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编　辑　说　明

一、《渭南年鉴》为编年体资料性工具书，由渭南市人民政府主办，渭南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从 １９９９年起出版发行，《渭南年鉴》
（２０１８）是这套连续出版物的第２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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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渭南年鉴》（２０１８）全面、翔实地记述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政治、经济、军
事、社会等各方面的新情况、新成就、新进展，记录全市人民艰苦奋斗的重大

史实和不朽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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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年鉴所用文稿，系市直各部门、各县（市、区）及有关单位提供。经

济社会指标和综合性数据以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为准。

七、《渭南年鉴》在征编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

谢忱。由于本年鉴是众手成书，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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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学习培训·示范引领·万企

帮万村·渭商大会·参政议政·组

织建设·服务保障

渭南市红十字会 （１０８）
!!!!!!!

概况·关爱弱势群众·应急救护知

识培训·宣传活动·儿童白血病、

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

渭南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１１０）
!!

概况·第六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

洽谈会暨中国（渭南）农产品交

易会·香港亚洲果蔬展·扩大与镇

江市的贸易合作·边境口岸城市

渭南市特色产品展销中心建设·

推进渭南与镇江经济协作·定制

化培训服务·外贸调研和口岸城

市调研

军　　事
渭南军分区 （１１２）

!!!!!!!!!

思想政治建设·调整改革任务精

准落地·提升应急应战能力·兵员

征集·正规化建设·安全管理·军

民融合发展·干部队伍建设·

“学、整、树”教育整训活动·军地

反恐维稳·民兵整组·第十七个全

民国防教育日图画展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渭南市支队

　 （１１５）
!!!!!!!!!!!!!

概况·思想政治建设·保障任务·

部队安全管理·基层基础建设·班

子能力建设·重大临时勤务

渭南市公安消防支队 （１１７）
!!!!!

概况·火灾防控·支队建设·灭火

救援·综合保障

人民防空 （１１８）
!!!!!!!!!!

工程建设·指挥通信建设·行政执

法·人防宣传教育

法　　治
依法行政工作 （１２０）

!!!!!!!!

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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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决策机制·执法体制改革·政务

公开·化解社会矛盾·法治政府建

设

公安 （１２２）
!!!!!!!!!!!!

维护稳定·严打整治·治理管控·

公共安全·公安改革·规范执法

检察 （１２４）
!!!!!!!!!!!!

服务保障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查

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强化诉讼监

督·司法体制改革·检察队伍

审判 （１２６）
!!!!!!!!!!!!

概况·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审判

管理·司法改革·司法为民·司法

公开·队伍建设

司法行政 （１２８）
!!!!!!!!!!

概况·基层司法行政·普法与依法

治市·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

鉴定工作·司法考试工作

农业与农村经济

综述 （１３１）
!!!!!!!!!!!!

概况·粮食生产·水果蔬菜生产·

农新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业产

业化经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

“三变”改革·产业扶贫

粮食生产 （１３２）
!!!!!!!!!!

概况·部省级粮食绿色高产高效

创建活动·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项

目·渭南市旱地小麦绿色增产技

术集成示范推广项目·“菜蓝子”

建设·省级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点·技术培训

林业 （１３３）
!!!!!!!!!!!!

绿化秦东大地三年行动·林业重

点工程·林业产业·生态资源管

护·林业改革·湿地资源保护·生

态扶贫·森林城市创建

果业 （１３５）
!!!!!!!!!!!!

概况·果业生产·果业品牌·果品

促销·果业项目·产业扶贫

畜牧兽医 （１３７）
!!!!!!!!!!

概况·畜牧产业规划·项目建设·

畜牧产业转型升级·畜牧品牌建

设·粪污治理·智慧畜牧·动物防

疫·执法监管

渔业 （１３９）
!!!!!!!!!!!!

概况·新品种新模式引进推广·增

殖放流

农业机械 （１３９）
!!!!!!!!!!

概况·农机购置补贴·重点农机项

目·机械化农业生产·新型农机经

营主体·农机安全生产

水利 （１４１）
!!!!!!!!!!!!

概况·防汛抗旱·重点工程建设·

民生水利·水利扶贫攻坚·水利行

业管理

陕西黄河治理 （１４２）
!!!!!!!!

防汛工作·工程建设与管理·河长

制工作·水政水资源管理

扶贫开发 （１４４）
!!!!!!!!!!

概况·扶贫对象动态调整·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金

融扶贫和互助资金项目·能力提

升项目·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

苏陕扶贫协作·干部驻村联户扶

贫工作·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

伏扶贫·社会扶贫·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扶贫项目·

外资扶贫项目·脱贫攻坚宣传

工业和电力供应

工业经济概述 （１４８）
!!!!!!!!

综述·工业监测协调·工业项目建

设·园区建设·工业技术创新·工

业宣传促销·工艺美术·两化融

合·工业节能减排

有色冶金工业 （１５１）
!!!!!!!!

概况·整顿电解铝行业·钢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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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金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龙门

钢铁公司

能源工业 （１５２）
!!!!!!!!!!

概况·能源供应保障·能源产业结

构调整·新能源产业·光伏应用基

地·能源服务

煤化工产业 （１５３）
!!!!!!!!!

概况·行业大事·行业新事蒲城清

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装备制造业 （１５４）
!!!!!!!!!

概况·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培育

３Ｄ打印产业·中省政策支持·陕
西北人印刷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３Ｄ打印创新创业基地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５６）

!!!!!!

概况·行业大事·日丰企业基地项

目·尧柏蒲城分公司·北新建材富

平项目

食品工业 （１５７）
!!!!!!!!!!

概况·行业政策·食品类项目·婴

幼儿乳粉追溯体系建设·企业开

展诚信主题活动·中国酵素城建

设·天食公司“热包装”技术完成

研发·青岛啤酒渭南公司生产管

理模式·路易食品公司新产业·陕

西陕富面业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炭安全生产 （１５９）
!!!!!!!!

概况·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夯实煤

矿企业主体责任·煤矿安全“体

验”·煤矿安全检查督查·优化煤

炭产业结构·煤矿安全监管执法·

安全政策落实

电力供应 （１６１）
!!!!!!!!!!

概况·电力供应·安全生产·电网

建设·供电服务

地方电力 （１６２）
!!!!!!!!!!

概况·电网建设·供电服务·安全

生产

信息产业　信息化
信息化工作 （１６４）

!!!!!!!!!

概况·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务

信息化·网络经济·网络安全

电信事业 （１６６）
!!!!!!!!!!

企业概况·经营发展·优化服务·

员工关爱·强化管理·风险防范·

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１６８）
!!!!!!!!!!!!!

“提速降费”工作·执行用户实名

制·优质服务·网络建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渭南分公司 （１６９）
!!!!!!!!

概况·网络建设·宽带服务·信息

化发展·服务工作·践行社会责任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渭南分公司

　 （１７０）
!!!!!!!!!!!!!

概况·网络建设·客户服务·企业

文化·社会责任

交通　邮政
公路交通 （１７２）

!!!!!!!!!!

概况·前期规划·公路建设·养护

管理·运输管理·行业管理·文明

创建

城市公共交通 （１７４）
!!!!!!!!

生产指标·线路开通调整·运营车

辆更新·公交场站建设·交通一

卡通

铁路运输 （１７４）
!!!!!!!!!!

西安车务段·韩城车务段

水上交通运输 （１７５）
!!!!!!!!

概况·船舶检验·船员管理·行业

管理

邮政管理 （１７６）
!!!!!!!!!!

概况·服务经济发展·快递配套体

系·快递服务质量建设·行业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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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行业执法监督·邮票销

售监督管理·机要通信管理

邮政事业 （１７７）
!!!!!!!!!!

概况·代理金融业务·包裹快递业

务·渠道平台建设·集邮与文化传

媒业务·互联网营销·人力资源管

理·安防风控

速递服务 （１７９）
!!!!!!!!!!

邮政速递·顺丰速运·申通快递

商贸流通和服务业

综述 （１８１）
!!!!!!!!!!!!

概况·对外经济贸易·利用外资·

电子商务·“中国陕菜之都”建

设·地产品牌推广·口岸建设

粮油商业 （１８１）
!!!!!!!!!!

概况·粮食购销·粮食安全·项目

建设·主食产业化·依法治粮

供销合作商业 （１８３）
!!!!!!!!

概况·深化综合改革·基层组织建

设·现代流通网络·为农服务·供

销扶贫·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

烟草专卖 （１８４）
!!!!!!!!!!

企业经营·专卖打假·基础管理·

主要荣誉

盐业经营管理 （１８５）
!!!!!!!!

打击涉盐违法行为·法规宣传和

盐政执法培训·常态常效监管·质

量检测

对外经济贸易 （１８６）
!!!!!!!!

对外经济贸易·外贸企业特点

电子商务 （１８６）
!!!!!!!!!!

电子商务基本情况·电子商务

工作

旅　游　业
旅游概述 （１８８）

!!!!!!!!!!

概况·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全域

旅游·厕所革命·旅游富民·宣传

促销·旅游行业管理·渭南与中青

旅签订旅游体育产业战略合作协

议·镇江市与渭南市签订旅游合

作协议

华山旅游 （１９０）
!!!!!!!!!!

概况·重点项目建设·景区环境保

护·景区综合执法·安全生产·宣

传营销·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ＡＡＡＡ级景区 （１９１）
!!!!!!!!

少华山景区·洽川景区·富平陶艺

村景区·同州湖景区·司马迁祠景

区·党家村景区·古城三庙景区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城市规划 （１９６）

!!!!!!!!!!

规划编制·“多规合一”试点工

作·数字渭南·行政审批

城乡建设 （１９７）
!!!!!!!!!!

中心城市建设·县城及重点镇建

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城市管理 （１９９）
!!!!!!!!!!

执法体制改革·市容市貌整治·露

天烧烤管理·渣土车管理·工地扬

尘管理·村居民建房监管·便民

服务

住房公积金管理 （２０１）
!!!!!!!

概况·公积金贷款·公积金提取·

公积金归集扩面·信息化建设及

文明服务

环境保护 （２０２）
!!!!!!!!!!

污染减排·大气污染防治·渭河污

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生态保

护·环境安全监管·环境监察执

法·简政放权·环保宣传教育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建筑业管理 （２０６）
!!!!!!!!!

建筑市场·工程建设·建筑市场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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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２０６）
!!!!!!!!!!

商品房市场·保障性安居工程

财政　税务
财政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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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收入·提升效益·财政综合保

障·保障经济发展·保障民生·财

政管理

国家税务 （２１０）
!!!!!!!!!!

概况·税收收入·纳税服务·税收

改革

地方税务 （２１２）
!!!!!!!!!!

组织收入·数据管税·税收改革·

税种管理

金融　保险
金融管理 （２１３）

!!!!!!!!!!

社会融资·企业上市·保险行业·

金融扶贫·新兴金融服务机构·处

非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 （２１４）
!

概况·货币政策·金融风险·外汇

管理·金融监管·金融服务

银行业监管 （２１７）
!!!!!!!!!

服务实体经济·风险防控·加强监

管能力

驻渭南银行企业 （２１８）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渭南分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渭南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渭南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渭南分行·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

行·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渭

南办事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渭南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长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驻渭南部分保险企业 （２２７）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

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

支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公司·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

心支公司

经济管理与监督

发展与改革 （２３２）
!!!!!!!!!

国民经济·项目建设·产业调整·

社会事业·节能降耗·深化改革·

区域合作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３４）
!!!!!!!!

概况·国企改革·国资监管·服务

社会

统计 （２３５）
!!!!!!!!!!!!

专业统计·统计基础和法制建设·

统计服务·统计方法制度改革·农

业普查

审计 （２３６）
!!!!!!!!!!!!

概况·跟踪审计·财政审计·经济

责任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民

生资金（项目）审计·企业审计·

内部审计

质量技术监督 （２３７）
!!!!!!!!

宏观质量管理和名牌战略·计量

与认证认可工作·标准化战略·监

督稽查·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检验

检测·“铁腕治霾”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３８）
!!!!!!

概况·“七大品牌”专项活动·大

要案查处·“三小”综合整治·飞

行检查工作·行政审批改革·黄河

金三角区域合作·检验检测·食品

药品安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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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管理 （２４０）
!!!!!!!!!!

价格改革·价格调控·价格监管·

价格服务·价格宣传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４２）
!!!!!!!!

商事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案

件查办·消费者权益保护·打击传

销·商标品牌战略·非公经济党建

安全生产 （２４３）
!!!!!!!!!!

概况·综合协调·执法检查·深化

改革·双重预防机制·专项整治·

安全文化建设·应急演练·责任追

究

国土资源管理 （２４５）
!!!!!!!!

建设用地保障·耕地保护·矿产资

源管理·地质环境管理与地质灾

害防治·执法监察·不动产登记·

移民（脱贫）搬迁

招商引资 （２４７）
!!!!!!!!!!

概况·招商活动·招商方式·项目

合作·对外交流·“请进走出”活

动·国际友城交流·外事服务·外

宾接待

海关监管 （２４９）
!!!!!!!!!!

业务监管·通关时效·政策宣讲·

外贸服务

教育　科技　文化
教育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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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概况·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体育艺术卫生教育·教师队伍建

设·中小学党建·教育保障和脱贫

攻坚·中小学德育·教育改革·教

育行风建设·研学旅行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５２）
!!!!!!!!

学校概况·内涵发展·学科建设·

师资发展·科研能力·招生就业·

创新创业·合作交流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４）
!!

学院概况·党的建设·内涵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招生就业·素质教

育·合作交流·扶贫攻坚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７）
!!!!!!

学校概况·专业建设·师资队伍·

科学研究·校企合作·校园文化·

社会服务·招生就业

渭南技师学院 （２５９）
!!!!!!!!

概况·师资队伍·竞赛、培训活动·

校企合作·升学通道

科学技术 （２６０）
!!!!!!!!!!

概况·科研机构·科技计划管理·

星创天地·众创空间·科技孵化

器·渭南（西安）创新创业孵化

器·科技工作站·创新创业大赛·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研发平台·协

同创新发展·一县一策·农业科技

园区·科技资源统筹·科学技术奖

·技术合同交易·校地校企合作·

军民融合·科技成果展·知识产权

服务·科技扶贫·“三区”人才·科

技人才·科技培训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事业 （２６３）
!!!!

概况·艺术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

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广

播影视·文化市场监管·文化产

业·文化助力脱贫

文物博物 （２６６）
!!!!!!!!!!

概述·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申

报工作·文物保护管理规划·文物

保护基础工作·魏长城保护管理

工作·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博物

馆工作·干部培训工作·文博宣教

工作·文物安全工作·可移动文物

普查工作受到省政府表彰·国家

文物副局长宋 新潮深入澄城检

查指导文物保护工作·渭南市举

办基层文博干部田野考古培训班

·陕西历史博物馆渭南博物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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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物保护工作室项目通过验收

·举办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培训班·

匈牙利琼格拉德州州长来蒲城桥

陵参观考察

报纸宣传 （２７０）
!!!!!!!!!!

正面宣传·报纸改革·报社经营·

社务管理·获得荣誉

文化产业 （２７２）
!!!!!!!!!!

概况·文化产业占比·规上文化企

业发展·政府投入·重点文化产业

项目·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产业

融合发展·媒体宣传文化产业·人

才队伍建设·招商引资

体育　卫生　计划生育
体育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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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基础设施·体育产业

卫生与计划生育 （２７６）
!!!!!!!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计划生育转

型发展·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健康扶贫

文明城市创建 （２８０）
!!!!!!!!

概况·创建任务·强化宣传·业务

培训·督查考核·市县联创

社会生活

气象服务 （２８２）
!!!!!!!!!!

气候特点及影响·智能格点预报·

智能业务系统建设·“十三五”气

象专项规划项目·台站建设·人才

培养·科普工作·气象服务与防灾

减灾

地震测报 （２８３）
!!!!!!!!!!

概况·防震减灾·监测预报·震害

防御·地震应急救援·防震减灾宣

传教育·重点项目

民族宗教 （２８６）
!!!!!!!!!!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少数民族经

济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服务·宗教

事务法治化建设·和谐寺观教堂

创建·宗教团体建设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８７）
!!!!!!!

主题教育活动·基层关工委组织

建设·服务青少年·关工委自身建

设

人物

先进模范人物 （２８９）
!!!!!!!!

杨映·卞伟·吴超·张发印·王耀

明·张晓民·殷学忠·李军奇·种卫

国·李彦锋·练大伟·王海龙·薛志

成·樊建军·桑涛·赵瑞·郭建龙·

徐俊涛

先进模范人物表 （２９５）
!!!!!!!

县（市、区）概况

临渭区 （２９９）
!!!!!!!!!!!

概况·农业·工业·商业贸易·财政

金融·社会事业·社会保障·脱贫

攻坚·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固定

资产投资·中心城市建设·园区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人民生活·旅

游业

华州区 （３０５）
!!!!!!!!!!!

概况·农业·工业·渭南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东区·建筑业·固定资

产投资·招商引资·旅游·财政·金

融·保险·教育·科学技术·文化·

华州皮影·卫生·水利·人民生活·

社会保障·脱贫攻坚

韩城市 （３０９）
!!!!!!!!!!!

概况·农业·工业·招商引资·商业

贸易·文化·教育·旅游业·城乡建

设·五城联创·交通运输·民生事

业·社会保障·“一带一路”经济·

脱贫攻坚

华阴市 （３１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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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农业·工业·美丽乡村建设·

工业经济·园区转型·双创工作·

项目建设·争项要资和招商引资·

优化投资环境·全域旅游·城市建

设·社会保障·社会稳定·民生工

程·脱贫攻坚

潼关县 （３２０）
!!!!!!!!!!!

概况·农业·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城乡建设·商业贸易·旅游业·交

通邮电·财政税收·金融业·文化

建设·科技教育·卫生计生·人民

生活·社会保障·脱贫攻坚·社会

管理

大荔县 （３２４）
!!!!!!!!!!!

概况·农业·美丽乡村·工业·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城市建设·旅游

业·体育赛事·社会事业·脱贫攻

坚

蒲城县 （３２７）
!!!!!!!!!!!

概况·农业·工业·项目建设·文化

旅游·城乡建设·脱贫攻坚·民生

工程·社会保障

富平县 （３２９）
!!!!!!!!!!!

概况·农业·工业·项目建设·商贸

旅游·城乡建设·脱贫攻坚·改革

开放·民生工程·文化事业·举办

２０１７中国柿子产业论坛暨富平
柿子节·《岁岁年年柿柿红》在富

平开机拍摄·富平县通过省级生

态园林县城验收·

合阳县 （３３２）
!!!!!!!!!!!

概况·农业·工业·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城镇建设·旅游开发·社会

事业·精准扶贫

澄城县 （３３４）
!!!!!!!!!!!

概况·农业·工业·项目建设·脱贫

攻坚·教育·社会事业·省产业脱

贫技术服务工作现场会·陕西省

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赛·

刘家尘春秋墓地入围２０１７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１１·２５”
盗掘古墓文物案侦破

白水县 （３３７）
!!!!!!!!!!!

概况·农业·工业·项目建设·城镇

建设·文化旅游·脱贫攻坚·民生

工程

渭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４０）
!

概况·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城市建设·民生

工程

产业园区建设

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４３）
!!!!!

概况·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

韩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４４）
!!!!

概况·园区规划·招商引资·重点

项目·争资融资·服务企业·重大

活动

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４５）
!!!

概况·园区建设·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

富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４５）
!!!

概况·基础建设·项目进展·招商

引资·资金争取·深化改革

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４６）
!!!!!

概况·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建

设

华州区工业园区 （３４７）
!!!!!!!

概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

潼关县工业园区 （３４７）
!!!!!!!

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保障服务

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４８）
!!!!

概况·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平台

建设·双创基地·投资环境

澄城县工业园区 （３４９）
!!!!!!!

概况·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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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澄城）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

（３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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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况·农业园区韦庄工业集中区

审报国家开发区名录·海升果汁

实验室被市科技局批准为市级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陕西拓日交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获９项发明专利·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投资合作考察

团来农业园区考察·广东制造业

协会来农业园区考察

白水县苹果科技产业园 （３５１）
!!!!

概况·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协调

服务

白水县雷公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３５１）
!

概况·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协调

服务

调研文摘

渭南增强镇级纪检监察组织

　活力的探索 （３５３）
!!!!!!!!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民关注的十大
　热点问题调查报告 （３５５）

!!!!!

渭南市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 （３５８）

!!!!!!!!!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通信行业发展
　调查报告 （３６１）

!!!!!!!!!

２０１７年渭南规上文化企业快速增长
　 （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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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房地产市场运行分析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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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重要文件目录 （３７２）

!!!!!!!!

渭南市委重要文件目录·渭南市

人大常委会重要文件目录·渭南

市政府重要文件目录

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３７５）
!!!

基本情况·生产总值（一）·生产总

值（二）·农业生产情况·农村基本

情况·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一）·规范以

上工业总产值（二）·主要工业产

品产量（一）·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二）·交通邮电·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及资金来源情况·国内

外贸易和旅游·财政情况·金融保

险情况·文化教育·卫生福利·价

格指数·人民生活·各县市区主要

经济指标（一）·各县市区主要经

济指标（二）·各县市区主要经济

指标（三）·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

标（四）·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五）·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

（六）·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一）·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二）·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三）·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四）·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五）·黄河金三角各市主要经济

指标

索引 （３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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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ｗｏｒｋ （５５）
!!!!!!!!!!!!!!!!!!!!!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６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６２）
!!!!!!!!!!!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６４）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６５）
!!!!!!!!!!!!!!!!!!!!

Ｃｉｖｉ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６７）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６９）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７１）
!!!!!!!!!!!!!!!!!!!!!!!!!!!!

Ｗｏｒｋａｓ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 （７２）
!!!!!!!!!!!!!!!!!!!!!!!!!!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７３）
!!!!!!!!!!!!!!!!!!!!!!!!!!!!

Ｌｏｃ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 （７４）
!!!!!!!!!!!!!!!!!!!!!!!!!!!!

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ｅｎｔｅｒ （７５）
!!!!!!!!!!!!!!!!!!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ＰＣ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ｉｎａｎｆｉｆｔｈ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ｍｅｍｂｅｒｓ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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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ｅｉｎａｎｆｉｆ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ｍｅｍｂｅｒｓ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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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ｏｒｋ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７８）
!!!!!!!!!!!!!!!!!!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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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ｌｅａｇｕｅ （８５）
!!!!!!!!!!!!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８６）
!!!!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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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ｐａｒｔｙ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９２）
!!!!!!!!!!!!!!!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Ｊｉｕｓ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９４）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ｅｉｎ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ｓ （９６）
!!!!!!!!!!!!!!!!!!!!

Ｗｅｉｎａｎ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 （９７）
!!!!!!!!!!

ＷｅｉｎａｎＷｏｍｅｎ＇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９９）
!!!!!!!!!!!!!!!!!!!!!!!

Ｗｅｉｎ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０１）
!!!!!!!!!!!!!!!!

Ｗｅｉｎ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ｄＡｒｔＣｉｒｃｌｅｓ （１０２）
!!!!!!!!!!!!!!!!

Ｗｅｉｎ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ａｂｌｅｄｐｅｏｐｌｅ （１０４）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ｆＷｅｉｎａｎ （１０５）
!!!!!!!!!!!!!

Ｗｅｉｎ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１０６）
!!!!!!!!!!!!!!!!

ＷｅｉｎａｎＲ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０８）
!!!!!!!!!!!!!!!!!!!!!!!!

Ｗｅｉｎ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１０）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ｅｉｎａｎＡｒｍ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１１２）
!!!!!!!!!!!!!!!!!!!!!!!!!

Ｃｈｉｎａ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ｒｍｅｄＰｏｌｉｃｅ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１１５）
!!!!!!!!!!!!

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ｆｉｒｅｂｒｉｇａｄｅ （１１７）
!!!!!!!!!!!!!!!!!!

Ｃｉｖｉｌａｉｒｄｅｆｅｎｓｅ （１１８）
!!!!!!!!!!!!!!!!!!!!!!!!!!!!

Ｒｕｌｅｂｙｌａｗ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ｌａｗ （１２０）
!!!!!!!!!!!!!!!!!!!!!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２２）
!!!!!!!!!!!!!!!!!!!!!!!!!!!!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２４）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１２６）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８）
!!!!!!!!!!!!!!!!!!!!!!!!!

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３１）
!!!!!!!!!!!!!!!!!!!!!!!!!!!!!!

Ｆｏｏ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３２）
!!!!!!!!!!!!!!!!!!!!!!!!!!!!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１３３）
!!!!!!!!!!!!!!!!!!!!!!!!!!!!!!!

Ｆｒｕｉｔ （１３５）
!!!!!!!!!!!!!!!!!!!!!!!!!!!!!!!!

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ａｎｄ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３７）
!!!!!!!!!!!!!!!!!

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３９）
!!!!!!!!!!!!!!!!!!!!!!!!!!!!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３９）
!!!!!!!!!!!!!!!!!!!!!!!!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１４１）
!!!!!!!!!!!!!!!!!!!!!!!!!!

Ｓｈａａｎｘｉ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４２）
!!!!!!!!!!!!!!!!!!!!!!

Ｐｏｖｅｒｔｙ－ｒｅｌｉｅ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４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４８）
!!!!!!!!!!!!!!!!!!!!!!!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１）
!!!!!!!!!!!!!!!!!!!!!!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２）
!!!!!!!!!!!!!!!!!!!!!!!!

Ｃｏａｌ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３）
!!!!!!!!!!!!!!!!!!!!!!!!!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４）
!!!!!!!!!!!!!!!!!!!!

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６）
!!!!!!!!!!!!!!!!!!!!!!

Ｆ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７）
!!!!!!!!!!!!!!!!!!!!!!!!!!!!!

Ｃｏａｌｓａｆ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９）
!!!!!!!!!!!!!!!!!!!!!!

Ｓｕｐｐｌ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 （１６１）
!!!!!!!!!!!!!!!!!!!!!!!!

Ｌｏｃａｌｐｏｗｅｒ （１６２）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１６４）
!!!!!!!!!!!!!!!!!!!!!!!!!!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１６６）
!!!!!!!!!!!!!!!!!!!!!!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ｔｄ．Ｗｅｉｎａｎｂｒａｎｃｈ （１６８）
!!!!!!!!!!!!

Ｃｈｉｎａ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ｏ．，Ｌｔｄ．Ｗｅｉｎａｎｂｒａｎｃｈ （１６９）
!!!!!!

Ｓｈａａｎｘｉｒａｄｉｏ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ｄ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ｅｉｎａｎｂｒａｎｃｈ （１７０）
!!!!!!!!

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ｏｓ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ｒａｆｆｉｃ （１７２）
!!!!!!!!!!!!!!!!!!!!!!!!!!!!

Ｕｒｂ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１７４）
!!!!!!!!!!!!!!!!!!!!!!!!!

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７４）
!!!!!!!!!!!!!!!!!!!!!!!!!

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７５）
!!!!!!!!!!!!!!!!!!!!!!!!!!

Ｐｏｓ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７６）
!!!!!!!!!!!!!!!!!!!!!!!!!!!

Ｔｈｅｐｏｓｔ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７７）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７９）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１８１）
!!!!!!!!!!!!!!!!!!!!!!!!!!!!!!

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ｏｉ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８１）
!!!!!!!!!!!!!!!!!!!!!!!!!

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８３）
!!!!!!!!!!!!!!!!!

Ｔｏｂａｃｃｏ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１８４）
!!!!!!!!!!!!!!!!!!!!!!!!!!!

Ｔｈｅｓａｌ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８５）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ｒａｄｅ （１８６）
!!!!!!!!!!!!!!!!!!!!!!!!!

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８６）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８８）
!!!!!!!!!!!!!!!!!!!!!!!!!!

Ｈｕａｓｈａｎ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９０）
!!!!!!!!!!!!!!!!!!!!!!!!!!!

ＡＡＡＡｇｒａｄｅｓｃｅｎｅｒｙｓｐｏｔ （１９１）
!!!!!!!!!!!!!!!!!!!!!!!!

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６）
!!!!!!!!!!!!!!!!!!!!!!!

Ｔｏｗ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
!!!!!!!!!!!!!!!!!!!!!!

Ｃ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
!!!!!!!!!!!!!!!!!!!!!!!!!!!

Ｈｏｕｓｉｎｇ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Ｆｕ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ａｌ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６）
!!!!!!!!!!!!!!!!!!!!!!!!

Ｒｅａｌ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６）
!!!!!!!!!!!!!!!!!!!!!!!!!!!!

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ｅｖｅｎｕ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８）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１０）
!!!!!!!!!!!!!!!!!!!!!!!!!!!

Ｌｏｃ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１２）
!!!!!!!!!!!!!!!!!!!!!!!!!!!!!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３）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Ｂａｎｋ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ｅｉｎａｎｂｒａｎｃｈ （２１４）
!!!!!!!!!!!!!!!!!!!

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１７）
!!!!!!!!!!!!!!!!!!!!!!!!!!

Ｂａｎｋ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ｎｃａｍｐｉｎＷｅｉｎａｎ （２１８）
!!!!!!!!!!!!!!!!!!!!

Ｓｏｍｅ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ｎｃａｍｐｉｎＷｅｉｎａｎ （２２７）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 （２３２）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ｓｓｅｔｓ （２３４）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３５）
!!!!!!!!!!!!!!!!!!!!!!!!!!!!!!!

Ａｕｄｉｔ （２３６）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３７）
!!!!!!!!!!!!!!!!!!!!!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３８）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ｉ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ｉ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４０）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２）
!!!!!!!!!!!!!!!!!!

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４３）
!!!!!!!!!!!!!!!!!!!!!!!!!!

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５）
!!!!!!!!!!!!!!!!!!!!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２４７）
!!!!!!!!!!!!!!!!!!!!!!!!!!

Ｃｕｓｔｏｍｓ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４９）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５０）
!!!!!!!!!!!!!!!!!!!!!!!!!!!!!!

Ｗｅｉ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５２）
!!!!!!!!!!!!!!!!!!!!!!!!

ＳｈａａｎｘｉＲａｉｌｗａ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５４）
!!!!!!!!!!!!!!!!!!!!!!!!

Ｗｅｉｎａ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５７）
!!!!!!!!!!!!!!!!!

Ｗｅｉｎａ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２５９）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６０）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６３）
!!!!!!!!!!!!!!!!!

６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ｈｅ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ｉｃｓ （２６６）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２７０）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７２）
!!!!!!!!!!!!!!!!!!!!!!!!!!!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ｙｇｉｅｎｅ＆Ｂｉｒ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７５）
!!!!!!!!!!!!!!!!!!!!!!!!!!

Ｈｙｇｉｅｎｅ＆Ｂｉｒ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７６）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ｄＣｉｔｙ （２８０）
!!!!!!!!!!!!!!!!!!!!!!

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８２）
!!!!!!!!!!!!!!!!!!!!!!!!!!!!

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 （２８３）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２８６）
!!!!!!!!!!!!!!!!!!!!!!!!!!!!

Ｃａｒｅａｂｏｕｔｙｏｕｎｇ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２８７）
!!!!!!!!!!!!!!!!!!!!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ｉｇｕｒｅ （２８９）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ｏｄｅ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ｔ （２９５）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ｎｗｅ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２９９）
!!!!!!!!!!!!!!!!!!!!!!!!!!!!

Ｈｕａ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３０５）
!!!!!!!!!!!!!!!!!!!!!!!!!!!!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ｃｉｔｙ （３０９）
!!!!!!!!!!!!!!!!!!!!!!!!!!!!

Ｈｕａｙｉｎｃｉｔｙ （３１６）
!!!!!!!!!!!!!!!!!!!!!!!!!!!!!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０）
!!!!!!!!!!!!!!!!!!!!!!!!!!!

Ｄａｌｉ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４）
!!!!!!!!!!!!!!!!!!!!!!!!!!!!!!

Ｐｕ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７）
!!!!!!!!!!!!!!!!!!!!!!!!!!!!

Ｆｕ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３２９）
!!!!!!!!!!!!!!!!!!!!!!!!!!!!

Ｈｅ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３３２）
!!!!!!!!!!!!!!!!!!!!!!!!!!!!

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３３４）
!!!!!!!!!!!!!!!!!!!!!!!!!!

Ｂａｉｓｈｕｉｃｏｕｎｔｙ （３３７）
!!!!!!!!!!!!!!!!!!!!!!!!!!!!

Ｈｉｇｈａｎｄｎｅｗ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０）
!!!!!!!!!!!!!!!

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ｅｉｎ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３）
!!!!!!!!!!!!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ｃｉ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４）
!!!!!!!!!

Ｐｕｃｈｅｎｇ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５）
!!!!!!!!!!!!!!!

Ｆｕｐｉｎｇ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５）
!!!!!!!!!!!!!!!!

Ｄａｌ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６）
!!!!!!!!!!!!!

Ｈｕａ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 （３４７）
!!!!!!!!!!!!!!!!!!!!!

Ｔ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 （３４７）
!!!!!!!!!!!!!!!!!!!!!

Ｈｅ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 （３４８）
!!!!!!!!!

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 （３４９）
!!!!!!!!!!!!!!!!!!!!

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ｋ （３４９）
!!

ＢａｉｓｈｕｉＣｏｕｎｔｙＡｐｐ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 （３５１）
!!!!!!!!!!!!!!

Ｂａｉｓｈｕｉ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ｉｇｏｎｇ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 （３５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ｉｎａｎ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ｎ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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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ｅｎｈｏｔ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ｙ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ｉｎ２０１７ （３５５）
!!!!!

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ｐｅａｓ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ｉｎ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２０１４ｔｏ２０１７ （３５８）
!!!!!!

２０１７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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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ｂｏｖｅＷｅｉｎａｎｓｃａｌｅｉｎ２０１７ （３６６）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Ｗｅｉｎａｎｉｎ２０１７ （３６８）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ｉ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３７２）
!!!!!!!!!!!!!!!!!!!!!!!!!

Ｍａ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ＷｅｉｎａｎＣｉｔｙ （３７５）
!!!!!!!!!!!!!

Ｉｎｄｅｘ （３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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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渭　南　概　貌


基本情况

【位置、面积】　渭南市位于黄河中游，陕
西省关中平原东部，东经１０８°５８′～１１０°３５′
和北纬３４°１３′～３５°５２′之间。东与山西、河
南毗邻，西与西安、咸阳相接，南依秦岭与

商洛为界，北靠黄龙山、乔山与延安、铜川

接壤。南北长１８２．３公里，东西宽１４９．７公
里，国土总面积１３０３０平方公里。
【政区、沿革】　至２０１７年底，渭南市辖临
渭、华州２个区，有潼关、大荔、合阳、澄城、
白水、蒲城、富平７个县，代管韩城、华阴两
个省辖市，共１０８个镇、２６个街道办事处，
２０８５个行政村，２２４个居委会。渭南市历
史悠久。西周时，就有郑、彤、芮、莘、梁、

屠、彭衙等国邑。东汉建安初年，献帝将左

冯翊分为左内史郡和左冯翊郡。左冯翊郡

治所临晋（今大荔县），辖临晋、粟邑、衙

县、合阳、夏阳５县。从此，关中东部首次
形成了独立的县以上政区，渭南市初具雏

形。北魏以后，境内一直为同州、华州所

辖。清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同州升为府，
华州变为散州，渭南境内１府８县１州１
厅，形成了纵括渭水南北的格局。１９５０年
以来，渭南市所辖县市数次增减，但基本辖

区未变。

【河流、水资源】　流经市境的河流主要有
黄河、渭河、洛河。黄河自北而来沿边境流

过，洛河自西北而东南入渭河，渭河自西而

东在境内汇入黄河。２０１７年黄河平均径

流量１４６．７亿立方米（黄河龙门水文站监
测）；渭河平均径流量４７．９１亿立方米（渭
河华州水文站监测）；洛河平均径流量为

３．４３亿立方米（洛河蒲城状头水文站监
测）。地表水、地下水资源总量２０多亿立
方米。临渭区、华州区、华阴市、韩城市的

黄河漫滩和渭河傍河区为地下富水区；大

荔、蒲城、富平等县的地热水资源丰富。

【耕地、动植物】　据统计部门资料，年末
常用耕地面积４８．７８万公顷。全市有野生
动物３６０多种，其中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
物３５种，如丹顶鹤、黑鹳、大天鹅、青羊、金
鸡等。人工饲养的畜禽２０多种，其中以秦
川牛、关中驴、奶山羊等量大质优，驰名全

国。全市有野生植物２５００多种，栽培植物
１５０多种，主要有小麦、玉米、谷子、薯类、
豆类、棉花、烟叶、油菜、花生、芝麻、苹果、

酥梨、葡萄、花椒、红枣、柿子、核桃、板栗、

杏、桃等。

【气候】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平均气温明显偏
高，大部分地方降水偏多，光照分布不均。

年平均气温１２．７～１５．５℃，较常年偏高０．３
～２．０℃，夏季出现罕见的高温酷热天气。
全年降水量５５７．８～７２３．９毫米，除华州区
偏少１．９％外，其他各县（市、区）较常年偏
多１％～２７％，出现阶段性干旱；汛期（５－
９月）降水量３４２．７～４７１．０毫米，其中大荔
县、富平县、合阳县、澄城县和临渭区较常

年同期偏多１％～１８％，其他各县（市、区）
较常年同期偏少４％ ～１６％。全年大部分
地方光照偏少，总日照时数１８０８．２～
２３９３．５小时，除华阴市、韩城市较常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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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多５％ ～９％外，其他县（市、区）较常年
同期偏少１％～２６％。
【矿产资源】　已发现矿产 ５１种，探明储
量的有煤、钼、铅、锌、铁、铝、白银、水泥用

灰岩、大理石、蛭石等 ３３种，易于开采的
２０余种，以煤、钼、金、铜、水泥用灰岩、大
理石为优势矿种。煤炭地质储量 ２５５亿
吨，已探明储量５４．９７亿吨，保有储量４９亿
吨；钼矿已探明储量１０５．６万金属吨，保有
量７５．５６万金属吨，居全国第二位；铜保有
储量２２．０２万金属吨，占全省总储量的
４５．７％；水泥用灰岩地质储量１３３亿吨，保
有储量１０．８８亿吨；大理石储量１．３亿立方
米，保有量５３３万立方米。
【旅游资源】　渭南市地貌类型多样，山河
壮丽，自然景观神奇瑰丽。以“奇险天下

第一山”著称于世的西岳华山，五峰耸立，

七十二峰罗列其周，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圣洁俊秀；还有少华山、黄河龙门、洽川黄

河湿地等一批自然景观，特色鲜明，声名远

播。渭南历经沧桑，文物古迹荟萃。全市

共有古墓葬、古碑刻、古战场、古建筑、名人

故居、革命战争纪念地等不可移动的文物

古迹３６９７处，其中国家级５９处，省级１７４
处，以唐睿宗李旦桥陵、司马迁祠墓、西岳

庙、仓颉庙、党家村明清民居最为著名。渭

南的自然景观与文物古迹珠联璧合，空间

组合良好，旅游开发前景广阔。形成一批

国家Ａ级景区，华山风景名胜区为国家５Ａ
级景区，４Ａ级景区有少华山森林公园、陶
艺村、洽川风景名胜区、司马迁祠景区、韩

城市博物馆景区、尧头窑景区、同州湖景

区、卤阳湖景区、林皋慢城旅游景区、渭南

葡萄产业园等。


经济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紧扣稳中求进总基
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

聚焦追赶超越主题，落实“五新”战略，加

快“三地一中心”建设，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经济社会

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呈现稳中有进、

进中趋优的良好态势。２０１７年全市实现
生产总值１６５６．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３％，
高于全省水平０．３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２３０．５０亿元，增长４．８％，占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１３．９％；第二产业增加值
７７８．４１亿元，增长９．５％，占４７．０％；第三产
业增加值６４７．７１亿元，增长８．２％，占
３９．１％。人均生产总值 ３０８０８元，比上年
增长８．０％。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８３３．８０
亿元，占生产总值的５０．３％，比上年提升
０．８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２７３１．２２亿元，增长１９．３％；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２６８１．８４亿元，增长２０．１％。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６５１．８５亿元，增长
１３．６％。贸易进出口总额１１．５７亿元。地
方财政收入完成７３．５８亿元，增长 １２％。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２９８０８
元和１０２６０元，增长８．５％和９％。城镇新
增就业６．３万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１％
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１．３％。
【农业】　 ２０１７年粮食播种面积５０．５７万
公顷，总产量２１１．５４万吨，比上年略增。其
中，夏粮１１４．０６万吨，增长２．７％；秋粮
９７．４８万吨，下降３％。全市蔬菜面积８．６６
万公顷，总产量２８２．１９万吨，增长４．５％；水
果发展到２５．６７万公顷、总产４６３万吨；瓜
类面积３．６万公顷，总产量１４２万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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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出栏生猪２４７．５８
万头，比上年下降０．５％；出栏牛８．０４万头，
增长１．０％；出栏羊６３．５３万只，下降０．２％；
出栏家禽９９９．１４万只，增长１．２％。全年肉
产量２１．６７万吨，比上年下降０．３％，蛋产量
１１．０９万吨，增长０．６％，奶产量３９．３０万吨，
下降０．９％。
【工业】　２０１７年全部工业增加值６３２．６７
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６％，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９．７％。２０１７年，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２１１３．６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７％。其中，重工业１６７８．９１亿元，增长
２３．９％；轻工业４３４．６９亿元，增长３９．１％。
六大主导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００３．２７亿
元，增长２５．９％。其中，能源工业６７０．０６亿
元，增长１７．１％，化工工业２８２．２０亿元，增
长２５．３％；装备制造业２４０．３０亿元，增长
５４．７％；冶 金 工 业 ４０８．１４亿 元，增 长
４０．４％；食 品 工 业 ２７３．３６亿 元，增 长
１８．５％；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１２９．２２亿元，增
长１０．６％。
【建筑业】　２０１７年建筑业实现增加值
１４５．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１％。资质以上
建筑业完成总产值３３７．７１亿元，增长
２２％。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共签订合同额
９５７．５１亿元，增长７６．７％。房屋建筑施工
面积１５０４．８７万平方米，增长２２．９％。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７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２７３１．２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３％。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２６８１．８４亿元，增长２０．１％。在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中，第一产业投资３１８．３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４％；第二产业投资
４４１．０６亿元，下降３．４％；第三产业投资
１９２２．４０亿元，增长２６．９％。２０１７年民间投
资８３１．１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９％，占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３１．０％。２０１７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１１３．８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４％；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１１７７．５２万平方米，增长７．４％；商品房销售
面积２０６．４９万平方米，增长１８．３％；商品房
待售面积１１３．０３万平方米，下降１４．９％。
【交通】　至２０１７年末，全市公路总里程
１９３６７公里，其中国道９８７公里、省道４８６
公里、县道１５３６公里、乡道２６２２公里、专
用公路９４．５５４公里、村道１３６４２．４６５公里，
公路网密度１４８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市
客货运站场１２８个，客运企业３５家，货运
经营业户 １９４０４户，客货运输车辆 ４７８０３
辆，机动车维修企业１４３３家，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 ６３家。全年公路货运量
１７９５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０．５％；货物周转
量３３６３９３５万吨公里，增长１０．４％。公路
客运量９１７９万人，下降１．５％；旅客周转量
２８２１２１万人公里，下降１．６％。
【邮政、电信】　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

４．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９％。全市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２．２４亿元，同
比增长２１．８２％；业务量累计完成１７４８．９４
万件，同比增长２７．６１％。除渭南市邮政公
司和速递物流公司外，全市独立法人快递

企业５０家，分支机构１２７个，许可系统备
案８４个；快递服务网点８３６个，邮政管理
局纸质备案２７５个，经营快递品牌２０个。
２０１７年年人均寄递快递业务量３．１２件，年
快递支出费用４０元。

电信业务收入３０．３２亿元，增长９．７％；
固定电话用户数６４．９６万部，下降１１．６％；
无线移动用户５０８．６６万部，增长４．９％；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１０２．８万户，增长
１１．５％。
【国内贸易和市场价格】　２０１７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６５１．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６％。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
品零售额４０６．４１亿元，增长１４．７％。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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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４８９．７５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３．５％；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１６２．１０亿元，增长１３．８％。按消费形态分，
商品零售额５７８．１０亿元，增长１３．７％；餐饮
收入７３．７５元，增长１２．５％。
２０１７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

１０１．３％。八大类价格指数中，食品烟酒类
价格下降０．４％，衣着类上涨１．６％，居住类
上涨１．７％，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１．４％，医疗保健类上涨７．０％，交通和通信
类上涨１．５％，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０．２％，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上涨１．５％。商
品零售价格总指数１００．７％，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１０５．５％。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有招商引资
在建项目５０９个，项目到位资金７３８．２７亿
元，较上年增长９．９６％。其中新开工项目
２８８个，实际到位资金４４２．０８亿元，续建项
目２２１个，实际到位资金２９６．１９亿元。全
年共签约和落地建设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 １７
家，在建５亿元以上省际项目１１１个，帝亚
一维、美联桥汽车、中国酵素城核心区、牧

原、正大、碧桂园、恒大地产、洽川二期等项

目的落地，呈现出现代农业质量提升、工业

主导地位突出、三产服务业持续扩张、优势

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良好局面。

【对外贸易、旅游】　２０１７年，全市有进出
口业绩的企业 ９２户，实现进出口总值
１１．５７亿元人民币（含韩城市４２７７万元人
民币），同比下降４．４３％。其中出口１０．２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３．９９％；进口１．３７亿
元人民币，同比下降７．６２％。富平、白水、
华阴等７个县（市、区）进出口形势良好。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接待游客（不含韩城

市）５３３０万人，同比增长３０．３％；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不含韩城市）４２６亿元。同比增
长３１．９％。旅游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５．６％。

【财政】　 ２０１７年地方财政收入７３．５４亿
元，增长１１．９％。财政支出４０７．６５亿元，增
长１５．６％。全年全市累计获得各类补助资
金２８３．９亿元，较上年增加３５．１亿元，增长
１４．１％。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补助１７９．９亿
元，增加２４．４亿元；财力性转移支付等
１０３．９亿元，增加１０．７亿元。获得新增债券
资金３０．８亿元，较上年增加８．６亿元，增长
３９％，获得置换债券资金６０亿元。全市财
政民生支出３４４．１亿元，占财政支出的
８４．４％，较 上 年 增 加 ４４．６亿 元，增 长
１４．９％。
【金融】　至１２月底，全市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２２４５．９８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８４．３８
亿元，增长８．９４％。其中住户存款余额
１６３０．０３亿元，增长１１．４％。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１０７１．０９亿元（不含小额贷款公司），
较年初增加３５．７４亿元，增长３．４５％。其中
短期贷款２８２．２７亿元，下降２．５％；中长期
贷款６６５．７４亿元，增长１５．６％。全市跨境
收支２．５１亿美元，同比增加３．７２％。至１２
月底全市累计现金净投放１６．８５亿元，较上
年同期少投放０．５９亿元。
【保险业】　全市保险业保费收入７４．８５亿
元，比上年增加７．６７亿元。其中，财产险保
费收入１７．３７亿元，人身险保费收入５７．４８
亿元。产寿险赔款总支出２０．７２亿元，同比
增长３．６％。其中财产险赔款８．７５亿元，人
身险赔款１１．９７亿元。全市共建立农业保
险代办站７１个，农业保险服务部２３１个。
共开办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花椒综合

指数、生猪价格指数、玉米价格指数等１６
个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和葡萄、鱼等６个
商业性农业保险险种，收取保费１．１４亿元，
支付赔款０．７７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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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

【教育】　全市拥有全日制高等院校１所，
在校学生１．６３万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２
所，在校学生２．４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２９所，在校学生１．８７万人。普通中学２５２
所，在校学生２２．３５万人。其中普通高中
５１所，在校学生９．９６万人；初中２０１所，在
校学生１２．３９人。小学 ４５０所，在校学生
２９．２３万人。幼儿园 １３８８所，在园幼儿
１９．５７万人。特殊教育学校９所，在校学生
８７３人。全市中小学学校专任教师５６０４１
人，其中普通高中９３５８人、职业中学１４５８
人、初中１４２８７人、小学１７８５６人、幼儿园
１２８８２人，特殊教育 ２００人。初中毕业生
升学率８９．３３％。２０１７年全市参加高考报
名考生共４７３６１人，较上年减少２７５８人。
本科上线总数２６６７１人，较上年增加２７４３
人。文、理科一批本科上线７５３８人，上线
率２１．８１％，较上年增加２．１４个百分点；文、
理科二批本科上线１４１０３人，较上年增加
１１６人，上线率４０．８０％，较上年增加４．８５
个百分点。

【科学技术】　全市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业事业单位共２２家，从业人员９５４人，其
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７９９人。全年共申请
专利１３７８件，其中发明专利５６７件，较上
年增长４８％；实用新型专利 ６５５件，外观
设计专利１５６件。授权专利共８２３件，其
中发明专利授权７４件，下降５４％；实用新
型专利４７１件，增长１７．２％，外观设计专利
２７８件，下降２３１％。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
发明专利拥有量为６０３件，下降１４．４％，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１．１２５件。２０１７
年，科技进步贡献率４８．３％，Ｒ＆Ｄ（研究与
开发）占 ＧＤＰ比重为１．３３％，技术合同成

交总额３．７３亿元。
【文化】　２０１７年末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
体１３个，一元剧场文化惠民演出２４７９场。
文化馆１２个，文化站１３７个，艺术表演场
馆１１个。市级无线广播电台１座，广播节
目２套，市级无线电视台１座，电视节目２
套；全市电视综合覆盖率９７．５９％，广播综
合覆盖率９６．１１％，农村数字电影放映覆盖
率１００％。
【卫生】　２０１７年末拥有卫生机构 ４３５６
个，其中医院１５５个，社区服务中心（站）
６９个，卫生院１９８个；拥有床位２９３４５张，
其中医院２０４３３张，卫生院５６４２张；卫生
技术人员３４７８４人，其中医师９６０５人（执
业医师７３８１人）。年末全市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参合人数４０３．３４万人，参合率达
９９．４％。
【体育】　２０１７年全市建成各类体育惠民
工程２３９７个。组织举办国际级以上赛事
１４项、省市级赛事２２项、共２９００余场次，
赛事天数超过２００天，参与人数达到 ３７０
万人次。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１２１００
余名，实现城乡全覆盖。体育社会组织达

到１４８个，健身活动站点达到３００个，城乡
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超过２５２万
人次。省级注册运动员１５１０名。全年选
派８２３名运动员参加２０个大项的省运会
资格赛，获得金牌６３枚、银牌７１枚、铜牌
７０枚，总分４８７７分。
【水利】　水利系统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
资２３．０５亿元。有效（农田）灌溉面积
３２．０１万公顷，节水灌溉面积２３．０６万公顷，
旱涝保收面积１６．４８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
面积５５０．２平方公里，堤防长度４５３．５８公
里。建成水库１０２座，总库容２．５４万立方
米。建成万亩以上灌区４４处，有效灌溉面
积３０．７４千公顷，当年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人
口２０万人。

５社会事业　　



水利供水工程总供水量１４４０１７万立
方米，其中农业供水９４１０６万立方米，工业
供水１１３３５万立方米，城乡居民生活供水
１３８６０万立方米，城镇公共供水２２５８万立
方米，生态环境供水２３４４万立方米，林牧
渔畜供水２０１１４万立方米。
【安全生产】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经营事
故１１７起，同比下降２７％；死亡 ７５人，同
比下降２．６％。经济损失８０８．１５万元，下降
５５．７％。发生较大事故 １起，死亡 ４人。
其中，道路交通事故 ９７起，同比下降
２２％，死亡５６人，同比上升３．７％；煤矿行
业发生１起，同比下降５０％，死亡１人，同
比下降８５．７％；危险化学品事故１起，死
亡１人，同比增加１起、１人；烟花爆竹事
故３起，死亡６人，同比增加３起、６人；建
筑施工事故 ３起，死亡 ２人，同比增加 ３
起、２人；农机事故３起，同比下降５７％，死
亡３人，同比增加２人。其他行业发生事
故９起，死亡６人。
【人民生活】　据年度人口抽样调查，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５３８．２９万人，城镇化率
４６．３２％，人口出生率 １０．５９‰，死亡率
６．５６‰，自然增长率４．０３‰。２０１７年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９８０８元，比上年增
加２３２３元，增长８．５％。其中工资性收入
１９９７７元，增长８．７％，占收入的６７．０％；经
营净收入１６３５元，增长２８．２％，占５．５％；
财产净收入２６８２元，增长７．８％，占９．０％；
转移净收入 ５５１４元，增长 ３．１％，占
１８．５％。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２６０元，比上年增加８４５元，增长９．０％。
其中，工资性收入４５８５元，增长１３．６％，占
收入的４４．７％；经营净收入３５９１元，下降
０．２％，占３５．０％；财产净收入２３８元，增长
４０．０％，占２．３％；转移净收入１８４６元，增
长５９．０％，占１８．０％。２０１７年城乡居民收
入比为２．９１：１，比上年缩小０．０１。

【社会保障】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６．２８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４２万人，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１．０２万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３．２１％。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９５．４９万人。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１１４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４４
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７０万人；年
末参加失业保险２４．９７万人，参加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４５．６８万人，参加工伤保险２７．６１
万人，参加生育保险１６．６３万人；年末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２６１．２６万人。
２０１７年，全市养老总床位数 １９８６４

张。各类养老服务机构８６所，养老服务机
构床位数１１４１５张，入住人数６０１８人。社
会福利院 １所，床位数 ４６０张，收养人数
３００人。儿童福利院１所，床位数３００张，
收养人数 １６４人。农村互助幸福院 ８７６
所，床位数７０９３张。城镇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３３所，床位数１３５６张。年末纳入城市
低保８８５７户、１７０４０人，月人均补助 ４９２
元；纳入农村低保 ３０５６０户、８８４０９人，保
障标准每人每年平均２２９元。


政治文明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

好干部“二十字”标准，严格执行干部选拔

任用条例，全年任免市管干部 １１次、１３３
人。组织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实施

“五查四整三提升”，将“三项机制”与追赶

超越、作风建设、干部选任深度融合。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出台基层党建工作规

范，规范“三会一课”组织生活，推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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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分制”，组织开展“三创三增”主题

党建活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及

时调整设置不合理的基层党组织２６个，社
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提高２．７个百分点，非
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提高 １０个百分点。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开展

２轮巡察，查纠问题线索６１７件。深入推
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渭南监察委员会挂

牌成立。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共立

案查处县处级干部 ２４人、科级干部 ３８４
人，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民主法制建设】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和任

职宣誓。发挥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出台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启动《住宅

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的政治协商，全年开展政治协商８次。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出台法官和审判辅

助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启动实施“七

五”普法，强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在全省

率先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学习十九大精神】　把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市开展学习十

九大进机关“八个一”活动（配发一批学习

资料、开展一次集中宣讲、组织一次集中培

训、举办一期学习专栏、开展一次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一次知识竞赛、举办一次征文活

动、开展一次专项检查指导）。所有市级

领导带头，分赴各自联系点为基层党员宣

讲。市委组织部与宣传部组成宣讲组，到

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开展宣讲。举办

全市基层一线党代表“十九大精神学习培

训班”。各级党组织通过抓宣讲、抓培训、

上党课、搞研讨、办专栏、勤测试等方式，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围绕“八项本领”建

设，举办县处级领导干部集中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专题培训。分５期对全市 １２００
余名县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同时，以

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采取现场教学方式，分

４期对８４０多名贫困村镇党组织书记进行
了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党组织引领发展

集体经济专题培训。

【党组织建设】　以“双抓双促”（抓党建促
脱贫，抓规范促提升）为重点，实行党建工

作目标责任清单管理制度，“建单定目标、

交单明任务、查单促推进、评单促落实”，

从严从实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重点抓７
个领域党建的组织规范、工作规范、管理规

范、活动规范和保障规范“五个规范”，这

一做法被《人民日报》报道。在全市开展

“双抓双促”主题活动，对全市 １３３个镇
（街道）、４９８个贫困村、１８１个软弱涣散村
（社区）、１５１个示范点，全覆盖“大走访、大
督查、大提升”。蒲城“村党组织 ＋”、临渭
“１号活动”、合阳“党建＋３Ｃ”、富平“小个
专”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四个破题”、华

阴“帮村书记”、大荔“脱贫帮扶基金”等基

层亮点纷呈，全市“两力两率”较上年提升

３．６％。
【廉政建设】　持续推进“两个责任”签字
背书、领导干部写实、定期报告和台账管理

等“四项制度”，全面推行主体责任清单制

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点评制度，对排名靠

后的党组织书记进行约谈通报，对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到位的，严肃责

任追究。２０１７年，全市共实施党内问责
７８５起，问责党组织２５４个、党员领导干部
７６６人，党政纪处分 １３５人。在全市组织
开展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

督”为主题的第十个廉政教育月活动，各

级各部门开展“一把手”讲党课 ２３７０次，
组织现场教育１４２０次，观看党风廉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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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４７５０次，举办专题讲座３５３０次。组织
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成果宣传活动，拍摄制作的

《暮夜却金》《贪戒》等廉政教育片被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头条展播。编印《渭南基

层干部违纪案件警示录》，用腐败案件“活

教材”教育身边人。

【政务公开】　对渭南市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和公开目录进行修订完善。市县两级依

据权力清单，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

等事项；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涉企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政府性基金目录、政府

定价目录。渭南市政府门户网站以专栏形

式公开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土地交易、

保障性住房等信息２８００余条，公开群众关
注度高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类、环境保护

类、安全生产类信息９６０条，公开重大建设
项目及项目进展情况信息１４０条。渭南市
政府共开展１１期邀请公民代表走进市政
府活动。先后开展电视直播问政《百姓问

政》节目６期，市政府网站在线访谈１５期。
【人大工作】　渭南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２
月份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渭南市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渭南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并选举郭勇格

为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任，郭军信、雷华为常务委会委员。渭南

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于１２月份举行。会
议审议通过了《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选举办法》，选举６７名同志
为渭南市出席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选举王晓军为渭南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

渭南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召开市人
民代表大会会议２次，召开常委会会议９
次、主任会议２１次，审议通过地方性法规

１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２２项，作出
决议决定１２项，开展专题询问评议１次，
组织视察调研和执法检查４１次，任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５７人次，审查备案规范性文
件３４件。
【政协工作】　政协渭南市五届二次会议
于２月份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等，协商讨

论了市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

及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６０多条意
见建议，提交提案５７６件。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政协共召开了 ４次常

委会议，即五届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常委

会议，分别就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

告、现代农业发展、工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

等问题进行了协商讨论。全年共审查立案

４７２件，重点督办提案４９件、领导领衔督
办提案８件。


精神文明建设

【“陕西好人”评选推荐】　开展第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推荐。在政府

机关部门、各大院校、中（小）学校及各级

文明单位中开展“身边好人”线索推荐，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推荐好人线索２８万余条。
渭南市文明办被陕西省文明办授予“好人

线索推荐群星奖”。渭南市文明办向陕西

省文明办推荐“陕西好人”候选人 ４９人，
其中刘云、刘安玉、王秋玲、王三乐、田怀智

等８人上榜“中国好人榜”，田怀智、杜锁
娃、雷温芳、黄军丽、王西来等 １３人上榜
“陕西好人榜”。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举办渭南市“道
德讲堂”，邀请全国道德模范获得者咸阳

道北铁中特级教师呼秀珍做客宣讲，为渭

南市干部群众传播敬业奉献正能量。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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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

联联合评选表彰１７名道德模范和１０名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并推荐“第六届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５人。渭南市华州区
城关中学教师李晓莉获第六届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

【文明交通行动】　持续推进“文明交通行
动计划”，在全市开展“百日文明交通劝

导”志愿服务活动。市文明办与市交警支

队联合开展“车让人 人守法”文明交通行

动大直播，交警现场为礼让行人、文明行车

的司机进行点赞和奖励，３０多家媒体对渭
南市的文明交通劝导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了

报道。９月１４日，举行“文明交通我先行
文明渭南我践行”万人签名大型活动，同

时通过“头条直播”“一直播”新浪微博及

广播直播进行联动大直播，市区各驾校学

员代表、群众代表以及交警、公交车司机、

文明交通志愿者等代表共１２个方阵１０００
余人参加主会场签名活动和文明交通劝导

活动。

【志愿服务】　以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
童、农民工、残疾人”为重点，开展医疗、法

律、心理援助等社区志愿服务。《渭南市

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内容及流程》制定出

台，明确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工

作目标、工作内容和操作流程。首批公共

文化设施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示范单

位名单被确定。全市开展了扶贫济困、慈

善捐助、支教助学、义务献血、义演义诊、环

境保护、植树护绿等为主题的志愿服务公

益活动。在城乡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景区

景点、窗口单位建设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

站，已有 ５０多个窗口单位设立规范化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并开始为市民

提供志愿服务。至１２月底，全市志愿者注
册人数１９．４７万人，注册志愿服务队 １９６９
支。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７年度渭南市“寻找美德少年 学习美
德少年 争做美德少年”活动》，华州区毓秀

小学朱文婷等两位学生获陕西省“美德少

年”荣誉称号，高新区高新小学鬲煜东等３
名学生获陕西省“美德少年”提名奖。举

办渭南市“美德少年”颁奖典礼，表彰 ６０
名渭南市“美德少年”。在“清明”“六一”

“七一”“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节

庆，组织青少年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等活动。

市文明办分别组织召开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成员单位推进会，有利于青少年

健康成长社会文化环境项目组工作推进

会。在中、省文明办关于评选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和先进单

位、先进工作者中，合阳县实验中学被评为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临渭区文明办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向省文明办推荐渭南

市实验小学、华阴市华山初级中学为全国

文明校园，推荐省级文明校园２０所。使用
中央彩票公益金建成 ７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在大荔县召开２０１７年陕西省乡村学
校少年宫项目建设骨干培训班，对新确定

的全省６１所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骨干进
行培训。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单位、文明机关、文明村镇、文明社区、

文明校园、文明行业、文明家庭等各项创建

活动。表彰７６个市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集体和１４个创建市级文明行业先进单位。
合阳县被陕西省文明办确定为“国家级文

明县城”提名资格。大荔、潼关、蒲城、白

水等４县被省文明办确定为“省级文明县
城”提名资格县城。确定复查保留省级文

明单位标兵、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

园７６个；推荐新一届省级文明单位标兵、

９精神文明建设　　



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校园３０个。蒲
白矿务局矸石电厂、澄城县国家税务局等

６家单位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大荔县赵渡镇严通村获第五届“全国文明

村镇”称号。５家单位获省级标兵单位，９
家单位获省级文明单位，１０个村获省级文
明村，３个家庭获省级文明家庭。发挥文
明单位示范引导作用，实行文明单位与贫

困农村“一帮一”帮扶制度，组织全市１００
余家文明单位与贫困村结成互助对子，在

资金、项目等方面对贫困村予以帮扶。

【移风易俗工作】　在全市文明办主任会
议上，明确移风易俗工作目标和任务，对全

市移风易俗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制定《关

于进一步做好全市移风易俗工作的实施意

见》。在合阳县召开“渭南市移风易俗·

文明家园建设”合阳观摩推进会。在全省

宣传部长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大

荔县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受到省文明办的表

彰。

【网络文明传播】　渭南文明网共发布信
息３５００余条，被中国文明网采用稿件 ４６
篇，陕西文明网采用４５８篇。渭南文明网
参与“春联传文明 新风到万家”“高考爱

心路”等专题和“各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为地球撑起一个保护伞”“各地开展文明

安全上网活动打造健康绿色网络空间”等

稿件制作。宣传“‘十九大’系列报道”“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大型政论专

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等内容。“文明

渭南”微博及微信公众号进行了文明城市

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的节

日”等主题宣传，道德模范、美德少年、优

秀志愿者等事迹宣传。“文明渭南”微信

平台发布信息２４０多期，“文明渭南”新浪
微博累计发布信息１９００余条。

（渭南市精神文明办公室　连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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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强力推进铁腕治霾，对所有建筑

工地实行挂牌监管，先后拆改燃煤锅炉

３２４５台，削减规上工业燃煤 １４１万吨，淘
汰黄标车８２９辆，大气质量持续改善。全
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建成生态水面

１１３３公顷，渭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
太华湖、少华湖、蒲城洛河湿地公园纳入国

家试点。深入推进“绿化秦东大地、建设

美丽家园”三年行动，全年造林绿化３．７７
万公顷。系统加强生态修复，渭北采煤沉

陷区和秦岭北麓、桥山环境治理成果持续

巩固。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华能秦电等１０
家企业实现超低排放，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
５．６５％。合阳、澄城、潼关被评为省级环保
模范城市，华阴被评为省级森林城市，韩

城、富平被命名为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县

城）。

【污染减排】　围绕工程、结构、管理三大
块渭南市政府印发市县环保目标责任书，

明确减排项目和完成时限。关停澄县顺昌

焦化６０万吨生产线。渭化３号锅炉脱硝
系统、陕焦烟气脱硫提标改造、富平县第二

污水处理厂、大荔县城区东排碱渠污水归

集工程等 ７个年度重点减排项目全部建
成。全市３６家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工程完成２４家。涉及６县３４镇９９村的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临渭区、澄城县、

大荔县、富平县、合阳县工程全部建成，蒲

城县除４个镇级垃圾压缩转运站外，其他
工程均完成。

【工业节能减排】　严格实施行业准入，严
禁“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

项目过审，将节能减排作为工业经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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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础。对全市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点

企业开展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监察。在全市

开展“地条钢”企业的排查，市工信局、市

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对生产企业是否属于违

法违规生产项目进行甄别，取缔陕西华盛

达等“地条钢”企业３户，淘汰落后钢铁产
能４０万吨。开展“散乱污”企业（不符合
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未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清理

取缔工作。成立渭南市“散乱污”企业整

治办公室，采取月度点评的方式，强力推进

落实。共甄别摸排散乱污企业２３２户（含
整改提升企业 ２９户），完成清理取缔 ９６
户。将不能完成改造的企业纳入清理取缔

范围，实施拆除取缔。依据新修订的园区

考核办法，将园区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配套

建设提升到园区项目建设的重点予以考

量。对水泥行业３米以下磨机进行排查摸
底，对５家水泥企业２家粉磨站进行工业
节能监察。鼓励腾龙陶瓷、杭萧钢构等新

型建材产业扩大产能释放，实现建材行业

的绿色发展。开展以绿色工厂、绿色集成

为核心的工业企业绿色体系建设。天臣新

能源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陕西麦可

罗开发的杀虫剂产品入选国家级绿色设计

产品名单。该公司低毒环保型农药技术改

造项目及蒲城美尔果环保农药项目获得中

央财政清洁生产专项奖励资金。对３户企
业进行强制性清洁生产。

【大气污染防治】　在陕西省铁腕治霾“１
＋９”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汽车修理厂
（４Ｓ店）专项整治，形成渭南市铁腕治霾“１
＋１０”行动方案。围绕“减煤、控车、抑尘、
治源、禁燃、增绿”６个重点环节，实施标本
兼治、系统治理。全市完成燃煤锅炉拆改

３１５９台，１到 １０月，全市企业煤炭消费
１５０３．４６万吨（不含韩城），同比减少３８．４３
万吨，散煤替代压减１５５万吨；提前３５天

完成８２２辆黄标车年度淘汰任务，回收报
废车１１４９辆，对拆解场地进行升级改造；
推进建筑工地“红、黄、绿”挂牌动态监管

制度，渣土车实现公司化运营，全面取缔渭

河城区段河道采砂行为，联合执法３２次，
切割采砂船２６艘、洗砂机２２台；清理取缔
“散、乱、污”企业 １０２家，完成 ４４家重点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目，秦岭电厂等

１０家企业实现超低排放；更换环保炉具和
加装净化设备１３２台，完成４８６４家餐饮单
位油烟治理，４５家涉气重点污染源中具备
自动监控设施的３１家已全部完成安装；开
展“三夏”秸秆禁烧工作，夏秋两忙期间未

发现火点。

２０１７年全年有效监测天数３６５天，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１６５天，占比为
４５．２％，其中优质１８天，良好１４７天。城
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天数２００天，占比为
５４．８％。其中，轻度污染１２９天，中度污染
３６天，重度污染 ２２天，严重污染 １３天。
大气污染物指标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细
颗粒物（ＰＭ２．５）、二氧化硫（ＳＯ２）、二氧化
氮（ＮＯ２）年均浓度分别为１３５微克／立方
米、７１微克／立方米、１８微克／立方米、５６
微克／立方米，降尘强度９．３吨／平方公里·
月。

【水污染治理】　完成渭河吊桥断面和禩
河水体达标方案编制。启动实施水污染防

治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专项摸底调查，对

全市 ５９个企业逐一调查核实，确定实施
７０万吨焦化生产线清洁化技术改造。组
织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中期评估。推进地下油罐更新改造工

作，中石油、延长石油５２家加油站地下油
罐更新改造基本完成。增设 ６个监测断
面，确保市级１６条河流进行全覆盖监测。
在城镇污水处理厂安装总磷在线监测设

备，解决手工监测难题。建成市县镇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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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和河道警长、村级巡查员体系，健全

水污染防治调度、会商、考核、应急和问责

等工作机制。２０１７年渭河水质明显改善，
渭河吊桥出境断面达到省考Ⅳ类要求。
【土壤污染治理】　对全市重点企业按照
《土壤污染重点行业及企业筛选原则》进

行核实筛选，确定全市土壤环境重点监管

企业１０家并向社会公开。市环保局、国土
局、规划局组织开展全市疑似污染地块排

查，初步确定疑似污染地块１３处，为下一
步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和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活动的监管奠定基

础。组织实施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重点示范项目，截至２０１７年底，２０１６年度
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三个项目中

两个在施工建设中，一个完成。２０１７年度
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两个项目发

布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生态保护】　经过省级３次培训对接、市
级２次座谈对接、５次县级资料征集，渭南
市生态红线划定初步方案文本和图件基本

完成，处在修改完善阶段；按照陕西省“绿

盾２０１７”专项行动要求，市环保局、市国土
局、市水务局和市林业局联合印发《渭南

市“绿盾２０１７”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并组织对全市自然保护

区和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进行全面监

督检查。建立“统一规划、总量控制、规模

开发、严格准入、加强监管、严格执法”长

效机制，从根本上扭转采石企业“多、小、

散、乱”局面，多种途径加大秦岭北麓和乔

山南麓矿山开采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环境监察执法】　组织开展“保卫蓝天”
飓风行动、污染源交叉执法、重金属排放企

业整治等专项活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

为。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２０５人次，
检查企业 ２２２９家次，检查污染防治设施
５２０７台套，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２０４
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１５９份，责令改正
通知书２００份，罚款金额３８３．４８万元。市
环保局办理“１２３６９”投诉热线、“１２３４５”政
府热线、微信平台投诉、上级督办污染投诉

案件５３０起。针对中、省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持续推进问题整改。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１６项环境问题整改完成５项，省委环保
督察期间受理环境信访案件６０１件，全部
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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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载


在市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


闭幕时的讲话

渭南市市委书记　李明远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市五届人大四

次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就要胜利闭

幕了。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等各

项报告，顺利完成了选举任务。会议期间，

全体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扬民主，积

极建言献策，严守纪律要求，保证了会议风

清气正、圆满成功，这是一次统一思想、凝

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

各位代表、同志们！党的十九大，宣告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

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郑重宣

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政治立场。我们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全国“两会”精神，深刻体悟人民领袖坚定

的政治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昂扬的奋斗

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

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为

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抓住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

疗、社会保障等工作，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妥善化解矛盾，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

觉中感受到生活的新变化。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

键。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

需要，根本在于加快发展、追赶超越。我们

要深入贯彻习总书记来陕视察重要讲话精

神，践行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建设关中平原次核心城市为目

标，突出城镇化和工业化两个重点，加快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脱贫攻坚、污染防治三场攻坚战，推动渭南

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全省全国同步够格迈

入全面小康社会。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我们既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要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新期

盼，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优化产

业结构，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

村，打好节能减排、治污降霾组合拳，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一体化治理，让渭南的天

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洁、生活更宜居。

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我

们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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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践

行群众路线，深入基层一线，听民意、察民

情、解民忧，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大力推广公共服

务代办制，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最贴心、最便

利的服务；要学会做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宣

传政策、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起追赶

超越、决胜小康的强大力量。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做

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要毫不动摇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

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

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确

保人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要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担负起

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加大宪法宣传

教育，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

免权，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迈上新台阶。

我们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对人

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各级党委要改进领

导方式，坚持依法执政，严格遵守宪法法

律，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各级“一府一委

两院”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行

政，做到公正司法，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各

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要增强宗旨

观念和民主意识，时刻敬畏人民、慎用权

力，接受人民监督，当好人民公仆。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引领人

民。要牢固树立“人大代表为人民”的思

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爱岗敬业、遵纪守

法，做好政策宣传、团结群众、示范引导的

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无愧于人民代

表的光荣称号。

各位代表、同志们，时代是出卷人，我

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书写好渭南

追赶超越的答卷，我们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同奋斗，努

力创造渭南新时代的光辉业绩！


政府工作报告

———在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

渭南市代市长　李毅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及列席人

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７年工作回顾
过去一年，是渭南加快转型、奋力赶超

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极大地鼓

舞了全市人民。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

展理念，聚焦追赶超越主题，落实“五新”

战略任务，加快“三地一中心”建设，较好

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生产总值达

到１６５６．６２亿元，增长８．３％；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２７３１．２２亿元，增长１９．３％；
地方财政收入实现７３．５８亿元，增长１２％；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２９８０８元和１０２６０
元，增长８．５％、９％，全市经济社会步入结
构优化、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转型发展步伐加快。倾力发展新兴产

业，新能源动力电池产值超过６０亿元，中
广核风电一期、桂花光伏并网发电。增材

制造企业发展到６５家。编制完成卤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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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产业发展规划，国家民机试飞基地开

工建设。中国酵素城入驻企业２６家。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９．７％，非能工业产
值增长３１．７％。全面取缔“地条钢”，淘汰
火电产能４２万千瓦。着力提高农业供给
质量，粮食总产２１１．５４万吨，新增瓜果面积
１４．８万亩，新建扩建规模养殖场２４０个，我
市被授予中国优质果品示范基地，白水被

命名为全国绿色食品（苹果）标准化生产

基地。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新增４Ａ
级景区２家，沿黄观光游成为新亮点，大荔
同州湖入选国家首批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韩城历史文化街区荣获中国最佳历史文化

旅游项目。全年接待游客５３００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４２６亿元，均实现３０％以上增
长。“陕菜之都”建设持续深化，合阳被评

为中国黄河生态美食名城。“体育 ＋”、医
养结合等新业态蓬勃发展，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１３．６％。
有效投资稳步扩大。始终把项目建设

作为追赶超越的关键支撑，落实领导包联

包抓推进机制，３３０个市级重点项目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中垦华山牧、龙钢百万吨带

钢等９８个项目建成投产，渭河综合管廊等
２０个重大前期项目提前开工，重点项目投
资增速保持全省前列。争取中省预算内资

金２２．３亿元，专项债券到位４１．６亿元，２８８
个ＰＰＰ项目纳入国家储备库。坚持领导
干部带头招商、精准招商，举办北京经济合

作活动周、上海产融结合恳谈会、杭州优势

产业推介会等系列招商活动，帝亚纯电动

汽车、黄土旱塬国家光伏应用领跑者基地

等一批项目成功落地。全年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７３８亿元，增长１９．３％。
城乡面貌深刻变化。西韩城际铁路、

韩（城）黄（龙）高速公路顺利开工，３１０国
道华州段竣工通车，华山机场、西潼城际铁

路前期稳步推进，大荔荣获“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渭东新城加快建设，中心城

市“四纵四横”道路提升改造基本完工，西

海、东湖、
!

