有效参考数

据ꎬ 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奠定基础ꎮ

第八节　 体育产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宝塔区每年除了组织举办学校、 单位、 厂矿、 社团的元旦越野赛、
篮球、 羽毛球、 乒乓球等项目活动外ꎬ 各单位还自行组织举办一些体育活动ꎬ 丰富职工

体育文化生活ꎮ 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ꎬ 逐步繁荣起来ꎬ 体育设施、 器

材、 体育用品由四五家大型商场经销外ꎬ 向个体店、 专营店等多元化发展ꎮ 同时ꎬ 养生

健身、 瑜伽场馆兴办起来ꎮ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ꎬ 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人们对强身健体、 养生保

健的需求日益凸显ꎮ ２１ 世纪初期ꎬ 体育用品、 设施、 器材由单一且门店少向种类多、 专

营店发展ꎮ 到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城区有体育用品专营店 １６ 家ꎮ 健身场所有延翔健身中心、 瑞

翔健身中心、 菲阳羽毛球馆、 乐扣羽毛球馆等 １２ 家ꎬ 瑜伽场馆 ２０ 家ꎮ

３５９

第二十九编　 卫生　 体育 　



社会生活

第三十编　 社会生活

　 　 宝塔区属于典型的陕北民俗区域ꎬ 民风淳厚ꎬ 性情爽朗ꎬ 享誉神州ꎮ 婚姻从旧时的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发展到婚姻自主、 依法登记、 优生优育ꎬ 家庭逐渐由四世同堂、 三

代一家的大家庭演变为以父母与未成年的儿女为主体的小型家庭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户均

人口 ２ ９１ 人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民的衣食住行有了巨大改善ꎬ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ꎮ 住房由

过去狭小的土窑洞演变成 ２０１０ 年新农村建设形成的一排排窑洞群ꎬ 城镇的高层住宅楼、
单家独户的小洋楼比比皆是ꎬ 家有摩托车、 小轿车已成寻常之事ꎮ 城乡老年人文化娱乐

生活日益丰富ꎬ 宝塔区老龄工作委员会不定期地组织一些有益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ꎬ
敬老院、 老年活动中心正逐渐由城镇开办到乡村ꎬ 特困老人及 ８０ 岁以上老人都能享受

到党和政府的特别照顾与优待ꎮ 宝塔区拥有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基督教 ５
大宗教 １２ 处宗教活动场所ꎬ 可供不同的信教群众在不同的宗教活动场所从事自己的信

教活动ꎮ 各教各派ꎬ 依法依规ꎬ 融入和谐宝塔的构建中ꎮ 除此之外ꎬ 宝塔区每年还举办

各类活动提高市民文明素质ꎻ 开展市容市貌整治ꎬ 治理脏、 乱、 差现象ꎻ 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ꎬ 开展各类道德实践活动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在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中培

养和树立各级各类文明单位 ２５１ 个ꎮ

第一章　 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ꎬ 延安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委员会成立ꎮ 市委书记为主任ꎬ 市委副书

记、 市长为第一副主任ꎬ 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及市人大、 市政府、 市政协、 市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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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管领导为副主任ꎮ 委员会办公室编制 １０ 人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２ 人ꎬ 内设创建

科、 市容科、 办公室 ３ 个科室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改称宝塔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

称文明办)ꎮ 负责拟订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规划ꎬ 组织协调、 检查指导全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ꎬ 负责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和各类典型的培养ꎮ 同年ꎬ 设宝塔区城市环

境综合治理办公室ꎬ 与区文明办两块牌子、 一套人员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增设未成年人教育科ꎮ ２００９ 年ꎬ 文明办改为行政单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内设办

公室、 创建科、 市容科、 未成年人教育科 ４ 个科室ꎬ 设主任 １ 人、 副主任 ３ 人ꎬ 编制

１０ 人ꎮ
宝塔区委、 区政府每年都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各镇乡党委、 区级各部门全年工作目

标考核内容ꎬ 实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与经济工作同安排、 同部署、 同落实、 同检查、 同

奖惩ꎬ 保证了两个文明建设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ꎮ
考核对象为区属党委、 区政府各部门ꎮ 考核目标中还设立奖励分ꎬ 对获得市级文明

单位 (标兵) 称号的加 １ 分ꎬ 获得省级文明单位或其他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加 ２ 分ꎬ 获

得国家级文明单位或其他国家级荣誉的加 ３ 分ꎮ 奖励分按最高级别分值ꎬ 不重复计分ꎬ
加分不超过 １０ 分ꎮ 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不合格的单位ꎬ 年度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不

得评为先进单位ꎮ

第二节　 创建活动

１９９０ 年ꎬ 根据省有关文件精神ꎬ 开展交通秩序和市容整顿活动ꎮ 在市容管理中ꎬ 控

制摆摊设点、 沿街叫卖、 乱搭建、 影响交通等现象ꎮ 全年大型检查 ２５ 次ꎬ 一般检查 １２０
多次ꎬ 拆除市区沿街铁皮房 ４４８ 间ꎬ 让出人行道路 ４５６０ 平方米ꎬ 沿街油漆门窗 ９００ 架ꎬ
新铺人行道 １６０２２ 平方米ꎬ 粉刷墙壁 ３２４１１ 平方米ꎮ 在交通秩序整顿中ꎬ 市交警大队出

动宣传车 １１２ 辆次ꎬ 悬挂大幅标语 １８ 条ꎬ 散发宣传材料 ２ 万多份ꎮ 整顿中ꎬ 纠正违章

１６３２１９ 人 (车) 次ꎬ 扣回机动车 １３４９ 辆ꎬ 非机动车 ５４８５ 辆ꎬ 扣证 １４３１ 个ꎬ 没收秤具

２４７ 杆ꎬ 纠正违章摊点 ２０５４ 处ꎬ 行政拘留 ４ 人ꎬ 罚款 １８３４４７ 元ꎮ 同年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 “三优一满意” “圣地学雷锋活动” 和 “双十佳” 等竞赛活动ꎮ 评出地委、 行署机

关、 煤炭局、 地区汽车站、 市百货大楼、 市委机关、 七里铺小学、 兰家坪粮站、 三十四

医院、 地区供电局等优秀单位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ꎬ 行署专员贾治邦、 副专员孙志明ꎬ 市级领导周万龙、 刘向东等带头参

加上街打扫卫生、 清除垃圾、 擦洗沿街护栏等活动ꎮ 此次活动中参加的地市级领导 ２３
人次ꎬ 县团级领导 １６４ 人次ꎬ 科级领导 ５７０ 多人次ꎮ 全市干部、 职工、 学生、 解放军、
个体户走向社会ꎬ 开展 ６０ 多项便民服务活动ꎮ 在活动月中ꎬ 围绕治理脏、 乱、 差ꎬ 出

动车辆 １８２ 辆次ꎬ 清除垃圾 １４００ 吨ꎬ 清理卫生死角 ９７ 处ꎬ 清理水渠 ７１８４ 米ꎬ 同时开展

粉刷墙壁ꎬ 清理广告牌、 标语牌、 路标、 护栏等活动ꎮ 义诊病人 ３２００ 多人次ꎬ 建立学雷

锋小组 ３４０ 多个ꎬ 送温暖 ２００ 多人次ꎮ 评出文明单位 ２７４ 个ꎬ 其中省级 ８ 个、 地级 １３
个、 市级 ２５３ 个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村) １３ 个、 地区级 ２４ 个、 市级

２３９ 个ꎮ 建成文明村 ３７ 个ꎬ 其中省级 １ 个 (庙沟村)、 地级 １ 个 (任家塬村)、 市级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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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ꎮ 中心街、 南关街、 七里铺第二示范小区和延安市第一示范小区等 ４ 个文明小区ꎬ ４０
个文明楼院ꎬ ５００ 个 “五好” 家庭和美好家庭ꎬ 评出 ４２８ 个好妈妈、 好媳妇ꎬ 遵纪守法

户 ３０００ 户ꎬ 好家庭户 ２０００ 户ꎬ 双文明户 １０００ 户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ꎮ 对市级文明单位的任期进行规定ꎬ 从本年

起ꎬ 荣誉称号只限 ３ 年ꎬ 到期重新申报ꎬ 符合条件继续保持荣誉ꎬ 重新命名颁发牌匾ꎬ
不符合条件自行取消ꎻ 对评定的明星企业和小康村增加文明单位 (村) 创建内容ꎬ 规定

评定明星企业和小康村ꎬ 要先建成同级文明单位 (村) 后ꎬ 再考虑明星企业和小康村命

名的原则ꎻ 把文明单位创建先进责任书ꎬ 通过乡、 镇、 办事处和各级党委把创建要求落

实到基层单位ꎮ 通过评选验收ꎬ 当年建成省级文明单位 (村) １５ 个、 地级 ２８ 个、 市级

２３６ 个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宝塔区在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６３３ 个行政村全面开展创建 “十星级文明户” 活

动ꎮ 全区有 ４１３８０ 户参评并挂牌ꎬ 树立 １０ 个示范乡镇、 １００ 个示范村、 １０００ 户文明示范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创评最佳单位 １０ 个ꎬ 文明服务示范单位 １３ 个ꎬ 文明单位 ３６ 个ꎬ 十星级

单位标兵 １３ 个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宝塔区开展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活动ꎮ 区委书记高春义任创建领导小组组

长ꎬ 代区长任第一副组长ꎮ 创建领导小组与 ４０ 个相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订目标责任

书ꎬ 抽调单位 ４０ 名骨干ꎬ 成立政务环境建设、 人文环境建设、 经济环境建设、 创建宣

传和创建责任追究 ９ 个督查组ꎮ 通过知识竞赛、 动员大会、 专项整治ꎬ 一举通过省级文

明城市验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行业、 文明机关、 文明校园五大创

建活动ꎮ 培养树立各级文明单位 ２５４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１３ 个、 省级 ２９ 个、 市级 ６５ 个ꎮ 在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ꎬ 全区有 ４７６０７ 户参评挂星ꎬ 参评率 ９８％ꎬ 评出文明和谐家庭

示范户 ２３ 户ꎮ

第三节　 文明单位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申报省级文明单位 ３ 个、 地级文明单位 ８ 个、 市级文明单位 ９ 个ꎮ
对有滑坡现象、 忽视单位建设的文明单位ꎬ 撤销 ３４ 个ꎬ 限期整改 １０ 个ꎬ 黄牌警告 １５
个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建成省级文明单位 (村) １５ 个ꎬ 地区级 ２８ 个ꎬ 市级 ２３６ 个ꎬ
总计 ２７９ 个文明单位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为加强文明单位的动态管理ꎬ 宝塔区按照 «文明单位管理办法»
每年对各级各类的文明单位进行一次复查整顿ꎮ 对创建工作开展有力、 活动丰富、 干部

职工精神面貌和环境卫生良好的单位给予重点培养ꎬ 对领导不重视、 创建工作滑坡的单

位给予黄牌警告ꎬ 限期整改和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理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对辖区内 ２５８ 个文明单位进行复查、 整顿ꎮ 黄牌警告 ３１ 家ꎬ 发限期

整改通知 ２２ 张ꎬ 撤销省、 市级文明单位 ６ 家ꎬ 区级文明单位 １９ 家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培养和树立各类文明单位 ２５１ 个ꎬ 其中国家级 １３ 个 (延安供电局、

王家坪实业集团、 市养护处、 联通公司、 延安卷烟厂、 延安市地方税务局宝塔分局、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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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局、 市自来水公司、 治平建工集团、 南泥湾采油厂、 移动公司、 电信公司、 市气象

局)ꎬ 省级 ２９ 个ꎬ 市级 ６５ 个ꎬ 区级 １４４ 个ꎮ

第四节　 文明村镇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ꎬ 延安市开始制定文明单位、 文明大院、 文明家庭、 文明村镇等标准ꎮ
文明单位的标准: 组织健全ꎻ 人际关系和谐ꎻ 环境优美ꎻ 服务完善ꎻ 秩序安定ꎻ 单位共

建普遍开展ꎻ 文体活动丰富ꎻ 教育广泛深入ꎮ 文明家庭创建标准: 遵纪守法ꎬ 廉洁奉

公ꎻ 男女平等ꎬ 共同发展ꎻ 爱岗敬业ꎬ 奉献社会ꎻ 家庭和睦ꎬ 邻里融洽ꎻ 为国教子ꎬ 以

德育人ꎻ 崇尚科学ꎬ 倡导文明ꎻ 爱护环境ꎬ 绿色环保ꎮ 文明村镇创建标准: 组织领导坚

强ꎻ 思想教育有力ꎻ 集体经济发展 (人均纯收入必须达到 ６０００ 元以上)ꎻ 治安秩序稳

定ꎻ 社会风尚良好ꎻ 基本国策落实ꎻ 科教文卫普及ꎻ 村容村貌整洁ꎻ 创建活动扎实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年ꎬ 全市建成文明村 ３７ 个ꎬ 其中省级 １ 个 (枣园镇庙沟村)、 地级 １ 个 (临
镇任家塬村)、 市级 ２４ 个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６３３ 个行政村 “创评” “文明村” 和 “十星级文明

户” 全面铺开ꎬ 树立川口、 桥沟、 万花山、 枣园、 甘谷驿、 柳林等 １０ 个示范乡镇和花

园头、 延店则、 尹家沟、 杨家岭等 １００ 个示范村ꎮ 树立文明户 １０００ 户ꎬ “五好” 家庭

１０００ 户ꎬ 双文明户 ５００ 户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有全国文明村镇 ２ 个ꎬ 分别为临镇镇任家塬村ꎬ 河庄坪镇井家湾村ꎻ

省级文明村镇 ６ 个ꎬ 分别为冯庄乡、 临镇镇、 枣园镇、 青化砭镇、 李渠镇张兴庄村和麻

洞川乡樊村ꎻ 市级文明乡镇 ２ 个ꎬ 分别为蟠龙镇、 麻洞川乡ꎻ 市级文明村 １０ 个ꎻ 区级文

明村 ６７ 个ꎮ

第五节　 文明小区

１９９２ 年开始ꎬ 延安市由宝塔、 凤凰、 南市三个街道办事处牵头成立创建文明小区领

导小组ꎬ 组建一支由办事处、 公安局、 城建局、 工商局、 商业局、 卫生局等部门参加的

创建队伍ꎮ 对火车站小区和河庄坪石油小区进行规划指导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市制定文明小

区创建标准: 市民教育扎实有效ꎻ 环境卫生整洁美观ꎻ 社会治安井然有序ꎻ 小区服务全

面加强ꎻ 文化生活丰富活跃ꎮ 至 ２００１ 年全区建成文明小区 １７６ 个ꎮ
２００５ 年ꎬ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成立创建指挥部ꎬ 制定出台 «宝塔区文明社区创建

规划»ꎬ 与 ３ 个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签订创建任务书ꎮ 每年建成一批文明小区、 文明

社区ꎬ 推动创建文明社区向创建文明城市发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在创文明小区 ９ 个ꎬ 其中市级文明小区 ２ 个ꎬ 即宝塔区南关小区、 延

安慧泽园小区ꎻ 区级文明小区 ７ 个ꎬ 即市工行住宅小区、 市审计局住宅小区、 市供电局

住宅小区、 雅园住宅小区、 市电信住宅小区等ꎮ 同年底ꎬ 全区共有文明社区 １４ 个ꎬ 其

中省级创建文明社区先进单位 ２ 个ꎬ 分别为凤凰办文化沟社区、 宝塔办王家坪社区ꎻ 市

级文明社区 ７ 个ꎬ 分别为宝塔办东风社区、 东苑社区、 向阳社区ꎬ 凤凰办北门口社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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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南市办市场沟社区、 南关社区、 杜甫川社区ꎻ 区级文明社区 ５ 个ꎬ 分别为南市办杜甫川

社区、 凉水井社区ꎬ 凤凰办中心街社区、 北关社区ꎬ 宝塔办东关社区ꎮ

第六节　 文明新风

１９９１ 年ꎬ 全市各单位分别开展送温暖活动ꎮ 义务修理自行车 １２００ 辆ꎬ 电视机 ３５６
台ꎬ 收录机 ２４０ 台ꎬ 义诊病人 ８２００ 多人次ꎬ 出动各种车辆 １０４ 台ꎬ 清除垃圾 １２５０ 吨ꎬ
清理污水渠 ３０００ 多米ꎬ 清理卫生死角 １６ 处ꎬ 粉刷墙壁 ３０００ 多米ꎬ 油漆门窗 １２０ 多架ꎬ
为多户老红军、 老八路、 军烈属、 五保户担水劈柴、 打扫卫生、 拆洗衣服、 赠送礼品ꎬ
开展服务项目达 ６０ 多种ꎬ 受益群众 １５ 万余人次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全市开展 “扶贫帮困献爱心ꎬ 造福社会办实事ꎬ 助人为乐树新风” 活动ꎮ
３ 月ꎬ 全市为老红军、 军烈属、 残疾人、 孤儿送面粉、 大米 ９２ 袋ꎬ 衣服 ５６ 套ꎬ 被褥 １６
床ꎬ 煤 １５ 吨ꎬ 其他副食品 ３８ 份ꎬ 现金 ４０００ 元ꎬ 总价值 １ ５ 万元ꎬ 为群众做好事 １３０００
件 (次)ꎮ 书记、 市长带头ꎬ 干部职工参与捐资 ４０ 余万元集资办学ꎬ 三十四医院女兵班

坚持多年不断上火车站台为旅客服务ꎬ 无线电信局职工为意外负伤的两名职工子女捐款

３６４０ 元ꎮ 市粮园饭店上街设立游客义务服务导游站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在 “交友帮困” 活动中ꎬ 宝塔区 ３３ 名领导和 ８８８ 名科级干部帮扶 ９２１ 户

下岗职工和农村贫困户ꎮ 区委书记韩烨帮助纸箱厂下岗职工王永胜解决 １ ５ 万元资金ꎬ
开办劳保商店ꎻ 区长冯毅为区二建公司下岗职工王粉莲一家捐资 １０００ 元ꎬ 帮助两个小孩

交上学费ꎮ 同年 ３ 月ꎬ 区妇联在城乡开展 “五好文明家庭” 评选活动ꎬ 评出 “五好文明

家庭” ４０１ 户ꎻ 区老龄委在全区开展 “敬老养老好儿女、 好儿媳” 评选活动ꎬ 评出敬老

养老好儿女 ４ 名、 好儿媳 ４６ 名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以学雷锋、 树新风为主题ꎬ 组织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扶贫帮困献

爱心等 ４ 次大型活动ꎮ 成立志愿者服务队 ５００ 多个ꎬ 清运垃圾 ８００ 多吨ꎬ 清挖渠道 ３５００
米ꎬ 清理死角 ７００ 多处ꎬ 修理家电 ８１０６ 件ꎬ 修理自行车 ２００ 多辆ꎬ 义务理发 ５８０ 人ꎬ 义

诊病人 ７００ 余人次ꎬ 为孤寡老人、 下岗职工、 特困户、 军烈属捐款捐物ꎬ 折合人民币 １０
万余元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宝塔区团区委、 教育局、 卫生局及城市三办ꎬ 组织多种形式的 “学雷锋小

组”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开展对老红军、 军烈属、 孤寡老人、 五保户、 残疾人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ꎮ 东关小学举行 “救助同学大行动” 募捐活动ꎬ 为患者捐款 １ １ 万元ꎬ 卫生

局组织 ３０ 余名医疗骨干ꎬ 在青化砭、 蟠龙、 南泥湾开展下乡义诊活动ꎬ 义诊咨询患者

３０００ 余人ꎻ 科技局在姚店开展科技之春宣传活动ꎻ 司法、 水利、 农业、 畜牧等部门组织

人员下基层ꎬ 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文明办开展 “关爱百万空巢老人” 志愿者服务活动ꎬ 对老红军、 孤

寡老人、 残疾人等送温暖、 献爱心ꎮ 团区委、 区妇联牵头组织成立 ３５ 支由团员青年、
妇女为成员的志愿者服务队ꎬ 城市三办牵头组织成立医疗卫生、 环境保洁、 治安巡逻、
公益文化、 社会救助等志愿者服务队ꎬ 经常开展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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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省级文明单位 (村) 选介

一、 区财政局

延安县财政局正式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更为宝塔区财政局ꎬ 下设

６ 个业务局、 １２ 个财政所ꎮ 全系统有干部职工 ３０６ 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财政局开展创建文明单

位活动ꎮ 全局上下形成有效的创建机制ꎬ 多措并举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被

授予区级 “文明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３ 年ꎬ 被授予区级 “文明标兵” 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被延

安市委、 市人民政府授予 “文明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授予市级 “文明单位标兵” 称

号ꎻ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创建省级文明单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７６０１５ 万元ꎬ 较上

年增长 ７ １％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８５３１２ 万元ꎬ 同比增长 １２ ３３％ꎬ 较上年

增收 ９２９７ 万元ꎬ 上划中央、 省、 市税收 ６７４７１ 万元ꎮ 地方财政收入加上划中央、 省、 市

税收共完成财政收入 ５２７８３ 万元ꎬ 较上年增长 １３ ２５％ꎬ 同比增长 ９ ７２％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陕

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 “文明单位” 称号ꎮ
二、 区计划生育局

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ꎬ 是区政府负责全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职能部门ꎮ 从

１９９１ 年起连续 １９ 年完成人口控制指标、 人口计划ꎮ 人口出生率、 自然增长率分别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２ ００‰和 ８ ３０‰下降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８ １１‰和 ４ ４７‰ꎬ 出生人口符合率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８ ４％提高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９９ ４％ꎮ ２０００ 年开始文明单位创建活动ꎬ 做到活动经常化、
制度化、 规范化ꎮ 从 ２００１ 年起连续七年荣获 “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 (区) ”
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ꎬ 荣获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集体”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

药具工作先进集体” 等国家级荣誉ꎮ ２００６ 年再次荣获 “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科技工作先

进集体” 称号ꎮ ２００７ 年创建为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区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ꎬ 荣获陕西省委、
省人民政府命名的 “省级文明单位” 称号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全区人口出生率控制在 ９ ９７‰以

内ꎬ 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５ ０６‰以内ꎬ 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达 ９７ ８４％ꎮ 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保持 “省级文明单位” 荣誉ꎮ
三、 延安供电局

成立于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位于清凉山脚下的东关街ꎬ 是陕西省电力公司属下的一

个中型供电企业ꎮ 有生产、 经营、 党群、 行政、 多经 ５ 个系统ꎮ 直辖宝塔、 黄陵、 洛川

三县 (区) 电力局ꎮ 主业科室 ２３ 个ꎬ 基层部门 ５ 个ꎮ 多经系统通和公司下设 ９ 个分公

司ꎬ １ 个加工厂ꎮ 延安供电局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一直是延安地区先进集体、 文明单位ꎮ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ꎬ 延安首座 ３３０ 千伏变电站建成投运ꎬ 首次进入延安电网ꎬ 延安人民告别了

拉闸限电的历史ꎮ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ꎬ 延安地区实现村村通电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ꎬ 改建 １１０ 千伏

永坪变电站ꎬ 新建 １１０ 千伏高坡变电站ꎬ 扩建 １１０ 千伏志丹变电站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３３０ 千

伏延安变电站ꎬ １１０ 千伏东郊、 店头变电站增容改造ꎬ 新建 １１０ 千伏西川变电站ꎬ 全网

供电ꎮ 在创建文明单位的历史中ꎬ 各部门任务明确ꎬ 责任明确ꎬ 工作标准及奖惩措施明

确ꎬ 抓好职工文明意识、 文明行为ꎮ １９９９ 年获得陕西省委、 省政府 “文明单位标兵” 称

号ꎬ ２００３ 年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ꎬ ２００５ 年获得 “全国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ꎬ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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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１０ 年ꎮ
四、 区第四中学

创建于 １９５８ 年ꎬ 位于延安市城南杜甫川 ３ 千米处ꎬ 属陕西省重点中学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学校有教学班 ６７ 个ꎬ 学生 ３８９９ 名ꎬ 教师 ２５１ 名ꎬ 学校占地面积 ８８１６７ ９ 平方米ꎬ 建筑

面积 ４３７３７ ３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７ 年起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ꎬ 措施有力ꎬ 效果明显ꎮ 坚持物

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协调发展ꎬ 把创建文明校园纳入学校整体规划ꎬ 统一部

署、 扎实推进ꎮ 学校始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ꎬ 成立省级 “文明校园” 领导小组ꎮ 坚持以

德育人的办学思想ꎬ 实施素质教育ꎬ 把创建文明校园摆在学校工作的重要位置ꎬ 教育教

学取得显著成绩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被延安教委授予 “文明校园” 称号ꎮ ２００１ 年ꎬ 获延安

市教委高中教学质量一等奖ꎬ 同年 ３ 月被延安市委、 市政府授予 “文明校园” 称号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ꎬ 被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妇联会授予 “示范家长学校” 称号ꎮ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ꎬ 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省级文明校园” 称号ꎻ 同年 ４ 月被陕西省教育厅、 人事厅

授予 “陕西省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ꎮ
五、 枣园镇庙沟村

位于延安城北 １１ 千米ꎬ 距枣园旧址后沟 ４ 千米处ꎮ 全村有 １４０ 户ꎬ 人口 ６００ 余人ꎬ
党员 ２３ 人ꎬ 辖区面积 ７２０ 公顷ꎬ 耕地 ２６ ７ 公顷ꎮ 在中共十五大以来ꎬ 特别是 １９８９ 年江

泽民总书记在庙沟村考察工作以来ꎬ 村党支部、 村委会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ꎬ 切实加强村级组织建设ꎬ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ꎬ 以带动群众脱贫

致富奔小康增加农民的收入ꎬ 以发展 “两高一优” (高产、 高效、 优质) 农业为重点ꎬ
大力发展苹果种植ꎬ 全村种植果园 ２３００ 亩ꎮ 同时ꎬ 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ꎬ 村民遵纪守

法、 村干部廉洁奉公ꎬ 发展村集体经济ꎬ 村内社会风尚好ꎬ 村容村貌整洁ꎮ １９９４ 年全村

经济总收入 ２４０ 万元ꎬ 人均纯收入 ４０００ 元ꎬ 粮食总产 ６０ 万斤ꎬ 人均产粮 １０００ 余斤ꎬ
５０％的户收入超过万元ꎬ ２４ 户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亦达千元以上ꎬ 农户存款达 ４５ 万元ꎮ
同年ꎬ 庙沟村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 “文明标兵村”ꎮ

第二章　 家庭与养老

第一节　 家庭状况

宝塔区传统型家庭人口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一般家庭五六口人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年ꎬ
人们受到社会经济、 文化教育事业等活动的影响ꎬ 家庭规模逐步转向小型化ꎮ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 日零时ꎬ 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ꎬ 延安市共有 ７５４１０ 户家庭ꎬ 平均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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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１ 人ꎮ 其中ꎬ 一人家庭 ３２３０ 户、 占 ４ ８２％ꎬ 二人家庭 ９０９０ 户、 占 １２ ０５％ꎬ 三人家

庭 １６７１５７ 户、 占 ２２ １７％ꎬ 四人家庭 ２０３０４ 户、 占 ２６ ９２％ꎬ 五人家庭 １５３８１ 户、 占

２０ ４０％ꎬ 六人家庭 ６４２３ 户、 占 ８ ５２％ꎬ 七人家庭 ２５８０ 户、 占 ３ ４２％ꎬ 八人家庭 ９７９
户、 占 １ ３０％ꎬ 九人家庭 ３５２ 户、 占 ０ ４７％ꎬ 十人以上家庭 ３５６ 户、 占 ０ ４７％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ꎬ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ꎮ 宝塔区共有 １０９４６４ 户家庭ꎬ 平均每

户 ３ ７６ 人ꎮ 其中ꎬ 一人家庭 ８１５１ 户、 占 ７ ４５％ꎬ 二人家庭 １８７３１ 户、 占 １７ １１％ꎬ 三人

家庭 ３４３６９ 户、 占 ３１ ４２％ꎬ 四人家庭 ２４６５７ 户、 占 ２２ ５３％ꎬ 五人家庭 １５３４１ 户、 占

１４ ０１％ꎬ 六人家庭 ５６０４ 户、 占 ５ １２％ꎬ 七人家庭 １８１３ 户、 占 １ ６６％ꎬ 八人家庭 ５３３
户、 占 ０ ４９％ꎬ 九人家庭 １５１ 户、 占 ０ １４％ꎬ 十人以上家庭 ８７ 户、 占 ０ ０８％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ꎬ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ꎮ 宝塔区共有 １４８４４７ 户家庭ꎬ 平均每

户 ２ ９１ 人ꎮ 其中ꎬ 一人家庭有 １９２９２ 户、 占 １３％ꎬ 二人家庭有 ３８５９６ 户、 占 ２６％ꎬ 三人

家庭有 ４８１６２ 户、 占 ３２ ４４％ꎬ 四人家庭有 ２８５９８ 户、 占 １９ ２６％ꎬ 五人家庭有 ９５１５ 户、
占 ６ ４１％ꎬ 六人家庭有 ２７５６ 户、 占 １ ８６％ꎬ 七人家庭有 ９２６ 户、 占 ０ ６２％ꎬ 八人家庭

有 ３３０ 户、 占 ０ ２２％ꎬ 九人家庭有 １２６ 户、 占 ０ ０８％ꎬ 十人以上家庭有 １４６ 户、 占

０ １０％ꎮ 在 １４８４４７ 户家庭中ꎬ 单一民族有 １４８３８０ 户、 占 ９９ ９５％ꎬ 两种民族有 ６６ 户、
占 ０ ０４％ꎬ 三种以上民族有 １ 户、 占 ０ ０１％ꎻ 有 ０ ~ １４ 岁人口家庭为 ７５０９４ 户、 占

１５ ８０％ꎬ ６０ 岁以上老龄人 ４９６１２ 户、 占全区总人口的 １１ １％ꎮ ８０％以上的家庭需要抚养

未成年人或赡养老人ꎮ

第二节　 老龄事业

一、 宝塔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是宝塔区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ꎬ 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ꎬ 正科级建制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ꎬ 隶属于延安市劳动人事局ꎻ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ꎬ 改称为宝塔区老

龄办ꎻ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隶属于宝塔区人事局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ꎬ 隶属于宝塔区民政

局下属事业单位ꎮ 实行主任负责制ꎬ 主要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的

宣传、 实施ꎬ 开展各项老年活动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单位编制 ３ 人ꎬ 实有 ３ 人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单位编

制 １１ 人ꎬ 实有 ９ 人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 单位编制 １１ 人ꎬ 实有 １３ 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单位编制 ９
人ꎬ 实有 １２ 人ꎮ １９９１ 年底ꎬ 市属企事业各单位成立老龄委和老龄办 ３４ 个ꎬ 兼职人员

１３６ 名ꎬ 老龄机构在企事业单位初步形成网络ꎮ
二、 老年人权益维护

１９９１ 年底ꎬ 市老龄办与司法、 民政、 妇联等部门在大街上建立赡养老人公证咨询

站ꎬ 展出图片ꎬ 播放录音ꎬ 解答法律知识ꎬ 宣传老龄工作ꎮ 利用广播、 标语、 专栏、 报

刊等新闻舆论媒体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ꎬ 组织老年艺术团以文艺

演出的形式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ꎮ 同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区老龄办在枣

园杨崖村进行赡养老人协议签订试点ꎬ 满 ６０ 周岁的 １４ 户村民签订公证 １３ 户ꎮ 老年节

时ꎬ 街上悬挂过节大幅标语ꎬ ３０ 个单位举行座谈会、 茶话会ꎬ 全市约 ５０００ 名老年人参

加庆祝 “老年节” 大会ꎮ 区妇幼院为老同志免费体检并报销药费、 订报ꎮ 成立老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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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ꎬ 办起老龄实体 ３ 个ꎬ 资金达 ２０ ７ 万元ꎬ 从业人员 １３ 人ꎬ 为老年事业增加活动

经费ꎮ
１９９５ 年ꎬ 完善 ２４ 个乡镇 ３ 个办事处、 ４５ 个居委会、 ６０９ 个行政村的老年机构ꎮ 在

２４ 个乡镇落实、 动员群众签订赡养协议书ꎬ 全市签订 ５８６４ 户协议书ꎮ 同年ꎬ 在川口乡

两河口村建成敬老模范村ꎮ
１９９８ 年后ꎬ 宝塔区各乡镇健全老龄机构ꎬ 老龄委主任由乡镇长或书记兼任ꎮ 委员由

办公文书、 民政助理、 司法助理担任ꎮ 同年 ４ 月开展对特困群众老人生活状况调查ꎬ 调

查工作有各乡镇、 办事处、 老龄委带头ꎬ 对生活无依靠ꎬ 丧失劳动能力ꎬ 无生活来源ꎬ
或因为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造成生活极端困难的 ８０ 岁至 ９０ 岁老年人调查登记ꎮ 同年还

转发 «延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延安市对 ７０ 岁以上老年人实行优待办法的通

知»ꎬ 规定优待对象: 凡居住在宝塔区行政辖区内ꎬ 年满 ７０ 岁的老年人ꎬ 不分性别、 民

族、 宗教信仰、 职业ꎬ 均属优待对象ꎮ 其中ꎬ 对农村 ７０ 岁以上老人免征 “三提五统”
(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ꎬ 即公积金、 公益金和管理费ꎬ 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
计划生育优抚、 民兵训练、 修建乡村道路等五项统筹费)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宝塔区老龄委在儿童公园广场为延安城区区属的 ８０ 岁以上高

龄老人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ꎬ 参加祝寿的 ８０ 岁以上高龄老人有 １００ 多人ꎬ 年龄最大的

９２ 岁ꎻ 参加祝寿仪式的有老红军、 老八路、 老干部、 老工人、 老农民共计 ４００ 多人ꎮ 宝

塔区区长、 老龄委主任冯毅向老红军、 老八路、 老干部、 老同志和 ８０ 岁以上老寿星问

候和慰问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宝塔区政府发出 «关于 ９０ 岁老年人享受政府津贴的通知» 并成立高龄老

人享受政府津贴领导小组ꎬ ９ 月为 ６０ 名 ９０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第三、 四季度政府津贴 ３００
元ꎬ 全区 ２０ 个乡镇、 ６１１ 个行政村签订赡养协议书ꎮ 两万多名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得到落

实和解决ꎮ 在此期间ꎬ 宝塔区老龄办、 老协办、 妇联联合举行第三届健康老人评选活

动ꎬ 宝塔区为市上推荐上报 １１ 名健康老人ꎮ 最大的 １００ 岁ꎬ 最小的 ８６ 岁ꎮ 为 ７０ 岁以上

老年人发放寿星优待证 ６７５ 本ꎬ 为老年人就医、 出行、 生活提供方便ꎻ 为 ９８ 位 ９０ 岁老

人发放政府津贴ꎬ 每人每月发放 １００ 元ꎬ 使高龄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ꎮ 为 ９ 名全

国助老工程长期助养户每人发放助养金 ５００ 元ꎬ 使贫困老人冬天生活有了可靠保障ꎮ 区

委书记高春义等领导为 １０ 名 ９０ 岁以上老年人佩戴寿星章、 发放礼品ꎬ 听取老人们的意

见和建议ꎬ 为老人解决实际困难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为全区 ９０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老龄补贴ꎬ 金额达 ６５ 万余元ꎮ

２０１０ 年每人每月发放 ２００ 元ꎬ １００ 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 ３００ 元ꎮ 发放寿星优待证

２０００ 余本ꎬ 发放陕西省敬老优待证 ３０００ 余本ꎮ
三、 养老保险实施

１９９４ 年ꎬ 延安开始给 ６０ 岁以上老人启动 “老农保” 缴费ꎬ 每人一次性交 ２００~２０００
元ꎬ 全市共征缴 ８０ 多万元ꎬ 累计 １２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８ 年ꎬ “老农保” 缴费以失败告

终ꎬ １９９８ 年后再未征缴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９ 年对 ６０ 岁以上老人发放每人每年 ２４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新农保启动ꎬ 与老农保合并ꎬ 农村养老保险 (老农保) 终止ꎬ 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开始实施ꎮ 参加新农保的农村居民缴费标准设为每年 １００ 元、 ２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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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元、 ４００ 元、 ５００ 元 ５ 个档次ꎬ 参保人员自由选择档次缴费ꎬ 多缴多得ꎮ 已满 ６０ 周

岁及以上人员ꎬ 不再缴费ꎮ 从年满 ６０ 岁的次月起ꎬ 按月领取养老金ꎮ 基础养老金的标

准为: ６０~６９ 周岁每月 ５５ 元ꎬ ７０~７９ 周岁每月 ６５ 元ꎬ ８０ 周岁以上每月 ７５ 元ꎮ
四、 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２００２ 年ꎬ 宝塔区开始发放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ꎮ 凡 ９０ ~ ９９ 周岁的老人ꎬ 每人每

月 １００ 元ꎻ １００ 岁以上的老人ꎬ 每人每月 ２００ 元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开始对 ８０~８９ 周岁的老人按

每人每月 １００ 元发放ꎬ ９０~９９ 周岁的每人每月按 ２００ 元发放ꎬ １００ 岁及以上的老人按每

人每月 ３００ 元发放ꎮ 凡是符合条件的老人ꎬ 都必须在当地金融部门办卡 (或存折)ꎬ 高

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按月打入本人的卡、 折上ꎮ
五、 文化娱乐活动

宝塔区重视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ꎬ 活跃老年人晚年生活ꎮ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９ 年ꎬ 经常举办

广播讲座、 电视讲话、 刊登文章ꎬ 宣传倡导敬老尊老风尚ꎮ 出动车辆宣传ꎬ 街头设宣传

站ꎬ 挂横幅ꎬ 活跃敬老活动周ꎮ 在大礼堂召开庆祝 “九九” 老年节大会ꎬ 组织小学生为

老年人送水ꎬ 打扫卫生ꎮ 为老年同志举办门球、 象棋、 射击等比赛ꎬ 活跃老年同志娱乐

生活ꎮ 双退所和老龄办协调配合ꎬ 在妇幼保健院新建老年活动室ꎬ 配备各类活动器件ꎮ
其间ꎬ １９９５ 年ꎬ 庆祝 “老年节” 时街上挂横幅ꎬ 设宣传点ꎬ 宣传车在各乡镇巡回广播宣

传ꎬ 受宣传教育面达 ５ 万人次ꎮ 科教文工委、 教育局、 老干局在城区 １１ 所小学校开展讲

传统及联谊活动ꎬ ６０ 名老干部和万余名师生参加活动ꎮ 凤凰办事处受老龄办委托举办 ４０
多人次参加的象棋、 扑克、 花王牌、 射击比赛ꎮ 为丰富老年人活动ꎬ 采取多种形式活

动ꎬ 区老龄办配合有关部门先后举办老年人环城赛、 庆 “七一” 新世纪老年人门球赛、
两节老年人体育运动等大型活动 １３ 次ꎮ 参加比赛的老年人ꎬ 最小年龄 ５４ 岁ꎬ 最大 ７４
岁ꎮ 此外ꎬ 组织革命老人进京观光活动期间ꎬ 观光团一行 １３ 人ꎬ 有革命老红军、 老八

路、 从未出过门的特困老人ꎬ 带着延河水、 小米、 红枣进京ꎬ 观看升国旗仪式ꎬ 瞻仰毛

主席遗容和北京人民大会堂及抗战纪念馆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每年举办舞蹈、 歌舞艺术、 大合唱、 老年秧歌、 健身操、 秦

腔剧、 门球比赛、 老年人中长跑比赛、 老年太极等文体活动ꎮ 为活跃老年人的晚年生

活ꎬ 宝塔区三办选定 ２１ 个晨练点ꎬ 成立老年文艺团 １１ 个ꎬ 老年门球队 １２ 支ꎬ 设老年活

动室 ２１ 间ꎮ 各乡镇办事处在行政村社区办起老年活动室 ５６０ 间ꎬ 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

生活ꎮ
宝塔区老年人健身活动逐渐由城市向农村延伸ꎬ 为李渠镇西村老年活动室和青化砭

老年活动站配置秧歌服装、 锣鼓等器材ꎬ 使农村老年人也像城里人一样扭起秧歌ꎬ 锻炼

身体ꎮ 为青化砭镇、 川口老年活动室和河庄坪镇康家沟村、 夕阳红老年公寓、 爱心护理

院赠送书籍 ２ 万余册ꎬ 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要ꎮ 城市三办在百汇广场、 文化艺术中心、
丽融广场举办消夏文艺汇演 ２０ 余场ꎬ 参加演出老年人 １０００ 余人次ꎮ 每年的各季度、 各

大节庆如 “三八” 妇女节、 老年节、 “九九” 重阳节等如期进行比赛活动ꎬ 锻炼老年人

的身体ꎬ 增进老年人的友谊ꎬ 达到强身健体、 老有所乐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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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俗风情

第一节　 生产习俗

一、 农耕习俗

宝塔区 ２４ 个乡镇大多以农业为主ꎬ 养殖为辅ꎬ 靠种地打粮来守家顾园ꎬ 维持生活ꎬ
一年四季在土疙瘩里谋生觅计ꎬ 俗谚有 “一年的庄稼二年的性命”ꎮ 人们通过生产劳动

实践与二十四节气和气象的有关经验来安排各种生产ꎮ 有 “三十亩土地一头牛ꎬ 老婆娃

娃热炕头” 之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农民们从初二到十五走亲访友、 闹红火ꎬ 一过正月十五ꎬ 家家户

户开始忙于春耕准备工作ꎬ 修配购置各种备耕工具ꎬ 对耕畜精心饲养 (加料勤喂)ꎬ 确

保春耕的顺利进行ꎬ 将平时积聚的各种粪土捣碎后ꎬ 用驴驮、 架子车拉的方式送往田

里ꎬ 俗称动庄农ꎮ 有谚语 “庄稼一朵花ꎬ 全靠粪当家” “人哄地皮ꎬ 地皮哄肚皮” “要
看粮堆ꎬ 先看粪堆”ꎮ 农民视粪土如宝ꎬ 每日鸡叫就起床ꎬ 提上筐子到处拾粪 (各种动

物的粪便)ꎮ
俗话说 “惊蛰不停牛”ꎬ 一过惊蛰各家各户开始翻地ꎮ 一有墒情ꎬ 就抢墒入种ꎮ 春

分过后先种麻子、 豌豆、 黑豆ꎮ “清明前后ꎬ 种瓜种豆”ꎬ 进入芒种时期各种农作物都能

入种ꎮ 在播种前要选好种子ꎬ “种地不选种ꎬ 白在地里动”ꎬ 保证出苗好ꎮ 谚语有 “干种

糜谷湿种豆” 之说ꎮ
宝塔区农民根据世代种田务农的传统经验ꎬ 采用复种、 套种、 轮种等方式ꎮ 复种可

以一年一熟增加到一年两熟 (麦子、 豌豆收割后复种秋糜子、 荞麦ꎬ 秋糜子、 荞麦收割

后再种麦子)ꎻ 俗谚有 “糜黄种麦ꎬ 麦黄种糜”ꎮ 套种有高粱、 玉米地里带黑豆、 红小

豆、 绿豆ꎬ 谷子糜子地里带绿豆等ꎮ 轮种是轮流倒茬ꎬ 今年这块地里种这种作物ꎬ 明年

就要种另一种作物ꎬ 俗谚有 “庄稼不倒茬ꎬ 十年就有九年瞎” 之说ꎮ 从立夏开始锄地ꎬ
立秋挂锄ꎮ 锄地从分苗、 定苗、 锄草、 追肥等总得五六遍ꎬ 俗谚有 “糜搜两耳谷搜针”
“谷锄七遍八米二糠” “干锄糜谷湿锄豆” 等ꎮ 到了夏至又忙于收麦、 拔豌豆ꎬ 谚语有

“夏至十日麦子黄ꎬ 再过十日就上场” “麦子一黄ꎬ 绣女下床”ꎬ 民间有 “龙口夺食”
之说ꎮ

小暑到立秋是翻麦地的黄金季节ꎬ 白露前后就可以种麦ꎬ 俗谚有 “白露前十天不

早ꎬ 后十天不迟”ꎮ 秋分到立冬是秋收大忙季节ꎬ 家家户户无闲人ꎬ 男女老少齐动手ꎬ
割糜子、 收谷子、 掰玉米、 刨洋芋等ꎮ 收、 背、 打、 碾、 扬后入仓ꎬ 秋收后进行翻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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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后ꎬ 农民们很少上山劳动ꎬ 在家里闲不着ꎬ 有的推洋芋加工粉条ꎬ 有的搞修

建ꎬ 有的砍柴ꎬ 有的外出经商搞点收入ꎮ 宝塔区的农民生产生活一年四季前接后连ꎬ 季

季不闲ꎬ 没有多余休息时间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农村实行退耕还林后ꎬ 农民们只种川、 台、 坝地ꎬ 不再像以前一样起早贪

黑ꎬ 多数人比较清闲ꎮ 种地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ꎮ 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靠自己的能力

去赚钱ꎬ 没有特长的农民去城里打工挣钱ꎮ 部分人在家种果树ꎬ 养猪羊ꎬ 种大棚ꎮ 果农

一年忙于果园里ꎮ 冬春修剪ꎬ 施肥ꎬ 果树开花后ꎬ 打药、 疏花、 锄草、 套袋、 摘取、 装

箱、 储藏等ꎬ 年收入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ꎻ 养猪户ꎬ 由过去的一家一年一头猪到 ２０１０
年养殖大户几十头ꎮ 选猪崽、 购饲料、 防疫、 打针、 出卖ꎬ 是农民致富的好途径ꎻ 养羊

从散放到圈养ꎬ 防疫、 打针、 割草、 上饲料、 剪毛、 凿绒等ꎬ 收入可观ꎮ 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 余年间ꎬ 宝塔区不断引进新技术ꎬ 发展大棚菜种植ꎬ 全区 ８０％的村庄种有大棚菜、 大

棚桃子、 瓜果等ꎮ 经济收入高出种田几倍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宝塔区有苹果 ２７５３３ 公顷、 梨 ４１０ 公顷、 葡萄 ２９９ 公顷、 桃 ２６３ 公顷、

红枣 １３４ 公顷、 杏 １７２ 公顷ꎮ
二、 生产工具

宝塔区农民所用的生产工具大都是先民们流传下来的ꎬ 种类繁多ꎬ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ꎬ 有些工具已经被先进的机械所代替ꎮ 有部分工具因受地理条件的制约ꎬ 还继续

沿用ꎮ
犁　 宝塔区人称 “铧”ꎬ 是耕地的农具ꎬ 用木质和铁具配制而成ꎬ 有犁身、 犁辕、

犁柱、 犁拐、 犁沟头环和生铁铧等ꎬ 后来又发展有铁犁ꎬ 也称 “步犁”ꎬ 操作时木犁配

单畜ꎬ 用于翻坡度较大的地ꎬ 铁犁配双畜ꎬ 用于翻较平的地ꎬ 平地后来用上拖拉机ꎮ
耙　 耙有木质和铁制耙两种ꎬ 操作用单畜拉动ꎬ 通过耙耱耙耕过的地土块耱碎、 耱

