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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赵一德　省长
副主任　梁　桂　常务副省长
　　　　方玮峰　省政府秘书长
　　　　张军林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雷　湛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　赵晓明　省委副秘书长
　　　　韩水岐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闫超英　省政协秘书长
　　　　王吉德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禹洪文　省军区办公室副主任
　　　　张晓光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丁云祥　省财政厅厅长
　　　　张光进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任宗哲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王福豹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徐　强　省统计局局长
　　　　罗文利　省文物局局长
　　　　明平英　省档案局 （馆）局 （馆）长

　　　　司晓宏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武　军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吴玉莲　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李保国　省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视员
　　　　张世民　省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视员
　　　　姜冯俊　省地方志办公室二级巡视员
　　　　郭立宏　西北大学校长
　　　　游旭群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



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赵俊民　市长
副主任　高晶华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殷　勇　市委常委、副市长
　　　　周孝斌　市委秘书长
　　　　陈伍文　市政府秘书长
　　　　柯晓明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委　员　吴少华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李云健　市政协秘书长
　　　　邱志华　市委副秘书长、市档案局局长
　　　　周继林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吴世珍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屈晓红　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陶柏林　市发改委主任
　　　　石昌林　市财政局局长
　　　　汪小卫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杨海波　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局长
　　　　陶勇俊　市统计局局长
　　　　赵　云　安康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
　　　　毛良韶　市政府督查室副县级督查专员
　　　　李百富　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蔡晓林　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安康市志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主编
　　　　戴承元　安康学院规划发展处处长、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汉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０７４～２０１１４）

主　任　廖良成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主任　王孝成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罗本军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张　焱　县档案史志局局长
委　员　谢继来　县总工会主席、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沈　勇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谭文义　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李德平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伟鹏　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陈绪明　县财政局局长
　　　　王天长　县统计局局长
　　　　张　宁　县卫生局局长
　　　　徐世能　县民政局局长
　　　　姜国美　县委农工部部长
　　　　沈　霞　县纪委办公室主任
　　　　谢　勇　县档案史志局编辑
办公室主任　张　焱 （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　谢　勇 （兼任）



汉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１４～２０１１１２）

主　任　周永鑫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主任　李云健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罗本军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耿国泉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张　焱　县档案史志局局长
委　员　沈　勇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李长国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谭文义　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李德平　县发改局局长
　　　　胡世宝　县教体局局长
　　　　沈兰康　县经贸局局长
　　　　徐世能　县民政局局长
　　　　陈绪明　县财政局局长
　　　　王林贵　县人社局局长
　　　　余昌华　县农业局局长
　　　　张宽慧　县文旅广电局局长
　　　　张　宁　县卫生局局长
　　　　王天长　县统计局局长
　　　　沈　霞　县纪委办公室主任
　　　　鲁小敏　县档案史志局编辑
办公室主任　郝友三 （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　鲁小敏 （兼任）



汉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１１２～２０１３４）

主　任　周永鑫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主任　李云健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耿国泉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黄邦平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郝友三　县档案史志局局长　
委　员　沈　勇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李长国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谭文义　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王兴山　县编委办主任
　　　　王　涛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
　　　　沈　霞　县纪委办公室主任
　　　　李德平　县发改局局长
　　　　胡世宝　县教体局局长
　　　　沈兰康　县经贸局局长
　　　　徐世能　县民政局局长
　　　　陈绪明　县财政局局长
　　　　王林贵　县人社局局长
　　　　余昌华　县农业局局长
　　　　胡秀成　县水利局局长
　　　　刘永宏　县住建局局长
　　　　张宽慧　县文广局局长
　　　　张　宁　县卫生局局长
　　　　王天长　县统计局局长
　　　　夏丕银　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
　　　　谢　勇　县档案史志局副编审
　　　　鲁小敏　县档案史志局编辑
办公室主任　郝友三 （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　鲁小敏 （兼任）



汉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３４～２０１７８）

主　任　周永鑫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主任　孙　勇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耿国泉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黄邦平　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
　　　　郝友三　县档案史志局局长
委　员　沈　勇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张宗军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谭文义　县政协秘书长
　　　　王　涛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
　　　　王兴山　县编委办主任
　　　　沈　霞　县纪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李德平　县发改局局长
　　　　胡世宝　县教体局局长
　　　　沈兰康　县经贸局局长
　　　　徐世能　县民政局局长
　　　　陈绪明　县财政局局长
　　　　王林贵　县人社局局长
　　　　陈世宁　县农业局局长
　　　　余昌华　县水利局局长
　　　　刘永宏　县住建局局长
　　　　张显斌　县文广局局长
　　　　张　宁　县卫生局局长
　　　　王天长　县统计局局长
　　　　夏丕银　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
　　　　谢　勇　县档案史志局副编审
　　　　鲁小敏　县档案史志局编辑
办公室主任　郝友三 （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　鲁小敏 （兼任）



汉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２０１７８～　）

主　任　刘飞霞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主任　罗国才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何友军　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
　　　　李长国　县总工会主席、县委办公室主任
　　　　王侠军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吴登恩　县档案史志局局长
委　员　沈　霞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石　良　县政协秘书长
　　　　张晓斌　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
　　　　吴路平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干教办主任
　　　　郭道宝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
　　　　邹国建　县编委办主任
　　　　沈汉文　县发改局局长
　　　　张小泉　县教体局局长
　　　　沈　涛　县民政局局长
　　　　刘康明　县人社局局长
　　　　喻胜全　县经贸局局长
　　　　李成全　县财政局局长
　　　　李　超　县农林科技局局长
　　　　王良斌　县水利局局长
　　　　李　鹏　县住建局局长
　　　　张显斌　县文广旅游局局长
　　　　陈前志　县卫计局局长
　　　　颜　涛　县统计局局长
　　　　邓小强　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
　　　　谢　勇　县档案史志局副编审
　　　　鲁小敏　县档案史志局编辑
办公室主任　吴登恩 （兼任）

办公室副主任　鲁小敏 （兼任）



汉阴县档案史志局 （汉阴县地方志办公室）

局　长　吴登恩
副局长　邓小强　王亚妮
人　员　鲁小敏　徐　杰　陈　挺　黄明霞　余利红　胡成兵
　　　　王建平　夏丕银

《汉阴县志》编辑部

主 　 编　吴登恩　谢　勇
副 主 编　邓小强 （终审后，执行主编）

　　　　　鲁小敏
责任编辑　牛基富　邓志平　邹　毅　焦本照　陈　挺
　　　　　徐　杰　张先伦　张德成　张代宽
顾 　 问　张德新　张宗国　巫其祥
编 　 务　黄明霞　杨　娟
摄 　 影　陈良忠　张德顺　孙达勇　屈运平　胡国庆

审定单位

初　审　汉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复　审　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终　审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书书书

序

县有志犹国有史。一方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政治经济、文 化生活，常以志记之，

以求观兴废、知得失、通古今、察未来。县委、县政府集全县之智，历十余年之艰，续编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终脱稿付梓，意义深远重大，可谓汉阴政治文化生活 中又
一喜事、大事！

汉阴地处陕南秦巴山区，山川秀丽，物阜民丰，素有陕西 “小江南”之称。汉阴人

文灿烂、底蕴深厚，历代薪火相传、英杰辈出。民国年间，学者先驱相继，启迪民智，教

化民风，为求真理而竞自由，走出了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昆仲。

抗日战争时期，仁人志士接踵，戮力同心，抛颅洒血，抵御外侮而谋解放，发祥了陕南人民

抗日第一军，造就了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何振亚、沈启贤、杨弃等抗日将领。改革开放以

来，人才济济，新秀辈出，涌现出许多汉阴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精英人物。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汉阴有悠久的修志优良传统，今完整保存有明万历四十五

年及清康熙、乾隆、嘉庆和民国时期编修的５部县志。１９９１年又刊印出版新编 《汉阴县

志》，详细记载了从置县以来至约８７年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山川地理和人文风物。
然而，自上次修志至今近三十载，变化天翻地覆，修志记之，势在必行。县委、县政府

顺应时势，集各方之力，昼夜奋战，始成新志。其工程之浩繁，工作之艰辛，诚非常人

所力及；全体编纂人员坚持 “尊重历史、求真务实”的原则和准确、精编、严谨、及时

的工作要求，认真组稿、精心编纂，保证了县志的真实性、可读性。各相关部门密切配

合，社会贤达积极相助，为县志顺利完成做出了积极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敬意与感谢！

我莅斯土主政，瞻先贤之风采，忆往昔之历程，观今日之新貌，谋未来之发展，深

感仔肩沉重。幸有两部承前启后、有机衔接的资料工具，可供深入了解、研究汉阴。续

编的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记述的二十三年，是汉阴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
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二十三

年，也是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创新实干的二十三年。二

十三年间，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社会生产总值增长８７倍，财政收入增长４８倍，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１０６倍；二十三年间，城乡面貌沧桑巨变，老县城、老集镇彻底改造，现
代化山水园林县城在月河之畔迅速崛起；二十三年间，社会事业大步向前，青壮年文盲

彻底扫除，农村合疗制度全面推行，县镇村三级医疗保障网络基本完善，教育 “两基”

“普实”验收达标，人均一亩①基本农田得以实现，电视、水泥路到村入户，手机、互联

① １亩＝１／１５公顷



网广泛普及；二十三年间，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新人新作如雨后春笋；二十三年间，全

县斩获诸多荣誉，先后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计划生育服务先进县、全国双拥模范

县等称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修志之举，贵在读志之得，重在用志之效。

我们正处在共圆中国梦的伟大时代，任重道远。汉阴人民已在这块祖辈生息繁衍的沃土

上绘就宏伟蓝图，愿本志能发挥 “资政、教化、存史”之功能，承上启下、彰往昭来、

资治当今、垂范后世，激励人民不懈奋斗，产生出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焕发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异彩，为奋力建设幸福汉阴贡献应有的力量！

是为序。

汉阴县人民政府县长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２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凡　例

一、指导思想。该志为１９９１年版 《汉阴县志》续修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编纂原则，力求 “把控宏观，探寻规律；

突出特色，展现优势”，客观公正地全面记载汉阴２０余年的历史与现状、经验与教训。
二、上下断限。上限１９８８年，下限２０１０年，原则上不越境越限而书。但为衔接补遗

前志，反映基本县情的发展变化，保持事物系统完整，个别记述适当上溯。

三、体例结构。志书采用述、记、志、传、图 （含照片）、表、录等体裁，以志为

主。首设概述，统摄全志。次为大事记，勾勒脉络。正文以类系事，按类设编，编下设

章、节、目。

四、语言文体。该志主要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力求通畅、简洁、明快，一目了然。

概述叙、论结合，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兼用记事本末体。

五、记述规范。数字用法严格执行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发布的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专用名词术语首次采用文内括注。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使用历史纪年的，括注

公元纪年。计量单位除部分土地面积用亩 （１亩 ＝６６６６７平方米）外，均使用法定计量
单位。志书表格中，未填充数值 （即：空格）均表示数据统计不详，不准确或未做统计。

六、称谓标准。志中各类单位名称，初用全称，后用规范简称。地名为现行通用标

准地名。涉及人名，一般直书其名，必要时姓名前冠以职务或职称。

七、人物标准。分为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部分。人物传收录部分前志遗漏人

物。人物传以卒年时间为序，人物录及其他人物表以出生年月为序，副高级职称以上专

业技术人员表按系统排名。

八、资料来源。志书采用资料除概述、大事记、行政建置、地理、人物、方言、宗

教民俗、补遗、“三沈”与汉阴由编委会办公室收集外，其余均由各职能部门提供。所用

统计数据除注明外，均引用汉阴县统计资料。





书书书

目　录

概　述 （１）
!!!!!!!!!!!!!!!!!!!!!!!!!!!!!!!!!

大事记 （５）
!!!!!!!!!!!!!!!!!!!!!!!!!!!!!!!!!

第一编　行政区划

第一章　位置境域 （２２）
!!!!!!!

　第一节　位　置 （２２）
!!!!!!!

　第二节　境　域 （２２）
!!!!!!!

第二章　政区设置 （２２）
!!!!!!!

　第一节　建置沿革 （２２）
!!!!!!

　第二节　区划调整 （２４）
!!!!!!

第三章　乡镇简况 （２８）
!!!!!!!

　第一节　城关镇 （２８）
!!!!!!!

　第二节　平梁镇 （２９）
!!!!!!!

　第三节　涧池镇 （２９）
!!!!!!!

　第四节　蒲溪镇 （３０）
!!!!!!!

　第五节　双乳镇 （３１）
!!!!!!!

　第六节　铁佛寺镇 （３１）
!!!!!!

　第七节　龙垭镇 （３２）
!!!!!!!

　第八节　漩涡镇 （３２）
!!!!!!!

　第九节　汉阳镇 （３３）
!!!!!!!

　第十节　酒店镇 （３４）
!!!!!!!

　第十一节　双河口镇 （３４）
!!!!!

　第十二节　上七镇 （３５）
!!!!!!

　第十三节　永宁乡 （３５）
!!!!!!

　第十四节　田禾乡 （３６）
!!!!!!

　第十五节　观音河乡 （３６）
!!!!!

　第十六节　石条街乡 （３７）
!!!!!

　第十七节　铜钱乡 （３７）
!!!!!!

　第十八节　双坪乡 （３８）
!!!!!!

第二编　自然地理

第一章　自然环境 （４０）
!!!!!!!

　第一节　地　质 （４０）
!!!!!!!

　第二节　地　貌 （４２）
!!!!!!!

　第三节　气　候 （４５）
!!!!!!!

　第四节　水　文 （４９）
!!!!!!!

　第五节　土　壤 （４９）
!!!!!!!

　第六节　植　被 （５２）
!!!!!!!

第二章　自然资源 （５４）
!!!!!!!

　第一节　国土资源 （５４）
!!!!!!

　第二节　水资源 （５５）
!!!!!!!

　第三节　硒资源 （６０）
!!!!!!!

　第四节　生物资源 （６１）
!!!!!!

　第五节　矿产资源 （６２）
!!!!!!

第三章　自然灾害 （６３）
!!!!!!!

　第一节　气象灾害 （６３）
!!!!!!

　第二节　地质灾害 （６５）
!!!!!!

　第三节　生物灾害 （６５）
!!!!!!

第四章　环境保护 （６７）
!!!!!!!

　第一节　环境污染 （６７）
!!!!!!

　第二节　污染治理 （６８）
!!!!!!

　第三节　环境管理 （７０）
!!!!!!

第三编　人　口

第一章　人口状况 （７４）
!!!!!!!

　第一节　人口分布与密度 （７４）
!!!



　第二节　人口构成 （７５）
!!!!!!

　第三节　人口变动 （７６）
!!!!!!

第二章　计划生育 （７７）
!!!!!!!

　第一节　计生机构队伍 （７７）
!!!!

　第二节　计生宣传 （７７）
!!!!!!

　第三节　计划生育政策 （７８）
!!!!

　第四节　节育措施 （７９）
!!!!!!

　第五节　生育水平 （８０）
!!!!!!

第四编　农牧业

第一章　种植业 （８４）
!!!!!!!!

　第一节　种植业产值 （８４）
!!!!!

　第二节　粮食种植 （８４）
!!!!!!

　第三节　经济作物 （８７）
!!!!!!

　第四节　农业技术 （８９）
!!!!!!

　第五节　植物保护 （９２）
!!!!!!

　第六节　农业机械 （９３）
!!!!!!

第二章　养殖业 （９４）
!!!!!!!!

　第一节　饲草饲料 （９４）
!!!!!!

　第二节　畜禽饲养 （９４）
!!!!!!

　第三节　品种改良 （９６）
!!!!!!

　第四节　疫病防治与检疫 （９７）
!!!

第三章　农业管理和综合开发 （９７）
!!

　第一节　管理与服务机构 （９７）
!!!

　第二节　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９８）

!!!!!!!!!!!

　第三节　农村财务管理 （９９）
!!!!

　第四节　减轻农民负担 （９９）
!!!!

　第五节　农业综合开发 （１００）
!!!!

　第六节　农业示范区建设 （１０１）
!!!

第四章　扶贫开发 （１０２）
!!!!!!!

　第一节　扶贫机构 （１０２）
!!!!!!

　第二节　扶贫攻坚 （１０２）
!!!!!!

第五编　林　业

第一章　林木资源 （１０６）
!!!!!!!

　第一节　森林分布 （１０６）
!!!!!!

　第二节　古树名木 （１０６）
!!!!!!

第二章　林业发展 （１０９）
!!!!!!!

　第一节　林木种苗 （１０９）
!!!!!!

　第二节　荒山绿化 （１０９）
!!!!!!

　第三节　飞播造林 （１１１）
!!!!!!

　第四节　退耕还林 （１１１）
!!!!!!

　第五节　天然林保护 （１１２）
!!!!!

　第六节　封山育林 （１１２）
!!!!!!

第三章　森林保护 （１１３）
!!!!!!!

　第一节　护林防火 （１１３）
!!!!!!

　第二节　生物保护 （１１３）
!!!!!!

第四章　林业经营 （１１４）
!!!!!!!

　第一节　蚕桑产业 （１１４）
!!!!!!

　第二节　茶果产业 （１１５）
!!!!!!

　第三节　中药材 （１１６）
!!!!!!!

第五章　林业管理 （１１９）
!!!!!!!

　第一节　林业机构 （１１９）
!!!!!!

　第二节　林权改革 （１２０）
!!!!!!

　第三节　林政管理 （１２０）
!!!!!!

第六编　水　利

第一章　水土保持 （１２２）
!!!!!!!

　第一节　水土流失 （１２２）
!!!!!!

　第二节　水土流失治理 （１２２）
!!!!

第二章　水利工程 （１２４）
!!!!!!!

　第一节　蓄水工程 （１２４）
!!!!!!

　第二节　灌溉工程 （１２７）
!!!!!!

　第三节　饮水工程 （１２８）
!!!!!!

　第四节　小水电站 （１３１）
!!!!!!

第三章　防汛抗旱 （１３１）
!!!!!!!

　第一节　防　汛 （１３１）
!!!!!!!

　第二节　抗　旱 （１３３）
!!!!!!!

第四章　水利管理 （１３４）
!!!!!!!

　第一节　水利管理机构 （１３４）
!!!!

　第二节　水政管理 （１３５）
!!!!!!

２汉阴县志（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三节　河道管理 （１３５）
!!!!!!

　第四节　工程管理 （１３６）
!!!!!!

第七编　工　业

第一章　工业概况 （１３８）
!!!!!!!

　第一节　工业规模 （１３８）
!!!!!!

　第二节　工业结构 （１３９）
!!!!!!

　第三节　乡镇企业工业 （１４０）
!!!!

　第四节　月河工业园区 （１４３）
!!!!

第二章　工业体制改革 （１４３）
!!!!!

　第一节　管理体制改革 （１４３）
!!!!

　第二节　经营体制改革 （１４４）
!!!!

　第三节　企业产权改革 （１４４）
!!!!

第三章　工业行业 （１４５）
!!!!!!!

　第一节　采矿业 （１４５）
!!!!!!!

　第二节　制造业 （１４５）
!!!!!!!

　第三节　加工业 （１４８）
!!!!!!!

第四章　电　力 （１４９）
!!!!!!!!

　第一节　发　电 （１４９）
!!!!!!!

　第二节　输电量 （１５０）
!!!!!!!

　第三节　电网改造 （１５０）
!!!!!!

第八编　城乡建设

第一章　县城建设 （１５４）
!!!!!!!

　第一节　县城变迁 （１５４）
!!!!!!

　第二节　县城规划 （１５６）
!!!!!!

　第三节　市政建设 （１５７）
!!!!!!

　第四节　市政管理 （１６２）
!!!!!!

第二章　乡（镇）村建设 （１６４）
!!!!!

　第一节　村镇规划 （１６４）
!!!!!!

　第二节　集镇建设 （１６４）
!!!!!!

　第三节　重点村建设 （１６５）
!!!!!

　第四节　新农村建设 （１６６）
!!!!!

第三章　建筑业 （１６７）
!!!!!!!!

　第一节　建筑市场 （１６７）
!!!!!!

　第二节　典型建筑 （１６９）
!!!!!!

　第三节　建筑管理 （１７１）
!!!!!!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 （１７４）
!!!!!!

　第一节　住房制度改革 （１７４）
!!!!

　第二节　房地产管理 （１７４）
!!!!!

　第三节　房地产业 （１７５）
!!!!!!

第九编　交通运输

第一章　公路桥梁 （１７８）
!!!!!!!

　第一节　国省公路 （１７８）
!!!!!!

　第二节　县乡公路 （１７８）
!!!!!!

　第三节　村级公路 （１８０）
!!!!!!

　第四节　公路桥涵 （１８１）
!!!!!!

第二章　客货运输 （１８２）
!!!!!!!

　第一节　公路运输 （１８２）
!!!!!!

　第二节　水上运输 （１８４）
!!!!!!

　第三节　铁路运输 （１８６）
!!!!!!

第三章　交通管理 （１８６）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８６）
!!!!!!

　第二节　规费征收 （１８６）
!!!!!!

　第三节　公路养护 （１８７）
!!!!!!

第十编　商贸服务业

第一章　商　业 （１９０）
!!!!!!!!

　第一节　商业体制改革 （１９０）
!!!!

　第二节　商业结构 （１９１）
!!!!!!

　第三节　商品经营 （１９３）
!!!!!!

　第四节　商贸市场 （１９４）
!!!!!!

第二章　物资专营 （１９５）
!!!!!!!

　第一节　石油专营 （１９５）
!!!!!!

　第二节　烟草专卖 （１９６）
!!!!!!

　第三节　食盐专卖 （１９８）
!!!!!!

　第四节　烟花爆竹管理 （１９９）
!!!!

第三章　粮油贸易 （１９９）
!!!!!!!

　第一节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１９９）

!!!!!!!!!!

　第二节　粮油购销 （２０１）
!!!!!!

３目　录



　第三节　粮食储运 （２０３）
!!!!!!

第四章　供销合作商业 （２０５）
!!!!!

　第一节　供销体制改革 （２０５）
!!!!

　第二节　蚕茧经营 （２０７）
!!!!!!

第五章　旅 游 （２０８）
!!!!!!!!

　第一节　景区景点 （２０８）
!!!!!!

　第二节　旅游线路 （２０９）
!!!!!!

　第三节　旅游节庆 （２１０）
!!!!!!

　第四节　旅游服务 （２１０）
!!!!!!

　第五节　特色餐饮 （２１１）
!!!!!!

　第六节　旅游人数与产值 （２１２）
!!!

第十一编　邮政　通信

第一章　邮　政 （２１４）
!!!!!!!!

　第一节　邮政机构 （２１４）
!!!!!!

　第二节　邮政业务 （２１４）
!!!!!!

第二章　电　信 （２１５）
!!!!!!!!

　第一节　电信机构 （２１５）
!!!!!!

　第二节　电信设备 （２１５）
!!!!!!

　第三节　电信业务 （２１７）
!!!!!!

第三章　移动通信 联通通信 （２１７）
!!

　第一节　移动通信 （２１７）
!!!!!!

　第二节　联通通信 （２１８）
!!!!!!

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第一章　财　政 （２２２）
!!!!!!!!

　第一节　财政收入 （２２２）
!!!!!!

　第二节　财政支出 （２２４）
!!!!!!

　第三节　专项扶持 （２２７）
!!!!!!

　第四节　财源建设 （２２９）
!!!!!!

　第五节　财政管理监督 （２３０）
!!!!

第二章　税　务 （２３４）
!!!!!!!!

　第一节　国家税务 （２３４）
!!!!!!

　第二节　地方税务 （２３６）
!!!!!!

　第三节　农业税征收 （２３７）
!!!!!

第十三编　金融　保险

第一章　金　融 （２４２）
!!!!!!!!

　第一节　金融机构 （２４２）
!!!!!!

　第二节　金融业务 （２４３）
!!!!!!

　第三节　金融监管 （２４５）
!!!!!!

第二章　保　险 （２４６）
!!!!!!!!

　第一节　保险机构 （２４６）
!!!!!!

　第二节　保险业务 （２４７）
!!!!!!

第十四编　经济综合管理与监督

第一章　经济综述 （２５０）
!!!!!!!

　第一节　经济总量与结构 （２５０）
!!!

　第二节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５２）
!!!!

　第三节　以工代赈项目 （２５４）
!!!!

　第四节　招商引资 （２５５）
!!!!!!

第二章　计　划 （２５５）
!!!!!!!!

　第一节　计划管理机构 （２５５）
!!!!

　第二节　计划编制与执行 （２５６）
!!!

第三章　统　计 （２５７）
!!!!!!!!

　第一节　统计机构 （２５７）
!!!!!!

　第二节　统计制度与方法 （２５７）
!!!

　第三节　统计调查 （２５８）
!!!!!!

　第四节　统计监督与服务 （２６３）
!!!

第四章　审计监督 （２６３）
!!!!!!!

　第一节　审计机构 （２６３）
!!!!!!

　第二节　财政金融审计 （２６４）
!!!!

　第三节　行政事业审计 （２６５）
!!!!

　第四节　经济贸易审计 （２６７）
!!!!

　第五节　社会审计 （２６８）
!!!!!!

第五章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６９）
!!!!!

　第一节　工商管理机构 （２６９）
!!!!

　第二节　注册登记管理 （２７０）
!!!!

　第三节　市场建设与管理 （２７１）
!!!

　第四节　经济合同管理 （２７２）
!!!!

　第五节　商标与广告管理 （２７３）
!!!

　第六节　物资交流会 （２７４）
!!!!!

４汉阴县志（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六章　物价管理 （２７４）
!!!!!!!

　第一节　价格管理 （２７４）
!!!!!!

　第二节　收费管理 （２７６）
!!!!!!

　第三节　物价监督 （２７６）
!!!!!!

第七章　质量技术监督 （２７７）
!!!!!

　第一节　质量技术监督机构
　　　　 （２７７）

!!!!!!!!!!

　第二节　计量管理 （２７８）
!!!!!!

　第三节　质量监督 （２７８）
!!!!!!

　第四节　标准化管理 （２７８）
!!!!!

　第五节　质量技术稽查 （２７９）
!!!!

　第六节　特种设备管理 （２７９）
!!!!

第八章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８０）
!!!

　第一节　监管机构 （２８０）
!!!!!!

　第二节　药品监督管理 （２８０）
!!!!

　第三节　食品监督管理 （２８２）
!!!!

第九章　国土资源管理 （２８３）
!!!!!

　第一节　国土资源管理机构
　　　　 （２８３）

!!!!!!!!!!

　第二节　土地管理 （２８３）
!!!!!!

　第三节　土地市场 （２８６）
!!!!!!

　第四节　土地利用 （２８８）
!!!!!!

　第五节　土地监察 （２８９）
!!!!!!

　第六节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９１）
!!!!

第十章　安全生产监督 （２９２）
!!!!!

　第一节　安全监管机制 （２９２）
!!!!

　第二节　安全监管 （２９２）
!!!!!!

第十五编　中共地方组织

第一章　党代表大会 （２９６）
!!!!!!

　第一节　中共党员 （２９６）
!!!!!!

　第二节　党员代表大会 （２９７）
!!!!

第二章　中共汉阴县委员会 （２９８）
!!!

　第一节　县委常委会 （２９８）
!!!!!

　第二节　工作机构 （３０２）
!!!!!!

　第三节　基层党组织 （３０２）
!!!!!

　第四节　重要决策 （３０３）
!!!!!!

第三章　纪检监察 （３０８）
!!!!!!!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３０８）
!!!!!!

　第二节　廉洁自律 （３０８）
!!!!!!

　第三节　廉政教育 （３０９）
!!!!!!

　第四节　案件查处 （３１０）
!!!!!!

第四章　组织工作 （３１２）
!!!!!!!

　第一节　组织工作机构 （３１２）
!!!!

　第二节　干部队伍建设 （３１２）
!!!!

　第三节　基层组织建设 （３１３）
!!!!

　第四节　党员队伍建设 （３１６）
!!!!

　第五节　人才工作 （３１７）
!!!!!!

　第六节　老干部工作 （３１８）
!!!!!

第五章　宣传工作 （３１９）
!!!!!!!

　第一节　宣传机构 （３１９）
!!!!!!

　第二节　理论学习 （３１９）
!!!!!!

　第三节　形势教育 （３２０）
!!!!!!

　第四节　新闻宣传 （３２１）
!!!!!!

　第五节　党校工作 （３２２）
!!!!!!

第六章　统一战线工作 （３２３）
!!!!!

　第一节　统战工作机构 （３２３）
!!!!

　第二节　非党人士工作 （３２３）
!!!!

　第三节　民族宗教工作 （３２４）
!!!!

　第四节　对台及港、澳工作
　　　　 （３２４）

!!!!!!!!!!

第七章　政法工作 （３２５）
!!!!!!!

　第一节　政法队伍建设 （３２５）
!!!!

　第二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２６）

!!!!!!!!!!

第八章　农村工作 （３２７）
!!!!!!!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 （３２７）
!!!!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３２８）

!!!!!!!!!!

　第三节　小康村建设 （３２８）
!!!!!

第九章　保密与党史研究 （３２９）
!!!!

　第一节　保密工作 （３２９）
!!!!!!

　第二节　党史研究 （３３０）
!!!!!!

５目　录



第十六编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章　县、乡（镇）人代会 （３３４）
!!!

　第一节　县人大代表选举 （３３４）
!!!

　第二节　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 （３３５）
　第三节　县人代会简况 （３３６）

!!!!

第二章　县人大常委会 （３３８）
!!!!!

　第一节　常委会机构 （３３８）
!!!!!

　第二节　常委会议及主任会议
　　　　 （３４０）

!!!!!!!!!!

第三章　人大工作 （３４０）
!!!!!!!

　第一节　制度建设 （３４０）
!!!!!!

　第二节　执法监督检查 （３４１）
!!!!

　第三节　议案办理与信访接待
　　　　 （３４５）

!!!!!!!!!!

第十七编　地方人民政府

第一章　政府机构 （３４８）
!!!!!!!

　第一节　县政府部门 （３４８）
!!!!!

　第二节　县政府领导 （３４９）
!!!!!

　第三节　乡镇人民政府 （３５２）
!!!!

第二章　政府会议 （３５２）
!!!!!!!

　第一节　政府全体会议 （３５２）
!!!!

　第二节　政府常务会议 （３５３）
!!!!

　第三节　县长办公会议 （３５５）
!!!!

第三章　施政纪要 （３５７）
!!!!!!!

　第一节　经济建设 （３５７）
!!!!!!

　第二节　实事工程建设 （３５９）
!!!!

第四章　政府综合事务 （３６２）
!!!!!

　第一节　行政监察 （３６２）
!!!!!!

　第二节　行风治理 （３６３）
!!!!!!

　第三节　政务公开 （３６５）
!!!!!!

　第四节　依法行政 （３６５）
!!!!!!

　第五节　政务信息 （３６６）
!!!!!!

　第六节　信访接待 （３６７）
!!!!!!

第十八编　审判　检察

第一章　审　判 （３７０）
!!!!!!!!

　第一节　审判机构 （３７０）
!!!!!!

　第二节　案件审判 （３７０）
!!!!!!

　第三节　申　诉 （３７３）
!!!!!!!

　第四节　执　行 （３７３）
!!!!!!!

第二章　检　察 （３７４）
!!!!!!!!

　第一节　检察机构 （３７４）
!!!!!!

　第二节　刑事检察 （３７５）
!!!!!!

　第三节　经济检察 （３７５）
!!!!!!

　第四节　法纪检察 （３７６）
!!!!!!

　第五节　监所检察 （３７６）
!!!!!!

　第六节　民事行政检察 （３７６）
!!!!

　第七节　控告申诉检察 （３７７）
!!!!

第十九编　政　协

第一章　政治协商会议 （３８０）
!!!!!

　第一节　政协委员组成 （３８０）
!!!!

　第二节　全体委员会议 （３８１）
!!!!

　第三节　政协常委会议 （３８３）
!!!!

第二章　政协工作 （３８４）
!!!!!!!

　第一节　政协常委会工作机构
　　　　 （３８４）

!!!!!!!!!!

　第二节　提案工作 （３８４）
!!!!!!

　第三节　委员视察 （３８６）
!!!!!!

　第四节　调查研究 （３８７）
!!!!!!

　第五节　文史资料研究 （３８８）
!!!!

第二十编　社会团体

第一章　汉阴县总工会 （３９２）
!!!!!

　第一节　工会组织 （３９２）
!!!!!!

　第二节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 （３９３）
　第三节　工会活动 （３９３）

!!!!!!

第二章　共青团汉阴县委员会 （３９６）
!!

　第一节　青少年组织 （３９６）
!!!!!

６汉阴县志（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节　团代表大会 （３９７）
!!!!!

　第三节　青少年活动 （３９７）
!!!!!

第三章　汉阴县妇女联合会 （３９９）
!!!

　第一节　妇女组织 （３９９）
!!!!!!

　第二节　妇女代表大会 （３９９）
!!!!

　第三节　妇联工作 （３９９）
!!!!!!

第四章　汉阴县工商业联合会 （４０２）
!!

　第一节　工商联组织 （４０２）
!!!!!

　第二节　会员代表大会 （４０２）
!!!!

　第三节　工商联工作 （４０３）
!!!!!

第五章　汉阴县残疾人联合会 （４０４）
!!

　第一节　残联组织 （４０４）
!!!!!!

　第二节　残联工作 （４０４）
!!!!!!

第六章　消协和个体劳动者协会
　　 （４０６）

!!!!!!!!!!!

　第一节　消费者协会 （４０６）
!!!!!

　第二节　个体劳动者协会 （４０７）
!!!

第二十一编　军　事

第一章　军事机构 （４１０）
!!!!!!!

　第一节　人民武装委员会 （４１０）
!!!

　第二节　人民武装部 （４１０）
!!!!!

　第三节　驻　军 （４１１）
!!!!!!!

第二章　民　兵　预备役 （４１２）
!!!!

　第一节　民　兵 （４１２）
!!!!!!!

　第二节　预备役 （４１２）
!!!!!!!

第三章　兵　役 （４１３）
!!!!!!!!

　第一节　征　兵 （４１３）
!!!!!!!

　第二节　国防教育 （４１３）
!!!!!!

第四章　拥政爱民 （４１４）
!!!!!!!

　第一节　维护地方稳定 （４１４）
!!!!

　第二节　参与经济建设 （４１４）
!!!!

　第三节　参加抢险救灾 （４１５）
!!!!

　第四节　双拥共建 （４１６）
!!!!!!

第二十二编　公安　司法行政

第一章　公　安 （４１８）
!!!!!!!!

　第一节　公安机构 （４１８）
!!!!!!

　第二节　治安管理 （４１８）
!!!!!!

　第三节　户政管理 （４２１）
!!!!!!

　第四节　查禁黄　赌　毒 （４２２）
!!!

　第五节　刑事侦查 （４２３）
!!!!!!

　第六节　安全保卫 （４２４）
!!!!!!

　第七节　出入境管理 （４２５）
!!!!!

　第八节　监所管理 （４２５）
!!!!!!

　第九节　消防管理 （４２６）
!!!!!!

　第十节　交通管理 （４２６）
!!!!!!

第二章　司法行政 （４３０）
!!!!!!!

　第一节　司法行政机构 （４３０）
!!!!

　第二节　普法教育 （４３０）
!!!!!!

　第三节　律师公证事务 （４３１）
!!!!

　第四节　法律服务 （４３１）
!!!!!!

　第五节　“两劳”人员帮教 （４３２）
!!!

第二十三编　人事　民政　社会保障

第一章　人　事 （４３４）
!!!!!!!!

　第一节　编制管理 （４３４）
!!!!!!

　第二节　人事管理 （４３５）
!!!!!!

　第三节　事业单位管理 （４３６）
!!!!

　第四节　大中专毕业生安置
　　　　 （４３７）

!!!!!!!!!!

　第五节　工资福利 （４３７）
!!!!!!

第二章　劳动管理 （４３８）
!!!!!!!

　第一节　劳动就业 （４３８）
!!!!!!

　第二节　劳动技能培训 （４４０）
!!!!

　第三节　企业工资制度改革
　　　　 （４４１）

!!!!!!!!!!

　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管理 （４４２）
!!!

第三章　民　政 （４４３）
!!!!!!!!

　第一节　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４４３）

!!!!!!!!!!

７目　录



　第二节　勘界 地名管理 （４４４）
!!!

　第三节　优抚安置 （４４５）
!!!!!!

　第四节　救灾救助 （４４６）
!!!!!!

　第五节　老龄工作 （４４７）
!!!!!!

　第六节　殡葬管理 （４４９）
!!!!!!

　第七节　社团登记 （４４９）
!!!!!!

第四章　社会保障 （４５０）
!!!!!!!

　第一节　基本养老保险 （４５０）
!!!!

　第二节　基本医疗保险 （４５１）
!!!!

　第三节　其他社会保险 （４５２）
!!!!

　第四节　社会救助 （４５３）
!!!!!!

　第五节　社会福利 （４５５）
!!!!!!

第二十四编　教育　体育

第一章　教　育 （４５８）
!!!!!!!!

　第一节　教育管理 （４５８）
!!!!!!

　第二节　学校建设 （４５９）
!!!!!!

　第三节　基础教育 （４６０）
!!!!!!

　第四节　职业教育 （４６６）
!!!!!!

　第五节　成人教育 （４６７）
!!!!!!

　第六节　教师队伍 （４６８）
!!!!!!

　第七节　教学研究 （４７１）
!!!!!!

第二章　体　育 （４７２）
!!!!!!!!

　第一节　体育设施 （４７２）
!!!!!!

　第二节　学校体育 （４７３）
!!!!!!

　第三节　群众体育 （４７３）
!!!!!!

　第四节　体育赛事及竞技体育
　　　　 （４７４）

!!!!!!!!!!

第二十五编　科学技术

第一章　科技机构队伍 （４８２）
!!!!!

　第一节　科技机构 （４８２）
!!!!!!

　第二节　科技队伍 （４８２）
!!!!!!

第二章　科技普及与推广 （４８３）
!!!!

　第一节　科技普及 （４８３）
!!!!!!

　第二节　技术推广 （４８４）
!!!!!!

第三章　科技成果 （４８６）
!!!!!!!

　第一节　发明成果 （４８６）
!!!!!!

　第二节　科研成果 （４８６）
!!!!!!

第四章　科技管理与服务 （４８９）
!!!!

　第一节　科技计划 （４８９）
!!!!!!

　第二节　科技服务 （４９１）
!!!!!!

　第三节　气象测报 （４９１）
!!!!!!

　第四节　地震监测 （４９１）
!!!!!!

第二十六编　医疗卫生

第一章　医疗机构与队伍 （４９４）
!!!!

　第一节　医疗机构 （４９４）
!!!!!!

　第二节　医疗队伍 （４９５）
!!!!!!

第二章　医疗技术和设施 （４９７）
!!!!

　第一节　医疗设施 （４９７）
!!!!!!

　第二节　中医技术 （４９８）
!!!!!!

　第三节　西医技术 （４９９）
!!!!!!

　第四节　医疗质量 （４９９）
!!!!!!

第三章　疾病防控 （５００）
!!!!!!!

　第一节　地方病防治 （５００）
!!!!!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 （５０１）
!!!!!

　第三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５０２）

!!!!!!!!!!

第四章　卫生保健 （５０３）
!!!!!!!

　第一节　爱国卫生 （５０３）
!!!!!!

　第二节　卫生防疫 （５０５）
!!!!!!

　第三节　妇幼保健 （５０６）
!!!!!!

第五章　医疗卫生管理 （５０８）
!!!!!

　第一节　管理体制 （５０８）
!!!!!!

　第二节　医政管理 （５０８）
!!!!!!

第二十七编　文　化

第一章　文化设施与市场管理 （５１２）
!!

　第一节　公共文化设施 （５１２）
!!!!

　第二节　文化市场管理 （５１３）
!!!!

第二章　文化艺术 （５１５）
!!!!!!!

８汉阴县志（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一节　群众文艺社团 （５１５）
!!!!

　第二节　文学创作 （５１７）
!!!!!!

　第三节　艺术创作与活动 （５２０）
!!!

　第四节　民间文艺表演 （５２２）
!!!!

　第五节　 地方戏曲 （５２４）
!!!!!

第三章　文化遗产 （５２５）
!!!!!!!

　第一节　田野文物 （５２５）
!!!!!!

　第二节　馆藏文物 （５２８）
!!!!!!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５２８）

!!!!!!!!!!

第四章　广播电视 （５２９）
!!!!!!!

　第一节　广　播 （５３０）
!!!!!!!

　第二节　电　视 （５３１）
!!!!!!!

第五章　档案　地方志 （５３２）
!!!!!

　第一节　档　案 （５３２）
!!!!!!!

　第二节　地方志 （５３３）
!!!!!!!

第二十八编　社会生活

第一章　人民生活 （５３６）
!!!!!!!

　第一节　收入水平 （５３６）
!!!!!!

　第二节　消费水平 （５３７）
!!!!!!

　第三节　城乡生活 （５３８）
!!!!!!

第二章　民族宗教 （５３９）
!!!!!!!

　第一节　民　族 （５３９）
!!!!!!!

　第二节　宗　教 （５３９）
!!!!!!!

　第三节　民族宗教事务 （５４０）
!!!!

第三章　婚姻家庭 （５４１）
!!!!!!!

　第一节　婚　姻 （５４１）
!!!!!!!

　第二节　家　庭 （５４１）
!!!!!!!

第四章　民　俗 （５４３）
!!!!!!!!

　第一节　生产习俗 （５４３）
!!!!!!

　第二节　生活礼俗 （５４３）
!!!!!!

　第三节　岁时节俗 （５４６）
!!!!!!

　第四节　民间娱乐与禁忌 （５４９）
!!!

第五章　精神文明建设 （５４９）
!!!!!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５４９）
!!!!!!

　第二节　文明创建活动 （５５０）
!!!!

第六章　方　言 （５５４）
!!!!!!!!

　第一节　方言特点 （５５４）
!!!!!!

　第二节　城关方言 （５５５）
!!!!!!

　第三节　涧池方言 （５５９）
!!!!!!

　第四节　漩涡方言 （５５９）
!!!!!!

　第五节　汉阴方言内部差别
　　　　 （５６０）

!!!!!!!!!!

　第六节　民　谚 （５６４）
!!!!!!!

第二十九编　人　物

第一章　人物传 （５６８）
!!!!!!!!

第二章　人物录 （５７５）
!!!!!!!!

第三章　人物表 （５７８）
!!!!!!!!

附　录 （５９４）
!!!!!!!!!!!!!!!!!!!!!!!!!!!!!!!!

　文件辑录 （５９４）
!!!!!!!!!!!!!!!!!!!!!!!!!!!!!!

　重点报道 （６０６）
!!!!!!!!!!!!!!!!!!!!!!!!!!!!!!

　文献辑存 （６１０）
!!!!!!!!!!!!!!!!!!!!!!!!!!!!!!

　艺文 （６２７）
!!!!!!!!!!!!!!!!!!!!!!!!!!!!!!!!

　“文化大革命”纪实 （６３９）
!!!!!!!!!!!!!!!!!!!!!!!!!!

表格索引 （６４３）
!!!!!!!!!!!!!!!!!!!!!!!!!!!!!!!

索引 （６４６）
!!!!!!!!!!!!!!!!!!!!!!!!!!!!!!!!!

编后记 （６５５）
!!!!!!!!!!!!!!!!!!!!!!!!!!!!!!!!

９目　录





概　述

汉阴县地处陕西南部，安康市西部，汉水上游。位于东经１０８°１１′０６″～１０８°４３′５０″，
北纬３２°３８′２４″～３３°０９′２６″。东及东北与汉滨区相连，南和紫阳县，西南和镇巴县、西乡
县接壤，西与石泉县毗邻，北与宁陕县交界。面积１３６５平方千米，最高处为凤凰山主峰
铁瓦殿，海拔２１２８３米，最低点位于双乳镇三同村漩河坝之月河漫滩，海拔２９０米。２０１０
年底，县境辖１８个乡 （镇），１７８个行政村，７个街道居民委员会，１６７４个村民小组，４１个
居民小组，总人口３０５６８７人。少数民族占０１％，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２２３９５人。

汉阴三山雄奇，二川秀丽。汉阴，秦岭北障，磅礴逶迤，巴山南屏，雄峙蜿蜒；中

部凤凰山横亘东西，奇峰突兀；山峦起伏绵延，丘陵河谷相间；汉江月河二水纵流，冲

积肥田沃野两川。三山雄奇，蕴宝藏无穷、景观无数；二川秀丽，呈画图有形、诗歌有

声。山山青葱馥郁，川川稻麦飘香。年年春意盎然，处处生机勃勃。山川绚丽美景，恰

如汉阴地图，雄鹰展翅，翱翔蓝天！

汉阴历史悠久　汉阴因治所设汉江南岸，故名。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西周
属庸国，秦隶西城县，西汉置安阳县，东汉归汉宁郡、西城郡，西晋为安康县，南北朝

时部分地区划归宁都县，唐初又划部分地区置广德县，唐至德二年载 （７５７）改汉阴县。
南宋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县治迁于月河北岸。元代撤销县制，设汉阴巡检司，隶金州；明
初复置汉阴县，清乾隆四十七年改设汉阴厅，民国复设汉阴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仍名汉阴县，隶安康行政公署；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并入石泉县，１９６１年９月分出复设汉阴县。
汉阴人文厚重　汉阴养育了国学大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昆仲，蜚声海内外；

还有著名学者、教育家汤鹤逸、陈兆枢，桃李满天下。汉阴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发祥

地，何振亚、沈启贤、沈敏、罗少伟等缔造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威震秦巴汉水间。当今汉

阴，人才辈出。博士硕士，游学海外，名噪一时；专家学者，卓有建树，功在国家。

自然资源富饶　汉阴县位于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１５℃，年平均降水量８９３１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１６１２８时，雨热同季；年
平均无霜期２５８天。水资源可开发总量１０４７０千瓦。土壤质地以中壤和轻壤为主，耕地
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较高，平均ｐＨ值６７２，偏中性。植物资源种类繁多，农作物主要有
水稻、小麦、油菜、玉米、薯类、豆类、花生、芝麻、魔芋、烟叶、高粱、甘蔗等。野

生植物有３００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杏、紫薇、水黄杨、桂花、楠木、樟树、
合欢等树种。中药材有黄连、金银花、党参、杜仲、黄柏、当归、牛膝、大黄、天麻、

茱萸、枳壳、丹皮、绞股蓝等数十种。林木资源有１０８科３００余种，主要用材林有杉木、
松木、桦木、柏木等；薪炭林以栎类为主；经济林主要有桑、桐、果、茶、漆等。珍稀



野生动物有１８目３８科１０５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羚羊、林麝等；二级保
护动物有黑熊、豺、水獭、黄羊、红腹锦鸡等。鸟类有环颈雉、画眉、白鹭、喜鹊、野

鸡、麻雀等。探明地下矿藏有砂金、山金、大理岩、石灰岩、花岗岩、石膏、板石、石

煤等。

经济突破发展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是汉阴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历届中共汉阴县
委、县人民政府不断深化对县情的认识，比较优势与劣势，总结经验与教训，提出搞活

国有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两个突破，搞好重点项目、城乡建设、基础设施三大建设，

壮大蚕茧、食品、矿产、水利四大产业的经济发展方略，全面实施一个调整、两个突破

和 “三四五五”工程，着力推行 “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工业强县、城镇靓县”，加速推

进工业扩张、新农村建设、城乡繁荣、道路交通建设，产业化格局初步形成，基础设施

明显改善，经济长足发展。１９８８年生产总值１１６１６万元，其中第一产业６１８２万元，第二
产业３９０１万元，第三产业１５３３万元，三产比重５３２∶３３６∶１３２；财政收入６２３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１８元。２０１０年实现生产总值２８４４８亿元，其中第一产业８３５３亿元，
第二产业１０１５４亿元，第三产业９９４１亿元，三产比重２９４∶３５７∶３４９；财政收入８０４７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４０５３元。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　继续完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和产业结
构，改革耕作制度，调整作物布局，农业经济结构变化显著，农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

种植、养殖业全面增长。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所占比重下降到３８６％。建立各种形式的
山地使用权流转和多元主体的山地综合开发制度，加快山地综合开发步伐，通过有偿转

包、转租、拍卖、联合、股份开发等形式，高标准开发建设经济林特园８７万亩。加快农
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坚持 “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发展方向，突出商

品基地、“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三大建设，蚕桑、生猪、油料等初具产业化格

局，农业主导产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５０％以上。
企业改革全面推进　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以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为方向，抓住产权制度改革关键，认真落实 “抓大放小”和 “三改一加强”措施，

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出售、破产等多种形式，配套实施劳

动用工、人事管理、利益分配、技术创新以及养老、失业、医疗、住房等改革，加快转

变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整个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公有制实现形式、企业经营状

况发生根本变化。

基础条件显著改善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以农田水利建设、“三通”建设、城镇建设
为重点，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使加快发展的环境条件明显改善。首先农业基础设施

不断加强。坚持逐年组织开展冬春农田建设会战和７、８、９三个月的林特建园会战，至
２０１０年，累计修水平梯地７６８千公顷，造田造地０４１千公顷，实现农业人均一亩基本
农田。全县水库４４座、堰塘３３３８口，有效灌溉面积达１５３２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由
１９８８年的２６９％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７６％，荣获 “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其次是 “三

通”落后面貌彻底改观。至２０１０年，县境内公路１７２４６９千米，其中 “十天”高速公路

汉阴段３５６９千米，国道３７千米，县道１５０千米，乡道３０２千米，村道１１９９千米。初步

２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南线北环公路为骨架，集公路、铁路、航道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

电网、电话通村率均达１００％，固定电话用户达４７８２０户，其中农村电话用户１４０００户。
有移动基站１１５座，在网用户７２０００户；联通基站７９座，在网用户２３５００户；互联网用
户７０００户。通信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形成电信、移动、联通及互联网等多家经营格局。
第三是城镇建设日新月异。树立经营城市理念，实施城南新区开发，一座新型的现代山

水园林县城崛起于月河之滨！相继对老县城北城街、环城路、新街、民主街、马道巷等

１４条街道实施改扩建，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建成８个具备
一定规模的集镇贸易市场，基本形成一城五镇的城镇带雏形，对繁荣城乡经济起到了巨

大的辐射作用。

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汉阴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社会形成了尊
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通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引进师资力量、改

革教育结构、普及义务教育、推行素质教育、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初

步形成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均衡发展的教育体系，教育 “两基”

“普实”高标准通过省级验收。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县共有各类学校 １５３所 （幼儿园１４所、
小学１２０所、完全中学４所、初级中学８所、九年制学校５所、高中１所、中等职业学校
１所），在校学生４７８４９人。

文化艺术日益繁荣　全面贯彻 “双百”方针，坚持 “二为”方向，一批社会文化团

体应运而生，《汉阴文艺》复刊，汉阴县作家协会、诗词楹联学会、书法家协会、音乐舞

蹈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三沈”研究学会、凤堰文化研究学会等文化团体相继成立，政

府年刊 《汉阴年鉴》逐年刊出，“三沈”纪念馆应接不暇，油菜花节大型文艺活动及文化

下乡活动连年举办，各种主题的书法、绘画、摄影展及各种主题的诗会、演讲会相继举

行，广场舞普及城乡，社区文艺红红火火，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陆续在中、省、市各级

期刊上发表，地方文化得到挖掘、保护和传承，县文化艺术中心创作并排演的地方小戏

《娶亲》获得文化部的奖励，汉阴知名度大幅提升。

医疗卫生水平提高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顺利达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开，
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不断完善。全县有医疗机构２３５个，拥有病床３９２张，
共有医疗技术人员５１６人 （其中高级职称１９人，中级职称１３４人，初级职称３６３人），有
乡村医生１６６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从容成功应对了 “非

典”“禽流感”等突发卫生事件，重大疫病防控工作卓有成效，全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全面落实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相继启动基本养老保险、
职工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城镇困难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在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建敬老院，实行 “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困难村民享受最低

生活保障，加快建设城镇廉租房、公租房和农村安居工程。城乡居民大病重病能得以及

时有效的救助，一大批村、居民从危房搬进了新居，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

精神文明创建有声有色　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心组织、注重实效”，在农

村广泛开展 “文明乡镇” “文明村”和 “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在城镇重点开展

３概　述



“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在行业突出抓 “创佳评差”活动。历经连年不断的争相创建，结

出累累硕果，社会新风尚、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勇于创新、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道

德模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提升了全县的文明程度。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人民不断解放思想，不断认识县情，不断总结经验，以干克难、
艰苦奋斗，经济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斯乡斯景，每个汉阴人引以为荣，引以为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汉阴人民将以此作为新起点，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抢

抓机遇，奋力开拓，勇于创新，团结实干，努力建设和谐大美、文明昌盛的新汉阴。

４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大 事 记

１９８８年

１月２１～２４日　中国共产党汉阴县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审议通过中共
汉阴县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共汉阴县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中共汉阴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２３人、候补委员４人，中共汉阴县第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委员１４人。选举出席中共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４人。在中共汉阴县第八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委会上，选举产生县委常委９人，陈有德任县委书记。
２月２６日　撤销县文教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粮食局、农牧局、

水电水土保持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交通局、劳动人事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广播

电视局等１３个政府部门党组。
３月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举行县级各部门及区 （镇）领导干部任期目标

责任状签字仪式。此后全县层层推行目标责任制。

３月８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侯宗宾一行１５人视察汉阴染织厂、丝织厂。
３月２４日　汉阴县监察局成立。
４月１１日　汉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成立，为正科级机构，隶属县公安局领导。
４月２９日　５区及城关镇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区、镇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职兼任。
５月３日２０时３０分至２０时５０分　全县遭受暴风雨、局部遭受冰雹侵袭。据测，风

力达７～８级，局部达９～１０级；降雨量达２３７毫米，局部达５０毫米，冰雹最大有鹅蛋
大，最小有蚕豆大。

５月２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嘉奖令，表彰龙太乡在全县第一个实现
全乡普及节柴灶。

６月２４日　汉阴县中医院成立。
１１月２１日　中共汉阴县委发出 《关于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

革党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六条规定》。

１２月２９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通令嘉奖蒲溪区小街乡小街村六组村民陈先知，丰收不
忘国家，全年交售粮食６６８０千克，超任务６５５５千克，成为全县第一交粮大户，并奖励平
价售给２０寸彩色电视机１台。



１９８９年

１月２１日　上午１０时许，汉阳区渭溪乡大坝村第三村民小组露天小煤窑发生塌方事
故，死亡１６人、重伤２人、轻伤２人。地、县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故妥善处理。
２月２７日　县委、县政府举行农业技术承包签字仪式，２７５名农业科技人员承包农

业、林特、水产、畜牧、蚕桑５大类３４个技术项目。
３月１３日　陕西省政府授予汉阴县政府 “横向经济联合先进单位”称号。

６月７日　汉阳区遭受暴雨袭击，致山洪暴发，山体滑塌，４０００余亩农作物受灾，形
成危房３００余间，死亡２人。省人民政府发出慰问电，省、地、县领导先后到现场视察灾
情，并下拨物资、款项救灾。

６月１６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双锡莅县检查防汛工作，翌日与王寿森副专员及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冒雨检查观音河水库汛情。

８月１７日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来汉阴视察文教卫生、科技工作。
８月２８日　汉阴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机构单设，列入政府序列，为正科级行政机

构，县长不再兼任体改委主任。

９月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做出 《关于近期做好群众关心的六件事的决

定》。六件事包括：坚决制止党政干部经商；坚决搞好市场整顿；坚决抓好查禁赌博等不

正之风；严禁用公款请客吃喝；坚决纠正党政干部违法乱纪建私房和私售、乱占公房；

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９月２８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影剧院举办迎国庆革命歌曲大奖赛，县直
机关１８个系统代表队的９００名干部、职工、教师参加。２９日晚举行迎国庆文艺晚会。
１０月１０日　联合国黄金顾问、美国黄金专家凯力斯、帕希斯先生及其夫人一行４人

应地质部７１６队邀请来汉阴考察。
１１月７日　安康地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在漩涡区召开。地区爱国卫生现场会

在汉阴召开。

１９９０年

１月１日　汉阴县气象站改称气象局。
２月１６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徐山林、省财政厅副厅长赵德全、省扶贫开发办高绍

亮、安康行署副专员王寿森、李升堂来县视察扶贫经济开发工作。

２月２７日　中共汉阴县委决定，给清明寨、田禾、双乳、水田、渭溪、凤江、杜家
垭、堰坪、酒店９个蚕桑基地乡和太平、月河、平梁、高梁、红星、八庙、三河、双乳８
个烤烟基地乡各增配１名科技副乡长。
３月１３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通报表彰在缉捕旬阳 “２·２３”抢枪案犯罪分

子战斗中成绩显著的１５名公安干警。

６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４月１１～１２日　陕西省计划生育宣传活动现场会在汉阴县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计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力贞出席会议并讲话。

５月４日　汉阴县获全省党政机关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二等奖。
５月６～１２日　政协汉阴县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陈平楷为主席。
５月８～１２日　汉阴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产生第十二届县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第十二届县人民政府正、副县长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唐明孝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世科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５月１５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来汉阴检查工作。
７月２３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扶贫经济开发工作会议。对提前越过温

饱线的凤亭乡等６个乡及清明寨等２４个先进集体予以表彰奖励。
８月２日　设立县技术监督局、文化教育局 （由文化教育体育局更名）、体育运动委

员会；撤销县劳动人事局、劳动服务局、统筹办公室，分设县劳动局、人事局。

８月１４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安启元视察汉阴县计量器厂、丝织厂。
９月１９日　恢复县公安局、广电局、文教局、农牧局、财政局、工商局、城建局、

交通局等８个部门党组，成立卫生局、监察局、人事局３个部门党组。
９月２９日　漩涡区紫荆桥１５０千瓦水力发电站竣工发电。
１０月１７日　汉阴县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办公室成立，为县政府正科级直属事业

机构和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构。明确县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

事会为县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机构和县残联常设办事机构，由民政局代管，经费、人员

编制单列。

１０月３０日　县棉织厂麻纺项目土建工程通过验收，被评为合格工程；２５００锭麻纺车
间交付试生产。

１２月９日　陕西省政府省长白清才来汉阴视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１２月１９日　县塑料厂４米宽幅农膜生产线开机试产，填补安康地区空白。
１２月２２日　汉阴城区千门自动电话开通。
１２月３０日　王世科任中共汉阴县委书记。

１９９１年

１月２８～３１日　中共汉阴县第九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中共汉
阴县第八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汉阴县委 《关于加强党的

建设的决议》，选举王世科为县委书记。

２月７日　中共汉阴县委书记王世科主持召开县级六套班子领导联席会议，讨论研究
第一期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干部抽调方案，并决定第一期农村社教在太平、涧池、龙

垭、凤江、汉阳５个乡镇进行。
４月２日　汉阴县第十二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汉阴县第三届四次会议同时举

行。李道义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７大事记



４月３日　汉阴县部署全县防治狂犬病工作。
５月１日　汉阴县农村能源区域规划获 “陕西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三等奖。

５月６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通报表彰在 《汉阴县志》编修过程中做出显著

成绩的县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财政局等１４个先进单位。１２月，《汉阴县志》由陕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５月７日　成立汉阴县综合治理委员会，由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任主任，县人
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县委政法委专职副书记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与政法委合署办公。

５月２１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徐山林到汉阳区视察。
５月２６日　汉阴县个体协会副会长张代升被评为 “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

６月６～１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书记王世科、县长李道义带领学习考察小组赴张家港市
学习考察，与张家港市政府正式签订建立友好市县协议，确定首批经济技术协作项目。

６月２５日　汉阴县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表彰为 “严打工作”先进县。

７月２４日　在公安局等９个设有党总支的部门成立纪检组，在法院等３个部门设党
组，凡设党总支的部门设专职纪检员。

９月８～１０日　汉阴县委、县政府召开首次教育奠基工作会议，表彰奖励为教育事业
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优秀个人。

１２月９日　黄金公司第４号采金船在双乳境内运行中，发生重大翻倾责任事故。
１２月２９日　恢复中共汉阴县商业局党组。

１９９２年

５月２０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命名汉阴县为 “双拥模范县”。

８月１４日　国家黄金总局一行６人先后到鹿鸣金矿、城关镇大兴村商讨扶贫事宜。
９月１０日　中共汉阴县委书记王世科、县长李道义一行１０人去北京汇报扶贫工作和

争取项目投资。

１２月２９日　汉阴县商业总公司、汉阴县供销总公司、汉阴县粮油总公司、汉阴县物
资总公司成立，分别与商业局、供销联社、粮食局、物资局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局

社名称暂保留）。

１９９３年

１月６～９日　中共汉阴县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汉阴
县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共汉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王世科、王鼎志

等４人为中共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王世科为县委书记。
１月１１～１５日　第十三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唐明孝为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世科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２月１８日　县监察局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县委党史办公室与县志办公室

８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合署办公；县农业区划办公室与县农业办公室合署办公。均实行两块牌子，经费、人员

统一调配、使用。县广播电视局、县档案局退出政府序列，为县政府直属机构，保留原

机构名称和必要的行政、行业管理职能；县劳动局承担劳务市场建设、劳务输出和管理

职能。

２月２７日　３名日本农业技术员到汉阴县考察粮食增产援助项目准备情况。
４月１０日　汉阴县编制委员会更名为汉阴县机构编制委员会。
４月２０日　国家计生委、公安部来县了解计生工作和县化工厂生产等情况。
５月１９日　撤销公安局、文教局党组，成立中共汉阴县公安局、汉阴县文化教育体

育局委员会。

６月４日　成立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为县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副科级规
格，与体改委合署办公。

是月　启动公有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７月２日　设立汉阴县驻张家港市办事处。办事处为县人民政府办事机构，挂靠政府

办公室，业务受县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指导，为正科级规格，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７月２７日　 “９３中国质量万里行”西北西南采访分队莅县。
９月２２日　中共汉阴县委制发 《关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定》。

１９９４年

２月２日　汉阴县城至铁佛寺高压线正式开通。
６月２６日　汉阴县太平乡太平村党支部获 “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县黄金

公司党支部书记陈振高获 “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受到中共陕西省委表彰。

７月１日　黄龙金矿建成，中共安康地委书记谈俊琪、地区行署副专员熊邦高、太白
县县长李延林、汉阴县委书记王世科出席剪彩。

８月　陕西省军区政委赵连臣少将来县人武部视察。
９月１日　经汉阴县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丁义安任汉阴县副县长、代理县

长。同意王世科辞去汉阴县县长职务。

１０月９日　张家港市医疗队在城关、漩涡、汉阳医院义诊并进行医术交流。
１０月２９日　中共汉阴县委发出 《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

是月　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来龙垭镇三柳村视察 “引青入观”工程。

１１月１０日　陕西省水利厅到县查看观音河 “引青入观”隧洞工程。

１２月２～５日　部分省人大代表到黄龙金矿、龙垭乡等地视察。

１９９５年

１月２０日　汉阴县缫丝厂有限责任公司举行开工剪彩。
３月２１日　汉阴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丁义安为县长。

９大事记



４月６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范肖梅来汉阴检查计划生育及卫生工作。
８月　黄玮任中共汉阴县委书记。
９月２１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印发 《汉阴县县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撤销

中共汉阴县经委委员会，成立中共汉阴县工业经济局委员会；撤销中共汉阴县文教局委

员会，成立中共汉阴县文化教育体育局委员会；撤销中共汉阴县农牧局党组，成立中共

汉阴县农业局党组。

１０月１０日　设立中共林特局党组、水电局党组。
１１月１０日　中共汉阴县委发出 《中共汉阴县委工作制度 （试行）》。《制度》包括基

本职责，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民主科学决策，议事程序与规则，文件审签程序与规则，

督查与落实，对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人武部、法院、检察院及群众团体的领导、

纪律与监督共８个部分４７条。
１２月１３日　丁义安在县医院主持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研究县医院创建 “二级甲等医

院”住院部二期配套工程及有关问题。

１９９６年

３月５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

决定》。决定用三年时间，即到１９９８年底达到扫除青壮年文盲和 “普九”基本达标。

是月　汉阴县人民武装部收归军队建制并举行军官授衔仪式。
５月　汉阴县缫丝厂投产。
７月１２日下午５～６时　汉阴县遭受大风灾害，部分山区还遭受暴雨冰雹的袭击，山

区秋季作物损失较大，尤其是早玉米遭受重大损失。

９月９日　恢复汉阴县物价管理局，为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１０月９日　汉阴县手工业合作联合社成立，与县工业经济局一套班子，合署办公。
１０月２９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汉阴县行政区划调整。全县共设城关、平梁、涧池、

蒲溪、双乳、漩涡、汉阳、上七、酒店、铁佛寺、双河口、龙垭１２个镇，永宁、田禾、石
条街、铜钱、凤江、塔岭、渭溪、双坪、药王９个乡。乡、镇党委、政府规格均为正科级。
１１月８日　省、地粮食自给工程检查组实地考察平梁镇农技站、棉丰村和蒲溪镇小

街村水利与农建等工程项目，对汉阴县实施粮食自给工程项目建设给予肯定。

１２月１６日　将原挂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 “农业发展办公室” （扶贫办公室）单

设，为县政府正科级工作部门。成立汉阴县世行扶贫项目贷款办公室，为正科级事业单

位，与县农业发展办公室 （扶贫办公室）合署办公。

１２月２４日　将县技术监督所从工业经济局划出单设，并更名为技术监督局，为县政
府直属正科级事业机构。

１２月２７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汉阴县支行成立，编制１８人，不设基层机构。
是年　完成电信扩容、南北山程控电话改造，安装电话达５７３０部，其中住宅电话用

户达４９２０部，比上年增长１８倍。

０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是年　汉阴县林特局与漩涡镇开发的 “天宝贡茗”茶被列为省级科技成果；“ＺＤ节
能灯饰系列产品”在全国星火科技十周年博览会上获优秀项目金奖；汉阴县葛根粉、魔

芋精粉、菌陈保健茶在第三届杨凌农科城博览会上获后稷金像奖。

是年　汉阴县获卫生部 “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妇幼项目先进县”称号。

１９９７年

３月２６日　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汉阴县为１９９６年度基本实现计划生育工
作 “三为主”先进单位称号。

５月５日　恢复汉阴县档案局。县档案局与档案馆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
５月７日　汉阴县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通过验收，被省人民政府授予 “扫除青壮年文

盲县”称号。

５月１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印发 《中共汉阴县乡镇党委工作制度 （试行）》， 《制度》

包括三个方面：乡镇党委的工作职责；乡镇党委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乡镇党委会议和

行文。

６月２日　陕西省黄金管理局局长到黄龙金矿实地考察。
是月　陕西省军区副政委赵琦少将来县人武部视察。
７月　汉阴县信用联社召开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
１０月２１日　陕西省政府省长程安东带领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视察蒲溪镇小集镇建

设、汉漩路油路铺设工程、双星商贸小区综合开发项目。

是月　汉阴县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为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

１９９８年

１月１４～１６日　中共汉阴县第十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在随后的十一届一次全会
上选举丁义安为县委书记。

２月１７～２１日　第十四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张才道为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纯山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４月２２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组建陕西省汉阴黄金集团公司。
５月１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

６月２４日　中共陕西省委授予汉阴县为 “双拥模范县”称号。

７月　汉阴县信用合作联社召开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汉阴县信用联社理事
会和监事会。

８月１４日　全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２１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受灾。
８月１８日　成立汉阴县财源建设办公室，隶属县财政局。
９月１８日　汉阴县农机中心站更名为县农业机械管理局，隶属县农业局。恢复汉阴

县地方志办公室，隶属县政府办公室。

１１大事记



１０月２１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印发 〈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

１１月８日　城区双星大桥开工。
１１月２８日　安石二级公路改建工程汉阴段破土动工。
１２月９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印发 〈汉阴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

行办法〉和 〈汉阴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９９９年

１月１３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在县招待所会议室召开省政府验收汉阴扶贫温饱越线汇
报会，经综合检查评分，汉阴县得分１０９分。
１月１８日　成立汉阴县环境保护局，隶属汉阴县建设局，将原汉阴县城乡建设环境

保护局更名为汉阴县建设局。汉阴县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 “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模范县”。

２月２６日　中共汉阴县委决定成立 “三讲”教育领导小组。

３月３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农村基层干部 “四教育”活动领导小组。

３月９日　汉阴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影剧院开幕。
３月１６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农村暨小康工作会议，县委书记丁义安

到会讲话。

３月２４日　陕西省政府省长程安东、中共安康地委书记陈有德、行署专员宋洪武，
视察铁二十局承建的安石二级公路汉阴城区５５公里标段１９３＃施工现场。
４月１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检查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４月２２日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振义带领调研组莅县，在汉阴政协召开座谈会，陈

纯山、张明光等县领导出席座谈会。

５月１２日　陕西省农电检查组、卫生检查组分别检查汉阴县电网改造工程和卫生工
作。

５月２０日　中共安康地委组织部组织全地区乡镇党委书记到蒲溪镇双堰村观摩水利
群体工程。

５月２１日　安康地区农业机械现场会在汉阴县召开。
５月２５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巩德顺莅县，视察二级路工程建设。
７月１８日　中共安康地委、行署在汉阴宾馆召开安石二级公路建设现场办公会，总

结一标段工作，安排二标段建设计划，就资金、质量、组织领导等事项做出决定。

７月２３日　陈纯山任中共汉阴县委书记，徐启方任中共汉阴县委副书记。
７月３０日　汉阴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接受陈纯山辞去县长职务请求，任

命徐启方为代理县长。

８月８日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李乾元中将来县人武部视察。
８月１４日　汉阴县工人文化宫落成，对外开放。

２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８月１９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北城街商品开发小区举行北城街改造工程
奠基暨捐资仪式。

８月２０日　据统计，全县秋粮作物受旱成灾面积达２６万亩，其中轻旱１６万亩，重
旱７５万亩，绝收２５万亩。
９月１４日　安康地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现场会在汉阴县召开，现场参观平梁电杆厂、

非金属矿产公司、凤凰山庄、地板条厂、秦南养殖场、环球生化厂、魔芋食品厂、花炮

厂等企业。

９月２０日　汉阴县旅游局、驻西安办事处、矿产资源管理局、法制办公室成立。
９月３０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县体育场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暨劳

模表彰大会。

１０月１４日　中科院、林科院部分专家莅县检查林业工作。
１０月１８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发出 《关于切实做好清理非法炒卖土地使用权的通知》。

１０月２２日　安康地区第六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县体育场开幕。汉阴代表队获混
合组团体第一名。

１０月２３日　汉阴县公开选拔副科级领导干部考试在汉阴中学举行，５２人参加选拔考试。
１１月３日　汉阴县建设山川秀美工程领导小组成立。
１２月１日　东城街交易市场建成开市。
１２月６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安康地区第一家中外合资魔芋食品企业———陕

西丸正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即原涧池晶玉魔芋食品厂）。

１２月９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栗战书莅县调研，视察城关镇五一村迁移式扶贫、平
梁镇长坝村农税定点申报纳税和蒲溪镇中梁村水利建设。

２０００年

１月３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政府确定每年此日为汉阴县计划生育国策日。
１月２７日　汉阴县盐务局成立，下设副食公司和盐务公司。
２月２９日至３月３日　汉阴县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县影剧院召开，选

举徐启方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３月１日　国家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徐辉到汉阴县检查世行贷款项目落实
进展情况。

３月２１～２２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贾治邦来汉阴调研县级领导干部
“三讲”教育。

４月１２日　中科院教授来汉阴药王乡考察杜仲基地，并在汉阴宾馆四楼会议室举行
杜仲栽培讲座。

５月１８日　陕西省级机关联县扶贫座谈会在汉阴宾馆召开。
５月２０日　国家供销合作总社领导一行来汉阴视察平梁供销社、县缫丝厂。
６月６日　在安康地区 “两会一节”龙舟赛中，汉阴代表队获一等奖。

３１大事记



７月１１日晚８时 ～１２日晚８时　全县降雨量１０３１毫米，月河水位达３５５米，流量
１１０立方米／秒。

８月１８日　观音河水库防渗排险工程开工。
１１月２２日　陕西省检查组来汉阴检查农村税费改革工作。
１１月２７日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史仲才少将来汉阴人武部考察。
１２月８日　县审计局审计查出该县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城关镇财

政所所长贾某挪用公款６９万元用于个人经济牟利，移交县检察院立案查处。
１２月３０日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北城街江北小区举行 “两工程一节”庆典活动

（“两工程”即北城街改造工程和二级路城区段改线工程，“一节”即２１世纪第一个 “元旦”节）。

２００１年

１月１７日　陕西省信访调查组到平梁镇调研。
４月１２日　陕西省民政厅灾情检查组到汉阴调查灾情。
４月２７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张伟到永宁花炮厂检查工作。市民爆物品安全检查组

和石油压力容器检查组来县检查安全工作。

５月１日　汉阴取消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和 《农转非粮食供应通知书》制度。
５月２３日　汉阴县人民政府在涧池镇召开水稻旱育抛秧现场会，省农技总站、市农

业局、农技站领导应邀与会。

５月２８日　石紫公路漩涡汉江大桥开工。
６月１５日　梧桐沟水库竣工。
６月２７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检查汉阴县农业、水利工作。
７月１９日　陕西省政协视察组来县检查广播 “村村通”情况。

９月１６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贾治邦到西坝村、月河苗圃检查农民
减负和育苗情况。

１０月１２日　安康市蚕桑生产现场会在汉阴召开。
１０月２８日　县委决定成立审计局、民政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
１１月２８日　徐铁军任汉阴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徐启方辞去县长职务。
１２月１８日　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检查团来县检查工作。
１２月２０日　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工。

２００２年

２月１４日　陕西省水利厅领导到观音河水库工地了解病库渗漏施工进展情况。
是月　汉阴县书法美术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３月５～８日　第十四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六次会议召开，选举徐铁军为县政府县长。
３月２５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中共安康市委书记宋洪武到汉阴调研。

４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３月２６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潘连生来汉阴县调研计划生育工作及农村卫生改革情况。
４月　县信用联社办公大楼竣工，联社举行开业典礼，当天新增存款２００余万元。
６月２９日　省、市防汛办来汉阴县检查防汛工作。
７月５日　安石二级路汉阴段改造建设表彰会在汉阴宾馆召开。
８月１０日　县委、县政府印发 《汉阴县县乡机构改革方案》通知。

８月１９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董雷到县检查工作。
９月３日　中共汉阴县委下发 《关于调整设置县直有关部门党委、纪委、党组、纪检

组的通知》，调整县直有关部门党委、纪委、党组、纪检组设置。

９月１２日　汉源水泥厂举行点火试产仪式。
９月１６日　全省交警系统 “创建平安大道”现场会在汉阴召开。

９月２９日　印发 《乡镇党政事业干部 （退休）工资及其他财政供养人员生活补助费委

托县财政统一发放的意见》，乡镇全额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生活费由县财政统一发放。

１１月　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邹庚壬中将来县人武部视察。
１２月２０日　汉阴县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任命邵向农为汉阴县人民政府

代理县长，同意徐铁军辞去县长职务。

１２月　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马殿魁少将来县人武部视察。

２００３年

１月１６～１８日　中共汉阴县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徐铁军为县委书记。
２月２０～２４日　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张才道为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邵向农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３月１４日　陕西省政府政研室来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３月１８日　全县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工作会议召开。
４月２４日６时３７分　石泉县发生４７级地震，汉阴县北区酒店、平梁、高梁等镇普

遍有强震感。

４月２５日　全县 “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召开。

４月２７日５时５４分　双河口镇发生３级地震。
５月１５日　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印发 《汉阴县创建省级卫生县城

工作实施方案》。

７月１日　全县 “普九”攻坚动员大会召开。

７月１６日　汉阴县三沈文化研究学会成立暨第一次研究员代表大会召开。
８月１３日　全县退耕还林工作会议召开。
８月２４日　陕西日报社、省电视台来县采访农业产业化建设。
９月４日　陕西省防汛指挥部检查小组来县检查防汛工作，先后察看安良水库、姚家

槽水库、东方红水库、观音河水库。

１０月１６日　设立县委督查室，县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纪委监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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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风室、监察综合室、纪检监察信访室。

１０月２４日　西安东科麦迪森药业集团到汉阴考察药业基地情况。
１０月２６～２７日　安康市财政审计经验交流会在汉阴县召开。
１１月３日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到汉阴视察工作。
１１月２１日　汉阴县政府信息网站正式开通。

２００４年

２月６日　安康市方言学术研究会在汉阴县两合崖景区召开。
２月２６日　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３月２日　全市 “科技之春”活动月启动仪式在汉阴北城街举行。

３月２４日　县委、县政府印发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快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做好劳务输出

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生猪产业的扶持及考核奖补办法》。

４月７日上午　县委、县政府在西安召开 “陕西·汉阴三沈文化暨经济社会发展恳谈会”。
４月７日　中央委员、武警副司令员陈传阔中将视察汉阴武警中队。
５月２日　黄龙金矿发生２名矿工在矿洞中毒窒息死亡事故。
５月１１日　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山林视察永宁龙寨沟奇石风景区及观

音河库区等景点。

５月１２日　安康市政协视察组６０余人视察汉阴县月河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带建设。
５月２５日　中共汉阴县委常委会审议通过 《汉阴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票否决办

法》。

５月２７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杨永茂来汉阴视察。
７月２４日　县政府印发 《农村卫生院上划工作的决定》和 《乡镇 （中心）卫生院上

划管理实施意见》。县招商局、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成立。

７月３０日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李宏规一行来汉阴调研计划生育工作。
９月２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来县调研。
９月２５日　上午 “三沈纪念馆”开馆典礼仪式举行。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书法

协会主办，县委、县政府承办的 “中国首届三沈文化研讨会”在汉阴举行。

是年　全部取消农业特产税。

２００５年

１月２４日　全县第一批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召开。
４月７日　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来县视察 “三沈”纪念馆。

５月１８日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调研组来县调研税费改革后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情况。
５月２８日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王寿森视察双乳镇邹恩华养殖示范小区建设、涧池镇

６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王大元养殖场、洞河水库坝址、城南新区建设、城区堤防建设。

是月　陕西省军区政委王振西少将来县人武部视察。
６月８日　陕西省政协主席艾丕善到平梁镇长坝村调研畜牧产业。
６月２７日　汉阴县国有资产管理局、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县教育体育局督导室

更名为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７月１６日　卫生部督导组来县督导检查防氟改灶工作。
８月１４日　全市畜牧产业建设工作现场会与会人员来县现场观摩涧池军坝村稻鸭共

作示范点、秦龙养殖有限公司、平梁镇干部离职自办养殖场。

是月　武警总队司令员吴双战上将来汉阴视察武警中队。
１０月　汉阴县摄影家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２００６年

３月２５日　陕西·汉阴首届油菜花节开幕。历时１５天，其间举办１５类２０余项文体活动。
３月３１日　县人民政府召开国企改革推进会议。
４月１１日　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陕西省副省长王寿森、省农业厅厅长梁凤民一行

来县检查、调研小麦条包锈病防控及重大病虫害应急防治专业队建设。

４月１４日　县人民政府召开首届油菜花节总结表彰暨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动员大会。
４月２６～２７日　陕西省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专题调研汉阴县农村公路建设。
５月３０日　陕西省政府尾矿库专项安全检查组来县对黄龙金矿尾矿库安全检查。
６月　邵向农任中共汉阴县委书记。
７月１６日　凤凰山铁瓦殿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件，１０人被杀。
７月１９日　汉阴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任命杜凤军为

汉阴县人民政府代理县长，邵向农不再担任县长职务。

９月２５日　国家旅游局 “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验收组来县检查验收月河川道农

业旅游示范带建设。

１０月１０日　陕西省政府省长陈德铭、中共安康市委书记黄玮、市长刘建明到平梁调
研畜牧产业。

１０月１１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郭永平莅县调研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工作。
１０月２３～２５日　中共汉阴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邵向农为中共汉阴县委书记。
１０月２８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王东升副司长来县检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１０月３０日　城南文化广场竣工投入使用。
１１月６日　全市通乡油路工程建设现场会在汉阴召开。
１１月１４～１５日　安康市农村五保户供养体系建设现场会在汉阴县召开。
１１月２９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调研组来县调研农村村级社会事业公共设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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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

２月１７日　胡毓厚收藏书画作品展在三沈纪念馆开幕。
３月２４日　中国·汉阴第二届油菜花节开幕。本届油菜花节历时９天。
５月２９～３０日　全省双拥办主任会议在汉阴召开。
７月２６日　中共汉阴县委常委会决定，县移民局、安监局、环保局成立党组。
９月１０～１２日　由安康学院和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承办的 “纪念沈兼士１２０

周年诞辰暨第二届 ‘三沈’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在安康学院多功能报告厅隆重举行。

９月２９日　凤凰山庄旅游项目开发投资签约仪式在县政府四楼会议室举行。
１０月２３～２６日　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朱前平为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凤军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１１月２日　全县农村低保工作会议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召开。
是月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锦斌到平梁镇视察党建工作。

２００８年

２月２５～２７日　政协汉阴县七届二次会议召开。
２月２６～２８日　汉阴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３月２１日　第三届中国·汉阴油菜花节开幕。
是月　汉阴县作家协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４月２８日　汉阴县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被全国妇联、第２９届奥运会组委会、全国妇

女 “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授予 “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

５月１２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汉阴县铁佛寺镇镇长张宗军 “路乡长”荣誉称号。

５月２２日　汉阴县首座保障性住房小区———福田小区一期６６套公租房开工兴建。
６月１８日　汉阴县首座精品住宅小区水岸花城小区开工兴建。
９月９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郭永平到汉阴县国土资源局视察。
９月１４日　汉阴县首届 “中秋诗会”在三沈纪念馆举行。

１１月２０日　汉阴县 “天眼工程”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

是月　汉阴县申报科技专利８件，其中 《陕南小流域综合治理集成技术应用研究》

《高效环保生物防锈颜料开发》通过成果鉴定。

是月　汉阴县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 “园林县城”荣誉称号。

１２月２日　月河县城段景观桥、泰和桥开工建设。
１２月７日　武汉后方基地将２１０团营区部分房地产移交汉阴县人民政府管理使用。
１２月２０日　十 （堰）天 （水）高速汉阴段沿线３０个行政村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共

征收建设红线内的土地３６００余亩。
是年　陕西省农业厅对汉阴整县环评，认定无公害农产品种植规模３万公顷，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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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达６类２２个品目，授予涧池镇花果村等１０个行政村为 “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２００９年

１月８日　 “汉阴第一届油菜花节开幕式文艺演出”获安康市文艺精品创作综艺类一等
奖。

１月２８日　城关镇三元村废弃砖厂土地复垦项目开工，建设规模１５７亩，总投资８７万元。
是月　汉阴县公安局被陕西省公安厅评为全省优秀公安局、全省 “三基”建设优秀

公安局、全省公安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２月３日　汉阴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２月１０日　政协汉阴县七届三次全委会开幕。
２月１２日　汉阴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新世纪礼堂举行。
２月１７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汉阴县 “省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称号，奖

励２０万元。
２月２０日　陕西省人民政府命名汉阴县为 “省级卫生县城”。

２月２４日　汉阴县获２００８年度畜牧产业建设考核一等奖，受到市人民政府表彰。
３月２９日　第四届中国·汉阴油菜花节开幕。
４月９日　汉阴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启动。
４月１５日　老城改造北城街东延开工。
５月２８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陈宗兴视察汉阴 “三沈”纪念

馆、龙岗园林、农家乐发展和城镇建设。

６月１１日　 《陕南歌谣 （包括红军歌谣）》《汉阴皮影戏演技》列入陕西省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６月１７日　汉阴县被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 “２００８年度省级平安县”。
９月　汉阴全县中小学实施 “蛋奶工程”，惠及２万余名学生。
９月７日　县政府划定 “汉阴富硒菜籽油”农产品地理标志地域保护范围，总面积

８０００公顷。
９月２１日　县委、县政府做出关于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决定。
１０月１３日　汉阴县首届道德模范表彰大会暨刘传品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１０月１４日　陕西省委、省政府督察组组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松敏莅县督查

政法工作。

１０月１６日　汉阴中学举行新校址工程奠基仪式。
１０月２９日　汉阴县举行全县村村通水泥路庆典。
是月　汉阴 “富硒油菜产业化开发建设项目”被科技部列入富民强县项目计划。

１１月１２日　汉阴县启动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１２月９日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王侠来汉阴视察。下午，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

王蒙，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雷珍民来汉阴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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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　全县累计投资７４０万元，建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１２个。自本年起，现役义务
兵军属每年可享受１６００元优待金。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１日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法医刘传品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二级英模”称号。

２月４日　汉阴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２月５日　政协汉阴县七届四次全委会召开。
３月１３日　中科院专家组来汉阴参加第五届中国·汉阴油菜花节，调研县域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３月１８日　 “学习型安康”活动启动仪式暨城乡一体化论坛在汉阴举行。

３月２１日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崔林涛视察龙岭、
花果等村。

４月４日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再生到观音河镇视察。
４月１４日　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先朝来汉阴视察。
５月１０日　汉阴县举行首届环卫工人表彰大会。
５月１９日　陕西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启动仪式在汉阴县城南凤凰广场举行。副省长

郑小明出席并讲话。

５月２０日　 “循环经济新跨越”新闻采访团来汉阴采访。

是月　汉阴县被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授予 “第二批实施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县”。

６月　汉阴县被陕西省科技厅授予 “陕西省科技１２３９６大荔模式建设县”。
７月８日　６个工业项目在月河工业园区富硒食品深加工聚集区开工，总投资２７２亿元。
８月　杜凤军任中共汉阴县委书记。
８月１９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援建的双乳镇 “八一爱民小学”奠基仪式在双乳镇

九年制学校举行。总后武汉基地副政委张学德少将、总后政治部副主任陶德平少将分别讲话。

８月２７日　安康市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现场会在汉阴召开。
８月３０日　周永鑫任汉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理县长。
９月２７日　陕西永丰特种纱线有限公司年产５万锭特色纱线项目开工仪式在涧池镇

军坝村举行。

９月２９日　汉阴县城城南新区凤凰大道及北城街东延工程开工。
１１月１０日　汉阴县城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开工建设。
１１月２１日　国家长江委水保局、陕西省水保局视察城关镇梨辕河、大茅坝河、平梁

镇马家河、龙垭镇青泥河流域 “治丹工程”建设。

１２月１３日　汉阴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选举周永鑫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１２月２３日　撤永宁乡并入涧池镇，撤田禾乡并入蒲溪镇，撤铜钱乡、石条街乡并入

铁佛寺镇，观音河乡、双坪乡改为建制镇，城关镇、涧池镇定为重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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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行 政 建 置

汉阴县位于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区，汉江上游。国土面积１３６５平方千
米。汉阴之名始于唐至德二年 （７５７），宋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迁治新店
（即今址）。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共设１２个镇６个乡，辖１７９个行政村、９个
街道居民委员会。县城建成区面积约５平方千米，人口５５万余人，人均
住房面积达２５平方米。



第一章　位置境域

第一节　位　置

汉阴县位于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区，汉江上游。地跨北纬３２°３８′２４″～３３°０９′２６″，东经
１０８°１１′０６″～１０８°４３′５０″之间。最东地铜钱乡青林村，东经１０８°４３′５０″，北纬３３°０８′２３″；
最西地汉阳镇大坪村，东经 １０８°１１′０６″，北纬 ３２°４６′０８″；最南地双坪乡响应村，东经
１０８°１７′０７″，北纬３２°３８′２４″；最北地铜钱乡铜钱村，东经１０８°３８′４７″，北纬３３°０９′２６″。县
境东西长度５０８千米，南北长度５７５千米。面积１３６５平方千米。北依秦岭，南靠巴山，
凤凰山中部横亘，汉江、月河分流其境，三条山夹着两条川 （谷），南北剖面呈 Ｗ形，
状如展翅的蝙蝠。

第二节　境　域

辖境从县城东南至双乳镇三同村２２千米，东至田禾乡谢家坪１８５千米，东北至铜钱
乡周家湾３４５千米，与汉滨区接壤；县城北至观音河乡西沟１６６２高程点２５５千米，与
宁陕县相连；县城西北至平梁镇蔡河村６５０高程点１３５千米，西至平梁镇五爱村１４千
米，与石泉县相接；西南至汉阳镇猫儿寨３２千米，与西乡县交界；西偏南至双坪乡板凳
垭３５５千米，与镇巴县毗邻；县城南至漩涡镇郑家湾１０５千米，与紫阳县连接。

从县城向东经汉 （中）白 （河）公路转恒 （口）紫 （阳）公路到紫阳县城１１３千
米；从县城往东沿汉白公路至安康城６７千米；沿阳 （平关）安 （康）铁路至汉滨区江北

５５千米。从县城向西沿汉白公路至石泉县城３９千米；至汉中市城２９８千米；沿阳安铁路
转宝 （鸡）成 （都）铁路、陇海 （兰州—连云港）铁路至西安市城７４６千米。从县城经
石泉转西 （安）万 （源）公路至西安市城３０３千米。

第二章　政区设置

第一节　建置沿革

新石器时代，汉阴已有人类活动。商代，属庸人领地。西周，属庸国。鲁文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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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前６１１），楚联合秦、巴国灭庸，汉阴地属巴国。周慎靓王五年 （前３１６），楚国占据
汉水中、上游，在西城 （今汉滨）设立汉中郡，汉阴地属汉中郡西城县。秦惠文王更元

十三年 （前３１２），秦取汉中郡地，汉阴属之。
汉高祖九年 （前１９８），新置安阳县。今汉阴为安阳县地。东汉初平二年 （１９１），张

鲁据汉中。东汉王室力不能征，遂于建安十二年 （２０７）分汉中之安阳为汉宁郡，以张鲁
为太守。今汉阴为汉宁郡地。建安二十年 （２１５），魏据汉中后撤销汉宁郡，恢复汉中郡，
并分汉中郡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今汉阴为曹魏西城郡地。建安二十四年 （２１９），汉
中一带为蜀所有。今汉阴属蜀管辖一年。魏黄初二年 （２２１），魏文帝改西城郡为魏兴郡，
重设安阳县，属荆州。晋太康元年 （２８０），改安阳县为安康县，取 “年丰岁乐，平安康

泰”之意。今汉阴地属荆州魏兴郡安康县。

南朝宋 （４２０～４７９），改安康县为郡，下设宁都县、安康县。以后历齐 （４７９～５０２）、
梁 （５０２～５０４）两代，沿袭不变。今汉阴县西南部属梁州安康郡安康县；东北部属梁州
安康郡宁都县。梁天监四年 （５０５），北魏占据梁州，分设东梁州。分安康县地设置直城
县、安康县。大同元年 （５３５），东梁州被梁攻占，太清二年 （５４８），梁在宁都县城兼设
宁都郡，不久郡县俱废，辖地并入安康县。后又把安康县改称宁都县。西魏废帝元年

（５５２），西魏占据东梁州，改称直州。今汉阴属直州安康郡宁都县。孝闵帝元年 （５５７），
北周取代西魏，建置未变。

隋代，开皇三年 （５８３）实行州、县２级制。撤销了北周的安康郡。今汉阴为直州宁
都县。大业三年 （６０７），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随即撤销直州，同时把宁都县改称安
康县，属西城郡。

唐代，实行道、府 （州）、县３级制。武德元年 （６１８）于安康县兼设西安州，同时分
设宁都县、广德县。次年西安州改名直州。贞观元年 （６２７），撤销直州及宁都县、广德县。
安康县属山南西道金州。开元二十一年 （７３３），金州改归山南东道。至德二年 （７５７），安
康县改名汉阴县。同时将金州改为汉阴郡，乾元元年 （７５８），复为金州。大历六年 （７７１），
石泉县因人口稀少建置撤销，辖地并入汉阴县，永贞元年 （８０５），又分出复设。

五代 （９０７～９６０）时，实行以州 （府）统县。汉阴县隶属金州，其地先后为后梁、

前蜀、后唐、后蜀、后晋、后汉、后周占据。

北宋初沿用唐制，淳化五年 （９９４）改道为路。太平兴国二年 （９７７）汉阴县属京西
南路金州 （９９７～１０７１年，属京西路金州）。南宋建炎四年 （１１３０），汉阴县改属利州路
金州。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迁县治于新店。绍兴十四年 （１１４４），属利州东路金州。

元代，实行省、路、府 （州）、县４级制。初期，因连年战祸，地旷人稀，遂将兴元
府改为兴元路，降金州为散州。撤销汉阴县，辖地划归金州。至正二年 （１３４２），复设汉
阴县，属兴元路。

明代，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习惯上仍称为省），下设府或直隶州，府下辖州

和县。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陕西平定后，汉阴县属陕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关南道汉中府金
州。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六月，汉阴县撤销并入石泉县。永乐五年 （１４０７），分出复设。正
德七年 （１５１２），分汉阴之东南隅并金州西南一部添设紫阳县。嘉靖三十八年 （１５５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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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汉阴县割属汉中府。万历十一年 （１５８３），改金州为兴安州，汉阴还属兴安州。
清代，实行省、道、府 （直隶州、直隶厅）、县 （散州、散厅）４级制。清初，汉阴

县属陕西省关南道兴安州。由于历经战祸、灾荒，人口减少，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改
兴安直隶州为兴安府，同时撤销汉阴县，与州辖地并为安康县。乾隆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
又分出设立汉阴厅，属陕西省陕安道兴安府。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年，撤销府、州、厅制，在省下设道、县２级，改汉阴厅为汉阴
县，属陕西省汉中道。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撤销道制，以省直接领县。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在安康设立第五行政督察区。汉阴县归其统属。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９日，汉阴县解放，归属陕甘宁边区陕南行政区安康分区。１９５０年２

月１０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成立。５月，汉阴县改属陕西省安康分区。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撤销
汉阴县，辖地并入石泉县。１９６１年９月，恢复汉阴县。１９６８年９月，隶属安康专区，１０
月，隶属安康地区。１９７８年４月，隶属安康地区。２００１年１月，隶属安康市至今。

第二节　区划调整

据 《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载，汉阴县县名始于唐代。

今汉阴县辖区，秦代属西城县管辖，两汉及曹魏时凤凰山以北地区属于安阳县，以

南地区仍为西城县地。

安阳县县治设在金州，晋太康元年 （２８０）改名安康县，唐至德二年 （７５７）因恶安
禄山之姓改名汉阴县，将金州郡改为汉阴郡。今石泉、汉阴两县北部是其辖区。南宋绍

兴二年 （１１３２）汉阴县治迁驻新店，即今汉阴县城，同时将汉阴县梁门山以西划归石泉
县，而将石泉县石泉嘴以东划归汉阴县。

元至元年间 （１２６４～１２９４）撤销汉阴县，辖地并入金州。明洪武三年 （１３７０）恢复
县制，清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再撤销，五十五年 （１７９０）设立汉阴厅。

民国二年 （１９１３）罢厅复设汉阴县，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撤销县制，辖地并入石泉县，１９６１
年９月分出复设。

乡镇调整

至１９８８年，全县共５个区、１个镇、４０个乡 （镇）。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汉阴县撤
销平梁、蒲溪、铁佛、漩涡、汉阳５个区公所建制，建立１２个镇、９个乡，均为正科级
建制。撤销太平、月河、天星３个乡，并入城关镇，镇政府驻县城；撤销金花、清明寨２
个乡，并入涧池镇，同时将三清乡东风、中清２个村划归涧池镇，镇政府驻涧池镇；撤销
小街、龙太２个乡，并入蒲溪镇，镇政府驻蒲溪镇；撤销平梁、红星、高梁、三河４个
乡，合并设立平梁镇，镇政府驻平梁镇；撤销安良、双乳２个乡，合并设立双乳镇，镇政
府驻双乳铺；撤销水田、鹿鸣、三清３个乡，其辖区除三清乡东风、中清２个村外，合并
设立铁佛寺镇，镇政府驻铁佛寺；撤销龙垭、黄龙２个乡，合并设立龙垭镇，镇政府驻清
泥河桥头；撤销堰坪、杜家垭、梓龙３个乡，合并设立漩涡镇，镇政府驻漩涡新街；撤销
汉阳、天池、黎明３个乡，合并设立汉阳镇，镇政府驻汉阳坪；酒店乡更名酒店镇，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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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驻酒店垭；上七乡更名上七镇，镇政府驻上七里。撤销八庙乡，并入药王乡，乡政府

驻药王庙；撤销凤亭乡，并入永宁乡，乡政府驻岭埂子。保留石条街、铜钱、田禾、凤

江、塔岭、渭溪、双坪７个乡建制，乡政府驻地不变。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撤销凤江、塔岭２
个乡，并入漩涡镇；撤销渭溪乡建制，并入汉阳镇。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设６乡１２镇。

村社调整

１９８８年，全县设２６３个村民委员会、１７３７个村民小组和９个街道居委会、４１个居民
小组。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全县共设２６３个村民委员会、７个街道居委会，下辖１６７４个村民小
组、４１个居民小组。２００２年，全县共设１７８个村民委员会、７个街道居民委员会，１６７４
个村民小组，４１个居民小组。２００４年，设１７９个村民委员会。至２０１０年，设１７９个村民
委员会，９个居民委员会。

汉阴县１９８８年行政区划一览表
表１－２－１ 单位：平方千米、千米

区 （镇） 乡 （镇） 驻地 面积 村民委员会 距县城

城关镇 民主街 ２６１ 东南、龙岭、果园

平梁区

（驻平梁街）

平梁乡 平梁街 ３５６７ 棉丰、兴隆、西岭、长坝、新河、八一 ６

高梁乡 高梁铺 ４７６３
高梁、红爱、忠义、五爱、界牌、东星、两

河、蔡家河、太丰
９７

红星乡 二郎庙 １９１２ 安合、和院、团结、清河、桐花、友爱 ７

三河乡 葫芦垭 ３８１７
天安、清太、沐浴、太行、兴光、登天、长

明、石门、中河
１１２

酒店乡 酒店街 ５９２５
酒店、新四、合一、双河、沙河、梧桐、白

杨、石桥、蒿坪
１６７

药王乡 药王庙 ５３６１ 集兴、义兴、涧长、田湾、中坪、双沟、大狮 １８２

八庙乡 八蜡庙 ３３９８ 八庙、合心、安心、进步、天宝、水田 ７８

天星乡 李家台 １８２５ 前进、平安、杨家坝、赵家河 ０８

太平乡 五根树 ５５６４
中坝、三坪、太平、双星、三元、大兴、中

堰、解放
２

月河乡 三官庙 ５６４６
五一、草桥、长窖、月河、花扒、麒麟、柳树

沟、王家坡、联心、苏家沟、一心
３５

蒲溪区

（驻蒲溪街）

蒲溪镇 蒲溪街 １６３６ 蒲溪、后坝、三堰、东升、安沟、双堰、大堰 １５９

凤亭乡 红石桥 ３３８９ 五星、龙凤、新华、枞岭 ９２

永宁乡 岭埂子 ２５８２
桃园、沙坝、仁河、同寨、上营、中营、长

春、民主
１０８

小街乡 小街 １３４７ 先锋、先进、四一、中梁、公星、小街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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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 （镇） 乡 （镇） 驻地 面积 村民委员会 距县城

蒲溪区

（驻蒲溪街）

双乳乡 双乳铺 ２３６ 双乳、三同、新塘、南窑、叶家坝、联乡 １８８

安良乡 芹菜沟 １６２１ 江河、安林、玉河、堰沟 １８４

龙太乡 谢家坝 ２１４４
盘龙、黄塔、中联、虎形、芹菜沟、天星、太

平寨
１５

田禾乡 杨家山 ２６１ 胜利、田禾、庙梁、白云、同心、长远 １５４

清明寨乡 汪家沟 ２４３１ 五坪、光荣、永丰、鞍桥、伍垭、王家河 １０２

涧池镇 涧池街 １６３８
军坝、洞河、西坝、下西坝、东坝、三星、花

果、紫云
９７

金花乡 夏家沟 １４４９ 栋梁、安全、麻柳 ７

铁佛区

（驻铁佛寺）

水田乡 水田坝 ３０７
杨家院、向阳、东岳、春光、双喜、柏腊沟、

罗珠、四合
１８

龙垭乡
青泥河

桥头
３３４８

双龙、龙垭、古水、保健、石家沟、中凤、柳

林、三柳
５６

石条街乡 石条街 ５９４４ 高峰、龙兴、合意、红岩、西正 ２５

黄龙乡 火神庙 ２８４２
黄土岗、槐树、青春、中心、民生、青树、陡

沟
１４

双河口乡 双河口 ７９８２
幸福、大铺子、上游、松树、和平、斑竹园、

红专
２１２

三清乡 安坪 ２６９ 安坪、共同、日新、中清、东风、长沟 １０

鹿鸣乡 李家庄 ２７９５
窑湾、李家庄、枣树、大河、集中、三河、东

沟
１３５

铜钱乡 石寺 ２７０３ 铜钱、青林 ３３５

漩涡区

（驻红星街）

堰坪乡 堰坪 ４８２５
三塘、保河、堰坪、金凤、阳光、红旗、蒿

沟、联合、群英
１６

凤江乡 象鼻梁 ４２５２
堰河、广林、三台、四新、黄龙洞、凤岭、中

庄、联山、银安
１２５

塔岭乡 塔岭 ２３０７ 兴沙、塔岭、兴坪、渭河 ２３１

杜家垭乡 杜家垭 ４２４９
金星、田堰、发扬、砖房、幺店、茶店、高

坪、白家
２０２

上七乡 上七里街 ３７８１ 终南寺、营盘、龙泉、鳌头、关垭、松河 ２８

梓龙乡 黑沟 ２８８６ 梓坪、梓易、新阳、朝阳、桃园沟、梓中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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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区 （镇） 乡 （镇） 驻地 面积 村民委员会 距县城

汉阳区

（驻汉阳坪）

汉阳乡 汉阳坪街 ２５３５ 泗发、健康、长岭 ２３５

渭溪乡 三官殿 ４２８７ 鲤鱼、大坝、中渭、金鱼、红安、凤凰、交通 １７７

黎明乡 麻地坪 ２５５５ 白庙、泗团、长青、红庙、大坪 ２８７

双坪乡 双坪子 ３７８８
松林、清溪、双坪、笔架、磨坝、响应、太

安、肖家坝
３２

天池乡 龚家梁 ２５７ 毛坪、金坪、柏坪、长新、天池 ２２４

汉阴县２００４年行政区划一览表
表１－２－２

乡 （镇） 村民委员会

城关镇
中坝、三坪、太平、双星、三元、大兴、中堰、解放、五一、草桥、长窖、月河、花

扒、麒麟、红心、新星、益心、前进、平安、杨家坝、赵家河、果园、东南、龙岭

涧池镇
五坪、光荣、永丰、马鞍桥、王家河、军坝、洞河、西坝、东坝、三星、花果、紫

云、栋梁、安全、麻柳、东风、中青

平梁镇
棉丰、兴隆、西岭、长坝、忠义、界牌、蔡家河、天兴、沐浴、太行、登天、石门

寺、中河、安合、清河、友爱、二郎、高梁铺、界牌、五爱

蒲溪镇 蒲溪、三堰、东升、先锋、公星、小街、盘龙、芹菜沟、天星

漩涡镇
三塘、群英、堰坪、联合、金星、田堰、发扬、大涨河、石庙、柏家、朝阳、梓中、

茨沟、姚家河、东河、黄龙、中银、双河、塔岭、渭河、桃花沟、凤凰

汉阳镇
泗发、健康、长岭、白庙、泗团、长红、金柏、大坪、天池、长新、鲤鱼、大坝、

交通、金红

铁佛寺镇 四合、安坪、共同、日新、东岳、长沟、双喜、李家庄、集中、三河、东沟、向阳

双河口镇 幸和、火棺子、梨树河、斑竹园

龙垭镇 龙垭、石家沟、古水、柳林、三柳、黄土岗、兴春、陡沟、黄龙

双乳镇 双乳、三同、新塘、南窖、江河、安林、玉河、叶家坝

永宁乡 沙坝、仁河、中营、民主、五星、龙凤、新华、枞岭

铜钱乡 铜钱、青林

上七镇 终南寺、营盘、龙泉、鳌头、关垭、松河

观音河乡 药王、中坪、观音河、合心、进步、水田、义兴

酒店镇 酒店、新四、沙河、柏杨、蒿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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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 （镇） 村民委员会

双坪乡 松林、双坪、笔架、磨坝、肖家坝

石条街乡 高峰、龙兴、合一

田禾乡 胜利、田禾、庙梁、响洞河

第三章　乡镇简况

第一节　城关镇

区位与区划　镇人民政府驻太平村二组。北与龙垭镇、铁佛寺镇毗邻，南与漩涡镇
接壤，西与平梁镇、观音河乡毗邻，东与涧池镇、永宁乡接壤。总面积１３３４１平方千米。

城关镇原名新店。宋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年）县治迁此，名城厢镇。１９５０年，城厢镇改
为城关区；１９５１年５月改为第一区，１９６２年７月复名城关区，１９６６年４月设为城关镇。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太平乡、月河乡和天星乡并入城关镇。至２０１０年，辖２４个村民委员会
２０２个村民小组，４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总人口８７万余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９００５人。

资源与经济　南部月河阶地及凤凰山北麓，中部月河川道，北部秦岭浅山丘陵。境
内月河流长７５千米，较大支流有黎园河、仙鸡河、敦溪河、芦峪沟、观音河和余家河。
名胜古迹有菩萨泉、凉水泉 （中坝村张家庄）、朝阳洞、凤凰展翅、月水环带、卧龙盘

踞、清风寨、刺蓬岭、文峰塔、毛公山、观音峡、酆都殿。较大村落及古院落有张家庄、

五根树、双柿子树、高桥、白家岭、中坝、大蒿沟、五道庙、卞家沟、三堰渠、张家营、

西关、窑沟、大木坝、三官庙、肖家沟、余家沟、朱家塘、红坎子、李家台、杨家坝、

王家营、寇家沟、赵家河、麦子沟、花栗扒、
!

都殿、李家沟、许家槽、关家湾、草庙

子、水泉湾、泗王庙、铁家坝、朱家台、芦峪沟、芦峪沟坝、长窖、梧桐沟、麒麟沟。

至２０１０年，总耕地面积５０１５９亩，其中，常用耕地面积３２２０１亩，水田１９１８９亩。
林地面积６３５１３亩，建有核桃、板栗、蚕桑、樱桃、枇杷等农业产品基地。有西汉动力
建材、金福海油脂化工、佳和科技机械等中小企业５１２家，花岗岩道砟石年开采量５００亿
吨。工业总产值１１１３４亿元。农业总产值１５０４亿元。生产粮食１３０１２吨，油料总产
３２５０吨，蔬菜种植面积８９６０亩、产量１７９２０吨，生产肉类２８４９吨，蚕茧产量１０１吨。
财政总收入２１３６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４８８元。

基础设施　２０１０年有镇文化站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２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４处，
各类图书３０００余种，藏书５万余册。小学１４所，初级中学２所，中等职业学校１所。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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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３０个，其中村卫生室２５个，社区卫生服务站４所。卫星电视入户率９８％。乡村通邮
１００％，固定电话普及率７５％，移动电话用户２２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达９０％，宽带接入
用户１１万户。拥有３５千伏变电站５座，变电器８台，总容量３９１兆伏安。

境内有十天高速和３１６国道、阳安铁路纵贯，通村水泥公路４６条，全长７３千米。城
区道路总长度４７６千米，城市桥梁５座。城区公园４个，总面积１０６９公顷。自来水厂２
座，铺设干线水管１７７千米，排水管道２３６７千米，污水治理工程１２项。污水处理厂１
座，日污水处理２０００吨。

第二节　平梁镇

区位与区划　平梁镇位于汉阴西部，东与城关镇、观音河乡接壤，南依凤凰山与汉
阳镇连界，西与石泉县池河镇相连，北与酒店镇毗邻。镇政府驻棉丰村。面积１４０６平方
千米。明代称低梁铺，清代改为平梁铺，古驿站。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平梁、高梁、红星、三
河４乡合并为平梁镇。２０１０年，辖２０个村民委员会，１个居民委员会，１６４个村 （居）

民小组。总人口２７９０８人。
资源与经济　平梁镇北枕秦岭，南倚巴山，呈两山夹一川地势，地貌形态呈 “Ｖ”

型。境内有月河、酒房沟、沐浴河、姚家河、马家河、蔡家河、东沟、两河、大槽沟、

安子沟、仙鸡河、观寺河、倒槽沟、小堰沟、大堰沟、头道河、火烧庵沟１７条河流，其
中蔡家河、东沟、两河、头道河、大槽沟、火烧庵沟流入池河，其他１０条全部流入月河。
河流总长１４２１千米，流域面积１１４２平方千米。有水库８座、堰塘１６０口。石英石和石
灰石储量丰富。天然葛根粉曾获第三届中国杨凌农业科技博览会后稷金像奖。

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３７９６５亩，其中水田１３８９７亩，有林地３７７９亩。粮食总产量１２２７７
吨，油料２９５９吨，烤烟产量１７０吨，蔬菜２１２０１吨，肉类总产量２７０６吨，蚕茧产量２４８
吨。农业总产值１４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９９４元。工业企业２１６家，其中规模以上４家，
以富硒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加工为主，工业生产总值１４亿元。财政收入８３８万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２０处，文化书屋２０个，藏书８０万
余册。民办幼儿园１所，小学１２所，初中１所。有各级医疗机构２１个，门诊部 （所）２１
个，设床位１８３张。村村通水泥路，总长６２１７千米。人饮水厂１座，供集镇及周边３个
村安全饮水。有２个１０千伏变电站，通邮、通信、通电全覆盖。

第三节　涧池镇

区位与区划　涧池镇位于县城以东９千米，地处月河川道和浅山丘陵，阳安铁路、
３１６国道穿境而过。北与汉滨区沈坝镇、汉阴县铁佛寺镇毗邻，东连蒲溪镇，南与永宁乡
毗邻，西与城关镇接壤。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蒲溪区金花乡、清明寨乡及铁佛区三清乡的中青
村、东风村合并为涧池镇。面积６７平方千米。２０１０年，辖１７个村１个居委会１１８个村民
小组，总人口２９６５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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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经济　镇东有汉阴八景之一的 “红崖古寺”和 “蜡烛奇峰”，镇西有古汉墓

群、无粮洞和唐老爷坟，镇北有黑虎庙、三清观、银洞岩、大石崖、米汤寨、云门寨、

清明寨等名胜古迹。张家堡子位于洞河村三、四组，原名 “永宁堡”，始建于清嘉庆元年

（１７９６），堡城东西长１７４米，南北宽８０米，城墙厚３５米、高９米。四周建有环堡大道，
宽４米，护堡城壕宽５米、深４米。清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扩建新堡子和花园，还建有
戏楼、祠堂、私塾及住房６００余间，鱼池、假山、花木、苗圃、菜园等设施一应俱全。吴
家坪位于五坪村二组罗家沟以西，绵延近１０００米，依山傍水，户户相连，错落有致，统
一的白墙青瓦陕南民居，为陕南保存较好的自然村落。龚家台子位于马鞍桥村三组王家

河以西，依山傍水，地势险峻，林木繁茂，涧水清澈。涧池镇蔬菜种植自古有名，其紫

云村的蔬菜远销安康、紫阳、石泉、宁陕；洞河村、军坝村的红薯粉条为土特产之代表；

花果村千亩果园三季有花，四时有果，农家乐独具特色。２０１０年，常用耕地２２２１５亩。
其中，水田７３６０亩。工农业总产值８０３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６５４８亿元。财政收入
９９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６４６元。

基础设施　镇区道路总长度１５２千米，新区道路２条１５千米，通村示范路２２千
米。新建广场１处，总面积１１４００平方米，绿化面积３６００平方米。有自来水厂１座，铺
设干线水管４１千米。排水管道３２千米。有３５千伏涧池变电所和１１０千伏月河工业园
变电站各１所，全镇农电网改造率９０％。

第四节　蒲溪镇

区位与区划　蒲溪镇位于汉阴县城东部，距县城１６千米。东临双乳镇，南与汉滨区

交界，西与涧池镇、永宁乡毗邻，北与田禾乡接壤。月河自西向东呈 Ｓ形缓缓穿境而过，
形成肥沃的小平原，平均海拔３００米。面积５１２７平方千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小街乡、龙
太乡并入蒲溪镇。至 ２０１０年，辖 ９个村委会和 １个居委会，１０７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７３００户，其中农业户５６５６户，总人口２３０９８人。

资源与经济　先锋村二组有古银杏１株，胸径１２米，枝叶繁茂，果实累累。３１６国
道旁 “两合崖”，山崖上宽３米、下宽０７米，绿荫葱茏，清泉叮咚，“天井”与 “地盆”

相对，形成抬头 “一线天”，低头见 “龙潭”的蔚然奇观。谷道左侧有一天然壁洞，洞中

供奉八仙，循山而上，庙依山崖，飞檐层叠。依山而下，蜿蜒迂回，时窄时宽，药王殿、

灶司殿、三清宫、玄天宫、十八罗汉洞、过仙桥、龙王潭等各臻其妙，为开放的宗教活

动场所，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有庙会。２０１０年，常用耕地面
积１８７６５万亩，其中水田１１７５９亩。粮食总产８６２６吨，油料１８６６吨，蔬菜１９２０６吨，
肉类总产量３１３９吨，蚕茧产量６９８吨。工业总产值２７２５８万元，农业总产值１１２００万
元，地方财政收入６８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０６０元。

基础设施　１９９０年建成集镇自来水厂，年供水 １１７万立方米。集镇排水管道２０００
米。有 “十天”高速蒲溪出口，安石二级公路、阳安铁路穿境而过，通信网络覆盖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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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双乳镇

区位与区划　双乳镇旧称双乳铺，因集镇西有南北两个小山峰拔地而起，夹月河对
峙，形若双乳而得名。位于县东部，地处月河川道，镇政府距县城１９千米。东与汉滨区
梅子铺镇接壤，南至凤凰山顶，与汉滨区安乐乡接壤，北与田禾乡相接，西与蒲溪镇毗

邻。面积３７７２平方千米。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安良乡并入双乳镇。至２０１０年，辖８个村民委
员会，７５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４３９８人。

资源与经济　河流主要有月河、卜浪沟、马家河、古石湾河。矿产资源主要有沙金、
黄铜矿、石灰岩等。林木资源有１０８科３００余种。有汉阴古八景 “乳峰双峙”，镇西０５
千米处有一古井，称 “凉水泉”，泉水四季清澈透明，冬暖夏凉，冬日 “轻烟”笼罩井

口，奇妙之极，泉水用之不竭。距安良水库东１千米有古庙，称白庵庙，建于清初，建筑
总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内有上殿，分左右厢房，大小房屋５０余间。木鱼山位于玉河村六
组，因山势酷似木鱼而得名，山上有一古庙，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逢会。２０１０
年，常用耕地面积１４０２６亩，其中水田７７５０亩。粮食总产５７５５吨，油料１５３７吨，肉类
总产量１３８９吨，蚕茧产量１４６吨。工业总产值１４７２０万元，农业总产值７２０７万元，地方
财政收入３５２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１２８元。

基础设施　３１６国道和阳安铁路穿镇而过，电力、通信设施齐全，有线电视覆盖全
镇。有文化站１处，农家书屋８处，藏书１３万册。有小学６所，中心幼儿园１所。镇中
心卫生院１个，村级卫生室８个。通村水泥公路８条，总长８３千米。

第六节　铁佛寺镇

区位与区划　铁佛寺镇位于县城北部，东临安康市汉滨区沈坝镇，南连涧池镇、城
关镇，西毗龙垭、双河口镇，北与石条街乡、汉滨区叶坪镇接壤。镇政府驻四合村，距

县城２７千米。面积８７２平方千米。铁佛寺原称梨树岭，明弘治二年间 （１４８９），在山脚
建房取土得一铁佛而更名铁佛寺。新中国成立后成立铁佛区公所，辖铜钱乡、石条街乡、

水田乡、三清乡、鹿鸣乡、黄龙乡、龙垭乡、双河口乡。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水田、三清、鹿
鸣３乡合并设铁佛寺镇。至２０１０年，辖１２个行政村，８８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０５４０人。

资源与经济　中河自北向南纵穿全境，较高山峰有鸡公梁、霸王寨、崆峒山、鹿鸣
山、东沟寨、建安寨、龙头寨、火石梁、朱家山等，其中龙头寨为全镇最高山峰，海拔

１３２０米。镇内有中河、范家沟、斑竹沟、黑沟、八庙沟、罗珠沟、辽叶沟、腊油沟、邵
家沟、刘家沟、石板沟、小沟、霸王沟、东沟、菜花沟、小石沟、小长沟、范家河、猫

尔沟、鹿鸣山沟、窑湾沟、碾盘沟、石泉沟、郑家沟、寨沟、车家沟、大长沟２７条。矿
藏有岩金、砂金、板石、石煤等。较大自然村落及古院落有吴家大院子、水田坝、南蜡

油沟、八庙沟、曹家大院子、霸王沟、熊家院子、李庄、大河、窑湾、周家老屋、枣树

湾、兰家湾、老扒沟、王家院子、安坪、鸳鸯池 、谢家槽、王家坪、姚家庄等。风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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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有建于明弘治二年 （１４８９）铁佛寺镇老街及建于清朝中期的汪家祠堂和龙头寨、崆峒
山、东沟寨。２０１０年，总耕地面积２８５４７亩，常用耕地１７７６１亩，其中水田４０３２亩。
林地面积７８６６１３亩。以非煤矿山开采为主，工业总产值１４６９０万元。粮食总产４７４５
吨，油料１０４５吨。肉类总产量２０４０吨，蚕茧产量３３８吨。农业总产值９２２０万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３８４１元。地方财政收入２０２万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广播电视站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１７处，图书室１９个，
藏书７６余万册。小学８所，初中１所。医疗卫生机构１２个，门诊部 （所）２４个，设床位
２１０张。卫星电视收视率５８％。乡级公路３条，通村道路１５条，总里程１３１６千米。移动基
站８处，移动网络全覆盖。镇区有客运站、自来水厂，引水管道８千米，排水管道２千米。
１９７７年铁佛寺镇变电站、供电站建成，２００９年在新集镇规划区内新增变电站１处。

第七节　龙垭镇

区位与区划　龙垭镇位于县城以北，距县城７千米。东连铁佛寺镇，西邻观音河乡，
南接城关镇，北与双河口镇接壤，面积６８９平方千米。１９９６年１１月，龙垭乡、黄龙乡
合并为龙垭镇。至２０１０年，辖９个村民委员会、６６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１３２３人。

资源与经济　浅山丘陵地带，境内最大河流清泥河，长２０千米，流域面积４０平方千
米，主要支流有大王沟、篆沟等。矿藏主要为砂金、板石、白英砂。可利用草地面积１９
万亩，林地面积２万亩。清泥河沿线古栈道，凤柳村古墓葬群，古水村崖居，兴春村娃娃
石，黄土岗村神仙树，三柳村麻柳树和南北朝古墓等颇堪游玩、观赏、考察。钟家老院

子为江南式建筑，创于清乾隆年间，三进三开，斗拱飞檐，屋顶有亮脊万字格，大门边

八字墙，９个天井，门悬 “耕读传家”和 “文魁”匾。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１６７２１亩，其
中水田６８３１亩。生产粮食５６６４吨，油料产量１２０２吨，肉类总产量１１００吨，蚕茧产量
１２０吨。农业总产值８４０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１００元。以矿山开采为主、粮食加工为
辅。工业总产值５３７８万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９处，藏书３０余万册。初级中学１
所，小学２所。镇中心卫生院１所，床位４５张；村卫生室 （所）９个。北区中心敬老院１
所。“村村通”全覆盖。县乡 （镇）公路１条，总长３０千米。通村水泥路１０条５４５千
米，县北环线２５千米贯穿全境。镇区铺设干线水管 ２６千米，村民自来水普及率９８％。
２００１年建成黄龙变电所投入使用，电力覆盖面１００％。

第八节　漩涡镇

区位与区划　漩涡镇地处凤凰山之南，汉江之滨。因汉江流经集镇所在地拐弯后形
成水流漩涡而得名。距县城５１千米。东临紫阳县汉王镇，南连上七镇，西毗汉阳镇，北
依凤凰山。面积１８７１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０年，辖２２个村民委员会，１个居民委员会，１６６
个村民小组，３个居民小组。总人口３０７２９人，其中农业人口２９８０２人。

２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资源与经济　地势沿汉江向两岸次第抬升，兼有河谷、低山和中山。５０％以上耕地分
布在２５°以上陡坡上。山岭多呈浑圆形，河谷开敞，阶地、山间小坝子遍布，吴家坝、茨
沟、堰坪、黄龙洞等素有 “米窝子”之称。矿藏有石煤、石英砂、石炭、花岗岩等。优质

名茶有 “天宝贡茗”“汉水银峰”。巴山分支山岭有赛凤凰、马家寨等。凤凰山南支脉主岭

有保安寨、红豆寨、天宝山、川珠寨等。境内主河流为汉江，其支流有牟子河、冷水河、拦

江河、坪溪沟、大涨河等。较大自然村落及古院落有堰坎、冯家堡子、堰坪、紫荆桥、老

街、三院坝、吴家坝、坪溪沟、柏家湾。景观有凤堰明清梯田，位于凤凰山南麓堰坪凤江，

自半山及沟底，盘旋而上，梯田环绕，堪与广西桂林龙脊梯田媲美。黄龙庙，位于黄龙洞河

上游，距汉漩公路２千米悬崖峭壁上，顶端有１株药树，枝叶茂盛，左右两侧有黄龙潭、黑
龙潭。大枫树，位于东沟河中游河畔，约有３２０余年历史，树高约４５米，胸围约６米，主
干５米处分两枝，呈平行线上长直冲云霄。赛凤凰，位于汉江南岸，海拔８１３５米。主山呈
圆锥形，周围群山环绕，绿树成荫。山顶筑有山寨。朝阳洞，位于汉江南岸，与漩涡集镇遥

遥相对，洞高５米，长６米，宽５米，面积约３０平方米，洞内有佛像，每逢农历初一、十
五香火旺盛。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６３６３８亩，其中水田９９７７亩。生产粮食１２９３８吨，油料
２２００吨，蔬菜１２１１７吨。肉类总产量２４６８吨，蚕茧产量１５４吨。农业总产值１５３００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５０７元。工业总产值６５１７万元。财政收入６５万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１处，村级文化书屋２２处，图书室１１个，藏书约５８万册。
初级中学１所，完小１４所，初小３所。医疗卫生机构２３个，其中卫生院１所，卫生室２２
个，设病床１０８张。移动电话普及率 ４８％。石 （泉）紫 （阳）三级公路顺江而下，汉

（阴）漩 （涡）四级公路穿境而过。公路总长度２１１千米。集镇自来水厂铺设干线水管
８４千米。镇区拥有高压通电线路９条，总长度３６千米。

第九节　汉阳镇

区位与区划　汉阳镇位于县城西南７１千米，镇政府驻地汉阳坪，为汉江古码头，是
该县南部山区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旧有 “小汉口”之誉。东与漩涡镇交界，西与石

泉县喜河镇毗邻，南与双坪乡和西乡县相连，北依凤凰山，与石泉县喜河镇接壤。汉江、

富水河、渭溪河分流其境。面积１１９３８平方千米。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汉阳、天池、黎明合
并为汉阳镇，２００１年渭溪乡并入。至 ２０１０年，辖 １４个村民委员会，１个居民委员会，
１８０个村民小组，３个居民小组，总人口２０３０９人。

资源与经济　地处凤凰山余脉与巴山分支交汇地带，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兼有丘
陵及河谷。东北部凤凰山主要山峰有红安寨、何家寨、李家寨、财神庙等，西南部巴山

分支有石洞山、垛子山、尖山寨、火焰寨、降家垭、鸡公寨、燕子寨等。主要河流有汉

江及其支流渭溪河、富水河。矿产资源主要为板石、石炭。健康村６组有胸围２人合抱银
杏树１株，天池村４组有胸围４人合抱桂花树１株，泗发村有胸围３米紫薇树１株。集镇
附近汉江河道中间裸露一片河床岩体，形似羊群，下有深潭，故得名石羊滩。２０１０年，
耕地面积５０４５７亩，其中水田８７６７亩。粮食总产９３１０吨，油料２０８７吨，蔬菜１１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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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肉类总产量２５３７吨，蚕茧产量７４５吨。工业总产值２７５６万元，农业总产值１１６６０
万元，财政收入３６７４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５５８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广播电视站各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１４处，图书室１５
个。幼儿园１所，完全小学６所，初中１所，初小４所。卫生院 １个，门诊部 （所）３
个。建成汉阳镇客运站，有县级公路１条，总长５千米。通村公路９条，全长１０３５千
米。村村通公路，组组通电网，户户有电视，电话基本普及。人饮水厂１座，排水管道
６０００米。

第十节　酒店镇

区位与区划　酒店镇距县城西北部３２千米，面积５９２５平方千米，属中高山地区。
东接观音河乡，西邻石泉县，北连宁陕县，南与平梁镇毗邻。至２０１０年，辖５个村民委
员会，１９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６２５５人。

资源与经济　主河流有东沙河，境长２５千米。支流有锄头沟、小沙河、老人河、梧
桐沟、白沟，总长４８千米。矿藏有花岗岩、中华铁锈红板石、黄金矿、磁铁矿等。其中
红板石储量６６００万吨，主要位于新四村境内。磁铁矿西起柏杨村花尖石南，东至观音河
石灰沟，储量１８７５万吨。扎脚山海拔１１００米，山顶有清朝中期时建庙宇１座，占地面
积１５亩，正殿３间，前殿３间，方砖砌成，殿外有围墙、山门，工艺设计独特。重阳寺
地处酒店集镇中心，道光年间建，分前殿和正殿，寺内天井中有桂树２棵，山门外有柏树
４棵，其中１棵柏树上有灵雀花相依，门对面有戏楼１座，占地３亩，每年重阳节办庙
会。２０１０年，林地面积５２１５４亩，森林覆盖率７８９％。耕地面积１８２４３亩，生产粮食
４６０３吨，生产肉类１１１３吨，蚕茧产量１９６吨。农业总产值５７９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４０８０元。工业总产值７３０万元。

基础设施　１９９６年，修建东 （沙河）酒 （店）路，连接石泉。２０００年，９个村架通
高压电网、８个村开通程控电话。２００３年４月，观 （音河）酒 （店）路建成通车。２００４
年，建成移动通信基站。至２０１０年，有镇文化站１处，村级文化书屋３处，图书室３个。
九年制学校１所，完小１所，初小１所。医疗卫生机构６个，其中卫生院１所，卫生室５
个。“村村通”电视入户率２０８％，移动电话普及率１９％。镇区道路总长度２５千米，集
镇自来水厂铺设干线水管６２千米。拥有高压通电线路１条，总长度４７７７千米。

第十一节　双河口镇

区位与区划　镇政府驻地位于县北部楼房河与梨树河交汇处得名，距县城２７千米。
东连石条街乡、铜钱乡，西接观音河乡，北与宁陕县交界，南与龙垭镇毗邻。面积７９４８
平方千米。新中国成立后由铁佛区公所管辖，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设双河口镇。至２０１０年，辖４
个村民委员会，１９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５２５０人。

资源与经济　肖家寨山梁将楼房河、梨树河一分为二，呈 “丫”字形汇入清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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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河道长２０千米。矿产资源主要为大理岩，地质储量１亿立方米，可采储量０１亿立
方米，集中分布在梨树河一带。清代咸丰年间建 “双溪寺”，一正两厢，气势恢宏。“白

龙洞”口窄内宽，上下三层，在洞口２０余米有山泉，冬暖夏凉，天旱雨涝不混浊。还有
双溪寺、地母庙、灵官庙、八角庙、观音峡庙、安南寺、新龙寺。双河口镇旧为商贾北

往西安的大道和歇脚地，老街建筑群沿楼房河与梨树河交汇河岸而建，始于明朝中期，

街道以青石板铺成，两旁多为徽派土木四合院，是典型的前店后宅式建筑。老街石板桥

（玉成桥）有４００多年历史，保存完好。２０１０年，耕地总面积１７１０５亩，其中水田１４３２０
亩。生产粮食４７６９吨，油料产量６２８吨，蔬菜产量３０００吨，肉类总产量１１０５吨，蚕茧
产量１０４吨。农业总产值 ５６１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９１９元。工业总产值１２２万元。地
方财政收入１０５万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广播电视站各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４处，图书室６个。
幼儿园１所，小学２所，初中２所。卫生院 １个，门诊部 （所）４个。建成双河口镇客运
站，汉 （阴）双 （河口）公路贯穿全镇，通村水泥路４条，总里程３８６千米。户户通
电，４０％家户安装电话，９０％家户用上自来水，建有移动、联通基站，通讯覆盖面７５％。
集镇自来水厂年供水２３９万立方米。排水管道３０００米。

第十二节　上七镇

区位与区划　上七镇地处汉江南岸，距县城７５千米。因境内青树垭村民需走七里上
坡路才能到集镇，故此得名上七里。东、南连紫阳县，西邻双坪乡，北与漩涡镇接壤。

面积３９１平方千米。２０１０年，辖６个村民委员会，４０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４１４５人。
资源与经济　境内主要有松河、龙泉两条汉江支流。矿产资源主要为石煤，地质储

量７０００立方米，可采储量为５０００立方米，集中分布在鳌头村一带。森林覆盖率５２７％，
矿产资源以煤、板石为主，天麻、杜仲、金银花等中药材分布广泛，木耳、魔芋、野生

食用菌丰富。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１３９０５亩，其中水田１６９１亩。农业总产值２４１０万元，
工业总产值５７万元，地方财政收入７２万元。生产粮食２３２２吨，肉类总产量４００吨。农
民人均纯收入３８８６元。

基础设施　有小学１所，文化站１处，农家书屋５处。镇卫生院１个，村级卫生室６
个。境内漩上公路 （汉阳至双坪）２５千米，上东公路 （上七镇至东木镇）５千米，上七
镇至双坪公路１５３千米，６个村全部通水泥路。全镇安装变压器８台，集镇铺设引水管
道３５００米。

第十三节　永宁乡

区位与区划　永宁乡位于县城东南１０千米处。东邻蒲溪镇，西毗城关镇，南连漩涡
镇、紫阳汉城镇，北与涧池镇隔河相望，面积５９６平方千米。至２０１０年，辖８个村民委
员会，７４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５７５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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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经济　耕地资源１５２０７亩，常用耕地９７８５亩，其中水田７１３４亩。有水库５
座，堰塘１１３口。龙寨沟天然奇石如林，有景点６４处，如 “一线天”“飞鸽展翅”“孔雀

归巢”“龟兔赛跑”“将军靴”，还有元代太白古寺、明朝祖师殿遗址。连续被中国·汉阴

油菜花节组委会确定为登山活动的举办地。２０１０年，工业总产值９５００万元，农业总产值
４２０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５０００元，财政收入２５８７万元。

基础设施　有乡中心卫生院１所、中心小学１所，６个村建有标准化卫生室。全乡通
村水泥路３１６千米，８个村农电网全面改造，建有新华集中供水工程，新建５个村人畜
饮水管网８１千米，全乡８０％的群众用上自来水。

第十四节　田禾乡

区位与区划　田禾乡位于县城东北部，距县城２５千米。东邻双乳镇，南与蒲溪镇毗
邻，西接涧池镇，北与汉滨区沈坝镇、双溪乡接壤，面积２６１平方千米。至２０１０年，有
４个村民委员会，３２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５３８７人。

资源与经济　山脉多为南北走向，山势陡峭，山尾相连，盘旋起伏，较高的山峰有
大树梁、白云寨、天心山、薛家坪等，其中薛家坪为最高山峰，海拔１２３６米。耕地面积
５２６１亩，常用耕地４５２７亩，其中水田１９８３亩，旱地２５４４亩。工业总产值４４万元。

基础设施　有乡中心卫生院１所、九年制学校１所、水厂１座、老年活动中心１所、
集中垃圾填埋场１处。

第十五节　观音河乡

区位与区划　观音河乡地处汉阴县北部，东临龙垭镇、双河口镇，南接城关镇，西
交平梁、酒店镇，北与宁陕县接壤，镇政府驻水田村，距县城１９千米。面积８８８８平方
千米。该乡原属平梁区，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八庙乡并入药王乡，政府驻地设在药王乡旧址。
２００１年，药王乡更名观音河乡，政府驻地迁往水田村。至２０１０年，辖７个村民委员会，
６５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００６３人。

资源与经济　地势北高南低，地形为浅山丘陵。主要山峰有高角寨、兴隆寨、水围
寨、龙洞寨、西沟寨、祖师殿、花尖石等，最高山峰花尖石，海拔１６００米。观音河流经
中坪、药王、义兴、水田、进步、合心、观音河等村，长４０千米，流域面积９７６５平方
千米。主要支流有龙潭沟、柳树沟等。矿藏有黄金、板石、石灰石、石炭等。旅游资源

丰富，森林覆盖率８０％以上。有万户洞、西沟洞、麻龙洞、黄龙洞、二姑洞、白龙洞等，
洞内泉水清凉、四季长流。观音河水库烟波浩渺，水碧鱼跃；观音庙悬挂云霄，西干渠

渡槽如彩虹落涧。雌、雄龟山，雌龟体大肥圆，雄龟体瘦逼真，龟山周围粮田环绕，恰

似玉龟落玉盘。有蛇嘴，蛇头伸向河滩潭口，远看似一条巨蟒下滩。水围寨，山呈三棱

锥形，周围群山环绕，盆谷中心奇峰拔起，山体多奇峰异石，山顶筑有山寨，山环水抱，

故名 “水围寨”。兴隆寨，五山朝顶，呈 “五角星”状，寨下有古井幽深，清泉四季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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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八仙半岛，三面环水，形似日月潭，水库美景尽收眼底。观音岩大岩洞可容纳２００人
聚 会。黄龙洞，内高１５米、宽１０米，洞内清泉甘甜，有天然钟乳石。常用耕地面积３７９６７
亩，其中水田４５５３亩，草地面积１８５２０亩，林地面积２４万亩。２０１０年，粮食总产５９９７
吨，油料１０９６吨，蔬菜９８６０吨，蚕茧产量９４吨，魔芋产值７２万元，烤烟种植３０６亩，
农民实现收入４１万元。肉类总产量１３７８吨。工业总产值１９９万元，农业总产值７１９４万
元，地方财政收入２６２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８７０元。

基础设施　有小学６所，镇文化站１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７处，图书室８个，藏书
３０万余册。卫生院 １所，村卫生室 ７个。卫星电视入户率 ９０％。建有客运站，县乡
（镇）公路１条，总长５０千米。通村公路７条，全长１４２千米。建有黄龙供电所，电力覆
盖面１００％。集镇人饮水厂１座，铺设干线水管 ２０千米，村民自来水普及率９８％。

第十六节　石条街乡

区位与区划　石条街乡位于县北部秦岭山中，距县城３８千米，东与汉滨区毗邻，南
与铁佛寺镇交界，西与双河口镇相连，北与铜钱乡接壤，面积５９４平方千米。至２０１０
年，辖３个村民委员会，２９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２７０５人。

资源与经济　耕地面积３５４０亩，其中水田１１５３亩。有大小河溪１４条。矿产资源有金
矿、石灰石、板石、铁矿。森林覆盖率９０％以上。海拔８００米以下为栎类、杉木、马尾松、
杨类等树种为主的林带；８００～１２００米属栓皮栎为主的栎林亚带；海拔１２００米以上，为夏绿
阔叶林带，主要树种有栎类、杉木、马尾松、山杨、漆树、桦类等。经济树种主要有桑、

漆、竹子、棕榈等，是该县生漆、核桃主产区。薪炭林以栎类为主，灌木树种主要有胡枝

子、蔷薇、小径竹、马桑、盐肤木、卫茅、火棘等。中药材品类繁多，有野生金银花、天

麻、何首乌、细辛、五倍子、五味子、杜仲等。林区中野生动物较多，主要有野猪、獐、黑

熊、羚羊、松鼠、果子狸、山鸡、猫头鹰以及各种候鸟、留鸟。清乾隆四十一年重建的黑龙

洞庙，有土木结构正殿３间，偏殿１０余间，石刻菩萨百余尊。群山环拱，郁郁葱葱。工业
总产值１５０万元，农业总产值３６５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９５５元。

基础设施　设乡中心小学、卫生院各１所，通村水泥路６６千米。建成垃圾填埋场和
３个村的安全饮水工程各１处。

第十七节　铜钱乡

区位与区划　铜钱乡位于县城北端秦岭南麓山谷中，距县城５４千米，西南接石条街
乡，南与汉滨区中原镇相连，东北临汉滨区叶坪镇，西与双河口镇、宁陕县接壤。面积

２７０３平方千米。至２０１０年，辖２个村民委员会，１８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１６０２人。
资源与经济　耕地面积３７２８亩，其中水田９０２亩。以山地为主，野生动物主要有野

猪、兔、山鸡等；青林村石灰石储量较丰富。土壤气候适合种植粮油作物、魔芋、天麻

及其他中药材。工业总产值１９万元，农业总产值１８６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２６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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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设乡中心小学、卫生院、五级客运站各１所，通村水泥路５６千米。

第十八节　双坪乡

区位与区划　双坪乡位于汉阴西南端，距县城９９千米。东邻紫阳县和汉阴上七镇，
西连西乡县，南与镇巴县碾子镇毗邻，北与汉阳镇接壤。总面积４３４６平方千米。乡政府
驻地，明清时有１棵１人合抱的高大桑树，称之为 “桑坪”，因当地人忌讳，后改称 “双

坪”。至２０１０年，辖５个村民委员会，３２个村民小组，总人口５０１８人。
资源与经济　境内大部为山地，纳溪、清溪、虎溪河分流其境。主要山峰有东南部

的鳌头山 （海拔９００余米）、龙泉山、道子庙、大寨，西北部有白崖寨、垛子山等。矿产
资源有黑色瓦板岩、花岗岩、石煤等。磨坝村、笔架村盛产茶叶，松林、肖家坝栗木林

多，适宜木耳、香菇等食用菌生产。大寨山脉酷似长蛇饮水，一河之隔的土垭子山包更

似乌龟，形成龟蛇对峙自然景观。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７６９０亩，其中水田２０６１亩，生产
粮食２３７１吨，肉类总产量６３０吨，蚕茧产量５９吨。农业总产值３１８０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４２７０元。工业总产值２１０万元。

基础设施　有镇文化站１处，农家书屋５处。小学２所，初中１所。镇中心卫生院１
个，村级卫生室５个。１９９９年建成双坪镇自来水厂，２０１０年建成双坪镇客运站。境内有
汉双公路 （汉阳至双坪）３５千米，双碾公路 （双坪至碾子垭镇）１１千米，双坪至上七镇
公路１５３千米，全乡各村通水泥路。全乡安装变压器１２台，通讯覆盖率达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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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自然地理

汉阴县地貌呈三山夹两川 （谷），绝大部分地域位于安康地区北西向

构造蛇形弯曲的北侧，南北两翼属巴山弧形构造和秦岭纬向构造。属北

亚热带边缘湿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是南北多种生物过渡地带。探明

有矿产１９种，为中华铁锈红瓦板岩之乡和黄金大县。自产水多年平均径
流量５３８８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１４６５４７万立方米。可开发水能１０４７０
千瓦。以黄棕壤和中壤、轻壤为主。２０１０年末，耕地总面积４５５０１９公
顷，其中水田９４３０８公顷。林地７５０３３３公顷。

气温由月河川道、汉江河谷向南北二山递减，降水从西南向东北递

减。自然灾害主要有局地暴雨、高温干旱、连阴雨等气候灾害和暴雨引

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病险库坝堤垮塌及地震等地质灾害。环境保

护工作以汉江、月河水污染防治和秦巴山地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地表

水、城区空气质量控制在国家Ⅱ级标准。



第一章　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　质

地质发育

下震旦纪初期，汉阴县为沉降海盆。后因吕梁运动影响，发生强烈海底火山喷发活动。

首先是中酸性岩浆喷发，形成郧西群。继而为中基性岩浆喷发，形成跃岭河群，组成一套厚

４０００余米火山岩系。火山活动停止后，海水由浅变深，又沉积一套由粗到细的泥质—碳酸
盐质海相建造。震旦纪末，区域地壳抬升，海水一度退走，缺少上震旦纪地层。

下寒武纪，区域地壳下降，又发生较大海浸，除凤凰山呈孤岛状露出水面外，其他

地域均被海水淹没。海水由南向北浸扩。初期，海水成分多陆缘物质及有机质。主要为

碳质、泥质及一些碎屑物，形成碳质页岩、碳质硅质岩及碳质粉砂岩等。后期，地壳继

续下降，海水逐渐加深，碳质、泥质及碎屑沉积逐渐为碳酸盐质所代替。

中上寒武纪，地壳继续下沉，且幅度、速度增大，海水不断加深，海浸不断扩大，

沉积一套很厚的碳酸盐岩地层。寒武纪末，海水逐渐变浅，大部分地区由碳酸盐岩沉积

转变为海相泥质碎屑沉积。凤凰山隆起构成的东西向隆起带，分隔该地为南北两部，南

北两侧的沉积建造不同，一直延续到志留纪。

下奥陶纪，在上寒武纪地层上连续沉积成一套以泥质岩为主的浅海相沉积岩系。在

广阔的海洋盆地中，地质环境比较稳定，区域沉积相变不大，以泥质岩及钙质泥质岩为

主，局部地区出露透镜状灰岩夹层。

中奥陶纪，地壳强烈抬升，出露地表，处于侵蚀阶段，形成上奥陶纪与下志留纪之

间的平行不整合接触。凤凰山隆起带以南，奥陶纪地壳抬升不大，沉积一套碳酸盐岩地

层。由于奥陶纪晚期的构造运动，使许多地方造成地层缺失。

下志留纪，该地又开始大规模海浸，普遍超覆寒武纪、下奥陶纪。此时，地壳运动

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凤凰山隆起，且隆起带两侧都处于浅海陆缘相沉积环境，而两

侧岩性却又有差异。南侧沉积的笔石页岩、砂岩、砂质页岩、泥灰岩间互成层。北侧沉

积厚达４０００余米的碎屑岩、碳质硅质岩夹薄层灰岩。
中志留纪，该地海退，造成中上志留纪地层缺失。志留纪后期受加里东运动影响，

凤凰山以南，在北东—南西向侧压力作用下，褶皱隆起，伴生一系列北西向压扭性断裂。

沿断裂有超基性、中基性岩浸入及溢出。这些褶皱、断裂、岩体共同构成北西向构造带。

经加里东运动，使早志留纪之前地层的岩石变质，早志留纪碳质片岩中的碳质富集，形

成志留纪的石煤。加里东运动后，构造分异现象更加明显。在南北两侧隆起的同时，与

北部边缘接壤的安康叶家坪和镇安羊山一带发生强凹陷，形成一狭长海槽，海水由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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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漫浸。沉积于泥盆纪、石炭纪的海相地层，不整合覆于志留纪之上。

三叠纪晚期，该地全部褶皱隆起，结束海浸历史，并发生广泛的岩浆活动，形成大

大小小的岩体。经白垩纪晚期的构造运动，使各构造带进一步加强，月河断层开始张性

复活，逐渐形成新生代断陷盆地，奠定了现代构造轮廓。

第三纪，一些断陷盆地中堆积河湖相地层。由于地势差异大，气候干燥炎热，侵蚀

及剥蚀作用强烈，在山岳地区，普遍堆积红色砂砾岩。受喜马拉雅山运动影响，第三纪

地层抬升倾斜，形成单斜构造。整个新生代，地壳运动都表现为间歇性上升占优势。

第四纪初期，该地峰峦叠嶂，谷盆相间，现代山川大势成定局。

地质构造

北西向构造带由于受凤凰山—牛山和平利轿顶山震旦纪隆起的影响，以及后期巴山

弧形构造形成时对它的改造作用，使之发生蛇形弯曲。构造带以红椿坝—曾家坝断裂为

界，划分为两个次级构造单元。汉阴绝大部分地域就处在其北侧凤凰山—平利复式背斜

褶皱区内的凤凰山背斜区。

凤凰山背斜，轴向北西、核部出露地层为下震旦纪郧西群和跃岭河群，翼部由寒武

纪和下志留纪地层组成。翼部地层挤压强烈，片理发育。月河大断裂呈锐角切背斜轴线

通过，将该背斜一分为二，即牛山背斜褶皱和凤凰山背斜褶皱。沿月河断裂出露的酸性、

中基性、超基性及碱性的各种岩体或岩脉，均呈北西向延伸。南部边缘属上七里—老县

复向斜，主要由志留纪地层组成，同一岩层中次一级褶皱极为发育。北部边缘属叶家坝

复向斜，是纬向构造与北西向构造的复合体。西南部与镇巴接壤的边缘属巴山弧形构造，

主体形成于燕山期，是由一系列逆冲断层、紧密褶皱、挤压破碎、片理、劈破理构成的

强烈挤压构造带，称为巴山弧过渡带。

在凤凰山—平利复背斜区，发育着一系列北西向压性、压扭性断层，较大的有月河

断层等。月河大断层断面倾向北东，倾角有５０°～７０°，沿断裂发育着大量糜棱岩、断层
角砾岩及可见指示北盘向南西逆冲的小拖褶。这些构造形迹证明，断层形成时为压扭性

逆断层。但根据新生代地层表现是北盘下降，南盘抬升，在地貌上形成一个明显的陡崖，

断层切割第三纪红色砂砾岩，显示为正断层的性质。溯其原因，新生代时期断层复活，

北盘沿断层面向下滑动，力学性质由压扭性转化为张扭性。月河盆地就是由于月河断裂

新生代张性复活而形成。

经燕山运动，该地山川大势基本形成。新构造运动 （即上新世以来的构造运动）以

上升为主的间歇性不等速升降运动为特点，大大加强了侵蚀作用的分化。在流水作用的

配合下，汉江、月河及其较大支流中下游河谷中谷。但对地貌影响不大。局部隆起凹陷，

仅使某些河谷水系个别地段发生迁移，如凤凰山南侧断陷、槽 （草）沟梁隆起、汉江南

折、月河盆地形成等。

上更新世以来的新构造运动，以上升为主的间歇性不等速升降运动为特点，大大加强了侵

蚀作用的分化。在流水作用的配合下，汉江、月河及其较大支流的中下游河谷多形成谷中谷。

地层岩性

汉阴县主要分布有下震旦纪、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及新生代地层，由浅海相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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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岩建造、海相碳酸盐岩建造及陆缘碎屑岩组成。主要岩性为：碳质板岩、薄层灰岩、

碳质片岩、千枚岩、粉砂岩、砂岩、绢云母石英片岩。震旦纪、志留纪出露广泛，构成

地层主体。

下震旦纪　为汉阴出露的最古老的地层。该纪岩层很厚，属浅变质火山喷发沉积岩
系。下部岩性为中酸性，上部为中基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称跃岭河群，下部称郧

西群。（１）郧西群。分上下两层，上层厚６００米，以白云母石英片岩、流纹斑岩、纳长
斑岩、白云母石英钠长片岩为主。下层厚约８００米，以流纹斑岩、石英斑岩、霏细斑岩为
主。各类岩石交替出现，一般间隔５０米～８０米，在上下层间均夹有灰绿色帘化绿泥石石
英片岩、阳起石纳长石片岩和少量斜长玢岩。主要分布在月河南侧凤凰山东段及蒲溪以

东的凤凰山北麓。（２）跃岭河群。厚９２１米 ～１０００米，岩石有石英钠长石绿泥石片岩、
绿帘石绿泥石片岩、钠长石黑云母片岩、夹角闪片岩、碎屑凝灰岩、集块岩等。一般岩

石具有强烈地绿帘石化，局部成硅化。主要分布在洞河以东之月河北侧及凤凰山南麓一

带。（３）侵入岩。岩性为片理化花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主要分布在凤凰山西
段及蒲溪以西的凤凰山北麓。

寒武纪　一套海相碳酸盐岩，间杂火山碎屑岩。岩性多为白云质灰岩、碳质片岩、
硅质岩及绿泥钠长石片岩、晶屑凝灰岩等。主要分布在洞河以西月河北侧低山丘陵地区。

奥陶纪　上部为碳质云母石英片岩、云母泥质灰岩；中部为碳质硅质岩、灰岩、云
母石英片岩、绿泥石纳长片岩；下部为碳质硅质岩、碳质片岩夹灰岩。主要分布在观音

河乡以南一线。

志留纪　岩性为云母石英片岩、灰岩、变质砂岩、碳质石英片岩、绢云母碳质千枚
岩夹硅质岩及二云母石英片岩等，主要分布在药王、双河口东西一线及汉江南大部地区。

泥盆纪　岩性为薄层灰岩夹钙质片岩，底部为钙质砂岩，上部为云母石英片岩夹灰
岩等。主要分布在双河口以北及漩涡镇以南的部分地区。

第三纪　下第三纪为一套紫红色黏土岩、黏土质粉砂岩、砂岩及砾岩互层。厚约１４００
米，在砂砾岩中含有砂金和石膏。上第三纪为一套半透明的橘黄、橘红色黏土、粉砂和砂砾

堆积，厚３８米～１８５米。分布在观音河、梨园河、沐浴河的下段及月河两侧的阶地。
第四纪　中下更新统岩性为棕红色黏土质粉砂夹砂砾石互层，含钙质结核，厚１米～

１０米，分布于月河盆地三级阶地。上更新统下部为棕褐色砂质黏土夹透镜状砂砾石层，
上部为棕黄色黄土状砂质黏土，厚１３米～３４米，分布于月河盆地二级阶地。全新纪早期
沉积，上部为棕黄、棕褐色黏土质粉砂；下部为砂砾石层，厚５米 ～２２米，为月河砂金
的主要含矿层位，分布于月河盆地的一级阶地。全新纪后期堆积属未胶结的砂砾堆积，

厚６米～２５米，分布于月河及支流的现代河床及河漫滩处。

第二节　地　貌

山川大势

汉阴县地形为三山夹两川 （谷），地势沿两川 （谷）向三山次第抬升，兼有中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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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陵及河谷川道，东北—西南向地形剖面呈 “Ｗ”形。境内重峦叠嶂，沟壑纵横，
河谷坝子似玉带串珠，点缀其间。平均海拔７７６米，其中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高峰２３４座，
平均每平方千米１７座。最高处为凤凰山主峰铁瓦殿 （离尘寺），海拔２１２８３米。登斯峰
顶，极目川原，俯瞰群山，如鹤立鸡群。最低处为双乳镇漩河坝之月河漫滩，海拔２９０
米。沟壑总长２４８６千米，平均每平方千米１８５千米。
　　地貌分区

海拔分段面积　海拔５００米以下，面积３１６２平方千米；海拔５００～１０００米，面积７３２３平
方千米；海拔１０００～１２５０米，面积１４５４平方千米；海拔１２５０～１５００米，面积１０１７平方千
米；海拔１５００～２０００米，面积６８平方千米；海拔２０００米以上，面积１４平方千米。

坡度分段面积　３°以下面积５０６平方千米，３°～８°面积６５９平方千米，８°～１５°面
积１５８８平方千米，１５°～２５°面积４４１１平方千米，２５°以上面积６４８６平方千米。

巴山区境内巴山区面积２０４１４平方千米，东南与紫阳县犬牙交错，西南与镇巴、西
乡县边界相连，西与石泉县接壤，海拔３１４～１３３６２米，地势南高北低，１０００米以上山
峰７座，以板凳垭、鳌头山为最高。巴山区抬升、断裂作用强烈，褶皱密集，山势破碎，
尚存有第四纪古冰川地貌。海拔６００米以上地区，切割深度３００米 ～１０００米，山脊一般
狭长而较为平缓，无剧烈起伏，局部陡峭而孤峰突兀。河谷一般为 Ｖ形谷。小河谷中很
少有河漫滩堆积，只有较大河谷弯曲的突岸才可见不大的河漫滩，其宽度不超过３０米，
与海拔６００米以下低山地带交错分布，并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山坡主要为直形坡及凹形
坡，坡度多在３０°～５０°以上，耕地分布极少。海拔６００米以下地区，沿河沟穿插在６００米
以上地区之间，占该小区面积的３７％，切割深度１００米 ～５００米。分水岭平缓，沟弯纵
横，坪坝杂呈，为主要耕地分布区。

凤凰山区包括汉江谷地和月河三级阶地以南地区，面积３２９９１平方千米，海拔３１３
米～１１２８３米。１０００米以上山峰９６座。凤凰山是一狭长的地垒式山岭 （断块山），脊岭

海拔１５００米以上，两侧断崖发育，山上流水侵蚀强烈，狭窄的脊岭上多陡峭的孤峰，起
伏跌宕。总观山体，北坡较陡，南坡稍缓。但在分水岭附近，南侧多悬崖绝壁，北侧为

２０°～３０°的斜坡。山间多深切 Ｖ型峡谷，谷坡２０°～４５°，切割深度３００米 ～５００米以上。
二级分水岭多狭窄的齿状刃脊，砏岩裸露。南侧海拔９００米，北侧海拔６００米 （三级阶地

后缘）以上地区，山高坡陡，５２％耕地分布在２５°以上陡坡上，但不乏山间小盆地，如火
烧庵、大茅坝 （同 “大木坝”）、过风垭、石坝子、大龙王沟等。

南麓海拔９００米以下地区，大部分为汉江谷地。地势低缓，山坡向阳，山岭多呈浑圆
形，河谷开敞。河谷阶地、山间小坝子遍布，梯田鳞次栉比。如阮家坝、大坝、吴家坝、

茨沟、堰坪、黄龙洞等素有 “米窝子”之称。

月河川道区位于县境中部，月河横贯其中。西起高梁，东至双乳，地形呈带状，东

西长３５千米，南北宽３千米 ～５千米，称月河盆地 （古称月川），总面积１６６３４平方千
米。包括月河河漫滩及南侧一、二、三级阶地和北侧一级阶地及长梁缓坡地。一、二级

阶地与高河漫滩组成的河谷平原区，土层深厚，灌溉方便，人类活动较早，为该县水稻、

小麦、油菜主产区，一年两熟。可供养殖水面 （水库、堰塘、稻田）亦较宽阔。三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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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梁状丘陵为棕黄色黏土。缓坡长梁及单面山两侧沟台地，多为水田，梁上缓坡为旱地。

三级阶地和第三纪红层多呈红色缓坡长梁和单面山状的丘陵，广泛分布于阶地平原外侧。

（１）河漫滩：比高０～４米，宽１０米～１０００余米，上有洪水期形成的砂堤等微地貌。（２）
一级阶地：高出平水位５米 ～１５米，宽１００米 ～３５０米 （包括支流河口的同级阶地，下

同），阶面十分平坦，侧向月河倾斜，与河漫滩之间界限不清，局部地段在二者之间有１
～２米的小土坎。土壤肥沃，垦殖率很高。（３）二级阶地：高出平水位２８米～４０米，前
缘陡坎高１０米以上，阶地面宽１００米～１０００米。流水切割，大部分成片状分布。（４）三
级阶地：高出平水位６０米 ～１１０米，阶面宽２００米 ～６０００米。流水切割，大都成为与河
谷走向成直交或大角度斜交的平缓或孤立丘陵，间有宽浅的河谷与洼槽。（５）缓坡长梁：
阶地北侧，第三纪红层广泛分布，多呈单面山。山坡呈不对称的阶梯状，海拔４００～５５０
米，切割深度５０米～２００米，谷坡较平缓，分水岭平坦，有些呈猪背状。

秦岭山区东接汉滨区，西连石泉县，北邻宁陕县，面积６５０６１平方千米。地势北高
南低，椿树庄至梨树河垴一带，海拔２０００余米，高峰林立，沟谷纵横，悬崖绝壁，为阻
隔北方冷空气入侵之屏障。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山峰２０１座，向南分为４条支岭，盘旋而下。
花尖石、老鸦坑、手扳岩、素珠岭等分水岭，山脊呈齿状，陡峭狭长。中河、青泥河、

观音河、东沙河４条较长河流都在区内发源。海拔８００米以上中山区，位于县境最北部，
是由花岗岩、千枚岩、石灰岩、片岩和板岩构成的石质山区。７０４％面积分布在海拔８００
～１３００米地区，１５％面积在海拔１３００米以上地区，１４６％面积在峡谷地带，兼有中山陡
坡地形和低山峡谷地形，三者相互穿插分割。切割深度４００米～８００米，多幽深狭窄的 Ｖ
形谷。仅山脊附近有成片天然森林带，其余均为次生林或灌木丛。农耕地扩升到海拔

１５００米以上，且多为撂荒地。活立木主要是松、杉、桦等树，是该县第一大用材林基地。
经济林以漆树为主，是该县漆树林最多的地区。海拔８００米以下低山丘陵区，在月河盆地
北侧一级阶地后缘，５０％地区位于海拔５００米以下。由北而南的４条山岭余脉相对变矮、
变圆。虽绵延起伏，但分水岭无明显主脊。河谷纵横切割，地势低缓而破碎。沟壑由北

向南逐渐交融聚合，致沟谷愈见开阔向阳，沿河形成众多宽谷坝子及梁丘间小盆地。低

山丘陵地带在人类活动为主的外力作用下，基岩裸露，除种植粮食及栽培油桐、桑、红

椿、白杨和果树外，其余为成片的栎类、荆丛、刺灌、茅草坡等。洞河以东地带有大片

以马尾松为主的用材林带。其余几乎为耕地，自然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

主要山脉

汉阴的山脉，走向均呈北西向。以月河划界，南为巴山分支，北为秦岭余脉。中部

凤凰山为第四纪时期汉江改道将巴山切割而成为一条独立山脉。

巴山分支由紫阳、镇巴、西乡入境，较大山岭依次为鳌头山、城墙岭、香龙山、板

凳垭、笔架山、猫耳寨、尖山寨、金家梁、垛子山、龙头山、尖坪梁、石洞山、赛凤凰、

马家寨等，蜿蜒北来，直抵汉江南岸。

秦岭余脉主要由宁陕入境，以横亘于县境北部之椿树庄为主干，左右横摆，盘旋起

伏，逶迤南下。左下支脉较高主脊有老鸦坑、花尖石，老寨子、德兴寨、青山寨、太行

山，进入石泉县境。右下支脉较高山岭有素珠岭、手扳岩、鹿鸣山、天心山、白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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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寨，入汉滨区境。中下支脉较大山头有干树垭、蚂蝗山、空洞山、石门山，到达月

河北岸。沿月河北岸而下有龙岗、云门山、蜡烛山、人形山、鲤鱼山、奶子山等。

凤凰山在汉阴县境内西起汉阳镇、平梁镇，东至双乳镇入汉滨区境，绵延４０余千米。
冈峦层叠，岩壑万千，似一千足巨虫，横贯县境中部。两翼南临汉江、北滨月河，支脉

主脊多为险峰峻岭。从西到东有铁瓦殿、胖子山、擂鼓台、天池山、三叉子等高峰。二

级分水岭有张公寨、永丰寨、土包寨、汪家寨、犁铧山等孤峰。

第三节　气　候

日照

光照　多年平均太阳辐射量 １２４７２千卡／（平方厘米·年）。辐射量最多为 ７月，
１８５１千卡／平方厘米，其次是６、８月，分别为１５４３千卡／平方厘米、１６８２千卡／平方
厘米，为水稻、玉米等秋作物扬花、抽穗、灌浆和结实提供充足光能。１２月辐射最少，
仅５８５千卡／平方厘米。一年中，夏季稳定最多，春季次之，秋季偏少，冬季最少。

汉阴县２００７年各月太阳辐射量统计表
表２－１－１ 单位：千卡／平方厘米

项目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太阳辐射量 ６１４ ６３６ ８０７ １０１９ １３９４ １５４３ １８５１ １６８２ ９２７ ７９ ６２７ ５８５

　　注：表内数据来源于各镇各部门提供的 《县志》征集资料。（未经备注，后均同）

光质　可供植物利用光能只占总辐射量一半，其值为６２９４千卡／（平方厘米·年）。
４～９月雨热同季，对农作物发育生长有利，生理辐射总量４２７３千卡／（平方厘米·月），
占作物全年生理辐射总量６７８９％。

汉阴县２００７年各月生理辐射量统计表
表２－１－２ 单位：千卡／平方厘米

项目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生理辐射量 ３０７ ３１８ ４０３ ５０９ ６９７ ７７１ ９５２ ８８１ ４６３ ３９３ ３１ ２９

光时　综合近３０年资料分析，历年平均日照时数１６３８２小时，日照百分率年际变化
大。最多年日照时数２０６６８小时，最少年日照时数１２２９２小时，两者相差８３７６小时。
５～８月日照总时数７２７３小时，占全年日照总时数４５％，为秋季作物生长提供充足光照；
３～４月及９～１２月次之，日照总时数７０５４小时，占全年日照总时数４３７％；１～２月最
少，占１１３％，仅维持作物零界生长线。

５４第二编　自然地理



汉阴县各月日照时数

表２－１－３ 单位：小时

项目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日照时数 ９４２ ８５９ １０８１ １４４５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２ １９３３ ２０３５ １３３５ １１３２ １０２ １０４１

气温

年平均气温１５０℃，８０年代前呈上升趋势，８０年后呈下降趋势。仅２００６年８月出
现一次４０１℃的极端高温天气。日气温高于３５℃的有４９％出现在７～８月，最早出现在５
月下旬，多在９月中旬止，最长２５天，最短６天，平均日数１５５天。日最低气温低于
０℃的寒冷期最长６５天，最短２７天，平均日数４８天。

地域分布　气温受地形、坡向、海拔影响而异。月河川道、汉江河谷年平均气温在
１５℃以上，秦岭南坡 （北山）与巴山北坡 （南山）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递减，年平均气温

以东部蒲溪镇为最高点１５８℃，以西南部石洞山为最低点１２７℃。铜钱、石条街、双河
口等地年平均气温在１３℃以下。

汉阴县月平均气温随高度递减率

表２－１－４

坡　向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北　山 ０４６８３０４８７００４３６８０４６０９０５７５８０７０２２０６８３５０７６５８０６３６５０６１６３０５４０３０４９４６

南　山 ０３５０２０４６４３０５０５３０５０６６０６０２１０７３８６０６３５４０６８７８０５９４８０５１４５０４１７４０３４４７

季节分布　受季风气候影响，四季分明。冬季较长，一般有３个半月至４个月；夏季
有３～４个月，有时可达５个月；春、秋两季，尤其是秋季，不过２～３个月。冬季受寒潮
侵袭，夏季太阳辐射强烈，冬冷夏热，与同纬度其他地方相比较，都显得相当突出。

汉阴县各月平均气温和极端最高、极端最低气温

表２－１－５ 单位：℃

月　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平均气温 ３２ ５５ ９７ １５８ ２０２ ２３９ ２６ ２５７ ２０６ １５３ ９６ ４６

极端高温 １８１ ２１７ ２８６ ３３８ ３５２ ３８４ ３９３ ３９６ ３８８ ３１３ ２５３ １８

极端低温 －１０１－７１ －３４ １１ ７４ １１８ １５２ １２６ ９４ ７ －３１ －１０１

四季划分　四季不等长，冬季长达４个月，春秋季均在６５天左右，夏季１００天以上。
春季气温变化大，４月升温最快，冷空气活动频繁。每年春季平均降温４～７次，最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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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１１天。年平均出现倒春寒２～３次，其中弱倒春寒占５２３％，中度倒春寒占３８６％，
强倒春寒占９１％。倒春寒危害水稻育秧和小麦扬花吐穗。百日酷夏，常有高温伏旱，日
最高气温连续３天大于３５℃的酷夏最早始于６月１１日，止于８月２８日。８月的高温常给
水稻、玉米带来危害。９月降温快，降温幅度大于４月升温幅度。由于降温迅速，常使南
北山海拔９００米以上地区农作物 “秋封”。

汉阴县四季划分表

表２－１－６

季　节 春 夏 秋 冬

起止日期 ３２９～５３１ ６１～９５ ９６～１１９ １１１０～３２８

间隔日数 ６４ ９７ ６５ １３９

积温　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０℃的年平均积温５５４０９℃，稳定通过１０℃的年平均积
温４７１０２℃，稳定通过 １５℃的年平均积温 ４００８２℃，稳定通过 ２０℃的年平均积温
２７４３３℃。三分之二年份全年日平均气温都能稳定通过０℃，海拔７００米以上地区才有低
于０℃的初终期，亚热带经济林木和喜温作物在海拔８００米以下均能安全越冬。海拔每升
高或降低１００米，北山地区年均减少或增加２１６１℃，南山地区年均减少或增加２１８℃。

霜日　平均初霜日为１１月２１日，最晚１月１９日，早晚相差５８天。平均终霜日３月
６日，最晚５月５日，早晚相差６０天，平均无霜期２５８天。８０％的初霜日为１１月３０日，
终霜日为３月２４日，无霜期２４５天。

地温

地温年际变化大，年平均１７４℃。春季地面增温快，幅度５６℃～６６℃左右；秋季地
面降温迅速，幅度８３℃～６６℃左右。季节分配以夏季最高，冬季最低，春秋居中，高温期
长，低温期短。最大冻土深度１５厘米，８０％年份在６厘米以下。最早冻结日期１１月２０日，
最晚冻结时间１月２９日。最长冻土时间７５天，大多数冻结时间夜冻昼消，一般都在３月３
日前解冻。在地域上，南、北两山区冻结时间早，月河川道、汉江河谷解冻早。

汉阴县各月平均地温一览表

表２－１－７ 单位：℃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年平均

地面

温度
３３ ６１ １１５ １８１ ２３７ ２８８ ３１４ ３１３ ２３ １７ １０２ ４８ １７４

　　降水
自然降水量受季风进退早晚影响，年际变化大，降水变率也大，旱涝时有发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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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水量７６４９～９２９７毫米，８０％保证率的年降水量为６３０～７３３毫米，年平均变率
１５％～１９％，年蒸发量１３８３５～１５５７５毫米，大于降水量。

地区分布与季节分配　降水量从西南向东北递减。北部山区明显少于南部。春季降
水量１８５２～２１３６毫米，占年降水量２３％～２４％，以月河川道为多，小麦抽穗扬花受湿
害较频。夏季降水量３０８６～３６８７毫米，占年降水量４０％ ～４１％。秋季降水量２２３１～
２５２３毫米，占年降水量３３％～３４％，秋季淫雨常肆虐成灾。冬季为全年降水最少季节，
１９４～２９７毫米。

降水日数和降水强度　年平均降水日１１８天，最多年１４６天，最少年９９天，其中７～
９月平均降水日数达２０天以上。９月降水过多，田间多积水，降低地温，影响秋播。

平均降水强度以７月最大，１２５毫米／日；其次是９月，１２毫米／日；１月最少，仅
１１毫米／日。历年日最大降水量１４４３毫米。一年中日最大降水量达到暴雨标准平均有７
天 （日降水量≥５０毫米），日最大降水量达到大暴雨标准平均１天 （日降水量≥１００毫
米）。７、９月降水强度大，地面径流在５０毫米以上，往往形成洪涝灾害。

雨　季　雨季初终期与夏季风进退基本一致，每年有一段春汛期。平均开始日期为７
月上旬，最早４月上旬。４０％的４月下旬降水量大于４０毫米，最迟出现在旱年的８月中
旬。雨季平均日数１００天，降水量６６２毫米；最长１９３天，降水量达１０２７２毫米。整个
雨季平均降水量占年平均降水量６８％～７５％。
　　气压　风

气压　汉阴县属大陆型气压系统。年平均气压９６８５毫巴，年变化以冬季最高，春秋
次之，夏季最低。

汉阴县各月平均气压统计表

表２－１－８ 单位：毫巴

项目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月均气压 ９７６４ ９７４１ ９７１３ ９５８３ ９６３６ ９５９４ ９５６８ ９２９８ ９６７２ ９７２９ ９７６６ ９７７１

风向　各季风向随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而变化。累年最多风向为东南风 （ＳＥ），频率为
１８％，其次为东北风 （ＮＥ）、东风 （Ｅ），频率为１２％。再次为西北风 （ＮＷ），静风 （Ｃ）。

风速　年平均风速１５米／秒。春季由于地层增温快，加之冷空气活动频繁，故平均
风速增大，达１６～１９米／秒，为全年各季之冠。冬季次之，平均风速１３～１７米／秒。
夏季平均风速１２～１４米／秒。秋季最小，平均风速１１～１３米／秒。

最大风速及风向　大于１７米／秒的风速年约３次，一般为冬季的东南风 （ＳＥ）、春秋
季的西北西风 （ＷＮＷ）。东南风在各月出现时，风速一般都在８～１４米／秒，其余大于１２
米／秒的大风为春季的南风 （Ｓ）和夏季的西风 （Ｗ）。春秋季发大风时多伴有急剧降温和
连阴雨，夏季则伴有雷雨或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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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水　文

汉阴河流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境内流域面积１０平方千米以上河流４１条，１～１０平
方千米河流２６１条。除汉江、月河外，所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构成以汉江、月河为主干
的叶脉状水系。源出巴山的水系不甚发育。四季长流、水量较丰仅富水河、牟梓河２条，
其余多系小河溪和季节性河沟，河向北东，注入汉江。源出秦岭的水系极为发育，河流

密度大，蜿蜒南流。较长河流有中河、青泥河、观音河、东沙河４条，分别南注月河、池
河。源出凤凰山之河流纵坡大，大多短而直，水流湍急，河床多巨石。南北分流，注入

汉江、月河、池河。

汉江　为众水归槽之河。由石泉嘴入境，流经汉阳、漩涡，过牟梓河口入紫阳县境。境
内流程２１９千米，纳南北支流、溪沟１９条，流域面积３８０９平方千米，河床比降０５６‰。

月河　因曲折平缓，形似弯月得名，系汉江一级支流，发源于凤凰山主峰铁瓦殿北
麓，横贯县境东西，为源于县境内的第一大河。流经平梁、城关、涧池、蒲溪、双乳等

镇，南收９条河 （沟），北纳１４条河 （沟），由双乳镇黄龙洞流入汉滨区境。境内流程

４９５千米，流域面积８５１４平方千米，流量８８１５立方米／秒，河床比降６３‰。
牟梓河　系汉江一级支流，发源于西乡县太白池东麓，经镇巴县入县境，流经双坪、

上七等乡镇。境内流程３０千米，流域面积１１６４平方千米，流量２３１８立方米／秒，河床
比降３３‰。河道深狭曲折。

富水河　系汉江一级支流，发源于西乡县上高川，经石泉县入县境，流经汉阳，境
内流程１３６千米，流域面积４８０３平方千米，流量０９立方米／秒，河床比降４４‰。河
道曲折深狭，水量丰沛。

观音河　系汉江二级支流，发源于秦岭南坡老鸦坑，流经观音河乡，在城关镇杨家
坝口注入月河。境内流程３５７６千米，流域面积９７６５平方千米，流量１０１５立方米／秒，
河床比降１４‰。

洞河　系汉江二级支流，是源于县境内的第二大河，由上游青泥河、中河、沈坝河３
条支流在三清观交汇后称洞河，又纳张山沟、王家河、姚湾沟、朱家沟、夏家沟诸水，

于涧池镇军坝东侧注入月河。流经石条街、铁佛寺、龙垭、涧池等乡镇，全长５８６千米，
流域面积３１１７５平方千米，流量３１７４立方米／秒，河床比降２２１‰。

第五节　土　壤

土壤类型

在多种气候条件及成土母质、耕种习惯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境内土壤演化为４个
土类，１１个亚类，２３个土属，９６个土种。

土壤成因

黄棕壤　 （１）普通黄褐土。发育在第三纪红色砂岩、砾岩山前坡堆积及红黏土、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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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状母质上。剖面层次较明显，有黏化层，棱柱状结构，土壤代换量较高。ｐＨ值受地下
水及岩性的影响，变幅在６２～８３间。（２）粗骨性黄褐土。以片岩、板岩和花岗片麻岩
为母质。剖面层次分化不明显，有黏化过程及黏粒下移趋势。包括发育在砾岩、砂砾岩、

花岗片麻岩、千枚岩、片岩、板岩母质上。（３）普通黄棕壤。在坡积黄土状母质上发育，
成土过程物理分化强，化学分化弱，淋溶作用比黄褐土强，剖面分化不及黄褐土明显。

土体颜色由于有机质的增加和铝铁氧化物的水化而趋向灰黄，红褐色褪淡，吸收容量和

盐基饱和度都下降，ｐＨ值也降低。（４）粗骨性黄棕壤。成土方向近似黄棕壤，直接发育
于风化残积物和坡积物母岩上。成土年龄短，质地粗，剖面分化不明显，砾石含量大。

包括发育在花岗片麻岩母质上，此属土主要分布于凤凰山，矿质养分较缺，母质含磷低；

发育在千枚岩、板岩母质上，此属土共同特征是侵蚀严重，土层浅薄，质地较粗，母质

的潜在养分高，速效养分却多不足。

棕壤　在坡积、残积物上发育。多为自然土，有机质分解慢，积累多，土壤具有明
显的枯枝落叶层和腐殖质层。腐殖质层下层次分化不明显，土色均一，呈棕色，微酸性

反应。整个土体松泡。

水稻土　在旱地土壤上水耕熟化而成。（１）渗育性水稻土。此亚类大多为新修水田，
水耕时间短，质地粗，水分下渗容易，通气状况好。包括在冲积、洪积物母质上发育的，

以黄褐土为母质的，以黄棕壤为母质的。（２）潴育性水稻土。发育在冲积、洪积物母质
上，以黄褐土和黄棕壤为母质。（３）潜育性水稻土。以冲积物和黄褐土为母质。（４）沼
泽化水稻土。此属土壤具有潜育性水稻土的属性，但性状更为恶劣。地面长期积水排不

干，泥脚深厚，潜育层达到耕层，有机质主要为酸性腐殖质，且含量高。（５）侧渗灰漂
水稻土。在红黏土或黄褐土母质上发育这种土壤的土层中有一十分黏重的不透水层，使

土壤中的下渗水常侧向流动排出，土体内产生一种灰白色的漂流层，呈酸性，富含二氧

化硅粉末。养分贫乏。

潮土　属冲积、洪积发育，有６个土种。此类土壤的特点是砂夹泥、泥夹砂、下砂上
黏、上砂下黏、石底上砂，或上下均质地排列层次，有机质和代换量较低，不保水肥。

土壤质地

汉阴县土壤质地以中壤和轻壤为主。中壤１１９０４２万亩，主要土壤类型有黄泥巴、黄
泥土、红土，含浆土、黄泡土、青岗泥田、青砂泥田、青泥田等。轻壤５５８４３万亩，土
壤类型有砂底田、泥砂田、白善土、砂斑砂田、黄砂土、夜潮土、山地黄砂土等。质地

较差的重壤５４２７万亩，土壤类型有梯地红土、中厚层油饼石土、砂黄土田、黄泥田、烂
泥田。轻黏土１１０７万亩，土壤类型有料姜红土、料姜黄泥梯地，红土、死黄泥田等。砂
壤０７２８万亩，土壤类型有黄砂土、黄石渣土、油石渣土、绵砂土等。砂土１１０９７万亩，
土壤类型有潮砂土、响砂土、薄层油石渣土等。

０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汉阴县土壤类型一览表

表２－１－９ 单位：万亩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名　称 面　积 名　称 面　积 名　称 面　积 名　称

水稻土 １１３９４

渗育性

水稻土
１８４

冲积—

洪积型
０９６

砂田、泥底砂田、砂底田、绵

砂土、砂泥田、泥砂田、泥夹

砂田

黄褐土型 ０８１５
黄泥田、红土田、浅山砂黄土

地、死黄泥土

黄棕壤型 ００６５
山地黄泥田、黑泥砂田、砂黄

土田

潴育性

水稻土
９２８

冲积—

洪积型
４９６５

锈斑砂田、绵砂田、泥底砂田、

砂泥田、泥砂田、砂底田和青

岗泥田

黄褐土型 ４１５５
锈斑黄泥田、胶泥田、红土田、

白善田、砂黄土田、灰砂泥田

黄棕壤型 ０１６ 山地锈斑黄泥田、砂黄土田

潜育性

水稻土
０２２６

冲积—

洪积型
００７１ 青砂泥田

黄褐土型 ０１５５ 青泥田、冷浸田、锈水田

沼泽化

水稻土
００１８

冲积—

洪积型
００１６ 烂泥田、冷浸烂泥田

黄棕壤型 ０００２ 山地烂泥田

侧渗灰漂

水稻土
００３

黄土状或

红黏土、

母质型

００３ 中位白散土田

黄棕壤 １７８２４

普通

黄褐土
２１８５

红黏土或

黄土状母

质发育

１６３５

梯地黄泥土、小黄土、黄泥巴、

死黄泥，料姜黄泥、黄泥土、

生草黄泥土

红色砂

岩发育
５４５

梯地红土、小红土、薄层红土、

中层红土、砂缘土、料姜红土、

砾质红土

残积坡

积型
００５ 安康百善土

粗骨性

黄褐土
７３７５

砾质、

砂砾质
２８１ 砾质黄泥土、黄石砂土

花岗—

片麻岩
２６６５

黄砂土、黑石砂土、梯地黄砂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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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土　类 亚　类 土　属 土　种

名　称 面　积 名　称 面　积 名　称 面　积 名　称

黄棕壤 １７８２４

普通

黄褐土
２１８５

千板岩发育 １２４６
薄层、中层、厚层和梯地油石

渣土

片岩、板岩

发育
３１６８

薄层、中层、厚层和梯地油饼

石土、浅山炭质土、浅山黄泡

土

普通

黄棕壤
１３６２

坡积黄土状

母质发育
１３６２

黄泡土、腐殖质黄泡土、含浆

土、黄砂泥土、生草黄泥土、

生草黄砂泥土

粗骨性

黄棕壤
６９０２

千枚、片、

板岩发育
５９４５

山地油饼石土、山地生草油饼

石土、山地腐殖质油饼石土、

山地黄砂土，山地腐殖黄砂土、

山地生草黄砂土，山地黑砂土、

山地生草黑砂土，山地腐殖黑

砂土、山地炭质、山地中层油

饼石土、山地厚层油饼石土

花岗片麻岩

发育
９５６

山地耕种石渣土、山地生草土

渣土、山地腐殖质石渣土、山

地润黄砂土

棕　壤 ３５２ 普通棕壤 ３５２
坡积—

残积型
３５２ 腐殖质泡土、弱灰化棕壤

潮　土 ００９ 潮　土 ００９
冲积—

洪积型
００９

潮砂土、灰面砂土、绵砂土、

夜潮土

合　计 １９３２４４

第六节　植　被

　　植被分区

县域处于亚热带分界线，属北亚热带生物气候带，植被属常绿落叶混交林类型。主

要植被树种有马尾松、柏木、红椿、泡桐、山杨、栓皮栎、油桐、桑、茶、果等。

月河川道区多为农耕地，植被为小麦、玉米、水稻、油菜以及薯类、豆科等谷禾农

作。四旁及山坡森林呈鳞块分布，多为人工林。

巴山海拔６００米以上地区，多为次生林，主要植被树种有柏木、山杨、马尾松、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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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油桐、椿树、茶叶等。海拔６００米以下地区，主要为耕地分布区。粮食产量不高，但
茶叶、木耳、油桐等林特产较丰，栎类薪炭林分布较广，生长茂盛，草场亦宽阔。

凤凰山区天然次生林茂密，植被西段好于东段，为汉阴县第二大用材林基地。乔木、

灌木等薪炭林混交带面积亦大，是该县龙头竹、木竹最大产地。漆树及杜仲、大黄等木

本中药材分布广泛。大片新辟茶园和飞机播种的马尾松林带初具规模。为汉江以北、月

河以南河谷阶地水源涵养地。南麓海拔９００米以下地区，大部分为汉江谷地。该小区光、
热、水条件均优越，土壤质地好，既宜于发展粮油，又适合亚热带经济林木的生长。

秦岭南麓海拔８００米以上中山区，仅山脊附近有成片天然森林带，其余均为次生林或
灌木丛。活立木主要是松、杉、桦等树，是该县第一大用材林基地。经济林以漆树为主，

是该县漆树林最多的地区。海拔８００米以下低山丘陵区，除种植粮食及栽培油桐、桑、红
椿、白杨和果树外，其余为成片的栎类、荆丛、刺灌、茅草坡等。洞河以东地带有大片

以马尾松为主的用材林带。其余几乎为耕地，自然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

　　植被结构
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６年，分别对全县的国有林区和集体林区开展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全县

乔木林７３２４５公顷，疏林地６０８公顷，灌木林１２６５公顷，未成林２５４公顷，宜林地６７５４
公顷，苗圃１１公顷。全县森林覆盖率５３７％。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长江流
域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以及绿色家园、绿色通道、地方绿色产业等

项目建设，使全县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呈现双增长，林分结构得到优化，林分质量明显提

高，森林资源得到有效恢复。据２００６年对１８个乡镇和县属凤凰山国有林场内的所有森
林、林木、林地资源进行调查，全县乔木林７８０５２８公顷，疏林地５０４９公顷，灌木林
１４０６６公顷，未成林１１３６７４公顷，无立木林３９２公顷，宜林地５４４１１公顷，苗圃２９
公顷。森林覆盖率５７４％。

截至２００９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２３１３４７公顷，其中人工造林２８３３３公
顷、封山育林３７３３３公顷、飞播造林１６５６８１公顷；退耕还林工程完成２０９４６７公顷，
其中退耕地造林９１６０公顷，荒山造林１０４５３３公顷，封山育林１３３３４公顷；长江流域
防护林体系建设营造林４００公顷。在生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全县桑园面积
达３０００公顷；相对集中连片的板栗经济林４０００公顷、核桃经济林１３３３３公顷。

全县有林地面积７９０７４４３公顷，占林地面积的８１３１％，其中乔木林７９０５１６７公
顷，竹林２２７６公顷。乔木林中，针叶林１２０７１７８公顷，阔叶林５６３４５１４公顷，混交
林１０６３４７５公顷。疏林地５２０６４公顷；灌木林１１８５７９公顷，其中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
林３０２３０公顷，其他灌木林８８３４９公顷；未成林１０８９４１１公顷，其中未成林造林地
１０８８６０１公顷，封育未成林地 ８１公顷；宜林地 ５５３６１４公顷，其中宜林荒山荒地
３３３８３５公顷，灌丛地２１９７７９公顷；无立木林４１８２公顷，苗圃２９２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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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资源

第一节　国土资源

　　土地面积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开展第一次全县土地详查。根据１４９张航片转绘、面

积量算，全县土地总面积１３６４９１平方千米。
耕地　耕地总面积４５５０１９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３３３％。其中，灌溉水田９４３０８２

公顷，占总耕地面积２０７％；望天田 （无灌溉设施）２８１０２公顷，占总耕地面积０６％；
旱地３５７１１６４公顷，占总耕地面积７８５％。

林地　林地面积７５０３３３２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５５０％。其中，有林地６６３６１９公
顷，占林地面积８８４％；灌林地１８９９８８公顷，占林地面积２６％；疏林地６５３８６公顷，
占林地面积８７％；未成林造林地２３０１公顷，占林地面积０３％；苗圃２８５公顷。

园地　园地面积７３５４９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０５％。其中，果园３０６公顷，占园地
面积的４２％；桑园３６９５公顷，占园地面积的５０２％；茶园２５７２公顷，占园地面积的
３５％；药、麻、构、花等其他园地７８１７公顷，占园地面积１０６％。

牧草地　牧草地面积２３９４２２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１８％。
水域　水域面积２９６２９１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２２％。其中，河流水面１４３０４９公顷，

占水域面积４８２％；水库水面１９１０９公顷，占水域面积６５％；池塘水面１７５４７公顷，占
水域面积５９％；沟渠１１５１５１公顷，占水域面积３８９％；水利建筑用地４３７公顷。

建设用地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２７６３７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２％。其中，城镇１４２５８
公顷；农村住房２３３５３９公顷；工矿７１３１公顷；特殊用地 （国防、古迹、风景、陵墓

等）２１４４３公顷。交通用地６４１１８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０５％。其中，铁路８０５３公顷；
公路１９４８６公顷；乡村道路３６５７９公顷。

难利用土地　难以利用土地面积６４５８５７公顷，占总土地面积４７％。其中，荒草地
５２３１０７公顷，占难利用土地的８１％；裸土地２５７３公顷；裸岩石砾地２９２５６公顷，占
难利用土地的４５％；田坎９０９２１公顷，占难利用土地的１４２％。
　　农田性状

物理性状　汉阴县耕地土壤质地与土壤类型基本一致，耕地的土体结构大体有以下
几种类型：（１）石底型，土层厚度一般不超过３０厘米，其下为基质，没有犁底层，宜退
耕还林约占总耕地面积１５５％；（２）砂土型，上下质地均为砂土或砂壤，漏水跑肥，约
占总耕地面积２３％； （３）死黄泥型，黏化层外露，质地黏重紧实，约占总耕地面积
１４１％；（４）砂底型，主要是水田，约占总耕地面积１７５％；（５）泥底砂田型，６０厘米

４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内土层有泥质层，但耕层为砂壤，约占总耕地面积０５％； （６）湿害型，潜水易害的田
块，约占总耕地面积０６％；（７）中位黏化层型，６０厘米左右土层中有黏化层，但耕作
层为中壤或轻壤，为基本农田，约占总耕地面积３５％；（８）?土型，土体上下均为中壤
或轻壤，土层厚度大于３０厘米，中层有年化迹象，约占总耕地面积３０２５％。

基本农田土壤质地以中壤轻壤为主，其中质地较好的中壤占６６％，约为２０２４万亩；
轻壤占３０％，约为９９９万亩；质地较差的重壤占４％左右，约为１２３万亩。

耕地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较高，但各地有机质含量不平衡，总体表现为有机质含量随海

拔升高而升高。有机质缺乏的耕地共１６万亩，主要为粮油生产区的月河川道及浅丘地区。
中产稳产耕地面积１４万余亩，有１６万余亩耕地存在 “死、干、硬、薄、瘦”和跑

水、跑肥、耕性差、产量低等问题。其中，２６万余亩低产水稻土和１７万余亩低产旱坡
地，需采取客土、深耕熟化、加厚活土层、水旱轮作、增施有机肥和科学施用化肥等综

合措施改良。

发育于第四纪红黏土和第三纪红砂岩土的红土和黄泥土约占０６４８万亩，以掺沙改
土、深耕和增施有机肥改良为主；需要掺土改良的耕地２９４万亩，其中约有０２万亩水
田和潮土需要客土改良，旱地土壤以深耕和保持水土为主。

化学性状　耕地耕层全氮含量普遍偏低，且缺氮耕地面积主要集中于粮油主产区的
川道丘陵及秦岭南坡，缺氮面积占耕地总面积５０％以上。耕地层速效磷含量平均较低，
缺磷耕地主要分布在汉江以南巴山北坡米仓山区。

耕地耕层速效钾含量普遍偏低，主要缺钾区域为月河川道及月北浅丘等粮油主产区。

全县土壤平均ｐＨ值为６７２，偏中性范围。

第二节　水资源

汉阴县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但时空分布不均，降水与自产径

流一致，降水由北向南递增，北部小于南部，北部的铜钱、双河口、铁佛寺镇３５０毫米，
南部的双坪乡为６５０毫米。
　　地表水

自产水径流　多年平均自产水径流量５３８８亿立方米，折合年径流深４００毫米。保证
率为２０％的丰水年，自产径流量７４０１亿立方米；保证率为５０％的平水年，４９５６亿立
方米；保证率为７５％的枯水年，３４５１亿立方米；保证率为９５％的特枯年，１８６５亿立方
米。按２００５年人口和耕地面积折算，人均占有自产径流量１８７０４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
平 （２７００立方米）的６９３％。耕地亩均占有自产径流量１７１０５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水平
（１３３０立方米）的１２８４６％。

客水径流量　客水资源主要由沈坝河、富水河、清溪河、牟梓河和汉江入境径流量
构成。以上５条河总客水资源量１１７３５亿立方米。其中，汉江１１３８７亿立方米、富水河
１５１８１亿立方米、清溪河０５６７８亿立方米、牟梓河１００１５亿立方米、沈坝河０３９２９亿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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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０平方千米以上河流特性计算统计表
表２－２－１

序　号 河　流 等　级
流域面积

（ｋｍ２）

河　长

（ｋｍ）

比　降

（‰）

径流深

（ｍｍ）

多年均

径流量

（万ｍ３）

　　不同保证率年径流量 （万ｍ３）

Ｐ＝５０％ Ｐ＝７５％ Ｐ＝９５％

１ 汉　江 — ３８０９ ２１９ ０５６
入境

出境

１１３８７１

１１８９９２０
— — —

２ 月　河 一级 ８７７６６ ４９５ ６２６ ３４８ ３０５４０ ２８１００ １９５５０ １０３８０

３ 大铜钱沟 三级 ２６２７ １０１ ５６２８ ３３１ ８７０ ７９２ ５４８ ２８７

４ 卜兰沟 二级 １９８８ １１９８ １６９７ ３３４ ６６４ ６０４ ４１８ ２１９

５ 大堰沟 二级 １４９１ ８２５ １１１７６ ３６６ ５４６ ５０２ ３４９ １８６

６ 田禾沟 二级 ３６６ １４４３ ２０５７ ３３４ １２２２ １１１９ ７７０ ４０３

７ 茶园沟 二级 １７０１ ８７６ １９９ ３４２ ５８２ ５３２ ３６６ １９２

８ 小龙王沟 二级 ２０４６ １０４７ ６７３ ３７５ ７６７ ７０２ ４８３ ２５３

９ 大龙王沟 二级 １７５９ ８３８ １０３７４ ３７６ ６６１ ６０５ ４１７ ２１８

１０ 洞　河 二级 ３１１７５ ５８６ ２２１ ３４０ １０６００ ９６９９ ６６７８ ３４９８

１１ 王家河 三级 １１８９ ９４ ３６７ ３４２ ４０７ ３７２ ２５６ ３４

１２ 中　河 三级 １２８４２ ４１７ ２６９ ３３７ ４３２８ ３９６０ ２７２６ １４２８

１３ 黑龙洞沟 四级 １１５６ ６８７ ８６４５ ３３８ ３９１ ３５８ ２４０ １２９

１４ 青泥河 三级 １４０４３ ４５ １８７５ ３４３ ４８１７ ４４０７ ３０３５ １５９０

１５ 石家沟 四级 １０７２ ８１３ ２７５ ３４５ ３７０ ３３８ ２３３ １２２

１６ 楼房河 四级 ２４５３ ９９２ ６２９９ ３４５ ８４６ ７７４ ５３３ ２７９

１７ 梨树河 四级 ３１７５ １１６ ６１０１ ３４１ １０８３ ９９１ ６８２ ３５９

１８ 卢峪沟 二级 １６０３ ９８５ ６７０２ ３８３ ６１４ ５６５ ３９３ ２０９

１９ 麒麟沟 二级 １３５ ７７６ ２０６５ ３５６ ４８１ ４４０ ３０３ １５９

２０ 大毛坝沟 二级 １６９６ １１９９ ７６８９ ３８３ ６５０ ５９８ ４１６ ２２１

２１ 观音河 二级 ９７６５ ３５７６ １３９８ ３５０ ３４１８ ３１２７ ２１５３ １１２８

２２ 犁辕河 二级 ２５２９ １４５ １８９０ ３６２ ９１５ ８３８ ５７７ ３０２

２３ 卞家沟 二级 １２８２ １０８６ ８４９７ ３８４ ４９２ ４５３ ３１５ １６７

２４ 仙鸡河 二级 ２１３ １２３９ ５７３６ ３８８ ８２６ ７６０ ５２９ ２８１

２５ 关寺河 二级 １４０８ １１９ ９４４９ ３８９ ５４８ ５０４ ３５１ １８６

２６ 沐浴河 二级 ２０６１ １３８１ ２０３９ ３６９ ７６１ ６９６ ４７９ ２５１

２７ 池河 一级 ８８４４ — — — — — — —

６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序　号 河　流 等　级
流域面积

（ｋｍ２）

河　长

（ｋｍ）

比　降

（‰）

径流深

（ｍｍ）

多年均

径流量

（万ｍ３）

　　不同保证率年径流量 （万ｍ３）

Ｐ＝５０％ Ｐ＝７５％ Ｐ＝９５％

２８ 东沙河 二级 ５６７２ １９８ １３６５ ３６３ ２０５９ １８８４ １２９７ ６７９

２９ 头道河 二级 ２１８２ ８９ ６６７５ ３９３ ８５８ ７８９ ５４９ ２９２

３０ 松河 一级 １２７５ ６５ １９９１ ５９７ ７６１ ７０８ ５０２ ２８９

３１ 黄龙洞河 一级 ４４０７ １２６５ ３４１６ ４３２ １９０４ １７５２ １２１８ ６４７

３２ 东沟河 二级 １６２７ １１８２ ４２０２ ４４２ ７１９ ６６２ ４６０ ２４５

３３ 冷水河 一级 ３４３６ １３６６ ５８３５ ４５０ １５４６ １４２３ １００５ ５４１

３４ 茨沟主河 二级 １６４３ ９６ ５９４ ４８２ ７９２ ７２９ ５１５ ２７７

３５ 大张河 一级 ３２７ １３３３ ５８３５ ４７０ １５３７ １４１４ ９９９ ５３８

３６ 渭溪河 一级 ２６０６ １３３７ ５３３ ４７６ １２４０ １１４１ ８０６ ４３４

３７ 牟梓河 一级 １１６４３ ３０ ３２４ ６１１ ７１１４ ６６１６ ４６９５ ２７０３

３８ 渭公河 二级 １４８１ ７５ ２３ ５８６ ８６８ ７９８ ５７３ ３２１

３９ 清溪河 二级 ２６６５ ９４ ７４５ ６５０ １７３２ １６１１ １１４３ ６５８

４０ 付溪河 三级 １７１ １２ ２１２１ ６３５ １０８６ １０１０ ７１７ ４１３

４１ 格渡河 二级 １１１１ ６７６ ４２１５ ６５０ ７２２ ６７２ ４７７ ２７４

４２ 富水河 一级 ４８０３ １３ ４４ ５０５ ２８５８ ２６２９ １８８６ １０５７

　　注：１表中流域面积、河长、比降均为该县境内量算值。

　　２“—”表示无统计数据 （后同）。

汉阴县客水资源计算成果表

表２－２－２ 单位：亿立方米

名　称 多年均客量
年径流

变差系数

变差系数／

偏差系数

不同保证率客水量

２０％ ５０％ ７５％ ９５％

汉　江 １１３８７ — — １５７１ １０４７６ ７２９ ３８７

富水河 １５２ ０４６ ２ ２０５ １４１ １ ０５８

清溪河 ０５７ ０４６ ２ ０７７ ０５３ ０３７ ０２２

牟梓河 １ ０４４ ２ １３４ ０９４ ０６８ ０４１

沈坝河 ０３９ ０５１ ２ ０５４ ０３６ ０２５ ０１３

总　量 １１７３５ ０５ ２ １６１９５ １０７９６ ７５１１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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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
水文地质　按照地下水埋藏分布特征，可分为三大含水岩组。（１）层状基岩裂隙含

水岩组：主要分布在月河以北、凤凰山东段及汉江南北大部分地区。此组主要由不同变

质程度的泥质碎屑岩组成，岩层经多次构造运动，断层裂隙均较发育，且多为碎屑及岩

脉充填，故地下水贫乏，天然泉水流量一般为１００～５００毫升／秒，个别可达６９０毫升／秒。
（２）块状基岩裂隙含水岩组：该含水岩组分布于凤凰山主脊西段南北两麓的中上部，由
花岗岩为主的各类火成岩组成，由于形成时代较新，构造及风化裂隙较不发育，地下水

十分贫乏，天然泉水流量一般小于１４０毫升／秒，个别可达２００毫升／秒。（３）松散覆盖
层孔隙水含水岩组：主要分布于山间谷地及月河以北较大支流中，地下水较为丰富。强

富水带分布于月河一级阶地及高漫滩，单井出水量６１４～２６４２立方米／日。
汉阴县属于山丘区河流县，地下水受地形控制作用强烈，地表水分水岭大体也是地

下水分水岭，山岭和山坡地段主要是地下水补给径流区。河谷地段主要是地下水排泄地

区。由分水岭向河谷区，地下水埋深、由深变浅，富水性由强变弱。地下水主要由大气

降水补给，局部地段接受地表水侧向补给。

地下水量　全县地下水总量１４６５４７万立方米，可开采总量２９０３８１万立方米／年，
占地下水总量的１９８％。

水质

境内河流与地下水质均适宜人畜饮用和工农业使用。全县属中等硬水，无很软水，软水

占３８８％，中等硬水占５１％，硬水占１０２％。ｐＨ值在５０～７９之间，砷、六价铬、汞及
挥发性酚类等有毒物质均在国家标准范围内。含碘量０～２８微克／升，低于饮用水标准。

河流水质　汉阴县河流常年清澈见底，只在汛期及暴雨后河水泛涨时夹泥带沙。除
悬移质外，在较陡的河段中推移质亦较为严重。主要河流化学成分为：ｐＨ值在０７５～
０８４之间，耗氧量除月河枯水期大于２外，其他河流均小于２，氨氮小于０５，酚、砷、
汞、六价铬含量极微或没有，矿化度低，含盐量低。除月河属微硬水外，其他河流皆为

软水。可作灌溉、养鱼及人畜饮用。

汉阴县主要河流水质化学成分表

表２－２－３ 单位：毫克／升

河　流

主要化学成分

钙离子 镁离子
钾钠

离子

重碳酸

根离子

碳酸根

离子

硫酸根

离子
氯离子

酸碱度 耗氧量 氨　氮
水总

硬度

洞　河 ３４８７ １０７ ００９ １２６７１ ０ １５５２ ５２４ ７８ ２８３ ００４ ７３４６

月　河 ４３２８ １５５６ — １０６９３ １６４１ ２１４４ １３６３ ８４ ４３６ ００６ ９６４６

中　河 ４５６ １０４２ ０９３ １６２３ ０ ２０ ３５ ７６ １１ ００６ ８８

富水河 ２４ １２２ 未检出 １５８ ０ ９６ １ ７６ １７４ ００１ ５８

汉　江 ３０４ ５３２ ３５ １０５３ ０ １６ ２ ７５ １４ ００３ ５５

８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河　流

主要化学成分

钙离子 镁离子
钾钠

离子

重碳酸

根离子

碳酸根

离子

硫酸根

离子
氯离子

酸碱度 耗氧量 氨　氮
水总

硬度

冷水河 ２２８ ４６ １５２ １３１８ ０ ０ ０５ ７８ ２５ ００１ ４２

牟梓河 ２７３ １０１２ １８２２ ９２５８ ０ １２５ ６５ — ３８８ ００４ ６１４１

池　河 ４１４ ７１ ０ １３１９４ ６７５ ９２５ ０７８ — １２２ ００７ ７３７５

地下水水质　据省水文地质二队在城关、涧池、蒲溪３点所打１１口勘探井的水质化
验，月河盆地地下水无色、无嗅无味、透明，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根离子及重碳酸根离

子－硫酸根离子型，全硬度在５７５～９０德度，ｐＨ值在６４～７５之间，氯离子及硫酸根
离子等主要离子含量及有害元素均小于饮用水标准。按硬度分类为软水及微硬水。灌溉

系数均大于１８，为好的饮用水和工农业用水。局部地区因小型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地
下水的全硬度大于１６８德度，属于硬水。
　　水能

主要受河流特性和水资源量的地理分布不同的影响，水能资源量在地理分布上不均匀。

不含汉江干流，全县水能多年平均理论蕴藏量５２７６８９千瓦。其中，月河流域１９处，
３１５２８４千瓦，占全县５９７％；汉江支流１８３９６７千瓦，占全县３４９％；池河２２０９６千瓦，
占全县４２％。可开发总量１０４７０千瓦，占多年平均理论蕴藏量２０％。主要集中在洞河、牟
梓河、观音河和富水河流域。至２０１０年底，开发１５２０千瓦，占可开发量１４５％。

汉阴县技术可开发水能一览表

表２－２－４

干　流
支　流

１ ２

可建

电站数

年均发电量

（万度）

不同保证率可开发量 （千瓦）

多年平均 Ｐ＝５０％ Ｐ＝９５％

恒　河 支　流 ２ ２１６ ７２０４ ６５９ ２３８

池　河 支　流 ２ ２４８８ ８２９ ７６２９ ２８２５

月　河

关寺河 １ １６６ ５５３３ ５０９ １８８１

仙鸡河 １ ７７４ ２５８１ ２３７５ ８７８

大毛坝河 １ １０８７ ３６５６ ３３６３ １２４

卢峪河 １ １０７８ ３５９４ ３３０６ １２２２

小龙王沟 １ １５１２ ５０３９ ４６３６ １７１３

大龙王沟 １ ４５９ １５３１ １４０８ ５２１

犁辕河 １ １５５６ ５１８７ ４７７２ １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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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干　流
支　流

１ ２

可建

电站数

年均发电量

（万度）

不同保证率可开发量 （千瓦）

多年平均 Ｐ＝５０％ Ｐ＝９５％

月　河

洞　河 青泥河 ２ ２９３２７ ９７７９ ８９９７ ２９５８

洞　河 中　河 ５ ２１４６８ ７１５６ ６５７４ ２４１９

洞　河 楼房河 ２ ３７２９ １２４３ １１４３ ４２２

洞　河 主　河 １ １１４２８５ ３８０９５ ３４２５７ １２５７１

观音河 ７ ４０７９６ １３５９６ １２４７８ ４５７

汉　江

冷水河 ２ ５６０１ １８６７ １７１７ ６２７

大涨河 １ ２５１１ ８３７ ７７ ３０１

渭溪河 １ ２４１５ ８０５ ７４１ ２９

黄龙洞河 １ ５２２ １７４ １６ ６３

牟梓河 ３ ４４６７ １４８９ １３８４７ ５６１８

富水河 ２ ３５９９２ １１９９７ １１１５８ ４５６

小　计 １０ ９１７１１ ３０５７ ２８３９３ １１５０４

合　计 ３８ ３１４１ １０４７０ ９６３５９ ３６１７４

第三节　硒资源

２００８年，安康市富硒食品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安康学院对汉阴县富硒
资源进行普查。共采集检验土壤样本５５０个，发现汉阴县富硒资源储量较大。其中，高硒
土壤 （０４～３０

"

／
#

）的样本１０１个，占抽检样本的３０７３％；中硒土壤 （０２～０４
"

／
#

）样本１６９个，占抽检样本的２２３７％；极高硒土壤 （＞３０
"

／
#

）样本１８个，占
抽检样本的３２７％；低硒 （００５～０２

"

／
#

）样本２３９个，占抽检样本的４３４５％；极
低硒 （＜００５

"

／
#

）样本２３个，占抽检样本的４１８％。
硒含量平均值０４９０４

"

／
#

，大于富硒土壤的国家最新标准。其中，土壤硒含量达到

中硒 （０２
"

／
#

）以上水平占全县总面积的５１９％，缺硒土壤仅占总面积的３％。分布
规律为高硒和富硒土壤呈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形式，尤其是高硒土壤呈不连续的斑块

状分布。硒含量总体上巴山地区高于平川地区和秦岭山区，月河流域高于汉江流域。

丰富的硒资源，为发展富硒农产品提供了先天条件，辖内种植的稻、黍、稷、麦、

菽，养殖的畜禽均富含硒。汉阴县先后推出有富硒大米、富硒菜油、富硒魔芋、富硒绿

茶 （茶叶）、富硒家禽和禽蛋等品牌农产品。经加工生产的腊肉、豆腐皮、豆腐干、红薯

粉丝等动植物衍生品均富含天然硒。

０６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四节　生物资源

　　植物
植物种类　汉阴县植物种类繁多，有种子植物３０００多种。主要野生植物有３００余种。

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有银杏 （Ｇｉｎｋｇｏｂｉｌｏｂａ）、紫薇 （Ｌａｇｅｒ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ｉｎｄｉｃａ）、紫荆 （Ｃｅｒ
ｃ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水黄杨 （Ｐｏｌｙｇａｌａｃａｕｄａｔａ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金蛋子 （Ｄｉｏｓｐｙｒｏｓａｒｍａｔａ）、桂
花 （Ｏｓｍａｎｔｈｕｓｓｐ）、楠木 （ＰｈｏｅｂｅｚｈｅｎｎａｎＳＬｅｅｅｔＦＮＷｅｉ）、栾树 （Ｋｏ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ｉａ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樟树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ｃａｍｐｈ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ｌ〕、三尖杉 （Ｃｅｐｈａｌｏｔａｘｕｓｆｏｒｔｕｎｅｉ）、
铁坚杉 〔Ｋｅｔｅｌｅｅｒｉａ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Ｂｅｒｔｒ）Ｂｅｉｓｓｎ〕、杜鹃 （Ｒｈｏｄ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ｓｉｍｓｉｉＰｌａｎｃｈ）、喜
树 （Ｃａｍｐｔｏｔｈｅｃ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香椿 （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合欢 （Ａｌｂｉ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等树种。
主要经济林树种有桑 （ＭｏｒｕｓａｌｂａＬ）、竹子 （ｂａｍｂｏｏ）、枇杷 （Ｅｒｉｂｏｔｒｙ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桃
（ｐｅａｃｈ）、李 （ＰｒｕｎｕｓｓａｌｉｃｉｎａＬｉｎｄｌ）、杏 （Ａｒｍｅｎｉａｃａ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Ｌａｍ）、生漆等；薪炭林以
栎类为主，栎类在林分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灌木主要有蔷薇 （Ｒｏｓａｓｐ）、马桑 （Ｃｏｒｉ
ａｒｉａ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Ｗａｌｌ）、毛竹 〔Ｐｈｙｌｌ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ｈｅｔｅｒｏｃｙｃｌａ（Ｃａｒｒ）ＭｉｔｆｏｒｄｃｖＰｕｂｅｓｃｅｎｓ〕、火
棘 （Ｐｙｒａｃａｎｔｈ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ａｎａ）、忍冬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盐肤木 （Ｒｈ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胡枝子
（ＬｅｓｐｅｄｅｚａｂｉｃｏｌｏｒＴｕｒｃｚ）、虎榛子 （Ｏｓｔｒｙｏｐｓｉ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Ｄｅｃａｉｓｎｅ）。草本有茅草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龙须草 （Ｊｕｎｃｕｓｅｆｆｕｓｕｓ）、蒿类、蕨类等。

森林分布　除凤凰山人工、飞播幼林成片集中外，大部分地区都是有林地、灌木林地、
荒山、耕地相互交织一起。森林呈明显垂直分布带。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下为栎类、侧柏 （Ｐｌａｔｙ
ｃｌａｄｕｓ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马尾松 （ＰｉｎｕｓｍａｓｓｏｎｉａｎａＬａｍｂ）、杉木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ｉａｌａｎｃｅｏｌａｔａ）、红椿
（ＴｏｏｎａｃｉｌｉａｔａＲｏｅｍ）、三角枫 （Ａｂｖａｒ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等树种集中分布区；１０００米以上
主要有桦类 （Ｂｅｔｕｌａ）、板栗 （Ｃａｓｔａｎｅａｍｏｌｌｉｓｓｉｍａ）、漆树 （Ｔｏｘｉｃｏｄｅｎｄｒｏｎｖｅｒｎｉｃｉｆｌｕｕｍ）、栓
皮栎 （Ｑｕｅｒｃ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山杨 （Ｐｏｐｕｌｕｓｄａｖｉｄｉａｎａ）、油松 （Ｐｉｎｕｓｔａｂｕｌｉｆｏｒｍｉｓ）等。

中草药材　汉阴中草药材共有１０４科３２８种，其中人工栽培８９种，野生２３９种。根
茎类１２０种，果实类５７种，花叶类２５种，皮类１６种，草类９４种，木藤类１４种，菌藻
类６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的３个：黄柏 （ＣｏｒｔｅｘＰｈｅｌｌｏｄｅｎｄｒｉ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黄连 （Ｃｏｐｔｉ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厚朴 （（Ｍａｇｎｏｌ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国家三级保护的７个：川贝 （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ｃｉｒｒｈｏ
ｓａ）、五味子 〔Ｓｃｈｉｓａｎｄ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ｌｓ（Ｔｕｒｃｚ，）Ｂａｉｌｌ〕、刺五加 （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ｃｏｃｃｕｓｓｅｎｔｉｃｏｓｕｓ）、
山茱萸 （Ｃｏｒｎｕｓ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黄苓 （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ｌａｔｅｒｉｆｌｏｒａ）、天冬 （Ａｓｐａｒａｇｕｓ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
ｓｉｓ）、细辛 （Ａｓａｒｕ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野生药材采集历史较悠久，尤以茵陈蒿泡水清热解毒防暑，菖蒲、艾蒿、紫苏、升