河等水系建设进展顺利。渭清

路综合管廊加紧建设，黄河水引入渭南北

水厂。棚户区改造开工２．５万余套，货币化
安置率１００％，碧桂园、恒大等一批高品质
住宅项目落地建设。加快补齐县城短板，

华州、澄城、白水被评为国家卫生县城，潼

关被评为全国首批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

县。２６个省市重点示范镇和文化旅游名
镇建设完成投资４８．６８亿元，瓜坡镇被评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市城镇化率

达到４６．３２％。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
成清洁乡村１２１９个、生态乡村３６１个，省
级美丽宜居示范村１５个。

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取消、下放、转移中、省审批事项

１７３项、市级管理权限 １３８５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推行“互联网 ＋政
务服务”，建成市级“网上办事大厅”，实施

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３．９万户，增长
３４．５％。韩城计划单列市试点、庄里镇级
市改革稳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基本

完成。农村“三变”改革走在全省前列，金

钼独立工矿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

得到国务院国资委肯定。大力推动创新创

业，在西安建设“双创”孵化器，新建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６家、市级众创空间７家，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１２家。积极推动区域协
同发展，渭南高新区东区、渭南高新区蒲城

园区揭牌成立，富阎一体迈出重大步伐。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设立驻外经贸

代表处４个，新增友好城市２个、外贸备案
企业４０户，实现进出口总额１１．５７亿元。

生态建设成效明显。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力推进铁腕

治霾，对所有建筑工地实行挂牌监管，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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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改燃煤锅炉３２４５台，削减规上工业燃煤
１４１万吨，淘汰黄标车８２９辆，大气质量持
续改善。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建成生

态水面１．７万亩，渭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
标。太华湖、少华湖、蒲城洛河湿地公园纳

入国家试点。深入推进“绿化秦东大地、

建设美丽家园”三年行动，全年造林绿化

５６．６万亩。系统加强生态修复，渭北采煤
沉陷区和秦岭北麓、桥山环境治理成果持

续巩固。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华能秦电等

１０家企业实现超低排放，万元 ＧＤＰ能耗
下降５．６５％。合阳、澄城、潼关被评为省级
环保模范城市，华阴被评为省级森林城市，

韩城、富平被命名为省级生态园林城市

（县城）。

民生保障力度加大。坚持把脱贫攻坚

作为第一民生工程，积极推广“党支部 ＋”
产业扶贫模式，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１．１８万户群众搬进城镇，１７１７户危房改造
全部完工。苏陕扶贫协作持续深化，国有

企业合力团对口帮扶成效初显。全年脱贫

８．４３万人、退出贫困村１９４个。全年民生
支出３４４．１亿元，占财政支出的８４．４％。新
增城镇就业６．３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３．２１％。新建中小学校２１所、公办幼儿
园１５所，临渭、华州、澄城通过国家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验收，合阳被评为国家农村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持续深化公立

医院改革，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异地就医住

院费用实现即时结算。大力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成功举办全省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国际足球赛、马拉松赛等赛事，文体活动蓬

勃开展。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全市安全生

产事故同比下降 ５２％，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

自身建设不断增强。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加

强审计监督和跟踪问效，全市“三公”经费

同比下降５．６１％。坚持依法行政，全面推
行政务公开，政府决策更加科学，行政效能

持续提升。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

民主监督，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全

部按时办结。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全年

查处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

件１０９１件，处理违纪违规干部１１８４人。
国防动员、双拥工作、国家安全、人民

防空、民族宗教、外事侨务等不断加强。妇

女儿童、老龄、残疾人、红十字事业又有新

进步，统计、气象、地震、档案、供销、地方

志、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等各项工作都取

得了新成绩。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成绩来之不易。

这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市人大、市政协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市

上下锐意进取、扎实苦干的结果。在此，我

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向

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老同志，

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向驻渭解放军

指战员、武警官兵，向关心支持渭南发展的

各界人士、各位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并致

以崇高敬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

识到，全市发展绝非一路坦途，依然面临着

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的质量和

效益还不高，县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比较突出；传统产业转型压力较大，新的

动能尚待培育，发展环境还需优化；脱贫攻

坚和生态建设任务艰巨，改善民生与群众

期盼还有差距；法治政府建设有待深化，

“四风”顽疾仍不同程度存在，等等。对这

些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８年工作基本思路和预期目标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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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意义重

大。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必须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和市

委对发展形势的综合研判，提高政治站位，

拓宽全局视野；必须认真审视新时代下渭

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明确优势潜能，

抢抓赶超机遇；必须科学回答新时代对政

府工作提出的“新考题”，贯彻刚性要求，

增强战略定力———努力通过把握大势坚定

发展信心，通过彰显优势赢得战略主动，通

过激发潜能实现重大突破，砥砺奋进、担当

作为，确保在跨入新时代的关键历史节点

做好政府各项工作。

新时代的渭南，有“五大优势”更加凸

显：一是政策叠加优势将进一步放大。新

一轮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有望将

秦东大地发展整体推向更高能级，今年获

批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与其他

“国字号”政策相得益彰，更加明确了渭南

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带来了战略机遇。二是区位交通优势将

进一步聚合。陕西东大门的区位特征在全

省“三个经济”的发展布局下，内涵更加丰

富，围绕核心交通枢纽构建物流大通道和

要素集散地的条件更加成熟，次核心地位

呼之欲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

基础。三是产业积累优势将进一步升级。

从国家三线建设时期产业初兴，到如今新

型工业化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

实步伐，呈现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大好局

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物质准备。

四是山水格局优势将进一步彰显。秦岭、

黄河、渭水等地理标志已经成为渭南的响

亮生态名片，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关中水

乡”建设和大规模国土绿化，优化了生态

空间，铺展了大水、大绿、大生态的美丽画

卷，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绿色根基。

五是人心思进优势将进一步增强。处在大

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渭南人民坐不住、等

不及、只争朝夕，全市上下撸起袖子加油

干，已经按下快进键、干出精气神、跑出加

速度，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作风保障。

新时代的渭南，有“五大潜能”令人振

奋：一是创新发展潜能将进一步激发。能

源化工、有色冶金等传统引擎正在向高端

要效益、向节能要空间，新能源汽车、增材

制造、航空装备、新材料等新兴动能正在从

落地到成长、从成长到聚集，双轮驱动，新

旧并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速构建，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二是改革开放

潜能将进一步裂变。国家机构改革逐步深

入市县，“放管服”改革呈现纵深推进之

势，西渭融合等协同发展机制更趋完善，优

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连环招还要全面铺

开，渭南大中小各类企业正在迎来蓬勃发

展的崭新阶段，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

多活力。三是乡村振兴潜能将进一步发

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结构调

整、品质提升的新机遇，农村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带来脱贫致富新希望，遍及市域的沃

野田畴、便利交通、古朴村落更为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奠定基础，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树

立美丽样板。四是城市建设潜能将进一步

转化。产城融合更加深入，城市框架不断

拉大，功能配套日趋完善，承载能力明显增

强，“北跨、东扩、西融、南优”的格局已经

形成，必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加速兑现城

市价值，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是县域经济潜能将进一步释放。渭南各

县市区县域特色鲜明，发展条件优越，各有

基础，各有优势，各有招数，完全可以立足

资源禀赋，推动分工协作，促进错位发展，

形成一批实力强、人气旺、环境美的特色农

业大县、新型工业强县、魅力旅游名县，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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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渭南，有“五项原则”需要把

握：一是坚持追赶超越。追赶超越是大局。

必须在政府全部工作中提名叫响追赶超

越，把追赶超越的要求明确化、具体化、常

态化，横向看齐先进，纵向赶超过去，努力

以闯的魄力、抢的意识、争的劲头、拼的勇

气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突破，在全省乃

至更大范围的竞争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争先进位、勇攀高峰。二是坚持转型发展。

高质量是渭南发展根本要求，现代化是城

市转型根本路径。必须聚焦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聚力“三地一中心”建设，高举

创新旗帜，高扬改革精神，坚定不移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倾力推进工业转型、农

业提升、旅游升级、城市提质，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韧劲，力促发展理念更新、力推发

展方式转变，切实增强全市经济创新力和

竞争力。三是坚持项目为王。项目工地就

是阵地，项目现场就是考场，项目进度就是

尺度。必须把抓项目作为经济工作最重要

的方法论，着力增强项目支撑、加快项目进

度，在定出节点、定准措施、定实责任上狠

下功夫，满负荷运转，快节奏实施，强力度

推进，努力以非凡之为、先人之举实现全市

项目集群突破，支撑经济转型升级。四是

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是最大的英雄，造福

人民是最大的政绩。必须把群众的利益摆

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政府是人民勤务员的

意识，踏踏实实为渭南百姓谋福祉，干好

事、办实事，着力补齐民生短板、促进公平

正义，以人民生活的改善回馈人民给予的

信任，以人民给予的信任打造让人民幸福

的家园。五是坚持埋头苦干。政府的主要

职责就是抓落实，抓落实就要靠苦干实干

拼命干。必须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始终说

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

与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把勇于担当和

善于突破有机结合起来，低调务实不张扬，

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立足新时代渭南的“五大优势”“五大

潜能”和“五项原则”，按照市委五届四次

全会的部署，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按照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落实

“五新”战略任务，加快“三地一中心”建

设，不断放大优势、激发潜能，统筹推进

“八个聚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一张

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油干，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２０１８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生产总值增长８％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１３％；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９％左右；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９％；城乡居
民收入分别增长８．１％和９％；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４％以内；万元 ＧＤＰ能耗下降
３％。

三、２０１８年主要工作任务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必

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只争朝夕、奋勇向

前，扎实做好“八个聚力”，全面推进各项

工作。

（一）聚力重点项目建设，优化实体经

济格局

把“项目为王”理念贯彻到发展全局、

落实到具体项目，践行高质量要求，保持高

强度投入，以项目服务保障建设任务，以项

目引进实现发展快进，以项目带动夺取转

型主动，努力为实体经济提质量、扩增量提

供强有力支撑。

一是突出项目带动。健全重大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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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机制，夯实领导干部包联包抓责任，抓协

调、保开工、抢进度，确保３５０个市级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９８０亿元。切实抓好中信重
工智能机器人等１７０个新建项目建设，加
快富平羊乳产业化改扩建等１８０个续建项
目进度，力促金钼技改等５６个项目顺利投
产。切实提高项目策划包装质量和水平，

抢抓国家三年滚动计划、“十三五”专项规

划补充调整机遇，全年策划重大项目３００
个以上。

二是狠抓招商引资。坚持把招商引资

作为“一号工程”，主动出击、以质取胜，全

面推进领导干部带头招商、驻外机构定点

招商、部门县市联动招商，加快构建“大招

商”格局。聚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和高

新技术、高品质酒店、高端商业服务、优质

教育医疗、精品旅游开发、农业产业化等领

域，大力实施精准招商、专业招商，千方百

计引进一批高精尖项目、功能提升项目。

紧盯东部发达省份和行业领军企业，深化

央企进渭、省企进渭战略合作，抓紧落实苏

沪浙招商成果。增强“丝博会”“陕粤港澳

活动周”等平台招商实效，精心筹办各类

推介活动，确保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达

到７８０亿元。
三是强化服务保障。建立重点项目问

题反馈和解决机制，下势破解项目建设各

类难题。健全完善银企互动、企业授信机

制，努力拓展项目融资渠道。降低水电气

暖等要素成本，加强征地拆迁、基础设施、

标准化厂房等配套保障。积极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严格落实产权保护政策，建立领导干部

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和商会制度，健全企业

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千方百计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我们更要坚决保护项

目建设主体合法权益，对强揽工程、强买强

卖、吃拿卡要等行为予以重拳整治、严厉打

击，以硬茬实招让企业吃下定心丸、放手去

发展。

（二）聚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工业转

型升级

大势不可挡，狭路不可退，工业转型升

级这场硬仗已经进入决战。我们要坚定不

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下决心腾笼换鸟，下气力转换动

能，下功夫做强支撑，决胜工业战场、跨越

战略关口。

一是提升传统产业。实施煤炭深度转

化和能源综合利用，加快推动蒲城清洁能

源二期、富平燃气综合利用、陕化填平补齐

等项目建设。细化“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渭南
方案，深入推进“一企一策”，支持龙钢、青

啤等企业优化资源布局、实施技术改造，扩

大先进产能、推广智能制造。积极引导全

市重点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使更

多的产品迈向中高端。加大“僵尸企业”

处置力度，稳妥做好企业兼并重组，盘活要

素资源，腾出发展空间。

二是壮大新兴产业。支持沃特玛、天

臣、星美等新能源电池企业加快发展，力促

扩能续建项目建成投产，推动帝亚纯电动

车整车下线，实现申华新能源专用车项目

全面开工。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快速推进

黄土旱塬光伏应用领跑者基地建设，确保

年内建成并网，带动组件制造、充电桩等关

联产业协同发展。抓好中国酵素城２２个
项目建设，确保年内投产达效。以航空产

业配套为突破，促进军民融合，稳步推进卤

阳湖航空装备制造、航空小镇等项目建设，

培育壮大航空产业。支持增材制造技术赶

超，加大推广应用，形成产业集群。新兴产

业增加值增长１３％以上。
三是加快园区升级。充分发挥空间优

势，提升产业规划和园区建设水平，积极承

接东部地区和西安产业转移。支持渭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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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加快转型升级，实现争先进位，年内启

动渭河化工、金钼化学两家企业搬迁，确保

２０２０年底前迁出主城区。加快渭南高新
区东区建设，规划建设金钼工业园。推动

渭南高新区与蒲城高新区协同创新，做大

做强渭北煤化工业园。实施园区提档工

程，支持渭南经开区、韩城经开区晋升国家

级经开区。做精做专县级工业园、农业产

业园，支持澄城工业园、合阳经开区、白水

科技园晋升省级园区，打造县域产业园区

“升级版”。

四是完善创新体系。设立科技创新发

展基金，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创新

成果转化应用。支持高等院校在渭设立双

创示范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成西

安创新创业孵化器。鼓励企业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年内培育高新技术企业５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２０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５０
家。弘扬“工匠”精神，实施专利创造质量

提升工程，积极争创国家级和省级质量奖。

引导金融与科技对接融合，支持优质创新

型企业上市融资。加快人才公寓建设，制

定更加开放便捷的人才政策，传承爱才重

才的历史传统，续写代有英贤、人才济济的

时代荣光。

（三）聚力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农业农

村样板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渭南大有可为，

理应走在前列。我们要科学制定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

快推动结构调整、体制优化、形象提升，努

力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

渭南样板。

一是做强特色现代农业。抓好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加强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推广应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划定粮食

功能区６００万亩，确保粮食生产能力稳定
在２０５万吨。实施“果畜菜”产业振兴计

划，新增水果、瓜菜面积５万亩以上。抓好
奶山羊全产业链培育和百万头生猪项目，

新建标准化养殖场２００个以上。支持苗木
花卉等特色产业发展，苗木花卉经营面积

达到３７万亩。深化“三品一标”认证，强
化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深入实施水果公

用品牌提升计划，实现精品优品直营店一

线城市全覆盖。积极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鼓励县市建设一批农产品深加工聚

集区、田园综合体。加大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力度，促

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让更多农民分

享产业增值收益。

二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衔接落实好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

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推动土地入股、土地流转、服

务带动等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完成清产核资任务，

扩大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覆盖范

围。全域推进“三变”改革。引导城市资

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向农村聚集，鼓

励工商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实施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健

全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三是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分类抓好镇

边村、中心村、特色村建设，逐步消除空心

村。积极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通

村通组沥青（水泥）路和安全饮水巩固提

升工程，改善提升６５．５万农村群众饮水条
件。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全域推进“厕所革命”“污水垃圾革

命”，深入实施秸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创建美丽宜居示范村７２个。健全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的同时，传承和保护

东府乡村厚重的人文传统，守护好这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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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根脉，滋养好渭南精神的源头。

（四）聚力全域旅游发展，培育全新消

费热点

坚持以山水人文为纲，以全域推进为

要，积极打造全景式覆盖、全产业发展、全

季节体验、全社会参与的旅游龙头产业，带

动全市服务业提质增效，促进新业态繁荣

成长。

一是抓好全域旅游。制定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抓好全域旅游示范市和高 Ａ
级景区创建，支持华阴、韩城、大荔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启动华山景区提升工

程，加大华山山下开发力度。推进富平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渭华起义教育基地、沿黄

公路旅游带、桃花源等特色景区提升，加快

蒲城槐院里、潼关古城、合阳莘国水城、白

水仓颉中华上古文化园等景区建设，建成

３Ａ级以上景区６家。完善旅游要素，大力
发展户外运动、水上运动、航空运动等新业

态，形成旅游新热点。支持华旅集团参与

黄河金三角区域和市域内景区建设，开展

联合营销、景区托管和项目开发，全力优化

“两日游”“三日游”精品线路。力争全年

接待游客５５００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４５０亿元。

二是提高服务业层级。落实《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实施意见》。优化提升传统

商贸业态，合理布局商业聚集区建设，鼓励

县城建设城市综合体。持续推进“镇超”

工程，建设一批农村综合超市和便利店，激

发农村消费潜力。唱响“陕菜之都”品牌，

完善地方特色菜系，推动餐饮服务业提档

升级。加强农信社系统管理，积极引进股

份制银行、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信托、融资

租赁等机构，活跃金融市场。力争新增限

上服务业企业５０家，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１１．５％以上。

三是培育新兴业态。支持蒲城、白水

创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实现县

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全覆盖，新建２００个
贫困村电子商务服务点，全年电子商务网

络销售额达到２５亿元以上。大力发展体
育产业，促进“体育 ＋”融合发展。积极发
展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新型服务主体，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一批医养中心和养老

机构。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促进

文化与旅游、科技、金融等融合，支持文化

产业园区（基地）、文化龙头企业发展。在

中高端消费、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领域

培育新的增长点。

（五）聚力营商环境提升，释放改革开

放红利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代表竞争力、体

现创新力。我们要扎实开展“营商环境提

升年”活动，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扩大开

放，积极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

济，加快形成活力彰显的陕西东大门。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压

时限、缩环节、减前置、优流程。加快推进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证照分离”等商事

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持续推动市县镇村四级便民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设，大力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
务”。探索推行容缺受理、上门服务等新

模式，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创新和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加快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机制，设立市级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努

力做到监管更准、服务更优。

二是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国

资国企改革，支持市产投、城投等完善现代

企业制度，组建市交投、文投等国有企业，

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稳妥有序推进国有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扎实推进金钼独立

工矿区试点工作，全面完成省上下达的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任务。深化庄里镇

１２政府工作报告　　



级市、农村综合试验区等重点领域改革。

不断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加快推进盐

业、供销社、财政金融、国有林场等行业领

域改革。

三是推动“三个经济”发展。积极嫁

接陕西自贸试验区政策，健全渭南口岸海

关大通关联动机制，推动铁路、公路和航空

等多式联运，增强面向“一带一路”的资源

配置能力。建设渭南保税仓库和外贸加工

园区。加快经开区渭南商贸物流园、卤阳

湖通用航空和潼关物流港等项目进度，力

争广汽西北商贸物流中心成功落地。推进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促进企业总部、国内外客商聚集。鼓励

优势企业、特色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全年进

出口总额增长 １０％以上。积极完善综合
交通网络，加快西韩城际铁路、合铜高速、

蒲白高速等项目建设，力争韦罗高速主体

贯通。完成西安—潼关、渭南—蒲城—白

水轨道交通和富平—永济高速、秦晋黄河

大桥等项目前期工作。新开工２０９省道渭
河特大桥等 ７个项目，确保 ３１０国道罗
敷—少华山、禹门口黄河大桥建成通车。

推动华山机场全面开工，启动渭南火车站、

蒲城东站提升改造，加快韩合机场和卤阳

湖国家民机试飞基地建设进度。要让基础

设施建设成为渭南的新亮点，着力塑造城

市发展“骨骼”，打通融合发展“脉络”。

（六）聚力市域统筹发展，融入区域重

大战略

全面对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布局和关

中协同创新发展，坚持市域统筹、促进板块

联动、加强网络化建设，同步提高城镇质

量，力争全市城镇化率达到４８％以上。
一是强化区域协同发展。全面落实关

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围绕西安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加快西渭融合，力促富阎产业

合作园高点起步、快速推进。加强与周边

城市合作，加快城市间互联互通，建设关中

平原城市群次核心城市。制定实施市域协

同发展规划，推动中心城市、富阎、韩合、大

荔、蒲白澄、大华山等六大板块内聚成核、

协同共进。

二是提升中心城市品质。全年安排中

心城市城建项目 ２０３个、投资 ３１３亿元。
积极推进城市内外环线建设，完成华山大

街、东风大街提升改造，打通一批“断头

路”，新建一批停车场。下大气力解决主

城区供水、供热、供气问题。开展海绵城市

试点，通过两年努力，彻底解决城市内涝、

实现雨污分流。高标准建设渭东新城、滨

河新区和市民中心西片区，推动城市候机

楼、五星级酒店和特色街区建设。加大棚

户区、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新建一

批舒适优美、功能完善的现代社区。实施

美化、亮化、净化工程，建成渭清公园、东

湖、西海、南湖水系，对城市主要建筑物、所

有道路实施全面亮化，持续提升保洁水平。

推动城市人性化、规范化、精细化、数字化

管理，拆除违法户外广告及牌匾标识，大力

开展交通秩序整治活动，让城市更舒适、更

宜居。

三是加快城镇扩容提质。积极推行

“多规合一”，完成新一轮县城总体规划修

编。支持韩城建设黄河沿岸区域性中心城

市，推进蒲城撤县设市。实施县城提质工

程，引入智慧城市、现代田园都市等发展理

念，着力完善县城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

设施，打造各具特色、环境优美的新型县

城。持续抓好２６个省市重点示范镇、文化
旅游名镇建设，加快培育芝川、洽川２个沿
黄特色小镇，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七）聚力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美丽渭

南建设

推动绿色发展是一场深刻革命。我们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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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一体化治理，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丽渭南。

一是解决环境突出问题。铁腕推进

“治污降霾·保卫蓝天”行动，严格实施“１
＋１０”工作方案，强化联防联控联治，着力
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推进

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开展“电采暖”示范

小区试点，扩大清洁能源覆盖面，确保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

推动管理常态化、网络化，加快园区、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确保河流水质达

到Ⅳ类标准。以更大力度推进绿色发展，
坚决摒弃“黑色增长”，坚决制止和惩处破

坏生态环境行为。严格项目准入，市域内

不再新建火力发电厂。

二是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科学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编制秦岭北麓渭南段生态保

护规划。深入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

程，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持续抓好采煤沉陷

区、秦岭北麓和桥山环境治理。加强低效

用地提升改造、沟坡综合整治、工矿废弃地

复垦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施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黄河湿地省级

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促

进生态系统功能提升。

三是狠抓柔性治水和国土绿化。加快

渭南水系建设，推进卤阳湖水系、黄河西岸

综合治理、城市水面等重点工程建设，新增

水面８０００亩，加快实现水润秦东目标。大
力开展新一轮国土绿化，推进秦岭浅山区

和黄渭洛河沿岸等重点区域绿化，全面实

施铁路公路沿线、城市街道、村庄增绿工

程，全年新增造林绿化５０万亩。总之，我
们要倍加珍惜渭南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

山水格局、山水气派，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

施，让大水大绿的良好生态成为百姓美好

生活的支撑点、成为转型发展的生长点、成

为展现渭南美丽形象的发力点。

（八）聚力保障改善民生，增进秦东百

姓福祉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

不变的价值追求，必须全面贯彻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协调

发展社会事业，切实促进社会和谐，倾力倾

情改善群众生活。

一是扎实完成精准脱贫任务。积极实

施“八个一批”，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

结合，突出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健康

扶贫三项重点，全面兑现就业、教育、危改、

生态扶贫和兜底保障各项政策。抓好基础

设施三提升、“两房”建设和特色产业培

育，大力推行“党支部 ＋”模式，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增加贫困群众收入。高度重视

偏远落后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生产生

活，加大５个国定贫困县和６个深度贫困
村扶贫力度，开展重大扶贫工程和驻村入

户帮扶。积极对接落实苏陕扶贫协作项

目，充分发挥国企扶贫合力团帮扶作用，构

建各方协作抓扶贫格局。全年脱贫１０．８２
万人、退出贫困村 ２７１个，蒲城、富平、澄
城、合阳４县实现脱贫摘帽。

二是协调发展各项民生事业。积极拓

宽就业渠道，做好大学生、进城农民工就

业，全年新增就业５万人。坚持教育优先
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解决“大班

额”“择校热”、中小学课外负担重、婴幼儿

照护等突出问题，年内新建改建城区中小

学校 １３所，确保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
７０％。加快完善农村寄宿制学校设施，推
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大荔、富平、蒲

城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验收。持续深化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基层卫生能力提

升三年计划，加强中医馆和全科医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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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抓好市儿童医院规划建设。实施全

民参保计划，加快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大

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和单病种结算，推进城

乡居民医保一体化。为全体市民免费参投

政府救助责任保险。巩固提升国家公共文

化示范区创建成果，加快县级公共体育场

馆提升改造，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承办

好国内国际精品赛事。着力稳定房地产市

场，加快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三是切实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发展导向相结合，深化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抓好“四社联

动”，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深化“村务公

开周”活动，搞好第 １０次村委会换届选
举。全面实施“七五”普法，加快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建设。切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持续推进“阳光信访”“责任信访”和“法治

信访”建设，坚持领导包案接访下访制度，

着力化解隐患矛盾。打击非法集资、网络

诈骗等违规金融活动，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强化食品药品管理，确保老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夯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

责任，全面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坚决杜

绝重特大事故发生。严密部署“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

力打造“平安渭南”，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各位代表，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使命

要有新作为。今后工作中，我们决心深入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让

人民满意！

我们将坚持依法行政。政令必行，宪

禁必从。必须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推进法

治政府示范创建，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

使权力、履行职责。坚持依法科学决策，全

面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和规定，提高决

策的公众参与度。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

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高质量办好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推进决策

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我们将切实改进作风。事辍者无功，

耕怠者无获。必须坚持干字当头、实字为

先，对中省和市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坚

决贯彻落实；对确定的目标任务，扭住不

放、坚决推进到位。始终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做人民的勤务员、当企业的

“店小二”，认真解决各界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全面落实“三项机制”，以更大力度

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努力扛起时代重

任、展现应有担当。我们更要时刻自警自

省，“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

演戏”，始终真抓实干，少说多干，让人民

来检验、请历史去评判！

我们将加强廉政建设。清者莅职之

本，俭者持身之基。必须树立廉洁奉公的

事业心和勤政为民的责任心，扎实推进

“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认真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格遵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和实施细则，严防“四风”问题反弹

回潮。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健全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强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加大

审计监督力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惩侵害群众

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树立为民务

实清廉新形象。

各位代表，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进

入新时代，如虹征途在前、千钧重任在肩。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

克难、砥砺奋进，为谱写渭南追赶超越新篇

章、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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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渭南大事记

１月

４日　副省长姜锋赴澄城检查去产能
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市长李明远、副市长

王建平陪同，秘书长薛楠参加。

１１日　市长李明远与来渭考察的上
海国际文化装备产业园管理公司董事长殷

伟民一行座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方红

卫，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晓军，秘书长薛楠

参加。

１３日　市委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在渭南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十二届

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今年各项工作，

审议并通过《市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
（审议稿）》和《渭南市推荐陕西省出席党

的十九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建议名

单》。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治原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明远部署今年经济工作。市上

领导王爱民、郭勇格、张建军、郭志英、樊存

弟、方红卫、王晓军、孟小瓒、王玉娥、张冀

良出席会议。

１４日　出席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
的渭南代表团召开预备会议。省人大代

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治原主

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远，市委常

委、富平县委书记郭志英，副市长王建平等

６０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１５日下午　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

渭南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审议省政府工

作报告。省委副书记毛万春，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李晓东，副省长庄长兴，省武警总

队司令员王春新等出席会议。

１６日下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

会会长陈竺来渭向富平县捐赠救护车暨急

诊急救培训班开班仪式。全国人大常委、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农工党陕西省委会主委朱静芝主持

仪式，全国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

席龚建明致辞。

２１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治原，省地建集团执行董事、总经理韩霁

昌，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史高琦，副总经理

李玲出席华州大道工程建设开工仪式，市

委秘书长杨林参加。

２月
　　６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
渭南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渭南大剧院隆

重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陆

治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远及市上领导

郭勇格、王爱民、郭志英、樊存弟、张冀良、

田继光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坐。

同日下午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渭
南大剧院举行预备会议。市委书记、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治原主持会议。７
日，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在渭南大剧院开幕。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陆治原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

李明远作政府工作报告，市上领导刘新兴、

郭勇格、郭志英、樊存弟、孟小瓒、王玉娥、

张冀良、田继光、张海贵、蒋秀侠、姚双年、

孙云峰、郭永峰等出席。

８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治原赴西安参加全省市（区）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参加全省维护

稳定工作专题会议。同日下午，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渭南市委员会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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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在渭南大剧院胜利闭幕。

９日　副省长姜锋赴卤阳湖开发区调
研国家民机科研试飞基地项目建设情况，

市长李明远、副市长吴蟒成陪同，秘书长薛

楠参加。

９日　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在渭南大剧院胜利闭幕。市委书

记陆治原主持会议，市上领导李明远、郭勇

格、刘新兴、张建军、郭志英、樊存弟、孟小

瓒、王玉娥、张冀良、田继光及主席团其他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以举手的方式通

过了渭南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渭南市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关于渭南市２０１６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
于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郭勇格为渭

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

１６日上午　２０１７年中心城市项目建
设动员大会暨第一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

行。市委书记陆治原宣布项目开工，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明远讲话，市上领导刘新

兴、蒋秀侠、王建平，市委秘书长杨林参加。

１６日　市长李明远分别与来渭考察
的北京朝阳区总部企业联合会秘书长熊申

坤、韩国ＣＪ（希杰）集团中国本社总裁李哲
禧一行座谈，秘书长薛楠参加。

２５日　西安市与渭南市《建设富阎产
业合作园区框架协议》、阎良区与富平县

《加快阎富融合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仪式举行，市长李明远、副市长王建平出

席，秘书长薛楠参加。

３月
　　２日　全省地方志年度工作暨修志工
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渭南召开，中国地方

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玉宏莅临指

导，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副市长王晓军出

席。

１３日　陕西省黄土高原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工仪式在富平举行，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蟒成参加。

１４日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中央农办主任、中央财办副主任唐仁健

一行来渭调研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情况，市委常委、副市长吴蟒成陪同。

５月
　　１３日　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第十督
查组来渭督查“放管服”工作，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张建军陪同，１６日结束。

６月
　　３日下午　渭南市在西安举办“一带
一路”渭南友好城市合作发展大会，市委

书记陆治原、市长李明远、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郭勇格、市政协主席刘新兴出席并为渭

南驻中亚、欧盟、东南亚、东非经贸代表处

授牌。

１４日　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徐绍川
来渭调研安全生产工作，副市长杨建琦陪

同。

１６日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杜赵
才来渭调研体育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张建军，副市长高洁陪同。

同日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整改工作视
频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吴蟒成参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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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邮储银行杯”２０１７年全国竞
走锦标赛在大荔开幕，副市长高洁出席。

２０日　省委副书记、省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副组长毛万春来渭反馈省内市际脱贫

攻坚交叉检查情况并主持召开脱贫攻坚专

题会。省扶贫办主任王卫华通报了市际交

叉检查等情况。市委书记陆治原及市上领

导王爱民、张建军、郭志英、王晓军、孟小

瓒、王玉娥、吴蟒成、张冀良参加会议。会

后，市委书记陆治原主持召开贯彻落实省

级脱贫攻坚交叉检查反馈意见整改专题部

署会并讲话。

７月
　　２日　以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金仁
宝集团董事长许胜雄为团长的台湾工业总

会“丝路之旅”参访团来渭考察。市委书

记陆治原在华阴与许胜雄一行座谈。省台

办主任杨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

军，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张开一同

参加。

１５日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调研组
来渭调研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市委常

委、副市长吴蟒成陪同。

８月
　　１日　市长李明远调研经开区重点项
目建设和工业运行情况，秘书长薛楠参加。

８日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
杜航伟来渭调研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市委

书记陆治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远在调

研现场汇报相关工作。省委政法委副书

记、秘书长王永明，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

长、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乌永陶，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樊存弟，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建琦陪同调研。

９日　市长李明远赴西部机场集团对
接华山机场项目建设和卤阳湖内府机场发

展航空物流相关事宜，副市长王建平参加。

１８日　全国第十三届田径比赛（陕
西·渭南赛区）开幕式举行，市长李明远，

副市长高洁参加。

３１日　渭南·上海产融结合恳谈会
暨签约仪式举行，市长李明远，副市长王心

参加。

９月
　　２６日　陕西省庆祝沿黄公路开通文
艺汇演在渭南大剧院首场上演。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庄长兴，省交通运输厅

厅长冯西宁，市委书记陆治原，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明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玉娥，副市长王心出席观看演出。

３０日　渭南烈士公祭活动在渭华起
义烈士纪念塔纪念广场举行。市委书记陆

治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远及市上领导

郭勇格、刘新兴、王爱民、樊存弟、王晓军、

孟小瓒、王玉娥、吕培明、祝利庆参加活动。

１０月
　　１５日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副省长杜航伟，省公安厅厅长胡明朗来渭

督导检查富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保维稳

工作，副市长杨建琦陪同。

１２月
　　３日至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
远率渭南代表团赴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出席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新西兰地方政

府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
"

新西兰市长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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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　渭南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
市委书记、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小组组长陆治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王晓军为市监察委员会

揭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勇格宣读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随后，

召开渭南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市委书

记、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组

长陆治原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明远主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孟小瓒宣布市监察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王晓军代表市纪委、市监察委员会做表态

发言。市上领导郭勇格、刘新兴等出席大

会。

３０日　第二届渭商大会在深圳召开，
市长李明远参加。

８２　　特载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市委领导成员

市委书记　陆治原
副 书 记　李明远　王爱民
市委常委　陆治原　李明远　王爱民

张建军　郭志英　樊存弟
王晓军　孟小瓒　王玉娥
吴蟒成　张冀良（挂职）
吕培明（８月到任）

秘 书 长　杨　林（８月离任）
朱福俊（８月到任）

副秘书长　党国栋　王杰生　高波涛
张旭斌（７月到任）
王永鹏（７月到任）


市委工作概述

【推动经济发展】　建设新型工业聚集地，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医药、精细化

工、装备制造、通用航空５大产业。高新区
新能源汽车电池、中国酵素城等一批新兴

项目建成投产，非能源工业产值增长

３１．８％，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１２．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加速培育。建
设现代农业示范地，实施“六大攻坚行

动”，发展特色现代农业。农业增加值实

现２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９％。粮食总产达
到２１１．５万吨，新增果园１．０５万公顷，新增
设施瓜菜３４００公顷，新增专业合作社２１３

家。建设华夏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发展

全域旅游。新增４Ａ级景区 ２个，沿黄观
光路建成通车，“厕所革命”受到国家旅游

局表彰，潼关东山景区、合阳莘国水城、澄

城尧头窑二期、渭南桃花源、临渭葡萄产业

园等一批景点景区建成开放。全年接待游

客５３３０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４２６亿元，
均增长３０％以上。建设大关中东部及黄
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实施中心城市项

目１８５个，完成投资 １８８亿元。３１０国道
华州段竣工通车，“四纵四横”道路提升改

造基本完工，黄河水引入主城区，各县城功

能短板逐步补齐，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４６．６％，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全面深化改革】　召开深改领导小组会
议７次，形成制度成果１０２项，１１４项改革
完成时序进度，５项国家级和４项省级改
革试点进展顺利，全面深化改革工作位居

全省第一方阵。深化“放管服”改革，取

消、下放、转移中省审批１７３项、市级管理
权限１３８５项；市行政服务中心被列为“全
国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不动产登记改革走在全省

前列；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催生市场主体

３．９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
重达到４９．７％；推动创新创业，新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６家，新增市级众创空间７家；
整治市场秩序，开展专项整治，查处破坏投

资环境案６２起，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办好民生实事】　全年财政民生支出
３４４．１３亿元，新增民生支出１５．８亿元，“两
个８０％”全面落实。城镇新增就业６．２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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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１％以内；实
施收入倍增计划，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８．４％和８．８％，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
大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工２５４６０套，货币
化安置率达到１００％；推进普惠性政策扩
面提标，同步调整６大类、１８个群体社保
待遇，惠及群众３０多万人；全面整合城乡
医疗保险，６５岁以上老人享受免费健康
体检。

【脱贫攻坚】　夯实四级书记责任，整合
“四支队伍”力量，统筹“八办五组”工作，

举全市之力推动“八个一批”精准落地。

突出产业帮扶，推广“支部 ＋”模式，带动
覆盖贫困人口１４．８万；狠抓就业帮扶，转移
贫困劳动力４．５万人，技能培训１．６万人；推
进易地移民搬迁，１．１４万户交钥匙，１７１７
户危房改造全部完工；教育、医疗、生态等

帮扶措施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年实现脱贫

８．４３万人，“支部 ＋”产业帮扶模式、万名
医生包联贫困户行动走在全省前列，“专

家工作站计划”助力脱贫攻坚，被国家扶

贫办肯定推广。

【生态环保】　持续推进“绿化秦东大地、
建设美丽家园”三年行动，全年造林绿化

３．７７万公顷；推广大荔经验，全域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创建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１５
个；狠抓治污降霾６项措施落实，推行建筑
工地挂牌动态监管制度，渣土车实现公司

化运营；河长制全面建立，渭河水质明显改

善；加强工业排污治理，秦岭电厂等１０家
企业实现超低排放，渭化、陕焦等减排重点

工程建成投用，完成３０家规模养殖污染治
理，万元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６９％。
【民主法制建设】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和任

职宣誓。发挥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出台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启动《住宅

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的政治协商，全年开展政治协商８次。推
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出台《法官和审判

辅助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启动实施“七

五”普法，强化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在全省

率先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巩固壮大爱

国统一战线，深化群团改革，加强国防动员

和后备力量建设，支持驻渭部队和武警部

队建设，军政军民团结进一步巩固发展。

【思想文化建设】　围绕迎接十九大、学习
宣传十九大精神，开展主题宣传教育。积

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万条

家训进万家”活动，持续评选“渭南标杆”

“道德模范”，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推进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持续开展“一元剧场”“四进

零距”“青春之梦”等惠民演出，鼓励文艺

精品创作。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设立文化

体制与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启动编制产

业发展规划，推动文化企业做大做强。

【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始终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

好干部“二十字”标准，严格执行干部选拔

任用条例。组织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

实施“五查四整三提升”，将“三项机制”与

追赶超越、作风建设、干部选任深度融合。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出台基层党建工

作规范，规范“三会一课”组织生活，推行

“理论学习积分制”，组织开展“三创三增”

主题党建活动。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工

作，调整设置不合理的基层党组织２６个，
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提高２．７个百分点，
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提高１０个百分点。

０３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组织开展

２轮巡察，查纠问题线索６１７件。深入推
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渭南市监察委员会

挂牌成立。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孟纪华）


市委办公室

主 任　朱福俊（８月离任）
高波涛（８月到任）

副 主 任　刘　杰　赵立朝
王永鹏（６月离任）

纪检组长　李立锋
【综合调研】　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做到
“参到点子上、谋到关键处”，有效服务渭

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高质量完成市委五

届二次、三次全会，全市“作风建设年”活

动讲话以及中省领导来渭调研工作汇报等

重要材料的起草任务。《低调务实埋头苦

干奋力谱写渭南追赶超越新篇章》《加快

渭南转型升级追赶超越努力建设“三地一

中心”》等市委领导署名文章在《陕西日

报》刊发。全年共起草各类综合材料３２０
余篇，审定新闻稿２８０余篇，编发《渭办通
报》２０期，刊发重要文章２８篇。

弘扬唯实求真精神，改进调查研究工

作，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点项目

建设、脱贫攻坚以及“三农”工作，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先后协调市委领导下基层调

研６０余次，明察暗访２０余次，形成了一批
质量较高的调研成果，其中《实施六大攻

坚行动助推三农追赶超越》在《陕西工作

交流》刊发。全年编发《渭南工作交流》３０
期，刊载市县领导干部交流文章３７篇。
【督查信息】　扎实有效开展督查督办工
作。围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

实“五新”战略、市委中心工作及市委常委

会确定的重要工作任务，有计划、有重点地

开展督促检查，跟踪督办，全年共督办市五

次党代会、市委五届二次全会等会议决定

事项 ９０余项，向省委报送《渭南督查专
报》５期。聚焦市委市政府月度重点工作
安排以及“脱贫攻坚”“铁腕治霾”、项目建

设等工作，开展暗访督办７０余次，督办落
实重点工作任务 ２８０余项，编报《督查情
况送阅》２１期，《重点工作督查专报》１４
期。紧盯领导批示事项，加强实地复核和

明察暗访，做到“批必查、查必清、清必办、

办必果”。全年办理省、市领导批示件５３
件、群众致市委主要领导来信８５件，回复
人民网网友留言１１０多条，转办政协提案
及建议２９件，办结率达到 ９８％以上。全
年共向中、省上报《渭南信息》７２０期，编发
《渭南信息》（本级）８５期、《要情快报》２６１
期、《信息摘编》１６期、《向您报告》５０期。
【保密机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省保密工
作要求，全力抓好定密、网络、涉密人员

“三大管理”，持续加强保密教育及检查工

作，对省委保密委挂牌督办的重要军事设

施周边安全隐患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及督促

整改。建成保密技术防护专用系统等四大

平台，保密技术监控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全面做好译传办送、密码管理、通信保障、

党委系统信息化和电子文件管理等工作，

扎实推进密码通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

对电子政务内网进行升级优化。全年收发

办理密码电报１３７００余份无差错。市委机
要局和４个县（市、区）委机要局被省委机
要局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全省机要密码部门业
务考核优秀达标单位。

【文书值班信访】　进一步规范文件处理
程序，提高拟办意见质量。严格执行中、

省、市关于压缩会议、精简文件的各项规

定，严控会议规模，减少文件数量，提高会

１３市委办公室　　



务工作和文件印制质量。全年累计收发上

级文件２７０００余份，办理３６０余件次，收办
平下级来文７００余件次，印发市委、市委办
文件２３９件。加强规范性文件报备审核，
向省委备案法规性文件３９件，受理县市备
案１５２件，修改纠正１２件。组织全市目标
责任考核测评会、追赶超越季度点评会等

大中型会议８０余次，做好省政协、省委环
保督查组、省级老领导来渭视察调研的组

织协调工作。

修订完善了值班制度、值班登记、信息

报送等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三级干部带班

值守和２４小时双人值班制度，切实做好十
九大期间、重大节假日和汛期等重要节点

值守工作。加大安保硬件设施建设，坚持

消防演练和文明执勤训练，增加昼夜巡逻

次数，完善车辆出入停放管理制度，着力营

造安全和谐的办公环境。积极做好协访工

作，紧盯重点人群、重要时间节点，制定工

作预案，妥善处置信访问题，全年协助处理

群体性上访１０３批次２３４５人次，个体上访
６３９人次。

（李英特）


组织工作

中共渭南市委组织部

部 长　孟小瓒
副 部 长　华惠民　樊涓娟（女）

张志斌　陈双牛
党耀升　张　琼

纪检组长　毕利军
【党性教育】　常态抓“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突出红色教育。建设“红色基地”，渭

南富平干部学院和渭华干部学院建设顺利

推进。出版《红色富平》《渭华起义英烈

谱》等本土红色教材，研发“习仲勋同志的

家风”“渭华、陕西东部地区革命历史”等

１０余个精品专题和讲座，传承红色基因。
召开全市“主题党建日”活动经验交流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现场

推进会，开展“三创三增”主题党建活动，

实施“八大先锋工程”，全市１０７９１个基层
党组织确定１万余名先进标兵。渭南市６
部党员教育电视片在全省获奖，获奖数量

和等级均居全省第一。推广合阳“互联网

＋党建”试点经验。抓好十九大精神学
习。全市开展学习十九大进机关“八个

一”活动（配发一批学习资料、开展一次集

中宣讲、组织一次集中培训、举办一期学习

专栏、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组织一次知

识竞赛、举办一次征文活动、开展一次专项

检查指导）。精准抓干部能力培训，全年

累计举办培训９２期，培训干部８６００余人
次。探索校地合作培养专业化干部，对口

培训干部１７５名。创新载体，建立市级领
导干部“微信学习群”“网络党校”等学习

平台，市级主要领导在主体班次、党建和扶

贫联系点等授课 ６０余次。全面推行
“１３６”培训机制，到廉政教育、爱国教育基
地等开展６项实践教学，全市确定６项市
级实践教学点４２个。韩城、大荔被确定为
全省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

　　全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工作座谈会

【领导班子与干部队伍建设】　集中一个
月时间，对市直部门及下属单位进行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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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综合研判，为市委选人用人决策提供参

考。针对市直部门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学

历偏低、结构不合理等情况，提出研判预

警、加大交流、能上能下、大胆选拔、锻炼培

养、常量储备六个方面优化干部结构具体

措施，１０余名优秀年轻干部被提拔重用。
修订《市管县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

序》，坚持做到“一提五印证”。全市各级

运用“三项机制”调整干部１６８８人，其中
市级运用鼓励激励机制选用干部 ８７名。
强化日常管理监督。深化公务员效能考

核，推行市直部门科级干部轮岗，４１个单
位２３３人进行轮岗。建立“月汇总、季点
评”制度，定期掌握县（市、区）运用“三项

机制”情况，完成干部任职备案 １２１批
２４３３人次。重点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８
批次８７人，其中取消考察对象２人、人大
代表资格 １人，批评教育 ２４人。建立
“１２３８０”登记、受理、季报等制度，中、省批
转的４２件举报件已全部办结。

县（市、区）基层党建工作例会

【基层组织建设】　坚持党建引领，服务跟
进，以“双抓双促”（抓党建促脱贫，抓规范

促提升）为重点，实行党建工作目标责任

清单管理制度。重点抓７个领域党建的组
织规范、工作规范、管理规范、活动规范和

保障规范“五个规范”，这一做法被《人民

日报》报道。在全市开展“双抓双促”主题

活动，对全市１３３个镇（街道）、４９８个贫困

村、１８１个软弱涣散村（社区）、１５１个示范
点，全覆盖“大走访、大督查、大提升”。蒲

城“村党组织 ＋”、临渭“１号活动”、合阳
“党建＋３Ｃ”、富平“小个专”经济组织与社
会组织“四个破题”、华阴“帮村书记”、大

荔“脱贫帮扶基金”等基层亮点异彩纷呈，

全市“两力两率”较上年提升３．６％。农村
党建抓脱贫。出台加强第一书记管理激励

意见，对７５名工作表现差、群众满意率低
的调整召回。举办７期镇村书记示范培训
班，全年共举办培训班５３期培训９６６０人
次。制定《“村党组织＋”促进产业扶贫意
见》，实施“支书领富”行动，３１７名村党组
织书记领办创办合作组织，培养致富带头

人 ４３１６名，２１８４５名党员有致富项目，
２０７６３名有帮带能力的党员都结对帮扶贫
困户。建立党内帮扶互助专项资金，下拨

７０万元扶持７个村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
整顿 １６６个软弱涣散村，严厉整治“村
霸”。建立起 ５１５９人的村级后备干部队
伍。渭南抓党建促脱贫做法被《中国组织

人事报》报道。社区党建抓功能。创新开

展“喜迎十九大，争做排头兵”活动，已有

９１６９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在 １８３个
社区党组织全面推行社区“６＋Ｘ”模式。
机关党建抓机制，建立“四单六制”工作机

制，梳理负面问题清单２８条，并逐一落实。
实施各级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者能力提

升工程，举办全市机关党务干部能力提升

示范培训班，创新开展“十分钟微党课”赛

讲活动，为市直４８个部门按照科级非领导
职务配备组织员，嘉峪关等地市到渭南市

学习此项工作经验。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建抓覆盖，开展“两个覆盖”排查，共排

查企业２６０００多户、社会组织１８６３户，有
效实现“双百覆盖”。实施园区新建企业

“五同步”措施，新成立党组织８个，找回
７３名“隐身党员”。投入４０余万元对新建

３３组织工作　　



６６个党组织开展“十送”活动。全市 ３９１
个单独组建的非公企业党组织中，有３４７
个阵地达到“六有”标准。建立２７个非公
和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４５％的党组织基
本达到规范化。开展“百企联百村”联村

包户活动，１３１户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包
联了 １３１个贫困村。组织开展“评星晋
级、争创双强”活动，评定四星级党组织４２
个。社会组织党建理论成果获全省社会组

织党建理论成果一等奖。坚持把国企党建

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同谋划、同推进、同考

核，建设标准化党组织阵地３７个，重新调
整设置了 ３２个党组织。制定《加强和改
进全市中小学党的建设工作意见》，开展

学校党建“１＋２”手拉手帮建活动，并在全
省基础教育党建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全市基层一线党代表十九大精神学
习培训班

【人才工作】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印发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发展激励基金

管理和科研人才落实“三项机制”办法等

文件，向教育、卫生、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渭

南技师学院等用人主体下放人才招引自主

权。设置和落实３类１５项重大人才工程
项目，开展 “渭南市人才发展示范单位”创

建活动，确定陕西北人印机公司和渭南职

业技术学院为首批渭南人才发展示范单

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进高校招

英才”活动，为市、县两级事业单位引进

２２５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深入推进
三个“百人计划”，引进专家人才８０余名。
实施高层次人才素质提升计划，从各行业

选派１７名高层次人才到高校、科研院所深
造培养。开展第三批首席行业学科专家评

选活动，企业人才杨解定入选国家“万人

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乔丰年获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搭建作用发挥平台，

围绕优势产业，新建８个市级专家工作站
和１２个县级农业专家工作站，实现苹果、
葡萄、花椒等优势产业有人才链，搭建起

“产学研用”合作平台。设立专项基金，对

新设专家站给予 １０万元经费，累计拨付
２８４万元。实施技术、产业促脱贫，举办培
训班１２０余场次，培养１万多名乡土人才。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组织部分引进博士、

中、省博士服务团成员和在渭挂职干部，赴

延安、马栏、照金、梁家河等地，开展 “缅怀

革命先辈事迹、激发干事创业能量”活动。

制定渭南市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实施办法、

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召开市委人

才表彰座谈会，对４２０多名优秀人才走访
慰问，营造浓厚的“四尊”氛围。渭南市人

才工作和人才助力脱贫攻坚，分别在全省

作了经验交流。


宣传工作

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

部 长　王玉娥
副 部 长　杨建秦　张百献　田　芳
纪检组长　李雪梅
【思想引领】　在全省率先组织开展十九
大精神“七进”活动，组建教育宣讲团、专

家学者宣讲团、百姓宣讲团等６个宣讲团，
开展宣讲８７０余场，听众达２７万余人。联
合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县处级领导干部培

４３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训研讨班５期，培训干部１２００余名。深入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开设“十九大精神

在基层”等专题专栏，刊播各类报道１６２０
篇（条）。各县（市、区）创新学习宣传方式

方法，形成了“渭南标杆带头学”“富平阿

宫腔特色演”“华阴老腔创新唱”“白水百

姓文艺演”“潼关群众志愿讲”等一批好做

法。持续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

定出台渭南市委《关于 ＜中国共产党党委
（党组）中心组学习规则 ＞实施细则》《市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全年市委

中心组学习１２次，渭南市委中心组、华州
区委中心组获全省党委中心组学习先进集

体。开展党委（党组）书记抓好意识形态

工作“三个一”活动。“书香渭南”建设扎

实推进，举办“渭南书享荟”线下活动 ２４
场，“渭南书享荟”荣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创新奖一等奖。

【主题宣传】　围绕工作大局，深入开展
“三地一中心”、追赶超越、脱贫攻坚、铁腕

治霾、作风建设年等主题宣传，首创“新闻

发布会 ＋现场访谈”发布模式，“开在田间
地头的新闻发布会”得到省委宣传部推

广。全年召开新闻发布会１０８场次，居全
省地市之首。全年在中、省和境外媒体发

稿４８００余篇（条），美丽乡村建设、垃圾分
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关中水乡建设、脱贫

攻坚等工作获中央媒体关注报道，柔性治

水工作被新华社内参报道并获国家领导批

示。

【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六进”工作深入推进，“万条家训进万家”

活动不断拓展，以“五个融入”助推社区核

心价值观建设，渭南市传承弘扬优秀家规

家训的做法代表陕西在中宣部第一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工作培训班上作

了经验交流，光明日报以《温暖的社区我

的家》为题作了报道。各县（市、区）突出

特色，临渭区重点打造核心价值观“一街

一园一小区”、白水县“唱村歌”“编村史”、

华阴市常态化宣传教育以及大荔县开展

“美丽大荔人”“最美庭院”系列评选等工

作，进一步把核心价值观建设落细落小落

实。深化“渭南标杆”品牌效应，评选年度

标杆个人２７名，年度标杆集体５个，“渭南
标杆”百集微广播剧全部录制完成并陆续

展播，该广播剧获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创新奖二等奖。广泛开展“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全市８人荣登“中国好
人榜”，１３人获“陕西好人”称号。全市评
选表彰道德模范２７名，华州区教师李晓莉
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临渭大队获“全国学雷锋活动

示范点”荣誉称号。乡村医生刘永生荣获

“三秦楷模”荣誉称号。开展“培育新民风

激发新动力”“七个一”主题教育和“讲党

恩 争脱贫 评创业之星”活动，扶贫扶志工

作取得成效。“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

设不断深化，大荔县推动农村新型殡仪改

革和婚丧礼仪改革、合阳县“移风易俗·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澄城县推行农村

婚丧嫁娶“十不准”规定、临渭区推广“一

约四会”长效机制等工作，发挥了示范引

领作用。

【文化建设】　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深化文
化志愿者管理服务模式等７项改革任务全
面完成。文艺工作扎实有力，先后举办

“华山之春２０１７渭南新年音乐会”、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７５周年、庆祝“沿黄公路”开通、
渭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一系列文

艺活动，丰富群众文化需求。文艺精品创

作成效突出，红色革命题材纪录片《渭华

起义》荣登央视，秦腔现代戏《家园》获省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蒲城县大型秦

腔现代剧《李仪祉》获第八届陕西省艺术

５３宣传工作　　



节“文华奖”。潼关县被授予“中华散曲文

化教育基地”和“陕西省散曲之乡”荣誉称

号。把发展文化产业摆在重要战略位置，

设立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办公

室，先后出台《渭南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等７项制度性文件，工作机
制进一步理顺。赴深圳、杭州等地开展文

化产业招商３次，推介项目８０个，签约项
目３个。全年新增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２８
家，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２２．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６％。
（董建伟）


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渭南市委统战部

（中共渭南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渭南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部 长　樊存弟
副 部 长　熊绮芬（女）

吉渭强

纪检组长　李郁辉（２０１７年９月任职）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工作】　制定《中共
渭南市委２０１７年度协商计划》，组织实施
政治协商会、座谈会等８次。指导市县两
级工商联、１４个民主党派县级组织顺利完
成换届工作；推荐省十二届政协委员 １６
名，增补市五届政协委员１１名。完成对市
级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和后备

干部的综合研判工作，并向市委提出部分

党外干部人事安排的建议。持续推进“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不

断巩固党与党外人士的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在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建言献

策做贡献”主题活动，共征集意见建议３３４
条，其中市级采纳３０５条，省级及省级以上
采纳９条。

【民族宗教工作】　制定印发《渭南市关于
学习贯彻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

的意见的通知》，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依法加大对清真食品排查力度，

防止清真食品概念泛化；建立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服务工作台帐，帮助其解决实际困

难；坚持教育引导与依法管理相结合，稳妥

处理了民族领域矛盾纠纷，促进了民族团

结和社会稳定。深入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

针政策，承办陕西省民间信仰工作现场会，

实地观摩富平华佗庙、临渭小庙２个民间
信仰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情况；开展以

“安全”“教风”“规范”为主题的和谐寺观

教堂创建活动，表彰先进集体２６个，先进
个人 ２０名；妥善处理宗教领域矛盾纠纷
１０余起；依法处置境外宗教的渗透活动，
对参与境外宗教活动的人员进行警告劝

诫，确保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纪念市级民主党派和市工商联成立
２０周年暨首届十大同心人物颁奖晚会

【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持续深入开
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

动，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组织市直

商会负责人、部分民营企业代表等召开座

谈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交流心得体会。

加大“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力度，全

市３６８家民营企业帮扶贫困村４１７个，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２．１亿元。指导成立渭南

６３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为青年企业家的

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在深圳成功举

办“渭商大会暨广东省陕西渭南商会年

会”，促进渭商发展与家乡建设互动共进。

【港澳台及海外统战工作】　加强渭台经
贸交流，依托２０１７丝博会（西洽会）等重
大活动，组织 ３０余名渭南企业家参加
“２０１７丝博会‘一带一路’台商项目推介
会”。推进渭台基层民众交往，邀请台湾

工业总会“丝路之旅”、台湾中彰投地区产

业联盟发展协会、台湾朝阳科技大学等十

余个参访团来渭参观交流；成功举办 “台

风秦韵两岸情”交流演出活动；接待中国

国民党副主席陈镇湘、台湾新党主席郁慕

明等岛内知名人士及台胞台商一百余人来

渭南参观访问交流。强化对台宣传工作，

紧紧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认真做

好渭南市对台宣传和赴台有关人员的行前

教育培训工作；充分利用开展涉台活动的

重要时机，在《渭南日报》刊登宣传报道７
篇，在渭南电视台播报涉台重大活动４次，
积极宣传对台方针政策和涉台活动成果。

渭南统一战线“同心讲坛”第一期

【统战宣传工作】　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全市统战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的意

见》，完善“渭南统战”微信公众号和机关

门户网站信息刊发制度。截至年底，机关

门户网站刊发各类信息 ２８０条，“渭南统
战”微信公众号新增关注人数２４万余人，

全年刊发信息 ４００余条，其中 ５０余条被
中、省、市相关媒体采用转发。开办渭南统

一战线“同心讲坛”４期，重点就国家大政
方针、统一战线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

题等，为全市统战系统各单位、市级各部

门、在渭高等院校等进行解读。在全省创

新开展渭南首届“同心人物”评选表彰活

动，共评选“同心人物”和“同心人物提名

奖”各１０名。同时，主办纪念市级民主党
派和市工商联成立２０周年暨首届“十大
同心人物”颁奖晚会，展示了渭南市统一

战线各界人士精神风貌。

（许博华）


政法工作

中共渭南市委政法委员会

书 记　樊存弟
副 书 记　林　跃（９月离任）

贾重新　何会民
惠中正（９月任职）

纪检组长　姚宏斌（９月任职）
【概况】　全市公众安全感达到９３．６１％，
渭南连续三年被表彰为“全省综治工作优

秀市”，市委维稳办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维稳安保】　坚持高位推进十九大维稳
安保工作，收集涉稳预警信息５８９条，分析
研判１５０场次，及时化解一批不稳定因素。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访法治化建设的

实施意见》，在全省率先出台领导干部结

对帮扶军队退役困难人员实施意见，潼关

县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做法在中、省维稳信

息刊载交流。强化维稳基层基础工作，市

信访局、华阴市委政法委、大荔县委政法

委、白水县委政法委、蒲城县委政法委、富

平县公安局、华州区公安局等１８个单位被

７３政法工作　　



省委、省政府表彰为“维稳工作先进集

体”。

【平安渭南建设】　组织开展“２０１７秦鹰”
等专项行动，整治一批治安乱点，全市刑

事、治安案件分别下降３１．３％、９．６４％。坚
决整治强揽工程、强买强卖、强力阻工等突

出问题，立案查办５３起１３５人，化解处置
阻挠重点项目建设事件４１５起。建成韩城
等９所病残涉毒人员收治场所和１２７个社
区戒毒康复工作站，全省禁毒工作现场会

在蒲城召开。启动“雪亮工程”建设，市县

综治维稳中心平台实现互联互通，“一标

三实”信息采集扎实开展，形成合阳县及

富平县“雪亮工程”、大荔县农村社会治安

分级管理、临渭区助力营商环境、蒲城县家

事审判“一二三四”工作法、白水县社区矫

正等一批亮点，富平县综治办受到人社部、

中央综治委表彰，临渭区、白水县等３个县
（市、区）荣获全省平安建设先进县，合阳

县获得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奖“平

安杯”。

省委常委、副省长杜航伟来渭调研政法工作

【法治渭南建设】　开展“执法规范化建设
年”活动，集中开展案件评查和交叉检查，

促进办案质效提升。成立以市委书记任组

长的普法领导小组，在全省首推“普法清

单”责任制，举办新媒体普法大赛，开展

“送法进贫困村”“法治进校园”等活动。

扎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三级实体平台

建设，规范提升“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制度，华州区、大荔县荣获“全国法治县

（市、区）”荣誉称号。开展“基本解决执行

难”攻坚战，“春季集中执行会战”等专项

行动，案件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加强审判

管理，深化司法公开，推进“智慧法院３．０”
建设，市县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５４２８３件，同比上升１２．５４％，审（执）结
５０９７３件，结案率为９３．９％，同比提高
１０．９％，少年审判、涉军维权工作继续走在
全省前列。检察机关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依法批捕刑事犯罪１９３４人，起诉３０１１
人，有力服务了平安渭南建设。严肃查办

精准脱贫等领域职务犯罪，立案侦查３００
人，同比上升１０．３％。完成市级法学会换
届，推动县级法学会全覆盖，成功举办第八

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法治论坛。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樊
存弟调研产业扶贫工作

【司法体制改革】　建立改革台账管理、督
查考核、挂账销号等工作机制，２０１７年提
出的８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完成首批
３１８名员额法官、２３７名员额检察官等级确
定晋升，第二批遴选６７名检察官、９５名法
官入额。扎实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制定《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实

施细则》等 １０余项制度，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新机制逐步建

立。严格落实人民陪审员随机抽选参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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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探索建立法律审、事实审分离的“３＋
４”大合议庭审理案件模式，人民陪审员制
度改革试点取得新成效。全力配合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推动市检察院反贪、反渎、预

防职务犯罪等部门人员完成转隶。建立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新机制，办理诉前程

序案件６９件，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改革试点
走在全省前列。完成检察机关人员分类改

革，全面推进内设机构大部制改革，全市检

察机关面上司法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扎实

做好公安机关受立案制度改革，因受立案

被群众投诉同比下降 ３０％以上。积极推
进“互联网 ＋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在
户籍管理、车驾管服务等方面推出３５项便
民新举措。

【政法队伍建设】　开展寻找“三秦最美司
法员”“渭南标杆”、公安交警“三十佳”评

选等活动，涌现出曹红亮、杨建龙、张宏仓、

雷崇新等一批先进典型，形成市公安局党

员民警政治理论学习积分管理、公安经开

分局４３３队伍管理经验。出台《关于新形
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评选表

彰１３名“渭南政法楷模”，举办政法干警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和先进

典型巡回报告会，富平县人民法院淡村法

庭等４个单位被表彰为“全省人民满意的
政法单位”。

（杨研科）


市直机关党建工作

中共渭南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杨宏伟
副 书 记　王西满（８月离任）
工会工委主席　张　芸
纪工委书记　曹会云
【思想建设】　持续深化“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制定下发《市直机关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方案》，探

索创新“三会一课”形式，强化政治理论学

习，开展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知识竞

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制定

下发以“八个一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十九

大精神进机关安排意见，为８６个基层党组
织１０６００多名党员统一配发了学习资料，
组织举办“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学习

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市直机关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十九大精神进

机关现场观摩会等。

【组织建设】　对市直８６个基层党组织的
工作进行了两轮观摩问诊，发现问题８６０
余条，以《督查问题反馈单》的形式进行书

面反馈。深入开展“对标规范、晋级争星”

活动。推行落实《机关党组织星级评定考

核评价参考标准》，对达到“五星级机关党

支部”标准的 ３２个支部进行命名表彰。
其中，市委命名表彰了１５个党支部，这也
是市委首次对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进行集

中表彰。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按照《机关

事业单位党建工作基本规范》要求，切实

做好基层党组织换届、党费收缴、党员发展

等基础工作。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８５名，
按期转正８４名，审批３７个基层党组织按
期换届，审批新成立机关党委１个、支部１
个，及时向市委组织部上解党费２５０．７万
元。

【主题党建活动】　积极发挥领导协调作
用，分别制定下发开展“作风建设年”和

“三创三增”两个主题党建活动的《安排

意见》。深化党员示范岗创建。市直机关

各部门共评选确定各类党员示范岗１８０余
个、党员示范窗口２３个、各级标杆人物５５
名。持续开展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各基层党组织共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３９０００余人次。大力实施“双强双优”工

９３市直机关党建工作　　



程。加强党支部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开

展警示教育、完善规章制度、运用“三项机

制”等，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水

平。

【机关党建治理】　下发《关于治理机关党
建“灯下黑”问题的意见》，全面建立并推

行“四单六制”工作机制。推行部门党组

书记兼任机关党组织书记、党组成员兼任

所在支部书记工作制度。建立书记抓党建

工作述职评议机制，对测评前三名的党组

织给予１万元党建经费补助奖励。加快专
职组织员的配备。下发《关于为市直部门

配备组织员的通知》，已有３０多个市直部
门配备了专职组织员。抓好党务干部能力

提升。下发《渭南市基层党务干部能力提

升计划》，全方位培训提升党务干部的素

质和能力。

【机关工会建设】　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
设，新组建机关工会组织 ８个，按时换届
１１个。组织市直机关５０个单位的工会干
部赴延安进行学习培训。继续开展“三争

一创”活动和女职工建功立业活动，对２９
个先进工会组织和１００名先进工作者、５９
名优秀工会干部进行表彰奖励。关心关爱

干部职工生活，积极开展生日祝福、扶贫帮

困送温暖、送清凉和关爱女职工等活动。

（同兴武）


机构编制

渭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简录民
副 主 任　董研强　惠民尚
督察专员　李学敏
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局长　徐　飞
市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

任　马成群

【行政体制改革】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专
项组联络员单位职能发挥良好。专项组改

革工作多次获得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

扬，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全市全面深化改革先
进联络员单位”。二是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主要任务圆满完成。市级城市管理执法部

门机构设置、职能调整、机构编制和人员划

转以及市区权限划分等事项均已发文明

确，１３个县（市、区）、市属开发区改革方案
全部批复印发。三是在全省率先完成市、

县巡察体制和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任务，市、

县巡察机关和纪委（监察委）已按新体制

正常运行。四是重点镇行政体制改革全面

推进。以市编委文件下发孙镇等４个省级
重点镇示范镇、文化旅游名镇改革试点实

施方案，制定印发加快推进省级重点镇、文

化旅游名镇行政体制改革工作通知。五是

重点行业领域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全面

完成。

省登记局在渭南召开登记工作现场会

规范市县机构设置，完成市县网信、安监、

民宗、发改和文物旅游等机构调整工作；理

顺国有文化企业监管和文化产业管理体制

机制，调整管理职能，组建文化体制改革和

文化产业发展机构；紧抓中心工作，强化扶

贫机构设置，加强市县扶贫力量；深化巩固

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成果，印发《关于进一

步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通知》；配合

做好群团改革工作，印发群团改革方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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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见。

【简政放权】　一是营商环境得到优化提
升。对照省上“１＋６”行动计划，市编办以
市政府办文件印发《渭南市深化“放管服”

改革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方案》，制定专项

行动计划，倒逼相关部门减环节、减证明、

压时限、强监管、提效率，破除制约企业和

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二是行政

许可事项进一步压减。分两批取消了 ２１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取

消下放市级行政许可事项９项、调整规范
８项。市级行政审批事项较２０１３年减少
６３．３％，其中行政许可事项减少５６．７％，实
现审批事项减少一半的目标。三是权责清

单管理规范。落实《陕西省权力和责任清

单管理办法》，将“权责清单发布平台”管

理权限下放到各县（市、区）。先后调整２５
个部门８３项权责、公共服务事项。会同市
工商局将４９个登记备案事项整合到工商
营业执照上，实现“５４证合一”。推开村级
“小微权力清单”编制试点，规范“最后一

公里”权力运行。四是“减证明民”便民行

动取得初步效果。全面公开市级行政许可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承接落实中央清理规

范和取消的行政许可中介服务事项４８项，
市级行政许可中介服务事项减少近５０％。
完成涉企登记备案事项、群众办事创业证

明事项和盖章环节的梳理，为集中清理和

实现“多证合一”打下基础。五是事中事

后监管得到加强。印发渭南市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实施方案。公开市级双随机抽查事

项清单，实现随机抽查全覆盖。六是相对

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扎实推进。依托

华州区、蒲城县和高新区、经开区展开“相

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试点工作，制定实

施方案，明确机构编制事项。四个试点单

位行政审批服务局全部完成挂牌，运行情

况良好。七是四级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完

善。市行政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被国家标

准委员会列为“全国政务服务标准化试

点”项目。在偏远自然村实行村民事务

“干部代办制”，进一步完善“市县大厅、镇

中心、村（社区）服务室”四级便民服务机

制。

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发展的环

境，激发市场活力。２０１７年，全市新增市场
主体３．９万户，比２０１６年提高５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活跃度排名全省第四。村民事务

“干部代办制”、“放管服”改革宣传“四进”

活动经验做法，被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第

十督查组作为基层“放管服”改革典型经

验。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９日，时任省长胡和平同
志在全省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上，肯定了合阳县“小微权力”建设工作。

市职转办被省职转办表彰为“２０１７年‘放管
服’改革信息报送先进单位”。

渭南市２０１７年度编办主任会议

【事业单位改革】　一是公益类事业单位
编制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全面开展“整理

一套编制档案、建立一本编制台账、梳理一

部历史沿革、制作一份十定规定”的“四个

一工程”，推进编制管理标准化、规范化，

市属２３２家和县（市、区）所属事业单位相
继制定“十定”规定，重点强化公益职能、

全面规范机构编制事项、同步明确党政纪

领导职数、分类细化编制结构。二是经营

１４机构编制　　



类事业单位改革稳步推开。积极引入陕西

水务集团等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公司制、股

份制改造，借助国有林场等行业改革同步

推进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２０１７年完成改
革２４家，超额完成任务８家，收回事业编
制４４０名。三是行政执法机构整合成效明
显。在城市综合执法改革之外，分县（市、

区）对水利系统、市场监督系统、卫生计生

系统、农业系统的执法机构进行整合试点，

精简单位９家，改善了多头执法、多层执法
和重复执法的问题。四是事业编制调控能

力显著增强。及时对教育教学机构设置进

行调整优化，重新核定教职工编制，为公办

幼儿园调剂事业编制８９０９名，分别建立了
７００名和９０００名规模的市县两级教育周
转待分编制储备。公立医院编制管理改革

取得突破，出台了《渭南市公立医院机构

编制管理办法》，对公立医院实行“区域 ＋
单个医院”两级总量控制，“编制、人员、科

室”三项分类管理的新体制。持续推进事

业单位精简整合工作，累计清理收回事业

编制２９５６名。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一是法人治理结
构建设不断完善。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市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工作，督促各试点单位进一步修订完善理

事会权责清单、决策程序、信息公开、绩效

评价等规章制度；参与并精心指导试点单

位开展工作。二是事业单位绩效评估探索

试点。经过近２年的调研论证，渭南市在
全省率先推开事业单位绩效评估探索试点

工作，拟定《渭南市事业单位绩效评估暂

行办法》。三是各类事业单位统一登记工

作正式启动。在完成事业单位日常登记管

理和党政群机关事业机构社会信用代码日

常管理各项工作任务的基础上，将其他组

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事业单位法人纳入

登记管理，努力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

方式多样化公益服务新格局。四是事业单

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不断加强。审核通过

全市２８７家事业单位的年度报告资料；完
成承担的西安市市级５８４家事业单位年度
报告的评估工作；对全市事业单位进行

“双随机一公开”实地核查，全面掌握事业

单位机构编制使用、职能变化、履行职责等

情况。

【机构编制管理】　一是完成控编减编工
作任务。依照中、省统一要求，以２０１２年
底机构、编制、实有人员为基数，全市行政

事业单位数减少 １０８０家，事业编制减少
１１４８名，机关事业单位实有人员减少４３１２
人。二是将机构编制事项纳入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范畴，强化各县（市、区）和部

门的机构编制意识，树立机构编制的权威

性。三是在市级４００余家机关事业单位全
面推行实名制网上管理，实现全市机构编

制人员信息的实时查询、实时汇总、有效监

督。四是网上名称管理工作积极开展。渭

南市中文域名注册率和网上挂标率达到省

上下达计划的１００％；积极与中央编办衔
接，制定了渭南市实施云编制工作方案，拟

将渭南市列入云编制试点地市。五是对党

政群机关遴选公务员工作进行规范。印发

《关于市级党政群遴选公务员工作有关问

题的通知》，从机构编制管理方面对遴选

程序及条件等进一步明确。六是严把招录

计划审核关，严控事业单位人员增长。优

化教师招录方式，建立教师招录台账，实行

总量控制和分类管理，统筹五种方式，优化

教师队伍。重点保障高层次人才引进，集

中有限编制资源，完成招录２２５名。
【信息宣传和调研】　将调查研究置于改
革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加强调查研究的

长效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先后就相对集

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行政执法体制改

革、事业单位绩效评估等重难点改革任务，

２４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进行广泛调研，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 １６
篇，供市委、市政府领导决策参考。多措并

举抓好宣传工作，推进“‘放管服’改革宣

传四进”，开展“放管服”改革“宣传月”活

动；在全市编制系统举办“喜迎十九大、我

为机构编制做贡献”主题演讲赛。高度重

视信息宣传工作，全年刊载各级网站信息

４６５条，其中中央编办采用６篇、省编办采
用５３篇。渭南市编办微信公众平台投入
运行。印发《机构编制工作交流》４期、送
阅件１４期。编印《探索的足迹（２０１７年
度）》，共录入调研成果４２篇，近３９万字。

（田居辰）


政策研究

中共渭南市委政策研究室

渭南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渭南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党国栋
副主任、农工办主任　白宝虎
农 工 办 副 主 任　刘　刚
改 革 办 副 主 任　贺敬强
【政策研究】　一是全面开展各种形式的
调研。累计编发《决策参阅》《决策建议》

《渭南调研》３９期，多份调研报告得到市级
领导和省上部门批示或转发。二是组织开

展重大专题考察调研，及时为市委决策提

供参考。坚持调研考察为深化改革和脱贫

攻坚等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形成的《赴贵

州四市八县（市、区）考察学习情况的报

告》《蒲城县“党支部 ＋”发展模式的调查
报告》《让“青山绿水”变为 “金山银

山”———临渭区桥南镇天留山以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带动脱贫攻坚的实践与思考》

《华州区“三资”管理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建设的调研报告》引起市级领导高度关

注。市委、市政府和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要

求全市推广蒲城县“党支部 ＋”、华州区
“三资”管理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的

做法经验。组织编印《改革助推脱贫攻坚

渭南行动２０１７》。三是做好全市调研成果
征集评选，加强决策咨询成果交流推广。

全年共收集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调研报告

１１８篇，选送４０篇参加全省党政领导干部
优秀调研报告评选，５篇获得表彰奖励。
配合中央农工办等中省专题调研组来渭调

研，推介全市重点工作先进经验。

【农村工作】　牵头抓总“三农”工作，推动
全市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一是组织部署全

市农业农村工作。牵头组织召开全市农村

工作暨脱贫攻坚会议，市委书记陆治原出

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起草贯彻落实中省

一号文件的《实施意见》，为全年工作开展

奠定坚实基础。二是督查“三农”重点工

作。坚持“一季度一督查、一季度一点评、

一季度一研判、一季度一通报”，推动落实

“中央一号文件”和“六大攻坚行动”等“三

农”重点工作。联合市级相关涉农部门就

农业结构调整、美丽乡村和水系建设、农村

综合改革等对各县（市、区）进展情况进行

季度督查排名通报，先后在合阳、蒲城、临

渭召开“农工部长暨农村重点工作现场

会”，推广先进做法和经验。三是指导农

村改革试点和培训农村基层干部成效显

著。坚持试点为改革探路破题，率先在全

省创立２县１０镇３０村市级农村综合改革
试验区，统筹推进多项农村重点改革试点，

农村“三资”委托管理改革的华州实践、现

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富平探索、

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互助合作的蒲城经验

被省委、省政府“三抓一确保”确定为全省

重点推广模式。全省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

合作试点现场会在蒲城县召开，全程指导

合阳县沟北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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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第一炮。主

任党国栋逐县市区就农村“三变”改革等

对基层干部进行专题辅导，组织相关市县

镇干部赴贵州、安徽考察学习，组织１５０余
名村官参加省委农工办在西农大举办的村

官培训班，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进展

迅速，农村改革试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深化改革】　突出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
革向纵深推进。一是聚焦工作引领，狠抓

精准部署。坚持“四个优先”，落实“四级

主体责任”，做好“四个带头”，搞好“四级

会议协调”，全年召开深改组会议７次，审
议改革方案、意见和情况４１份。着力发挥
深改组会议、专项组会议、改革系统会议、

改革办主任会议协调职能，夯实领导包联

责任，市县两级四大班子领导和市级改革

任务牵头部门主要人，每人至少包联一项

改革试点或重点改革任务，全市领导干部

包联改革试点项目３４３个，有力促进各项
重点改革落地。二是聚焦机制保障，狠抓

精准实施。集中力量抓“顶层设计、台账

建管、督察督办、监督评议、改革宣传”。

研究审定年度市级９大领域３９类１２３项
改革任务。开展全市改革任务台账互评定

档活动，严格落实“八方共督机制”，全年

开展季度督察３次，专项督察６次，发出督
办单、提醒函 ４０份。以“改革怎么样、群
众说了算”为主题，在市行政（便民）服务

中心大厅设立公开评议平台，每季度优先

选取３至５项直接影响群众获得感的重点
改革事项进行公开评议。全年开展公开评

议１２次，评议事项 ２０项，发出调查问卷
３０００余份，群众改革满意度达到９０．３６％。
编发《渭南改革动态》，定期举办全面深化

改革专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各级各类媒体

对渭南涉改工作宣传稿件达６００余篇。开
通“渭南改革进行时”微信公众号，累计发

布改革信息２１２条，点击量突破２万人次。

邀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改

革》杂志社专家组就渭南全面深化改革及

富平国家级“多规合一”改革试点进行评

估指导。运用“十项工作”机制推动督察

改革落地，充分发挥目标责任考核激励导

向作用。三是聚焦改革成效，狠抓精准落

地。市委深改组确定的１２３项改革任务，
除２项报省待批，７项省上未出台相关文
件，其余１１４项按照进度要求全面完成年
度任务。放管服改革工作得到省职转办通

报表彰。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走在全省前

列。农村产权制度及“三变”改革完成清

产核资１２１个，成立县级农村土地流转服
务中心９个。群团改革按照时序进度取得
阶段性进展。

（钟西刚）


老干部工作

中共渭南市委老干部工作局

局 长　张志斌
副局长　张永清
市直离退休干部党委副书记　史全锋
渭南市老年大学（渭南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校 长　张文龙
副校长　惠水泉
【组织建设】　在全市离退休干部基层党
组织中开展“标杆支部”创建活动，认真对

照班子健全、制度规范、阵地保障、经费到

位、活动经常、资料完善、党员满意７方面
１４条标准扎实推进活动开展，全面推行并
落实“五个一”活动，规范提升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建设。市直离退休干部党委坚持把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通过上门送学、组织参

观、学习培训等形式，坚持抓好思想教育，

倡导离退休干部党员“一方隶属、多重管

理”的方式就近参加组织生活，建立班子

４４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成员党建联系点制度，组织离退休干部开

展党建主题活动。

２０１７年全市老干部工作会议

【发挥老干部作用】　在全市离退休干部
中精心组织开展“为渭南追赶超越加油助

力”主题活动，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建设

“三地一中心”、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积

极开展建言献策、志愿公益等活动，引导全

市离退休干部开展正能量活动。组织召开

全市老干部正能量工作推进会，总结推广

经验，交流学习提升。临渭的“社区公益”

活动，华阴的“微信平台”，潼关的“银发服

务队”，合阳的“家风家教”活动，富平的

“传承红色教育”，白水的“正能量网”等等

都已成为很有特色的正能量品牌，打造了

在全省有影响的“一县一亮点、地地有特

色、全市花满园”渭南正能量特色品牌。

【老干部生活待遇】　扎实落实老干部政
治待遇，积极开展离退休干部走访慰问，组

织参加重要会议及座谈会，组织视察重点

项目建设及民生工程，全面落实离退休干

部公用经费、特需经费和护理费新标准，出

台《渭南市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实施细则》，

健全完善离退休干部困难帮扶机制。２０１７
年，全市累计拿出８０．５万元，解决了１７１名
特殊困难老干部及遗孀的实际困难。同时

举办保健知识讲座，组织健康体检，探望生

病住院老干部，参加老同志遗体告别仪

式等。

组织老干部视察重大项目建设

【两个阵地建设】　市县两级老年大学、老
干部活动中心加大资金投入，不断改善硬

件设施，着力提升软件水平，充分发挥离退

休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主

阵地作用。市直离退休干部党委成立了渭

南老年大学离退休干部党校，争取市管党

费１０万元购置图书。渭南市老年大学
（渭南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示范引领，规范

教学活动管理，积极探索推行“互联网 ＋”
教学新模式，先后两次在全国相关大会上

作经验交流，２０１７年被评为“全国示范老
年大学”。

【宣传调研】　扎实开展调研活动，围绕重
点工作深入研究，树立老干部及老干部工

作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宣传，老干部信息

宣传调研工作始终排在全省第一，８个集
体和２名个人受到省上表彰。市局就离退
休干部增添正能量活动、志愿公益服务活

动开展情况在全省进行经验交流，蒲城县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工作在全省交流并

引起强烈反响，延安、咸阳、省地矿局等地

市和单位先后来渭南市学习参观。

（李　毅）


干部教育

中共渭南市委党校

５４干部教育　　



常 务 副 校 长 问康美

市委党校副校长　毛武彬
纪 检 组 长　徐继光
副 校 长　王天平（７月离任）

毛武彬（７月离任）
张芳侠（７月离任）
王四海（７月离任）

【干部教育】　按照市委干教办制定的培
训计划，先后举办春秋季县处级领导干部

进修班、中青年领导干部进修班、镇（办）

正职领导干部培训班、镇（办）副职领导干

部进修班及人社系统干部培训班、党校系

统师资培训班 １０个主体班次，参训学员
４４３人。每个主体班次培训时间为期一至
两个月，特别是将中青年领导干部进修班

重新恢复充实到主体班次当中，进一步规

范了主体班次的设置。举办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培训班和贯彻学习十九大精神培训

班。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班从 ２月
２０日开始至３月１０日结束，每期２天，共
６期，培训学员１３１０人；贯彻学习十九大
精神培训班从１１月２０日开始至１２月５
日结束，每期２天，共５期，培训学员１０６４
人。主题班次参训学员均为全市县处级及

以上领导干部。充分发挥行政学院和社会

主义学院职能，全年相继举办公务员初任

培训班３期，参训学员４６５人；民革渭南市
委会新党员培训班１期，参训学员１１４人。
在进一步履行单位职能的同时，承接市内

外的各类培训班次，包括市文广局党务干

部培训班、市纪委业务培训班、市直机关工

委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临渭区食药委监

管干部培训班、嘉峪关机关工委党务干部

培训班来渭学习、省委党校系统师资培训

班来渭学习等７个班次，参训学员共６９７
人。精选自主学专题，举办了《经济学与

渭南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国学智慧与当

代社会生活专题》《社会生活中的法律运

用和智慧专题》《公文写作处理专题》等４
个专题，参训学员共８６３人。
【教务管理】　教学内容方面，坚持突出党
性教育和理论教育，开设党性教育单元，党

性教育课时不低于总课时的２０％；组织教
师开展“送教下乡”和下基层宣讲活动，１５
名领导和教师先后承担市委学习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迎

接十九大追赶超越加快三地一中心建设和

十九大精神等４类宣讲１２０余场次。教学
管理方面，制定教学研讨制度，组织开展集

体备课、教案审核、课前试讲、教学评估、教

师赛讲、以老带新等活动，促进中青年教师

的成长；将渭华起义纪念馆、汉中川陕革命

根据地、铜川照金革命旧址、咸阳旬邑马栏

等地作为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点，将潼关杨

震公祠作为廉政教育的现场教学点，将汉

中西乡农业产业园、咸阳旬邑原底社区西

头村、汉中洋县和大荔县作为新农村建设

现场教学点，将韩城市作为产业转型升级

现场教学点。教学方法方面，一是采用

“课堂＋”模式，在原来课堂 ＋破冰训练、
课堂＋现场教学、课堂 ＋学员论坛等基础
上，不断开辟新的教学形式，如课堂＋革命
电影、课堂＋班级活动、课堂 ＋小组讨论、
课堂＋调研等；二是继续开展案例教学，由
教师精心准备社会热点案例，引导学员深

入思考，然后根据学员的即时发言，教师导

出正确结论；三是继续发挥外聘教师和校

内教师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安排领导

干部论坛。学员管理方面，相继制定和完

善《学员管理暂行办法》《主体班班主任岗

位职责（试行）》《评选优秀学员暂行办法》

《辅导员工作职责暂行办法》《主体班临时

党支部工作暂行办法》等有关制度，探索

并形成了教务处分管、班主任协调、班支两

委服务的齐抓共管培训班管理体制。

【教学科研】　按照提高教学质量和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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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的要求，不断加大科研工作力度，

共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科研成果５６篇，
其中校长王爱民撰写的《实施六大攻坚行

动 助推三农追赶超越》在省委《陕西工作

交流》上刊发；常务副校长问康美撰写的

《坚持党校姓党 用好独特优势 推进新形

势下党校事业跨越式发展》获得市委领导

批示，并在市委《渭南工作交流》上刊发；

宋筱改教授的渭华起义纪念馆现场教学荣

获“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成就奖”；

魏刚教授的《对渭南农民收入现实分析及

建议》获全市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任晓

蕙、张亚锋老师与市政府研究室合作撰写

的《五大发展理念的渭南实践》获市政府

采纳使用；孙跃刚撰写的《生存意识和发

展意识》被中央党校主管期刊《党政干部

参考》引用；另有多人多篇论文分别发表

于《陕西党校报》《陕西行政学院学报》《经

济研究导刊》等报刊杂志。上报全省党校

系统第３１次理论研讨会论文１７篇，其中
荣获一等奖 １篇、二等奖 ４篇、三等奖 １
篇；编辑完成《全市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资料汇编》和《全市领

导干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资料汇编》；

组织全市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理论研讨会征文，共收到论文 ６６
篇。

（孙灵波）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 任　刘会锋
副主任　李俊玲
【党史编撰】　完成８５万字的《中国共产
党渭南历史》（第二卷）专题资料的征编任

务，与渭南师范学院等合作，已完成（二

卷）编写大纲。一卷已经出版的澄城、白

水、潼关、富平、韩城等五个县（市、区）已

开始启动二、三卷的资料整编工作，临渭

区、华州区、大荔、合阳、蒲城、华阴市等六

个县（市、区）计划将二、三卷合编为《地方

社会主义建设史》。华州区完成了《中国

共产党华州区历史大事记》（１９２１－２０１６
年）初稿的编写工作，澄城县精编出版《口

述史历史见证澄城》，蒲城县精编出版《蒲

城历史大事记》（１９２５－１９９０）。
【党史资料征编】　精编出版《渭南抗战历
程》，全面反映渭南军民抗战的峥嵘岁月，

以图文并茂，史论结合，生动再现７０年多
前发生在秦东大地上那段历史。精编 ４０
万字的《习仲恺纪念文集》和１５万字《习
仲恺传略》，共收录习仲恺工作遗文，采访

老同志、老同事和当地群众，收集当地党史

研究室、社会各界撰写的纪念文章２９篇，
约３０多万字，采集习仲恺工作照 ７６张。
完成省列专题撰写工作。撰写《渭南社会

主义手工业改造》《渭南的１９７２年整顿》
《渭南的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等三个专题４
万５千多字的综述、大事记和回忆录等。
完成《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中国共

产党渭南市历次代表大会和市纪委历次全

会（１９９３．５—２０１３．５）的资料撰稿报送工
作。抓好老干部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渭

南”口述历史征集活动，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已
征集到市本级及县（市、区）４０多篇口述反
映渭南全境改革开放专题资料。

【党史资政研究】　撰写发表理论研究《关
于建设党史工作强省服务追赶超越大局的

意见》《积极弘扬延安精神 助推渭南追赶

超越》《渭华起义与渭华精神》《党史工作

者应具备的十种素养》《渭南人民为抗战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弘扬渭华起义

精神聚焦主业追赶超越》等，分别刊登在

《陕西党史》《陕西日报》和《陕西党史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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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与西安邮电大学合作，撰写《播

火：从渭华起义到西北革命根据地》一书。

【党史宣传教育】　发挥现代网络优势，提
升党史宣传力度。“渭南党史网”２０１７年
８月２３日建成试运行，共上传网站各栏目
稿件２００多篇。为纪念渭华起义８９周年，
配合华州区政府创作拍摄３集文献纪录片
《渭华起义》，并在中央台播放。澄城县委

党史研究室与县委组织部、驻澄城某部合

作，拍摄专题片《激战壶梯》；大荔县委党

史研究室利用丰图义仓旅游景点的优势，

开展“党史宣传进景区活动”，义务为游客

讲解“朝邑起义”，免费为游客赠送党史读

物２００余册。合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之际，为３所学
校５０００余名师生，作题为“纪念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的专题报告和主
题展览；白水县委党史研究室充分利用移

动互联网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做好“白水

党史研究”官方博客和微博“白水党史”官

方移动终端。

【发挥红色资源优势】　沿黄公路通车后，
渭南沿黄公路华阴、大荔、合阳、韩城四县

市，认真落实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发挥沿

黄公路红色资源优势助推脱贫攻坚的通

知》精神，抢抓机遇，抢救、恢复、打造红色旅

游资源、启动红色旅游场馆建设。大荔县规

划红色革命遗址１１处，三处重要遗址得到
全面保护和充分利用（荔北战役烈士陵园、

朝邑起义指挥部旧址、芟家庄支部干事

会）。合阳县挖掘保护红色遗址１３处，修缮
为解放战争，特别是将为保卫延安作出重大

贡献的杨荫东故居打造成全省首个“旅游

＋扶贫＋党建”主题公园。
（吉亚力）


档案工作

渭南市档案局（馆）

局（馆）　长 王美丽（女）

副局（馆）长 张军胜　陈相信
【档案资源建设】　全市全年共接收档案５
万余卷（盒），市馆收集名人书画作品１５９
幅，各类资料１２５册，下发《渭南市重大活
动档案管理办法》，接收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全运会田径比赛等１０多项中、省、市重
大活动照片档案 ４３６件。启动“乡村记
忆”建档示范工程，创建合阳县黑池镇南

社村等 １５个“乡村记忆”村级建档示范
点，收集“城市记忆”图片５０余幅。

召开全市档案工作会议

【档案服务利用】　围绕市五次党代会提
出建设“秦东水乡”的部署，充分挖掘馆藏

资源，举办“渭南自古是水乡”专题展览，

展出民国水利工程照片档案１００余幅，接
待参观群众３万人次。完成全市以县为单
位的方言建档工作，编印《渭南方言》丛

书；申请中央资金１００万元，完成５０万字
的《渭南红色档案》编辑工作。全市全年

接待查档２１３９５人次，调阅档案５万余卷
（册），代办企业职工退休、养老、医疗保险

等７２７５人次。
【档案基础业务】　出台《重大建设项目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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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管理验收办法》，实施“双随机一公开”

制度，市局随机抽取３０个市直部门进行执
法检查，联合市发改委对７８个市级重点项
目档案进行抽查，向７个单位下发责令整
改通知书。对涧峪水库等５个重点工程档
案进行专项验收。全市全年共检查 １０７９
个单位。持续开展“双百创建”，加强对基

层档案工作监督指导，全年共有１２７个单
位档案室通过陕西省档案目标管理认证

（ＡＡＡ级１７个，ＡＡ级５３个，Ａ级５７个），
创建１３０个村级标准化档案室。

举办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培训班

【档案安全保障】　修订完善档案安全预
案，开展档案安全检查，健全人防、技防安

全体系，开展档案数据异地备份。加快县

级新馆建设，２０１７年争取到中央投资建馆
资金１５８７万元。蒲城、澄城建成投入使
用；华州、富平、合阳、临渭新馆主体完工；

白水、华阴新馆开工建设；潼关、大荔项目

资金已下达。

【档案信息化建设】　出台《数字档案馆实
施方案》，组团赴青岛、潍坊、十堰等地学

习考察，积极指导推进市政府办省级数字

档案室试点，蒲城县、高新区市级数字档案

馆室试点建设。市馆投资２４３万元，完成
数字化二期２７０万页全文扫描并顺利通过
验收，启动实施三期项目，共完成全文扫描

７００万页，数字化率达８０％。馆室数据融
合逐步推进，上传市政府办等单位目录４７
万条。

【档案宣传工作】　利用“６·９”国际档案
日和《档案法》颁布 ３０周年纪念日，策划
开展了“双十”（２０项）系列宣传活动。６
月８日—１５日开展“五进”巡展，在朝阳公
园举办“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专题展

览，展出展板４００余块；随后走进市民综合
服务中心、渭南高级中学、朝阳社区等，共

接待参观群众３万人次，发放环保购物袋、
宣传帽等宣传品１万余份；在《渭南日报》
刊登专题文章；在《环境热线》录播专题节

目；举办“档案馆开放日”活动，增强全社

会的档案意识。举办全市纪念《档案法》

颁布３０周年演讲比赛，并在全省比赛中夺
冠；参加全国档案法答题竞赛，渭南市２名
档案干部获奖。全市共举办档案展览 ２０
余场，印发宣传资料２万余份，参展人数８
万人次。在中、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信

息１５９篇，其中中国档案报等国家媒体刊
登２２篇。在《渭南日报》开设红色档案、
档案揭秘专栏，极大地提升了档案工作的

《档案法》颁布３０周年宣传

社会影响力。联合市委宣传部举办“宣传

档案法·喜迎十九大”大型书画展。收集

市县及其他作品４００余幅，展出作品 １７７
幅，省档案局局长王建领，市级四大班子主

要或分管领导出席，并为获奖人员颁发证

书。

【获得荣誉】　２０１７年荣获“全省优秀档案
馆（局）”“全省档案宣传通讯工作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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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先进单位”；被市委表彰为“五星级机关