平ꎬ 达到松土保墒ꎮ
锄、 镢、 铁锨、 镰刀　 锄有两种ꎬ 一种是小锄ꎬ 在间苗期使用ꎻ 二是普锄ꎬ 在定苗

后使用ꎮ 锄由锄板、 锄龙及锄把组成ꎮ 主要用途是锄掉田间的杂草ꎬ 疏松土壤ꎬ 给禾根

培土ꎬ 以便充分利用地里的肥力与水分ꎬ 促使庄稼成长ꎮ 镢有老镢、 蛮镢 (有的地方叫

“四指镢” )、 条镢 (有的地方叫 “留子镢” “钢镢” )、 锛子镢和小镢五个种类ꎬ 它由

镢峁、 镢板和镢把组成ꎬ 主要用途是翻地、 挖地和刨柴ꎮ 翻较绵的土地用老镢ꎬ 翻较硬

的地和挖较棉的土地用蛮镢ꎻ 挖较硬的土地和砍较硬的柴火用条镢ꎻ 挖特别硬的土质用

锛子镢ꎻ 拾柴火、 挖野菜用小镢ꎮ 铁锨由锨板、 锨库和锨把组成ꎬ 主要用途是铲土、 铲

粪及帮塄畔ꎮ 镰刀由镰片、 镰库和镰把组成ꎬ 其主要用途是收割庄稼秸秆和草等ꎮ
拿粪斗、 筐　 拿粪斗是一种柳制品ꎬ 它的用途是在播种时把粪盛入斗中置于人的胸

前ꎬ 然后用双手把粪均匀抛撒在犁沟内种子的周围作为底肥ꎬ 以便更集中地发挥粪的效

力ꎬ 助苗生长ꎮ 筐ꎬ 民俗又称 “笼”ꎬ 用细木棍和各种枝条 (榆条、 柳条、 柠条等) 编

制而成ꎬ 用来担粪、 寻草、 提菜、 拾柴和装运东西等ꎮ
梿枷、 木杈、 碌碡 　 梿枷由梿枷片 (由一样长的三至四根酸枣条并列之后用牛、

驴、 马等大牲畜板皮隔根相缠ꎬ 上端有固定木枕)、 活动木轴和圆木棒组成ꎬ 它的主要

用途是靠木轴的连续转动带动枷片打铺在场上的各种农作物ꎬ 致使农作物穗上的颗粒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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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脱壳ꎮ 木杈用木质组成ꎬ 是挑扬作物的工具ꎬ 它由杈股 (二至六根) 和杈把组成ꎬ 有

时也用树木中的自然杈ꎬ 它的主要用途是把作物抖乱、 挑翻、 摊晒及扬场碾打过的秸秆

和打集禾秆等ꎮ 碌碡用石头制成ꎬ 其形状为圆形ꎬ 并在轱身凿有凹凸槽ꎬ 外套木框架ꎬ
操作时用牲畜拉动ꎬ 它的作用是把场上的作物颗粒压脱落ꎮ 随着机械化的不断发展ꎬ 有

部分地方有脱粒机ꎬ 这些农具很少使用ꎮ
斗、 铡刀　 斗用木质制作ꎬ 其底小口大ꎬ 上下为正方形ꎬ 四周为梯形ꎬ 是一种容量

器具ꎬ 它与升、 合大小不一样ꎬ 但其形状一样ꎬ 换算方式一斗为十升ꎬ 一升为十合ꎬ 十

斗为一石ꎮ 铡刀是木、 铁相配结构而成ꎬ 主要有刀、 把、 牙、 墩、 铡口、 铡钉等部件组

合而成ꎬ 一种加工工具ꎬ 主要用途是铡碎喂牲畜的秸秆饲料ꎮ 现在多数地方用上铡草

机ꎬ 铡刀也就逐渐被淘汰ꎮ

第二节　 婚姻习俗

一、 嫁娶习俗

(一) 上门婚

男到女家ꎬ 这种婚姻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新婚男女ꎬ 男到女家ꎬ 又称 “倒插

门”ꎬ 如果男方婚后改姓女方姓又称为 “儿女婿”ꎮ 一般都是女方家无儿子ꎬ 男方家中生

活贫困ꎬ 无力娶亲ꎬ 因此上门作为儿女婿ꎬ 旧社会上门女婿被人看不起ꎬ 备受歧视ꎮ 另

一种是不卖姓 (不姓女方的姓)ꎮ 所生儿女是姓男方的姓ꎬ 还是姓女方的姓或是姓双方

的姓ꎬ 这些问题都在婚前商定ꎮ
(二) 寡妇招婿

一般丈夫去世ꎬ 家有孩子ꎬ 年龄尚幼ꎬ 但亡夫家资颇丰ꎬ 女方又不愿改嫁而招一夫

上门ꎬ 宝塔土话称为 “招老汉”ꎮ 这种婚姻多见于中年的守寡妇女ꎬ 随着社会发展ꎬ 年

龄结构也在扩展ꎬ 老年人也有此举ꎮ
(三) 弥婚

男女已亡ꎬ 在生前都未成婚ꎬ 年龄又都大于 １１ 岁者 (指虚岁) 都可弥婚ꎮ 宝塔区

有个说法ꎬ 年龄长到十二岁就魂全了ꎬ 应以成人对待ꎬ 尽管早夭ꎬ 也得婚配ꎮ 有亡故几

年、 十几年后才弥婚的ꎮ 为亡人办婚事ꎬ 一切规程从简ꎬ 但如订婚、 行聘等还是要有

的ꎮ 结婚之日就是死骨合葬之时ꎬ 红事白事一齐办ꎮ 双方父母之间照样互称亲家ꎬ 遇到

逢年过节ꎬ 红、 白大事互相往来ꎮ
二、 求婚与迎娶习俗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民间男人娶妻叫 “问老婆”ꎬ 女人定亲叫 “寻汉”ꎮ 宝塔人从

订婚到结婚娶亲礼数繁多ꎬ 风俗独特ꎮ 求婚之家欲择某户女子为婚ꎬ 先请介绍人到家招

待一番ꎬ 说明求婚之意ꎬ 介绍人奔走双方ꎬ 发挥媒介作用ꎮ
(一) 见面

经介绍人媒介ꎬ 同意联姻者ꎬ 男女双方各请阴阳先生掐算两人是否合婚ꎬ 大相是否

相合ꎮ 比如: 不合者有 “蛇虎如刀错” “鸡不和狗斗” “羊鼠一旦休” “白马怕青牛”
等ꎬ 相合者有 “蛇蟠兔” “猴赶猪” 等ꎮ 如果大相不存在问题ꎬ 约定时间ꎬ 两对象在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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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其亲戚家相见ꎬ 经谈同意ꎬ 即定婚约ꎮ 见面时男方要简单招待ꎬ 双方主要亲戚参

加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男女双方都是自由恋爱ꎬ 但仍少不了媒妁之言ꎮ
(二) 看家 (看屋)
男女双方见面后ꎬ 都表示同意后ꎬ 女方要到男方家看家ꎬ 看男方家中住房、 家畜、

人口及是否有公婆等基本情况ꎮ 女方若看中ꎬ 男方父母要给 “未来的媳妇” 红包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一般给 １００ 元ꎬ ２０００ 年后给 ２００ 元ꎬ ２０１０ 年开始给 ５００ 元ꎮ 女方如果收下红

包ꎬ 就表示同意ꎬ 不收就说明还需要商议ꎮ
(三) 言 (谈) 彩礼

女孩看完家后ꎬ 由介绍人给双方父母传话ꎬ 进行言彩礼ꎬ 言彩礼一般在女方家进

行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彩礼讲究 “六六大顺” (６６００ 元)ꎬ “八八八” 即 ８８８８ 元ꎬ 农村人

还有老辈思想ꎬ “养羊踩粪了ꎬ 养女接困了”ꎮ 家具由 “三转一响” 逐步变为组合家具和

新三件 (彩电、 冰箱、 洗衣机)ꎮ 其次女孩向男方要窑洞ꎬ 若男方弟兄多ꎬ 窑洞少ꎬ 过

门之后ꎬ 只有住的没有放东西的或仓窑 (放粮食的窑洞)ꎬ 女孩则一般要 ３ ~ ４ 孔窑洞ꎬ
要是男方不答应ꎬ 就要折成现金ꎬ 赶迎亲前必须把钱带来ꎬ 否则亲事就成不了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女方所要彩礼ꎬ 农村人讲究 “万里挑一” 即 １０００１
元ꎮ 城里人或条件好的城郊是一份或两份礼 (一份礼 ２４００ 元)ꎮ 农村女孩从要窑洞改为

要平房、 楼房ꎬ 要东西从 “新三件” 改为电脑、 液晶电视、 电冰箱、 空调ꎬ 从 ２０００ 年

的两金改为 ２０１０ 年的三金或四金 (金手镯、 金项链、 金戒指、 金耳环)ꎮ 其次女孩还给

父母、 爷爷奶奶等家里人要衣服ꎮ 城里女孩除了要电脑和四金以外ꎬ 要看车子、 房子、
银行卡等ꎮ

(四) 喝酒 (定亲酒)
言彩礼之后ꎬ 男方要让阴阳先生测定一个好日子喝酒ꎮ 喝酒一般在女方家举办ꎬ 男

方必须由方头 (亲叔父)、 姐家 (舅舅) 参加ꎮ 男方来时要买肉、 烟酒ꎮ 要带彩礼ꎬ 女

孩给自己或家里人要的衣服、 鞋 (一般都是双份)ꎮ 女方则要给 “未来的新女婿” 买一

双 “稳根鞋”、 一条 “长命带” (裤带)ꎮ 喝酒的目的就是ꎬ 喝完酒后说明两家亲事已

定ꎮ 为此ꎬ 喝酒前由介绍人先把女方家人或女孩本人所要彩礼、 家具、 衣服等一一说给

众亲戚听ꎬ 并把彩礼缴给女方主事人ꎮ 如有不妥ꎬ 女方则不让打酒瓶 (打酒人一般是女

孩打)ꎬ 酒瓶打开说明这门亲事已成ꎮ 同时ꎬ 男孩、 女孩要给两方父母亲戚斟酒ꎬ 双方

父母叔舅要给男孩、 女孩喜钱ꎬ 父母一般 ２００ 元ꎬ 叔舅 １００ 元ꎮ
(五) 商话

商话是临近迎亲时ꎬ 由男方在阴阳先生处选定迎亲日子后ꎬ 通过介绍人给女方传话

后择日两家要坐一起商谈迎亲的一些事情ꎬ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喝酒商话一次完成ꎮ 男方同样

在买酒、 肉ꎬ 男孩、 女孩给长辈倒酒等ꎮ 而后商定男方有什么迎新人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坐三轮、 四轮ꎬ ２０００ 年后坐面包车ꎬ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城乡一律都坐小车ꎬ 城里人坐档次高

一点的小车ꎬ 农村人坐档次低一点的ꎬ 多则十几辆ꎬ 少则八九辆ꎮ
(六) 迎亲　
男家俗称 “引媳妇”ꎬ 女家称 “出嫁女”ꎬ 统称 “红事”ꎮ 宝塔区人迎亲风俗ꎬ 先请

阴阳先生推算吉期、 利月ꎬ 看男女属相定嫁女利月ꎮ 有一首嫁女利月谣: “正七迎鸡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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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虎与猴ꎬ 三七猴共猪ꎬ 四七龙与狗ꎬ 牛羊五、 十一ꎬ 六腊鼠马走ꎮ” 其次双方迎送

男女人ꎮ 迎送人双方女人均为 ２ 人ꎮ 民间讲究ꎬ 姑不迎、 姨不送、 妗子取得黑枣棍ꎬ 怀

孕妇女、 寡妇、 鳏夫不能迎送ꎮ 男人连介绍人共 ７ 人ꎮ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后新女婿要亲

自去迎新娘子ꎮ 迎亲队伍中要有一个 “带事人” 携带新人的衣服、 被褥或娶新娘的金银

首饰等ꎬ 同时还要带儿女馍馍、 离母糕、 女方方头 (亲叔父)、 姐家 (舅舅) 的两块肉、
宝瓶 (系一二百元ꎬ 回来时女方也要系上一二百元)、 一双筷子、 白面 (一小包ꎬ 女方

也要添些白面)ꎮ 迎亲队伍前边要有吹鼓手引路ꎬ 马或汽车前要挂大红花ꎮ
女方也要按商话所说准备ꎮ 一大早新娘要去盘头ꎬ 准备迎娶ꎮ 家里备酒饭ꎬ 约亲

朋ꎬ 组织送人队伍ꎮ 迎新人队伍一到ꎬ 女方院内设摆烟酒ꎬ 以示欢迎ꎬ 迎新人带事人将

所带之物一一摆于桌前交待ꎬ 谓之 “表礼”ꎮ 饭后ꎬ 女方总管向迎亲领头人交待娘家陪

嫁之物ꎮ 事后ꎬ 新娘围着儿女馍馍穿新衣ꎬ 俗称 “穿硬衣”ꎬ 吹鼓手吹号奏乐ꎮ 一切就

绪ꎬ 新娘上马起程ꎬ 迎亲队伍以迎人婆姨为先ꎬ 新人居中ꎬ 送人婆姨在后ꎬ 后车拉有女

方陪嫁之物如被褥、 电器等ꎬ 有序而行ꎮ 此时男方家人应遮盖碾、 磨ꎬ 怕青龙白虎 “冲
喜”ꎬ 事毕ꎬ 专候新人进门ꎮ

新人迎进村口ꎬ 男方朋友要和新郎、 新娘耍戏好长时间才肯放行ꎬ 进院后ꎬ 新郎、
新娘争抢入洞房 (俗称帐房窑)ꎮ 进入帐房窑后ꎬ 吹鼓手张号ꎬ 叫 “冲帐”ꎬ 事后举行上

头仪式ꎮ 由姑、 婶或长辈 (一般是女的)ꎬ 让二人背靠背坐在炕中ꎬ 将二人头发拢在一

起ꎬ 边梳边说ꎬ “一木梳青丝云遮月ꎬ 二木梳两人喜结缘ꎬ 三木梳夫妇常和气ꎬ 四木梳

四季保平安ꎮ” 又云: “荞面根儿ꎬ 玉米芯儿ꎬ 一个看见一个亲ꎮ 养小子要好的ꎬ 穿长衫

戴顶子ꎻ 养女子要巧的ꎬ 石榴牡丹冒铰的ꎮ 双双核桃双双枣ꎬ 双双儿女满炕跑ꎮ 天作良

缘配好的ꎬ 夫妻恩爱一辈子ꎮ”
这就是宝塔区人常说的结发夫妻了 (如果是二婚就不大迎大送ꎬ 也不举行上头仪

式)ꎮ
(七) 闹洞房

晚上ꎬ 由爷爷辈ꎬ 姐夫、 嫂子ꎬ 或新郎的朋友ꎬ 闹新房ꎮ 其内容丰富多彩ꎬ 有双亲

嘴、 唱歌、 摘樱桃、 擀杂面、 摸跳蚤、 绕口令等ꎬ 节目都非常有趣ꎮ 无论怎么耍ꎬ 新娘

都不能恼ꎬ 否则被人认为新娘是糊涂蛋、 不聪明、 不懂礼ꎮ 凡是和新娘耍的人均要给喜

钱ꎬ 不能空玩耍ꎮ
(八) 洞房耍毕

在次日黎明前还要包饺子给新郎、 新娘吃ꎬ 叫 “儿女扁食”ꎬ 饺子故意煮成半生不

熟ꎬ 在吃时ꎬ 问新娘 “生不生”? 新娘要答 “生”ꎮ 意思是早生儿女ꎮ
(九) 亮箱、 接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一般在新婚的第二天早饭后ꎬ 举行亮箱、 接言、 认大小等仪式ꎮ
２００５ 年后ꎬ 娶亲当天举行ꎬ 这些仪式由总管主持ꎮ 女方带事人先当众交待娘家陪嫁之物

及添箱的东西ꎬ 后交待压箱钱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一般压 ５００ ~ ６００ 元不等ꎬ ２０００ 年后ꎬ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元不等ꎮ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农村人最少压 １０００ 元ꎬ 城里人或个别富户压 ２ 万~１０
万元不等ꎮ 同时女方压多少ꎬ 男方就要跟多少ꎬ 如男方显示自己有钱就要加倍ꎬ 女方 ５
万元ꎬ 男方就加倍到 １０ 万元ꎮ 其次是接言ꎬ 意为将来新娘和公婆及家人主要亲属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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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合得来ꎬ 事前新娘买一些鞋或衣服ꎬ 接言时将鞋、 衣物送给公婆及姑、 姨、 婶、
姐、 嫂等ꎮ 事后这些亲戚要给新娘红包ꎮ 最后认大小 (父母)ꎬ 新娘当众给公婆倒酒、
递衣物ꎬ 并改口叫爸妈 (过去当众给公婆叩头)ꎬ 这说明从此新娘就是某家的人ꎮ

午饭后ꎬ 新郎、 新娘即与送亲队伍回娘家ꎬ 叫作 “回门”ꎮ 新女婿上门ꎬ 小姨子、
小舅媳妇等人和姐夫开玩笑 (新娘的姐姐、 嫂嫂则不能)ꎮ 有意给饺子里包盐、 包辣面、
鞋里放圪针ꎮ 用来试验新女婿的性格、 口才、 智慧ꎮ 回门之后ꎬ 新郎先返ꎬ 而后岳父或

岳母同新娘同往男孩家ꎮ 次日娘家父母走后ꎬ 新娘开始料理做饭等事宜ꎬ 俗称 “动刀

杖”ꎬ 新娘在家 ８ 天又返娘家住 ７ 天ꎬ 再回来ꎬ 称作 “对 ７ 对 ８”ꎮ 至此ꎬ 婚事告成ꎮ

第三节　 生育习俗

宝塔域内传统的婚姻是以生儿育女为直接的目的ꎬ 当地有这样几句关于娶媳妇目的

的俗语: “烧火做饭ꎬ 缝新补烂ꎬ 门户照看ꎬ 养儿抱蛋ꎮ” 也就是说娶媳妇就是为操持家

务、 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ꎮ 所以ꎬ 有不生不养或无子的妇女不得不用一些卑贱的法子来

挽救 “弃妇” 的命运ꎮ １９８０ 年国家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ꎬ 提倡实行计划生育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ꎬ 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 １０‰以下ꎬ 计划生育以宣传教育为主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部分城乡ꎬ 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ꎬ 一律允许生两个孩子ꎮ 至此ꎬ 随着社会的进

步ꎬ 宝塔人在生育观念上不再是重男轻女ꎬ 生男生女都一样ꎮ
一、 闹满月

闹满月就是每当谁家新添了可爱的小宝宝后ꎬ 当满一个月的这一天ꎬ 民俗称 “满
月”ꎬ 届时ꎬ 男女双方的亲戚、 朋友、 同事、 同学ꎬ 来赶满月庆贺ꎬ 外公、 爷爷给小孩

脖子上挽钱ꎬ 谓之挽锁ꎻ 姨姨、 姑姑等近亲长辈送银项圈、 手镯ꎬ 意之长命百岁ꎮ 吃米

糕ꎬ 民间有 “步步高升” 之意ꎬ 即孩子将来能举官成名ꎮ 事后ꎬ 外婆这天不能回去ꎬ 说

走会把奶水给带走ꎬ 还得住几天ꎮ
二、 过啐

孩子出生后到了九十天 (有的一百天)ꎬ 又要过 “九啐”ꎬ 有的也称过 “百啐”ꎬ 满

一周岁时ꎬ 爸爸妈妈又要给他过第一个啐ꎬ 俗称过 “头啐”ꎮ 它和给孩子闹满月时的形

式差不多ꎬ 直系亲属前来庆祝ꎬ 全家吃油糕ꎬ 不请客ꎬ 不收礼ꎮ 还给孩子周围放些书

本、 笔、 算盘、 小汽车、 秤、 小锄头等物ꎬ 有意叫孩子去抓ꎬ 孩子若抓到笔、 书本、 小

汽车说明孩子大了能吃公家饭不戳牛屁股了ꎬ 抓到锄头之类说明孩子将来是受苦人ꎮ 这

个仪式民俗称 “抓彩”ꎮ 孩子从十三岁开始再不叫过啐ꎬ 叫过生ꎮ
三、 坐月子

婴儿出生后ꎬ 向娘家报喜ꎬ 娘家母亲要来侍候 “月婆”ꎬ 此后ꎬ 亲戚、 朋友带上食

品 “送汤”ꎮ 月婆门上挂红布条ꎬ 示意陌生人莫进ꎬ 母亲侍候叫 “守月子”ꎬ 坐月子妇

女ꎬ 忌吃生冷干硬的东西ꎬ 以吃软、 烂为宜ꎬ 女人坐月子ꎬ 多喝小米粥ꎮ 月子里产妇要

格外小心ꎬ 大小便外出要蒙头盖脸ꎬ 不能出门槛ꎬ 偶尔要走出ꎬ 怀里要揣上一点食物ꎬ
回来前咬一点ꎬ 忌把奶水丢在外边ꎮ 少洗脸ꎬ 不洗头ꎬ 不做针线ꎬ 不洗衣服ꎬ 不吃生喝

冷ꎬ 防止以后带来后遗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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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丧葬习俗

区内有 “人上 ６０ 岁ꎬ 夜夜防老 (死)ꎬ 置办寿木” 之俗ꎮ 寿木就是棺材ꎬ 以柏、 松

为上ꎬ 杨木、 柳木、 杜梨木为下ꎬ 不能用枯木 (死树) 做ꎬ 必须用活木做ꎮ 寿木规格有

“四片瓦” “八厢” “全三” “三厢五盖” 等ꎮ 再置寿衣 (老衣)ꎬ 也得提前做好ꎬ 一般

五、 七、 九件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由老人的儿女做ꎬ 必须用绸子做ꎬ 不用缎子料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老衣多在寿衣店购买ꎮ

宝塔区葬式有土葬、 火化两种ꎬ 其中土葬者多ꎬ 火葬者少ꎮ 土葬葬俗也叫 “白事”ꎬ
对死者采取的葬俗ꎬ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程序ꎮ

初终　 人死之后ꎬ 要给逝者从内到外换上老衣ꎮ 穿好衣服后ꎬ 将死者抬于地下ꎬ 放

在铺了干草 (谷秆) 的木板上ꎬ 脚朝门口ꎬ 头朝里面ꎬ 脸上盖一张麻纸叫盖脸纸ꎬ 地上

置一方桌ꎬ 放献饭、 香、 纸ꎬ 点一盏灯ꎮ 上面放一只宰杀的鸡ꎬ 下面放一烧纸的器具ꎮ
然后剪好 “岁数纸” (将白纸剪成长条ꎬ 捆在一起) 挂出大门外ꎬ 向世人昭示此家有人

去世了ꎮ
打坟　 墓地选好后ꎬ 请土工打坟ꎮ 墓穴一般是穴状ꎬ 和土窑洞相似ꎬ 单墓穴高 ５ 尺

左右、 宽 ６ 尺左右、 深 ８ 尺左右ꎬ 合葬墓宽 ８ 尺左右、 高 ５ 尺左右、 深 ８ 尺至 １ 丈左右ꎮ
备棺、 奔丧　 棺材一般选择柏木为上ꎬ 松木次之ꎬ 槐木、 杨木、 柳木为下ꎮ 奔丧时

须子女及家中主要亲属告知亲戚ꎬ 朋友死者死亡时间、 出殡日期ꎮ 出门在外的子女 “始
闻亲丧” 时首先要尽哀而哭ꎬ 望村要哭ꎬ 望家更要哭ꎬ 到家后ꎬ 跪死者前哭悼ꎬ 否则被

世人认为不孝ꎮ
制引魂幡　 在宝塔区ꎬ 引魂幡的制作特别讲究ꎬ 在木杆上撑起幡吊ꎬ 顶端有一长

弓ꎬ 弓上置鹤头ꎬ 下垂 “璎珞”ꎬ “璎珞” 为各色纸花ꎮ 幡越好看、 越重ꎬ 说明死者年岁

大ꎬ 威望高ꎮ
搭灵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农村人搭灵棚很简单ꎬ 栽几根棍棒ꎬ 上面盖几块破席或

塑料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有 “专业人员” 搭设灵棚ꎬ 精致、 美观ꎬ 内有冰棺、 彩灯ꎬ 棺材

前摆设 “金童”、 “玉女”、 纸火ꎮ 灵棚上方正中挂有死者的遗像ꎬ 四周有长青松柏ꎮ 灵

棚入口处设一香案ꎬ 并置一只引魂鸡ꎬ 点一盏长命灯ꎮ 子女及主要亲属白天、 晚上轮换

守灵ꎮ 孝子在守灵期间要穿白衣、 戴白帽 (谓之戴号)ꎬ 手持哭丧棒ꎬ 见人不论生熟均

要磕头ꎬ 意为给死者免罪、 积阴德ꎮ 奔丧的亲戚朋友进灵棚烧纸ꎬ 上香吊孝ꎮ 妇女们要

唱哭ꎬ 以示对死者孝顺ꎮ
装殓　 装殓前在棺材底部放 ７ 个钱 (硬币) 及丝、 钱、 麻等ꎮ 是说人死后ꎬ 灵魂仍

在ꎬ 还要到另一个世界生活ꎬ 要衣食住行ꎮ 事后给死者口中含一枚硬币 (银圆或铜钱)ꎮ
此后ꎬ 将死者放入棺材ꎬ 叫 “入函” (宝塔人叫 “下函” )ꎬ 入函时子女及主要亲属要

披麻戴孝ꎬ 孝子穿白衣、 戴白帽ꎬ 腰间系一根粗麻绳子拖在地上ꎬ 俗称号布ꎮ 号布分

重、 中、 普 ３ 种ꎮ 长孙、 长子最重ꎬ 为重号ꎻ 其他儿女、 媳妇、 女婿为中号ꎻ 侄儿、 外

甥为普号ꎻ 其次ꎬ 小孩 １２ 岁前戴号帽ꎬ 帽中用针线缝一小块红布ꎬ 意即 “魂” 不全ꎮ
意为死者再也不能和亲人一起生活ꎬ 要到另一个世界ꎬ 永不能相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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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猪羊　 领猪羊一般事主 (儿子) 领猪ꎬ 女儿、 女婿领羊ꎮ 将猪赶至灵棚前ꎬ 儿

子、 儿媳跪于灵前烧纸毕说: “爸 (或妈) 儿子为你老人家献上一口猪ꎬ 你老人家就收

下吧!” 事后将冷水浇在猪身上ꎬ 如猪嘴拱地ꎬ 就说明死者乐于接受献礼ꎮ 将羊牵到灵

前ꎬ 女儿、 女婿跪灵前烧纸毕后说 “爸 (或妈) 女儿给你老人家献上一只羊”ꎬ 后将冷

水灌入羊耳朵里ꎬ 浇于身上ꎬ 若羊摆头不算ꎬ 全身抖擞才说明领了ꎮ 猪羊不领时ꎬ 子女

们再次跪于灵前烧纸啼哭ꎬ 向死者祈祷ꎬ 直至领了为止ꎮ
迎幡 (主幡) 　 先迎三代ꎬ 孝子在数百米处迎祖宗三代亡魂牌位ꎬ 后将幡拿到离灵

棚数百米处ꎬ 所有孝子穿孝服ꎬ 持哭丧棒ꎬ 吹鼓手在前ꎬ 扛幡人 (由长孙或长子扛) 居

中ꎬ 孝子在后嚎哭ꎬ 惊天动地ꎬ 路人皆悲ꎮ
上祭　 俗称 “游食上祭”ꎮ 一般在夜间ꎬ 是整个丧事中最热闹且严肃的场面ꎬ 由死

者的儿女及侄儿、 侄女、 外甥做祭上供ꎮ 迎祭前孝子们按辈分大小ꎬ 依次跪在灵前ꎬ 留

开人行空隙ꎮ 上祭时吹鼓手在前引导ꎬ 端祭饭人在后边ꎬ 同时谁家上祭ꎬ 谁家要在人行

空隙处撒钱ꎮ 端祭饭人用各种手段取空隙的钱ꎬ 或用舌粘ꎬ 或用眼皮夹ꎬ 将钱一一取

走ꎬ 这叫给死者撒钱积德ꎮ 整个上祭场面围观者甚众ꎬ 直至午夜方散ꎮ 撒路灯ꎬ 在出殡

前一天晚上ꎬ 孝子在吹鼓手引导下撒路灯ꎮ 撒路灯前ꎬ 在灵前摆上 “灯山”ꎬ 放一高桌ꎬ
桌上扣一个斗ꎬ 斗上扣一升子ꎬ 桌子、 斗、 升子四周点燃蜡烛ꎬ 吹鼓手引孝子在灯山前

右转三圈ꎬ 左转三圈ꎬ 事后两个人将事前渗好煤油的小块玉米芯端在铁锨上ꎬ 一左一

右ꎬ 孝子走在哪里ꎬ 路灯撒在哪里ꎬ 旧时路灯要撒至坟地祭奠ꎬ 现一般撒几百米ꎮ 此时

吹鼓手奏乐ꎬ 孝子啼哭ꎬ 整个场面ꎬ 星星点点ꎬ 忽闪忽闪ꎬ 由远望去ꎬ 如同火龙盘山ꎮ
下话　 俗称 “抖亏欠”ꎮ 就是娘家 (死者不论是男是女ꎬ 都是女方家里的人俗称娘

家) 给死者的子女训话ꎬ 一般在出殡前一天举行ꎬ 事前所有孝子跪于地上ꎬ 由孝子主事

人要向娘家人汇报死者得病时情况ꎬ 及丧事的筹备情况等ꎬ 若有不到之处要受到娘家人

训斥ꎬ 有时故意刁难ꎬ 孝子要长跪于此ꎬ 得到娘家人谅解后才能站起ꎮ
出殡　 俗称埋人ꎬ 时间一般在上祭后第二天清晨 (太阳未出前)ꎮ 出殡前ꎬ 打开棺材ꎬ

让孝子见死者最后一面ꎬ 并用酒将死者脸洗净ꎬ 再次放好 “临行” 前的衣物ꎮ 出殡由阴阳

先生主持ꎮ 先生一手拿一只引路公鸡ꎬ 一手持刀ꎬ 边念咒语边拍打公鸡ꎬ 并用刀击破灵前

灰碗ꎬ 大声喝道 “起升” (走)ꎮ ８ 个土工抬起棺材立即出发ꎬ 哭声、 乐声此起彼伏ꎬ 吹鼓

手在前引魂幡居中 (由长孙或长子扛)ꎬ 所有孝子身穿孝服ꎬ 手拄丧棒嚎哭在后ꎮ 行至百

米之外ꎬ 总管高喊收头娘家收头 (儿媳妇的爹妈俗称收头娘家)ꎬ 此时ꎬ 所有孝子跪于地

中ꎬ 收头娘家给女儿、 女婿把号布缠在头上ꎬ 并放一块布料或一二百元现金ꎬ 其他孝子自

己将号布缠在头上ꎬ 事毕ꎬ 全村人都出来为死者送行ꎬ 家家户户在殓畔上都点燃篝火ꎬ 为

死者送光明ꎮ 前进途中由孙子辈撒纸钱ꎬ 送葬队伍走出村口ꎬ 相送的女眷烧纸返回ꎮ 到了

墓地ꎬ 土工将棺材放入墓穴后ꎬ 阴阳先生入穴ꎬ 打开棺盖ꎬ 摆正死者头部ꎬ 并放入长明灯、
祭食罐和一张三条腿的小饭桌ꎬ 后请娘家人下葬 (看有什么不妥)ꎬ 阴阳先生用干草把墓

窟内脚印扫干净退出ꎬ 土工和孝子填土ꎬ 堆坟堆ꎮ 葬礼结束ꎮ
送水送火　 埋人当晚ꎬ 子、 女要往坟上送水送火ꎬ 第一夜送至村口ꎬ 第二夜送至中

途ꎬ 第三夜送至坟上ꎮ 次日ꎬ “复三” 孝子在坟前垒饭桌后烧纸ꎬ 妇女哭后揭号 (白洋

布抽几根线烧了)ꎬ 子、 女一般一年后揭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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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　 丧葬后百日ꎬ 亲戚、 村中晚辈均至灵前哭祭ꎬ 曰 “烧百日纸”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只有儿女坟前祭奠ꎮ

此外ꎬ 宝塔区葬俗ꎬ 死者有配偶者必须合葬ꎬ 且进入祖坟 (老坟)ꎬ 这是人们常说

的 “父欠子一妻ꎬ 子欠父一葬”ꎮ 祖坟一般三辈或五辈为一座ꎮ 如死者是男孩ꎬ １２ 岁后

在死前尚未娶妻就得别埋 (另埋)ꎬ 家人要给他请女骨 (未成年死去的女孩尸体)ꎬ 与其

合葬ꎬ 为他 “完婚”ꎮ 三四岁的幼儿或婴儿死后不葬ꎬ 抛之山上让禽兽食之ꎮ
人们十分重视祖坟的地理位置ꎬ 认为好的祖坟会使后人财源茂盛ꎬ 人口兴旺ꎮ 有的

将祖宗的石碑雕刻得十分精美ꎬ 有的从土墓穴改为砖墓穴ꎬ 有的不惜高价买地ꎬ 修建祖

坟ꎮ 祖坟一般三、 五、 七辈ꎬ 墓前立碑祭祀ꎮ 埋人也有讲究ꎬ 长子要埋在父母面前ꎬ 曰

“报血口”ꎬ 其他儿、 媳在左右ꎮ

第五节　 亲属称谓习俗

大 (ｄá) 　 旧时宝塔区人都称父亲叫 “大”ꎬ 音若 “答”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仍有部

分这样称呼ꎮ “大” 还指伯父、 叔父ꎮ 对排行老大的则称 “大大 (ｄàｄａ) ”ꎬ 排行老二

的伯父或叔父ꎬ 称 “二大”ꎬ 以此类推三大、 四大、 五大ꎮ
儿　 在宝塔区ꎬ 老辈们不说 “儿子”ꎬ 说 “儿”ꎬ 没有那个 “子” 尾ꎮ “你那颗儿可

儿了!” 这里第一个 “儿” 是儿子ꎬ 第二个 “儿” 是调皮、 捣蛋ꎮ “哎哟ꎬ 你是谁的颗

儿了!” 此处的 “儿” 不是儿化音ꎬ 是 éｒꎬ 即 “儿子”ꎮ
汉　 宝塔区人不称丈夫叫 “老公”ꎬ 而是称丈夫为 “老汉”ꎮ 夫妻叫 “婆姨汉”ꎬ 有

趣的是把女人放在前面了ꎮ 女人找对象嫁人ꎬ 找老公就说是 “寻汉”ꎮ 民歌有 «女娃寻

汉»ꎮ 民间: 这女子大咧ꎬ 能寻汉咧ꎮ 民谚: 婆姨管汉ꎬ 金银满罐ꎮ “汉” 也是宝塔区人

的弟兄排行的名称ꎮ “大喜儿是老三就是三汉嘛ꎮ”
老爹、 奶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女婿称岳父为老爹、 岳母为奶奶ꎻ ９０ 年代后改称岳父

为叔叔、 岳母为婶婶ꎻ ２０００ 年后女婿称岳父为爸ꎬ 岳母为妈ꎮ
妗子　 宝塔区人日常口中称舅母为 “妗子”ꎬ 没有舅妈这个词ꎮ 舅母称 “妗”ꎮ 宋文

字中始见ꎮ 明代已有 “妗子” 这个词ꎮ 宋 «集韵» “俗称舅母曰妗”ꎮ 此称呼一直沿用

至今ꎮ
老子　 “老子” 就是父亲ꎮ 普通话谓父亲少用 “老子”ꎮ 常言: 你老子还没个吃上

的咧ꎬ 倒叫你先叼去了! 宋代陕西人即谓父亲曰 “老子”ꎮ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 “予
在南郑ꎬ 见西陲俚俗ꎬ 谓父亲曰老子ꎬ 虽年十七八ꎬ 有子ꎬ 亦称老子ꎮ” 现父亲训骂儿

子ꎬ 男人之间骂仗常称 “老子”ꎮ
ｎｉá ｎｉá　 区内称奶奶ꎬ 叫 ｎｉá ｎｉáꎬ 一般不叫奶奶ꎬ 常言: ｎｉá ｎｉá 说孙子: “老命圪

蛋ꎬ 跟 ｎｉá ｎｉá 来ꎮ”
姑舅、 两姨　 一方的母亲和父亲是兄妹的亲戚关系各自生下的娃是两姑舅ꎮ 兄和弟

生的娃为上姑舅ꎻ 姐和妹生的娃为下姑舅ꎮ 俗语: “亲不过姑舅ꎬ 香不过猪肉ꎮ” 两姨则

是两家的母亲是姐妹关系ꎮ “他们是两姨”ꎮ 姨顶母亲ꎬ 俗语 “姨姨怀里闻娘香”ꎮ
女子　 “女子” 指的是非婚、 未婚的婴幼至青少年女性ꎮ 女人结了婚ꎬ 就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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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 而叫 “婆姨”ꎮ “女子” 里的 “子” 读轻声ꎮ 宝塔区有一个把已婚、 未婚的女性

都包括进去的统称: 婆姨女子ꎮ
婆姨　 “婆姨” 一词ꎬ 一个意思是 “老婆、 妻”ꎮ 民谚: “婆姨管汉ꎬ 金银满罐ꎮ”

“官凭印ꎬ 虎凭山ꎬ 婆姨离不开男子汉ꎮ” “好菜费饭ꎬ 好婆姨费汉ꎮ” 另一个意思是泛指

已婚女人ꎮ 民歌: “一股股车车一股股汉ꎬ 一股股婆姨跟上转ꎮ” 民谚: “米脂的婆姨绥

德的汉ꎬ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ꎮ” “麻蚱蚱腿多ꎬ 婆姨人嘴多ꎮ”
前家儿、 前家后继、 隔山兄妹　 前夫死后ꎬ 带着儿子嫁到另一方ꎬ 儿子就是另一方

的 “前家儿”ꎮ 先随改嫁的母亲到继父家ꎬ 母亲去世后ꎬ 继父又另娶妻ꎬ 也算是继母ꎮ
此时父母都不是亲生的ꎬ 这种情况就叫作 “前家后继”ꎮ 前夫死后ꎬ 带着儿女嫁到另一

方与前夫的儿女叫隔山兄妹ꎻ 即两个老子一个娘所生的孩子是隔山兄妹ꎬ 两个母亲一个

老子所生的娃是亲兄妹ꎮ
“先后” 　 区内管妯娌 (就是嫂子与弟媳的关系) 叫 “先后”ꎬ 音若 “谢猴”ꎮ 而两

千多年前的汉代时期ꎬ 已经开始管妯娌叫 “先后”ꎬ 直至今日ꎮ
小子 (ｚｉ) 　 “儿子” 宝塔区又叫 “小子”ꎮ 早先 “小子” 是说子弟年幼的一辈ꎮ

后因称男孩儿为 “小子”ꎬ 就用于人的类别ꎬ 用于男性ꎬ 含轻蔑意ꎮ

第六节　 说唱习俗

一、 说喜

也称要饭的或部分吹手、 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ꎬ 在迎亲、 嫁女、 合龙口、 闹满

月、 埋老人、 祝寿等场合下进行ꎬ 他们用自己的巧嘴妙舌说些吉言利语来讨好主人家ꎬ
从中得到一点赏钱ꎮ 比如在迎新娘下轿时ꎬ 说喜人忙跑车前道:

一朵红花就地开ꎬ 闪出我这个念喜来ꎮ
迟不来ꎬ 早不来ꎬ 新人下马我就来ꎮ
黄道吉日把亲迎ꎬ 恰好又遇紫薇星ꎮ
响吹细打一哇声ꎬ 亲朋好友乐无穷ꎮ
仙女下凡驾彩云ꎬ 凤凰落地宝处停ꎮ
这对伴侣天配定ꎬ 恩恩爱爱一世情ꎮ
自由谈情又说爱ꎬ 恩厚情重深似海ꎮ
好比莲花配牡丹ꎬ 情似山伯祝英台ꎮ
洞房明朗又宽敞ꎬ 五颜六色闪银光ꎮ
大红双喜贴正方ꎬ 胜似皇宫赛天堂ꎮ
新窟新房新门窗ꎬ 欧式地板新款样ꎮ
缎面被子席梦床ꎬ 绣花枕头现鸳鸯ꎮ
各种家具都置备ꎬ 箱箱柜柜写字台ꎮ

二、 行门户

所谓 “行门户”ꎬ 就是行走于门户之间ꎬ 某家有红白喜事ꎬ 众人通过行门户 (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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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帮忙ꎬ 这是一种群众自发性的赞助活动ꎮ 行门户时要摆宴席ꎬ 每个桌前有一个陪客

(看客人) 叫站席口ꎬ 在宴席上ꎬ 站席口的负责招待客人ꎬ 解决宴席上的种种问题ꎬ 调

动大家的热情ꎬ 给客人斟酒、 劝酒ꎬ 启发客人猜拳、 行令、 唱酒曲ꎮ
三、 民歌

宝塔区有一句俗语: “男人忧愁唱曲子ꎬ 女人忧愁哭鼻子ꎮ” 实际上ꎬ 民歌是劳动人

民在生活中表达喜怒哀乐的一种情感ꎮ 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ꎮ 常唱的有四季歌、 揽

工调、 酒歌、 秧歌、 信天游等ꎮ 如: 小媳妇想娘家ꎬ 吹手迎亲ꎬ 出门人思念家乡ꎬ 年轻

人谈情说爱ꎻ 石匠们用歌声来装饰单调的石锤声ꎻ 农民用歌声来驱逐寂寞和忧愁ꎻ 赶牲

灵的人将悠扬的歌声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ꎻ 小媳妇用歌声倾诉心中的哀怨ꎮ 但人们最爱

唱的是情歌ꎮ 旧时社会青年男女恋爱、 婚姻不能自主ꎬ 他们只好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婚

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追求ꎮ
四、 扭秧歌

宝塔区秧歌有过街秧歌、 彩门秧歌、 大场秧歌、 对子秧歌ꎬ 人们通过这种 “闹红

火” 活动庆贺一年的劳动收获ꎬ 祈保来年的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ꎮ 每年腊月就开始排

练ꎬ 正月初二一过就开始拜单位、 演门子ꎮ 全村无论大小主户都要依次拜过ꎮ 秧歌一进

院ꎬ 主人拿出好烟好酒来款待ꎮ 伞头根据主人的院落、 家道唱三至五首秧歌ꎬ 秧歌多为

吉庆赞扬ꎮ 如:
进了大门我仔细看

脑畔上压着根灯笼杆

风吹灯笼咕噜噜噜转

这家人儿有出展

又如:
进的硷畔我仔细观

这院地方修的端

背靠大山怀抱川

金银满贯有吃穿

转院结束后主队伞头再歌一曲:
黄米馍馍大烩菜

小窑窄炕没铺盖

闪的我那亲朋活受罪

还得亲戚多担待

客队伞头:
软格闪闪油糕猪肉菜

暖窑热炕好铺盖

你若不嫌我这秧歌队

年年享受你这好款待ꎮ
五、 转九曲

民间也称 “转灯”ꎬ 它属于宝塔区民间风俗性祭祀活动ꎬ 人们为的是求神保佑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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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驱逐邪魔ꎬ 消灾免难ꎬ 人畜平安ꎬ 五谷丰登ꎬ 安宁健康ꎬ 幸福美好ꎮ
转灯一般设在正月十五元宵之夜进行ꎬ 部分村庄也有固定日子ꎬ 如正月初五、 初

七、 初八、 十三等ꎬ 也有不少村庄在正月闹起秧歌后ꎬ 或来外村秧歌队进行慰问之时ꎬ
随便进行ꎬ 没有固定日期ꎮ

灯场一般设在平整、 宽敞、 避风、 路平且离村子较近的地方ꎮ 栽灯场时用高粱秆或

竹竿剪成长一米左右ꎬ 横、 竖各倒栽十九行ꎬ 共三百六十一把ꎬ 象征全年的天数ꎬ 杆间

相距一米ꎬ 再把顶上坐上泥ꎬ 然后安上用面捏或者用洋芋、 萝卜挖成的 “灯碗”ꎬ 碗内

倒上清油 (老麻油、 煤油)ꎬ 放上棉花捻子ꎬ 碗边罩上五色灯罩ꎬ 有时也用蜡烛或灯泡ꎮ
灯场栽好以后ꎬ 也正好形成一个四方城城图ꎬ 城内设有九个小城ꎬ 九个小城以金、 木、
水、 火、 土、 日、 月、 罗喉、 计都九个星宿象征九道门ꎬ 灯场的进、 出门上挽松柏枝、
插红旗、 贴对联、 挂红灯ꎬ 东、 西、 南、 北、 中贴五方贴ꎬ 它真是大城套小城ꎬ 小城连

大城ꎬ 复杂多变ꎬ 规模宏大ꎬ 五光十色ꎬ 盛况空前ꎮ 灯场栽好未点燃ꎬ 便有一对对刚结

婚或者结婚多年还没有小子 (男孩) 的夫妇们会提前来转此灯ꎬ 民俗称 “转黑灯”ꎬ 相

传转了此灯能生小子ꎮ
转九曲起场后ꎬ 按陕北风俗习惯ꎬ 首先要去祭庙ꎬ 俗称 “谒庙”ꎬ 谒庙完毕ꎬ 秧歌

队来到灯场ꎬ 伞头便用唱秧歌的形式在神堂前安神ꎬ 邀请先生读祭文ꎬ 背灯山ꎬ 围五方

风等ꎮ
背灯山秧歌

各位诸神请下凡ꎬ 奉请共同上灯山ꎬ
上灯山来把灯观ꎬ 再看人间把灯转ꎮ
银光灯山千万层ꎬ 照亮乾坤一片红ꎬ
灯碗好像一盘龙ꎬ 灯烟缭绕瑞气生ꎮ

围五方风秧歌

背摆灯山安了神ꎬ 再请会长仔细听ꎬ
打上灯笼前边行ꎬ 秧歌随后再围风ꎮ
一围东方甲乙木ꎬ 东方老爷来围风ꎬ
东升太阳一点红ꎬ 照在大地万物生ꎮ
二围南方丙丁火ꎬ 南方老爷来围风ꎬ
南方菩萨观世音ꎬ 救苦救难救普生ꎮ
三围西方庚辛金ꎬ 西方老爷来围风ꎬ
西方佛祖如来神ꎬ 治了真经送唐僧ꎮ
四围北方壬癸水ꎬ 北方老爷来围风ꎬ
北方玄武显灵神ꎬ 保佑人间常安生ꎮ
五围中方戊己土ꎬ 中方老爷来围风ꎬ
中方五帝并五方ꎬ 除灾免难救万民ꎮ
锣响鼓鸣烟雾腾ꎬ 风气婆婆你执政ꎬ
今晚不要放风尘ꎬ 保佑小人转花灯ꎮ

根据金、 木、 水、 火、 土和东、 西、 南、 北、 中及五方有关的自己编唱围风秧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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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头领着秧歌队在锣鼓家什的伴奏下唱一首进灯场秧歌ꎬ 先入城ꎬ 转灯开始ꎮ
进灯场秧歌

四方九曲一座城ꎬ 玉帝下令打开门ꎬ
手拿黄香游花城ꎬ 一切灾难全离身ꎮ

心想事成的男女老少ꎬ 手拿黄香ꎬ 拖儿带女依次进城ꎬ 此时个个如入仙境ꎬ 格外欢

悦ꎬ 共同游转期盼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ꎬ 五谷丰登ꎬ 身强体壮ꎬ 吉祥如意ꎮ 伞头每到

一座城都要唱一首求福求财、 消灾灭难之类的秧歌ꎬ 表达人们对神灵的一片虔诚和祈福

之心ꎬ 求神灵大显灵气ꎬ 保佑人们四季平安ꎮ
转九曲秧歌

秧歌转入一道城ꎬ 玉皇大帝来观灯ꎬ
低头细看民间情ꎬ 十分的灾星灭一分ꎮ
秧歌转入二道城ꎬ 关公二郎来观灯ꎬ
拿妖捉怪数它能ꎬ 十分的灾星灭二分ꎮ
秧歌转入三道城ꎬ 三圣母娘来观灯ꎬ
宝莲灯下除疾病ꎬ 十分的灾星灭三分ꎮ
秧歌转入四道城ꎬ 四海龙王来观灯ꎬ
冬雪春雨下得均ꎬ 十分的灾星灭四分ꎮ
秧歌转入五道城ꎬ 五帝五方来观灯ꎬ
金木水火土长生ꎬ 十分的灾星灭五分ꎮ
秧歌转入六道城ꎬ 南斗六郎来观灯ꎬ
保佑合舍万世盛ꎬ 十分的灾星灭六分ꎮ
秧歌转入七道城ꎬ 北斗七星来观灯ꎬ
永指乾坤不迷程ꎬ 十分的灾星灭七分ꎮ
秧歌转入八道城ꎬ 八洞神仙来观灯ꎬ
一生修行炼成真ꎬ 十分的灾星灭八分ꎮ
秧歌转入九道城ꎬ 九天玄女来观灯ꎬ
十分的灾星灭九分ꎬ 丢下一分带在空ꎮ