麻熬水泡脚祛寒成为习俗。大部分植物药材产于凤凰山北麓和秦岭南麓，合计２０００公顷。
海拔８００米以下１３７种，主要品种有杜仲 （Ｅｕｃｏｍｍｉａｕｌｍｏｉｄｅｓ）、丹皮 （Ｐａｅｏｎｉａｓｕｆｆｒｕｔｉｃｏ
ｓａＡｎｄｒ）、二花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薄荷 （ｍｉｎｔ）、杏仁 （Ａｍｙｇｄａｌ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Ｖａｓ）；
海拔８００～１０００米 １４８种，主要品种有天麻 （Ｇａｓｔｒｏｄｉａｅｌａｔａ）、大黄 （Ｒｈｅ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
Ｂａｉｌｌ）、山茱萸、葛根 （ｐｕｅｒａｒｉａｍｉｒｉｆｉｃａ）、五味子等。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上３６种，主要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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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厚朴、党参 〔Ｃｏｄｏｎｏｐｓｉｓｐｉｌｏｓｕｌａ（Ｆｒａｎｃｈ）Ｎａｎｎｆ〕、麦冬 （Ｏｐｈｉｏｐｏｇｏｎ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等。
动物

境内分布的野生动物种类有４００余种。珍稀野生动物有１８目３８科１０５种，其中兽类
２目７科１３种、鸟类１２目２４科８２种、两栖４目７科１０种。

国家一级保护的有金钱豹 （Ｐａｎｔｈｅｒａｐａｒｄｕｓ）、羚牛 （Ｂｕｄｏｒｃａｓ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林麝
（Ｍｏｓｃｈｕｓｍｏｓｃｈｉｆｅｒｕｓ）、黑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ｎｉｇｒａ）、金雕 （Ａｑｕｉｌａｃｈｒｙｓａｅｔｏｓ）。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黑熊 （Ａｓｉａｔｉｃｂｌａｃｋｂｅａｒ）、豺 （Ｃｕｏｎａｌｐｉｎｕｓ）、水獭 （Ｌｕｔｒａ
－ｌｕｔｒａ）、黄羊 （Ｐｒｏｃａｐｒａｇｕｔｔｕｒｏｓａ）、大灵猫 （Ｖｉｖｅｒｒａｚｉｂｅｔｈａ）、鬃羚 （Ｃａｐｅｉｃｏｒｎｉａ－
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斑羚 （Ｎａｅｍｏｒｈｅｄｕｓｇｏｒａｌ）、普通、灰林、苍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ｇｅｎｔｉｌｉｓ）、鬣
羚 （Ｃａｐｒｉｃｏｒｎｉｓｓｕｍａｔｒａｅｎｓｉｓ）、松雀鹰 （Ａｃｃｉｐｉｔｅｒｖｉｒｇａｔｕｓ）、普通闎 （Ｂｕｔｅｏｂｕｔｅｏ）、勺鸡
（Ｐｕｃｒａｓｉａｍａｃｒｏｌｏｐｈａ）、白毖鹭、山溪鲵 （Ｂａｔｒａｃｈｕｐｅｒｕｓｐｉｎｃｈｏｎｉｉ）、红腹锦鸡 （Ｃｈｒｙｓｏｌｏ
ｐｈｕｓｐｉｃｔｕｓ）、鹰 （Ｎｉｎｏｘｓｃｕｔｕｌａｔａ）、斑鹫 （Ｓｔｒｅｐｔｏｐｅｌｉａｔｕｒｔｕｒ）等。

陕西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豹猫 Ｐｒｉｏｎａｉｌｕｒｕｓｂｅｎｇａｌｅｎｓｉｓ）、果子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
ｔａｉｖａｎａ）、野猪 （Ｓｕｓｓｃｒｏｆａ）、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赤麻鸭 （Ｔａｄｏｒｎａ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雉鸡 （Ｐｈａ
ｓｉａｎｕｓｃｏｌｃｈｉｃｕｓ）、云雀 （Ａｌａｕｄａａｒｖｅｎｓｉｓ）、王锦蛇 （Ｅｌａｐｈｅｃａｒｉｎａｔａ）、棕黑锦蛇 （Ｅｌａｐｈｅ－
ｓｃｈｒｅｎｃｋｉｉ）、乌梢蛇 （Ｚｏａｃｙｓｄｈｕｍｎａｄｅｓ）、中华蟾蜍 （ＢｕｆｏｂｕｆｏｇａｒｇａｒｉｚａｎｓＣａｎｔｏｒ）、画眉
（Ｇａｒｒｕｌａｘｃａｎｏｒｕｓ）、隆肛蛙 （Ｆｅｉｒａｎａｑｕａｄｒａｎｕｓ）、黑斑蛙 （Ｒａｎａｎｉｇｒｏｍａｃｕｌａｔａ）等１６种。

一般保护的有白鹳 （Ｃｉｃｏｎｉａｃｉｃｏｎｉａ）、山麂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赤狐 （Ｖｕｌｐｅｓ）、花面狸
（Ｐａｇｕｍａｌａｒｖａｔａｔａｉｖａｎａ）、狗獾 （Ｍｅｌｅｓｍｅｌｅｓ）、猪獾 （Ａｒｃｔｏｎｙｘｃｏｌｌａｒｉｓ）、黄鼬 （Ｍｕｓｔｅｌ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蛇 （Ｄｅｎｄｒｏａｓｐｉｓｐｏｌｙｌｅｐｉｓ）等。

第五节　矿产资源

探明有沙金、脉金、锰、铁、钼、铜、铅锌、铀、瓦板石、石灰岩、大理石、板石、

花岗岩、石英、煤炭等金属、非金属矿产１９种，矿点６４处，但多数开采价值不大。仅中
华铁锈红瓦板岩和黄金享誉海内外。

锰矿　位于平梁镇界牌村。含矿地层为洞河组，矿体为含锰灰岩，附存于石英绢云
千枚岩中，透镜状产出，长１００米，厚２米，底部有磷块岩结核伴生。矿石为隐结构，层
状构造，矿物为锰方解石。品位Ｍｎ１０８１％、Ｐ２０５０４１％，此外，汉阳镇、漩涡镇有多处
含锰褐铁矿化点。

铁矿　汉江以北有多处褐铁矿化点，较具规模的有汉阳镇积树坪、漩涡镇西庄子等
地，铁品位较低，矿体规模小，长度２０～１８０米，厚度０５～１０米。但其中含有铝、锌、
铜等元素，待进一步勘探评定。

金矿　山金分布于酒店镇至铁佛寺镇一线，长约２０千米，宽约１０～１５千米，潜在资
源量５０吨左右。矿体呈现囊状、透镜状；矿石为条带状、稀疏浸染状；矿化区常有褐铁
矿化和石英脉产出。金呈现不规则状、树枝状、长条状自然颗粒分布于矿石之中。粒径

００１～０１毫米，个别达０５毫米。品位２～６克／吨，最高达１０克／吨以上。沙金产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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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第四纪堆积、冲积层砂砾中，平均品位０２７６克／立方米。探明资源储藏量３４７１吨，
保有资源储量２６９８吨。

钼矿　位于城关镇寇家沟，含矿地层为钙质石英绢云片宕夹炭质板岩 （石煤层）及

薄层灰岩。矿体附存于小岩体与地层接触带的石煤中，呈透镜状。有８个矿体，一般长
１００米～８００米，斜深３０米～５０米，平均厚１７米～４米，其中立矿体长８００米，平均厚
２５米。钼平均品位００３３％，五氧化二钒平均品位０２６１％。

铜矿　铜矿有双乳镇南朱家槽、平梁镇高梁铺南倒槽沟两处，均产于闪长岩的石英
脉。脉石矿物质为石英，以黄铜矿为主，其次有方铅矿、黄铁矿等。铜品位一般为０６％
～１４％，最高达３５％以上。
铅锌矿　汉阳镇、漩涡镇发现的褐铁矿化下为铅锌矿，含矿地层为陡山沱—灯影组，

该区域可能存密西西比型铅锌矿，待进一步勘察。

花岗石　分布于月河以南牛山花岗闪长岩及汉阳镇辉长岩体中，有４个矿点，矿物结
晶、色泽好，成材率高。止２０１０年，饰面用花岗岩矿累计核实储量１８５万立方米。

瓦板岩　分布酒店镇至铁佛寺镇及汉江以南，有黑板、灰板、铁锈板等品种。瓦板
岩的预测资源量１亿立方米。

石灰岩　分布于双河镇以北，为中型矿床，资源量较丰富。
脉石英　月河以南的闪长岩，县城以北的各系地层中均顺层片理贯入产出，其中酒

店镇入子庙、老人河等地较有规模，质地纯净，二氧化硅含量均在９８％以上，有的高达
９９８％，是极好的硅铁原料。

石煤　集中分布于漩涡、上七、汉阳镇境内，规模都较小。

第三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气象灾害

　　灾害类型
灾害性天气有干旱、雨涝 （暴雨和连阴雨）、冰雹、大风等，频繁交替出现。对农业

生产影响最大、出现较多的灾害性天气多为伏旱与秋涝。历年冰雹最早发生在３月５日，
最晚发生在８月１０日。８０％以上次数发生在３～６月，尤以６月为多。降雹多发生在雷暴
和雷阵雨天气中，以１５～１９时最常见。因地形因素，发生大风次数不多。春、夏、秋三
季大风多为西北风，随地形旋扭，风力８级左右，并伴有强烈雷雨。冬季大风多偏东，风
力一般７级左右，夹细雨小雪，急剧降温，冻土加深。
　　旱灾

干旱年平均两个。较严重伏旱平均三年一遇。冬季最多，夏季次之，秋季居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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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最少。

１９８８年２～６月，春夏连旱，全县２６５条河流全部断流，３３座水库放空无水，观音河
水库仅余水１００万立方米，１４０２口堰塘全部干涸，农作物卷叶、枯死，全县５７２００人、
１８２４２头牲畜饮水困难。

１９９４年５月中旬至６月上旬连续干旱２５天，造成水稻插秧缺水，玉米、红薯等旱作
物播种欠墒。７月上旬又连旱５０多天，库塘干涸，河溪断流，３０万亩农作物受旱，９７
万亩农作物严重减产，５万余人、２０００多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１９９５年１～７月中旬，仅降雨１０８６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６０％，库塘蓄水普遍不

足，土壤严重失墒。６月底，除汉江外，全县３０２条河流全部断流，观音河水库尚余４２
万立方米，其余库塘全部干涸，部分村组泉水枯竭，有３万户、１２万人饮水极度困难，
４５万亩水田未能插上秧，１３万亩旱地不能适时播种，已种植旱地作物枯萎。

１９９９年５～９月，全县持续高温少雨。
２００６年６～８月，全县共计降雨８２毫米，且持续高温，为５０年一遇干旱。特别是８

月份，全县降雨量仅７０毫米。除流域面积１００平方千米以上的６条河流未断流外，其余
河溪全部断流。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２８１万亩，轻度受旱面积１８５万亩，重度受旱面积
９６万亩，其中绝收４７万亩，８８万人、１０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洪涝灾害

洪涝频率　１９６０～２０１０年，汉阴共出现８９个雨涝时段，年平均两个。尤以暴雨和连
阴雨易成灾。（１）暴雨：集中于４～１１月，以７～９月次数最多，尤以７月中下旬、８月
上旬暴雨强度最大、次数最多。日降水量大于１００毫米大暴雨均发生在７月，约４年一
遇。６月以前发生暴雨多夹杂在连阴雨中，盛夏期发生暴雨则以雷阵雨为主。前者历时
长，多导致雨涝和农田内涝；后者持续时间虽短，但强度大，易酿成洪灾和局部地质灾

害。（２）连阴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平均３４次，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４５次。连阴雨一般从４月
中旬开始，１１月止。各月分布不均，主要发生在５～７月及９～１０月，尤以９～１０月为
甚。各级连阴雨出现时段较集中，４～７月多短期 （连续降雨８～１５天，间有１～２天无
雨）连阴雨；８～１０月短、中期 （连续降雨１６～２６天，间有３日无雨）连阴雨为主，间
或降过长期 （连续降雨超过２６天，间有３～４日无雨）连阴雨。

洪涝纪略　１９９６年，４～５月持续连阴雨，全县夏收减产，油菜、小麦发芽腐烂。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２日２１时２５分，涧池镇水位超警戒水位０７米，蒲溪镇水位超警戒水

位０６米，２１时观音河最大入库流量每秒１０３立方米，库容达１０６３万立方米，大坝背坡
出现大面积严重渗水险情。全县２１个乡镇，２１１个村，９４２万人受灾，倒塌房屋１６６９
间，死亡１人，农作物受灾面积２４万亩，绝收０５８万亩。８月１３日２３时至１４日２０
时，突降大暴雨，总降雨量１８３毫米，为汉阴有气象记载以来最大降水。汉江、月河、富
水河、牟梓河、洞河、观音河６条河流均出现超警戒流量，观音河水库进库流量每秒１５０
立方米。全县２１个乡镇，２２５个行政村，８８３２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４９４３万亩，
毁坏耕地面积０５１万亩，粮食减产２５３万吨，毁坏公路３８２处、１１３千米；冲毁桥涵５
座，毁坏通信线路２０杆１５千米；毁坏堤防４９千米，冲毁堰塘３座，渠道１９１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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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房屋５５８间，倒塌房屋５８５间，死亡４人、牲畜１６０头。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２６日，持续暴雨，降雨量达３１３毫米，引发山洪暴发。全县

河流暴涨，其中月河蒲溪站超警戒水位０５米，汉江漩涡站超警戒水位０４米。１８个乡
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群众６８万人，１４座病险库塘相继出现险情，水毁农田４３５０亩；
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３４７３４亩，成灾面积６８８４８亩，绝收面积２５６７７亩。倒塌房屋４５９３间，
形成危房６５９０间。
２００５年５～１０月，全县总降雨量１０３１９毫米。最大降雨站点双坪乡，７月份降雨量

达５５８毫米。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７月６日，日降雨量１２８毫米。全县大小河流水位暴
涨，其中月河蒲溪站超警戒水位０５米。１０月１日暴雨，汉江漩涡、汉阳段水位超警戒
水位０６米，漩涡流量达每秒１３０３０立方米。１０月１日１５时，观音河水库水位达４６３８
米，进库流量每秒１０５立方米。全县受灾面积５６４３０亩，绝收面积１９９５０亩；受灾群众
９９２０户、３９６８３人，倒塌房屋１９８０间。

第二节　地质灾害

１９８８年，查出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８５处。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９日，强降雨导致境内多处
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新发生４５４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１８个
乡镇、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矿山企业检查，落实专人监测，成功预报地质灾害１６起，避
免人员伤亡２１３６人，减少经济损失１００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县国土资源局编制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开展地质

灾害普查，确定隐患点３１７处。争取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资金６０万元，专项投资１５万元治
理城关镇麒麟小学滑坡。

２００５年，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搬迁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７９户２８０人。２００６年，
普查地质灾害隐患点３４１处，受威胁群众１２６２户、４９１９人，房屋５０２１间；学校５所，师
生１３９７人，校舍１４２间；威胁单位１１个、２４７人，房屋３４１间。结合迁移扶贫、生态移民
和以工代赈工程，６个乡镇建设１０处迁移安置点，安置受地质灾害威胁村民５４户１９０人。
２００７年，查清全县地质灾害隐患点３０３处。其中，滑坡２８４处，崩塌１２处，泥石流７处。

威胁村民１１７３户、４１６９人，房屋４４１６间；学校４所，师生１１０７人，校舍１１１间；机关单位１１
个２４７人，房屋３３４间，铁路１处，公路１２处，水库２处。编制 《２００７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投资３０万元治理上七中心小学等３处滑坡，投资１０万元治理双坪乡政府滑坡。

第三节　生物灾害

植物病虫害

汉阴县常见有银杏大蚕蛾、马尾松毛虫、松梢螟、柑橘大实蝇、炭疽病、桃蛀螟、

桃小食心虫、板栗疫病、侧柏锈病、泡桐丛枝病、桑树萎缩病、桑木虱等森林病虫害危

害。水稻害虫主要有二化螟、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稻苞虫、稻蝗，病害主要有稻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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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枯病、稻曲病。小麦害虫主要有麦蜘蛛、麦蚜虫，病害有条锈病、赤霉病、小麦白粉

病。土豆害虫以２８星瓢虫为主。玉米虫病害以玉米螟和大、小斑病为主。油菜害虫有油
菜蚜、菜青虫，病害主要以油菜菌核病为主。主要检疫性有害生物有美洲斑潜蝇、桔大

食蝇、菟丝子属。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因品种抗性衰退，加之后期阴雨偏多，稻瘟病 （穗颈瘟）暴发。

１９９３年全县发生穗颈瘟７９５万亩，占水稻插秧面积８１％，平均病穗率２０％。损失率为
８４４％，损失稻谷２８５７吨，其中：严重发生面积 ７１５亩，少数田块亩产不足 ５０千克。
２００２年，受南方稻纵卷叶螟严重影响，加之农户未把握住关键防治期，全县稻纵卷叶螟
发生面积５７６万亩，占水稻面积５９２％，损失稻谷１１２３２吨。２００３年，局部山区沟田
穗颈瘟严重发生。其中地处芦峪沟的城关镇五一村１３、１４组病田率１００％，病穗率高达
９０％，后期穗子一片枯白，近２０亩稻田绝产。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小麦条锈病大面积流行发
生，该病成为夏粮重点防治对象。

　　地方病
麻风病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累计新发麻风病６例，平均发病率０４３／１０万，疫点６个。

１９９６年，新发麻风病２例。此后，无麻风病例发生。
地甲病　氟、砷中毒　１９９３年，全县有地甲病患者４３６０余人，碘缺乏病患者８１９０

余人，分别占总人口的１６％和３８％。２００５年，开展中小学生甲状腺肿大调查，肿大率
为４５％。２００６年，查出碘缺乏病５３５２例，氟中毒２３０８７例，砷中毒１２１４５例。

传染病

１９９３年，发现结核病人１０１例。传染病总发病４４８例，其中以肝炎、痢疾、麻疹发病最
高，与上年相比，发病率下降１６８％。１９９４年，发现结核病人１０６例，甲乙类传染病报告
发病３８２例，其中以肝炎、痢疾发病率最高，占总病例的９５６％。１９９５年６～８月，乙脑流
行，共发病６４例，死亡２例。全年发生肺结核病人９５例，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９０４例，
以肝炎、痢疾最高，占总病例的９１８１％。１９９６年，发生法定乙类传染病１０种，计５６７例，
死亡２例。疾病监测点共发生乙、丙传染病９种，计２８０例。发现结核病人４２３人，菌阳病
人４４例，菌阴病人３７９人。１９９８年发生乙类传染病８种，４３４例。其中，肝炎１５８例、痢疾
１０８例、结核１４１例、流脑２例、乙脑１８例、新生儿破伤风１例、麻疹４例、百日咳２例。
太平、红星疾病监测点共发生乙类传染病４种，８４例；丙类传染病３种，１６６例。发现活动
性肺结核１４１例，其中菌阳肺结核８５例、菌阴肺结核５６例。城关镇太平村１３头猪和平梁
镇合院村９头猪发生猪口蹄疫。１９９９年，发生乙类传染病７种计３６７例。其中，肝炎１６０
例、菌痢３７例、结核９４例、乙脑２例、麻疹３例、新生儿破伤风１例。２００２年，红星、太
平两监测点共计报告乙类传染病２种９３例、丙类传染病５种２２６例。２００７年，发生乙、丙
类传染病１２种计８１５例。其中，肝炎４１６例、结核２０７例、流行性腮腺炎６４例、菌痢５０
例、新生儿破伤风２例、艾滋病２例、乙脑１例、风疹１例。２０１０年，发生乙、丙类传染病
１２种计８６３例。其中，肝炎２８０例、结核２２９例、手足口病２２例、菌痢２０例、流行性腮腺
炎１０例、乙脑２例、麻疹６例、艾滋病４例、麻风病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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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环境污染

水污染

１９９０年，对５２家工业企业环境污染调查，废水排放总量１２６万吨，符合排放标准的
仅１０万吨，占７９４％。废水污染以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为主，悬浮物次之。东南纸厂等
标污染负荷比２６３，中坝纸厂等标污染负荷比１３２，为该县主要废水污染源。１９９８年，
全县用水量３２１３万吨，其中重复用水００７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２４７２万吨，处理率
０６％。排放ＣＯＤ１４１３吨、六价铬 （Ｃｒ６＋）００２６吨。２０００年，用水总量１３８９５万吨，
其中重复用水３０７１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３１９万吨，处理率５３％；生活废水排放量
６８６４万吨。排放悬浮物 （ＳＳ）３１４５吨、ＣＯＤ７４３４１吨、六价铬 （Ｃｒ６＋）００１６吨、氰
化物 （ＣＮ－）２２吨。
２００５年，用水总量 １４９１３万吨，其中，重复用水 ２９６３万吨。工业废水排放量

１５０３万吨，处理率３２％；生活废水排放量１０２５万吨。排放 ＣＯＤ８６３１２吨。２００８年，
工业废水排放量１５６万吨，化学需氧量９９７吨；县城区生活废水排放量１１３９万吨，化
学需氧量７４０２２吨，氨氮６８３吨。２０１０年，全县工业废水排放量２０９５万吨，化学需氧
量８１７３吨，氨氮１３３２吨。县城区生活废水排放量１２１５５万吨，化学需氧量 ７９００４
吨，氨氮７２９２吨。

大气污染

１９８８年，废气排放总量４９４４８７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燃烧废气排放量４０９７８７万
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 ８４７万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 ２１５７吨，烟尘排放量
２８１６２吨，粉尘排放量１５吨。１９９０年，废气排放总量１２０１９８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
燃烧废气排放量 １２０１８８万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 １万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
量７４６２吨，烟尘排放量９９１６５吨，粉尘排放量１６吨。１９９５年，废气排放总量１３１７８６
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燃烧废气排放量１１２２５２万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７４２４万标
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６７１４吨，烟尘排放量８１６７吨。２０００年，废气排放总量１５５８３８
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燃烧废气排放量１５３９９８万标立方米，生产工艺废气１８４万标
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８６７１９吨，烟尘排放量１２３９７６吨，粉尘排放量２５２吨。２００５
年，废气排放总量９４６１２万标立方米。其中燃料燃烧废气排放量７４６１２万标立方米，生
产工艺废气２００００万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６０１９吨，烟尘排放量１２８９吨，粉尘排
放量５３０吨。２００８年，工业用煤量２２９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５９６１吨，烟尘排放量
１１４３８吨，粉尘排放量４２０４吨，氮氧化物排放量１３０４吨。２０１０年，工业用煤量６２２６８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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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尘排放量５６３吨，二氧化硫排放量６９５３吨，粉尘排放量３０５８吨，氮氧化物排放量
２７１６吨。

固体废弃物污染

１９８８年，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２６４２吨。１９９０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７８２０吨。
１９９５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９４４万吨。２００２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１７６５万
吨。２００５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１３２２万吨。２００８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１６８
万吨。２０１０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１６９万吨，排放量１３０吨，综合利用量２８２６吨，
处置量１５６万吨。

噪声污染

１９９０年，确定城关镇、涧池镇、蒲溪镇属一类混合区，环境噪声标准为昼间５０分
贝，夜间４５分贝；交通干线两侧环境噪声标准为昼间７０分贝，夜间５５分贝；其他集镇
参照执行。

第二节　污染治理

污染源普 （调）查

１９８６年，完成第一次全国工业污染源普查，调查工业企业１４户，查清全县工业污染
物排放量及现状。１９９０年，完成乡镇企业３８０户污染源调查和建档，其中详查企业３３
户，普查企业３４７户，为环境管理、规划和科研提供基础资料。２００７年，汉阴县被列为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全省３个试点县之一，至１２月底，清查登记各类污染源２４２６户，
完成城关镇普查试点及各乡镇的污染源清查摸底。２００８年，入户普查工业源８１户，生活
源１５８户，农业源２１０４户，完成数据审核录入。２０１０年，开展农村集镇集中饮用水源地
环境调查，建立数据库。

工业污染治理

１９８８年，汉阴城镇有１９个污染企业，亟待治理项目有１６个。县五金厂电镀车间采
用废硫酸和铁屑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再和废水中六价铬反应消除铬；县拖修厂购置电镀

废水处理机处理氰化物。至１９９０年，治理工业污染项目８个。１９９１年，东南纸厂安装喷
发锅，消除硫化氢气体臭味；县精细化工厂对酸性废水采取石灰中和法简易处理。１９９２
年，县轻工机械厂采用氧化塘处理呋喃树脂生产中排放的含甲醛废水。２００２年，县环球
生化厂、隆鑫公司等６家企业污染治理总投资７５万元。２００３年，县浩鑫公司、环球生化
厂完成污水治理工程，汉源水泥厂粉尘治理设施通过市环保局验收，投入运行。２００６年４
月，县禾烨公司投资１６万元对葛根、杜仲、桑椹等植化生产废水进行治理，１２月通过验
收。２００７年４月再次扩容改造，８月完成，废水排放达标。
２００７年６月，县浩鑫公司恢复生产，委托对其黄姜水解物废水处理工程再次改造，

经调试运行正常，出水水质达标。全县化学需氧量消减率 ６２８％，二氧化硫消减率
２９６％，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 ４５％。２００８年，减排化学需氧量 ３４吨，消减率
２２４％；减排二氧化硫６２吨，消减率－１０６％，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５３６％。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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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排化学需氧量１５吨，消减率０７３％；减排二氧化硫６９吨，消减率 －１９２％，万
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５１９％。２０１０年，化学需氧量消减率 －２６３％，二氧化硫消减率
０５９％，万元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４２３％。
　　城镇环境治理
１９８９年，投资８５００元，建成鲁家槽、太子坟两个垃圾倾倒场，设计存储量２５年。

锅炉房安装消烟除尘器１３个／１９２５吨，治理率６５％。
２０００年，《汉阴县天星桥垃圾填埋场工程》上报地区环保局审批立项，并列入省级环

保资金补助项目。２００１年，争取省环保专项资金４０万元，用于县城污水处理厂前期费
用。２００３年，编制 《汉阴县城污水处理厂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县绿源供水有限公司为

项目业主，上报市计划局初审争取国债投资。编制 《汉阴县城区污水截污工程实施方案》

《汉阴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实施方案》和 《汉阳镇垃圾处理厂建设工程》等项

目，积极争取项目前期资金。

２００６年，完成平梁、双河、龙垭、观音河等乡镇集镇垃圾填埋场规划，并给予６万
元建设补助资金。蒲溪、涧池两个重点镇率先修建垃圾填埋场，完善乡镇垃圾填埋场建

设和投资规划。２００７年，制定 《汉阴县集镇垃圾填埋场建设实施方案》 《汉阴县集镇垃

圾填埋场建设管理办法》。涧池镇、汉阳镇分别投资２４万元、１４万元，建成垃圾填埋场。
２００８年，建成平梁、蒲溪、观音河、双坪垃圾填埋场。２００９年，争取省级环保专项资金
３０万元，建成１０个垃圾填埋场。２０１０年，建成永宁乡、双乳镇、铁佛寺镇垃圾填埋场。
　　饮用水源管理
１９９０年，县城建局、水电局、卫生局联合颁发 《汉阴县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级管理

实施办法》，加强饮用水源管理。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对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重新规划，确定
观音河水库一、二级保护区和污染控制区范围。２０００年，《汉阴县饮用水源地生态林业建
设项目》被地区环保局作为重点项目上报省环保局，列入省级环保资金补助项目。２００３
年，县城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获省政府批准。

２００４年，长坝村发生饮用水污染导致集体腹泻事件，县环保局组织工作人员到事发
地对农户开展水资源保护知识学习教育。县政协组织委员开展饮用水源保护调研活动。

２００５年，利用 “南水北调”工程机遇，以保护县城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为重点，编

制 《汉阴县城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争取专项资金补助，解决

污染隐患。２００６年，对县城饮用水源地观音河水库及上游矿山企业严格监管，每季度抽
样检测，将水质情况对外公布，编制两处饮用水源地保护规划。

２００７年，编制 《汉阴县月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争取省环保专项

资金５０万元，用于月河沿线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县城南区大木坝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设置保护警示牌。２００８年，开展 “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

检查企事业单位１６４个、集中饮用水源地１６处。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６２０４％。２００９年，
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６９９％。２０１０年，农村安全饮水普及率７９４％。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００年，《汉阴县生态环境示范点建设实施方案》上报地区环保局审批立项。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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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展 “绿色文明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太平中学被市环保局、教育局命名为首批市

级 “绿色文明示范学校”。２００２年，按省环保局批准的环境优美小城镇和生态示范村建设
计划，编制 《汉阴县蒲溪镇环境优美小城镇规划》上报市环保局。２００３年，编制城关镇
大兴村、永宁乡仁河村、涧池镇花果村生态示范村建设规划。

２００５年，创建机关、乡镇、学校、企业绿色文明示范工程，推荐县委办机关、月河
初级中学为市级绿色单位，创建县人劳局、教体局、田禾乡３个县级绿色单位，蒲溪镇
“环境优美小城镇”建设完成阶段性任务。

２００６年，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制定 《汉阴县新农村生态环境文明户建设

标准》，指导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组织建设大兴、花果、仁河３个市级生态示范村，实
施庭院美化绿化，村容村貌得到改观。完成双乳镇三同村、城关镇五一村生态示范村建

设规划。２００７年，协助、指导龙垭镇龙垭村、古水村新农村示范户建设。观音河九年制
学校创建县级绿色文明示范学校。２００８年，创建市级绿色文明示范单位４个，完成三同
村、大兴村、花果村生态村创建。２００９年，创建市级绿色文明示范单位４个。２０１０年，
编制 《汉阴县农村环境保护规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启动国家生态县创建工作。完成１３个
生态村创建规划，创市级生态乡镇２个、生态村１３个、绿色校园５个，申报市级绿色企
业１个。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保洁推进１００个村，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率达６５％以上。

第三节　环境管理

环境保护机构

１９９９年１月，成立汉阴县环境保护局，隶属县建设局，为全额拨款副科级事业单位。
２０００年１月，县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全额拨款正科级行政单位，行政编制４名、事业编制３
名、工勤人员１名。设局长１人，副局长１人。２００３年８月，县环境保护局属市环保局
派出机构，实行市、县双重管理。内设行政管理股、环境管理与计划股、自然生态保护

与开发监督股，编制１２人。其中，局机关行政编制４名，事业编制４名，工勤人员１名。
下设股级事业单位环境监理站，编制３人。

环境保护宣传

１９８８年始，结合一年一度的 “６·５”世界环境日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印
发资料、张贴标语、悬挂过街横幅、出动宣传车、设立宣传专栏、开设咨询点等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１９９３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文化教育局联合印发 《关于认真开展环境

保护教育工作的通知》，１２８所中小学校开设环境教育课程，４万余名中小学生受到环境
保护教育。１９９９年５月编印 《环境保护法规汇编》 （一）６００册，２００３年６月编印 《环

境保护法规汇编》（二）１０００册，发放各单位进行宣传。２００６年，举办 “美丽汉阴我的

家”环保摄影大赛，收到作品３００余幅，精选１００幅展览。组织 “倡导绿色消费、拒绝

白色污染”发放竹篮环保行动以及公众参与签名等活动。编印 《环境保护法规汇编》

（三）１２００册发送各单位。２００７年，举办 “我心中的绿色家园”少儿书画大赛暨 “六

五”宣传周活动。印制 《环保科普知识读本》２０００册分送各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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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执法

１９９３年始，由县人大牵头，每年开展环保执法大检查。１９９３年检查企事业单位２２
个，查处违法排污企业３个。修建排污沟１２０米，将计量器厂污水引至水厂取水点以下
１００米排放。１９９８年起，每届高考、中考期间，专项管理噪声排放，为考生创造安静考试
环境。２０００年，对４户违法企业予以行政处罚。２００１年９～１２月，县水利局、交通局、
城建局、环保局、城关镇联合整顿月河流域、３１６国道、县城规划区内石灰窑，共拆除石
灰窑８３口。全年查处违法企业１４户。２００２年，建立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落实辖区
行政首长负责制。关停 “十五小”企业２户，限期治理企业１户，对１户企业予以行政
处罚。２００３年，查处违法企业２户。５月２９日，环球生化厂硫酸泄漏，造成月河涧池段
以下３千米水质污染，予以快速查处，并落实减污措施。６月５日，涧池加油站柴油泄
漏，污染地下水，迅急查处并落实补救措施。６月１４日９时，湖北省１０Ｔ液氨槽罐车在
县城东４千米处倾翻，公安、交警、消防部门历时１１小时，将出事车辆起吊，避免重大
污染事故的发生。２００４年，查处违法企业７户，对４户企业予以行政处罚。２００５年，查
处违法企业８户，对３户企业处以罚款２万元，取缔铁佛寺镇境内两处非法混汞碾采金
点。２００６年，对３户企业予以行政处罚。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每年开展 “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２００７

年，出动７４人次，检查企 （事）业单位４７户，对１４户企业下达 《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通知书》，行政处罚８户，罚款２６１万元。责令整治企业５户，挂牌督办企业１户。并
开展水污染企业专项整治，矿山尾矿库、饮用水源地、危险废物、电磁辐射等专项执法

检查。２００８年，查处环境违法企业１５户，罚款８６万元，移送法院强制执行１户。征收
入库排污费３８４万元。２００９年，挂牌督办企业１户，关闭违法企业１户，行政处罚违法
企业２２户，征收入库排污费３６４５万元。
　　环境监察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１９８７年开始执行环评审批制度。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审批建设项
目５７个。其中，报告书２个，报告表３０个，登记表２５个。２００８年，审批环评报告表４
份、环评登记表３份。２００９年，审批环评文件４８份。２０１０年，评价审批新上项目执行环
境影响报告书 （表）５８份。

“三同时”制度　１９８７年起，开始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制度 （简称 “三同时”）。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有４５个项目执行 “三同时”

制度。２０１０年，“三同时”验收企业两家。
污染投诉处理　１９９０年７月，调解处理城关醋店机械噪声振动影响邻居纠纷。１９９６

年７月，安康铁路分局汉阴工区在铁路沿线喷洒除草剂，因大雨冲刷，污染铁路沿线蒲
溪、双乳、小街等７个乡镇部分稻田，造成水稻绝收、减产，经多次踏查取证协调，铁路
方赔偿农民损失１０万元。１９９８年，调解处理双河口镇个体户粮食加工粉尘、噪声影响居
民生活纠纷，全年共处理来信来访１３件 （批）。２０００年，处理投诉纠纷２件。２００１年８
月，铁路部门在铁路沿线喷洒农药除草剂，大雨冲刷，导致５乡镇部分水稻枯萎、减产，
经调查处理，铁路汉阴工区赔偿农民损失２３万元；开通 “１２３６９”环保举报投诉热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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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全年处理投诉举报１７件。２００２年，调查处理川陕魔芋厂废水污染农田受损事件，赔
偿农民损失８００元。全年共处理群众投诉举报２３件，涉及餐饮油烟、烟尘、噪声、畜禽
屠宰、服务业废气等方面。２００３年，处理群众环境投诉１０件。２００４年，处理环境投诉案
件１９件，调解群众环境纠纷１０件。２００５年，城关镇中堰村１、２、３组稻田和永宁乡部
分村组油菜减产、绝收，环保、农业部门调查处理，解决５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处理群众投诉污染案件２３件。２００６年，调查处理群众环境投诉１０件。其中，集体上访
和缠访案３起。２００７年，处理环境投诉、信访１８件。２０１０年，处理污染投诉案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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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人　口

２０１０年，汉阴县人口密度２２３９５人／平方千米。人口分布以月河川
道、汉江河谷为主，依次向南北浅山丘陵逐渐减少。

１９８８年全县总人口２６６６５５人。其中新出生４１７０人，出生率１５７５‰。
通过开展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逐步得到控制。到２００５年，出生率降为
６２８‰。２０１０年总人口３０５６８７人，出生率９６８‰。年均增加１６９７人。
提倡优生优育，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人口素质逐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提高，自主婚姻为主流。



第一章　人口状况

第一节　人口分布与密度

人口分布

汉阴县地处秦岭南麓、巴山北麓的丘陵山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县。人口分

布以月河川道、汉江河谷为主，依次向南北浅山丘陵随地势抬升而逐渐减少。２０１０年，
城关镇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６３０９人，为全县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依次为蒲溪镇每平方千
米３９６３人，双乳镇每平方千米３９３人，涧池镇每平方千米３６２７人，平梁镇每平方千米
２１１４５人。北部山区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双河口镇每平方千米６５９人，铜钱乡每平方千
米５９６人。石条街乡最小，每平方千米４６７人。

汉阴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乡镇分布情况统计表

表３－１－１

乡　镇
２０１０年 比重％

人　口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乡　镇

２０１０年 比重％

人　口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城关镇 ６６９２６ ２４０１ ２７１９ 酒店镇 ４８５８ ２２３ １９７

涧池镇 ２１０４８ ８６１ ８５５ 双河口镇 ４０３９ １９１ １６４

蒲溪镇 １８８９８ ７３７ ７６８ 上七镇 ３６６７ １５６ １４９

平梁镇 ２３３７９ １００５ ９５ 永宁乡 １３３１１ ５１３ ５４１

双乳镇 １１９５０ ４６５ ４８５ 观音河乡 ７２９２ ３６８ ２９６

铁佛寺镇 ９０９７ ３６８ ３７ 石条街乡 ２１８６ １０１ ０８９

龙垭镇 ８９５６ ４０１ ３６４ 铜钱乡 １２９９ ０６２ ０５３

漩涡镇 ２４６０９ １０７９ １０ 田禾乡 ４２３２ １８ １７２

汉阳镇 １６０７２ ６９ ６５３ 双坪乡 ４３２８ １９８ １７６

　　注：表内数据来源于历年来统计报表。

人口密度

１９８８年，汉阴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 １９５人。２００５年，每平方千米 ２０８４人。２０１０
年，每平方千米２２３９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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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口构成

年龄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汉阴县常住人口中，０～１４岁人口 ８１５７５人，占
２９８８％；１５～６４岁人口１７６８０４人，占６４７５％；６５岁以上人口１４６８２人，占５４％。
其中，９０岁以上寿星仅有４１人，无百岁老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汉阴县常住
人口中，０～１４岁人口７０８４２人，占２８９％，比１９９０年下降０９８个百分点；１５～６４岁
人口１５７１１５人，占６４１％；６５岁以上人口１７１６１人，占７％，比１９９０年上升１６个百
分点。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常住人口中，０～１４岁人口 ４４８９７人，占
１８２４％；１５～６４岁人口１７８４６１人，占７２５％；６５岁以上人口２２７８９人，占９２６％，
其中百岁以上老人４人。

性别

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汉阴县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１４８９９２人，占５４５６％；
女性人口１２４０６９人，占４５４４％。性别比 （女性１００）１２００９。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全县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１３１０６１人，占５３４７％；女性人口１１４０５７人，占４６５３％。
性别比１１４９１，比１９９０年下降５１８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县常住人口中，
男性１３０７２２人，占５３１１％；女性１１５４２５人，占４６８９％。性别比１１３２５。

民族

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汉阴县常住人口中，汉族２７２８５３人，占９９９２％；回族
２００人，占００７％；满族２人，朝鲜族２人，苗族３人，蒙古族１人。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结
果，汉阴县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 ２４４８８４人，占 ９９９％；少数民族人口 ２３４人，占
００９６％，比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上升００２６个百分点。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全县常住人口中，
少数民族人口２０２人。

文化

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汉阴县常住人口中，大学 （包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７６０人，占总人口０２８％；高中 （包括中专）文化程度１２２２１人，占总人口４４８％；初
中文化程度３７５８４人，占总人口１３７６％；小学文化程度９４６６６人，占总人口３４６７％；
１５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８９４３９人，占总人口３２７５％。

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２４１４人，占总人口０９８％，比１９９０
年提高０７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１３５４７人，占总人口５５３％，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１２４
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４８９５１人，占总人口１９９７％，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６２１个百分点；
小学文化程度１０６６４５人，占总人口４３５１％，比１９９０年提高８８４个百分点；１５岁以上
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４８８８１人，占总人口１９９４％，比１９９０年下降９２２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中，大学文化程度７７９１人，高中文化程度１６９９９人，初

中文化程度８２３２３人，小学文化程度９５７９１人，１５岁及以上不识字的２２６２８人，文盲率
降为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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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口变动

汉阴县人口变动以自然变动为主，婚姻、升学等机械变动较少。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共
出生６５４６２人。出生最高年为１９９０年，出生４５７９人，出生率１６８４‰；出生最少年为
２００６年，出生１８０５人，出生率６２５‰。共死亡４２４３８人。死亡最高年为１９９５年，死亡
２２８６人，死亡率８１３‰；死亡最低年为２０１０年，死亡１３９３人，死亡率５５６‰。人口自
然增长率最高年为１９８９年，达９９８‰；最低年为２０００年，自然增长率０１９‰。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统计表
表３－１－２

年　度 年末总人口 出生人数 出生率 （‰） 死亡人数 死亡率 （‰） 自增人数 自增率 （‰）

１９８８ ２６６６５５ ４１７０ １５７５ １７６３ ６６６ ２４０７ ９０９

１９８９ ２７０９７６ ４５２５ １６８８ １８４９ ６９ ２６７６ ９９８

１９９０ ２７４６４８ ４５７９ １６８４ ２０２９ ７４６ ２５５０ ９３８

１９９１ ２７７１５２ ３９４３ １４３１ １８５２ ６７２ ２０９１ ７５９

１９９２ ２７８２９３ ４２２３ １５２１ ２０２９ ７３１ ２１９４ ７９

１９９３ ２７９３８３ ３５３４ １２６８ ２００３ ７１８ １５３１ ５５

１９９４ ２８０４１９ ３８２２ １３６４ ２１０７ ７５２ １７１５ ６１２

１９９５ ２８１９７０ ４０６１ １４４４ ２２８６ ８１３ １７７５ ６３１

１９９６ ２８２８４５ ２８６０ １０１８ ２１１４ ７５３ ７４６ ２６５

１９９７ ２８３９５２ ３１７１ １１１８ １９４２ ６８５ １２２９ ４３３

１９９８ ２８４２３４ ２４５７ ８６５ ２０８３ ７３３ ３７４ １３２

１９９９ ２８４４３５ ２２６４ ７９６ １９３７ ６８１ ３２７ １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８４４８０ ２１８４ ７６８ ２１３０ ７４９ ５４ ０１９

２００１ ２８７００３ ２０４１ ７１４ １８０３ ６３１ ２３８ ０８３

２００２ ２８６９９０ １９７５ ６８８ １８２７ ６３７ １４８ ０５２

２００３ ２８７１１３ ２０２１ ７０４ １９３３ ６７３ ８８ ０３１

２００４ ２８７７６４ １８２５ ６３５ １７３８ ６０５ ８７ ０３０

２００５ ２９２３８４ １８０９ ６２８ １６３９ ５６９ １７０ ０５９

２００６ ２９４４６２ １８０５ ６２５ １６１４ ５５９ １９１ ０６６

２００７ ２９８８１２ １８６０ ６４０ １４４８ ４９９ ４１２ １４２

２００８ ３００６７７ １８９７ ６５１ １４２１ ４８８ ４７６ １６３

２００９ ３０３８７２ ２０１３ ８０６ １４９８ ６ ５１５ ２０６

２０１０ ３０５６８７ ２４２３ ９６８ １３９３ ５５６ １０３０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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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计划生育

第一节　计生机构队伍

管理与服务机构

１９８８年，县人民政府设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各区、乡
配备计划生育专职干部。１９９５年９月，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县计划生育局。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成立１８个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２００１年，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更名为县计
划生育服务站，加挂汉阴县生殖保健服务中心牌子。

计生服务队伍

１９８８年，全县县、区、乡三级计划生育专职干部５２人，１９９０年增加到６１人，厂、
矿企业、事业单位、街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配备专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２９６人。
１９９４年７月，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建成门诊综合大楼，１９９８年建成住院大楼，增
配计划生育技术人员１０名，全面开展以节育技术为主，优生咨询、妇科病防治、生殖保
健为辅的技术服务工作。各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配备２名以上执业医师或助理执业医师，
全县１７９个行政村全部配齐１～２名计划生育服务员，负责辖区内已婚育龄妇女上、取节
育环、妇科病普查普治等计划生育服务工作。通过招聘、调入、培训等方式，充实、完

善全县计划生育队伍建设，基本形成以县计划生育服务站为龙头，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

为主体，村计划生育服务室为依托的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第二节　计生宣传

宣传形式

出动宣传车，刷写固定标语，编印计划生育快报、挂图，办板报，开办人口学校，

举办广播电视专题讲座和计划生育知识竞赛，制作录音、录像，放映计划生育专题片，

编排人口与计划生育戏剧歌舞，建设计划生育一条路和计划生育宣传一条街，在川道乡

镇建设 “国策门”“国策街”，建百里国策宣传长廊，分层次举办计划生育学习讨论会等。

计划生育宣传品入户率９０％以上，人口报刊进村率８０％以上。
宣传内容

普及人口理论、方针政策、避孕节孕、优生优育基础知识，突出宣传中、省 《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条例》及地 （市）、县所做的 《决定》 《规定》 《实施办法》

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利用 “５·２９”计生协会纪念日、“７·１１”世界人口日和每年的 “三

下乡”、计划生育突击活动月，广泛开展以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男女平等、革除陈规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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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婚育新风为主要内容宣传活动，宣传品进村入户率达到１００％。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汉阴县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部、民政部、

文化部、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表彰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度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第三节　计划生育政策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７日，汉阴县人民政府颁布 《关于贯彻 〈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办法

的通知》，重申坚持三个不变：坚持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

生育一个孩子，按规定条件审批，有计划地生育二胎；坚决杜绝生育三胎。并根据 《条

例》对超生做出相应的处罚规定。１９９１年，制订计划生育工作奖励和一票否决的具体规
定，对计划生育工作排名后五位的乡镇予以通报批评和黄牌警告。

农村独女户家庭奖励扶助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起，对农村年满５５周岁，只有一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政府给每人
每月发放５０元扶助金。２００９年１月起，农村独女户家庭夫妇年龄５５～５９周岁 （６０周岁
后转入享受国家奖扶），每人每月从５０元提高到６０元，当年全县有９８人享受此政策。
２０１０年有１０３人享受此政策。

农村放弃二孩奖励

２００８年起，对农村符合政策规定可以生育二孩，夫妻双方主动放弃二孩生育指标，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采取安全、适宜、长效节育措施，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家庭，给予一次性奖励４０００元。
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扶助

２００７年起，农村户口，女方年满４９周岁，因丧偶或离婚形成的单亲家庭，单亲一方满
４９周岁，其独生子女在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发生意外死亡或被依法
鉴定为三级以上残疾，夫妻双方未再生育或未领养子女，且领有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独生子女死亡的每人每月１００元，伤残的每人每月８０元。２００８年全县有７９人享受政策，领
取扶助金９３２３４元。２００９年有８６人享受扶助政策，２０１０年有１０４人享受扶助政策。

计划生育家庭新农合医疗补助

现无子女、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死亡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夫妻及０～１８周岁
的子女，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享受个人参加 “新农合”免费补助。２００８年，全县享受补
助８０１０人１６０２００元。２００９年，享受补助９２１３人１８４２６０元。２０１０年，享受补助１００６７
人２０１３４０元。

独生子女保健费和婚育假

对职工实行晚婚的，在法定婚假基础上增加婚假２０天，实行晚育的，在法定产假基
础上增加产假１５天，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１０天，在产假期间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的，另增加产假３０天。职工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自领证

之日起至子女１６周岁为止 （２００９年以前１４周岁止），凭证每月领取不低于１０元的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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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保健费。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民或城镇其他人员，２００８年发放１７８９
户，２００９年发放１８５６户，２０１０年发放１７５２户。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

２０１０年，对城市户籍男满６０周岁、女满５５周岁以上，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独生子女父母每月发放１０６元补助金。
县级计划生育家庭其他优惠政策

除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有关计划生育政策外，汉阴县还制定了一

些地方性计划生育优惠奖励政策。２００３年起，为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父母办理养老保
险，对符合政策生育的农户，住院分娩产妇费用一律免费。２００９年起，实行对初中升高
中的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子女给予加１０分的鼓励。在移民搬迁中，按人均落实搬迁补助金
时，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多发给一个人份的补助资金，双女绝育户多发给半个人份的补

助资金。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给予领证的独生子女户增加一个人份的林地承包面积

和集体收益份额；优先将符合条件的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纳入危房改造实施范围，

各级规定的补助资金和配套资金优先发放。

第四节　节育措施

围绕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人口政策，

汉阴县制定 “一上 （一胎上环）、二扎 （二胎结扎）、加药具 （不适宜手术节育的推行药

具），措施失败要补救”的节育技术措施和 “六清两落实”（节育措施落实清、计划外怀

孕补救清、超生对象处理清、超生子女费征收清、早婚早育查处清、计划生育领域不正

之风查处清；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人口指标落实）的计划生育工作考核目标，使计划生

育逐步成为常规工作，有效控制人口增长。１９９０年，实行节育药具管理，推广药具合同，
免费发放为主渠道，辅以市场调节，满足各类人群节育，提高药具应用率和使用有效率。

１９９１年，始开展 “三查”（查环、查孕、查病）服务。１９９２年，陕西省计生委为汉阴县
订购３０万份 “早孕诊断试剂”、１１台便携式Ｂ超、探环仪，分发各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
此后每季度开展一次 “三查”服务，并作为镇村实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一项常规性工

作纳入年度考核。１９９６年试行知情选择。２０００年，连续举办４期节育药具管理人员业务
知识培训。２００１年，取缔一批未经计划生育服务站注册登记发证的节育药具售点，打击
假冒伪劣药具，净化节育药具市场。２００２年，全县１８个乡镇２０７个村配齐节育药具管理
服务人员，配置节育药具专用柜，组织开展节育药具知识竞赛。２００４年，把节育药具发
放与知情选择列入计划生育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加大考核检查力度，逐步健全节育药具

管理服务网络。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所有村、社区全部配齐药具箱，落实管理服务责任。
２００８年，被省政府命名为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被省计生委命名为 “省级

计划生育信息化达标县”。２１个村被县政府命名为 “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４３６６户达
到计划生育新家庭标准。其中，双乳镇三同村被命名为省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平

梁镇安合村、长坝村、城关镇龙岭村、涧池镇军坝村被命名为市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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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２００９年，１２个村被县政府命名为 “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３１７８户达到计划生育
新家庭标准。其中，涧池镇栋梁村被命名为省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城关镇中堰村、

蒲溪镇盘龙村被命名为市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２０１０年，１３个村被县政府命名为
“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２７７８户达到计划生育新家庭标准。其中，双乳镇三同村被命
名为国家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涧池镇西坝村被命名为省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

汉阳镇长岭村、双乳镇叶家坝村被命名为市级计划生育新农村示范村。

第五节　生育水平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深入人心，奖惩措施、节育手术措施严格推行，该县生育水平基

本控制在计划指标以内。晚婚率从１９８９年４５４％提升到２００７年６１６％，上升１６２个百分
点。至２０１０年，晚婚率为４６６％。计划生育率从１９８９年７１２％提升到２０１０年９８１％，上
升２６９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从１９８９年１６８８‰下降到２０１０年９６８‰，下降７２个千分
点；一孩率从１９８９年５４５％提升到２０１０年７７５５％，上升２３０５个百分点；二孩率从１９８９
年４０８％下降到２０１０年２２４％，下降１８４个百分点；多孩率从１９８８年４８４％下降到２０１０
年００４％，下降４８个百分点；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平均９０％以上。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计划生育水平主要指标统计表
表３－２－１

年　度
节育

人数 （人）

计划生

育率％

人口出

生率‰

一孩

率％

二孩

率％

多孩

率％

晚婚

率％

独生子女

领证率％

已婚育龄妇女

综合避孕率％

１９８８ １１０９２ ７４３２ １５７５ ５６３２ ３８８３ ４８４ ４５６８ １０５ ８３６２

１９８９ １０８２６ ７１２ １６８８ ５４５ ４０８ ４７ ４５４ — ８２

１９９０ ２９２２３ ８１５９ １６８４ ５７３９ ３７６７ ４９４ ３７６７ ３２３ ８４１８

１９９１ ４７４２６ ８１９２ １４３１ ６７６４ ２７０６ ５３ ４１７６ ２５３ ８４９１

１９９２ ４６３２７ ８７６３ １５２１ ６８５３ ３０４５ １０２ ５５ ３０１ ９０２

１９９３ ４８１３０ ９１１１ １２６８ — — — ４９１４ ３６６ ９２７１

１９９４ ４６４７１ ８７８３ １３６４ ６８９２ ２９６９ １３９ ３３５５ ３７７ ９１６９

１９９５ ４７８０１ ８６１９ １４４４ ６６８１ ３２２８ ０９１ ５６７２ ３６５ ９３４２

１９９６ ７２８８ ９２１３ １０１８ ６９４１ ３０４２ ０１７ ５９４３ ３９１ ９２５９

１９９７ ４７８８９ ９１５８ １１１８ ７１５９ ２８１９ ０２２ ４００９ ３７１ ９２４４

１９９８ ４８４０２ ９３０８ ８６５ ７３３９ ２６６１ ０ ４３４１ ０ ９０３１

１９９９ ４６１０６ ９５０５ ７９６ ７３８５ ２６０２ ０１３ ４９１１ ５４７ ８９２２

２０００ ２２１６ ９５１９ ７６８ ７３４４ ２６５１ ００５ ６１２２ ５７８ ９０２６

０８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年　度
节育

人数 （人）

计划生

育率％

人口出

生率‰

一孩

率％

二孩

率％

多孩

率％

晚婚

率％

独生子女

领证率％

已婚育龄妇女

综合避孕率％

２００１ ２６７０ ９５５ ７１４ ７１７ ２８３ ００５ ４１１ ５７７ ９２５

２００２ ２８４６ ９６ ６８８ ７１６ ２８４ ０ ４０４ ５８８ ９１９

２００３ ２９８４ ９５５ ７０４ ６９１ ３０９ ０ ５０３ ６５８ ９１３

２００４ ２６４８ ９６２ ６３５ ６７１ ３２７ ０２ ４４５ ９０１ ９２７

２００５ ２６８１ ９７４ ６２８ ６６１ ３３７ ０２ ４２５ ９２２ ９２８

２００６ ２７４６ ９６７ ６２５ ７２０ ２７８ ０２ ４５４ ６８７ ９２５

２００７ ２７２３ ９７ ６４０ ７３２ ２６８ ０１ ６１６ ７１９ ９１９

２００８ ２６８８ ９７９ ６５１ ８１３９ １８６１ ０ ４２６３ １３７ ９１２

２００９ ２７８３ ９８１ ８０６ ７９８３ ２００７ ０１ ４２７９ １５３３ ９１７

２０１０ ２９５２ ９８１ ９６８ ７７５５ ２２４１ ００４ ４６６ １５９８ ９１５９

１８第三编　人　口





第四编

农牧业

汉阴县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县。１９８８年，全县农业总产值６９５８万
元。其中，种植业４１４５３万元，畜牧业２４７８万元。１９９０年以后，改革耕
作制度，推广应用良种良法，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以后，中央采
取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实行 “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实施农业

综合开发，投资２６１９万元改造６７万亩中低产田，以及大规模扶贫开发，
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至２０１０年，农业总产值
１４１２４２万元，农业增加值８３５３４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８４２８８万元，
林业产值９０１９万元，牧业产值４０７３６万元，渔业产值２１９９万元，农林
牧渔服务业产值５０００万元。粮食总产１１０２１９吨，油料总产２４４８１吨；
生猪、牛、羊、鸡饲养量分别为 ６２４４万头、３７６万头、８７５万只、
２０３１６万只，出栏分别为３４万头、１２２万头、４５万只、１０３７万只。



第一章　种植业

第一节　种植业产值

１９８８年，全县种植业总产值４１４５３万元，占农业总产值６９５８万元的５９６％。１９９０
年以后，随着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先后推广

应用玉米、水稻三项技术等各项农业重大成果，落实 “米袋子”“菜篮子”，实行 “两减

免、三补贴”政策，种植业稳定发展。１９９６年，种植业产值１８５７７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２５６２７万元的７２５％。２０００年，种植业产值１４０２０万元，占农业总产值２２３７４万元的
６２７％。进入２１世纪后，农民外出务工增多，出现土地撂荒现象，种植业产值有所下降。
至２００７年，种植业产值２９９２０万元，占农业总产值５６２２８万元的５３１％。２００８年，种
植业产值７４２６２万元，占农业总产值１２８９１７万元的５７６％。２０１０年，种植业产值
８４２８８万元，占农业总产值１４１２４２万元的５９７％。

第二节　粮食种植

　　粮食品种
夏季作物　月河川道和汉江以北浅山丘陵地区主要种油菜、小麦、马铃薯及豌豆、

胡豆、大麦等夏杂粮，秦岭中山、凤凰山区主要种植马铃薯、小麦，间有夏杂粮和油菜。

秋季作物　月河川道和汉江以北浅山丘陵地区主要种水稻、玉米、红薯、大豆及套
种绿豆、小豆等豆类，秦岭中山、凤凰山区主要种植玉米、红薯，间有水稻和大豆等。

　　粮食产量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粮食产量直线上升，１９９３年超过１０万吨。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严重干

旱，粮食产量回落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水平。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连续三年粮食产量超过
１０万吨。１９９８年总产量１１８９２３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平均亩产２３９８千克，农业人口
人均产粮４６０千克。１９９９年以后，退耕还林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油菜种植面积，加之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总产量又有回落。２００４年后，中央出台减免农
业两税 （即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和粮食、良种直接补贴等优惠政策，刺激农民种粮积

极性，总产量又逐年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粮食播种面积４２４万亩，总产超过１１万吨。
水稻　水稻为该县首位粮食作物。亩产最低年份１９９４年，仅３１４７千克；种植面积

最低年份 （干旱）１９９５年，仅６８００亩。种植面积最高年份为１９９８年，达１３万亩；亩产
最高年份为２０１０年，达４９６千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在月河川道建立２个万亩无公害优质
大米生产基地 （平梁、城关、永宁、蒲溪），通过陕西省农业厅、农业部认定和认证。

４８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２００８年，在平梁、城关、涧池、双乳、永宁、蒲溪等乡镇示范优质高产水稻１８万亩，
平均亩产５８６千克，较全县水稻平均亩产增１０５千克。２０１０年，种植面积１１０８万亩，总
产５４９６６吨。

玉米　玉米是该县旱粮优势作物。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亩产仅 １１０千克左右。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亩产在 １４７～１５４千克之间。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特大旱灾，亩产仅 ５５～６５千克。
１９９６年以后亩产在１８０千克以上 （除１９９９年干旱年份）。２００７年亩产创２８２６千克历史
最高，是１９８８年的２６６倍。２００８年，建立高密度玉米栽培竞赛示范点２１处６５００亩，平
均亩产５８５千克，较全县夏玉米平均预产亩增２０６５千克。

小麦　小麦是该县夏季主要粮食作物，平均亩产１４５６千克。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年，种植
面积始终稳定在１０万亩左右。２００２年以后，种植面积下降至５万 ～６万亩左右。２００８
年，建立小麦良种繁育点４５００亩，无偿为３８７０户农户提供高产优质小麦原种４０５万千
克，繁育小麦良种１１０万千克，可推广种植１２万亩。小麦良种繁育农户亩增收１５０元。

马铃薯　亦粮亦菜。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播种面积稳定在５万 ～５５万亩之间。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播种面积在３３９万 ～４６万亩之间。２００７年以后播种面积上升到６万亩以上。
推广新品种，产量 （５∶１折合原粮，下同）出现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
总产达７１００吨以上；第二个高峰是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总产达７６００吨以上；第三个高峰是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７年前总产达９１００吨以上，２００８年以后超过１万吨。最低年份１９９５年，
总产只有４０００吨；最高年份２０１０年，总产达１３８４７吨。特别是第三个高峰，播种面积不但
没有增加，总产还达最高水平。种植面积、总产分别占夏粮面积和总产３０％、３２％以上。

红薯　红薯是一种耐旱稳产作物，既是辅助食粮，又是畜牧养殖的青、精饲料。淀
粉是制作粉条的主要原料，在粮食作物中排列第四。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年，每年栽插面积５５
万亩以上。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为亩产最低年份，仅１１０千克左右。种植面积最高年份１９９６
年，达７３８万亩；最低年份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７年，面积３５万亩左右。亩产最高年份２００５
年达到２６４千克 （５∶１折合原粮）。２００８年，推广红薯高产栽培技术４１万亩，平均亩产
２２５０千克。

大豆　大豆俗称黄豆，以与玉米套种为主，产量不稳定。１９８８年播种３０８万亩，产
量２０９８吨。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稳定在２１万～３０８万亩之间，１９９７年以后在１１万～１７万
亩之间。面积最小是２００２年，仅０５万亩。总产最高是１９９０年２２５５吨；最低是１９９７年
４９３吨。平均亩产最高年份是２００５年１３５３千克，最低年份是１９９７年２９３千克。

夏杂粮　以豌豆、胡豆、大麦为主，面积和总产分别占夏粮面积和总产的１０２％、
６２％。亩产最高１１４５千克，最低４０５千克，平均８５２２千克。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种植面积
在２３９万～３万亩之间，处于最高峰。处于最低谷的是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只有７０００亩
左右。秋杂粮以绿豆、小豆为主，有少量巴山豆、打豇豆、荞麦等，豆类以玉米套种为主。

１９８８年播种面积０９４万亩，总产４１５吨，平均亩产４４１千克。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
和２００５年播种面积万亩以上，其他年份均几千亩，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不足３５００亩。２００３年
前，产量不足千吨。最高年份是２００７年，总产１１９４吨，平均亩产１４５６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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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统计表
表４－１－１ 单位：万亩、吨

年　度
水　稻

面　积 产　量

小　麦

面　积 产　量

玉　米

面　积 产　量

大豆及杂粮

面　积 产　量

粮　食

总面积
粮食总产量

１９８８ ８５６ ３７６６９ ９３６ １１９２６ １１６６ １２３７５ ６４１ ４４９９ ４８０９ ８４０７２

１９８９ ９２９ ３９８８６ １００４ １３９１７ １１２６ １２１２８ ６６２ ５０８５ ４９３７ ８８１０６

１９９０ ９５ ４０５２０ １２０７ １４２４０ １２ １３０８０ ７ ５４７１ ５１５７ ９０８６１

１９９１ ９６５ ４４５１５ １０３ １４３４６ １０９１ １６１２８ ５５５ ５００７ ４７８６ ９９６５８

１９９２ ９６４ ３８９６６ １０５ １７１８９ １０６３ １６４４７ ４９４ ４５２５ ４７０１ ９７１２６

１９９３ ９８１ ４２４４５ １１７３ ２０７６９ １０７１ １５９７６ ５４４ ４３８６ ４９６０５ １０４６６５

１９９４ ９６３ ３０３０３ １０７２ １７４７６ １０８ ５９６３ ４９８ ２７７９ ４７１６ ６９７２９

１９９５ ６８ ２６４９６ １０７１ １８６７４ １０３８ ６７８９ ５２９ ２４４４ ４４０７６ ６４８９６

１９９６ １０６ ５０１７８ １１０２ １０８３７ １０６１ １９３７０ ４１７ ２５０６ ４９２５ １０６６５７

１９９７ １０１ ４７０２６ １１１４ ２０９３５ ９４１ １５７０３ ３７３５ ２０２８ ４５８２５ １０６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１３ ５４８４７ １１０８ １９５０５ ９７８ ２０３９１ ４０４ ３５５３ ４９５８４ １１８９２３

１９９９ １０７２ ３５６５０ １０９５ １０４１４ １０４２ １１５９０ ４０３ １６１６ ４８２１６ ７６１５７

２０００ １０２９ ４１９３９ １０７１ １１６９９ １０３ １９７３６ ３７８６ １５０７ ４５６ ９１８６１

２００１ １０４９ ４４５１０ １０２１ １０６７２ ９７９ ２０９８１ ２６３８ １８６６ ４３３６５ ９５４０４

２００２ ９７３５ ３７３３１ ８２１７ １１３０７ ８７４４ １７４４０ ２１４７ １４８２ ３７４４１ ８５１１５

２００３ ８７８７ ３３７１２ ６８５５ １０２５１ ８３４ １７４８５ ２１７８ ２０７０ ３２９６ ７９６２８

２００４ ９８０１ ４４０５４ ５６７ ８２７０ ６５９ １０１５１ ４３４ ４９９０ ３６０２１ ８５５２１

２００５ １０４８ ３６８４１ ４８３８ ９０１３ １０５７ １９１７８ ４０８７ ３７５０ ３９４９３ ９１０８８

２００６ １０５８ ４３３６７ ５８７６ １１３９７ １０４６ ２１１６４ ３６２８ ３６３４ ４０１１５ １０２４２５

２００７ １０４４ ４５１９２ ６２４２ １１１７４ １０４１ ２９４１４ ３６５５ ３６７５ ４０４８１ １１４２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１ ４９１５７ ５５０９ ８７６６ ６９８ １１４９３ １４６ ２０１６ ３７２９６ ９３７２８

２００９ １０９ ５１８６１ ５６０１ ８９７０ ８６４ １５７９５ １４８ ２１９６ ３８９６２ １０２３７４

２０１０ １１０８ ５４９６６ ５６５４ ９２９５ ９０８ １６９４４ １５ ２３０３ ４２４０７ １１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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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作物

汉阴县经济作物主要以油料作物与蔬菜为主，间有烟叶、苎麻等。

油料

汉阴县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和总产总体呈上升趋势。１９８８年，全县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４３５３万亩，总产４２７６吨。２００２年以后，油料作物种植面积９万亩以上，总产１万吨以
上。２００５年以后，油料作物种植面积１１万亩以上，总产１６万吨以上。至２０１０年，油
料作物种植面积１５１３７万亩，总产２４４８１吨。

油菜　油菜作物经济价值较高，耕作、收获简单，播种面积不断上升。１９８８年播种
面积４１５万亩，总产３８８８吨，平均亩产９３７千克。２００５年以后，播种面积超过１０万
亩，总产１５万吨以上。２００８年，推广稻茬油菜免耕覆盖栽培技术１２万亩，项目示范
区油菜平均亩产１８６千克，较普通栽培亩均增产３０千克，且稻田秸秆还田 ＋油菜免耕技
术示范每亩节本增效２１０元。至２０１０年，播种面积１４１３８万亩，总产２２７９０吨，亩产
１６１２千克。

芝麻　１９８８年种植面积１２００亩，产量５５吨；１９９３年播种面积增长到１８００亩，产量
９０吨；１９９９年播种面积 ３８００亩，产量 １８７吨；２００５年播种面积 ３８４０亩，产量增长到
３４９吨。２００７年播种面积回落到２１００亩，产量１９９吨。

花生　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０年，种植面积不超过３０００亩，产量在９１～３３１吨之间。２００５
年以后，种植面积增长到４０００亩以上，产量６１３～７１３吨。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油料作物统计表
表４－１－２

年　度
面　积

（万亩）

总　产

（吨）

其中：油　菜

面　积

（万亩）

产　量

（吨）

年　度
面　积

（万亩）

总　产

（吨）

其中：油　菜

面　积

（万亩）

产　量

（吨）

１９８８ ４３５３ ４２７６ ４１５ ３８８８ ２０００ ８３６２ ６５８９ ７６８９ ６２６３

１９８９ ３８９ ４２８３ ３５４ ３８６５ ２００１ ８６６ ６０５０ ８０４５ ５５８９

１９９０ ４４ ５６０２ ４ ５２９６ ２００２ ９４５ １１３２８ ８９０１ １０２９２

１９９１ ５７６ ７７２９ ５２１ ７３８１ ２００３ ９２０１ １２２０７ ８７１ １１４４４

１９９２ ６２２ ７６２１ ５８２ ７２４４ ２００４ ９１５１ １４１７７ ８８２ １３１７６

１９９３ ３８６ ４７０４ ３４１ ４３０９ ２００５ １１４８７ １６３７７ １０７７４ １５３５２

１９９４ ５８２２ ６６７５ ５３７ ６５１５ ２００６ １１２４ １７４４８ １０６２ １６６４７

１９９５ ６８２ ７８２６ ６５２ ７６９９ ２００７ １１３５ １７５６６ １０９６ １６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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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面　积

（万亩）

总　产

（吨）

其中：油　菜

面　积

（万亩）

产　量

（吨）

年　度
面　积

（万亩）

总　产

（吨）

其中：油　菜

面　积

（万亩）

产　量

（吨）

１９９６ ７１４ ３３３９ ６１５ ２９６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６７ １８７３８ １１９３４ １７６６２

１９９７ ７１２４ ８４５２ ６３７６５ ８１４０ ２００９ １４０８２ ２２２８７ １３１０１ ２０６５８

１９９８ ７２３７ ８１５０ ６６７１５ ７７１８ ２０１０ １５１３７ ２４４８１ １４１３８ ２２７９０

１９９９ ８１４３ ４８００ ７２６９ ４５１６

蔬菜

农户种植，大部分是自种自食，城镇居民、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食菜，一部分由

城镇附近农民生产上市，一部分由蔬菜专业村、组生产上市，另一部分由蔬菜经营专业户从

外地贩运上市。蔬菜种植以 （白）萝卜、白菜、莲藕、茄子、西红柿、黄瓜、甘蓝、菜花、

辣椒、芹菜等产品为多，一般亩产１７５０千克左右。白菜、（白）萝卜、西红柿、黄瓜等种类
可达５０００千克左右。
１９８８年，蔬菜种植面积１６２１１亩，产量１９６４４吨，平均亩产１２１３千克。１９９７年以

后，种植面积扩大到３万亩以上。２００３年，建立涧池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引进鄂
莲４号、５号莲藕新品种，亩产可达４０００千克。２００５年蔬菜种植上升到７万余亩。２００８
年，发展蔬菜栽培中小拱棚１５万个，主要以无公害早春菜、秋延菜为主。２０１０年，蔬
菜种植面积９７５２５亩，其中 （白）萝卜种植面积达到１２０００亩，莲藕种植面积达到８０００
余亩，总产１５６３９４吨，食用菌产量２５８４吨、香菇产量７８４吨。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蔬菜种植统计表
表４－１－３

年　度 面积 （亩） 总产 （吨） 亩产 （千克） 年　度 面积 （亩） 总产 （吨） 亩产 （千克）

１９８８ １６２１１ １９６６４ １２１３ １９９６ １７４００ ２１６９８ １２４７

１９８９ １６３５５ １９４７９ １１９１ １９９７ ３２７１５ ５５３５４ １６９２

１９９０ １６３７０ ２０４９５ １２５２ １９９８ ３７３６５ ５４５０３ １４５６

１９９１ １６７５０ ２３３０５ １３９１ １９９９ ３４８１５ ４３７２８ １２５６

１９９２ １９２６０ ２６３０９ １３６６ ２０００ ３３２１０ ４３０４０ １２９６

１９９３ １９３２３ ２５０８１ １２９８ ２００１ ３９６５９ ５３７７８ １３５６

１９９４ １８９３６ ２６９８４ １４２５ ２００２ ３６２５５ ４４９１４ １２３９

１９９５ １８５９３ ２５７８８ １３８７ ２００３ ３２５０５ ５２７１６ １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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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面积 （亩） 总产 （吨） 亩产 （千克） 年　度 面积 （亩） 总产 （吨） 亩产 （千克）

２００４ ４６６８０ ８００４１ １７１５ ２００８ ８５５４５ １２３５３６ １４１８

２００５ ７１１４９ ９５６６９ １３４４ ２００９ ９１５７６ １４１１３４ １５４１

２００６ ７９７２５ １１５８６ １４００ ２０１０ ９７５２５ １５６３９４ １６０４

２００７ ８１４２０ １１９０９７ １４６３

烟叶

１９８８年种植１５００亩，产量１９０吨。１９９２年发展７８０７亩，产量１６２０吨。此后连续四
年种植面积下降，１９９７年又增长到８０８５亩，产量２３１６吨。１９９８年以后，种植面积连年
下降，到２００７年只有５５０亩，产量８２９吨。

第四节　农业技术

　　耕作技术
间作套种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每年推广间作套种技术均在７万亩以上，亩均增产

粮食２６千克，年增产粮食１８２万千克。在生产实践中摸索出粮粮间套 （小麦套玉米、土

豆套玉米、小麦收后套种红薯等）、粮经间套 （魔芋套玉米、玉米套大豆等）多种间套模

式和间套带型。

黄泥巴改良　县境内有黄泥巴土壤２２万余亩。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推广作物收获留高茬、
秸秆还田、深翻土壤、增施有机肥等多种农业措施，改善黄泥巴土壤结构，增加土壤有效氧

和孔隙度，减轻黄泥巴的土壤侵蚀，使黄泥巴理化性状显著改善，提高作物产量。

设施农业　发展设施农业增温保墒，提高作物复种指数和优质作物反季节生产。涧
池镇西坝村、紫云村，永宁乡民主村、中营村，蒲溪镇蒲溪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展
竹木结构中小拱棚设施蔬菜生产。２０００年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聚乙烯、聚氯乙烯塑
料薄膜大量推广使用，涧池、永宁、蒲溪等乡镇的中小拱棚优质蔬菜生产，成为全县设

施农业中主要的生产模式。２００１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县原种场租赁土地，修建两
座日光温室，开展工厂化塑料软盘旱育秧和早熟西瓜示范，带动平梁、城关、涧池等镇

日光温室生产技术的推广。

免耕技术　２００４年，涧池镇开展水稻收获后种植小麦免耕技术示范３５亩，水稻收
获后栽培油菜免耕技术示范２５６亩。２００５年，全县扩大至５个乡镇，示范面积４８６亩，
共计节本增效３３５万元。２００６年，推广稻茬麦油免耕栽培技术２５５万亩，共计节本增
效２８９６万元。２００７年，示范推广稻茬麦油免耕栽培技术３２１万亩，共节本增效３４５万
元。还开展了水稻免耕栽培、稻茬马铃薯免耕栽培、玉米免耕栽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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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技术
玉米三项技术　地膜玉米、玉米营养钵矮化育苗移栽、玉米拱膜育苗移栽三项综合

配套技术，有效解决中高山积温不足，保证玉米生育期，确保玉米全苗、壮苗栽培、避

开伏旱等系列问题。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每年推广玉米三项技术３万～６万亩。
水稻三项技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推广温室两段育秧、三大栽培及水稻垄作技术。９０年

代推广水稻肥床旱育秧、水稻抛秧和水稻垄作技术。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每年推广水稻三项
技术面积４万～８万余亩。

马铃薯三项技术　脱毒种薯、地膜栽培、垄作栽培三项技术，解决了马铃薯生产秋
冬播积温不足、薯种品质退化等问题，促进产品提早上市，增加农民经济收入。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利用 “温饱工程”及农科教结合项目，累计推广马铃薯三

项技术１５７６万亩。此后，马铃薯三项技术普及率占其播种面积９５％以上。
水稻旱育抛秧　１９９８年，引进水稻旱育抛秧栽培技术。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租赁原种场土地３２亩，开展水稻塑料软盘旱育秧工厂化生产示范。此后，每年
推广水稻旱育抛秧技术１８万亩，累计增收节支１１０７万元。

无公害生产技术　２００２年始，开展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认定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
术推广。形成月河川道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以平梁、城关、涧池、永宁、蒲溪等

乡镇为核心的无公害水稻生产基地和无公害油菜生产基地。

稻鸭共育技术　２００３年，在涧池镇军坝村示范稻鸭共育２５亩。２００４年，在涧池镇
西坝村、城关镇五一村示范稻鸭共育１０００亩。２００５年，在涧池镇军坝村、城关镇五一村
示范１０００亩。２００６年，在涧池镇军坝村示范２５０亩。２００７年，仍在涧池镇军坝、西坝村
和城关镇五一村示范１０００亩。示范点每亩节省农药费３０元，节省劳力２个，每亩共可增
收节支３００元左右。

品种改良

该县优质作物品种更新换代较快，特别是水稻、玉米、油菜及小麦、马铃薯、红薯

等优良新品种推广和更新迅速。

肥料施用

１９９０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开展肥料试验，取得土壤肥料效应、作物产量之间的
相关数据，在城关、龙垭两个镇进行配方平衡施肥示范。２００２年，开展高效沼气综合利
用技术示范，新建高效沼气池４５００余口，开展沼液、沼渣综合肥效利用，改变肥料使用
结构，提高作物产量及品质。至２００６年，累计在月河川道６乡镇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测土
配方平衡施肥示范３２万亩。２００７年，汉阴县被农业部批准为部级测土配方平衡施肥补贴
项目县，购置３０余万元各类化验仪器设备，采集化验土样３０００个，培训农户６５万余人
次，完成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技术４０万亩。２００８年，实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５４万亩，检
测化验土壤样品１８００个，为农户提供施肥处方４０个。全年增产粮油１８６６万吨，减少不
合理施肥量８６７５吨，增收节支４３７２３５万元。２０１０年，实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６０万亩，
采集化验土样５００个，建立测土配方施肥村级示范点１１０个，１１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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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一览表
表４－１－４

农作物 推广年度 新品种

水　稻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主要推广桂朝２号、Ｄ优６３、汕优６３、协优６３、红优６３；搭配推广Ｄ优６４、

１０号，窄优８号、汕优６４等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主要推广汕优６３、６４，Ｄ优６３、协优６３、岗优２２、金优晚３；搭配推广岗优

１２、Ｄ优１０号、汕优多系１号、Ｋ优５号、马协优６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主要推广岗优２２、金优 ６３、７２５，金优晚 ３；搭配推广金优 ７７、２０７，Ｋ优

６１５、１９５，汕优晚３、汕优６３、协优６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主要推广金优７２５、６３、５２７、１１７，两优培９、Ｄ优６８；搭配推广川香优２

号、丰优香占、丰优２８、金优２０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主要推广丰优７３７、２８，国香５号、宜香３００３、１５７７、２１３，金优１１７、川丰６

号，中优１７７、８５等；搭配推广丰优香占、宜香２０８４、金优２０７

玉　米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主要推广丹玉１３、掖单１３、郧单１号、户单１号；搭配推广南七单交、安

２６、恩单２号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主要推广中单２号、陕单８９０、８９１，掖单１３、１９，户单１号、郧单１号、豫

玉５号；搭配推广陕单９０２、单玉２、１３号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主要推广掖单１３、１９，户单４号、豫玉２２、农大１０８、屯玉１号；搭配推广

登海１１、３号，农大３１３８、郧单１号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主要推广临奥１号、东单６０、豫玉２２、屯玉１号、农大１０８、掖单１９；搭配

推广三北６号、潞玉１３、登海３号、东单１３，金龙１１８、１号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主要推广潞玉１３、豫玉２２、三北６号、中北恒六、秦玉２号、正玉２０３等；

搭配推广绵单１号、登海１１、金龙１号、中玉９号、蜀龙１８

小　麦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主要推广８１－２４、川育８号、绵阳１１、１９号；搭配推广９９２０、１０５８１、绵阳

１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主要推广绵阳１５、１９、２０，３０３４，川育８号；搭配推广绵阳１１、６９，８８－

６３、８９－３０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主要推广绵阳２６、９２－３３０、绵农４号、８９－３０、川育８号；搭配推广绵阳

１９、２０、６９，３０３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主要推广川麦１６、绵阳３０、汉麦５号；搭配推广川麦１０７、绵阳２６、绵农４

号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主要推广绵农６号、绵阳３１、川麦１０７、汉麦５号；搭配推广绵阳２９、９７－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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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作物 推广年度 新品种

马铃薯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安薯５６、秦芋３１号、秦芋３０号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克新１号、沙杂１５、安薯５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早大白早５０、费乌瑞它、紫花白、克新１３、尤金

红　薯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徐薯２２、徐薯１８、胭薯１８、唐山红、南薯８８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徐薯１８、烟薯１４、济薯５号、鲁薯８号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梅营１号、豫薯１２、１３、８６８，徐薯１８、秦薯４号

油　菜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主要推广中油低芥１号、秦油２号；搭配推广中油８２１、秦油１０３等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主要推广秦油２号、杂油１号；搭配推广中油８２１、１１９，黄杂１号等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主要推广秦油２号、７号，杂油５７、黄杂１号；搭配推广中油８２１、汇油５０、

城油９８１、陕油６号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主要推广秦油２号、绵油１１、１２，秦优６号、７号，油研７号；搭配推广科

油２号、汇油５０、城油９８１、黄杂油１号，陕油６号、８号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主要推广秦优７号、８号，陕油８号、德油８号、中油６３０３；搭配推广陕油９

号、中杂油２号、油研７号、秦油２１１、华杂油１２、甘杂１号、希望９８、中

双８号等

第五节　植物保护

１９８８年，县植物保护站引进推广增产菌，当年示范推广 ２５万亩，增产 １７４％。
１９９３年，引进甲磺隆、油磺隆、乙草胺等新型化学除草剂。１９９６年，龙垭、铁佛、永宁
３乡镇４个村发生毒麦１７６亩，采取 “换、轮、查、拔”，１９９９年彻底根除。

１９９７年，县植保站承担的 “秦巴山区新型农田化学除草应用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

获安康地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１年，引进８０余盏频振式杀虫灯，用于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２００４年，县政府筹措资金９８万元，购进粉锈宁和喷雾器，小麦条锈病得到有
效防治。２００５年，省农业厅将汉阴县列为 “农作物病虫害应急防治专业队建设项目”，先

后两次扶持防治机械２４０台 （其中：机动喷雾器１００台）、防护服１００套，组建城关、涧
池２支机械防治队和太平机械防治分队及一批机防专业大户，通过专业机手包防代治，有
效解决农业病虫防治难的问题。省农业厅还奖励１辆 “农作物病虫应急防治”专用车，

省植物保护总站配发光控智能型虫情测报灯、电脑、传真机等一批专业测报设施，传递

病虫测报资料实现网络化。２００６年，争取到 “农作物重大病虫控制区域站”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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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３０３万元 （中、省投资２７０万元）。县植保站承担的 “小麦条锈病防控技术研

究与推广”获陕西省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７年，县植保植检站在平梁镇高
梁铺村设立病虫监测点，严防水稻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入。２００８年，组建机防队３个，
培训机防手１２０人。防治农作物病虫鼠害４８７５万亩，挽回粮油８２８８吨，其中重大病虫
统防统治６５２万亩。２０１０年，新组建２个企业机防队，统防统治水稻病虫害１万亩、油
菜２万亩。

第六节　农业机械

土地承包到户后，机械作业面积趋于减少，１９８８年后逐年扩大，农机经营收入不断
上升。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各类农业机械５８８６台 （部），总值８８１３万元。其中，运输机械
６０３台、排灌机械１０９５台、收获机械１４６台、植保机械１９部、畜牧机械３３７台、加工机
械３６８６台。机耕面积２８２万亩，农机经营收入４２８７万元。１９９０年，全县有各类农业机
械５８５０台 （部），总值９０８７４万元。其中，运输机械４７９台、排灌机械８１５台、收获机
械１４２台、植保机械２４部、畜牧机械３４９台、加工机械４０４１台。机耕面积４５万亩，农
机经营收入１３１５６万元。２００４年实行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以后，农民购置农业机械积
极性高涨。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各类农机６５８７０台 （套），总动力１５万千瓦，总值７５００
万元，从业人员１４７１９人，修理网点８个，农机经营收入３０００余万元。机耕机耙作业面
积１２５万亩，机械插秧示范面积５０００亩，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４０％。
其中，玉米机脱率８０％，水稻机收水平超过７０％。创建农机安全示范村２个，农机安全
示范户１００户。

耕作机械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落实，大中型机耕犁和旋耕耙逐步被小型多功

能耕作机械代替，以 “水田耕整轮”和 “微型耕整机”为主的农田耕作机械逐年增多，

作业面积逐年扩大。１９９８年，县农业机械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研制水田耕整轮，配套泰
山２５型和丰收１８０型中小型拖拉机使用于水田作业，每小时作业达１３～１５亩，成为秋
季水田耕整作业主导机具，传入其他县、区和商洛、汉中等地。

２０００年，引进韩国微型多功能耕整机，因其价格昂贵 （２万元／台），未推广开。
２００６年，重庆合盛牌和富牌为主的小型耕整机以其价格低廉 （招标价７２００元／台，国家
补贴１５００／台）和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单、水旱两用、耕耙合一、好维修、作业效率
高的优势，很快占领汉阴农村市场。全县共有耕作机械５２０台、６５００马力。

植保机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引进推广机动喷雾器，以国产６～８千瓦小型背负式为主，全
县共有５００余台。但植保机械仍以手动喷雾器为主，全县有３６万余台，平均两户１台，
年防治病虫面积约３０万～４０万亩。

收获机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进小型人力或半机动 （６马力柴油机为动力）板桶式脱粒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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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拆装移动方便，３～５个劳力配套作业，日均收割水稻４～６亩。川道乡镇５０％的农
户有１台，山区乡镇１０％的农户有１台，全县有１７５万台，年收获水稻、小麦面积约６
万亩。２０世纪末，县农业机械局购置２台 （１２马力和３５马力各１台）“二手”日本水稻
联合收割机。２００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实施，实行农业机械购
置补贴政策，刺激农民购置农业机械积极性。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拥有各类收获机械１７５１２
台、１０５７２万马力。其中，大中型稻麦两用联合收割机１２台。

运输机械

２０００年，全县各类拖拉机总数１２００余台，总动力６万余千瓦。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４００余台，除农田作业外，主要承担农村生产、生活物资和建筑施工材料的运输。随着一
批先进新型 “农用运输车”相继落户，逐步占领拖拉机运输市场。至２０１０年，农用运输
车总数８００余台，各类拖拉机总数下降至５００余台。

第二章　养殖业

第一节　饲草饲料

１９８８年以来，大力推广人工种草和饲料青贮、氨化等技术，先后引进黑麦草、苜蓿
草、百三叶、蕉藕、聚合草等近２０余个品种。每年青贮量４０万 ～１００万吨，人工种草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亩，种植饲料玉米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亩。

１９９６年始，先后建立商品饲料营销点１２０余处，推广正大、希望、铁骑、康达乐等
品牌饲料近３０余种，年销售商品饲料近１２００吨。

第二节　畜禽饲养

饲养量

汉阴县饲养畜禽以猪、牛、羊、鸡为主，少量兔、马、鸭、鹅。１９８８年，肉类总产
５４７１吨，禽蛋总产 ９９１吨。畜牧业生产总值 ２４７８万元，占农业总产值 ６９５８万元的
３５６％。１９９５年，肉类总产６４４７吨，禽蛋总产６７９吨。畜牧业生产总值６９３５万元，占农
业总产值１９０２４万元的３６５％。２００３年，肉类总产突破１万吨，禽蛋总产突破１千吨。
２００７年，肉类总产突破２万吨，禽蛋总产突破３千吨。畜牧业产值２３３８５万元，占农业
总产值５６２２８万元的４１６％。２０１０年，牧业产值４０７３６万元，占农业总产值１４１２４２万
元的２８８％。

猪　１９８７年饲养１６７８０９头，农户户均饲养２７头。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饲养量逐年上
升。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受市场、价格、管理等因素影响，饲养量不稳定。２００２年后，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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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又逐年上升。２００４年，汉阴县月河川道无公害生猪养殖基地通过省农业厅认定。至
２００７年，发展养殖大户６９０户，规模养殖场１３个，生猪养殖示范村４个。２０１０年，生猪
饲养量６２４４万头。

牛　１９８８年，饲养耕牛２４５５２头，出栏４１８头。１９９３年，饲养耕牛２７２０５头，出栏
１６０５头。１９９４年后，调整养殖结构，突出养猪、养鸡，以及普及农业机械化，养牛大户
逐年减少。２００１年，耕牛饲养量降至２１６９８头。２００２年后，养牛从单一役用向役肉兼用
发展，饲养量逐年上升。２０１０年，牛饲养量３７６万头，出栏１２２万头。

羊　１９８８年，饲养１９５２２只。１９８９年开始封山育林，中高山区限制养羊，羊饲养量
逐年下降。２００３年，县委、县政府制定激励政策，并利用世界银行 “西部妇女项目”，引

进山羊新品种，扶持圈舍养羊，羊饲养量快速增长。至２０１０年，羊饲养量８７５万只，出
栏４５２万只。

鸡　１９８８年以来，引进新品种，推广标准化养殖，扶持千只、万只养鸡场，蛋鸡、
肉鸡成规模地发展。每年引进科宝２号、４号蛋、肉鸡４万只，爱洛英蛋鸡５０００只，超
大黄等肉鸡１０余万只，全县饲养量逐年上升。至２０１０年，饲养量２０３１６万只。

饲养管理

养猪多为圈养，养殖大户及大型养殖场均为正大标准圈舍。大户的圈舍为圈、厕、

沼一体化，一般农户猪圈多为人厕合一。养殖大户及大型养殖场仔猪、育肥猪均用配合

饲料喂养，农村一般农户育仔猪用配合饲料喂养，“架子猪”多半喂青饲料加粗饲料加少

部分精饲料，育肥猪多半喂精料或配合饲料。逐步改熟喂为生喂。

养牛专业户均为舍饲养管理，一般农户为放牧加舍饲养管理。养羊大多数为自然放

牧为主，养殖大户为放牧加舍饲加喂配合饲料。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家畜禽饲养统计表
表４－２－１

年　度
生猪 （头）

饲养量 出栏量

牛 （头）

饲养量 出栏量

羊 （只）

饲养量 出栏量

家鸡 （万只）

饲养量 出栏量

１９８８ １８０５３９ ６５５８０ ２４５５２ ４１８ １９５２２ ３２１６ ４４２６ ４１５４

１９８９ １９１６０５ ６９００４ ２６３４０ ５１６ １４４５９ ３４１９ ４５３２ １７７２

１９９０ １９８８８５ ７００３９ ２６８３４ ６５０ １３９３３ ３８２８ ４６４６ １６６６

１９９１ １９６２６９ ７２２４３ ２７１４３ １３０４ １０３２２ ３１０５ ４７５１ １３８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７４０５ ６８５２９ ２６８８８ １０３９ ８０８１ １９２１ ４６２４ １７３６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５３７ ８０９７０ ２７２０５ １６０５ ７５８４ １８２４ ４８７６ １９１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０９７２ ７９９８６ ２６２３７ １６６６ ６７２７ １８４１ ５４０７ ２６９１

１９９５ １５９５４９ ５１２２４ ２３５１９ １１３７ ７３６９ １４１４ ５１２６ ２１９

５９第四编　农牧业



续表

年　度
生猪 （头）

饲养量 出栏量

牛 （头）

饲养量 出栏量

羊 （只）

饲养量 出栏量

家鸡 （万只）

饲养量 出栏量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７６４ ８４８３３ ２３５９２ １０２３ ９２１４ ２３０５ ５５５６ ２５５２

１９９７ １９７２０６ ８７９４８ ２４２１５ １２９０ １０４３９ ２５９４ ５７８ ２５７７

１９９８ １６９６９７ ７２３６０ ２４２２８ １５３２ １０１０６ ２５１８ ６６９５ ３２５５

１９９９ １８０６６４ ７０２６６ ２６５６７ ２４６３ ９６７６ ２８６２ ６２ ３２

２０００ １８２０３７ ８５０５２ ２２９４６ ２２５３ ９２４９ ２８８８ ５５７４ ２８８８

２００１ １９７１６７ ９４５１８ ２１６９８ ２４５６ １３０７７ ３５９５ ５６９８ ２６３２

２００２ ２１８４２８ １０８３３９ ２３１０９ ２９７６ ２６０３５ ５４７４ ６１９１ ３０６８

２００３ ２３７０１９ １２３４０６ ２５３０８ ３９８４ ３５９４９ １３１７４ ６４８ ３２

２００４ ２６３６９４ １４２１５６ ２６５９６ ５１３３ ３５４５９ １６２５６ ８１３６ ４５２７

２００５ ３２８４１５ １７０５６３ ２７９００ ５７３９ ３４５９７ １５６９０ １１３２３ ５６０２

２００６ ３７９８３２ ２０１０４０ ２９８８６ ６８３４ ３９７７４ １５２７８ １３７５１ ６８２２

２００７ ３９６２７８ ２１６７９３ ３０３９９ ７３０１ ３９９６３ １８４０２ １５６５６ ７６４６

２００８ ４０３３００ ２２０８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２００ ４５５００ ２２４００ １４８７８ ７９９６

２００９ ４７７８００ ２６３９００ ３２３００ ９３００ ７０６００ ３２５００ １６２８３ ８８８

２０１０ ６２４４００ ３４０７００ ３７６００ １２２００ ８７５００ ４５２００ ２０３１６ １０３６９

第三节　品种改良

１９９０年，开始推广生猪人工授精技术。１９９３年，县人民政府在县肉联厂设立生猪人
工授精办公室，当年新建人工授精点４处，饲养种公猪１０头，年配种能力５０００头。１９９８
年，生猪人工授精技术改善，建生猪人工授精站１０处，饲养种公猪１５头，年配种近万
头。２００２年，引进秦川种公牛２６头、种母牛２８０头，犁木赞种公牛１５头、种母牛１２０
头，短角红种公牛１０头、种母牛８０头，进行品种杂交改良。２００７年，引进杜洛克、长
白、大约克纯种４８０头，其中公猪４０头，ＰＩＣ五元配套系品种５２头，公本２头，斯格公
本２头、母本６头，投放汉阴秦龙公司和月河养殖小区。推广二元母猪４１００头，良种鸡
２５万余只，其中蛋鸡２万只、肉鸡１万只、肉杂２２万只。建立县级供精中心１个，生猪
人工授精点１２处，全县发展适繁母猪１９４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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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疫病防治与检疫

１９８８年以来，建立健全县、区、乡、村防疫网络，每年畜禽防疫均以 “一疫、二瘟、

六病”为重点，做好春、秋两季防疫。除１９９８年城关镇太平村１３头猪和平梁镇合院村９
头猪发生猪口蹄疫外，其余年份无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和流行。２００７年，全县防疫猪瘟
２３２万头，密度达９７５％，防疫猪丹毒、猪肺疫７万头，仔猪伤寒２５００头，水肿病３２００
头，禽流感、鸡新城疫６６９８万只。对全县重点户、养殖大户、小区和公司防疫实行免
疫，猪蓝耳病免疫６１万头，口蹄疫３０４万头 （只）。

全面推行产地检疫，年均检活畜禽 ３０余万头 （只），检疫成品肉 ４０００～７０００吨。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检疫达１５万吨，对市场检出不合格肉品，按照 《动物防疫法》规定，

均做无害化处理。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实施肉品安全工程，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场。２０１０年，防
治猪瘟６０万头，猪丹毒、猪肺疫３０万头，仔猪副伤寒４万余头，全县未发生和流行重大
疫情。检疫生猪６万余头，检验肉品９０００余吨。

第三章　农业管理和综合开发

第一节　管理与服务机构

１９９１年，汉阴县无角羊场撤销。１９９５年８月，汉阴县农牧局改名汉阴县农业局，内
设行政、农业、畜牧和法制４个股室。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汉阴县原种场撤销。至２０１０年，
县农业局下设６个事业单位。

县农业机械管理局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县农业机械中心站升格为农业机械管理局，隶属农业局，负责全县农
业机械管理、推广、培训、革新改造研究工作。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１９８５年７月，农业技术推广、植保植检、土壤肥料３站合并，成立汉阴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２０００年能源站又并入，负责全县农业技术推广、植物保护、检疫、土壤改良、
监测、施肥技术、农村能源建设及新技术推广工作。

县畜牧兽医中心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９月，该单位全称为汉阴县畜牧兽医工作站。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更名县畜牧
兽医中心，加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牌子。负责全县畜禽、兽医技术推广、试验示范

及管理、畜禽引种调种和品种改良管理、畜禽技术培训、指导乡镇畜牧兽医站、参与拟

定动物疫病预防控制规划与应急预案、提供监测的技术仲裁、动物疫病流行调查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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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预警、预报。

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成立，负责全县动物防疫、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的监督、动物及动物产
品生产、经营、运输的监督、指导、监督动物疫情的扑灭、兽医医政、兽药、渔药、蚕

药的药政、药检管理，加挂农业执法办公室牌子。

县种子管理站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成立，与种子公司１套人马。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撤销。２００７年９月，撤销种
子公司，恢复种子管理站。负责全县农作物种子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管理、种子

市场和种子质量监管、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等工作。

县农村经营管理站

１９８４年成立，分别在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５年将汉阴县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汉
阴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设入，１套机构，３块牌子。负责全县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财务管理、集体资产、土地承包、农村经济收益分配、年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 （或专业协会）等工作。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涧池镇紫云村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协会，是汉阴第一个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至２００３年，全县组建专业协会７个，其中种植协会５个 （涧池镇２个，汉
阳镇３个），养殖协会２个 （石条街乡１个，平梁镇１个），共有会员３０６个。
２００５年，汉阴县人民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施意见》，

通过政策宣传、舆论引导，职能部门配合，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迅速发展。当年建立农民专业协会４３个，其中种植业８个、畜牧养殖３３个、蚕桑
２个，会员４３００余名。至２０１０年，工商登记注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达３３个。

第二节　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１９９０年起，对农村土地承包进行一期延包换证，将原承包期延长至３０年。１９９２年
底，全县延包换证结束，承包土地农户６７３３６户，签订各类承包合同８７万份，承包耕
地面积３２８万亩。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按照国家 《农村土地承包法》，结合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再

次对土地承包进行第二轮合同换证，将农村土地承包期由３０年延长到６０年。２００５年底，
换证工作完成，全县家庭经营承包土地总面积３９５７万亩。承包农户７１４６６户，发土地
延包合同６９１９６份，土地经营权证６９１９６份，占总农户的９７％。２００８年，土地流转０７７
万亩。２００９年，土地流转３４万亩，其中流转１０亩以上大户近百亩。２０１０年，化解承包
土地纠纷３８起，土地流转３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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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村财务管理

管理体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将一村一组会计改为专业或联队会计，全县农村会计总数由２０００
多名减为３８０名。２０００年又减到２５０名，乡镇设立农村经营管理站，有５０多名农村经营
管理干部，负责农村财务监督管理工作。２００３年，试行村财乡代管改革，农村财务由县
农业、财政两家共管，各乡镇成立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代理各村记账、资金管理；乡镇

农村经营管理站负责收、支审核，监督管理，每村设１名报账员，实行报账制。１９８８～
２０１０年，共举办培训班２８０期，培训村组会计５４７０人次。

财务清理

每隔５～６年全面开展１次财务清理。主要有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社教运动村组财务清理；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并村时村级财务清理；２００３年实行会计委派制，账务资金移交时财务清理；
２００５年村级债权债务清理等。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累计清理、审计农村财务单位４４２６个，清理审计资金总额６７３４万
元，清查出违纪金额８３５万元，清理出村级债权３４４万元、债务５２１２万元。

第四节　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农民人均负担从１１１元增至２４９元，年人均负担分别占人均收入
和人均纯收入的 ３３％、５３％。年人均负担分别占年人均收入 ５８％、人均纯收入
９３％。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农民负担从人均４１３元上升到９７１元 （１９９８年达１０３７元）。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人均负担从７４８元下降到３１９元，分别占人均收入２９％、人均纯收入
４１％。２００７年，人均负担５９９元，分别占人均收入１７％、人均纯收入２６％。

２００８年，１２个乡镇 ４８个村 “一事一议”筹资 １０１５万元，筹劳 ２４７万个。２００９
年，审批１５个乡镇１０２个村 “一事一议”筹资４４２万元，筹劳４２万个。实行上限控制，
筹资控制在上年人均纯收入２％以内，筹劳控制在每年每劳筹１０个工日以内。２０１０年，
审批 “一事一议”１３１个村。

税费减免

１９９１年国务院 《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把５％ “三提五统”

（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村级提留款和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

优抚费、民办交通费五项乡镇统筹款）限额控制在３％，比国家标准少两个百分点。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年，减轻 “三提五统”２１３０万元。
２０００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全县税金由１９００万元下降至１７００万元，提留统筹费改

为两税附加，由６５０万元下降至２３０万元。２００４年减免农业特产税及附加，农业税下降１
个百分点，共计下降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全面减免农业税费。２００５年起，农村中小学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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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 “两免一补”，减少学生家长负担１５００万元。专项治理 “三乱”（乱收费、乱摊派、

乱罚款），减负３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８年，发放各类农业政策性补贴４４９５６万元。

第五节　农业综合开发

１９９７年，汉阴县开始申报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被国家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列为２００２年度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县。项目区涉及城关镇１２个村，改造中低产
田１万亩，总投资２９８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１２５万元，省市县地方配套１０９万元，
群众自筹６４万元。
２００２年，完成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总投资２６５万元。其中，中央财政１２５万

元、省财政４９万元、市财政１２万元、县级配套３９万元、群众自筹４０万元。共分４个子项
目。（１）水利：新建酆都殿沟水库和扩建加固梧桐沟水库各１座，新修堰塘１０口、塘坝１
口、水窖５０口、拦河坝１座，衬砌田间渠道３０千米，渠系建筑物６１座 （处）。（２）农业：
土壤改良０９万亩，占任务的１００％。其中，秸秆还田０２万亩、测土０５万亩、建水稻良
种繁育基地５００亩。购农机具３４台 （套），其中中型拖拉机１台、旋耕机１０台、收割机１
台、秸秆机１台、抛秧机１台、机动喷雾器２０台。（３）林业：营造农田防护林网０２万亩，
植树４７９５８２株，建苗圃３０亩，育苗２９万株。（４）科技推广：举办各类培训班４０场次，培
训农民技术员０９万人次，占任务的９０％。印发水稻、小麦、油菜、蔬菜、蚕桑、果树、水
利工程等技术资料８０００份，示范推广水稻抛秧６００亩，抗旱剂１５５０亩。
２００３年，投资３４０万元实施土地治理１万亩。完成田间渠道开挖衬砌４５条２４５千

米，新修拦河坝４座、塘坝１口。改良土壤１万亩。其中，测土化验０４万亩，深翻改土
０３万亩，秸秆还田０３万亩。建良种基地５００亩，购置农业机具３０台 （套），修机耕路

８千米 （其中水泥硬化３千米）；栽植水保林１２００亩，建苗圃３０亩，培育苗木２０万株；
引种良种莲藕１００亩，稻田工程化养育５０亩。２００４年，实施中低产田改造项目１万亩，
总投资３４０万元；投资２３３万元完成涧池镇０５万亩土地治理建设项目。新修机电井１６
眼，田间渠道开挖衬砌１５千米；改良土壤５０００亩，购买农业机械１０台 （套），新修机耕

路５千米；栽植水保林５００亩；退耕优质水稻示范１８５０亩，发展莲藕１５０亩。２００５年，
中低产田改造５０００亩，投资２３３万元，占计划任务的１００％。６月２１日通过市级验收，
被评为优良工程。同年３月，启动蒲溪镇１万亩土地治理项目建设，计划投资４５０万元。
至年底，完成项目总投资８５％以上，新修机电井１３眼，田间渠道开挖衬砌２５千米；土
壤改良１万亩，测土化验、平衡施肥７０００亩，黄腐酸施肥１０００亩；栽植防护林８００亩，
推广 “国豪香５号”优质水稻１８００亩，发展良种莲藕１５０亩，稻田养鱼５０亩。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完成该项目扫尾工程，通过省级验收。

２００６年，计划投资３９５万元，实施双乳镇１万亩中低产田改造。至年底，完成项目
总投资３４０万元。其中，土壤改良１００００亩 （配方施肥８０００亩，深翻改土２０００亩），修
机耕路９千米，栽植苗木１９万余株，推广优质红薯１０００亩、优质良种莲藕５０亩，修建
沼气池３０口、拦河坝３座、排灌站４座、机电井４座，渠道衬砌２３千米，渠系建筑物６３

００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处。２００７年，启动平梁镇０８万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总投资４０５万元。实施百瑞缫丝
厂、漩涡镇杜家垭茶厂２个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完成项目投资２５８５万元。新
建无公害茶园１０００亩、蚕桑基地１０２６２亩、小蚕共育室３０处１５００平方米，推广方格簇
１３０万片。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累计完成２５万亩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建设，总投资２００９万元。
投资３８７２万元，实施川陕魔芋厂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建魔芋良种繁育基地
２０００亩，高产商品魔芋基地５０００亩。投资３８１５万元，完成汉阴县盛发魔芋有限公司４
万吨无公害富硒魔芋速冻食品扩建项目。争取并实施百瑞丝绸有限公司财政贴息贷款项

目，贷款规模２０００万元，财政贴息１１２万元。

第六节　农业示范区建设

２０００年，县农业部门在县原种场内建立农业示范园，面积２８５亩，开展温棚蔬菜种
植、水稻旱育抛秧、食用菌种植、优质饲草等项目示范。２００１年，以农技中心、原种场、
双乳镇为重点，争取项目９个，资金１５０万元，扶贫贴息贷款２５０万元，创建省级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建基层示范样板点８８处，面积２６８万亩，培育产值１万元以上养殖示范户
１１５０户，１０万元以上养殖大户１４户，特种养殖户３７户。２００２年，城关、平梁、蒲溪、
涧池、双乳、永宁６乡镇被列为市、县月河川道高效农业示范带建设规划。当年在示范区
内建设高标准日光温室４２座，日光温棚１８０余座，示范种植反季节蔬菜１５０亩、反季节
西瓜１０亩，蔬菜３００亩，山野菜８亩，商品化旱育基地５０亩，可提供商品育苗１１万
亩。引进示范优质 “香粳稻”“胜泰１号”等品种２０００余亩，示范种植 “日本２号”“幸
香”草莓２０亩。建沼气池８口，奶牛场１处，示范种植皇竹草、苏丹草、饲料玉米等优
质牧草３０００余亩。２００８年，县原种场核心示范区示范油菜新品种５０亩、小麦新品种２５
亩、水稻新品种７０亩、玉米新品种２５亩、莲藕新品种３０亩、蔬菜新品种５亩。
２００８年，启动月河川道高效农业示范园建设。围绕优质粮油、生猪养殖、高效蚕桑、

设施农业４个重点，建设示范基地７个。园区内培育生猪养殖重点村２８个，“一村一品”
示范村４个，新建标准化圈舍９０栋１６３１０平方米，新增饲养能力６万头，建成母猪饲养
能力３０头以上良繁大户４０户、１００头以上大户４６０户，饲养良种母猪３３００余头，年繁育三
元杂交猪６万头以上。普及蚕桑三项技术，发展３处２００亩连片优质高产示范点，园区内高
产示范桑园达１万亩，推广簇具１００万片，产干茧４３万千克。“３万吨无公害优质富硒大米
产业化开发项目”列入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普及推广秦油１号、绵油系列新品种，引进金
优１８２、中优１１７等６个水稻新品种。推广瓜果蔬菜生产综合配套技术和水泥骨架大棚３０００
亩。推广芽苗菜、草莓、无性系桑园等大棚种植技术，辐射带动全县设施农业６０００亩。
２００９年，引进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在月河川道６个乡镇建成联发、晟丰、月河、农

人、富康、洞天等１０个种养结合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发展设施蔬菜０５８万亩、苗
木花卉３００亩、瓜果５６０亩、食用菌１０万架，并从深圳引资２０００万元建设冷链物流项
目。２０１０年，引进外来资金１３８亿元、本县养殖户资金３９００万元，在月河川道６乡镇
联合兴办沃得利、秦康、东实农林、新华４个万头养殖示范园区。新建栋梁百亩设施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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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新华百亩设施瓜果、杨家坝百亩水生蔬菜、紫云４００亩高效设施蔬菜大棚等设施农业
示范园区。引进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１０项，初步形成三元杂交猪繁育推广示范、富
硒无公害优质大米种植、优质富硒油菜生产科技示范、蚕桑三项增效技术示范、设施农

业科技示范、魔芋种源种植示范、三元杂交猪标准化养殖科技示范等７个科技示范基地，
完成无公害优质富硒大米订单种植５万亩，基地建设１０万亩。

第四章　扶贫开发

第一节　扶贫机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７日，恢复 “汉阴县农业办公室”（原汉阴县农业委员会），县多种经营

办公室并入县农办，县扶贫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办。

１９９５年９月，撤销县农业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设立县农业发展办公室 （扶贫

办公室），与新设立的世行扶贫项目贷款办公室合署办公，下设行政股、农业综合开发

股、扶贫开发股、世行贷款扶贫项目股４个股。

第二节　扶贫攻坚

１９８６年，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汉阴县有３２个贫困乡，贫
困户２４８０４户１０９８３７人，占总农户的４５９％、农业总人口４６３％。其中，特困户９３９４
户４８６４７人。至１９８８年，累计投放扶贫贴息贷款９１５１万元、扶贫资金１０４万元，３２个
贫困乡全部解决温饱，１５个乡脱贫。１９９４年，实施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２０００年
底，汉阴县 “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 《汉阴县农村扶贫开发

规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进程，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至２０１０
年，共实施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１３５个，占规划任务的１４２１％。

信贷扶贫

１９８９年，脱贫１１８０３户，超任务１１８户，省农发办奖励资金分配指标３０万元。１９９０
年，投放贴息贷款和 “扶贫、扶持低收入”资金３０６２５万元，扶持１８６９２户，其中贫困
户７９４７户。扶持项目３３个，累计增值６８３４４万元。１１７８户４３０１人越过温饱线。１９９１
年，投放扶贫资金３８４６５万元，９５００户农户人均纯收入达５００元。
１９９２年，扶贫重点抓高山区、偏远山区 “温饱工程”，共有５３９２户贫困户脱贫，累

计脱贫２８３６３户。１９９３年，落实 ６个 “扶富包贫”点，投放扶贫贴息贷款 ２７０万元，
３１２５户贫困户实现脱贫。１９９４年，温饱工程完成修田４５万亩。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累计投
放 “扶贫、扶持低收入”资金、贴息贷款和世界银行扶贫项目贷款２７９５５６万元。全县

２０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贫困人口全部越过温饱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世界银行投放贷款扶贫项目资金４７５９２５万元，扶持农户尿素１７２８
吨、二铵４３８吨。投放小额扶贫贷款２８０万元。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争取小额信贷扶贫资金３１７６万元、贴息资金５０万元，集中发展畜

牧、蚕桑、中药材等主导产业。先后争取３６００万元，扶持圣桑集团公司新建、环球生物
化工厂和县医院扩建、城区供水工程改造、汉阴中学扩招、县化工厂提能增效等项目，

以及川陕魔芋精粉厂、雷氏魔芋精粉厂、县蚕种场生产周转资金。还为县医院争取到荷

兰政府ＯＲＥＴ项目赠款８６０万元。
２００７年，采取 “领导挂联、乡镇实施、部门帮扶、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综合开发、

整村推进”建设方式，按照 “一村一品”思路，围绕 “蚕桑、生猪、油料”三大农业主

导产业和 “烤烟、林果、魔芋”等特色产业，加大扶持和培育力度。向城关镇平安村、

龙垭镇古水村、汉阳镇长新村、平梁镇中河村、五爱村等８个特困村，投放小额扶贫贴息
贷款３００余万元，完成公路拓宽改造５０余千米，其中水泥硬化２６１千米，建设便民桥６
座，新修堰塘２０口，实施安全供水工程４处，衬砌渠道１８千米，低压线路改造４０余杆
千米，建沼气池６０口，打水窖７２口；发展生猪养殖大户１２０户，养蚕大户５２户，建各
类经济林果园１１００亩。完成 “五改三建”３７０户；修村卫生室５个、村活动室６个，实
施移民搬迁３７户１６５人，建五保户集中安置点３处，筹建敬老院５个。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投放小额扶贫贴息贷款６２００万元。同时，为陕西金福海油脂工业有限公司投放扶贫贴息
贷款３０００万元，带动全县１０万亩油料产业发展；为汉阴县联发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
雷氏魔芋有限公司投放扶贫贴息贷款３０００万元，带动生猪和魔芋产业发展。

迁移扶贫

１９９８年，开始实施迁移式扶贫工作，以分散安置为主。至２００１年，异地搬迁６６９０
人。２００２年后，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以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至２００４
年，建集中安置点２２个，安置３９９户１７０７人；分散安置１６０户６４０人。
２００５年，移民重点向移民新村建设转移，建成１５户以上移民集中安置点９个，安置

１５０户６５０人。２００６年，移民搬迁与扶贫重点村建设、与主导产业建设、与沼气富民工
程、与地方病防治、与新农村示范村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相结合，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放线、统一户型、统一建设、统一绿化、统一管理、统一验收。全年完成移民扶贫

搬迁１６６户７２０人。２００７年，建成１０户以上移民集中安置点６个，新建房屋１２００余间３
万余平方米，搬迁安置贫困人口１５０户６５０人。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投资３１３１万元，建成１０户以上移民集中安置点２５个，搬迁安置贫

困人口５１０户２０３４人。２０１０年，投资２２００万元，搬迁安置贫困人口２２１户８７４人。
科技扶贫

１９８６年，从扶贫资金中拨出０８万元，为汉阳、漩涡、铁佛３个区２５００名贫困户子
女免学杂费。开展烤烟、蚕桑、黄姜、板栗嫁接、高产养鱼、蕉藕试种、食用菌、茯苓

栽培及水稻、玉米三项技术等实用技术培训，至１９９２年，累计培训１７８万人次。
１９９３年，开展农业科技承包。２１０名技术干部承包５类２０个项目，承包面积１９万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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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７８名农牧技术干部承包８个项目，９３名林特技术人员承包项目５个。１９９４年，完成各类技
术承包面积３０２８万亩。推广玉米三项技术７８９万亩，水稻三项技术７５４万亩，配方施肥
３１５２万亩，规范化间作套种７０８万亩，生猪快速育肥２５７万头，肉牛育肥１０８５头，“三三
制”养蚕１２６４８张，杜倍人工放蚜３０００亩，健鲤２４６０亩。发包新技术项目８项，其中建立生
猪人工授精点２处，配种母猪１７０６头，繁育杂交仔猪１２５０９头；制作优质富硒名茶２０００千克，
产值１０万元；嫁接板栗２６２７万株；杜倍养蚜２５万瓶、放蚜１８９万瓶。１９９６年，落实５类
２７项科技承包项目，建立示范点７６１处，示范面积５８１３万亩，增产粮食１２５０吨，增收２４７０
万元。１９９７年，技术承包４类２１个项目，完成１９个项目。１９９８年，农业科技承包 “水稻、玉
米三项技术”普及率９０％以上，桑、茶、果规范化率８５％以上。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开展蚕桑、茶叶加工、食用菌栽培、畜禽养殖、设施农业、黄姜产

业、沼气、防氟改灶、中药材种植等各类实用技术培训２４万人次。其中，在２６个扶贫开
发重点村举办 “三农”讲座，委托安康技术学院培训贫困户子女７５００人。发展５个大棚
蔬菜基地村，建各类示范点２０处。推广先进种养技术１０余项，试种优质大米３５万亩，
建成多倍体桑园０２５万亩，优质蔬菜丰产示范园０２５万亩，推广省力化养蚕蚕具０２５
万套，优良簇具１３５万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以地膜覆盖、配方施肥、畜禽饲养、“蚕桑、油料、生猪”三大主导

产业和烤烟、茶叶、魔芋、林果、中草药等特色产业开发为主，培训贫困农民９万余人
次，组织贫困学员２０００余名免费到安康技术学院参加技能培训，并全部安置到东南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就业。

社会扶贫

１９９７年，省地单位和全县社会各界共为贫困村、贫困户捐款９４万元、衣物１３万件
套、化肥２４吨、籽种１３６吨、水泥２１吨、车辆４部，救助失学儿童６９２人。上海盛女
士、丹尼尔公司、国家建行各捐资２０万元，在平梁、涧池、城关建希望小学３所。
１９９８年，１７个省地单位到县帮扶，县级联乡扶贫单位２５７个，全县６５２名扶贫攻坚

队员投入帮扶第一线。为贫困村、贫困户捐款７８万元，扶持开发项目资金６２万元，捐衣
物１５万件 （套），化肥１８吨，魔芋种１３万千克。贫困人口提前一年 “越过温饱线”，

受到省政府表彰奖励。

２０００年，省、地联县扶贫捐款１８７万元，捐物折款８４万元；县直部门和社会各界
捐款５４５万元，捐物折款１２３万元。２００１年，省市联县扶贫单位共落实项目８个，捐
赠资金２１万元，物资折价８７万元。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省、市１６个联县扶贫单位共捐款３９０余万元，县直６７个帮扶单位捐物

捐资价值６１万元。建希望小学３所、敬老院１所，人饮工程２处，水窖 （井）３０口，修路
２０５千米，购买三元杂交猪５０头，发展养殖大户５户，帮包２０个贫困学生重返校园。

２００６年，省、市联县扶贫单位捐款捐物总额达２４０余万元。２００７年，帮扶单位捐款
捐物总额达２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省、市帮扶单位捐资２００余万元，争取项目总
投资１３０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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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林　业

通过实施飞播造林、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

长防林工程、“丹治”工程等工程建设，同时，突出经济林特园建设，县

域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森林覆盖率由１９８８年２６９％提高到２０１０年
５７６％。



第一章　林木资源

第一节　森林分布

林地面积

２０１０年，汉阴县林地面积 １４５９万亩。其中有林地 １１７１万亩 （其中乔木 １１７万
亩）、疏林地３８万亩、灌木林地１０万亩 （含桑茶）、未成造林地９９万亩、荒山４４万
亩。森林覆盖率５７６％。林地中，集体林地面积１３０５万亩，其中天然林５７９万亩、人
工林３６２万亩；公益林６７４万亩、商品林面积２６７万亩。国有林地１３４万亩，全部为
公益林，其中天然林５３万亩、人工林１８万亩。

树种分布

森林主要分布在南北两山。用材林主要分布在高山地区；薪炭林、经济林主要分布

在中低山地区；特种用途林主要分布在生态旅游景区；防护林、国有林主要分布在凤凰

山脉高山地区。

用材林　拥有面积５７５万亩。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油松、华山松、栎类、桦
木等。用材林垂直分布由下向上为马尾松、杉木、油松、桦木和华山松等。

薪炭林　拥有面积１２６万亩。以栎类为主。栎类垂直分布由下向上分别为麻栎、栓
皮栎、锐齿栎，在林分组成中占重要地位。灌木类主要有黄蔷薇、黄垆、胡枝子、忍冬、

小檗、胡秃子、榛子、盐肤木、卫茅、火棘等。

经济林　主要树种有桑、桐、茶、漆、油橄榄、银杏等。拥有面积１５９万亩，其中
柑橘７０００亩、核桃２４００亩、板栗４０００亩、其他果树３０００亩、花椒１２万亩、肚倍１万
亩、桑园８２万亩、茶园１３万亩、漆树１万亩、其他经济林１５万亩、竹林２５５亩。种
植各种花卉７６５亩，年产量４９万株 （盆）。林木种苗１５００亩，产量１２００万株。

第二节　古树名木

２００２年５月，县林业局对全县古树名木普查，登记建档。２００７年９月，复查确权，
对树龄约５００年以上的国家一级古树名木４株、３００～４９９年国家二级古树名木１０株、１００
～２９９年国家三级古树名木６０株建档上报，由县人民政府逐株挂牌保护。树种分为大叶
黄杨、皂荚、榔榆、毛柞木、槐树、臭椿、枫杨、飞蛾槭、旱柳、黄连木、铁山栎、麻

栎、侧柏、油松、山桐子、栓皮栎、桂花、青檀、铁坚杉、紫薇、红豆、银杏２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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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２０１０年古树名木一览表
表５－１－１

序　号 树　种 所在位置
海　拔

（米）

树　龄

（年）

树　高

（米）

胸　围

（厘米）

树冠直径

（米）

１ 大叶黄杨 城关镇东南村曹家堡子 ３８５ １５０ １７ ２２０ １０

２ 皂　荚 城关镇东南村菩萨泉 ３８５ ２００ ３０ ３２０ ２４

３ 榔　榆 城关镇五一村十四组 ８３０ ２９０ ３１ ５００ ３３

４ 毛柞木 城关镇五一村十七组 ３８０ ２００ ２４ ３１０ １４

５ 槐　树 城关镇五一村十七组 ３８０ ２００ ２５ ３００ ２３

６ 臭　椿 城关镇草桥村三组 ３６０ １７０ ２９ ３８０ １８

７ 枫　杨 城关镇大兴村一组 ６３４ ３５０ ２８ ６００ ２９

８ 皂　荚 平梁镇清河村五组 ５００ ３００ ２９ ４５０ １８

９ 槐　树 平梁镇清河村五组 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９ ５５０ １３

１０ 槐　树 平梁镇蔡家河村十组 ８４０ ２２０ ３０ ３８０ ２１

１１ 皂　荚 蒲溪镇小街村三组 ３４５ １１０ ２６ ３００ １４

１２ 皂　荚 蒲溪镇蒲溪村十二组 ３２０ １４０ ２８ ２７５ １８

１３ 飞蛾槭 涧池镇永丰村八组 １３０ ２００ ２９ ３４０ １３

１４ 枫　杨 铁佛寺镇东岳村四组 ５６０ １８０ １４ ３６０ １０

１５ 旱　柳 铁佛寺镇向阳村一组 ８０５ １２０ ２０ ３６０ １３

１６ 黄连木 田禾乡田禾村四组 ４６０ １５０ ２７ ２１０ １８

１７ 槐　树 观音河乡水田村一组 ５１０ ４００ ２２ ４００ １８

１８ 皂　荚 观音河乡水田村七组 ５２０ １１０ ３０ ２３０ １７

１９ 黄连木 观音河乡水田村二组 ５１０ ２００ ２５ ２４０ １２

２０ 黄连木 观音河乡中坪村二组 ７２０ ２２０ ２２ ３３０ １２

２１ 铁山栎 观音河乡药王村二组 ６５０ ２５０ ３４ ３７０ １６

２２ 铁山栎 观音河乡药王村二组 ６５０ ２３０ ３２ ３３０ １５

２３ 枫　香 观音河乡中坪村二组 ７１０ １１０ ３８ ２４０ １０

２４ 麻　栎 观音河乡八庙村五组 ５８０ １１０ ３５ ３６０ １８

２５ 飞蛾槭 观音河乡义兴村圣母庙 ５５０ １５０ ２４ ２５０ １５

２６ 枫　杨 观音河乡义兴村一组 ５８０ １５０ １５ ２８０ ２０

２７ 侧　柏 酒店镇酒店村学校 ５５０ １８０ ３６ ２００ ９

２８ 侧　柏 酒店镇酒店村学校 ５５０ １８０ ３７ ２２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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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树　种 所在位置
海　拔

（米）

树　龄

（年）

树　高

（米）

胸　围

（厘米）

树冠直径

（米）

２９ 黄连木 酒店镇沙河村三组 ５８０ ２３０ ３１ ３２０ ２４

３０ 黄连木 酒店镇兴四村一组 ５１０ ７５０ ３６ ６６０ １６

３１ 臭　椿 酒店镇白杨村三组 ７４０ １１０ ３４ ２２０ １２

３２ 铁山栎 酒店镇白杨村三组 ７４０ ２２０ ２４ ２６０ ２３

３３ 槐　树 酒店镇沙河村二组 ４７５ １３０ ３２ ２８０ １３

３４ 槐　树 酒店镇沙河村二组 ４７５ １３０ ３２ ２８０ １４

３５ 油　松 石条街乡合一村十组 １２９０ ２２０ ２９ ３４０ ２２

３６ 铁山栎 石条街乡合一村三组 ９８０ １８０ １９ ３００ ２３

３７ 黄连木 双河口镇火官树村三组 ６６０ ２８０ ２８ ３６０ １５

３８ 槐　树 双河口镇松树村一组 ７５０ ２４０ ２４ ３２０ １８

３９ 栓皮栎 双河口镇幸福村三组 ８１０ １２０ ３４ ３７０ ２５

４０ 麻 　栎 双河口镇幸福村一组 ７０５ １９０ ３６ ４３０ ３２

４１ 山桐子 龙垭镇石家沟村四组 ４２０ １６０ １６ ３００ １０

４２ 黄连木 龙垭镇石家沟村七组 ４４０ １１０ ２７ ３５０ ２３

４３ 枫　杨 龙垭镇三柳村二组 ４２０ ４００ ２５ ５８５ ２６

４４ 黄连木 龙垭镇黄龙村二组 ６４５ １８０ ２９ ３４０ １９

４５ 铁山栎 龙垭镇黄龙村二组 ７３０ １３０ ２５ ３３５ ３６

４６ 毛柞木 龙垭镇龙垭村三组 ５８０ １１０ １８ ２５０ １７

４７ 枫　香 漩涡镇东河村二组 ４５０ ３００ ４５ ４６０ １３

４８ 皂　荚 漩涡镇东河村六组 ７４０ １３０ ３４ ４５０ ３１

４９ 栓皮栎 上七镇龙泉村五组 ６１０ １１０ ２０ ２１０ １７

５０ 桂　花 上七镇营盘村一组 ６８０ １８０ ２１ ２９０ １３

５１ 栓皮栎 上七镇关垭村二组 ４８０ １１０ ２５ ２４０ １１

５２ 毛柞木 汉阳镇中渭村四组 ６１０ ２２０ １６ ２４０ １６

５３ 青　檀 汉阳镇中渭村四组 ６１０ １００ ２６ ２５０ １４

５４ 桂　花 汉阳镇天池村四组 ３４０ １７０ １６ ３９０ １７

５５ 铁坚杉 汉阳镇泗团村五组 ４５０ ５００ ３６ ６４０ ３７

５６ 紫　薇 汉阳镇四发村九组 ５３０ １８０ ８ １２０ ７

５７ 黄连木 汉阳镇金坪村二组 ５８０ １９０ ３１ ３０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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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树　种 所在位置
海　拔

（米）

树　龄

（年）

树　高

（米）

胸　围

（厘米）

树冠直径

（米）

５８ 红豆树 汉阳镇金坪村华家沟 ４３０ １００ ３２ １８０ １５

５９ 银　杏 双坪乡磨坝村一组 ５４０ ５００ ２９ ５００ １７

６０ 银　杏 双坪乡双坪村四组 ５８０ ５００ ３８ ４９０ １２

第二章　林业发展

第一节　林木种苗

１９８８年以来，开放种苗供应渠道，强化技术培训与推广、种苗执法监督，坚持政府
采购招投标制度，实施林特种苗基地建设工程，初步形成以国有种苗基地为骨干，多种

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林木种苗生产格局。

至２０１０年，投资３６９万元，建种苗工程４个，包括１０万亩油松、马尾松采种林基地
中心苗圃、种子检验室、３万亩铁尖杉栎类采种林基地、种子库等项目。全县累计采种
５５１吨，育苗３１９９３亩。

第二节　荒山绿化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林地不足６０万亩，森林覆盖率２６９％，位居安康地区末位。县委、
县政府在每年 “植树节”期间，号召全县义务植树，县、乡镇划定荒山治理点，落实管

理责任。１９９４年，启动 “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工程” （即 “灭荒工程”）。１９９７年通过省、
地抽查，最小起算面积２０亩以上宜林荒山６９９块１０９万亩，全部绿化灭荒。灭荒工程造
林成活率９２７％，苗木保存率８６％，宜林荒山剩余率１１％，达灭荒工程造林标准。“十
五”计划期间，县委、县政府全面贯彻中央 《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 “山川秀美”

工程，把 “生态立县”作为经济建设战略目标。依托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林业

重点工程，与城市绿化、美化有机结合，注重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突出江河两

岸、公路沿线、城镇周围和景区周边生态脆弱区域重点治理。２００６年，对汉 （阴）漩

（涡）路城关镇大兴村段、石 （泉）紫 （阳）汉漩段，涉及４乡镇１２个行政村２５个村民
小组５８５１２亩土地规划设计，分５５个小班作业，栽植竹苗３０万株。完成瀛湖库区绿化
工程造林５００２３亩、封山育林４１３７７亩。工程涉及汉阳镇、漩涡镇７个村１７个村民小
组。２００７年，完成各类重点绿化工程项目５５万亩。瀛湖绿化治理１１３万亩，其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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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造林３３３８９亩，封山育林８０００亩，建设市县两级领导工程造林示范点４处６１９亩。至
２００７年底，累计完成各类工程造林４８万亩，当年林业总产值１７亿元，被全国绿化委员
会授予 “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至２０１０年，累计荒山造林１３０８００亩，全县有林地达
１１７１万亩，森林覆盖率５７６％。月河川道和汉江两岸森林植被较１９８８年向下延伸５千
米，水土流失和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明显减缓，生态环境状况逐步改善。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绿化造林一览表
表５－２－１

年　度 采种 （吨） 育苗 （亩） 造 林 （亩）
　　　　其　中

飞播造林 （亩） 退耕地造林 （亩） 荒山造林 （亩）

１９８８ ５ ２０００ ９４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 ０ —

１９８９ １５ ２６００ １０９１００ ６８８００ ０ —

１９９０ ５ １９００ ９４０００ ５２０００ ０ —

１９９１ ７ ２３００ ５９０００ ０ ０ —

１９９２ ３ ３７２０ ５１９００ ０ ０ —

１９９３ ３ １２４５ ５８９５０ ０ ０ —

１９９４ ３ １１５５ ４９０５０ ０ ０ —

１９９５ ２ ３０００ ６６９００ １２４５０ ０ —

１９９６ ４ １６５０ ６９３６８ ２０１５０ ０ —

１９９７ ５ ５４０ ６１２００ １５９００ ０ —

１９９８ ５ ４８ ６３９００ ０ ０ —

１９９９ ０ ５７０ ４２０００ ０ １５９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０ ７３５ ２６２８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１８ １００５ ２３２５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２ １５ １６２０ ８１０４５ １２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５ １０６５ １４７３００ ５２２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７ １０３５ ９４８３０ ３０８０６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６３ １００５ ４８２２５ ３１２３０ ３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 ４９５ ４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 ７２０ ８５８６０ ２０１１５ 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０ ７３５ ６１５００ ０ ０ —

２００９ ３２５ １３２０ ８２８００ ０ ０ —

２０１０ ６１ １５３０ ３３９９０ ０ ０ —

合计 ５５１ ３１９９３ １５４７４４８ ３７３８５１ １３７４００ １３０８００

０１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三节　飞播造林

承包地飞播林收益按县、乡 （镇）、村、组、户１∶１∶１∶２∶５比例分配；村办林场飞
播林收益按村、组、户１∶２∶７比例分配。对飞播林的管护，主要采取严禁放牧、砍柴、
挖根、采石、取土、用火等措施。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累计飞播造林３７３８５１亩 （次），保存率４９％。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完成飞机播种造林１６５５５１亩，合格率８５％。组织村民补植１８２０亩，
幼林抚育间伐２８５万亩。播区１０年以上幼林地２０万亩。飞播林蓄积４１万立方米，材积
生长量１５８％。

第四节　退耕还林

１９９９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县人民政府成立退耕还林工程领导小组，县林业
局抽调１５名技术人员组建办公室，直接组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坚持 “总体规划，集中

连片，先易后难，整体推进”原则，遵循生态效益优先，对全县２８５万亩２５度以上坡耕
地统一规划、精心设计、分步绿化、跟踪指导，确保退耕还林工程质量。经国家及省、

市历次核查，退耕造林各项指标名列全省前茅，评为优良工程。

贯彻国务院 《退耕还林条例》，坚持 “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政策，政

策引导与农户自愿退耕相结合，经济林与生态林按２∶８配置，签订退耕还林合同，明确林
果产品收益全部归退耕户所有，保障退耕户合法权益。开展退耕工程廉政监察，对林木种苗

实行政府统一采购、检疫、调配，高标准植苗和补苗，蘸浆覆膜，并逐户逐块登记建档。

２００２年，退耕还林工程实行上年设计实施，次年检查验收。至２００７年，全县累计退
耕还林２７８万亩，涉及１８个乡镇、１７３个行政村，３９万余户、１５万余人。其中，退耕
地造林１３７万亩、荒山造林１３１万亩、封山育林１万亩。兑现退耕还林补助５轮次，补
助资金１４８５５万元。发放 《林权证》１万余本。

汉阴县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各乡镇退耕还林统计表
表５－２－２ 单位：亩

乡　镇
还　林

总面积

地　类

退耕地造林 荒山造林
乡　镇

还　林

总面积

地　类

退耕地造林 荒山造林

合　计 ２７８２００ １３７４００ １３０８００ 石条街乡 ８６７３３ ６４２９８ ２２４３５

城关镇 ３８６２１５ １５１１２８ ２３５０８７ 双河口镇 １５９４１７ ７９７４９ ６２１６８

观音河乡 ２４０６７６ １１６１９３ １１９３４３ 双坪乡 ９４４４６ ４９３５３ ２０７９３

汉阳镇 ２００６８３ １００６８８ ４８７９５ 双乳镇 ７８４２５ ４１６２９ ３６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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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乡　镇
还　林

总面积

地　类

退耕地造林 荒山造林
乡　镇

还　林

总面积

地　类

退耕地造林 荒山造林

涧池镇 １８７２６５ ９８１３ ８９１３５ 田禾乡 ６８６０７ ４５２６６ ２３３４１

酒店镇 １０７３５４ ６６３５４ ４１００ 铁佛寺镇 １５７１５８ ８３４７９ ５８３３９

龙垭镇 １７１２１７ ７９００ ８２２１７ 铜钱乡 １１８５１８ ３０９９３ ８００５

平梁镇 ２８４０９５ １１０５０４ １５４１９１ 漩涡镇 ２７２３１ １０３９８ １１９９３

蒲溪镇 ８９６６ ４７０４２ ４２６１８ 永宁乡 ９７３３９ ６２３３９ ３５００

上七镇 １５２６８２ ４３８７５ １０８８０７

　　注：造林总面积含封山育林１万亩。

第五节　天然林保护

２００１年，汉阴县被国家林业局列入天然林保护工程县。２００２年，正式组织实施天然
林保护工程 （简称 “天保工程”）。汉阴县 “天保工程”，管护集体森林５７９万亩，管护
国有森林１２万亩。成立县、乡镇集体林管护站、天然林保护工程办公室２０余个，制作护
林宣传标语５１８条，聘请乡镇、林区专 （兼）职护林员２６０人，每年签订 《森林管护合

同》。严格管理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实行报账制，做到 “管好林、慎用钱、质为先”，

专款专用，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管理质量名列全市第一。

对天然林保护工程人工造林严把 “五关”（砍灌、挖坑、苗木、栽植、覆膜），实施

封山育林，责任到人，建立封育碑牌、管护界桩、封山围栏。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天然林保
护工程累计完成飞播造林１６５５５１亩次，人工造林３３万亩，封山育林３４万亩。

第六节　封山育林

县林业部门根据不同林地类型，采取不同封育措施。疏林地带以封为主，封补结合；

萌生力强的树种封死管严，禁止砍樵、放牧；零星小块分布不均的人工林和幼树林，采

取补植与抚育管理相结合。１９９１年，封山育林面积６３万亩。其中，当年新封０１万亩。
幼林抚育２８万亩。１９９２年，封山育林９３３万亩。其中，当年新封３０３万亩。幼林抚育
０７２万亩。１９９３年，封山育林１７３３万亩。其中，当年新封８万亩。幼林抚育１８万亩。
２０００年，对永宁乡飞播成林区封山育林，封育面积３５万亩。

“十五”期间，封山育林１万亩。２００７年，封山育林１３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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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一节　护林防火

队伍与制度建设

１９８８年以来，坚持 “责任、预案、队伍、宣传、管理”五到位，不断完善森林防火

组织、制度、措施、设施等建设。建立健全森林防火 《乡规民约》，制订护林员工作职

责，落实巡山护林制度，对重点林区封山护林、巡山检查，严格野外用火审批、监管，

设立永久性标示牌６９块。实行林区 “十禁止” （禁止烧地边、烧炭、烧火粪、烧荒草、

烧蜂包、野炊、吸烟、烤火、燃灯、烧纸）。春节、清明节等重要节日期间，在公园、景

区等重点林区要道口，实行入山登记制度。对扑救山火实行 “县长、乡镇 （场）长、村

（工区）长、组长”四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制订 《处理林火预案》，向社会公布森林火警

专线电话，形成群防群治、防扑结合局面。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建立由５０余名武装民兵队员
组成的半专业化、半军事化森林消防大队，定期开展森林灭火实战演习培训。至２０１０年，
森林消防大队增至７０人，建立村级民兵护林消防队８１个１０４２人。

森林火灾及查处

严肃查处森林火灾责任者。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共发生林火１７起。其中，一般林火７
起，森林火警１０起，均属人为林火。过火面积１９８０亩，受害林木１４３立方米，直接经济损
失３２万元。林火受害率不超过００１‰，连续５年被陕西省秦东护林联防委员会授予 “护林

防火先进单位”。森林公安机关及时查处山火肇事者５６人次，拘留８人，３４人受到经济处
罚和森林防火法规教育。其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未发生林火刑事案件。

第二节　生物保护

林木保护

１９８８年以来，调整县、乡镇 （场）森林病虫害防治指挥机构２０个，设立１９个森林
病虫害测报站和防治管理机构，有专职检疫人员３名。在蒲溪镇盘龙村和永宁乡龙凤村设
省级测报点各１个。２００６年，林业与公安消防共同组建胡蜂防控专业队，县森林病虫害
防治工作站筹资近万元，重点摘除人口密集区域、学校周围的越冬休眠蜂巢５００余个，集
中烧毁。

１９９６年，防治银杏大蚕蛾０１２万亩。１９９７年，防治松毛虫１３万亩。其他年份无大
面积森林病虫害发生。

全县共查处各类毁林案件６００余起，处罚违法犯罪嫌疑人６００余人次，没收无证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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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余吨、野生苗木３４８０株。
野生动物保护

全县有脊椎动物２０００多种，在重点区域设置１９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点，预防野
生动物向畜禽、人类传播疫病。发展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１００余名。
２００２年，创办蛇类、果子狸等各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１０余家，人工繁育野生动

物。２００３年 “非典”后陆续关闭，放生圈养野生动物，由财政给予养殖业主一定的经济

补偿。至２０１０年，营救、放生珍稀野生动物２０余只，放生果子狸４３只、蛇类３０００余
条。查办野生动物违法案件１０余件。

第四章　林业经营

第一节　蚕桑产业

１９８８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 《加快蚕桑产业发展的决定》 《蚕桑产业发展

规划》《蚕桑产业考核奖补办法》和 《蚕桑产业突破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把蚕

桑产业作为农民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的骨干项目，列为三大主导产业之首。

蚕种生产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考察论证建汉阴县蚕种场。１９９６年１月，安康地区计划局批准立项。
１９９６年３月，租用原５９５１７部队闲置营房３８幢，场地２１７亩，争取扶贫贴息贷款２５３万
元，支出１５１万元完成一期工程。１９９７年建成投产，试制桑蚕一代杂交种３万张，经省
蚕种质量技术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率９５％。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４日，通过省农业厅验收，
颁发 《蚕种生产许可证》，正式批准投入蚕种生产。１９９９年，蚕种场扩容改造冷库１１０立
方米，购买各种设备７００台 （套），生产规模扩大至年产桑蚕一代杂交种７万张。

蚕桑生产

１９９８年，引进 “陕桑３０５多倍体”良桑栽植，新建高产优质桑园３０００亩。利用退耕
还林、小流域治理、土地复垦等项目，重点抓１２个蚕桑基地乡镇建设，培育年养蚕１０００
张以上专业村１００个 （川道５０个村、南区２０个村、北区３０个村），年养蚕１０张以上大
户１万户。推广优质蚕种、小蚕共育、省力化蚕台、优良簇具和６批次养蚕，提高蚕桑生
产科技含量。每年扶持推广小蚕共育２万张、省力化蚕台５０套、纸板方格簇１００万片。
“蚕桑三项技术”普及率５０％以上。２００６年，先后实施 “东桑西移”陕南蚕桑基地建设、

国家 “东桑西移”蚕桑基地项目建设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共完成投资３１６２２
万元，栽桑建园２７５５万亩，改造低产桑园０４７万亩，新建小蚕共育室１３０处，新建和
改建蚕室１５０处，推广纸板方格簇４２１万片、省力化蚕台１６００余套。项目覆盖１１个乡镇
７２个村３６２个村民小组５９６５户。培育年养蚕５００张以上专业村３２个，年养蚕５张以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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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２２２８户，年养蚕１０张以上大户６６９户，年养蚕２０张以上大户２８户，年养蚕３０张以
上超大户３户。２００７年，推广栽植 “陕桑３０５多倍体”３５万亩，发展果叶两用桑０８万
亩。全县发放蚕种６３８００张，蚕茧产值６３００万元。

以蚕茧收烘加工企业投入为主，县财政、林业等部门投入为辅，每年筹措５０万元建
立蚕桑发展基金，重点用于 “蚕桑三项技术”推广和蚕桑强村大户培育。对蚕农购买方

格簇实行买一送一，方格簇生产的蚕茧每千克加价２元收购，小蚕共育量１０张以上奖励
１００元，建一处消毒灶补助２００元。允许桑园依法有偿流转，鼓励能人、大户规模化经
营。２００６年，田禾乡机关干部赵友东在涧池镇军坝村承包桑园５０亩，投资２０余万元，
修建蚕室５５０平方米，实行工厂化养蚕。２００７年养春蚕２８张，产茧１０５０千克，总收入
１９９万元，成为汉阴县第一个工厂化养蚕的专业大户。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拥有桑园８４万亩。其中，盛产期桑园４４万亩。

第二节　茶果产业

茶叶产业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茶园２０９万亩，分布１８个乡镇１１４个行政村２０００余户茶农。被陕
西省定为茶叶发展重点县、安康地区茶叶生产基地县。８０％茶园在凤凰山以南４乡镇４７
个行政村。茶树品种以紫阳群体种 （老园）和湖南群体种 （新园）为主。１９９５年，开始
研制 “天宝贡茗”，试产样品５０千克。１９９６年４月，通过中国农科院茶研所评审；５月，
通过农业部茶叶质检中心检测，符合国家卫生标准；６月，被省科技厅评为 “陕西省农业

科技成果”。年生产 “天宝贡茗”２００千克，每千克售价３００～４００元。１９９８年以后，每
年生产 “天宝贡茗”２０００余千克。１９９９年，漩涡镇杜家垭茶场夏福军试种１５亩无性系
良种茶园，年亩产５０千克，亩产值３万余元。全县累计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１０００余亩。
２００４年春，“天宝贡茗”在省政府举办的茶叶博览会上获得金奖，成为省茶协推荐的６２
个饮品之一。

至２００７年，全县存留茶园１３万亩，有漩涡、汉阳、上七、双坪４个茶叶基地乡镇。
其中，漩涡镇年产干茶９０吨，产值７８８万元，人均收入１８０元以上；汉阳、上七、双坪
等乡镇年人均茶叶收入１２０元以上。漩涡镇杜家垭茶场是汉阴茶叶种植、加工的综合示范
场。茶叶精加工企业１个，年加工能力６０吨。茶叶初制加工厂１１个，制茶机械４２台。
２００８年，新建优质无性系茶园１０００亩，低产茶园改造１０００亩。２００９年，新建无性

系茶园２０００亩、油茶２０００亩。２０１０年，新建茶园１４３０亩，低产茶园改造２０００亩。全县
茶园面积达３万亩。

果品产业

主要栽培果树种　柑橘、桃、李、杏、樱桃、梨、枇杷、柿、核桃、猕猴桃、板栗、
枣、葡萄等。２００２年后，品种改良，以早熟为主，占６０％，中熟品种占１５％，晚熟品种
占２５％。至２００７年，全县果园２４２万亩。尤以柑橘、桃、李、杏、樱桃、猕猴桃分布
广，栽培面积１万余亩。累计生产水果５４０１３吨 。优果率６５％以上，主栽户果品收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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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收入６０％以上，主栽户果园占果园总面积６５％以上。杂果基地主要分布在川道乡镇，
涧池镇花果村、平梁镇棉丰村、城关镇龙岭村、果园村、永宁乡民主村和漩涡镇汉江沿

线，逐步形成枇杷、桃和柑橘等果树产业带，１００亩以上连片果园占果园总面积６５％以
上。涧池镇花果村成立全市首个果树协会。

２００８年，投资２１６万元，调运果苗３６万株，建设林果园４０００亩。其中，柑橘２０００
亩、枇杷１０００亩、板栗 ４００亩、核桃 ６００亩。全县果园面积达 ６２万亩，果品产量
２９３７７吨，产值４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新建皱皮柑４０００亩、漆树林２０００亩、薄皮核桃园
１５００亩、枇杷园１０００亩、板栗园１０００亩，点播油桐１万亩。流转经济林果园１５万亩。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各类经济林２４５万亩。其中，桑园面积８４万亩、核桃２６５万亩、
板栗４８万亩、茶园２万亩、枇杷０５万亩、柑橘１４万亩、油桐１５万亩。年产干鲜果
２１万吨，茶果产业产值７０００万元。

野生果树种　猕猴桃 （当地称 “杨桃”）、桃、李、柿、核桃、板栗等。主要以猕

猴桃为主，广泛分布在凤凰山，铁佛寺镇、双河口镇、观音河乡、酒店镇、药王乡、

铜钱乡等地海拔８００米以上区域。年上市销售量２０余吨。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铁佛区石条街
乡有农户陆续采挖野生猕猴桃种苗开始人工小规模栽培实验，并获得成功，到１９９８年
人工种植面积达２００余亩，年产量２００余吨，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涧池镇、双乳镇通过引进
海沃德、翠香等品种对本地猕猴桃进行改良，逐渐建成高产猕猴桃园５００余亩，亩产
达３０００斤以上。

油橄榄

２００５年，汉阴县被列为全省油橄榄示范基地县，在 “百果山庄”（县城以西距３１６国
道１千米处的名优果品科技示范中心）建成１２０亩油橄榄示范基地，并成功承办全省油橄
榄栽培管理技术培训班现场会。

第三节　中药材

据汉阴县中药资源普查认定，全县共有中药材品种达６９２种，其中药用植物６２０种，
药用动物５２种，药用矿物２０种。属于 《药典》规范的正式药材有２５０种，其中属于全
国统一管理的４种中药材，有杜仲、麝香、厚朴３种；属于国家重点经营的２０种中药材
中，有黄连、茯苓、山茱萸等１７种。

草木本药材

１９８８年，种植天麻、杜仲、五倍子等中药材，面积１２万余亩。１９９２年，种植茯苓
３０００亩，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种植黄姜２００００亩，２０１０年种植灵芝２０万袋、杜仲５００亩，黄
栀子３１５０亩，金银花８３０亩，板蓝根６０２亩，天麻４６０亩，元胡４４０亩，绞股蓝４０１亩，
黄精２１５亩，白芨１５７亩，茵陈１５０亩，白芷１５０亩，黄秋葵１５０亩。至２０１０年底，全
县种植中药材１４９６９亩。

动物药材

麝香来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以野生为主，年产量小。僵蚕主要产自农户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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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伏蚕、秋蚕。１９８８年产僵蚕 ６４４千克，２００５年产僵蚕 ２００千克，２００８年产僵蚕
１８．４５千克，２０１０年产僵蚕１５７５千克。麝香、僵蚕等几种动物药材均为自产自销，有
少量外售，在全县各中药店均有销售。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林业产业统计表
表５－４－１

年　度
采　种

（吨）

育　苗

（亩）

桑　园

（亩）

养　蚕

（张）

蚕　茧

（吨）

茶　园

（亩）

茶　叶

（吨）

果　园

（亩）

水　果

（吨）

１９８８ ５ ２０００ １７１２９ ２１６７６ ６４５ ２０８９７ １２４ ５５８５ ６６９

１９８９ １５ ２６００ ２１３３２ ２６０９２ ７８５ ２２２０９ ９７ ７７１５ ６７２

１９９０ ５ １９００ ２４６１３ ２７９０１ ８７９ ２２４５５ １２３ ８１９７ ７２１

１９９１ ７ ２３００ ３５０６３ ３２７５１ １０３５ ２２７５５ １４０ ８３４９ １０３９

１９９２ ３ ３７２０ ４４８６９ ３８５１０ １１９７ ２３２０３ １２８ ７６４４ ７３０

１９９３ ３ １２４５ ５０４１５ ４１０３５ １２５８ ２４１８０ １４２ ８８６５ ８５４

１９９４ ３ １１５５ ４６８１５ ４６９４１ １３６２ ２１１５０ １２６ ９０４５ １０３７

１９９５ ２ ３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６１０４９ １６９１ ２１６００ １４２ １０１２５ １１６４

１９９６ ４ １６５０ ５３０１０ ４９７１０ １２７９ ２０７１５ １４２ １０５１５ ９８７

１９９７ ５ ５４０ ４６６５０ ４０１４５ １２２０ １７０２５ １０７ ７９８０ ８６９

１９９８ ５ ４８ ４６９２０ ４７３１９ １４５５ １７４４５ １２６ ７８００ ７８４

１９９９ — ５７０ ４９１５５ — １３０７ １６４７０ １０１ ８１１５ １１３２

２０００ — ７３５ ４４９４０ ３１８３７ １２２７ １２１６５ ７５ ７５９０ ８１０

２００１ １８ １００５ ５１５１０ ４３８０９ １５８０ １２９７５ １６０ ８５５０ １４１３

２００２ １５ １６２０ ６６７３５ ４２６００ １５８４ １０８１５ １６３ １２６６０ １５４６

２００３ ５ １０６５ ８０２９５ ４０５１３ １５１４ １０４８５ １８４ １４０１０ ２６６７

２００４ ７ １０３５ ８１８１０ ４６４９９ １７９０ １０５００ ２１８ １７８０５ ９０８２

２００５ ６３ １００５ ８２２６５ ４６５１５ １８１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５２ １７８５０ ５４４０

２００６ — ４９５ ８０４６０ ４６５０２ １８１２ １３０００ ２９８ ２０８３５ １３９９５

２００７ — ７２０ ８２０００ ４６６５８ １８３９ １３０００ ３１２ ２４２３２ ８４０２

合计 １６５ ２８４０８ ８２０００ ７７８０６２ ２７２６９ １３０００ ３１６０ ２４２３２ ５４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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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林产品产量统计表
表５－４－２ 单位：吨

年　度 生　漆 油桐籽 油茶籽 五倍子 棕　片 竹笋干 核　桃 板　栗 花　椒 食用菌

１９８８ ２１ ６５９ ３ １ ２８ １ ２７ ２０ — ５２

１９８９ １０ ５２４ ５ ５ ３０ １ １５ ２２ １ ２４

１９９０ １２ ５３０ １ ９ ６０ — ９ ２６ — —

１９９１ １９ ４９４ １ ８ ２７ — ６ ２７ — —

１９９２ １９ ５５０ ２ ９ ２６ — １２ ３２ — —

１９９３ ２１ ５４９ １７ ９ ２７ — ２０ ３９ １ ４３

１９９４ ２０ ５５３ １０ １５ ５６ — １５ ５６ １２ ４７

１９９５ ５ ３８６ ８ １３ ２３ — １１ ５２ １ ３４

１９９６ １３ ４１２ １１ １５ ３５ — １２ ７７ １ ２３

１９９７ ２１ ２７５ ２ １１ ３１ — ９ ５１ １ １７

１９９８ １０ ２２０ ３ ３ ２８ — ７ ９１ ２ １４

１９９９ ８ ２７９ — １２ １５ — ５ ３７ １ ２４

２０００ ９ ２４８ — １１ １４ — ７ ４０ ２ ２９

２００１ １２ ３２４ ３７ — ４９ １ １１ ９３ — —

２００２ ６ １０２ １ ２ １５ ３ ８ ７７ — —

２００３ １８ １８２ ２ ４ ２４ １５ ２２ ２４７ ９ —

２００４ ３２ ４６１ ５ ４１ １２４ ２５ １０４ ２７９ １５ ２７２

２００５ ９７ ５１５ — ７４ ５０ ８０ １０８ ３２６ ２２ ２８２

２００６ １７１ ５８９ — ８２ ８１ ９３ １８０ ８０７ ５９ ２９０

２００７ １９５ ７０８ — ９２ ９３ １０３ ２２６ ９３１ ８０ ３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３５ ８５６ １２００ — — — ２８６０ ８７２０ １１８ —

２００９ — — ４５ １３２ ２０７ ２３８ ７７２ ２１６０ — —

２０１０ ３８０ １１４１ １３４６ ６３５ １０５３ ６９２ ４６４２ １５４３５ ４０４ １３８２

合　计 １３３４ １０５５７ ２６９９ １１８３ ２０９６ １２５２ ９０８８ ２９６４５ ７２９ ２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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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林业管理

第一节　林业机构

县林业局

２００２年９月，县林业特产局更名为县林业局，同时加挂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县绿化
委员会牌子。内设行政、林政资源 （野生动植物保护）、综合业务 （绿化办）３个股。

森林公安分局

１９８２年９月，成立林业公安派出所。２００３年６月更名为森林公安派出所。２００９年５
月更名为森林公安分局，加挂森林公安警察大队牌子。

林果站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林特站、茶果站合并成立林果站，负责林业技术推广、勘察设计、苗
木检验检疫、病虫害测报防治、茶果技术推广等。

退耕还林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８月设立，负责退耕还林工程设计、实施、验收等。
天然林保护办公室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成立县长江防护林办公室。２００３年 ８月设天然林保护工程办公室，
２００９年２月成立飞播造林管理站，三合一办公。

凤凰山林场

１９５８年９月成立，后增设造林护林大队、大茅坝森林公园筹建处，负责国有森林资
源管护、造林。

中心苗圃

１９９９年９月，由凤凰山林场所设苗圃更名，负责林业育苗、速生丰产林种苗引进、
育苗科技实验推广等。

名优果品示范中心

１９９３年９月，油橄榄示范场更名为柑橘示范场。２００２年９月，更名为名优果品示范
中心。

蚕桑站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由县供销社下属的蚕桑公司划转成立，负责蚕桑技术指导、示范推广。
蚕种场

１９９６年６月筹建，１９９８年生产桑蚕杂交普种。
林产品经销公司

１９８２年设立，２００３年６月解体，职工转化到集体林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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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检查站

１９８０年３月至１９８１年３月，先后成立蒲溪、龙垭、大茅坝３个木材检查站，依法检
查过境竹林、野生动植物、苗木运输、检疫。

乡镇护林站

１９８８年，设４２个乡镇护林站，聘乡村专 （兼）职护林员１４３人。１９９５年，设２４个
护林站，护林员１２８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设２１个护林站，护林员２６０人。

第二节　林权改革

２００９年４月，汉阴县启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共涉及５９１３２户，纳入林改面积１０７
万亩，林改勘界确权 １１１３４１宗。其中，家庭承包经营 ９２３２万亩，占勘界总面积的
８６３％；股份制经营２４８万亩，占勘界总面积的２３％；公开拍卖等形式７５２万亩，占
勘界总面积的７％；集体经济组织保留４６８万亩，占勘界总面积的４３％。

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完成林地申请表电子录入，签订或完善林地承包合同书４６万份，
林权证发放８７０本 （不含退耕还林已发证数），林改资料归档１１２５卷。

第三节　林政管理

林地管理

制订 《汉阴县征占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县计划、国土局等部门在招商引资、

项目审批中，积极和林业部门协调，对资源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评估，经过林业主管部门

充分论证后，方审批。为安石二级公路、喜河电站、黄龙金矿、鹿鸣金矿等重点工程项

目征占用林地７０余亩，补办征占用林地手续。抓好林地管理建档立卡，按年度、地类建
档。做到一案一卷、材料齐备、案卷完备，逐步把林地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程序化管

理轨道。

采伐许可

根据省市关于森林采伐许可管理的规定，每年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管理。年初下发

农民自用材和烧柴限额采伐计划，并监督乡村严格执行、不得突破。每年实际森林采伐

量均未超过省市下达的森林采伐计划限额。

２０００年起，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森林资源得到合法有序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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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水　利

汉阴实施以工代赈、“粮食自给”“小工程、大群体”项目、口粮田

项目等工程建设，至２０１０年，有效灌溉面积１２９７万亩。同时，县城、
集镇和农田防护得到加强。相继实施甘露工程、集雨节灌工程和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１００余处。
汉阴属中度水土流失县。１９８８年水土流失面积７３３平方千米，占总

土地面积的５３７％。通过实施小流域治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南水北
调水源保护区生态治理、农业人均一亩基本农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

移民搬迁、新农村建设、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汉江综合治理、丹江

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以及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农业生态

工程建设，至２０１０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６２１８平方千米，占水土流失
面积的８４８％。



第一章　水土保持

第一节　水土流失

汉阴县水土流失类型主要是水蚀、重力侵蚀和泥石流，以水蚀为首。造成水土流失

因素主要是气候、土壤、地形和植被为主的自然因素和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活动等人为因

素。１９８８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７３３平方千米，占境内总面积的５３７％。土壤侵蚀模数
４６２２吨／年·平方千米，年侵蚀总量６３０９万吨，属中度流失区。按 “国标”推算，全县

年土壤损失有机质４２９万吨、氮０５１万吨、磷０９１万吨、钾２８７万吨，有机质损失量
相当于全县化肥施用量的１８７倍。

水土流失共分５级：（１）无明显流失区５３９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３９５％，侵蚀模
数４５０吨／（年·平方千米），流失量２４５６万吨。（２）轻度流失区２２０９平方千米，占
总面积的１６２％，侵蚀模数２０００吨／（年·平方千米），流失量４４１８万吨。（３）中度流
失区１６１９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１１９％，年侵蚀模数４５００吨／（年·平方千米），流失
量７２８６万吨。（４）强度流失区２０５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１５％，年侵蚀模数７５００吨／
（年·平方千米），流失量１５３７５万吨。（５）极强度流失区２２０２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
１６１％，侵蚀模数１５００吨／（年·平方千米），流失量３３０３万吨。

第二节　水土流失治理

规划与措施

汉阴县坚持 “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

指导思想，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合理配置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全面

保护和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控制水土流失。

１９９５年，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境内２１座水库库区进行全封闭或半封闭治理。１９９８年１２
月，县水利局制订 《汉阴县生态环境和水土流失治理可行性研究论证》，规划水土保持分

区、水土流失预防监督、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等。（１）规划目标：１５
年内，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累计达到１００％，土壤侵蚀量减少７０％，植被覆盖度达到８０％以
上，人均基本农田达到１亩以上，人均经济果林达到０５亩以上。（２）治理措施：在小于
２５°的坡耕地及荒山荒坡中坡改梯田３４１７８公顷；在大于２５°的坡耕地及荒山荒坡中种植经
果林１２１２４５３公顷，种植水土保持林３３２５９公顷，种草１０９８２８７公顷；对全县２１０１５８
公顷疏幼林实行封禁治理，合理配置小型水利水保工程，共规划池塘６０００口、拦沙坝４５００
座、沟头防护１２００千米、生产性道路４５０千米。规划分三期治理，第一期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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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第三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各期治理面积分配比例为４∶３∶３。依照
“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政策，逐年推进水保治理，实现无明显流失区。

小流域治理

汉阴县小流域治理，本着 “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

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治理、管理与利用相结合，集中连片”原则，辅以补助加奖励的

激励措施 （抬田每亩补助３０元，修水平梯田每亩补助２０元，植树造林成活率达８０％以
上，每亩补苗木费１１２元，再奖励２元），完善相关土地、林地优惠政策，土地承包期一
定３０年不变，林地、荒山承包到户一定５０年不变，谁栽、谁管、谁受益长期不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先后规划治理月河北侧观音河小流域２１０７平方千米，卜浪沟小流

域９３５平方千米，柳河小流域 ２３７平方千米，经省、地、县水利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１９９８年，汉阴县被列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项目县，治理汉江南侧富水河、月河源头大堰
沟、月河二级支流青泥河３条小流域，计２０平方千米。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陆续完成汉江南
侧二里沟，月河北侧夏家沟、田禾沟、石家沟，月河南侧黑沟、沐浴河、大茅坝等８条小
流域综合治理，总面积６３８６平方千米。以大茅坝为代表的小流域治理综合技术，２００８
年获安康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２００８年，实施城关、平梁两个项目区１０条小流域
治理工程，总投资２１２０万元，坡耕地造生态林２１７６６亩、经济林１７３５５亩，坡改梯３４５
亩，新建蓄水池１８口、沟渠２２千米、河堤３千米、沉砂池２０口、谷场３座、沼气池２０
座，综合治理面积９５平方千米。２００９年，完成城关平梁、涧池蒲溪两个项目区８条小流
域治理工程，总面积１４２７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０年，完成流域治理１４４９平方千米。其中，
生态造林４７８１平方千米、经济林１５４９平方千米，生态修复８１６平方千米，修蓄水池
５３口、渠道４１３千米、田间道路１２９千米、拦砂坝１０座、新修河堤８９千米、堰塘９
口，整治堰塘１５口。

治理成效

至２０１０年，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６２１８平方千米，占水土流失面积８４８％。修水
平梯地７６８千公顷，造田造地０４１千公顷；种植水土保持林２２６９千公顷，其中，用材
林２０４９千公顷、灌木林２２千公顷；种植经济林果１５１千公顷，种草０２３公顷；封山
育林８１９千公顷。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逐步好转。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水保治理情况统计表
表６－１－１ 单位：千公顷

年　度 水保治理 抬田造地
营造水土保持林

用材林 经济林 灌木林

当　年

净　增

累计达到

总　计 其中小流域

１９８８ — ４４ ０５１ ０４１ １２７ ２８７ ２７８８ ３２１

１９８９ ３２２ ４４ ２０１ ０２９ ０２５ ３２２ ３１１ —

１９９０ ２８ — — — — ２８ ３３９ —

１９９１ ３８１ ５９ ０７５ ２０ — ３８１ ３７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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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水保治理 抬田造地
营造水土保持林

用材林 经济林 灌木林

当　年

净　增

累计达到

总　计 其中小流域

１９９２ ２５６ ５８ ０３９ ０７５ ０４ ２５６ ４０２７ —

１９９３ ３９６ ６７１ — — — ３９６ ４４２３ —

１９９４ — ７２５ — — — ０３４ ４４５７ —

１９９５ ２６２ ０４８ １０２ ０４１ ０５２ ２６２ ４７１９ ３２１

１９９６ ２６ ０４７ １ ０５ ０４３ ２６ ４９７９ ３２１

１９９８ ７７４ ０３７ １５２ １０１ １１８ ７７４ ５７５３ ４４３

１９９９ ５６ ０２ １５５ ０６９ １０３ ５６ ６３１３ ５２４

２０００ ３ ０２８ ０７ ０４７ ０３ ３ ６６１３ ６１２

２００１ ７ ０３３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２ －２０１５ ４５９８ ６８２

２００２ ７６３ ０２ ３３ ２３８ １ ６５ ５２４８ ７４２

２００３ ７５ ０２ ２８７ ２０７ １ ６４３ ５８９１ ７４２

２００４ ７５ ０２７ ２７８ １７１ ０９５ ５４ ６４３１ ７４２

２００５ ７５ ０２７ １９ ２１１ ０８７ ３５４ ６７８５ ７４２

２００６ ７５ ０２７ １８ １９６ １０６ －０５２ ６７３３ ７４２

２００７ ７ ０４ ２２３ １５ １３７ －５１５ ６２１８ ８７３

２００８ １４ ０２９ ２２５ ０９３ ００１ －２４６ ５９７２ １８２５

２００９ １１ ０３ ２７ ０８ ０２ ２２８ ６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９ ０３ ２１ ０９ ０ ３２ ６５２ ２７９

第二章　水利工程

第一节　蓄水工程

水库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县除加固观音河水库外，修建水库８座，其中新建小 （二）型

水库６座，续建水库２座，新增库容１７５２４万立方米，新增蓄水１３６４１万立方米，年可
调蓄水量２０４６２万立方米，设施灌溉面积４７４４亩。

观音河水库　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供水、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利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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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工程。先后建成灌区、坝后电站３座，总装机１０２０千瓦，多年平均发电２００余万千瓦
时。配有鱼种场１个。１９９３年建成 “引青济观”工程，年跨流域调水２０００余万立方米，
１９９８年建成观音峡水厂，日向县城供水５０００立方米。同时，水库还担负下游县城、集镇
１１４万民众和３１６国道、阳安铁路、五里机场等防汛任务，运行４０余年，为促进汉阴县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３～１４日，安康市水利局对观音河水库大坝进行安全鉴定。经水利部核
查，认定为 “三类坝”。１０月，汉阴县水利局委托安康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编制 《观

音河水库病险处理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２００１年４月，省发展计划委同意立
项，除险加固的任务和内容为：１大坝防渗加固处理；２放水闸改造；３增建排沙泄洪
（空）洞；４溢洪道加固；５西山滑坡排水工程整修；６增设必要的大坝安全监测设施；
７枢纽站５００平方米管理用房 （危房）加固改造。工程估算投资１５９７万元。１０月，省
水利厅对 《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核定永久建筑物标准为４级，临
时建筑物标准为５级，建设工期为２年。１２月４日，省计委、水利厅下达观音河水库除
险加固投资计划，总投资１４８０７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西部专项资金１１００万元，地方
配套４９７万元。１２月２０日，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开工，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５日竣工，施
工工期历时２８个月，竣工决算总投资１３４７９６万元。

孙家湾水库　位于漩涡镇联合村，汉江支流冷水河孙家湾沟内，距漩涡镇政府５千
米，控制流域面积０５３平方千米，属引水库。该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养殖
等综合利用小 （二）型水库，总库容１５２万立方米，有效库容１３万立方米，有效灌溉
面积２１５亩。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动工兴建，１９９２年４月竣工，总投资２４３万元。大坝为黏土
心墙坝，最大坝高２２８米，坝顶高程５０６米，坝顶长度７５米，坝顶宽度３米。溢洪道为
正堰式，进口底高程５０４米，堰顶宽度４米，最大泄洪量每秒１７２立方米。放水设施为
台阶卧管式涵洞，洞径０２米，进口底高程４８３２米，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０３立方米。

阴浸沟水库　位于城关镇月河村，月河北岸支流阴浸沟内，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
顾防洪、养殖等综合利用小 （二）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１５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１４４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１０３２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８００亩。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动工，２０００年
４月竣工。大坝为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２５２米，坝顶高程３９３米，坝顶长度６５米，坝
顶宽度４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３９１５米，最大下泄流量每秒１７７立
方米。放水设施为管道闸阀式，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０２立方米。

瑶沟水库　位于涧池镇花果村，月河北岸支流瑶沟内，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
洪、养殖等综合利用小 （二）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１８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８１万立方
米，有效库容１２５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３５０亩。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动工，２０００年５月竣
工，总投资４２４万元。大坝为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１６８米，坝顶高程３６６８米，坝顶
长度８０米，坝顶宽度３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３６４米，最大下泄流量
每秒３０２立方米。放水设施为管道闸阀式，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０２立方米。

梧桐沟水库　位于城关镇长窖村梧桐沟内，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养殖等
综合利用小 （二）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４６２平方千米，总库容４８８万立方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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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容３６８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１２００亩。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动工，２００１年５月竣工，总投
资１５３６１万元。主要建筑物有大坝、溢洪道和放水设施。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２５３
米，坝顶高程４３４米，坝顶宽度４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４３１２米，最
大下泄流量每秒２５立方米。放水设施为管道闸阀式，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０４立方米。

管子沟水库　位于龙垭镇石家沟村，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供水、养殖等
综合利用小 （二）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１２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２７万立方米，有效库
容１０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４９５亩。２００１年 １月动工，２００２年 ４月竣工，总投资
４１５８万元。大坝为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１６米，坝顶高程５１６２米，坝顶长度６５米，
坝顶宽度３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５１３７米，最大下泄流量每秒３３立
方米。放水设施为管道闸阀式，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０５立方米。

酆都殿水库　位于城关镇月河村，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供水、养殖等综
合利用小 （二）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２７８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１２万立方米，有效库
容８６１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４９５亩。２００２年６月动工，２００２年９月竣工，总投资４３
万元。大坝为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２０３米，坝顶高程４０６５米，坝顶长度７２米，坝顶
宽度４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４０３６米，最大下泄流量每秒３６立方米。
放水设施为管道闸阀式，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１立方米。

草桥水库　位于城关镇草桥村，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供水、养殖等综合
利用小 （二）型水库，控制流域面积０２平方千米，总库容１１８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１０８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１９５亩。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动工续建，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竣工，总投
资１７２４万元。大坝为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２７８米，坝顶高程４４９３米，坝顶长度５８
米，坝顶宽度４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４４７３米。放水设施为卧管涵洞
式，最大放水流量每秒００４立方米。

谭家沟水库　位于永宁乡民主村月河南岸支流大龙王沟，属引水库，控制流域面积
０５平方千米，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养殖、供水利用的小 （二）型水库，总库容４５
万立方米，有效库容 ３４４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１０００亩。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动工续建，
１９９２年４月竣工，总投资５２２万元。大坝为黏土心墙坝，最大坝高２２米，坝顶高程３９８
米，坝顶长度１４０米，坝顶宽度５米。溢洪道为正堰式，溢洪道进口底高程３９６米。最大
泄洪量每秒９立方米。放水设施为卧管式，涵洞洞径０１米，进口底高程３８３米，最大放
水流量每秒０１５立方米。

堰塘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新建堰塘１９８６口，新增蓄水４４５８４万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１５３３０
亩。堰塘总数３３３８口，总蓄水９９９２万立方米，灌溉面积３４３５６亩。

水窖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群众自发修建水窖５０００眼，主要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和农田灌溉。２０００
年，县人民政府做出加快水窖建设的决定，推行百窖村建设。蒲溪镇、城关镇、龙垭镇、平

梁镇、漩涡镇、汉阳镇先后建成多个百窖村。２００８年，新建水窖８０口，新增蓄水能力２４００
立方米。至２０１０年，共建成水窖１３５００眼，总蓄水４０万立方米，灌溉农田１５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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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灌溉工程

渠道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新修渠道３６０条，总长５９０４千米。灌溉渠道总数 １１８６条，总长
９９５６千米，灌溉面积６６５４４亩。

引青济观工程

观音河水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８０平方千米，水量不足，多数年份水库不能满蓄，灌
区有效面积由原来１６３００亩下降到１１７４０亩，观音峡电站运行时间不足半年，年发电量
仅达设计能力５０％。青泥河位于观音河东侧，一山之隔，龙垭镇三柳村大麻柳树青泥河
段的取水枢纽以上流域面积１１２４平方千米，河床高程４９４３米，比观音河水库正常蓄水
位高出近３０米。１９９０年７月，汉阴县人民政府成立 “观音河水库补水扩灌工程指挥部”，

委托安康水利水电建筑设计院勘测设计。枢纽按３０年一遇４５０立方米／秒设计，２００年一
遇６５０立方米／秒校核。工程包括引水枢纽 （溢流坝、进水闸、冲沙闸及两岸护堤）和引

水隧洞 （全长１１８２米，宽１５米，高１７５米）两部分。设计引水流量每秒２５立方米，
从青泥河引水２０１９４万立方米／年，估算投资１１２９万元。隧洞工程由涧池建筑队施工，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９日动工，１９９３年１月９日贯通。出口跌水工程由涧池建筑队修建，长５７３
米，跌差８４米。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动工，１２月１５日竣工。进口截流坝工程由县水勘队
设计，兰勤工程队施工。２０００年５月，建成长５０米、高４８米截流坝１座及进口闸、冲
沙闸，工程总投资２３万元。

群体工程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建 “小工程，大群体”工程８处。
龙垭群体工程　设计扩灌１００４亩、保灌２３１亩。由龙垭、黄龙、鹿鸣３乡受益村组

实施。１９９１年８月动工，１９９３年底完成一期主体工程。建塘坝２处、堰塘４口、渠道２
条２８２０米，总蓄水量６５万立方米，扩灌８３７亩。

高梁群体工程　设计扩灌１８１３亩、保灌６０６亩。由高梁、红星２乡受益村组实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动工，１９９３年底完成。建成堰塘１５口，蓄水８４万立方米，渠道８条３７６８
米，砼衬砌１７８３米，扩灌５５１亩，保灌３６５亩。

大坪梁群体工程　由月河五一村实施。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动工，１９９３年完工。完成引水干支渠
３３０７米，衬砌１９００米，建塘坝２处，蓄水２３万立方米，扩灌２０２亩，占设计面积６３％。

太平群体工程　由太平乡受益村实施。１９９１年冬开工，１９９３年６月竣工。建成堰塘
５口，蓄水２７３７０立方米，渠道３条３６６１米，衬砌５４０米，新修河堤３７０米，补修河堤
２５０米，拦河引水坝３处１２０米。灌溉面积４１３亩，占设计面积８２６％，保护农田４００
亩、人口５００人。

三同群体工程　由双乳乡三同村、双乳村实施。１９９２年底建成，完成堰塘１口，蓄
水０２５万立方米，衬砌安良水库渠道２６８千米，恢复抽水站１座，灌溉面积１８７３亩。

凤岭群体工程　设计扩灌１４００亩、保灌７３０亩。由凤江乡受益村组实施。１９９１年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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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工，１９９３年底竣工。修建渠道４条１５４６千米，衬砌４８千米，浆砌石截渗坝１座，
排洪桥１２座、公路涵洞２处，扩灌６０５亩。

天池群体工程　设计扩灌８５５亩，由天池乡受益村组实施。１９９１年开工，１９９３年底竣
工。修建渠道３条３１６０米、塘坝１处、堰塘２口及乡机关供水工程，蓄水５１０２０立方米。

大坝群体工程　由渭溪乡受益村组实施。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开工，１９９３年底竣工。建成曹
家湾塘坝，蓄水３７４万立方米，开挖茶园沟水库西干渠２３千米，抬田３９０亩。

抽水站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先后在平梁、太平、天星、月河、双乳、蒲溪、小街、永宁、凤亭
等乡镇，建抽水站３２处，安装电动机３台，容量４９５千瓦；装配柴油机３８台，容量７３０
马力。灌溉面积２２０６亩。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抽水站８７处，灌溉面积２６５０亩。

机井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机井２３７眼。由于年久老化，部分机井丧失灌溉功能，至１９９７年，
完好机井只有２２１眼。１９９８年，分别在城关、涧池、平梁、双乳等镇新建机井８３眼。至
２０１０年，共有完好机井３０４眼，灌溉农田６４５０亩。

第三节　饮水工程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汉阴县抢抓国家实施 “以工代赈”“粮食自给”“甘露工程”机遇，

先后建成县城及蒲溪、涧池、平梁、铁佛、汉阳、漩涡、上七等集镇人畜饮水站６０多处。
进入２１世纪，实施 “西部人饮解困工程”和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兴建一批农村

人畜饮水工程。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投资１３７５１２万元。建起５４座人饮站，解
决农村３９７１９人饮水困难。
２００８年，建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４０处，总投资６６７万元，解决农村和集镇２１万人

安全饮水。２００９年，完成农村安全饮水工程３８处，总投资１２２０万元，解决２３万人饮
水困难。２０１０年，投资１５１６３万元，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和重点集镇集中供水工程３２处，
解决２８万人安全饮水。

汉阴县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统计表
表６－２－１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成时间 供水范围
投资 （万元）

总投资 中　省 地　方

解决人口

（人）

１ 平梁供水工程 ２００５１０ 平梁镇平梁 ６６ ４０ ２６ １５００

２ 红星供水工程 ２００５７ 城关镇红星村 ９ ５ ４ ２２４

３ 涧池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８ 涧池集镇 ７５ ４５ ３０ ２０３５

４ 上七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５ 上七镇关垭村、终南寺村 １７ １０ ７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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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成时间 供水范围
投资 （万元）

总投资 中　省 地　方

解决人口

（人）

５ 三同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８ 双乳镇三同村 １３ ８ ５ ３６２

６ 平梁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１１ 平梁集镇 ３０ ２０ １０ ９０５

７ 新华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９ 永宁乡新华村 ２７６ ２０９ ６７ ６４６

８ 安全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４ 涧池镇安全村 １４ １０６ ３４ ３２９

９ 双坪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８ 双坪乡双坪村 ２８３ ２１５ ６８ ６６４

１０ 茨沟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４ 漩涡镇茨沟村 ２８８ ２２ ６８ ６７９

１１ 蒿坪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１０ 酒店镇蒿坪村 １５８ １２ ３８ ３７２

１２ 沙河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５ 酒店镇沙河村 １９８ １５ ４８ ４６４

１３ 新四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６ 酒店镇新四村 ６８ ５２ １６ １６３

１４ 关垭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８ 上七镇关垭村 １１９ ９ ２９ ２８０

１５ 松河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６ 上七镇松河村 １５１ １１４ ３７ ３５３

１６ 鳌头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９ 上七镇鳌头村 １２８ ９８ ３ ３０３

１７ 终南寺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１０ 上七镇终南寺村 ７３ ５５ １８ １７２

１８ 营盘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１１ 上七镇营盘村 ２４４ １８６ ５８ ５７６

１９ 笔架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１２ 双坪乡笔架村 １３５ １０２ ３３ ３１４

２０ 磨坝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７ 双坪乡磨坝村 ２７３ ２０７ ６６ ６３９

２１ 肖家坝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６ 双坪乡肖家坝 ６１ ４６ １５ １４３

２２ 松林村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７ 双坪乡松林村 １６６ １２７ ３９ ３９１

２３ 涧池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８ 涧池集镇 ５５ ３７ １８ １３４０

２４ 杨家坝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８ 城关镇杨家坝 ３０３ ２０ １０３ ７４０

２５ 草桥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１２ 城关镇草桥村 ５９ ３９ ２０ １４４０

２６ 幸和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７ 双河口镇幸和村 ９１ ６ ３１ ２００

２７ 叶家坝供水工程 ２００６６ 双乳镇叶家坝村 １８２ １２ ６２ ４１０

２８ 金星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７ 漩涡镇金星村 １２１８ ９２ ２９８ ２８６

２９ 堰坪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５ 漩涡镇堰坪村 ４４４３ ３３７ １０７３ １０４３

３０ 西岭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４
平梁镇西岭、兴隆、

中河、棉丰、安合村
８７８ ６６５ ２１３ ２３１１

９２１第六编　水　利



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成时间 供水范围
投资 （万元）

总投资 中　省 地　方

解决人口

（人）

３１ 新华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１
永宁乡龙凤、枞岭、

民主、五星村
９２９ ７０４ ２２５ ２１８２

３２ 田禾乡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１ 田禾乡田禾、胜利村 ３１１ ２３５ ７６ ７３０

３３ 庙梁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２ 田禾乡庙梁村 １６２７ １２３ ３９７ ３８２

３４ 响洞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８ 田禾乡响洞河村 １４８２ １１２ ３６２ ３４８

３５ 龙岭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８ 城关镇龙岭村 １０６ ８ ２６ —

３６ 麻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７ 涧池镇麻柳村 １３３７ １０１ ３２７ ３１４

３７ 斑竹园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５ 双河口镇斑竹园村 １８７ １４２ ４５ ４３９

３８ 观音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６ 观音河乡观音河村 １０４３ ７９ ２５３ ２４５

３９ 安合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８ 平梁镇安合村 ２０５９ １４ ６５９ ５１９

４０ 太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９ 城关镇太平村 １９１２ １３ ６１２ ４８１

４１ 新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０ 平梁镇新河村 １４７１ １０ ４７１ ３７０

４２ 长新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０ 汉阳镇长新村 ４８１ ３２ １６１ １１４６

４３ 三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２ 龙垭镇三柳村 １５３ １０ ５３ ３６４

４４ 长红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７ 汉阳镇长红村 １０５ ７ ３５ ２５０

４５ 合一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１ 石条街乡合一村 １１８ ８ ３８ ２９６

４６ 花栗扒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１ 城关镇花栗扒村 ２１６ １４７ ６９ ４９６

４７ 铜钱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０ 铜钱乡铜钱村 １５４ １０４ ５ ３５３

４８ 双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８ 双乳镇双乳村 ３０５ ２０７ ９８ ６４９

４９ 月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７ 城关镇月河村 ３０ ２０４ ９６ ６８９

５０ 双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５ 漩涡镇双河村 ２８８ １９６ ９２ ６６３

５１ 洞河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６ 涧池镇洞河村 １７４ １１８ ５６ ４００

５２ 黄土岗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８ 龙垭镇黄土岗村 ２２ １５３ ６７ ６４９

５３ 长窖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９ 城关镇长窖村 ２８５ １９４ ９１ ６５０

５４ 盘龙供水工程 ２００７１０ 蒲溪镇盘龙村 ３０５ ２０７ ９８ ７００

０３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四节　小水电站

富水河电站

富水河水电站位于汉阳镇泗发村。１９８５年１月动工，１９８７年１月建成发电，主体工
程４２２万元。低坝引水，渠道过水流量１６４立方米／秒，装机２×７５千瓦。当年发电量
４０万千瓦时，结束汉阳集镇无电历史。２００１年并入农电网。

紫荆桥电站

该电站位于漩涡镇冷水河。１９８９年，漩涡区公所利用安康水库库区移民贷款项目，
委托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设计，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日建成发电，总投资７４万元。装机２×
７５千瓦，解决集镇及６３００人用电问题。年平均发电量２０万千瓦时。２００１年并入农电网。

元滩子电站

该电站位于蜡溪河元滩子。１９９４年，双坪村村民姜兴银牵头成立董事会，３０户村民
入股，筹资３５万元。县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设计，设计装机２×７５千瓦。１９９５年４月开
建，１９９７年底第一台装机７５千瓦机组运行发电，年发电量１５万千瓦时。２００２年５月，
村民刘安华购买元滩子电站。２００３年５月，元滩子电站并入农电网。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
刘安华新安装第二台机组，装机１２５千瓦。

观音河水库坝后电站

“引青济观”工程使观音河水库蓄水正常。１９９５年，安康地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设
计建坝后电站，１９９８年３月开工，２００１年完竣，装机２×１６０千瓦。２００５年，市水利水
电勘测设计院杨汉如出资１０８万元收购。

第三章　防汛抗旱

第一节　防　汛

　　防汛机构
设立有县防汛指挥部及办公室，并随人员变动而调整充实县防汛指挥部成员，推行

领导包干责任制，落实防汛安全和江河水位、滑坡观测责任人。１９８８年，建立抢险队伍６
支、２０００人。１９９３年，建立抢险队伍５９支、２４４５人。２０００年，县、乡镇两级成立防汛
机构２２个，成立抢险队伍８１支２４３５人。２００３年，县防汛办公室由股级升格为副科级，
工作人员由３人增至８人。
　　工程设防

防洪保安工程 　１９８７年，全县堤防长度１２０５３千米。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以工代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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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新修河堤１１４７米。其中，月河蒲溪东升河段３２３米，娘娘庙１４４米，城关镇双星２３５
米。１９９１年，新修月河主要堤防４６０米，保护耕地５００亩、人口２００人，堤防内造地３０
亩。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投资近２７０万元，新修河堤６２９６２米，新增农田３０８亩，保护农田
２４８５亩，保护农 （居）民８０１户３３６９人。其中，永宁乡枞岭村４９１米，双乳镇新塘村
３１６２米、三同村１７４米，城关镇花?村４８０４米，洞河军坝标准堤防１４６千米。加固堤
防２０７千米。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投资１９５６万元，新修月河双星河堤１０３０２米，中堰河堤
７５０米。保护农田２０００亩、集镇１个、村庄１个、人口８０００人。２００４年，天然建材有限
公司投资３８３６万元，新修汉江汉阳镇段堤防工程５４３２米。２００５年，新修军坝洞河河
堤３００米，工程总投资２１万元。修建汉阳冉家坝、月河城区段河堤１３千米，保护人口
２５００人、农田５００亩。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河堤总长１５０千米，其中三级堤防达标１１千
米，保护耕地３万亩，农 （居）民２４万人。

病险库塘加固 　１９９０年，加固蒲溪镇干沟水库内坝滑坡，义务清理县城北坡排洪
渠。１９９３年，城区防汛指挥部自筹２万元，抢修县城排洪工程。２０００年６月，省水利厅、
地区水电局对观音河水库安全鉴定，确定存在５项病险问题，后经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
心鉴定为三类病险库。７月１３日，水库大坝出现大面积渗水，国家防总、省防办、省水
利厅、地区水电局有关领导和专家陆续赶赴现场指导抢险。经专家会诊，决定由西安市

水电局实施大坝垂直铺塑技术防渗，使渗水面积由２５８０平方米缩小到２４８平方米。２００１
年４月，省计委批复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立项。７月，列入水利部公布首批全国重要
大中型病险水库加固责任人名单。１２月，省水利厅核准加固工程总投资１４８０７万元，由
放水塔、排沙泄洪洞、大坝防渗、溢洪道加固、西山滑坡治理、大坝及西山滑坡监测设

施、管理设施７个单项工程组成。１２月２０日，西安市水利建设总公司中标，正式开工建
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竣工，被省水利厅评为优良工程。
２００２年，自筹１０万元，对３座较严重病险水库除险加固。２００４年，完成东方红、安

良等４座水库和古石湾等３座塘坝除险加固，对平梁镇太丰等５座病险库应急处理，修复
观音河水库南干渠月河倒虹等主要水毁工程。２００５年，实施平梁太丰水库、龙垭白火石
塘坝等５库２塘除险加固，完成涧池集镇堤防修补和蒲溪干沟水库应急除险工程设计。
２００６年，完成先锋、干沟等３座水库除险加固，应急处理病险塘坝２座。２０１０年，投资
５００余万元，完成漩涡镇茨沟、城关镇阴浸沟等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
　　非工程设防

防汛部署　每年汛前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安排落实防汛任务，修订完善防汛预
案，编制水库、重点堤防度汛方案，确定各个塘坝、堰塘汛限水位。沿江河重点集镇制

定 “上岗警戒、撤离”信号和措施。层层签订责任书，落实岗位职责，组建抢险队伍，

储备防汛抗洪物资，全部由县防汛办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配。做好汛前检查，

结合开展河道 “三乱”治理专项执法活动，对在河道内乱挖、乱建、乱倒形成的行洪障

碍边排查、边清除。“五一”前责令停止河道采砂采金活动，施工船只全部解体上岸。对

各级各部门、各重点区域防汛责任、措施落实情况检查督促。汛期坚持２４小时值班制度，
及时准确传达信息，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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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落实江河水位监测员６人，滑坡监测员２８人。１９９３年，建立滑坡观测点
１４处，落实专职观测员１８人。２０００年，对２５处滑坡、１４座病险水库，安排７８人轮流
监测。２００１年４月中旬，完成７座水库大坝安全鉴定，编制茨沟、东方红、赵家河、李
家沟４座小 （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可研报告。２００２年，拆除 Ｄ级危房 ４万余平方米。
２００３年，编制 《汉阴县防洪规划》《汉阴县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基础调查资料》。２００４年，
成立机械化防汛抢险施工队伍。

监测报警系统　１９８８年，县防汛指挥部在汉江、月河等重点河段建立水位标尺１８
个。２００５年，１８个乡镇和县防汛办分别安装１４处人工雨量测报设备和５处雨量遥测速报
系统，建成月河、县城防汛预警网络。２００６年，新建上七、田禾两处雨量测报站，安装
城区预警喇叭４处，对防汛电台、预警系统、测量设备统一检修，确保汛期正常使用。
２００９年，新建预警系统２处，安装喇叭８个，完成县级预警平台建设。
　　防汛抢险纪实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９日１５时３９分至９月７日６时３０分，全县降雨量２９０毫米，４４座水库

普遍出现泄洪，其中安良、东方红、梧桐沟、姚家槽４座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县防汛指挥
部９月１日晚７时下达 “一号令”，通知各乡镇紧急启动度汛预案，县委、人大、政府、

县纪委领导奔赴现场，带领水利技术人员现场指挥抢险。９月６日晚１１时，安良水库下
游约２０００余名涉危群众撤离到安全地带。９月７日零点，安良水库观测点再次出现高水
位，大坝严重告急。经紧急商议并请示省、市防汛总指挥部同意，现场指挥的县委书记

徐铁军当场决定，对安良水库溢流堰实施分层小炮爆破，拓宽加深泄洪道，凌晨５点钟，
溢洪道被撕开宽９米、深１２米的缺口，水库大坝水位回落，压力渐减。
２００３年９月６日８时２０分，梧桐沟水库溢洪道西山大面积滑坡，堵塞溢洪道，入库

流量剧增，库水位上升。１０时，县委书记徐铁军、县长邵向农在梧桐沟水库下达抢险令，
县镇干部、公安干警、驻军就地成立梧桐水库紧急抢险队。县防汛办调拨５０００只编织袋
用于水库做临时围堰和堵水库坝脚，并组织干群开挖加深溢洪道，加大排水，降低库水

位，组织长窖村２０００余名涉危群众撤到安全地带。９月７日１２时，在武警官兵和当地群
众的努力下，化险为夷。

２００３年９月３０日，暴雨如注，降雨量达５１７毫米，月河水位上涨，城关、永宁部
分住户被山洪围困。县防汛指挥部各成员迅速分赴现场，指导抢险救灾，将被山洪围困

的住户立即搬迁，组织抽水机械进行排水，险情得到控制。

第二节　抗　旱

１９９４年５月中旬至６月上旬，连续干旱２５天，水稻插秧缺水，玉米、红薯等旱作物
播种欠墒。７月上旬又连旱５０多天，库塘干涸，河溪断流，３０万亩农作物受旱，５万余
人、２０００多头大牲畜饮水困难，９７万亩农作物严重减产。县级领导到干旱严重的乡镇抓
责任落实，推动抗旱工作；区乡领导上堰道、上机站，解决用水争端，保证灌溉秩序；

从水电、农机部门抽调２０多名技术人员，分组到机站和抽水点，抢修抽水机具。全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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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抽水机具３００台 （次），抽水插秧１万余亩。
１９９５年，春夏连旱，库塘蓄水普遍不足，土壤严重失墒。６月底，全县３０２条河流除

汉江外，全部断流，库塘干涸，部分村组水枯泉竭，全县投入抽水机具５００台 （次），抽

水插秧２万余亩。
１９９８年入春至６月，降雨较少，全县２６５条河流断流，３６座水库中３３座放空；１４０２

口堰塘全部干枯，引水渠道无水上堰。县委、县人民政府于６月６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抗旱保秋。县级领导带领９０余人 （其中部局领导２８人），到挂联区、乡组织抗旱；
县财政筹措３万元抗旱经费、柴油１４吨，分到区、乡，供抗旱使用。全县共投入抽水机
具３４６台 （次），抽水插秧６０６７亩。
２００６年，出动抽水机具３２１５套，投入抗旱人员２３万人，浇地４５万亩。
２００７年，春夏连旱，农作物受旱面积１５９万亩，林业受旱面积５３万亩，工农业生

产损失４５３７万元。县财政和群众筹资２５０万元抗旱保苗，全县出动抽水机具４５０台套，
投入抗旱人员０２３万人，浇地２５万亩。

第四章　水利管理

第一节　水利管理机构

１９８８年，水电水土保持局机关内设行政业务、水保、水管股和水利工作队。下辖水

产站、鱼种场、物资供应站、观音峡电站、观音河水库管理处和蒲溪、平梁、铁佛、漩

涡、汉阳５个水利水保工作站，月河、红星、三河、酒店、双乳、蒲溪、涧池、龙垭、渭
溪、汉阳、杜家垭１１个乡 （镇）各配水利员１人。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撤区并乡建镇，区水利水保工作站就地划归所在乡镇，隶属所在乡镇政

府和水利水土保持局双重管理。１９９７年７月，成立汉阴县水政监察大队。１９９８年８月，
撤销物资供应站，成立汉阴县城乡供水管理站。１９９９年７月，撤销观音河水库管理处，
成立水资源开发公司。２００２年８月，县水电水土保持局更名为水利局，内设行政、业务、
水政水资源股和防汛农建办、水土保持工作站、河道堤防管理站、城乡供水管理站、水

利勘测设计队，下辖鱼种场、观音峡电站、自来水公司、水资源开发公司。撤销水政监

察大队，９个乡镇中心水利水保服务站移交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机构。２００６年８月，成立
观音河水库安全监测管理站。２００７年９月，撤销县鱼种场，恢复水产工作站。至２０１０年
底，县水利局内设行政股、业务股、水政水资源管理股，下设水保站、河道站、水产站、

水勘队、观音河水库安全监测站及副科级事业单位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共有干部职

工１４８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４人、中级技术职称１４人，企业６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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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政管理

１９９１年，成立汉阴县水政水资源管理站和水利治安保卫股，制定７个地方配套规范
性文件，选聘２６名兼职水政监督员，建立健全水利执法体系。至１９９３年，查处违犯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案件３８起，处理４０余人，没收作案工具１００余件。《汉阴县水资源
评价》通过省、地验收。１９９７年，推行取水许可制度，当年办理取水许可证 １３２份。
２０００年，集中查处４２件影响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破坏水利工程、河道采砂、淘金毁坏
河堤、非法电鱼等案件。其中，河道案件８起，水利工程案件７起，水资源案件７起，水
产案件２０起，处罚１９４人次，罚款３５００元，挽回经济损失７１万元。２００１年，查处水事
违法案件１２起，处罚６０人。
２００２年，推行水务一体化建设，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以县城、城南新区、平梁、

涧池、蒲溪等主要城镇为重点，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稳定农业灌溉水价，分类调整城

乡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水价，逐步形成 “补偿成本加合理利润”水

价机制。建立和推行水行政执法责任制，查处各类水事案件２２起，处罚４６人，挽回经济
损失８６万元。２００３年，完成全县水资源规划调查和各类用水户、经营户的分类、取水
量的核定、办证、审验，办证１５４户，征收水资源费３５万元。合理调整水价，县城居民
用水水价由１０５元／立方米提高到１４５元／立方米，工业、商业用水由１１５元／立方米提
到２１元／立方米，行政事业单位用水现价１７元／立方米。查处水事案件１１起，调解水
事纠纷７起。２００７年，全县申领取水许可证４０户 （其中人饮８户、工业、企业２８户、
电站４户），收取水资源费５万元。

第三节　河道管理

河道淘金、采砂实行严格的审批许可，并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保证汛期前清障。

１９９３年，制止５０余起河道违章采金，河道清障２５万立方米。２０００年，查处河道内违章
建房、河道水事违法案件１５起，罚款３８００元。办理河道采沙许可证２７份，收取砂石管
理费２４９万元。２００１年，部分河段砂石开采管理委托当地公安派出所和乡镇水利水保站
代管。集中拆除县城东西大桥之间河道内违章建筑物５处，清除碍洪树木１００余棵，建
筑、生活垃圾２０５万立方米，收取河道砂石管理费２２万元。２００２年，查处河道内违章
建房、河道水事违法案件３起，收取河道砂石费３５万元。２００３年，颁布河道采沙管理
规范，清理月河河障３８万立方米，征收砂石管理费６１５万元。２００４年，开展２次河道
专项整治，征收砂石资源费３万元。２００５年，水利、公安等部门对河道采沙、占用河道
全面清理，回填采掘坑１６处，清障１１万立方米。清淤疏通观音河杨家坝段河道２千米。
２００６年，清除河障５处３万立方米，回填采沙坑１３处。２００７年，集中开展河道专项整
治，清障１２处８万立方米，确保行洪畅通。２００８年，清障１万立方米，查处河道水事违
法案件４起，毒鱼电鱼违法案件５起，罚款０８万元。２００９年，查处河道水事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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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起，罚款２７４万元。２０１０年，查处河道水事违法案件１２起，罚款０７万元。

第四节　工程管理

１９８８年以后，随着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不断加大，汉阴县水利局先后申
报实施了甘露工程、粮食自给工程、人畜饮水工程、万塘工程和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等一批中小型农村水利工程，所有水利建设项目均由各级发改部门审批立项。

汉阴县过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基本是边设计、边施工、边筹资。１９９０年开始，小型
水利工程规划报告上报后，由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审查，邀请计划、财政部门统一下达立

项批复文件，一次性下达工程总投资。资金类别包括：国补、地方配套、受益群众自筹

等。项目实施实行 “四制”（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对中型水利工

程如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先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省对投资规模进行逐项审查核

准，并到现场核对，形成审查后的投资总规模，然后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初步设计阶段

的投资规模，原则上控制在可研批复的总规模上，初步设计上报批复后，上报实施方案，

对各单位工程按年度计划上报投资方案，上级部门按年度计划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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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汉阴县工业主要有烟煤、铁矿、黄金等开采、酿造业、粮油加工、

建材、化工、机械制造和棉麻丝织。１９８８年始，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
承包经营经济目标责任制。１９９８年，开始全面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采取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和兼并、承包、托管等形式转换企业经

营机制。２００４年，县委、县政府印发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

意见》。至２００８年，县属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改制。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工业企业２３３６个，工业总产值４５５８万元。２０１０年，

有规模以上企业３５家。全部工业总产值２７３５１２万元，增加值８０６１０万元。



第一章　工业概况

第一节　工业规模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工业企业２３３６个，工业总产值４５５８万元。１９９５年，全县有工业企
业１２９８个，工业增加值 ３１０２万元，比 １９９４年增长 １４２４％；工业总产值 １１１３３万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计算），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１５４６％。其中，乡及乡以上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９５０
万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计算），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８６８％。
１９９７年，工业增加值５８５６万元。工业总产值２１３６２万元，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

值１１３７１万元。１９９８年，国有、集体工业企业资金不足，设备陈旧，产品更新缓慢，亏
损局面进一步加大，而私营、个体工业发展较快。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５８８７万元，工
业增加值５２７９万元，分别比１９９７年下降２５６３％、９８５％。国有和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
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利税总额１０４万元，比上年下降８５１％。

据第一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４年，全县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不含产业活动单位，下同）

１２２个，就业人员４４１９人，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４２４２７万元，其中规模以上法人工业企业
工业产值１８９８３８万元，占７８３％；资产合计２２０６１３万元，负债合计１０２８４９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１１７７６４万元，资产负债率４６６％；主营业务收入２２８１１７万元，利润
总额３６６２万元。工业个体经营户２３１６户，就业人员４５９０人，营业收入２２６８２万元。

据第二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８年，全县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１４９个，从业人员 ５３２８
人，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３６２４９万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８７０２２３万元，规模以
下工业企业产值１６６０２６万元；资产合计５８２１１９万元，负债合计２６００６３万元，所有
者权益合计３２２０５６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９９１２８５万元，营业利润１５７４８万元。工业个
体经营户２６１３户，从业人员６６１６人，其中有证照工业个体经营户５５２户。
２０１０年，共有规模以上企业 ３５家。全年工业总产值 ２７３５１２万元，同比增长

４５４％。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２０７３５２万元，同比增长５５４％；规模以下工业产值６６１６０
万元，同比增长１４％。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８０６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５％。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６５４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３３３％；规模以下工业１５２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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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统计表
表７－１－１ 单位：万元

年　份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年　份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１９８８ ４５５８ — ２０００ ２１４２５ ５８０９

１９８９ ５１６４ — ２００１ ２４３０５ ７１６１

１９９０ ６２９８ — ２００２ ２９０００ ８８８６

１９９１ ７９２６ — ２００３ ３６７９４ １１０８３

１９９２ ８４２５ ２４２６ ２００４ ５００１２ １７２６４

１９９３ ９９５７ ２９７９ ２００５ ６４８１５ １８８００

１９９４ １１８７８ ３４０８ ２００６ ７５１１２ ２４２２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６４２ ３３４７ ２００７ ９７１１３ ３０１２０

１９９６ １３９５８ ４２３６ ２００８ １３５４６４ ４１１３０

１９９７ ２１３６２ ５８５６ ２００９ １８７９００ ５８６８

１９９８ １５８８７ ５２７９ ２０１０ ２７３５１２ ８０６１０

１９９９ １９０８１ ５０５０

　　注：工业总产值为当年现价，工业增加值为三经普修数据。

第二节　工业结构

汉阴县工业结构分为经贸局管理的国有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乡镇企业局管理

的乡、村、组创办的集体和个体工业企业，招商引资落户本县的外来工业企业，还有建

筑业和商业系统的酿造业、粮食系统的粮油加工业。

行业产业结构

１９８８年，经贸系统所属工业企业有棉麻纺织厂、丝织厂、印刷厂、化工厂、建材厂、
精细化工厂、计量器厂、服装厂、木器厂、皮革制品厂、竹藤厂、包装厂、轻化厂、塑

料厂、陶瓷厂、五金厂、轻工机械厂 １７家，分属 １１个产业，共有职工 １４１６人。１９９７
年，全县停产企业较多，部分企业持续亏损。工业经济效益主要靠黄金行业支撑，利润

总额达４４３５万元，比１９９６年增长４１３％。
据第一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４年，全县工业企业法人单位１２２个，其中采矿业１３个，占

１０６％，就业人员占比２０８％，主营业务收入占１３６％；制造业１０３个，占８４４％，就
业人员占比７６９％，主营业务收入占 ８５５％；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６个，占
５％，就业人员占比２３％，主营业务收入占０９％。在工业行业大类中，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就业人员数位居前三位，分别占 ４３９％、１１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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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按轻重工业划分，轻工业 ４９个，占 ４０２％，完成工业产值 １３０３０万元，占
５３７％；重工业７３个，占５９８％，完成工业产值１１２１２７万元，占４６３％。

据第二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８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从业人员年平均４４２０人。按工
业行业划分，采矿业 １９个，占 １２７５％，从业人员 ９４５人，占 ２１４％，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０１１４万元，占１３１％，利润总额１５９６２万元；制造业１２２个，占８１８８％，从业人
员３３５３人，占７５９％，主营业务收入８５７５６６万元，占８６５％，利润总额１４１０１３万
元；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８个，占５３７％，从业人员１２２人，占２７％，主营业
务收入３６０５万元，占０４％，利润总额５０５万元。

所有制结构

１９８８年，全县全民所有制工业１８个，工业产值２６６０万元；集体所有制工业５１个，
工业产值８５４万元；村及村以下工业２２６７个，工业产值１０４４万元。１９９５年，有全民所有
制工业１８个，工业总产值３２１３万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计算），比１９９４年下降０２１％；集
体所有制工业 ４８个，工业总产值 ２０５９万元 （１９９０年不变价计算），比 １９９４年增长
７５％；村及村以下工业１２３２个，工业总产值５１８３万元，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２４３８％。１９９７
年，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６４４２万元，集体工业企业总产值４９２９万元。１９９８年，国有和
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７０７８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４４５５％；集
体及私营个体工业企业产值８８０９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５５４５％。

据第一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４年，全县工业企业法人单位按所有制划分，国有企业 １３
户，占１０６％；集体企业２９户，占２３８％；私营企业８２个，占６７２％。

据第二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８年，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公司５个，占
３４％，从业人员２０５人，占３８％；集体企业１８个，占１２％，从业人员６０９人，占１１４％；
私营企业１１７个，占７８５％，从业人员４００７人，占７５２％；外商投资企业１个，占０７％，从
业人员８人，占０１５％；其余类型企业８个，占５４％，从业人员５０３人，占９４５％。
２０１０年，全县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６１４２０万元，其中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增加值

４７５００万元，规模以下１３９２０万元。

第三节　乡镇企业工业

１９８８年，全县乡镇企业４８７６户，其中户办企业４６５２户，占９５４１％，从业人员７６１３
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７５２５％。太平、涧池、天星、蒲溪、月河、平梁、小街、凤
亭、永宁等１０乡 （镇）企业总产值、总收入超１００万元，其中太平乡企业总收入５００７
万元，居全县第一；杨家坝、蒲溪、前进、军坝、东南、太平、中坝、月河、洞河、棉

丰等１０村企业总产值、总收入超５０万元，其中杨家坝村企业总收入１６７２１万元，居全
县之冠。乡镇企业中工业企业占５０％，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土木建筑、竹木农家具制
造、藤草编织、造纸、土陶、酿酒制醋、石灰、砖瓦、采砂石等。乡镇企业工业产值

１４００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３０１％。
１９９１年，有１５个乡 （镇）企业总产值、总收入超达１００万元以上。１９９３年，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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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中工业产值４２００万元，超过经贸系统。城关镇、太平乡企业总产值、总收入过１０００
万元；天星乡、涧池镇、蒲溪镇企业总产值、总收入过５００万元；平梁、月河、小街、双
乳、永宁５乡 （镇）企业总产值过２００万元。杨家坝、中坝、前进、太平、双乳、蒲溪、
三堰、军坝、东南、南街、北街、西街、涧池居委会１３个村居委会企业总产值过２００万
元；草桥、安合、棉丰、龙岭、中堰、紫云、月河、双星企业总产值过１００万元；太平建
筑公司、太平综合公司产值过２００万元，县造纸厂、城关供销公司、太平综合厂、涧池预
制板厂、汉阳综合公司产值过１００万元。１２个企业实现产值翻番。
１９９４年，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提出建设月河川道经济带，重点发展非国有经

济，带动贸工农一体化发展。１９９５年，太平乡、城关镇企业总产值、总收入过２０００万
元，涧池镇、蒲溪镇企业总产值过１５００万元，天星乡、月河乡企业总产值过１０００万元；
涧池集镇居委会、太平村、中坝村、杨家坝村产值过５００万元；太平综合公司产值过５００
万元；红星乡农经门市部、新华酒厂、县造纸厂、太平建筑工程公司、川陕魔芋精粉厂

产值过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７年，乡镇企业总产值２５１００万元。其中工业产值１０８００万元，占
全县工业总产值５０５６％。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发展投资５万元、产值１０万元以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工业项目

２１７个，总投资３４亿元，其中招商引资７５００万元。乡镇企业总产值从３２１亿元跃升到
７４亿元，工业产值从１３６亿元跃升到３２６亿元。２００３年，新建投资５万元、产值１０
万元以上私营工业项目３７个，佳明公司、汉源水泥厂、秦巴生态养殖等一批企业相继投
产，雷氏魔芋精粉厂、八庙沟金矿、汉阴花炮厂等规模企业效益持续上升。全县乡镇企

业达９６６５户，从业人员２４６９７人，其中非公有制企业９６２０户，从业人员２３１４７人。固
定资产总值２６亿元，总产值８７５亿元，其中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３５７００万元。

至２００４年，建成乡镇企业园区５个，其中涧池省级园区１个，城关、平梁、蒲溪、
双乳市级园区４个。入驻企业２６９０户，从业人员６５８５人。城关镇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过５
亿元，涧池、蒲溪镇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过１亿元，永宁乡、双乳镇、平梁镇、铁佛寺镇、
漩涡镇营业收入过１０００万元。乡镇企业中有工业企业１３５７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６户。
２００５年，红星米业、新鑫米业、月河面粉厂、安康金茂有限责任公司晋升规模企业；

亿兴硅业、盛兴矿业、范家沟金矿、平梁板石厂、漩涡花岗岩厂建成投产。基本形成绿

色食品生产加工、黄金矿产、医药化工、建筑建材四大支柱产业。２００６年，全县乡镇企
业及非公有制经济户中，有工业企业２９７１户。
２００７年，发展投资１０万元以上企业项目４１个，总投资９１９３９万元，秦龙有限责任

公司、页岩砖厂、彩瓦厂、免烧砖厂等建成投产。乡镇企业达９９１８户，从业人员２６６１０
人，实现总产值１７６１亿元。其中工业产值９２８００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９５６％。重
点企业有汉源水泥厂、汉阴县花炮厂、环球生化厂、川陕魔芋精粉厂、雷氏魔芋精粉厂、

八庙沟金矿、涧池金茂精细生物制品厂、丸正绿色食品有限公司、范家沟金矿、汉阴秦

龙工贸公司、金源有限公司、巨丰实业有限公司、第三建筑有限公司、秦巴绿色山珍有

限公司、秦皖中药材有限公司、永联公司、亿兴公司、盛鑫公司、禾烨公司等。

２００８年，新增投资３０万元以上、产值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及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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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２８个，总投资２８亿元。全年乡镇企业及非公经济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９亿元，总产值
２０６７亿元。工业总产值１３１１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８４３亿元。

２００９年，新开工建设固定资产投资５０万元以上、产值１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５２个，其
中生产性项目３２个。新发展私营企业６９户、个体工商户７２０户。全年乡镇企业及非公有
制经济营业收入３２５亿元，总产值２５８６亿元。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１１９２
亿元，工业总产值１８７亿元，工业增加值５５５亿元。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９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统计表
表７－１－２ 单位：亿元