党支部”“全市党委系统调研和法规工作

先进集体”；被市政府表彰为“全市公共机

构节能工作先进单位”。

（陈凯华）


目标责任考核

渭南市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孟小瓒
常务副主任　崔希文
副 主 任　张智谋（７月离任）
【“三项机制”】　完成省对市季度交叉检
查。每季度将全市“三项机制”贯彻落实

情况进行摸底梳理，按照省上督查标准整

理材料，分别形成向省委和省委组织部报

送的专题汇报；坚持问题导向，做好季度点

评工作，形成季度“三项机制”点评材料。

下发“三项机制”贯彻落实调查问卷１５７０
份，将座谈会交流和调查问卷内容整理汇

总，提出整改措施，完善配套制度，形成制

度体系。对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形成全市

典型案例汇编，发挥奖优罚劣的导向作用。

奖优：按照《鼓励激励实施细则》，先后对

全市符合奖励情形的 ２６个县（市、区）和
单位、９名个人进行物质奖励，兑现奖励资
金３９６万元。罚劣：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中，对工作问题突出，年度考核失分较多的

市环保局、市发改委、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进

行降等处理，各扣发五千元奖金；按照《关

于运用“三项机制”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

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由市委、市政府主

管领导，对全省脱贫攻坚、县域经济监测排

名后位和退位幅度较大的７个县（市、区）
的党政主要领导进行约谈。截至１２月底，
全市各级运用“三项机制”调整干部１６８８
人（其中市管干部 ７７人），其中鼓励激励

１５１０人（市管干部 ７７人）、容错纠错 ５７
人、“能下”１２１人。福建福州市委组织部、
辽宁盘锦市委组织部、江苏淮安市委组织

部、宝鸡市委组织部等省内外部分地市前

来渭南市，就“三项机制”贯彻落实工作进

行调研考察。

【省对市年终考核】　１月，省委第二考核
组对渭南市２０１６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年终考核。市考核办提前与省考核办

进行对接，了解掌握各项指标进展情况，及

时发现省考指标疑似扣分动态，印发预警

提示函，做好迎接年度省考准备工作，确保

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配合省考核组组织

动员测评大会、个别谈话、考察核实、全市

领导干部大会评价等活动，市委书记陆治

原代表渭南市向省考核组作对标报告。

【全市年度考核】　结合省考市指标及全
市工作实际情况，印发《各县（市、区）、市

直部门及中省驻渭单位２０１７年度目标责
任考核指标》《渭南市目标责任考核工作

规定》《渭南市２０１７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评
价实施办法》《关于市级领导包联包抓省

对市考核指标的通知》四个文件。在指标

下达的过程始终坚持突出科学引领，合理

设置指标体系。一是突出发展第一要务。

经济类指标分值接近县（市、区）个性目标

任务分值的４０％。突出经济类考核指标，
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等“稳增长”指标的分值。

同时，继续将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

限额以上贸易企业户数等纳入考核。二是

指标内容融入五大发展理念，深入推进

“五个扎实”。增加县域经济占ＧＤＰ比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等考
核指标；注重现代农业发展，增加新增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农业增加值、主要农产品加

工增值率等考核指标；注重民生的改善和

提高，增加困难群众低保准确率、城乡居民

０５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委员会



医保统筹区域内政策性报销比例等考核指

标；注重加强教育、文化建设，增加普惠性

幼儿园占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新增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公共文化服务完成率、万人拥有公

共文化设施面积等考核指标。注重生态文

明建设，强化环保等约束性指标的考核。

三是新增“五新”战略考核指标。对各县

（市、区）新增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税

收占财政占比、民间投资额等五个“五新”

战略相关考核指标。四是设置核心指标和

特色指标。县（市、区）设置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等１０项核心
指标；高新区，经开区设置固定资产投资、

重点项目建设等５项核心指标。核心指标
有４０％未完成的，不能评为优秀等次，有
８０％未完成的不能评为良好及以上等次。
五是适当精简部分指标。根据２０１７年度
省对市考核指标设置情况，市对县（市、

区）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删去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等１２项指标，增加县域经济发展占
ＧＤＰ比重等１３项指标。六是确保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全面落实。继续

将创建畜牧业示范区、果业发展、创建文明

城市、创建卫生城市、创建模范城市、公路

建设、创建名牌产品、水资源管理等指标，

纳入对县（市、区）的考核。七是实行指标

“打包赋分”的办法。对有些非量化指标

如创建文明城市、模范城市和有些相近类

指标如扶贫类指标、生态类指标、交通类指

标、教育类指标等不再分项计分，数个指标

设定综合分值，由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任务

主次和轻重缓急设定权重。八是适当突出

“主业”。市级部门、中省驻渭单位的指标

设置，个性目标任务由各部门根据市委、市

政府年度工作重点结合上级业务主管部门

考核任务提出，市考核办审核，分管市级领

导审定的程序下达。个性目标任务和中心

工作赋分占比为３：１。
【社会评价工作】　一是优化调查平台。
为进一步优化调查环境，提高调查质量，对

全市３个公司的调查平台、访问员专业技
术水平等情况进行全面调研，确定全市目

标责任考核民意调查委托市“１２３４５”政府
服务热线承担。二是突出调查针对性。为

了让调查对象能够客观公正的做出评价，

我们采取“上评下、下评上、自己评、服务

对象评、扶贫对象”的原则，将访问对象分

为五类，不同对象设置不同的调查问卷，真

正体现调查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三

是对市级民意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跟踪督

查。每季度电话调查结束后，对电话录音

进行梳理，形成反映问题或意见建议汇总，

针对部分问题以正式函件的形式向各县

（市、区）或市直部门一把手进行直接反

馈。同时对反馈的问题进行跟踪督查，对

问题不重视，整改不力，甚至引起更大问题

的，直接在年度考核中予以扣分。四是扎

实做好省对市电话调查宣传工作。提出

《关于做好省对市电话访问调查工作的意

见》，夯实责任；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和

相关市直部门采取印发宣传单，建立微信

群、ＱＱ群等形式，向党员干部、社区居民
和群众宣传“０２９－１２３４０”调查电话和本
地区的重点亮点工作，营造浓厚氛围；与渭

南日报、渭南电视台、广播电台联合，共同

策划“我们这一年”栏目；在“渭南先锋”、

微信等媒体发布“致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的一封信”和“全市年度目标任务主要

经济指标通报”；制作“乡党们，大事来了”

专题宣传片。

（王　盟）

１５目标责任考核　　



中国共产党渭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市纪检委领导成员

书　记　张建军（２月离任）
王晓军（２月任职）

副书记　李刚拴　王宏运　雷振宇
常　委　豆军鹏　马荣昌　马小红

田利荣　韩安平


市监察局领导成员

局　长　李刚拴
副局长　李卫东　韩安平


市监察委员会领导成员

主　任　王晓军
副主任　李刚拴　王宏运　雷振宇

马小红　田利荣　韩安平
申江生


纪检监察工作

【廉政建设】　２０１７年，持续推进“两个责
任”签字背书、领导干部写实、定期报告和

台账管理等“四项制度”，全面推行主体责

任清单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点评制度，

对排名靠后的党组织书记进行约谈通报，

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到位

的，严肃责任追究。２０１７年，全市共实施
党内问责７８５起，问责党组织２５４个、党员
领导干部７６６人，党政纪处分１３５人。在
全市组织开展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强

化党内监督”为主题的第十个廉政教育月

活动，各级各部门开展“一把手”讲党课

２３７０次，组织现场教育１４２０次，观看党风
廉政教育片 ４７５０次，举办专题讲座 ３５３０
次。组织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宣传活动，开展

廉政文化宣传，拍摄制作的《暮夜却金》

《贪戒》等廉政教育片被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头条展播。编印《渭南基层干部违纪

案件警示录》，用腐败案件“活教材”教育

身边人。

【作风建设】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３４１件，党政纪处分
３７４人，通报典型案件５６起。在全市组织
开展“作风建设年”主题活动，以“五查四

整三提升”为抓手，聚焦当前党员干部存

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扎实

开展专项整治，促进干部作风转变。紧盯

重要节点，持续开展监督检查，全市先后成

立１６５个检查组，累计检查各级行政事业
单位、酒店超市等２２００余家，发现问题线
索１１０条，处理１４３人。深入落实省委“三
项机制”，强化容错纠错，对干部因改革创

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出现的工作失误，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先后对１１５
名党政干部进行容错纠错。

【案件查办】　２０１７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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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共接受群众信访举报６３５４件次，同比
上升５０．５％；立案 ３４４７件，同比上升
１２７．８％；党政纪处分 ３８１４人，同比上升
１４１．７％；移送司法机关５１人。聚焦“关键
少数”，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中违纪违规问题，加大对县级“四大

班子”成员问题线索核查力度，全年共立

案审查县处级干部 ２８人、科级干部 ４８５
人。聚焦群众利益，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

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１０９１件，党政纪处
分１１８４人，同比分别增长６９．４％、６４．２％。
深入贯彻落实省纪委“三个助力”要求，严

肃查处脱贫攻坚、生态环保、市场环境方面

违纪违规问题 １４６３件，党政纪处分 １１９７
人。制定出台《渭南市纪委机关实践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实施意见》，全市纪检监

察机关共运用“四种形态”处理 ９８５３人
次，第一、二、三、四种形态分别占比６１％、
３５％、３％、１％，初步实现“惩治极少数”
“管住大多数”。

【行政监察】　联合审计、财政部门对市本
级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人防异地建
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国有资产租

赁费收缴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发现问题１２
类，追缴费用３３５．７万元。对白水县富山煤
业有限责任公司违规生产问题进行调查处

理，责任追究１４人。对省审计厅移送渭南
市８名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小额担保贷款问
题进行调查处理，下发监察建议函８份；对
移送１５６名公职人员及６１名借用公职人

员身份违规领取农村和城镇低保问题进行

督办，责任追究４４人，给予党政纪处分３４
人。对各县市区建筑扬尘污染、机动车尾

气污染、沿街烧烤串串污染等大气污染问

题进行督查督办，下发督办单５５份，督促
整改大气污染问题４９个，对铁腕治霾工作
不力的８名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改革创新】　建立市、县两级巡察机构，
制定出台《五届市委巡察工作规划》《市级

巡察机构与市级各有关部门工作协作机

制》，全市巡察机构核定２１３名编制，配备
专职巡察干部１３４名。市级分两轮对市发
改委、市农业局等 ２０个市级部门开展巡
察，县级组织对１０６个镇（办）和县级部门
开展巡察，发现问题线索７９１件，党政纪处
分１７９人，诫勉谈话１３２人。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按照中、省部署要

求，整合行政监察、预防犯罪和检察机关查

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

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

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共

同设立内设机构，履行纪检、监察两种职

能，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

覆盖，指导县级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抓住转隶组建重点环节，制定改革任

务清单，稳步推进纪法衔接工作，加强对纪

检监察干部业务培训，强化运用法治化思

维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实现人员、编

制、工作等全面融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３５纪检监察工作　　



渭南市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成员

主 任　陆治原（２月８日离职）
郭勇格（２月９日任职）

副 主 任　郭勇格（２月９日离职）
张海贵　蒋秀侠（女）
姚双年　孙云峰
郭永峰

秘 书 长　汝增瑞
委 员　马红丽（女）　马苏有

马健诚

王宏强（１月２３日离职）
王耀利　石立东（女）
叶东生　宁　臖（女）
华惠民　刘海涛
刘培荣　李长宏
李长敏　杨建秦（女）
杨翠苗（女）　何会民
何翰林　张天亮
张长斌　张红丽（女）
张进社　张留文
张雪艳（女）　陈广成
姚建龙

郭军信（２月９日任职）
崔晓民　鲁北涛
雷　华（２月９日任职）
潘建文　薛启龙　穆选生

副秘书长　崔晓民　石立东（女）
王小震（８月２５日任职）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工作机构及领导成员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何翰林
副主任委员　张长斌
委 员　王耀利　毛平宇　刘岩红

刘海凤（女）　 吴　伟
何会民　张雪艳（女）

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李长敏
委 员　马健诚　史同偕　李长宏

杨翠苗（女）　贾飞翔
康　峰

办公室

主 任　崔晓民
副 主 任　邢鸿雁（女）
研究室

副 主 任　王小震（８月２５日离职）
机关纪律检查组

组 长　张占刚
法制工作委员会

主 任　何翰林
副 主 任　张长斌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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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黄宏江
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李长敏
副 主 任　雷　华
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潘建文
副 主 任　何园洁（女）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张天亮
副 主 任　薛启龙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广成
副 主 任　孙鑫峰（８月２５日离职）

宋明芳（８月２５日任职）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耀利
机关服务中心

主 任　李永纪
副 主 任　石立新（６月２１日任职）


人大工作

【渭南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２月７日至
２月９日，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在渭南大剧院举行。会议听取和

审议了渭南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审议了

渭南市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
情况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审议了渭南市２０１６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
告，审查批准了渭南市２０１７年市级财政预
算；听取和审议了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渭

南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郭勇格为

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郭军信、雷华为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渭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７年，渭南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共举行了９次会议。
１月２３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郭勇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

秀侠、姚双年、孙云峰、郭永峰，秘书长汝增

瑞及委员共３５人出席会议。会议进行了
４项议程：审议通过了渭南市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审议通过

了渭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列席人

员及分团名单；审议通过了渭南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表决通过了《关

于表彰２０１６年度优秀市人大代表的决定》
《关于表彰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及有关人员辞

职请求的决定。

３月３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勇

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年、孙

云峰、郭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３３
人出席会议。会议进行了２项议程：听取
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

策后计生工作转型发展情况的报告；表决

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

５月３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勇

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年、孙

云峰、郭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３５
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渭南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司法监

督工作的规定（草案）》及说明。

６月２８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
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勇

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年、郭

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３１人出席会
议。会议进行了２项议程：听取和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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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人民政府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

报告及“一府两院”有关组成人员履职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渭南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草案）》

的起草说明。

７月１９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勇

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年、孙

云峰、郭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３６
人出席。会议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向新

任命的７名市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颁发了
任命书。

８月２５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

勇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年、

孙云峰、郭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

３２人出席会议。会议进行了５项议程：听
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人

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７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债务限额

及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６年财政决算（草
案）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市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市环境
状况和环境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通

过了《渭南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草

案修改稿）》以及《渭南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草案）》；进行了有关人
事任免，任命吕培明、王心为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

１０月２６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勇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

年、郭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３０人
出席会议。会议进行了３项议程：听取和
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级２０１７年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移民（脱贫）

搬迁、“关中水乡”水系建设、脱贫攻坚工

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渭南市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条例（草案修改二稿）》。

１１月２２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勇格主持，副主任张海贵、蒋秀侠、姚双

年、郭永峰及委员共２８人出席会议。会议
进行了４项议程：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渭
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

定；审议通过了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

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渭南

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资格审查

的报告等；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

１２月２０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召开。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勇格主持，副主任蒋秀侠、姚双年、孙云

峰、郭永峰，秘书长汝增瑞及委员共３５人
出席会议。会议进行了５项议程：听取和
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

议了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市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

院”有关组成人员的述职报告；审议通过

了《渭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渭南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免和宪

法宣誓程序的决定》；进行了有关人事任

免。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后计生工作转型发展情况的报告】

　３月３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
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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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孩政策后计生工作转型发展情况的报

告。会议认为，市政府和卫计部门坚持计

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及时研究全面两

孩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强出生人口预警监

测，积极推进计生扶助保障工作，确保了计

生工作平稳转型。会议要求，市人民政府

和卫计部门要继续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

目标，积极适应转型需求，顺应人民群众期

盼，将工作重点由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转化

为调控总量、优化结构并举，不断提高人口

整体素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寓管理

于服务中，不断优化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水

平，加大各项计生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提

高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要加大对独生

子女家庭的政策倾斜力度，关注独生子女

养老问题，不断提高计生扶助保障水平。

【审议通过了《渭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规定》】

　５月３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渭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规定》。

会议要求，要从司法监督工作的范围方式、

发挥代表作用、加强贯彻实施等方面进一

步修改完善。各司法部门要积极推进《规

定》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始终坚持以

法律为准绳，以制度为保障，自觉接受人大

监督，积极配合常委会开展的各项视察调

研、执法检查、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

确保常委会司法监督工作正确有效开展，

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切实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加快法治渭南建设进程。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工

作情况的报告】　６月２８日，渭南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市人民

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认

为，市政府和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

评选、表彰等活动，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

度，在全市营造了较好的尊老爱老氛围。

健全完善养老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养

老服务机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

会议指出，渭南市虽已建立起覆盖城乡的

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但养老保障总

体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差距较大，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大，侵犯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全社会敬老、养

老、爱老、助老的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会

议要求，市政府和民政部门要进一步重视

老龄工作，加强老龄工作的统筹规划，学习

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不断提升老年保

障服务水平。要密切关注农村空巢老人群

体，充分利用农村闲置院落、校舍等场所，

通过改扩建等途径建设农村幸福院，为解

决农村养老问题搭建平台。加快养老基础

设施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

动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在中心城市

建设高标准的敬老院，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情况的报告】　６月２８日，渭南市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市人民政府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的

报告。会议认为，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策，围绕“三去一降一补”要求，制定出

台一系列指导意见和办法措施，健全工作

机制，狠抓督查落实，在推动产业升级、补

齐发展短板、厚植发展优势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成效。会议指出，渭南市产业结构短

板仍然突出，能源产业产值有所下降，新型

战略产业总体上处于效应初现阶段。农产

品科技含量总体较低，高端产品供给还不

足，产业链延伸还不够，商品出口不足短板

较为突出。会议要求，要继续抓好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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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相关工作，发挥区域优势，吃透中省关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政策，加强项目

策划包装，争取国家战略性产业项目布局

渭南市，重大社会事业发展项目优先渭南

市。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扎实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靠科技创新，面向

国内外市场，大力发展精品农业、设施农

业、绿色优质高效农业，不断提高农业效

益，提升农业产业对全市经济的带动力。

要关注中小企业债务问题，进一步加强银

企对接，为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搭建

平台。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

告、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政府债务限额及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

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 ２０１６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 ２０１６年
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

作报告】　８月２５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７年上半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债务限额及新

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６年财政决算（草案）
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认为，

２０１７年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的形势下，保持了全市经济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会议要求，市政府要

按照市五次党代会和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科学分

析下半年形势，统筹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各

项工作。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好一批

大项目的策划包装，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在建工程早日竣

工，未开工项目及早开工。要积极适应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保障

民生兜底的需要，合理安排预算，使预算收

支与政策要求结合得更加紧密，更好地发

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要进一步关注民

生，加大教育、医疗、养老、扶贫等民生工程

投入力度，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要持续加大财源建设，关注民营资本，激发

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促进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扶持实体经济发展。要建立健全

稳定的政府性债务偿还机制，统筹安排综

合财力，及时落实还本付息责任，防范债务

风险。要加强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的跟踪检

查和绩效审计，确保债券资金发挥效益。

要进一步加强审计监督，加大对扶贫、环

保、民生等各项工作的审计，认真做好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严肃财经法纪，强化

追责问责，着力健全长效机制。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　８月２５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

认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农产品

质量安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推

进追溯体系建设，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强化突出问题整治，积极创建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区，不断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渭

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

会议指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贯彻实

施中还存在各县（市、区）监管工作不尽平

衡、监管体系仍不健全、农业执法巡查惩处

力度不够、检测体系建设进展缓慢、“三品

一标”认证数量少等问题和不足。会议要

求，市政府要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明确相

关职能部门职责，形成合力，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监管不缺位。要

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宣传和奖补力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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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加大农业科技支持，

鼓励引导农业企业申请“三品一标”认证，

提升农业示范园区建设水平。要从源头抓

起，从农药生产环节抓起，多措并举，加强

安全用药技术培训工作，加大农药、农资产

品销售使用监管力度，不定期开展以高毒

农药为主体的农资专项整治活动，同时加

强对农产品收购集散点、生产基地进行质

量抽检，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市场竞争

力，促进产业持续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

入。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６年全市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　８月２５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６年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２０１６年以来，
市政府和环保部门面对我市严峻的环保形

势，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上级反馈和

通报的问题，认真剖析原因，扎实开展整

治，加快推进生态环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全市环境质量得到逐步改

善。会议指出，对照中省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渭南市环境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仍存

在一些问题，环境治理工作还存在不实、不

细的问题，产业转型升级有差距，高污染企

业比例仍然较高，环保投入及能力建设投

入不足，环境执法、监测和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相对滞后，环保机构、编制、人员还不能

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会议要求，市政府及

有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开展绿色环保行动，

做好绿色的加法、污染的减法，抓好重点生

态功能区建设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着力

解决燃煤污染、机动车污染、粉尘污染等问

题。要强化执法监督，健全完善环境监测

体系，不断加强监管手段信息化建设，增强

环境监管的科技含量。针对上级反馈和群

众投诉的热点问题，要进一步加大整改督

查力度，严肃责任追究，杜绝问题反弹，坚

决打好蓝天绿水保卫战。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渭南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草案）》的报告】　８月２５日，市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渭南市城市总体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草案）》的报告。会
议认为，市政府和规划部门对城市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高度重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符合新形势下城市定位和性质，符合渭

南实际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充分体现了科

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具有现

实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

较高层次、较高水平的规划。会议指出，渭

南市规划工作依然存在重地上轻地下、基

础设施欠账多、个别规划受不确定因素影

响随意变更等问题。会议要求，市政府要

认真研究处理会议审议意见，对规划草案

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后依法公告，加强与

全省规划以及“十三五”规划的衔接，广泛

征求各级各方面的意见，确保规划的前瞻

性和科学性。规划获批后，要抓紧编制区

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和近期建设

规划等，对医疗、养老、教育、公园、停车等

群众关注的民生工程要高度重视、科学规

划，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宜居指数。

要加强规划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城市建设

严格按照规划执行，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移民（脱贫）

搬迁情况的报告】　１０月２６日，渭南市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市人民政府关于移民（脱贫）搬迁情况的

报告。会议认为，市政府和国土部门将移

民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系统谋

划、统筹推进，移民脱贫搬迁项目进展总体

顺利。会议要求，要加大移民（脱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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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要强

化资金和项目管理，严把移民（脱贫）搬迁

项目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使搬迁群众早日

入住。要扎实落实产业、就业、社会保障等

配套政策，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确保搬迁一

户、稳定脱贫一户。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 “关中水

乡”水系建设情况的报告】　１０月２６日，
渭南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关中水乡”水

系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认为，市政府和

水利部门积极践行柔性治水理念，扎实推

进生态水系项目建设，有效改善了城乡人

居环境，带动了旅游休闲产业发展，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会议要求，要坚持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统筹推进水系建设。要坚持治

理与保护相结合，持续抓好水生态环境保

护，下大气力解决水环境污染问题，促进水

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水润秦东、水美秦

东、水富秦东”目标。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

作情况的报告】　１０月２６日，渭南市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

人民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认为，市政府和扶贫办认真贯彻落实

中省关于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围绕打赢脱

贫攻坚战，发动全市各级各方面力量积极

参与，多措并举大力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相关政策，

积极组织开展技能培训，提高贫困群众自

身素质，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创业积极性，激

发其内生动力。要进一步压实脱贫攻坚责

任，强化督查考核，确保全面完成全年脱贫

目标任务。

【立法工作】　常委会坚持以提升立法能
力为前提，加大立法创新，拓展立法渠道，

扎实推进重点立法工作。持续深化立法创

新，与西北政法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

全省设立首家地级市“立法协同创新平

台”，渭南市立法工作在校地联手、共建法

治方面创出了一条新路径。大胆探索立法

方式，委托第三方起草形成《渭南市住宅

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工作科学高效。

围绕群众密切关注的市容环境卫生问题开

展立法，先后召开征求意见会３０余次，网
上征求意见４００余条，做到了科学立法、开
门立法、精细立法。经过常委会依法３次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第３８次会议全票通过
了《渭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正式施行。该条例对临
街建筑管理、城市道路和地下管廊建设、破

坏市容环境卫生行为处罚等作出明确规

定。依法对市政府及各县（市、区）人大报

送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决定工作】　常委会对现行的《讨论决定
重大事项规定》进行全面修订，细化了政

府应报告的范围，明确了人大常委会决定

的程序，对不按规定报告的情形提出了追

究措施，修订后的《规定》更具操作性和约

束力。２０１７年，常委会先后就市级财政决
算、政府债务限额、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

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等作出决议决

定，为推动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加快追赶超

越提供了资金保障。常委会在全面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依法认真审议《渭南市城市

总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草案）》，提出
切实可行的修改建议。

【监督工作】　常委会紧紧扭住事关“三地
一中心”建设的大事要事强化监督。多次

对各县（市、区）脱贫攻坚开展监督检查，

并听取和审议市政府精准扶贫、移民搬迁

工作报告，促进了“八个一批”政策有效落

实。采取发放倡议书、聘任监督员、组织专

题调研等方式，积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投

身脱贫攻坚，２０１７年全市企业家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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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创设扶贫就业岗位８６２６个。继续对
中心城市重点城建项目开工、进展和完成

情况实施监督，认真视察并听取相关报告。

注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相关报告，就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等新业态提出建议。按照“作风
建设年”要求，对电力、金融、税务等１０个
单位进行专题询问和评议，促进全市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及时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

于环境目标完成、“治污降霾·保卫蓝天”

“关中水乡”水系建设工作报告，认真组织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持续开

展“环保世纪行”活动，推动解决了一批环

保违法突出问题。加大民生问题监督，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听取和

审议计生工作转型、打击网络新型犯罪、

《食品安全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贯彻

落实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建议引起市政

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２０１７年，常委会
还出台《关于加强司法监督工作的规定》，

首次启动代表见证执行活动，连续第八年

开展代表旁听法院庭审，组织代表就群众

关注的热难点问题进行约见，创新人大信

访监督方式，加大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

况的跟踪检查。

【人事任免工作】　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严格落实任前法律考试、供职发言以及

任后向宪法宣誓制度，全年共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５７人次，确保市委意图和人民
意志高度统一。加强对任命人员的监督，

听取市发改、民政和法检“两院”等９名负
责同志的述职报告，增强了被任命人员受

人大监督、向人民负责的意识。积极筹备

召开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

６７名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同时，大会还选
举产生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常委会任命市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确保了监察体

制改革按期完成各项任务。

【人大代表工作】　常委会积极服务代表
履职，定期为代表寄发常委会公报，及时通

过短信、微信发送人大动态。全年对２００
多名省市代表进行履职培训，并邀请３０余
名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３００多名代表参
加视察调研和执法检查。制定出台《关于

加强市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意

见》，坚持评选表彰优秀代表，代表履职的

积极性不断增强。认真督办代表建议，挑

选事关发展和民生的１２件重点代表建议，
由常委会各主任牵头督办。坚持年终听取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认真评选建议办

理先进单位。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

出的１３４件建议全部办结，做到了事事有
交待、件件有回音。

（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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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领导成员

市 长　李明远
副 市 长　方红卫（３月离任）

张建军（３月到任）
王晓军（３月离任）
吴蟒成　张冀良（挂职）
吕培明（７月到任，挂职）
高　洁　王　心（７月到任）
杨建琦　王建平

秘 书 长　薛　楠
副秘书长　王宝红　王海峰　张　心

李晓京　梁顺利　孙坤刚
张黎明　张淑隽（挂职）
孙嘉磊（４月到任，挂职）


市人民政府工作概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政府在省委、省政府
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

新发展理念，聚焦追赶超越主题，落实“五

新”战略任务，加快“三地一中心”建设，较

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生产总值

达到１６５６．６２亿元，增长８．３％；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２７３１．２２亿元，增长１９．３％；
地方财政收入实现７３．５８亿元，增长１２％；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２９８０８元和１０２６０

元，增长８．５％、９％，全市经济社会步入结
构优化、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转型发展】　倾力发展新兴产业，新能源
动力电池产值超过６０亿元，中广核风电一
期、桂花光伏并网发电。增材制造企业发

展到６５家。编制完成卤阳湖航空产业发
展规划，国家民机试飞基地开工建设。中

国酵素城入驻企业２６家。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９．７％，非能工业产值增长
３１．７％。全面取缔“地条钢”，淘汰火电产
能４２万千瓦。着力提高农业供给质量，粮
食总产２１１．５４万吨，新增瓜果面积１４．８万
亩，新建扩建规模养殖场２４０个，渭南市被
授予中国优质果品示范基地，白水被命名

为全国绿色食品（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

全力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新增４Ａ级景
区２家，沿黄观光游成为新亮点，大荔同州
湖入选国家首批体育旅游示范基地，韩城

历史文化街区荣获中国最佳历史文化旅游

项目。全年接待游客５３００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４２６亿元，均实现 ３０％以上增长。
“陕菜之都”建设持续深化，合阳被评为中

国黄河生态美食名城。“体育 ＋”、医养结
合等新业态蓬勃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１３．６％。
【有效投资】　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追赶
超越的关键支撑，落实领导包联包抓推进

机制，３３０个市级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中垦华山牧、龙钢百万吨带钢等９８
个项目建成投产，渭河综合管廊等２０个重
大前期项目提前开工，重点项目投资增速

保持在全省前列。争取中、省预算内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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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亿元，专项债券到位４１．６亿元，２８８个
ＰＰＰ项目纳入国家储备库。坚持领导干部
带头招商、精准招商，举办北京经济合作活

动周、上海产融结合恳谈会、杭州优势产业

推介会等系列招商活动，帝亚纯电动汽车、

黄土旱塬国家光伏应用领跑者基地等一批

项目成功落地。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７３８亿元，增长１９．３％。
【城乡面貌】　西韩城际铁路、韩（城）黄
（龙）高速公路顺利开工，３１０国道华州段
竣工通车，华山机场、西潼城际铁路前期稳

步推进，大荔荣获“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渭东新城加快建设，中心城市“四纵

四横”道路提升改造基本完工，西海、东

湖、
!

河等水系建设进展顺利。渭清路综

合管廊加紧建设，黄河水引入渭南北水厂。

棚户区改造开工２．５万余套，货币化安置率
１００％，碧桂园、恒大等一批高品质住宅项
目落地建设。加快补齐县城短板，华州、澄

城、白水被评为国家卫生县城，潼关被评为

全国首批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县。２６
个省市重点示范镇和文化旅游名镇建设完

成投资４８．６８亿元，瓜坡镇被评为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镇。全市城镇化率达到

４６．３２％。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建成清
洁乡村１２１９个、生态乡村３６１个，省级美
丽宜居示范村１５个。
【改革创新】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取
消、下放、转移中省审批事项１７３项、市级
管理权限１３８５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
部取消。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成
市级“网上办事大厅”，实施工商登记全程

电子化，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全年新登记

市场主体３．９万户，增长３４．５％。韩城计划
单列市试点、庄里镇级市改革稳步推进，城

市执法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农村“三变”

改革走在全省前列，金钼独立工矿区“三

供一业”分离移交试点得到国务院国资委

肯定。大力推动创新创业，在西安建设

“双创”孵化器，新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６
家、市级众创空间７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１２家。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渭南高新
区东区、渭南高新区蒲城园区揭牌成立，富

阎一体迈出重大步伐。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设立驻外经贸代表处４个，新增
友好城市２个、外贸备案企业４０户，实现
进出口总额１１．５７亿元。
【生态建设】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强力推进铁腕治霾，对所有建筑

工地实行挂牌监管，先后拆改燃煤锅炉

３２４５台，削减规上工业燃煤 １４１万吨，淘
汰黄标车８２９辆，大气质量持续改善。全
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建成生态水面１．７
万亩，渭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太华

湖、少华湖、蒲城洛河湿地公园纳入国家试

点。深入推进“绿化秦东大地、建设美丽

家园”三年行动，全年造林绿化５６．６万亩。
系统加强生态修复，渭北采煤沉陷区和秦

岭北麓、桥山环境治理成果持续巩固。大

力推进节能减排，华能秦电等１０家企业实
现超低排放，万元 ＧＤＰ能耗下降５．６５％。
合阳、澄城、潼关被评为省级环保模范城

市，华阴被评为省级森林城市，韩城、富平

被命名为省级生态园林城市（县城）。

【民生保障】　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
民生工程，积极推广“党支部 ＋”产业扶贫
模式，大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１．１８万户群
众搬进城镇，１７１７户危房改造全部完工。
苏陕扶贫协作持续深化，国有企业合力团

对口帮扶成效初显。全年脱贫８．４３万人、
退出贫困村１９４个。全年民生支出３４４．１
亿元，占财政支出的８４．４％。新增城镇就
业６．３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３．２１％。新建中小学校２１所、公办幼儿园
１５所，临渭、华州、澄城通过国家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验收，合阳被评为国家农村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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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持续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实现即时结算。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成功举办全省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国

际足球赛、马拉松赛等赛事，文体活动蓬勃

开展。扎实推进平安建设，全市安全生产

事故同比下降５２％，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自身建设】　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加强审计监督

和跟踪问效，全市“三公”经费同比下降

５．６１％。坚持依法行政，全面推行政务公
开，政府决策更加科学，行政效能持续提

升。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

督，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全部按时

办结。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全年查处侵

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案件

１０９１件，处理违纪违规干部１１８４人。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主 任　王宝红
副 主 任　王海峰　王兴华

杜　军（９月到任）
纪检组长　马道平
【综合协调】　认真细致、严谨周密地做好
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全市综合观摩会、脱

贫攻坚交叉检查、渭南长三角经济合作周、

沿黄观光路通车仪式等１００余次重要会议
活动的协调服务和中、省领导来渭视察接

待工作，妥善调处复退军人安置、企业退休

人员有关费用落实等信访热点问题。组织

完成政府党组中心组学习３次、党组会５
次，政府全体会１次、常务会１６次、专题会
４６次，市长碰头会２２次以及各类协调会
９０余次。积极配合做好省对市迎检考核
资料收集及现场组织等工作。组织退休干

部职工观摩城市建设和外出参观学习。

【文稿质量】　全年接收各类公文 ５６８０
件，其中办文２６４０件，办结２５８７件，清退
率达９８％；复核印发市政府及办公室挂号
文件６３５件，同比下降５％；退回不合格公
文７２件，转办领导批示４６４件。保密工作
实行常态化管理，及时安装监控系统，统一

配发保密优盘，定期分批次对文件和计算

机进行清理和检查，确保保密工作无失误、

无泄密。举办全市公文写作与处理培训

班，加强政务秘书人员业务培训，着力提高

文稿写作质量。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市

政府领导在全委会、政府全体会及其他重

要会议活动中大量综合文稿服务工作，起

草领导讲话２００多篇。紧扣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和深化改革等重点课题，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形成了《加强党内巡视推进生态

建设》《坚持经济生态改革双引领促进渭

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等４０篇高质量的
调研报告，一些意见建议转化为政府决策。

政务信息工作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编辑

《渭南快讯》１２４８期、《媒体信息摘报》１７７
期，上报政务信息５８０期，采用名次在全省
地市中位列第三，实现了年初制定的追赶

超越目标，其中市政府领导批示２１条次。
《渭南建议加快华山机场建设》《渭南建议

将潼关县在全省县域发展考评指标类别设

置由新型工业发展县调整为服务业生态

县》等８篇信息得到省政府领导批示，及
时有效地解决了渭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

出问题。办理人民网省级板块留言６６件、
市级板块留言１０６件，受理市长信箱群众
来信１０００余件。
【督查督办】　全年编发《督查送阅》１２
期，下发督查函４０件，开展电视问政６期。
积极协助各级人大和政协开展５４次调研、
检查和视察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对作风建

设年活动、铁腕治霾、重点项目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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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进行２２次督查督办。省政府督
查室转办的６３件督查件和１２件省人大代
表建议、省政协提案全部办结。省、市领导

批示件和信访件绝大多数办理到位。交办

的１３３件市人大代表建议和４５１件政协委
员提案基本办结。向省政府推荐渭南市政

府为全省督查工作先进单位。

【应急体系建设】　编制了《“十三五”渭南
市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发展规划》，完成了

市应急指挥中心硬件调试工作。面向全市

公开选聘了３５名应急管理专家，对防汛抗
旱、自然灾害救助等７部预案进行修订，指
导开展应急演练１２次。充分发挥网络宣
传优势，发布工作动态、应急常识和预警信

息９４１６条，应急管理网站信息报送工作在
各地市中名列第一。新建省级基层应急管

理示范点４个，市级基层应急管理示范点
２０个。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在岗
带班制度，做好华山古庙会、自行车赛等一

批大型活动的应急保障工作。全年共处置

各类突发事件２３起，上报值班要情５５期，
编发《客情报告》１６０期，处理领导外出报
备１８１次，接待和处置来机关上访群众
３００多批（次）。办公室被省应急办评选为
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应急管理先进单位。
【依法行政】　下发了《渭南市法治政府建
设实施方案》《渭南市２０１７年法治政府建
设工作要点》，对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进行部署。举办了全市领导干部法治专题

讲座，安排市政府领导集体学法３次，１３２４
名执法人员执法资格得到确认。实行依法

行政示范点动态管理，及时调整市政府法

律顾问人员，建立了以政府法制机构人员

为主体、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全年共审查规范性文件１１６件、涉法事务
８０件，受理仲裁案件７４件，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１３９件、审结１１８件，审结率为８５％。
【金融服务】　举办各类政银企对接活动

２１场次，银行业机构支持全市重点建设项
目数达到１１８个。石羊农科成为渭南市第
三家挂牌新三板企业，为企业融资创造条

件。全市产业引导基金初具规模，共设立

母、子基金２３支，基金总规模３７６亿元，到
位资金１０２．６亿元。指导银行业机构开展
金融精准扶贫和小额扶贫贷款工作，加大

信贷资金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聚集和

倾斜力度，投放贷款５０亿元。
【后勤保障】　修订《市民综合服务中心管
理公约》等规章，进一步创新理念，强化服

务和规范管理，不断提升后勤保障能力。

深化公车改革，强化安全教育，保证公务活

动顺利进行。开设市民中心第二食堂，丰

富菜肴品种，保障干部职工用餐需求。启

动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整体搬迁工作，确保

新园春季顺利开学。强化治安消防管理，

认真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切实落实安全

责任，推进平安机关创建。严格门禁和停

车场管理，保障市民中心办公区域和道路

交通安全有序、顺畅便捷。及时开放市民

公园地下停车场，有效改善办事群众和干

部职工“停车难”问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渭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双牛
副 局 长　梁建军　副局长

董建明　王亚平
马建成

党 组 副 书 记　蔚文新
党 组 成 员　蔡利军
总 会 计 师　景　刚
【就业再就业】　２０１７年，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６．２８万人，完成省上下达任务４．９万人的
１２８．１％；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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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低于全省控制线０．７９个百分点，保持全
市“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脱贫攻坚就

业扶贫工作，全市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

业４．７５万人，完成全年任务３．５万人的
１３５％；全市组织贫困劳动力免费技能培训
１．７６万人，完成全年任务１．１万人的
１６０％；扶持创业 １４３９人，完成全年任务
１２００人的１２０％。创新就业扶贫工作，在
全市所有贫困村和“市、县、镇、村”四级单

位开发设置特设公岗和公益专岗安置贫困

劳动力稳定就业９７８８人，完成计划目标任
务 ６４９１人的１５０．７９％。发放小额贷款
６９８５人６０７２０万元，完成全年任务５．７亿
元的１０６．５％，贷款回收率保持在 ９８％以
上，全市累计为８２８２０余名就业困难人员
发放担保贴息贷款５３．８６亿元，带动就业
３０余万人。回渭报到应届高校毕业生
１．４３万人，就业１．１３万人，初次就业率达
７８．７％。免费为高校毕业生组织开办就业
创业培训班５０余期，培训毕业生２０００人；
安排１６８０名高校毕业生到１６０余家见习
基地开展就业见习活动；为市辖４所高校
的８９８名困难毕业生发放就业创业补贴
８９．８万元；鼓励高校毕业生创业，为１７８名
毕业生提供创业贷款１５１２万元；向积极创
业的８５名高校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创业贷
款２５．５万元。通过清退原有到期公益性岗
位人员，腾出就业岗位６０９个，全部用于安
置建档立卡贫困户，共有９７８８名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扶贫岗位实现了稳定

就业。组织“渭南—镇江”两市 ７个区县
签订对口帮扶合作协议，确立了１０个就业
支持脱贫合作项目，围绕技能型人才的输

出，赴镇江市对口区县进行对接交流，确定

了订单式、定向式技能人才输出培训、对口

培训。创建一批管理规范、吸纳贫困劳动

力能力强的就业扶贫基地和社区工厂，共

打造市级就业扶贫基地２９家，申报省级基

地７家、国家级基地５家；创建就业扶贫社
区工厂１９家。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社保体系日
益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基本医

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２６１．２６万人、１１４万人、１８．６７万人、２４．９７
万人、２７．５万人和１６．６万人。全民参保登
记计划全面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改革成效显著，全部实现社保卡发放。连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一

并调整了农村“八大员”等６类１８个群体
的社保待遇，惠及群众３０余万人，城乡居
民社保卡发放２１５．９６万张，老农保清零任
务全面完成。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达到４７０元／人，３６种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纳入医保范围，平均报销比例提高了５个
百分点，政策范围报销比例提高到７５％以
上，区域内提高到 ７８％左右，跨省异地就
医结算已经实现。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

的企业共涉及２４户２２５３５人，其中：县属
１６户职工３６４０人，两大矿务局所属 ８户
职工１８８９５人。２０１６年，全市计划退出市
场企业 １６户，计划安置分流职工 ２００２８
人，其中县属 ９户 １７５３人，矿务局 ７户
１８２７５人。全力推进渭南智慧人社建设，
市级公共服务系统上线运行，门户网站、手

机ＡＰＰ均实现缴费、查询和信息维护功
能；在市县镇和社区全面部署了６００台自
助终端机，实现了居民医保缴费、查询等功

能，累计办理业务７０余万笔，缴费人数突
破１１万人。
【人才队伍建设】　顺利完成全年各项招
考任务，９７％被录用考生都属于笔试成绩
排名靠前的，未发生一例上访，普遍受到好

评。不断增强用人单位自主权，把选人用

人面试权限下放给用人单位，将全市教师

招聘面试权委托教育部门组织，确保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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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真正招的来、留得住、用得上。共招聘

４９０名大学生充实到乡镇基层一线，事业
单位引进２２５名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完成了全市行政系统考录公务员３６２人，
其中基层政法干警３３人、统一考录３１０人
（含调剂２４人）、公安院校毕业生 １９人。
３０家单位２４１名科级干部轮岗全面完成；
加强公务员能力素质提升，全年初任培训

３６０人，公需课程在线培训 ５７６个单位、
１４３１９人；任职培训 ９５人，进一步落实苏
陕对口协作帮扶政策，首次组织全市４５名
科级公务员走出陕西，赴江苏省镇江举办

的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班，学习先进理念、干

事精神、工作思路。完成了药学系列 ８６
人、农业系列９３人、卫生系列２３２人、工程
系列５４８人、新闻系列８６人的职称评审工
作。改进军官转业安置办法，坚持排名选

岗和优先选用相结合，安置转业军官 ５４
人。全年共实施引智项目６个，引进外国
专家 ３５人次，设立省级引智扶贫基地 １
个，新申报省级引智示范基地４个。工资
福利逐步提高。公务员职务职级工资制和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全面建立，公务员

津补贴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绩效工资进

一步搞活，基层乡镇补贴政策基本落实，县

及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全

面落实，５２２７名基层公务员享受到普惠
政策。

【和谐劳动关系】　２０１７年，提前一个月完
成了省政府要求的欠薪陈案２０件、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５４０３万元，新开工项目未发
生一例欠薪问题；全年累计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３９６５万元。检查职业中介组织和
用人单位３７９户，取缔非法职介机构４户，
下发整改指令书１３份，没收非法招工信息
广告牌１５块，现场拆除非法职介门牌匾９
处。全市共检查用人单位９１３户，涉及劳
动者１．９０１万余人。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

的用人单位有１９６户，下达整改指令书７８
份，拖欠工资２户。同时用人单位补签劳
动合同２５７３余份，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７３
户，行政处罚案件５件，送达各类法律文书
２１３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２户，移送
公安机关１户。按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社会公布要求，对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数

额大、时间长、影响恶劣的华州区绿色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企业依法进行了社会

公布，社会反响强烈。２０１７年全市共受理
各类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４８９件（市本级７０
件），已结案４８９件，结案率 １００％。仲裁
院建设加速推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

实体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选派１３名仲裁
员参加了省厅组织的西部地区仲裁员培训

班，全部取得了资格证书。全市规模以上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９７％以上，集体合
同签订率达 ６５％以上，企业劳动关系和
谐。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业园区的创建活

动，２０１７年从全市上报的１０家和谐企业
中评出两家上报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进行

表彰，８家企业确定为市级和谐企业。
（王刚）

民　　


政

渭南市民政局

局 长　高　尚
副 局 长　王栋梁　李天民　忽绪庄
党组副书记　黄家安
纪 检 组 长　杨国强
社会组织党工委副书记　张克强
双 拥 办 专 职 副 主 任　张永创
【社会救助】　全年全市保障城乡低保对
象３．９万户１０．５４万人次，发放救助金３．７９
亿元。实施医疗救助８．１８万人次，发放救
助金８３３０万元。临时救助４．２２万人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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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救助金４２６６万元。保障特困供养人员
６６６６户 ６８０８人次，发放供养金 ４６７１万
元。在全省率先引入第三方机构试点开展

社会救助对象入户调查。成立救助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核对工作，

实现了与７个部门１１项数据的对接。将
市、县、镇三级所有公办医院全部纳入民政

“一站式”结算范围，全市定点医疗机构由

１５８家增加至２６９家。
【防灾减灾救灾】　全年全市共发生自然
灾害３类１８次，造成１２个县（市、区）２３６
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１０．２３亿元。先
后发送救灾指令及气象预警信号３０余次，
轮训县、镇级灾情管理人员４００余人次，完
成了１５０万元救灾物资采购工作。冬春生
活救助工作在中央救助资金未下达之前，

省市配套下拨５０６万元。千户帮扶工作先
后投入资金２１７万元，帮扶１５２４户，完成
率１０７．１％。１１个社区被评为“省级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５个社区被评为“国家级
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　全年共争取标
准化城镇示范社区建设项目１１个，改扩建
城市社区３２个，争取省级农村社区建设项
目２６个，新建农村社区项目３９个，改扩建
农村社区项目２５个。城镇社区网格化实
现全覆盖，农村社区网格化覆盖率达６０％
以上。全市９个县（市、区）社区信息服务
平台已经实现了四级联通，全省领先。第

十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前期准备工作有序进

行。村务公开督导经常检查，有力促进了

基层自治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村

改居”工作扎实推进，全市共完成５８个社
区，涉及人口１３万。潼关县创建全国农村
社区示范县工作顺利通过民政部实地验

收。

【社会福利】　以全省民政福利园区项目
建设现场会为契机，积极培育县市区协同

发展园区新典范。新增２家示范性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６个城市日间照料中心、８０个
农村互助幸福院。对全市范围内９４家民
政福利机构进行了地毯式消防安全监督检

查。４家养老机构获得“陕西省爱心护理
工程建设基地”称号。制定出台了《渭南

市“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

设规划》。全市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

３７．５万名，发放补贴资金３．０８亿元。为
４２７名城市“三无”人员发放生活补助费
９８．８万元。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１．７７亿
元。争取中、省福利彩票公益金 ２７７７万
元，支助养老和福利机构１１７个。全年福
利彩票销售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５％。亲情
助学一次性资助特困大学新生７４０名，资
助农村留守儿童１８０名，资助农村留守妇
女３００名，共资助资金４０６万元。
【社会事务】　全面完成了第二次全国地
名普查工作第一阶段任务。经开区辛市镇

和龙背镇改设街道办事处经省政府同意，

并予以批复。对渭南市主城区城市道路进

行了命名。殡葬改革取得新突破，“大荔

经验”在全省获得推广。全年累计投入资

金５８０６万元，新建农村公益性公墓 １５０
个。对全市１０所救助管理站、７所民办托
养机构、３所公办福利机构集中进行检查
整改。全年全市共拨付救助管理经费７６６
万元，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６３１０余人次，其
中未成年人９００人次。完成了２０１７年农
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关

爱保护工作任务，共签订农村留守儿童监

护责任确认书 ５７７１５份，签订率达到
１００％，处于全省领先。全年全市共建立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中心（站）５６个，辐射村镇
１７９个，为１３６００余名农村留守儿童提供
切实帮扶。全年共办理结婚登记 ３８６３０
对，离婚登记１１１９８对。办理收养３２例。
拨付专项补助资金６０５．９万元，保障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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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名孤儿基本生活。
【双拥优抚安置】　深入开展“双拥在基
层”活动，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双拥国

防宣传教育活动。成功举办了“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０周年、喜迎十九大”大
型书画展。全年共下拨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费１．２２亿元，优抚事业单位建设配套资金
６４０万元，医疗补助资金 ６９０万元。完成
了优抚对象数据库更新工作。义务兵家庭

优待金及时下拨到位。确定推荐合阳县烈

士陵园和临渭区王尚德烈士陵园为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按时完成全市退役士兵

数据采集。按时完成了２０１６年冬季退役
士兵接收安置工作，全年接收退役士兵

２３１３人，其中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２０４３人，
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共计６４３２万元已发放
到位。２０１６年秋冬季退役士兵参训人数
１２８６人，占到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６３％。
退役士兵安置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全

面落实军休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军休人

员接收安置工作顺利进行。

【社会组织管理】　 全市共有社会组织
２４４７个，其中社团１１７２个，民非１２７５个，
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４．３７个。全市社会
组织统一信用代码转换工作全面完成。２３
家市级行业协会商会完成脱钩。社会组织

公益扶贫活动扎实开展，受惠人群８万人。
积极推行社会组织“党建活动日”，建成规

范化党建活动室７个，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基本实现“两个全覆盖”。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平台作用，培育孵化社会组

织１０家。积极组织开展“迎新春送春联”
关爱贫困群众、“智力帮扶，快乐成长”关

爱留守儿童、“春露 －点滴关爱”残障儿童
康复训练慈善救助、志愿者爱心服务等形

式多样的公益活动。福彩支持社会组织发

展项目，确定实施项目２７个。
【大型活动】　３月１５日，组织召开“２０１７

年全市民政工作会议”。６月９日，“全省
民政项目建设推进会”在渭南市召开。６
月２８日，在渭南市大剧院成功举办民政系
统“庆祝建党９６周年暨喜迎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文艺晚会”。９月１日，召开了民
政系统党建主题活动暨“最美民政人”表

彰大会，授予黄秀娟等１０名同志“最美民
政人”荣誉称号，授予翟建军等１０名同志
“最美民政人”提名奖。１０月１３日，“全省
殡葬工作推进会暨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现

场会”在渭南大荔召开。１１月 ７日至 ８
日，组织召开“渭南市民政工作追赶超越

观摩推进会”。１０月２５日，成功举办渭南
市第四届“十大孝子”颁奖典礼，授予刘芳

丽等１０名同志“十大孝子”荣誉称号，授
予高杰等１０名同志“十大孝子”提名奖。

外　　


事

【创新国际交流平台】　设立渭南市驻欧
盟、中亚、东南亚、东非４大驻外经贸代表
处，签订口岸合作议定书。在有合作潜力

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经贸办事处，加强渭南

市与该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城市、以及有关

部委、工商机构及企业的联系，促进渭南市

友城建设，促进区域间在经贸、教育、人文、

技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渭南与一

带一路国家交流合作的渠道，使对外开放

工作平台化、机制化、持续化。这一国际化

平台的建设打破了传统的对外合作交流的

形式，开拓了新的推介宣传、内引外联模

式，得到省、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和省级

相关部门的支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与代表处开展的“渭南农特产非洲海外

仓”、中亚食用油、果业进出口及深加工及

高等教育（中亚３＋１合作项目）、马来西
亚—渭南经开区清真食品园区、酵素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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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等合作建设项目正稳步推进。

【高级别对外交流】　在全世界对“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关注和热议中，

举办“驻华外交官‘一带一路’渭南行”大

型体验采访和座谈会活动。阿尔巴尼亚、

捷克、波兰、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马其顿等

８个国家１０位驻华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参赞等，深入渭南市５个县市区，触摸渭南
蕴藏深厚的历史人文；调研３Ｄ打印、新能
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感知渭南在追赶超越、

转型升级中的无限活力。利用国际在线、

ｔｗｉｔｔｅｒ等中外媒体进行６１种语言网站全
球传播，搭建沿线国家和城市“民心相通”

的合作桥梁，将“渭南形象、渭南文化、渭

南故事”传向世界。组织开展乌干达政府

国务部长代表团、罗马尼亚登博维察省省

长、新西兰地方政府协会等高规格团组的

来渭访问交流工作，签署渭南—乌干达卡

帕拉市发展友好城市意向书，突破渭南非

洲友城布局空白，全面构建、提升渭南国际

交流大格局和大视野。

【经贸合作】　围绕“一带一路”规划，抢抓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新起点有利机遇，务

实开展经贸交流合作。利用丝博会、黄河

金三角投洽会等大型会议，邀请到韩国、泰

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外驻西安总领事

馆，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等５个国家地方政
府，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等１０余家
国外在陕经贸机构参会，为开展国际间项

目合作搭平台、建机制、促交流。有针对性

地赴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日本、韩国等

国家进行访问，宣传推介渭南市优势资源、

投资环境、优质产品等，与当地政府及商

会、企业等机构进行会谈，实地考察企业、

对接项目，寻求合作契机，有效配合服务中

省外交外事活动，落实省市主要领导对于

外事交流、驻外代表处升级建设等要求，建

立中韩医疗美容中心合作项目。

【国际友城交流】　参加阿穆尔共青城市
建市８５周年庆典活动，韩国昌原市地方政
府经济旅游会议，在龟尾市举办中韩医疗

美容产业合作推介会。邀请匈牙利赛格德

市及其所在琼州政府代表团来渭访问，考

察调研渭南市农业、教育、中医、文化旅游

等产业项目，加大友城间项目的务实合作。

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工业大学、韩国庆云

大学、龟尾市江东医院、大邱 Ｖ整形医院、
釜山 ＴＨＥＢＯＤＹ整形医院等２校３院初
步达成合作办学及人员输出就业共识。派

员２批２人次赴日本、韩国执行友好省道
和公务员互派交流项目，组织青少年代表

３００余人次赴韩进行家庭寄宿文化探访交
流活动，体验国外教育模式和生活方式，扩

大青少年国际化视野，促进中韩两国人文

交流，加强友好城市间的友谊和互信了解，

为进一步开展全方位实质性合作奠定基

础。

【外事服务】　邀请匈牙利琼格拉达州州
长卡卡斯·贝拉及文艺代表团、渭南市驻

欧盟代表处代表参加踏秀华山·卤阳湖国

际半程马拉松嘉年华活动，通过文艺体育

交流，进一步宣传展示渭南。协助支持渭

南市承办“华山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

渭南国际自行车赛、大荔、卤阳湖国际马拉

松、富平“国际陶艺论坛”等国际性活动，

召开服务渭南市外向型企业和相关部门的

“渭南企业产品开拓中亚、非洲市场说明

会”，有效促进了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的对

外开放。

【外宾接待】　全年共接待外宾１０批１００
余人次。外宾接待严格执行中省市有关文

件精神，热情周到、勤俭节约、突出特色、不

失礼节、务实高效。先后接待了日本爱媛

县国际交流课主干松浦和仁、法国驻华大

使馆使节、匈牙利琼州州长卡卡斯·贝拉、

吉尔吉斯斯坦亚洲银行副总经理、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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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驻华全权特命大使、美国陕西商会、乌

干达政府国务部长代表团、罗马尼亚登博

维察省省长、新西兰地方政府协会执行总

长等国外政要及企业代表团。为渭南市与

国际城市间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体育产业

化、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教师培训和留学

培训、经贸合作等方面奠定良好基础。

（李高翔）


移民工作

渭南市移民开发局

局 长　种逢康（７月任职）
副 局 长　程晓暾　王庆琪
总工程师　王英娟
【落实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一是按
照移民直补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做好人口

变更管理和人口档案管理，确保直补资金

准确兑付。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足额发
放第十一个扶持年度直补资金２．５６亿元。
二是组织实施各类移民后期扶持项目９１２
个，完成国家投资２３９９３．４８万元。其中：基
础设施项目５５３个，完成投资１２４４９．３３万
元；生产开发项目８４个，完成投资１５３９．３１
万元；科技培训项目５７个，完成投资６９６．５
万元；危房改造项目２个，完成投资５６．３万
元；贴息贷款项目１６个，完成投资３５３万
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项目４个，完成投资
７６．８万元；学历教育补助项目２２个，完成
投资２７１５．０４万元；移民困难家庭补助项目
５个，完成投资９３．５２万元；其它项目 １６９
个，完成投资６０１３．６８万元。三是根据移民
直补人口年度核查办法相关规定，重点做

好６类人员的核减，采取县级自查、县际交
叉检查和市级抽查等措施，确保直补人口

核定准确，全市共核减５６２６人。
【资金和项目监管】　一是基础工作。准

确掌握项目实施的基础数据，开展绩效评

价，总结项目管理的经验和教训，理清项目

批次安排的先后顺序。二是重大课题的调

研，围绕全市扶贫解困、产业增收等重大课

题，深入调研，做好前期工作，为项目计划

的科学实施奠定坚实基础。三是项目实

施、资金拨付的跟踪和监管。抓住 ４—１１
月的黄金施工期，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倒

排工期，确保１１月底全面完成项目建设任
务，项目资金足额拨付到位，全市项目验收

优良率达到 ９０％以上。在中、省监测评
估、稽察的基础上，定期在全系统开展项目

检查和资金内审，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实

现项目和资金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创新后期扶持方式】　２０１７年，先后开展
了贫困移民医疗救助、移民健康管家、移民

资金投入农业经济组织折股分红、产业风

险补偿等试点项目，不断拓宽移民后期扶

持的方式和内容。一是贫困移民医疗救助

机制。在临渭区先行试点，对贫困移民当

年在各级医院住院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承担部分，按照比

例进行救助，累计补助１５万元，受益移民
３００余人。二是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联动，在蒲城试点设

立水库移民“健康管家”。通过健康管理

服务，提供年度免费体检服务、就医绿色通

道，第二诊疗意见服务及健康管理增值服

务。三是在澄城县开展水库移民资金投入

农业经济组织折股分红和产业风险补偿项

目。对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参与建设的设

施，由村委会牵头，委托专业合作社进行生

产经营管理并签订协议，产业收益以２：４：４
的比例依次折股量化给村集体、合作社和

移民户，按年度分红。还选定移民安置比

较集中、产业发展初具规模的村组试点产

业风险补偿项目，对行业技术部门的定损

额减去保险理赔后剩余部分进行补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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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调动了移民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移民美丽家园建设】　２０１７年，中省移民
主管部门领导多次来渭调研移民产业发

展、移民美丽家园建设工作，并于２０１７年
６月１２日—１４日，在大荔县召开“全国水
库移民美丽家园建设现场推进会”，向全

国３０个水库移民管理机构展示和推广渭
南移民美丽家园建设的成果和经验。渭南

市向水利部水电移民司报送的移民后期扶

持十年征文中，有一篇获得全国优秀奖，还

有两篇经验交流和理论探讨文章在中国

《水工程移民》期刊上发表。


信访工作

渭南市信访局

局 长　武建民（６月份调离）
副 局 长　李雷平　田晓丽　张　娟
纪检组长　赵有红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发生来市以上信
访１５３８３人次，同比下降８．５％。其中：进
京非访１１１人１２８人次，人次万人比排全
省第三；赴省集体访２４批２２３人次，同比
人次下降３１％；来市集体访３５９批８８７６人
次，同比批次和人次分别下降７．８％和
８．７％；群众来电立案交办报结率９６％；中
省交办转办信访问题按期报结率１００％；
信访件及时受理率、按期回复率、群众满意

率分别为９８．２％、９９．３％和９９．６％。市信
访局被省人社厅、省信访局评为全省信访

系统先进集体。

【阳光信访】　编印了《信访工作规范性文
件汇编》，进一步规范了全市信访工作基

础业务。全面畅通信、访、网、电等信访渠

道，狠抓初信初访初电办理，落实首接首办

责任，积极推进信访视频系统应用，加大网

上信访、信访微信公众号投诉功能的宣传

和应用力度，联通各级“领导信箱”，引导

群众更多地通过网上信访反映诉求。完善

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全市各级领导干

部共接谈群众５３６５人次，推动化解信访问
题１５９６件。
【责任信访】　出台了《渭南市信访工作责
任制实施办法》，完善信访工作目标责任

制，全市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信

访工作新局面。加强督办考核，下发《关

于市委常委包联县（市、区）督导信访维稳

工作的通知》，坚持重点约谈、“点对点”通

报，发提醒函、督办函，实地督办、联合督办

等方式，推动工作落实。结合贯彻“三项

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强度系数考核

体系，激发了各级各部门抓信访工作的内

生动力。强化责任追究，全市、县因信访稳

定问题先后追责１８０余人次。
【法治信访】　加大信访法治宣传力度，以
报刊、广电、网站等为载体，开办法治信访

宣传栏目，开通信访公众头条号，印发宣传

资料５万余份。落实依法逐级走访制度，
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健全了越级

访交办、转办、督办机制。依法推动信访问

题化解，坚持“法定途径优先”，夯实有权

处理部门的责任，积极配合政法机关落实

“访诉分离”改革制度，一大批涉法涉诉信

访问题导入司法渠道。出台全市《关于进

一步加强信访法治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市委机关信访秩

序的实施方案》，加大对上访违法行为的

处置力度，全市共依法处置涉访违法人员

２２２人次。
【越级上访】　持续开展信访“三无县、镇”
创建活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越级访发

生。坚持市级领导包联县（市、区）信访维

稳和包抓重点信访案件制度，对疑难复杂

信访问题、信访积案和重点人，逐一落实包

案领导，按照“三到位一处理”的要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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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并举，因案施策，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

济、行政等手段，充分发挥“渭南市信访事

项复查复核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作用，最

大限度推进“事要解决”。全年中、省交办

信访案件到期报结率１００％，化解疑难信
访案件２８个。


接待工作

渭南市接待办公室

主 任　张文新
副主任　刘樊军
【接待任务】　截止１２月１３日，共完成接
待任务３４９批，接待来宾９４２３人次。接待
党和国家领导人４批４３０人，省部级领导
４１批１８６８人，地厅级领导１６６批４４５０人，
商务团组２５批９３３人，专家、学者、记者、
知名人士１５批７３人，其他任务９８批１６６９
人。主要有：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

原书记刘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张宝

文、原副委员长桑国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来渭视察的等级接待工作。国家农业部副

部长张桃林、国家安监局副局长徐绍川、国

务院安委会第２５督察组等来渭南视察、检
查、调研等有关接待任务。省委书记胡和

平、原书记娄勤俭，省委副书记毛万春，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省委常委、组织

部长张广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庄长

兴，副省长张道宏、冯新柱、魏增军等多位

省上领导在渭视察调研活动的接待工作。

省关中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复查组、全省贯

彻落实中省一号文件及“三变”改革督查

调研组、省委省政府追赶超越督察组等来

渭检（督）查的接待工作。渭南合力团第

一批产业扶贫项目集中签约暨渭南合力产

业扶贫有限公司揭牌仪式、长江商学院陕

西校友会及金花投资控股集团企业家代表

来渭、“渭您而来、携手共赢”渭南北京经

济合作活动周、台湾工业总会“丝绸之旅”

访问团、第六届西部跨采会、中建集团、蒙

草集团、澳门工商联合会、吉利控股集团、

广汽集团等商务团组来渭的接待工作。参

与并承担部分会务，完成了全国竞走锦标

赛开幕式、陕西省第一届全民运动会开幕

式、全省统计工作会议、全省移民搬迁工作

关中片区现场会、２０１７年全市综合观摩
会、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推进会、渭南市纪念市级民主党派和

市工商联成立二十周年暨渭南首届“十大

同心人物”颁奖晚会等大型活动的筹备和

服务工作。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陈镇湘，澳

门中小企业总商会会长周锦韬专家等学者

来渭授课，广州市市长，中央党校４２期中
青一班四支部渭南行，镇江市委书记惠建

林、镇江市党政代表团，原乒乓球女团冠军

杨影等来渭的接待工作。

【执行“八项规定”严格规范】　进一步加
强制度建设。深刻学习领会中央“八项规

定”及其《实施细则》，认真贯彻省、市关于

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进一步

完善《渭南市内事接待管理实施细则》和

相关工作规定，包括信息报告、方案制定、

迎送陪同、住宿餐饮安排、会务组织、服务

礼仪等工作内容，全市接待规范化制度化

建设进一步增强。同时还就来宾在渭视

察、调研等有关问题进行上下沟通、左右衔

接、形成制度，保障了接待工作的通畅。在

接待活动中切实做到用制度统一活动，用

制度规范行为，用制度协调各方，避免接待

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接待工

作更加程序化、规范化、高效化。加强对县

（市、区）和市级部门接待工作的指导。根

据中央“八项规定”，研究新形势下的接待

工作如何开展，进一步捋顺工作职能，增强

协调功能，促进全市接待工作整体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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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在下基层执行接待任务过程中，精

心指导、充分发挥县（市、区）接待机构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办理好每一次接待

任务。积极指导和协助市级部门规范、优

质、高效地搞好接待工作。特别是在等级

接待活动中，接待工作发挥了规范、周到、

高效的积极作用。

（白月艳）

地　方　


志

渭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王答雄（７月离任）
张智谋（７月到任）

副 主 任　董国库
纪检组长　姜精才
【规划纲要学习宣传】　渭南市志办组织
了全国、全省、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学习宣传活动。临渭、潼关、富平等

区县结合实际，制定了本县（区）的《规划

纲要》。３月２日至３日，陕西省地方志年
度工作会议暨修志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

渭南召开，渭南市、华州区、白水县在大会

上作了经验交流。来自全省各兄弟市、县

的代表参观了渭南市一二轮修志工作成果

展。８月２日，市志办举办全市半年地方
志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强调贯彻中省市

《规划》，完成“两全”目标的重要性。１１
月２日到３日邀请了两位全国知名志鉴编
纂方面的专家，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市范围

２００余人的业务技能培训会。
【修志工作】　《渭南市名镇志》初稿完成，
截至１２月底完成总纂以及总纂后的补充、
完善、整理工作，共整理稿件３０余万字，并
进行校对排版。完成《西部大开发陕西

志》渭南部分稿件的补充完善，补充资料

５０００多字、图片３０余张。完成《东雷二期

抽黄志》的终审工作，形成终审意见 １３０
条，共计５０００余字，并对终审修改稿进行
审查。指导渭南市地税局直属分局编写部

门志篇目２０余页，并进行编审。
【综合年鉴编纂】　完成《渭南年鉴》２０１７
卷的资料征集、编纂、编审及出版发行工

作。市志办对《渭南年鉴》２０１７卷的框架
进行调整，增加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粮食

生产、渔业生产等１８个分目。对年鉴资料
收集方式加以创新，增加了向供稿单位发

函、上门征集、通过报纸网络收集等方式。

通过报纸网络收集到５万余字资料。在稿
件编辑工作中，对同属性资料进行整合，提

炼出有价值信息。如改变以往将各银行和

保险企业都设为分目的做法，将这些企业

资料整合为两个分目。并向陕西省志办提

供了《陕西年鉴》２０１７卷渭南部分２．３万
字的稿件。全市年鉴编纂已经实现全覆

盖，其中华州、富平、白水、临渭、合阳、澄

城、潼关７个县区２０１７年实现一年一鉴，
公开出版；韩城、蒲城、大荔３个市县实现
一年一鉴，内部出版。华阴整理收集了资

料。

【旧志整理】　制定出台全市范围内旧志
整理及专业志、部门志、村镇志工作的相关

规范性文件。渭南市志办整理校注了明天

启五年（１６２５）张一英裁正、马朴纂的《同
州志》，共１８卷，５１万余字，已正式出版发
行。白水县志办完成了清乾隆四十四年知

县王希伊编纂的《王志续稿》的整理印刷

出版。临渭区志办影印了明天启南师仲编

修的《增订渭南县志》。华州区志办影印

了《华州旧志集成》（共１７册）精装版。
【地情网站建设】　进一步健全完善地情
网站的管理制度，加强维护，每半月更新时

事动态信息，累计完成日常信息更新４００
余条、１２万余字，添加图片信息２０多幅。
完成《渭南年鉴》（２０１６卷）的上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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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字数５８万余字。并利用网络对市志办
在创建文明城市、党建、作风建设等方面进

行了宣传。

【读志用志】　全年向市政府领导、市委
办、《渭南日报》社、老年大学、党史办、临

渭区档案局等单位和个人赠送《渭南市

志》共 ２８套，提供志鉴及《渭南五千年》
《国之栋梁》等各种地情资料丛书３６７套；
共接待各单位（市军博园、税务局等）来访

３０余人次查阅和借阅所需资料。开展渭
南市地方志系统“坚定文化自信 讲好渭南

故事”活动，共征文 ８４篇，并装订印刷成
册。９月２６日举办了调讲比赛，共有来自
１０个县市区的１２个节目参加调讲，并选
派３个节目参加全省调讲活动。与天水、
张家港等市志办进行志书、年鉴交换。市

志办主任应邀为全市新进机关公务员做渭

南市情辅导讲课。通过开展读志用志活

动，提高了社会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满足了社会各阶层对地情信息的需求，

从而发挥地方志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

（沈晓）


渭南市行政服务中心

渭南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主 任　孙坤刚（７月任职）
副 主 任　潘西权
纪检组长　杜碧辉（女，８月任职）
【概况】　渭南市行政服务（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成立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主要为企业
和群众集中办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

项。分别设公共事务服务区、社会事务管

理区、企业开办服务区、投资项目服务区和

公共资源交易区，总面积１２５００平米，共进
驻单位５７个，进驻事项４０４项，总窗口数
２０４个，进驻工作人员５００余人，日均受理

２０００余件，日均接待人数４５００余人次。
中心始终以“公开公正、简捷高效、便

民利民、清正廉洁”为宗旨，以提升服务效

能为目标，以标准化建设为核心，积极践行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服务理念，不断

加强队伍建设，积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优化政务服务水平，实施阳光政务，努

力将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成为便民利民的

“超市”，政民互通的“桥梁”，政务公开的

“平台”。

【办事效率】　优化流程，简化程序，最大
程度压缩办事时限，一般性审批事项审批

时间比法定时间缩短５０％。由工商牵头，
质监、国税、地税联合推出的“五证合一、

一照一码”制度，企业注册时间由１５天压
缩到５天以内。将养老经办、住房公积金，
医保、房产、国地税六个系统业务整合，完

成了中心城区的市级、临渭区、高新区事项

在服务大厅内集中办理，最大程度便民利

民。

【“放管服”改革】　中心推进“三集中三到
位”，部门审批事项向审批科集中、审批科

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审批事项向行政中

心审批平台集中，做到进驻到位、授权到

位、监管到位。市发改委、国土局、住建局

等２８个单位成立了行政审批科，整建制进
驻大厅，启用了行政审批专用章。将所有

进驻事项均编制办事指南，明确事项名称、

受理机关、法律依据、申报材料、收费情况、

承诺时间、办理流程等１０项内容，在中心
网站和微信平台进行发布；开展“审批服

务周”活动，对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通过会

议协调、现场办公、部门联办等形式加快审

批速度；对涉及多部门的重大审批项目实

行包联制度，明确审批牵头单位，并实时跟

踪服务，以压缩项目审批周期，提高办事效

率。

【“互联网＋政务服务”】　全面推进“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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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政务服务”工作，加快平台建设。在
窗口单位先行先试，开展服务试点，推进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应用，对涉及的１４个
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分配账号进行试

用，市级投资项目可以直接实现在线申请，

窗口复核取件。开通企业全程网络电子化

登记。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起在全市推行“微
信办照”，通过人脸识别、电脑 ＣＡ数字证
书技术，手机屏幕签名等技术实现身份认

证，做到企业登记“无介质、无纸化、不收

费”，办照时间由原来的５个工作日缩短
到最快３０分钟。提升服务功能，改造大厅
排除叫号系统，实现网上预约办理，开发微

信查询、办理平台，开通渭南市行政服务中

心微信公众平台，设置“政策咨询”“用户

中心”“我要办事”和“便民服务”等板块，

进行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开通审批事
项办理进度短信告知功能，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
起，为在大厅办理审批事项（承诺件）的企

业和群众开通受理、审核、办结取件等办理

进度短息告知功能，及时报发相关信息，方

便群众及时掌握办理进度，合理安排取件

时间。

【公共资源交易】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
推行“五个统一”（即项目统一进场、信息

统一发布、场地统一安排、专家统一抽取、

评标统一监控）的工作原则，积极开展集

中交易，建设工程招标、土地拍卖、政府采

购等项目实现全阳光进场交易。拓展交易

项目种类，实现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

标、国有产权出让、土地拍卖、交通、水利、

医疗器械采购等项目的进场交易，为社会

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拓展代理机

构、评审专家投标企业、供应商入库工作，

稳妥推进电子化招投标进程。加强门户网

站建设，实时对外发布各类招标采购公告、

中标信息等，同时发布国家、省市公共资源

交易相关政策法规，方便交易主体及时了

解交易动态，保证信息发布公开准确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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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渭南市第五届委员


会领导成员

主 席　刘新兴
副 主 席　贺　韧　徐月凤（女）

杨文斌　杨炳拓
杨森明　张　开
刘巧莲（女）

秘 书 长　文红军
常务委员　丁玲莉（女）　 马四虎

王　静（女）　王双喜
刘　峰　王学忠　王建中
王建利（女）　古卫平
田川虎　兰　天（女）
兰榜焕　吉　源　权佩亮
曲志勇　朱新宽　刘会锋
刘清亮　孙　晔　李卫东
李文超　李军奇　杨　颖
杨兆森　杨翠红（女）
邹通玄　沙伟伟　张　力
张　雄　张冬茜（女）
张晓玲（女）　陈玉振
周晋荣　赵　超
赵 瑞（女）　赵红茹（女）
侯雪静（女）　姜　通
姚明德　骆苏弟
秦焕荣（女）　党国栋
党放仙（女）　晏卫荣（女）

钱怀瑜　高波涛
唐仙惠（女）　常　伟
崔　艳（女）　惠新宇
雷淑玲（女）　樊涓娟（女）
薛　颖（女）　薛小飞
霍文军

副秘书长　刘清亮　吉　源
崔　艳（女）

机关纪检组长　亢效玉（女）


政协渭南市第五届常务委


员会工作机构及领导成员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朱新宽
副主任　宋平安（９月任职）
经济委员会

主 任　王俊杰
副主任　曾彩萍（女，１月离任）

王剑波（９月任职）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主　任　王涛滢
副主任　李克荣
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主　任　屈建民
副主任　路　梅（女）
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

主　任　周世林
副主任　王俊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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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王建中
副主任　姜大进
委员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杜占稳（９月离职）
副主任　魏芳莉（女，９月任职）
办公室

主　任　刘清亮（兼）
副主任　吉　源（兼，９月离任）

刘小成

综合处

处　长　李吉平
副处长　雷晓勇（９月任职）


政协工作

【全委会议】　２月６日—２月８日，政协
渭南市五届二次会议在渭南大剧院召开。

会议听取并审议主席刘新兴作的常委会工

作报告、副主席杨森明作的提案工作情况

报告、大会期间提案情况审查报告，重点协

商讨论市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财政报

告及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出６０多条
意见建议，提交提案５７６件；围绕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１６名委员作大会发
言，内容涵盖农业、工业、服务业、环保、社

会诚信、扶贫、食品安全、社会养老等方面。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纪委、军分区领导

及市政协历任老领导出席开、闭幕大会，参

加小组讨论，６４家市直部门负责人列席会
议。主席刘新兴在闭幕大会上作重要讲

话，强调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追

赶超越这一工作主题，谋篇布局、开展工

作；要更加重视和关注民生，始终坚持履职

为民；要充分发挥人才库优势，创新方式，

搭建平台，拓宽渠道，强化服务；要大力度

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提升政协履行职能的

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常委会议】　五届四次常委会议。１月９
日召开，讨论五届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草案），通过有关程序性材料

及人事任免。主席刘新兴在讲话中强调，

要抓住重点工作，积极吸纳委员建议，进一

步修改和完善《工作报告》；督促和引导全

体委员撰写高质量的提案，认真准备发言

材料，切实提高参政议政水平；高度重视，

树立整体筹办一盘棋思想，细化分工，明确

责任，确保全委会议顺利召开。

五届五次常委会议。２月 ８日召开，
主席刘新兴主持会议。会议原则通过政协

渭南市第五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五届

二次会议期间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原则

通过政协渭南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五届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原则通过政协渭南市第五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草案），并决定将

以上报告及草案提请第三次全体会议通

过；通过政协渭南市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
点。

五届六次常委会议。６月２０日召开，
协商讨论全市现代农业发展问题。会议听

取市政府关于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和现代农

业示范地建设情况的通报，进行分组讨论

和议政建言。主席刘新兴主持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高度重视发展现代农业，进

一步提升发展现代农业在考核指标体系中

的权重；要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引领现代农

业大发展；要加大品牌建设和培育力度，切

实提高农产品质量，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要十分重视和支持电商发展，支持电商壮

大规模、提升营销水平；要坚持与美丽乡村

建设、脱贫攻坚紧密结合，推进农村、农业

的繁荣和发展。副市长吴蟒成出席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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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他表示，将充分吸纳委员意见建议，

进一步研究解决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地的具

体问题，采取更加实际、有力的措施，推进

现代农业示范地建设向纵深发展。

五届七次常委会议。９月２２日召开，
协商讨论全市工业园区营商环境建设情

况。会议听取市政府关于渭南市工业园区

营商环境建设情况通报，通过有关人事任

免。主席刘新兴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

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把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作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打

造诚实守信、公正法治、服务高效的社会环

境，为渭南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

保障；要形成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合力，着力

打造营造“便商利商”的政务环境、“聚商

合商”的公平市场环境、“护商安商”的良

好法治环境、“尊商亲商”的社会人文环

境，掀起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热潮。副市

长张建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市委、

市政府有意愿、有决心打造更好更优的营

商环境，同时，希望各位委员继续关注渭南

的环境建设，通过大家群策群力，不断改善

营商环境，加快工业集聚发展，助力渭南实

现追赶超越。

【调研视察协商】　４月上旬，主席刘新兴
带队，各位副主席及部分市政协委员参加，

对中心城区“四纵四横”绿化提升改造及

城建重点项目进行视察。委员们就中心城

市项目推进提出要严把质量关、科学长远

规划、部门通力合作、城建统筹管理等建

议。４月中旬，主席刘新兴、副主席杨文斌
带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

委员，深入临渭区、华州区、华阴市和潼关

县调研考察，并于６月２０日举行常委会专
题协商讨论。针对存在的缺乏科学细致规

划、园区综合效益不明显、资金需求量大、

科技支撑不足、技术人才短缺等问题，提出

把营商环境建设的着力点由追求政策“洼

地”转变为打造公平公正的环境“高地”、

进一步凝聚亲商安商的共识共动、加快

“放管服”改革、下茬解决“中转站”和“最

后一公里”问题、加大园区“去行政化”力

度、建立招商引资利益分成和考核机制等

建议。４月中旬，主席刘新兴、副主席杨炳
拓带队，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组织

部分委员深入全市有关企业实地调研。针

对企业不良贷款率高、部分企业之间诚信

缺失、企业信用评价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

提出重视企业法人诚信培训、加强企业信

用信息资源管理和共享、建立企业失信惩

戒机制和信用监管机制等建议。４月中下
旬，副主席刘巧莲带队，文史和港澳台侨委

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先后赴贵州黔东南自

治州、南昌、宁德和渭南部分县市区等地调

研。针对存在的传统村落出现“老龄化空

心化”、乡镇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职责不

清、保护资金不足等问题。委员们提出尽

快制定传统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规划、发

挥新闻媒体宣传与监督作用、建立多元化

的保护投入机制等建议。４月下旬，副主
席贺韧、徐月凤、杨森明带队，委员工作委

员会组织部分委员赴大荔县、合阳县、蒲城

县深入调研。针对存在的政府主导作用不

够强、县域发展不均衡、人才使用有短板、

农民缺乏资金投入等问题，委员们提出加

大科技投入、推广农业风险基金和保险、加

强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建设、加强青年职业

农民培训、完善农产品物流服务等建议。

５月上旬，副主席杨炳拓、刘巧莲带
队，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组织部分

委员，深入白水、富平、澄城县进行调研。

针对品牌建设起步晚、品牌保护意识不强、

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委员们建议：形

成县域主导品牌、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体

系认证制度、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品牌

的整合宣传等。５月中旬，主席刘新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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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组织，邀请部分委

员和相关职能部门就渭南市自然生态保护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主席会议协商

讨论。针对生态恢复治理压力大、重开发

轻保护现象突出、水质污染问题日益加剧

等问题，委员们提出“探索改革生态环境

管理体制、编制渭南市生态功能区划、推进

区域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建议。５月下旬，
副主席徐月凤带队，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组

织部分委员，深入大荔县、临渭区进行调

研。针对存在问题，委员们建议不断深化

卫生事业改革，促进分级诊疗制度有效落

实；加强基层医疗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

平；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促进资源合理利

用；开展医疗宣传，提高群众健康诊疗认知

水平；尊重患者意愿，为患者就医提供方便

等。

７月上旬到 ９月下旬，副主席杨森明
带队，提案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赴华州

区、富平县和新疆、四川等地进行调研考

察。针对资金投入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

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委员们提出进一步

健全体制机制、坚持规划为纲、彰显地方特

色、加强市场宣传等建议。７月下旬，副主
席杨文斌带队，经济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

深入临渭区、大荔县、澄城县进行调研。针

对存在的缺乏统筹规划、基础设施相对滞

后、吃住行和游乐休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委员们提出了“以挖掘民俗、乡土文化底

蕴为重点，避免同质化和盲目建设；把经济

效益放在首位、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多元投入的机

制”等建议。

８月中旬，主席刘新兴、副主席杨森
明、张开分别带队，提案委组织部分委员，

深入临渭区、潼关县、蒲城县、澄城县的镇、

村、组调研视察，并进行主席会议协商。针

对扶贫产业薄弱、扶贫政策落实不够好、社

会扶贫力量不足等问题，建议克服松懈厌

战思想、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进一

步支持产业发展、做好移民搬迁工作、为社

会力量参与扶贫搭建平台等。８月中下
旬，副主席张开带队，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组织部分委员，深入富平县、蒲城县、大荔

县、华阴市、临渭区、华州区、高新区和黄河

中游部分地市调研。针对存在的部分工程

建设管理不符合程序、投资资金缺口大、有

的公园定位模糊等问题，提出把水系建设

作为渭南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总抓手，做到

与美丽乡村建设、海绵城市建设、自然环境

保护和利用、公园文化创建相结合。８月
下旬，副主席杨炳拓带队，社会法制和民族

宗教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深入华阴市、华

州区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针对“医养融

合”机制不顺、医养结合机构入住率普遍

偏低、老年人医疗康复专业技术人才短缺、

医养结合信息不贯通等问题，提出成立全

市医养服务业综合改革领导小组、把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纳入医保范围、成立居家养

老综合服务热线、对医疗机构内优秀的执

业医师和执业护士到养老机构中轮岗服务

等建议。

【调研全民健身】　９月中旬，副主席徐月
凤带队，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

深入大荔县、临渭区，进行调研考察。针对

全民健身发展不平衡、全民健身场地设施

仍显不足、体育指导员队伍有待加强、全民

健身参与率较低等问题，提出统筹建设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完善全民健身机制体制、

创新健身指导服务模式等建议。１１月下
旬，副主席徐月凤带队，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组织部分委员，深入韩城、合阳、大荔、潼关

沿黄四县（市）开展调研视察，并举行常委

会专题协商讨论。委员们建议：应依势而

为，倾力打造沿黄经济增长极；搞好规划，

统筹沿黄沿线小城镇集群和重点；发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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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业，打造沿黄地域旅游精品线路；培

育特色产业，推动沿黄城镇经济快速发展；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配套服

务能力等。１２月上旬，主席刘新兴、副主
席杨森明带队，经济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

赴咸阳市武功县、泾阳县和潼关县、大荔县

深入调研。针对渭南市电子商务发展意识

淡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匮乏、规模小分布

散等问题，委员们建议应重视发展电子商

务、培育壮大域内电商企业、进一步加快电

子商务产业园、进一步促进农村快递业规

范发展等。

【配合上级政协来渭调研视察考察】　先
后接待全国政协来渭调研深化农村改革、

促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健康发展情况，

省政协来渭调研综合交通建设、拓展陕货

境外市场、唐帝陵保护和利用情况，广东省

政协、西安市政协、镇江市政协等外地政协

来渭考察旅游文化、西渭深度融合发展、脱

贫攻坚工作情况等调研视察活动２０余次。
组织主席会成员赴汉中考察城市规划和工

业园区建设。

【民主监督】　对全体政协常委聘请了法
律顾问，推荐６０多名委员担任了１０个执
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特邀监督员，组织