出九曲门秧歌

九曲城里十八弯ꎬ 男女老少把灯观ꎬ
观了花灯把病散ꎬ 年年月月保平安ꎮ

转罢灯出灯场后ꎬ 伞头又要用唱秧歌的形式ꎬ 来到神堂前进行送神ꎮ
随后人们开始端灯ꎬ 民俗也称 “偷” 灯ꎬ 端灯在默许的情况下进行ꎬ 每人端一两只

回家放在财神、 灶君前或者门楣上ꎬ 让没有转灯的人也能共享快乐ꎬ 确保平安ꎮ 民间有

端灯是端福之说ꎬ 也有端了绿灯生女子、 端了红灯生小子的传说ꎮ
六、 合龙口

合龙口的仪式一般是在窑洞拱形大功告成之时举行ꎮ 匠工先在窑面拱洞中间留一个

小口ꎬ 之后选定吉日合龙ꎬ 届时鸣炮声声ꎬ 一人手端一个大碗ꎬ 并将碗中的五谷 (糜、
谷、 麻、 麦、 豆)、 碎馍和碎糕等撒向四方ꎬ 同时唱合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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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龙口外添财ꎬ 窑里窑外喜气生ꎬ
天神地仙降福来ꎬ 一撒东方甲乙木ꎬ
二撒南方丙丁火ꎬ 三撒西方庚辛金ꎬ
四撒北方壬癸水ꎬ 五撒中方戊己土ꎮ

匠工无忌ꎬ 主家无忌ꎬ 天无忌ꎬ 地无忌ꎬ 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ꎬ 大吉大利ꎮ 掌线工

人身搭一块红布ꎬ 在龙口里放进五谷、 碎馍、 碎糕、 小肉块、 五色丝线、 五色石子ꎬ 还

有书本、 笔砚之物ꎬ 接着迅速把砖砌上ꎬ 并抹上石灰ꎬ 至此ꎬ 合龙口结束ꎮ 最后主人宴

请工匠及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ꎬ 并用礼品酬谢工人师傅ꎮ 人们在修楼封顶时ꎬ 也有

此俗ꎮ
七、 酒曲

划拳唱的曲子叫酒曲ꎮ 常见酒曲是: “一来我年轻ꎬ 二来我初出门 (哟噢) 门 (依
呀噢咧)ꎮ 三来我人生认不得一个人ꎬ 好像那孤雁落在那凤凰群 (依呀噢咧)ꎮ 展不开翅

膀放不开身ꎮ 叫亲朋ꎬ 你多担承ꎬ 担承我们年轻人初出一回门ꎮ” 又: “一垧高粱打八

斗ꎬ 高粱里边有烧酒ꎬ 清酒清来黄酒黄ꎬ 喝了四两又四两ꎬ 再喝四两也无妨ꎮ 酒坏君子

水坏路ꎬ 神仙出不了酒的够ꎮ” 对拳唱词: “月儿弯弯照九州ꎬ 什么人欢乐什么人愁? 什

么人离乡在外头? 什么人高楼上饮了好酒? 答唱: 月儿弯弯照九州ꎬ 穷欢乐来富忧愁ꎬ
关老爷离国走外头ꎬ 诸葛亮高楼上饮好酒ꎮ” 一般唱曲人敬酒ꎬ 或对方不喝情况下ꎬ 唱

酒曲ꎮ
八、 书匠

宝塔区农村习惯叫说书艺人为书匠ꎮ 陕北说书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

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ꎬ 吸收眉户、 秦腔及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 长

篇故事的说唱形式ꎮ 延安新书艺人第一代书匠韩启祥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自编自演革命斗争

内容的新书 «翻身记» «我给毛主席说书» 等ꎮ 第二代书匠张俊功、 解明生 (张俊功徒

弟)ꎬ ７０~９０ 年代为说书改革者ꎬ 由坐场改为走场ꎬ 一人改为多人ꎬ 自成一派ꎮ 解明生

１９９５ 年获全国第二届曲艺界牡丹奖ꎮ 第三代大多不是盲人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说书流

派较多ꎬ 除了走乡串户说书行艺外ꎬ 现逢庙会除许愿的神书外ꎬ 不少书匠在城内广场说

唱养家糊口ꎮ

第七节　 节庆习俗

一、 传统节庆

(一) 除夕

宝塔区民间称 “月尽”ꎬ 从腊月开始ꎬ 人们忙于做年茶饭、 置办年货ꎬ 年三十前一

两天扫窑拆洗被褥衣服ꎮ 大年早饭毕贴对联ꎬ 吊灯笼ꎬ 在大门、 住房、 窑内各神位贴对

联ꎮ 上午ꎬ 上坟意在给亡者送年饭ꎮ
黄昏ꎬ 打满水缸 (初一不挑水)ꎬ 儿童们穿新衣ꎬ 将河中冰块打来ꎬ 放在大门墩左

右ꎬ 象征来年招财进宝ꎬ 老人将破铧放在火中烧红ꎬ 浇上米醋ꎬ 到各房中去熏ꎬ 意即驱

除晦气ꎬ 求取吉利ꎬ 名曰 “打醋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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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灯时分ꎬ 在灶君、 门神前点香烧裱ꎬ 点灯摆献贡ꎬ 油灯一夜长鸣ꎬ 不能灭ꎬ 象征

家中人丁兴旺ꎬ 财源茂盛ꎮ 如 “月尽” 夜灯光昏暗ꎬ 或不长时间熄灭ꎬ 意即不祥之兆ꎮ
２１ 时许ꎬ 全家人吃 “年饭” 喝 “辞岁酒” 才是过年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过年的午夜

饭ꎬ 全家酸菜猪肉熬一锅ꎬ 白馍 (两面的) 黄馍 (两面的)ꎬ 油馍馍ꎬ 黄米饭ꎮ 到 ２０００
年ꎬ 家家炒七八个菜ꎬ 非常丰盛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不少人在城里订酒店吃年夜饭ꎮ 全家

人一起吃年饭ꎬ 不能分开ꎬ 食品以当晚吃不完为好ꎬ 意 “年晚锅不空ꎬ 来年更丰收”ꎮ
饭后ꎬ 大人、 小孩尽兴玩耍ꎬ 通宵不眠ꎬ 谓之熬夜ꎮ 讲究 “鸡不叫ꎬ 狗不咬”ꎬ 平静最

吉ꎬ 不能说不吉利的话ꎬ 忌说 “死呀活呀” 之语ꎮ “月尽” 夜不能扫地ꎬ 怕将福扫掉ꎮ
不能串门ꎬ 据说 “月尽” 夜孤魂恶鬼无人管到处游荡ꎮ ９０ 年代后期ꎬ 有些习俗逐渐转

衰ꎬ 不复存在ꎬ 有些依旧如故ꎮ
(二) 正月初一

也叫元日ꎬ 这一天宝塔区人讲究吃饺子ꎬ 在饺子中包着硬币ꎬ 谁吃到包钱的饺子ꎬ
谁在新的一年内有钱花ꎬ 发大财ꎮ 同时晚辈向长辈拜年ꎬ 长辈要给晚辈红包ꎮ 但只是家

人ꎬ 因为宝塔区人讲究 “初一不出门ꎬ 初二、 初三拜家亲 (指叔叔舅舅辈) ”ꎮ
(三) 正月初五

民间俗称 “破五”ꎬ 黎明倒垃圾ꎬ 名曰 “送穷神”ꎬ 是曰饱食ꎬ 谓之 “填五穷”ꎮ 这

天ꎬ 妇女不能出门走亲戚ꎬ 也不能做针线ꎬ 不准用生米下锅ꎮ 过了这天就不再忌讳ꎬ 故

称作 “破五”ꎮ
(四) 正月初六

俗称 “过小年”ꎬ 仅次于大年三十ꎬ 据说除夕是给鬼过年ꎬ 正月初六才是人的年ꎬ
晚上挂灯笼ꎬ 点长明灯ꎮ

(五) 正月十五

又称 “元宵节”ꎬ “元宵” 作为食品ꎬ 起源于宋代ꎬ 最早叫 “游元子”ꎬ 后称 “元
宵”ꎬ 生意人美其名曰 “元宝”ꎮ 宝塔区的 “元宵” 不像古人一样包着ꎬ 而是在糯米粉

中 “滚” 成的ꎬ 或煮或油炸ꎬ 热热火火ꎬ 团团圆圆ꎮ 这一天城乡多有闹秧歌、 社火等活

动ꎬ 晚上 “转九曲”、 放烟花等ꎮ
(六) 正月十六

俗称 “燎百病”ꎮ 这天晚上等天黑时ꎬ 人们在院子里放些干柴点燃ꎬ 民间叫这天是

“人火”ꎬ 大人抱着小孩跳来跳去ꎬ 如果家里有人出门不在ꎬ 要把衣物、 被子、 枕头抱出

来跳一跳ꎬ 燎一燎ꎮ 意为把应有的病都在火上燎得一干二净ꎬ 在新的一年里没有任何灾

难、 病害ꎬ 平平安安ꎮ 还有把白馍在火上烧一下ꎬ 人吃了后不害病生疮ꎬ 次日有经验的

老人拨拉ꎬ 看有什么五谷粒ꎬ 有什么预兆则今年什么丰收ꎮ
(七) 正月二十三

俗称老君爷诞辰祭日ꎬ 这天晚上人们在院中燃起火堆 (不能跳) 向老君要粮食ꎬ 祈

求大囤子圪堆小囤子满ꎮ 事后夹几根烧红的火柴梗送至殓畔ꎮ
(八) 二月二

俗称 “龙抬头”ꎬ “龙抬头” 传说不一ꎬ 实则是ꎬ 二月二是惊蛰前后ꎬ 天气一天天暖

和ꎬ 冬眠的虫类开始苏醒ꎬ 这些毒虫 (小蛇叫小龙) 出来对人体、 庄稼都不利ꎬ 所以宝

８７９



塔区有些乡镇是夜用柠条捣成火把ꎬ 举行火把游行ꎬ 是为熏毒虫ꎮ 二月二男子剃头ꎬ 妇

女拔面部黄毛ꎬ 以示全年无灾ꎮ
(九) 清明节

清明节是中国的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ꎬ 早在唐代ꎬ 清明就已成为法定节日ꎬ 据 «梦粱

录» 记载: 在古代每到清明这天ꎬ 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ꎬ 都会去上坟ꎬ 扫墓祭祖ꎮ
现在ꎬ 清明节也是法定节日ꎮ 宝塔区人更把这一天上坟扫墓看得尤其重要ꎬ 上坟人来人往ꎬ
家家皆于此日上坟扫墓ꎮ 即使在遥远的千里之外ꎬ 也要朝老人的坟墓方向ꎬ 跪地划圈烧纸ꎮ

(十) 寒食节

清明前一天为 “寒食节”ꎮ 民间传说ꎬ 寒食这天是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纪念忠贞之

士介子推被焚死绵山之日ꎬ 人们不忍生火ꎬ 吃冷食ꎬ 因名 “寒食节”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宝塔区还有此习俗ꎬ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此习俗逐步转衰ꎬ 只重视清明节ꎮ

(十一) 四月八

农历四月八ꎬ 俗称 “子孙圣母娘娘诞辰”ꎮ 宝塔区的清凉山ꎬ “太和山道观” 每年有

大庙会ꎬ 相传至今ꎮ
(十二) 五月五

农历五月五ꎬ 俗称 “端午节”ꎬ 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大夫、 诗人屈原投江自尽的纪

念日ꎮ 宝塔区风俗ꎬ 这天有吃粽子习惯ꎬ 也有 “吃端午粽ꎬ 一夏不生病” 之说ꎮ 民间传

说这天一大早不见太阳的艾蒿ꎬ 阴干后ꎬ 可熏蚊子ꎬ 胜蚊香十倍ꎮ 小孩子手足系五色

线ꎬ 名曰 “长命丝”ꎬ 能驱灾避邪ꎬ 但雷声一响ꎬ 必须剪掉ꎬ 否则雷公发怒ꎬ 降祸于人ꎮ
(十三) 六月六

农历六月初六晒龙袍的习俗ꎬ 由宋代沿袭至今ꎬ 俗称 “晒衣节”ꎮ 这一天人们常把

贵重的衣物、 书箱拿出来晾晒ꎬ 据说这天晒过的东西整个秋天都不生虫ꎮ 区内有 “六月

六ꎬ 新麦子馍馍炖羊肉” 之谚ꎮ
(十四) 七月七

俗称 “乞巧节”ꎬ 也叫 “七夕”ꎮ 传说这一天喜鹊搭桥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日ꎬ 故称

“情人节”ꎮ 宝塔区人把这天叫雨行日子ꎬ 说牛郎、 织女每年都相会一次ꎬ 抱头痛哭ꎬ 因

此要下雨ꎮ
(十五)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ꎮ 秋季正中ꎬ 故称 “中秋”ꎬ 是传统的大节日ꎬ 现已规定为法定假日ꎬ
久出的家人这天都赶回家中欢聚ꎬ 所以又称 “团圆节”ꎮ 旧有中秋节之夜拜月、 赏月之

俗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家家购买月饼、 梨、 果之类ꎬ 意为这一天一定要吃圆的东

西ꎬ 有 “团团圆圆” 之说ꎮ
(十六) 九月九

九月九为重阳节ꎬ 又称 “老人节”ꎬ 俗称 “九月九”ꎬ 宝塔区人对此节虽没有其他节

那么重视ꎬ 但尚在流行过此节ꎬ 农家有 “九月九家家有” 之说ꎬ 是说ꎬ 九月九秋收季节

已到ꎬ 农民又有了粮食ꎮ
(十七) 十月初一

农历十月初一ꎬ 俗称 “鬼节”ꎮ 是为纪念孟姜女千里为夫送寒衣的习俗ꎮ 宝塔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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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清明节” “十月初一送寒衣” 这两个上坟扫墓的节日看得非常重要ꎬ 每到这一天ꎬ
人们用彩纸剪做衣帽、 纸箱、 纸牛马一齐焚烧于墓前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市场购买各种成

品纸衣物等ꎬ 人们都有上坟给死者送寒衣ꎬ 即使出门在外的人ꎬ 也要朝坟墓方向焚烧纸

衣ꎬ 表示送给死者ꎮ
(十八) 腊月初八

农历十二月初八ꎬ 俗称 “腊八节”ꎮ 此俗源于佛教ꎮ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这一天成

道ꎬ 因此ꎬ 寺院每逢这天煮粥供佛ꎬ 佛门弟子举行庄严的诵经法会ꎬ 以各种干果杂粮熬

成粥供佛和施舍给善男信女ꎬ 称 “佛粥” 或 “腊八粥”ꎮ 后这一习俗流传到民间ꎮ 此节

在宝塔区盛行ꎮ 这天人们用各种米豆等熬粥ꎬ 称作 “腊八饭”ꎮ 民间流传着 “吃了腊八

饭ꎬ 赶紧把年货办” 之说ꎮ
(十九) 腊月二十三

此俗称 “送灶神”ꎮ 宝塔区人现仍过此节ꎬ 傍晚献糖饼于灶君前ꎬ 并写上一副对联:
“上天言好事ꎬ 回宫降吉祥”ꎮ 在院内放炮、 打火欢送旧灶君回天ꎮ

二、 新节日 (公历)
１ 月 １ 日ꎬ 元旦ꎮ
３ 月 ５ 日ꎬ 雷锋纪念日ꎻ ３ 月 ８ 日ꎬ 国际妇女节ꎻ ３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植树节ꎻ ３ 月 １４

日ꎬ 国际警察日ꎻ ３ 月 １５ 日ꎬ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ꎻ ３ 月 ２２ 日ꎬ 世界水日ꎮ
５ 月 １ 日ꎬ 国际劳动节ꎻ ５ 月 ４ 日ꎬ 中国青年节ꎻ ５ 月 １２ 日ꎬ 国际护士节ꎻ ５ 月第二

个星期日ꎬ 母亲节ꎻ ５ 月 １９ 日ꎬ 全国助残日ꎮ
６ 月 １ 日ꎬ 国际六一儿童节ꎻ ６ 月 １１ 日ꎬ 中国人口日ꎻ ６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ꎬ 父亲

节ꎻ ６ 月 ２６ 日ꎬ 国际禁毒日ꎮ
７ 月 １ 日ꎬ 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ꎻ ７ 月 ７ 日ꎬ 抗日战争纪念日ꎮ
８ 月 １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日ꎮ
９ 月 ３ 日ꎬ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ꎻ ９ 月 １０ 日ꎬ 中国教师节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ꎻ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辛亥革命纪念日ꎻ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世界粮食日ꎮ
１１ 月 ８ 日ꎬ 中国记者节ꎮ
１２ 月 ３ 日ꎬ 世界残疾人日ꎻ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西安事变纪念日ꎻ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 南京大屠

杀纪念日ꎮ

第八节　 传统美德

一、 远亲近邻

俗语说 “远亲不如近邻”ꎬ 只要是邻居ꎬ 不论来自山南海北ꎬ 遇节日吃稀罕饭食ꎬ
都要互相端送ꎮ 邻里之间小孩不许叫大人名字ꎬ 发生吵嘴骂架ꎬ 各管自己孩子ꎮ 农忙时

节ꎬ 有空闲的老人就会成为几家邻居的义务保姆ꎮ 邻居之间谁家遇上红白喜事ꎬ 或有什

么困难ꎬ 周围邻居都互相帮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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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风

宝塔家风是传承千年的文化传统ꎮ 诚实守信、 乐于助人、 百善孝为先ꎮ 父母以身作

则ꎬ 勤奋、 孝顺ꎬ 形成无言的家教ꎬ 有些父母买两份东西ꎬ 一份给爷爷ꎬ 一份给孩子ꎬ
无言的教会小辈做一个有孝心的人ꎻ 节衣缩食ꎬ 在生活困难的年代ꎬ 衣服破了缝缝补

补ꎬ 生活富裕了都穿戴朴素ꎮ 父母教育孩子不许吃饭掉饭粒、 碗里剩饭ꎮ 邻居之间ꎬ 春

节买礼品互赠ꎮ 带上子女看望老人ꎬ 言传身教ꎮ 上坟给老人烧纸带上小辈ꎬ 养成良好的

祭祀习惯ꎻ 区内人自古老实本分ꎬ 吃苦耐劳ꎬ 做人孝、 工作勤、 生活俭、 作风廉ꎮ 父母

教育子女ꎬ 妻子提醒丈夫ꎬ 丈夫引导妻子ꎮ 宝塔区文明办每年在城乡开展五好文明家

庭、 敬老养老好儿女、 好儿媳活动ꎮ
三、 祝寿

是宝塔区人们素有的传统美德ꎬ 老人到 ６０ 岁ꎬ 子女及家人要为之贺寿ꎮ 这一习俗ꎬ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ꎬ 毛泽东住在枣园ꎬ 有一年正月请来 ２４ 位 ６０ 岁的老人ꎬ 在他的住处

为他们贺寿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宝塔区人为老人祝寿时ꎬ 让老人穿上新衣裳ꎬ 坐在炕头ꎬ
儿女们给老人敬酒并说些健康长寿的吉言ꎬ 之后全家人美餐一顿ꎮ ２０１０ 年后ꎬ 逢老人八

九十或一百岁大寿ꎬ 农村人在家举行ꎬ 城里人在酒店举行隆重的仪式ꎮ 在唢呐声中ꎬ 父

(母) 在儿女们的簇拥下入场ꎬ 穿寿衣ꎬ 戴寿帽ꎬ 坐在上座之上ꎮ 儿女及主要亲属按亲

属远近、 辈分大小ꎬ 跪于堂前ꎬ 三叩九拜ꎬ 儿女及孙子辈为老人献礼包 (钱)ꎬ 长子上

台讲话ꎬ 奏乐ꎬ 放礼炮ꎬ 摆宴ꎬ 歌手唱祝寿歌ꎮ
四、 帮贫扶困

历来是人们的传统美德ꎮ 解放初年ꎬ 由于农村广种薄收ꎬ 加之常年干旱少雨有些户

揭不开锅ꎬ 村民们你三升、 他五升帮助困难户度过饥荒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农村有不

少娃娃考上大学时ꎬ 上不起学ꎬ 左邻右舍及朋友你五十他一百来资助ꎮ
五、 帮工换工

亦是自古就有的交往美德ꎮ 农忙季节ꎬ 若遇干活人手不够ꎬ 相互帮助ꎬ 相传至今ꎬ
你给他干两天ꎬ 他给你干两天ꎬ 叫换工ꎮ 有谁家修建房屋ꎬ 村里人无偿给干几天叫

帮工ꎮ
六、 善举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农村有重病人或老人快要去世时ꎬ 一般各家各户去看望ꎮ 百善孝

为先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ꎬ 也是宝塔区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ꎮ 老人有病卧床

不起ꎬ 儿女们端屎倒尿ꎬ 父辈们言传身教影响子女ꎮ 遇到一些场合ꎬ 或家里吃饭时ꎬ 第

一碗饭双手端给长辈ꎬ 晚辈才能动手吃饭ꎬ 人称有教门ꎮ 逢祭日上坟烧纸ꎬ 父辈们带上

子女ꎬ 让其养成活着孝顺、 死后要祭奠的好习惯ꎮ
七、 写家谱

国有国史ꎬ 县有县志ꎬ 村有村编ꎬ 家有家谱ꎮ 编写家谱ꎬ 又称 “立家之谱”ꎮ 它是

一个家族的大事ꎬ 是一个家族珍贵的历史沉淀和真实写照ꎮ
编写家谱首先要成立家谱编纂机构ꎬ 由族内德高望重的中老年及有一定文化的人员

负责编写的整个过程ꎬ 如筹集费用、 收集资料中要组织人员分头至本族各门头进行调查

了解ꎬ 包括祖先源流、 世代子辈、 家庭关系等ꎬ 并要详细考查ꎬ 反复论证ꎬ 如实记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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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家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ꎮ 旧的家谱记载某一姓氏家族的世系繁衍及人口变化 (女性

除外ꎬ 媳妇只有姓氏ꎬ 没有名字)ꎮ
在 “文化大革命” 中ꎬ 家谱被列入 “四旧” 禁止编写ꎬ 已编写的绝大部分被清除销

毁ꎬ 所保存下来的也寥寥无几ꎮ 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ꎬ 在原有的基础

上ꎬ 家谱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ꎬ 如整个家庭的历史沿革、 居地迁移、 婚姻状况、 家庭纪

实、 人物传略、 人口变化ꎬ 并把女儿也编入此册ꎬ 肯定了女儿与男儿在家族中享有的平

等地位ꎬ 内容健康ꎬ 符合时代节奏ꎬ 是一本完整的家族文史资料ꎮ

第九节　 民间吉凶兆俗

喜鹊报喜　 喜鹊在屋前树枝上叫ꎬ 特别是双日ꎬ 人们认为有喜事临头ꎮ
猫头鹰叫　 被人们视为 “报丧”ꎬ 是死人的前兆ꎮ
狐狸叫　 听到狐狸嚎叫ꎬ 人们认为是有不幸的事要发生ꎬ 俗语有奇 (磁怪子) 叫

老ꎬ 猫头鹰叫小ꎬ 狐子叫的花大嫂ꎮ
乌鸦叫　 人们听到乌鸦叫声认为要发生祸灾ꎬ 鸟屎落身认为祸灾临头ꎮ 特别是正月

初一、 初六、 十五ꎬ 清明节ꎬ 端午节ꎬ 七月十五ꎬ 过年遇之ꎬ 人们更加惊恐不安ꎬ 全家

担忧ꎬ 有时还要请人禳解ꎮ
狗夜嚎叫　 狗在夜间有一种特异的怪声ꎬ 人们认为是狗看到鬼魂ꎬ 意即要发生人死

财灭及面临争讼等祸灾事ꎮ
猪乱跑　 俗谚 “快如兔ꎬ 慢如猪”ꎬ 有时猪乱跑蛮奔ꎬ 赶不进圈ꎬ 人们认为主家要

有祸事发生ꎬ 忧心忡忡ꎮ
母鸡打鸣　 母鸡打鸣ꎬ 家有不宁ꎮ 公鸡叫鸣、 母鸡下蛋天经地义ꎬ 母鸡有时因变态

引起报晨ꎬ 人们认为主家有重大祸事发生ꎬ 会把鸡卖掉或杀掉ꎮ
蛇交兆灾　 看见雌雄蛇交配ꎬ 人们认为有大祸灾将要降于身ꎬ 有时人们脱一件衣服

抛盖进行禳解ꎬ 以便消灾免难ꎮ
火笑客到　 人们在烧火做饭时ꎬ 有时火会发出啪啪的响声ꎬ 俗称 “火笑”ꎬ 人们认

为家中将要来客ꎮ 另外ꎬ 抹布掉地ꎬ 也意为是来客之兆ꎮ
握筷子　 人们在吃饭时筷子提的远意为娶媳妇和找女婿的路程远ꎬ 反之路程近ꎮ
眼跳　 左眼跳钱ꎬ 右眼跳拳ꎬ 人们认为左眼跳ꎬ 在近日要发财来钱ꎬ 右眼跳会和他

人争斗挨打ꎮ
打喷嚏　 有人在背后责骂或有亲人在思念ꎮ 俗语有 “一骂二念三风发 (感冒) 四吃

好的五挨揍” 之说ꎮ

第十节　 禁忌习俗

宝塔区的禁忌甚多甚广ꎬ 随着两个文明的不断发展ꎬ 有的信仰慢慢破除ꎬ 有的还被

纳入文明礼貌行列ꎬ 继续沿用ꎮ
忌筷子击空碗　 因行乞者常以打板的形式向人讨食ꎬ 所以人们吃饭时忌用筷子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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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ꎮ 今多视为不文明行为ꎬ 特别是集体场合下会使人讨厌ꎮ
忌两人在一个盆中洗脸　 意即两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要发生打架、 拌嘴ꎮ
忌伏中或正月理发　 伏中理发意即老人在伏中亡故ꎬ 因天气炎热ꎬ 无法存尸来不及

操办丧事ꎮ 正月理发意即死舅舅ꎮ
忌拾帽、 烟锅杆　 意即拾到愁帽和气囱ꎬ 在今后会遇到烦恼或惆怅事ꎬ 更会受闲

气ꎬ 均不吉利ꎮ
宜拾带　 意即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ꎬ 俗语有 “拾根带ꎬ 十年快”ꎮ
忌空桶往窑中担　 意即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落空ꎬ 不能成功和实现ꎮ
忌山里送饭送拌疙瘩　 意即要下冰雹ꎮ
忌窑内柴往外抱　 意即家中财源不聚ꎬ 要外流ꎮ
忌 “黑年” 结婚　 宝塔区人把立春叫 “打春”ꎬ 它大多在每年正月期间ꎬ 因农历每

隔几年有一个闰月ꎬ 这一年就成了十三个月ꎬ 这样一来立春的日子就在闰年的腊月ꎬ 而

下一年就没有立春了ꎬ 民间把这一年叫 “黑年”ꎬ 结婚不利于繁衍后代ꎬ 所以忌在这一

年结婚ꎮ
忌女人内衣在院当中晾　 女人内衣在院当中晾是一种不文明的事ꎬ 民间认为对家宅

不利ꎬ 有时会受到来人的讥骂ꎬ 说这个人没教养ꎮ
忌院栽桑树、 柳树　 “桑” 与 “丧” 谐音ꎬ 院内栽桑树不吉利ꎬ 门前栽柳树ꎬ 死儿

当寡妇ꎮ
忌夫妻在丈人家同房过夜　 民间认为夫妇在丈人家同宿过夜会给此家带来不吉利之

事ꎬ 因儿女结婚是他家人了ꎬ 民间有 “女婿上床ꎬ 家破人亡” 之谚ꎬ 如果有事ꎬ 真正要

在丈人家度夜ꎬ 夫妻二人应该分开住宿ꎮ
忌朝向日、 月、 庙宇、 坟墓撒尿　 因为此地都有神灵、 鬼魂ꎬ 撒尿会受到神灵的见

怪ꎬ 带来不吉之事ꎮ
忌摸人家头和解人家头上的帽子和手巾　 意即对他人不尊重ꎬ 没有礼貌ꎮ

第十一节　 其他习俗

一、 妇女有关习俗

在宝塔区ꎬ 男主外、 女主内的习俗根深蒂固ꎮ “养儿抱蛋ꎬ 缝新补烂ꎬ 烧火做饭ꎬ
门户照看”ꎮ 解放初年ꎬ 女子稍大ꎬ 母亲训练她转锅台 (做饭、 洗碗)、 做针线 (缝衣、
绣花、 做鞋)、 干家务 (推磨、 滚碾子、 洗衣、 喂猪、 收拾家里)ꎬ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此俗有

很大改变ꎬ 男人做饭是常事ꎬ 女孩子不用转锅台ꎬ 而是以上学为主ꎮ
女人在怀孕后出现呕吐、 择食等妊娠反应ꎬ 叫 “害娃娃”ꎬ 人们根据 “酸儿辣女ꎬ

儿勤女懒ꎬ 儿愁女喜” 的老经验ꎬ 预测是男还是女ꎬ 怀孕期不能迎迎送送、 不进新房、
不进羊圈、 不上坟ꎮ 在吃喝方面ꎬ 不吃大牲畜肉ꎬ 吃了会怀的月份长ꎬ 不吃兔肉ꎬ 吃了

生个 “豁唇唇”ꎮ 女人怀孕后ꎬ 丈夫忽然死了ꎬ 这样生下的娃娃叫 “墓生生”ꎮ 在月子里

产妇不能出门槛ꎬ 偶尔走出怀里要揣点食物ꎬ 回窑前咬一口ꎬ 忌把奶水丢在外边ꎮ 女娃

娃一结婚再也不叫她的名字了ꎬ 丈夫称 “家里的ꎬ 窑里的”ꎬ 村里人称 “某某家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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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家婆姨”ꎮ 婆姨又称丈夫是 “我家掌柜的” 或 “我家受苦的”ꎬ 生下娃娃也叫 “娃
他大”ꎬ 丈夫称妻子是 “婆姨” “窑里的”ꎬ 生下娃娃的叫 “娃他妈”ꎮ 夫妻之间从不喊

姓叫名ꎬ 总是一个 “哎”ꎮ 总之ꎬ 妇女风俗甚多ꎬ 有的已不存在ꎬ 但农村尚在流行ꎮ
二、 姓氏与起名习俗

区内姓氏复杂ꎬ 大约有二百种ꎮ 姓氏一般都世代不变ꎬ 但有极少数人ꎬ 因从小寄养

他人扶养ꎬ 或长大后在他乡招婿ꎬ 或站年汉 (男人娶不起老婆时ꎬ 在岳父家干二三年活

后ꎬ 才将女儿嫁给他)ꎬ 但有的又在原名字中加原来的姓氏ꎬ 比如姓张的人在姓李的门

上招婿ꎬ 也叫张✕李ꎬ 或张李✕ꎬ 这种情况在民间叫半卖姓ꎬ 如果在姓名中不加原姓的

叫全卖姓ꎮ
关于人的名字ꎬ 有乳名 (小名) 和官名 (大名)ꎬ 民间有 “人有名字马有号ꎬ 小名

依留娘老子叫” 之说ꎬ 所以ꎬ 乳名由父母起ꎮ 在生活困苦的年代里ꎬ 婴儿成活率低ꎬ 为

了让孩子健康成长ꎬ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有较深的含义ꎮ 狗狗、 毛毛、 铁锤、 铁牛、 全

喜、 如意、 拴定、 保住、 解放、 国庆、 胜利等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ꎬ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文化

水平的提高ꎬ 人们在起乳名时普遍也时兴起来了ꎬ 大部分用双音节的乳名ꎬ 如艳艳、 芳

芳、 婷婷、 磊磊、 星星、 苗苗等ꎮ 更有一部分人也作官名而用ꎮ 在起官名时ꎬ 比较慎重

认真ꎬ 一般请有文化的人代起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ꎬ 有些人专门设有起名公司给孩子起名ꎬ
有的用电脑软件给孩子取名字ꎮ

除了以上名字外ꎬ 人们还根据某人的性格长相及生理缺陷等原因起些绰号ꎬ 如母老

虎、 十里红、 文人、 老牛筋、 十三能、 大花鞋、 村盖则等ꎬ 令人听见其名ꎬ 如见其人ꎮ
三、 赶庙会习俗

宝塔区自然条件恶劣ꎬ 天灾人祸时有发生ꎬ 老百姓崇拜并相信超自然神灵ꎬ 在各地

建起大大小小的庙宇 ２５８ 处ꎬ 有玉帝庙、 佛祖庙、 观音庙、 老爷庙、 娘娘庙、 财神庙、
龙王庙、 山神庙等ꎬ 其中固定搞庙会的有 ７９ 处ꎬ 区宗教局登记的有 １２ 处ꎮ 农历四月初

八延安太和山有庙会ꎬ 庙会这天ꎬ 山上唱神戏ꎬ 天不明上山路口有人卖香纸、 上山求儿

还愿者甚多ꎬ 有的给神挂匾ꎬ 有的抱着老公鸡给小孩过关ꎬ 有的请书匠说书还口愿上布

施ꎬ 有的抽签打卦问吉凶ꎬ 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ꎮ

第四章　 居民生活

第一节　 生活状况

宝塔区自然条件差ꎬ 历史上人民生活比较艰苦ꎬ １９８４ 年ꎬ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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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ꎬ 衣着多以化纤衣料为主ꎬ 色彩、 款式较多ꎬ

农村不少家庭告别了土窑洞ꎬ 进入砖石窑ꎮ 城里多居石窑、 平房ꎬ 部分家庭住楼房ꎮ
“三转一响” (缝纫机、 自行车、 手表、 录音机) 走进普通老百姓家庭ꎬ 自行车是出行的

主要工具ꎮ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 年ꎬ 农民收入增长ꎬ １９９１ 年人均纯收入 ４４９ 元ꎬ 到 ２０００ 年人均

纯收入 １４８６ 元ꎮ 城市职工由 １９９１ 年的年人均收入 １９３４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１８５ 元ꎮ 人

民生活由吃饱转变为吃好ꎬ 以大米、 白面为主ꎬ 杂粮为辅ꎮ 衣着色彩多样ꎬ 款式时尚ꎬ
农村居住以石窑、 砖窑为主ꎬ 个别住平房ꎬ 城里多居楼房ꎮ 电器化、 大型家具进入寻常

百姓家ꎮ 出行的自行车被摩托所代替ꎬ 小轿车进入了个别家庭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ꎬ 区内农民不再以种粮为主ꎬ 转为大棚、 林

果、 养殖业ꎮ 农村不少村庄油田开发ꎬ 增加收入ꎮ 城市个体商户出现百万富翁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居民收入不断增加ꎬ 有几句顺口溜就能反映人民在家用方面

的巨大变化ꎬ 即 “低层高层住楼房ꎬ 客房卧房有书房ꎻ 冰箱空调洗衣机ꎬ 高档沙发有茶

几ꎻ 液晶电视 ＤＶＤꎬ 三金身上都戴齐ꎻ 笔记本电脑太阳热水器ꎬ 高档手机苹果机ꎻ 各种

小车带司机ꎬ 出行旅游坐飞机”ꎮ

第二节　 生活习俗

一、 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市内大多人穿布鞋ꎬ 有方口鞋、 圆口鞋、 松紧口鞋、 补口鞋、 深口

鞋、 浅口鞋ꎬ 姑娘订婚要给新女婿送一双 “稳根鞋”ꎻ 大裆裤、 长襟式袄、 小孩的开裆裤、
男人头上的羊肚子手巾等老式衣服退出历史舞台ꎻ 各种高级衣料琳琅满目ꎬ 高雅时尚ꎬ 各

式各样的西装、 夹克、 牛仔裤、 健美衣、 蝙蝠衫、 连衣裙、 光丝袜、 高跟鞋等等ꎬ 倍受青

年男女的喜爱ꎬ 讲究穿戴之越来越多ꎮ 不仅城市如此ꎬ 即使农村人ꎬ 同样穿着入时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人们穿皮鞋、 胶鞋、 老北京布鞋ꎬ 手工布鞋基本被淘汰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人的服饰也在变化ꎬ 人们的穿着随 “时髦” “赶流行”ꎮ 夏天ꎬ 男子短裤、 背心、
长裤、 衬衫、 Ｔ 恤ꎬ 女子裙子、 裤子、 旗袍、 脚穿高跟皮凉鞋ꎮ 年龄稍大的人依照传统

服饰ꎬ 上面穿半褂ꎬ 下则穿长裤ꎮ 春秋两季二八月ꎬ 男子西装革履ꎬ 女人皮衣靴裤ꎮ 冬

天各种保暖衣、 防寒大衣、 风雪衣ꎮ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白等各式各样的服装ꎬ
令人称赞ꎬ 完全取代棉衣棉裤ꎬ 人们的穿戴不再是自己缝制ꎬ 都是从商场所购ꎮ

二、 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宝塔区人主食以小米、 黄米、 玉米、 荞面、 两面馍馍为主ꎬ 农村

一日三餐ꎬ 早饭小米粥和菜饭、 窝头、 玉米馍ꎬ 午饭捞饭、 玉米饭、 酸菜和面ꎬ 晚上红

薯、 洋芋ꎮ 城市工薪人员、 居民也为三餐ꎬ 早餐油条、 包子、 稀饭、 馒头、 小菜ꎬ 午餐

面条、 炒菜、 馒头ꎬ 晚上稀饭ꎮ 民俗有 “瓜茄葫芦不算田ꎬ 前前后后吃半年”ꎮ
１９９９ 年后ꎬ 境内实行退耕还林ꎬ 农民生活水平由吃饱变为吃好ꎮ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ꎬ 国

家连续三年发放退耕粮补 (麦子、 玉米、 面粉)ꎬ ２００１ 年后粮补改为现金ꎬ 一年一发ꎮ
２０００ 年前ꎬ 以冬季腌白菜为主ꎬ 进入 ２０００ 年ꎬ 农村大多人菜食由一锅烩变为碟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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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鱼、 猪、 羊肉进入寻常家庭ꎬ 白面、 大米顿顿有ꎮ 城市居民一日三餐中ꎬ 午饭有菜

有汤ꎮ ２００５ 年后各地建起大棚蔬菜ꎬ 新鲜副食长年不断ꎮ
２０１０ 年后ꎬ 城乡居民饮食生活改善ꎬ 主食没有大变化ꎬ 馒头、 米饭、 面条、 饸饹仍

为主食ꎬ 菜肴注重营养ꎬ 注重绿色食品ꎮ 火锅、 农家乐、 土产品等倍受人们称赞ꎮ 宝塔

区人的特色饮食有: 猪的骨头ꎬ 羊的髓ꎬ 炖羊肉、 小炒猪肉、 羊杂碎、 猪肉翘板粉ꎻ 面

食类的揪面片、 杂面、 荞面圪坨 (俗语荞面圪坨羊腥汤ꎬ 死死活活相跟上)ꎻ 其他类的

鸡蛋烙饼、 油糕、 枣糕、 摊黄、 黄馍馍、 油馍馍、 麻汤饭、 焖饭、 黄米捞饭、 谷米干

饭、 软米瓜饭、 肉丁饭ꎬ 清油调苦菜ꎬ 和红薯、 炸鸡蛋、 炒鸡蛋、 煮玉米、 熬瓜汤等ꎮ
三、 住

窑洞是宝塔区人居住的一种普遍方式ꎬ 它伴随着人们生生不息、 代代相沿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城市居民居住楼房、 平板房ꎮ 农村多居住的窑洞有土窑、 石窑、 砖窑和结口窑

之分ꎮ 土窑最早ꎬ 多依山就势ꎬ 利用地形ꎬ 选择土质较好之处 (如胶土、 红胶土的土崖

土坡为宜)ꎬ 削平崖面ꎬ 挖一个拱形洞而成ꎬ 这种窑洞省工省料ꎮ 为了使窑面更加坚实

美观ꎬ 用砖或石头砌面ꎬ 人们称之为 “接口窑”ꎮ 接口窑是为了加固土窑的牢固性ꎬ 在

窑口上接一米左右的石口或砖口ꎮ 接石口的面有锤子活、 皮条活、 细面活ꎻ 土窑、 石

窑、 砖窑ꎬ 数量多为三孔或五孔为一线ꎬ 窑高一般一丈零五寸ꎬ 宽一丈零二寸ꎬ 窗深一

般二丈到三丈ꎮ 窑掌盘土炕的叫 “掌炕”ꎬ 在门口一进去盘炕的叫 “窗炕”ꎮ 炕是一个长

方体ꎬ 宽一般一丈左右ꎬ 深六尺二ꎬ 高二尺多ꎬ 炕内砌二至三条炕道ꎬ 炕道上铺上石

板ꎬ 用黄土加麦叶泥平即可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ꎬ 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更方便ꎬ 渐由高山向较平坦的地方移居ꎬ 用

纯石块和砖块修筑起大量的石窑或砖窑洞ꎬ 背靠崖的叫 “三明一暗”ꎬ 平地筑成的叫

“四明头”ꎬ 形成一层层、 一排排的窑洞群ꎮ 窑洞宽敞明亮ꎬ 特点是冬暖夏凉春秋温ꎬ 七

八天不烧火ꎬ 人也不会感冒ꎬ 寒冬腊月ꎬ 三五天不烧火ꎬ 窑洞依然有一股温暖的感觉ꎮ
窑洞的门窗做工精细ꎬ 窗格多做成各种图案ꎬ 丰富多彩ꎮ 用石板磨平、 磨细的案板与锅

台相连ꎬ 专为擀面而用ꎮ 灶火与炕相通ꎬ 冬天可以取暖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人们在住房方面大有改善ꎮ 城镇房地产

业迅速发展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 年城区建设各类住房 ３１４４３ 套ꎬ 依山坡修筑不少平房、 窑洞、
二三层小楼房ꎮ 城郊桥沟、 柳林、 万花山、 枣园、 河庄坪乡镇靠近城周边的村开发商征

用土地后ꎬ 户均分到一两套楼房ꎮ 偏远乡镇居民大多告别了土窑、 接口窑ꎬ 修起平房ꎮ
新农村建设一色的窑洞ꎬ 一色的围墙ꎬ 一色的楼门显出农家新气象ꎮ 石窑、 砖窑、 楼房

安上钢、 铝合金门框并装有玻璃ꎬ 铺上瓷砖ꎬ 贴上壁纸ꎬ 安上吊灯、 暖气等ꎮ
四、 行

宝塔区山大沟深ꎬ 乡村都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ꎬ 坎坷不平ꎬ 出行很不方便ꎮ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ꎬ 出门步行的被自行车取代ꎬ 几乎家家都有自行车ꎬ 飞鸽牌、 永久牌、 凤凰

牌自行车成了人们称心如意的 “坐骑”ꎮ 赶集上会走亲戚极为方便ꎬ 自行车成了乡村之

间的主要交通工具ꎮ 除此之外ꎬ 拖拉机、 三轮车、 两轮摩托也为农村人出行的交通工

具ꎮ 城内ꎬ 干部工人上下班皆骑自行车ꎬ 公交线路由 １９７８ 年的一条增加到 １９９０ 年的 ８
条ꎬ 年运输量 ４６０ 万人次ꎮ １９９５ 年由交警、 交通、 城建组成延安市客运办ꎬ 在广场、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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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宾馆门口待租的 “出租车” 安上计价器ꎬ 为当时城内居民出行的交通工具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延安市城市客运出租车辆办公室成立ꎬ 到 ２００４ 年出租车增至 ４５３ 辆ꎬ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发展到 ７００ 辆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城内公交线路发展到 １４ 条ꎬ 年输客量达 １９００ 万人次ꎮ 全区

２０ 个乡镇班次通达率 １００％ꎬ ６１１ 个行政村班次通达率 ８０％ꎮ 长途旅行有飞往北京、 上

海、 重庆、 西安的飞机ꎬ 有直达北京、 上海、 东北的专列火车ꎮ

第三节　 居民收入

一、 职工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ꎬ 随着国家政策的好转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４ 年ꎬ 国家连续几次调整工资ꎬ 特

别是 ２００８ 年进行的工资改革和调整津贴标准及宝塔区经济运行状况的进一步好转ꎬ 经济

快速发展ꎬ 职工工资明显增加ꎮ 同时ꎬ 政府及有关部门重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引导ꎬ 在

税收和生产经营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ꎬ 使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不断增加ꎬ 从而提高了收

入水平ꎮ 中共宝塔区委、 区政府加大科技投入ꎬ 认真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ꎬ 大力发展经

济ꎬ 使经济规模不断壮大ꎬ 城乡居民从中受益ꎬ 收入不断增加ꎮ 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高ꎮ １９９０ 年职工年人均收入 ２０１３ 元ꎬ ２００４ 年突破万元ꎬ 为 １２３４９ 元ꎬ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３４０４０ 元ꎬ 职工年人均收入是 １９９０ 年的 １６ ９１ 倍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职工年收入统计表

　 表 ３０－４－１ 单位: 元

年份 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
比上年

正增长 负增长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３ ４０ ２８％

１９９１ １９３４ ９８ ３ ８８％

１９９２ ２１７２ ４４ １２ ２７％

１９９３ ２３３１ ７８ ７ ３３％

１９９４ ３２６５ ４０ ０２％

１９９５ ３７２１ １３ ９６％

１９９６ ４０８３ ９ ７２％

１９９７ ４１０９ ６ ３６％

１９９８ ５０１１ ２１ ９５％

１９９９ ５９８２ １９ ３７％

２０００ ６１８５ ３ ３９％

２００１ ８０８６ ３０ ７０％

２００２ ８６６１ ７ １１％

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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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
比上年

正增长 负增长

２００３ ９６２２ １１ １０％

２００４ １２３４９ ２８ ３４％

２００５ １３９３３ １３ ８３％

２００６ １４０９４ １１ ５５％

２００７ １８１０６ ２８ ４６％

２００８ ２５４３４ ４０ ４７％

２００９ ２９９８３ １７ ８８％

２０１０ ３４０４０ １３ ５３％

二、 农村居民收入

农民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仍然是种田吃饭靠天的思想ꎬ 广种薄收ꎬ 自 １９８４ 年农村

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ꎬ 一些人发展果园、 养羊ꎬ 收入不断增加ꎬ 带动了周围一部

分人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延安市农民纯收入人均 ５６０ 元ꎬ １９９５ 年达到千元ꎮ 进入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全区边远乡镇农民以种养业为主ꎬ 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ꎮ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生猪存栏

４１２３０ 头ꎬ 山羊 ２５１５９ 只ꎬ 家禽 ４７ ７５ 万羽ꎬ 苹果 ２７５３３ 公顷ꎬ 梨 ４１０ 公顷ꎬ 葡萄 ２９９ 公

顷ꎬ 桃 ２６３ 公顷ꎮ 不少村庄油区的开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ꎬ 同时ꎬ 退耕还林国家的经济

补助也增加了农民收入ꎮ 城郊桥沟、 柳林、 河庄坪、 枣园、 姚店、 李渠六镇ꎬ 由于市镇

基础设施项目的增加ꎬ 征用土地较多ꎬ 使农民获得征地补偿ꎻ 凤凰山、 宝塔、 南市 ３ 个

办事处居民每年股份分红不断增加ꎬ 外来人口增加ꎬ 租用农民的闲置房ꎬ 使房屋租金收

入成为农民收入来源之一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０５１ 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农民年均纯收入统计表
　 表 ３０－４－２ 单位: 元