年　度 总产值 其中：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占

总产值比重％

工业总产值

年增长速度％

工业总产值

年增加值

１９８８ ０２８ ０１４ ５０ ０ ０

１９８９ ０２９ ０１５ ５１７ ７１ ００１

１９９０ ０３３ ０１７ ５１５ １３３ ００２

１９９１ ０４５ ０２３ ５１１ ３５３ ００６

１９９２ ０５２ ０３ ５７７ ３０４ ００７

１９９３ ０８ ０４２ ５２５ ４０ ０１２

１９９４ １０４ ０５２ ５０ ２３８ ０１

１９９５ １３３ ０６３ ４７４ ２１２ ０１１

１９９６ １８３ ０８ ４３７ ２７ ０１７

１９９７ ２５１ １０８ ４３ ３５ ０２８

１９９８ ３２１ １３６ ４２４ ２５９ ０２８

１９９９ ４２１ ２０５ ４８７ ５０７ ０６９

２０００ ５２４ ２４２ ４６２ １８ ０３７

２００１ ６５７ ３０２ ４６ ２４８ ０６

２００２ ７４ ３２６ ４４１ ７９ ０２４

２００３ ８７５ ３８７ ４４２ １８７ ０６１

２００４ １０１４ ４８６ ４７９ ２５６ ０９９

２００５ １２６ ５５ ４３７ １３２ ０６４

２００６ １５１ ７７９ ５１６ ４１６ ２２９

２００７ １７６１ ９２８ ５２７ １９１ １４９

２００８ ２０６７ １３１１ ６３４ ３９８ —

２００９ ２５８６ １８７ ７２３ ４１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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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月河工业园区

２００８年，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工业园区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安康

市委、市政府全力打造月河工业经济示范带的战略部署，汉阴县委、县政府聘请陕西省东西

部经济研究院规划设计月河工业园区，总体规划面积１１８０公顷。其中，在城关镇麒麟村、
花扒村、月河村布局科技产业聚集区，占地面积１８８２公顷，主要发展科技含量高，且污染
小、能耗低的产业项目和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在城关镇月河村、长窖村和涧池镇栋梁

村、军坝村、洞河村布局新型建材产业聚集区，占地面积７８０公顷，重点发展页岩 （陶土）

新型建材系列产品和水泥、塑钢型材、装饰板材等新型建材业；在蒲溪镇小街村布局富硒农

副产品加工聚集区，占地面积２１１８公顷，立足国家认定绿色无公害基地的优势条件，重点
开发富硒豆制品、食用油、魔芋食品、桑葚饮品、矿泉水等农副产品，规划建设粮油深加工

及农副产品物流中心。２００９年，该园区列入全省重点县域工业园区和全省中小企业创业基
地。至２０１０年，园区进驻企业６１户，其中工业企业３２户，规模企业２２户。实现工业总产
值１３６１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５４４％；实现增加值３８６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总产值１１９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的６２６％；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实现
总产值１７１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下企业总产值的２８５％。

第二章　工业体制改革

第一节　管理体制改革

县经济贸易局

主管全县工业经济的综合职能部门，直接管理７个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１０个集体
所有制工业企业。１９９２年９月，撤销县经济委员会、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技术监督局，
成立工业经济局。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成立县手工业合作社联合社，与县工业经济局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２００２年前，县属以下工业企业管理以工业经济局 （经济委员会）为主，

分系统多头管理。２００２年９月，撤销工业经济局、商业局，合并成立县经济贸易局，划
入企业体制改革职能，负责全县工业、商务综合经济管理工作。

县乡镇企业局

１９８７年成立，主管全县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在乡镇配备有乡镇企业专职干部。
２００２年９月，设立非公制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加挂汉阴县中小企业
促进局牌子，承担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管理等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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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营体制改革

１９８８年始，工经系统普遍推行厂长负责制，除拖拉机修配厂、染织厂、建材厂外，
其余企业全部实行承包经营经济目标责任制，丝织厂、化工厂实行公开招标承包。１９９０
年底，对承包到期的企业又延包一年，确定超目标利润二八或四六分成比例，小头上缴

财政，大头留企业。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劳动制度、

人事制度、分配制度。１９９２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企业中开展破 “三铁”转换企业内

部机制工作，打破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干部实行聘任制，

实行自主招工、全员合同制，推行岗位技能效益工资，允许职工自谋生路，鼓励人才合

理流动。１９９７年，结合学习邯钢，开展国有小型企业 “双放” （放开放活）改革。通过

租赁承包、托管、联合经营、兼并、股份制改造等形式，转换经营机制。１９９８年，开始
全面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围绕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四项核

心内容，采取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和兼并、承包、托管等形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至２０００年，改组改制集体企业２３家，新组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１１４家，组建集团
公司５家。一次性买断经营权和所有权７家，实行经营承包２３家。计量器厂、印刷厂、
棉麻纺织厂整体租赁，成为国有民营。

第三节　企业产权改革

１９９３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开始下滑。７８个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有１１个
企业亏损，亏损额４０２４万元，比１９９２年增长２３３％。企业利税总额４７８万元，比１９９２
年下降４５６％，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率分别比１９９２年下降６９９、８２５个百分点。此
后，工业企业利润连年负增长。１９９６年，竹藤厂解体。１９９７年，轻化厂停产，建材厂破
产。１９９９年，皮革制品厂解体。精细化工厂破产，拍卖给县邮政局。２０００年，５户国有
企业全部亏损，企业在册人数１３６１人，下岗人数达９２０人。服装厂破产拍卖。２００１年，
４户国有企业全面停产，７户集体企业１户关闭、１户停产、２户断续生产。国有企业丝织
厂依法破产，集体企业包装纸箱厂整体出售解体。２００２年，７户集体企业中，４户断续生
产，３户停产。国有企业除化工厂正常生产外，其余整体租赁或分块招商，国有民营。酒
厂停产。丝织厂整体出售给福建私营老板陈如海，组建汉阴诚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３
年，经贸系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３０７２８万元，负债总额 ３６６９７５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１９４３％。木器厂被乡镇企业第三建筑公司整体收购。轻化厂整体卖给私人开办农家乐。
２００４年，县委、县政府印发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化工厂以５００万元
竞价拍卖给安康神州公司。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县政府召开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会议。至
２００８年，县属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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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业行业

第一节　采矿业

汉阴县采矿业主要有烟煤、铁矿、黄金等。

黄金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砂金主要分布在西起高梁，东至双乳的月河河床及１级阶
地和观音河、青泥河、中河、八庙沟、罗家沟以及汉江河床。山金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

的水田、鹿鸣、黄龙一带。１９８５年前，多为个体下河，以金门、手盆淘洗，工效低下，
无序采淘。１９８５年４月，汉阴县成立黄金生产管理站，实行持证采淘，持证者在指定区
域采淘，禁止滥采乱挖掠夺式采淘。当年发证３１４份，其中集体采金队８０份，个体采金
户２３４户。同年成立汉阴县金矿，投资２６０万元建造１００升的１号采金船，１９８６年投产，
始用机械采淘砂金，年采金６３４２克。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金矿改建成黄金公司，此后相继建
造２号、３号、４号采金船。鼎盛时期，月河河道上有３条采金船昼夜作业，员工近２００
人，月产黄金１千克。月河河床采淘告罄后，又破堤进入１级阶地农田开采。后终因资源
枯竭，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停产。月河砂金矿停产后，山金开采代之而起。２０００年，引
资企业黄龙金矿入驻汉阴，分别投资 ４００万元、６００万元建成八庙沟金矿、鹿鸣金矿。
２００５年，引资８００万元建成范家沟金矿。黄金开采逐步成为汉阴的支柱产业之一。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采矿业有企业法人单位１９个，从业人员９４５人。其中，煤炭开采企
业法人２个，从业人员４２人，年生产量１４６５０吨；铁矿石开采企业法人１个，从业人员
１４人，年生产量２６５０吨；有色金属矿采选企业法人７个，从业人员７２０人。其中，金矿
４个，生产黄金４５９千克；非金属矿采选企业法人９个，从业人员１６９人。

第二节　制造业

　　建材
汉阴县建材生产品种主要有机砖、机瓦、水泥、石灰、水泥预制构件、板石、大理

石、花岗岩、砂石料等。至２００８年，有企业法人５１个，从业人员１３２８人。
砖瓦　１９７３年，创办地方国营机砖厂 （建材厂），开始以红砖代替青砖、机制代替手

工压模、煤烧代替柴烧，年产机制煤烧红砖２５４万块。１９８８年后，先在月河川道沿线兴
起乡 （镇）办、村办、组办、联办机砖厂，主要有三同、双乳、蒲溪、小街、钟梁、永

宁、栋梁、太平、天星、新河等数十家机砖厂、机瓦厂。继之北山的龙垭、南山的汉阳、

天池、漩涡、堰坪相继兴办了机砖厂。２００７年以后，有些机砖厂因黏土资源枯竭而关闭。
至２０１０年，有砖厂３０个，生产红砖１９１９１万块；机瓦厂４个，产瓦６６２万块。基本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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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房屋建筑需求。

水泥及制品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汉源水泥厂投产，日产水泥４００吨，填补该县水
泥生产空白。２００７年，产水泥１３３万吨，供不应求。沿月河、汉江砂料产地，开办有数
十户水泥预制板厂，生产水泥预制件供应城乡建房，后因建筑工艺改进，建房多采用现

浇，水泥预制品生产企业相继改行。

石灰　沿３１６国道，西起红星，东至天星有石灰窑数十孔，年烧石灰万余吨。因严重
污染环境，又妨碍交通，且因白水泥、涂料陆续占领建筑市场，１９９６年后相继关闭，仅
零星生产。

砂石料　月河川道两岸及南北山有采石场多家，生产建筑石料及铁路道碴。砂料出自汉
江、月河，曾有数家砂厂，昼夜动用机械采砂、选砂，以供应日益扩大的建筑市场。

板石材　酒店镇出产铁锈红板石、双坪乡出产板石，石条街乡出产大理石，天地沟
出产花岗岩，均办厂生产。

化工

汉阴县化工材料主要产品有黑色火药、铵锑炸药、乳化炸药、过硫酸铵、皂素、葛

根素、生物碱、食品抗氧化保鲜剂等。

汉阴县原有硝炸社，后改名轻化厂，生产土硝、火药，年产２０吨左右，曾远销省内
及川、鄂、甘山区，颇受青睐。２０世纪末停产。１９８９年，汉阴县精细化工厂引进生产过
硫酸铵，出口创汇，一度供不应求。１９９２年停产。

县塑料厂生产的农地膜，在１９９２年产品 “质量万里行”活动中抽样检查，获全省第

一名。１９９３年，金茂生物工程公司从稻谷糠中提取植物酸，研发出天然抗氧化保鲜剂，
取代亚硫酸钠等有毒性化学抗氧化剂，广泛应用于啤酒、葡萄酒抗氧化保鲜。２０００年，
又研发出环保型金属钝化剂，取代铬酸、亚硝酸钠等有毒金属钝化剂。

２００３年，汉阴环球生物化工厂研发黄姜 （俗名火藤根）皂素提取，主要用于避孕药、

消炎、麻醉、性激素、杀虫剂等多种药物的合成。汉阴县化工厂是生产民爆物品的国家

定点厂家，年产铵锑、乳化炸药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吨，远销安康、汉中等地区。２００４年，改制
后继续生产。此外，禾烨植化公司研制生产有葛根素、生物碱。至２０１０年，有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法人６个、从业人员３８４人，医药制造业企业法人４个、从业人员
１０３人，塑料制品业企业法人２个、从业人员６０人。炸药生产量１０５２７吨，化学药品原
药４２吨，心血管系统用药７吨，塑料管及其附件４３５吨。
　　机械制造

汉阴县计量器厂的前身即农机修造厂，主要产品有旋耕机、山地犁、粉碎机、脱粒

机、打稻机、薅秧机、压面机、碾末机等。１９７９年研制成功山鹰牌Ｄ２－Ｌ型电子售油器。
后不断改进工艺，向系列、配套产品发展，由１个系列２个品种发展到２个系列６个品
种，计量精准度达正负误差小于３‰，由单一的煤油售油器发展到食用油、机油售油器，
产品远销全国２９省、市、自治区。年生产系列售油器万台以上。后又相继研制出山鹰牌
大台面台秆、ＳＹ－ＤＢ型自动控温电烙饼机、ＳＹＢ－１９、ＳＹＢ－２Ｓ型手摇油泵等机械。

汉阴县轻工机械厂的前身是小街农械厂，以生产小型铁制农具为主，１９７７年始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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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机械，相继开发的产品有制砖机、烘茧炉胆、引风机、砂金洗选机，畅销于全地区

各乡镇企业。轻工机械厂生产的呋喃树脂产品，１９９３年５月西安产品鉴定会，来自全国
的２０多位专家学者，对该产品进行鉴定，获得好评。湖北省铸造协会１９９３年年会上，二
汽关于呋喃树脂的应用论文，获得与会者高度评价，并推荐参加１９９４年国际铸造年会。

汉阴县建筑工贸公司工程师谢一中研制的高效节能烘茧灶，获陕西省乡镇企业局、

安康地区行政公署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杨凌科技发明博览会金奖，取得国家专利。

上述机械制造，均于２００６年前停产。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企
业法人１个、从业人员１１０人，金属制品业企业法人５个、从业人员５１人，专用设备制造
业企业法人１个、从业人员１５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法人１个、从业人员６人。
　　纺织

棉织　１９５８年，由宽窄布合作社、丝织社等 ７个合作社合并成立汉阴县棉织厂。
１９７０年，购回５０台自动织机，基本实现机械纺织，年生产能力１８０万米。主要产品为劳
动布、蚊帐布、豆腐布、粘棉布、民用线、毛巾等。１９８４年，增加苎麻脱胶项目，加工
精干麻。１９８５年，新增染色技术，改名染织厂，新增床单布、花格尼等色织布，产品除
在陕西省各地区销售外，还远销全国１５个省、市、自治区。１９８７年末，有员工３８６人，
织机１０１台，生产布匹１８６７万米。此后数年生产水平一直未有突破。１９９４年４月，气
流纺车间分出成立纺纱厂，生产的棉麻混纺纱产品，曾在全省行业评比中获得三等奖。

２０００年停产，２００７年破产。
丝织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建立丝织厂，１９８３年正式投入生产。８０台织机年生产丝织品

４５４２万米，其中，丝绵绸出口８２２６米。１９８４年第４季度引进设备，新建练染车间，结
束丝织品运往南充、西安、无锡等地加工印染历史。新产品有软缎被面、素软缎、小花

绸、美丽绸、羽纱、丝罗纹、丝帕等３４个品种，除在安康地区销售外，远销西安及外省
市。１９８７年末，有员工３１６人，织机８０台，年生产丝绸类７２９４万米。１９９８年租赁经
营，２０００年停产，２００１年破产。
　　造纸
１９８８年初，全县有手工造纸厂１１家，其中火纸厂８家、皮纸厂２家、草纸厂１家。

机纸厂仅东南村１家，年生产纸张２１０５吨。１９９０年，中坝机纸厂建成投产，生产黄板
纸、瓦楞纸畅销省内外。１９９１年，东南纸厂购进１台１０９２纸机，生产原浆卫生纸，年产
纸５０余吨。１９９２年，涧池镇洞河村张先利在洞河桥开办纸厂，以收购废纸打浆，生产卫
生纸为主。上述造纸企业，因污染环境严重，均于２０００年前陆续关闭。
　　制陶

汉阴县土陶制作工艺悠久，日用土陶产品主要有缸、坛、盆、罐等８大类５４种，产
品除销往县内及周边县区外，还远销西乡、城固、汉中及湖北数县。１９８８年初，除集体
所有制蒲溪陶瓷厂１家外，有乡办、村办、个体陶瓷厂８１家，年产日用土陶器皿３０余万
件。至２００７年，仅剩蒲溪陶瓷厂有工人坚守，断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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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加工业

食品加工

汉阴县食品加工业主要有农副产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制茶等。至２０１０年，
全县有农副产品加工业企业法人２１个、从业人员５７５人，食品制造业企业法人１个、从
业人员８人，饮料制造业企业法人１３个、从业人员２４７人，鲜、冷藏肉企业法人１个、
生产量９８０吨，饮料酒企业法人１个、生产量９２５吨，果汁和蔬菜汁饮料企业法人１个、
生产量１５１１吨，精制茶企业法人８个、生产量１０６吨。

粮食加工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粮食系统有粮食加工企业７个，即县粮食加工厂和蒲溪、
涧池、平梁、铁佛、汉阳、漩涡粮管所的粮食加工车间。其中，县粮食加工厂年设计生

产能力 １８５００吨，实际生产 ５８５５吨，其中标二大米 １１２６吨，特制粉 １６９吨，标准粉
４２１９吨，玉米粉６５吨，其他２７６吨。其余粮管所年设计生产能力１４０１５吨，年实际生产
８４０吨。乡镇办、村办、组办、个体粮食加工企业７２４家，拥有粮食加工机械２１６７台，
年平均加工粮食１６１３７吨。
１９９８年５月后，粮食系统粮食加工企业陆续停产。乡镇集体粮食加工企业全部租赁、

承包或拍卖给私人经营，其中月河面粉厂、红星米业、新鑫米业等粮食加工企业，几乎

垄断汉阴城乡粮食市场。２０１０年，全县加工小麦粉８７吨、大米１４３５３吨。其中，成规模
大米加工企业４户，年加工能力５９５００吨，全年共加工稻谷１３８００吨，生产大米９７００
吨，实现工业产值３８１１万元。

油料加工　汉阴县主要生产菜籽油、桐油及少量芝麻油。１９８８年，县粮食系统有县
油脂加工厂 （后改为汉阴县油脂化工厂）、蒲溪、漩涡粮管所榨油车间３个企业，加工菜
籽油７１０吨、桐油２６７吨。乡镇办、村办、户办油坊３１家，拥有榨油机械１４３台，其中
６８型榨油机１２台、９０型榨油机６２台、９５型榨油机２２台，以及滤油器、包饼机等，年
平均加工菜籽等食用油料４５１９吨，非食用植物油１５４３吨。１９８９年，粮食系统加工油
脂９８９吨，菜籽油符合国家二级精炼油标准，曾在全省行检评比中获得第一名。１９９７年，
县油脂化工厂因原料不足，仅生产两个月，亏损９３万元，此后一直徘徊不前。同时，部
分乡镇办油坊经营管理不善，相继关停。２００２年４月，县油脂化工厂租赁给庞明私人经
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实施改扩建原生产线，使其达到年产５１００吨菜籽油生产规模。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年分别生产菜籽油３３４６吨、３３３８吨。２００６年，私人投资在涧池镇西坝村兴建成林
油厂。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油料加工企业法人４个，年生产菜籽精制油５４３６吨。其中，规
模以上油料加工企业２户 （陕西成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未投产），陕西金福海油脂工业有

限公司加工油菜籽１０７００吨，生产菜籽油３６４０吨，实现工业产值１５亿元。
酿酒　１９８８年，有县办酒厂１家，乡镇办酒厂２家，户办酒厂３家，后陆续开办个

体酒厂数家，白酒年产量由１２１吨增加到１２５０余吨。县酒厂生产的九天液、雪香酒、观
音大曲曾一度驰名。南北乡村素有土法酿制红薯、高粱秆、拐枣、柿子酒习惯，年烤酒

达数万吨，以田禾沟、方家沟、观音河的杆杆酒较为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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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　该县豆腐作坊遍布城乡，先是手推石磨，石膏点制，后改用电动打浆机，卤
水点制。主要制品有豆腐、豆腐巾、豆腐布、豆腐干等系列食品。以蒲溪镇三堰村豆腐

系列制品渐成规模，在县内著名。尤以豆腐干闻名省内外。

造醋　该县各乡镇均有手工醋坊，以麦皮、米糠为主要原料造醋，其味绵酸甘香，
口感极好，谓之粮食醋。较大的造醋作坊有月河、平梁醋厂。

天然绿色食品　陕西丸正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国外先进技术精制纯天然 “晶玉牌”

魔芋精粉。此外，汉阴中仁野生食品开发公司用纯物理方法提取蕨根粉，汉阴县农林牧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加工黄精，汉阴天然葛根粉厂以传统工艺加工秦巴野生葛根淀粉等。

　　服装加工
服装加工是该县城乡不可或缺的传统手工业。１９８８年前，全县拥有缝纫机６４００余

架，除县服装厂外，有乡镇办缝纫社２家，村办缝纫组２１４个，个体缝纫户１８００余家。
后服装厂、社、组陆续解体，转为个体生产经营。１９８８年，沈润兰把数家个体缝纫户又
组织起来，创办小街童装厂，生产童装校服，很有特色，曾一度占领安康地区童装市场，

成为该县明星乡镇企业。至２０１０年，个体缝纫加工户达２４００余家。
　　其他加工业

竹木藤编　该县历来有用麦秆、稻草、青藤编织生产生活用品的手工技艺。麦秆编
织的草帽辫，稻草编织的草帘、草袋，青藤木竹编织的藤椅远销县内外。尤以永宁的藤

编、凤亭的草织形成一村一品，享誉县内。

竹制品主要有箩筐、戳箕、背篓、篮子、簸箕、蒲篮、筛子、档屉、晒席等，木制

品主要是风车、拌桶、犁、耙以及桌椅板凳、箱柜等，年产约３万件。
鞭炮烟花　该县有春节、元宵节、红白喜事燃放鞭炮、烟花习俗。１９８７年以前，除

县轻化厂外，有集体和个体生产厂家５０余家，生产草纸火药卷制的鞭炮、烟花筒，俗称
雷子、火炮子。１９８７年，永宁乡花炮厂从江西萍乡引进烟花、电光炮生产工艺，迅速占
领市场，发展成汉阴县花炮厂。后严禁非专业厂家土法生产，至２００７年，仅保留县花炮
厂专营，产品远销安康、汉中、商洛各县。２０１０年，焰火制品生产量５１２８５千克。

第四章　电　力

第一节　发　电

１９８７年以前，有县属观音峡电站１座，年发电１００万千瓦时；区、乡属小水电站１２
座，年发电５５万千瓦时；村、组属小水电站９座，年发电５万千瓦时；户属小水电站１６
座，年发电３１万千瓦时。

随着国家电网村村通，大部分小水电站停止运行。至２０１０年，建成并运行的小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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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有观音峡、富水河、紫荆桥、元滩子、观音河坝后电站５座，年发电量５８６万千瓦时，
陆续并入国家电网。

第二节　输电量

１９８８年以后，随着农村小康建设、 “三通”建设、新农村建设，汉阴县采用国家扶
持、群众集资方式，不断加大电网建设投入，扩大电网覆盖面，逐年分批改造农村低压

电网，全县输电量逐年递增。２００７年，输电量 ６９６３万千瓦时，是 １９８８年的 ３８４９倍。
２０１０年，输电量１２０６７７２万千瓦时，是１９８８年的６６７倍。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售电量统计表
表７－４－１ 单位：万千瓦时

年　度 售电量 年　度 售电量 年　度 售电量 年　度 售电量

１９８８ １８０９ １９９４ １９１０ ２０００ ３１５７ ２００６ ６５１８

１９８９ １４５２ １９９５ ２４０３ ２００１ ３３８０ ２００７ ６９６３

１９９０ １４８７ １９９６ ２３０４ ２００２ ３８３６ ２００８ ７８８４４４

１９９１ １４８０ １９９７ ２３８３５ ２００３ ４４８３ ２００９ １０９２１５９

１９９２ １５２４ １９９８ ２３８３６ ２００４ ５１１７ ２０１０ １２０６７７２

１９９３ １６０６ １９９９ ２６９８ ２００５ ５０４９

第三节　电网改造

１９８８年，对龙垭乡龙垭村、保健村部分低压线路改造。１９８９年，红星乡东星村、天
星乡平安村、八庙乡安心村、合心村全面通电。１９９０年，实施高梁乡两河村低压线路改
造，架设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１３千米，安装３０千伏安配电变压器１台。１９９１年，清明寨乡
光荣村、五坪村自筹资金１０万元，架设１０千伏高压输电线５千米、低压线２０千米，安
装配电变压器３台，总容量１６０千伏安。１９９３年，架设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５１１１千米、低
压线路１２９８２千米，安装变压器１８台，２个乡１６个行政村通电。１９９４年，架设１０千伏
输电线路４３０７千米、低压线路４６２９千米，安装配电变压器２２台７３５千伏安，２７个行
政村４４９４户通电。
１９９５年４月，省政府在安康召开 “三通” （通电、通路、通讯）建设办公会议，确

定加快陕南发展，实现村村通路、通电、通信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汉阴县开始大规

模电网建设和小水电开发。当年架设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１４７７千米，解决９个村１６４０户
６８２９人用电。１９９６年，架通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１６８７千米、低压线２３千米，安装配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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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器１０台，总容量５５０千伏安，解决２乡１１村１９１９户７１８４人用电。１９９８年，完成农村
电网低压线路改造３９５千米，新建、改造配电室３６座，更换配电变压器３３台，改造配
电柜１１个，农村联户并表５００块，安装投运三级保护８００只。１９９９年，架设漩涡３５千伏
变电站输电线路２１３千米。２０００年，完成农村电网改造５个村，改造０４千伏输电线路
６９千米；城区电网改造１０千伏线路８０２千米、０４千伏线路８千米。２００１年，架设３５
千伏输电路２８千米、０４千伏线路３０６６３千米、２２０伏线路４９６０２千米。２００２年，架设
０４千伏线路３２８千米、２２０伏线路４９６千米，南部山区７乡镇７２村实现村村通电。２００３
年，完成平梁镇清河村低压线路改造和３４个村农网二期改造工程勘测设计。２００４年，建
成３５千伏变电站３座，安装主变５台／１７７５０千伏安，架设输电线路４５６７千米。２００５
年，架设洞河、胜利、解放、太平、中坝、黄岗、新河７个村０４千伏线路６４１７千米，
安装配电变压器１９／９５０千伏安，安装一户一表２６２８户。２００６年，架设１０千伏输电线路
１５７３千米、０４千伏线路７６１３千米。至２０１０年，架设１０千伏输电线路１４１３２千米，０４
千伏线路８９１１６千米，安装配电变压器１３４台／１５３２９千伏安，安装一户一表７８８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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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累计改造城市道路２５条１０９５３米，新建城市道路１９
条６８３５米；新建集贸市场２座１９万平方米，垃圾填埋场２座容量２６０万
立方米 （其中１座于２０００年停止使用），新建、改造公厕７座，新建广场２
座１８８万平方米，改造雨污混流排水管网１０９５３延米，新建雨污分流排水
管网６８３５延米，新建排污管涵１８１２延米；栽植行道树２３７３棵，新建人工
草坪９１４３平方米，新增路灯７３７盏，景观灯２３１盏，ＬＥＤ灯３９８３米。建设
经济适用房７４处１８４８７１平方米，职工联户建房８处８８１１８平方米，完
成房地产开发１９处１８９９８４平方米。燃气用户达６５００户，燃气普及率
９８％。

至２０１０年，城镇化率 ２９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３３３％，位居全省３４位，人均城镇维护建设资金支出９３７元，位居全省
５９位。



第一章　县城建设

第一节　县城变迁

　　发展概况
汉阴县城位于月河之滨、龙冈 （“冈”同 “岗”，下同）脚下，北距陕西省会西安市

３０３千米，东距安康市府６７千米。阳 （平关）安 （康）铁路、十 （堰）天 （水）高速傍城

而过，安 （康）石 （泉）二级公路纵贯城区。汉阴县城原名新店，南宋绍兴二年 （１１３２）
迁县于此，始建城镇。明成化元年 （１４６５）筑土墙，建四门，“东西径３８０步、南北宽１５０
步”，俯瞰形似簸箕。明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城墙周长增至４里，形成９街９巷。历经５００余
年的发展，东、北城墙不复在，房舍建设渐次突破城垣，向周边延伸。１９８８年，城区扩大
到东至月河桥、西至李家台、南达月河沿、北抵龙冈岭下，面积约１２平方千米，人口约２
万。１９９９年起，实施 “南扩北充，拉大城市骨架”，开发城南新区，改造老城区街巷，新建

双星大桥 （南大桥）、景观桥、东大桥、西大桥、泰和桥，将新老城区连成一片，新开发区

居民楼鳞次栉比、纵横交错，东南、双星、中堰、太平、杨家坝、龙岭等郊外村全部成为城

区。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连年被市政府评为城市重点项目建设一等奖，２００４年被省政府评为城
镇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县。至２０１０年底，城区发展到东起花栗?、西至王家营、南达电视塔、
北抵龙冈坡脊，面积约５平方千米，人口５５万余人，县城人均住房面积２５平方米。
　　老城改造
１９９９年，对北城街实施大规模改造。２０００年实施大马道巷改造，２００２年实施南街改

造，新建富强街。２００４年实施东城街、康家巷改造。２００５年，启动背街小巷改造。至
２００７年，老城区除东关街西段和西坛街暂缓实施外，改造背街小巷１７条３７１５米，同步
实施给排水、电力、通信、网络改造，累计投资６７００万元。其中，北城街改造工程历时
两年，总投资２５００万元，其中直接投资８７７万元。新装路灯１００盏，植行道树６００株，
配置地埋垃圾中转站两个，竖立广告灯箱４００个，被誉为 “陕南第一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实施东关街西段、新民街、南城壕巷及北城街东延、北城街西延建设工程。

　　新区开发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城南双星小区规划设计通过省市专家评审，小区占地３４４５公

顷，规划人口８６００余人。２００１年初，成立城南开发区指挥部及其办公室，６月２２日举行
奠基仪式。先后投入６亿元，通过房地产开发、职工联户建房、县直机关单位南迁以及双
星村一、二组村民小区建设，实施城南新区开发。至２００７年底，东到兑子沟，南到二级
路，北到蓄水成湖，西到康宁街一期开发全面建成，共征地６７０亩，公开竞价拍卖土地
３００亩，取得土地收益９１００万元。建成以滨河世纪花园为代表的各类商住楼５０余幢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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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完成房地产开发、联户建房１０处１０８４５２平方米，村民安置建房１５０５０９平方
米，１０个县级直属机关单位南迁。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实施泰和桥、月河景观桥、观音河桥
扩建、永安路北段、泰和路、长顺街西段、月新街西段、文新街、长乐路三期工程，建

成国税局、安运司汉阴汽车站、林业局综合楼、公安刑侦大楼、中医院、城南建材中心、

国土局、农发行、城郊地税所、职教中心、实验小学、水岸花城一期、蓝云大厦、东景

苑，开工建设双星三四组集中安置区１６万平方米、锦湖华庭高层以及凤凰国际酒店。

城南新区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房地产开发、联户建房、村民安置建房一览表
表８－１－１

小区名称 建设时间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投资额 （万元） 性　质

一号地小区 ２００３３ ９０８３ ５９０ 联户建房

城南人大家属楼 ２００３４ ４２３４ ２７５ 联户建房

怡翠园 ２００３９ ３０７３ １９９ 联户建房

新星花园 ２００３１１～２００４１０ １４９８８ ９７３ 地产开发房

怡景园 ２００４７～２００６８ ３３０５５ ２６４４ 联户建房

富康北苑 ２００５４ ４７３３ ３３１ 联户建房

鑫安花园 ２００５７ ５３４６ ４２８ 房地产开发

富康南苑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０６８ ９４４２ ６９１ 联户建房

怡心苑 ２００６６ １３８６２ １１０９ 联户建房

滨河路连排住宅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７２ ５６３６ ４５０ 联户建房

双星一组安置区 — ６０３００ ３０１５ 村民安置建房

双星二组安置区 — ７１９８５ ２８７８ 村民安置建房

中堰村安置区 ２００４８ １０１８４ ５０９２ 村民安置建房

双星七八组安置区 ２００６６ ８０４０ ５２２６ 村民安置建房

城南新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机关南迁一览表
表８－１－２

机关名称 建设时间 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 投资额 （万元）

交警大队 ２０００９ ３３３３ ２００５６２ ２２０

征稽所 ２０００４ ２１００ ２２４７ ２００

财政局 ２００１６ ４４４６８９ ６８４０ ６５０

公路段 ２００３５ ３３７０ １７００ ２５０

城南电信支局 ２００３９ ５２４５ ４２４４２８ ５８０

疾控中心 ２００３１０ ２３３１ ２０６４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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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机关名称 建设时间 占地面积 （平方米）建筑面积 （平方米） 投资额 （万元）

文化艺术中心 ２００４２ ２４００ １６３５ １７０

县供销联社 ２００４１１ ３８０ ２４１８ ３６０

国税局 ２００５７ ４５５８１ ２６７９４８ ４００

安运司汽车站 ２００６５ ９４００ ３０１０ ５８０

第二节　县城规划

县城总体规划

１９８５年５月，省政府批准实施 《汉阴县城总体规划》。１９９７年 ５月，县政府按照
“南扩北充”思路，委托安康地区城乡规划设计院对总体规划修编。２００１年５月，安康市
人民政府批准实施。近期规划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东起花栗扒桥与二级路交汇处至县火车站
大门口；南到铁路线以北，沿窑沟桥自然坡脚下至中坝村；北到北坡龙冈山顶至县化工

厂大门南侧拐至汉白路；西至汉白路与二级路交汇处垂直至中坝村南部的自然坡脚下。

规划区总面积由４８平方千米扩大到７５平方千米，县城区近期规划人口为３５万人，远
期为７５万人。城市性质定位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发展茧丝绸、绿色食品、
生物化工、塑料工业和旅游业为主的环境优美的山区城市，规划用地面积４３３７７公顷。

双星小区规划

２０００年３月，委托安康地区规划设计院编制双星开发区一期详细规划。２００１年５月，
县政府批准实施。规划占地３４４５公顷，东到兑子沟、西到康宁街、北到月河、南到二级
路。２００３年，委托安康市城乡规划设计院完成双星开发区二期建设性详细规划，东起花
栗扒桥，西至缫丝厂，南齐二级路，北到月河。

城南规划

２００３年９月，委托安康市城乡规划设计院编制城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２００４年４
月２０日通过评审。规划占地５８３３５亩，分两个组团，即东片为商住区，西片为政府办公
区。东片东到进站路、西到兑子沟土包、北到月河、南到二级路，面积１５０亩；西片东到
康宁街、西到泰和路、北到汉太路、南到二级路，面积４３３３５亩。２００６年，委托重庆大
学城市规划设计院完成城南精品住宅园详细规划。

月河景观带规划

２００７年３月，县政府委托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勘察设计院编制县城月河景观带规划设
计，１２月６日县政府批准实施。规划西起观音河与月河交汇处，东至下月河桥花扒加油
站，全长４５千米。将县城月河段自西向东分别规划为生活休闲、古城遗址、娱乐人文、
商业游憩、文化艺术、运动生态、自然旅游七大主题景观，打造山水园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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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冈园林规划
２００７年３月，县政府委托西安丝路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编制龙冈园林规划。１２月６日

县人民政府批复组织实施。规划范围：西至麦子沟沟谷，东至原５９２１０部队东围墙，北至
龙冈山脊，南至北城街北侧外墙 （其中龙冈巷西段以北一环道路为界），总面积７８公顷。
园林规划为以休闲、娱乐、健身为主，集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为一体，兼具生态环境保

护，包括特色旅游区、森林观光区、休闲游乐区、人文景观区、宗教文化活动区五大功

能区，菩萨泉景区、祖师殿景区、大沟景区三大景区，龙冈阁、观圣亭、仰天池、革命

烈士纪念碑、和风亭、芳兰亭６个主要景点及４０余个景点。同年，委托四川省城市规划
设计院编制 “一湖两岸三桥”景观带规划、县城绿地系统规划、龙冈园林二期规划。

第三节　市政建设

城市道路桥梁

老城道路改造　１９９９年，启动北城街拓宽改造工程，２０００年竣工。改造后北城街总
长２５千米，宽３０米。２００１年实施河堤路改造。此后，陆续对城市道路、街巷拓宽改
造，至２００７年，共计改造城市道路 ２５条 １０９５３３米，安装路灯 ３７１盏，栽植行道树
１１５４棵，完成工程总投资２００８６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完成月河观景桥、北城街东延、
凤凰大道、永安路、新民街、南城壕巷、水岸花城小区路、观音河桥扩建、长乐路二期

等新建、改造工程。总投资２５２１１６万元。
城南新道建设　２００１年，启动城南开发区建设，至２０１０年底，新建凤凰大道、河滨

路为代表的主次干道１９条８６８６４延长米。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城街巷改造一览表
表８－１－３

街巷名称 改造时间 长 （米） 宽 （米） 投资 （万元） 施工单位

北城街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１９５０ ３０ ８７７ 一、二建司，江北公司

大马道巷 ２０００ ２０５ ７ ２１５ 一建司

南　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２５０ １０ ３７５ 县二建司

河堤路 ２００１ ９６０ １４ ２００ 一、二建司

富强街 ２００２ ３８４ １２ ４６ 一建司

东城街 ２００４ ６１０ １４ １２８ 一建司

刘家巷 ２００４ １８４ ５０ １３８ 县一建司

北城街东延 ２００５ ８９０ １２ ８５ 一建司

西大桥—计量器厂 ２００５ ２２８ ２４ ８２ 二建司

健康巷 ２００５ １９２ ８５ ２４５ 二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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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街巷名称 改造时间 长 （米） 宽 （米） 投资 （万元） 施工单位

南海壕巷 ２００５ １７９ ３５ ９４ 一建司

富强东街 ２００５ １８０ １０ ２７ 一建司

孙家巷 ２００５ １９２ ３ ７５ 一建司

南城壕巷 ２００５ ２８０ ２５ １０５ 一建司

西城壕巷 ２００５ ３０５ ４ １８３ 一建司

薛家巷 ２００５ １２８５ ２８ ５４ 一建司

龙岗巷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４８０ ７１２ ４８２ 二建司

新　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４０５ ８５ ５１６ 二建司

后　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４２０ ８ ５０４ 三建司

民主街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５１６ １１ ７４ 县一、二建司

火车站进站路 ２００７ １１００ ７ １００ 三建司

解放街 ２００７ ３１０８ １１ ４４４ 二建司

东城壕巷 ２００７ ９６ ２２ ３２ 二建司

洪学巷 ２００７ ４８ ２４ ２ 二建司

东关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４６０ ６ ４１４ 一建司

永安路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５６２１７ ３０ ２０ 一建司

月河观景桥 ２００８ ８１９ ６８ ２４９ 西安西丰市政配套工程公司

北城街东延 ２００８ ８００ ３０ ３５０ 一建司

新民街 ２００９ ２３３８５ ６５ ４００８ 二建司

南城壕巷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６６ ４１

水岸花城小区路 ２００９ １３８９ ５０１ 一建司

观音河桥扩建 ２０１０ ５６４ １７ ２５０ 西安西丰市政配套工程公司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城南开发区新建道路一览表
表８－１－４

街巷名称 改造时间 长 （米） 宽 （米） 投资 （万元） 施工单位

广场路 ２００２ ２６０ ２２ ８５８ 三建司

康宁街 ２００２ ３１０ ３０ １５８ 二建司

长乐路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５１０ ３０ ２５０ 一建司

２０１０ １９１４ ２４ １１１９８ 三建司

８５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街巷名称 改造时间 长 （米） 宽 （米） 投资 （万元） 施工单位

祥和街 ２００３ ３３０ １４ ７４ 二建司

凤凰广场西侧道路 ２００３ １１０ １４ ２６２ 一建司

长顺街

（康宁街—久发街段）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４７５ １４ １１３ 二、三建司

河滨路

（长乐路—东大桥）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１３００ ２２ ４５７６ 二、三建司

荣盛街 ２００４ ２７５ １４ ６１６ 双星二组

康平街 ２００４ ３２５ １６ ８３２ 双星二组

文兴街 ２００４ １２０ １６ ３０７ 双星二组

静宁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１９０ １２ ３６５ 一建司

星光一街 ２００５ ２４０ １６ ６１５ 双星一组

星光二街 ２００５ ２４０ １６ ６１５ 双星一组

星光三街 ２００５ ２４０ １６ ６１５ 双星一组

福兴街 ２００５ １７０ １６ ４３５ 双星一组

河滨路

（长乐路—西大桥）
２００５ ５００ ２２ １８７ 陕西省六建司

凤凰大道
２００６ ５００ ５０ ４００ 东段二建司、西段一建司

２０１０ １６６０ ５０ １４５０ 一、二、三建司

久发街 ２００６ ２００ ２０ ６０ 三建司

永安街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５４０ ３０ ２７６ 一建司

集贸市场

２００２年以前，县城没有农贸市场，城东片蔬菜、肉食交易基本集中在富强街，西片
主要集中在后街西段 （小西门—公路段），但不时有摊贩在东城街、新街北段占道经营，

导致东城街、新街北段交通拥挤，环境脏乱。２００２年，易德全出资６８万元买断老技术监
督局至西大桥原汉白路路段使用权，投资２０８万元建成西城农贸市场，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
２００３年，易德全拆除交易大棚，全部改成门面房，蔬菜摊点在市场两侧道路和小西门—
烟草公司段重新占道经营。２００５年，财政出资８０万元，东南村自筹资金２６０万元，建成
东城农贸市场，占地１３万平方米。

公园广场

龙冈园林　２００１年秋，县政府成立龙冈园林建设办公室，委托陕西省城乡建设设计
院设计。规划涉及县城北坡龙岭、果园、东南、麒麟４个行政村，总面积７０余公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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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总投资１７９３万元，分三期完成。２００２年开工建设，县造林专业队营造生态林６７公顷
１０万余株，主要绿化树种３０余种。县一建司承包建设千步梯，至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竣工，设
置５米宽步行梯５９８步、汉白玉栏杆９６根、龙门柱１对，安装路灯２３盏。建成集水池、
蓄水池、输水管道、东干２支渠整修衬砌供水工程，文物所１座，菩萨泉寺庙１座。

凤凰广场　位于城南开发区中心，占地２０亩。工程由西安乔盛园林设计公司设计，
西安红叶集团和西安雁塔喷泉公司施工建设，２００３年５月开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竣工，总投
资３２０万元。

文化广场　位于凤凰广场东侧，总面积５８２４平方米，总投资２５０万元。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开
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竣工。工程由陕西省红叶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安康城乡建司施工
建设。主要设施有高档花岗岩铺装地面４３６７平方米、绿化草坪１３００平方米、直径１５厘米
以上景观树５０余株，大型广场景观灯、射灯３５盏，小幕墙及假山水池景观各１座。

蓄水成湖　月河蓄水成湖工程西起观音河口，东至余家河口，全长２７５千米，整个
工程拟建３道橡胶坝，分别设在西大桥下游２５０米处，双星大桥下游１５０米处，东大桥下
游 ５０米处，坝高均为２５米，蓄水总长度２７５千米，总蓄水量３３８万立方米。其中２
号坝于２００１年９月开工，２００２年６月建成，总投资１０２３８万元，工程质量优良；３号坝
于２００４年９月开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建成投入使用，总投资２００万元，回水长８８０米，蓄水
７１４万立方米。规划中的１号坝未建设。２、３号坝建成后，又相继修建凉亭１座、雕塑１
座、防护栏杆２５００米，修建排污管涵１９８０米。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３月两次对人工湖
实施亮化建设，安装ＬＥＤ灯管３９８３米。

城市照明

１９９９年以前，县城安装有路灯１９７盏，８０％以上不能正常照明。１９９９年底，投资１７
万元改造老城区路灯，安装路灯１９５盏。２０００年，改造北城街，安装高杆路灯１００盏。
２００１年，河堤路改造，在河堤路和西大桥安装庭院灯９６盏、礼花灯８盏 （２００５年改造为
椰树灯）。２００３年，广场路、河滨路 （人大家属楼至兑子沟土包）安装路灯３７盏，凤凰
广场安装景观灯４２盏，双星二组安置区安装路灯４６盏。２００４年，龙冈园林千步梯二期
工程安装路灯２３盏。２００５年，改造北城街东延和计量器厂至西大桥，安装路灯４５盏，
东大桥和双星大桥安装中华灯１８盏，南大桥安装幻光灯２４盏、ＬＥＤ灯４００米，蓄水成湖
二号坝南侧安装ＬＥＤ灯８００米，北城街、河堤路安装射灯３０盏。２００６年，河滨路东段
（兑子沟至东大桥）安装路灯２１盏，凤凰大道安装路灯２１盏、射灯２１盏，文化广场安
装大景观灯２盏、小景观灯９盏、射灯２４盏，东大桥安装ＬＥＤ灯４６８米。２００７年，火车
站进站路安装路灯２２盏，康宁街、长乐路安装路灯３８盏，东龙路安装路灯７５盏，蓄水
成湖三号坝安装ＬＥＤ灯１８５０米，文峰塔安装ＬＥＤ软管４４５米、幻光灯６４盏、射灯７盏。
至２０１０年底，县城共有路灯７３７盏、景观灯２３１盏、ＬＥＤ灯３９８３米。

城区绿化

１９９９年以前，该县北城街、河堤路、解放街北段仅有为数不多的法国梧桐、白杨、
柏腊树，无公共绿地。２０００年，建设北城街始，实行道路与绿化同时设计、同时建设、
同时竣工验收。２００２年，制订 《县城绿化管理实施细则》，推行 “绿线”控制。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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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城区启动创建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住宅小区活动，２００６年２月，县人民政府表彰园
林式单位、园林式住宅小区１１个。至２０１０年底，城区共有行道树３０个品种２３７３株，公
共绿地９１４３平方米。

城区供水

１９８８年１月，投资８７万元，新建城区供水工程，规模２０００吨／日。城区街道有主管道
４８３４７米，支管道４０００米。１９９０年，铺设河堤路１００毫米铸铁主管道４６３米，４０～５０毫米
镀锌主管道３１０米、２５毫米９７米。２０００年，改造北城街供水管网７００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县城二期供水工程开工，２００２年建成，总投资４６０万元。铺设主管道３５５０米，日供水３０００
吨，供水人口１８万人，覆盖城南４村及城南开发区。２００２年，引资５００万元建成城南绿园
水厂，日供水６００吨，铺设供水管道１００００米。２００３年，启动县城供水改造工程，包括５６
千米引水明渠改暗管，新建沉淀池，增设反应池和水质化验室，改造城内管网１３３９千米。
当年建成反应池、沉淀池、水质化验室，改造后街管网７００米。２００５年，城区供水管网改造
全面竣工，安装输水管道５６千米。至２０１０年，城南新区铺设供水主管网４０００米。

排水设施

１９８８年，城区有排水道１２条３０２１米，最大过水量２７立方米／秒，日排污水６００吨。
大部分街道和住宅区无排水设施。１９８９年，设计扩建排水初期工程，增设排水道２０条
４９７０４米。至１９９０年底，因占用排水工程投资铺设３处混凝土街面，仅铺设东城街西段
解放街口至西门、西坛街、新街排水管道１１０８５米。
２００４年，投资２００万元，建设全长８８２米月河一期排污涵工程。２００５年，改造老城

排水管网４０００米。２００６年，改造老城排水管网３８１米。
至２０１０年，改造老城雨污混流排水管网１０９５３延米，建成城南新区月河排污涵１条

２千米，新建雨污分流排水管网６８３５延米、排污管涵１８１２延米。
燃气供应

１９９１年２月，县石油公司在解放街设立该县第一家燃气经营点。１９９５年，县城建局
始对燃气资质管理，全县共有燃气经营点１２个，燃气分别从安康、西安等地购进。至
２０１０年，共有燃气贮罐站１座，燃气经营点１６个。其中，县城８个、涧池３个，蒲溪、
平梁、铁佛、漩涡、汉阳各１个，燃气用户６５００户。城区燃气普及率９８％。

城区环卫

城区公厕　１９８８年以前，汉阴县城仅有公厕４座，均为旱厕。１９９６年，县房改办在
新民街东街口修建１座水冲式公厕，１９９９年拆除。２０００年，在体育场东南拐角处旱厕原
址新修水冲式公厕１座。２００２年，建设西城市场，由业主易德全在市场西门口修建公厕１
座。２００３年，熊汉林投资对老城关派出所公厕旱改水。２００５年，县艺术中心在办公楼临
广场路一楼修建公厕１座，同年投资１０万元在北城街县人劳局背后修建公厕１座。２００６
年，东南村在东城集贸市场西北角修建公厕 １座。２００７年，拆除西门口旱厕。至 ２０１０
年，县城共有水冲式公厕７座。

垃圾污水处理　１９９０年３月，距县城１５千米花扒村太子坟湾垃圾场投入使用。太
子坟湾垃圾场占地面积１３４万平方米，容量１４万立方米，由于未修建河堤、防渗层、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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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水处理池、封闭式围墙等设施，每逢汛期，大量垃圾冲入月河，造成污染。２０００年停
止使用。２０００年，赵家河村二组大湾干沟垃圾场投入使用，垃圾场容积５４６万立方米，
预计使用年限３０年。２００１年８月，在北城街人行坡脚下人行道和环城路与北城街交汇拐
角处修建两个地埋式垃圾中转站，投资９６万元从山东菏泽环卫设备厂购买两台垃圾升降
机。２００２年，投资１７万元修建垃圾场防渗大坝，县体育场大门口西侧封闭式垃圾中转站
建成投入使用。２００３年，投资１５万元对垃圾场道路改造，在凤凰广场周边及双星大桥两
头共设置铸铁果皮箱４０个。２００５年，北城街两个地埋式垃圾中转站两台升降机报废，东
片垃圾中转站临时设置在部队场院内 （北城街以南），西片在北城小区北城街西端放置垃

圾中转箱，南区在人大家属楼西侧放置两个垃圾中转箱，在北城街等主要街道安装不锈

钢和木制式果皮箱１５０个，２００７年又购置１２０个。
２００７年以前，县城区没有配备垃圾桶。２００７年５月开始，先后４次购置垃圾桶１０２

个投放到重点街道。至２０１０年，县城仅体育场门口１个垃圾中转站正常使用。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开工建设县城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其中污水处理厂投资

７１５０万元，垃圾处理厂投资５１１０万元。
环卫队伍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共有管理人员２人，清洁工１０人，架子

车１４辆，后翻斗２台，清扫街道６万平方米，年垃圾转运量１５万吨。１９９４年，清洁工
增加到１５人，清扫街道９万平方米。２００１年，管理人员９人，清洁工３０人，保洁工７
人，清扫街道１８万平方米，保洁街道７万平方米，年清运垃圾１７万吨。２００５年，有管
理人员１８人，清洁工４５人，保洁工１８人，清扫街道３３万平方米，保洁街道１８万平方
米。２０１０年，有管理人员２０人，清洁工５５人，保洁工２０人，协管员１０人，架子车７５
辆，垃圾车以每月１５０００元承包给个体户刘军转运，年垃圾转运量２１６万吨，清扫街道
３５万平方米，保洁街道２０万平方米。

环卫经费　县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经费来源为收取卫生费和财政拨款。１９８７年财政
拨款４５００元。１９８８年，财政拨款３万元，收取卫生费４万元。１９９０年，财政拨款５万
元，收取卫生费６万元。１９９７年，财政拨款增加到１０万元，收取卫生费１５万元。２００１
年，财政拨款１５万元，收取卫生费４５万元。２００５年，财政拨款４５万元，收取卫生费６５
万元。２００７年财政拨款达７０万元，收取卫生费７３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累计收取卫生
费１９７万元，财政拨款４９０万元。

第四节　市政管理

规划管理

县城乡建设局坚持 “先规划，后设计，再施工”和 “先规划验收，再竣工验收”程

序。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审批机关建房定点８６处、居民建房１２７处、村民建房６８户。２０００
年，县委、县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决定》，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规划

管理委员会，县城乡建设局设立规划评审领导小组，完善城乡建设 “一书两证”和规划

评审制度。规划管理从单一的 “红线”管理逐步到 “红线、绿线、蓝线、紫线、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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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立面、空间”为主要内容的 “五线” “三面”管理，强化评审、审批、放线、巡

查、验收五个关口和巡查、发现、报告、处理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城市建设严格按规划

组织实施。全年发放规划许可证１５９户，规划土地面积５６８１３平方米，组织评审街景规
划８次，审定建筑物规划２０个。在县城规划区道路口、交叉点定位埋设５３个道路中心坐
标控制高程测量桩。２００１年，全面推行街景规划评审和 “一支笔”规划审批制度、现场

验线制度。全年审批城区单位、私人建房１３０户，建筑面积５３５万平方米，查处违法违
章建筑４８起。２００２年，城乡规划实行五坚持 （超前性、权威性、科学性、可行性、严肃

性）、三配套 （道路、绿化、照明）、三统一 （功能、环境、造型）、三协调 （生态、景

观、格局），组织街景规划评审１４场次，审批单位、私人建房８２户，建筑面积５７２２９平
方米。２００４年８月，县政府在双乳、蒲溪、涧池、城关、平梁、铁佛、汉阳、漩涡８个
重点集镇设立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配备３～５名专干。每年与乡镇人民政府签订村
镇规划建设管理目标责任书。对建筑工程实行全过程、全方位规划跟踪监督，建立规划

失察责任追究制度，改变 “以批代管”规划管理模式。至２０１０年，组织规划评审８０次，
办理 “一书两证”６５８份，查处违章建房６０起。

城建监察

１９９５年，成立城建监察大队，专门负责市政设施、城区户外广告、市容环境管理。
２０００年，在城区解放街、和平街、新街、民主街、东城街、环城路等重点地段创建文明
工地一条街、文明示范街。实施畅通工程，拆除违章棚子１７０处，清理占道经营１４０余
户，拆除店外炉灶３５个，处罚各类车辆 ８００余次，开展城区燃气安全检查 ３次。２００１
年，打造北城街形象工程，拆除违章搭棚２００余处，清理占道经营１２０余户，没收非法宣
传品２万余张，规划北城街沿线自行车、人力车停靠点。２００３年，制订 《城区户外广告

管理办法》，坚持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查处无证建房８户，清理占道经营８０户。
２００４年，围绕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和 “城镇靓县”要求，对县城开展４次大规模综合整治，
签订 “四自一包”责任书，清理占道经营３２户，拆除遮阳篷３０个、店外炉灶２７个，清
理广告、标语１２万条份，城边、河边、路边垃圾３００吨。２００５年，制订 《城区环境综

合整治实施方案》《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市容市貌标准》《市容环境卫生监督举报

办法》《市容环境卫生责任追究制度》《城区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立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长效机制。开展划行归市管理，确定一类管理街１３条、二类管理街１１条、专业经营场所
１０处。汉阴县被省政府命名为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先进县”。２００６年，制订 《规范砂石

料堆放管理办法》，对沿街建房户，统一要求设置彩钢板，解决砂石料占道和影响市容问

题。组建综合执法办公室。２００７年，制订 《汉阴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户外广告

管理办法》《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拆除遮阳篷４２处、明锅亮灶１２０个，取缔占道经营
３５０处，查处堆放砂石料６０处，查处违章违规事件１３００余起。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县政府先
后印发 《汉阴县市容市貌标准》《汉阴县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和管理暂行办法》《汉阴县城

镇门头牌匾管理办法》，县城区启动洒水服务。查处违章建筑１８０起。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６
日、１１月１１日，分别通过省级卫生县城和省级园林县城检查验收，并启动国家卫生县城
和国家园林县城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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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 （镇）村建设

第一节　村镇规划

集镇规划

１９８６年，完成川道１１个乡镇和漩涡、汉阳２个集镇勘察规划。１９８９年，完善蒲溪、
涧池两个建制镇村镇建设总体规划。２０００年，启动铁佛寺镇、上七镇、渭溪乡、双坪乡
集镇总体规划和汉阳镇集镇规划修编工作。２００２年，修编乡镇规划两个。２００３年，完成
汉阳、漩涡镇集镇规划修编。２００５年，完成酒店集镇规划修编。至此，全县１８个乡镇均
完成集镇规划编制。２００７年，委托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院完成蒲溪、涧池、平梁、铁佛
寺４个集镇总体规划修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完成双乳、观音河、龙垭、汉阳、漩涡、双
河口、永宁、田禾、双坪、上七、酒店、铜钱、石条街１３个集镇总体规划。

村庄规划

１９９６年乡镇机构改革后，县人民政府印发 《汉阴县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启动全县村庄规划编制。当年完成平梁镇新河村 （村庄规划区０６平方千米）、城关镇月
河村 （村镇规划区０８平方千米）两个村的村庄规划。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县政府成立汉阴县
城乡规划办公室，在全省率先实施百村规划工作。印发 《关于在全县进行１００个村庄建
设规划工作的实施意见》，形成以县城为中心，以安石二级公路为主轴，汉漩路、汉铁路

为辅轴，２１个乡镇和１００个中心村 “米”字形三级体系。至２００５年，完成百村规划９０
个。２００７年，聘请安康市城乡规划设计院开展县域村庄布局规划和４６个村建设性规划。
至同年１２月，共完成村庄规划７５个，规划区总面积３２３平方千米。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完
成栋梁、洞河、五一、花扒等６７个村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二节　集镇建设

汉阳集镇属安康水电站库区淹没区。１９８８年３月至１９８９年５月，县移民办拨款１８９
万元，顺江筑堤，保护集镇，建成长４４５米、均高１７米的汉江防洪护岸河堤，二里沟涵
洞９２５米，里街回填３０００立方米，铺设长４５米、宽８米泥结砂卵石街道路面和街面两
侧长９００米排水设施，建成日供水３００立方米及配套铸铁主管道８６０米的集镇供水工程。
同时，利用移民迁建资金，集镇２１８户居民和机关单位全部建成两层以上楼房。
１９９０年７月，漩涡紫荆桥水电站建成，装机１５０千瓦，解决漩涡集镇附近２８个机

关、学校和１２６０户居、村民生产生活用电。１９９０年，县政府筹资２４万元，建设蒲溪镇、
平梁镇、金花乡村镇供水站。至１９９０年底，全县２９个乡镇建有供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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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启动城关、蒲溪、平梁工贸小区开发建设。１９９６年，全县设１２个建制镇，
镇区占地总面积７９０公顷。１９９８年，蒲溪镇、涧池镇列为安康地区重点建设镇。１９９９年，
以开发集贸市场为重点，全面启动８个集镇开发建设。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２日，县委、县政府
在涧池镇召开集镇建设现场会。出台 《加快城镇建设的决定》，实行 “以地聚财、多元融

资、商贸突破、乡企靠拢、综合发展、高效管理”，进一步加快以县城、集镇和 “百村规

划”为重点的城镇建设步伐。涧池、蒲溪、平梁、双乳等新兴集镇规模扩大，建成商贸

大街总长３０００米，商业铺面２０００个，吸纳从业人员３０００余人。县建设局被省建设厅评
为 “村镇建设先进单位”。蒲溪镇被评为省级文明集镇、地级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双

乳镇被安康地委、行署授予 “文明集镇”。

２００５年，新建集贸市场７个，完成集镇建设总投资１５０万元。２００６年，涧池镇被市
建设局列入 “十镇百村”建设整治工作范畴。２００７年，启动漩涡集镇、酒店集镇、铁佛
寺集镇开发建设。至２０１０年，全县镇区总面积达１３９４公顷，新建成８个集镇贸易市场，
形成一城五镇城镇带雏形。

第三节　重点村建设

２０００年７月，启动 “一改三建”（改路、建窖、建园、建家）示范新村建设，首批８
个示范村完成通村主干道路拓宽上等１１千米，通组、连户道路５２千米。按照 “川道集镇

化、山区庄园化”模式，群众自筹资金３４０余万元，投工投劳２８万个，完成 “五改”

建家 （改厨、改厕、改圈、改院场、粉墙、封檐压脊）８５０户，开带建园 （桑、茶、果、

黄姜、魔芋、大棚蔬菜）７８０亩，建窖 （水井、自来水、池塘）２８０口。
２００１年，高标准布点２２个扶贫新村，投劳８５万个，投资５７００万元，共修村级道

路３０９千米，建经济林特园２１６１亩，“五改”建家１４４０户，改厕１１６２间，改圈１２７３间，
改院坝１０１６平方米，创办私营企业２０家，发展个体工商户２００户，新增产值２０００万元。
２００２年，平梁镇清河村、义河村、观音河乡水田村、铁佛寺镇四合村、汉阳镇天池村、
漩涡镇新阳村、蒲溪镇天星村、涧池镇栋梁村共８个贫困村被列为扶贫工作重点村，围绕
“产业开发、基础设施、村容村貌、公益事业”四大建设任务，实施以 “改路、改水、改

厕、改圈、改灶，建家、建园、建产业”为主要内容的 “五改三建”项目，建标准化蚕

室４３６０平方米，维修校舍３６０平方米，修村卫生室１５０平方米，修技术培训室４８０平方
米，“五改三建”６１０户，建标准化厕圈４２０间，建成农家乐２０户。２００３年，山、水、
田、林、路、电、讯、宅综合治理，实施１３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完成投资１２８０万
元，建成绿色农家２２６２户，改厨１７０１户，改厕１３７８户，硬化院坝４６万平方米，建经济林
特园１６０９５亩，新修和改造村级公路２８６千米，建人畜饮水工程７处，建沼气池１５０个，完
成农网改造１１杆千米，安装电话６３０部。２００４年，实施１４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完成项
目总投资１６７０万元。建成绿色农家２８６０户，房屋３９００余间，面积达８８４万平方米，旧房
改造１２６０户，改厨２５１０户，改厕２２８０户，改圈２１００户；新修和改造村级公路２７０千米，
便民桥３５座，人饮工程１５处；安装地面卫星接收器１３００余户，电话９６０部；办农家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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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２００５年，实施１９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对５２００户建家户进行改厨、改厕、改圈、粉
墙封檐、室内外地面硬化、门窗油漆等。新建成绿色庄园示范户１５００户，建沼气池６５０口，
打水窖１２００余口，新修和改造村级公路２６３千米，新修便民桥５２座；安装地面卫星接收器
２７００余户，办农家乐５５户。完成项目总投资３２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６年，实施扶贫重点村建设
２１个，新修改建通村公路２６０千米，水泥硬化５１千米，新修便民桥２２座，涵洞６７０处；新
修安全供水工程３１处、渠道５２千米、水窖１５００口，扶贫重点村贫困户人均实现１亩高标
准基本农田，８５％以上群众用上清洁自来水；通电入户率达到９５％；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２００１年８１０元增长到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８元，人均占有粮食３７０千克以上。建成绿色殷实文明农家
３１２０户，改厨４５５０余户，改厕圈３９００余户，建沼气池１５００余个，土墙粉白１０４万平方米，
建成农家乐５５户，村卫生室４３个。２００７年，实施２０个扶贫重点村建设，新修扩修通村公
路３９０余千米，水泥硬化１３５５千米；新修便民桥３１座、安全供水工程４７处；建成绿色殷
实文明家园４６４０余户，完成改厨５９００余户，改厕圈５１３５户，建沼气池２０７０个，土墙粉白
１４１万平方米；建标准化经济林特园２１２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到２１９０元。

２００８年，完成通村公路２１０千米，安装路灯１００余盏，修建垃圾池５００个，购置垃
圾桶１０００余个，改厕６０００余户，实施危房改造２５００户。２００９年，在川道７镇３０个村启
动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保洁试点工作，危房改造８００户。２０１０年，农村生活垃圾清运
保洁扩大到１００个村，修建垃圾归集池９３０个，聘请保洁员１８００余名。

第四节　新农村建设

２００６年，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 “千村百镇”和 “十镇百村”整治活动，

制订 《汉阴县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大纲》《镇容村貌建设管理标准》。首批实施涧池镇花

果村、五坪村，城关镇五一村、龙岭村，平梁镇安合村，蒲溪镇盘龙村，双乳镇三同村，

龙垭镇龙垭村，汉阳镇交通村，漩涡镇茨沟村１０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至２００８年，
１０个示范村共发展桑园２６２７亩、无公害密植茶园３１０亩、优质林果园４４４７亩、烤烟３４０
亩、魔芋６３０亩、中药材１５０亩，新建蔬菜大棚１５６个，发展蔬菜２８０余亩。发展正大模
式养猪大户１４４户，初步建成２个生猪养殖繁育基地。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２１个，
创办农产品初级加工厂２１个。发展上规模休闲农家乐６０余家，培训农村劳动力１２万人
次，劳务输出９９４８人，创劳务收入５０００余万元。农电网改造４５６杆千米。新修通村公
路８７１千米，实现村村通水泥路，新修便民桥 ３０座，建成安全供水工程 １９处、堰渠
３２９千米，解决１８万人饮水难、出行难问题。建成移动通信基站９个，新建垃圾处理
点３０个，建成文明家园示范户２２１９户，旧房改造１３６１户，硬化院坝２３８０户９５万平方
米。新修村活动室１０个２０００平方米，硬化活动广场５个１２００平方米，医疗卫生室１７
处，农家书屋１个，建成五保户集中供养点６处。
２００９年，第二批启动城关镇大兴村等９个市级新农村示范村和涧池镇光荣村等２７个

县级新农村重点示范村建设。至２０１０年，新修通村通组公路１３１千米。其中，硬化１１７
千米。新修便民桥５３座、沼气池２５４口、安全供水工程４１处、河堤３８千米、渠道８５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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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农电网改造３１０千米，改造低产田８００亩，维修加固堰塘２５口。发展桑园６４００亩、
经济林果园７２００亩、烤烟１６５０亩、茶园２６０亩、魔芋３０５０亩、中药材２８０亩、蔬菜大
棚２７０个、蔬菜基地３７５０亩、养殖大户２５０户、标准化圈舍３８０间、农产品加工企业５２
个、农家乐８０户，劳务输出１７万人，创劳务收入１４亿元。实施 “五改三建”人居环

境整治４０００余户，其中新修房屋 １１８０户，旧房改造 ２８６０户，改厨、改厕、改
$

２２００
户，硬化院坝１１１０户。３６个示范村全部建成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维修村级小学１００
间，移民扶贫搬迁３４０户１２７０人、生态移民２２８户８７４人，形成双乳镇三同村、涧池镇
西坝村、城关镇龙岭村、中堰村、双星村等一批 “欧派”建筑风格新村民居，成为全省

民居建筑的典型。新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３６个，扶贫互助协会１５个。

第三章　建筑业

第一节　建筑市场

建筑业发展

１９９０年，汉阴县对境内建筑市场清理整顿，处理无资质证书、无营业执照、无经营
场地、无资金不具备开业条件的 “四无”施工队和不遵守建筑管理、质量粗制滥造的建

筑企业１５家。其中，外省８家 “四无”建筑施工队伍全部清理出境。保留建筑施工企业

９家。其中，审定为建筑施工三级限定企业有汉阴县第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２家，审定
为建筑四级施工企业有汉阴县太平建筑工程公司１家，非等级施工企业６家。１９９２年，
县属施工企业完成建筑业产值４７７万元，比上年增长４０７１％。竣工产值４５８万元，比上
年增长３３１４％。２００４年末，全县有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１２个，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
建筑业占９１６７％，建筑安装业占８３３％；就业人员８９６人，其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
业占９７０９％，建筑安装业占 ２９１％；总产值 ３６８５４万元，其中，资质内建筑业企业
２６５０万元，资质外企业１０３５４万元；工程结算收入３４０９９万元，利润总额１９９２万元；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９０７４６平方米，竣工面积３６９７９平方米。建筑业个体经营户２２２户，
就业人员１５１１人，经营收入４２３１万元。建筑业企业资产合计４８３７９万元，负债２８０６２
万元。企业所有者权益合计２０３１７万元，占资产比重４１９９％。
２００８年末，全县共有建筑业法人企业单位２１个，其中资质内建筑业企业３个，从业人

员１０５１人，资质外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４３９人；建筑业个体经营户４５４户，从业人员２９４８
人，其中有营业执照个体户３２户，从业人员１９７人。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房屋和土
木工程建筑业１３个，占６１９％，从业人员８５８人，占８１６４％；建筑安装业和装饰业６个，
占２８５７％，从业人员１８３人，占１７４１％；其他建筑业２个，占９５４％，从业人员１０人，
占０９５％。企业法人单位建筑业总产值１２８１７８万元。其中，资质内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

７６１第八编　城乡建设



４５３２５万元，工程结算收入３２８９万元，利润总额３２８９万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８４０９５平
方米，竣工面积５２２９３平方米；资质外企业完成产值８２８５３万元，营业收入５５６０９万元，
主营业务利润１００１７万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３１０００平方米，竣工面积２０６２４平方米。资
质内建筑业企业资产合计４７８４６万元，负债合计３３６３５万元。企业所有者权益合计１４２１１
万元，占资产比重２９７％。２０１０年，全县３家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８５４５万元，同比增长３３８％。房屋建筑完成面积４５３７１平方米，竣工房屋价值４５３７万元。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建筑业增加值统计表
表８－３－１ 单位：亿元

年　度 增加值 年　度 增加值 年　度 增加值 年　度 增加值

１９９２ ００４３５ １９９７ ０１１２７ ２００２ ０４７４８ ２００７ ０９２６

１９９３ ００７５ １９９８ ０１７８５ ２００３ ０５８２ ２００８ １２７１

１９９４ ００８３３ １９９９ ０３１３７ ２００４ ０６６７９ ２００９ １５９３

１９９５ ００７８５ ２０００ ０４０５２ ２００５ ０７２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９３

１９９６ ００８９９ ２００１ ０４２４６ ２００６ ０８

　　注：２０１５年三经普修数据。

建筑企业

改革开放之初，汉阴仅有国营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集体性质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和乡

镇企业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基本包揽全县所有六层楼以下建筑工程，其余皆为个体包工

头承担集镇与农村的房屋建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乡镇企

业、私营户不断发展，涌现出以刘修勇、张代平、张代权、杨荣辉、徐正钊、蓝本超、

蓝组建为代表的私营建筑企业４１５户，承担县城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乡镇新农村建设、
移民安置点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任务。

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简称一建司，陕西省建设厅审批的房建承包二级、市政三级施
工企业，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９２人 （其中高级职称５人，中级职称３４人），从业人员
４００余人，固定资产２０３０万元。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先后实施了县住建局办公楼、县交警大
队办公楼、县林业局办公楼、憩园小区、文峰小区、城隍庙商住楼、北城街４６号商品楼、
明威商厦以东城街、东关街、永安路、长乐路、凤凰大道西段、水岸花城的开发建设施

工。先后５次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连续２次被安康市人民政府授予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连续２次被汉阴县人民政府授予先进、优良企业。

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简称二建司，属集体企业。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８８人 （其中

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２８人），从业人员３００余人，固定资产６００余万元，流动资金
３２０余万元。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先后实施县地税局、国税局、财政局、电力局、档案馆办公
综合楼、住宅楼及凤凰大道东段、康宁街、祥和街、北城街西延、南街、解放街、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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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小区商住楼等６０余处建筑工程施工。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安康市人民政府授予 “重

合同守信用企业”称号各１次。
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简称三建司，原乡镇集体企业，三级建筑施工资质，拥有职工

１２０余人。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先后实施县体育场１、２号商住楼、百货公司２号商住楼、城
关一小教学楼、新星花园１、２、３、４号楼等工程。２００７年实现建筑总产值１１１６万元，
上缴利税４９８万元。

第二节　典型建筑

财政局办公楼

２０００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二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２８３３５平方
米，砖混结构６层。建筑采用６层退台，７层装饰层再退台处理，入口用２根大圆柱跨越
两层高度支撑上部建筑，突显庄重挺拔。

住建局办公楼

２０００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一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８７０平方米，
砖混结构５层。采用简欧风格，中部配玻璃幕墙，屋顶中部设三角形女儿墙，简洁庄重。

蓝云大厦

２００９年建成，为汉阴县第一座小高层住宅建筑，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一建
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５３０６平方米，框支剪力墙，地下１层地上１１层，总高３４８米。

民威大厦

２００３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一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７２３２平方米，６层，
框架结构。建筑平面布局为Ｌ型，南面临北城街，采用圆弧玻璃幕墙，屋面设４米直径大钟。

龙岗大酒店

２００１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三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２５１１平方米，
９层，框架结构。立面采用长方形大窗水平划分，顶部两层悬挑凸出，二层顶部设飞檐。

城关一小教学楼

２００１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一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３３７７７８平方
米，５层，砖混结构。该建筑坐落于十字路口，八字形布局，整体建筑采用简欧风格，中
部采用玻璃幕墙外设４根装饰柱直通五层顶，既彰显现代气息又挺拔高耸。

城关中学教学楼

原属汉阴中学。２００５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滨区四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
２６７５平方米，５层，框架结构。建筑外廊采用圆柱，栏板采用罗马柱并配弧形梁，简洁明快。

农商银行营业办公楼

２００１年建成，汉阴建筑设计院设计，汉阴县二建司施建，总建筑面积１８００平方米，５层，
框架结构。建筑为正方形平面布局，外窗采用竖向分格玻璃幕墙，体现稳重及现代气息。

移动公司营业办公楼

原广视局大楼。２００３年建成，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设计，汉阴一建司施建，总建

９６１第八编　城乡建设



筑面积２４０７平方米，６层，框架结构。建筑为一字型布局，为避免呆板，西侧采用逐层
退台，东侧布置大空间演播室，形成不对称立面，中部挺拔并配以玻璃幕墙及不锈钢装

饰构件，整体显示造型新颖，简洁明快。

　　　　　城关一小教学楼　　　　　　　　　　　　　财政局办公楼

　　　　　城关中学教学楼　　　　　　　　　　　　　住建局办公楼

　　　民威大厦　　　　　　龙岗大酒店　　　　　　蓝云大厦

　　　　　　　移动大楼　　　　　　　　　　　　信用联社营业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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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筑管理

建筑设计管理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建筑设计室制订 《设计工作岗位责任制》《设计质量管理细则》《设

计质量考核办法》，强化三级审核制度。至１９９０年，设计项目６５项，建筑面积８７６００平
方米，设计费收入１４５万元。施工图合格率１００％，优良率２０％。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开始引
入计算机设计，２０００年实现甩图板设计，技术力量有高级工程师１人、工程师６人、馆
员１人、助理工程师１人，设备有黑色绘图仪１台、打印机３台、电脑１０台、晒图机１
台、工程设计软件１套，主要承担７层 （含７层）以下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的设计
以及普通市政工程设计、小区规划设计、建筑咨询、技术服务等业务。

２０００年，增加立面效果图设计，全年设计立面效果图１０余个单位。２００３年，推行鸟
瞰图设计。在全市农村小康住宅设计方案评选活动中，汉阴县建筑设计院有４个设计方案
获奖，其中三等奖２个，优秀奖２个。２００４年，设计项目４８个，建筑面积１１２万平方
米，设计收入５０万元，有５项农村小康住宅设计方案在全市获奖。２００５年，制订施工图
审查制度，投资额５０万元以上建设项目，必须提交审图公司审查，审查规模以上施工图
９项，建筑面积１６６２０平方米。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设计项目１０１项，建筑面积１４２８万平方
米，设计收入１３６８万元。其中，设计 “欧派风格”特色民居１５套。施工图送审、施工
图合格率１００％。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完成施工设计１３８项，建筑面积２２３１万平方米，特别
是蓝云大厦、政务中心大楼的设计，结束县建筑设计院不能设计高层的历史。

汉阴县建筑设计院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设计项目一览表
表８－３－２

年　份 设计项目个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当年典型作品

１９８８ １８ ２６８００ 月河油脂厂

１９８９ ２２ ２９６００ 汉阴县医院病房楼

１９９０ ２５ ３１２００ 县政府办公楼

１９９１ ２８ ３４６００ 县委办公楼

１９９２ ２１ ２８４００ 计量器厂塑钢车间

１９９３ ２４ ２７６００ 汉阴缫丝厂

１９９４ ２９ ３３６００ 汉阴中学实验楼

１９９５ ３１ ３８２００ 县公安局办公楼

１９９６ ２７ ３０８００ 县法院办公楼

１９９７ ３２ ３８１００ 城关一小教学楼

１９９８ ３４ ４１２００ 北城街道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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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设计项目个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当年典型作品

１９９９ ３６ ４２６００ 滨河世纪花园

２０００ ３２ ３８４００ 交警大队办公楼

２００１ ３０ ３６８００ 财政局办公楼

２００２ ２７ ３１２００ 兴华宾馆综合楼

２００３ ３９ ５６９１０ 汉阴疾控中心综合楼

２００４ ４８ １１１９８０ 汉阴中学综合楼

２００５ ３５ ５８６００ 汉阴国税局办公楼

２００６ ３４ ４６８００ 汉阴林业局办公楼

２００７ ３２ ３７４００ 双星三、四组安置住宅

２００８ ４８ ６２０００ 蓝云大厦

２００９ ４２ ７２４００ 汉阴中学迁建工程

２０１０ ４８ ８８７００ 政务中心大楼

招投标管理

１９８７年７月，招投标工作由县计划委员会移交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制订 《汉阴

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暂行办法》和 《施工单位计算标函标准》，严格按照八九定额和各种

取费标准计算标的，使招投标工作与定额管理、建筑市场管理有机结合，推动建筑市场

规范化。１９８９年７月至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全县招投标３７项。其中，议标８项。工程投资
７４２万元，总面积２９６万平方米。招标率１００％，标的计算准确率９５％。２０００年，加强
建设项目程序管理和企业资质审查，全县组织招议标２０场次，工程报建率１００％。
２００２年，对投资３０万元以上的工程，全部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２００３年，严格工

程报建、设计、招标、合同鉴证、质监、竣工验收备案各个环节，全年共有９户较大体量
的私人建房纳入建设项目管理程序，涉及建筑面积１３７５９平方米，总投资８２５万元。
２００４年，建立评标专家库，聘请评标专家１２人。推行由业主按招投标程序在相关部

门监督指导下进行招标发包的运行方式，全年组织招标２５场次，建筑总面积６６万平方
米，总投资３１１９万元。２００５年，组织招投标１７场次。
２００６年，全面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严格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和中标候选人公示３

个环节，组织招标８场次。２００７年，实行招标公示制、电子评标制、中标公示制，组织
招标１１场次，招标覆盖率１００％。

工程质量监督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共对１１６个、１０万余平方米建筑项目进行质量监督验收，合格率
１００％，其中优良工程１１项。１９９０年，汉阴县规定，所有技术改造项目和计划内、外建
筑项目，都必须按防震要求设计施工，无工程防震内容的可行性报告，计划部门不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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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设计部门不予设计，城建部门不予定点，施工单位不准施工。２０００年８月，县建筑
工程质量监督站更名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执行抗震设防审查制度，先地勘，后

设计。推广使用预制板内震模具，采取材料送检、材料复检、硬架支模、资料纪实等措

施，对各类建设工程实施质量安全监督。全年创地级文明工地５处，省优工程１项。２００１
年，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把材料进场关，推行主体结构竣工验收签字制度、工程验

收备案制度，竣工验收 １９个，质监工程 ４７项，质监覆盖率、工程合格率均达 １００％。
２００２年，推行建设局长—公司经理—项目经理—安全员四级安全保证体系，全年创市级
文明工地７个。２００３年，印发 《关于开展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防护、施工塔吊、施工坍塌

三项施工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开展建筑工程砼预制构件、现浇砼、设备安装工程

三项专项治理的通知》，组织开展６次安全生产大检查。２００４年，实行质量安全 “一票否

决制”，监督工程５６项，组织拉网式安全大检查６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５２份，停工工地
１０个，消除隐患７０余处。２００５年，对投资额３０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全部办理开工许可
手续，全面纳入质监、监理管理范畴，全年报建项目２６个、建筑面积４４５万平方米。实
行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各责任主体单位行为的监督。将城区内

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单位、私人建房全面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全年创市级文明工地５
处、县级文明工地２处。组织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检查５次。２００６年，坚持安全生产准入
制度，对３个施工企业、８个企业负责人、４１个项目经理和２０个安全员资质，组织安全
检查４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６２份，没收超期存放钢瓶８个、不合格灶具１０台。

至２０１０年，累计监督工程５２８项，建筑面积９８０１８３平方米，质量合格率９９９９％。
质量安全监督仅面向单位建房和５００平方米以上大体量私人建房，对大量私人建房没有实
施质量安全监督。

工程监理

１９９９年８月６日，汉阴县组建安康地区长达监理公司汉阴监理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注册
成立安康市天成监理汉阴监理部。２００３年，印发 《关于开展建设工程监理市场专项治理

的通知》，对投资５０万元以上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全面实行监理。
至２０１０年，累计监理工程２００余个，建筑面积２５万余平方米。
墙材革新

１９９６年县工人俱乐部综合楼 （建筑面积１２０４３６平方米）首次使用泡沫混凝土，当
年征收墙改专项资金２３８万元。２００１年３月，平梁镇新河砖厂建成年产３００万标砖的空
心砖生产线。２００２年，新型墙体材料生产厂家由空白发展到３家，年生产新墙材６００万
块，２３个开工项目有８个使用新墙材，建筑面积占４９４％。２００４年，推广应用 “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全年生产空心砖７３０万块标砖，２０个项目６５万平方米
使用新型材料。墙改专项收费１８万元。２００５年，生产新型墙材８５３万标砖，征收墙改专
项基金１２７７万元。新墙材应用比例达５０％。２００７年，出台 《关于全面禁止使用实心黏

土砖的通知》，至２０１０年，空心砖生产企业４家，年产１０２０万标砖，共有６３项工程 （建

筑面积约８２１００平方米）使用空心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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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

第一节　住房制度改革

公有住房出售与集资建房

１９９２年６月，对县城区公有住房现状调查，制订改革方案、测算及报批。１９９３年６
月，启动公有住房制度改革。至 ２００１年底，共出售公有住房 ２７６５套，建筑面积
２１７８０４７４平方米。归集住房公积金１５０１５７万元，审批集资建房单位７４个，新建住房
２０１３套，总建筑面积１８４８７０９１平方米，总投资８５３５５万元。其中，县房改办开发６处
住房共１６６套，建筑面积１４７４９７５平方米，总投资７９６２４万元。

住房公积金制度

１９９３年，建立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制度。１９９３年２月，成立汉阴县住房资
金管理中心，实行个人扣５％，财政 （单位）补助５％。其中，全额拨款单位补助部分由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城市住房公积金资助。

２００２年１月，乡镇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全额拨款单位资助部分开始全部列入财政
预算。２００６年１月起，实行个人扣５％，财政 （单位）补助１０％。

至２０１０年底，共有２２７个单位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职工６９６２人。累计归集公
积金１２２３１３６万元，公积金余额７７２０万元，累计发放公积金贷款１２２３１８万元，贷款
余额６４１４万元，累计实现增值收益６２３８８万元。

第二节　房地产管理

直管公房

１９８８年初，全县共有直管公房１７８９１１９平方米，通过安置拆迁户、公开拍卖、拆除
改造，到２００７年底，直管公房仅余城关镇龙岭村红军楼、后街政府家属四号、六号楼３
处共４６６平方米。

房产发证

１９９７年，成立城镇房屋发证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县房管所），启动城镇房屋发证。至

２００７年底，累计办理房产证４５００户，建筑面积６７５万平方米，办理抵押登记４０００户４８
万平方米。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底，累计办理房产证２９４３户，建筑面积３５７６万平方米，办理
抵押登记２６２３户４５２２万平方米。

房产评估交易

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成立汉阴县房产评估交易所，２００５年 ５月撤销，房产交易由房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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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负责，房产评估交由社会中介组织办理。至 ２００７年底，累计办理房产交易３０００户３０
万平方米；办理房产评估４０００宗４８万平方米，评估总值５亿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办理房
产交易１６２６户１８８万平方米。

房产测绘

２００２年１月，启动房产测绘业务。至２００７年底，累计办理房产测绘４０００起６１万平
方米。

第三节　房地产业

１９９８年７月，汉阴县第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东关街农机公司１号楼一期工程开工建
设，建筑面积２７３０平方米。２０００年５月，鑫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双星房地产开发公司相
继成立。２００４年，全县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３个，年末就业人员１１８人，资产合计
１０７７２万元，负债合计５１１３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５６５９万元，资产负债率４７４７％，
主营业务收入１４９０万元，利润总额４２８万元。房地产开发业完成投资３１０１万元，房屋
施工面积６４４２７平方米，竣工面积１２３８０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８３６２平方米，销售
额１４９０万元。其中，住宅销售面积１７０８３平方米，销售额１３７２万元。
２００７年，全县共有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７家，外来房地产开发企业３家，累计完成

房地产开发２２处１８９９８４平方米，上缴税收１９１０万元。２００８年，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
位１２个，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８个、物业管理１个、中介服务２个、其他房地产１个。
年末从业人员２６８人，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２３９人、物业管理４人、其他房地产９人。房
地产企业法人单位资产合计５０４７６万元，负债合计３２２２５万元，资产负债率６３８４％；
主营业务收入５３１７万元，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５１２８万元、物业管理主营业
务收入６２万元、中介服务１２７万元。至２０１０年，全县累计开发建设房地产３４３１套，建
筑面积４００５６９２５平方米，总投资２８０１０７４万元。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房地产业增加值统计表
表８－４－１ 单位：亿元

年　度 增加值 年　度 增加值 年　度 增加值 年　度 增加值

１９９２ ００４０８ １９９７ ００９５４ ２００２ ０２６６８ ２００７ ０６３７

１９９３ ００４７９ １９９８ ０１２７７ ２００３ ０４６９６ ２００８ ０７１９

１９９４ ００７３４ １９９９ ０１４６ ２００４ ０５５６２ ２００９ ０７６１

１９９５ ００８９２ ２０００ ０１５９５ ２００５ ０６０９ ２０１０ ０８３８

１９９６ ００８０２ ２００１ ０１９１１ ２００６ ０６１

　　注：２０１５年三经普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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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览表
表８－４－２

房地产开发企业
成立 （入

驻）时间

企业

资质

法　定

代表人

注册资金

（万元）
主要项目

汉阴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１９９７１ 三级 刘忠培 ２６０
北城街１４号商品楼憩园小区、

文峰小区城隍庙商住楼

汉阴县鑫达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０５ 三级 任远玲 ２０５ 百货、土产公司住宅小区

汉阴县双星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０５ 三级 李正安 ２０１ 新星花园、东城小区

汉阴县自强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７１ 四级 张代平 ２００ 原金融酒店商品楼小区

汉阴县蓝云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７６ 兰祖建 ４００ 无

汉阴县诚信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７４ 徐正钊 ２００ 无

汉阴县凤凰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７４ 三级 张代权 ２００ 无

安康江北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０１１ 二级 卢　军 ８００ 江北小区

河南万山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８ 三级 刘建军 １０００ 滨河世纪花园

安康宏远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００１２ 二级 张根章 ８２７ 原木材公司商住楼

６７１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九编

交通运输

至１９８８年，汉阴县有阳安铁路穿境而过，公路总里程２６６７千米。
其中，国道４０４千米，县、乡公路１４４４千米。１９９５年 “三通”（通电、

通路、通讯）建设省长办公会议后，开始大规模公路网建设。２００４年初，
全市启动农村公路通达工程建设。２００６年５月，全省启动通村水泥路建
设。至２０１０年，县境内公路１７２４６９千米，其中 “十天”高速公路汉阴

段３５６９千米，国道３７千米，县道１５０千米，乡道３０２千米，村道１１９９
千米。货运量２３５万吨，客运量２７７万人次。



第一章　公路桥梁

第一节　国省公路

高速公路

十 （堰）天 （水）高速公路汉阴段３５６９千米，２００８年８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建成。四车道全封闭全立交。

国道改造

３１６国道汉阴段全长４０４千米，原为三级油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动工实施二级路
改建，２００１年完竣。东起双乳镇三同村，西至平梁镇界牌村，途径蒲溪、涧池、永宁、
城关４个乡镇。旧路改建２７７千米，改线新修１００３千米，铺设油路路基宽度１２米，行
车道宽度９米。新建大、中、小桥２６座９３９延米，涵洞２０９道，防护工程１１６万立方
米，路基开填土石方１３２万立方米，路面工程４１８万平方米，总投资１６２亿元。汉阴段
全长３７千米，比原长缩短３４千米。３１６国道１９３千米处以西由安康市交通局负责，铁
道部第十五工程局一处、第一工程局三处中标承建；１９３千米处以东由安康市公路总段负
责，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安康公路总段第一、第二工程处、省公路局工程处中标

承建。全段由安康新宇交通工程监理公司监理。

第二节　县乡公路

１９８８年，开挖漩 （涡）汉 （阳）公路江南线路基９千米。对其他县乡公路实施改
造，铺设泥结碎石路面４２３千米、调整路型５４千米。全县县乡公路达１４４４千米。１９８９
年，完成漩 （涡）汉 （阳）公路江南线１１５千米路基工程。旧路改造、新铺泥结碎石路
面１１７千米。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漩 （涡）汉 （阳）公路江南线建成通车。改造汉 （阴）漩

（涡）、汉 （阴）铁 （佛）公路，实现晴雨通车。至１９９３年，全县４０个乡 （镇）全部通

公路，公路线路３６４千米。
１９９５年以后，实施 “三通”建设，大力普修、改造县乡公路，至２００１年，境内有县

道４条１４９８千米，乡道２２条２３８２千米。２００２年，完成汉漩公路火车路立交桥引线工
程。２００３年，汉漩路油路铺设５千米，新建擂鼓台、龙头寨２条旅游路８千米。２００４年，
投资２４０万元铺设汉漩油路１０千米，改造汉铁、汉漩公路７５千米。投资１２０万元，改造
平 （梁）酒 （店）路、汉 （阴）双 （河口）路、漩 （涡）上 （七）路部分路段 ５３千
米。乡道总里程达２４５６千米。２００５年，改造提等观 （音河）酒 （店）路、汉双路、漩

上路和平酒路部分路段６０千米。并调整县乡公路路网，境内县道增至１６１３千米，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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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至１４６１千米。２００６年，启动通乡油路建设。２００７年，有县道４条１５０千米，乡道２６
条２８１４千米。至２０１０年，累计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１亿元。县道总
里程１５０４千米，乡道总里程３１３７８千米。其中，县乡示范公路２８条４３５３千米。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县级公路一览表
表９－１－１ 单位：千米

路　名 起　点 终　点 里　程 路表类型

汉铜路 汉阴县城 铜　钱 ５７１ 混凝土５６、油路５１５

汉漩路 汉阴县城 漩　涡 ５０９ 混凝土８４、油路４２４

紫石路 （汉阴段） 汉阳镇 汉王城 １８７ 油路１８７

龙双路 龙垭 双河口 ２３７ 混凝土２３８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乡级公路一览表
表９－１－２ 单位：千米

道路所属乡镇 路线名称 里　程 路面质量 路面类型

田禾乡 田蒲路 ８３ 良等８３ 混凝土８３

涧池镇 涧池路 １４３ 良等１４３ 混凝土１４３

铁佛寺镇 鹿涧路 １３７ 良等１３７ 砂石路１３７

药王乡 城关镇 药汉路 ３２９ 良等２３２、次等９７ 砂石路２３２、土路９７

酒店镇 平梁镇 酒平路 ２５３ 良等１５３、次等１０ 砂石路１５３、土路１０

漩涡镇 上七镇 漩上路 ２０８ 良等８２、次等１２６ 砂石路８２、土路１２６

汉阳镇 双坪乡 汉双路 ２９ 良等１２４、次等１６６ 砂石路１２４、土路１６６

城关镇 汉火路 １９ 良等１９ 油路面１９

城关镇 汉太路 ３５ 良等３５ 油路面３５

城关镇 永中路 １１４ 良等１１４ 混凝土１１４

龙垭镇 龙花路 ５７ 良等５７ 混凝土５７

涧池镇 温洞路 １５３ 良等６５、次等８８ 混凝砂石路６５、土路８８

涧池镇 涧火路 ２３ 良等２３ 混凝土２３

双乳镇 安双路 ９８ 良等８６、次等１２ 混凝土８６、土路１２

漩涡镇 凤老路 ２９ 良等２９ 混凝土２９

漩涡镇 杨凤路 ６８ 次等６８ 土路６８

漩涡镇 漩汉路 ２８６ 良等２８６ 混凝土２８６

漩涡镇 茨杨路 ６３ 良等１９、次等４４ 混凝土１９、土路４４

漩涡镇 漩塔路 ５４ 次等５４ 土路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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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道路所属乡镇 路线名称 里　程 路面质量 路面类型

平梁镇 双红路 １４ 良等１４ 混凝土１４

双坪乡 双碾路 ２ 次等２ 土路２

酒店镇 观酒路 ９５ 良等９５ 混凝土９５

汉阳镇 二黎路 ３４ 次等３４ 土路３４

汉阳镇 交大路 １０８ 良等１０８ 混凝土１０８

观音河乡 黄药路 ４４ 次等４４

擂鼓台旅游公路 ５７ 次等５７ 土路５７

第三节　村级公路

通村公路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村级公路６５１千米，通村率３４７％。１９９５年，省长程安东主持召
开 “三通”（通电、通水、通路）建设办公会议，推动了通村公路快速发展。到１９９８年
底，全县新修通村路５１８９千米，通路村达２４４个，通村率９２８％。２００１年，全县村道
达２４８条５５８８千米。２００２年，开始对５条 （段）３０千米村道改造提等、水泥硬化，当
年硬化１７千米。２００３年，实施观酒路、汉双路、平酒路、龙双路等７条６０余千米乡村
公路改造工程。当年水泥硬化１２１千米。２００４年，安康市人民政府实施农村公路 “通

达”工程，汉阴县成立 “通达”工程建设指挥部，制订 《农村公路 “通达”工程管理办

法》，重点解决南北边远山区交通问题。至 ２００８年，全县村道达 ４６５条 １１０１６千米。
２０１０年，村道总里程达１２３０５８千米。其中，村级示范公路１４２条５８０７千米。

村道硬化

２００６年，全省启动通村水泥路建设。按照 “群众打底子，政府铺面子”政策，采取

以奖代补、资金捆绑、社会捐资、企业垫资等多措并举融资，先干后补办法实施。凡列

入通村水泥路建设计划项目每千米补助１５万元。通村水泥路建成后，分别经县、市、省
交通部门验收合格后，市、县政府分别按每千米１万元、１５万元标准予以 “以奖代补”。

当年，全县群众投资５６０万元，投劳１２万个，捆绑使用资金１１０万元，县财政以奖代补
资金１７０万元，完成通村公路水泥路硬化项目４０个１０１９千米，占市政府下达计划的
１３２３％，受到市政府通报表彰。２００７年，实施村道硬化６７条３３０千米，完成项目总投
资８２５７余万元。其中，群众投资投劳１５５６万元，捆绑使用各类资金１０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完成村道硬化２５条９８８５千米，项目总投资１２７３６５万元。
“便民桥”建设

２００４年，安康市人民政府启动实施 “便民桥”工程。至２００７年，汉阴县累计投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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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４８０４万元，建成 “便民桥”１４８座。其中，２００４年投入资金１１０万元，首批建成１８
个乡 （镇）３５个村 “便民桥”４０座；２００５年，投入建设资金１４０万元，新修 ４６个村
“便民桥”６０座；２００６年，新修 “便民桥”２７座；２００７年，投入资金１１０４万元，建成
“便民桥”２１座。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未安排 “便民桥”项目。

第四节　公路桥涵

１９９１年，建成公路桥梁１座２７延米。１９９２年，建成桥梁７座２７６延米。至１９９３年
底，全县桥梁总数达１００座１７３５延米。其中大、中桥梁１９座，１１１７延米。１９９４年，修
公路拱涵１３道。１９９５年，新修公路桥梁４座６０延米。１９９６年，新修沈坝河桥梁１座６４
延米。１９９７年，新修公路桥梁３座１５０延米。１９９８年，新修公路桥梁２座８７延米。１９９９
年，新修公路桥梁３座６２８延米、涵洞２３道。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公路桥梁共２４９座。其
中，特大桥梁１座，大桥１０座，中等桥梁２５座，小桥２１３座。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公路桥梁一览表
表９－１－３

桥梁名称 位　置
跨径

分类

桥梁

（米）

跨径总长

（米）
米／孔

桥面宽

（米）
结　构

公星吊桥 蒲溪镇公星村 大　桥 １０８ １０１ １０１／１ １５ 悬索桥

坪溪沟桥 漩涡镇坪溪沟 中　桥 ４４ ３０ ３０／１ ５ 板　梁

新河大桥 平梁镇新河 中　桥 ４５７ ３３ １６５／１ ６ 板　梁

四个拱桥 城关镇观音河口 中　桥 ５７ ４０ １０／４ ６ 板　梁

官司河大桥 平梁镇官司河 中　桥 ２５ ２０ ２０／１ ６ 板　梁

斗沟大桥 龙垭镇青泥河 中　桥 ４０ ２７ ２７／１ ６ 板　梁

草桥月河大桥 城关镇草桥 中　桥 ７０ ４０ ２０／２ ８ 双曲桥

青泥河桥 龙垭镇青泥河 中　桥 ４９７ ３０ ３０／１ ６８ 板　拱

小石沟桥 铁佛寺镇小石沟 中　桥 ５７ ３０ ３０／１ ９５ 板　拱

月河西大桥 城关镇月河 中　桥 １２２ ９０ ３０／３ ７５ 板　拱

藕溪沟大桥 汉阳镇藕溪沟 大　桥 ７５ ５０ ５０／１ ７５ 板　梁

富水河大桥 汉阳镇富水河 大　桥 １０７ ８０ ８０／１ ８５ 双曲拱

康家沟桥 汉阳镇康家沟 中　桥 ５０ ３０ ３０／１ ８５ 板　拱

天池沟桥 汉阳镇天池沟 中　桥 ４６ ３０ ３０／１ ７ 板　拱

伐子沟桥 汉阳镇伐子沟 大　桥 ５７ ４０ ４０／１ ７ 板　拱

小沟桥 漩涡镇小沟 中　桥 ３６ ２０ ２０／１ ８５ 板　拱

老牟沟桥 漩涡镇老牟沟 大　桥 １０２ ４０ ４０／１ ７ 双曲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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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名称 位　置
跨径

分类

桥梁

（米）

跨径总长

（米）
米／孔

桥面宽

（米）
结　构

三岔河桥 漩涡镇三岔沟 中　桥 ４９ ３０ ３０／１ ７ 板　拱

谭家湾桥 漩涡镇谭家湾沟 中　桥 ４０ ３０ ３０／１ ７ 双曲拱

无名沟桥 漩涡镇无名沟 中　桥 ６１ ３０ ３０／１ ７ 板　拱

漫延大沟桥 漩涡镇漫延沟 大　桥 ６４ ５０ ５０／１ ７ 双曲拱

旋涡汉江大桥 漩涡镇汉江 大　桥 ２４９ １８０ ６０／３ ７ 钢架拱

大溪沟桥 漩涡镇大溪沟 中　桥 ６０ ３０ ３０／１ ８５ 板　拱

皮房沟桥 漩涡镇皮房沟 中　桥 ５７ ３０ ３０／１ ７ 板　拱

庙沟桥 漩涡镇庙沟 中　桥 ４６ ２０ ２０／１ ７ 板　拱

月河东大桥 城关镇月河 大　桥 １２６ １２０ ３０／４ ８５ 双曲拱

二级路立交桥 城关镇３１６国道 中　桥 ３１ ２０ ２０／１ ８５ 板　梁

鹿鸣中河桥 铁佛寺镇鹿鸣中河 中　桥 ３１ ２０ ２０／１ ６３ 板　拱

沈坝河桥 涧池镇沈坝河 中　桥 ６４ ３０ ３０／１ ８５ 板　拱

涧池月河大桥 涧池镇月河 大　桥 １７６ １６０ ２０／４ ８５ 组合式

头道沟桥 观音河乡头道沟 中　桥 ３５ ２０ ２０／１ ５ 板　梁

二道河沟桥 观音河乡二道沟 中　桥 ４５ ２０ ２０／１ ５ 板　梁

牟子河大桥 漩涡镇牟子河 中　桥 ６０ ３２ １６／２ ８ 板　拱

二道桥 汉阳镇二道桥 中　桥 ７０ ３０ ３０／１ ７ 板　拱

喜河电站索桥 汉阳镇交通村 特大桥 ２５０ ２１０ ２１０／１ ５５ 悬索桥

双星大桥 城关镇月河 大　桥 １００６４ ９６ １６／６ 空心板桥

合　计 公路桥梁共２４９座。其中，特大桥梁１座，大桥１０座，中等桥梁２５座，小桥２１３座。

第二章　客货运输

第一节　公路运输

公路客运

班线客运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汽车运输公司开通有汉阴至西安、安康、石泉县际公路
客运班线３条，县城至漩涡、铁佛县境内客运班线２条，投放客运班车１３辆。１９９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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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班车增至８１辆。１９９４年，开通县城至汉阳、石条、双河３条班线，全县客运班车增
至９３辆。１９９５年，有客运班车９４辆。１９９９年以后，县汽车运输公司改制解体，客运变
为个体私营，客运班车逐年锐减。２００３年，开通漩涡至安康客运班线。２００４年，开通县
城至观音河客运班线，全县客运班车５０辆。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先后组建宏业、安达２个客
运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漩涡、观音河、铁佛、双河口４个乡镇五级客运站。至２０１０年，
客运班车县际、境内客运班线１０条、６２个班次，客运班车５３辆。

短途客运　１９８８年，汉白公路沿线短途客运，仍以三轮车占主流。１９９４年，始有 “拐

的”（三轮摩托加篷式）１１３辆参与客运，最高峰时达２８７辆 （２０００年）。１９９８年，始有面
包车２１辆参与客运。２００４年，始有出租车４０辆载客。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先后组建凤凰、顺达
２个出租车公司。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营运 “拐的”３２辆，面包车２４８辆，出租车７８辆。

公路货运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货运仍以县装卸搬运公司、县粮食车队等运输企业为主，个体运输
户为辅。拥有货运汽车１１６辆，拖拉机２７１辆。货运汽车以 “东风”“解放”为主，老解

放车及嘎斯车逐步淘汰。全年货运量１３２万吨，货运周转量１００１７万吨千米。
１９９７年，拖拉机发展到最高峰，达６１２辆，在乡镇运输中仍起着一定作用。此后，

随着货运汽车的增加，拖拉机拥有量逐年下降。

１９９９年后，货运企业陆续改制为个体私营。２０００年，拥有货运汽车２８３辆，拖拉机
４７６辆。货运量７８万吨，货运周转量３６２４万吨千米。２００５年，拥有货运汽车３４７辆，拖
拉机２６３辆。货运量１３８万吨，货运周转量６６５０万吨千米。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拥有货运汽车４９０辆，拖拉机１３７辆。全年货运量２３５万吨，货运
周转量１２１００万吨千米。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公路运输量统计表
表９－２－１

年　度
货运量

（万吨）

货运周转量

（万吨千米）

客运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千米）

１９８８ １３２ １００１７ ７６６ ２７２５２

１９８９ １０ ８９２４ ８２２ ２４１８

１９９０ ９６ ７８２３ ９１６ ２８０９１

１９９１ １２５ １０５９８ ２９１ １２６５２

１９９２ １６１ １４６５８ ３３４ １４５６２

１９９３ ２３９ １５４５ ３８６ １２６１８

１９９４ ３４ ２２１９ ３９ ３１７２

１９９５ ４７ ２０４６ ８８ ４１９３

１９９６ ４８ ２６３０ １０３ ５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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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货运量

（万吨）

货运周转量

（万吨千米）

客运量

（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

（万人次千米）

１９９７ ６０ ２８４５ １４０ ６２１０

１９９８ ６６ ３２３６ １５８ ７７２４

１９９９ ７０ ３４２０ １６０ ７８６０

２０００ ７８ ３６２４ １６２ ７９５２

２００１ ９１ ４３９０ １７８ ６３１８

２００２ １０２ ４４７４ １８０ ６５３０

２００３ １１８ ５１２２ １８０ ７５１４

２００４ １３５ ６４００ １８０ ６３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３８ ６６５０ １８６ ６６２８

２００６ １７７ ８４００ ２３３ ７５３３

２００７ １９５ ９１７０ ２４３ ７９３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１ ８４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２０ １１０００ ２６２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３５ １２１００ ２７７ ９４００

第二节　水上运输

航道

至１９８８年，县境内汉江航道１７千米，西达石泉县，东通紫阳县。常水期江宽１８０
米，水深１８米，流速０８米／秒，流量１４５立方米／秒；枯水期水深０８米，流速０５米
／秒，流量２３８立方米／秒。１９９０年９月，开通梓龙至牟梓河水运航道７千米。１９９３年
后，随着安康火石岩水电站竣工，库区航道常年畅通。

码头　渡口
至１９８８年，设有汉阳、漩涡２处汽车轮渡，漩涡１处客运码头，汉阳、丫角漩、沙

沟、滩上、漩涡、牟梓河６处人行渡口。１９９７年５月，增设黑沟渡口。２０００年８月，重
新审查公布汉阳坪、石羊滩、富水河、丫角漩、沙沟、黑沟、漫延沟、漩涡、牟梓河渡

口和水库安全渡口１０个。２００６年４月，紫石公路、漩涡汉江大桥、牟梓河人行吊桥建
成，漩涡、漫延沟、牟梓河３处渡口失去作用。至２０１０年，共有渡口７处。

水运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船舶３８艘，货运量１９２０吨，货运周转量６３９５吨千米。１９９０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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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３２艘，货运量３６２吨，货运周转量５３１４吨千米。２００２年，全县船舶数量发展到５０
艘，货运量２９３０吨，客运量２３９５０人次。随着紫石公路、漩涡汉江大桥建成通车，相当
一部分水运转入公路运输，船舶数量逐步减少，但动力和吨位增加，运输量有较大增长。

至２０１０年，有船舶２１艘，货运量２万吨，客运量２３万人次。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水上运输量统计表
表９－２－２

年　度 船　舶
货运量

（吨）

货运周转量

（吨千米）

客运量

（人次）

客运周转量

（人次千米）

１９８８ ３８ １９２０ ６３９５ — —

１９８９ ３８ ４０３ ５３８９ — —

１９９０ ３２ ３６２ ５３１４ — —

１９９１ ３２ ４７６ ６１９９ — —

１９９２ ３４ ５３３ ６６５５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１９９３ ３２ ６７１ ８０３８ １０３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

１９９４ ３２ １８００ ９８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３２ ２３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３２ ２３５０ １１７８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３５ ２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１９９８ ３５ ３０００ １２７５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

１９９９ ３８ ２９３０ １２７５００ ２３９５０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８ ３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 ２１１５０ ２５３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４０ ２９００ １８５０００ ２２３５０ ３５７３００

２００２ ５０ ２９３０ １７５０００ ２３９５０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３５ １３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３４４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３５ １３８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３５６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３３ １３８００ ３８５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８ １３８００ ３５５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１ １４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３６５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１ ２５０００ ７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１ １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１ ２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１０７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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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铁路运输

阳安铁路由西至东纵贯县境，县内长３６９千米，设有高梁、汉阴、涧池３站。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每日两列普快客车、两列快速客车对开。普快客车各站停靠，快速

客车只停汉阴站。另有１４对货运列车过境。全天计有１５对列车运行过境。汉阴站可购通
往全国各地客票，货物亦可托运全国各地。年发送货物万余吨，发送旅客１０万余人。

第三章　交通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县交通局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内设行政股。２００２年９月增设综合股。２００３年８月，原县工业经济
局承担的交通战备工作职能划入县交通局，增加汽车出入境运输管理职能，城市客运管

理职能，汽车驾校、驾驶员培训行业管理职能。

公路管理站等机构

县公路管理站　承担全县地方公路建、养及路政管理职责。
县航运管理所　１９８６年５月成立，２００３年成立汉阴县地方海事处，与航运管理所一

套机构两块牌子。负责水上运输管理，港检、船检、水运安全管理，征收船舶管理费、

养河费、港务费和船检费。

县道路运输管理所　１９８８年为汉阴县公路运输管理站，１９９５年改为运管所，２０００年
改为道路运输管理所。主要负责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征收运管费和拖拉机、摩托车

养路费和客运附加费等规费。

县路桥建设勘测设计队　１９８９年成立，１９９０年底撤销。
县地方公路勘测设计室　２０００年成立，负责该县道路桥梁设计。
县公路管理段　市直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县境、周边国道养护管理。至２０１０年，段

机关设路政股、生产股、财务股、行办股，下设蒲溪、涧池、高梁、马池４个道班。
县交通征费稽查所　市直事业单位，负责征收公路汽车养路费和车辆购置附加费等。

第二节　规费征收

各类交通规费征收，分别由道路运输管理所、征费稽查和航运管理所负责征收。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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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客运附加费征收工作由道路运输管理所移交到征稽所。２００１年，道路运输管理所开
征摩托车费。各类规费征收，以国家和省政府收缴公路、水路规费标准为依据，按照上

级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收缴任务实施。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公路、水运各类规费征收统计表
表９－３－１ 单位：千元

年　度 征稽所 运管所 航管所 年　度 征稽所 运管所 航管所

１９８８ ５７５５ １０２ ０８１３ １９９８ ２９３２ ４５５ ４５２４

１９８９ ６０７ １２１１ ０８０５ １９９９ ３１６２ ５６４３ ４

１９９０ ６７７６ １４２２ １２１５ ２０００ ３０７０ ５４６ ５０４

１９９１ ７０８３ １６４ ２０５７ ２００１ ２８８０ ６４７４ ５４７

１９９２ ８５７９ ２５４１ １６３７ ２００２ ３３１０ ７３７ ５４

１９９３ ９８３１ ２８５３ ２４９９ ２００３ ３１６０ ７００ ５６９

１９９４ １２９３１ ３４０１ １４７ ２００４ ３４６７ ８１９ ６９

１９９５ １９４２３ ２９４４ ２３２７ ２００５ ３６２２１ ６７２ ７３２

１９９６ ２１１４ ３５４２ ２８５８ ２００６ ３９５８１ ８１９５ ７８５

１９９７ ２６９７ ４１８ ３２１２ ２００７ ４９０２ ８３６１ １０５９

　　注：２００８年税费改革后，交通规费征收全部取消。

第三节　公路养护

公路养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本县公路养护贯彻国、省公路 “国办民助”，县乡公路 “民办公

助”“民工建勤”政策，坚持统筹规划，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原则，建立民工、机动车辆

义务建勤养护地方公路制度。每个劳动力年出５个标准建勤工日，每辆机动车年出２～４
个车日 （并允许交代金），用于公路运沙石、备料及公路普修。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国道养护
一直保持优良县段称号，地方公路养护好路率上升为６３１％，建成文明路段１０３千米，
文明道班８个。１９９４年，地方公路推行养护责任制，县公路站与列养道路的１４个道班签
订养护目标管理责任书。１９９５年，筹资１９万元，开展较大规模公路养护、普修，普修乡
村公路２８８千米。１９９６年，６０４千米列养国道，年末好路率达１００％；１４４３千米列养县
道，平均好路率６７％。巩固文明路８１千米，文明道班８个。２０００年，将养护任务量化到
各道班和人，逐月考核，按劳计酬，改变 “大锅饭”和 “路养人”局面。建成样板路１０
千米，标准化道班两个。２００１年，县境国道３７千米二级路改造全线贯通，公路好路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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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８６％，年终地方公路养管获安康市第三名。２００２年，组建国道养护中心，实施 《公

路养护计量积分、计酬暂行办法》。县道推行公路养护任务与职工、道工工资挂钩制度，

乡村公路通车率达９０％以上。２００３年，县级公路养管实行道班经费包干，计量支付，月
底按百分制考核兑现工资。２００４年，筹措养护经费１１０万元，新组建乡镇公路道班５个，
落实道工３０余人。２００５年，县人大常委会做出 《关于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护机制的决

定》，县人民政府下发 《乡镇公路养护管理目标考核奖惩办法》。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

理原则，组建乡镇、公路养护道班１８个，落实道工近百人，养护乡镇道路１６条２００多千
米。县级公路优等路达１５千米、良好路９７２千米，好路率７４９％。２００６年，国道养护
采取路基与路面分离养护计酬办法。地方公路养护，新建乡镇道班９个，落实道工８０余
人。２００７年，县人民政府下发 《关于创建国道养护管理示范路的通知》，建成示范路绿化

带５４７千米 （县境内３７千米）。全面提升农村公路通行能力，４条１５０４千米列养县道，
优等路达５０千米、良好路８６９千米，好路率８４４％。至２０１０年，４条１５０４千米列养
县道，优良里程１４５千米，好路率９６３８％；乡道３１３７８千米，优良里程２９６２５千米，
好路率９４３８％；村道１２３０５８千米，优良里程１００１千米，好路率８１３４％。

公路绿化

县境国道二级路自２００１年全线贯通后，当年绿化２０千米，栽植行道树１０４００株，
２００２年补栽行道树１２０００余株，２００３年补栽行道树２５０００株，栽种花草２０千米。２００４
年对行道树修枝、除草。

２００７年，省人民政府提出创建国省干线养护管理示范路目标任务，汉阴县人民政府
下发 《关于创建国省道养护管理示范路的通知》，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栽植行道树８１５３
株，培植草坪６３６６平方米，路宅分离花坛５７０个。至年底，县境国道３７千米路段全部绿
化，地方公路绿化３０千米。其中，汉漩路１０千米、紫石路１５千米、汉铜路５千米，栽
植行道树２８７６０株。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累计公路绿化５５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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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编

商贸服务业

推进商贸流通体制改制，形成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格局。至２０１０年，县城有３个农贸市场，集镇市场８个，其他各乡
镇均以街为市。限额以上商业企业法人单位２１个，其中城区１９个，乡村
２个。覆盖全县流通网络基本形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９４５９３万元。
其中批发业零售额８０８９４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２％；零售业
零售额６００６４７万元，占比７５６％；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１１３０５２万
元，占比１４２％。



第一章　商　业

第一节　商业体制改革

商业管理机构体制改革

至１９８８年，县商业局下辖百货、五金、副食、糖酒、服务、蔬菜、石油、药材８个
公司和酒厂、食品厂及６个集体商业企业。１９９３年１月，成立县商业总公司，与商业局
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２００２年８月，撤销县物资局、外贸局、商业局，组建经济贸
易局。相应职能调整，对企业由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行业管理、专业管理，由直接

管理转为间接管理。

经营体制改革

１９８０年前，８０％商品为计划管理，实行三级批发制。１９９０年后，国家开始逐步取消
指令性计划，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商品流通实行双轨制，商品由紧缺变为宽余，

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１９９１年，按照 “批发管严、零售放宽”原则，放开食糖经营，

取消石油平议差价。１９９２年，深化企业改革，推行 “四放开” （经营、价格、分配、用

工），打破旧的经营格局和行业界限，扩大经营范围，拓宽进货渠道。打破旧的分配制

度，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个人劳动成果挂钩。企业根据不同工种分别实行定额、

计件和联销提成工资。

１９９４年，开展股份制改造试点，零售门市部全部实行 “国有民营”大包干，抽回全

部本金。１９９５年，药材公司打破 “大锅饭”，把任务指标与工资、奖惩挂钩，上不封顶，

下不保底，管理人员实行浮动工资。副食、百货公司将清收外欠货款与工资、奖金、差

旅费、业务活动费挂钩，实行大包干提成。食品厂推行定额计件工资，实行成本目标管

理，节约奖励分成，浪费扣罚共担。石油公司提取销售费用奖励销售有功人员，大力发

展直购直销业务。１９９６年，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取消固定工，打破干部工人界限，通
过优化组合、集资入股、带资上岗、工资浮动、联销计酬以及对经理、厂长实行年薪制

目标管理等改革措施，扩销提效。全系统职工集资达３０余万元，收回外欠货款１２５万元，
其中陈账４０余万元。蔬菜公司、百货大楼将部分门店租赁承包给外地客商，引进资金５０
余万元。食品厂、百货公司将部分闲置厂房和仓库对外租赁。全系统实行 “国有民营”

门店５６个，占自体门店９５％以上，抽回本金３０余万元，收取承包费２５万余元，基本完
成零售门店 “国有民营”改革。

至１９９７年底，商业系统辖国有小企业１１个，其中商贸流通企业８个，商办厂２个，
代管企业１个，共有职工６００余人。
１９９８年，对零售小型门店，继续推行租赁承包和股份合作制改造，加大抽本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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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服务公司改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百货大楼置换产权，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后经全体

股东同意，将企业全部产权整体出售给县邮政局，售价１８３万元，企业３２名在职职工买
断工龄，７名退休职工移交县社保局管理。百货公司、食品厂、蔬菜公司３户企业租赁承
包。石油公司上划中油集团，县药材公司上划安康金州药业集团。１９９９年下半年，副食
公司划归盐务管理局。

２００１年，饮食服务公司所属汉阴饭店以３８３万元整体出售给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３７名在职职工全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３２名退休职工移交社保部门安置。五金公司累
计亏损１６３万元，资产负债率２７６％，经公司申请，县人民法院于６月２６日裁定宣告破
产。百货公司、盐务公司同建筑单位共同融资４００万元，建成两幢商贸楼 （２２个门面、
４０套商品住宅）和一条长８０米、宽１６米新街。县蔬菜公司与湖北客商达成租赁协议，
由对方投资２０万元于１０月底建成 “汉阴县洗浴中心”。２００２年，饮食服务公司整体出售
给县农业发展银行，企业解体，变现资产４５０万元，安置职工７９名。
２００３年，仅存百货公司、蔬菜公司、食品公司３户国营商业企业，均处于停业状况。

百货公司以土地资产分别与二建司、三建司达成联合开发房地产协议，建成商品房两幢，

资产增值３００万元，变现资金１１０万元，用于支付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并每月发给
职工２００元生活费。蔬菜公司依靠房屋出租收入，维持交纳职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并
每月发给职工１２０元生活费。收回县药材公司，由县卫生局主管。
２００６年，县燃料公司、蔬菜公司、食品厂破产，解体拍卖。２００８年，县酒厂、食品

公司破产解体。国营商业企业从流通领域中退出，私有经济在流通领域处主导地位，多

元化流通所有制结构形成。

第二节　商业结构

行业结构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 ２０５９个，从业人员 ３１１７人。其中，
零售商业１６０２个，从业人员２４３１人；饮食业２０５个，从业人员３２６人；服务业２５２个，
从业人员３６０人。１９９０年，全县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１８１１个，从业人员２９５４
人。其中，零售商业１３８９个，从业人员２５５１人；饮食业１５８个，从业人员３０９人；服务
业２６４个，从业人员３９４人。
１９９５年，批发贸易业法人机构３５个，网点２４０个，从业人员１００３人；零售贸易业法人

机构１１个，网点１７２８个，从业人员３３５５人；餐饮业网点２６５个，从业人员５３４人。批发和
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１８６７１万元，其中零售额６７５２万元，批发额１１９１９万元。
２０００年，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１４８９３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３１％；住宿和

餐饮业零售额１１０６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９％。
２００４年，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２３５９６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２４％；餐饮

业零售额５０４３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７６％。批发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５２个，
从业人员７１９人。全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额合计１１４８９１万元。其中，限额以上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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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２个，就业人员６９人，资产合计８６８万元，负债合计６１１３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１４１０６万元，利润总额１８１４万元；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５０
个，就业人员６５０人，资产合计５９１７４万元，负债合计６０２４９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６７２９
万元，利润总额－１１６８万元。另有限额以上产业活动单位２个，就业人员５３人，全年
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额６６５７７万元，其中批发额５２４９６万元，零售额１４０８１万元。限
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２个，就业人员１０５人，全年营业额３４９２万元；限额
以下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两个，就业人员７３人，全年营业额２００４万元。
２００５年，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２７１９７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２５％；住宿和

餐饮业零售额５７７７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７５％。
２００８年，批发零售业零售额４４８７５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１４％；住宿餐饮

业零售额１０２５５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８６％。全县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
单位５３个，从业人员５６５人，资产合计６５２７１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１７８３２８万元。其
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１４个，从业人员１８０人，资产１５９３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９３２４３
万元；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３９个，从业人员３８５人，资产４９３４１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８５０８５万元。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６个，从业人员２０６人，资产总计２５１２４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１２０８９万元。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５个，从业人员２００人，资产总
计２４９４４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１１５０９万元；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１个，从业人员６人，
资产总计１８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５８万元。
２０１０年，批发业零售额８０８９４万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２％；零售业零售额

６００６４７万元，占比７５６％；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１１３０５２万元，占比１４２％。
所有制结构

国营商业　１９８８年，县商业局所属国营商业商品购进额２０９８８万元 （不含药材公

司，下同），商品销售额２３４３２万元，其中纯销售额１４６９９万元。实现利税１６６８万元。
１９８９年，国有经济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进 ４３２７万元，占总额 ４１％；商品销售

４２６１万元，占总额３７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３４０万元，占总额２１２５％。１９９０年，国
有经济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进５３６６万元，占总额４１７３％；商品销售４３４３万元，占总
额３４３％；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４８５万元，占总额２３０７％。
１９９２年，全县商业机构 １５７８个，从业人员 ３０３１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商业机构 ７４

个，从业人员６４２人，分别占比４６９％、２１１８％；社会商品零售额１６６７万元，占总额
２２２％。

１９９５年，全县国有批发零售贸易业法人机构２７个、网点７７个，国有餐饮业网点３
个，共有从业人员７５３人。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进６４５８万元，占总额３８３５％；商品
销售６２５６万元，占总额３３５％；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３０３万元，占总额２４４６％。
２０００年，国有商业消费品零售额３４８１万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１７６％。其

中，县商业系统有百货公司、服务公司、蔬菜公司、食品公司、食品厂、酒厂６户国有企
业，职工３１４人，下岗职工１５０人，离退休职工１１０人，实现商品销售总值１５３２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８１％；亏损１６８万元，比上年减亏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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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国有商业消费品零售额３７４４万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２２４％。商
业系统国有企业减少为５户，职工人数减至２４２人。全系统亏损１４６万元。２００５年，国
有商业企业仅存百货公司、食品公司２户。

至２００８年，国有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仅存３个，从业人员１９人。
集体商业　１９８９年，集体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３１９个，从业人员７１６人。集体

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购进额５０３８万元，占总额４７８％；商品销售额５８２６万元，占总额
５１１７％；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４６５万元，占总额３９０８％。１９９２年，集体所有制商业零售
额３０９０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销售总额３６２１％。１９９３年，集体所有制商业零售额２３５３
万元，占全县社会商品销售总额２６７２％。１９９５年，集体所有制商业消费品零售额１４５９
万元，占全县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５％。２０００年，集体所有制商业消费品零售额８６３万元，
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３９％。至２００８年，有集体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１４个，
从业人员１５６人。

私营个体商业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个体商户 １９６９户、从业人员 ２６９８人，自有资金
１８２８万元，商品零售额１３９９万元。１９８９年，有个体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１１２８户，
从业人员１５０４人，消费品零售额１５４７万元，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４５％。１９９０
年，全县有个体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 １２２８户，从业人员 １６４５人，消费品零售额
２０７４万元，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２２２％。１９９５年，有个体批发零售贸易业、餐
饮业网点１８８０个，从业人员３４１３人，消费品零售额３９２０万元，占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４１６４％。１９９９年，商业批零网点达４２０７个，其中个体网点３８６３个。个体经济实现
零售额６７６６万元，占总额４４４５％。２０００年，个体经济实现消费品零售额５８７７万元，占
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６７３％。２００４年，批发业个体６２户，就业人员１３４人，营业
收入１９０万元；零售业个体经营户３１５７户，就业人员３９０７人，营业收入３６６４万元。住
宿业个体经营户３１户，就业人员４９人，营业收入５９万元；餐饮业个体经营户４９６户，
就业人员９８２人，营业收入３６０８万元。２００８年，全县有私营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
３４个，从业人员３１０人；私营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５个，从业人员２００人。批发
业个体１１４户，从业人员２５４人；零售业个体３７９３户，从业人员５９８８人；住宿业个体４１
户，从业人员８９人；餐饮业个体７１４户，从业人员１７１８人。其中有证照个体户２９０９户。

第三节　商品经营

商品购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品购进开始打破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国家纳入计划分配

调拨的商品比例逐年减少。商品购进除计划内和部分紧缺的二、三类工业品由省一级站

调拨外，其余商品在安康地区二级站或跨省、区甚至到工厂直接采购，开放式流通体制

逐步形成。１９８９年，商品购进总额１０５３９万元。其中，从生产者购进４３２８万元，从批发
零售贸易购进６２０２万元，其他购进９万元。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３１２１万元。１９９０年，
商品购进总额１２８５８万元。其中，从生产者购进５０４９万元，从批发零售贸易购进７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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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他购进１０万元。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３１９１万元。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封闭式三级批发流通网络被打破，商品购进方式和渠道不再受限

制，进货渠道、数量、品种、方式完全由商户决定。１９９５年，商品购进总额１６８４１万元。
其中，从生产者购进５５１１万元，从批发零售贸易购进１１３３０万元。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
额４８２２万元。

商品销售

１９７８年后，商品日益丰富，市场供应充足，取消购货证。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取消使用近
３０年的棉、布票，除自行车、电视机、缝纫机、名烟名酒外，其余商品敞开供应。至
１９９０年，控制商品全部取消。１９９０年，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１２６５８万元；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７３９４万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６４３７万元，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零售
额９５７万元。１９９５年，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１８６７１万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１１２７２万元，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９４１５万元，对农民的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１８５７万
元。饮食业零售额６２４万元。２０００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９９９万元。２００４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８６３９万元。２００５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２９７４万元。２００８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５１２９８万元。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起，落实 “家电下乡”惠农政策，拉动消费市场。农民凡购买彩色

电视机、电冰箱 （含冰柜）、手机、洗衣机、计算机、空调、热水器、微波炉、电磁炉等

９类家电产品，即可享受商品价格１３％的政府补助。同时，“假日经济”效果明显，连锁
经营、大商场、大卖场、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新型业态发展势头强劲。２０１０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９４５９３万元，实现外贸出口５３１万美元。

第四节　商贸市场

城乡集市

１９８８年，城关、涧池集市实行百日场，蒲溪、平梁、漩涡、汉阳坪、铁佛５个集市
每月１５次，上七里、双河口和酒店垭３个集市每月９次。１９９６年，乡镇机构改革，全县
设１２个建制镇，开始加快集贸市场建设，至２０１０年，新建成８个集镇贸易市场。
１９８８年以来，城关的 “三月三”物资交流会以及两合崖景区建成后的庙会、开办菜

花节后，连年举办，全县乡镇及周边县区，乃至全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竞相参与。

商业网点

１９８９年，全县批发零售贸易业有批发机构６９个，零售机构１３１４个，餐饮业１３７户。
１９９２年，批发零售贸易业有批发机构８３个，零售机构１４８７个，餐饮业２００户。

１９９５年，批发零售贸易业有法人机构４６个，网点１９６８个，其中县城网点７６９个，
农村网点１１９９个；餐饮业网点２６５个，其中县城网点１６０个，农村网点１０５个。１９９７年，
批发零售贸易业有网点２７６８个，其中县城网点１１４１个，农村网点１６２７个；餐饮业网点
３２９个，其中县城网点１６５个，农村网点１６４个。１９９９年，全县商业批零网点４２０７个，
其中个体网点３８６３个。２００４年，全县批发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５２个，其中限额以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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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体网点３２１９个。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４个，其中限额以上２个；个体网点
５２７个。

２００７年，启动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改造农家店，构建新型农村市场流通网

络。至２００８年，全县批发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５３个，个体网点３９０７个。住宿和餐饮业
企业法人单位６个，个体网点７５５个。２００９年，以 “家电下乡工程”为契机，继续做好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 “双百市场工程”。至２０１０年，全县限额以上商业企业法人单位
２１个，其中城区１９个，乡村２个。全年备案家电下乡销售网点６２个，家电以旧换新网
点１８个，销售家电下乡产品 ２０５４８台 （部），销售金额 ７２７４万元，补贴 ２１７０６台
（部），发放家电下乡补贴５４３万元。

第二章　物资专营

第一节　石油专营

经营机构

１９８４年３月，成立汉阴县石油公司，隶属县商业局，拥有高梁油库和汉阴小油库。
１９８８年，有从业人员３２人。１９９１年，石油经营从计划供应和市场供应双轨制逐步进入市
场经济。１９９８年７月，县石油公司上划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中国石油陕
西安康汉阴销售分公司，隶属中国石油陕西安康销售分公司管理，设３个加油站。２００３
年，引进中油股份加油站建设专项资金，新建涧池、双星、平梁３座加油站。零售网络基
本覆盖３１６国道汉阴段，零售市场占有率由４０％提高到７９％。至２０１０年，县石油公司设
有花扒、双星、平梁和涧池４个加油站。

同时，私营社会加油站逐渐增多。２００４年，县石油公司向社会加油站配送油品４００
余吨。２００７年，社会加油站销售各类石油产品合计４１１吨。

石油经营

１９８７年，石油购进总值１８４４万元 （全部为调入）；销售总值２０２３万元；期末库存
２３２万元；利润６２万元。年销售汽油８４４吨、柴油９６５吨、煤油４４４吨、润滑油９０吨。
２０００年，石油销售量３０３１吨，其中零售１６３９吨。销售总额８４９３１万元。２００１年，购进
成品油２７５０吨，销售２７５０吨，其中零售量１５７７吨，批发销售１１７３吨，销售总额７７２０５
万元，利润总额－３９５万元。
２００２年，县石油公司推行加油站站长竞聘、升油工资、量化考核，员工挂牌服务，

昼夜营业，设立便民服务台，增加销售。全年购进成品油２６９６吨，销售２６３６吨，其中零
售量１７２６吨。商品销售总额７９９万元，实现利润３５万元。２００３年，石油销售３５６８吨，
润滑油销售１８吨。完成利润６３万元。２００４年，石油销售４１００吨，其中为辖区内机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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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大户和社会加油站配送５５０余吨。润滑油销售３４吨。利润２３７万元。２００５年，购进
各类油品４５８３吨，其中汽油１５８３吨、柴油２９４６吨、煤油１０吨、润滑油４６吨。销售各
类油品４５８２吨，其中销售汽油１５７１吨、柴油２９５６吨、煤油１０吨、润滑油４４吨。销售
收入１９３１５万元，实现利润４８万元。２００６年，购进各类油品５９７１吨，其中汽油２０８１
吨、柴油３８４９吨、煤油１２吨、润滑油２９吨。销售各类油品５９１３吨，其中汽油２０３７吨、
柴油３８２７吨、煤油１２吨、润滑油３７吨。销售收入２９２８７万元，实现利润１１２８万元。
２００７年，购进各类油品７６０７吨，其中汽油２３６７吨、柴油５２０８吨、煤油７吨、润滑油２５
吨。销售各类油品７５８７吨，其中汽油２３３１吨、柴油５２２２吨、煤油７吨、润滑油２５吨。

第二节　烟草专卖

经营机构

１９８８年７月，汉阴县烟草专卖局 （烟草公司）组建成立，内设专卖办公室、人秘股、

销售股、计财股。１９９０年５月，增设烟叶股。１９９３年，下设城关 （２个）、平梁、涧池、
蒲溪、漩涡、汉阳７个卷烟销售网点。２０００年，内设卷烟配送、专卖管理、财务、综合４
个股室。１０月１日，取消县烟草公司法人资格，并入安康分公司统一核算，成为报账制
企业。２００１年，制订 《汉阴县卷烟销售网络实施办法》 《汉阴县农村卷烟销售网络责任

制》。将１２个比较分散的分销店合并为６个分销店。２００３年，撤销７个卷烟批发部，实
现电话订货、电子结算、卷烟配送到户。

２００４年，陕西省烟草公司汉阴县公司更名为陕西省烟草公司安康分公司汉阴营销部。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陕西省烟草公司安康分公司汉阴营销部更名为安康市烟草公司汉阴分公
司，下设办公室、卷烟客户服务部、专卖管理稽查队、烟叶生产技术推广服务部４个股
室，负责全县烟草专卖管理、卷烟销售和烟叶生产经营。

烟草经营

卷烟购销　１９８８年，销售卷烟２７１６大箱，销售总值２４４６万元。１９８９年，销售卷烟
７８４９大箱，销售总值７９０９万元，实现利税４１９万元。１９９０年，销售卷烟７７３９大箱，
销售总值８８８９万元，实现利税７２５万元。１９９４年，销售卷烟８２６０大箱。２００３年，在
占全县人口６０％、销量占７０％的川道区域实行卷烟访销配送，全年销售卷烟５６０２大箱。
２００５年，销售卷烟６０９５箱，销售收入３９１４万元。增加中高档卷烟及名优卷烟销售，单
箱收入６４２２元，比上年提高７２２元。２００７年，销售卷烟６４５７箱，销售收入５７６７８万元。
２００８年，卷烟销售收入５８９５万元。２００９年，卷烟销售收入９２７７万元。２０１０年，卷烟销
售收入１０４７８９万元。

烤烟收购　１９８８年，收购烤烟３７６吨，收购总值１０８万元，完成产品税４１万元。
１９８９年，种植烤烟５０００亩，收购烤烟３３５吨，收购总值８３万元，完成产品税３３万元。
因烤烟技术落后，烟农收效不高，１９９０年后，烤烟种植面积逐步萎缩，至１９９５年，降至
２００亩。１９９７年，种植烤烟５９００亩，收购烤烟２５０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烤烟种植面积又
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１年，在平梁、酒店、观音河、双乳４个乡镇建立烟叶生产示范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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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全县烤烟种植由２０００年４４０亩增至８００亩。２００２年，种植烤烟２１４５亩，收购烤烟２２５
吨。烟叶销售收入１６０万元，利税１２３万元。２００４年，烟草公司探索新型烟叶生产、收
购管理模式，试点 “烟叶生产收购一体化”，在５个种烟乡镇设立３个烟叶生产站，划分
１２个片区，加强技术指导，推广烤烟生产和烤烟烘房自动化新技术，实行袋装预检，二
次封签，预约时间，统一交售，保护烟农利益，种植面积回升。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建设烟
叶生产基础设施项目７２４个。其中，烟水配套项目２２０个，烟炉配套项目５０２个，烟路配
套项目２个，兑付补贴资金４８６５万元。２００９年，种植烤烟４６１４亩，收购烤烟５２２３吨。
２０１０年，将平梁镇列为现代烟草农业整乡推进乡镇，并在二郎村和清河村建设标准化示
范园区。全县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５７个，种植烤烟３０００亩，收购烤烟２８６９吨。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卷烟销售及烤烟收购统计表
表１０－２－１

年　度
卷烟销售

（箱）

烟叶收购

（吨）
年　度

卷烟销售

（箱）

烟叶收购

（吨）
年　度

卷烟销售

（箱）

烟叶收购

（吨）

１９８８ ２７１６ ３７６ １９９６ ８１３７ ５１４ ２００４ ６１８５ １８０

１９８９ ７８４９ ３３５ １９９７ ６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５ ６０９５ ２２０

１９９０ ７７３９ ２９３２ １９９８ ６０７０ ３０６ ２００６ ６１８０ ２１８

１９９１ ７０００ ２２８ １９９９ ７０９１ ４５ ２００７ ６４５７ ２４４

１９９２ ７２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００ ６７７５ ４３４ ２００８ ６６７５４ ３７５５

１９９３ ５４１３ ４９ ２００１ ６０００ ８０ ２００９ ７３２０６ ５２２３

１９９４ ８２６０ ５０ ２００２ ６８２５ ２２５ ２０１０ ７０４５８ ２８６９

１９９５ ７２００ １２ ２００３ ５６０２ ２６０

　　说明：数据来源于业务部门年度工作总结及统计报表。

专卖稽查

１９８８年以来，县烟草专卖局加大卷烟打假、打私力度，净化卷烟市场。１９８９年６月
９日，查处个体商户方某无证经营、违反价格政策并擅自处理查封商品，没收违法所得
２５１８６元，并处以５００元罚款。１９９２年２月７日，查处个体户杨某无证经营，共查封４
个牌号卷烟１３８９条。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６日，查处紫阳县糖酒公司无准运证运输、无调拨单
据案，查没卷烟１０１５条。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５日，查处个体户白某乱渠道进货卷烟牌号品种９
个，共计２０２５条。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５日，查获安康兴安小区个体户刘某无证运输 “７０精红
公主”卷烟２１０件 （１０５００条）。同年６月２日，查处个体户罗某乱渠道进货卷烟１００件
（５０００条）。
２０００年，推行户籍式管理，完善准购证制度，给全县９８１家卷烟零售户建立台账。

查处较大违法案４起，查扣卷烟１３５件，查获假冒烟５０件。２００１年，组建２个专卖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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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队，全年查处案件５起，查缴卷烟５４５件。２００２年，开展争创 “无假烟、无走私烟、

无非法渠道卷烟、无无证经营”活动，评选 “四无”一条街１条、 “四无”乡镇１个、
“守法经营户”４２户。２００３年，查处违法案件１５２起，查扣卷烟５５０３条，销毁假冒烟
１０３９条。２００４年，实行卷烟零售明码标价。２００７年，查处违法案件９起。其中查扣假冒
卷烟８５８０条，捣毁制假窝点１处，涉案金额１３００余万元。公安逮捕犯罪嫌疑人×人，网
上追逃１人，行政处罚１人。２００８年，查处违法案件１４起，查扣卷烟２３７３５条，涉案金
额５６８９万元。２００９年，查处违法案件８起，查扣卷烟１５５９４条，假冒卷烟９２１５条。
２０１０年，查处违法案件１９起，查扣卷烟２９３０５条，涉案金额３７２７９万元。

第三节　食盐专卖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仍由县糖酒盐业公司经营食盐，为县办商业企业，隶属县商业局。
实行经理负责制。１９９４年６月，成立汉阴县盐务管理局及食盐专营公司，与县糖酒副食
公司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县政府授权盐务管理局履行盐政执法职能，负责全县食盐市

场管理。食盐专营公司负责食盐调拨、储存、销售及碘盐加工、防伪标志粘贴、临时工

管理等业务。２００１年１月，县盐务管理局及盐业公司与糖酒副食公司分设。内设盐政稽
查中队，配备４名专 （兼）职稽查员。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县盐务管理局、盐业公司整体
上划。县盐务局归省盐务管理局垂直管理，县盐业公司归省盐业总公司管理。盐业公司

总经理和盐务管理局局长由同一人担任，公司经营和管理机构、职责、人员分开。至

２０１０年末，内设综合股、业务股、多种经营股，有职工２８人。
食盐经营

１９８９年，全县食盐零售量２４３７吨。１９９０年，食盐零售量３０４５吨。１９９４年以来，实
行计划经营，即 “统一计划、统一调拨、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结算”。１９９５年，食
盐零售量１６７９吨。２０００年，购进食盐１９２３吨，其中精碘盐５３８吨，粉洗盐１３３０吨，工
业用盐５５吨。２００５年，购进食盐２１１３吨，销售食盐１６２９吨。实现销售收入２００７万元，
缴税６４万元。２００８年，资产总值２８７万元，负债２４９万元，净资产３８万元。购进食盐
１５８６吨、工业盐２６吨，销售食盐１５２８吨、工业盐３１吨，实现销售收入２８１万元。２００９
年，销售食盐１３５０吨。２０１０年，资产总值２５５９万元，负债１３０１万元，净资产１２５７
万元。购进食盐１５０４吨、工业盐２７吨，销售食盐１４７３８吨、工业盐３２２吨，实现销售
收入２８５５万元，上缴利税１７４万元。

盐政管理

除每年开展 “５·１５”防治碘缺乏病宣传日活动外，在县广播电视台循环播放食盐安
全知识公益宣传片，开展盐业知识进校园和 “三创”健康教育活动，提高群众食盐安全

知识知晓率和普及率。实行 《食盐零售许可证》制度，采取定期检查和突击抽查相结合，

开展食盐市场监管和盐政执法稽查。１９９０年普及推广食用小包装 （５００克／袋）碘盐。
１９９４年，实行产区集中分装制。２００１年，在平梁、双乳、漩涡、汉阳、双坪等乡镇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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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盐经营部５个。查处非法经营食盐案件 ３起，没收食盐 ３９５５千克，罚款 ７４１８元。
２００２年，查处盐业违法案件８起，没收非法经营食盐６８０千克，罚款４０００元。２００３年，
通过市场 “Ａ”达标验收。换发食盐批发许可证１户，食盐转 （代）批发许可证２户，查
处盐业违法案件１起，没收非法经营食盐６０千克。２００５年，选定４０２个食盐零售特许经
营店和９个食盐委托代理批发点，建立起遍布城乡的食盐营销网络体系。查处食盐违法案
件６起，没收食盐２１１９千克，罚没款５０５０元。２００６年，启动城乡统一配送制。查处盐
业违法案件９起，没收非法经营食盐４３０千克。２００７年，查处食盐违法案件９起，没收
食盐８３５千克。２００８年，查处违法经营盐品案件２起，没收违法盐品１２７千克。２００９年，
召回四川帮禾锌强化营养盐１３５吨。

第四节　烟花爆竹管理

１９９９年，烟花爆竹实行专营管理，县土产公司担负专营业务。设立零售网点１２０户，
年销售额由专营管理前２００万元提高到３００万元。
２００６年，土产公司利用平梁供销社石油库，投资３０万元，新建标准仓库一处，库容

面积３０２平方米，公司被县政府评为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第三章　粮油贸易

第一节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粮油流通改革

１９９１年７月２０日，汉阴县粮食局针对粮食企业平价议价经营亏损，对全县粮食企业
体制实施改革，成立汉阴县粮油贸易总公司，其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均为原粮食系统的

实有数，原粮食局领导下的各粮管所、厂、公司、店，同时隶属总公司领导，在粮食局

原机构基础上，增设经营股，对内一套机构，对外两块牌子，属政企合一单位，建立经

营账户，核发营业执照，并赋予经营权，形成粮油对外经营—收购—调运—加工—销售

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０日，粮食部门实行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两条线运行。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制订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１２月成立 “汉阴县粮食收储公司”，由中心粮

店、粮油贸易公司以及城关、平梁、涧池、蒲溪、铁佛、漩涡、汉阳粮管所共同组成，

统一承担全县粮油收储任务。原７个粮管所和粮油贸易公司、中心粮店剔除附营业务后，
成为县粮食收储公司的粮食收储站、油脂收储站、市镇军供站，实行报账制。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县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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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政府粮食行政管理职能与粮食企业经营分离。县粮食局管理全县粮食流通，与粮食

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不参与粮食经营，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撤销

“汉阴县粮油总公司”，业务和债权债务移交县粮食收储公司。１９９９年，粮食收储公司全
年减少各项费用３５７３万元，实现盈利１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４７９万元。粮食收储
企业摆脱了长期亏损，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２００５年，对符合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核发 《粮食收购许可证》，其中非

公有制企业４户。初步形成以１户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为骨干，多家非公有制企业和国
有工业企业参与，平等竞争、有序经营的粮食流通格局。２００６年，新组建 “汉阴县粮食

储备购销有限责任公司”从２月底开始正常经营。国有控股公司保留３处。
粮油价格改革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日起，小麦收购价格每千克提高００３元；从１２月２２日开始至１９８９年
４月底，议价菜油销售价每千克由４元调整为４９６元。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起，合同定购价
格 （即比例收购价格）每千克小麦提高００３元，玉米提高００２元，籼稻提高０１元，粳
稻、糯稻提高０１２元，菜籽油提高０２元。 “议转平”粮食收购价格，实行随行就市。
议价菜油销售价格调整为５２元／千克。１０月３０日，再次调整为５６元／千克。１９８９年６
月７日，县物价局、县粮食局下发粮食议价收购指导价格，议价收购最高限价每５０千克
小麦为４８元，玉米为３３元，籼米为６７元，糯米为７６元，籼稻为４７元，糯稻为５０元。
１９９０年４月１日起，油菜籽收购价格每５０千克提高到４９元，大豆提高到４５元。“议转
平”粮食收购品种为小麦，三等每５０千克４１元。１９９１年，夏季小麦议价收购指导价格
为每５０千克一等４１元，二等４０元，三等３９元，四等３８元，五等３７元。油菜籽议购指
导价格二等７０４元／５０千克。在夏季粮油收购期间，议价菜油零售价格每千克４７元。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成立粮改领导小组，决定１９９２年１、２、３月份城镇居民定量口粮，

按现行销售价格供应到３月２５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粮本存粮暂停供应；粮票购粮
实行持票证和机关证明，由县粮食局按月审批供应。４月１日起，粮食定购价格在现行价
格基础上，每５０千克中等质量标准品提价：小麦６１元，籼稻３元，玉米３０７元，粳稻
和谷子５元。９月１日，实施第三步粮食流通改革，调整现行粮油销售价格。城镇居民定
量口粮销售价格按照 “略低于市场价”原则，分别调整为：标准粉 （标准品，下同）每

千克１０２元，标二米每千克０９６元，玉米粉每千克０６４元，其他品种粮食销售价格全
部放开。军供粮、油和库区移民用的销售价格不变，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农村返销粮、救

灾粮、菜农口粮、行业用粮均按保本微利原则放开经营。粮油销价调整之后，城镇居民粮油

月定量标准不变，其口粮可在３个月内跨月购买，逾期购买不完的自行失效，其节余指标由
粮食部门核实后转入议价经营。同时，给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增加５元粮价补贴。
１９９３年，全面放开粮食、食油购销价格和经营，小麦定购指导价确定为中等质量标

准小麦每千克０６９元，但下浮数不得低于最低保护价０６５元。秋季定购粮指导价为籼稻
五级制中等每５０千克３２元，玉米三级制中等每５０千克３０元。
１９９４年，定购小麦、稻谷、玉米的收购价格实行全区一价，其标准粉挂牌价格每５０

千克６５～７０元，其他粮食品种销售价格随行就市。１９９４年９月起，城镇居民凭证定量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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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菜籽油千克零售价格为８７元。
１９９５年，油菜籽退出订购任务，实行市场化随行就市价格收购。县级 “米袋子”实

行县长负责制。定购粮食调拨起始月的基价为：中级花小麦１２元，中级玉米０９４元，
标二籼米１７元；６月底前救灾小麦销售价每５０千克６７元，玉米６１元。１９９６年，定购
粮和油菜籽收购价格，每５０千克小麦７４元，玉米６４元，籼稻７３元，油菜籽１２５元。自
２月１日起，城镇居民定量口粮标准粉销售实行城乡一价，每５０千克批发 （出厂）价格

８８８９元，零售价格９６元；标二大米批发价格１０３７５元，零售价格１１２元。７月１日以
后，调整为标准粉每５０千克批发 （出厂）价格１０８元，零售价格１１８元；标二大米每５０
千克批发 （出厂）价格１１８元，零售价格１３０元。９月１日起，标准粉价格每５０千克批
发 （出厂）价格１１８元，零售价格１３０元；标二大米每５０千克批发 （出厂）价格１３６
元，零售价格１５０元。１９９７年７月，议购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
２００１年，全省定购价、保护价执行同一价格政策。小麦、稻谷、玉米为政策性收购

品种范围。每 ５０千克中等小麦、稻谷、玉米收购保护价分别为 ５２元、５５元、４１元。
２００２年秋，玉米和稻谷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农民出售余粮，国有粮食企业按照随行就
市原则明码标价，敞开收购。小麦继续实行保护价格收购政策，每５０千克中等小麦收购
保护价５０元。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粮食收购按照随行就市企业

定价、公开挂牌、敞开收购原则进行。统一管理粮食收购价格体制结束。

第二节　粮油购销

粮油收购

１９８８年，从夏粮征购起，恢复农业税折征公粮制，公粮包括在粮食定购任务和 “议

转平”任务以内。完成粮食定购任务，每百千克贸易粮 （大米按稻谷）供应化肥１２千克
（标准肥）、平价农用柴油３千克、再供应平价碳铵２０千克；完成油菜籽定购任务，每百
千克油菜籽供应化肥１７千克。蒲溪区小街乡小街村六组村民陈先知交售粮食６６８０千克，
受到县人民政府通令嘉奖，并奖售平价２０英寸彩色电视机１台。
１９８９年，粮油收购任务未完成前，不准粮油外流出境，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插手收

购、贩运粮油，不准乡 （镇）、村及个体油坊收购、兑换、开榨。１９９０年，市场粮油价格
下降，特别是油菜籽定购价与市场价基本持平。１９９１年，完成粮食定购４２１０吨，“议转
平”收购粮食１３５０吨，油菜籽定购６８４０吨。
１９９２年，从夏粮收购起，用于粮食定购挂钩奖售的化肥、柴油，不再发实物兑现，

改为将平议差价在收购时随同粮食价款一并付给卖粮农民。每收购１００千克大米，付给化
肥和柴油差价款９０４元，小麦和玉米各６７元。
１９９３年，对定购粮、专储粮实行最低保护价。即每５０千克小麦 （中等质量标准，下

同）３２５元，玉米２１元，籼稻２６元。１９９４年，定购粮食实行 “保量放价”。受罕见旱

灾影响，秋粮减产４２８％。经安康地区行政公署同意核减当年议价粮食收购任务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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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救灾粮购进５７５０吨。城镇居民粮食实行凭证限量供应，按人月均标准粉１０千克，菜
油１千克。１９９６年，市场收购粮食１８００吨。１９９８年，夏季收定购粮食１２００吨，秋季保
护价收购２２００吨。２０００年，完成粮食收购４６００吨，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７倍。收购兑换油
料近２０００吨。
２００２年，对农民出售的余粮，明码标价，敞开收购，做到不限收，不拒收。全年收

购粮食９７９０吨，收购油菜籽９７４吨。２００５年，６户非公有制企业全年收购粮食１８５４吨，
收购油菜籽３３１３吨。２００７年，购进粮食７９２３吨，购进食用植物油１０８８吨。２００８年，全
县粮食流通量３１０６４吨 （原粮），其中，重点粮食企业购进粮食 ９３２６吨，占流通量的
３０％；购进食用植物油１１６０吨。２００９年，全县粮食流通量３０５１０吨 （原粮），其中，重

点粮食企业购进粮食１５４９１吨，占流通量的５１％；植物食用油流通量４３５５吨，重点粮食
企业购进４０６２吨，占流通量的９３％。２０１０年，粮食购进１４４５０吨。

粮油销售

１９８８年，大米库存空虚，全县从９月份定量人口粮食搭供比例调整为大米２０％，面
粉６０％，玉米糁２０％。大米供应严格控制在每人每月２５千克以内，结存粮、工供粮、
持粮票购粮一律不供应大米。凡居民持粮票购粮每次控制在２５千克以内；南方籍知识分
子搭供大米比例为５０％。１０月１８日，县油脂公司停供定量人口议价菜油。

从１９８９年１月份起，驻陕部门伙食单位一律按 《军用粮油豆供应证》上核准的当月

供应数量 （供应后登记在证上），凭军用价粮票或全国粮票，按规定比例购买口粮。１９９３
年３月２６日，安康地区粮食局对全区历年包干结余粮食作一次销售处理，其中汉阴县小
麦２１５０吨，销售价格每千克０１８元。１９９４年，安康地区粮食局分配给汉阴县用于救灾
粮食和市场抛售粮食计划６１１０吨，其中调入３５５０吨，就地动用中省储备粮２５６０吨。为
稳定市场粮价，抑制通货膨胀，中共安康地委、行署决定向汉阴市场抛售２２０吨地区储备
小麦专项用于加工标准粉，出库价０２６元／千克。又先后两次抛售储备小麦１００吨，大米
５０吨。１９９５年，从外地调进救灾粮 （玉米）５００吨，分别调往南北两山地区。省粮食局
分配汉阴９０吨国家专储玉米，专项扶持生猪生产。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起，城镇居民基本口粮供应每人每月凭证供应标准粉９千克。城区

及有大米粮源的供应单位在供应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元旦、春节期间每人可凭证供应５千
克大米。１９９７年，县粮食局下达农村救灾粮销售计划１２５０吨。由于粮食产大于销，集贸
市场产销交易量大，市场价比现行顺价销售的价格每市斤要低０１～０２元左右，导致销售
量减少。１９９８年，下达灾民购粮款２４万元，购买粮食１７４５吨。下达特重灾民口粮３０吨，
小麦价０７６元，玉米价０７元。２０００年，销售退耕还林用粮３８１吨，其中小麦８４吨，大米
８８吨，玉米２０９吨。８月１５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使用 （１９９７年版）军用粮票。

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起，取消 《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和 《“农转非”粮食供应

通知书》制度。２００２年，销售粮食７５００吨，其中退耕还林补助粮２３８５吨 （含省级储备

１９４２５吨），救灾粮３７８５吨。２００３年，销售粮食６６１９吨，销售菜籽油４２吨，实现销售
收入８４７万元。军粮大米、小麦粉供应比例，由原来的大米４０％、小麦粉６０％调整为大
米６０％、小麦４０％。全年供应兑付退耕还林补助粮食３７０７吨 （原粮），救灾粮３３５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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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销售粮食２５１６５吨。兑付退耕还林补助粮食１１７９０吨，其中小麦２３５８吨，稻
谷３５３７吨，玉米５８９５吨。２００５年，销售粮食３９５３吨。２００７年，销售粮食８５５０吨，销
售植物食用油１１５４吨。２００８年，销售植物食用油９７９吨。２００９年，销售粮食１４８４５吨，
销售植物食用油３７６７吨。２０１０年，销售粮食１４４１０吨。

市场管理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日起全面开放粮食市场，农民可以进入集贸市场出售余粮，允许供销
社、农村其他合作商业和个人经营粮食。当年秋季开始，大米由粮食部门统一收购，其

他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１９８９年，县人民政府规定，全县粮油定购任务未完成之
前，关闭粮油市场，除粮食部门以外，其他任何单位、加工企业和个人都不准插手收购、

经营粮油，乡镇企业和个体油坊不准开榨、以油兑换油菜籽。

１９９０年，县人民政府决定放开全县粮油市场，允许粮油外运出境，实行多渠道、多
层次流通。１９９３年，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为保障县内市场供给，平抑市场粮价，从
１９９４年１月起到新粮上市前不允许大米、稻谷、小麦、玉米、菜油销往县外。１９９４年，
在双乳、高梁两地设立查挡站，组织工商、公安、交通、粮食等部门流动查挡，重点对

乡镇油坊、个体收购点进行检查，清查处理２９起，查挡油菜籽５２７吨。１９９８年６月，
组织粮油巡查组，出动人力２００人次，查挡油菜籽７０多吨。１９９９年，查处粮食违法案件
５６起，没收粮食３０吨，罚没收入５８万元。２０００年，查处粮食违法案件２７起。２００１年，
查处粮食违法案件１８起。
２００２年，实现粮食购销经营主体多元化，取消对申办粮食收购企业的限制性条件，

粮食收购市场和秋粮收购价格放开。２００７年，成立汉阴县粮食流通监督检查领导小组，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１０次，检查企业２２３个次。２００８年，受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申请２
件，至年底，具备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１６户。开展食用油供应和粮食质量
专项整治行动，检查企业１７９个次。２００９年，具备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１４
户。开展监督检查１５次，检查企业１３８个次。２０１０年，具备粮食收购资格的企业、个体
工商户１３户。开展监督检查１２次，检查企业百余个次。

第三节　粮食储运

粮油仓储

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０日，涧池粮管所投资３万元新建５００吨仓库１幢交付使用。１９８９年４月，
蒲溪粮管所拆旧建新仓库１座，建筑面积６２７７平方米，仓容１５００吨。１９８９年８月，肖家
坝粮站迁至双坪乡政府机关院内，占地面积４９６平方米。１９９０年，新建仓库１２７３１４平方
米，仓容量２９５０吨，老仓改造１２５６平方米。新建储油罐６００吨，其中在油厂建罐５００吨。
１９９１年，建成１个大储油罐５００吨，门市部小油罐６个、总容量１２０吨。全县正式仓库库
容达２１８４０吨，储粮１８０００吨，仓库利用率９６％。１９９２年，全县国家粮油仓库总面积达
１６４４２２平方米，容量２７２１５吨，其中质量完好２４２６５吨，需大修１５００吨，待报废１４５０
吨；油池油罐８个，容量１５００吨；９个库点配备有粮仓机械，其中移动式胶带输送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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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固定式清理设备６台，移动式清理设备７台，地中衡１台，通风机械７台，其他粮仓
机械１３台。１９９３年，检查仓容２５３０１吨，鉴定仓容２１５４６吨，检查粮油１７８８６吨，鉴
定粮油１３５２８吨，实现 “四无” （无害虫、无变质、无鼠雀、无事故）粮油１３５２８吨。
涧池粮管所修建仓库竣工，建筑面积４４８２平方米，仓库容量２１６吨。
１９９５年，全县共有仓库容量２９８７０吨，其中质量完好的１３６５５吨，需大修１２３０吨，

待报废１４９８５吨。１９９８年，全县共有仓容量２９４３０吨，储油罐２３００吨，其中需要改造
维修仓库６５００吨。粮油仓库安全无事故，被地区评为粮食仓储 “四无”县。２０００年，国
有粮食部门粮食仓容２８５３０吨，完好仓２５３４０吨，油罐容量２３００吨。２００２年，全县总
仓容下降到 ２６４５５吨。２００８年，陕西成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新建仓容 ９０００吨、油罐
５０００吨，全县有效仓容增长到储粮２０４５５吨、油罐７２５０吨。２００９年，新增入库县级储
备小麦２００吨，全县有效仓容１７６３０吨、油罐９２５０吨。２０１０年，县粮食储备购销有限责
任公司建成２５９９吨标准化仓库１座。

粮油调运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起，大米不分平议价，实行归口管理，统由省粮食局安排调拨。凡没有
加盖 “陕西省粮食局粮油调拨专用章”的要车计划，铁路、交通部门一律不得承运。小

麦 （面粉）、玉米 （面、糁）、大豆等粮食、油脂、油料及粮油副产品的运输，属国家调

拨计划部分，凭省粮食局下达的季度调拨计划，议价部分省内运输凭省粮食局认可的交

易合同，由省粮食局在要车计划表上盖章或办理零担、托运出境证，铁路或交通部门验

章受理，列入计划内运输。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起，计划内外的汽车运输及火车发运与接收的粮油 （料），包括副

产品，一律由县粮食汽车队承运。对粮油运输实行 《粮油准运证》制度。《准运证》由县

局调运计划和外销或调入合同签发，加盖 “粮油调拨专用章”。全年调入粮食１２２０吨，
调出５５０吨；调出食油１０３６吨，县内调拨７８００吨。１９９１年，调入粮食１８３８吨，调出油
脂１１６９吨，县内集运８７５６吨。调出菜油６１１吨，杂粮６０吨，大米８６吨，标粉３６吨；
调出小麦４６９吨，特粉１７４吨，玉米５７８吨。１９９２年，县内加工调运粮油１５４１吨，县外
调入粮食４０７吨，调出油脂油料４８８吨。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４日起，凡国家调拨粮油 （含省内调拨）的运输，归口省粮食局统一汇

总平衡。归口管理调拨的粮油是：储备粮油、军供粮油、救灾粮油、进出口粮油、国家

定购粮油和省间 （含省内）成交的合同粮油。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起，凡申报铁路运输的
粮油，必须持单位发货证明介绍信，附当地粮食主管部门核发的 《粮食批发准入证》复

印件，在计划审批表上加盖 “陕西省粮食局粮油调运专用章”和 “安康地区粮食局粮油

调运专用章”后方可安排运输。２００２年，省内粮食运输不再实行运输凭证制度。２００５
年，粮食流通企业购进粮食３５５６吨，其中县外购进小麦１３１３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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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供销合作商业

第一节　供销体制改革

供销机构改革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供销系统共有职工５５８人。下辖２个县级公司、７个基层供销社、３个
供销分社，下设４３个分销店、５３个农资供应门市部、４２个农副产品收购门市部 （其中有

３８个点担负鲜茧收烘任务），共有职工５５８人。１９９０年３月，土产公司分设土产公司和工业
品公司。１９９２年，双乳、田禾分社撤销，归并蒲溪供销社；撤销下属劳动服务公司，组建
县综合公司 （１９９８年撤销）。１９９６年，月河分社撤销，归并城关供销社。当年５月，县缫丝
厂 （县供销社１９９４年开始筹资兴建）建成投产，先后安置就业６５６人；１９９８年依托缫丝厂
组建蚕茧经营公司，后因经营、市场等原因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００４年９月相继停产和破产；至
２００７年公司先后重组更名长盛茧丝、百瑞丝绸有限公司，归口县供销社管理。至２０１０年，
全县设城关、涧池、蒲溪、平梁、铁佛、旋涡、汉阳７个基层供销社保留职工１６５人，土
产、工业品、生产资料、百瑞丝绸４个县属公司，基层社、县公司分别保留职工１６５人、４２
人。县供销社设业务、资产、财务股和办公室，干部职工减至１４人。

供销经营改革

１９８８年后，供销系统推行经营责任制，由集体组合承包经营到个人承包经营。“工效
挂钩”，多劳多得，加大 “活工资”的比重，即企业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职工工资与经

营额挂钩。实行计划内 （指平价）商品和计划外 （议价）商品双轨制，全年销售化肥

１３１５０吨，较上年增长１０６７％。１９９１年，全县化肥销量１７４００吨。１９９２年，实行 “四

放开”，即经营放开、价格放开、分配放开、用工放开。当年供销社国内纯购进６２６２万
元，国内纯销售６８６３万元，农副产品收购总值１１６８７万元，农业生产资料销售７４５万
元，经营利润８８４万元，上缴税金８９３万元。１９９３年，全县有２４３个零售门店、柜组推
行 “租壳卖瓤”经营方式，占９２４％，当年抽回商品资金４０７８万元，收缴经营承包费
６７２万元，占９５％。取消农用计划分配化肥和农副产品挂钩奖励化肥政策，制订 “以川

补山”化肥统一销售价格。１９９５年，利改税，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业与４８３名职工
签订劳动用工合同。蚕茧经营亏损１２０万元，丝厂拖欠茧款６５０万元，贷款逾期加罚利息
５５万元，基层社陷入资金三角债，经营走入低谷。

１９９６年，零售门店转入第二轮承包经营，扩大吸收社员入股，新增股金１０２２万元，
社有资金达到２６４６万元。全面清查核实供销社历年政策性亏损挂账１４６７万元。其中国
家政策性损失１８３７万元，省、地、县政策性损失４１４４万元，经营性亏损挂账８３３８万
元，未抵扣进项税款３５３万元。１９９７年，烟草局实行统一管理，取消基层社烟草批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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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基层社除蚕茧以外，农副产品收购比重锐减。１９９８年，供销社系统大包干销售额达
８２１万元，承包费及税金按时交纳，社有铺底资金全部回收。１９９９年，农资专营局面被打
破，农资供应网点由１９９７年５３个减少到３７个，工业品批发业务仅３６０万元。供销社１０
户流通企业年终汇总亏损１２１３万元。２０００年，工业品公司批发业务告终，２６名职工下
岗。２００１年８月，生资公司因拖欠县农行贷款２１０万元及行息，公司将四层办公楼、一
栋仓库及餐厅、厨房评估作价，以２３６万元抵债。２００２年底，供销社在岗职工３３０人，
有８０名职工参与蚕茧购销业务，２５０名继续从事零售承包经营，下岗职工中有５１名进入
失业保险中心，１５４名享受社会低保，４０余人由企业发给生活费。在零售承包门店中，有
１７２个门店与企业 “税费分离”，由门店经营者直接交纳税费。２００３年４月，生资公司３８
名职工全员下岗。２００５年，漩涡供销社率先实施企业资产和职工身份 “双置换”，一次性

置换２２人，企业净收回８１４２万元，归还陈旧贷款３４４万元，企业仅剩８名职工。铁佛
供销社置换５人。２００６年，生产资料公司置换１９人，２００７年置换８人，平梁供销社置换
９人。基层社从事蚕茧收购工作的７５名职工与百瑞公司签订劳动用工合同。

汉阴县供销社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商品购进、销售总值统计表
表１０－４－１ 单位：万元

年　份 国内纯购进 国内纯销售 年　份 国内纯购进 国内纯销售

１９８８ １４８２７ ３４７２１ １９９８ ３１０４２ ４６３２

１９８９ １６３４６ ３８５０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６５ ３１１９

１９９０ １７５７３ ３７６０４ ２０００ ２６３７ ３５６２

１９９１ ５６２９１ ５９９８６ ２００１ １９１３１ ３５２４９

１９９２ ６２６２ ６８６３ ２００２ ２６８８ ３８１８４

１９９３ ５３４９１ ６１４０４ ２００３ ２９０１８ ３９２８１

１９９４ ４９７１８ ６０５４２ ２００４ ３１１４４ ４０７６８

１９９５ ６０８４２ ７１６７１ ２００５ ２５９６７ ３７１７５

１９９６ ５４３３２ ６７５２ ２００６ ２８１５８ ３４０６８

１９９７ ４７３２ ６０５７ ２００７ ３３０１２ ５０８５７

汉阴县供销社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经营效益统计表
表１０－４－２ 单位：万元、人

年　份 利润总值 费用额 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 银行贷款 上缴税金 职工总数

１９８８ ７７７ ３５６８ ４００７ １５７９７ ９１９８ ５０２ ５５８

１９８９ ７２８ ３７９４ ４１０７ １６２４２ ９８３１ ４８８ 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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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利润总值 费用额 固定资产 流动资金 银行贷款 上缴税金 职工总数

１９９０ ６０８ ４２３５ ５１２７ １５９７１ ９４５ ５９５ ５５１

１９９１ ７６０３ ３９２１ ５３０５ １７６３６ １０４３２ ６０９ ５４２

１９９２ ８８４ ４４７２ ５４２７ １８８７６ １１２８ ８９３ ４７３

１９９３ －３４９ ４９６１ ５５５３ １８６４３ １２１２６ ７７９ ４９３

１９９４ ２８４ ３７５７ ８１５１ １７２８３ ９４０６ １３９１ ５３０

１９９５ －１０６５ ８０２２ ８１９ ２２６８５ １５０８３ １３７８ ５１６

１９９６ －１５９６ ７６４９ ８４５１ １７３０９ １４０７４ １１７８ ５１１

１９９７ －１７８ ８７１ ２１７４ ２１６０１ ２８４８ １１３ ９９６

１９９８ －３５１８ ８７１６ ２３６１６ ２１６１９ ２８４９９ １５６４ ９４３

１９９９ －５０１１ ６０４１ ２４８５ １８６４ ３４３８ １２８６ ８５１

２０００ －５００７ ３６８３ ２４８５ １８６４３ ３４３９７ ９７５ ７６２

２００１ －２６６２ ５６４５ ２５９２１ １８５７３ ３５９６ ８３６ ７２６

２００２ －１５８７ ３７７７ ２５５５８ ２１６９８ ３９７４ ６６４ ６８１

２００３ １４ １２７ ９５７１ ９４０８ １０９０２ ３４１ ４１７

２００４ ６５ １６４４ ８７６６ ９５０８ １０２８３ ３３３ ２４５

２００５ ６２ ２２４１ ８７２８ ８５０５ １１８１３ ６９１ ２７０

２００６ ５９ ２６１６ ８７１ １２５９９ ９９３３ ２１ ２４０

２００７ ５９ １３０４ ７５５４ ７６７ ９９３３ ３２２ ２０７

第二节　蚕茧经营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县设有蚕茧收购站３８处。１９９５年，发放蚕种６０９４５张，蚕茧收购
量１１１５吨，交售干茧３５１８吨，亏损１２０万元。１９９６年，政府部门发蚕种、供销社负责垫
付蚕种贷款１４６万元并承担行息，发种损失１３万元，未收回种款２１８万元。投入２５万元
建新型节能烘茧灶３０处，占全县茧灶６０％。１９９７年，基层社蚕茧收购总值１１５０２万元。
２００２年９月，蚕茧购销公司正式运行，８６名职工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收缴经营风险

抵押保证金７５万元，自筹收购资金４００万元，实现经营利润３８６万元。２００３年，蚕茧
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汉阴县长盛茧丝有限公司，实现毛利３４０９４万元。２００４年，公
司实现毛利３７１９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公司实现毛利５２３２８万元，县联社和长盛茧丝公司
加大对蚕桑生产的投入，组建２３个专业合作社，累计投入蚕桑生产资金２８万元，并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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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蚕农交茧数量给予二次返利１６２万元。上缴国家利税４８８万元。
２００６年，陕南蚕桑基地县建设项目申报成功，获得省基地项目补偿资金１７０万元。

全年投资４７０４４万元，建新桑园１１３８９５亩，建小蚕共育室５０处，育室面积３１７平方
米，推广方格簇１６７万片。同年１１月６日，县缫丝厂以９１５万元整体拍卖，供销社蚕茧
经营权配制给安康百瑞丝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年，供销社烘茧站４１处，以４００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方式，过户到百瑞公司。发
放蚕种５６万张，收购蚕茧８５２７吨，总值１５６４万元；生产白蚕丝６３吨，实现工业产值
１１０２５万元。２０１０年，收购蚕茧９２０２吨，收购总值１４５４６万元。

汉阴县供销社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蚕茧收购情况统计表
表１０－４－３

年　份
收购总值

（万元）

收购数量

（吨）

发种量

（张）
年　份

收购总值

（万元）

收购数量

（吨）

发种量

（张）

１９８８ ４２５８ ６４２７ ２１８９５ ２０００ １７７０５ ９６９６ ３６９２３

１９８９ ６６８ ６３３６ ２７０１８ ２００１ １７８６ １０８６９ ４１８００

１９９０ ６２４１ ６３７１ ２８１１９ ２００２ １１４５ １０５９４ ３３１５４

１９９１ ７１４４ ７３０２ ３２３７４ ２００３ ８５５９ ７５５６ ３８３４６

１９９２ ８８７ ８８７ ３８０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３９２９ ９４８４ ３３３７５

１９９３ ８７７ ８７１ ４３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４３０ ８５６ ３４６２４

１９９４ ９６９４ ７７０５ ４６７１８ ２００６ １８０７３ ７２８ ３１６４４

１９９５ １３４７９ １１１５７ ６０９４５ ２００７ １５６４ ８５０ ５６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８３１０７ ８５４９ ４９７１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３ ６６７ ４８２１７

１９９７ １１５０２ ８０９７ ４０１４５ ２００９ １７３５ ７８０ ３４２０２

１９９８ １３３３１ １０９０ ４７３１９ ２０１０ １４５４６ ９２０ ３１９５２

１９９９ ９９２ ８１０６ ３７４００

第五章　旅　游

第一节　景区景点

凤凰山庄

该景区位于县城以南３千米汉 （阴）漩 （涡）路边、凤凰山北麓的沙沟，四面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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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抱，山势圆浑秀丽，沟、崖、峰、坡、梁多姿多态。在东西山梁环抱之下，有 Ｖ字谷
地，谷地内有八个大小不一台面。中央一湖碧水如镜，名日月湖，水域面积约３万平方
米。景点有黑龙洞、三官庙等。

大茅坝森林公园

公园位于县城以南、凤凰山北麓，汉漩公路穿园而过。主要有仙女池、吊罐寨、黑

龙洞、仙石台、擂鼓台、铁瓦殿等景观。园林植被茂密，生物资源极为丰富，集险、秀、

奇、幽为一体。游人可观云海奇观，听松涛声声，并可享受 “农家乐”之趣。陕西省西

北林业勘查设计院完成景区规划，景区内新辟筑步道、凉亭等设施。

普陀山庄

山庄位于县城西北１０千米观音河龟湾。有观音河水库、龟山、蛇嘴、麻龙洞等景观。
天、水、山、人浑然一体，为极佳的旅游避暑胜地。附近有观音峡、水围寨等景区。观

音峡两岸山势斧削刀切，异峰突起，如画如雕，千姿百态，荡气回肠，有的丛林密布，

有的灌木丛生，地质结构怪异，不少地方岩石毕显无树，两岸地层呈对称式叠置，宛如

一部一页页翻开的 “地质天书”。

高家岭垂钓娱乐中心

该景点距县城以东４千米，安 （康）石 （泉）二级公路南侧。占地１２万平方米，水
域面积５万余平方米。辟有垂钓、水上游乐、棋牌、茶秀、歌舞、餐饮、儿童娱乐等项
目。该中心以场地广阔、水域宽敞、能够开展多种形式的垂钓和水上游乐为特色。是一

个集垂钓、度假休闲、游乐、疗养、商务洽谈的理想场所。

两合崖景区

两合崖位于蒲溪镇西侧１千米、安 （康）石 （泉）二级公路北侧５００米。两合崖于
清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重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年修葺，新筑亭台楼榭，重塑菩萨宝相，再
兴初一、十五香火及二月十九庙会，遂成规模。以 “滴水崖”“一线天”等自然景观及药

王殿、灶司殿、三清宫、云天宫、十八罗汉洞、十殿阎罗、过仙桥、龙王潭等佛、道、

仙、圣道场为主，游人在上香、问卜、拜祭、游玩、赏景之余，能产生心境澄定、离尘

脱俗、超然物外之感。１９９８年５月，县政府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
龙寨沟奇石景区

龙寨沟位于县城东２０千米的永宁乡小龙王沟境内，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尤以千
奇百态的奇石而具特色，并有历史悠久、富传奇色彩的太白洞古寺、古寨堡、将军坟等

遗迹，又新辟登山石梯数千级，观景步道数千米，开办农家乐数家。登临远眺，观云雾、

听松涛、赏奇石，鸟鸣蝉唱，涧水淙淙，宛若仙境。

第二节　旅游线路

汉阴县旅游事业发展滞后，进入２１世纪才将其作为产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发。县内旅
游线路主要有４条，城内文庙—文峰塔—古城墙—菩萨泉，县城东红崖寺—蜡烛山—两合崖
—双乳峰，县城北观音峡—观音河水库风景区，县城南沙沟水库风景区—大茅坝森林公园。

９０２第十编　商贸服务业



第三节　旅游节庆

油菜花节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９日，县政府举办 “陕西·汉阴首届油菜花节”。开幕式主

会场设在县城东高家岭垂钓中心，文艺演出由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学生共３００余人组成
演出队伍，县文化艺术中心排练大型舞蹈 《金色季节》，艺术展现汉阴三月美丽风光；民

间小戏 《娶亲》，展示汉阴婚嫁礼庆民俗风情；歌伴舞 《欢迎你到汉阴来》，唱出汉阴人

民对贵宾的热情；音乐快板舞 《油菜花开迎嘉宾》，则介绍了汉阴美丽的旅游景点；颇具

陕南特色的独唱歌曲 《魂牵梦绕故乡情》《汉阴三月好风光》《油菜花儿开》等，让观众

难以忘怀。《汉阴明天更美好》以汉阴花鼓、说唱和舞蹈形式，歌颂了汉阴改革开放的巨

大变化。除开幕式文艺演出外，还举办民俗文化展演、大型焰火晚会、商贸洽谈会、“三

沈”故里风情书画展、安康市首届自行车拉力赛、垂钓赛、龙寨沟千人登山活动、品评

汉阴名优小吃等形式多样、趣味横生的系列活动。安康电视台对全市现场直播，《陕西日

报》《华商报》《安康日报》等各个媒体作了相关报道。

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４日至４月１日，举办第二届油菜花节，并更名为 “中国·汉阴第二届

油菜花节”。开幕式演出仍以自创节目为主，着重展示汉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农民热烈的

劳动场面及丰收的喜悦。演出节目有歌舞 《欢迎你到汉阴来》、民俗歌舞组合 《栽油菜》

《踏春》 《打连枷》、音乐快板舞 《三沈故里菜花香》、花鼓小戏 《闹洞房》、大型舞蹈

《榨油庆丰收》、独唱 《美丽的龙寨沟》、歌伴舞 《汉阴我为你喝彩》等。至２０１０年，共
举办五届 “油菜花节”。

焰火晚会

２０００年起，每年元宵佳节和 “油菜花节”闭幕式上都要举办焰火晚会。汉阴焰火晚

会所用烟花焰火，全部为永宁花炮厂生产，由专业花炮手燃放，花样品种繁多，有 “天

女散花”“水帘瀑布” “火箭腾空” “响尾蛇”等等。每当举办焰火晚会时，观者如潮，

万目齐聚夜空，观看鲜靓夺目、五彩缤纷的焰火，场面十分壮观。此外，逢年过节、开

业庆典、婚嫁喜事、生日寿宴、新房落成、乔迁新居等喜庆场合，均燃放烟花爆竹，把

喜庆场合烘托得红红火火。

第四节　旅游服务

汉阴信合大酒店

地处北城街中心黄金地段。建筑面积４５００平方米，为二星级旅游涉外饭店。拥有客
房部、餐饮部、康乐中心、停车场供游客消费选择。酒店环境优雅、交通便利。客房部

宽阔明亮，设有豪华套房、标准间、商务套房。有大、中、小型会议厅，可同时接待３００
余人的会议。餐饮部设有豪华大厅、雅间共１３个，可供２００余人同时就餐。康乐中心有
桑拿浴、冲浪浴、美容美发、ＫＴＶ和棋牌等娱乐休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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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大酒店

位于北城街中段。使用面积９３８０平方米，高８层，二星级旅游涉外饭店。内设电梯，
楼顶有观景台。拥有客房１００余间，有容纳５００人的会议室和供５８０人同时就餐，一楼有
３２０平方米的封闭式停车场，设有可集聚４０余人休闲、娱乐的康乐中心。

兴华宾馆

地处城南新区，安 （康）石 （泉）二级路旁，北邻广场，南邻二级公路，交通便利。

建筑面积３８００平方米，楼高９层。配有电梯、锅炉、地下停车场、商场、餐饮、客房、
洗浴中心和娱乐会议功能厅等，设施齐全、装修豪华典雅。

新华饭庄

地处北城街８８号。建筑面积３７００平方米，高７层，内设中央空调，环境舒适。以人
为本、诚信服务是饭店的经营理念。

农家乐

随着安康市 “药、水、游”三大战略的提出，县内兴起乡村旅游热，农家乐应运而

生，成为城市居民旅游、休闲、交际的好去处。农家乐主要分布在城关镇龙岭村以及大

兴村，各乡镇周边有零星分布。比较有特色的农家乐有：

绿食苑　距县城南３千米的汉 （阴）漩 （涡）路边，总面积１０００平方米，集餐饮、
娱乐、生态休闲于一体。内设包房１１间，可同时接待１５０人中高档用餐。有空调、停车
场，田园风情浓郁，与凤凰山庄毗邻。

百果山庄　距县城７千米的平 （梁）酒 （店）路口，占地２６０亩，总建筑面积１２００
平方米。集餐饮、娱乐、果园观光于一体。内设乒乓、秋千、跷板、滑道、钓池等游乐

设施。室内有空调暖气设备，更有百亩果园、万株果树，香飘四季。

第五节　特色餐饮

小吃

汉阴县多为湖、广移民后裔，五方杂处，习俗接近川湘。客家人从原籍带来多种美

味食品，经长期生产生活交流，互相传承发扬，不断丰富完善，逐步形成地域特色小吃，

如炕炕馍、油炸饺子、五香豆腐干、烩面片、水煎包子、凉粉、面鱼儿、茶菜子、豆腐

乳、猪血豆腐干、水糍馍等，风味独特。

菜肴

汉阴县有几道独特佳肴，邻县鲜有或吃法不同，如腊肉熬粉条、酸菜茴香焖小鱼、

白火石汆丸子、墨鱼汤、蒸盆子等，地域特色浓郁。

秆秆酒

以甜高粱秆为糟，用高粱籽或玉米、红薯为酿，和曲发酵蒸出的烧酒，酒精度不高，

饮之甘醇润口。因其酒曲中下有风湿、通经和络、止渴生津的中草药，饮后可祛伤

劳、解疲乏。为该县农家独有的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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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旅游人数与产值

１９９９年以前，汉阴为零散型旅游，规模小，其重点以周边市、县游客游览两合崖及
参加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等为主。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１９９９年，汉阴县委、县政
府把旅游开发纳入议事日程，成立了旅游局，对该县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对名胜古

迹作恢复与修葺，对景区的环境开展综合整治。经完善规范后，凤凰山庄于１９９９年５月
１日正式对外接待游客。随之新辟大茅坝森林公园、观音峡风景区、城区人工湖、高家岭
垂钓中心、小吃一条街、农家乐等自然、人文旅游景点，并逐步向游客开放。２００１年４
月成立了汉阴县旅游公司，并与北京、青岛、西安、安康等数十余家知名旅行社建立了

良好的伙伴关系，是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４万余人，带来经济效益３００万元以上。２００４
年举办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观光游客１５万人次。２００６年举办首届 “陕西汉阴油菜

花节”期间，共接待旅游团队１８０个，游客１６５３９１人次。至２００６年底，利用 “三沈文

化”、“油菜花节”等宣传平台，共接待旅游团队２００余个，游客１７余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６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以举办第二届油菜花节及 “２００７年全省旅游强县乡村游”活动为
平台，接待吸引游客２０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２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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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

邮政　通信

境内共有２５条邮路，每个投递班次总长度１３５９千米。电信电杆由木
杆改为水泥杆，线路由单线改为双线，进而发展为架空光缆、电缆，地

埋光缆、电缆。１９９８年９月，邮电分营。
２０１０年，邮电通信业业务总量６８１３万元。固定电话用户达４７８２０

户，其中农村电话用户１４０００户。有移动基站１１５座，在网用户７２０００
户；联通基站７９座，在网用户２３５００户；互联网用户７０００户。通信网
络基本实现全覆盖，形成电信、移动、联通及互联网等多家经营格局。



第一章　邮　政

第一节　邮政机构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邮电局设支局、所 （代办所）１５个，１９８９年增至１８个，１９９０年增
至１９个。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８年８月，辖支局、所２０个。
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设。同年１０月，汉阴县邮政局正式运营，内设办公室、经营部、财

务室；下设储汇部、大客户中心、发投中心３个生产班组和营业部，辖城关邮政支局、广
场邮政支局、蒲溪邮政支局、涧池邮政支局、平梁邮政支局、汉阳邮政支局、漩涡邮政

支局等８个基层网点。承担全县１８个乡镇、１８５个行政村的通邮任务，担负全县２９万人
口用邮服务。至２０１０年，局内设一部一室，下设客户中心、发投中心和６个储蓄网点及
１个邮政支局。设置邮件集中处理中心１个，多功能营业厅７个，邮政信箱１３个，邮件
代收、代投点３５６个。

第二节　邮政业务

邮路

１９８８年，有邮路７条，单程总长２００８千米。其中市内１条、３千米，使用摩托车运
输；农村１９７８千米，委办汽车运输５２６千米、使用自行车运输４７７千米、步班９７５
千米。投递路线３０条，单程总长１０３４７千米。其中使用自行车投递２４７４千米，步行投
递７８７３千米。由私人承包 ５条，１８８２千米。１９８９年，裁减步行投递路线 ３８千米。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邮路总长１９８千米。２００３年，全县农村投递邮路３３条，总长度１０３０９
千米。其中干线邮运路线４条，步班投递路线２２条，自行车投递路线７条。２００７年，有
邮路４２条。其中，干线邮路４条，城镇邮路１０条，乡邮路２３条，步班邮路５条。２００９
年，县城内设立特快专递投路线。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３５条邮路，每个投递班次总长度１５７８千米。最长投递路线为
漩涡至堰坪、黄龙村，长度１４４千米，最短邮路是县城城内河堤路，日直线距离６千米。
投递路线由县邮政局及各基层网点投递到村组、单位、小区，投递路线循环覆盖汉阴辖

区版图。全县邮件由２６名投递员投递，其中，自行车投递６人，步行投递１人，摩托车
投递１９人。

业务

邮政分营后，承担办理邮政储蓄、邮政汇兑、邮政信函、集邮业务、特快专递 （包

括特快送款）、邮政包裹 （普通包裹、快递包裹）、邮政物流、报刊发行、邮政礼仪、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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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广告等业务。２０００年，邮政业务收入３０１万元，与上年同比下降１０４％。２００２年，完
成邮政业务收入４４０万元。２００３年，邮政业务收入４７５９５万元。２００４年，业务收入４８６
万元。２００５年，业务收入５８６１８万元。２００６年，业务收入６２５万元。２００７年，业务收入
７１６万元。２００８年，业务收入６９５万元。２００９年，业务收入６９９万元。２０１０年，业务收
入９２１万元。

第二章　电　信

第一节　电信机构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邮电局下设办公室、计财供应股、业务检查股，实行局和班组、支
局两级管理。

１９９８年９月，邮电分营，汉阴县电信局成立，内设２个职能经营管理部门，３个业务
经销班组和平梁、涧池、蒲溪、漩涡４个中心支局，职工４４人。２００３年５月，内设营销
部、维护安装分部、综合办公室，下辖涧池、蒲溪、平梁３个营业部和漩涡、汉阳、铁佛
３个服务部。２００４年７月，成立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汉阴县分公司。

第二节　电信设备

固定电话

１９８８年８月，安康至汉阴长途半自动拨号电路开通。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平梁邮电
支局开通１２０门全电子自动电话。１２月２２日零时，汉阴县邮电局开通千门市内自动电
话。总投资１０１１万元，其中省管局投资２０万元，地区局投资１２万元，汉阴县邮电局投
资２１９万元，县财政补贴２０万元。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８日，汉阳邮电支局开通 ＳＧ－１Ａ加拿大１２０门全电子自动电话。１２

月２０日，漩涡邮电支局磁石电话改自动电话工程竣工，开通 １２０门全电子自动电话。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汉阴县邮电局建成无线寻呼基站，与全区联网。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５日零时起，电话号码升至７位，统一实行０９１５长途区号。１９日零
时，汉阴县邮电局割接开通ＨＪＤ０４型２０４８门数字程控电话，并进入全国电话大网。１０月
２２日，开通平梁ＨＡＸ８０００－５１２门数字程控电话，完成汉阴至平梁６９４千米光缆架设。
２７日，开通平梁２４０路数字传输中继电路。１１月１日，完成县城至涧池１０４９６千米光缆
架设，开通到涧池２４０路光缆数字中继电路。１２月３１日，完成涧池至蒲溪７千米光缆架
设，开通蒲溪ＨＡＸ８０００－５１２门数字程控电话和２４０路数字端机电路。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０日，完成县城至漩涡至汉阳４４０５千米光缆架设。２１日，开通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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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日开通漩涡各ＨＡＸ８０００－５１２门数字程控电话和各６０路数字中继电路。１２月２９日，
开通铁ＨＡＸ８０００－５１２门数字程控电话。３０日，邮电局ＧＳＭ数字移动电话开通。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３日，涧池邮电支局开通扩容ＨＪＤ０４ＲＭ１０２４数字程控电话。７月１６日，

邮电局扩容市话ＨＪＤ０４型４０９６门数字程控交换工程竣工，总容量达８１９２门。１０月１８
日，蒲溪邮电支局开通扩容ＨＪＤ０４型１０２４门数字程控电话。１０月１９日，平梁邮电支局
开通扩容ＨＪＤ０４ＲＭ１０２４数字程控电话。１２月２０日，邮电局开通酒店ＨＪＤ０４ＲＳＵ５１２门数
字程控电话。１２月３０日，邮电局建成开通汉阳、漩涡、蒲溪、铁佛无线寻呼基站。
１９９８年 １月 １０日，邮电局完成县城至酒店 ２２千米光缆架设，开通酒店

ＨＪＤ０４ＲＳＵ２５６门数字程控电话和３０路数字中继电路。３月１０日，邮电局蒲溪 ＧＳＭ移动
电话基站建成开通使用。９月１５日，县邮电局多媒体查询系统投入使用。
２０００年，汉阴电信局新建杆路７８４３杆千米，架设中继光缆１５皮长千米，架设用记

电缆８１９６皮长千米，铺设市话管道１５６千米。２００２年，农市话交换设备扩容２０４８线。
２００６年，开展电话 “村村通”工程，先后完成双坪、上七及平梁镇等北山部分偏远山村，

解决８３个偏远山区不通电话的行政村，电话通村率达９７％。配合老城改造，对东城街等
地段线路整治及迁移，城南新区扩建布设管道１８７千米，延伸电缆１１３０线、７５６皮长
千米。

电报

１９９０年８月，开通真迹传真电报业务。１９９２年６月，汉阴邮电局开始进入全国公众
电报通信网。２００１年８月，除天气、水情等公益性服务的特殊业务外，其他拍发电报，
均列作普通电报，不再开办特急和加急业务种类。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起，停止办理礼仪电
报。电报业务投递时限：发往城镇电报，自交发时间起，普通电报６小时左右，加急电报
４小时左右送达；发往农村部分地区的电报，根据当时条件，在发到收报地点附近的邮电
局 （所）后，需改按信件邮寄，一般需要１～３天送达，少数边远地区需更长时间。

数据通信网

１９９３年９月开通中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通信网 （ＣｈｉｎａＰＡＣ），与世界２３个国家和地
区的４４个数据网互联。１９９４年开通中国公用数字数据网 （ＣｈｉｎａＤＤＮ）。１９９６年，采用
６４Ｋ至２Ｍ传输通道。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为２Ｍ至１１５Ｍ通道。２００１年增至２５Ｇ。２００２年６
月，电信局３２线ＡＤＳＬ宽带接入业务正式建成开通，进入１０Ｇ时代。２００７年，建成１处
道路交通监控系统和１６个乡镇视频会议系统，完成偏远山区宽带接入，全县乡镇通数据
业务。２００８年，完成村村通、Ｃ网基站、驻地网、数据专网建设，实现部分行业信息化，
建成道路交通监控系统２０余处。２００９年，延伸光缆线路１９皮长千米，组建改造局域网
１９个，ＡＤＳＬ扩容１４个点２５６０线，安装调测 ＶＰＮ及２Ｍ电路２６条，安装视频监控２１
处、Ｃ类ＯＮＵ点９个、Ｂ类ＯＮＵ点７个，解决部分电缆超长和无资源不能使用语音和数
据问题。新建４个移动Ｃ网基站对网络补忙，ＥＶＤＯ替换改造８个基站对网络优化和替换
改造。全县１８个乡镇实现手机上网功能，城区公共场所安装４处 ＷＬＡＮ无线宽带，实现
笔记本电脑便携式浏览互联网，完成１８个乡镇金财ＶＰＮ电路接入和公安四级网改造。
２０１０年，开通宽带进村设备点６个，割接太平Ｃ类ＯＮＵ点３个，组建改造局域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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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安装Ｂ类ＯＮＵ点３２个，宽带提速设备６个点１２套，扩容９个点１０２４线，恢复７１８
水毁电缆线路９７皮长千米、光缆线路３皮长千米、倒杆３１根。布放国库支付系统光缆
７９个点，铺设公安局办公楼及天眼光缆。

第三节　电信业务

１９８９年，安装电话累计６５４部。１９９５年，增至３３４８部。１９９７年，拥有电话８５４４部。
其中，市办电话用户４２５８部，农村电话４２８６部。无线寻呼机１０７８部，移动电话１３１部，
比１９９６年增长３３６倍。２０００年，城乡电话用户１２１８８户，数据业务用户４０７户。县电
信局业务经营收入８４３２４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５９２％。其中，国内长话２００９８万元，
国际长话１３９万元，电报０９８万元，数据５８８万元，本地网６３４万元。２００５年，固定
电话用户达３４０００户，比上年增加７１４０户。其中，农村电话用户１５０００户。２０１０年，
固定电话用户达４７８２０户。其中，农村电话用户１４０００户。

第三章　移动通信　联通通信

第一节　移动通信

经营机构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８日，中国移动通信汉阴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隶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陕西有限公司安康分公司，在册职工１１人。
２００２年９月，随省公司一并改制为外资企业。移动分公司设经营办、综合办两个办

公室，客服中心、营业班、数据班３个班组和４个农村营销分部。设立北城街及凤凰广
场、双乳、蒲溪、涧池、平梁、龙垭、铁佛、双河口、酒店、漩涡、汉阳等１３个自办、
代理营业厅，设立服务厅及代办点２０多个。

网络建设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汉阴邮电局开展移动通信新业务，覆盖范围仅在县城。１９９８年，扩大
网络，覆盖平梁、涧池、蒲溪３镇。至２０００年，建成直放站１个、移动基站４个。２００２
年，完成ＧＳＭ五至七期扩容新建工程和境内本地移动传输网光缆干线建设，移动基站由
７处增加到 １５处。２００５年，移动基站、直放站 ４２个，网络覆盖所有乡镇，覆盖率
１００％。至２０１０年，移动基站达１１５个。

业务经营

２０００年，先后开通 “全球通”“神州行” “本地通”、移动 ＩＰ电话，开办移动秘书、
短消息、呼叫转移、三方通话、主叫显示等１０多种新业务。用户总数８００户，全年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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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２４０５８万元。２００２年，移动用户发展到４０００户，业务收入４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
累计入网用户１８２００户，业务收入１０８０万元。２００７年，在网用户３９０００户，业务收入
１８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在网用户达７２０００户。

第二节　联通通信

经营机构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汉阴分公司成立。至２００２年末，营网中
心有专职人员１１人，建立集镇社区服务点１２个，公话服务点１８个，业务代理商１１家。
２００４年，汉阴县联通公司下设客服中心、大客户中心、通信终端维修中心、综合财务室、
涧池办事处、漩涡办事处６个部门，共有员工４０人，业务代理商６家。２００８年底，汉阴
县联通公司有员工３０人，下设后台综合支撑中心、大客户中心、客服中心、营销管理中
心，业务办事处１３处、代理门店９处、便民信息站３６处。２００９年底，汉阴县联通公司
有员工２６人，下设后台综合支撑中心、渠道督导、客服中心、大客户中心、区域经理中
心、建设维护中心、直销管理中心，业务办事处１３处、代理门店１２处、便民信息站４６
处。２０１０年底，汉阴县联通公司有员工２６人，下设综合部、销售部、集团客户部，业务
办事处１２处、代理门店８处、便民信息站３９处。

基站网络

联通公司成立初，建基站３个，仅限于城镇入网，后逐年增建基站。２００４年，建成
联通基站２３个，乡镇网络覆盖率９５％。至２０１０年，联通基站达７９个。

业务发展

２００１年，在网用户７００户。２００２年，在网用户２０００户，业务收入１４８万元。２００４
年，累计入网５１８２户，其中ＣＤＭＡ累计入网２４７１户，ＧＳＭ累计入网２７１１户。全年业务
收入５５０万元。２００６年，完成出账收入 ７６９万元。２００７年，完成出账收入 ８８１万元。
２０１０年，在网用户２３５００户，完成业务收入８００万元。

汉阴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移动、联通通信一览表
表１１－３－１ 单位：个、户

年　度
移动通信

基站数量 在网用户

联通通信

基站数量 在网用户

２０００ ４ ８０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７ ２１００ ３ ７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５ ４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３ ８０００ １５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３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３ ３５４８

８１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年　度
移动通信

基站数量 在网用户

联通通信

基站数量 在网用户

２００５ ４２ １８２００ ３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０６ ５１ ３００００ ４０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９ ３９０００ ４９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７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６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９５ ６００００ ６６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５ ７２０００ ７９ ２３５００

９１２第十一编　邮政　通信





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加强财税征管和财源建设，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但财政运转主要靠

上级财政补助。１９９３年前，财税来源主要为农业 “四税”、企业收入、工

商税。１９９４年后，主要为增值税、营业税、农业特产税。１９９９年后，主
要来源于增值税、营业税。财政支出，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基础上，把扩大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放在

突出位置，使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快速发展成果。１９８８年，全县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６２３万元，财政支出１５８３万元，到２０１０年，实现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８０４７万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８２３６０万元。



第一章　财　政

第一节　财政收入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财政预算总收入３７４１２４万元，其中地方一般性预算收入５６５４１
万元，返还性收入９６１６万元，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２０９９３４万元，专项转移收入８９５５１
万元，调入资金８４８２万元。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４７６９万元，年平均增长１８６８％。其中，
工商税收 ３２１０万元，占 ６７３％，年平均增长 １１５４％；农业 “四税”９７６万元，占
２０５％，年平均增长３４１１％；非税收入５８３万元，占１２２％，年平均增长３７０４％。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全县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７４５２万元。其中，工商税收３１２４
万元，占４１９％；农业 “四税”３２８９万元，占４４２％；非税收入１０３９万元，占１３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１３０５１万元。其中，工商税收４９９４万

元，占３８２％；农业 “四税”５６５８万元，占４３４％；非税收入２３９９万元，占１８４％。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累计完成１２７７４万元。其中，工商税５５２４万元，

占４３２％；农业 “四税”２５５２万元，占２０％；非税收入累计完成４６９８万元，占３６８％。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累计１８４９５万元。其中，工商税６６０６万元，占

３５７％；农业 “四税”１７５７万元，占９５％；非税收入１０１３２万元，占５４８％。
预算外收入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预算外收入累计完成１９５６６万元，年平均增长２２１３％。
按年度划分：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累计完成９００万元，年平均增长８５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累计完成２８８２万元，年平均增长５９８１％；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累计完成７２８５万元，年平均增
长９４４％；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累计完成８４９９万元，年平均增长１０６７％。

按收入项目划分：公安行政事业性收费完成 １５８０万元，占 ８０８％，年平均增长
４２６５％；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完成７３６５万元，占３７６４％，年平均增长２７９２％；建设
行政事业收费累计完成１１２１万元，占５７３％，年平均增长２４４２％；国有资源 （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完成２３８３万元，占１２１８％，年平均增长１５２３％。

２２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统计表
表１２－１－１ 单位：万元

年　份

工商税收

小　计 增值税 营业税
城市维

护建设

农业四税

小　计 农业税
农业

特产税

耕地

占用税
契　税

税收入 总　计

１９８８ ４７８ １４５ ２０２ １３ ９０ ８０ ４ ５ １ ５５ ６２３

１９８９ ５９６ ２０２ ２３０ １７ １６０ １２１ ３５ ３ １ ９６ ８５２

１９９０ ６４６ ２２４ ２７０ １８ ２２９ １６７ ４７ １４ １ ７７ ９５２

１９９１ ７０１ ２７１ ２６９ ２２ ２３２ １５３ ６２ １５ ２ １９３ １１２６

１９９２ ７８９ ２９９ ２８０ ２４ ２６５ １７６ ７８ ９ ２ １６２ １２１６

１９９３ ８８８ ３８１ ３２６ ３０ ２８１ １７６ ９３ １０ ２ ７９ １２４８

１９９４ ４７８ １８０ １０４ ２５ ５２３ ３３８ １７６ ８ １ １８３ １１８４

１９９５ ５５５ ２００ １４３ ２６ ５９１ ３５２ ２１４ ２３ ２ ３２９ １４７５

１９９６ ５７０ １７５ １９６ ３９ ８９４ ５１７ ３４５ ２１ １１ ２２３ １６８７

１９９７ ６３３ １７４ ２３３ ３３ １０００ ５０６ ４６０ ２４ １０ ２２５ １８５８

１９９８ ７３８ １８５ ２９０ ４０ １１３１ ５１６ ５８１ １７ １７ ４２４ ２２９３

１９９９ ９３３ １８２ ４４０ ４４ １０００ ３７６ ５７４ ２０ ３０ ５９２ ２５２５

２０００ １０５３ １８０ ４６７ ６４ １０８１ ８９０ １５０ ２２ １９ ３８４ ２５１８

２００１ １１６０ １８９ ４６４ ４６ １０１９ ５９５ ３８０ ２５ １９ ６９１ ２８７０

２００２ １１１０ １９１ ７２３ ６１ １４２７ ９３８ ４２０ ２６ ４３ ３０８ ２８４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１６ １９７ ７１５ ７２ １３２６ ６５８ ５４０ １２４ ４ ３７５ ２８１７

２００４ １１０１ １９８ ６８８ ９１ ７２３ ６０２ ３１ ４９ ４１ １２５６ ３０８０

２００５ ９３８ １５１ ４３８ １４８ １２８ ０ ３６ ３３ ５９ ７７０ １８３６

２００６ １１２０ １７２ ４４５ ７３ １５９ ０ ３８ ６７ ５４ ７６０ ２０３９

２００７ １２４９ ２２０ ６３０ １９８ ２１６ ０ ５０ ７３ ９３ １５３７ ３００２

２００８ １６２１ ２８５ ７６１ ３０１ ４４５ ０ ８３ ２４５ １１７ １９４９ ４０１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９５ ４１５ １１５２ ８４ ５４７ ０ １２４ ３５９ ６４ ３７９１ ６４３３

２０１０ ２８９０ ５９０ １６０１ ２４８ ７６５ ０ ７８ ３６３ ３２４ ４３９２ ８０４７

合计 ２３４５８ ５４０６ １１０６７ １７１７ １４２３２ ７１６１ ４５９９ １５５５ ９１７ １８８５１ ５６５４１

３２２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第二节　财政支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财政预算总支出３６９４８０万元。其中，一般性预算支出３６２８２７万
元，体制上解及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６６５３万元。财政收支相抵，累计滚存结余８００６万元。

一般预算支出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一般预算支出累计９８０９万元。其中，一般公共事务支出２７８５万元，
占２８４％，年平均增长１８％；公共安全支出５３２万元，占５４％，年平均增长１４７％；
教育支出２５１６万元，占２５６％，年平均增长７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３５６万元，占
３６％，年平均增长６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４９０万元，占５％，年平均增长８％；医
疗卫生支出 ８２９万元，占 ８５％，年平均增长 ７１％；城乡社区服务支出 ９４万元，占
０９６％；年平均增长２４８％；农林水事务支出１３１４万元，占１３４％，年平均增长５６％；
交通运输支出１８５万元，占１９％，年平均增长２３５％；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１９５万
元，占２％，年平均增长３２５％。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一般预算支出累计１７７８５万元，年平均增长１４１％。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 ６２４１万元，占 ３５１％，年平均增长 １５５％；公共安全支出 １２８４万元，占
７２％，年平均增长２２９％；教育支出５０５５万元，占２８４％，年平均增长１８２％；文化
体育与传媒支出５０６万元，占２８％，年平均增长６８％；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８５４万元，
占４８％，年平均增长１８１％；医疗卫生支出１１４０万元，占６４％，年平均增长８５％；
农林水事务支出１４５５万元，占８２％，年平均增长８２％；交通运输支出２２５万元，占
１３％，年平均增长２３７％；其他支出７５３万元，占４２％，年平均增长４６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一般预算支出累计４１５３５万元，年平均增长１８９％。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１４３９１万元，占３４６％，年平均增长２３７％；公共安全支出２９３８万元，占
７１％，年平均增长１２７％；教育支出１１５６９万元，占２７９％，年平均增长２１９％；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８８５万元，占２１％，年平均增长２０３％；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２１９３
万元，占５３％，年平均增长２５６％；医疗卫生支出１６９０万元，占４１％，年平均增长
６３％；城乡社区服务支出１５４８万元，占３７％，年平均增长１１６１％；农林水事务支出
２７５１万元，占６６％，年平均增长１７５％；交通运输支出３６４万元，占０１％，年平均增
长６７％；工业商业金融业等事务支出占比０２５％，年平均增长１８６％；其他支出２９１２
万元，占７％，年平均支出有一定下降。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一般预算支出累计９５１０４万元，年平均增长２５６％。其中，一般公

共服务支出２９７２３万元，占３１３％，年平均增长１５９％；公共安全支出６７９８万元，占
７２％，年平均增长２７９％；教育支出２８２０８万元，占２９７％，年平均增长２３４％；文
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８９８万元，占２％，年平均增长１７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５８７１万
元，占６２％，年平均增长 ２７％；医疗卫生支出 ４４５８万元，占 ４７％，年平均增长
４９３％；环境保护支出４６３万元，占０５％，年平均增长４６２％；城乡社会服务支出２２２５
万元，占２３％，年平均增长３８７％；交通运输支出４５３１万元，占４８％，年平均增长

４２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１７５７％；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５０５万元，占０５％，年平均增长９３４％；其他支出
２８８６万元，占３％，年平均增长７４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一般预算支出累计１９８５９４万元。
预算外支出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预算外支出累计１９３１４万元，年平均增长１２％。滚存结余２５２万
元。预算外资金运行平稳，预算外资金没有赤字发生。

按年度划分：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９００万元，年平均增长３４％；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２１８５万元，
年平均增长４７％；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７８７８万元，年平均增长７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５３０８万
元，年平均下降１１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预算外支出３２９３万元。

按支出项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２７２３万元，占１６８％，年平均增长２５４％；公共安
全１２４６万元，年平均增长１２９％；教育支出６３７８万元，占３９４％，年平均增长１４５％；
医疗卫生 ２２３０万元，占 １３８％，年平均增长 ２６７％；城乡社区服务 １０２６万元，占
６４％，年平均增长５３％；农林水事务７２０万元，占４７％，年平均增长１４６％。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统计表
表１２－１－２ 单位：万元

年　份

公共

社区

服务

公　共

安　全

教　育

科　技

文　体

传　媒

社　保

就　业

医　疗

卫　生

环　境

保　护

农　林

水事务

交　通

运　输

工　商

金　融

其　他

支　出
总　计

１９８８ ４０１ ８０ ４４２ ６２ ７９ １６０ — ２３４ １９ ２７ ７９ １５８３

１９８９ ４８９ ８３ ４４３ ７０ １１１ １５３ — ２５５ ５８ １３ １１８ １７９３

１９９０ ５６６ １０１ ４９８ ７１ ９９ １２６ ３ ３０６ ５４ ６４ ９１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１ ６３４ １２０ ５３１ ７５ １０１ １９９ １１ ２９８ １８ ６４ １７６ ２２２７

１９９２ ７８９ １４８ ６１１ ７８ １００ １９１ — ２２１ ３６ ２７ ２６ ２２２７

１９９３ ８８８ １５１ ６７５ ８７ １０３ １８２ — ２６３ ２９ １６ １７９ ２５７３

１９９４ １０１４ １８６ ７１９ ８８ １１４ １９９ ５ ２３２ ４２ ６４ －８０ ２５８３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８ ２８８ １２５８ １１０ １７４ ２３１ ６ ３１０ ５０ １３ ６７ ３８２５

１９９６ １６０３ ２７５ １１６６ １１５ ２６６ ２４４ ６ ３４２ ３４ — ２２ ４０７３

１９９７ １５７２ ３８４ １２４５ １０６ １９７ ２８４ — ３０８ ７０ — ５６５ ４７３１

１９９８ １８６６ ４５３ １３８１ １１８ ２５１ ３１１ ４５ ３８６ ５５ ６ ５５８ ５４３０

１９９９ ２２５７ ５３０ １７５３ １３５ ３２４ ２９６ ２５ ５１５ ７１ ５ ７６７ ６６７８

２０００ ２８５８ ５６０ ２１２５ １４３ ４０５ ２７６ ２２ ５０７ ６６ ３８ ８４７ ７８４７

２００１ ４２５１ ７１２ ３０７５ ２７１ ４８４ ４４８ ３９ ６９３ ８３ ２８ ４２１ １０５０５

２００２ ４７０７ ６８３ ３２４４ ２１８ ７２９ ３５９ ５１ ６５０ ８９ ２６ ３１９ １１０７５

２００３ ４８２８ ７１４ ３６３８ ２６５ ５５４ ３７１ ２８ １１１０ １２９ ２６ １６３ １１８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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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公共

社区

服务

公　共

安　全

教　育

科　技

文　体

传　媒

社　保

就　业

医　疗

卫　生

环　境

保　护

农　林

水事务

交　通

运　输

工　商

金　融

其　他

支　出
总　计

２００４ ５２５３ １００１ ３８９２ ２９４ ７１５ ４３９ ４５ ９６０ １０４ ２８ ２９８ １３０２９

２００５ ４９６９ １１６８ ５１６５ ３５５ １０６０ ５５２ ６５ １０５５ １３９ ３４ ３０３ １４９０１

２００６ ７４３６ １６５４ ６４４７ ５２８ １４５１ ９４２ ２０１ １６８６ ６１３ ８６ １５０４ ２２５４８

２００７ ９４６２ ２２６１ ９０９９ ４５６ ２０９１ ２１５４ １２４ ２６５８ ３４５６ ３３１ ６１８ ３２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２０ ３２９５ １３７８５ ８７４ ２７４１ ３８７３ ３３３ ４９４１ ４３０３ ９０７ １２１０ ５１５０６

２００９ １７２３０ ３９６８ １６２７４ ７６６ ４８１３ ６０４６ ３５９２ ８４１６ １４７５ — ６３４ ６４７２８

２０１０ １９０９３ ３９１０ １８８４８ ９４９ ６２４４ ８８４２ ２７６６ １４２４５ １６０２ ４２０ ３ ８２３６０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财政供养人员统计表
表１２－１－３ 单位：人

年　度
年末人数

合　计 在职人数 离休人数 退休人数 其他人员

优抚人员数

（年末数）

低　保

人员数

１９８８ ５３６３ ４１３１ — ３２８ ９０４ — —

１９８９ ５４６４ ４２８３ — ３７３ ８０８ ２０１３ —

１９９０ ５９０７ ４５２１ — ４４９ ３２７ ２０５９ —

１９９１ ６１５７ ４８５１ — ５３１ ７７５ ２１４１ —

１９９２ ６３５１ ５０８７ — ５８４ ６８０ ２２０２ —

１９９３ ６８４１ ５５４２ — ６６４ ３６５ ２２５６ —

１９９４ ６９３９ ５７４２ — ６９４ ５０２ ２３１２ —

１９９５ ７１６６ ５９３７ — ７５９ ４７０ ２２０６ —

１９９６ ７４７５ ６２３９ — ８１１ ４２５ １８６５ —

１９９７ ７７４７ ６７６１ — ８９８ ３８８ １８８９ —

１９９８ ８０６３ ６６３１ — ９７３ ４５９ １９２１ —

１９９９ ８４１７ ６８８４ — １０９９ ４３４ ２０８２ —

２０００ ８７４９ ７１４９ — １１７４ ５２９ ２０３６ —

２００１ ８９９７ ７３９３ — １３６６ ２３８ ２０７６ —

２００２ ９３２４ ７６０９ — １５０６ ２０８ ２２４１ ５２６４

２００３ ９７３４ ７８９４ — １６１８ ２２２ ２２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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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年末人数