２００多人（次）委员参加了有关部门组织的
听证会、评议会、测评会、开放日和电视问

政等活动，组织４００多人（次）委员参加了
市政协的调研视察和协商议政活动。制定

了《市政协关于加强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

意见》，现已报市委将以市委办文件下发。

【提案工作】　全年共审查立案４７２件，重
点督办提案 ４９件、领导领衔督办提案 ８
件。争取市委支持把提案办理情况纳入目

标责任考核体系，探索开展协作办案、集中

协商督办等督办新方式。加大提案督办和

专题协商结合的力度，在自然环境保护、分

级诊疗制度建设等１４个专题的调研协商

中，都注重吸纳提出相关内容提案的委员

参加。协助住渭省政协委员完成提案 １６
件，就渭南市发展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寻求

中省支持。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坚持每季度起草
印发社情民意信息报送重点内容提纲，首

次开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评选表彰活

动。就全市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和广大

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向省政协、

市委、市政府编报 １２５篇社情民意信息。
其中《建议实施“峪长”制 保护秦岭北麓

生态环境》等１０多篇信息获省政协办公
厅、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室采用。《建议切

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问题》得到市委

书记陆治原批示，市财政局就此向专门市

政协作回复。市政协连续８年获省政协表
彰为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与党派团体合作共事】　组织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机关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进行座谈交流，为渭南的发展改革

履职尽责做贡献。组织６个民主党派、工
商联，参加市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协商活

动１５次，安排在市政协大会上重点发言
１６次，督办集体提案２５件，采用社情民意
信息２０篇，召开渭南市政协与民主党派工
商联秘书长座谈会。

【委员培训管理】　举办“十八大以来协商
民主新格局”专题培训会，邀请全国政协

文史委副主任卞晋平，就推进协商民主建

设、协商民主新格局等方面内容作专题讲

授；组建“五届委员微信群”，方便委员交

流学习、沟通联络；加强对委员履职情况的

考核，激发委员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全年有３５０名委员参与提案、社情民意
工作，４００多名委员参与调研视察、协商议
政活动。

【文史资料工作】　举办全市文史知识培
训班，完成省政协“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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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征集任务，《渭南美食文化》出版审

核工作基本就绪，《天南地北渭南人》资料

征集工作有序进行，６个文史重点县建设
扎实推进。市政协文史工作被省政协表彰

为全省十一届政协文史工作先进集体，３
名文史工作者被省政协授予先进个人称

号。

【制度建设】　根据政协工作面临的形势
和任务的需要，创造性地开展主席会议协

商的新形式。在总结既往工作实践、考察

学习取经的基础上，完成《关于加强人民

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市政

协提案协商办法》的拟定工作。

【宣传工作】　在各级各类报刊上发表宣
传稿件２７５篇；在渭南日报和各界导报专
版、专题宣传政协履职活动２８次；在政协
网站和官方微信发布各种信息１３００多条；
创办《渭南政协》，已出刊５期；策划拍摄
录制市政协上半年、全年工作回眸音像片；

召开全市政协宣传发行工作会议，很好地

宣传市县两级政协的履职活动和成效，获

省政协评为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惠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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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党　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渭南市委员会

主　委　张海贵
副主委　丁玲莉（女）　惠新宇（兼）
秘书长　邓联合
【概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渭南市
委员会（简称民革渭南市委）辖韩城市、临

渭区２个地方委员会，大荔县、华州区２个
总支委员会，蒲城县、富平县、华阴市、合阳

县、渭南市直属城东、城西、高新等７个支
部，１个潼关学习小组，共有基层组织 ３２
个。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全市共有党员６０５
名，平均年龄４３岁，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
程度２６７人，中级以上职称１４７人。党员
中市人大副主任１人，市人大代表８人，县
级人大代表６人；省政协委员２人，市政协
委员２５人，县级政协副主席２人，县级政
协委员６７人。
【思想建设】　２０１７年，市委会坚持每月召
开２次学习会议，重点对中共十八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中共十九大，民革陕西省十

一届六次全会，中共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议精神，渭南市委五次党代会议精神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７．２６”等系列讲话进行
深入的学习讨论。组织参加民革陕西省委

会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纪

念民革成立７０周年”知识竞赛活动，得到
一等奖。获代表民革陕西省委会参加民革

中央举办的全国民革中央知识竞赛的资

格。１月１３日至１４日，市委会与榆林市
委会选手共同组队，代表民革陕西省委会

参赛队在北京首都大酒店参加“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纪念民革成立７０
周年”知识竞赛活动，获亚军，选手王辉获

“最佳个人风采”称号。获民革中央常务

副主席郑建邦、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叶赞

平的高度评价。全年市委会分别编发《不

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和《新时代新

征程》十九大专刊２期；向民革陕西省委
网站投稿８３篇，向民革中央网站投稿１６
篇。

【组织工作】　全年共发展新党员 ２６名。
２０１７年，三个直属支部、民革临渭区委会、
民革韩城市委会的换届工作在市委会的领

导和具体指导下完成。１１月２６日—１２月
２日市委会赴广东开展 “观故居，走多党
合作之路”活动。先后参观中山纪念堂、

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孙中山、蒋光鼐、谭

平山故居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期间还与

广州、深圳、珠海的民革市委会进行交流学

习，互相介绍各自市委会的基本情况和工

作经验，并就组织建设、参政议政、思想宣

传、社会服务等工作展开深入交流。为加

强党员理论学习，激发党员学习动力，市委

会购买了历史书籍、党建读物、古典名著等

２３０余册图书供党员借阅。
【专题活动】　中共十九大从 １０月 １８日
会议开幕式到２４日闭幕式，市委会组织全
体机关干部全程关注会议进程，聆听习近

平同志向大会所作的报告。第一时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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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传达，交流学习体会。１１月，市委会
分别组织召开党员骨干培训班和新党员培

训班，邀请陕西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解永

强，陕西省委党校副教授王丽君，渭南师范

学院教授蔡静波，延安干部培训学院王诚

安教授和渭南市委党校教授雷转运对中共

十九大精神、中国政党制度、“一带一路”

战略解读、秦东文化以及习近平总体国家

安全观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辅导。开设学习

专栏，集中宣传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通过

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及时

了解掌握民革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反响。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微信公众号、正式出

版物等各种宣传载体，利用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等各种宣传形式和宣传手段，全方位、

大力度宣传阐释十九大会议精神。开展征

文活动。市委会共征集民革党员十九大精

神学习体会文章４０余篇，经过主委办公会
评选确定１２篇优秀文章，编印《十九大精
神学习》专刊向全市党员进行推广学习。

【建言献策】　市委会围绕中共渭南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围绕“两会”调研的选题

开展调研，就渭南的经济发展、改善民生、

社会焦点热点等重大问题，结合渭南经济

发展新常态和推进法治渭南建设的需要，

整合人力资源，为渭南政协五届二次会议

提供３４篇集体提案，立案３２件。集体提
案《关于渭南市开展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及建议》获评２０１７年市政协领导领衔督办
提案和重点提案；集体提案《关于改善农

村边远塬区人畜饮水、农业灌溉用水问题

的建议》《关于液化石油气钢瓶安全隐患

治理的建议》《关于小微企业发展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建议》以及个人提案《关于积

极推广实施我市农产品商标品牌发展的建

议》获评２０１７年市政协重点提案。副主委
惠新宇撰写的《推进多规合一，缔造美丽

城乡》被作为政协陕西省十一届五次会议

大会发言材料，并在省政协常委会上作为

专题汇报。２０１７年市委会积极向省民革
提交社情民意１０余篇，提交调研报告３篇
作为省政协会的发言材料。市委会被民革

省委评为“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７年以来，市委会多次参加中共渭南市
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召开的协商会、

情况通报会和各种座谈会，就重要人事安

排、政府工作报告、重要工作部署等问题认

真听取通报，发表意见。同时，市委会紧紧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扣追赶超

越定位、“五个扎实”要求和“三地一中心”

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收集社情，积极

反应民意，向市政协提交社情民意 １０余
篇。市政协于１０月和１２月分别两次组织
到市委会机关拍摄提案撰写工作现场资料

记录片，并给市委会授予“社情民意信息

工作先进集体单位”。

【社会服务】　市委会结合自身智力和资
源优势，以脱贫攻坚为契机，进一步开展好

社会服务。在当前脱贫攻坚关键时期，将

社会服务功能运用到最大化，充分发挥智

力和资源的党派界别优势，最大限度凝聚

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实施多方位的

“同心工程”，为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持。

市委会先后多次深入合阳县乾字村谭

武民的家中进行座谈，实行一对一对接，详

细了解帮扶贫困群众的家庭生产、生活的

实际情况，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

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拓宽帮扶渠道，增强

互动性，真正把“一对一”帮扶活动落到实

处。市委会积极参与统战部的“科技之春

三下乡”活动，安排了书画名家丁康同志

参加了统战２月份组织的义务为市民写春
联活动。３月，市委会在白水县苹果产业
园区举办“科技之春”果园管理培训会暨

“不忘初心，继续携手前行”系列活动。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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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果树专家为果农科普苹果种植、管理等

方面的知识，分析了当前世界各地、国内各

地苹果种植及发展的形势，详细讲解了种

植好果业需要遵循的、重要的三项技术，传

授了评判果业质量标准、介绍了育果经验、

以及果业防病虫害的治疗药物和各种常见

病症及治疗办法等新技术。对帮助果农提

升果业品质，实现果业转型升级有很大的

推动作用。《渭南日报》３月１０日第二版
要闻中作了题为“民革渭南市委会科技之

春果园管理培训会在白水召开”的报道。

参加渭南市慈善协会举办的“９·５慈善
日，人人献爱心”扶贫募捐活动，共捐善款

５５０元。
（赵红武）


中国民主同盟渭南市


委员会

主　委　杨文斌
副主委　杨翠苗（女）　王双喜

陈玉振　陶小杰
秘书长　陈晓燕（女）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渭南市委员会（以
下简称民盟渭南市委）下辖１６个民盟组
织，其中有韩城 、临渭 ２个地方委员会；蒲
城县、大荔县、华阴市 ３个县级基层委员
会；富平、华州区、白水县、合阳县、渭南师

院５个总支委员会；高新、市政府机关、综
合、渭南高级中学、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民

盟渭南市委机关 ６个直属支部。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共有盟员 １５３８人。盟员
中有省人大代表１人；省政协委员２人；市
人大代表７人（常委１人），市政协委员３８
人（副主席１人，常委６人）；县级人大代

表１１人（副主任１人，常委３人），县级政
协委员９８人（副主席３人，常委 １２人）；
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２２人（副县
长４人）；市级部门正职１人。２０１７年，民
盟渭南市委获评民盟陕西省委综合先进单

位。

【思想建设】　开展专题征文活动，共收来
稿７０余篇，韩城、临渭盟组织获“优秀组
织奖”，２７名盟员获奖，推动专题教育活动
不断深入；召开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专题会议；印刷系列盟史知识学习手册；累

计１３０多人次参加各级专题理论学习，提
升理论水平；组织盟员代表赴蓝田葛牌镇

进行红色革命再教育，强化同心思想，坚定

政治信仰；参加市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

立２０周年暨同心人物颁奖晚会演出，盟员
石锡庆、高彦宾、拜春侠、刘晓倩获提名奖。

【参政议政】　参加市委各类专题协商，提
出合理化意见和可行性建议３０余条；抓好
“两会”提（议）案和大会发言。向政协大

会提交提案 ３１件，立案 ２８件，立案率占
９０．３％。其中《关于大力做好做强渭南电
子商务的建议》《关于推进信用体系 建设

文明渭南》是２０１７年市政协领导领衔督办
提案，《关于加强农业示范地发展的建议》

《关于推进信用体系 建设文明渭南的建

议》《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建议》

《关于加强我市老年代步车管理的建议》

《关于大力做好做强渭南电子商务的建

议》是２０１７年市政协重点提案。盟员代表
杨翠苗、刘岩红、拜春侠等提出的《关于将

渭河煤化工集团搬迁出渭南中心城市的建

议》《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建议》等

议案获市人大立案。盟市委主席杨文斌带

队就全市现代农业示范地建设情况进行调

研，形成《关于加快我市农业示范地建设

做大做强农业》调研报告。盟市委参加民

盟西部盟务工作会议，向大会提交《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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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建设宜居城市》论文。经民盟渭

南市委多方呼吁的渭河化工企业搬迁正式

列入政府议事日程，２０１８年启动渭河化工
企业搬迁，确保２０２０年前搬出主城区。邀
请民盟省委副秘书长、参政议政部部长张

红为全市盟员作“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履

行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专题报告，

聘请５７名社情民意信息员，建立渭南民盟
社情民意信息交流群，起草《参政议政及

理论宣传成果奖励实施办法（试行）》。

【组织建设】　杨文斌、王双喜、常伟获推
荐为陕西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张碧灵推

选为陕西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全年按照

三为主原则，发展盟员数量控制在全市盟

员总人数的５％以内；２０１７年以来临渭区、
韩城盟组织相继进行换届，徐梁、马亚莉分

别当选主委。

【社会服务】　参加市级精准扶贫活动。
杨文斌主委带领机关干部积极参加扶贫攻

坚活动。多次深入定点帮扶村合阳县合家

庄镇七一村调研指导扶贫工作，面对面与

群众交流，详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先后

协调解决生产路铺设，机井资金，蓄水池建

议、人饮管道、村级卫生室、群众文化活动

室、路灯安装等问题；盟市委机关干部深入

合阳县路井镇乾字村包联贫困户，摸底排

查，开展包联活动并送去慰问品。民盟韩

城市委按照扶贫要求，进村入户开展政策

宣传和帮扶工作。民盟临渭区委机关先后

深入贫困家庭６０余次，通过提供农业专家
技术支持、协调疾病补助、爱心捐助等形式

为贫苦户解决实际困难。民盟华阴基层委

员会组织盟员和社会企业为贫困儿童捐款

累计近２万元。民盟华州区委依托刘毓斌
主委包联村，协调建立千亩苗木和花卉产

业园，解决了１０００人的就业问题，每个贫
困户增收３５００元；开展民盟“烛光行动”。
３月，协调组织民盟西安中学支部专家学

者，在合阳总支的配合下，“烛光行动”送

教活动走进合阳县黑池中学。９月，民盟
“烛光行动”再次在临渭区陇海中学举行。

新东方老师对陇海中学学生进行高中英语

方面的培训。白水总支组织仓颉中学 １２
位盟员教师赴陕师大附中开展“烛光行动

”学习交流活动；赴陕西省华山监狱开展

“送孝道．育新生”帮教活动。中秋前夕，
特邀祁吉寿教授为华山监狱作了“孝道与

人生”专题报告；特邀 ＡＣＩ注册高级礼仪
培训师、渭南市委党校孙明霞教授为城区

女盟员作＂让优雅在职场绽放＂专题讲座，
激励女盟员们努力工作，精致生活，实现自

我价值；坚持开展义写春联活动。春节前

夕，华阴、蒲城、大荔、临渭等盟组织先后开

展“义写春联”进社区活动，为广大市民送

去了鸡年祝福；民盟大荔基层委员会庆祝

“民盟７６周岁生日座谈会”，举行民盟“清
明缅先烈 笔会寄哀思”大型笔会。白水总

支举办《仓颉讲坛》，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瑞主讲《秦汉栎阳城

考古视觉下的商鞅变法》。合阳总支积极

开展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书香合阳建设系

列活动，组织盟员编写《国学进万家宣传

读本》一书，向各级各界人士赠送书籍

４０００余本。
（王卫）


中国民主促进会渭南市


委员会

主　委　毛平宇
副主委　王学忠　权佩亮

闫爱珍（女）　由景平
秘书长　贾春艳（女）

【概况】　中国民主促进会渭南市委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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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民进市委）共有会员 ８０７名，分布
在教育、文化等行业，会员中有中、高级职

称的３３５人，占会员总数４４％。全市有县
级委员会２个（民进临渭区委、民进韩城
市委员会）、３个县级基层组织（民进蒲城
县基层委员会、民进富平总支、民进华州区

总支）和６个市直属支部（法律支部、文化
艺术支部、教育支部、高教支部、高新区支

部、科技支部）及澄城县支部。会员中担

任市人大代表６名，政协委员３０名，县人
大代表１０名，县政协委员６１名。
【学习实践活动】　根据民进中央和民进
陕西省委要求，结合《民进陕西省委关于

２０１７年学习实践活动有关工作安排》，继
续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年初对全市民进组

织学习实践活动做出了具体安排，并将

《民进渭南市委会２０１７年学习实践活动安
排意见》印发全市各级组织，要求各级组

织进行各种形式的学习宣传动员活动。市

委会连续三次组织全市会员１００多人次，
参加由统战部主办的三期“同心讲坛”活

动，分别听取由西安政治学院严兴平教授

主讲的《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与我国的

外交战略》、渭南市人民政府督学祁吉寿

做家风家训的主题报告及主委毛平宇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为主题的报告。渭南被民进中央

定为２０１７年学习实践活动中央领导联系
点。蒲城东关支部被评为学习实践活动先

进基层支部。

【主题活动】　７月中旬，市委会根据中省
工作安排，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继续携手

前进”学习实践活动，举办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干部培训，

邀请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

成在渭南做题为《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

手前进》的专题宣讲活动。来自全省各地

和渭南市１５０余名会员参加宣讲活动。会

后刘新成一行走访民进市委会机关、参加

民进蒲城东关支部读书分享活动，并与老

会员进行座谈。

【机关建设年活动】　４月份，市委会结合
民进中央“机关建设年”和中共渭南市委

作风建设年活动，举办中青年作风建设培

训会，市、区民进机关干部和市直部分支部

负责人等２０余人参加。会上学习民进中
央主席严隽琪在全国机关建设会议上关于

不断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观看

相关视频教育片。市委会秘书长贾春艳做

题为《监督与自律统一，实现自我成长》的

学习辅导。２０１７年市委会机关被评为民
进全国机关建设先进集体。

【学习十九大精神】　组织机关干部观看
中共十九大开幕式，倾听习总书记作的工

作报告。专门印发有关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通知和安排方案。随后市委会组织机

关干部、基层负责人１０余人赴西安社会主
义学院参加中共中央十九大学习培训班。

市委会领导参加中共渭南市委组织的十九

大精神专题学习班。

【参政议政】　围绕市委提出的精准扶贫、
环境保护、民主党派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等

内容，撰写《关于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工

作中科学扶贫、智力扶贫的建议》和《关于

加快我市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等

提交市委有关部门。毛平宇等市委会领导

多次参加中共渭南市委的政治协商会并发

言，向市委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市委会

主委毛平宇、副主委王学忠还陪同民进陕

西省委副主委闵生华一行到蒲城、韩城等

地开展组织建设情况调研，王学忠副主委

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分级诊疗制度改革情况

和工业园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调

研，撰写《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切实优化

营商环境》等调研报告。６月，市委会组织
会员代表３３名参加渭化集团公司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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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开放日活动，零距离感受企业安全环

保工作成果。会员们参观渭化集团展厅和

生产装置区，了解现代煤化工发展和新一

代煤气化技术应用情况，对企业转型发展

提出建设性的意见。９月，组织市直会员
视察城区新建公园和重大项目建设，就城

区生态公园建设、创建文明城市、秦东水乡

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提案工作】　在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
向大会提交大会发言２份，提交组织提案
４７份。提案质量和数量均有提升。付明
亮委员代表民进市委会作题为《加快建设

渭南数字化城市管理 系统夯实智慧城市

基础工作》的大会发言，孟宪春会员撰写

的《发展全域旅游 建设魅力渭南》在大会

上作书面交流。民进市委会在本次会议上

共提交组织提案４０份，提案数量居各党派
前列，其中《关于乡村废旧宅基地整治问

题的提案》《关于渭南市建立医养一体化

服务的建议》《关于渭南市乡村生态旅游

发展的建议》《关于加强公共体育健身器

材维护的建议》《关于规范中小学生托管

机构的建议》等 ５份提案被市政协列为
２０１７年重点提案。另外《关于解决城市停
车难建设立体停车场的建议》《关于加强

城区薄弱校设施标准化升级的建议》《关

于推行光伏产业精准扶贫的建议》《关于

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渭南文化事业提

供有力支撑的建议》等提案被市直有关部

门采纳。会员个人提案达４２份，提案数量
大幅增加。民进会员还向市、县级党委、政

府等方面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提出合理化

意见和建议也累计达到６０多条（份）。
【社会服务】　１月中旬，民进陕西省委、渭
南市委、韩城市委联合在司马社区世纪花

园小区广场举办的“春联万家”活动。民

进省、市知名书法家泼墨挥毫，免费为辖区

居民写近１春联１６００余幅。民进书法家

冀香岚、罗小平还参加市委统战部进包联

社区义务书写春联活动。３月，结合中共
渭南市委统战部科技、卫生、文化“三下

乡”活动安排，市委会组织部分会员参加

“科技之春”宣传启动月活动。秘书长贾

春艳代表市委会在临渭区为当地群众提供

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为１００余名群众进
行睡眠专题讲座。机关干部在渭河生态公

园参加“健步走，我健康；环保行，我美丽”

健身活动。市委会机关干部还与党派机关

干部一起赴临渭区闫村镇西王村参加义务

植树活动。清明节之际，市委会组织机关

和临渭区机关干部一起参观渭华起义纪念

馆，并祭扫英陵。全国公祭日时，市委会领

导还参加中共渭南市委组织的纪念活动。

４月２８日，民进渭南市委会联合民进临渭
区委，组织城区会员和市级各民主党派机

关干部百余人参加陈宏书画展暨资助贫困

大学生活动。听取陈宏先生的国学讲座，

参加书画义卖捐赠贫困大学生活动。１０
月，市委会和韩城市委会联合承办民进

“三北”地区社会服务工作研讨会，来自东

北、华北、西北１５个省（市、区）民进组织
领导共百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由民进

韩城市委会负责组织协调和具体承办，得

到了民进中央、省、市领导以及韩城市委、

市政府领导的高度肯定。市委会领导和机

关干部今年积极参加全市的精准扶贫工

作，坚持定期到合阳县乾字村开展帮扶活

动。向贫困户捐赠米面油等实物和资金，

帮助制定帮扶计划。机关干部全市慈善扶

贫捐款活动，累计捐款２７００余元。市直文
化艺术支部和澄城县小组在６．１儿童节当
日，分别在临渭区特殊学校和澄城县庄头

镇中心小学开展”每一朵花在阳光下绽

放、走进校园”爱心捐助活动。

【基层组织建设】　１月，市委会领导带领
机关干部，分赴韩城、蒲城、华县、富平、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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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等地慰问会内退休老干部和市直会内七

十岁以上的老会员。市直６个支部在市委
会的号召下也相继开展慰问支部老会员活

动。蒲城东关支部结合学习实践活动，开

展读书分享主题活动。民进澄城县小组到

富平总支参观学习，听取富平总支工作经

验介绍。蒲城双联支部组织会员来到渭华

起义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革命誓言。

民进华州总支还组织会员分赴蒲城、韩城

考察学习标准化支部和全域旅游发展、招

商引资、企业转型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市直文化艺术支部、法律支部赴澄县深入

开展支部联谊；组织好省委会换届代表推

举工作和部分县市区组织换届工作。４
月，市委会根据民进省委换届工作要求，制

定《渭南市出席民进陕西省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办法》，组织召开全市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１６名赴省代表。２０１７年，
民进临渭区委、民进韩城市委、民进华州总

支完成组织换届工作。民进澄县小组于

１２月升格为民进澄城县支部。
【队伍建设】　结合机关建设年活动，进一
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挂牌上墙，

设立奖牌展示架，栽养盆花，美化办公环

境。并坚持周一例会制度，建立重大事项

公示制度，严格执行考勤考核制度等，市县

两级组织都建立领导班子包联基层制度，

市委会机关建设工作得到民进中央的表彰

和奖励。市委会组织市直和临渭区机关干

部、支部主任２０多人，在机关举办机关建
设、作风建设培训活动，并赴华县高塘，参

观渭华起义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９
月市委会组织市直部分骨干会员和老会员

举办迎双节爱家乡金秋游园活动。实地查

看渭南城区新建的人和公园、金水公园、人

民公园、瑞中新址、杜中新址和乐天大街、

仓程路园林提升改造等工程项目。１１月，
市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还赴广西社会社会主

义学院参加民进陕西省委的新任委员培训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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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主　委　刘巧莲（女）
副主委　冯文政

赵雅丽（女）

秘书长　古卫平
【概况】　２０１７年底，中国民主建国会渭南
市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渭南市委员会）

下辖民建临渭区委员会、韩城市基层委员

会、富平县总支部、大荔县总支部、华阴市

支部、市直一、二、三支部，共有会员 ４９７
人，其中男 ２９６人，女 ２０１人，平均年龄
４８．５岁，会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４２８人，具
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１６５人，会员中在职的
厅级干部１人，县处级领导干部９人；市人
大代表１１人；市政协委员２３人；县级人大
代表６人；县级政协委员７３人。
【政治理论学习】　市委会通过４次主委
会议和４次全委（扩大）会议，组织全体市
委委员集中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市第五次党代会、省民

建第九次代表大会精神，组织各级班子成

员学习《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并在全市

会员中开展学习阅读《习近平七年知青岁

月》活动，共收到心得体会６篇（其中两篇
在省民建网站上刊登）。市直一支部、市

直二支部分别邀请市委党校教授雷转运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

精神。

【专题教育】　市委会贯彻落实民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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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会专题教育活动精神，开展“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征文活动，收到征

文２０篇。在省委统战部开展的“我身边
统战故事”征文活动中，市直三支部宋淼

的《２７０：让真爱在简单数码中延传》、市直
一支部雷转运、裴芬云的《大爱无疆，孝行

天下》、富平总支部何玖玲的《平凡中的坚

守》三篇征文获三等奖，韩城市基层委员

会强蔚杰的《凝心聚力，传承奉献》、富平

总支部徐丹阳的《人生路上的领航人》两

篇征文获优秀奖。雷转运被市委统战部表

彰为渭南市“十大同心人物”。市委会举

办“不忘初心，携手前进”新年联欢晚会，

临渭区、市直三个支部的会员、家属以及市

委统战部领导进行联欢。组织四十多位会

员编排大型音乐诗朗诵“同心同向，同心

同行”，并参加市委统战部举办的纪念市

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立２０周年暨渭南
首届“十大同心人物”颁奖晚会的演出。

临渭区委员会组织会员，赴习仲勋故居、照

金革命纪念馆及薛家寨革命圣地开展红色

教育活动；大荔总支部组织会员开展爱国

主义学习教育活动，赴丰图义仓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朝邑起义纪念馆、美丽大荔建设

示范点等进行观摩学习；市直二支部赴老

城街市行政学院家属区“红色典藏馆”参

观学习，接受教育。市直一支部举办“演

讲与口才”“营养与健康知识”学习交流活

动。

【新闻宣传】　修订《参政议政及理论宣传
成果奖励标准》，进行评比表彰。市委会

以思想建设为核心，扩编会内刊物，通过各

类媒体大力宣传会务工作、宣传会内影响

力较大的履职活动和先进会员事迹。全年

共编印《渭南民讯》刊物四期，登载会员撰

写的各类提案、文章、工作信息等 １００多
篇。在会内外网站、报刊登载会务宣传信

息１５１件（不重复计算）。

【政治协商】　参与地方大政方针的协商，
参加中共渭南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召开的民主协商会、情况通报会、市政协

常委会、主席会以及相关视察活动，及时提

出意见和建议。２０１７年，市委会围绕全市
深化改革工作、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新

型城镇化、推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方面

进行调研，并在中共渭南市委召开的相关

的政治协商会上提出建议和意见。部分市

委委员、会员中的市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市

政协组织的古村落遗址保护利用情况调

研、沿黄小镇建设情况调研、分级医疗情况

调研、设施农业情况调研、电子商务发展情

况等方面调研活动以及集中办理环保提案

座谈会、市公安局作风建设年访谈会等，并

分别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社会调研】　２０１７年市委会与省委会联
合开展陕西省畜牧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和农

民增收情况调研。市委会组织会员深入市

发改委等部门，就渭南市产业转型升级情

况开展调研；赴韩城市开展全域旅游发展

专题调研；深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关

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调研；深入健民食品公

司和红妹食品公司，就如何做大做强本土

食品企业开展调研。市委会《关于渭南优

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调研报告》《关于我

市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调研报告》《关于

我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调研报告》分

别刊载在《渭南经济》２０１７年第２、３、４期
上。市直二支部调研报告《关于我市社区

物业管理的调研报告》和市直三支部调研

报告《关于兜底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助力

脱贫攻坚的建议》报送中共渭南市委。

【建言献策】　市委会在２０１７年２月召开
的政协渭南市五届二次全委会上。共提交

集体提案７９件，立案６８件，占团体立案总
数的百分之三十点八；会员个人提案 ４０
件，立案３３件。２件提案被列为市政协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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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督办提案，６件集体提案和３件会员个
人提案获列为市政协重点提案。在市政协

大会上，王智兵代表民建渭南市委会作

《补齐人才短板，助力转型升级》的发言。

建议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高度重视企业家

的培育、引导，重视渭南本土域外人力资

源。会员雷淑玲、纪敏、雷转运、张冬茜在

政协大会上分别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实

现我市追赶超越》《加强物业管理 建设平

安社区》《保卫蓝天 保卫青山绿水》《完善

服务体系 促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的发言

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张秋冠的《重

视城乡失地农民的就业创业指导》获列为

市政协大会书面交流材料。市委会在市政

协五届一次会上的《关于加快推进我市煤

化行业延伸产业链升级转型的建议》《关

于调动社会一切力量，扎实推动精准扶贫

工作的建议》《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民办

幼儿园收费和管理的建议》《关于强化保

障房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议》《关于深度开

发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打造我市旅

游亮点和品牌的建议》等５件集体提案，
刘巧莲的《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建

议》、王云章的《关于加快我市民营经济发

展的建议》、古卫平的《关于我市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工作的建议》、王松涛的《关于在

城市街道，居住小区设立张贴栏的建议》、

王智兵的《关于支持民办幼儿园建设，平

衡城乡发展的建议》、丁珂的《关于加强社

区建设的建议》等６件个人提案获市政协
表彰为优秀提案。２０１７年共报送民建省
委和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５０余件。
【各类培训】　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８日，市委会
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参政议政能力

提升培训班，来自全市各级班子成员、会员

中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会员、新

阶层会员和骨干会员参加培训，并一同参

观考察横琴经济开发区。１２月８日和１２

月１１日，市直支部分别组织会员，举办学
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和参政议政工作学

习培训会。部分市委委员、机关同志、各县

级组织和市直支部主要负责人先后参加民

建省委会举办的“市级组织建设培训班”、

市委统战部在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理论

培训班、市委党校举办的“十九大精神学

习培训班”以及民建省委会举办的“学习

十九大精神委员培训班”等。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委员会、韩
城市基层委员会、市直一、二、三支部完成

换届。３月，开展会员思想动态调研，举办
民建陕西省委员会会员思想动态和组织建

设调研（渭南）座谈会。先后与民建河南

省委直属工委、民建咸阳市委、民建商洛市

委召开了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交流座谈会。

９月，协助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对市委会及
市委会班子进行全面研判，进行无任用推

荐。经过各级组织推荐，选举产生１１名代
表参加民建陕西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刘巧

莲、王臖清、王松涛三名会员当选为民建陕

西省委委员，刘巧莲当选为民建省委常委

和民建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市

共有１８名会员被推荐为民建陕西省第九
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年市委会共吸收

发展２５名新会员。
【脱贫攻坚活动】　向全市民建会员发出
《关于积极参与全市脱贫攻坚战的倡议

书》。同时积极帮助合阳县路井镇乾字村

贫困户销售滞销的苹果、酥梨、黄花菜等土

特产，并为蒲城县兴镇寨子村送去价值一

万元的农技、科普图书。春节前夕，与省委

会领导、有关会员企业家、书法家一道赴省

委会包扶村潼关县安乐社区毛沟村慰问村

民。之后又多次深入毛沟村调研、了解情

况，与省委会、部分企业家会员、潼关县有

关部门领导、村委会等共同召开情况分析

会、座谈会，并举行“会员企业捐资修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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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签约仪式”；临渭区委组织会员多次深

入帮扶户桥南镇花园村王林山、聂建花家

中，分析致贫原因，制定出了具体的帮扶计

划并积极实施；韩城市基层委员会组织会

员深入包联的龙门镇龙门村和芝阳镇乔子

玄高桌子村，协调解决用水、用电、移动网

络存在的问题；华阴市支部协调电力局为

包联村西王村王沟组实施了农网改造和变

压器增容项目，并为沟西组８户贫困户购
买了１６只种棉羊。华阴市支部的徐浩在
包扶驻村时为群众收麦子、打菜籽，还将家

中３４寸的彩色电视机送至贫困户家中；临
渭区委的谢金玲为贫困户聂建军联系工

作，介绍对象。

【社会服务】　３月份，市委会组织部分律
师会员参加临渭区下絡镇举办的渭南市

２０１７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第二十
五届“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并

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认真解答了有关法律方

面的问题，发放法律方面宣传资料３００余
份。民建临渭区委的政协委员参加“一对

一结亲助学”暨向扶贫基金捐款的启动仪

式，共计捐款４．１万元。其中李亚利、梁波
分别捐赠１万元；市直三支部会员宋秦峰、
晁鹏、任一军，为临渭区学生捐款７０００余，
并购买了书包等学习用具；端午节，临渭区

委组织会员走进高田村颐馨苑养老院，开

展“走进养老院 端午送清凉”活动，为１０３
位老人带去了绿豆糕、水晶饼、白糖和花露

水；富平县总支部发挥会员优势和特长，组

织卫生系统的十余名会员于５月２３日、２４
日和６月１日、２日，在薛镇、庄里镇、老庙
镇、曹村镇开展了健康扶贫义诊暨卫生知

识下乡活动，义诊４００余人次；六一儿童节
期间，市直二支部组织会员赴渭南市儿童

福利院开展慰问活动，看望孤残儿童，为孩

子们送上食品、书籍等节日慰问品；市直一

支部组织会员深入临渭区三张镇培英小学

开展奉献爱心、传递真情活动，为学校捐赠

空调两台、打印复印一体机一台，衣服３０
多件；１１月，临渭区委李增鹏资助大王小
学７６名学生和１０余名老师开展 “沐渭南
文化，赏名校风采”研学活动。

６月２０日和８月２２日分别在市政协
网站和省委会网站上刊登由渭南日报社记

者张晓玲撰写的题为《民建渭南市委员会

创新新型模式，打造社会服务品牌》的文

章。经过市委会多方努力，为富平县、澄城

县、蒲城县、合阳县和白水县五个贫困县的

十家医院争取一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

金会”捐助的价值 １０万余元的救护车。
韩城市基层委员会协助会员企业先后成功

举办２０１７年“司马迁杯”中国汽车场地越
野锦标赛和民建中央第十届海峡物流论坛

活动。


农工党渭南市委会

主　委　徐月凤
副主委　穆选生　马四虎
秘书长　王格巧
【概况】　中国农工民主党渭南市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委会），辖 ８个基层组织，即
临渭区总支、合阳县总支、市直联合支部、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支部、渭南市中心医院

支部、市直退休党员支部、市妇幼保健院支

部、韩城市支部。截止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共
有农工党员２３９人，其中女党员１１１人，大
专以上学历２１９人，医药卫生、人口资源、
生态环境领域１４１人；中级以上职称 １９４
人（其中高级职称７３人）。党员担任各级
人大、政府、政协职务情况为：省政协十二

届委员１人；市五届人大代表３人（其中常
务委员会委员１人）、市政协五届委员１５
人（其中副主席１人、常委２人）；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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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 １人（其中常委会委员１人），副
县（区）长２人，政协委员２０人（其中副主
席２人、常委５人）；副厅级干部１人，处级
干部 ８人，科级干部 ２３人。
【理论学习】　按照农工党中央和陕西省
委的要求，及时组织学习中共及本党中、

省、市重要会议精神。在三届五次全体

（扩大）会议上，学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农工党十五届五次全会精神、农工党

省六届五次全会精神、市第五次党代会精

神。８月份，组织开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领导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

神。

【教育培训】　机关干部参加“全市领导干
部集中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

班”的学习；８月３１日至１１月２９日，马四
虎副主委参加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３８
期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的学习培训；市委

会选派四名党员参加“农工党陕西省骨干

党员培训班”的学习；１０月９日 －１２日市
委会在陕西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以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省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及农工党史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 “骨

干党员培训班”。组织党员参加渭南市统

战系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暨业务知识培

训班，举办庆祝市级民主党派工商联成立

二十周年暨渭南市首届“十大同心人物”

颁奖晚会。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火炬公

司总经理姜通作为首届“十大同心人物”

获表彰。

【参政议政】　在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
市委会向大会提交大会发言３份，组织提
案２３份。副主委马四虎代表市委会作题
为《奠定健康渭南的坚实基础》的大会发

言。其中《关于加快我市新型养老院建设

的建议 》等４份提案为２０１７年重点提案。
《关于加强华阴老腔传承的建议》等提案

获评２０１６年度优秀提案。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召开的政治协商会、情况通

报会和各种座谈会等，就重要人事安排、政

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生态文明等问题，

听取通报，坦诚发表意见建议。市政协副

主席、市委会主委徐月凤同志带领市政协

委员和农工党员就渭南市现代农业服务体

系建设情况、分级诊疗制度情况深入调查

研究，形成详实的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临渭区总支采取“横

向组织调研，纵向联合调研”方式，通过多

形式、多渠道开展调研活动。临渭区政协

副主席穆选生同志积极参与省、市人大、区

政协组织的各种视察调研，领队开展关于

城区新建学校建设的调研报告，提交政协

常委会讨论；韩城支部开展信访稳定工作、

旅游纠纷调处等调研等其中《关于韩城市

建设“电子商务城市”的调研报告》获２０１６
年度全省统战理论研究成果优秀奖。

【社会服务】　２０１７年１月，农工党中央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富平县举行

“向富平县捐赠救护车暨急诊急救培训班

开班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出席捐赠仪式，农工

党中央联系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

富平县捐赠 １０台救护车（价值 １６０余万
元）。同时，由农工党中央医卫委组织来

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１０名专
家举办急诊急救培训班，全市５００余名医
务工作者参加培训。做好农工党中省两级

医卫委扶持渭南八家医院优势重点科室有

关事宜的协调沟通工作。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
至２２日、９月６日至８日两批专家共１２人
来渭南市骨科医院巡诊；骨科医院有六批

共２６名医护人员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学习，每期学习２个月。５月１８日，市委
会开展“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送

医下乡暨“第十届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

周”义诊活动。来自临渭区总支的 １０名

３９农工党渭南市委会　　



医疗专家会员共服务群众５００余人，入户
为贫困户送去常用药品价值２０００余元。６
月２日，市委会联手渭南仲春康复中心开
展２０１７（第十届）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周
义诊活动，到渭南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精准康复筛查、指导、培训”活动。１１月，
在第二十九个“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来临

之际，市委会与渭南仲春康复中心在华州

区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进社区活动。市中

心医院支部分别在临渭区养老院和市社会

福利院开展“爱与健康同行”义诊活动。

中心医院支部还与福利院达成协议，将福

利院作为农工党中心医院支部定点义诊单

位并于当天举行挂牌仪式。安排潼关县秦

东镇西北村贫困户陈翠玲的儿子黄金峰自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在
市一院做全面的检查治疗。做好省委会潼

关扶贫联络沟通工作。２０１７年省委会专
职副主委、秘书长先后于１月６日、４月２１
日、６月１６日、７月１３日、８月２４日、１０月
３１日、１１月５日分别或共同带队共５０余
人次来秦东镇苏家村扶贫，投入扶贫开发

款物共计 １８万余元，援建村排洪引水工
程、支持村小米合作社产业扶贫等。

【组织建设】　全市党员中医卫界占
５４．７％，基本形成界别特色明显、年龄结构
优化、智力水平密集的党员队伍架构。坚

持“三为主”原则，全年新发展党员６名，
全部是医卫、人口资源界，其中中级职称以

上４人（含正高职１名），正科级１人。指
导临渭区总支圆满完成换届工作，刘昭雅

同志当选区总支主委。根据省委会安排，

５月２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８名
代表出席农工党陕西省第七次代表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主委徐月凤当选省七届委

员会常委，副主委穆选生当选七届委员会

委员，副主委马四虎为七届监督委员会委

员。完善各类会议制度，以制度约束人，坚

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要事项集体讨论决

定，注重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关注基层组

织工作，参与指导基层组织活动。市委会

领导参加指导区总支、联合支部、中心医院

支部、韩城支部、退休党员支部等开展活动

【宣传工作】　做好《前进论坛》的发行订
阅工作。编印《渭南农工》一期。市委会

获农工党中央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开展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

动先进集体”；获农工党陕西省委会评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度先进集体；韩城支部和中
心医院支部获农工党陕西省委会评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度先进基层组织；张胜利、
梁林等８名同志作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度优
秀党员获农工党陕西省委会表彰。穆选生

副主委荣获中国农工民主党开展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

个人”称号。


九三学社渭南市委员会

副主委　姚建龙　张　力
秘书长　王建军
【概况】　九三学社渭南市委员会辖九三
学社临渭区支社委员会、直属综合一支社、

二支社、渭河煤化工集团公司支社、渭南市

中心医院支社、渭南师范学院支社、科教园

区支社７个基层组织。２０１７年底，共有社
员１４７人，其中女社员５５人；高级职称８２
人，占社员总数５５．７％；中级职称５９人，占
社员总数 ４０％。九三学社陕西省委第十
二届常委１人，委员１人，陕西省政协第十
二届政协委员２人；渭南市人大代表２人
（其中常委１人），渭南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１５人（其中常委 ２人），区政协委员 ６人
（其中常委１人）；地厅级干部１人，县处
级干部１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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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建设】　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
全会，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以及省十三次党代会、市五次

党代会精神。５月１６日，社市委下发《九
三学社渭南市委会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共

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通知》（九

三渭发【２０１７】１０号），要求各支社认真学
习中共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１２
月２０日，社市委举办“十九大精神专题辅
导报告会”。

【建言献策】　社市委向市政协五届二次
全会递交集体提案２９件（立案２６件，作为
建议处理３件）九三界别委员个人提案１４
件（立案１０件，作为建议处理４件）。提
案内容涉及产业扶贫、人才引进、食品安

全、科学施肥、网络闪贷、传统产业改造、农

村科技文化发展等方面。其中《关于大力

推进科学施肥技术 实现农业减肥增效的

建议》《关于加强渭南市校外教育培训学

校规范管理的建议》《关于尽快制止农村

打牌赌博不良风气的建议》《关于加快我

市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建议》４件集体提案
获市政协列为“２０１７年市政协重点提案目
录”。

【社会服务】　３月２１日，社市委在市委统
战部统一领导下，在临渭区下吉镇参加市

级统战系统 ２０１７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暨第二十五届“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共接待前来义诊和咨询的居民

２８０余人，发放联系卡和宣传资料 ５５０余
份。社市委会联合渭南市手足外科医院在

临渭区、大荔县、蒲城县等地举办“三下

乡”活动１２次，受惠群众２８００人。先后开
展“三下乡活动”“百名专家进学堂入乡村

活动”和“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活动”。

　　白水县城关镇百名专家进乡村入学
堂活动（插入社会服务条目）

【组织建设】　全年培养１４名新社员。举
办２０１７年九三学社社员培训班，赴重庆九
三学社中央成立遗址、中国民主党派历史

陈列馆、红岩村、渣滓洞、解放纪念碑和凤

县（两当）革命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处

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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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总工会

主 席　姚双年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侯雪静（女）
副主席　奥建利　孟　平
【工会改革】　市总工会成立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详实调查问卷，主要领导带队

深入基层调研 ９次，征求意见建议 ６０多
条。结合渭南工会实际，制定改革方案，明

确提出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等 ３个方面
２１项工作任务，市总工会改革方案经市委
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以市委

办公室名义下发实施。组建市委党的十九

大精神进企业宣讲团，深入企业、车间一线

宣讲十九大精神。

【劳模精神】　组织开展省劳动模范、先进
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推荐评选工作，向省劳

竞委推荐２７名个人、２个集体接受省委、
省政府表彰，举办了庆“五一”劳模座谈会

暨赴省受表彰劳模欢送仪式，在《渭南日

报》等媒体开辟专栏进行专题宣传。首次

组织开展劳模赴山东青岛疗休养活动，组

建“弘扬劳模精神　助力追赶超越”劳模
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报告团，在临渭区、富平

县等地举行四场专题报告会。印发《渭南

市“追赶超越促发展　建功立业新渭南”
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在全市

各条战线上组织以聚焦五大产业、重点工

程项目、安全生产、提高效益、提升质量、创

新技术、节能减排和治污减霾等为重点的

技术培训、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技术交流

等活动。协同举办第四届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地区餐饮服务业职工技能大赛，鼓励和

组织渭南市优秀选手上台展示厨艺，渭南

东江情酒店职工汪国强等人获得一金两银

四铜的成绩；组织渭南市企业名优特色产

品和３Ｄ打印、蒲城兴文麦草工艺等职工
科技创新成果，参加陕西省第四届职工科

技节创新成果展览会。

【安全生产】　向全市职工群众发放安全
生产宣传资料 ２８００余份，开展“守护生
命”“安全传递赢红包”安全知识有奖竞赛

活动，深化“安康杯”竞赛（把竞争机制、奖

励机制、激励机制应用于安全生产活动之

中的群众性的“安全”与“健康”竞赛），通

过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平台，优化

安全生产环境，参与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活

动和事故处理，全年共处理安全事故３起。
【主题活动】　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工会开
展“工会在您身边”主题活动，工会干部深

入基层、深入职工，深入企业、深入车间班

组开展调查研究，宣传政策法规，建立服务

职工长效机制，组织工会干部面对面、心贴

心、实打实地为职工群众办好事、解难事，

在全市形成工会干部进万家门、访万家情、

结万家亲的活动热潮。

【工会组织建设】　与市委组织部协商制
定《关于加强“两新”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

意见》。继续抓好建筑项目、物流（快递）、

家庭服务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等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的建会和入会工作，确保每

名职工都能有“家”、回“家”、享受“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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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一年来，全市新建工会组织３４１家，
发展会员 ２３３２３人，其中农民工会员
１４５７７人。
【服务职工】　开展“就业援助月”和“春风
行动”活动，举办大型免费招聘洽谈会，达

成用工意向３６００余人，近３０００人与用人
单位签约。筹措送温暖资金７３０余万元，
组织对５４８８名建档立卡困难职工进行慰
问。开展“夏送清凉”活动，慰问职工

５４２９９人，发放价值 ２５５余万元的防暑降
温物品。开辟渠道多方筹措资金，组织开

展“金秋助学”活动，在市总工会机关率先

开展“爱心助学和脱贫攻坚一日捐”活动，

每人捐出一天工资，联系协调陕西鸿民工

程咨询公司对 ５名困难职工子女进行资
助，全市工会共资助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

工大学生子女７５２名，发放助学金 ４１３．４
万元。加大职工互助保障工作宣传力度，

扩大职工互助保险覆盖面，组织召开全市

职工互助保障工作推进会，全年参保人数

达到４５０２０人，共计保费４０４８５３５元，理赔
１２８６人次，共计 １６５８１０５元。开展庆“三
八”读书活动和女职工维权月竞赛活动，

推动“书香渭南”建设和家庭文化建设，市

总工会获得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先进

组织奖。搭建交友平台，举办了四次大型

婚恋交友活动。

【维权工作】　完善“三站一庭”工作机制
（法律援助工作站，劳动争议仲裁工作服

务站，劳动保障监察服务站，维护职工权益

合议庭），制定《渭南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建立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

实施方案》，与已建工会企（事）业单位签

订工资集体合同４２７３份，覆盖企业１１６７５
家，涉及职工４１万余人，１００％落实执行最
低工资标准。在全市１３１个镇（办）全部
建立职工服务站，进驻镇（办）便民服务中

心，实现了职工服务、困难救援、互助保障

“三统一”，为广大职工提供站庭式、普惠

式、全方位、多元化服务，打通工会服务职

工“最后一公里”。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与工业园区创建活动。２０１７年市总工
会获得“陕西省劳动关系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工人文化宫】　２０１７年９月５日，市工人
文化宫正式挂牌，聘请西北现代建筑设计

院对市工人文化宫的改建进行初设、论证

和审批，韩城、富平、华阴等县（市）工人文

化宫建设有序推进。

【职工文化建设】　举办“奋力追赶超越喜
迎十九大”职工文化艺术节、“追赶超越书

画作品展”等活动，组织参加２０１７年陕西
省职工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渭南市推荐

的老腔“关中古歌”、秦腔小戏“哎呀呀”、

相声“扶出来的幸福”分别获得一等奖和

特别奖。试点成立的“韩城市职工艺术

团”筹备的“新时代新作为２０１８年工会系
统迎春文艺汇演”受到职工的好评。

【工会信息】　完善工会网站和微信公众
号平台功能，全年在《渭南工会》、市总工

会官方网站和微信平台刊发工作动态信息

７６０余条；《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渭
南日报》、华商网、渭南青年网和渭南广播

电视台报道新闻和消息６０余篇（条）。
（冯龙刚）


共青团渭南市委员会

书 记　赵　超
副书记　张晓锋　李永辉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有共青团员
１０８６７９名，团组织 ３９８０个，团干部 ６５３
名，其中专职团干部 ２５８名，兼职团干部
３９５名，县、镇两级团委领导班子、团干部
整体配备率达 ９４％。全市少先队活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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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课表完成率达到１００％，市县两级少工
委全部成立，少先队总辅导员配备率达到

７０％，少先队辅导员校级待遇落实３０９人。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２日，共青团渭南市委四届
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对全市镇团干

部及辅导员队伍进行培训；１１月２７日，共
青团渭南市第五次团员代表大会召开，选

举产生共青团渭南市第五届委员会。完成

２０１７年度县区考评工作以及直属单位团
组织的年度考核，对１８个基层团委、１个
基层团支部、６个少先队工作先进单位、４
个少先队工作创新单位；１０１名“优秀共青
团员”、５２名“优秀共青团干部”、５９名“优
秀少先队队员”、４１名“优秀少先队辅导
员”、１０名“支持少先队工作好校长”、４４
个“五四红旗团支部”、２３个“五四红旗团
委”、７９个“优秀少先队集体”进行表彰。

共青团渭南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青春引领”行动】　２０１７年，团市委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喜迎十九大”等

主题，在全市开展“核心价值观记在心中”

“践行核心价值观———小小雏鹰展风采”

“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

“喜迎十九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

话”“不忘初心跟党走、追赶超越当先锋”

入团示范等主题活动２００余场次。以青年
之声平台为依托，构建网上共青团新矩阵，

贴近青年、服务青年、吸引青年、凝聚青年，

打造青年之声与共青团新媒体工作相融合

的工作模式，成立平台建设领导小组，依托

渭南青年媒体中心的技术力量，把微博直

接内嵌到平台之中，打通“青年之声”平台

ＰＣ端和微博的隔断，降低青年重新申请账
号才能与平台互动的门槛。全年在微博、

微信、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上设置“渭

南青年之声”话题，“青年之声·渭南”互

动社交平台累计浏览量近１２００万人次，回
应青年关切问题３２５９８个。
【开展“青春助脱”计划】　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创青春·助扶贫”农业产业创新创

业大赛。开展“浪漫七夕·渭缘有你”青

年交友活动，１２０余名单身青年参加了此
次活动。为精准扶贫提供人才支持，全年

共培训农村青年“领头雁”和“两后生”

３０００余名；举办全市农村青年电商培训班
１０余场次，１０００多人参训。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了“城乡手拉手，脱贫奔小康”结对帮

扶活动，共有 ２３０所学校，８００余名教师，
３２００名少先队员通过城乡学校、教师、学
生三个层面开展结对帮扶工作。

【“青春护航”计划】　开展“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假期安全自护教育”“法律知识

进校园”等专项活动累计４００余场次。开
展“青春灯塔”公益巡讲活动，邀请情感专

家金荣走进学校，和家长面对面交流。共

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形

成长效机制，围绕“暖冬 －我们在行动”活
动，满足２２００余名青少年微心愿，让身处
困难的孩子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联合

交警支队、火车站开展“青春志愿行 温暖

回家路”“平安回家路 交警伴你行”等春

运系列暖冬行动。“七彩小屋”“青春驿

站”等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力度不断

加强，建成市级青春驿站１个，县级青春驿
站１０个。
【共青团改革】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出台
《共青团渭南市改革方案》（渭市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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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８号）。落实方案要求，团市委配
备兼职、挂职副书记各一名。在临渭区故

市镇、人民办新民社区开展建设“团干部

＋青少年社工 ＋青年志愿者”工作队伍，
制定选配及管理制度，增强基层团组织工

作力量。

【“１＋１００”联系青年工作】　开展“１＋
１００”联系青年工作（“１＋１００制度”是指
每名专职团干部、挂职团干部、县级（含）

以上团的领导机关兼职干部经常性直接联

系不少于１００名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努
力实现大部分工作时间到青年中去，直接

开展联系、服务、引导工作，更好地把广大

团员青年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共计录

入团干部６５４人，联系青年１２００７９人，人
均联系青年１８３人，线上线下活动共开展
１１６３次，精彩时刻相册共计 ７０２个，上传
照片共计１８３３张，精华分享８５０篇，基层
感悟文章４６３篇，点赞评论２３４３５次，人均
积分６．７分。

（杨晨）


渭南市妇女联合会

主 席　张红丽（女）
副主席　党放仙（女）　杨银侠（女）
【妇女创业脱贫】　创新“妇联 ＋”“支部
＋”“产业 ＋”“互联网 ＋”精准脱贫新模
式，持续深化“秦东巾帼脱贫行动”。采取

“妇联＋”模式，成立女企协、妇女手工编
织协会、筹建职业女农民协会，通过“妇联

＋协会 ＋农户基地 ＋销售网络”的形式，
带动广大妇女脱贫致富。大荔县开展“妇

联＋美丽庭院”活动受到省妇联认可，在
全省进行推广。采取“支部 ＋”模式，发挥
全市１００多名女村官主力军作用，按照
“支部＋妇联 ＋产业扶贫”的思路，坚持党

建带妇建，帮助贫困妇女共享产业发展红

利。采取“产业 ＋”模式，发展家政和手工
艺品产业优势，组织妇女开展果业、家政、

刺绣、手工编织等培训和技术比武，用项目

扶持培育品牌，成为贫困妇女增收致富的

主要途径。采取“互联网 ＋”模式，搭建妇
女创业创新和电商营销平台，评选十大女

电商企业家。投入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

８５万元，扶持妇女创业就业、救助贫困妇
女儿童、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市妇联、

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扶贫办、市残联联

合举办２０１７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扶贫招
聘会；制作妇女手工艺品专题宣传片，举办

渭南市妇女手工编织大赛，面向国内国外

搭建妇女手工艺品产销平台。市妇联被全

国妇联评为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渭南市贫困女大学生救助金发放仪式

【家风家教建设】　女子学堂持续提升“她
思想”。“秦东女子学堂”先后举办“家风

家教”“工作智慧”等大型专题报告会，坚

持开设书法、古琴等９个日常培训小班，受
益者万余人次。舆论宣传引导“她精神”。

在《渭南日报》开设每月一期的《妇联之

窗》栏目；在渭南广播电视台分时段循环

播放最美家庭故事和优秀妇女典型；《中

国妇女报》《陕西女报》先后多次宣传渭南

市妇女工作、妇女典型。家风家教引领进

入“她时代”。在市县两级建立家教指导

机构开展家教指导，对全市百余名从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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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的教师进行培训；利用本地文化建

立家风教育基地４个、家风馆１个；开展渭
南“最美家庭”评选系列活动，共评选“渭

南市最美家庭”３８８户，“最美书香家庭”
８０户，推荐获全国、省“最美家庭”２１户。
选取１２个各具特点的家庭成立“最美家
庭”巡讲团，走进乡村、社区和单位，零距

离分享好家风。志愿服务多方汇聚“她力

量”。坚持开展 “牵手万家？与爱同

行———渭南巾帼志愿者在行动”主题活

动，组织巾帼志愿者、女企业家、社会爱心

人士，走上街道、走进社区、走到农村、走进

老年公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秦东美丽女子学堂之《幸福人生与家
风家教》专题讲座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组织召开全市妇
女儿童工作暨迎接国家两纲中期评估督导

工作会议；成立渭南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评估督导组，聘请１１名专家对各成员单位
及１０个县（市、区）进行评估督导，实施情
况受到国家督导组肯定。坚持每年为妇女

儿童办十件实事（家庭教育工作、妇女创

业就业、少年审判工作及审判延伸工作、

“秦东巾帼脱贫行动”贫困妇女技能培训

项目、金秋助学项目、妇女儿童法律援助维

权、孕产妇系统保健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工

作、残疾儿童康复项目、妇女儿童民生项

目），使妇女儿童获得实惠。围绕“建设法

治渭南巾帼在行动”主题，邀请专业律师

深入大荔县、临渭区开展送法下乡宣传；录

制播出反家暴专题节目；成立渭南市妇女

儿童维权中心和维权服务站，关注权益受

伤害的妇女、儿童健康成长，先后对临渭、

富平、蒲城、澄城等地发生恶劣影响的侵害

妇女儿童案件进行主动关注，送去救助资

金和慰问品。２０１７年，市县妇联共受理妇
女群众来电、来信、来访２３４起，提供法律
咨询和帮助６１起。
【妇联改革】贯彻落实群团改革会议精神，

聚焦妇联改革任务，保持妇联组织的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举办县、镇妇联干部

培训班和市妇联改革工作座谈会；制定出

台渭南市妇联改革方案，通过试点先行、逐

步实施、分类推进的方式，确保妇联改革顺

利进行。把镇级妇联组织建设和妇女工作

经费的落实作为重点同步推动。实现“哪

里有妇女，哪里就有妇联组织”，全市共新

建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３３个，持续推
进妇女之家示范点建设，创建省级妇女之

家示范点１２０个，市级示范点３６个。探索
在市、县、镇、村四级建立妇女议事制度，全

市已确立１９个妇女议事示范镇，２１个妇
女议事示范村（社区）。配合做好市县镇

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以市妇联党组名义向

市委报告《关于全市女干部配备任用情况

及有关建议》，向市委推荐优秀妇女干部，

共有１８名妇女干部得到提拔。印发《关
于做好妇联组织按期换届工作的通知》，

指导县（市、区）妇联和部分镇办妇联到期

换届。按照妇联改革要求，各县市区妇联

全部配备兼职副主席。连续两年与市委组

织部联合，在西北大学举办优秀女干部和

妇儿工委成员单位能力提升班。充分发挥

市“双百”人才中优秀女性人才的模范带

动作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邀请

中省女企业家协会会员来渭南市考察交

流，洽谈合作。选派３名优秀干部长期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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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开展帮扶，争取种植金银花产业扶持资

金１０万元；先后列支１４万元，用于重大节
庆期间对贫困母亲、贫困儿童、贫困老人的

帮扶救助。

（宜珂）


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

党组书记　邱学军（６月离任）
主 席　杨翠红
副 主 席　雷振民　刘定莉
【科学素质纲要】　以市政府办文件印发
《渭南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

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推进科普信息化
工程，在渭南广播电视台开设《科普中国

·Ｖ视快递》《农家四季》科普专题栏目，
播放科技类节目３００多期。市县科协及学
会、高校科协集体入驻今日头条，形成科协

头条矩阵，渭南科普网今日头条点击量超

过８２６万。印发《关于开展渭南市科普教
育基地认定工作的通知》，争取５０余万元
实施省级电子科普画廊和少年科普馆项目

３个，争取７０余万元的科普大篷车１辆，
组织开展中国流动科技馆临渭区、白水县

巡展活动，参观人数超过７万人（次）。
【科普品牌活动】　围绕“科技引领美好生
活”主题，组织渭南市第二十五届“科技之

春”宣传月活动。活动期间，在临渭区下

絡镇、华州区吴家社区开展示范活动，邀请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韩崇昭为渭南师范学院

师生作高科技科普报告，全市共开展重点

活动１６３项，捐赠物品、资金共计７３９０．３万
元，发放科普宣传资料、图书１６．３万份
（册），受益群众达４８万人（次）。围绕“创
新驱动发展，科学破除愚昧”主题，组织

“全国科普日”活动。科普日期间，全市重

点活动项目达到１３１项，参与群众超过９．８
万人（次）。２０１７年首届“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活动，市委、市政府通过《渭南日报》、

渭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向全市科技工作者

发出倡议书。举办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座谈

会，通过媒体宣传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突出

贡献和先进事迹。２０１７年，市科协被评为
全省“科技之春”宣传月先进单位、“全国

科普日”优秀组织单位。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实施省级科普富
民项目９个、省科普益民计划项目４个，获
奖补资金９６万元。争取国家基层科普行
动计划项目资金２６０万元。县（市、区）科
协、财政局共同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项目６７个。组织临渭区蔺店镇果业协会
等３个协会参加第２４届杨凌农高会陕西
省科协科技助力精准扶贫专题展。临渭区

官路镇瓜菜协会、蒲城县同富兔业协会会

长姚军峰分别获得“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科普奖”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学会工作】　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出台《渭南市科协关于实施学

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的意

见》。启动创新驱动助力工程，与中国印

刷技术协会签订专家工作站联合共建协议

并授牌，中国科协创新驱动工程项目在渭

南落地，市科协联合渭南师院开展“渭南

市在线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为陕西沃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市水利学会牵线搭

桥，推进会企合作和智慧水务城市建设。

开展“学术金秋”活动，组织市级 １４个学
会围绕“创新争先 追赶超越”主题，开展多

形式、多层次的交流活动５０余场次。
【人才工作】　组织开展第十三届自然科
学优秀论文及第五届青年科技奖、优秀科

技工作者三项奖项的评选活动，共有１６５
篇论文获奖，市委、市政府发文表彰。评出

青年科技奖１０名，优秀科技工作者２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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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企业参加陕西省第二届科技工作者创

新创业大赛活动，２个项目获铜奖。组织
参加陕西省企业青年人才托举计划，３个
项目被省科协列入托举计划。编印《渭南

市科技工作者建议》５期。２０１７年，市科
协被评为陕西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组织单位、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优秀

站点。市科协桑涛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

作者。

【青少年科技教育】　组织参加陕西省第
３２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４５个项目获
奖。组织参加陕西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渭南高级中学等７支参赛队获奖。组织渭
南中学等４所学校的４０名学生，分赴清华
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参加高校科学营

分营活动。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开展以

“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的校园科技节

活动。市科协、市地震局、市教育局联合开

展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创建工作；渭南

初级中学等３所学校被确定为陕西省第五
批中小学知识产权试点学校。２０１７年，市
科协被中国科协等９个部委表彰为第３２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基层赛事优秀

组织单位。

【科技扶贫】　市科协、市农业局、市扶贫
办联合成立渭南市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

领导小组，印发《渭南市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工程实施方案》。依托互联网 ＋，推送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等信息

３０００多条。市科协、市扶贫办联合开展
“心系群众下基层，点餐服务送科技 ”精准

扶贫活动，先后邀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的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郭学军、中国

农科院科技特派员秋景深等１０余名专家
为群众开展苹果、樱桃、软籽石榴等管理技

术培训 ２０余次，受惠群众 ７６００余人。
２０１７年，市科协被评为陕西省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工作考核优秀组织单位。


渭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　骆苏弟
副 主 席　马　丽
【“互联网 ＋”宣传】　建立渭南文艺网和
华山文学微信公众号，开辟网上文艺新阵

地。２０１７年，渭南文艺网４个月内发布工
作动态６０多条，华山文学微信公众号推送
文联简讯、诗歌、散文、短小说等文学作品

２００余期，６００余篇，关注人数１０００余人，
多篇信息报道被其他公众号选中推送。

【文艺界主题活动】　全年先后举办“万幅
春联进万家活动”“万幅家训进万家活

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７５周年暨创文创模采风活动、“迎三八渭
南女子书画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６
周年和建军９０周年系列文艺活动、“喜迎
党的十九大”系列文艺活动。

【文艺志愿活动】　市文联先后组织 ２００
余名艺术家分别赴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

澄城县冯原镇冯原村、华阴市孟塬镇司家

村、临渭区秦牛社区以及学校、军营等地开

展“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志愿活动４０
余场次，为群众写书法作品１０００余幅，惠
及群众万余人。春节前夕，组织开展“我

们的中国梦”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活

动。

【文艺创作】　作协全年创作出版长篇小
说６部、散文５部、广播剧３部，向省作协、
陕西作家网推荐发表文学作品 ５０余篇。
评论家协会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文艺评论

与其他文章５０余篇，柏峰的《独特的散文
艺术之美———张立的散文创作》获得第五

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三等奖；殷满仓被中宣

部文艺局聘为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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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委，他创作的 ６集
广播连续剧《汉太尉杨震》获中国广播剧

研究会专家奖银奖，微广播剧《三袋米》获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专家奖铜奖。诗词学会

组织会员参加省诗词协会采风活动和“诗

咏渭南”诗词朗诵会，创作赞颂渭南诗词

作品３０余篇；市楹联学会主办的《渭南联
苑》连续获得全国优秀期刊称号。

美协组织 ４０幅作品参加陕西省美术
家协会第四届写生作品展，其中２１幅作品
获奖。赵瑞、郝东红、张彬等国画作品入选

全国美展并获奖。书协举办多次大型书法

展览活动，罗小平获得中国书协举办的大

赛金奖，多人加入省书协。摄影协会《新

龙门客栈》《醉红》《祈祷》等１０余幅摄影
作品先后入围国内外影赛并获奖；其中

《流痕》获２０１７年第十九届全国艺术摄影
大赛综合类特等奖，《老者》获第七届人像

类“金鹤奖”。渭南市书画院在曲阜孔子

研究院举办 “华山风骨·渭水襟怀”渭南

书画名家曲阜交流展；女子书画院举办巾

帼女子书画展，组织会员多次开展书法进

校园活动；老年书画协会参加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地区第六届老年书画交流展，举办

喜迎十九大系列老年书画展，组织会员参

加省市有关部门举办的书画展览。剧协组

织陕西省首届小剧种暨渭南第一届小剧种

调演，市剧协主席谭昭文编写的大型秦腔

剧《李仪祉》，在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获得

“文华优秀剧目奖”。市曲艺家协会主席

石头主演的关中曲子《沙海情话》在福建

晋江市参加由文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全国曲艺、木偶戏、皮影戏优秀剧

（节）目展演，是陕西唯一入选剧目。民协

协助市文联进行“渭南皮影艺术之乡”申

报以及举办“中国皮影雕刻艺术中青年传

承人高级研修班”等工作；皮影协会抓各

班社的演出，２０１７年共演出 ３０余场。音

协２人在国际大赛获奖，多人在全国大赛
获得表彰。舞协原创的《沂蒙情》《采薇》

等作品在省级大赛获奖。市直各文艺家协

（学）会向省、国家级协会推荐上报一批新

会员并获得批准。

【皮影艺术】　２０１７年，市文联多方协调，
组织市皮影协会和渭南师院的专家教授对

全市皮影艺术状况进行深入调研，整理形

成《渭南皮影艺术》。联系中省民协并申

报“中国皮影艺术之乡”工作，９月份，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评审组一行对渭南市“中

国皮影艺术之乡”的申报命名工作进行考

察评审。评审组先后对渭南市双泉村皮影

传承培训中心、陈艺文皮影雕刻作坊进行

实地考察，并参观华山民俗博物馆，对渭南

皮影作为华山旅游产品的销售情况进行了

解。１０月份渭南市被中国民协授予 “中
国皮影艺术之乡”称号。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４
日，由中国文艺基金会、中国文联、中国民

协、陕西省文联共同主办，陕西省民协、渭

南市文联、华阴市政府和华旅集团承办的

“中国皮影雕刻艺术中青年传承人高级研

修班”在华阴市举办。研修班共吸引来自

全国２０多个省，近百名皮影雕刻艺术领域
的优秀传承人和皮影爱好者参加。培训期

间，在西岳庙举办中国皮影雕刻艺术中青

年传承人优秀作品展，共展出１００余件作
品。

【文化交流】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摄影协会会
员先后赴美国、意大利、尼泊尔等地进行摄

影采风；１００多位书画艺术家赴山东、山
西、上海、甘肃、青海、西藏、四川、河南等地

进行书画展示、采风交流１０余场次；８月
份，和上海松江联合举办书画交流展，展出

书画作品４０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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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残疾人联合会

理 事 长　任　辉
副理事长　李银兰
【残疾人康复服务】　临渭区、华州区在全
省率先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试点工作，探

索精准康复新模式。全年共为１０１名脑瘫
儿童、８８名智力残疾儿童、１６名孤独症儿
童和１５名肢体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练补
贴和手术救助；为２０名贫困聋儿免费验配
助听器；为７１名聋儿免费进行语言训练；
为２７名聋儿进行免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全年为贫困缺肢残疾人免费安装大小腿假

肢各９０例；为１２０名成人验配助听器；为
４０１名重度残疾人免费配发辅助器具；为
８８０名精神病患者实施住院救助和免费服
药救助；为３８０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
施手术。争取省级资金２００万元，组织大
荔等４个县区实施县级康复中心提升项
目。在卫计部门支持下，确定专业服务人

员１５０余人，参与中、省举办的精准康复服
务管理系统培训会、全国骨干师资培训班、

成人康复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等专业培训

６００余人次。选派临渭区两所特教学校７
名老师参加全国西部地区“集善三星爱之

光特教师资培训”。

【残疾人就业】　落实残疾人创业就业示
范基地和示范户的创建工作。举办各类培

训班４５期，培训残疾人７０００余名。与太
平洋保险公司签署保险服务协议，为全市

２９０７名残疾人专职委员购买人身意外保
险。依托县（市、区）对全市 ２９００余名残
疾人专职委员进行专职培训。落实《陕西

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

法》，执行年审政策，优化服务方式，推动

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工作的开展，２０１７年度

市级征收入库残保金３４７万元，全市全年
促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６７０人。市残
联配合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残疾人就业

援助月”活动、“２０１７年春风行动”暨就业
扶贫招聘会。２０１７年，全市新增残疾人就
业１９９６人，其中按比例就业６７０人、集中
就业２８３人、个体和自主创业４７９人、灵活
就业５６４人。
【贫困残疾人脱贫】　成立市残联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召开市级残疾人脱贫攻坚现

场会，制定贫困残疾人口年度减贫计划。

安排党员干部、职工与有从事产业发展意

愿的家庭“认亲”结对，通过帮、包、带、扶

等形式帮助残疾人增加收入。２０１７年全
市新建省级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６家，辐
射带动残疾人脱贫致富 ２００人次。市残
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扶贫办联合开

展对全市１７７名贫困残疾高中学生免除学
杂费的核定工作。对１３０名未入学残疾儿
童进行入学资助（其中走读５０名，寄宿８０
名）；对１５名贫困残疾大学生和９名贫困
残疾人家庭大学生进行一次性入学资助。

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累计发放８１３５．７５５万
元，受益１０７０００余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累计发放３８４９．５２２万元，受益３５０００余
人；投入８７．５万元，为２５０户贫困重度残疾
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完成４８８４辆机动
轮椅车燃油补贴发放。

【残疾人文化建设】　通过“全国爱耳日”
“全国助残日”“全国爱眼日”“国际残疾人

日”以及第一次“残疾预防日”等重要节

日，宣传残疾人事业和扶残助残先进典型。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开展各种助残主题宣传活
动９０次，张贴标语及悬挂各类横幅３００余
条，散发各类宣传资料１３８９０份，现场咨询
２０００余人。通过《渭南日报》、市政府门户
网站等渠道宣传“两项补贴”制度、残保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残疾人创业就业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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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等。参加第九届全省残疾人艺术

汇演，获得团体第二名和优秀组织奖；开展

以“共享芬芳、放飞梦想”为主题的残疾人

文化活动周；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４日，在第６０届
“国际聋人节”期间，市残联在大荔县同州

湖举办以“飞出梦想、舞出希望”为主题的

全市聋人飞镖、冰壶比赛；完成２５名省残
疾人作家“走进山水渭南，抒写关中文化”

采风活动；从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起至１２月
底，连续八个月开展“关爱残疾人，让生活

不再阻‘爱’”残疾人免费观影活动。

【残疾人维权】　开通“１２３８５”热线，为全
市残疾人提供相关政策咨询、投诉请求、意

见建议、生活帮助等服务。２０１７年 ２月，
市残联被市委办、市政府办评为渭南市

“热线办理”先进单位。“１２３８５”热线工作
经验在省残联维权干部培训会上进行交

流。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接待残疾人来访１９０５
人次，处理来电、来信诉求２０４４余次，办理
办结率达到９８％，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
５起。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党组书记、主席　刘建军
副 主 席　马筱丽（女）

张志俊（兼）

陈建军（兼）

秘 书 长　岳　森
渭南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主　任　刘建军
副主任　马筱丽（女）
【经济服务】　依托多种项目推介会平台，
先后邀请美国大西北商会、俄罗斯、阿塞拜

疆等海内外２０多个侨团３００余名侨商开
展经贸活动，推介各类项目１５０多个，达成

５０多个农特产品销售协议，拓展了国际市
场。招引海得邦国际物流集团入驻经开

区；促成泰国正大集团澄城“百万头生猪

全产业链综合示范项目”落地，总投资４７．
５亿元，２０１７年完成５．３亿元。建立项目
推介平台和特色产品信息平台，收集项目

１８０多个，特色产品５０余种，面向海内外
侨商侨团宣传推介。发挥侨资源优势，积

极参与包联村精准扶贫工作。

【为侨服务】　全年走访慰问侨界困难家
庭６８户，发放生活补助金８万余元，发送
慰问金及慰问品近５万元。与中心医院等
医疗机构组建６支“侨爱心”志愿者医疗
服务队。为贫困听障人士争取“爱心”助

听器２７９台。加强与特教学校、社区联动，
建立长期服务听障儿童、侨界空巢老人工

作机制。开展困侨精准扶贫工作，为２３户
３８名困侨建档立卡，落实包联责任人。确
定蒙古归侨马仲娥、朝鲜归侨梁启文和１
户空巢老人为重点帮扶对象，召开帮扶协

调会，争取省上专项救助资金５万元，探索
购买社会服务、补贴医疗费用等多措并举

的帮扶形式；争取技能创业资金６万元，举
办了全市困侨职业技能培训，共有２０名困
侨参加培训。

　　侨联主席刘建军陪同副市长高洁慰
问侨界群众

【公益事业】　全年争取海内外侨界爱心
捐赠累计９００多万元。争取香港应善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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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助学金３６万元，资助２４０名贫困大学
生；为６家医院捐赠共价值７２０万元的等
粒子微创手术设备；争取台湾新华爱心教

育基金会２７万元，设立“珍珠班”１个，扶
助贫困学生３０人；争取澳大利亚天赖列车
慈善机构捐赠助听器３０９副，价值近 １５６
万元；争取澳大利亚澳中企业协会５万元
为华州区大明中学贫困学生购买衣物、体

育器材。

【维护侨益】　采取送法律、送政策，知识
竞赛、“１２．４”宪法日上街宣传等形式，大
力宣传涉侨法律法规，营造依法护侨的社

会氛围，发送侨法各类宣传资料５００余份，
接待来访群众５０多人次。加强侨法顾委
建设，提供法律服务，协助处理宏源石业等

侨企的经济民事纠纷，依法维护归侨侨眷

合法权益，促进侨界社会和谐稳定。

【联络联谊】　继续推进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三省六市侨联协作工作，在文化交流、

区域经济协作、侨资源共享等方面友好合

作，先后与５个海外社团签署友好合作协
议；加强与３５个结对子侨联的交流协作，
新增广西柳州市、山东烟台市等６市友好
侨联对子；聘任富平籍美国华侨、北美陕西

同乡会会长蔡晓宏等９名海外侨胞为海外
顾问。派出干部随团出访俄罗斯、泰国等

６个国家，慰问侨胞、加强交流、宣传渭南、
寻求合作。

【文化交流】　建立外派教师人才库，入库
３３人，推荐２名教师参加“中华文化大乐
园”活动，选派２名教师赴泰国开展华文
教育；３月２７日，在渭南技术学院举办“侨
·说”国际文化交流讲座，德国中小企业

经济联合会代表汉斯·凯梅尼以《德国技

术培训及职业教育系统的发展现状》为主

题，就德国技术培训及职业教育系统的发

展历史、构成、专业设置及运作模式等内容

做以介绍；８月 １日至 ７日，举办了 ２０１７

年“亲情中华·陕西夏令营”渭南行活动，

共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的３５名营员参
加，营员在渭期间参观了市博物馆、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习馆、仓颉庙等，学习体验了武

术、书法、中国历史、国学精粹等文化；组织

侨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第四届世界华

侨华人美术书法展”，成功申报市文化艺

术中心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地”；推荐渭南市１４家餐饮企业和４名厨
师作为国、省侨办２０１８“中餐振兴”对外交
流活动人物（２０１４年，国侨办推出“中餐繁
荣计划”，旨在提升海外中餐业水平，弘扬

中华饮食文化，重点在健全海外中餐业组

织和网络，通过学历教育、技术培训、在线

授课等，支持海外侨胞中餐事业发展）。

　　２０１７年“亲情中华·陕西夏令营”渭
南行活动

【参政议政】　在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
提交１０条提案，均被列为正式提案，其中
《关于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建议》《关

于扶持发展特色民营中医医院的建议》被

评为优秀提案。出台《关于加强侨界参政

议政工作的意见》，制定激励奖励办法，进

一步激发侨界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渭南市工商业联合会

渭南市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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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张　开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吉渭强
副 主 席　王喜稀　张会娟（女）

刘英杰　石发玲
张锡林　王瑞玲（女）
谢　翔　申小丰　马振国
梁胜利　杨超群（女）
王宝印　孙　鹏　赵建东
李亚利（女）　王刘峰

秘 书 长　李新宽
渭南市总商会

会 长　张　开
副会长　王喜稀　张会娟（女）

陈玉峰　尹张利（女）
侯　卫　尚亚军　马晓强
冯朝阳　杨晓波　杨景荣
王爱军　马石军
石卫华（女）　马振友
安小莉（女）李武军　雷　荣
钱怀瑜　付建红　李昌业
韩海成　奚张平

秘书长　李新宽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共建立基
层商会１４５个：其中镇商会９７个，占全市
建制镇的 ８７％；行业商会 ２９个，涉及建
材、旅游产品、汽车、农资、石化、焦炭、家

居、水泥等服务行业；异地商会９个；企业
家商会１９个；园区商会 １个。现有会员
８８５９个：其中企业和团体会员３３２１个，从
业人员３６万余人；个人会员５５３８个，从业
人员４６万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８３
３．８０亿元，同比增长９．４％，占 ＧＤＰ的比重
达５０．３％。会员中担任省、市、县级人大代
表的有 ２１３人，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１４３人；担任省、市、县级政协委员的有２３６
人，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１７８人。
【学习培训】　采取集中学习会、辅导报告
会、座谈会、研讨会等形式，学习传达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央２５号文件精神、省十三次
党代会和市五次党代会精神１７场次。按
照年度培训计划安排，在西安交大干部培

训基地举办为期５天的“全市工商联领导
干部暨非公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培训班”。

【示范引领】　２０１７年，通过执委会、代表
大会表彰先进会员企业、先进商会和优秀

会务工作者 ５０余家／个，表彰“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先进会员企业、“爱心奉献”

优秀个人４０家／人；向省、市推荐优秀县级
工商联、商会和会员企业 １８家，“渭南标
杆人物”２人。
【万企帮万村】　开展“三结三扶三提升”
活动（商会组织与贫困村结对，扶持发展

特色产业，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水平；民营企

业与贫困户结对，扶持贫困户创建富裕文

明家庭，提升自我脱贫能力；非公党组织与

贫困村党支部结对，扶持建强活动阵地，改

善软弱涣散状态，提升党组织凝聚力和战

斗力），实施“三四一”扶贫工程（抓好“三

个到位”：宣传动员到位、教育引导到位、

政策落实到位；建好“四个一批”：扶持一

批特色产业、解决一批劳动就业、培养一批

技术人才、落实一批公益；实现“一个目

标”：“村企共赢”的目标）等措施。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全市３６８家民营企业帮扶贫困
村４１７个，实施项目６７０个，帮扶２４２１２户
贫困户，涉及８万多贫困人口，累计投入帮
扶资金２．１３亿元。
【渭商大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市工商联承
办以“新时代、新渭商、新征程”为主题的

第二届渭商大会，来自全国各地渭商代表

３００余人参加会议。大会以“凝聚渭商力
量，促进渭南发展”为宗旨，通过加强区域

交流合作，弘扬渭商精神，凝聚渭商力量，

发挥渭商在追赶超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的作用。会上，部分渭商代表做交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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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向广大渭商发出倡议，通过《渭商宣

言》。

【参政议政】　配合中、省工商联完成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网上工商联、万企

帮万村、会员发展状况和省工商联万企帮

万村等重点调研任务５次，走访各类企业
３０余家、商会１５家。围绕工商联换届、万
企帮万村、企业发展、营商环境、商会建设

等内容，深入基层工商联、商会和民营企业

开展调研１０余次，撰写《进一步加强商会
建设管理》《万企帮万村之我见》《民营企

业参与扶贫浅》《我市工业园区营商环境

情况》《我市非公经济发展和民间投资情

况》等调研报告５篇。在市“两会”上，组
织代表、委员共提交提案议案３４件，其中
优秀提案议案８件。在日常工作中对影响
全市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撰写递交书面

材料３篇。组织２０余名非公企业代表参
加省、市人大和市政协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立法调研会和全市工业园区营商环境的调

研活动。

【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３月，市工商联牵头
成立渭南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选举产

生第一届联合会班子，审议通过联合会章

程，举办“黄河金三角”暨新生代企业家渭

南行活动。９月，召开渭南市工商联（总商
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彰五年来“诚信守

法·爱心奉献”优秀企业家，选举产生市

工商联（总商会）第五届执委会、常委会和

领导班子。市工商联全年组织党员干部参

加省、市开设的各类培训班１０余次，参加
东秦大讲堂５０余人次，购买图书１５００余
册，建立并完善机关各类制度２３项。
【服务保障】　２０１７年８月，市工商联接待
澳门工商界人士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恳

乳业、汉斯啤酒等招商引资项目，召开考察

座谈会，市外经局作渭南市投资环境说明，

经开区、临渭区、高新区作投资环境说明和

重点招商项目推介，考察团成员对渭南市

的投资环境给予高度评价，对部分招商项

目表示出投资合作兴趣。举办陕西省新生

代企业家“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暨市县

行活动，深入渭南市合阳王村镇北蔡村、澄

城县庄头镇永内村等贫困村捐资捐物，并

签订帮扶合作协议，选派名誉村主任。８
月１４日，组织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形势分析
座谈会，各县市区汇报上半年县域民营经

济发展、万企帮万村、民间投资等方面情

况，市工商联直商会及１０位民营企业家代
表参加会议并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要求

全市各级工商联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要主动将工作由多、

杂、散向精细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转变；

要积极引导企业建设促进自身良性发展的

企业文化，帮助企业提升“软实力”，不断

提升服务“两个健康”的能力和水平。１２
月８日，市工商联、市农业局、市供销联社
和商界传媒集团（渭南分公司）联合举办

“２０１７中国（渭南）品牌农业创新峰会”，
本次活动特邀天下星农创始人、商界星农

学院院长、中国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品牌

农业特约讲师、淘宝大学“品牌农业 ＋互
联网”特约教授胡海卿，对如何提高涉农

企业的品牌意识，塑造农业品牌和销售运

作的能力进行分析讲解。

（雷江波）


渭南市红十字会

秘书长　杨和平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关
爱弱势群体活动 ５０余次，救助款物总计
５０余万元；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３０余
场，培训１３９８人；开展器官捐献知识、造血
干细胞捐献知识、防灾减灾知识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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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知识等宣传活动，普及新修《中华人

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推动无偿献血活

动共计２０余次，发放宣传册８万余册；开
展０－１４周岁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与儿童白
血病救助项目的登记、审核、上报工作，救

助患病儿童２９人，总计６７万元。
【关爱弱势群体】　２０１７年１月，市红十字
会将价值３６万余元的面粉、大米、食用油、
棉衣、棉被等救助物资，通过十个县市区红

十字会下发到贫困村的２０００余户困难群
众手中。

２０１７年，市红十字会先后给病困患者
赵山河、张知芳等１４人和４５名特困学生、
留守儿童发放救助款１１．５４万余元。世界
艾滋病防治日期间，市红十字会秘书长杨

和平等人前往华州区莲花寺监狱看望正在

服刑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并赠送价值

７２００元的内衣、暖水袋等生活用品。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２０１７年，市红十字
会先后对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渭南

空气化工产品公司、陕西海升果业有限公

司、渭南应急救援队、高速交警大队和渭南

消防支队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和志愿者共计

１３９８人，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宣传活动】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８日，在第 ７０
个“世界红十字日”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正式施行日期间，市

红十字会、陕铁院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联

合在陕铁院高新校区，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

《应急救护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现场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演练。在《渭

南日报》、渭南广播电视台进行新修《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专题宣传。５月
１２日上午，在渭南市中心广场举办“珍爱
生命、关注健康”———５·１２“防灾减灾日”
宣传活动，活动围绕“减少灾害风险，建设