年份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比上年

正增长 负增长

１９９０ ５６０ １１ ３３％

１９９１ ４４９ １９ ８２％

１９９２ ４４０ ２ ００％

１９９３ ５７１ ２９ ７７％

１９９４ ８５６ ４９ ９％

１９９５ １０１１ １８ １％

８８９



续表

年份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比上年

正增长 负增长

１９９６ １３３６ ３２ １％

１９９７ ８９０ ６７ ３３ ３％

１９９８ １３１３ ４７ ４％

１９９９ １４８３ １２ ９％

２０００ １４８６ ７ ０ ２５％

２００１ １５３５ ８４ ３ ３１％

２００２ １６４０ ６ ７８％

２００３ １７５７ ７ １３％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２ １１ ６７％

２００５ ２１７７ ３ １０ ９５％

２００６ ２３８０ ７９ ９ ３４％

２００７ ２７３８ ５ １５ ０２％

２００８ ３４５８ ０３ ２６ ２７％

２００９ ４１４７ １９ ９％

２０１０ ５０５１ ２１ ７９％

第四节　 生活消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ꎬ 延安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ꎬ 收入逐年增加ꎬ
居民消费水平也越来越高ꎮ 从 １９９０ 年的社会消费总额 １７７７９ 万元ꎬ 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７２３３ ４
万元ꎬ 增长 ５３ １８％ꎻ 城镇居民个人消费水平从 １９９０ 年的人均 ６５８ 元增加到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０７０ 元ꎬ 增长 ６２ ６１％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ꎬ 宝塔区社会消费和居民个人消费水平逐年增加ꎮ 尤其从 １９９９ 年到

２０００ 年这两年ꎬ 在国家增加城镇中低收入的居民收入ꎬ 扩大消费信贷ꎬ 取消一些限制消

费的政策和银行连续下调利率等多种因素作用下ꎬ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节假日长分

段作用下ꎬ 消费品市场逐步活跃ꎮ 从 １９９５ 年全区社会消费总额的 ２７２３３ ４ 万元ꎬ 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９０４５ ５ 万元ꎬ 增长 １５３ ５３％ꎬ 城镇居民个人消费水平从 １９９５ 年的人均 １０７０
元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的人均 １５４９ 元ꎬ 增长 ４６ ０６％ꎮ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 １９９５ 年的人均

８５０ 元ꎬ 增加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９９０ 元ꎬ 增长 １６ ４７％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全区消费品市场销售稳步增长ꎬ 从 ２００１ 年全区消费额的 ８ 亿元增加

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９ ４８ 亿元ꎮ ２００７ 年以后ꎬ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

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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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带动下ꎬ 全区消费品市场持续繁荣ꎬ 消费品零售额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２２２３８８ ６０ 万元增加

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３１９５２ ３０ 万元ꎬ 年增速 ２２％ꎮ 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ꎬ 住房、 汽车、 电

脑、 手机、 时尚消费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ꎬ 成为宝塔区百姓的消费新宠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全区消费品市场销售快速增长ꎬ 以商贸物流园区建设为载体ꎬ 积极转变营销手段ꎬ 市场

购销两旺ꎮ 城乡居民购买力进一步提高ꎬ 消费升级加快ꎬ 消费热点突出ꎮ 至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区消费总额达 ５０ ４０ 亿元ꎮ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人民生活消费情况统计表
　 表 ３０－４－３

年份
社会消费总额

(万元)
城镇居民消费

(元 /人)
农村居民消费

(元 /人)

１９９０ １７７７９ ６５８ ４９６

１９９１ １７１０７ ９９７ ５２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５１７ ２ ９７１ ５６１

１９９３ １９５３０ ５ １００６ ６０１

１９９４ ２４５１２ １０５６ ６３０

１９９５ ２７２３３ ４ １０７０ ８５０

１９９６ ２３９６４ ２５８２ ９３７

１９９７ ３０４４１ ３ １６７１ １１７９

１９９８ ５６８０９ ５ １９００ １３７１

１９９９ ６２５２５ ５ ２１８９ １３７７

２０００ ６９０４５ ５ １５４９ ９９０

２００１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４０ １３５３

２００２ ８６４２８ ２ ６４４５ ５６ ２５７１ ２６

２００３ ９２９０６ ５ ７４０６ ２８ ２４５６ ９２

２００４ １３２５２８ ５ １１４１０ ９２ ２４４５ ３４

２００５ １９４７７８ ９ ９２３８ ０８ ３１１５ ５７

２００６ ２２２３８８ ６ １４９４９ ３６ ３６４４ ８４

２００７ ２６２７５３ ８ １２２６７ １５ ３４４９ ３５

２００８ ３３１９５２ ３ １３５１３ １８ ３５２４ ７７

２００９ ３９８２５３ １６８２２ ８８ ４２７５ ０３

２０１０ ５０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４ ４４ ５８４５ ９

０９９



第五节　 住房消费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ꎬ 延安市共修建各类房屋 ７７９４ 间 (孔)ꎬ 总面积 １９３５８５ 平方米ꎬ 户

均新增 ５４ ２７ 平方米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ꎬ 城乡竣工住宅面积有所增加ꎬ 共修建各类房屋 ９２３５ 间 (孔)ꎬ 总面

积为 ２４４６２２ 平方米ꎬ 户均新增 ６５ ９８ 平方米ꎬ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１３ ３ 平方米ꎬ 农

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２１ ４ 平方米ꎮ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ꎬ 随着宝塔区经济运行状况的进一步好转和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城乡居

民收入增加ꎬ 城镇居民卖旧房换新房ꎬ 农村居民修平房ꎮ 城镇居民住房面积从 ２０００ 年人

均 １３ ３ 平方米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人均 ２０ １８ 平方米ꎻ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 ２１ ４ 平方

米增加到 ２５ ５１ 平方米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全区 １４８４４７ 户家庭中ꎬ 无住房有 ７６３

户ꎬ 占 ０ ５１％ꎻ 人均住房在 ８ 平方米以下有 ２６１５７ 户ꎬ 占 １７ ６％ꎻ 人均住房在 ９~１２ 平方

米有 ２１２７８ 户ꎬ 占 １４ ３３％ꎻ 人均住房在 １３~１６ 平方米有 １４６８２ 户ꎬ 占 ９ ８９％ꎻ 人均住房

在 １７~ １９ 平方米有 ６８６８ 户ꎬ 占 ４ ６２％ꎻ 人均住房在 ２０ ~ ２９ 平方米有 ２９２３９ 户ꎬ 占

１９ ６９％ꎻ 人均住房在 ３０~３９ 平方米有 ２０２９６ 户ꎬ 占 １３ ６７％ꎻ 人均住房在 ４０~４９ 平方米

有 １２１１４ 户ꎬ 占 ８ １６％ꎻ 人均住房在 ５０ ~ ５９ 平方米有 ４８９８ 户ꎬ 占 ３ ２９％ꎻ 人均住房在

６０~６９ 平方米有 ５３０６ 户ꎬ 占 ３ ５７％ꎻ 人均住房在 ７０ 平方米以上有 ６８４６ 户ꎬ 占 ４ ６％ꎮ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家庭户房间数和面积统计表

　 表 ３０－４－４

乡镇名称
家庭住户户数

(户)
平均每户住房间数

(间 /户)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人)
人均住房间数

(间 /人)

宝塔办 １８６２５ ２ １ ２６ ６１ ０ ７８

南市办 ２００８５ １ ８９ ２２ ７３ ０ ６８

凤凰办 １４００３ １ ９ ２３ ２１ ０ ７１

桥沟镇 ２３３９９ １ ７６ １８ ７５ ０ ６

枣园镇 ３９５５ １ ７３ １４ ５３ ０ ５８

李渠镇 ６６０７ １ ８３ １６ １８ ０ ５９

河庄坪镇 ７１０５ ２ ５２ ２８ ３１ ０ ９４

姚店镇 ６９６５ １ ９ １６ ４８ ０ ６８

青化砭镇 ３５５１ ２ ７６ ２８ ０５ ０ ９３

蟠龙镇 ２６６９ １ ５８ １５ １４ ０ ６１

柳林镇 １４０３２ ２ ０７ ２１ ２９ ０ ６６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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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镇名称
家庭住户户数

(户)
平均每户住房间数

(间 /户)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人)
人均住房间数

(间 /人)

南泥湾镇 １５１７ ３ ２２ ２３ ４ １

临镇镇 ２３４９ １ ８２ １７ ０５ ０ ６１

甘谷驿镇 ３３５１ １ ７３ １９ ２５ ０ ６５

川口乡 ２４７６ ３ ２１ ２２ １９ ０ ７９

松树林乡 １０５０ ２ ３２ ２８ ４ ０ ８３

冯庄乡 ２５９９ ３ １８ ２４ ５４ ０ ８２

元龙寺乡 １３８８ １ ９９ １６ ２１ ０ ６８

梁村乡 ２１８７ ２ ９９ ２３ ２８ ０ ９１

麻洞川乡 ２１３４ ３ １２ ２８ ３７ １ ０２

贯屯乡 ８１５ ２ ４４ ３１ ７４ ０ ９５

官庄乡 １１７２ ３ ０８ ２７ ８ １

万花山乡 ６４１３ ２ ３ ２６ ３８ ０ ７８

第五章　 方　 言

第一节　 特点分布

陕北方言广义上包括陕北晋语和中原官话两种类型ꎮ 划分的依据是: 方言中是否保

留入声ꎬ 保留入声的方言归陕北晋语ꎬ 没有保留入声的归中原官话ꎮ 延安市宝塔区的方

言属于晋语志延片ꎬ 它是陕北晋语和中原官话关中片的过渡区方言ꎮ 从方言底层来看ꎬ
它属于关中话ꎬ 因为它的声调调类和调值与关中话十分相似ꎬ 而且很多关中方言的特色

在延安本地话中多有保留ꎮ 延安又是一个移民城市ꎬ 本地老户很少ꎬ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榆

林地区闹饥荒ꎬ 大批的流民逃亡到延安谓之 “走南路”ꎬ 其移民规模不亚于 “走西口”ꎮ
延安因为山地很多ꎬ 是这些流民们安居的天然场所ꎮ 当百倍乃至千倍的 “上头人” (本
地人称呼 “榆林地区的人” ) 移民到延安以后ꎬ 延安的方言发生了逆转ꎬ 上头榆林话显

２９９



然处于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ꎬ 最终蚕食、 覆盖了延安本地老话ꎮ 今天的延安话ꎬ 年轻

人的方言更像 “上头话” 了ꎬ 年老一代的还保留着延安本地话ꎮ 当然都不是很纯粹ꎬ 是

两种方言接触融合以后形成的混合语ꎮ 只不过是年轻一代像 “上头话” 多一些ꎬ 年老一

代保留关中方言特征多一些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境内有 ２０ 个乡镇、 ３ 个街道ꎬ 其方言分为 ３ 片ꎮ 以宝塔区城区为中

心ꎬ 包括枣园、 河庄坪、 梁村、 青化砭、 元龙寺、 甘谷驿、 姚店、 李渠、 川口、 桥沟、
万花山、 柳林、 松树林、 南泥湾为一片ꎬ 说的是广义宝塔区方言ꎻ 南面的官庄、 临镇为

一片ꎬ 音系接近宜川话ꎻ 北面的贯屯、 蟠龙为一片ꎬ 其突出特点是 “上头话” 味更重一

些ꎬ 入声字远远多于城区话ꎮ 当然ꎬ 宝塔区城区方言内部并不完全一致ꎮ

第二节　 方言语音

一、 声韵调系统

(一) 声母共有 ２６ 个ꎬ 包括零声母

ｐ 八兵剥布　 　 ｐｈ 派片病败　 　 ｍ 门磨麦明　 　 ｆ 飞饭符费　 　 ｖ 娃五外王

ｔ 到多东都　 ｔｈ 太讨夺毒　 ｎ 难脑拿怒　 ｌ 兰连路老　 ｔｓ 糟祖争组

ｔｓｈ 醋茶抄坐　 ｓ 苏山生诗　 ｚ 吟　 ｔʂ 蒸主张竹　 ｔʂ ｈ 处虫柱直

ʂ 声书税扇　 ʐ 若日扰认　 ｔɕ 经节精九　 ｔɕｈ 秋清权旧　 ȵ 女年牛捏

ɕ 玄修响旋　 ｋ 贵高古敢　 ｋｈ 葵逵柜跪　 ŋ 饿安爱熬　 ｘ 化侯好毁

'而远云药

宝塔区方言声母对照一览表

　 表 ３０－５－１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

ｐ ｂ ｔｓ ｚ ｔɕ ｊ

ｐｈ ｐ ｔｓｈ ｃ ｔɕｈ ｑ

ｍ ｍ ｓ ｓ ȵ ｎ

ｆ ｆ ｚ — ɕ ｘ

ｖ ｖ ｔʂ ｚｈ ｋ ｇ

ｔ ｄ ｔʂ ｈ ｃｈ ｋｈ ｋ

ｔｈ ｔ ʂ ｓｈ ŋ —

ｎ ｎ ʐ ｒ ｘ ｈ

ｌ ｌ ' 零声母

(二) 韵母 ３７ 个ꎬ 不包括儿化韵

ɿ 资师试丝　 ｉ 米体你笔　 ｕ 粗姑母户　 ｙ 居鱼驴虚　 ʅ 知直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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əｒ 耳二儿而　 ａ 他八法纳　 ｉａ 家轧辖压　 ｕａ 瓜话抓刮　 ə 车遮蛇热

ｕｏ 坐国郭歌　 ｙｏ 靴又学又确月　 ｉɛ 茄铁姐写　 ｙɛ 靴学　 ɔ 饱宝绕讨

ｉɔ 咬苗小轿　 ａｉ 呆赖鞋败　 ｕａｉ 乖坏快衰　 ｅｉ 杯悲飞白　 ｕｅｉ 对脆柜雷

ｏｕ 豆抽走头 ｉｏｕ 九绿六油　 æ͂ 三淡陕展　 ｉæ͂延千天减 ｕæ͂短团暖官

ｙæ͂权卷旋元 ａŋ 汤肠棒王　 ｉａŋ 腔娘江讲　 ｕａŋ 光荒双撞　 əŋ 陈恨争梦

ｉəŋ 亲今迎静　 ｕəŋ 魂红滚春　 ｙəŋ 云用穷兄　 əʔ 十圪石可　 ｉəʔ 急力一七

ｕəʔ 骨做出哭　 ｙəʔ 局足

宝塔区方言韵母对照一览表

　 表 ３０－５－２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 国际音标 汉语拼音

ɿ －ｉ (前) ｉɔ ｉａｏ ａŋ ａｎｇ

ｉ ｉ ｉɛ ｉｅ ｉａŋ ｉａｎｇ

ｕ ｕ ｙɛ üｅ ｕａŋ ｕａｎｇ

ｙ ü ａｉ ａｉ əŋ ｅｎｇ

ʅ －ｉ (后) ｕａｉ ｕａｉ ｉəŋ ｉｎｇ

əｒ ｅｒ ｅｉ ｅｉ ｕəŋ ｏｎｇ

ａ ａ ｕｅｉ ｕｅｉ ｙəŋ ｉｏｎｇ

ｉａ ｉａ ｏｕ ｏｕ əʔ —

ｕａ ｕａ ｉｏｕ ｉｏｕ ｉəʔ —

 ｅ æ͂ ａｎ ｕəʔ —

ｕｏ ｕｏ ｉæ͂ ｉａｎ ｙəʔ —

ｙｏ — ｕæ͂ ｕａｎ

ɔ ａｏ ｙæ͂ üａｎ

(三) 单字调 ５ 个声调

阴平　 ２１３　 高开东谷刻麦月

阳平　 ２４　 穷娘人白盒毒罚

上声　 ５２　 古口好女老有粉

去声　 ４４　 近罪盖抗共饭育

入声　 ５　 不石一十黑骨做

二、 语流音变

(一) 两字组连读变调规律

延安方言的两字组前字和后字各有 ５ 个调类ꎮ 其中ꎬ 前字是阴平发生了音变ꎬ 具体

来说: 阴平在阴平、 上声前读 ２４ꎬ 在阳平、 去声、 入声前读 ２１ꎮ 前字是上声字ꎬ 在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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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读 ２４ꎬ 其余不变ꎮ 后字是上声字ꎬ 在两字组中均变为 ４２３ꎮ 前字是阳平、 去声、 入声

在两字组连读中不变ꎮ 延安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规律见下表ꎮ 表左标明前字的代码、 调

类和调值ꎬ 表端标明后字的代码、 调类和调值ꎬ 空格表示不发生变调ꎮ

宝塔区方言语流音变一览表

　 表 ３０－５－３

后字
前字　 　 １ 阴平 ２１３ ２ 阳平 ２４ ３ 上声 ５２ ４ 去声 ４４ ５ 入声 ５

１ 阴平 ２１３ ２４＋２１３ ２１＋２４ ２４＋４２３ ２１＋４４ ２１＋５

２ 阳平 ２４ — — ２４＋４２３ — —

３ 上声 ５２ — — ２４＋４２３ — —

４ 去声 ４４ — — ４４＋４２３ — —

５ 入声 ５ — — ５＋４２３ — —

(二) 轻声音变规律

非叠字组中的轻声 　 后字念轻声ꎬ 调值实际为 ２１ꎬ 记为 [０]ꎬ 念起来又短又轻ꎬ
如: 后字是词缀、 趋向动词和部分双音节词ꎻ 表示名物性的构词语素 “的”ꎻ 结构助词

“的、 地、 得” 等ꎻ 时体助词、 句末语气词 “嘞、 啦、 咾、 哩” 等ꎮ
后字念重音ꎬ 所谓 “轻声不轻”ꎬ 前字念得轻ꎬ 调值实际为 ２１ꎬ 后字念得比前字重

且长ꎬ 调值记为 [５３]ꎬ 变调模式为 ２１＋５３ꎬ 如 “热头太阳、 清明、 医生” 等ꎮ
叠字组中的轻声　 后字念轻声ꎬ 调值实际为 ２１ꎬ 记为 [０]ꎬ 念起来又短又轻ꎬ 如

“堎堎、 天大大老天爷、 盖盖、 娃娃” 等ꎻ 后字念重音ꎬ 前字念得轻ꎬ 调值实际为 ２１ꎬ
后字念得比前字重且长ꎬ 调值记为 [５３]ꎬ 变调模式为 ２１＋５３ꎬ 如: “妈妈、 莺莺、 边

边、 憨憨傻子、 亲亲亲戚、 蛛蛛蜘蛛” 等ꎻ 前字念得轻ꎬ 调值实际为 ２１ꎬ 后字上扬调值

记为 [２４]ꎬ 变调模式为 ２１＋２４ꎬ 如 “膀膀翅膀、 哥哥、 雀雀麻雀” 等ꎮ

第三节　 方言词语

本节只列其中有地域特色且与普通话差别较大的部分词语ꎮ 记词时ꎬ 写不出字的可

以用 “□” 代替ꎬ 也可以用同音字代替ꎬ 并在字下面加波浪线ꎮ 每条词语后面都作了注

释ꎮ 所记语音用的是老派方言ꎮ

方言词语 国际音标 普通话释义

① 冰不浪儿 ｐｉəŋ２１ｐəʔ５ｌａｒ０ 冰锥ꎮ

② 跌潲 ｔｉɛ２１ｓɔ４４ 小瀑布ꎮ

③ 老黄风 ｌɔ５２ｘｕａŋ２４ｆəŋ２１３ 狂风ꎮ

④ 蒙糁糁雨 ｍəŋ４４ｓəŋ２１ｓəŋ０'ｙ４４ 毛毛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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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词语 国际音标 普通话释义

⑤ 烧 ｓɔ４４ 火烧云ꎮ

⑥ 石炭 ʂəʔ５ｔｈæ͂４４ 未烧过的煤ꎮ

⑦ 兰炭 ｌæ͂２４ｔｈæ͂０ 未烧尽的煤ꎮ

⑧ 掏炭 ｔｈɔ２１ｔｈæ͂４４ 挖煤ꎮ

⑨ 清早麻眼 ｔɕｈｉəŋ２４ｔｓɔ５２ｍａ２４ 'ｉæ͂２１３ 天刚亮ꎮ

⑩ 城圐圙儿 ｔʂｈəŋ２４ｋｈｕ２１ｌｙɛ０ 城内ꎮ

 柏嗒树 ｐｅｉ４４ｔａ２１ʂｕ４４ 小叶杨ꎬ 落叶乔木ꎮ

 桑心 ｓａŋ２４ɕｉəŋ２１３ 桑葚ꎮ

 樗树 ｔɕｈｙ２１ʂｕ４４ 一种开花的树ꎬ 放出来的气味
很臭ꎮ

 苇子 'ｙ４４ｔｓəʔ０ 芦苇ꎮ

 狼牙刺 ｌａŋ２４'ｉａ２１ｔｓｈɿ４４ 一种带刺的植物ꎮ

 薰子棍儿 ɕｙəŋ２４ｔｓəʔ０ｋｕəｒ４４ 一种有韧性的植物做成的棍子ꎮ

 树卜浪 ʂｕ４４ｐəʔ５ｌａŋ０ 树干截成的段子ꎮ

 稻黍 ｔｈɔ４４ʂｕ５２ 高粱ꎮ

 毛圪列 ｍɔ２４ｋəʔ５ｌｉɛ０ 松鼠ꎮ

 蛇鼠子 ʂə２４ʂｕ５２ｔｓəʔ０ 壁虎ꎮ

 挂挂牛儿 ｋｕａ４４ｋｕａ０ȵｉｏｕｒ２４ 蜗牛ꎮ

 鞋底虫 ｘａｉ２４ｔｉ５２ｔʂｈｕəŋ２４ 藏在潮湿的石头下面的小虫ꎮ

 黑小子 ｘｅｉ２４ɕｉɔ５２ｔｓəʔ０ 蟋蟀ꎮ

 瞎 ｘａ２１ｘｕｅｉ４４ 头比老鼠大ꎬ 肥胖一些ꎮ

 猯儿 ｔｈｕａｒ２１３ 猪獾ꎬ 比兔子略大、 肥胖的野
生动物ꎮ

 蚰蜒 'ｉｏｕ２４'ｉæ͂２１３ 蜈蚣ꎮ

 毛雥雥 ｍɔ２４ｔｓａ２１ｔｓａ５３ 一种爬得很快的多足小虫ꎮ

 扁足 ｐｉæ͂５２ｔｓｕ２１３ 像蚂蚱ꎬ 但不会叫ꎬ 细长、 绿
色的动物ꎮ

 蚂蚱蚱 ｍａ２１ｔｓａ４４ｔｓａ０ 蚂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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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词语 国际音标 普通话释义

 鹐树锛锛 ｔɕｈｉæ͂２１ʂｕ４４ｐəŋ２１ｐəŋ５３ 啄木鸟ꎮ

 壮地虫儿 ｔʂｈｕａŋ４４ｔｈｉ４４ｔʂｈｕəｒ２４ 蛴螬ꎮ

 拦羊棒儿 ｌæ͂２４ 'ｉａŋ２４ｐａｒ５３ 七星瓢虫ꎮ

 骚胡 ｓɔ２１ｘｕ５３ 配种的公山羊ꎮ

 儿马 'əｒ２４ｍａ４２３ 未阉过的公马ꎮ

 骒马 ｋｈｕｏ５２ｍａ４４ 母马ꎮ

 牛不老 ȵｉｏｕ２４ｐｕ２１ｌɔ０ 牛犊ꎮ

 头蹄下水 ｔｈｏｕ２４ｔｈｉ２４ɕｉａ４４ʂｕｅｉ０ 猪牛羊的头、 四肢及胃肠肝
肺等ꎮ

 脚地 ｔɕｈｙｏ２４ｔｈｉ０ 窑洞或房子里的地板ꎮ

 老衣 ｌɔ５２ 'ｉ２１３ 寿衣ꎮ

 尿褯子 ȵｉɔ４４ｔɕｈｉɛ４４ｔｓəʔ０ 尿布ꎮ

 暖鞋 ｎｕæ͂５２ｘａｉ０ 棉鞋ꎮ

 壮袄儿 ｔʂｕａŋ４４ŋɔｒ４２３ 棉袄ꎮ

 八碗 ｐａ２４ｖæ͂４２３ 陕北民间最高规格的宴席ꎬ 即
一席八碗菜ꎮ

 荞麦糁糁 ｔɕｈｉɔ２４ｍｅｉ２１ｓəŋ２１ｓəŋ５３ 荞麦磨成的碎粒儿ꎮ

 精沟子 ｔɕｉəŋ２４ｋｏｕ２１ｔｓəʔ０ 光屁股ꎮ

 精圪溜儿 ｔɕｉəŋ２１ｋəʔ５ｌｉｏｕｒ５２ 光身子ꎮ

 芘斗 ｐｉ５２ｔｏｕ０ 耳光ꎮ

 唾米 ｔｈｕｏ４４ｍｉ０ 唾沫ꎮ

 牙口 ȵｉａ２４ｋｈｏｕ４２３ 牙齿ꎬ 牙齿的咀嚼能力ꎮ

 嘴头子 ｔｓｕｅｉ５２ｔｈｏｕ２１ｔｓəʔ０ 口才ꎮ

 近歔子 ｔɕｈｉəŋ４４ｔɕｈｙ２１ｔｓəʔ０ 近视眼ꎮ

 遭病 ｔｓɔ２１ｐｈｉəŋ４４ 生病ꎮ

 扶上山 ｆｕ２４ʂａŋ４４ｓæ͂２１３ 殡葬ꎮ

 殃单 'ｉａŋ２４ｔæ͂２１３ 由阴阳先生所列的死者姓名、
年寿、 葬日等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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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词语 国际音标 普通话释义

 引魂杆儿 'ｉəŋ５２ｘｕəŋ２４ｋａｒ２１３ 出殡途中孝子所举的顶端系有
纸幡之类的长杆ꎮ

 倒灶鬼 ｔɔ５２ｔｓɔ４４ｋｕｅｉ４２３ 倒霉鬼ꎮ

 兀头子 ｖｕ４４ｔｈｕəʔ５ｔｓəʔ０ 性格孤僻的人ꎮ

 头咬狗 ｔｈｏｕ２４ȵｉɔ２４ｋｏｕ４２３ 骂人话ꎮ

 八成儿 ｐａ２１ｔʂｈəｒ２４ 智力不及常人者ꎮ

 半脑子 ｐæ͂４４ｎɔ２１ｔｓəʔ０ 头脑不精明的人ꎮ

 盖佬儿 ｋａｉ４４ｌɔｒ４２３ 妻子有外遇的男人ꎮ

 细球鬼儿 ɕｉ４４ｔɕｈｉｏｕ２４ｋｕｅｉ４２３ 吝啬鬼ꎮ

 圪囔怂 ｋəʔ５ｎａŋ２１ｓｕəŋ０ 窝囊废ꎮ

 憨怂 ｘæ͂２１ｓｕəŋ２４ 傻子ꎬ 老实人ꎮ

 糊脑怂 ｘｕ４４ｎɔ２１ｓｕəŋ２４ 头脑不精明的人ꎮ

 滑脑 ｘｕａ２４ｎɔ２４ 油头滑脑的人ꎮ

 灰汉 ｘｕｅｉ２１ｘæ͂４４ 行为莽撞者ꎮ

 犟板筋 ｔɕｈｉａŋ４４ｐæ͂５２ｔɕｉəŋ２１３ 性格倔强、 执拗的人ꎮ

 驴下的 ｌｙ２４ｘａ４４ｔə０ 骂人话ꎬ 驴子生下的人ꎮ

 山汉 ｓæ͂２１ｘæ͂４４ 山民ꎬ 村夫ꎮ

 伢伯子 'ｉａ２４ｐｅｉ２１ｔｓəʔ０ 妻子对丈夫哥哥的背称ꎮ

 猴小子 ｘｏｕ２４ɕｉɔ５２ｔｓəʔ０ 小儿子ꎮ

 干大 ｋæ͂２１ｔａ２４ 对父亲结拜弟兄的称呼ꎮ

 宬 ʂəŋ２４ 住ꎮ

 杵打 ｔʂｈｕ４４ｔａ０ 做事情凑合ꎮ

 猴逗 ｘｏｕ２４ｔｏｕ０ 挑逗ꎬ 调戏ꎮ

 安然 ŋæ͂２１ʐæ͂２４ 平静ꎬ 舒适ꎮ

 七绞 ｔɕｈｉəʔ５ｔɕｉɔ４２３ 故意捣乱ꎮ

 斗阵 ｔｏｕ４４ｔʂəŋ４４ 吵嘴ꎬ 打架ꎮ

 修经 ɕｉｏｕ２４ｔɕｉəŋ２１３ 丢人现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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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语法特点

一、 分音词

分音词是指在口语中把一个词分成两个音节来说ꎮ 宝塔区方言中有很多分音词ꎬ 它

的第一音节与本词双声ꎬ 分音词的第二音节与本词叠韵ꎮ 后一音节均为边音 [ ｌ] 声母ꎮ
举例如下:

ｐ─ｌ─:
卜浪 ｐəʔ５ｌａŋ５２──棒 ｐａŋ５２ 　 　 　 　 　 　 　 卜拉 ｐəʔ５ｌａ２１──扒 ｐａ２１３
ｐｈ─ｌ─:
孛箩 ｐｈəʔ５ｌｕｏ２１──笸箩　 　 　 　 孛篮 ｐｈəʔ５ｌæ͂２１──盘 ｐｈæ͂２４
ｋ─ｌ─:
圪老 ｋəʔ５ｌɔ２１──搅 ｔɕｉɔ２１３　 　 　 　 圪崂 ｋəʔ５ｌɔ２４──角 ｔɕｙəʔ５
ｋｈ─ｌ─:
壳朗 ｋｈəʔ５ｌａŋ２４──腔 ｔɕｈｉａŋ２１３　 　 窟窿 ｋｈｕəʔ５ｌｕəŋ２１──孔 ｋｈｕəŋ２１３
ｔ─ｌ─:
的料 ｔəʔ５ｌｉɔ５３──吊 ｔｉɔ５３　 　 　 　 　 得□ｔəʔ５ｌａ２１──耷 ｔａ２１３
ｔｈ─ｌ─:
突□ｔｈｕəʔ５ｌｕæ͂２４──团 ｔｈｕæ͂　 　 　 突弄 ｔｈｕəʔ５ｌｕəŋ５３──嗵 ｔｈｕəŋ５３
ｘ─ｌ─:
黑拉 ｘəʔ５ｌａ２４──匣 ｘａ２４　 　 　 　 　 黑浪 ｘəʔ５ｌａŋ５３──巷 ｘａŋ５３
二、 反复问句

反复问句是选择句的一种ꎬ 是现代汉语方言中极其重要的疑问形式之一ꎮ 其主要特

点是让人在肯定和否定的答案中选择一项作为回答ꎮ 普通话反复问句最常用的形式是:
①ＶＰ＋不＋ＶＰ (如: 去不去?) ②ＶＰ＋没有 (去了没有?)

宝塔区方言由于没有专表是非问的语气词ꎬ 因此是非问句并不发达ꎮ 与此相对应的

是ꎬ 反复问句特别常用ꎮ 反复问句常用 “Ｖ 也不” 的格式ꎬ 如:
①你回也不? (普通话: 你回去不回去?)
②你这阵儿睡也不? (普通话: 你现在睡不睡?)
三、 特殊语序

当谓语动词是 “去” 的问答句和带有商量、 邀请语气的祈使句时ꎬ 处所宾语总是置

于动词之前ꎮ 如:
①你哪去嘞? 我西安去嘞ꎮ (普通话: 你到哪儿去了? 我去西安了ꎮ)
②明儿你单位去嘞不? (普通话: 你明天去不去单位?)
③咱城里去来! (普通话: 咱们去城里吧!)
四、 特殊语气词

(一) 语气词 “来来”
宝塔区方言中有个特殊的语气词 “来来”ꎬ 大体上有四种用法和语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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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当于普通话的 “来着”ꎮ 如: 夜儿你做甚来来? 我看戏来来ꎮ
②相当于普通话的 “呢”ꎬ 含有肯定的语气ꎮ 如: 等一会儿ꎬ 急甚? 我还没吃饭

来来ꎮ
③相当于普通话的 “过”ꎬ 表示完成体ꎮ 如: 前儿你来来来? 来来来来过了ꎮ
④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ꎬ “来来” 用在句尾表示省略上文已知信息ꎮ 如: 这是谁来

来这是谁干的事情? 不是我来来ꎬ 是他来来不是我干的ꎬ 是他干的ꎮ
另外ꎬ 宝塔区方言中没有语气词 “呢”ꎬ 普通话用 “呢” 的地方ꎬ 宝塔区方言用

“嘞”ꎮ 如: 你想甚嘞? 好东西可多着嘞!
(二) 语气词 “ ” ｓæ０
语气词 “ ” 主要构成愿望类虚拟语气ꎮ 这类虚拟语气主要是表达说话人对已经发

生的事情做出一种相反假设ꎬ 从而表达说话人的某种遗憾的语气ꎮ 除了语气词 “ ” 之

外ꎬ 还有 “时价” “价” “些” “来些” “去来”ꎬ 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ꎬ 属于 “ ” 的

语音变体ꎮ
①我那会儿好好念书 ꎬ 早考上大学了ꎮ
②你要是能行 ꎬ 尔格也不会打光棍ꎮ
③这场雨要早下上几天 ꎬ 苞谷也不会旱死了ꎮ
这个复句的前一分句提出假设ꎬ 假设如果过去发生了该分句所叙述的事情ꎬ 就会出

现后分句叙述的结果ꎮ 而事实上ꎬ 句①表明过去也没有 “好好念书”ꎬ 结果是现在 “也
没有考上大学”ꎻ 句②表明过去也没有 “多大本领”ꎬ 结果是现在 “还在打光棍”ꎻ 句③
表明过去也没有 “早下几天雨”ꎬ 结果是现在 “玉米都干死了”ꎮ 这些句子都说明用遗

憾、 悔恨的语气表达与事实相反的愿望ꎮ
五、 附加式构词

词缀在数量上和类型上都比普通话多ꎬ 因此由它们构成的派生词类型更多ꎮ
(一) “圪” 头词

前缀 “圪”ꎬ 在晋语中较普遍ꎬ 多读入声ꎬ 声母为 [ｋ]ꎬ 韵母多为央元音加喉塞音ꎮ
“圪” 作为前缀可以构成名词、 动词、 形容词、 量词、 象声词ꎮ 如:

圪蛋　 圪台　 圪节　 圪抓　 圪弯　 圪会会　
(二) “打” 缀词

前缀: 打点　 打劝　 打帮　 打摺　
后缀: 哨打　 试打　 碰打　 跳打　
“打” 作词缀时ꎬ 主要作用是使动词具有表示细小的意味ꎬ 即 “打” 词缀表示的动

作幅度较小ꎬ 或延续时间较短ꎮ 如 “碰打” 指 “轻微地碰一下”ꎬ “试打” 指 “试一

试”ꎮ 在 “打” 缀词中ꎬ 动词性语素是词义的承担者ꎬ 加 “打” 后带有口语化色彩ꎮ 少

数 “打” 缀词能够以 ＡＡＢＢ 式重叠ꎬ 构成状态形容词ꎬ 重叠后具有描摹状态的性质ꎮ
(三) “日” 头词

“日” 在方言里是一个禁忌语ꎬ 因此用 “日” 构成的词多数含有贬义的色彩ꎮ 例如:
日噘　 日哄　 日能　 日怪　 日眼　 日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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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忽” 头词

“忽” 作前缀可以构成形容词、 动词和象声词ꎮ 例如:
忽扇　 忽搅　 忽沙沙　 忽少少　 忽杵杵　 忽嗒嗒

(五) “卜” 头词

“卜” 陕北话读音为 ｐəʔ５ꎬ 有人写作 “不” “薄” “勃” 等ꎬ 根据读音写作 “卜”ꎮ
例如:

卜鬏　 卜脐　 卜溜　 卜搅　 卜通　 卜嗒

第五节　 方言标音

一、 谚语

１ 方言: 小小儿偷针ꎬ 大咾抽筋ꎮ
音标: ɕｉɔ５２ɕｉɔｒ２４ｔｈｏｕ２４ｔʂəŋ２１３ꎬ ｔａ４４ｌɔ０ｔʂｈｏｕ２４ｔɕｉəŋ２１３ꎮ
意译: 小时候偷针ꎬ 大了抽筋ꎮ
２ 方言: 婆姨管汉ꎬ 金银满罐ꎮ
音标: ｐｈｕｏ２４'ｉ０ｋｕæ͂５２ｘæ͂４４ꎬ ｔɕｉəŋ２１'ｉəŋ２４ｍæ͂５２ｋｕæ͂４４ꎮ
意译: 妻子管住丈夫ꎬ 家里就能金银满罐ꎮ
二、 歇后语

１ 方言: 裤裆放屁———两叉叉走了ꎮ
音标: ｋｈｕ４４ｔａŋ２１３ｆａŋ４４ｐｈｉ４４ꎬ ｌｉａŋ５２ｔｓａ４４ｔｓａ０ｔｓｏｕ４２３ｌæ͂０ꎮ
意译: 裤裆放屁———两边走了ꎮ
２ 方言: 瞎子问婆姨———不晓丑俊ꎮ
音标: ｘａ２１ｔｓəʔ５ｖəŋ４４ｐｈｕｏ２４'ｉ０ꎬ ｐəʔ５ɕｉɔ４２３ｔʂｈｏｕ５２ｔɕｙəŋ４４ꎮ
意译: 瞎子娶老婆———不知道美丑ꎮ
三、 顺口溜

１ 方言: 嫁汉嫁汉ꎬ 穿衣吃饭ꎮ
音标: ｔɕｉａ４４ｘæ͂４４ｔɕｉａ４４ｘæ͂４４ꎬ ｔʂｈｕæ͂２４'ｉ２１３ｔʂｈəʔ５ｆæ͂４４ꎮ
意译: 嫁给男人ꎬ 男人就要保证妻子能穿衣吃饭ꎮ
２ 方言: 穷欢乐ꎬ 富忧愁ꎬ 寻吃的不唱怕干球?
音标: ｔɕｈｙəŋ２４ｘｕæ͂２４ｌｕｏ２１３ꎬ ｆｕ４４'ｉｏｕ２１ｔｓｈｏｕ２４ꎬ ɕｉəŋ２４ｔʂｈəʔ０ｔə０ｐəʔ５ｔʂｈａŋ４４ ｐｈａ

４４ｋæ͂２１ｔɕｈｉｏｕ２４?
意译: 穷人也有欢乐ꎬ 富人也有忧愁ꎬ 乞丐想唱就唱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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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宗　 教

第一节　 概　 况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 宝塔区民族宗教局成立ꎬ 与宝塔区民政局合署办公ꎮ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ꎬ 民族宗教事务局与宝塔区民政局分设ꎮ

民族宗教局成立后ꎬ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 省、 市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 政策、
法律法规ꎬ 依照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 规章及有关规定ꎬ 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措施并组织

实施ꎮ 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ꎬ 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正常教务活动ꎬ 保护宗教活动场

所合法权益ꎬ 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ꎮ
宝塔区是少数民族人口散住地ꎬ 是陕西省确定的 ４０ 个宗教工作的重点区之一ꎬ 全

区有回族、 蒙古族、 维吾尔族等 １８ 个少数民族ꎬ 常住人口 ３００ 余人ꎬ 主要分布在城市街

道和社区城郊乡镇ꎮ 有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天主教、 基督教五大宗教ꎮ 进行正式登

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１２ 处ꎬ 分别是太和山道观、 玉皇庙道观、 姚店青化寺、 柳林寺、 冯

庄和交寺、 桥沟小雷音寺、 松树林南华寺、 基督教燕沟南山教堂、 天主教南山教堂、 基

督教河庄坪村聚会点、 基督教临镇石村聚会点、 柳林清真寺ꎮ

第二节　 佛　 教

佛教徒在宝塔区有出家、 不出家之分ꎮ 出家僧侣俗称和尚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有 ５ 人ꎬ
２０１０ 年只有 ２ 人ꎮ 不出家的叫 “居士”ꎬ 当地人称 “忌口人”ꎬ 不吃腥荤不落发ꎬ 只在

家中设堂敬佛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忌口人” 在延安市有 ３００ 多人ꎬ 每逢庙会设堂拜佛ꎮ 因无人

继承逐渐转衰ꎬ ２０１０ 年全区不足 ５０ 人ꎮ
宝塔区佛教活动场所———姚店青化寺ꎬ 位于延安城东 ２５ 千米ꎬ 姚店白云峁山麓下ꎮ

始建于北宋初期ꎬ 元至正年间 (１３４１~１３７０) 重修ꎬ 清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 又建ꎬ 当年香

火旺盛ꎬ 碑、 牌、 匾众多ꎬ 庙宇时越千年ꎬ 历经沧桑ꎬ 惨遭破坏ꎮ １９９０ 年春ꎬ 青化寺庙

宇再次恢复重建ꎬ 移址白峁山中部ꎬ 占地 ２８ ７ 亩ꎮ 建修大雄宝殿、 弥勒佛殿、 念佛堂、
观世音菩萨殿、 送子观音殿、 地藏王菩萨殿、 龙树菩萨殿、 财神殿、 山门殿等ꎮ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经延安市民政局审批为宗教活动场所ꎮ 成立宝塔区青化寺管理委员会ꎮ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宝塔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对其活动场所进行正式登记ꎬ 每年举行五月初一、 八月初

八两次佛事活动ꎬ 朝山拜佛香客约 ４ 万~５ 万人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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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道　 教

宝塔区太和山是道教圣地ꎮ 早在隋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 初建道观ꎬ 已是香烟缭绕ꎬ
遍及四乡ꎬ 宋元丰元年 (１０７８) 兴建的 “紫极宫” “三皇庙” 等香火不断ꎬ 至元朝大德

元年 (１２９７)ꎬ 周围道观成群ꎬ “明伦堂” 则是当时接待朝拜进香者的极盛场所ꎮ
１９３８ 年ꎬ 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ꎬ 太和山道观惨遭毁坏ꎬ 仅存大殿一座ꎬ 一座祖师铜

像及山门ꎮ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 “文化大革命” 中ꎬ 延安域内所有道观及太和山道观遭毁灭性破坏ꎬ

庙宇几乎荡然无存ꎮ １９８５ 年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ꎬ 省市区各级领导和省道协的大力支

持ꎬ 群众集资百万ꎬ 修复真武祖师大殿、 玉皇殿、 观音殿、 四方神殿、 药王殿、 龙王殿

和元辰殿ꎮ 建平房 ２８ 间ꎬ 修建上山简易公路、 道观公路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ꎬ 太和山道观管

理委员会成立ꎬ 先后修建大小殿堂 ６４ 座ꎬ 香火延续至今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ꎬ 正式登记为宗

教活动场所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ꎬ 为方便游客上山ꎬ 道观修筑狮子巷至太和山、 石沟巷至太和山两条

行人便道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正式成立延安市道教协会ꎮ 每年腊月三十、 正月初一、
初二、 十五、 四月初八举办庙会活动ꎬ 朝山拜佛香客十余万人次ꎮ

第四节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较为公认的说法是唐高宗永徽二年 (６５１)ꎬ 亦称 “回教” “清真

教”ꎮ
传入宝塔区年代没有记载ꎬ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在延安县文化沟桃花岭建成延安清真寺ꎬ １０

月 ７ 日举行落成典礼ꎬ 毛泽东题写 “清真寺” 寺名ꎮ １９４７ 年ꎬ 胡宗南进犯延安ꎬ 清真寺

建筑被毁ꎮ １９７８ 年后ꎬ 延安市清真寺在地、 市两级政府的关心下ꎬ 及西安、 河南、 甘肃

等外省阿訇的帮助下ꎬ 于 １９９３ 年秋季投资 ３４ 万元ꎬ 选址在柳林镇柳林村新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清真寺占地面积 １８０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５００ 平方米ꎮ 主麻礼拜有 ４ 人ꎬ 有穆斯林信

众 ３００ 多人ꎮ

第五节　 天主教

清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ꎬ 天主教开始传入陕北地区ꎬ 设立陕北代牧区ꎬ 至此天主教

在延安地区各县传播ꎬ 传教士在陕北建立数十座不同的教堂ꎬ 保持最完整的教堂是桥沟

教堂ꎮ 桥沟教堂于 １９３０ 年开始修建ꎬ １９３４ 年教堂竣工使用ꎬ １９３８ 年 ９ ~ １１ 月ꎬ 中国共

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桥沟天主教堂召开ꎮ 同年ꎬ 在教堂创办鲁迅艺术文学院ꎮ 新中国成

立后被国务院列入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ꎮ
天主教从传入延安域内至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停止活动ꎬ 只是在 “文化大

革命” 时期受阻ꎬ 神父修女被关押ꎬ 延安市内教会活动全部停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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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 年以后ꎬ 信徒在桥沟、 甘谷驿、 青化砭教堂、 市内嘉岭山下窑洞内活动ꎬ 没有

神父ꎬ 有信徒五六人ꎮ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有神父 ３ 人、 信徒 ８０ 多人ꎮ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ꎬ 信徒发展

到 １００ 多人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教会进行临时登记ꎬ 并在虎头峁燕沟南山购买平房 ６
间ꎬ 作为活动场所ꎬ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进行正式登记并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ꎬ 信

徒 ５００ 余人ꎮ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ꎬ 建起新天主教教堂ꎬ 教会有信徒 ８００ 余名、 神父 １ 名、 修女

３ 名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由于火车过道ꎬ 同年 ９ 月搬至市场沟 (租赁房屋活动)ꎬ 有信徒 １２００ 多

人ꎮ 天主教除主日礼拜天活动外ꎬ 还有圣诞节、 复活节、 圣母升天节、 圣神降临节四大

节日活动ꎮ

第六节　 基督教

１９１４ 年ꎬ 英国传教士史密斯夫妇建立宝塔区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堂ꎬ 名为延安府浸信

会基督教堂 (现二道街银海大厦北面)ꎮ 教堂共耗资 ２５０ 万元ꎬ 堂内共设有 ４５０ 个座位ꎬ
教堂旁边建有一座钟楼ꎬ 每逢主日礼拜鸣钟 ３ 次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ꎬ 教堂被日军飞机炸毁ꎬ 信徒停止聚会ꎮ
１９８８ 年宗教政策落实ꎬ 延安市 (县级市) 便开始有少数信徒聚会ꎬ 起初在王家坪王

传才家设点聚会ꎬ 后又租王家坪木器加工厂 １０ 平方米房子进行活动ꎮ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ꎬ 将

聚会点迁至市场沟ꎬ 当时信徒有 ４０ 多人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在虎头峁村购买 ２ ８ 亩地 (称南

山)ꎬ 信徒从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５ 年间先后集资 ４０ 多万元ꎬ 并义务劳动ꎬ 逐年建成生活、 住

宿、 办公用房 ２０ 余间ꎬ 新教堂于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建成使用ꎮ 南山基督教于 １９９８ 年进行临时

登记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９ 日注册登记ꎬ 当时信徒已发展 ３００ 多人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５ 日正式登记

并颁发证书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宝塔区基督教有 ３ 个活动点ꎬ 分别是燕沟南山活动点、 河庄坪镇

河庄坪村活动点、 临镇石村活动点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５ 日正式登记并颁发证书)ꎬ 河庄坪、
临镇聚会点隶属于南山基督教会统一管理ꎮ ２０１０ 年全区教徒 １１００ 余名ꎮ

第七节　 寺庙道观及活动

宝塔区共有寺庙 ３９７ 处ꎬ 每年定期举行庙会活动的有 ２５８ 处ꎮ 正式登记的寺庙有太

和山、 青化寺、 河交寺、 玉皇庙、 柳林寺、 南化寺、 小雷音寺ꎮ 各宗教活动场所自登记

以来ꎬ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ꎬ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ꎬ 依法开展宗教活动ꎮ
一、 太和山道观