合　计 在职人数 离休人数 退休人数 其他人员

优抚人员数

（年末数）

低　保

人员数

２００４ ９７０３ ７８７１ — １７４７ ８５ ２２９１ ７１６２

２００５ ９７４８ ７８１５ — １８４８ ８５ ２２９３ １４４９１

２００６ ９８１２ ７７５１ ４９ １８６５ １４７ １６０４ ４８９３

２００７ ９８６５ ７８２９ ４６ １９０５ ８５ １５４０ ５２５０

２００８ ９９０７ ７８１３ ４４ １９６５ ８５ — —

２００９ ９８９３ ７７６１ ４３ ２０７５ １４ — —

２０１０ ９８６１ ７６２５ ３８ ２１９８ — — —

第三节　专项扶持

工业建设扶持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县财政扶持工商企业发展生产的各类资金达１２亿元。共扶持９１户
企业，新增产值６２４亿元。
１９９９年，县委、县政府做出 《关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决定》，通过财政贴息、以奖代

补等办法，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产业和骨干项目。２００３年，制订 《汉阴县非公有制

工业企业贷款财政贴息暂行办法》，每年拿出５０万元建立财政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
项贴息基金，解决县域工业企业短期资金不足问题。２００５年，注资１００万元入股市财信
担保公司，组建汉阴县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为全县１０家企业担保贷款近亿元。
２００８年，兑现中小企业２００７年度贷款贴息资金２３万元。２０１０年，安排工业发展基

金、财政贴息资金及招商引资奖励经费８００万元，用于加快推进月河工业园区建设。其
中，为７户企业提供担保贷款２９５０万元，核实拨付１７家企业贴息资金８８５７万元，帮助
７户从业人员企业法人单位争取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１５４万元。

农业产业扶持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财政累计投入产业化建设资金１０１３万元。随后几年，每年增加投
入１００万～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１年，开始推行支农项目资金县级财务报账制。２００４年，农业
专项资金投入４７００余万元。其中，果桑基地建设、优质粮油建设等项目投入８０万元，生
猪奖补、黄姜奖补等产业化项目投入１００余万元，乡企贴息６万元，财政扶贫及以工代赈
８２０余万元，农业综合开发 １６０万元，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及管护费资金 ３０００多万元。
２００５年，推行项目资金 “直通车”拨付，全年投入农业专项资金６３００余万元。其中，水
利示范项目５０万元，生猪奖补６０万元，乡企贴息３万元，财政扶贫及以工代赈１０１９余
万元，农业综合开发３０５万元，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及管护费资金４０００多万元，种粮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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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６年，农业专项资金投入７０００万元。其中，水利示范项目５０万元，
生猪奖补６０万元，乡企贴息７万元，财政扶贫及以工代赈１０８０万元，农业综合开发３０５
万元，退耕还林粮食补助及管护费资金４０００万元，种粮直补资金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推
行惠农到户资金 “一卡通”，全年各项农业专项资金投入８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投入农业
专项资金８９０５万元。其中，水利示范项目９４４万元，生猪奖补２００万元，乡镇企业贴息
２８６２万元，财政扶贫及以工代赈１１１２万元，农业综合开发４７６万元，退耕还林粮食补助
及管护费２８４７万元，种粮直补资金４６４万元。

城镇建设扶持

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国家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项目少、数量小，地方财政收支矛盾
突出，保平衡、保吃饭、保稳定压力大，累计投入城镇建设资金仅２４５７万元，实施急需
改造的新街北段至原汉白路、河堤东路、小马道巷、西坛街、新街南段、民主街西段等

街面和管网铺设，向上争取到城区供水工程、盲段排污工程等一批市政项目，基本解决

县城供水、排污和方便出行等问题。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投入２７０万元，建成连接老城与城南新区中心通道双星大桥。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通过向上争取、财政安排、资产置换、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２５００万
元，启动北城街拓宽延伸及绿化、靓化和大马道巷改造工程。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财政预算５６０万元，实施河堤路、南街拆迁改造和 “龙冈园林”千

步梯一期工程；拍卖市场使用权融资２２６万元，建成西城农贸市场；通过财政安排和向上
争取项目资金２５５万元，建成月河蓄水成湖２号坝工程和龙冈园林一期绿化和园区供水工
程；拍卖水资源使用权融资８４０万元，建成供水３０００吨、保障１８万人的城南新区供水
工程和大茅坝天然净水厂；运用经营城市理念，盘活国有资产，归集土地出让收入６５５万
元，实施城南新区６条主干道建设。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通过盘活城市经营性资产、财政预算安排和银行借款等方式筹集资

金１１０６万元，建成面积３５亩的凤凰广场和城南新区８条街道硬化、５条街道行道砖的铺
设，实施解放街、和平街等６４处破损街面维修和双星大桥引线路、城南东西河堤路、凤
凰广场、双八路、广场西侧小区路等５条主干道建设，完成聚集中心地段的路灯、景观灯
安装、风景树栽植和老城供水管网的改造。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投入资金８７５万元，打通城南新区南河路，实施东城街、康家巷拓
宽改造和龙冈园林千步梯二期工程；完成月河蓄水成湖３号坝、月河一期排污涵管建设；
向上争取资金１６５万元，启动大茅坝森林公园建设和拓宽改造通往擂鼓台景区道路。２００５
年，筹措资金２４５０万元，实施城南文化广场等工程，完成老城１７条背街小巷、西大桥、
计量器厂道路、迎宾路、龙冈路、富强东街、南海壕、薛家巷、孙家巷等９条街道改造，
完成东大桥、双星大桥、人工湖两岸、县城东西出口处安装路灯和景观灯；归集资金５００
万元，建成东城农贸市场。２００６年，筹措资金２３２０万元，实施河滨路东段、凤凰大道后
续工程、文化广场、久发街、长顺街东段、文兴街、月新街以及一湖两岸光亮工程，完

成新街北段、后街东段等老城背街小巷二期改造、东城农贸市场大棚改造、月河蓄水成

湖２、３号坝清淤和二级路、东大桥、西大桥三个地段绿化工程。２００７年，预算安排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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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施后街、解放街、和平街、东关街、民主街、新街南段、黉学巷７条背街小巷扫
尾工程和火车站进站路、龙冈园林贯园路二期工程。

新农村建设扶持

２００６年，首批在城关镇五一村、龙岭村，涧池镇花果村、五坪村、平梁镇安合村、
蒲溪镇盘龙村、双乳镇三同村、漩涡镇茨沟村、汉阳镇交通村等１０个村开展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试点。至２００７年，县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１００万元，整合扶贫、计划、农业、
水利、民政、交通等部门涉农项目５１个，涉农资金４２００余万元，发动群众集资４８００余
万元，集中投向１０个新农村建设。２００８年，筹措１００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奖补。２０１０
年，围绕农业三大主导产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申报现代农业生猪、富硒大米深加

工、中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大兴村茶业合作社、蔬菜冷储加工、良种乌鸡繁育扩建等８
个项目，共计争取资金５７８万元。

第四节　财源建设

汉阴县整合各类支农资金，实行项目建设重点突破，推行专项资金捆绑使用，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培植后备财源。财源建设以国有企业扭亏增盈、发展多种经营生产、扶

持乡镇企业和矿产开发、壮大农业财源、培植群体财源，增加工商税收为主，资金扶持

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短平快”项目与中长期项目相结合。

１９９６年，筹资７７５万元，扶持乡镇企业３４个。１９９７年，筹资３４万元，扶持乡镇企
业９个。１９９８年，筹集生产资金５００余万元，重点扶持蚕桑、魔芋、畜禽养殖、茶叶、
柑果等 “短平快”产业和黄姜、板栗等中长期项目，并引导扶贫专项资金、以工代赈资

金、粮食自给工程资金及社会闲散资金向财源建设项目投入，培植群体财源和骨干财源。

１９９９年，投入资金５００余万元，建各类财源项目示范点９８个。２０００年，投入生产资金
９００余万元，新建一批资源加工企业，新增个体工商户９８１家。２００２年，新建各类财源示
范点２２５个。２００３年，投入资金１２０余万元，扶持各类项目财源建设示范点２８个。２００４
年，捆绑支农、扶贫、世界银行贷款等资金１００万元，集中投入到农业主导产业、拳头产
品、龙头企业，并安排１０万元作为烤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烤烟生产风险补助。２００５
年，安排工业企业贴息１００万元，安排农业产业化建设奖补资金１００万元，烤烟生产风险
基金１０万元，并以项目建设争取国家扶持资金１５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６年，投入１０万元用于
扶持１００亩无性系茶园示范点建设，财政预算５０万元用于民营强势企业贷款贴息。兑现
畜禽养殖奖补６０万元、蚕桑和地膜玉米奖补资金３０余万元、种植粮食直补资金１６１２万
元。２００７年，推行 “一村一品”示范村贴息贷款，筹措１００万元对蚕桑、畜牧等主导产
业建设予以奖补，筹措１００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奖补，筹措４９５万元用于通村水泥路奖
补，投入１８万元扶持漩涡镇２００亩无性系茶园示范点建设。２０１０年，兑现畜禽养殖奖补
２００万元、种植粮食直补资金４６４万元。筹措２６３万元对蚕桑、畜牧等主导产业建设奖
补，筹措８４０万元用于新农村建设奖补，投入１５５万元扶持产业园示范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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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政管理监督

财政管理机构

１９８１年１月，财政、税务局分设，成立汉阴县财政局。１９８８年，财政局内设行政股、
预算股、事财股、综合计划股、企财股、农财股、农税股、会计股、中华会计函授站、

安康会计师事务所汉阴分所、生产资金管理所、汉阴县生产资金管理局。１９９０年７月，
成立汉阴县国有资产管理局。１０月，成立汉阴县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１１月，
恢复财政监察股。１９９５年，财政局内设行政股、预算股、事财股、综合股、会计股。局
属事业机构有农财管理所、企业财务管理所、农税征管所、农税稽查队、中华会计师函

授站、县财务税收大检查办公室、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县生产资金管理局、安康会计事

务所汉阴分所。１９９７年７月，成立汉阴县行政事业收费管理局、汉阴县农业税征收管理
局。１９９８年１月，汉阴县税收、物价、财务大检查办公室更名为汉阴县人民政府税收、
财务大检查办公室，设在县财政局。１９９８年８月，成立汉阴县财源建设办公室、农税会
计统计股、汉阴县世界银行贷款管理股。１９９９年６月，汉阴县人民政府财税大检查办公
室更名为汉阴县人民政府财税监督检查局。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成立汉阴县县直单位会计核算
中心，与会议结算、政府采购中心，一套机构三块牌子。２００６年３月，汉阴县农业税征
收管理局更名为汉阴县农村财务管理局。

财政体制改革

１９８６年，在 “包干财政”体制基础上，实行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在五区一镇成

立双重管理的区 （镇）财政组，县对区 （镇）实行 “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管理。为调

动区 （镇）增收节支，调整为 “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超收节支全留，短收

超支不补”的财政管理体制。１９９０年，在全县各乡镇成立乡 （镇）财政所，五区一镇财

政所更名为区 （镇）财政管理所，并成立区 （镇）国库。１９９７年，实行 “划分收支范

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补助或定额上解，超收结余全留、短收超支不补”的县对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明确县乡两级财政分配关系，撤销区级国库，建立乡级国库，具体

业务由当地金融机构代理，乡镇财政实现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２０００年，实施农村税
费改革，调增农业税计税主粮和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目，农业 “两税”收入大幅增长。

２００１年，在不改变县对乡 （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将原属乡镇级国税、地税的分

成收入上划县级作为县级收入。乡镇国土、教育、畜牧等机构经费统一纳入县本级财政

管理。其余乡镇人员经费及运转经费统一由县财政负担，原支出隶属关系不变。县直各

部门财务统一交由县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统一核算，各单位设立报账员，不再进行会计

业务核算。在乡镇推行 “零户统管”，采取 “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的管理办

法，在全县１８个乡镇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在确保单位预算资金使用和财权不变的前提下，
由各乡 （镇）财政部门统一办理资金结算和会计核算业务，各单位不再设立单位财务。

２００２年９月，按照 “分权制衡、公开透明”原则和资金管理与指标管理相分离的要求，

成立县财政国库股，将县财政局各股室管理的资金统一交由县财政国库股管理。２００３年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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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全县乡镇财政所又推行 “四统一”财政管理模式，即 “统一岗位设置、统一职责

分工、统一账户管理、统一资金办理程序”。２００４年起，逐步下调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
税的征收，一直沿用的 “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２００６年，改革乡 （镇）财政管理模

式，实行以 “完善体制、预算共编、账户统设、资金统调、票据统管、采购统办、集中

收付、控制债务”为主要内容的 “乡财乡用县监管”制度。取消乡镇财政总预算会计收

支核算职能，由县财政国库机构代理核算，撤销原乡镇财政及乡镇所属预算单位在金融

机构开设的所有账户，撤销乡镇国库，由县财政国库管理机构统一开设县财政专户乡镇

级分户，乡镇级预算内外收入分别直接解缴县级金库和财政专户。

国有资产管理

１９９３年，对全县３０户国有企业资产开展产权登记年检，对５种主要矿产资源调查摸
底。１９９４年，对全县３２户国有企业资产清查，界定５户企业有产权争议的资产３７９万
元。１９９６年，首次对全县１８３户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进行产权登记，对３１户国有企业开展
产权登记年检，对３００余户公有住房出售的产权比例重新审核和确定。１９９７年，对撤区
并乡建镇改革中国有资产进行妥善处理，撤并乡镇资产就地划归新建乡镇直接管理，土

地及建筑物一律归县财政所有。完成对５户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试点。１９９８年，组织
东城街国有商品住房公开拍卖会，收益１４０余万元；开展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全县
４１户城镇集体企业，除２户长期停产外，其余３９户企业资产总额１８５６２万元，资产负债
１７２１４万元，所有者权益１４３８万元。１９９９年，对供销系统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财务状况检查
摸底，核实财务挂账１１２７万元；招标竞价拍卖县五金公司房产、杜家垭公房、县直管闲
置公房，变现收入１３２８万元；拍卖县民政局、房管所两幢闲置公房，变现收入７０５９万
元，转投入北城街建设。２０００年，将有争议的解放街商店进行产权界定，竞价拍卖，实
现收入３１２万元；对乡镇企业局、商业局、县收容站等国有资产调拨盘活，划给房改办
进行房地产开发，变现收入１００余万元全部投入北城街建设；对原杜家垭、安良乡政府等
两处闲置公房资产评估，完成资产划转一处２００平方米，变现处置一处，收入１２６万元。
９月对全县国有企业产权重新登记及换证，进一步核实企业国有资产的分布和含量，摸清
国有企业资产家底。２００１年，对破产企业县丝织厂生产设备、房屋、土地等大宗国有资
产全部进行清理、评估，向社会公开拍卖，共变现资产３１０余万元；对县计量器厂、县麻
纺厂部分闲置资产公开拍卖，实现资产收入６０万元。支持县盐业公司、收储公司对闲置
土地、房屋进行市场开发，盘活闲置国有土地１５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２年，对破产企业汉阴县
丝织厂整体出售，双坪乡粮站和酒店粮站有偿转让，汉阴县油脂化工厂加油站出售还贷，

共变现资产３６０万元。２００３年，对三户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按程序处置，变现收入１６８万
元；对县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公房出租全面清理，将３００万元房租收入全部纳入国有资产专户
管理。２００４年，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清产核资，资产总额１２２亿元，核销资产４６８万元，
县级人均资产占用量６３２３３元，县级小汽车９１辆；对６处国有资产公开拍卖，实现资产收
入２０万元，全部纳入国有资产专户管理。２００５年，将县级各行政企事业单位集资房产的所
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从原单位分离出来，为集资房统一勘测补办 “两证”。２００６年，对县
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房地产产权实施集中管理，先后收储无角羊场、县农场、县文化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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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俱乐部、县垂钓中心、原基层粮管所及粮贸司、黄金公司等近２００万元房地资产。２００７
年，对全县１７９个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全面清查，账面总资产为２４６８３万元；清理出２４户
行政事业单位公房出租情况，并于１０月公开招租；对汉阴县黄金公司以６３万元、蒲溪粮
管所以１６８万元挂牌价公开处置，对工人文化宫有偿划拨。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行政事业单
位账面总资产达２５７１４６万元。

政府采购

１９９９年９月，成立汉阴县政府采购中心，制订 《汉阴县政府采购暂行办法》等五个

配套措施，将机动车辆、摩托车、计算机、打印机等１２种商品和县直行政事业单位机动
车辆保险纳入政府采购目录。２０００年，县政府采购中心建立７类２８人专业人才库。２００３
年，印发 《汉阴县政府采购运行规程》《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资金管理的通知》《关于严肃

政府采购工作纪律的通知》。２００４年，印发 《汉阴县公开招标采购程序》，完善政府采购

业务办理程序和工作制度。建立健全供应商资格审查制度和供应商资料库，在采购中心

审查登记备案的供应商共２００余户，涉及８大类，３００余种商品。２００５年，实行政府采购
预算编制制度，编制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推行单位季度采购计划申报制。

增加公务车辆集中投保、大型工程、公共事业等采购项目。２００６年，新增公务出差到西
安、安康定点住宿，印刷品定点采购等采购项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为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组织集中采购３大类４３个小项，采购资金规模
７５７４２８万元，实际支出采购资金 ６８７７４５万元，节约资金 １０９６８３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为全县行政事业单位组织集中采购３大类５１１个小项，采购资金规模１５９３６９４万
元，实际支出采购资金１３４８９３９万元，节约资金２４４７５５万元。

会计集中核算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汉阴县县直单位会计核算中心成立，首批将县委办、县人大、政府
办、纪检委、财政局、审计局等３２个县直部门及城关、平梁、涧池等８个大镇纳入试点，
县直部门实行 “集中开户、统一核算”，乡镇实行 “零户统管”。２００１年５月，县直９５个
全额预算行政事业单位全部纳入会计集中核算范围，实行会计电算化管理。６月，乡镇全
部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县乡两级会计核算中心共２２个，招录工作人员６５人，纳入会计集
中核算单位共２９１个。实行 “统一开户、分户核算、一厅式办公、审核与记账分离”运

行方式。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全县推行村级会计委派，在乡镇设立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与乡镇
会计核算中心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按照 “村级集体资金和财产所有权不变、使用权不

变、受益权不变”原则，实行 “财务集中管理、收入集中入库、支出集中核算”模式，

“村财乡管村用”，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当年，县直会计核算中心拒付各种不合规定支出

１８７万元。２００４年，将蒲溪中学、平梁中学、漩涡中学纳入会计集中核算；将国债转贷
专项资金全部纳入集中核算。全年拒付不合规支出２１７万元。对县委党校、房产管理局、
广播电视局、交通局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检查，检查出违规支出２１７万元。２００５年，将汉
阴县幼儿园、畜牧站、疾控中心等单位和再就业专项业务经费纳入会计集中核算。全年

拒付各种不合规支出３２６万元。２００６年拒付各种不合规定支出３４６万元。２００７年，将
乡镇１７１所农村中小学校教育经费纳入县级会计集中核算，核算单位增至１２８个，所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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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全额预算拨款单位和学校经费全部纳入会计集中核算。拒付各种不合规定支出３８９万
元。２００８年，将农机局等９个单位纳入会计集中核算。拒付各种违规支出６３２５万元，
抵制不按 “收支两条线”管理直接进入单位账户资金１９９３万元、不按政府采购程序而
自行采购支出６８７６万元。２０１０年，拒付各种不合规定支出４２７６万元。

财政监督

１９８８年，查出违纪资金６７４６万元，补交入库１３７２万元。１９８９年，查出违纪资金
９９４２万元，补交入库３９８万元。１９９０年，查出违纪资金６８６２万元，补交入库２０４６
万元，及时处理县木材公司违纪问题。１９９１年，查出违纪资金３７１５万元。１９９２年，查
出违纪资金７４２９万元，全部收缴财政专户。１９９３年，查出漏缴农业基础建设基金和税
收等违纪资金 １９７５万元，全部解缴财政专户。１９９４年，处理堰坪小学违纪资金 ２１００
元、县蚕桑站违纪资金５４３６７元等违纪问题。１９９５年，开展清查 “小金库”，对县直４８
个单位重点检查，查处私设 “小金库”６个，收缴专户储存资金３０７万元，收缴罚没收
入３４万元。１９９６年，对县直１０２个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清理检查，查出应缴未缴财
政专户储存资金４２８７８万元，全部收缴财政专户。１９９８年，对县交通局、水电局、计划
局等１０个单位以工代赈专项资金重点检查，对县公安局、工商局、检察院、法院等单位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专项检查，对全县专控商品购买情况专项检查，先后检查９５
个单位，对１２６万元违纪资金全部收缴专户管理。１９９９年，开展４５次财政监督检查，
重点对公、检、法、工商及蒲溪、龙垭、涧池、铁佛寺镇等１８个执法收费单位，对计划
局、交通局、水电局等６个实施以工代赈、粮食自给工程、人畜饮水工程的建设单位项目
资金专项检查。２０００年，对全县１４９个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清查，摸清银行账户４０２
个，按规定撤并８５个，县本级纳入财政专户管理资金达９５３６万元，规范收支两条线管
理。２００１年，对９５个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监督检查，收缴违纪资金２１万元。派驻乡镇工
资督查员，出台 《乡镇工资发放责任追究办法》，会计委派全面推开并延伸到乡镇。２００２
年，对全县所有执法单位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上半年收费情况全面自查，对８个重点执法单位
抽查，对８个乡镇财政所预算执行、“收支两条线”“零户统管”运行情况监督检查，规
范财务管理程序。２００３年，重点检查退耕还林管护费及天然林保护工程专项资金使用情
况；组织开展干部借款、教师在编在岗、城镇低保三项检查。２００４年，对县房管局、广
电局、交通局等单位会计信息质量工作进行检查，收缴违纪资金１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制
定 《政府重点工程项目财务总监管理办法》《派驻政府重点工程项目财务总监实施细则》

和 《政府重点项目建设财务管理制度》，对洞河水库、汉漩油路、石紫三级路 （汉阴段）、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双乳土地整理、县城供水项目派驻财务总监。２００６年，向酒店土
地整理项目、蒲溪月河大桥、汉铜油路派驻财务总监，全程参与项目监督。制定 《汉阴

县公务移动通讯费用管理暂行办法》《汉阴县财政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实施方案》《财政干

部不良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２００７年，制定 《汉阴县种粮农民补贴实行 “一卡通”发放工作实施方案》，乡镇全

面推进种粮农民综合直补 “一卡通”发放。组织四个专项检查组检查全县乡镇２００５年以
来财政拨付的９项惠农专项资金兑付情况。２００８年，内审检查六个乡镇财政所。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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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专项检查惠农专项资金兑付情况。

第二章　税　务

第一节　国家税务

国税机构

１９８８年８月，成立税务稽查队。１９９１年底，局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股、税政股、
计会股、稽征管理股、检察室、公安执勤室４股３室，下设国营企业、城关、平梁、蒲
溪、涧池、铁佛、汉阳、漩涡８个税务所和１个税务稽查队。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设火车
站税务所，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更名为 “汉阴县城郊税务所”。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６日，设立发票
管理所。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日，国、地税分设。汉阴县国家税务局下设企业、城关、城郊、平
梁、蒲溪、涧池、汉阳、漩涡、铁佛９个税务所，内设办公室、计财股、人教股、税政
股、征管股、稽查队、发票所７个职能股室。１９９５年４月，县国税局设立纪律检查组。
１９９５年６月６日，撤销企业税务所，成立征收分局；稽查队变更为稽查分局。１９９７年１２
月，撤销平梁、城郊税务所，成立城郊分局；撤销涧池、蒲溪税务所，成立涧池分局。１９９７
年１２月２８日，撤销县国税局征收分局、城关国税所，成立县国税局城区征收分局。１９９８年
３月３日，稽查分局更名为稽查局。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撤并漩涡国税所、汉阳国税所，合
并成立南区征收分局。２０００年７月５日，铁佛税务所更名为 “汉阴县国家税务局北区分

局”。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县国税局征收局、管理局成立。撤销县国税局城区征收分局、县国
税局城郊分局。２００２年底，县国税局内设办公室、税政征管股、计划财务股、人事教育股、
监察室、信息中心、发票管理所７个职能股室；外设稽查局、征收局、管理局、涧池分局、
南区分局、北区分局６个基层分局。２００５年，县国税局内设办公室、综合业务科、征收管
理科、人事教育科、监察室、计划统计科、办税服务厅７个行政科室，１个直属机构稽查
局，１个事业单位信息中心，派驻城区、城郊、涧池、漩涡、铁佛５个税务分局。

国税征管

１９８８年，开展税收大检查，对各税务所实行收入任务双考核，即对零散集贸税收单
独考核。１９８９年，在国营企业税务所全面试行征管检查两分离征管模式，加强一线征管
和检查力量。２０００年，采取均衡入库，严格申报纳税、滞纳金、违章处罚三项制度，强
化登记率、申报率、税款入库率、申报准确率、滞纳金加收率、欠税增减率、处罚率税

收征管 “七率”量化考核，建立审批缓解税款入库监督、重点税源企业征管情况报告制

度，加强税务稽查，确保国税征收。全年征收国税８９２万元，查处税案３１件，查补税款
４１万元。２００１年，对１２户中省驻汉单位所得税和３１户一般纳税人及规模较大的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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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重点稽查，查补税款５１万元。全年征收税款９４１万元，其中国有企业３０２万元，
集体企业１３３９万元，股份合作制企业２１万元，个体经济４８４１万元。２００２年，深化征
管改革，开展集贸市场税收专项整治，以查促收，以收促管，共征收税款８８８７万元。检
查集贸市场９个，固定门市３２９个，个体摊位１０３个，年审取消一般纳税人５户、新认定
９户、保留２８户。查处偷逃、抗税户３２户，查补税款４８６万元。２００３年，初步建立起
“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收

模式。２００５年，对边远山区纳税人，委托当地信用社实行代理申报纳税和代征税款，对
纳税诚信度较高的纳税人推行 “查前约谈”制度，全年组织税收１１７２３万元。２００６年，
登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４１户，小规模纳税人１６４２户，建立健全重点税源台账，对偷逃嫌
疑大户加强联查协查，开展社会化评税，全面推行税收执法岗位责任制、税收执法过错

追究制、重大涉税案件审理制，全年组织税收１４９１万元。２００８年，建立征税主体和纳税
主体管理机制，推行国、地税联合办证制度，当年联合办理税务登记９４户，涉税信息交
换９户，联合检查３户，查补入库税款２１万元。建立国、地税纳税信用等级联合评定机
制，会审评定Ａ级纳税人１户、Ｂ级５７户、Ｃ级７户。２００９年，推行户籍管理三级巡查
制度，建立重点税源数据库，实行县局、分局两级监控管理。开展纳税评估，评估各类

企业１７户，补税９２万元，移交稽查 ２户，查补入库税款及滞纳金、罚款 ２１３万元。
２０１０年，组织税收３８９１万元。

汉阴县国家税务局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税收征收统计表
表１２－２－１ 单位：万元

年　度 总　计 “两税” 所得税 车购税 年　度 总　计 “两税” 所得税 车购税

１９８８ ４５１１ — — — ２０００ ８９２ ７８０７ １１１３ —

１９８９ ５４４４ — — — ２００１ ９４１ ８０６７ １３４３ —

１９９０ ５９３３ — — — ２００２ ８８８７ ８０６８ ８１９ —

１９９１ ６８８７ — — — ２００３ ９４０３ ８３２２ １０８１ —

１９９２ ７１３８ — — — ２００４ １０１６ ８８２ １３３７ —

１９９３ ７５２ — — — ２００５ １１７２３ ９４１２ １５０７ ８０４

１９９４ ７７４１ ７７４１ — — ２００６ １４９１ １１２０３ ２８５７ ８５

１９９５ ８４１７ ８４１７ — — ２００７ １８７３２ １４２７ ３４１８ １０４４

１９９６ ７７５２ ７６０６ １４６ — ２００８ ２４４８ ２０６１ ２６０ １２７

１９９７ ７７４ ７４５６ ２８４ — ２００９ ３２０３ ２７２１ ３０８ １７４

１９９８ ８３２９ ７８７６ ４５３ — ２０１０ ３８９１ ３６８２ ９５ １１４

１９９９ ８１０９ ７７２５ ３８４ —

　　注：“两税”指增值税和消费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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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方税务

地税机构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汉阴县地方税务局成立，下设直属税务分局、稽查局和城郊、平梁、
蒲溪、涧池、漩涡、汉阳、铁佛地税所。２００２年３月，城郊地税所与平梁地税所两所合
署办公。２００５年３月，涧池地税所与蒲溪地税所两所合署办公。２００６年，城郊、平梁、
铁佛联署办公，撤销平梁、漩涡、铁佛税务编制。全系统共有职工６４人，担负全县１８３０
户国营、集体、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收管理，３０００多户单位和个人社保费征缴以及
水利基金、公费基金、教育费附加等８个基金代征业务。

地税征管

地税局成立以来，加强票据管理，以票控税，集中申报，重点稽查，堵塞税款流失，

税收征收逐年增长。１９９４年，税收入库３２５万元，其中征收地方工商各税３０２万元，入
库教育费附加２３万元。
１９９６年，开始代征各种基金业务。全年征收税收５２８万元，其中征收地方工商各税

５０７万元，入库教育费附加１６万元，代征基金５万元。
１９９７年４月后，全面实行计算机管理，以纳税申报为基础，集中征收、重点稽查、

信息管税模式。２０００年，查处税案３１件，查补税款４１万元，其中及时查处安石二级路、
新华书店、化工厂、安铁分局采石场等偷逃税大要案，维护了税收秩序。共组织税收

１１２９万元，其中征收地方工商各税８８０万元，征收教育费附加８万元。开始征缴社保费，
征收各类基金、社保费２４１万元。
２００２年，开展创建北城街纳税示范街活动，授予 “地方税免检单位”３户，“诚信纳

税户”１２人，“党员纳税户”２人。成立车辆税收管理机构，与县财政局联合印发 《关于

规范公路客运发票管理的通知》。制定 《汉阴县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扣缴个人所得税暂行办

法》，建立委托代扣代缴点１１０个。出台 《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及其 《定

额标准》，在全县范围内统一核定征收分类标准，规范 “双定户”征收操作流程，选择

３１０名具有代表性的高收入个人，建立个人所得税纳税档案，实施重点监控，促进地方税
收完成。开展车辆税收、企业、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共查补税款１３０万元。
２００６年，在全市率先推行双定户税款核定参数系数办法。推广车辆税收一条龙、房

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模式，对个人所得税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管网络，与国税、国土、

城建部门建立护税协税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２００７年，按纳税额和工程规模大小实行局长、分局长、专管员三级监控模式，推行
税务稽查一岗双查双报告制度，全年稽查案件５１件，查补税款９０８万元。２０１０年，共
稽查案件１８件，查补税款１５６８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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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地方税务局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收入入库统计表
表１２－２－２ 单位：万元

年　度 ＧＤＰ
税　收

合　计

地方工

商各税

教　育

附　加

基金、

社保费
年　度 ＧＤＰ

税　收

合　计

地方工

商各税

教　育

附　加

基金、

社保费

１９９４ ２８５９３ ３２５ ３０２ ２３ ０ ２００３ ８１１６５ １５１７ １０８４ ５ ４２８

１９９５ ３２０６１ ４７７ ４５８ １９ ０ ２００４ ９８６９４ １５５５ １０７１ ３ ４８１

１９９６ ３８５３６ ５２８ ５０７ １６ ５ ２００５ １１２０６７ １７６２ １１４９ ４ ６０９

１９９７ ４５３３０ ６０５ ５７１ １４ ２０ ２００６ １３０２５０ ３１１９ １４１７ １６ １６８６

１９９８ ４７６７９ ７０５ ６６３ １４ ２８ ２００７ １５６１３０ ３４１４ １６７５ ５０ １６８９

１９９９ ４６５４２ ８４９ ８０８ １４ ２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９０ ４３５１ ２２１３ ８０６ １３３２

２０００ ５２９４８ １１２９ ８８０ ８ ２４１ ２００９ ２３８３２０ ５４９４ ２９５９ １１２ ２４２３

２００１ ５８３９６ １５５８ ９７６ １３ ５６９ ２０１０ ２８４４８０ ７３０４ ４００９ １５２ ３１４３

２００２ ６７６３７ １６４２ １１３０ ６ ５０６

第三节　农业税征收

农业税种

１９８８年，征有农业税、屠宰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１９８９年，契税由财政部
门内的农税征管机构征收。对占用农田从事基本建设和新菜地建设收缴农田水利建设基

金和新菜地建设基金。１９９５年下半年，上述两基金又改为防洪保安资金，由国税、地税、
财政农税共同征收管理。１９９６年，增加农田水利建设补偿费征收工作。

农业税

随着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税由 “队交队结”改为 “户交户结”。按照承包

土地的亩数和产量计征农业税。１９８６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农业税由
征收实物改为征收代金。农业税计税主粮按 “倒三七”比例 （即３０％按统购价，７０％按
超购价）计算，每千克主粮定价０４５９元，全县农业税主粮折算金额１１５５万元，比１９８０
年农业税计征税额增长３００万元。此后，农业税基数不变，主粮价格又提高了两次。１９８８
～２００４年，该县以大米为计征主粮，因农业税计征主粮的价格上调，农业税额经历五次
调整。即１９８８年大米收购价格每千克０５２８５元，１９８９年收购价格每千克０６２８元，１９９２
年调增到每千克０７４元，１９９４年调增到１４６元，１９９６年调增到每千克２０８元。
２０００年５月，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在汉阴县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突出抓好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产的核实、区域税赋综合平衡、农业特产税三定 （定产、

定价、定税）到户等重要环节。改革后，农民承担的各种税费负担由１０多项减至农业
“两税”，农民人均负担由９９６８元降到５３５４元。２００１年，按照 “评产到户、中等计价、

７３２第十二编　财政　税务



依率计征，税务公开”原则，在全县开展农业特产税税源普查。２００２年，推行 “定点征

收，申报纳税”农业税征管新模式。２００３年，全县停征食用菌、蔬菜、水果３个品目的
农业特产税。２００４年，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２００５年起，免征农业税。

农业特产税

１９８７年１月起全面开征农业特产税。园艺、林木、水产３大类３８个品目属于应征范
围。对应税产品按前四年的实产平均计算产量，扣除１０％自食自用部分作为计税常产，
依率计征，一定三年不变，增产不增税。征管办法采取评产到户征收或随购代征，并随

正税征收１３％的地方附加费。１９８８年开始，由评产到户征收调整为随购代征。１９９４年改
为农业特产税，扩大征税品目，税率设计为８类，最高３１％，最低５％。１９８８～２００３年，
累计征收农业特产税３７２９６万元，年平均征收２３３１万元。２００４年，全面取消除烟叶税
以外的农业特产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征收烟叶税１０５万元。

耕地占用税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全县累计征收耕地占用税１４５万元。按年度划分，１９９４年度中央财
政与地方财政实行分成，中央应得２９万元，留地方１１６万元。其中，耕地占用税留地方
的部分省市财政分成５２万元，县财政分得６４万元。１９９４年后，累计征收５２４万元耕地
占用税全部留县财政。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农业 “四税”收入统计表

表１２－２－３

年　度
农业税

计税主粮 （吨） 金额 （千元） 农业税减免 （千元）

农业特产税

（千元）

耕地占用税

（千元）

契　税

（千元）

１９８８ ２５１２ ８０１ ５２７ ３９５ ２０９ １２６

１９８９ ２５１９ １２１４ ５２１ ３６８ １５６ ８

１９９０ ２５１９ １６６６ ５０ ４９８ ３０２ ９

１９９１ ２５１９ １５２９ １７９ ６５０ １５５ １８

１９９２ ２４８３ １７５８ ８０ ７８１ ８９ ２１

１９９３ ２４８３ １７５９ ８０ ９７８ ３２４ １９

１９９４ ２４８３ ３３８５ ２４４ １８５５ １９３ １２

１９９５ ２４８３ ３５１７ １０９ ２２４７ ２４８ ２４

１９９６ ２４８３ ５１６５ ０ ２６３３ ２２５ １１５

１９９７ ２４８３ ５０５９ １００ ４８４１ ２５４ １０６

１９９８ ２４８３ ５１６２ ０ ６１１７ １８４ １８３

１９９９ ２４８３ ３７５６ ２１７ ５７４３ ２１７ ３１１

２０００ ６２２７ ９３７０ ５９０ １５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８３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年　度
农业税

计税主粮 （吨） 金额 （千元） 农业税减免 （千元）

农业特产税

（千元）

耕地占用税

（千元）

契　税

（千元）

２００１ ６２２７ ６２６０ ３７００ ３９９０ ２７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２ ６２２７ ９３８０ ５８０ ４２００ ２６０ ４６０

２００３ ６２２７ ６５８０ １２１０ ５４００ １２４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４ ４２００ ６０２０ ７００ ３１０（烤烟） ４９０ ４３０

２００５ 免征 免征 ３６０（烤烟） ３３０ ７４０

２００６ 免征 免征 ３８０（烤烟） ６７０ ６８０

２００７ 免征 免征
烤烟征管

移交地税
７３０ １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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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编

金融　保险

经过金融体制改革，逐渐形成以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为核心，农业发

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

农村合作金融并存的多元化金融体系。１９９６年４月，财产保险和人寿保
险分营，建立涵盖重大疾病、养老、教育、意外等人寿保险和财产、运

输、种植、养殖等财险体系。至２０１０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３５９７３９万
元，贷款余额１１３５７３万元，为经济发展、稳定社会、造福人民提供有力
保障。



第一章　金　融

第一节　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

１９８５年１月，撤销中国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业务由工商银行代理。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恢复中国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全面履行中央银行职能。２００１年２月，撤销发行库和保
卫股，同时取消人民币发行业务职责。２００３年，内设办公室、会计股、金融监管股。
２００４年２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分设，原金融监管股在银监会成立后分出。同年４月，
成立综合业务股。至２０１０年，有职工１５人，内设办公室、国库会计股、综合业务股。

中国工商银行汉阴县支行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３年５月，工商银行汉阴县支行除行机关外，下设第一、二、三、北
门、西关、东门６个储蓄所。１９９３年６月，增设涧池储蓄所。２０００年９月，撤销第三、
西关、涧池储蓄所，成立支行营业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撤销北门、东门储蓄所。２００３年６
月，第一储蓄所升格为民主街分理处。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股份制改造，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汉阴县支行，支行营业部改为业务管理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支行在职

职工人数由１９９５年６６人减少到２０１０年底２９人，内设营业部、客户经理部、办公室、民
主街分理处。

中国农业银行汉阴县支行

１９８８年５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中国农业银行汉阴县支行除行机关外，下设北城街、
解放街、西门、东门等６个储蓄所，平梁、城关、涧池、蒲溪、铁佛、漩涡、汉阳７个营
业所。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４年，先后撤销铁佛等１１个营业所、储蓄所。２０１０年７月，中
国农业银行Ａ＋Ｈ股上市，中国农业银行汉阴县支行更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
阴县支行，下设支行营业部、北门分理处、城关分理处３个营业机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汉阴县支行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汉阴县支行成立，从中国农业银行汉阴县支
行划拨１８人。主要职能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
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至２０１０年，全行正式编制职工１０人，内设会计出纳部、客户服务部。
汉阴县农村信用联社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信用社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经营计划、目标任务等由农业银行统
一管理，全县有４２个核算社、６个信用分社、４８个营业网点，职工１６７人。１９９６年１１
月，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成立汉阴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将４２个核算社归并为蒲

２４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溪、涧池、天星、平梁、铁佛、汉阳、漩涡７个中心社和月河、城关、太平３个单列社及
联社营业部，内设办公室、计划信贷股、财务会计股、稽核监察股、保卫股、经济警察

小队。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陆续接收农业银行设在汉阳、漩涡、铁佛、平梁等５个营业所的
存贷款业务。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网点２２个。其中，中心社１１个，管理社１１个。

汉阴县邮政储蓄银行

１９８６年，汉阴县恢复开办邮政储蓄。１９９８年邮电分营，县邮政局营业部及城关、广
场、蒲溪、涧池、平梁、汉阳等支局均开办储蓄业务。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３日，邮政储蓄业务
从邮政局分离，成立邮政银行。

第二节　金融业务

储蓄

１９８８年，各专业银行和信用社主要办理９种存款，即活期储蓄存款、定活两便储蓄
存款、定期储蓄存款、保值定期储蓄、承包户及个体户结算存款、集体农业存款、乡镇

企业存款、集体定期存款、国家机关单位及社会团体存款等。１９９６年，农业银行开办养
老连环、支票、电话储蓄。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取消定期８年档次。定活两便储蓄存款一
次存入，不定期限。保值定期储蓄存款一次存入，到期一次支取本息，并随着物价浮动

保值补贴。１９９８年，开办定期定额有奖储蓄、贴水有奖储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储蓄
业务。定期存款分零存整取和整存整取两类。

贷款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银行、信用社除支持全县工业、乡镇企业、商业百货、供销粮油企
业收购农副产品，农业生产、个体经营户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发放贷款外，新增扶贫

贴息贷款。１９９６年，开办住房、汽车贷款。２０００年，开办农户联保贷款。２００１年，开办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２００５年，增加生源地助学贷款。２００７年，新开办工资卡质押贷款、
住房按揭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业务。２００８年，县信用联社进一步加快
实施 “一村一品”信贷支农工程，为每个示范村安排不少于２００万元，全县不少于２０００
万元的 “一村一品”信贷资金。全县１０个 “一村一品”示范村农户建档５４６３户，评定
信用户４８４０户，授信总额８９１６万元，农户贷款３０６６户３２５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县信用联社
投放８０００余万元信贷资金支持新农村示范村建设。２０１０年，县人行制定 《汉阴县金融支

持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指导意见》《汉阴县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评奖励办法》，

解决信贷难问题。其中，县信用联社新增贷款余额１７亿元。
代理业务

在票据承兑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兑付、收付款、买卖政府债券的基础上，

１９９２年，农业银行开始代理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业务；１９９６年，代理国库券还本付息转存
定期储蓄业务；１９９７年，新开办代收学校学费、代收电话费、水费、代发铁路工人工资业
务。１９９９年，工商银行开办代理部分机关、事业单位代发工资业务，首批代理４００家。还代
理部分工商企业营业税和个人利息税征收。２００５年，农业银行代理县财政会计核算中心结

３４２第十三编　金融　保险



算；２００６年，工商银行全面代理县级财政城关区域内的工资代发业务，代理户数达５０００余
家。２００９年，成立汉阴县惠农资金兑付中心，涉及退耕还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家电
下乡补贴等１７项惠农资金的兑付工作。２０１０年，县信用联社推广富秦家乐卡业务，至年底，
累计发放富秦家乐卡３８５０张，授信总额１９３７２万元，贷款余额１１３８６万元。

其他业务

黄金收兑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年，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履行黄金收兑业务。２００１年国家取
消黄金 “统购统配”政策，人民银行不再经营黄金收兑。

信用社清股扩股　１９８７年信用社共有股金３１万元。１９９３年扩增法人股、企业股，股
金有５０元、１００元不等，额度不受标准限制，股金增加到２５４万元。１９９７年，再次扩股，
股金达到３１２万元。２００４年，县信用联社推行股金结构改革，将以前的小额股金予以清
退，股权设置为：自然人资格股起点１００元，法人资格股起点１万元。规定单个法人持股
不超过股本金总额的５％，企业持股不超过股本金总额的１０％。县信用联社注册股本金为
１１９５万元，入股户数６４００户。按股权设置划分：自然人股６２４３户８８７万元，员工股１４９
户２９８万元，企业法人股８户１０万元，分别占股金总额的７４２％、２４９％和０９％。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金融机构存贷款统计表
表１３－１－１ 单位：万元

年　度
存款余额

总　计
其　中

储蓄存款

贷款余额

总　计
其　中

短期贷款

年　度
存款余额

总　计
其　中

储蓄存款

贷款余额

总　计
其　中

短期贷款

１９８８ ６３３８ ３５７７ ７７１５ — ２０００ ５４０２５ ４２４３０ ３５９２４ ２１４８０

１９８９ ７３５３ ４４４５ ９１７７ — ２００１ ６０３７２ ４８９４１ ３６５２１ —

１９９０ ９０５２ ５６８８ １１１４０ — ２００２ ６８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

１９９１ １１４３３ ７１４７ １３６８５ — ２００３ ７８５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４０７００ —

１９９２ １２８６４ ８８９５ １６０１０ — ２００４ ９４２００ ７５８００ ４３４００ ３１３００

１９９３ １５３４４ １０９８７ １６７６５ ８３９７ ２００５ １１１５８５ ９１２３０ ４９３９０ ３７０９２

１９９４ １５５４２ １２６０５ １９４７０ １０４８５ ２００６ １２９１０８ １０６５２０ ５５９４２ ３５９５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０６２ １６１７９ ２２８９１ １２８９５ ２００７ １５７７６２ １２１３６７８ ６４６８５ ４６２０１７

１９９６ ２４７１９ ２１８２３５ ２７０１９９ １５５０７６ ２００８ ２１７９４８ １６２１２４１ ６２３８９ ４５１４９

１９９７ ３３４５６ ２７６７５ ３３３１５ １７０２６ ２００９ ３０３３３２ ２０１４４４４ ９０８８８ ６４２７４４

１９９８ ４０８７６ ３２４７２ ３３８８０ ２２０２９ ２０１０ ３５９７３９ ２４５３９５６ １１３５７３ ４６２１５２

１９９９ ４６４５５ ３５８０１ ３７９８２ ２１２３８

４４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三节　金融监管

信贷管理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物价上涨过快，现金投放过多，信贷扩张，贷款居高不下，各商业
银行采取 “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适时调节”信贷方针，严格按

规模控制管理贷款发放。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中国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主要是采取行政手段，
使用信贷计划和现金计划对社会信用进行直接调控。１９９２年起，采取 “盘活存量、调整

增量”的信贷措施，贷款审批权上收，各支行仅发放小额质押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重

点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１９９４年，开始逐步缩小信贷规模控制范围，对商业银行采取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１９９８年，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信贷调控主要是调整准
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间接调控。１９９９年起，除小额质押贷款、
个人消费贷款外，对中小企业贷款由上级行审批。

县人行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县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切入点，组织召开银企项目推

介会、合作会等各种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搭建银企协作平台；引导商业银行

向上级争取扩大授权授信，主动寻找贷款客户，营销贷款，发挥支农再贷款的引导作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累计向农村信用联社投放支农再贷款３４６亿元。
１９８８年末，全辖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４２３１万元、５０５２万元；２００７年末，

存、贷款余额分别为１５７７６２万元、６４６８５万元，分别增长３７倍、１２倍，年均分别增长
２１％、１４３％。２０１０年末，存、贷款余额分别达３５９７３９万元、１１３５７３万元。

货币发行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年２月，中国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履行货币发行职能，负责辖境金融机
构的现金存取。２００１年３月，汉阴县支行发行库正式撤销，该县金融机构的现金存取，
各自到安康的上级行、社或到石泉县支行办理，汉阴县人行的货币业务仅是人民币的管

理和归集上缴该县金融机构收缴的假币。２００８年，设立反假币宣传站１２个，收缴假币
６９５张，金额５１０５５元。２００９年，收缴假币５２９２５元。

国库

１９８８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国库一直办理各经收处划缴税款、收费及罚
没收入等收入的入库、上划业务，以及库款的支拨、退库等，同时办理单位国债收款单

和个人无记名国债的兑付业务。１９９０年，为调动乡镇人民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缩短
财政收支的在途时间，在各乡镇设置金库。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乡镇金库职能逐步弱化，

于２００４年全部撤销，乡镇收入通过基层信用社上划县支行国库。２００２年开始对国库业务
进行电子化处理，２００５年５月，与上级国库纵向联网。

不良贷款清收

中国农业银行汉阴县支行累计调查可疑类贷款法人客户５户，金额５１５万元；损失类
法人客户１１３户，金额６９７５万元。整理可疑类自然人贷款档案资料２０４７户、２０６６６笔
４８６万元，损失类自然人贷款２９３０户、７９１８５万元，共追责１２８户５０９６６万元，涉及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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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员１９人，抵债资产处置３处２１２２万元，闲置资产处置２处变现１１６万元。
中国工商银行汉阴县支行自１９９３年起，通过向资产管理公司剥离、申报核销等途径

消化不良贷款。至２００７年底，共消化不良贷款５０００余万元，资产不良率降至零。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１９９４年始，将放出的贷款分成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催收贷款３

大类纳入表内核算。１９９７年５月，对全县信用社贷款质量开展大检查，发现不良贷款达
８７１２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１９３％，个别社高达４０％。随即将清理出来的不良贷款落实到责
任人名下催收，实行不良贷款清收与职工个人利益挂钩，执行岗位清收和责任清收。１９９８
年２月，实行收贷款风险金，对清理出来的违章违纪贷款和逾期贷款按５‰和１０‰的风险金
比例记到责任人，逐月从工资中扣除，对造成严重损失的解除劳动合同，直至追究法律责

任。１９９９年，县信用联社组织清收工作组，坚持常清收，对个别职工 “三违”贷款较严重

的实行下岗清收。２００１年，县信用联社组织三个稽核检查组，对全县信用社的贷款详细稽
核审计，发现少数社有弄虚作假、以贷收息、“三违”贷款清收不力等问题，造成不良贷款

上升到４０４６３万元，占贷款余额的２７６％，创历史最高。２００２年起，从严执行不良贷款追
责制，与职工调级增资挂钩，采取集中力量到户催收和诉诸法院依法清收，建立贷款损失赔

偿和不良贷款大户监测报告制，不断加大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２００７年，不良贷款余额
１５４３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３３９％，资产质量创历史最好水平。２００８年，不良贷款余额
７３２４２９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１３９２％，消化清收不良贷款８６１９４万元。２００９年，不良贷款
余额６７３４０１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８５１％，消化清收不良贷款４５８５４万元。２０１０年，不良
贷款余额６１１９５８万元，占贷款总额的６４２％，消化清收不良贷款２８４１万元。

第二章　保　险

第一节　保险机构

财产保险公司

汉阴县保险支公司，建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６年４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汉阴县支公司一
分为二，组建财产保险公司汉阴县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汉阴县支公司。中保财产

保险有限公司汉阴县支公司办理全县各种财产保险业务。１９９８年５月，内设运工货保险
科、财保科、综合科。

人寿保险公司

１９９６年４月，分设的人寿保险公司全称为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汉阴支公司。１９９９
年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汉阴支公司，２００３年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汉阴
支公司。公司下设客户服务部、城区营销部、农村拓展部、团险中介部。并在蒲溪、涧

池、平梁、漩涡下设４个营销服务部。

６４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节　保险业务

开办险种

财产保险是汉阴县开办最早的险种。１９８９年，全县５０００亩烤烟保险开创种养业保险
先河。１９９０年，全县有１４０００万元的社会资产参加保险。其中，有６７家企业投保，国营
和农村商业承保面１００％；地方工业承保面８０％以上，机动车辆承保面９０％以上。家庭
财产保险进入多样化，特别是房屋长效还本保险、储蓄保险、家用电器附加盗窃保险等，

颇受群众欢迎。１９９１年，增开储蓄保险业务。１９９３年，增开多险种储金保险业务。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新开企业产品质量责任保险新险种９项，服务项目由三年前２３种增加到３２
种，近２亿元的社会资产得到保险保障，保费收入三年翻两番。

人身保险起步较晚，发展快。主要险种有子女备用金保险、学生平安保险、简易人

身保险、寿星保险、幸福养老保险、团体人身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乘车和住宿意外伤

害保险等。至１９９０年，全县有６万人 （次）参加各种人身保险，其中在校学生近３万人
参加平安保险，县城内独生子女承保面达１００％。
１９９２年，增开双女户养老保险和老年寿寝保险。１９９６年底，开办少儿终身平安保险、

６６鸿运保险 （Ａ型、Ｂ型）。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陆续开办鸿寿养老保险、重大疾病保险、８８
鸿利保险、９９鸿福保险、简易人身保险、子女婚嫁备用金保险、独生子女两全保险，此
后陆续开办的险种有１００余种。

保费收入

１９８８年，财产保险、人寿保险保费收入４５０５万元，到１９９５年，保费收入增至３１９
万元。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人寿保费收入从１００万元上升到８００万元，增长８倍。２０００年，
财保保费收入２０１万元，其中运输工具险承保各类机动车４００台，收入保费１５９万元，财
产险承保２１３４笔，收入保费４１万元，货运险收入保费１３万元。人寿保险比上年增加保
费１７４万元，全年完成新单保费１６０万元，短险保费１０１万元。２００１年，财险保费收入
２４３万元。人寿保费收入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１１００万元，其中短险保费１１５万元，新
单保费５６５万元，续期保费４２０万元。农村保户超过城镇保户的发展，新增保单１７００份，
其中农村新单超过１０００份。２００２年，完成财险保费收入２４７３万元。２００３年，财险保费
收入２９１７万元。２００５年，财险保费收入２４３８万元，人寿保费收入１２３３万元。２００７
年，完成财险保费收入２９８万元，人寿保费收入１３３０万元，其中期缴保费２３０万元，短
险保费１００万元，续期保费９００万元，趸交保费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财险保费收入
分别达１１００万元、１２１０万元、１３００万元。

保险理赔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办理保险理赔４００余件，共赔付６７万余元，其中代赔１５２７万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办理财产、人寿保险理赔１２２８余件，共赔付１３０万元。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累计理赔费７１１万元。２０００年，理赔件数２７７件，金额９９万元。２００１年，处理各险种赔
案２８７件，支付赔款 ９３万元。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累计办理保险理赔 ３８９９件，赔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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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３４２万元。２００２年，中铁十五局承建漩涡汉江大桥，在汉阴支公司办理财产保险，保
险金额８４７７万元，付保险费３９万元。６月９日汉江暴雨洪灾造成工程损失１１１５７万
元，灾后损余收回３２２３万元，汉阴县财产保险支公司付理赔费７９８万元。２００４年９月
８日，汉阴县涧池环球生物化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损失１００多万元。因该厂交付４万多元
在汉阴公司办理有保险金额３３０５９万元的企业财产综合保险，经审理赔付１１３３６万元。
２００５年１月９日，胡某某驾驶面包车载客５名由蒲溪到田禾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６
人当场死亡，车辆报废。该车出险前投保有车上座位险，汉阴支公司理赔１２万元结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理赔支付２３０７万元。

８４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十四编

经济综合管理与监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指导性计划范围和市场调节作

用逐步增大，行政管理由过多过死转向宏观调控、微观调控。各经济管

理部门积极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转变工作职能，健全管理制度，促进全

县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国土资源、工商行政、质量技术和食品药品

等市场综合监督与管理，逐步建立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审计监督实现全覆盖，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执行到位。

抢抓西部大开发和扩大内需历史机遇，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基础设

施和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拉动经济增长。加强物价管理与改革，物价水

平呈上涨态势，但整体平稳。



第一章　经济综述

第一节　 经济总量与结构

经济总量

１９８８年，全县生产总值１１６１５亿元，人均生产总值４３９元。１９９５年，全县生产总值
３２０６亿元，人均生产总值１１４０元。２００５年，全县生产总值１１２８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４５２２元。２０１０年，全县生产总值２８４４８亿元，人均生产总值１１４７７元。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生产总值一览表
表１４－１－１

年　度
生产总值

（亿元）

其中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产比重

人均生产

总值 （元）

１９８８ １１６１５ ０６１８２ ０３９０１ ０１５３３ ５３２∶３３６∶１３２ ４３９

１９８９ １３１１ ０８６７ ０１６１ ０２８３ ６６１∶１２３∶２１６ ４８８

１９９０ １５５５ １００４ ０１７８ ０３７４ ６４６∶１１４∶２４ ５７０

１９９１ １７８２ １０９４ ０２１３ ０４７５ ６１４∶１２∶２６６ ６４６

１９９２ ２ １１９１ ０２８６ ０５２３ ５９５∶１４３∶２６２ ７２０

１９９３ ２３１ １３６９ ０３７３ ０５６７ ５９３∶１６２∶２４５ ８２８

１９９４ ２８５９ １６４７ ０４２４ ０７８８ ５７６∶１４８∶２７６ １０２１

１９９５ ３２０６ １７５９ ０４１３ １０３４ ５４９∶１２９∶３２２ １１４０

１９９６ ３８５４ ２２６１ ０５１３ １０７９ ５８７∶１３３∶２８ １３６５

１９９７ ４５３３ ２５７６ ０６９８ １２５８ ５６８∶１５４∶２７８ １６００

１９９８ ４７６８ ２５０２ ０７０７ １５５９ ５２５∶１４８∶３２７ １６７７

１９９９ ４６５４ ２０８２ ０８１９ １７５３ ４４７∶１７６∶３７７ １６３４

２０００ ５２９５ ２３７８ ０９８６ １９３１ ４４９∶１８６∶３６５ １８４９

２００１ ５８４ ２４８２ １１４１ ２２１７ ４２５∶１９５∶３８ ２０２４

２００２ ６７６４ ２７５９ １３６３ ２６４１ ４０８∶２０２∶３９ ２３３８

２００３ ８１１７ ３１４２ １６９ ３２８５ ３８７∶２０８∶４０５ ２８０６

２００４ ９８６９ ３６３４ ２３９４ ３８４１ ３６８∶２４３∶３８９ ３３９８

０５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年　度
生产总值

（亿元）

其中 （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产比重

人均生产

总值 （元）

２００５ １１２８ ４４７６ ２６０１ ４２０３ ３９６∶２３１∶３７３ ４５２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２２ ５１７７ ３２２２ ４８２１ ３９２∶２４４∶３６４ ５３２１

２００７ １５６６４ ５９８４ ３９３８ ５７４２ ３８２∶２５１∶３６７ ６２９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９ ７７５７ ５３８４ ６９６８ ３８６∶２６８∶３４６ ８０７６

２００９ ２３８３２ ８０８８ ７４６１ ８２８３ ３３９∶３１３∶３４８ ９５５８

２０１０ ２８４４８ ８３５３ １０１５４ ９９４１ ２９４∶３５７∶３４９ １１４７７

　　注：采用２０１５年三经普修数据；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人均生产总值２００４年以前按户籍人口计算，

２００５年以后按常住人口计算。

经济结构

１９８８年，三产比重为５３２∶３３６∶１３２。县委、县政府提出 “南麻、中油、北烟，蚕

桑覆盖全县”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农业重点开发桑、麻、油３个系列，建设粮、油、蚕
桑、烤烟４个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狠抓丝麻纺织、化工、食品饮料、采矿、机械５个工业
支柱产业。

１９９１年，提出建设以县城为中心，东至双乳，西至高梁的川道经济区，逐步形成区
域性支柱产业。

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９日，县委、县政府做出 《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决定》，重点抓好月河川

道工业经济带建设，逐步形成以黄金、非金属矿产品为支柱的矿产业，以魔芋、油菜籽、

畜禽深加工产品为骨干的食品业，以皂素、葛根素、民爆产品、塑料制品为龙头的化工

业，以石材、黏土砖、水泥预制品为重点的建材业，以茧丝绸、棉织品为代表的轻纺业

等５大工业支柱产业，使工农业比重达到６∶４。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５日，县委、县政府做出 《加快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建设的决定》，集中

力量、集中资金、集中扶持，产业化经营，建设蚕桑、黄姜、油料、魔芋产业基地。

“十五”期间，经济结构调整为以 “畜、桑、粮、药”为主导，以 “菜、烟、茶、

果”为特色的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医药化工、新型建材、矿产等特

色工业和建筑房地产业；发展生态旅游带动三产服务业。

“十一五”期间，把依托科技进步、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

升级的战略措施，不断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基本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互促互进、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三产比重达到２９４∶３５７∶３４９。
到２０１０年，形成２６万亩的生产基地和较大规模的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产业化产值

达到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０％～８０％，产业化对地方财政贡献率达６０％以上，农民在产
业化中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０％以上，现代农业雏形基本形成。

１５２第十四编　经济综合管理与监督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分行业增加值统计表
表１４－１－２ 单位：亿元

年　度 农　业 工　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

仓储邮政业

批发和

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金融业

房　地

产　业

其　他

服务业

１９９２ １１９１２ ０２４２６ ００４３５ ０１０８１ ０１３０５ —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４０８ ０１９２２

１９９３ １３６９３ ０２９７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３７７ —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４７９ ０２３１１

１９９４ １６４７２ ０３４０８ ００８３３ ０１７９５ ０１７４８ —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７３４ ０３１４７

１９９５ １７５８８ ０３３４７ ００７８５ ０２４２７ ０１７９８ —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９２ ０４０８４

１９９６ ２２６１１ ０４２３６ ００８９９ ０３３４１ ０１６６９ —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８０２ ０４５３３

１９９７ ２５７６４ ０５８５６ ０１１２７ ０４０５ ０２３２１ —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９５４ ０４９７

１９９８ ２５０２１ ０５２７９ ０１７８５ ０５５６５ ０２６４２ — ００７４１ ０１２７７ ０５３６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８２２ ０５０５ ０３１３７ ０５８４９ ０３１９５ — ００７８４ ０１４６ ０６２４５

２０００ ２３７７７ ０５８０９ ０４０５２ ０６３３１ ０３４３３ — ０１ ０１５９５ ０６９５１

２００１ ２４８１８ ０７１６１ ０４２４６ ０６９８７ ０３６６６ — ００７７４ ０１９１１ ０８８３３

２００２ ２７５９１ ０８８８６ ０４７４８ ０８８０９ ０４０３４ — ００７５８ ０２６６８ １０１４３

２００３ ３１４１６ １１０８３ ０５８２ １１０７１ ０４５８３ — ００７４２ ０４６９６ １１７５５

２００４ ３６３３７ １７２６４ ０６６７９ １３２８８ ０５３１ — ００７２８ ０５５６２ １３５２６

２００５ ４４７６ １８８ ０７２１ １４７６ ０４７９ ０１８３ ００９８ ０６０９ １３５８

２００６ ５１７７ ２４２２ ０８ １５６７ ０５８１ ０２２６ ０１３８ ０６１ １６９９

２００７ ５９８４ ３０１２ ０９２６ １５９４ ０７２１ ０２９ ０２８７ ０６３７ ２２１３

２００８ ７７５７ ４１１３ １２７１ １６６３ ０９４９ ０３９２ ０４４５ ０７１９ ２８

２００９ ８０８８ ５８６８ １５９３ １８５５ １１０９ ０４７２ ０５９４ ０７６１ ３４９２

２０１０ ８３５３ ８０６１ ２０９３ ２１４６ １２３ ０５５８ ０６７２ ０８３８ ４４９７

　　注：采用２０１５年三经普修数据；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第二节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９７８６万元。其中，生产性投资２０６８万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先后新增双乳乡豆粉厂、永宁乡玻璃拉丝厂、城关镇地板砖厂、轻

工机械厂呋喃树脂及其共聚物、服装厂海绵复合布、异型塑料厂塑料异型材、计量器厂

喷塑钢门窗等工业项目，开发城关、蒲溪、平梁等工贸小区建设，以及实施解放街改造

拓宽工程、丝织扩台、“引青济观”、龙 （垭）铁 （佛）输电线路、新上缫丝厂、观音河

供水站、观音河库区挖潜配套、程控电话及１４个日本援助粮食增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全

２５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７４５万元。其中，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
基建投资１４９６８万元，技改体制改革３０２万元，城乡集体投资２８４万元；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
完成国有单位投资４８６６万元，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１１７５万元；城乡居民投资４０２６万元。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先后实施 “三通”建设、县城改造工程、新兴集镇、新村建设、“千

塘万窖百里渠”工程、退耕还林、山地开发和水保生态工程建设、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等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７５８７万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２６７００万
元，更新改造投资４１３９万元，城乡居民投资１２５３６万元。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７２３５７万元。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基本

建设投资５６５８９万元，更新改造投资４６９２万元，城乡居民投资２４９８０万元，房地产开发
投资１１２８９万元，其他投资１６９２０万元。２００５年，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９０１４万元。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４２０万元，城镇私人建房投资５０４６万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８４万元，农村集体投资２４６９万元，农村私人建房投资５９９５万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全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６８６７３万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５５１５６４万元，房地产开发投资３１９０２万元。

２００９年，争取省市扩大内需项目２１个，总投资７５００万元，灾后重建项目３６个，总
投资２３２亿元。全年在建项目１４４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７２亿元。其中，４０个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７５６亿元。新建通村水泥路１６５千米、通乡油路７８千米，在全市率先实现
乡乡通等级路、村村通水泥路；２２个无电村建设、１２个行政村电网改造完工；沐浴河等
１０条小流域治理和涧池、城关、永宁３乡镇土地整理项目完成年度建设任务；１５所灾后
重建学校竣工４所；县中医院门诊综合楼及１８所乡镇卫生院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农村安
全饮水、敬老院及五保提标、城镇廉租房、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等民生类项目投资增长

７４２％。以工业为重点的产业项目投资增长９２８５％。
２０１０年，实施５大类项目１１０个，争取国家补助资金９１９２万元，完成投资１３亿元。

３２个重点项目开工建设２７个，完成投资６９亿元。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
表１４－１－３ 单位：万元

年　度 投资总量 城镇投资 房地产投资 年　度 投资总量 城镇投资 房地产投资

１９８８ １５５６６ — — １９９５ ２９７５ — —

１９８９ １６０６ — — １９９６ ５１６３ — —

１９９０ １８１６ — — １９９７ ５０８１ — —

１９９１ １１６４ — — １９９８ ８２３１ — —

１９９２ １５１４ — — １９９９ １６２２１ — —

１９９３ ３２９５ — — ２０００ ２２８９１ — —

１９９４ ３７９７ — — ２００１ ２３２９９ — １６３６６

３５２第十四编　经济综合管理与监督



续表

年　度 投资总量 城镇投资 房地产投资 年　度 投资总量 城镇投资 房地产投资

２００２ ２４９８３ — ２８２０ ２００３ ３１８３５ — ３５７６

２００４ ４３２２６ ３０８０６ ３２５７ ２００５ ４９０１４ ３３４２０ ２２３０

２００６ ５６２７２ ３５８０７ １７３５ ２００７ ８１３０２ ５７６２２ ２５５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６１４ ９２３３１ ６３７４ ２００９ １８５２９５ １６０１８２ ９６７３

２０１０ ２２３１９０ ２０５６２２ １１５７０

第三节　以工代赈项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上级共给汉阴县安排以工代赈项目资金６５２３万元，建设农田水利
１５处，人畜饮水２处，基本农田５３万亩，新修公路５７９千米。实际完成投资４１６６１万
元，占总计划投资的６３８７％。
１９９５年，地区安排以工代赈项目１０个，总投资３９１５万元。其中，以工代赈投资

２２２万元，配套资金１６９５万元。１９９６年，争取１４个项目，总投资５８０余万元。１９９７年，
争取以工代赈项目资金５５５３万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３１７万元，省配套资金１１７４万
元，县级自筹资金１２０６万元。１９９８年，计划下达以工代赈项目１４个，总投资６５５万
元。其中，以工代赈投资３６７万元，省级配套资金１１７４万元，地县配套资金１７０６万
元。１９９９年，申请以工代赈项目３６个，争取资金１０６５５万元。其中，国家以工代赈及
省配套资金７２５４万元。
２０００年，以工代赈到位资金１４４２万元，项目主要为 “三通”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０１年，下达以工代赈资金６５２３万元。其中，国家以工代赈资金４９９万元，省交通养
路费配套资金４７５万元，省邮政局配套资金６万元。２００２年，下达以工代赈项目投资
５３７万元。其中，国家以工代赈资金４０７万元，省级配套资金４６万元，县级配套资金８４
万元。２００２年，落实以工代赈项目６大类６０个，总投资３９４０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
专项资金２４５５４万元。２００３年，共下达财政预算内的以工代赈计划总投资资金３７０万
元。其中，国家预算内的以工代赈资金２６５万元，配套资金１０５万元。２００４年，计划下
达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３３２万元。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２３８万
元，省交通养路费４５万元，市、县配套资金４９万元，资金实现报账制管理。２００５年，
共下达以工代赈项目资金财政预算内１９９万元。其中，农田水利建设５６万元，县乡村道
路１１７万元，人畜饮水工程２６万元。并下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 （国债）以工代赈１２
万元，其中，小型农田水利６万元，双乳镇三同村渠道灌溉改造６万元。
２００７年，下达中央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项目资金２２３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４２万元，

项目为农田水利建设资金２８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５万元，县乡村道路建设资金１４２万元，

４５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地方配套资金２６万元，人畜饮水资金３８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８万元，其他应急工程１５
万元，地方配套资金３万元。并规定国补以工代赈资金在１０万元 （含１０万元）以下的
项目，财政一律不预拨项目启动资金，由项目建设单位垫资实施，待项目完工后通过检

查验收合格并核实工程决算后，采取 “直通车”方式一次性拨付给项目建设单位或项目

施工单位。２００８年，实施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搬迁２１５户８７０人。

第四节　招商引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引进建设项目６７个。其中，联合项目１８个，技术协助项目４９个。
累计引进建设资金５９７万元。
１９９９年，招商引资２４９４３万元。２０００年 “西洽会”、安康 “两会一节”共签约项目

２５个，签约总金额２７７７３万元。其中，引资金额２４９４３万元，引资比例达９０％。其中，
年产５０万吨水泥厂项目，总投资达１２亿元。２００１年，引进项目２５个，投资总额８６５４万
元。２００２年，签约项目１６个，总投资６２９亿元，引资高达９３％。２００３年，签约项目１２
个，引进资金３７４亿元，完成投资６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４年，招商引资３３８亿元。在 “中国西

安东西部贸易洽谈会”上共签约合同１２个，签约总投资３３４６８万元。其中，引资２８９６０万
元。在第五届安康 “龙舟节”上共签约项目４个，引资额２５８０万元。
２００５年，签约１８个招商项目，签约总投资２７２亿元，有１４个项目履约，履约率达

８８％。２００６年，引进同济医院、漩涡花岗岩开发等１２个项目，到位资金８９００万元，全年完
成投资０８３亿元。２００７年，通过 “西洽会”“龙舟节”“油菜花节”等招商活动，共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１５个，引资２３１６亿元；开工项目１４个，到位资金１０３亿元，项目合同履约
率９３％，资金到位率４４％。
２００８年，签约招商引资项目２６个，总投资５亿元。其中，引资４５６亿元。策划包装建

材、富硒农产品加工、非金属矿产开发、旅游景区开发等项目５５个。２００９年，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１１个，总投资４６５亿元，引进资金４４５亿元。
２０１０年，签订招商引资合同２０份，项目总投资８０３亿元，引进资金７９５亿元，到位

资金６９９６亿元。当年开工项目１９个，完成项目投资４７亿元。

第二章　计　划

第一节　计划管理机构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撤销县计划委员会、县物价局，成立县计划局。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８
日，成立县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挂靠县计划局。１９９６年，物价管理从县计划局划出。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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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县以工代赈办公室并入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０日，县矿产资源办改为矿
产资源管理局，升格为副科级事业单位，隶属县计划局。

２００２年９月，撤销县计划局、县物价局、县重点项目办公室，成立县发展计划局，矿
产资源监督管理职能划归县国土资源局。２００４年７月，成立县招商局，正科级事业单位，
挂靠县发展计划局。至２０１０年，局机关内设行政股、工业经济股、农业经济股、社会事业
股、以工代赈办。

第二节　计划编制与执行

县计划委员会 （计划局、发展计划局）除编制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计划外，重点编制五

年计划。

“七五”计划

１９８５年，全县生产总值６２９７万元。其中，第一产业３６１２万元，第二产业２０００万元，
第三产业６８５万元。１９８６年，编制第七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１９９０年末，全县完成生产
总值１５５５亿元。其中，第一产业１００４亿元，第二产业０１７８亿元，第三产业０３７４亿元。
财政收入９５１８万元。

“八五”计划

计划到１９９５年末，国民生产总值 （现价）达到１４１亿元，年增长６９％；工农业总产
值 （８０年不变价）达到１７亿元，年均增长７４％；国民收入 （现价）达到１１４亿元，年
均增长６８％。执行结果：１９９５年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３１１９４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１７８３６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９４６０万元。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１４７５万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６４８元。

“九五”计划

计划到２０００年末，国民生产总值 （可比价）达到４４８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１２％；工农业
总产值 （９０年不变价）达到５００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１３１％；地方财政收入 （新口径）达到

３０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１５３％。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６１０００万元，年均增长３５１％。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１４５０元，平均增长１２％，粮食总产量达到１２００００吨，年均增长１３１％。“九
五”计划期间，择优确定重点建设项目１００个，总投资达４１６亿元，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执行结果：２０００年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４８１５９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４６８２万元，
年均增长２％；第二产业增加值８９５２万元，年均增长１２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４５２５万元，
年均增长６２％。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２５１８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２０６元。

“十五”计划

预期目标：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０％
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入全市先进行列。三大产业比重达到３６∶３２∶３２，城镇化水平
提高到３０％，科技进步贡献率达４０％以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加３００元以上，农
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加１５０元。执行结果：２００５年末，实现生产总值１１２８亿元，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４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５％，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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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增加值４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４％。财政总收入３１１５万元，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
入１８３６万元。农业总产值７３６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８３９元。工业总产值６５亿元。

“十一五”计划

全县生产总值平均增速预期保持１１％以上，达到２３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超过８０００元，
地方财政收入年递增１０％以上，达到２９００万元；全县经济保持１５％以上增速，第三产业平
均增长１０％以上，三大产业调整为３６∶３４∶３０。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６００元，平均增长７％，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３００元，年均增长５％。执行结果：２０１０年末，实现生产总值
２８４４８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３５３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１０１５４亿元，第
三产业增加值９９４１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优化为２９∶３６∶３５。地方财政收入８０４７
万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４０５３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５９０元。

第三章　统　计

第一节　统计机构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统计局内设综合股、业务股、城市经济调查队、企业经济调查队２
股２队。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的统计标准和基本统计报表制度，完成国家和省市布置的
统计调查任务和报表；制订全县统计调查方案以及实施细则；指导和协调辖区内各单位

的统计工作；搜集、整理、检查、审定、编印全县年度基本统计资料，发布全县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第二节　统计制度与方法

统计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　每年年底，县统计局例行召开统计年报工作会议，对统计人员集中
培训，布置报表任务，并实行汇审和当面交表办法收集审核，改错、答疑由经办人负责

计算机处理，上报报表由专业人员负责。１９９９年，建立健全各乡镇、各部门及各企事业
单位统计台账、原始记录及有关统计资料；各专业统计报表安排布置采取逐级布置审核

上报办法。如：农业报表由统计、农业、水利、林业等部门统一布置，统一审核，统一

盖章上报，以防止数出多门。对重要数据实行评估制度，波动较大数据根据掌握情况评

估认定，确保数据真实可靠。２００１年，开始开展基本单位普查，有６００个单位办理 “统

计登记证”。２００６年，城市住户调查样本轮换，更新统计、上报和基本单位名录库。
数据评审制度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按照下管一级原则，开始开展以 “ＧＤＰ”为主的各有

关专业数据质量评估审核工作。每季度一次经济形势分析会和半年一次主要经济统计指

７５２第十四编　经济综合管理与监督



标数据质量评估会，评估审核有关数据。

报表审签制度　县、乡 （镇）政府、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填报统计报表由各

部门主要领导审查、签名盖章后上报。

统计方法

１９８９年，劳动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三个专业年报改手工汇总为计算机录入汇
总。１９９０年以后，城镇住户调查按期 “换户”，采用两阶段随机等距抽样调查，抽取５０
户作为新调查户。

县农调队设立粮食产量和农经调查点，每年在夏、秋两季作物收获时，在全面实测

估产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块，运用查穗数粒和实割实测方法推算全县粮食总

产量。１９８８年全县设１８个粮食产量调查点，１９９１年以后设１２个调查点。
１９９８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由过去６个点６０户扩充为９个点９０户。２００１年农村住

户抽样调查改为８０户。２００３年，农村抽样调查复为６０户。２００４年以后，农村住户抽样
调查扩充为８个点８０户。

第三节　统计调查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统计范畴仅限于农、工、建、交、商五大生产部门及各行业劳资报
表统计。１９９１年始，逐步开展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必要的统
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搜集整理基本统计资料。先后开展了农民人均

纯收入住户调查、贫困监测调查、城镇居民收入调查、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等多项专

项统计调查。

还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了１９９０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１９９３年全国首次第三产业
普查、１９９５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１９９６年全国首次基本单位普查、１９９７年全国第一次
农业普查、１９９８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调查、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２００１年全国第
二次基本单位普查、２００２年全省新兴产业调查、２００３年全省第二次非公有制经济调查、
２００４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调查、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２００６年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
２００８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等统计调查活动。

人口普查

第四次人口普查　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零时起，汉阴县开始第四次人口普查登记，８月１８
日完成普查各项汇总任务。全县总户数６８５４３户，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增加１３７２７
户，增长２５０４％。其中，家庭户６８０７７户，增加１３３９２户，增长２４４９％；集体户４６６
户，增加３３５户，增长２５５７３％。总人口２７３０６１人，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增加２０６０５人，
增长８１６％。性别比１２００９，比第三次人口普查增加４７９人。

第五次人口普查　登记标准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全县户籍人口２８８３９８人，
比第四次人口普查增长１５３３７人，年均增长０５５％。常住人口２４５１１８人 （包括外来人

口４１２２人，不包括外出人口 ４７４０２人）。其中，家庭户人口 ２４３９１５人，占常住人口
９９５２％，平均每个家庭３２５人，与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每个家庭减少０７３人。

８５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六次人口普查　登记标准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零时。全县户籍人口３０３６１８人，
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长１５２２０人。常住人口２４６１４７人。其中，家庭户人口２４１７０７人，
平均每个家庭户３１５人。

汉阴县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表
表１４－３－１

地　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数 （人）

合　计 男 女

占总人口的％

男 女

性别比例

女＝１００

全县合计 ６８５４３ ２７３０６１ １４８９９２ １２４０６９ ５４５６ ４５４４ １２００９

城关镇 ４２６４ １４７１３ ７６６６ ７０４７ ５２１０ ４７９０ １０８７８

平梁区 ２１９５２ ８８１８８ ４８０１３ ４０１７５ ５４４４ ４５５６ １１９５１

高梁乡 １５８５ ６２７８ ３４１６ ２８６２ ５４４１ ４５５９ １１９３６

红星乡 １４７６ ５９５９ ３２２６ ２７３３ ５４１４ ４５８６ １１８０４

平梁乡 ２２９１ ９０６１ ４８７３ ４１８８ ５３７８ ４６２２ １１６３３

三河乡 １５２９ ６３６１ ３６２４ ２７３７ ５６９７ ４３０３ １３２４１

酒店乡 １６１１ ６６１３ ３７５０ ２８６３ ５６７１ ４３２９ １３０９８

药王乡 １１１９ ４８５４ ２７４０ ２１１４ ５６４５ ４３５５ １２９６１

八庙乡 １４４０ ５９２１ ３３６４ ２５５７ ５６８１ ４３１９ １３１５６

天星乡 １８６１ ７７０６ ４１３７ ３５６９ ５６６９ ４６３１ １１５９１

太平乡 ４９２７ １９０１１ １００８９ ８９２２ ５３０７ ４６９３ １１３０８

月河乡 ４１１３ １６４２４ ８７９４ ７６３０ ５３５４ ４６４６ １１５２６

蒲溪区 １９５５９ ７５４１０ ４０４７７ ３４９３３ ５３６８ ４６３２ １１５８７

涧池镇 ３３０７ １３１１８ ６７８９ ６３３２ ５１７３ ４８２７ １０７１７

蒲溪镇 ２１７４ ８１６０ ４２９４ ３８６６ ５２６２ ４７３８ １１１０７

风亭乡 １８４５ ７０９９ ３７９０ ３３０９ ５３３９ ４６６１ １１４５４

永宁乡 ２００２ ７７３５ ４０９２ ３６４３ ５２９０ ４７１０ １１２３２

小街乡 １６８２ ６５３５ ３４０１ ３１３４ ５２０４ ４７９６ １０８５２

双乳乡 ２４６６ ９３８９ ５１２９ ４２６０ ５４６３ ４５３７ １２０４０

安良乡 １０３５ ３７３８ ２１２５ １６１３ ５６８５ ４３１５ １３１７４

龙太乡 １５１５ ５８４９ ３１５７ ２６９２ ５３９８ ４６０２ １１７１７

田禾乡 １３１５ ５１３２ ２８９９ ２２３３ ５６４９ ４３５１ １２９８３

清明寨乡 １３９４ ５４９３ ３０５８ ２４３５ ５５６７ ４４３３ １２５５９

金花乡 ８２５ ３１６２ １７４６ １４１６ ５５２２ ４４７８ １２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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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　区 总户数 （户）
总人口数 （人）

合　计 男 女

占总人口的％

男 女

性别比例

女＝１００

铁佛区 ８３６１ ３３８１７ １８９１１ １４９０６ ５５９２ ４４０８ １２６８７

龙垭乡 １６４７ ６６５８ ３６２２ ３０３６ ５４４０ ４５６０ １１９３０

黄龙乡 １００２ ４０６３ ２２８８ １７７５ ５６３１ ４３６９ １２８９０

双河口乡 １３３３ ５３８１ ３０３３ ２３４８ ５６３６ ４３６４ １２９１７

三清乡 １０１５ ４２２７ ２３６９ １８５８ ５６０４ ４３９６ １２７５０

鹿鸣乡 ９０８ ３９１５ ２１２２ １７９３ ５４２０ ４５８０ １１８３５

水田乡 １１５９ ４５２０ ２５６９ １９５１ ５６８４ ４３１６ １３１６８

石条街乡 ８１６ ３１８６ １８５５ １３３１ ５８２２ ４１７８ １３９３７

铜钱乡 ４８１ １８６７ １０５３ ８１４ ５６４０ ４３６０ １２９３６

汉阳区 ６２４９ ２５９９９ １４６５１ １１３４８ ５６３５ ４３６５ １２９１１

渭溪乡 １８９４ ７６４６ ４３０７ ３３３９ ５６３３ ４３６７ １２８９９

汉阳乡 １４０１ ５８０７ ３２４１ ２５６６ ５５８１ ４４１９ １２６３１

黎明乡 ８２０ ３５１０ ２０３３ １４７７ ５７９２ ４２０８ １３７６４

双坪乡 １３５７ ５８４２ ３３０８ ２５３４ ５６６２ ４３３８ １３０５４

天池乡 ７７７ ３１９４ １７６２ １４３２ ５５１７ ４４８３ １２３０４

漩涡区 ８１５８ ３４９３４ １９２７４ １５６６０ ５５１７ ４４８３ １２３０８

凤江乡 １６６８ ６７４１ ３７４４ ２９９７ ５５５４ ４４４６ １２４９２

堰坪乡 ２０６５ ８９４９ ４８９８ ４０５１ ５４７３ ４５２７ １２０９１

杜家垭乡 １８４２ ７８９８ ４３３４ ３５６４ ５４８７ ４５１３ １２１６０

塔岭乡 ８１９ ３５３２ １９９６ １５３６ ５６５１ ４３４９ １２９９５

上七乡 １０３２ ４４８８ ２４８５ ２００３ ５５３７ ４４６３ １２４０６

梓龙乡 ７３２ ３３２６ １８１７ １５０９ ５４６３ ４５３７ １２０４１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表
表１４－３－２

地　区 总户数
户籍人口

合　计 男 女

外出半年以上人口

小　计 男 女

全县合计 ７７１０１ ３０３６１８ １６４１１２ １３９５０６ ６６７９３ ３８３２７ ２８４６６

城关镇 ２１５４８ ７２８７３ ３７８７５ ３４９９８ １１１５３ ６１３８ ５０１５

涧池镇 ６４３８ ２６９９０ １４５２５ １２４６５ ７０２４ ３９７９ ３０４５

０６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地　区 总户数
户籍人口

合　计 男 女

外出半年以上人口

小　计 男 女

蒲溪镇 ６０４９ ２３４１７ １２５２９ １０８８８ ５５０５ ３２６０ ２２４５

平梁镇 ７８５９ ２９６１２ １６１５６ １３４５６ ６３９８ ３７５２ ２６４６

双乳镇 ３３６９ １５０９０ ８１７９ ６９１１ ３４９６ １９９８ １４９８

铁佛寺镇 ２４９２ １１５９９ ６３６１ ５２３８ ２６９８ １４８８ １２１０

龙垭镇 ２９０８ １１５７９ ６３３７ ５２４２ ２８２０ １５９４ １２２６

漩涡镇 ７１７５ ３３１２７ １８１２９ １４９９８ ９０４３ ５１５９ ３８８４

汉阳镇 ４９４０ ２０８３９ １１６８２ ９１５７ ４９３６ ２９２９ ２００７

酒店镇 １６１５ ６０６６ ３４３１ ２６３５ １２６９ ７３９ ５３０

双河口镇 １３６０ ５２９８ ２８９６ ２４０２ １２３２ ７３９ ４９３

上七镇 ８９７ ４５２７ ２５５２ １９７５ １０２７ ６２９ ３９８

永宁乡 ４５０４ １６７２３ ８８５６ ７８６７ ３４１０ １９９６ １４１４

观音河乡 ２３３５ １０４９４ ５８４６ ４６４８ ３２０５ １８１２ １３９３

石条街乡 ６８６ ２８５０ １６４１ １２０９ ７０８ ４１５ ２９３

铜钱乡 ４１０ １６５６ ９２０ ７３６ ４００ ２２７ １７３

田禾乡 １２５６ ５３３３ ３０１８ ２３１５ １１９２ ６８７ ５０５

双坪乡 １２６０ ５５４５ ３１７９ ２３６６ １２７７ ７８６ ４９１

农业普查

第一次农业普查　１９９７年，开展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１９９６年底，全县农业户６９８４３
户，农村从业人员１２３６０７人，其中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９４８６０人 （主要从事农业７４８４３
人），主要从事工业２４４３人，外出临时工２１０５８人。农业总产值３５１７６万元 （按９０年不变
价计算），农业增加值２３０３７万元，粮食总产量１０７万吨，油料总产量３３３９吨，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纯收入９５１元。

第二次农业普查　标准时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８５１３５万元。
其中，种植业产值５２７７１万元，林业产值４７０３万元，畜牧业产值２４０１６万元，渔业产值
１３４５万元，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２３００万元。粮食播种面积２７０２７公顷，总产量１０１７万
吨；油料播种面积７４９２公顷，总产量１７３１１吨；棉花播种面积９公顷，产量１０吨；糖料
类播种面积９公顷，产量５５２吨；蔬菜面积５３１６公顷，产量１１１５８６吨；蚕茧产量２４１８
吨。猪出栏２０１０４０头，存栏１７８７９２头；牛出栏６８３４头，存栏２３０４３头；羊出栏１７２７８
只，存栏２２４９８只；家禽出栏６８２２万只，存栏６９２９万只；肉类总产１８８６８吨；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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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２６４８吨；水产品产量１４１４吨。乡村户数７２０６８户，农村从业人员１５１８２４人。其
中，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７５６２１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９０元。

基本单位普查

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　登记标准时间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范围和对象为境内除
农户和个体户以外所有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普查标准法人单位

９８０个。其中国有经济单位５９５个 （国家机关、政党、社团１３７个），集体经济单位１１２
个，其他各种经济类型３个，社区管理型机构 （居委会、村委会）２７０个。

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　登记标准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范围和对象为境内除
农户和个体户以外所有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法人单位及法人单位附属产业活动单位。

经济普查

第三产业普查　１９９３年９月，县第三产业普查办公室对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２年第三产业
开展普查。普查结果：１９９１年底，全县共有第三产业单位３２３２户，从业人员１２０４４人。
其中，个体户２０８７户、２８１９人，国有和集体经济１１４５户、９２２５人。营业收入２９０４８万
元，上缴税金２１８９万元，实现利润３６０３万元。年末固定资产原值２８９２１万元，净值
２０６９５万元，库存总值４１５６８万元。１９９２年底，全县第三产业单位共３８０３个，从业人
员１３０５２人。其中，国有和集体经济１１８０户９４５４人，个体户２６２３户３５９８人。营业收入
３４０８６万元，上缴税金２２８４万元，实现利润５２２８万元。年末固定资产原值３１１０９万
元，净值２１９５８万元，库存总值４９３７９万元。

第三次工业普查　１９９５年，开展第三次工业普查。１９９５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１０２万
元，工业总产值１１１３３万元，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及生产单位工业总产值５９５０万
元。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３２１３万元，集体工业企业总产值２０５９万
元，村及村以下工业企业总产值５１８３万元。

第一次经济普查　普查标准时点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普查对象是县境内从事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普查主要内容包括单位

基本属性、就业人员、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情况、生产能力、原材料和能源消耗、科技

活动情况等。２００４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１０８９个。其中，企业法
人单位２０８个，机关、事业法人单位４６９个，社会团体法人单位１８个；其他法人单位３９４
个，其中村居委会１８６个，民办非企业２０８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１９７个，其中第二产业１２９
个，第三产业１０６８个。个体经营户８４９９户，从业人员１４０３９人，营业收入４１８９７万元，
营业支出３１０８５万元。在个体户数中第二产业２５３８户，第三产业５９６１户。比较集中的
行业是：工业２３１６户４５９０人，交通运输业１１８０户１３８５人，批发零售业３２１９户４０４１人，
住宿餐饮业５２７户１０３１人，卫生福利业２２６户３１２人，居民及其他服务业６８６户９４６人。
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２７４２８人，其中单位就业人员１３３８９人。在单位就业人员中，
工业４４１９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２９０１人，建筑、房地产业１０２２人，教育２２６０人，批
发零售业７６３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３１６人，住宿餐饮业１７８人，卫生、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业９３９人。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２０人，占０１５％；大学本科学历８３９人，
占６２７％；专科学历２６８８人，占２００８％；高中学历４２６３人，占３１８４％；初中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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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５５７９人，占４１６６％。二、三产业单位共使用计算机１６５１台。
第二次经济普查　普查标准时点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０８年末，全县共有从事第三

产业法人单位９６５个，产业活动单位１２１６个，个体工商户１０８４７户 （其中有证照的个体

经营户４１６９户）。普查全县生产总值２０１０９６万元，比２００８年常规统计增加８４６０万元，
增加４４％；三次产业结构由常规报表４０３∶２７∶３２７变为３８６∶２６８∶３４６。全县第二、
第三产业单位和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２４２８０人。其中，单位从业人员１５４４０人，
有证照的个体经营人员８８４０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专科、
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分别占０４％、１２２７％、２３３％、２５５％和３８６％；具有技术等级资
格证书９２８人，占单位从业人员的６％。２６２个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１８１６２９万元。其中，
国有企业４３９５万元，集体企业９７５０７万元，股份合作企业８０６万元，私营企业５８０４６万元，
外商投资企业５１５万元。

第四节　统计监督与服务

统计执法

１９８８年，县统计局组织５个检查组，对９个县办工业企业、９个商业网点、３４个零
售网点、７个区级基层供销社和月河、太平、涧池等８个乡镇的２７个工业企业，开展贯
彻执行 《统计法》及实施细则和统计数字质量情况大检查，向县人大、县政府写出书面

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做出相应决议。制定 《汉阴县统计管理暂行办法》，经县政府批转贯

彻执行。１９８９年，组织６个检查组，对２３个单位开展 《统计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１９９０
年，组织３个检查组，对５区１镇、１０个乡 （镇）、２１个村４２个村民小组农业产量村级简
易抽样调查开展情况以及数据具体计算依据进行检查。２００１年，县统计局全体干部参加省
统计局在安康市举办的统计执法培训班，取得执法证书。统计执法工作走上正轨。

统计服务

１９８９年，编写统计分析４６篇，汇总出版 《汉阴在前进 （１９４９～１９８８年汉阴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为社会各界提供汉阴县解放后４０年来的翔实资料。此后，
每年编发 《统计简讯》，定期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每年３月发布 《统计公

报》，每年编辑出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

第四章　审计监督

第一节　审计机构

至１９８８年，汉阴县审计局设办公室、行政事业审计组、企业审计组３个内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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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内设行政股、行政事业审计股、企业审计股和内审社审工作指导站。２００２
年８月，县内审社审工作指导站更名为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２００３年８月，设行政、财
政金融审计、行政事业审计、经贸审计股和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５个股室。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县审计局共组织各类审计 （调查）项目９０３个，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９２５３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６２６９万元，审计应上缴财政资金４７７万元，应减少财政拨款
１６万元，应归还原渠道资金１０９６万元，应自行纠正１６０７万元。调整账务资金１１１７万
元。向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２１起，涉及金额２４５万元。

第二节　财政金融审计

财政审计

区、乡镇财政收支审计　１９８８年起，每年安排１～３个区、乡镇的财政收支审计，乡
镇财政预算作为延伸审计单位。１９９１年，审计范围由预算内扩大到预算外和专项资金。
１９９７年后，每年安排３～６个乡、镇的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审计。至２０１０年，共安排区、
乡镇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审计项目７７个，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２００２万元。

县财政收支审计　１９９５年底至１９９６年１月，首次对县本级１９９５年度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审计调查预算外资金管理情况。审计对象除财政、税务、

国库部门外，抽审７个预算执行单位，审计调查两个乡农业税收入征解情况。此后，每年
年初均例行对上一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实行县财政预算执行与部门预算

执行审计、预算内与预算外、审计与调查、本级政府预算执行与下级政府预算执行结合

的方式，突出预算执行、各类专项资金和 “收支两条线”的审计。１９９６年，审计调查
１９９５年预算外资金管理情况，对预算外资金管理现状、特点、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审
计建议。１９９７年初，分别对财政、地税、国库和有关预算执行部门等１３个单位１９９６年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现场审计。１９９８年，采取 “账户入手，下审一级”方法，

从源头上摸清资金的运作情况，选择掌握资金调拨、管理、使用大宗性财政资金的部门

和单位重点抽审，有针对性地延伸审计１６个二、三级预算执行单位。１９９９年，财政预算
执行审计减少抽审面，增加审计深度，增强分析评价力度。２００２年，对政府外债、财税
部门组织财政收入的真实性调查，对２００２年政府统一采购政策执行情况提出７个方面的
审计建议。２００４年，审计调查县疾控中心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及县地税系统房建资
金提退使用情况。２００５年，开展政府债务专项审计调查。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共组织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审计项目２４个，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

２８８６万元。
税务审计

１９９１年，审计范围扩展到税务部门税收计划和税收政策执行情况、税收征管等。
１９９４年，就地审计全县税务系统１９９３年度集贸市场税收和零散税收分成以及代征税收手
续费计提退库情况，审计范围涉及地税局８所１队，基本查清１９９３年税收 “三提”中扩

大计提范围、多提税收分成、违规退库等违纪违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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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专项审计调查农业税调价政策落实执行、农业税灾情减免、农业税征收经
费提取使用以及农税征管体制等情况。

金融审计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１年，分别审计县保险公司财务决算、人民银行汉阴县支行财务收支。
随着金融保险行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审计内容由财务收支转向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

合法和效益情况审计。审计范围扩展到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代政府

管理运营的政策性住房资金信贷以及信贷资金结构等领域。审计重点由查处违纪违规问

题转变为摸清家底，核实盈亏，揭示不良资产风险，促进管理和规范经营。审计目标由

财务收支合法合规性提升为分析评价其资产质量、支付能力、盈亏真实情况。审计方式

由人工审计手工账务过渡为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电子账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共对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审计２０余次，平
均每年审计两个单位。查出账外经营６万元，其他违规资金１９３万元，虚减所有者权益９
万元，虚减损益１０３万元，审计应上缴财政资金２６万元。２０００年以后，审计署未再授权
对金融、保险企业的审计。

第三节　行政事业审计

行政事业单位审计

１９９０年，行政事业单位定期报送审计扩大到３５个，审计覆盖面１００％，二级预算单
位定审１１个，覆盖面３７９％。审计调查和重点抽查县直行政、企事业单位乱摊派问题，
查处被调查３８个单位中乱摊派１２个，金额５６１万元。被摊派单位７２个，摊派项目２０
个。１９９１年，改月审、季审为半年审和年审，范围向二、三级预算单位延伸。首次对公
安系统进行行业审计。１９９２年，对蒲溪区及所属永宁、凤亭、龙太３乡、３所中小学校和
１９９１年度农村教育费附加及迎 “亚运会”捐款、支援安徽、江苏灾区捐款专项审计。

１９９３年，进一步缩小定期报送审计覆盖面，由普遍定审、年审改为就地、重点审计。当
年定期报送审计减少５个单位，就地审计２９个。１９９５年，对汉阴县公路段、县交通局、
公路运输管理所、地方道路管理站、航运管理所等进行行业审计。１９９７年，对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及城关、平梁、涧池３个工商所１９９６年度预算内、外各项资金收支情况进行行
业审计。１９９９年，对全县２２个行政事业单位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调查。２００２年，开展
政府外债、财税部门组织财政收入的真实性两项调查和国有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县乡不

良债权债务及乡镇 “零户统管”三项综合分析。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对４９４个行政事业单位 （项目）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３２８３万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共对２８个行政事业单位 （项目）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６６２万元。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审计查出县民政局挪用省、地扶持生产资金和军队干部专款３３８１７元
购买小汽车和克扣、挪用社会捐赠的救济粮款和乱用扶贫资金等严重违纪问题。１９９０年５
月，对县、区级５个主管部门、８个基层单位和双乳、凤亭乡１９８９年度管理、使用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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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扶贫、扶持多种经营）资金就地审计，重点抽查５个村、２５户农户 “两扶”资金

使用兑现情况。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占审计金额的４２％。１９９２年，对７个主管部门、３
个乡等２０个单位１９９１年度管理使用８大类 “两扶”资金审计。首次对两个营业所、３个
信用社、３个乡１９９１年度１５项扶贫贴息贷款投放、使用、回收和管理情况审计。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先后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基金、待业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育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

金以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定点医疗机构的基金征收、管理、使用、资产、负债情

况进行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

１９９４年，对全县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扶贫贴息贷款、以工代赈资金、“两扶”资金专项
审计，查出扶贫资金到位迟缓、到位率低 （到位率４４５４％）、财政配套资金落不实、资
金回收率低、计息不准确以及擅自改变资金投向、挤占挪用扶贫资金６个方面问题。对
１９９３年度全县小型农田水利补助款、水土保持费、防汛费及水利事业费管理使用情况审
计，针对挤占挪用资金、资金到位迟缓、影响工程建设进度、配套资金落不实等问题提

出审计建议和意见。

１９９５年，对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度全县育林基金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专项审计。依法处
理违反规定多收育林基金、挤占挪用、截留坐支等问题。１９９６年，对县农业生产资料公
司及农资市场１９９５年度经营情况审计调查。１９９７年，审计１９９６年度移民资金和扶贫专
项资金。２０００年，审计水资源费、扶贫资金等专项资金。
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６年分别对上年度住房公积金管理使用、资金存储、委托银行

贷款及存贷计息费用提取情况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专项审计和审计调查。

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对专项募集赈灾资金、福利彩票、救灾专项资
金、教育救灾资金、残疾人保障专项基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围绕 “三农”问题，对农业综合开发、扶贫、退耕还林、天然林保

护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各类专项资金到村组、农户落实兑付情况开展审计和审

计调查。其中，２００８年，组成３个审计组，分赴１８个乡镇、村组及受灾户和２０多个县
直部门，历时７个月对抗震救灾资金、粮食发放和 “特殊党费”集中审计８次，形成审
计报告１０篇，向县政府专题汇报５次，提出审计建议３０余条。开展民政资金、农业综合
开发、住房公积金等专项资金审计，审计总额１３９６万元。２００９年，对种粮农民综合补
贴、扩大内需专项资金、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计划生育、失业保险和再就业资

金开展审计调查。对扩大内需中央专项资金审计调查２２项，项目资金总额９９３４万元。
内部审计

１９８８年９月，成立县经委、交通局、水电局、农牧局等４个内部审计机构。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成立县乡镇企业局内审机构。同时，各银行及邮电、商业、粮食、供销等部门也
先后设立内审机构，配备审计人员。

１９９１年，首轮承包企业终结，审计２４户企业。１９９２年，配合农村社教，对各区水保
站、农技站、粮管所、食品站等单位财务进行检查、审计。１９９３年，全县共有专兼职内
审机构１７个，内审人员２２人。内审机构配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制止 “三乱”，贯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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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关于金融部门的 “约法三章”，检查和纠正大量违纪违规问题。１９９５年，县直机构改
革，内部审计工作终止。

第四节　经济贸易审计

经贸企业审计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审计。１９９１年初，对全县首轮承包经营责任审计。
９月，审计调查１９８７年以来４４户各类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及其利弊情况。审计表
明，存在承包前资产不实、家底不清，承包合同不完善，承包基数不合理，企业留利及

专用基金使用缺乏约束，短期行为，以包代管，违反财经法纪，利益分配不合理，职工

与法人代表对立等问题，提出四条审计建议。１９９２年，试行向评价内控制度和经济效益
“两个延伸”审计制度。对县精细化工厂、黄金公司、生产资料公司、城关供销社、土产

公司５个工商企业１９９１年度财务收支及经济效益情况及县轻工机械厂１９９１年度经济效益
状况审计调查。对县粮食局机关及所属中心粮店、城关、蒲溪、涧池粮管所１９９２年１～８
月粮食企业购销经营政策和财务收支进行行业审计，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３４３２万元。
１９９３年，对药材公司等５户企业财务收支和经济效益审计。１９９４年，对县印刷厂、计量
器厂、化工厂进行第二轮承包经营责任审计，并试行对县化工厂资产、负债、损益审计

和工业品公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审计。１９９５年后，改进和加强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
务收支和资产、负债、损益审计。１９９７年，对１９９６年度粮食局、粮贸公司、城关粮管
所、城关中心粮店、油脂化工厂等粮食行业资产、负债、损益及经营管理和执行国家粮

食政策情况进行审计和审计调查。１９９９年，对县化工厂企业财务真实性进行试点审计。
２００１年，受审计署授权委托，对电信局、人寿保险公司、公路段等３个单位进行审计。
２００４年９月，对粮食局及所属粮食购销企业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０４年５月３１日财务挂
账审计清理。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审计１０５个 （次）经贸企业，查出账外资产、虚报隐瞒转移收入、

损失浪费、虚列成本、少计少缴税费，虚增、虚减资产、负债、损益等各类违纪违规资

金２３８２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先后对开工的自筹基建资金及其自筹基建资金来源进行审计调查
和审计。后陆续对一些重点基建工程投资情况审计，对停建、缓建项目跟踪审计和调查。

１９９０年冬至１９９１年春，对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县５个区、１０个乡镇、５个县级主管部门及其所
属单位管理使用的以工代赈资金、配套物资收支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资金总量７００多万
元。其中，粮食９５０４３５吨，棉花２０２８５吨，棉布９７５７万米，配套资金１３７４９万元，
材料差价补贴１９６４万元。摸清资金缺口３４５万元，追回工程资金１０万余元，处理违规
资金４万多元。
１９９１年３月，实行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前审计和自筹资金来源审计制度，凡１０万元以

上基本建设项目都要进行开工前审计。当年自筹基建资金来源审计１１个，开工前审计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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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１９９２年，审计当年自筹基建资金来源９个，开工前审计８个，审计面６０％。
１９９３年，将基建资金来源审计和开工前审计合并进行，重点对新上项目前期各项准

备、执行产业政策和基建程序、投资来源和落实、到位等是否达到开工要求、是否合规

合法进行审计监督。下半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

１９９４年，全面推行基建项目开工前审计和竣工决算审计制度。除审计局外，大部分
委托审计事务所审计。１９９８年８月以后，每年安排３～５个社会各界关注、投资规模大、
在群众中有影响的重点建设项目的审计。２００３年，审计县城北城街、河堤路改造工程。
２００４年，对县疾控中心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地税系统房建资金提退使用情况审
计调查。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审计 ７７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１１０９万元。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共审计２４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查出违纪违规资金５２６万元。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９９２年５月，对县黄金公司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查出７个方面财务违纪违规问题，
涉及资金１１８６万元，收缴罚没款２１００元。１９９９年，首次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００年，对城关镇镇长经济责任审计，查出镇财政所长贾某挪用财政资金６９万元用于个
人经商牟利的重大违纪违法线索。２００３年初，对县环保局局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查出
局长贪污公款２４万元及其他违法违纪问题。２００４年，对２名乡党委书记进行经济责任
审计试点，共对４９名乡科级领导干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资金应负主管责任
２３９２万元，直接责任１７７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应负主管责任２２３万元，负直接责任９
万元。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共对３８名乡科级领导干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资金应负
主管责任１８５６２万元，直接责任２７３４万元。

第五节　社会审计

１９８９年６月，成立汉阴县审计事务所，实行有偿服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依法
纳税、自收自支。１９９８年８月，汉阴县审计事务所因技术资格等条件所限，与石泉县、
宁陕县审计事务所联合组建鑫达审计事务所。共完成委托业务３９１项，其中，注册资金验
证２３８户，经济查证１５户，财务收支审计３６户，承包离任审计２４户，基建预决算审计
７３户，担任会计咨询１户，建账、建制１户，资产评估３个，共核减虚假注册资金２１０
万元。

附记：审计案例

案例一：审计追回被诈骗８２万元巨款
１９８８年３月９日，县审计局进驻汉阴县生产资料公司，对１９８７年以来财务收支就地

审计。审计查明，１９８８年４月，该公司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县炼油厂达成１０００吨尿素
采购协议，并从银行贷款一次性预付货款８２万元，到５月３１日，银行贷款到期，货仍未
收到。后经核实，对方实际是一个炼油厂，根本无化肥可供，有重大诈骗嫌疑。８月中
旬，在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公安和县供销社等有关部门协作努力下，被骗８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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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货款被全部追回。

案例二：财政所长违法犯罪进牢笼

２０００年１０～１２月，县审计局对城关镇１９９９年度至２０００年８月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
暨镇政府主要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就地审计。审计查明，１９９９年７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该镇
财政所长贾某以各种名义指使预算会计张某先后５次从财政所提取现金６９万元，全部挪
用于个人商业经营。２０００年１～８月，贾某将支农周转金中烟草公司解缴的农林特产税
１４３９４９６６元与他人合伙贪污。１２月１９日，贾某被依法逮捕。

案例三：环境保护局局长贪污公款毁前程

２００３年初，对县环保局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３月财务收支和环保局局长任期经济责任
审计。审计查明，２００２年度该局在承担县城垃圾场建设工程中，以编制虚假工程预决算
款的方式骗取工程资金差价６８７７５９２元，以虚假工程费用套取财政资金２３万元用于小
金库支出 （有支出发票１８万元，其余５０００元下落不明）；该局局长张某利用重复填报
出差费，填具虚假出差报销单形式分别在２００１年５月１日和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７日贪污公款
１５２３元，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３８９３６１元，在单位财务及 “小金库”中报销；２００２年
２～１２月，张某指使他人或亲自经手开具虚假发票，在应征缴排污费预算收入和污水处理
厂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中，套取现金４５万余元，其中１８３８１元无法说清用途，
１４６６０元排污费被截留进入单位 “小金库”。张某共骗取财政拨款５８７９９元，设立 “小金

库”７９万元，贪污公款２３７９７６１元，经县纪委研究并报县委批准，给予开除党籍和行
政撤职处分。

第五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工商管理机构

至１９８８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设行政股、市场管理股、工商股、经济合同仲裁委
员会。１９９０年，工商股更名为企业登记管理股，１９９１年增设经济检查股，１９９４年撤销经
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增设法制股。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局机关内设行政、企业登记、市场管
理、法制经检４股，下设城关、平梁、涧池、蒲溪、漩涡、汉阳、铁佛７所。１９９６年增
设车辆管理办公室，１９９７年增设个体私营管理股。
１９９９年７月，省级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行垂直管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由县人

民政府职能部门改属安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直接领导。２００１年设立财务统计股，撤销铁
佛工商所，业务并入城关工商所，成立城郊工商行政管理办公室。２００２年，撤销财务统
计股、法制股、行政股、市场管理股、城郊工商管理办公室、车辆管理办公室，成立经

济检查大队、办公室、政治工作股、市场规范监督股、政策法规股、注册分局、１２３１５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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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申诉举报中心、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第二节　注册登记管理

企业注册登记

１９８８年，新增国营企业４家、集体企业１９家，新增分支机构２０个。１９８９年，对６１４
户 （公司４３户）企业清理整顿。经重新审核、登记注册，换发营业执照５０６户 （公司２２
户）。其中，确认法人资格企业９２户、分支机构４１４户；从业人员５０６７人，注册资金总
额４１２５万元。注销５３户，变更登记１３户，合并４２户。１９９０年，全县工商企业 （公司）

登记注册总数５６１户。其中，企业法人９５户、企业法人分支机构３７５户，不能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营业单位９１户。取缔未经核准登记擅自开业经营的６户。年末企业总数５５５
户，从业人员４５４１人，注册资金４４９４万元。１９９１年，新发展企业４２家、分支机构２５
户、营业企业１０户，工商企业累计登记达５８９户，注册资金４６４７万元，从业人员５０９２
人。１９９２年，兴办各类经济实体４２户，注册资金２６２万元，从业人员３１２人。累计登记
企业６４０户，从业人员５６７１人，注册资金５５４３万元。１９９３年，新发展各类企业７４户，
法人企业３８户。累计登记企业７００户，从业人员６６９１人，注册资金６４８５７万元。１９９４
年，登记注册各类企业累计６３０户 （国有１７２户、集体所有制企业４５５户、联营企业３
户），从业人员６６３８人，注册资金６３９４万元。１９９５年，登记企业６１７户，新发展企业７７
户。１９９６年，新发展企业８６户，登记企业７０３户，注册资金１００６０万元。其中，企业法
人１６２户、营业企业５４１户。１９９８年，新登记注册企业８户。全县共有各类企业６１０户。
其中，国有企业１７８户、集体企业４１１户、联营企业４户、有限责任公司１０户、股份合
作制企业７户。２００１年，全县在册企业４４４户。其中，法人企业１２３户、营业企业３２１
户。按企业类型分：国有企业６８户、集体企业３４１户、有限责任公司２７户、股份合作及
其他８户。２００２年，登记注册企业达４２８户。其中，国有企业１４４户、集体企业２１７户、
私营企业６２户、联营企业４８户。２００３年，登记注册企业３８７户。其中，国有企业１２５
户、集体企业１３５户、私营企业１２３户。当年登记企业３１户、变更登记企业７５户、注销
登记企业１７户。２００４年，登记注册各类企业４１０户，新发展２６户。２００６年，登记注册
各类企业４７３户。其中，法人企业１３５户、营业企业３３８户。２００７年，登记注册各类企
业３９８户。２００８年，新登记注册各类企业４１５户。２００９年，登记注册各类企业４６９户。
２０１０年，新登记注册各类企业４９８户。

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注册登记

１９８８年，全县新增城乡个体工商户３２０户。１９８９年，新发展４３２户，其中个体企业１
户。个体工商户总数达１７９７户。１９９０年，城乡个体工商户达１７９５户、从业人员２４６８人，
私营企业２户、从业人员４０人。１９９１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３９４户，累计２１８９户；私营
企业４户，从业人员２９４３人，注册资金４４６６万元。１９９２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３１９户，
个体、私营企业总户数达２３６２户，从业人员３０７２人，注册资金４６０万元。１９９３年，发展
个体工商户２８０户，总数达２３９６户，从业人员３０８６人，注册资金４３７万元。发展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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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４户，从业人员１１６人，注册资金５０２万元。１９９４年，个体私营企业达２６７２户，从业
人员３５３５人，注册资金６０８万元，其中个体工商户２６６０户、私营企业７２户。１９９５年，
有个体工商户３０９９户、私营企业１７户。１９９６年，个体工商户达３６８７户，从业人员５７１０
人，注册资金１１１０万元。其中新发展６４３户、注销３３４户，净增５８８户。１９９７年，个体
工商户累计４４２７户，从业人员６５２０人，注册资金１６６４万元，总产值１６４６万元，销售总
额达４９８７万元；私营企业累计２８家，其中城镇９户，独资企业１０户，投资者６５人，雇
工人数２９６人，注册资本２０９万元。全年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００５户、私营企业７户。１９９８
年，发展个体工商户１００８户，个体工商户累计达５４３５户，注册资金２５２４万元，产值
１７６６万元，销售额８２０２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３４７０万元；新发展私营企业１６户，私
营企业累计达４４户，投资者８５人，注册资金５１９万元，产值达５９１万元。２００１年，全县
实有个体工商户７７２４户，从业人员１１１５人，注册资金５２１１万元；私营企业１０２户，注
册资金１０６９万元。产值３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２年，全县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累计达３７７３户，
其中新发展２０３户。２００３年，新发展６４９户。２００４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６０８户。２００５
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２９１户。２００６年，累计登记注册企业３１７２户，从业人员４９８６人，
注册资金３０１８万元。２００７年，个体工商户累计３８１４户。２００８年，新登记个体工商户６５７
户。至２０１０年，个体工商户累计５４８９户。

第三节　市场建设与管理

市场建设

１９８８年，投资两万多元，征地０７亩，新修建西关交易市场。１９９０年，新辟渭溪交
易市场。１９９１年，集贸市场发展到１３个，集市占地总面积４９２３８平方米。每个区、镇均
有１处集贸市场，上七、双河口、双坪、酒店、渭溪等乡分别建有乡级市场。１９９２年，
新建西大桥、药王２个集贸市场，总面积８４０３８平方米。有综合集贸市场１５个。１９９３
年，投资７０００元新建西城牲畜交易市场，投资１００余万元的平梁集贸市场建成交付使用。
１９９８年，接纳外地经营者来汉阴县举办大型商品展销会 ８起，成交额达 １２０多万元。
２００１年８月，投入５万元，新建交易大棚１３间１９５平方米。２００２年，西城农贸市场建
成，面积６０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２０８万元。２００５年，建成东城农贸市场，占地１３万平方
米，总投资３４０万元，新建农村集贸市场７个。至２０１０年，新建成８个集镇贸易市场。

市场管理

１９８８年，清理整顿工商企业４９家。其中，清理政企部分企业１１家，保留符合条件
企业５家。检查个体工商户１０６２户，处罚９９户，查处无照经营户８０户。查处各类经济
违法案件８２起。１９８９年，处理市场违章案件１７２起，调处纠纷５６００起，查处各类经济
违法案件８２起，移送司法机关收审２人。查处县星火化工厂生产的呋喃丹２２５２５吨，查
处假冒敌敌畏１８吨。１９９０年，检查国营、集体企业和个体经营户３７１８户，处理违法违
章案件５５起，取缔无照经营个体户８７户。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４０起。１９９１年，查处
违章经营户１５１户，取缔无照经营户１６户；处理市场违章案件１６５起，调解市场纠纷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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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查处违法违章案件４５起；处理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４５起。１９９２年，组织市场大
检查３次，对全县１３个集贸市场检查整顿，检查国营、集体、个体及各类摊点２２７８户、
商品３２１９件次、计量衡器１５９８台。处理市场纠纷８２起，查处投机倒把、违法违章案件
１１起。１９９４年，检查国营、集体及个体经营网点２７０个，查处劣质电线３７００米，变质过
期罐头、饮料、麦乳精３２９罐，查获不合格计量器具１１起，查处违法经营化肥１６６吨、
粮食５４吨、油菜籽１３０吨、蚕茧１５吨、生丝２１吨；清理整顿无照经营农业生产资料
５６户。组织打假治劣专项斗争３次，检查经营网点１４６５个，共查处假冒伪劣商品４０余
种，价值７１４万元。１９９５年，查处经济违法案件３２１起，罚没金额４３万元。１９９７年，
五次治理整顿市场秩序，纠正、清除乱摆摊位１５６起，检查计量器具５００（台）根，对
２８０户有欺行霸市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教育和处理。查处违法违章案件２３０起，罚没款２８
万元。销毁假冒伪劣商品１３３种，价值２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开展检查整顿６次，查处违法
违章案件３７起，案件总值１６７万元。重点查处漩涡农机站销售劣质煤油爆燃致２６名群
众灼伤事件。１９９９年，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４０起，罚没金额２８万元。２００１年，检查
企业２５０户，查处违法违章企业８户、个体工商户８０户。办理１３户个体粮贩非法收购原
粮案，查获非法原粮６０吨。２００２年，检查整顿各类专业市场、批发市场５２次，查处经
济违法案件２０８件，罚没款３１３６万元。捣毁制假窝点５个。２００３年，查办违法违章案
件１８０件，罚没金额２０万元。２００４年，立案查处经济违法案件７３起，简易程序查处案
件１５７起，罚没收入２２６２万元，结案率９０％以上。２００５年，办理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
件１１６件。其中，立案查处６件，罚没款２４万余元。２００６年，办理各类经济案件１１８起，
立案查处７２起。其中，万元以上大案要案１４起，罚没款入库２９１８万元。２００８年，两
次对全县化肥、种子、农药市场专项检查，检查农资经营户７８０户，对４户农资批发企业
跟踪监管。办理经济违法违章案件 ５６件。其中，立案查处 ４件，罚没款 ２８０５万元。
２００９年，办理经济违法违章案件 ２３０件。其中，立案查处 １０７件，罚没款 ３６３万元。
２０１０年，办理经济违法违章案件２４７件，罚没款４０余万元。

第四节　经济合同管理

１９８８年，鉴证经济合同６５份，鉴证金额６６０９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３倍。１９８９年，
鉴证经济合同３４份，鉴证金额３８８８万元。受理经济合同纠纷５起，争议金额３２９万
元，为受害单位挽回经济损失８０７万元。１９９０年，受理经济合同纠纷８起，争议金额
１３９８万元。鉴证经济合同５８份，鉴证金额６９５５７万元。１９９１年，鉴证经济合同７３份，
鉴证金额６１７万元。处理经济合同纠纷３起，争议金额４万元。１９９２年，检查各类合同
２２０６份，签订金额１６５万元。纠正、处理不合格合同３６份，金额７５万元。鉴证经济合
同７１份，鉴证金额１４７７万元。１９９３年，鉴证经济合同９９份，鉴证金额１２３５９８万元，
鉴证率１００％。１９９４年，鉴证经济合同１２０户，鉴证金额９８９１６万元。１９９５年，鉴证各
类经济合同３００份，鉴证金额１５００万元。１９９６年，鉴证各类经济合同１９２份，鉴证金额
１２０９万元，查处违法合同２份，金额２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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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开展动产抵押登记，扩大合同监管领域，办理抵押物登记６件，动产抵押
物价值５０８２２万元，合同金额３９１７６万元。鉴证各类经济合同３６份，鉴证金额３４４９１３
万元。检查各类合同２０１份，金额３９９８６３万元。监督当地经济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８
份，金额１２１９万元。１９９８年，鉴证各类经济合同１３９份，标的４１３７万元。办理企业动
产抵押物登记７份，金额９２１５万元。２００２年，鉴证经济合同１０５份，鉴证金额４９０３７９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合同５６份，金额４４５４９９万元，建筑安装合同鉴证率１００％。２００４
年，鉴证经济合同４５份，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２户。２００８年，鉴证安装建筑工程合同１８
份，鉴证金额２６００万元。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４户。２００９年，鉴证经济合同２８份，办理
动产抵押登记１４户。２０１０年，鉴证经济合同１５份，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６户。

第五节　商标与广告管理

商标管理

１９８９年，注册商标５件。其中，酒类商标２件、机械制造商标２件、食品商标１件。
１９９１年，注册商标３件。１９９２年开始，允许国营、集体企业在新产品试用期间，申报注
册商标，实行商标储备。１９９３年，免费咨询申请商标事宜１６起，代企业向国家商标局查
询事宜４起，发展３户企业加入广告协会。至２００１年，全县共有注册商标６件，未注册
商标２件，商标印制企业１家。２００２年，立案查处商标侵权、乱发广告、虚假广告、不
正当竞争行为案件９件，收缴罚没款６万元。２００４年，注册商标２户。２００６年，查处商
标侵权案１起，罚款２８万元。收缴盗版光碟２６张，查扣擅自在包装物标注奥运 “福

娃”图案商品１５件。２００８年，指导企业注册商标５户。２００９年，注册商标３户。收缴非
法出版物８０册。２０１０年，注册商标５户，查处商标侵权案１１起，罚款１１万元。查处傍
名牌案４起。查获假冒 “泸州”“五粮液”“劲酒”等１０００余瓶，假冒 “李宁”“耐克”

“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４００余套，假冒 “东风”汽车配件１０套、“飞雕”电器２７３个、
“青岛９度”啤酒９４６５瓶。捣毁制造 “立白”洗衣粉窝点１个，没收假冒 “立白”洗衣

粉５７１袋。收缴非法出版物３２册。
广告管理

１９９１年，清理户外违章广告１７００余张。１９９４年，查处虚假广告 ２３０张。１９９５年，
销毁虚假广告５００张。１９９７年，登记各类广告１６户。其中，户外广告９个，规范墙体广
告４８条。１１月，立案查处河南省三门峡新华图片社与汉阴县邮电局共同编印的 《汉阴县

电话号码簿》中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１９９８年，办理临时性广告登记２０余份，登记各种
户外广告９４份，清除未经登记及内容有虚假成分的户外广告３０８份，清除、销毁违法广
告１００００余张，规范墙体广告１５条，罚款１８００元。２００１年，处理广告违法案件５起，
收缴罚款４８００元。２００３年，登记广告３２户，查处广告违法案件３件，罚没金额４０００元。
２００４年，查处违法广告案３件，罚款金额２３万元，登记各类广告１３３份。２００５年，登
记各类广告１２０份，查处违法广告案６件，收缴虚假广告２０００多张，对１０起擅自发布广
告的轻微违法行为责令改正。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登记各类广告 ３２４份，查处虚假广告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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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罚款８万余元，收缴虚假广告９０００余张。２０１０年，登记户外广告７５件，纠正违法
违章广告行为３０起。

第六节　物资交流会

汉阴县坚持每年举办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吸引全县乡镇及周边县区，乃至全

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竞相参与。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每年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总成交

额平均５００万元。大会历时１３天，每天人流量１万余人。
１９９７年４月８日至４月１７日，在县体育场举办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省内外

７２８户商户参会，交易商品达２５４个品种，成交额２９１万元。河南省邓州市豫剧团、河北
省吴桥杂技团等４个文艺团体到会演出。１９９８年，“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３月２８日至４
月８日在县体育场举办。省内外１２７０户客商参加，交易商品有３４８个品种，成交额达
１２００万元。河南省邓州市豫剧团等６个文艺团体与会献艺。

１９９９年起，“三月三”商品交流会移交城关镇人民政府主办。２００５年，“三月三”商
品交易大会会期１２天，参会商客３００余户，日商品交易额达１０００万元。２００６年，“三月
三”商品交易大会吸引外来客商４００余户，总交易额４０００万元。

第六章　物价管理

第一节　价格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撤销县物价局，并入县计划局。１９９６年，县物价管理工作从县
计划局划出，恢复县物价局。１９９８年，成立县价格举报中心。２００４年县物价局成立价格
认证中心。

价格调整

１９８９年，县物价局、县粮食局下发粮食议价收购指导价格。调整２１支纯棉筒子纱出
厂价９０００元／吨；４５支精梳涤棉混纺 （Ｔ６５／Ｃ３５）筒子纱出厂价１６５００元／吨。１９９０年６
月，县物价局对１４个企业地产工业品价格全面调查，编制 《汉阴县地产工业品价格管理

目录》，在１１６类１７１个品种中，属县以上物价部门或省以上业务主管部门制订的国家定
价２４个品种，６２个品种的价格制订和调整须报县物价局审批，８５个品种属自由定价。同
年，县物价局搜集整理粮食、食用油料、鲜鱼等２８个品种的价格资料，属国家定价的２３
个品种，鲜鱼３个品种为自由定价，粮食两个品种为议购议销价。１９９１年，放开食糖经
营，取消石油平议差价。县物价局制订新建商品房和公有旧房出售价格管理办法。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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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县物价局制订 《汉阴县公有住房租金改革实施方案》。１９９３年，全面放开粮食、食油
购销价格，建立粮食收购保护价。１９９５年，油菜籽实行市场化随行就市价格收购。１９９６
年，调整自来水价，居民用水０７３元／吨，生产经营用水０８９元／吨。制定小包装碘盐防
伪标志零售价，鲜茧收购价，统一学前班收费标准。１９９７年，调整自来水价，生活用
０９５元／吨、经营用１０５元／吨。制订观音河水库灌区水费收取标准，加碘盐售价。议购
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１９９８年，调整观音河水库灌区供水标准价，稻谷、小麦、鲜茧、
干茧、茧丝收购价和城市卫生费收费标准价。１９９９年，调整小麦收购价、学前班收费价、
出租车收费标准，制订复合膜小包碘盐包装价。２０００年，规范农村建设用地、土地管理
收费。２００１年，调整小麦夏、秋粮收购价。２００２年秋，玉米和稻谷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
２００３年，城内自来水执行新水价，调整观音河水库管理处供水价格。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
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和收购价格。受理价费调整业务４０余件，制订县城出租车、救灾
粮、农用灌溉水价、医疗制剂价格、有线电视工料费、城区公墓安葬收费等价格，调整

电网电力价格，对民用液化气、蜂窝煤实行最高限价。２００５年，出台垃圾处理费新的计
征标准，调整公路运价，中籼稻和粳稻实行最低收购价。２００６年，蚕茧收购价上浮１０％，
调整客运出租汽车运价、食盐城乡差价、民用爆破器材销售价。２００７年，调整蚕种价、
汉阴３１６国道各站点营运价。２００８年，调整城区供水价格、老城区供水改造入户安装费、
生猪屠宰加工费、廉租房租金。２００９年，制订乡镇医院基本药品价格，实行药品 “三统

一”，调整成品油、部分电价价格，对公共卫生、消防培训收费定价。２０１０年，调整农电
改造入户安装费、老年公寓、农村安全饮水和高中住宿费。

价格认证

１９９７年，县物价局开展价格认证工作。２０００年，受理涉案物品价格鉴证６起，评估
鉴证标的 １１万元。２００１年，受理涉案物品和扣押物品价格鉴证，评估标的 ２０万元。
２００３年３月，承担道路交通事故车物损失价格鉴定工作。２００４年，受理涉案物品评估１２
起，委托率１００％，评估金额１５６万元，受理车辆委托业务６件，委托率１００％，鉴证金
额１６３万元。２００５年，受理成本监审８起。２００６年，受理成本监审５起，车员委托认证
１１起，委托率１００％。２００７年，办理涉案物品鉴定２０起，委托率１００％。２００８年，受理
刑事涉案物品认证１３起，成本监审６起。２００９年，办理刑事涉案物品认证２０起。２０１０
年，汉阴县价格认证资质失效，交由市价格认证中心受理。

价格指数

１９８８年，全县零售物价指数１２１９。１９８９年，认真贯彻 “治理、整顿、改革”方针，

强化物价管理，整顿物价秩序，零售物价指数降为１１７６，１９９０年又降为１０５６。此后，
价格涨幅趋于平稳。２００５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１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１０１６。２００６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０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１０１。２００７年，价格略有上涨，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１０３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１０２７。２００８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１，商品零
售价格指数 １００４。２００９年，价格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９９５，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９８３６。２０１０年，价格小幅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２７，商品零售价格指数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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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费管理

１９８８年，开始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面清理整顿，审定收费项目，核发 《收费许可

证》，至１９８９年底，共核发 《收费许可证》２０３户。１９９０年，对２１７个收费单位１２２３个
收费项目重新登记审验。清理整顿事业性收费２０２户１１２７个项目，重点检查１６户，查出
违纪金额２９１５３万元。１９９１年，取消１１个自立收费项目。１９９３年，检查县直收费单位
３２个，查出１１个单位１７项收费违纪，全部予以纠正。其中，自定收费项目取消执行７
项、停止执行５项，纠正收费标准５项。１９９６年，审验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１４０个。其
中，城镇７１个、农村６９个，审验率１００％，审验合格１２６个，占９０％。１９９７年，审验
１５０个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城关８１个、农村６９个，审验率１００％，审验合格１３４个，
占８９％。１９９８年，取消收费项目２３项，降低收费标准５项。１９９９年，对１８６个行政事业
收费单位核发 《收费许可证》，对上级宣布取消的收费项目以及过去制订的临时性收费项目

一律注销，共注销 《收费许可证》２４个。２０００年，审验 《收费许可证》１８４个，注销２个，
取消收费项目９项，降低收费标准１１项。２００１年，审验２４７个许可证，降低收费标准４项，
注销４个。２００４年，审验 《收费许可证》２５８个，注销２个单位，新发证６个单位；取消６
个部门，收费项目８项；降低３个部门收费标准５项，纠正错误收费标准８个。
２００５年，审验行政事业单位２４２个，涉及收费金额６７０５万元，注销６个单位、取

消７个部门，变更３个单位１２个收费项目；新发证３个单位。２００６年，审验２４２个行政
事业单位，涉及收费金额６４８万元，注销１个部门、取消１０个单位临时性收费项目；变
更１３０个学校、１２个收费项目；新发证３个单位。２００７年，审验２２１个行政事业单位，
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金额５５８１２万元，注销３个部门、取消１２个临时性收费项目。２００８
年，审验２１０个行政事业单位，审验率１００％，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５０８２万元，注销７
个部门 《收费许可证》，新发证１０个单位，取消５个单位收费项目，降低５个单位收费
标准。２００９年，审验２１３个单位 《收费许可证》，涉及收费５１８５万元，注销４个部门、
取消１０个单位１１项收费项目，降低５个单位收费标准。２０１０年，审验２１５个行政事业单
位 《收费许可证》，涉及收费５１６２万元，变更和废止１２个单位９项收费项目。

第三节　物价监督

每年定期开展市场零售价格检查、农资、粮油、电价、蚕茧收购等专项物价检查和

财税物价大检查。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共检查单位 （户）５８１９户，查处违纪案件８９３起，非
法收入２１５６万元，其中收缴入库１８８万元，退还用户１５万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查处违纪案件５起，收缴违纪资金２３６万元。１９９７年，开展成品

油、农业生产资料、蚕茧价格、药品市场等专项检查３次，检查２４５个单位，查处一般价
格违法行为１８起，违法案件４５件，重大违法案件１件，违纪资金６１３万元。１９９８年，
对药品市场、蚕茧、涉农收费等专项检查，查处９７个单位一般价格违法案件５６起，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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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２９８万元，收缴财政２９４万元，退还用户４０３元。对全县３１所中学和中心小学进
行全面收费大检查，共退回违法收费２４万元，没收上交１１万元。２０００年，对所辖１１
所中学、２６所小学的收费情况专项检查，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１１起，违法所得４１２８１
万元，取消收费项目４个，退还多收３６６４名学生款项４１２８１万元。对全县１２个派出所
全面检查，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４起，收缴违法所得２２３万元。
２００１年，检查２２所学校，查处违法案件１２起，违法金额４２０万元。重点对城关４

个医疗单位进行检查，抽查常用药品１２０种，查出自立收费项目５个，超标准收费项目３
个，收费许可证未年审１个。在县城１０余家商场实施明码标价试点工作。２００４年，检查
５８所中小学，查处１３个违价案件，违价金额１１４７万元，退还８４万元，上缴财政３０７
万元。涉农收费检查单位１５个，价格违法３件，对违规收费１８万元作了诉退。医疗服
务和药品价格专项检查１０个单位，违规收费１３万元。２００５年，在７个乡镇建立农副产
品价格调查信息点。组织首届价格诚信评比活动，评出市级价格诚信单位１个，县级价格
诚信单位６个。查处中小学收费违价金额６６万元，查处涉农收费价格违法３件。２００６
年，查处中小学收费违价金额５６万元。围绕新农村建设检查１０个单位，规范５个单位
收费行为。对成品油、通信行为、电力价格、医疗药品、劳动人事、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收费等专项检查１９个单位，查处违价案件５起，违价金额７４万元。２００７年，在社区建
立４个价格监督站，组织第二届价格诚信单位评比活动，评出市级１个，县级５个。检查
２３个部门涉及，农资价格、农民建房、农村用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线电视管理、
公安交警、电力、安监等，查处违纪资金５５万元，收缴２３万元。２００８年，检查４０多
所中小学、１９个涉农单位、县直５个医院及１０个乡镇卫生院收费情况。２００９年，检查中
小学３０所、县直卫生院４个收费情况，开展３次客运价格检查，检查其他价格收费单位
１８个，查处违价金额４２万元。２０１０年，检查中小学４０所、县直医院４家、乡镇卫生院
８所、其他价格收费单位２８个，查处违价金额８６万元。

第七章　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　质量技术监督机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８月，汉阴县经济委员会下设有标准计量所。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成立

汉阴县技术监督局。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１日，撤销县技术监督局，更名为县技术监督所，挂靠
县工业经济局。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３日，恢复县技术监督局。
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县技术监督局更名为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上划省、地 （市）主管

局直接管理。内设办公室、计量测试所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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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计量管理

县技术监督局未成立前，计量所开展长度、力学两大类计量检测，具体检修项目有

百分表、千分表、游标卡尺、竹木直尺、压力表、血压计、杆秤、案秤、台秤、地秤等

项目。根据县境内使用的计量检定器具的需要，适时增加四等砝码检定、售油器检定、

燃油加油机检定、天平检定等项目，年完成检修计量器具３５００台 （件）左右，最高年份

１９９１年，检修６３０６台 （件）。

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取缔杆秤，停止办理制造杆秤许可证，对现有经营者依法进行
整顿，根据本县市场需要逐年减少生产厂家；县城关镇辖区内的工商企业、集贸市场的

固定摊位逐步取缔杆秤，分别采用电子秤、双面度盘秤、台秤、案秤。２００５年，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安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授权检定模拟指示秤，非自行指示秤，数字指示秤，

杆秤、星文秤，售油器，一般压力表，血压计，血压表，燃油加油机，天平、砝码等１０
个项目。２００５年起，正常对外开展检定业务。２００８年，检定计量器具５２０台。

第三节　质量监督

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企业标准备案，当年为县酒厂、骨粉厂等企业审查备案标
准８个。１９９２年，完成备案１５个。１９９３年，审查、备案标准１１个。
１９９２年开始，由县技术监督局负责审查颁发单项产品合格证，为工业产品外销提供

合法身份证，当年完成颁证２０个。指导、协助县油脂化工厂创名优产品，该厂生产的
“菊晶牌”二级菜籽油荣获省优质产品称号。１９９４年，开始对建筑材料加工企业进行产品
年度抽样检验，每年质量抽查结束，检验结果在全县通报，并送县广播站予以通告。首

批受检企业有烧结普通砖厂１８家、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生产厂２５家。经过集中抽样检验
和整顿，至１９９６年，各企业由粗放生产模式走向标准化生产管理，各厂有专 （兼）职质

量安全员负责质量、标准化工作，烧结砖产品质量标准化全部达到１００＃强度以上，预制
构件全部符合承载力二级标准以上。１９９６年开始，对生产调味品、酿造酒等生产企业集
中进行产品标准、质量监督检查。至１９９９年，县境内所有调味品由散装过渡到袋装、瓶
装外销。１９９９年以后，申领单项产品质量合格证改由安康地区负责颁发。２００８年，帮扶
５家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２家企业通过审查。抽检食品类４６批次，茶叶５批次，酒类和
饮料类４７批次，钢筋类３８批次，烧结普通砖瓦３９批次，农资和木工板２１批次。

第四节　标准化管理

标准化推行

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开始为企业检索标准，协助乡镇企业查询资料，制订企业标准，依
法对企业标准组织审查并备案。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标准化工作侧重点放在国有企业产品标

８７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准到期修订，重新发布，重新引用等方面。企业改制后，国有企业产品标准大部分采用

国标和部标，个别采用国际标准。１９９７年，实施 “消灭无标生产县”，共培训企业骨干

５００人次，为企业检索各类标准１６８份，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台账９４份，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２日
通过安康市局验收。２００１年后，企业标准化工作进入常规化管理和消灭无标生产动态管
理，标准化工作重点转向农业标准化。２００４年，完成无公害蔬菜基地认证８４００亩，果桑
示范栽培认证１４９００亩。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帮助示范基地制订果桑系列标准６个和三元杂
交猪繁养标准及操作技术规范３个，全部被审定为市级地方标准。２００７年，建立１０户农
业标准化联系户，完成３万亩优质大米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被农业部批准为 “无公害大

米基地”。２００８年３月，汉阴县优质富硒油菜标准化示范区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为第六批国家农业示范项目。全县帮扶４家企业６个产品申报安康特色品牌产品。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帮助示范基地制定油菜标准化综合体系标准，被审定为市级地方标准，完成１０
万亩优质油菜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帮助７家企业制订企业标准７个。

统一代码标识

１９９３年初，县人民政府成立统一代码标识制度工作领导小组。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８日，成
立代码工作办公室，当年办理并颁发组织机构代码证６４６户。其中，党政机关１３６户、社
会团体９户、企业单位２７４户、事业单位２２７户。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试行组织机构代码
证查询、年度检验工作。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４日，停止拨号上网，采用电子密钥。２００８年３
月，代码电子档案软件升级。代码新办和换证１１３套，年检３００套。至２０１０年，代码数
据库共计７４０户，其中党政机关８０户、事业单位１８９户、社会团体８户、企业２５１户、
个体工商户２０１户。

第五节　质量技术稽查

１９９９年国庆、中秋双节前夕，开展市场综合执法大检查，抽查重点是各种酒、饮料、
糕点、调味品、电线、电缆、低压电器类及农药、籽种、肥料，共查缴过期失效农药

１００８支，劣质电线、电缆３５０米，不合格白酒批零商８家。
２０００年后，相继制定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办案程序、错案追究、案件回访等制

度，行政执法领域逐年拓宽，由原来的酒类、调味品、低压电器类增加到农资、建材、

食品、洗涤品、农机具等２７类重点商品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关乎民生的电表、水表、燃
气表、加油机、出租车计价器、电话计费装置等，开展计量监管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

计量违法行为，严查无证生产、销售无证产品和有证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至２０１０年，
年办理行政案件均在１００起以上，罚没收入也由２０００元上升到２０余万元。

第六节　特种设备管理

１９９９年前，锅炉、压力容器、电梯、防爆电器等特种设备管理由县劳动局承担，
１９９９年７月划归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承担。

９７２第十四编　经济综合管理与监督



２０００年，对全县１０台蒸汽锅炉和２６名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换发新证。２００３年，对９４
条２６０２米压力管道开展普查整治，与县境内１１家液化气销售点签订气瓶产权转移合同。
２００４年，开展四次综合安全大检查，并与各使用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落实安全责任主
体，制定重点监控单位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抢险专家组。２００６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动态监管网建成，全县１５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入数据库，有承压锅炉７台、电梯３
台、压力容器３２台、压力管道２６０２余米。２００８年，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检查８次，检查
锅炉７台、电梯３台、液化气站８家、大型游乐设施８台，与２７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签
订安全目标责任书，为２０家使用单位建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档案。发现不安全事故隐患
７起，发出指令书７份，立案查处５件。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全县进入数据库的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２５家，承压锅炉１１台、电梯５台、压力容器４５台、压力管道３２００余米。

第八章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第一节　监管机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县卫生局内设业务组，承担全县药政管理职能。１９９６年，增设医政
药政股。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６月，县防疫站内设食品卫生科，负责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１９９７年７月，成立县公共卫生监督所，为副科级事业单位，受卫生局委托，承担卫生综
合执法工作。１９９８年，将县防疫站食品卫生监督执法职能划入公共卫生监督所。
２００１年８月，成立安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汉阴县分局，药政管理职能移交该分局。

２００６年４月，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汉阴县分局成立。２００９年６月，改为属地管理，
更名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县政府正科级工作机构。同时设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稽

查大队，为局属副科级事业单位。２０１０年９月，成立汉阴县 “三统一”药品采配结算管

理中心，隶属县卫生局，负责药品购销监管。

第二节　药品监督管理

１９８８年以来，汉阴县不断加强药政管理，治理整顿药品市场，严管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毒性药品，保障全县人民用药安全。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累计检查药品经营单位１５０６
个，查处无证经营药品单位１４７个，罚款４５４万元；查处假劣药品１７６７种 （次），价值

９９万元；抽检药品１０２６份，药品抽检合格率由１９８８年５０％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８９３％。
２００８年，全县有药品批发企业１家，药品连锁配送企业２家，药品配送中心１家，

药品零售企业７６家。实行全员稽查，药品抽验９９份，查处药械违法案件２３起，取缔无
证经营４家，没收假劣药械５６种次。收集上报药品不良反应６２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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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份。取缔２起保健食品夸大宣传活动。２００９年，推行药品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
价格 “三统一”制度。确定１８所乡镇卫生院、４８个村卫生室为首批参加基层医疗机构药
品集中采购单位，招标药品品种５１８种。２０１０年，推行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县公

立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率达８１２％。从１１月１日起，基
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同时，制订基本药物使用规定和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对药品配送企业监督管理。全年收集上报药品不良反应个例６２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个
例８份。监测违法药品广告３例。抽检药品８１批次，处理不合格药品９个品种。检查涉
药械单位４３７家次，立案查办药械一般程序案件８件、简易程序案件１１４件，收缴罚没款
５６５万元，收缴假劣药品１１８批次。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药品经营单位监督监测统计表
表１４－８－１

年　度
检查药品

经营单位 （个）

查处无证经营

单位 （个） 罚款 （元）

场次假劣药品

品种 （种） 价值 （元）

抽检药品

药品 （份） 合格率 （％）

１９８８ ７６ ３ ５００ ２２ １１８０ ４ ５０

１９８９ １２４ １９ １１０８ ６３ ３６４５ ４ ７５

１９９０ ８２ １１ ６００ ３６ １５３４ ８ ８７５

１９９１ ９４ ２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１ ５３６４ ５６ ８９３

１９９２ ８６ ４ ２０００ ８２ ２２１２ ６５ ９２

１９９３ ９６ ３ ６００ ７５ １６９８９ ７０ ９８

１９９４ １０２ ８ ４０００ ６８ ２２００ ５３ ８８

１９９５ ９２ ３ ０ ４８ ４２１７ ６２ ９２

１９９６ １１４ ６ １８００ ５９ ２４９２ ６０ ７０

１９９７ １２０ ８ ３０００ １０６ ９６１４ ８０ ８２

１９９８ １１０ １３ １０３３０ ２６７ ９８１６ ４２６ ８５

１９９９ ９６ ７ ２１００ ３６７ １５３８４ １８７ ８３４

２０００ １８６ ３４ １５０００ ３１３ ８２９０ ２５１ ８９３

２００１ １２８ １１ ３０００ １３０ １６７００ — —

２００２ ３５２ １３ １５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８０００ １１３ ８９３

２００３ ５２６ ５ １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１０２ ８７７

２００４ ４５７ １０ ６６５００ ３２５ １５２００ １３２ ９３２

２００５ ４６２ ２５ ９４０００ １８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１５ ８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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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检查药品

经营单位 （个）

查处无证经营

单位 （个） 罚款 （元）

场次假劣药品

品种 （种） 价值 （元）

抽检药品

药品 （份） 合格率 （％）

２００６ ５２３ １０ ５５０００ １５５ １２０００ ２２１ ９０５

２００７ ４７２ ３ ２６０００ ７８ ６７００ １２１ ９１３

２００８ ４５１ ４ ２３８００ ５６ ５２００ ９９ ９２９７

２００９ ４１８ ９ ３１８００ ９６ ８７００ ９６ ９１９５

２０１０ ４３７ ６ ５６５００ １１８ ３６００ ８１ ８８９

第三节　食品监督管理

卫生许可

１９８８年以来，每年对食品生产和经营从业人员开展卫生法律意识和卫生知识培训，
定期健康体检，核发卫生许可证，体检率９６％以上，体检不合格从业人员调岗率１００％。
１９９６年，签发 《卫生许可证》１０５户，换证３５户，发证率９４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累计
办理 《卫生许可证》６３８８户 （次），《健康证》６６３６人 （次）。２００９年，办理 《卫生许可

证》８６９户，《食品卫生许可证》４１０户，《健康证》８３９人。２０１０年，办理 《饮食业服务

许可证》１６７个，《健康证》１９７１人。
食品安全检查

１９８８年，监督食品卫生单位８５６个，查处违犯 《食品卫生法》６６起。抽检食品２１
份，合格１６份，合格率７６％。１９８９年，监督食品卫生单位１０２５个，查处违犯 《食品卫

生法》２１起。抽检食品７６份，合格５２份，合格率６８５％；１９９２年，抽检食品合格率
８４８％。１９９３年，食品卫生监督覆盖率９５％，抽检食品合格率８４％，有８个单位获地区
食品卫生先进单位。城区检查３次，处罚２３１户 （次），销毁不合格食品１２８５千克。１９９５
年，抽检食品合格率８４２％。处罚４３户，销毁各类食品５６１千克。１９９６年，对４０个经
营管理不善的单位和个体商店责令整改，销毁食品３２４８千克。
２００８年，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等级评审申报１０８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３１份；餐饮量化分级管理１０５户，下发整改意见书５９份，依法取缔４户。推进食品安全
“三网”建设，商品零售连锁 “万村千乡”工程通过国家商务部检查验收，实现全县１８个
乡镇全覆盖。９０％的村有１个以上标准化农家店。县生猪定点屠宰场建成使用。对餐饮业和
学校食堂、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个体经营户执法检查，监测食具３６８份，合格２９３份，合格
率８０％。销毁过期霉变及 “三无”食品３２８千克，下架问题奶粉５６００千克，纠正违法违章
经营行为３８户，查处案件３起。２００９年，抽检餐饮单位１９８户，合格１３４户，合格率６８％。
２０１０年，检查食品生产经营户３２００余家次，销毁假劣食品５００余千克，取缔无证经营户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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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纠正不规范经营行为１５０余起。抽检餐饮单位１５８户，合格１４２户，合格率９０５％。

第九章　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节　国土资源管理机构

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０日，成立汉阴县土地管理局，为县人民政府统管全县城乡土地的行政职
能部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县土地管理局内设行政、业务两个办公室。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改设行
政、地政、监察三个股。２００２年８月，县土地管理局更名为县国土资源局。原计委下属矿
产资源管理办公室并入县国土资源局。２００７年，经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县人民政府土
地统征储备中心、县地质灾害防治办公室设在县国土资源局，局内下设行政、地政、监察、

矿管股、土地勘测规划队、土地整理中心和８个区域性派驻国有土地管理所。
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２日，成立汉阴县土地资源调查工作站，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更名为土地勘测

规划队。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１日，成立汉阴县地价评估所。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成立汉阴县土地
资产市场管理所。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分别在１３个一二类乡镇设置土地管理所，在８个三类
乡镇派驻土地管理员。２０００年３月成立汉阴县土地监察大队。

第二节　土地管理

土地调查

１９９６年，开展土地变更调查，建立建设用地台账管理和日常土地变更登记制度。
１９９７年，在完成当年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基础上，对上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做了复查。
１９９９年，为考核各乡镇落实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认真
开展土地变更调查工作，要求以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为重点，全面查清项目建设占地、土

地开发、复垦、整理、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功能等情况，做到实地、图、台账一致。

１１月１日，推行月清季累的土地变更调查年报统计制度，加强调查成果分析和土地变更
调查与统计制度建设，与土地规划，农用地转用、征用、建设用地管理、土地监察等工

作相衔接。此后，土地变更调查工作转入日常化，每年９～１０月，集中力量进行一次全面
评查校核、查缺补漏，对发生变化的图斑、面积较小不够上图的做好记录，够上图的用

铅笔勾绘，通过整布图件、分类填表，逐级汇总报县。

２００７年，完成土地变更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是：农用地１８９０８４９６亩。其中，耕地
５０５３５９１亩，林地１２６５０４４７亩，园地１５４７９６亩，牧草地６２９６６４亩，其他农用地
４１９９８亩。建设用地５９７５４１亩。其中，居民点及工矿用地４３８８０４亩，交通运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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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０７亩，水利设施用地１０２６３亩。未利用地９６０５７７亩。其中，未利用土地７８５１７１亩，
其他土地１７５４０６亩。２００８年，农用地变更为１８９１２０７５亩，建设用地变更为５９７７８８
亩，未利用地变更为９６０５７７亩。启动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通过省级
验收。

２０１０年，开展土地变更调查，全县土地利用现状为：总土地面积２０４７７４１２亩。其
中，耕地５０１０４０９亩，林地１３５０３１８亩，园地１３６１８７亩，草地２９１６２１亩，城镇村、
居民点及工矿用地 ５１６４０１亩，交通运输用地 ２０３２１９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３７１０６７亩，其他土地４４５３２８亩。完成１１２平方千米的城镇地籍调查。

地籍管理

１９８７年１月，中共汉阴县委、汉阴县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迅速开展非农业用地全面复

查发证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经登记、汇总，全县农村居民５７８７０户，共有房屋２８１９５６
间，占地１１７４１２７亩，院场占地３５７４９２亩；非农业户 （不含汉阳、漩涡库区移民集镇）

居民５９３３户，共有房屋６５６９间，占地２２５０５亩，院场占地５５７４亩；国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 （不含驻军和铁路部门）和乡镇企事业单位１２６１户，共有房屋３１９７０间，占地２７５８１９
亩，非建筑物占地１６４０７５亩。颁发农村居民 《宅基地使用证》５６９４４户，占总农户的
９８４％；集镇非农业居民１５５９户，占总数的２６２８％；颁发 《土地使用证》的全民单位

４５１个、集体单位５１２个，占总数的７６３７％。
１９８９年，开始实施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注册登记，当年申报 ２１０２户 ２１４２宗地、

１５０３２２亩。１９９２年，对月河乡１１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开展复核试点，相继完成龙
垭、双河口、黄龙、三清、鹿鸣、石条街、铜钱等乡镇６６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复核、
注册登记发证。１９９４年，完成蒲溪区所属９个乡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复核、注册登记复
核。１９９５年，完成平梁区下属６个乡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复核、注册登记发证和铁路用
地复核登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对３２个国营工商企业及２行１司 （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及保险公司）产权界定。

１９９８年，开展国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共核发集体土地使用证３２１８户，
国有土地使用证１００户。１９９９年，在城关、漩涡、汉阳、铁佛寺４个镇开展国有土地登
记发证和年检，共核发年检国有土地使用证１３２６户。２０００年，全县城镇、集镇国有土地
登记发证和农村宅基地发证、换证全面结束，共核发 《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７１１９２
本。２００３年，对已购公房、集资建房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开展登记发证。共勘丈房
屋１３００套，发证３２０户，收取土地出让金 ２９万元。２００４年，勘丈房屋 １２００套，核发
《国有土地使用证》７２０本，收取土地出让金６１万元。２００５年，核发公有住房和集资建
房 《国有土地使用证》１９００件。２００６年，办理已购公房、集资建房登记发证和转移变更
手续７０宗。２００７年，公有住房发证９０宗。２００９年，办理各类用地手续８３２起，居民房
地产转移１７８户，划拨用地手续３起，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５７３本。２０１０年，办理国
有土地登记手续１１０５户。

基本农田保护

１９９６年，汉阴县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批转县土地局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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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１９９７年５月全面铺开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工作。根据安康地区下达的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指导性指标，确定基本农田理论保护面积３３４８８０亩，耕地保护率５２７％，人均保
护耕地１０４亩。其中，一级保护１７４６７４６亩，二级保护１６０２０５４亩，预留建设面积
７６３５亩，未列入保护区面积２９９５１８６亩。实际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３３５９８０亩，其
中一级１７４７８５亩，二级１６１１９５亩。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共汉阴县委、汉阴县人民政府做出实施１００个村庄建设及土地整理

规划的决定，对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调整，基本农田保护总面积３４２９９２９亩。其中，一
级１７５２４７亩，二级１６２７４５９亩，建设用地预留５０００亩，耕地保护率５４％，确保基本农
田保护区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衔接一致。

２００９年，制订 《工业园区用地管理办法》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办法》，至年底，

全县耕地达５０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达４２７５万亩。２０１０年，全县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达４５２万亩。将各类项目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易地扶贫搬迁、民
居改造等新农村建设项目列为用地管理主要内容，实行耕地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

用地审批

国家建设用地　１９９８年９月，征用城关镇双星村水田３０亩，建设开发小区安置工
程。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征用城关、平梁２镇１８个村集体土地５６３５９亩，用于安 （康）石

（泉）二级路汉阴段建设。２０００年５月，征用城关镇双星村水田２９１９亩，建设双星大桥
引线工程和汉 （阴）漩 （涡）路改线工程。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０４年８月，分别将城关镇双
星村２００亩和双星、中堰、东南村的２６３４３６亩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用于城市建设。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将涧池镇西坝村、东坝村２０８４７亩农用地、城关镇月河村４９３５亩农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依法征为国有，用于城市建设。２００８年，为 “十天”高速公路汉阴段建设征

地３６４８亩，为百瑞缫丝扩建、南区泰和路、凤凰大道西延、北城街东延拓宽等县城重点
建设征地近百亩。２００９年，完成高速路建设房屋拆迁５６６户１０２２４３４平方米，审批临时
用地６００亩，收缴复垦保证金２００万元。为重点企业建设申报农用地转用４８０亩，为廉租
房建设、机关办公楼建设、新西大桥引线工程、城南新区建设和北城街西延等项目征地

１７０余亩。２０１０年，预审１５个项目建设用地４２３亩，申报７２１亩农用地转用手续，为城
南新区建设、北城街东延和重点项目建设统征土地４００余亩，协助工业园区征用土地２８０
余亩，为天然气管道建设征收土地１１３９亩、批准临时用地４４４亩。

农村建设用地　随着乡镇新村建设、生态移民和迁移式扶贫搬迁以及标准化新农村
建设的推进，审批村民新建、改建、扩建房用地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２年，规范畜牧产业化
建设用地，凡畜牧产业化建设用地一律视为农用地，养殖户提出用地申请并签订 《畜牧

产业化建设用地协议书》后，减免用地报批手续，不收取任何费用，三天内完成现场统

一规划、放线。当年为２２３０户畜牧产业示范户办理用地２１０００平方米的登记备案手续，
减免各种费用３１９９万元。２００８年，乡镇单位建设用地发证２０宗。审批农民个人建房
４４１宗，个人地籍发证５５４宗，变更登记９５户。２０１０年，审批村民建房８６５户，办理宅
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６７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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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建设用地审批统计表
表１４－９－１ 单位：亩

年　度
批准用地面积

国家建设 乡镇基本建设 村 （居）民建房
中耕地 备　注

１９８８ ５２３４ ２０８ １６８１８６ —

１９８９ １２２８１ ２３７１ １３６５９６ —

１９９０ １０９８３ — １２０００８ —

１９９１ １６０３４ — — ９６３９

１９９２ ３９８８ ８１８ ８８５７ ３４５８

１９９３ ７８９ １０７１ １０２６ ７０６６

１９９４ ５７８４４ １２ ９６５８ ９３５８

１９９５ — ３３ ９２２ ４９５６

１９９６ — — ９６５８ —

１９９７ — ２７ １７７ — 两户一体

１９９８ ８１３ ３５ １８６５ —

１９９９ ９８３７２ — — ８８１１７

２００２ ２５９３５ — — —

２００３ ３１３２３ — — —

２００４ ２２２ ２７０ — —

２００５ １１０ — — ９０ 城区、涧池集镇开发

２００６ １８８４２ — — —

２００７ １９３２９ — — —

第三节　土地市场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１９９１年，开始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县土管局在蒲溪区涧池镇东坝村４个组２９７
户开展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分赴汉阳区天池乡毛坪村、漩涡区梓龙

乡新阳村、平梁区红星乡团结村、铁佛区水田乡双喜村共１６个村民小组进行宅基地有偿
使用改革试点。当年共完成５个乡５个村２０个村民小组９００余户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
改革。１９９２年以后，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普遍推行。
１９９３年，开始初步改革供地方式，征地与出让同步进行，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有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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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使用权。１９９４年，制订 《汉阴县土地管理 “五统一”的规定》 《关于大力推进国有土

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关于清理整顿土地隐形市场的通告》《汉阴县国有土地出

让、转让、出租、抵押实施规定》等，进一步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１９９５年，除按规
定划拨供地外，凡属出让范围的供地一律实行出让供地。１９９６年，建立建设用地台账管
理和日常土地变更登记制度，规范日常变更登记、评估与变更等工作程序和工作行为，

有３１个乡镇建立土地台账。
１９９７年，实行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推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收回存

量国有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出让，土地收益全额解交财政。２００２年，汉阴县人民政府
制订 《汉阴县建设项目统一征地实施办法》《汉阴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实

施办法》《汉阴县土地收购储备暂行办法》，收购原月河、太平、天星乡人民政府及县商

业局办公楼等国有土地。先后对城关加油站、漩涡加油站两宗６０４亩项目用地统征和挂
牌出让，公开拍卖首宗收购的原商业局办公楼２２７平方米国有土地，拍卖价款７２８８万
元，高出底价２１万元。成功组织城南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会，拍卖土地６０２
亩，成交价格１２１４８万元，高出底价３１１万元。
２００３年，收储土地１８宗，面积６６３亩。其中，收购国有土地９宗４１１亩，储备９

宗６２２亩。公开拍卖城南新区二、三期开发统征储备的国有土地、汉阳集镇建设国有土
地以及原县轻化厂、农发行、农行平梁、涧池营业所办公用地，拍卖土地６３２亩，获取
土地收益１７５７８万元。２００４年，拍卖国有土地７宗、挂牌出让国有土地２宗，总面积
１８２５１亩，总价款５７６７２万元。２００５年，收购国有闲置土地１１宗６５９９５平方米。公开
拍卖和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６宗，面积２１８０５平方米，成交价２１３０４万元。２００６
年，举行公开拍卖会议 ４次、挂牌出让 ６次，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３８宗
９５９１２１平方米，成交价款７９５４９万元。２００７年，举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５次，成
功拍卖县食品厂、邮政局闲置土地资产、蒲溪粮管所的整体资产及城南新区建设统征储

备国有土地，挂牌出让县燃料公司、黄金公司国企改制的国有土地资产。其中，城南新

区国有土地每平方米拍卖成交价达４２００元，创历史最高纪录。２００８年，召开三次土地公
开拍卖会，拍卖土地１０８５５平方米，成交价２７７８４９万元。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６
宗２６９亩，成交价２９７１３万元。２００９年，公开拍卖和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３５宗
１６９７亩，成交价６２０７４２万元。

２０１０年，公开拍卖和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７宗３７亩，成交价３２４４６万元。制
止违法拍卖集体企业资产２宗。整顿清查改变容积率房地产用地４宗，清理改变土地用途
１宗，清缴土地收益５３万元。

地价评估

１９９４年，经省土地管理局批准，汉阴县地价评估所获得 《土地估价机构资格证书》，

开始开展地价评估业务。对县城建成区开展地价调查，制订基准地价。１９９５年，评估２１
宗土地资产值４０６万元。１９９６年，评估土地４９宗８３９万平方米，为企业和个人评估土
地办理抵押贷款３１宗。１９９７年，评估土地４９宗９８３万平方米，显化土地资产１３００６２
万元。制订蒲溪、涧池两集镇基准地价及宗地标定价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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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国有企业改制全面推行，为防止土地资产流失，积极为改制企业做好产权
界定、土地资产处置、土地登记、地价评估和土地资产处置等工作，先后评估３３个企业
３７宗４５８７３亩土地资产，显化土地资产总值３０１２５９万元。全年评估土地１１２宗５０２８
万平方米，显化土地资产总值４５８６４万元。制订汉阳、漩涡两集镇基准地价及宗地标定
地价系数。１９９９年，评估土地１１３宗１４９５万平方米，显化土地资产２０３３７万元。其中，
为国有、集体、个体企业地产抵押评估６６宗，县有公房土地评估１２宗。２０００年，评估
土地９２宗３２９万平方米，显化土地资产６９０６万元；制订平梁、铁佛寺两集镇基准地
价。至此，全县建制镇基准地价全部制订。

２００４年，选定城区３００余个样点进行实地丈量测算，更新和调整了县城建成区及平
梁、涧池、蒲溪、双乳、汉阳、漩涡６个建制集镇的地价体系。评估土地６６宗７１万平
方米，显化土地资产９００万元。２００５年，评估土地４４宗２４５４万平方米，显化土地资产
值２２８９６万元；评估土地抵押１５宗１２万平方米，抵押值９６０６万元。２００６年，评估土
地５０宗４４１８万平方米，显化土地资产１０２９６８９万元。２００７年，评估土地６１宗，显化
土地资产１１１亿元；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评估３８宗，土地资产抵押值７９５０万元。
２００８年，评估土地６７宗２２９４亩，显化土地资产值２１５亿元，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
３８起，土地资产抵押值２１３亿元。开展新一轮县城和５个中心集镇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
作，调查样点６６１个，绘制地价样点调查图件５６幅，１２月１０日，土地基准地价修编通
过验收，公布执行。２００９年，评估土地６６宗，显化土地资产值１２亿元。２０１０年，评估
土地２４１宗，显化土地资产值１８亿元。为企业及个人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手续１０９
宗，抵押土地资产值１６亿元。

土地出让金征收

１９９３年，改革供地方式，对经营性用地征地实行有偿出让，开始征收土地出让金。
当年签约出让土地３８宗９８８８平方米，收取土地出让金２７万元。１９９４年，征收土地租金
１９９万元。１９９５年，征收土地出让金 ４０万元。１９９６年，征收土地出让金 ３８２９万元。
１９９７年，征收土地出让金１３０万元。１９９８年，征收土地出让金１４０万元。２０００年，征收
土地出让金５１万元。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均达１２０万元。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征
收土地出让金分别实现１２５万元、１５２万元、１６６５万元。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征收土地出让
金６７９万元。

第四节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规划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汉阴县启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１９９８年７月，完成县、乡两
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１９９９年，被安康地区推荐为陕西省科技成果奖。２００９年，
启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２０１０年通过评审。

土地复垦

１９８９年，整修恢复农田５６２亩，建新房拆旧房还耕６３１亩。１９９０年，农田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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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耕地１３６０亩；拆除旧房还耕５０６５亩，复垦农田５５６６亩。１９９１年，复垦建设用地
１６４亩，复耕地４５６８６亩。１９９２年，土地开发新增土地５３０亩，复垦耕地７０亩。１９９３
年，复垦县中心集贸市场撂荒土地３２亩。１９９４年，复垦耕地１５０亩。１９９９年，中共汉阴
县委、汉阴县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百村规划及土地整理实施意见》，批准２９个村实施土
地整理。２００３年，编制新河、中坝、太平村土地整理项目和双乳镇双乳村水毁耕地复垦
项目、三同村土地复垦项目，共争取国家投资５７５５４万元。２００５年，万亩中低产田改造
项目通过省国土资源厅评审。２００７年，酒店镇沙河村土地整理项目完成总投资６３０万元，
复垦开发土地２１５２亩。涧池镇、永宁乡、城关镇总规模９９８６２公顷、总投资２４９７０５万
元的土地整理项目，经省国土资源厅审批列为省级重点项目。总规模６７９１２公顷、总投
资１９９４６７万元的蒲溪镇土地整理项目，通过省土地整理中心评审立项。２００８年，酒店
镇土地整理项目完成，总投资６３０万元，新增耕地２８９亩。２００９年，开工实施耕地占补
平衡项目４个，建设总规模６４５亩，总投资３０２４７万元。２０１０年，完成土地整理项目新
增耕地３１６０亩。其中，涧池等３个乡镇土地整理项目，国家投资１８７２万元，新增耕地
７１０亩；“十天”高速公路建设占补平衡项目，新增耕地１３５０亩；自筹３５０万元的７个县
本级占补平衡项目，新增耕地１１００亩。

第五节　土地监察

纠正单位违法用地

１９８８年，查处１４个单位非法占地，纠正渭溪乡人民政府越权审批２２户居民建房用
地，调处涧池粮管所、县皮鞋厂、县建材厂、县交通局、铁路采石场、县计划生育指导

站等单位历史遗留的土地争议，制止永宁、太平、小街、天星乡杨家坝村违法毁田淘金

问题。１９８９年６月，组建四个清查小组，对乡、镇、村建设和 “两户一体”（经济发展重

点户、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用地清查丈量，查处违法占地的国家单位１个，乡村事企
业单位７个，“两户一体”３８户。１９９０年，查处１个国家机关、３个乡镇企业、“两户一
体”４１户违法占地。１９９１年，查处川道１３个乡镇的１６个机砖厂、平梁西岭魔芋精粉厂、
涧池福利厂违法占地。１９９２年，重点调查处理部分乡镇盲目建设开发区。１９９３年，妥善
解决汉阳区乱占土地建集贸市场问题。１９９４年，查处蒲溪镇、涧池镇、平梁乡非法占地
建集贸市场和公路加油站、铜钱乡农贸公司乱占滥建问题。１９９７年，查处国家建设违法
用地９件，占地３３７万平方米；查处集体建设违法用地４６件，占地２６万平方米，结案
８８％。１９９９年，查处违法用地案５６起，查处非法炒卖土地使用权案２３起，面积２４８万
平方米，追缴土地出让金１３６万元。２００２年，对机砖厂占地开展专项清理，共清理机砖
厂１２个，占地１４５亩，其中建筑物占地１２１１亩。２００３年，制止违法占地２８起２４４８平
方米，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６起，面积１０００余平方米。２００４年，查处各类非农建设用地
３０２件，面积３５１万平方米，罚款１０３万元，强制拆除９宗。２００６年，清理新农村建设
用地，制止平梁、军坝、三同等村４起违法用地；对毁田淘金和建砂厂、机砖厂开展清理
整顿，查处案件９起，补办砖厂采矿和用地手续１９家。２００７年，专项治理项目用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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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乐用地、建新不拆旧等集体用地，共查处违法违规案件２３件，违法占地６５５２９平方
米。２００８年，清理河道采砂企业１０家，占地５００２２平方米，关闭２家，落实８家企业堆
砂临时用地复垦措施。２００９年，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２宗，规范３３宗３０余亩未按要求备
案的畜牧产业用地，完善工业园区企业用地手续１７户。２０１０年，查处 “十天”高速公路

汉阴段建设等６家违法占地用地行为，建立土地违法行为约谈制度，约谈重点企业负责人
８人。

清理农村乱占滥建

１９８８年，县土管执法部门重点对川道１３个乡镇居民建房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共查处
乱建滥建４７４起，分别做出罚款、补办手续、拆除建筑物还耕等处理。其中，涧池镇居民
乱占滥建２２９户。１９８９年，查处村民违法占地建房１００２户，占地７７７６亩，其中超批准
面积占地３９１户，占地４７８７亩；越权审批３户，占地０５亩。当年结案处理７１６户，其
中拆除建筑物３５５８８６平方米，收回土地６３１亩；拆除围墙３１延长米，处罚款４３７０４８
元；查处城镇居民 （国家干部职工）１４户，违法占地１３５亩，对其中６户处罚款１０３０
元。１９９０年，抽调干部１６０４名，组成１２１个清理工作组，全面清查处理非农业建设用地
和干部职工 “三违”建私房以及乱占公房问题。１９９１年，依法制止涧池镇东坝村居民倒
卖房产行为，立案处理违法违纪建私房１１起。１９９５年４～６月，县土管、监察部门组织
全县土地执法大检查，经地、省验收合格，县土管局被地区评为二等奖。１９９６年，重点
对３６个村巡回检查，制止乱占滥建，补办用地手续５２０户，拆除擅自占用水田建房９户。
１９９７年，查处居民违法占地建房２１５１件，占地１４０１万平方米，补办建房手续１８９５件，
面积１１８万平方米。１９９８年，处理土地违法遗留案２２０起。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查处土地违法
案件１０５起。２００２年，组织土管、城建、交通、公路段及相关乡镇对全县公路沿线、集
镇周围村民建房用地开展专项清查，共清出各类违法用地１９户，违法占地１８４６平方米，
强制拆除建筑物两户，依法处罚１７户。２００３年，开展巡回检查５次，制止违法占地２８
起，占地２４４８平方米，强制拆除违法建筑６起，收回土地１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４年，重点
排查在基本农田和安石二级公路边抢修抢建的违法占地，共清出违法占地１４起，有９户
自行拆除违法占地建筑物，恢复耕地。２００６年，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８起，占地面积２２９０
平方米。其中，安石二级公路旁零星建房１３宗，违法占地１７１４平方米，现场强制拆除１
处。２００８年，查处二级路、月南路两侧违章建房３０户。其中，恢复耕地４户，申请法院
执行４户。开展农村村民易地建新拆除旧房还耕专项行动，拆除旧房９７户，面积１４０６５
平方米。２０１０年，制止二级路、月南路等重点地段村民违法建房行为１５起。全年查处违
法用地１９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２起，收缴罚没款３２２万元。

创建 “三无”乡镇

１９９２年始，开展无违法管地、无违法用地、无违法批地 “三无”乡镇创建活动。当年

在１个乡和２６个村推行。１９９５年，制订创建 “三无”乡镇活动规划。１９９６年，高梁乡、红
星乡创建 “三无”达标。１９９８年５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创建土地管理 “三无”

乡镇活动的通知》，至２０００年，汉阴县１５个乡镇通过 “三无”乡镇达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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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矿产资源管理

矿权管理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年，采矿许可及年度检验审核由县计划局审批，２００２年后划归县国土资
源局审批。２００３年，核发采矿许可证３件，年度检验２８家矿山企业，注销采矿许可证１１
家，挂牌出让片麻岩采矿权１起，收回采矿权出让价款１万元。２００４年，停止新申办采
矿权许可证行政审批，凡申请采矿权一律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方式有偿使用。全

年挂牌出让采矿权９宗，收回采矿权价款９６万元。审批核发采矿许可证１０本，延续采
矿许可证２本；对１７家矿山企业、４家探矿企业进行采矿权和探矿权年度检验。２００５年，
核发采矿许可证３本，注销采矿许可证１家，年度检验采矿企业１７家；制订 《汉阴县采

矿权招拍挂出让制度》，出让采矿权２宗，收取采矿权出让金６５万元。２００６年，核发采
矿许可证２２本，年度检验矿山企业１８家，挂牌出让采矿权２宗，处理无证生产砖厂７
家，追缴矿产资源费２６万元，罚款１５万元，注销采矿许可证１家，限令２５家砖场补
办采矿许可手续。２００７年，核发采矿许可证２本，变更采矿权５宗，延续采矿权１宗。
挂牌出让天池沟花岗岩采矿权，收取出让金３万元；对续延采矿权的草桥采石厂分别收取
采矿权出让金２万、１５万元。此后，汉阴县结束采矿权无偿使用的历史。２００８年，采矿
权年检１０宗，抽检７宗，审批石材采矿权１０宗，变更１宗。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１５万
元。２００９年，制订 《汉阴县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办法》，推行采矿权全国统一配号发证。全

年新办采矿许可证５宗，变更采矿权４宗，延续采矿权４宗。年检矿山企业１２家，年检
合格率１００％。公开挂牌出让平梁仙鸡河片麻岩矿等１１宗采矿权，收取出让金６０万元。

矿业秩序整顿

零星小规模的居民建房砂石料开采长期处于无证、无序、无专管状态，在河床成规

模开采建筑用砂石料，由河道管理站监管，建筑石料开采仅限于对爆破材料的审批与监

管。２００３年，查处月河乱采砂石６起，取缔无证开采山金两起，严重污染环境的小金矿２
起。２００６年，取缔非法采矿点２处，责令整改２家，调处采矿纠纷２起。２００７年，县政
府组织安全监督、环境保护、乡镇企业、公安、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专项整顿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重点查处无证开采、乱采乱挖、非法转让探矿权和采矿权、经营粗放、

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安全隐患等问题，取缔非法采矿点２起，责令关闭黏土砖场４家。
２００８年，将１２个矿山企业整合为１０个，２２个黏土砖企业整合为１２个。制止毁田淘金案
件６宗，处理越界开采矿产企业２家。２００９年，查处违法开采矿产资源１１家。２０１０年，
依法取缔４起非法采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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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安全生产监督

第一节　安全监管机制

管理机构

１９９６年，成立汉阴县劳动监察中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工作职责。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
日，将县劳动局内设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整体划转移交县工业经济管理局，其职能

职责不变。２００２年８月，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隶属县经济贸易局。
监管制度

２００５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实行安全生产 “一票否决”制，制订 《安全生产目标责

任考核办法》，将市政府下达的四项控制指标和万人死亡率目标细化分解到各乡镇、各行

业主管部门，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年终统一检查考评考核，并作为综合表彰奖励

重要依据。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实行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定期对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分

析、部署和综合大检查。各乡镇、各行业主管部门每月对本辖区、行业内安全监管重点

部位或地段、重大危险源、重大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检查和整改验收。健全和落实县政府

全体领导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安全副职领导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建立县级领导包抓重点企业安全工作机制。

第二节　安全监管

综合检查

１９９６年，开展全国第六次 “安全生产周”和全省 “矿山安全法宣传月”活动，对在

用锅炉压力容器进行年检，培训上岗人员１１人，查处锅炉设备事故两起。１９９７年，３次
组织联合检查组，对矿山、化工、建筑等行业专项检查，共查处事故隐患６５条，限期整
改４３条。对化工厂乳化炸药扩建项目、黄龙金矿尾矿加固工程做了 “三同时”监察。对

２００余名新上岗职工和农民工进行安全知识培训，举办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班１期，培训３０
余人。对在用锅炉年检，查处两起锅炉事故。１９９８年，组织两次安全生产检查，共检查
８０多个单位，查出事故隐患３２起，整改２８起。１９９９年，组织安全检查３次，专项检查９
次。举办厂 （矿）长经理安全管理培训５５人。
２００５年，全县共有３８个非煤矿山企业、２个煤矿企业、２个民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

１个烟花爆竹生产企业、８个批发企业专供点、１３６个零售网点，４５个重点消防单位，５５
个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使用单位，１０个重点工业企业、商业零售批发网点和１３８个
公众聚集场所。全年组织开展５次综合安全生产检查，检查企事业单位１７２１个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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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安全隐患１３３４处，重大危险源普查登记１６处，发出整改通知书１７６份，督查通知书
１５份。２００６年，组织６次综合安全生产检查，涉及１８个乡镇、３３个安委会成员单位。
检查企事业单位１８７３个次，查出各类安全隐患１２７１处，落实整改１７９份，现场消除安全
隐患１０９４处。２００７年，组织开展６次综合性安全生产检查，共检查企事业单位３４６０余
次，查出安全隐患２６７０余处，落实整改１７２份。重大危险源普查登记１６处，进入计算机
管理，动态跟踪。２００８年，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出各类安全隐患２０２１处，下达限期整改通
知４６份，限期整改指令８７份，当场整改１８８１处，落实整改２０２１处。２００９年，安全生产
综合检查出各类安全隐患７４６处，全部落实整改。２０１０年，安全生产综合检查出各类安
全隐患１９６２处，全部落实整改。其中，停产整改１０１处较大隐患。

专项整治

矿管部门每年都对矿山企业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监督，减少杜绝事故。２００２年，
对５０余家矿山企业进行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清除隐患。２００３年，国土、民政、农业综
合开发、移民开发、电信等局办抽调３０人，组成５个检查组，对１８个乡镇的８５处地质
灾害隐患点及各矿山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填发隐患点处理通知书４０份，并对新生的４５４
处地质灾害点落实专人监测，成功预报地质灾害１６起。
２００４年，印发 《汉阴县非煤矿山重特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召开矿山负责

人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签订 《安全生产责任书》。开展安全生产检查３次，针对黄
龙金矿发生安全事故，及时在草桥铁路采石场召开安全生产现场会，总结教训，强化措

施。２００５年，印发 《汉阴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对矿山企业进行４次安全大检
查。开展民爆、烟花爆竹行业专项整治，检查涉爆单位１５５个，查处涉爆案件４９件，收
缴扣留烟花爆竹１３３箱，价值５３万元，对２个批发企业、７个专供点、１１９户零售网点
现场检查审定，取缔２１户，新增３８户。取缔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石油加油站点１处。开展
道路交通和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４次，检查车辆２８６０余车次，纠正违章２１２４车次，培
训考驾颁发证照４２０人，处罚违章驾驶员１３６人。农机部门出动巡查车辆１２０台次，“非
驾”人员考证４５人。纠正违章船只和证照不全船舶１１艘次。对重点在建工程工地１１个
项目经理部门综合整治，下发安全整改通知８份，检查１个液化气储配气站、８个专供
点、８台压力锅炉。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３次，涉及７０多个单位，查出并整改重
大火灾隐患４５处、一般火灾隐患８７处。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４次，检查整顿６１个
单位，设备４４台，查出隐患１１０处。
２００６年，结合整顿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组织６次安全生产检查，发现隐患５４１处，

下发整改通知书３７份，关闭塔岭煤矿。对１５家民爆物品储存使用企业、１５０户零售网
点、７户专供站、４７家使用点进行隐患排查和市场整顿，将县土产公司处在居民区的烟花
爆竹储存仓库迁至安全地带。处罚违反民爆物品安全管理企业９家、使用点１家，行政拘
留×人。开展道路交通专项整治４次，检查各类车辆８６００台次，查出交通违法９３２人次，
暂扣车辆１６５台次。对公共聚集场所、县城建筑市场、易燃易爆等生产经营场所专项检查
整治４次，检查单位７３家，下发整改通知书３８份，整改火灾隐患４２处。开展建筑施工
专项治理，检查工程５０个次，下发停工整改通知９份、限期整改通知２５份，没收燃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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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１６个、不合格灶具２０套。２００７年，对矿山企业实施安全生产检查３次，查处安全隐
患３起。举办道路交通法规和安全培训１８场次，检查各类车辆１８７６８６台次，处理交通
违法人员１１６３６人次。开展民爆物品安全隐患排查和市场整顿，督促化工厂完成炸药库
房选址迁址，吊销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２户。对建筑施工现场综合检查８次，下发限
期整改通知２７份，责令停工整改工地２个。
２００８年，组织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４次，发现非煤矿山事故隐患１５３处，其中重大隐

患４处，全部整改到位。开展烟花爆竹检查４次，排查隐患２２处，取缔无证经营户２６
户，吊销８户不符合安全经营条件的经营户，收缴非法经营烟花爆竹４７件、礼炮５件。
检查危险化学品４次，配合道路交通、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建筑工地及特种设备安
全、食品安全及校园安全等领域安全专项整治１２次。
２００９年，组织安全生产整治６次，发现非煤矿山事故隐患２１４处，下发整改通知３３

份，依法关闭矿山１座，停产整改１处。开展烟花爆竹检查４次，排查隐患６１处，取缔
无证经营户７户，吊销５户不符合安全经营条件的经营户，收缴非法经营烟花爆竹２０件、
礼炮９件。危险化学品检查４次，排查隐患３０处，当场整改２８处，限期整改２处。配合
道路交通、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建筑工地及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及校园安全等

领域安全专项整治１４次，排查隐患８４处，全部整改到位。２０１０年，组织安全生产整治７
次，处理不按期处理隐患１起，不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１起，查处关闭无证采石场１
处，查处危险化学品超量储存１户，取缔无证经营户３户，收缴非法经营鞭炮３０件、礼
炮１１件，吊销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２户。

安全生产评估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后，加强安全监管，全县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态

势，事故次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４项控制指标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的目
标之内。２００７年，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０７２人。２００８年，亿元生产总值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０４７人。２００９年，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０３３６
人。２０１０年，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０２８１人。

４９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十五编

中共地方组织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中共汉阴县第八至十三届委员会 （简称县委）以强

县富民为目标，以科技兴县和人才强县为支撑，不断探索与完善县域经

济发展战略，先后提出 “桑、麻、油３个系列开发，建设粮、油、蚕桑、
烤烟４个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和丝麻纺织、化工、食品饮料、采矿、机械５
个工业支柱产业”“搞好重点项目、城乡建设、基础设施三大建设，壮大

蚕桑、食品、矿产、水利四大产业” “生态立县、产业兴县、工业强县、

城镇靓县”和率先实施工业扩张、新农村建设、城乡繁荣、道路交通建

设 “四大突破”，加速推进工业生态化、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 “三

化”进程思路，加快城乡统筹发展。

１９８８年１月，中共汉阴县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汉阴县第三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至２０１０年，换届５次。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开展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警示教育，建立党风廉政长效机制，

加大反腐败力度，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第一章　党代表大会

第一节　中共党员

１９８８年后，注重发展优秀青年、生产一线和知识分子党员。１９８８年，全县有中共党
员９６２２名，占总人口３６１％。其中，女党员１２６５名、少数民族党员１４名。至２００１年，
党员人数增至１００４９人。其中，女党员１４７５人。
２００２年，推行发展党员公示制度，实行入党积极分子公示测评、培训，发展党员会

前预审。到２００８年，党员人数增至１０５００人。其中，女党员１７２０人。
２００９年，推行发展党员票决和责任追究制度。新发展党员８５％以上是产业带头人、

致富能手或业务骨干。至２０１０年，全县中共党员１０９４０名，占总人口３６４７％。其中，
女党员１８００名、少数民族党员２６名。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中共党员统计表
表１５－１－１ 单位：人

年　度
党员总数

合　计 其中女

占人口

比　例

少数民

族党员
年　度

党员总数

合　计 其中女

占人口

比　例

少数民

族党员

１９８８ ９６２２ １２６５ ３６１ １４ ２０００ ９９４１ １４３１ ３４９４ ２３

１９８９ ９５８４ １２２８ ３５４ １４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４９ １４７５ ３５０１ ２３

１９９０ ９４８７ １２０５ ３４５ １４ ２００２ １０１３１ １４６５ ３５３ ２３

１９９１ ９６５２ １２７０ ３４６ １４ ２００３ １０１９２ １４８７ ３５２ ２５

１９９２ ９７３６ １２６９ ３５ １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３１３ １５５７ ３５４ ２３

１９９３ ９８４６ １３０４ ３５２ １３ ２００５ １０３３１ １５６３ ３４４３ ２０

１９９４ ９８７７ １３１２ ３５２２ １５ ２００６ １０２９８ １５８３ ３４３２ ２１

１９９５ ９９３３ １３０２ ３５２２ １５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７９ １５７８ ３４５９ ２０

１９９６ ９９８１ １３１５ ３５２８ １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５００ １７２０ ３５ ２４

１９９７ ９９０４ １２９７ ３４８４ １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７１３ １７２９ ３５７１ ２４

１９９８ ９８６６ １３８１ ３４７１ ２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９４０ １８００ ３６４７ ２６

１９９９ ９９３７ １４００ ３４９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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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党员代表大会

县党代表选举

县委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按党员总数，确定每届党代表会的代表名

额，然后分系统、界别分配到各选举单位。一个基层党委为一个选举单位。由基层党委采取

民主集中制的办法产生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填写预备人选登记表，报县委组织确认批转

后，由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采用差额、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县党代会代表。代表

中，各级干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妇女、少数

民族代表分别占一定比例。县级领导代表，一般都分派到各选举单位参加选举。

各届县党代会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中共汉阴县委共召开６次党员代表大会。
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２４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３０名，代表全县９５７６

名党员。大会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汉阴县第七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中共汉阴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２３人、候补委员４人和中共汉阴县第三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１４人，选举刘钢明、陈有德、张友堂、钟秀英４人为出席中共陕西省第七次
代表大会代表。八届一次全委会选出县委常委９人，陈有德当选为县委书记，王世科、唐
明孝、李道义当选为县委副书记。

第九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８～３１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３０名，代表全县９４８７
名党员。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汉阴县第八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中共汉阴县委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决议》。选举产生中共汉阴县第九届委员会委

员２３人、候补委员４人和中共汉阴县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４人。选举王世科为县
委书记，李道义、张才道、张明光、吴应彦为县委副书记。

第十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６～９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５０名，代表全县９６７７名
党员。大会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汉阴县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共汉阴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汉阴县第十届委员会委员２３名、候补委员４名；选举王世
科、王鼎志、李升堂、沈晓兰４人为中共陕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王世科为县委
书记，吴应彦、张明光为县委副书记。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４～１６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２０名，代表全县
９９０４名党员。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中共汉阴县第十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共汉阴县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汉阴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２７名、候补委员５名，
选举贾治邦、丁义安、郭昌和、吴祥艾４人为中共陕西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丁义
安为县委书记，陈纯山、喻国庆、杨英子、崔用慧为县委副书记。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６～１８日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２３名，代表全县１０３１１
名党员。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汉阴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共汉阴县纪律检查

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共汉阴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２７名、候补委员５名。选举徐铁
军为县委书记，邵向农、赵良亭、朱前平、刘臖为县委副书记。

７９２第十五编　中共地方组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３～２５日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２３５名。会议
听取和审议通过中共汉阴县第十二届委员会和中共汉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

举中共汉阴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２７名、候补委员５名。差额选举出１１名县委常委，邵
向农当选为县委书记，杜凤军、刘臖当选为县委副书记。

第二章　中共汉阴县委员会

第一节　县委常委会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共选举产生６届县委。县委常务委员会为县委领导机构，实
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

第八至第九届县委常委会任期３年，第十届以后改为５年；第八至十届设常委９人，
第十一届以后设常委１１人。

中共汉阴县第八届至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一览表

表１５－２－１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　族 文化程度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八届

县委书记

副书记

常　委

陈有
%

汉　族 大　学 陕西城固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０１１

王世科 汉　族 大　学 陕西宝鸡 １９９０１２～１９９１１

王世科 汉　族 大　学 陕西宝鸡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０１２

唐明孝 汉　族 大　专 陕西汉滨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０７

李道义 汉　族 中　专 陕西汉滨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１１

张才道 汉　族 大　专 河南洛阳 １９９０３～１９９１１

吴应彦 汉　族 大　专 陕西平利 １９９０１２～１９９１１

路兴家 汉　族 中　专 陕西南郑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０７

党经哲 汉　族 中　专 陕西关中 １９８８１～１９８９７

刘国柱 汉　族 — 陕西汉阴 １９８８１～１９８９７

张才道 汉　族 大　专 河南洛阳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０３

陈良学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８８１～１９９０７

张明光 汉　族 大　专 陕西紫阳 １９８９１０～１９９１１

吴先怀 汉　族 大　专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０６～１９９１１

熊邦杰 汉　族 中　专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０７～１９９１１

陈太新 汉　族 大　学 陕西石泉 １９９０１２～１９９１１

８９２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　族 文化程度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九届

县委书记

副书记

常　委

王世科 汉　族 大　学 陕西宝鸡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李道义 汉　族 中　专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２１０

张才道 汉　族 大　专 河南洛阳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吴应彦 汉　族 大　专 陕西平利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张明光 汉　族 大　专 陕西紫阳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陈太新 汉　族 本　科 陕西石泉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张明光 汉　族 大　专 陕西紫阳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吴先怀 汉　族 大　专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廖良福 汉　族 中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王鼎志 汉　族 大　学 陕西长安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陈纯山 汉　族 大　学 山东海阳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第十届

县委书记

副书记

常　委

王世科 汉　族 大　学 陕西宝鸡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８

黄玮 （女） 汉　族 研究生 河南社旗 １９９５８～１９９７１１

丁义安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安康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吴应彦 汉　族 大　专 陕西平利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２

张明光 汉　族 大　专 陕西紫阳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６１

丁义安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安康 １９９４９～１９９７１１

黄玮 （女） 汉　族 研究生 河南社旗 １９９５２～１９９５８

喻国庆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５８～１９９８１

陈纯山 汉　族 大　学 山东海阳 １９９６１～１９９８１

崔用慧 汉　族 大　学 陕西旬阳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杨英子 （女） 汉　族 中　专 湖南长沙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王鼎志 汉　族 大　学 陕西长安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６１１

陈太新 汉　族 大　学 陕西石泉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５

张友堂 汉　族 中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１

陈纯山 汉　族 大　学 山东海阳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１

李隆毅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５

１９９６１１～１９９７１１

杨英子 （女） 汉　族 中　专 湖南长沙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１

杨富友 汉　族 大　专 河南镇平 １９９７４～１９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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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　族 文化程度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十届 常　委

徐启方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朱前平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郭达彦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陈绪伟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１

第十一届

县委书记

副书记

常　委

丁义安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安康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９４

陈纯山 汉　族 大　学 山东海阳 １９９９７～２００２１２

徐铁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旬阳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

陈纯山 汉　族 大　学 山东海阳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９７

喻国庆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３１

杨英子 （女） 汉　族 中　专 湖南长沙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３１

崔用慧 汉　族 大学 陕西旬阳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２

徐启方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９７～２００１１１

徐铁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旬阳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１２

郭达彦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２１２

朱前平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

邵向农 汉　族 大　学 河北迁安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

赵良亭 汉　族 大　学 陕西石泉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

刘臖 （女）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宁陕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

朱前平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３１

徐启方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汉滨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１１１

张友堂 汉　族 中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１～１９９９１０

杨富友 汉　族 大　专 河南镇平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０７

郭达彦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２１２

陈绪伟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１～２００３１

任晓科 汉　族 中　专 山西 １９９９１０～２００１１２

徐铁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旬阳 １９９９１０～２００３１

赵良亭 汉　族 大　学 陕西石泉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

闵增洪 汉　族 大　专 陕西渭南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

陈　晖 汉　族 大　学 陕西宁陕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

王孝成 汉　族 大　学 陕西平利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１

００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　族 文化程度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十一届 常　委
周　亮 汉　族 大　专 陕西石泉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

孟旭东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平利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

第十二届

县委书记

副书记

常　委

徐铁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旬阳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６３

邵向农 汉　族 大　学 河北迁安 ２００６６～２００６１０

邵向农 汉　族 大　学 河北迁安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６６

赵良亭 汉　族 大　学 陕西石泉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４１１

朱前平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５１

刘臖 （女）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宁陕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６１０

周　亮 汉　族 大　专 陕西石泉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５９

陈绪伟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５１～２００６１０

杜凤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洋县 ２００６７～２００６１０

周　亮 汉　族 大　专 陕西石泉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５９

闵增洪 汉　族 大　专 陕西渭南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４５

陈绪伟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６９

陈　晖 汉　族 大　学 陕西宁陕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４５

王孝成 汉　族 大　学 陕西平利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６１０

孟旭东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平利 ２００３１～２００６１０

张　伟 汉　族 大　学 甘肃静宁 ２００４５～２００６１０

廖良成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４１１～２００６１０

孙　勇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４９～２００６１０

第十三届

县委书记

副书记

常　委

邵向农 汉　族 大　学 河北迁安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０７

杜凤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洋县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１１０

杜凤军 汉　族 大　学 陕西洋县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０８

刘臖 （女）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宁陕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７５

廖良成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７９～２０１０８

周永鑫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岚皋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１１０

刘飞霞 （女） 汉　族 大　学 陕西武功 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１１０

廖良成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７９

王孝成 汉　族 大　学 陕西平利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９６

１０３第十五编　中共地方组织



续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民　族 文化程度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十三届 常　委

孟旭东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平利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１１０

张　伟 汉　族 大　学 甘肃静宁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８５

孙　勇 汉　族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１１０

朱宏伟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汉滨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１１０

史正林 汉　族 研究生 河南商丘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１１０

罗本军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１１１０

耿国泉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澄城 ２００７９～２０１１１０

聂永前 汉　族 大　学 重庆永川 ２００９６～２０１１１０

李云健 汉　族 研究生 陕西岚皋 ２００９６～２０１１１０

第二节　工作机构

１９８８年，县委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策研究
室、政法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党校、老干部工作局、

机要室共１２个工作机构。
其下设、挂靠机构演变过程为：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５日，撤销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办公

室；同年１２月，成立县委对台工作小组及办公室。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１日，汉阴县 “五讲四

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更名汉阴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与宣传部合署办公。１９９１
年５月７日，成立汉阴县综合治理委员会，与政法委合署办公。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３日，县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更名县委党史研究室。

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０日，县委老干部工作局设在县委组织部内，县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县国家保密局）设在县委办公室，县委 “６１０”办公室挂靠政法委；撤销县档案局
（馆）、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办公室，合并成立档案史志局；撤销县委政策研究室，

职能交县委农村工作部；县对台工作办公室隶属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县委机要室隶属

县委办公室，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和县委通讯组隶属县委宣传部。

至２０１０年，县委常设工作机构９个，即纪律检查委员会 （县监察局合署办公）、办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法委员会、农村工作部、直属机关工作委

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直属事业机构２个，即党校、档案史志局。

第三节　基层党组织

１９８８年，县委下设５个区党委、１个区级镇党委、４０个乡 （镇）党委，县级机关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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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５个，县直部门党委２个、党组１个。党总支部２２个、党支部５５６个。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撤区并乡建镇，原５区１镇４０个乡 （镇）合并为９个乡１２个镇，原

来４６个基层党委随之减为２１个。２０００年，县直部门党委增建至１４个。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设县级机关党组５个，县直部门党委１４个、党组１７个，乡、镇党

委１８个。党总支部１２个，党支部５１６个。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党组织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１５－２－２ 单位：个

年　度 党支部 党总支 党　组 党　委 年　度 党支部 党总支 党　组 党　委

１９８８ ５５６ ２２ ６ ４８ ２０００ ５８７ ２０ １２ ３５

１９８９ ５６９ ２２ ６ ４８ ２００１ ５３３ ９ １４ ３２

１９９０ ５８２ ２２ １７ ４８ ２００２ ４８２ ９ １６ ３２

１９９１ ５９５ ２２ ２０ ４８ ２００３ ４６９ １０ １８ ３２

１９９２ ６０９ ２２ ２１ ４８ ２００４ ４７５ １３ １８ ３２

１９９３ ５６７ １８ １７ ５１ ２００５ ４７７ １３ １８ ３２

１９９４ ５７９ ２４ １７ ５１ ２００６ ４７４ １２ １６ ３２

１９９５ ５８３ ２４ １７ ５１ ２００７ ４７１ １０ ２２ ３２

１９９６ ５８１ ２３ １７ ２５ ２００８ ４９０ １２ ２２ ３２

１９９７ ５６２ ２４ １７ ２５ ２００９ ５１６ １２ ２２ ３２

１９９８ ５７８ １９ １９ ２６ ２０１０ ５１６ １２ ２２ ３２

１９９９ ５８５ ２０ １９ ２６

第四节　重要决策

政治建设决策

１９８８年４月，县委决定在全县党政、事业单位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机关
目标管理责任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按照机关隶属关系签订责任状，作为逐级考核的依

据；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分级分系统负责，采用千分制、百分制量化考核，按管理权

限，分别给予奖励或惩罚。１９８８年９月，县委制定 《改进县委工作和转变作风的若干暂

行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县委成员会议制度、县委文件审批制度、县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制

度及工作作风方面的具体要求。

１９８９年３月，县委制定 《县级机关青年干部下基层工作的暂行规定》，今后每年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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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机关、事业单位抽调一批青年干部下基层工作，并形成制度。凡未在区、乡镇工作过

和虽在基层工作过但不满一年的，年龄在３０岁以下的县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中的青年
干部和 “以工代干”均应本着年龄大的先到基层工作的原则，分期分批下基层工作，一

般不少于３年，表现不好的，不得返回。
２０００年，县委作出 《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与干群关系的决定》，要求在全县大

兴学习理论、调查研究、相互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服务基层真抓实干等五风，严格

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严肃纠正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做法，严禁滥用警力，坚决查处

侵犯公民人身权益的违纪违法行为，进一步密切同广大干部群众的联系。

２００３年，县委制定 《关于推进科级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以

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为核心的干部淘汰机制，以任期制为核心的干部正常

更替轮换机制，疏通 “下”的出口，优化 “下”的环境，形成择优汰劣、正常更替、人

事相宜、充满活力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２００５年，县委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健全和完善干部选拔任

用机制、干部培养机制、干部实绩考核工作运行机制、干部管理监督机制。２００７年，县
委制定 《在全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推行承诺制的实施意见》，基层党组织承诺包括党

（工）委重点工作，机关、学校、站所服务，村级党组织实事工程承诺；党员承诺包括岗

位承诺和实事承诺，每年至少做一至二件实事。２００８年，县委作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行

政效能建设的决定》，制定 《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组织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０年，县委制定 《关于加强全县 “党建带团建”工作的意见》。

经济建设决策

１９８８年，县委提出 “实施桑、麻、油３个系列开发，建设粮、油、蚕桑、烤烟４个
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和丝麻纺织、化工、食品饮料、采矿、机械５个工业支柱产业，提高川
道地区，开发南北两山，搞好扶贫经济开发”经济发展战略。１９９１年，优化经济发展基
本路子，提出 “三四五五”发展战略，即搞好以蚕桑为骨干的林特产品，以油料为重点

的经济作物，以猪、牛为龙头的畜产品３个系列开发；建设粮油、猪牛、蚕桑、烤烟４大
农业商品基地；狠抓丝麻纺织、食品饮料、化工与塑料、机械、建材和采矿５个工业支柱
产业；实施 “五个一”农业基础工程。同年，县委分别作出 《加快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

的决定》和 《进一步稳定发展乡镇企业的若干规定》，把发展工业和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县

域经济的战略重点，继续稳定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多渠道支援乡镇企业，

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努力推进科技进步，建立引人向上的用人机制，鼓励和支

持科技人员为发展乡镇企业建功立业。

“九五”计划期间，县委提出 “二、三、四”经济发展战略，即 “实施搞活国有企

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两个突破，搞好 “重点项目、城乡建设、基础设施”三大建设，

壮大 “蚕桑、食品、矿产、水利”四大产业。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３日，县委印发 《进一步放开

搞活国有企业实施意见》和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施意见》，把放开搞活国有企业与

所有制结构调整，与调整产业结构，培植壮大主导产业结合起来，推进企业结构调整和

经营机制转换，加快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鼓励县内外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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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和社会自然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

励国有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寻求合作对象，主动与优势企业 “联姻结亲”或

互相兼并，加大产权置换力度，推动产权流动重组。并制定放开搞活国有企业一系列优

惠政策。进一步明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向和目标，在注重商贸、餐饮、社会服务等

第三产业不断扩大规模、上档次的同时，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第一、二产业拓展，

大力兴办生产型、开发型、加工型、外向型企业。南北两山发展个体工商户，城关、川

道重点发展生产加工型私营企业。坚持 “先发展、后规范”原则，放开市场准入条件，

简化注册登记手续；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优势，鼓励支持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资

产重组；加强领导，抓好服务，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突破发展。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９日，县委作
出 《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决定》，以矿产、生物、水利三大优势资源开发为依托，以龙头企

业为支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构建县域特色工业框架、推动整个经济增长为目的，

结合产业化、城镇经济建设，加大招商引资，通过激励政策，着力培育主导产业，积极

开发名牌产品，努力提高工业经济规模、质量和效益，实现工业经济大发展和县域经济

大突破。重点建设月河川道工业经济带，抓好以黄金、非金属矿产品为支柱的矿产业，

以魔芋、油菜籽、畜禽深加工产品为骨干的食品业，以皂素、葛根素、民爆产品、塑料

制品为龙头的化工业，以石材、黏土砖、水泥预制品为重点的建材业，以茧丝绸、棉织

品为代表的轻纺业等五大工业支柱产业，实现特色产品规模化，规模产品特色化。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５日，县委作出 《加快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建设的决定》，集中力量、集

中资金、集中扶持，倾斜政策，加快发展壮大蚕桑、黄姜、油料、魔芋四大农业主导产

业建设步伐。９月２１日，县委印发 《招商引资若干规定》，制定税费优惠、土地优惠、引

资奖励政策和其他方面优惠措施。１０月１８日，县委作出 《加快交通建设的决定》，转变

观念，全面落实地方公路建设责任，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实行以奖代补激励政策，

加快县乡道路油路路面铺设、上等改造和村道桥涵配套步伐，实现县内公路小环境与县

外交通大环境接轨。１０月３０日，县委作出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提出指导思想和

目标任务，即围绕 “二、三、四”经济发展战略，以提高城镇化水平为目标，形成以县

城为中心，辐射带动建制镇超前发展，以安石二级路为主轴，以汉漩路、汉铁路为辅轴

的米字型城镇建设框架。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引入市场机制，稳

妥解决城镇建设用地，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县城综合功

能，蒲溪、涧池、平梁、双乳４镇作为县城的卫星镇，其他镇是城镇和农村的结合点，以
农副产品加工、集市贸易、物资集散为主，带动周围农村发展；新村建设主要以庄园经

济为载体，以 “一改三建”为重点，以农民居住为中心，以稳固增收为目的，突出产业

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二、三产业，加快城镇工业、商贸和文化产业发展。

２００１年，县委作出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定》，积极吸引和鼓励国

内外客商来县投资兴业，促进优势资源开发，推动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

区域特色经济发展。２００２年，印发 《加快畜牧产业化建设实施意见》，建立一乡一品或一

村一品的专业乡、专业村，着力抓好三大畜牧区域建设，即以城关、平梁、涧池、永宁、

蒲溪、双乳６乡镇为重点的月河川道猪、鸡商品基地区域和畜牧龙头企业基地建设，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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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三元杂交和笼养鸡、水面养殖为主体，突出发展猪禽生产，兼顾牛、羊、奶业和特色

养殖；以龙垭、铁佛、漩涡、汉阳、田禾、观音河６乡镇为主的月北浅山丘陵和汉江沿岸
丘陵牛羊商品基地建设，积极开展人工种草，舍饲养畜，突出发展牛羊兼顾猪禽生产；

以铜钱、石条、双河、酒店、上七、双坪６乡镇中低山区为主的牛羊猪禽并举的商品基地
副产区建设。

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县委、县政府作出 《实施百村万户绿色农家工程的意见》，从

２００３年起，每乡镇每年选择１～２个基础较好的村重点推进，全县每年计划２０个重点村、
２０００户，集中力量实施绿色农家工程，县上选定２０个村作为示范村倾斜帮扶，到２００７
年，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２００３年以后，按照 “打基础、促发展、兴产业、求发展”总体要求，相继提出 “生

态立县、产业兴县、工业强县、城镇靓县”和率先实施工业扩张、新农村建设、城乡繁

荣、道路交通建设 “四大突破”，加速推进工业生态化、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 “三

化”进程战略思路。２００４年，县委、县政府先后印发 《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

见》。提出加强资源深度开发，做大做强五大生态支柱工业，力争每个产业培育１～２个
年销售收入过千万的龙头企业，到２００７年，全县生产总值达到１０亿元以上，地方财政收
入５００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２５００元。其中生产总值８０％以上、工业经济９０％以
上、地方财政收入５０％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０％以上来自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措施是：
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规范行政行为，

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增强核心竞争力；建立激励机制，加

强组织领导。国有企业改革以产权制度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为突破口，以国有性

质和职工国有身份双重置换为核心，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分级负责，整体推进。

２００６年，县委制定 《关于蚕桑产业突破发展的实施意见》，按照 “基地建设规模化、

生产经营产业化、产业管理市场化”要求，以蚕桑基地乡镇为重点，抓好龙头企业培育，

完善体制和机制，实施科技创新，使蚕桑产业成为农民增收、工业增长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７
年，县委、县政府制定 《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新农村建设总揽农村工作全局，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把

发展 “一村一品”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总抓手，强力推进 “蚕桑、生猪、油料”三大主

导产业，壮大龙头企业，突破发展绿色产业，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强化发展现代农

业的基础设施、科技、市场体系、人力资源支撑；把扶贫开发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奠基

工程；建立健全现代农业建设体制机制；加强党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２００９年，县委
印发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实施意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

意见》。２０１０年，县委、县政府印发 《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实施意见》《鼓

励农民进城定居的试行意见》。

科技文化决策

２００７年，县委、县政府制定 《关于增强科技与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率先突破发展

的实施意见》。全面落实科技兴县和人才强县战略，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绿色产业

６０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竞争力；加大科技园区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创新；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机制；加大科技投入，为科技进步与创新提供奖

金保障；加强领导，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十一五”期间，启动技术成果转化、技术集

成、技术研究应用等３个项目创新工程，立足优势资源和科技基础，支持３个科技园区和
科技示范园，推进５个科技产业化项目，组织实施１５个技术研究应用项目，到２０１０年，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４５％以上。

社会事业决策

２００１年，县委印发 《汉阴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坚持基础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十五”期间，全面实现 “普九”目标，巩固提高 “两基”水平，创建一批

教育强乡 （镇）。完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基础教育经

费的保障机制。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从２００２年起，凡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者，必须取得相应层次的教师资格证书。今后大专、中专学校的师范学生，

毕业后不再分配安置，全部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双向选择、推荐就业的办法录用。

建立教育工作和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强化教育质量管理。先后印发 《汉阴县人口与计划

生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意见》 《切实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改革人口与计划生育宏观调控体系、管理制度，改革宣传教育、技术服务、队伍管理、

利益导向、经费投入、考核和监督机制。到２００５年，全县总人口控制在２９２万人以内，
人口出生率不超过１２‰，计划生育率保持在９５％以上，各乡镇均达到综合服务乡镇标准。
到２０１０年，总人口控制在２９９３万人以内。
２００３年，县委、县政府制定 《关于实行计划生育工作奖励与一票否决的若干规定》，

实行计划生育工作奖励制度、一票否决制度和领导干部计划生育工作考核制度。

２００４年，制定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把千里精神文明长廊与绿色汉

江经济走廊有机结合起来，开展以 “百村万户绿色农家工程”为主体的绿色农家建设；

把农村 “三改一建”与改陋习、树新风有机结合起来，开展居住环境美、人们行为美活

动；把 “五大创建”与经营绿色有机结合起来，开展创建文明集镇、文明村、文明庭院

活动；把文明建设与良好家风进家庭、和睦友爱进邻里活动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科技、

文化、卫生下乡活动，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把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建立现代文

明有机结合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农民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同年，县委、

县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进卫生体制改革，巩固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执法、医疗救治、疫情信息

报告四大体系，重点抓好预防保健、卫生监督执法、人才培养、发展中医药、爱国卫生

五项工作。２００５年７月，县委、县政府印发 《关于创建省级卫生县城攻坚工作安排意

见》，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强化统筹协调、督导检查、考核奖惩，建立环境卫生长效管

理机制，治理城区环境卫生，二级路沿线和城乡接合部垃圾集中填埋，主要河道环境得

到治理，环保质量和城乡居民饮用水达标，确保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底前达省级卫生县城标准。
２００８年，县委、县政府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

施意见》，稳定低生育水平，完善机制，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２０１０年，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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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印发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深化医药卫生四大体系，抓好五

项重点改革，建立覆盖全县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第三章　纪检监察

第一节　组织机构

１９８８年１月，中共汉阴县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１４人组成的中共汉阴县第三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至２０１０年，换届５次。
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９日，成立５区１镇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县纪律检查委员

会始设工作机构，即办公室、案件检查室、案件审理室、调研教育室４个工作机构，机关
总编制１２人。１９９３年２月，县人民政府监察局与纪检委合署办公，案件检查室改为纪检
监察室、调研教育室改为教育研究室，增设党风廉政建设室，总编制２２人。２００３年５
月，增设纠风室、监察综合室和纪检监察信访室。至２０１０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内设办
公室、党风廉政室、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执法监察室、纠风室、干部教育室、纪

检监察信访室。

第二节　廉洁自律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清理整顿公司、制止党政干部经商，共审查４０个公司，其中保留３０
个，合并２个，改变公司名称４个，撤销４个。清理党政干部参与或间接参与经商办企
业、政企不分的公司５个、干部１５人。查处违法、违章经营案件 １３９件，收缴罚没款
２２９６万元。查处赌博案件５５件，涉及干部职工１１９人，党纪处理１２人。清退单位馈赠
礼品和滥发奖金、实物、超发钱物１０４３８元。处理党政干部 “三违” （违法、违纪、违

章）建私房２０７户、清理非法占地１７５１亩。其中科级干部 ７人、乡 （股）级干部 ３３
人、一般干部职工１６７人。清理干部职工乱占或擅自转让公房２３套，面积８３３平方米。
县级领导包查的４批２２件大要案件，查结１５件。追究法律责任６人，开除党籍处分３
人，留党察看４人，给予其他处理２人。
１９９１年３月，成立廉政建设协调领导小组。１９９２年，制定 《县、区、乡科级领导干

部个人及家庭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暂行规定》。１９９５年，２３３个乡、科级党政单位和国有
企业、基层站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５３３名领导干部按照自查自纠规定在会上对照检
查，占应自查人数的９８７％。１９３名科级干部报告了个人及家庭重大事项。１９９６年，全
县２３３个单位５１２名科、股 （乡）级干部 （含国有企业）按规定作了对照检查。对汉阳

区、县法院、卫生局、林特局、工业经济局、农业局６个单位的领导廉洁自律情况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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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８４名拟提拔任用干部做廉政鉴定。１９９７年，重点对双乳镇、塔岭乡、双河口镇、
卫生局、水电局、粮食局、县供销联社７个单位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综合检查。
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清理大哥大、ＢＰ机、住宅电话、摩托车”自查与核查。查出用公款
购置移动电话４０部、ＢＰ机５４３个，住宅电话３２个单位１４４人 （部）、摩托车１７８辆。
１９９８年，１２８个单位、３６６名领导干部 （县级单位５个２６人，县直属科级单位７０个１５３
人，２１个乡镇１４７人，２０个站所２０人，１０个国有企业２０人）对照 《廉政准则》和党中