安全城市”的防灾减灾主题，悬挂横幅、设

立咨询台、摆设展板、发放科普读物、进行

现场心肺复苏培训演练。１１月３０日，市
红十字会、渭南市卫计局、陕西铁路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渭南市疾控中心在陕西铁路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展渭南市第四个

艾滋病知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陕铁院大学

生预防艾滋病知识竞赛，共有５００名学生
和志愿者参加。

　　在陕铁院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
培训演练

　　在市中心广场举办“珍爱生命、关注
健康”———５·１２“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

【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　
进行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

的审核、登记和上报工作。截至１２月 １１
日，先后上报需救助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２８人、白血病患儿９人。其中已有８名白
血病患儿获得救助资金共计 ２６万元，２１
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获得救助资金共计

４１万元。 （赵攀攀）

９０１渭南市红十字会　　




渭南市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

渭南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会 长　王　谦
副会长　龚红梅
【概况】　全年共组织举办各类经贸活动
２０余场次，组团参加国内外重点经贸活动
１０次，累计５００余人次参加活动，签署招
商引资项目合同（协议）１５．２６亿元；促成
各类贸易合同１２０余亿元。
【第六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会暨中国

（渭南）农产品交易会】　跨采会共邀请采
购商３４６名（渭南市精准邀请境内外客商
２６２名，占全省７５％），共有来自加拿大、巴
基斯坦、缅甸、土库曼斯坦、泰国、印度、越

南等２８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境
外采购商１２８名；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浙
江、江苏、山东、山西等１８省市２１８名国内
采购商，实际参会专业采购商超过５００名。

　　举办第六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
会暨中国（渭南）农产品交易会

本届农交会本着“低调、务实、简单、管用”

的理念，不邀请政府代表团、不宴请、不会

见，采取产品分类陈列、以品定价、产销对

接、精准对口，采购商和供应商面对面交

流、对接、洽谈，务实高效。跨采会共达成

各类贸易合同（协议）９２个，贸易总额达到
１２３．１５亿元，其中外贸贸易合同８个，贸易
额１３．４５亿元。
【香港亚洲果蔬展】　２０１７年为扩大企业
展示空间，在省贸促会的帮助下，渭南市贸

促会争取到省商务厅支持展位１０个，落实
参展资金４０万元，组织白水宏达、盛隆、圣
源果业、润泉果业等１４家企业参加展会，
共签订苹果、酥梨贸易合同３．８亿元，结识
和对接新的客户５家，为企业拓展新的潜
在市场。

　　组织白水宏达、盛隆、圣源果业、润泉
果业等１４家企业参加香港亚洲果蔬展

【扩大与镇江市的贸易合作】　２０１７年 ２
月２４日，在镇江举办渭南名优特色产品推
介展示会；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０月 １７日率团
参加江苏农博会，渭南市４１家涉农企业及
专业合作社参加，全力推介渭南名优农产

品。渭南 １４类 ７７个系列产品现场销售
１２万元，签订合作意向１６个，合同金额１．
５亿元，扩大了渭南产品在江浙的市场份
额。

【边境口岸城市渭南市特色产品展销中心

建设】　２０１７年继续发挥瑞丽渭南市特色
产品展销中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渭南果

品企业借助在瑞丽口岸的特色产品展销中

心的平台，扩大缅甸等东南亚市场，市贸促

会对广西凭祥、新疆霍尔果斯、喀什三个口

岸城市进行考察调研，力争用１－２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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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霍尔果斯建立渭南特色产品营销中

心，带动渭南企业与中亚地区的贸易融通。

【推进渭南与镇江经济协作】　２０１７年 ２
月，市委书记陆治原率党政代表团赴镇江

市对接对口支援协作工作。４月，镇江市
党政代表团回访渭南，组织策划镇江与渭

　　在渭南举办镇江渭南对口交流与经
济协作恳谈会

南对口交流与经济协作２０年恳谈会，总结
回顾２０年来镇江与渭南合作的经验和做
法，明确今后五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重

点任务和目标。恳谈会上，渭南与镇江共

签订产业合作项目１０个，合同金额１５．２６
亿元，镇江市向渭南市教育局捐赠教育资

金１００万元。在全省率先启动《镇江渭南
“十三五”东西部扶贫协作规划》编制，加

强资金项目管理顶层设计。在全省率先制

定出台《渭南市苏陕协作项目管理办法》，

审定安排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度项目资金计

划，４８个项目累计总投资１．５亿元，使用苏
陕资金６４００万元。对口协作的五个县签
订对口交流与经济协作框架协议。市委组

织部、发改委、工信局、卫计委、政协、供销、

工商、民政、农业、商务、教育、科技、文旅等

部门都进行有效对接，签署合作协议。

【定制化培训服务】　举办出证、认证、签
证代办点授牌仪式暨全市外贸企业国际化

经营培训会。渭南是国家贸促会首次在陕

西地市支会设立的出证认证代办点，２月
１５日，举办出证认证代办点授牌仪式。邀
请美国出证认证协会聂荣董事长、陕西省

贸促会业务骨干周秉宏为全市１２０余家外
贸企业做国际贸易法律风险防控、出证认

证等业务培训。举办全市贸促系统外事礼

仪培训。调整充实一批外贸企业进入渭南

国际商会。

【外贸调研和口岸城市调研】　对渭南１１
个县市区的５０多家外贸企业开展摸底调
研，通过调研形成渭南农产品调研报告。

开展边境口岸国际贸易调研，先后对云南

河口、磨憨、瑞丽、章凤、畹町、陇川，新疆霍

尔果斯、阿勒泰、吉木乃、喀什，蒙古满洲里

等１１个口岸城市开展边境口岸贸易市场
专项调研。根据调研情况，以在云南瑞丽

开创口岸果品营销中心为基础，拟在新疆

霍尔果斯、广西凭祥等地设立营销中心。

（郭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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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渭南军分区

司 令 员　田继光（大校，６月离任）
祝利庆（大校，７月任职，１１
月退休）

政 治 委 员　孔令锷（大校，６月任职）
副 司 令 员　郭军信（大校，６月任职）
战备建设处主任　朱亚辉（上校，６月任职）
政治工作处主任　侯　鉴（上校，６月任职）
动员处主任　沈礼军（中校，６月任职）
保障处主任　马　敏（中校，６月任职）
【思想政治建设】　跟踪收听收看十九大
报道，编印学习资料汇编，购买新党章，制

作专用学习笔记本，更换营区灯箱，制作宣

传展板，营造学习氛围；集中一周时间，采

取领导导读、参加省军区授课辅导、理论考

核、体会交流、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深化

对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的学习理解；坚持

每天利用交班时机，学习十九大报告的新

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实现学习常态化。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官兵经常性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制订《深入学习贯

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措施》，组织６
次党委中心组带机关理论学习，强化官兵

看齐追随、维护核心的理性认同和行动自

觉。开展主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具体措施》，组

织主题教育４个专题授课辅导，先后组织

官兵参观渭南市举办的“喜迎十九大”主

题展览，到渭华起义纪念馆和习仲勋陵园

接受教育。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全年在省

级以上主流媒体、杂志刊发稿件５６篇。

　　１１月１７日，军分区党委机关开展重
温入党誓词活动

【调整改革任务精准落地】　 １月份，在省
军区党委十二届十一次全体会议和改革教

育动员部署会召开之后，军分区党委利用

８天时间，按照“逐条逐项过、一人一事抓、
往细往小落”的思路，在全区开展“官兵大

谈心、形势大辨析、安全大督导”活动。活

动期间，全区官兵和职工面对面、心贴心地

进行真诚互动交流，机关整理编印两本

《改革实施工作应知应会汇编》，各级排查

５类２３个安全隐患，提出１８条整改意见，
进一步摸清官兵思想底数、澄清模糊认识、

消除安全隐患，经验做法被省军区转发。

统一组织调整改革授课辅导，各党支部以

组织生活会的形式围绕“改革怎么看、我

该怎么办”深入开展讨论交流，官兵写出

“服从大局听党的、干好工作看我的”决心

书。对人员、经费、物资、装备进行清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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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做到账物相符、责任到人。先后选送５
名新交流干部到院校进行“非转专”培训，

研究制定《军分区机关（人武部）运行暂行

规范》《军分区机关和人武部经费审批权

限暂行规定》，对调整改革后的工作运行

和各种秩序进行规范。

【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研究制定《加强军
事训练工作落实的措施》，对党委议训、登

记统计、总结表彰等７方面进行规范，促进
军事训练责任制落实；以新大纲试训为牵

引，在参加省军区授课辅导的基础上，严密

组织动员要图标绘、文书拟制、综合作业等

课目训练，有效提高首长机关指挥谋略水

平。军分区机关年终军事训练考核排全省

排名第一，被省军区评为“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战备建设处参谋刘思勇代表省军

区参加中部战区联合尖子参谋比武竞赛。

组织民兵训练。分２批组织教练员暨专武
干部集训，提高组训施教和履职尽责能力；

采取“巡回教学、自行组训、考评验收”的

方法，分南北两片同步展开全区民兵军事

训练和考核，做法得到省军区肯定。

　　７月上旬，军分区组织对全区民兵军
事训练进行考核

韩城市人武部民兵训练组织严密、成效明

显，被推荐表彰为省军区“军事训练先进

单位”；协调地方公安部门，完成全市３１．８
万人基本信息的统计上报工作，为民兵调

整改革奠定基础。组织演训活动，联合市

防汛办，在水患频发多发的渭河流域渭南

“二华夹槽”詹刘、北洛重点险工险段，组

织军地防汛现地勘察及任务部署现场会；

组织市民兵应急分队带反恐装备参加渭南

市十九大期间安保反恐维稳应急处突

演练。

【兵员征集】　采取给各县（市、区）委书记
写信，在华州区召开征兵准备现场观摩和

讲评推进会，省军区军动处、军分区团以上

领导以及渭南市、县两级地方领导共３０多
人参加会议。中央电视台７套军事新闻、
《陕西日报》等１０余家主流媒体进行宣传
报道。活动开展后，全市共登记适龄青年

ＸＸ人，在全省率先实现１８至２４周岁兵役
登记率、１８周岁兵役登记率“双百”目标，
１１个县（市、区）也均实现“双百”，经验做
法被省军区转发。征兵工作正式展开后，

各单位严格标准、创新方式手段，完成 ＸＸ
名男兵、ＸＸ名女兵和ＸＸ名直招士官征集
任务。军分区利用４天时间集中组织女兵
预征对象进行役前教育训练，淘汰２名体
质较弱青年；韩城市人武部在全省率先实

行全程体检盲检，其做法受到省军区通报

表扬，并在军分区范围内推广；蒲城县人武

部隆重举行欢送新兵教育大会，ＸＸ名新

　　７月２５日，召开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征兵
工作会议

兵面对家长庄严宣誓，表达参军报国的坚

定决心；华州区人武部开展役前教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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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一”活动，打牢新兵参军入伍的思想

和身体基础。全市征兵“五率”排名全省

第二，潼关县、白水县实现“零退兵”。

【正规化建设】　推进市民兵武器库改造。
协调市委、市政府出资４００余万元，对库房
和库区道路进行整修改造；军分区投入１５
万元，完善消防设施、制作灯箱和制度牌等

配套设施，提高武器库正规化建设水平。

注重加强营区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军分区

机关营区燃煤锅炉改造，建成征兵接待大

厅和理发室，进一步改善官兵工作生活条

件。

【安全管理】　以“全军安全大检查”“百日
安全活动”为牵引，查隐患、补漏洞、控风

险，部队保持安全稳定。设计制作《安全

自查简明对照表》的做法，受到省军区首

长的表扬。将军委国防动员部“根除违规

喝酒十个严禁”、枪弹“零持有”承诺等内

容做成小卡片，发到官兵手中，做到人人皆

知。组织枪弹专项清查，共清查出各类子

弹８５发、教练弹上万发以及废旧枪支配件
千余件，进一步消除安全隐患。制定完善

６个应急预案，补充完善各类器材１００余
套（件），经常性组织安全教育、营门应急

处突演练和隐患排查，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认真开展“士官队伍教育整顿”，组织２个
专题授课辅导，建立与士官家人定期互通

情况机制，确保士官队伍纯洁稳固。广泛

开展“学条令法规、整四个秩序、树新风正

气”教育整训活动，进一步正规秩序、纯正

风气，活动的经验做法被省军区转发。

【军民融合发展】　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春节前夕组织军分区机关３０余名官兵到
临渭区桥南镇秦阳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３
月至５月，投入１０万元，帮助该村开山凿
道、筑坝拦水，完成饮水工程建设，解决该

村６００人吃水问题。５月２７日，军分区与
秦阳村共同举行“军阳泉”揭牌仪式，并现

场交接饮水帮扶资金。大力推进全面停偿

和燃煤锅炉改造工作。对驻渭部队停止有

偿服务和燃煤锅炉改造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摸底，协调军地有关部门，成立军地协调领

导小组，专题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为两项工

作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干部队伍建设】　针对军分区、人武部党
委班子调整面比较大的实际情况，利用党

委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等时机，组织班

子成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内容，提高各级

党委班子履职尽责能力。注重加强干部队

伍教育管理，规范干部探亲休假审批权限

和程序，定期讲评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情况，

八一期间慰问５名生活困难干部。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对军委审计署驻中部战区审

计局审计组反馈的１７个问题逐一进行整
改，上缴各类违规违纪资金９３．７万余元，并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修订完善

《军分区机关及人武部财务管理规定》和

《军分区集中采购实施细则》等制度规定，

对财务管理秩序进行严格规范，强化各级

廉洁从政、谨慎用权、依法理财的意识。坚

持军事训练一票否决，７名官兵因军事训
练考核不合格而被取消评功评奖资格。

【“学、整、树”教育整训活动】　２月６日
至１６日，在全区开展“学条令法规、整四
个秩序、树新风正气”教育整顿活动。期

间，划分动员部署、条令法规学习、四个秩

序整顿、安全形势分析、讨论交流、理论考

核和总结讲评７个阶段，共计１２项内容，
集中整顿条令法规学习不扎实、四个秩序

落实不正规、作风纪律保持不严格等突出

问题。活动中，军分区部门以上领导全程

参与学习、训练，组成队列班带头听课参

训，发挥“火车头”作用。

【军地反恐维稳】　５月１１日，军分区邀请
市应急办、市公安局反恐支队、市公安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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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支队、市公安局情报支队、市国家安全

局、市信访局、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武警

渭南支队等军地单位，召开反恐维稳情报

信息会商联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省军区

部队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安保行动方案，各单位各有侧重介绍渭南

近期敌社民情动态，提出应急维稳联防联

治措施，协商建立联络员制度，有效加强军

地信息互通共享，密切协作配合。

【民兵整组】　研究制定《渭南军分区２０１７
年民兵整组工作实施方案》和《渭南市

２０１７年民兵整组检查验收细则》，首次采
取拉动式点验的方式，按照考评细则逐单

位打分排名，完成全市应急、支援、储备共

ＸＸ支队伍、ＸＸ人的基干民兵整组任务。
６月中旬起至７月上旬，抓住训练计划、督
导、考评、讲评等关键环节，改进训练作风

转变，督促各人武部完成 Ｘ支分队、ＸＸ人
的民兵应急队伍军事训练任务。

【第十七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图画展】　军
分区围绕“赞颂辉煌成就、赓续红色基因、

支持改革强军”主题，精心制作４０块图文
展板，印发上千册宣传手册。９月１５日，

　　９月１５日，军分区在渭南师范学院开
展国防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在渭南师范学院，数百名师生自发前来参

观学习，并在关心国防、热爱国防、保卫国

防的横幅上庄严签名。９月１６日，在渭南
市中心广场，举办图画展，并给现场群众发

放宣传手册。

（陈　剑　党　昕　李小龙
徐智章　肖作子　尹业龙）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渭南市支队

支 队 长　朱京康 （上校，５月离任）
贺　虎 （上校，５月任职）

第一政治委员　杨建琦 （兼）
政 治 委 员　王胜金 （上校）
副 支 队 长　王建荣 （中校）

王士泉 （中校）

副政治委员　陈川峰 （中校，５月离任）
侯兴华 （中校，５月任职）

参 谋 长　谌能仁 （中校，５月离任）
刘长征 （中校，５月任职）

政治处主任　俞　渊 （中校）
后勤处处长　付　锐 （中校，４月离任）

朱鹏波 （少校，４月任职）
【概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渭南支
队（简称渭南支队），组建于１９８３年１月。
２００５年６月，武警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支
队完成陕西总队原第一支队１个中队、原
第三支队２个大队、７个中队转隶接收任
务，支队由三类支队升格为二类支队，下辖

ＸＸ个大队，ＸＸ个基层中队、ＸＸ个教导队
和ＸＸ个卫生队。支队主要担负渭南市各
区县（市）１１个看守所的看守；陕西省渭
南、华山２个监狱的看押；中科院国家授时
中心（３２６）、陕西省物资储备管理局 ４５６
处的守卫任务，以及处置本区域突发性事

件任务。

【思想政治建设】　开展“两项重大教育”，
组织党委中心组带机关理论学习，把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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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考评、体会研讨和“理论之星”评比活

动。开展“８项红色活动”，推进“四心工
程”，落实电视进班，跟进做好政治工作。

支队获总队“卫士风采”群众性文化活动

组织奖，被总队表彰为“四会”政治教员比

武优胜单位，２名干部被表彰为十佳“四
会”政治教员，富平中队指导员卜俊卿被

武警部队表彰为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保障任务】　全年排查整治执勤隐患 ＸＸ
处，实现连续１４年执勤无事故。全年共出
动兵力ＸＸ人次，完成华山景区黄金周机
动备勤，丝绸之路“华山杯”足球赛、渭南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大荔国际马拉松赛安

保，韩城、潼关卡点武装警戒和武装押解等

临时勤务 ＸＸ起，均做到万无一失。严格
“八落实”标准，抓重难点科目和处突战术

训练，加强特勤排、应急班建设，机动中队

副中队长张星参加总队特战比武获干部组

综合成绩第三名。

【部队安全管理】　开展常态巡查、不打招
呼检查，推行倒查、问效责任制和“无后

果”责任追究，让发生问题的单位曝光做

检查，对违纪人员实施纪律处分。严格落

实“八个规范”，紧盯“人车枪弹酒、水火电

毒密”等重难点问题，开展“创安倒计时”

“百日安全竞赛”和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为

全部队安装手机存放柜、信号屏蔽仪，组织

网络保密大检查，对要害部位人员严格政

治考核，支队被总队表彰为密码工作先进

单位。

【基层基础建设】　组织６批工作组深入
一线蹲点调研、当兵蹲连，推广韩城中队正

规化管理示范引领，集中对６个单位正规
化管理按标准进行规范。蒲城中队连续

１８年被总队表彰为标兵，执勤三大队、执
勤四中队、韩城、白水、华州、机动中队被总

队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加强“一组

五队”实战化模块化训练，组织炊事员、卫

生员、驾驶员培训复训，开展健康巡诊、枪

弹巡修、伙食巡查。严把经费预算、审批、

大宗物资采购等关口，整改军委生活费专

项审计反馈问题。推进支队机关和５个中
队营房迁建，对８个中队工作、生活、学习、
训练设施进行改善。支队保障处被总队表

彰为先进保障处。

【班子能力建设】　３月５至６日，渭南市
支队举行党委五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总部、总队党委扩大会议精

神，总结２０１６年部队建设形势，研究部署
２０１７年度工作任务，表彰 ２０１６年度先进
单位和个人。推进“两个清理”和“六个肃

清”，组织多个波次拉网式清查，针对发生

在官兵身边的“微腐败”问题苗头，组织学

习案件通报，开展警示教育，层层传导压

力。执勤一大队党委，执勤二中队、蒲城中

队党支部被总队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重大临时勤务】　３月３日至３月１５日，
支队每天派出 ＸＸ名官兵担负渭南火车
站、渭南北站、客运站和渭南城区主要街道

的联勤武装巡逻勤务。４月１１日，支队动
用ＸＸ名兵力，协助公安机关完成华山玉
泉院古庙会安保和机动备勤任务。７月１３
日，支队动用 ＸＸ名兵力，担负“丝绸之
路·华山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现场安

全保卫任务。９月２３至２４日，支队出动
ＸＸ名兵力，车辆 ＸＸ台，完成２０１７年“丝
绸之路”中国·渭南华山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机动备勤任务。１０月 １日至 １０月 ８
日，渭南支队出动ＸＸ名官兵，ＸＸ台车辆，
完成“双节”期间华山景区联勤巡逻及机

动备勤任务。１１月１２日，支队出动ＸＸ名
兵力，车辆 ＸＸ台，完成“丝绸之路·美丽
大荔”中国·渭南国际马拉松赛现场的安

全保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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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公安消防支队

支 队 长　马海龙（上校）
政 治 委 员　彭其山（上校）
副 支 队 长　熊向军（中校，３月转业）

张国华（中校）

王小平（中校，４月任职）
副政治委员　党永红（中校）
参 谋 长　韩国锋（中校）
政治处主任　牛军强（中校）
后勤处处长　张 斌（中校，４月任职）
防火处处长　朱敬华（中校）
【概况】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公安消防支队连
续２０年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实现社会
面火灾形势和部队内部安全管理“双稳

定”。支队先后被总队评为全省十九大消

防安保“先进支队”“全省目标责任考核先

进支队”“全省安全工作先进支队”。支队

党委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

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

度建设。全年共开展党委中心组学习 １２
次，专题研讨４次，撰写调研文章１０余篇。
全年１３次党委会１３５项决议实现件件有
落实、事事见成效。

【火灾防控】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市长李明远
等领导全年听取全市消防工作并作出重要

批示１０余次，召开会议２０余次。先后部
署开展夏季消防检查、冬春火灾防控、消防

安全“互查互学”、电气火灾综合治理、高

层建筑综合治理等专项整治行动 ２１次。
同陕西广播电视台合作推出消防纪实类专

栏《消防警视听》，借势新兴媒体优势平

台，“渭南消防”在今日头条影响力稳居前

列。一年来全市共检查单位２８２９４家，发
现火灾隐患４７５９６处，整改４５９１６处，临时
查封２０２７家，责令“三停”１１７８家，拘留

１６０人，执法总量同比大幅增长。
围绕“一切为打赢”的目标，开展蒲洁

能源石油化工跨区域联合演练等大型演练

４次，实地实装演练７９７次。

消防业务技能比武竞赛

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

【支队建设】　全年新招专职消防队员５１８
名，落实政府事业编制队员１９７名。投入
１０００余万元用于支队信息化建设，为实现
“１＋３＋５＋Ｘ”灭火救援作战体系提供技
术保障。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合作共建，

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的经常性教育培养。

加强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统筹

推进消防执法领域、后勤财经领域等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

【灭火救援】　全年共接警出动 ３１９７次，
抢救被困人员 ２６８人，保护财产价值约
２．３６亿元。完成党的十九大、渭南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等２０余次重大消防安保任务，
完成富平“３．１９”京昆高速二甲醚槽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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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事故、潼关“５．３”汽油罐车泄露事故等
急难险重灭火救援任务。

十九大消防安保决战决胜誓师大会

扑救高速公路货车起火事故

【综合保障】　发放未休假补助 ７０余万
元，协调解决官兵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大

病救济和住房等难题。争取地方预算经费

１５８８．８万元，预算外经费３９８８．８万元，同比
增长７５％，为完成中心任务提供强有力的
财力支撑。新购城市主战车、大吨位供水、

指挥、供气、宿营、炊事、运兵、通讯器材、监

督执法、兵员运输等各类车辆２６辆、器材
装备９３２６件套，实现市区一次性灭火载水
量由８６吨大幅提升至１８５吨，为部队战斗
力提升提供强大的装备保障。解放路战勤

保障消防站、富平新建消防站相继建成投

入使用，韩城、华州新建消防站完成主体工

程，官兵工作、训练、生活条件得到全面改

善。


人民防空

渭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主 任　赵洪冬（５月离任）
武建民（６月任职）

副主任　张联营　石　莹
【工程建设】　市人防基本指挥所工程
（“９１８”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在完成可行
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等

工作的基础上，主体工程已投资约３０００多
万元，完成土方、基础施工，进入钢筋绑扎

混凝土浇筑阶段。全年共审批人防建设项

目４８个，面积２１．１万平方米，竣工验收项
目５个，面积１．６４万平方米，完成省办年
度目标的１６４．６７％。新增停车位 ３１８个，
其中市级 １５２个，蒲城县 １３０个，华州区
３６个。与市规划、住建、国土、执法等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空地下室建

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力促进人防工程

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监管的落实。实

行政务大厅审批一个窗口受理、告知、答

复，科室严格审核，审委会集体决定，做到

“一个完善，两个严控”，即：完善业务科室

审核前调查程序，严控易地建设审批，严控

易地建设费征缴减免。坚持送法上门，利

用审批平台宣讲法规政策，在结建工程上，

抓信达、宏帆、恒大、碧桂园等房产公司开

发大中型人防工程建设；在单建工程上，抓

临渭区陇海广场１．１万平方米人防工程建
设；在民营房地产开发企业抓渭南金宇置

业有限公司“金星铭座”人防工程；在高新

区、经开区抓人防工程空白补填，建设红星

村改造项目８８００平方米的人防工程等，促
进渭南市人防工程提质增量。严把人防工

程审批、质监、验收三个关口，开展执法巡

查，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要求，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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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防工程、已审批和在建项目、违建项目

进行检查，列出问题清单，责令限期整改，

依法监管。渭南市人防工程建设的做法在

全省人防工作会议上作以交流，审批窗口

工作受到有关方面表彰。

工作人员正在安装人防警报器

【指挥通信建设】　新装 １０台电声警报
器，消除警报盲区，提高警报器音响覆盖

面；加强对警报器的维护管理和改频升级，

坚持报时和试鸣制度，警报器完好率和警

报音响试鸣率达到１００％。依据《人防训
练大纲》和《２０１７年全省人防工作要点》进
行各项人防演练训练。完成卫星通信、车

载、手持北斗导航定位等科目训练任务。

参加省人防办组织的支援检验性演练，获

得优秀单位称号；与河南省多个地市人防

办进行协同演练，交流学习宝贵经验和先

进做法；与宝鸡、咸阳共同组织“秦援 －
２０１７对抗演练”，提高指挥通信人员业务
素质。韩城、华州、大荔、蒲城、白水、合阳、

潼关等县（市、区）分别进行防空防灾和疏

散演练，检验设备性能，增强实际操作水

平。全面启动渭南市短波电台三级网建

设，进行电台升级和改频工作。投资１０万
元检修机动指挥平台，保障人防机动指挥

系统的应急保障能力。韩城、华州，蒲城、

大荔、澄城、白水、潼关完成短波电台建设

任务，三级网建设初具规模。３月份在韩
城市举办短波电台加密培训班，进行野外

短波电台架设训练。

【行政执法】　建立执法记录采集站，配发
执法记录仪，进行业务培训。严格执法程

序，规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全程录音录

像，完善执法档案资料，提高人防执法工作

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在日常工作中，加强

沟通交流，通过耐心宣传、热情服务、讲解

法规政策，形成共识共动，塑造人防执法的

良好形象。全市依法巡查人防项目８４个、
征缴人防易地建设费２２００多万元，其中市
级３６个、征缴３５０万元。
【人防宣传教育】　运用广播、电视、网络、
报刊等传媒，围绕“５．１２”“９．１８”等纪念节
日，通过印发资料、张贴标语、开设专栏、知

识竞赛、人防避险故事征文、小学生手抄报

展示、文艺汇演、印发手提袋等方式，宣传

普及人防知识，拓宽覆盖面，提高广大干部

群众的人防意识。扎实推进人防宣传“五

进”活动和“双百工程”建设，与民政、教育

等部门联合，发放宣传挂图、漫画手册１．５
万份，配置宣传教育器材设备７５套，价值
４５万元。大荔、蒲城、富平县创建３个省
级示范社区、３个省级示范学校，受到省人
防办命名表彰。

（刘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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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工作

渭南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主 任　安延会
副主任　刘永宏
【转变政府职能】　出台了《渭南市进一步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形成

了新的市县两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清

单》。在合阳、潼关、大荔三县开展村级小

微权力清单建设试点。取消、停征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全年减轻企

业负担２．５亿元。全面落实扩权强镇改革
要求，出台了全市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

建设意见，印发了蒲城孙镇、大荔朝邑镇等

４个省级重点示范镇、文化旅游名镇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向４个镇下放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３８２项。在华州区、蒲城县和高新
区、经开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

试点。市行政服务中心荣列全国政务服务

标准化试点。市级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公

共资源交易、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四大平

台”投入运行，市县镇村四级便民服务体

系实现全覆盖。全市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正在建设。从８月份开始，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了“减证便民”专项行动，市

县两级共取消３２项证明事项。
【优化营商环境】　在加强商标监管和打
击传销、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建设“信用渭

南”等９方面开展专项行动，清理废除妨
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建立了公

平竞争审查机制。出台了《渭南市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成立了公共资源

交易审查监督委员会，清理违反上位法、不

合时宜的公共资源交易规则性文件４９件。
各县市区均成立了市场监管局。将公安、

住建、交通等２０个部门的４９项备案事项
整合到工商营业执照，实现“５４证合一”。
印发了《渭南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市级部门公共信用信息征集共享指

导目录》，推行诚信“红黑名单”和联合惩

戒措施，信用体系建设综合指数名列西北

五省第一。印发了《市级行政许可中介服

务事项清单》，市级共保留中介服务事项

５６项，减少论证、鉴证、鉴定、证明材料５４
项，减少近５０％。
【完善决策机制】　《渭南市湿地保护管理
条例》《渭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

先后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颁布施行；

着手启动了《渭南市城市物业管理条例》

立法起草工作。全年备案审查各县市区政

府、市直单位规范性文件７２件。市县两级
政府对２０１４年以来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
专项清理，并就清理结果向社会进行了公

告。累计对华山机场项目、蒲白黄高速项

目、设立渭南市 ｐｐｐ项目财政引导基金方
案等１９０余件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了审查、
修改。市政府法律顾问进行了换届。

【执法体制改革】　促进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按照《陕西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

法》规定，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为

１３２４名考试合格的执法人员确认了执法
资格；组织开展全市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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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调研，建立起渭南市警务辅助人员管

理制度。组织开展 ４次现场执法监督检
查，２期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活动，评查了８
个县市区、１５个执法系统１７１份行政执法
案卷。在环境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侵

权假冒等重点领域建立起协作机制和疑难

复杂案件会商机制，明确了环保与公安执

法联动协作制度、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

接工作制度、重大案件会商制度等五项制

度。市级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编制完

成，市级３９个具有检查事项的部门共确定
随机抽查事项２４０项。市工商、物价、统计
等单位召开了全系统推行双随机市场监管

会议。印发了《渭南市深入推进城市执法

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市级城市执法体制改革相关职能调

整和机构编制划转的通知》和《市城市管

理执法局“三定”规定》。

【政务公开】　修订了渭南市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和公开目录，印发了进一步加强政

务公开工作的通知和２０１７年政务公开工
作要点。市县两级依据权力清单，全面公

开了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

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公布了行

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

目录、政府性基金目录、政府定价目录。市

政府门户网站以专栏形式公开政府采购、

项目招投标、土地交易、保障性住房等信息

２８００余条，公开群众关注度高的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类、环境保护类、安全生产类信息

９６０余条，公开重大建设项目及项目进展
情况信息１４０余条。共开展１１期邀请公
民代表走进市政府活动，遴选１３０名大学
生到政府机关假期见习。先后开展电视直

播问政《百姓问政》节目６期，市政府网站
在线访谈１５期。
【化解社会矛盾】　充分运用法治方式，有
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成立了临渭区医患

纠纷调解委员会、澄城县物业管理纠纷调

解委员会等一批能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好、

品牌好的调解组织。全年共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 １３９件，审结 １１８件，审结率为
８４．８９％，其中维持 ２９件，占到２４．５８％。
全年共制发复议意见书、建议书６件。下
发了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通知；市

政府法制办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起行政

审判和行政应诉联络工作机制，召开了

２０１７年市政府与市中级人民院行政争议
协调处理联席会议。２０１７年，市政府共参
加行政应诉５６件次，均积极参加应诉，认
真履行法院生效裁判。

【法治政府建设】　制定了《渭南市法治政
府建设实施方案》，审定印发了《渭南市

２０１７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以及《关
于落实２０１７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任务分
工的实施意见》；富平县、华阴市等４个县
级政府法制办升格为正科级。市县两级将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体系，并且在全省首家将法治宣传教育纳

入全市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将年度报告通

领导干部法治专题讲座

过报刊、政府网站等向社会公开。市委组

织部、市人社局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干部

竞争上岗、初任培训、继续教育中，增加了

依法行政能力课程内容。在全省首推“普

法清单”责任制，落实重点部门的普法责

任和部门第一责任人责任，举办“法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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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讲堂”系列讲座 １０余场次，开展了
“与法同行”新媒体普法大赛、“普法有奖

知识问答”等活动。

（刘云仓）

公　　


安

渭南市公安局

党 委 书 记 、局 长　杨建琦
党 委 副 书 记　徐印祖
副 局 长　申军明

张　鑫
张金龙

纪 检 书 记　张润民
副 局 长　高中仓
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杜少平
党 委 委 员 、调 研 员　杜忠平
【维护稳定】　强化政权意识，始终把维护
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健全

情报信息会商研判机制，加强情报搜集和

动态掌握，强化网上舆情引导管控，落实重

点人员管控措施，加大非政府组织和“三

非”外国人治理力度，依法治理非法宗教

活动，持续推进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坚决捍

卫政治安全，及时稳妥处置了８０余起群体
性事件，防范化解大规模赴省进京集体访

１６起。完成了 ９次等级警卫任务和 １３０
余批次大型活动和节会的安保任务，在

“三个不发生”（不能发生暴恐案事件、不

能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不能发生重大公共安全案事件）省市县创

建活动中位列全省第一，荣获全省“迎接

十九大、忠诚保平安”主题活动突出贡献

奖。创新推进反恐怖工作组织建设、机制

建设、力量建设和装备建设，强化涉恐风险

防控和重点人员管控，开展了全市巡特警

反恐演练合练和２０１７反恐应急处突实战

演练，并与黄河金三角“三省四市”及铜川

市开展反恐维稳警务协作，提升了联合作

战能力和区域协作水平。网络安全治理能

力持续提升，潼关电信网安警务室被授为

“公安部示范性网安警务室”，市公安局民

警在全国网络特侦技术大赛实战比武中荣

获个人优胜奖，受到公安部领导的接见和

公安部网安局的通报表扬。

【严打整治】　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治安问题，以“２０１７秦鹰”严打整治行动为
总牵引，深入开展严打“盗抢骗”、“三打击

一整治”等３０余次专项行动，不断向违法
犯罪活动发起凌厉攻势。全年全市共立刑

事案件９６５７件，同比下降３０．７７％；破获刑
事案件１６３８９件，同比上升１１．８１％；抓获
刑事作案人员３４２５人，其中逮捕２０２６人，
移送起诉２０５３人，打掉犯罪团伙２４９个，
抓获网上逃犯１３７４名。八类主要刑事案
件全部下降，１３个县（市、区）公安局、分局
中有１２个县（市、区）局实现了发案下降。
发现受理治安案件１８０９４件，查处治安案
件 １６７０８件，分别同比下降７．３３％ 和
４．１８％。严打“盗抢骗”犯罪战果突出，破
获了公安部督办的系列团伙盗掘古墓葬案

和省公安厅督办的合阳特大网络投资诈骗

案。禁毒工作和吸毒人员网格化管理做法

受到公安部的批示肯定。侦办的“善心

汇”案件、“八九”传销专案受到省厅贺

电肯定；打击环境污染与食药安全犯罪的

做法在全省推广。合阳县刑事科学技术室

获公安部、省公安厅通报表扬。２０１７年，
渭南全市公众安全感达到９３．６１％，同比上
升０．８１％，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治安管控】　创新警务运行机制，大力推
广“十小警务”、农村分级管理警务模式，

狠抓实时视频查控、社会面巡控、实有人口

管理、信息网络防控、重点行业管控和城乡

社区及单位内部防控“六张网”建设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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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６＋５＋Ｘ”治安防控体系升级
版。积极开展城区“一室一站三队”、农村

“三警合一”试点工作，强推“一标三实”

（以标准地址和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

单位为重点）基础性信息采集应用，在全

省率先完成标准地址采集任务，做到了

“街不漏巷、巷不漏院、院不漏房、房不漏

人”，大荔县局还在全省点评推进会上做

了经验介绍。加强行业场所管理、旅游治

安管理和校园周边专项治理，组织“１＋Ｎ”
队伍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强化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严格治安重点人管控，严打“黄赌

假”、破坏投资环境等各类违法犯罪，集中

整治治安突出问题，治安巡防覆盖率达

９５％以上，累计清查出租房屋８７２８家，检
查娱乐场所 ６１５０家，排查整改安全隐患
５１７处，化解矛盾纠纷 ７７５０余起，稳妥处
置２００人以下群体性事件８０余起。运用
现代科技，强力搭建完善扁平化实战指挥

体系、合成化作战体系、实战化训练体系、

科技化保障体系，形成了“一区一室三平

台一系统”的指挥布局。加强数字通信，

实现了指挥调度“点对点”派警，市局机关

及韩城、合阳、大荔、澄城、富平等地先后建

成了高标准的智能科技化１１０指挥大厅，
初步实现了可视化指挥调度。狠抓基层基

础，合阳、韩城等地建成了标准化警务实战

培训基地。

【公共安全】　以开展打击制贩枪支犯罪、
易制爆危险物品和寄递物流安全管理整

治、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三个专

项行动”为抓手，狠抓交通安全、火灾防

控、特种行业、危险物品、新兴业态管控工

作。紧盯“零流失、零打响、零炸响”的总

目标，从严从紧加强危爆物品安全监管，严

打严防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检查易制

爆化学危险品企业及寄递物流业经营单位

７２１家，发现、整改安全隐患 ２７９处，查处

各类案件５２起，收缴各类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１０．５万公斤、违禁枪支２９支、子弹２０００
余发、涉爆物品５件、管制刀具２８把、弓弩
２把，连续三个月位居全省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及寄递物流专项行动前两名。道路交

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查处量同比上升百分之三百，创近四年来

新高；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全面下降，取得了

近十年来最好成绩，渭南城市道路交通管

理的经验被推向了全省。全面夯实消防基

层基础建设，强化消防综合监管，火灾事故

发生、受伤、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四项指

数”全面下降，重特大火灾特别是小火亡

人事故得到遏制，消防业务工作在省政府

考核工作中排名第一。累计投入２０００余
万元率先在全省完成公安检查站升级改

造，实施全天候过滤式查控，特别是在党的

十九大期间，３个省际检查站累计检查车
辆４２０００余辆，检查人员７３０００余人，收缴
各类违禁物品２４５件，确保了出陕进京通
道的安全畅通。潼关公安检查站受到公安

部警务督察局通报表扬。

【公安改革】　围绕简化户籍办理手续、优
化车驾管服务、精简消防受理程序、开放出

入境管理权限、推进公安“互联网 ＋”建
设、网上预约办理、明确打击犯罪、维护稳

定职能等６项重点工作再推３５项便民利
民新举措，市政府新闻办专门召开新闻发

布会，中省市 ３０余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
道。全力推进户籍改革，推出新政１２条，
在全省率先破除束缚户口的条条框框，率

先实行“零门槛、自由迁徙”户籍新政，率

先实现全市１４３个派出所全部开通异地居
民身份证受理、挂失申报及丢失招领工作。

车驾管服务在全省首家开通９６５１２６声讯
服务热线，组建车管业务免费帮办队，统一

机动车号牌选号系统实现车牌“５０选１”，
并在全省推广；同时在所有车管业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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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考试预约窗口，授权驾培机构代办报

考业务，每月网上公开考试计划、考试场

地、约考结果及考试过程，实现了约考自主

化、受理多样化、考务公开化。出入境管理

方面，在各县（市、区）公安出入境服务大

厅全部开通业务窗口，实现了县级港澳台

通行证二次签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办

理。持续深化“讲好改革故事、推动追赶

超越”活动，涌现出了 １４个基层创新、微
创新项目，市公安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创新推动监

所管理，建立健全违法犯罪信息系统数据

采集与质量控制长效机制，投资５０余万元
建成监控联网指挥平台，实现了全市在用

的行政监所重点部位视频与部省监管平台

对接联网，完善了看守所安全防范网络，打

击“牢头狱霸”２３人，抓获逃犯９名，确保
全市监管场所秩序持续平稳可控，连续６
年安全无事故。

【规范执法】　紧紧围绕阳光警务平台应
用、执法办案场所精细化建设、信息化升

级、受立案制度改革等重点工作，深入推进

执法规范化建设。出台《关于深化全市公

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施办法》，制

定各类执法制度２７１件，智能化升级改造
公安派出所１２６个，实行覆盖各级机关、基
层所队的“案管中心 ＋案管室”管理模式，
各县局均建立了案管中心，１６５个基层所
队建立了案管室，并将执法办案场所日常

使用管理纳入月考核，划定分值，每月随机

抽取案件，抽查办案区视频监控资料和讯

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资料进行考核

通报，倒逼办案场所日常应用常态化、规范

化，同时公安外网门户网站全部对接阳光

警务执法办案公开系统，建立完善网上预

警、网上巡查通报、执法公开回访和领导约

谈问责等六项制度，有效提升了执法办案

质量。全年全市公安网上受立案 ２９２４６

件，网上巡查１９８４５件，因受立案被群众投
诉同比下降３３．２％，受立案数同比下降
５．４５％，做到了受案立案登记、归口管理，
实现了“有案必受、受案必核、立案必查”。

持续推进执法主体履职能力建设，积极开

展各类执法教育培训和执法技能训练，制

作规范执法演示视频１２个，举办执法办案
教育培训３００余场次，全警的法治素养和
执法实战能力大幅提升。市局被评为全省

公安机关执法质量优胜组织单位，４个县
局被评为“全省执法质量优秀公安局”，富

平县公安局被公安部评为全国执法示范单

位。关心厚爱民警，出台《从优待警十项

措施》，兑现落实警衔调标、惠警政策，涌

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全市公安机关６个
集体、９名个人受到部级表彰，３９个集体、
３９名个人受到省级表彰，临渭交警大队被
中宣部命名为全国学雷锋示范点，１个集
体、３名个人作为全国公安英模受到习近
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２０１７
年，渭南人民群众对公安队伍的满意度达

到９３．９８％，同比上升１．４４个百分点。
（张　振）

检　　


察

渭南市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李逸强
副检察长　贾俊海　雷　鸣　任天利

吕晓春　石　列
【服务保障经济】　紧紧围绕“三地一中
心”战略任务、市场秩序整顿、防范金融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及时

推出服务新举措。批捕合同诈骗、非法经

营、职务侵占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１９１人，起诉１７２人；批捕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集资诈骗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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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人，起诉９１人；批捕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１６人，起诉３２人。
查办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扶贫资

金和项目决策、招投标等环节等职务犯罪

嫌疑人１１８人。查办能源资源保护、环境
监管、污染防治等环节职务犯罪９人，监督
行政执法单位移送案件１３件１４人，监督
公安机关立案５３件５７人。
【维护社会稳定】　牢牢把握中、省、市委
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部署要求，

共批捕各类刑事犯罪 １９３４人，起诉 ３０１１
人。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深入开展反

分裂、反渗透、反颠覆、反邪教斗争，切实维

护国家安全。突出打击严重影响人民群众

安全感的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

发性侵财犯罪、毒品犯罪等。严惩危害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持

续开展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专项行动。注重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认真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依

法不批捕３２１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
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依法不起诉４０人。完善检察环节司法救
助制度，为５８名生活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
人或其近亲属提供救助，发放救助金额

２５．１万元。积极参与对校园周边、城中村等

　　渭南市检察院开展主题为“防治校园
欺凌、护航未成年人成长”的检察开放日

活动

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努力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依法不批捕７人，不起
诉７人，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
年人。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

责任制，对不批捕、不起诉、不抗诉等案件

加强释法说理，促进案结事了。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以开展“惩贪反
腐行动”为载体，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

罪工作力度，持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共查办各类职务犯罪 ３００人，同比上升
１０．３％。其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
２３５人，同比上升９．３％；渎职侵权等职务
犯罪案件 ６５人，同比上升 １４％。对省上
指定渭南市检察机关侦办的大要案件，依

法规范安全办结。开展预防调查５５件，发
送检察建议２７份，开展罪案分析４３件，挂
牌督办 １１个重点项目，提供查询 １３１６６
次。

【强化诉讼监督】　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
而不立案的，督促立案５９件；对不应当立
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２４件。对应当逮捕
而未提请逮捕、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

依法追捕８６人、追诉３００人；对不够成犯
罪的或证据不足的，依法不批捕１８４人、不
起诉１４人。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
出纠正意见１７３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
刑事裁判提出抗诉６件，纠正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不当３６５人。办结不服法院
裁判的民事、经济和行政申诉案件３６件，
经审查提请抗诉９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２件。受理违法行为和执法活动监督案件
１５４件，发出检察建议１４５件。
【司法体制改革】　着力推进检察官员额
制改革，遴选员额检察官６７人并全部配备
办案一线，实行动态管理。着力推进检察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

和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格局基本形成。

认真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建立检察官

办案组和独任检察官两种办案组织，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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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监控和质量评查，确保检察官在职权

范围内依法作出决定、承担责任。着力推

进内设机构大部制改革，优化精简内设机

构，大批业务骨干回归办案一线。着力推

进公益诉讼工作，建立了公益诉讼案件线

索移送、处理结果双向移送机制，共发现公

益案件线索１３２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６９
件，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居全省前列。着力

推进检察开放日活动常态化，举办检察开

放日２４次，邀请各界人士１８００余人走进
检察机关，深度了解检察工作。全市检察

机关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的转隶工作全

面完成。

【检察队伍】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
严治检不动摇，按照“五个过硬”要求，认

真落实“两个责任”，切实加强检察队伍建

设。切实加强检察业务培训，认真开展

“优秀办案能手”“精品案件”“精品检察建

议”和“执法爱民模范”评选活动。严格落

实“两个责任”，持续纠正“四风”，全面整

改落实省院党组巡视反馈意见，扎实开展

对基层院的政治巡察，着力加强对基层院

的监督。注重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稳步推

进“智慧检务”建设。２０１７年，全市检察机
关共有３８个集体和９３名干警受到市以上
通报表彰，公众满意率再创新高，３７篇经
验做法被上级机关采用推广，打造了一批

优秀司法产品。

（陈德安）

审　　


判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 组 书 记 、院 长　李永强
党 组 副 书 记 、副 院 长　田永华
党 组 成 员 、副 院 长　傅桥舟

吕升学

周　稷
李会民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贺军杰
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孙永莉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中院以“强管理提质
效，补短板求突破”为工作目标，坚持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强化执法办案，严格审判

管理，推进司法改革，提升队伍素质，各项

工作取得新发展，完成了全年办案任务。

全市法院受理案件 ５４２８３件，同比上升
１２．５４％；审结、执结 ５０９７３件，同比提高
１０．９％。其中市中院受理案件６４４２件，审
结、执结６１２４件。全市法院３６个集体、２４
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奖励。

【审判工作】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积极推进平

安渭南建设。全市法院审结刑事案件

１９４６件，同比下降７．１１％；判处罪犯２６８６
人，同比上升１５．２８％。加强民商事审判工
作，积极推进和谐渭南建设。全市法院审

结民商事案件３３０４２件，同比上升１３．４％。
蒲城法院积极开展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试点

工作，探索实施冷静期、心理测评干预等制

度，试点工作走在了全省法院前列。认真

贯彻行政诉讼法，强化行政行为合法性审

查，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积极推进法治渭南建设。

全市法院审结行政诉讼案件８４６件，同比
上升３５．８％。市中院与市政府建立行政审
判与行政应诉联络工作机制，坚持报送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发出司法建议

７６份，邀请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旁听庭审
２０００余人次，举办行政执法讲座１９次，促
进行政机关提高依法履职能力。积极贯彻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制定《加强少

年审判工作实施意见》，市中院审结涉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 ２３件、民商事案件 １９４
件，对未成年人给予了最大限度法律保护。

６２１ 　　法治



少年审判庭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树立保障强军战略

理念，继续深化涉军维权工作。全省涉军

维权工作会议在渭南市召开，市中院被评

为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先进集体。

【执行工作】　与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
协助查控被执行人机动车辆的实施意

见》，与国土、房管等部门建立协助查控被

执行人财产工作机制，与临渭区法院、检察

院，高新公安分局建立打击“拒执罪”工作

机制，形成了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执行

“大格局”。深入开展“春季执行会战”“飓

风４８小时”等专项行动，曝光失信被执行
人１６６６人，限制高消费４４９人，限制出境
２８６人，司法拘留 ４１０人，移送侦查涉嫌
“拒执罪”２０人，更多的被执行人迫于压力
主动履行义务，“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信用惩戒格局初步形成。以京东网为平台

实施网络司法拍卖，全市法院成功网拍被

执行财产４１件，成交２．２４亿元，平均溢价
率为１４．８３％，为当事人节约佣金１００余万
元。全市法院全年执结案件１２４６１件，同
比提高２７％；标的到位额达３５．４８亿元，同
比提高２６％。
【审判管理】　修订加强审限管理制度，完
善质量管理体系，合理设定考核指标，强化

督办检查，审判管理走向精细化。充分运

用网上办案大数据，深入分析审判运行态

势，６次召开全市法院审判管理会议，月月
通报审判质效指标，季季点评审判工作，全

市法院审判工作均衡发展、整体推进。认

真落实发改案件剖析制度，市中院审委会

对３３件案件逐案剖析，统一裁判标准和尺
度，案件质量明显提高。

【司法改革】　顺利完成第二批员额法官
遴选工作，全市法院两批次遴选的４０１名
员额法官全部上岗履职。实行办案质量终

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员

额法官退出机制，加强绩效考核，全市法院

对２４名法官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探索建
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由资深法官为合议

庭审理疑难复杂案件提供智力支持和裁判

帮助。积极落实最高法院“简案快办、繁

案精审”要求，成立速裁中心，大力推广要

素式庭审、“门诊式”化解，使用表格式、令

状式裁判文书，形成了“小病门诊，大病住

院”的案件繁简分流办理格局。制定人民

陪审员参审规定，实行随机抽选参审。市

中院、华阴法院在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法

律审和事实审分离、“３＋４”大合议庭审理
案件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受到全国人大

调研组的充分肯定。信访工作法治化全面

推进。畅通信访渠道，加强联动处置，党的

十九大召开期间实现“零非访”；扎实开展

领导接访、息诉罢访等工作，４９件中省巡
视组交办的信访案件全部办结；坚决打击

违法信访行为，全市法院处罚违法信访当

事人６人。
【司法为民】　充分发挥诉讼服务中心“窗
口”职能，为当事人提供诉前保全、信访接

待、判后答疑等“一站式”诉讼服务。巩固

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果，全市法院当场登记

立案率达 ９５％以上。通过中国裁判文书
网、陕西法院网、官方微博微信、“１２３６８”
诉讼服务热线，实现了审判进程、法律文

书、案件审理在线实时查看。加强权利救

济，传递司法温暖。市中院向９９案１６８名
特困当事人发放救助资金１７９万余元，为
资金困难企业缓、减、免诉讼费 １５０余
万元。

【司法公开】　切实加强审判流程、庭审活
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

建设。全市法院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率达

１００％，网络直播案件庭审 ４１９件，４００余
万网友在线实时观看。在全省率先举办

“院长讲办案故事网络视频大赛”，开展

７２１审判　　



“院庭长开庭直播月”活动，院庭长办案实

现常态化。不断强化新闻宣传工作，两级

法院院长每月在市广播电台《环境热线》

接受群众咨询，与市电视台联合制作《法

治渭南》节目 ４８期。市中院荣获全省法
院新闻舆论工作先进集体，受到最高法院、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社联合通报表扬。

　　２０１７年９月３日院长讲办案故事网
络视频大赛

【队伍建设】　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持续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展“作风

建设年”和“三创三增”党建主题活动，严

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党内政治生活不

断加强和规范。富平法院在淡村法庭建成

传承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教育室，被最高法

院确定为青年干警教育培训基地。成功承

办全省刑事法学会年会，开办“青年法官

论坛”，积极营造浓厚的学习调研氛围。

全市法院２５篇调研报告、学术论文在省级
以上评选中获奖。依托“东府法官学堂”，

邀请国内知名法学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５
期，组织参加各类培训４４期，法官队伍业
务能力不断提升。

（雷俊锋）


司法行政

渭南市司法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李俊杰
党 组 副 书 记　杨京荣
副 局 长　王冬梅（女）　薛宏志

张鹏康

纪 检 组 长　张　澎
副 调 研 员　马晓梅（女）　冯亚林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司法局坚持“勇创新、
敢担当、争一流”工作理念，完成了年度目

标任务。全年在省市会议交流经验６次，
获得中省市荣誉 ４８项。局机关荣获“全
省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荣誉称号。在

“１２３４８中国法网”法律服务指导案例库
中，渭南市案例采用率排名全省第二。

【基层司法行政】　贯彻中省《关于加强新
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陕西省

人民调解员管理服务办法》，扎实开展“人

民调解工作推进年”活动，完成了县级调

委会和调解协会建设任务。全市司法行政

系统全年调解矛盾纠纷２０１７５件，调解成
功１９５７０件，调解成功率达９７％以上，“民
转刑”案件同比下降６５％，群体性案（事）
件同比下降５０％。雷崇新等３名司法员
被省厅授予“三秦最美司法员”和“三秦最

美司法员”提名奖。深化社区矫正“五化

一保障”（队伍专职化、场所标准化、执法

规范化、帮扶社会化、督查常态化和落实社

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标准）工作体系建

设，县级社区矫正中心建成率达１００％；临
渭、华阴、大荔、白水等４个县级社区矫正
中心荣获省级示范化社区矫正中心，白水

县建设经验被省厅评为创新亮点。推进社

区矫正综合信息系统应用实施，信息录入

率和重点人群定位覆盖率均达到１００％。

８２１ 　　法治



在全省率先开启“飘动的黄丝带”心理矫

治新模式。全年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５７０８人，解矫３８２７人，在矫１８８１人，再犯
率在０．１％以内。完善刑满释放人员信息
库建设，推进刑满释放人员精细化、网格化

管理，对３６１名重点对象集中职业技能培
训。重点帮教率达 １００％，重新违法犯罪
率控制在０．５％以内。

　　５月１９日，省司法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马志强（中）一行在白水县检查验收社

区矫正中心示范化创建工作

【普法与依法治市】　深入推进“七五”普
法，将普法任务纳入全市目标责任考核，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普法

责任制，在全省率先建立普法责任清单制

度。加强领导干部、青少年、贫困群众学法

用法。开展“法润东秦大讲堂”系列法治

讲座，科级干部参加宪法知识考试率达

１００％；创新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活
动”普法宣传活动，组织全市各普法重要

单位开展“法律九进”“送法进贫困村”“快

乐普法”等活动。打造“互联网 ＋法治宣
传”平台。出台《渭南市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实施方案》（渭法治

办发〔２０１７〕２３号）。深化法治城市、法治
县（市、区）创建活动，推动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创建提档升级。

【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工作】　
按照“三通一覆盖”（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站

点“一站通”、公共法律服务电话专线“一

线通”、公共法律网络服务“一点通”和法

律顾问在贫困村（社区）全覆盖）要求，推

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热线平台和网

络平台建设。在富平县探索建立“１２３４８”
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实现在线法律咨

询、业务申请办理，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

法律服务。澄城县“法律诊所”工作经验

入选年度全省司法行政亮点工作。常态化

推进律师进驻市“两会”。遴选近百名优

秀律师，为９９名市人大、政协常委会组成
人员免费担任法律顾问；选派２００余名律
师担任各级政府法律顾问。扩大公职、公

司律师试点范围，推进普遍建立法律顾问

制度。组织律师参与领导接访、信访值班。

全面推进“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

全市４０５名律师（法律工作者）担任２０３４
个行政村（社区）法律顾问，全年提供法律

服务７７６３件，解决矛盾纠纷３７７４件。组
织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和全市“十佳律师”

“市级优秀律师”“市级优秀律师事务所”

评选表彰活动。全年办理法律事务３００００
余件，担任法律顾问１５００家。在全省率先
联合人社等部门出台《关于推进公证体制

改革机制创新工作的通知》（渭司发

〔２０１７〕１２３号），改制完成后，全市公益一
类公证机构 １家，公益二类公证机构 １０
家。开展公证质量提升和案卷质量集中评

查，公证案卷合格率达９３％以上。引导公
证机构加强诚信建设，实行办证取证“只

跑一次”改革。全年共办理公证１９６１０件，
减免公证费用 ４５万余元。出台《关于完
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渭市办发

〔２０１７〕９号），加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
受害人权益保障力度。坚持应援尽援，为

特定弱势群体开辟法律援助“快速通道”。

召开全市“追赶超越补短板，法律扶贫惠

民生”现场会，出台“八项举措”助力打赢

９２１司法行政　　



脱贫攻坚战。全年接听“１２３４８”专线电话
和接待群众咨询３０６８０余人次，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３７５３件，为受援人节省诉讼代理
费１９００余万元，挽回经济损失１．５亿元，
受到全国妇联通报表彰。以推行阳光司法

鉴定为重点，以“三严格、四公开、八统一”

为抓手，突出司法鉴定全过程监管。全年

办理司法鉴定检案量 ２２１０件，回访 ３２８
件，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司法公正发挥了

积极作用。

【司法考试】　完成２０１７年度国家司法考
试工作，加大保密设施建设力度，配置了专

门的检测设备和防范措施，整个考试无泄

密、无组织差错、无违纪事件发生。２０１７
年全市共有７２６人参考，合计１５８人获得
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其中 Ａ类３９人，Ｃ类
１１９人。

（杨贵军）

０３１ 　　法治



农业与农村经济

综　　


述

渭南市农业局

局 长　张金荣（６月离职）
周新强（６月任职）

副 书 记　苏新会
副 局 长　张力民　刘德学（７月离职）

张宏义

纪委书记　李建民
总农艺师　吕　鹏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扎实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发生可喜变化，全市农业转型升级

加快、质量效益明显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

展新动能得到激发，农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全市农业总产值实现４３０亿元，农业增加
值２４３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２６０元，同比分别增长 ５％、４．９％和
９％；粮食总产２１１万吨；果畜菜三大产业
产值分别达到 １２０亿元、１０３亿元、８１亿
元，在农民收入中的贡献率再创新高；现代

农业园区面积和规模稳居全省前列。

【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在克服长期高温
干旱天气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仍取得总产量

２１１．５４万吨的好收成，粮食产量持续稳定
在２１０万吨。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
达到８９．５％。渭南市农业局获国土资源
部、农业部颁发的“全国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先进单位”称号。

【水果蔬菜生产】　农业产业加快向优势

产区集中、生产向适度规模经营方向发展。

设施瓜菜突出“无公害、季节差、名特优”

特色，重点围绕黄渭洛沿线，以现代农业园

区和优质设施瓜菜基地为依托，发展关中

设施瓜菜产业集群，打造陕西“菜篮子”，

设施瓜菜发展到７．７３万公顷，面积占全省
１／３；各级各类现代农业园区３６９个、面积
６．１３万公顷。在特色水果产业优生区域重
点构建苹果、梨、葡萄、鲜食枣、猕猴桃和时

令水果等六大水果区域板块，水果发展到

２５．６７万公顷、总产４６３万吨。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市、县两级农业
部门全部建成农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主

要农产品检验检测合格率保持在９７％以
上。大荔、富平、临渭、白水、澄城建立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涉及７６个农产品生
产基地４．２２万公顷；大荔、澄城、白水被陕
西省政府命名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

县。全市无公害基地４７家５３个产品。五
大水果区域公用品牌全部进入“２０１７中国
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浙江大学

ＣＡＲＤ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联合中国果
品流通协会发布），总价值１２３．６７亿元，较
上年增长７．２％。渭南市被中国优质农产
品开发服务协会授予 “中国优质果品示范

基地”称号，“白水苹果”“大荔冬枣”“蒲

城酥梨”“合阳红提”获“２０１７年最受消费
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农业产业化经营】　培育家庭农场、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打造三产融合主力军。家

庭农场发展到２０６７家，经营土地面积２．１８

１３１农业　　



万公顷；农民合作社总数６２５３家；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８７家。全市农村土地
流转规模逐年上升，累计流转土地经营权

１３．５３万公顷，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的
２４．１％。适度规模经营呈递增态势。继经
开区、大荔县之后，合阳县获得省级农产品

加工示范园区称号。白水县一二三产业融

合试点县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初步构建了

“一产在田，二产在园，三产在城”的产业

融合体系。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初

加工和精深加工能力不断提高。引进培育

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果品加工企业２４
家，其中苹果汁加工企业７家，年加工能力
２３万吨，果库储藏能力近８０万吨。渭南
市成为全国主要的苹果浓缩汁生产基地。

纸箱加工企业２３家，年加工量４６３９万套，
果袋、发泡网加工企业 ５０家，年加工量
１９７亿只（套）。畜产品羊牛奶加工企业７
家５０万吨，屠宰加工１９家３７０万头。休
闲农业蓬勃发展，建成全国、省级休闲农

业、乡村旅游和一村一品示范县、镇、村、点

５５７个。全市规模化休闲农家农庄观光园
１４６９个，从业人数近３万人，年接待游客
１１７４万人次，带动人均增收１．２万元。“互
联网 ＋”与农业产业链加速融合，精准农
业、智慧农业在现代农业园区迅速兴起。

全市涉农电商超过３０００家、从业人员超过
３万人，在各类平台开设网店２０００余家，
销售额突破３亿元。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　渭
南市委、市政府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农村

“三变”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得到陕西省农

业厅肯定。全省首家探索出“农村党组织

＋村级经济合作组织 ＋产业脱贫”模式，
渭南市委、市政府下发《意见》在全市推广

实施。渭南市承担的国家级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受到农业部督导调研组的肯定。

全市３６个省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和２

个“三变”改革“百村示范”村全部完成试

点任务。全市３１２个村开展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试点，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已完成清产核资２５６个，完成成员界
定２３６个，完成股权量化１７５个，成立集体
经济组织并在农业部门申领证书１９１个。
华州、合阳、潼关、华阴、白水、富平已挂牌

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产业扶贫】　推进现代农业和产业扶贫
协同发展，形成苹果、酥梨、冬枣、蔬菜、生

猪、奶山羊等特色区域主导产业，基本实现

贫困户产业全覆盖。运用产业扶贫发展资

金８．５亿元，落实产业帮贫政策。创新产业
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探索产业发展与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的利益联结机制。蒲城县

“村党支部＋”模式、白水县“果园托管”模
式、合阳县“村村建园”模式入选全省八大

产业扶贫模式。


粮食生产

【概况】　粮食生产克服干旱不利影响获
得好收成。全市夏粮面积２８．８３万公顷，总
产量１１４．０６万吨；秋粮面积２１．７４万公顷，
总产９７．４８万吨。全年粮食面积５０．５７万公
顷，总产２１１．５４万吨。特色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全市新增设施瓜菜面积３４００公顷，
其中日光温室２９３．３３公顷，大棚３１０６．６６公
顷。全市瓜菜生产面积１３．０４万公顷，产量
４８０万吨。新增市级园区１０个，市级园区
６１个，新建园区面积３９３３．３３公顷，园区面
积６．１３万公顷。调整蔬菜种植结构，以黄
洛渭沿线为主加快蔬菜优势产区建设，形

成区域特色明显的蔬菜产业基地。

【部省级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活动】　
在大荔、澄城实施部级高产创建。共建立

３个小麦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１个夏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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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幅射带动３３３３．３３公
顷。其中小麦万亩示范片平均产量４１９．９
公斤，玉米万亩示范片平均亩产６９１．８公
斤。在临渭、大荔实施省级高产创建。共

建立２个县域粮食试验示范基地，２６６６．６６
公顷小麦玉米示范片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高产创建项目的实施，使主推技术到位率

达到９５％以上，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发
挥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农业部于 ９月
１３日组织了督查考评，同期市上对部省创
建项目进行了综合考评验收。

【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在澄城、合
阳、白水、富平、蒲城组织实施旱作农业技

术推广项目。应用标准化玉米地膜覆盖垄

侧种植技术，采用“五统一”推广模式，建

设１．２万公顷标准化旱作农业技术示范
区。开展技物配套服务，在２０１７年遇到大
旱的不利自然条件下，平均亩产４５０．８公
斤。辐射带动区域大面积推广应用，增产

增收效果显著。

【渭南市旱地小麦绿色增产技术集成示范

推广项目】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在合阳县、澄城县、白水
县建设５个百亩核心攻关田，示范推广面
积３４００公顷。集成示范推广旱地小麦良
种良法配套栽培技术，推广适于覆盖栽培

的播种机械、水肥一体化节水增产技术等

综合技术，提高了旱地小麦生产水平。项

目区小麦平均亩产３０１．７公斤，比非项目区
亩增产粮食９５．１公斤。
【“菜篮子”建设】　１０月份，渭南市在全
省率先出台《渭南市“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考核任务分工方案》。成立以市长任组

长、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农业局、市商务局

等部门组成的市“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

强化“菜篮子”产品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

力、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调控保障能力等

“四个能力”建设，确保全市群众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

【省级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示范点】　将大
荔县新颖现代农业园区打造成为全省蔬菜

产业转型示范点。结合农业部设施蔬菜标

准园建设项目，带动周边１３３．３３公顷设施
蔬菜基地建设成为高标准蔬菜示范园。示

范与推广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配方施

肥、绿色防控、增温补光等技术广泛应用。

【技术培训】　市农业局组织全市设施蔬
菜骨干技术人员 ５０余人进行专业培训。
邀请省科学院研究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教授对蔬菜根结线虫防治、设施蔬菜病虫

害与农药残留控制、设施蔬菜科学施肥、供

给侧改革下设施农业发展局势与分析等技

术知识进行培训。针对２０１７年灾害性天
气，市农业局组织蔬菜技术人员赴各县

（市、区）蔬菜生产基地，就蔬菜生产管理

中的温湿度控制、病虫害防控、农药科学使

用等管理技术向菜农以及园区技术员进行

指导。

（市农业局供稿）

林　　


业

渭南市林业局

局 长　韦宪鹏
副 局 长　王智锋　张纪文　刘魁梧
总工程师　卢益民
纪检组长　张建实
【绿化秦东大地三年行动】　全力推进“绿
化秦东大地，建设美丽家园”三年行动，先

后组织实施渭蒲渭玉高速、郑西高铁林带

建设、国省道路提升改造及大规模的县乡

村道路绿化，开展渭河、洛河河堤防护林带

建设以及黄渭洛三河支流绿化，实施中心

城区“四纵四横”及各县（市、区）城区道路

绿化提升改造，开展村镇、景区、园区绿化，

３３１林业　　



在平原地区营建农田防护林网，集中连片

在南北台塬、南北山地和大荔沙苑营建水

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完成

造林绿化３７７４０公顷。
【林业重点工程】　按照退耕还林、“三北”
防护林、天然林保护、中央造林补贴项目以

及中幼林抚育等林业重点工程建设要求，

全面完成各工程建设任务。实现工程造林

３１２００公顷，其中人工造林１５７３３．３公顷、
封山育林６８００公顷、飞播造林２０００公顷、
退化防护林改造６７３３．３公顷，森林抚育
１４３３３．３公顷，建设“三化一片林”绿色家
园村２６个。
【林业产业】　开展市级经济林产业村评
选活动，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扩大以核桃、

花椒、柿子、红枣为主的干杂果经济林面

积，全年新建干杂果经济林１１２６６．７公顷。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苗木花卉

产业发展的意见》，按照“稳规模重集聚、

调结构提档次、延产业促融合”的思路，以

苗木花卉基地建设为重点，推进苗木花卉

产业发展，全市苗木花卉生产面积 １６０００
公顷。发展林下经济，建成国家级林下经

济产业示范基地２个，省级林下经济示范
基地 １个，全市林下经济面积发展到
８６６６．７公顷，林下养殖各类禽畜 ６０万头
（只）。依托森林湿地资源，健全森林湿地

公园设施，规范营运模式，加快发展森林旅

游、休闲度假等生态旅游，森林和湿地公园

年接待游客 １８０万人。全市林业总产值
１１７亿元。
【生态资源管护】　层层落实森林资源管
护责任，开展林地变更调查和森林资源管

理情况检查，提升森林资源管护水平。夯

实防火责任，加大宣传教育，严格火源管

理，强化应急保障，全年无重大森林火灾发

生。加大林木种苗检验检疫力度，加强主

要病虫害监测预报，严格防控松材线虫病

和美国白蛾疫情，组织开展病虫害防治，严

防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开展“利剑

行动”“清网行动”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

乱占林地、乱伐林木、乱捕野生动物等涉林

违法犯罪行为。全年侦办各类案件 １８０
起，其中刑事立案１１起，逮捕７人，行政处
罚１５０人次。
【林业改革】　渭南市委、市政府印发《渭
南市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完成《县

级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编制。将全

市国有林场定性为公益一类全额事业单

位，定性定编、设置岗位，全市国有林场主

体改革基本完成。以落实林权抵押贷款为

重点，继续推进集体林权配套改革，规范集

体林地流转程序，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完善

林权登记管理和服务。扩大集体公益林保

险面积，全年办理公益林投保入险３２３４００
公顷，发生理赔款１２０余万元。临渭区成
立华美白皮松、秦东绿海等花木专业合作

社，华州区引进绿化企业、扶持绿新苗木合

作社，通过“公司 ＋合作社 ＋农户（贫困
户）”的模式，推进绿色产业发展。

【湿地资源保护】　宣传《湿地保护条例》
《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群众对野生动物和

湿地保护的自觉意识。通过生态补水、设

置围栏、退耕退养还湿、人工造林和自然恢

复等一系列生物工程措施，完成湿地保护

与恢复５２６６．７公顷，修建围栏９公里。加
快湿地公园建设，完成蒲城洛河、华州少华

湖和华阴市太华湖３个国家湿地公园的申
报和初评。合阳县徐水河国家湿地公园建

设通过国家林业局现地验收。实施合阳徐

水河、大荔朝邑、白水林皋湖湿地公园植被

恢复３３．３公顷，生态补水７００万立方米，营
建码头２座。颁布全市首部地方法规《渭
南市湿地保护条例》，使湿地保护与管理

步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全年先后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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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湿地省级保护区采砂取土、退湿还耕、违

法建筑等问题进行督查整改。

【生态扶贫】　按照村民推荐、集中公示、
县镇审核等选聘程序，从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中聘用生态护林员１０２５名，落实生态护
林员工资６８０万元；聘用天保护林员 ２００
人，发放管护工资 ８９万元。落实退耕还
林、生态效益补偿和森林保险等惠民政策，

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兑付生态效益补偿资

金２４０万元、退耕还林资金３４５万元。优
先在贫困地区安排生态建设项目，加大生

态保护修复力度，绿化美化村庄，改善贫困

地区生态和人居环境。免费提供苗木、技

术，扶持贫困户发展林业产业，开展各类林

业技术培训 ２００多场次，发放资料２．８万
份，培训贫困人口１．３万人次。
【森林城市创建】　全面启动森林城市创
建工作，渭南市政府正式向陕西省林业厅

提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申请。华阴、华州、

潼关、大荔、合阳５县（市、区）正式申报创
建省级森林城市。华阴市被陕西省林业厅

命名为省级森林城市，华州、潼关、大荔、合

阳４县（市、区）被列入２０１８年省森林城
市创建计划。

（冯光辉）

果　　


业

渭南市果业管理局

局　长　郭雷保
副局长　李军民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果业在遭遇严重干
旱的气候条件下，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

势。新建果园１０４７１．９公顷，水果总面积
２５６８６１．７公顷，总产量４６３．２万吨，产值
１６２亿元。其中苹果面积１３６０６８公顷，产
量２３７万吨。９月，渭南市人民政府被中

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授予“中国优

质果品示范基地”，“白水苹果”“大荔冬

枣”“蒲城酥梨”“合阳红提”４个水果区域
公用品牌获得“２０１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称号。在 １１月
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上，渭南

市五大水果区域公用品牌全部进入 ２０１７
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总价值达

１２３．６７亿元，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７．２％，渭南市
获“２０１７年中国果业品牌建设突出贡
献奖”。

“中国优质果品示范基地”奖牌

【果业生产】　２０１７年全市新建果园
１０４７１．９公顷，其中新栽矮砧苹果３６０１．８公
顷。果树栽植以瑞阳、瑞雪等新优品种为

主，呈现出连片面积大、栽植标准高、主栽

品种新、建园主体多、示范亮点多等特点。

全市共完成老果园改造３７３５．２公顷，全面
完成年初目标任务。组织开展首届“最美

果园”评选活动，评选出白水县林皋镇可

仙村曹谢虎苹果园等１３个果园为渭南市
首批最美果园。市果业局先后组织举办苹

果、梨、葡萄、冬枣管理技术培训会等各类

培训会８场次；组织各县（市、区）技术人
员参加全省猕猴桃产业扶贫提质增效技术

培训会、陕西山地苹果发展暨全省苹果中

后期管理现场会等５场次，累计培训技术
干部及果农千余人次。市果业局结合果树

生长物候期，转发各类气象灾害信息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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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并通过渭南电视台“农家四季”栏目指

导果农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指导果农科学

防御自然灾害。

【果业品牌】　渭南市政府办印发《关于实
施２０１７年渭南水果区域公用品牌提升计
划的通知》，从果业生产布局、提质增效、

果品销售及品牌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出明确

的任务和重点工作，推进全市全面实现果

业追赶超越发展。５月１１日至１２日，市
果业局举办渭南市涉果企业创新提升培训

班，邀请企业管理高级培训师、著名品牌策

划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等

相关专家学者对创新思维与管理创新、果

品品牌及企业品牌塑造、电子商务、果品营

销、果品质量安全等领域进行专题培训。

组织参加“２０１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选活动和中国果业

品牌大会。全市五大水果区域公用品牌总

价值１２３．６７亿元，较 ２０１６年增长７．２％。
渭南市先后获“２０１７年中国果业品牌建设
突出贡献奖”和“中国优质果品示范基地”

称号。“白水苹果”成为２０１７年金砖厦门
会晤全球唯一中标苹果。打造果业新兴品

牌，２０１７年成功申报注册“澄城樱桃”地理
区域标志及潼关软籽石榴、红初鑫、中子嵋

等品牌，完善“富平苹果”著名商标相关规

范管理和使用办法。２０１７年全市新建果
品品牌形象店１０家，累计达到１２５家。
【果品促销】　组织举办“果区行”和“北京
会”两场大型渭南果品宣传推介活动。８
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举办“一次渭南行 一生
水果情”２０１７国内知名果品采供商渭南果
区行活动。来自全国１７个省市的７０余家
大型果品采供商深入临渭、大荔、蒲城、白

水、富平５县１６个果业示范点。共签订水
果销售合同１．３６万吨，金额９０００万元，达
成水果购销意向４．２３万吨，金额２．８亿元。
９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

场举办“２０１７’渭南特色果品北京推介”活
动，签订苹果、梨、冬枣、葡萄、猕猴桃、核桃

等各类果品和农产品销售意向共７．５万吨，
金额５．３亿元。香港大公报、人民日报海外
网、中华网、凤凰新闻、搜狐新闻、华商网、

陕西传媒网等４０余家媒体相继转载报道。

２０１７渭南特色果品北京推介会

开展果品推介促销活动。９月２５日，
组织参加第六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会

暨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并开展渭南果

品主题推介活动。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３日，组
织参加第十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

果博览会”，共展出苹果、梨、冬枣、葡萄、

柿子、石榴、猕猴桃等果品７大类３６个样
品，水果签约总量 ５万吨，金额２．６亿元。
１１月２１日至２４日，组织参加第十届亚洲
果蔬博览会，会议期间，渭南市果业局与上

海果品行业协会举行渭南果业入沪恳谈

会，为渭南市果品进军上海市场架桥铺路。

２０１７年全市累计组织参加推介展销活动
３０场次。

开展形式多样果业宣传。一是面向全

国征集渭南果业宣传语。活动共收到来自

全国２０个省市区的应征作品１３６００余条。
经过专家初评、网络投票、专家终评三个环

节，最终评选出“一次渭南行 一生水果情”

和“果香渭南 生态果篮”两条宣传语为二

等奖，另外评选出三等奖 ４条，优秀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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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二是市果业局联合陕西电视台深入白

水、蒲城、大荔等果业基地县拍摄取景，制

作“果香渭南 生态果篮”８分钟渭南果业
宣传片和１５秒高清广告宣传片。三是市
果业局与市文化促进会联合编辑出版《果

香渭南》一书，图文并茂，宣传推介渭南果

业发展成就。

【果业项目】　２０１７年在全省率先开展果
树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体系创新试点示

范，确定在白水、合阳实施病虫害统防统治

技术体系创新。市级果业专项资金中的一

半用于“拨改投”项目，一部分用于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水果试验站建设，其余资金用

于公益性果业项目的实施，重点实施渭南

水果品牌提升计划行动。做好中省项目资

金的下达和管理，确定在白水、合阳两县实

施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支持果业发展项

目。市果业局向各县（市、区）征集果业招

商引资推介项目，主要涉及现代果业示范

园区建设、果品储藏运输及深加工、果品批

发市场建设等果业产业链延伸项目。遴选

出具有代表性的果业项目，编印《陕西渭

南果业投资指南》，助推全市果业招商引

资工作。

【产业扶贫】　针对果业产业优势明显、带
动农民广泛、增收效果明显但农民技术水

平不高的现实，市果业局组织省内外苹果、

葡萄、梨、冬枣、猕猴桃、樱桃等方面专家、

一线技术干部编印《渭南市产业扶贫果业

实用技术丛书》３．５万册，免费发放给各县
适宜种植果树的贫困村和果业技术干部，

指导果业生产，助力脱贫攻坚。

（王梦莎）


畜牧兽医

渭南市畜牧兽医局

局　长　陈经武
副局长　康义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畜牧业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农牧结合生态

循环的绿色发展方向，以建设健康型、生态

型、品牌型、创新型、安全型畜牧业为重点，

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全市畜牧业保

持稳定发展态势。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存栏生
猪３４８万头、牛４２万头、羊１５０万只、家禽
２５２０万只，全年肉产量２１．６７万吨，比上年
下降０．３％，蛋产量１１．０９万吨，增长０．６％，
奶产量３９．３０万吨，下降０．９％。
【畜牧产业规划】　按照追赶超越定位和
市第五次党代会确立的建设现代农业示范

地目标，高点定位、科学规划产业发展。制

定出台《渭南市畜牧业振兴发展追赶超越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确立实施标准化健
康养殖、种养循环发展示范、龙头企业培

育、畜牧业品牌创建等十大工程，重点建设

千万头生猪、七十万头牛、二百万只羊、亿

只禽和特色养殖五大优势产业示范区，全

力打造健康型、生态型、品牌型、创新型、安

全型“五型”畜牧业。

【项目建设】　抓住国内畜牧业结构调整
机遇，以完善产业链条、加速构建现代畜牧

产业体系为方向，重点围绕农牧结合、畜产

品精深加工业，引进实施畜牧产业项目。

２０１７年先后引进总投资５６亿元的石羊食
品产业化“云养殖”项目、总投资４７．５亿元
的正大集团１００万头生猪产业化建设等重
点项目 １５个，签约资金 １２９亿元。石羊
“云养殖”项目在合阳、临渭建成存栏３０００
头基础母猪的祖代繁育场１个，存栏６０００
头父母代繁育场２个；澄城正大６０００头父
母代繁育场、２个万头育肥场基本建成。
【畜牧产业转型升级】　以创建星级现代
畜牧业园区为重点，按照“设施设备优良、

技术模式先进、生态环保结合”的标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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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三星级以上园区１０家。以园区建设为
载体，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规模养殖

场户改造设施提升设备，全市新扩建标准

化规模养殖场２４０个。推进畜禽养殖标准
化示范创建，创建部级示范场２家，省级６
家，市级２０家。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合阳
县、蒲城县粮改饲试点示范县建设项目完

成收贮量约１９万吨，面积４６６６公顷；富平
县奶山羊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县项目建成投

产规模养殖场１８个。
【畜牧品牌建设】　以增加优质畜产品供
给为重点，从生产端、供给侧入手，加快建

设“品牌型”畜牧业，提高畜牧业综合效益

和市场竞争力。加大畜产品“三品一标”

认证力度，完成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和

产品认证２４个。推进优势特色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对全市特色生态生猪、奶山

羊、秦川牛等品种资源状况进行普查，为区

域公共品牌创建奠定基础。

【粪污治理】　在全省率先完成禁养区划
定及整治工作，全市共划定禁养区２４７个，
面积２２９１．９５平方公里，关闭搬迁禁养区内
规模养殖场２２２个。开展“畜禽粪污治理
年”活动，支持引导新扩建规模养殖场配

套建设粪污处理和综合利用设施；争取健

康养殖示范县项目２个，资金１９００万元；
在澄城、大荔两县整县推进规模养殖场配

套粪污处理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水平。在蒲城、白水两县开展

种养（畜果）结合、循环发展示范县建设，

探索总结适合渭南市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模式。开展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

建，澄城县成功创建全省唯一一家全国畜

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智慧畜牧】　将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与畜牧业发展相融合，推进现代信

息技术在畜牧业中的集成应用，以信息化

推动畜牧业现代化。搭建国内领先的“互

联网 ＋畜牧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创新
信息化服务方式和管理机制，对全市畜禽

屠宰场、生鲜乳收购站、重点养殖场接入视

频监控、ＧＰＳ定位等设备，应用推广奶业监
管、投入品监管、疫病监测及应急预防指挥

等数字化软件，实现远程监管、质量追溯等

智能化管理。完成所有硬件安装和软件的

开发调试，进入全面推广应用阶段。加强

畜牧业生产、畜禽价格信息监测，建立主要

畜产品价格旬报制度，科学指导畜牧业

生产。

【动物防疫】　加强市县两级兽医实验室
建设，市级建成生物安全二级（ＢＳＬ－２）兽
医实验室，合阳、大荔、华阴三县（市）完成

县级规范化实验室创建。开展规范化动物

防疫县镇创建活动，健全工作体系，理顺管

理体制，夯实动物防疫工作基础，提升了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水平。实施家禽 Ｈ７Ｎ９流
感防控，全市没有疫情发生。开展春秋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共集中免疫牲畜口蹄

疫６７４万头、高致病性禽流感４４５２万羽、
猪瘟３７３万头、鸡新城疫４３９９万羽、小反
刍兽疫１８１万只、肉羊布病７１万头，应免
密度均达 １００％，免疫抗体合格率均达
７０％以上。
【执法监管】　以投入品监管为重点，推进
兽药经营环节二维码追溯体系建设，规范

兽药经营市场秩序。落实饲料质量安全管

理，开展部省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巩固生猪定点屠宰场

标准化创建成果，开展生猪屠宰检疫大比

拼活动。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度，开

展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动”、兽用抗生素

等专项整治活动。１０月１３日，全国生猪
屠宰厂标准化建设现场观摩研讨培训班在

渭南市召开。农业部副部长于震康、国家

首席兽医师（官）张仲秋及相关司局领导

和各省市区农业部门代表１５０余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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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学习渭南市生猪屠宰企业清理整顿和

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经验。生猪屠宰监管

“渭南经验”在全国推广。

渔　　


业

渭南市水产建设管理处

处　长　王春富
副处长　郭耀荣　郭福印
【概况】　渭南市境内黄、渭、洛三河汇流，
客水资源总量４８６．９亿立方米，水域滩地面
积广阔，具有较好的渔业发展条件。２０１７
全市水产养殖面积５９００公顷，水产品产量
４．８３万吨，实现渔业经济总产值９．５亿元，
渔民人均收入１．５万元。
【新品种新模式引进推广】　一是引进推
广新品种。全市引进养殖澳洲龙虾２７公
顷，美国斑点叉尾

#

面积２００余公顷，黄颡
鱼、淡水龙虾等养殖面积２００余公顷。在
渭南经开区引进养殖的澳洲淡水龙虾取得

亩产３００公斤的成绩，吸引周围各地的渔
农前来参观学习。二是提升养殖模式。

２０１７年初，组织专人到外地学习、考察先
进养殖模式。大荔、合阳两县分别引进池

塘内循环流水养殖模式，该模式既能有效

提高产量、缩短养殖周期，又能减轻环境污

染。三是加强水产技术培训。全年全市共

举办水产技术讲座 １８场，发放技术资料
４６００余册，培训渔民１２００人次。
【增殖放流】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２０１７年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和《陕西
省水利厅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２０１７年
增殖放流项目资金计划的通知》有关要

求，渭南市水产建设管理处于２０１７年６月
６日举行“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水生生物增殖放
流”活动。此次增殖放流共投资金 ３５万
元，投放各种鱼苗４４．５万尾。其中本地鲫

１５万尾（１０厘米），鳙鱼 ２５万尾（１０厘
米），黄颡鱼４万尾（１０厘米），中华鳖０．５
万只（５０克／只）。为规范水生生物增值放
流活动，对于放流的水生生物实行严格的