隋大业三年 (６０７) 初建ꎬ 在北宋元丰年间 (１０７８~１０８５)、 明嘉靖十五年 (１５３６)、
明万历七年 (１５７９)、 清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 分别进行重修和扩建ꎬ 后都被破坏ꎮ
１９８５ 年以后逐年恢复修建ꎮ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批准成立太和山道观管委会ꎬ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进行正式登记并颁发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ꎬ 有工作人员 ５１ 人、 道士 ３ 人ꎬ 注册

居士 ２８ 人ꎮ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 四月初八举行两次大型道教活动ꎮ 每次活动参与庙会

人数约三四万之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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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青化寺

位于宝塔区姚店镇白牙村白云峁山ꎬ 始建于北宋ꎬ 清康熙九年 (１６７０) 进行重修ꎬ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陆续进行维修重建ꎮ １９９６ 年成立 “青化寺管理委员会筹备组”ꎬ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进行正式登记ꎬ 并颁发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ꎬ 有工作人员 １９ 人ꎬ 其中居

士 ３ 人ꎮ 每年农历五月初一、 八月初八举行两次大型佛教活动ꎮ 每次活动人数 ２ 万余人ꎮ
三、 河交寺

位于冯庄乡李庄村和泥沟村交界处ꎬ 始建于唐朝ꎬ 明嘉靖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 重修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正式登记ꎬ １１ 月 １６ 日核发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ꎮ 占地 １０ 亩ꎬ 每年

法会 ３ 次ꎬ 分别在农历正月初八、 三月二十八、 七月十五ꎮ 每次活动万余人ꎮ
四、 玉皇庙道宫

位于蟠龙镇东南 ７ 千米 ２１０ 国道边ꎮ 始建于唐高宗年间 (６５０~６８３)ꎬ 经历年翻修庙

宇ꎬ １９４７ 年庙宇损坏严重ꎬ １９５５ 年村民自发修复ꎬ “文化大革命” 期间再次被毁ꎬ １９８１
年开始逐年修复ꎬ ２００２ 年道观修复基本完善ꎮ 有庙宇 ９ 处ꎬ 神像 ４０ 余尊ꎬ 每年农历三

月二十八、 七月初六举行两次庙会ꎮ
五、 柳林寺

位于宝塔区柳林镇山狼岔村ꎬ １９８３ 年村民在此挖出石刻佛像 １１ 尊ꎬ 区文物局鉴定

为南北朝至北魏时期 (３８６~５３４) 的石刻佛像ꎬ 从此村民自发搭棚供奉ꎬ ２００２ 年村民开

始集资投劳重建柳林寺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正式登记ꎬ １１ 月 １６ 日核发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登

记证ꎬ 占地 ３ ５ 亩ꎬ 每年农历三月十六、 七月十三举行两次法会ꎮ
六、 松树林南华寺

位于宝塔区松树林后新窑村的南山ꎬ 南华寺是清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５) 始建的一

所古庙ꎬ 战争年代屡遭损毁ꎬ 屡经修复延续至今ꎮ ２００４ 年附近信众自发重修恢复了如来

佛祖殿ꎬ 总占地 ３ ７ 亩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登记开放ꎬ １０ 月 １６ 日核发陕西省宗教活动场所登

记证ꎮ
七、 小雷音寺

又叫法门寺ꎬ 位于桥沟镇柳树店村ꎬ 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 (６２７ ~ ６４９)ꎬ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正式登记ꎮ 占地 ４ 亩ꎮ 每年农历正月初八、 三月初三、 七月十五举办三次法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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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塔区古为秦地要区ꎮ 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文臣武将、 名宦乡贤ꎬ 他们或情操自

守ꎬ 或刚正不阿ꎬ 或仁行惠政ꎬ 或文韬武略ꎬ 以其品行和业绩泽被后世ꎮ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ꎬ 又有中国共产党人魏野畴、 李子洲、 呼延震东先后在延安传播新文化、 新思想

和马克思列宁主义ꎬ 北京大学陈瑜廷、 王超北等人来肤施 (今延安) 发展中共党团组

织ꎮ １９２５~１９３６ 年ꎬ 先后成立有陕西省省立第四中学党小组、 共青团四中支部、 中共延

安特别支部、 中共延安地委、 中共延安区委、 中共延安县委等ꎮ 许多有识之士参加党团

组织ꎬ 开展反封建、 反压迫、 反剥削革命斗争ꎬ 逐步建立起陕北革命根据地ꎬ 开展武装

斗争ꎮ 特别是 １９３７ 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ꎬ 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和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

心ꎬ 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 “摇篮” 和锻炼革命干部的 “大熔炉”ꎮ 延安众多优秀儿女踏

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战斗的艰苦历程ꎬ 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巨大的贡献

和牺牲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延安儿女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ꎬ 弘扬延安精神ꎬ 竞

献才华ꎬ 成为各方面有所建树的专家、 学者、 英雄和模范ꎮ
本编着重收集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方面的宝塔区籍人物ꎬ 对虽属异地外籍ꎬ

但主要在宝塔区活动或在宝塔区有较大影响的人士亦兼辑录ꎬ 并依据 “生不立传”、 重

辑现代的原则ꎬ 以传、 表、 录三种体裁编纂ꎬ 收录域内各类人物ꎮ

第一章　 人物传

兰花花 (１９１９~１９４０) 　 女ꎬ 原名姬延琴ꎬ 又名青芳ꎬ 乳名叶子ꎮ 祖籍米脂县姬家峁

村ꎬ 生于延安南川临镇ꎮ 她聪明好学ꎬ 长得俊秀ꎬ 爱穿白底蓝花外衣ꎬ 爱栽养马兰花

(野兰花)ꎬ 后来人们亲昵地叫她兰花花ꎮ １９３６ 年ꎬ 她为该镇驻军 (红一方面军) 纳军

鞋多、 质量好ꎬ 受到军团首长林彪、 聂荣臻、 邓小平的表扬ꎬ 被当地政府评为 “慰劳红

军模范”ꎮ 兰花花思想开放ꎬ 追求幸福ꎬ 婚姻一波三折ꎬ 匆匆走过二十一个春秋ꎮ 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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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的遭遇和故事编成以民间 “哭丧” 为基调的民歌ꎬ 很快在延安南川一带传唱开来ꎮ
此时ꎬ 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新文艺运动如火如荼ꎬ 采风者们纷至沓来ꎬ 搜集、 挖掘相关素

材ꎬ 并进行艺术再加工ꎮ 在延安文艺最高殿堂桥沟鲁艺礼堂的一场大型演唱会上ꎬ 经专

业艺术家的精彩演唱ꎬ 民歌 «兰花花» 一时轰动整个延安城乡ꎮ 从此ꎬ 兰花花成了在陕

北乃至中国西部数省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的 “公众人物”ꎮ 此曲曾被改编成歌剧、 舞剧、
音乐诗剧ꎬ 甚至钢琴曲、 电视剧等多种形式ꎬ 不断传承ꎮ 从此ꎬ 这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女

子渐渐地升华为陕北女性反抗封建势力、 争取婚姻自由的典型代表ꎮ
毛　 俊 (１９１８~１９４７) 　 １９１８ 年出生ꎬ 宝塔区麻洞川乡樊村人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家

乡闹红ꎬ 他参加革命活动ꎬ 闹土改、 斗恶霸、 为红军送信ꎬ １８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成为

临镇政府一名联络员ꎮ 受党组织安排到松树林的马坪村当小学老师ꎬ 使马坪小学成为党

的秘密联络站ꎬ 将宜川敌人的情报转交延安保卫局ꎮ １９４０ 年ꎬ 毛俊参军入伍ꎬ 先后参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ꎬ 屡获战功ꎮ 后因身体多处受伤ꎬ 被任命为王家坪兵站班长ꎬ 在家

休养ꎮ １９４６ 年ꎬ 组织任命他为金盆湾垦区游击队指导员ꎬ 他重新拿起枪ꎬ 浴血奋战在抗

敌最前线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初ꎬ 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ꎮ ３ 月

５ 日这天ꎬ 天刚蒙蒙亮ꎬ 身为指导员的毛俊与队长刘世秀带领 ３０ 名游击队员奉命前往临

镇侦察敌情ꎬ 到金盆湾的邓屯村时ꎬ 先后打死、 打伤十多个敌人ꎮ 不料子弹打完ꎬ 左大

腿也被一颗子弹击中ꎬ 他便拿起刺刀毫不犹豫地向敌人刺去ꎬ 顽强地战斗到生命最后一

刻ꎬ 年仅 ２８ 岁ꎮ ２０１０ 年后ꎬ 民政部颁发 “烈士证明书”ꎬ 毛俊被定为烈士ꎮ
屈振国 (１９１０~ １９５８) 　 宝塔区桥沟翟子沟村人ꎮ 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ꎬ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加入三青团ꎬ 同年 ９ 月在西安加入国民党ꎮ 历任国民党政权省军管区练处上

尉科员ꎬ 邠络区动员指挥部少校科员ꎬ 省动员委员会一级干事ꎬ 第八战区长官部军法处

少校军法官ꎬ 省商业专科学校讲师兼生活指导主任ꎬ 商县县党部书记ꎬ 延安县副县长、
县党部副书记ꎬ 泾阳县县长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 泾阳县解放ꎬ 屈振国与关中挺进大队长牛志

诚带领泾阳县敌伪人员及自卫团一千五六百人逃离ꎬ 并派人与西北人民解放军联系ꎬ ２４
日在兴平县南左村起义ꎮ １９５１ 年ꎬ 经延安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ꎬ １９５８ 年

在宁夏服刑期间病亡ꎮ 根据中共对投诚起义人员应按既往不咎的政策ꎬ １９８４ 年经延安市

人民法院再审 “撤销原判”ꎬ 宣告屈振国无罪ꎮ
牛光荣 (１９３８~１９６１) 　 乳名金海ꎬ 宝塔区南川临镇石村人ꎬ 小学文化程度ꎮ １９５２

年参军ꎬ 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６８１２ 部队ꎬ 先后担任副班长、 班长、 排长、 副连长等职

务ꎮ 曾参加西藏、 甘肃平叛ꎬ 立功 ３ 次ꎬ 受到部队嘉奖ꎮ １９６１ 年春ꎬ 部队奉命驻广东省

五华县双头乡ꎬ 同年 ７ 月ꎬ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ꎮ １９６８ 年冬ꎬ 五华县革命委员会为牛

光荣等英烈立碑纪念ꎮ 其事迹载入 «延安革命烈士名录»ꎮ
陈长兴 (１９１４~１９６２) 　 原籍榆林市榆阳区上盐湾崖窑村ꎬ １９３７ 年迁居宝塔区姚店

镇炭窑沟村ꎮ １９４０ 年ꎬ 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煤矿当采煤工ꎬ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在大生产运动中ꎬ 主动义务挖煤 １００ 天ꎬ 全部无代价交给政府ꎬ 多次受到联防司令部、
边区政府的表彰和奖励ꎮ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ꎬ 被选为职工代表出席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ꎬ
荣获甲等奖ꎮ ５ 月 ２０ 日ꎬ «解放日报» 在头版以 “炭工英雄陈长兴　 一月掏炭一万斤”
为题报道他的先进事迹ꎮ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ꎬ 又在中直机关群英代表大会上评为甲等劳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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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ꎬ 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因其工作突出ꎬ 被评为 “陕北小煤炭日产煤王”
的称号ꎮ 中央新闻制片厂两次以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方式报道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ꎬ 因职业病

(矽肺) 病逝ꎬ 终年 ４８ 岁ꎮ
徐炳林 (１９１９~１９６７) 　 乳名招喜ꎬ 祖籍陕西省佳县徐家坪ꎬ １９２９ 年春移居宝塔区

临真镇ꎮ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参加延安游击队ꎬ 成为全队 “神枪手” 之一ꎮ 在参加甘泉、 合水、
宜川等地战斗中屡立战功ꎬ 受到表扬ꎮ １９３７ 年ꎬ 在金盆湾从事防敌除奸工作ꎮ １９４５ 年

因病回家休养ꎮ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ꎬ 他担任南泥湾垦区临镇区民兵排排长ꎬ 曾带领民兵在木瓜

崾岘、 马子梁等前沿阵地与教导旅共同挖战壕修工事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他被任命为临镇区

游击队队长兼民兵连连长ꎬ 在保卫延安阻击战中ꎬ 带领王成贵、 井德胜、 刘万林等参加

马子梁后崾岘、 老牛塬、 松树林战斗ꎮ 在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一年多时间里ꎬ 徐炳林率

领游击队和民兵先后在延长与延安等地ꎬ 采取灵活战术ꎬ 打击敌伪政权ꎮ 据不完全统

计ꎬ 仅他一人就毙敌 １９ 人ꎬ 得到上级通报嘉奖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 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 “民
兵英雄”ꎬ 并发奖章一枚ꎮ １９４９ 年秋ꎬ 被推选为陕西省 “民兵英雄” 会议代表ꎬ 出席

“西北军区英模大会”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ꎬ 西北军政委员会发给他 “战斗英雄” “解放西北”
纪念章各一枚ꎬ 同年春ꎬ 被评为 “全国英模”ꎮ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 ４ 日因病逝世ꎬ 年仅 ４８ 岁ꎮ

肖洪启 (１９１０~１９６９) 　 湖北武昌人ꎬ １９３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

学学习ꎮ １９４２ 年春ꎬ 创办起延安第一个群众集资联合经营的经济实体———延安大众合作

社ꎮ 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ꎬ 不畏险阻冲破重重封锁线ꎬ 采购回日用物资、 军用器

械ꎬ 为繁荣边区经济做出贡献ꎮ １９４４ 年和 １９４５ 年的英雄模范大会上两次荣获 “特等合

作英雄” 的光荣称号ꎮ 抗战胜利后ꎬ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调离延安ꎬ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在原河南罗山

全总五七干校病逝ꎬ 终年 ５９ 岁ꎮ
刘世秀 (１９１７~ １９７７) 　 宝塔区松树林乡高窑村人ꎮ 他平时爱打

猎ꎬ 对当地地形地貌熟悉ꎬ 是松树林、 南泥湾周围的 “活地图”ꎮ １９４６
年前后ꎬ 他担任高窑村民兵班长ꎬ 参加备战支前工作ꎮ 他多次化装成商

贩进入宜川白区ꎬ 侦察敌情ꎮ 回来后ꎬ 帮助教导旅设计、 修筑防御工事

和战壕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ꎬ 被任命为南泥湾垦区金盆湾区游击队第二队长兼

陈子沟村民兵排长ꎮ 保卫延安阻击战打响后ꎬ 他冒着枪林弹雨给解放军

阵地送饭送水ꎬ 并把负伤战士转移到安全地带及时救治ꎬ 得到教导旅首

长表扬ꎮ 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后ꎬ 刘世秀和王善秀参加的游击队发展到 ７０ 多人ꎬ 在延

长、 阳湾、 金屯沟一带打游击ꎬ 武装自己ꎬ 保护百姓ꎮ 全国解放后ꎬ 他荣获 “解放西北民

兵英雄” 和 “战斗英雄” 等纪念章ꎮ 此后一直务农ꎬ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 ５ 日在家中病逝ꎮ
牛巨勇 (１９５７~１９７７) 　 宝塔区南川临镇石村人ꎬ 初中毕业ꎮ １９７４

年入团ꎮ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ꎬ 经大队、 公社推荐招为延安县机耕队推土机驾

驶员ꎮ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被单位评为 “学雷锋标兵”ꎬ 同年 ５ 月提任班长ꎬ
并被评为 “模范团员”ꎮ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被县农机局评为本系统 “青年突

击手”ꎮ 同年 ７ 月ꎬ 延安遭遇水灾ꎬ 他为抢救国家财产光荣牺牲ꎮ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ꎬ 中共延安县委、 延安县革命委员会印发通知ꎬ 号召全县人民

向牛巨勇学习ꎬ 并追认他为 “革命勇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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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义 (１９１２~１９８４) 　 宝塔区人ꎮ 自幼热爱文艺ꎬ 刻苦练唱做功ꎬ 自学成才ꎮ 少年

时ꎬ 曾与延安的文艺爱好者赵大、 刘克礼、 李联、 王治国、 高根等人ꎬ 自愿结合成立

“自乐班”ꎬ 不时在延安街头巷尾自演自乐ꎮ 他音韵清亮甜润ꎬ 擅长装扮青衣ꎬ 在同辈中

小有名气ꎮ 无论何时演出ꎬ 从不索要任何报酬ꎬ 深受群众喜爱ꎮ １９３７ 年ꎬ 中共中央进驻

延安后ꎬ 他同史雷、 毕雨、 贺泉、 李岗、 高持久、 刘克礼、 张法财等先后参加延安民众

剧团ꎬ 演出 «查路条» «中国魂» «三岔口» «血泪仇» 等剧目ꎮ 经常随团赴陕甘宁边区

各县演出ꎬ 受到群众好评ꎮ １９４６ 年后曾多次参加工作ꎬ 均因其母亲、 妻子长年病重ꎬ 家

庭困难ꎬ 没过多久便又退职还乡ꎮ １９５０ 年虽又重新参加工作ꎬ 但一直再未恢复艺术生

涯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病逝ꎮ
郭学强 (１９３１~１９８４) 　 原籍绥德县郭家川ꎬ 早年迁居延安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参军ꎬ 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教导二旅卫生部转战秦晋ꎬ 同年加入

青年团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部队转业地方政府搞青年和治安工

作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调延川县任区委干事、 书记ꎮ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入党ꎬ 任

县委宣传部干事、 副部长ꎮ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后ꎬ 调任延安县梁村公社社长、
书记ꎬ 县委宣传部负责人ꎬ 甘谷驿公社党委书记ꎬ 县革命委员会专职

常委ꎮ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ꎬ 任延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副主任ꎬ 延安市委常委、
副市长ꎬ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任中共延安市委常委、 副书记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午夜ꎬ 在加班工

作中突发心脏病ꎬ 随即病逝ꎬ 终年 ５４ 岁ꎮ
胡起林 (１９０８~１９８５) 　 原籍横山县响水镇胡石畔ꎬ 农民出身ꎬ 上

过三年冬学ꎮ 民国 １７ 年 (１９２８) 陕北大旱ꎬ 民国 １８ 年 (１９２９) 胡起

林来到延安县碾庄乡张兴庄村逃荒避难ꎮ １９３３ 年ꎬ 胡起林结识了横山

籍老乡高岗、 吴生秀等人ꎮ 他一边开荒种地ꎬ 一边寻找革命道路ꎮ
１９３５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参加地下党工作ꎬ 组织宣传革命真理ꎮ 同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ꎬ 他组建了碾庄乡和李

渠乡游击队ꎬ 任大队长ꎬ 打击反动势力ꎬ 把大批游击队员送到抗日前线ꎮ １９４２ 年动员民

众大生产ꎮ 胡起林动员老百姓向政府捐献大量的粮食、 油、 肉、 柴等物品ꎬ 有力地支援

了解放区人民ꎬ 解决了当时八路军战士在生活上的困难ꎮ 为此毛泽东亲笔写下 “无限忠

心　 赠胡起林同志” 的题词 (有影印件)ꎬ 毛主席的亲笔题 “匾” 写在一块白布上ꎬ 保

存在胡起林儿子胡丕荣家中ꎮ １９４７ 年胡起林任延安县县长ꎬ 在艰苦危险的战争环境中ꎬ
他积极领导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ꎮ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５０ 年任延安县委书

记ꎮ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代表延安人民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５４ 年在

西北党校学习ꎮ 学习期满后ꎬ 中央决定调任胡起林至四川省任副省长ꎬ 但因病疗养未能

赴任ꎮ １９５８ 年任延安地区民政局局长ꎮ １９７２ 年离休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在延安病逝ꎬ 享年 ７８
岁ꎮ 病逝后ꎬ 陕西省人民政府在 «陕西日报» 上发表唁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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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刘丰功 (１９１１~１９９２) 　 曾用名常明、 字子进ꎬ 延长县罗子山乡木

斗村人ꎬ 穷苦家庭出身ꎮ １９２６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ꎬ １９２７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ꎬ 在安河上渠民小教学期间ꎬ 秘密串联ꎬ
组织县城南北各区群众 ３０００ 余人抗粮、 抗款ꎬ 迫使县政府取消每月

３０００ 元大洋维持费用ꎮ １９３２ ~ １９３４ 年ꎬ 因农运遭到国民党武装镇压ꎬ
刘丰功机智地夺取区公所武器ꎬ 组织 ３０ 多人ꎬ 北上寻找刘志丹、 谢子

长游击队ꎬ 进入清平川后方才摆脱敌军追击ꎮ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ꎬ 红军十七

游击支队在延宜边界公开活动ꎬ 刘丰功带头参加红军ꎬ ３ 月杨家圪塔革命委员会成立ꎬ
任革委会副主席、 主席等职ꎮ １０ 月ꎬ 组织 ５０ 多人赴延安蟠龙编入红军补充师ꎬ 任排长、
连党支部委员ꎮ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ꎬ 随红一方面军第一军、 三团东渡黄河参战ꎮ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ꎬ
又开赴甘肃ꎬ １０ 月在会宁地区与红二、 四方面军会师ꎮ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ꎬ 他随八路军 １１５ 师

开赴华北抗击日军ꎬ 在参加平型关及百团大战中获得表彰和奖励ꎮ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ꎬ 因病

调回延安休养ꎮ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转入地方工作ꎬ 历任固临县完小副校长ꎬ 中共延

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部长、 县委副书记ꎬ 中共富县县委书记、 延安地委副秘书长、 合

作部长ꎮ １９５６ 年为延安地委委员、 常委ꎮ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ꎬ 任延安县委第一书记ꎬ 主持兴修

延惠渠、 汾川渠大型水利工程ꎬ 大搞农田基础建设ꎬ 全县推广水平梯田ꎬ 粮食增产效果

显著ꎮ «人民日报» «文汇报» «陕西日报» «解放军报» 多次以社论、 通讯、 新闻进行

报道ꎬ 表彰他的先进事迹ꎮ １９６１ 年调任延安地委监委书记ꎮ １９６６ 年 “文化大革命” 中

遭错误批斗和处理ꎬ １９７１ 年恢复组织生活ꎮ １９７５ 年离休ꎬ １９７９ 年平反恢复名誉ꎮ １９８５
年ꎬ 享受地师级待遇ꎬ 晚年著书回忆录 «征程岁月»ꎮ １９９２ 年病逝ꎮ

刘世昌 (１９０９~１９９３) 　 横山县波罗镇 (今殿市镇) 孙石磕村人ꎮ １２ 岁时ꎬ 逃荒到

延安柳林乡客来沟村揽工谋生ꎮ １９３５ 年参加革命ꎬ 在刘志丹指挥下攻寨克城ꎬ 连连取

胜ꎮ ９ 月担任延安县游击队队长ꎮ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 任延安县南

区、 五羊区、 蟠龙区区长、 延安县国民经济科科长ꎮ １９４２ 年ꎬ 任延安县联合合作社主任

兼南区合作社党支部书记ꎬ 履职期间ꎬ 他与南区合作社创始人刘建章配合默契ꎬ 齐心协

力ꎬ 把合作社办成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ꎮ １９４７ 年ꎬ 胡宗南进犯延安ꎬ 他带领南区合作社

人员将所能移动的财产全部转移至山沟里继续经营ꎬ 为部队和群众解决急需ꎮ １９４８ 年ꎬ
刘世昌调任绥德分区工会办事处主任ꎮ １９４９ 年ꎬ 调青海省ꎬ 先后任省供销社副主任、 省

商业局局长、 省工会主席等职ꎮ １９８２ 年离休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 在西安病逝ꎬ 享年

８４ 岁ꎮ
高世德 (１９２０~１９９３) 　 宝塔区官庄乡高家塬村人ꎮ １９４２ 年入党ꎬ

１９４３ 年被固临县评为 “劳军模范”ꎮ 在延安保卫战中ꎬ 高世德是陕甘

宁边区延属分区第九游击支队队员ꎬ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至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 他单

人多次深入敌占区ꎬ 抓获敌兵 ５ 人ꎬ 缴获长短枪 ６ 支ꎬ 在其他队员协

助下缴获枪支 １６ 支ꎬ 毙敌伤敌多名ꎮ 因战绩突出ꎬ 受到支队表扬ꎬ 被

南泥湾垦区政府评为 “战斗英雄”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

延安召开庆祝延安光复和英模表彰大会ꎬ 林伯渠主席亲自给高世德和

其他十余名英模佩戴大红花ꎬ 并发给步枪一支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他曾担任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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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ꎬ 被选为延安县人大代表ꎮ １９９３ 年病逝ꎮ
李宗义 ( １９２０ ~ １９９４) 　 延安城区人ꎮ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４４ 年获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劳动模范

(甲等奖)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初ꎬ 随西北野战军解放甘肃ꎬ 历任甘肃省临夏

专署政务秘书、 文教科科长ꎬ 中共临夏地委委员、 副秘书长ꎬ 永靖县

委书记ꎬ 甘南藏族自治州工委会委员、 秘书长ꎬ 甘南州委生产合作部

部长、 常委兼农村工作部部长、 州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ꎬ 中共临潭县

委书记、 政协临潭县委员会主席、 县武装部第一政委ꎬ 甘南州综合专科学校革委会主

任ꎬ 甘肃省天水市一中革委会主任、 支部书记ꎮ 其间当选甘肃省第二、 四届党代会代

表ꎮ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离休ꎮ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５ 日因病逝世ꎬ 享年 ７４ 岁ꎮ
米富强 (１９１８~１９９５) 　 宝塔区人ꎮ １９３８ 年参加革命ꎬ ８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八

路军第 １１５ 师第 ６８７ 团班长、 基层党支部书记ꎬ 山西省晋山县游击支队政治指导员ꎬ 新

四军第 ３ 师连长、 副营长ꎬ 东北民主联军第 ２ 纵队第 ４ 师第 １２ 团营长、 团参谋长ꎬ 第四

野战军第 ３９ 军第 ３４５ 团团长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历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一大

队大队长ꎬ 第六步兵学校队列处处长ꎬ 第 ２１ 军第 ６１ 师副师长ꎬ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试验

站副站长、 发动机研究所副所长ꎬ 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内地建设指挥部副指挥、
党委书记ꎬ 航天工业部陕西管理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ꎮ 曾获八一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

勋章、 二级解放勋章各 １ 枚ꎮ １９９５ 年病逝ꎮ
王廷璧 (１９２０ ~ １９９７) 　 宝塔区蟠龙镇人ꎮ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参加工作ꎬ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历任蟠龙小学教员、 校长ꎮ １９４８ 年任延

安县青年主任ꎮ １９４９ 年调延安地委任干事、 科长ꎮ １９５１ 年任志丹县县

长ꎮ １９５４ 年任延安地区粮食局、 财政局局长ꎬ 三办、 计委主任ꎮ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年ꎬ 任志丹县委第一书记ꎮ 其间曾赴北京开会ꎬ 受到毛泽

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接见ꎮ １９６７ 年后ꎬ 任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计委主

任ꎬ 红旗化肥厂厂长、 党委书记ꎬ 地委常委ꎬ 行署副专员ꎮ １９８３ 年起

任行署顾问ꎮ 王廷璧参加革命工作以来ꎬ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ꎬ 非常关心地方、 文化

文物工作ꎮ 特别是对开展 “知乡爱乡” 教育、 指导 “万花山庄” 建设付出辛勤的努力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６ 日在延安病逝ꎬ 享年 ７７ 岁ꎮ

李丕发 (１９２５~ １９９９) 　 祖籍陕西米脂县ꎬ １９３０ 年春逃难到麻洞

川乡岳屯村落户ꎮ １９４１ 年春ꎬ 任民兵小队长ꎮ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ꎬ 参加延安

县游击队ꎬ 担任侦察班长ꎮ 在参加保卫延安阻击战斗中ꎬ 从事战前侦

察敌情和运送军需、 伤病员等支前工作ꎮ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ꎬ 为了

避免暴露实力ꎬ 更有利于消灭敌人ꎬ 他所在的游击队主要采取分组活

动或单独行动ꎮ 他先后参战 ２０ 余次ꎬ 一人击毙敌人 ３ 名ꎬ 俘虏 ８ 名ꎬ
缴获步枪 ９ 支、 子弹 ７００ 余发、 手榴弹 ３ 枚、 骡马 ３ 匹ꎮ １９４９ 年夏ꎬ

西北军区奖给李丕发战马一匹ꎮ 同年ꎬ 西北军政委员会发给他 “解放西北” 纪念章一

枚ꎬ 并授予他 “民兵英雄” 称号ꎬ 荣获 “战斗英雄” “人民功臣” 奖章各 １ 枚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ꎬ 受到毛泽东、 朱德等中央领导接见ꎮ 他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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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载入 «中国民兵» 史册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６ 日ꎬ 在家中病逝ꎬ 享年 ７４ 岁ꎮ
贺　 风 (１９２０~１９９９) 　 原名贺承恩ꎬ １９２０ 年出生ꎬ 宝塔区人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３７ 年

参加工作ꎬ 在北二区举办冬学ꎬ 开展扫盲工作ꎮ １９３８ 年初ꎬ 调延安民众剧团从事专业演

出ꎬ 曾为当时延安文艺界 “风、 云、 雷、 雨” 四位名人之一ꎮ 他擅长演年轻姑娘和小媳

妇ꎬ 如眉户现代戏 «桃花村» 中的二妹子、 «十二把镰刀» 中的桂兰、 «两亲家» 中的

六娃姐、 «血泪仇» 中的刘二嫂等ꎬ １９４２ 年开始扮演传统戏中的小旦、 武旦ꎬ 如 «大拜

寿» 中的金枝女、 «破洪州» 中的穆桂英、 «反徐州» 中的公主等ꎮ １９４５ 年ꎬ 他调至陕

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从事创作工作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转入部队ꎬ 任骑六师政治部干事ꎮ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起ꎬ 先后在第一步兵学校、 总后勤政治部、 后勤部总医院组织科任干事、 科长及

总后勤部副政委ꎮ １９７０ 年离休ꎬ １９９９ 年病逝ꎮ
李兴旺 (１９２１~２０００) 　 宝塔区丁庄乡郭家沟人ꎮ １９３５ 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ꎬ 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ꎮ 先后任中共延安县委组织

部部长、 县委书记兼延安南线指挥所政委ꎮ １９４７ 年国民党军胡宗南部

进犯延安时ꎬ 参加延安保卫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历任青年团

西北工委副书记、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中共青海省委组

织部部长、 青海省委副书记、 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 云南省纪律检查

委员会书记、 云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ꎬ 是中共十三大代表、 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ꎮ １９９７ 年离职休养ꎬ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 日病逝ꎮ
师洪基 (１９３６~２０００) 　 宝塔区人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毕业于

西安冶金学院建筑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土木工程专业ꎬ 分配在国家第

二机械工业部 (后改为核工业部)、 第 １０２ 建、 第 ２２ 建公司工作ꎬ 实

施兰州核工业 ４０４ 厂建设项目ꎬ 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代核电人ꎮ 历任技

术处技术员、 自建基地综合办公室主任、 科技处处长等职ꎮ １９７３ 年为

助理工程师ꎬ １９７８ 年晋升为工程师ꎬ １９８８ 年为正研级高级工程师ꎮ 师

洪基是宝塔区首批涉足祖国尖端科技领域中青年人才ꎬ 从事核工业建

设三十余年ꎬ 一贯刻苦求实ꎬ 开拓上进ꎮ 多次立功受奖ꎬ 出席学术会议ꎮ 经历核工业第

一次创业———国防核工业ꎬ 先后参加数套原子能联合企业、 大型核反应堆工程基地建

设ꎬ 为中国原子弹、 氢弹成功贡献力量ꎻ 经历核工业第二次创业———原子能和平利用ꎮ
该公司承担中国自行设计、 自行施工的第一个 ３０ 万千瓦秦山核电站建设ꎬ 主要从事建

筑施工技术管理工作ꎬ 为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ꎮ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ꎬ 获核工业部

特殊贡献的先进人物表彰奖励ꎬ 并获部颁国家级荣誉证书ꎻ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ꎬ 获国家核工

业总公司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ꎬ 获奖项目 «宜昌市电机总厂 １５ 米跨组合屋架应力加固

设计»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退休ꎬ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病逝ꎮ
白征戈 (１９１９~２００１) 　 宝塔区人ꎮ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入伍ꎬ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在八路军总政烽火剧团工作ꎬ 宣传革命思想ꎬ 后被组织派往延安、 晋东南抗大学习ꎮ
１９４０ 年转入部队ꎬ 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教导员、 太行山武乡县独立营营长ꎮ １９４２ 年调

冀鲁豫军区ꎬ 先后担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教导队政委ꎬ 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独立

团政委、 团长等职ꎮ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 年ꎬ 先后在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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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省军区新乡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ꎮ １９５２ 年调入海军ꎬ 先后担任海军第五海校政治部

主任、 海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大连第一海军学校副政委、 海军某水警区政委、 海军

潜艇学校副政委等职ꎮ １９７９ 年调上海海军基地任政委、 顾问 (正军级)ꎮ １９８７ 年离休ꎮ
１９５５ 年ꎬ 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二级解放勋章和八一奖章以及华北解放纪念章ꎬ １９８８
年ꎬ 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 日在海军 ４１１ 医院病逝ꎬ 享年 ８２ 岁ꎮ

刘振旅 (１９１９~２００１) 　 宝塔区人ꎬ 中师文化程度ꎮ １９３７ 年春参加

革命ꎬ 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３８ 年进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学

习ꎬ 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市委、 市政府工作ꎬ 历任科长、 宣传部部长、
市委秘书长等职ꎮ １９４７ 年ꎬ 胡宗南进犯延安时ꎬ 参加组建延安游击队ꎬ
任延西游击支队后勤负责人ꎮ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ꎬ 先后任延安县委副书记、
书记ꎮ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调延安地委ꎬ 任地委统战部部长ꎮ １９５４ 年任延安地

委组织部部长ꎬ 同时被选为延安地委委员、 常委ꎬ 直至 １９６６ 年 “文化

大革命” 前ꎮ 在十几年间ꎬ 培养和选拔大批党的优秀干部ꎮ 其公道正派、 任人唯贤的工

作作风ꎬ 在延安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ꎮ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１ 年ꎬ 在地区五七干校学习、 劳动ꎮ
１９７２ 年恢复工作后ꎬ 先后任延安行署农办、 公交办副主任、 主任ꎻ 延安行署顾问ꎮ １９８２
年离休ꎬ 享受正地师级待遇ꎮ ２００１ 年在延安病逝ꎮ

张庚续 (１９２１~２００１) 　 宝塔区桥沟乡尹家沟村人ꎬ 中共党员ꎬ 延

安师范毕业ꎮ １９３７ 年参加工作ꎬ 先在陕北红军人民抗日剧社任演员ꎬ
后又并入中共苏区歌舞团ꎮ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更名为抗战剧团ꎮ １９３９ 年在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和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学习ꎬ 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到

冀中区党委新世纪剧社、 军区后勤文工团、 晋绥八军分区剧社任导演ꎮ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 年ꎬ 任山西省交城县、 阳曲县教育科科长、 民政科科长兼

区长、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５０ 年调忻县专员公署任文教科长ꎮ １９５４ 年ꎬ 进入北京中

央党校学习ꎬ 结业后任山西省委秘书ꎬ 办公厅处长、 参事室副主任、 军转办副主任、 省

委档案局副局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病逝ꎬ 享年 ８０ 岁ꎮ
马正先 (１９２４~２００１) 　 宝塔区李渠镇刘家沟村人ꎮ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参

加红军ꎮ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任苏鲁豫支队第 ３ 大队司号班长ꎬ ５ 月任苏鲁豫

支队第 ２１ 团 ３ 营班长ꎬ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任新四军

第 ３ 师 ７ 旅 １９ 团 ２ 营侦察员ꎮ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到抗大五分校四队学习ꎮ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任第 ３ 师 ７ 旅 １９ 团 ２ 营 ６ 连副排长ꎮ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任东北嫩

江军区骑兵团一连排长ꎬ 同年 ６ 月任副政治指导员ꎮ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任第

４９ 军直属通讯电话队政治指导员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ꎬ 任 ４９ 军直属工兵营

副教导员ꎬ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升任教导员ꎮ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ꎬ 任中南第一速成中学九江大队 １２ 队

政治教导员ꎮ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ꎬ 任广东佛山军分区南海县兵役局副政委ꎮ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ꎬ 任广

东省军区韶关军分区南雄县武装部副政委ꎮ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ꎬ 任广东省军区佛山军分区珠海

县武装部政委ꎮ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ꎬ 任广东省军区佛山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ꎮ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ꎬ 任

广东省军区佛山军分区顾问ꎮ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离休ꎬ 正师级待遇ꎮ 曾先后荣获八一奖章、 独

立自由奖章、 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章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广州军区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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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ꎮ
姚安吉 (１９０７~２００２) 　 宝塔区碾庄人ꎬ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ꎮ 担负地下党组织联络工作ꎬ 参加 “农运” 和 “非基运动”ꎮ １９３６
年任城区临时支部书记、 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 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ꎬ 在陕北党校学习ꎮ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至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ꎬ 任延安市委宣传部部长、 抗敌救援会副主任、 主任、 市委常委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至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ꎬ 在中央党校学习ꎮ １９４２ 年 ３ 月ꎬ 任延安市

委常委、 参议会议长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以后ꎬ 历任延安市副市长、 市长和

市工委书记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 调任西安市八区区长ꎬ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ꎬ 任西安

市市委委员、 市劳动局副局长、 局长ꎮ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至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ꎬ 任西安市经济计划

委员会副主任ꎮ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任陕西沙苑农场筹建负责人ꎮ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离休ꎮ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西安病逝ꎬ 享年 ９５ 岁ꎮ

陈仕和 (１９１６ ~ ２００２) 　 宝塔区松树林乡邓屯村人ꎮ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ꎬ １０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ꎬ 他先后任鄜县军事部科员ꎬ 独立营第 ２ 连排长ꎬ 陕甘红 ２ 团 ２ 连

副连长ꎬ 警 ７ 团 ５ 连连长、 警 ５ 团 １ 营营长ꎮ １９４７ 年ꎬ 任西北野战军

第 ４ 纵队司令部二科科长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 任第一野战军第 １２ 师 ３４ 团

团长ꎮ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ꎬ 任铁道公安第 １２ 师 ５８ 团团长ꎬ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任

师参谋长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ꎬ 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ꎮ １９５８ 年 ４ 月ꎬ 任公

安内卫第 ２ 师副师长ꎮ １９５９ 年 １ 月任福建省公安厅民警部队部队长ꎬ １９６０ 年兼任公安厅

副厅长ꎬ 后任福建省军区独立第 ２ 师师长ꎮ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ꎬ 任福建省军区后勤部部长ꎮ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ꎬ 任福建省军区顾问ꎬ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离休ꎬ 享受副军职待遇ꎮ １９５５ 年被授予

上校军衔ꎬ １９６２ 年晋升为大校军衔ꎬ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三级解放

勋章ꎬ １９８８ 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病

逝ꎬ 享年 ８７ 岁ꎮ
段世清 (１９１９~２００４) 　 神木人ꎬ １９３０ 年逃荒到延安市宝塔区ꎮ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入伍ꎬ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历任陕北红军 １２ 支队支队长、 指导员ꎬ 县公安局特派员ꎬ 垦区

游击队长ꎬ 骑 ２ 旅连长、 股长、 处长等职务ꎮ 曾参加过劳山、 瓦子街、 洋马河、 青化砭

等战役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又参加甘南、 陇东、 青藏剿匪平叛战斗ꎮ 先后任合阳

县兵役局政委ꎬ 大荔县武装部政委ꎬ 青海省军区黄南军分区科长ꎬ 大通县武装部部长ꎬ
海西军分区副参谋长、 参谋长ꎬ 青海省独立师副师长ꎮ 曾授予上校军衔ꎬ 荣获八一奖

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三级解放勋章、 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ꎮ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离休ꎬ 正师

职待遇ꎬ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病逝ꎮ
史　 雷 (１９２２~２００４) 　 原名史国栋ꎬ 延安城区人ꎮ １９３７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３８

年ꎬ 他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延安师范参加陕甘宁边民众剧团的创建工作ꎬ 是延安时期文艺

界 “风、 云、 雷、 雨” 四位名人之一ꎮ 历任科长、 副团长ꎬ 陕西省戏曲剧院革委会主

任、 副院长ꎬ 省戏曲学院副校长、 校长等职ꎮ 是省文联理事、 省剧协常务理事、 政协西

安市第六、 七届委员ꎮ 演出的话剧有 «十二把镰刀» «大家喜欢» «血泪仇» «烙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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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ꎮ 长于扮演青年学生、 农民、 军官ꎮ 如 «十二把镰刀» 中的王二ꎻ 特别是 «烙碗计»
中的保柱演得颇具特色ꎮ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年ꎬ 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ꎮ 曾编导 «雷
锋» «游西湖» «赵氏孤儿» 等几十个剧目ꎮ 多次参加调演和巡回各省 (市) 演出ꎮ 早

在 １９４５ 年荣获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乙等奖ꎬ １９５２ 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表演乙等

奖ꎮ ２００４ 年在西安病逝ꎮ
杨茂林 (１９０５~２００４) 　 曾用名杨应清ꎬ 梁村乡裴渠村人ꎬ 初中文

化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３５ 年参加革命ꎬ 在延安东南区游击支队ꎬ 参加过青

化砭战役和蟠龙战役ꎮ 历任延安县东南区、 北二区区委会组织部部长ꎬ
延安县南区、 蟠龙区、 丰富区书记ꎬ 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调任临潼县组织部部长ꎬ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调任华县县委副书记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调任陕西省供销社人事处副处长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调任西安市蔬菜

公司副书记、 经理ꎮ 曾获一级战斗英雄军功章ꎮ ２００４ 年病逝ꎬ 享年 ９９ 岁ꎮ
白录堂 (１９４２~２００５) 　 延安城区王家坪人ꎬ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在延安中

学加入共青团ꎬ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ꎬ 毕业于西

安矿业学院采矿专业ꎬ 分配到中央煤炭部汾西矿务局工作ꎬ 历任水峪

煤矿技术员、 政治指导员、 采矿队队长、 生产调度室主任、 邯郸矿务

局生产处副处长、 王凤煤矿矿长、 邯郸矿务局副局长ꎮ 履职期间ꎬ 他

狠抓生产管理ꎬ 曾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出席全国煤炭系统群英会ꎮ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ꎬ 白录堂调邯郸地区行署工作ꎬ 历任邯郸地委委员ꎬ 行署常务

副专员ꎬ 邯郸市委副书记、 市长、 市委书记ꎮ 主持制定实施 “三环” 开放战略ꎬ 建立中

原经济技术协调机制ꎬ 得到国家计委支持ꎮ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ꎬ 调任河北省劳动厅厅长ꎬ 深入

全省 ６０ 多个县、 近千家企业调查研究ꎬ 对河北省企业稳定做出贡献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ꎬ 白

录堂当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ꎬ 同年 ７ 月当选河北省总工会主席ꎮ 指导全省 １１ 个设

区市设立劳动仲裁机构ꎬ 使省总工会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ꎬ 并多次在全国会议上介绍

经验ꎮ 他是中共第十四、 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ꎬ 第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ꎬ
中华总工会第十三、 十四届执委ꎬ 第十四届主席团委员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在石家庄病逝ꎬ 终

年 ６３ 岁ꎮ
刘　 易 (１９７２~２００５) 　 宝塔区人ꎬ 中共党员ꎬ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毕业于

延安地区卫生学校西医士专业ꎬ ８ 月在宝塔区姚店中心卫生院参加工

作ꎬ 曾担任外科医师、 医务科长、 办公室主任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ꎬ 任宝塔区贯屯乡卫生院院长ꎬ 曾先后 ７ 次被评

为宝塔区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ꎮ 刘易把患者当亲人ꎬ 心里装着百姓疾

苦ꎬ 给无数患者解除病痛ꎬ 为贯屯乡卫生院和贯屯乡卫生事业的发展

呕心沥血ꎬ 真诚奉献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晚 １２ 时ꎬ 刘易在下乡返回卫生院途中发生车

祸ꎬ 不幸以身殉职ꎬ 年仅 ３３ 岁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ꎬ 刘易被陕西省卫生厅追授 “白求恩

精神奖”ꎻ ６ 月 ２７ 日被卫生部授予 “人民健康好卫士” 称号ꎻ ９ 月 １２ 日被陕西省委、 省

政府授予 “人民的好医生” 称号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被中共陕西省委追授为 “优秀共产党

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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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康永强 (１９３７~２００６) 　 延长县人ꎬ 中师文化ꎬ １９５４ 年 ３ 月参加工

作ꎬ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在延长县从事教育工作ꎮ １９７４ 年

起ꎬ 历任延长县雷赤、 罗子山公社党委书记ꎮ 履职期间ꎬ 他组织基建

队ꎬ 大搞农田建设ꎬ 使赤雷公社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ꎬ 延安地

委、 行署多次在此召开现场会ꎬ 组织各县参观学习ꎻ 在全乡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ꎬ 为全县农村改革积累宝贵经验ꎮ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起历任

中共延长县委常委、 县政府副县长ꎬ 中共甘泉县委副书记ꎬ 延安市委

常务副书记、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ꎮ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退居二线ꎬ 任宝塔区老龄委

常务副主任、 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老龄委名誉会长、 老年体协名誉主席ꎮ ２００５ 年被中国

关工委、 中央文明委评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和 “老有所为” 先进个人、 学

雷锋先进个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因病逝世ꎬ 享年 ６９ 岁ꎮ
汤　 洛 (１９２５~２００６) 　 宝塔区人ꎬ 中共党员ꎮ １９４０ 年 ８ 月参加革

命ꎬ 在延安边区师范和边区保安处工作ꎮ １９４６ 年 ３ 月至 １９５４ 年 １ 月ꎬ
先后在 «边区群众报» «群众日报» 任记者、 编辑ꎬ 在新华通讯社西

北总分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线记者ꎬ 在新华社朝鲜前线

分社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前线记者ꎻ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至 １９６９ 年ꎬ 分别在中

国作协西安分会为作家、 «延河文学月刊» 任副主编ꎻ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８０
年在子长县革委会工作ꎻ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 在陕西省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ꎮ 解放战争初期ꎬ 参加延安游击队ꎬ 如实记录延安保卫战

斗的 “烽火岁月”ꎬ 作品 «延安魂———延安游击队纪实» 铅印发表ꎮ 抗美援朝期间曾以

志愿军新华社记者身份赴前线进行实地采访报道ꎮ 曾在 １９４７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随游击

队坚持斗争ꎬ 受到 «群众日报» 两次登报和新华社广播表扬ꎬ 多次被评为 “模范党员”
“模范记者”ꎮ 他刻苦钻研ꎬ 勤奋笔耕ꎬ 在延安文艺创作和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和成就ꎬ 曾

多次发表中短篇小说、 诗歌、 通讯并多次获奖ꎮ 其报告文学集最负盛名ꎬ 代表作有 «延
安魂» «毛主席万岁» «解放合交» «杂海滩» 等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离休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在西安病逝ꎬ 享年 ８２ 岁ꎮ
张健民 (１９２１~２００６) 　 哈萨克族ꎬ 又名哈森依布拉音ꎬ 祖籍新疆塔城市ꎬ 祖父

辈时因灾荒迁居延安城区ꎮ １９３５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ꎬ １９３６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ꎬ 历任皖西红 ２８ 团第 ３ 支队 (先后改为自卫队、 ８ 支队) 连传令兵、 司号