央、国务院制奢八条规定自查自纠。对拟提拔任用的１０４名干部作廉政鉴定。清理公款购
置移动电话３０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１４１部，拆机７户、过户给个人１３４部，收回过户
费５万余元。
１９９９年，成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精简各类会议２９次，节约开支２５５万元。

２０００年，对４位县直部门领导重点谈话，２人诫勉，３人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安排，６名
领导干部受到党政纪处分。全县８７个党委 （党组）班子召开了民主生活会，参加自查自

纠的领导干部３７０人。２００１年，发出 《礼品、礼金登记卡》《廉洁自律监督卡》，在乡科

级干部中全面实行 《外出报告制度》《定期考核述廉制度》。２００３年，树立城关镇、交通
局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示范单位，追究领导责任２３起，给予党政纪处分２１人。对
１２８名领导干部任前谈话、９名主要领导诫勉谈话，对２２名领导干部进行提醒教育。清理
干部职工借 （欠）款１３６８万元。
２００４年，追究领导责任１５人，清缴领导干部欠公款１８１万元。警示训诫３８人，领

导任前廉政谈话７１人，诫勉谈话５人。２００５年，清缴领导干部拖欠公款１５９万元，负
责人任前谈话６２人，警示训诫２６５人。２００６年，责任追究２３人，对１１名干部任前谈话。
在涧池、平梁、汉阳、龙垭 ４镇村委班子成员中开展述职述廉试点，警示训诫 ７１人。
２００７年，追究责任１０人，对７０名干部任前廉政谈话、２２名干部诫勉谈话，警示训诫７４
人，４０７名科级领导干部报告了个人重大事项。２００８年，推行乡镇、部门党委 （党组）

向县纪委报告年度责任制工作制度。警示训诫５案８人。核实公务车辆１４４辆，清理党政
机关违规使用军警牌照１８辆、政法机关４辆，收缴９辆超标车辆。２００９年，备案车辆１５
辆，对５５名新提拔的科级领导任前廉政谈话，警示训诫 ２１人。２０１０年，备案车辆 ２０
辆，对５３名新提拔的科级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责任追究１人。

第三节　廉政教育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召开３次县直机关干部大会，通报１１起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材料。
１９９１年，编发典型事例通报４期，播放党风党纪电教片２４场次，县、区、乡三级党

校举办干部、党员党风党纪教育培训班３９场次，组织党风党纪知识竞赛活动５次，受教
育９０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２年，编发典型事例通报２期，播放党风党纪录像片３２场次，受教
育３９９０人 （次），县、区、乡三级举办党风党纪教育培训班４９场 （次），受教育１９６０人
次。县委统战部部长刘运余拒收礼品万余元的事迹，被省 《党风与廉政》第十期刊载。

１９９３年，组织县直单位党员干部观看 《新中国第一大案》，播放党风党纪教育录像片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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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次，受教育３９８０余人次。１９９５年，全县通报县农办原副主任挪用公款、三河乡原党委
副书记私拿救济粮、凤江乡广林村原支书诈骗死者家属钱财和漩涡水保站吴某等党员、

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典型案例。１９９６年，办廉政纠风 《简报》１０期，播放录像片５０
场次，举办讲座９０场次，受教育１９９００人次。１３５００人参加党纪政纪条规知识学习竞
赛，参赛率、满分率分别达９５％、９６％。１９９７年，在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 《廉政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宣传教育和知识竞赛活动，参赛率、满分率分别达

９９８％和９８％；播放党风党纪等教育录像片２５场次，受教育４５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８年，组
织宣讲 《廉政准则》２０余场次，受教育４０００余人次；在县直机关和２１个乡镇播放党风
党纪教育录像片３０余场次，受教育６０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９年，组织２０００余名党员观看河南
话剧团演出的 《区委书记》和电影 《生死抉择》《胡长清案件警示录》《戚火贵的黑白人

生》《被钱和色推向深渊的市长》等７部影视片。２００１年，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万立春、
陈分新、郭秀明学习活动，４７０名科级领导干部参与纪检监察知识答卷。２００３年，２００余
名党员干部参加市纪委举办的党风廉政建设竞赛，获得团体二等奖；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讲廉政课１６０余场次，组织党员干部收看 《万立春》《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等正反典

型电教片。２００４年，组建２个宣讲团巡回到各乡镇各部门进行宣讲，举办党内法规知识
竞赛，网上发布各种资料５００余份。２００５年，宣讲团巡回到乡镇、部门做辅导报告５０余
场。２００６年，分别举办 “国土杯”“地税杯”《党章》知识竞赛、“国税杯”树立社会主

义荣辱观演讲赛、“城建杯”庆祝建党８５周年 “党风颂”歌咏比赛。２００７年，创建廉政
文化广场、廉政广告一条街、廉政文化 “六进”活动示范点。全省廉政文化建设现场观

摩会和全市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现场会，分别参观汉阴县廉政文化 “六进”活动示范点。

２００８年，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培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示范乡镇４个、示范部
门３个。２０１０年，建立党风廉政建设联系点８２个，培育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６个、市级
廉政文化 “六进”示范点７个。

第四节　案件查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县纪委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７０３件，立案１３７件，处分违纪党员１２６
人。严肃查处人武部主要负责人非法出售黄金案，漩涡供销社主任贪污受贿案、杜家垭

乡１名副乡长非法倒贩苎麻案等１３件大要案件。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立案查处党内违纪案件２３３件，结案２１７件。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立案

２２９件，结案２２４件。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立案３４７件，结案３２９件。
２００６年，立案１１件，结案８件，移送司法机关２案２人。２００７年，立案１５件，结

案１５件，处分１９人。其中，科级干部６件７人。２００８年，受理信访线索７４件，初核查
５５件，立案１２件，结案１２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７人，其中科级干部３人。２０１０年，排
查信访举报线索４８件，初核查４０件，立案１３件，全部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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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纪检监察机关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查办案件统计表
表１５－３－１

年　度
立　案

（件）

结　案

（件）

处　分

人　数

科　级

以　上

（人）

开　除

党　籍

（人）

留　党

察　看

（人）

党　内

撤　职

（人）

开　除

公　职

（人）

开　除

留　用

（人）

行　政

撤　职

（人）

挽　回

损　失

（万元）

１９８８ １５ １５ ９ ７ ３ １ １ — ２ —

１９８９ ６４ ６４ ６４ ２ １５ １６ ２ ５ ６ —

１９９０ ５８ ５８ ５３ — １４ １２ １ ７ —

１９９１ ３４ ３１ ２０ — ４ ８ — ３ ８ —

１９９２ ３３ ３３ ２６ — ３ １０ — １ ７ —

１９９３ ３０ ２６ ２３ ５ ４ １ — ２ １ —

１９９４ ５５ ５０ ４８ ２ ２ ２ １ １ ２ １７

１９９５ ８１ ７７ ８２ ９ ８ ５ １ ６ ４ —

１９９６ ２２ ２４ ２５ １４ １ ２ １ ３ ６ ２ １７２

１９９７ ３５ ３０ ２８ ７ — — — — — — ９７

１９９８ ３３ ３４ — — — — — — — — ３０

１９９９ ７０ ６８ ７５ — — — — — — — ６０

２０００ ６９ ６８ ６１ — ５ １ １ ２ ３ — ８０

２０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２ ７４ １ １ — — １ — — ２４

２００２ ９０ ９０ — １０ — ４ — — １ — ２５

２００３ １１８ １１７ １１１ ８ １ — — — — １ １３０

２００４ ２９ ２９ ２８ ４ — １ — — — １ —

２００５ ８ ８ １０ — — — — — — ８４７

２００６ １１ ８ １０ ４ — — — — — — ８７

２００７ １５ １５ １９ ７ — — — — — — １３

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２ １７ ３ １ ３ ０ １ ０ ０ ４４４

２００９ ６ ６ ７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２８５８

２０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８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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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组织工作

第一节　组织工作机构

１９９３年，县委组织部编制１７人，实有１５人。至２００３年，县委组织部内设行政股、
组织股、干部股、干审股４个股室，行政编制１２名，事业编制２名。部属事业单位有党
员电化中心、县委老干部工作局、中共汉阴县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０７年，县委组织部代管的县委老干部工作局，５名事业编制改为行政编制。２００９
年，成立县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管理办公室，与党员电化教育中心一套机构、两

块牌子，编制３名。

第二节　干部队伍建设

领导班子建设

１９８４年，县级机关机构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按照干部 “四化” （革命化、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调整各级领导班子。１９８８年，提拔２０名区 （科）级领

导，７６名乡 （股）级领导。１９８９年，全面考察５区１镇、４０个乡镇党政领导班子，调整
充实区、乡两级领导９２人。１９９０年，为９个蚕桑基地乡和８个烤烟基地乡各选配１名科
技副乡长，考察选拔区 （科）级领导４４名、乡 （股）级领导６６名，从优秀村干部中选
拔９人担任乡镇党政领导。至１９９２年，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９２人。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２２０人，其中３５岁以下７５人，３６～４５岁１４５

人，女性２０人。１９９４年，推行领导干部任用试用期制度。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２６１人，其中３５岁以下的９８人，３６～４５岁的

１６１人，女性３８人。其中，２０００年提拔科级领导干部３１名，对１３人实行任前公示制，
有５个单位推行竞争上岗，７人通过竞争走上领导岗位。２００３年，建立干部能上能下能进
能出工作机制，对新提拔的科级领导干部实行县委常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

２００４年，制定 《乡镇、部门党政正职任免全 （常）委会票决制度》 《干部考察责任

及责任追究制度》《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２００５年，制定 《汉阴县干部考察工作实施

意见》《干部考察、考核结果反馈制度》《实行干部考察资格证书制度》，防止选人用人失

察、失准。２００７年，推行科级领导干部年度履职情况述职评议和综合考评。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１８３人，其中３５岁以下９１人。２０１０年，县委制定 《党政领导

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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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干部培养

１９８８年，完善后备干部档案，定期考察后备干部 ６４人。１９９０年，考察县、区
（科）、乡三级后备干部１１２人。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６月，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
作。重点解决一些单位和地方领导班子、集体财务、社会治安等问题，社教中培养村级

后备干部１２２６名。１９９６年，中共汉阴县委作出 《关于选派双百干部下基层的决定》，历

时３年，每年从县直部门和乡镇分别选拔１００名３５岁以下年轻干部下派到村、到企业任
职，协助基层抓扶贫攻坚、农业产业化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至２０００年底，
共选派双百干部４３５名，其中１８名干部因在下派期间工作不认真，被取消下派资格。
２００４年，确定后备干部１８６名，进行专门培训。２００５年，制定 《科级后备干部管理办

法》，通过公推、公选，将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党外干部、妇女干部充实进后

备干部队伍，确定后备干部２６４人。２００６年，实行后备干部动态管理，采取党校培训和引导
自学的方式，将后备干部抽调到县直综合部门轮岗锻炼，选派到村、企业挂职培养。全年共

选派１５６名后备干部包抓重点项目、十件实事、国企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２００８年，对县委全委会推荐的３２名优秀后备干部，选派到 “双创办”、信访、高速路拆迁

等急难险重岗位和基层一线实践锻炼。２００９年，公开选拔副科级后备干部２０名。
干部教育培训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县委组织部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培训班２６期，培训各级领导干部
和后备干部１６４３人次。选送１４３人参加上级部门、单位组织的各类学习班。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县委组织部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培训班２９期，培训各级领导干部

和后备干部１１３１人次，选送１６５人参加上级部门、单位组织的各类学习班。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县委组织部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培训班２９期，培训各级领导干部

和后备干部、村干部达１６４１人次，选送２６８人参加上级部门、单位组织的各类学习班，
１４１１人参加函授教育。２０００年３月，开展县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三讲” （讲学习、

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通过封闭式学习、基层调研、开门纳谏、征求意见等形式，

征得３９６人意见建议共计１２１条，完成理论学习、自我剖析、批评与自我批评、整改等各
阶段任务。２００３年，开展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干部作风集中学习教育整顿、
“艰苦奋斗、廉洁从政”学习教育，提高干部整体素质。２００４年，制订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２００５年，建立 “分级负责、统一管理”的大规模培训干部格

局和体系，制定 《干部培训考核办法》，将干部培训工作作为党建组织工作考核的重点内

容，实行按月报告、按季通报、半年督查、年终总评。至２００８年，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
培训班９３期，全县接受培训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村干部达６６７１人次，选送４３２
人参加上级部门和单位组织的各类学习班。

第三节　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整顿

１９８８年，将基层党支部分成一、二、三类，其中一类支部２３１个，二类支部２９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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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支部１６个，采取 “巩固一类、提高二类、整顿三类”方法，整顿后进支部。至１９９４
年底，全县建成一类支部２８３个，二类支部２８５个，三类支部降至６个，完成整顿任务。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分６期开展后进支部整顿。抽调８００余名干部驻村指导，对４０个乡

镇党委、２５９个村党支部进行整顿，４０个党委、２５２个村党支部达到整建验收标准。
１９９８年４月，抽调１８３名干部，组建６１个工作组，进驻２０个乡镇、２００多个村，历

时３年，开展新一轮基层组织整建工作。２００１年，对１９个乡镇４４个村进行集中整顿，
重点帮扶５个后进企业党组织。２００２年，对２个乡镇党委、３３个村、１个居委会后进党
组织集中整顿，对４个后进企业党组织重点建设。２００３年，对１０个农村后进党支部、１
个企业后进党支部集中整顿，调整充实班子成员９人。２００４年，抽调３２名干部，组成８
个工作组，对８个后进村整建，调整村级班子５个，充实村干部７名，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 １０件。２００９年，全面开展村级党组织 “升级晋档，科学发展”活动，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９个村晋升三类、４５个村晋升二类、５个村晋升一类，四类村消除，被市委评
为升级晋档活动先进县，涧池镇党委等８个基层党组织受到省市表彰。

基层党建工作

１９８８年，先后对经委、商业、供销、粮食系统２２个国营 （有）企业和县属部分企

业、农村党支部党组织建设开展专项调查和选点调查，出台 《加强全民所有制企业党组

织工作的意见》《基层党组织党内生活十项制度》。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县委成立党建工作领导
小组，县级党员领导建立党建联系点１２个。
１９８８年始，全面开展创建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县，创建 “六个好” （建设一个好的领

导班子、带出一支好的干部队伍、选准一条好的发展路子、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保

持一种好的工作作风、形成一个好的工作格局）党委、“五个好”（领导班子好、党员队

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党支部和优秀党员活动，县委

每年命名表彰一批先进党委、优秀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１９９１年始，全面推行党建工作四制一体化 （党员目标责任制，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

党建工作例会制和党建工作报告制），促进党建工作规范化水平。至２００１年，全县２０个
乡镇党委、２５８个村党支部被授予 “六个好”党委和 “五个好”党支部。安排党员领导

干部党建联系点２２８个，其中县级领导抓点１９个，２０８名科级领导抓点２０９个。
２００２年，以创建农村基层组织先进县为龙头，不断丰富 “三级联创”工作内容，首

批布点５２个农村党支部，开展 “双五好”（争创 “五个好”党建综合示范村、争做 “五

个好”党员）示范活动；制定 《基层组织建设责任人履行职责报告制度及检查考核办法》

《党建工作考核办法》《党建工作调研制度》，组建４个新经济组织党支部。２００３年，制
定 《农村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实施规划》，继续开展农村 “双五好”党建综合示范村创建

活动，新布点２１个村，把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示范基地作为党建综合示范村建设考
核的硬指标，建立星级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强化考核措施。在机关党组织中开展 “双创”

（基层满意部门、群众满意站所）、“五个好党员示范岗”和创建 “五个好”党支部活动，

首期布点１７个。至２００４年，累计创建达标农村 “五个好”党建综合示范村７３个，建设
乡镇党员科技示范基地１３１个，培育党员产业示范户８０９户，评选 “五个好”党员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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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１５４名党员被推荐为 “乡土人才”，１１名党员被授予 “绿色产业建设标兵称号”，

带动发展蚕桑、蔬菜、中药材及非公有制企业等致富点２１３处。
２００４年，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和社区党建工作，确定城关镇西街居委会为全县社区党

建示范点，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４个。２００５年，县委新布点 “双五好”党建综合示

范村３８个，累计布点达１３３个。把县直部门纳入 “三级联创”创建主体，在４２个县直
部门、１０８个乡镇站所开展 “双创”活动，经考核，县委命名 “基层满意部门”１１个、
“群众满意站所”１７个，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总数达９个。２００６年，新布点 “双五好”

村３２个，新布点机关 “双创”创建单位４８个，全县累计创建 “双五好”示范村１０２个，
基层满意部门１９个，群众满意站所３０个，“五个好”乡镇党委９个。
２００７年，分层次、分重点建立以乡镇党委、机关、村党支部和党员为主体的四级承

诺 （乡镇党委重点工作承诺，机关站所便民服务承诺，村党支部实事承诺，共产党员先

进性承诺），当年全县１万余名党员共计承诺实事２５万件，年末兑现２４万件，兑现率
超过９５％，群众满意率达８５％。深化 “旗帜工程”，在安石二级路和汉漩、汉铜两条通

乡主干道沿线１１个乡镇和３０个村开展 “一线两翼”党建示范带建设。推行 “支部 ＋协
会”工作模式，每个乡镇确定１～２个产业基础较好村作为试点村，县上重点抓好１０个
“支部＋协会”示范村建设。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党组织发展到１１家。２００８年，全县共有
１１个乡镇、３４个村级、１个社区和２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被纳入 “一线两翼”示范带建设

范围，全县累计命名农村 “双五好”党建综合示范村１３１个、 “基层满意部门”２７个、
“群众满意站所”４１个，评选 “五个好”党员３８００余名。２００９年，开展 “三联共建”活

动，８０个县直机关党支部帮联７７个农村党支部和建制镇居委会、城市社区、非公企业党
支部各１个，实施各类涉农项目４０多个，投入粮食直补、农业产业化发展、民生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金１５５亿元，帮助农民工再就业１２００余人。新组建２个非公企业
党支部，成立西北地区首个大学生村官协会，推行 “支部 ＋协会”双层管理模式，全县
“两新”党组织达１３个。建立县、乡、村三级党组织 “三级双向述职”工作体系，制定

《村党支部书记履职问责办法》。２０１０年，选择２３个村、１个社区，推行 “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示范点。建立２３５家非公有制企业、３９家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台账，实行 “行

业协会＋支部”党组织设置模式，有１６家规模以上企业单独组建党支部，２０家规模企业
联合组建６个党支部，３个企业并入驻地村党组织和行业相近企业党支部开展联建。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党总支１２个，党支部５１６个。
村级活动阵地建设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采取维修旧房，收回公房的方法，建立和恢复２６３个农村党员活动
室。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开展村级活动室规范化建设，党员活动逐步正常化，活动室内部各
项制度建设、布置更加整齐有序。２００２年，设立１０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奖补和鼓励村级
活动阵地建设，改善村级党组织办公条件。２００３年，全县县乡村三级共投资１５８４万元，
新建标准活动室２０个，１６１个村实现公房化活动室。２００４年，全县筹资６００余万元，动
工修建村级活动室４３个，其中新建３０个，改建１３个。２００６年，抢抓全国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项目建设机遇，加大村级活动阵地建设力度，４７个村被列为省定项目村。至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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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项目工程累计投资７４１万元，４７个项目村活动室建成达标投入使用。２０１０年，４７个
村列入全省第二轮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规划，其中，省定项目村１４个，自建村３３个。
争取中央、省、市项目资金１０４３５万元，县级配套１００万元，实现村级活动场所公房化
全覆盖。制定 《加强城镇社区建设实施意见》，８个社区基本达到 “一部三室三站一场

所”要求，其中有６个社区活动场所面积达到３００平方米以上。

第四节　党员队伍建设

党员管理

民主评议党员　１９８８年底，县委在天星乡开展民主评议党员试点。１９８９年底，全县５５６
个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全部结束。此后，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转入经常化、制度化，每年开展

１次。至１９９２年，有１９７４人被各级党组织授予优秀党员称号，取消党员资格２４人，限期改正
４３人。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一年一度的民主评议中受到各级党组织表彰的党员３６８０人次，２６１７人
被各级党组织授予优秀党员称号，取消党员资格１０人，限期改正５５人。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１５０３
人被各级党组织授予优秀党员称号，２７人被取消党员资格，限期改正８６人。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１３４９人被各级党组织授予优秀党员称号，１９人被取消党员资格，限期改正４２人。

党员分类管理　１９９５年，县委组织部出台 《流动党员管理教育暂行办法》。２０００年
后，在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党员亮牌上岗。对居民党员、退休干部职工党员、企业下岗

职工党员、流动党员、农民党员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实行分类管理。２００２年，建立党费收
缴信息库，实行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回执制度。２００６年，开始推行机关党建 “双承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承诺）制度和机关单位党员 “双向管理”（机关党组织和居住地党组

织管理），在农村开展以 “设岗定责搞服务，公开承诺办实事”为主要内容的党员设岗定

责及先进性承诺活动。全县１７９个村共设立岗位８０余个，６０００余名党员上岗承诺实事
１５万余件，兑现承诺达９０％以上。２００７年，推行流动党员证制度，开展无职党员设岗
定责和外出党员 “带动富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带动资金、信息、技术向家乡流动”

双向流动活动。全县建立党员服务中心１９个，流动党员临时党支部２个，有８１６名流动
党员与支部取得联系，４９０名党员领取 《流动党员活动证》。

党员发展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２０１５人，发展党员９４１人，其中女党员８９名，３５
岁以下党员５９６名，企业农村生产一线党员４３７名。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２２８２人，发展党员９７０人，其中女党员１８４名，３５岁以下党员６８７名，企业农村生产一
线党员６２０名。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４５２１人，发展党员１５０３人，其中，女
党员２０７名，３５岁以下党员７８３名，企业农村生产一线党员４１４名。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培养入
党积极分子２２４７人，发展党员８６２人，其中，女党员２９５名，３５岁以下党员４６９名，企业
农村生产一线党员３２８名。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党员人数１０９４０人，其中女性党员１８００人。

党员教育

教育阵地　１９８８年，在全县４４个乡镇建立电教站，配齐兼职工作人员４４人。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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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４１个乡镇党校，累计办党员培训班４１期、培训党员６７９０人次，办党支部成员
培训班２１期，其中培训党支部书记２５１人次。１９９３年，全县共建有业余党校５５所，有
４３所达地区标准；建党员活动室５４４个，有４３７个达地区标准。筹集资金１４万元，为９
个乡镇党委配备放像机，增设１４个播放点。１９９９年，开始建设村级电教固定播放点和配
发新一轮电教器材。２００８年，成立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领导小组和农村远程教育
中心，投资５２万元集中建设１８个乡镇、７５个村的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站点。至
２０１０年底，累计为２１个乡镇党委、１４５个村支部配发电视机、ＤＶＤ；制作电教片３７部，
其中７部在市 （地区）级以上评比中获奖，８１８条新闻视频短片在省市县电视台播放；下
发各类录像带１９５６３盒、ＶＣＤ、ＤＶＤ光碟４１２６张，培训党员群众６５８３１２人次。

教育活动　全县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员日常教育，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
的基本理论和各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党员素质。１９９５年４月，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
动；７月，开展学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 《党章》 “双学”活动。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结合 “双学”“三创”“四教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教育，党在农村基本政策教育和民主法制教育）工作和农村扶贫小康村建设，开展

“千百十”和党员 “双带”活动，对农村党员干部普遍培训。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分３期在７５
个县直部门、２１个乡镇和２０４个村开展 “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２００５年１
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分３批在３２个党 （工）委、１３个党组、４３９个党支部、１０３１３名党员中
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２８个，新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支部
８个，新增入党积极分子８６０人。修改完善制度４５个，其中 《汉阴县县直和乡镇党委书记

党建工作专项述职评议考核办法》《汉阴县村级班子、村级干部述职评议办法》被评为全市

先进性教育活动优秀制度成果，《浅谈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注重在重点人

群中发展党员的调查与思考》被市委评为优秀理论成果奖，并入选全省先进性教育活动制

度成果评选，县委被市委评为 “先进性教育先进集体”。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分两
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２０１０年５月，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

第五节　人才工作

１９８８年，对１１个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单位和部门开展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活

动情况专题调查。至１９９０年，办理专业技术干部家属 “农转非”户口２２０人，选拔１４名知
识分子担任科级领导职务，４１名担任乡 （股）级领导职务，向地区推荐４个知识分子工作
先进集体、２名先进个人。１９９１年，建立县级党员领导与知识分子交朋友联系制度。至１９９３
年，共选拔２２６名知识分子分别担任区 （科）级、乡 （股）级领导职务，办理专业技术干

部家属 “农转非”户口６７户１４７人，纳新知识分子党员１４８名；推荐３名科技拔尖人才，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表彰县级 “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１０名，其中２人受地区表彰。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科技工作会议，表彰１５个科技工作先进集

体，３１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２次，检查知识分子工作１次，为

７１３第十五编　中共地方组织



２１个乡镇配备２１名科技副乡 （镇）长，推荐选拔拔尖人才９名，确定２５名学科带头人。
２００１年，撤销３个乡，重新为１８个乡镇配备科技副乡 （镇）长，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座谈

会３场，推荐选拔拔尖人才１４名，确定２０名学科带头人。２００２年，制定 《汉阴县人才

队伍建设规划》和 《吸收优秀科技人才办法》，引进５名本科以上的专业科技人才；推荐
选拔拔尖人才１４名，确定学科带头人２０名。
２００３年，制定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引进本科毕业生２９人，推选学

科带头人２２名。２００４年，制定 《乡土人才选拔和管理办法》《学科带头人选拔和管理办

法》，培养学科带头人２３名，选拔培养乡土人才４１４名，引进各类急需人才３０名。２００６
年，建立人才库，储备乡土人才４３６名，企业管理人才４７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才
４４３５名；培养代表全县先进水平的学科带头人１０名，引进人才１３名，举办乡土人才培
训班２期。２００８年，从农业、水利等业务部门选派１１２名科技特派员，到新农村示范村、
一村一品示范村、特困村和龙头企业一线抓点示范，培训基层群众４９００余人次，帮助调
整农业种植结构２５万亩，新建设施农业大棚１００余个，建示范基地５个，组建农民合作
组织２１家，带动１０００余户示范养殖户；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和科技致富带头人２８７名。
２０１０年，选派１００名科技特派员到基层一线抓点示范，建设施农业示范基地９个。

第六节　老干部工作

离休干部管理

１９８８年初，健在的离休老干部有１０４人，至２００７年，健在的离休老干部仅４５人。
１９９２年前，实行 “三五”学习制度，即每月５日为离休支部党员学习日，每月１５日为享
受县、处级离休干部学习日，每月２５日为全体离休干部集中学习日。１９９３年以后，每月
学习两次，即每月５日离休支部党员学习日和支委会日，每月２０日为全体离休干部学习
日；每年给每位离休干部订１份 《金秋》杂志，对享受地、厅级待遇的老干部，每人增

订１份 《中国老年报》，老干部阅览室订有 《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安康日报》《内参

选编》等报纸杂志１０余种。１９９７年１月起，把原在乡镇工作的１０名离休干部 “两费”

收归县老干局管理，生活费由银行代发，老干部的医药费，行政事业单位按季报销，企

业单位每半年核报一次，全县离休干部医药费无拖欠。

２０年来，离休老干部支部先后８次被省委、省委组织部、省老干局、省关工委评为
先进集体。７次受到市委、市委组织部、老干局、市关工委表彰，１５次受到县委、县机关
工委表彰。１９９９年９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党支部”称号。

老干部活动

１９８８年，成立 “汉阴县老干部体育协会”。从 “五一”到 “十一”天天有活动，月

月有竞赛。每年老年节前后都举办一次老干部运动会，连续举办１９届。每年组织１～２次
参观视察活动。１９８９年３月，成立老干部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每年组织１０多名身体
好，宣讲能力强的老同志到３０多所中小学对青少年做宣讲报告，共赴川道和南北两山学
校做报告３００多场次，受教育人数达２０多万人次。

８１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五章　宣传工作

第一节　宣传机构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委宣传部为县委正科级工作部门，主管全县宣传思想和意识
形态工作。与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８９年６月，“五四三”办公室改称，
设置为常设机构，副科级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合署办公，下设县委通讯组 （副科级事业

单位）。同时负责县内报刊和内部资料管理、网站监管、党报党刊发行、汉阴报社等项工

作。１９９６年２月以前，县委宣传部行政编制５名，配备１名部长１名副部长。２００７年３
月，配备１名部长２名副部长，部长由县委常委兼任。至２０１０年，设立政办股 （办公

室）、理教股、宣传股、《汉阴宣传》编辑部４个股室。
１９９０年３月成立汉阴报社，由县委宣传部管理和负责业务工作。１９９０年６月改名为

《汉阴月报》，１９９７年改名为 《汉阴报》。２００４年５月，改为内部信息资料 《汉阴宣传》；

社长由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任，副社长由分管副部长兼任。

第二节　理论学习

１９８８年，组织学习党的十三大精神，开展生产力标准大讨论。举办２期学习班，区
（镇）、县直部门、厂矿企业１３８名领导和政工干部参学。１９８９年，举办２期科级干部学
习班，１３６名科级领导参学；举办１期宣传、政工干部学习班，６８人参学。１９９０年，开
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形势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

路线、党的基本知识 “三基本”教育和学哲学活动，县委宣传部、党校分赴基层专题辅

导８０余场次。１９９１年，在干部群众中开展学习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活动，举办培训班２
期，培训村 （街）支书、主任１２０人。开展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理论学习，３２６０人参加学
习，“业余理论讲师团”赴基层辅导２０场次。１９９２年，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
１９９３年，全县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举办基层干部培训班２期，培训理论骨干１２２
人，组织录像辅导５５场次、２５００人参加收看。举办讲座、专栏４５期。１９９４年，开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大讨论活动，举办理论学习班培训理论骨干１１０人。１９９５年，重点学习邓小平
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党建理论及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等内容，举办培训班４期，
培训骨干４１０多名，县委理论辅导小组巡回到各区、乡镇宣讲 《纲要》４５场次，听课人数
２０００余人次。１９９６年，开展 “三学”“三查”“三克服”“三树立”活动，即学习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党章及其有关准则、学习孔繁森、田建国等先进人物，查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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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信心、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树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举办培训班２期，培
训政工干部和科级领导干部２４０多名，各乡镇以会代训培训理论骨干２５０名。各级领导干部
全年撰写理论文章１３５篇，其中在地级以上报刊发表４０余篇。１９９７年，学习十五大精神，
农村党员重点学习 《党章》和农业实用技术；党政机关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市场经济和党的

方针、政策；中小学生重点 “学法律、讲道德”和 “爱汉阴”教育。举办科级干部培训班２
期，培训理论骨干１２０余名；宣讲团巡回全县做辅导报告２０多场次，受教育党员干部３０００
多人；各级领导干部撰写理论文章２５０多篇，在地级以上报刊发表２０余篇。
１９９８年，开展学习邓小平原著、党的十五大报告、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县委中心学

习组成员带头专题辅导６０场次，听辅导人数达３５万人次，４０００余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全省邓小平理论知识竞赛，３名获省三等奖。１９９９年，开展农村 “四教育”（以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民主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作风教

育，简称 “四教育”）活动。举办理论培训班４期，培训科级干部、乡镇领导和村支部书记
２５０名。２０００年，开展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２００１年，开展以 “三个代

表”（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要思想为主题的理论学习。２５００名机关干部参加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党史党建知识竞赛，４名领导干部获得先进个人奖。２００２年９月，全市党委中心学习
组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汉阴县召开，重点交流、推广县委中心学习组理论学习的经验、做法；

县土管局被评为全国 “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先进单位。２００３年，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纲要》、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 “９·３”讲话为主题，县委宣传部和党校组成宣讲
团，组织宣讲３２场次，１５万余名干部职工参加听讲。县级领导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理论
文章４６篇。县委中心学习组被省委宣传部授予 “全省理论学习先进单位”称号。２００４年，
主要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决定》，举办培训班３２期，培训干部３２００
名；县委中心学习组３０名成员在市级报刊发表调研及理论文章２６篇。
２００５年，县委制定 《领导干部理论学习教育规划》《加强和改进县委中心学习组学习实

施意见》，完善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自学和学习情况通报、考勤、考核等制度。开展党员

先进性教育活动，组织１００名理论工作者到６３个单位、１０１个支部进行理论辅导，县电视
台、党建网、《汉阴宣传》开设专题、专栏，自编自拍 《木娃子》《三沈故里春来早》等电

教片。２００６年，以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载体，县宣讲团深入乡、村、组宣讲３２场次，干
部参学率达９８％。县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全年撰写调研文章１１０篇。２００７年，开展 “精读一

部理论著作、精讲一堂理论课、精写一篇理论文章”“三个一”工程，各级各部门精讲理论

课５００余场次，撰写理论文章、心得体会２０００篇。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分两批在全
县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建市县两级示范点１０个。

第三节　形势教育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中共汉阴县委召开宣传、教育、广播、体改委部门联席会，部署全县
形势教育；县广播站开办 “谈形势、鼓干劲”专栏。１９８９年元旦期间，举办 《汉阴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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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革成就》图片展和 “‘山鹰杯’十年改革”有奖征文活动；编写以 “十年改革成就”

“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明确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

务”“同心同德，振奋精神，为实现治理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目标而努力”

为内容的 《形势教育宣传材料》宣传册；３月中旬在永宁乡沙坝村开展为期２０天的农村
形势教育试点。１９９０年４月，开展以东欧、苏联局势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形势教育；下半
年，在干部中开展学习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在职工群众中开展以 “双基本”为主要内容

的形势教育。培训骨干３０００人，开办形势教育专题广播讲座２４讲。对全县农村党员进行
１次５～７天的培训，参训党员６３３９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的８８５％；暑假期间，以区镇为
单位，组织２０００余名教师进行１个星期的形势教育。
１９９５年，开展 “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５０周年”爱国主义教育。

１９９６年，在党政机关党员中开展 “讲大局、讲敬业、讲廉洁、讲奉献”和 “我为全县两

个文明建设做啥”活动；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 “讲政治、讲正气、求实效”和 “为官

一任，富民一方”大讨论。１９９７年，结合香港回归和建党７６周年，在全县广大干部职工
和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２０００年，在全县乡镇和县直部门开展警示教育，在２１个
乡镇开展农民教育活动。２００２年，开展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教育，受教育人

数３２万人次。２００７年，开展学习宣传十七大精神活动。２００８年，成立１８个宣讲团、
１８７个宣讲组，进村驻户宣讲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第四节　新闻宣传

１９８８年，县委宣传部为５区１镇培训一批业余通讯骨干，全县在 《安康日报》及其

他报刊发表通讯、报道稿件２５０余篇。１９８９年，发表稿件１８０篇。１９９０年，培训业余通
讯员３００名，《安康日报》刊用新闻稿件２６０篇，省级报刊、电台刊用２６篇。１９９１年，
《安康日报》刊用新闻稿件２２３篇，省级以上报刊、电台刊用３０篇。１９９２年，创办 《汉

阴月报》。重点围绕三个经济增长点、农村 “五个一”建设，全年在 《安康日报》发表稿

件２１８件，省级以上采用稿件２３件。
１９９３年７月５日，成立汉阴报社，《汉阴月报》更名为 《汉阴报》，全年刊发１２期。

地级以上发表稿件２３５件，其中省级以上刊发４４件。采写长篇报道 《汉阴姑娘在港城》、

通讯 《劳务输出———大有可为》、报告文学集 《山鹰》及电视专题片 《月河明珠》，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２０００年，地级以上报刊、电视台、电台刊用稿件１０８８篇 （条），总量较

上年同期上升９％。培训骨干通讯员５０余名。２００１年，３０个乡镇、部门重新组建通讯
组，全年在市级以上发表稿件１１０９篇。２００２年，制定 《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奖励办法》，

全年在市级以上发稿１１１０篇。２００３年，通讯员达２９１人，全年在 《汉阴报》、汉阴电视

台发播稿件２０００余篇，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发播稿件１１００余篇；县广播电视局制作的
《红色儿女》专题片在省电视台播出并获三等奖，邀请上海教育台拍摄的 《一代名师沈尹

默》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省电视台来汉阴采摄的 《小城镇建设推进大发展》专题

片在省台 “时代广场”栏目播出。汉阴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快 “三化”进程经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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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的肯定，省国土资源厅党组做出向汉阴县学习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开通 “汉阴宣传网”，全年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发表稿件 １１４８篇。２００５
年，成立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年上市级以上党报党刊、电视台、电台新闻稿件１６２７件。
２００６年，组织开展 “关注项目年”“聚集产业链”“建设新农村”“实施工业化”及

“双十工程”等中心工作战役性宣传，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发表稿件１９１４篇， 《汉阴宣
传》和汉阴宣传网站发新闻稿件１５００余篇。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围绕全县重点工作，做好宣
传报道，每年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发表稿件保持在２０００篇左右。

第五节　党校工作

１９８８年，县委党校校址由草沟迁至县城，临时租用县新华书店旧址。１９８９年５月５
日，党校迁入城郊中堰村至今。至２０１０年，事业编制１４人，其中专职教师９人。

函授教育

１９８９年，开办首届中央党校函授大专班，招生２６人。至１９９４年，累计招生２３５人。
１９９５年，始开办本科函授班，新招本科班党政、经管专业７５人，在校学员２８６人；其
中，大专班２１１人。至２０００年，本科班累计招生３３４人，大专班累计招生４５１人。２００１
年，在校学员４４０人，１１个班次。其中，大专班５个，本科班６个。２００３年，在校４０６
人。其中，党校函授１６０人，西安联大、师大、电大共 ２４６人。２００４年，在校 ５８４人。
其中，党校函授２１２人，师大网络教育１０１人，电大２７１人。２００５年，在校学员５０４人。
其中，党校函授１８９人。２００６年，在校学员３５１人。２００７年，在校生３００人。其中，党
校函授９７人，电大１０２人，陕西师大网络教育１０１人。招新生９５人，毕业９２人。２００８
年，在校注册函授学员５６０人，新招学员１２０人。其中，电大７５人、陕西师大网络学院
学员４５人。２００９年，在校注册学员４７０人，新招学员１８３人。其中，电大学员８８人，陕
西师大学员９５人。２０１０年，在校注册学员３０４人。其中，新招电大学员１５３人。

干部培训

１９８９年，培训村支书和党员村主任２３０人。举办两期部局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培训班，
培训１１２人。１９９０年，培训哲学骨干８４人，历时３２天。１９９１年，开办 《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纲要》培训，参训６５人。１９９２年，举办５期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学习纲要》培

训。１９９３年，举办２期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培训，参训１１４人。培训村党支部书
记２８人、村主任３２人，培训县属企业党务工作２７人，培训乡镇领导干部３７人。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年，办培训班１３期，培训干部１１２６人次。１９９７年，辅导培训村支书 （重点村、小

康示范村）４８人；企业党支部书记、厂长３６人；科级领导学习十五大文件１２０人；到各
机关、乡镇培训 ２０场次，受训 ２９００人。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干部培训 ５９期，４５５７人次。
２００６年，干部培训８期５８０人，农村青年技能培训１０８人。２００７年，培训干部１１００人。
其中，计划生育干部１期１２０人，乡土人才４期７０６人。２００８年，干部培训８期８３１人。
２００９年，干部培训９期５９５人。２０１０年，干部培训９期１０８９人。其中，计生干部培训班
２期１０３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１期９３人，食品流通经营培训班３期２５７人，村干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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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班２期５８１人，公务员骨干培训班１期７５人。

第六章　统一战线工作

第一节　统战工作机构

县委统战部是县委主管全县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党的统战

工作方针政策，加强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等各界人士的联系，协

助县委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宗教界人士和党外

人士的培养和举荐工作；负责党外后备干部、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和对台工作。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设立县委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 （简称县委对台办），与统战部合署办

公，是县委负责对台政策和事务的工作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宣传贯彻执行党的 “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对台政策，为台湾同胞回大陆观光、探亲，进行经济和文

化交流活动提供服务。１９９３年，编制４人。１９９５年９月，县委对台工作办公室 （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隶属统战部，副科级机构设置。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编制３人。

第二节　非党人士工作

１９８８年，考察非党中青年知识分子７人，为起义投诚人员、原国民党县自卫团中队
长王俊玉落实供养政策，春节慰问１４８名统战对象。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１３日，成立 “黄埔军

校汉阴同学联络组”。１２月，经摸底调查，全县共有知识分子２２１０人，其中非党１６９８
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 ７７％；中级以上职称知识分子 ４０９人，其中非党 １６１人，占
３９４％；高级知识分子４０人，其中非党１３人，占３２５％。对５名优秀中青年非党知识分
子重点考察，向组织部门推荐。

１９９０年，３８名非中共人士当选十二届县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２１２％；３名非中
共人士当选县人大常务委员，占常委总数的２５％；１名非中共人士当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第三届政协汉阴县委员会 １１２名政协委员中，非中共人士 ６９名，占委员总数
６１６％；常委２４人，其中非中共人士１６人，占常委总数６６７％；２名非中共人士当选县
政协副主席。１９９１年，县委统战部、组织部、县人事局联合制定 《举荐非中共党员人士

担任实职工作的三年规划》，举荐３名知识分子代表到政协任职。１９９２年３月，考察增补
县政协委员２名、非党驻会副主席１名，推荐３名非党知识分子担任副县职务。１９９３年，
对５区１镇和县级机关、厂矿、学校现任职的党外领导干部和党外后备干部调查摸底，按
年龄层次和条件分成两个梯队，推荐任用副县级４名 （人大、政协各２名），部局６名，
乡镇１９名。１９９４年，考察推荐非中共政协委员２名，考察培养、推荐党外后备干部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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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９９５年，考察推荐非中共政协委员２名。１９９６年，考察、推荐、增补非党县政协委
员４名；提名推荐非中共知识分子进入政协、人大以及其他领导班子４３名。１９９８年，建
立非中共副科级以上后备队伍名单１４人。２０００年，推荐非中共副县级领导３人，非中共
副科级领导１５人，考察推荐政协安康市第一届委员会非中共委员９名。向县政协推荐增
补委员２人，常委１人。２００３年，对全县党外干部广泛推荐、考察和选拔，确定党外后
备干部８人。２００４年，上报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党外后备干部１２人，其中男８名，女４
名；平均年龄３６６岁。２００５年，在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文教、卫生系统建立５个工作联系
点，联系党外知识分子代表１２６人次。提拔任用非中共干部５人，向第一届市政协推荐委员
１０名。２００６年，推荐提拔任用６名非党干部。新建立５个工作联系点，联系党外知识分子
代表人士１３０人次。２００７年，推荐提拔３名非中共干部，其中副县级１名、科级２名。２００８
年，推荐提拔２名非中共科级干部。７月２４日，举办党外干部培训班，全县共有２８名非中
共干部被安排在人大、政协和政府部门任职。２００９年，考察推荐６名政协委员。２０１０年，
推荐提拔３名非中共干部，建立４０名非中共后备干部名单，组织完成１２名党外人士和工商
界人士担任市县政协委员的政治推荐。组建１８个乡镇统战工作办公室。

第三节　民族宗教工作

每年回族民众过 “尔德节”，统战部和有关部门专门到清真寺慰问。重视少数民族干

部培养选任。１９８８年，办理１名少数民族工人转干。１９９０年，推荐１名少数民族干部担
任县政协领导职务。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县委统战部、县民政局召开协商座谈会，妥善处理汉
阴县清真寺房产遗留问题。

２０００年，对全县庙宇全面检查，召开庙宇宗教活动人员会议，落实活动场所保稳定
责任人。成立天主教工作领导小组，由统战部和民政局组成工作组进驻天主教堂开展整

顿工作，建立堂管会，开放县城天主堂为天主教活动场所。协助回族民众成立由７人组成
的民主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１年，全面检查全县庙宇３次，依法取缔从事非法宗教活动的永
宁乡太白洞道观、娘娘庙。

２００２年，制定 《汉阴县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实施细则》，召开宗教界代表人士座谈会

１０余次，组织开展批判 “法轮功”邪教组织。２００３年，推荐３名回族干部为县政协委
员。２００４年，清理民间非法庙宇２３处，小土地庙１０７处，“神灵”古树古石８处。组织
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天主堂、两合崖、铁瓦殿教职人员参加全市民族宗教事务培训。２００５
年，清查庙宇３０余个，取缔非法庙会１５起。２００６年，对宗教活动场所登记换证。２００９
年，县委印发 《关于加强乡镇统战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县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

第四节　对台及港、澳工作

１９８８年，成立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委统战部。对全县５区１镇、４１个乡镇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情况全面普查，登记造册。为台胞传送信件、照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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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等３０４件 （次），帮助红十字会寻找台属７人，接待台属来访７４人次。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０日，先后在凤亭乡、月河乡成立台属联谊组。全年接待台胞 ４１人

（男２５人，女１６人），协助３３位回乡探亲的台胞解决食宿、交通、会亲、修坟祭祖等事
宜。１９９１年，接待台胞２１人，为台胞寻亲４起，解决台胞、台属来信来访提出的各种问
题２１起。１９９２年，接待回乡探亲、访友的台胞及外籍华人２４人次，召开台胞座谈会３
次，接待台胞台属来信、来访１３件 （次），处理台属纠纷案件２起，看望走访台胞、台
属１０人次。１９９３年，接待回乡探亲台胞２１人次。台胞沈应稀向城关第二小学捐赠人民
币１０００元，彭硕华向蒲溪小学捐赠人民币１０００元，罗学圣向蒲溪小学赠送价值６０００余
元进口录音放像机１部。１９９４年，协助１名台属去台继承遗产。１９９６年，接待８名台胞。
１９９７年，接待回乡探亲台胞１４人，台胞张秀彬女士向龙垭镇小学捐款２万元。１９９８年，
接待９名台胞。台胞胡毓宝邮来１万元人民币由其女儿转交平梁小学资助建校。１９９９年，
对去台人员和台属重新调查摸底，全县去台人员１８７人，有通讯往来的７２人，探亲的１０
余人，台属３００余人。２００３年，接待１５名台胞回乡祭祖和探亲。台商朱应龙投资２５万
元修建蒲溪小学教学楼。

２００４年，成立１０人组成的对台宣传通讯组，建立县乡对台宣传网络，召开县级领导
干部涉台教育报告会和全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涉台座谈会。借春节、清明节、安康龙舟

节和汉阴首届民间艺术节及台胞探亲、访友、投资等机会召开台胞、台属座谈会，赠送

《招商引资项目册》等资料５０余份，吸引８名台胞、台商回汉阴旅游和投资考察。协调
办理４户涉台婚姻、遗产继承事宜。２００５年，走访慰问台胞台属２０余人，与２０余名汉
阴台胞达成投资援建城关镇龙岭新村的共识。２００６年，接待５名台胞，为汉阴中学联谊
会争取香港福惠慈善基金会无偿投资３０万元，援建１幢教学大楼。２００７年，吸引３名台
胞回汉阴投资考察。办理３户涉台婚姻、遗产继承、台胞定居等手续。２００８年，接待１３
名台胞、台商来县观光旅游和商贸考察，春节慰问台胞台属３０名，协调解决２起台属纠
纷，接待办理６户涉台婚姻、遗产继承、台胞定居等证明手续。２００９年，接待台胞、台
商４０人，春节慰问台胞、台属３８名。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耿国
泉、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斌耀参加市委对台经贸交流项目赴台考察。

第七章　政法工作

第一节　政法队伍建设

政法委机构

１９８２年３月，中共汉阴县委政法委员会成立。１９９１年５月，设立汉阴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０１年５月，设立中共汉阴县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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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０办）。２０１０年４月，设立中共汉阴县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维稳办）。
调解治保组织

建立健全县、区、乡三级综合治理机构。１９９０年，调整充实７个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组建办公室４７个，成员１８８人。成立５５６个调解委员会和治保会，建立治安联防队５个，
护厂、护校队７个，城镇巡逻队１个，固定护楼员７６人，村民联防队１１个，联防队２０００
余人。１９９２年起，将综合治理纳入年度考核。１９９３年，建立城区治安巡警队，乡村联防
队扩建到８２个，联防队员２８００余人；各乡镇聘用治安专职干事４５人，群防群治网络基本
形成。１９９５年，开始创建治安模范乡村，当年有３４个村达标。１９９７年，县委、县人民政府
成立治安模范县创建领导小组，各乡镇成立综合治理委员会和办公室，新建公安派出所１４
个，新招公安干警５０名。共建村治保会２９０个，治保人员２１２０人；调解组织２８１个，调解
人员１７１６人；建护厂、护院、护校队１５８个，联防队员１３００余人；治安巡逻队２３０人，队
员１６００余人。２０００年，５个治安模范乡镇经安康市委、市人民政府验收达标；县委、县人
民政府命名治安模范乡镇１８个，治安模范村２３０个，安全小区７个。２００１年，全县２６３个
村、９个居委会均建立治安室和治保调解组织，城区落实楼院长２６３个，农村落实中心户长
５９３７个，乡镇派出所实行 “一区一警、一警多能”包片责任制。２００２年，推行村党支部书
记兼任调解主任、村委会主任兼任治保主任，“民警驻村、刑警驻所”，警民联防，创建治

安先进村，联评治安模范户，建立 “点、线、面”结合的治安防范网络。

２００３年，县乡两级财政将综治工作纳入财政预算，确保乡镇 “综治机构、办公地点、

工作人员、业务经费”四到位。２００４年，县财政每年特支７万元，招聘１０名复退军人组
建街面巡逻队，在农村加强４支队伍建设 （即乡镇综治专干、村 （居）调解和治保组织，

综治特派员和治安中心户长），形成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治安防范的基础网络。２００６年，
开展 “平安汉阴”创建活动，加强和完善街面巡逻、小区联防、单位内保、农村治安中

心户长４支队伍，按每人每年５０～１５０元补贴中心户长，建立责、权、利统一、奖罚与绩
效挂钩的激励机制。突出乡镇综治机构标准化建设，建立９项综治工作名册、１５项工作
制度。万人以上的乡镇配备３～５名综治专干，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确定１名专职综
治联络员。公安机关会同乡镇综治办加强对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及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

和教育，登记造册，全面审查，纳入辖区管理。

第二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０个乡 （镇）成立整顿社会治安办公室，由乡镇分管政法的领导、治

安专干和司法助理员组成。为４０个乡镇招聘治安专干，成立城关保安服务公司。同年１１
月，重新组建治安巡逻队、联络队７个，护厂、护校队７个，选配护楼员７６人，在４０个
内部单位组建保卫组织，城关镇治安防范网络初步形成。

１９９０年，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纳入 “一票否决”范畴。１９９２年５月，在城
区开展 “看楼护院”活动。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６日，太平乡、高梁乡、蒲溪镇、清明寨乡、黄
龙乡、汉阳乡、塔岭乡７个乡镇被授予 “治安模范乡 （镇）”。制定 《汉阴县社会治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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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 （镇）乡 （镇）考核标准和实施办法 （试行）》 《关于开展创建治安模范区 （镇）、

乡 （镇）、村的实施方案》，当年共创建治安模范村８０个，模范乡 （镇）６个。至１９９８
年底，全县有１８个乡 （镇）、２３０个村 （居）达到治安模范乡 （镇）、村 （居）标准，７
个街道和集镇达到安全小区标准，１１７个县直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达到安全单位标准。汉阴
县被授予全省 “治安模范县”荣誉称号。

２００１年，撤、注销 “汉阴中功学校”“弘麟气功研究室”“汉阴香功辅导站”。对责

任落实不好的１３个村、３个单位黄牌警告，对县委党校一票否决。２００３年，落实治安中
心户长４３８６人，楼院长和值班人员２６３人。２００５年，“６１０”办公室举办全省首届县级法
律教育转化班，转化 “法轮功”人员６名。２００６年，表彰综治工作先进单位１１个，通报批
评乡镇、部门各１个，１个单位受黄牌警告。２００７年，有３个乡镇被中共安康市委、市人民
政府命名为 “平安乡镇”，１８个村被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为 “平安村”，１３个单位被命名
为 “平安单位”。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全县１７８个村 （社区）达到创建标准，被县委、县政府命

名为 “平安村”，汉阴县通过省级 “平安县”验收。２００９年，推行领导挂联制度、平安建设
职责述职制度和实绩考核档案制，涧池镇被中央综治委员会表彰为先进单位。６月１８日，
省委、省政府授予汉阴县为省级 “平安县”。２０１０年，创建 “平安家庭”３９０１２户。

第八章　农村工作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

农村工作机构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成立汉阴县委政策研究室。１９９１年７月，成立中共汉阴县委农村工作
部，与县委政研室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１９９５年９月，县委政策研究室从农村工作部划出，由正科级降为副科级机构，隶属
县委办公室。农工部单独设立，增加农村奔小康工作职责。２００２年８月，撤销政策研究
室，其职能交县委农村工作部。

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１９９１年，为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定下发 《关于完善土地承包中有关

问题的处理意见》，并结合社教换发土地承包证，建立规范化合同６８４６５份，稳定 “３２５”
政策 （耕地承包３０年不变，园地承包２０年不变，荒山承包５０年不变，从１９８１年开始算
起）。１９９８年，制定下发 《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贯彻执行

“６５７”政策，即：耕地承包６０年不变，林特园地承包５０年不变，荒山承包７０年不变。
全县实发 “６５７”合同６５１３７份，耕地面积２９５万亩，林特园８４２万亩，荒山１２万亩。
２００３年，贯彻执行 《农村土地承包法》，全面换发土地承包证书和经营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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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制定 《关于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意见》，围绕 “一带”（月

河高效产业经济带）“两翼” （沿江特色经济区和北部山区特色经济区）建设发展规划，

将土地流转任务分解到乡镇，列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内容。全年流转３３２１６２亩。其中，
耕地流转２１７９１２亩，林地流转１１４２５亩。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园９个，养殖小区１５个。
２０１０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 ３５６万亩，其中，１０００亩以上的流转示范点 ４个，
１００亩以上的流转示范点６５个。

农村改革发展观察点

１９８９年，汉阴县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确定为国家固定观察点调查县。在龙
垭乡三柳村设立观察点，确定４０户调查户，采取农户日记账办法，组织农户进行家庭经
济收支现金往来记账和各类粮食生产收入产出登记，通过长期、连续、固定的跟踪观察，

全面反映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每年在搞好农户基础数据的调查、收集、汇总、分

析、填报等工作基础上，开展专题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成为反映县情农情的窗口。

第二节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１９９１年２月至１９９３年６月，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主要内容为思想教
育、落实经济政策、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顿农村财务和社会秩序，组织实施 “五个一”

致富规划，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先后抽调２４８５名干部。其中，县级领导１８人，科级
干部１５７人，组成４７个工作队，分５期在全县４６个区乡机关、２６３个行政村开展教育活
动，取得显著成效。

（一）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教育，帮助群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二）突

出经济建设中心。新办和恢复乡村企业１２７个，建村组承包企业 ２４８个，新上桑、茶、
果、药、食用菌等多种经营骨干项目７个，栽桑８７００亩、点茶４０４８亩、栽杜倍５７６０亩、
果树４６９０亩、发展食用菌３２０００架。修乡村道路４９０千米，架桥３６座，修田造地８３２９
亩，修渠３４８千米，修库塘２２６口，建小电站１４座，架设电路１５２９杆千米，引自来水
２５千米，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三）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整顿集体财务和社会秩序。先后
对８４个村支部进行重点整顿，新发展党员３２２名，培养后备干部１１２０名。清理出干部违
纪资金２０２２万元，收回１９７９万元，群众欠款３２３８６万元，收回２８５６３万元；举办各
类法制学习班２４９场次，查处各类刑事、治安案件７７１起；建立健全村治保调解组织３３５
个，治安联防队３４５个，普遍制定 “村规民约”。（四）深化农村改革，在稳定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完善土地、山林、公有资产、乡镇企业等各业承包制，按照 “３２５”
政策规定，建立规范化合同６８４６５份，解决各类纠纷３９９１件。

第三节　小康村建设

１９９４年，启动农村奔小康工作，首批农村小康村建设布点８５个村，分别由乡 （镇）

包建４０个村，区 （镇）包建１０个村，县直部门２２个村，地直部门６个村，日援粮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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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７个村。建立县级领导和区 （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小康村建设、扶贫攻坚村工作

联系点，实行地、县、区、乡四级分级包抓，坚持部门包建与区、乡 （镇）干部包村责

任制相结合，干部蹲村抓组包重点户，一包到底。围绕小康建设八项任务目标，制订规

划，整顿班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抓 “种、养、加”，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农田水利

建设和三通建设，促进钱粮双增，改善农业发展环境，加速农村产业化建设。当年全县

小康布点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６４７４元，人均粮食达２６５千克。
１９９５年，小康布点村调整为８３个 （其中，４１个村属扶贫攻坚村），新增涧池、蒲溪

小城镇建设点２个，派驻小康村 （小城镇）建设工作组８５个，蹲村干部３０３人。至１９９６
年，小康布点村农民人均纯收入８７６元，人均产粮３２８千克。蒲溪、涧池小城镇建设走出
一条 “集资建镇、以地生财、滚动发展”新路。

１９９７年，小康建设布点村３０个，派驻３０个工作组，干部１２０人。当年底，布点村农
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８３６元，人均占有粮食３６６千克。１９９８年，布点４０个村，当年农民人均纯
收入１５７４元，人均产粮３９９千克。１９９９年，小康村建设布点５５个村，县级重点抓小康乡
镇、乡镇重点抓小康村，以小康带动经济强村。当年布点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１７６１元，人
均产粮３２８千克。至１９９９年底，全县建成地级小康示范村２１个，省级小康示范村４个。
２０００年以后，小康布点村与新村建设、一改三建、庄园经济、经济强村结合，与综

合扶贫示范新村建设同布置、同检查。２００１年度，各布点村共创办私营企业２０户，新增
产值２０００万元。

第九章　保密与党史研究

第一节　保密工作

保密工作机构

１９８８年１月，成立汉阴县保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县委机要室办公，负责县委
保密工作，隶属县委办公室领导。１９９１年８月，设立县保密局，为县政府直属行政机构。
１９９５年９月，县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与县国家保密工作局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挂靠县
委办公室。至２０１０年，事业编制３人，实有３人。

保密宣传教育

每年５月开展保密宣传月活动，组织各单位自查和普法测试，放映保密教育片，宣传
《保密法》。１９９９年，县党校举办４期乡村干部培训班，向２００余名乡村干部讲授保密知
识和法规。２００１年５月，保密宣传月活动办专栏、板报２７期；连续４天在县电视台黄金
时段播放 《海外遗恨》《秘密从这里泄漏》保密教育片，约４万人观看；发放保密宣传品
１０００余份，巡回播放保密电教片３７场次。２００３年５月，购回５套保密宣传教育挂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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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人口流量最大的地段展出３天，向群众散发保密宣传单２０００余份，受教育达５万余
人次；制作１７块保密知识展板，在县委、县政府大院，财政、土管等２０余个单位巡展。
２００４年悬挂横幅８幅，发放宣传资料３５００份。

保密执法检查

集中对城区内印刷、打字复印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开展保密检查，换发、补发 《印刷、

复印行业登记证》。重点开展全县党政机关保密工作大检查、高考保密工作专项检查，加

强公开招考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及县委、县政府酝酿重要事项保密工

作。成立保密局以后，未发生重大泄密、失密事故。

１９９１年９月，确定县委办公室等１９个单位为保密要害部门，各单位打字室、档案
室、领导办公室为保密要害部位。１９９９年４月，抽调１０名干部，组成４个抽查组，对乡
镇和县直单位的 “三五”保密普法抽查验收。

２００３年开始，每年对涉密计算机及涉密信息系统使用管理开展专项检查。２００４年５
月，县保密局对重点涉密单位的３１台计算机和自办网站全面检查，建立上网审批等保密
管理制度。做到涉密计算机与互联网物理隔离，专机专用。

２００９年，推行保密承诺书制度，建立涉密计算机管理台账，明确管理责任。至２０１０
年，检查清理３０余家打字复印店、旧货市场及互联网站、再生资源集散市场。

保密制度

１９８９年８月７日，县保密委员会制定 《复印设备使用管理》等８项规定。１９９０年，
县保密委员会与县工商局、公安局、供销联合社联合制定 《关于严禁收售 “三密” （绝

密、机密、秘密）文件、内部资料的暂行规定》《关于严禁在社会上营业性复印、打字场

所复 （打）印 “三密”文件、内部资料的暂行规定》，确定县印刷厂、县社会福利服务部

为国家秘密载体定点复制单位。１９９１年９月，建立健全 《严格执行泄密案件报告制度》。

１９９３年３月印发 《关于对县直机关、事企业单位应销毁文件、资料实行集中收集销毁的

通知》。１９９８年５月印发 《保密组织、保密干部工作职责》。

第二节　党史研究

党史研究机构

１９９３年２月，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与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编制５人。
１９９５年９月，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降为副科级机构，隶属县委办公室。１９９９年１月，县
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更名为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２年８月，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档案
局 （馆）、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建档案史志办公室，为县委直属事业机构。２００３
年８月，更名为档案史志局，编制１４人。

党史征集编研

１９８８年，县委党史办公室征集、撰写 《罗少伟传记》。查清我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的县团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师级以上党史人物２６名、革命英烈８３名，编写出
汉阴县党史人物名录和革命英烈名录。１９８９年，编辑、撰写 《汉阴山城和平解放》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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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县解放初期政权建设》 《李伯亭三兄弟遇难》等史料。１９９０年，征集汉阴籍早期地下
党员邹友生、解放后第一任中共汉阴县委书记兼县长宋景光撰写的 《我在陕南革命斗争

中的一段回忆》《中共汉阴县委早期的创建和随军西进活动情况》《和平接管汉阴县，支

援解放全陕南》等史料。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征集、编辑中共地下党在汉阴的组织及活动、汉阴解放、陕南抗日
第一军在汉阴的活动，中共汉阴县委 ４０年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大事等 ４个党史专题资料。
１９９５年，撰写老红军胡玉堂、陈传家简介。１９９６年，开展革命老区调查，整理编辑出革
命老区调查材料１５万余字。１９９８年，撰写成 《立足县情开放，形成特色发展》专稿，全

面系统反映全县改革开放２０年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刊印在 《陕西改革开放二十年》下

卷。编纂１８万余字的 《汉阴解放》一书。１９９９年，编纂 《汉阴县 “大跃进”运动》《汉

阴县 “三反”“五反”运动》专题资料３０余万字。２０００年，为 《人民英雄大典》编辑部

整理撰写罗少伟、汤能金、徐海山、沈继刚、张禹谟５位汉阴籍革命烈士英雄事迹２万余
字。２００１年，撰写汉阴籍红军将士生平事迹 ６万余字。２００２年，完成 《共和国之最》

《陕西之最》《汉阴之最》的征集、整理、编纂。２００３年，撰写 《小康之路》等党史专题

资料。２００４年，撰写 《汉阴中药材发展简况》专题资料。２００６年，编辑 《抗战时期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调查》《科教兴县》《今日长征路》《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２０世
纪纵览》及 《县委工作纪实》等６个专题资料。２００７年，完成 《改革开放３０年》《三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等专题资料的征集和编辑，分别被省、市出版的专

题资料书刊载。２０１０年，完成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 《汉阴县整风 “反右”运动》专题

资料的征集和编辑，整理、编纂并以内刊的形式出版１２万字的 《中共汉阴县委党史大事

简介》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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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编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历经第十一至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１９９３年
以前，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期３年，以后各届任期５年。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代表年龄、文化结构发生显著

变化。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主法治

建设为重点，围绕 “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行使职权。其间召开代表

大会３０次，人大常委会议１６８次，主任会议１８４次，开展视察、调研、
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活动 １８０余次，提出议案、建议、批评、意见
１７２３件，评议干部述职２４人次，工作评议测评１１次，干部任免７００余
人次，受理来信来访３３３０件。



第一章　县、乡 （镇）人代会

第一节　县人大代表选举

１９８０年起，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１９９３年以前每届任期３年。
１９９３年以后，每届任期５年。届满后，由县、乡 （镇）选举委员会组织换届选举。

代表选举机构

历届选举均设立选举委员会，属临时性机构，受县人大常委会领导，选举工作结束

后自行解散。县选举委员会由县委、县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及组织、人事、宣传、统战、

工会、共青团、妇联、公安、民政等部门负责人约９～１５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
设若干组，分别负责选举工作的组织、宣传、后勤保障等。

代表名额分配

县人民代表大会按照 “便于召开会议、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各民族、各地区、

各方面都能有适当的代表”的原则分配和确定代表名额。代表名额分配，农村每一代表

所代表的人口数多于城镇每一代表人口数；县直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代表名额无统一比

例，其中，少数名额作为县级领导干部分配到基层选区参加选举。汉阴县第十一届人大

代表名额为１７５名，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名额为１８１名 （实际选出１７９名），第十三届人大
代表名额为１８６名 （当选１８５名），第十四至十六届人大代表名额均为１７７名。代表名额
确定后，县选举委员会以正式文件将代表名额分配到各乡 （镇）选举委员会。２０１０年３
月１４日以后，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即 “同票同权”。

县人大代表产生

汉阴县第十一至十六届人大换届选举，发放选民证分别为１４２９５３人、１６５０４９人、
１７５５００人、１８４２７２人、１９０３１０人、２０６５８１人。历次换届选举中大多数选区一次选举成
功，选民参选率均达９５％以上。

县人大代表结构

汉阴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７５名。其中，非中共党员代表 ２４名，占
１３７％；妇女代表１１名，占６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表７２名，占４１％；工人和驻军
及文教卫生、少数民族等方面代表１１名，占６２％；农民代表９５名，占５４２％。大专以
上文化程度的代表１４名，占８％；高中、中专文化程度的代表４３名，占２４５％；初中、
小学文化程度的代表１２５名，占７１４％。３０岁以下代表２６名，占１４９％；３１～５０岁１１４
名，占６５％；５１岁以上３５名，占２０％。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７９名。其中，妇女代表３４名，占１９％；非中共党员代
表３５名，占１９６％；农民代表９２名，占５１３％；公安和驻军及科教文卫等方面代表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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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占１０５％。连选连任代表４６名，占２５７％。
第十三届人大代表１８５名，其中妇女代表３１名，占１６８％；非中共党员代表３７名，

占２０％；农民、工人和科教文卫及其他方面代表１０２名，占５７％；干部代表８９名，占
４９７％；少数民族代表２名。连选连任代表５２名。

第十四届县人大代表１７７名。其中，妇女代表３４名，占１９２％；非中共党员代表４５
名，占２５４％；连选连任代表３４名，占１９２％；农民代表９８名，占５５４％；工人、文
教卫生和服务业代表１８名，占１０２％；干部代表７２名，占４０７％。具有大专以上文化
程度代表６９名，占３９％；中专及高中文化代表５６名，占３１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代
表５２名，占２９３％。

第十五届县人大代表１７７名。其中，妇女代表４０名，占２２６％；农民代表９５名，占
５３７％；党政干部代表６２名，占３５％；工人、少数民族、驻军及其他方面代表２０名，
占１１３％。非中共党员代表３４名，占１９２％；中共党员代表１４３名，占８０８％；代表中
大专以上文化代表６９名，占３９％；中专及高中文化代表５６名，占３１％；初中以下文化
代表５２名，占 ２９４％。年龄 ３５岁以下 ２９名，占 １６４％；３６～５５岁代表 １４５名，占
８１９％；５６岁以上代表３名，占１７％。

第十六届县人大代表１７７名。其中，妇女代表３７名，占２０９％；非中共党员代表２４
名，占１３６％。连选连任代表６６名，占３７３％；少数民族和驻军代表４名，占２２％；公
务员代表６４名，占３６２％；农民代表８９名，占５０３％。党政推荐当选代表 ６２名，占
３５％；工人和非公经济代表５名，占２８％；代表中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５１名，占２８８％；
大中专及高中文化８３名，占４６９％；初中以下４３名，占２４３％。代表平均年龄４３６岁。

第二节　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选举机构

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任命５区１镇人大联络员。１９９６
年前，各区成立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所辖乡 （镇）的换届选举事宜。各乡

镇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及主席团，组建由５～９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工作结束后机
构自行解散。１９９６年底，撤区并乡建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增设人大主席、副主席。全
县２１个乡镇配备２１名专职人大主席，个别大镇还配备有专职副主席和专兼职办公人员。
主席、副主席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与乡镇人大任期相同。２００３年，乡镇
人大机构减为１８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设１４个镇人民代表大会及主席团。

换届选举

１９８７年３月，十一届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选出乡镇人大代表１４２２人。此后分别于
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进行 ５次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４年，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每届任期３年改为５年。此后，与县人大同步换届选举。
２００７年，开展第十七届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每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
人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副乡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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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县人代会简况

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年５月６～１０日，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１７４
人。会议审议通过 《政府工作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１９８６年国民经济及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１９８７年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汉阴县１９８６年
财政决算和１９８７年财政预算 （草案）的报告及审查报告》 《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县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 《县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加强黄金生产和黄金收兑管理”的

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选举贺成银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健、刘盛

森、冯荣臣、杨志鑫为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１人；王世科为县人民政府县长，路兴
家、熊邦杰、景祥瑞、华新民、张友堂、周邦维、陈太新为副县长，陈先庆为县人民法

院院长，陈昌珍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２～２６日，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
会二次会议在县政府礼堂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１４８人。会议依例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
和 “一府两院”等６个工作报告，并分别作出决议。选举王世科、孟景钰、张宗国、李
传福为陕西省七届人大代表。１９８９年３月４～７日，第十一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召
开，到会代表１４９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和 “一府两院”等６个工作报告，
并分别作出决议。会议作出 《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维护安定

团结、保障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决定》。

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５月８～１２日，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９人，
实到１７０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和 “一府两院”等６个工作报告，分别作出
决议。选举唐明孝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华新民、冯荣臣、孟景钰为副主任，委员１２人；
王世科为县人民政府县长，熊邦杰、张友堂、周邦维、陈太新为副县长，陈先庆为县人

民法院院长，陈昌珍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６日，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
大会二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８人，实到１５４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县政府关于 《汉阴县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县人大常委会及 “一府两院”

等６个工作报告，分别作出决议。会议选举吴超文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道义为县人
民政府县长，增补县人大常委会委员１名。１９９２年４月６～１０日，第十二届县人民代表
大会三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５人，实到１５８人。依例完成会议各项议程。

第十三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１～１５日，第十三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８５人，
实到１７１人。会议依例听取和审议县人大常委会及 “一府两院”等６个工作报告，分别
作出决议。选举唐明孝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吴超文、周邦维、陈先庆、叶涛为副主任，

委员１２人；王世科为县人民政府县长，陈太新、喻国庆、王鼎志、赵文海、陈家骊、高
维涛为副县长，胡波为县人民法院院长，廖良福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李升堂、

唐明孝、孟景钰、沈润兰为省八届人大代表。１９９４年４月６～９日，第十三届县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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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二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８４人，实到１６２人。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１～２５日，第十三届县
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８４人，实到１６２人。作出 《关于大力发展蚕桑生

产的决议》，选举丁义安为县人民政府县长。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７～３０日，第十三届县人民代
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１７１人，会议听取和审议 《汉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 “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及 “一府两

院”等７个工作报告，分别作出决议；大会通过 《关于吴超文辞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职务和胡波辞去县法院院长职务的请求》，选举张明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传胜为

法院院长，增补县人大常委会委员１人。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６～３０日，第十三届县人民代表大
会五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８１人，实到１５７人。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３日，第十三届县人民
代表大会六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９人，实到１４６人，选举刘忠培、陈巧芳、陈纯山、
贾治邦为省九届人大代表。

第十四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７～２１日，第十四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７人，
实到１７３人，选举张才道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周邦维、赵文海、叶涛为副主任，委员
１５人；陈纯山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徐启方、徐铁军、赵良亭、周亮为副县长，侯传胜为
县人民法院院长，廖良福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９９年３月９～１２日，第十四届县人
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７人，实到１７６人，补选县人大常委会委员１名，
姜富明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清野为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佘明胜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９日至３月３日，第十四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６人，
实到１７２人，选举徐启方为县人民政府县长。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４～６日，第十四届县人民代
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３人，实到１６５人，选举出席安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３４名。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２日，第十四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召开，应
到代表１７３人，实到 １６５人，审议通过 《汉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补选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４名。２００２年３月５～８日，第十四届县人民
代表大会六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７人，实到１７２人，选举徐铁军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０～２４日，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应到代表１７７人，
实到１７４人。选举县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５人，张才道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喻国庆、杨富
友、符清野、沈兰群为副主任；邵向农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周亮、马孝芳、郑小东、廖

良成、王荣成 （下派挂职）、朱宏伟为副县长，佘明胜为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兴友为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２～２５日，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召开，出席
会议代表１７０人。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２９日，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召开，出席
代表１６８人。增补县人大常委会委员２人，选举巩伟军为县人民法院院长。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７～８日，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１７２人。选举出席安康
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３４名。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１～１４日，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五
次会议召开。审查批准 《汉阴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

２００７年１月９～１２日，第十五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六次会议召开。选举陈绪伟为县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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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副主任，杜凤军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３～２６日，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县
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和县人大常委会等６个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人大常
委会委员１８人，朱前平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富友、符清野、沈兰群、谢继来为副主
任；杜凤军为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孝成、朱宏伟、王生林、黄勇、缪红艳、范东晟 （科

技）、李俊峰 （扶贫挂职）为副县长，巩伟军为县人民法院院长，王开富为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６～２８日，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１７１
名。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１４日，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１６８名。
２０１０年２月３～６日，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召开，出席代表１７０名。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１２～１４日，第十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市三届人大代表３３
名，选举周永鑫为县人民政府县长。

第二章　县人大常委会

第一节　常委会机构

常委会组成

县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组成。１９８７～２０１０年，选举产生６届县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任期３年，第十三至第十六届县人大常委会每届任期５年。其
中，第十六届县人大常委会任期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５～９日第十七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第十一届县人大常委会选举委员１１名，十二届、十三届县人大常委会选举委员１２
名，十四届、十五届县人大常委会选举委员１５名，十六届县人大常委会选举委员１８名。

汉阴县第十一届至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一览表

表１６－２－１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党　派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第十一届

主　任

副主任

贺成银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刘　健 男 汉 中　共 河南午阳 中　专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２

刘盛森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２

冯荣臣 男 汉 中　共 陕西安康 高　小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２

杨志鑫 男 汉 非　党 陕西 大　学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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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党　派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第十二届

主　任

副主任

唐明孝 男 汉 中　共 陕西安康 大　专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华新民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冯荣臣 男 汉 中　共 陕西安康 高　小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１１

孟景钰 女 汉 无党派 天津市 大　学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吴超文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９１４～１９９３１

第十三届

主　任

副主任

唐明孝 男 汉 中　共 陕西安康 大　专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吴超文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６３

周邦维 男 汉 中　共 陕西宁陕 大　专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陈先庆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专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７９

叶　涛 男 汉 非　党 陕西石泉 中　专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张明光 男 汉 中　共 陕西紫阳 大　专 １９９６３～１９９８２

第十四届

主　任

副主任

张才道 男 汉 中　共 河南洛阳 大　专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２１２

周邦维 男 汉 中　共 陕西宁陕 大　专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赵文海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专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叶　涛 男 汉 非　党 陕西石泉 中　专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姜富明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滨 大　专 １９９９３～２００３２

第十五届

主　任

副主任

张才道 男 汉 中　共 河南洛阳 大　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喻国庆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杨富友 男 汉 中　共 河南洛阳 大　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符清野 男 汉 无党派 陕西兴平 大　学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沈兰群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陈绪伟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学 ２００７１～２００７１０

第十六届

主　任

副主任

朱前平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学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杨富友 男 汉 中　共 河南洛阳 大　专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符清野 男 汉 无党派 陕西兴平 大　学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沈兰群 男 汉 中　共 陕西汉阴 大　专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谢继来 男 汉 中　共 陕西周至 大　学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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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机构

至１９８８年，汉阴县人大常委会内设办公室、经济科、文教卫生科、政法科４个工作
机构。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增设人大代表联系科。１９９０年６月，撤科设工作委员会，人大常委
会内设办公室和法制民政、财政经济、教科文卫、人事代表４个工作委员会。

第二节　常委会议及主任会议

人大常委会议

人大常委会议主要议题为听取和审议 “一府两院”及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报告、个人

述职报告，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预算执行

情况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报告，人民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报告以及社会热点

问题的检查、视察、调查报告；研究决定召开各次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事项，审议和决定

相关人事任免。第十一届至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共召开常委会议１６４次。其中，第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召开１０次会议，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１９次，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会议３５次，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３７次，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３４次，
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２９次。

主任会议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第十一届至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共召开主任

会议１８４次。主任会议负责处理人大常委会重要日常工作，着重讨论提出贯彻落实上级人
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的意见和措施，讨论决定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时间、议程及需

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重要报告、人事任免和决议、决定，讨论研究县人大常委会

年度工作要点、工作报告。审定代表视察、执法检查、调研报告、审议意见及其他重要

文件材料，讨论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及重要信访案件的处理，审定有关部门的办理情

况以及讨论决定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建设事宜和日常工作中重要事项，指导和督促人大常

委会办事机构日常工作并听取其工作报告、汇报等。

第三章　人大工作

第一节　制度建设

县人大常委会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履职能力。１９８８年３月，县人大常委会制定 《关

于监督县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试行办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履行监督

职责试行办法》《关于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试行办法》，作出 《关于对县政府所属委办

正职领导实行政绩考核的决定》。自此开始，干部任免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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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证书。

１９９１年１月，制定 《区 （镇）人大联络员工作暂行规定》。１９９３年６月，制定 《县

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规定人大常委会议事原则、议事内容和议事纪律。１９９６年始，每
年对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培训一次，形成制度。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制定 《汉阴县公民旁听

县人大常委会会议试行办法》。２００１年７月，制定 《汉阴县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办法》《对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的规定》。２００２年７月，
制定 《县人大常委会关于议案、质询案和代表建议、批评、意见的暂行规定》。

２００５年，制定 《汉阴县人大常委会财政预决算审查监督办法》，明确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对财政预决算监督的主要内容、工作程序和方式方法。审议通过 《乡镇人大主席、副

主席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规范乡镇人大工作。２０１０年３月，制定 《汉阴县国家行政机

关开展年度工作测评暂行规定》。

第二节　执法监督检查

重大事项决定

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２日，汉阴县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别通过 《关于人民代表

履行监督职责的试行办法》和 《关于对县政府所属委、办、局正职领导实行政绩考核的

决定》。１９８９年３月７日，第十一届县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 《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维护安定团结、保障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决定〉的决议》。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作出 《关于加强重点文物保护的决议》。１９９５年，作出 《关于加强县乡公

路建设和公路管护的决议》。２００３年，汉阴县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作出 《关于

加快实施高中扩大招生规模的决定》，要求将汉阴中学建成省级重点高中，采取有效措

施，落实好高中扩招计划，全面提高高中教育质量。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９日，县人大常委会作
出 《关于批准汉阴县２００４年县本级部门预算的决议》，要求县政府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建立
部门预算制度，严格预决算审批程序，在每年上半年将上年度县本级财政决算报告报县

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养

护机制的决定》，要求县政府从提高建立健全养护机制重要性的认识、建立健全养护道

班、落实养护责任、发动群众筹措资金、加强组织抓落实五个方面，抓好农村公路养护

与管理工作。２００６年９月７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

议》。１２月２６日，县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 《关于批准 〈汉阴县人民政府与国

家开发银行陕西分行开展金融合作的报告〉的决议》。２００７年，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
议决定１３项，其中人大常委会作出３项。２００８年，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１４
项，其中县人大作出决议６项。５月３０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教育

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９年，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１５项，其中县人大作出决议决
定６项。１１月３０日，县人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批准县政府申请贷款支持汉阴中学重建工

程的决定》。批准县政府向县农发行贷款５０００万元，要求将偿还资金计划纳入年度财政
预算，加强资金管理，确保汉阴中学重建工程优质高效实施。２０１０年，县人大及其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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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出决议决定９项，其中县人大作出决议决定７项。９月２８日，作出 《关于加强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

执法检查

十一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 《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统计法》《民事诉讼法》

等法律贯彻执行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十二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全县初级卫生保健计划实施和 “二五”普法落实、县法

院案件执行情况开展执法检查。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开展实施 《文物保护法》情况检查，作出

加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的决议。县政府在两年中拆除部分单位和个人在文物保护区内的

违法建筑物，并制定县级文物保护计划。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县人民政府在太平乡双星村拟征
地３３亩，决定筹建１０６５平方米的 “县城区中心贸易市场”。因各项准备工作不足，资金

筹措不到位，工程未能动工，造成土地撂荒，成为反映强烈的 “热点”问题。县人大常

委会组织调查，并专题听取县政府工作汇报，提出妥善解决土地撂荒问题建议。县政府

专题研究落实，把３３亩撂荒拟征土地再承包给当地村民。
十三届县人大常委会着重对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和罚款处罚决定执行、《刑事诉讼法》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种子管理条例》《教师法》《矿产资源法》《义务教育法》《婚姻

法》及教育附加征管等执法情况开展检查。１９９３年，针对社会反响强烈的中小学生严重
辍学和拖欠教师工资现象，组织专题调查，提出改进建议、意见。１９９６年，对县人民法
院贯彻执行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情况全面检查，督促县法院整顿收费混乱问题。

十四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开展 《陕西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条例》《陕西省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计划生育条例》及 《建筑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代表法》

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１９９８年，针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存在的认识不足、职能管理
部门服务意识差、经营管理水平低三大突出问题，县人大常委会提出执法改进意见，要

求积极引导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拓宽发展空间，逐步改变门类少、规模

小、水平低的局面。就乡镇人大主席团建设及其办事机构设置问题分别向县委写出专题

请示。县委为２１个乡镇配备专职人大主席，较大乡镇还增配专职副主席。５月，人大常
委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县政府关于放开搞活国有企业情况汇报，提出围绕产权置换核心，

加快工作进度，企业改制必须与企业增效相结合，妥善安置和分流下岗职工等建议，使

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７月，对部分中小学师资配置情况开展调查，针对师
资总量不足、山区教师缺编、川道超编、秋季新生分配和开学教师调动方案迟缓等问题，

常委会要求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落实解决，实现超编乡镇学校无缺编，缺编乡镇学校无

超编。１１月，对 “千塘工程”建设情况专题调查。１９９９年９月底，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对全县公安工作评议，指出 “少数民警执法不规范、部分案件侦破不力、处理不及时，

使公安民警整体形象受到影响”等突出问题。

十五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县级行政执法机关推行责任制情

况开展检查。２００４年，先后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劳动法》《工会法》《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及 《汉阴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全县公民中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进依法

治县进程的决议》贯彻执行开展执法检查。建议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加强对重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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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源监管和治理，督促３家生化企业建设完善废水治理设施，对黄龙、鹿鸣２家金矿尾矿
坝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加强饮用水源环境和月河流域环境保护，编制 《饮用水源环境保

护与管理规划》《月河流域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规划》。２００５年，采取执法检查与分析研
究、走访座谈与现场查看、查找问题与推进整改相结合方法，重点对药品管理关键环节

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进行检查，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依法查

处２４家存在问题的涉药单位，集中销毁价值２万元的过期药品，一批医药单位仓储条件、
药房卫生条件差问题得到解决。２００７年，先后组织检查组对道路交通安全、义务教育等
贯彻执行情况开展执法检查。５月、９月，分别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行质量、实施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情况调研，听取审议县政府相关专题报告。

十六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 《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传

染病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检查。对 《教师法》跟踪检查后，县政府确定从２０１０年起，免收人
事代理费。

专题调研

十一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 《经济合同法》《义务教育法》《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以及部分中小学学生辍学、扶贫开发、农作物种子问题等进行调研。十二

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 《文物保护法》，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问题和乡镇人民政府依

法代行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部分裁决权执行情况进行调研。十三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

对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执行情况以及人口目标

管理和开展计划生育 “双无”活动、创建标准化广播乡 （村）、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

度等情况调研。十四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部分中小学教师师资配置情况和 “千塘工程”

建设、黄姜生产发展情况开展调研。十五届县人大常委会主要对绿色农业主导产业培育

发展、劳务输出、农民增收措施落实、农村公路养护机制落实及 “三通”建设、新农村

示范村经济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落实等情况开展调研。十六届县人大常委会主

要对全县 “一村一品”建设、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公安机关 “三基”工程建设，法、检

两院自侦和民事调解工作、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月河工业园区建设、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五保户供养、“双创”工作、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双高双普”及高中扩招、城乡低保、

保障性住房建设、扶贫搬迁安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及提质增效、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及其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县城市容卫生及监管、城市规划监察、县本级部门预算改革、

新型农合工作、县级公立医院门诊大楼建设、医疗机构和药品 “三统一”监管、旅游产

业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教育资源整合、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调研。

代表视察

１９８８年以来，采取集体视察、集中视察、联合视察、专题视察、分组视察、异地交
叉视察等多种方式，组织各级人大代表视察１２０余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组织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民代表对 “一府两院”贯彻执行全国人大、

国务院、省人大、省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地方性法规的情况及公安部门对免

诉、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等４种人的监改工作视察或专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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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８日，对该县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情况进行调查视察。历时２月，
重点调查学校、石油、供销等单位，提出审议意见交政府落实。１９９２年５月，先后视察
“引青济观”工程和洞河两岸防洪河堤工程以及县丝织扩台工程。１９９８年，组织５９名县
人大代表，邀请驻汉省人大代表参加，就 “三五”普法、畜禽规模养殖和易地迁移式扶

贫三项工作开展视察。２００３年，先后组织对绿色农业主导产业培育发展、农业科技队伍
建设、税费改革、矿产业发展、绿色食品业发展等情况开展视察调研，提出具体意见和

措施。２００４年，对退耕还林、畜牧产业建设、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非典”防治、少数
民族企业发展、工业经济运行等情况开展视察。组织市人大代表对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城镇建设和文教卫生工作集中视察。２００５年，采取明察暗访方式，重点对县城集贸
市场及市容市貌综合整治视察。组织市人大代表及县、乡人大代表视察部分乡镇畜牧养

殖和通村公路养护及全县贯彻落实农业扶持政策、灾后重建、重点工程建设、２００４年度
县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２００６年，重点对城南新区建设和老城背街小
巷改造情况、计划生育 “三查三清”工作、社会保障和就业再就业、“寄宿制”学校项目

工程实施、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开展视察，提出视察意见交由县政府研究处理。２００７年，重点对法院执行工作和检察
院重点工作、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以通村水泥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生猪养殖为

重点的产业发展及项目资金捆绑等情况视察。２００８年，对国土资源管理、部分重点项目
和十件实事建设进展情况、庆华化工公司二期技改扩能、兴华物流配送中心、中昌管材

公司建设、凤凰山庄景区开发、秦龙养殖公司经营状况、“五五”普法、法律 “六进”等

工作开展视察。２００９年，对乡镇卫生院建设、计划生育、科技示范项目、学校灾后重建、
汉双路改造、蒲溪卫生院扩建、龙垭镇黄土岗移动基站建设、永宁乡民主村铁路道口建

设等重点建议案办理落实情况进行视察。２０１０年，主要视察调研 “蛋奶工程”实施、职

业教育、农村合作医疗、重点项目建设、月河工业园区、城市建设、设施农业和产业化

建设等。

干部述职评议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始开展选举任命的 “一府两院”组成人员述职评议工作。２０００年３
月，制定 《汉阴县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县政府组成人员和法院、检察院领导人员述

职办法》，进一步规范干部述职评议。２００７年９月以后，贯彻 《监督法》，干部述职评议

工作暂停。累计评议述职报告２４人次。
工作评议测评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６～２７日，十四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组织有关县人大代表首次
旁听，听取评议县公安局１９９９年以来全县公安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采取先
按行政区分片召开评议会或以代表小组为单位开会评，再选派中心发言人或乡镇人大主

席列席县人大常委会会议等方式，累计开展集中评议和测评１１次。
人事任免

１９８８年１月，十一届县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汉阴县人大常委会任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表决办法》。３月，审议并原则通过 《关于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试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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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２００１年７月，首次对 《任免办法 （试行）》修订。２００７年５月，第二次修订完善
《县人大常委会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实行 “任前初审、法律考试、任职表态、

审议票决、颁发任命证书、跟踪监督”人事任免监督机制。２０１０年，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委员，法、检两长，首次在县人代会上安排当选县长做供职表态和颁发当选证书、

向宪法宣誓。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人大常委会共决定任免 “一府两院”有关人员和县人大

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７００余人次。

第三节　议案办理与信访接待

议案办理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历次县人代会会议期间，县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
共１７２３件，其中确立议案２件。议案由议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并在县人代会会议上向代表
作 《议案审查报告》。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会后交有关部门办理。

１９９８年起，办理代表议案、建议、批评、意见过程中，常委会围绕 “让代表满意、

让群众受益”目标，按照 “两见面、两审查、三督办、三堂评审”办理工作要求，采取

“三访三评一回访”（办前访、办中访、办后访，代表评、人代工委评、常委会评、网上

公开办理结果、人代工委回访代表），形成人大监督、代表参与、部门办理、社会监督

“四位一体”工作机制。常委会加强督办力度，且每年从代表建议中，选择一定数量的重

点建议，由常委会领导负责包抓督办，增强办理效果。每年还评出一定数量的优秀代表

建议和代表建议办理先进单位及办理先进个人，在人代会上予以表彰奖励。

信访接待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及其办事机构接受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重要来信来访，

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批阅。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每半年听取一次信访

工作汇报，研究和解决信访工作突出问题。２００２年６月，县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 《县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办法》。２００４年，县人大信访室被安康市信访工作领导小
组命名为 “文明信访接待室”。２００５年，县人大常委会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２１６件次。２００６
年，县人大常委会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２０７件次。２００７年，县人大常委会修订 《汉阴县人

大常委会信访工作办法》，全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９８件次。２００８年，县人大常委会接待
群众来信来访１８７件次。２００９年，县人大常委会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７９件次。２０１０年，
县人大常委会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５７件次。

第十一届至十六届县人大常委会共接待来信来访４４３７人次，受理来信来访３３３０件。
除十一届办结率８１％外，其他各届办结率均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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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编

地方人民政府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历经６届县人民政府 （简称县政府）。先后通

过实施 “五个一”致富工程、小康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以月河示范带为

重点，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绿色食品、医药化工、天

然建材、黄金及非金属矿产、丝棉纺织五大支柱工业，粮油、猪牛、蚕桑、

果蔬四大农业商品基地初步形成。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劳务输出和再

就业工程，加快民生工程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全省县域经济监测

考核中，２００９年度综合排名由２００５年的第６７位跃升至第４６位，获 “争先

进位奖”。至２０１０年底，实现生产总值２８４５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８０４７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０５３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１４５９０元。



第一章　政府机构

第一节　县政府部门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汉阴县人民政府共设职能部门３７个：办公室、民政局、农牧局、商
业局、粮食局、林业特产局、司法局、公安局、物价局、交通局、审计局、统计局、财

政局、卫生局、文化教育局、广播电视局、劳动人事局、经济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工

商行政管理局、乡镇企业管理局、水电水土保持局、土地管理局、计划生育委员会、农

业办公室、农业区划办公室、科学技术委员会、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经济技术协作办公

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物资局、档案局、经济体制改革办

公室 （与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合署办公）、信访局、劳动服务局、征地移民办公室。

１９８８年３月２４日，成立县监察局；８月６日，成立县老龄问题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９
年８月２８日，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单设。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撤销县劳动人事局、劳动
服务局和退休费用统筹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劳动局、人事局；单设县体育运动委员会；

成立县技术监督局，为县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１日，政府机构调整，县人民政府设工作部门２７个，直属事业机构２
个，挂靠及部门管理机构５个，直属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４个。
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７日，成立县盐务局。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０日，政府机构调整，县人民政府

组成部门２３个：政府办公室、发展计划局 （挂物价局牌子）、经济贸易局、教育体育局、

科技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审计局、财政局、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国土资

源局、城乡建设局 （人民防空办公室）、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交通局、文化旅游广

播电视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局、统计局、粮食局、监察局。常设办事机构２个：信访
局、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直属事业机构３个：乡
镇企业局、盐务局、移民开发局。集体经济组织：县供销联社。县环境保护局为市环境

保护局派出机构。至２０１０年，县人民政府职能工作部门有２３个：政府办公室、发展计划
局、财政局、经济贸易局、教育体育局、科技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监察局、

审计局、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城乡建设局 （人民防空办公室）、农业

局、林业局、水利局、交通局、文化文物旅游广电局、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统

计局、粮食局。议事协调机构２个：信访局、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直属机构６个：乡镇企业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盐务局、移民开
发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县供销合作社。

８４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节　县政府领导

县人民政府县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县长由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

会选举产生。１９９３年前，政府任期 ３年；１９９３年后，每届政府任期 ５年。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年，县人民政府历经６届，县长更替１０次。其中第十六届县人民政府任期至２０１２年１月
５～９日第十七届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汉阴县第十一至十六届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一览表

表１７－１－１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第十一届人民政府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县　长

副县长

王世科 男 陕西宝鸡 大学本科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路兴家 男 陕西南郑 中　专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２

熊邦杰 男 陕西安康 中　专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景祥瑞 男 山西临猗 初　中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张兴民 男 — — １９８７５～１９８８９

张友堂 男 陕西汉阴 中　专 １９８８９～１９９０５

周邦维 男 陕西宁陕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０２～１９９０５

陈太新 男 陕西石泉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０２～１９９０５

第十二届人民政府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县　长

副县长

王世科 男 陕西宝鸡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１１

李道义 男 陕西安康 中　专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１４（代理县长）

１９９１４～１９９２１０

王世科 男 陕西宝鸡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３１（代理县长）

熊邦杰 男 陕西安康 中　专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１１

张友堂 男 陕西汉阴 中　专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周邦维 男 陕西宁陕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陈太新 男 陕西石泉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喻国庆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１１～１９９３１

高维涛 男 陕西乾县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１３～１９９３１

李道义 男 陕西安康 中　专 １９９１４～１９９１１２

高行胜 男 江　苏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１４～１９９３１

王兴运 男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３１

王鼎志 男 陕西长安 研究生 １９９２１０～１９９３１

９４３第十七编　地方人民政府



续表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第十三届人民政府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县　长

副县长

王世科 男 陕西宝鸡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４９

丁义安 男 陕西安康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４９～１９９５２（代理县长）

１９９５３～１９９７１

陈纯山 男 山东海阳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７１～１９９８２（代理县长）

陈太新 男 陕西石泉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５

喻国庆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９

高维涛 男 陕西乾县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４１１

王兴运 男 陕西汉阴 初　中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７６

王鼎志 男 陕西长安 研究生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６１２

赵文海 男 陕西汉阴 中　专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陈家骊 男 陕西石泉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范思源 男 江　苏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３

１９９５９～１９９７１２

李隆毅 男 陕西汉阴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５５～１９９７１２

龚昌庆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５９～１９９６９

赵良亭 男 陕西石泉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６１０～１９９８２

徐铁军 男 陕西旬阳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６１２～１９９８２

徐启方 男 陕西安康 在职研究生 １９９７１１～１９９８２

周　亮 男 陕西石泉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７１２～１９９８２

第十四届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县　长

副县长

陈纯山 男 山东海阳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８２～１９９９８

徐启方 男 陕西安康 在职研究生
１９９９８～２０００２（代理县长）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１１１

徐铁军 男 陕西旬阳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２（代理县长）

２００２３～２００２１２

邵向农 男 河北迁安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１（代理县长）

赵良亭 男 陕西石泉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２１０

徐铁军 男 陕西旬阳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１１０

徐启方 男 陕西安康 在职研究生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０２

周　亮 男 陕西石泉 大学专科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王国勋 男 四川巴中 在职本科 １９９９１２～２００２８

０５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第十四届人民政府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副县长

符清野 男 陕西兴平 大学本科 １９９９３～２００３２

廖良成 男 陕西汉阴 在职大专 ２００１１２～２００３２

朱宏伟 男 陕西汉滨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马孝芳 女 陕西汉滨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郑小东 男 湖北十堰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３２

第十五届人民政府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县　长

副县长

邵向农 男 河北迁安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７

杜凤军 男 陕西洋县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６７～２００６１２（代理县长）

２００７１～２００７１０

周　亮 男 陕西石泉 大学专科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４１２

廖良成 男 陕西汉阴 在职大专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９

朱宏伟 男 陕西汉滨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马孝芳 女 陕西汉滨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６１０

郑小东 男 湖北十堰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４５

凌寿斌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４３～２００６１０

赵文海 男 陕西汉阴 大学专科 ２００４１～２００７１０

王生林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５２～２００７１０

范东晟 男 陕西礼泉 大学本科 ２００６２～２００７１０（科技）

耿国泉 男 陕西澄城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６１０～２００７９

黄　勇 男 陕西平利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７１０

王孝成 男 陕西平利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７９～２００７１０

缪红艳 女 陕西宁陕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７９～２００７１０

第十六届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县　长

副县长

杜凤军 男 陕西洋县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９

周永鑫 男 陕西岚皋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０１２（代理县长）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２１

朱宏伟 男 陕西汉滨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１１１

赵文海 男 陕西汉阴 大学专科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０８３

王生林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１１１

范东晟 男 陕西礼泉 大学本科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０８６（科技）

黄　勇 男 陕西平利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７

王孝成 男 陕西平利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０９８

１５３第十七编　地方人民政府



续表

届　别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学　历 任职时间

第十六届人民政府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副县长

缪红艳 女 陕西宁陕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０１２

邱祖满 男 广东焦岭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８６～２０１０１２

李云健 男 陕西岚皋 在职本科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１０

刘定东 男 陕西汉阴 在职研究生 ２０１０９～２０１０１２

孙　勇 男 陕西汉阴 在职本科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１６９

　　注：不含下派挂职副县长。

第三节　乡镇人民政府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县政府派出机构设５个区公所，正科级单位；１个正科级镇
人民政府；区公所下辖４０个乡 （镇）人民政府，股级建制。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撤销区公所，设立１２个镇人民政府和９个乡人民政府，均为正科级
建制。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撤销凤江、塔岭２个乡，并入漩涡镇；撤销渭溪乡建制，并入汉阳
镇。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设６个乡和１２个镇人民政府。

第二章　政府会议

第一节　政府全体会议

县政府全体会议是县政府实行集体领导，研究、决定、部署或通报重要工作的会议。

由县长、副县长和县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必要时召开扩大会议，吸收各乡镇

长、县政府办事机构、县属事业单位及部分骨干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视情况邀请县委、

人大常委会、政协领导，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驻汉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

会议由县长或县长委托常务副县长召集和主持。传达贯彻中、省、市及县委、县人

大常委会重要指示和决议；分析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通报县政府阶段性重要工作和

突发性重大情况；讨论决定县政府重要工作部署、规划和重大行政措施；安排部署县政

府全年或阶段性重要工作。县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可随时

召开。

２５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节　政府常务会议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县人民政府召开行政会议２８次。主要研究事项有征收生猪技术改进
费、排污费和城镇国有土地占用税，汉阳河堤修建，企业公开招标承包，丝织扩台、麻

纺生产线两个基建、技改项目筹建，发展乡镇企业，中、小学危房修复，蒲溪、涧池两

镇建设规划等。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县人民政府召开行政会议３２次。研究确定事项有调整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第四次人口普查，劳动就业，清理非农业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

有偿使用，建立教育基金，农田水利和林特基地建设，计划生育工作，干部 “三违”建

私房，重点建设项目，财政分税制试点，公费医疗管理办法，城区防洪规划，县城市场

建设，审定房改方案，缫丝厂筹建等。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县人民政府召开行政会议３２次。１９９４年９月起，将县人民政府行政
会议改成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事项有压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头经费，微波通信线路

建设，解决城区教职工住房，组建城区治安巡警队，征收教育事业费，提高城区卫生费

标准，征收非农业人口国防义务费，完善公费医疗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发与管理，“三

通”建设，筹集农电发展基金，城区自来水价格调整，实行财政综合预算，城关闲置土

地处理，农业和工业普查，蚕种市场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北城街改造拓宽，农村

产业化建设用地，义务兵优待金社会统筹，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实行城乡供水统一管

理，困难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等。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１９次。研究确定主要事宜有 “普九”工

作，农村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建设，水利工程拍卖租赁，乡镇卫生院 （所）改革，城市建

设收费及直管公房处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非公有制经济园区，创建体育先进县，

创建计划生育综合服务县，选拔县域经济科技拔尖人才，加快科技产业化，农村税费改

革试点，禁止采伐天然林，双星开发区建设，新建西关农贸市场，清理规范性文件，启

动乡镇养老统筹、医疗保险、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教育改革配套措施，建立建设项目统

一征地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乡镇机关基础建设等。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２２次。研究确定事项有已购公房和集资房
土地使用权、房产所有权登记，审定退役军人安置、农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

管理和已购公有住房及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县域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劳务输出 《实施意见》和 《东城街改造实施方案》《深化农村税

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创建省级卫生县城攻坚工作安排

意见》《城区街、路、巷命名方案》及 《乡村道路养护管理实施办法》《项目和招商引资

工作考核办法》《畜牧产业建设扶持奖补办法》《蚕桑产业建设扶持奖补办法》，洞河水库

工程建设，恢复征收县城规划区建筑施工噪声超标排污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停止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启动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启动实施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试点，迎接国家 “两基”达标验收，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农村五保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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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建设，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实施办法等。

２００８年，县人民政府召开３次常务会议。６月１０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定了
《汉阴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汉阴县贫困精神病患者及流浪乞讨危重病人医疗

救助办法》，确定创建省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创建省级

卫生县城、安全生产、县级粮油应急储备等有关问题。１１月６日，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
审定 《汉阴县月河工业园区建设总体规划》《汉阴县月河工业园区吸引和鼓励投资优惠办

法 （试行）》《汉阴县招商引资奖励办法 （试行）》《汉阴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追

究暂行办法》，研究 “平安汉阴”建设有关问题。

２００９年，县人民政府召开４次常务会议。４月２０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学习贯彻
全省县域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月河工业园区管理机制、县粮食储备购销公司管理体制、

废止城市建设有关优惠政策以及汉阴中学、城关二小、职教中心建设贷款等问题，审定

《汉阴县政府工作部门非领导职务职数设置方案》《汉阴县２００９年部门财政预算和重大项
目支出安排草案》《汉阴中学规划设计方案》 《汉阴县城乡居民临时生活救助实施细则》

《汉阴县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廉租房实物分配办法》。７月３０日，县政府常务
会议研究确定全县矿产资源勘察开发，审定 《汉阴县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行方案》

《汉阴县公务员第三步津补贴执行标准实施方案》《汉阴县被征收土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

会保障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建收费的意见》《汉阴县川道乡镇农村生活垃圾清

运处理保洁试点实施方案》《关于县城及平梁等五个建制镇建成区基准地价的意见》《汉

阴县乡镇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汉阴县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发放及管理暂行办法》。

１２月１４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家生态示范县创建
工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缴费用、蛋奶工程实施有关问题，审定 《关于进一步加

快农村卫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汉阴县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关于提高城乡居民低保

标准的意见》。

２０１０年，县人民政府召开４次常务会议。１月２１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政府工

作报告 （送审稿）》《关于汉阴县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０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送审稿）》《关于汉阴县２００９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０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送审稿）》《汉阴县爱国卫生实施办法 （送审稿）》。４月２３
日，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全县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和二季度经济工作安排、听取全

县上半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蛋奶工程实施情况汇报、全县一季度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汇报，并做出相应决定。审定 《汉阴县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实施意见 （试

行）》《汉阴县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矿产资源规划》《汉阴县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渔业发展规划》《汉
阴县县城规划区规划管理办法 （试行）》和 《汉阴县农村建房规划管理办法 （试行）》，

研究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中心建设有关问题。１２月２２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 《汉阴

县中小学校布局调整方案》和 《汉阴县学前教育布局规划》，听取 《汉阴县经济社会发展

“十二五”规划 （纲要）》编制情况、全县２０１０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工业经济及招
商引资工作情况、洞河水库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全县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并做出相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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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县长办公会议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５５次。１９８８年，县长办公会议决定地方道路实行
义务建勤养护，月河草桥大桥北引道工程修建问题。１９８９年，决定公路养护实行缴纳代
金办法，作为地方公路养护基金。确定税务部门征收烟叶税的缴纳和提成办法。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召开县长办公会议 １４１次。１９９０年，专题研究解决涧 （池）鹿

（鸣）公路普修、汉 （阴）药 （王）公路和军民路养护、县酒厂改造、麻纺建设项目、

丝织厂调整真丝电力纺产品、黄金公司管理、油脂外销等问题，审议基本建设征用土地，

研究决定人口普查、城区消防用水、县残联筹建等事项。１９９１年，研究解决企业承包经
营责任审计、柳河小流域治理、加强废钢铁管理与经营、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库区移民

交通设施迁建、扶贫资金管理、观音河水库补水扩灌工程开工准备工作等问题。１９９２年，
加强盐政管理、以工代赈、县城区总体规划界定、建立县、区 （镇）级财政国库、谭家

沟水库遗留问题、建设中心集贸市场、缫丝厂筹建、塔岭公路修建、观音峡供水工程建

设、城区自来水供水工程治理等事宜，讨论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建设万亩密植桑园工程规

划实施方案。１９９３年，研究解决城区综合治理、烤烟生产、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龙垭乡至铁佛区高压线路建设、城关镇东南村集贸市场建设、加强民采沙金管理、西城

集贸市场建设等事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６８次。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代县长徐启方主持召
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夏家沟、田禾沟小流域治理工作。３月２８日，副县长王国勋主持
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涧池３５千伏变电站建设问题。４月６日，常务副县长徐铁军主持召
开双星小区详细规划评审会。

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６日，常务副县长徐铁军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社保局养老基金
上划问题。２月２１日，副县长赵良亭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月河南岸城区堤防工程建
设。３月１５日，常务副县长徐铁军主持召开城镇规划委员会会议，研究城关镇双星村和
龙岭村麦子沟开发。１０月３０日，县长徐启方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蒲田路改造和两合崖
景区建设有关问题。１１月２２日，副县长赵良亭主持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观音河水库除险
加固工程建设问题。１２月５日，副县长王国勋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南区村村通电工程问
题。１２月１８日，副县长赵良亭召开办公会议，研究龙岗园林建设问题。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４日，副县长廖良成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扩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覆盖面工作。４月１７日，县长徐铁军主持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月河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
综合开发有关问题。７月９日，常务副县长赵良亭召开办公会议，研究人才引进问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１９１次。２００３年３月８日，县长邵向农在汉阳镇

主持召开南区乡镇培育绿色农业主导产业座谈会。５月１３日，副县长廖良成主持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加快中药材产业化建设问题。５月２１日，副县长马孝芳召开办公会议，研
究农村药品监督管理网络和药品流通供应网络建设试点工作。７月２日，副县长廖良成主
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退耕还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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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４日，副县长周亮主持召开医疗保险领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医疗保险
工作有关问题。４月２４日，副县长朱宏伟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文化市场专项整
治工作。６月３０日，县长邵向农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工作。会议
决定，对国有企业分类排队，列出企业改制时间表，实施重点突破，确保２００４年改制面
达８０％以上；制定国企改革考核办法；实行县级领导包抓责任制。还研究了县物资总公
司、缫丝厂、化工厂改制有关具体问题。８月６日，副县长马孝芳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
究调整有关乡镇初级中学布点问题。９月２９日，县长邵向农主持召开城南新区建设指挥
部会议，审定 《城南新区建设二期控制性详规方案》《二号地建设规划方案》，研究文化

艺术中心和疾控中心用地地价、双星村村部建设、城南新区建设一期征地款兑付、城南

新区二期建设有关问题。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５日，副县长廖良成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融
资问题。４月１２日，副县长廖良成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社会保险扩面有关问题。６月
２８日，县长邵向农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城关镇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具体困难和突
出问题。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７日，县长邵向农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招商引资建设民营高中
事宜。８月２２日，副县长廖良成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解决教职工工资增资补发、改进
“两免一补”资金拨付途径和贫困大学生救助等问题。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４日，副县长耿国泉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全县道路事故多发
点、危险路段治理工作。

２００８年，县政府召开专题办公会议３６次。１月２日，副县长黄勇主持召开生猪定点
屠宰问题专题会议。１月１４日，副县长王生林主持召开城市重点配套设施建设专题会议，
确定火车站停车场规划建设、北区停车场建设、公厕和西城垃圾中转站选址建设问题。５
月１２日，副县长王生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龙岗生态公园二期工程建设问题。
会议确定，工程建设用地，农户承包地补偿标准８０００元／亩，非承包地的荒山荒坡不予补
偿；公园内坟墓必须迁出县城规划区，并分类确定迁移安葬费补偿标准。７月２５日，县
委常委、副县长朱宏伟主持召开农民安居工程建设办公会议，会议同意 《汉阴县农民安

居工程实施意见》《全县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农民安居工程规划》，规范建房补助标准。７月３１
日，副县长黄勇主持召开开发页岩资源，建设新型建材园区办公会议。８月７日，副县长
王生林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泰和路建设占用一建司预制板厂土地转换、农场拆

迁问题。８月２７日，副县长王孝成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城关二小和青少年活动中心新建选址及用地问题。１１月４日，副县长黄勇主持召开县计
量器厂和粮食加工厂改制办公会议。

２００９年，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１次，专题办公会议２４次。２月２日，副县长黄勇召开
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加快新型建材工业园军坝小区建设和金圣建材水泥粉磨站建设有关

事宜。４月８日，县长杜凤军在城关镇太平村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 “十天”高速公路

汉阴段太平村拆迁安置区建设有关问题。５月７日，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朱宏伟召开
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农村低保和优抚定补工作。５月２１日，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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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县城城区供水设施改造问题。７月２３日，县长杜凤军召开县政
府专题会议，研究汉阴中学迁建工程贷款筹款问题。７月２９日，副县长黄勇召开办公会
议，研究蒲 （溪）田 （禾）公路改造工程建设有关事宜。１０月１２日，县委常委、县政
府副县长朱宏伟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蒲溪集镇建设及集镇堤防建设问题。１１月１２
日，县长杜凤军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涧池镇省级重点镇建设。１２月１７日，副县长缪
红艳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城关镇前进小学、观音河乡八庙小学部分学生食用蛋奶后

引起不良反应问题。

２０１０年，召开县长办公会议４次，专题办公会议１６次。１月６日，县委常委、县政
府副县长朱宏伟在漩涡镇召开汉阳段汉江河道采沙整治工作专题会议。１月１２日，副县
长黄勇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落实县委、县政府加快推进蒲溪富硒食品精深加工聚集

区启动建设有关事宜。４月８日，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朱宏伟召开办公会议，研究月
河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开展农业产业建设用电价格试点工作。５月１３日，副县长黄勇召
开办公会议，研究加快农村客运发展事宜，确定２０１０年开通漩涡至上七、汉阳至双坪、
平梁至酒店、铁佛寺至铜钱、涧池至沈坝、蒲溪至田禾６条农村客运班线，城区至龙寨
沟、中坝村２条线路纳入城市公交。农村客运班线实行线路专营权有偿使用，开通前５年
使用费全额奖补给客运公司。６月３日，副县长缪红艳召开办公会议，研究乡镇卫生院、
计生服务站技术资源整合试点工作。１１月５日，副县长刘定东召开办公会议，研究蒲溪
富硒食品精深加工聚集区和新型建材聚集区主干道建设问题。１１月１１日，副县长邱祖满
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全县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运行保障问题。１１月３０日，副县长
刘定东召开办公会议，研究客运出租车和公交车发展运营问题。

第三章　施政纪要

第一节　经济建设

农业壮县

１９８８年以后，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完善土地承包 “３２５”“６５７”政策，全面落实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增加农业投入，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 “五个一”致富工程和农

业综合开发、小康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及扶贫开发等农业基础工程，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

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兴办乡镇企业和绿色企业，扩大劳务输出，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并依托月河川道和汉江两岸谷地较好自然条件，加快以蚕桑为主体的林

特产品、以油料为重点的经济作物、以猪牛为龙头的畜产品系列开发，建设粮油、猪牛、蚕

桑、烤烟四大农业商品基地。１９９０年与１９８７年相比，农业总产值达到７５６４万元，增长
２９２％；粮食总产９６４３６吨，增长２２６％。１９９１年，抬田造地１６８３５亩，新增堰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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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新增蓄水量１３１１万立方米，新修渠道３７条１６３千米。１９９３年，抬田造地１７０９１
亩。１９９４年，抬田造地１２１０９亩。

“十一五”期间，突出增效增收目标，按照 “龙头牵引、大户带动、技术支撑、政策

激励”思路，全面落实强农惠农措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做优做特农业产业，农

业综合效益稳步提升，经济发展原动力明显增强。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完成全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开发整理土地２２万亩，新增耕地６１８８亩，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中
低产田改造４３万亩。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１４１亿元，较２００５年增长９１６％；
农业增加值８３５３４万元，农业服务业产值５０００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０５３元。粮食产
量１１万吨，油料产量达到２４５万吨，较２００５年增长５９６％。生猪饲养量６２４万头，是
２００５年的１９倍；良种率和商品率比２００５年分别提高３５个、３０个百分点。借助东桑西
移项目，巩固发展蚕桑基地乡镇和强村大户，积极推广蚕桑三项技术和工厂化养蚕模式，

年养蚕５００张以上专业村达到３８个，全县年养蚕稳定在４万张以上。因地制宜、连片集
中，加快培育特色产业。设施蔬菜达到８１５０亩，茶园２万亩，魔芋１２万亩，烤烟３２５０
亩，经济林果２１５万亩。劳务经济稳步发展，常年劳务输出保持在６５万人以上。编制
《月河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总体规划》，建成２００亩以上产业示范园２１个，为发展现代农
业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工业强县

１９８７年，全县工业总产值２８１６４万元。１９８８年以后，继续深化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积极贯彻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调整工

业产业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招商引资发展非公有制工业经济和乡镇工业企业，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工业化进程，形成绿色食品、医药化工、天然建材、黄金

及非金属矿产、丝棉纺织五大支柱工业。“十一五”期间，突出工业强县，大力发展新型

工业，经济发展支撑力明显增强。共有规模以上共有企业３７家。全年工业总产值２７３５１２
万元，实现工业增加值 ８０６１０万元，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由 １６７％提高到
２８３％。其中规模工业产值２０７３５２万元，规模以下工业产值６６１６０万元。产值过亿元企
业达６户。按照 “土地集约、要素集中、产业集群”思路，多方筹集资金８０００余万元，
统征收储土地１０００余亩，启动月河工业园区规划及路、水、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园
区初具雏形，入驻工业企业３１户，实现工业产值１３６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５０９％，
园区聚集效应凸显，被省政府列入全省首批重点建设的县域工业园区和中小企业创业基

地。以页岩开发为重点的新型建材业实现快速起步，以富硒粮油为代表的富硒食品产业

蓬勃发展，以黄金、石材开采为主的矿产业向规模开发、有序利用加快迈进，以缫丝轻

纺为主的纺织业在技术改造中优化升级，新型工业呈现出突破发展良好态势。

生态立县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林地不足６０万亩，森林覆盖率２６９％，位居安康地区末位。１９９４
年，启动 “基本消灭宜林荒山工程”。 “十五”计划期间，县委、县政府全面贯彻中央

《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和 “山川秀美”工程，把 “生态立县”作为经济建设战略

目标。依托汉江综合治理、丹江口库区上游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以及封山育林、退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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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水利、林业重点工程，与城市绿化、美化有机结合，注重生态、

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突出江河两岸、公路沿线、城镇周围和景区周边生态脆弱区域重

点治理。至２０１０年，累计荒山造林１３０８００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６２１８平方千米，占
水土流失面积８４８％，全县有林地达１１７１万亩，森林覆盖率５７６％，生态环境状况逐
步改善，先后被命名全国绿化模范县、省级卫生县城、省级园林县城。

文化兴县

１９９８年，开发建设两合崖道教文化旅游景区，除每月初一、十五接待香客外，每年
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举办三会，香客游人如织，成为汉阴对外开放的窗口。

２００４年９月 ２５日，三沈纪念馆建成开馆，并成功承办首届 “中国三沈文化研讨会”。

２００６年初，县委、县政府决定举办油菜花节，提出 “把油菜花节办成旅游观光的盛会、

经济交流的平台、增进友谊的纽带、展示形象的窗口”，节庆活动以 “观花海人家、赏民

俗文化、游园林县城、品特色小吃”为主题，通过文化搭台、花海为媒、经济唱戏，着

力做足生态旅游文章，打造月河川道 “百里花海观光游”“富硒食用菜籽油”两大品牌，

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９日，
首届 “陕西·汉阴油菜花节”和 “中国乡村游·安康市旅游活动节”在汉阴举行，１５大
类２０余项文体活动同时展开。中央电视台、新华社陕西分社、香港大公报、陕西日报、
陕西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网站对油菜花节现场做了报道。共接待游客１４万人次，与省内
外客商签约项目投资２２亿元。２００７年３月２４日至４月１日，第二届油菜花节及 “２００７
年全省旅游强县乡村游”活动，邀请到陕西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徐杰和杨芳主持开幕式，

国家一级演员朱明瑛、中国声乐家协会秘书长周发猛、网络歌手龙梅子、亚洲女人组合、

汉阴籍旅泰青年歌唱家姚立森加盟演出。吸引游客２０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２０００万元。
向外推介招商项目７大类４３个，成功签约项目１３个，引进资金１７８亿元。此后每年举
办一届。至２０１０年，成功举办了５届 “陕西·汉阴油菜花节”。

第二节　实事工程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突出项目建设，加大投资力度，发展拉动力明显增强。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草桥和涧池
大桥建成通车；蒲溪区实现电话自动化；６２米高自立式电视发射塔工程建成。１９９０年，
完成城区自动电话改制；紫荆桥１５０千瓦水力发电站竣工发电。１９９１年，新建堤防８４５
千米，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３８４平方千米；涧池、汉阳实现电话自动化。
１９９３年，“引青济观”、石 （泉）紫 （阳）公路汉阴段、龙 （垭）铁 （佛）高压线

路联网等一批重点项目基本建成。１９９４年，农村电网覆盖面向两山扩展，１０处水利群体
工程配套基本完成；漩 （涡）塔 （岭）路建成通车；有线电视第一期建设工程结束，安

装入户２５００余户。１９９５年，建成观音峡供水站，完成 “八 （庙）药 （王）”高压线联

网；修通三清至沈坝公路，普修汉阳至双坪、漩涡至上七、平梁至酒店、龙垭至双河通

乡公路；完成４０００门程控电话和农话并网。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铺设乳化油路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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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漩涡３５千伏输变电工程完工，完成城区电网改造４１８杆千米；新修村级
公路２７６千米，通村率达９５％；新铺设农村光缆１８千米，发展电话村２５个，电话装机突
破万门。１９９９年，新架设１０千伏电力线路１６６５千米，改造延伸１０千伏电力线路３１４
千米，改造０４千伏电力线路２３５千米，城区电网改造基本完成；铺设油路 １９千米。
２００２年，安石二级公路汉阴段建成通车；石紫公路汉阴段油路铺设竣工；通乡镇干线公
路提等改造１６７７千米，村村通路率达９５％。２００３年，漩涡汉江大桥建成，石紫路汉阴
段三级路改造竣工；县乡公路提等改造７１千米，其中水泥硬化１７８千米；总投资１４８０
万元的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竣工；铁佛、上七、酒店等边远乡镇移动基站陆续建成；

“小灵通”在川道乡镇正式开通；县人民政府信息网站建成运行。完成退耕还林５万亩、
荒山造林３万亩、飞播造林５万亩。２００４年，新修通村公路１４条４７５千米，普修村道
１５５条７５５千米，新铺油路１５千米，提等改造通乡道路３条７５千米，组建乡镇养路道班
４个，建成便民桥４８座；投资６８４０万元的农网改造竣工，累计完成农网改造１６６个村；
新建移动通信基站１１个；完成７座病险库塘除险加固，３２处人饮工程竣工。完成绿化造
林３２５万亩，兑现退耕还林补助２２９９万元。２００５年，新建县乡道路配套桥梁２１座、便
民桥１０６座。退耕还林累计２４５万亩，兑现农民补助８１４３万元，荒山造林９６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５７６％，被命名为省级绿化模范县。

“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５５５亿元，是 “十五”总投资的３８倍，
其中产业投资１７０５亿元，占总投资２６％。路、水、电、讯等基础条件全面改善。 “十
天”高速汉阴段竣工通车，改造通乡公路９条２８０千米，建成通村水泥路１９５条８０３千
米，贯通南北环线２７５千米，全县公路里程达到１７５５千米，在全市率先实现乡乡通等级
路、村村通水泥路目标，被命名为全国道路交通平安畅通县。新架设电网９７杆千米，农
网改造７８０杆千米，消除无电村。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完成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
作，开发整理土地２２万亩，新增耕地６１８８亩，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４３万
亩。治理小流域１７条３００平方千米，新建河堤５千米，解决１０万人安全饮水问题。绿化
造林３０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５７６％。电视覆盖率、电话普及率分别达到 ８５％、
８９％，比 “十五”末分别提高５个和１６个百分点，宽带用户７１００余户，是 “十五”末

的６倍，信息化进程加速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

突出建管并重，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承载力明显增强。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建成
西关农贸市场，完成县城供水系统改造工程，整修西关街面和排水工程；投资１６６万元建
成汉阳集镇河堤，全长 ４１０米。１９９３年，城区南街 ２２４米地下排水及路面整修完工。
１９９５年，完成解放街改造扫尾及和平街拓宽。１９９８年，完成城区供水工程站房建设。
１９９９年，基本完成北城街一期改造工程。２０００年，完成北城街二期改造工程，和平街、
马道巷改造完工，双星大桥建成通行，城南新区开发、环城路改造开工。建成 “五一”、

月河等５个标准化新村。２００１年，完成城南新区建设一期工程征地拆迁，河堤路改造竣
工，全长１１００米的月河城南河堤全线竣工；北城街沿线电信、邮政、信合大楼主体工程
完工。２００２年，月河县城段蓄水成湖一号坝、河堤路、南街、马道巷改造、龙冈园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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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千步梯竣工。２００３年，县城南区广场、蓄水成湖二号坝、龙冈园林二期工程建成。
２００４年，城建投资总额达１亿元，完成河堤南路建设７０％；蓄水成湖三号坝、城区排污
管涵、疾控中心、文化艺术中心、东城街和康家巷改造工程竣工。２００５年，建成龙冈园
林、凤凰广场等一批市政工程。

“十一五”期间，以建设山水园林县城为目标，先后编制、修订县城总体规划、重点

片区建设详规、龙岗生态公园建设规划和月河县城段景观带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全面加

快城南新区开发和老城区街巷改造，先后新建凤凰大道、长乐路等城市主干道路和改造

新街、刘家巷等老城区街巷各１４条，文化广场、龙岗生态公园相继建成，月河景观桥、
泰和桥竣工通行，凤凰大道、北城街改造延伸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启动实施，市政设施日

趋完善，初步形成一河两岸、六桥相连、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宜居县城。县

城建成区面积达５平方千米，县城人口达到４５万人。涧池省级重点镇建设快速推进，铁
佛寺集镇扩建一期工程完工，平梁、蒲溪、漩涡、汉阳等集镇配套功能不断完善。城镇

化率由 “十五”末２５％提高到３２％。坚持 “规划先行、政府主导、农民主体、部门帮

扶、社会参与”，以产业为支撑，捆绑项目、整合资金，实施６７个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
建成新农村示范村４６个。筹资８１９０万元，实施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２４５
个，在１００个村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保洁工作，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观。鼓励农民进城
定居试点工作启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取得新进展。

经济产业建设

１９８８年，兴办产值３０万元以上乡镇企业１０个，建成投产８个；栽桑４６２万株，老劣
桑改造６６万株；袋料栽培食用菌制袋７４万袋。１９９０年，２５００锭麻纺车间投入正式生产，
总投资１０５０万元；二号、三号、四号采金船建成；土霉素钙盐厂饲料车间建成投产。
１９９１年，开挖林带１５３３亩，整片造林３４３５４亩，栽桑１０４２万株；复合布、呋喃树脂、
塑料等３个重点技改项目竣工试生产。１９９３年，人工造林 ４８７６０亩，栽桑 ６２３万株。
１９９４年，丝织扩台、黄龙联营金矿等项目建成投产。１９９５年，县缫丝厂一期工程年底投
入试生产；育标准桑苗２０００亩，新发展桑园面积１万亩，发放蚕种５５万张，鲜茧收购
１２５万千克；创建黄龙金矿、黄金公司、油脂浸出厂、化工厂 ４个利税过百万元企业。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缫丝厂建成投产，化工厂乳化炸药生产线试产；板石开发通过技术鉴定，
质量达到国际水平；蚕种场建成，试制合格秋蚕种６９００张；“天宝贡茗”茶通过国家级
鉴定，生产名茶１０００余千克；建成混合饮料加工厂。
２０００年，总投资１２亿元的汉源水泥厂一期工程开工；引进日本资金和技术建成丸

正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实现汉阴对外贸易零突破。２００１年，建成县中心苗圃。２００６年，
全县规模以上企业达到２５户。在全省县域经济监测考核中，２００９年度综合排名由２００５
年６７位跃升至４６位，获 “争先进位奖”。２０１０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３７家。

社会民生与保障

突出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发展向心力明显增强。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建成县医院
住院部，建筑面积２７４８平方米，总投资６４万元。至１９９０年，２７３９７户 （１２０９４２人）贫
困户达到温饱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８７年１７４元增长到３３９８元。１９９８年，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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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楼投入使用，妇幼合作项目二期扩展工程完成６０％。１９９９年，汉阴中学综合楼主体
工程完工，广播电视制作中心完成主体工程８０％。２００１年，城关一小续建二期工程完成
主体工程。２００５年，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３２５０人，防氟改灶２９万户。

“十一五”期间，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汉阴中学迁建，县职教中心、实验小学竣

工投用，１５所灾后恢复重建学校完工，办学条件全面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费，
“蛋奶工程”全覆盖，对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家庭贫困学

生资助体系。加大富硒资源开发，科技支撑带动作用显著增强，共申报国家专利４５件，
获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８项。改扩建县乡医疗机构２１个，建设规范化村级卫生室１７９个，
全面推行药品 “三统一”，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建成

乡镇文化站９个，全面完成 “村村通”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城乡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６５９３元增加到１４５９０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８３９元增加到４０５３元，城乡居民储蓄达到２４５亿元，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７倍。
新增城镇就业７０００人次。移民搬迁１８６４５人，３５７万人实现脱贫。３１万城乡特困人口全
部纳入低保，２３４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１７４万城镇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１１４２户城镇住房困难群众享受保障性住房政策，２３８６名五保对象集中供养，集中供养率达
７７６％，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率逐年提升，群众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问题逐步得
到有效解决。先后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县、全国残疾人社区康复示

范县和省级平安县、省级计生优质服务先进县、省级老龄工作先进县。

第四章　政府综合事务

第一节　行政监察

执法监察

１９８８年８月，成立县监察局。当年接收举报信件２６件，查处结案９件。１９８９年，接
收举报信１３７件，重点查处２１件，处分３１名违纪干部，其中开除公职５人，开除留用察
看６人，撤销职务２人。１９９０年，查处大案１８起，挽回经济损失８万元。１９９１年，受理
查办案件３０件，查结２４件。１９９２年，受理３２件，查结３１件。１９９３年３月，县监察局
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

２００３年，强化对国债资金、社会保障资金等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经营性土地使用权
招标拍卖出让、工程招投标、退耕还林工程实施情况、农业产业化建设、招生、公务员

招录、征兵、赈灾款物发放等其他专项工作进行执法检查，提高行政效能。对６起３６宗
５５７７亩国有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建筑工程招投标执法监察，拍卖出
让成交款１６７８３９万元，净收益７１０万元。重点执法监察１９９９年度以来退耕还林，核查

２６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１４１７４９亩，查出虚报面积３５４４亩，发现案件线索１２件，立案查处９件，查出违纪资
金２７４７万元，给予党政纪处分９人。２００４年，开展执法监察１９项，查处违法乱纪金额
２０４８万元，发现案件线索１５件，立案查处６件，处理８人。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中，
查出各类违法用地３０２件，总面积３５０９８３平方米，罚款９４万元。查处退耕还林违纪
案件１４件，处理责任人２４人。２００５年，开展执法监察２０项，发现案件线索８条，纠退
违纪资金３５万元。开展治理整顿企业违法排污，对１６个重点污染企业、８家医疗机构
和７个乡镇专项检查，集中处理环境污染５件，查处环境违法企业８户。
２００６年，启动 “五五”普法，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重点对新农村建设、

油路铺设及老城改造、退耕还林、河道采沙专项治理，对计划生育 “三查三清”、防汛、

高考等工作执法检查。全年共开展执法专项监察１９项，查处纠正退还违纪资金１８３８万
元，发现案件线索４件，立案查处１件，警示训诫９人；查处涉嫌商业贿赂案件８起，涉
及资金３５万元。２００７年，开展执法监察２１项，发现案件线索１３件，立案查处８件，处
分７人。２００８年，成立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全县３１个行政执法部门均设立法治股
室，配备专兼职法治工作人员。将依法行政工作纳入全县目标责任制考评体系，制定完

善 《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办法》《行政执法违法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基本

行为规范》等制度，形成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效能监察

２００３年，成立行政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建立投诉中心，专门负责受理
查处投诉案件。县政府印发 《行政机关效能建设暂行规定》，实行首问负责、服务承诺、

限时办结和失职追究制等６项工作制度。当年在县农业局、龙垭镇开展行政效能监察试点
工作。２００７年，推行首问负责、限时办结、政务公开和责任追究等效能建设８项工作制
度，建立效能建设和效能监察长效机制。２００９年，县纪委内设效能办。

第二节　行风治理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查处各类违纪案件２９７件。其中，吃请送礼７８件，权钱交易、收受
贿赂２件，内外勾结、倒买倒卖牟高利６件，“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
３２件，以权谋私、贪赃枉法４件，其他１７５件，清理出各类违纪资金４４２８７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县直５５个单位自查清理２６６件收费项目，９个单位自纠１２个项目。
检查组对３２个单位２４０项收费项目重点检查，查出１１个单位１７项收费存在问题，取消７
项、停止执行５项、纠正擅自提高收费标准５项。６所中小学乱收费２２８４万元，全部清
退还学生家长。１９９３年，废止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４８项。１９９４年，检查２１个乡、４０个
村、３３４１户交纳电费情况，多收电费７２７６９９元，全部退还用电户。重点清理１４个单位
购置 （更新）１８辆小汽车和挂公安牌照车辆。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检查６所学校超收１１４万
元代办费，全部退还学生家长。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取消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７８个，聘
请企业负担监督员４２名，对６个重点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检查学校３０所 （中学１０所），
查处违规乱集资问题２件，制止计划集资３起，取消违规收费项目１０项，查处违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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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１万元。其中，退还学生家长２４万元。查出３所学校多收校服款１１万元，限期退还
学生，对２所学校领导诫勉谈话。１９９９年，清理９２个医疗机构，清理出超期药品１０２０余
种，价值４万余元。阻止报刊征订摊派行为５起，清理小金库资金４万元，清理其他违纪资
金１９５万元。预算外资金共上缴财政专户５５０万元。检查中小学７５所，纠正不正当收费４
起，违规收费２６３万元全部清退。组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评议公安、交警、建
设、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行风。２０００年，取消对企业不合理收费３项，共计１７万
元。减轻中小学生费用负担３０２万元，制止教育集资２起，查处违纪案件１３件，党政纪处
分１４人，清理追缴违纪资金２２２５万余元，使预算外资金上缴财政专户５８０万元。
２００１年，检查学校５１所，重点抽查１２所，清退不合理收费４０４万元，收缴财政

５３１０元。谈话批评校长５人，给予１名校长党政纪处分。对１５个部门窗口单位行风评
议，特邀个体业主、行风监督员、部分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企业法人代表及其他

各界人士对６个类型、８个单位行风评议，提出整改建议１５０余条。２００２年，以发展经济
改善投资环境为主题，整顿药品生产经营地，查处取缔非法药品经营５３户，经济处罚３
家，清理假伪劣、过期失效药品３１８种，在县医院、中医院两家公立医院推行药品集中招
标采购。完善村内筹资筹劳管理，健全领导责任制，加大对涉农收费价格公示力度，规

范２个乡镇６个村的集资，减轻农民负担５万元。深化配套改革，撤并村、组，减轻农民
负担金额３０７２万元，实行税改减轻农民负担金额８２４９万元，农民人均减负４５万元。
实行收费目录管理。对３３所重点学校两次检查和复查，取消４所学校４项擅自收费，纠
正６所学校无依据收费，查处并清退违规收费２９３万元。评出行风合格单位１个，基本
合格４个，不合格单位１个。２００３年，全县中小学校执行 “一费制”，初中学生人均减费

９７９元，小学人均减费６９７元，减轻学生家长负担２４０余万元。规范乡镇农村义务教育
收费、农民建房收费、计划生育、社会抚养办证办照等涉农收费行为，减轻农民负担８００
余万元。其中农民建房收费从２１项减少到３项。发放涉农收费公示卡５５万册。对５２所
中小学收费情况专项检查，查处违纪收费８起，退还３２８万元。在１０家企业建立企业负
担监测点，查处案件７起。确定行风建设重点部门２０个，重点评议部门４个。２００４年，
处理企业周边环境纠纷１起。督促检查调减农业税、取消特产税政策落实情况，共减轻农
民负担５９１万元。检查中小学３２所，纠正违规乱收费学校１５所，涉及资金１１４７万元，
清退８４万元，给予有关责任人纪律处分４人，警示训诫谈话８人，通报批评２人。县医
院、中医院集中招投标采购药品２００万元，占药品采购总量８２％。巩固治理公路 “三乱”

和报刊治滥治散成果，组织检查７次，现场纠正２起不规范行为。２００５年，先后３次取
消和纠正有关乡镇、部门不合理项目３个，查办加重企业负担案件４起，向企业清退违纪
收费１５４万元。４次组织财政、物价、教育等部门对７０余所中小学校开展乱收费专项治
理，现场纠正不规范收费行为１１次。２００６年，制定投资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
向重点工程派驻工作队５个，监察室２个。检查中小学校６０余所，查处纠正乱收费学校
７所，给予１名学校负责人行政记过处分，警示训诫１３人。对５个医疗单位、１６所学校
和药监局开展政风行风评议。２００７年，查处中小学乱收费案件３件，清查违规收费５８
万元，给予警示训诫４人。全面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减轻学生负担１２４５万元。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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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达标表彰项目１个，节约资金１５万元。对８所学校和３个医疗单位行风民主评议。
１１月３０日，全市纠风工作 “亮点工程”经验交流会在汉阴召开。

第三节　政务公开

１９８９年，县政府印发 《实行 “两公开、一监督”推进廉政建设的通知》，２４个重点
单位建立相应制度。“九五”期间，实行政务、厂务和村务公开。

２００６年，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都要进行专家论证、决策评估和公示听证，政府工作透明度进一步增强。编印 《汉阴县

政务公开目录手册》，召开全县政务村务公开现场会。２００７年，印发 《汉阴县村级民主管

理制度 （试行）》，建立１０个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涧池镇被推荐为全省政务公开示
范乡镇。２００８年，制定 《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信息公开工作纳入重点

工作督查和年度目标综合考核内容，定期网上核查及现场督查。主动公开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财政人事、行政审批、公共安全、环境保护、招投标、征地拆迁、国资管理、价

格和收费、民生保障政策信息。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增设重点部署、督查督办专栏，全面

公开县政府各项决策。建立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制度，出台网络舆情管理办法，建

立网络舆情应对联动机制，对重大事项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开展引导性回复跟帖，零

距离公开信息。将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事项作为重点公开内容，突出做好 “人、事、

财”权公开。建立县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联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基层群众 “三联互动”

工作机制。每半年召开一次见面会，主动公开政府工作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建

立县政府依法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主动与政协沟通协商并接受民主监督工作机制，县政

府定期召开与县人大、县政协的沟通会议，通报工作情况，公开相关信息。

第四节　依法行政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１日 《行政诉讼法》施行，１９９６年 １０月 １日 《行政处罚法》施行，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 《行政复议法》施行。汉阴县分别在 “二五”“三五”普法中，将以上

法律列入其中，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九五”期间，普遍实行行政执法持证上岗制度。２０００年，县政府制定行政机关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行政复议程序规定、地方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程序规定、错案责任追

究实施办法、行政赔偿实施办法五项依法行政工作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县法制

办公室对县级４１个行政执法部门制定的行政执法责任制逐一审核批复，编辑成 《汉阴县

行政执法责任制汇编》。受理行政复议案件１１件，审结９件。其中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
作变更处理１件，维持原行政行为８件。清理十一届三中全会至１９９９年以来的规范性文
件３００余份，废止１９０份，修改４份。２００１年，全县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清理
政府审批事项，推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加强审批监督、提高审批工作

服务质量等行政审批改革。５月２９日，县长徐启方主持召开县政府第一次常务会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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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规范性文件工作做了安排部署。６月１２日，县政府发出通知，自６月１日起废止３３
件县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１２件县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规范性文件。２００２年，受理行政
复议申请３起，全部审结。对政府办、人劳局、土管局、公安局等２８个部门共５６３项行
政审批事项清理、精简，保留２６０项，其中审批７４项，核准１５６项，备案３０项；精简
３０３项，其中取消２５５项，合并４８项。分两批培训行政执法人员３９７名。２００３年，制定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开展第二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至２００４
年１０月，清理２６个单位行政审批事项２７８项，废止５６项。严格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

理，县会计核算中心收支统管单位９８个，拒付各种不合理支出２９４万元，政府采购金额
总计６７２万元，节约资金６７万元。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０日，县政府下发贯彻实施 《行政许可法》的通知，在 “四五”普法活

动中，开展 《行政许可法》 《公务员法》宣传和培训。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县政府制定
《汉阴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规范政府依法行政行为。全年取消行政审批项目３５９项，
拒付各种不合理支出３２６万元，通过政府采购节约资金１１９５４万元。２００６年，审查规
范性文件２０件。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４件，受理 ３件，审查决定撤销 １件，维持 ２件。
２００７年，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５件，受理３件，审查做出维持决定２件，申请人撤回１件。
审查规范性文件１１５件，做出不予发文３件，建议修改１２件。清理行政许可、行政审批
项目２７８项，取消５６项。清理确定县政府法定行政执法部门２４个，法律、法规授权执法
组织７个。开展各类行政法规学习培训２０余场，培训行政执法人员４００余人。
２００８年，下发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办法》，全面清理

行政审批项目、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对重大项目实行 “全程代办制”。全年收到行政复

议申请６件，审查后受理４件，全部审结。审查规范性文件２０件。
２０１０年，建立依法行政工作报告制度，进一步落实行政许可目录管理制度，实行

“两集中、两到位”管理 （将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该内设机构向政务

服务中心集中；向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授权到位，审批事项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办理到位），

变窗口受理为窗口办理。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推行并联审批运行机制。

第五节　政务信息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日，县政府印发督查督办工作制度和政府信息工作制度。２００３年９月，
县政府信息网站正式开通，建成公文传输系统、ＯＡ办公系统、视频会议系统。２００５年４
月，汉阴县被省政府办公厅信息处批准为全省政务信息直报县。２００７年，建立政府信息
和新闻发布制度，成立县政府信息室，为隶属县政府办公室的副科级单位，配备专职信

息员２名。被市政府办评为 “全市十大优秀政府网站”。２００８年，与省、市电子政务内外
连接。制定 《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信息公开指南和信息公开目录编制工作方案》，

建立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申请受理机制和保密审查机制。先后建立县政府、政府部

门以及各乡镇门户网站，初步形成 “网络式、立体化、全覆盖”网站群。

至２０１０年，建成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和市、县、镇三级互联电子公文传输系统，

６６３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实现电子公文传输全覆盖。县政府网站累计访问量达４０余万次。

第六节　信访接待

信访量

１９８８年，出现信访高峰，信访局收到信访３５０件，接待来访人群１４２７人次。１９８９～
１９９５年，信访量总体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２年收到信访１１６件、接待来访２１５人次，１９９５年
收到信访１８９件、接待来访１７４人次。１９９６年以后，企业改制、城镇建设、重点项目建
设征地拆迁及劳动保障成为信访问题多发易发领域，信访量上升。２００１年 ３月１９日，发
生该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上访，２００多名国企下岗职工集体到县人民政府上访。至
２００７年，共接待群众来信８９１７件，接待来访１３４９３人次。其中，集体访２９８批，越级访
４６０３人次。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接待群众来信１６０１件次，接待来访３３２２人次。

信访处理

１９８８年，制定 《内部目标管理及岗位责任制实施细则》，分解信访责任到人。１９９１
年５月，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行文，授予县信访局
“全面指导权、协调裁决权、立案交办权、跟踪检查权、责成处理权、追究责任权、提交

司法部门依法处理权”等信访工作职权。１９９４年７月，县信访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
凡经基层单位和职能部门多次处理，信访人仍不服者，受理单位应出具 《上访答复意见

书》，引导群众逐级上访。１９９７年，县信访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县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制

度》，规定每月１日、１５日为县级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县信访局制定 《接访办信工作程

序》《信访工作人员守则》《信访人员须知》《逐级上访、分级管理制度》《文明接待公约》

等制度。１９９８年２月，县信访接待室悬挂 “中共汉阴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信

访接待室”吊牌。６月１５日，全县２１个乡镇统一悬挂 “信访接待室”吊牌，启用 “信访办

公室”印章。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县委书记陈纯山主持召开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信访联席
会议，专题研究解决疑难信访案件和长期老上访户问题。２００４年，推行首问责任制等６项
制度，建立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联席会议召集人、主要职

责、工作原则、组成人员等。２００７年３月，由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牵头，抽调县政法
委、监察局、信访局等相关干部，组成３个督查组，对全县１８个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进行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督查，以预防和减少越级上访案件。９月，又组织３个督查组对９个
乡镇和６个县直部门进行信访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督查。全年累计办理要结果案件１２０１
件，其中，中、省、市１３７件。县级领导批办信访１２７５６件次、接访１４１０５人次。
２００８年，推行矛盾纠纷经常排查制度、归口办理和联动办案制度、县级领导包查信

访案件制度、重点信访对象稳控制度、依法处理信访问题机制、督查考核机制、责任倒

查制度、信访救助制度、利益协调制度等信访九项制度。制定 《信访工作目标责任制考

核办法》，向乡镇派驻信访督查专员。至２０１０年，累计办理要结果案件９２６件。县级领导
批办信访件６０７件、接访１７５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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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编

审判　检察

汉阴县人民法院 （简称县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简称县检察院）围

绕经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打击各类犯罪，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经济发展发挥重

要作用。县法院通过审判制度改革，坚持审执并重，加大执行力度，建

立执行救助金制度，促进审判工作水平。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审结刑事案
２００７件，民事、经济案１万余件，执行收案率９５％以上。县检察院不断
深化检察改革，加强执法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查办贪污、贿赂、侵权

渎职和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１１２８件１６９６人。



第一章　审　判

第一节　审判机构

１９８８年，县人民法院内设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刑事审判庭和办公室。下设蒲
溪、平梁、铁佛、漩涡、汉阳区５个人民法庭。１９９０年，成立行政审判庭、城关法庭。
１９９６年，成立监察室。１９９７年，成立司法警察大队。２００３年，成立执行工作局。２００４
年，县法院在职人员５４人，本科以上文化２４人，平均年龄３６岁。制定廉政保证金、违
纪风险保证金、工作实绩奖惩金 “三金”制度，代替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２００５年，将
民事审判庭分为一庭、二庭；撤销经济审判庭、告诉申诉审判庭，成立立案庭、审判监

督庭。至２０１０年，有干警６４人，内设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一庭、民事审判二
庭、行政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办公室、政工科、纪检组、监察室、司法警察

大队１２个内设机构和蒲溪、平梁、漩涡、汉阳、龙垭５个基层人民法庭。

第二节　案件审判

刑事审判

１９８８年，刑事审判继续实行纠问式模式，对案件要求实体真实。全年受理刑事案件
１４０件３２１人。其中，公诉案１１９件２８６人，自诉案２１件３５人。审结１２５件２８７人，结
案率８９３％。１９９３年，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１９９６年，刑事审判方式由纠问式转到
控辩式。加强人权保障，理顺控、辩、审三方关系，增强控辩双方抗辩性；取消法院庭

前实体性审查；扩大合议庭权限。１９９８年，增加财产型刑事处罚，凡是刑法规定并处或
单处罚金的，均予判处一定数额罚金。２００１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９４件，审结８８件，
公诉案件审判连续５年无积案。张某、胡某抢劫和张某破坏电力设备案件，在市中院和市
电视台联合举办的 《现在开庭》栏目中公开审理和宣判。２００２年，推行公诉刑事案件普
通程序简化审理和庭前证据展示操作规程。２００３年，实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诉
辩交易和 “零”口供审判。２００４年，成立突发事件和涉法上访案件处置领导小组，对刑
事自诉案件和可能引发不良事件的案件，统一实行法警执庭；对可能引起矛盾激化和可

能发生不良事件的案件，实行提前预报制度；对涉法上访案件登记造册，确定专人包抓

处理。实行大要案通报制度，对有可能出现自杀、报复行凶、越级访当事人所涉及的案

件实行案前通报。２００５年，推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２００６年，刑事
审判实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重点打击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投毒、毒品犯罪

案件。２００７年，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力度和执行力度，对因恋爱、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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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等民间纠纷引发的犯罪，综合考虑受害人过错、被告人认罪态度、积极赔偿等情节，

酌情从宽处罚。２０１０年，对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实行证人出庭质证。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刑事审判统计表
表１８－１－１

年　度
受　理 审　结

件 件 判处人
年　度

受　理 审　结

件 件 判处人
年　度

受　理 审　结

件 件 判处人

１９８８ １４０ １２５ ２８７ １９９６ １３６ １１９ — ２００５ ６３ ６２ —

１９８９ １１４ １０８ １９３ １９９７ ４８０ ４７３ ３７１ ２００６ ６０ ５７ ３０

１９９０ １５０ １１６ １７９ １９９９ ７７ ７１ ３８ ２００７ ５２ ４７ ６３

１９９１ １０６ ８３ １２７ ２０００ ９９ ９５ ８７ ２００８ ７３ ６６ —

１９９２ ８６ ７８ １１３ ２００１ ９４ ８８ ６３ ２００９ ５６ ５４ —

１９９３ ９９ ８８ １２５ ２００２ ７９ ７６ ７１ ２０１０ ９１ ８７ １０２

１９９４ １１８ ９６ — ２００３ ７２ ６９ ７２

１９９５ １０９ ９６ — ２００４ ６０ ６０ ５１

民事审判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１０３１件，结案７５１件。１９９１年，推行 “一步到

庭”审判方式，告知当事人举证责任。至１９９３年，累计受理民事案件８２１件，审结６７９
件。其中离婚案件居首位，其次是债务和赔偿案件。

１９９５年，采取 “一步到庭”审判方法，９５％以上民事案件在法定审限内结案。１９９６
年，改变法官包揽取证审判方式，实行 “谁主张，谁举证”，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

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责。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１０１３件，审结９２２件。
其中婚姻家庭案件占民事案件总数６０％以上。共受理婚姻家庭案件６１１件，审结５８７件。
１９９８年，规范举证制度、庭审方式、合议庭 （独任审判员）职责。至２０００年，审结

各类民事案件１７９５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２６５件，达成调解协议２０９件。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设置举证时限诉讼制度。推行诉讼风险告知、举证通知、庭前证据交

换、庭前调解、简易程序速裁，提高审判质效。全年受理民事经济案件５８３件，审结５５６
件。其中，审结离婚、赡养、抚养等婚姻家庭案件１６９件。２００２年，坚持 “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判调结合、案结事了”原则，采用 “面对面、背靠背、借外力”等多种调解

形式，化解民事纠纷。至２００５年，审结离婚、抚养、赡养、继承、财产等婚姻家庭案件
１１６２件。其中，调解结案５５２件。２００６年，审结婚姻家庭、损害赔偿、遗产继承、相邻
关系纠纷案件２５９件。２００７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４８４件，审结４６０件，结案率９５％。
２００８年，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５１６件，审结４９１件。其中，调解结案２６７件，调解结案
率５４４％。２００９年，受理民商事案件９２３件，结案８７１件。其中，调解案件６３９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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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撤诉结案率６７％。２０１０年，受理民商事案件６０７件，审结５９１件。其中，调解３１４件，
调解率６０％。

经济审判

改革开放后，出现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实施许可、企业破产、合同、借贷、房屋拆

迁、安置补偿、移民搬迁、土地征收等民商事审判。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受理经济案件２３９
件，标的总额６００余万元；审结２５２件，共挽回经济损失４５０余万元。
１９９５年，加强打击经济犯罪力度，对企业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和优先执行。

受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３０８件，审结３０４件，分别比上年增长８５６倍和８９５倍，诉讼标
的额２１３２６万元，为国家集体挽回损失１７２９万元。１９９６年，受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
４３６件，审结４２８件，诉讼标的额２４５３万元。其中受理企业拖欠货款纠纷案件４８件，
收回外欠款 １１０４万元；开展借款合同纠纷专项审判活动，收回逾期贷款 ２８７万元。
１９９８年，审结经济纠纷案件１９３件。其中，经济合同纠纷１８８件、交通运输纠纷３件、
企业破产２件。２０００年，受理各类经济案件３１９件，审结３１１件，涉案标的额３３３１７万
元。其中，审结县五金公司、铁佛农械厂破产案件；受理企业拖欠货款、承包纠纷等案

件９件，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７万元；审结借贷案件２６２件，收回逾期贷款１６３６６万元；审
理涉及农业、农村经济的土地、山林、经济林特园等承包合同纠纷案件３８件；审结贪污、
贿赂、挪用公款案件３件，挽回经济损失 １２万元。２００２年，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４７１
件，审结４５３件，诉讼标的２８４万元。２００３年，处理农村土地、山林、果园、库塘承包、
损害赔偿、宅基地纠纷等案件２７７件，其中调解结案６５％以上。２００５年，受理承包经营、
财产租赁、个人合伙等合同纠纷案件７４件。２００６年，审结承包经营、财产租赁、合伙经
营等合同纠纷案件１３０件。２００７年，审结２户企业破产案件，首次受理油脂化工厂和解
还债案件，将企业债务化解引入法律程序，促进企业改制。２００８年，受理汉双公路和汉
铜公路改造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采取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依法从被告旬阳

惠民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账户冻结划拨１８０余万元向农民工发放，及时化解一起涉及人数众
多的群体上访事件。２０１０年，围绕促进经济突破发展，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依法
审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计量器厂和麻棉纺织厂企业破产拍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等案件，为 “十天”高速公路汉阴段建设提供司法保障。

行政审判

１９８９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１９９０年，汉阴县法院成立行政审判庭，当年受
理行政案件４件，其中治安３件、土地行政１件。审结４件，其中维持原处理３件、撤销
１件。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受理行政案件１８件，全部审结。１９９６年，受理行政案件２件，均
审结。各基层人民法庭严格按照 《税收征管法》，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５５４件，全部执
行完毕，收回税款６０７万元。２０００年，受理７件行政案件，均审结。２００１年，在南街拓
宽、城隍庙市场建设以及乡镇地方道路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排除人情干扰，消除各

类障碍、纠纷４０余起；清收农村基金会资金欠款４０余万元。受理行政案件７件，全部审
结。２００５年，受理行政案件４件，全部审结。其中维持２件、撤销１件、调解１件。受理非
诉行政执行案件２２件，全部执结。２００６年，受理行政诉讼案件３件，均在法定审限内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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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行政执法机关向法院提出行政案件执行申请４３件，及时立案审查，依法采取强制
执行措施，有力地配合行政执法。２００８年，受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非诉讼行政案件４３
件，房屋侵权纠纷行政案件１件，全部审结。２００９年，受理和审结行政诉讼案件４件，审查
执行７５件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２０１０年，受理行政案件１１件，审结９件。

第三节　申　诉

申诉复查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受理刑事申诉状２２３件，审查立案６７件，全部审结。其中维持原判
５９件，送中院１件，改判减刑３件，调解撤诉１件，宣告无罪３件。１９９１年，受理刑、
民申诉案件１７件，审结１３件。办理上级法院及本院领导交办案件１３件。１９９２年，受理
申诉和假释案件３６件，结案３１件。办理领导交办案件５件。１９９３年，县法院制定 《告

诉、申诉工作实施细则》，使告诉、申诉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受理申诉和假释案件２５
件，全部审结。２０００年，受理申诉案件４件，全部审结。２００４年，受理申诉案件７件，
全部审结。其中驳回６件，决定再审１件。

信访接待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接收来信９６６件，涉及案件６９０件，其中移交法院有关庭 （室）处

理３７９件，转有关部门处理８６件，书面驳回１２６件，法律解答９９件。接待来访７５０人
次，涉及案件６３８件，其中移交法院有关庭 （室）审理４７８件，送有关单位处理４８件，
法律解答３７件，口头驳回６６件，说服息诉９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收到来信４３７件，涉及
案件４２０件，全部处理。接待来访３６２人次。２０００年，实行 “周五院长接待日”制度。

全年接待群众来信来访１４３人次，处理１３８件次。２００３年，建立大信访格局，实行案件承办
人、主管院长、院长接访制度。２００４年，接待群众来访诉讼、法律咨询１２６７人次。２０１０
年，处理涉诉信访４７件，院领导接待来访８９人次，清理化解１２件涉诉重点信访案件。

第四节　执　行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执行经济案件８９件，挽回经济损失２６９５万元。１９９５年，灵活采取
诉讼保全措施，使７０％以上案件在审结后都能顺利执行完毕。对拒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
坚决依法强制执行。受理执行案件２２３件 （含行政执行），执行２１７件，执行率９７３％。
１９９６年，实行审执分离制度。受理执行案件１７３件，执结１５９件，执行率９１９％。

１９９８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４９４件，执结４６９件，占９５％。执结标的总额４４７１万元。
执结一批久拖未执的 “钉子案”。２０００年，对暂时无法执行的案件，向申请人出具 《债

权凭证》。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５３８件，执结５０８件。清理积案２５件。执行庭和各基层法
庭执结非诉行政执行案件３７７件，执行标的 ３４万元。２００２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２８９
件，执结２８０件，执行标的１４０余万元。组织两次较大规模的外出执行活动，为企业执行
拖欠多年货款８５万元。执行城建、环保、土管、工商等部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７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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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标的１０３万元，强制拆除石灰窑８口。２００３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２５８件，执结
２４９件，执结率９６５％。清理积存执行案件３８件。县法院先后派出干警２０人 （次），执

行汉中镇巴县物资责任有限公司拖欠汉阴县化工厂货款案，使４０万元货款全部执行到位。
２００４年，在执行工作中，除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拘留等强制措施外，增加限制
消费、院网站曝光等手段，促使被执行人积极履行义务。对未执结案件，逐一登记造册，

责任到人，限期执结。先后开展３次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１７８
件，执结１７０件，执结率达９５５％。２００５年，受理执行案件１０６件，执结９７件，执结率
９１５％，执行标的１００余万元。

２００６年，中共汉阴县委成立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制定 《汉阴县人民法院特困群

体案件执行救助暂行办法》，被省高院列为全省探索建立执行救助金制度试点。受理执行

案件１０９件，执结９３件，执结率８５％。２００７年，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底以前未执结积案，推
行分案包抓，穷尽执行措施。全年受理８７件执行案件，全部执结。１２月，汉阴县人民法
院被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执行工作良性循环法院。２００８年，清理２００７年以前未结执
行积案１６１件，其中有财产可执行案件１８件，执结１７件。新收执行案件１０５件，执结９８
件，执结标的３７０５万元。２００９年，受理执行案件１２４件，执结１０１件。２０１０年，受理
各类执行案件１５９件，执结１４５件，执结标的６３２２万元。

第二章　检　察

第一节　检察机构

１９８７年，汉阴县人民检察院内设经济科、法纪科、刑事检察科、控告申诉科４个科
室。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０日，撤销经济检察科、刑事检察科，成立反贪污贿赂局、审查批捕
科、审查起诉科、民事行政检察科，保留法纪检察科、控告申诉科、政工科、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８月，审查批捕科更名为侦查监督科 （内设驻所检察室），审查起诉科更名为公诉

科，法纪检察科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科，新设职务犯罪预防科。２００４年，渎职侵权检察
科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

至２０１０年，内设办公室、反贪污贿赂局、反渎职侵权局、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民
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职务犯罪预防科、监所检察科、纪检组１０个职能机构。
编制４２人，实有干警３９人，其中检察官２５人，书记员３人，法警３人，行政工作人员６
人。干警中本科以上学历２０人 （其中法律专业１６人），大专学历６人 （其中法律专业４
人）。中共党员３１人。３５岁以下干警１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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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刑事检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受理公安机关和本院自侦部门提请逮捕８２４件１９４４人。经审查，
批准逮捕６３３件。不批准逮捕２１件，补、退查案件２６件，增捕×人。建议公安机关撤诉
５件，撤案１件，办理立案监督案件１８件。

对公安机关办案不规范和违法行为口头提出纠正５人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１５份；
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制度不完善、有重大漏洞及隐患的，发出检察建议书９
份。提前介入重大案件１６件，参与现场讨论２０次，现场勘查１４次，召开联席会议４１
次，列席审委会１０次。
２００８年，受理提请批准和移送审查逮捕案件４０件，全部批准逮捕。受理移送审查起

诉４５件，经审查，报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３件３人，向县法院提起公诉３９件５４人，
依法决定不起诉２件２人。监督侦查机关立案３件３人，建议侦查机关撤案１件１人，增
捕漏犯１人，追诉漏犯１人。２００９年，受理提请批准和移送审查逮捕案件４１件，批准逮
捕３９件，不予逮捕２件。受理移送审查起诉５６件７８人，经审查，报送市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２件３人，向县法院提起公诉５３件７４人，决定不起诉２件３人。监督侦查机关立
案７件，均批准逮捕。２０１０年，受理提请批准和移送审查逮捕案件５５件，批准逮捕５４
件。受理移送审查起诉７５件１１３人，经审查，报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３件３人，向
县法院提起公诉６８件１０６人。

第三节　经济检察

反贪污贿赂检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受理经济案件线索３４５件３３０人。其中贪污７１件８６人，贿赂１７
件１８人，挪用公款２１件２５人，偷税、漏税、抗税１１件１１人，其他４６件５４人。经初
查后立案８１件１０２人，不立案９件１０人，立案侦查案件侦查终结２７件３５人，起诉１３
件１４人。免诉和不起诉８件８人，对不构成犯罪的转有关部门处理２３件２７人，其他处
理１７件２０人，积存１件１人，恢复侦查１件１人。共挽回经济损失２９３１９万元。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１５件２０人，挽回国家经济损失８０余万元。

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始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共对７个部门开展系统预防和行业
预防，召开座谈会４８次，举办培训班２１期，讲法制课２８次，开展警示教育１０次。对７
个重点工程实施专项预防，参与重点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４９次，提出合理建议２８条，对
３件职务犯罪案件开展个案预防，购置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挂图２５０幅，制作展板８块，开
展预防宣传活动８次，聘请预防工作联络员５２名，发出检察建议８份，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１０００余人次。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召开全县资金密集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座谈会，共
３８个单位参加会议，通报典型案例，剖析发案原因，提出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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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对１８个重点工程项目开展专项预防，为部门系统讲法治课４５次，开展法
治宣传和警示教育活动１６８次，参与重大工程建设招投标２４次，发出检察建议３份，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２００余人次。２００９年，开展预防警示教育活动４次，讲法治课３次，参
与重大工程招投标活动４８次，发出检察建议２份。２０１０年，开展公共投资和公共建设等
重点工程项目预防３８件，为国家节约资金１００余万元。召开预防职务犯罪座谈会１７次，
发出检察建议５件，培训村级干部５００余人。

第四节　法纪检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３年，共受理法纪案件线索１２４件１７７人，其中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１２件１２
人，诬告陷害２件２人，玩忽职守１件１人，重大责任事故４件４人，破坏选举１件２
人，其他３０件６９人。通过初查，决定立案侦查２６件３６人，提起诉讼１０件１６人，息诉
３件３人，其他处理１０件１４人。

２００３年８月，法纪检察科更名为渎职侵权检察科。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共受理线索１０件
１０人，决定立案侦查１件１人，不予立案９件９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受理渎职侵权案件
线索１２件１５人，立案侦查５件８人。

第五节　监所检察

县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依法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缓刑、管制、剥夺政

治权利等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监督考察，并对看守所监管活动是否合法、干警徇私舞弊、

渎职等违法行为提出纠正建议或依法进行查处。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纠正无证关押２起２
人，纠正干警违法事件９起，口头纠正１起，发出书面建议７份。考察保外就医、缓刑、
假释、管制的罪犯１０５名，对有可能重新犯罪的依法收监。２００４年，驻看守所检察室被
省人民检察院命名为 “三级规范检察室”。

２００８年，对监管活动和刑罚执行活动的违法问题发出纠正通知书３件，开展安全防
范检查５次，查办监所检察部门管辖案件线索１件。２００９年，对监外执行罪犯监督２次，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４份、检察建议２份。２０１０年，监督考察监外执行罪犯２４名，建卡
登记，落实监管责任。

第六节　民事行政检察

１９９９年开始，对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进行监督检察，主要受理不服人民法院裁定、
判决的民事、行政案件，并依法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对确有

错误判决和裁定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民事行政检察科运用抗诉和
检察建议，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共受理民事、行政判决申诉案３０
件，立案审查１６件，全部审结。其中，建议上级提请抗诉６件，不符合抗诉条件不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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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８件，依法发出检察建议１０份。
２００８年，受理民事申诉案件４件，提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１件，建议提请省人

民检察院抗诉１件，办理个案检察建议２件。２００９年，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５件，提
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２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２件，对法院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工作全
程同步监督４次。２０１０年，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７件，立案６件，提请市人民检察院
抗诉２件，建议提请省人民检察院抗诉１件，办理督促起诉案件２件，向审判机关发出检
察建议２份，提出纠正意见４件。

第七节　控告申诉检察

控告申诉检察推行 “首办责任制”“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和来信来访登记、批阅、转

办、催办制度，对群众控告、申诉、举报坚持有访必接，有疑必释。２０００年，县人民检
察院接待室被省人民检察院和地区信访领导小组授予 “文明接待室”称号。２００５年，开
通电话举报自动受理系统，２４小时受理群众举报。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共受理群众信访３１９６件，其中受理来信１１３８件，接待群众来访９２６

人次。直接答复处理２６８件，移送其他机关处理３２６件。检察长接待３１０件，立案查处２
件。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办结涉检信访案件３５件，办理刑事申诉案件１件。检察长接访群众
３０人次，依法处理群众来信来访２７０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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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编

政　协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汉阴县委员会 （简称

县政协）历经第二至第七届共６届委员会。县政协始终坚持以党政大局
为中心，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通过政协委员

会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情况通报会、座谈会、民主评议

会等形式，并列席县人代会，听取党委、政府及工作部门关于政治、经

济、文化及社会重大问题和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通报，讨论协商重要政

务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提出意见建议。重点做好提案工作，有计划、有

重点地开展调查、考察和视察，为汉阴县改革、发展、稳定和国家统一

大业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出干事之力。同时，县委、县政府研究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的出台，政协届时出席会议，竭

力尽智，坦诚建言，反映民意，参与决策。



第一章　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节　政协委员组成

政协委员产生机制为邀请制。每届县政协委员名额和人选，由上届县政协常委会协

商决定。委员由各参加单位提名推荐，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

各个界别等协商。推荐名单由县委组织有关部门综合平衡，反复同各推荐单位协商，形

成建议名单，提交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协商，经全体常务委员过半数同意予以通过。政

协委员任期与政协委员会任期一致，第二、三届任期３年，以后均为５年。
第三届县政协委员１１２名，由１６个界别组成。其中，中共８名、共青团３名、工会６

名、妇联５名、个协２名、农民６名、解放军２名、商贸界７名、新闻广播界１名、科技
界１８名、文教体育界１６名、少数民族界３名、医药卫生界１０名、宗教界１名、“三胞”
（侨胞、台胞、港澳同胞）亲属界５名、特邀界１９名。委员总数中，女委员２０名，占
１７９％；非中共委员６９名，占６１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２８名，占２５％；中专、高中
文化程度２９名，占２５９％；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务３１名，占２７７％。委员最大年龄
８０岁，最小年龄２５岁，平均年龄４７２岁。

第四届县政协委员１１４名，由１７个界别组成。其中，中共１５名、共青团１名、工会
１名、妇联２名、解放军２名、经济界３４名、农林界１３名、科技界５名、教育界１２名、
体育界１名、新闻出版界２名、医药卫生界８名、少数民族界４名、台联界３名、侨联界
１名、宗教界１名、特邀界９名。委员总数中，有女委员２０名，占１７５％；非中共党员
委员７２名，占６３２％；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２４名，占 ２１１％；中专、高中文化程度 ５０
名，占４３９％；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务２７名，占２３７％。委员最大年龄８２岁，最小
年龄２４岁，平均年龄４６１岁。

第五届县政协委员１１８名，由２０个界别组成。其中，中共２０名、共青团１名、总工
会２名、妇联２名、工商联１名、科协１名、解放军２名、农林界１４名、文艺界１名、
科技界６名、教育界１５名、体育界１名、新闻出版界２名、医药卫生界１０名、少数民族
界３名、台联界３名、侨联界１名、宗教界１名、经济界２２名、特邀界１０名。委员总数
中，有女委员２５名，占２１２％；非中共委员 ７１名，占 ６０２％；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４４
名，占３７３％；中专、高中文化程度５０名，占４２４％；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务３６名，
占３０５％。委员最大年龄６５岁，最小年龄２５岁，平均年龄４４７岁。

第六届县政协委员１１７名，由１９个界别组成。其中，中共１９名、共青团１名、总工
会１名、妇联１名、工商联３名、科协１名、解放军１名、农业界１３名、文艺界１名、
科技界９名、教育界１３名、体育界１名、新闻出版界２名、医药卫生界８名、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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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３名、台联界２名、宗教界１名、经济界２２名、特邀界１５名。委员总数中，有女委员
１４名，占 １２％；非中共党员委员 ６０名，占 ５１３％；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７３名，占
６２４％；中专、高中文化程度 ３０名，占 ２５６％；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务 ４３名，占
３６８％。委员最大年龄７１岁，最小年龄２７岁，平均年龄４３７岁。

第七届县政协委员１２９名，由１９个界别组成。其中，中共１５名、共青团１名、总工
会１名、妇联１名、工商联３名、科协１名、解放军１名、农业界８名、文化艺术界３
名、科技界６名、教育界１０名、体育界１名、新闻出版界４名、医药卫生界１０名、少数
民族界２名、台联界２名、宗教界１名、经济界３１名、特邀界２８名。委员总数中，有女
委员１２名，占９３％；非中共党员委员７９名，占６１２％；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８６名，占
６６７％。委员最大年龄７４岁，最小年龄２７岁，平均年龄４５３岁。

第二节　全体委员会议

１９８７～２０１１年，政协汉阴县委员会共召开２６次全委会议。其中，二届３次、三届３次、
四至七届均为５次。依例听取和审议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作出相
应决议；列席人民代表大会，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财政、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１～１３日，县政协二届一次全委会召开，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委员２４
名，选举陈平楷为主席，华新民、孟景钰、刘定申、姚培兰为副主席，何勇为秘书长。

常委中，中共党员９名，占３７５％，非中共人士１５名，占６２５％。
１９９０年５月６～１０日，县政协第三届一次全委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第二届常委

会工作报告、第二届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列席县第十二届一次

人代会。选举产生县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２４人；陈平楷为主席，陈章达、姚培兰、
陈家骊为副主席。常委中，中共党员８名，占３３３％；非中共人士１６人，占６６７％。从
本届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０～１４日，县政协第四届一次全委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第三届常委
会工作报告、第三届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各项决议。列席县第

十三届一次人代会，听取和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财政及法检两院等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２２名，张才道为主席，邹吉星、张宗国、姚培兰为副主
席。常委中，中共党员８名，占３６４％；非中共人士１４名，占６３６％。
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６～２０日，政协汉阴县五届一次全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第四届常

委会工作报告、第四届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政治决议和第四届常委会工

作报告决议。列席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县政府工作报

告及其他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委员２３名，张明光为主席，邹吉星、姚培兰、
谢昭富为副主席。常委中，中共党员９名，占３９１％；非中共人士１４名，占６０９％。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９～２３日，政协汉阴县六届一次全委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第五届常委

会工作报告、第五届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第五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决议和第六届

一次全委会议政治决议。列席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协商讨论县政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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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报告及计划、财政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委员２２名，杨英子为主席，吴大秀、张
德军为副主席。常委中，中共党员１２名，占５４５％；非中共人士１０名，占４５５％。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２～２５日，县政协七届一次全委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第六届常

委会工作报告、第六届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作出相应决议。列席县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协商讨论县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常务

委员会委员２３人，主席陈绪伟，副主席吴大秀、张德军、廖灵君。

汉阴县第二至七届政协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一览表

表１９－１－１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党　派 学　历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二届

主　席

副主席

陈平楷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陕西安康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华新民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江苏无锡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孟景钰 女 汉 无党派 大　专 天津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刘定申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姚培兰 女 回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８７５～１９９０５

第三届

主　席

副主席

陈平楷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陕西安康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陈章达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陕西宁陕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姚培兰 女 回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陈家骊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石泉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张宗国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０５～１９９３１

第四届

主　席

副主席

张才道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陕西咸阳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邹吉星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张宗国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姚培兰 女 回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３１～１９９８２

谢昭富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７３～１９９８２

第五届

主　席

副主席

张明光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湖北老河口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邹吉星 男 汉 中　共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姚培兰 女 回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谢昭富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１９９８２～２００３２

第六届

主　席

副主席

杨英子 女 汉 中　共 大　专 湖南长沙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５１

朱前平 男 汉 中　共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５１～２００７１０

吴大秀 女 汉 中　共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张德军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３２～２００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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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届　次 职　务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党　派 学　历 籍　贯 任职时间

第七届

主　席

副主席

陈绪伟 男 汉 中　共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吴大秀 女 汉 中　共 大　学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张德军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廖灵君 男 汉 无党派 大　专 陕西汉阴 ２００７１０～２０１２１

第三节　政协常委会议

政协汉阴县二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９次，主要学习县党代会、“三干会”会议精神、
学习江泽民国庆讲话，传达安康地委统战和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传达省政协六届一次会

议精神、省委农林工作会议精神、三中全会精神，推荐先进个人、先进集体，研究政协

机关人事任免、召开全委会及会议议程，讨论修改全委会两个报告，讨论、修改、审订

政协草拟的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实施办法》。

政协汉阴县三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１３次，主要学习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十三届七中
全会公报，听取县人民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成情况、财政预算情况报告，

传达全国对台工作和省政协祖国统一会议精神、安康地区政协关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会

议精神，讨论修改政协汉阴县委员会工作简则 （草稿）、县计划生育条例 （草案）、县政

协委员视察问题、常委会工作报告，决定召开全委会的时间、通报四届政协的人事安排、

讨论建议名单、政协机关人事任免等。

政协汉阴县四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２０次，主要传达省政协会议精神、学习中共十五
大精神，讨论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条例 （草案），审议本会４个 《决议》《政协汉

阴县委员会关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实施细则》，听取县交通局关于公路建设情况通报、

县商业局关于国营商业经营情况的通报、电力局电力建设情况通报、县邮电局邮电建设

通报、个体私营经济的协商，审议通过全委会工作制度、审议扶贫攻坚调查报告、协商

政协五届委员会建议名单及决定召开五届一次会议事宜、人事任免等。

政协汉阴县五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２１次，主要学习李瑞环讲话、学习省委７号文
件，协商确定各委办的调研、讨论政协常委会工作要点、“民心工程”建设案，审议 《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进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和 《巩固扶贫成果、稳定解决

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调查》，听取北城街改造情况通报、提案办理情况通报、土管局土地

执法收费情况汇报并民主评议、县审计局审计工作通报、县农业局畜牧产业情况通报、

该县 “两会一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落实情况的通报，审议修改常委工作、提案工作报

告和经科委 《非公有制经济软环境的调查报告》《养牛业的调查报告》、提案委 《关于全

县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商定常委会视察课题、机关人事任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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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汉阴县六届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２２次，主要传达安康市政协四届一次全委会议
精神、学习贯彻安康市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协工作的决定》及政协新章程，通报县政

协提案交办情况和省政协提案论文表彰决定，协商决定组建委员活动组，听取县城建局

汇报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情况、县卫生局汇报爱国卫生工作情况、县农发办农业综

合开发实施情况通报和新农村建设情况通报、县农业局关于生猪产业情况汇报、平梁镇

汇报集镇环境卫生整治及河道治理情况、副县长马孝芳汇报 “非典”防治工作情况、县

人民政府经济运行情况通报、县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情况通报、县人民政府关于学习

贯彻中央１号文件精神情况通报、县政府办 《关于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经科

委关于城南新区开发建设调研情况通报、调研民营企业的通报、各委员组关于讨论法院、

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汇报，审议通过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选举办法 （草

案）》，酝酿提名县政协主席候选人、常委候选人，决定开通县政协网站、讨论通过集体

视察县职业技术学校、协商决定政协汉阴县七届一次全委会议有关事宜。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政协汉阴县七届委员会召开１１次常委会议，主要协商讨论汉阴县高
中教育发展情况、卫生、旅游、交通、工业突破、创卫等工作，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

提案工作报告、政治决议。

第二章　政协工作

第一节　政协常委会工作机构

１９８４年６月６日，县政协正式成立。第一届委员会设立经济建设组、文卫科技组、
文史资料组为工作机构。１９８５年７月，县政协一届六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将原设３组
改为３委，即工作组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事机构设秘书长和政
协汉阴县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０年５月以后，不再设秘书长。１９９１年３月，学习委员会、工作组委员会分别更
名为学习宣传委员会、经济调研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６月，增设提案委员会。１９９７年１月，
县政协工作机构由原４个专门委员会变更为提案·社会·法制·祖国统一委员会、经济与
科技委员会、学习·文史·教文卫体委员会３个专门委员会。

第二节　提案工作

提案审查

政协汉阴县第二届委员会共收到委员提案８３件，立案８２件。第三届县政协收到委员
提案１２３件，审查立案１１８件。第四届县政协收到委员提案２５４件，审查立案２２９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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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县政协收到委员提案２６３件，审查立案２５７件。第六届县政协收到委员提案３５０件，
审查立案３１１件 （含合并立案６件）。第七届一次、二次全委会议期间收到委员提案８２
件 ，审查立案７７件。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１３日，召开政协汉阴县第七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收到委员提案５４件 ，审查立案４９件。２０１０年２月３～５日，召开政协汉阴县第七届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收到委员提案６７件 ，审查立案６２件。

提案督办

对全委会议审查立案的提案，经整理编目，分为党委序列、政府序列 （含中省驻汉

单位）和法、检两院序列３部分 （政协自办的提案除外），然后分别交办。在提案办结

前，提案办协调提案承办单位采取召开座谈会、专访、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征求提案

委员的意见，达成共识后，再给予书面答复。

１９９０年５月，第三届县政协一次全委会议上委员提出 《修建汉阴东大桥至火车站沥

青路面》提案，被县政府列为１９９０年 “十件实事”之一，投资３１万元，从６月动工至
次年５月，该路全面竣工。１９９３年１月，第四届一次全委会议上委员提出 《关于完善农

业科技承包，解决农技干部沉下去》提案，县农牧局采取４条措施加以解决。１９９８年２
月，第五届一次全委会议上，委员提出城镇规划建设和马路市场管理问题的提案达１３件，
推动北城街的建成和县境内３１６国道沿线集镇 “马路市场”问题得以改进解决。

２００５年第六届三次全委会议上委员提出 《加快背街小巷改造建设，促进老城新区协

调发展》提案，被县政府纳入县城建设总体规划，列入当年全县 “十件实事”之一，制

定改造实施方案，总投资２１亿元，两年时间完成对老城区１８条背街小巷的改造及配套
设施建设。《关于净化学校周边环境，制止网吧违规经营，减少对青少年身心毒害》提

案，县政府办和文旅广视局制定 “因地制宜、整合市场、集约经营”解决方案，将城区

分散网吧整合成一个 “网吧超市”，并严格手续审批和网吧监管，规范了网吧经营。同

时，县政协组织委员对网吧管理进行视察，督促主管部门加大对乡镇学校周边环境的整

治力度，查封学校附近 “黑网吧”，净化了学校周边环境。委员提出 《严格依法对车辆和

道路的管理，营造交通安全环境》提案，县交警大队充实警力，加大交通安全巡查力度，

严查交通违章行为。同时，治理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先后投资１７万元，加宽蒲田路，修
建防护挡墙，设置事故警示牌；在城区及南北山公路急转弯路段安装１０面凸面镜，在车
辆和行人流量大的交通要道及平交道口设置减速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县政协七届一次全委会上，委员提出 《关于迁扩建汉阴县职教中心和

双星小学》提案，县政府紧抓国家发展职业教育契机，争取项目资金，于２０１０年底职教
中心投入使用。新校址占地５０亩，建筑总面积２４１９９平方米，总投资３６００余万元。提
出 《加快通村水泥路建设，促进汉阴突破发展》提案，县委、县政府把交通突破作为汉

阴突破发展的重要途径安排部署，县政协领导先后任汉铜路、汉双路建设总指挥。３年来
投资１４８亿元完成７条２３８５千米通乡公路油路建设，投资１９亿元完成１８２条７６０千
米通村水泥路建设，南北部各乡镇之间建成环形路，彻底改变了全县路网结构。

２００８年，政协委员提出 《关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案，并组织委员到西乡县考察，

成立两个调查组调研全县高中教育，与县政府协商座谈，提出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意见

５８３第十九编　政　协



和建议。县政府决定将汉阴中学迁到原驻汉部队处，扩大办学规模；制定教师考核办法

和人事调配管理办法，建立科学评估体系，打破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状况；继续招

录品学兼优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鼓励在职教师进修，加强教学研究，奖励

在教学教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师；建立教师人才库，储备教师后备力量，整合师

资力量。

２００９年，委员提出 《关于将城内马道巷、解放街、东城街改为单行道》提案，县交

警大队制定县城老城区街道交通管理方案，将城区部分街道实行单行线，减少车辆拥堵

现象的发生。针对市容市貌管理及城区环境卫生，委员先后提出 《关于治理脏、乱、差，

让县城靓起来》《美化生活环境，创造优美环境》 《加大市容管理力度，提高管理水平，

彻底清除占道乱设摊点的难题》提案，组织委员带案视察，县城建局结合创建省级卫生

县城，城区绿化４０００余平方米，补植行道树；投资５５２万余元完成凤凰广场二期工程建
设、老城区生活污水的引流处理、县城各街道路牌的安装；划行规市，清除明锅亮灶，

整治占道经营，为打造陕南最佳人居县城创造条件。２０１０年，推行开门办案、带案视察、
重点提案主席领衔督办等形式，提案办复率达１００％，委员满意率达９０％以上。

第三节　委员视察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７～２９日，组织部分委员视察汉阳集镇河堤、移民迁建、富水河电站、
富水河大桥、漩涡渡口码头等工程建设，提出建议意见。

１９９０年，组织部分委员对农村中高山地区人畜厕圈建设进行专题视察。１９９１年，组
织委员与县土管局、建设局、文教局等部门领导一道现场视察、座谈分析，形成 《关于

幼儿园重新选址的建议案》。１９９２年，对本县国营工矿企业、太平乡发展乡镇企业视察。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对涧池镇军坝村和洞河村月河防洪堤工程、丝织厂丝织扩台项目视

察，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组织部分委员和纪检监察干部一行３８人，
对受灾重、生活安排量大的汉阳、漩涡、铁佛３个区和天池、黎明、杜家垭等６个乡生产
救灾安排部署情况视察。１９９５年４月中旬，组织部分委员，对筹建中的县缫丝厂作为期２
天的视察，提出５点意见和建议。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组织部分委员对县幼儿园迁建视察，提
出４个方面建议。１９９７年９月，组织部分委员赴川道乡、镇烤烟收购点视察，现场了解
烤烟收购和烟农产销情况，征询烟农对烤烟收购环节中的意见。

１９９８年，组织部分委员对本县粮油、蚕茧收购情况视察，提出４点建议。就汉阳河
堤建设的提案，组织委员视察，对河堤加固提出需延长３５米的建议，得到当地党委、政
府重视与采纳。１２月，对县城北坡菩萨泉文化旅游景观复建专题视察，就处理好旅游开
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议。１９９９年，组织２０余名委员，并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对群众密切关注的双星大桥、富强街建设专题视察。２０００年，在第五届三次全委
会议期间，组织与会委员对涧池镇栋梁村、军坝村等 “山川秀美”工程点视察。２００１年，
先后对城南新区开发及县城建设、城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县医院

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及蒲溪集镇建设５次视察，形成４份视察报告，提出１９条建议。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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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７月，组织部分委员对平梁、城关、涧池、永宁、双乳５乡镇１９９９年退耕还林实施情
况调研视察，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建议，引起县委、县政府极大关注，使部分村在

退耕还林中存在的虚报冒领、截留挪用钱粮行为很快得到查处，套种、复耕现象得到纠

正，技术指导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

２００３年５月，组织常委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城镇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进行视察，提出
２０余条意见和建议。１１月下旬，组织农业、科技界１９名委员对秦巴生态养殖公司、望山
良种猪繁育场、平梁镇义和村二组养羊大户畜禽养殖情况视察。２００４年，先后对水质安
全和环境保护、农业综合开发、药品 “两网”（药品监督网络、流通网络）建设管理情况

等多个事项专题视察，提出意见和建议。就办理 《关于解决汉太路、中坝新村路与安石

二级公路平交道口交通安全问题》提案，组织委员视察，使提案所提意见和建议得到落

实。２００５年，先后就创建国家级计生服务先进县情况、天保工程实施情况调研视察，提
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２００６年，对通村公路建设、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宗教文
化旅游景点建设、新农村建设、电信事业发展等多个事项专题视察，形成报告３篇。２００７
年，组织委员对全县农村合作医疗视察，得到县政府重视，解决了合疗工作的一系列具

体问题。针对该县职业技术教育薄弱，２００７年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县政协组织有关部
门和部分政协委员对全县职教发展情况调研，并到眉县职教中心考察，向县政府报送

《关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几点建议》，得到县政府重视和采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落

实职教中心编制、人员。

２００８年，围绕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城乡弱势群体用电、全县重点工程及实事进展情
况、城乡金融工作、土地整理项目进展情况、平安创建及社会综合治理等，组织委员开

展视察活动６次，形成视察报告６篇，提出３０余条建议和意见。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组织政协委员视察涧池社区及涧池镇栋梁社区。就进一步搞好

全县社区建设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解决好社区阵地建设，借助国家城乡社区项目资金

投入契机，布局上优先在条件好、群众积极性高、人口密集地区建设集办公、警务、医

疗、办证、购物、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进一步增强社区的服务功能，严把

工程建设质量，注重环境绿化美化；探索社区管理方法，增强社区吸引力、凝聚力。

２０１０年７月，县政协组织政协常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和省
级优秀旅游景点工作专题视察，提出６点建议：１加强宣传，提高全民创建意识、卫生
健康意识和文明意识，动员全民自觉参与创建工作；２协调配合，加强环境卫生整治；
３落实任务，加大督办奖惩力度；４着眼长远，加强硬件设施投入；５以干克难，协调
推进农村创卫；６注重实效，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第四节　调查研究

１９８７年６月至１９９０年５月，组织委员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写出刺梨资源利用、发展
月北浅山地区果树生产、“七五”期间粮油增产技术措施、发展蚕桑和苎麻的前景论证、

运用区划成果建设第二粮仓、山区黄姜栽培、稻草加工利用等１０余篇调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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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６月至１９９３年１月，先后组织委员和各界人士对工业、农业、乡镇企业、城
建、交通、文教卫生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参加调研人数近百人，召开调查

座谈会２００多次，共写出２８份调研报告。其中 《开发黄姜，脱贫有望》 《我县粮食能否

持续稳定再增产———对一项适宜引进技术的分析》 《关于高中山贫困地区人畜厕圈的调

查》《汉阴县太平乡发展乡镇企业的调查》等调研报告均不同程度被采纳。

１９９３年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１月，先后就农村产业化建设、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乡镇财政
扭补、小康村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等重要问题，组织委员开展调研２４次，形成２４份调查
报告，提出１２８条意见和建议，９０余条被党政部门吸收采纳。其中，《关于我县夏蚕生产
水平低下的原因及对策》《关于农村有线广播建设情况的调查》《关于我县农村社会治安

情况的调查》等３篇调研材料被 《安康经济研究》刊载。

１９９８年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２月，形成２８篇调研报告，提出建议１８０余条。其中，《关于
汉阴木业制造厂等３户外来非国有经济企业在筹建与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及外部环境问
题的调查》《关于我县水利设施拍卖情况的跟踪调查》《关于对我县如何巩固扶贫越线成

果稳定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调查》《关于我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进

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大力推广六项技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关于对我县清泥河大堰

沟两条小流域治理规划实施情况的调查》《实施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关

于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城镇化战略的几点建议》《关于对我县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软环境

的调查》《发展高中教育的调查》《关于对我县下岗职工再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等提出

的建议意见，多数得以采纳。

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先后向县委、县政府送交调研报告３２篇，提出建议
１５０余条。其中 《关于对我县中药材产业开发情况的调查报告》《对我县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的调查报告》《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调查》等，大部分

建议得以采纳。

２００８年，围绕高中教育、劳务输出、一村一品、农村城市低保、农村合作医疗、宗
教旅游等重要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形成５篇专题调研报告送县委、县政府。２００９年，
围绕魔芋产业、职业教育、社区敬老院建设、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南区乡镇突破发

展等，开展调查研究，形成７篇专题调研报告送县委、县政府。
２０１０年，围绕创建国家级卫生县城、重点工程及实事进展情况、山区乡镇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情况等，开展调查研究，形成４篇专题调研报告送县
委、县政府。５月中旬，县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对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情况调研。实地察
看涧池镇卫生院和涧池镇社保站、城关镇新城社区、县人劳局社保中心，对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扩面工作举步维艰、城镇保险网络建设滞后、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紧缺、现行医疗

保险政策规定烦琐复杂、控制转外就医难等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五节　文史资料研究

汉阴县政协成立以后，建立文史资料研究员和文史工作信息员队伍，制定稿酬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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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制度，适时召开政协文史研究员座谈会，广泛征集文史资料，坚持每届出版一辑 《汉

阴文史资料》。同时，创办 《委员文化》、复刊 《汉阴文艺》、举办 “三沈”学术论坛、

成立楹联诗词协会等，搭建工作平台，丰富文史内涵。共编辑出版 《汉阴文史资料》６
辑、《委员文化》８期和 《汉阴县政协志》《汉阴发展之我见》《春晖》《春雨》《文革纪

事》５本书籍。抢救征集史料２００余篇７０万字，发表新中国成立前文稿７０余篇３０万字，
新中国成立后１２０余篇３０４万字。
１９９０年，文史委收到各种文史资料５９篇，约２５万字。经过分析研究，确定第二辑

文史资料以政治历史、文化教育为主体内容，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０篇、６３万字的 《汉阴

文史资料》第二辑出版。

１９９３年，开展第三辑文史资料征编，确定该辑主要突出革命历史、地方名人、集镇
今昔等方面内容。１９９８年２月，《汉阴文史资料》第三辑出版，全书６个栏目，共３８篇，
计６１万字。
１９９６年，成立第四辑 《汉阴文史资料》编委会，确定内容以新中国成立初至 “文

革”前１７年汉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风云为主。２００２年５月，《汉阴文史资料》第四辑出
版，设６个栏目、收录史料２９篇、１２万字。
２００６年３月，《汉阴文史资料》第五辑出版，全书涉及历史风云、人物传记、风土人

情等１２个栏目、８０余篇文章、约２０万字。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召开汉阴县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座谈会，印发 《汉阴县文史资料征稿提

纲》，展开第六辑 《汉阴文史资料》征集工作。２０１０年，第六辑 《汉阴文史资料》出版。

全书１１章，３２万余字，图片１５０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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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编

社会团体

各人民团体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根据各自组织章程，

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积极参

政议政，加强民主管理，开展争先创优和文明工程，扶贫助弱，维护权

益，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各

项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章　汉阴县总工会

第一节　工会组织

产业工人状况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属企业工人共２７４４人。１９９０年，汉阴县属企业工人共３５８２人，其
中女工１２５６人。１９９３年，汉阴县属企业工人共２７３８人。２００４年，县属企业法人单位有
从业人员６６９８人。２００５年，全县职工人数１２１３４人。２００８年，县属企业法人单位有从
业人员８４７３人。２０１０年，企业单位从业人员９４７８人，其中女３１４４人，第二产业从业人
员１３９３人。

工会机构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正式成立汉阴县工会。至１９８７年，县工会委员会内设经费审查委员会、
女工工作委员会、劳动保护工作委员会。全县有基层工会１９２个，工会小组２３１个，会员
５６８６人。１９８８年，全县基层工会 （小组）１４７个，会员５８４９人，其中女会员２０８４人，
少数民族会员２２人。建立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小组２个，女工委员会７个，职工代表４３６
人。１９９０年，全县基层工会 （小组）１４６个，会员６２３４人。建立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小组
７６个，女工委员会２２个，职工代表４７２人。１９９２年６月，成立１１个局级工会工作委员
会。１９９３年，全县基层工会 （小组）１３５个，会员６１５８人。其中，女会员２２４６人。建立
基层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１１１个，女工委员会１８个。１９９７年，２１个乡镇全部建立乡镇工
会。２０００年，整建系统工会１２个、乡镇工会２１个、基层工会６６个。２００１年，新建企事
业单位工会４５个，发展工会会员２４１８人。工会基层达１９７个，工会会员１０６４８人。２００５
年，基层工会１９２个，工会会员１２０６７人。４月２８日，在双乳镇三同村召开全县农民工工
会组建现场会议，推进全年建立２６个村农民工会。９月９日，在汉源水泥厂召开非公有制
企业党建带工建工作现场会。２００６年，新建村级工会２７个，近１万名农民工在家乡加入工
会组织；企业工会１２个，吸收会员８００余名。２００７年，新组建基层工会２９个。其中，商私
营企业工会２个，事业单位工会４个，村级工会２３个。至年底，全县共有工会组织２４４个，
工会会员１６１４２人。开展创建 “六好乡镇工会”活动，涧池镇工会被陕西省总工会评为省

级 “六好乡镇 （街道）工会”。２００８年，有基层工会２７６个。其中，１８个乡镇全部建立工
会组织，１７９个行政村建立１５５个工会组织，４２个非公企业建立工会３２个。工会会员总数
达１８３１５人。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基层工会组织３２４个，工会会员２１１４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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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７～２９日，汉阴县工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１４０
名，特邀代表１０名。会议听取审议通过县总工会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
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总工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１９名、常委８名，经
费审查委员会委员５名。会议表彰７０名先进工作者，１１个先进职工之家，８个基层工会
组织。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汉阴县工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应到会代表１１７名，
实到会代表１０６名。大会听取审议通过县总工会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和
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总工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１８名、常委５名，经费
审查委员会委员３名。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汉阴县工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汉阴县工会第十

一届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及女职工委员会。新建工会组织２４个，新增会员１２１７人。

第三节　工会活动

每年重大节日，县总工会至少举行两次全县性大型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职工之家”创建

１９９０年，基层 “职工之家”由１１个增到４３个。至２００４年，累计验收县级 “职工之

家”１５２户，县级先进 “职工之家”４０户，市级先进 “职工之家”２５户。２００５年８月５
日，在涧池镇召开全县创建 “职工之家”现场会。全年创建市、县两级 “职工之家”１３
户。２００６年，创建县级合格 “职工之家”４个，市级先进 “职工之家”３个。２００７年，
创建县级合格 “职工之家”６个，市级先进 “职工之家”５个。２００８年，评选县级合格
“职工之家”３家，县级合格 “六好乡镇工会”３家，市级先进 “职工之家”２家。２００９
年，开展５个村级工会和３个企业工会规范化示范点建设，将 “职工之家”“六好乡镇”

“和谐企业”创建与工会规范化建设相结合，重点推进１０个申报各类创建工作单位的工
会规范化建设工作。２０１０年，评选县级合格 “职工之家”５家，县级 “和谐企业”３家，
市级先进 “职工之家”２家。

劳动竞赛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开展 “双增双节”劳动竞赛、岗位练兵、“三优一满意”竞赛和技

术考核晋级活动，累计创效益３２２６万元。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县总工会连续３年组织开展
“八五”立功劳动竞赛活动。县计量器厂被陕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 “八五”立功劳动

竞赛优胜单位，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分别授予县丝织厂马丽为 “八五”巾帼立功双增

双节能手，县计量器厂王天秀为产品销售能手。１９９４年，县丝织厂组织８６名女职工技术
比武。化工厂获地区 “破纪录、创水平”先进集体，邝国芬获地区推销能手，欧翠荣获

地区服务明星。１９９６年，８个企业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参加职工８２７人。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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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厂长李友爱被评为地区 “依靠职工办好企业优秀厂长”，城关一小校长沈晓兰被授予全

国 “先进女职工”称号。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开展 “跨世纪立功”劳动竞赛活动，５６０８名职
工参与，创 “双增双节”效益１００余万元。评选出城关镇东南村支部书记余昌华、蒲溪
小街童装厂沈润兰为省级劳动模范；县化工厂李友爱、县生产资料公司刘福禄、蒲溪农

技站李道军、县塑料厂杨斌、县公安局刘传品５人被评为地区首届劳动模范。１９９８年国
庆之际，召开汉阴县首届劳模表彰会。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授予劳动模范称

号１６人，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４人。２０００年，一建司刘忠培、双乳镇养蚕能手沈继秀
被评为安康地区第二届劳动模范。２００２年，推荐表彰双乳镇三同村刘武林、涧池镇军坝
村刘光兴为省级劳动模范。２００３年，黄龙金矿矿长惠德峰、一建司经理刘忠培被市劳动
竞赛委员会、市总工会授予 “新世纪优秀企业家”称号。２００５年，推荐表彰花炮厂李登
林、雷氏魔芋有限公司雷再全、县兽医站兰祖尚为安康市第三届劳动模范。２００６年４月
２８日，召开汉阴县第二届劳动模范表彰大会，表彰劳动模范３０名。２００７年，评选出涧池
镇洞河村支部书记刘修勇为陕西省劳动模范。２００８年，县交通局获得全省公路行业劳动
竞赛先进集体，县人民医院护理部获全市护士岗位技能操作比武团体三等奖，赵桂芝、

屈春秀被评为优秀护士，吴永余、李垂军、沈明被评为全市科技进步奖。教育系统评选

出教学能手１１０名，市级业务标兵１７名。２００９年，县交通系统组织奋力实现 “双百目

标”劳动竞赛，建成通村水泥路３４条１６０余千米，提前一年完成 “十一五”公路建设计

划任务。２０１０年，开展各类劳动竞赛３５场次，１５００余名干部职工参加竞赛活动。
职工权益维护

１９８８年，建立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３７个，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委员会７个、检查
员５９人。１９９０年，县总工会与县妇联、劳人局联合检查部分企业贯彻执行 《女职工劳动

保护规定》情况。组织妇幼保健站对６０个单位１６１２名女职工进行妇科病检查，及时治疗
５４７名女职工妇科病。１９９８年，４０个企业工会与行政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建立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达标率８５％，集体合同履约率９０％。２００２年，１７个企业签订工资集体
协议，履约率８０％。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举办两期农民工维权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培训农
民工维权代表６８名。协助处理农民工维权案件１０４起，索赔近１１６０万元。汉阴县总工会
被陕西省总工会评为 “农民工权益维护年先进单位”。开展 “构建和谐企业维护职工利

益”活动，汉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和谐企业”。２００８年，举办
《劳动法》知识讲座５场次、农民工维权代表培训班２期９６人。２００９年，实施困难职工
法律援助１６起，追讨各项补助款６０余万元。２０１０年，加强县、乡、村三级农民工维权
网络建设，对平梁镇２０个村级工会干部、８个基层站所负责人、３０余名镇干部进行农民
工维权工作培训和相关政策宣传，解决了拖欠３０余名重庆籍农民工的工资问题。

民主管理

１９８８年，６５个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各企业建立管委会，工会干部和职工代
表占比三分之一以上。全县职工提出建议１１９０条，被行政采纳并实施４５０条。１９８９年，
与人大常委会组成检查组，历时１个月对全县重点企业贯彻 《企业法》情况检查。建立

县政府与总工会联席会议制度，１２月１６日召开首次联席会，讨论制定联席会议制度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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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１９９０年，５３个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召开职代会近１００次，提交职代会审
议的方案７４６件。５１个基层单位职工提出建议２０８０条，被采纳１３４条。１９９１年，县委、
县政府批转县总工会 《关于汉阴县企业民主管理中几个问题和建议的报告》。举办２期
１１８名职工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培训班。１９９２年，县总工会与县人大历时半个月对全县工
业、商业、交通、城建、粮食等系统８个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五项职权执行和落实情况检
查。在县邮电局召开企业民主管理经验交流会。１９９３年３月，在县生产资料公司、粮食
加工厂尝试由职工直接推选经理、厂长。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提建议１６５７条，采纳实施３７３
条。２０００年，授予化工厂、计量器厂、副食公司、城关供销社、铁佛供销社 “厂务公开

先进单位”。２００１年，２１个国有、集体企业推行厂务公开。提出建议３５０条，被采纳９２
条，实现 “双增双节”效益５７万元。２００４年，县总工会表彰厂务公开先进单位 ６个。
２００５年，１１户国有企业改制，改制方案、职工安置、经济补偿、社会保险、资产处置、
股权分配等重大事项均向职工群众公开，没有出现集体上访事件。２００６年，指导硅钡钙
厂推行工会民主参与企业管理工作，组织职工开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合理化建议等

活动。２００９年，组织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培训，１２０余人参训。２０１０年，指导中昌、禾晔、
庆华等公司及教体系统、卫生系统开展厂务公开、校务公开、院务公开。

职工教育

１９８８年，全县２１２９名职工参加读书自学活动。１９９１年，开展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竞
赛，７６４人参加竞赛，５名职工受到全国总工会表彰奖励。１９９２年，举办３期 《工会法》

学习培训班，３００多名系统工会主任、专干、基层工会主席和职工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厂
矿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１３７名。１９９４年，１００多名企业行政、工会干部参加 《劳动法》

培训，发放 《劳动法》单行本２０００多册。组织职工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展知
识竞赛，７８个单位１６２１名职工参赛，黄金公司二号采金船团队获省竞赛三等奖。１９９６
年，９１３户家庭参加 “家庭学法知识竞赛”，３位职工获地区奖励。１９９８年，４次对基层
工会干部以会代培，培训率达到８０％。２００４年 “五一”期间，举行 《工会法》《劳动法》

《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和 《女职工保护条例》法律法规知识竞赛，３５００人参
赛。２００５年，开展 《安全生产法》知识培训，３８家企业５００余人参训。２００６年，联合县
妇联分别在漩涡镇、铁佛寺镇、平梁镇开展全县女职工培训３场次，参训人数达３００余
人。２０１０年，联合县委组织部对全县１２１名基层工会干部进行工会业务知识培训。

交友帮扶

县总工会除做好平时访贫问苦和临时补助工作外，春节期间和重大自然灾害时，集

中开展慰问送温暖活动。１９８８年，春节慰问退休职工、劳动模范和职工遗属 １０１户。
１９９０年，县总工会到停产半停产企业调查职工生活状况，现场救助２０名困难职工。１９９１
～１９９３年，救助困难职工１１７人次。１９９８年，筹集 “送温暖”资金５２５４２元，慰问１７８
户特困职工，１２名省、地劳动模范，环卫工人２０人。介绍１３０名下岗职工到非公有制企
业就业。１９９９年，筹资３万元建立 “汉阴县送温暖”基金。救助１２１名特困职工，慰问
１１名省、地困难劳模。２００１年，２７名县级领导与下岗特困职工开展 “交友帮扶”活动。

春节慰问７７名下岗特困职工和９名劳动模范。４７个机关单位６００余人捐款救助丝织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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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职工。２００５年，为６位困难劳模发放慰问金３６００元，救助困难职工２３５名。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开展 “金秋助学”活动，帮助３９名困难职工子女顺利进入大学校门。２００８年，
筹资１５４５万元，资助１３５名贫困学生，为２３１名大学生办理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２００９
年，为４５３人办理职工医疗互助保险，帮助 ３４名困难职工、农民工子女上大学。２０１０
年，“金秋助学”资助３１１名困难职工及农民工子女就学。

第二章　共青团汉阴县委员会

第一节　青少年组织

青少年及共青团员状况

１９８７年，有团员 ８１１６人。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 １０～２８岁青少年
９９０４６人。其中，１４～２８岁青年 ８０７８３人。团员 ９３３８名。１９９６年，全县团员 １３２２２
名。至１９９８年５月，全县共有团员１０９９５名。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０～２８岁
青少年６７９０７人。其中，１４～２８岁青年５６２３０人。共有团员１５０００余名。

团组织

１９８７年，有团委５２个，总支部２１个，支部４２５个。１９８８年，全县基层团委５３个，
团总支２１个，团支部４２８个。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选拔３０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充实到区乡团
干岗位。１９９３年，社教中对基层支部全面整建，三类团支部由 １９９０年的 ２５％下降到
２１％。１９９６年，有团委５５个，总支部２１个，支部４２５个。至１９９８年５月，有基层团委
３１个，团总支部２２个，团支部４７２个。１９９８年，新发展团员３０００余名，调整团委４个，
新建团委１个，６０％村团支部得到恢复和加强。２００２年，整顿加强村级团组织及学校团
组织，新建公办中学团委５个，在１所私立中学成立团总支，在２个非公有制企业成立团
支部，成功开展社区团建试点。至２００３年５月，基层团委３６个，团总 （支）部３６４个。
２００７年，新发展团员４５００名，推荐４４４名优秀团员青年入党。２００８年，有基层团委３９
个，团总 （支）部４３０个。建成城关镇龙岭村、中坝村２个高标准村级活动室。２０１０年，
团县委有干部４人。按照 “党建带团建”原则，在１８个乡镇团委中全面推行 “１＋１＋Ｘ
＋５”团建模式，明确一名青年党员乡镇副职领导兼任乡镇团委书记，建齐配强乡镇团委
班子，把团的组织阵地延伸到乡镇。１０月１９日，共青团汉阴县委成立首个驻外团工委
———驻汉中市汉台区工作委员会。１１月１８日，市委组织部、团市委在汉阴县联合召开全
市农村 “党建带团建”工作现场会。

少先队组织

１９８８年，全县２５３所小学、４所中学建立有少先队组织，少先队员２５１６２名。其中，
小学２２２６８名，中学２８９４名；辅导员５４９名。２００１年，平梁福和希望小学被团省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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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省少工委授予少先队工作先进集体，月河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徐小丽被评为优秀

辅导员。２００２年，开展 “新世纪我能行”、争创 “五四红旗大队”“红领巾示范学校”等

活动。２００３年，开展以 “普及绿色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提高绿色标准”为主题的体验

教育实践活动。发展少先队员１２００名。城关一小学生余恩威被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少
工委评为陕西省优秀少先队员。２００４年，发展少先队员１５００名。平梁福和希望小学大队
辅导员石娥被授予 “陕西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县城关一小校长陈巧芳被省教育厅评为

“陕西省重视支持少先队工作校长”。２００６年，发展少先队员１５００名。２００７年，发展少
先队员１５００名。城关一小被评为陕西省少先队 “红旗大队”，城关一小学生邹子煜、罗

漫雅被团省委、省少工委评为陕西省 “十佳少先队员”。２００９年，职教中心团委被评为汉
阴县 “五四红旗团委”。２０１０年，汉阴中学团委被评为汉阴县 “五四红旗团委”。

第二节　团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５月１５～１７日，共青团汉阴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４８
名，列席代表１２名，特邀代表２５名。选举产生第十二届团县委委员１５名。在第一次全
委会上，选出常委６名。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共青团汉阴县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提出以培养跨世纪的一

代新人，突出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抓好文明工程、致富工程、青年人才工程建设。

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共青团汉阴县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要求团员青年要紧扣党的
中心工作，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集中力量创名牌，在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共青团事业。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３～１４日，共青团汉阴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
１６５名，特邀代表１０名，列席代表１０名。选举产生第十五届团县委委员２１名，候补委
员６名。在第一次全委会上，选出常委９名。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１５日，共青团汉阴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正式代表

１５１名，列席代表１８名。选举第十六届团县委委员２１名，候补委员６名，常委９名。

第三节　青少年活动

服务经济建设

１９８８年，在中小学生中开展 “学雷锋、学赖宁”活动，在农村团员中开展科技扶贫

“小开发”竞赛和 “青年星火带头人”活动。１９８９年，发动广大农村团员青年投身农田
水利建设，兴建 “青年绿化工程”。２００２年，以 “青年增收成才”为主题，开展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培养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领办科技推广项目和创办服务公司等活动，培

训青年农民５万余人，培养农村青年星火带头人１５０余人。２００５年，团县委邀请市直有
关部门开展农村青年产业化创业巡回讲座和专业指导，累计培训农村青年１万人次，辐射
带动２５万余户，培养各种致富能手和创业带头人２０００余名。２００７年，编印 《汉阴县新

型农民科技培训教材》。２００８年，邀请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农村青年１２０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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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愿者活动

１９９５年，筹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１９９７年３月，青年志愿者开展农业科技、医疗卫
生 “三下乡”活动，科技培训２万余人，医疗诊治３００余人。１９９９年，江苏６１名青年医
生和教师志愿者来汉阴县支医支教，救助失学儿童８００余名。２００６年４月，汉阴县被团
省委确定为大学生服务西部项目计划实施县，６１名大学生申报志愿服务岗位。２００７年，
组织开展 “走进社区、走进新农村” “倡导文明新风、共建和谐社会” “弘扬雷锋精神、

参与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引进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４７名，团县委被
评为陕西省青年引资引智先进集体。２０１０年，引进大学生志愿者２８名。

青年文明号创建

１９９６年，实施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１９９７年，创建地级青年文明号１９个，县级青年
文明号３１个。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团市委在汉阴召开青年文明号诚信建设经验交流现场会。
２０１０年，申报县级青年文明号１０个，市级青年文明号５个。

争先创优活动

１９８９年，在工矿企业和商贸服务行业开展青工技术比武和以优质服务、优良秩序、
优美环境和让顾客满意为内容的 “三优一满意”“十大优秀青年医生、护士”“十大优秀

营业员”“十大文明门市部”“十大优秀青年个体户”“十大模范青年教师”活动。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年，在公交、商贸、金融系统开展争创 “共青团号”活动。１９９３年，开展 “学雷

锋、送温暖”活动，组织 “便民服务队”“学雷锋小组”“扶贫帮困小组”累计达４６０余
个。２０００年，广泛开展１８岁成人仪式、读书演讲、学雷锋竞赛等活动，培养青年人才典
型，先后有４名优秀青年人才获得省、市表彰。２００９年２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罗峰、县地税局计划财务股股长王青获安康市第十届 “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涧池镇党

委副书记沈纪兵获安康市第十届 “优秀青年”称号，涧池镇建筑工程队队长李康获安康

市首届 “十大优秀外出务工青年”称号，秦鹏绿色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鹏获安康

市第二届 “十大农村青年创业致富标兵”称号。

希望工程

１９９７年，平梁清秀希望小学落成。１９９８年，城关镇三元小学、涧池镇洞河小学２所
希望小学落成。１９９９年，平梁镇福和小学和涧池镇朗讯五坪希望小学分别竣工使用。
２００２年，城关镇 “五一”希望小学落成。２００５年，酒店陕鼓希望小学建成竣工。２００７
年，累计争取项目资金１２０万元，新建希望小学３所，希望网校、希望工程多媒体教室各
１所，争取希望书库、大红鹰图书室等各类图书４万余册。救助贫困大学生９０余名，中
小学生４００余名，发放救助金３０多万元。２００８年，平梁镇友爱嘉峥希望小学和田禾乡三
星小学相继落成。２００９年，资助学生１９人次０９２万元。２０１０年，共争取蒲溪可口可乐、
城关中坝宝洁、铁佛一汽大众３所希望小学，项目资金２２０万元。苏宁电器陕西分公司爱
心图书室捐赠资金１５万元，青岛儿童出版社捐赠 “书香进校园”爱心图书角３２７个。
“圆梦行动”贫困大学生救助资金１８万元，救助大学生１８人，“１＋１”爱心结对帮扶资
金１４８万元，救助贫困学生２０人。资助贫困山区儿童６７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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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阴县妇女联合会