检验检疫制度，保证用于增殖放流的水生

生物来自有资质的生产单位并经过人工选

育繁殖，确保健康无病害、无药物残留。

（赵丹）


农业机械

渭南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局　长　张力民
副局长　李宏才　张忠孝　同青军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农机经营总收入
３０亿元，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８９．５％，其中小麦机械化水平 ９６％，玉
米机械化水平８５％。
【农机购置补贴】　全年全市共落实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１．３６亿元，补贴各类农机具
２．８６万台，其中耕整地机械２０１１７台，收获
机械１４６５台，种植施肥机械９０６台，动力
机械１７１１台。补贴受益农户２．６１万户。
【重点农机项目】　一是深松整地项目。
全年共投入深松机具９０６台套，深松整地
９．０６万公顷（其中，农机深松整地补贴作
业８．４６万公顷，农业项目区实施０．６万公
顷），占全省深松整地面积的３５．５％；安装
深松智能检测设备９０６套，安装率１００％。
二是保护性耕作和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全

年新增保护性耕作面积１５００公顷，推广实
施保护性耕作面积１０．１４万公顷。推广自
带秸秆粉碎装置的小麦联合收获、秸秆捡

拾打捆、秸秆粉碎还田、青贮等实用技术，

建立秸秆机械化综合利用项目万亩示范田

６个，千亩示范田６个；全市主要农作物秸
秆机械化综合利用率９３．２３％；项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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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禁烧区超过９７．３０％，核心示范区实现
农作物秸秆零焚烧。三是全程机械化现代

农业示范县建设和优势特色农产品机械化

示范项目。全程机械化现代农业示范县建

设项目实施的小麦、玉米一年两作、果业、

蔬菜的全程机械化模式已基本形成。３个
优势特色农产品机械化示范项目总结出新

技术模式，取得初步成效。８月份在蒲城
举办全市果园机械化生产演示现场会，演

示果园耕整地、开沟施肥、灌溉、植保、割

草、果园管理、枝叶修剪以及枝条粉碎等８
个环节的果园机械，展示了渭南市在果业

生产关键环节新机具引进方面取得的新突

破。四是东部新机具试验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全年引进果园微耕机、树间自动避让

除草机、灭茬圆盘缺口耙等 １０余台（套）
农业机械。依托基地举办全省农机新机具

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推进会和全省“三秋”

农机化技术暨秸秆综合利用现场会。现场

会演示了青饲料收获机、青饲料收获打捆

机、秸秆饲草封包机、雷肯深松整地机、免

耕播种机、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移动绞盘式

喷灌机等新型农业机械。通过试验示范，

为关中东部地区新机具的引进和生产应用

提供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机械化农业生产】　针对“三夏”“三秋”
期间雨水多，小麦倒伏多、秋玉米收获、冬

小麦播种推迟等情况，全市各县（市、区）

农机部门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提供作业
信息、技术、维修、送油、送配件等服务，确

保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耕种收、一

喷三防、施肥灌溉等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三夏”投入１６万台，“三秋”投入１５万台
农业机械，适时完成农时季节的抢收抢种

工作。全年共机收小麦２７．６６万公顷，机播
２６万公顷；共机播玉米２３．６万公顷，机收
２０万公顷。机械化水平达到８５％。

“三夏”“三秋”期间，全市共组织

６５００余台联合收割机、２０００余台拖拉机前
往四川、湖北、河南、甘肃、青海等省进行跨

区作业。市农机局分四批组成“三夏”跨

区机收服务队，对全市参加跨区作业的农

机手进行信息技术、农机安全互助保险及

矛盾纠纷处理、新闻报道等跟踪服务。跨

区服务为农机手带来 ６亿多元的作业
收入。

【新型农机经营主体】　开展省级现代农
机专业合作社项目建设，给富平富秦星、渭

南宏业农机专业合作社各补助１５万元，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装备能力。这两个

合作社顺利通过省级命名授牌社项目验

收。对市域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摸底调

查，按照优中选优原则，给富平县丰康、临

渭区绿盛、华州区万丰、合阳县富民、大荔

县四季等５个农机专业合作社各补助３０
万元进行培育扶持，以此辐射带动全市农

机专业合作社提档升级。新建富平富秦

星、渭南高新区永恒两个区域性高新农机

维修中心。全年共培训各类农机人员２．７５
万人次。其中农机管理人员１１００人次，技
术人员 ２６７０人次，农机操作及维修人员
２３０００人次。
【农机安全生产】　一是落实农机安全“两
免一补”惠农政策。全市全年新增注册登

记３６８９台，注册登记总量９９７１１台，注册
登记率 ８８％；检验农业机械 ６３０００台，检
验率６３％；核发农机驾驶证２９４２套，持证
累计在册人数４７９５１人，持证率６０％。二
是开展农机安全专项整治。设置农村重点

路段动态监控，开展交叉执法检查、安全巡

查、打非治违、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等活

动，排查事故隐患９项４４２０条，已全部整
改到位。三是开展农机报废更新。到 １２
月底，全市共报废更新农业机械６台，落实
报废更新补贴资金２９．６１万元。四是举办
全国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现场会。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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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第三届全国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
现场会在渭南成功举办。农业部对渭南市

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专门致函对渭南

市政府表示感谢。渭南电视台、华山网同

步直播了整个演练过程，凤凰资讯、新华网

等十余家媒体宣传报导了此次活动。全年

发生农机生产安全事故７起，死亡３人，受
伤３人，直接经济损失１．４２万元。

（高西云）

水　　


利

渭南市水务局

局 长　刘振强
副 书 记　石军武
副 局 长　张民安　程崇祥　张敏霄
纪委书记　王少宏
总工程师　胡玉英
【概况】　全年全市完成水利投资 ２３亿
元，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８６００公顷，新
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１．６９万公顷，新修改
造基本农田３６８０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５５０．２平方公里，改善３４．９万农村群众饮水
条件，完成抗旱灌溉面积６６．８７万公顷次，
征收水资源费３９８３万元，完成水产品产量
４．８３万吨。
【防汛抗旱】　面对多季、长时间、大范围
的干旱，市防汛指挥部及时安排部署，各级

水利部门开动一切水利设施，维护用水秩

序，科学制定用水方案，全力抗旱保增收。

全年完成抗旱灌溉面积６６．８７万公顷次，减
少粮食损失３１万吨，挽回经济损失１２亿
元，为群众送水８３００吨。全市的抗旱工作
受到中、省媒体关注报道，渭南市二期抽黄

管理局连续 ４年灌溉公顷次名列全省前
列。落实防汛责任制，开展汛前准备，加强

防汛值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

指挥调度，及时有效应对黄河超警戒洪水、

城区内涝和局地暴雨灾害，实现全年安全

度汛目标。渭南市水务局被陕西省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全省防汛抗旱
工作先进集体。

渭河生态水面

【重点工程建设】　一是实施渭河综合治
理二期工程。完成生态区红线界桩、界牌

栽设工作；城区段渭河滩面整治 １１６０公
顷；完成潼关入黄口滩面整治、华阴市柳叶

河罗敷河应急分洪景观绿化工程等建设任

务；渭南渭河段生态区建设详细规划方案

已报渭南市政府审批。二是大型灌区续建

配套节水改造和泵站更新改造项目完成投

资２．７２亿元，衬砌改造干支渠７７．５公里，改
造各类渠道建筑物４６５座，更新改造水泵
电机等８６台套。三是病险水库治理项目
石堡川水库加固全面加快实施。华州区秦

王庄等４座病险水库开工建设；水利部对
全市２３座一般小（２）型水库除险加固项
目进行了评估；临渭区康家沟等１２座水库
通过竣工验收。四是抗旱水源项目完成投

资８８０３万元。１６个连通项目完成建设任
务；８个连通项目完成市级技术预验收准
备。五是编制完成《渭南水系规划》并上

报渭南市政府，为全市水利建设做好项目

储备。

【民生水利】　一是高效节水项目名列全
省第一。该项目是陕西省政府对各地级市

的考核指标。市、县两级水利部门牵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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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发改、财政、农业、国土部门，统筹协调，

整合资金，完成节水灌溉面积８６００公顷，
名列全省第一。二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

力推进。完成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退耕还林成

果口粮田建设项目年度任务，提高了农业

生产的综合抗旱减灾能力。三是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全面超额完成。建成饮

水工程２２５处，累计投资１．５６亿元，改善提
高３４．９万人的安全饮水条件，全市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９８．２％。四是水环境生态治理
成效显著。全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５５０．２
平方公里，新建恢复农村涝池１５０座，流失
区生产条件和人居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陕西省水利厅在澄城县召开全省涝池、塘

坝、站窖水生态修复整治工作会议，对渭南

市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水利扶贫攻坚】　推进水利行业精准扶
贫工作，全年解决２０５个贫困村、４．５万精
准扶贫人口的饮水问题。全市各级水利部

门投入贫困地区资金７．６亿元。
【水利行业管理】　一是“河长制”有序推
行。制定出台渭南市《关于全面推行河长

制的意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全

市总河长，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担任重

要河湖库渠市级河长；明确河长、河道警

长、市级河长办公室及市级２１个相关部门
的职责；公布了黄河、渭河等１１条重要河
流、２条干沟、３座水库的市级河长、警长名
单。二是全面加强水资源管理。严格取水

许可，限制地下水开采，实现渭南城区地下

水采补平衡；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强化

水质监测，定期发布监测报告，保障居民用

水安全。三是开展河道执法和水保监督专

项活动，加强水产品市场监管。四是严格

执行水利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全面推行法

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和监理制，强化工

程现场监督管理和技术服务，保障工程建

设质量；强化水利工程管理，落实日常运行

管护制度，发挥农民用水协会作用，确保农

田水利工程运行效益。六是定期召开全市

水利局长联席会议，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

水利厅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会议精神，协调

解决重点问题。渭南市水务局被国家体育

总局授予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育
先进单位，国家农业部授予“亮剑２０１７”系
列渔政专项执法行动工作成绩突出集体。


陕西黄河治理

陕西黄河河务局

局　长　王　敏
副局长　柴建国　杨忠理

田建文　黄保强
【防汛工作】　一是落实各项防汛责任。
汛前，调整充实防汛领导成员，全面落实以

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各项

防汛责任制。３月８日、５月２６日相继组
织召开汛前防办主任座谈会、防汛工作会

议，签订防汛责任书，采取设立公示牌、发

布媒体公告等多种形式，对防汛责任制进

行了公示。二是不断增强防汛基础保障能

力。修订陕西黄河禹潼河段２０１６年防洪
应急预案，组织编制渭南市２０１６年重大险
灾抢堵指挥调度应急预案，督促有关单位

制定在建工程和涉河项目度汛预案。组织

开展汛前河势查勘、汛前检查、包联领导检

查和安全大检查，及时处理各种安全隐患。

筹集补充防汛料物，落实２００余台（套）社
会大型抢险机械设备，组织群众防汛队伍

４４００人。三是举办防汛抢险技术培训。６
月１日至６月２日组织陕西河务局４０余
名防汛业务技术骨干开展业务强化培训；６
月６日至１４日，组织陕西河务局防汛技术
骨干和专业机动抢险队等５０余人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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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查险报险和捆抛柳石枕、人机结合抛

投铅丝石笼抢险等实战演练，并邀请沿黄

各县（市）防指领导参加观摩，首次应用无

人机、微信、ＱＱ等新技术采集传输信息。
四是完成水毁修复。完成下峪口工程、南

谢工程、榆林工程等１１处水毁工程设施抢
险及修复项目，完成石方工程量４．６８万立
方米，土方工程量３２００立方米，沿子石抹
面７９８米，沿子石挡土板３５６米，防汛路面
整修８１００平方米；投资１１１０．０４万元，恢复
工程防洪能力。五是提升防汛信息化水

平。汛前完成陕西黄河专业机动抢险队培

训基地建设，增配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建

成陕西黄河防汛中心仓库视频监控系统并

投入使用；新建韩城桥南上延、南谢、芝川

自动水位河势观测系统和大荔牛毛湾简易

水位报警器，提高了巡坝查险、河势观测、

洪水跟踪监测自动化水平。

成功战胜黄河中游１号洪水。７月２５
日２２时至２６日６时，黄河山陕区间中北
部大部地区降大到暴雨，致使黄河干支流

洪水暴涨，无定河白家川站２６日１０时１２
分出现４５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黄河
干流吴堡站７月２６日８时１２分出现３５６０
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７月２６日８时，
陕西河务局启动黄河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机
制，与各级防指沟通联系，责令关闭沿河景

区，责令浮桥管理单位拆除黄河洽吴浮桥

浮舟１６组（３２０米），督促１０８国道禹门口
黄河公路大桥施工单位迅速撤离施工人员

和机械设备，提请当地防指做好清滩撤离

工作。此外，在７月２８日１０时，成功捕获
多年罕见的“揭河底”奇观，首次完整记录

了黄河小北干流河段“揭河底”现象，为深

入研究这一黄河中游特有现象提供宝贵影

像资料。

２０１７年，包括黄河中游 １号洪水期
间，所辖的桥南上延、桥南、榆林下延续建、

华原、华原下延、牛毛湾等６处工程相继出
险２４坝次，总长１２４４米，损失土方８４０立
方米、石方 ２０６２２立方米、投资４５６．４７万
元；抢险完成石方９０３４立方米，动用机械
１９２２台时、人工 ２２９５工日、铅丝２４．８４吨
等，投资２４６．９３万元。
【工程建设与管理】　一是禹潼河段“十三
五”治理工程前期取得重大突破，办理完

成前置条件９项，收到各类批件６４个，为
下一步工程批复实施奠定基础。二是建立

项目储备库，内容涉及河道治理、基础设施

建设、水毁修复等，共入库项目３７个，共立
项及实施２３项，落实国家投资２７６６万元；
机动抢险队和潼关七里村高边坡防护工程

项目建议书、可研及初步设计得以批复；完

成小北干流滩区基础资料整编。三是工程

管理稳步推进。开展工程质量隐患排查，

对重点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加强春季植树、

根石探测、日常养护等。共完成防护林、行

道林种植２．９７万株，培育苗木６０００株。合
阳太里工程被黄委命名为“全河示范工

程”。

【河长制工作】　成立河长制领导小组，制
定工作意见并明确内部职责分工。发挥流

域机构职责，各级全部纳入河长制办公室

成员单位，为履行流域机构“四项职能”奠

定基础。编制完成“五个清单”和“一河一

策”初步方案。

【水政水资源管理】　一是加强水政监察
队伍建设。举办山陕两河务局水政水资源

管理培训班、执法文书及案卷制作培训班、

水行政执法证培训班、公益诉讼培训讲座。

在全局６支水政监察队伍全面应用水政执
法巡检系统，提高河道巡查、执法办案、调

查取证的精准和科技含量。二是提高执法

效能和质量。整理汇编《陕西黄河河务局

水资源管理手册》。制定《行政执法案卷

评查制度》《水事案件立案办理制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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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监察大队职责》《限时办结制度实施办

法》等７项管理制度。三是加大陕西沿黄
重点河段监管力度，有效制止违法行为。

全年开展河道巡查及专项执法检查 １８１
次，查处河道内违法违规行为２０起；查处
违规取水行为５起；通过河长制平台，协调
地方开展联合执法１３次，关停非法采砂场
１８处。四是加强大北干流管理。召开大
北干流管理座谈会，陕西河务局与陕西省

水利厅及沿黄市、县就河道内建设项目、水

资源管理等进行协商沟通，建立完善水事

沟通协商机制；督促府谷县清水川电厂、惠

泉水务集团等４个业主单位办理行政许可
手续。

（赵师校）


扶贫开发

渭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主 任　万双社
副 主 任　安奋强　郭智强

汤光强（挂职）

纪检组长　王占超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投入各类扶贫资
金９１９７６．５万元（含以工代赈资金３２４０万
元），其中中央资金５４３５６．５万元，省级资
金２０４７５万元，市级资金２８３２万元，县级
资金１４３１３．０３万元。制定５个国定贫困县
２０１７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
计划整合各级涉农资金１３．２９亿元，实际整
合１４．６２亿元，占贫困县计划整合涉农资金
总规模的 １１０％，已实际支出１０．９７亿元，
实际支出比率为７５％。其中，用于农业产
业发展８．１４亿元，基础设施建设 ２．７２亿
元，社会事业０．１１亿元。通过实施各类扶
贫项目，全市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不断

改善，生存环境不断优化，特色产业蓬勃发

展，内生动力不断提升，社会事业稳步推

进。２０１７年，陕西扶贫办下达渭南市脱贫
攻坚的目标任务是：贫困村退出２０５个，贫
困人口脱贫６．６５万人。完成标注脱贫２．２３
万户，８．４３万人；贫困村退出 ２１９个。另
外，纳入渭南市考核的韩城市，计划脱贫

５０００人，实际脱贫标注 ５１１７人。全市及
各个县（市、区）均超额完成了年度脱贫目

标任务。至２０１７年底，渭南市剩余贫困人
口１６．６８万人，贫困发生率４．４６％。
【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渭南市及时召开
贫困对象动态调整工作安排部署会，出台

实施方案。各县（市、区）也分别对动态调

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全市贫困户的标注

已经完成，全市 ２０１７年脱贫任务是脱贫
６．６５万人，实际达到脱贫要求的有９．８万
人，新增贫困户 ５００户 １３７８人，返贫 ７６０
户２１９４人，自然增加 ６１５３人，自然减少
５８４６人。贫困村退出工作完成贫困村民
主评议、镇级核实工作和市级抽查。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获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建设类项目１８８个，落实项目资金４４．２３亿
元。其中中央预算内项目１３２个，中、省预
算内投资１５．６９亿元。中央专项建设基金
项目两批５６个，专项基金２８．５４亿元。其
中５０％以上用于贫困县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以工代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

４３１５万元，主要用于农村道路和小型农田
灌溉项目建设；投入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资

金１６０００万元，涉及搬迁建档立卡户５０８６
户，２００００人；投入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
项目资金１５５０万元，受益人口５４２５９人；
投入农村电网改造项目资金２００２万元；投
入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大型灌区泵站更新

改造工程、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

规划田间工程、奶牛规模养殖场标准化改

造项目、大型沼气工程等项目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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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９９万元。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９４％，贫困农户使用生活用电率１００％，贫
困村通沥青（水泥）路比例达到１００％，计
划退出的 ２１９个贫困村建成标准化卫生
室。

【金融扶贫和互助资金项目】　全市扶贫
小额信贷共发放贷款４．２亿元，扶持贫困户
１２０９２户，共兑付财政贴息资金８９８．２２万
元。各县（市、区）设立风险补偿金共计

１０７６５万元。
全市１０个县（市、区）共建立贫困村

互助资金协会６３６个，其中县级协会２个
（白水、澄城），村级协会６３４个（２０１７年新
成立村级协会 ３２６个），吸纳会员 ３９５７６
户，其中贫困户会员 ２２２５１户，占比
５６．２％。全市贫困村扶贫互助资金协会建
设率８１．７％。五个国定贫困县已实现贫困
村互助资金项目全覆盖。全市互助资金运

行总规模累计２０７９７万元，其中各级财政
资金投入 １８２５０万元，群众交纳基准金
２２５２．５万元，占用费转入本金２９４．５万元。
累计扶持协会会员３６１７５人（次），发放借
款３００１６．９８万元，其中贫困户借款 ２１０４０
人次、占５８％。人均获得借款８３００元，到
期还款率１００％。
【能力提升项目】　全市共有 ２２６２５名大
学生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１．４６亿
元。９３２名困难大学新生享受路途补助５６
万元。１１２６名建档立卡贫困大学新生享
受 “泛海助学行动”项目资助 ５６３万元。
各县（市、区）分别组织致富带头人培训，

完成１０００名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　渭南市委市
政府专题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深度贫困村脱

贫攻坚工作，编制完成６个深度贫困村脱
贫攻坚规划。１１月１７日，市政府、市脱贫
攻坚指挥部又专题召开苏陕扶贫和深度贫

困村脱贫攻坚工作调度会，对六个深度贫

困村作出具体安排。制定深度贫困村脱贫

攻坚实施方案，市级财政给每个村投入８０
万元，县级财政给每个村投入５０万元，带
动投入千余万元，启动６个深度贫困村项
目建设。

【苏陕扶贫协作】　编制《江苏省镇江市
“十三五”对口帮扶陕西省渭南市扶贫协

作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镇江市与渭南市
进行了帮扶工作的有效对接。丹阳市与富

平县、扬中市与白水县、镇江新区与合阳

县、句容市与蒲城县、丹徒区与澄城县等５
个结对县帮扶已实施２０１６年产业和基础
设施帮扶项目２２个，完成投资１９００万元；
实施 ２０１７年产业项目 ２６个，完成投资
４５００万元。２０１７年项目工程完成８０％以
上。

【干部驻村联户扶贫工作】　全市派遣中、
省、市、县四级包联帮扶工作队８８１个，其
中中央单位５个，省级单位６３个，市级单
位１１６个，县级单位６９７个，共投入帮扶资
金１１５５１．７万元。其中中央１７９１．７万元，省
级１６２０万元，市级 ２２２０万元，县级 ４８６０
万元。派驻工作队８８１个，驻村工作队员
２３８２个，选派第一书记１２６７名，实现贫困
村帮扶全覆盖。落实帮扶项目两大类９９０
个。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６１６个，投入
资金６２００万元；培育和扶持产业发展项目
３７４个，投入帮扶资金５３５１．７万元。
【旅游扶贫】　按照农旅结合、农旅共强的
思路，打造乡村特色的农业景区，建成一批

休闲农庄、农业科技园、采摘园等农业旅游

景点。全市１．２万户农家乐，旅游扶贫年接
待游客７００余万人次，营业收入９亿余元，
培育休闲农业品牌１０个。推荐大荔朝邑
平罗村为全国最美休闲乡村。

【电商扶贫】　全市建成镇村级服务点
２１６６个，其中４９８个贫困村建设村级服务
站１１９个，占贫困村的２３．８９％。电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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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自有电商平台２７个，举办各类电商培
训１３４期，培训建档立卡贫困人员５２９人，
孵化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开店３５户。
【光伏扶贫】　截至１２月底，蒲城、富平、
澄城、合阳、白水、大荔、潼关、临渭、华州等

９个县（区）光伏扶贫项目建成已并网发
电，发电量４７．４８兆瓦，覆盖贫困户 ９４９２
户。华阴市１０月３１日光伏产业扶贫工程
开工，总装机容量１兆瓦，户均５千瓦。预
计带动 ２００余户贫困户脱贫，总投资约
８００万元，贫困户每年每户预计收益３０００
余元。

【社会扶贫】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万企帮
万村”活动，有２１９家企业帮扶贫困村２３９
个，投资１．３亿元，辐射带动１．２５万贫困人
口增产增收；鼓励个体工商企业助力脱贫

攻坚，有３０１家个体企业参与，落实帮扶项
目３０８个，投入扶贫资金１５００万元，解决
２２１８名贫困群众就业；共青团助力脱贫攻
坚，培训贫困人口４３００人次，扶持贫困户
创业就业２４６个，资助贫困家庭留守儿童
２０４人；开展“三秦巾帼脱贫攻坚行动”，参
与行动有８家实体，落实帮扶项目１５个，
带动贫困人口 １１２０人；工会助力脱贫攻
坚，参与帮扶 １６０余人，培训贫困农民工
３５０人，投入扶贫资金５００万元，帮扶贫困
人口５０００余人；１８个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实施帮扶项目１９个，投入扶贫资金１６７万
元，帮扶贫困人口３０４人。全面启动渭南
市“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工作，已完成

１１９２８名信息管理员的注册工作。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扶贫

项目】　今年全市投入中央彩票公益金
２２００万元，主要用于革命老区县富平基础
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覆盖８镇
１１村。硬化、拓宽村道、生产路 ２７千米，
排水沟５．９千米；绿化村道６．８千米，栽植各
种绿化树木５００余株；新打机井１眼，温室

大棚１３０棚；新建文化广场４个，配套设施
４６套；建垃圾台９座，配备垃圾桶１３９个。
项目已全部竣工，受益贫困群众 １０００余
户。

【外资扶贫项目】　外资扶贫项目区包括
富平、合阳、白水 ３个项目县。根据 ２０１６
年９月２３日世行团确定总可研投资情况，
渭南市项目计划总投３０１０３．０３万元，其中
市本级１１４．９万元，白水县９８７６．９２万元，富
平县９９３９．３４万元，合阳县１０１７１．９６万元；
世行贷款２０９２８．６７万元，其中市本级
１１４．９１万元，白水县６８１６．０５万元，富平县
６８７８．５６万元，合阳县７１１９．１５万元。县级
配套和自筹资金９１７４．４６万元。项目采取
竞争立项和滚动立项的管理模式。

渭南市第一批４个项目区（白水县林
皋、史官项目区，富平县曹村项目区和合阳

县甘井项目区）和４个合作社（白水县凤
翔科苑、锦虹合作社，富平县大福合作社，

合阳县久佳合作社）的项目４月份已得到
批准实施，第一批项目计划总投资为９０２５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３０％，世行投资７８３９．７
万元，占比３７％，配套资金１１８５．７万元，占
比１３％。至１２月底，已完成采购合同１１
个，采购总额９４７．３２万元，完成国内招标采
购合同３个。合作社直补项目和县项目办
组织的培训工作均全面展开。第二批项目

审报顺利开展。共提交省项目办审核项目

１０个，其中项目区实施计划４个，合作社
投资计划书６个，基本都通过省级和世行
评审，有２个合作社项目需进行现场评审。
【脱贫攻坚宣传】　在渭南电视台开设
“脱贫攻坚渭南在行动”专栏，刊播各类稿

件６００余篇条。制作播出系列电视访谈节
目《脱贫攻坚渭南在行动———书记县长谈

脱贫》，邀请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走

进演播室，分析贫困原因、汇报脱贫进展、

承诺跟进目标，播出节目１２期。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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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栏目，邀请市级包联单位介绍脱贫

攻坚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并现场与群众互

动交流，播出节目２０期。开展典型报导，
深入挖掘报道陈勇武、刘永强等一批舍小

家为大家，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

人物和先进事迹，共刊播各类稿件１００余
篇条。制作主题宣传展板２５００余块，结合
实际拓展制作宣传展板１０００余块，在全市

１２２个乡镇（街道），１０８４个村（社区）进行
展示展览。乡镇（街道）实现全覆盖，村

（社区）覆盖率５３％。发放宣传口袋书２０
万余册，受教育群众 １００万余人。举行
“脱贫攻坚”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在陕

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日报等重要媒体刊播

重头稿件７０余篇。
（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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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电力供应


工业经济概述

渭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　长　刘永奇
副书记　焦小忠
副局长　武　强　孟宪宗

吴百忍　扈　鹏
【综述】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强化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工业经济总体呈现

企稳向好，效益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１１３．６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６．７％，较上
年同期提高１９．２个百分点。累计完成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６００．０４亿元，增长９．７％，
较上年同期提高３．３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增
速１．５个百分点。六大主导产业全面增长，
全年完成产值２００３．２７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５．９％，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９４．８％。六大产业中增速高于 ３０％的是
装备制造、冶金，分别增长５４．７％、４０．４％；
其余四个产业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化

工工业增长２５．３％，食品工业增长１８．５％，
能源工业增长１７．１％，非金属矿物制品工
业增长１０．６％。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能
源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３１．７％，非能
源工业占比为６８．３％。１到 １２月非能源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３１．７８％，成为推动工
业增长的重要力量。全市现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５４１户，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 ２７１
户，其中十亿元以上企业３６户。韩城市工

业总产值破７００亿元关口，蒲城、富平工业
总产值超２００亿元，渭南高新区、华阴总产
值过１００亿元。
【工业监测协调】　落实追赶超越的战略
部署，渭南市政府先后出台《切实做好工

业稳增长扩投资工作的通知》《关于落实

省政府工业稳增长促投资２１条措施的实
施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并对全市工

业稳增长贡献突出的５０户规上企业、２０１６
年入规的７４户企业予以表彰奖励。渭南
市工业稳增长联席会议发挥协调作用，相

关部门相互协作，互通信息，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中的问题。年初将年度工业考核目标

任务下达各县（市、区），按季度对各县

（市、区）工业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进行

考核。采用座谈与实地调研的方式，逐月

在各县（市、区）召开运行分析会，促进各

县（市、区）产业交流与协作配套。中小企

业运行监测工作稳步推进。陕西省中小企

业预警监测系统入网企业数量 ７７４户；
７７１５户企业进入中小企业名录库。市工
信局每季度组织６０余户工业企业填写调
查问卷，组织六户企业参加国家“放管服”

第十督察组督查并填写减负清单。

【工业项目建设】　全市工业项目建设工
作面对钢铁、煤炭去产能形势，加快培育新

兴产业，促进新旧动能柔性转换。市工信

局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重点工业建设项
目动态管理的通知》，对全市５亿元以上
的工业投资项目进行梳理，按行业、区域进

行动态管理。选择富平热电联产项目、天

臣新能源三期、沃特玛纯电动汽车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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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力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作为

工业经济追赶超越重点项目持续跟进服

务。２０１７年，全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４４１．１８亿元，７４个重点工业项目全面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３７个项目建成投产或试
产。其中，渭南热电联产、沃特玛 １０ＧＷｈ
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线、经开区中国酵素

城等８个省级重点工业项目均完成年度投
资计划；诺贝丰（陕西）化学有限公司、陕

西聚泰新材料有限公司、韩城市宇通科技

环己酮项目等一批能源化工项目建成投

产；韩城腾龙陶瓷二期、经开区日丰建材生

产基地项目、富平北新建材年产３０００万平
米石膏板项目等建材企业陆续投产；石羊

邦淇公司食用油生产线建设项目、研成公

司水素水项目二期、韩城为康科技花椒产

业园区、富平闽商食品工业园等食品工业

项目进展平顺。特别是卤阳湖开发区国家

民机科研试飞基地作为渭南市发展军民融

合的突破口已正式开工建设，在打造“五

位一体”航空产业中迈出坚实步伐。

【园区建设】　按照“一园一主业”的思路，
市政府出台《推进工业园区产业统筹发展

的实施意见》，市工信局制定实施园区统

筹发展深化改革任务台账，明确全市１８个
工业园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２０１７年，
共有入园企业１１７４家，投产企业９２１户，
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０９％；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８４４．７亿元，同
比增长１０．２４％；实缴税金８２．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８．４９％；吸纳就业２０．７万人。优化工
业园区考核体系，市考核办、市工信局联合

印发《渭南市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设考核办

法》，对２０１２年制定的考核办法进行了修
订和完善，新增工业总产值等８个细分考
核指标。园区加快升级创建工作。大荔经

济技术开发区挂牌，享受省级经开区政策；

渭南经开区、韩城经开区晋级国家级开发

区工作稳步推进；澄城工业园区晋升省级

经开区有序进行；华州工业园区创建渭南

高新东区已正式揭牌，进入机构筹建阶段。

申报省级示范县域工业集中区，组织申报

７个专业特色示范园区、２个创新转型示范
园区和１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示范区。
蒲城高新区、大荔经开区等６支产业发展
基金的工商注册登记工作已完成，募集总

规模２５亿元。其中蒲城高新区、大荔经开
区园区基金已投入使用，资金规模６亿元，
主要用于园区土地储备、资产盘活等。

【工业技术创新】　开展新一轮技术改造。
大荔德飞新能源有限公司等２户企业获得
省级重大技术改造项目财政资金 ６５０万
元；拓日新能源等８户企业，获得省工信厅
认定重点新产品，企业将享受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白水兴华果蔬被认定为省级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华隆畜牧获批省级工业产

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认定第三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１２户。截至１２月底，渭南市有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２６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２９户。
加快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发展战略，成立市
推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由主管常务市长

任组长，１７个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任小组成
员，统筹协调“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渭南落实工
作。初步制定制造业“１＋６”政策体系，即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渭南实施意见》及“渭南
市装备制造、能源化工、食品医药、新能源、

新材料、航空六大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企业发展亮点纷呈，渭南３Ｄ打印产
业培育基地入选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平

台，北人印机入选工信部第一批制造业单

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录，大荔德飞新能源入

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３Ｄ打印示
范园区、中冶陕压、陕西源然分别入选陕西

省“双创”示范基地、首批制造业与互联网

融合、两化融合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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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宣传促销】　渭南市工业稳增长联
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落实工业促

投资稳增长９条措施宣传方案的通知》，
对工业促投资稳增长作出规定。渭南电视

台每周定时宣传各县（市、区）工业促投资

稳增长措施落实情况、知名企业发展的经

验做法。渭南日报及全媒体平台开设宣传

专栏，解读渭南市推进落实工业促投资稳

增长措施，宣传“工业稳增长促投资”基本

要求和工作成效，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

境。市工信局组织企业参加“食博会”“工

博会”“广交会”“渭南
$

北京经济合作洽

谈会”等展销活动，帮助企业抓好产销衔

接。

【工艺美术】　经过市工信局、市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评审，授予展秀兰等 ６８人市级
“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渭南市对工艺美术领域艺人进行的首

次评审认定，也是渭南市弘扬匠艺精神，打

造渭南品牌，促进渭南工艺美术传承保护、

创新发展的一项举措。２０１７年全国工艺
品交易会期间，渭南工艺美术产业推介会

在广州举办。渭南市工艺美术作品在

２０１７年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中获６
金２银１１铜。５月渭南市被工信部正式
授予“全国工艺美术创新交流基地”称号，

渭南市是全国唯一获此称号的地级市。

【两化融合】　加速推广大数据、工业云、
园区云等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及应用。申报

北人智能印刷工厂、中冶陕压数字化绿色

轧制装备车间等８个项目为两化融合省级
示范项目。陕西工业云平台与渭南工信局

合作开发的渭南“园区云平台”基本调试

完毕，该平台旨在为全市２０个工业园区覆
盖的企业提供便利快捷的信息化服务。中

冶陕压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在陕西工业云平

台开发部署“企业设计云”，旨在为企业提

供灵活可靠、低成本应用的“云设计”

服务。

【工业节能减排】　严格实施行业准入，严
禁“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

项目过审，将节能减排作为工业经济绿色

发展的基础。对全市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点

企业开展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监察。在全市

开展“地条钢”企业的排查，市工信局、市

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对生产企业是否属于违

法违规生产项目进行甄别，取缔陕西华盛

达等“地条钢”企业３户，淘汰落后钢铁产
能４０万吨。开展“散乱污”企业（不符合
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规划，未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清理

取缔工作。成立渭南市“散乱污”企业整

治办公室，采取月度点评的方式，强力推进

落实。共甄别摸排散乱污企业２３２户（含
整改提升企业２９户），已完成清理取缔 ９６
户，超额完成省上下达的计划任务。将不

能完成改造的企业纳入清理取缔范围，实

施拆除取缔。依据新修订的园区考核办

法，将园区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配套建设提

升到园区项目建设的重点予以考量。对水

泥行业３米以下磨机进行排查摸底，对５
家水泥企业２家粉磨站进行了工业节能监
察。鼓励腾龙陶瓷、杭萧钢构等新型建材

产业扩大产能释放，实现建材行业的绿色

发展。开展以绿色工厂、绿色集成为核心

的工业企业绿色体系建设。天臣新能源入

选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陕西麦可罗开发

的杀虫剂产品入选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名

单。该公司低毒环保型农药技术改造项目

及蒲城美尔果环保农药项目获得中央财政

清洁生产专项奖励资金。对３户企业进行
了强制性清洁生产。

（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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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业

【概况】　渭南市冶金行业主要涉及黄金、
钢铁、电解铝，金属钼的开采冶炼及加工。

黄金企业全市共有工业规模以上黄金企业

１７户，其中１户为冶炼企业。黄金行业受
资源储量的影响，处在旧的产业模式萎缩，

新的产业模式酝酿建立阶段。电解铝行业

在淘汰６万吨落后产能的同时，剩余４万
吨电解铝通过技术改造已成为利用电解铝

生产过程中的废液废渣，转型生产人造冰

晶石和副产品合金铝。钢铁行业在化解过

剩产能政策的影响下，处在调整产品种类，

发展绿色生产阶段。以金堆城钼业有限公

司为主的钼产业，形成钼采矿、选矿、冶炼、

化工和金属深加工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

主要产品有钼精粉、硫精粉、氧化钼及其他

钼硫系列产品。金堆城钼业有限公司为全

国钼业采、选、冶和加工、科研、贸易一体化

的龙头企业。２０１７年全市有色冶金行业
实现４０８．１４亿元，累计增长４０．３９％。
【整顿电解铝行业】　印发《清理整顿电解
铝行业违法违规项目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渭政办发
%

２０１７
&

９８号）的通知，市工
信局与市发改委及省上专家对全市电解铝

行业的产能、产量进行审核。市工信局、市

发改委、市国土局、市环保局联合对澄城县

两户电解铝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对企业资

质、项目备案等相关手续资料进行现场审

核。

按照国家产能置换管理办法，陕西省

三秦能源长宏铝业有限公司和澄城县金元

铝业有限公司６万吨电解铝落后产能进行
了指标置换。

【钢铁业改造】　对富平兴宝钢厂、盛
钢管业、华盛达钢铁有限公司生产地条钢

的工频炉中频炉等落后设备２２台实施拆
除，淘汰落后钢铁产能６５万吨。华鑫铁红
钢铁有限公司实施了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金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钼集团始
建于１９５８年，是集产业投资、产业经营、资
本经营于一体的大型国有企业，为陕西有

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资产总额２９０多亿元。拥有多家全资、
控股子公司、参股单位及直属二级单位，在

册职工９０００余人，生产经营基地主要分布
在香港、河南汝阳、山东淄博及陕西西安、

渭南临渭区、华州区等地。２０１７年度，金
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１
亿元。

以钼精矿和氧化钼为主的钼炉料生

产，是金钼集团传统支柱产业。金钼集团

先后实施 “选矿工艺升级改造”和“工业

氧化钼生产线技术改造”两大举措，使整

个生产线的工艺技术和主要设备达到国际

同行先进水平。金钼集团的钼化工产品共

有１９个品种规格，多年蝉联陕西省名牌。
拳头产品钼酸铵产能连年攀升。大粒度转

型钼酸铵、二钼酸铵达到美国通用公司技

术要求。高纯氧化钼产品质量达到世界顶

级钼加工企业普兰西的质量标准。新建的

６５００吨／年高纯度钼酸铵生产线具备环保
节能、质量稳定、自动化程度高等特点，使

金钼集团的钼化工生产技术水平与国际先

进企业对接，成为国内钼化工领域的领跑

者。投资２２亿元在西安高新开发区建设
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钼金属及难熔金

属产、学、研基地，形成各类钼金属深加工

产品４０００吨／年的综合产能。在山东光明
建成世界最大的年产２０亿米的细钼丝生
产线。

通过参股、控股、买断等资本输出的形

式，金钼集团先后获得了河南汝阳东沟钼

矿、安徽金寨沙坪沟钼矿的控制权和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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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项目处在建设阶段。２００７年，金钼集
团联合太钢集团、中色（宁夏）东方集团及

宝钢集团共同发起设立“金堆城钼业股份

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７日，金堆城钼
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实施多元化经营，在非钼产业方面取

得成效。２００８年投资设立金堆城洛阳节
能玻璃有限公司，已形成２５０万平米低辐
射镀膜玻璃产能，并进入商业运营阶段。

以机电修配厂为载体，已形成铸球１万吨、
衬板２０００吨的产能。以华光实业公司为
依托，已具备硫精矿 ２万吨、铁精矿 ８万
吨、铜精矿１７００吨、药剂化工产品１０００吨
的产能。

【龙门钢铁公司】　陕西龙门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韩城市，是陕西省重点

发展和扶持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公司有

员工１００００余人，总资产１２０亿元，拥有龙
钢公司、大西沟矿业公司等８个控股子公
司，３个参股子公司，形成从采矿、烧结到
炼铁、炼钢、轧钢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构

成了以西安钢材加工、销售和物流配送为

中心，以韩城为钢铁生产基地、以陕南大西

沟为原料基地的战略格局，是西北三大钢

铁集团之一，中国西部最大的精品建材生

产基地。２００８年完成炼铁系统技术改造
项目一期两座１２８０立方米高炉及配套设
施的建设。２００９年完成钢产量３７１万吨，
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１亿元，名列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年度中国最大５００家企业集团第３６４
位，被陕西省政府命名为“保增长突出贡

献先进单位”。２０１０年全面完成钢铁系统
改造工程，达到７００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
力。累计投入６亿余元用于废渣、废水、废
气的回收处理和综合利用，实现废渣、废

气、余热、余气（汽）、废水的“四闭路一循

环”，煤气回收利用率达到９５．７７％；减少
粉尘排放量２．５２万吨；水的重复利用率

９９．１６％；吨钢综合能耗６１５．１４公斤标煤／
吨。落实中、省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要求，

先后淘汰４００立方米以下小高炉７座、２０
吨转炉两座、５０平方米以下烧结机３台、
落后球团竖窑１６座、７０型焦炉两座四组、
２０吨燃煤蒸汽锅炉２台。２０１７年实现产
值２３８．３亿元。

（李德让）


能源工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能源发展呈现平稳
向好、结构优化、民生改善、动力增强的特

点。能源工业产值完成６７０．０６亿元，增长
１７．１％，是“十三五”以来增速最大，发展
最好的一年。

【能源供应保障】　全市原煤产量１５７７．４
万吨，焦炭产量７１４．５万吨；全社会发电量
３０１亿千瓦时，用电量 １４８亿千瓦时。针
对夏季连续高温，完善措施预案，实现极端

高温天气电力保障。２０１７年日最高负荷
和用电量分别达到２６０万千瓦和５２９０万
千瓦时，均创历史记录新高。面对因煤改

气增加的天然气供需矛盾，利用西气东输

二线资源条件，分别在潼关和渭南经开区

新增两处气源，增加输气能力和规模。全

市管道天然气日供应量１７５万立方米。
【能源产业结构调整】　把能源结构调整
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强化工作措施，完善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引

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对华能陕西秦岭发

电有限公司５、６号机组进行关停、拆除，淘
汰落后电力产能 ４２万千瓦。推进“煤改
气”“煤改电”工程，蒲城、秦岭电厂实现超

低洁净排放。渭化、陕焦等企业减排工程

建成投用，规模以上工业减煤１２０万吨，散
煤削减 ２０３万吨，万元 ＧＤＰ能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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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新能源产业】　２０１７年重点引进的４家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能力已达到

９ＧＷ，生产能力跃居西北地区最大。全部
产能释放后可新增产值１５０亿元。全省装
机最大的５５兆瓦应用端储能示范项目启
动实施。太阳能光伏装机达４０万千瓦，光
伏组件生产能力 ５０万千瓦。４个大型风
电电站项目稳步实施。２个垃圾发电和４
个地热能利用项目处在推进阶段。渭南市

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旺盛，利用水平显著

提高，已成为全市发展新动力。

【光伏应用基地】　２０１７年渭南光伏应用
基地获国家批复。该基地总投资４６亿元，
装机５０万千瓦。该基地的实施和建设对
改善渭北旱塬地区生态环境，加快渭南市

能源生产消费结构转型，实现关中区域节

能减排，增加环境容量具有重要意义。

【能源服务】　将电力直接交易作为加快
供给侧结构改革，降低实体经济生产成本

的重点工作全力推进。全市３家发电企业
与５９家工业用户实施直接交易电量２５．９６
亿度，企业享受改革红利约７０００万元。实
施农网改造项目１１个，完成投资２．６亿元。
农村电网结构更加安全可靠。在全省率先

出台光伏扶贫行业管理政策措施，规范光

伏扶贫项目有序建设。共有１８１个光伏扶
贫项目建成，总装机７２．７ＭＷ。市能源局
制定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防范年度工作方

案，聘请专家对输油气管道进行安全检查

５次，培训 ３次，２０余个安全隐患得到
整改。

（李黎）


煤化工产业

【概况】　全市共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６３

户，主要产品涉及化肥、农药、聚氯乙烯、醋

酸、甲醇，苯磺酸等。全市甲醇年产能２７０
万吨，烯烃产能７０万吨，合成氨６０万吨，
尿素９２万吨。煤化工产业已经成为渭南
市的支柱产业。受环保严峻形势的压力及

国家危化企业退城入园的政策影响，化工

产业逐渐向精细化工方向转化，以产业链

条为纽带的煤化工产业集聚逐步形成。

２０１７年，化工产业完成工业产值２８２．２亿
元，累计增长２５．２９％；
【行业大事】　受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经
渭南市政府同意，上报省工信厅，将渭南市

化工产业的龙头企业渭河煤化工集团列入

人口密集区危化企业退城入园搬迁改造计

划。２０１７年全市退城入园计划 １２户，已
完成退城入园４户，７户企业实施关闭。

在铁腕治霾工作中，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５日到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陕西陕焦化工
有限公司、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实

施限产，其中陕焦限产 ３０％，其他限产
５０％。渭南高新区渭河节能有限公司、陕
西渭河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因涉及居民供

暖未限产。２０１７年采暖季，化工行业减产
甲醇３３．１万吨，焦炭减产２５．４３万吨，化肥
减产３１．０３万吨，聚烯烃减产１１．８２万吨。
【行业新事】　蒲城清洁能源二期项目纳
入国家产业发展规划。４月６日，陕西陕
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万吨／年
１，４－丁二醇及下游产品项目环保设施通
过竣工验收。

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技

术中心的科研论文《１，４－丁二醇废酸回
收利用研究与应用》获得陕西省化工学会

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科技

进步鼓励奖，《ＳＢＲ污水处理装置治理
１，４－丁二醇废水的关键技术》获得中国
氮肥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三等奖，《废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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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技术》获陕西省化工学会科学技术科技

进步二等奖。

【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蒲
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是由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
司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的传统煤化工和石油化工深度融合的现代

煤化工企业。位于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渭

北煤化工业园，占地２．３６平方公里。公司
年均销售收入约 ６３亿元，年均利润总额
１９亿元，年均净利润１４．７亿元，各项税收
合计约 １２亿元。２０１７年实现产值６４．３５
亿元。

公司总投资１９９．５亿元，年产１８０万吨
甲醇制６８万吨聚烯烃项目，是陕西省“十
二五”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主要以长焰

煤为原料，组合采用世界先进的工艺和装

备，经甲醇制取烯烃，生产用途广泛的聚乙

烯、聚丙烯产品。作为全球首套使用 ＤＭ
ＴＯ－ＩＩ技术和首次在同类装置采用８．７
ＭＰａ水煤浆加压气化技术的大型现代煤化
工项目，具有节能环保、高效低耗的显著特

点。该项目于２０１４年底建成投产。
（李德让）


装备制造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装备制造业完成工
业总产值２４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４．７１％，高
于全市工业增速２８．０１个百分点，为全市六
大主导产业增速最快的产业；占全市六大

主导产业总产值的１１．３７％，比上年提高
４．３３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逐渐成为渭南
市促进转型升级，实现追赶超越的主导产

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天臣新能源二
期日产８０万支动力电池（３ＧＷＨ）的生产

线已建成并投产。沃特玛１０ＧＷＨ新能源
汽车电池生产线已开工建设。渭南星美银

河年产３．２ＧＷＨ磷酸铁锂电池生产线已建
成试产。９月中旬申华新能源汽车生产及
专用车改装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渭南。１１
月帝亚纯电动车生产线项目在渭南高新区

开工建设。

渭南市产投民沃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重点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新能源汽车，推

出“整车租售，八年质保，固移并举，充维

结合”的城市交通电动化创新模式。该模

式创建了有效的政企合作机制、创新的车

辆租赁方案、形成完善的服务网络体系。

截至１２月底，渭南市共推广新能源公交车
３３７辆，占公交公司运营车辆总数的６５％。
渭南市成为全省中心城市新能源公交车推

广率最高的城市。

【培育３Ｄ打印产业】　依托“渭南增材制
造研究院”研发优势，先后引进西交大、西

工大、清华大学、中国钢研等团队，建成快

速制造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增材

制造研究院等５个协同创新中心和激光加
工、快速模具等１０个公共服务平台。２０１７
年累计入驻新兴企业２６家，实现产值５亿
元。３Ｄ打印已成为“渭南制造”的一张新
“名片”。

【中省政策支持】　２０１７年，渭南３Ｄ打印
产业培育基地入选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

平台。北人印机入选工信部第一批制造业

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名录。大荔德飞新能源

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拓日新能

源等８户企业，获得省工信厅认定重点新
产品。中冶陕压、陕西沃泰分别获２０１７年
首台（套）保险补贴资金２８６万、２８万元。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公
司位于高新区东风大街西段，是中国生产

规模最大的专业生产包装装潢印刷机械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资本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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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有在岗员工 ９２９人，其中管理人员
９０人，技术人员１９２人。

公司有 ＡＺＪ系列塑料薄膜机组式凹
版印刷机、ＡＺＪ系列机组式纸张凹版印刷
机、ＹＣＷ系列瓦楞纸板印刷开槽机以及复
合分切等凹印机配套产品系列为主导的四

大系列 １００多种产品。６项产品被评为
“国家级重点新产品”，１２种产品获省部级
科学技术奖。产品销售覆盖全国３０多个
省市、自治区，国内市场占有率３４％以上。
其中２５０米／分钟以上的高档凹版印刷机
国内市场占有率 ７０％以上，并出口到 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导产品机组式凹版印

刷机被评为“陕西省名牌产品”“中国包装

名牌产品”“全国用户满意产品”。

公司有陕西省１３１１５包装印刷机械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设立印刷包装行业专家

工作站，拥有渭南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拥有８０多个研发专利。先后作为第一起
草单位主持参与４项国家标准，５项行业
标准的制定工作。２０１７年１月，凹版印刷
机入选国家工信部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

培育企业名单。

【３Ｄ打印创新创业基地】　渭南高新区３Ｄ
打印创新创业基地总投资３０．７亿元，项目
主要建设以３Ｄ打印研发孵化和产业化为
主的产业培育基地，主要包括３Ｄ打印技
术研发孵化基地、人才及创客培育基地、

３Ｄ打印产业加速基地三大板块。项目于
２０１５年１月开工建设，四项审批齐全。已
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２亿元，其中包括前期财
政及上级威楠公司投入 ５亿元，中信、浦
发、交通银行、西安银行融资５．２亿元。

该项目由渭南高新区火炬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实施。该公司是渭南高新区管

委会下属国有独资公司，主要负责３Ｄ打
印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产业投资、产业孵

化、成果转化、生产运营、资产管理等工作。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年 ５月，先后与西安交
大、西工大、中国钢研安泰科技等国内１２
个３Ｄ打印行业一流专家团队合作开展３Ｄ
打印技术、产品研发制造。

２０１７年申报 ３Ｄ打印方面专利 １３９
件，授权８７件；申报国家和省、市各类项目
１７个，获得立项 １１个；先后获批工信部
３Ｄ打印产业技术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科
技部国家级３Ｄ打印科技企业孵化器、国
家级 ３Ｄ打印众创空间等 ３个国家级平
台。获批陕西省互联网与制造业示范基

地、陕西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陕西省技术转移示范中心等３个省级
平台。

在行业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方面：联合

西安交大建成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联合西工大建成陕西增材制造协同创

新研究院，联合中国钢研建成３Ｄ打印金
属粉末工程技术中心，联合烟台路通公司

建成精密铸造示范中心，联合西交大机械

制造系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人体生

物医疗３Ｄ打印应用平台和碳纤维复合材
料研发应用平台。

在公共服务平台及创客空间建设方

面：建成激光成型、检验检测、创新创意、医

疗康复、教育培训等１０个公共服务平台，
建成３Ｄ打印众创空间和创客中心，已服
务行业用户６００余家。在西安高新区建立
成果转化服务工作站，在理工大学、西安交

大建成两个区外创新创业中心。基地和中

国人社出版集团签订联合建设３Ｄ打印人
才培训基地合作协议；教育部职教所已将

渭南基地做为全国职业教育示范点，基地

已和国内２６家职业院校，实施创新教育人
才培训工程。

在产业化方面：通过技术研发孵化，已

孵化渭南鼎信、指上创客，陕西智拓，陕西

聚高，陕西斐帛，陕西博鼎等企业６９家，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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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创客和企业家１００余人，处在孵化阶段
技术３０项，申请专利 ６９２项。２０１７年基
地营业收入７．２亿元。

（甘立　冯毅）


非金属矿物质产业

【概况】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贯彻落实国家能
耗限额标准，淘汰落后产能要求，加大非金

属矿物质产业的结构调整力度，在结构调

整中，稳增长、促发展。水泥产业结构调整

基本到位，全市７户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均
达到国家产业政策标准；资源利用型石膏

板生产企业得到推广应用；落后的实心黏

土砖生产企业进一步得到淘汰整合。全市

４６４户实心黏土砖生产企业整合方案已经
形成，原则上保留１２１户外，其余的全部予
以淘汰拆除。至１２月底，大部分企业已经
拆除设备，符合行业准入标准的企业处在

逐步建立阶段。２０１７年非金属矿物质行
业实现工业产值１２９．２２亿元，累计增长
１０．６１％；
【行业大事】　陕西亚升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陕西汉沣新能源有限公司白水分公司、

渭南高新区惠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渭

南高新区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陕

西嘉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５个新材料项目
进入省级项目库。水泥行业充分发挥行业

协会作用，实施限产限价互派监察员，全市

水泥价格从 ２４０多元／吨上涨至 ３００元／
吨。由市工信局对陕西富平生态水泥有限

公司、陕西石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富

平水泥有限公司、蒲城尧柏水泥分公司、陕

西淆山水泥有限公司实施强制性能耗标准

监察。

根据中、省、市铁腕治霾的要求，于１１
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除陕西富平

水泥有限公司因固废处理不限产外，对其

余水泥行业实施全面停产。同时对富平县

华达陶瓷有限公司等８户陶瓷生产企业和
陕西普石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及泰山石膏

（陕西）有限公司也实施全面停产。采暖

季，陶瓷减产 ３０７０万平方米，水泥减产
２６１．６７万吨，防水建材减产５８９．３３万平方
米，防水涂料减产２０００吨。
【日丰企业基地项目】　日丰企业（陕西）
有限公司基地项目由广东佛山日丰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１０亿元，规
划建筑面积６．７５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完
成。一期项目总投资７亿元，于２０１６年正
式开工建设，建筑面积 ３万平方米，建设
ＰＶＣ车间、ＰＰＲ车间、注塑车间等，安装管
材生产线１０条，注塑机３０台；２０１７年３月
底试投产，产品主要为 ＰＰＲ给水管道、
ＰＥＲＴ地暖管道、燃气管道、ＰＶＣ排水管道
及ＰＶＣ线管等各类管材配件，月产值３０００
万元。二期计划投资３亿元，规划建筑面
积３．７５万平方米，计划安装管材生产线２６
条、注塑机６０台，二期建成后，可年产各类
聚乙烯、聚丙烯管材１０亿米，年产值１０亿
到１５亿元，可解决当地就业１５００人。
【尧柏水泥蒲城分公司】　尧柏特种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蒲城分公司，位于蒲城县以

北１０公里。现有职工 ３４０余人，总资产
１０亿元，拥有２５００ｔ／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
线两条，主导产品有 Ｐ．Ｃ３２．５Ｒ复合硅酸
盐水泥、Ｐ．Ｏ４２．５（Ｒ）普通硅酸盐水泥、Ｐ．
Ｏ４２．５（Ｒ）低碱水泥。水泥产品被广泛运
用到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和城乡建筑市场。

企业大量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中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先进工艺和装备，是陕西省

内区位优势最好、资源综合利用程度最高

的节能环保型水泥生产企业。２０１７年实
现工业产值３．８１亿元。
【北新建材富平项目】　北新建材是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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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国资委直属企业中国建材集团旗下的Ａ
股上市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石膏板产业集

团。２０１４年在富平县庄里镇觅子工业园
区组建北新建材（陕西）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年产３０００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生产线
和年产５０００吨轻钢龙骨生产线。该项目
总投资２．５亿元，建筑面积２万平方米。一
期工程石膏板生产线是西北地区第一条大

型高档石膏板生产线。二期工程北新建材

全球原创研发的“即装即住”鲁班万能板

装配式建筑体系、粉刷天安门城楼的龙牌

漆等系列新型建材将落户富平。项目建成

后每年可消化当地电厂的脱硫石膏 ２７３０
万吨，可进一步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产品销售范围能够有效地辐射陕、甘、宁、

青、新等地。

（李德让）


食品工业

【概况】　至１２月底，食品工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２７３．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４９％，子
行业中两增两减。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

完成１７６．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１２％；食品
制造业完成５０．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４．９６％；
烟草制品业完成４．８３亿元，同比下降
５．６８％；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完成 ４０
亿元，同比下降２．４８％。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重点产品产量完成

较好。小麦粉累计完成产量１６９８２２０吨，
增长２４．６８％；食用植物油发展良好，累计
完成产量２００４０３吨，增长６２．１５％，有望成
为新的增长点；配混合饲料累计完成产量

６５６７２２吨，下降２７．３９％；鲜冷藏肉完成产
量５７６８３吨，下降２３．６０％；乳制品累计完
成产量５２９１３吨，增长２５．１５％；软饮料累
计完成产量３７９９０８吨，下降４．３５％；白酒

累计完成产量８１４．６万升，增长１．１９％；啤
酒累 计 完 成 产 量 ５２２９．９万 升，下 降
１６．０７％。
【行业政策】　国家政策有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食品工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产业〔２０１７〕１９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７年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计划的
通知》（工信厅消费〔２０１７〕２４号）。省级政
策有《陕西省工信厅 ２０１７年消费品工业
“三品”专项行动计划》（陕工信发〔２０１７〕
１６１号）。市级政策有渭南市人民政府《关
于渭南市食品医药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渭政发〔２０１７〕６号）、渭南市政
府办公室《关于推进全市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工作建设“（国家级）生态原产地产品

保护示范区”的实施意见》（渭政办发

〔２０１７〕７７号）、渭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组织开展２０１７年陕西省工业企业品牌培
育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渭工信发〔２０１７〕
１０３号）、渭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
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工作计划的通

知》（渭工信发〔２０１７〕１４９号）、渭南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关于转发消费品工业“三品”

工程对标示范企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渭工信发〔２０１７〕１７２号）。
【食品类项目】　２０１７年，全市食品类项目
共７个。在建项目１个，为渭南经开区中国
酵素城项目。建成安装设备的项目４个，分
别为渭南经开区日加工小麦４０００吨生产线
项目、渭南经开区富马酸食品添加剂生产线

项目、澄城卷烟厂易地技术改造项目和白水

杜康酒业酿酒技术设备升级建设项目。建

成并投产的项目２个，分别为渭南经开区生
物高分子材料与植物胶囊项目和渭南高新

区石羊集团食用油生产线项目。

【婴幼儿乳粉追溯体系建设】　作为省市
诚信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的红星、金

７５１食品工业　　



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诚

信体系和产品追溯体系，现阶段系统正常

运行并实现电子信息记录与追溯，满足ＱＳ
生产许可证对追溯的相关要求。该系统全

面记录乳品生产过程中奶站、原奶、辅料、

生产、包装、分销等各环节，主要功能包括

主数据管理、原奶管理、原料管理、生产管

理、质检管理、追溯查询等。企业可以通过

物料的批号进行正反双向溯源；消费者通

过企业的官方网站或智能手机扫描产品上

二维码等信息可以查询产品的信息。

【企业开展诚信主题活动】　２０１７年，规模
以上企业开展“质量第一，诚信做产品”主

题活动３０余场次，与一线工人签订《质量
诚信承诺书》１８００余份。企业向社会发放
《企业产品质量诚信承诺书》５０００余份，召
开产品推介会、洽谈会４０余场次，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保证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取得良好的效果。

【中国酵素城建设】　酵素具有调整免疫
应答、抗癌、降血压、整肠、消除便秘、抵御

痛风、减肥、抗过敏等功效，具有巨大的养

生前景。渭南市在渭南经开区打造的中国

酵素城在２０１７年开展三个方面工作：一是
与中国生物发酵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取得

“中国酵素城”“中国酵素应用与研究中

心”和“中国酵素产品生产技术中心”等相

关授牌；启动酵素标准制定与品牌建设工

作，酵素城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就联

建中国酵素检验检测中心协议签订，共同

组建的渭南绿园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已

注册成立。二是在销售及营销体系建设方

面，中国酵素城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运行

正常，网上中国酵素城商城搭建完成，产业

链上其它信息处在迭代完善阶段。国酵、

天酵、快醒、茶酵、大景荷欣源、正悦堂、伊

品嘉、圣年生物等品牌孵化企业的产品相

继推出，已全部投放市场并面向全国招商。

三是活动策划组织方面，参与西洽会、啤酒

节等专题活动；接待镇江市市委书记等各

级领导以及永和豆浆总裁等各方客商代表

共计２００余次３０００余人；策划并参与《华
夏琴韵．酵素之夜》《商界走进中国酵素
城》等各类专题推介活动２０余次。
【天食公司“热包装”技术完成研发】　大
荔天食食品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开始研发“热
包装”食品保鲜专利技术，２０１７底完成技
术研发。“热包装”就是食品在加热制熟

后，在生产线上的无菌状态下进行密封包

装，封口时食品的温度大约９０℃左右。不
添加防腐剂、不需要二次杀菌实现保鲜，并

且锁鲜效果更为明显。采用专利技术和设

备完成保鲜工艺后，产品包装内达到商业

无菌的效果，有效预防致病菌和所有微生

物对食品的污染。保鲜产品常温下保质期

６０天以上。
该技术能够提高主餐食品的方便性、

安全性、流通性、营养性，降低生产成本，提

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能使偏远地方的农

副产品，就地加工成长保质期的地方特色

食品，流通于大市场。受惠于该技术优势，

大荔天食食品公司产品出口到澳大利亚、

美国、新西兰等地。

【青岛啤酒渭南公司生产管理模式】　青
岛啤酒渭南公司２０１７年产销量完成情况
良好，１到１２月份生产量１２０６８．９万升，完
成全年预算的 １０７％，销量１２３５８．９万升，
完成全年预算的１１０％。依据各品种库存
情况，合理安排生产，在工厂内部执行３天
生产计划，其准确率全年已达到８６．８２％，
包装综合效率得以较大幅度提升。执行囤

酒计划，５月份实现最大库存量近４００万
升，平衡旺季产销，使产能提前释放。做好

旺季生产保供预案，工厂６月份制定大干
６０天、达产促销激励方案活动，通过生产
部编制的详细旺季保供预案对出库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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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子供给等细则的实行，使包装线效率不

断刷新纪录，６月１日实现最高日出库量
１０７．１万升的最高日发货纪录。
【路易食品公司新产品】　路易食品有限
公司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受美国苹果连续两年
丰收的影响，路易食品的主产品干装苹果

罐头发货量突然下降。经过市场调研和实

践，公司决定增加果蔬酵素和葡萄酒两大

类产品。由原先的生产型出口企业，调整

为内外贸兼营、普通快销食品与耐储型奢

侈食品相结合的新型企业。公司的市场抗

风险能力更强，经营灵活度更大，利润远远

好于单独加工出口业务。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至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底，公司总资产 ６５３０
万元，共生产产品 ４１００吨，产值 ４５００万
元，收购各类原料８３００吨，实现销售收入
３９４５万元人民币，实现利润３２１万元。
【陕西陕富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陕
富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总部位于富平县，是

以面粉及挂面加工销售、粮食收储、小麦胚

芽系列新产品研发生产为主的“农业产业

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主食加工示

范企业”。公司辖富平、咸阳、渭南、安徽

蒙城、杨凌、大荔六个面业公司，及陕富粮

食机械公司、陕西华泰新农业公司、陕富食

品科技公司等分子公司。公司拥有十二条

国内最先进的等级面粉生产线和四条先进

的低温全封闭挂面生产线，制粉设备全部

采用国际一流的瑞士布勒 ＭＤＤＫ磨粉机，
拥有成套的先进检验设备，日加工处理小

麦６０００吨，年生产挂面１５０００吨，年加工
小麦胚芽粉１０００吨，是陕西省最大的面粉
加工企业。

陕西陕富面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发

中心是是陕西省面粉加工企业唯一的“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

研发的糖尿病专用粉、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合作研发的小麦胚芽粉等新产品，成为

公司发展的新亮点。公司共获得各项专利

２７项，包括面粉原料输送机、辊轮拆卸工
具、小麦色选机进料防尘等６项实用新型
专利，另有产品外包装外观专利 ２１项。
２０１７年，公司生产产值１７４４３６万元，销售
收入１７０９３８万元。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
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富平

县，是一家集良种繁育、奶山羊养殖、乳制

品研发、生产加工与销售一体的基地型羊

乳制品生产和出口企业，陕西省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严格按照国家乳制

品新标准和ＧＭＰ规范设计建设，拥有日加
工鲜奶６００吨的专业羊乳粉生产线，采用
国际先进的湿法工艺生产，运用适用于羊

奶加工特点的蒸汽直喷杀菌、闪蒸脱膻、上

进上排低温粉塔和附聚造粒技术，企业通

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乳制品 ＨＡＣ
ＣＰ、ＧＭＰ认证和 Ｈａｌａｌ（国际清真食品）认
证，生产的“美羚”牌羊乳粉具有营养、安

全、美味、速溶的特色，连续多年出口欧盟、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２０１７年公司生产
产值１６３１６万元，销售收入２８８３２万元。

（李文娟）


煤炭安全生产

渭南市煤炭局

局 长　张发印
副 局 长　李　明　薛晓军
纪检组长　张宝群
总 工　刘百成
【概况】　全市有韩城、澄城、合阳、蒲城、
白水５个产煤县（市）。共有煤矿５８处，
其中国有重点煤矿１０处，地方煤矿４８处。
２０１７年，全市煤炭工作以“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为安全生产方针，开展煤

９５１煤炭安全生产　　



矿全面安全“体检”“安全大检查”“百日安

全大整治”等专项活动，安全监管责任和

煤矿企业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产业

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煤炭建设项目进展

顺利，双重预防机制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全

市煤炭产业稳中有进，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生产原煤１７９５．３万吨，其中
国有重点煤矿１５７０．４万吨，地方煤矿２２４．９
万吨。国有重点煤矿发生死亡事故３起，
死亡５人，同比事故起数增加１起，死亡人
数减少２人；地方煤矿未发生事故。煤矿
安全生产状况相对平稳。

【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陕西省政府《关于
进一步落实煤矿安全属地监管责任的通

知》（陕政办函〔２０１７〕８０号）下发后，渭南
市政府及时召开全市煤矿安全属地监管专

题会议，分解落实市域内省属国有重点煤

矿属地监管责任主体。市政府和市煤炭局

对存在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发生事故的有

关县（市）监管部门和企业负责人进行两

次警示约谈。韩城市、白水县对监管不力

的３０余名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增强监
管人员的责任感。

【夯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　市煤炭局制
定下发《关于进一步落实煤矿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通知》（渭煤发〔２０１７〕７７
号）。一是以“五职矿长”为重点，配齐管

理人员，逐级建立各职能部门、区队（班

组）、各工种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形成

涵盖企业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责任

体系。二是建立班前会、安全生产调度会、

月安全生产办公会和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

等制度，定期研究、分析、布置安全生产工

作，掌握企业安全生产情况，解决生产过程

中的安全问题，确保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针对不同岗位特点，长效开展全员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工作，加强班组长、新员工、转

岗员工等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全市全年

共培训各类从业人员６０８６人。三是按照
有关规定，加大安全投入，提高矿井装备的

机械水平，淘汰落后的设备设施和采煤工

艺，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推

进煤矿安全生产技术进步，改善安全生产

条件。四是以煤矿标准化建设为抓手，强

化安全生产基础建设。全市申报一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矿井３处、二级矿井５处，６处
矿井被确定为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

五是以查明重大隐蔽致灾因素为主要目

的，集中开展煤矿地质报告修编工作，为灾

害防治提供依据。３１处煤矿完成报告修
编，处在组织专家全面评估评判，逐矿逐项

落实治理措施阶段。六是部分煤矿进一步

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应急体系建设，提

高煤矿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全市２８处矿
井开展瓦斯突出、瓦斯超限撤人、机电运

输、火灾、透水、顶板等事故应急演练。

【煤矿安全“体检”】　２０１７年，全国开展
煤矿安全“体检”工作。按照中、省关于开

展煤矿安全“体检”工作的要求，市煤炭局

制定了方案，明确检查的目标任务、内容、

时限和标准，成立煤矿全面安全体检工作

领导小组，配备监管监察部门人员１８５名，
组织聘请相关煤矿技术专家３０１人次，完
成全市５８处矿井的安全“体检”工作。共
查出各类安全隐患和问题６０５条，其中重
大安全隐患７条。现场体检结束后，编制
“体检”报告，指出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

议，做到“一矿一策”。统一制作煤矿安全

重大事故隐患警示牌，悬挂在煤矿井口显

著位置。落实治理期限和责任，督促企业

按时完成整改任务，并接受公开监督。

【煤矿安全检查督查】　一是市煤炭局制定
煤矿复产复工验收标准细则，明确验收程序

和验收人员责任。对于未通过复产复工验

收的煤矿，安排盯守人员，落实巡查盯守责

任。二是以特殊时段为重点，市煤炭局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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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春节、雨季汛期、两会、十九大等重要时

段的安全大检查和明察暗访活动。三是以

重大事故预防、隐患排查整治为重点，开展

煤矿安全大检查、百日安全大整治、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问题大整治和建设项目检查

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煤矿安全突出问题和

重大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四是跟踪

督办中、省、市安全检查督查发现的２３８条
隐患。国务院安委会第２５综合督查组两次
来渭督查后，市煤炭局采取指派专人进行跟

踪督导、下发督办函、专项督查等方法，督促

安全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优化煤炭产业结构】　一是落实列入“十
三五”关闭退出计划矿井的退出工作。对

拟提前退出去产能煤矿，遣散人员，停止矿

井供电。二是澄城县制定全县煤炭资源优

化整合和布局调整方案，将现存安全条件相

对较差、资源接近枯竭、管理水平相对薄弱

的煤矿与已退出的国有大型煤矿实施资源

优化整合和布局调整。该方案得到国家发

改委和省、市重视和认可。三是煤矿建设项

目稳步推进。全年６处矿井（韩城市杏树沟
煤矿、后洞沟煤矿、桑树坪二号井、合阳县平

政煤矿、陕西澄合百良旭升煤炭公司、韩城

盘龙煤矿）正式竣工投产，２处煤矿（白水县
龙泉煤业、合阳煤炭开发公司安阳煤矿）完

成建设项目，进入联合试运转；２处煤矿（白
水西固煤业、韩城燎原煤业）竣工验收；韩

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资源整合项目１２０
万吨开采设计取得批复。

【煤矿安全监管执法】　通过公开招考，为
各县（市）煤炭管理部门补充采掘、机电、

运输、通风、地质、测量等专业技术人员３４
名。澄城县对辖区煤矿采取突击检查、昼

夜巡查、建立微信平台动态监管等措施。

合阳县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向各矿派驻工

作队。蒲城县强化建设项目监管，实施煤

矿建设项目月考核制度。白水县出台煤矿

安全生产四项机制管理办法，对煤矿实施

动态分级监管。韩城市建立微信公众号，

每天更新煤矿监管动态。全市煤炭执法部

门采取节假日不休、“四不两直”“零点行

动”等方式多次明察暗访，对违法违规生

产建设行为“零容忍”，严厉打击煤炭违法

生产活动。全年实施行政处罚２５次，罚款
３２６万元。
【安全政策落实】　落实市政府关于《全市
构建双重预防机制遏制较大以上事故试点

工作方案》（渭政发
%

２０１７
&

３６号）文件精
神，市煤炭局确定８处试点煤矿，并召开宣
传贯彻推进会。落实《煤矿事故隐患和安

全风险分级标准及管控办法》（陕煤局发

〔２０１６〕８３号），各煤矿企业以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为重点开展自查自检，建立

安全隐患台账制度，对重大隐患制定治理方

案，组织实施，确保隐患治理到位。煤矿井

口醒目位置和存在安全风险区域的显著位

置都设立重大安全风险源公示牌。提升煤

矿瓦斯实时动态监控工作，对市煤矿安全监

测监控中心平台进行提升改造，已实现五个

产煤县（市）２４处矿井的联网。
（王海华）


电力供应

国网渭南供电公司

总 经 理　孙　强（１０月任职）
党 委 书　纪晓军
副总经理　郭大皿　张争朝

陈　冰　褚　磊
纪委书记　李　煜
总会计师　王守信
【概况】　国网渭南供电公司担负着渭南
１１个县（市、区）（直供韩城、蒲城、华阴、潼
关及渭南城郊区）的供用电管理工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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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承担着秦岭、韩城、蒲城３个百万级火电
厂的电力输送任务，是西电东送的重要枢

纽。公司所属资产有３５千伏及以上变电
站８７座、主变１７４台、容量４４２３．６兆伏安，
３５千伏及以上线路 ２２９条、长度２９４７．５４
千米。已基本形成以 ７５０千伏为支撑的
３３０千伏环网、用电负荷中心区 １１０千伏
双回路的环网供电格局。２０１７年售电量
完成 １３４．５亿千瓦时，发电总装机容量
７３９．７万千瓦。２０１７年 ４月，国网渭南供
电公司被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评为

“陕西省先进集体”。

【电力供应】　境内有 ７５０千伏变电站 １
座（信义变），总容量４２００兆伏安；３３０千
伏变电站８座（渭南变、罗敷变、桥陵变、
高明变、西庄变、桢州变、咸林变、富平

变），总容量４０８０兆伏安；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７３座（城区、良田、毕家、招商、开发区、三
张、辛市、固市、穆屯等），总容量４９３０．６５
兆伏安；３５千伏变电站 ８４座，主变 １６７
台，总容量１２９７．２５兆伏安；３５千伏线路
２１９条１８６４．４１千米。２０１７年售电量完成
１３４．５０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８．２７％。平均
售电单价完成４９９．８３元／千·千瓦时，比年
计划增加３．３８元／千·千瓦时。线损率完
成４．９％，与年计划持平。
【安全生产】　科学应对高温大负荷、灾害
天气和外力破坏频发等挑战，主动增加重

载设备、重要线路特巡特护频次。发布电

网风险预警１８８份，电网成功经受２９８万
千瓦渭南有记载的历史最大负荷考验。完

成党的十九大、“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

等６６项重要保电任务，国网渭南供电公司
获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十九大支援保电先

进集体荣誉。国网渭南供电公司连续安全

运行１１年，被国家电网公司评为２０１７年
度国家电网公司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电网建设】　以渭南经济发展新动能，五

大产业发展新动向为参照，统筹修编“十

三五”电网规划，配套修订渭南城乡电力

设施布局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拓深编制
“十三五”园区电网专项规划。１１０千伏中
心变、桥尧Ⅱ线路等重点工程顺利投运。
服务“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１４５个小
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８３５眼机井
通电和５２个“村村通动力电”工程全面完
成。建成全省首座１１０千伏钢架结构全户
内模块化智能变电站。

【供电服务】　服务新能源发展和光伏扶
贫政策。全年并网光伏电站３３座、分布式
光伏８９１户，总容量２８．４５万千瓦，消纳光
伏电量４．２１亿千瓦时。实施车联网平台建
设，建成韩城景区 ２座充电站、渭南城区
３０根分散充电桩。加快实施老旧合表小
区接收改造和新建住宅“一户一表”建设，

接收改造老小区５０个、４５６５户，投运新小
区１２个、９２４７户。国网渭南供电公司被
渭南市政府评为公共服务窗口行业“十

佳”单位。


地方电力

陕西省地方电力公司渭南供电分公司

总 经 理　王仓继（３月任职）
书 记　王晓蓉（８月任职）
副总经理　姚晓峰　高巍巍（８月任职）
纪委书记　杜　斌（２０１８年１月任职）
总工程师　王宇平
【概况】　地方电力渭南供电分公司是陕
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设在渭南

市的供电运营分支机构，承担富平、大荔、

合阳、澄城、白水、华州五县一区境内的电

力供应、销售、电网及电力设施建设与运行

管理工作。供电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

５８％，供电营业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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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公司下设６个县（区）级分公司、３
个运维站、１个保线站、６个运维班、７７个
供电所，共有员工２８６４人，固定资产总额
为１８．６亿元，供电客户数量为８２．６２万户。
公司管辖３５千伏及以上变电站５８座、主
变１１７台、容量１３９８兆伏安；运行维护３５
千伏及以上线路８４条、长度１０２３千米；管
理维护 １０千伏及以下线路 ３９３条、长度
７６９８千米，配变１３６０２台、容量２５４１兆伏
安。２０１７年，完成售电量３１．６２亿千瓦时，
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３１亿元，新增固定资产
２．２９亿元。
【电网建设】　地方电力渭南供电分公司
以全市整体经济发展规划为依据，跟进区

县工业园区、县城、重点镇及美丽乡村建

设，滚动修订电网发展规划。先后投资

６．２８亿元，实施大荔沙苑、赵渡，富平定国、
石川河、薛镇、宫里、新兴等２５项主网输变
电工程，建成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６
座、线路７条，新增变电容量１９４．１兆伏安，
缓解了富平、华州、大荔多地电力负荷增长

压力，为富平高新工业园、庄里试验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发展提供了电能保

障。推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

与改造１０千伏及以下线路９５８千米，新增
配变２６５台、容量５４．１兆伏安；４７个小城
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完成，机井通电工

程通过验收，６１个贫困村通上动力电。全
年新增供电能力１７．８７万千瓦。
【供电服务】　跟踪服务区域重点项目建
设，开设报装接电“绿色通道”，促进了神

华热电等一批重要项目的落地投产。响应

国家新能源并网政策，简化光伏客户并网

接入流程，完成光伏接入１１．７兆瓦／６０９
户。推动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帮

助企业减少电费支出２７４万元。保障群众
的取暖用电需求，应对冬季“煤改电”采暖

压力，完成增容布点。保障治污减霾工作，

配合政府对辖区“地条钢”企业和不达标

砖厂、石渣厂进行断电。完成智能电表安

装２６．９万户，实现用电信息的实时采集和
故障的自动诊断，使停电投诉事件同比下

降１２．５％。
【安全生产】　公司以“三率”指标（高压客
户用电检查覆盖率、重要客户档案信息维

护准确率、违约使用电费收取率）为载体，

通过调整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调控、细化检

修计划等管理手段，缩减了停电范围和故

障抢修时间。开展春秋安全检查、隐患排

查治理、电网安全性评价等，改善设备健康

运行状况。进行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采集，完善配网自动化功能，提高县域配网

的科学调管水平。持续加大农村低电压综

合治理，开展技术和管理层面诊断分析，通

过对农村综合及公用变增台、增容、分网及

远程操控等办法，有效解决了“低电压”问

题。开展迎峰度夏抗旱保电工作，调整重

载变电站、线路运行方式，通过负荷分流、

ＣＴ更换、定值调整等措施，电网负荷承载
能力一度突破９０万千瓦大关，群众生产生
活用电需求得到保障。

（郭乙琳）

３６１地方电力　　



信息产业 信息化


信息化工作

渭南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主 任　赵林斌
副主任　邵战强　郭茂盛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信息基础设施、政
务信息化、信息技术应用管理等方面取得

较大进展。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两

化”融合建设稳步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初具规模，智慧城市和社会信息化全面

开展。“１２３４５”热线获得中省市三级表
彰，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光荣称号。渭南获得２０１７中国新型智慧
城市创新５０强“创新服务”和“创新人物”
荣誉称号，成为全省唯一获此荣誉的地级

市。信用体系建设在全国综合测评中取得

了第２６名的成绩，位居西北五省第一名。
市政府网站在全国政府网站测评中位居第

３０名、陕西省第一名，获得中国优秀政务
平台荣誉称号。

　　“１２３４５”热线获得团中央授予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光荣称号

　　“１２３４５”热线获得团省委颁发的五四
红旗团支部荣誉

　　渭南获得２０１７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创
新５０强“创新服务奖”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全年信息化基础

设施建设累计投资７．２亿元，年度计划完成
率达到１２３％；新增光缆总长２．３万公里，
完成年度任务的１４８．６％；全市行政村４Ｇ
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农村电信普遍服务试
点开通 １３７９个村，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００％，标志着渭南市网络基础建设水平已
迈入全省前列。整合住建、规划、国土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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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数据资源，部署全市地理信息共享服务

平台，完成市区１１４平方千米地理基础数
据信息采集工作。平台以消防为试点，实

现２１７个消防栓可视化展示。与规划、土
地、交通等城管部门合作，推动城管信息资

源整合共享，拓展信息收集渠道，建立运转

高效的城市管理新机制。平台前期部署工

作基本完成，初步实现渣土车定位、扬尘噪

音监控等功能。制定出台《关于印发渭南

市加快推进无线城市建设指导意见的通

知》，建立完善协作机制，推进无线网广泛

覆盖和共建共享。市民行政中心大楼会议

室已实现 ＷＩＦＩ热点全覆盖，主城区公共
场所建设方案初步形成。

【政务信息化】制定出台《渭南市加快推进

“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方案》，加快打
造“整体联动、部门协同、一网办理”的网

上办事大厅。平台前期基础数据收集及相

关部署工作已基本完成，上线运行后将为

市级 ５４个部门、５１８项政务提供服务支
撑。２０１７年，市政府网站共发布信息２．９７
万条，“渭南发布”政务微博发布信息１６００
余条，“渭南发布”政务微信发布信息１２００
余条，微博微信关注人数３０万余人。政务
公开方面，及时公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财

政预决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政府采购、

项目招投标、保障性住房、不动产登记等重

点领域信息４５００余条。完成２０１６年市级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公开和上报工作，

完成全市６１家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
报告网上公开工作。开展市政府网站在线

访谈１８期，涉及健康扶贫、旅游发展、社会
救助、不动产登记、客运市场管理、食品安

全、社会治安等话题。收到依申请公开政

务６０件，其中通过市政府网站提交４７件，
当面申请３件，邮寄申请８件，电子邮箱申
请２件，其中无效申请６件，５４件申请已
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完毕。全年检查监测全

市政府网站３２０余次，按照中省政府网站
集约化建设要求，指导永久关停、上移政府

网站１５０余家，指导临时关停政府网站１３
次，处理全市政府网站纠错信息 １０８次。
下达漏洞修复通知，整改网站安全漏洞单

位５１家，对全市各级各部门政府网站主管
单位负责人８０余人进行业务培训。市政
府门户网站在２０１７年中国优秀政务平台
推荐及综合影响力评估中被评为２０１７中
国政务网站优秀等次。电子签到系统继续

在“两会”上高效运转，获得代表委员的肯

定。会同市委组织部积极推进组织工作信

息化，以合阳县为试点的“互联网 ＋党建”
平台建设工作得到省委组织部认可，被省

委改革办作为经验上报中央改革办。会同

市人社局赴山东对“智慧人社”进行专题

调研，已配合市人社局在市信息化公共平

台进行系统部署，６００台智慧人社终端机
已在全市投放使用，其建设成果作为人社

工作信息化样板工程，在２０１７年６月渭南
市召开的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化

工作座谈会上进行重点经验交流。此外，

市应急综合指挥平台、市人口健康平台等

重要信息系统也已在市信息化公共平台部

署。与市委作风办联合制定印发《关于进

一步提升“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服务效能
的意见》，加大问题督办力度，提高不作为

案件曝光频率。热线已整合１２３１８文化市
场举报、１２３２９住房公积金查询等热线２７
个，全年共接到来电１３．６５万件，接通率
９６．２８％，办结率９６．３６％，满意率９０．２１％，
收到来信感谢１３００多次，完成年度部门目
标责任考核、基层党组织“两力两率”等重

要民意测评访问工作。

【网络经济】　督促指导各县市区分别成
立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和牵头机构，市县两

级协调联动的工作通道逐步打通。制定出

台《渭南市市级部门公共信用信息征集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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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指导目录（２０１６版）》《渭南市关于建立
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

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

件，全市信用建设标准初步形成。推进信

用信息共享，对“信用渭南”网站进行升级

改版，服务范围已覆盖全市各类社会主体

近１６万家，收录信息超过１５０万条，发布
征信报告 ６００余份，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４６６名，公开“双公示”信息１８３．３万余条，
市行政服务大厅、华州区、临渭区、韩城市

等相继开设信用报告查询窗口。全市已有

电商企业１０００余个，网店１万多家，市本
级和７个县市区成立电商协会，从业人员
超过５万人；建成电子商务园区、电子商务
物流园区１６个，入驻企业５００余户，镇级
电商服务站和村级服务点达２２００多个，京
东、摩拜单车、滴滴出行等知名电商相继进

驻。商贸流通运行与监控大数据平台一期

建设基本完成，智慧农业、智能制造等项目

建设已逐步展开。

【网络安全】　５月 ２６日，《网络安全法》
宣传启动仪式在渭南大剧院举行，省委网

信办副主任黄永宏、市委副书记王爱民、市

人大副主任姚双年、市政协副主席徐月凤、

副主席杨文斌等省市领导以及各界群众

５００余人参加仪式。活动以网络安全热点
话题为切入点，通过文艺表演、互动体验等

形式，展示中国首部网络安全基础性法律

的意义。持续推动《网络安全法》宣传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全社会网络

安全法律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按照中省

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历时一个月，对全

市５０多个部门的门户网站、业务系统等上
百个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排查，共

下发整改通知１８份。在全球广泛关注的
“勒索病毒”“Ｐｅｔｙａ（佩蒂娅）病毒”大规模
爆发期间，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和解决措施，