员、 班长、 排长、 连长、 政治指导员ꎬ 中共中央第一秘书处译电员ꎬ 抗大第二大队民族

区队长、 第四大队 (学生队) 副队长ꎬ 抗大军事教员ꎬ 八路军总供给部政治处青年组织

干事、 第十八兵站政治指导员ꎬ 第 １２０ 师副营长ꎬ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 １ 旅副营长ꎬ 训

练营营长、 司令部作战参谋、 政治部干事等ꎮ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ꎬ 入延安军事学院学习ꎮ 此后

历任第 １２０ 师独 １ 旅作战参谋兼特务连连长ꎬ 晋绥军区独 ２ 团团长ꎬ 冀中第八军分区教

导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ꎮ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ꎬ 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ꎬ 任干部纵队第四大队

副大队长ꎬ 华北军区独立工兵团副团长ꎬ 军委装甲兵第一战车学校校务部部长ꎬ 装甲兵

作战处处长ꎮ 参加陕南、 陕甘、 关中、 陕甘宁反 “围剿”ꎬ 以及崂山、 冀中、 太行、 岭

南、 吕梁、 太原、 西安、 兰州等战役ꎬ 还参加解放石家庄、 天津等战斗ꎮ １９５４ 年 ９ 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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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回国后ꎬ 历任军委装甲兵第一坦克基地副司令员ꎬ 第三坦克学校副校长、 校

长ꎮ 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ꎬ 任副总指挥ꎮ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ꎬ 调任军委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ꎬ
后勤部副部长ꎮ “文化大革命” 中ꎬ 被打成 “二月兵变” 分子关押ꎮ １９７２ 年平反后ꎬ 调

往兰州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工作ꎮ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ꎬ 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ꎮ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ꎬ 任济

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ꎮ １９７９ 年ꎬ 任军委基建工程兵指挥部副参谋长ꎮ 第七届全国人大

代表ꎮ 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二级解放功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

章ꎮ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北京病逝ꎬ 享年 ８５ 岁ꎮ
邬家珍 (１９１５ ~ ２００７) 　 女ꎬ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邬家湾人ꎮ １６

岁时ꎬ 听说红军专门帮助穷人ꎬ 便约了 ６ 个姐妹报名参加红军ꎮ 经过

３ 个月的培训和学习ꎬ 分配到中共旺苍县委宣传队任大队长ꎮ １９３５ 年

初随部队开始北上长征ꎬ 翻越雪山过草地ꎮ １９３６ 年 ６ 月ꎬ 随部队到达

甘肃庆阳ꎬ 在当地经过一年的休整和整编后ꎬ 于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到达延

安ꎬ 在部队主要搞护士工作ꎬ 后来ꎬ 又到安塞县二区、 七区做民运、
妇女工作ꎮ １９３８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同年退伍ꎮ 此后一直在延安工作和生活ꎮ ２００３ 年

到八一敬老院休养ꎮ 长征的艰难岁月是邬家珍永生最珍贵的记忆ꎮ 为了教育年轻一代发

扬革命传统ꎬ 老人在晚年做了一名义务国防教育宣传员ꎮ 从此ꎬ 延河岸边、 宝塔山下ꎬ
多了一位热心国防教育、 宣扬红军传统的老人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７ 日在延安辞世ꎬ 享年

９２ 岁ꎮ
毕秉鉴 (１９１９ ~ ２００７) 　 宝塔区人ꎬ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考入延安师范ꎬ

１９３８ 年参加革命ꎬ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ꎬ 任陕甘宁边区延安市政府文

书、 科员ꎮ １９４０ 年调陇东河水县政府工作ꎬ 任一科科长ꎬ １９４２ 年调回

延安市政府任事务秘书ꎬ １９４５ 年任二科科长ꎮ １９４７ 年国民党胡宗南进

犯延安ꎬ 坚持敌后斗争ꎬ 负责延安游击队后勤工作ꎬ 为支援前线做出

贡献ꎮ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ꎬ 延安光复后ꎬ 任延安市副市长ꎮ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３ 年ꎬ
任西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农村工作部四处副处长ꎬ １９５４ 年调任中

央农村工作部二处科长ꎮ １９５８ 年调宁夏回族自治区ꎬ 任自治区人民公社办公室主任、 自

治区农业厅副厅长ꎮ １９６０ 年参加灵武县 “整社” 工作ꎬ 兼任县委副书记、 书记ꎬ 认真贯

彻落实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ꎬ 使粮食总产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ꎬ 公购粮足

额上交ꎬ 农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ꎬ 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ꎬ 称之为 “党的好干部、 群众

的好领导”ꎮ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ꎬ 调任自治区党委农办副主任、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

业务组农林组副组长、 自治区农林办公室副主任ꎬ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ꎬ 对于保障农民生

活起到重要作用ꎮ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ꎬ 任中共固原地委代书记、 书记ꎬ 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各

项政策ꎬ 促进安定团结ꎮ １９８１ 年为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委员、 自治区党委农村工作部顾

问ꎮ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离职休养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在银川逝世ꎬ 享年 ８８ 岁ꎬ 骨灰撒于黄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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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佑 (１９１６ ~ ２００９) 　 女ꎬ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刘家大院人ꎬ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ꎬ １２ 月调妇女独立团担任

军事教员ꎬ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随部队长征ꎬ 翻越雪山ꎬ 两过草地ꎬ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到达甘肃会宁ꎬ 在部队医院做医护工作ꎬ １９３７ 年初到达延安ꎬ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因病退伍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到八一敬老院休养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北京奥

运火炬传递延安站ꎬ 刘天佑作为首棒火炬手参加火炬传递ꎮ 汶川特大

地震后ꎬ 她带头捐资 １０００ 元ꎮ 经常应邀为社会团体、 大中专院校、 中

小学生等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ꎬ 宣传爱国主义和延安精神ꎮ ２００９ 年病逝ꎬ 享年 ９３ 岁ꎮ
王加夫 (１９２８~２０１０) 　 宝塔区贯屯乡人ꎮ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参加工作ꎬ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先后在延安蟠龙区三乡、 二乡政府任文书、 青

年主任ꎮ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ꎬ 任延安县青救会干事ꎮ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ꎬ 任延安县

委宣传部通讯干事ꎮ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至 １９５６ 年ꎬ 先后任延安地委宣传部、
统战部干事ꎮ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ꎬ 任安塞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ꎬ 任延安县委宣传部部长ꎮ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ꎬ 任洛川县委副书记、 县委

常委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ꎬ “文化大革命” 期间ꎬ 受到批判停

止工作ꎮ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恢复工作ꎬ 任洛川县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革委会主任、 党委书记ꎮ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ꎬ 任延安电厂党委书记ꎮ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先后任延安地区公路

总段党委书记ꎬ 延安地区轻纺工业局、 地区纺织工业公司调研员ꎬ 主编 «延安地区轻纺

工业志»ꎮ 享受正处级待遇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离职休养ꎮ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ꎬ 他曾被选举为政协陕

西省延安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ꎮ 他一生做人的原则是 “为民身不懒ꎬ 为官心不贪”ꎬ 为

人忠厚坦诚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咸阳逝世ꎬ 享年 ８２ 岁ꎮ
牛健民 (１９１３~ ２０１０) 　 宝塔区临镇石村人ꎬ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参加工

作ꎮ １９３６ 年 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ꎬ 任陕甘宁边区

苏维埃政府秘书、 文书、 科长ꎬ 红 ２９ 军军部文书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 任

警备第 ２ 团政治指导员、 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ꎬ 第 ３５８ 旅政治部民运

科、 组织科副科长ꎮ 解放战争时期ꎬ 历任陇东军分区独立营政治委员ꎬ
第 １３ 团 １ 营政治教导员ꎬ 陇东军分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ꎬ
第 １３ 团政治委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历任甘肃省武都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ꎬ 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员ꎬ 甘肃宁夏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ꎮ １９５５ 年

被授予上校军衔ꎮ 先后荣获二级红星军功章、 二级解放勋章、 三级独立自由勋章ꎮ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离职休养ꎬ 副军职待遇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逝世ꎬ 享年 ９８ 岁ꎮ

屈　 强 (１９１８ ~ ２０１０) 　 延安桥沟乡翟子沟村人ꎬ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参

加革命ꎬ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在延安市完小、 抗日军政大学

任教员、 科员ꎮ １９４０ 年转入部队任 １２９ 师医院指导员、 联政后勤部科

长、 梯队政委ꎬ 西北军区后勤部股长、 政治部科长ꎬ 西南军区留守处

科长 (正团职)ꎮ 在保卫延安战役中曾两次记功受奖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ꎬ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ꎬ 先后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铁路人员训练所副书记、 主任、 书记、 所长ꎻ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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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副处长、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助理局长、 太原铁路局党委常委、 副局长、 第三工程局

党委常委、 副局长ꎮ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起ꎬ 任铁道部第三工程局老战士协会副理事长ꎮ 他在职

工教育、 劳动人事、 后勤卫生等工作上多次评为国家、 部、 省、 总局级先进个人ꎬ 受到

表彰ꎮ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离休ꎮ 离休后依然心系家乡ꎬ 撰文弘扬延安精神ꎬ 捐款建设希望小

学ꎬ 资助家乡教育事业ꎬ 在铁三局老战士协会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中继续发挥余热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北京病逝ꎬ 享年 ９２ 岁ꎮ

毕瑞生 (１９３０~ ?) 　 延安城区人ꎬ 幼小时随父母在韩城、 西安上

学ꎬ 青年时就读省立第一中学ꎬ 思想进步ꎬ 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强烈不

满ꎬ 秘密参加学校地下革命党、 团组织ꎬ 编写传单、 文章揭露腐败时

政ꎬ 传播革命思想ꎬ 动员青年学生追随革命ꎬ 其所在学校成为当时

“学运” 中心之一ꎮ 因参加地下组织工作出色ꎬ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ꎬ 受党组

织派遣外出工作ꎬ 参与情报秘密战线ꎬ 至此与社会、 家人失去一切联

系ꎬ 因而家人便招致冤屈之灾ꎬ 家庭被从西安遣回原籍ꎬ 接着其父被

单位 “清洗” 回家ꎬ 在历次运动中屡遭打击ꎮ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陕西省公安局为其平

反昭雪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向家属颁发 “毕瑞生同志于解放战争时

期在执行任务中因公牺牲” 红色荣誉证书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乙酉清明)ꎬ 延安有关人

士近百人集聚其父母陵下举行冥葬ꎬ 悼念亡灵ꎬ 终使 “成仁取义、 无名英雄” 魂归故

里ꎬ 魄壮青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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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物表 (录)

第一节　 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

１９５４~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奖励一览表
　 表 ３１－２－１

姓名 工作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马启仓
宝塔区
教育局

全国少年先锋队优秀辅导员 １９５４ 年 团中央

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１９５５ 年 全国总工会

陕西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１９５６ 年 陕西省政府

刘莲英 (女) 桥沟乡
平沟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５８ 年 陕西省人委

徐彩云 (女) 百货大楼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５９ 年 陕西省人委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２ 年 陕西省政府

韦张萍 (女) 延安一完小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６０ 年 陕西省人委

全国 “三八” 红旗手 １９６０ 年 陕西省政府

张文兴
延安县冯庄
公社卫生院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６０ 年 陕西省政府

全国劳动模范 １９８４ 年 国务院

贾仲高
冯庄乡
赵永沟

金马驹小学
全国先进工作者 １９６０ 年 国务院

刘丕秀 (女) 桥沟乡
刘万家沟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６３ 年 陕西省人委

张君舍 (女) 城市开发公司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６３ 年 陕西省人委

张志忠 李渠镇双田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７１ 年 陕西省革委会

李军 (女) 延安市粮油
贸易公司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２ 年 陕西省政府

陕西省 “三八” 红旗手 １９８２ 年 陕西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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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工作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薛　 萍
延安丰足
火柴厂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２ 年 陕西省政府

王桂珍 (女) 柳林乡政府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２ 年 陕西省政府

杨桂英 (女) 梁村乡梁庄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２ 年 陕西省政府

曹双定 区人大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３ 年 陕西省政府

张继庆 宝塔公安分局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３ 年 陕西省政府

安　 江 延安市水泥厂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３ 年 陕西省政府

高玉香 (女) 区五中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９ 年 陕西省政府

高志雄 川口乡政府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３ 年 陕西省政府

马维 (女) 宝塔区人大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７ 年 陕西省政府

拓生平 蟠龙乡政府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７ 年 陕西省政府

卜崇周 延安市政协
全国农林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９ 年 农业部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８９ 年 陕西省政府

王久富 枣园镇政府 全国劳动模范 １９９５ 年 国务院

吴彩玲 (女) 宝塔区民政
福利刺绣厂

全国百名拥军模范 １９９２ 年
民政部

总政治部

新时期拥军模范 １９９３ 年 全国妇联

“三八” 红旗手 １９９３ 年 全国妇联

朱益民
桥沟乡

杨家岭村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２００２ 年 陕西省政府

乔玉莲 (女) 工行宝塔区
支行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２００２ 年 陕西省政府

韩海龙
南泥湾

钻采公司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２００６ 年 陕西省政府

刘玉珍 (女) 延安大桥
义务疏导员

陕西省政治战线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１ 年
陕西省委

陕西省政府

刘仰明
延长油田

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２００６ 年 全国总工会

王　 保
延安移动
通信公司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２００８ 年 全国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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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顾根深
延长油矿
管理局

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价工作优秀组织者 ２００９ 年
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李　 炜 宝塔区蔬菜局 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２００７ 年 陕西省政府

张安平
宝塔区委
政法委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２００５ 年 公安部

赵润贤
宝塔区
农业局

“黄土高原区山坡地大垄沟
耕作技术推广” 三等奖

１９９８ 年 陕西省政府

“陕西省马铃薯三项高产栽培技术”
二等奖

１９９９ 年 陕西省政府

“陕北坡地大垄沟综合配套技术示范”
二等奖

２００１ 年 陕西省政府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 年

农业部

段学良
宝塔区
农业局

高效设施农业气象技术研究应用三等奖 ２００５ 年 陕西省政府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２００６ 年 农业部

李建中
宝塔区

农业技术
推广站

蔬菜日光温室技术的示范
科技推广二等奖

１９９９ 年 陕西省政府

农村沼气能源设施技术的改进
与推广获省科技推广二等奖

２００２ 年 陕西省政府

何建举
宝塔区

植保植检站
生态农业示范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

丰收三等奖
２０００ 年 农业部

李旭光
宝塔区种子

管理站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２００５ 年 陕西省政府

王雅梅 (女) 宝塔区
植保站

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９８９ 年 农业部

冯延忠
宝塔区农业
技术推广站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 ２０００ 年 农业部

雷怀飞
宝塔区
蔬菜局

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三等奖 ２００２ 年 陕西省政府

王　 帅
宝塔区畜牧

兽医服务中心
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２００３ 年 农业部

乔琳 (女) 宝塔区畜牧
兽医服务中心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 ２００３ 年 农业部

２２０１



续表

姓名 工作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李廷瑞
宝塔区
林业站

«社会林业工程创新体系的研究与实施»
项目荣获个人二等奖

２００２ 年 陕西省政府

２００５ 年黄土高原抗逆性林木良种
推广项目二等奖

２００７ 年 陕西省政府

２００７ 年黄土高原抗逆性林木良种
推广项目二等奖

２００７ 年 陕西省政府

帕里松和灰松优良种源及丰产栽培
技术引进项目陕西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２００８ 年 陕西省政府

郭永权
宝塔区
林业站

２００７ 年黄土高原抗逆性林木良种
推广项目二等奖

２００７ 年 陕西省政府

赵　 宁
宝塔区
果树局

“延安百万亩山地苹果优质生产技术试验
示范推广” 项目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二等奖
２００５ 年 陕西省政府

石军启
宝塔区水土
保持工作队

全国水利技术能手 １９９８ 年 劳动部、 水利部

付志荣
延安市
邮政局

全国邮电纪检监察部门查办案件
工作先进个人

１９９５ 年
中央纪委驻邮电部
检查组、 监察局

陕西省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６ 年 陕西省纪委

艾彩茹 国贸大厦 中国商业优秀创业企业家 ２００４ 年
国内贸易部

全国商业联合会

叶贵军
宝塔区非公
有制经济局

全国优秀统计工作者先进个人 ２００４ 年 农业部

贾志坚 宝塔区粮食局 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６ 年 陕西省政府

张秉玉 工商局 全国工商系统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７ 年 工商部

张修有
宝塔区

经济发展局
全国地籍管理先进个人 １９９９ 年 国土资源部

常艳萍 (女) 宝塔区
物价局

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优秀个人 １９９９ 年 国家发改委

赵　 刚
宝塔区价格
认证中心

成本调查工作优秀个人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年

国家发改委

杨世清 宝塔区科协 关井压产先进个人 １９９８ 年 陕西省政府

薛启福 宝塔区环保局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１９９０ 年

人事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先进个人 ２００６ 年 国家环保总局

高　 寒 宝塔区委 农村 “三通” 先进个人 １９９６ 年 陕西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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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工作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王建军
宝塔区
政府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９ 年 农业部

全国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工作者 ２０００ 年 农业部

高鹰 (女) 宝塔区
政府

全国第一次新兴产业调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４ 年 国家统计局

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５ 年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张兴虎
宝塔区
政府

全国县 (市) 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年

科技部

张中军
宝塔区
政府

«突发性公共事件爆发与新的政府职能
生成» 一文获全国水利水电优秀成果

交流会一等奖
２００５ 年 水利部

王金玉
延安市
纪检委

全省农村社教先进工作奖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年

陕西省委

全省基层办案先进个人 １９９９ 年 陕西省纪检委

孙广森
延安市
纪检委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６ 年
中纪委、 监察部、

人事部

郭贤兆
宝塔区
纪检委

通令嘉奖 ２００２ 年 中纪委、 监察部

高建友
宝塔区

人民检察院
全国检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２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

张银祥
宝塔区人民

检察院

人民满意的检察官 １９９７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

荣立个人一等功 ２０００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

王晓宏 (女) 宝塔区人民
检察院

“我与检察事业” 女检察官
演讲比赛 (西南西北片区) 优秀奖

２００８ 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

贺　 庆
延安市
公安局

宝塔分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公安部

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 ２００４ 年 陕西省委、 省政府

卜　 伟
延安市公安局

宝塔分局
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２００７ 年 陕西省委、 省政府

李建军
延安市公安局

宝塔分局
全国经济侦查犯罪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８ 年 公安部

郭院玲
(女)

延安市公安局
宝塔分局

人民公安报社年度宣传发行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９ 年 公安部

陈冰霞
(女)

延安市公安
局宝塔分局

全国公安机关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
战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８ 年 公安部

全国 “三八” 红旗手 ２００９ 年 全国妇联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２０１０ 年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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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工作单位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奖单位

冯　 炜 柳林派出所 学雷锋先进个人 ２００５ 年 陕西省委、 省政府

曹双定
延安市

人民法院

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３ 年 陕西省委、 省政府

荣誉法官 １９９０ 年 最高人民法院

王巧芳 (女) 宝塔区
法院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２０１０ 年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平安家庭
创建协调组、
全国妇联

袁　 耀 宝塔区司法局 全国优秀司法所长 ２００１ 年 司法部

刘　 锐 宝塔区司法局 全国模范调解员 ２０１０ 年 司法部

李秀英 (女) 宝塔区教育局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８９ 年 人事部、 国家教委

范民 (女) 延安市
第二幼儿园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８７ 年 教育部

郭春兰 (女) 延安市科技局 全国星火计划先进个人 １９９５ 年 科技部

董国政 宝塔区科技局 全国科技进步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年

科技部

王守山
延安山利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２０１０ 年 陕西省政府

田振贵
南泥湾镇
南泥湾村

陕西省优秀人才奖 ２００１ 年 陕西省政府

孙建军 宝塔区计生局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 ２００５ 年 中宣部等十部委

张静英 (女) 延安市计划
生育服务站

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０ 年 国家计生委

陈君 (女) 宝塔区
南市街道办

陕西省第一次农业普查先进个人 １９９７ 年 陕西省政府

李海银
元龙寺

中心小学
省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４ 年 陕西省政府

郝成斌
川口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为公益事业发展做出
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

２０１０ 年 陕西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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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宝塔区籍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籍正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览表
　 表 ３１－２－２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主要职务

吴文瑜 女 １９１６ 宝塔城区 北京翠微小学校长

蔡文奎 男 １９１６ ５ 宝塔城区 海南副食品公司经理

申　 昜 男 １９２６ 宝塔城区 延安地委副地级调研员、 地委顾问

毕实宜 女 １９２７ ６ 宝塔城区 中央公安部一局副处长

折德选 男 １９２５ 宝塔城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委员

忽培元 男 １９５６ 宝塔城区 中共大庆市委副书记 (正厅)

田轮澍 男 １９４４ ９ 宝塔城区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金玉 男 １９４７ ３ 宝塔城区 延安市司法局局长

麻贵林 男 １９５２ ５ 宝塔城区 中慈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惠远霖 男 １９５４ １ 宝塔城区 北京市海淀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

白云岗 男 １９５５ １１ 宝塔城区 中国旅游商贸服务公司陕西分公司经理

王建军 男 １９５６ １０ 宝塔城区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长安 男 １９５８ ２ 宝塔城区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

陈　 轩 男 １９５９ ８ 宝塔城区 延安市国家安全局局长

申延生 男 １９６０ １ 宝塔城区 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兼实验中学副校长

刘　 敏 男 １９６１ １１ 宝塔城区 陕西省委组织部副巡视员

赵延成 男 １９６５ ８ 宝塔城区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

周玉峰 女 １９６６ １ 宝塔城区 安康市宣传部部长

周玉霞 女 １９６７ ９ 宝塔城区 陕西审计厅处长

石宏飞 男 １９６８ １ 宝塔城区 陕西省委办公厅接待处副处长

康　 红 女 １９６８ ２ 宝塔城区 陕西省纪委第五案件监察室副主任

姚院平 男 １９７０ ６ 宝塔城区 延长石油集团北京陕西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

师远哲 男 １９７０ ９ 宝塔城区 陕西省工业信息化厅劳动管理就业中心主任

马宏伟 男 １９７４ １ 宝塔城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正团级研
究员

６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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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主要职务

陈　 雄 男 １９７４ ２ 宝塔城区 陕西省消防总队专职队指导处处长

田　 耕 女 １９７４ ３ 宝塔城区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党务工作部高级主管

赵　 刚 男 １９７５ １ 宝塔城区 陕西省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井海滨 男 １９７５ ９ 宝塔城区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服务中心
主任

徐金山 男 １９２５ ８ 枣园镇庙咀沟村 中共延安行署副专员、 地委顾问

郝　 宇 男 １９４９ ７ 枣园镇 陕西省政府正厅级巡视员

李福杰 男 １９４９ １２ 枣园镇温家沟 原延安地区生产资料公司经理 (退休)

徐文岳 男 １９５２ １２ 枣园镇庙咀沟村 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局长

徐　 岗 男 １９７１ ８ 枣园镇庙咀沟村 延安市人事局副局长兼公务员局局长

吴亚峰 男 １９２６ 柳林乡沟门村 陕西旅游协会秘书长

杨继武 男 １９５６ ９ 柳林镇康家圪崂村 延安市农业局局长

马乐斌 男 １９５６ １０ 柳林镇老庄坪村 陕西省水利厅党委副书记

刘天才 男 １９６０ ７ 柳林镇三十里铺村 富县县委书记

张　 剑 男 １９７３ １０ 柳林乡麻庄村 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处长

韩耕洲 男 １９４８ １２ 桥沟镇刘万家沟村 宝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退休)

汪占虎 男 １９５８ ４ 河庄坪镇杨老庄村 延安市交通局党组书记

高汉武 男 １９４４ 李渠镇双田村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正处级)

高汉文 男 １９４９ ９ 李渠镇双田村 延安市林校书记 (退休)

杨国栋 男 １９５３ ３ 李渠镇 延安钢厂副厂长 (正县级)

姬存军 男 １９５７ ９ 李渠镇李家沟村 陕西省人寿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叶生智 男 １９５２ ８ 姚店镇安沟门村 陕西省公安厅纪检委副书记

赵宏胜 男 １９５６ １ 姚店镇 延安市商务局党委书记、 局长

刘占平 男 １９６２ ９ 姚店镇张尔村 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张凤金 男 １９４８ ７ 甘谷驿镇小张沟村 铜川市地震局局长 (退休)

苏喜生 男 １９４９ ４ 甘谷驿镇东镇村 延安市审计局局长 (退休)

苏世华 男 １９５７ ９ 甘谷驿镇东镇村 延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讲师团团长

薛海涛 男 １９６１ １１ 甘谷驿镇后苏沟村 延安市副市长

米文毅 男 １９５２ ８ 青化砭镇高尧村 延安市总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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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爱杰 男 １９５６ ２ 青化砭镇朱家沟 延安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兼储备中心主任

高翰武 男 １９５２ ６ 蟠龙镇老庄村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高级经济师

刘斌旺 男 １９５２ ９ 蟠龙镇刘坪村 延安市人大法工委主任

刘　 凡 男 １９５４ １２ 蟠龙镇刘坪村 延安市国家安全局党组书记、 局长

刘仰会 男 １９５７ １２ 蟠龙镇土洞沟村 陕西省康佳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金阳 男 １９７１ １０ 蟠龙镇上坪村 国家统计局延安调查队队长

高桩桩 男 １９５１ １０ 南泥湾镇三台庄 延安市住建局书记

樊鹏英 男 １９５４ １ 南泥湾镇 陕西省审计厅延安市审计处调研员

张建斌 男 １９５７ １ 南泥湾镇金庄村 陕西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经理

高富冠 男 １９５９ １ 南泥湾镇 延安市法院纪检书记

高富华 男 １９６０ １１ 南泥湾镇 延安市发改委主任

赵　 贞 男 １９６４ １０ 南泥湾镇金庄村 延安大学校长助理、 保卫处处长

石和平 男 １９６３ １１ 临镇镇石村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 (延安精神研究会办
公室) 主持工作

马西安 男 １９４９ ９ 临镇镇石村 西飞工业集团公司铝门窗五厂厂长

牛延峰 男 １９５５ １１ 临镇镇石村 延安市物价局党组书记、 局长

雷元富 男 １９５６ ３ 临镇镇赵家塬村 延安市残联理事长

崔临奎 男 １９５６ ４ 临镇居委 延安市交通局党组书记

姬凤阳 男 １９５６ ５ 临镇镇西村 延安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

刘宏章 男 １９５７ ２ 临镇镇石村 延长油田公司蟠龙采油厂厂长

刘志才 男 １９５７ １２ 临镇镇中义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储备中心主任

张汉有 男 １９４２ １ 梁村乡向家沟村 延安市劳动人事局局长

张旺斌 男 １９５１ １ 梁村乡燕沟村 陕西地方税务局调研员

呼延龙 男 １９５２ ９ 梁村乡裴庄村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副主席

呼安平 男 １９５６ １１ 梁村乡梁村 广州军区射击队大队长 (副军级)

侯世怀 男 １９５６ １２ 梁村乡呼家湾村 延安市城管局党组书记

苗宝清 男 １９５７ 梁村乡魏里湾 陕西省联通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崔鸿儒 男 １９５８ ８ 梁村乡王圪崂村 陕西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

呼小平 男 １９６０ 梁村乡梁村 北京防化学院院务部部长 (正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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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清 男 １９６２ １２ 梁村乡 延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党组书记、 局长

高汉荣 男 １９６５ １ 梁村乡刘里府 大连富乐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宏伟 男 １９６８ １ 梁村乡王庄村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王玉飞 男 １９５０ ９ 万花山乡萧林村 原甘泉县检察院检察长 (退休)(正处级)

封　 崭 男 １９２１ ５ 川口乡 公安部消防局办公室主任

董峰贵 男 １９４１ １１ 川口乡小王庄村 铁道部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

王丕年 男 １９１５ 碾庄乡王家沟村 中共延安县委书记、 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封　 朝 男 １９５１ ６ 川口乡川口村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干部 (正处级)

高生发 男 １９６５ ８ 川口乡西窑沟村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甘肃分公司总经理

李生桂 男 １９１８ １２ 冯庄乡香水沟村 北京卫戍区警卫四师政委

陈　 新 男 １９２１ ９ 冯庄乡陈家河村 西影制片厂厂长

曹　 虎 男 １９５５ ２ 冯庄乡冯庄村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全处处长

傅民生 男 １９５８ ７ 冯庄乡香水沟村 延安市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谢志金 男 １９６２ ４ 冯庄乡新庄科村 延安市果业研发中心主任

高生军 男 １９６２ １１ 冯庄乡 延安市农科所所长

张文东 男 １９６２ １１ 冯庄乡下坪村 陕西省第九劳改农场场长

贺向东 男 １９５１ ９ 元龙寺乡大山圪塔村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外协处处长 (退休)

陈建军 男 １９５２ １ 元龙寺乡槐树圪台村 延安市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

沙文军 男 １９６２ ５ 元龙寺乡大山圪塔村 武警甘肃总队政治部副主任

李济平 男 １９５４ ９ 贯屯乡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蒋文义 男 １９２８ 松树林乡赵家河村 国防部七机部二院党委副书记、 调研员

苗永斌 男 １９５５ 松树林乡马坪村 延安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党支部书记

高春义 男 １９５３ ４ 松树林乡杨家峪村 延安市委副书记、 党校校长

宋昌元 男 １９５３ ９ 松树林乡杨家峪村 延安市农综办书记

宋昌斌 男 １９５６ １ 松树林乡杨家峪村 陕西省政府法制办主任

徐金香 女 １９５５ ８ 松树林乡 延安大学教育工会女工委主任

赵殿军 男 １９６７ ８ 松树林乡赵家河村 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方政祥 男 １９５９ ９ 麻洞川乡麻洞川村 新疆乌鲁木齐东山区政务大厅主任

师来平 男 １９６３ ２ 麻洞川乡西村 陕西省政协联络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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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平 男 １９６４ ６ 麻洞川乡樊村 陕西谊秦公司副总经理

李延明 男 １９３５ ６ 官庄乡吴太塬村 延安市老区办主任 (退休)

李兴明 男 １９３７ ８ 官庄乡吴太塬村 甘肃省武威市公安局局长 (退休)

吕德荣 男 １９４２ ８ 官庄乡 延安市经贸委主任 (退休)

高智星 男 １９４３ ３ 官庄乡高家塬村 铁一局铁路工程学校校长 (退休)

张兴明 男 １９４６ ８ 官庄乡官庄村 延安市土地局局长 (退休)

高维德 男 １９５０ ２ 官庄乡高家塬村 西安市交通管理局第二大队队长 (退休)

贺淑梅 女 １９５７ ３ 官庄乡吴太塬村 延安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许江涛 男 １９５７ ７ 官庄乡桐树塬村 延安市爱卫办主任

王　 春 男 １９６３ ２ 官庄乡吴太塬村 延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第三节　 其他人物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其他人物一览表
　 表 ３１－２－３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届别 主要任职及成果

刘成章 男 １９３７ ２ 宝塔城区 文化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ꎮ 出版过七部散文集ꎬ 其
中七篇散文作品入选十四种版本的大中专院校和
中学语文课本ꎮ 散文集 «羊想云彩» «安塞腰鼓»
获鲁迅文学奖ꎬ «刘成章散文集» 获陕西省 “双五
文学奖” 特别奖等

曹谷溪 男 １９４１ ２ 清涧县
郭家嘴村

文化

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 常务副主席ꎮ 写有诗
集 «延安山花» «第一万零一次希望» «我的陕
北»ꎬ 文论集 «与文学朋友谈创作»ꎻ 主编 «新延
安文艺丛书诗歌卷» «宝塔文典» 等ꎮ １９９９ 年ꎬ
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４９ ~ １９９９ 首届炎黄优秀
文学编辑奖” 和陕西省作家协会 “双五文学
奖” 等

史小溪 男 １９５０ ５ 元龙寺乡 文化

«延安文学» 常务副总编ꎬ 延安市文联副主席、 市
作协副主席ꎬ 陕西省作协理事ꎬ 中国散文学会理
事ꎬ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名誉主席ꎬ 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ꎬ 编审ꎮ 散文代表作 «黄河万古奔流» «陕北
八月天» «月夜夜莺声声» 等先后 １４ 次获国家、
省级报刊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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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　 安 男 １９６５ 宝塔城区 文化

«延安文学» 杂志总编ꎬ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ꎮ
写作范围广泛ꎬ 涉及诗歌、 随笔、 小说等各种文
体ꎬ 手稿札记超过 １０００ 万字ꎮ 先后出版作品 «与
蜘蛛同在的大地» «乌鸦掠过老城上空» «境况»
«鱼王» «玩具城» 等ꎮ 被评论家誉为 “中国文坛
最隐秘的精神贵族”

张金平 男 １９７９ １１ 冯庄乡后
武装沟村

文化

宝塔区文联副主席ꎮ ２００７ 年创作的电影剧本 «一
路上有你»ꎬ 荣获由国家广电总局、 电影局、 剧本
中心、 夏衍电影学会举办的剧本征集 “政府采购
奖” (最高奖、 国家一级奖)ꎻ ２０１０ 年入选陕西省
委宣传部 “四个一批” ( 一批理论家ꎬ 一批名记
者、 名编辑、 名主持人ꎬ 一批出版家ꎬ 一批作家、
艺术家) 人才

姬乃军 男 １９５２ １１ 宝塔城区 文化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员ꎮ 先后出版 «延安史话»
«延安宋代石窟艺术» «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
延安» «延安市文物志» «西安事变实录» 等 ３０
多部专著ꎮ 先后发表 «秦直道走向考辨» «周恩来
与张学良的第二次肤施会谈» 等论文 ４００ 余篇

折正千 男 １９３４ ９ 宝塔城区 文化

宝塔区政协文史委主任ꎮ 曾整理出 ５００ 多万字的
文稿ꎬ 有 ４００ 余万字已见诸各类报纸杂志ꎮ 著有
«延安今昔» (上、 下) «延安铁路» «辛亥风云»
«宝塔史话» 等文集ꎮ 参与 «延安市志» 编纂工
作ꎮ 挖掘整理出 “延安鸡鸣乾坤” “延安古城民俗
等系列图集ꎮ 与传媒公司合作摄制 «延安古城风
韵动漫片»

乔明山 男 １９３９ 宝塔城区 文化

宝塔区书画协会主席、 延安市书法协会副主席ꎮ
在 «中国中外产品报» «陕西日报» «文化艺术
报» 等几十种国家、 省、 市级刊物上发表作品 １６０
幅ꎬ 其中 １６ 幅书画作品在中央、 省级评展中分别
获得二、 三等奖

苗宝平 男 １９６３ ２ 绥德县 艺术

延安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宝塔区民众剧团团长ꎬ
宝塔区文体广播电视局副局长ꎮ ２００９ 年参加新加
坡举办的国际音乐、 舞蹈、 戏剧大赛中荣获导演、
表演两大金奖

曹伯涛 男 １９６１ 延川县 艺术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ꎬ 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
会员ꎬ 陕西音协、 剧协会员ꎻ 延安市音协副主席、
副研究馆员ꎬ 延安大学兼职副教授ꎮ ２００６ 年第七
届 “世界之春———中国民间民族歌曲演创高端选
粹” 中歌曲 «想我的人» 荣获 “中国民歌精品调
奖”ꎬ 获 “中国民歌创作优秀专家”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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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海 男 １９３０ １２ 宝塔城区 艺术

«美术史论» 刊物责任编辑ꎬ 副研究员、 研究员ꎮ
１９４３ 年绘制的 «十一运动» «青年工人» 连环画ꎬ
在延安文教、 卫生模范颁奖会上ꎬ 获 “少年画家”
锦旗奖励ꎮ 先后编写宋代卷的五代、 辽、 西夏、
金的中国美术史ꎬ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ꎬ 参加韩国举办
的国际美展ꎬ 获奖状及奖牌

贾四贵 男 １９５８ 山西蒲县 艺术

延安大学任教ꎮ 创作剪纸艺术作品 １ 万多幅ꎬ 在
国内外展出和发表ꎻ 有 ３０００ 多幅剪纸作品荣获全
国及国际大展赛最佳作品奖、 特等奖、 金奖、 一
等奖等 ４０ 多次ꎻ １０００ 多幅剪纸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等收藏

王克文 男 １９５１ 宝塔城区 艺术

延安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 党支部书记ꎮ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ꎬ 撰稿、 总编导的十集电视系列片 «黄土魂»
获 “全国第二届民俗电视汇映评奖” 一等奖ꎻ 编
剧的 «大型陕北民歌史诗信天游» 在 ２００７ 年参
加 “陕西省艺术节” 荣获金奖

苗晓峰 男 １９４９ 宝塔城区 艺术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员ꎬ 延安鲁艺书画院院士ꎬ
高级工程师ꎮ 国内钢铁书画艺术发明者ꎬ 书画项
目多次获得香港世界华人专利技术博览会金奖、
日内瓦国际专利技术成果博览会金奖、 联合国科
技成果评估认证中心特别奖、 中国科技发展中心
一等奖、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特别奖及北京奥申委
纪念杯

梁　 丰 男 １９６７ ９ 榆林市
绥德县

艺术

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ꎬ 中国民协根雕艺委会委
员ꎬ 延安根雕艺术家协会主席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ꎬ 根
雕作品 «神圣朱雀» 在第三届中国根雕艺术优秀
作品展中获二等奖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根雕作品 «大
唐风韵» 被评为 “中国艺坛名师诸贤精品展” 工
艺美术类一等奖

王学峰 男 １９６８ 宝塔城区 艺术

陕西新闻摄影学会副主席、 延安摄影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 延安新闻摄影学会主席ꎮ ２００１ 年被评为
中国优秀摄影家ꎬ ２００５ 年被授予德艺双馨会员ꎬ
２００６ 年被中国新闻摄影学会、 中国地市报新闻摄
影学会评为首届中国新闻摄影 “百佳记者”

李广林 男 １９６２ ２ 宝塔城区 艺术

延安市委副县级组织员ꎬ 兼中国艺术家摄影协会
会员ꎬ 延安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延安新闻摄影学
会常务副主席ꎮ １９８８ 年拍摄的 «安塞腰鼓» 获全
国农村摄影大赛三等奖和三省四地 (盟) 黄土地
摄影比赛三等奖

李文柏 男 １９２５ １０ 宝塔城区 新闻

«延安日报» 副主编兼中共延安地委通讯组组长ꎮ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三十多年ꎬ 曾发表各种新闻作
品、 剧本、 散文、 诗歌数十万字ꎬ 散见于国内各
报刊ꎬ 出版 «种苹果树的故事» «冲破陈规陋习的
两员女将» «红柳新姿» «陕北民间故事选» 等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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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葆铭 男 １９５６ ３ 宝塔城区 新闻

延安报社政文部副主任、 主任、 副总编ꎮ 散文
«我的瓦屋» 和 «鼠事» 分别获全国微型文学二
等奖和全国报纸副刊三等奖ꎮ 许多作品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 «延河» «滇池» «读
者» 等报纸杂志ꎬ 并多次获奖ꎮ 在新闻业务上多
次获全国和省级奖励

毕醒世 男 １９５７ ５ 宝塔城区 新闻

广东省河源市河源日报社副社长、 副总编辑ꎮ 长
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ꎬ 有多个作品获得国家和省
级奖励ꎬ 在 «光明日报» «半月谈» 发表ꎮ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ꎬ 毕醒世离开延安到外地工作ꎬ 仍投入大
量精力研究延安历史

白延琴 女 １９６０ 甘谷驿镇 教育

延安育才学校校长ꎮ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６ 年先后荣获宝塔
区 “名师” “首席教师” “学科带头人”ꎻ 延安市
“教学、 教改能手” “三八红旗手” “师德标兵”ꎻ
陕西省 “教学能手”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

刘向峰 男 １９６３ ８ 渭南市
华阴市

教育
延安市实验中学校长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被陕西省
人民政府授予 “陕西省物理特级教师” 称号

景智雄 男 １９７１ １ 宝塔城区 教育

宝塔区北关小学校长ꎮ 他撰写的 «采用快乐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在 ２００６ 年中小学教学改革成果展
评中获 “中央教科所二等奖”ꎻ «让学生在爱的阳
光下健康成长» «新课程中优化课堂教学的策略»
在 ２００７ 年全国中小学教育论文评审中都获得 “中
国教育学会一等奖”ꎻ «创新教研工作机制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 在 ２００８ 年全国第五届教育创新与实
践论坛中获一等奖

屈　 强 男 １９６４ １０ 榆林市
横山县

教育

宝塔区第四中学校长ꎮ １９９６ 年荣获陕西省政府
“先进教育工作者”ꎻ ２０１０ 年荣获 “全国教育改革
优秀教师” “国家级教育科研课题一等奖” “全
省、 全市中学优秀校长” “关心共青团工作十佳校
长”

王树森 男 １９６７ 宝塔城区 体育
１９８８ 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公路自行车分段赛ꎬ 获
得个人冠军ꎬ 被授予 “国家运动健将” 称号ꎬ 选
入国家运动队

高士选 男 １９４２ １ 宝塔城区 体育

陕西省航空运动学校教师ꎮ 延安跳伞第一人ꎬ 在
陕西省航空俱乐部工作ꎬ 培养 ３０ 多名优秀滑翔运
动员ꎬ 担任航空机械师后ꎬ 为空军培训十几批、
数百名飞行学员ꎬ 参与培训 ２０ 多期业余滑翔学
员ꎬ 其中 ２０ 多位学员在全国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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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届别 主要任职及成果

徐光华 男 １９６１ ２ 宝塔城区 医药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病科及其教研室主任ꎬ 延
安大学肝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ꎮ 先后主持、 参与
省教育厅、 市政府及校级资助科研课题 ９ 项ꎬ 获
市政府科技奖 ９ 项ꎬ 撰写医学论文 ７９ 篇 (核心期
刊 ４２ 篇)ꎬ 其中 １ 篇获省政府优秀论文奖ꎬ ２ 篇被
ＳＣＩ 收录ꎮ 参编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 １ 部ꎻ
指导毕业及在读硕士生 １０ 名

毕四锐 男 １９６４ ９ 宝塔城区 医药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干部病房主任兼党支部书记ꎮ
发表科研论文 ３０ 余篇ꎬ 其中国家级核心杂志 １５
篇ꎮ 带领科室先后荣获医院先进集体奖、 先进集
体特别奖、 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奖、 医疗安全先进
集体奖、 经济效益显著先进集体奖等奖项

石　 何 男 １９４７ １２ 临镇镇
庙塬村

医药

延安市中医医院院长、 总支书记ꎮ 曾获延安市科
技成果奖三等奖二次、 四等奖一次ꎻ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被陕西省卫生厅授予全省卫生系统文明建设先进
工作者称号ꎻ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曾被延安市委、 市政府
评为延安市优秀专业技术人员ꎮ 延安市第一届人
代会代表

陈玉琪 男 １９３８ ４ 李渠镇
高峁湾村

医药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免疫风湿病科主任ꎮ 在中医中
药的辨证施治中验证有效的二十余种中药方剂应
用至今ꎮ 先后多次受到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的
表彰

席　 政 男 １９５６ 宝塔城区 科研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总工程师、 副司令、 司令员ꎮ
先后参加 １０ 多次国家大型科研实验任务ꎬ 承担技
术方案拟制、 同步卫星飞行控制、 近地卫星回收、
外文翻译等工作ꎮ ２００６ 年先后获得全军第四届军
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ꎬ 国家和军队科技成果奖
十余项ꎬ 多次荣立三等功、 二等功

曹春景 男 １９４４ １２ 安徽省
颍上县

经济

延安龙飞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ꎮ 陕西省
安徽商会副会长ꎬ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 陕西省乡
镇企业协会常务理事等ꎮ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被陕西省人
民政府授予陕西省乡镇企业家称号ꎻ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被农业部评为第五届全国乡镇企业家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被中华慈善总会授予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

王西林 男 １９５７ ８ 宝塔城区 经济

延安王家坪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ꎮ 陕西
省工商联副主席、 陕西省劳动模范协会副会长、
陕西省慈善协会荣誉会长ꎮ 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 中华慈善奖、 时代领跑者———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六十年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提名奖、 全
国十大公益之星提名奖、 陕西十大新闻人物、 陕
西十大扶贫之星等 ６０ 多项荣誉

姜志东 男 １９５８ １１ 榆林市
米脂县

经济

延安资协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ꎮ ２００７ 年被评为
“陕西省劳动模范”ꎻ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被陕西省总工会
授予 “创业明星” 称号ꎻ ２０１０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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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忠 男 １９５８ １２ 冯庄乡
黑麻沟村

经济

北京陕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ꎬ 北京圣安恒
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ꎬ 陕西圣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ꎬ 先后获得陕西省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个人”、
全国 “三北防护林建设突出贡献者” 等荣誉称号ꎻ
２００７ 年获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张　 平 男 １９６３ ４ 李渠镇
张兴庄村

经济

延安治平建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ꎮ 陕西省个企
协会理事ꎬ 延安市工商联副主席ꎬ 延安市商会副
会长ꎬ 延安市建筑业商会会长ꎮ 先后荣获 “全国
建筑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第三届全国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中华
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 “陕西省劳动模范”、 “陕
西省为公益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 陕
西省第一批道德模范ꎮ ２０１０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
称号

沙张明 男 １９６３ ９
元龙寺乡
大山圪
塔村

经济

延安百货大楼 (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ꎮ
１９９６ 年ꎬ 被陕西省商务厅授予 “质量标兵” 称
号ꎻ ２００４ 年被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评为全国质量
管理先进工作者ꎬ 被人事部、 内贸部评为全国内
贸系统劳动模范ꎬ ２００５ 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刘海平 男 １９６４ ２ 蟠龙镇 战斗英雄

陕西省军区预备役一四一师四二三团政委ꎮ 参加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ꎬ 带领全排坚守猫耳洞 ３ 个月ꎬ
获三等功ꎻ 先后多次获二等功、 三等功ꎬ 被军区
表彰为 “十佳政治指导员”ꎬ 在军区巡回作先进事
迹报告

牛延平 男 １９６５ ４ 临镇镇
石村

战斗英雄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斗中ꎬ 历战 ３ 天 ４ 夜ꎬ 他炸毁
最大最牢固的越军暗堡ꎬ 消灭越兵 １０ 余人ꎬ 缴获
枪支 １０ 余支ꎬ 子弹近千发ꎬ 救护战友 ３ 人ꎬ 荣获
一等战功

庄生德 男 １９２０ ５ 安塞县
曹家湾村

老革命
１９３４ 年参加陕北红军靖边警卫队ꎬ 延安市八一敬
老院离职休养

毛光荣 男 １９２１ １１ 延川县
延水关镇

老革命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参加刘志丹部队ꎬ 延安市八一敬老院
离职休养

常正明 男 １９２４ １１ 宝塔区
张坪乡

老革命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参加革命ꎬ 在西北野战军第一军二十
四团三营十八连作侦察员ꎮ 延安市八一敬老院离
职休养

折聚英 女 １９１９ 李渠镇
刘家沟村

老革命
１９３５ 年参加革命ꎬ 获 “陕甘宁边区女自卫军模
范” 称号ꎬ 被选为 “学习模范” “学习战线上的
英雄”ꎬ 被誉为 “百万妇女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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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名录

一、 高级讲师

白海保　 靳　 鸿　 张鹏飞　 李月芳　 苏　 铁　 任振国　 郭随万　 曹文莉　 曹佳慧

范　 民

二、 高级教师

艾　 梅　 白春玲　 冯向红　 冯晓莹　 郭　 萍　 杭凤鸣　 贺庆宝　 刘　 华　 牛兆荣

苏延继　 孙立明　 杨桂梅　 杨　 琴　 王建芳　 文士清　 张有莲　 朱育红　 樊海峰

党宝玲　 解宇军　 陈福红　 白春燕　 康健芳　 屈侠侠　 杨院萍　 高凤琴　 郝润琴　
韩秀军　 刘晓平　 王清和　 袁红梅　 常浩忠　 崔月梅　 靳中华　 刘爱兰　 刘菊飞