第一节　妇女组织

妇女儿童状况

１９８８年，全县女性１２１８１５人。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女性１２４０６９人，
１４岁以下儿童８１５７５人。１９９５年，女性１２８９８８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
常住人口中，女性１１４０５７人，１４岁以下儿童 ７０８４２人。２００５年，户籍人口中，女性
１３３７５５人。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中，女性１１５４２５人，１４岁以下儿童
４４８９７人。

妇联组织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妇女联合会有干部４人。１９８８年，有平梁、蒲溪、铁佛、漩涡、
汉阳５个区妇联、城关镇妇联及４０个乡镇妇联、２６３个村级妇联、９个集镇街道妇联、１８
个女工委员会。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５区１镇４０个乡镇妇联合并为１２个镇妇联、９个乡妇联、
村级妇联组织２６３个、街道居委会妇联７个。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设６乡１２镇妇联、１７８个村
级妇联、７个街道居委会妇联。２００４年，村级妇联组织１８０个，其他均无变化。

第二节　妇女代表大会

１９８７年３月５～７日，汉阴县第八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县妇联七届执
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妇女联合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９名、常委９名，执委会
主任、副主任各１名。通过发展庭院经济的决议。
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８～３０日，汉阴县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２１４人，特

邀代表１２人，列席５人。会议审议通过县妇联第八届执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妇女
联合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２１名、常委９名，执委会主任、副主任各１名。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９～２１日，汉阴县第十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第九届执

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县妇女联合会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２１名、常委９名，执委会
主席、副主席各１名。

第三节　妇联工作

巾帼建功

１９８８年以后，在农村妇女中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 “双学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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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商品基地村，人人争当女状元”“二、四、六”（二千元女能人、四千元女标兵、六

千元女状元）家庭劳动致富及 “产茧十、百、千”（十户产茧千斤以上、百户产茧５００斤
以上、千户产茧３００斤以上）等竞赛活动；在城镇妇女中开展 “八五巾帼建功，争创女

能手”活动。至１９９２年，有３１５００名妇女参加各项竞赛。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县妇联树立
“农村脱贫致富女能手”“扶贫帮困女标兵”“三八红旗手”“五好妇代会”“优秀妇干”

“优秀家长”等先进妇女典型２００９人。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制定 《巾帼文明示范岗管理办

法》，创建县级 “巾帼文明岗”２７个、市级２１个、省级２个、国家级１个。培养产茧
５００千克以上大户８６２户，科学种田亩产１０００千克以上大户１２５户，庭院经济、养殖和
多种经营年纯收入２万元以上大户２３５７户，年纯收入２万元以上营销大户３５１户，建
“三八绿色工程”６个，成片造林５０亩以上大户７户，“绿色家园示范户”２３２户。表彰
“双学双比能手”２２名、“五好文明家庭”１２户、养猪和养蚕女状元各１０名、生态养殖
示范户３２户。２００８年，创建县级 “巾帼文明岗”１０个、市级１个。培育养猪５０头以上
大户６０户，年养蚕１５张以上大户５０户，年收入４万元以上多种经营大户１６０户，培养
女能人４０人。２００９年，创建省级 “巾帼文明岗”１个、市级１个、县级５个，市级 “巾

帼示范村”３个。评选创业女能人２３人，建立妇女创业示范基地１０个、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４个。２０１０年，创建省级 “巾帼文明岗”１个、市级１个、县级１０个。

妇女儿童维权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接待来信来访１０１９件，协调处理８９５件。１９９１年９月，县妇联配合
省社科院在草桥村、花栗扒村、群英村、红旗村１２８对夫妇中开展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调查，为国务院研究东西方妇女地位提供依据。１９９２年，《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
县妇联举办两次区乡妇女干部和县人大、政协女代表骨干培训会，培训１０３人，开展宣传
活动４０场次，妇女受教育５万余人次。对城乡妇女妇科病检查１５００余名。２０００年，县
妇联从儿童基金会和武警总队争取经费５万元，在龙垭小学办起第一个 “春蕾女童班”，

使５０名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争取到加拿大基金援助乡村女卫生员培训费１５万元，对
１８９个村级女卫生员培训，并配备出诊药箱、新法接生包等医疗器械。２００１年，帮助１９５
名下岗女职工享受基本生活保障费，就业培训女职工１０１人，７０％实现再就业。建立各级
妇联与法院、法庭联系制度，接待来信来访４０７件，协调处理３９７件，捐资２万元，结对
救助７７名失辍学儿童。２００３年，救助失辍学儿童５０名，“红凤工程”扶持３名贫困女大
学生。接待来信来访１９５件，协调处理１３７件；维权网络接待２２１件，受理１４８件，结案
１３９件。７７２名下岗女工，实现再就业３１８人，再就业１２９人。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实施 “母

亲健康快车”项目，为妇女义诊４２７９人次，免费接送孕产妇１２３５１人次。累计接待来信
来访６５３件，维权网络接待妇女儿童案件８８７件。２００８年，接待来信来访２３８件。其中，
县妇联调处５２件，维权网络接待１６２件。２００９年，开展女性健康关爱工程，为４０００名
妇女免费体检。接待来信来访２２８件。其中，县妇联调处５８件，维权网络接待１７０件。
２０１０年，实施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为农村开展义诊义检活动１０场次，免费接送孕产
妇２４８３人。“红凤工程”扶持１名贫困大学生。接待来信来访１０４件，处理９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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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参政议政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累计选拔县级女领导９人，县人大女代表１８７人次，县政协女委员
９１人次。１９９２年，在县、乡换届选举中，广泛宣传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选举女县代表占
１６８％，女乡代表占１９％。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提拔科级女领导干部５８人。２００５年，第六
届村级换届选举，产生妇女支书１０人，女委员７８人，比上届分别增长５０％、５４％；产
生妇女村委主任５人，女委员９０人，比上届分别增长６０％、７１％。

文明家庭创建

１９８８年，继续开展 “五好家庭”“双文明户”评选活动，至１９９３年，累计评出 “五

好家庭”２０９１０户，“双文明户”９０８户。其中 “爱国之家”谢祖爱于１９８９年受到省妇
联、省精神文明委员会表彰。１９９２年，始在太平乡开展创 “十星级文明户”活动，当年

评选出５０户。此后，在全县铺开。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评选 “五好文明家庭”１９６１４户、
“好婆婆”３７６名、“好媳妇”２４５名。１９９９年，评选 “十星级文明户”４５００户，在城镇
树立１００户绿色家园文明户，在农村树立１０户绿色家园示范户。２００２年，各级妇联大力
宣传 “好媳妇”“好婆婆”“好邻里”及 “合格小公民”等各类先进典型，让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融入千家万户。县 “五好文明家庭”领导小组表彰 “五好文明家庭”

９１户。２００５年，县妇联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教育实施方案》，创办 “家长学校”

１６所，建立家教骨干队伍２１人。争创示范 “家长学校”，城关镇西街社区家长学校被授

予 “陕西省优秀示范家长学校”。开展家庭助廉活动，将家庭助廉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

主要内容。２００６年，在城关一小成立家庭教育网络学校。２００８年，组织家教骨干巡回讲
课１８次。２００９年，创建 “平安家庭”示范户９７５４户、 “和谐家庭”示范户３９０００户。
２０１０年，评选省级 “平安家庭”示范户７５户，省级示范村１１个，市级 “廉洁文明家庭”

示范户１０户，县级示范户１１６户。
妇女技能培训

１９８８～１９９２年，办扫盲学习班４５０期，有６２３０名文盲妇女参加学习，脱盲３４２６人。
各级妇联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１０５１期，累计培训４７９０６人次，有３７８８０名妇女掌握１
～３门以上技术，从事商品生产的妇女３０５４０人，７３５户致富能手被列为当地科技示范
户。２７名妇女被县技术考评委考核评定为助理技术员、技术员职称。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开
展 “三优”知识竞赛、省地劳模演讲会、迎香港回归等教育活动 ５１８次，受教育妇女
７２００８人次。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１１９８场次，培训妇女１１６３万人
次，５２６万名妇女掌握２门以上农业新技术。２００３年，争取到世行 “赋予西部地区贫困

妇女获得知识和能力”赠款项目７９５８万元，扶持石条街乡合一村２０３户贫困妇女发展生
态养羊３０００余只，建青贮窖２０３口；扶持蒲溪镇三堰村１０３户贫困妇女发展生态养猪７９０
头，建沼气池１０３口，建青贮窖１０３口。２００６年，县妇联在蒲溪镇盘龙村成立以妇女为
主的蚕桑专业合作社。２００７年，县直６个妇委会 （女工委）、１７个 “巾帼文明岗”、２２
名农技人员与农村妇女、妇女产业大户结对，推动城乡妇女牵手互助、共同发展。２００８
年，开展以妇女为主体的蚕桑技术培训、生态养殖技能培训、富硒油料高产优质技术培

训及提升 “农家乐”服务质量培训，累计培训３９００余人次。２００９年，开展妇女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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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６００余人次。２０１０年，对１３００余名女农民工进行养蚕、养猪技术培训。

第四章　汉阴县工商业联合会

第一节　工商联组织

工商业者状况

１９８９年，全县有工商企业５０６户，个体工商户１７９７户。１９９４年，工商企业６３０户，
从业人员６６３８人；个体私营企业 （户）２６７２户，从业人员３５３５人。２００１年，在册工商
企业４４４户；个体工商户７７２４户，从业人员１１１５人；私营企业１０２户。２００７年，登记注
册工商企业３９８户；个体工商户累计３８１４户。

工商业组织

１９９６年３月，恢复县工商业联合会。２０００年，县工商联有会员１７８名。其中，国有
企业９名 （团体会员）、集体企业１１名、私营企业３８名、个体会员１２０名。２００５年，有
会员２４４个。其中，企业会员２０个、行业商会会员２个。县工商联在 “四比一创” （比

服务水平、比组织发展、比建言献策、比自身建设，创一流水平）活动中，获全市先进

单位和全省 “会务先进单位”。２００８年，发展会员２０名。１０月１６日，成立城关镇商会，
选举产生执委１３人。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成立汉阴县湖北商会。２０１０年，组建汉阴县建
材行业协会和富硒绿色食品协会。至年底，汉阴工商联合会有会员２８０名。其中，非公经
济２７８名、国有改制企业２名。

第二节　会员代表大会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汉阴县工商联合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个体
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及国有企业会员代表共４９人。会议听取和审议第七届执委会工
作报告，通过 《关于大力发展非公经济的决议》，选举产生汉阴县工商联合会第八届执行

委员会委员１９人，选举副会长２名。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６日，汉阴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代表６０

人，其中非公有经济代表５２人、国有改制企业代表２人、相关单位代表６人。会议听取
第八届执委会工作报告及中共汉阴县委副书记讲话，选举产生汉阴县工商联合会第九届

执行委员会委员２１人、常委１３人，选举会长１名、副会长６名、兼任秘书长１名。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汉阴县工商业联合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非

公有制企业、外来投资企业、经济管理部门和统战部门代表７２名。会议听取和审议第九
届执委会工作报告。中共汉阴县委书记邵向农、副书记廖良成出席会议。会议授予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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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１０人为 “汉阴县工商联优秀会员”。选举产生汉阴县工商联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２１名、常委１３名。选举会长１名、副会长７名，兼任秘书长１名。

第三节　工商联工作

参政议政

２００２年，对县公安局、工商、电力、技术监督、土管、交通等部门行风集中评议。
对厂矿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走访、座谈、问卷调查，收集建议、意见２０８条，
促进行风好转。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组织工商界代表１０００余人次，召开评议会８次，发送评
议意见１６００余份，对工商、公安、土管等１０个执法执纪及窗口服务部门调查评议。２００５
年，１４名工商联会员当选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２００６年，组织工商界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撰写提案１５件、调查报告２篇。２００７年，３８名工商联会员被推荐当选市、县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织工商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案１２个，报送信息５条。
２００８年，组织会员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案３条，报送信息１４篇。

服务经济建设

１９９９年５月，县工商联成立汉阴县贷款担保协会。至２０００年底，会员融资入股资金
２１１８万元，为１５３户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提供担保贷款和会员间融资互助资金３６２６
万元。开展个体私营经济调查，向县委、县政府写出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和

建议》。２００１年，开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调研，制定 《关于切实加强非公有制经

济党建工作实施意见》。会员融资６８万元支持非公有制经济。２００２年３月，县贷款担保
协会停止营业。１０月２４日，县商会担保协会召开股份制成立大会，选举出董事长，通过
董事会章程。２００３年，对全县医药化工、丝织轻纺业开展调查，形成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到非公有制重点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村组农户中走访座谈，撰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调研

报告６篇。对统战联谊、招商项目、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民营企业人才现状、投资环
境等开展专题调研。２００４年，重点调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撰写调查报告６
篇，提出建议案１０个。县工商联第一次成功采取市场化运营方式，与西安义乌商会联合
承办２００４年度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累计接待来自１０个省份商家２１６家，观光游客
１５万人次。还先后召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恳谈会、汉阴县银企合作推介会和工商界人士
迎新茶话会。２００６年，兴华商贸公司投资３００万元，在２１个乡镇组建１２８家兴华连锁
店，繁荣农村商贸市场。成林油脂化工公司投资７２７８万元，建成高档 “双低”富硒食用

油精炼厂，年产值３亿元。２００７年，撰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调研报告３篇。工商联向全
县会员发出 《诚信宣言》，倡导以诚信为荣，寡信为耻，做诚信人，办诚信事，兴诚信

业。２００８年，撰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调研报告３篇。组织会员及会员企业参与光彩事业
和新农村建设，累计捐款９７６万元。２０１０年，开展非公企业调查，撰写调研报告１篇。
组织非公经济人士为 “７·１８”洪灾捐款９２８万元。

３０４第二十编　社会团体



第五章　汉阴县残疾人联合会

第一节　残联组织

残疾人状况

１９９２年，全县有适龄残疾弱智儿童４３７０人。１９９３年，先后对城关镇、金花乡、天星
乡摸底调查，分别有残疾人 ３５人、８９人、１２２人，分别占其总人口的 ０５％、２７％、
１６％。２００２年，全县有学龄残疾儿童３０８６人。２００６年，调查登记精神病患者２０４９人，
占总人口７１‰。２００９年，办理残疾证１７００余份。２０１０年，办理残疾证１０６５０份。

工作机构

汉阴县残疾人联合会于１９９０年１０月成立。１９９２年６月，成立汉阴县残疾人事业领
导小组，１９９３年，改为县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１９９４年，５区１镇、４０个乡
镇相继成立残疾人联合会。１９９７年５月５日，成立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４
日，龙垭、药王、蒲溪、永宁等８个乡镇成立第二届残疾人联合会。２００３年５月，成立
残疾人教育培训中心。至２０１０年，县残联有干部职工１０名。

代表大会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汉阴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残疾人联
合会执行理事会。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７日，汉阴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
产生第二届执行理事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０日，县残疾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
席会议代表８５人，列席代表２２人。选举产生第三届主席团、执行理事会。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６日，召开县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主席团、执行理事会。

第二节　残联工作

残疾人康复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小儿麻痹矫治手术６９人，白内障复明手术８０余人次，聋儿听力语
言训练１２人，发放轮椅车３辆。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县人民政府在北京签订为期３年的 《中

国残联———瑞典政府智力残疾预防与康复项目协议书》。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康复训练肢体残
疾人５１人、安装假肢６１人，康复训练弱智儿童１３３人，完成７８人白内障及其他眼病患
者手术，为４名低视力患者配发助视器，为下肢残疾人半价装配轮椅车２５辆，对１０名裂
唇患者实施修补手术。２００４年，为下肢残疾人员安装假肢１１具，举办首期聋儿、聋儿家
长及社区指导员培训班，为９名聋儿配置１２副助听器；组织４名肢体残疾骨科患者到富
平县康复医院接受骨科矫正手术。２００５年，首次实施 “中国视觉第一行动” “陕西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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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号手术车”“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成立低视力康复站１个、眼镜店１个、盲人按
摩康复站２个。至２００７年，累计实施白内障手术４３５例，培训聋儿及聋儿家长１２２人次，
为聋儿免费配送２８副助听器，配发助视器８个，为５名贫困肢残儿童实施矫治手术，装
配肢残人矫形器８件，为５３名下肢残疾人安装假肢，发放轮椅车４８辆。蒲溪康复站对
１６名智残儿童进行康复训练，使其初步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住院救助精神病患者１５人，
落实免费服药２０人。筛查手术适应症残疾儿童９人，实施手术１人，享受３０余万港币补
助。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２７２例，免费住院救助精神病患者１７４人、免
费服药３３１人，为５２名聋儿免费配送助听器，免费为４１名肢体残疾人装配假肢，为下肢
残疾人装配轮椅车１２４辆，对２６名肢残、脑瘫及智力残疾患者实施矫治手术和康复训练。
先后获得 “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县”和 “全国残疾人社区康复示范县”荣誉称号。

残疾人就业

１９９３年３月，县残联等１４个部门联合制定对残疾人１３条优惠政策。安排６名残疾人到
集体企业就业，将县化工厂所属星火建材公司转为残疾人福利企业。县工商局为５４名残疾
人办理营业执照，福利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费减半，其中对５户全免，共减免管理费６８４０
元；县税务局减免福利企业及残疾人税收２５万元；县卫生局审批残疾人个体开业２人，并
减免行医管理费，为残疾人减免诊断费１１００人次。１９９６年，制定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缴

办法》。２０００年，安排３名残疾毕业生进入机关工作，收取企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
到比例的就业保障金１万余元。安排７名下肢残疾人参加安康绢纺厂为期３个月的技能培
训，结业后入厂就业。选派３２名视力残疾人参加安康市盲哑学校按摩培训。２００１年，制定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施办法》，安排残疾人就业３５人。２００２年，安排４６名残疾人就
业，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６万元。２００３年，利用世界宣明会援助，选送１６名贫困残疾人
参加技能培训，全部就业。２００４年，年审单位１７０个，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１２万元。
２００５年，开展残疾人就业年审，建立健全就业文书送达制度，规范完善残疾人劳动就业缴
款通知书、减缓通知书、限期缴纳决定书及送达回证。９月起，全额拨款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实行财政代扣，中省单位及企业经济组织由地税代征，差补单位和乡镇

学校由县残联征收，并对个别拒绝年审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全年征收保障金２３８万元。城镇残疾人职业培训１１０人，农村贫困残疾人技能培训６３７
人。２００６年，举办两期残疾人计算机培训班，培训１９人次。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４０１
人次，推荐５１人实现就业。全年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２６万元。２００７年，对３０余名残疾
人技能培训，征收就业保障金２９万元，新增城镇残疾人就业５６人。２００８年，组织城镇残疾
人就业技能培训８１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３５０人，对１８名初高中毕业残疾学生进行
电脑培训，推荐就业７人。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２９７１万元。２００９年，组织城镇残疾人创
业培训８３人，安排就业５９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１３９人，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４１
万元。２０１０年，组织城镇残疾人就业培训１１２人，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３９２人，安排就
业６６人。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４８万元。

残疾人扶贫

２００１年，解决贫困残疾人温饱４３０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９０６人。２００４年，扶持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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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６６０人，发放扶持金２０余万元；争取国家财政无偿扶持资金６０００元，扶持６户贫困残疾
人家庭脱贫；实施省残联扶持价值１０万元的布尔山羊养殖项目。２００５年，落实基层残联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１５万元，实施硬化场院、铺设盲道、修建围栏等无障碍设施建设，方
便残疾人出行办事。兑现财政扶贫项目资金０８万元，解决８名残疾人从事种植、养殖、个
体诊所、个体经营和修理的资金困难。筹集７７５万元，实施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３１
户。２００６年，争取市、县财政扶贫项目资金２６万元，扶持２６名贫困残疾人发展产业。解
决老城区１２户贫困残疾人房屋拆迁安置，全年扶持低收入残疾人８５３名、特困残疾人６３１
名，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残疾人４４２名。２００７年，扶持２９名贫困残疾人发展产业。争取 “专

项彩票公益金残疾人危房改造”项目，实施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４５户。２００８年，扶持３０
名贫困残疾人发展产业，落实残疾人安居工程项目４０户１６０人。２００９年，扶持３０名贫困残
疾人发展产业，争取残疾人安居工程项目２０户、危房改造项目５０户，补助资金４５万元。
建立残疾人扶贫基地１个。２０１０年，扶持３１户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产业，建立残疾人扶贫
基地２１个。扶助农村残疾人９８０人，２２５名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扶残助学

２００２年，启动 “中西部地区免费入学项目” “扶残助学项目”和 “春雨行动项目”，

将全县符合条件的适龄残疾儿童１０９名登记造册，安排５年分批实施扶残助学。２００３年，
争取专项资金３０万元，建成残疾人教育培训中心，建筑面积８２１５平方米。救助３名残
疾儿童入学。２００４年，全县有学龄残疾儿童７２２人，协调部分学校为残疾儿童减免学杂
费８万余元，残疾儿童入学率由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７０％上升到８８％。帮助３名低视力辍
学儿童重返校园。两次选拔１３名残疾人体育运动员，有６人进入省体育中心参加训练。
２００５年，解决１７名贫困残疾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组织４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陕西省
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暨首届特奥会比赛，夺得三金三银，并被组委会授予 “优秀运动员”

称号。２００６年，扶持７４名贫困残疾学生入学，享受 “两免一补”助学的残疾学生２６８
人。选送２名肢残运动员到国家队、省队集训，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分别摘取银奖、铜
奖。２００７年，扶持 ５０名贫困残疾学生入学。２００８年，扶持 ３２名残疾学生就学。２００９
年，救助５４名贫困残疾人子女及残疾学生。２０１０年，实施 “省市残联贫困残疾儿童少年

助学”“贫困残疾大中专学生助学”项目，４１名残疾学生得到扶助。

第六章　消协和个体劳动者协会

第一节　消费者协会

协会机构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汉阴县消费者协会成立，通过 《汉阴县消费者协会章程》，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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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４８名，常务理事２０名，会长１名，副会长２名。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６
日，县消费者协会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通过修改的 《消费者协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二

届理事会理事４５名，常务理事９名，会长１名，副会长２名。２００２年，成立 “１２３１５”
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县消费者协会举行第三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８８人，常务理事３６人，会长１名，副会长２名。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９９４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２８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８４２元。１９９７年，受
理消费者投诉案件１５０起，处理１４８起。１９９８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７７起，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３万元。２００１年，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１５２起，受理群体投诉２起，调处
１４６起。其中餐饮、医疗、修理等欺诈投诉案１２起，罚款１３万元，为消费者挽回损失８
万余元。２００３年，受理消费者投诉１６５起，调处１３５起，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１８起，挽
回经济损失４０余万元。２００４年，“１２３１５”受理消费者投诉案１５５起、申诉案１４起，挽
回经济损失４５万元。２００５年，在原有１０６个投诉点基础上，新建投诉点５２个，逐步把
１２３１５网络建成综合执法网络。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１５４起，调解成功１５１起，支持到法
院起诉３起，立案查处７起，挽回经济损失６８万元。２００６年，受理各类消费者投诉１２０
起，立案查处２起，罚没金额１２万元。２００７年，新建投诉举报网点３２个、联络站５个，
全县投诉点达１７３个，覆盖１８个乡镇。全年受理消费者投诉５６起，挽回经济损失２０万
元。２００８年，受理各类消费者投诉２６４起，立案查处３起，罚没金额１５万元。２００９年，
新建投诉网点１０个，新聘消费维权员２０个，全县共有投诉站点１７５个。全年受理消费者
投诉８２起，挽回经济损失３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建立消协分会６个，两站１７９个。受理消
费者投诉６９件，调解６７件，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２万元。

第二节　个体劳动者协会

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９～２１日，汉阴县召开首届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选举成立 “汉阴县个体

劳动者协会”。会后，城关镇、平梁镇、涧池镇、蒲溪镇、漩涡镇、汉阳镇相继成立分会。

坚持对个体劳动者开展诚信守法经营教育，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
向国家缴纳税费６７７万元，各类捐款３２万元，认购国债３０万元。２人次被评为全国、
全省先进个体劳动者，县个协及１３户个体工商户被省个协、工商局评为文明先进户。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０日，召开个体私营企业代表大会，选举成立 “汉阴县个体私营企业协

会”。城关镇、平梁镇、涧池镇、蒲溪镇、漩涡镇、汉阳镇也相继成立分会。汉阴县个体

劳动者协会及分会随之并入汉阴县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及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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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编

军　事

１９８６年５月，县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１９９６年４月，恢复军队建制。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设１８个乡镇人民武装部。县人民武装部加强两级武装部
正规化建设，抓好民兵整组，认真开展军事训练和征兵工作，扶贫帮困，

促进军民共建，积极参加地方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国防建设和

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第一章　军事机构

第一节　人民武装委员会

县人民武装委员会

１９５４年１月２０日，中共汉阴县人民武装委员会成立，“文革”期间中断，１９７８年重
新建立。２００２年２月，汉阴县国防动员委员会成立，与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一套机构两块
牌子。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县委书记任主任，县政府领导人和县军事机关领导人任副主

任，县委、县政府、军事机关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负责人为委员。

基层人民武装委员会

１９９４年２月，汉阴县５区１镇４０个乡 （镇）相继成立人民武装委员会。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底，设２１个乡镇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调整为１８个乡镇党委人民武装
委员会。基层党委人武委主任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副主任由行政领导和人武部领导担

任，组织、公安、武装、宣传、民政、工会、青年团等专干为成员。

第二节　人民武装部

县人民武装部

１９８６年５月，汉阴县人民武装部 （简称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下设军事科、政工

科、办公室。从１９８７年５月开始，佩戴人民武装工作专业符号。１９９３年增设以劳养武办
公室。１９９６年４月，汉阴县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汉阴县人

民武装部”，由副县级升为正团级。县委书记兼任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人民武装部１
名主官参加县委常委，１名主官参加县政府常务会议。内设军事科、政工科、后勤科。开
始给军官授予军衔。至２０１０年，人武部机构设置无变化。

基层人武部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基层武装机构设５区１镇４０乡 （镇）人民武装部。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
日，撤销平梁、蒲溪、铁佛、漩涡、汉阳５个区武装部建制，全县设１２个镇、９个乡人
民武装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撤销塔岭、凤江乡，划归漩涡镇；撤销渭溪乡划归汉阳镇。全
县设１２个镇、６个乡人民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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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人武部部长、政委任职情况表
表２１－１－１

姓　名 籍　贯 军　衔 职　务 任职时间

范满满 甘肃武山 无 部　长 １９８６．４～１９９０．１

熊连荣 陕西安康 无 部　长 １９９０．１～１９９２．１

刘国柱 陕西汉阴 无 部　长 １９９２．１～１９９３．５

张友堂 陕西汉阴 上　校 部　长 １９９３．５～１９９９．６

任晓科 山西汾阳 上　校 部　长 １９９９．６～２００１．４

闵增洪 陕西渭南 上　校 部　长 ２００１．４～２００４．２

张建才 山西阳城 中　校 部　长 ２００４．２～２００６．３

曹玉林 新疆石河子 中　校 部　长 ２００６．３～２００７．２

李亚维 — — 部　长 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９．２

聂永前 — — 部　长 ２００９．２～

刘国柱 陕西汉阴 无 政治委员 １９８６．２～１９９０．１

吴先怀 陕西安康 无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０．１～１９９２．１２

张友堂 陕西汉阴 无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２．１２～１９９３．３

张武成 河南槐荫 无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３．５～１９９６．５

孟延栋 陕西长安 上　校 政治委员 １９９６．５～２０００．４

张　伟 甘肃静宁 上　校 政治委员 ２０００．４～２００８．２

聂永前 — — 政治委员 ２００８．３～２００９．２

詹　斌 — — 政治委员 ２００９．２～

第三节　驻　军

解放军后勤基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汉阴油料仓库，隶属原总后勤部 （武汉）基地指挥部第二后

方基地。１９９４年，第二后方基地撤销，组建武汉后方基地，仓库隶属于武汉后方基地。
２０００年改代号为６２１５０部队，正团级建制。基本任务是平时担负驻陕南部队的油料

及油料装备供应，战时向战区提供油料支援保障。

武警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汉阴县中队，受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安康市支队和汉阴县

公安局双重领导。中队先后５次被省武警总队评为基层先进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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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担负汉阴县看守所的武装警戒，配合公安部门逮捕、押解，配合法院对宣判死

刑的人犯执行处决以及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等任务。

公安消防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汉阴县消防中队主要担负辖区内消防安全监督检查、建筑工

程消防审核、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火灾原因调查审理、

消防行政处罚及灭火执勤和抢险救灾等任务。１９８８年１月，县消防中队隶属武警安康地
区消防支队和县公安局双重领导。１９９６年６月，组建汉阴县公安消防大队，受武警安康
地区消防支队和县公安局双重领导，部队驻县城西郊李家台。县消防中队组建以来，成

功扑救高梁铁路隧道、县五金厂、县纺纱厂和漩涡镇 “８·２３”等重大火灾，并多次参加
地方抢险救灾。先后５次被省消防总队评为 “基层先进单位”，７人荣立三等功。

第二章　民兵　预备役

第一节　民　兵

民兵建制

１９８８年，建成民兵训练基地。１９９１年，根据新 《民兵工作条例》，县人武部对民兵

编组，编民兵×人。２０００年，编民兵×人。２０１０年，编民兵×人，组建×个民兵连。
民兵整组

一年一度民兵整组工作，一般安排在春节前后农闲时节，结合地方中心工作或征兵、

兵役登记等进行，吸收适龄青年加入民兵组织和办理超龄转、出队手续。民兵编组在农

村一般以行政村为单位编民兵连 （排），在县城一般以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为单位，

根据民兵人数分别编班、排、连。１９８８年，汉阴县５区、４１个乡 （镇）、２６３个行政村都
建有民兵组织。１９９７年以来，根据 《国防法》和 《民兵工作条例》规定，对民兵组织做

相应调整，在城镇、交通沿线重点建好民兵应急分队、专业技术分队。

第二节　预备役

１９８５年，年度兵役登记转入常规化。每年９月，由县、区、乡 （镇）武装部门对当

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年满１８岁男性公民登记一次。规定士兵服预备役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
第一类是２８岁以下退出现役的士兵和基干民兵；第二类是指２９岁至３５岁退出现役的士
兵和普通民兵。预备役士兵逐年进行编队、转类，一类士兵２９岁转入二类预备役，二类
士兵３５岁退出预备役。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县３５岁以下退伍军人服预备役人员最多×人，最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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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兵　役

第一节　征　兵

体格检查

１９８９年以前，由卫生部门抽调力量组成体检组，采取定点体检和巡回体检两种办法。
体检结束后，一般由地方医生与接兵部队医生组成复查组，对合格体检青年进行复查。

１９９０年后，汉阴县每年只设１个体检站，应征青年到县集中体检。
政治审查

１９８８年采取 “三审”办法，即目测合格者初审，体检合格者政审，定兵前复审。

１９８９年以后，采取村、乡、县三级把关，县征兵办公室、县公安局、接兵干部 “三方统

一联审”，确定征集对象。

审批定兵

县征兵办在定兵时，有县征兵办公室、体检组、政审组、接兵部队领导、各乡镇武

装部长参加，先由各乡、镇武装部长汇报初定的兵员情况，经定兵会议研究确定应征入

伍人员，县征兵办公室发出 《入伍通知书》。

新兵交接

１９８８年以后，由部队派干部到我县接兵。１９９０年征兵２次，以后每年征兵１次。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义务兵预征对象报名率均在９５％以上，无一例责任退兵和其他退兵。

第二节　国防教育

１９８９年前，国防教育职责由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履行。１９８９年７月，成立县国防教育
委员会，成员有县委办、政府办、宣传部、文化局、教育局、司法局、广播局、工会、

妇联、共青团、人防办主要领导和人武部政工科科长。办公室设在县人武部。

１９９２年以后，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宣传部部
长兼任，副主任由宣传部副部长、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兼任。国防教育内容主要有

国防精神、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法制、国防体育等。

军事人员国防教育

１９８８年以来，县化工厂、计量器厂、塑料厂等企业和各乡镇相继建立国防教育园地，
并结合每年民兵、预备役、武装干部军事比武，开展国防教育。１９８８年，在县化工厂召
开现场会，县人武部总结推广县化工厂、塑料厂预备役和民兵国防教育经验。１９９３年，
组织全县武装干部、民兵参加陕西省国防知识竞赛活动，筛选１３００份优秀答卷送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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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国防教育

１９８９年，县国防教育委员会在汉阴中学、城关中学、太平中学开展国防教育试点，
之后在全县中小学校全面展开。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７日，在太平中学举办县直机关干部和中小
学生共３０００余人参加的 “爱中华、奔小康、强国防”国防教育签名活动。

１９８９～２００５年，有１６所学校与驻军开展联谊活动，４所高中邀请军队离退休干部、
驻军干部、战士到学校上国防教育课，进行军事体育训练。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结合中学生运动会，举办２０次 “国防体育运动会”。全县高中和部

分初中坚持对入学新生进行为期半个月军训，学习军事知识，增强国防观念。

机关人员国防教育

每年 “八一”“十一”，组织县级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参加国防知识竞

赛，进行国防理论教育。县委党校在对各级领导干部培训中安排国防教育内容，由县人

武部领导和政工科长担任国防教育教员。县人武部每年组织县级各大班子、各乡镇及各

部门领导开展 “一日军营生活”活动，多次集体前往驻军营地参观，观看军事表演，培

养爱军习武意识。

每年 “八一”前后，组织县上主要领导和县武装委员会成员进行１次军事训练，进
行步枪、手枪实弹射击，了解武器常识，增强国防观念。

第四章　拥政爱民

第一节　维护地方稳定

１９８８年，清明寨乡建立一支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治安联防队，使该乡社会治安明显
好转，１９９０年被县、地、省评为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１９８９年５月２日，永宁乡桃园村民兵及时驱散聚集２００余人的非法布道活动。１９９０

年，全县６１名武装干部、７００余名民兵配合公安机关摧毁犯罪团伙 ×个，逮捕犯罪嫌疑
人×名。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出动民兵１２５０人次配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２０００年，在全
县成立民兵治安小组２５个。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每年组织１２０名民兵协助县公安局完成 “油

菜花节”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第二节　参与经济建设

促进经济发展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投入民兵１１１６２１人次，新修农田３４５万亩，植树造林３４６６万亩，
整修乡村公路９９２千米，建小型电站３座，参加架设高压线１５千米，修渠３５条７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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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修桥１４座。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县人武部先后出动官兵１８０人次，驻军派出官兵５０００多
人次，出动车辆１００多台次，帮助群众收种庄稼１２２３亩，整修道路２５千米，修筑爱民渠
２千米，义务植树２２５万株。２０００年，在县城北城街改造中，义务投劳２００个，派车１２
台次，铲运土石方４００立方米。组织驻军、应急民兵分队到平梁镇红岩、忠义村参与山川
秀美工程建设。２００１年，县人武部承担龙垭镇石家沟小流域治理任务。全年投劳５万个，
新修生产道路７千米，建水窖２１口、水库１座、拦沙坝３处，植树２５９２公顷，开挖密
植桑带１０公顷，坡改梯２７公顷。至２００４年，全部完成流域治理目标，治理区人均收入
由２０００年７２９元提高到１４００元以上，被评为省级优秀工程。
２００３年，建立以民兵为骨干的黄姜、蚕桑、畜牧示范园２０余个。２００８年，协助军分

区包抓双乳镇平安建设、三同村新农村建设，协调落实援助建设资金６万元。２００９年，
组织动员民兵建立畜牧、蚕桑、药材、蔬菜等产业示范点６２个，民兵骨干领办各类中小
企业３８家。

扶贫帮困

１９８８年以来，驻军建立扶贫帮困联系点，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建
设。５９５５５部队为驻地五一村贫困户送大米４００斤、面粉９００斤、人民币３２００元，捐赠衣
服２００件，还为缺劳贫困户抢收夏粮投劳２２００个。为特困户、五保户、孤寡老人义务检
查身体１３２８人次，抢救危重病人２０人次，免费送药价值４０００元，并给五一小学８名贫
困儿童解决学费５００元。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县武装部在水田、黎明、凤江乡蹲点扶贫，有２２名干部职工受到军

分区表彰。５２名区乡专武干部帮包的贫困户全部脱贫。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汉阴县人武部和乡
镇武装部积极开展扶持农村奔小康活动，实行每个乡镇武装部帮建１个小康村制度。１９９７
年，县人武部组织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开展 “一部一村”扶贫工作。至１９９９年，共建小康
村２１个，帮扶贫困户８２户。
２０００年，６２１５０部队和县人武部出资３万元，为帮扶的龙垭镇保健村修建１座军民桥

及３千米村级公路。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评为扶贫先进单位。
２００４年，县人武部开展 “一部一校”帮扶活动，筹集 “两基”资金３万余元，帮助

石家沟小学改建危房３２０平方米，维修围墙３０米，新修校门、厕所、洗手池等基础设施，
按 “一部一校”要求建立少先队大队部、综合办公室、图书阅览室、综合器材室、综合

素质展示和实验室等。团职以上干部帮扶５名特困学生，对９５名贫困学生落实 “两免一

补”政策。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安康军分区在汉阴县召开 “一部一校”现场观摩会。２００７年，
县人武部被评为 “一部一校”帮扶先进单位。２０１０年，协调原总后勤部投资１２５万元，
援建双乳镇 “八一爱民小学”。

第三节　参加抢险救灾

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１日，堰坪乡三塘村一村民房后山滑坡，民兵连组织３５名投入抢险，
使其免受损失。１９９９年，扑救火灾中出动官兵３５０余人次，车辆２６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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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抗旱救灾期间，主动为地方派车３２台次，出动官兵２００人次给边远乡村送
救灾粮和籽种６０吨。
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１日，动员协调驻军和城关、平梁、涧池镇民兵预备役为宁陕灾区运送

２００千克食盐和５００余千克的帐篷、药品等救灾物资。９月５～９日，东方红、梧桐沟、茨
沟、安良等水库发生险情，组织部队、民兵２６００余人，转移受灾群众和物资、加固堰坝、
炸堤泄洪。

２００６年７月，组织１２０名民兵参与永宁乡森林灭火。２０１０年，组织民兵４０００人次参
加 “７·１８”抗洪救灾，清除坍塌方１０万立方米，维修房屋６１２间，转移群众４００余人。

第四节　双拥共建

１９８８年以后，每年３月，部队都要组织家电维修、自行车修理、理发、医疗咨询、
打扫卫生、政策宣传等６个学雷锋小组在县城、火车站、汽车站等地开展便民服务活动。
１９９２年以来，汉阴县多次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军区命名为 “双拥模范

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１９９７年，汉阴中学被评为陕西省军民共建文明单位。先后
派出１２名军事教员和辅导员，讲授国防知识，搞好军训，受训学生达４２００人次。捐款近
５０００元资助特困学生上学。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４日，被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表彰为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
２０００年７月３１日，县委、县政府召开议军会议，研究解决３个问题：１党管武装工

作。将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和民兵预备役工作列入各级党委议事日程，纳入党政主要领

导年度考核和任期目标，实行一票否决制。２专武干部管理问题。全县２１个乡镇武装
部，实编专武干部２７人，有部长２０人、副部长３人，专武干部平均年龄３４５岁。优先
安排经过专业训练的学员，对基层武装部长和专武干部的选拔、配备、考核、任用等要

以军事系统为主，县委根据情况差额调整；工人身份的副科级部长可不经过公务员考试，

直接过渡；未经武装部党委研究的，专武干部不得交流到其他岗位。３民兵训练和应急
分队装备经费。财政预算每年不低于１４８万元。
２００７年，汉阴县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县。２００９年，县委、县政府投入贴息贷款和其

他经济援助２００余万元，使５０余户贫困军属和２００余名优抚对象脱贫。
至２０１０年，共有军民共建点２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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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编

公安　司法行政

积极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不断提高整体素质、执法水平、刑

侦技术，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积极开展禁赌、禁毒、扫黄，净化社

会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稳定。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查处治安
案件７９６７件，破获刑事案件２３８０件，其中重大案件５３２件。

司法行政部门先后实施 “一五”至 “五五”普法宣传，开通 “１４８”
法律服务热线，开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办理公证５３１９件。建立司
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 “三位一体”大格局工作机制，做好人民

调解及帮教矫正工作，累计调解民事纠纷３８７３７件。



第一章　公　安

第一节　公安机构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公安局内设机构有秘书股、政保股、内保股、治安股、预审股、防
火股、刑警队、缉私队、消防中队、看守所、交警大队、纪检组。派出机构有城关、平

梁、蒲溪、涧池、铁佛、漩涡、汉阳派出所及林业派出所、黄金派出所。１９９１年４月，
增设监察室；６月，增设政治工作办公室。１９９３年８月５日，成立城郊派出所；１２月２７
日成立城区治安巡警队。１９９４年６月，交通警察大队增设城区中队。１９９５年１月，交通
警察大队增设南区中队；３月增设法制股；１０月，秘书股改为办公室，刑警队改为刑警大
队，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９９６年，城区治安巡警队更名为县公安局巡警大队。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５日，增设酒店、药王、石条街、铜钱、田禾、上七、塔岭、凤江、渭

溪、双坪、双河口、双乳、永宁、龙垭１４个派出所；７月４日，成立指挥中心，办公室
并入指挥中心；１０月，撤销预审科，并入刑警大队，刑警大队下设办公室和刑事技术、
经济侦察、城区、涧池、平梁、铁佛、漩涡７个刑警中队。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１日，治安科与
户政科合并，更名为治安大队；政保科、外事科、内保科合并，更名为政治保卫侦察大

队；成立督察大队；法制股更名为法制科。２００３年８月８日，内设公安指挥室、政工室、
纪律检查委员会、法制科、警务督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 （内设车管科、交管科、事故

处理科、办公室、下设城区交通警察中队、南区交通警察中队）、刑事警察大队 （下设办

公室、刑事技术刑警队、经济案件侦查刑警队和城区、平梁、铁佛、涧池、漩涡５个责任
区刑警队）、治安大队、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巡警大队、看守所、治安拘留所；下设城

关、城郊、平梁、蒲溪、涧池、双乳、铁佛、龙垭、观音河、漩涡、汉阳１１个派出所。
１１月３日，林业派出所更名为森林公安派出所、森林警察大队。２００６年６月，黄金派出
所随黄金公司改制而自行撤销。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设立缉毒大队。

第二节　治安管理

特种行业管理

１９９１年，开展３次全县范围内治安大清查，清查国营、个体旅店７９家、车站４个、重
点经济部位３６个、出租屋３７处、公共复杂场所２５处，审查嫌疑人１３７名，破刑事、治安
案件３８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人，其中治安处罚４３人。１９９２年，清查旅店５４个、车
站５个、经济要害部位３１个、出租屋２３个、公共复杂场所２５个，审查嫌疑人４７名，破刑
事治安案件４１起。１９９５年，检查整顿７４个公共娱乐场所、特种行业等要害部位，举办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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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学习班１９５人次，换发安全许可证８９份，完善各类制度２１７种。２００１年，清查公
共娱乐场所、出租房等９００余处，整治治安混乱区域１３处，检查落实安全防范３００余处，
清查旅店、美容美发厅、录像厅１７４处，“网吧”１５处，清理整顿废旧金属收购行业１４处，
对北城街批发市场等５处存在严重治安隐患单位进行重点整治。２００３年，县公安局组织国
保、消防、治安和派出所多警种，开展８次安全防范大检查，清查旅店、网吧等特种行业
２５７处 （次），整改治安隐患８０处，火灾隐患６８处，给１５个公共场所和１１家网吧下发整改
通知书２６份。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县公安局累计组织开展７８次行业场所安全大检查，清查旅
馆、网吧、ＫＴＶ等１３９６处 （次），整改各类治安安全隐患７９４处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

２３１份。
危险品管理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清查登记运动枪支４７支、子弹３４５７发，换发持枪证１４５本，清收
５４式手枪１支，小口径步枪２８支，气枪１１支，射击运动枪９８支，自制钢珠手枪２支、
子弹１１０发，电击枪２支，手榴弹８枚、雷管１２３发，登记、清收土猎枪３２５４支，对１２
支体育用枪登记发证并落实安全措施。颁发烟花爆竹 《销售许可证》２４０户，依法整改和
取缔不符合安全规定的２３１户。整顿生产经营、使用爆炸物品单位７１个，给符合安全规
定的２６个单位签发爆炸物品管理证，对１４个违法经营单位和个人给予治安处罚，取缔非
法生产黑色火药个体户４个，取缔存放点１个，收缴氯酸钾２５１４千克、火药４５０千克、
炸药１６００千克，没收烟花爆竹４９件。追查爆炸物品被盗、丢失事故４起。１９９６年９月，
开展收枪治爆专项斗争，收缴非法枪支 ×支、炸药２５０千克、雷管２００发、刀具８０件。
查获非法制贩枪支窝点３个。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查处涉爆案件２５起，取缔非法生产烟花爆竹作坊１０２家，收缴枪支×支、

炸药１２９５９千克、雷管１５４２１枚、导火索２３１０米、火药８５８０千克、烟花爆竹３０００余万响。对
化工厂、民爆经营部、黄龙金矿等重点生产、销售、使用单位清理整顿，整改安全隐患２０余
处，进一步完善经营、储存、使用管理制度。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查处涉爆案件３１起，取缔非法
生产烟花爆竹作坊２６家，收缴枪支×支、炸药１０６７千克、雷管１１７２１枚、导火索３２１７米、火
药１２２６千克，烟花爆竹４０００余万响，清理各类安全隐患１６０余处。

治安案件查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查处各类治安案件７２３起，查处违反治安管理１６００人。其中，罚款
１２１０人，警告２０人，劳动教养１８人。１９９１年，结合农村社教，整顿１０５个村治保组织，
建立巡逻队、联防队１１１个，加强 “两劳”（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管理，９１名 “两劳”

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仅４名。全年查处治安案件２３８起，治安处罚４８２人。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查处治安案件１２４４起，治安处罚３１８２人。调解治安纠纷６０５起。１９９７年，建立完善
２６４个村治保组织，在川道沿线设立治安岗亭５个、报警点７４个，建立治安巡逻队５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治安案件高发，累计查处４２０８件，平均每年发案７００余件。
２００２年，推广双乳派出所给耕牛挂牌上户，实行微机管理做法和涧池派出所推行的

“中心户长制”，全县共推选出４３８６名 “治安中心户长”。２００３年，组建城区交巡警大
队，从复退军人、警校毕业学生中招聘１０名巡逻队员，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备勤和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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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在城区率先实行治安、交警、巡警三警合一的综合执法警务机制，实现警力有
效整合，功能互补，打、防、管、控一体化。城区治安案件与上年相比减少３２％，刑事
发案减少４７％。１０月，城关警务改革被确定为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现场会参观点。
２００５年，建立以指挥中心为龙头，以刑警、治安、巡警、国安、交警为骨干，以公安派
出所和群防组织为阵地，警民联动快速反应体系。结合村委会换届，整建治保会１９１个
１７１３人，治安小组８１０个１６８９人，中心户长４３８６人，护楼护院员２１５０名，评选治安模
范户５４１５户，治安先进村１６８个，形成治保户管 “面”，中心户长管 “片”，治安模范户

管 “点”三道群防群治网络体系。建起城关地区 “一区一警” “一区多警”模式。在城

区不断完善巡警巡逻防控机制，对城区集贸市场、学校周边、广场、夜市摊点等进行２４
小时不间断巡逻。２００７年，查处治安案件４４１起，查结率９８４％。行政治安处罚１０６３
人，劳动教养７人。建成规范社区警务室３个，农村警务室１７９个，校园警务室１５０个，
配备警务室民警５３人。２００８年，新建矿区及学校警务室９个。全县警务室达１９２个。建
成样板警务室２０个，配备专兼职警务民警１９９名。全年共受理治安案件４１６起，查处４０６
起，行政处罚４１９人，审批劳动教养３案４人。２００９年，成立汉阴县公安局电力警务室。
全年受理治安案件２４８起，全部查处，行政处罚３６７人，劳动教养５案５人。２０１０年，城
关、平梁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 “一级公安派出所”，汉阳、蒲溪、涧池、铁佛派出所被省

公安厅授予 “二级公安派出所”。全年受理治安案件２１５起，查处２１０起，治安处罚２２５
人，劳动教养１案１人。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查处治安案件一览表
表２２－１－１ 单位：件

年　度
扰乱办

公秩序

流　氓

斗　殴

盗骗抢

毁财物
赌　博

卖　淫

嫖　娼

淫　秽

物　品
毒　品

危　险

物　品
其　他 合　计

１９８８ １９ ６９ ４５ ４３ １ １ ０ ５ ４４ ２２７

１９８９ １３ ９１ ７０ ５５ ０ １ ３２ ４ ３５ ３０１

１９９０ １７ ５８ ４０ ２０ ０ １ ７ ３ ４９ １９５

１９９１ ７ ８８ ４０ ２６ ３ ２ ５６ ０ １６ ２３８

１９９２ ３ ３７ ２２ ５２ ５ １ ５ ３ ２３ １５１

１９９３ ９ １０２ ８５ ６６ １０ １ ４ ３ ３９ ３１９

１９９４ ６ ３５ ６７ １１０ ２ ０ ３ １ ３９ ２６３

１９９５ ５ ５０ ３３ １５７ ３ ０ ４ ３ ２１ ２７６

１９９６ ３ ５８ ２５ １３８ ４ ３ １ ０ ２０ ２５２

１９９７ ４ ３８ ４７ １０９ １４ ３ ６ ２ ２９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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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扰乱办

公秩序

流　氓

斗　殴

盗骗抢

毁财物
赌　博

卖　淫

嫖　娼

淫　秽

物　品
毒　品

危　险

物　品
其　他 合　计

１９９８ １３ １３８ １１３ ３１４ ８ １３ ９ １１２ ９５ ８１５

１９９９ １１ １６２ ６１ １６５ ２３ ９ ３ ２９ ７４ ５３７

２０００ １５ １９９ ８８ １４８ ５ ３ ７ ４２ １０４ ６１１

２００１ １４ １８２ １２５ ６７ ８ ４ ２ ８７ ２３１ ７２０

２００２ １５ １８９ ９８ １２２ １８ ９ ２ ２２ ２４５ ７２０

２００３ ３５ １６３ ８７ ６０ ５ ４ ２ ２９ ４２０ ８０５

２００４ ８ １２９ ８２ １６ ０ ５ ２ １３ １７４ ４２９

２００５ ５ １０８ ３８ ７ ２ ２ １ ５ １１０ ２７８

２００６ １２ ７６ ２１ ３ ０ ０ ３ ８ １４ １３７

２００７ ７ ２２９ ４０ １０ ８ ２ ５ １７ １２３ ４４１

２００８ １０ ２５０ ５０ ２０ ４ ２ １ ９ ７０ ４１６

２００９ ８ １００ ８０ １０ １０ ３ ０ ７ ３０ ２４８

２０１０ １１ ７０ ７０ １８ １４ ０ ２ ５ ２５ ２１５

合计 ２５０ ２６２１ １４２７ １７３６ １４７ ６９ １５７ ４０９ ２０３０ ８８４６

第三节　户政管理

户籍管理

１９８８年，农业人口仍由乡 （镇）人民政府管理，非农业人口由县公安局治安股和派

出所管理。１９８９年，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在全县展开，当年核对户口３６９２５户１３１０７６
人，照相６１７１３份，制卡３６万件。１９９０年４月，开展户口整顿，对２６３个村入户核对，
查清有户口无人４２８５人，有人无户口２３３０人，无户口人员７１５５人，重登户口人数２３２
人，漏登户口人数３５６人。共变动户口登记项目３３９５０项。１９９１年，农业人口转非农业
人口实行 “许可证”和 “农转非户口批准通知单”制。１９９４年６月５日至７月３０日，开
展户口整顿，清查有户口无人４７８５人，无户口人员２３７０人，重登户口２１２人，漏登户口
３４７人，应销未销１０１８人。变更户口登记项目１２４７５项。整顿后常住人口数为２７８８０２
人，比整顿前增加５０９人。１９９６年７月，开始推行农村户口城市化管理。按照 “三全”

“四有”“五统一”标准 （三全：农村户口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管理登记制度健全；四

有：有农村居住方位图，村、组、院落或集镇的街、路、巷有名牌，户有门牌号，户户

有户口簿；五统一：户口簿、门牌号、村民居住方位图、派出所的登记索引表、常住人口

登记表要统一规范），统一制发 《常住人口登记表》逐项登记，换发公安部统一制发的 “新

１２４第二十二编　公安　司法行政



居民户口簿”加盖 “农业家庭户”条章和户口专用章、户籍员印章发给村民。１９９９年，乡
镇管理３９年的农业人口户籍移交当地公安派出所管理，实现农村户口城市化管理。２００６年
５月，开始换发第二代身份证，至２００９年，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２２１２５８张。２００９年６月，
启动军人居民身份证办理工作。２０１０年，全面开展居民身份证号码重号、错号清理工作。７
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户口清理整顿工作铺开，登记无户口人员６００余人。

农转非

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解决科级干部家属农转非户口７６６人，落实政策农转非５３７人，按指标解
决职工、居民家属农转非户口１０９１人，随军家属户口６５７人。１９９２年７月１６日，停止公开出
卖非农业户口，对已经出卖的户口，一律予以注销，在原常住户口所在地恢复农业户口。

第四节　查禁黄　赌　毒

扫黄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坚持 “严打”与 “扫黄打非”、集中清理与日常管理、白天检查与

夜间堵截、公开和秘密相结合，深入开展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取缔卖淫嫖娼、色情服务

专项治理，共查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６４起，查禁卖淫嫖娼案１１９起。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持续开展 “扫黄打非”、娱乐服务场所整治专项行动，常态化打击卖淫嫖娼等违

法行为，共查处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５起，查禁卖淫嫖娼案２８起。
禁赌

１９８８年，组织两次查禁赌博专项斗争，共查处赌博案件 ４３起，查处参赌人员 ３３４
人。１９８９年，结合 “两打击、四整顿”专项斗争，查处赌博案５５起。１９９２年农历正月
初二至初四，在城关地区查禁赌博统一行动中，破获赌博案２８起，抓获参赌人员１１２人，
涉及县直１４个单位４０多名干部、职工，依法收容审查３人、治安罚款１０２人。２００６年４
月，酒店镇邮政代办点投递员胡某，多次以 “推筒子” “诈金花”形式参与赌博，计贪

污、挪用公款、农民工汇款２０余万元，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诈骗罪判处
胡某有期徒刑１９年，并处罚金５万元。７月１４日，县公安局组织刑警、治安、巡警、武
警、消防多警种联合行动，在高家岭水利宾馆四楼会议室查获３０多人聚众赌博案，现场
缴获赌资２９５８万元。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查处赌博案件１６８８起。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查处赌博案件４８起。
禁毒

１９８８年以来，每年利用 “６·２６”国际禁毒日、“１２·４”法制日在县城北城街、凤凰
广场设立禁毒宣传站，发放禁毒宣传单，播放禁毒宣传教育资料，展出禁毒宣传挂图，

开展 “关爱生活、远离毒品”千人签名活动。设立永久性禁毒宣传牌，汉阴电视台及广

播站播放禁毒宣传片和讲座。１９８９年，查处种植毒品原植物罂粟案３２起。１９９１年５月，
铲除私种罂粟９８６７株，涉及种植人员４１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１人，治安处罚４０人。
１９９８年，查破涉毒案９起，铲除罂粟１３万余株，缴获鸦片１０５克、罂粟种３千克。１９９９
年６月２９日，平梁公安派出所查破一起在凤凰山顶密林深处特大非法种植罂粟案，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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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４１８７８株。２０００年，在部分社区成立以社区委员会主任为站长，以社区民警为副站
长，以妇联 “巾帼志愿者”、共青团 “青年志愿者”及社区居民积极分子为成员的创建

“无毒社区”工作站。城关镇东城街是全县第一个进行社会化禁吸帮教的试点单位，街道

组建单位、社区、家属、派出所社区责任民警和街道老同志组成的 “五位一体”社会化

禁吸戒毒帮教小组。２００４年元旦，查破谢某等４人注射吸食毒品案，是首例该县人在县
境内吸食毒品案。２００７年 １月 １３日，又在 “８２３”迪吧查获吸食摇头丸、Ｋ粉案件。
１９８９～２００７年，累计破获毒品案１５４件。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查处毒品案件３起。

第五节　刑事侦查

侦查破案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汉阴县发生刑事案件３２３６起，破获２３８０起。其中重大案件５９０起，
破案５３２起。刑事案以盗窃为主，累计发案１９５８件，尤以团伙偷盗耕牛最为猖獗；其次
是伤害案件，杀人案件，抢劫案件，拐卖妇女儿童案件，诈骗案件，强奸案件。打掉各

类犯罪团伙９７个。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刑事立案６５８起，破案４４８起。其中，重大案件３２
起，抓获网上逃犯２３０名。

刑侦技术

１９８３年，县刑警队设刑事技术组。１９８６年，被省公安厅定为三级技术点，授予鉴定
权。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刑警大队技术组改称技术中队。２００６年２月，被公安部定为全国二级
刑事科学技术室。２００６年７月，省公安厅授予法医检验、痕迹检验、声像资料３个专业
鉴定权，１１名民警被授予鉴定人资格。至２０１０年，有刑事技术人员６名，占同级刑侦部
门警力的１８％，全部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全部经过省级以上培训。拥有数码照相机、
数码摄像机、多波段光源、多媒体投影系统、指纹远程比对系统、比对显微镜、５０２熏显
柜、ＤＦＯ熏显柜、电动开颅锯、专用刑事勘查车等先进刑事技术器材。自被授予鉴定权
以来，共出具鉴定书３５００余份，无一错误，并实行人身伤情鉴定公开制度。

重大刑事案例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４日，县林特局职工罗某等３人在堰坪乡处理村民乱砍滥伐返回途中，
其中２人被蒙面歹徒持利斧砍倒。县公安局接报后，仅２４小时就破获这起重大报复杀人
案，罪犯吴某被逮捕归案。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３日晚，犯罪嫌疑人陈某用手榴弹炸死炸伤群众２０余人，蒲溪公安派
出所、县公安局３７名民警在３０分钟内赶到案发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０月１６日晚，
蒲溪派出所抓获流窜惯贼汤某，经突击审讯和内查外调，破获以汤某为首的１２人盗窃团
伙，破案４２起，其中盗牛案３８起。
１９９３年，摧毁犯罪团伙６个，涉案成员３０人。其中抢劫团伙２个６人，盗窃团伙３

个２１人，诈骗团伙１个３人。
１９９６年８月中旬，县公安局１９９４年 “１１·７”专案组缜密侦查，将杀人抛尸主犯龚

某抓获归案，挖掘同案犯５名，破获汉阴县首例雇请杀手杀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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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９日，漩涡镇联合村三组发生１起特大投毒杀人案，林某等６人中毒，
林某因抢救无效死亡。县公安局经４８小时连续奋战，投毒杀人犯罪嫌疑人罗某被抓获。
１９９８年，破盗窃案７４起，打掉盗窃团伙７个，追回赃款赃物价值１８万元。
１９９９年，破获药王 “５·１１”特大杀人焚尸案、１９９５年 “１１·１４”特大杀人案，抓

捕省公安厅督办的２名要犯。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２日，破获永宁乡磨盘堰周某杀人沉尸案。１０月９日，破获龙垭镇双龙

村张某特大投毒杀人案。

２００１年，破获 “３·１７”投毒杀人案、“３·１９”特大强奸杀人案、“３·２３”特大麻
醉抢劫案和１９９８年 “１０·９”盗抢婴儿案。
２００２年，县公安局组成１０个破案攻坚组、１１个追逃组，相继攻克永宁乡 “１·２３”

特大绑架杀人案、“９·２”入室抢劫杀人案。摧毁４个盗窃耕牛团伙，破盗窃耕牛案２４
起，追回被盗耕牛３０头。
２００３年，县公安局成立 “７·２５”系列盗窃耕牛案件专案组，侦破盗窃耕牛案１０４

起，摧毁犯罪团伙５个，抓获盗窃耕牛犯罪嫌疑人２２人，追回耕牛１６头。破获谭某、朱
某盗窃耕牛１０７头的大案。
２００５年，破获 “４·１８”杀害现役军人家属案、“７·２０”李某杀害公婆案和平梁镇

安合村支书欧某家价值２０余万元金首饰被盗案。
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６日，平梁镇铁瓦殿发生全国罕见的一次杀死１０人特大恶性案件。县

公安局全警总动员，全力抓捕，历时３５天将杀人恶魔邱某某抓获归案。
２００７年，侦破 “３·１１”“４·１４”抢劫杀人案、“８·２３”“１０·１４”故意杀人案等一

批极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破获命案积案２起，抓获命案逃犯３名。

第六节　安全保卫

内保单位安全保卫

１９８８年，对城关地区１１７个内保单位进行３次安全大检查，查出安全隐患６０处，整
改５８处。１９９２年，对３４个厂矿企事业单位进行社会调查，摸出跨行业非法组织 “汉阴

县海星星文学沙龙”成员２０人，查出非法刊物３期。新建经济民警队１个６人。１９９５
年，与县级７４个内保单位签订安全防范责任合同书，组织安全大检查４次。１９９６年，３
家新投产企业建立保卫科。组织安全大检查４次，发现安全隐患３２处，整改２８处。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累计开展内保单位安全防范大检查 ４４次，整改安全隐患 ７６４处。

２００６年，建立以指挥中心为枢纽，刑警、治安、国保、巡警、交警为骨干，以派出所和
群防组织为阵地的警民联动快速反应体系。２００７年，开展４次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５７处。２００８年，结合奥运安保年，开展４次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５３处。２００９年，
开展４次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７５处。

重大活动安全保卫

每年 “两会”（人代会、政协会），特别是换届选举期间，均为安全保卫重点。县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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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健全安保制度，部署警力，排除隐患，圆满完成历年 “两会”安全保卫任务。建立处置

突发公共安全和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做好重大节庆和油菜花节、“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

等大型活动及重点项目建设、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安全保卫工作。１９９０年后，先后围绕亚
运会、迎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新中国成立５０周年大庆和澳门回归、中共十六大、奥运
会、国庆６０周年、世博会等国家重大活动，对重点人员、重点物品、重点场所和部位落实
防控安保措施，确保社会稳定。２００４年，对全县集贸市场、宾馆、饭店、商场、学校、医
院及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安全大检查，发现隐患５２处，责令整改４６家。２０１０年，做好上海
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本县安保工作，开展安全检查４次，排除安全隐患４６处。

第七节　出入境管理

１９９０年，接待公民因私出境申请５人。１９９１年，对国外、境外人员摸底，汉阴籍在
国、境外人员２６４名，有书信来往的１２０人。
１９９４年，受理去港、澳、台及出国务工、探亲、定居人员３２宗。１９９５年，登记国外

和港、澳、台同胞回内地探亲、旅游、办厂人员２１人。１９９６年，审理申请到港、澳、台
和国外探亲、旅游６人次，接待公民咨询出入境事项２６人次。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办理出入境手续５３人次，接待咨询１４６人次，查获１起仿造出入境

证件案件。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累计办理出境、出国探亲、旅游、务工人员６６５人 （次）。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年，办理出入境手续１７７５人次，接待咨询２５６０人次。

第八节　监所管理

看守所建设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汉阴看守所先后被地区公安处嘉奖３次，２次被评为先进看守所。
１９９７年，汉阴看守所被批准为三级看守所。１９９８年，新建一幢５６５平方米的封闭式监舍
楼。１９９９年１０月中旬，安康地区公安处在汉阴县看守所召开全区看守工作现场会。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新建治安拘留所竣工，投资１５０万元。县看守所被省公安厅命名为三级看守所。
２００５年，投资２０余万元安装监控系统，全省在安康召开 “深挖犯罪暨监管工作现场会”，

汉阴县看守所作为参观点。２００６年７月中旬，全省拘留所现场会在该县看守所召开。
看守所收监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累计收押各类犯罪嫌疑人×人次，劳动改造３８８人，劳动教养９人，
少管１人，释放９４人，代管收审、治安拘留×人次，假释４９人。有２４名主动交代余罪，
检举揭发犯罪线索２９起，制止１起妄图行凶报复办案人员夺路逃跑的重大事故，严肃处
理２０名一般违犯监规和２名 “牢头狱霸”。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累计关押违法犯罪人员×人，
劳改１０６名，假释２０名，刑满释放１３７名。对在押人员进行广播教育１０３次，办 《学习

与改造》专栏８７期，写心得体会１８７０篇。对７名有悔改表现人犯，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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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１９９７年，创办 《自新小报》，教育在押人员。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共收押各类在押人员 ×
人、执行劳教８８人、执行死刑×人。２００６年，收押各类在押人员×人、执行劳教１０人、执
行死刑×人。２００７年，收押各类在押人员×人。深挖案件线索２１条，从中破获刑事案件１７
起。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收押各类在押人员×人，执行死刑×人，深挖犯罪线索８１条，协助破
案６３起。

第九节　消防管理

消防中队在训练中坚持消防实战演练，提高军政素质和快速反应能力。１９８８年，对
全县二、三级重点消防单位建档制卡９３４份。发生火灾８起，经济损失８２１９０元。１９８９
年，发生火灾事故５起，消防中队迅速出警扑灭，使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点，被安康地区消
防支队评为先进集体。１９９２年，召开冬防现场会３次，防火安全会４次。发生火灾４起，
经济损失１０２６０元，四项指数较上年同期均有下降。
１９９５年，发生火灾３起，直接经济损失２６万元。１９９６年，防火检查６次，筹集资金

１３万元用于消防基础设施。１９９７年，防火检查３次，发现隐患１９５处，整改１６０处。扑
灭火灾１１次。１９９８年，组织消防大检查４次，发现隐患８６处，整顿隐患８０处。扑灭火
灾４起，挽回经济损失５０万元。１９９９年，对全县石化企业、公共场所装饰装修、木材加
工等行业专项治理，检查发现１２４处火灾隐患，责令及时整改。处理火灾事故３起，挽回
经济损失１０万元。消防大队被省消防总队评为 “基层建设先进单位”。

２０００年，查处消防违章和火灾事故９起，审核工程项目３个。２００１年，９次到９７个
单位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整改安全隐患７４处。２００２年，开展５次消防安全大检查，查
处消防违章和火灾事故６起，审核工程项目６个，开展消防实战演练２次。２００３年，组
织５次消防安全大检查，２次消防实战演练，４次消防大型宣传活动。２００４年，对７８个
单位检查１２６次，发现隐患５２处，责令限期整改４６家。２００５年，发生火灾７起，火灾损
失３０２４万元，死亡１人，烧伤１人。对辖区公共场所、县城建筑市场、易燃易爆等７０
家单位进行消防安全大检查，查出火灾隐患７２９处，下发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２２份，
责令当场整改火灾隐患１２５处。２００６年，发生火灾６起，经济损失２０５５８元。２００７年，
对公共场所、宾馆、商场、易燃易爆网点消防安全检查，发现和处置消防安全隐患１３处。
全年发生火灾５起，受伤５人，无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共发生火灾１７
起，经济损失３７８万元。对公共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４００次，发现处置消防安全隐患
３００起，城区新增消防栓４个，开展消防演练１００次。

第十节　交通管理

机动车审验

１９８８年，成立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１９９３年，建成机动车检测线，结束人工检测
车辆历史。２００２年，机动车上户、驾驶员办证、检证全部实行微机管理。２００３年，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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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使用机动车登记系统统一软件，全省联网。排查报废车辆１１８辆，全部予以自行解
体，收缴号牌４０副。２００４年，开始负责 “五类车”（专用机械车、柴油三轮车、农用运

输车等革新车与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及摩托车、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检验。摩托车４
年以内每两年检验１次；超过４年，每年检验１次；其他机动车辆每年检验１次。２００５
年７月，接收农机部门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及驾驶员的管理权。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审
验低速车１７７２辆、摩托车１８７２３辆。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各类车辆检审统计表
表２２－１－２ 单位：辆

年　度
检　查

车　辆

其　中

汽　车
五类车

占应检

车辆％
年　度

检　查

车　辆

其　中

汽　车
五类车

占应检

车辆％

１９８８ ３９５ １７７ ２１８ ９８６ ２０００ １７６９ ３２２ １４４７ ９５８

１９８９ ３７０ １７３ １９３ ９７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３６６ １９３４ ９６０

１９９０ ３９７ １８４ ２１３ ９４１ ２００２ ３２８５ ４４７ ２８３８ ７８０

１９９１ ４４３ １８４ ２４３ ９２０ ２００３ ４８４８ ４９２ ４３５６ ９１０

１９９２ ４９７ １８６ ３１１ ９４４ ２００４ — — ４６２５ ９００

１９９３ ５１４ １７２ ３４２ ９５５ ２００５ — — ６５００ ６４２

１９９４ ６２２ １８０ ４４２ ９６８ ２００６ — — ４４２４ ４０８

１９９５ ７５９ １８６ ５７３ ９５０ ２００７ — — ４１８７ ４５０

１９９６ ８８５ ２５１ ６３４ ９６５ ２００８ ４７８３ ２５６３ ２２２０ ９６３

１９９７ １２９３ ２６３ ９９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９ ４０４７ ２４５６ １５９１ ９２５

１９９８ １３０６ ２９８ １０３８ ９６０ ２０１０ ５２４２ ２７２３ ２５１９ ９６４

１９９９ １５５２ ３１９ １２３３ ９５２

　　注：“五类车”指专用机械车、柴油三轮车、农用运输车等革新车与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驾驶员管理

１９８８年以前，县交通监理站负责对拖拉机、装载机、推土机、摩托车驾驶员的培训、
考核、发证。１９８８年，交警大队培训考试发证 ４１人，审验各类机动车驾驶员 ３４９人。
２００３年，县交警大队将 “五类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委托给汉阴风神驾驶培训队，交警大

队仅负责驾驶员考试、发证。２００４年以后，县级公安机关仅负责Ｃ３以下至Ｆ机动车驾驶
人申请、考试和驾驶证核发、换证、补证、注销、记分、审验等管理。当年审验、考试

核发Ｃ３以下各类机动车驾驶证１０６２本。２００５年，审验 Ｃ３以下驾驶证１５０９本、考试核
发新驾驶证４４７本。２００７年，审验 Ｃ３以下驾驶证 ７８０本、考试核发新驾驶证 ７８０本。
２００８年，核发驾驶证１３２４本，培训驾驶员１５２５人次。２００９年，核发驾驶证１６３２本，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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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驾驶员１８３６人次。２０１０年，核发驾驶证１７７４本，培训驾驶员１９６９人次。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机动车驾驶员审验发证统计表
表２２－１－３

年　度

审　验

驾驶员

（人）

其　中

汽　车

（辆）

培　训

驾驶员

（人）

发驾照

（本）
年　度

审　验

驾驶员

（人）

其　中

汽　车

（辆）

培　训

驾驶员

（人）

发驾照

（本）

１９８８ ３４９ — ４１ ４１ １９９８ ２２８５ ８８６ ７５ —

１９８９ ３９２ １９５ １１１ １１０ １９９９ ２５７４ ９６２ — —

１９９０ ４２１ ２２４ ６３ — ２０００ ２７５６ １０５４ ５１０ —

１９９１ ３９８ ２００ — — ２００１ ３４８８ １１５８ — —

１９９２ ５１０ ２３０ ２０４ ２０４ ２００２ ４９６１ — — —

１９９３ ６１３ ２５２ ４０ ４０ ２００３ ６７６２ ２２５６ — １３２５

１９９４ ６９０ ２７８ ４００ — ２００４ — — — １０６２

１９９５ ９４４ ３４７ ３００ — ２００５ １５０９ — — ４４７

１９９６ １３５７ ６８８ ２５０ — ２００７ ７８０ — — ７８０

１９９７ ２０７０ ７９９ — １５０

交通事故预防

１９８８年，开展 “对农用三轮车违规载人、拖拉机、革新车、摩托车”专项整顿治理

３２次，从源头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１９９０年，清除 “３１６”国道违章占道２３处，整顿
马路市场５３次。１９９４年，整顿 “３１６”国道沿线５个集镇车辆乱停乱放，设置停车场和
停靠点７个，在小街廖家湾子、月河将军岭事故多发路段，建起两个安全行车警示牌。组
织汉白公路２０所中小学在涧池中学召开交通安全经验交流会。１９９５年，投资６８万元在
“３１６”国道城区道路设置安全隔离墩５００米。１９９６年，拓宽双乳乡沈家砭石嘴 “３１６”国
道路面，建安全警示桩１００米，警示碑１座；对 “３１６”国道与汉漩、汉铁、汉太等不规
则交叉十字，采取降坡、拓宽、填补路基措施。１９９７年，创建千里精神文明长廊，在汉
白公路沿线建立固定宣传门 ７座，悬挂大幅宣传标语 ２０余幅，设置路边阅报亭 ５处。
２０００年，投资１５万元，在 “３１６”国道竖起１５块交通警示牌，在城区北城街划上规范交
通标线，安装交通标志。２００２年，投资１７万元对汉漩、汉铁危险路段治理，修建防护挡
墙１２处。在 “３１６”国道设置交通安全门７座，安装太阳能警示闪光灯１０套，划分事故
特控区２处。９月１６日，省、市交警部门在汉阴县召开 “创建平安大道”现场会，推广

汉阴经验。２００３年，投资１０万余元，在 “３１６”国道交通事故多发的汉太路、汉漩路、
蒲田路、平梁镇、城关镇及沿线中小学校交叉十字安装 “减速带”，在急弯处安装 “凸透

镜”，设置警示牌。２００５年，投资３万余元，在汉漩、汉药路等地方道路设置警示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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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蒲田路、涧沈路、汉双路、汉酒路、汉药路等通乡公路纳入治理范围，修建扩墙１６处，
建立交通安全警示碑２０座。６月９日，市交警支队在该县召开全市预防交通事故现场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在３１６国道沿线事故多发点段及岔路口安装震动减速带，加装夜间爆闪
灯。建成农村道路 “１２５”劝导站７５个，其中，一、二类站１８个，三类站５７个。

交通事故处理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该县共发生等级以上交通事故５８起，其中重大事故２６起。１９９１～
２００３年，发生等级交通事故１７６起，其中特大２起、重大６２起。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发生重
大以上交通事故４２起，其中特大１起。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共处理交通违规造成交通事故人员３３３３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９６

人，吊、注销驾驶证１６７人，罚款２８１６人。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表
表２２－１－４

年　度
事故总

数 （件）

特　大

（件）

重　大

（件）

一　般

（件）

轻　微

（件）

死　亡

（人）

伤　残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１９８８ ４０ ０ ５ ８ ２７ ８ ３３ １３５

１９８９ ６２ ０ １６ １３ ４３ １５ １８ ０４２

１９９０ １６ ０ ７ ９ ８ １０ ０１

１９９１ ９７ ０ ９ １１ ７７ ９ １１ ０４

１９９２ １２９ ０ ６ １３ １１０ １１ １３ ０６４

１９９３ １０５ ０ ６ ７ ９２ ６ ８ —

１９９４ １３５ ０ ３ １０ １１２ ３ １０ —

１９９５ １４７ １ — １０ １３６ １５ ２９ ４

１９９６ ４ ０ ３ １ ２ ５ ０４

１９９７ ２７ ０ ４ ４ １９ ４ ４ ０３

１９９８ ８３ ０ ３ ４ ７６ ３ ４ １３

１９９９ ８９ ０ ４ ０ ８５ ４ ０３

２０００ ５６ ０ ６ ０ ５０ ４ １ １６８

２００１ ７２ ０ ８ １ ６３ ７ ６３ ２６

２００２ １８ ０ ８ １０ ８ １３ ０８７

２００３ １２２ １ ５ ７ １０９ ９ １０ １３２

２００４ １６１ ０ ８ ５ １４８ ９ ５ ０４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５ １ ４ ３ １１７ １１ ２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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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事故总

数 （件）

特　大

（件）

重　大

（件）

一　般

（件）

轻　微

（件）

死　亡

（人）

伤　残

（人）

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

２００６ ３２４ ０ １８ ０ ３０６ ２１ １６ ２３６５

２００７ ３２６ ０ ４ ４ ３１８ ７ １２ ０７４１

２００８ ５８５ ０ ５ １４ ５４５ ５ １０ １２３８

２００９ ７３９ ０ ４ ３０ ７０９ ６ １６ １１３８

２０１０ ７４６ ０ ４ １８８ ５３５ ５ １５ １４６

第二章　司法行政

第一节　司法行政机构

１９８１年成立县司法局。至１９８８年，县司法局设有行政股、法制宣传股、基层股和律
师事务所、公证处。

１９９９年，组建基层法律服务所，开通 “１４８”法律服务专线电话。２００１年，基层法律服
务所更名为 “１４８”法律服务所。律师事务所与司法局分离，成为独立法律服务机构。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设１８个乡镇司法所，全部达到省级规范化司法所标准。

第二节　普法教育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一五”普法，重点围绕维护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大局，通过单向灌

输方式进行法律常识、“十法一条例”（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兵役法、刑法、刑事诉

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普

法教育，教育面达９３％。１９８９年３月，县司法局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评为 “全国

普法先进集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二五”普法，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强调学用结合、探

索治理。１９９７年９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三五”普法在 “治”字当

头、深化学法上下功夫。至２０００年底，开展依法治理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占９５％。“四五”
普法着重提高法律素质、推进法治，把依法治理与开展 “平安汉阴”“法治汉阴”等县城

创建活动相结合。基层普遍开展 “民主法治示范村”“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等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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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普法坚持普治并举，创新开展 “菜单式”普法，通过法律 “六进”活动 （法律

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推进 “依法治县”“民主法治村”

和 “民主法治社区”等创建工作。获得全国 “五五”普法先进县荣誉称号。

第三节　律师公证事务

律师事务

１９８７～２００７年，担任常年法律顾问１４０家 （次），代理各类案件１３４８件，提供法律
援助４６件，代写法律文书１５７３件，参与信访案件１３４件，无１例违纪案件和投诉情况发
生。参与 “法律六进”活动１７１场次，参与政府涉法信访案件４５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１７０件，开展 “知心律师进校园”活动２９场次，帮教问题学生３６人。２００８年，办理刑
事辩护及刑事诉讼业务１８件、民事代理６７件、行政诉讼业务３件、法律援助案件１１件，
帮教问题学生２５人。２００９年，担任８家单位法律顾问，代理刑事案件１６件、民事诉讼
案件４０件、行政诉讼４件，非诉讼法律事务２０件。２０１０年，代理刑事案件１８件、民事
诉讼６２件、行政诉讼８件，非诉讼法律事务５１件。

公证业务

县公证处在开办房屋买卖、农业承包等几类公证业务基础上，不断拓宽证源，相继

增加遗嘱、继承权、房屋租赁、现场监督、宅基地使用权、购销合同、联营、贷款、招

标投标、劳务合同、建筑工程承包、财产租赁等３０多种公证业务。１９８８～１９９７年，累计
办理公证 ３２７３件。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共办理公证 ２０４６件。２００８年，办理公证 １３８件。
２００９年，办理公证２４０件。其中，经济９５件，民事１４５件。２０１０年，办理公证２６２件，
其中经济１１７件、民事１４５件。

第四节　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担任常年法律顾问５２家，参与调解经济、
民事纠纷４２５件，代理案件５２１件，代写法律文书４５２份，解答法律咨询２０００人次，办
理法律援助２２件。２００８年，担任５家单位法律顾问，代书７０件，参与信访案件８件。成
立１８个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１４８”专线电话咨询４２０件，来访咨询６６件，法律援助中
心接待法律咨询１９８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２６件，代书２０件。２００９年，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２０件。其中，农民工法律援助 １４件，残疾人 ４件。协助处理信访案件 ３２件。
“１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接待来电２２０人次、来信咨询５２人次，代理民事案件４７件。２０１０
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０５件，协助处理信访案件２２件。“１４８”法律服务专线接待来电
３２０人次、来信咨询８６人次，代理民事案件８９件。

人民调解组织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人民调解组织５６个，人民调解员２４２人。２００１年，构建人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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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三位一体”大调解格局，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与信访工作联调机制，

抓好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排查调处。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各级调解组织达２０３个，人民调
解员１４３７人，调解信息员４３２０人。建立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交通事故人

民调解委员会”。

民事纠纷调解

民事纠纷主要集中于婚姻、继承、赡养、房屋宅基地、债务、生产经营和赔偿等。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３８７３７件，调处成功率９８５％。２００８
年，排查各类纠纷２１２３件，调处２０５９件。２０１０年，化解矛盾纠纷 ２３６９件，成功调解
２２９７件。

第五节　 “两劳”人员帮教

１９８８年，组建汉阴县 “两劳”人员帮教办公室。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全县共有刑释解教
人员６６３名，其中刑释５６６名、解教９７名。坚持 “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针，采取

“围绕一条主线，把好两道关口，强化三项管理，落实四条措施，抓好五个环节”办法，

使６６３名人员全部得到安置，安置率１００％，建立帮教对象档案６６３宗，帮教率１００％，
重新犯罪率为１２％。
２００８年，为２０３名 “两劳”人员建立台账，签订帮教协议，落实一对一帮教措施。

２０１０年，城关、涧池、平梁３个乡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功，接收矫正对象１５人。落实
５２１名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措施，重新违法犯罪率连续５年低于１％。

２３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十三编

人事　民政　社会保障

１９８８年以来，结合县、乡党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加强编制
管理，建立精简、统一、高效的政务机关。加快干部管理和工资制度改

革，推行公务员制度，实行 “凡进必考”制度。加强劳动力市场管理，

积极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全面落实劳动保障制度，扩大劳动就业。深化

民政事务管理改革，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推进民生建设，先后实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制度，建成并不断完善包括社会福利、社

会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人民福祉。



第一章　人　事

第一节　编制管理

１９８８年，县编委对县直属机构和派驻到区的事业机构核定规格、性质、领导职数和
编制人数。共核定股级以上机构 ５７个。其中，行政４６个、事业６个、政企合一２个，政
事合一２个，大集体１个；县级行政编制４０８名，县直属事业单位编制８１７人，派驻到区
级单位编制８３１人。１９８９年，调整县级行政编制，对公、检、法、司、人武部按省、地
分配专项指标下达，核定区 （镇）、乡 （镇）行政编制５０６人、事业编制２７６人、农税单
列编制７３人，县派驻区 （镇）、乡 （镇）机构核编５８７人，清理在干部岗位上的工人５９
人。自７月１日起，党政群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实行 “两卡一单”（机构编制管理卡、工

资管理卡、编制准调通知单）制度。

１９９５年，县级机构改革，严格制订 “三定”方案，县级机构由４８个减为３４个，精
减２９％。人员编制由５８８名减为４２７名，精减２７％。１９９６年，县级机构 “三定”方案全

面实施。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地区下达该县乡镇行政编制４２０名，事业编制４００名，专项
编制１８４名，实有人员１２７７人，２７３名超编人员分流到６２个贫困村和１２个烤烟乡。
１９９９年，实行 “三卡一单” （增人计划卡、准调卡、编制卡和工资基金转移单）制

度。２０００年，县直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由１０２６名改为７０６名，减少３２０名，１１个定补
单位１３５名编制转为自收自支，３个自收自支单位６７名编制转为企业，年均减少财政支
出近百万元。定补事业单位以后各种新增资将由单位自己承担。合并 “一校一师”教学

点，全县乡镇撤销学校３９所，租赁、承包、私人办学６９所，减少全民制学校１０８所。乡
镇水保站５５个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合并组建为９个自收自支水保站。２００６年，制订 《汉

阴县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乡镇职能定位，减少领导职数；通过提前退休、离岗、自

主创业、离职学习、到村任职、辞职等办法分流富余人员。２００７年４月，乡镇机关统一
设 “三办一所”，即党政综合办、经济发展办、社会管理办及财政所，设事业机构４个，
即农业综合服务站、社会保障服务站、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站、文化综合服务站。１８个
乡镇减少机构６７个，减幅２７％。乡镇总编制由１０３６名减少到８８８名。分流超编人员２７３
人，清退临时人员７人。２００８年，全面推行编制实名制管理。重新核定中小学编制，对
部分学校核减编制共１２５名，为部分中学增加编制共１１９名。２００９年，全面推行用编审
批制度。２０１０年，开展县乡机构改革工作，县政府３２个部门合并为２３个。制定 《汉阴

县乡镇机构改革方案》，原１８个乡镇中，撤销４个乡，改制２个镇。２万人以上的镇，镇
机关统一设置 “五办一所”；１万人以上２万人以下的，设置 “四办一所”；１万人以下
的，设置 “三办一所”。根据人口总量，每个镇设置３～５个事业站所。

４３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节　人事管理

人事制度改革

１９８８年以来，围绕 “德、能、勤、绩”，采取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定性考核与定量考

核、个别了解与民主测评相结合，按述职自评、民主测评、审核确定几个环节进行。科级领

导干部由县考核组统一组织考核。１９９３年，制定 《党政群机关干部聘任制暂行办法及实施

方案》《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停薪留职、辞职暂行规定》。１９９８年，制定 《机构

编制和组织人事调配管理制度》，县直行政事业单位不得从企业调入干部。２０００年，成立清
退精减工作领导小组，到８月底全面完成清退工作任务。共清退计划外用工４３７名，其中临
时代理教师２９８人，其他计划外用工１３９人 （乡镇５８人，县直单位８１人）。分流精减人员
３０９名，其中到缺编学校任教９５名，组织调配分流２名，带职分流、创办领办企业或从事个
体经营及自谋职业３９名，辞职２名，提前离岗、退休１６０名，落聘待岗１１名。２００３年起，
对事企业单位实行人事代理制度。至２００７年底，累计办理人事代理８５０人。
２００４年，制定 《汉阴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职锻炼办法》。２００６年，建立机关

事业单位信息数据库，将全县３６３６名干部基本信息录入微机，首次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档案信息化管理。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退休１６７１人，提前
退休８２人，退职４人。２００８年，将乡镇司法所人员及办公经费由乡镇收回转交司法局统
一管理。组建成立汉阴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推行公务员制度

１９９６年，在县级机关推行公务员制度，依据各部门 “三定”方案，制定 《汉阴县县级

机关公务员非领导职务设置方案》。县级机关２８个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公务员制度。其中，设
公务员领导职数９９个 （县级７个，科级９２个）；非领导职务４６２个，其中，主任科员１３
个，副主任科员３３个，科办员４１６个。１９９７年，在全县乡镇推行公务员制度，结合实际合
理设置职位。确定双乳镇为乡镇推行公务员的试点。全县乡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７３３人，过
渡５０６人，暂缓过渡８８人，分流１３８人。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对公务员重新登记，至２００７年５月
底结束，共完成县直机关公务员登记３８９人，过渡登记７３人，考试后登记３０人，不予登记
２２人；乡镇机关直接登记４２５人，过渡登记７人，不予登记６０人。２００８年，审批参照公务
员管理１５个单位９１名工作人员。２００９年，制定 《汉阴县政府工作部门非领导职务职数设

置方案》。２０１０年，建立公务员日常登记制度，对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１３个单位９２人
公务员登记后工资套改。对８个单位申报的１８名非领导职务晋升职级。

工作人员录用

１９８８年，全县干部３７５１人。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招录聘任制合同干部１０４人，清理以工
代干５９人。１９９１年，招录、聘用干部１９１人。其中，国家正式干部３３人，合同制干部
１５８人。１９９２年，改革完善企业干部管理体制，实行干部聘任聘用制，共招收录用、聘用
干部１３４人。其中，国家正式干部４５人，合同制干部２９人。１９９３年，招收录用、聘用
干部７４人。其中，国家正式干部４５人，合同制干部２９人。全县干部总数４２７９人。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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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采用 《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公开考试、考核，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办法，

为法院系统招录工作人员６人。１９９６年，录用干部２０人，民办教师招转６１人。２０００年，
推行 “逢进必考”制度。２００１年，全县有公务员１１８１人，专技人员３５１１人。２００３年，
全面推行公开招考制度。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事业单位共招录工作人员３８３名。其中，为教
育系统选调教师８０人，招录教师１２４人，财政、广电系统招录２４人，公安、司法系统招
录１２人，卫生、计生系统招录３２人，招录复退军人２８人。２００７年底，机关人员１０１９
人，事业人员３７２８人。２００８年，为教育、计生、城建、卫生系统公开招考１３８名工作人
员。２００９年，为国土、卫生系统和月河工业园区招录、选调工作人员２６人。

教育培训

１９９４年，首次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岗位培训考试。２００４年，对全县干部进行
《行政许可法》培训，２０７８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考试。２００６年，组织 《公务员法》培训，

１３２６名公务员参加培训考试。县劳动人事局组队参加安康市公务员法电视大赛获 “第二

名”。２００９年，公务员培训９１５人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１２９人次。２０１０年，公
务员能力教育培训１２０余名。

第三节　事业单位管理

事业单位管理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底，全县３０９个国有事业单位全部登记公告完毕。２００１年，变更登记事业单
位３２个，２２１个国有事业单位通过事业单位年检。２００５年，受理登记和年检６０余个单位。
２００７年，重点审查 《事业单位年度报告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资产负债表。１２月，

事业单位实行岗位设置管理，２００８年底全面完成。全县共有事业单位３００个，核定编制３６６５
个，实有３６０２人。设置管理岗位１９９个，聘用１４１人，其中七级职员岗位８个、聘６人，八级
职员岗位２８个、聘１１人；设置专业技术岗位３４１１个，聘用２９５７人，其中高级岗位３１１个、
聘１５４人，中级岗位１２３０个、聘９０２人；设置工勤岗位１７０个，聘用１８８人。２００９年，对机关
事业单位工人按技术等级、工勤岗位实行准聘卡制度，按岗位空缺聘任，兑现工资待遇。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１９９１年，成立县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对１９８８年以来首次职改工作全面复查。１９９２
年，成立经济、卫生、农业、会计、文化、中小学教师等初级评审委员会。中级职称由

市级评审，高级职称由省级评审。推荐评审定职１２０６人。其中，推荐晋升高级职称３人、
中级职称５０人，初级职称委托地区代评４０人，县级评审８１７人，直接定职２９６人 （含大

中专毕业生初定职１６５人）。１９９３年，办理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评聘９１８人次。其中，高级
４人、中级５２人、初级８６２人。１９９６年，考核专业技术人员３２７６人。办理专业技术干部
家属 “农转非”３４户 ６５人。１９９７年，清理高、中级指标，实行分类管理，重新换发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册》。２０００年，推行 “岗效挂钩”。广播电视局、汉阴中学进行分配

制度改革试点，全部实行聘任制。２００１年，职称晋升实行 “考评制”。２００５年，办理大、
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认定９３人，初级职称评审审批１９５人，推荐申报中、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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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９５人。２００６年，印发 《中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办法》，重新核定１６９
所学校和４９个非教育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高、中级岗位职数设置。２００７年，办理大、
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认定８０人，初级职称评审９４人，推荐高、中级人员１５５
人。其中，高级４０人，转聘系列聘任５４人。２００８年，审核上报１９４人晋职人员评审材
料，组织职称外语、计算机、经济系列资格考试及继续教育报名考试１８３人，完成８６名
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报名和初级工考试工作。２００９年，审核上报１２２人高、中级晋职人员
评审材料，审批晋升初级职称１４６人。２０１０年，建立职称晋升申报、评审结果双公示制
度。推荐上报中、高级职称晋升９６人，初级职称评审审批９４人，按设岗审核办理准聘手
续２７６人。办理大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认定８０人。

第四节　大中专毕业生安置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分配大中专毕业生９０９人。
２００１年，实行以考试代安置，普通中等院校毕业生全部进入市场，一律推荐就业。

２００４年，接收大中专毕业生１３３人，引进急需本科生３２人。２００５年，推荐１２名护理专
业毕业生在县医院就业，引进安置本科生２８名，招录１０１名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乡镇
缺编学校。２００６年，为医院引进５名本科毕业生。接收回县报到的本科毕业生３１人、专
科毕业生１６６人、中专毕业生４０人。２００７年，为公安、计生、农业、卫生及水利系统公
开招录工作人员５８名。向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就业１６１人。至２００８年，累计为卫生、教育
和有关企业推荐毕业生就业２１０名。
２００８年，为卫生系统引进６名本科毕业生，接收回县大中专毕业生报到１１７人，培育引

智示范村３个。向企事业单位推荐就业１５２人。２００９年，接收回县大中专毕业生３８１人。向
境内企事业单位推荐毕业生３８人。２０１０年，引进研究生１名、本科生１６名。实行免费人事
代理，接收回县报到大中专毕业生４７５人，通过人才市场推荐就业３２５人。

第五节　工资福利

工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年人平均工资分别为１５４１元、１５５１元、１７８６元。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务变动人员和工资偏低人员以及１９８６年底以前参
加工作仍执行定级工资的人员都调升一级工资，年人均工资分别为 １８０４元、２２７２元、
２７６２元。１９９４年 ５月，开始实施工资制度改革。参加工改５０２５人，月增资４０７万元。其
中，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改革１７７９人，月增资１２０６万元；事业单位３２４６人，月增资２８６万
元。审批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７１３人，月增离退休费５８１万元。１９９６
年，审批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７９９人，月增离退休费１６６６８元。１９９８年，建立保工资
责任制，实行工资基金管理，建立预留专户制度，确保干部职工工资按时发放。

２００６年，改革机关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公务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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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构成。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由岗位工资、薪级

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４部分组成，其中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审核、审
批公务员工资１５４９人，月增资３８９５万元；审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３７９５人，月增资
６５１万元。审批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１７８３人，月增退休费４５５５万
元。办理新分配毕业学生、退伍军人、顶招工人起薪７１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除办理正常
调档、滚动升级和职务职称晋升外，２００８年完成第二步机关事业单位津补贴调整工作，
月增津补贴３００余万元；２００９年完成第三步机关事业单位４７６８人的津补贴调整工作，月
增津补贴１７５７９万元。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起，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当年审批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绩效工资３６８５人，月增津补贴４１５３万元。

假期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公休日外，还有年休假。１９９１年恢
复休假制度，工作不满１０年的正式工作人员年休假为５天，１０～２０年的年休假为１０天，满
２１年以上的年休假为１５天。婚、丧假，职工双方晚婚 （男满２５周岁、女满２３周岁以上），
可享受１５天婚假；职工直系亲属 （父母、配偶、子女）死亡，可批准１～３天丧假；生育假
（产假），２４岁以上晚婚妇女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可享受１３５～１８０天产假。

抚恤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起，调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执行
标准为：烈士为本人生前８０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因公牺牲为本人生前４０个月
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病故为本人生前２０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发放一次
性抚恤金所需经费按现行渠道供给。

福利

１９８８年，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费由每月４元提高到８元；行政事业单位福利费由人均
１７元提高到３６元，洗理费每人每月４元调为６元。１９９０年，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费由８元
调至１２元。１９９１年，新增粮油补贴６元；新增酿造补贴人均３元。１９９２年，新增粮价补
贴５元；工龄津贴标准由年０５元调整为１元。１９９３年，水煤电补贴和洗理由每月６元提
高到１２元；新增民用燃料补贴５元；交通补贴１２元；特级教师津贴由中学月３０元、小
学月２０元均提高到月８０元。

第二章　劳动管理

第一节　劳动就业

企业用工制度

１９８６年，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１９９２年４月，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形成 “双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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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能进能出，合理流动”用工机制。１９９３年，贯彻落实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

营机制条例》，企业用工 “面向社会、公开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改年终一次性

全县统一招收为分期分批招收，改社会招收逐步实行 “先培训、后就业”，改劳动部门招

工为用工单位自主招工。１９９５年，实行企业厂长 （经理）与任命或聘任部门签订劳动合

同制度。１９９６年，推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１９９７年，实行企业劳动管理规章审查备
案制度。随着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对民营企业用工，劳动部门只督促检查企业落实劳

动合同、劳动保险和劳动保护政策，禁止使用童工。

城镇就业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多渠道
安置就业１５６５人，其中县属全民单位招收合同制工人２６４人、地区缫丝一厂招收合同制
工人１７０人。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安置城镇待业人员１６０９人，其中全民单位５２５人、集体
２２４人、个体１９５人、临时性就业３３８人、外出就业３２７人。１９９４年后，除顶招和城镇复
转军人安置为工人外，不再进行招录。１９９７年，制定 《汉阴县再就业工程实施意见》，分

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９３９人，新增安置５８５人，安置技校毕业生４７人。１９９８年，先后印
发 《汉阴县再就业工程实施办法》《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分流安置若干问题的处

理意见》，陆续组建３个企业主管局、２个集团公司、９户企业的再就业服务中心。新增
就业安置６１０人，再就业安置 ５８０人。建立县职介中心 １个，乡镇劳动服务站 ２１个。
１９９９年，新增就业安置５８０人，下岗职工再就业安置２３０人，年末登记失业率２９５％。
２０００年，安置就业５６４人。２００３年，设立１８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再就业安置２８３
人。核发 《再就业优惠证》１８０本，使符合条件人员享受税费减免扶持政策。２００４年，
发放再就业优惠证２３５本。新增就业安置８８２人，其中安置 “４０５０” （女４０岁，男５０
岁）人员再就业１３０名，并实行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２００５年，新增就业１１０５人，
组织社区就业８５人，再就业安置４５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５％以内。发放 《再

就业优惠证》３００余本。为下岗失业人员减免各种税费１５万元。为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办
理小额担保贷款６万元。２００６年，建立全县３４户７５人 “零就业”家庭台账。出台 《汉

阴县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暂行办法》和 《汉阴县 “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实施方案》，全

年开发公益性岗位６０个。２００７年，公开招聘劳动保障协理员１６名。新增就业１５８６人，
再就业４４０人，其中 “４０５０”就业１６８人。年末单位从业人员８１１９人，比上年减少５００
人；乡镇企业及私营个体从业人员２６６１０人，比上年减少６７％；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６４０
人。２００８年，单位从业人员８６３９人，其中女２７９５人，同比增长１６％。单位从业人员
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１２８４人，同比增长２３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７１１０人，同比增
长４２％。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９０个，城镇新增就业１４１０人，再就业安置３１７人，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６６３人。２００９年，城镇新增就业岗位１４８０个，新开发公益性岗位１０４个，
安置下岗失业人员３２６人。２０１０年，单位从业人员９４７８人，同比增长８１７％。其中，女
３１４４人，同比增长 ８４５％。单位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１３９３人，同比增长
５２９％；第三产业从业人员７８５２人，同比增长９０６％。开发公益性岗位７４４个，兑现补
贴３９８万元。城镇新增就业１３８０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３２７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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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镇登记失业６５２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４７％。
劳务输出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有劳动服务公司８个，经营网点２７个，从业人员７８人，经营总收
入２７２８２万元，实现利税１１７１万元。１９９１年，劳动部门组织劳务输出２３４人。１９９２
年，劳动局与乡企局联合在张家港设立以劳代培管理处，当年向张家港市、东莞、西安

等地输出劳务人员１１６５人。１９９３年，输出劳务增至１５３２５人。其中，劳动部门组织输出
２３００人，总收入２０００多万元。１９９６年，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１７万人次。其中，由劳动
部门职业介绍机构组织输出１１００人。１９９７年，汉阴县劳务输出开发总公司成立，１３３名
贫困山区劳务人员分两批被送到珠海、东莞务工。全县劳务输出５５万人。其中，有组织
劳务输出２５００人，创收７０００多万元。２０００年，劳务输出５０４２０人，创经济收入１５亿
元。２００３年，建立劳务输出网络，先后与广东、河北等地企业建立业务往来。全年组织
劳务输出１５２００人，劳务收入４５６０万元。２００４年，制定 《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务输出工作

的实施意见》，提出 “政府引导、市场配置、多形式培训、多渠道输出、全方位服务”。

确定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为技能型农民工重点输入基地，新疆为普通农民工输入基

地。全年输出劳动力５５万人，比上年净增１１５万人，年创劳务纯收入１８亿元。２００５
年，先后组织部分乡镇领导和劳保所长到新疆劳务输出采棉基地和东莞、珠海劳务基地

考察，落实输出任务。全年输出劳动力６１万人。其中，政府组织和能人带动２１万人。
劳务收入２１６亿元。
２００６年，为全县１６９个行政村及１３２５个村民小组各配备劳务输出信息联络员１名，

形成县、乡两级管理，县、乡、村、组四级服务网络体系。全年输出劳动力６２６万人，
创劳务输出纯收入２４５亿元。２００７年，制定 《关于加强农民工工作的意见》，建立农民

工联席会议制度，将劳务产业、城乡就业、职业培训作为目标责任考核指标，对乡镇、

相关部门进行考核。７月，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建立劳务合作关系。全年劳务输出６４８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２７５亿元。２００８年，县外输出６５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３６万
人。实现劳务收入５７亿元。２００９年，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６５万人。其中，有组织输
出３１８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６６９０人。创劳务收入５８５亿元。２０１０年，县委、
县政府制定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将劳务输出纳入政府单项工作考

核。全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６５１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 ３２６万人。创劳务收入
６７２亿元，实现劳务纯收入４３亿元。

第二节　劳动技能培训

技能考评

１９８８年７月，县技术考评委员会成立，各企业主管部门也相应成立考评小组。县考
评委员会负责初、中级工审核、发证和高级工、技师推荐上报；各企业主管局考评领导

小组负责本系统初级工考核和中级工推荐上报。同年１１月，经地区批准，首次在计量器
厂开展技师聘任试点，评聘技师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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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地区在该县供销系统进行二级营业员业务技术考核试点，有１１个工种２０２人
参加技术考核，８８人取得二级营业员证书，占参考职工４３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全县共有
１８名初级工晋升为中级工，５２名中级工晋升为高级工，８８名三级营业员晋升为二级营业
员。１９９６年，配合地区培训评审高级工３名，技师１名，并对４０名应届毕业生全省统考和
技术等级鉴定。１９９７年，技工学校招生录取５６人，安置技校毕业生４７人。完成技能培训
２１０人，鉴定发证６１人，申报技师２人。１９９８年，开展技能培训２５７人，技能鉴定１４６人，
申报技师２人。１９９９年，技能培训２５０余人，报送技能鉴定６１人，技师评聘２人。２００５年，
参加省、市、县各类技工院校技能培训２７４９人。２００６年，技能培训３４３２人。

就业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由劳动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坚持 “先培训，后就业”。１９８８年，培
训３２０人，培训后就业１７７人。１９８９年，兴办涧池个体职业培训学校和蒲溪东方服装技
术培训学校，在观音峡电站开办委托定向代培，培训３０２人，培训后就业１９４人。１９９０
年，在县染织厂、丝织厂、塑料厂等招工单位开展定向代培，培训结业３５１人，培训后就
业２４５人。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就业前培训１２９９人。１９９５年，组织各类培训１２期，结业４７０
人。１９９６年，培训７５５人。１９９７年，开设市场营销、缫丝制丝、汽车驾驶、裁剪、电脑
打字、电工等培训班，各类培训结业８４０人。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累计就业前培训２２８５人，
转岗培训１３６９人。县就业培训中心被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评为 “再就业培训先进集体”。

２００３年，就业和再就业培训１２２４人，其中转业转岗培训３０６人。２００４年，培训下岗失业
人员４５２人。２００５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１２３１０人，务工知识引导式培训９５６１人。开
办电脑操作等各类培训班１０期，培训下岗失业人员４８３人。新扶持发展民办培训机构３
家。２００６年，整合县内公、民办培训机构，积极培育职业培训市场，新审批民办机构２
家。开办各类培训班１２期，培训４５８人。劳务输出前培训１４０１８人。其中，务工知识引
导式培训１０５８６人。２００７年，整合县教师进修学校、县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县农业
广播电视学校和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４所培训机构，组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１２月
１９日，改为安康技术学院汉阴分院。全年举办计算机、社区安保等培训１０期，培训下岗
失业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和 “零就业”家庭成员６８０人。举办风味小吃、畜牧养殖、计
算机等培训班１４期，完成新农村示范村劳动力培训７５６人。２００８年，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０
期，培训１３６０人。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培训７０７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５５６人，创业
培训９７人。２００９年，举办各类培训班４０期，技能培训２７２９人。其中，农村劳动力技能
培训１９６８人，旅游产业培训１７０人，下岗失业人员培训６２４人，创业培训２２６人，输送
培养高级工４０人、技师９人。２０１０年，完成劳动力技能培训２１１６人。其中，与江苏张
家港市签订保安订单培训２００人，下岗失业培训６６５人。

第三节　企业工资制度改革

１９８８年，建立国家对企业、企业对职工的企业工资分级管理体制。县丝织厂、染织
厂推行五岗制工资，根据行业、工种难易、劳动条件、劳动强度和贡献大小，设置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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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岗，达到规范要求的支付给岗位工资标准。逐人建立工资演变卡和个人工资台账，打

破标准工资加奖金分配形式。工业企业实行计件、直接无限计件、超定额计件和累计计

件工资制等分配形式。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起，企业推行技术职务等级工资，调资面占企业职工总人数８５％以上，
人均月增资１１９元，月增资总额２３１２６元。１９９０年３～５月，该县企业又调整工资，调
资面占企业职工总人数９０％，人均月增资１２６６元，月增资总额２７３４３元。国有企业职
工人均月标准工资由１９８８年８２９７元增至９３９元。
１９９１年，实行工资基金管理，下达企业工资基金总额。１９９２年，实行工效挂钩企业

增至１４户；办理企业职工提高工资标准２９４１人，月增资总额１８３５６元。１９９３年，劳动
部门制定企业工资宏观调控办法。１９９８年，对企业工资仍实行工资总额包干和工效挂钩
调控办法，建立工资管理台账，核发 《工资总额使用手册》。

１９９９年１月起，对参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全部实行社会化发放管理。调整国有企
业６４９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月增３８７万元。３４００余名职工调整工资，月增资４１万元。
２０００年，在全县４７户国有和集体企业推行工资指导线，对４户企业实行工效挂钩，

４３户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包干调控。

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管理

劳动监察

贯彻 《劳动监察规定》《劳动法》，加大监察执法力度，规范劳动用工行为，预防和

化解劳动争议纠纷，严禁使用童工，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１９８９年，开始对
新、续签劳动合同开展鉴证工作。至１９９５年，鉴证２９１３份。１９９６年，建立政府、工会
和企业三方协调机制，推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２０００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
专项监察。企业劳动用工年检６７户，开展３次专项监察，共监察６４户用人单位，职工
２０２２人，征缴社会保险费３３６万元，被评为全省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１年，
在１０户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劳动合同制。理顺劳动关系６８０人。２００２年，劳动用工年检７１
户，清理不规范劳动关系２４户２１０人，处理２起克扣工资投诉案。２００３年，事企业劳动
用工年检９０余户４９２９人。２１户非公有制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５２７份，劳动合同
鉴证率１００％。理顺劳动关系７０５人，查处４起拖欠民工工资案，追回清兑民工工资５４２
万元。２００４年，鉴证劳动合同５６８人１６９４份，查处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案１２起，追
回清兑１６８２万元，清收２５户企事业单位补交五项基金１５万元，征收社会保险费２６万
元。２００５年，清理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２６万元，纠正不规范劳动合同４００余份，鉴证劳
动合同５９４人１７８２份。县人事和社会保障局被授予２００４年度 “全省劳动保障监察先进集

体”。２００６年，县劳动监察大队４次检查企业１９０余户次，下达劳动保障监察指令书３６份，
行政处罚决定书３份，鉴证劳动合同和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书７１９人２７４４份，用人单位补交
社会保险３０万元，清付拖欠农民工工资５０余万元。２００７年，招收劳动监察协管员４人，对
１３名专兼职劳动保障监察员统一培训，办理执法证件。开展用人单位劳动保障年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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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户，涉及劳动者６１４７人，查处劳动违法案件１６起，补签劳动合同２０００份，纠正企业劳
动管理规章１２件，支付１９３６名农民工工资５５万元，清退风险抵押金５万元，清退违法用
工２人。开展劳动保障守法诚信评定工作，评定Ａ级、Ｂ级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单位个４户。
２００８年，检查用人单位１７５户，涉及劳动者４５００余人，查处举报案件１８件，其中受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案件１２件，涉及农民工２５１人，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２８４万元。督促７８户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４３３６份、４户企业参保１５３人，清退违法用工２人，退还职工押金３万
元、不合理费用０２万元。督促企业对１５１名职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２００９年，检查用
人单位１１７户次，涉及劳动者５５１９人次，督促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７０６份，支付农民工工资
９１６万元，开展劳动年检１５２户。督促１１户企业参保１２８人，缴纳社会保险费１２０余万元。
２０１０年，检查用工单位２４９户，涉及劳动者７４２８人，督促企业签订劳动合同７１６份，督促
支付农民工工资１６９万元，清退违法用工２人，退还职工押金２１万元，劳动保障年检１６４
户，纠正１２户企业不合法劳动管理规章３５项。立案受理职工举报和投诉案件１８起。受理
用人单位和职工工伤认定申请１３１件，均在法定时限内做出认定。

劳动仲裁

１９８８年２月，成立县劳动仲裁委员会，３７个企业成立调解委员会，至１９９０年，企业
调解委员会增至４５个，累计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１５件，均予调解。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共受
理劳动争议案件１５起，结案率１００％。１９９５年，调解处理劳动争议案件５起，其中开庭
裁决２起，调解３起。１９９７年，配备１０名专职仲裁员、５名兼职仲裁员，协助企业调解
办案３２件，培训基层调解员２０名。１９９８年，立案处理劳动争议案件１起，调解劳动争
议４件。１９９９年，立案处理劳动争议案件３起，非立案处理集体劳动争议案件２起，调
解劳动争议纠纷１１４件。２０００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３起。其中，开庭审理１起，案外
调解１起。２００３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１４起，时效期结案１４起。２００４年，受理各类劳
动争议案件２７件。２００５年，受理工资、社会保险等各类劳动争议案件２８起。２００６年，
受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 ３４起，均在时效期内结案。２００７年，受理 ２６起，结案 ２６起。
２００８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４３案，时效内结案４１案。２００９年，受理劳动争议４９件，结
案４６件。２０１０年，受理劳动争议５４件，办结５０件。其中，调解处理３２件，裁决１８件。

第三章　民　政

第一节　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村 （居）委会换届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历经７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
１９９０年，全面实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全县２６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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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委员会、９个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进行换届改选，推选出村委会委员１３１０人，
居委会委员４５人，制定村 （居）民委员会工作制度和村规民约。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２２８个村委会进行直接民主选举和
换届选举。

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３月，全面开展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２６３个村选举出村委会
委员１３１０人，２６３名村委会主任，平均年龄４１岁。
２００２年９～１１月，开展第五次村委会换届选举，选举出村委会委员８７４人，村委会

主任１７８个，其中女主任３人。
２００５年９～１１月，开展第六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１７５个村 （平梁、漩涡镇４个村

因故推迟）选举出７２２名村委会委员，１７５名村委会主任。村主任中有中共党员１５２人，
女性５人，连选连任１４４人，新当选３１人。
２００８年，开展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选出１７９个村委会班子、８个居委会班

子，对９４名新当选的村主任进行了任前培训。
村务公开

１９９８年，县委、县政府成立村务公开领导小组，制定 《村务公开实施办法》。村务公

开主要内容 “十公开”：村组财务公开、农村负担情况公开、宅基地审批情况公开、各业

承包公开、水电费收缴公开、计划生育情况公开、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开、扶贫资金和救

灾款物发放情况公开、规划和计划公开、干部目标责任制公开。制作村务公开栏，并建

立村务公开制度，民主选举制度，村民代表议事制度，档案管理制度，成立村务公开监

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２００３年，指导各乡镇制定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８项制度，检查６
个乡镇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开展情况，此后形成每年至少两次公开村务制度。２００５年，
县民政局命名涧池镇东坝村等５个村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２００９年，全部建立
村民监督委员会。２０１０年，对９个乡镇１８个村低保等民政资金开展审计。

社区建设

２００２年，制定 《汉阴县城市社区建设实施方案》，整合３个街道居委会，成立３个社
区居委会，建立健全１６项规章制度。２００３年，争取 “星光计划”项目资金６万元，建成
城关镇西街社区居委会老年活动服务站，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 “社区建设先进单位”。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召开全县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推动社区建设。２００７年，实施城关
镇北街和漩涡集镇规范化社区建设，争取社区图书援建项目９个，建成城关镇、涧池镇等
９个社区图书室。２００８年，争取规范化社区建设项目４个，兑现补助资金２６万元。实施
社区图书援助建设项目３个。２００９年，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１２个，完成投资７４０万
元。２０１０年，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１３个，完成投资４９４万元。

第二节　勘界　地名管理

界线勘定

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省人民政府组织勘定汉阴县行政区域陆地界限，解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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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邻县边界争议遗留问题。勘定界线２６５７千米。其中，县级行政区域界线，汉阴县与
紫阳县边界５１千米，与石泉县边界７７千米，与宁陕县边界２３千米，与汉滨区边界９４千
米；市级行政区域界线，与西乡１２５千米，与镇巴８２千米。此后，每５年开展一次县、
乡界周期性联检。

地名管理

历次调整行政区划，同时统一规范地名和机构名称。２００５年，向社会各界发放地名
征稿通知１５０份，征集城南新区路、街、巷命名，经县政府审定同意对外正式公布。２００７
年，完成全县第一阶段地名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录入，更新印制汉阴县行政区划图，沿

用２０年的旧图废止。

第三节　优抚安置

复转军人安置

按规定接收并妥善安置复转军人、军队离退休干部和无军籍职工，保障安置对象一

次性就业。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退伍军人累计１５９５人，符合城镇安置人数５７０人，全面
安置。安置士官４０人，安置军转干部４名。汉阴县先后５次被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
府、陕西省军区命名为 “双拥模范县”。２００３年，县双拥办被授予 “爱国拥军先进单

位”。２００７年，汉阴县获 “全国双拥模范县”荣誉称号。２００８年，对２００６年底前退役的
士兵一次性安置到位，落实２００７年底前退役的城镇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２００９
年，组织城镇退役士兵安置考试，９人通过录取安置。２０１０年，９名城镇退役士兵通过公
开招考安置到乡镇事业单位工作。

优抚抚恤

１９８８年７月，国务院颁发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优抚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全县优

抚对象４６７６户９４２３人。其中烈属４９户、现役军人家属８１３户，革命残废军人１４２人、
复员退伍军人１４５８人、老红军３人。１４２名残废军人残废抚恤金由３３６２０元提至４５１９９
元。优抚定期补助标准由６～８元提至１０～１５元，有４８户烈属、１３２４名复员退伍军人享
受定期补助。４６５户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实行乡镇统筹统付，优待面１００％，户均优待
９２元。二等乙级以上伤残军人医疗费实行实报实销。１９８９年，提高军人遗属和退伍军人
定期补助标准。３７１户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户均１０２元，城关镇户均１８０元。
１９９１年，提高农村籍军属优待标准。把义务兵家属优待由每户筹集全部改为从土地使

用费中筹集，全县平均户均优待额提高１２％。对在乡老复员军人中的特困户和孤老复员军
人就医，给予一定补助。１９９３年，全县优抚对象６１４０户６２２０人。民政部门发放优抚金
５５２４万元，乡镇统筹５０７户义务兵家属优待金１２６万元，户均２４８５元。１９９８年，优待标
准提至３５０元。２０００年，发放农村义务兵优待金１８万元。解决优抚对象住房难、治病难、
生活困难 “三难”问题，投入扶贫贷款和经济援助１６万元，帮助１２２户脱贫；投入８万元，
为８２户特别困难优抚对象建房１２５间。制定优先挂号、住院、划价、取药和免交挂号、诊
断、注射费优惠政策，投入２万元救助１０多名患重危疾病无钱治疗的重点优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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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农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实行全县统筹，年优待标准达 ６００元，优待面
１００％。建立优抚资金自然增长机制，老复员军人定补达到每月９０元。２００３年，再次提
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在乡老复员军人月定补标准提至１２０元，为７００余名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换发新证，规范管理。拨专款 １０万元解决重点优抚对象 “三难”问题。

２００５年，扶持重点困难优抚对象建成１２套砖混新房。
２００６年，实施 “扶优工程”，解决１２０户困难优抚对象 “三难”，其中扶持发展生产３５

户，每户补助１０００元；解决看病难６０户，一次性给予每户８００元就医补助；扶持建房２５
户，建３间６０平方米以上砖混平房每户补助５０００元。农村现役军人家属优待金按每人每年
８００元标准发放。２００７年，扶持优抚对象发展生产７０户、建房３０户，办理农村合作医疗
１７４３名，为残疾军人医疗费二次补助和部分重点优抚对象解决大病救助９７万元。

２００８年，为３０户优抚危房户解决房屋改建资金１５万元，为１４２５名优抚对象代缴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对５８名困难优抚对象住院实施二次医疗救助９８万元。２００９年，将农
村义务兵家属１６００元／年优待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为１６５７名优抚对象代缴农村合作医
疗基金４９７万元，为９０名困难优抚对象住院实施二次医疗救助３６４万元。２０１０年，农
村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提高到２６５８元／年·户，为１８００名优抚对象代缴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为４２名困难优抚对象住院实施二次医疗救助。被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命名为 “省级双

拥模范县”，实现 “省级双拥模范县”六连冠。

第四节　救灾救助

汉阴县受地形地貌影响，暴风雨、冰雹、洪水、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每次灾害发生后，县、乡积极组织开展抗灾救灾和生产自救，把灾后损失降到最低点。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民政局累计发放救灾款１７４２余万元，救灾粮食１３１００吨，灾后建房款
１６０７２４万元，棉被１８６７９床，衣物７２４２万件。

汉阴县民政局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救灾款物发放统计表
表２３－３－１

年　度 救灾款 （万元） 救灾粮食 （吨） 灾后建房款 （万元） 棉被 （床） 衣物 （万件）

１９８８ ２３１ ４００ ０ ８０ １２

１９８９ ２５ ３８０ ０ １００ １２５

１９９０ ２１８５ ４１０ ０ １２０ ０９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３６ ５１０ ０ ２００ ０５６

１９９２ １３９３７ ５００ ０ ２００ ０２５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５ ５００ ０ ２９２ ０９２

１９９４ ５７１５ ８００ ０ ４５６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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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救灾款 （万元） 救灾粮食 （吨） 灾后建房款 （万元） 棉被 （床） 衣物 （万件）

１９９５ ９７ ３５００ ０ ７４９ ４２

１９９６ ７４ ７１０ ０ ８８０ ２６

１９９７ ６２ １２５０ １０ ４５００ ３８

１９９８ ７５４ ４８０ ２１ ８９４ ３６

１９９９ ６４４４ １６０ ０ ６８０ ２７

２０００ ９１６６ ６００ ３１ ６００ ８３

２００１ １１６ ２００ ０ ６８０ ０１５

２００２ ６０７ ４００ ０ ７５０ ８９

２００３ １６５ ６５０ ０ ８４８ １１５

２００４ ２６２ ５２０ ０ ６００ １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２０５ ２７０ 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１

２００６ ６１ ４５０ ０ ８００ ０６４

２００７ ６３５ ４１０ ０ ４５０ ０１６５

２００８ ２９８ ０ ９３１４１ １２００ １８

２００９ ５０ ０ ６８１２７ １５００ ０２

２０１０ ９５３３ ０ ９９４５６ １１００ ０１２

合　计 １７４２０３ １３１００ １６０７２４ １８６７９ ７２４２

第五节　老龄工作

老龄机构

１９８８年３月，成立汉阴县老龄问题委员会办公室，是县老龄问题委员会常设办事机
构。１９８９年老龄办挂靠县人事局，２００２年更名为 “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和 “县老龄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民政局。至２０１０年，编制４名，设主任、副主任各１名。
１９８８～１９９６年，全县共有县、区、乡 （镇）老龄工作委员会 ４７个。其中，县级 １

个、区 （镇）级６个、乡级４０个，配备专 （兼）职老龄工作干部４９名。１９９７年后，县、
乡 （镇）有老龄委组织１９个，专 （兼）职干部２１名。２００９年，成立汉阴县老年学会，
首届学会会员３４名。至２０１０年，建立村 （社区）老年人协会１５１个，城镇机关、企事业
单位老年人协会和社团组织５个。

老年人口状况

１９８８年，对全县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和全面普查，老年人口比例达１０５％。１９９０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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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４０个乡 （镇）中有药王、天池、双坪、铜钱、石条街、水田、双河口、黄龙等８个
乡 （镇）进入人口老龄化。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老年人口比例１１３％，完
全进入老龄化。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中，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３４２５０
人，占比１３９％。

老年人福利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共有７名９５周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补贴。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走访慰问
７０岁以上老人８４５人次，为１２８名８０～８９岁老人发放救助慰问金２５６万元。组织社会捐
赠，临时性救助７１７人，发放救助金９８１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制定６５周岁以上老年人享受
有关优惠待遇的规定，为居住县辖内６５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 《汉阴县老年寿星证》２９００
份，为７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办理 《陕西省敬老优待证》１９０份。筹建 “汉阴县老年福利服

务中心”，２００７年投入使用，并被评为 “陕西省十佳老年公寓”。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累计为
３４２人次９０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生活保健补贴２２３万元。２００８年，建立老年人法律援助
中心１６个，接待１８件涉老案件。为２４７名９０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生活保健补贴１６１１２
万元，办理６５周岁以上 《汉阴县老年寿星证》４８１２份、７０周岁以上 《陕西省敬老优待

证》３０４份。２００９年，为２８８名高龄老人发放生活保健补贴１９４４６万元。
主要活动

１９８８年，组建成立 “汉阴县老年执法协调小组”。至２００７年，共协调督促办理调解
纠纷１０７起，解决１０８名离退休人员交通费、医药费、书报费拖欠问题。
１９８９年，农民沈兰华书法作品入选陕西省老年书法展。１９９８年４月，建立 “汉阴县

老年人活动中心”。至２００７年，举办 “汉阴县老年人运动会”１５届，竞技项目１０余种，
每届参赛人员近２００人。

组建离退休老干部关教队伍，到各中小学开展德育、革命传统教育。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
共辅导讲课１３６７场次，受教育学生达４２１４万人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共评选表彰老有所为精英奖、敬老好儿女金榜奖２９１名，老龄工作

先进个人１３名、先进集体９个，“好老伴”７名，模范老干部１４名和 “十佳”老龄工作

者、老龄工作先进单位、老有所为先进个人。出席安康地区 “老有所为创新奖”３名，
“敬老好儿女”４名，老龄工作先进个人４名，老龄工作先进集体３个。１９９９年，代县长
徐启方获安康行署 “重视老龄工作功勋奖”，退休老干部陈清昭获行署 “老有所为奉献

奖”，月河村民秦国兰获行署 “敬老好儿女金榜奖”。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评选表彰 “老有所

为”先进个人６名，“敬老好儿女 ”２０名，“孝亲敬老楷模”１０名，“老龄工作先进个
人”２５名。出席省、市孝亲敬老楷模各１名。累计创建敬老模范村６４个。其中，省级２
个、市级２４个、县级３８个，敬老模范社区１个。
２００８年，表彰 “十佳”孝心儿女、老有所为先进个人、敬老模范村各１０个、先进老

年人协会５个、敬老助老先进单位６个、老龄工作先进个人７名。在２个镇７村实施 “老

年农民安居工程”７４户。２００９年，省、市、县表彰孝亲敬老楷模３名、孝亲敬老之星９
名、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各７名、老有所为先进个人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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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殡葬管理

汉阴县一直沿袭土葬习俗，城乡无火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殡葬管理仅限于城区公职
人员。公职人员牺牲、殉职、亡故的，一般入葬龙岭烈士陵园。烈士陵园饱和后，入葬

龙冈南北麓，也有迁送老家安葬的。各乡镇没有统一公益性公墓，殡葬基本处于无序状

态。自龙冈辟为公园后，禁止葬坟造墓。２００４年，县政府发布 《关于禁止在县城规划区

乱埋滥葬坟墓的通告》，制定黄龙山公墓规划和城区分墓安葬收费标准。开展殡葬改革试

点，首批落实４０个村组公益性墓地。２００７年，征购黄龙山荒山 １２０亩 （后补征 １０６７
亩），建设公墓和殡仪馆。公墓分土葬区和骨灰盒安置区，土葬区可建墓穴１２０００座，骨
灰盒安置区１１００平方米，可满足城区及周边未来３０年的安葬需求。

第七节　社团登记

审批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２５日，《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汉阴县开始社团登记管理
工作。１９９９年，开始社会团体年检工作。社团组织多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主要集中在
畜牧养殖、蚕桑、编织、烤烟、蔬菜种植、林果等行业。

至２００７年，共审批登记社团２４个。２００８年，审批登记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组织３６
个。２００９年，审批登记社团组织５０个。２０１０年，审批登记社团组织６个。

老区建设促进会

２００２年２月，汉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有会员２９人，单位会员２２个。
创办 《老区工作动态》，交流老区经济建设经验，传递老区建设信息。编写 《汉阴革

命老区宣传材料》和革命老区史料 《红色的记忆》，宣传老区革命斗争史，弘扬老区人民

精神。深入调查研究，撰写 《安康革命老区汉江汉阴段环境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和

《贫困老区汉阴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查情况》等调研报告１８篇，引起政府重视并被
有关书刊收录。

先后争取国家老区建设资金５７５９万元，用于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便民桥梁９４
座、便民道路４３条、人畜饮水工程４处，１０４个村１０余万村民受益。修革命烈士墓、纪
念碑６处。

慈善协会

２００４年２月，县慈善协会成立。先后争取省、市慈善协会项目资金３０余万元，修建
慈安桥１０座，惠及５０００余人。为４００余名困难群众和１００多名品学兼优贫困小学生送温
暖；募捐２万余元，资助２０余名贫困大学生圆大学梦；组织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
保健院等医院的慈善志愿者，多次到集镇、社区为２０００多名群众义诊，免费发放药品
３０００多元；争取杨凌东科麦迪森制药有限公司捐赠价值１０万元的药品，免费发放给贫困
患者；争取境外慈善组织捐赠残疾人轮椅４０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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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保障

第一节　基本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１９８６年，开始实施国有企业合同制工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１９８８年，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实行县统筹。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国有企业固定职工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全年收
缴固定职工退休费统筹基金７６２３万元、合同制工人养老基金１８５６万元、职工待业保险
基金３２３万元、全民固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１６７万元。１９９３年，收缴固定职工退休
费统筹基金７８万元、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金２０７万元、职工待业保险基金３万元。制定
《城镇集体企业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当年有４户集体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统筹。
推行国有企业 “两金”统一比例合并调剂使用新机制。１９９５年，成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１９９６年，实施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制度。至

年底，新增参统企业３个，城镇企业参统单位达２０个，在职职工７６３人，离退休２２５人，
参统率８３５９％。１９９６年，征集养老金２５２７２万元，拨付４２８３万元，征集、拨付率均
达１００％。１９９７年，国有参统单位４８户，在职职工２４８９人，离退休人员３９７人。参加集
体企业县级统筹单位２１户，在职职工８４８人，离退休人员２５５人。全年征集国有企业职
工养老金２０１１５万元，拨付１５５９７万元；征集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９１５６万元，拨
付４８１６万元。１９９８年，全县参加养老保险单位６８户，职工３０８６人，离退休人员６９１
人。征收养老金４０３５万元，拨付２９８万元。劳动局与基金办为１０３名集体企业退休职工
重新审批和审定养老金，月人均生活费由１００元调整为２２９元。１９９９年，征缴基本养老
保险金４００万元。２０００年，全面实施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管理，社保费征缴业务移交地税
部门，建立 “地税征缴、财政监管、社保使用”基金征管拨付机制。全县参加养老保险

３９７０人，征缴养老保险金４４１４万元，发放４２４２万元。２００１年，参加养老保险 ６０５１
人。２００２年，增至９９６３人。２００４年，制定 《加快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参加社会保险工

作实施意见》，全年有５户私营企业１２４人参加养老和工伤保险。全县养老保险参保职工
达４０４３人，实际缴费人数３２０９人，征缴养老保险费６１０９万元。２００６年，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４４４７人，征缴养老保险费１２７２５４万元。２００７年，养老保险参保职工４７０１人，
养老保险扩面５４３人，比上年净增２５４人，征缴养老保险１８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养老保险
扩面３２０人，共有６６６３人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征缴养老保险费９１７万元，为１５８６人支付
养老金１７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养老保险扩面３７５人，征缴养老保险费１４００万元，为１６６３
名离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２０７６万元。２０１０年，企业职工、个体从业人员纳入省级养老保
险统筹，统一发放养老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扩面３９８人，参加养老保险达７４８２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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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基金１０７５万元，为１７４２人发放养老金２４２０万元。办理２３户企业１１７名集体企业超龄
未参保人员的认定及参保。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２００１年１月，启动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社会统筹。全年基金收放５３６万
元，为４９５名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４８３万元。２００４年，对行政事业单位个人养老保险进
行相应改革，缴费实行６０元封顶，在职人员退休不再缴纳个人缴费。重新核定全县１２５
个参统单位６１３６人养老保险，全年收缴养老保险金５１５万元，其中个人缴费３７６万元。
按时足额支付７１４名退休人员退休金９３０６万元。２００５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停止，
退休人员养老金改由原单位支付。对自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以来１２３个参统单位６１５８人的个人
账户全面清算，应退还个人的资金共２２９万元，全部退发本人。

农村养老保险

２００４年，汉阴县启动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２３０４人，其中农村计划生育
养老保险１９０２人。２００５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２３７６人。２００６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
２２８８人，其中农村计划生育保险１８８６人。２０１０年，参加农村养老保险２９７８人。其中，
农民在民政部门参保４５３人，农民合同工以及以个体形式在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参保６３９
人，参加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险１８８６人。

第二节　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继续沿袭公费医疗制度，公费医疗管理业务由县卫生局统一办理。
１９９２年，设公费医疗办公室，由卫生局抽调干部，办公地点设在县人事局，公费医疗由
财政局、卫生局、人事局共同管理。公费医疗基金由县本级财政按计划统一预算拨付，

由管理经办部门核销。县级行政事业单位统一在公疗办审核报销，区、乡 （镇）由区财

政所代行核销，转院去省、地区医院就医，由公疗管理机构开具证明，凭证按规定报销。

１９９４年，实行门诊费包干，住院费按比例报销，一般个人承担 ８００元基本费用 （门槛

费），其余医疗费用按规定、按比例核销。

２０００年１月，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以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
费为筹资模式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县社会保障局全面接管公费医疗管理业务。机关事

业单位在职及退休人员公费医疗制度结束。全年医疗保险参保单位１４６户，职工６５８８人。
其中，在职职工５１９３人，下岗职工２２１人，退休人员１１７４人 。征收基本医疗费１１７４万
元，大病统筹基金１４３万元。年报销门诊医疗费２７６４人次，支付个人账户基金３４３万
元。２００１年，参加医疗保险８１７４人，征缴医疗保险费１７８７２万元，支付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１３０７８万元。２００３年，征缴医疗保险费３９３７７万元，支付医疗保险基金３９８５９万
元。２００４年，对倒挂或临近倒挂的企业，实行 “双基”征费，加强住院病人管理，严防

“挂床”现象，严格控制慢性病门诊用药报销比例，加强定点零售药店管理，防止 “封

顶”消费，严格执行 “不缓解”政策，遏制空吃基金。全年征缴医疗保险费５２３２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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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支付４８７９２万元。２００５年，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８６７０人，征缴基金５８３万元，支付医
疗保险费５１１万元。２００６年，医疗保险参保８６２５人，征缴保险费７５１７１万元。２００７年，
医疗保险参保９２９９人，征缴基金７６２万元，支付６７９７万元。２００８年，城镇职工参加医疗
保险１２７３６人。其中，农民工参保３２５０人。征缴职工医疗保险费８７０万元。２００９年，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参保９８２１人，征缴保费７３９万元。２０１０年，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１００３２人，
收缴保险费１１３２万元。取消职工住院贵重药品５０％自付部分，在二级医疗机构住院报销比
例不低于７０％、本市内转外就医比例转诊手续的不再增加自付１０％，建立职工大病医疗救
助保险及救助试行办法，提高职工医保大病最高支付限额。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凡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工及其子女、大学生、

复员退伍军人等其他城镇非从业人员，都可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年城镇居民

参加医疗保险１１０９６人。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１７２３５人。２０１０年，城镇
居民参加医疗保险１７４３０人，收缴保险费２９５万元。

新型合作医疗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成立汉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组建办公
室 （简称 “合疗办”），县卫生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为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行政、

业务、财务、稽查４个股室。制定 《汉阴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办法》，由政府引导、

组织、支持，全县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政府多方筹资，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

农民医疗互相共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参加对象为全县所有农业

户籍人口，以户为单位整体参合，一户一证，凭证就医。个人缴费１０元，政府补助４０
元。新农合基金实行集中管理，专户储存、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接受社会

监督和相关部门审计。运行模式为 “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保障适度”，遵循

“小病不出村镇、大病不出县”诊疗原则。补偿有 “普通门诊、门诊特殊慢性病、大病住

院和特大病二次补偿”４种形式。根据医院等级确定不同报销比例，合理确定农民住院起
付线、报销范围、报销比例和封顶线。

２００７年，参合２３２５４７人，筹集资金１１４９３２万元。为３９６８户家庭、４１７５人次参合
患者报销补助资金３９４６５万元。２００８年，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２３８１８５人，为１４９３７
名参合患者报销补助资金１１３７４１万元。２０１０年，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２３９３５４人，参
合率９２％。获得新农合统筹基金补偿１０１９９１人次。其中，大病住院１３２１３人次，报销
２４３６９万元；慢性病门诊补助６１４人次，报销２８９２万元；普通门诊补助８３６６３人，报
销２４１５５万元。

第三节　其他社会保险

工伤保险

汉阴县一直未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伤保险。１９９６年以前，未建立企业工伤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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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执行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有关工伤待遇政策。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
日，实施企业职工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制度，由县企业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管理、承办。工

伤保险基金由企业按照单位行业风险等级不同比例，以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实行

县级统筹。当年征集工伤保险金０８万元。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累计征缴工伤保险金４８４２
万元，补偿支付 ２０２２万元。２００６年，工伤保险参保 ３８１５人，征缴 １１８９万元。２００７
年，工伤保险参保４７１２人，征缴３９８万元，支付７万元。２００８年，工伤保险参保５４１２
人。其中，农民工参保３２４５人。征缴保费３８２４万元。２００９年，工伤保险参保５１２１人，
征缴保费３７万元。２０１０年，城镇参加工伤保险５２３７人，征缴保费４９万元。

生育保险

１９９６年，汉阴启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基金按 “以支定收，收支基本

平衡”原则筹集，参保范围是城镇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实行单位缴费，由企业按照职工

工资总额１％缴纳，职工个人不缴费。当年征集生育保险金５１１万元，补偿７人，补偿
金额０６８万元。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累计征集生育保险金６１万元，补偿生育保险费１７８３万
元。２００５年，城镇生育保险参保 １００５人。２００６年，参保生育保险 １５１２人，征缴保费
１０９４万元。２００７年，生育保险参保２３７１人，征缴１１７６万元，支付９５万元。２００８年，
城镇参加生育保险３３７２人，征缴保费１１３万元。２００９年，生育保险参保２４１５人，征缴
保费１５万元。２０１０年，城镇参加生育保险３１０６人，收缴保费２８万元。

失业保险

１９９６年，汉阴县建立企业失业保险制度。当年征集失业金１６万元。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
收缴失业保险金７０６万元。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征收失业保险金４０６９万元，发放失业救济
金３６２１万元。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失业保险。全年参加失业保险４９０１
人，征缴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失业保险费１０４９７万元。２００５年，城镇失业保险参加人数
４７１８人，征收失业保险费１６２万余元。２００６年，城镇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４９０９人，征缴
１２００６万元。２００７年，失业保险参加人数达４３０８人，征缴１４０万元，发放失业金１７３６
万元。２００８年，失业保险扩面１４２人，城镇失业保险参保累计５８０６人，征缴企事业单位
失业保险费１４８１４万元，发放失业保险待遇８６５１万元。２００９年，失业保险扩面８４人，
累计参保４８９０人，征缴事业单位失业保险费１１０万元，企业失业保险费２８５１万元，发
放失业保险金９４２５万元。２０１０年，企事业单位失业保险参保４９４５人，征缴保费１５６５
万元，领取失业金共１３１８人次６１８万元，医疗补助金４１万元。

第四节　社会救助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２１８３元提高到４０５３元。８５％以上农民解决温
饱，但仍有部分农民处于贫困线以下。１９９９年，启动实施农村低保工作。规定人均纯收
入４００元以下贫困人口为保障对象，重点是低能智障、残疾人、特困户等。年保障标准
８０元／人。保障金筹集由县乡两级财政、村集体公益金和上级拨给的救灾款中列支，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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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５∶３∶２。全年享受农村低保１９９８人，月支付低保金１８０４１元，人均９元。２００２年，
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农村居民２８６４人。２００３年，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农村居民２４９３１人。
２００４年，上级不予配套资金，加之县、乡、村资金得不到落实，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救济减少到５０１９人，至年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停实施。２００５年３月，在蒲
溪镇开展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再次启动实施农村低保工作。保障对象为农村特

困家庭，即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４００元 （全部经济收入和实物收入）以

下，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年人均享受低保救助金１２０元，按季发
给。９月，县人民政府制定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实施办法》。保障范围：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年人均收入低于４００元以下，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特困家庭。对
象：１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２因病、因残、因灾导致家庭丧失主要劳动力，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３其他特殊
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标准：１“五保户”按每人每年７２０元执行；２特困户按每人每
年５００元实行差额补助；３其他农村贫困户实行临时救助，每户每年７０元。２００６年，最
低生活保障救济农村居民１９８９人。２００７年，县人民政府制定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

办法》，对农村低保扩面。从１０月１日起，凡上年人均纯收入低于６９３元的家庭，以户为单
位全部纳入农村低保，人均年补助３００元，每季度发给。资金来源由原来县、乡、村三级负
担发展到由中、省、市、县四级财政共同负担。全年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农村居民１７４２９人。
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全县农村低保户总数１０４８０户、２５１２３人，月支付低保金８７９万元，人
均３５元。２００８年，最低生活保障救济农村居民２６２００人。２００９年，享受农村低保１１２８１户
２６３０９人。２０１０年，农村低保标准一类由５０元增至７５元，二类由４５元增至６５元，三类由
４０元增至４５元。至１２月底，全县享受农村低保１０３２０户２１９０６人。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１９９８年８月，县人民政府制定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暂行办法》，坚持 “低标

准、小范围、快起步”原则，确定城镇居民保障线为月人均纯收入７０元，凡达不到保障
线的实行补差，由政府补助达到７０元，共确定保障对象４８人，占城区居民人口０２７％，
每人每月平均补差２８７元，年需筹集保障金１６５万元，保障金按照４∶４∶２比例，由民
政、县财政各负担６６００元，城关镇财政负担３３００元。至２００５年，享受低保达３８７０人，
月兑现低保资金１６０２万元，人均４２元。２００８年，享受城市低保２２４２户５１７５人。２００９
年，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５１８７人。２０１０年，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２５６７户
５０３６人。城市低保标准由１６５元／（人·月）提至２９５元／（人·月）。

下岗和失业生活保障

２００１年，汉阴县实施下岗职工最低生活费和失业生活救济制度。全年４７８名下岗职
工领取最低生活费，１９７人解除劳动合同领取失业救济金。２００２年，４５０名下岗职工领取
最低生活费，４０２人解除劳动合同领取失业救济金。２００３年，３２８名下岗职工领取最低生
活费，领取失业救济金３７８７人次。２００５年６月，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与失业保险并轨。
７月１日，执行调整后的失业保险有关待遇标准。

４５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五节　社会福利

五保户供养

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采取 “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国家救济”相

结合的办法，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孤儿保教）“五保”供养政策。主要

分敬老院集中供养、分散供养和亲友包养３种形式。“五保户”集中供养由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提供经费和实物，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１９８８年，全县有乡、村敬老院
３０个，入院２０２人。实行乡、村兴办，村组供养。分散供养 “五保户”１９１４人。１９９１
年，有敬老院２０个，入院７１人，采取 “发展生产，以院养院”办院。分散供养 “五保

户”１１０３户１２３０人。１９９３年，敬老院降至１３个，入院４８人。分散供养 “五保户”１１０４
户１２０２人。２０００年，有各类社会福利院９个，拥有床位８２张，收养人员３４人。２００１
年，有各类社会福利院１０个，拥有床位９６张，收养人员４５人。
２００３年，在铁佛寺镇四合村开展并户帮包试点后在全县推行。全县帮包对象３１１２户

４５９７人 （含农村特困户），采取集中安置、亲友帮包、能人帮包、党员干部帮包的形式落

实供养责任。２００４年，整合保留５所乡镇敬老院，投资近１０万元予以改造扩建。为２３２５
户五保户发放五保供养证。２００５年，将农村五保户供养资金全部划拨到民政专户管理，
实行本人或代管人持证定期社会化发放制度。建设五保户集中安置点２７处，入住２０８人，
为１２个乡镇兑现安置点建设补助８２５万元。全市五保户集中安置点建设现场会在汉阴召
开。２００６年，农村 “五保”供养被纳入中央公共财政保障范畴，五保供养标准为每人每

年７２０元 （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天补助１元，村组筹粮每人每天１元），全年有
２３２５户２９８４人享受供养费。建立完善以包帮并户、分散供养为基础，以五保户集中安置
工程为龙头，以乡镇敬老院供养为载体的 “三位一体”五保户供养体系，新建安置点３８
处３４７套，总面积８２７８６５平方米，安置３１０户３５４人。全县各类社会福利院和五保户安
置点达７１个，设床位６２１张。全市五保户集中安置现场会在汉阴召开。县人民政府制定
《农村五保户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对农村 “五保户”治病实行全额救助，全年支出医疗

救助资金２９０万元。制定 《农村五保集中供养管理 （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县、乡两

级和敬老院的工作职责，“五保”对象生养死葬管理更加规范。２００７年，“五保户”供养
分为两个档次，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的，每人每月享受１００元；年龄不太大、有经济来
源的，每人每月享受３０元。新建安置点６处、乡镇敬老院１４所，建筑面积１１３０８平方
米。各类社会福利院和五保户安置点达８５个，拥有１２６５张床位。入住五保老人６４４户
６７８人，集中供养率２０２％。２００８年，新建敬老院４所，改建１所，使全县３５３２名农村
五保老人集中供养达２８２６人。２００９年，投资１２１０万元的县级中心敬老院、投资２２０万元
和２５０万元的涧永区域敬老院、龙双区域敬老院开工建设，均于２０１０年竣工投入使用。
投资１２５万元对涧池、太平、蒲溪、铜钱、石条街、铁佛寺、观音河７所乡镇敬老院改扩
建。双乳镇、观音河乡敬老院分别被市民政局命名为三星级、四星级敬老院。从１月１日
起，农村五保户财政供养费每人每月由１２０元提高到１３８元。２０１０年，集中供养五保户

５５４第二十三编　人事　民政　社会保障



３５３２人。农村五保户财政供养由１３８元提至２５０元。观音河乡敬老院被民政部命名为
“全国模范敬老院”。

收容救助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收容１０２１人次，遣送回家９８３人次。２０００年，遣送外流人员３００余
人次。２００２年，收遣外流人员２８７人次。２００３年，国务院 《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至２００８年，累计救助４２２９人次。
福利彩票

１９８７～２００３年，以 “三月三”物资交流大会为平台，在城区及川道沿线开展 “刮刮

乐”即开式福利彩票发行，奖品为实物，年平均发行量在１５万元至５０万元之间。２００４
年，省、市民政部门统一发行计算机福利彩票，由安康市民政局在该县设销售点，此种

发行方式不受时间限制，每周开奖３次，每年发行量为３００万元至５００万元。
福利企业

１９８８年以来，有县民政局审批、扶持的福利企业８家：县福利公司、福利商店、棕
厂、漆厂、制鞋厂、服装厂、伞厂、竹藤厂。政府对其免征营业税，解决４０余名残疾人
就业。受市场经济影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计划经济时期诞生的福利企业逐步走向衰
退，陆续解散和破产。２００３年，该县最后一家福利企业 （县福利公司）破产。

６５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十四编

教育　体育

１９８９以来，通过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
实施整体推进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简称 “双高普九”）和

教育强县创建工作，校容校貌焕然一新，教学设备日臻完备。教育管理

体制由 “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向 “以县为主”转变，由应试教育逐渐

向素质教育转变。调整学校布局，优化教育资源，至２０１０年，全县中学
１８所。其中，单设高中 １所、完全中学 ４所，小学 １２０所、教学点 １４
个。中等职业学校１所。幼儿园１４所。其中，民办１３所。

全县从学校到机关，从城镇到农村，掀起全民健身热潮。学生体育

达标，群众体育协会涌现，体育设施日益完善，体育赛事硕果累累。



第一章　教　育

第一节　教育管理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８年，县文化教育局内设行政、教育、人事、文化股，招生办、勤工俭学办、教
育督导室等８个股室。下辖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县教学研究室、教师进修学校、县文化馆、
图书馆、电影公司等单位。５区１镇设文教组。各乡镇设基点校 （亦称中心小学）。１９９５
年，撤销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县文化教育体育局。２００２年８月，文化工作划出，
与广播电视局合并，县文化教育体育局更名县教育体育局。同时撤销各乡镇文教办，成

立中心校。２００５年，县体育场更名为县体育中心，承担指导全县体育工作任务。２０１０年，
县教体局机关１３人，教研室１５人，电教站３人。

管理体制改革

１９８８年６月，变原四级办学、四级管理为县、区、乡 （镇）、村四级办学，县、区、

乡 （镇）三级管理。除汉阴中学、平梁中学、漩涡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城关一小、县

幼儿园直属县文教局管理外，其余１３所单设初中、４１所乡中心小学、８８所完全小学、
１８４所初小分别交与所在区、乡管理。

１９９７年，教育管理体制变为县、乡 （镇）、村三级办学，县、乡 （镇）两级政府管

理。２００１年以后，实行 “以县为主”管理体制。

教育督导

教育督导室制定督学履职考核、督政督学工作制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 “控辍保

学”督导检查等制度，建立督学责任区制度，实行专职督学包片，兼职督学、督导员联

镇包校工作机制，形成县、乡 （镇）、校三级教育督导网络。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教育督导室对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工作开展监督、检查、评估、指导。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重点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督导。

２００５年，县教育督导室制定 “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盲县）复
查工作方案，督促指导各中小学 “两基”巩固提高工作。２００７年，为确保 “两基”复查工作
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教育督导室成立 “迎验”工作指导小组，深入全县中小学校综合督查。

２００９年，坚持督政与督学并举、督导与检查相结合，促进普及实验教学、 “双高普
九”和创省级教育强县工作。启动实施学校发展水平督导评估 “３１６工程”，将全县义务
教育阶段和学前教育阶段学校督导评估一次安排，分三年实施，成立督导评估专家组，

对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办学方向、办学经费、办学条件、教师队伍、学校管理与

教育教学、教育教学质量督导评估。

８５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第二节　学校建设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支出　教育经费逐年纳入财政预算。１９８８年，教育事业支出４４０万元，占全
县总支出２７８％。１９９５年，教育支出突破千万大关，达１２５６万元，占全县总支出３２８％。
２００１年，对部分中小学贫困生实行 “一免” （免除学生教科书费）政策，教育支出

上升到３０７３万元，占全县总支出２９２５％。
２００５年，对部分小学实行 “两免一补”政策 （免除学生杂费、课本费，对贫困寄宿

生发放生活补助费）。到２００７年，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部实行免费教育，给予贫困寄宿
生生活补助费。全年教育事业支出９０４９万元，占全县总支出２７６％。２０１０年，教育事业
支出１８７３０万元，占全县总支出２２７％。

教育经费管理　１９９０年，县财政体制改革，教育经费按管理归属分别由县、区、乡
三级财政负担。部分乡财政拮据，教育经费逐月按比例拨付，出现拖欠教师工资。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辖区内学校由所在乡镇财政负担，实行 “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支基数”。
２００１年，教育经费统一纳入县本级财政管理。２００２年，中小学实行 “一费制”，小

学每生每学期收费９２５元，初中每生每学期收费１５０元。
学校布局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３７所。其中，完全中学４所、单设初中１３所、九年
制学校８所、小学３０５所、幼儿园６所、农业职业中学１所。另有高级卫生职业学校、广
播电视学校和民办职业技术学校 （民乐职校）各１所。
１９９０年，调整学校布点，全县设学校３２０所。其中，完全中学４所、农职高中１所、

单设初中１３所、九年制学校８所、完全小学１３１所、村级初小１６２所、幼儿园１所。
１９９２年，全县设３１５所学校。其中，职业中学２所、完全中学４所、初级中学１６所、

小学２９３所。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连续调整学校布局，中小学降至２０４所。其中，普通中学２２所、职

业中学３所、小学１７９所。２００３年，各类中小学降至１８１所。其中，普通中学２５所、中
等职业学校 ３所、小学 １５３所。至 ２００４年末，设中小学 １６９所。其中，小学 １４０所。
２００５年以后，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调整中小学布局。至２０１０年，全县设中学１８所，
小学１２０所，教学点１４个。

校舍建设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实施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学校建设以乡镇组织集资建校为
主，限于危房改造和修修补补。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累计投入
８６００余万元，新建校舍１０５４万平方米，维修 Ｂ级危房３９９５万平方米、Ｃ级危房３１２
万平方米，全部排除Ｄ级危房。全县校舍总面积达２１万平方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汉阴县
“普九”工作通过国家验收。

２００５年以后，巩固提高 “两基”成果，继续加大投入。至 ２００７年，共投入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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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８７２２万元，实施危房改造项目和寄宿制项目，新建和改建校舍４８９９５平方米。
２０１０年，全县中小学占地面积６７７５６５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２４２１０２平方米。其

中，危房面积１４０６３平方米，当年新建２１９０５平方米。
教学设备

通过 “普九”，小学教师人均图书１５５册、学生人均图书１１册；初中教师人均图书
３１５册、学生人均图书２１３册。建成实验室、语音室、阶梯教室、微机室及音体美活动
室２６４个，建立远程教育项目示范学校光盘播放点１０１个，安装远程教育设施２８７套，２８
所中小学建立微机室，配置计算机９８７台，有３个学校建立语音室。城区小学达到 “５室
１部”（图书阅览室、综合仪器室、体育器材室、综合电教室、自然实验室、少队部），
农村中心小学达到 “３室１部”（图书阅览室、综合仪器室、体育器材室、少队部），其
他完全小学达到 “１室１部”（综合室、少队部）；完全中学达到 “９室１部”，县办初中
达到 “８室１部”，乡镇办初中达到 “７室１部”。

第三节　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幼儿园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幼儿园６所。其中，公办１所、民办５所。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８
日，县幼儿园由环城南路迁至东城街，当年１０月，获地级 “示范幼儿园”称号。２０００年
１２月，获省级 “示范幼儿园”称号。２００３年，入园幼儿达３８０人，创建园以来最高纪
录，被省爱国卫生委员会授予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称号。

２００３年，涧池小太阳幼儿园获市 “民办教育先进集体”，蒲溪街道幼儿园张小艳获市

级 “民办教育先进个人”。２００７年，县幼儿园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暨全国妇女 “巾帼

建功”活动领导小组授予 “巾帼文明岗”称号。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幼儿园１４所。其中，民办１３所，主要分布在县城、集镇和人口
稠密的村组。设１７７个教学班，在园人数５１８９人。教职工１６２人，专任教师９７人。

学前班　１９８８年，４２所中心小学都办有学前班。此外，幼儿园和部分村办小学亦办
有学前班，且呈逐渐增长势头。

２００４年，全县学前教育阶段受教育率达７２％。２００６年以后，学前一年受教育稳步提
高，继续保持在９５％以上。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幼儿园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２４－１－１ 单位：个、人

年　份 园　数 班　数 学生数 教师数 年　份 园　数 班　数 学生数 教师数

１９８８ ６ １２ ４９２ ３９ １９９１ ４ １０ ４１５ ２８

１９８９ ６ １４ ２３８ ３６ １９９２ ４ １１ ４７１ ５０

１９９０ ４ １２ ３４４ ３４ １９９３ ５ １２ ５０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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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园　数 班　数 学生数 教师数 年　份 园　数 班　数 学生数 教师数

１９９４ ５ １４ ５４７ ５７ ２００３ ４ １２ ４７７ ４４

１９９５ ４ １５ ４５８ ５６ ２００４ ８ １３ ５１２ ５２

１９９６ ３ １４ ４５３ ５６ ２００５ ８ １５ ５３２ ５９

１９９７ ３ １１ ４５２ ３２ ２００６ １３ ２８ １２２５ ８５

１９９８ ３ １１ ３３２ ４６ ２００７ １７ ２７ ９７３ ９９

１９９９ ６ １８ ５９８ ３１ ２００８ １５ １８０ ４６８９ １０７

２０００ ５ １６ ４８５ ３０ ２００９ １８ １８０ ５２３３ １３７

２００１ ５ １４ ３３４ ３１ ２０１０ １４ １７７ ５１８９ １６２

２００２ ４ １５ ４２１ ４５

　　注：２００８年起，学前班列入幼儿园统计，民办挂靠幼儿班数纳入统计，故班数及学生数大增。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学前班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２４－１－２ 单位：个、人

年　份 小学数
附设学

前班数
班　数 学生数

兼　任

教　师
年　份 小学数

附设学

前班数
班　数 学生数

兼　任

教　师

１９８８ ３０５ ４１ ５９ ２１２０ ５９ ２０００ ２３２ １７２ １７３ ４１７６ １７３

１９８９ ３０４ ６７ ７６ ２２５１ ７６ ２００１ ２２９ １７１ １８７ ３８６３ １８７

１９９０ ２９３ ７２ ７８ ２４４８ ７８ ２００２ ２１１ １６７ １５１ ３３７１ １５１

１９９１ ２９３ ７４ ８２ ２７４９ ８２ ２００３ １８６ １５３ １６５ ３７０６ １６５

１９９２ ２９３ ９２ ９８ ３７７９ ９８ ２００４ １７５ １４０ １５５ ３４４９ １５５

１９９３ ２９３ １０２ １１６ ４５０５ １１６ ２００５ １６０ １３７ １５７ ３５０９ １５７

１９９４ ２９２ １２３ １２１ ４８２７ １２１ ２００６ １５４ １２９ １５５ ３８４３ １５５

１９９５ ２８９ １５１ １２１ ４８１６ １２１ ２００７ １５２ １２７ １５４ ３４２７ １５４

１９９６ ２８９ １４０ １０６ ３２５３ １０６ ２００８ １５０ １１５ １５３ ３７４３ １５３

１９９７ ２８０ １４５ １６２ ４８６８ １６２ ２００９ １４３ １１４ １４４ ３９４２ １４４

１９９８ ２８１ １４８ １５４ ４１３５ １５４ ２０１０ １３４ １０６ １２６ ３３７６ １２６

１９９９ ２８３ １５６ １６８ ４３１２ １６８

小学教育

办学规模　１９８８年，共设小学３０５所。其中，完小１３３所、初小及教学点１７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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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学班１１９２个。其中，复式班２２９个。在校学生２８４５１人，入学率９２７５％。１９８９年，
开始实施普及初等 （６年）义务教育，至年底，城关镇、涧池镇、双乳乡、太平乡、汉阳
乡、铜钱乡通过县级验收。１９９５年底，全面完成 “普六”任务，全县有小学２８９所。其中，
完小１１４所、初小及教学点１７５所。教学班１１５８个。其中，复式班１８７个。在校学生３３１７３
人。与１９８９年相比，在校学生净增３５３１人，入学率由９５２１％提高到９６７１％，毕业率由
９３１％提高到９７１７％。１９９６年８月，城关一小成为安康地区首批地级示范小学。

１９９７年，启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推行素质教育，城关一小被确定为陕西省素质教
育实验学校。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城关一小被省教委授予陕西省 １４所省级示范小学之一。
２０００年，乡镇行政富余人员分流到小学任教。为减轻财政负担，将７４所初小承包给私人
办学。全县小学校建立微机室２０个，语音室３个，微机６００余台，在部分学校开设计算
机课程。２００３年，全县掀起 “普九攻坚”高潮，启动偏远山区寄宿制小学建设，进一步

整合小学教育资源，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通过省政府 “两基”验收，获 “基本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县”称号。全县小学缩减为１７５所。其中，完小１４０所、教
学点３５所。在校学生２８６４０人，入学率９９４８％，辍学率控制在０３９％以内。２００５年以
后，教育工作重点转移到普及实验教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上来。１１月２７日，
普及实验教学通过省、市评估验收，被授予中小学实验教学普及县。１２月１６日，城关、
平梁两镇通过市政府教育强乡镇评估验收。小学入学率和巩固率均达１００％。至２００７年，
２０所寄宿制学校项目工程完工。全县共有小学 １５２所。其中，完小 １２７所、教学点 ２５
所。教学班８３２个，其中复式班５８个。在校生２４５５６人。２０１０年，全县设小学１２０所。
其中，教学点１４个。小学毕业生４３０４人，一年级招生３４９８人，在校学生２２２６８人。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小学发展情况统计表
表２４－１－３ 单位：个、％

年　份 学　校
其　中

完　小 初　小 教学点
班　数

其中复

式　班

在　校

学　生

学龄儿童

入学率

在校学

生巩固率
升学率

１９８８ ３０５ １３３ １７２ — １１９２ ２２９ ２８４５１ ９２５７ ９２１８ ６６５７

１９８９ ３０４ １３１ １７３ — １０９９ ２１８ ２９６４３ ９５２１ ９０５１ ８７６５

１９９０ ２９３ １３１ １６２ — １０３８ ２００ ２９５３０ ９５８ ９２２４ ７０１５

１９９１ ２９３ １３１ １６２ — １０８９ ２２０ ３０３２９ ９５６２ ９５２９ ６９５３

１９９２ ２９３ １３１ １６２ — １１３４ ２０５ ３０８３４ ９７３７ ９５０２ ６４２８

１９９３ ２９３ １２３ １７０ — １１０８ １９８ ３１４７２ ９５９９ ９１３２ ６９５１

１９９４ ２９２ １２３ １６９ — １１４４ １９３ ３６０１９ ９５６５ ９７６４ ７７３１

１９９５ ２８９ １１４ １７５ — １１５８ １８７ ３３１７３ ９６７１ ８７９９ ８１４３

１９９６ ２８９ １１２ １７７ — １１１６ １７７ ３５９０７ ９６９８ ９８７８ ７４１９

１９９７ ２８０ １１２ １６８ — １１１５ １８３ ３７３９４ ９７０２ ９６３１ ７７１２

２６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年　份 学　校
其　中

完　小 初　小 教学点
班　数

其中复

式　班

在　校

学　生

学龄儿童

入学率

在校学

生巩固率
升学率

１９９８ ２８１ １３３ ４６ １０２ １１０７ １８９ ３８９７０ ９８８２ ９８７７ ８４２７

１９９９ ２８３ １３３ ４６ １０４ １１３８ １７８ ３８５６５ ９９５５ ９９０４ ８５６６

２０００ ２３２ １７２ ０ ６０ １０７０ １４３ ３７６４９ ９９７０ ９９１６ ９０２８

２００１ ２２９ １７１ ０ ５８ １０３５ １５３ ３５８５４ ９８３３ ９７６５ ９２０６

２００２ ２１１ １６７ ０ ４４ ９８９ １３８ ３２５２０ ９８５７ ９６２８ ８５３９

２００３ １８６ １５３ ０ ３３ ９２８ １２２ ３００３８ ９９２９ ９９２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７５ １４０ ０ ３５ ８８１ １１３ ２８０３９ ９９４９ ９９７３ ９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１６０ １３７ ０ ２３ ８４７ １００ ２６４７８ ９９５０ 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５４ １２９ ０ ２５ ８５１ ６７ ２５７０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５２ １２７ ０ ２５ ８３２ ５８ ２４５５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３ ９６ ０ ２７ ８２４ ５９ ２３６９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２３ １０３ ０ ２０ ８０２ ５２ ２３０７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２０ １０６ ０ １４ ７６０ ４５ ２２２６８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学制课程　１９８４年秋季始，小学一直实行六年制。１９８８年，小学开设有思想品德、
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３～６年级增设自然、４～６年级增设地理、历史、劳动。
部分学校增设健康教育课。１９９０年，全面开设健康教育课。１９９２年，开设思想品德、语
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自然、劳动，４～６年级增设社会课。１９９９年，全县小学
开设国防教育课。２０００年，部分小学开设计算机课。２００４年秋季，实施课程改革，从起
始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 （１～２年级）、品德与社会 （３～６年级）、语文、数学、信息技术
课程 （３～６年级）、科学、英语 （３～６年级）、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
（３～６年级）。其他年级继续执行义务教育学制课程设置。

初中教育

初中调整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完全中学４所，单设初中１３所，九年制学校８所。共设
初中班１３０个，在校学生６７６１人。其中，毕业班２２９８人，考入高中４９７人。１９９１年，中
堰初中并入太平初中。１９９２年，河湾初中并入三堰初中。１９９６年撤区并乡建镇后，设完
全中学４所，单设初中１１所，九年制学校７所。天星九年制学校撤并初中部，学生并入
太平初中和城关初中。１９９７年，汉阴县正式启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１９９９年，水田初中
与水田小学合并，改为观音河九年制学校。涧池镇在五坪小学增开１个初中班，招生５２
人。２０００年，涧池镇洞河小学增开１个初中班，招生５４人。２００１年，私立育才中学开
办，招初中２个班８８人。永宁乡南河小学增开２个初中班，招生１２６人。２００２年，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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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由完全中学改为单设高中。城关镇中坝小学增开３个初中班，招生１８２人；双河口镇
双河小学增开初中班２个，招生８２人；南河小学初中增至５个班，招生２９７人。至２００４
年，危房校舍全部排除，初中学校实验教学设施齐备，各项办学指标、师资水平均达到

或超出省颁标准，通过省政府 “两基”验收。全县共有完全中学３所，单设初中１１所，
九年制学校８所。设初中班２７３个，在校学生１７２２３人，班均６３１人。初中适龄人口入
学率９７２％，辍学率２７５％，初等教育完成率１００％。２００５年，全县九年制、单设初中
均建起标准化理、化、生实验室。２００７年，全县设完全中学３所，单设初中１１所，九年
制学校８所，共有３６１个初中班，学生 １４９４４人。２００８年，初中升学率 ４２５％。２０１０
年，有完全中学４所，初级中学８所，九年制学校５所，共设初中教学班３０１个，在校生
１２１３０人，毕业生４７３２人。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１００％，辍学率０８％。

学制课程　初中为三年制。使用全国统一教材，按教学计划开设课程。周课时３６至
３７节。课程设置有政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
音乐、美术、劳动技术１３科。１９９７年以后，初中各年级增加１节信息技术课。２００４年，
初中 “三试合一”考试成绩达４００分以上１１５６人。２００５年秋，初中从初一开始执行 《九

年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使用课改教材。必修课增设信息技术。周课时３４节。
普通高中教育

高中招生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完全中学４所，设高中班２４个，在校学生１１８２人。２００２年，
汉阴中学由完全中学改为单设高中。２００４年，高中在校学生３２３７人。２００７年，全县单设高中１
所，完全中学３所，共有高中班６７个，在校学生４２９１人。２０１０年，新增黄冈创新学校，设初
中部、高中部。全县高中教学班８５个，在校生４７１５人。其中，高一招生１９４２人。

学制课程　１９９０年前，汉阴中学高中学制为三年制，平梁、蒲溪、漩涡完全中学高
中学制为两年制。１９９１年秋，平梁、蒲溪、漩涡３所完全中学高中学制改为三年制。
１９９０年９月，执行国家教育委员会 《普通高中教学计划》，按国家教委规定使用统一

教材。高中教育围绕高考转，高一基本开齐规定课程，高二分文理科，按高考文化课范

围开设课程。高二起补课，基本取消文体活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选修课。高二前

授完高中所有课程，高三集中复习备考。２０００年，高中体育和保健课程改为 “体育与健

康”，每天增加课间操，每周３次课外体育活动。２００２年９月，高中一年级增开必修课
“研究性学习”课程，２００３年秋扩大到高中二年级，２００４年秋扩大到高中三年级。每周
开设３课时，高中阶段共２７６课时。２００７年秋，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２００９年，采
用 “学分制”（学业水平考试），教材采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高考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培养高中毕业生１０５８人，５７人考入大学本科、１１１人考入大
学专科、６８人考入高中专。１９９１年，全县高考上线４１人，高中专录取１０人。１９９７年，
参加高考２２６人，上线１２８人，达本科线２３人。其中，重点本科１１人。各类专科与高中
专录取１０５人。１９９８年，参加高考２６０人，上线１１８人，达本科线３３人。汉阴中学被安
康地区行署授予 “高中教育先进单位”，安康地区高中教育工作会议在汉阴召开。２００３
年，参加高考５９８人，达本科线１４１人，首次突破百人大关，居全市第三位。汉阴中学获
得安康市高中教育先进单位奖。２００４年，高考达本科线４４８人。２００５年，参加高考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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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达本科线以上５６９人。其中，二本以上２５１人。专科录取３２５人。汉阴中学黄松以
７０１分考入清华大学，结束该县恢复高考以来无人考入清华、北大的历史。２００６年，参加
高考１１９６人，达一本线９０人、二本线１２５人、三本线５９５人、专科线２３２人。２００８年，
高中升学率达９０％。２０１０年，高中设８５个班，在校学生４７１５人，毕业生１４２６人。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初中、高中教育情况统计表
表２４－１－４

年　份

初　中 高　中

班　数

（个）

学　生

（人）

入学率

（％）

班　数

（个）

在校生

（人）

高　考

人　数

（人）

高考上线人数 （人）

合　计

本　科

小　计 重　点

专 科

及 高

中专

１９８８ １３０ ６７６１ — ２４ １１８２ — — — — —

１９８９ １２０ ５６７６ — ２５ １１９７ — — — — —

１９９０ １２０ ５６５９ — ２５ １２５４ — — — — —

１９９１ １２２ ５８６０ ３４６ ２９ １２４３ — — — — —

１９９２ １３６ ６５２１ ５１６ ２９ １１９３ — — — — —

１９９３ １３６ ６２４６ ３５５ ２５ １０４９ — — — — —

１９９４ １６８ ６９２９ ４２５ ２６ １０１２ — — — — —

１９９５ １５１ ７６３６ ４８１ ２７ １１３０ ２１３ １１８ １０ ５ —

１９９６ １５６ ７９３１ ６０６ ２９ １０６９ ２５９ １１８ １３ — １０５

１９９７ １６４ ８１８０ ８６２ ２７ １０７８ ２２６ １２８ ２３ １１ １０５

１９９８ １７７ ９０３８ ９０７ ２４ １０６７ ２６０ １１８ ３３ — ８５

１９９９ １９９ １０７２４ ９４１ ２６ １１１６ — — — — —

２０００ ２２１ １２１６０ ９１５ ３０ １３１６ ３０５ １１０ ７４ — ３６

２００１ ２５０ １４１６７ ９０１ ３７ １７１１ — — — — —

２００２ ２６２ １４８０２ ９２５ ４３ ２０６２ ４４８ ３４５ ８３ ４２ ２６２

２００３ ２８４ １６４３１ ９６９ ５０ ２６５１ ５９８ ４８９ １４１ — ３４８

２００４ ２７３ １７２２３ ９７１ ５９ ３２３７ ８３６ ７３９ ４５１ ２３０ ２８８

２００５ ２６２ １７１６６ ９７６ ７１ ３８８８ ９８８ ８９４ ３１８ ２５１ ５７５

２００６ ２５１ １５８６９ ９８５ ７７ ４３３４ １１９６ １０４２ ５９５ ２２８ ４４７

２００７ ３６１ １４９４４ ９８５ ６７ ４２９１ １３４７ １０４１ ６９１ ２３４ ３５０

２００８ ２４４ １４１２６ ９８８ ７９ ４２２０ １３７３ １０４３ ７５８ ２３５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２４２ １３２８０ １００ ７８ ４５４３ １３５８ ９６４ ７２５ ２６０ ２３９

２０１０ ２１６ １２１３０ １００ ８５ ４７１５ １４２９ １１４８ ８８９ ４７９ 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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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职业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１９９１年６月，汉阴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成立，设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内，与县进
修学校合署办学，一套人马。当年开办兴桑养蚕培训班，学员４８名，各乡镇按分配名额
选派，培训时间半年。

１９９２年６月，更名为职业技术高级中学。１９９４年８月，又更名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９月招收蚕桑专业班１个，学生５０名，学制两年，开设养蚕学、蚕病防治学、栽桑学及
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体育等课程。修业期满，４４人合格毕业。１９９４年 １０
月，开办建筑专业班，招收学生５０名，学制两年，开设建筑学、建筑力学、工程预算、
机械制图、地基开挖、工程质量检测、泥木工基本技能，以及语文、数学、物理、政治、

体育等课程，并组织学生实习。修业期满，４５人合格毕业。１９９７年６月，开办计算机专
业班，招生４８名，学制两年，开设计算机原理、计算机系统操作、计算机组装与维修，
以及语文、数学、物理、政治、体育等课程。４４名学生毕业。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撤销县电化教育站、教学研究室、教师进修学校 （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成立教学研究培训中心，办公地点设在原教师进修学校。２００７年９月，撤销教学研
究培训中心，成立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教学研究室 （含电化教育站）。２００８年，在校学生
２２３４人，比上年减少１０２０人。专任教师２８人。比上年减少２８人。２０１０年，招生１４２６
人，在校学生３５４７人，教职工３７人。

教师进修学校

汉阴县教师进修学校主要是为安康师范学校代培民办教师。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共招收安师民
师班学员１１０人，分别来自宁陕、石泉、紫阳、岚皋、汉阴５个县。学员必须具有在册民办教
师身份。学制两年，开设课程与普通师范学校基本相同，修业期满，由省教育委员会命题考

试，合格后发给中师毕业证书，由各县人事、教育部门分配任教，身份转为公办教师。

卫生职业学校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汉阴县卫生干部进修学校更名为高级卫生职业学校，开设卫生职业班
（西医士）２个，招生７５人，学制两年。１９８８年，新修教学楼、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建筑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１９９１年，招收西医士专业３个班１６６人，生源来自安康、汉中两
地区部分县、市。１９９４年，学校更名为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当年招生１３６人，开设
西医士和妇幼医士２个班，学制３年。
２０００年，随着职业技术学校的卫生专业调整，取消西医士专业，学校面临倒闭停办，与湖北

省随州市卫校联合开办普通中专班，招收学生１６４人。２００２年，与湖北省襄樊职业技术学院联合
开办普通中专、在职成人临床医学和高级护理２个专业，招收成人大专８４人。２００７年，停止招
生。２００８年５月，学校并入汉阴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学校共培养大中专学生２１２７人。

职业技术培训

民乐职业技术学校是１９８６年９月由私人创办的实用技术短期培训学校，初创时校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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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梁镇。１９８８年３月迁入县城内，租用城关运输社房屋，开设木工、油漆、缝纫裁剪
等专业班，面向全社会招生。１９９４年因拆迁停办。

双乳农 （职）业中学创办于１９８２年，学制两年，相当于高级中学。１９８８年仅有少量
学生，开设农学、蚕桑、食用菌栽培等专业课程和高中语文、数学、政治、理化等文化

课程。至１９９５年，学校无学生，名存实亡，转入职业技术培训。

第五节　成人教育

扫除文盲

１９８９年，经安康地区检查，汉阴县非盲率达８６１％，为基本无盲县。据１９９０年第四
次人口普查，全县１５～４１岁文盲半文盲２１９４６人，占其年龄段的１７１３％。主要集中于
南北两山铁佛、漩涡、汉阳区。

１９９４年全省扫盲工作会议后，县政府把扫除剩余文盲作为成人教育的一项主要工作，
重新建卡，制定规划，向５区１镇下达逐年扫盲任务，创建扫盲点和农民文化技术学校。
至１９９６年底，累计投入扫盲教育经费２０余万元，组织２９４３名县乡干部、中小学教师和
部分中小学生投入扫盲工作，通过开办扫盲班、扫盲点、送学上门、包教到人，动员

６７３４名文盲入学，扫盲开展面达９９２％。同时，各乡镇以成人文化技校为主阵地，举办
培训６４０期，培训青壮年文盲１１８６３人。全县１５～４１岁文盲半文盲降至４９７５人，占其年
龄段的３２％。经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检查验收，省政府授予汉阴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县”称号，铁佛区高峰小学教师龙宗海获 “中华扫盲奖”。

１９９７年以后，坚持 “一堵、二扫、三提高”扫盲方针，扫除剩余文盲，堵塞新文盲

产生，巩固提高扫盲教育成果。２００４年底，省政府对汉阴县 “两基”工作达标验收时，

对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复查，全县青壮年人口非盲率达到９８２％，１５岁非盲率达１００％，
通过省政府复查验收。

农民技能培训

在扫盲工作的同时，利用乡村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常年举办广播讲座、科技板报、技术

咨询和不定期举办蚕桑、畜牧、农作物、地方产业等技术培训班，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

培训。１９８８年，建有４１个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１９９６年，普及村级农技校，村党团活动
室加挂 “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牌子。全县共建立村级农技校２０８所。乡、村农技校配备专
职副校长和专职教师５１２人，校园占地总面积２０７６５亩，教室面积８７８０平方米，实习基地
１００余亩。拥有图书资料８０１２册，教学仪器６８９件。累计培训农民３１３４９人次、农村基层干
部４４１９人次、乡镇企业职工９４７人次、各类农村专业技术人员１５３３人次。

学历教育

成人学历教育有教育部门主办的高师函授、中师函授、高师卫电函授班，党校主办

的行政学院、网络教育班，农业部门主办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汉阴分校，财政部门主办

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汉阴分校。学习形式分为自考、电大、夜大、函授等，由４个部门分
系统组织各类学习和考试。１９８８年以来，每年有１００余人参加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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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　１９８２年初，成立电大工作站，办公地点设在县教师进修学校，业务考核由安
康地区电大分校负责。９月，招汉语言文学专修科１个班，入学２２人，１９８５年８月全部
毕业。１９９６年９月招中师普师专业班１个，入学５５人，１９９８年８月毕业５３人。１９９７年
９月招中师普师专业班１个５０人，１９９９年８月全部毕业。

高师卫电　１９９３年初，陕西教育学院主办高师卫电教育，招录专科生和本科生，学
制均为３年。１９９３年 ３月，汉阴县录取专科生 ６５人，１９９４年 ９月录取专科生 １０人，
１９９６年９月录取专科生２５２人，１９９７年９月录取本科生９人，１９９８年９月录取本科生２６
人，１９９９年９月录取本科生３２人，全部毕业。

中师函授　安康师范学校主办。１９８８年，汉阴县毕业 ４６人，１９９１年毕业 ３２人，
１９９２年毕业２３人，１９９５年毕业４人，１９９７年毕业２６人，１９９８年毕业４８人，２００１年毕
业７５人。此外，２０００年９月，安康教师进修学校在汉阴县招普师专业４３人，２００２年７
月全部毕业。

高师函授　陕西教育学院主办，县教师进修学校组织管理。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专科毕
业３８人，本科毕业９人。１９９１年，高师函授收归安康教育学院高师函授部统一管理。
２０００年９月，陕西工运学院在县教师进修学校设立教学区，招收小学教育大专班学员，
２００２年毕业学员４９人，２００３年毕业学员９２人，２００４年毕业学员２８人。

第六节　教师队伍

教师结构

学历结构　１９８８年，普通中学教师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占比 ４５３％，学历达标率
４５２％；小学教师中专、高中学历占比６６５％，学历达标率７１８％。县直学校全部是公
办教师。农村乡镇小学公办教师占２／３，音、体、美、英语教师更少。村级小学多为民办
及代理教师，学历达标仅为 ３０％。２０００年，普通中学教师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占比
８３７％，小学教师中专、高中学历占比９０５％。２００４年，１０６名中小学民办代理教师全
部清退。初中专任教师８５２人，专科以上学历８０７人，学历达标率９４７２％。２００７年，普
通中学教师大学本科以上４７９人，占比４７５％，大学专科学历４９４人，占比４９％，学历
达标率９６４％；小学教师大学专科以上学历１０３４人，占比６０３％，学历达标率９９％。各
个层次专任教师具有 《教师资格证书》１００％。至２０１０年末，教体系统事业单位总人数
２２０８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２１７２人，管理岗位３人，工勤岗位３３人。女教师９６５人，党
员６１３人，少数民族教师３人。专技人员学历结构为：研究生２人，大学本科８９７人，大
学专科１０００人，中专２６９人，高中及以下４人。

职称结构　１９９０年，全县普通中学专任教师４９１人，高级职称１０人、中级７９人、初级
３５３人，分别占比２０４％、１６０９％、７１９％；小学专任教师１２６３人，中级职称１１９人、初
级职称１０３３人，分别占比９４％、８１８％。２０００年，普通中学专任教师６２４人，高级职称
２８人、中级１３７人、初级４１４人，分别占比４５％、２２％、６６３％；小学专任教师１２５５人，
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称２１１人、初级职称９５６人，分别占比００８％、１６８％、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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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普通中学专任教师１００９人，高级职称６１人、中级２５５人、初级６６３人，分别占比
６％、２５３％、６５７％；小学专任教师１７１６人，高级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３１６人、初级职称
１３５６人，分别占比０１７％、１８４％、７９％。至２０１０年，教体系统专技人员职称结构为：高
级职称１４４人，中级职称６８８人，初级职称１３４０人，分别占比６６％、３１６％、６１６％。

人事管理

全县教师队伍，原由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与临聘代课教师３部分组成。１９８１年底以
前任教的在册在岗民办教师，通过离职学习、在职进修等方式，逐年经考试合格招转为

合同制公办教师。１９９８年，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都招转为合同制公办教师。
２０００年以前，师范类大专和中师毕业生由县文化教育局和县人事局直接分配到校任

教。２００１年后，除本科毕业生外，专科和中师毕业生，由县人事局主持组织考试，按需
求计划择优招录为合同制教师，补充到学校任教。所有招录教师全部由县人事局实行人

事代理。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引进７０名本科以上师范类毕业生，主要补充到汉阴中学、蒲溪
中学、平梁中学等校任教。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增加教职工８５人。

教师表彰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先后有姚荣秀、张代林、邓功森、何波、戴定成、沈晓兰、王广胜、
胡广毅等９位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赵军、陈智、黄海燕、吴琼、高群
英、王声业、晏茹英７位教师荣获陕西省教学能手、教学新秀称号。
１９８９～１９９７年，查振坤、马范荣、张宗银、刘高理、杨文莲、陈巧芳６位教师被评

为省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

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查振坤、沈晓兰、赖育高、张德新、袁祖志、张德森６位教师被授
予陕西省特级教师称号。

１９８４～２０１０年，张琴、陈辉星、姚培兰、万立型、沈定中、方群芳、徐华玲７位教
师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小学教职工统计表
表２４－１－５ 单位：人

年　份

正式教职工数

合　计
专　任

教　师

民办代

课教师

专任教师学历

研究生 本　科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初　师

初　中

专任教师职称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１９８８ １３３０ １２４８ １５９ ０ ０ ０ ７９７ ４５１ ０ — —

１９８９ １３６３ １２４６ １４８ ０ ０ ０ ７４９ ４９７ ０ — —

１９９０ １３９５ １２６３ １８１ ０ ０ ０ ８４９ ４１４ ０ １１９ １０３３

１９９１ １３９８ １２６３ １６７ ０ ０ ２０ ９３４ ３０９ ０ １１３ ９１１

１９９２ １４０４ １２７３ １３３ ０ ０ ２１ ９３３ ３１９ ０ １１０ ９７８

１９９３ １４１７ １２７３ １１３ ０ ０ ９ ９１０ ３５４ ０ ９４ １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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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正式教职工数

合　计
专　任

教　师

民办代

课教师

专任教师学历

研究生 本　科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初　师

初　中

专任教师职称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１９９４ １５５６ １４０７ １２１ ０ １ １７ ９８９ ４００ ０ １１６ １１６１

１９９５ １５６２ １４５１ １１６ ０ １ ２７ １０１６ ４０７ ０ １４５ １１５５

１９９６ １４４５ １３６３ １４１ ０ １ ２５ １０１５ ３２２ ０ １４５ １１６８

１９９７ １３７７ １３１８ ２０３ ０ ２ ２３ ９８１ ３１２ １ １８８ １０４１

１９９８ １３４９ １３０３ ２０２ ０ ３ ６１ １１２７ １１２ １ １６４ １０４９

１９９９ １２８１ １２４０ ２３７ ０ ４ ７０ １０７９ ８７ １ １９５ 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１２９７ １２５５ ９６ ０ ３ １０５ １０２８ １１９ １ ２１１ ９５６

２００１ １８７３ １６７５ ７５ ０ ５ ２５２ １２２５ １９３ ３ ２３０ １２２３

２００２ １９４３ １８０３ ７２ ０ １２ ２５９ １４１２ １２０ ７ ２８９ １３１０

２００３ ２２４９ １８１９ ９７ ０ １５ ３１５ １４３５ ５４ ２ ３０５ １４０８

２００４ １９５２ １８２４ ０ １ ２７ ５６７ １１９７ ３２ ２ ３０９ １４５７

２００５ １９２９ １８０５ ０ １ ４６ ６６５ １０３７ ５６ ２ ３０３ １４２１

２００６ １８８７ １７７５ １０ ４ ８６ ８９４ ７５０ ４１ ２ ３０７ １３８６

２００７ １８３２ １７１６ ２ １ ９４ ９３９ ６６５ １７ ３ ３１６ １３５６

２００８ １７４４ １６３２ ０ ０ １０２ ９３４ ５７７ １９ ３０６ １１０６ １６１

２００９ １６９７ １５８７ ５ ２ １１２ ９４８ ５００ ２５ ３１８ １０６８ １３０

２０１０ １６３０ １４９６ ２ ０ １８１ ９０５ ３９８ １２ ３１５ １０２８ ９６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普通中学教职工统计表
表２４－１－６ 单位：人

年 份

正式教职工数

合 计
专任教师

初 中 高 中

民办代

课教师

专任教师学历

合 计 研究生 本 科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初 师

初 中

专任教师职称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１９８８ ５６３ ３７７ ７８ １５ ４５５ ０ ４３ １６３ ２１６ ３３ — — —

１９８９ ５５３ ３７７ ８１ １８ ４５８ ０ ４６ ２１３ １８６ １３ — — —

１９９０ ５６８ ４０２ ８９ １８ ４９１ ０ ５８ ２４４ １６９ ２０ １０ ７９ ３５３

１９９１ ５９３ ４１８ ９４ １４ ５１２ ０ ６３ ２５８ １８６ ５ １０ ７１ ３５５

１９９２ ６０１ ４３５ ９９ ９ ５３４ ０ ６５ ２７７ １８５ ７ １０ ７１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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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正式教职工数

合 计
专任教师

初 中 高 中

民办代

课教师

专任教师学历

合 计 研究生 本 科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初 师

初 中

专任教师职称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１９９３ ５９５ ４０８ １０７ ５ ５１５ ０ ７３ ２５６ １７８ ８ １０ ６８ ３７６

１９９４ ６１３ ４３０ ９４ ６ ５２４ ０ ７６ ２５８ １７０ ２０ ４ ７１ ４２１

１９９５ ６１７ ４３６ ９２ ４ ５２８ ０ ８３ ２６０ １６７ １８ ７ ８５ ４０９

１９９６ ６２８ ４６６ ９３ ２ ５５９ ０ ８６ ２９０ １５７ ２６ ８ １０４ ４２１

１９９７ ６２８ ４７７ ９７ ５ ５７４ ０ ７９ ３２６ １４４ ２５ １２ １０５ ４２３

１９９８ ６５３ ５１１ ９２ ８ ６０３ ０ ９０ ３９６ １０１ １６ ２６ １０８ ４３０

１９９９ ６５５ ５１０ ９０ １７ ６００ ０ ９８ ４０５ ８７ １０ ２８ １１８ ４３２

２０００ ６７１ ５３５ ８９ ２ ６２４ ０ １３０ ３９２ ９１ １１ ２８ １３７ ４１４

２００１ ９２５ ７０５ １２０ ６ ８２５ ０ １２４ ５３２ １４３ ２６ ３９ １７６ ５５８

２００２ １０５２ ８２０ １４３ ４ ９６３ ０ １５５ ６３０ １７７ １ ４３ ２０５ ６４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７ ８０８ １５５ ９ ９６３ ０ ２３３ ５４１ １８６ ３ ４１ ２３８ ５８４

２００４ １１１０ ８５２ １８６ ０ １０３８ １ ３４９ ６０９ ７９ ０ ４７ ２７７ ５９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１３ ８４１ １９９ ０ １０４０ ６ ４４１ ５５１ ４２ ０ ５２ ２６２ ６３６

２００６ １１１４ ８２２ ２１０ ０ １０３２ １８ ４３０ ５５４ ３０ ０ ５０ ２３３ ７０９

２００７ １０８３ ７９２ ２１７ ０ １００９ １５ ４６４ ４９４ ３６ ０ ６１ ２５５ ６６３

２００８ １１２３ ７８０ ２６２ ０ １０４０ １６ ５５９ ４５１ １４ ０ １０２ ２５５ ６３６

２００９ １１３７ ７６９ ２８８ ０ １０５７ １２ ６３８ ３９７ １０ ０ １１６ ２７６ ６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１５５ ７３５ ２９９ ２７ １０３４ １３ ６６７ ３４５ ９ ０ １１５ ２９４ ５７２

第七节　教学研究

教研机构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撤销教学研究室，并入新组建的教学研究培训中心。２００７年９月，教
学研究室 （含汉阴县电化教育站）单设，负责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工作。

教学研究

１９８１年，成立中小学语文和数学２个教学研究会。１９９１年，县教研室在太平中学开
展义务教育教材改革试点，首次提出 “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分层次教学”。１９９４年暑
假，县教研室及多个学科试点教师在市教研室组织下，对全市１０００余名教师开展新教材
培训。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开展小学教师 “三字一画”（粉笔字、毛笔字、钢笔字和简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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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达标训练活动，经检测考核，１５４７名小学教师拿到合格证。２００１年起，对全县
２０００余名中小学教师进行继续教育轮流培训。２００４年秋季，对全县小学、初中起始年级
教师开展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训。先后组织百余名骨干教师 “送教下乡”，在平

梁、蒲溪、汉阳、铁佛等乡镇组织多场观摩课、示范课。举办多次提高高考、中考质量

研讨会。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连续编印教师论文集和 《汉阴教研通讯》。

教材改革

１９８９年秋，开始使用 “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材。２００４年秋，使用 “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１９９１年秋，在太平初中试点使用初中 “义务教育实验教材”。

１９９４年秋，全面使用 “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材。２００４年秋，全县开始使用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２００７年秋季，开始使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

第二章　体　育

第一节　体育设施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各种运动场地１５７个。其中，标准体育活动场地有体育场１个、小
运动场９个、篮球场５８个、游泳池１个、灯光球场１个；非标准活动场地有篮球场１３个、
设球架１１副，乒乓球场６６个、设球台１６５个，羽毛球场地４个，健身路径４套２９件。

县城公共体育设施

至１９８８年，县城有体育场１个。１９９１年，修建１个５０×２１米国家标准室外游泳池。
１９９９年，在县体育场进大门处修建１块１０００平方米水泥活动场地和１幢约４４０平方米室
内训练活动房。２００３年，投资１０万元，全面修葺体育场内田径运动场地，并修建围坐千
人的固定看台。至２０１０年，体育场内有３处红砖修垫的群众活动健身场地，面积１５００平
方米，并安装２套健身路径。此外，城区建成总面积７８公顷的龙岗园林、占地２０亩的凤
凰广场和面积５８２４平方米的文化广场等休闲公园、健身广场。各企业、单位和个人购置
乒乓球台５０余副。

学校体育设施

通过 “普九”工程，各校固定体育活动场所由土地面变为水泥地面，面积增加２０％，
教学和开展体育活动的器材得到大量补充和更新，基本满足正常的体育教学。至２０１０年，
全县学校设小运动场３个，篮球场４个、乒乓球场５个、健身路径１套５件。

乡镇体育设施

２００７年，新农村建设为１０个行政村新建１０个水泥篮球场，配制２０个室外乒乓球
台。在城关镇和涧池镇等乡镇安装近１０套全民健身路径。至２０１０年，全县乡镇设小运动
场６个，篮球场５５个、乒乓球场５９个、健身路径１套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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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校体育

体育教学

１９８８年以来，学校体育教学仍以每周两节体育课形式进行，教学内容以田径项目为
主，辅助有篮球、乒乓球、武术、体操等项目，课外体育活动以推行 《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条例》为主。全县有条件的学校每年春季或秋季举办１次学校田径运动会。
２００２年，由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试行方案）》取而代之。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由县体育中心

结合 “三试合一”考试对全县近９０００名初三学生 （两年）进行脉搏、身高和体重、肺活量、

立定跳远、体前座等５项素质测试，测试全部采用先进仪器，开创现代化体育测试先河。
至２０１０年，本县有市级体育传统校布局１所 （城关中学），县级体育传统校布局１０

所 （每两年调整一次），主要在城区和川道的学校。有兼专职体育教师１５０余人，学历由
中师为主发展到本科、大专占比９０％。有北京体院和西安体院毕业生落户汉阴各校，体
育教师整体专业素质大大提高，２０年中有百余名学生考上体育院校。

业余训练

学校业余训练一直属薄弱环节，影响全县体育人才的培训。县体育中心每年安排教

练员到基层辅导各校业余训练队进行篮球、田径、乒乓球等项目的训练。２００５年，下发
《关于对县中小学校参加上级体育比赛的考评办法》，将各校业余体育训练队所参加上级

体育比赛取得的成绩列入学校目标责任制考评，促进了业余训练的开展。

第三节　群众体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开展项目有：篮球、乒乓球、田径、
武术、游泳、拔河、象棋、冬季越野赛等。１９８８年夏季，县卫生局组织举办全县卫生系统
田径运动会，设有１００米、２００米、８００米、跳高、跳远等１０多个竞赛项目，参赛运动员
１００多名。同年冬季，县人民医院举办迎春越野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有１００余人。

２０００年以后，调整中华体育总会汉阴分会成员，并相继恢复成立田径、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象棋、围棋、信鸽、武术、健美、门球、自行车、太极拳、农民体育协会

和老年人体育协会等１５个体育协会。冬季 （或迎春）越野赛，每年在１２月由县教体局
和总工会或其他单位主办，累计参赛数万人次；由县体育中心和县乒乓球协会牵头主办

一年一度乒乓球大赛８届，年参赛队６０余支，运动员４００多人；由县级六大家轮流举办
的 “小康杯”篮球赛是每年十月按时举办，所有县级单位和县级领导全部参加；由教体

局主办、各学校轮流承办的一年一度 “钟声杯”篮球赛１２届，每次参赛教职工有３００余
人。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由教体局和永宁乡政府联合举办４届 “千人登山”活动，参赛代表

队２０余支，近１０００名运动员。
２０００年始，在城区相继成立５个社会体育辅导站、１个乒乓球俱乐部、１个篮球俱乐

部和１个太极拳辅导站，培养发展３０名二级社会体育辅导员和１００名三级社会体育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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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每天数千人参加健身，参与者以干部、职工、中老年为最多，活动场所大多集中在县体

育场和城南凤凰广场。健身活动主要有健身跑、健身操、太极拳、太极剑、功夫扇、秧歌舞

等。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县体育中心和县武协举办４次太极拳培训班，参训人数近５００余人。
２００４年开始，每年举办 “全民健身周”活动大展演。２００５年６月，为纪念毛泽东 “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５３周年，举办 “联通杯”健身周大展演，参与游行表演

者有１０００余人。各健身代表队分别表演了太极拳、功夫扇、健美操、秧歌舞等项目。

第四节　体育赛事及竞技体育

竞技项目

竞技体育项目有田径、举重、武术、跆拳道、篮球、乒乓球、健美操，自行车拉力

赛、钓鱼大赛等。

获奖情况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共举行１０次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参加安康市 （地区）举办的

中小学田径运动会６次。其中，１９９９年在汉阴县举办的全地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
汉阴县荣获团体总分第一，其余５次均取得团体四、五、五、五、六名好成绩。
１９９０～２００９年，组团参加安康市第九至十四届全运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少儿体校３次组队参加在汉中举办的省少儿体校田径分赛。２００４年，

组团参加陕西省重点项目运动会。还相继组队参加安康市体育局组织的乒乓球、篮球、

健美操等项目体育比赛。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共举办３届 “油菜花节”。在油菜花节期间，连续承办３次自
行车拉力赛、钓鱼大赛和健美操及汽车大赛。参赛范围涉及湖南、四川等外省运动员。

涧池中学教师温小荣２次进入自行车大赛女子前六名，县健美操队获１次一等奖，汉阴中
学１女生获汽车佳丽大赛第一名。

此外，１９８８年举办第八届篮球锦标赛；１９８９年举办 “庆五一”第九届篮球锦标赛；

１９９２年举办汉阴县全民运动会；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县级领导 “世纪杯”篮球赛；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县级 “小康杯”篮球赛；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教育系统 “钟声杯”篮球赛；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
国·汉阴，第一届至第五届油菜花节自行车公路拉力赛、钓鱼比赛。

汉阴县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运动员参加省级以上运动会成绩表
表２４－２－１ 单位：名

时　间 名　称 姓　名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１９９１８ 全省乡镇长运动会 张代宽 乒乓球 ３

２０００８ 省第十二届全运会 王隆定 铁 饼 １８″３７ ６

２００１７ 省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
刘良坤 １００米栏 ５

周　赛 １００米 ６

４７４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时　间 名　称 姓　名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２００２７ 省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

姚　泓 １００米栏 ３

杜启轩 铁 饼 １９８米 ２

李静 （女） 铁 饼 １２６米 ２

２００３７ 全省少体校运动会

李　伟 跳　高 １８″０１ １

李　伟 １００米栏 ２′４４″ ２

查海佳 ８００米 ５′２８″４ ５

查海佳 １５００米 ５

２００５ 省残运会
丁海霞 （女） 田径、跳远 １

李　扬 田径、标枪 １

２００５７ 省重点项目少儿运动会 姚　泓 １００米栏 １８″２ ４

２００６６ 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 李　扬 跳　远 ３

２００６９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 丁海霞 （女） ４×１００米接力赛 ２

２００７５ 全国残运会游泳比赛 丁海霞 （女）
１００米蛙泳 ４

２００米混合泳 ６

２００７６ “西凤杯”县处级干部乒乓球赛 罗本军 乒乓球 ５

２００９６
陕西省第六届残疾人运动员暨

第二届特奥会

丁海霞 （女）

李　扬

赵　亮

女子跳远Ｆ４６级 １

女子标枪Ｆ４６级 １

女子铅球Ｆ４６级 １

男子标枪Ｆ４４级 １

男子铁饼Ｆ４４级 １

男子跳远Ｆ４４级 １

男子２００米特奥级 ３

２０１０９
“赵斌杯”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太极拳

交流大赛

县太极拳协会 集体项目 三等奖

龙柏青 太极拳 二等奖

尹谊乾 太极拳 二等奖

胡玉萍 太极拳 二等奖

汤秀莲 太极拳 三等奖

杨乐兰 太极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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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运动员参加安康市运动会成绩表
表２４－２－２ 单位：名

时　间 名　称 姓　名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１９８８１ 安康地区传统校运动会 城关中学 田　径 ３

１９８８５ 安康地区运动会 江河队 小口径步枪３×２０ １４８８环 １

１９８８８ 安康地区运动会 黎小英 （女） 汽步枪 ３４７环 １

１９８８９ 安康地区中小学生运动会 汉阴队 田　径 １

１９９１８ 地区商业系统篮球赛 汉阴女队 篮　球 １

２００４９ 安康市政协 “长兴杯”
陈英 （女） 乒乓球单打 ２

张代宽 乒乓球单打 １

２００５７ 安康市 “双拥杯”篮球赛
驻汉６２１５０

部　队
篮球 １

２００５９ 安康市十三届全运会 汉阴女队 乒乓团体 ２

２００６５ 安康市 “地税杯”
汉阴女队 乒乓团体 ２

汉阴男队 乒乓团体 ３

２００７５ 安康市 “阳光车城杯”
陈英 （女） 乒乓单打 １

覃发林 乒乓单打 ４

２００８ 安康市 “阳光车城杯” 汉阴队 乒乓团体
３

２

２００９９ 安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组

汉阴中学 篮　球 ４４分 １

城关中学 乒乓甲组男子团体 ３

潘振兴 乒乓甲组男子单打 ５

城关中学 乒乓乙组男子团体 ３

陈梁正 乒乓乙组男子单打 ４

周　涛 乒乓乙组男子单打 ５

汉阴县代表队 乒乓丙组男子团体 ３

贾　臻 乒乓丙组男子单打 ３

石安琪 乒乓丙组女子单打 １

况伟、王子韬

刘坤、尹仁杰
４×１００米 ２

况　伟 １００米 ２

况　伟 ２００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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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间 名　称 姓　名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２００９９ 安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组

况　伟 ４００米 ３

王子韬 １００米 ３

王子韬 跳　远 ４

王子韬 跳　高 ５

刘　坤 １１０米栏 ５

刘　坤 标　枪 ５

尹仁杰 ８００米 ３

尹仁杰 １５００米 ３

杨露、易甜甜

唐思莹、王娟
４×１００米 ４

杨　露 １００米 ２

杨　露 ２００米 ３

杨　露 ４００米 ２

易甜甜 １００米 ３

易甜甜 跳　远 ６

唐思莹 ２００米 ６

唐思莹 ４００米 ２

唐思莹 ８００米 ２

王　娟 铅　球 ６

王　娟 标　枪 ４

张司杰

喻坤林

刘　行

４×１００米 １

张司杰

喻坤林

刘　行

４×１００米 ２

张司杰 １００米 １

张司杰 ２００米 ２

张司杰 跳　远 ２

刘　辉 铅　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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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间 名　称 姓　名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２００９９ 安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组

刘　辉 标　枪 ４

喻坤林 ８００米 １

喻坤林 １５００米 ２

喻坤林 ３０００米 １

刘　行 ２００米 １

刘　行 ４００米 １

刘　行 ８００米 ３

于玉坤

谢全艳

李　颖

沈　晶

４×１００米 ５

于玉坤

谢全艳

李　颖

沈　晶

４×４００米 ４

张　月 标　枪 １

张　月 铅　球 １

王慧敏 标　枪 ２

王慧敏 铅　球 ３

于玉坤 ３０００米竞走 １

于玉坤 ８００米 ６

谢全艳 ３０００米竞走 ２

谢全艳 １５００米 ６

李　颖 １００米 ５

李　颖 ２００米 ６

沈　晶 １００米 ４

凌　园 １００米 １

凌　园 ２００米 ２

凌　园 跳　远 ２

沈　僖

廖成侠

陈麒雯

朱红侠

４×１００米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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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　间 名　称 姓　名 项　目 成　绩 名　次

２００９９ 安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组

沈　僖 跳　高 １

沈　僖 跳　远 １

廖成侠 ２００米 ４

廖成侠 ４００米 ４

陈麒雯 ２００米 ２

陈麒雯 ４００米 ２

陈麒雯 ８００米 ２

朱红侠 跳　远 ５

２０１０１０
安康市 “信合杯”中小

学生乒乓球赛
汉阴队 初中男子组团体 １

２０１０１０
安康市 “体彩杯”第八届

标准化高中篮球赛
汉阴队 男子团体 １

９７４第二十四编　教育　体育





第二十五编

科学技术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我县积极开展科技试验与推广工作，先后有４０余项
科技成果分别获得省、市、县政府科技成果奖励，专利授权２０余项。至
２０１０年，全县有专业技术人员３３００余人。其中，高级职称近２００人，中
级职称近１０００人。有民营科技企业１４家。
１９９０年，召开全县科技兴县大会，提出科技兴县、经济发展战略。

２０００年，召开第二届全县科技教育大会，作出 《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科技进步的决定》，２００１年被省科技厅授予科技工作先进县称号。
２００７年，召开第三届全县科技大会，出台 《关于增强科技进步与创新，

促进经济社会率先突破发展的实施意见》，被省科技厅确定为农业科技

１１０示范县。



第一章　科技机构队伍

第一节　科技机构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县人民政府下设科学技术委员会。１９９５年９月，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
为科学技术局，将技术职称评定职能移交给县人事局，机关内设行政股、业务股、地震

观测站以及科技１１０信息服务网站、生产力促进中心。担负贯彻执行有关科技工作的方
针、政策、法规，编制组织实施全县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科技计划管理。

科研机构

县教体局设有教研室，组织开展教研教改交流、观摩教学，指导重点学校开展教育

教学课题研究。县农业局设农技站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开展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

工作。县卫生局组织各重点医疗单位开展医疗技术研究和临床实验。

民间科研组织

１９９３年，成立农机建材开发公司。１９９７年，成立工艺美术装潢公司、汉阴县民营科
技服务部、酵母蛋白饲料开发公司、三农科技服务部、康正抗疲劳研究所。２００３年，成
立汉阴县黄精研究所、汉阴县中药材研究所。２００４年，成立汉阴县中药材科技开发中心、
汉阴县望山良畜牧科技开发中心。２００６年，成立绿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汉阴县联发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成立汉阴县宏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康市金茂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至２０１０年，全县有民营科技企业１４家。

第二节　科技队伍

汉阴县科技人员集中分布于教育、卫生和农业系统。１９８７年１０月，首次开展职改评
聘工作，共建立初级评委１７个，开展１９个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１９９２年２月，专
业技术干部管理工作由县科委移交给县人事局管理。至２００７年底，全县专业技术人员
３３２９人，其中高级１５１人、中级９２２人、初级２０４３人、在岗未聘任技术职务人员２１３人。
具有本科学历７７８人，占比２３４％；拥有大专学历１５４８人，占比４６５％，高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１４６人，占比４４％。农林牧系统３３６人，占全县技术人员总数１０１％；有农学、
植保、土肥、林果、畜牧、水产、蚕桑、茶叶、农机９个专业，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４５人，
农业技术人员２８７人；技术人员中，高级６人、中级９１人。城建系统２３人，占全县技术
人员总数０７％；有机械、机电、园艺、建筑、工业管理５个专业，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２２
人；技术人员中，高级１人、中级８人、初级９人。教育系统２２４９人，占全县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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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总数６７６％；有教育、政教、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历史、地理、生物、外语、
体育等１２个专业，其中高级１２２人、中级６１４人、初级１４３４人。卫生社保系统５３５人，
占全县专业技术人员总数１６１％；有医疗、中医、中药、药学、检验、护理、公共管理７
个专业，其中高级１９人、中级１６５人、初级２９７人。文化体育系统８１人，占全县专技人
员总数２４％；有文艺、美术、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会计、翻译、新闻、出版、播音、
体育１０个专业，其中中级１７人、初级４６人。水利环保系统６０人，占全县专业技术人员
总数１８％；有水利、水保、渔业３个专业，其中高级３人、中级１９人、初级３７人。工
交系统４５人，占全县专业技术人员总数１３％；有地质、冶金、机械、机电、化工、交
通运输、粮储加工、食品加工、工业管理９个专业。

县科协每年评定一次农民技术职称，至２００７年，评定农民技术职称１７４人，其中技
师２１人、助理技师３０人、农民技术员８６人、助理技术员３７人。

第二章　科技普及与推广

第一节　科技普及

科技部门结合当前农业生产适时开展科技宣传、科技咨询、科技扶贫、现场培训等

活动。１９９０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科技兴县大会，提出科技兴县、促进经济发
展战略。１９９８年，抽调科技、农、林、牧科技专家组成宣传团，着重开展水稻抛秧技术、
水稻旱育、温棚畜禽养殖、畜禽疫病综合防治、低产茶园改造和茶叶制作、果树管理巡

回讲解培训，受教育者达３６万人次。１９９９年起，每年开展 “科技之春”活动月及 “科

技、文化、卫生”三下乡、“党员活动周”“全国科普日”活动。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科技教育大会，会议通过 《汉阴县科技事

业 “十五”计划和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做出 《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进步的

决定》，启动科技工作先进县创建工作，建立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２１个乡镇成立科技
工作领导小组、科普协会，２４１个行政村配备科技副主任或副书记。全年开展示范技术培
训３５０场次，发放科技资料９７万份，科技咨询１２万人次。２００１年被授予科技工作先
进县称号。２００１年，全县实用技术培训达８万人次。２００６年，利用首届 “油菜花节”及

三月三物资交流会，组织全县涉农部门及１８个乡镇，开展 “普及科学、和谐发展”为主

题的 “科技之春”活动。启动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２００７年，县联通公司开通 “电子农

务网”，形成产业信息平台，解决农村科技信息 “最后１公里”问题，１年内咨询群众达
８００人次。召开全县科技大会，出台 《关于增强科技进步与创新，促进经济社会率先突破

发展的实施意见》。至２０１０年，围绕主导产业和农村适用技术，累计开展活动项目５０余
项，展训活动１０００余场次，发放各类技术资料４０余万份，免费发放科学图书１５０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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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组织技术培训近２００００场次，展出科普法规展板１２００余块，科普展览６０余场，现
场培训３５０余场，发放计生药具５类２０００余件 （套），科技咨询达１０万余人，受教育群
众达２８６万人。投稿１０１篇，发表科技新闻稿件２０篇。

第二节　技术推广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立足当地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抓好农村适用新技术、新品种的引
进、示范、推广。

良种引进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先后引进翠扇早熟大豆、脱毒红薯梅营一号、红心 ４３１、ＳＸ－１，
“双低油菜”秦油二号、陕油系列、中油系列、绵油系列、中油 ８２１、杂交水稻品种。
２０００年，引进西门达尔良种牛、杂交良种猪，恢复和发展１５个人工授精站；引进先进珍
稀红米水稻、脱毒红薯、扇翠早熟大豆、紫爆玉米、高粱甜蔗等１０个品种，经试种筛选
出适量品种５个在全县推广。２００１年，推广水稻、玉米优良品种２６个。２００２年，在月河
川道６乡镇确定１１个示范点，引进水稻、玉米、油菜等优良品种２６个以及秦川肉牛、二
元杂交母猪、纯京白、杜洛克、约克等种猪、良种猪。建立良种畜禽繁育场，三元杂交

种猪场，秦川牛良种繁育场，生态繁育示范场等良种示范场１２个，列入市级示范点４个。
畜禽良种示范基地、舍饲养殖示范基地、优质牧草种植示范基地３个示范基地建设同步完
成。２００４年，引进示范优质莲藕鄂莲４号、鄂莲５号３００亩，亩产达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千克。
引进７个高产红薯新品种，亩产达５０００千克，亩产值２５００元。２００５年，引进推广粮油
新品种１７个。２００６年，引进、试验农作物新品种１５个。２００７年，秦龙养殖场引进原种
猪３００头，引导红星米业、新星米业开展订单生产，引进农作物品种１５个。至２０１０年，
又引进良种板栗、核桃、银杏、油桃、枇杷、脐橙、杜仲、脱毒洋芋、３０５多倍体系列桑
椹果，南川黄羊、牧草引进试验、薄壳核桃、皱皮柑种植、甜糯玉米、茭白、荸荠等优

良新品种。

科技试验与推广

１９９４年，选涧池镇西坝村２户菜农，试建３个蔬菜日光能温棚试种，１９９５年开始在
全县推广，发展３３座棚，面积１８６亩。１９９９年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至２００３年，全县
发展到百亩大棚，并辐射到附近县、区。

１９９５年，从四川省农科所引进简易活动蚕台省力养蚕法，在全县推广５７户５０套。
同年，首次推广秦油２号、中油８２１良种高产综合技术，全县油菜总产达到７６９９吨。引
进康大９６８强力饲料营养精进行示范，生猪平均日增重１５斤以上，比传统养猪育肥率提
高３０％。１９９７年，在月河川道确定１０个科技示范村，以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和 “吨粮田”

“双千田”技术开发 （示范推广建点２个）、蚕桑、畜禽养殖为重点。２０００年，推广５万
亩简化水稻旱育抛秧配套技术；在田禾乡组织两户农民建成规范蛇类驯养繁育场，制定