确保全市党政信息系统平稳运行。第四届

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市网信办以“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围

绕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个人信息安全保护

等内容，共开设网络安全讲座１２场，制作
宣传展板１５０块，发放资料近３．５万份，走
基层宣传 ２０次，组织安全技能竞赛活动
１０次。

　　第四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
式现场


电信事业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齐　飞
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刘山林
工会主席、副总经理　刘　晓
副 总 经 理　王勇华
【企业概况】　 ２０１７年经营收入同比增幅
３．７２％；截至１２月底，收入市场份额达到
２７．５８％，同比增长０．３７％。移动过网份额
达到２０．４８％，同比提升２．３１ＰＰ，提升幅度
全省第三。宽带用户累计份额５７．５１％。
【经营发展】　先后组织开展“双节”、春
耕、秋收等多波次专项营销活动，加强过程

管控、通报和考核激励，加快４Ｇ、光宽、天
翼高清等业务规模发展。加快销售转型，

以翼支付合约为抓手，销售渠道全面导向

翼支付红包体系。渠道销售不断优化“比

一比、算一算”内容，填充翼支付相关营销

６６１ 　　信息产业 信息化



活动，提升套餐价值，打造差异化卖点。顺

应大流量新时代需求，发挥产品优势，以不

限量套餐为切入，配合全网通终端，带动移

动规模拓展。全面落实以店包片、以店包

乡，营维合一，夯实五级营维经理攻防责

任，实现责任田与责任人有机统一，全市划

分责任田３９１个并一一落实责任人。建立
基于网格渗透率的攻防评价体系，将光纤

入户率作为宽带攻防首要评价指标，针对

网格的渗透率情况，制定相应的攻防策略，

实现支局的挂图作战和精准营销。全渠道

加载光宽业务，发挥数量优势，扩大销售半

径；明确渠道销售重点，实施达量激励，激

发渠道的主动性，不断提升渠道销量。坚

定落实“当日装、当日修、慢必赔”服务承

诺，加大体验套餐推广和先装后付宣传力

度，推进家庭智能组网和家庭云业务，强化

服务和产品的差异化。坚持首推融合，坚

持支局进小区、村组常态化营销，按月开展

“宽带攻防、我是先锋”主题日党建活动，

发动广大党员、全体员工参与到全业务比

算营销中来。强化源头管控，以天翼高清

为抓手叠加产品，提升客户价值和使用感

知。规范黑名单用户的添加，变堵为疏，正

确引导用户点播消费，做大增值业务。加

强宣传，城市电宽店，农村电宽点全面加载

天翼高清的演示体验宣传，自营厅打造智

慧家庭体验区，天翼高清在宽带中的渗透

率达到７７．４％，较２０１６年末提升１６．２６ＰＰ。
总结复制西上官村信息化推进经验，确定

“以信息化为切入，整村推进是关键”的规

模拓展思路，整区／县统谈、整镇推进和单
村突破三种模式协同，快速拉动基础业务

规模，增强农村市场对收入拉动应有的贡

献。以市、县领导包联村为突破口，加大资

源倾斜，边部署边洽谈，快速打造县域标

杆，以点带面促进整区／县、整镇签约。截
至１２月底，签约 １３２个行政村，２２２个村

组实现整村推进。聚焦不限量及大流量套

餐，加大集约销售与临柜推荐的力度，扩大

用户规模，抢占流量份额，拉动收入增长。

大流量套餐销售占比从６５％提升到８５％，
其中不限量套餐占比达到 ６５％，全省最
高。加强大数据智慧营销平台、划小承包

助手、智慧营销推荐系统等工具的应用，实

现集约化管控及派单用户的精准营销。强

化集约销售团队的力量，外呼班组与线下

代理强强联手，加大不限量套餐的宣传力

度，快速全面覆盖存量用户，成交量占到了

存量用户成交量的 ５０％及以上。紧抓商
机，聚焦重点应用，ＩＣＴ业务实现点的突
破，面的拓展。全省首家签约市级政务云，

不动产登记上云；全面签约“互联网 ＋智
慧旅游”、精准扶贫合作协议；影像云首单

突破，互联网＋医卫已与６家医院签约智
慧护理；创新合作模式，紧抓教育系统在云

桌面终端方面需求，在全省树立标杆；理顺

爱ＷＩＦＩ、云监控、云视频会议三个标准化
２．０产品支撑流程。
【优化服务】　以“当日修、当日装、慢必
赔”为抓手，强化装移修服务能力提升，持

续抓好装维投诉日管控，落实超时工单预

警和督办的工作机制，加大内部考核力度，

每月对超时安装、维修的工单逐单落实，强

化预约、履约装维服务动作执行到位，２４
小时宽带修复及时率９１．１％，装维类投诉
同比下降２７．６７％，装维投诉量明显下降。
【员工关爱】　发挥工会委员、工会小组、
女工组织的作用，做好“五必访、五必贺”

“冬送温暖、夏送清凉”和困难员工帮扶等

日常关爱工作。组织开展户外踏青、瑜伽、

书法等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持续深化

“四小”建设，改善员工工作生活环境。

【强化管理】　修订分公司中层领导班子
和中层管理人员管理办法，规范管理人员

选用的条件与程序、选任方式与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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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优化全市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管

理人员队伍，２０１７年全市调整任用中层管
理人员２０人。专业部门巡回宣贯覆盖全
市所有县公司管理人员。划小承包深入推

进，划小单元实现全覆盖、实质性承包，竞

标承包和人员双选确认率１００％。常态化
开展优胜劣汰，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全区
共替换ＣＥＯ１８名，新增 ＣＥＯ４名。做深划
小，推动以店包片、营维一体，截至１２月底
全区已完成７１个五级网格的以店包片工
作。推进组织扁平化，所有县公司完成组

织架构优化工作。务实推进倒三角体系，

持续开展“１＋４”逆向派单系统优化，做实
“１＋４”四个中心职责。严格执行逆向考
核，倒逼“倒三角”支撑效率，截至１２月底
全区支撑满意度９８．５％，工单处理及时率
１００％，工单处理结果好评率 ９９％。深化
五级承包，下发推进方案，领导班子及职能

部门负责人深入包联单位进行现场宣贯、

答疑解惑。

【风险防范】　持续强化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工作，完善制度，夯实各专业责任，通

过系统培训、技能大赛、集团劳动竞赛等举

措，提升安全人员技能。提升风险防范意

识，落实风险管理工作各项制度，通过法

律、法规宣传教育、内控评估、加强纠纷案

件处理管理、监督等措施，全年未发生风险

事件。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教育，实现

无重大安全事故的目标。

【履行社会责任】　２０１７年，全年投资１．９
亿元，４Ｇ网络实现城市、县城区域全覆盖
以及镇、村的深度覆盖，覆盖广度和深度行

业领先。分公司率先在全省建成全光网城

市。城市、乡镇、农村光网覆盖率均达到

９９％以上。推动“互联网 ＋”行动计划，将
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化应用与各行业、各

领域深度融合。“互联网 ＋”信息化应用
已经在全市政务管理、精准扶贫、医卫、教

育、旅游、工业等行业推广。提速降费工

作，在宽带方面，通过光网改造提质提速，

全年共免费升速７．３万户；在流量方面，推
出不限量套餐流量随意用的惠民政策，流

量平均单价降幅达６０％；从２０１７年９月１
日起，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让

利于广大用户。２０１７年仅在临渭区就投
资９００万元，完成开发区朝阳路全段、前进
路段、仓程路段和临渭区美丽乡村建设为

重点的弱电改造和线路迁改任务。开展植

树、捐赠、网络信息安全宣传等志愿服务活

动１０余场次。为扶贫村打造“美丽智慧
乡村信息化服务平台”，聚焦“农村党建”

“农业创收”“农民生活”三大信息化需求，

助推脱贫攻坚。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共
投资扶贫资金３３余万元，已实现精准脱贫
６９户２８５人。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渭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杨　帆
副 总 经 理　周　波　吴海蓉
纪 检 组 长　狄小波
【“提速降费”工作】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
提前一个月取消手机用户的国内长途费和

漫游费，且用户无需申请，自动生效；将用

户餐套外全国流量资费统一下调至０．２７
元／ＭＢ，加大现有套餐流量，７６元套餐所
含流量从４００ＭＢ调整到８００ＭＢ，１０６元套
餐所含流量从８００ＭＢ调整到１ＧＢ。面向
市场全面推出“冰激凌”系列产品，全国语

音、全国流量无限量及省内语音、省内流量

无限量；多样化流量日包、本地县域包，从

最低５元５００Ｍ本地流量到 ５０元１０Ｇ本
地流量，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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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流量包产品，让用户花更少的钱订购

正确的产品。

【执行用户实名制】　２０１７年，新入网用户
实名率达到１００％。２０１７年９月，上线实
名制“人脸识别”系统功能，针对系统留存

照片中用户人脸与国政通进行一致性核

验，杜绝弄虚作假行为。在用户新入网环

节严格执行现场活体认证，在确保人证一

致情况下办理开户。按月提取非实名数

据，明确补登时限，对逾期未补登记的予以

非实名停机处理，并对违规受理渠道及相

关人员予以严处。全年共处罚违规渠道

５２个，勒令关停渠道２个，在公司内部形
成对违规行为的高压震慑态势。

【优质服务】　２０１７年，渭南联通引入 ＮＰＳ
（客户口碑）评价体系，持续提升客户感

知。营业窗口重点解决用户在账期到营业

厅排队等待和业务办理时长问题。简化前

台核实流程，向营业厅赋予业务权限，简化

业务取消环节。在账期设立“快速缴费／
发票打印快速通道”，全区１７个营业厅推
进无纸化受理，无纸化受理占比提升至

５０％。在全省客户口碑 ＮＰＳ测评中排名
第二。在装移修服务响应方面提出宽带装

移修“８＋１”服务承诺：实现“１天装机、市
区８小时修障（乡镇 １天修障）。在全省
客户口碑ＮＰＳ测评中排名前三。
【网络建设】　全年完成投资４８３１万元，
网络优化投入１２２．９２万元，全网拉网优化
４次，累计实施优化１５８４站次。以数据分
析、拉网测试、用户投诉、热点扩容为主要

手段的网络优化常态化基本建立。截至

１２月底，４Ｇ网络资源利用达到４９．８％，较
年初提升３６ＰＰ。宽带端口达到 ５２万个，
渭南地区住户覆盖率 ４７％（渭南 １１０万
户），覆盖 １１３个镇、９２２个行政村。ＮＰＳ
较同期提升１５．３分，客户申诉率下降
１０％，完成目标任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


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占武
副 总 经 理　李海滨

王云杰（１２月离任）
沈红金

焦　锐（１２月任职）
纪 委 书 记　方　曦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渭南移动完成
通信服务收入１７．０２亿元，收入份额达
５８．８％，收入规模全省第三。２０１７年移动
分公司缴纳税金１８００万元。全市客户规
模达２９７．７万户，４Ｇ客户数１９４．２万户，宽
带客户数３１．４万户，客户规模均列全省第
二。２０１７年渭南移动资产总值达１９亿。
【网络建设】　截至９月底，４Ｇ基站已建
成４５２９个，主城区的４Ｇ综合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加上 ２／３Ｇ基站，网络基站已达到
７７４８个。新建传输网１．３万皮长公里，累
计达到５万余皮长公里；新建管道３３５管
孔公里，累计达到２３００管孔公里；实现了
行政村级别以上的全覆盖。做好市内各项

活动网络保障。截至 ９月底，完成“一带
一路”四国篮球精英赛、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运动会渭南赛区田径比赛、丝绸

之路华山国际自行车比赛、渭南市２０１７年
反恐处突实战演练等共计２３项活动的网
络保障。

【宽带服务】　截至９月底，普遍服务项目
已交付项目 １４１０个，项目交付进度
８９．５％，终端上线覆盖行政村１１７２个，上
线进度７４．５％。预计项目完工后农村区域
２１９９个行政村覆盖率将由 ５９％提升至
１００％，下辖自然村覆盖率由 ５０％提升至

９６１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８３％，农村宽带客户覆盖率由５４％提升至
９０％。截至９月底，累积上报市工信局受
阻项目 １００个，已协调解决阻工项目
４４个。
【信息化发展】　２０１７年，渭南移动累计投
资３７００万元，先后承建国网渭南供电公
司、渭南市邮政局、渭南中心医院、白水县

公安局、澄城县尧头窑景区、潼关县环保

局、大荔县智慧城管、大荔县医院云主机等

１１个信息化项目和 ＩＣＴ项目，涉及互联网
传输光纤线路、ＷｉＦｉ覆盖、移动警务、移动
护士站、城市综合治理云平台、社会治安联

网平台等业务。

【服务工作】　实施“４Ｇ服务树品牌、政企
服务树标准、家宽服务提品质、流量服务提

价值、渠道服务提感知”五项举措，客户满

意度连续五年在８２分以上，持续保持全省
第一。４Ｇ客户和高星级客户标准满意度
分别为８２．２１％、８４．７２％，高于全省３．１１和
３．３７个百分点。开展宽带质量专项提升、
在全省创新推广宽带网格化管理，宽带客

户满意度高于全省１．６４个百分点。优化
４Ｇ、宽带等业务流程２０个，形成全省经验
共享项目２项。
【践行社会责任】　连续十二年开展“爱心
１００”助学行动，全年累计资助学生６００名、
募捐２４０万元，每个学生平均获得助学金
４０００元，“爱心１００”助学行动成为省内企
业慈善活动的知名品牌。为包扶村解决无

线覆盖问题 ４处，解决宽带上网需求 ３３
处；搭建电商平台，实现一县一商、一村一

品，加快贫困村农产品、商品流通。已建成

渭南市富平县梅家坪镇十八坊村、华州区

金堆镇东坪村２个电商平台。２０１７年，渭
南移动获得全国文明单位、集团公司企业

文化示范单位，全省业务与服务流程优化

团队活动一等奖、５Ａ级企业纳税人，市级
目标责任考评先进单位、创建市级文明行

业先进单位、职工模范小家等荣誉称号。

　


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


渭南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　云
副 总 经 理　李录建　曹军川
纪 委 书 记　张满录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实现经营收入２．６４亿
元，数字电视主终端在线用户５０余万户，
互动在线用户１０．２１万户，个人宽带在线用
户１１．７０万户，全业务在线用户６．４９万户，
无线业务在线用户５．１６万户。全年上缴地
方税 金 ２３８．２４万 元，完 成 目 标 任 务
１９８．５３％。
【网络建设】　实施全光网建设、市县镇三
级机房基础设施提升、“端到端”网络优

化、城区带宽提速、平台按需扩容等建设项

目；完成各汇聚机房万兆接口配置、全市高

清互动平台二期扩容、部分ＩＰ直播平台启
用、各县市区城区７８个小区 ＦＴＴＨ光纤到
户及农村网络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网络

运行质量，丰富节目内容，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使用更高质量的高清互动电视和大带宽

需求。分公司积极支持地方建设和城区改

建工作，投资９６５５．１５万元，购买城区通信
管道５４．６５孔公里，对广电杆路光缆线路迁
改２８０．８公里、线缆入地１２５公里，建设农
村网络７００公里和农村无线ＡＰ点１７２个。
【客户服务】　建立标准化服务小区 ８６
个，做到服务信息透明化，服务承诺公开

化，故障维修及时化，服务水平标准化。先

后开展“季度流动红旗评比活动”“服务

赢未来活动”“服务十佳活动”，树典型、

立标兵、全面提升客服人员的工作素养。

通过内部的自查自纠和完善的反馈机制，

０７１ 　　信息产业 信息化



及时发现并解决服务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保证客服工作质量不断上升。１１月 ２１
日，邀请６０余名市、县各界客户代表参加
分公司召开的“首届客户座谈会”。获得

“２０１７年度渭南市价格诚信单位”和陕西
省公司第三季度“客户流动红旗”荣誉称

号。

【企业文化】　完成党委换届和１０个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工作。以“关心、关怀、关

爱”为着力点，关心员工工作生活情况，帮

助解决实际问题。全年员工生日慰问１７３
人，看往患病员工或员工家属２１人，慰问
员工父母７６人，奖励员工子女考学９人，
组织开展节日座谈交流４次。通过公开意
见建议邮箱、设立意见箱、领导与员工进行

座谈交流等多渠道征集员工意见建议，倾

听员工诉求，解答员工疑问。同时建立反

馈机制，指定专人负责收集，限时办结、限

期回复，确保反映问题得到回复，营造安定

团结、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社会责任】　携手市慈善协会实施“慈善
广电网络扶贫工程”，通过整体支助形式

为全市４０００户贫困家庭免费安装无线数
字电视。２０１７年初，陕西省公共安全视频
监控系统建设“雪亮工程”启动实施。广

电网络承建的合阳县“雪亮工程”建设走

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为“企业进行投资、

政府购买服务的双赢结果”开创新模式，

打开县级智慧城市、信息化应用新局面；为

社会治安持续好转及打黑除恶工作保驾护

航。作为“百县万村示范工程”陕西省内

承建单位，广电网络利用现有有线广播电

视覆盖资源优势，为地方搭建应急广播响

应平台，发生重大、突发等事件时，能提供

迅速、快捷的讯息传输通道。截至２０１７年
底，共建设应急广播２５个行政村１５０个广
播终端。广电“智慧窗”电视平台新增“党

员廉政教育”“地方新闻”“地方简介”“文

化旅游”“吃住指南”和“信息公开”等栏

目。其中华阴智慧窗“乐游华山”栏目，能

使入住客人第一时间了解华山相关信息，

并通过手机扫描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订购

华山门票、索道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志愿者进社区”“关爱

留守儿童”“慰问环卫工人”“献血献爱心、

暖冬暖人心”无偿献血等活动。铁二十局

社区为分公司赠送 “情系困难居民、共建

和谐社区”锦旗。帮助帮扶村———华州区

渔池村制订精准扶贫产业帮扶三年规划，

实施村委会＋公司＋贫困户三位一体脱贫
模式；成立村级醋厂、引进光伏产业、园林

企业等，贫困户全部入股，使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民，推动精准扶贫。协调有关部

门为村上硬化村道路 ２３４５米、产业路
２２３６米。重大传统节日前夕，公司对贫困
户进行慰问，先后组织夏送清凉、冬送温暖

捐赠活动。

（肖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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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邮政


公路交通

渭南市交通运输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杨公平
副 局 长　王自茂　唐　娴

李宏德

纪 委 书 记　张伟民
总 会 计 师　孙　军
【概况】　 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公路总里程达
到１９３６９．６８４公里，（其中国道９８７．０７７公
里、省道４８６．１８８公里、县道１５３６．５４８公里、
乡道２６２２．８５２公里、专用公路９４．５５４公里、
村道１３６４２．４６５公里），公路网密度１４８．６４８
公里／百平方公里。全市客货运站场 １２８
个，客运企业３５家、货运经营业户 １９４０４
户、客货运输车辆４７８０３辆、机动车维修企
业１４３３家、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６３家，
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９１７９万人，货运量
１７９５２万吨。
【前期规划】　对国省干线渭南主城区过
境规划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确定国省干线

公路渭南主城区“一轴两环六桥九辐射”

的规划体系。广泛征求意见，对“十三五”

交通运输发展规划进行中期调整，进一步

梳理和确定 “十三五”后三年公路规划建

设的项目清单。争取扩大渭南市规划盘

子。组织开展和完成沿黄工程规划编制工

作，将沿黄公路周边１０公里范围内的各类
公路、安保、场站、服务等设施建设项目纳

入省上规划。配合省公路局完成沿黄公路

服务设施规划编制工作。配合市国土资源

局完成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３０年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工作，将全市近１５年规划项目纳入中、
省土地利用规划中，纳入规划项目６０个，
其中，高速公路５个、３６５公里，国省干线
公路项目 ４２个、１００２公里，场站项目
１１个。
【公路建设】　全市公路建设年度完成投
资４６．７７亿元。其中，普通公路建设完成投
资３９．８亿 元，完 成 省 厅 下 达 计 划 的
１１７．１％。高速公路项目完成投资６．９６亿
元；沿黄观光路于 ８月 ２８日全线建成通
车，１０８国道（新线）蒲城县城过境、２４２国
道韦庄至汉村、３１３省道龙阳至曹管、３１０
国道华州至渭南段除个别断点外，已完成

主体工程。国省干线公路项目年度完成投

资２５．０８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１３．８％。
经开区槐李至侯家、合阳县３４２国道洽川
至李家河、２０９省道临蒲界至固市３个项
目未能完成省厅投资计划；农村公路项目

年度完成投资１４．７３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２３．２％。
【养护管理】　干线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
完成 Ｇ１０８、Ｇ２１０、Ｇ３１０、Ｓ１０６、Ｓ１０７、Ｓ１０８、
Ｓ２０２路段共计４６．５６７公里建设任务，完成
投资８７１５万元，完成计划的 １００％；农村
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完成投资５３７９．１万
元，完成计划的 １００％。公路日常养护工
作正常开展，按照省、市工作部署，规范管

理，强化考核，深入开展“好路杯”劳动竞

赛活动，全面提升路况质量，确保辖区公路

安全畅通。全市干线公路优良路率达到

２７１ 　　交通　邮政



８９．７６％，养护质量指数（ＭＱＩ）达到８９．２１，
高于省上要求９．２１；县、乡、村公路养护质
量指数分别达到７５．３７，７３．１３，６１．３５，全部
高于省上要求。在巩固提高２１０国道创建
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省局下达 １０６省道
９３．８６公里美丽干线公路创建任务。创建
最美乡村公路１２７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示
范镇 １０个。大荔县被交通运输部评为
“全国‘四好农村公路’养护示范县”，潼关

县被省交通运输厅评为“全省‘四好农村

公路’示范县”。１１月份，全省“四好农村
公路”建设推进会在渭南市召开 。

【运输管理】　建成运营合阳一级客运站、
潼关二级客运站，开工建设华阴二级客运

站，建成９个旅游集散中心，新建乡镇综合
客运服务站７个，农村招呼站２８３个。新
增通客车建制村１１个，行政村通班车率达
９８．７５％。加快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工作，大荔县成功申报交通运输部“城乡

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和全省第二批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试点县”。大力发

展货运物流产业，合阳平安大型普货运输

试点、澄城秦邦农村物流试点成功申报

“陕西省第二批货运物流试点”，预计

２０１８年将完成项目建设。建成潼关海事
码头，率先在全省实施局域无线２４小时水
上安全监控。中心城区更新纯电动公交车

１４０辆，建成全国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
平台，“渭南通”公交 ＩＣ卡投入使用。新
开通公交２０路、２１路，城区９００辆出租车
全部安装启用机打发票设备，建立出租车

驾驶员诚信考核系统，搭建“渭南城客”微

信公众平台，出租汽车行业改革顺利推进，

《渭南市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

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印发各县（市、区）、

各部门。

【行业管理】　相继开展“道路运输平安
年”“危货运输专项整治”“旅游包车专项

整治”等１８个专项活动，通过专项检查和
打非治违等方式，不断提升行业监管能力。

全市等级客运站场的运政驻站率、进站经

营率、出站检查率均达到１００％，３２家“两
客一危”企业完成安全生产达标复评上报

工作，５家新增危运企业完成考评。修订
《危运车辆超速、疲劳处理办法》，建立危

运驾驶员“黑名单”制度。升级监控服务

中心，对客运站场、客运车辆、维修企业、治

超源头监控实现全覆盖；建成农村公路建

养综合管理系统，对公路隐患、路面病害、

检查督办等拍照记录、在线跟踪、处置措施

及修复结果实现全过程痕迹化管理；优化

以隐患识别、安全警示、病害监测、数据更

新为主要内容的养护巡查系统，定期组织

工程技术人员对四危路段（危险路段、地

质灾害路段、易水毁路段、易积冰积雪路

段）进行全面查治；投资 ５６００余万完成
Ｓ２０２线阳村渭河大桥危桥整治工程。完
成２０１７年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计
划下达工作，隐患公路里程共计１４６０．５３公
里，总投资２１３６４万元；组建运输安全应急
救援指挥部和公路应急物资储备库，修订

原有预案，将事前应急纳入响应；全面推开

安全生产领域“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建

立１５项安全专项检查细则，对顽劣企业进
行联合惩戒。

【文明创建】　持续开展文明创建工作。
陕西省蔡龙公路蒲城蟠龙村超限检测站荣

获“交通运输系统省级青年文明号”，渭南

公路管理局荣获“２０１７年度养护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和“２０１７年度陕西省
公路行业劳动竞赛先进单位”，韩城公路

管理局被授予“２０１７年度养护管理工作进
步单位”荣誉称号。渭南沿黄观光路建设

指挥部荣获“２０１７年干线公路路网建设
‘品质工程’劳动竞赛先进集体”，渭南市

地方公路管理处荣获“２０１７年农村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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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农村公路创建’劳动竞赛先进集

体”，国道 ３１０代字营超限运输检测站荣
获“２０１７年公路行业路政治超‘三基三化’
劳动竞赛先进集体”，韩城公路管理局张

江红、渭南公路管理局大荔公路段单新鸿

荣获“２０１７年度陕西省公路行业劳动竞赛
先进个人”，渭南市地方公路管理处吴胜

利荣获“２０１７年农村公路‘小康农村公路’
劳动竞赛先进个人”。渭南市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业公司渭南客运

总站荣获“２０１７年全国春运‘情满旅途’活
动先进集体”，渭南市交通运输局连续六

年荣获“《环境热线》十佳满意单位”。

（杨　涛）


城市公共交通

渭南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经 理　王红亮
副 经 理　马正利　殷永宏

梁高弟　王耀武
总会计师　李顺利
【生产指标】　２０１７年公司完成生产运营
收入５５９４．８３万元，运送乘客５７９８．６３万人
次，完成运营里程２６７０万公里，以上三个
指标较上一年度平均下降１０％左右。
【线路开通调整】　全年公司新开通公交
线路２条，分别是由瑞泉中学新校区开往
万达广场的公交２１路，由经开区渭南中学
北门开往霍马村西口的公交２０路。同时，
紧紧围绕城市发展和道路建设情况，对公

交１３路进行延伸调整。新增加学校、企业
定制公交线路５条。
【运营车辆更新】　积极运用融资贷款模
式，购置纯电动公交车１４０辆，先后对公交
４路、３路、８路、１６路、６路、１路等线路运
营车辆进行更换。

【公交场站建设】　为进一步加快纯电动
公交车上线运营工作，先后在公交一分公

司、四分公司停车场新建纯电动车充电站

两座，安装充电桩１６套，全公司在线运营
纯电动公交车辆总数达到１８６辆。同时，
配合市产投集团完成渭南北站充电站、化

工厂家属院充电站的基础建设和设备安装

调试等前期工作，为下一步的正式投用奠

定基础。

【交通一卡通】　依据交通部“一卡通”标
准，全面启动交通“一卡通”建设，并于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正式开始 “渭南通一卡
通”的发卡工作，顺利实现省内西安、宝

鸡、咸阳、渭南、延安等城市，以及全国联网

城市的互联互通。

（赵欢乐）


铁路运输

【西安车务段】　西安车务段在渭南地区
管辖铁路车站共计１５个、运营里程１７５公
里，其中：陇海线设车站 １０个（潼关、华
山、华山西、桃下、罗敷、柳枝、莲花寺、华

县、树园、渭南），双线单向自闭区段，运营

里程８８ｋｍ。华山、渭南为二等客货运营业
站。２０１７年华山站旅客发送 ２０２９５４人
次，货物发送６３６车２７０８３吨；渭南站旅客
发送 ２０４３３５８人次，货物发送 ４７４６车
２３０９９０吨。潼关为三等客货运营业站。
２０１７年，旅客发送５００２５１人次，货物发送
１２车 ７８０吨。罗敷为三等货运营业站。
２０１７年，货物发送５６８４车３８２０８４吨。华
山西、桃下、华县、莲花寺为四等货运营业

站。２０１７年，华山西站货物发送 ２９４车
２０２２０吨；莲花寺站货物发送５３４车１３４８８
吨；华县站货物发送１５７６７车９９５０９４吨。
柳枝、树园为四等非营业站。南同蒲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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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２个（公庄、港口），单线半自动闭塞
区段，运营里程２０ｋｍ，均为四等非营业站。
宁西线设车站３个（渭南西、桥南镇、蔡家
河），双线双向自闭区段，运营里程６７ｋｍ。
渭南西为四等客运营业站（暂未开办客运

业务），桥南镇、蔡家河为四等非营业站。

（张博文）

【韩城车务段】　韩城车务段管辖线路渭
南地区包括：韩城市（芝阳、韩城、白村、下

峪口、桑树坪），富平县（惠刘、苏家、张

桥），蒲城县（钟家村、陈庄、蒲石、坞坭），

大荔县（大荔北），澄城县（韦庄、醍醐、澄

城），合阳县（七峰、合阳、南永宁、合阳

北），白水县（白水县）。管内共有侯西线

惠刘
"

南永宁单线段 １２站（１０６．４１５公
里）、南金联络线南永宁至合阳北（复线

８．７０７公里）、小南联络线南永宁至合阳北
（２．１３７公里）、北芝线白水县至芝阳段 ４
站（复线１２４．３０２公里）、候西线芝阳至下
峪口复线段４站（９３．２４公里）。

全年完成货物发送量１３１５．４万吨，完
成任务的１１３．４％，较上年增加１７５．９万吨，
增长１５．４％；零散白货较上年增长 ３４％；
接取送达完成６．１８万吨公里。其中，煤焦
运量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６．９７万吨，增长
１１．３％；陕钢钢材发送３３４．７万吨，较上年
同期增长５５．４％。发送旅客１４４．５９万人
次。运输收入２７．４６亿元（税后２４．７６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１４６．２％，同比增加７．５１
亿元。

严格人防管理，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

实施细则，修订安全管理制度１６项。动态
修订岗位作业指导书８７项、各种计算机联
锁暨应急处置指导书７４项。编制调机作
业五色图。修订段级有效技术规章６份，
清理７份。累计修订《站细》７８站次。扎
实开展春检、秋检、安全生产大检查，排查

发现安全隐患问题４３１件，整治４０２件，上

报或纳入计划解决２９件。坚持全员防洪、
科学防洪，实现了第十三个防洪安全年。

补强技防设施，完成韩城、白村、下峪口３
站调车视频监控系统和太中线９站网络摄
像头安装，为专职调车人员配置作业记录

仪１０３台。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安全生产
３５３６天。

（张治江 ）


水上交通运输

渭南市航运管理处

（陕西省渭南市地方海事局）

局 长 （处 长）　郭　立
副局长（副处长）　景荣军
【概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航道总长为
３５０公里，其中七级航道为２２公里，等外
航道３２８公里。全市辖区共有水路运输企
业１４家，渡口 ２７处，各类运输船舶 ２４８
艘，船员２４５人，从业人员８００余人，完成
客运量１０．９３万人，客运周转量４９．３２万人
公里。

【船舶检验】　依据《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
检验规则》《船舶建造检验规范》，检验船

舶２４８艘，总吨 ４００４吨位，２３３９．１３千瓦，
１４６６客位。
【船员管理】　严把船员适任关、船舶适航
关，开展内河船员培训３次，培训船员５２
人，基本安全技能培训面达１００％．
【行业管理】　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组
织全市航运海事培训４次，１２人参加省局
水路运输、船舶检验、港口、行政执法等业

务培训学习。

（李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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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管理

渭南市邮政管理局

局 长　唐丰收（４月离任）
副局长、纪检组长　晁春娟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

计完成６．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３３％；业务
总量 累 计 完 成 ７．４５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１．９３％。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累
计完成２．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８２％；业务
量累计完成 １７４８．９４万件，同比增长
２７．６１％。截至年底，除市邮政公司和速递
物流公司外，全市独立法人快递企业 ５０
家，分支机构１２７个，许可系统备案８４个；
快递服务网点８３６个，市邮政管理局纸质
备案２７５个，经营快递品牌２０个。年人均
寄递快递业务量３．１２件，年人均快递支出
费用４０元。
【服务经济发展】　２０１７年，市邮政管理局
深入推进快递服务现代农业“一地一品”

示范工程。先后助力华州区和澄城县樱

桃、蒲城酥梨、大荔冬枣、富平柿饼等产业

扩大知名度和销量，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和

农民产业增收；出台行业扶贫工作政策，积

极搭建行业发展和精准扶贫平台，市商务

局与市邮政公司签订协议，整合各方资源，

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的联动进行产业

精准扶贫；积极推动韩城旅游和邮政协同

发展，研究制定面向旅游行业的邮政业务

产品和服务项目，扩展邮政业服务群众的

市场空间。

【快递配套体系】　积极落实“村村直接通
邮”政策，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所辖２１６８个建制
村已全部实现直接通邮；市邮政管理局多

次主动与市交警支队协调，先后为全市近

千辆邮政快递电动三轮车制作悬挂备案登

机牌，并集中办理驾驶证，彻底解决城区投

递通行难的问题；２０１７年实现全市高校快
递收投规范化１００％，共在三所高校设立４
个快递收投网点，配备 １８名专职工作人
员，基本实现快件校园网点收投；全市共计

设置智能快递箱６１处，箱口数５９６２个，第
三方机构网点４个；全市乡镇快递网点已
实现１００％全覆盖；支持韩城局引进第三
方物流配送公司，搭建平台力促其与快递

企业业务合作，加快构建新的农村快递配

送网络，有力持续推动“快递进村”工程。

【快递服务质量建设】　一方面加强对快
递企业硬件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完成快

递企业升级改造、搬迁装修营业网点 ２８
个，主要品牌企业自营网点标准化率达到

７８％；引导邮政、快递企业积极改善生产作
业设备，全市新增胶带传输设备１２套，新
增小型爬坡机６套；全市邮政快递企业共
配置各类型号 Ｘ光安检机 ５０台（其中
２０１７年度新增配备安检设备２７台），实现
渭南市各县域安检机设备配置全覆盖。另

一方面，开展邮件、快件“不着地、不抛件、

不摆地摊”专项整治活动，要求企业在中

转处理场主推配置中转笼车 ＋铺设 ＰＶＣ
地垫等方式避免邮件、快件与地面直接接

触，对不文明或者野蛮作业行为进行口头

警告、下发责令改正，畅通消费者申诉渠

道，确保全年快递服务有效申诉率同比

下降。

【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按照“三个清单”
要求，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建立市

场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加入全市

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督促企

业加强协议客户资格审查，完善快递行业

信用管理办法和信用评定指标；组织渭南

市快递业信用评定委员会全体成员按照

《渭南市快递业信用评定试点方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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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度全市快递企业的信用评定工作；
印制并下发“诚信快递你我同行”“邮政行

业４Ｓ核心价值理念”宣传画。
【行业执法监督】　印发《渭南市邮件快件
实名收寄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工作实施方

案》和《关于推行邮快件实名收寄信息系

统的通告》，大力推广实名收寄系统，组织

工作人员与一线快递员面对面指导收寄版

ＡＰＰ的使用操作。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完善监测监控设备设施，督导各邮

政、快递企业加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的管控。市邮政管理局与市综治办、公安

局、交通局等单位组成寄递渠道治安整治

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在“两会”“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十九大期间

等重要时间节点，均召开专项部署会，并与

企业签订承诺书，组织集体宣誓活动，切实

落实“五严”要求。对未严格落实三项基

本制度的企业，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给予严

肃处理。２０１７年全年共开展市场检查１１３
次，普服检查３２次，出检３５天，出检人数
２５２人次，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２３起，处
罚金额２１．３７万元。
【邮票销售监督管理】　邮政企业依法做
好发行公示和销售组织工作，及时上报每

次各个零售网点的邮票零售分配数量。建

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重点检查印制数量、

印制版式是否与国家局审定或备案的发行

印刷数量、印制版式相符，纪特邮票印刷质

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等，对零售网点的现

场公示情况、现场销售组织情况等内容重

点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切实规范企业销售

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全年未发现存在违

规销售纪特邮票的情况。

【机要通信管理】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市邮政机要通信管理工作的通知》，提

出六项具体整改要求，全力督导企业认真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内部管理，确保全

市邮政机要通信管理工作万无一失。全年

重点开展邮政机要通信“回头看”监督检

查工作，检查范围覆盖全市 １１个县（市、
区），共发现隐患总计７类，下发责令改正
通知书６份，并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落实
整改要求。

（韩　静）


邮政事业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渭南市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理生
副 总 经 理　张海峰　刘增良

路向东

【概况】　２０１７年８月公司进行机构改革，
内设５个综合职能部门（综合办公室、人
力资源部、财务部、党委党建工作部、工

会）、２个经营部门（市场营销部、服务质量
部）和６个经营支撑部门（运营管理部、网
路运营中心、金融业务部（中邮保险局）、

集邮与文化传媒部、包裹快递部、渠道平台

部）。公司现有从业人员１１５８人，邮政支
局所１３３处，开设邮路４１６条，其中城区邮
路１３３条，乡村邮路２８３条。

全年累计实现收入４５３６１．５１万元，完
成省分公司年预算的１０１．６７％，同比增加
１１．９３％；有效收入完成３４５６２．８４万元，同
比增加８．８１％，有效收入率７６．１９％。上缴
地方税金３０１．９２万元，完成考核指标的
１０４．１１％。

２０１７年，渭南邮政分公司及下属５个
单位继续保持 “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市分

公司荣获渭南市政府部门授予的“最美纳

税人”称号；华州区分公司继续保持“全国

敬老文明号”称号；华州区分公司获评集

团公司“１００个基层党组织示范点”；方永
刚、张东民、刘戌宁３人先后被渭南市委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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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渭南标杆”、渭南市“道德模范”称号。

【代理金融业务】　提早安排部署旺季“开
门红”活动，持续做好项目圈报，按季度做

好各类项目的资金揽收。全年共上报营销

项目２０８个，揽收项目资金２６．８亿元。积
极组织策划“开门红、跨赛”等各类营销活

动，举办“千万大抽奖”、客户生日会、存款

送净水器、“步步为营”厅堂营销阵地战、

客户大走访等客群类营销活动。全年共开

展４７７场大抽奖活动。市分公司领导带队
开展分片帮扶活动，担任大堂经理，陪同员

工走访营销。渭南分公司１１个单位开展
转型网点一点一策评审专题会，内训师转

型知识培训，开展“卓越微课学习月”活

动。２０１７年，渭南分公司金融业务实现收
入３．６３亿元，增幅９．１９％。完成年计划
３５３１３万元的１０２．８％。渭南分公司储蓄
规模达２１１．１１亿元，年累计新增１７．２３亿
元，列全省第４。代理保险业务结构不断
优化，理财类业务快速发展，全年累计实现

代理标准保费２５．７９亿元，标保规模排全省
第５位，较上年新增３６７５８万元。
【包裹快递业务】　２０１７年，渭南邮政包裹
快递业务，累计实现收入２９３７．８９万元，完
成省公司计划的１０３．４５％。标快重点项目
樱桃寄递实现突破发展，业务量达３．１万
件，认标进度列全省第１位。通过优化作
业流程、强化能力提升、改善产品包装、提

升服务品质，农产品寄递项目翻番增长，累

计收寄农产品３００．８５万件，同比增长
２２１．３２％。微电商客户开发进一步加快，
全市电商快包累计业务量３２６．６９万件，实
现收入２２６４．９４万元，占渭南分公司总收入
的７７．０９％，占快递包裹板块收入比例达到
９６．８８％。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快递市场
占有率达到１９．５８％，电商快包市场占有率
２５．６７％。
【渠道平台建设】　２０１７年，渭南邮政在行

政村建成“邮乐购”站点９１９个。邮乐购
站点通过“邮掌柜”系统实现交易额２０００
余万元，实现批销交易额１２８０余万元，通
过邮乐购站点新注册邮乐小店１００８３个，
实现代购额２６．６万元。

渭南邮政发挥业务优势，助力精准扶

贫，先后组织实施“华州莲花白”“澄城柿

子”“华阴青皮核桃”“蒲城酥梨”等电商精

准扶贫项目。依托“邮鲜购”和“邮乐农

品”销售农产品约１１２０万公斤，寄递品类
２０余种，帮助农民实现收入５０００余万元，
开拓了农副产品、土特产的销售渠道。

【集邮与文化传媒业务】　２０１７年，集邮业
务全市线上销售累计实现收入１１１万元，
完成全年计划的１０１％。函件媒体项目累
计完成８２０万元。书信活动项目全市共印
制信封２５万件，实现收入９０余万元。十
九大学习笔记本项目营销２０８万元列全省
第１位，受到集团公司、省分公司通报
表扬。

【互联网营销】　先后在“渭南那些事”等
本地微信平台宣传“邮乐９１９”活动，在广
州、佛山等沿海城市发布微信朋友圈广告，

宣传大荔冬枣。开展“记忆渭南·全民阅

读”活动，宣传报刊业务。组织开展“最美

厅堂”微信投票宣传营销活动等。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１７年，渭南邮政分公
司注重资源优化配置，突出效益导向，扎实

推行人工成本“零基预算”，工资总额向一

线倾斜。严格薪酬逐级审核制度，严肃薪

酬分配和发放纪律，在营业投递等岗位积

极推行计件工资制，薪酬绩效激励作用凸

显。积极组织邮政特有专业技能大赛，荣

获“全省邮政投递专业团体三等奖”。

【安防风控】　２０１７年，安防风控工作认真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快推进全省安防

视频监控集中联网系统建设，进一步提升

了安全技防、物防水平，全年实现“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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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零事故”管理目标。

（王小勇）


速递服务

【邮政速递】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渭南市分公司主要经营有国内、国

际ＥＭＳ特快专递、国内快递包裹、特快专
递收件人付费、特快专递代收货款等速递

业务及合同物流、中邮快货等业务。公司

下设五个县级营业部和两个市区揽投部，

邮速联合，业务网点覆盖全市大小乡镇，内

设３个部室，拥有员工１６５人，配备２．７５吨
厢式货车５辆，５吨和８吨厢式货车８辆，
投递汽车１０辆，配备统一标识并投保保险
的电动三轮车４０余辆，安检机１台。
２０１７年，渭南分公司坚持“质量型、差

异化、特色发展”的工作思路和“一个核

心，四个点”的指导方针，立足渭南，全面

落实“创客计划”，加快六大中心的实体化

进程。通过开展服务质量大提升活动，全

力提升邮政ＥＭＳ的品牌的社会影响力，邮
政ＥＭＳ投递质量不断提高，及时妥投率达
到９８％；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参与服务广
大群众，渭南邮政ＥＭＳ相继开发国税票务
寄递、居民身份证寄递、法院文书寄递、车

牌照寄递等政务业务；充分发挥自有平台

作用，重点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外销问题，

取得好的效果。２０１７年大荔和富平两个
营业部收入规模双双突破２００万元，分公
司收入规模突破１４００万元。
【顺丰速运】　西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渭
南分公司现有员工 ２６０人，营业网点 ５０
个（含代理乡镇网点），渭南地区网点覆盖

率已达 １００％，中转处理场地 ３０００平方
米，大型运输车辆５０辆（其中包含１１辆新
能源车辆），２４９台符合行业强标的快递电

动三轮车，２０１７年业务收入２６００万元，年
业务量９６０万件，２０１７底渭南分公司上缴
国库税额３０万左右。

积极申请配置设备。根据实际情况向

总公司申请配置 Ｘ光安检机，指定专人负
责操作管理，并积极参加市邮管局组织的

安检机操作培训，做好过机安检台账和相

关记录，发现异常及时报告公安部门和市

邮政管理局，并加强全员培训。在公司内

部对全体员工和乡镇代理网点开展实名收

寄系统应用培训，通过实景模拟还原实名

收寄过程，加强对快件收寄过程中的开箱

验视和实名收寄信息化的执行力，确保参

训人数１００％全覆盖；加强宣传引导。针
对实名推行初期客户不理解、不支持、不配

合的情况，一方面积极向市邮管局反馈执

行情况，另一方面，结合银行、飞机、高铁、

电信等行业推行实名制为例，因势利导客

户配合，不断提高公众对邮件快件实名收

寄采集工作的知晓率、认知度和配合度；加

强管理检查。充分利用市邮管局设置的

“安易递”实名收寄系统后台管理系统，加

强日常查询每个网点的实名收寄落实情

况，并针对实名率较低的网点进行检查督

促，保证实名收寄工作顺利落实。

同时对新招人员从招、培、管三方面严

格进提升员工对三项制度重要性的认知。

在后期工作中，细致检查每一票快件，回到

网点后管理人员要对每一票快件使用安易

递监管版进行核查无误后才能发出；在中

转环节，每一票快件都必须要过机安检，对

疑似快件确认后要进行扣留并上报上级部

门邮管局，同时根据异常快件的属性，按照

相关应急预案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坚决

做到１００％实名制１００％开箱验货，１００％
过机安检。

（刘　杰）
【申通速递】　２０１７年渭南申通快递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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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直接经营临渭区和高新区业务，

管理白水、大荔、潼关、经开４个县级下属
承包区。共有 ２９个服务点和占地面积
１６００平方米的中转操作场，配备装配
ＧＰＲＳ的大型中转网络运输车 ３辆，大型
半自动化分拣设备 １台，安检设备 １台。
现拥有员工 １００多人，其中管理人员 ２３
人。２０１７年自助下单功能进一步完善，客
户可以通过申通官网、申通 ＡＰＰ、微信、小

米等途径自助下单。同时为所有在职业务

员每人配备一台便携式打印机，并逐渐为

淘宝、微信合作客户配备桌面式电子面单

打印机，电子面单发货率占总发货率的

８０％。实名寄件达到百分之百。２０１７年
渭南申通快递公司派件量２６０万票，同比
增长３０％，总营业额４３０万元。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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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流通和服务业

综　　


述

渭南市商务局

局 长　吴培育
党组副书记　王恒奎
副 局 长　王进民
副 局 长　蔺云海　司宏哲　李争良
纪 检 组 长　张晓敏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实现６５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６％。限额
以上贸易企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４０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７％，限额以上贸
易企业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比６２％。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１７年，全市新增外贸
备案企业４０户，有进出口业绩的企业９２
户，较上年新增１３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
值实现１１．５７亿元。
【利用外资】　２０１７年，全市外资企业设立
备案８家，投资总额５．２６亿元人民币，合同
利用外资１．２亿元人民币，全年实际利用外
资１．７亿人民币。
【电子商务】　２０１７年，全市电商培训
６０００人次以上，培育电商龙头企业５５户。
澄城、合阳列入商务部第四批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华州区、华阴市被省商务

厅列入２０１８年县域电商孵化项目，全市深
度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其它贫

困村覆盖率达到 ２２％。全年快递业务量
完成１７４８．９４万件，同比增长２７．６１％，电商
销售额实现２６．８７亿元。

【“中国陕菜之都”建设】　召开“深化陕菜
之都建设座谈会”和“陕菜之都 －中华名
师大讲堂”，进一步提升全市餐饮行业的

经营理念、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合阳

县开展 “中华厨祖伊尹祭拜”系列活动，近

两千余人参加祭拜盛典。举办首届“中国

服务·华山论剑”高峰论坛，“中国陕菜之

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地产品牌推广】　组织参加陕西名优地
产品上海和北京展销会、１２２届广交会、东
盟博览会、深圳特色产品博览会、武汉食博

会、南昌绿博会、贵阳酒博会、长沙餐饮博

览会等，大力宣传推介渭南市名优特色地

产品。成功举办 “２０１７渭南名优特色地
产品（上海）展销活动”，为渭南名优特色

地产品落户一线城市打下基础。

【口岸建设】　与青岛、霍尔果斯口岸签订
口岸合作协议，积极协商与连云港、满洲里

等口岸的合作协议。推广“单一窗口”，提

升渭南市应用覆盖率，渭南市报检覆盖率

达到９０％。
（王宇佩）


粮油商业

市粮食局

局 长　杨美玲
党组书记　王社斌
纪检组长　刘雅莉
【概况】　２０１７年，狠抓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粮食购销、依法治粮、粮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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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四个重点，努力补齐储备粮管理机制创

新、企业改革、产业经济发展三块短板，力

求实现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智能粮库建设

两项突破。全市粮食工作获省粮食局表彰

３项，获市政府表彰３项，获市直机关工委
表彰１项。
【粮食购销】　针对２０１６年经济下行压力
大，粮食市场低迷，粮食收购困难多的实

际，做到收购工作早调研、早谋划、早着手，

腾并仓容１３亿斤，开展培训２５期，培训人
数７８２人，校验维修设备仪器８６３台，在市
政府网站公布２９５个夏粮、１８６个秋粮收
购网点，认真执行“五要五不准”守则，保

证了收购工作的正常进行。组织开展夏秋

粮产量预测调查，召开收购工作座谈会，下

发了《关于做好夏秋季粮油收购工作的通

知》，创新方式筹措收购资金，做到网点布

设到位、人员培训到位、资金筹措到位、设

备配备到位。全年收购粮食１７．７亿斤，销
售粮食２１．４亿斤，分别完成购销任务１４亿
斤、１３亿斤的１２６％、１６５％。富平县创新
的互助担保贷款模式受到省粮食局推广。

按照《关于推进粮食产销融合促进现代农

业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的实施意见》，鼓

励粮食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土地流转等

形式与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结成利益共同

体，从根本上解决粮食产销衔接难的问题，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临渭区、富平县订单农

业数量都有所增加。积极开展产销协作，

与周边西安、铜川、商洛等市签订了产销合

作协议，为扩大粮源、保证市场供应提供了

可靠保障。

【粮食安全】　对全市粮食行业从业人员
进行“一规定两守则”培训并组织在线考

试，与各县（市、区）和市直各相关单位签

订了安全生产目标任务书，组织开展全市

粮食行业消防、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活动及

“一规定两守则”落实情况检查。质量安

全工作委托市级质检中心开展各级储备粮

和商品粮的品质检测工作，完成１４０个收
获季节小麦、玉米品质测报工作并及时发

布。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制作宣传板，

提供现场咨询５００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１５００余份。全市粮食行业实现储粮安全、
生产安全、质量安全。

【项目建设】　通过积极争取，渭南市成为
国家２０１７年“优质粮油工程”首批重点支
持对象，获得中、省配套资金７６５０万元，包
含示范县、产后服务体系建设、质检体系建

设三个子项目，是渭南市历史上投资额最

大的粮食工程项目。临渭区、富平县被国

家确定为“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县。中

国好粮油产品遴选上报了２个企业的４种
产品。９户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争取
的１９５８万元已拨付到位，提高了绿色储
粮、生态储粮和信息化水平。

【主食产业化】　在大量调研和充分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出台了《渭南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推进主食产业化的实施意

见》，各县（市、区）也制定各自的主食产业

化实施方案。富平妈妈香食品、陕西食尚

通食品、潼关肉夹馍等企业优势显现，龙头

企业陕富面业发挥带动作用，并争取到省

级财政资金１５０万元。富平县的旗花面产
品已覆盖关中地区，远销新疆、宁夏、甘肃

等地，白水县主食加工配送中心实现为

６７００名学生配餐。
【依法治粮】　充实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
组和普法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力量，聘请了

法律顾问，依法审核粮食收购资格２０８户，
注销４２户。对制定印发的规范性文件进
行合法性审查并及时备案。“双随机”抽

查和事后监管工作建立名录库，做到全程

留痕，实现责任可追溯。依法治粮工作举

办培训２４次，参加培训３２０人次，开展各
类专项检查３４１次，检查企业１５６８个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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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案件９例。富平县通过全国执法督查
创新示范单位核查。５月１９日，市粮食局
接到国家粮食局要求，对流入渭南市的真

菌毒素超标小麦快速查封处置的通知，粮

食局迅速成立联合处置领导小组，督促涉

事粮商按规定将超标小麦用于非食用用途

或作无害化处理。经多方努力，涉事粮商

于７月３０日与三原清河湾禽业有限公司
签订超标小麦销售合同，截至７月３１日，
在市粮食执法支队、联合处置领导小组的

全程押运监管下，３０９．１１吨超标小麦分两
批、１５车次已全部运至咸阳市三原县独李
镇双桥村三原清河湾禽业有限公司进行

处理。

（蔺　娜）


供销合作商业

渭南市供销合作社

党组书记、主任　邱学军
党 组 副 书 记　王　萍
副 主 任　李顺良　王江永
总 会 计 师　路勇哲
【概况】　渭南市供销合作社下辖临渭、大
荔、澄城、合阳、蒲城、白水、富平、华州、华

阴、潼关、韩城１１个县（市、区）供销联社，
直属７家公司，１所供销干部学校。承担
着对全市供销社系统工作的指导、协调、监

督、服务职能，并负责直属单位资产经营管

理。２０１７年全系统完成商品购进７２．５１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４９％，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１０５．９８％；完成商品销售７４．２５亿元，同比
增长 １７．６６％，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０６．９７％；汇总盈利２８７５．１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１％，占全年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７４％。
【深化综合改革】　按照全省《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１１月初出台

《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

（渭市发〔２０１７〕１８号），明确了综合改革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白水、韩城、澄城、华

州、蒲城、大荔等县（市、区）先后出台了实

施意见。各级供销合作社大胆探索，积极

实践，从以流通服务为主，拓展到为农服务

各领域、农民生产生活各方面。白水县依

托社有公司和联合社主动承担了全县农副

产品的销售；蒲城县成立新型农资公司，依

托基层社，在基层设立代销网点，实现农资

统供；韩城市在全市首家成立了集团公司；

华阴市建设了再生资源市场，规范经营再

生资源；合阳、临渭等县区在土地托管方面

进行了有益尝试。白水县社被评为“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

【基层组织建设】　开展了创建农民专业
合作社示范社、基层社标杆社、星级农村综

合服务社活动。全年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２个，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５
个，累计发展专业合作社１８２家，联合社９
家，在中、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评选中，

全系统新增国家级示范社８个，省级示范
社３个。白水、合阳、蒲城、韩城４家联合
社得到省供销集团参股。升级改造基层社

５家，总计投资 ８００多万元，改造面积达
５８００平方米，累计完成３８家基层社改造，
改造面积５万平方米，新增全国总社标杆
社６个、省级标杆社３个。获得荣誉称号
的基层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居全省各

市第一，基层社标杆社占全省 ３０％，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占全省 ４０％。组建村
级综合服务社１２４５个，覆盖率达到６０％。
全国总社评定的“五星级农村综合服务

社”６家、“四星级农村综合服务社”１０家、
“三星级农村综合服务社”１５家。
【现代流通网络】　新建连锁配送中心 ６
家，规范农产品直营店、示范店 １０个，农
资、农副产品、日用消费品、再生资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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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网络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建４家
县级电子商务平台，至年底全系统注册成

立１１家县级电子商务公司，１７家企业开
展电子商务营销，５０％的专业社开展了网
上销售，供销电子商务实现县级全覆盖。

全年供销电商销售突破８２００万元，同比增
长２４．２％。积极推进农产品展示展销，组
团参加省内外农产品会展９次，新设立镇
江、南通、江油等渭南农产品直营店 ５个，
白水润泉、蒲城浚农源等企业实现了产品

外贸出口。积极承办第六届中国西部跨国

采购洽谈会暨中国（渭南）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签订农产品采购合同１２３．１５亿元，其
中供销系统企业签订合同（意向）３２个，贸
易总额３１．２亿元。加大系统品牌创建，
“田运”“泉仁和”“洋阳”等品牌荣获“十

佳产品”“优秀产品”品牌称号。

【为农服务】　全市供销系统开展土地托
管面积７３３３．３３公顷，占全省２６２６６．６７的
２７．９％，初步探索出全程托管、订单式托
管、互动式托管和经营性托管等模式。稳

步探索农村合作金融服务，在白水县举办

了全省供销合作金融培训班，白水、蒲城、

合阳等县，发展互助金８５０多万元，对社员
累计投放１５００万元。
【供销扶贫】　各县（市、区）积极发挥职能
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对口帮扶工

作。合阳、蒲城、韩城三县市被确定为“现

代农业产业精准扶贫试点县”，３家企业、３
家联合社参与产业精准扶贫，获得扶贫资

金７０００万元，对口扶贫２２１０户，先后给贫
困户分红３５０万元，探索出“政府 ＋供销
社＋龙头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的扶贫
模式。白水县争取省供销集团产业精准扶

贫资金２６００万元，组织３家企业实施，对
口帮扶贫困户５３２户。富通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被省供销集团公司授予“年度先

进单位”称号。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　实施中、省投资
项目６个，总投资３４００万元，争取财政资
金１５５０万元；申报２０１８年农业综合开发
土地托管项目３个，省级“新网工程”项目
１７个。经多次洽谈协商，争取总投资２３００
万元的久诺科技产业项目落户经开区中国

酵素城，已建成运营。引进和实施白水电

商物流产业园、韩城餐厨垃圾利用、潼关黄

金桃基地建设等项目。

（杨　晶）


烟草专卖

渭南市烟草专卖局

（陕西省烟草公司渭南分公司）

局长、经理　赵军辉
党 委 副 书 记　王春林
副局长、副经理　吕　谦
副 经 理　王林生
纪 委 书 记　李　烨
【企业经营】　全年累计销售卷烟１７．９万
箱，同比增长１．９９％。实现销售收入４２．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７．２３％；重点品牌卷烟销售
占比６９．１３％，同比增长１．２６％；销售细支
烟９１１５箱，同比增长１０６．２２％。实现税利
８．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９％，其中实现利润
１．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６２％；实现税金
７．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７．６８％。
【专卖打假】　坚持“守东门、破网络、净市
场”三并重，精准打击涉烟违法活动，持续

强化市场监管能力。全年累计查获各类涉

烟案件５３２０起，５万元以上案件１８起；查
获各类涉案卷烟６２９．７３万支，同比下降
４９．１９％；移送公安机关案件１１起，交由相
关部门刑拘７人、逮捕７人、判刑９人。
【基础管理】　持续深化对标、贯标和体系
化建设，开展两级标准化文件和体系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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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形成指导全局工作的目标指标体系。

持续加强财务管控，强化费用控制，三项费

用率为１０．１０％，其中会议费、业务招待费
等重点费用分别同比下降２２．６２％ 和
６５．２８％。持续深化精益物流建设，物流
“异标一体”分拣包装等工作获得省局通

报推广，单箱物流费用１７３．７５元，处全省系
统较优水平。持续加强规范监督工作，全

面落实“三个保障机制”，建立“三位一体”

非公开招标运作机制，全年实施采购 ９５
项，涉及金额１１３０．２３万元，公开招标率
９９．１９％。
【主要荣誉】　被陕西省烟草专卖局（公
司）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被渭南市委、市政府评为“２０１７年纳税功
勋企业”。

（柳膗文）


盐业经营管理

渭南市盐务管理局

局 长　连　琦
副 局 长　王进民
纪检组长　张　?
总会计师　石春旺
工会主席　郭小平
【打击涉盐违法行为】　 从１月开始，国家
盐业体制改革全面实施。面对全市食盐管

理中出现的经营主体增多，品种增加，价格

下滑，违规经营活动抬头蔓延，市盐务局坚

持依法治盐、规范执法，积极联合发改、工

信、食药监、工商、质检、公安等部门开展专

项市场整顿活动，先后组织开展了元旦、春

节食盐安全专项整顿行动、落实盐改跨区

经营政策行动和食盐质量安全专项检查３
次专项行动，全市共查处各类涉盐案件

１０５起，查获各类盐品４９２．７吨，没收１９２．６

吨，打击了涉盐违法行为，确保全市群众食

盐用盐安全。

全市盐政执法现场会

【法规宣传和盐政执法培训】　巩固“食盐
安全村”建设成果。市盐务局在“三一五”

消费者权益日、“五一五”防治碘缺乏病

日，集中开展政策法规宣传活动，宣讲盐改

政策，发放食盐科普资料，提升了广大群众

安全用盐的防范意识。组织全市盐政执法

人员业务培训２次，召开全市盐政执法现
场会１次，不断提升盐政执法人员依法行
政能力。为适应盐业体制改革中农村市场

食盐安全新要求，市盐务局在第四季度组

织开展侧重农村市场的食盐安全排查整顿

活动，对１０个县（市、区）采取随机抽查，
入户检验的工作办法，检查督导农村食盐

安全工作，深化巩固“安全村”建设成果，

着力营造食盐安全群防群治的长效机制。

“三一五”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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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常效监管】　落实食盐安全属地管
理原则，进一步拓宽盐政管理问题线索受

理渠道，加强处置督办和监管工作。２０１７
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涉盐案件２４起，
对于问题线索均已按规定移交并督办县市

盐业监管部门进行处置查办。进一步建立

健全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制定工

作方案，明确执法主体、检查对象名录库，

依托省“双随机摇号平台”实现省、市、县

三级联动，全面落实实时公开、全程留痕，

责任可追溯工作机制，有力推进了盐政执

法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质量检测】　地方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１２月底，全市共检测食用盐 １０３批
次，其中市本级检测２５次、县级检测５８批
次，检测率和合格率均为１００％；检测食盐
定点生产企业跨区经营盐品２０批次，４批
次为不合格，已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根

据市疾控中心监测，全市食盐“三率”中，

碘盐合格率为９５．５９％，合格碘盐食用率为
９４．１９％，碘盐覆盖率为９８．５４％，碘盐覆盖
率达到了国家、省市 ９０％以上的要求。
２０１７年市盐务局被省人民政府评为“十二
五”期间地方病防治工作先进集体，受到

表彰奖励。

（王晓萌）


对外经济贸易

【对外经济贸易】　２０１７年，全市有进出口
业绩的企业９２户，实现进出口总值１１．５７
亿元人民币（含韩城市 ４２７７万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４．４３％。其中出口１０．２亿
元人民币，同比下降３．９９％；进口１．３７亿元
人民币，同比下降７．６２％。富平、白水、华
阴等 ７个县（市、区）进出口形势良好。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外贸企业参加“一带一路”

·渭南友好城市合作发展大会、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洽谈会、广交

会、东盟博览会等国际性经贸交流活动，推

进产业合作。经开区植物提取、白水苹果

出口获得“陕西省特色出口基地”认定。

【外贸企业特点】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
易进出口９．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３８％。加
工贸易进出口总值２．２９亿元，同比下降
４１．５５％。

从贸易国别看，９９个贸易伙伴中，进
出口总值达１０００万元以上有１９个国家和
地区（美国、泰国、印度、越南、英国、韩国、

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实现进出口额

１０．２亿元，占全市同期进出口总值的
８８％。

从贸易商品看，渭南市主要出口商品

为农产品、机电产品、医药化工产品。其中

农产品进出口３．５亿元，同比下降６．６７％；
机电产品进出口６．４５亿元，同比下降５％；
医药化工产品进出口１．６１亿元，同比增长
７１．２８％。

从经营主体看，外商独资企业进出口

２．７６亿元，同比下降３８．２６％；私营企业进
出口６．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４５％；中外合资
企业进出口１．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３．５５％。
国有企业进出口０．４９亿元，同比下降
３２．０２％。

各县（市、区）进出口情况，从进出口

总值来看，排全市前三的分别是高新区

４．９１亿元、白水县２．６８亿元和蒲城县０．９６
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７３．９％。

（王宇佩）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基本情况】　至２０１７年底，全
市从事电商活动的企业达１０００余家，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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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１００００余家；市县两级成立了８个电
商协会；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园

区、孵化园、物流园共１６个；建成镇村级服
务站２１６６个，自有电商平台３７个；累计培
训学员超过５万人次。商务部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４个，省级电商示范县２
个，国家级电商示范企业１个，省级电商示
范企业３个，省级电商示范村１个，市级电
商示范企业 ２８个。２０１７年，全市电商培
训６０００人次以上，培育电商龙头企业 ５５
户。全年快递业务量完成１７４８．９４万件，同
比增长２７．６１％，电商销售额实现２６．８７亿
元。

【电子商务工作】　２０１７年，着力加快全市
电商精准扶贫工作步伐，加大对全市６个
深度贫困村的帮扶和支持力度，全市深度

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其它贫困

村覆盖率达到２２％。制定《电子商务精准

扶贫实施意见》，开展全市电子商务扶贫

百日行动，召开全市电商精准扶贫推进会；

实施渭南电商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与京

东总部签订《渭南与京东发展的战略协

议》，８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电商项目在
“２０１７渭南———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活
动”上进行推介，利用电商平台和电商企

业实施农产品“上北京”“进上海”活动，助

推渭南市优质农产品卖向全国、走向世界。

加强电商龙头企业培育，举办全市电商精

英培训暨市级龙头企业培育会，８户优秀
电商企业分享发展经验和成功做法，推动

渭南市电商企业融合发展。２０１７年，全市
培育电商龙头企业５５户；切实抓好商务部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创建工作，澄城县、合

阳县成功列入商务部第四批“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

（王宇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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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概述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
５３３０万人次，同比增长３０．３％；旅游综合
收入４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９％。旅游业
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５．６％。旅游经济指标
位列全省第一方阵。渭南市“厕所革命”

工作连续两年（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被国家旅游局
表彰。渭南市旅游局被评为陕西省旅游市

场治理先进单位。２０１７年三季度渭南市
游客满意度在全省位列第一。

【旅游规划】　《渭南市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渭南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的前

期调研工作完成。渭南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建设华夏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的

意见》《渭南市关于加快推进旅游与农业

等十二个行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对

渭南旅游发展方向做出规划部署。

【旅游项目】　全市策划包装 １０１个旅游
项目，总投资１１８７．９９亿元。其中新建项目
３３个，总投资４０５．３６亿元；续建项目 ３５
个，总投资２９３．６亿元；前期项目３３个，总
投资４８９．０３亿元。２０１７年的２７个市级旅
游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５６．４亿元，完成年度
计划的１１３．７％，呈现出新业态项目、建成
项目、大项目多和建设速度快等显著特点。

华山清心温泉、华山汽车营地、潼关东山、

莘国水城、拉斐尔艺术庄园、桃花源、航天

生态园等项目已整体或部分开园试运营；

渭南军博园、澄县尧头窑二期、华阴长涧河

“一河两岸”等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全域旅游】　渭南市政府全面启动全域
旅游示范市创建工作。９月 ２０日召开了
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大会，会议以建设

“华夏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为统揽，对加

快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工作，加强国

庆、中秋假日安全工作，沿黄公路旅游景区

开发建设及全市旅游营销宣传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市文物旅游局组织专家进行了

《渭南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和《渭南市红

色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前期调研。华

阴、合阳、华州、大荔编制完成《全域旅游

总体规划》（《全域旅游规划》）。华阴、大

荔、临渭区、合阳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大荔和临渭区创建陕西省第三批旅游

示范县。渭南市文物旅游局正式更名为渭

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渭南市文物局），并

出台旅游与农业等１２个行业融合发展的
意见，从体制机制、政策指导等方面为全域

旅游创建工作奠定基础。

【厕所革命】　２０１６年，渭南市厕所革命工
作受到国家旅游局表彰，在陕西受表彰的

五地市中位列第一；２０１７年，在全国旅游
厕所革命工作现场会上，渭南市被评为

“２０１６年度厕所革命先进市”。在此基础
上，制定了《渭南市旅游厕所革命建设与

管理新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２０１７年开工建设旅游厕所１０６座。
【旅游富民】　一是创建国家现代农业庄
园。２０１７年，陕西农垦华阴农场现代庄
园、陕西农垦英考官池鸵鸟农业庄园创建

国家现代农业庄园工作顺利开展。二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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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乡村旅游“五十百千万”品牌建设工程，

打造５个乡村旅游示范镇，１０个乡村旅游
精品、１００个金牌农家乐，１０００名乡村旅游
致富带头人，对１００００名乡村旅游从业人
员进行培训。三是开展全市旅游万企万村

帮扶脱贫工作。组织动员全市旅游景区、

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车船公司、旅游规

划设计单位等旅游企业、院校，对全市１４６
家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进行帮扶脱贫。采

取安置就业、项目开发、输送客源、定点采

购、指导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乡村旅游扶

贫重点村发展旅游，计划通过５年时间解
决５．５万贫困人口脱贫。
【宣传促销】　整合旅游资源，聚合宣传资
金，完成渭南旅游宣传片制作播放工作，收

到了良好的市场效应。编辑出版《渭南旅

游》专刊，该专刊将在全市的星级宾馆、旅

行社、高铁、客运站等地投放。完成旅游线

路整合，高度涵盖特色、精品、沿黄、渭北水

乡、名山大川、红色体验、户外慢城、美丽乡

村、唐陵遗址等旅游线路，全面完善渭南市

旅游产品体系。２０１７年，市级智慧旅游平
台发送旅游信息、图片共计３９１４条，阅读
量２５８万次。
【旅游行业管理】　一是开展 Ａ级景区创
建。２０１７年，全市创建３Ａ级以上景区１０
家，其中白水林皋湖国际慢城景区和渭南

葡萄产业园成功创建 ４Ａ景区。唐惠陵、
石川河等创建为３Ａ景区。１１月１６日铜
川照金召开的陕西省平安景区表彰会上，

华山风景名胜区获得“陕西省平安示范景

区”称号，韩城市博物馆、韩城司马迁祠、

合阳县洽川风景名胜区获得“陕西省平安

景区”称号。二是实施市场整治。４月份
渭南市政府召开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治理工

作会议，会议重点安排部署全市开展以

“春季行动”“夏季整治”“秋冬会战”三个

阶段为期一年的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整顿活

动。整顿活动重点对旅游景区流量控制、

环境卫生差等问题进行整治，并针对景区

周边旅游乱象，开展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

治行动等。全市共开展整治专项行动 ６４
次，出动检查人员２３６人次，其中旅游部门
与工商、交通、公安、食药、物价、安监等相

关部门联合检查 ２５次，检查企业 １８６家
次，查处违规企业２１家；共受理投诉案件
５３件（电话投诉３１件，上级转办２８件），
通过协调，为游客理赔１５５９０元；投诉回复
率和游客满意率１００％。渭南市的旅游服
务质量由二季度全省第二名跃升为三季度

的全省第一名。

【渭南与中青旅签订旅游体育产业战略合

作协议】　７月２５日上午，渭南市政府与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渭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旅游、体育产业发展

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渭南市市长李明

远，中国青旅集团公司总经理康国明出席

仪式并讲话。常务副市长张建军致辞，副

市长高洁主持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市

文物旅游局、市体育局主要负责人与中青

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广明分别

签订旅游、体育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镇江市与渭南市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为进一步加强镇江市与渭南市两市之间的

旅游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发旅游市场，推动

旅游经济发展。１１月２日上午，在渭南召
开镇江市与渭南市旅游战略合作座谈会，

镇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渭南市文物旅游

局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根据旅游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搭建旅

游合作平台，保持定期工作联系、信息沟通

和友好往来，建立“政府主导、行业组织、

企业运作、互利双赢”的旅游合作新机制。

共同培育双方旅游市场的全面性和客源的

稳定性，积极宣传推介双方的旅游资源和

产品，提高对方在本市场的知名度；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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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两地举办旅游推介和宣传促销活动；

推动两地旅游资源、要素的整合，推进旅游

经济的一体化；制定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人才、资金、技术、智力成果和项目的

双方交流；实现两地旅游业互促共赢。

（姚霓）


华山旅游

华山景区管委会

党工委书记　李军政
副 主 任　郭文平　马耀峰　雷　靖
纪工委书记　李宏林
【概况】　华山景区围绕建设“大华山国际
旅游目的地”目标，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加大景区环境治理力度，规范开展安全

综合执法，华山景区在迈入国际国内一流

精品景区路上继续前行。在５月份由清华
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

届中国目的地旅游与国民形象论坛”中，

华山景区位列“中国数字资产榜 ＴＯＰ１０”
榜首；在６月份第十届中国品牌“金麒麟
奖”颁奖典礼活动中，华山景区被评为“中

国最受欢迎旅游景区”；在由中国城市第

一媒体旅游联盟、陕西省旅游协会、华商报

社共同主办“２０１７中国旅游总评榜陕西分
榜”评选中，华山景区被评为最受欢迎自

驾游目的地，华旅集团获全域旅游创新奖。

全年共接待购票登山人数２６３．４万人次、
门票收入３．５２亿元，做到无一起安全责任
事故、无一起游客有效投诉、无一起媒体负

面报道，旅游接待实现“安全、秩序、质量、

效益、文明”五统一目标。

【重点项目建设】　景区按照优化基础设
施、改善整体环境、提升服务品质、促进转

型发展的思路，实施医养中心、文化艺术中

心、喜来登酒店、清心温泉、华山阿特艾斯

室内滑雪场、悦苑酒店、仙峪户外运动基地

以及古柏行景观廊道恢复等重点工程项

目。建立了景区管委会领导包联重点项目

及定期督办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

中手续办理、土地征用、矛盾纠纷等方面问

题。２０１７年度４个重点项目超额完成工
程建设任务，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１５０％。
华山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处在大小剧场基础

工程施工阶段；华山喜来登酒店已完成２
号楼斜屋面钢梁安装和１号楼地下室钢柱
钢梁安装；华山医疗养生中心项目主体楼

已封顶，体检中心已投入试运营；古柏行景

观恢复工程（南段）已完成商业街二区主

体工程。清心温泉进入试运营，华山阿特

艾斯室内滑雪场、悦苑酒店、仙峪户外运动

基地项目处在建设阶段。景区“厕所革

命”改造工程加快推进，增设多座第三卫

生间和母婴室，建成多座３Ａ级旅游厕所。
【景区环境保护】　开展“铁腕治霾·保卫
蓝天”专项整治行动。对华山景区内的建

筑工地、渣土运输进行严控，按照六个百分

百要求，围挡、洒水、遮盖、工地道路硬化、

冲洗设施、装卸渣土现场喷淋抑尘等防尘

措施全部落实到位；拆除景区燃煤锅炉６４
台；引天然气进景区，并实现全覆盖。主景

区污水管道全部实现与华阴城市管网并

网。景区执法部门全年共检查施工场地

１２８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３０份，规范施工
工地１０处，强制拆除华麓景区内的１６处
旱厕，检查渣土车辆３４０辆，查处违规车辆
６０辆，戒免谈话１３人（次）。
【景区综合执法】　成立华山景区综合执
法局，完成内设机构设置和专业人员招聘。

加强对景区内非法营运检查力度，共查处

和纠正各种违规行为１５５起，对１２８家户
外摊贩实行画线定位，拆除违法建筑４０００
平方米，乱搭乱建 １５户，清理户外广告
６００多处，拆除违规固定广告牌１００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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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物价和票务检查２５次，检查经营
户３００余次，检查和取缔倒票行为 ７０件
次，化解价格纠纷和票务纠纷３２件次。景
区旅游秩序为历年最好水平。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７年初，景区管委会组织
召开了景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落实年度

目标任务，签订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成

立华山景区应急救援队伍（下设 １８个分
队），配备相应的物资器材，建立现场处置

方案和预案。遇重大节假日，景区管委会

都要联合华阴市委、市政府及景区各单位，

召开专题度节会议，以确保度节安全，并形

成一整套度节工作联动机制。景区管委会

全年组织开展４次大的消防、防控防暴、防
洪抢险、事故救援等突发性事件演练和观

摩。全年组织开展１２次安全大检查，下发
通报１４４项，跟进并督促整改１２３项，有效
确保了景区安全稳定。

【宣传营销】　景区管委会组织华旅集团、
太华索道、三特索道及景区宾馆饭店等相

关单位在西安高铁北站举办了“５·１９中
国旅游日”宣传活动。参与在太白山举办

的“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秦岭论坛”；在西

安举办 “丝路旅游舞动中华”宣传营销活

动；协助华阴市举办华山围棋大会。在沿

黄公路开通之际，参与组织沿黄三市党报

联合开展的“穿越秦晋峡谷·探秘黄河文

明”集体采风活动。组织举办中华五岳七

届二次年会暨五岳联盟十五次会议，会议

期间举办五岳书画联展、华山皮影展、华山

摄影图片展、华山地方文艺演出等文化

活动。

【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２０１２年，华山建成
省级地质公园以来，景区管委会统筹处理

地质遗迹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地质公

园遗迹保护、建设管理、科普科研等工作取

得了长足发展。２０１４年华山地质公园管
理委员会建成地质博物馆，利用文字、图

片、标本、展板、模型、电子模拟、影视等声

光电手段，全面、艺术、动态地展示公园地

质演化过程、遗迹等相关地学知识。华山

地质公园完善了地质遗迹标识牌，在重要

地质遗迹区设立７２块科普标识牌，向游客
宣传地质科普，形成完善的地质公园解说

体系。公园建成仙峪科考步道，与陕西省

地质学会、地质调查局西安中心、西北大

学、长安大学、西安财经学院共同建设科研

科普创新基地。公园完成了智慧华山建

设，实现对地质遗迹的实时监测保护。

２０１７年，华山申报国家地质公园高票通过
国家地质公园专家评审组评审。

（华山西峰）

（惠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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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景区

【少华山景区】　少华山景区位于华州区
城东南５公里处的秦岭北麓，由潜龙寺、石
门峡、红崖湖、密林谷、少华峰五大景区组

成，总面积６３００公顷，是关中东部最大也
是唯一的一座集山水观光、生态休闲、登山

健身于一体的山岳峡谷型森林旅游风

景区。

２０１７年，项目建设共计完成投资２．１
亿元。其中，投资１００万元的监控系统提
升工程，投资２００万元的石门滑索工程、投
资２４０万元的索道等候区工程、投资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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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景区公路边坡病害治理工程全面完

成并投入使用。潜龙寺山顶蓄水池工程投

资３００万元，完成基础部分建设；景区厕所
及基础服务设施项目完成投资４２０万元，
进入扫尾阶段；石门酒店改造工程完成投

资２５００万元，室内装饰完成 ９０％。计划
投资１．４亿元的景区新索道项目完成可研
报告编制等前期工作，完成投资 １０００万
元。投资５２００万元的石门滑道项目完成
投资８００万元，完成可研、立项备案、初步
设计和前期勘察工作。完成５０００万元的
景区一体化合作。

景区投资３８０余万元，与高端主流媒
体建立合作关系，适时对景区进行宣传。

通过举办登山节、蝴蝶节、纳凉避暑节、红

叶节等特色节庆活动扩展客源市场。在连

霍高速架设大型户外宣传广告５处；在景
区入口及沿线制作巨型户外广告宣传牌。

举办四省九市少华山旅游推介会和清华大

学商学院年会少华山旅游专场推介。截至

１２月底，累计接待游客５３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益１亿元。

（少华山管委会吴雪）

【洽川景区】　洽川地处合阳县城以东２０
公里，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河滨温泉湿地风

景区，面积１７６平方公里，是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国家 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
风景区。

２０１７年，合 阳 县 全 面 启 动 洽 川
Ａ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全年实
施项目１２个，完成投资８．６１亿元。莘国
水城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６亿元，已累计
投入资金５．５亿元。建设完成民俗餐饮区、
休闲娱乐区、中华美食区、风情购物区四大

功能区域。入驻装修商铺２０１家，装修完
成１２８家并对外试营。国庆、中秋双节期
间，水城中华美食街等对外试营业，累计接

待游客２４．６万人次。圣母湖建设项目计划
总投资２．６亿元，已累计投入１．７６亿元。洽
川风景区供排水一体化项目计划总投资

９７４０．３３万元，已累计完成投资４３００万元。
以沿黄公路全线贯通为契机，运用外

出宣传、节庆活动，媒体合作等方式，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宣传推介。在

西安、宝鸡、运城、延安四地进行专场推介

会，参加西部旅游交易会、国内旅游交易

会、国内旅游商品博览会、西洽会等大型旅

游会展活动３０余次。组织举办新春·洽
川处女泉明星演唱会、中国洽川荷花节、

“灵秀洽川·荷韵水乡”全国摄影展、福山

祈福节、七夕周礼汉服集体婚礼活动、黄河

湾全国垂钓大赛、中国烹饪始祖伊尹祭拜

等活动。对外互换广告 １６家景区，置换
２０块。洽川全年接待中外游客４２０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３．１５亿元。
（合阳县志办车文军洽川景区管委会郝栋）

【富平陶艺村景区】　富平陶艺村景区位
于富平县城以北，是国内首家以陶艺为主

题，集国际陶文化交流、科研教学、生态观

光、休闲旅游、国际陶艺展览为一体的国际

陶文化交流中心，是国际陶艺协会在中国

大陆的团体会员单位、国际陶艺杂志主编

论坛永久会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

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
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２０１７年度共接待游客１１３．４万人次，营业
收入５４１８．３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２４％。

富平陶艺村内建有国内首家以现代陶

艺为主题的陶艺博物馆群———富平国际陶

艺博物馆群。该馆群建筑面积２．５万平方
米，现有七座建筑，收藏了来自５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５５０位陶艺家 １３０００余件作
品。２０１７年新建５０００平米的华夏拿捏陶
艺博物馆一座。该馆主要陈列古陶瓷、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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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临展和各类陶艺交流活动。该馆主体结

构已完工。

富平国际陶艺博物馆群

（陕西富平陶艺村有限公司严小强）

【同州湖景区】　同州湖景区位于大荔县
城南部，以同州湖为核心，景区规划面积４
平方公里，其中同州湖核心区占地１．３３平
方公里，水面面积０．６７平方公里。７月，同
州湖景区入选全国首批３０家“国家体育
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

按照集文化、民俗、休闲、体验、旅游为

一体的要求，景区内有大型音乐喷泉、可供

１２００辆车停放的生态停车场、丰庆广场为
主的大小八个广场、综合性儿童乐园、薰衣

草主体庄园等三十余个景点。景区内建有

三条道路系统，一条为环湖电瓶车道，一条

为环湖自行车绿道，一条是供游客休闲漫

步的步行弯道。陆续建成通车１２公里的
同州湖自行车高速公路、２公里的同州湖
西路休闲景观大道及１．２公里的同州湖北
路文化生态景观大道。景区还建有日月湖

和聚星湖，百花园、梅花园等二十余个植物

园。东府水乡·同州里项目位于同州湖北

路南侧，是集餐饮、休闲、文化、生态为一体

的慢生活文化旅游综合体，总投资６亿元，
建筑面积９．４万平方米，规划有仿古风情商
业区、时尚中国体验区、文化博物馆集群

区、中央生态景观带、主题客栈集群区及公

共服务配套区，已建成运营的为美食文化

街一期、二期。同时，新区还陆续启动建设

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乡村振兴培训学院、陕

旅同州湖文旅小镇、同州书院等８个文化
旅游产业重大项目。

随着配套设施的持续完善，同州湖成

为城区居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公

园。景区先后承担和举办了丝绸之路·美

丽大荔中国渭南国际马拉松赛、世界名校

龙舟大赛、国家大力士锦标赛、陕西省田径

竞走赛等二十余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活

动。２０１７年累计接待游客３００万人次。

同州湖景区

【司马迁祠景区】　司马迁祠景区座落于
韩城市南１０公里芝川镇韩奕坡上，始建于
西晋永嘉４年（３１０年），１９８２年２月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１３
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 ＡＡＡＡ级景区。
２０１７年景区接待人数２４７．９万人次，旅游
收入１０７０．３万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２７．２％、
９７．４％。

景区现存古代建筑主要有：芝秀桥

（明代修建）、司马古道（西周修建，北宋时

期改土坡为石铺）、九九台阶、献殿、寝宫

（清代修建）、宋塑司马迁坐像、元修司马

迁墓及历代名人凭吊吟咏的石碑６５通。
２０１７年景区以打造国家ＡＡＡＡＡ级景

区为目标，实施景区项目建设。总投资

３０００万元，开展以土方工程、地形塑造等
为内容改造项目，改造总面积３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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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６７万元，实施扶荔宫绿化项目。投
资６９万元，实施扶荔宫环境整治项目。投
资１３００万元，完成司马迁祠景区核心区夜
景照明工程。投资５５４万元，实施司马迁
祠旅游景观大道照明工程。

为持续加强景区影响力，开展丰富多

样的宣传推介活动。３月 ２８日至 ４月 ２
日，举办了“２０１７丁酉年祭祀史圣司马迁
大典暨中国·韩城旅游文化周”活动。该

活动以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为核心，逐日

举办文化旅游产业招商推介会、文物活化

新业态展示等１１项活动。该活动吸引了
百余家媒体的关注。４月 １日至 ５月 １８
日，在国家文史公园举办韩城首届国际郁

金香文化节。除此之外还举办了２０１７“司
马迁”杯全国《史记》朗读大赛及颁奖晚

会、着汉服持竹简读史记、史记讲座、百米

卷轴描红《报任安书》等活动。

司马迁景区
（韩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史瑞华）

【党家村景区】　党家村位于韩城市东北９
公里的西庄镇，始建于元至顺二年（１３３１
年），现存古民居 １２３院，古公用建筑 １８
处。２００１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２００３年被建设部和国家
文物局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２００６年
列入第二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２０１４年列入全国首批传统古村落保
护利用试验项目；２０１６年被国家旅游局命

名为 ＡＡＡＡ级景区。２０１７年景区接待人
数１５６．７万人次，旅游收入１０５７．８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３５．３％、２９．４％。
２０１７年文物保护及修复工程按期完

工，其中，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文物保护修缮工程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至２０１７年底已完成古
民居维修６０户（该修缮工程包括１２３户古
民居及１８处公共设施）；南部台塬立面绿
化修复工程完成原计划的项目手续办理和

可研设计；泌水河生态景观项目完成护体

河坝外观作业；韩城市党家村文星阁广场

及党家村至梁带村旅游路项目处在策划案

完善修改阶段；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进入

运行推广阶段；民俗嘉年华实景演艺项目

处在演出筹备阶段。此外实施了绿化小

景、墙面彩绘、院落活化等工程。

景区在做好院落活动、专项活动基础

上，结合重要节庆特点，设计举办丰富多样

的特色民俗、娱乐体验、特色主题等活动。

结合景区特点，开发研学旅游，全年景区共

接待研学旅行团４０余批。其中，接待外地
研学旅行团 ３０余批，７０００人次；本地 １０
余批，３０００人次。

党家村景区

景区全年共接待各类媒体电台、栏目、

剧组、制作方人士７批次，配合完成各类拍
摄作品７部。其中有央视“发现之旅”频
道《我爱畅游》栏目节目组、央视《味道》栏

目组、央视《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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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局》剧组、“魅力中国城”摄制剧组，央

视“乡村大舞台”剧组。

（韩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史瑞华）

【古城三庙景区】韩城市博物馆设于古城

东部的文庙（国保）、东营庙（省保）、城隍

庙（国保）内，是集古代建筑与文物陈列为

一体的地方性历史博物馆，是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博物馆占地８万余平方米，
囊括以元代建筑为主，涵盖宋、元、明、清各

代古建风格的单体建筑１００余座，有藏品
６８２２件、古钱币 ３２０００枚，其中等级文物
１８３件。２０１７年景区接待２７２．６万人次，
同比增长５７．２％。

　　２０１７年景区开展的项目有，投资 ４２
万的东营庙安防工程，投资３２万的文庙白
蚁防治、预防项目，投资２０万元的城隍庙
白蚁防治、预防项目，投资６４万元的城隍
庙广荐殿抢险加固工程。

古城三庙景区
（韩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史瑞华）

５９１ＡＡＡＡ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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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渭南市城乡规划管理局

局 长　李曙升
副 局 长　姚明德　陈清文
纪检组长　王淑民
总工程师　代晓宏
【规划编制】　一是完成《中心区东部南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渭南市

中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经

开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重点地区城市设

计》《渭东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

计》４个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新增控规
编制面积２７平方公里，累计控规编制覆盖
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加强了对城市重点

区域、城市新区的规划管控，塑造城市的对

外形象。二是完成《渭富新区空间发展规

划及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启动区

重点进行了控规编制，针对功能发展、用地

性质、人口规模、等内进行控制，促进区域

精明发展。现已完成规划成果，拟于今年

进行专家会评审。三是完成《渭南市主城

区快速路系统（环线）研究报告》，形成主

城区高速路外环，省道中环，与城市内部道

路内环的层级结构。在分级制定道路环线

方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建设条件、必要

性、成本及建设时机等问题，提出了现阶段

改造措施和预留控制要求。现已完成规划

成果，进一步与住建局进行沟通后实施。

四是完成了《渭南市主城区水系（二期）规

划》，该项目以水系一期为骨架，依托渭河

生态廊道，构建六大核心水体景观带、五大

湖面、若干分支景观水体及小型景观湖面，

共同构筑水网系统，结合城区不同的功能

分区及建设条件，通过明水 ＋暗渠 ＋暗管
的形式将水体贯通，为中心城区增加水体

面积３１０．６５万平方米，改善了城市环境。
现规划已编制完成，拟于２０１８年进行专家
评审，通过评审后，将印发至相关部门，在

实际工作中予以贯彻落实。根据渭南市发

展现状，计划外部分完成了《渭南沿黄城

镇带统筹发展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落实
省委、省政府印发的《陕西省沿黄生态城

镇带规划》；还完成了《渭南市主城区控规

单元规划》系统，解决了总体规划在空间

上的细化落实，并且对总规进行校核，协调

规划刚性与管理弹性之间的矛盾，将总规

各大功能区分解细化为不同类别、规模适

度的规划管理单元，有效地指导项目建设。

【“多规合一”试点工作】　为推动“多规合
一”试点工作的有效开展，市局起草了《关

于加快推进“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

知》，并以渭南市深改专项小组名义（渭市

经生改发［２０１７］３号）下发至各试点县
（市）人民政府，对进行“多规合一”试点的

华阴市、大荔县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和

时限要求，对已完成“多规合一”成果的富

平县明确要求其要加快成果的运用，更好

的指导规划工作。富平县应用“多规合

一”规划成果已成功指导了富平县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调整、教育设施布局规划及７２
个美丽乡村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华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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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合一”初步成果已完成，正在进行成

果深化工作；大荔县的“多规合一”工作由

大荔县国土局牵头，经发局、环保局和住建

局等多个工作部门协同工作，已完成“多

规合一”成果的编制工作，待修改完善后

上报规划成果。

【数字渭南】　“数字渭南”地理空间框架
建设（一期）工程成果全部建设完成，主要

包括原有基础地理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

渭南中心城市及周边范围３２６平方公里航
空摄影测量，以及９３平方公里１：５００，１３９
平方公里１：１０００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生
产工作。二期工程渭南市实景三维模型数

据生产及三维规划辅助应用系统工作完

成。一期数据成果已经应用于城区的城市

规划、城建项目、防汛应急等方面，为城市

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地理信息保障。渭南市

地下管线普查工作完成，包括普查的城区

地下管线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和数据库

建设，及地下管线地理信息系统。测绘普

查了城区３５００公里的各类管线及其附属
设施，建立了地下管线数据库，建设完成的

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是对普查的

管线地理信息数据的综合应用，方便获取

地下管线的现状信息，查询管线模拟的三

维效果。地下管线数据提供给市住建局和

市局临渭分局、经开分局、高新分局，应用

于全市的市政建设工程，避免了盲目开挖

造成的破坏，数据价值得到了城建部门和

施工单位的高度肯定。

【行政审批】　积极开展“减证便民”专项
行动，全面清理行政审批事项中不需要的

证明事项和盖章环节，进一步精减审批材

料，更新审批方式。在此基础上明确市局

机关和各分局在各项行政许可及公共服务

事项的各项职能和责任。规划的双王中学

建成投用，瑞泉中学、西安路小学、滨河小

学、桃园小学、市政府幼儿园、西交康桥幼

儿园、东关幼儿园、宣化幼儿园开工建设，

完成５个公共停车场，７个公园广场（街心
公园、人和公园、南湖公园、中心广场改造、

双创基地生态公园、市民公园（二期）、渭

清公园提升改造）的规划工作，规划增加

学位１．８万个，公园绿地４００多公顷，停车
位１８００多个，建成投用后可有效缓解大班
额、停车难、绿地少等问题。

（杜娟）


城乡建设

渭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局长　姬智武（６月任职）
副 局 长　王纪安　原晓军

魏日意

总 工 程 师　吴发荣
党 组 副 书 记　李建国
纪 检 组 长　尹参军
【中心城市建设】　２０１７年，中心城市计划
实施重点城建项目２０４个，其中，新建项目
１２２个，续建项目 ６３个，前期项目 １９个，
年度计划投资２８６亿元。内容包括路网、
基础设施、生态绿化建设、民生及公共服务

设施工程、棚户区改造、城市开发建设等６
个方面，全年共完成年度计划投资２８６亿
元的１８５个项目，开工建设１７５个，开工率
为９５％，完成投资１７７．６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６２．１％。其中，年度计划投资１０３．７亿元
的６３个续建项目已全部复工，完成投资
８５．２亿元，占年度计划的８２．２％。年度计
划投资１８２．３亿元的１２２个新建项目开工
１１２个，开工率为９１．８％，完成投资９２．４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５０．７％。一是路网建设
全面铺开。城市道路设施工程３３个，除城
市一环线、高速北环线正在进行规划方案

编制外，其余项目均启动实施。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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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四横”道路提升改造已完成朝阳路、

前进路、仓程路，并进行了路灯提升改造；

朝阳大街、仓程路、前进路、胜利大街、民生

路、东风大街弱电入地工作已全面完成；胜

利大街
!