王师凤　 周　 婕　 王　 芳　 牛延宏　 杨丽莉　 艾亚菊　 高德胜　 贺延平　 呼翠琴

李生青　 余润梅　 柴延胜　 李雪梅　 王海龙　 魏丽萍　 范昕涛　 李成军　 祁　 军

高　 义　 贺中栋　 艾亚梅　 高小雯　 李延梅　 田启新　 张金玉　 杨泰渊　 孙耀飞　
慕旭东　 张延平　 高彩霞　 侯绥利　 张彩艳　 靳军华　 杨建军　 李红卫　 马延春　
马改香　 刘　 宁　 孙　 凯　 白交年　 李开宇　 贺光清　 常延生　 李新东　 赵　 亮　
毕光庆　 王秀珍　 王茹梅　 贾月英　 高月兰　 马绥玲　 贺　 电　 薛　 旗　 李士信　
施鹏旺　 王英才　 刘师高　 曹茹英　 李　 霞　 薛爱珍　 刘增圣　 师聚才　 刘子钧　
姚新富　 李　 媛　 康　 利　 周冬梅　 孟晓红　 蒋国庆　 刘向荣　 马延丽　 王秀英　
高生宏　 马爱芬　 白生有　 黄海霞　 曹瑞秀　 陈　 华　 马彩宏　 张秋梅　 杨志琴　
胡永富　 延喜年　 李成贵　 李　 瑾　 马文芳　 高　 利　 毕永锋　 孙志强　 黄彩梅　
杨永霞　 贺富强　 杜延宏　 雷社林　 苗跟春　 米文丽　 张　 艳　 吴改燕　 吕　 霞　
郭晓丽　 封建宏　 盛西平　 吕延宁　 孙　 洁　 曹如英　 薛忠年　 师志忠　 吴锦凌　
赵素梅　 白晓良　 史思温　 王生才　 刘曼锐　 李西洋　 姬凤霞　 李瑞征　 张大琴　
安玉梅　 薛素莲　 周建功　 刘　 锐　 陈雪峰　 郑延玲　 刘金莲　 高延明　 苏振华　
韩占付　 薛应刚　 段继延　 刘　 红　 赵彩娥　 孙长发　 白建忠　 李海霞　 郝海梅　
罗柏胜　 蔡东平　 张月琴　 贾东年　 李红英　 薛锦莲　 常　 欣　 郝英娥　 姜保明　
张海宾　 张森隆　 张　 辉　 鲁　 媛　 刘四龙　 王佐学　 吕正民　 闫　 华　 冯学富　
张志军　 马　 瑞　 付延红　 王凤云　 杨　 敏　 田进平　 路　 燕　 贺中栋　 赵红艳　
董　 燕　 孟　 文　 徐光强　 李媛媛　 杨晓驰　 施　 策　 杨春梅　 惠小燕　 李来成　
马复全　 高延莉　 王　 茜　 高志雄　 樊怡频　 曹怀青　 白成祥　 高　 虎　 马　 跃　
何建琴　 艾　 萍　 申忠明　 陈延芳　 薛晓莲　 刘　 霞　 徐　 源　 高文玲　 李建国　
马成东　 冯延平　 李延成　 杨思芳　 马　 莉　 李维萍　 韩加荣　 郑江莲　 侯成贵　
牛延玲　 张雪梅　 贺建萍　 吴光辉　 刘富平　 吴成英　 王淑萍　 杨　 敏　 马冬梅　
周芝琴　 王对玲　 刘佩林　 师美义　 薛明泽　 霍建芳　 常增慧　 李静莲　 高玉香　
刘圣薇　 任　 琦　 王粉莲　 王亚莉　 刘月娥　 董秀珍　 石鹏程　 冯延琴　 杨冬云　
高春玲　 郑志英　 王小莉　 李延林　 罗保仕　 张永和　 薛金斐　 贾延红　 窦雪芳　
张晓莉　 张红卫　 罗　 华　 常　 建　 薛　 波　 马延军　 张忠林　 韩芙娟　 史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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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延红　 钱东明　 王艳玲　 张美丽　 刘永安　 刘海莲　 刘　 岩　 苏启胜　 杨　 龙　
王青莲　 李　 霞　 杨春森　 党海银　 张改莲　 王建峰　 白　 泽　 樊延妮　 孙宝文　
王永骞　 惠春燕　 高　 峰　 苏新梅　 魏　 玲　 郑吉林　 卫彩琴　 谢冬梅　 高小琴　
胡月箭　 康士强　 梁建军　 马俊杰　 郝燕妮　 马　 靖　 郝海燕　 李　 慧　 任春燕　
赵建光　 班凤英　 韩俊贵　 艾克尚　 牛爱芳　 石有明　 吴启珍　 李景春　 刘平智　
孙治平　 徐正中　 魏长雄　 高东炬　 刘国庆　 崔玉娥　 苗宝金　 贺玉峰　 康儒桂　
赵世杰　 常浩发　 高院梅　 颜　 军　 钟稳清　 张　 玲　 郭德莉　 李战省　 刘志杰　
陈联合　 李　 洁　 孙蟠社　 高增福　 苏启平　 李生青　 白　 伟　 白永莉　 张宏保　
王海明　 屈升斌　 任永厚　 任学惠　 张明雄　 张明亮　 杜　 立　 王明生　 程怀英　
任　 际　 孙志斌　 高　 强　 冯雪丽　 田竹乾　 曹　 燕　 杨银玲　 张永恩　 王　 霞　
宋强国　 马维社　 王宏耀　 冀世道　 屈升斌　 陈　 浩　 吴海鹏　 艾　 军　 薛新胜　
田布军　 钟顺平　 李学智　 李加林　 李县亭　 李　 进　 张修祥　 王爱芳　 李秀茹　
冯　 翔　 杨桂芳　 高秀珍　 冯　 荣　 马登广　 周思兰　 李雪萍　 陈甫金　 张雪茹　
段东萍　 窦树兰　 李云英　 王凤娥　 慕建银　 姜小萍　 马俊有　 陈　 霞　 梁树义　
曹亚利　 王彩芳　 崔升录　 武胜利　 高占线　 薛照峰　 白百琴　 张欣玲

三、 高级工程师

高崇生　 徐晓娟　 白红霞　 高延珍　 李廷瑞　 吕延琴　 王　 玉　 李　 进　 李广东　
李瑞娥

四、 其他副高级以上专业人员

高 级 农 艺 师: 雷怀飞　 李旭光　 刘智源　 何建举

高 级 兽 医 师: 乔　 琳　
高 级 会 计 师: 闫瑞瑞　 刘百胜　 何延东　 王　 鹤

主 任 医 师: 李振坤　 强兴富　 冯光明　 王永和　 杨君兴　 王宏利　 李笑梅　
申生俊　 高　 波　 张凤桐　 贾治成　 秦　 君　 贾雄燕　 叶向前　
郭建华　 寇延芳　 刘雪峰　 刘延萍　 赵引菊　 刘翠玲　 赵学军

主 任 宣 技 师: 闫　 洁　 郭富强　 张静英

副主任检验师: 常　 筠　 张　 蓉　 党翠英　 张　 杰　 郭汉斌　 杨　 玲　 李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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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献辑录

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撤销延安地区设立地级延安市的通知

各地区行政公署ꎬ 各市、 县人民政府ꎬ 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ꎬ 各直属机构:
为了适应陕西省经济、 社会发展的需要ꎬ 国务院批准撤销延安地区ꎬ 设立地级延安

市ꎮ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撤销延安地区和县级延安市ꎬ 设立地级延安市ꎬ 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宝

塔区ꎮ
二、 延安市设立宝塔区ꎬ 以原县级延安市的行政区域和人民政府驻地作为宝塔区的

行政区域和人民政府驻地ꎮ
三、 延安市辖安塞县、 志丹县、 吴旗县、 子长县、 延川县、 延长县、 宜川县、 黄龙

县、 洛川县、 黄陵县、 富县、 甘泉县和新设立的宝塔区ꎮ
四、 延安市的各类机构ꎬ 均应本着改革精神和精简原则设置ꎮ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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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延安地区工作委员会
关于撤销县级延安市设立宝塔区有关问题的通知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人民政府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陕政字 〔１９９６〕 ８７ 号文件通知ꎬ 经国务院批准ꎬ

撤销延安地区ꎬ 设立地级延安市ꎬ 撤销县级延安市ꎬ 设立宝塔区ꎮ 据此ꎬ 我委就宝塔区

人代会届次计算和地方国家机关人事任免问题请示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ꎮ 省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陕人办发 〔１９９６〕 １２４ 号文件批复: “地级延安市新设立的

宝塔区可按原延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届次连续计算ꎬ 不另进行选举ꎬ 原地方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职务不再重新任免”ꎮ
特此通知ꎬ 请遵照执行ꎮ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延安地区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延安市委员会
关于撤市设区有关问题的决定

市人大党组:
根据中共延安地委办公室 «关于撤销原县级延安市设立县级宝塔区有关问题的批复»

(延地办字 〔１９９６〕 ５３ 号) 文件精神ꎬ 经市委常委会议研究ꎬ 现就有关问题决定如下:
一、 延安市 (即宝塔区) 第十三届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为: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报到ꎬ ２３~２４ 日开会ꎬ 会期两天ꎮ 会议通过撤市设区更名换牌的决议ꎻ 选举出

席地级延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ꎮ
二、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ꎮ
三、 延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延安市人民政府、 延安市人民检察院、 延安

市人民法院分别更名为延安市宝塔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

府、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检察院、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ꎮ
四、 延安市 (即宝塔区) 人民代表大会届次顺延ꎬ 连续计算ꎮ
五、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选举、 任命的干部改任为延

安市宝塔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选举、 任命的干部ꎬ 不再重新发文任

命ꎬ 均在决议中体现ꎮ
中共延安市委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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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延安市委员会
关于撤市设区有关文件的决定

根据中共延安地委办公室 «关于撤销原县级延安市设立县级宝塔区有关问题的批

复» (延地办字 〔１９９６〕 ５３ 号) 文件精神ꎬ 经中共延安市第十五届五次全委会讨论ꎬ 一

致通过如下决定:
一、 撤销县级延安市ꎬ 设立县级宝塔区ꎮ
二、 中共延安市委员会更名为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员会ꎮ 中共延安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更名为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ꎮ 区党的代表大会届次顺延ꎬ 连续计算ꎮ
三、 市委任命的各党委、 总支、 支部、 市委各工作部门、 直属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

的正副科级干部ꎬ 均改任为宝塔区委所属的党委、 总支、 支部、 市委各工作部门、 直属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的正副科级干部ꎬ 不再重新发文任命ꎮ 凡市委建议的人大、 政府、
政协任命的正副科级干部分别由人大、 政府、 政协履行改任手续ꎮ

四、 定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延安市宝塔区成立大会ꎮ 即日起ꎬ 区委、 区人大、
区政府、 区政协、 区纪检委、 区人武部、 区法院、 区检察院均正式挂牌并对外办公ꎮ

中共延安市委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延安市委　 延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 “四荒” 地实行拍卖和承包治理实施办法

为了加快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ꎬ 落实市委、 市政府 “五年治理荒山ꎬ 十年绿化全

市” 的战略任务ꎬ 加快实施 “退耕七十七 (７７ 万亩山地)ꎬ 抓好三个百 (１００ 万亩粮、
１００ 万亩林、 １００ 万亩草)ꎬ 建成一个五 (５０ 万亩林果)ꎬ 改造一六三 (１６３ 万亩次生

林) ” 的生态农业工程ꎬ 按期实现 “富市、 富乡、 富民” 的奋斗目标ꎬ 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ꎬ 结合延安市实际ꎬ 制定本实施办法ꎮ
一、 目的意义

土地面积广阔是延安市的一大资源优势ꎬ 而待开发的 “四荒” 地 (荒山、 荒坡、 荒

沟、 荒滩)ꎬ 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 ３１％ꎮ 承包、 拍卖 “四荒” 地ꎬ 是动员全社会力量ꎬ
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优势ꎬ 改善生态环境ꎬ 加速脱贫致富的战略措施ꎻ 是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ꎬ 建立高效开放的开发机制ꎬ 把 “四荒” 地开发推向市场的客观要求ꎻ 是实

现权、 责、 利结合ꎬ 吸引人才、 资金、 技术ꎬ 开发治理千沟万壑的必由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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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原则

拍卖或承包 “四荒” 地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１ 坚持在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和生态农业工程建设规划指导下进行ꎬ 购买或承包者必

须服从统一规划要求ꎬ 从事开发治理ꎬ 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ꎮ
２ 坚持两权分离ꎬ 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ꎬ 拍卖或承包土地使用权ꎮ 购买或承

包者无权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ꎮ
３ 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按能承包、 突出效益的原则ꎬ 不搞平均分配ꎮ
４ 坚持权、 责、 利结合的原则ꎬ 谁承包 (购买)、 谁治理、 谁经营、 谁受益ꎮ
５ 坚持长期稳定的原则ꎬ 拍卖或承包期限一般为 ５０ ~ １００ 年ꎬ 各地可根据自己实际

合理确定期限ꎬ 但最低不得少于 １０ 年ꎮ
三、 拍卖与承包

１ 在不影响国家建设、 集体公益事业的前提下ꎬ 凡属本市内的 “四荒” 地ꎬ 均实

行拍卖和承包ꎻ “四荒” 地内零星树木及牧草随同 “四荒” 地一次性拍卖或承包ꎬ 但

“四荒” 地内的地下资源、 埋藏物和公共设施不属于拍卖或承包范围ꎮ 国有林区内的

“四荒” 地ꎬ 可以实行委托经营、 承包治理或合股开发经营ꎮ
２ 对原实行户包流域治理的 “四荒” 地ꎬ 根据实际ꎬ 区别对待ꎮ 对治理效果好的ꎬ

延长期限ꎬ 完善承包合同ꎬ 也可改承包为购买并签订契约ꎻ 对治理不力且愿意继续承包

的ꎬ 实行限期治理并完善承包合同ꎬ 或改承包为购买并签订契约ꎻ 对无力治理ꎬ 包而不

治或不愿继续承包的ꎬ 由村组收回另行拍卖或发包ꎮ
３ 凡列入规划内拍卖或承包的退耕地ꎬ 优先由原承包人购买或承包治理ꎻ 如不愿意

或无能力治理的ꎬ 由村组收回另行拍卖或发包ꎮ
４ 村经济组织为拍卖或发包本行政区域内 “四荒” 地的法定机构 (没有成立村经

济组织的ꎬ 可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代行其职能)ꎬ 村经济组织主任 (村民委员会主

任或村民小组组长) 为法人代表ꎻ 国营林场为国有林区 “四荒” 地的法定机构ꎬ 场长为

法人代表ꎮ
５ 拍卖或承包坚持公开、 平等、 竞争、 效益的原则ꎮ 由村组集体确定拍卖和发包的

地块、 面积、 价格、 时限和经营项目等标底ꎬ 召开村民大会并张榜公布ꎬ 也可进行广告

宣传ꎬ 做到家喻户晓ꎬ 人人皆知ꎮ 购买或承包者ꎬ 根据公布的内容ꎬ 选准项目ꎬ 提出

申请ꎮ
６ 面向社会ꎬ 多形式、 多渠道公开拍卖或发包 “四荒” 地ꎮ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本

村 (组)、 乡镇单位和个人购买、 承包ꎻ 鼓励和提倡有生产经营能力或投资能力ꎬ 能独

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个人或联户集中连片购买ꎻ 鼓励和提倡机关单位投资、 村组投地、 农

民投劳、 按股分红联合开发ꎻ 欢迎并吸引外地村民、 居民、 国家干部职工和市内外的党

政企事业单位独资、 合资开发 “四荒” 地ꎮ 社会与当地无购买和承包者时ꎬ 可采取行政

手段ꎬ 组织和动员本村村民集体治理ꎬ 先上工程措施ꎬ 然后拍卖或发包ꎮ
７ 拍卖或承包均要采取书面形式签订契约或合同ꎬ 由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ꎬ

并加盖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公章ꎬ 由乡镇政府或公证机关办理鉴证、 公证手续后方可生

效ꎮ 契约或合同一式四份ꎬ 甲乙双方、 乡镇政府、 市土地管理部门各执一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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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契约或合同签订后ꎬ 由市土地局代表市人民政府颁发 «延安市人民政府 “四荒”
地使用证书»ꎮ 土地使用者营造的林木生长三年并达到成林标准的ꎬ 由林业局代表市人

民政府颁发 «延安市人民政府林权证书»ꎮ 对原户包流域治理已经成林的ꎬ 应结合这次

拍卖、 发包工作ꎬ 发给林权证书ꎮ
９ 契约或合同依法签订ꎬ 具有法律约束力ꎬ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ꎮ 如需变

更ꎬ 经双方协商签订书面协议ꎬ 及时报送乡镇政府、 市土地管理部门、 市林业管理部门

以及公证机关审查备案ꎮ
１０ 实行拍卖的ꎬ 可一次性收回购买金ꎮ 一次性收回有困难的ꎬ 可制定交款计划ꎬ

纳入契约ꎬ 分期付清ꎻ 实行承包的ꎬ 承包金要按照开发过程ꎬ 分段合理确定ꎮ 无收益阶

段可以免收ꎮ 进入收益期后ꎬ 可以按照初产、 盛产和衰老期的不同阶段ꎬ 分别确定包金

数额ꎮ
１１ 土地使用者取得使用权后ꎬ 若需转让、 出租、 抵押、 馈赠和继承时ꎬ 须向拍卖、

发包方和鉴证、 发证机关提出书面申请ꎬ 经调查核实ꎬ 确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开发经营

者ꎬ 方可批准ꎮ 转让时要签订转让合同ꎬ 办理过户登记手续ꎬ 原购买或承包文约中所记

载的权利、 义务随之转移ꎬ 其使用年限为原购买或承包文约规定年限减去实际使用年限

后的剩余年限ꎻ 出租时要签订租赁合同ꎬ 出租人继续履行购买或承包文约的规定ꎻ 抵押

时要签订抵押合同ꎬ 抵押人到期未能偿还债务ꎬ 抵押权人可按原文约取得土地使用权ꎬ
并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ꎻ 馈赠或继承的需有赠言或遗嘱ꎬ 并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ꎮ

１２ 土地使用期满后ꎬ 由拍卖及发包方无偿或有偿收回土地及地上附着物ꎬ 注销契

约或合同ꎬ 土地使用者交回土地使用证、 林权证ꎬ 办理注销手续ꎮ
四、 治理和经营

１ “四荒” 地的开发治理ꎬ 要坚持统一规划、 合理开发ꎮ 对集体 “四荒” 地和国营

林场内的 “四荒” 地要逐块丈量ꎬ 造册登记ꎬ 制定规划ꎮ 城镇和郊区内的 “四荒” 地ꎬ
要严格执行总体规划ꎬ 实行山、 水、 田、 林、 路、 草综合治理ꎬ 农、 林、 牧、 副、 渔多

种经营ꎮ
２ 村组在制定开发规划中ꎬ 要合理确定农、 林、 牧用地比例ꎬ 妥善处理林牧矛盾ꎬ

按期分段实行封山育林ꎬ 确保林草的生长ꎮ 封山育林区域内严禁放牧ꎮ
３ 制定规划要在保证人均 ４００ 千克口粮田的前提下ꎬ 按照国务院 «水土保持工作条

例» 的规定退耕ꎮ 人均基本农田达到两亩以上者ꎬ 山地全部退耕ꎻ 人均达到 １ 亩以上不

足两亩的ꎬ 可耕种 ３ 亩山地ꎻ 人均不足 １ 亩的可耕种 ５ 亩山地ꎻ 当年的退耕地ꎬ 原承包

人可优先承包、 购买治理ꎮ
４ “四荒” 地使用者必须按要求上工程措施ꎮ 营造经济林、 用材林、 改造低产园、

低产林都要坚持先上工程措施的原则ꎬ 坚持高标准、 高质量ꎮ 凡购买和承包 “四荒” 地

５０ 亩以内造林的ꎬ 从签订契约合同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工程措施ꎬ 上齐苗木ꎻ ５０ 亩以上

的两年内完成工程措施ꎬ 上齐苗木ꎻ １９９５ 年底完成各项治理任务ꎮ 凡购买或承包的项目

属打坝、 整地、 修池塘的ꎬ 从签订契约、 合同之日起 ３ 年内治理完毕ꎻ 属改造低产园、
低产林的两年内达到治理标准ꎮ

５ 土地使用者营造的成材林ꎬ 采伐出售时需到乡镇林业站办理有关手续ꎬ 出境时需

２４０１



到市林业部门办理有关手续ꎮ 林业部门要简化程序ꎬ 提供方便ꎬ 优质服务ꎮ
五、 权利和义务

１ 拍卖、 发包和购买、 承包双方必须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和政策ꎬ 信守合同 (契
约)ꎬ 按照要求加快治理步伐ꎬ 兼顾经济、 社会、 生态效益ꎬ 正确处理国家、 集体、 个

人三者的利益关系ꎮ
２ 拍卖、 发包方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四荒” 地行使所有权ꎻ 依照合同 (契约) 规定ꎬ 对土地使用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拥

有监督检查权ꎻ 对国家需要开发利用的土地 (如林场、 道路等) 有权收回ꎬ 但应根据治

理情况ꎬ 给予承包或购买方一定的经济补偿ꎮ 土地使用者不能按照合同 (契约) 规定开

发经营ꎬ 进行破坏性、 掠夺性经营或者放弃经营以及其他违约行为ꎬ 应立即制止ꎬ 并追

究责任ꎬ 收取违约金或赔偿金ꎻ 按期收取并合理使用拍卖金和承包费ꎬ 要建立专账ꎬ 严

格管理ꎬ 不得随意挪用和挥霍ꎬ 做到取之于 “四荒” 地ꎬ 用之于 “四荒” 地ꎻ 依照合同

规定ꎬ 为购买或承包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ꎮ
３ 购买、 承包方有以下权利和义务:
依照合同 (契约) 规定拥有自主经营、 自我发展和更新改造的权利ꎻ 拥有生产、 管

理、 收益、 分配和产品处置权利ꎻ 拥有转让、 出租、 抵押、 馈赠他人和子孙继承的权

利ꎻ 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契约合同规定的开发治理、 经营建设任务ꎬ 承担因自身造成的破

坏性、 掠夺性、 放弃性的违约责任ꎻ 依照合同、 契约和法律规定ꎬ 按时缴纳承包费、 税

金ꎻ 自觉接受发包、 拍卖方的监督检查ꎮ 如发生契约、 合同纠纷时ꎬ 应协商解决ꎮ 协商

不妥的ꎬ 可请当地政府或行政主管机关调查核实ꎬ 进行调解ꎮ 调解无效ꎬ 可向当地法

庭、 市人民法院起诉ꎮ
六、 管理

１ 延安市农委负责本市范围内 “四荒” 地的开发治理ꎬ 监督管理工作ꎮ 主要职责

是: 编制全市 “四荒” 地开发、 治理、 经营的总体规划ꎬ 组织各乡镇具体实施ꎻ 协调解

决拍卖、 承包治理 “四荒” 地中的有关问题ꎻ 检查各乡镇的工作进展情况ꎬ 向市委、 市

政府提出奖励和处罚意见ꎮ
２ “四荒” 地承包、 拍卖的法定手续ꎬ 由市土地管理局具体负责ꎮ 主要职责是: 加

强土地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工作ꎻ 颁发 «延安市人民政府 “四荒” 地使用证书»ꎻ
行使土地管理监督检查权力ꎻ 建立延安市土地交易市场ꎬ 加速土地流转ꎻ 办理 “四荒”
地的转让、 抵押、 馈赠和继承的过户登记手续ꎻ 查处土地纠纷和违法行为ꎮ

３ “四荒” 地开发中的林政管理工作ꎬ 由市林业局负责ꎮ 主要职责是: 加强造林、
育苗、 管护工作ꎻ 颁发 «延安市人民政府林权证书»ꎻ 行使林业监督检查权力ꎻ 指导国

有林场做好国有林地内 “四荒” 地的发包工作ꎻ 查处林木纠纷、 乱砍滥伐和违法行为ꎻ
负责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和安全防火工作ꎮ

４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集体 “四荒” 地的开发治理、 日常监督管理工作ꎮ 主

要职责是: 制定和实施规划ꎬ 加强督查评估ꎻ 印制契约、 合同书ꎬ 搞好鉴证工作ꎬ 责成

农经站管好契约、 合同ꎻ 确定两名专职人员ꎬ 负责审查、 办理 “四荒” 地内新植成材林

的采伐工作ꎬ 负责查处乱砍滥伐、 土地、 林木等纠纷ꎬ 负责技术指导、 信息提供、 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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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事项ꎮ
七、 优惠政策

１ 鼓励社会各方承包、 购买 “四荒” 地ꎬ 参与开发治理和经营ꎮ 市内外的党政机

关、 企事业单位、 个人兴办各种企业ꎬ 建立以劳养武、 勤工俭学等基地ꎬ 开发农林牧商

品基地ꎬ 安排从优ꎬ 手续从简ꎮ 当地政府要优先解决租购住房、 子女上学ꎬ 提供水、
电、 路等公用设施方便ꎮ 凡本市干部、 职工购买、 承包 “四荒” 地ꎬ 离岗从事开发治理

百亩以上或创办企业的ꎬ 均按领办乡镇企业对待ꎬ 可不转行政、 工资、 粮户关系ꎬ 三年

内工资、 福利等待遇不变ꎬ 三年后根据本人意愿ꎬ 任选一方待遇ꎮ
２ 鼓励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专业公司与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合股

开发 “四荒” 地ꎬ 可享受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待遇ꎮ
３ 鼓励城镇居民和待业青年到农村购买、 承包 “四荒” 地ꎬ 可以独立开发经营ꎬ

也可与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实行资金、 技术、 劳力、 土地合股经营ꎮ 城镇待业青年

参与土地资源开发ꎬ 由市劳动人事局登记备案ꎬ 做出显著成绩的ꎬ 优先安排就业ꎬ 工龄

连续计算ꎮ
４ 鼓励科技人员或有一技之长的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技术推广ꎬ 实行有偿服

务ꎮ 与村民合股兴办的ꎬ 可参与分红ꎻ 承担技术服务的ꎬ 收入归己ꎻ 对开发治理做出贡

献的予以重奖ꎮ
５ 允许买方或承包方按照土地法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ꎬ 在 “四荒” 地内修建厂

(场) 房ꎬ 发展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ꎻ “四荒” 地内新修的基本农田ꎬ 不增加定购任

务ꎬ 不收取提留ꎻ 投劳投资兴修水利水保设施ꎬ 所有权归己ꎬ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无偿

调整和平调ꎮ
６ 经营林木和种植粮食的ꎬ 从开始获得经济效益的年份算起ꎬ 免征 ３ 年林特产税和

农业税ꎻ 兴办工厂 (场) 的ꎬ 与新办的乡镇企业同等待遇ꎬ 享有同等减免税费待遇ꎮ
八、 奖励与处罚

１ 奖罚 “四荒” 地使用者的工作ꎬ 以科学开发、 综合治理、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

济效益的达标程度为主ꎻ 按照规划科学化、 苗木良种化、 生产正规化、 质量优良化的实

施情况逐项落实ꎻ 严格项目落实率、 面积完成率、 任务合格率、 效益达标率ꎮ 具体检查

验收标准ꎬ 以市上有关业务部门的统一规定为准ꎮ
２ 从事 “四荒” 地开发治理、 经营建设者ꎬ 成绩突出ꎬ 可获得以下奖励:
如期达到治理标准并获得经济效益的ꎬ 可返还治理期内承包费或购买金的 ２０％ꎻ 经

营农、 林、 牧、 副、 渔业者ꎬ 如期达标ꎬ 效益显著ꎬ 连片治理面积在百亩以上者ꎬ 给予

重奖ꎻ 缴纳税金达 １ 万元以上者ꎬ 由市政府奖励当年税金总额的 ２０％ꎬ 上缴税金达 ２０
万元以上者ꎬ 同时授予市级 “劳动模范” 或 “绿色企业家” 称号ꎬ 颁发荣誉证书ꎮ

３ 在 “四荒” 地开发治理、 经营建设中ꎬ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ꎬ 分别受到以下处罚:
从签订契约、 合同之日起ꎬ 一年内包而不治者ꎬ 终止其合同或作废契约ꎬ 并罚收购

买或承包费总额的 ５０％ꎻ 治而不力者ꎬ 终止其合同或作废契约ꎬ 并罚收购买或承包费总

额的 ３０％ꎻ 不按契约、 合同规定的项目经营ꎬ 擅自乱上项目的ꎬ 责令其在一年内纠正ꎮ
否则终止合同或作废契约ꎻ 任何一方非法破坏、 侵害、 干扰另一方权益和工作ꎬ 擅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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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解除合同和契约ꎬ 均按违约行为论处ꎬ 向对方支付购买、 承包金总额 ５０％的违约

金ꎬ 并承担全部损失费ꎻ 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的ꎬ 由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ꎻ 构成犯罪的ꎬ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ꎻ 对自己不愿治理ꎬ 又拒绝对外拍

卖、 发包的ꎬ 根据情节给予经济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ꎻ 对负责组织拍卖、 发包的行

政、 业务工作人员ꎬ 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给此项工作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ꎬ
按干部管理权限ꎬ 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及经济处罚ꎬ 构成犯罪的ꎬ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ꎮ

４ 各乡镇、 市级有关部门要根据本实施办法ꎬ 分级负责ꎬ 抓紧落实ꎮ 市委、 市政府将

定期进行检查评比ꎮ 对工作成效突出的给予重奖ꎬ 对工作不力ꎬ 贻误时机的给予重罚ꎮ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ꎮ

一九九三年六月六日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
关于退田还林封山绿化的政策规定 (试行)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重要批示和朱镕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ꎬ 充分调动广

大干部群众治理开发的积极性ꎬ 加快宝塔区退田还林 (草)、 封山绿化步伐ꎬ 实现再造

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ꎬ 特制定本规定ꎮ
１. 退田还林 (草)、 封山绿化工作ꎬ 全区今秋全面启动ꎬ 到 ２００３ 年ꎬ 用 ５ 年时间全

部实施到位ꎮ ２０００ 年前ꎬ 柳林、 万花山、 枣园、 河庄坪、 桥沟、 川口、 姚店等 ７ 乡镇区

域内所有坡耕地ꎬ 李渠、 甘谷驿、 青化砭、 蟠龙 ４ 乡镇和 ２１０ 国道沿线的迎川面坡耕地ꎬ
全部还林还草ꎮ ２００１ 年前ꎬ 官庄、 临镇、 麻洞川、 松树林、 碾庄、 南泥湾 ６ 乡镇区域内

的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ꎮ ２０００ 年前ꎬ 李渠、 青化砭、 蟠龙、 梁村 ４ 乡镇区域内的坡

耕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ꎮ ２００３ 年前ꎬ 张坪、 下坪、 贯屯、 丁庄、 冯庄、 元龙寺、 甘谷驿

７ 乡镇区域内的坡耕地ꎬ 全部退耕还林还草ꎮ
２. 农田治理、 还林还草要与发展经济林园同步进行ꎬ 保证人均实现 ２ 亩基本农田或

１ 亩水坝地、 ２ 亩经济林园ꎬ ３ 年内必须实施到位ꎮ
３. 植树造林种草ꎬ 坚持 “谁承包、 谁治理、 谁受益” 的原则ꎬ ５０~７０ 年不变ꎮ
４. 鼓励区内外机关、 企业、 事业单位及干部职工、 城镇居民、 下岗职工和社会自然

人承包荒山荒坡ꎬ 按照区乡统一规划造林种草ꎬ 承包合同要履行公证ꎬ 享受国家给予的

有关优惠政策ꎮ
５ 公路旁的绿化ꎬ 由公路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ꎬ 结合当地实际进行规划ꎬ 可交由

所在地村组栽植和管护ꎬ 收益分成ꎮ
６. 承包造林、 绿化荒山的单位和个人ꎬ 按期达不到治理标准的ꎬ 由发包方责成限期

补救ꎻ 包而不治的ꎬ 收回另行发包ꎬ 并要依据 «水土保持法» «土地法» «森林法» «草
原法» 之规定予以处罚ꎮ

７. 承包者在规定的时限内ꎬ 植树种草经验收达标的ꎬ 由区林业局颁发林权使用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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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局颁发草场使用证ꎬ 在承包期内允许继承、 转让、 拍卖、 馈赠ꎮ
８. 村民个人房前屋后和路旁地畔按规则栽植的零星树木ꎬ 成材后允许自伐自用ꎻ 需

出售的ꎬ 林业部门应给办理采伐证和出境证ꎮ
９ 农户和社会各界承包绿化的成片用材林ꎬ 成材后由承包者写出申请ꎬ 乡镇签注意

见ꎬ 经区林业部门审批后ꎬ 给予办理采伐证和出境证ꎬ 并由林业部门现场指导ꎬ 按审批

方案实施采伐ꎮ
１０. 已经落实土地延包政策的村、 组ꎬ 在按照乡、 村造林种草统一规划实行退田还

林还草后ꎬ 土地的使用权、 经营权不变ꎮ
１１. 尚未发包的集体 “四荒” 地ꎬ 承包方案要经村民大会讨论通过ꎮ
１２. 退田还林还草后ꎬ 农业税的征收ꎬ 由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ꎬ 重新核实计税土地

面积ꎬ 按照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征收ꎮ
１３. 对在新开发的荒山、 荒地、 滩涂、 水面上生产农业特产品的ꎬ 自有收入的年份

起三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ꎮ
１４ 以粮代赈的范围指全区实施退田还林还草的乡镇、 村组所属的村民ꎮ
１５. 以粮代赈的供应标准和供应时限按国家规定执行ꎮ
１６ 以粮代赈粮食供应享受国家的有关优惠政策ꎮ
１７ 全区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及居民ꎬ 都必须积极参加城乡绿化ꎬ 开

展义务采种、 造林种草活动ꎮ 各部门、 各单位要把机构改革中的富余人员分流同城乡绿

化工程结合起来ꎬ 大力兴办绿色企业ꎮ 城镇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厂矿、 学校要合理

规划ꎬ 加快环境绿化美化步伐ꎮ
１８. 在全区内实行封山绿化ꎬ 禁止放牧ꎬ 禁止乱砍滥伐ꎬ 推行舍饲养畜ꎮ 从今年起ꎬ

列入乡镇目标考核ꎬ 实行一票否决ꎮ
１９. 实施退田还林 (草)、 封山绿化ꎬ 要实行治理、 管护相结合ꎬ 严禁乱砍滥伐ꎬ

严禁毁林毁草ꎬ 严禁无证狩猎ꎬ 严禁随意开采地下资源ꎬ 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ꎮ 违者按

有关法规予以处罚ꎮ
２０ 由区建设秀美山川领导小组负责ꎬ 按年度对各乡镇退田还林还草、 封山绿化工

作进行专项考评ꎮ 第一名ꎬ 按乡镇在编人员每人奖励 １０００ 元ꎻ 第二名ꎬ 按乡镇在编人员

每人奖励 ８００ 元ꎻ 第三名ꎬ 按乡镇在编人员每人奖励 ６００ 元ꎮ 奖金由区财政拨付ꎮ
２１ 各业务部门和各乡镇ꎬ 要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ꎮ
２２ 本规定由区委农工部负责解释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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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政府
关于全区中小学 “四制” 改革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 办事处党委、 政府ꎬ 区委和区属国家机关各部门ꎬ 各人民团体:
为了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ꎬ 扩大办学自主权ꎬ 强化学校管理ꎬ 全

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ꎬ 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学校管理模式和运行

机制ꎬ 区上决定在全区普通中小学、 职业学校、 幼儿园ꎬ 全面推行校长聘任制、 教职工

全员聘用制、 岗位目标责任制和校内结构工资制ꎮ
一、 校长聘任制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 原国家教委 «关于加强全国中小学校长队伍建设的意见»
(教人 〔１９９２〕 ７６ 号) 以及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陕西省教委制定的 «陕西省中小学校

长管理暂行办法» (陕教人发 〔１９９８〕 ３６ 号) 和原地委、 行署 «关于贯彻 ‹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 的实施意见» (延地发 〔１９９４〕 ４８ 号) 及 «延安市中小学推行 “四制”
改革实施意见» 等文件精神ꎬ 在全区中小学实行校长聘任制ꎮ

(一) 招聘对象

１ 城区市直教育系统干部ꎮ
２ 全区教育系统及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干部ꎮ
(二) 应聘条件

１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ꎬ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ꎬ 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和政策ꎬ 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ꎬ 善于把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办学工作中去ꎮ
２ 具有改革开拓精神ꎬ 讲求实际ꎬ 作风正派ꎬ 善于团结同志ꎬ 能够和教职工一起不

断改进学校内部管理ꎬ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ꎮ
３ 具有丰富的教学工作经验ꎬ 通晓学校行政和教学管理ꎬ 能胜任一门或几门学科的

教学ꎬ 对教师业务能力和教学工作能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ꎬ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决策

能力ꎮ
４ 身心健康ꎬ 年龄在 ５０ 周岁以下ꎬ 具有 «教师法» 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相应学历ꎬ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八年以上ꎬ 并担任学校中层以上领导职务三年以上ꎬ 有一定的管理经

验和工作实绩ꎮ
(三) 聘任程序

根据宝塔区实际ꎬ 聘任分两步走ꎬ 一是对现任的中小学校长经有关部门综合考核ꎬ
胜任的直接聘任ꎮ 二是对考核不合格、 不能胜任校长工作的ꎬ 实行公开选聘ꎬ 具体

程序:
１ 报名ꎮ 凡符合应聘条件的招聘对象ꎬ 持身份证、 学历证书、 单位介绍信等有关证

件到招聘办公室报名ꎮ
２ 资格初审ꎮ 招聘领导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初审ꎬ 确定应聘校长面试人选ꎮ
３ 面试ꎮ 面试人员在招聘学校进行治校方案演讲、 答辩或回答问题ꎬ 由评委会及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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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学校教职工共同评议、 打分ꎮ
４ 考察ꎮ 由招聘领导小组对面试初选人员进行德、 能、 勤、 绩综合考察ꎮ
５ 聘任ꎮ 招聘领导小组拿出聘任意见ꎮ 区直属中小学、 幼儿园ꎬ 职业学校校 (园)

长征得区政府同意ꎬ 区教育局聘任ꎻ 乡镇中学、 中心小学校长ꎬ 由区教育局聘任ꎬ 报区

政府备案ꎻ 学校规模在十个教学班以上的希望小学校长由乡镇教委聘任ꎬ 报区教育局审

查备案ꎻ 乡镇其他小学的校长由乡镇教委聘任ꎮ
(四) 校长的权力、 职责

１ 校长的权力

(１) 实行校长负责制ꎮ 校长对学校工作全面负责和领导ꎮ 根据精干、 高效的原则按

照有关规定建立机构ꎬ 确定处室领导职数ꎬ 实行校长领导下的副校长和各处室主任目标

管理责任制ꎮ
(２) 校长有组建学校行政领导班子的权力ꎮ 直属中小学、 幼儿园ꎬ 职业学校副校

(园) 长由校 (园) 长提名ꎬ 主管部门同意ꎬ 校长聘任ꎬ 报区政府备案ꎻ 乡 (镇) 初级

中学、 中心小学副校长及直属中小学中层领导ꎬ 由校长提名并聘任ꎬ 报区教育局备案ꎮ
校长配合区教育局对该校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年度考核ꎬ 对未能履行职责或工作有重大失

误者有权予以解聘ꎮ
(３) 校长对教职工有聘用权ꎬ 在国家核定的编制数额内ꎬ 根据本实施意见有关规定

优化教职工队伍ꎮ
(４) 校长对学校经费有筹措和支配权ꎮ 校长有权在国家正常经费之外ꎬ 根据有关政

策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ꎬ 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师福利待遇ꎮ 并可根据陕工改办

发 〔１９９５〕 ００６ 号文件精神ꎬ 确定学校内部工资分配办法并予以实施ꎮ 以体现按劳取酬、
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ꎮ

２ 校长的职责

(１)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ꎬ 认真执行上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指示ꎬ 全面完成

任期目标和教育教学任务ꎮ 负责制定与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和学年、 学期工作计划ꎮ 接受

学校党组织和教代会的监督ꎬ 定期进行汇报和述职ꎮ
(２) 全面改革和加强学校德育工作ꎮ 认真贯彻 «中小学德育大纲»ꎬ 加强对学生的

世界观、 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ꎮ 引导教职工端正教育思想ꎬ 坚持正确的教

育原则和方法ꎬ 充分发挥班主任、 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的作用ꎮ
(３) 质量立校ꎬ 用主要精力抓好教学工作ꎬ 保证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实施ꎮ 深入

教学第一线ꎬ 代一门课ꎬ 积极参加听课、 评课和教研活动ꎬ 检查教师教案、 学生作业ꎬ
定期召开学生家长会ꎻ 认真贯彻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条例»ꎬ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ꎮ

(４) 不断更新教育观念ꎬ 加大普教渗透职教力度ꎬ 加强劳动技术和职业技术教育ꎬ
为延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实用人才ꎮ

(５) 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ꎬ 不断改进和加强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ꎬ 努力

做到知人善任ꎬ 任人唯贤ꎬ 充分发挥每个教职工业务专长ꎮ 注意提高教职工的政治、 文

化和业务水平ꎬ 关心教职工生活和身心健康ꎮ
(６) 坚持勤工俭学的方针ꎬ 努力提高现有 “三产” 的经济效益ꎬ 不断改善办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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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ꎮ 教育引导后勤人员树立为教学、 师生服务的思想ꎬ 管理好学校设施ꎬ 办好师生食

堂ꎬ 美化校园环境ꎮ
(五) 校长任期目标

校长任期为三年ꎬ 各校校长任期目标根据各校实际状况ꎬ 由 “四制” 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另行制定ꎮ 实行校长负责制后ꎬ 教育行政部门要与校长签订任期目标责任书ꎮ
(六) 落聘校长管理办法

对落聘校长实行 “老人老办法ꎬ 新人新办法”ꎬ 即对实行聘任制前组织任命的校长ꎬ
落聘后继续保留原行政级别及相应工资待遇ꎬ 可继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ꎬ 也可由组织人

事部门另行安排ꎻ 对实行聘任制后聘任的校长ꎬ 落聘后不再保留任期的职别和待遇ꎮ
二、 教职工全员聘用制

(一) 聘用原则

教职工聘用的总原则: 因事设岗ꎬ 定编定员ꎻ 梯形结构ꎬ 比例合理ꎻ 既看学历ꎬ 更

重实效ꎻ 择优选能ꎬ 任人唯贤ꎮ
１ 公正、 公开、 平等、 竞争的原则ꎮ 聘用前公布岗位设置、 人员编制、 岗位职责ꎬ

做到人人清楚ꎮ 聘用工作公开进行ꎬ 应聘者平等竞争ꎮ
２ 双向选择的原则ꎮ 学校有选聘教职工的权利ꎬ 教职工有应聘与否的自由ꎮ 校长不

得无故拒聘应聘教职工ꎮ
３ 聘用本校教职工为主的原则ꎮ 除薄弱科目或缺人岗位外ꎬ 原则上以聘用本校教职

工为主ꎮ 对外聘用时ꎬ 必须根据 «教师法» 第十一条和 «教师资格条例» 的有关规定ꎬ
不得降低学历标准ꎬ 校外区内聘用时ꎬ 由校长推荐ꎬ 报教育主管部门审定ꎻ 区外聘用

时ꎬ 由教育局报区政府审批ꎮ
(二) 聘用方式

实行分级聘用: 校长根据学校工作需要ꎬ 聘任副校长ꎮ 中层干部由校长提名并经校

长办公会审定ꎮ 年级组长由主管副校长提名ꎬ 校长办公室审定ꎮ 教师由年级组长 (或教

导主任) 提名ꎬ 主管副校长审核ꎬ 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ꎮ 员工由处室主任提名ꎬ 主管副

校长审核ꎬ 校长办公会审定ꎮ
(三) 聘用程序

１ 学年末ꎬ 教职工写出个人工作述职报告ꎬ 并填写应聘意向表ꎮ
２ 以年级组、 处室为单位ꎬ 应聘人员述职ꎮ 开展民主评议ꎬ 结果作为聘用的依据ꎮ
３ 校长办公会依据处室或年级组意见ꎬ 作出聘用决定ꎮ
４ 校长签发聘书ꎮ
(四) 聘用期限

教职工的聘用期限为一年ꎮ
(五)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ꎬ 不予聘用或终止聘用:
１ 违反国家政策法规ꎬ 受开除留用处分者ꎻ
２ 工作严重失职ꎬ 造成重大损失ꎬ 或屡出一般事故而很少改进者ꎻ
３ 拒绝接受组织分配ꎬ 屡犯校规校纪者ꎻ
４ 在一年内ꎬ 事假累计四十天、 病假累计六个月者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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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不能完成定额工作量者ꎻ
６ 无理取闹ꎬ 严重干扰学校工作者ꎻ
７ 连续旷工七天或全年累计旷工十四天者ꎻ
８ 违犯 «教师法» 规定ꎬ 师德败坏ꎬ 工作敷衍ꎬ 体罚、 侮辱学生者ꎻ
９ 年度考核不合格者ꎮ
(六) 落聘人员管理办法

１ 用: 根据学校工作需要ꎬ 本人申请ꎬ 学校同意ꎬ 安排临时性工作ꎬ 工资待遇由学

校参照有关政策决定ꎮ
２ 学: 根据学校工作需要ꎬ 经学校和主管部门同意ꎬ 外出进修学习ꎬ 进修期间按陕

工改办 〔１９９５〕 ００６ 号文件ꎬ 发给本人 ７０％的基本工资ꎬ 学杂费、 教材费自理ꎮ 进修期

满ꎬ 按待聘人员对待ꎮ
３ 保: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五次评为学校先进或获得区级以上先进个人称号ꎬ

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者ꎬ 离职休息或另作安排ꎮ
４ 养: 男 ５７ 岁ꎬ 女 ５２ 岁及其以上ꎬ 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者ꎬ 经学校审

核ꎬ 报教育和人事部门批准后ꎬ 离职休养ꎬ 纳入编外管理ꎬ 国家规定的原工资待遇不

变ꎬ 到离退年龄后办理离退休手续ꎮ 离职休养期间ꎬ 要遵纪守法ꎬ 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ꎬ 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考核ꎻ 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赢利性活动ꎬ 否则停发工资ꎮ
５ 试: 对政治素质或业务能力有待提高的教职工ꎬ 可采取试聘的办法ꎬ 使其在教学

或其他岗位上边工作边改进ꎮ 试聘期为半年ꎮ 试聘期间ꎬ 只发给基本工资ꎬ 试聘期满

后ꎬ 经学校考核合格ꎬ 正式聘用ꎬ 不合格者按待聘人员对待ꎮ
６ 待: 离岗待聘ꎬ 待聘期限一年ꎮ 待聘人员半年内发给 ７０％的基本工资ꎬ 从第七个

月起ꎬ 由学校将 ７０％的基本工资按一定的比例计发ꎮ
７ 调: 待聘一年后仍不能受聘ꎬ 并不服从教育局交流安排者ꎬ 介绍到区人才交流中

心ꎬ 停发工资ꎬ 自谋职业ꎮ
(七) 拒聘、 拒调人员处理办法

１ 从拒聘之日起ꎬ 停发工资ꎬ 不再享受福利待遇ꎮ
２ 拒调人员ꎬ 一月内不服从组织安排者ꎬ 从第二月起停薪留职半年ꎬ 半年后予以

辞退ꎮ
３ 拒聘、 拒调人员ꎬ 从拒聘、 拒调之日起不得参加考核、 职称评定、 工资晋级ꎮ
４ 收回办公用具和住房ꎮ
(八) 有关问题规定

１ 教职工不得从事第二职业ꎬ 不允许停薪留职ꎮ 　
２ 新分配的教师ꎬ 试岗一年ꎮ
３ 受聘人员在任职期内ꎬ 不能履行职责ꎬ 或严重违法乱纪ꎬ 校长有权解聘ꎮ
４ 受聘人员在任职期内ꎬ 原则上不予调动ꎮ 确有特殊原因的ꎬ 须于学期结束前写出