养殖规范５０００余条；以双孢菇示范点带动月河沿线发展食用菌产业链，重点示范１０户；
在涧池镇开展日光能温棚示范，发展科技示范３１户３３座，大棚１８７亩。２００１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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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平梁、城关、涧池、蒲溪、永宁、双乳６个月河川道乡镇为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带。建
成日光能温室大棚７４个，面积１０５亩。２００３年，启动中药材产业化建设，争取到西安麦
迪森药业集团板蓝根药源基地及农林牧有限责任公司黄精 ＧＡＰ种植药源基地，争取项目
资金２６３８万元。在全县培植５个市级示范点，种植中药材１５００余亩，其中年种植５亩以
上药材种植大户１２０户。带动全县发展中药材４４００亩，主要品种有天麻、桔梗、板蓝根、
柴胡、黄芩、白术、鱼腥草、黄精等。月河示范带发展蚕桑１５４万亩、黄姜２５８５亩、优
质粮油５万亩、“百、十、千”养殖大户６５５户。２００４年，落实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村２
个，新建中小拱棚１５００个，扩大商品蔬菜示范面积１０００亩，其中 “鄂莲４号”“鄂莲５
号”优质莲藕示范３００亩；在月河川道落实以生产高产秋延菜、精细菜、山野菜以及药
膳两用菜为主的无公害蔬菜面积１０５万亩。全县种植中药材面积达２６０８亩。推广稻田养
鱼、养鸭。推广三元杂交猪，落实繁育点３０个，示范村４０个，完成畜种改良５０００头。
２００５年，月河农业科技园区列入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园区内建立９个重点科技

示范基地、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三元杂交猪繁育推广科技示

范基地、三元杂交猪标准化养殖科技示范基地、蚕桑三项增效技术科技示范基地、工厂

化养殖科技示范基地、优质粮油生产科技示范基地、高淀粉脱毒红薯示范基地、中药材

ＧＡＰ基地。为基地免费发放技术资料丛书６大类５０００余册，起到良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全县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１１个，即优质米科技示范基地３个、优质高产莲藕种植示范
基地２个、三元杂交猪养殖示范基地２个、高产脱毒红薯科技示范基地２个、花卉盆景种
植示范基地１个、土鸡散养示范点１个。推广脱毒红薯品种４个，种植面积１万亩。改变
日光能温棚种植结构，栽培双孢菇获得成功，亩收入达１９２万元。
２００６年，推广农村实用技术１２项。建立涧池镇五坪村雄蚕单养科技示范点，城关镇

长窖村１２０亩高产脱毒红薯科技示范点，双乳镇新塘村黄精 ＧＡＰ种植示范基地，涧池镇
西坝村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双河口镇板蓝根种植示范基地，田禾乡田禾村高效密植

蚕桑基地，月河川道优质粮油科技示范基地和２处三元杂交猪规范化养殖科技示范基地。
在双河口镇斑竹、上游等村建成５００亩板蓝根 ＧＡＰ种植示范基地，在县苗圃、月河、双
乳、新塘等新村黄精、桔梗ＧＡＰ３００亩种植示范点播期试验，育苗移栽均取得成功。全县
推广中药材总面积达１２万亩。在涧池镇五坪村启动蚕桑专业示范村建设，推广普及多倍
体密植桑园、方格蔟综合增效技术。扶持引导秦南养殖场推广标准化舍饲养殖，新建标

准化养殖车间３０００平方米。２００７年，开展１７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工作。
建立蚕桑生产强村示范样板１个，发展１０张以上养蚕大户８７户，标准化蚕室达４０００平
方米，推广省力化蚕台１００套，方格蔟使用６０００片，雄蚕专养１００张。在城关镇长窖村
建立１２０亩高产脱毒红薯科技示范点１个。改造老劣桑园６４００亩，新建优质密植桑园
５２００亩，使示范园盛产期面积达３８万亩。秦龙养殖建成投产。月河农业科技园区三元
杂交猪年存栏１６９万头、出栏１２７万头，设施蔬菜生产面积达０６万亩，无公害蔬菜生
产面积达１万亩。争取市级科技项目支持，为联发公司装配电子监控设备１套，支持秦龙
公司建专家大院１处，在涧池镇五坪村和友东养蚕工厂开展雄蚕专养实验示范。
２００８年，筹措建设资金６０万元，引进魔芋种７０余吨，建成种芋基地１１３０亩。引进

５８４第二十五编　科学技术



缅甸魔芋新品种在川道浅山和中高山试验示范，带动全县魔芋种植６０００亩。组织实施川
陕芋精粉厂迁址扩建，新进魔芋面条生产线，完成投资１２００万元。２０１０年，以月河农业
科技园区建设为平台，推广三元杂交猪繁育高产技术、富硒无公害优质大米种植技术、

蚕桑三项增效技术、三元杂交猪标准化养殖技术、设施农业规范操作技术、优质高产富

硒魔芋种植技术。加快以实用技术推广为主的７个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富硒魔芋规范化栽
培１２２万亩，富硒大米规范化订单种植５万亩。

第三章　科技成果

第一节　发明成果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本县共获得发明专利２０项。主要发明成果有：县经协办、科委、蒲
溪轻工机械厂研制的ＣＰＹ－４５０型砂金洗选机，异型塑料厂研制的异型窗帘盒悬挂装置，
县人民医院王某某研制的Ｘ光机自动计数器，县新型铸造厂研制的 “８４－４”型无苯酸自
硬型呋喃树脂，涧池卫生纸厂研制的药用卫生巾，铁佛寺镇农民储召亭研制的水暖鞋，

平梁镇中坝村、钟关村研制的热风循环式干燥设备、城市桥梁路、多功能石煤炉，原计

量器厂职工吴登九研制的齿滚式薯类浆渣自动分离机，城关镇解放村农民王伟斌研制的

石煤炉胆，安康市金茂生物化工工程有限公司赵奎山研制的除锈颜料，机车座椅减震装

置，治疗风湿类疾病的纯中药制剂、高效节能烘茧灶、芦荟饮料、倍蚜培育瓶、电子加

热装置、可吊睡袋等，分别获得国家专利和省、市人民政府科技成果奖励。

２００７年６月，县科技局与财政局制定 《汉阴县专利申请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年筹

措１万元，设立专利申请基金，对专利申请费、发明专利实质审查费、专利申请代理费等
费用给予５００～１５００元的资助，资助时间为５年。２００８年，申报蚕茧干燥箱、直流电子
显示装置、取暖器 （Ⅰ、Ⅱ、Ⅲ、Ⅳ、Ⅴ）７项专利。２０１０年，申报国家专利１５项，授
权７项，其中无硫魔芋精粉湿法生产技术获国家专利，开展知识产权保护２期，被省知识
产权局授予第二批实施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县。

第二节　科研成果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汉阴县先后有４０余项科技成果分别获得省市县政府科技成果奖励。
１９８９年，县节能站完成 《治病养猪试研报告》，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县地震站

温锡祥 《对几年来地磁观测的回顾》论文获地区二等奖。１９９０年，农技中心承担的 “汉

中、安康地区杂交水稻规范栽培”获农业部一等奖，县科委承担的ＣＰＪ－４５０型砂金洗选
机获地区一等奖。７月２６～２７日，在 “科技兴县”大会上，奖励技术成果１４项，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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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３项、二等奖７项、三等奖４项。１９９１年，县精细化工厂承担的 “过硫酸铵生产技

术引进”、县养殖办承担的 “猪统一供精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分别获省、市政府科技成果

奖励。１９９４年，县经委巫其祥 《秦巴山区土特名产》获西北西南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

奖，县土管局 “土地抽查”、县异型塑料厂 “异型窗帘盒悬挂装置”分别获地区科技进步

二等奖、三等奖。还有３项新成果问世：精细化工厂研制的自动熨衣器，属国内首创；汤
礼勤医师研究的 “抗疲劳酒”完成临床综合观察指标；万福床具厂开发的高级气压棕制

保健床垫，获首届杨凌技术成果博览会 “后稷金像奖”，填补该县乡镇企业产品金奖空

白。１９９５年，县五倍子开发中心 “杜倍蚜虫人工养殖”、县建筑工贸公司 “高效节能烘

茧灶”、县塑料厂 “农用塑料水管”３项科技成果获第二届杨凌农业科技成果博览会 “后

稷金像奖”。

“九五”期间，安康地区行政公署奖励汉阴县科技成果进步奖１１项，名列全地区第
二名。１９９６年，县茶果站 “天宝贡茗”茶列为省级科技成果，“ＺＤ节能灯饰系列产品”
在全国星火科技十周年博览会上获优秀项目金奖，葛粉、魔芋精粉、茵陈保健茶３个项目
获第三届杨凌农科城博览会 “后稷金像奖”。

１９９７年，县医院 “Ｘ光机自动计数器”、县五倍子开发中心 “倍蚜瘿外生活期人工全

程培育技术”、县茶果站 “天宝贡茗茶开发”、县河道堤防管理站 “洞河堤防潜锁坝护脚

技术应用研究”４项科技成果获地区科技进步奖。１９９８年，县经协办、科委、轻工机械
厂承担的 ＣＰＹ－４５０型砂金洗选机研究成功，获国家星火计划成果展览会三等奖。２０００
年，县新型铸造厂 “８４－４型”无苯酸自硬呋喃树脂项目获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县医院
“带旋髂深血管蒂髂骨植入术及旋胶外血管植入术技术应用研究”获地区科技进步三等

奖，《陕南土特名产》获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多功能高效节能烘茧灶”获省政府科技

进步三等奖。２００１年，县原种厂 “水稻旱育机械抛秧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市政府科技进

步三等奖，县医院 “肌肉烧伤坏死复植处理技术”获市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２００５年，
脱毒红薯试验示范开发项目完成市级科技成果鉴定。

２００８年，组织实施新型环保颜料省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征地 ６５亩，扩建厂房
３０００余平方米，新上年产千吨新型环保颜料生产线，建立质量监测体系，并申报市级科
技成果 《陕南小流域治理集成技术研究》《高效环保生物防锈颜料新产品开发》通过市级

鉴定。开展富硒资源普查，采集样品６３９个。
２０１０年，安康市金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 “长效生物防锈颜料技术研究开发”通过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其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汉阴县川陕魔芋面条精粉厂的 “富硒魔

芋面条研发”通过市级科技成果鉴定。继续与陕西师大、安康学院合作，化验富硒土样

１８６个，启动实施富硒大米、富硒油菜、富硒莲藕３个品种规范化种植示范。其中，富硒
大米完成两轮２０组对比实验，形成研究成果；富硒油菜和富硒莲藕分别完成首轮１０组对
比实验，取得阶段性成果。开发富硒产品１１个，即富硒食用油、富硒优质大米、富硒魔
芋面条、富硒果酒 （３种）、富硒莲藕 （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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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获市级以上部分科技成果一览表
表２５－３－１

年　度 级　别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等　级

１９８８ 国家级 ＣＰＹ－４５０型砂金洗选机 县经协办、科委、轻工机械厂 三等奖

１９８９ 省　级 治病养猪试研报告 县节能站 一等奖

１９８９ 地区级 对几年来地磁观测的回顾 县地震站 温锡祥 二等奖

１９９０ 地区级 ＣＰＪ－４５０型砂金洗选机 县科委 一等奖

１９９０ 农业部 汉中、安康地区杂交水稻规范栽培 县农技中心 邓开仁 一等奖

１９９１ 省　级 过硫酸铵生产技术引进 县精细化工厂 科技进步奖

１９９１ 地区级 猪统一供精人工授精技术推广 县养殖办 科技进步奖

１９９４ 地区级 异型窗帘盒悬挂装置 县异型塑料厂 三等奖

１９９４ 地区级 土地抽查 县土管局 二等奖

１９９４ 省　级 《秦巴山区土特名产》 县经委 巫其祥 一等奖

１９９５ 省　级 “天宝贡茗”茶新品开发 县茶果站 科技成果奖

１９９５ 地区级 畜禽疫病与应用 县兽医站 科技成果奖

１９９５ 国家级 ＨＧＸ－１型高效节能烘茧灶 县建筑工贸公司 后稷金像奖

１９９７ 地区级 Ｘ光机自动计数器 县医院放射科王某某等 科技进步奖

１９９７ 地区级 倍蚜瘿外生活期人工全程培育技术 县五倍子开发中心 科技进步奖

１９９７ 地区级 洞河堤防潜所坝护脚技术应用研究 县河道堤防管理站 科技进步奖

１９９８ 地区级 涧池镇紫云村蔬菜日光能开发研究 县科技局 科技进步奖

１９９８ 地区级 “小工程、大群体”项目应用开发 县水电局 科技进步奖

２０００ 地区级 “８４－４型”无苯酸自硬呋喃树脂 新型铸造厂 一等奖

２０００ 地区级
带旋骼深血管蒂骼骨植入术及旋

胶外血管植入术技术应用研究
县医院 陈善伟、龚家富等 三等奖

２０００ 地区级 《陕南土特名产》 巫其祥 三等奖

２０００ 省　级 多功能高效节能烘茧灶 谢一中 三等奖

２００１ 市　级 水稻旱育抛秧技术研究及应用 县原种厂 三等奖

２００１ 市　级 肌肉烧伤坏死复植处理技术 县医院 二等奖

２００７ 市　级 陕南小流域治理集成技术应用研究 县水保站 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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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管理与服务

第一节　科技计划

１９８８年，安排科技计划项目１４项２１个课题。其中，农业６项１２个课题，工业７项
７个课题，科研试验３项。完成计划项目８项。１９８９年，安排科技计划项目９项１４个课
题。其中，农业５项、工业２项、科研试验２项。完成计划项目１１项。１９９０年，制定科
技发展 “八五”规划，规划科技试验项目１０项５６个课题。全年共安排科技计划项目８
项１９个课题。其中，农业５项、工业２项、科研试验１项。完成计划项目８项。
１９９２年，安排科技计划项目４大类，１８个课题。其中，工业企业４个 （ＣＸＤ－２型

塑料异型材的窗帘悬挂装置新产品开发、喷塑钢窗新产品开发、ＰＶＣ扭结玻璃纸新产品
开发、土霉素钙盐生产线），农业５个 （脱毒洋芋引进试验示范推广、掖单１３号大穗玉
米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叶面喷施肥、莲藕、茯苓），乡镇企业７项，科技开发自然科学研
究２项 （妇女保健卫生纸研制、《陕西省土特名产》编著）。当年投产７项，新增科技效
益１６５万元。
１９９３年，下达科技计划项目４大类１８个课题，含农业８项、乡镇企业３项、工业企

业５项、医疗卫生２项。其中，列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２项，列入地区科技计划项目４
项。当年发展养牛及肉牛育肥、Ｄ优１０号杂交稻的引进推广、万亩密植桑园、脱毒油菜
引进推广及高级烹调油，新增科技效益１２００余万元。
１９９４年，新开辟月河新技术示范村１个，规划１２个项目，完成高产优质葡萄新品种

引进试验、优质秋杂粮引进示范、生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蔬菜日光能温棚、脱毒洋芋

１７５推广项目、蔬菜日光能温棚项目、农作物施钾试验示范、低湿田改造、百亩柑橘园建
设、超大穗小麦引进试验等项目。１９９５年，下达科技计划项目５个。其中农业项目２个：
西瓜引进试种、水稻不育系繁殖技术研究，工业项目３个：硒资源开发、１５００吨乳化炸
药生产线建设、ＮＲ系列防盗报警器。１９９６年，安排科技计划项目１７个，其中农业项目
１０个，工业项目５个，林业项目２个。１９９８年，安排项目２０个，其中农业１７个，工业１
个，医疗卫生２个。鲜菜调味制品项目列入省科委星火计划，葛根粉开发、脱毒红薯示
范、温室大棚蔬菜、汽车加油复核器、乌骨鸡引进、多功能微型耕作机研制６个项目列入
地区科技计划。１９９９年，安排３类１６个项目。其中农业发展项目９个、生物资源开发项
目５个、医疗卫生科研项目２个。野生葛根资源开发与利用、黄姜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及黄
姜资源开发、魔芋资源开发与利用４个项目列入省星火计划项目。
２００１年，制定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农业科技规划》 《汉阴县月河流域现代高效农业科技

示范带建设实施方案》，申报 “野生葛根资源开发” “蚕桑优良品种和消毒剂的应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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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生猪良种繁育”“月河流域现代化设施农业示范”立为市级科技

项目。２００３年，报省计划项目２项，列入市计划项目４项。２００４年，收集、编写、筛选
上报省科技计划项目１项，高效设施农业科技示范、畜牧科技示范、优质粮油科技示范、
优质高效蚕桑科技示范、月河示范带建设配套科技试验研究，日光能温室栽培双孢蘑菇

试验示范、黄精系列保健品开发７个项目列入市科技计划。县人民政府把中药材 ＧＡＰ种
植项目作为十件重点经济工作之一，筛选申报桔梗等 ＧＡＰ种植项目药源基地和中药饮片
加工项目报市、省立项。

２００５年，安排９个科技计划项目，其中列入省科技计划项目１个，市级科技计划项
目３个。制定 “十一五”中药材发展规划。２００６年，编报 《高效蚕桑综合开发项目》

《果桑系列开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综合能力专项》《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

１１０服务体系建设》及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富硒食用油产品开发项目》，列入省级项目５
项，市级项目６项，其中 《富硒食用油产品开发项目》列入陕南突破发展首批重点推荐

项目。向省市申报中药材科技计划项目２项。编制 “十一五”期间月河农业科技园区建

设实施方案，形成 《蚕桑产业化建设》《优质大米基地建设》《油菜产业化建设》《高产

脱毒红薯品种规范化栽培》《秦龙生猪繁育体系建设》《望山梁生猪繁育提效扩能》６个
子项目。

２００７年３月，富硒食用油新产品开发项目获省厅立项；１２月，金茂生物工程、秦龙
畜牧养殖列入省重大创新项目，双低油菜基地建设及优质食用油产业化开发、蚕桑科技

产业化、良种繁育建设及标准化饲养示范推广、五倍子规范化生产列入市级项目，累计

争取项目资金１５０万元。
２００８年，围绕三大农业主导产业，编报市级以上科技项目１７项，列入市级以上项目

９项，争取项目资金１０２５万元。其中，省级项目４个：川陕富硒魔芋绿色食品开发、圣
桑果浓缩汁开发、县三元杂交猪规范养殖，争取无偿资金９２万元；市级项目５个：五坪
蚕桑专业村科技示范、堰坪茶厂无公害茶叶基地建设、富硒资源普查、三元杂交猪养殖

技术示范、富硒大米基地建设科技示范，争取无偿资金１０５万元。围绕扩大内需，编报
发改委项目７项：５万亩富硒魔芋基地建设及绿色食品产业化开发、稻糠系列产品开发、
富硒无硫魔芋系列食品建设项目、年产１５００吨／套循环多功能烘干设备生产线、安康市绿
色无公害饲料添加剂、年产３５０００吨新型生物有机肥、欧洲小蔓长春花药用栽培种植基
地及深加工。

２０１０年，争取科技项目资金２４５万元。其中，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９０万
元及省配套２８万元，省级重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无公害红薯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５５
万元，科技攻关项目２项３０万元 （功力建材页岩开发项目２０万元，汉阴县绿康科技开发
公司 “１２３９６”大荔模式推广项目１０万元），市级项目２项１５万元，省知识产权局专利
强县工程项目３万元，中国科协富民强县项目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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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技服务

１９８８年以来，除开展科技情报信息服务外，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成立生产力促进中
心，面向中小企业，为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引进及新产品开发提供科技服务，当年

为县特种金属制品厂产品开发、秦南养殖场良种猪繁育项目提供科技咨询和项目协调。

２００７年，成立县农业科技１１０协调服务领导小组，制定农业科技１１０服务中心管理
办法和专家管理制度，开通农业科技１１０服务系统，即９６５１１０科技服务热线，被陕西省
科技厅确定为全省农业科技１１０示范县。２００８年，开通科技３５１１０信息网站，全年接待
咨询群众３００人次，解决技术难题１０００余个，被省科技厅列入省级科技服务示范县。

第三节　气象测报

１９９０年１月，县气象站更名为气象局。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增置气象传真机、甚高频、
袖珍计算机等测报设备。短期天气预报准确率平均７０％，灾害天气预报准确率平均６０％，
均超过规定的质量指标。１９９１年，气象局成立农业气象服务股，每天早晚短期预报、月
预报、春播和秋播关键农事季节预报、灾害性天气预报等，准确率均达规定标准。观测０
～５０厘米土壤的持水量，每年对小麦进行卫星遥感观测，增强指导农业生产的预见性和
决策的正确性。

１９９７年１月开始，每日天气预报由县有线广播播报改由县有线电视台播报。１９９８年
夏，开通 “１２１”气象服务专线，用户可随时电话拨打１２１询问天气变化情况。中期预报
准确率达７５％～８０％，短期预报准确率达８０％以上。２００７年，开通手机短信气象服务。

第四节　地震监测

汉阴县地震中心站利用 “科技之春”“科技周”和 “７·２８”唐山地震纪念日，通过
电视、多媒体等多种形式在县城、乡镇和学校开展防震减灾宣传。

２００１年，建立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地震应急指挥系统。２００３年，对漩涡等
地出现的大量草鞋爬虫、城关部分缓坡段房屋出现裂缝进行专项调研。２００８年四川汶川
“５·１２”地震，汉阴县政府启动四级应急预案，开展地震次生灾害调查，制定 《关于加

强全县防震减灾工作意见》，受到省地震局表彰，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防震减灾先进单位。
２０１０年，建成双乳镇三同村全省抗震设防示范点，开展县域次生地质灾害调查。在铁佛
寺镇四合村建立强震台，在县委党校院内建立微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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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编

医疗卫生

通过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我县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得

到改善。强化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培训，卫生保健、防疫及医疗水

平提升，传染病、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医疗机构２３０
个。其中，７个中心卫生院、１１个乡镇卫生院、２６个个体诊所，规范化
村卫生室１７９个。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４２１人。其中，高级职称２４人，中
级职称１５１人，初级职称２４６人。乡村医生１８６人。



第一章　医疗机构与队伍

第一节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概况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３５７个。其中，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卫生防疫站、
县妇幼保健站各１个，区 （地段）卫生院７个、乡卫生所３８个、医务室１２个、私人开业
９２个、村医疗点２０４个。

１９９０年，全县开展医疗秩序整顿，村级医疗点、私人开业、医务室分别减少到１６７个、５０
个、９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总数减少到２７９个。１９９２年，为加强村级卫生组织建设，全县村
卫生室增加到２１５个，医疗卫生机构总数增加到３２７个。１９９４年，新增个体开业３２个，医疗卫
生机构总数增加到３４５个。１９９６年４月，将７个区、地段卫生院改为７个中心卫生院。
１９９７年，行政区划调整，成立１４个乡 （镇）卫生院、２３个卫生所。个体诊所由８２

个减少到５７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由３５０个减少到３３３个。２００１年，新增个体诊所５１
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增加到４１９个。
２００２年，行政区划调整，乡 （镇）卫生院由１４个减少到１１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

减少到３９３个。２００３年，村卫生室减少到１６６个，个体诊所减少到１００个。全县医疗卫
生机构减少到３００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该县首家民营医疗机构 “汉阴同济医院”挂牌成

立。２００７年，个体诊所减少到４０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减少到２３５个。２００８年，全县医
疗卫生机构增加到２４０个。
２０１０年，全县设７个中心卫生院、１１个乡镇卫生院。个体诊所由４０个减少到２６个，

全县医疗卫生机构减少到２３０个。其中，规范化村卫生室１７９个。
县人民医院

１９８８年，县人民医院内设科室由６个增加到１４个。１９９８年４月，省卫生厅、物价局
批复县医院为二级乙等医院。２０００年７月，县医院成立爱婴医院和 “１２０”急救中心。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省卫生厅授予县人民医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至２０１０年，医院占地面
积１１７０３９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１８１３１７平方米。设１３个临床科室，９个医技及辅助
科室，１２个职能科室。在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１８０余人，中、高级职称１１８人。

县中医医院

该院为二级甲等中医医院，成立于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９３年，门诊、住院楼竣工。１９９４年５
月，设立住院部。２００２年６月，组建急诊科，并与西安市第五人民医院协作成立 “西安市风湿
病医院陕南汉阴分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县中医院整体迁至城南新区，占地２００００平方米，有门
诊住院综合楼、附楼各１栋，建筑面积１２０２０平方米。设门诊部和７个病区，临床科室１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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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科室５个，职能科室８个。有专业技术人员５４人，其中高级职称３人，中级职称２１人。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９６５年４月，县卫生防疫站成立。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县卫生防疫站更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编制２８人，内设７个科室。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迁至城南凤凰大道，占地面积３５亩，建筑
面积２０６４平方米。卫技人员２４人，其中高级职称４人、中级职称９人。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成
立汉阴县健康教育所，与疾控中心一套机构。公共卫生检测检验中心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计

量认证，有省卫生厅授牌的艾滋病初筛实验室、结核病检验室、原子吸收室、原子荧光室、

水质检验室、碘缺乏病碘盐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理化实验室和生化实验室。

县妇幼保健院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汉阴县妇幼保健院设有３个科室 （药房、注射室、诊断室），无住院

条件。１９９０年被列为全国妇幼合作项目县，建起１０１４平方米门诊办公楼，配齐４０个乡
（镇）的妇幼专干。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设病床１５张，设后勤保健科、妇产科、儿科、检验
科、功能科 （放射、Ｂ超、乳透）、药剂科。

至２０１０年，设行管科、财务科、保健科、妇产科、儿科 （新生儿科）、护理部、药

剂科、检验科、功能科 （彩超、心电图、放射、乳透）。

汉阴同济医院

该院２００５年９月成立，位于北城街９６号，是引进的首家民营医疗机构，占地面积
１８００平方米。内设１２个行政科室、２２个临床科室。有卫技人员３９人，其中高级职称６
人、中级职称７人。

第二节　医疗队伍

卫生队伍

１９８８年，全县共有卫生人员５９６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５３７人。高级职称５人，
中级职称３４人，初级职称４９８人。乡村医生２０４人，接生员１７３人。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共有卫生人员７３４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４２１人。高级职称２４
人，中级职称１５１人，初级职称２４６人。乡村医生１８６人。其中，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公开招录
卫生技术人员８５人。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卫生人员情况统计表
表２６－１－１ 单位：人

年　度 卫生人员 其中卫技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乡村医生 接生员

１９８８ ５９６ ５３７ ５ ３４ ４９８ ２０４ １７３

１９８９ ６０７ ５４８ ５ ３２ ５１１ ２０４ ２２６

１９９０ ５７７ ５１４ ５ ３２ ４７７ １６７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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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卫生人员 其中卫技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乡村医生 接生员

１９９１ ５５６ ４９８ ３ ３２ ４６３ １６７ ２４２

１９９２ ５４４ ４５８ ２ ３０ ４２６ ２１５ ２４２

１９９３ ６３８ ５３６ ４ ７８ ４５４ ２１５ ２４２

１９９４ ６６４ ５８０ ４ ９１ ４８５ ２０１ ２４２

１９９５ ６５４ ５７４ ７ ９８ ４６９ ２０１ ２４２

１９９６ ６５５ ５７１ １１ １０１ ４５９ ２０６ ２４４

１９９７ ６５５ ５７３ ９ １０２ ４６２ ２１５ ２４４

１９９８ ５５８ ４８６ １３ ９５ ３７８ ２１８ ２２０

１９９９ ５５９ ４９３ ２０ １２８ ３４５ ２１６ ２２０

２０００ ５５７ ５０６ １６ １３５ ３５５ ２２３ １５０

２００１ ５８９ ５０６ １６ １３５ ３５５ ２２６ １５０

２００２ ５８６ ５０６ １６ １３５ ３５５ ２２６ １５０

２００３ ５７２ ５１０ １９ １３４ ３５７ １６６ ４６

２００４ ５５５ ４９３ １９ １３４ ３４０ １６６ ３２

２００５ ５５５ ４９３ １９ １３４ ３４０ １６６ ３２

２００６ ５５５ ４９３ １９ １３４ ３４０ １６６ —

２００７ ５７８ ５１６ １９ １３４ ３６３ １６６ —

２００８ ６０７ ５４５ １５ １５５ ２８２ １８６ —

２００９ ６７７ ４３０ ２４ １５３ ２５３ １８６ —

２０１０ ７３４ ４２１ ２４ １５１ ２４６ １８６ —

人才培养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有７９７９人参加卫生行政部门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举办的培训班。有
４５５人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进修学习。有４７１人参加大专以上成人学历教育。

２００８年，开展县直医疗卫生单位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培训乡镇卫生院院长、
临床骨干、乡村医生８次，参训４４１人次。２０１０年，６个县直医疗卫生单位对口支援７个
中心卫生院、１１个乡镇卫生院。组建２支医疗队，对漩涡、汉阳卫生院重点帮扶。选派
１５名业务骨干，加强乡镇卫生院业务骨干的培养和新业务的开展、新技术的应用。省肿
瘤医院派出１０名医疗队员对口支援县人民医院，示教、指导县医院开展肿瘤化疗、病理
和肿瘤外科手术及疑难病治疗１３０余例，开展知识培训和学术讲座１０余次，带教医疗业
务骨干３０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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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２～１５日，西安医科大学朱家清等１０余名专家教授来县举办学术讲座，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安康地区１０县１００多名医务人员应邀到会。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４～２０日，
特邀江苏援汉医疗队专家举办学术讲座，全县２００余名医务人员应邀到会。２００１年８月
１１～１５日，在县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开办学术讲座，共有２００余名基层医务人员应邀
到会。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２４日，陕西省二级医院第十次管理学术会议在汉阴县召开，来自
全省近百个县１５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２～１３日，西安市五院陈振兴院长一
行４人到县中医院开展学术交流。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９～３０日，苏州市四院管维维院长等一行
５人到县医院开展学术交流。２００６年，省肿瘤医院对口支援县人民医院举办３期学术讲
座，全县应邀到会医务人员３００人次。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安康市医学会会长袁建国、市
中心医院内科主任任晖到县人民医院开展心脑血管学术讲座。１０月３０～３１日，西安市第
一人民医院专家组赵梦云、孟祥云教授应邀到县医院开展义诊、查房及学术讲座活动，

义诊８５人次，学术讲座听课者１６０余人次。１１月１７日，西安交大一附院朱本章教授应
邀到县医院开展 “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学术讲座。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５日，安康市中心医院
心内科主任沈贵冬到县医院开展高血压病诊疗新进展及心脏临时起搏器植入学术讲座。

１０月３０日，西安交大二附院心血管外科主任裴斐教授等专家组一行９人到县医院开展心
脏病联合义诊及学术讲座活动。１２月２６日，上海市市东医院周沛林教授到县医院开展
“椎间盘微创治疗”示教手术及学术讲座活动。

第二章　医疗技术和设施

第一节　医疗设施

医疗设备

县级医疗设备　至２０１０年，县医院拥有全进口ＣＴ、彩超、电子胃镜肠镜、全自动生
化仪、五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数字化 Ｘ线机和多功能胃肠
造影机、ＯＦ腹腔镜、纤维胆道镜、输尿管肾镜及气压弹道碎石系统、前列腺电切镜、体
外碎石机、经颅彩色多普勒、动态血压仪、动态心电图仪、多功能呼吸机等大型设备，

实行计算机信息化全院联网管理。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装备有双排螺旋 ＣＴ、ＤＲ，Ｇ５０彩超、电子胃镜、结肠镜、
宫腔镜、腹腔镜、Ｃ型臂移动 Ｘ线机、８０ＭＡ高频移动 Ｘ线机、多功能麻醉机、２４小时
动态心电图机、全自动检验生化设备等先进大中型设备１００余台套，固定资产过亿元。

至２０１０年底，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拥有冷链车、结核病防治督导车、冰箱冰柜冰背
包等完整的冷链运转设备及２００ｍａＸ光机、生物显微镜、酶标仪、洗板机、生化培养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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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柜、电子天平、全自动生化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原子荧光光度计等大型

卫生检验设备。

至２０１０年底，县妇幼保健院配备有日本尼桑车１辆和打印机、电视机、放像机、乳
透机、心电图机、新生儿复苏囊、新生儿辐射台、暖箱等医疗设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汉阴同济医院拥有全自动生化、血凝、电解质、微量元素、精子分
析仪，荧光ＭＤＩ显微诊断仪、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多参数工作站、麻醉工作站、无
影灯、电动综合手术床、数字式心电图机、动态空气消毒器、体外碎石机、妇科 ＬＥＥＰ
刀、自凝刀、进口数码阴道镜，双盆腔炎、脉冲导融、激光、体外短波、肛肠、多功能

微波治疗仪及男性功能康复仪等设备。

基层医疗设备　至２０１０年，建立市级示范中心卫生院１所，甲级乡镇卫生院５所，
甲级村卫生室７６个。乡镇卫生院普遍配备 Ｘ光机、心电图、Ｂ超、洗胃机等医疗器械，
基本恢复医疗服务功能，其中７个乡镇中心卫生院达规模医疗水平。

床位设置

１９８８年，全县３５６个医疗机构共有床位２６５张。其中，县医院１００张，区 （地段）

卫生院１１５张，乡镇卫生所５０张。
１９９４年，县中医院成立住院部，开设床位２０张。１９９５年，县医院增设床位２４张。

１９９７年，县妇幼院开设床位１０张。１９９９年，县妇幼院增设床位１０张。２０００年，县中医
院增设床位１０张。２００１年，县医院增设床位２６张，县妇幼院增设床位１０张。２００７年，
县人民医院增设床位３０张，汉阴同济医院开设床位２６张。至２０１０年，全县医疗机构共
设床位４９１张。其中，县医院２０６张、中医院５３张、妇幼保健院３３张、中心卫生院１５１
张、乡镇卫生院２２张、同济医院２６张。

第二节　中医技术

中医水平

１９８８年８月，县医院中医门诊部划入新组建的县中医院。１９９１年，县医院建立中药
房，１９９６年设立中医科。２０１０年，有医务人员６人。其中，副主任医师１人，主治医师
１人，医师２人，针灸医师２人。年门诊量１８万人次。先后开展中药免煎颗粒剂、中药
熏蒸治疗、传统针灸、拔罐、刮痧、电针、火针、平衡针、浮针、穴位埋线、穴位注射、

中药贴敷、新法微创无痛小针刀疗法、中药离子导入、微波疗法、红外线、牵引、中频

治疗等治疗。

县中医院以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疑难病、老年病和中医药预防保健为重点，加强中

医专科专病建设，重点发展中医脾胃病、骨伤、针灸针刀康复保健、痔瘘科和中医妇科。

其中，脾胃病科 （消化专科）为省级中医专科建设单位，骨伤科、针灸科为市级重点中

医专科，肛肠科和中医妇科为县级重点中医专科。设有中药房和中医专家门诊。

各乡镇中心医院、卫生院均兼设中药房，有中医坐诊。此外，对民间中医考核发证，

１９８８年批准登记个体行医９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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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

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占８０％以上。内外科方面，对急腹症、阑尾炎、肠梗阻、急性
胆道感染、胆道蛔虫等疾病，采用非手术治疗占７０％～８０％。利用针灸治疗面神经麻痹、
坐骨神经痛、慢性腰腿痛、风湿性关节炎等，用海藻等中草药自制消瘿注射液。使用中

西药内服外注或针灸穴位封闭等方法，医治急性支气管炎、肺水肿、过敏性哮喘、心衰、

肝硬化腹水、流感等疾病。传染病医治方面，采取中西药对照观察方法，治疗流脑、乙

脑、肝炎、斜边进、痢疾、肠炎等。在妇产、幼儿、五官等科，临床治疗子宫脱垂、闭

经、宫颈炎、阴道炎、小儿肺炎、消化不良、急性结膜炎等疾病，采用中西药两者之长

交替使用，均取得良好效果。乡村医生能熟练应用中、西两法诊治农村常见病、多发病，

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全县农村得到广泛应用。

第三节　西医技术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全县累计开展新技术项目２００余项。
１９８８年，部分区 （地段）卫生院能开展拍片、透视、心电图、临床检验业务及骨科、

上腹部手术，部分接生员开展新法接生，大多数乡村医生能熟练运用中、西医两法开展

农村常见病、多发病诊治。１９９２年，县中等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老师胡卿华发明 “药用卫

生纸”、县医院王某某发明 “Ｘ光机曝光自动计数器”获得发明专利。至２０１０年，能开
展肿瘤化疗、电脑康复仪协助治疗脑血管病后遗症康复、宫颈癌根治术、妇科恶性肿瘤

化疗、会阴修补术、子宫切除术、嗜铬细胞瘤手术麻醉、双肺挫裂伤伴脑挫伤者的有创

呼吸治疗、微量元素测定、高频通气、胃癌根治术 ＋横结肠切除、嗜铬细胞瘤切除术、
食管癌根治术、输尿管再植术、全髋关节置换术、钛架内固定手术治疗颌骨骨折、穴位

敷贴治疗、穴位注射治疗、小针刀、冬病夏治、奈瑟式菌属卡他汉菌的培养与鉴定、自

制制剂的微生物培养与鉴定等。中心卫生院普遍能开展普外手术。

第四节　医疗质量

１９８８年以来，各级医疗机构通过严格执行诊疗技术操作规程，开展岗位练兵，选派
人员外出学习进修，加强医疗核心制度的执行，增加投入，改善设备，认真执行卫生法

律法规，医疗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

１９８８年，全县医疗机构累计接诊２４７７２４人次，入院５３８０人次。治愈好转率９３％，
病死率２１％，平均住院１１天，业务收入２０２１万元。２０００年，诊疗２８４０２７人次，入院
４８８５人次，治愈好转率９４８％，病死率０８６％，平均住院９５天，病床使用率４５８％，
业务收入１１２５２万元，每门诊人次医疗费用４６４元，平均每一出院病人医疗费１５３９３
元。２００５年，诊疗３０１５８９人次。其中，急诊８７９１人次，入院６１４８人次，治愈好转率
９６６％，病死率０８６％，平均住院７７天，病床使用率４４５％，业务收入２６２５３万元，
每门诊人次医疗费用８７８元，平均每一出院病人医疗费２５８２元。２０１０年，全县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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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诊疗３５９６６３人次。其中，急诊１８７５３人次，入院１６５４５人次，治愈好转率９６７％，
病死率０７７％，平均住院９天，病床使用率８４７％，业务收入６７３２４万元，每门诊人次
医疗费用１２３８元，平均每一出院病人医疗费３１０９６元。

第三章　疾病防控

第一节　地方病防治

汉阴县地方病主要有甲状腺肿大、氟中毒、克丁病和麻风病、头癣、疥疮等皮肤病。

其中，头癣、疥疮、克丁病等地方病在１９８８年前基本根治。２００６年，完成地方病示范县
创建各项任务，被省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评为优良县。

碘缺乏病

据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对汉阴县部分地区水质抽样调查，碘含量平均４３３微克／升，远
低于正常值，地方性甲状腺肿大病成为该县分布最广的地方性疾病。１９６５年开始推广碘盐，
建立碘盐疗效监测点，严控原盐、无碘盐和劣盐上市，并配合药物和手术治疗，至１９８０年，
药物治愈３２６１人，手术治愈１２０７人，３５５７名弥漫性患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
１９９３年，全县有地甲病患者 ４３６０余人，碘缺乏病患者 ８１９０余人，分别占总人口

１６％和３８％。２０００年，碘盐覆盖率、食用率、合格率均达１００％，消除碘缺乏病达到国
家控制指标。２００５年，对全县中小学生甲状腺肿大开展调查，肿大率４５％。２００６年，开展
地方病调查，查出碘缺乏病５３５２例。２００７年，治疗甲状腺肿大病人８１７例，治愈６１６例，
治愈率７５４％。２００８年３月，对城关１９所小学２６３９名８～１３周岁学生进行甲状腺触诊检
查，检出甲状腺肿大学生１４２人，占比５３８％。治疗甲状腺４４７例，其中７～１４周岁２６４
例、１５周岁以上１８３例，治愈３３８例，治愈率７５６％。２００９年，对５所小学２１０名８～１０周
岁学生调查，甲状腺肿大率６１％。２０１０年，对５个镇开展碘缺乏病监测，抽取８～１０周岁
学龄儿童２１０名，查出甲状腺肿大７人，抽样肿大率３３３％。治疗甲状腺肿大３３０例，治愈
２４６例，治愈率７４５％。完成两轮２３５例甲状腺肿大治疗，全部建立个人信息资料。

地氟病

燃煤污染型地方性氟中毒 （简称地氟病）在该县发生历史悠久。１９８０年，县防疫站
在全县９社１镇７０１９６人中调查，发现氟斑牙患者１７９６人，占全县总人口７４‰。１９９５
年，对全县１７２９万人燃煤污染型氟中毒流行病调查，随机调查８９８９名１６周岁以上人
群，氟骨症患病率 １４５６％，检查 １２５０７名 ８～１２周岁儿童，氟斑牙患病率 ４５２１％。
２００１年，继续开展燃煤型氟中毒病情调查，发现轻病区村占 ３６４％，中病区村占
２９８％，重病区村占３３８％。８～１２周岁儿童氟斑牙患病率５６６５％，部分学校８～１２周
岁儿童患病率高达１００％，成人氟骨症患病率１２８６％。汉阴县被确定为 “燃煤污染型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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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中毒病区”。２００６年，普查检出氟中毒２３０８７例，砷中毒１２１４５例。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实施防氟改灶惠民工程，累计改灶４７８３４户。对全县１６６个病区村

自查，达到消除村６４个，占３８５５％；达到控制标准６２个村，占３７３５％；未达到控制
或消除村４０个，占２４１％。调查８～１２周岁儿童８６８６人。其中，正常７６３６人，可疑
５７１人；极轻２２９人，轻度２２５人，中度２５人。全县８～１２周岁儿童共检出氟斑牙患者
４７９人，检出率５５１％，达到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病区消除标准。

麻风病

１９９２年，复查１０例化疗麻风病人，全部治愈。现症３例，其中入院治疗２例。１９９３
年，对３个疫点村的接触人员推行药物预防，全县麻风现患率００１‰，近３年平均发病
率０５５／１０万。１９９４年，新发麻风病人３例，平均发病率０４３／１０万，疫点由４个扩大为
６个。１９９５年，新发麻风病１例，治愈出院２例，现症住院４例，固效监测１１例，麻风
现患率１４／１０万，５年累计发病６例，平均发病率０４３／１０万。１９９６年，对新发２例麻
风病人落实住院治疗，对１０例已愈病人进行一年一度健康查体随访，未发现复发及疑似
体征。２００３年，对６例已愈麻风病人回访，其中，３例送往商洛进行畸残康复疗养。２０１０
年，无新发麻风病例。

第二节　传染病防治

传染病防控

汉阴县传染病以流脑、乙脑、痢疾、麻疹、结核病、流感为最常见。１９８９年，发生脊
髓灰质炎１５例，病死１人，发病率０５４／１０万。病例主要集中在永宁乡长春村，暴发１３
例，发病年龄最小１岁，最大１０岁，均无免疫史或不全免疫。１９９２年，对１６７０人病毒性肝
炎流行病学调查，健全乡以上卫生单位传染病报告制度。１９９３年，发现结核病人１０１例，发
病率３７／１０万，现症病人全部纳入医疗单位规范化治疗。对１６４９名青少年儿童结核菌素试
验调查，感染率１１５％。全县传染病总发病４４８例。其中，以肝炎、痢疾、麻疹发病最高。
１９９４年，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３８２例。其中，以肝炎、痢疾最高，占总病例９５６％。水
霍乱病防治纳入重点防治范围，消毒监测４３户，完成ＡＦＰ病例监测。发现结核病人１０６例，
规范化治疗１０２例。对３２４名少年儿童结核菌素调查，阳性率６７２％。
１９９５年，汉阴县被卫生部列入 “加强与促进结核病控制项目试点县”。结核菌素调查

１６４１人，阳性２８２人，阳性率 １７１８％。全年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 ９０４例，发病率
３２２１／１０万，以肝炎、痢疾最高，占总病例９１８％。发现肺结核病人９５例，规范化治疗
９１例。６～８月，乙脑流行，发病６４例，死亡２例。１９９６年，发生法定乙类传染病１０种
５６７例，死亡２例，以肝炎、菌痢为主，发病率１９９４％。疾病监测点共发生乙、丙类传
染病９种２８０例。发现结核病人４２３人，菌阳病人４４例，菌阴病人３７９人。其中，初治
菌阳病人４２人，满疗程 ３８人，治愈率 ９０５％，复治菌阳 ２人，满疗程 ２人，治愈率
１００％。１９９７年３月，漩涡镇发扬、田堰等村发病９４例。１９９８年，发生乙类传染病８种
４３４例。其中，肝炎１５８例、痢疾１０８例、结核１４１例、流脑２例、乙脑１８例、新生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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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风１例、麻疹４例、百日咳２例。太平、红星村疾病监测点发生乙类传染病４种８４例，
丙类传染病３种１６６例，发现活动性肺结核１４１例。其中，菌阳肺结核８５例，菌阴肺结
核５６例。结核病控制项目经省、地检查，被推荐为安康地区先进项目县。
１９９９年，发生乙类传染病７种３６７例。其中，肝炎１６０例、菌痢３７例、结核９４例、

乙脑２例、麻疹３例、新生儿破伤风１例。２００１年３月，麻疹流行，涉及２镇１６村，发
病７９例，核查５２例，发病率１８１／１０万。２００２年，红星、太平村两监测点共报告乙类
传染病２种９３例，丙类传染病５种２２６例。完成 “全国寄生虫流调”工作，开展重点人

群ＨＩＶ筛查，发现羁押人员阳性２例，门诊就诊发现阳性２例。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８日至６月
４日，平梁镇长坝村１７４２人中暴发痢疾１３９例。２００６年，落实非典型肺炎 （简称 “非

典”）、人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肝炎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措施，乡镇以上医疗单位

均实现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全年发生乙、丙类传染病１０种１１６３例。其中，肝炎４５７
例、结核３３０例、流行性腮腺炎２７１例、菌痢２７例、乙脑１６例。２００７年，发生乙、丙类
传染病１２种８１５例。其中，肝炎４１６例、结核２０７例、流行性腮腺炎６４例、菌痢５０例、
新生儿破伤风２例、艾滋病２例、乙脑１例、风疹１例。２００８年，发生乙类、丙类传染
病１３种８１８例。其中，乙类９种６２６例，以肺结核、肝炎、痢疾为主；丙类４种１９２例，
以腮腺炎、其他感染性腹泻为主。动态监测人间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肝炎、乙脑、

手足口病等重点传染病，确定定点医院，４例手足口病患者全部治愈。接诊疑似结核病
３２８例，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１７０例。其中，涂阳６５例，全部全程督导治疗。艾滋病
筛查实验室经省卫生厅验收合格。

２００９年，报告传染病１４种６３８例。其中，乙类９种４３８例，丙类４种１９３例，其他
传染病７例。发现活动性肺结核１３１例。其中，初治涂阳３５例，初治涂阴９６例，满疗程
治愈１５例。２０１０年，报告传染病 １２种 ６６５例，发病率 ２２１７％。其中，乙类 ６种 ４３４
例，丙类４种２３１例，其他传染病２例。完成５００例甲型Ｈ１Ｎ１流感血清学调查和第五批
甲流疫苗接种６０００人。新发涂阳肺结核６７例、活动性肺结核１９１例。其中，初治涂阳７０
例，复治涂阳１例，满疗程治愈２７例。

疾控能力建设

建立村、乡镇、县三级防疫网络和疫情报告制度、卫生检疫制度，设置检疫站，加

强疾病监测。２００８年，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系
统。２００９年，开展疾控能力达标活动，加强县疾控中心实验室建设，建立艾滋病初筛实
验室、原子吸收实验室，通过省市验收。建立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疫情日报告制，培训１５０
人。２０１０年，开展 “提高能力建设”达标创建活动，举办乡镇防保人员培训班４期。

第三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抗灾防病

１９９８年夏，汉阴连续遭受两次洪涝灾害。灾后，及时召开全县救灾防病工作会议，
成立防疫医疗队和消、杀、灭服务队等６个应急组织，对城区、受灾集镇环境消毒处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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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室内消毒３８万平方米，对城镇集中式供水全面监测处理，发放二氧化氯饮水
消毒剂１００千克，漂白粉１２０瓶，漂白片１５万片，有效预防传染病暴发流行，确保灾后
无大疫。

抗击 “非典”

２００３年４月上旬，中国部分地区暴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汉阴县成立 “非典”

防治指挥部，在境内各火车站、汽车站设立留验站，在双乳镇三同村二级路入境处设立

“东线入境联合检查站”，启动 “零”报告制度。设立发热门诊和留验登记站各１１个，在
平梁中心卫生院设立发热病区，发热门诊累计接诊２１２人，留置观察２６人。广泛开展
“非典”宣传，关闭游乐场所１６９家，对各类公共场所定期监督检查，分发消毒药１５７６７
千克，消毒面积３７４０８３１平方米，消毒车辆１１６２１辆。通过群防群控，实现 “零”输

入，“零”感染目标。

痢疾疫情处置

２００４年６月，平梁镇长坝村暴发水源性痢疾，发病１３９例，住院４２例。市、县启动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开展疫情监测、调查、报告、消毒、救治及疫区卫生监

督工作，迅速控制疫情，患者全部治愈。

人禽流感防治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国内部分省份出现人禽流感确诊病例。县卫生局制定人禽流感疫情应
急处理预案，成立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１１月１４日，召开全县人禽流感防治工作会
议，各医疗机构正式启动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工作和禽流感疫情每日 “零”报告制度。防

控期间，该县未发现人禽流感病例。

奶粉事件处置

２００８年９月，中国部分地区发生婴幼儿食用含三聚氰胺配方奶粉引发泌尿系统结石
事件。汉阴县卫生局及时做好婴幼儿筛查和患儿诊疗工作，截至１２月２日，共筛查婴幼
儿５６９１人，确诊泌尿系统结石患儿１７９人，住院治疗１４人，全部康复出院。

第四章　卫生保健

第一节　爱国卫生

组织机构

汉阴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前身为１９５０年６月设立的卫生防疫委员会。１９８７年，县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简称爱卫办）为县人民政府常设行政议事机构。１９９２年，
县爱卫办为正科级行政机构，挂靠县卫生局。１９９７年改为副科级行政机构。１９９８年，各
集镇成立爱卫会，下设办公室，组建健康教育网络系统，各大型厂矿医务室和完全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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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均配备 １名健康教育工作人员。２００２年，撤销县爱卫办，业务交县卫生局代管。
２００７年７月，恢复县爱卫办，加挂县红十字会办公室牌子，副科级全额预算事业单位，
隶属县卫生局，编制２人，设主任１名。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爱卫办升格为正科级，挂靠县卫
生局，编制３名。

病媒生物防治

县爱委会每年４月开展全民性爱国卫生运动月活动，每逢节假日前都抽调专人定期检
查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环境卫生。

１９８８年，新增１０名市容卫生监督员，开展治脏变净活动，清理沟渠４５１万米，
清除垃圾１４万余吨，灭鼠 ４０多万只。开展清洁卫生检查 ３２次。１９９１年，清理卫
生死角１１８处，清运垃圾 １０００吨，疏通沟渠 ３８４８米。启动卫生县城创建工作，开
展以灭鼠为重点的除 “四害” （灭鼠、灭蚊、灭蝇、灭蟑螂）活动，城区鼠密度由

６７％下降到２３％。１９９２年，阳性率控制值 ５％。１９９４年，免费发放价值 ５０００元
的鼠药。１９９５年，开展城区卫生大检查 ３次，清理卫生死角 １８处。１９９７年，对城
区１１３个单位环境卫生全面检查，清除卫生死角垃圾 ４００余吨，建筑垃圾 ２５０吨。
１９９８年，清理配制鼠药点 ３家、地摊 ２１个，取缔鼠药商贩 ８个。２００８年，做好城
乡爱国卫生运动专项整治和春季除 “四害”活动，发放药械价值 ３５万元。２００９
年，投入病媒生物防治资金５万元，清除 “四害”孳生场所 ３１０处。２０１０年，成立
县除 “四害”工作领导小组，坚持环境整治、孳生地治理、病媒生物消杀、密度监

测综合防治措施，巩固省级卫生县城成果。购置消杀药饵９５０千克，粘鼠板 ５５０个，
消灭 “四害”栖息场所５３８处，各乡镇和中省单位购置６万元的药械。全县 “四害”

密度均达国家规范标准。

卫生创建

表彰卫生先进集体３８个，先进个人１６８人，“卫生之家”２８８户。１９９４年，获省级
卫生先进单位１个，获地区卫生先进单位４个。１９９５年，地区组织区镇卫生检查，蒲溪
镇获得第三名。２００７年，县政府命名县级卫生先进单位１１个、县级卫生示范村７个。对
２００６年以前命名的卫生集镇、卫生村户、卫生先进单位复核检查，升级卫生先进单位２０
个、撤销卫生先进单位称号４个。２００８年，制定 《汉阴县卫生乡镇、村管理办法》，撤销

卫生先进单位５个，命名县级卫生先进单位１４个、卫生集镇１个、卫生示范村５个。推
荐国家级卫生单位１个，省级卫生单位４个、卫生集镇１个，市级卫生单位４个、卫生集
镇２个、卫生村１０个。２００９年，启动国家级卫生县城创建工作。撤销卫生先进单位５
个，申报国家、省、市、县卫生乡镇、单位７８个，获２００８年度省级卫生乡镇１个、卫生
村３个、卫生单位４个，市级卫生乡镇１个、卫生村７个、卫生单位４个，县级卫生乡镇
１个、卫生村６个、卫生单位１６个。２０１０年，制定 《卫生乡镇、卫生村 （社区）创建规

划》《汉阴县 “社区卫生家庭”和 “庭院卫生”评比活动实施方案》。命名表彰县级卫生

乡镇１个、卫生村１５个、卫生单位２５个，市级卫生乡镇１个、卫生村４个、卫生单位１２
个，省级卫生示范单位３个、卫生单位４个。

改水　１９９６年，全县改淘水井４８口。１９９８年，投资１３６７万元改水，受益１８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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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建供水站２２个、供水点３６８处，受益４８００人。２００９年，改水８８０户，农村改水
普及率达９３％，示范村改水率９８％。２０１０年，新建农村安全供水工程３５处，解决２万人
饮水困难。累计解决１６万人安全饮水问题。

改厕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改造县城公厕６所。１９９８年，投资５万元建东城街水冲式公
厕１座。２００９年，完成农户无害化沼厕一体化建设２２３５口，实施农村 “五改三建”（改

厕、改水、改圈、改厨、改路和建园、建池、建家）１２３８户。其中，改厕５８０户。２０１０
年，制定 《汉阴县农村改水改厕工作方案》，推广沼气池、改厕、改

$

、改水和人畜粪便

无害化处理。至１０月底，新建沼气池１９００口，１００％完成年度改厕任务。

第二节　卫生防疫

常规免疫

１９７８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１９８６年，推行国家第二次免疫程序。１９８８年，推行儿
童计划免疫保偿制，开始实行年６次单月运转，以 “四苗”（麻疹疫苗、卡介苗、百白破

三联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和麻疹、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

“六病”考核计划免疫工作。应投保对象３１２１４人 （１～７岁），实际投保３０８０１人，保
偿率９８７％。麻苗、卡介苗、百白破三联疫苗、脊灰糖丸疫苗、乙脑疫苗、流脑疫苗等
各种生物制品预防接种 １２３７１４人次。１９９２年，计划免疫建卡率 １００％，四苗覆盖率
９３３％，四苗接种率９６８％，相应传染病不超标。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开始推行乙肝疫苗，至１９９６年１月６日，全县应种儿童１６５３０
人，实种人数第一轮１６５０３人，第二轮１６６９３人，接种率９９５％。２０００年，“四苗”全
程接种率９８２％。２００７年，创建免疫规范管理县。在乡镇设立预防接种门诊１９个，村级
预防接种点７６个。２００８年，１８个乡镇 （中心）卫生院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系统全部建成

使用。建成合格接种门诊１９个，接种点７９个。２０１０年，建成１１０个村级预防接种点。
全县接种各类疫苗６５４８６人次。其中，基础免疫４７７９８人次，加强免疫１７６８８人次。卡
介苗接种率１００％、脊灰疫苗接种率９９７８％，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乙肝疫苗接种率
均９９８％以上，首针及时率 ９３４％，乙脑疫苗接种率 ９９４３％、流脑疫苗接种率
９９７３％、甲肝疫苗接种率９９７２％。

强化免疫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０日开始，首次开展消灭脊灰强化免疫。摸底调查率１００％，第一轮接
种率９９２％，第二轮接种率９９７％，荣获全地区先进集体称号。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２
月１５日，分三个阶段进行消灭脊灰强化免疫。第一轮接种１７９４６人，第二轮接种１８２７８
人，接种率１００％。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９９６年１月６日，组织第三轮强化免疫接种，
接种率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对全县０～４７月龄儿童１６１７５人进行全国第四次糖丸强化免
疫，实种１６１５９人，接种率９９９％。１９９８年，在第五次二轮和第六次一轮的强化免疫活
动中，二轮服苗率达９９％以上。１９９９年，实施第六次二轮和第七次一轮强化免疫。第六
次二轮应种１４１５４人，实种１４１４３人，接种率９９７７％。２０００年，组织开展第七次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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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灰”强化免疫，应种１０８７２人，实种１０８２６人，接种率９９５８％。２００１年，开展第八
轮消灭 “脊灰”强化免疫，实种１１００７人，接种率９９１３％。２００２年，实施第九次脊灰
强化免疫，０～４岁儿童应种１０７２３人，实种１０６５２人，接种率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实施
第十次第二轮和第十一次第一轮消脊灰强化免疫。第十次第二轮强化免疫应种１０６８９人，
实种１０５８３人次，接种率９８７％；第十一轮糖丸强化免疫应种１０３７２人，实种１０２６６人
次，接种率９８９％。
２００７年，组织麻苗强化活动，摸底登记率１００％，接种率９９１％。２０１０年，开展麻

苗强化、脊灰强化第二轮补种工作，糖丸第二轮应种１２２１７人，实种１１８１２人；麻苗强
化应种１３９３２人，实种１３８３２人。

第三节　妇幼保健

１９８８年以来，坚持抓好妇女 “两病” （子宫脱垂和尿漏）防治、新法接生、计划内

孕产妇系统管理及０～６岁儿童系统管理等工作，形成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妇联和防疫
联动格局，使妇女 “两病”、产妇死亡、儿童死亡、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下降。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年，新法接生率达９４５％，孕产妇死亡６／１０万，婴儿死亡率５１３‰、孕
产妇系统管理、儿童系统管理分别为４５％和６２３％。１９９５年，被卫生部授予 “爱婴医

院”。１９９６年，获全国妇幼卫生合作项目先进县。１９９９年，９２２８平方米住院楼竣工，设
病床３０张，配备 “母亲健康快车”，对住院分娩孕产妇实行免费接送，开设剖宫产、子宫
摘除、卵巢囊肿摘除、宫外孕手术，孕产妇死亡率 １９７９／１０万，婴儿死亡率 ３１４３‰，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儿童系统管理率分别为６８４２％和２７４８％。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启动降消项目、孕免项目、合作医疗项目，对住院分娩孕产妇实行

１０大便民优惠政策。争取卫Ⅷ秦巴扶贫项目设备，改造装修标准化手术室、留观室，开
通院内科室间电话，实行微机管理。开通孕产妇急救绿色通道。２００８年，涧池、蒲溪、
城关、观音河卫生院达规范化妇幼门诊。全县享受 “降消”项目补助１３８８人， “孕免”
项目补助 ４６４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９４６５％、儿童系统管理率 ８１５％、新法接生率
９９２５％、住院分娩率９６６％，新生儿死亡率５８９‰，孕产妇死亡率７８６／１０万，新生儿
破伤风发病率为零。２００９年，漩涡、汉阳、平梁、铁佛中心卫生院达规范化妇幼门诊。
享受 “降消”项目补助１１３９人，“孕免”项目补助１９９８人。对１３５６名城区学龄前儿童
免费体检。２０１０年，加强对母婴保健市场监管和准入。享受项目补助２８８７人，补助金额
１９６６万元。住院分娩率９９７％，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无孕产妇死亡。孕产妇
系统管理率９５７５％、儿童系统管理率９０６５％。县妇幼保健院被省卫生厅评为 “新生儿

疾病筛查先进单位”“农村孕产妇免费住院分娩补助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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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妇幼保健业务统计表
表２６－４－１

年　度

孕产妇

死亡率

（／１０万）

５岁以下

儿童死亡

率 （‰）

住院分娩

率 （％）

孕产妇系统

管理率 （％）

３岁以下儿童

系统管理

率 （％）

７岁以下儿童

保健管理

率 （％）

１９８８ ２４ ２３ ９９４ — — —

１９８９ ２１８ ７５５ ５２ — — —

１９９０ ４４ ２７ ７６ — — —

１９９１ ８０ １１０１ ５７５１ — — —

１９９２ ２９８ ３４２ ２２６５ — — —

１９９３ ５０ ３５ ７ ７５ — ３０

１９９４ ６０ １８４ ６４ ７０ — ３１

１９９５ ５０ ３８７ ８ ８０ — ４９

１９９６ ６０ ２８ ６ ８３５ — ５３

１９９７ ２２４ ２９ ５５ ４５ — ６２３

１９９８ ４７２ ３２ ７ ５０３ — ５１７

１９９９ ９０ １２ ８４ ６１８ — ４６

２０００ １０４７１ ２０ ３０ ６５４ ５３１ ５４

２００１ ５７４３ １６１ ３０７ ８９０４ ６７３ ７４

２００２ ６７９ ３０５ ３４５８ ８２７５ ６７７ ６７７９

２００３ １９７９ ３１４３ ４９２５ ６８４２ ７６６ ６０１

２００４ １６５７５ １９９９ ４８０１ ６７７３ ２７４８ ２９５２

２００５ ５３３６ １８１４ ５６４ ８１７５ ７７５２ ７１４２

２００６ ５５６７ １９４９ ８０ ８２５２ ７５９５ ７２９２

２００７ ０ ２０５ ９００５ ８２２１ ６８９２ ７２５

２００８ ７８５９ １５７２ ９６６２ ９４６５ ８１４９ ８００２

２００９ ０ １５０６ ９８９４ ９５９７ ７９６５ ８０１１

２０１０ ０ １３３ ９９６８ ９５７５ ８７４ ８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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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医疗卫生管理

第一节　管理体制

卫生管理机构

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县卫生局内设行政组、业务组、财务组，具体管理医政药政。１９９６
年，增设医政药政股。１９９７年７月，成立汉阴县公共卫生监督所。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成立安
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汉阴县分局，药检所和药政管理职能划归药监局管理。２００２年，县
卫生局设立医政股。２０１０年，县卫生局机关行政编制１０人，内设行政计财股、医政股、
疾病预防控制与妇幼卫生股。

卫生管理体制

１９９２年，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人事、经费由县卫生、人事、财政直接管理，区、乡卫
生院 （地段医院）人事、经费由县卫生局、所在区、乡双重管理。因部分区、乡财政拮

据，对所辖区、乡卫生院所执行差额定补拨付经费，使一些乡、镇卫生院所运行维艰，

难以为继，出现承包给个人运作的情况。２００２年，全县卫生系统收归县管理，经费纳入
县财政统一预算。２００８年，完善乡镇防保站管理体制，实行工作成绩与工作经费挂钩。
成立乡镇卫生监督派驻所，实行综合执法。２００９年，成立县医改领导小组及卫生系统医
改领导小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１０年，县卫生局成立乡镇卫生人事分配制度改
革领导小组，实行院长任期目标管理和全员聘用制，推行绩效工资制度， “双百考核”。

在平梁和双河中心卫生院开展县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试点，探索县直医疗机

构对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规范、统一业务指导、统一工作考核、统一人员培训、统一财

务管理、统一药品采购与调配 “六统一”管理，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统一规划设置、

统一业务指导、统一工作考核、统一人员培训、统一人员调配、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药

品采购与配送 “七统一”管理。

第二节　医政管理

诊疗机构管理

１９８９年，蒲溪区卫生院率先在区 （地段）卫生院开展门诊、住院、分科管理。１９９２
年８～１０月，开展村级卫生组织整顿，组建村卫生室２１５个，制定 《汉阴县村卫生室管理

办法》，统一管理制度，统一 “门牌、印章、门诊部收费收据、处方”，做到行医有执照、

诊病有记录、开药有处方、收费有票据、疫情有报告、工作有章可循。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
连续９年开展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全县共有２４０名医务人员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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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对全县４１４个医疗机构按性质、服务功能等区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并进行登记。２００４年，开展乡村医生从业认证及考试，共有１７２名村卫生室从业
人员取得乡村医生从业资格。２００５年，在全市医院管理年暨医疗质量综合大检查中，县
人民医院排名二级综合医院第一类第一名，县中医院和县妇幼保健院分别排名县级中医

院和妇幼保健院第二类第一名。２００６年，在市卫生局组织的全市医院管理年活动督导检
查中，汉阴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院分别名列全市综合医院第一名、中医院第

一名、妇幼保健院 （站）第二名。１２月，全市医院管理年工作现场会在汉阴县召开。开
展诊疗优势专科和学科带头人评定培养工作，评定县级诊疗优势专科７个，其中申报市级
４个；培养学科带头人１８名，其中申报市级６名。全面推进村级卫生组织建设暨创建规
范化村卫生室工作，至２００７年，共完成２５个规范化村卫生室建设任务。
２００７年，在全市医院管理年活动督查中，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院分别名

列全市同级医疗机构第二名、第四名、第四名，汉阴县被安康市卫生局评选为全市医院

管理年活动先进县，县人民医院被评为全市医院管理年活动先进集体。县人民医院骨科

被市卫生局命名为市级医学重点专科，县中医院中医消化内科被省中医管理局列为中医

专科建设项目，确定３７个县级优势诊疗专科，１８个县级学科带头人。涧池中心卫生院被
市卫生局命名为 “示范中心卫生院”。

２００８年，县人民医院骨科被确定为市级重点专科，县中医院消化科被确定为省级中
医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医政执法

１９９５年，以１０所中小学为重点开展学生健康监测，建档率１００％，建卡率９１８％，
体检率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打击非法行医，依法查处４２家，取缔无证行医４户。２００４年，
审查３６家个体诊所资质，取缔非法行医４家和承包医院科室的黑诊所１家。
２００７年，在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工作中，规范整顿 “六小”行业 １７２家。监督检查

１７３户 （次）医疗机构，立案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１４起。２００８年，查处无证行医１５户次，
取缔７户，没收医疗器械４５件。
２００９年，集中整顿医疗服务市场，立案查处非法行医３５起。２０１０年，出动卫生监督

人员２８５人次，监督检查医疗机构８５次，查处非法行医案件３７起，没收医疗器械、药品
价值０２１万元。

医疗事故鉴定

１９９８年，汉阴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成立。至２００２年８月，共组织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１２起。自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县级不再设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汉阴县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随即撤销，相关业务和职能移送安康市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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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编

文　化

汉阴通过广播电视传输网工程和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建设，

实施广播电视网络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建成以光缆传输为主，无线

调频发射和数字无线传输为辅的广播电视网络。电视转播设备更新，

有线数字化电视覆盖城镇，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覆盖边远乡村。至

２０１０年底，发展数字电视用户２０００余户，模拟信号传输电视节目４１
套，数字电视节目１０８套，发展宽带用户１２００余户。

乡镇文化站建设为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奠定了基础，城乡文化设

施改善，录像、投影、舞厅、卡拉ＯＫ及网吧等进入城乡，群众文化
蓬勃发展。文学艺术创作繁荣，文化市场健康有序，文物、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档案管理逐步规范，地方志工作取得一定

成果。



第一章　文化设施与市场管理

第一节　公共文化设施

文化馆

县文化馆建立于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馆址位于县城伞铺街３６号，后更名为南街１８号。
其时仅有平房几间，职工４名，负责全县职工、群众的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培训辅
导。１９８８年２月陕西省文化厅拨专款修建文化馆宿办楼，１９９０年４月正式使用。２００２年
在城南新区新建汉阴县文化艺术中心，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竣工，后文化馆、图书馆迁入。

图书馆

县图书馆旧馆址位于健康巷，２００５年迁至城南新区文化广场，与文化馆合署办公，
统称汉阴县文化艺术中心。２００６年，图书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启动，２００７年１２
月被省文化厅正式列入文化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建设规划。

馆藏２万余册。其中，图书１８４１０册、刊物９０种，以文学、历史、艺术、农林及科普读
物为主，另有１５００余册工具书。拥有成人阅览座席５０个，儿童阅览座席２０个。开展的服务项
目有：图书外借、报刊综合阅览、基层图书室业务辅导等，年接待读者２４万人次，年图书流
通量达２万余册。每周开放３５小时，实行敞开办证，一证通用。所有馆藏图书全部开架借阅。

“三沈”纪念馆

为纪念新中国文化巨匠、新文化运动先驱、北大著名教授、国学大师沈士远、沈尹

默、沈兼士三兄弟，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８日，县委、县政府决定，筹资１５０万元收回汉阴书院
和江南会馆产权，辟作 “三沈”纪念馆。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开工，２００４年９月竣工。中国文
史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爱新觉罗·启功亲

题馆名，北大教授陈玉龙手书大门对联 “山雄水奇秦巴地，钟灵毓秀汉阴城”。步入馆

内，曲径、草坪、花园、廊轩，紫竹、桂花、樱花、腊梅、冷杉点缀，典雅、幽静、古

朴、庄重。展馆匾额由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杨仁凯题写，楹联 “地灵育三沈，人杰馨士

林”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题写。主体展馆是一座独具江南风韵的阁楼式庭院，中央

天井内置一石雕鱼缸，为清代三级文物，四面浮雕精美绝伦。东偏房天井有观鱼池，西

偏房有回廊。主展室门前匾额 “沈氏三贤堂”和对联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启功封

笔之作。“三沈”纪念馆主展区由三贤堂、“三沈”与汉阴、沈士远先生展室、沈尹默先生

展室、沈兼士先生展室构成，另外辅以汉水文化展室、名家题词展室、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展

室等。陈列有文稿６万余字，影视短片３部，详细介绍沈氏一门三杰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为
瞻仰、参观者了解、研究 “三沈”提供翔实、可靠的文字和实物资料。２００８年９月，该馆
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９年，启动 “三沈”纪念馆二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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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剧院

影剧院位于解放街东侧三官庙。１９７０年，将汉阴戏园扩建成可演戏、放映电影、举
行大型会议的影剧院，可容纳６００人。２０００年，再次改建，新增卡拉 ＯＫ、跳舞等功能，
配置翻板座椅，更名为新世界夜总会。

电影院

１９８０年，在北城街中段南边、县人民医院西侧征地４９００平方米，投资６０余万元，
历时两年，建成砖木结构，灯光、音响配套，装有１００８位翻板座椅的电影院，１９８２年５
月１日首映。１９９８年，改造成集电影放映、戏剧表演、举行大型会议于一体的综合设施。

书店

１９８８年，县新华书店开设门店３家，设业务、财务、课本发行组、门市部、农村批
发部。１９９０年，增设文具部。１９９１年，新建３层小楼１幢，面积２２０平方米。１９９３年，
营业、住宅综合大楼建成。１９９８年，县新华书店投资１５０万元建成北城街图书发行网点
及教材仓库。租赁民主街门面房２００平方米开办书店图书超市。蒲溪集镇书店开业。２００３
年后，陆续开办读来读去书屋、教育书店、华利书店、学海书店、清华书店、华商特价

书屋、华中希望读书社、博宇书坊等图书网点。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省发行行业 “创佳评

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２００６年，县书店列为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基层文化场所

１９８８年，设区、乡文化站４３个，专干４３人。每年春节、“五一”、国庆等节日组织
开展文艺活动及安排接待县以上文艺团体文化下乡活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设立１８个乡镇
文化综合服务站，配置１～４名干部。２００７年，启动 “农家书屋”工程，建成村级示范文

化室、村文化室示范点各１个。在建村文化室５个。２００８年，新建村文化室２６个。至
２０１０年，１８个乡镇文化站全部新修建办公楼，１７９个行政村 “农家书屋”全覆盖。

第二节　文化市场管理

文化管理机构

１９８８年，汉阴县文化、旅游属县文化教育局管理。１９９８年６月，县广播电视局和县广
播电视台合并，内设行政股、总编室、总技室、事业股、发展股、社管股、广告部。１９９９
年，成立旅游局。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成立陕西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汉阴县中心。
２００２年８月，划入文化和旅游管理职能，组建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内设办公室、

文化股、广电股、旅游股和执法队。直属单位有县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文物管

理所和电视台，代管网络公司和新华书店。

广播电视管理

县广播站电视台逐步建立健全 《编采制度》《审稿制度》《播音制度》《扩大机房制

度》《发电机房制度》和 《稿费制度》。编辑室和播音室每天坚持记载 《工作日志》，落

实编辑、记者、播音员和扩大机房岗位责任制，实行百分计奖定额管理。相继印发 《关

于加强广播网络维护管理的通知》《关于保护广播网络的通知》《关于广播线路、机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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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管理的通知》，对偷盗广播杆、破坏农村有线广播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

取专业和业余维护队伍相结合的办法，实行广播线路分段架设、维护和管理。村组广播

线路由村委会统一组织，县到区、乡广播干线由县站建设、更新、分段维护和管理。

除制订比较系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管理规定外，分期分批开办１１次技术培训班，培
训人数达３３８人。学习广播电视基础及维修知识，电工基础及电子管知识、扩音机维修及
线路匹配、自动开关及自动调压原理及维修，电视机原理及维修，基本做到 “小修不出

乡、中修不出区、大修不出县”。各县、区广播站机器一般故障由放大站维修，县局

（站）还经常派出技术人员巡回检查，对于故障较大的机件，县站组织人员修复。

图书发行市场

１９８８年５月，县新华书店由省新华书店管理改为省、地、县三级管理，实行独立核
算，经理负责制。１９８９年，县书店捐赠石条街乡中小学图书２５３册、乡文化站图书２３１
册。１９９０年，销售图书总额 ８８６万元，图书周转４１３次。
１９９１年，承办汉中、安康片教材会审会及陕西省年画挂历看样订货会。年销售图书

９１５２４４册，销售金额９６７６万元，实现利润６万余元。１９９２年，开展 “百店千人、万名读

者征求意见”活动，年征订发行重要文献及各类政治理论读物５６万册。１９９３年，利用
“科技之春”宣传月、“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及 “三月三”传统庙会，在街头和

农村设立流动 “农业科技书专摊展销”，展出农技书刊百余种，接待读者近两万人次，销售

农技书刊１万余册。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成功举办 “汉阴县首届 《中国精神》读书演讲比赛”、

《中华正气》读书教育活动及书画大赛，发行 《中华正气》读本４万余册，先后获全国 “中

华正气”读书组委会 “先进发行单位”、陕西省文化系统 “创佳评差”活动最佳单位。

１９９８年７月，县新华书店移交省出版总社管理。县新华书店经营图书、音像品种分别达
４０００种、４００种以上。２０００年春，救助１００名失学儿童，秋季免去３００名受灾地区学生书款。

２００１年，试行教材发行给各学校 “贷款担保，行息按时限承付”办法。县新华书店

改名陕西省汉阴县新华书店有限公司，隶属陕西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县文化行政

部门代管，为省属国有独资文化企业。２００２年，免费供应课本启动，为初中免费供应课
本３２９７套。２００３年，图书销售突破８００万元，上缴税金８０余万元，实现利润６３万元，
免费供应初中教材１３３２２套。
２００３年后，陆续开办有读来读去书屋、教育书店、华利书店、学海书店、清华书店、华商

特价书屋、华中希望读书社、博宇书坊等图书网点，经销各类书刊。２００４年，春季免费发放小
学４６６４套、初中７６４２套教材，秋季免费发放小学４２３３套、初中３９７４套教材。向各学校捐赠
图书价值３２万余元，“科技之春”活动中免费发放万余元科普读物，“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向２０余所举办运动会和文艺活动的学校捐赠价值万余元奖品。２００５年，被表彰为全
省发行行业 “创佳评差”竞赛活动最佳单位。２００６年，开始征订发行 《中国少年报》《中国儿
童报》《中学生报》和 《美文·少年散文》《做人与作文》《看天下·发现之旅》“三报三刊”。

电影发行放映市场

１９８８年，全县电影发行放映单位有电影放映发行公司、电影院、影剧院各１个，涧
池、蒲溪、平梁、漩涡等集镇放映站４个，农村集体放映队４个，个体放映队３０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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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含国家职工２３０人，集体、个体５４人。年放电影８０２５场。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随着农
村录像厅、电视、ＶＣＤ和电影频道的开通，全县城乡放映网萎缩，各区、乡电影放映站
（队）因片源不足及其他娱乐业冲击，无法维持正常经营，纷纷退出文化舞台。只有党政

机关召开大型会议时，电影院才放１～２场电影。城内电影院和影剧院相互掣肘，争夺观
众。电影公司利用公司修理车间，改造成电影、录像放映小厅，改变电影单一放映、片

源不足问题，提高上座率。并开辟射击场、台球桌、旱冰场、舞厅等，拓宽经营，增加

收入。１９９４年底，为解决电影片源不足，在影剧院开发激光电影放映，后废止。进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汉阴县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从咸阳、户县、汉中等各县市租借、购买１６毫
米拷贝２００余部，解决农民看电影难问题，并将１６毫米影片发行、设备维修等业务辐射
到宁陕、石泉、安康、紫阳、平利等县，形成以汉阴为中心的１６毫米影片发行网，建成
安康规模最大、最规范的１６毫米拷贝房，确保农村电影片源。２０００年，县电影发行公司
获省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先进集体荣誉。

２００１年，实施 “２１３１”工程，巩固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全年放映电影２６８场。２００３年，投
资１５万元，在南、北两山区组建４支流动电影队，放映电影２６９０场，在全县范围实现农村电
影放映 “２１３１”工程达标。２００４年，投资７２万元建成电影公司文化艺术综合楼。至２００５年，
共接受省文化厅赠送１６毫米放映设备７套、发电机２套、拷贝３０余个、放映车１部，被授予
农村电影放映达标县和文化产业基地县称号。２００６年，“２１３１”电影放映２６５０场。

网吧管理

１９９８年，汉阴县出现第一家网吧。２００３年，全县开通１７家网吧。２００３年以后，进
一步加强图书市场、文化市场监管，整顿清查音像制品，打击盗版，开展网站管理，扫

除黄色淫秽文化，净化文化市场。采取吊销、兼并、合并、搬迁等手段将县城１３家网吧
压缩至９家，形成以光明巷为中心的 “网吧一条街”。外来演出、临时展销等需事先提交

许可证，随即验证审批并备案后方可进行。

２００４年３月，网吧协会成立，以协会为平台整合网吧市场，由７家小网吧按资金入
股方式组建 “光明网吧”正式开业，营业面积５００平方米，营业电脑２２０台，“一城镇一
家网吧”模式形成。２００５年，全市文化市场管理现场会在汉阴召开，省文化厅将汉阴网
吧管理模式在全省推广。中宣部、原广电总局授予汉阴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 “全国基

层文化市场管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第二章　文化艺术

第一节　群众文艺社团

１９９２年５月，成立汉阴县书法美术摄影家协会。２００１年以后，群众文化活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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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成立金秋艺术团、县书法美术家协会、“三沈”文化研究会、城关西街群艺队、县摄

影家协会、涧池社区歌舞协会、县作家协会等群众文化团体。

此外，城关镇五一村退休教师李传文自筹资金，办起农民书屋，并组建农民秧歌队、

演唱队；南区漩涡、汉阳，北区酒店、铁佛，川道平梁、蒲溪等集镇社区都先后组建群

众文艺演唱团 （队）。

书法美术家协会

２００２年２月，汉阴县书法美术家协会成立，有会员３５名。选举产生第一届书法美术
家协会理事会，王敬群当选主席，张利宝、张石、胡世宝、王敬明当选副主席，王敬明

兼秘书长。２００７年７月，县书法美术家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召开，会员发展到７０人，会
议选举张利宝为名誉主席，王敬群为主席，欧定成、张石、胡世宝、杨兴无、邹伟华为

副主席，沈勇为秘书长。至２０１０年，汉阴县有全国书协会员１人、省书协会员２３人、市
书协会员６７人、县书协会员２６４人。

协会成立后，连续举办 “小灵通杯”“城建杯”“廉政杯”“汉源杯”“成林油脂杯”

“秦鹏食品杯” “回顾３０年———改革开放在汉阴”等书法、绘画作品展。展出作品１０８０
余幅，推动了汉阴县书法、绘画艺术的普及和提高。

“三沈”文化研究会

２００３年３月３０日，县委、县政府聘请启功为主任委员，季羡林、周而复、万武义、
杨仁恺、董保华、张充和等著名专家学者及 “三沈”亲友共６３名委员组成的 “三沈”研

究顾问团。７月１６日，汉阴 “三沈”文化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陈绪伟为会长，王

涛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姚荣文为副秘书长。同时，收集资料，组织拍摄了 《汉阴三沈》

专题片。２００４年４月７日，县委、县政府在西安宾馆召开 “陕西·汉阴 ‘三沈文化’暨

经济社会发展恳谈会”，副省长徐山林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看了 《从汉阴走出的北大

“三沈”》电视专题片，１８位省市领导和文化艺术界专家学者就弘扬 “三沈文化”和加快

汉阴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５日，首届 “中国· ‘三沈’文化研讨会”在汉阴宾馆召开。研讨会由

北京大学、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汉阴县委、县政府承办。共有中省市县相关学者７０人
参会，研讨会主题为 “弘扬三沈文化，加快汉阴发展”。会议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

任闵开德主持，北大教授陈玉龙、张振国等１２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陕西日报》
刊登了 《三沈文化研究》专版。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０日，“纪念沈兼士１２０周年诞辰暨第二届 ‘三沈’学术研讨会”在安

康学院召开。由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主办，安康学院、汉阴县委、县政府承办。北大、

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学院、上海沈尹默故居、广东工业艺术学院、三沈后裔和省市县

有关学者９０多人参加研讨会。会后由戴承元主编、王涛副主编，收集编纂并出版发行了
《三沈研究》论文集。

摄影家协会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汉阴县摄影家协会成立，有会员６０余人。协会成立以来，组织协会
会员开展了一系列摄影赛事和采风活动。其中，开展全国性摄影大赛 《魅力汉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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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堰之旅》２次，组织行业性摄影赛事２０余次，开展摄影讲座１０余次，编辑出版 《魅

力凤堰》《凤堰之旅》《美丽汉阴》画册３本。
作家协会

２００７年８月，汉阴县作家协会成立。首批会员６３人，选举孙远友任主席，杨兴无、
李泉森、张德森任副主席，丁大正任秘书长。作协成立，即恢复 《汉阴文艺》期刊，承

担了汉阴油菜花节开、闭幕式文艺演出节目脚本的创作。至２０１０年，有县作协会员２１７
人、市作协会员７３人、省作协会员１９人。在中、省、市发表各类文学作品９６３篇，获各
类奖项２１６项；创作戏剧、小品、曲艺３６部，获文化部三等奖１项，陕西省群星奖６项、
市政府文艺精品奖３项。

金秋艺术团

２００１年５月，由王起皋、李家琴、凌红等发起成立汉阴金秋艺术团。至２０１０年，金
秋艺术团发展到３００余人，相继建立合唱队、舞蹈队、腰鼓队、民乐队、骨干演出队等，
先后排练大合唱 《夕阳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江山》、女声合唱 《浏阳河》《洪湖水

浪打浪》、男声合唱 《游击队之歌》《少林、少林》、歌舞 《好日子》《开门红》《龙舟盛

会传友谊》《汉阴明天更美好》和一些器乐合奏曲等节目，参加安康市 “龙舟节”和汉阴

县 “油菜花节”开幕式演出，并深入到全县乡村、厂矿和部队演出。

西街社区群艺团

２００４年，由退休教师徐嘉喜、退休干部吴云等发起，组织１００多名退休老同志、中
青年文艺爱好者、少年儿童，组建西街社区群艺团，设民乐队、舞蹈队、腰鼓队、演唱

队。他们扎根社区，自编自演，节目形式多样，有舞蹈、合唱独唱、表演唱、器乐合奏

等，内容以表现地方民俗文艺为主。

涧池歌舞协会

２００６年，涧池集镇爱好文艺的个体商户老板组建 “涧池歌舞协会”，利用业余时间排

练一批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文艺节目，如歌舞 《好收成》、舞蹈 《卓玛》、健身舞 《欢

乐的扇花》、三句半 《涧池新变化》等，应邀参加当地一些庆典演出，并参加县上举办的

大型文艺演唱活动。

第二节　文学创作

汉阴县民风崇尚耕读传家，文学创作活跃，著述颇丰。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各种题材文学
作品纷纷见诸报刊，并有几部专著、文集、长篇小说面世，草根作家如雨后春笋，一批作家

作品获各级各类文化奖项。民间文学、校园文学创作方兴未艾，农民作家、少年作家不断涌

现。拥有省作家协会会员１９人、市作家协会会员７３人、县作家协会会员２１７人，中国散文
学会会员５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３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３人、省楹联学会会员４人、市
诗词楹联学会会员５人、县诗词楹联学会学员３７人。创办 《汉阴文艺》 《汉阴诗词楹联》

《汉阴老年》《委员文化》《校园文学》等刊物，推动该县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本土作家群在

全国报纸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千篇，出版专著、长篇小说、散文集、诗歌集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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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巫其祥继 《节气与农事》出版后，陆续编写出版 《秦巴山区土特名产》《陕西

名优土特产》《陕南美食》《中国节气与节日》；李家成在退休后写作出版 《汉阴风情》，

在各报刊发表随笔数十篇；侯传钰写作出版 《雨花集》《浪花集》《山花集》《无憾人生》

４本散文集和 《岁月如歌》《红烛在风雨中闪烁》２本回忆录；孙远友创作地方小戏 《卖

鳖》《老少谱》《山村小夜曲》《娶亲》等接连获奖；王长林的散文屡见报端。丁大正创

作出版小说 《秋雨》，开该县长篇小说创作先河。中年作家陈绪伟，身为县级领导干部，

工作之余创作不辍，在全国、省市多家刊物发表散文数百篇，其作品多次入选 《散文》

选刊，并数次获奖，成为该县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出版散文集 《乡村的牛》《以爱的名

义》２卷；冯时辉的小说 《菜湾女》在 《人民文学》发表，实现该县在 《人民文学》发

表作品零突破，其小说散文集 《小村风景》在县内颇具影响。李泉森在全国１６家刊物发
表各种文学作品２００余万字，数次获奖；戴辉旭发表各种文学作品数百篇，有小小说、散
文、诗歌被 《全国文学艺术作品》收录。青年作家唐继虎在多家报刊发表短、微小说数

十篇，其作品多次入选 《小小说选刊》和 《幽默传奇小小说大观》等书刊，并多次获奖；

刘万里结集出版小说１０余部，成为颇具影响的青年作家；沈鹏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诗歌、
散文、小说、评论等文学作品数百篇。

汉阴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作者发表的部分优秀文艺作品一览表
表２７－２－１

文　体 篇　名 作　者 发表的报刊 发表时间

戏　剧

《卖鳌》 孙远友 省戏剧协会会演二等奖，剧本一等奖 １９９２

《老少谱》 孙远友 安康地区文艺汇演获剧本、表演一等奖 １９９２

《山村小夜曲》 孙远友
地区文艺汇演剧本二等奖、演出二等

奖、省二等奖
１９９６

《亲家亲》 孙远友 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剧本一等奖 ２００４

《王大娘招工》 孙远友
市文艺汇演剧本一等奖、导演一等奖、

演出一等奖，省剧本创作二等奖
２００５

《娶亲》 孙远友 第四届国际小戏艺术节获综合二等奖 ２００６

散　文

《记忆中的汉阴端午节》 李家成 《各界导报》 ２００６５２６

《万群蜜蜂闹汉阴》 李家成 《西北信息导报》 １９８９５１

《这山这水这人》 王长林 《江河文学》 １９９３６

《江神》 王长林 《汉江文学》 １９８６４

《野刺玫》 王长林 《当代青年精短散文选萃》 １９９３６

《飘逝的岩鹰》 王长林 陕西省企业报刊散文二等奖 １９９２

《从汉阴走出的北大三沈》 王　涛 《文化艺术报》 ２００３６２５

８１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文　体 篇　名 作　者 发表的报刊 发表时间

散　文

《油菜花儿开》 陈绪伟 《陕西日报》 ２００６５２１

《我和我的盲妻》 丁大正 荣获 “２００８中国百篇散文大奖” ２００８１０

《南山菊花》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０９４

《乡村的 “牛”》 陈绪伟 荣获 “２００９中国百篇散文奖”第七名 ２００９１０

《家在汉阳》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１０２

随　笔

《知民重民为民》 李家成 《陕西日报》 １９９８１０２９

《取经不必到西天》 李家成 《民声报》 １９９８３５

《谁能撤村官》 李家成 《民声报》 １９９９１２８

《不能总借鸡下蛋》 李家成 《西部发展报》 ２００１９１４

《不能乱点鸳鸯谱》 李家成 《各界导报》 １９９７２１９

《隔杯看茶》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０９４

《古塔浮想》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１０３

《牛蛙哥过夜》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１０５

小　说

《布鞋杨》 唐继虎 《芳草》，全国精短作品大赛优秀作品奖 １９９３５

《男人女人》 唐继虎
《沧州日报》， “神龙杯”全国小说大

奖赛优秀作品奖
１９９５１０２６

《辞官》 李家成 《税收导报》 １９９８１１２０

《贼》 唐继虎
《百花园》第六届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三

等奖
１９９６

《酸枣儿》 唐继虎
《沧州日报》 《广西文艺》、 “爱我中

华”文学征文大奖赛佳作奖
１９９７５２３

《乡政府二题》 唐继虎 《沧州日报》《小小说选刊》 １９９７１０２４

《假种》 唐继虎

《沧州日报》《小小说选刊》 《农村工

作通讯》《传奇幽默与小说大观》《微

型小说精品》、高中学生课本

１９９８５１５

《紧急会议》 唐继虎
《杂文报》 《小小说选刊》，并选入

《大学生阅读》
１９９８７２１

《乡长有条花裤衩》 唐继虎
《沧州日报》《农村工作通讯》，“黄河

杯”全国小小说南北擂台赛优秀奖
１９９８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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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　体 篇　名 作　者 发表的报刊 发表时间

小　说

《穷汉李全贵》 戴辉旭 ２００４年山东 “鲁能杯”二等奖 ２００４

《角色的换位》 戴辉旭 ２００４年全国 “黄河杯”大赛优秀奖 ２００４

《房债》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１０６

《草医肖老爷》（中篇） 陈绪伟 《延河》 ２０１０１２

杂　文 《长官意志闯祸》 李家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１９８６９２

报　告

文　学

《没有墓碑有传说》 王长林 《安康日报》 １９９１１

《让水》 李泉森 ２００４年收入 《安康青年优秀作品选》 ２００４

专　著

《三沈研究》 王 　涛 西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１１

《秦巴山区土特名产》 巫其祥 １９９２年获首届 “科技之春”二等奖 １９９２１０

《陕西名优土特产》 巫其祥
１９９４年西南、西北９省区优秀图书一

等奖
１９９７１０

《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 陈良学 三秦出版社 １９９８６

《秦巴夜话》 巫其祥
１９９７年中国杨凌农博会 “后稷金像

奖”，２００２年省优秀科技图书三等奖
２００１１２

《陕南美食》 巫其祥 ２００７年省餐饮业特殊贡献奖 ２００４４

《秋雨》（长篇小说） 丁大正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９１２

第三节　艺术创作与活动

文化活动

改革开放后，群众舞蹈蓬勃发展，县城和乡村集镇陆续开办舞厅，自娱自乐。群众

文艺社团经常举办合唱比赛、歌手大赛、民歌演唱会等等，涌现一批本土歌手。县文化

艺术中心组织成立铜管乐队、民乐队，经常开展音乐活动。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创

作了一批歌颂汉阴的新歌曲，在城乡学校、机关、厂矿广为传唱，如 《欢迎你到汉阴来》

《汉阴三月好风光》《魂牵梦绕故乡情》《油菜花儿开》《汉阴，我为你喝彩》等等，制成

碟片，在电视上播放。

２００６年后，文化艺术中心先后举办青少年舞蹈培训班８期，培养舞蹈学员３００余名。
创编 《金色季节》《汉水情》《荷赋》《榨油》等一批优秀舞蹈节目，在汉阴油菜花节和

安康龙舟节开幕式上演出。其中快板舞 《公共财政谱新篇》 《基本国策结硕果》 《荷赋》

参加省、市 “清风颂”文艺会演，均获一等奖。各类少儿舞蹈班如雨后春笋，引进一批

流行的 “肚皮舞”“街舞”“现代舞”“健身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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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开发区黄金地段凤凰广场、文化广场供人们休闲娱乐，县文化馆在广场开展以

健身舞为主体的广场群众歌舞活动。派出干部赴省群艺馆学习健身舞蹈，义务为广场群

众文化活动辅导。陆续排练 《花棍舞》《花绢舞》《红绸舞》《彩扇舞》《健美操》和第

一、二、三套健身秧歌等一批群众健身舞蹈，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４００余人。广场管理部
门每晚定时播放舞蹈音乐，群众自发跳起 《二十四步》《三十六步》《交谊舞》等健身歌

舞，广场歌舞成为汉阴县城广场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书画创作

汉阴县书法、绘画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以楹联、贺幛、中堂、匾额、条屏为代表的

书法艺术普及城乡，店铺开张、新房乔迁、婚丧寿诞、致送匾牌，贺联、喜幛、墓碑书

林，无不浸淫书法。尤其是春联，成为家家户户必备的年货，无论贫富、不分贵贱，为

大年三十第一要务。文化教育部门、企事业单位每年都要举办各种主题的书法、绘画展

览或书法美术大赛，开展传播与交流，促进普及与提高。

１９９２年，成立汉阴县书法美术摄影家协会，每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定期开展
交流活动。

孟国海工小楷，其作品多次在海峡两岸书展中获奖，并在东南亚华人中传播交流，

其名录入书画名人大典。沈兰华擅榜书，浑厚、遒劲，尤善楹联匾牌，其书作在西安钟

楼、书院门及临潼华清池等名胜古迹多有堪布，行楷书作四条屏也为时人所钟。张利宝

工楷、行楷皆精，雄浑、潇洒，其小楷长卷 《道德经》为省市同道称誉，且成为书法爱

好者收藏之上选，其书对联及各种章法的书作遍布城乡。张正生临池不辍，尤善草书，

宗二王及张旭，其书作在全国各种书展及大赛上不时获奖，跻身全国书法家协会。邹伟

华书画并茂，尤擅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其画作成为城乡新居装饰之时尚。青年美术爱

好者陈磊、邱创作颇丰，均自费举办了个人美术作品展览，观者如织。

摄影

１９８８年以后，县城及各集镇都开办有照相馆、影楼，由胶卷冲洗扩彩照演变到数码
摄影。１９９２年，举办首届摄影大赛。１９９９年，举办迎澳门回归摄影展。２００５年，成立汉
阴县摄影家协会。２００６年，举办大型摄影展览，展出各种题材作品近千件。此后，每年
油菜花节都举办大型摄影展，把汉阴山水、风情、美食尽量展示给游人。还出版了几部

大型画册，以绚丽多姿的彩照，展现该县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及人文风情。

中秋诗会

２００８年３月汉阴县作家协会成立，２００８年５月汉阴诗词楹联协会成立，２００８年９月
１４日，汉阴县首届 “中秋诗会”在三沈纪念馆内举行。２００９年汉阴县第二届 “中秋诗

会”在凤凰广场举行，２０１０年第三届 “中秋诗会”在南区凤堰古梯田举行。届时有诸多

中省市诗词名家参入活动，旨在弘扬中华诗词文化，诗词走进大众民间，倡导过好中国

传统节日，激励培养汉阴诗词新人。三届共收集诗词７８０多篇，创办有 《汉阴诗词楹联》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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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民间文艺表演

汉阴县民间文艺种类繁多，流传久远，地方特色浓郁。城乡广泛流传的有汉调二黄、

大筒子戏、八岔戏、民间小调、花鼓子、山歌、孝歌等，旋律优美、委婉动听，唱词朗

朗上口，通俗易懂。民间音乐及歌谣已收集整理，编印 《汉阴民歌集成》。民间器乐二

胡、大筒子、竹笛、短管、唢呐、三弦、唢呐曲牌、戏曲曲牌等，欢快、抒情，深受群

众喜爱。民间舞蹈龙灯、舞狮、采莲船等，动作细腻、身段优美、调度合理、热烈欢快。

还有 “大头和尚戏柳翠”“鹭鸶叨蚌壳”等。

龙灯

汉阴龙灯和舞龙有其独到的特色，分为火龙、布龙、水龙、草龙、板凳龙等。

火龙用竹篾绑扎成龙头、龙尾和数节龙身，以彩纸裱糊，彩绘鳞甲和龙头龙尾，每

节内点红烛，用红布将龙头、尾、身连接。火龙多为夜晚表演。表演者头系红巾，在舞

龙头者带动下，上下左右翻腾舞动，紧锣密鼓，鞭炮齐鸣，烟花四射，气氛热烈。

布龙也称彩龙，以彩布 （绸）扎制，因布龙多为白天表演，故龙头、龙尾扎制精美

逼真。表演时，数十名壮汉头系红巾，身着彩服，由戏龙者手持彩球，逗引龙头快步入

场，龙头随着彩球舞动而上下翻腾，身尾相随，浑然如一条巨龙在空中翻腾。表演者在

锣鼓、鞭炮声中边舞边吼，气氛颇为热烈，并夹以喷射烟火助兴。１９９７年庆祝香港回归
时，城关镇东南村组织彩龙队在县城及周边巡回表演。

水龙流行于汉阴蒲溪一带，以青色柳条扎制而成，多在天旱祈雨时举行耍龙。表演

时，数人赤身擎龙，２人满身泥垢扮旱魃，龙来回追逐旱魃，观者以水泼魃，直至魃身泥
垢冲净，意为旱象已除，全场告毕。

草龙俗称草把龙。在大旱之年，灾民们到龙王庙里抬龙王神像，以稻草扎制成龙，

用草绳连接，紧随龙王到田间地头巡游，灾民们手持香火紧随其后，意为察看灾情，遇

有宽敞院坝，草龙即舞动，草龙舞动时伴有锣鼓和鞭炮，然后回到龙王庙将龙王神像回

归原位，众灾民跪拜祈祷，焚烧草龙，意为神龙升天，呼风唤雨，解除旱象。

板凳龙多为舞台或场院玩耍，以长条板凳为龙身，前后扎龙头龙尾，表演者手持凳

腿上下翻腾跳跃。

舞狮

狮头和狮身都是当地民间艺人手工制作，狮头竹扎纸盔９个包，盔好后彩绘，然后用土
漆漆３遍，结实逼真，狮身用麻袋片制成，用苎麻扎成狮毛，脊梁上用红布扎成一串包，狮
尾用笊篱和苎麻扎成，能上下左右摆动，非常灵活。舞狮艺人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功夫，玩狮

头者与拱狮身者需配合默契，能上下翻腾跳跃，还能就地打滚。逗狮人则要会舞枪弄棒，耍

飞叉，翻空心筋斗。上场后，逗狮人用各种惊险动作戏狮，舞狮者则在逗狮人的戏耍下，或

跳、或翻、或扑、或卧，做出各种动作，旁观者则喷射花筒助兴。有时，接灯主家摆出故事

典故，让舞狮者拆答，舞狮者还需上高台爬高竿摘取红包。接灯主家还将出生不久的婴儿，

从狮头送进，从狮尾接出，意为小孩像雄狮一样健壮，又称 “保关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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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进步，汉阴舞狮有了较大改进，过去自制的狮头、狮皮非常笨重，舞动起

来非常吃力，现在都从境外戏剧商店购进彩色狮头狮身，形象更为逼真，且轻便省力，

并增加３～５个小幼狮，在大狮子周围互相追逐嬉戏，十分有趣。
采莲船

采莲船在汉阴城乡广泛流传。船身以竹篾为骨架，用彩绸作篷舱，饰以金、银、锡

箔纸，富丽堂皇，精巧轻盈。底座为船形，船舱为花轿形，船头有莲花，船尾有白鹭，

下部画有江水浪花，俊俏姑娘身着彩服、彩带挎船于肩，随锣鼓节奏舞动，形似坐船。

船头艄翁手持桨片在前领船，船尾 “摇婆”手拿蒲扇、耳带红辣椒故作丑态，以招观众

笑声。在紧凑的锣鼓声中，艄公引领彩船绕场数圈，名曰打场子，场子打开后各色花灯，

如鲤鱼灯、红五星灯、莲花灯等，挂在留有竹叶竹梢的竹竿上，花灯手手持花灯将场子

围住，彩船即在场中表演 “下滩、卧滩、打漩、裹沙、推船、拉船”等。在南区汉江沿

线，还流行两至三名壮汉在船周围滚坛子，意为在浪涛中抢险。表演毕，就有四至六名

身着彩服、腰系红绸的陪船姑娘分排彩船两边扭动秧歌步，彩船面前向接灯主家大门或

院内接灯香案，轻摇船身开唱。所唱曲调均以汉阴小调为主，如八岔、花鼓子等等。唱

词有传统段子，有上板、腰板、下板之分，时有中间夹数板的，也有即兴歌唱党的政策、

新农村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等等，深受群众欢迎。

花鼓子

花鼓子是特有的民间小调，曲调优美动听，唱词通俗易懂，在汉阴城乡广为流传。

花鼓子只需几样锣鼓伴奏，几人凑在一起，便可演唱。花鼓子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传统唱

段。如 《小姑贤》《十二个月花》 《盘歌》 《小寡妇上坟》等等，世代传唱，久唱不衰。

也有即兴编唱。花鼓子的演唱适合多种场合，如表演采莲船时演唱，表演地蹦子时演唱，

最有趣的是南北山区结婚闹洞房时，要把新郎新娘簇拥在一起，在洞房内唱个通宵。１９８８
年正月，县计量器厂主办汉阴 “山鹰杯”花鼓子竞唱晚会，观众近万人。嗣后，南京金

陵广播电台记者黄高德将精选录制的汉阴花鼓子在金陵广播电台对台、对东南亚华人播

出，引起海内外较大反响。２００６年汉阴首届油菜花节开幕式演出时，由金秋艺术团演出
的歌舞 《汉阴明天更美好》，２００７年第二届油菜花节开幕式上县文化艺术中心孙远友编创
的地方花鼓戏 《闹洞房》，把花鼓子推上大雅之堂。

火盆架

用竹篾扎制成外８０厘米，内５０厘米的正方形架子 （形状如家庭取暖的火盆木架），

用彩纸裱糊，架子四角插上鲜艳的纸花，由２０余名彩女组成表演队伍，火盆架挂在表演
者膝盖以下，遮住双脚，彩女腰系彩绸碎步缓缓进场，双手握彩绸上下摇动圆圈，宛如

仙女下凡，进场后变换各种队形，有 “荷花出水” “荷花进水” “扭麻花”，在悠扬的唢

呐和欢快的锣鼓声中翩翩起舞，优美抒情，就像仙女游玩于荷花池边。

连响子

亦称钱棍，用１米余长竹竿制成，竹竿两头打方孔放３～５个麻钱或铁片，用铁丝作
轴固定，摇或碰时麻钱发出响声。连响子是一种集体舞蹈，表演者手持连响在行进中碰

打肩臂、腿、足，用跳跃、玩花子等动作，使连响发出整齐而清脆的响声。表演者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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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０人，男女不限，多为青年，表演时无须乐器和锣鼓伴奏，专听有节奏的响声。
竹马子

以竹篾扎制成驴马形状，纸糊彩绘，驴身中部是一个框。表演者一男一女扮成回娘

家的新婚夫妇，媳妇将驴用红绸挂在腰部，形似骑驴，驴的下部缝制彩绸以遮住表演者

的腿脚，男的手持皮鞭赶驴，表演时２人在锣鼓伴奏声中，做出上坡下岭、绊倒摔跤、赶
驴拉驴、打情骂俏等诙谐幽默的舞蹈动作，逗引观众发笑。

第五节　地方戏曲

汉调二黄

俗称土二黄，主要唱腔由 “二黄” “西皮”两大部分组成，另有 “反二黄” “高拨

子”“七句半”等，伴奏曲牌也有百余首，常用４０余首。器乐伴奏分 “文场” “武场”。

文场乐器主要有京胡、京二胡、月琴三大件，后来发展为二胡、扬琴、琵琶、大提琴，

增强了音乐的厚度。武场有牙子板、边鼓、白皮战鼓、堂鼓、大锣、铙钹、小锣等。角

色行当齐全，表演程式精细，唱腔曲牌优美。在长期演出实践中积累了数百本传统剧目，

如 《铡美案》《打金枝》《清风亭》《穆桂英挂帅》《七人贤》等，久演不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一批二黄现代戏，丰富文艺舞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汉阴县文化馆组织了几场汉调二黄纳凉晚会，吸引不少观众。文化馆创作干部孙远友创

作的二黄小戏 《山村小夜曲》，参加安康地区小戏会演获得三等奖。

大筒子

大筒子戏亦称 “小场子”“二棚子” “腊花戏”，是汉阴县境内除二黄戏外的较大剧

种。大筒子戏在汉阴流传有２００余年历史。大筒子班社服装道具比较简单，角色行当也不
齐，早期以三小 （小生、小旦、小丑）为主。音乐属民间小调式，唱腔具有浓厚的民间

说唱特色和乡土原生态气息，自由活泼，通俗易懂。以大筒子胡与简单的锣鼓打头伴奏，

后来又加了唢呐、二胡、竹笛等乐器，吸收汉调二黄锣鼓打头和表演程式，增加角色行

当，表演日趋细致，更受观众喜爱。传统剧目相传有１００余本 （折），常演剧目有 《万寿

山》《兰桥挑水》《保娃子打草鞋》《桑园配》《山伯访友》《三封官》等等。为了抢救大

筒子剧种，１９８７年，县文化馆派出音乐干部深入王家河，对大筒子音乐搜集整理。扶持
平梁区三河乡农民王开军成立 “阳春业余剧团”。２００６年，文化馆干部孙远友创作的腊花
戏 《娶亲》搬上汉阴首届菜花节开幕式舞台。此剧被省剧协推荐参加山东博兴 “国际小

戏节”演出，被文化部授予 “稀有剧种保护奖”。

皮影子

皮影在汉阴城乡流传广泛久远。皮影制作先选用上等牛皮制成又薄又硬的皮张备用，

通过画样、雕刻、彩绘、缝制、连接等程序，制成皮影人物和金銮宝殿、庙宇房屋、花

草树木等各式布景，刀、枪、剑、戟等道具及猪、马、牛、羊等各种动物。汉阴皮影雕

刻艺人刘同茂，刀法细腻，制作精美，在安康市乃至全省都享有盛名，许多皮影班子都

在刘老艺人处购买皮影。１９８７年，汉阴县文化馆曾举办 “刘同茂皮影雕刻艺术展”。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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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馆收藏有刘同茂一整套皮影作品。皮影戏班由４人组成，１人拦门，其余为乐队。
演出时，用白纱布搭成屏幕，俗称 “亮子”。拦门的操纵皮影做各种动作，其余的艺人在

幕后，操作乐器锣鼓，既拉也唱，每个人都是角色。汉阴皮影班子较多，南北山区均有。

尤以涧池李兴儒的皮影班子最为出名，技艺高超，戏箱齐全。曾出席西北５省木偶、皮影
大赛并获奖。２００６年，中央电视台专程赴汉阴涧池拍摄李兴儒皮影班专题片 《最后的班

主》，并在中央七套 《乡土》栏目中播出。

八岔

八岔又称 “七岔”“阳八岔”“阴八岔”“小调戏”“岔口戏”“地蹦子”等，是汉阴

乡镇山村颇为流行的地方民间小戏。八岔演出形式单一，一旦、一丑配以锣鼓在大方桌

上歌舞对唱，对唱中有插科打诨，询问对答，演唱内容表现男女爱情和民间传说等。表

演时，旦角直挺上身，双臂贴腰，小臂随腰胯摇动，手帕随臂摇摆，花扇随手开合，走

一步一颤的 “小颤步”，秀巧柔情。丑角上身前俯，曲肘仰面，耸肩屈膝，紧围旦角走半

蹲 “桩步”配合动作变化，耍腰带，玩草帽花，憨傻乖俏，诙谐逗情。两人在表演时走

动 “荷花出水”“荷花进水”“半边月”“太极图”，来回转身，反复走动。经艺人积累形

成 “蛇缠腰”“龙转身”“凤点头”“凤凰展翅”“三碰头”“三见面”等表演程式。八岔

戏剧目流行有２０多个，如 《吴三保游春》《站花墙》《顶嘴》等。

第三章　文化遗产

第一节　田野文物

古遗址

小街遗址　位于涧池镇下街，１９８８年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遗址所在为月
河北岸二级阶地，面积约１万平方米。文化层表露，地面可采集到大量灰色绳纹板瓦、筒
瓦、陶器残片。遗址附近有汉墓群一处，出土文物有陶罐、钟、釜和铜剑、铜匕、铜鼎、

铜釜、铜钾、“大泉五十”“货泉”铜钱。

月河遗址　位于城关镇月河村，１９８８年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遗址所在为
月河北岸二级阶地，面积３万平方米。遗址断层含大量灰色素面板瓦、兽面瓦和哥窑、耀
州窑瓷片。遗址东部１２米深处曾发现宋代藏铜钱２窖，共出土古钱１００００余千克。这
批古钱内涵极为丰富，上限至战国秦 “半两”，下限为南宋 “建炎通宝”。

军坝遗址 　位于涧池镇军坝村，１９９０年地区博物馆调查发现。遗址所在为洞河注入
月河交汇处，面积约２万平方米。文化层表露，地面可采集到大量灰色绳纹板瓦、铜瓦和
陶器残片，田坎断层灰土中出土有陶罐和 “五珠”铜钱。

凤亭堰遗址 　位于涧池镇新华村大龙王沟。创修于清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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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千米。凤亭堰源于大龙王沟，分东西二渠，灌溉周围稻田面积约４０平方千米。渠堰大
部分由块石垒砌而成，水闸为凿刻石条迭砌，分水口的分水石系规整的石条平放，分水

时可用尺寸等量。附属文物有清代咸丰年 《众议放水条规碑》３通。
清明寨遗址 　位于涧池镇光荣村。１９８８年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遗址所在

为光荣村大梁主峰。平面呈长方形，寨墙系人工打制条石迭砌而成。墙高４到５米，西部
开寨门１座，门高２３米，宽１３米，寨内地形平坦，残存房屋基址１０余间。

龙头庙遗址 　位于平梁镇沐浴河北，１９８８年陕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从山下至山
上，皆可见建筑遗址。遗址区内散布大量灰色板瓦、兽面瓦当和勾头滴水。山梁上残留正殿１
座，断碑３通。正殿称龙头庙，为砖券式仿木结构建筑。面阔两间，进深６米，无梁架。歇山
顶，清水脊，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四周檐下及殿内前壁皆有砖雕斗拱，其中前后檐各１４个，
左右各１２个，殿内前后各１０个，两侧各有对称的斗拱６个，四周檐下有勾头滴水，壁上嵌砌
“大明嘉靖拾捌年”（１８１３）纪年砖，庙外有清代道光年间 《重修乐楼碑记》１通。

古建筑

文庙 　文庙坐落于城关民主街中段，坐北朝南。初建于明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大殿两
侧建有东西两庑 （廊房）。明永乐时重建，弘治、嘉靖、万历年间不断修葺。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两庑毁于兵燹，仅存正殿。清顺治五年 （１５４８）改建正殿，康熙、雍正、乾隆、
嘉庆年间又不断修补。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改建为今存大殿之貌。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创办汉阴中学，此后文庙一直为学校用房。

文庙正殿，又叫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大成殿四角翘檐龙首，下吊铜钟，四周有两米

宽走廊，廊中有１２根盘龙大柱，殿内有二人合抱大柱４根。整个大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殿前有古柏苍松，蔚为壮观。东庑为更衣亭，西庑为尊经阁，前为戟门，戟门右有三足铁

鼎，高２尺许。大殿前有名宦、乡贤祠，后有启贤祠。进文庙二门内，有城内小八景，如
“三步两拱桥”“爬柏灵雀树”等，幽静俊逸。清代以来，汉阴人在外地为官者回乡省亲，

先要到文庙更衣亭更衣，然后经拱桥，踏石阶，入大成殿祭拜，方才回家。该文庙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被列为县重点保护文物，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被列入省第五批重点保护文物。

明城墙　汉阴县城城墙始建于明代成化元年 （１４６５），初为土城，建四门。成化二十
二年 （１４８６），修建四门楼，城墙添砌砖石。成化二十三年 （１４８７），城门上增设箭楼。
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扩大城区，城墙周长增至２千米。正德七年 （１５１２），城墙增高至２
丈，加厚至１丈８尺，并在内外加砌砖石。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加修城壕，环城开凿堑
壕 （海壕），宽２丈，深１丈，补修城垣，同时为四城门题名，东曰 “迎晖”，南为 “南

薰”，西曰 “承恩”，北为 “拱宸”。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扩宽城内外马道，建东、南、
北３座吊桥 （西面有月河无须建吊桥）。崇祯十四年 （１６４１），培筑里城，重建四门箭楼，
新建西北与东北角楼及守城窝房５０间，并在护城河侧筑土郭，竖棚栏门。清代初期洪水暴
涨，冲毁西南城墙一角，康熙二十一年 （１８８６）补修。清乾隆三十三年 （１６７６）重修砖城，
城墙周长５９５丈５尺，底宽１丈５尺，顶宽１丈，高１丈５尺，修城垛 （女墙）７５２垛，北
面因地僻人稀，龙岗坡水患城，封闭城门。并改题３门，东为 “日癉”，西为 “肇庆”，南

为 “文明”。嘉庆十八年 （１８１３）城墙部分塌陷，地方绅士捐款维修，疏浚东、南、北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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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壕，引月河水自西北角注入，水流经北、东、南海壕后，再从西南角回流月河，并在四隅

各建炮台，北城设谯楼１个，敌楼３个，以利攻守。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复开北门。民国
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为防御日寇飞机空袭，方便城内居民疏散，于城西北角开小西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城墙北面和东面被毁，２０００年扩南街，南门被拆除。西城
门尚存，南城墙及西城墙大部犹在。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县人民政府将县城墙列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并拨款修补内墙
坍塌处。２０００年 ８月，修复明城墙、女儿墙。２００２年 ３月，维修明城墙，铺上青砖。
２００３年９月被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峰塔 　又名魁星楼，位于县城东南隅城墙上。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肇建，次年
６月落成。塔高５层，４０米，六棱，空心。塔身为青砖砌成，结构严谨，工整坚固。每层
均有塔门，３层塔门上端书 “文星高照”，内有 “魁星点斗”塑像，两旁对联 “塔势凌云

开笔阵，人文启秀焕奎光”。塔背面嵌有 “腾蛟起凤”石刻。塔顶覆以瓷葫芦，旁生一株

四季常青的白蜡树，犹如梦笔生花。文峰塔每层角端外伸，有石雕龙头似螭首，翘首下

挂小铜钟，微风飒飒钟声回荡，清脆悦耳。塔内建楼３层，幽径曲回，复廊萦环。攀木构
阶梯，可登其巅。能近观全城景色，远眺十里风光。１９８５年，县人民政府拨专款维修，
列入县重点保护文物。２００３年９月陕西省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７年底，
县人民政府投资１２万元，塔身缀以彩灯装饰，成为县城夜间一道独特风景。

红崖寺 　位于涧池东０５千米处。创建于明代天启元年 （１６２７），旧称纯阳寺，供奉
吕洞宾。系人工于山崖半腰绝壁上修凿建庙，气势恢宏。毁于 “文化大革命”中。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在仅存残垣断壁和房屋基础上渐次善葺，又成规模。寺西有一细流，缘流攀
坡可至山腰，寺西北有石梯千阶，拾级而上入寺院。红崖寺庙侧有洞穴７处，顺山势蜿蜒
排列。洞内香案、供桌保存完好。

铁瓦殿 　原名 “离尘寺”，地处汉阴县城西南凤凰山主峰，海拔２１２８米，登山巅可
眺汉阴、石泉、紫阳三县。主殿周围大树参天，白云缭绕，景色壮观。该殿始建于明代

万历二年 （１５７４）。清咸丰七年 （１８５７）铸制铁瓦千片覆盖主殿，故名。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正殿再添盖铁瓦，前殿木梁换成石梁，并雕塑石像，增修房舍８间。主殿 “皇

经堂”建筑工艺独特，均用精选石条垒砌，覆以铁瓦，尽系陶成，为全省所独有。清朝、

民国时期，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都举办朝山庙会，热闹空前。“文化大革命”中，部分

铁瓦被盗，庙宇折毁，仅存皇经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将铁瓦殿复原，庙会重新兴起。
菩萨泉 　位于县城北面龙冈中段。登临其上，全城风光、月河田园景色尽收眼底。

最早的菩萨泉，只有一泓清澈的泉水，后修建殿宇，供奉菩萨和龙王。清嘉庆十一年

（１８０６）修建砖木结构、歇山顶、清水脊大殿，在岔脊上雕塑了形态生动的人物、走兽塑
像，对主体建筑油漆彩绘。后来又增修门楼、厢房、“桂中明月” “水厅幽林” “万年戏

楼”及木雕彩绘牌坊等建筑。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新建百子门、百子堂，龙泉口配置
锡铸银龙，泉水自银龙口滴出，庙门路两旁置花坛、盆景，四季常青。每年农历二月十

九日举办庙会，热闹非凡。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中央军４４师傅佩亮驻汉阴，培补菩
萨泉周围百亩林区，命名为 “中正公园”，并在林区建亭榭，辟曲径，装点一新，增设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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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石几。每到夕阳西下，游人如织。１９８５年被列入县级重点保护文物。１９９９年修复正殿。
２００１年建成文物库房 （含展室），２００３年９月陕西省公布其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黑龙洞庙　位于石条街乡兴隆村西北２千米处。东临黑龙洞沟，北依山峦。始建于明
代，后经各代维修，方成大观。庙前有山门，坐西面东；正殿１座，厢房３间；娘娘庙、
药王殿各１间。洞内有黑龙潭，并有残缺的龙头。庙门对面有雕梁画栋戏楼１座。整个建
筑古朴典雅，美观大方。大殿系硬山顶，五架梁，前后加单步梁。殿后有天井。大梁及

门窗皆为弦子彩绘，殿壁上绘有彩色神话故事图。

龙冈祖师殿　位于城关镇东南村东北３００米，东距朝阳崖２００米。殿宇坐北面南，主
建筑有前殿、后殿及左右厢房，占地３５７平方米。硬山顶，三架梁。创建于明代，清道光
十八年 （１８３８）重修，殿内立有清道光 “重修龙冈古庙碑” “重修吕祖祠碑”各１通。
现存正殿面阔５间、进深３间。

凤堰古梯田　汉阴凤堰古梯田占地面积１１５平方千米，区域内有清乾隆年间从湖南
长沙移居当地的吴氏家族所开垦的１２万亩古梯田及保存相对完好的２０余处古民居院落、
２０余处古寨堡、相当数量的古堰渠塘坝等。

古梯田于２００９年被陕西省评定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陕西十大发现之一”，被国家

文物局评定为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全国百大发现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发现

的面积最大古梯田。古梯田内自然山水风光美丽，山、水、寨、林、屋、田、园、路和谐统

一，生产生活方式古朴传统，民风淳朴，被专家称之为 “农耕文明活化石”和 “传统农业

基因库”，大量历史遗存是研究明清 “川陕大移民”和 “湖广填陕西”的载体和实证。

第二节　馆藏文物

汉阴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繁

衍生息，从事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开拓洪荒，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文物遗产。近年来，

汉阴县文管所除加强文保知识宣传外，还加大了对社会流散文物的征集、收藏和管理力

度，所有馆藏文物均造册、登记入库，建立有专门的管理制度。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汉阴县
有馆藏文物共１６８４件 （套），其中，定级的文物有５３件 （套），尚有大部分文物需等待

专家鉴定。汉阴县的珍贵文物主要有瓷器、玉器、陶器、铜器、铁器、竹木制品等。其

中，二级文物１２件 （组），三级文物４１件 （组），珍贵文物共计５３件 （组）。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２００７年夏，汉阴县始开展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通过走访、观摩、录音录
像、拍照，共采集整理辑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１００余项，其中 《陕南歌谣》（包括红军

歌谣）《汉阴皮影戏演技》《汉阴短管 （七寸管）》《汉阴炕炕馍制作技艺》《汉阴油炸饺

子制作技艺》《唐老爷的传说》６项申报安康市人民政府批准，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２００９年，将李兴儒皮影演技，陕南红色歌谣、拉胡戏，手编粽叶扇子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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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弦制作工艺，汉阴 “三月三”古会，汉阴麻板子草鞋编织工艺，汉阴纸伞制作工艺，

汉阴土陶制作工艺、烟花狮子表演艺术等１０个项目列入汉阴县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陕南歌谣》（包括红军歌谣）《汉阴皮影戏演

技》被列入陕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陕南红军歌谣

产生于１９２２～１９４９年之间，广泛传唱于鄂陕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收集陕南红军歌谣２０００多首，约５０万字。主要曲目有红色歌谣万万千、苦难的岁月、历
史的歌、世道不平出红军等２６辑。这些歌谣从不同层面反映当年革命历史，是一部真实
记录和讴歌红军时期鄂、豫、陕苏区和川、陕苏区英勇奋斗的 “史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为汉阳镇交通村三组村民李家坤。演唱形式多样，曲谱以陕南民歌、花鼓曲、二棚子

曲、小场子曲、汉调二黄曲为主要曲谱填词，伴奏乐器也用以上民间戏曲乐器伴奏。演

唱场地不固定，可在舞台盛装演出，但大多都是有感即发，随时随地演唱。近年由平时

传唱，引申到婚丧嫁娶及节日庆典场合中演唱。

皮影戏演技

皮影自西汉开始，唐代黎园坊已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明清时期达鼎盛阶段。汉阴皮

影戏演技经过千百年变迁，在移民文化、南北文化共融中形成独特魅力。代表性传承人

为涧池镇新街李兴儒。主要艺术特征有：１汉调二黄唱腔。采用汉调二黄唱腔，同时融
合巴山语音、湖广音韵、西南民间音乐元素，形成独特、鲜明的南北包容的格调、质朴

无华的演出风格。２数量较大的本戏、折子戏 “保本”演唱角色。传统演出剧目多达

３２０余本，传承人李兴儒继承剧目２００多本，目前仍能演唱１２０本以上传统戏。同时吸收
当地八岔戏、二棚子戏等剧目，作为 “送客戏”。３演唱技能全面。演唱中，行当分划仔
细 （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老、十杂，简称 “一末十

杂”），表演程式、文武场配合严密。４独一无二的绝技手法。演技绝活是在表演时利用女
性在幕布上转身的瞬间将俊脸变为鬼魂脸，再转身变为俊脸的数次互相变化，其动作极快。

在武将打斗中，还有马上斩人头落地等技艺。表演 “抖马”“大刀花”“耍下场”时，动作

逼真，场面火爆，程式规范。另一绝技是，在演出剧目中有烟花烧狮子、放火药铳，接龙灯

狮子、采莲船情节时燃放鞭炮却不烧亮子，造险助势，给观众身临其境之感。

第四章　广播电视

广播电视工作机构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将汉阴县广播事业局改称汉阴县广播电视局。内部机构设置为 “两股

两部”，即行政股、事业股、编辑部、服务部。２００２年８月，将汉阴县广播电视局改称汉
阴县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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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广　播

广播网络

１９８８年，全县推广漩涡区 “标准化”广播村建设经验。至１９９０年底，全县有县到
区、区到乡广播专线２３５３杆千米，５区１镇和４０个乡都建有广播站；２６２个村有５６个
村建有广播室，２６１个村通广播，通村率９９６２％；１７３７个村民小组有１６７８个组通广播，
通组率９６６％；６２４８０户农户有４６８４０户安有小喇叭，广播入户率９１６％。以县广播站
为中心、以乡 （镇）广播站为基础、以专线传输为主的农村有线广播网初具规模，全县

有２３万人能听到广播，有线广播覆盖率达８５％。１９９８年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因特网的
开通，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渠道增多，广播失去功能，逐步退出舞台。２００１年以后，实
施广播电视 “村村通”工程。２００９年，完成全县 ２９７个自然村 “村村通”工程规划。

２０１０年，安装 “村村通”设备７７２２套，农村广电覆盖率提高到９０％以上，全部消灭２０
户以上的自然村广电覆盖盲点。

广播宣传

县广播站除每天按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重要节目外，自办

各种节目，深入宣传党的各个时期路线、方针、政策。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北京出现政治
风波，反复播发 “４·２６”《人民日报》评论。１９９０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县广播站同县
委宣传部连续举办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专题广播讲座。１９９１年，开展第一期社会主义教
育，县广播站编发 《社教专题》节目。开展 《月河行》系列报道，系统地、综合地报道

月河川道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分析发展经济条件和不足，每天发播１条新闻。１９９２年，
编播６００余篇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南行谈话及 《邓选》第三卷的理论文章和学

习心得体会，举办十四大专题讲座２６期，学 《邓选》专题讲座１８期，编播有关新闻动
态１３０篇。自办节目增设 《天下大事》《本县奇闻》《人物》《说长道短》《万花筒》等节

目，推出 《区乡镇长访谈录》，播出内部广播会１３次。继续 《南山行》 《北山行》系列

采访报道。杨兴无、方俊山 《清明寨乡３３名村组干部上中专》一文获１９９６年度安康广
播一等奖。曾琦、马莉合写的 《汉阴农村标准化广播乡村通实现新跨越》获１９９６年度安
康广播电视三等奖。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汉阴县有线电视台开通，实现广播电视一体化。

至２０１０年，全县业务通讯员发展到３３０余名，年均发稿量稳定在７６００篇左右。县广
播站年均转播上级台节目６５０小时以上，自办节目年播出４８０小时左右。自办节目主要有
汉阴新闻，有时还编发地区兄弟县交换新闻，突发性重要新闻 （不固定）、信息服务 （经

济、科技、政策、气象等信息）、科技节目 （编发科技新闻、科普文章、技术讲座、科技

问答）、文化生活、听众信箱、学习与评论、文学之窗、曲艺、歌曲欣赏、戏曲、音乐、

周末文艺、广告、星期天俱乐部节目１６个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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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　视

电视节目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县有线电视台自办节目正式播出。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完成点对
点小微波安装调试，有线电视台自办节目顺利传递到月河川道地区，实现无线与有线信

号同时传输。

１９９８年３月，县广播电视台成立，４月１日，县广播电视局与县广播电视台局台合
一，实现广播电视、编采播一体化。电视新闻节目由每周播出１次增为５次，其中画面节
目２次，《报刊新闻》《广播新闻回顾》和 《汉阴商情》各１次。开辟 《农村经济采风》

《火红党旗》等节目。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汉阴商情》改为 《山之南水之北》和 《打开镜

头》。２００１年，县电视台被国家计委、广电总局评为 “村村通”先进单位。２００３年，上
安康电视台发稿量达３１５篇，居全市之首。２００６年，在省电台发稿播出１９条，在安康电
视台发稿２０３条，围绕 “油菜花节”制作播出 “ＭＴＶ”电视专题片。２００８年，主打节目
《汉阴新闻》中 《创卫》《创园》《创建平安汉阴》《创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的消

息报道占节目播出量的４０％以上，自创开播 《健康教育》《庆七一，迎奥运》《突破发展

看交通》等１０个栏目。全年播出节目１５６组、新闻１２８８条。在安康电视台发稿２６０条，
在陕西电视台播发新闻１８条。制作专题片２０部。
２００９年，开办 《新闻点对点》《科学发展观大家谈》《科学发展在一线》《公安风采》《创

卫新风讲座》《勤廉承诺扬正气》等专题栏目，编发新闻１６０余组、播出稿件１２００余条，制作
专题片３０部。２０１０年，改版 《汉阴新闻》栏目，全年播出电视节目２００余组，发稿２０００余
条。其中，在陕西电视台发稿８０余条、市电视台发稿３５０余条。拍摄专题片３０部。

无线差转

１９８７年，建成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点。１９９０～１９９３年，建成平梁区高梁乡蔡河村小功
率电视差转台、漩涡区堰坪乡群英村同转发器式村级电视差转台。至１９９３年，全县建立
电视转播台及地面站１９个，其中系统内１５个、系统外１０个，覆盖人口达１７７４万人，
占全县总人口６４％。１９９５年以后，随着南北两山农村电网改造，组组通电，９８％家庭购
置有电视，自费安装地面卫星电视接收器，收看节目达４０余个。

有线电视

１９９３年６月，县广播电视局动员全局每个职工集资５００元作贷款风险金创办有线电
视。先期共投资１００余万元，在县城区开展有线电视安装。至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县城区安装
有线电视２０００余户。架设高梁至梅子铺光纤４８杆千米，与全地区有线电视光纤对接，开
通平梁、蒲溪、涧池等川道有线电视小片网，发展农村用户近千户。２００１年１０月，成立
汉阴县有线电视网络支公司，先后投资建设有线电视用户分配网、设备、传输线路，实

现广电网络全程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营运，川道乡村实现有线电视全

省联网。每年投资５０万元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６００余户，实行统一收费，月收费１３元，收
视频道４０余个，架设杆线３８千米。２００９年以后，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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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入户增长趋缓。２００９年底，全县发展有线电视用户１２３万户，有线电视网络覆
盖县城区、平梁、涧池、蒲溪、双乳、永宁等乡镇，农村有线电视用户达５１００余户。

数字电视

２００５年，筹备开通数字电视，拓宽数据业务。２００９年，实施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
换工程，至２０１０年底，发展数字电视用户２６００余户，公共电视节目由４１套增加到１１０
余套，并建立省、市、县三级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旅游、教育、医疗、就业、气象等

各类便民信息服务，发展宽带用户１２００余户。

第五章　档案　地方志

第一节　档　案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档案局升格为一级局。１９９３年２月，档案局退出县政府序列，改为直
属事业单位。１９９５年９月，撤销县档案局，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职能划归档案馆，对
外保留档案局名义，档案馆为县委直属正科级事业机构。１９９７年５月，恢复县档案局，
仍与档案馆一套机构，两块牌子。２００２年８月，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档案局、县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建汉阴县档案史志办公室。２００３年７月，更名为汉阴县档案史
志局。

县档案馆

１９９９年，县档案馆晋升为省一级档案馆。２００５年，通过ＡＡＡ级认证。
馆藏　１９８８年，县档案馆馆藏档案２０３１０卷，资料１０４３３册。至２０１０年底，馆藏

档案共１０３个全宗５５８３３卷。其中，民国档案１６１３卷。资料７１９１册。
档案利用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档案馆为编史修志、落实政策、职称评定、工龄技龄

认定、工资调整、企业改制和林权、房地产权界定等提供大量档案资料。累计接待近万

人次，利用档案２万余册。
开放档案　１９９１年，县档案馆开始开放档案，至１９９４年，开放档案２６４４卷。此后

每年鉴定、整理开放档案目录，陆续面向社会开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汉阴县现行文
件阅览中心在县档案馆揭牌，收集各行各业现行政策性、规定性文件对外开放。

档案抢救　１９９４年始对馆藏１６１３卷民国档案进行整理、裱装抢救，至１９９８年，共
抢救８３２卷。２００２年，民国档案案卷目录全部输入光盘。２００６年起，国家档案馆安排专
款抢救珍贵历史档案。至２０１０年，县馆民国档案全部裱糊。

机关档案室

１９８８年，全县有机关档案室１１８个，保管各种档案１０１０２７卷。１９８９年，开始开展
建立机关、企事业单位综合档案室和档案管理上等达标工作，机关档案室由单一管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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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档案，转为文书、科技、会计以及声像、实物等载体的档案集中统一管理。至１９９７年，
建立综合档案室５５个。至２００３年，档案达标升级９５个，其中晋升省一级６个，省级先
进企业２个。２００４年，改达标升级为目标管理认证。至２０１０年，目标管理认证５６个，
其中ＡＡＡ级３个。

村级及私营企业建档

１９９８年秋，县档案局始在平梁镇棉丰村开展村级建档试点，建成全县第一个村级综
合档案室。１９９９年６月，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档

案工作的通知》，村级建档工作广泛推开，当年建成１０个村级综合档案室。２０００年，结
合农村税费改革，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村级建档纳入检查验收内容，建成村级综合档案

室９２个。２００１年，建立村级综合档案室１０３个。全县村级建档达９８３％。
２００３年始在县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丸正绿色有限公司、花炮厂、川陕魔芋精粉

厂、雷氏魔芋精粉厂、平梁兴隆机砖厂６家私营企业开展建档工作。２００４年继续在汉源
水泥厂、环球生化厂、金源有限责任公司、秦巴山珍有限责任公司、太平建材公司等私

营企业展开建档工作，此后每年对已建档的私营企业进行指导、完善。

重点工程建档

２００１年，开始重点工程项目建档，县档案局对安石二级公路汉阴段、中小学校排危、
南街拓宽、汉源水泥厂建厂、汉漩路改线等重点工程项目分类指导建档。２００３年，对观
音河水库排险加固、山川秀美、长江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工程建档。２００６年，
对观音河水库除险加固、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东城街拓宽改造、西大桥道路改造、

富强东街改造、电信局生产楼建设等工程项目档案进行指导、检查、验收。

城建档案管理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成立县城建档案室。２００４年７月，县城建局解决城建档案专用房５０
平方米，购置档案柜，启动城建档案管理。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购置电脑、数码相机等设备，
共收集城建档案９７３卷。

第二节　地方志

工作机构

１９９５年９月，撤销汉阴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职能划归档案馆，２００２年８月，县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档案局、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合并组建汉阴县档案史志办公室。

２００３年７月，更名为汉阴县档案史志局。
县志编纂

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６日，成立汉阴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丁荣德、姚开芳先后担任主编。
１９８８年底，新编 《汉阴县志》初稿脱稿。１９８９年４月，通过安康地区地方志编委会复审。１９８９
年１１月，通过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终审。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新编 《汉阴县志》，历经５个春秋，四易其稿。全志由概述、大事记、２９个专编 （分

志）共１３０章４２２节和附录组成，共１２０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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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县档案史志局根据 《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地方志书编纂规划》，制定续

修 《汉阴县志》实施方案，向县委、县人民政府报送 《关于启动续修 〈汉阴县志〉工作

的报告》。２００７年４月，县委办公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关于成立 〈汉阴县志〉

编纂委员会的通知》，组建县志编纂办公室，正式启动县志续修工作。

年鉴编辑

１９９２年，开始编辑 《汉阴年鉴》。首卷记述时限为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分上下两册，计
３５万余字，采用条目纪事体，如实记述了该县３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
方面工作的新情况、新成果，以油印本内部存阅。１９９４年，编辑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 《汉阴年

鉴》。计划仍分上下两册付印，因县志办与党史办合并，又有人员退休、调离，编辑力量

单薄，编纂进展滞缓，历时２０个月，仅完成上册１６万字的编纂。１９９５年９月，继续下
册资料征集和编辑，至 １９９６年底完成编辑工作，因经费短缺，未能付印。此后数年，
《汉阴年鉴》编辑工作暂停。１９９９年６月，恢复地方志办公室，２０００年再次启动 《汉阴

年鉴》（２０００年卷）编纂工作，２００１年９月以内部刊号出版。此后坚持一年一鉴，均为
简装本，内部送阅，完成 《汉阴年鉴》２００８年卷编辑后，又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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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编

社会生活

汉阴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赣、皖、湘、鄂、粤等省流民大量入境

定居，五方杂处，风俗各异。经过３００多年的交流同化，以及社会发展各
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有汉阴特色的风尚习俗。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

民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风尚习俗、道德信念亦随之发生变

化。孝亲敬老、拾金不昧、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等美德正在传承弘扬。



第一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收入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汉阴县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１４９５元、１５４０元、
１７４２元；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１０５２元、１３２０元、１４３８元。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０７元。１９９５年，职工年平均工资３７７２元。２０００年，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６２４８元，比上年增长７４％。２００３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９４３３元，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８６８元。２００５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１０５４９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６５９３元，增长６３％。２００６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６９５７元。２００８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９９８８元。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３２３元。２０１０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５９０元。

农村居民收入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汉阴县股份制和个体家庭形式民营经济异军突起，成为

农村经济生力军，但仍以种植业为主。１９８８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８８２７万元，总费用
３１６７万元，国家税金１７１９万元，集体统筹１０２２万元。农民所得总额５３８６万元，人均
纯收入２１８３元，比上年净增４４３元。人均口粮３４０８千克。
１９９０年，启动实施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建设和农村 “五个一”工程，调整农村产

业结构，合理安排粮食生产、多种经营、乡镇企业、畜牧业比例关系，主攻多种经营和

乡镇企业，引导农民发展商品经济。１９９４年，实施小康村建设。“奔小康，促共富”统揽
农村工作全局，小康村建设和扶贫攻坚、农业综合开发、小城镇建设结合，总体推进，

重点突破，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１９９５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６４７５元。

１９９９年，实施退耕还林以后，大量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发展乡村旅游，
带动农民三产增收，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２０００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０６
元。２００５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８３９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０２５％。至２００７年，农村
经济总收入１３８１６４万元，其中劳务收入 ２１３３１万元。总费用 ５０５２２万元，国家税金
１０１９万元，集体统筹２４８万元，农民所得总额６００６７万元，人均纯收入２２８５元，人均口
粮４３９７千克。农村经济总收入年均增长６８０７２万元，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１１０２元，
人均口粮年均增长０８９千克。２００８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７２元，农业人口人均粮
食３４９１千克。２００９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３３２２元，农业人口人均粮食３７７８千克。
２０１０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４０５３元，农业人口人均粮食４０５１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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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一览表
表２８－１－１

年　度
总收入

（万元）

其中 （万元）

农业 二、三产业

费用

（万元）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

粮食 （千克）

１９８８ ８８２７ ６９５８ １８６９ ３１６７ ２１８３ ３４０６

１９８９ １１２９２ ８８１２ ２４８０ ３８７０ ２８３３ ３４５９

１９９０ １３３２３ １０５３１ ２７９２ ４２０８ ３３９８ ３５３５

１９９１ １５４６７ １２２７３ ３１９４ ５３３６ ３９１７ ３９０２

１９９２ １８６６６ １３５４３ ５１２３ ６７７７ ４３７８ ３７８７

１９９３ ２０８８３ １４０３６ ６８４７ ８２２２ ５０８９ ４０６３

１９９４ ２６３５２ １８５４２ ７８１０ １０８４３ ５８９ ２６８２

１９９５ ２９１７７ １９０２４ １０１５３ １２２４３ ６４７５ ２５６４

１９９６ ３５４７８ ２５６２７ ９８５１ １２３７６ ９５１ ４１２９

１９９７ ４１８７３ ２５３１０ １６５６３ １５６０８ １０４２ ４０９１

１９９８ ４５５８４ ２６４９２ １９０９２ １６９１１ １１４７ ４６０

１９９９ ４２５２４ ２１６５６ ２０８６８ １４８７５ １２１６ ２９６７

２０００ ４６６０２ ２２３７４ ２４２２８ １７７３１ １２０６ ３５５５

２００１ ５０４００ ２５４５２ ２４９４８ １８１０２ １２８２ ３６９７

２００２ ５６１８２ ２８８４８ ２７３３４ ２０４６４ １４０８ ３３１

２００３ ７２３７２ ３１３１７ ４１０５５ １９２１５ １４９８ ３１０３

２００４ ８９８７０ ３７９４５ ５１９２５ ２７０１１ １６６８ ３３１９

２００５ ９９５３６ ４０８４０ ５８６９６ ３３９７４ １８３９ ３５２５

２００６ １１６７１０ ４６６４９ ７００６１ ４２３４０ １９９０ ３９２８

２００７ １３８１６４ ５６２２８ ８１９３６ ５０５２２ ２２８５ ４３９７

第二节　消费水平

生活消费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７０１９万元、７１０１万元、７３９４万元，分
别比上年增长 １６８％、１２％、４１％。其中，吃、穿、用、烧等项分别为 ６２５３万元、
６３０７万元、６４３７万元，分别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８９１％、８８２％、８７１％。１９９５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４１５万元。２０００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９９９万元。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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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４５７２元。２００５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２９７４万元，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４８８１元。２００６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７６６５９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５４９７元。２００７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４０３２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６５１２元。２００８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５１２９８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７３５０元。２００９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８６０４元。２０１０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７９４５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６％，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０４２７元。

居民储蓄

１９８８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３５７７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１７％，人均 １３４２元。
１９９０年末，城乡储蓄余额５６８８万元，人均２０７元。１９９５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１６１７９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３５％。２０００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４２４３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５％。２００５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３％。２００６年末，城乡居
民储蓄存款余额 １０６５２０万元。２００７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１２１３６７７６万元。
２００８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１６２１２４１万元。２００９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２０１４４４４万元。２０１０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２４５３９５５９万元。

第三节　城乡生活

衣着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人们衣着讲究美观，款式新颖，色彩鲜艳，质料精细。男穿中
山装、红卫服转向西装、休闲装。妇女改进更大，夏季连衣裙、超短裙、旗袍……冬着

滑雪衫、呢大衣，獭兔、貂皮大氅；烫发、画眉、抹口红，戴耳环、挂项链。

饮食

以大米为主，佐以玉米、小麦、红薯、豆类等。减肥、保健者每日２餐，大多日食３
餐。该县盛产蔬菜，种类颇多，精菜有木耳、黄花、香菇、鲜笋、粉条、豆制品等。肉

食有猪肉、羊肉、牛肉、鸡、鸭、鱼及麂、獾、野猪等山味。还有豆腐乳、辣子酱、豆

豉、茶菜、醋泡蒜、浸菜、萝卜干、豆腐干、血豆腐干等。小吃种类繁多，亦为汉阴特

色。主要有油炸饺、涧池烩面片、凉粉、甜酒、汤圆等。

该县民风淳厚，宴客讲求丰盛。普通宴客为１品碗当中，围以４全盘，中有鸡、鸭、鱼、
肉，谓之 “便饭”。客多则改为 “两头忙”：先摆６凉盘，中上ｌ全盘，间上１大碗，如此反复
４次，最后坐菜４碗、青丝汤ｌ碗送客。近年由中上８道菜增至１０道、１２道，甚至１６道。

住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农舍多为青瓦房，讲究一正一厦或一正两厦。８０年代后期，城镇
居民、职工和川道农民开始营建砖木结构、砖混结构平房或小楼房，水泥地面玻璃窗，

内外粉刷，宽敞明亮，居住条件逐步改观。进入２１世纪，城镇楼房拔地而起，鳞次栉比，
２０多层、３０多层高楼触目可见。乡村公路沿线，一色的二、三层砖混小楼如无尽长街。

出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南北山区干线公路均已通车，乡与乡之间的机耕路、简易公路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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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人们走亲、出差多坐汽车、火车和三轮车，川道和山区公路沿线自行车很普遍。

进入２１世纪，通村公路全部水泥硬化，部分村民组、院落也打成水泥路。城镇公交，通
村客运，纵横交错，路路衔接。小轿车逐步进入百姓家，摩托车、电瓶车基本普及。

第二章　民族宗教

第一节　民　族

汉阴县汉族占绝大多数，回族次之。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县有６个民族，其
中汉族２７２８５３人，占总人口９９９２％；回族２００人，占总人口００７％；满族２人、朝鲜
族２人、苗族３人、蒙古族１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县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
２４４８８４人，占９９９％；少数民族人口２３４人，占０１％。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县常住人口中，汉族２４５８９２人，占９９９％；少数民族
１９个共２５５人，占０１％，其中蒙古族１人、回族１６０人、藏族１人、苗族１７人、彝族３
人、壮族１７人、布依族３人、满族９人、侗族７人、瑶族１人、白族４人、土家族２０
人、黎族２人、傈僳族１人、畲族２人、柯尔克孜族１人、土族４人、仡佬族１人、珞巴
族１人。

第二节　宗　教

佛教

全县旧有寺庙观殿等１７７座，民国期间改作学校 ６９座，会所、仓储 ２４座，其余
８０余座均毁于 “文化大革命”中。尚有遗址又有庙会例规的寺庙，在改革开放后，由

周边信徒自行修复，形成香火道场。各寺庙每年均有定期的庙会。每届会期，烧香拜

佛者，求签问卦者，络绎不绝。会间有社戏，还有牲畜农具交易，更有地方吃食及小

儿玩具，时人谓之逛会。全县道、佛两教，相互交织，僧道住址可互换，形成佛道不

分的特殊现象。

道教

汉阴县多为神教，建有宫、殿、观、庙。各行业亦按工种建庙奉祀，如医生建药王

庙，泥木工建鲁班庙。道人每天早、中、晚３次诵经。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善男信女到
庙里烧香敬神，抽签问卜，逢庙会则结队朝山进香。平时，道人有的被丧家请去做道场

法事，诵经作斋醮，送亡人上山，有的用符咒文降瘟祛邪。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汉阴县又称回教、清真教，信奉者全为汉语系回民。伊斯兰教奉 《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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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有三礼：每天到寺礼拜、星期五 “主麻”聚礼、开

斋节到寺会礼 （为三礼中最隆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活动停止，只保持其信

仰和饮食习俗。收回清真寺原有房屋产权后，县城内回民陆续开始礼拜活动。

天主教

汉阴县天主堂在民主大街中段１４７号，有房屋１９间３８９５平方米，先后被工商联合
会、城关派出所住用。１９８４年落实宗教政策，收回房产权，恢复礼拜、祷告活动。

基督教

基督教俗称福音教，节日有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节日中举行隆重庆祝活动，

吸收教徒及旁听者参加。主要活动为主日大礼拜 （星期日）、祷告会 （星期三）、孩童主

日学 （星期日）及看望教友等。汉阴福音堂在民主大街２０号，有房屋２８间，５８９平方
米，宅基面积１１４１２平方米。１９８４年，落实宗教政策，收回福音堂房产权，由县民政局
代管，无宗教活动。

第三节　民族宗教事务

每年回族民众开斋节，县委统战部、县民政局都要到清真寺慰问。

１９８８年５～８月，依法取缔永宁乡桃园村三组非法传教活动。１９９０年，推荐１名少数
民族干部担任县政协领导。１９９１年，依法取缔２个 “小会”。组织９７名干部参加安康地
区举办的民族宗教知识百题竞赛。１９９２年，取缔 “门徒会”非法活动点１２４个，其中小
会１７个、聚会点１０５个。１９９６年，省宗教事务局批准铁瓦殿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准予
开放。天主堂拆旧建新，当年竣工。１９９８年４月，对庙宇进行检查和处理，拆除双河口
镇１座观音庙，对平梁镇夏家山观音寺、蒲溪镇太白庙、涧池镇红岩寺、平梁镇无量洞做
出限制。共拆除无名小庙５座，销毁新塑神像３３尊，没收庙房１４间，安排五保户居住３
间，贫困户住６间，看护山林用２间，停建２间。１９９９年，召开全体宗教事务人员会议，
对批准的两个宗教活动场所和待批的天主堂提出整改意见。取缔涧池红岩寺、蒲溪太白

洞筹办庙会。整顿天主教，建立健全各种制度。２００１年４～８月，对全县大小庙宇３次全
面检查，在蒲溪两合崖道观、天主堂组织学习民族宗教法规、政策，通报国际、国内形

势，签订责任书。

２００２年１月，制定 《汉阴县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实施细则》，把宗教活动场所纳入法治

化、规范化轨道，定期召开宗教界代表人士座谈会１０余次。组织宗教人士代表开展批判
“法轮功”邪教组织。２００３年，召开宗教界人士代表座谈会１０余次。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０
月，先后两次召开全县民族宗教座谈会，清理民间非法庙宇２３处，拆除小土地庙１０７处。
２００５年，依法取缔庙会１５起，拆除露天石像１处。２００６年，印发 《汉阴县宗教场所登记

换证工作实施方案》，１２月底换证工作全面完成。２００７年以后，重点对两合崖、天主教
堂自发举办大型庆典活动的安全保卫予以检查、指导。２０１０年，妥善处理清真寺土地置
换问题，满足穆斯林群众宗教信仰活动场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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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婚姻家庭

第一节　婚　姻

婚姻登记

１９８８年，仍执行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２２周岁，女不得早于２０周岁；实行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制度，提倡晚婚晚育。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以前，汉阴县婚姻登记工作
一直由各乡镇民政所负责办理。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全县共办理结婚登记４８９２对。违法婚姻
１００３对。其中，不到法定年龄８１３对，早婚早育４２７对。１９８９年，对凤亭、天星、月河乡
１７村调查，近两年结婚１９３对。其中，违法婚姻９３对。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结婚登记１２２１４
对。其中，初婚１１８８２对，再婚３３２对；离婚登记３７０对。２０００年，登记结婚７７１对。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县民政局设立婚姻登记室，启动集中登记试点。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将１８

个婚姻登记点调整为４处，即漩涡镇、汉阳镇、铁佛寺镇各１处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集中
点１处，川道１１个乡镇均在县民政局集中办理。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４个登记
点共登记结婚１２０７５对、离婚１３４１对。

婚育观念

１９８８年以来，晚婚晚育逐步被人们接受，２０００年后成为主流。但早婚早育仍未完全
禁止。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观念逐步改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再为择偶条件。自

由恋爱和网络、广告中介征婚成为新联姻途径。

在农村，男方一般仍请亲朋介绍牵线，经一段时间交往了解后，双方父母征求子女

意见确定婚姻。２０００年后，男女青年普遍外出务工，通婚圈扩大，男子外娶外居及女性
择偶注重居住环境、家庭条件，外嫁或高山下川增多，偏僻乡村男性择偶难、离婚率高。

第二节　家　庭

家庭规模

随着经济发展，生育观念转变，家庭人口数、家庭规模随出生率降低逐渐减少。

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１９９０年全县家庭户平均人口３９８人，２０００年家庭户平均人口
３２５人。２０１０年，全县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７６６１８户２４１７０７人，平均每个家庭户
人口３１５人，较１９９０年户均减少０８３人。其中，１人户１１６１３户，比重１５１６％；２
人户１６６６７户，比重２１７５％；３人户１８０７０户，比重２３５８％；４人户１６５７８户，比
重２１６４％；５人户 ８４４６户，比重 １１０２％；６人户 ３５０２户，比重 ４５７％；７人户
１２１０户，比重１５８％；８人户３５５户，比重０４６％；９人户１１５户，比重０１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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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以上户６２户，比重００８％。
家庭结构

２０００年以后，多数子女一结婚就与老人分家另过。部分家庭为享受扶贫、低保政策，
将老人分开。子女考学、参军、外出打工，城乡 “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三留守”人员增多，三代以上户增长。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汉阴县常住人
口家庭中，有１个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的１６８１３户，其中单身老人户４１０１户，１个老年人
与未成年的亲属户３２７户，其他户１２３８５户；有２个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的８１６４户，其中
只有１对老年夫妇的３３３８户，１对老年夫妇与未成年的亲属户３５２户，其他４４７４户；有
３个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的１８９户。

姓氏与望族

明末清初，尤其是随着清廷 《垦荒令》的颁布，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

赣、闽、皖、湘、鄂、粤、川、晋等省大量流民入汉阴定居。汉阴民间现有２０多种氏族
谱牒，姓氏庞杂，堂号各异，宗祠、堡院和会馆林立，其中不乏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

名门望族后裔。如江西豫章 （今南昌）人李栋材，万历初因经商侨居于汉阴县新安里蒲

溪街。万历二年秋，汉阴因灾乏粮，李栋材于蒲溪街煮粥施舍穷人，颇有口碑。万历三

年，李栋材又倾其财力修建蒲溪与涧池之间的红崖桥。时汉中府太守项思教奖其 “一乡

善士”四字旌其门，并题李氏所修之桥为 “善人桥”，李氏后裔定居于蒲溪，发展为县域

大族。沈氏原籍江西瑞州高安县，天顺年间迁陕，始祖沈株山 （字寿官）官仕四川庐州

江安县，后任满回籍，经陕南汉阴，为当地山川地貌及自然环境所吸引，遂举家定居汉

阴厅在廓里牛溪河，历经数载辛勤开垦，家业渐宽，逐渐向月河川道发展，兴修大河堰，

灌地数百亩，并广置田庄。沈氏在陕南共繁１６代人，成为汉阴县最大家族。南区漩涡镇
的吴氏家族，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直系后裔，清乾隆年间从湖南长沙移居汉阴凤堰，开

垦建设１２万亩古梯田、２０余处古民居院落、２０余处古寨堡和相当数量的古堰渠塘坝等。
陇西堂湖南长沙来汉阴的一支李氏，是唐皇室的后裔；居住在铁佛的李氏，是唐西平王

李晟的后裔；居住在田禾沟的石氏，是宋开国元勋石忠信的后裔；居住在蒲溪的陈氏，

是宋朝文渊阁大学士陈东的后裔；居住在汉阴城的欧氏，是越王勾践的后裔；居住在涧

池、蒲溪的曾氏，来汉阴始祖曾纪典是曾国藩的亲堂侄。清代迁居于漩涡镇东河村的冯

氏，修建有居住兼防御性设施的冯家堡子，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平面近正方形，原由城墙
和住所两部分组成，城堡设４个门，堡内房屋近百余间。主体建筑面阔５间，土木结构，
梁搭墙及抬梁穿斗构架，悬山顶，合瓦覆顶。该寨堡为研究秦巴山地民居选址、建筑风

格及民间防御工事等提供了新的资料。漩涡镇双河村赖家湾赖氏，先祖于乾隆中叶从上

杭迁陕定居紫阳七元河，为光绪年间曾参加公车上书的举人赖清键后裔，后迁居汉阴县，

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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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　俗

第一节　生产习俗

农事例规

播种收割，主家备办酒席，请邻里帮工，或付工资或互相换工。插秧季节，尤为繁

忙。有 “秧把式”者，邀数人组成插秧班，明码标价，四处揽活。插秧要求一快二好，

横竖成行。下田按技术优劣，自占赛口，各显技艺，互争先后。午歇时，以汤圆、甜酒

打点，田坎上自行享用。富者借机请来亲朋好友，共饮 “秧酒”。山区则以中耕薅草为

重，设宴请客，如若 “秧酒”。薅秧季节，以稻草束把，编成草龙，十数人举把舞动，逐

户玩耍，主人待以酒饭和小吃，名曰玩 “青苗龙”。玩毕，点香烛、焚草龙于河边，谓可

驱除虫害，确保丰收。收割时亦互相帮助，收完为止。新谷登场，脱粒尝新，馈赠亲友。

行业行规

有技术专长的人为 “匠人”，俗称手艺人。汉阴县手工业落后，只有泥水匠、木匠、

铁匠、篾匠、石匠、染匠、酒匠、油匠、蜡匠、丝匠、伞匠等。或自开作坊，或帮人做

工。技艺相传，沿袭 “师徒制”。师傅收徒，先写 “徒弟字”。徒视师为父，师待徒如子，

所谓 “师徒弟子，亦尔父子”。学艺３年，初为打扫、侍奉茶水及杂活，１年后才开始授
艺。学徒期间，徒弟不拿工资。学满艺成，仍须在师傅身旁干活。徒弟之间，以师兄弟

相称，情同手足。师傅视徒弟勤惰聪愚传授技术，至关键绝技多不下传，以保持其独尊。

凡兴工动土，匠人多爱看 “彩头”，以卜吉凶。

各行业均有不同习俗，各有忌讳，各尊其神。泥木匠供鲁班，酿酒业供杜康，药店

供孙思邈，点心铺供雷神，商人供财神，屠户供 “三义”……每逢朔望，烧香跪拜，祷

告赐福。随着时代发展，行业习俗中的迷信部分已经淡化，但拜师从艺之习继续沿袭。

第二节　生活礼俗

婚嫁习俗

媒妁　旧俗，男女联姻，讲究 “门当户对、儿郎相配”，婚配必遵 “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一般年满１６岁，开始提亲，由媒人 （又称红爷）穿针引线，铺搭鹊桥。媒人

在提亲之后，凡定亲、过礼、择日、嫁娶……都要出面牵头，直至姑娘到门，宴客完毕，

媒人职责才算完结。

定亲　媒人将女方出生年月时日 （即生辰八字）口述给男方，由男家延请算命先生

“合八字”。八字相合后，媒人引见，男到女家，女双手捧茶杯，亲自送与男方，借机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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睥睨，名为 “看人”。满意后，男方择定吉日，由媒人将女方生辰庚帖送至男方，男方酒肉

招待，是谓 “送八字”，即订婚仪式。男方备以首饰、衣物、布匹、糖果、肉串等作聘礼。

女方答以衣帽、鞋袜。之后凡遇三节两寿 （指春节、端阳节、中秋节，岳父、岳母生日），

男方必以礼物登门拜贺，其他时间不多往来。送八字时，通过媒人议定结婚彩礼。常规是男

方做嫁衣４～６套，土布２匹，丝帕ｌ匹。化妆品、镜梳之类的小东小西由男方自定，保证
婚后使用。如有异议由媒人调停，达成协议。旧时，男女定亲，索聘多少，亦视家庭有无而

定。“合八字”送 “庚贴”之俗也有不作兴者，男女定亲，商定时间，女到男家，男家请来

亲友相陪，设宴招待，俗谓 “过门”或 “喝准盅酒”。临行，男方赠给衣物。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后，“过门”更为讲究，有摆宴３～５桌甚至１０余桌的，聘礼趋高档品，更有索聘金高达
数万者。但亦有新事新办，不举行 “过门”者。

结婚　婚前，由男方请算命先生择定吉日，由媒人告知对方，取得女方同意。前１月，媒
人领着男方携带４色礼物及土布，用红纸书写婚期，送往女家，称为 “打报日”。之后，男女
两家积极准备家具箱柜和酒席。婚期前１日，男方将衣物、化妆品、离娘布、酒肉等盛于抬盒
内，送至女家，俗谓 “过礼”。女家发现礼物中有短缺或质次者，由下书先生负责告知男方补

齐、更换。女方亲朋前来庆贺送礼，俗谓 “填箱”。礼物多为棉线、茶杯、镜或现钞。女方备

筵款待，名为 “花圆酒”，庆贺花好月圆之意。姑娘 “哭嫁”（渐废）。婚日，新郎不亲迎，请

来亲友帮忙，带上肉吊、瓶酒及４色礼物，前往女家迎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渐兴新郎亲迎，
并率高档轿车迎娶新娘，迎接送嫁上亲。吃罢酒席，姑娘换装 （原穿衣鞋全部留下）。帮忙者

系好陪嫁，焚香敬神，鸣放鞭炮，姑娘拜祭家神，辞别父母，由兄弟背之入轿 （后改新郎抱入

车内）登程。至男家，鸣炮迎接，新娘出轿 （下车），两位女嫔搀迎，步入庭堂，行结婚礼，

“拜天地、拜祖先、拜高堂、夫妻互拜”。礼毕饮 “交杯茶”，新娘洗脸洗手、梳头。入夜，不

分老少亲疏，前来 “闹房”，强迫新郎新娘做各种动作逗乐，如是者凡３夜。次日早，拜认亲
属，按辈序依次叩拜。新娘赠给布鞋ｌ双，受拜者答以现金若干，是谓 “拜客”。毕，亲朋共
吃 “圆欢酒”。席中，新婚夫妇逐席依次敬酒，主客皆欢。第三日，新郎伴新娘回娘家看望父

母，女家设宴款待，饭后返回，时兴早去早归，是谓 “回门”。第４日，新娘入厨做饭。越１０
日，新娘再回娘家住１０天 （此习渐废）。

丧葬习俗

棺木寿衣　老人年迈，或年过半百，子女即着手准备棺木寿衣。棺木又称 “老料”，

一杉、二椿、三柏、四楸，下为杂木。分四大块、八仙、十合、十六圆。油漆成外黑里

红，讲究者于表面绘寿仙、龙虎等图。然后置予空闲处备用。寿衣上７下５或上５下４，
里为绢衣，另有寿帽、寿鞋、手帕等。贫者则有啥穿啥，不计较新旧和多寡。买不起

“老料”者，以 “火匣”（简易棺木）葬身。

送终报丧　老人病危，亲属轮流守候。老人咽气，亲属伺立其旁，放声哀哭，烧纸
轿和倒头纸 （纸钱），俗谓 “送终”。既殁，为死者剃头 （女性为梳头）、擦身，穿好老

衣寿鞋、戴上寿帽。移尸于堂屋一侧，下垫竹席，头蒙 “盖脸纸”，脚前点 “七盏灯”。

家人守尸伴灵，子女向姻亲、邻里叩头 “报丧”。亲友前来，孝子跪地迎接。并与门族、

亲属商议诵经和停放时间。然后，孝子成服，披麻戴孝。富者发普孝，贫者只发给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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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孝，未过门女婿、媳妇发 “花花孝”（白布和红绸）。

入殓挖坑　棺木备妥，停放堂屋。棺底垫柏枝，上覆红纸。以草木灰成包，ｌ岁 １
包。用兜尸布移尸于棺内，空隙处填塞灰包，上盖寿被，俗谓 “入殓”。再剪纸幡，写灵

位，设灵堂，烧香纸祭奠，孝子灵前叩头迎接亲友吊唁。道士 “开路”“斋醮”，孝子灵

前奠酒。至亲到齐，择时盖棺，亲属围棺哭泣，与遗体告别，然后闭棺封口。富者开始

诵经，香烟缭绕，罄声不绝，诵经３～７天不等。加行 “点主礼”以超度亡魂。贫者则由

孝子、亲属守候灵前，唱孝歌通宵达旦。停丧时间无规定，富者５～７日，亦有长至１年
或３年的。贫者则为速葬，３日内入土，或当日死，次日埋。停丧中，举行点主礼或开吊
时，主家备酒席宴吊宾，门口设唢呐队，奏乐哀悼。挖坑前，请地仙 （风水先生）择基

定向，夜４更破土，天明竣工，此为 “土井”。“穿塘”则为青砖浆砌，呈拱形，棺木置

于内，泥土覆于上，为富者墓穴。

出殡送烟包　出葬时，孝子跪于灵前，打烂 “纸钱盆”，然后起灵。长子或长孙捧灵

牌，余则棺前拉纤，手执哭丧棒，掩面痛哭，弯腰徐行。前有金童玉女、金山银山，纸扎火

房，亲友戴孝尾行于后，一路鸣放鞭炮，沿途撒放引路纸钱。道士吹吹打打，招摇过市。中

途，孝女及亲友转回，男孝子跟灵上山。灵柩到墓，由阴阳先生拨正方位，下棺入土。入

夜，以稻草束辫 （１岁ｌ节），送至墓前燃烧，称为 “送烟包”。如是者３夜。
复三周年　葬后第三日，亲友前去墓前祭奠，砌好坟头，谓之 “复三”或 “圆坟”。

从死亡之日起计算，每７天为 “一七”，共 “七七”，４９天。逢 “七”孝子须到墓前烧

纸。百日、周年都要举行祭奠。明清时，孝子要守丧３年，守丧期间，不出任官职、不结
婚、不喜庆，以示哀悼，即 “丁忧”之意。守满３年，才能除丧。随着社会发展，丧仪
简化，不念经、不停柩、不守丧。一般３日入土，亦有次日安葬者。也有送安康火化的。
城镇丧礼多开追悼会，肯定死者功德，以示缅怀。礼物多为挽联、花圈、鞭炮等。出殡

时，挽联、花圈行于前，送葬者胸戴小白花尾于后，排成长列，游行摆街，规模之大，

耗资之巨，不减往昔。如年轻夭亡，父母健在，则简葬、速葬，不举行上述仪式。

生育习俗

出生婚后分娩，女婿到娘家报喜，携４色礼和１只鸡，生男送公鸡，生女送母鸡，娘家回
送１只雌雄相反的鸡。亲友前来看望，送挂面、鸡蛋、糖果、衣料、鞋袜之类礼品。第１０天，
娘家来贺，主人设宴，一并款待亲友，名为 “打十朝”或 “汤酒”（民间习俗，女做虚，男做

实，生女第９天做汤酒）。也可做２０天或 “做满月”。旧习，民间有逢生认干爸的，妇女分娩，
第１位成年男性来家者，拜作干爸，视为父辈。如小儿常生疮得病，就拜 “露水干大”，即于
清晨携酒菜和小儿坐守在十字路口，遇第１位过路男人即强拉喝酒吃菜，认作 “干大”。“干

大”吃毕酒菜，解下裤腰带或他物赠作纪念。孩子满岁，娘家及亲朋均来庆贺做岁。除设宴招

待外，还举行 “抓周”，摆设各种文具、玩具、食物等让小孩任意抓取。

生辰

男女老幼过生日都要改善饮食。小孩过生，煮鸡蛋，给零用钱。成人过生，注重３６
（岁），谓３６是 “铁门坎”。是时，亲邻好友前来庆贺。送现钱，“凑份子”，购买中堂、

条幅、衣帽、鞭炮等礼物，但必有伞、鞋。先一日晚，亲朋邀集，放鞭炮，挂中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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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宴款待。正日备办酒席，亲友前来 “吃灾星”，谓吃掉灾星就过了铁门坎。也有３３
岁时大摆宴席的。人到花甲，咸来祝寿，送寿桃贡仙、寿衣、现钱等，祝贺老人 “福如

东海，寿比南山”。旧习双亲俱在，晚辈不做生，除３６外，余不筹办。老人过生不论大
办、小办或不办，女婿必来祝寿，不能减少。近２０年来，祝寿之习相沿，无甚改变。规
模更大，寿筵更丰，鞭炮之声，经久不绝。

礼节礼仪

汉阴县民风素重礼节，爱友好，讲和善，尊老爱少，长幼有序。来客，先敬烟茶，再

陈瓜果糖，殷勤招待，虽贫困之家，亦愿倾其所藏，从不吝啬。客走，挽留吃饭，客人

婉言谢绝，主人送出门外。平日，礼尚往来，一家有喜，全村来贺。甲方送礼，乙方必

还，此次错过，下次补还。宴客亦如此，你请我去，我请你来，互不推卸，欣然赴宴。

朋友见面，恭揖、点头、握手、寒暄。别时必说 “有空再来”或 “过身到屋”。亲朋来

家，搬椅支凳，必说 “请坐”。走时送出，说 “消停”“慢走”。早晨相见，多说 “你早”

“你好”。午后相见多问 “吃了没有”。如路遇长辈则尊谓 “你老人家好”，老人回问，必

答 “我娃娃子家”。

县内客籍众多，称谓各异。对祖父称爷、公，对祖母称婆、姥姥、奶奶。外祖父称

外爷、外公，外祖母称外婆。对父亲称大、爸、爹、牙。对母亲称妈、娘，也有人称阿

姬。父之兄弟称伯、叔或大爸、二爸、大牙、二牙、满，叔伯之妻称婶或大妈、二妈。

母之兄弟称舅，舅之妻称舅母。父之姐妹称姑，姑之夫称姑夫。母之姐妹称姨，姨之夫

称姨夫。弟称兄为哥，妹称姊为姐。哥之妻称嫂，姐之夫称姐夫，兄姐对弟妹直呼其名。

旁系亲属则称表公、表婆、表叔、表婶、表兄、表弟、表姐、表妹、表嫂……朋友相见

称老兄、老弟、大哥、大嫂、大姐、同仁、同事、同学。不相识的人则称同志、师傅、

先生……广东籍对亲族称谓更为特殊，世代相沿。

第三节　岁时节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旧俗于除夕子夜在门前设香案，祭拜天地，鞭炮齐鸣，俗谓

“出天星”。祭毕，回堂屋中祭奠祖先，晚辈给长辈拜岁，老人给晚辈 “压岁钱”。家主到

庙宇里焚香，称为 “出行”。初一早，吃 “抄手” （即水饺，又名扁食）。因形似元宝，

有 “招财进宝”之意。互相拜年是春节中的主要活动。汉阴素有 “初一不出门，初二拜

家门，初三、初四拜己亲”之习。拜年时要赠送糖果、烟酒等礼品，一般为４色。回拜
必须加重加多并改变品种，以示 “厚道”和 “尊重”。后演变成互致红包贺年。对来拜的

青少年给手帕、鞋袜等，名为 “打发”，对儿童打发过年钱。此来彼往互相酬答，直延续

到正月十五以后，有 “有心拜年，二月二不迟”之说。春节中，亲朋首次见面，互问

“过年好”。商人则说 “恭喜发财”。到家拜年，必盛情招待。富户巨商还宴请亲友，名为

“请春客”。春节时吃穿方面更加讲究，放鞭炮，贴春联，穿新衣……党政部门亦在春节

期间给烈、军属拜年，慰问离、退休老职工，召开座谈会，举办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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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旧称上元节，当夜称上元夜，俗称 “元宵节”。是日午备办丰盛酒肴，

全家聚餐，庆祝春节结束。入夜吃糯米汤圆 （又叫元宵）。元宵节也称灯节，汉阴俗话：“三十

的火，十五的灯。”夜里各家在室内、水瓮中、米缸里、箱柜上都点灯烛。门外则挂上花灯、

宫灯、纱灯、福字灯、跑马灯，大街小巷，一片光明。正月十一至十五，夜夜耍灯。老少上街

游玩、看灯。民间自办彩船、竹马、狮子、龙灯、地蹦子、火盆架、大头舞等。居户接灯，赏

给糖果和现钞。在玩灯的５夜中，通宵达旦，锣鼓喧天，灯火辉煌。元宵节后，玩社火、踩高
跷，争奇斗艳。丰收年景，一直延续到二月二日。元宵节下午，还要祭拜祖坟，名曰 “送灯”。

正月十六日，男女老幼出城郊游，称为 “游百病”。谓可免病祛疾，增进健康。

立春

又叫 “打春”，为一农事节日，表示严冬已过，春耕即将开始。立春前后，农村有送

“春牛图”者，名为 “春官”，手捧春牛图，走乡串村，挨户送图。根据各家不同情况，

说唱吉利发财的好话，主人打发一点零钱或招待便饭。

惊蛰

惊蛰日农户炒玉米、爆米花，谓之 “炒虫”。意在惊蛰已到，百虫复苏，应及早防治

虫害。且于庭院中和室内撒放草木灰或石灰，以避蛇蝎毒虫。

清明节

清明扫墓，由来已久。先几日添修祖茔，垒砌坟头，刊碑立石。清明日，于坟上压

放白纸钱，插纸幡，鸣炮焚香，叩头祭奠。农村有按家族筹办清明会，祭祖续谱。清明

前一日为 “寒食节”，不扫墓。学校、机关组织春游，祭奠烈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四月八

农历四月八日是释迦牟尼诞生日。民间有 “嫁毛虫”之习。用两个红纸条书写 “佛生四月

八，毛虫今日嫁。嫁出青山外，永世不回家”。将纸条交叉成十字形，贴于墙上，谓可驱除毛虫。

端阳节

农历五月五日为端阳节，又称端午或难五。清晨，男女步于郊外，称为 “打露水”。每

家门前挂蒲悬艾。儿童穿新衣，戴香包，有的手腕上系五色线，认为可以驱邪祛疾，长命百

岁，故称 “长命线”。端阳节吃粽子、变蛋、蒸馍，饮雄黄酒，酒内浸几枚独独蒜，并涂抹

于儿童的耳鼻额上，喷洒于墙脚、床下等阴暗处，以驱除毒虫，避免疫病。是日，女婿到丈

人家 “追节”。出嫁女回娘家团聚。晚上，以艾蒲及各种草药煎水沐浴，消毒杀菌。

六月六

民间是日踩鶱、做酱，曝晒棉衣冬裘。农村吃一顿酒肉，改善生活，在这天晒衣被。

七夕

农历七月七日为 “七夕”节，又叫 “女儿节”或 “姑娘节”。姑娘们陈瓜果于庭中，

面向织女星乞智求巧，谓之 “乞巧”。富豪之家在月光或灯光下举行穿针竞赛。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祭祀祖先。汉阴居民由于原籍不同，祭祖时间和形式也

各不相同。客籍接祖先有从十一日开始，也有在十二、十三日的。一般是设祭案，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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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烛，接回祖先亡灵。黄州籍人则一人肩负包袱，手执雨伞，足登草履行至门外，呼唤

祖先名讳，恭迎至家，如接客状。祖先接回后，早晚酒肉供奉。十四日夜再设香案，焚

化纸钱或封包、金银锞等送先人。十五日为 “盂兰盆会”，各街巷坐台念经、放焰口，赈

济孤魂野鬼。本籍人接送祖先都在十五日晚。年长月久，旧习相沿，形式越来越简单，

一般都是届时接送，但只烧点纸钱表示慎终追远而已。

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入夜，置瓜果、月饼于庭中祭拜月亮，家人围坐，分食月

饼。午间设宴饮酒，全家团聚。还有折桂花养于室中的习俗，象征 “桂花开放幸福来”。

民间把端阳、中秋、春节视为一年中的三大节日，女婿必到丈人家追节。

腊八

农历腊月初八为 “腊八节”，是佛教的 “佛诞节”。早餐普食腊八粥。此粥以豆、肉、

大米、糯米、麦面、核桃、花生、枣、百合、豆腐、萝卜、白菜、木耳……混煮而成，

原料多达数十种，色美味香，亲友互送。家中的鸡、猫、狗亦分享其味。有果树者，先

以刀斧砍小口，涂入腊八粥，使其来年 “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祭灶

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灶日，又称 “过小年”。是日，各家扫灰除尘，室内室外、窗户墙壁

以及灶台、几案、锅、瓢、碗、筷等，全得洗涤干净，名为 “打扬尘”。入夜，举行 “送灶”，

换上新灶神像，旁贴 “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对联，横批 “奏善堂”或 “一家之主”，摆

上灶糖 （块状玉米糖）、灶糕 （糯米面糕），火化灶马，烧香纸，全家人叩头祭祀，乞求赐福。

７天之后即除夕之夜，又摆设香案，焚化灶马，接回灶神，谓之 “迎灶”。到二十四日，放假

停工，结清工资，回家过年。“文革”过后，祭灶之俗渐淡，打扬尘之习仍很盛行。

除夕

腊月三十日 （月小为二十九），是一年最后的一天，表示旧岁至此而除。是日，家家

户户清扫庭院，贴春联，换门神，挂灯笼，室内贴年画，制卤肉。外出的赶回参加团聚。

黄昏，摆上酒席，燃放鞭炮，祭祖先，然后家人围坐，长幼有序，共进团年饭。年饭极

尽丰盛，必有鸡和鱼，意为 “吉 （鸡）庆有余 （鱼）”。入夜，炉火红旺，举家明烛，老

幼欢聚，坐以达旦，称为 “守岁”。还要包 “抄手”、炸油果，洗澡洁身，换上新装，俗

话有 “三十晚上洗个澡，一年身体好。三十晚上洗个脚，一年有吃喝”。诸事办完，长辈

给小孩 “压岁钱”。除夕下午，民间都赴祖坟祭扫，名为 “送亮”，让亡魂共享春节之乐。

庙会

汉阴影响较大的有双乳白庵庙农历二月二日 （花朝节，百花生日）、县城北菩萨泉二

月十九日 （传说为观音诞生日）、县城东白衣庙三月初九、祖师殿 （真武庙）三月三 （上

巳节）、铁瓦殿 （离尘寺）六月二十三、丰都殿正月十九、涧池衡寿官六月六、中坝娘娘

庙六月十八、铁佛寺六月十九日等。庙会一般为３～５天，除唱戏外，各地善男信女前来
焚香叩拜，卜卦抽签，终日香烟缭绕，钟鼓不绝。最热闹是铁瓦殿的朝山会，届时由会

首聚集数百人，拿着香烛，背着祭品，端着小板凳，三步一拜、七步一叩，是谓 “烧哑

巴香”。有的打着 “朝山进香”旗幡，请一班歌手，边拜边唱，是谓 “烧唱香”。祖师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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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巳古会，会期连着白衣庙会，从三月初一到十一，演出戏剧和各种娱乐助兴。同时

进行牲畜、商品交流，河南、湖北、四川、甘肃及陕西关中的部分商贾亦闻讯前来赶会。

随时代变迁，寺庙殿观大都不复存在，只沿用当地庙会时间举办物资交流大会。

第四节　民间娱乐与禁忌

民间娱乐

正月十一至十五玩龙灯、舞狮、彩船，十六日后有高跷、社火。二三月间，青少年

喜放风筝，风筝样式很多，有马挂、八卦、七星等。乡村有打秋千、踢毽子、抓石子、

下象棋、围和尚、玩牌、滚铁环，还有乒乓球、羽毛球、足球、排球、篮球、田径、门

球、太极拳、扑克等，尤其是打麻将，遍及城乡。

民间禁忌

节日忌　春节为阖家团聚日，忌说鬼怪、死病、贫穷、背时等不吉利词语。尤忌破败，
如有打碎碗盘、丢失物件、肢体擦伤等，即视为不祥之兆。“团年”吃米饭，饭里不能加汤，

忌 “泡汤”之意。锅巴不能铲烂或吃掉，忌破坏团圆之意。农历二月二日，妇女忌做针线活，

认为针尖会刺瞎龙眼。端午节忌坐门槛，谓可长疱疖。筷篓里要插石榴花，谓可免害眼病。

婚嫁忌　姑娘出嫁，忌母亲送嫁。拜堂时忌四眼人 （孕妇）、寡妇和毛头女靠近观

看。母亲送嫁意味着 “来娘”，只能在婚后次日接去，特餐招待。

丧葬忌　人既殁，将死亡年、月、日、时告知阴阳先生卜算，凡与死者属相相克者 （包

括子女），在入殓、出殡、入土时，概不能靠近，谓忌 “重 （ｃｈｏｎｇ）丧”。如亡者死在初一，
第１个７天恰好是初七，谓之 “撞头七”，便是不祥之兆，须请阴阳先生治理。旧习认为人虽
死去，但在一定时期仍要回家，谓之 “回阳”。“回阳”时不能 “撞煞”，故家人必须回避。

农事忌　旧习农事禁忌颇多，尤以 “忌戊”为最。自 “立春”日起，第１个戊日为
头戊，每戊１０天，共５戊５０天。凡遇戊日，不动土，不出工。第５个戊日，须祭祀土地
神，名曰 “春社”。旧习认为戊日动土，人畜不安，庄稼歉收。此禁忌已淡化消失。

第五章　精神文明建设

第一节　管理机构

１９８９年，汉阴县 “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更名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由县委、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委员，县委、县人民政府相关工作机构

首长及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换人不换岗。设办公室于县委宣传部，办理日常工

作，指导、检查、协调全县精神文明建设，了解掌握工作动态。县文明委每年召开２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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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议，部署主题工作，研究讨论重要问题，命名表彰县级文明单位。

第二节　文明创建活动

２０年间，主要开展了文明机关、文明行业、文明校园、美丽乡村等创建活动，实施
以城乡共建为重点的一 （线）十 （镇）百 （村）千 （点）万 （户）综合创建工程，不断

深化 “千里精神文明长廊”，逐年丰富文化下乡、科技下乡，举办各种主题的征文、演

讲，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中共汉阴县委、县政府命名县级文明单位 ２５个、文明村 ３４个。
１９９２年，创建县级文明单位１１个、文明村７个，撤销３个文明单位称号。对全县２０５个
文明单位普查，巩固并保持先进性的１９３个、一般水平的１０个、下降的２个。１９９５年，
命名县级文明单位４个、文明村４个，地级文明单位２个、文明村１个。１９９６年，县委、
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 ８个、文明村 １个，撤销县级文明单位 ３个、文明村 ２７个。
１９９７年，全县评选出十星级文明户３０００户、九星级文明户４０００户、八星级文明户３０００户、
七星级文明户５０００户。１９９８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７个，撤销文明村２０个。
全县评出十星级文明户５５００户、九星级文明户５０００户。１９９９年，县委、县政府命名文明单
位１０个，撤销文明单位４个、文明村３个。安康地委、安康地区行署命名地级 “十星级文

明户”标兵７人。２０００年，双乳镇叶家坝村村民沈继秀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１９９９年度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安康地委、安康地区行署命名地级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４人。县委、
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９个、文明校园１所，恢复涧池地税所文明单位称号。２００１年，市
委、市人民政府命名市级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４人。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８个，评
选出十星级文明户３５００户。２００２年，市委、市政府命名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２人。县
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９个、文明机关１个。２００３年，实行文明单位动态管理，对
２０００年底前创建的２５０个文明单位复查，取消各类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２００多个。县文明
办沈雁杰被省委、省人民政府表彰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２人。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６个、文明机关３个、文明村
４个、文明校园２所。２００４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８个、文明机关２个、文明
村１个。２００５年，省委、省政府命名城关镇中坝村支书张代权为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市

委、市政府命名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１人。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１０个、文明
机关３个、文明校园２所。２００６年，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１人。县
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６个、文明机关２个、文明校园６所、文明村４个。２００７年，
市委、市人民政府命名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１人。县委、县人民政府命名文明单位７个、
文明校园１０所、文明村２个。２００８年，以创建省级卫生县城为契机，在２３个重点部门单位
开展 “创佳评差”竞赛活动，确定１６所中小学创建文明校园。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省级卫生
县城检查验收，并启动国家卫生县城和国家园林县城创建工作。２００９年，重点推荐申报创
建省市级文明单位１１个，确定重点创建县级文明单位４０个。首次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县委、县政府隆重表彰了１０名 “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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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品、钟地高分别获安康市首届爱岗敬业和助人为乐模范称号。２０１０年，在１００个村实施
农村垃圾清运建设项目，在３２个系统开展 “窗口文明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申报创建省市

级文明单位１２个，确定创建县级文明单位４０余个。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获省、地 （市）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一览表

表２８－５－１

序　号 荣誉称号 单位名称 命名时间

１ 地级文明单位 县交通征稽所 １９９２２

２ 地级文明单位 县化工厂 １９９２２

３ 地级文明单位 县新华书店 １９９５３

４ 地级文明单位 县审计局 １９９５３

５ 地级文明村 堰坪乡红旗村 １９９５３

６ 省级文明镇 蒲溪镇 １９９６

７ 地级文明单位 县委机关大院 １９９７３

８ 地级文明单位 县交警大队 １９９７３

９ 地级文明单位 县建行 １９９７３

１０ 地级文明单位 铁佛工商所 １９９７３

１１ 地级文明单位 涧池公安派出所 １９９７３

１２ 地级文明村 涧池镇西坝村 １９９７３

１３ 地级文明村 平梁镇新河村 １９９７３

１４ 地级文明集镇 涧池镇 １９９７３

１５ 地级文明单位 县烟草局 １９９９２

１６ 地级文明单位 县电力局 １９９９２

１７ 地级文明单位 县土管局 １９９９２

１８ 地级文明单位 汉阳公安派出所 １９９９２

１９ 地级文明单位 汉阴县国税涧池分局 １９９９２

２０ 地级文明村 双乳镇三同村 １９９９２

２１ 地级文明校园 漩涡中学 １９９９２

２２ 地级文明机关 县人民政府机关 １９９９２

２３ 地级文明集镇 漩涡镇 １９９９２

２４ 地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乡镇 涧池镇 １９９９２

２５ 地级文明小区 蒲溪经济开发区 １９９９２

２６ 地级文明大街 城关镇解放街 １９９９２

２７ 地级文明单位 县人民法院机关 ２０００３

２８ 地级文明单位 县消防中队 ２０００３

１５５第二十八编　社会生活



续表

序　号 荣誉称号 单位名称 命名时间

２９ 地级文明单位 县计划局 ２０００３

３０ 地级文明单位 县水电水土保持局 ２０００３

３１ 地级文明单位 酒店镇财政所 ２０００３

３２ 地级文明单位 平梁镇财政所 ２０００３

３３ 地级文明村 平梁镇长坝村 ２０００３

３４ 地级文明小区 双河口镇经济开发小区 ２０００３

３５ 地级文明机关 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２０００３

３６ 地级文明校园 双乳小学 ２０００３

３７ 地级文明集镇 城关镇 ２０００３

３８ 地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乡镇 田禾乡 ２０００３

３９ 地级文明大街 城关镇和平街 ２０００３

４０ 省级文明单位 县土管局 ２００１

４１ 省级文明机关 县人民政府机关 ２００１

４２ 市级文明单位 县地方税务局 ２００１

４３ 市级文明单位 县工业经济局 ２００１

４４ 市级文明单位 县检察院 ２００１

４５ 市级文明单位 平梁公安派出所 ２００１

４６ 市级文明单位 县信用联社 ２００１

４７ 市级文明单位 汉阴县国税南区分局 ２００１

４８ 市级文明校园 双乳中学 ２００１

４９ 市级文明集镇 双乳镇 ２００１

５０ 省级文明单位 县财政局 ２００２２

５１ 省级文明村镇 涧池镇 ２００２２

５２ 省级文明机关 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２００２２

５３ 市级文明单位 县建设局 ２００２４

５４ 市级文明单位 汉阴县地税征收分局 ２００２４

５５ 市级文明单位 县交通局 ２００２４

５６ 市级文明单位 县民政局 ２００２４

５７ 市级文明校园 平梁中学 ２００２４

５８ 市级文明机关 双乳镇 ２００２４

５９ 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 汉阴县 ２００３２

６０ 省级文明单位 县地税局 ２００３２

６１ 省级文明村 双乳镇三同村 ２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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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荣誉称号 单位名称 命名时间

６２ 省级文明社区 城关镇西街居委会 ２００３２

６３ 市级文明单位 汉阴县地税涧池税务所 ２００３３

６４ 市级文明单位 涧池财政所 ２００３３

６５ 市级文明单位 铁佛中心信用社 ２００３３

６６ 市级文明单位 平梁镇农技站 ２００３３

６７ 市级文明单位 移动公司汉阴营业部 ２００３３

６８ 市级文明校园 汉阴县卫校 ２００３３

６９ 市级文明机关 涧池镇机关 ２００３３

７０ 市级文明集镇 铁佛镇 ２００３３

７１ 市级文明村 城关镇五一村 ２００３３

７２ 市级文明小区 财政局住宅小区 ２００３３

７３ 省级文明单位 县审计局 ２００４１

７４ 省级文明单位标兵 县财政局 ２００４１

７５ 市级文明单位 县教体局 ２００４２

７６ 市级文明单位 漩涡镇财政所 ２００４２

７７ 市级文明单位 蒲溪地税所 ２００４２

７８ 市级文明单位 县农发行 ２００４２

７９ 市级文明机关 观音河乡机关 ２００４２

８０ 市级文明集镇 汉阳镇 ２００４２

８１ 市级文明村 涧池镇军坝村 ２００４２

８２ 省级文明单位 县国土资源局 ２００５１

８３ 省级文明村 城关镇五一村 ２００５１

８４ 市级文明单位 县农发办 ２００５２

８５ 市级文明单位 县电信公司 ２００５２

８６ 市级文明单位 汉阴县地税稽查局 ２００５２

８７ 市级文明单位 汉阳财政所 ２００５２

８８ 市级文明单位 永宁财政所 ２００５２

８９ 市级文明校园 汉阳中学 ２００５２

９０ 省级文明单位 县城乡建设局 ２００６１

９１ 市级文明单位 县社保局 ２００６２

９２ 市级文明单位 县林业局 ２００６２

９３ 市级文明单位 县移民局 ２００６２

９４ 市级文明单位 双乳镇财政所 ２０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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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荣誉称号 单位名称 命名时间

９５ 市级文明机关 县政协机关 ２００６２

９６ 市级文明校园 铁佛寺小学 ２００６２

９７ 市级文明村镇 平梁镇 ２００６２

９８ 市级文明社区 蒲溪镇社区 ２００６２

９９ 省级文明单位 县农发办 ２００６１２

１００ 市级文明单位 县公路段 ２００７２

１０１ 市级文明单位 县环保局 ２００７２

１０２ 市级文明单位 国税城区分局 ２００７２

１０３ 市级文明单位 城关财政所 ２００７２

１０４ 市级文明校园 铁佛初级中学 ２００７２

１０５ 市级文明社区 城关镇南街社区 ２００７２

第六章　方　言

第一节　方言特点

方言分区

汉阴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其内部又有本籍话 （俗称本地话）和客籍话的差别。以

城关话为代表以及月河、太平、天星、平梁、高梁、酒店、观音河、龙垭等乡镇居民均

讲本籍话，涧池、蒲溪、永宁、田禾、双乳以及铁佛、铜钱、石条街等乡镇居民多讲湘

语，漩涡、汉阳坪等凤凰山以南汉江两岸居民则多讲黄冈、麻城等江淮方言。汉阴方言

语音可概括为城关方言音系 （苏州话特色）、涧池方言音系 （长沙话特色）、漩涡方言音

系 （黄冈、麻城话特色）。各方言区声调是一致的，具有成都话 （西南官话代表方言）特

点。本籍话还有深浅之分，汉阴县有一个沈氏大家族，祖籍浙江湖州，明代由江西迁入

汉阴，他们讲 “本地话”，入声字多读阴平，比城关话 “硬”些，多些秦音。

音系特点

１没有入声字。在汉阴方言里古入声字无论清浊声母，绝大多数读阳平声，《方言调
查字表》所收的５５５个古入声字，在汉阴方言里有５０４个字读阳平声，占９１％。据此，
将汉阴方言归属于西南官话区。２［ｎ］ ［ｌ］不分，古泥母来母字读音相混，普通话的
［ｎ］声母字，汉阴方言一般读 ［ｌ］声母。即：南＝蓝，卵＝暖。３有 ［η］［□］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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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没有。古疑母开口一二等字读 ［η］声母，三四等字读 ［□］声母。４城关、涧
池片没有 ［ｆ］声母，古非敷奉三母字在汉阴方言里读 ［ｘ］声母。《方言调查字表》所收
得非敷奉三母字１１５个，其中１１０个读 ［ｘ］声母。即：扶 ＝胡，其余５个读 ［ｐｈ］声
母，如甫 ｐｈｕ（５３）。５古精组，知庄章组遇摄臻摄合口三等字，在普通话里前者读
［ ］声母，后者读 ［ ］声母，而在汉阴方言里，本地话把两类声母都混读为

［ｔｓ？ｔｓｓ］声母，湘语客籍话把两类声母混读为 ［ ］，如 “絮”“书”本地话读 ［ｓ］
声母，客籍话读 ［ ］声母。６古知庄章组开口字，汉阴方言二等字读 ［ｔｓｔｓｈｓ］声母，
三等字宕摄读 ［ｔｓｔｓｈｓ］声母，其他摄读 ［ ］，这类字普通话多数读 ［ ］声母，

汉阴话多数读 ［ｔｓｔｓｈｓ］声母，如山 ＝三，才 ＝柴。７见系开口二等字，普通话大多数
读细音，声母是 ［ ］，汉阴方言大多数读洪音，声母是 ［ ］，如 “街” “家”

读 ［ｋ］声母，“敲”读 ［ｋｈ］声母，“瞎、项”读 ［ｘ］声母，“牙、哑”读 ［ ］声母。

８古 “并定从澄崇群”这６个全浊声母的平声字在汉阴方言的湘语客籍话中虽变为清声
母但不送气，如 “台甜唐同”读 ［ｔ］声母，“才柴裁”读 ［ｔｓ］声母，“秦晴”读 ［ ］

声母，“绸稠”读 ［ ］声母，“其棋”读 ［ ］声母。９无单韵母 ［］，普通话 ［］

韵字，汉阴话读 ［ε］韵或 ［ｏ］韵，如 “额” ，“俄” 。１０没有 ［ ］［ ］，只有

［ ］［ｉｎ］，深摄臻摄字与梗摄字混读， “庚 ＝根”都读 ［ ］， “心 ＝星”都读 ［ｉｎ］
韵。１１舌齿音 ［ｔｔｈｌ］［ｔｓｔｈｓ］只拼 ｏｕ不拼 ｕ，如 “肚”ｔｏｕ，“足”ｔｓｏｕ。１２有舌尖
前圆唇元音 ［□］，及以 ［□］为介音的复韵母，有舌尖后圆唇元音 ［□］，及以 ［□］
为介音的复韵母。前者见于本地话，后者鉴于南北山方言小区，如 “树”，城关 ［ｓ□］，
漩涡 ［□ ］。１３漩涡话有翘舌硬腭浊鼻音声母 ［□］，如 “女”［□□５３］。

第二节　城关方言

声母２２个 （含零声母）

ｐ　波布剥败　　　ｐｈ　怕铺盼皮　　　ｍ　妈摸妹妙　　　ｔ　多都代道
ｔｈ　太同体头　　 ｌ　 暖脑来连　　　ｔｓ　灾捉走自　　 ｔｓｈ　差草粗产　
ｓ　丝色水生　 　 知者张真　　　ｔｈ　吃仇车昌　　　　　　施声失闪
　人扰柔让　 　 鸡将军金　　　 　亲前秋浅　　　□　牛你女娘
　晓先香休　　　　ｋ　 歌钢根工　 ｋｈ　科康开扛　　　　　　欧衰昂我
ｘ　方夫红花　　　　　 儿月夜蛙
韵母 ４５个
　资此私死 　　　 　知痴尸肉筪　　　ｉ　鸡妻西衣 　　　ｕ　 姑虎付吴

ｙ　鱼菊徐女　　 □　朱除书树　　 ａ　阿茶达腊　　 ｉａ　 甲牙掐虾
ｕａ　瓜抓花刮　　 □ａ　抓爪刷耍　　 ｏ　波坡摸莫　　 ｉｏ　 约角脚弱
ｕｏ　哥火科作　　 ε　这扯赊车　　 ｉε　姐茄写叶　　 ｕε　国喂
ｙε　月雪绝缺　　 　而耳二儿　　 ａｉ　牌埋在腮　 ｉａｉ　皆解介懈
ｕａｉ　怪快坏外　　 ｅｉ　杯赔梅泪　　 ｕｅｉ　归亏会卫 　　 □ｅｉ　　追吹水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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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　　刀超闹豪 　　ｉａｕ　　教悄肖腰　　 　　都土租苏　　 　酒秋牛流
ａｎ　　胆懒散看　　 ｉａｎ　　边偏先烟　　 ｕａｎ　　官宽欢湾　　 ｙａｎ　捐圈宣冤
□ａｎ　　专川拴软　　 　　奔吞争庚　　 ｉｎ　　心星音英　　 　滚昆分温
　　军熏运永　　 　　春俊顺孙　　 　　帮滂当昂　 　强江枪杨
　　光匡荒王　　 　　庄窗霜床　　 　　东红中虫　　 　穷凶荣用
　　翁瓮壅

声调４个
阴平 ４４妈中阴山 阳平 ２１麻华阳河 上声 ５３马语赏锦 去声 ２１４骂调去秀
与普通话比较

声母比较连同零声母在内城关话有２２个声母，比普通话少了ｆ、ｎ，多了 、□。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声母比较一览表

表２８－６－１

韵母比较　汉阴城关话的韵母与普通话韵母相比差别较大，最重要的现象是普通话
合口呼舌面后圆唇高元音 ［ｕ］在汉阴话里是开口呼舌尖前圆唇元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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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韵母比较一览表

表２８－６－２

声调比较　城关话只有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普通话一样。汉阴城关话
阴平 （４４调），普通话阴平 （５５调）；城关话阳平 （２１调），普通话阳平 （３５调）；城关话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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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调，普通话上声 （２１４调）；城关话去声 （２１４调），普通话去声 （５１调）。由于调类相同，
调值不同，汉阴话的 “买”［ｍａｉ５３］、“卖”［ｍａｉ２１４］听起来好像普通话的 “卖”“买”。

例外的情况是，古入声字在城关话里大多数读阳平声，不同于普通话的 “入派三声”。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声调比较表

表２８－６－３

　　　　调值

调类地区　　　　
阴　平 阳　平 上　声 去　声

汉阴城关话 ４４ ２１ ５３ ２１４

普通话 ４５ ３５ ２１４ ５１

例字

巴妈他拉

沙鸦加花

车坡多朱

衣居之开

刀标方灯

麻牙娃夷

池肥辞挨

为劳苗头

牛兰忙门

明民晴年

打贾瓦火

也五女你

止美买伟

走老友反

党省井哄

骂挂借去

内字在岁

报吊斗秀

汗放恨更

庆片劝寸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声调例外字表 （非古入声字）

表２８－６－４

汉阴城关话 普通话 例 　字

阴平４４

阳平３５

上声２１４

去声５１

焚畦翘－首涎
&

衩抚倚俺疹诊

差劲鬓殡蹭召亘

阳平 ２１

阴平５５

上声２１４

去声５１

捞扒秸孵糙

把靡企予－以颖拧开笼

爸桦宁－可泞佞绚艮耗

上声５３

阴平５５

阳平３５

去声５１

颇租几－乎妞粳腥

炎

腕震振刃韧绕

去声２１４ 上声２１４ 凛蚁宇尽－早聘娱－乐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古入声字读音比较

表２８－６－５

汉阴城关话 普通话 例　字

阳　平

阴平５５ 抹答扎瞌桌贴屋壹七锡汁拆摘积昔漆叔窟桌鸭刮

阳平３５ 伐杂夹滑责夺仆足及习媳十贼白芍宅食菊福

上声２１４ 法甲索铁血雪谷匹笔尺北百角

去声５１ 轧噩颚渐特测猎月窍祝逆立觅壁益抑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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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涧池方言

声母２２个 （含零声母）

ｐ　巴布波婆　　　　ｐｈ　怕普潘坡　　　 ｍ　妈摸妹苗　　　 ｔ　多驼都代
ｔｈ　透太特头　　 ｌ　 奴脑来暖　　 ｔｓ　灾才慈走　　 ｔｓｈ　猜草锄产
ｓ　生沙色水　　 　 知张真哲　　 ｈ　耻仇车昌　　 　施舍声善
　人挠柔染　　 　 专猪抓奖　　 　春处船秋　　 □　你牛女泥
　书鼠先笑　　 ｋ　 嫁街窖哥　　 ｋｈ　敲康开科　　 　我安哑欧
ｘ　瞎方飞花　　 　 儿月夜蛙
韵母４１个
　　资此私死　　　 　　知痴尸筪　　　ｉ　　鸡妻衣西　　　ｕ　　姑哭夫虎
ｙ　 猪树鱼女　　 ａ　 阿鸭茶　　 ａ　 野姐吃家　　 ｕａ　 瓜花蛙夸

ｙａ　 抓爪
'

　　 ｏ　 波坡摸莫　　 ｉｏ　 脚学药弱　　 ｕｏ　 哥壳恶作

ε　 黑麦蛇扯　　 ｉε　 别灭叶茄　　 ｕε　 国喂　　 ｙε　 绝缺月决

　 儿热二耳　　 ａｉ　 稗埋才来　　 ｉａｒ　阶解懈介　　 ｕａｉ　 怪块外坏
ｙａｉ　拽揣帅甩　　 ｅｉ　 杯赔梅雷　　 ｕｅｉ　归亏飞伟　　 ｙｅｉ　 追吹坠水
ａｕ　 刀超毛毫　　 ｉａｕ　腰教苗孝　　 　 都土路走　　 　牛流秀秋
ａｎ　 短暖蒜满　　 ｉａｎ　边棉天见　　 ｕａｎ　官欢弯晚　　 ｙａｎ　专川软犬
　 奔争庚灯　　 　心星英亲　　 　温昆分坤　　 　准春顺运
　 邦滂忙桑　　 　良江香央　　 　光匡荒望　　 　 朋蒙东红

　 穷兄荣拥

声调４个
阴平　４４　妈中诗阴　　　阳平　２１　麻华石阳　　　上声　５３　马语使赏
去声　２１４　骂调是走

第四节　漩涡方言

声母２４个 （含零声母）

Ｐ　帮并布败　　　ｐｈ　滂普皮盼　　　ｍ　明马美满　　　ｆ　非敷风芳
ｔ　端都定道　　 ｔｈ　透贪

(

同　　 ｌ　 泥来脑流　　 ｔｓ　资左祖灾
ｔｓｈ　此从仓奏　　 ｓ　 私师生色　　 　知诸居珍　　　 ｈ　彻区除丑
　女驴　　　 　 书虚瑞善　　 　鱼然绕让　 　精见家鸡
　清驱期秋　　 □　年弱业娘　　 　 溪心西秀　　 ｋ　街归姑根
ｋｈ　开亏宽康　　 　 哀我恩欧　　 ｘ　鞋含欢花　　 　儿烟育夜
韵母４２个
　资疵私子　　　 　知吃尸食　　　 ｉ　逼基衣旅　　　 ｕ　布姑木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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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猪书雨　　ａ　　巴怕马法　　ｉａ　　家恰虾夏　　ｕａ　　瓜夸花娃
□ａ　 抓刷?啄　　ｏ　 波摸科鹅　　ｉｏ　 脚学药掠　　ｕｏ　 窝屙卧?

　 而耳二儿　　ε　 德北黑格　　ε　 叶绝雪野　　　ｕε　 国喂帼

□ε　 缺月热倔　　ａｉ　 岩街摆鞋　　ｉａｉ　 届谐解懈　　ｕａｉ　 怪快坏外

□ａｉ　揣衰甩帅　　ｅｉ　 飞推屡杯　　ｕｅｉ　 威归葵灰　　□ｅｉ　追垂蕊水
ａｕ　 包窖猫蒿　　ｉａｕ　标交苗腰　　 　 斗竹绿嗽　　 　 丢育秋牛

ａｎ　 安般端感　　ｉａｎ　边棉泉烟　　ｕａｎ　 官宽弯碗　　□ａｎ　捐宣圆穿
　 根恩杏针　　 　金京循英　　 　滚横温坤　　 　均群永顺
　 邦滂忙昂　　 　江枪亮养　　 　 光荒汪匡　　 　庄窗霜闯
（ ）公空风翁　 　 穷兄拥荣

声调４个
阴平　４５　妈中山阴　　　阳平　２１　麻华明阳　　　上声　５３　马语水赏
去声　２１４　骂调秀去

第五节　汉阴方言内部差别

由于历史上移民的原因，汉阴话内部又有本地话和客籍话的重要区别，虽然在几百

年的交际过程中，差别逐渐缩小，以致形成了汉阴方言系统 （基本一致的声韵调及语

法），但这种差别性仍是汉阴方言和湘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１本地话 （城关话为代表）有舌尖前圆唇元音 ［□］以及 ［□］为介音的一组韵母 ［□ａ］
［□ａｎ］［ ］，这些韵母只与 ［ｔｓ］［ｔｓｈ］［ｓ］声母相拼，客籍话 （涧池话为代表）则是 ［］

［ ］［］与之相对应，漩涡话则是 ［］［ ｈ］［］与之对应。比较如下 （每一行

字与第一个字调类相同）：

城关话、涧池话、漩涡话介音与韵母、声母相拼差异一览表

表２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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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并、定、从、澄、崇、群”这６个全浊声母字在今普通话里读音规律是平送仄
不送 （气），汉阴城关话与之相同，而在涧池话里上述６个古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一律变
为不送气清音。这是典型长沙话的特点。比较如下：

“并、定、从、澄、崇、群”６个字在本地话和客籍话中，读音差异对比一览表
表２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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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城关话和涧池话在文白异读方面也有不同特点，涧池话文白差别大，城关话差别
小，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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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话和涧池话在文白异读方面差异一览表

表２８－６－８

４城关话和涧池话、漩涡话在 “知”“照”组合字声母是不同的。比较如下：

本地话和客籍话中，“知”“照”组合对比一览表

表２８－６－９

５在古合口呼韵母方面，城关话多有 ［ｕ］介音，涧池话、漩涡话往往失落 ［ｕ］介
音成为开口呼韵母。比较如下：

本地话和客籍话中，［ｕ］介音对比一览表
表２８－６－１０

以上５个方面是本地话和客籍话差别性特点，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完全是地域性差别。
例如，在离县城３千米的月河村讲客籍话，在远离县城２０多千米的双乳镇却讲本地话，
甚至远离县城五六十千米的南北山区也有本地话方言岛 （本地人家族居住地域）。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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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客籍人杂处的地方，本地人能讲类似双语现象的话，见了本地人讲本地话，见了客

籍人讲长沙话。双乳后湾村李氏家族祖籍广东梅县，先迁湖南，再迁陕西，直到新中国

成立初还用族规强制家族内部必须讲客家话，对外却讲汉阴本地话。

本籍人与外籍人虽长期杂居，但语音互殊。例如：

“穷不离书，富不离猪”各地说法对照表

表２８－６－１１

“吃、说、穿、黄瓜、老鼠”各地说法对照表

表２８－６－１２

第六节　民　谚

谚语

雨落五更头，行人你莫愁。

除夕要黑，立春要晴。雨水要淋，清明要明。

老牛老马过一冬，端怕正、二月的摆头风。

小暑南风十八朝，晒得南山竹也焦。

八月十五下了雨，正月十五雪打灯。

九月雷声发，冬干一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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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不宜甲子雨，四季不宜丙寅晴。

秋收不秋收，只看五月二十六 （下雨）。

二月二晴，树叶落两层，二月二下，树叶搭成架。

大寒见三白，农家食不缺。

歇后语

半夜吃柿子———捡软的捏。

快刀切豆腐———两面光。

水牛掉在井里———有力使不上。

包脚布围脖颈———臭了一转转。

半夜睡在磨盘上———想转了。

驼子作揖———起手不难。

卖布掉尺子———胡扯。

土地老爷住茅屋———有福不受。

高粱秆搭桥———难过。

李天师看地———能上能下。

染匠下河———摆布够数。

寿仙老上吊———活得不耐烦了。

眨巴眼看太阳———一手遮天。

钟馗老爷开饭店———鬼都不上门。

《玉匣记》做枕头———梦啥说啥。

三百斤的野猪———一张嘴厉害。

张飞卖肉———光喊不割。

一跤跌到酒缸里———豁 （喝）起来。

秤杆拄路———心 （星）上心 （星）下

空棺材出丧———木 （目）中无人

叫花子卖米———只有一升 （声）

檀香木做犁辕———屈材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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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编

人　物

汉阴人杰地灵，出生于汉阴的文化巨匠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学术史上有着重大影响。战争年代，汉阴

儿女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踊跃参军，奋勇杀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更是人才辈出，各行各业英模成林，有忠于党的事业的人民公仆，

有献身各条战线的楷模，有科学攻关的专家学者……彰显了汉阴各个时

代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第一章　人物传

沈兼士 （１８８７～１９４７）　中国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
案学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出生于汉阴县城，１６岁迁西安，
１９岁赴日本进修机械制造专业，课余师从章太炎。１９１４年入北京大
学，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大学

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长

等职。“五四”运动时期，倡导写作新体诗。在训诂、文字、音韵、

档案学等领域独树一帜，卓有建树。著有 《段砚斋杂文》 《广韵声

系》《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等。

１９２２年，清朝皇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 《四库全书》

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１２０万元。此事被沈兼士获悉，于是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
对，其事遂寝”，使其免遭日本政府劫难，成功地阻止了国宝的外流。１９２７年，瑞典人斯文
赫定组织所谓 “中亚探险队”，准备前往新疆、甘肃等地考察，沈兼士知道后，为防其肆意

掠取中国历史文物，便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名义致函外交部，呼吁停发其护照，又致函沿

途各省阻止其活动，迫使斯文赫定亲自到北大造访他，答应以不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文物在

中国保存等为前提，由中瑞双方联合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考察。

沈士远 （１８８１～１９５５）　著名学者， 《庄子》研究专家。祖籍
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出生于汉阴县城。２２岁从汉阴迁西安，２６岁
返祖籍。曾任北京大学预科乙部教授、庶务部主任、校评议会评议

员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燕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

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

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民国政府考试院考选委

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主任。

沈士远任北大庶务部主任时，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是同事。１９２０年１月的一个傍晚，军阀政府要在当夜逮捕陈独秀，沈士远巧妙地
将此消息告知陈独秀，让他连夜躲避。第二天早晨，在李大钊的陪同下，陈独秀换装乘

骡车离开北京，得以脱险。１９２１年春夏，北京爆发了旨在发展教育事业，争取教职员生
存权利，反对北洋政府黑暗统治的索薪斗争。北大等８所高等院校各选派３名代表组成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多次游行、请愿未果。６月３日，各校教师学
生千余人到政府请愿，却遭到殴打。“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

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

人事。”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８校长达４个多月的索薪和为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以
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为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
沈士远和沈尹默将李葆华藏匿家中，之后由沈士远护送至周作人家中，而后送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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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尹默 （１８８３～１９７１）　原名沈君默，号秋明，著名学者、诗
人、书法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出生于汉阴县城，

２０岁迁西安，２２岁赴日本留学，２４岁返祖籍。曾受聘杭州师范、浙江
高等学校教历史、国文。１９１３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
文门研究所主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沈尹默力挺

蔡元培对北大的全面改革，向蔡元培提出三点改革主张：一是北大经

费要有保障；二是成立评议会，教授治校；三是规定隔一定年限，派

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五四”运动时期，为 《新青年》轮值主编

之一，首倡新诗，且工旧体诗词，卓然名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

长、上海书法篆刻委员会主任、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精研中国书法，被海内外誉为一代书

宗和现代书法第一人。著有 《秋明室杂诗》《秋明室长短句》《入蜀词》《历代名家书法经

验谈辑要释义》《二王法书管窥》等。

温习珍 （女，１９０４～１９７８１０）　汉阴县城关镇人，生在书香门第，先后就读县女子
学堂、安康兴安师范，毕业后被县教育科和驻县省督学委派至县新街女子小学任教。民

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被推举担任县天足会 （号召妇女放足）会长，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任县妇女会理事长。辗转城乡教书育人，倡导抗战后方募捐、接济贫苦乡邻，为
汉阴早期社会文明进步做了许多工作。

蒋秦峰 （１９１２１～１９９０５）　汉阴县双乳镇人。１９３６年参加
上海文化界 “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１９３７年 “七七”事变后离

开上海投奔延安，９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结业后任中共中央教导大队文化教员、教育主任、教育股长。参加

延安大生产运动，获 “特等劳动模范”称号。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

中央警卫团作战参谋、副参谋长、中央警卫师副参谋长。后调任湖

南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副总队长、湖南省公安总队副总队长、长沙电

机厂副厂长、湖南日用化工厂党委书记、湖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副局

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利用工作之余，先后撰写 《在毛主席周围》《周总理二、三事》《任

弼时转战陕北》等革命回忆录。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校军衔，１９６２年晋升为上校军衔，１９５７年
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１９９０年５月，在湖南长沙市病逝。

曹义尚 （１９１８８～１９９１３）　汉阴县鹿鸣乡李家庄人。１９３５
年１０月参加陕南游击纵队，在部队曾任营长、副团长、团参谋长，
１９５０年６月转业到湖南衡阳铁路局冷水滩段任段长。１９５１年５月
因朝鲜战争爆发再次入伍，到武汉市公安总队三团任副团长、团

长。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转业，先后任湖北省燃料工业厅人事处处长、手
工业管理局组织处处长，湖北省委党校总务处处长、顾问。他转

战大江南北，身经数十次大小战斗，１９４８年在解放锦州战斗中，
立大功１次，在其他战斗中８次立功受奖。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校军

９６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衔，获八一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１９９１年３月逝世。
柯玉录 （１９０７１～１９９４１０）　汉阴县上七镇人。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１０月到陕西

警备二旅四团沈玺亭部当兵，民国二十三年 （１９３４）２月随堂兄柯玉寿参与安康起义，参
加红三十军第一纵队，行动失败后，辗转到汉阴参加何继周 （何振亚）领导的陕南游击

纵队。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３月随部北上，８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参加阳明堡 （东海

口）、平型关战役和黄牛蹄、新店等反扫荡战役。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在山西大沙河战
役中负伤，左肩中３枪，左侧腋后六肋间中１枪。民国三十七年 （１９４８）参加瓦子街战
役，下颌受伤，子弹侧穿口腔，大部分牙齿脱落，转移到延安枣园疗养，被民政部门确

定为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１９５６年从延安复员回家离职休养。
蒋友谅 （１９３６３～１９９６１０）　汉阴县双乳镇人，中共党员。系

蒋秦峰之子。中国力学学会会员、中国兵工学会会员、北京理工大学科

学技术学院学术和学位委员会会员、教师评聘理科评审组成员。１９６０
年北京工业学院第三机械工程系毕业留校任教。１９８３年５月晋升副教
授，１９９１年获得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教师称号。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晋升教授、
硕士生导师。发表学术论文５０余篇，《有限元法基础》《非线性有限元
法》获北京理工大学优秀教材二等奖。被香港理工学院聘为长期客座

教授，几次赴香港讲学，享有盛誉。出版 《计算结构力学》《机械设计

手册》《中国电力百科全书·水利水电卷》等学术专著。主持 “ＳＡＰ５程序的移植与推广”科
研课题获原第五机械工业部技术改进成果二等奖，“大型复杂结构弹性系列静力、动力分析程

序 （ＳＡＰ５）”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王玉田 （１９３０６～１９９７５）　汉阴县双乳镇人。１９５８年被双乳

公社选拔为双乳大队副大队长，１９５９年任大队长，１９６０年任大队党
支部副书记，１９６５年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玉田任大队干部期间，
着力抓好民兵 “政治、组织、军事”三落实工作，因地制宜学习大

寨精神，抓好农业生产。“四清”运动和 “文革”时期，双乳大队不

仅社会秩序井然，且粮食生产连年增产。１９６８年３月，王玉田被提
拔为双乳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不脱产，任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
１９６８年９月，又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汉阴县革命委员会，任副

主任 （任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６９年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７６年１月，以农村基层干部代表身份到县农业机
械局蹲点，以贫下中农代表身份挂蒲溪中学校长，１０月任中共双乳
公社党委副书记 （半脱产），１２月升任中共双乳公社党委书记，１９８３
年７月由双乳公社党委书记转任双乳乡经济管理委员会主任，１９８９
年以半脱产干部身份退休。１９９７年５月病逝。

李荣汉 （１９１９７～１９９８４）　汉阴县漩涡镇群英村人。初小
文化。１９７６年１月至１９７９年１２月，担任漩涡区农械厂副厂长。１６
岁开始学习木工、漆工、土木建筑工程技术，从事民用建房，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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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见长。对栅架构建、垛梁处理、建筑构图、材料预算等十分精通，为方圆数百里称

著的能工巧匠。１９５８～１９７４年，承建原漩涡区公所、漩涡供销合作社、漩涡粮管所、漩
涡中学、原汉阳区公所、汉阳粮管所、汉阳电影院、汉阳中学等工程。１９７５年组建漩涡
区农械厂，承建各类建筑工程、农田基本建设、打造农耕工具、家庭生活用具。

杨泳元 （１９３４１～１９９９６）　汉阴县蒲溪镇后坝村人，大学文
化，无党派人士。１９５６年参加工作，长期在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
持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担任高级实验师、课题研究负责人。２０世
纪五六十年代，从事土壤理化分析研究。７０年代后，从事生命元素
与人体健康关系研究，发表科研论文３０余篇。主持的 《口服亚硒酸

钠预防克山病及其硒与克山病关系的研究》获陕西省科学大会奖、

全国科学大会奖，《克山病非生物病因研究》获全国医学卫生科学大

会奖，《农作物喷硒预防克山病的试验研究》获中科院科学研究成果

三等奖，《粮食作物喷硒防治大骨节病三年效果观察》获宝鸡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

奖，《我国低硒带的发现与克山病、大骨节病病因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

田恒五 （１９２０３～２００２２）　 汉阴县铁炉坝 （今宁陕县辖）人。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七七事变”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五期。毕业后，历任参谋、骑兵独立营长、
作战科长等职，国民党少校军衔。１９４９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０年复员回原籍，创
建汉阴建筑社，从事建筑设计工作。１９８０年从汉阴县建筑二公司负责人岗位上退休，在
西安创办 “秦华楹联工艺馆”，获专利３０余项。１９９４年８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为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１９９６年试制三餐筷套，获得国家专利，在北京参展获全国奖。

马友山 （１９１３６～２００２５）　原名马运福，汉阴县平梁镇人。
童年家境贫穷，从未上过学。８岁给他人放牛，至１８岁其堂舅介绍
到县衙当差。１９３６年１月，同酒店村三组郭成文等参加陕南游击纵
队，１９３７年调到太原行署警卫连任副班长，１９４１年在山西安子县
公安局先后任班长、所长和排长，１９４３年 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７年８月任豫西军区干部队队员，同年１２月任河南新野县军分
区司令部警卫班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任陕南军区 （湖北郧阳）通讯连排

长，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任陕西军区通讯连排长。他身经大小战斗 ２０多
次，身体多处受伤。１９５１年被安康分区授予一等功臣，１９５２年转任宁陕县人武部任政干，
同年８月自愿回老家务农。

刘寅初 （１９１２～２００２８）　汉阴县涧池铺人。１９２７年被推荐入省立第七师范学习，
１９３１年考入北平民国学院攻读新闻专业，受教于新闻名宿张友渔、萨空了、王夕彬等。
１９３５年毕业回陕，出任 《工商日报》记者、编辑主任。“西安事变”期间，积极支持张

学良、杨虎城将军兵谏，大量刊载抗战救亡文章和诗词，遭国民党政府查封。后与旅省

同乡梁鸿江、沈继芳等，在西安成立 “抗日救国会”，创办 《打击》周刊，因时局动荡，

筹资困难，未逾一年被迫停刊，便就任 《西安日报》编辑。不久被汉阴简师聘为 “小学

教师抗战训练班”班主任。未几，调汉阴中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调入安康高中任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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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直至退休。１９８４年受聘于安康师专，讲授古典文学。相继任陕西省文史馆馆员、
民主同盟会安康支委委员，政协安康县第六、七、八届委员、常委，安康地区文物管理

委员会委员，《安康县志》特邀编辑。省文史馆编辑出版的格律诗词集 《太华松韵》收录

其诗词近５０首。
梁唐晋 （１９１０８～２００５４）　原名梁鸿江，又名恨天。汉阴

县城关镇中堰村人。１９２１年考入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今安康第一

师范），１９２５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深造。１９３４年在北平组织
“读书会”，秘密进行革命宣传。１９３６年参加上海青年文艺界救国
联合会，投身抗日救国活动。１９３７年在上海参加苏联人茹科夫情
报组，后到西安创办 《打击》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是年

冬回汉阴中学任教，后任汉阴简易师范教导主任。１９３８年秋，先
后在陕北公学、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政治教员研究班学习。

１９３９年后，任抗大一分校教员，是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０年调往山东，辗转鲁南，
历任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建国学院指导员兼教员、山东大学辅导科副科长、山东省滨

海军分区宣传科长、山东海防办事处宣传科长。１９４７年南下武汉，任南下行军大队副大
队长、党委委员。１９４８年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督学、中原大学二分部主任，１９４９年１１
月受命到广西筹备创办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同年又受任桂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代表接管

广西大学。１９５０年１月出任广西人民革命大学秘书长、教务长、党委书记。为广西输送
了１６８００名当时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人才，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清匪
反霸、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及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１９５３年，被政务院总
理周恩来任命为广西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广西教师进修学院院长、党委

书记。此后，历任中共桂林市委委员。“大跃进”期间，派任广西全州县委书记，后又调

任广西农学院副院长。１９６４年调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回广西任广西林学院院长、广西
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文革”期间，遭受摧残，在广西农学院劳动改造。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落实政策，任广西农学院院长、党委书记。１９９４年９月，中央组织部批准，享
受副省级待遇离职休养。梁唐晋在高等院校执教和担任领导工作５０余年，一生寄情书法，
爱好诗词歌赋，尤爱鼓词和说唱文学，著有 《唐晋诗歌选》 《广西革大校史》、回忆录

《熔炉》等。曾在 《大公报》发表 《怎样做思想总结》，对当时知识分子改造工作起了很

大作用。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２日在 《广西日报》上发表的 《发扬革大传统办好当代教育》，全

面回顾总结了革大办校经验，对于办好当代教育很有参考价值。

书法作品录入全国 《百名寿星书法集》。

王　展 （１９１８２～２００５４）　汉阴县城关镇人。１９３４年 １２
月加入陕南游击纵队，先后参加攻打五里铺、涧池铺和宁陕，在

洋县迷峰岭战斗中负伤，躲在大山里老乡家养伤，一个月后返回

部队。１９３６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讯员、班长、学员、
排长、副连长、连长、晋察四分区平县大队副大队长、抗大学员、

管教学员、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参谋长、副团长、普洱边防区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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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员、云南楚雄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参加过保卫延安、吕梁、晋南、浪河、

豫西、淮南、渡江、两广、进军大西南、云南剿匪等多次重大战役。作战英勇，出生入

死，在进军大西南、云南剿匪战役中获三十九师表彰奖励，并获多枚战斗军功章。１９５５
年授上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大校军衔。

刘同茂 （１９１１３～２００５６）　陕西近代著名皮影制作艺人，
汉阴县城关镇人，幼年丧父，读过两年私塾，学过香蜡制作手

艺，后开磨坊，加工豆腐。民国中叶开始迷恋皮影戏，研习皮影

刀刻艺术，并吸取剪纸技法和国画的 “散点透视”法则，还把

复杂的立体空间进行平面处理，产生平面装饰的效果。其剪技灵

巧，形象逼真，构图精到，刀法娴熟，以古现代皮影戏人物见

长，８０余年的皮影创造，制成图影 １３万余件，远销省内外，
被省、市、县文化管理机构收藏。

沈兰华 （１９２７４～２００５８）　汉阴县涧池镇 （原凤亭乡龙王

沟口）人，其书法尤以行楷见长，行笔力透纸背，墨法浓淡有度，

结体飘逸潇洒，字字苍郁古朴又有肌肤之丽。他的书法，融碑帖于

一炉，运笔可见北魏郑文公碑、崔敬邕墓志、张猛龙碑等痕迹，又

可见 “二王”划空取势之腕力；构架从唐人欧阳询、褚遂良、李邕

等大家，又借宋代苏、黄、米、蔡之体态，古笔新意，美奂天成。

自创特色，终成大家，为蜚声海内外的农民书法家。１９５１年考入陕
西银行干校，毕业分配到汉阴县银行铁佛营业所工作。１９５５年调入

宁东林业局任会计，１９６１年辞职回乡劳动。１９８４年参加全国农民书法家大展并获奖，
１９８８年参加全国首届 “神龙杯”老同志书画篆刻评选大展，作品被中国书院书画报社收

藏，１９８９年被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吸收为会员。１９９０年参加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作品大
赛获优秀奖，并被该学会接纳为会员。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的作品就走出国门，被海
外行家收藏。其匾额、楹联、作品分别在户县草堂寺、药王庙、西安书院门、钟楼、莲

湖公园、华清池、北院门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著名人文古迹和旅游景点悬挂。汉阴

“三沈”纪念馆建成后，主动捐赠作品８０幅。
尤茂钱 （１９２３５～２００５１２）　汉阴县城关镇龙岭村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国民党部当兵。１９４９年随军起义，加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６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尤茂钱
用炸药炸毁敌坦克两辆，毙敌十几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第

二次庆功大会上，尤茂钱被授予一等功臣。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复员回
乡从事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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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玉堂 （１９１３９～２００９９）　汉阴县平梁镇人，出身于贫苦农
民家庭。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被国民党拉丁当兵，１９３１年７月在湖北广济县
被解放入伍，在红十一师当战士，１９３２年８月在红四方面军九十三
师任班长，后在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任排长、连长。

１９３３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任红四方面军
九军二十五师营长。参加了长征，两次过草地。１９３７年２月，西路
军因作战失利，胡玉堂被俘，后逃回。是年４月被编入援西军随营
学校学习，１０月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连长，１９３８年８月
升为营长。抗日战争中，参加过 “百团大战”。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率部参加保卫八路军兵工
厂所在地黄崖洞的战斗，抗御日军板垣师团的进犯，鏖战８天８夜，毙伤日军１０００多人，
保卫了兵工厂的安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任陕北南下支队七团参谋长。１９４５年８月，调任新
四军五师挺进纵队二团团长，在河南西平县争取和瓦解敌保卫团起义投诚。１９４６年率团
参加中原突围，为先遣队。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调任第二野战军十二纵队二十八旅八十撒播团团
长，曾率团攻打河南邓县，参加皖东战役。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调任湖北军区独立四师副师长，
两次攻打襄樊，较好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是年，随大军过江，在湖北、湖南交界的山区，追

剿国民党残匪，建立地方政权。１９５０年４月，调任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副司令员，１９５２
年１１月任江西抚州军分区司令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
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１９５７年任江西九江军分区司令员。１９６４年离休，享受正
军职待遇。２００９年９月在西安病逝。

沈启贤 （１９１１６～２０１０１）　汉阴县双乳凉水泉人，正团职
离休干部。１９３０年参加第十七路军。１９３６年９月９日，时任陕西
警备二旅四团四连排长的沈启贤处死反动连长，率该连在商县夜村

起义，遭敌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辗转至宁陕龙王沟参加陕南人民

抗日第一军，任参谋长。１９３７年２月北上编入红第十五军团警卫
团任参谋长，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８月，进入延安抗大
学习，后任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教导

营营长，新四军四师十旅参谋长，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二十九团团

长，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吉江军区参谋长，北满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五师师长，东北人民解

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师长、一四五师师长。先

后参加了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湖北、湖南、广西等一系列重大

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九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三

十九军参谋长、志愿军空军参谋长，第一批入朝参战，在朝鲜云山地区取得了全歼美军

骑一师第八联队的重大胜利，参加了朝鲜一、二、三、四次反攻战役，直接参与指挥了

追歼美军第二师、突破临津江全歼美伪军两个多师等战斗。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７年，调任南京
军事学院空军系副主任、主任，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任空军学院副院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
受迫害被下放三机部陕西宝鸡２１２厂蹲点劳动。１９７５年，复查平反，经中央军委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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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空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荣获三级 “八一”勋章、二级

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及朝鲜独立自由二级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

荣誉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８３年退出领导岗位，２０１０年１月在北京病逝。

第二章　人物录

宋恩祥　１９３０年１月出生，山东省菏泽县人，１９４７年２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９年２月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７６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３师历任排长、通讯参
谋、连长、营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等职。１９７６年转业到汉阴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县人民政府顾问。１９９１年８月离职休养。离休后担任汉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积极
投身于老区建设调查研究，个人撰写调查报告２０余篇。２０多年来，争取老区建设资金
４４００余万元，惠及１０４个行政村８７万老区群众。

胡卿发　１９３２年１月生，安康县 （今汉滨区）人，中共党员。１９５１年分配到汉阴县医
院，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在西安医学院就读，１９６１年任县医院医师。１９７３年任县卫生学校校
长、县医药科研所所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主持研发 “ＺＤＺ碎解杀灭精子”科研项目通过国家
科技成果鉴定，由国家科委发布研究成果公报，在世界卫生组织学术会议上交流，并以英文

在香港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科普文章、纪实小说、报告文学、外文讲义公开发表，陕西省

人事厅授予研究员职称。１９７８年获陕西省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６年获全国计划生育科技进步三
等奖、全国计划生育先进个人、陕西省科技先进工作者、省计划生育先进个人、当选陕西省

第六届党代会代表，１９９２年被国务院授予 “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欧龙吟　曾用名欧定成，１９３５年７月出生于汉阴县城关镇，中共党员。１９５１年初中
毕业考入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军干校，１９５２年８月参加抗美援朝，１９５４年被选调到志愿军
政治部文工团，１９５８年回国，随志愿军文工团在北京汇报演出，１９６１年调入总政歌舞团。
１９６４年参与 《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排练、演出和录音、录像。１９９０年６月，随歌
舞团再次赴朝演出。退休后，致力于少儿小提琴教学工作。享受部队文职师级待遇。

丁荣德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生，石泉县人，中共党员，副编审。１９５２年参加工作，１９５９年７月
毕业于安康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９年８月调任石泉 （汉阴）师范学校教员兼校
团委书记，１９６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９年８月在汉阴县委宣传部工作，１９６９年９月至１９８３年１月先后
在汉阴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政工组和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工作，历任县委秘书组组长、

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３年２月至１９８４年６月任蒲溪区副区长，１９８４年７月任汉阴县志办公室副
主任。先后主编 《汉阴县志》《汉阴年鉴》（两卷），点校旧县志８册。新编 《汉阴县志》获陕
西省一等奖、全国二等奖，个人被评为陕西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还被政协汉阴县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聘为 《汉阴县文史资料》执行主编，编辑３辑 《汉阴县文史资料》。
谢昌余　１９３６年出生，汉阴县城关镇人，１９６０年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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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会兰州分会工作，后调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担任 《红旗手》《甘肃文艺》期刊编

辑。改革开放后，担任 《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主编。１９９１年，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
辑，后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编审各类图书１００多部，写作文艺评论、文艺
随笔、杂文、论文３００多篇，１００余万字，撰写 《改革的潮流与文艺批评的发展》《邓小

平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第五代批评家》颇具影响。结集出版个人论文集 《文踪探访

录》。参与编著学术专著有 《毛泽东文艺美学研究专集》《邓小平文艺思想初探》。

沈兰珠　曾用名洎生，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１日出生，汉阴县城关镇人。１９５５年考入陕西师范大
学。１９５７年９月分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县第一中学任教，１９５８年７月调中共乌苏县委宣
传部。１９６２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乌苏县委农工部副部长，１９７０年任乌苏县科委
主任，１９７５年任中共乌苏县委副书记，１９８６年任县委书记，１９９１年任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常
务副专员，１９９３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厅副厅长、党委书记，２００２年退休。曾３次被地
区、自治州、自治区评为先进党务工作者，两度被自治区评为经济建设有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张宗国　 １９３７年生，汉阴县城关镇中坝村人。１９５７年安康农校毕业分配到汉阴县农
业技术推广部门工作，１９８８年晋升为高级农艺师。历任汉阴县种子公司副经理、县农牧
局农牧股股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兼苎麻技术推广站站长，政协汉阴县委员会

一、二届委员，三、四届副主席，陕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汉阴县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陕西省种子协会会员、安康市农学会会员。１９８３年１２月获
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荣誉证书，１９９１年１月获省农业厅苎麻良种高产栽培与生产基地建
设三等奖，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获省农业厅玉米增产工程奖。

查振坤 （女）　１９３９年９月生，汉阴县人。陕西省教育学会理事、省小学语文学会常
务理事、安康地区小学语文学会会长。１９５７年８月参加工作，在涧池小学任教，１９５９年１月至
１９６４年９月先后在石泉日报社任编辑、汉阴县广播站任播音员，１９６４年９月至１９８８年８月再
度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涧池小学、新街小学 （城关第一小学）任教，１９８８年９月至１９９９年４
月在汉阴县教研室任专职教研员、教研室主任。首创 “作文早起步”教学改革试验，打破小学

语文教学 “先识字、再阅读、然后作文”的三段式教学模式，从一年级起，采用多种形式进行

作文训练，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其论文、专著、教学讲义在全国发表推行。１９７９
年、１９８３年两次获全国 “三八”红旗手称号，１９８２年获陕西省劳动模范，１９８７年当选为中共
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被评为陕西省 “十佳”职工，１９８９年被省人民政府授予 “有

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２年被评为陕西省 “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并获
省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２００８年获陕西省首届 “百名优秀母亲”称号，２０１０年３月被陕西
省妇女联合会授予 “百年三八、杰出女性”荣誉称号。

梁世成　１９４０年５月出生，汉阴县城关镇人。１９６０年考入青海农牧学院，１９６３年分配到
黑龙江省北大荒支边，先后任通河县副县长、松花江地区农业局副局长、地委常委、常务副专

员、黑龙江省科技厅党组副书记等职。在社教、“文革”等政治运动期间，埋头良种繁育和管

理科学的钻研，培育 “丰产号”抗病良种在全省推广，培养了全省著名水稻育种专家元钟龙

（朝鲜族）。在省科委分管农业科技时，曾到美国等国考察，学习掌握世界农业现代科技，实施

一系列重大农业科技项目，被评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全国扶贫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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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新　１９４１年２月生，汉阴县涧池镇人，中共党员。１９５９年安康师范学校毕业，
在蒲溪中学等校从事教育工作至退休。１９８７年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函授）本科毕业，

１９９１年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函授）本科毕业。先后在全国汉语音韵学研究班、华中

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离职进修。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修辞学会会员、陕西省语言

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学高级教师。２０００年７月被省政府授予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退休后
被安康师范专科学校、安康学院聘为中文系兼职教授。主要论著刊入 《汉阴县志》《岚皋

县志》《西北方言民俗》《汉语方言语法》《沈尹默新诗浅析》等志刊。

张仁莲 （女）　１９４９年生，汉阴县双河口镇人，中共党员。历任汉阴县妇联主任、
陕西省妇联安康地区办事处主任、宁陕县委书记、安康地委政法委书记、安康市委副书

记、安康市纪委书记、安康市政协主席。１９９５年４月作为中国妇女界代表参加第四次世
界妇女大会。担任安康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作期间，与安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

《行风热线》，仅２００４年就接到投诉９００多条，有７００多条得到解决。任安康市政协主席
期间，与安康人民广播电视台联合开办 《社情民意直通车》栏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热

点、难点问题，为人民群众与政协搭建交流平台。

邹东涛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出生，汉阴县城关镇人，中共党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组部直接联系的知识分子、国务院项目下放专家组成员、

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１９７９年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分配到安康地区 “五七”干校任经

济理论教员，最早提出 “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的观点。１９８３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管理
学硕士研究生，发起成立西北大学研究生会，任第一任会长和党支部书记，并担任西安

地区研究会联合会主席。１９９３年 ８月招考为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１９９４年１月任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９９年调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先后发表 《政府决策科学化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创新

———改革年华的探索》等著作。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应邀到美国出席 “中国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第

１１届年会”，发表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共独特的发展道路》主题讲演。

李隆毅　 １９５１年３月生，汉阴县城关镇人，中共党员。１９７０年参加工作，历任汉阴
县粮食局副局长、乡镇企业局局长、县委组织部部长、县政府副县长、紫阳县政府县长、

安康市财政局局长、安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间，推动企业股权改制，解决企业融

资，狠抓技术改造，增强市场竞争力，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突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谢世亭　 １９５１年８月生，汉阴县蒲溪镇盘龙村人。１９６９年２月入伍，１９７１年入党，
１９７３年提升为干部，历任会计、助理员。１９９２年任青海省同德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
同德县委常委，１９９３年任青海省海北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军分区党委常委，１９９５年任青
海省军区审计处处长、后勤部党委委员，上校军衔。多次受到原兰州军区通报表彰，立

三等功１次。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表彰１次。
洪小康　 １９５４年３月生，汉阴县城关镇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历任安康地区

水电局副局长、局长、党组书记，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１９９１年调陕西省水利厅，１９９５
年１０月任水利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１９９８年获省水利科技推广一等奖和省农技推广成
果二等奖。２００４年国家防汛总指挥部表彰其为 “２００３年度防汛抗旱先进个人”。撰写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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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水利资源开发利用调研报告，获省委、省政府２００５年度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邓贤艺　 １９５４年４月生，汉阴县城关镇人，１９７４年９月考入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

１９７７年９月分配到宝鸡峡水利工程管理局工作，１９８３年９月调入汉阴县水利水电局，１９９１年３
月选调到陕西省水利厅工作，历任陕西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总工

程师、国家防汛抢险专家、省泥沙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省水利学会减灾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中国水利学会高级会员。曾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陕西省水利科技进步一等奖。

赵立明　 １９５５年６月生，汉阴县涧池镇人，主任医师。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７年在安康市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４年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任校医，１９９４年调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工作。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会员，中华医学会高压氧医学分会会员，

发表论文２０余篇。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获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韩发明　 １９５６年６月生，汉阴县人，毕业于西安政治学院，中共党员。１９７６年１２

月入伍，１９９３年３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政治部干部科科长，１９９６年３月任新
疆可可托海矿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在步兵第四师十一团荣立三等功１
次，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在兵团军事部荣立三等功１次。

赵奎山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生，汉阴县涧池镇中青村人，１９８７年成立汉阴县首家经济技术信息
服务部，１９８８年在涧池创办植物酸厂。１９９３年自主研发ＰＡ－２型抗氧化保鲜剂通过省级鉴定，
在１９９４年国家科委和陕西省共同举办的新产品博览会上获后稷金像奖。１９９６年研发天然抗氧
化保鲜剂ＰＶＡＣ新产品，２０００年又研发出环保型金属钝化剂。２００５年注册成立安康市金茂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安康世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出品自主权，研发成功高纯度植物

酸提取新工艺，其产品走出国门，入驻欧美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保洁公司唯一供应商。

２００８年研发成功高效环保型生物防锈颜料，获得３项国家发明专利。

第三章　人物表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获省部级以上表彰先进人物表
表２９－３－１

姓　名 工作单位 受奖名称 受奖时间 批准机关

姚荣秀 （女） 城关一小 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８ 国家教委

邓功森 蒲溪小学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８９ 国家教委、人事部

张代林 城关中坝小学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８９ 国家教委、人事部

马范荣 （女） 漩涡小学 德育先进工作者 １９８９ 陕西省人民政府

何　波 汉阴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８９ 国家教委、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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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受奖名称 受奖时间 批准机关

赵秀珍 （女） 县人民医院 全省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０ 陕西省人民政府

沈兰平 油橄榄示范场 全国农村青年星火科技带头人 １９９０ 共青团中央、国家科委

蒋孝琬 蒲溪机械厂 全国轻工业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０ 轻工业部

张代顺 城关小学 全国优秀教师、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１ 国家教委、省政府

戴定成 长窖小学 全国优秀教师 １９９１ 国家教委、人事部

乔代宴 汉阳文教组 学雷锋先进个人 １９９１３ 陕西省委、省政府

陈辉星 城关一小 优秀中小学校长 １９９３９ 陕西省人民政府

赖育高 汉阴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

陕西省特级教师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国家教委、人事部

陕西省人民政府

沈继萍 县环境保护局 全国环保宣教先进个人 １９９４ 国家环保局、共青团中央

张卫军 云南省军区 一等功臣 １９９４ 云南省军区

张　艳 县统计局

国家级综合部门第三

产业普查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４

国务院全国第三

产业普查协调小组

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２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彭太年 县人民医院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１９９５ 卫生部、人事部

陈泽贵 县老干局 全省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 １９９５ 省委、省政府

胡广毅 县文教局 先进工作者 １９９５４ 文化部、人事部

朱卫安 县公安局 全省严打先进个人 １９９６９ 陕西省委

沈润兰 （女） 蒲溪镇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７４ 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

陈巧芳 （女） 城关一小 陕西省劳动模范 １９９７７ 省委、省人民政府

栗冰仑 县体育场

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先进

个人、县 （区市）体育先进

个人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

国家体育总局

欧常坤 县公安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保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人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公安部、国务院妇女儿童

工作委员会

蒋孝和 县林业局
板栗低产林改造技术推广三

等奖
１９９７ 陕西省人民政府

余昌华 城关镇政府 劳动模范 １９９７ 陕西省人民政府

张友堂 县人武部 拥政爱民模范 １９９７ 民政部、解放军原总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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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受奖名称 受奖时间 批准机关

陈国芳 县统计局

全国先进个人 １９９７
第一次全国基本

单位普查办公室

全国先进个人 ２００３
第二次全国基本

单位普查办公室

陈洪波 县统计局 国家级先进个人 １９９８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

沈继秀 （女） 十星级文明户标兵 ２０００ 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

张德新 蒲溪中学 陕西省特级教师 ２０００７ 陕西省人民政府

辛爱民 县公安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２００１ 公安部

刘伍林 双乳镇三同村 劳动模范 ２００２ 陕西省人民政府

刘光兴 涧池镇军坝村 劳动模范 ２００２ 陕西省人民政府

钟明高 县统计局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２
国务院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领导小组

国家级先进个人 ２００５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张玉印 县安监局 全国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２００３ 国家安监总局

刘定忠 县人民医院 抗击 “非典”优秀共产党员 ２００３ 中共陕西省委

袁祖志 汉阴中学 特级教师 ２００３１１ 陕西省人民政府

刘传品 县公安局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２００４ 公安部

谢祖汝 县老干局 全省老干部工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４ 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

夏福军 杜家垭茶厂 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 ２００５ 共青团中央、国家农业部

况江琼 （女） 文化艺术中心 演出二等奖、个人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６ 原国家文化部

张德森 汉阴中学 陕西省特级教师 ２００６ 陕西省人民政府

王天长 县统计局

先进个人 ２００６
国务院全国人口１％

抽样调查小组办公室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８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１０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经济

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

王广胜 汉阴中学 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 ２００７ 国家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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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受奖名称 受奖时间 批准机关

刘修勇 涧池镇洞河村 劳动模范 ２００７ 陕西省人民政府

王彩平 （女） 县教学研究室 优秀教学研究员 ２００７ 国家教委

黄文英 （女） 县公安局 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先进个人 ２００７ 公安部

李　飞 县看守所 个人二等功 ２００７ 公安部

赵良东 县统计局
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先进个人
２００８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

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

黄邦平 涧池镇 嘉奖 ２００９ 中央综治委、中央组织部

沈纪兵 涧池镇 嘉奖 ２００９ 中央综治委、中央组织部

何江涛 涧池镇政府 嘉奖 ２００９ 中央综治委、中组部

高群英 汉阴中学 陕西省特级教师 ２０１０９ 陕西省人民政府

汉阴县离休干部名单表

表２９－３－２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离休前职务

王富有 男 汉 天津大宣古 １９１０１１ 城关粮站 主　任

蒋孝玉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１３１１ 县医院 副院长

武学仁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１４８ 城关粮管所 主　任

王建良 男 汉 山西潞城 １９１５４ 县原种场 会　计

张继武 男 汉 陕西绥德 １９１５１０ 县革命委员会 副主任

钱保山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１６９ 县糖酒公司 经　理

陈振兴 男 汉 山西阳城 １９１７３ 县粮食局 局　长

王怀珍 男 汉 山西兴县 １９１７９ 县五金公司 经　理

郑文和 男 汉 湖北均县 １９１７１２ 县房管所 支部书记

崔大富 男 汉 汉阴双河口 １９１９１ 商业供应经理部 副经理

李思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０５ 县丝织厂 干　部

兰　峰 男 汉 陕西白河 １９２０９ 县教师进修学校 校　长

武则兴 男 汉 山西阳曲 １９２１１ 城关粮站 保管员

汤承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１７ 蒲溪中学 教　师

凡　纯 男 汉 河南舞阳 １９２１１１ 县农机局 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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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离休前职务

张景礼 男 汉 河南庆阳市 １９２２１ 县物资局 局　长

陈传家 男 汉 汉阴永宁乡 １９２２ 县统计局 局　长

文端成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２１０ 铁佛区公所 干　部

刘志民 男 汉 陕西洛南 １９２２１０ 县交通局 副局长

史耀全 男 汉 山西平遥 １９２２１２ 县人大 副主任

赵　忠 男 汉 湖北郧县 １９２３１ 县百货公司 干　部

吴峰山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３２ 县林业站 站　长

周武成 男 汉 河南济原 １９２３３ 中心粮站 主　任

李凤岭 男 汉 河北唐县 １９２３４ 县林场 党支部书记

李国凤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３５ 省地质研究所 干　部

陈关正 男 汉 浙江义乌 １９２３５ 县五金公司 经　理

钱凤林 男 汉 北京交道口市 １９２３７ 县委组织部 部　长

成庭久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３７ 城关镇 副镇长

刘昭坤 男 汉 湖北利川 １９２３１０ 太平中学 教　师

鱼长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３１１ 平梁粮管所 主　任

沈永金 男 汉 陕西安康 １９２３１１ 河南渑池县兵役局 军　转

王春堂 男 汉 山西济原 １９２４１ 县工业局 副局长

李淑梅 女 满 辽宁义县 １９２４３ 县委组织部 干　事

梁培德 男 汉 四川卫县 １９２４４ 县医院 医　士

孙　如 男 汉 山东郓城县 １９２４５ 县粮食局 工会主席

王金兴 男 汉 陕西旬邑县 １９２４５ 县化工厂 厂　长

家治安 男 汉 山西临汾 １９２４６ 县税务局 干　部

杨书杰 男 汉 河南镇平 １９２５１ 县司法局 干　事

刘朗轩 男 汉 湖北丹江口 １９２５２ 县法院 院　长

刘西乾 男 汉 河南兴政 １９２５３ 观音河水库 工程师

徐宏宝 男 汉 江苏南京 １９２５５ 城关镇后街小学 校　长

郝全林 男 汉 河北沙县 １９２５９ 平梁粮食所 干　部

王广吉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５９ 平梁供销社 统计师

２８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离休前职务

张　弓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５１０ 县文教局 教　师

张福荣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５１２ 蒲溪区小街乡 纪检干部

许景璋 男 汉 陕西兴平 １９２５１２ 县委统战部 部　长

胡世禹 男 汉 陕西岚皋县 １９２６２ 县化工厂 干　部

刘汝贞 男 汉 河南遂平县 １９２６３ 县水电局 干　部

陈远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６４ 蒲溪区龙太乡 党委书记

白跃宗 男 汉 陕西延安 １９２６４ 汉阴县委 副书记

郭增义 男 汉 山西长子县 １９２６５ 县政协 主　任

杨思旺 男 汉 陕西横山县 １９２６６ 县五金公司 经　理

胡荣华 男 汉 陕西安康 １９２６７ 县直机关工委 干　部

杨水才 男 汉 陕西扶风 １９２６７ 汉阴县人大 文卫组长

刘正明 男 汉 山西临县 １９２６９ 汉阴县政府 顾　问

安保成 男 汉 山西长子县 １９２６９ 县经委 干　部

洪化铭 男 汉 湖北均县 １９２６１２ 县公安局 局　长

蒋全有 男 汉 湖北勉县 １９２６１０ 县民政局 干　部

杨学厚 男 汉 陕西安康 １９２７２ 县卫校 校　长

刘贵才 男 汉 山西省五台县 １９２７３ 县供销社 主　任

苌买道 男 汉 陕西渭南 １９２７３ 县　 委 顾　问

李富先 男 汉 山西沁县 １９２７４ 县物资局 副局长

刘大贞 男 汉 上海保山 １９２７４ 县经委 干　部

王培德 男 汉 湖北均县 １９２７７ 县土产公司 会　计

余荣庆 男 汉 江苏南通 １９２７８ 县财政局 局　长

黄其周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７１０ 县农机公司 干　部

朱绍文 男 汉 陕西汉滨 １９２７１１ 信访局 干　部

杜　昌 男 汉 山西渝林 １９２８１ 县粮食局 干　部

吴大友 男 汉 陕西城固 １９２８１ 县土产公司 支部书记

杨玉成 男 汉 四川泸县 １９２８１ 县总工会 副主席

吴天佑 男 汉 陕西汉中 １９２８１ 县供销社 主　任

３８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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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离休前职务

王俊隆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８３ 城关供销社 干　部

章宗华 男 汉 陕西宁强县 １９２８３ 县司法局 干　部

辛海潮 男 汉 河南荥阳 １９２８５ 县拖修厂 支部副书记

武维桐 男 汉 山西武乡县 １９２８６ 县　委 咨　询

张昌英 男 汉 河南西峡 １９２８７ 县林业局 干　部

杨世勋 男 汉 河南汝城 １９２８８ 县交通局 主任科员

冯玉玺 男 汉 山东费县 １９２８８ 县文教局 局　长

梁远成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８１０ 县粮食局 干　部

李鹏飞 男 汉 陕西华县 １９２８１１ 县乡企局 咨　询

高　林 男 汉 湖北枣阳市 １９２９６ 县公安局 副处调研员

刘高岐 男 汉 河南淅川 １９２９７ 蒲溪区公所 会　计

陈贵廉 男 汉 陕西平利县 １９２９１２ 县农技中心 主任科员

张　翰 男 汉 山东山县 １９２９１２ 县交通局 工程师

陈子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０１ 县供销社 采购员

王文化 男 汉 湖北竹山县 １９３０２ 县工商局 股　长

付汉斌 男 汉 湖北均县 １９３０６ 县商业局 副局长

张玉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０１０ 县工贸局 干　部

李碎珍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０１１ 涧池粮管所 主　任

秦天才 男 汉 山西壶灵县 １９３０１１ 县石油公司 主　任

唐湘云 女 汉 江苏太关 １９３０１１ 汉阴县医院 医　生

刘志厚 男 汉 陕西淳化县 １９３１３ 县委党校 副校长

邝有山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１３ 县政协 主任科员

张文华 男 汉 河南淅川 １９３１６ 县药材公司 干　部

肖庚怀 男 汉 陕西合阳 １９３１６ 县农办 主　任

王明钧 男 汉 湖北十堰 １９３１７ 县总工会 主　席

李世桥 男 汉 湖北郧县 １９３１７ 县生产资料公司 助理会计师

汤承钦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１９ 蒲溪区龙太乡 党委书记

孙志诚 男 汉 湖北均县 １９３１９ 县志办 副主任

４８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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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书先 男 汉 河南淅川 １９３１１０ 县科委 主任科员

徐登元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２１ 平梁区月河乡 纪检干部

张瑞成 男 汉 陕西蒲城 １９３２５ 县　委 顾　问

杨　华 男 汉 陕西凤翔县 １９３２６ 平梁供销社 助理会计

陈高山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２８ 平梁区平梁乡 副书记

曹伯勋 男 汉 湖北丹江口市 １９３２８ 县财政局 副局长

杨汉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３１ 县工商局 主任科员

范新潮 男 汉 陕西合阳 １９３３１２ 县 医 院 主治医师

金勇忠 男 汉 河北张家口 １９３６６ 县移民局 主任科员

李仁义 男 汉 湖北十堰 １９３０１０ 县统计局 局　长

梁　宝 男 汉 河南淮阳 １９２８３ 城关税务所 所长

张风格 男 汉 山东招远 １９２５１０ 县石油公司 党支部书记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名单表
表２９－３－３

系　统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专技职称 任职时间

文　化

教　育

周善庆 男 汉 陕西洋县 １９２０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陈贤财 男 汉 四川隆昌 １９４０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储召庆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９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６

孙远德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１１０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张隆初 男 汉 四川泸州 １９３３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侯利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４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王广堂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５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９４

陈恩伟 男 汉 广东揭阳 １９３０８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吴仕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３３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乔申祥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４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４１２

沈渭熊 男 汉 江苏扬州 １９３６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４

王起皋 男 汉 湖北天门 １９３３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谢从菊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６３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８３

５８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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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教　育

赵仲英 女 汉 辽宁 １９４２７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沈兰芝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８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邱儒兴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９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４１２

王宗庚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８６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８３

李隆祥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２７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高群英 女 汉 陕西汉滨 １９６０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８３

陈泽坚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８６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０１

谭平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８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５１２

陈　恒 女 汉 陕西西安 １９６８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欧德义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陈泽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姚花读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茹锡芳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５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邱兴国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３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陈秀琴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９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李　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白益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武盛茂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３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王庆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７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张　琴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７１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赖延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９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１１１

陈世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６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沈志恒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９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杨官全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黄祖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６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黄文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７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１２

郝丽君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７０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王　利 男 汉 湖　北 １９６３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胡洪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６８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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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红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７６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黄开祥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６１０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王德安 男 汉 湖　北 １９６３３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０１

彭拥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９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沈衍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王安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１２

倪用琦 男 汉 河南孟州 １９６５４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１２

谢全超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１１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朱冰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７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夏忠丽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５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王　玲 女 汉 湖北天门 １９６２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王远隆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龚少波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６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唐朝海 男 汉 陕西紫阳 １９６６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金小玲 男 汉 四川成都 １９６５５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０１

沈桂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１０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３

隆小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７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欧长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姚晓莉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８１０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许汉纯 男 汉 陕西兴平 １９６２１０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２１２

刘孝根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７１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杨运超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８９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张红香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７２１２ 汉阴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张　弓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５９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刘康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７５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６

李敦儒 男 汉 陕西岚皋 １９３７５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张　熠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７８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龚明敬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８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徐秀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７３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７８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续表

系　统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专技职称 任职时间

文　化

教　育

陈显威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９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查玉萍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６１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姚荣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７７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谢选春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１１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３

刘运泽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７１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陈先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８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０１

程纪祥 男 汉 陕西石泉 １９４１１２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４７

王彩平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５４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王能安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６４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２１２

张　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５１１ 县教研室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０１

邹宗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６１０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８３

邹鲁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９８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张德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１２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４１２

叶运升 男 汉 陕西白河 １９４３１２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７１１

卜贤波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１０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李仁忠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１０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李伦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４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韩开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５１２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李相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７３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李晓青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５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杨明秀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９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杨立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７０７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杨登武 男 汉 陕西紫阳 １９６５２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沈　宁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６１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方世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３１２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７１２

曹　普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３１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沈兰应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０１２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沈兰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２５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秦洪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７５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８８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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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２５７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８

黄明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３５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３

高显明 男 汉 陕西城固 １９３７４ 蒲溪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４１２

吴双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０１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何志前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４２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１

钟　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１０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６

林兴国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５４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吴居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３１１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吴　浩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２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吴明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１６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冯忠良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２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１

柯昌恩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９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朱凤坤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７４９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朱凤鹏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６ 漩涡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白德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６７ 东风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８８１１

张友良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１２ 东风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０

李科明 男 汉 陕西汉中 １９５４１０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邹国晏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６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成显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６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徐增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８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

李凤兰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７１２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沈兰英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１０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李显祥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２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张立勤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８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崔明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１１ 平梁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张建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３ 城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曾阿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１２ 城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１１２

付　萍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６６ 城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王隆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０１ 月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９８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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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彩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６ 月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５１０

徐远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６２ 月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９１１

侯龙先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４３ 月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胡伦堂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１２ 月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俞贞武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０６ 涧池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曾　毅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６１ 涧池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李诗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９ 涧池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龙　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２ 涧池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５１２

陈　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３ 涧池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刘家祥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５４ 涧池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吴祥艾 女 汉 陕西宁陕 １９６３１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蒋孝友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４１１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３１２

谢胜录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３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张垂运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７８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彭泉水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６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６１２

贺大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５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伊发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７５ 县职教中心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张孝传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１１０ 城关中心校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６１２

吴世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８１２
观音河九年制

学校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５１２

邹定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３４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０１１

沈还坤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０１２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１９９１４

刘安全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９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２１２

胡昌喜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１２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刘远聪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１２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王同新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０４ 汉阳中心校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８１２

陈世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３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７１２

刘雨贵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１２ 汉阳初级中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１０１２

谢祖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６ 蒲溪中心小学 中教高级 ２００４１２

孙远友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１２ 县文旅广视局 副研究馆员 ２００５１１

０９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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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９ 县档案史志局 副编审 ２００６１１

李家成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８３ 县文旅广视局 主任编辑 １９９６１１

医　药

卫　生

王生杰 男 汉 陕西户县 １９４３７ 县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沈兰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８９ 县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

陈辉明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３８ 县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８

王　斌 男 汉 陕西合阳 １９３７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８８２

王成炳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３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赵秀珍 女 汉 陕西勉县 １９３５１ 县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８７２

赵启华 女 汉 陕西西乡 １９５６４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邓顺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８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技师 ２００６１２

陈善伟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６４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６１２

吴正琴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１５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３１１

陈友清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５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崔振国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３１１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汤俊生 男 汉 陕西汉中 １９３３１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２１２

陈安莉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９８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

检验师
１９９８１２

薛小东 女 汉 陕西石泉 １９４６１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７１

周林珍 女 汉 江苏无锡 １９４１１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１９９３１２

查　鹏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７７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４１２

李吉奎 男 汉 陕西紫阳 １９５１１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孙国民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１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８１２

张国武 男 汉 陕西西安 １９３８１０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７１２

叶　涛 男 汉 陕西石泉 １９４５１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３１

孟景钰 女 汉 天津 １９３７３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８９１

方秀琴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９８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

理疗师
２００１１２

刘守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４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范海燕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０１０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８６

康凤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１９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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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定忠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６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２

王　丽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９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９１２

杨　萍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９３

王延群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７１１

温习春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４９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９３

廖灵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３６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２

陈　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８４ 县中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沈　涛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９３ 县中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１９９４１２

陈忠前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２１２ 县中医院
副主任

中医师
２００８４

刘振兴 男 汉 陕西武功 １９６３１０ 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王仁群 男 汉 陕西汉滨 １９６６９ 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赵志刚 男 汉 陕西汉滨 １９５７５ 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薛兴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３９ 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

检验师
１９９８１２

彭万琴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６ 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０１２

张邦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７６ 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吴　涛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８ 县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１２

刘长保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２ 县卫校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沈黎明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５ 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３

郭增莲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６３ 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７９

卢书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４７ 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９９

沈兰茹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１２ 县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

杨荣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８１２ 县计生服务站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９６

唐显芝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１９ 县计生服务站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９６

何官荣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０１０ 漩涡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４１２

姚荣顺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０２ 平梁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１０１

沈兰运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１６ 蒲溪中心卫生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３１１

彭太年 男 汉 四川成都 １９３７１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８７１２

２９５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续表

系　统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任职单位 专技职称 任职时间

医　药

卫　生

谢先芳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１１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２００７１１

胡秀萍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９１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７１１

胡平安 女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７８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２００９１２

章东昭 男 汉 湖北均县 １９５７２ 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１９９９１２

农　林

水　利

邝　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８
县食品药品

管理局
副主任药师 ２００３１２

夏　毅 男 汉 陕西汉滨 １９４０１
县畜牧兽

医中心
高级兽医师 １９９４５

兰祖尚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２１２
县畜牧兽

医中心
高级兽医师 ２００４６

饶楚相 男 汉 陕西汉滨 １９５５１２
县动物卫生

检疫所
高级兽医师 ２００７８

欧立志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６７ 县农业局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００１２

邓开仁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３５１０ 县农技推广中心 高级农艺师 １９９４５

陈振富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５７ 县农业局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００１２

陈洪庚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４３５ 县林业局 高级农艺师 １９９６９

程言宽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５８６ 县林业局 高级农艺师 ２００３１２

常体旺 男 汉 陕西米脂 １９４５９ 县水利局 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９９

杨　勇 男 汉 陕西汉阴 １９６９７ 县水利局 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６１１

３９５第二十九编　人　物



附　录

文件辑录

中共汉阴县委　汉阴县人民政府
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实施意见

汉发 〔１９９８〕９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精神和地委、

行署 《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见》，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以党的十五大理论为指针，提高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紧迫感、责任感的认识

１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理论预示着非公有制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具有较强的市场行为

特征，机制活、决策快、效率高，它的发展，对于满足广大群众多样化的需要，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开辟了新天地；对于解放生产力，加速市场经

济的培育和国有企业改革，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县非公有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发达地
区比，差距仍然很大，主要表现为发展慢、规模小、水平低，行业结构也不合理。这是

我县经济发展增长不够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五大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和省、地 《决

定》《意见》的贯彻实施，必将推动我县非公有制经济的更大发展，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

成为我县经济发展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我

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

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县各级党政部门都要以党
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从实际出发，从新的理论高度提高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的

认识，增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不讨论姓 “公”姓 “私”的问题，

一切服从和服务于 “三个有利于”，破除歧视、阻挠和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传统思想

影响和偏见，树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观念，树立多种

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观念，抓住机遇，放开手脚，大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快速发展。

二、结合汉阴县实际，进一步明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向和目标

４进一步拓宽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领域，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规模、档次和水平，



实现发展层次和经济实力的大突破。①在注重商贸、餐饮、社会服务等第三产业不断扩
大规模、上档次的同时，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第一、二产业拓展，大力兴办生产型、

开发型、加工型、向外型企业。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入山地综合开发，享受干部职工从

事山地开发相应的优惠政策。干部职工留职停薪、辞职或以其他形式创办农业开发性经

济实体的，优先办理各种手续并享受本实施意见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实现发展层次上的

大突破。②以资本为纽带，以优势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提高企业组织化程度，
努力实现规模经营。对竞争力强、产业链长、带动面广的非公有制企业，优先审批技改

基建项目，优先安排信贷资金，优先申报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努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实

力大突破。各行业主管及综合管理部门要加强引导服务，支持和推动非公有制企业面向

国内外市场，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集团，力争三年内培育一批产值、营

业收入及税利过百万元的非公有制企业大户。

５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整体推进。①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坚持
“三个有利于”标准，按照能大则大，宜小则小，大、中、小并举的原则发展非公有制企

业。②紧紧围绕我县工业支柱项目和农业产业化建设，依托资源优势，加大开发力度，
提高加工深度，形成优势产业。围绕扶贫开发，重点发展前景好、见效快的种、养、加

等项目，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特新产品和行业。围绕小集镇建设，发展不

同类型的农工贸一体化经济组织。③南北两山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城关、川道重点发
展生产加工型私营企业。

６明确发展目标，力争到２０世纪末，全县非公有制经营户数发展到１００００户，私营
企业发展到１００个，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增加到２００００人；个体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
增加到４０００万元，年产值增加到５０００万元，营业收入增加到１５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
增加到６０００万元；上交的税金增加到１０００万元，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
比例提高到５０％以上。

三、坚持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放开市场准入条件，简化注册登记手续

７对开办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取消法人设立审批制，实行注册制。除金融、保
险、烟草、医药、建筑、农牧业种子、食品卫生、蚕茧、生丝等国家法律法规有特殊规

定的行业和商品外，均可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消经营方式的各种限制

（除传销外），允许企业自主确定批发、零售或其他生产经营方式。

８开办或改建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在５０万元以下的，只有实际资本达到标准的３０％
以上，即可先行注册，随后在规定期限内补足。拥有科技、商标等无形资本，经评估，

可抵充不超过３５％的注册资本。个体工商户不受资金限制，只要有经营条件即可注册开
业，逐步流动发展。

９简化注册手续，减少有关收费。企事业单位下岗人员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从事个
体私营经济，可凭单位证明和本人身份证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减半收取费用。

除乡镇所在地外，在其他边远地方新开办个体私营企业，经注册机关备案后，即可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除法律法规规定的项目外，免缴各项费用，一年后再办理手续。其他有

收费项目的相关部门和单位，也必须照此办理。在异地开办个体私营企业，不受户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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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凭本人身份证和暂住证直接到工商机关注册。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件，只能收取适

当成本。私营企业组建集团，直接到省、地 （市）注册机关办理手续。有一定实力的企

业，可申报省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冠以省地名称。

１０全面推行 “一厅室”注册，“一条龙”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各乡镇成立具有政

府行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机构，切实解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整体抓、整体扶、整体帮

的问题。对兴办非公有制经济的项目与公有制经济项目一样对待，在立项、论证、资金

落实等方面一并纳入各级政府项目管理范畴，给予同等的扶持与帮助。公开注册程序和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实行受理、核准、发照 “一条龙”服务。凡手续齐全的，个体工

商户在３个工作日，私营企业在３０个工作日注册完毕。对于涉及审批部门比较多的个体
私营企业，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县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在

半个月内注册完毕。对于改制企业的登记，在１０日内注册完毕。
１１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生产要素投入。一是切实落实资金投入。县、乡镇财政每

年从非公有制经济上年度上缴的地方税中提取３０％，列入当年预算，作为 “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基金”，专项用于扶持奖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城

乡信用社要安排５１％以上的贷款，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允许个体私营企业在贷款
时以房屋等不动资产抵押，允许互相担保贷款。允许单位和个人以资金、技术设备等形

式向个体私营企业投资入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向社会发行一定数额的企业债券。二

是鼓励人才、技术合理流动，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机关辞职人员创办、领办非公有制企业，或到非公有制企业就职。与单位签订１０年合同
的，前３年工资１００％发放，第４、５年按５０％发放；签订５年合同的，前２年工资照发；
愿意辞职从事个体私营企业经营的，发给退职费或一次性买断工龄。合同期内，工龄连

续计算，对他们在解决城镇户口、职称评定和晋升、社会福利保险统筹等方面与在职职

工一样对待，其干部身份予以保留。合同期满，愿回单位的，由原单位安排岗位，原单

位没有编制空额的，由组织、人事部门另行安排。三是参与农村山地开发达５００亩以上的
种植业大户，当地政府优先帮助解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安排５万元以上的扶贫
贷款指标；发展养猪１００头、养羊１００只、养鸡１０００只、养牛１０头以上的养殖业大户，
当地政府给予１万元以上的扶贫资金扶持。四是切实解决经营用地问题。从事第一产业开
发的用地，执行山地开发的政策规定；从事第二产业开发的用地，执行国有企业放开搞

活的用地政策；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的用地、用房，纳入城镇和小集镇建设规划。

１２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异地经营者的相关问题。一是各级公安机关要及时为异地经
营者办理暂住户口，对在城镇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居住两年以上，正常经营的个体工

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给予解决城镇户口。二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 “不受户籍限制，

执行统一收费标准”的要求解决好异地经营者子女就近入学、入托问题。三是加强社会

综合治理，坚持维护异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依法行政，使外来客户放手、放心、放胆

在汉阴搞好经营和发展。

四、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鼓励支持参与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资产重组

１３积极鼓励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股、兼并、租赁、收购国有企业。经过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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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大于债的，以净资产作价收购，债随资走，一次性付款的，给予２０％以下的优惠；资
债相当的，由兼并方按零资产收购，并承担全部债务；资不抵债的，实行零以上债务剥

离收购，剥离出的债务实行挂账。兼并承担的债务，５年内可先付息，后还本，５年后还
款仍有困难的，贷款银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延期，非公有制企业竞价收购中小

型企业时，允许以评估价为基础，上下浮动。

１４非公有制企业租赁、承包经营亏损的国有中小型企业５年以上的，在经营期限
内，企业所得税前２年全额返还，后３年减半返还。被租赁承包的企业，原欠缴的税款可
分３年补缴。也可采取本租赁的办法，用所缴租金抵减租赁资产，当所缴租金等于租赁基
年评估资产值时，即可取得租赁资产产权。还可采用还本承包的办法，当上缴承包费总

额等于承包基年资产评估值时，即可取得承包资产产权。

１５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以多种形式吸收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置下岗职工占本
企业职工总数３０％以上的，企业所得税金额返还２年，达到５０％以上的，企业所得税金
额返还３年。
１６非公有制企业兼并、还本租赁、还本承包国有企业时，原则上全部接收原企业职

工。按照双向选择原则，根据企业实际和职工意愿，采取多种形式安置。可以买断工龄，

自谋出路；也可保留身份，另谋职业；还可以由企业按需选留，把富余人员推向市场，

由再就业中心推荐就业。接收安置职工的费用，计入原企业债务。妥善安置离退休职工，

按规定参加当地社会统筹的，发生和预留的养老保险费可冲抵原企业资产。

加强领导，抓好服务，实现非公有制经济的突破性发展

１７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委、政府一把手要亲自过问和协调非
公有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分管领导要亲自上手抓发展。部门之间要加强协作配合，提

供优质服务。各级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办公室要切实发挥职能，把发展目标、任务层层落

实到乡镇、村、街道居委会，要把发展实绩与党政领导的政绩、干部工资和村组干部报

酬挂起钩。

１８改善管理体制，强化服务意识。为更好地发挥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职能，在管理
体制上，一是各乡镇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办公室与各区域工商所合并办公，全面负责非公

有制经济的组织、指导、登记、管理、协调、统计等服务工作。二是县工商局设立党委，

具体领导和落实个体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工、青、妇组织等问题，切实加强党对非

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同时，强化服务意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涉

及的管理部门有工商、税务、公安、物价、人事、劳动、建设、卫生、金融、电力、交

通、科技、技术监督及乡镇企业等部门。因此，这些职能部门都要根据本 《实施意见》，

制定出本部门扶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细则和办法，并公开张贴，接受监督，转变

作风，转变职能，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排忧解难。建立举报制度，对于个体工商户和私

营企业举报投诉的 “三乱”行为、安全威胁，由各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办公室和公安机

关及时查处。各有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收费必须持 《收费许可证》《执罚证》及有关

专用票据。严禁随意乱检查，确需深入企业检查的，要按规定程序报批，并出示执法单

位制发的检查证，否则企业有权拒绝，对一些重点非公有制企业实行政府免检制度或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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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保护制度。各职能部门都要履行职责，相互配合，搞好服务。行业协会组织要真正成

为政府联系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的桥梁、纽带和职能部门的有力助手，要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自身素质。

１９各级党委在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时，适当增加个体私营企业代表所占比
例。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出突出贡献的，要纳入行业评优选模。县和乡镇政府每年表

彰奖励年纳税在万元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和年纳税２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其中缴税金
１０万元以上的，奖励农转非指标２个和税金５％的奖金。

２０加强舆论宣传，优化舆论环境。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各级都要充分利用新闻媒
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的新理论，即非公有制经济再不仅仅是

有益的补充，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宣传省委、省政府 《决定》，

地委、行署 《意见》和本 《实施意见》，大力宣传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其社

会和政治地位，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促进我县非公有制经济大突破、大发展，不断开创

新局面。

中共汉阴县委

汉阴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三日

中共汉阴县委　汉阴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建设的决定

汉发 〔２０００〕５号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抢抓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发展壮

大具有鲜明区域特色优势的农业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实现县域经济的第

二次腾飞，现就加快发展壮大蚕桑、黄姜、油料、魔芋四大农业主导产业建设步伐作出

如下决定。

一、从县域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发展壮大主导产业的重要意义

１我县是个农业县，农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县农业和农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县域经济快速发

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缓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仍没有跳出传统农业的圈子，农村经济结构

大多以粮为主，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多种经营规模小，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小；

农产品流通不活，与龙头企业的联结松散；农民市场意识不强；龙头企业规模小、发展

慢、水平低，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到位等，这些困难和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县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无论是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看，还是从我县发展现状看，加快发展壮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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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导产业都刻不容缓。

２实现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
走规模种养、工农联动、城乡一体、优势互补的农业产业化之路。要跳出传统农业的圈

子，突破农业发展的瓶颈，就必须抓住机遇，突出重点，依托区域优势，发展壮大对县

域经济有支撑作用的主导产业。从我县区位优势看，蚕桑、黄姜、油料、魔芋四大主导

产业市场广阔，优势明显。一是这四大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发展基础。我县地处北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极适宜蚕桑、黄姜、油菜、魔芋等四大作物生长。其中蚕桑、油

菜生产历史悠久，是我县多种经营的传统优势项目。近几年大面积人工种植的魔芋、黄

姜，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显示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随着四大主导产业

发展，以此为依托的蚕种厂、缫丝厂、丝织厂、油脂化工厂、生化厂、魔芋食品加工厂

等一批特色加工企业相继建成，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二是这四大产业

市场形势看好，比较效益优势明显，具备发展市场农业的内在动力。从农民增收看，兴

桑养蚕、种植油菜、魔芋、黄姜的经济效益分别是种粮效益的３倍、２倍、４倍和５倍；
从增加财政收入看，多发一张蚕种，可增收农业特产税３０元，多种一亩黄姜、魔芋，每
年分别增收农业特产税１００元和１５０元。三是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国家加快中西部发
展、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启动 “山川秀美工程”；省上重点加大陕南生态环境保护和水土

保持力度；我县以二级路建设、城镇建设、水利工程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

一步加大；世行项目、扶贫项目、生态建设项目等一批国家扶持项目陆续启动实施，对

我县经济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全县各级各部门必须树立强烈的机遇意

识、项目意识、市场意识、效益意识，积极推进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和农业产业化进程。

二、我县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３我县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十五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围绕发挥当地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

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逐步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集

种养加、销供产、内外贸、农科教一体的生产经营新格局。

４发展农业主导产业的原则是：（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建立和扶
持龙头企业的原则；（２）坚持因地制宜，按照区域特色的要求，倾斜发展主导产业的原
则；（３）坚持以利益为核心，按一体化经营模式联结龙头企业和基地原则；（４）坚持行
政推动、典型带动与指导服务相结合的原则。

三、我县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

５到２００２年，基本形成３～４个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效益居全区前茅的龙头企业或
企业集团，带动８０％左右的农户致富，建成２６万亩的四大产业基地，蚕桑、黄姜、油
料、魔芋等四大主导产业实行产业化经营新机制。产业化的产值占全县国民生产总值的

４０％～５０％左右，四大产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占地方财政收入１／３以上，来自四大产业的农
民现金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２以上。到２０１０年，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和较大规模
的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开拓出知名度较高的名牌产品，产业化的产值达到全县国民生产总

值的７０％～８０％，产业化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达到６０％以上，农民在产业化中的收入达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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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均纯收入的７０％以上，现代农业的雏形基本形成，农村群众步入小康生活。
６近期发展主要以茧丝绸、黄姜皂素、油菜油脂、魔芋食品为重点的四大产业，集

中力量、集中资金、集中扶持，倾斜政策，加强领导，使其逐步达到一条龙生产经营目

标。根据农业区划成果和自然条件，川道６乡镇重点抓好油菜基地、蚕桑基地、魔芋基地
建设；浅山丘陵乡镇重点抓好蚕桑、黄姜、魔芋基地建设；中高山区乡镇重点抓好黄姜、

魔芋、蚕桑基地建设；县上重点抓好龙头企业建设，乡镇重点抓好产业基地建设。

四、加快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及产业化建设的对策措施

７实施科技兴农、科技兴企战略，全面提高农业效益和龙头企业素质。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没有科技含量较高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主导产业就难以形成，农业的

比较效益就很难提高，“以市场为导向”就难以实现。一是加大科技兴农的系列推广工

作，对以蚕桑、黄姜、油料、魔芋为主的经济作物重点项目，实行项目化管理和系列化

技术推进，搞好农民科技培训，邀请权威科技人员，对支柱产业的区域布局进行科学论

证，努力建成８万亩优质桑园，８万亩高产油菜，５万亩魔芋基地和５万亩黄姜基地；二
是提高龙头企业的科技含量。通过技术改造，新项目引进，不断提高龙头企业的科技含

量，使龙头企业产品始终处于同行列前茅；三是抓住机构改革分流人员之机动员和组织

一批专业技术干部和有识之士投身农业产业化主战场，采取承包、领办、投资、合作等

方式，参与产业化各个环节的经营活动，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增添活力。

８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 “龙头”企业建设。项目建设是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的

关键。一是引导县内工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以县城和川道为辐射带，立足当地农副

产品资源优势搞加工、建市场。建立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的 “农”字号

骨干龙头企业。二是千方百计抓好重大项目改造。以现有的四大产业龙头企业为基础，

与省内外、国内外企业合作，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加大新产品开发

力度。三是采取优惠的出让、转让等形式，鼓励外地企业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

９深化农村改革，促进规模经营。一是加快山地使用权流转步伐，在明确山地所有
权的基础上，鼓励集体将 “四荒”地和低值山林以拍卖、承包、股份制等形式进行流转，

积极引导农民个人、党政机关干部参与山地开发，大力提倡县内外机关、团体、科研单

位在我县进行山地开发，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兴办 “种养加”经济实体。二是引导从农

村进入集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将原承包土地流转给农村种养大户经营。

１０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一是积极引导私营企业向农业四大
主导产业转移，从事与之相关的加工和产品营销。二是在城镇和川道地区，重点是大力发展

私营企业；在南北山地区，要依托资源优势，面向市场，与扶贫开发，建设 “山川秀美”

工程结合起来，推进四大产业基地的形成。三是发挥农村能人优势。鼓励农村种养科技能

人，搞规模示范种养业，发挥能人效应，从事营销活动，带动当地规模经济发展。

五、建立和完善发展四大主导产业的扶持鼓励政策

１１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一是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以种养大户为基础，建立企业
农户利益联结共同体。二是积极推行合同农业，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三是及时提供市场

信息。龙头企业要及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向基地农户沟通市场信息，配合农业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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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指导基地农户生产。

１２制定经济扶持措施，建立多元化产业化投融资机制。一是从县乡 （镇）两级财政

每年拿出新增财力的１０％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建设基金；支农资金的５０％要用于四大产业
的投入资金。二是从扶贫等资金中安排６０％以上扶持四大产业基地建设和龙头企业建设。
三是金融部门每年用于扶持四大产业建设的资金规模不得少于２０００万元。四是龙头企业
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扶持基地建设和中介组织的完善。

１３明确激励政策，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一是积极鼓励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军转干部以及属于安置对象的退伍军人创办、领办的农业开发性经

济实体，本人同原单位不脱钩，职级待遇不变，任职、调资、公务员晋升、职级评定、

农转非不受影响，并可从经济实体中领取合理报酬。个人投入到经济实体中的股份，享

有分红权利，可以转让、馈赠或继承。二是允许党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从事产业化规

模种养和加工，与所在单位签订合同，时间１０年以上的，前５年工资照发，从第６年起
按５０％发放。从事四大主导产业建设期间，免交保职金，保留原干部职工身份，实行档
案工资，工龄连续计算，不占原单位编制，不再担任原单位职务。合同期满后，回原单

位工作，原单位撤并的，由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另行安排工作。三是从事以山地开发为主

的产业化基地建设的干部职工，可以申请辞去公职，除按规定发给辞职费外，并以此为

基数，可增加百分之百的开发补助费，按开发阶段分期支付本人。四是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及个人兴办与农业产业化有关的经济实体属于在新开发的荒山、荒地、滩涂、水面上

生产农业特产品的，自有收入起，二年内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全额返还；在山地开发中

兴建基础设施的，免交一切行政性收费；依托山地搞加工企业的，按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有关免征企业所得税文件规定执行；个人经营种植业、养殖业生产项目，已征收了

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不再征收个人所得税。五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个人兴办产业

化开发性经济实体，凡需办理工商、税务登记，予以简化手续，从速办理。六是对远离

农户，确需在产业化基地建设范围内修建新看守房屋和进行养殖、种植业开发临时用房

的，经批准可在其获得使用权的范围内修建临时性住房、圈舍、蚕室等建筑，手续和收

费从简从低。

１４明确发展农业四大主导产业的奖惩措施。一是明确对种养大户的奖励政策。凡规
模种植１５亩以上，养蚕２０张以上的种养大户，在完成农业特产税任务的前提下，由乡镇
一次性奖励所纳税金１０％的奖金，并对家庭建房、子女参军等方面优先予以照顾；以村
为单位，８０％的农户，６０％的耕地面积，实现了四大产业规模种养，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省级小康村标准的，对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按工作政绩和干部 “四化”要求，经考核后

符合提拔条件的，可以安排担任乡镇党政副职 （不占编、不带薪），并按当年本村新增农

业特产税的２％由乡镇给予奖励；有集体经济的村，还可以在集体经济增长额中提取５％
的奖励工资，子女就业、参军优先安排。二是对乡镇干部的奖惩政策。县上每年下达四

大产业建设指导性计划任务，其综合考核在前三名的乡镇，主要领导年终考核可确定为

优秀档次，不受评优指标限制，县上还将给予重奖，其干部配偶和子女工作上的困难组

织予以优先考虑；三是对各行政事业单位的奖惩政策。县上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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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汉单位，按单位在职人员人数，每人要完成１亩示范样板种植任务，可以采取租赁土
地，农民也可以土地、劳动力入股进行股份制经营，凡示范样板超３０亩的单位，县上另
外一次奖励该单位２０００元；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其正副职领导年终公务员考评不得为优
秀等次，单位公务员评优指标扣减５０％；属中省驻汉单位完不成任务的，其省地县精神
文明单位申报县上不予研究。四是机关对技术干部的奖惩政策。与四大主导产业建设有

关的技术指导单位，其技术干部实行连片技术承包，技术员承包指导面积不少于３０亩，
助理农艺师职称以上的技术干部承包指导面积不少于１５０亩，所承包片区无重大责任事
故，且承包区内的平均产量高于全县平均水平２０％以上，受到群众普遍好评的技术干部，
年终技术职称考核除确定为优秀等次外，并给予重奖。连续３年被评定为优秀等次的技术
干部，还可破格申报技术职称；凡服务不到位，造成责任事故，除技术职称评定确定为

不合格外，其技术职务低聘一级。

１５搞好社会服务，优化产业建设环境。县级各行政主管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
按照国家和省上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规范收税、收费行为，严格执行各项优惠政策，

切实减轻产业化各环节的负担；工商行政管理、公安等部门要加强市场管理，加强社会治安

管理，严惩破坏产业化建设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持良好的社会环境，保护产业化经营者

的合法权益。各级工商、税务、公安、物价部门都要加强行业作风整顿工作，坚决制止一切

形式的 “三乱”行为，为促进和加快我县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做出贡献。

六、切实加强对农业四大主导产业的组织领导

１６切实加强领导。为使农业产业化建设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县委、县政府决
定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正副组长的汉阴县农业产业化建设领导小组，下设由县级领

导挂帅的四大产业专业领导小组，负责蚕桑、油料、黄姜、魔芋四大产业的方案制定、

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办公室分别设在林特、粮食、财政、农办。县农业产业化领导小

组负责制定各大产业化的年度目标、奖惩措施，重大问题的协调。各产业办公室负责制

定产业规划、目标任务分解，项目资金争取、组织服务、指导检查。在此基础上，建立

一个产业、一套实施方案、一套工作班子、一套奖惩办法的 “四个一”工作责任制。各

乡镇党委政府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工作班子，制定与之配套的到村到户产业规划，

把任务落实到村组、农户。

１７认真搞好协调。农业产业化建设是一个关联度高，渗透性强的综合性工作，各级
各部门都是产业化建设某一方面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都要把产业化建设作为参与经济建

设主战场的重头戏来抓。县委、县政府要求，各级各部门，凡涉及产业化的项目争取、

政策落实、工作协调，都必须积极参与，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造成失误，首先要追究部

门主要领导的工作责任，对在产业化建设过程中搞 “关、卡、压、扯、推、卸”的部门

和单位工作人员，要严肃追究当事部门和当事人的工作责任。县产业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安排各有关部门完成的工作，要限期完成，完成有困难的，要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以

免造成工作损失。

１８狠抓工作落实。一是落实工作责任。要做到任务层层落实，一级向一级负责，一
直把工作责任落实到项目、乡镇、村组、人员。二是严格落实奖惩。县上建立四大产业

２０６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的奖惩机制，一个产业、一套奖惩，严格考核兑现，对完成产业面积要丈量到地亩，对产

业效益要核算到企业，要把种植计划与产品收购挂钩进行考核。三是落实项目争取责任制。

对项目争取有功人员严格执行奖励政策，对无所事事，丧失机遇造成损失的要严肃处理。县

委、县政府号召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把农业产业化建设作为振兴汉阴经济的一件大事，齐心

协力，努力工作，为县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支柱产业的形成做出新的贡献。

中共汉阴县委

汉阴县人民政府

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汉阴县委　汉阴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

汉发 〔２０００〕２４号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握西部大开发机遇，使城

镇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按照 “小城镇、大战

略”的发展思路，现就加快我县城镇化进程做如下决定：

一、充分认识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战略意义

１城镇化程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拉动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动力。加快城镇化进程，可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综

合经济效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适当集中和结构调整，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的迅速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能够有效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

的发展，扩大投资需求尤其是吸引民间投资，明显提高农民消费的商品化程度，扩大对

住宅、农产品、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的需求，促进城镇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吸纳众多的

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有利于广大农民逐步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从整体上提

高全县人口素质，缩小城乡差别，全面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二、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２指导思想是：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
会精神和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抢抓西部大开发机遇，围绕我县实施 “二、三、四”

经济发展战略，以提高城镇化水平为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实施重点项目为突破，

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逐步建设具有现代特征的城镇体系，形成以县城为中心，辐射带

动建制镇的超前发展，以安石二级路为主轴，以汉漩路、汉铁路为辅轴的米字形城镇建

设框架，成为规模适度、功能健全、环境优美、各具特色、辐射能力较强的区域性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３目标任务是：在现有规划编制的基础上，完成城镇体系和建制镇规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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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规划的组织实施，适时编制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把县城建设成具有综合功能的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蒲溪、涧池、平梁、双乳四个镇作为县城的卫星镇，其他

镇是城镇和农村的结合点，以农副产品加工、集市贸易、物资集散为主，带动周围农村

发展；新村建设主要以庄园经济为载体，以 “一改三建”为重点，以农民居住为中心，

以稳固增收为目的。今后５年内，城镇总人口达９万人，其中县城人口达到５万，城镇化
水平达４０％，城镇基础设施基本配套完善，其中：自来水普及率由８５７％达到９０％，燃
气普及率由５４％达到７０％，排水管网普及率由５０％达到９５％；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由３４
平方米增加到４５平方米；人均绿地面积由０６５平方米增加到１２平方米；道路铺装率
由４０％增加到９５％，人均居住面积由１２９平方米增加到１５平方米。

三、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４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必须与我县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相协调，充分
体现城镇文化和汉阴特色风格；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确定城镇发展格局，在城镇规

划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突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二、三产业，

加快城镇工业、商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５对城镇建设用地、城镇道路、公共设施、功能布局、环境景观做到决策超前。注
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确保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完

善城镇规划，弥补城镇功能不足，对市场、停车场、绿地、广场、公厕、路灯、消防、

供水、垃圾场、住宅小区、旅游场所诸方面加强规划建设力度。

６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干部群众自觉维护规划、自觉服从规划的观念。城镇规划一经
审批即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不得违反或擅自变更。

７加快城南新区建设步伐。把新区建设与老城改造结合起来，以新区建设为重点，
高标准、高质量，超前规划，充分利用山水环绕的自然条件，建成具有陕南特色的山水

园林城市。全面推进小康新村建设，在坚持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农村建房要在规划指导

下进行，严格坚持拆旧建新，坚决禁止零星建房。

８强化城镇化建设管理，成立由县长任主任的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对重大建设活
动、城市主要建筑的规划、设计和建设，须经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定。对违反城市规划

建设要求的行为将严肃查处。

９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要突出解决 “脏、乱、差”问题，目标是美化城镇，提高环境质

量。在县城有条件进行绿化美化的主要街道、单位庭院和居住小区开展绿化、美化活动，使

县城道路绿化普及率达到４０％以上，力争达到 “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一街一景、各具特

色”。规范广告设施，整治居民区环境卫生，塑造整洁美观的市容市貌。要按照国家 《城市

容貌标准》，全面整治各种牌匾，清理阳台、楼道，下功夫改善居民小区的卫生条件。

四、把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１０抓住国有企业战略改组的机遇，吸引技术、人才和相关产业向城镇转移。主动出
击，广泛合作，吸引县外有实力的工商企业到小城镇开展产品开发、商业连锁、物资配

送、旧货调剂、农副产品批发等活动。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拓宽服务范围，到小城镇开发

各类商业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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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营造宽松的投资和建设环境。严格执行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的有

关优惠政策，对工商企业实行县级领导挂牌保护制度，杜绝一切不利因素的干扰；建立

“外来企业投诉中心”，公开向社会承诺确保外来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建立 “政务大厅”，

对外商外资和各类工商企业实行 “一厅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把加快城镇化发展与一、

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相结合，确保城镇建设与经济增长同步。

五、引入市场机制，加快城镇建设步伐

１２紧紧抓住国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加快西部开发的机遇，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国债资金和银行贷款。建设、环保、电力、电讯、水电、交通、工商等

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都要围绕城镇规划布局，筛选、储备、启动一批重点建设项目，

作为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渠道和项目支撑。

１３完善招商引资政策，优化投资环境。鼓励富裕农民带资进城、进镇办厂开店；鼓
励单位、企业到城镇搞开发性建设；鼓励外商投资办企业。对引荐外来投资客商的，按

投资的比例予以奖励。大力提倡股份制，鼓励集体、个人、私营企业和农民以资入股方

式投资兴建给排水、通路、旅游、娱乐等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本着 “谁受益、谁投资”

的原则，对公益设施，如城市广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道路、冠名权、公厕等进行

公开拍卖，或实行租赁经营、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进行开发建设。

１４严格城建规费的征管和使用。县财政和规划建制镇每年征收的城维费、土地出让
收入和闲置国有资产开发所得要全部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１５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切条件吸引外资、外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向城镇集中，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园区，全方位的开放搞活，为各方客人、各种

经济成分进入城镇创造条件。有计划、有对象地向城镇扩散技术和加工产品，促使城镇

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不断升级，并向高层发展。

１６全面实现住房商品化，停止一切形式的集资建房、实物分房，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
六、稳妥解决城镇建设发展的用地问题

１７城镇化建设实行统一规划，集中用地。坚持走以地生财、以财建镇、以镇招商、滚
动发展的路子。建设用地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城

镇建设用地，除法律规定可以划拨的以外，一律实行有偿使用。城镇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收

益，统一用于城镇的开发和建设。通过合理开发，适度扩大集镇规模，重点抓好安石二级路

沿线集的开发，促使５个川道镇的超前发展；鼓励农民进城镇购房或按规划集中建房，节约
的宅基地可用于城镇建设用地；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让离乡进城镇的农民有一

定的补偿；新村建设严格坚持统一规划，集约土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

七、改革城镇户籍管理制度

１８从２０００年起，凡在城关镇及７个建制镇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
民和外来人口，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

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八、加强对城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

１９强化督查，加快实施。各级要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健全工作目标责任制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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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镇建设列入单项硬件工作予以考核，作为县、乡镇年度主要经济考核内容；各乡镇

要按照全县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和

监督检查；县委、县政府每年组织一次城镇建设工作检查，每两年召开一次城镇建设工

作会议，不断强化和完善奖惩激励机制。

２０齐心协力，共绘蓝图。各级各有关部门必须树立全县一盘棋的观念，在城镇建设
上，从大局出发，各司其职，抓好落实，严禁在城镇建设上相互制约、阻碍发展。要广

泛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城镇建设，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形成全民动手，各方

配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强力推进我县的城镇化进程。

中共汉阴县委

汉阴县人民政府

二年十月三十日

重点报道

意义深远的农村制度改革

———汉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调查报告

世纪之交，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一场新的变革，正在酝酿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继针对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针对农村经营制度的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变革———立足于分配制度的税费改革呼之欲出。

２０００年３月２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

下发，根据 《通知》要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为 “三取消、两调整、一改

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

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

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随即，按照中央安排，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全省展开，

其他省、市、自治区选择少数县进行试点。５月６日，我省决定在陕北子洲、关中合阳、
陕南汉阴率先试点。

税费改革———势在必行的决策

中国历史上众多的税费变迁告诉我们，凡大的变革，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需要。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供给出现了阶段性、

结构性和地区性过剩，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由于整个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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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农民从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也受到影响。而开辟农民增收的

新途径和新领域，仍需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农民多给予、少索取，既是

对农村生产力的保护，又是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一条途径。

我国农民现实际所承担的税费任务已弊端多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旧。现行的农业

税政策是１９５８年制定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农业税政策在许
多方面已不适应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二是重。不少地方农民实际的 “三提五统”

负担都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５％，有的竟达到２０％左右。“头税 （国税）轻，二税 （三

提五统）重，三税 （各种名目的农民负担）是个无底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三是乱。

各种面向农民的集资、摊派、收费、罚款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甚至有数十项。这些严

重伤害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既是大势所趋，又迫在眉睫。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减轻农

民负担，对９亿农民而言，减负才能相应的增收，减负也就是增收。

初露端倪的试点效果

本次改革，按照中央规定，农民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 （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新的

农业税附加，以及负担村内一事一议的生产公益事业投入的劳务和资金外，不再向农民

收取其他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集资。根据这一要求测算，我省农民负

担的税费将由目前的人均９７元降到５８元，可减负４０％。
目前汉阴的试点已率先结束，通过汉阴 “积极、扎实、稳妥”的试点，农民税费改

革试点预期效果已初步显示出来。

素有安康 “白菜心”之美誉的汉阴，其地形两山夹一川，川道、丘陵、山区兼而有

之，全县辖２１个乡镇，２６３个行政村，农业人口２５７９万，二轮承包耕地３０４万亩，农
民人均耕地１１８亩。改革后，全县农业 “两税” （包括附加）收入１３８１０５万元，与改
革前 （１９９９年）税费收入２４３５６８万元相比，减少４３２％。其中，农业税及附加１１９７１
万元，农业特产税及附加增加７７２７６万元，增长１８２１１％，亩均农业税及附加３９３３元，
亩均增加２５３９元，增长最高的漩涡镇２９６％，增长最低的永宁乡为１０５％。分析其原因，
自１９５２年 “查田定产”几十年来，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单产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就全省而言，主要农作物产量，已从１９５８年的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３３５亿公斤，增加到
现在的１０４３亿公斤，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粮食产量没有征税。按中央要求以１９９４
～１９９８年５年平均常产统计，汉阴亩均常产增长１８１６２％，人均常产增长１８１６５％。农
业特产税汉阴全县减少４４３２万元，减幅为４８６％，特产税减幅最大的是铜钱乡８３３％，
减幅最小的是涧池镇５０８％。通过调查显示，对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耕地质量较高，
农业特产品生产初具规模的乡镇减少的幅度较小，反之，社会经济条件较差，耕地质量

较低，农业特产的生产不具规模的乡镇，减少的幅度就大。

农业税费改革试点后，汉阴农业承担的各种税费由十多项减至农业 “两税”及其附

加。农民人均负担由９９６９元降到５３３４元。负担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取消乡统筹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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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负担人均减少５６１３元；二是取消屠宰税人均减少１６７元；三是农业特产税人均减
少１８３元；四是农业税及附加人均增加２９９６元。“三减”大于 “一增”。以该县龙垭镇

龙垭村二组村民丁林兵家为例，今年税改前５月１日全家缴纳的税费为农业税９１２元，
特产税１４６８５元，农田水利建设补偿费为１９２５元，村提留１０６５元，乡统筹１６１元，
共５２４８元，而１１月２９日税改后所缴纳的税费为农业税及附加３０８６３元，特产税及附
加７７３７元，共缴纳３８６元，减负１３８８元。而在该镇中凤村村民吴善乾家，税改前特产
税被平摊为１３７２元，税改后，重新核查除少许薪炭林需收３元以外，并无其他税收品
目。同时，明晰的税费项目，使农民变过去的 “糊涂账”为 “明白账”。

试点———改革的探路石

作为这次试点先锋的汉阴县，其创造性的试点工作不仅得到了中省的认可，也为农

村税费改革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

他们提出的确定农业税土地面积的１３条具体建议、把公布土地面积从省上规定的第
三阶段提前到第二阶段进行、生产环境相似的乡镇村组之间税费负担差别不超过１５％等
做法都受到了国家税改办、省上领导的充分肯定。其中对农村 “两工”进行逐步取消而

不是立即取消、增加农业特产税的附加征收等建议，已以省税改办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

并在其他试点县进行推广。

当然，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牵扯面广，影响大，其推进的困难之大也非同一般。主要

表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于类似于汉阴这样的贫困农业县，财政的大头在农村，农

民减了负，乡镇财政减收增支过大，难以保证基层政权及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一是由

于特产税据实征收办法的实施及征税环节的调整归并，使农业特产税减收幅度增大；二

是五统筹取消后，原由五统筹开支的改由乡镇财政预算安排，从而扩大了乡财政支出范

围；三是改村提留开支的村干部报酬、办公、五保户供养为农业 “两税”附加支出，而

“两税”附加是保不住村级支出的。以汉阴城关镇为例，全镇税改后，财政收入总计为

１９０万元。但全镇仅工资一项支出便达到了５４０万元。用如此捉襟见肘的财政去考虑其他
事项，勉为其难了。

其次是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与诸多现行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主要有 《农业法》《教育

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负担条例》等１２项。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税费改革试点
期间，“要抓紧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准备工作”。这一方面既反映了中央减轻农民负

担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税费改革所面临的矛盾，解决起来也并非一个短期的行为。

问题暴露出来，怎么办？汉阴的试点经验归纳起来是开源节流。节流是指通过精简

机构、调整学校布局、合并村组、党政干部交叉任职、财政改革等方式压缩机构和人员，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是降低基层组织运行成本的关键，也是农村税费改革不反弹的保

证。而开源则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寻

找新的财源。面对税改而言，减负是核心，关键靠发展。

税费改革工作是一次标本兼治，既换汤又换药的大手笔，它从制度上规范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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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上的主体地位。虽然这

项工作的试点面临着许多困难，但在试点的基础上 “摸清情况、积累经验、逐步推开”，

正是试点的目的。一叶知秋，让我们期盼着在中国的田野上即将炸响又一声春雷。

（发表于 《陕西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头版头条，《陕西日报》记者郭晓斌、车喜韵）

汉阴运用市场机制建成 “陕南第一街”

县财政不拿一分钱，成功地将２５公里长的街道由原来的１８米拓宽改造至３０米。而
且改造后的街道标准之高堪称 “陕南第一街”。这听起来像是 “天方夜谭”，汉阴县却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运用市场机制使其成为现实。

建于明朝的汉阴县城，由于历史原因，三街九巷过于狭窄，严重影响了汉阴的外在形

象，制约着汉阴县域经济发展。１９９９年初，随着３１６国道的改建，北城街不再成为交通的大
动脉，于是他们决定 “举全县之力改造北城街”，并以此为突破口，拉大城市骨架。

他们坚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把城市中可以用来经营的部分存量资产和生产要素推向

市场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先后对１４处１６００平方米的县直管公房进行竞价拍卖，收回资
金８５万元；把沿街的党政机关全部搬进县委、县政府机关办公，对原有办公场所进行公
开拍卖，收回资金３００余万元；对临街的５～６个亏损、资不抵债企业，实行破产、兼并、
买断等手段，走产权置换之路，一举两得，既救活了企业，又为北城街改造节约了数百

万元的投资。对县建材厂依法实施破产，将闲置土地整体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公司，引进

资金近千万元，从而加快了改造步伐。

按照 “谁受益谁投资，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等原则，街道沿线各单位、个人承担各

自门前人行道三分之一的材料铺设费等；通信、电力、有线电视、供水等相关部门各负

其责，及时迁改线路。此一举又为工程节省投资３００余万元。
此外，他们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城镇建设，并争取上级支持，同时要求承建单位垫资

建设。至目前，省、地两级扶持资金８５万元；群众集资３４０万元；承建单位垫资１００万
元。

如今，投资２２００万元建成的北城街宽畅明亮，１５米宽的人行道全部铺设了彩色地
砖，数百盏霓虹灯、大型灯箱广告和新型磁卡电话亭，向人们展示着现代化都市的雏形。

行道上十里飘香的千株桂花树更成为吸引游客观光的靓丽风景。

（发表于 《陕西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作者车喜韵、郭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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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辑存

沈尹默与中国名人

沈尹默与毛泽东

１９４９年上海市解放，首任市长陈毅即登门拜访沈尹默，聘请沈尹默为上海市文物保
管委员会委员。后又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名义报呈中央人民政府，聘任沈尹默为上海市人

民政府委员，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沈尹默签署任命状。１９５９年沈尹默
到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第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毛泽东和沈尹默一见面就亲切握手，热情称赞沈尹默 “你工作得很有成绩，

人民感谢你！”沈尹默诚恳地问毛泽东：“现在各党派都想要我加入他们的党，我是喜欢

发表意见的人，你看怎么好？”毛泽东笑着回答：“党外好，党外好！”沈尹默铭记在心，

故而一生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１９６１年４月８日，经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同意，新中国第
一个书协组织 “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沈尹默任主任委员。１９６２年毛泽东
在北京召见章士钊、马一浮、谢无量、熊卜力、沈尹默５人座谈中国诗歌，从 《诗经》

《楚辞》到唐诗宋词，各抒己见，气氛融融。１９６３年底，沈尹默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
议，特意书写毛泽东词 《沁园春》带上，交陈毅元帅转呈，恭祝毛泽东７０寿诞。后被收
入 《中南海收藏书画集》第一页。

沈尹默与周恩来

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９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政协主席周恩来设茶点款待沈尹默
等老政协委员３８０余人。席间沈尹默感慨中来，赋诗一首：“不知老至共开怀，长短随人
各尽才，儿辈髭须浑染得，莫嗤独为后生来。”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９日，周恩来签署任命状，
聘任沈尹默、陈寅恪等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１９６２年，沈尹默８０寿辰，上海市文化局从他２２岁至８０岁各个时期的５００余幅书法
作品中精选１２０幅，在上海美术展览馆展出。周恩来恰好因公来上海，闻讯即往参观，对
其书法艺术赞美不已，流露出希望得到其书作。沈尹默回家即临池挥毫，聚精会神写了

一幅毛泽东词作 《沁园春·雪》。收笔后，自觉书写拘谨，不甚满意。于是又潇洒挥毫，

重写一幅。沈尹默将两幅书作奉周恩来挑选、指正。周恩来品鉴后说：“写得好！两幅我

都要了。”带回北京装裱后，分别挂在办公室和卧室。某次，周恩来在上海专门接见沈尹

默，沈尹默刚一进门，周恩来即上前迎接。沈尹默本深度近视，又患白内障，视力极差，

误以为眼前的人是接待人员，随手脱下大衣便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接过便挂在衣架上。

及至交谈，沈尹默才知刚才为自己挂大衣的是周恩来，顿时心生歉疚。周恩来则谈笑自

如，恍若无事，传为佳话。 “文革”中，沈尹默受不公正待遇，周恩来闻知颇为关切。

１９６９年底，全国出版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特意向上海市的与会人员询问：“沈尹默
还在吗？还能写字吗？”此讯传到上海，病榻上的沈尹默大为感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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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与李大钊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沈尹默和李大钊都在北京大学任教，李大钊后来任北京大

学图书馆主任，并且都是 《新青年》的编辑，往来甚为密切，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１７年，沈尹默、蔡元培、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筹办了孔德学校，专门培养北大教师子
弟，从小学到高中读１０年，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共读的学校，蔡元培任校长，北大教员兼
教这所学校的高中。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就在这所学校就读 （李葆华后来曾任中共贵州

省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１９２７年４月，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沈尹默闻讯后，
立即打电话给其兄沈士远，让他赶快想办法把李葆华隐藏起来，不要让其外出，以免遭

不测。李葆华在沈士远家躲藏两周后，沈尹默感到还是不甚安全，又和周作人商量，把

李葆会转移到周宅安置。４月２８日，李大钊从容就义，沈尹默悲痛之余，首先想到的是
烈士之子李葆华，将李葆华化名杨震，以孔德学校名义将其送往日本留学。

沈尹默与陈独秀

１９０９年，沈尹默任教于杭州陆军小学。某日，在同校教师刘季平家喝酒。刘季平为
人尚气谊、重然诺，与人交往肝胆相照，是位古道热肠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时与陈独

秀同窗学友，时相往来，沈尹默与刘季平酒逢知己，意气相投，尽兴而归。回家乘着酒

兴作了一首五言古体诗写好赠予刘季平，刘季平甚喜其书法，将其裱好挂在墙上。又一

天，陈独秀到刘季平家闲坐谈论，忽见墙上新挂了一幅字，落款 “沈尹默”。便评道：

“沈尹默是什么人？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刘季平道：

“沈尹默也在此校任教，爱好书法，１５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若感兴趣，哪天我
带他到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还是我去看他吧。”第二天，陈独秀径直敲开沈

尹默家的门，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季平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

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面红耳赤。沈尹默从此发愤攻书，从指实掌虚、掌坚腕平执笔

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醮淡墨一纸一字，临写汉碑，等纸干透，再用稍浓

墨，一张写四字，再等纸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两三年后，临写六朝

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书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

学行书。１９１８年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成立，蔡元培委托沈尹默主持其事。陈独秀直
言不讳的批评，成就了一代名家，其书法 “运硬毫无棱角，用细毫有筋骨，得心应手，

刚柔成宜。用笔粗处不蠹，细处不弱，骨肉停匀，恰到好处”。

沈尹默自述

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 （一八八三年），一

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

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贡生，终身清苦，课徒为生，冬夏一床席，无钱置书，

常手抄经籍，授子侄辈诵习，幼年犹得见其所写小楷 《尔雅》。祖父拣泉公是前清解元潘

世恩、何凌汉的门生，在北京时，常为潘代笔。他的诗思维敏捷，酒酣辄手不停挥，顷

刻成章，书法颜、董，有求之者必应，毫不吝惜。后随左宗棠到陕西，即未他往，曾任

汉中府属之定远厅同知，有遗墨赏桂长篇古诗在城外正教寺壁上。后来我父龠斋公亦官

定远，前后连任十年。我十五岁时，已略知书字，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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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亦喜吟咏，但矜慎不苟作，书字参合欧、赵，中年喜北碑，为人书字，稍不称意，

必改为之。公余时读两汉书，尤爱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

形中受到熏育。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

野在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

无朋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山居生

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直至二十一岁，父亲见背，始离山城返居长

安，不久，即赴日本留学，未及一年，以旅费不继，归国，遂奉母回吴兴。偶有所作，

被同乡俞寰澄看到，游扬于盐商周湘艶、蒋孟频之前，遂被延聘至杭州，为作文字。因

早岁僻居陕南，既无良师，可以请益，且以远处外省，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以资

磨炼，入学校肄业，更不可能。所以新旧学问，皆无根底，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

书法，因而不断暗中摸索。偶遇有人谈诗论字，即从旁注意听取，归而参之旧说，加以

思考，信合于理，然后敢从其言，至今学习，犹循着这一途径。

我五岁上学，发蒙的李老师是一位年过七十的不第秀才，他却爱好诗歌，时常喜欢

念几遍 《千家计》中的名句，如 “将谓偷闲学少年”之类给我们听，记得有一次要我作

一首菊花诗，你想，让一个才会了几句 “人之初”的顽童咏菊，不是在开玩笑吗？结果，

老师替我作了一首了事。后来另请了一位湖南宁乡吴老夫子。这位老夫子自己虽然不作

诗，但教我们读 《古诗源》、蘅塘退士所选的 《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很好。这位先生教

人很严厉。我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

休养了一个时期，颇感轻松自在。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 《红楼梦》。又看了一些小仓山房

的著作，以及李、杜、韩、白诸唐人的诗选，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这样，就引起

了对于诗歌浓厚的兴趣。后来觉得袁子才不十分高明，就把他搁置不观。《红楼梦》却一

直是我当时处世接物的指导。“五四”时代，有人嘲笑我为 “红老之学”，就是因为我时

常要引用这两部书的缘故。到了北京后，对于老杜、义山、牧之等人的集子，认真研习

了一下。宋人诗、山谷、后山是后来才读懂的。开始只爱好陈简斋诗，放翁所作，不尽

爱好，诚斋集却以为是非仔细阅读一过不可。我最不能领会的要算是梅宛陵的，它太声

希味淡了。也许再过几年去读，会懂得一星半点吧。我最爱南唐后主及冯、欧、二晏、

山谷、简斋诸人的小令，慢词本不甚注意。直到六十以后，才学会做四声长调。柳、秦、

苏、辛，皆所欢喜。至于 《山中白云词》则与 《剑南诗》等视之。曲子也写过，亦止写

过一些小令，没有继续去用功。

“五四”前后，曾做过许多白话诗，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前期所作，阿英

同志为搜集抄成一册见赠。后期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旅居日本西京时所作，未曾发表过，

抗日战争时，悉数遗失了。

旧体诗稿存荚中者尚有数百篇，前后印行者只其中之一部分。

１９５７年４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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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探究

１９世纪末，在汉阴古城书香世家，沈氏一门诞生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昆
仲 （简称三沈）。

三沈文化，就是以三沈卓著的教育功绩，精辟的国学成就，民族的爱国情怀，深邃

的人生哲理，倡新的诗词文赋，求真的博识精神，人文的逸闻趣事，而打上了文化的烙

印，在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而形成了具有时代性而独具特色的名

人文化体系。

县委县政府十分珍惜三沈文化的宝贵资源，因此，兴建了三沈纪念馆，成立了三沈

文化研究学会。

三沈祖籍在浙江吴兴。其祖父沈拣泉是前清解元，属潘世恩、何凌汉门生，诗思敏

捷，顷刻成章，书法颜、董，１８６７年随左宗棠来到陕西，任汉中府定远厅 （今镇巴县）

同知，赴任时家眷安置在汉阴厅府衙内后院。“三沈”之父沈祖颐，进士出身，清光绪元

年即为官陕南，先后任砖坪厅 （今岚皋县）、汉阴厅通判、安康县知县达１８年之久，并
且两度任汉阴通判，后升任定远厅同知，连续任职１０余年。沈氏三兄弟先后于１８８１年、
１８８３年和１８８７年在汉阴出生、长大。１９０２年沈尹默在汉阴与朱云结婚，１９０３年其父沈
祖颐在任内去世，遂始离古城汉阴举家迁居西安。沈氏祖孙四代在陕西四十年整，而在

陕南汉阴生活了３７年。家学的渊源使其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国学熏陶，陕南的青山秀水和
温馨融洽的手足情谊伴随其度过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三沈”身处我国社会文化发生剧变

的时代，汉阴坚固的城防为 “三沈”祖父沈拣泉安家于汉阴城提供了安全保障；汉阴浓

郁的科举考试氛围为 “三沈”成长提供了优良的学习环境；湖广移民耕读传家理念以及

实践为 “三沈”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学习榜样；汉阴求真追高的私塾学堂为 “三沈”提供

了高水平塾师。这便造就了从汉阴走出去的北大三沈。

三沈文化蕴涵的人文精神，与历史以来概括的汉阴文化以及汉水文化那崇尚实际、

重农兴商、开放包容、刚柔兼备等主体精神和特点相一致，与改革开放那加速发展、生

态发展、和谐发展而提炼出的并体现 “团结奋进、不甘贫困、求实拼搏、开放创新”的

新时期汉阴精神相一致。可见，三沈文化无疑是汉水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表征。同时，作

为中华民族精神价值集中承载和具体表现的中华文化，其本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充

分体现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显然，三沈文

化突出发扬并承载了民族文化这一精神价值。

“三沈”与陕南渊源考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并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昆

仲，其成就和影响学界早有公论，中外研究者不乏其人，但其身世生平和学养渊源一直

鲜有人专门研究，即使有文论及也语焉不详，留下许多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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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叙述，需先对 “三沈”名号稍做解释。１９１３年２月，应北大代理校长何遹时、
预科学长胡仁源的邀请，沈尹默到北京大学预科教中国历史，第二年任国文系教授兼国

文门研究所主任，教授汉魏六朝诗文，自此一直在北大任教１６年。其弟沈兼士和兄长沈
士远亦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沈兼士创办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任主任，讲授文字学、

《说文解字》等课程，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

任、代理校长等职。沈士远任北大预科教授、庶务部主任，讲授 《国学概要》。棠棣三

人，各自学有所长，都名重京师，于是便有了北大 “三沈”之说。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

在 《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写道：“我初到北平时，即听朋友说：‘北平文化界之权威，

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北京大学在全盛时期，都讲之士，多自名家，一般倾慕者

流，随喜集其姓氏而并称之，以为美谈，如云：五马、四陈、三沈、二周，等等不一而

足。”“吴兴三沈，都是民初赫赫有大名的学者。” “民十以后，外人谓北大当政者，有

‘三沈三马’之称，后又有 ‘朱马’之名，实际说来，确够得上是北大的中心人物。三沈

者，本科教授沈尹默、沈兼士，预科教授沈士远，本哥仨也。”学界后起之秀，大多以

“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呼之。

现存所能见到的有关 “三沈”籍贯的文献资料，大多介绍其为 “浙江吴兴人”，沈尹

默、沈兼士先生所作诗词落款常署 “吴兴，尹默”“吴兴，兼士”，而 “三沈”昆仲同在

汉阴出生长大，并且其祖孙四代人在陕西生活了４０年的重要史实却鲜为人知，几乎被历
史的尘埃淹没。“三沈”之中，仅沈尹默 《蜀中墨迹》等书刊、中国农业大学历任校长简

介 （１９３１年２月，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并于１９３２年１月至５月兼任农学院院
长）和上海沈尹默先生故居简介说明沈尹默出生于陕西汉阴，福寿园 “书坛泰斗沈尹默

先生纪念馆”介绍其籍贯为 “陕西汉阴县”，“大先生”沈士远和 “三先生”沈兼士的生

平文献资料此前尚未发现提及出生地汉阴。探寻 “三沈”与陕西特别是与出生地陕南汉

阴的渊源，并非想挑起 “三沈”的户籍之争，而是想实事求是地钩沉这段重要史实，探

究 “三沈”最初的人生坐标点和遗留给我们的许多重要信息。

有关介绍 “三沈”身世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现在并不多见。戴自中先生２００４年提
供他收藏的沈尹默先生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所撰 《自述》（草稿）中说：“我是浙江省无

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 （一八八三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

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褚保权在 《沈尹默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一文中提

道：“１９５９年，沈尹默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其间，毛主席接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尹默一见面就亲切握手，

称赞尹默说：‘您工作的很有成绩，人民感谢您。’还说 ‘听你的口音，不像浙江话。’尹

默回答说：‘早年生活在陕南。’”沈尹默１９６６年１月在 《我和北大》一文中说：“我是浙

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１８８３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褚保权先生在 《忆尹

默二三事》中说：“尹默原名君默，祖籍在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１８８３年６月１１日出生
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尹默的父亲和祖父都擅长书法，也

喜爱收藏些古书、字帖。”

尹默之父在汉阴究竟官居何职 ，他本人没有说明，他身边人也未悉心考证；汉阴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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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陕西对 “三沈”的成长究竟有何影响，也少有学者做深度的论证考量。据 “三沈”的

几位至亲后人介绍，“三沈”为人处事极其低调，在世时很少言及身世。陕南少数有心人

士以往也仅仅知道沈尹默生长于汉阴，其他便难以知晓。２００１年上海举办沈尹默先生逝
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曾发函邀请汉阴派人参加。携论文代表陕西与会的西安美院茹桂、

李青等教授在省市报刊发表 《沈尹默在陕西》和 《沈尹默在汉阴》等文章，引起人们的

关注。遵领导嘱咐，本人经多方联系并与有关人士一道，走访 “三沈”的至亲好友和弟

子，在陕南首次获悉一重要史实：“三沈”昆仲是同父同母亲兄弟，其兄弟姊妹同在陕南

汉阴出生长大。此后，本人因与王友根、王兴友等人倡议并参与负责筹建 “三沈纪念

馆”，由是产生探究 “三沈”的身世生平之谜的兴趣。因为了解 “三沈”的祖父和父亲在

陕南任职安家情况及其家学渊源，对了解 “三沈”的思想品格、文化结构及性格气质等

的形成至关重要。

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日，经 “三沈”亲友联系，笔者有幸在何乃英教授等人陪同下，在北

师大红楼拜访了 “三沈”的世交、当代国学泰斗启功先生，在请启功先生题写三沈纪念

馆馆名时，启先生告诉我：“过去实行异地任职， ‘三沈’三代人，有两代在陕南为官，

家室安在汉阴。按现制算，（该）是陕西籍汉阴人，但他们遵祖制，一直 （署）用的吴兴

（籍）。如果有机会，将把这些 （情况）用小字写在匾额上。”启先生说，“三沈”出生在

一个充满中国传统翰墨书香的家庭，兄弟姊妹和其母亲俱能吟诗填词，写一手好字。他

还说 “二先生 （沈尹默）还是在汉阴成的家”。他问我是否读过 《后汉书》，然后说起子

贡过汉阴，遇一丈人抱瓮出井灌畦的故事，并坦言 “现在想起来，这些地方真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

谌北新教授 （著名油画家、西安美术学院研究院副院长、陕西油画学会会长）是沈

尹默先生的外孙，年少时曾长期生活在 “三沈”身边，他也是 “三沈”亲友中受 “三

沈”影响最大、最了解 “三沈”的著名学者。他在 《回忆外公沈尹默》中写道：“１９５３
年，我从中央美院毕业到西安工作，他 （沈尹默）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

是在陕西度过的，那时他的父亲在陕西汉阴做官，他与长兄士远先生，三弟兼士先生经

常背着包袱从陕南越秦岭出子午谷到西安来。他说，对我所在学校的杜曲、樊川一带是

熟悉的。有一次他写了两把扇面给我，其中一把上面写着：‘稠酒熏人意兴佳，秦川风土

尽堪夸，依前杜曲通韦曲，别是杨家接李家。开广陌，走香车，长安市上旧繁华，欲从何

事谈天宝，万古残阳噪乱鸦。’”沈尹默晚年曾作 《西江月》一词，回忆当年兄弟结伴往

返于西安汉阴间的这段难忘时光：（序云）“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日于

天地之际。”其词云：“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牛车历尘地天通，未觉风尘贐洞。

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金鸟来去已匆匆，莫更峰头迎送。”词中对儿时生活的怀

念之情跃然纸上。

谌教授近年应邀两次赴汉阴考察时，穿行于月河两岸，泛舟在碧绿的汉江上，曾多

次感慨说：“汉阴是典型的中国山水，这里真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三沈’兄弟姊妹

当年常常跋涉在陕南青山秀水间，是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们。汉阴质朴的民风在他们身上

体现得很鲜明，汉阴厚重的人文环境铸就了他们的沉稳个性，包容万象的学养。现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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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者不清楚 ‘三沈’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三沈’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

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其实，‘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食习惯等等都

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 ‘童子功’

练出来的。没有在汉阴多年练下的 ‘童子功’，‘沈天下’（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一

入北大就讲历史，讲哲学，讲文学，一讲一学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二十年，那能现蒸

现卖吗？……”

据沈尹默 《自述》记载：“我的曾祖父玉池公是前清副贡生，终身清苦，课徒为生，

冬夏一床席，无钱置书，常手抄经籍，授子侄辈诵习，幼年犹得见其所写小楷尔雅。祖

父拣泉公是前清解元，潘世恩、何凌汉的门生，在北京时，常为潘代笔。他的诗思敏捷，

酒酣辄手不停挥，顷刻成章，书法颜、董，有求之者必应，毫不吝惜，后随左宗棠到陕

西，即未他往，曾任汉中府属之定远厅同知，有遗墨赏桂长篇古诗在城外正教寺壁上。

后来我父 （门里加龠）斋公亦官定远，前后连任十年。”

“三沈”之祖父沈拣泉和父亲沈祖颐除在定远厅 （今镇巴县）任职外，在汉阴等兴安

府属地是否任职，为何将家室安于汉阴，沈尹默在 《自述》中并没有提及。经人指点，

２００４年７月９日，我与姚荣文老师在汉阴县史志档案局查阅民国版 《汉阴县志》，在第三

卷第二十四页 《汉阴历代行政官吏一览表》中，发现了 “三沈”之父沈祖颐在汉阴任职

的情况，揭开了尘封已久的一段历史。该文献记载：沈祖颐，临安人，监生，光绪八年

（公元１８８２年）四月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九年五月离任；又于光绪十七年 （公元

１８９１年）八月再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光绪十八年 （公元１８９２年）五月离任，升汉中府定
远厅同知。县志评介其：“政尚简易，不事矜张。”该文献还记载：“清乾隆十七年 （公元

１７５２年），陕西巡抚毕沅奏升兴安州为府，以汉阴知县移作附廓安康县，所留旧治，添设
盐捕通判一员。清乾隆五十四年 （公元１７８９年），陕西巡抚以安康知县难管兴安、汉阴
两州县之地，奏请改盐捕通判为附民通判。一切仓库学校皆仍归旧治。添设训导、巡检

各一员，兼管石泉、紫阳、平利三县水利、捕盗事务。”据以上史料可知，沈祖颐所任抚

民通判为当时汉阴最高行政长官。清朝在新开发的地区和军事要塞设置厅，与州县同为

基层政权机构，其长官为同知或通判。直隶厅与直隶于省的州平行，直隶于省；散厅与

散州和县平行，属于府。定远为直隶厅，嘉庆七年 （１８０２年）始设，汉阴、砖坪为散厅。
所以，沈祖颐以汉阴抚民通判改任汉中府定远厅同知，是为升迁。

笔者曾请镇巴县政府办公室同志帮助查询 “三沈”的祖父和父亲在镇巴县 （当时为

定远厅）任职的情况，后又请汉阴县双坪乡文书陈明春数次到镇巴县史志办查询。《定远

厅志》所载 “三沈”之父沈祖颐到镇巴任职情况与 《汉阴县志》所载时间吻合，所不同

者，定远厅志载其籍贯为浙江归安。笔者曾与谌北新教授等人专程去西安三兆公墓，探

寻１９２５年于右任书丹、沈尹默撰文的彭仲翔将军碑文，沈尹默在碑文前所署的正是 “归

安，沈尹默”。经查有关史料，方知临安、归安、吴兴和湖州历史上确曾有过隶属关系。

安康地方文史研究者陈平、张正生、巫其祥先生等人，是较早注意到沈尹默先生生平的

有心人，陈平曾在 《沈尹默先生在陕南》一文中推测：“曾署任砖坪厅抚民通判、安康县

知县、汉阴厅抚民通判”的 “沈祖颐可能就是沈尹默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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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重续兴安府志校注》第四卷 “职官志”“汉阴厅抚民通判”录载：“沈祖颐，浙

江归安县人，进士，光绪八年 （公元１８８２年）四月署，十年十一月卸任。”“光绪十七年
（公元１８９１年）八月任，十八年 （公元１８９２年）五月卸任”。“砖坪厅抚民通判”录载：
“沈祖颐，浙江归安县人，进士，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署任。”又载 “沈祖颐，光绪九年

复任。”“安康县知县”录载：“沈祖颐，浙江归安县人，进士，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以
砖坪厅 （今岚皋县）通判署任，八年仍回本任。”另据 《岚皋县志》“政权志”通判名录

载：“沈祖颐，号贻仲，籍贯浙江绍兴府，１８８７年 （光绪十三年）任 （砖坪厅）抚民通

判”。《重续兴安府志校注》第五卷 “学校志”“名宦祠 （在戟门东）中祠”载 “清兴安

砖坪厅抚民通判调署安康知县沈公祖颐”。第十一卷 “名宦志”和第二十一卷 “金石志”

中，载有沈公政绩：“沈祖颐，字贻仲，浙江归安县进士。光绪庚辰 （１８８０年）秋，以
别驾署安康县事。下车后，凡保甲仓储诸政，次第修举，尤拳拳以兴学育才为急务。先

是安康学额岁科两试取进生三十人，丁丑 （１８７７年）前学宪陈翼破格减额一名，拨增汉
阴。祖颐具禀清复，并授 《学政全书》以争，卒复旧额。公善折狱。邑西秦郊铺有陈张

二姓，争畔构讼，公讯验得实，伪契隐粮，例追入官。祖颐念安康学田菲，乃将陈姓旱

地、水田二十六亩，拨充兴贤学社，以资膏火。其培植人才之心，可云有加无已，惜仅

期年即瓜代去 （录邑举人罗钟衡撰 《邑侯沈公贻仲复学额增学田碑记》光绪七年闰七月

立，碑石高七尺五寸，宽三尺五寸，见碑竖学仓大厅）”。从目前已查阅史料看，“三沈”

之父沈祖颐自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至光绪十八年 （公元１８９２年）五月在陕南兴安府
（今安康市）砖坪厅、汉阴厅、安康县三地任职达１８年以上，在汉中府 （今汉中市）定

远厅 （今镇巴县）连续任职１０年。任内兴学育才，为官清廉，造福一方，颇有口碑。
从 “三沈”祖父１８６７年随左宗棠自京入陕，赴陕南任职将家室安居汉阴，到１９０２

年沈尹默在汉阴与朱云 （四川人，父亲在陕南为官）结婚，至次年沈父沈祖颐在任内去

世，“三沈”举家迁离汉阴移居西安，１９０７年返居吴兴、杭州，“三沈”四代人在陕西整
整生活４０年，其中在陕南生活了３７年。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旧交替、内忧外患
的关口，而 “三沈”兄弟姊妹在远离尘嚣、优美宁静的陕南汉阴山城出生长大，度过了

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三沈”自离开陕西后，虽未再回到汉阴，但从沈尹默晚年回忆平生

时惜墨如金的１４００余字 《自述》中，竟有１１００余字是在满怀深情地讲述如何在陕南度
过的青少年时光，从中不难体会到陕南时期的生活对他们一生的重要影响。

且看沈尹默在 《自述》中的夫子自道：“我五岁上学，发蒙的李老师是一位年过七十

的不第秀才，他却爱好诗歌，时常喜欢念几遍千家诗中的名句，如 ‘将谓偷闲学少年’

之类给我们听。”“后来另请了一位湖南宁乡吴老夫子。这位老夫子自己虽然不作诗，但

教我们读古诗源、蘅塘退士所选的唐诗三百首，我觉得很好。这位先生教人很严厉。我

自小就没有记忆力，十四岁那一年，因为背不过书，急得生了病，在家中修养了一个时

期，颇感轻松自在。于是乎一连读了几遍 《红楼梦》。又看了一 些小仓山房的著作，以

及李、杜、韩、白诸唐人的诗选，其中尤其喜读香山的作品，这样，就引起了对于诗歌

浓厚的兴趣。”“我十五岁时，已略知书字，因命我将祖父题壁诗钩摹一通藏之。父亲亦

喜吟咏，但矜慎不苟作，书字参合欧、赵，中年喜北碑，为人书字，稍不称意，必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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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余时读两汉书，尤爱范史。我幼年在家塾读书，父亲虽忙于公事，但于无形中受

到薰育。”“定远原是僻邑，而官廨后园依城为墙，内有池亭花木，登高远望，则山野在

目，河流湍急有声，境实静寂。每当课余，即往游览，徘徊不能去。春秋佳日，别无朋

好可与往还，只同兄弟姊妹聚集，学作韵语，篇成呈请父亲，为评定甲乙。”“因早岁僻

居陕南，既无良师，可以请益，且以远处外省，又不能回故里应科举考试，以资磨炼，

入学校肄业，更不可能。所以新旧学问，皆无根底，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书法，

因而不断暗中摸索。偶遇有人谈诗论字，即从旁注意听取，归而参之旧说，加以思考，

信合于理，然后敢从其言，至今学习，犹循着这一途径。”沈尹默自己对陕南时期的评价

是：“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

在此，有必要对陕南及汉阴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略做介绍。陕南地当长江、黄河

之间，处中国内陆腹地秦巴山区，是雄秦秀楚丽蜀接壤之地，也是华夏民族大迁徙和我

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历史悠久，山川秀丽，风景如画，乡情浓郁，中国现实主义文

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个源头在这里交汇，稻菽文化和麦粟文化在这里兼作并蓄。秦汉

以后，水陆交通孔道的畅通，信息传播的加快，汉水中上游居间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明

清以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湖广等各地移民的迁徙涌入，使其成为巴蜀文化、荆楚文

化、氐羌文化及秦陇文化等多种文化荟萃之地，同时，儒、释、道、回几大文化体系也

在此交融发展。《兴安府志》载其人情风俗 “任侠好义，守礼尚文”。光绪中叶，始有耶

稣、天主教传入。南北东西文化在此聚会融合，这对于生长于斯的 “三沈”昆仲的文化

结构及性格气质的影响是深刻的、巨大的、难以估量的。

汉阴因汉水而得名，古属西城、安阳、安康，唐至德二年 （公元７５７年），改称汉阴
至今，素为 “安康首邑”。今址汉阴城池地处月河川道，始建于宋绍兴二年 （公元１１３２
年），明清时城内文庙、社学、钟楼、祖师殿和各省会馆等一应俱全，明清农民起义军迭

次攻城不克，号称 “铁城”，在清末仍是我省城郭比较完整的古老县城之一。汉阴四季分

明，土肥民殷，物产丰饶，春麦秋稻，一年两熟，民风淳朴，崇德尚文，重教兴学。由

于历史上战乱、灾荒和瘟疫，汉阴土著居民所剩无几，明清两代南北各地的移民占汉阴

人口绝对多数，使其在建筑风格、饮食文化、伦理道德、语言称呼等文化方面，无不显

示出兼具东西南北的特点。《兴安府志》风俗篇载 “汉阴厅人民勤劳，境无荒土。游惰少

年，引以为耻，激而务正，故野无惰农。虽富室无挥霍者 （宪政调查报告），民皆朴实节

俭 （陕志辑要）。”其人文禀赋 “既含北方之粗犷豪爽，更兼南方之钟毓灵秀”，而宗教信

仰更推崇道教，风俗习惯以南方为主。由是以观，或许这正是 “三沈”祖父和父亲将家室

安于汉阴的重要原因。同治十二年 （公元１８７３年），因 “邑士累科，无能登桂”，通判傅汝

修在城东南隅垣上，主持修建文峰塔，六角宝塔高五层，似巨笔擎天。三层塔门上端书

“文星高照”，两旁对联曰：“塔势凌云开笔晖，人文启秀焕奎光”，笔画遒丽典雅又雄浑苍

劲，至今熠熠生辉。登临塔顶，放眼四望，月河环绕如练似带，百里山川尽收眼底。

此塔建成后的十余年间，三沈兄弟姊妹六人先后在汉阴出生长大。褚保权先生说沈

尹默 “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属汉阴厅———他父亲做官时的住所”，其家应是在县城内。至

于究竟在城内何处，笔者曾多次问过沈兑、谌北新、褚家玑和戴自中等 “三沈”至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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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他们仔细回忆过，均称未曾听 “三沈”亲自言及。有邑人考证现在汉阴县城民主

街颇具江南民居风格的１１１号大院，即是 “三沈”在汉阴的故居。笔者曾去信美国请教

该宅院原住户汪浩然先生，汪先生说不记得该宅院在他家迁居之前是否住过沈氏人家。

倒是该宅院西厢房门楣上所刻 “宽厚”二字 （据屋主人说，已拆的东厢房曾刻有 “平和”

二字）仍依稀可见，很有几分尹默遵从的二王书风。

据沈兼士先生女儿沈兑教授介绍，沈祖颐在汉阴育有三子三女，“三沈”昆仲大姐名

沈星联，大妹沈雅君，小妹早故。 “由于家学渊源，儿女自幼即受熏陶，喜爱文学与书

法。父亲深解子女爱好，因材施教。长子士远，学批公文，以承父业；次子尹默独爱诗

词书法；三子兼士则攻文字学。”其姊妹三人，亦颇有才学。据戴自中先生介绍，“三沈”

之姊沈星联少时与弟妹联吟的诗句 “烹茶双鬓湿，攀竹一襟风”等也曾获其父好评，尹

默先生晚年还曾提起。

若论陕南及汉阴地域文化对 “三沈”的影响，可仅据有限资料略陈一二。秦巴山区

作为中国道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不仅道观众多，老庄思想更大行其道。《重续兴安府志

校注》“金石志”载：嘉庆间邑举人茹金撰 《重修丈人亭台记》云 “邑北城外抵龙岗数

十步，旧有亭名丈人亭。亭旁有台，其文漫灭难骤辨，摩挲若隶篆然。较岣嵝山碑，岐

阳碣鼓不多让。望而知为汉唐以上物……东阁城楼题额曰 ‘周丈人抱瓮之乡’”。《汉阴厅

志·艺文志》载有历代有关 “抱瓮羞机”的咏怀诗文。受老庄思想的浸润，汉阴人勤劳

质朴，待人忠厚。沈士远受家学影响，从小专攻古文，精研老庄，１９岁就做了 “娃娃知

县”。新文化运动前，沈士远先在浙江高师教国文，后入北大讲授 《国学概要》，成为享

誉京华的 “沈天下”。周作人晚年著文回忆 “三沈”时说：“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

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

在陕西长大的。”教育和环境对其性格气质的影响可见一斑。

据 《安康地区志》等史志记载，今藏汉中市汉台博物馆被誉为汉隶翘楚的 《石门

颂》，其书写者王戎、韩朗即生长于汉阴属之的西城县。汉唐以降，溯源正本，汉阴乃至

陕南至今传统书风犹盛。“南宋安康书法甚为活跃，尤以碑版书法为盛。”“明、清时期，

安康书法受宋元影响，行、草、隶、篆俱全。名家辈出，各具特色，是安康书法发展兴

盛时期。清朝早期，以帖学为宗；至中期，碑学兴起；晚期，则盛行碑学。且传世书法

作品颇多，精裱卷轴书法作品大量存世。一大批书法家活跃在安康书坛。”各家流派中欧

字最受推崇。“从汉阴历代存留下来的牌匾、碑文亦可看出很重的欧体书法风格”。同时，

陕南自古诗风、文风亦盛，传唱至今的民歌经久不衰，更有历代官吏的大量诗文留存，

迁客骚人也多会于此，览物咏怀的诗文流传甚广。既是 “安康首邑”，汉阴的文化积淀尤

为深厚，编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 《汉阴县志》，仅 “艺文志”就有数十卷本。这样的人文

环境对 “三沈”的成长无不裨益。其父沈祖颐喜吟诗文，书宗欧阳询，兼涉赵松雪，中

年尤喜北碑。沈尹默从小即受父亲熏陶，喜爱文学与书法。五岁入家塾读书，读 《千家

诗》《古诗源》《唐诗三百首》等。十二岁始习书法，从欧阳询 《醴泉铭》、《皇甫诞碑》

入手，对叶蔗田所刻 《耕霞馆帖》最为欣赏。塾师崇拜黄自元的字，要他临黄自元 《醴

泉铭》书帖。他遵师命，依样画葫芦。一次父亲见他临帖，便在仿纸上写了临欧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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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泉铭》的字。他看见父亲写的方严整饬，和自己临帖一比，立见雅俗，于是弃黄自元

而学欧阳询，兼习篆隶。虽然后来沈尹默曾认为早年学书走过弯路，但在陕南汉阴时期

培养的诗词和书法的浓厚兴趣，却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并几乎规定了他一生的性格。

汉阴乃至陕南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围，加之家学渊源带给他的传统文化和江浙文化基因，

深深地影响着沈尹默兼容并包之文化精神的形成。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在沈尹默先生的书

法与文学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在他的教育思想和人生价值取向上产生了

不可估量的影响。台湾学者陈玉玲评价其文学主张时即指出 “沈尹默乃是新旧文化、文

学冲突中的典型调和派文人，即以 ‘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中庸观点，兼善新旧文学。”

“沈尹默先生早年习古典诗词，后来也作新诗，而最终以古典诗词作品最有成就，而无论

新诗、旧诗，风格神韵尚一以贯之。他的书法亦是如此，即使临习北碑，亦无霸悍之气，

流露出含蓄中和的趣味。他对生活及学术上某些是非的争论抱有超然之态，这都是他早

年生活环境和家学遗传形成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所致。”

陕南特别是安康因明清以来的以闽赣皖和湖广为主体的大规模移民迁来定居，至今

仍是 “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大家信奉 “宁舍祖宗田，不舍祖宗言”，这里便有了

南腔北调的众多 “方言岛”独特景观。数省方言汇聚一地，和而不同异彩纷呈，这里成

了研究我国方言和音韵的一方宝地，明清以来出了不少音韵学家。沈兼士在此生活了１８
年，他１９０５年自陕西留学日本，先入铁道学校，毕业于东京物理专科学校，终生志趣却
在 “小学”，并以以无人能匹的文字学、训诂学成就独步２０世纪中国汉语言文字学界，
这固然与他留日时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不无关系，但少时成长环境的影响以及由此

产生的研究兴趣无疑是最好的老师。沈兼士先生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

“他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会，成立考古学研

究室以及风俗调查会，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

调查工作……他所提倡的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对后来学术界的影响极大。”这些 “开风

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的重大举措，不能说与他少时的生长环境没有

一点关系。

现在所有能读到的有关沈兼士先生的文章，从未有人提及陕南对他的影响。倒是沈

兼士先生自己写的一首回忆儿时陕南生活的小诗可帮助我们叩开他的心扉。尽管这是管

窥蠡测，但仍可窥一斑而见全豹。这首诗是目前仅见的沈兼士先生写陕南的诗文，由沈

兼士先生四女沈兑教授提供，沈兼士先生高足、北京师范大学葛信益教授生前搜集刊发

于 《辅仁校友通讯》上的沈兼士遗诗中的一首：（序云）“童年随宦汉中，山城花事极盛，

与诸兄姊家塾放学，颇饶嬉春之乐。夏浅春深，徜徉绿荫庭院，尤爱听鸠妇呼雨之声。

丧乱之余，旧游重记，偶闻鸣鸠，不胜逝水之感。”（诗云）“漠漠轻阴欲雨天，海棠开罢

柳吹绵。鸣鸠有意惊春梦，唤起童心五十年。”此诗为１９４４年季春，沈兼士先生为躲避日
伪搜捕自京南下途经陕南入蜀所作。沈兼士先生作此诗时已５７岁，童年与诸兄姊自汉阴
去汉中定远厅探望父亲的嬉春之乐如在眼前。２００７年沈兑教授和沈兼士先生门婿王葆圣
先生生前都曾告诉笔者，沈兼士先生平常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与兄弟姊妹交谈时，

带有较重的陕南乡音。安康学院张德新副教授发现，在沈兼士主编的 《广韵声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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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字的注音采用了汉阴等地的方言。谌北新教授和上海沈尹默故居褚家玑馆长介绍

说，与弟沈兼士不同的是，沈尹默先生一生不仅保留了在汉阴养成的生活习惯，甚至到

老也未改浓厚的陕南乡音。

“三沈”兄妹众多，相处融洽。他们在汉阴读书习字，赋诗作文。课余之时，或登文

峰塔远眺百里山川，或访庙宇碑楼寄情于山水。每当春秋佳日，兄弟姊妹，或翻凤凰山

过汉江，前往定远同游，或越秦岭沿子午古道至西安造访师友。在陕南秀丽的山水中，

在汉阴宁静的山城中，在严格的庭训中，在融洽的亲情中，“三沈”兄弟姊妹受到良好的

诗词、古文和书法等传统文化熏陶。沈尹默早年在 《酬兼士弟怀出居之作》云：“山城既

多暇，况富少年情，理乱怀未营，举家歌太平”、“携手共言远，遨游无近林。登城望云

栈，川流带萦纾。风烟日在眼……”等。

无须讳言，“三沈”在陕南生活时期，与其祖籍地江浙的已开风气之先相比，他们虽

远离了烽火外患的侵扰，但同时也有 “无良师请益，缺朋好往返”的不利；但严格的家

学熏陶和多年的冷板凳练就的 “童子功”，为 “三沈”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而温

馨融洽的骨肉亲情和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围，使 “三沈”在雄奇秀丽的自然人文环境中养

成了不激不厉的个性特征、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诚如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校党委宣

传部部长赵为民教授所言：“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像 “三沈”这样一门昆仲三大

师的现象，离不开故乡特定人文环境的滋养。当我们置身于 “三沈”出生和生活了２０多
年的汉阴县，我们似乎能够体悟到 “三沈”奇观出现的文化之谜。”“在汉阴的生活和成

长经历，对 “三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的家教，使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

质朴的民风，形成了他们沉稳、包容的个性和学养；移民的生活艰辛和顽强奋斗，使他

们了解社会现实、体会民间疾苦、立志奋发图强。汉阴养育了 ‘三沈’，‘三沈’也为汉

阴赢得了风采，可以说是 ‘两不相负’”。

作者：王　涛
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７月

“三沈”文化与汉阴精神

三沈文化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是放眼世界的开放文化。

根基在汉阴，脉系在汉水，精神在民族。因此三沈文化就成为当代提升汉阴精神的根本

所依，成为提升汉水人文精神的血脉所系，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所存。

陕南汉阴，地处我国地理中心地带的秦巴山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汉水文化的

发源地之一。历史源远流长，古文化遗址众多，从新石器时代的阮家坝村落遗址到明清

时期的文庙文峰塔，从子贡赞抱瓮到唐诗宋词元曲清汉调的传承遗风，融东西荟萃，聚

南北精华，蕴秦巴钟灵，涵汉水毓秀，而诞生造就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 “一门三

杰”，他们博览众慧，广采群智，探研古今，择汲中外，自成一家。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之先见，开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先河，领思想教育文管 （文献档案管理）之先驱，拓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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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利精神之先导，为中华民族以及世界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坚持正统与开放相融，坚持求真与革新同在，坚持文雅与刚毅并存，坚持理性与精

神兼备，坚持科学与人文合一，这就是三沈文化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与历

史以来概括的汉阴文化以及汉水文化中 “崇尚实际、重农兴商、开放包容、刚柔兼备”

等主体精神和特点相一致，与改革开放中加速发展、生态发展、和谐发展而提炼出的并

体现 “团结奋进、不甘贫困、求实拼搏、开放创新”的新时期汉阴精神相一致。可见，

三沈文化无疑是汉水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表征。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价值集中承载和

具体表现的中华文化，其本质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充分体现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显然，三沈文化突出发扬并承载了民族文化这

一精神价值。

三沈文化是充分体现在汉阴 “三山夹两川”这个地域特征，体现在湖广移民这个大

熔炉的人文环境中，不断地与东西南北各方文化冲击交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样式。这种

文化样式以特有的持续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觉醒、奋起、抗争、自立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一直保持着民族与本土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在延续民族与本土文化的血脉中

推陈出新，为弘扬民族文化和振兴中华伟大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家园，在当今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学习宣传和继承

发扬三沈文化精神，对于增强汉阴人的凝聚力和自信心、培育汉阴人的家园意识和民族

精神、陶冶汉阴人的高尚情操和宽容胸怀，强化汉阴人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宿感，都

将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作用。

人文精神，其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三沈

文化与汉阴精神是汉阴人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特点，具有独特的地

域性、传统的延续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广泛的认同性；凝练了汉阴历史文化和建设现代

文明的双重意念，既是对汉阴人的道德约束，更是对汉阴这个山城的形象体现；三沈文

化与汉阴精神可以涵载汉阴的蓬勃生机与精神冀望，孕育汉阴人民的崇高理想与美好憧

憬，激扬汉阴人民的改革动力与创新热情。

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建设一个繁荣、文明、生态、和

谐的中国而发愤励志、努力奋斗。中华文明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深深熔铸

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种人文精神是可以爆发、转化为物质力量的。

用文化启迪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积极传承弘扬 “三沈文化”，汉阴精神大厦就会展

现在世人面前。纵览今天的汉阴，在经济社会发展立于新的起点，在扶贫帮困建设小康

社会，在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改变，在人民群众生活日渐富裕的时候，汉阴人依然在历史

与现实的坐标之中追寻中国精神信仰，探寻追赶超越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就是汉阴人文

精神的彰显与焕发！

三沈文化资源，多以非物态的精神方式和心态方式大量存在，也有以物态的形式存

在着。其渊源可从久远的汉阴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汉水文化典籍文献方面

进行整理和研究；可从汉阴历史传统、民间风俗和由改革意识、爱国传统、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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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心态、包容性格构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方面进行宣传和普及；可从特色文化、民族

文化精神方面进行培育和弘扬；直到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文化遗产方面进行整体的保护。

这都是需要一点一滴、实实在在地去做的事情。要十分珍惜三沈文化的宝贵资源，保护

它、传承它、弘扬它，不断赋以新的精神和形式，才是对汉阴负责、对国人负责、对世

人负责的态度。

传承弘扬三沈文化，树立好汉阴情感认同的：爱国敬业的责任意识，艰苦拼搏的创

新勇气，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海纳百川的宽容气度，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继而将社

会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内化为行为习惯。不断把三沈这一 “五四运动的先锋

文化、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放眼世界的开放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作者：陈绪伟

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为什么要纪念 “三沈”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闵开德教授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好！

首先，我要向这次 “三沈”纪念活动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作为主办方，北京大学

向这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什么要纪念 “三沈”？我想，首先要赞赏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安康市委和市政府、

汉阴县委和县政府的战略眼光。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它们作为社会各个因素共同发展的合力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何运用地

区优势发展本地经济，各地都在探索不同的道路。很显然，陕西省安康市和汉阴县的领

导敏锐地洞察到汉阴的地方文化优势，成功地打出了三沈这张文化牌。从效果上看，汉

阴是成功的，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已经关注到了陕西汉阴，汉阴也依托文化与经济互相

促进赢得新的发展，将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什么要纪念 “三沈”？我想，今天纪念这三位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先辈也有着

深刻的现实意义。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昆仲少年立志，勤学苦读，教书育人，投身

时代潮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具有

很大的指导意义。沈尹默先生原名沈君默，为讥讽国民党政府不许老百姓谈国事而将君

字的口部去掉，变成了沈尹默，足见先生的勇气与智慧；沈兼士先生最痛恨特务、侦探

进入学校监视学生和教师，对特务行为嗤之以鼻，不畏强权，积极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

斗争；沈士远先生不畏官府的打压，被打得头破血流，生命危在旦夕亦不畏惧，他接受

并信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三位先生以高洁的人品与爱国

情怀感召日月。

为什么要纪念 “三沈”？我想，三位先生的风骨与气质体现了北大兼容并包、追求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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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和进步的精神。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史和北大早期历史上，有一大批学识渊博、
品格高尚、深受师生尊敬和爱戴的前辈学者执教，有被称为一钱 （钱玄同）、二周 （周树

人和周作人）、三沈 （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土）等诸位教授，还有许多风格各异的教

授。三沈的风骨与气质是与众不同的，在学术上也体现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精神。沈

尹默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他倡导白话诗，在中国初期新诗创作方面有较大的

成就，当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沈兼士先生的课则别有神韵，他与陈寅恪先生一

样，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来讲，等到下课时，才睁开眼睛，这位文字学专家对中国文字

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沈士远先生的庄子及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亦是独树一帜。罗家伦

先生在回忆录里说：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个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

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正是在那

个时候追随蔡元培校长从事中国教育与社会的革新运动，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 “三沈”，不仅为北大，不仅为人杰地灵的陕南汉阴，更为中华文化

史上 “一门三杰”的奇观，更为弘扬三位先生坚持正义、弘扬学术、不畏强权、爱国进

步的崇高精神，而这些也正是北大的魂！

再次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三沈”昆仲努力的方向，就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方向

———在纪念沈兼士先生１２０周年诞辰暨第二届 “三沈”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北京大学　赵为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在此隆重集会，纪念沈兼士先生１２０周年诞辰暨举
办第二届 “三沈”学术研讨会，这的确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之

一，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并校长许智宏院士，向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尊师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深情的怀念，向出席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向安康市委、安

康学院及汉阴县为发扬 “三沈”文化而不懈努力的领导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沈”昆仲与北京大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他们是北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

物。自１９１３年起，三位先生先后来到北大。士远先生任北大预科教授、庶务部主任、校
评议会评议员；尹默先生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兼士先生任北大国学

门研究所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当时的北大，高擎民主、科学大旗，提倡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三位先生在北大著书立说、诲人不倦，“三

沈”美誉由此流传。士远先生教授 “国故概要”，一学期专以 《庄子·天下篇》为挈领，

旁征博引、见微知著，号称 “沈天下”。尹默先生提纲国文教材的主编，同时为 《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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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写作 《月夜》《三弦》等大量新诗，这些新诗融合了古乐府、旧词曲的音韵、意境，

被胡适先生称赞为 “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兼士先生带领学生及同仁将久积凌乱

的故宫清代档案整理出来，并为阻止文溯阁 《四库全书》外流立下大功，蔡元培先生高

度评价他的学术贡献：“有功史学，夫岂浅显。”正是由于包括 “三沈”在内的一大批青

年学术精英的到来，给北大带来了很大的朝气，使校园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他们在

治学方面，注重考据训诂，以求实严谨见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

研究中的主流。也正是由于他们置身在北大的岁月里，三位先生才有了走向文化大师的

良好起点，并由此逐渐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崇高声誉。如果说汉阴是

“三沈”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之乡，那么，北大就是 “三沈”展示才华、成就学术的事

业之乡。

今年是兼士先生１２０周年诞辰。我们欣喜地看到 “三沈”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并没

有淡漠，而是在当下不断被追忆和阐发，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那么，这种 “三沈”

现象究竟代表着什么？

“三沈”所代表的，首先是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力量。“三沈”生活的年代，是中华

民族苦难深重到极点的年代。三位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内容和活

力。士远先生是 《庄子》研究专家。尹默先生以书法和诗词著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时人即已公推为书法海内第一；他的诗词也毫不逊色，一生写诗近万首、词数百阕，至

今已出版十多种诗词集。兼士先生精于国学小学，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等学科可

称一代宗师，他运用形音义三者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是许慎之后１８００年来 “第一个从文

字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而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可以说，“三沈”昆仲努力的方向，就

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方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赢得了人们永远的怀念。

“三沈”，还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人格精神魅力。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

寻”。“三沈”不仅学术卓越，其人格也堪称世之表率。其一，他们虽主攻 “旧学”，但对

“新学”人物和思想也能包容支持，并为启蒙、爱国和救亡运动积极奔走。许多人可能不

甚了解，“三沈”昆仲到北大任教，时间还在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前；陈独秀先生之

所以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正是由于尹默先生的引荐；陈独秀后来曾逃脱一次军

阀的搜捕，也得力于士远先生的通报。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时期，尹默先生是 《新青

年》和指导学生运动的主将之一；士远先生和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带领学生向北洋政府请

愿，被打得头破血流。抗战时期，兼士先生还参与秘密组织 “炎社”，帮助青年进行抗日

斗争，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其二，他们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更有着博大的学术

胸怀，真正做到了以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尹默先生年轻时学习书法曾经走了一些弯

路，后来他撰写了 《执笔五字法》《二王法书管窥》《沈尹默论书丛稿》等论著，将书法

经验以浅近易懂的方式传授给人们，留下千古佳话。这种高洁的人格精神，是中国知识

分子永恒的追求。

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像 “三沈”这样一门昆仲三大师的现象，离不开故乡

特定人文环境的滋养。当我们置身于 “三沈”出生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汉阴县，我们似乎
能够体悟到 “三沈”奇观出现的文化之谜。在这方汉水流域的热土上，千百年来盛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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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麦、茶棉和桑桐，这里的人民充满智慧，他们勤劳勇敢，用双手和汗水变换着古老的

桑田。他们更是以激情和想象，抒写着一篇篇动人的文化乐章。明末清初，大量南方移

民曾迁移至此，使汉阴的文化 “既含北方之粗犷豪爽，更兼南方之钟毓灵秀”。 “三沈”

的父亲沈祖颐也是那时自浙江来汉阴定居的，在汉阴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对 “三沈”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严格的家教，使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功底；质朴的民风，形成了他

们沉稳、包容的个性和学养；移民的生活艰辛和顽强奋斗，使他们了解社会现实、体会

民间疾苦、立志奋发图强。汉阴养育了 “三沈”，“三沈”也为汉阴赢得了风采，可以说

是 “两不相负”。

作为 “三沈”事业之乡的北京大学，我们感谢汉阴为大学输送了三位文化大师，感

谢安康学院为 “三沈”文化研究所做的贡献，也感谢安康、汉阴的领导和朋友们长期以

来致力发扬 “三沈”文化，建设 “三沈”纪念馆。我们相信，只要 “三沈”故乡人民团

结一致，不懈努力，在海内外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三沈”文化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

了解、所接受、所感动。北京大学将同汉阴人民一道，弘扬 “三沈”爱国进步的崇高精

神，并发挥北大在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支持和促进汉阴社会和谐发展，

使大师故里更加繁荣昌盛。

不久前，汉阴县委、县政府的同志到北大访问，希望北大著名教授、中国中央文史

馆馆长袁行霈先生为 “三沈”纪念馆题词。袁先生欣然应允！今天，我受袁先生委托，

将他所书写的题词转交给汉阴县委、县政府，同时转达他对 “三沈”故里人民的祝福！

最后，祝愿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弘扬 “三沈”文化 传承汉阴精神文明

———沈兼士先生外孙女王宪北讲话

通过参观纪念馆，我看到了三位先辈外公的真迹展和生平成就展，激动的心情无法

言表，受到很大的震撼和鼓舞。

经过充分的准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纪念馆并开馆，我代表我父亲王葆圣及我

们全家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汉阴县委、县政府对纪念馆建设的支持，感谢筹建纪念馆

的所有工作人员，感谢三位外公过去的同事和其他亲友等先辈们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

北京大学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了这次盛会，为我们提供了欢聚一堂，共同学习和缅怀

先贤的机会。

为我的三位外公建纪念馆，是我们多年的夙愿，你们完成了我们多年想做而做不到

的事。三位外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文化大师，是汉阴人民的骄傲。他们刚正不阿、

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他们甘于清贫、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勤奋严谨的治学精

神，是汉阴人民的财富，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的。

外公学识广博精深，识见超卓宏通，对文史各方面均有所建树，他们大力倡导革新，

不为古人为学的方式所囿，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精密方法搜集可供研究的确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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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这种学风影响深远。他所倡导的几种学术，为培养后人、为研究中国近代发展史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缅怀他，就要学习先辈的这种治学精神，并永远传承下去，发扬

光大。

衷心希望 “三沈纪念馆”的建立，能够弘扬 “三沈”文化，传承汉阴的精神文明，

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祝汉阴人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发展，早日

步入小康生活。祝汉阴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再次代表我们全家对支持纪念馆建设的所有领导、工作人员及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

感谢！谢谢大家。

艺文

娶　亲

（民俗歌舞剧）

孙远友

人物：媒婆，下书先生，新娘，哥，嫂，丈母娘，鼓乐，轿夫，礼炮手，仪仗队人

员若干。

地点：陕南农村

时间：现代

【传统的陕南花鼓音乐声中媒婆且歌且舞上

（唱）　天上无云不下雨
世上无媒难成婚

张家的女王家的汉

有我从中牵红线

走东家跑西家

说成了多少美姻缘

（白）　下书先生，你们来快点
【内答：来了，上

先生　（唱）
翻过了两座山

过了四道河

累得老汉我

腰酸背疼脚酸腿软浑身打哆嗦

媒婆　看你那德性，叫你少喝点少喝点，你说主家酒好钱多不喝白不喝
先生　那泸康酒是招待贵宾的好酒，那味道硬是没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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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婆　好了好了，红包你揣了，好酒你喝了，可不敢把主家的事耽误了
先生　这个你放心，啥事我都安排停当了
媒婆　（唱）

离娘布离娘帕

老规老距要记下

事到临头拿不出

女家给你耍麻搭

先生　（唱）
离娘布一丈八

纯毛毕叽多光滑

离娘帕是真丝帕

包管女家乐开花

媒婆　（唱）
鼓乐轿子三眼炮

红绸彩旗可备下？

【内答：来了，鼓乐声中迎亲仪仗队且歌且舞上

先生　（唱）
大锣小锸太平鼓

红绸彩旗哗啦啦

（白）吹起来打起来旗旗子给我舞起来

【演奏起舞

媒婆　（满意）要得要得
先生　（唱）

震天动地三眼炮

人间仙乐是唢呐

【三眼炮声中唢呐队演奏

媒婆　（满意）不错，不错
先生　（唱）

新扎的轿子抬新人，气派大方多豪华

【在热闹的鼓乐声中迎新仪仗队变换队形起舞下

【二幕启

【陕南农村常见的农家院。丈母娘喜气洋洋上

娘　 （唱）

树上喜鹊叫喳喳

大妈我心里乐开花

三月十八是个好日子

小女子今天要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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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娃子

哥　 （边答边上）妈?，你老人家有啥要吩咐的？

娘　妹妹今天出嫁，你这个当哥的咋就不晓得紧忙
哥　你就放心吧，啥事都安排停当了
娘　陪嫁安排好了？
哥　妈?，陪嫁的事我都给汇报三遍了
（唱）　电视机是液晶的

外带一部ＤＶＤ
娘　　（唱）

咱山里不比城市里

电视机再好是闲的

赶紧派人去城里

买一台卫星接收器

哥　 买了，买了，昨天就买回来了

（唱）　全自动的洗衣机
能洗衣服能洗被

不需人来搓和洗

包管妹妹很满意

娘　 我就是操心莫把你妹妹的手冻坏了

哥　 （接唱）　组合家具实木造
箱箱柜柜一整套

娘　 可莫把洗脚盆忘了

哥　 （接唱）缎面被子纯毛毯

铺的盖的都置全

娘　 枕头可要双人的哟……

哥　 晓得，晓得

娘　 酒席安顿好了吗？

哥　 好了，好了，啥都安排停当了

（唱）　鸡鸭鱼肉都备齐
瓜果菜蔬是新鲜的

喜酒准备了十八桌

叔叔伯伯姑父舅舅大姨小姨老辈子全都安排坐上席

娘　 安顿得好，安顿得好，酒席可要办漂亮些哟……

哥　 （接唱）　红包准备了一百多
接亲的每人发一个

娘　 好，好，每人发个红包，咱又不缺那几个小钱

【幕后隐约传来礼炮声和鼓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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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哎呀呀，接亲的快到了，走走走，快去叫你媳妇，帮你妹妹梳头戴花换衣裳

【丈母娘，毛娃子下

【新娘在隐隐约约的鼓乐声中上

新娘　（唱）汉阴三月好风光
桃红柳绿菜花黄

【幕后女声小合唱：

昨天还是闺中女

今日就要做新娘

新娘　（接唱）耳听鼓乐声渐近
禁不住心儿跳的慌

【娘，嫂，哥同上

娘　 女子呀，迎亲的人都到对门坡上了，你咋还不梳头戴花换衣裳哟！

新娘　我的妈?！这个头我不想梳
（唱）金盆打水洗先生

银盆打水洗书生

儿舍不得拆掉长辫子

木盆打水洗的是离娘人

娘　 （唱）　女大当婚要嫁人
妈想留儿怎能行

我女今日成婚配

美满幸福天作成

新娘　我的哥?，这红花我不想戴
（唱）　长兄当父二十载

对妹照顾又关爱

兄妹情深难割舍

不忍分离泪涟涟

哥　 （唱）　 妹子今日成婚配
哥哥我又喜又伤悲

明日成了人家的人

勤劳致富要发狠

新娘　哥?，你可要送我哟……
哥　 我送，我送……

新娘　嫂子?，这嫁衣我不想换……
（唱）　长嫂当母情意深
妹子难忘姑嫂情

今日妹子离家去

嫂嫂多教多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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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 　 （唱）　孝敬父母二双亲
关心弟妹要尽心

遇事多和夫商论

满面春风待客人

【鼓乐声大作，迎亲队伍上

先生　 （唱白）

八抬大轿四四方

鼓乐齐鸣迎新娘

恭喜，恭贺

媒婆 　（唱白）
锣在打来鼓在响

恭喜一对美鸳鸯

娘　 同喜，同喜，恭请入席

【迎亲人等随哥吹吹打打下。随即传出一阵猜拳行令声

【在猜拳饮酒声中娘、嫂帮新娘换嫁衣

媒婆　（酒态上唱白）
三月十八日子好

黄花闺女变大嫂

先生　（酒态十足的唱白）
日子看好

时辰不早

多谢主家

发亲起轿

媒婆　娘亲舅大
爹亲叔大

亲戚六眷

女方全家

满请了

【迎新人等齐上，鼓乐声大作

【哥欲背新娘上轿，妹不肯，坚持自己走

【甲对乙旁白

甲　 不叫背，莫是肚子里有货，怕硬到了?！

乙　 莫瞎说

甲先婚后嫁，很是新潮，怕啥？

轿夫甲　（唱白）
轿子四四方

本是抬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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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子里怀了小宝宝

（向众轿夫）咋搞？

轿夫乙　找上亲要红包
众轿夫　鼓乐齐奏，礼炮齐鸣，帮忙的占手了
【乐起

媒婆　时辰已到，发亲起轿
【哥背新娘上轿

【迎亲仪仗队在媒婆和下书先生的带领下载歌载舞走圆场。二幕落

【二幕前，悠扬的鼓乐声中，迎亲队伍热热闹闹地上

先生　上坡下岭，脚下踩稳
众　 （合）晓得了 （走圆场）

【轿夫，抬陪嫁的随着上坡下岭道白报路

甲　 伙计们注意咧……

乙　 仰仰坡……

众　 （合）慢慢譴！

甲　 上坡陡……

众　 （合）推起走……

甲　 连环之子拐……

众　 （合）前摆后也摆……

先生　轿子陪嫁抬稳当些，到了主家，上亲又给发红包
【众欢呼，载歌载舞下

【剧终。

（２００６年，获第四届国际小戏艺术节综合二等奖）

从汉阴走出的 “北大三沈”

王　涛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秦岭之南，巴山之北，有山称凤凰山，有水名汉水。其山之高不过千仞，藏灵隐秀

世人不知也。其水之长三千里，一泓碧波天下无双也。

山雄水奇秦巴地，钟灵毓秀汉阴城。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泛舟汉江，游历古称安阳的

汉阴时，挥毫写下脍炙人口的 《登安阳城楼》：“县城南面汉江流，江嶂开成南雍州。才

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销忧。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娇绿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动，

更疑神女弄珠游。”

汉水汤汤，历史悠悠。后浪推前浪，代有人才出。史载西汉 《石门颂》书写者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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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迁哲、唐代南岳禅宗祖师怀让皆生长于汉阴。

千古沧桑成烟云，文峰宝塔鉴古今。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年），因 “邑士累科，无

能登桂”，汉阴通判傅汝修在县城墙东南角上主持修建文峰塔，又名 “魁星楼”。三层塔

门上端刻一副对联曰：“塔势凌云开笔阵，人文启秀焕奎光”，横批：“文星高照”。

建文峰塔后的十余年间，在汉阴山城一个充满中国传统翰墨书香的官宦世家，先后

降生了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兄弟。其祖父沈拣泉和父亲沈祖颐随左宗棠入陕后，均

先后在汉中府定远厅做同知，沈祖颐曾任砖坪厅 （今岚皋县）抚民通判、安康县知县，

并先后于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和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年）两任汉阴厅 （今汉阴县）抚民

通判，把家室安居汉阴山城。三沈兄弟在汉阴读书习字，赋诗作文。课余之时，或登文

峰塔远眺百里山川，或访庙宇碑楼寄情于山水。春秋佳日，兄弟姊妹或翻凤凰山过汉江，

前往定远同游，或越秦岭出子午谷到西安造访师友。尹默在 《酬兼士弟怀出居之作》云：

“携手共言远，遨游无近林。登城望云栈，川流带萦纾。风烟日在眼……”尹默晚年回忆

这段生活时，曾作 《西江月》一词，题序中云：“感忆儿时并南山晨出子午谷口豁然见朝

日於天地之际。”其词云：“子午谷前日出，居然平视瞳瞳。牛车历鹿地天通，未觉风尘

贐洞。五十年来人事，催教老却儿童。金鸟来去已匆匆，莫更峰头迎送。”

素有 “小江南”“丝绸之乡”美誉的汉阴，千百年来吸引了各地移民在此繁衍生息。

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寺庙观堂星罗棋布，客民会馆随处可见。有史以来的文化遗

址、墓葬、摩岩、牌楼、碑帖及历代名人字画、著述多有发现和传世。“三沈”兄弟在汉

阴度过了青少年时光，在源远流长的汉水文化熏陶下，在淳朴厚实的秦巴风情环境中，

融洽的手足情谊，健全的家庭教育及书香世家的影响，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文化艺术陶养，

对他们日后涉足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９０３年，“三沈”昆仲的父亲沈祖颐去世，同年举家迁离了汉阴山城，移居西安。
１９０５年，沈尹默与其三弟兼士，自费赴日本求学。因家庭拮据，尹默留日求学不足一年
即返回西安。兼士则继续留日，与马幼渔、钱玄同、许寿裳等在章太炎先生门下求学。

１９１２年２月，应北大代理校长何遹时、预科学长胡仁源的邀请，沈尹默到北京大学
预科教中国历史，第二年任国文系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教授汉魏六朝诗文。不久，

他的兄弟沈兼士和兄长沈士远先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沈兼士创办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

任主任，讲授文字学、《说文解字》等课程，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

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代理校长等职。沈士远任北大预科教授，讲授 《国学概要》。棠

棣三人，各自学有所长，都名重京师，于是便有了北大 “三沈”之说。鲁迅先生夫人许

广平在 《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写道：“我初到北平时，即听朋友说：‘北平文化界之权

威，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谢兴尧在 《红楼一角》中说：“民十以后，外人谓北大

当政者，有 ‘三沈三马’之称…… ‘三沈者’，本科教授沈尹默、沈兼士，预科教授沈士

远，本哥仨也。尹默教汉魏六朝诗文，并以书法名世，惟外间流传甚少。……兼士与北

大之关系独深，可谓相与始终，人称之曰：沈三先生。为人宽和开明，无论教职员生，

对之多表敬意，尤好扬人之善，奖掖后起，在北大老教授中，可谓最得人心者……曾任

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研究所之规制，皆其手创，不仅北大之功臣，亦蔡系之健将，

３３６附　录



因蔡老先生兼容并包之人材主义，只氏能实行之。”周作人在 《三沈二马》中说：“沈尹

默和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大。

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则却很起带头

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 ‘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接受。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

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

在陕西长大的。……他 （沈士远）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的十分仔细，讲义中有

一篇 《庄子》的 《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因此同学们送他一个别号

便是 ‘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部主任……”

北大初创时，充满衙门习气，校长更迭频繁，北洋政府欲借蔡元培作招牌来办北大。

蔡元培犹豫不决，沈尹默和汤尔和、夏浮筠力主蔡元培来长北大。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
蔡元培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上任伊始，亲自前往译学馆看望正在上课且小他１５岁
的沈尹默。蔡元培决心改革北大，他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

教育主张深为沈尹默敬佩，使沈尹默下定决心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沈尹默在和蔡元培的

一次促膝长谈中，提出了改革北大的三点建议：“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组织评议

会，教授洽校；三、规定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蔡元培深以为然，完

全采纳，并增聘中外名流到北大任教，如李大钊、钱玄同、刘师培、鲁迅、李石曾、吴

稚晖、李四光等学者精英。

蔡元培长北大不久，沈尹默有一天从琉璃厂经过，巧遇来北京办事的故友陈独秀，

随立即向蔡元培校长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很高兴，让沈尹默征得陈独秀

同意。不料陈拒绝，说要回上海办 《新青年》。沈尹默告诉他，蔡先生同意他将 《新青

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来办。陈独秀当即答应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并将 《新青年》迁

到北大，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

沈尹默、高一涵，后来周树人、周作人等也加入编委会，每人轮流编辑，周而复始。

蔡元培在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提道：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

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

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从此北大就成为新

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大力支持 《新青年》，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鲁迅、沈尹

默、胡适、刘半农、李大钊诸位热烈响应，努力介绍新思想，提倡白话诗文。

校方改革政策，主张学术自由，与进步学生要求 “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

相适应，课外社团活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校风为之一变。当时蔡元培在北大发起

成立 “北大书法研究会”，并决定由国文系的沈尹默教授负责，理科教员刘三和马叔平为

导师，这对推动北大书法研究，再造中国近现代书法高峰起到很大作用。

作为新文化运动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是以新诗歌开其端。新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

《新青年》四卷第一期上，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三人，而早期的白话诗作者尚

有：李大钊、沈兼士、周作人、陈衡哲、陈独秀和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

尹默先生为 《新青年》写的白话诗有：《月夜》《鸽子》《人力车夫》等１８首，他创
作的 《月夜》被认为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与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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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尹默的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白话诗说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尹默１９１８年在
《新青年》四卷一期上所载的新诗 《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

顶高的树并排立着，都没有靠着”）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并指出沈诗多从古乐

府、旧词、曲里脱胎出来，而 《三弦》一诗则是善用旧诗词双声叠韵的最佳先例：

“中午的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阑，让他直晒着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走，

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门大院子里，半院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

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托着头，他不声不响。”

这首描写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新诗传颂一时，并被编入国立中学国文教材。

自１９１５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尹默先生是倡导者之一。他甘愿为人民大众服务，做
白话诗文的拓荒者。《三弦》是新诗初创时期极有代表性的作品。在音韵、结构、意境、

用字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极深刻地刻画了劳苦大众在深重灾难中冷漠的绝望的心情，

反映了他对国家、民族、广大劳苦大众的热爱。以 《三弦》为代表的新诗创作，是人民

的文学，是新诗的菁华，从墨写的言词中辉映出生命的火花！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奏响了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号角。５月４日
下午，尹默先生在北京什刹海会贤堂面湖对约来的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吃茶谈天，这个

当儿说不定会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他还为友人即席写下一首减兰小词：“会贤堂上，闲

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着。流水年光，

莫道闲人有底忙”。“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使他有山雨欲来的预感，人们乃因此认为尹

默先生事先参与其事。沈兼士先生当日加入了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沈士远先生则在

北大教职员会发起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上被推选为书记。北大 “三

沈”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对爱国学生正义行动始终积极支持，竭尽了力所能及维护的责

任，并吁请蔡元培大力帮助，为营救被拘警署的学生尽力奔走。

关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功绩，毛泽东主席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自有

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

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梁漱溟先生在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说：“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

五四运动出现。”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来赴美英德法等国留学、曾任清华大学校

长、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回忆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时说过：“沈尹默也是 （《新青年》）

一个编辑……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

小县出大才，一门三人杰。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属罕见。值得一提的是，北大 “三

沈”各有专长，各有建树。特别是沈尹默先生不仅对新文化运动贡献极大，他还是诗词

大家和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书法家，已故全国文物鉴定组组长谢稚柳赞尹默书法 “数

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台湾林尹教授称尹默行书为米芾之后８００年来第
一人。沈兼士先生作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大师，在训诂、文字、音韵领域独有所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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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树颇丰；整理清代遗留历史档案，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沈尹默和沈兼士兄弟以不朽

业绩均载于 《辞海》，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

“三沈”昆仲以卓绝的学术成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学界泰斗，更以其高洁的人品和爱

国情怀感召日月。“五四”运动、女师大风潮和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三沈”兄弟对爱国

学生关爱备至，竭尽了力所能及的保护和培养的责任。１９２７年４月，共产党创始人李大
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后，沈士远和沈尹默兄弟全力搭救李大钊之子李葆华。１９３２
年沈尹默先生任北平大学校长，因不满国民党政府开除进步学生，愤然辞职。“七七”事

变后，沈兼士先生坚持 “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后，沈尹默又因不满国民党

的腐败黑暗，辞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之职，卜居上海卖字为生。韶光易逝，白驹过隙。

“三沈”昆仲离开汉阴已一个世纪，他们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增添了盎然春色，也为陕西

文化研究留下了永恒的课题，更为后人树立了新的人生标尺。

（本文原载于 《安康日报》，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转载于 《文化艺术报》，转载时有删

节）

油菜花儿开

陈绪伟

一场春天的喜雨过后，屋外空气格外清新。山城围湖岸边，杨柳轻舞，煦风拂面；

龙岗月河川道，淡淡馨香，扑鼻而来。

依着这馨香的气息，走进散发香味的源泉，是滴着绿郁郁的、发疯似长着的油菜。

一天大过一天，提秆、伸枝、扩叶、透花，物过一日就让人刮目相看，让人心旷神怡，

让人兴奋不已。

水响燕归三月天，油菜花开满山川。是月河的油菜花最早吹响迎春的号角，在汉阴

遍川满山，油菜花的金黄色从川道双乳东端，云彩般地铺向西端草沟，遍洒南北层层迭

起的山梁和沟沟弯弯。油菜花期，叶少枝繁、虬须互绕，姿丰势旺；朵朵黄花，巧着翠

茎，缘下盘上，渐次绽开。与河流山川为伴，与风云雪雨共舞，诱惑着城里城外、乡里

乡外喜好踏青的人们和群英众秀，前来欣赏油菜花开的盛状。

彼年今日醉意中，菜花依然迎春风。在汉阴人们心里，它代表着 “怀春之花、乡情

之花、耕耘之花、收获之花”。油菜花盛开，满山遍野，一片碧绿嫩黄，正是一年中乡村

最美丽的季节，也是一年中龙岗人最浪漫的时候，蕴含着期待的喜悦。每当油菜花盛开，

无论是南山人还是北山佬，加上川道人都说，这时正是村姑乡汉城男靓女意志最为 “弱

势”之时，没有人能经得住 “春恋”的诱惑，最易堕入情网，因而，成群结队、成双成

对都在这油菜花中悠闲散步，欣赏 “爱情之花”。

最是一年好去处，花海人家是汉阴。油菜花并不稀奇，哪里都有，但这里的油菜花

田不但气势壮观而且造型和其他地方相比也是与众不同，川宽又多山，农户夹中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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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山岗，金色的沟壑，金色的原野，金色的河堤，金色的花坛，金色的盆景，有的是

“片片块块嵌农庄”、有的为 “高低起伏挂山间”、有的是 “迂回曲折顺弯转”、有的为

“螺旋泻落绕梁串”与远山近水、村落人家相辉映，近看远观，变化万千、风光明媚。没

有极目无限的金黄，更像一幅幅淡淡的水彩画。村在花中立，院在花中嵌，家在花中站，

人在花中走，牛在花中行，车在花中奔，鸟在花中飞，蜂在花中采，水在花中穿，却是

半遮半掩，表露着含蓄中的意韵，美得纯净，美得华实。

汉阴山川遍野的油菜花盛开了，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几万朵甚至几亿万朵在

春风里昂首怒放，那景色震撼心魄。无论你从亲近的双乳东来，还是你从爱恋的草沟西

进，摄入你眼帘能装下的天地里，金色的云彩连绵不断，密密匝匝，覆盖了绿叶，覆盖

了山水，覆盖了天地。眼前 一片明黄和金黄，像一张有边无际的金色地毯，把大地铺得

富丽堂皇，映得来人的心情，也一片辉煌。菜花盈盈招手，展示其迷人的风姿，那是真

诚欢迎你的亲临；缕缕花香传至鼻端，送递其清新的氧吧，那是亲昵恭贺你的莅临；身

前身后，飞舞的蜂蝶追逐萦绕，那是载歌载舞感谢你的光临。

汉阴三月花如潮，蝶恋花海醉三月。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１日 《陕西日报》选载

角色的换位

戴辉旭

林姐近来心情不顺，走路怕碰见熟人，回到家里变得爱发脾气。往日她可不是这样。

这林姐人长得俏，风韵不比少妇差，心眼又好。很有人缘。小巷里姐儿们总爱围着她转，

无论跳舞，打牌，还是遛街、拉家常，林姐是红花，大伙儿是绿叶，形影不离，就连那

帮整天跟着林姐那口子屁股后面转悠的爷们见了林姐，也都跟向日葵似的满脸堆笑，尽

量说好听的话讨她喜欢。可现在呢，还不明摆着的事，林姐那口子因年龄超限了被免了

职，在要害部门里成了最不紧要的半老头子。这时林姐上班的单位也跟着凑热闹，通知

林姐提前内退，算起来从针织厂调进工商银行才三个年头呢，更可气的是这不大的巷子

里，周围的人像变了似的，见了林姐时，脸上没了往常的笑容，顶多吱一声就匆匆过去

了，更没人再到林姐家串门了。

倒是林姐那口子比以前更体贴人了，上班中途有时会打个电话给她，还改变了以前

经常不回家吃饭的毛病，现在不仅每天回家吃饭，手里还常常拎着些菜回家。无事做了

就一边练着书法，一边和林姐说着话：“我说小林呀，你就别再多想了，人生就这短短几

十年，别人不捧你了，后半辈子自己捧自己。”

“你别嘴硬，难道你心里好受活？”

“我怎么啦，这不好好的吗？人家又没少我的待遇 。再说了，你虽内退了，每月工资

照拿，比起你原来厂子里的工友可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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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见巷口那对狗崽子的样儿，你当局长时他小两口把咱家门坎都踢破了，你给他

们办了那么多事，现在倒好，见了我生怕粘住了，话不愿多说。”

“人家不是还给咱们送过礼吗？”

“那也不该这么快就生分了。”

他不言语，望着毛宣纸上那些失去了往日飘逸洒脱的字，他叹口气说：“人这东西就

这么现实啊 ，尤其是现在。”他下意识地放下笔，果断地接着说：“干脆，别想它了，我

们出去散步吧。”

于是，华灯初照的社区小道上，空旷清新的广场边，又多了一对漫步的夫妻。这对

夫妻在经历人生荣耀与失落后，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现在唯一的牵挂，就是盼望在

外读研的宝贝女儿快快完成学业走向另一个人生舞台。

（本文２００５年８月１日，获小小说月刊杂志社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优秀奖）

放眼香港

黄舟山

巨大的激流　众多的人们
放眼香港　放眼
一九九七

亿万人们声声呼唤

大江南北阵阵回音

那时七月的第一个早晨

羽白色的鸽子　轻轻的
在蓝天上　翱翔
飞向香港

香江的水与祖国血脉相依

一些银杏叶子上闪动的波光

和长城　黄河　一起奏乐
在母亲的怀抱

有数不完星辉般的梦想

热血激动的人们奔走相告

一百年前丢失的信笺

今天　邮给华夏后裔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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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所有的喜悦

告诉给　灿烂的太阳
哦！放眼香港……

（注释：这首诗歌于１９９７年５月参加国务院港澳办主办的全国 “侨兴杯”征文大赛，

代表安康地区和陕西省十件作品之一参赛，经专家教授和诗人层层评选，推荐表彰为优

秀奖次 （时该项奖未设等次），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授予荣

誉证书和奖章，在陕西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原文发表于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的 《安康日

报》，收录在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侨兴杯·１９９７香港”《百年沧桑话回归》一书。）

“文化大革命”纪实

造反夺权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 “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即 《五·一六通

知》），中共汉阴县委于５月１８日、２５日、３０日连续３次召开常委会议，学习传达中共中
央文件精神，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通知，于５月２３日发出 《中共汉阴县委关于在全县范

围开展文化大革命第一步安排意见》。６月３０日，汉阴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作出 《决议》，号召 “全县人民一定要把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７月１０日，
中共汉阴县委派出两个工作组，进驻汉阴中学和涧池小学，进行 “文化大革命”试点，

接着全县各中小学普遍开展 “文化大革命”，发动师生用大字报、小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学

校负责人和一些教师，教学秩序顿时陷于混乱。７月２５日，汉阴县暑期教师学习会开始，
县委派出工作组６８人，具体组织领导。参加会议的有全县中小学教师和文教部门的干部
共计９４５人。学习会上，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为思想武器，在教师中大挖 “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 “黑帮”，清查 “黑五类” （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一大批

教师迭遭批斗、挂牌戴高帽子 （一种纸制锥形的帽子）游街示众。８月８日，中共中央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即 《十六条》）发布。随即，全县城乡各地广泛开

始大鸣大放，到处张贴 “破四旧 （即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 （新文

化、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揭发检举本地、本单位的 “牛鬼蛇神”。至９月中旬，揪出男女
“牛鬼蛇神”４７０多人，抹黑脸、挂黑牌、戴高帽子，手击铜锣 （或瓷盆），押往各地游

村游街。成群结队的青少年，扛着团旗、队旗，冲进庙宇、民宅，仅半月全县捣毁大小

庙宇４４座，砸毁各种神像７３９尊，焚毁各种珍贵书籍、文物无法统计。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该县选出２１名学生代表前往首都天安门参加毛泽东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８月２６日，汉阴县第一个造反组织———汉阴中学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接
着，全县各中小学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师生有３２７０多人。１０月１８
日，汉阴县委 “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成立。同时成立接待站，负责接待外地来该县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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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兵。１０月２９日，汉阴县人民委员会通知，改漩涡区为红旗区，改铁佛区为红卫区，双
乳公社等２７个公社的名称统统改为带 “四新”色彩的新名称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恢复原名）。
１１月初，中共汉阴县委又派出 “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县医院、商业局、县人民银

行，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揪斗 “坏人”。该县各地的红卫兵纷纷外出串联，外地的一些

“革命小将”也陆续来到该县串联。１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指示 （草案）》，决定在农村也开展 “文化大革命”。２０日，跃进 （观音河）水库

“３２１１１造反队”２０多人涌入县委大院，强占住房及办公用具，首次贴出 “炮轰汉阴县

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文举”大幅标语。嗣后，全县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

造反组织。１９６７年１月，各生产大队、生产队也陆续建立造反组织，各种 “战斗队”“兵

团”“司令部”摆开 “革命大批判”战场，“炮轰”“火烧”各级党政组织和打倒 “走资

派”的大幅标语、大字报、传单、小字报贴满大街小巷，如雪花飘散。“打倒” “炮轰”

和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与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歌

声此起彼伏，交织城乡。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人，甚至连一些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党

支部书记、生产队长转眼间都成了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 “革命对象”，把

他们揪出来，“打倒在地”，还要 “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学校全天停

课，商店关门半天，机关 “天天读”，造反 “闹革命”。县新华书店及各基层供销社库存

和调进的 《毛泽东选集》２８万多套，单行本２７万多册， 《毛主席语录》６８万多本，
毛主席画像１９万多张均被抢购脱销，背诵 《毛主席语录》的群众性竞赛活动在城乡普遍

开展。高梁公社盲女张信美一口气背诵 《毛主席语录》２００多条，被邀请到各地做现场背
诵表演，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乡间主要路口均设有 《语录》岗，过往行人都得背诵几

段 “最高指示”或 “最新指示”后才得放行。毛主席像章成为青年们争相抢夺的宝物。

开会、开车、开饭前在领袖像前 “早请示”，夜晚睡眠前 “晚汇报”，欢跳 “忠字舞”。县

城及川道一些机关、民宅的墙均被土朱砂、红漆涂染，实现 “红海洋”，耗费资金１３万
多元，浪费劳力１３万多个。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颁布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

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 《公安六条》），规定凡是 “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

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扩展到对江

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治罪。据统计，１０年间共查处 “恶攻”案５５案
５５人 （１９７９年均予平反）。

围绕中共汉阴县委、县人委主要负责人，造反派之间发生分歧，出现 “革命派”与

“保皇派”的激烈论战，４００多个造反组织逐步形成两大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中旬，全县性的
两个大型造反派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即汉阴地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 “红总部”），

捍卫毛泽东思想汉阴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 （简称 “联司”）。自称独立于两大派之外的

另一个造反组织汉阴县 “东方红公社”也宣告成立。１月２５日，“红总部”“联司”在县
体育场联合召开批判 “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县委、县人委主要负责干部被 “勒令”参加会议，均被指控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汉

阴的代理人”。在批判 “当权派”的同时，两派互相攻击，辱骂厮打，是为两大派武斗之

始。在上海 “一月风暴”的影响下，１月２８日，“红总”派统属的县委、县人委内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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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组织抢先行动，县委、县人委正副领导均被夺权 “靠边站”。此后，夺权向基层扩展，

县级部局、各区委、区公所、公社党委、管理委员会以及一些生产大队的党支部、管委

会也相继被夺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大多数被造反派打成 “走资派” “反党分子” “黑

帮”，全县工业、农业、商业逐步陷于半瘫痪状态。３月１７日，根据中央军委 《关于集中

力量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以汉阴县人民武装部为主，吸收

少数地方干部参加，成立 “汉阴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总揽全县工作，下设

办公室，办理日常事务。县城街头出现 “彻底批判 《黑修养》（刘少奇著 《论共产党员修

养》）”“打倒刘少奇”“炮轰西北局，打倒叛徒刘澜涛”巨幅标语。４月，各造反组织之
间的内讧加剧，“革”与 “保”大辩论由社会进入县委、县人委机关，由县城扩展到集

镇、乡村，由辩论发展到谩骂、围斗、厮打、抄家，打砸抢事件接连发生。县委书记赵

文举被打成 “三反分子”。副书记刘鹏成了 “特务分子”。副县长薛自昌及县级各部门的

“当权派”被揪斗游街，动乱局面日益加剧。

武斗内乱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２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一派造反组织代表的讲话中提出 “文攻武卫”口

号。８月中旬，“联司”在县邮电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成立 “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会

后组建邮电、工交、财贸、运输等４个武斗队，以队为单位开展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８
月１９日，“红总部”赴北京上访代表团返回县城，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组建１支１５０～
３００人的农民武装队伍，进城 “保卫红总部”。在 “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汉阴沦为安康

地区两大派拼死搏斗的战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至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两大派抢劫银行、
粮食局，冲击人民武装部和看守所，抢夺武器装备，砸抢烧毁国家档案，私设电台、监

狱，非法审讯人民群众，乱抓乱杀，连续制造武斗流血事件２０多起。烧毁公房１０间半，
炸毁民房１７间。武斗队强行提取国家商业、金融部门现金１５０多万元、粮食 （票）１８５
万千克、食油２５万余千克，均用于武斗。

建立革命委员会，恢复县委

１９６８年４月６日，先锋 （太平）公社成立 “革命委员会”。８月２３日，８１６３部队进
驻汉阴县城，贯彻落实 《７·３布告》和 《７·２４布告》，两派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销
据点，无条件上缴武器弹药，实行 “革命大联合”。９月９日，成立汉阴县革命委员会，
内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组、政法组，实行一元化领导，总揽全县党政财文大权。１２
月，成立中共汉阴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此后，５区、４１个公社 （镇）、２３８个生产大队以
及县级非政权部门和企业、学校相继建立 “革命委员会”。１０月５日，县人武部奉命对县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建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汉阴县公安机关军

事管制小组”，与政法组合署办公。当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１次全委 （扩大）会议和贯

彻 “７·３”“７·２４”布告、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动员大会。会后在全县范围开展清理
阶级队伍群众运动，至１９６９年３月底，清理出参加武斗的杀人凶手、“黑手”“幕后策划
者”“走资派”“叛徒” “特务” “三反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

子）６０００多人。１２月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举办 “汉阴县革命委员会斗、批、改学习班”，

即三原 （原县委、原人大、原公检法干部）学习班，在各级干部中揪斗 “叛徒”“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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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１７０多人，进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制造了大
量的冤假错案。县 “革命委员会”动员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３届城镇户口的高、
初中毕业生４０５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后至１９７７年，每年都有一批知
识青年下乡插队落户，累计达１４５０人）。１９６９年３月６日，成立居民下放办公室，动员
加强迫，下放城镇居民 （此后２年间，下放农村安家落户的城镇居民４０１户、１９５０人。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全部收回）。４月９日，县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立，提出 “上中学不出社，

上小学不出大队”口号，盲目大办中、小学。搞开门办学，将课堂从教室搬到田间地头，

组织师生参加革命大批判和农业生产劳动，教学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教育质量急骤下降。

５月１日，汉阴县革命委员会发出 《通告》，自即日起，除县城以外，境内的７个农村集
镇的集日由原来每月９场改为６场 （逢５、１０日），非逢场日，禁止农民上街交易、赶
场。１０月，除城关镇外，全县各区、公社的小学全部下放到生产大队去办 （１９７１年 ３
月、９月分２批收回），交贫下中农管理。３６７名公办教师工资改为工分加补贴，口粮由
所在生产大队供应。

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搞

斗、批、改和 “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开展 “批林批孔”批周公，“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割 “资本主义尾巴” “评法批儒” “评水浒，批宋江”，推广 “小靳庄经验”，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接连不断。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６～３０日，举行中共汉阴县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汉阴县委
员会委员２３人，其中军代表４人，干部代表１４人，基层干部代表３人，造反派代表２
人。４～７月，县委抽调８５名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组织１８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１８个公社中２８个生产大队、１５６个生产队，协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开展
阶级斗争，试办农业学大寨典型。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成立汉阴县农业学大寨办公室 （１９７３年
１０月改为整顿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小组办公室），至１９７８年，在全县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
线教育。共揪斗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４５２名，批判公社、
大队、生产队干部４６０多人，清出贪污现金７１４万元，清出多吃多占、隐瞒私分粮食
１６６万多千克，撤换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１８９名。运动中，“狠批以钱为纲”“自由贸
易”“自由种植”“重副轻农”“副业单干”，宣称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

苗”。１９７６年秋，大多数地方的社员自留地、饲料地都被生产队收回 “代耕”，每人只留

３厘菜地。农民怨声载道，称路线教育 “不是社教，胜似社教”。同时，全县城乡办起政

治夜校３０２３处，培训理论骨干５４０６人，参加学习７万多人，进行 “评法批儒” “评水

浒，批宋江”、批判 “资产阶级法权”和 “唯生产力论”、批判 “三株大毒草” （邓小平

《论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批邓、反击

右倾翻案风”等等，各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农民叫苦不迭。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四人帮”反革命

集团，宣告 “文化大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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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索引

汉阴县１９８８年行政区划一览表 （２５）
))))))))))))))))))))))

汉阴县２００４年行政区划一览表 （２７）
))))))))))))))))))))))

汉阴县各月太阳辐射量 （４５）
))))))))))))))))))))))))))

汉阴县各月生理辐射量 （４５）
))))))))))))))))))))))))))

汉阴县各月日照时数 （４６）
)))))))))))))))))))))))))))

汉阴县月平均气温随高度递减率 （４６）
))))))))))))))))))))))

汉阴县各月平均气温和极端最高、极端最低气温 （４６）
)))))))))))))))

汉阴县四季划分表 （４７）
))))))))))))))))))))))))))))

汉阴县各月平均地温一览表 （４７）
))))))))))))))))))))))))

汉阴县各月平均气压统计表 （４８）
))))))))))))))))))))))))

汉阴县土壤类型一览表 （５１）
))))))))))))))))))))))))))

汉阴县１０平方千米以上河流特性计算统计表 （５６）
))))))))))))))))

汉阴县客水资源计算成果表 （５７）
))))))))))))))))))))))))

汉阴县主要河流水质化学成分表 （５８）
))))))))))))))))))))))

汉阴县技术可开发水能一览表 （５９）
)))))))))))))))))))))))

汉阴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乡镇分布情况统计表 （７４）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统计表 （７６）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计划生育水平主要指标统计表 （８０）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粮食作物种植统计表 （８６）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油料作物统计表 （８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蔬菜种植统计表 （８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推广一览表 （９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家畜禽饲养统计表 （９５）
))))))))))))))))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古树名木一览表 （１０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绿化造林一览表 （１１０）
)))))))))))))))))))

汉阴县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各乡镇退耕还林统计表 （１１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林业产业统计表 （１１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主要林产品产量统计表 （１１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水保治理情况统计表 （１２３）
)))))))))))))))))

汉阴县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统计表 （１２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统计表 （１３９）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９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统计表 （１４２）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售电量统计表 （１５０）
))))))))))))))))))))

城南新区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房地产开发、联户建房、村民安置建房一览表 （１５５）
)))))

城南新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机关南迁一览表 （１５５）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县城街巷改造一览表 （１５７）
)))))))))))))))))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城南开发区新建道路一览表 （１５８）
)))))))))))))))))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建筑业增加值统计表 （１６８）
)))))))))))))))))

汉阴县建筑设计院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设计项目一览表 （１７１）
))))))))))))))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房地产业增加值统计表 （１７５）
))))))))))))))))

汉阴县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览表 （１７６）
))))))))))))))))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县级公路一览表 （１７９）
))))))))))))))))))))))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乡级公路一览表 （１７９）
))))))))))))))))))))))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公路桥梁一览表 （１８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公路运输量统计表 （１８３）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水上运输量统计表 （１８５）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公路、水运各类规费征收统计表 （１８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卷烟销售及烤烟收购统计表 （１９７）
))))))))))))))

汉阴县供销社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商品购进、销售总值统计表 （２０６）
)))))))))))

汉阴县供销社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经营效益统计表 （２０６）
))))))))))))))))

汉阴县供销社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蚕茧收购情况统计表 （２０８）
))))))))))))))

汉阴县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移动、联通通信一览表 （２１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统计表 （２２３）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统计表 （２２５）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财政供养人员统计表 （２２６）
)))))))))))))))))

汉阴县国家税务局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税收征收统计表 （２３５）
))))))))))))))

汉阴县地方税务局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收入入库统计表 （２３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农业 “四税”收入统计表 （２３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金融机构存贷款统计表 （２４４）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生产总值一览表 （２５０）
)))))))))))))))))))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分行业增加值统计表 （２５２）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表 （２５３）
)))))))))))))))))

汉阴县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表 （２５９）
)))))))))))))))))))

汉阴县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表 （２６０）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药品经营单位监督监测统计表 （２８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建设用地审批统计表 （２８６）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中共党员统计表 （２９６）
)))))))))))))))))))

中共汉阴县第八届至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一览表 （２９８）
))))))))

４４６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党组织发展情况表 （３０３）
))))))))))))))))))

汉阴县纪检监察机关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查办案件统计表 （３１１）
)))))))))))))

汉阴县第十一届至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一览表 （３３８）
))))))))))

汉阴县第十一至十六届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一览表 （３４９）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刑事审判统计表 （３７１）
)))))))))))))))))))

汉阴县第二至七届政协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一览表 （３８２）
))))))

汉阴县１９８６～２０１０年人武部部长、政委任职情况表 （４１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查处治安案件一览表 （４２０）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各类车辆检审统计表 （４２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机动车驾驶员审验发证统计表 （４２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表 （４２９）
)))))))))))))))))

汉阴县民政局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救灾款物发放统计表 （４４６）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幼儿园发展情况统计表 （４６０）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学前班发展情况统计表 （４６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小学发展情况统计表 （４６２）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初中、高中教育情况统计表 （４６５）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小学教职工统计表 （４６９）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普通中学教职工统计表 （４７０）
))))))))))))))))

汉阴县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运动员参加省级以上运动会成绩表 （４７４）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运动员参加安康市运动会成绩表 （４７６）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获市级以上部分科技成果一览表 （４８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卫生人员情况统计表 （４９５）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妇幼保健业务统计表 （５０７）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发表的部分优秀文艺作品一览表 （５１８）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０７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一览表 （５３７）
)))))))))))))))

汉阴县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获省、地 （市）级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一览表 （５５１）
))))))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声母比较一览表 （５５６）
)))))))))))))))))))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韵母比较一览表 （５５７）
)))))))))))))))))))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声调比较表 （５５８）
)))))))))))))))))))))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声调例外字表 （非古入声字） （５５８）
)))))))))))))

汉阴城关话与普通话古入声字读音比较 （５５８）
))))))))))))))))))

“穷不离书，富不离猪”各地说法对照表 （５６４）
))))))))))))))))))

“吃、说、穿、黄瓜、老鼠”各地说法对照表 （５６４）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获省部级以上表彰先进人物表 （５７８）
)))))))))))))

汉阴县离休干部名单表 （５８１）
)))))))))))))))))))))))))

汉阴县１９８８～２０１０年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名单表 （５８５）
)))))))))))))

５４６表格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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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安全监管机制 （２９２）
)))))))))

安全监管 （２９２）
)))))))))))

案件查处 （３１０）
)))))))))))

案件审判 （３７０）
)))))))))))

安全保卫 （４２４）
)))))))))))

爱国卫生 （５０３）
)))))))))))

Ｂ

保险机构 （２４６）
)))))))))))

保险业务 （２４７）
)))))))))))

标准化管理 （２７８）
))))))))))

保密工作 （３２９）
)))))))))))

编制管理 （４３４）
)))))))))))

殡葬管理 （４４９）
)))))))))))

Ｃ

城关镇 （２８）
))))))))))))

畜禽饲养 （９４）
)))))))))))

茶果产业 （１１５）
)))))))))))

采矿业 （１４５）
))))))))))))

蚕桑产业 （１１４）
)))))))))))

蚕茧经营 （２０７）
)))))))))))

村镇规划 （１６４）
)))))))))))

村级公路 （１８０）
)))))))))))

财政收入 （２２２）
)))))))))))

财政支出 （２２４）
)))))))))))

财源建设 （２２９）
)))))))))))

财政管理监督 （２３０）
)))))))))

财政金融审计 （２６４）
)))))))))

常委会机构 （３３８）
))))))))))

常委会议及主任会议 （３４０）
))))))

残联组织 （４０４）
)))))))))))

残联工作 （４０４）
)))))))))))

参与经济建设 （４１４）
)))))))))

参加抢险救灾 （４１５）
)))))))))

查禁　黄　赌　毒 （４２２）
)))))))

出入境管理 （４２５）
))))))))))

成人教育 （４６７）
)))))))))))

传染病防治 （５０１）
))))))))))

城乡生活 （５３８）
)))))))))))

城关方言 （５５５）
)))))))))))

Ｄ

地质 （４０）
)))))))))))))

地貌 （４２）
)))))))))))))

电网改造 （１５０）
)))))))))))

典型建筑 （１６９）
)))))))))))

地方税务 （２３６）
)))))))))))

党员代表大会 （２９７）
)))))))))

党员队伍建设 （３１６）
)))))))))

党校工作 （３２２）
)))))))))))

对台及港、澳工作 （３２４）
)))))))

党史研究 （３３０）
)))))))))))

调查研究 （３８７）
)))))))))))

大中专毕业生安置 （４３７）
))))))



地震监测 （４９１）
)))))))))))

地方病防治 （５００）
))))))))))

地方戏曲 （５２４）
)))))))))))

电视 （５３１）
)))))))))))))

档案 （５３２）
)))))))))))))

地方志 （５３３）
))))))))))))

Ｆ

扶贫机构 （１０２）
)))))))))))

扶贫攻坚 （１０２）
)))))))))))

飞播造林 （１１１）
)))))))))))

封山育林 （１１２）
)))))))))))

防汛 （１３１）
)))))))))))))

发电 （１４９）
)))))))))))))

房地产管理 （１７４）
))))))))))

房地产业 （１７５）
)))))))))))

非党人士工作 （３２３）
)))))))))

法纪检察 （３７６）
)))))))))))

妇女组织 （３９９）
)))))))))))

妇女代表大会 （３９９）
)))))))))

妇联工作 （３９９）
)))))))))))

法律服务 （４３１）
)))))))))))

发明成果 （４８６）
)))))))))))

妇幼保健 （５０６）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５２８）
))))))

方言特点 （５５４）
)))))))))))

Ｇ

观音河乡 （３６）
)))))))))))

国土资源 （５４）
)))))))))))

管理与服务机构 （９７）
))))))))

古树名木 （１０６）
)))))))))))

灌溉工程 （１２７）
)))))))))))

工程管理 （１３６）
)))))))))))

工业规模 （１３８）
)))))))))))

工业结构 （１３９）
)))))))))))

管理体制改革 （１４３）
)))))))))

国省公路 （１７８）
)))))))))))

公路桥涵 （１８１）
)))))))))))

公路运输 （１８２）
)))))))))))

管理机构 （１８６）
)))))))))))

规费征收 （１８６）
)))))))))))

公路养护 （１８７）
)))))))))))

供销体制改革 （２０５）
)))))))))

电信机构 （２１５）
)))))))))))

电信设备 （２１５）
)))))))))))

电信业务 （２１７）
)))))))))))

国家税务 （２３４）
)))))))))))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５２）
)))))))))

工商管理机构 （２６９）
)))))))))

国土资源管理机构 （２８３）
)))))))

工作机构 （３０２）
)))))))))))

干部队伍建设 （３１２）
)))))))))

工会组织 （３９２）
)))))))))))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３９３）
))))))

工会活动 （３９３）
)))))))))))

工商联组织 （４０２）
))))))))))

工商联工作 （４０３）
))))))))))

个体劳动者协会 （４０７）
))))))))

国防教育 （４１３）
)))))))))))

公安机构 （４１８）
)))))))))))

工资福利 （４３７）
)))))))))))

管理体制 （５０８）
)))))))))))

公共文化设施 （５１２）
)))))))))

馆藏文物 （５２８）
)))))))))))

广播 （５３０）
)))))))))))))

管理机构 （５４９）
)))))))))))

Ｈ

汉阳镇 （３３）
))))))))))))

环境污染 （６７）
)))))))))))

７４６索　引



环境管理 （７０）
)))))))))))

荒山绿化 （１０９）
)))))))))))

护林防火 （１１３）
)))))))))))

河道管理 （１３５）
)))))))))))

会员代表大会 （４０２）
)))))))))

户政管理 （４２１）
)))))))))))

婚姻 （５４１）
)))))))))))))

汉阴方言内部差别 （５６０）
))))))

Ｊ

境域 （２２）
)))))))))))))

建置沿革 （２２）
)))))))))))

涧池镇 （２９）
))))))))))))

酒店镇 （３４）
))))))))))))

计生机构队伍 （７７）
)))))))))

计生宣传 （７７）
)))))))))))

计生生育政策 （７８）
)))))))))

节育措施 （７９）
)))))))))))

经济作物 （８７）
)))))))))))

疫病防治与检疫 （９７）
))))))))

减轻农民负担 （９９）
)))))))))

经营体制改革 （１４４）
)))))))))

加工业 （１４８）
))))))))))))

集镇建设 （１６４）
)))))))))))

建筑市场 （１６７）
)))))))))))

建筑管理 （１７１）
)))))))))))

景区景点 （２０８）
)))))))))))

金融机构 （２４２）
)))))))))))

金融业务 （２４３）
)))))))))))

金融监管 （２４５）
)))))))))))

经济总量与结构 （２５０）
))))))))

计划管理机构 （２５５）
)))))))))

计划编制与执行 （２５６）
))))))))

经济贸易审计 （２６７）
)))))))))

经济合同管理 （２７２）
)))))))))

价格管理 （２７４）
)))))))))))

计量管理 （２７８）
)))))))))))

监管机构 （２８０）
)))))))))))

基层党组织 （３０２）
))))))))))

基层组织建设 （３１３）
)))))))))

经济建设 （３５７）
)))))))))))

检察机构 （３７４）
)))))))))))

经济检察 （３７５）
)))))))))))

监所检察 （３７６）
)))))))))))

监所管理 （４２５）
)))))))))))

交通管理 （４２６）
)))))))))))

基层自治组织建设 （４４３）
)))))))

救灾救助 （４４６）
)))))))))))

基本养老保险 （４５０）
)))))))))

基本医疗保险 （４５１）
)))))))))

教育管理 （４５８）
)))))))))))

基础教育 （４６０）
)))))))))))

教师队伍 （４６８）
)))))))))))

教育研究 （４７１）
)))))))))))

体育赛事及竞技体育 （４７４）
))))))

技术推广 （４８４）
)))))))))))

家庭 （５４１）
)))))))))))))

涧池方言 （５５９）
)))))))))))

Ｋ

矿产资源 （６２）
)))))))))))

抗旱 （１３３）
)))))))))))))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９１）
)))))))))

控告申诉检察 （３７７）
)))))))))

勘界 地名管理 （４４４）
))))))))

科技机构 （４８２）
)))))))))))

科技队伍 （４８２）
)))))))))))

科技普及 （４８３）
)))))))))))

科研成果 （４８６）
)))))))))))

科技计划 （４８９）
)))))))))))

科技服务 （４９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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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龙垭镇 （３２）
))))))))))))

粮食种植 （８４）
)))))))))))

林木种苗 （１０９）
)))))))))))

林业机构 （１１９）
)))))))))))

林权改革 （１２０）
)))))))))))

林政管理 （１２０）
)))))))))))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１９９）
))))))

粮油购销 （２０１）
)))))))))))

粮食储运 （２０３）
)))))))))))

旅游线路 （２０９）
)))))))))))

旅游节庆 （２１０）
)))))))))))

旅游服务 （２１０）
)))))))))))

旅游人数与产值 （２１２）
))))))))

联通通信 （２１８）
)))))))))))

廉洁自律 （３０８）
)))))))))))

廉政教育 （３０９）
)))))))))))

老干部工作 （３１８）
))))))))))

理论学习 （３１９）
)))))))))))

律师公证事务 （４３１）
)))))))))

“两劳”人员帮教 （４３２）
)))))))

劳动就业 （４３８）
)))))))))))

劳动技能培训 （４４０）
)))))))))

劳动力市场管理 （４４２）
))))))))

老龄工作 （４４７）
)))))))))))

Ｍ

民族宗教工作 （３２４）
)))))))))

民事行政检察 （３７６）
)))))))))

民兵 （４１２）
)))))))))))))

民间文艺表演 （５２２）
)))))))))

民族 （５３９）
)))))))))))))

民族宗教事务 （５４０）
)))))))))

民间娱乐与禁忌 （５４９）
))))))))

民谚 （５６４）
)))))))))))))

Ｎ

农业技术 （８９）
)))))))))))

农业机械 （９３）
)))))))))))

农村财务管理 （９９）
)))))))))

农业综合开发 （１００）
)))))))))

农业示范区建设 （１０１）
))))))))

农业税征收 （２３７）
))))))))))

农村经济改革 （３２７）
)))))))))

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３２８）
)))))

Ｐ

品种改良 （９６）
)))))))))))

蒲溪镇 （３０）
))))))))))))

平梁镇 （２９）
))))))))))))

普法教育 （４３０）
)))))))))))

群众体育 （４７３）
)))))))))))

Ｑ

区划调整 （２４）
)))))))))))

气候 （４５）
)))))))))))))

气象灾害 （６３）
)))))))))))

企业产权改革 （１４４）
)))))))))

全体委员会议 （３８１）
)))))))))

青少年组织 （３９６）
))))))))))

青少年活动 （３９７）
))))))))))

企业工资制度改革 （４４１）
)))))))

其他社会保险 （４５２）
)))))))))

气象测报 （４９１）
)))))))))))

群众文艺社团 （５１５）
)))))))))

Ｒ

人口分布与密度 （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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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构成 （７５）
)))))))))))

人口变动 （７６）
)))))))))))

人才工作 （３１７）
)))))))))))

人民武装委员会 （４１０）
))))))))

人民武装部＼ （４１０）
)))))))))

人事管理 （４３５）
)))))))))))

Ｓ

双乳镇 （３１）
))))))))))))

双河口镇 （３４）
)))))))))))

上七镇 （３５）
))))))))))))

双坪乡 （３８）
))))))))))))

石条街乡 （３７）
)))))))))))

水文 （４９）
)))))))))))))

生物资源 （６１）
)))))))))))

生物灾害 （６５）
)))))))))))

生育水平 （８０）
)))))))))))

饲草饲料 （９４）
)))))))))))

森林分布 （１０６）
)))))))))))

生物保护 （１１３）
)))))))))))

水土流失 （１２２）
)))))))))))

水土流失治理 （１２２）
)))))))))

水利管理机构 （１３４）
)))))))))

水政管理 （１３５）
)))))))))))

输电量 （１５０）
))))))))))))

市政建设 （１５７）
)))))))))))

市政管理 （１６２）
)))))))))))

水上运输 （１８４）
)))))))))))

商业体制改革 （１９０）
)))))))))

商业结构 （１９１）
)))))))))))

商品经营 （１９３）
)))))))))))

商贸市场 （１９４）
)))))))))))

石油专营 （１９５）
)))))))))))

食盐专卖 （１９８）
)))))))))))

审计机构 （２６３）
)))))))))))

社会审计 （２６８）
)))))))))))

市场建设与管理 （２７１）
))))))))

商标与广告管理 （２７３）
))))))))

收费管理 （２７６）
)))))))))))

食品监督管理 （２８２）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２６）
)))))))

实事工程建设 （３５９）
)))))))))

审判机构 （３７０）
)))))))))))

申诉 （３７３）
)))))))))))))

双拥共建 （４１６）
)))))))))))

司法行政机构 （４３０）
)))))))))

事业单位管理 （４３６）
)))))))))

社团登记 （４４９）
)))))))))))

社会救助 （４５３）
)))))))))))

社会福利 （４５５）
)))))))))))

收入水平 （５３６）
)))))))))))

生产习俗 （５４３）
)))))))))))

生活礼俗 （５４３）
)))))))))))

岁时节俗 （５４６）
)))))))))))

Ｔ

铁佛寺镇 （３１）
)))))))))))

田禾乡 （３６）
))))))))))))

铜钱乡 （３７）
))))))))))))

土壤 （４９）
)))))))))))))

退耕还林 （１１１）
)))))))))))

天然林保护 （１１２）
))))))))))

铁路运输 （１８６）
)))))))))))

特色餐饮 （２１１）
)))))))))))

统计机构 （２５７）
)))))))))))

统计制度与方法 （２５７）
))))))))

统计调查 （２５８）
)))))))))))

统计监督与服务 （２６３）
))))))))

特种设备管理 （２７９）
)))))))))

土地管理 （２８３）
)))))))))))

土地市场 （２８６）
)))))))))))

土地利用 （２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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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监察 （２８９）
)))))))))))

统战工作机构 （３２３）
)))))))))

提案工作 （３８４）
)))))))))))

团代表大会 （３９７）
))))))))))

体育设施 （４７２）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５０２）
)))))))

田野文物 （５２５）
)))))))))))

Ｗ

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 （９８）
))))))

位置 （２２）
)))))))))))))

污染治理 （６８）
)))))))))))

物资交流会 （２７４）
))))))))))

物价监督 （２７６）
)))))))))))

委员视察 （３８６）
)))))))))))

文史资料研究 （３８８）
)))))))))

维护地方稳定 （４１４）
)))))))))

卫生防疫 （５０５）
)))))))))))

文化市场管理 （５１３）
)))))))))

文学创作 （５１７）
)))))))))))

文明创建活动 （５５０）
)))))))))

Ｘ

漩涡镇 （３２）
))))))))))))

硒资源 （６０）
))))))))))))

蓄水工程 （１２４）
)))))))))))

小水电站 （１３１）
)))))))))))

乡镇企业工业 （１４０）
)))))))))

县城变迁 （１５４）
)))))))))))

县城规划 （１５６）
)))))))))))

新农村建设 （１６６）
))))))))))

县乡公路 （１７８）
)))))))))))

行政事业审计 （２６５）
)))))))))

县委常委会 （２９８）
))))))))))

宣传机构 （３１９）
)))))))))))

形势教育 （３２０）
)))))))))))

新闻宣传 （３２１）
)))))))))))

小康村建设 （３２８）
))))))))))

县人大代表选举 （３３４）
))))))))

乡镇人大代表选举… （３３５）
)))))

县人代会简况 （３３６）
)))))))))

县政府部门 （３４８）
))))))))))

县政府领导 （３４９）
))))))))))

乡镇人民政府 （３５２）
)))))))))

县长办公会议 （３５５）
)))))))))

行政监察 （３６２）
)))))))))))

行风治理 （３６３）
)))))))))))

信访接待 （３６７）
)))))))))))

刑事检察 （３７５）
)))))))))))

消费者协会 （４０６）
))))))))))

刑事侦查 （４２３）
)))))))))))

消防管理 （４２６）
)))))))))))

学校建设 （４５９）
)))))))))))

学校体育 （４７３）
)))))))))))

西医技术 （４９９）
)))))))))))

消费水平 （５３７）
)))))))))))

漩涡方言 （５５９）
)))))))))))

Ｙ

永宁乡 （３５）
))))))))))))

饮水工程 （１２８）
)))))))))))

月河工业园区 （１４３）
)))))))))

烟草专卖 （１９６）
)))))))))))

烟花爆竹管理 （１９９）
)))))))))

邮政机构 （２１４）
)))))))))))

邮政业务 （２１４）
)))))))))))

移动通信 （２１７）
)))))))))))

议案办理与信访接待 （３４５）
)))))

依法行政 （３６５）
)))))))))))

医疗质量 （４９９）
)))))))))))

以工代赈项目 （２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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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督管理 （２８０）
)))))))))

预备役 （４１２）
))))))))))))

优抚安置 （４４５）
)))))))))))

医疗机构 （４９４）
)))))))))))

医疗队伍 （４９５）
)))))))))))

医疗设施 （４９７）
)))))))))))

医政管理 （５０８）
)))))))))))

艺术创作与活动 （５２０）
))))))))

Ｚ

植被 （５２）
)))))))))))))

种植业产植 （８４）
))))))))))

植物保护 （９２）
)))))))))))

中药材 （１１６）
))))))))))))

制造业 （１４５）
))))))))))))

重点村建设 （１６５）
))))))))))

住房制度改革 （１７４）
)))))))))

专项扶持 （２２７）
)))))))))))

招商引资 （２５５）
)))))))))))

注册登记管理 （２７０）
)))))))))

质量技术监督机构 （２７７）
))))))

质量监督 （２７８）
)))))))))))

质量技术稽查 （２７９）
)))))))))

中共党员 （２９６）
)))))))))))

重要决策 （３０３）
)))))))))))

组织机构 （３０８）
)))))))))))

组织工作机构 （３１２）
)))))))))

政法队伍建设 （３２５）
)))))))))

制度建设 （３４０）
)))))))))))

执法监督检查 （３４１）
)))))))))

政府全体会议 （３５２）
)))))))))

政府常务会议 （３５３）
)))))))))

政务公开 （３６５）
)))))))))))

政务信息 （３６６）
)))))))))))

执行 （３７３）
)))))))))))))

政协委员组成 （３８０）
)))))))))

政协常委会议 （３８３）
)))))))))

政协常委会工作机构 （３８４）
))))))

驻军 （４１１）
)))))))))))))

征兵 （４１３）
)))))))))))))

治安管理 （４１８）
)))))))))))

职业教育 （４６６）
)))))))))))

中医技术 （４９８）
)))))))))))

宗教 （５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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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修志人员名录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梅　王玉宝　王　华　王宝翠　王国忠　王　亮　王　媛　牛伟成　方衍亮
文　飞　文上达　卢火焰　石先明　冯志儒　叶树恒　刘　才　刘兴群　刘连芝
刘　松　刘松松　刘昌慧　刘　虎　刘明强　刘寄琴　孙　凯　向明霞　成海燕
吕亨未　但功瑾　张　卫　张本第　张　杰　张宏芳　张垂华　张胜奎　张宽升
张　春　张渝鑫　张雪芳　张德顺　李小红　李　华　李运吉　李定康　李科军
李顺建　李乾兵　李道志　李　海　辛爱民　沈小雁　沈灵君　沈艳丽　沈继萍
汪　敏　吴玉琴　吴纯宝　吴　斌　杨中文　杨应泉　何德宏　陈世谋　陈良忠
陈　松　陈延恒　陈明春　陈　瑞　陈善明　陈　鹏　邹定效　邱日华　侯先明
欧小平　欧　立　欧立志　钟利群　钟　琦　姜义顺　赵　俊　柳　杨　秦晓娟
唐小卫　袁勇琴　高蒙璐　钱　进　徐维泽　章成鹏　黄昌炳　黄晓刚　景永康
谢克鼎　谢祖汝　舒内金　解京军　赖建康　赖联合　雷兴培　谭平久　谭平勇
廖　鑫　黎道志　魏选能





编 后 记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汉阴县档案史志局局长张炎组织拟订续修 《汉阴县志》（１９８８～２００７）
实施方案，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５日，经中共汉阴县委、县人民政府审订同意后印发实施，并成
立 《汉阴县志》编纂委员会，组建办公室。７月２３日办公室正式挂牌办公，历经半年的
筹备，制定 《汉阴县志》篇目大纲 （初稿）和培训方案，编写简明培训讲义，征集篇目

反馈意见，逐单位落实分管领导和资料收集人员，为全面启动修志工作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８年５月初，县委、县政府召开续修 《汉阴县志》动员暨培训会议，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编委会主任廖良成讲话，对修志工作全面部署，落实各修志单位责任。自

此，除 《方言》《补遗》《“三沈”》《人物》《民俗》等分志由县志办公室承担外，其他

专业分志初稿撰写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展开。令人欣慰的是，各单位对盛世修志意义的认

识都很到位，修志意识普遍增强，资料采集、筛选、考订都很严谨、翔实，专业分志的

初稿撰写速度都较新编 《汉阴县志》为快，质量也有所提高，绝大部分单位都在２００８年
底前完成了采集撰写。尤以农发办、国土局、财政局、交通局、农业局、水利局、卫生

局、教体局、林业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审计局、县供销联社、县信用联社 （以交稿

先后为序）等单位完稿早，资料性强。２００９年，县志办全面进入专业分志的编辑、删改、
分纂工作。后因人事变更，搁置数年。２０１４年１１月，王建平继任县档案史志局局长，聘
请４名退休的资深文字工作者为编辑，重启编纂工作，于２０１５年９月上旬基本脱稿送县
初审。初稿共有概述、大事记、专业志 ３１卷 １４９章 ５５７节，计 ８０万字，图照 ９３幅。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通过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复审，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通过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终审。

针对复审、终审提出的志文存在较大质量问题，以及原主编已退休，刚履新县档案

史志局局长吴登恩重新组织力量修编，确定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邓小强担任续修 《汉阴

县志》主编 （执行主编），并根据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建议，聘请 《云雾山志》、续修

《石泉县志》主编柯昌平参与，按照复审、终审意见做了较大的修改完善，以提升志书质

量。全志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正文设２９编、１１６章、４１５节。一是将原志书下限时
间２００７年，延至２０１０年；二是原稿普遍无编下序，全部予以提炼补齐；三是篇目立题不
当，逻辑不够严谨，分类归属不准，与前志衔接不足等问题较多，予以全面调整、规范；

四是志文存在重大漏项，应记未记内容较多，多方查阅资料补充完整；五是理顺记述混

乱、前后矛盾、文不对题，以及节下基本未分目问题；六是解决表格设置随意、不规范，

文表不一致问题；七是全面清理记述方法存在犯忌之处，且行文附赘悬疣、不通顺及记

流水账等问题；八是对数据采集不统一、计算错误以及志文全面校核。

本届修志历时１３个年头，其间因人事变动，曾５次调整 《汉阴县志》编纂委员会，

有几点经验值得总结。首先，领导重视支持是关键。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关注，倾力



支持，多次召开编委会议，解决人员、经费等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其次，各部门、

各修志单位通力协作，落实专人负责，专人施工，集中时间把修志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

工程来建设。第三，修志人员热情奉献。志书是历史的写照，是资料性文献。修志工作

者每天面对成堆的档案资料，重复翻阅、抄录、撰写，枯燥乏味。如县公安局解京军，

即将退休，但欣然承担了公安卷的资料及初稿撰写工作，整个百日酷夏都在一间斗室中

度过，抄录了数十万字的档案资料，撰写出２０余万字的初稿。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十年耕耘，收获在望。兹脱稿竣工之时，我们对数次莅临督促指导工作的省方志办

秦向东、刘培仓、王锦春主任，王新中、史天社、吴玉莲副主任，纪检组长焦博武、副

巡视员张世民、潘斌处长等领导谨表谢忱！对亲临现场审订篇目、指导编写志稿的市方

志办张永强、柯晓明、蔡晓林等领导及参与复审的冯佳随、李百富、薛正华、张霞，参

与终审的张沛、丁喜、随成伟等老师表示深深谢意！在编修县志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

的广泛支持，原县政协主席陈绪伟、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师张德新、退休干部谢克鼎，主

动请缨撰写了部分专业志稿。同时部分文学专家为艺文遴选箴言献策。县档案史志局退

休干部陈良忠，县环保局干部孙达勇，县总工会干部张德顺等同志潜心征搜照片，为志

所用。再次，致谢！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承载的资料信息极为丰富广泛，虽经反复修改、考订，
错讹亦在所难免，诚请各界读者阅后校正，以便及时勘误，避免谬种流传。

《汉阴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６５６ 汉阴县志 （１９８８～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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