书面申请ꎬ 经校长同意并报教育主管部门研究审定ꎮ
５ 未聘用的或拒聘人员ꎬ 不再计算教龄ꎬ 不得参加职称评定ꎮ
６ 实行教职工聘用制的学校ꎬ 校长要定期向教代会报告教职工聘用工作情况ꎬ 接受

０５０１



群众监督ꎮ
三、 岗位目标责任制

岗位目标要根据各学校的具体情况而定ꎬ 在聘后管理方面ꎬ 主要通过按照聘约和岗

位职责要求进行履职考核ꎬ 将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聘任、 职务评聘、 工资晋升、 校内津贴

发放、 评选先进等方面的主要依据ꎮ 目标责任书由各学校制定ꎬ 报教育局审定ꎮ 在操作

过程中ꎬ 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 因事设岗ꎬ 依岗定责ꎮ 学校依据工作需要ꎬ 分类设置工作岗位ꎬ 根据工作特

点、 性质和责任ꎬ 确立岗位相应职务、 职称的工作职责ꎬ 人手一份ꎬ 依责办事ꎮ
(二) 岗位目标责任的签订以一年为期ꎬ 要突出学科特点和可操作性ꎬ 不搞一刀切ꎮ
(三) 严格考核ꎬ 奖罚兑现ꎮ 学校根据工作性质和不同对象分类制定 «教学目标及

考核细则» «教辅后勤人员分工任务及考核细则»ꎬ 全面推行量化考核办法ꎬ 真正实现奖

优罚劣ꎬ 奖罚分明ꎮ
(四) 考评领导小组要吸收学校党组织、 工会等人员参加ꎬ 以保证考评的公正性和

严肃性ꎮ
四、 校内结构工资制

根据陕工改办发 〔１９９５〕 ００６ 号文件精神ꎬ 结合宝塔区实际情况ꎬ 在全区中小学校

实行校内结构工资制ꎮ
(一) 实施范围

学校实行校内结构工资制的实施范围限于被聘的全体教职工ꎬ 离退休人员按国家政

策执行ꎬ 落聘待岗者只发给 ７０％的基本工资ꎬ ３０％的津贴收归学校ꎮ 重新上岗者从上岗

之下月起按在岗落实待遇ꎬ 其待岗期间津贴不予补发ꎮ
(二) 工资构成

学校工资分为职务 (技术) 等级工资和津贴两部分ꎮ 职务 (技术) 等级工资为工资

中固定的部分ꎬ 主要体现工作能力、 责任、 贡献、 劳动的繁重复杂程度ꎬ 占工资总量的

７０％ꎬ 该部分按国家政策全额发给教职工本人ꎻ 津贴主要体现各类人员的岗位工作特点

劳动的数量和质量ꎬ 占工资总量的 ３０％ꎬ 是活动的部分ꎬ 由学校统一实行再分配ꎮ
(三) 实施办法和标准

１ 领导职务津贴

学校校长、 副校长、 中层干部实行相当职务的领导职务津贴ꎮ 兼任教学工作的ꎬ 按

照实际的工作量同时领取教学课时津贴ꎮ 计算办法如下:

校长津贴＝学校各类人员津贴总额
学校总人数

× (８０％~１００％)

副校长津贴＝学校各类人员津贴总额
学校总人数

× (６０％~８０％)

学校中层正职津贴＝学校各类人员津贴总额
学校总人数

× (５０％~６０％)

学校中层副职津贴＝学校各类人员津贴总额
学校总人数

× (４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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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师课时津贴

课时津贴是教学工作津贴ꎬ 以教师实际授课时数和教学质量为主要依据计发ꎮ 根据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学计划ꎬ 计算课时总量ꎬ 根据当地和学校考核具体情况ꎬ 规

定标准周课时ꎬ 对不同学科的课程确定适当的折合系数ꎮ
(１) 教师的课时数

教师实际周授课时数按下列标准执行: 城区、 乡镇所在地小学 １８ ~ ２２ (一般为 １８)
课时ꎬ 初中 １４~１６ (一般为 １４) 课时ꎬ 高中 １０~１２ (一般为 １２) 课时ꎻ 乡村小学 １８~２４
(一般为 ２０) 课时ꎬ 初中 １４~１８ (一般为 １６) 课时ꎬ 高中 １０~１６ (一般为 １４) 课时ꎮ

中小学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 英语每上一节课折算为 １ ２ 课时ꎬ 职业中学的课

时折算办法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定ꎮ 其余课程均按实际授课节数计算ꎮ 对于教师担任

教研、 年级组长以及兼职的工作量ꎬ 各校可根据实际情况ꎬ 适当折算为课时ꎮ
(２) 中小学课时津贴参考标准表

　 单位: 元 /课时

　 　 　 　 学校类别
职务等级　 　 　 　 高中 初中 小学 备注

高　 级 ２ ３~４ ５ １ ８~３ ５ １ １~２ ３

一　 级 １ ７~３ ６ １ ４~２ ８ ０ ９~１ ８

二　 级 １ ４~２ ８ １ １~２ ２ ０ ８~１ ４

三　 级 １ ２~２ ２ １ ０~１ ７ ０ ８~１ ２

３ 职员岗位目标管理津贴

适用于学校行政人员ꎬ 津贴标准根据学校行政人员的岗位责任、 工作实绩确定ꎮ

校长津贴＝学校职员津贴总额
学校职员总人数

× (０~８０％)

副校长津贴＝学校职员津贴总额
学校职员总人数

× (０~７５％)

学校中层正职津贴＝学校职员津贴总额
学校职员总人数

× (０~７０％)

学校中层副职津贴＝学校职员津贴总额
学校职员总人数

× (０~６５％)

五级职员津贴＝学校职员津贴总额
学校职员总人数

× (８０％~１２０％)

六级职员津贴＝学校职员津贴总额
学校职员总人数

× (７０％~１１０％)

４ 工人岗位津贴

执行中小学技术工人岗位津贴ꎮ 津贴标准根据技术等级、 岗位差别、 工作量和工作

表现确定ꎮ 此项的执行参照五级和六级职员的计算办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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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说明

津贴是工资构成中活的部分ꎮ 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不与固定部分同步执行ꎮ 要以考

核结果为依据ꎬ 与工作人员的岗位、 实际工作数量和质量紧密挂钩ꎬ 拉开应有差距ꎬ 真

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ꎬ 多劳多得ꎬ 少劳少得ꎬ 不劳不得ꎬ 绝不能平均发放ꎮ 校内结构工

资执行后ꎬ 国家规定的中小学教龄津贴、 特级教师津贴、 班主任津贴、 特殊教育津贴继

续实行ꎬ 并按现行标准和办法按月发放ꎮ 现行超课时酬金和原校内奖金与课时津贴合

并ꎬ 不再单独发放ꎮ
五、 组织领导

学校 “四制” 改革涉及面宽ꎬ 工作难度大ꎬ 各单位必须加强领导ꎬ 解决改革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ꎬ 为 “四制” 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ꎮ
１ 各乡镇要成立 “四制” 改革领导小组ꎬ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ꎬ 负责拟定操作

办法ꎮ
２ 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切实转变职能ꎬ 为学校服务ꎬ 在人力、 物力、 财力方面要保证

“四制” 改革顺利实施ꎮ
３ 实行 “四制” 改革后ꎬ 学校制订和实行的有关新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ꎬ 凡符

合党的教育方针和改革精神的ꎬ 政府有关部门都应给予积极支持ꎮ 教育行政部门每年都

要对校长的任期目标进行年度考核ꎬ 帮助学校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完善管理办法ꎮ

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前志补录勘误

一、 前志勘误说明

盛世修志ꎬ 国之昌事ꎬ 延安市于 １９８２ 年开始广征博采ꎬ 辑录从古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２０ 余

万字的 «延安市志»ꎮ 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延安市的基本面貌ꎬ 为了解延安、 宣传延安ꎬ
加强对外交流ꎬ 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延安市志» １９９４ 年版的刊印本ꎬ 是延安市集各方力量共同奉献的一部文献ꎬ 亦是

宝塔区有史以来载史最为厚重的巨著ꎬ 结束了延安市长期未曾修志的历史ꎮ
由于经验不足ꎬ 加之资料不全ꎬ 在编纂中难免出现纰漏ꎮ 本着对历史负责、 对读者

负责的愿望ꎬ 以实事求是的精神ꎬ 借二轮修志的机会ꎬ 择以必要的补正ꎮ
二、 大事记补录

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延安民众反正夺权ꎬ 点响了陕北地区辛亥革命的第一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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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肤施县农民协会宣告成立ꎬ 到 ４ 月初下辖区农协 ４ 个、 乡农协 ９４ 个ꎬ
共有会员 １８０３ 人ꎮ

１０ 月 ８~９ 日ꎬ 党组织以学生会为核心吸纳军人、 商会、 农协、 市民参与ꎬ 共同举

办了 “提灯游行” 活动ꎬ 几千名群众绕城一周ꎬ 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ꎮ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５ 日ꎬ 东北军指挥部总令字 １０８ 号命令: 六十七军在肤施东关以东、 桥沟以内

修建延安机场ꎬ 限期 ３ 个月完成任务ꎬ 不得延误战机ꎮ
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夜间ꎬ 继 ４ 月 ９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府城基督教堂会谈之后又在原地

举行了会晤ꎮ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延安积极开展 “扩红” 运动ꎬ 组建新的独立营ꎮ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张学良派专机接周恩来赴西安处理西安扣留蒋介石事件ꎮ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正式成立延安抗日救国会ꎬ 下辖四个分会开展工作ꎮ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枣园 “幸福渠” 建成通水ꎮ
７ 月ꎬ 根据党中央指示ꎬ 延安县、 市纠正了一批冤错案ꎮ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 ７ 日ꎬ 延安民众代表向毛泽东、 朱德、 林伯渠、 高岗献旗ꎮ
１２ 月ꎬ 延安城乡普遍开展拥政、 拥军活动ꎮ
１９４７ 年

３ 月中旬ꎬ 延安组建 “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ꎮ
９ 月ꎬ 延安县游击队抽调 ４００ 余人编为一个营ꎬ 参加正规军教导旅参战ꎮ
１９４８ 年

７ 月ꎬ 延安县、 市开展 “土地改革” 工作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ꎬ 延安人民致电

庆贺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ꎬ ２ 日延安人民给毛主席并转中央人民政府致电

祝贺ꎮ
三、 图表、 照片说明补正

１ «人民救星» 大匾ꎬ 应为 “延安人民” 给毛主席敬献ꎮ
２ 琉璃塔应为明代ꎮ
３ ７０ 页 “主要耕作土类肥力状况表” 的表头ꎬ “全磷” 应为 “全氮”ꎻ ９４ 页人口图

中 “元龙寺” 与 “姚店” 缺中间分界线ꎻ ９５ 页人口图中 “总产数” 应为 “总户数”ꎻ
１４２~１４３ 页ꎬ “延安市部分工业品零售价格表” “延安市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５ 年农副产品集市贸

易价格表” “延安市部分农副产品和副食品销售价格表” 的表头中ꎬ “年份” 与 “名称”
错位ꎻ ６４４ 页 “体育经费表” 右上角应增 “单位: 元”ꎻ ５４１ 页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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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不详ꎮ
４ 在人物表中有部分人名 (姓名) 与简介 (性别、 出生时间、 籍贯、 曾任职务)

错位ꎮ
四、 勘误表

　 前志勘误表

页数 行数 原刊 更正

序一 １４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５ 年

２ １３ 鍬青 狄青

２ １７ 星 珠

２ ２７ 过 破

５ １２ 代 伐

６ ５ 前 １１７ 前 １７７

６ ２９ 里 置

７ １８ 十二年 大业十二年

８ １２ 高允 高允权

８ ８ 塘 瑭

８ １６ 静 靖

８ ２２ 七年 太平兴国七年

８ ２２ 党项羌 党项羌族

８ ３１ 夏军围 夏军包围

１０ ３０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３３ 罗延祯 罗廷祯

１０ ３ 边境上 边境上的

１０ １６ 欠 歉

１０ １７ 举 揭

１１ ２１ 曹志九 曹老九

１１ ３ 义 事

１１ １５ 遂 随

１４ ５ 张庚 张更昜

１４ ３６ 天主 基督

５５０１

附　 录 　



附　 录

续表

页数 行数 原刊 更正

１５ ３０ 本月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５ １ 杨风亮 杨风梁

１５ １７ 李青伍 李勤武

１５ １７ 冯长平 冯长斗

１５ ２５ 止 备

１５ ２５ 防协会 防空协会

１８ １３ 镶 写

１９ １６ 吴汉亲 吴汉章

２０ ２０ 时 日

２０ ３１ ２９ 日 ２６ 日

２０ ３８ 王温克 王克温

２０ ３８ 张太忠 张大忠

２０ ３７ 中央 中央宣传部部长

２０ ６ １７ 日 ７ 日

２１ １７ 月 日

２１ １８ 月 日

２１ １９ １３ 日 １２ 日

２２ ２ ６ 日 ７ 日

２３ ７ ２ 月 １ 月 ７ 日

２３ １２ ２ 月 ２ 月 １０ 日

２３ ２５ ７ 月 ８ 月

２３ ２ 曹迁俊 曹廷俊

４６ １０ 西 南

４６ １１ 编 遍

４６ １２ 编 遍

４６ ３０ 二 六

４６ ３０ ６１９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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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页数 行数 原刊 更正

４７ ５ １２６４ １２６５

４７ ７ １２８６ １２７５

４７ ２９ 镇 真

４７ ３０ 镇 真

４８ ２９ 占领 进驻

５７ １ 典 黄

６２ ２５ ８０ 亩 ８００ 亩

１２９ １８ １０％ １０‰

２０９ ２２ 养猪甚少 个体饲养

２２０ １０ 种衷枣积 种植面积

２２９ １０ 泽 翟

２３２ ３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２９２ １３ 则 翟

２９７ １３ １９３６ 年元月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３０１ ９ 肩 间

４３７ １４ 钟鼓楼 鼓楼

４８３ ２３ 歌老会 哥老会

４８３ ２３ 淫池道 瑶池道

４８４ １９ １７ 日 １８ 日

４９１ ２０ 友 抗

５０６ １３ 岑寺 岑山寺

５２４ ３２ 降 诚

５３２ ２１ ８５００ 人马 ８５００００ 人马

５４２ ３ 架 驾

５４５ ３４ 近 靳

６１９ ８ 达 北达

６７４ ３２ 卢玉铅 卢玉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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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页数 行数 原刊 更正

７０１ ３４ 柱 拄

７２６ １ 幸 辛

７３５ ２６ 赵迁廷 赵廷锡

７３５ ７ 辛 卒

７３５ １７ 产 房

７３５ ３５ 回 四

７３７ １６ 贫 市

７３９ ２４ ４９ 年 ５０ 年

７４０ ３７ 学医 医学

７４１ １６ ４０ 周年 １０ 周年

７４２ １９ 毕仲辉 毕映斗

７６８ ７ 毕秉 毕秉鉴

７６８ １９ 赵曙志 赵曙光

７６８ ２３ 高述 高述奇

７６８ ２８ 杨铁秀　 男 杨铁秀　 女

７７１ ８ 吴荣秋 吴荣秩

７７４ ２６ 史富 史雷

７７４ ３３ 高存重 高存玺

７８１ ２１ ５４７ ５４４

７８１ ２１ ２１０ 万 １２１ 万

７８９ ２０ 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会议

７８９ ２４ 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会议

８０７ １０ 杨兆祖的 杨兆的

８３２ ２９ 祸 贺

８３３ ６ 洗禹 流寓

８３５ ７ 平 衙

８３５ １８ 风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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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页数 行数 原刊 更正

８３５ ２５ 确 却

８３５ ２１ 既 无

８３６ ８ 作 做

８３６ １４ 支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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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爱国卫生运动 / ９１８
安置 / ７５２

Ｂ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旧址 / ４２７
“八五” 计划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 / ４９２
帮工换工 / ９８１
帮贫扶困 / ９８１
包裹 / ２１９
宝塔区地方税务局 / ４５８
宝塔区第二十次妇女代表大会 / ６８０
宝塔区第二幼儿园 / ７８９
宝塔区第三幼儿园 / ７８９
宝塔区第十八次妇女代表大会 / ６７９
宝塔区第十九次妇女代表大会 / ６８０
宝塔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５９２
宝塔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５９１
宝塔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５９１
宝塔区第一幼儿园 / ７８８
宝塔区国家税务局 / ４５７

宝塔区化工厂 / ３５０
宝塔区家贝乐幼儿园 / ７９０
宝塔区科学技术协会 / ８３９
宝塔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９６１
宝塔区李渠镇张兴庄村 / １６０
宝塔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 ４６８
宝塔区农机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 ２６９
宝塔区农机局 / ２６９
宝塔区塑料厂 / ３５０
宝塔区卫生学校 / ８０９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宽带业务 / ２２８
宝塔区移动分公司业务 / ２２７
宝塔区移动设施 / ２１７
宝塔区枣园镇庙沟村 / １５９
宝塔区粘合剂厂 / ３５１
宝塔区职业教育中心 / ８０７
宝塔区总工会 / ６７１
宝塔山街道 / ４１
宝塔山景区 / ４２９
保护措施 / ３３０
保护管理机构 / ８９０
保险费收入 / ４７５
保险业务范围 / ４７５
报刊发行 / ２２０
碑刻文物 / ８８３
北部重度流失区 / ３１４
编制管理 /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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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服务与管理 / ７５６
兵员条件 / ６９１
布鲁氏杆菌病 / ９１４

Ｃ

财产保险种类 / ４７５
财政收支概况 / ４５１
采种 / ２９０
参加生产建设 / ６９６
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 ６９８
参政议政 / ６８２
残疾人体育 / ９４３
残联代表大会 / ６８４
残联组织 / ６８３
测土配方监测 / ２４８
柴油 / ３８５
产量 / ２４７
产业结构 / ３３９
产值 / ２４７
常住人口管理 / ７２７
城区广场 / １５３
城区街巷 / １３９
城市公交 / １９４
城乡分布 / １００
城镇居民医保改革 / ９３４
城镇养老保险 / ７７４
虫害 / ９４
出租车 / １９６
初级中学 / ８０１
初中课程改革 / ８３３
储蓄种类 / ４６９
川口乡 / ６２
川口—姚店原油输油管道 / ３８２
传统节庆 / ９７７
创建示范 / １２６
创建卫生城市 / ９２０
创建卫生村镇 / ９２１

磁卡电话 / ２２９
村道公路 / １８４
村民委员会 / ７５７
村卫生室 / ９０５

Ｄ

打字复印 / ４１５
大豆 / ２５３
大气环境质量 / １７０
大气监测 / １７２
大气污染治理 / １７４
大中专毕业生管理 / ７６８
大中专毕业生聘录 / ７６８
蛋奶工程 / ８２５
党的组织建设 / ５８８
党风廉政建设 / ５８９
党员教育 / ５８７
档案接收利用 / ８９８
道路建设 / １３７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１
狄青牢石窟 / ４３５
地表水 / ８３
地表水资源 / ８９
地方财政支出 / ４４８
地方税收入 / ４６２
地方税征收管理 / ４６３
地方税种税目税率 / ４６１
地籍管理 / ５４２
地貌分区 / ７８
地貌类型 / ７８
地貌特点 / ７７
地名工作 / ７５５
地膜覆盖 / ２５４
地下水 / ８４
地下水资源 / ９０
地质灾害调查与评估 / ５４３
地质灾害区划 /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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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危险区划 / ５４４
地质自然灾害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５
第二次会议 / ５９４ꎬ ５９５ꎬ ５９７ꎬ ５９９ꎬ ６００
第七次会议 / ５９６
第三次会议 / ５９５ꎬ ５９７ꎬ ５９９ꎬ ６００
第十八次团代会 / ６７４
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 ６０１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 ６７２
第十六次团代会 / ６７４
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 ６０１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 ６７２
第十七次团代会 / ６７４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 ６０１
第十四次团代会 / ６７４
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 / ６０１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 ６７２
第十五次团代会 / ６７４
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 ６０１
第四次会议 / ５９６ꎬ ５９７ꎬ ５９９ꎬ ６００
第四套人民币发行 / ４６８
第五次会议 / ５９８ꎬ ５９９
第五、 六次会议 / ５９６
第五套人民币发行 / ４６９
第一次会议 / ５９４ꎬ ５９５ꎬ ５９７ꎬ ５９８ꎬ ６００
典型崩塌 / ９６
典型不稳定斜坡 / ９６
典型滑坡 / ９５
典型建筑选介 / １６５
碘盐加工厂 / ３５１
电力企业 / ３４６
电视 / ８７６
电网建设 / ３４６
电信设施 / ２１５
电影放映 / ８７３
电子化设备 / ２１２
调查研究 / ５８１
东北部峁梁土地利用区 / ５３６
东南部残塬中度流失区 / ３１４

动物资源 / ９１
独生子女保健费 / １２５
杜甫川朗润安置小区堤防工程 / ３２８
杜公祠 / ４３５
顿钻钻井 / ３７３

Ｅ

二级文物 / ８８６
二期工程 / ３２１
二日游 / ４４０

Ｆ

发展概况 / ３３９
法治建设 / ８９７
反复问句 / ９９９
防虫治病 / ２５５
防汛工作 / ３３１
防汛机构 / ３３１
防疫体系建设 / ２６７
防治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 ９１６
防治结核病 / ９１６
防治禽流感 / ９１５
放映管理机构 / ８７２
飞马河生态示范区 / ２７７
“非典” 及其传染病防治 / ９１６
非公有制企业 / ３４３
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３
非税收入 / ４４６
肥料煤 / ８９
分布与比例 / ２３８
分布与产量 / ２４０
分音词 / ９９８
汾川渠 / ３２６
风 / ８１
冯庄乡 / ６４
冯庄乡王家沟示范区 / 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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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革命旧址 / ４２３
凤凰山街道 / ４１
凤凰山景区 / ４３４
扶持生产 / ３９８
扶贫帮困 / ６７３
服务机构与人员 / ２８６
服务社会 / ６８３
服务网点 / ３９６
服务项目 / ４１２
福利 / ７６６
福利待遇 / ７８５
妇女体育 / ９４２
妇女有关习俗 / ９８３
附加式构词 / １０００

Ｇ

干部教育 / ７６０
干部培训 / ５８５
甘谷驿—姚店原油输油管道 / ３８２
甘谷驿镇 / ５２
赶庙会习俗 / ９８４
高等级公路路政管理 / ２０４
高等级公路养护管理 / ２０３
高等师范函授教育 / ８１３
高级中学 / ８０２
高龄老人生活保健补贴 / ９６３
高师卫电成人函授教育 / ８１３
高速公路 / １８０
高中课程改革 / ８３５
歌厅 / ４１５
革命旧址 / ８８４
个人诊所及医务室 / ９０５
个体林 / ３０６
耕地保护 / ５３８
耕作制度改良 / ２４８
工业产值 / ３３９
工业品公司改制 / ３９０

工业效益 / ３３９
工资 / ７６４
工资待遇 / ７８４
公房管理 / １６７
公费医疗制度改革 / ９３２
公共场所卫生 / ９２３
公路货运 / １９４
公路客运站 / １９１
公路桥梁 / １８５
公路隧道 / １８６
公路运输企业 / １９０
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治理整顿 / ５５４
供电营销 / ３４８
供气 / １５２
供热 / １５１
供水 / １４９
巩固措施 / ２９５
古文化遗址 / ８７８
谷子 / ２５３
故城遗址 / ８７９
关寨遗址 / ８８０
官庄乡 / ７３
管理 / １３５ꎬ ２７２ꎬ ２８７ꎬ ５４３ꎬ １０４３
管理机构 / １６７ꎬ ７４５
贯屯乡 / ６９
广播 / ８７５
广告管理 / ５１８
归集 / １６８
规划 / ５４２
规划编制 / １３２
规划实施 / １３３
规划修编 / １３３
滚动开发 / ３６６
锅炉压力容器专项检查 / ５５５
国道 / １８１
国贸大厦改制 / ３９０
国、 省道路政管理 / ２０４
国、 省道养护管理 /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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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工业 / ３４２
国有工业企业改革 / ３４３
国有林 / ３０６
果品销售 / ３１１
过啐 / ９６９

Ｈ

函件 / ２１８
航线 / １９７
合龙口 / ９７６
河道管理 / ３３５
河道桥梁 / １４８
河交寺 / １００５
河庄坪镇 / ４７
贺沟口生态示范区 / ２７７
后薛家沟舍利塔 / ４３５
护林防火 / ３０３
黄防工程造林 / ２９２
黄蒿洼沟排洪渠工程 / ３２８
汇兑 / ２１９
婚丧礼操办 / ４１５
婚姻登记 / ７５４
婚姻介绍所 / ４１５
火灾事故 / ７３４
货运 / １９７

Ｊ

机场 / １８９
机构 / １３５ꎬ １６８ꎬ １７８ꎬ ２８７ꎬ ３４５ꎬ ４０２ꎬ
　 ６８５ꎬ ７２９ꎬ ７３９
机构管理 / ５８３
机构设置 / ５４３ꎬ ６８４
机砖生产 / ３４９
基本农田保护 / ５３９
基层工会组织 / ６７２
基层供销社 / ３９６

基层人民武装部 / ６８８
基础设施 / ８９８
缉毒禁毒 / ７２２
集体工业 / ３４３
集体工业企业改革 / ３４４
集体林 / ３０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 ３０６
集邮 / ２２０
集雨工程 / ３２７
给养 / ６９９
计生社会保障 / １２５
计生体系建设 / １２８
计生信息 / １２９
计生行政执法 / １２７
计生优待 / １２４
技能培训 / ７７２
技术措施 / ２９４
技术培训 / ２５３
技术推广服务 / ２８６
家畜品种 / ２５９
家风 / ９８１
家禽品种 / ２６２
假期制度 / ７６６
嫁娶习俗 / ９６６
间歇抽油 / ３８０
监测机构 / １７２
监测预警 / ２５４
监管 / １７８
见义勇为 / ６９８
建筑业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６
降水 / ８１
交通秩序设施 / ７３０
交通秩序整顿 / ７３１
教学设备 / ８２７
教育活动阵地建设 / ６９５
节育措施 / １２４
解放大厦改制 / ３９０
金庄水库 / 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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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赌 / ７２７
经费来源 / ６９９
经济犯罪侦办 / ７２１
经济效益 / ３９７
经营 / ２７２
经营管理 / ３９８ꎬ ４０１
经营商户 / ４０９
经营效益 / ４０９
井身结构 / ３７６
井位部署 / ３６５
“九五” 计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 / ４９２
酒曲 / ９７７
居民储蓄利率 / ４６９
居民身份证办理 / ７２８
举重 / ９４９
剧团 / ８７１
剧种曲目 / ８７１
卷烟稽查 / ４１７
卷烟销售 / ４１６

Ｋ

开采试验 / ３６９
开发调整 / ３６７
开展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 / ５８２
考核、 奖惩 / ７６１
科技机构 / ８３８
客货运量 / １９８
客运 / １９７
客运票价 / １９２
客运线路及客运量 / １９２
会计集中结算管理 / ４５４
扩边 / ３６４

Ｌ

老干部工作局 / ５６４
老干部活动中心 / ５８４

老年人权益维护 / ９６１
老年体育 / ９４１
梨 / ３１２
李渠镇 / ４８
理赔 / ４７５
立功创模 / ６９５
联通设施 / ２１６
联席会议 / ６５８
联谊会议 / ６５９
联谊协作 / ６８６
良种繁育 / ２５１
良种引进、 推广 / ２５１
梁村乡 / ６７
梁村乡刘坪示范区 / ２９７
梁村乡小刘沟流域 / ２９９
粮油加工厂、 粮油综合公司 / ３５１
“两免一补” / ８２２
林地管理 / ３０４
林木病虫害防治 / ３０４
林木管护 / ３０５
林木枝叶 / ２６４
临镇镇 / ５９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 １２７
柳林寺 / １００５
柳林镇 / ４３
柳林镇柳树巷堤防工程 / ３２８
柳林镇龙寺堤防工程 / ３２８
柳林镇太春沟示范区 / ２９８
柳林镇燕沟示范区 / ２９８
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 ４２５
绿化 / １５５
绿色长廊工程 / ２９２
落实老干部各项生活待遇 / ５８４
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 / ５８４

Ｍ

麻洞川乡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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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疫苗强化免疫 / ９１５
马铃薯 / ２５３
毛岸英拜师学农旧址 / ４２６
毛泽东大型图片展馆 / ４２２
煤矿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３
煤炭 / ８８
煤炭生产 / ３４５
美术公司改制 / ３９０
苗木管理 / ３０７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 ７５４
民兵编组 / ６９４
民兵条件 / ６９３
民歌 / ９７４
民用爆炸物品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５
母亲健康工程 / １２４

Ｎ

南部梁峁土地利用区 / ５３７
南部梢林轻度流失区 / ３１４
南泥湾革命旧址 / ４２６
南泥湾灌区管理 / ３３４
南泥湾示范镇 / ２９９
南泥湾镇 / ５７
南区合作社旧址 / ４２７
南市街道 / ４０
闹满月 / ９６９
年度计划 / ４８１
年度综合统计 / ４９８
年鉴编纂 / ９００
年龄构成 / １０６
酿造厂 / ３５１
扭秧歌 / ９７４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 １７８
农村居民收入 / ９８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７７５
农村信息服务 / ２２９
农村医保改革 / ９３５

农村饮水管理 / ３３５
农耕习俗 / ９６４
农民体育 / ９４０
农业生产资料供销 / ３９７
农业税费改革 / ４６５
农业税收收入 / ４６４
农作物 / ２６５

Ｐ

排水 / １５１
蟠龙镇 / ５５
票价 / １９９
贫困生救助 / ８２４
品种引进 / ３０７
苹果贮藏 / ３１１
葡萄 / ３１２
普法宣传教育 / ７３９

Ｑ

七里村—姚店原油输油管道 / ３８２
“七五” 计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 / ４９１
其他服务 / ２２９
其他矿产资源 / ８９
其他类 / ９５２
其他污染治理 / １７７
其他学会、 协会 / ８３９
气井气处理 / ３８４
气温 / ８０
气象观测 / ８５６
气象灾害类别 / ９２
企业管理 / ３４８
企业简介 / １６２
汽油 / ３８４
抢险救灾 / ６９８
侨务工作 / ６３６
桥沟镇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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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化砭镇 / ５４
青化砭镇新庄科示范区 / ２９７
青化寺 / ４３６ꎬ １００５
清产核资 / ４５５
清凉山景区 / ４３１
求婚与迎娶习俗 / ９６６
球类 / ９５２
区财政局 / ９５９
区第四中学 / ９６０
区计划生育局 / ９５９
区委党史研究室 / ５６４
区委党校 / ５６４
区委农工部 / ５６４
区委统战部 / ５６３
区委宣传部 / ５６３
区委政策研究室 / ５６４
区委政法委 / ５６３
区委组织部 / ５６３
区 (县) 公路 / １８２
区、 乡、 村公路养护管理 / ２０３
区域分布 / １０２
区域构造格局与岩层节理 / ７６
区域划分 / ２４４ꎬ ３３０
区志编纂 / ８９９
权益维护 / ６７３

Ｒ

人工草场 / ２６４
人工影响天气 / ８５６
人口密度 / １０４
人寿保险种类 / ４７５
人行天桥 / １４９
日照 / ８１
柔道 / ９５０

Ｓ

“三北” 防护林工程 / ２９２

“三大” 地方病 / ９１３
“三废” 减排 / １７６
三级文物 / ８８８
三日游 / ４４０
扫黄 / ７２６
森林治安管理 / ３０３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 / ４２６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 / ４２３
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 / ４２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 ４２５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旧址 / ４２７
陕西电大延安分校电教函授教育 / ８１４
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延安分校 / ８１２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管道

运输公司 / ３６０
陕西延长石油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油气

勘探公司 / ３６０
善举 / ９８１
商标管理 / ５１７
上级补助收入 / ４４７
上解支出 / ４５０
社会救助 / ７５１
社会团体管理 / ７５３
社区居民委员会 / ７５８
社区体育 / ９４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９０５
社史沿革 / ４０１
摄像 / ４１２
审定兵员 / ６９２
审批服务 / ６３０
生产工具 / ９６５
生产体系 / ２４４
生活资料供销 / ３９７
生态景区 / ４３７
生育政策 / １２３
声环境质量 / １７１
声韵调系统 / ９９３
胜利水库 / ３２４

７６０１

索　 引 　



索　 引

省道 / １８１
失业、 工伤、 生育保险 / ７７５
施肥 / ２４８
湿度 / ８１
“十五” 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 ４９３
“十一五” 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 ４９４
石油 / ８８
食 / ９８５
食盐销售 / ４１８
使用 / １６９
市场稽查机构 / ８６２
市场监管 / ８６３
市场形成 / ８６２
事故井处理 / ３７９
事业单位登记 / ５８４
事业机构 / ７４６
试验示范 / ２４５
收枪治爆 / ７２６
书匠 / ９７７
鼠害防治 / ２５６
摔跤 / ９５０
水保监督 / ３３５
水环境质量 / １７０
水景观工程 / １５４
水泥及制品 / ３４９
水政执法 / ３３５
水质监测 / １７３
水资源管理 / ３３４
税收收入 / ４４４
税种收入 / ４６０
税种税制改革 / ４５８
税种征收 / ４５９
顺口溜 / １００１
说喜 / ９７３
死亡抚恤 / ７６７
四岔铺生态农业示范区 / ２７７
寺庙遗址 / ８８１
松树林南华寺 / １００５

松树林乡 / ７０
速递 / ２２１
孙台水库 / ３２４
孙台水库管理 / ３３４

Ｔ

跆拳道 / ９５１
太和庙景区 / ４３３
太和山道观 / １００４
太阳能利用 / ２５８
桃 / ３１２
特服业务 / ２２９
特殊语气词 / ９９９
特殊语序 / ９９９
体格检查 / ６９１
体育场地 / ９３７
体育器材 / ９３７
体制演变 / ４０２
天然草场 / ２６４
天然林保护工程 / ２９３
天然气 / ８８
天然气集输 / ３８１
田径 / ９４７
统计网络 / ５０８
统计资料 / ５０８
土地储备与出让 / ５４１
土地征用 / ５４０
土体 / ８６
退耕还林资金管理 / ４６６
退伍军人预备役登记 / ６９２

Ｗ

外国代表团和外国领导人到访 / ６３５
完井方式 / ３７７
万花山景区 / ４３４
万花山乡 / ６１

８６０１



万花山庄堤防工程 / ３２８
王家坪革命旧址 / ４２４
网吧 / ４１５
网络部室 / ８２８
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２
违法案件查处 / ５４６
维护社会治安 / ６９６
维修量 / ４１３
文化构成 / １０９
文化景区 / ４３７
文化娱乐活动 / ９６３
无线寻呼 / ２２８
五保供养 / ７５０
五金公司改制 / ３９０
物业管理 / １６８
物资储运公司改制 / ３９１
物资总公司改革 / ３９０

Ｘ

西川小砭沟堤防工程 / ３２８
洗染 / ４１５
线路建设 / １８６
乡镇公路 / １８３
乡镇卫生院 / ９０５
消防机构 / ７３３
消防监督 / ７３３
消灭脊髓灰质炎强化免疫 / ９１４
销售收入 / ３３９
小雷音寺 / １００５
小型灌溉工程 / ３２７
小学课程改革 / ８３１
效益与成果 / ２９５
歇后语 / １００１
写家谱 / ９８１
新兵交接 / ６９２
新构造运动 / ７７
新华化工厂 / ３５０

新节日 (公历) / ９８０
新区块 / ３６４
新税范围及税率调整 / ４５９
新油层 / ３６４
新油田 / ３６４
行 / ９８６
行门户 / ９７３
杏 / ３１２
性别构成 / １０４
姓氏与起名习俗 / ９８４
旋钻钻井 / ３７４
选拔任用 / ７６０
学历教育 / ５８５
学校体育 / ９４３
学校卫生 / ９２４
巡逻防范 / ７２５

Ｙ

压裂 / ３７２
烟叶生产 / ４１７
延安百货大楼改制 / ３９０
延安保安处旧址 / ４２６
延安常泰药业公司 / ９２８
延安大学 / ８１１
延安电信分公司 / ２１４
延安电信分公司宽带业务 / ２２７
延安电信分公司业务 / ２２４ꎬ ２２６
延安电信设施 / ２１３
延安革命纪念馆 / ４２１
延安供电局 / ９５９
延安机场迁建工程 / １８９
延安教育学院 / ８１２
延安军分区 / ６８８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 / ４２１
延安联通分公司 / ２１４
延安联通分公司业务 / ２２５ꎬ ２２７
延安联通设施 / ２１４

９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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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南区合作社纪念馆 / ４２２
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旧址 / ４２５
延安市宝塔区第一届农民工联合工会 / ６７２
延安市宝塔区国防动员委员会 / ７０１
延安市宝塔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５６５
延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５９０
延安市第十六次妇女代表大会 / ６７９
延安市第十七次妇女代表大会 / ６７９
延安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５９１
延安市农职业中学 / ８０７
延安市政府旧址 / ４２７
延安市职业中学 / ８０７
延安市中医医院制剂室 / ９２８
延安 “四八” 烈士陵园 / ４２７
延安新闻纪念馆 / ４２２
延安移动分公司 / ２１５
延安移动分公司业务 / ２２６
延安移动设施 / ２１４ꎬ ２１７
延安枣园公园 / ４３６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 ８１２
延长石油集团公司销售网络 / ３８６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 / ３５６
延河饭店 (实验饭庄) 改制 / ３９１
延惠渠 / ３２６
延惠渠管理 / ３３４
岩体 / ８６
盐政稽查 / ４１９
谚语 / １００１
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 / ７９６
杨家岭革命旧址 / ４２３
养老保险实施 / ９６２
姚店镇 / ５０
药材公司改制 / ３９１
野生动物保护 / ３０５
业务指导 / ８９５
一级文物 / ８８５

一期工程 / ３２０
一日游 / ４４０
衣 / ９８５
医疗保险 / ７７４
医疗人事制度改革 / ９３１
依法保护 / ８９０
疫情的发生与防治 / ２６８
银行机构储蓄与存款 / ４７０
饮食公司改制 / ３９０
印刷 / ３５２
营房建设 / ６９９
影剧院 / ８７３
永坪—姚店输油管道 / ３８２
优抚 / ７５１
优良品种增产效益 / ２５２
邮路 / ２１１
邮路物流 / ２２２
邮政储蓄 / ４７１
油井计量 / ３８０
油井气处理 / ３８４
油井日常维护 / ３７８
油页岩 / ８９
友谊公司改制 / ３９０
淤地坝建设 / ３１６
淤地坝维修 / ３１７
语流音变 / ９９４
玉皇庙道宫 / １００５
玉米 / ２５２
育苗 / ２４５ꎬ ２９０
预备役军官登记 / ６９２
预防控制艾滋病 / ９１５
预算管理 / ４５２
预算外资金管理 / ４５３
元龙寺乡 / ６６
原油集输 / ３８１
远亲近邻 / ９８０

０７０１



Ｚ

灾害治理 / ５４５
暂住人口管理 / ７２８
枣花生态农业示范区 / ２７７
枣园革命旧址 / ４２３
枣园镇 / ４２
枣园镇庙沟村 / ９６０
造林灭荒工程 / ２９２
造纸 / ３５２
噪声监测 / １７３
噪声治理 / １７５
战备教育及预案 / ７００
战备设施 / ７００
战备值班 / ７００
站点设置 / １８８
沼气池建设 / ２５８
照明 / １５６
照相影楼 / ４１２
侦查破案 / ７１９
征兵领导小组 / ６９１
征收管理 / ４６０
政策兑现 / ２９４
政府采购资金管理 / ４５６
政协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 ６４８
政协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 / ６４７
政协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 ６４８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 / ６５３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 / ６５８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二届委员会提案

/ ６６０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 / ６５２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 / ６５６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届委员会提案 / ６６０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 / ６５２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 / ６５７
政协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一届委员会提案

/ ６６０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 / ６４７ꎬ ６５０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 ６５５
政协延安市第八届委员会提案 / ６５９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 / ６４７ꎬ ６５１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 ６５５
政协延安市第九届委员会提案 / ６５９
政治待遇 / ７８３
政治教育 / ６９５
政治审查 / ６９１
执法监察机构 / ５４６
执法监督 / ６３０
职称评审 / ７６１
职工收入 / ９８７
职工体育 / ９３８
职业构成 / １１０
职业技能鉴定 / ７７２
职业介绍所 / ４１４
职业卫生 / ９２３
植物检疫 / ２５７
植物资源 / ９０
纸制品 / ３５２
治安联防 / ７２７
中部梁峁土地利用区 / ５３６
中长期计划 / ４７８
中等师范函授教育 / ８０８
中共宝塔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 ５６５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八次党员代表大会

/ ５６１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八届常委会组成人

员 / ５６１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次党员代表大会

/ ５６０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六届常委会组成人

员 / ５６１

１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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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七次党员代表大会

/ ５６０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七届常委会组成人

员 / ５６１
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办公室 / ５６５
中共延安市第十四次党员代表大会 / ５６０
中共延安市第十四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 ５６１
中共延安市第十五次党员代表大会 / ５６０
中共延安市第十五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 ５６１
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 / ４２４
中国工商银行宝塔区支行 / ４６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 / ４６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宝塔支行

/ ４６７
中国人民财产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宝塔区

支公司 / ４７４
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武装部

/ ６８７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 ６８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市宝塔区

支公司 / ４７４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一采油厂 / ３６０
中国石油延安希望小学 / ７９６
中小学校舍专项治理整顿 / ５５５
中心卫生院 / ９０４
终端加油站 / ３８６
种类 / ２３８ꎬ ２４０

种植面积 / ３０８
重大地质灾害 / ９７
重大气象灾害 / ９３
重大生物灾害 / ９４
重特大刑事案件侦办 / ７２０
主要工作 / ６８４ꎬ ６８５
主要古墓葬 / ８８２
主要活动 / ７０１
住 / ９８６
注水 / ３７２
驻地军队医院、 院校 / ６９０
驻防部队 / ６８９
祝寿 / ９８１
专业公司 / ３９５
专业技术聘任工作 / ７６３
专业汽车修理 / ４１３
专业统计 / ４９８
专业志编纂 / ８９９
专用公路 / １８２
转九曲 / ９７４
资产处置 / ４５５
资金来源渠道 / ２９４
紫砂陶土 / ８９
自学考试教育 / ８１３
租赁 / ４１５
组织机构 / ６８２
坐月子 / ９６９

２７０１



编后记

　 　 辛勤数载ꎬ 终于成辑ꎬ 这是继 １９９４ 年版 «延安市志» 之后ꎬ 又一部全面记载１９９０~
２０１０ 年宝塔区奋斗发展的巨著ꎮ 掩卷沉思ꎬ 感慨万千ꎮ

本轮修志筹划较早ꎬ 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曾召开动员会议ꎬ 但真正进入实

质工作是在 ２０１０ 年之后ꎮ 时任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ꎬ 各单位、 各

部门也分别成立了编纂领导小组ꎬ 配备了相对稳定的专兼职人员 １５０ 余人ꎬ 组织多次业

务培训学习ꎬ 同时ꎬ 还拟定 «资料征集通知»ꎬ 利用电视、 广播、 «宝塔通讯» 等报刊广

泛宣传动员全民参与ꎮ ２０１２ 年ꎬ 先后外聘了 ７ 位修志人员ꎬ 分编负责ꎮ 进入初稿的编写

阶段ꎬ 其间四易其稿ꎬ 有的编章数次增删甚至重新梳理成编ꎮ 整个修志过程ꎬ 大体经历

了前期筹划、 拟定篇目、 搜集资料、 撰写分编、 总纂全志、 初稿评审、 修改终审、 校对

出版ꎮ 诸多工作又是交叉进行ꎮ 结构调整、 文字加工、 数据核查等ꎬ 一直贯穿于编纂全

过程ꎮ
工作中我们感到ꎬ 突出志书的地方特色ꎬ 是最费思索、 最吃力的部分ꎮ 特别是

“市” 改 “区”ꎬ 由于市政业务的变更与一些企业上划的转变ꎬ 使区情更为复杂ꎬ 增加了

编写的难度ꎬ 同时ꎬ 也促使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地探索和加倍地努力ꎮ 比如: 本区虽处市

区要冲ꎬ 但农业经济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ꎬ 是个农业大区ꎬ 同时畜牧业也占有很大的比

例ꎬ 因此将农牧业提到经济类别的前列ꎻ 同时ꎬ 鉴于近年来林果业已发展为支柱产业ꎬ
种草也作为产业对待ꎬ 所以ꎬ 区志篇目经过多次的调整与充实ꎬ 最终我们将林果业单列

一编ꎬ 使篇目更贴近此一时期的宝塔实情ꎮ 总之ꎬ 浓墨重彩地反映生态农业建设的重大

成就ꎬ 让人们懂得了 “脱贫在山ꎬ 希望也在山” 的哲理ꎬ 看到顺应自然又改造自然的道

路ꎬ 从成果中感动自己鼓志气ꎬ 更上一层楼ꎮ
作为巨变的亲历者ꎬ 很难排除地域性的亲近感和对它变化的欣然ꎬ 因为宝塔在变ꎬ

其速度和规模虽然比不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ꎬ 然而宝塔确实在变化ꎬ 愈变愈美ꎮ 尽管如

此ꎬ 我们还是坚持讲实话、 述真事ꎬ 恪守纂志规章ꎮ 在对巨大成就予以充分记述的同

时ꎬ 对失误和挫折以及纠正错误的结果ꎬ 也做了实事求是的辑录ꎬ 使人们知道建设的道

路是曲折的ꎮ 按照区委、 区政府领导 “成绩不说跑不了ꎬ 问题不说不得了” 的一再嘱

托ꎬ 在记述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ꎬ 也不避讳全民品德教育、 法治建设、 节能环保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ꎮ
修志起步以来ꎬ 宝塔区委、 区人大、 区政府、 区政协的历届领导都给予了应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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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和支持ꎬ 做到认识到位、 领导到位、 机构到位、 编制到位、 经费到位、 设施到位、 规

划到位、 工作到位ꎮ 经常深入检查ꎬ 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ꎬ 对修志专业人员工作

的艰辛表示理解和关怀ꎮ 在修志过程中ꎬ 我们还得到许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支

持ꎬ 有的还亲自动手撰写回忆文章、 提供珍贵资料ꎬ 甚至千里传鸿ꎬ 乡情感人ꎮ 尤其使

人感动的是ꎬ 几年中陕西省、 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对我们的工作一直予以热情关注和及

时指导ꎬ 多次与我们座谈ꎬ 帮助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ꎮ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志稿评议会

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与建议ꎬ 对我们认真修改志稿、 提高志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修志以来ꎬ 多位修志专业人员凝聚合力、 精诚敬业、 焚膏继晷、 呕心沥血、 伏案奋

笔、 不惮繁琐ꎬ 可谓无私奉献ꎮ 因此本部志书ꎬ 实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ꎬ 是集体劳动的

结晶ꎮ 值此付梓出版之际ꎬ 我们特向所有关心和支持 «延安市宝塔区志 (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０) » 编纂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ꎮ

由于种种原因ꎬ 尤其是受我们理论水平和学识所限ꎬ 本书还存在不少欠妥甚至错误

的地方ꎬ 敬请领导、 专家、 学者、 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ꎮ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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