河桥已建成通车，有效提升了城

市品位。二是公园建设成效明显。开工建

设了８个公园，金水公园、
!

河湿地公园、

人民公园、人和公园已开园迎客。西海公

园项目完成湖面土方开挖，北湖湖体已注

水约２７万立方米，景观桥、码头、喷泉及环
湖道路正在进行有序施工。市民公园项目

（一期）地下停车场已经运行。南湖公园

累计开挖土方１５０万立方米，微地形绿化
６０００余平方米；湖岸土方回填碾压约 １１
万立方米，累计完成投资２．２５亿元。渭清
公园项目完成湖面土方开挖３３万立方米，
绿化景观１．１万平方米。结合公园建设，共
完成街头绿化广场３０余个。中心城市水
系建设进展顺利，渭清路综合管廊建设工

程已完成管廊主体１．４公里，进一步增加了
城市承载能力。三是民生工程进展顺利。

全年实施民生类项目１６个。其中：抽黄供
水工程实现向经开区北水厂通水。渭河综

合廊桥引线管道已全线贯通，跨渭河部分

正在进行桩基施工。城市供热管网及中继

泵站建设工程完成设计方案，并取得了热

网工程许可。四是公共服务类项目稳步推

进。坚持以学校、医疗卫生、停车场、公厕

等设施建设为重点，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其中，市政府幼儿园、瑞泉中学迁建、城区

４所小学３所幼儿园等１３个教育设施建
设项目进展顺利。市妇幼急诊综合楼、市

中心医院感染病区综合楼及老城中医院等

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正在进行装修。市

区公厕建设、市体育中心配套设施等工程

开工建设。五是渭东新城建设项目进展平

稳。新城社区一期累计完成土方拉运及回

填近９００万方，回填面积约１３３．３３公顷。

公园微地形整修及园区乔木栽植工作已经

完成，综合服务中心办公楼基本完工。华

州大道（华州段）勘测定界等前期工作完

成，征地拆迁正在加快推进。２１家企业和
村民房屋登记、评估工作完成。

【县城及重点镇建设】　２０１７年，按照“做
美中心城市、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优示

范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实施扶贫

移民搬迁、重点示范镇、旅游文化名镇和特

色小城镇建设，城镇人口实现快速增长。

一是县城建设。全市各县（市、区）计划实

施城建项目１７３个，总投资约４７５．４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２２７．６亿元。全年完成投资
约２０３．７亿元，占年度任务的８９．５％。深入
推进“四城联创”，开展省级生态园林县城

和园林单位、园林小区的创建活动，提高城

市品味。蒲城县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全省县城
建设先进县。二是重点镇建设。坚持“通

报、讲评、观摩、考核”工作推进机制，打造

县域副中心，６个省级重点示范镇和文化
旅游名镇完成投资２２．１９亿元，占年度任务
的１１７％。２０个市级重点镇完成投资２１．６
亿元，占年度任务的９５％。三是危房改造
工作。中省下达全市危房改造任务 ７２５９
户。全年开工 ７４５２户，开工率 １０３％；竣
工６５６８户，竣工率９０．５％。成立农村危房
改造脱贫办公室，充实工作人员，建立工作

制度，落实工作责任。建立局领导包联机

制，落实各县市区主体改造责任，全国农村

危房改造工作培训暨加固改造现场会在渭

南市召开。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２０１７年，通过全市
上下共同努力，全市农村改路、改水、改厕、

改电，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生活垃圾和污水

得到有效处理，绿化、亮化、美化成效显著，

美丽乡村建设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上

了一个全新台阶。全市在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九大工程”中投入近 ３０亿元，建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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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乡村１２１９个，生态乡村３６１个，县级美
丽宜居乡村３５０个，市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９５个，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１５个。全国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培训暨加固改造现场会

在大荔召开；大荔县、合阳县荣获全国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县；大荔县被定为全国第一

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

和全国污水治理示范县，并在全国农村厕

所污水治理电视电话会议和在第三次全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中进行了交流

发言，畅家村被评为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合阳县、华州区被定为全省农村污水治理

示范县。中、省媒体对渭南市美丽乡村建

设做法和成效不断报道推广；人民日报、中

国青年报和省广播电台《今日点击》栏目

对渭南市垃圾分类的做法进行了专题访谈

报道，肯定了渭南市部分示范点的垃圾分

类做法；央视１３频道来富平县对美丽乡村
建设、驻村规划师的工作情况进行专题采

访；合阳县白灵村美丽乡村建设受到陕西

省新闻联播报道。


城市管理

渭南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局 长　王纪安
副局长　王百林
【执法体制改革】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８日，市
委市政府印发《渭南市深入推进城市执法

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设立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为市政府工作部

门，下设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城市管理处。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主要负责城市管理和执

法工作的指导、监督、考核，主要履行市区

市政设施管理的业务领导和市区内跨区域

市政设施管理、市区户外广告管理等，承担

市区城市规划、市区户外广告方面的行政

执法职能，以及跨区域或重大复杂违法违

规案件的查处。根据中、省城市执法体制

改革框定的管理执法和综合执法范围，将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市政设施管理、环境

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公园广场管理、

户外广告管理等职责，以及相应的机构、编

制划转市城市管理执法局。１１月１４日，
市编委印发《关于市级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相关职能调整和机构编制划转的通知》

《关于印发渭南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落实了市

级城管执法职能调整、机构组建等具体改

革要求，市级城管执法部门的组织架构全

面形成，市级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工作阶段

性任务已基本完成。

【市容市貌整治】　围绕治理“八乱”先后
开展了“黎明行动”“大洁城”等活动，清理

取缔各类出店占道经营１５３２７处，取缔流
动摊点２５３０３处，清除各类野广告１４４０６３
处，各类乱堆放２５３４处，门头牌匾４４５块，
横幅６５８条，清理违规晾晒农作物７６处，
清洗下水井口 ２２３６处，清洗油污人行道
１４０００余平米，暂扣各类物品３８８３件。在
城区重点区域设立城管执勤点，定人定岗

持续开展对城区重点部位进行排查整治。

定期开展餐厨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对随

意倾倒餐厨废弃物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

规范门前四包，逐街逐巷对门店乱张贴、乱

吊挂、乱堆放进行全面清理。明确日常管

理责任人员，按路段包联责任的要求，发放

告知卡督促门店店主自觉履行门前“四

包”责任义务，严禁各类违规行为发生。

对野广告采取人工清理和机械清理的方

式，最大限度的缩短了野广告的留存时间。

定期组织人员对主次干道违规设置的户外

广告和一店多牌、陈旧、破损的不规范门头

牌匾进行拆除，同时从严管理商业门店使

用高音喇叭招揽顾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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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烧烤管理】　印发《渭南城市露天烧
烤规范经营告知书》划定八处露天烧烤经

营区域，设定经营时限，严格按照“五个统

一”（统一使用环保炉具、统一桌椅、服装、

标识、垃圾容器）的标准规范露天烧烤经

营。开展油烟治理工作，完成城区１０７家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和院校食

堂餐饮油烟整治和９４８家餐饮门店排查登
记工作，规划区域内９６家露天烧烤经营门
店更换使用环保炉具并加装油烟净化系

统。全年取缔露天烧烤串串７９４次，查扣
各类物品１９６９件，处罚金额５２００元，更换
环保炉具和加装净化设备１２７台。
【渣土车管理】　联合市交警支队召开了
“渭南市中心城区渣土车处置集中整治动

员大会”对规范建筑渣土处置和严查渣土

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做了全面部署和安排。

在城区主要路口和重点部位设点查挡违规

拉运车辆实行严管重罚，城区１４个渣土车
辆检查点每天从晚８点持续工作至凌晨２
点。对城区所有渣土运输车辆进行排查登

记，城区共排查登记渣土运输车辆４１６辆。
由市网信办牵头，市执法局配合实施的渭

南市数字城管平台已建成，三区渣土车卫

星监控平台也已建成，共有１２６辆渣土车
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并实现了联网监控。数

字城管平台整体处于调试状态，即将全面

投入运行。全年联合交警执法２９６次，查
挡违规拉运渣土车 １９０２辆（次），处罚 １
９．５４万元。
【工地扬尘管理】　一是排查并建立了１５９
个建筑工地的监管责任清单，全面落实“６
个１００％”扬尘治理措施，所有建筑工地安
装扬尘污染视频监控系统，增设抑尘喷淋

设备。二是会同市环保局、市住建局约谈

南湖公园项目、瑞泉中学项目、渭东新城项

目、西海工地南北项目、新兴街西段市政道

路项目、万源地产１２号楼项目、禩河入渭

口综合整治项目等７个项目负责人。三是
对省委环保督查组和西北督查中心通报城

区扬尘治理存在的问题召开了督办问题整

改专题会议，各城管执法单位严格管理标

准，提高管理水平，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抽调２０多人组成３个专项检查组，对
三区在建工地逐一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现

场督办，立即整改。同时对违规情节严重、

多次出现反弹的工地严管重罚。２０１７年
城区１５９个建筑工地“６个１００％”扬尘措
施达标的有１５４个，达标率９７％。春季以
来，共覆盖黄土２３１万平米，新增降尘设备
２０６台、监控１０５台、冲洗设备６５台，新增
围挡４９３５０米，新增硬化工地出入口 １２０
处，责令改正工地３５９起。共处罚扬尘治
理不达标工地４２个，处罚１１７．２万元。
【村居民建房监管】　对各区村（居）民乱
搭乱建实行重点监控，重点巡察，发现问题

及时督办。不断加大宣传力度，节假日执

法巡察常态化，对村（居）民乱搭乱建形成

高压管控态势，使依法打击乱搭乱建深入

人心。不断总结管理经验，完善管控措施，

规范执法程序，对违建行为及时发现、快速

到场、程序合法、拆除到位。全年共拆除违

建３１７处，拆除面积４４０９７ｍ２，处罚８９．３万
元。

【便民服务】　按照“疏堵结合、以疏为主”
的工作原则，先后设立了解放路北段、西电

一公司对面等７处便民钟点市场，有效解
决了市容和繁荣的管理矛盾；春节、中秋等

传统节日期间，在城区部分路段设立了春

联、元宵、月饼等临时销售点，较好的解决

了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在除夕、清明、寒衣

节期间，在城区主要路口设置５８处便民祭
祀点，统一焚烧容器，安排专人引导，倡导

文明祭祀；在中、高考期间加强考场周边市

容管理和噪音管控，并在考点周围设立考

生服务点，为考生提供药品、饮用水及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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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为广

大市民提供了便利和服务。


住房公积金管理

渭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党组书记、主任　张培峰
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建军 屈宏印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石禄祥
党组成员、人秘科科长　闫根宏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严格执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省

相关规定。全年归集公积金１６．２４亿元，完
成目标任务的 １８０％；为 ３６１１５名职工提
取公积金１１．３８亿元；为４１７６户职工家庭
发放公积金贷款１０．２１亿元；个贷余额达到
３２．２２亿元，个贷率为６２．２７％，比上年同期
提升了６．４１个百分点；贷款逾期率０．１３‰；
新增缴存职工１．８４万人。中心荣获《环境
热线》人民群众满意“三十佳”公共服务窗

口行业第一名、荣获“政务公开暨网站管

理优秀单位”等荣誉。

【公积金贷款】　中心对原有公积金贷款
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优化完善；新

系统对符合条件的公积金委托贷款从受理

录入、审核审批全部实现网上办理，一个工

作日内即可完成中心的审批环节。在贷款

合同、抵押手续完结，通过银行结算系统资

金直接划入开发商监管账户或申请贷款人

银行卡，减少了申请人奔波，缩短了办理时

限，提高了工作效率；放宽公积金贷款政

策，扩大贷款受益面。将贷款条件从连续

正常足额缴存公积金１年以上调整为６个
月以上；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５０万元；最
长期限从２０年调整为３０年，并延长到借
款人法定退休年龄后五年；首付比例从

３０％降低为２０％；放开装修住房贷款；积

极协调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和国有商业银

行，执行《“商转公”贷款顺位抵押试行办

法》，解决了“商转公”贷款抵押登记环节

的瓶颈制约。全年共为１４９户职工家庭办
理“商转公”贷款２５９７．６万元；全面执行
《异地购房使用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将

公积金异地购房贷款从省内放宽到全国范

围，取消担保人环节，使在全国各地建立公

积金的职工能够方便在渭南购房置业。全

年共为９５４户职工家庭办理公积金异地贷
款２３９９５．４万元，同比上年异地贷款金额，
增长了５０％；对个人征信、工资收入、申请
人年龄、二套房认定、月还款占收入比例等

最能影响贷款受理和贷款额度与期限的环

节上，区别不同情况，合理界定，在不突破

５０万元最高额度和３０年最长期限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放宽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满

足职工贷款需求。

【公积金提取】　优化公积金提取服务水
平，加大提取力度，支持职工住房消费。通

过实施“双贯标”工作，中心对原有公积金

提取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新梳理和优化完

善。依托新系统的功能，建立了电子影像

档案，实行无纸化办公，取消了单位证明，

使原来提取业务从最短３天最长一个礼拜
缩短到申请人不离柜台，资金“秒级”到

账。实现公积金贷款“冲还贷”功能，贷款

人在还清贷款之前不再需要前来柜台办理

提取，此项功能每年减少柜台人工业务量

２万多人次。面对渭南市公积金使用率
低，结余资金量大的现状，中心放宽提取条

件，加大公积金提取力度，支持职工住房消

费。放宽租房提取，取消了职工提供租房

合同、租房票据等审核要件；放宽归还住房

贷款提取，取消了贷款一年之后提取的限

制，同时，对于归还公积金贷款提取的，不

再要求提供审核要件；放宽购房提取，将职

工购房提取扩大到父母子女互提，并将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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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１年之内提取公积金延长到５年以内。
【公积金归集扩面】　加强公积金归集扩
面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积极协调县

市区政府，加快推进全市县级财政供养人

员规范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规范缴存基

数。依托新系统平台，对缴存业务中涉及

缴存比例、缴存上限自动预警识别，确保按

照中省和市管委会的规定“限高保低”，维

护社会公平和缴存人的合法权益；加大公

积金催建催缴和行政执法工作力度，努力

扩大覆盖面，提高巩固率，消除了单位自建

自管公积金的现象，使中省驻渭单位的公

积金全部纳入市级统一规范管理，部分民

营企业、非公单位及进城务工人员也相继

建立了公积金制度，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的目标。全年新增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１５１８３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２４．８％。
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共为公积金缴存职工结付
利息６５５７．９５万元。今年以来，在渭南市煤
炭、机械等行业经营困难，公积金出现缓

缴、断缴的情况下，公积金全市归集保持了

持续增长态势。

【信息化建设及文明服务】　推进信息化
建设，提升管理效率。Ｇ系统全面建成，并
正式上线使用。新系统成功接入国家住建

部资金结算应用系统，并与全市１０家商业
银行进行了数据交互。在资金管理上实现

了对银行账户、资金调拨与结算的统一；在

业务上实现了汇缴分解、提取到账、贷款发

放、资金调拨、账户监控、业务结账的实时

办理。与 Ｇ系统上线并行的全国异地转
移接续平台在渭南市开通运行，本地与外

地职工公积金的转移业务，通过转出转入

两地公积金中心的远程线上操作即可办

理，无须职工两地奔走。中心门户网站即

时更新信息，点击量突破３３１万人次，实现
了公积金信息网上查询，政策、制度和业务

办理要件网上公开，投诉和咨询网上受理、

答复；将１２３２９全国住房公积金客服热线
并入渭南市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热线，即时解
答公众咨询，进一步完善了公积金综合服

务平台；建立与人民银行、民政、不动产登

记等部门在内的，包括个人征信、婚姻状

况、房产资料等信息共享平台，启动联防联

控机制；积极筹建、开发集１２３４５政府服务
热线、短信、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终端、手

机ＡＰＰ移动终端、网上业务大厅为一体的
全方位综合服务平台，努力使公积金缴存

单位和职工触手可及、一键到位，为广大公

积金缴存单位和职工提供安全、便捷、高效

的服务。


环境保护

渭南市环境保护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　永
副 局 长　罗文虎
党组副书记　周家斌
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　袁广荣
总 工 程 师　毛平宇
副 局 长　车小林
纪 检 组 长　冯亚丽
副 局 长　樊　棣
【污染减排】　围绕工程、结构、管理三大
块，提请市政府印发了市县环保目标责任

书，明确减排项目和完成时限，夯实减排责

任。关停澄县顺昌焦化６０万吨生产线，渭
化３号锅炉脱硝系统、陕焦烟气脱硫提标
改造、富平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大荔县城区

东排碱渠污水归集工程等７个年度重点减
排项目全部建成，全市３６家规模化畜禽养
殖污染治理工程完成２４家；对渭化、陕化、
新元、群生等涉气重点污染源多次进行现

场检查，要求其按照国家污染减排要求不

断规范脱硫脱硝工程运行，完善在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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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系统建设；涉及６县３４镇９９村的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临渭区、澄城县、大

荔县、富平县、合阳县工程全部建成，蒲城

县除４个镇级垃圾压缩转运站外，其他工
程完成。

【大气污染防治】　在省铁腕治霾“１＋９”
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增加了汽车修

理厂（４Ｓ店）专项整治，形成渭南市铁腕治
霾“１＋１０”行动方案。组织实施“铁腕治
霾”攻坚行动，围绕“减煤、控车、抑尘、治

源、禁燃、增绿”６个重点环节，标本兼治、
系统治理，在全市上下形成共识共动、合力

攻坚的良好态势；全市完成燃煤锅炉拆改

３１５９台，１—１０月，全市企业煤炭消费
１５０３．４６万吨（不含韩城），同比减少３８．４３
万吨，散煤替代压减１５５万吨；提前３５天
完成８２２辆黄标车年度淘汰任务，回收报
废车１１４９辆，对拆解场地进行升级改造，
受到省政府通报表扬；积极推进建筑工地

“红、黄、绿”挂牌动态监管制度，渣土车实

现公司化运营，取缔渭河城区段河道采砂

行为，联合执法３２次，切割采砂船２６艘、
洗砂机２２台；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
１０２家，完成４４家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项目，秦岭电厂等１０家企业实现超低
排放；更换环保炉具和加装净化设备１３２
台，完成４８６４家餐饮单位油烟治理，４５家
涉气重点污染源中具备自动监控设施的

３１家全部完成安装；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７
年三夏暨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夏秋两

忙期间未发现火点，划定了烟花爆竹禁燃

区域及禁燃时间，全市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５６．６１万亩，超额完成年度任务。２０１７年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１６５天。
【渭河污染治理】　印发《渭南市水污染防
治２０１７年度工作实施方案》，对水污染防
治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明确年度

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工作措施；完成渭河

吊桥断面和禩河水体达标方案编制，启动

实施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专项

摸底调查，对全市 ５９个企业逐一调查核
实，７０万吨焦化生产线清洁化技术改造正
在实施中；组织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中期评估，推进地下油罐
更新改造工作，中石油、延长石油５２家加
油站地下油罐更新改造基本完成；增设６
个监测断面，市级１６条河流进行全覆盖监
测，对渭河、北洛河水污染问题进行专项排

查，督促相关县区解决水环境突出问题，在

城镇污水处理厂安装总磷在线监测设备，

解决了手工监测难题；建成市县镇三级河

长制和河道警长、村级巡查员体系，健全水

污染防治调度、会商、考核、应急和问责等

工作机制，配合省市河长对渭河、北洛河等

河流的调研视察及河长制督查工作。２０１７
年渭河水质明显改善，渭河吊桥出境断面

达到省考Ⅳ类要求。
【土壤污染治理】　印发《渭南市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和《渭南市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２０１７年度实施方案》，组织编制
《潼关县“十三五”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示

范区规划》；对全市重点企业按照《土壤污

染重点行业及企业筛选原则》进行核实筛

选，确定渭南市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１０
家并向社会公开；会同国土局、规划局组织

开展全市疑似污染地块排查，初步确定疑

似污染地块１３处，为下一步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地块治理

与修复活动的监管奠定了基础；组织实施

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重点示范项

目，截至年底２０１６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的三个项目中两个在施工建设

中，一个完成。２０１７年度中央土壤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的两个项目已发布施工、监理

招标公告。

【生态保护】　将生态红线划定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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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划定工

作。经过省级３次培训对接、市级２次座
谈对接、５次县级资料征集，渭南市生态红
线划定初步方案文本和图件已基本完成，

新的生态红线划定指南发布后，按照市政

府第１３次常务会精神，按照专家和相关部
门的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按照陕西省

“绿盾２０１７”专项行动要求，联合市国土
局、市水务局和市林业局印发《渭南市“绿

盾２０１７”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对“绿盾２０１７”进行安排部署，组
织对全市自然保护区和矿山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进行全面监督检查，要求相关县市

区加强自然保护工作，督促快速整改存在

问题；建立“统一规划、总量控制、规模开

发、严格准入、加强监管、严格执法”的长

效机制，从根本上扭转采石企业“多、小、

散、乱”局面，多种途径加大秦岭北麓和乔

山南麓矿山开采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参

与编制渭南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工

作。

【环境安全监管】　通过手工录入、远程补
采等措施有效提升国控企业传输有效率，１
至１１月底，自行监测公布率、监督性监测
公布率和传输有效率均高线达标；全力配

合地表水环境监测事权上收工作，向第三

方移交国控潼关吊桥水质自动监测站，完

成考核断面位置信息核查、断面桩栽设、新

建水站论证等一系列工作；开展固体废物

申报登记，组织全市废酸、废碱、废矿物油、

废铅蓄电池等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进

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达标考核工作，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抽查达标率１００％，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抽查达标率为８５％；开展辐
射安全专项行动，推进辐射工作单位标准

化建设，危险放射源全部实施在线监控，环

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环境监察执法】　实行按日计罚、查封扣

押、限产停产等措施，组织开展“保卫蓝

天”飓风行动、污染源交叉执法、重金属排

放企业整治等专项活动，严厉打击环境违

法行为；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２０５人
次，查企业２２２９家次，检查污染防治设施
５２０７台套，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２０４
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１５９份，责令改正
通知书２００份，罚款金额达３８３．４８８万元；
接办“１２３６９”投诉热线、“１２３４５”政府热
线、微信平台投诉、上级督办污染投诉案件

５３０起，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复；紧
盯中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持续推进问题

整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１６项环境问题
整改完成５项，省委环保督察期间受理环
境信访案件６０１件，全部办结，其他环境整
改任务正在按照时序加紧整改。

【简政放权】　改进事中事后监管，把深化
改革、转变职能、提升审批服务水平落实到

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上。制定并印发《渭南

市环保局２０１７年简政放权工作计划》，制
定“一单两库一细则”即：《渭南市双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渭南市市场主体名录库》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渭南市环境保护

局关于在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执法中推广

双随机抽查制度的实施细则》，修改行政

许可事项３项（取消２项，新增行政许可１
项），权责清单确权１４８项，确定中介行政
许可服务事项５项，公共服务事项４项，并
在省权责发布平台、局网站进行公示，方便

群众查阅；优化环评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对

于环境影响较小，编制环境影响评价登记

表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对于其他绿色环

保项目，开辟综色通道，简化审批程序，缩

短审批周期，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实现由被

动审批向主动服务转变，市级共审批各类

建设项目４９个，通过“绿色通道”出具前
期手续的项目４个。
【环保宣传教育】　围绕环保中心工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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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宣传活动，提高全

社会环境意识。举办包括多种艺术形式的

世界环境日汇报演出，宣传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表彰环保行业标兵 １５
名、环保优秀社会监督员２０名、污染治理
先进企业３家，弘扬环保正能量，激发全市
人民关心、支持和参与环保的热情和干劲；

参加全市２０１７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暨第二十五届“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通

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生态文明宣传“十

进”系列微读本、《环保小常识》《环保法》

《大气法》等宣传材料，向群众讲解环保知

识和法律法规，提高群众建设生态文明意

识；组织机关科室和局属单位在临渭区秦

东社区、中心广场举行２０１７年环保法律知
识进社区宣传活动和“环保开放日”“市民

代表走进环保局”“环保进企业、进社区、

进乡村、进学校、进家庭”等一系列活动，

引导群众树立“打好环境保护攻坚战”的

决心和信心。２０１７年市环保局网站发布
各类信息近 ７０００篇，总访问页面浏览量
３４．７７３４万次。市环保局被市政府表彰为
２０１７年度政务公开和政府网站工作先进
单位。

（雷勇）

５０２环境保护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建筑业管理

【建筑市场】　２０１７年，全市建筑业企业
２４３家，其中施工总承包企业１５３家，专业
承包企业８９家，施工劳务企业３０家。全
市建筑业产值３３７．７１亿元，同比增加
２２％。全年组织培训建筑工人７０００人。
【工程建设】　２０１７年，全市房屋建筑工程
在建项目共３３７个，建筑面积１０５０．５万

'

。

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４６个，建筑面
积３０８．５９万

'

。渭南主城区房屋建筑工程

在建项目７０个，建筑面积４０６万
'

。主城

区核发施工许可证３８个，办理竣工验收备
案７个。受理各类质量安全投诉１３起，办
结率９８％。全市建筑施工行业未发生安
全生产死亡事故。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１００％，质量安全总体形势平稳，建筑市场
秩序趋于规范，文明施工管理成效明显。

【建筑市场管理】　坚持以规范建筑市场
秩序为主线，以确保工程质量安全为核心，

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改进

监管方式，全面落实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

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隐患排查

治理”等专项活动。一是开展建筑施工扬

尘治理。在全市１５２个建设工地推广“红
黄绿”挂牌制度，绿牌工地１０８个，黄牌工
地５２个，红牌工地８个，对１３家扬尘治理
措施落实不力的施工企业进行约谈问责，

对２３家企业在诚信一体化平台进行了不
良行为记录。实行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费前置管控制度。办理施工许可的５１个
项目安全文明措施费全部落实。严格执行

《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费记取和使用管

理暂行办法》，办理的４３个项目均将扬尘
污染费用加入工程造价。二是加强工程安

全质量监管。坚持以明工地创建，突出预

防和责任落实，通过加强市场动态监管、开

展工程质量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建筑施工

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进一步规范了全市

建筑市场秩序，有效保障了工程质量。全

年创建市级文明工地２４个，省级１０个，长
安杯２个，鲁班奖１个。三是强化劳保统
筹的征收管理工作。全市共征收劳保费

１０８１９．２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５２００
万）的 ２０８％。其中：市本级征收劳保费
６４９４．５万元，占总收费额的５４１％；县级合
计４３２４．７万元，占总收费额的１０８％，全市
收费较去年同期增长８４％。


房地产业

【商品房市场】　坚持把“去库存”和规范
市场主体行为作为工作重心，严格落实

“一县一策”，全力保障全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施工面积

增长较快，新建商品房销量平稳增长，商品

房价格略有增长，商品住房去化周期保持

合理稳定。２０１７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８５．７８亿元，同比上升２５．０７％。全市商品
房累计销售面积２４７．４７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１２％，其中，住宅累计销售面积２３４．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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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２０７８４套），同比增长２２％。中心
城市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１００．６３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１４％，其中，住宅销售面积
９６．１８万平方米 （８８５７套），同比增长
１４％。全市商品房累计待售面积４２１．１３万
平方米，其中，商品住房２４９．９３万平方米
（２４３３１套），去库存周期约１３个月。中心
城市商品房累计待售面积１３８．４５万平方
米，其中，商品住房８２．６６万平方米（７１９５
套），去库存周期约１０个月。继续加大房
地产市场监管力度，促进市场规范。按照

中省“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

为，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工

作部署，开展了非法集资排查整治、房地产

中介专项整治等工作，杜绝市场违规开发

建设及销售行为，规范了市场秩序。

【保障性安居工程】　全市棚户区改造开

工２５４６０套（户），开工率１００％；货币化安
置率１００％，位列全省第一；一是保障性住
房分配入住。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确保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全年公共

租赁住房累计分配入住８２８４３套，占目标
任务的１１２％，其中，政府投资公共租赁住
房累计分配入住７６４８６套，占目标任务的
１１５％。二是棚改项目进度。２０１７年全市
棚户区改造共开工２５４６０套（户），占目标
任务的１００％，货币化安置率１００％。三是
棚改项目资金争取。全年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共争取各类资金１０７．２９亿元。其中，
１３个棚改项目争取国开行贷款７６．２８亿
元，５个项目争取农发行贷款１６．４８亿元，
各类中省补助１４．５３亿元，资金的争取，有
力地保障了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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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税务

财　　


政

渭南市财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养民
党 组 副 书 记　刘天顺
副 局 长　王水平
总 会 计 师　贾宗敏
副 局 长　刘天亮
总 经 济 师　王显昌
【财政收入】　全市财政系统以做实收入、
提高质量为重点，加大组织收入力度，保持

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健全收入考核机制，

修订财政收入考评办法，将税收占比作为

对县市区考核的主要内容，督促规范收入

征管，提高收入质量。完善市级税收保障

工作，全面推进县市区税收保障，加大考核

通报和督查力度，所有县市区全部搭建了

信息交换平台，全年传递涉税信息４８万余
条，实现了综合治税全覆盖。协调国税地

税部门加强涉税信息应用，通过对建筑、房

地产、医药刷卡、企业用电等涉税信息分析

比对应用，查补税款２亿多元。部分县市
区进一步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时调减收

入任务，夯实收入基数，提高税收占比。

２０１７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７３．６亿元，
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１２％，增幅位居全省第二，
其中税收比重达到７３．４％，较２０１６年提高
了１０．３％，为近年来最好水平，财政收入实
现了较高质量的增长。

【提升效益】　在全市广泛开展以打基础、

强管理、推改革、增效益为主要内容的“支

出管理效益提升年”活动，从规范预算编

制、均衡预算执行、推进预算公开和加强绩

效管理等 ８个方面，提出了 ２５项工作任
务。全省“支出管理效益提升年”经验交

流现场会在渭南市召开，推广交流先进经

验，带动了市县财政管理水平提升。加快

支出进度，坚持按月考核通报，对支出进度

落后的县市区、市级部门和局内业务科室

进行约谈、督促。针对部分项目资金进度

慢的问题，采取主动上门等方式，宣传政

策，跟踪项目实施，促进项目支出进度加

快。加强专项资金项目库建设，提前做好

项目申报，为加快专项资金下达奠定基础。

严格执行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政策，实行月

报制、台账制、销号制等，加大存量资金消

化和回收力度，全市消化率达９５．３％，提高
了资金使用效益。２０１７年，全市财政支出
达到４０７．７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７．７％，
较２０１６年增支５５．１亿元，增长１５．６％，增
幅位居全省第三，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事

业发展。

【财政综合保障】　２０１７年，全市累计争取
各类补助资金２８３．９亿元，较２０１６年增加
３５．１亿元，增长１４．１％。其中，专项转移支
付补助１７９．９亿元，增加２４．４亿元；财力性
转移支付等１０３．９亿元，增加１０．７亿元，有
效弥补了财力缺口。争取新增债券资金

３０．８亿元，较 ２０１６年增加８．６亿元，增长
３９％；争取置换债券资金６０亿元，减轻了
市县偿债压力。省政府支持东大门建设财

税政策延续到“十三五”，补助资金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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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３亿元；争取省级县域经济发展和城
镇建设专项资金２．１亿元，有效提升了县城
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临渭区田园综合体，白

水、大荔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示范园等项

目列入省财政扶持范围，３个项目累计争
取资金１．３亿元，已到位资金８８００万元；首
次将市属五大灌区维修养护费和电价补贴

资金全额争取到位，缓解灌区运行难题。

【保障经济发展】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落
实“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推行收费项目清单制，取消、停征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１２项，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１８．４亿元。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争取中省奖补

资金２．３亿元，支持化解煤炭等行业过剩产
能，妥善安置分流职工。争取中省补助资

金１．２亿元，推动中十冶集团等 ３家企业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顺利进行。持续推

进“拨改投”，市级专项资金“拨改投”比例

提高到６０％，资金规模累计达到２．６亿元，
２０１７年投入７４６０万元，支持了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和果业、畜牧业发展。设立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市产投公司设立产业

投资母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合

作，设立１３支子基金，完成投资２１．８亿元，
放大了财政资金效能，促进了渭南市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通用航空等支柱产业发

展以及重点园区建设。白水县通过设立

“苹果科技产业园发展基金”，支持特色产

业加快发展。大力推广 ＰＰＰ模式，与发改
部门建立ＰＰＰ协作推进机制，做好 ＰＰＰ项
目审核、论证、入库，全市纳入财政部项目

库的ＰＰＰ项目４５个，涉及市政工程、交通
设施、旅游、教育、医疗、水利、生态等行业，

已落地实施项目７个，实际投资１４亿元。
支持农业转型升级，全市争取中省农业专

项资金２２．１亿元，支持了果业、蔬菜、畜牧
业提质增效，推动高标准农田、观光农业等

现代化设施农业加快发展。投入资金２．１
亿元，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美丽乡村

建设，受益群众１４０万人。下达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资金９５００万元，为农业减灾起到
“稳定器”作用。大荔县成立了全省首家

“政银担”办事处，通过财政资金贴息、担

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发放信贷资金 １８６０
万元，支持了现代农业和扶贫产业发展。

【保障民生】　全市财政民生支出３４４．１亿
元，占财政支出的８４．４％，较２０１６年同期
增加４４．６亿元，增长１４．９％。大力支持脱
贫攻坚工作，全年共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９．１亿元，较上年增长４５％。其中，市县
共安排１．６亿元，均达到占本级一般预算收
入的２％和年增长２０％的要求。５个国定
贫困县共整合涉农资金１５亿元，支持贫困
县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形成了“多

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工作格

局。明确了市县易地扶贫移民搬迁资金筹

集、补助标准、负担比例。市级多方筹集配

套资金１８００余万元，支持全市３６００户避
灾生态移民搬迁。２０１７年全市实现了８．４
万人脱贫、１９４个贫困村退出。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建设，制定全市铁腕治霾专项行

动奖补工作实施方案，市级落实配套资金

７５００万元，配套比例达到２０％，是近年来
各类政策配套比例最高的。省市共预拨资

金３亿余元，采取“以奖代补”和“直接补
助”的方式，落实 １４项奖补政策，推动铁
腕治霾各项工作。投入３．３亿元促进渭河
生态和小流域治理等工程建设，改善全市

水生态环境。加强基本民生保障，教育方

面，完善了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造提升农村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全年共下

达全市补助资金５．３亿元，使３６．２万人次享
受到国家营养改善政策，２４万人次享受到
教育资助政策。就业方面，争取中省就业

补助资金３亿元，支持就业困难人员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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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落实公益性岗位补贴等就业政策。

以财政贴息方式，支持全市新增担保贷款

６．６亿元，帮助２．２万人创业就业。社保方
面，将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

提高到每人每月 ５２０元、每人每年 ３４７０
元，城乡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

４７０元，困难群体取暖费、优抚对象生活补
助等标准均有提高，特困人员、残疾人等群

体兜底保障进一步增强。将“一卡通”补

贴范围由最初的４１项增加到６０多项，全
年发放补贴资金２３．１亿元，累计发放９４．１
亿元。投入各类医改资金３７亿元，支持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落实健康扶贫政

策。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及时出台了

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偿政策，缓解了百姓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保障性住房方

面，争取中省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１３．８亿
元，筹集配套资金１９５４万元，支持棚户区
改造和落实廉租房租赁补贴政策。筹集资

金１．１亿元，支持４５２２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危房改造，缓解了困难家庭住房难问题。

文化体育方面，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全市１６１个公共文化设施及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财政管理】　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零
基预算、综合预算管理，加大政府性基金调

入一般预算力度，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上缴一般预算的比例，持续开展专项资金

清理整合，集中财力保障重点支出。全面

推进绩效管理，扩大市级专项资金财政重

点绩效评价范围，对涉及民生、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１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涉及资金
２０．９亿元，确保了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
推进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评价，从预算

编制、执行和管理三方面１２个二级指标、
２８个三类指标逐项打分排名，评价结果予
以通报，并作为预算编制的重要依据，增强

了部门单位绩效意识。推进预决算和“三

公经费”公开，做到时间、平台、内容、格式

“四统一”，公开内容更加细化，市级部门

公开时间较《预算法》要求提前了 ２０天。
加强政府债务管控，全面清理政府违法违

规融资担保行为，实行政府债务预算管理

和限额管理，动态监控政府债务情况，建立

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化解

债务风险。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组织

开展扶贫资金、政府采购执行情况、非税收

入收缴等专项检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的内控

体系。对全市财政赤字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制定实施消化财政赤字工作方案，全年

消化赤字１２．６亿元，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
开展环保税、水资源税等专题调研，协调水

务、环保部门及时移交税源信息，摸清税源

底子，合理确定市县分配关系，制定税收征

管缴库办法，促进了开征工作顺利进行。

推进省以下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

革，保证了检法两院上划前后财政供给机

制的无缝对接。坚持依法理财，强化普法

宣传教育，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确保依法

制定规范性文件和依法决策。

（王　卓）


国家税务

渭南市国家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文正
副 局 长　王卫平　安京学

刘晓辉　郑韩生
纪 检 组 长　周学超
总 经 济 师　李海军
总 会 计 师　陈　俭
【概况】　成功创建全国国地税合作市级示
范区和陕西省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讲

好身边的税务故事，以身边的人和事带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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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向善向上，树立了“最美渭南国税人”集

体和个人３６名，入选年度月份“陕西好人”
２名、“渭南市第六届道德模范”２名、各级
各类岗位成才标兵５１名，入围全省国税系
统第三批标兵人才培养对象８名。市国税
局机关通过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复审验收，

获《环境热线》人民群众满意十佳单位，澄

城县国税局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单位。全市

系统还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１家、全国巾帼
文明岗１家、陕西省文明单位（标兵）３家、
陕西省青年文明号集体２家、渭南市文明单
位４家、渭南市青年文明号４家。
【税收收入】　坚持依法征税，恪守应收尽
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全市

国税系统累计组织税收收入８７．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５９．１８％，增收３２．４３亿元。其中，中
央级收入完成５０．５３亿元，同比增长
４３．１３％，增收１５．２３亿元；省级收入完成
７．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９．３５％，增收２．４４亿
元；市县级收入完成２９．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１．５２％，增收１４．７６亿元；市本级收入完
成４．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７５．９２％，增收１．９３
亿元，增长速度和增收额均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严格落实“１＋４＋６”、小微企业税
收优惠政策等政策，全年累计减免税收

１１．３８亿元，办理出口退（免）税１．０４亿元，
服务了经济转型升级。

【纳税服务】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
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制度等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梳理出９０
项任务、６６项公示事项，形成责任清单，扎
实推进。建立起覆盖市、县两级的法律顾

问体系，从系统遴选公职律师２名，全年参
与办理业务１８０项次。推进实名办税，设
置实名办税窗口１５２个，采集纳税人信息
２．７万余户、涉税人员７．３万人次。加强数
据分析统筹风险管理，强化风险应对，核查

纳税人５２３９户，入库税款３．４１亿元，加收

滞纳金１１７２．２８万元，罚款２７１．２７万元。开
展房地产和建筑安装行业、医药行业专项

整治，开展发票违法犯罪、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两票”专项打击活动，查补税款

７３１８．４７万元。制定完善了《服务承诺制》
《首问责任制》《涉税事项办不成说明制》

等１３项纳税服务制度，将部分审批事项和
基础管理事项前移至办税服务厅，实现了

５大类 １２２项税务事项即时办结，８大类
７５项税务事项限时办结。持续开展“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推出５类２０项４７条便民
措施，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推
广电子税务局，探索微信代开发票直通车，

开展增值税发票网上申领、委托电信部门

代开发票、代征税款、电子发票以及部分行

业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等试点工作，提高了办税的便利化。

【税收改革】　按照中省统一部署，完成了
营改增各阶段工作任务，新纳入营改增试

点纳税人１５１９６户，新纳入营改增试点纳
税人增值税总体税负为２．４９％，较原营业
税累计减税３．３６亿元，税负降低２９．５８％。
制定了《渭南市深化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实施方案》，全市国地税系统互派科级

干部 ２８名，推广“一人一机双系统单
ＰＯＳ”办税模式，推行代开发票环节税费同
步征收，实现了“进一家门，办两家事”的

目标。联合评选渭南市首届“最美纳税

人”１００名，并于７月６日，在全市进行了
表彰。国地税共同评价 Ａ级纳税人 １６０
户，Ｂ级级纳税人５３７１户，Ｃ级纳税人６４７
户，Ｄ级纳税人 ４９０户，开展守信联合激
励、失信联合惩戒活动，营造起“诚信者一

路绿灯，失信者寸步难行”的良好氛围。

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严格执行权力清

单制度，取消市县两级税务行政审批事项

５３项，保留５项行政许可事项。简化办税
流程，将增值税普通发票票种核定由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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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改为即时办结；对小微企业财务报表

全部改为按季报送；对新设立登记的企业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首次办理涉税事宜时不

再要求填报《纳税人首次办税补充信息

表》，减少了办税环节。

（郭　亮）


地方税务

渭南市地方税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郝　炜（９月离职）
董智辉（９月任职）

副 局 长　郑高良（３月离职）
王小军

车西平

王智平

韩忠保（１０月任职）
总 经 济 师　谢新民（１０月离职）
总 会 计 师　张志新
纪 检 组 长　韩忠保（１０月离职）

李全宏（１０月任职）
政 治 部 主 任　李全宏（１０月离职）

卓院辉（１０月任职）
党 组 成 员　姬金勇
【组织收入】　全年共依法征收各项税费收
入６１．５亿元，同口径增长３２．８９％，增收
１５．５２亿元，收入创造了历史新高。地方税
收和教育费附加入库３４．４亿元，同口径增长
３３．０７％，增收８．５亿元，社保费和各项基金
收入２７．１亿元，增长３１．０５％，增收６．４亿元，
地方财政贡献率达４０％以上。
【数据管税】　以做“实”数据、做“准”风
险、做“强”应对，做“大”平台等措施为抓

手，打赢“示范单位创建”“全面达标”两场

攻坚战，完成“两税比对”试点任务，在基

层探索出了优化资源配置、重点税源企业、

黄金钼矿行业、互联网电商产业等领域数

据管税新经验、新样板，初步实现用数据分

析、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的工作局面。

数据管税直接实现收入１．９１亿元，间接增
收３．７１亿元，各项指标均居全省前列，数据
管税在渭南“追赶超越创新项目”评审中

获得“优秀奖”。

【税收改革】　继续做好“放管服”改革工
作，举办“最美纳税人”评选活动，推行“最

多跑一次”便民改革、“掌上预约”服务，持

续深化“税银互动”工作，“放管服”改革的

普惠效应充分发挥。推动涵盖４９个市级
部门、４０９个县区部门的税收保障工作，接
收涉税信息４８万条。落实各项税收政策，
提升稽查震慑，全年减免税款６．４９亿元。
国地税合作在“共建、共创、共治、共融”理

念指引下，联合纳税服务、联合税源管理、

联合风险管理、联合执法规范等工作的开

展，被国家税务总局评定为“全国百佳国

地税合作市级示范区”。

【税种管理】　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明
细申报持续走高，覆盖面 １００％，申报率
９９．４５％，超全省平均进度两个百分点；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户数再创新高，申报率

位居全省前列；国际税收业务创出新出路，

全省首例非居民企业认定工作在省地税局

国际税收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对外情报交换

工作全面开展；“以地控税”和车船税“先税

后检”工作成效显著，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同比增长２６％和５６％，土地增值税同比增
长４２．０４％，车船税同比增长１７．３１％；资源
税重点行业分类管理持续加强，资源税入库

４．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１４％；环境保护税、
水资源税开征准备工作到位，共接收取用水

单位信息４０８户，识别环境保护税纳税人
５４７户，对３５７户次纳税人、９００余人次税务
干部开展了业务培训。 （王新彦　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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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保险


金融管理

渭南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 任　师东明
副主任　石党军（７月任职）
【社会融资】　贯彻落实中省金融政策，引
导银行业金融机构调整信贷资金投向，加

大对市域内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

度。督促渭南市签订的“十三五”政银战

略合作协议落地执行，采取日常沟通、高层

对接与专场推介等形式搭建政银企对接平

台，畅通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通道，全年市

县共开展各类银政企对接活动二十余场

次。就全市小微企业发展及金融服务情况

进行专题调研，制定印发《渭南市小微企

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

升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

度。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全市融资规模达
到１６０６．２８亿元，市域内银行业融资
１１７３．４４亿元，全市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３１．０５亿元，域外银行业及各类直接融资
４０１．７９亿元。２０１７年度全市新增融资
１５２．２亿元，较好地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市
域内银行业信贷新增３５．７４亿元、表外融资
新增３４．６７亿元；市域外银行业机构新增
３８．６亿元；债券及基金新增４３．２亿元。
【企业上市】　筛选优势骨干企业 ３０多
家，督促协调券商进行一对一培育辅导，

２０１７年底已有美邦农药、金牛乳业、红星
美羚、陕富面业等４家企业与券商签订了

主板ＩＰＯ辅导协议。向省重点上市后备企
业库推荐上报条件成熟企业２家，石羊农
科成功入库。７月份，石羊农科成功挂牌
“新三板”。２０１７年底，全市共有主板上市
企业１家，新三板挂牌企业３家，省股权交
易中心挂牌企业９６家。
【保险行业】　２０１７年底，保险业累计实现
保费收入７４．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６３％，保
费总规模稳居全省第三；累计支付各类赔

款２０．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６％。三农保险
服务网络不断延伸，全市共建立农业保险

代办站７１个，农业保险服务部２３１个。农
业保险范围、覆盖面不断扩大，险种不断增

加，共开办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花椒综

合指数、生猪价格指数、玉米价格指数等

１６个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和葡萄、鱼等６
个商业性农业保险险种，收取保费１．１４亿
元，支付赔款０．７７亿元，为全市农业生产提
供了风险保障。

【金融扶贫】　成立金融精准扶贫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扶贫数据信息报送机制，督促

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扶贫工作需要，

加强产品创新，在全市推出金融精准扶贫

的“八大模式”和“十项产品创新”。２０１７
年底，全市涉农银行业机构精准扶贫信贷

余额４８．８２亿元。其中，贫困户小额信贷
１．８７万户、信贷余额７．４亿元；产业扶贫信
贷余额８．３５亿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信
贷余额０．４９亿元；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信贷
余额８．７８亿元；贫困县农村基础设施信贷
余额２３．８亿元。
【新兴金融服务机构】　通过实地走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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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营业资料、开展网上监管等方式，加大对

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两类机构

的监管力度，重点对华阴、大荔等县（市、

区）５家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督查整改，有效防范了经营风险，确

保两类机构合法合规经营，无重大违规现

象。对两类机构各类事项的变更进行严格

审核，共审核批复８家公司的经营许可证
换发、股权转让、高管变更、地址变更等事

项。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３３家小额贷款公
司贷款余额３１．０５亿元，１３家融资担保公
司担保余额５．２７亿元。
【处非工作】　加大摸排力度，重点摸排各
类投资（咨询）公司２７４户，非融资性担保
公司２２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５９２１家（较
２０１６年减少１００３家），典当行１０家，加强
对互联网金融企业、各类交易场所、房地产

企业及民办院校集资办学等行业监管及风

险排查。举办“陕西省２０１７年五一五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暨渭南市防范非法

集资宣传月活动”，出动流动宣传车 ６００
余辆（次），张贴公告１万余份，制作悬挂
条幅３０００多条，印制发放宣传资料３０万
份，提高群众的辨别能力和财产保护意识。

对城区投资公司、非融资性担保公司和现

货、期货交易场所等 １０余家机构进行暗
访，对发现存在超范围经营、集资（或以理

财形式变相集资）的机构，向相关部门进

行举报和通报，先后发出督促函３次，以处
非工作动态（简报）通报工作进展 ２次。
开展信访维稳，及时有效稳妥处置了涉非

法集资投资人的集体访等群访事件１０余
次。在党的十九大及全国两会期间，制定

专门工作方案，及时采取措施，全力做好非

法集资信访突出问题的维稳劝返工作，全

年未发生大规模集会活动和越级访、进京

访事件。

（刘云）


中国人民银行渭南市


中心支行

行 长　章　红 （１月任职）
康　峰 （１月离任）

副 行 长　庞晓飞
权　虎
常晓光

鲁炳荣 （３月任职，１２月离任）
纪委书记　王玉冰
工会主任　支远江
【概况】　全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２２４５．９８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８４．３８亿元，增
长８．９４％；各项贷款（不含小额贷款公司）
余额１０７１．０９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５．７４亿元，
增长３．４５％；全市跨境收支２．５１亿美元，同
比增加３．７２％。全年累计现金净投放
１６．８５亿元，较２０１６年同期少投放０．５９亿
元，经济金融运行态势良好。人行渭南中

心支行获全国第五届“文明单位”，国库科

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反洗钱科获人行

总行、公安部及国家外管局关于打击利用

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账款专项行动成

绩突出集体、渭南市反恐维稳工作先进单

位，机关团支部荣获陕西省五四红旗团支

部荣誉称号，货币金银科在全省反假货币

知识与技能竞赛、分行管库员岗位练兵活

动中分获团体一等奖和二等奖，保卫业务

微课程制作展示获得全省二等奖。

【货币政策】　贯彻执行稳健中性货币政
策，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发挥

“双支柱政策框架”作用，金融宏观调控有

效落实。紧扣渭南追赶超越实际，编制货

币政策操作指引，引导金融机构全面落实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开展贯彻中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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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精神专题调研竞赛，制定《金融助

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渭南

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指导意见》，为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金融动力支持。开

展宏观审慎评估，对１０家Ｃ类机构进行诫
勉谈话，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意识

进一步增强。对全辖区６４家县域金融机
构执行涉农信贷政策情况和１１家市级金
融机构执行小微企业信贷政策情况进行专

项评估，对农发行 ＰＳＬ贷款资金管理情况
进行现场核查及政策效果评估，确保货币

信贷政策落地。巩固降成本效果，信贷结

构进一步优化，推动辖区１６家金融机构建
立全省首家市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规范利率定价秩序。指导农行蒲城、富平

两家县支行“三农事业部”考核达标并享

受差别准备金政策，通过落实两次降准等

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融

资成本。推动韩城农商行加入银行间同业

拆借市场，华阴、合阳农村信用联社进入银

行间债券市场，地方法人机构资金运用和

融入能力不断增强。至２０１７年末，累计发
放再贷款２．６１亿元，办理再贴现８．２亿元，
全市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分别较年初

增加５７．４３亿元、６１．４４亿元，信贷对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更加突出。聚焦中小

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印发《政府采购

模式下应收账款融资指引》，打造政府购

买服务下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基本制度

框架。建立主办行、三级联络员、监测通报

等制度和重点核心企业名单库，开展小微

企业应收账款融资推广专项行动，至１２月
完成融资交易金额３８．７４亿元。坚持把优
势资源向脱贫攻坚一线聚集，召开政银重

点项目对接暨金融精准扶贫推进会，发挥

金融精准扶贫牵头组织作用，落实部门联

动责任，推动设立扶贫风险补偿金９６６５万
元，加大对金融机构落实扶贫小额信贷情

况的督查，持续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示范区

创建、“一县一企、百村千户”及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示范工程建设，蒲城县

“再贷款 ＋风险保证金 ＋财政贴息”、富平
县“扶贫富民产业贷”、合阳县“政府增信”

担保贷、大荔县“冬枣贷”“农发安家贷”

“谷雨贷”等扶贫模式成效明显。至２０１７
年底，全市金融机构扶贫贷款余额７３．６９亿
元，同比增长５０．７９％，新增扶贫贷款２４．８２
亿元。富平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

２３２８万元，实现了扩面增量。
【金融风险】　加强对地方法人机构风险
监督，建立旬监测、月分析、季通报制度，完

成对平安财险渭南中支信用保证保险业务

和西部证券东风街营业部融资融券业务的

稳健性现场评估，提升应对交叉金融风险

监测和防控能力。对１５家地方法人投保
机构进行资产核查和风险评级，督促投保

机构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改善风险状况。

创新实施监管专员制度，探索“一行一策”

监管模式，因社施策，实施挂图作战，属地

督办。采用现场演练与桌面推演相结合方

式，组织全市金融机构突发事件暨存款保

险风险处置应急演练，提高地方政府、监管

部门、银行机构共同处置突发事件、维护辖

区金融稳定的能力。建立黄金质押贷款周

监测制度，完善监测指标和应急预案，妥善

处置黄金质押贷款案件的网络舆情事件，

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受

理新设机构开业申请５项，重大事项报告
１５项，修订金融管理与服务制度２项，对
１０家高风险社发出风险提示书２６份、早
期纠正通知书２份，促进金融业稳健运行。
加大案件核查力度，对辖区涉及内保外贷、

信用证融资业务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了核

查，核查可疑交易线索 １２条。根据 ２０１６
年度反洗钱考核评级结果，对１０家金融机
构下发风险提示书、集中约谈１２家主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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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对存在问题较多的１家村镇银行及５
家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走访。对１０家市级
机构、１４家地方法人机构开展了反洗钱、
支付结算、征信管理、货币金银、外汇管理

等专项执法检查，行政罚款１０６万元为历
年之最。成立失信“黑名单”信息共享和

联合惩戒工作领导小组，加大失信惩戒力

度。加强征信合规管理，对２４家接入机构
开展风险排查，对征信信息安全进行巡回

检查，防范征信系统风险。推行金融消费

权益保护风险提示制，受理金融消费者投

诉及咨询案件 ２２８件，案件办结率达到
１００％。
【外汇管理】　建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重点企业库，跨境人民币业务深入推进，全

市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完成０．３７亿
元。开展外汇政策问需，帮助辖区内金融

机构开展外汇业务转型，落实贸易便利化

措施，推动外汇管理保姆式服务常态化。

境内企业利用外资１．８７亿美元，年节约融
资成本３０００余万美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
供了方便快捷的外汇服务。

【金融监管】　完善协作机制，提高监管效
率，抓好《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报告管理办法》落实，接收并向公安机关

移交可疑交易线索２３份，发现报案并抓获
犯罪嫌疑人７名，推动公安、检察部门对洗
钱罪立案及侦破，抓获以洗钱罪立案的犯

罪分子５名，实现了渭南历史上抓获洗钱
犯罪人员的新突破。协同地方政府部门开

展打击非法集资、非法买卖银行卡等专项

活动，有效防范电信诈骗２起。配合公安
等部门破获制贩假币案件２起，收缴各类
假人民币１４２万元，维护了人民币流通秩
序。加入渭南市广告治理联席会议，与金

融机构签订承诺书，治理金融违规广告。

【金融服务】　落实普惠金融工作责任，协
助市政府制定渭南市普惠金融规划，明确

了目标任务，细化金融机构职责，提出具体

落实措施。成立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普惠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和数据问卷调

查制度，搭建普惠金融数据服务平台。通

过微信答题竞赛、徒步宣传、自行车骑行等

方式，让金融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户、

进学校，金融消费者素养明显提升。发挥

金融统计、研究决策支持作用，落实“两

权”抵押贷款、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专项统

计制度，建立金融统计“大数据”平台，研

究分析全市金融运行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建立“大调研”工作机制，聚焦金融支持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等三十多项重

点内容开展调研，农村金融体制重构的策

略选择等十多篇理论文章被《中国金融》

《金融时报》采用，《新常态下金融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获得分行重点

调研课题三等奖，有效发挥了服务决策作

用。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个人信

用报告自助查询服务县域全覆盖，全辖区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率达１２．８万笔。推动市
公积金中心接入征信系统，“双牵头”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机制得到有效落实。协助西

安分行制定征信查询前置系统管理暂行办

法等制度规定，为全省征信系统建设做出

积极贡献；新增助农取款与农村电商融合

发展示范服务点８４６个，取款交易和查询
交易２２．２亿笔，电商业务量４．０７９亿笔，交
易金额２．２８亿元。农村地区网上支付、移
动支付银行卡业务受理终端１．６万台，交易
额７０２．３６亿元。银行卡业务受理终端较上
年增加１５％以上，网银和移动支付等用户
增长３１．６７％，支付环境持续优化；推动国
税、地税横联电子缴税业务占比达到

９６％，架起财税库银之间的“高速路”；督
促金融机构完成硬币自助兑换设备布放，

促进硬币自循环。创新推行残损币复点劳

务外包模式，发行基金先进先出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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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上实现了新突破。推进服务标准化

管理，加强 ＡＣＳ、发行库管理、“守底线、强
管理”国库业务等标准化建设，按月对惠

农服务点进行巡检，积极参与陕西省国库

统计分析试点。联合运城中支模拟开展自

然灾害环境下使用“无线网络应急箱”，搭

建网络通讯环境国库业务平台，进行应急

演练，组织西安、渭南跨区域 ＡＣＳ业务故
障处理应急演练，金融服务保障能力不断

增强。

（袁学文）


银行业监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渭南监管分局

局 长　何　勇
副 局 长　刘　卫
纪委书记　田　琪
【服务实体经济】　制定渭南市银行业支
持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召开全市银行

业机构金融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专题会

议，做好重点项目资金供需“两本台账”，

“项目带动战略”得到有效实施。至２０１７
年末，全市银行业机构共支持重点建设项

目１１８个，较年初增加５个；支持资金余额
２４８．２４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１．８７亿元，增长
１４．６４％。推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
提升年”活动，开展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专项检查“回头看”，建立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适时监测、月度报告、季度通

报机制，大力推广“银税互动”模式，提升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至２０１７年底，全
市银行业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４１０．２４亿
元，较年初增长１２．３４％，高于各项贷款增
速８．８９个百分点；贷款户数１６．５万户，同比
增加２．１６万户；申贷获得率９６．７４％，与
２０１６年同期基本持平。印发《渭南市涉农

银行业机构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案》，督导涉农银行业机构单列涉农信贷

计划，加强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和渠道创

新，加大对新主体、新产业和重点领域的支

持力度。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６１７．０６亿元，较年初增加５７．４３亿元，增长
１０．２６％，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６．８１
个百分点。制定《渭南市银行业机构金融

精准扶贫和小额扶贫贷款工作方案》，通

过推进“双基联动”、完善“四单”机制、强

化督导检查、加强监测考核等措施，引领银

行业机构加大信贷资金向贫困地区、贫困

人口倾斜。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涉农银行业
机构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４８．８２亿元，较年初
增长３６．７１％。建立债委会联席会议制度
和会议规则，强化日常统计分析和监管督

导，发挥债委会在“去产能”中作用。至

２０１７年底，全市煤炭、钢铁、水泥等去产能
行业贷款余额９．４２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
０．８８％，较年初减少１．０４亿元。
【风险防控】　稳妥处置非标黄金质押贷
款案件风险，成立黄金质押贷款风险处置

领导机构，明确风险处置思路，制定应急处

置预案，压实涉案银行业机构风险处置直

接责任，从重从快、从严从实推进非标黄金

质押贷款案行政处罚和问责工作。加强信

用风险防范化解，制定不良贷款双控工作

方案，开展信用风险专项排查，督导银行业

机构拓宽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加大化解处

置力度，不良贷款实现“双降”。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市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２８．５１
亿元，不良贷款率较年初下降３．０６个百分
点。严密防范流动性风险，密切监测非标

黄金质押贷款案件舆情信息，督促涉案银

行业机构做好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和应对

准备，阻止舆情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化。

针对部分农合机构股东退股舆情，通过约

谈机构高管、下发监管提示、提出限制性要

７１２银行业监管　　



求等措施，缓解了经营亏损不能分红，股东

要求退股的风潮。加强合规风险管理，开

展“合规建设提升年”活动，指导银行业协

会举办全市银行业法律法规知识大奖赛。

围绕“三三四十”等监管检查任务，对４家
机构实施行政处罚９５万元，通过严肃查处
违规“典型”，推动银行业机构提升合规管

理能力。严防外部风险传染渗透，开展防

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协助做好非

法集资防范处置工作。开展银行业机构银

担合作业务风险督查，加强银担合作业务

风险分析提示。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开展“三一五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开展消保工

作考核评价，专项评估检查“专区双录”实

施情况。

【加强监管能力】　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制
定《行政许可委员会工作规则》《行政许可

事项办理工作规程》《行政处罚委员会审

议会议规则》《行政应诉工作规程》以及

《渭南银行业机构日常监管配合情况考核

办法》等制度，促进依法监管能力建设持

续提升。提升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质

效，明确非现场监管组织领导机构，制定工

作规则，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加强数据质量

管理。加强现场检查过程管理和质量管

理，强化对重大风险、重大问题的监管提

示，提升风险和问题处置效率。制定ＥＡＳＴ
系统应用推广工作方案和跨部门联动机

制，倡导ＥＡＳＴ系统“逢查必用”。加强宣
传报道和信息调研工作，２０１７年报送信息
被银监会、陕西银监局等上级部门有关刊

物和栏目采用４４篇，报送新闻稿件被《渭
南日报》刊用５篇。参加“青年论坛”征文
活动，获银监会系统一等奖。开展以“创

新、创意、创效”为主题的“三创”活动，参

赛的跨部门联合现场检查和团委干部分组

轮岗制度两个项目，均获陕西银监局第一

届“金点子”暨“三创”大赛二等奖。

（王敏捷）


驻渭南银行企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渭南分行】　至２０１７
年末，农发行渭南市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１００．５２亿元，较年初增加２４．４２亿元，全年
投放贷款３５．０９亿元。各项存款余额４３．３１
亿元，存款日均余额６４．７５亿元，同比增加
３３．０２亿元。清收地方政策性粮食挂账贷
款利息１．４８亿元，同比增加０．７７亿元。账
面利润２．６６亿元，同比增加１．９８亿元。存、
贷款及账面利润占比均位居全省系统第二

名。不良贷款余额４．１８亿元，占比４．１６％，
较年初下降１．３３个百分点。累计清收不良
贷款８８３４万元。

全年发放粮食收购贷款８５３８万元，１４
户信贷企业布设２４个收购点，参与收购小
麦５．３８亿斤，确保全市收购平稳运行。全
年累放精准扶贫贷款１２．５８亿元，２０１７年
末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３６．９７亿元，较年初增
加１２．２８亿元，精准扶贫贷款投放额和余额
分别占全市金融机构的５４．１７％、７５．５１％。
农发行重点建设基金共支持贫困县区项目

３７个、投资金额１７．７亿元，代理拨付省级
平台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资金５２．４４亿元，共
惠及渭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３６．１万人。全
年累计投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２７．９亿元，
支持棚改、水利、城镇化等重点项目１９个。
获审批旅游扶贫项目１个１．９５亿元，投放
１．５１亿元，可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
３５７人、自主创业５００人，辐射带动周边贫
困人口９０６７人。全年获批棚改贷款２５．９８
亿元，投放２０．５６亿元。其中，投放当年审
批贷款５．８３亿元；投放以前年度审批贷款
１４．７３亿元。涉及拆迁２３７．８万平方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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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置房３５．８万平方米，消化商品房库存
９１２套，改善了 ８个县（市、区）１０７９８户、
４０８２９人的住房问题。近三年累计获批棚
改贷款５８．０４亿元，投放３５．１８亿元。

（刘新转）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工行渭南分行是工行陕西省分行所辖二
级分行，至２０１７年末，全行共有从业人员
９７６人，现辖４１个机构，其中１３个一级支
行。运营自助银行８８家，其中离行式 ３７
家、附行式３９家、单点式离行自助服务区
１２家。设立智能化服务网点３４家，投产
智能终端机４１台，产品领取机３４台，智能
打印机３２台。分行现设１４个部室，５个
直属中心和５个营销团队，实现了前中后
台部门分离。２０１７年实现拨备前利润
３５１７７万元，净利润 ４３６３万元，实现中间
业务收入１０７４８万元。８月份顺利完成分
行本部搬迁工作，由前进路中段８７号搬至
车雷大街财富大厦Ｂ座。
２０１７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２８２．７８亿

元，较年初增加２０．１１亿元。其中，储蓄存
款余额１９８．４６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８．４１亿
元；对公存款（不含同业）余额８３．８２亿元，
较年初增加１．８４亿元；同业存款余额０．４９
亿元，比年初减少０．１３亿元。各项存款日
均增量１５．３４亿元。其中，储蓄存款日均增
量１３．９４亿元；对公存款日均增量１．１８亿
元。

２０１７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２７．０５亿
元，较年初增加１．５７亿元。其中，法人贷款
（不含票据）余额５３．５６亿元，较年初增加
２１．０８亿元；个人贷款余额５３．１１亿元，较年
初减少１２．４亿元；票据贴现余额２０．３７亿
元，较年初减少７．０８亿元，贴现业务量
３０．６９亿元；信用卡贷款余额６．２４亿元，较
年初增加４１０４万元。

全年完成网点智能化改造９家，新增

离行式自助银行２家。累计完成智能化改
造的网点 ３４家，覆盖面超过 ８５％。开展
“服务口碑新变化 喜迎党的十九大”“比

服务、树形象，比形象、树口碑”等服务提

升活动，“三一五”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金融知识进万家、７至９月份“普及金融知
识万里行”等宣传活动。网点服务评价满

意度始终保持在９９％以上，被评为“市民
最满意银行”，韩城支行、前进路支行被评

为“服务最优质银行”“环境最温馨银行”。

蒲城正街支行、前进路支行王乐分别获渭

南市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示范单位”和

“服务明星”称号。

召开全行纪检监察会议，对各级管理

人员开展廉政谈话教育，举办廉洁文化书

法绘画摄影作品展，开展《处理规定》学习

教育。紧扣“１０＋２”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风险治理，开展银监局“合规建设提升

年”、总行内控合规“执行强化年”、“打扫

房间”清雷排险专项检查、“两加强、两遏

制”回头看整改问责、“三违反、三套利、四

不当、金融乱象”专项治理等一系列综合

整治工作。开展“践行合规 明责有为”内

控合规知识竞赛和宣讲比赛，举办“熟知

禁令 承诺执行”演讲赛，获省行第二名。

反洗钱工作被人民银行评定为Ａ级单位。
开展“弘扬劳模精神 奋力解困振兴”

优秀员工代表及优秀集体代表先进事迹宣

讲宣展、第十届职工冬季越野赛、绿色环保

健步行、乒乓球兴趣小组比赛等活动，组建

的“银鹰篮球队”在省行第一届员工运动

会篮球比赛中获一等奖。策划“大行工

匠”“砥砺奋进的五年”以及“工行相伴 爱

心助考”等主题活动，展现了和衷共济、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李静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人民币各项存款较年初净增２９．８亿元。

９１２驻渭南银行企业　　



其中，个人核心存款余额２５７．２亿元，较年
初增加２０．２亿元，增量连续三年超过２０亿
元；对公存款余额１０９．２亿元，较年初增加
９．７亿元。各项贷款１１２．９亿元，较年初下
降４３．２亿元，主动退出贴现４６．６亿元，实体
贷款增加３．４亿元。获《环境热线》人民群
众满意“三十佳”单位、创建文明行业先进

单位。

累计发放各类贷款６１．２亿元，表外融
资业务３３．４亿元。为渭南知名企业提供贷
款和综合金融服务，围绕市政府引进的招

商引资项目，主动跟进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向渭玉高速、神华富平热电等国省优新项

目投放贷款２１．１亿元；营销储备重点项目
１０个，授信规模达到４０亿元，为实体贷款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围绕区域客户多

元化融资需求，加快新兴业务推广及新兴

产品创新。响应国家鼓励发展直接融资业

务的号召，争取上级农行政策支持，采取投

贷结合的融资模式，最大限度满足企业融

资需求，为重点企业办理短期融资券、资产

证券化等低成本直接融资业务７．６亿元。
成功发行华旅集团２．１２亿元资产证券化业
务，是国内首支国家５Ａ级风景名胜区资
产证券化产品。围绕大关中东部中心城市

建设，加快个人信贷业务发展。在加大个

人住房和汽车消费贷款投放的同时，创新

推出助业贷、房抵贷、随薪贷、网捷贷、专项

分期等业务，满足个人购房、购车、创业、消

费需求。全年累计投放个人住房贷款２．９
亿元、个人消费贷款１．３亿元，公积金委托
贷款０．４亿元。创新推出农民安家贷产品，
累计投放贷款３．２亿元，帮助近千家农户圆
了进城购房梦。

服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金

融服务模式，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发挥服务

“三农”的主力军作用，推进金融扶贫工

作，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严格执 行

“５３２１１１”政策，尤其是免担保、免抵押、基
准利率优惠政策，全年新增小额到户扶贫

贷款１６８６．５万元，产业扶贫贷款规模达到
１．５亿元。加快金融支农模式创新，在８个
县创新推出１１个引入政府增信模式，累计
投放贷款１．１亿元，２０１７年末贷款余额
５５８２万元，全省农行第一。推进互联网金
融服务三农一号工程，顺利完成“惠农 ｅ
贷”（冬枣贷）上线工作，授信额度达到

８８６１万元。全力做好惠农卡发行和农户
贷款发放工作，惠农卡总量突破３７万张，
农户贷款余额２．４６亿元，较年初增加４０６５
万元，全省农行第一。

各项存款持续增长，围绕“考核、服

务、产品、活动、客户”五个方面，实行阶梯

式穿透式考核，强化网点现场管理和标准

化管理，按季开展主题营销活动，组织团队

深入支行现场营销培训，带动个人存款持

续快速有效发展，个人核心存款连续三年

增长超过２０亿元。加快互联网金融发展，
推广掌上银行３．０版，开通二维码支付
１７００户，新增电商商户 ８１７０户。积极应
对社保、财政制度改革，成功代理全市离退

休职工养老金发放业务，月均代发金额超

过５０００万元。
围绕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目标，实施

“净表计划”和“清降工程”，不良贷款大幅

“双降”。２０１７年末不良贷款余额０．６１亿
元，不良占比０．５４％。推进“三线一网格”
管理模式，制定实施方案，规范配套制度，

加强现场指导，落实提醒制度，层层压实网

格责任，市县两级系统运行良好。开展

“双基管理”建设年活动，利用总行风险审

计、总省行巡视、内外部检查发现问题整

改，强化风险警示教育，落实案防例会制

度，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全行遵纪守法意识

及稳健经营意识明显增强。规范财务费用

支出，各项费用指标均较好地控制在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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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的额度以内，业务费用同比下降

１２．９％。落实三化三铁、三化三达标和平
安农行创建等工作，三化三达标考评连续

四年优秀。

（刘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全
年实现拨备前利润２０１３１万元，居省辖区
第１２位，９地市第３位，增速为３．７７％；实
现计费收入 ３０９６３万元，居省辖区第 １０
位，９地市第３位，增速为０．８５％；受不良
贷款影响，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全年实现净

利润５６３６万元，增速为－３６．３２％。
负债业务发展平稳，市场份额有所下

降。至２０１７年末，人民币一般性存款余额
１３１．３４亿元，较上年新增５．５６亿元。其中，
储蓄存款余额较上年新增６．８６亿元；公司
存款余额较上年减少１．３亿元。人民币一
般性存款日均余额１２７．６８亿元，较年初新
增３．７３亿元。一般性存款、储蓄存款、公司
存款四大行市场份额较上年分别下降了

０．５５个百分点、０．１１个百分点、１．５６个百分
点，市场竞争力有所下降。

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不良贷款余额和

不良率“双升”。至 ２０１７年末，人民币各
项贷款余额６６．５８亿元，较上年新增７．８７亿
元；四大行市场份额１４．３４％，较上年提升
了２．１７个百分点。其中，个人贷款余额较
上年新增３．３５亿元，实现卡分期交易量
２．５５亿元，居省辖区第 ２位，９地市第 １
位；公司贷款余额较上年新增３．７４亿元；实
现票据贴现交易量２２．３１亿元。不良贷款
余额１２８０７万元，较上年增加５９９３万元，
不良率１．９２％，较上年上升了０．７６个百
分点。

中间业务收入结构进一步改善，收入

同比减少。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４２７１万元，
公司金融条线实现中收１１８８万元，个人金
融条线实现中收３０８３万元，其中银行卡收

入２１０８万元。个人金融中收尤其是银行
卡中收稳步增加，中收结构进一步改善。

全年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减少５２０万元，四
大行市场份额１２．０３％，较上年下降了０．１０
个百分点。

叙做渭南金控西部农业投资基金托管

项目等４个基金托管和监管账户，实现了
省辖区内产业基金托管业务首笔突破；通

过“委托债权回购”为铭隆实业投放１．５亿
元非标理财；获得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资

格，开立碧桂园、宏帆广场、豪润、上上国风

４个开发商２４栋楼盘的商品房预售资金
监管账户；大荔财政代管账户、渭南人社局

“智慧人社”项目成功落地；与渭南市养老

经办处签署全面代发协议，实现了市行、县

行养老金代发业务全覆盖。在省行第 ２２
届业务技能大赛中获得团体第 １名，被
《华商报》社评为“市民最满意银行”，分行

营业部被中国银行业协会评为２０１７年中
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五星级营业网点。

但是，客户基础改善效果不明显，公司客户

中有效户少，做主办行的少，代发率低，个

人中高端客户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代发

资金留存率不高。

完成蒲城红旗路支行、银行卡中心、碧

桂园自助银行、仓程路支行、监控中心的建

设装修工作，为全辖区２１家网点配备智能
柜台 ４５台，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得到加
强。将韩城市盘河路支行建设为分期专业

支行，通过差异化和集约化经营提高了网

点人均单产。

建立、健全风险和内控管理体系，开展

“合规建设提升年”“合规季”“内控案防治

理”等专项活动，提高全行风险管理和内

部控制能力。加强存量授信的贷后管理，

逐户落实不良清收处置方案，实现渭南海

天利食品、大荔鑫瑞家居、新森源木业三户

４１５５万元不良贷款的账销案存。开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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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异常行为排查、员工涉嫌赌博问题专项

整治、“案例警示教育年”等活动，提高员

工的防范意识。开展防抢劫、防爆炸、消防

等应急预案演练工作，有效提升员工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

（何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一般性监管口径存款时点新增３２．１２亿
元；个人监管口径存款时点新增２５．１２亿
元；个人核心存款时点新增２０．４２亿元；个
人监管口径存款日均新增２５．０３亿元。各
项贷款新增１５．９亿元。不良贷款余额
６８２１万元，较年初下降３８５８万元，不良率
０．４３％，较年初下降０．３２个百分点。实现
中间业务收入１．１８亿元；实现账面利润４．６
亿元。

实施蓝海战略，积极推广建行租赁服

务公有云平台，除潼关外，建行与渭南城区

及县域住建部门均签订了租赁服务合作协

议，“要租房 到建行”叫响市场，积极储备

房源信息，为平台上线做足准备。推进以

互联网＋、大数据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业务，
对标产品，小微企业普惠金融贷款新增

４８９９万元，个人普惠金融贷款新增 ４７９８
万元，拓展税易贷、善融贷、结算透等大数

据客户，小微快贷新增９０７８万元，小微快
贷客户数量２９９户。

围绕政府采购贷、ＰＰＰ项目窗口期，参
与组建银团，投放大中型非贴贷款３０．２８亿
元，新增５．１３亿元。为邦淇办理信用证项
下赎单融资２．６７亿元、国内信用证３．３６亿
元，支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Ｇ系统成功
上线，通过了国家住建部的双贯标验收，加

深了与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合作关系。住

房资金存款余额 １５亿元，较年初新增
９２７８万元，其中住房维修资金存款新增
５１６７万元。公积金贷款全年投放 ２５２２
户，金额６．１亿元，余额１８．９３亿元，较年初

新增４．７７亿元。
依托“善融商务”电子商务平台，为百

余户企业提供了面向全国市场的销售平

台，实现平台销售 ８０００万元；利用“互联
＋”、“悦生活”平台，为１１０个客户提供了
电子缴费服务；搭建党费云平台，实现党费

交、收、管“三轻松”，为１２家客户建成“党
费云”平台；华州区公交车闪付上线，累计

交易１７万笔；启动裕农通项目，打通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布点量在全省建行系

统中领先。拓展龙支付业务，以网点为营

销阵地，与重点商家开展紧密协作，实现个

人客户与商户的同步发展、客户存款与消

费资金的体内循环，龙支付个人客户累计

新增超过１１万户，居全省建行前列。
建立自上而下的全面目标管理考核体

系，明晰各层级的目标责任，发挥激励约

束机制对全行业务经营的导向作用。守法

经营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得到监管机构

及社会公众的肯定，获“２０１７年度渭南市
价格诚信单位”称号，成为渭南五大国有

商业银行独家获奖单位。完成五个区域自

助设备分类集中管理工作，减轻营业网点

设备运行维护压力，释放了一线营销力量。

堵截电信诈骗、冒名开户等各类诈骗事件

１０多起，被陕西省公安厅评为省级“平安
单位”。

（杨永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至
２０１７年末，各类贷款余额合计 ２０１３０５万
元。其中，公司贷款２００７３５万元，较年初
增加１６７９７万元；个人贷款５７１万元，较年
初增加３１７万元；表外业务余额４４２０２万
元。主要投向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民生工

程、重点支持行业。农发行１０亿元ｐｐｎ债
券，向重点饮水工程投放１．７亿元，向地方
旅游龙头企业新增投放１亿元。向区域内
面粉加工龙头企业发放贷款３０００万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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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该企业在渭南地区发展，达到支农扶农

的目的。

营销储备了渭化集团彬州化工３８亿
元银团贷款项目、华能陕西渭南热电联产

２０亿元固定资产贷款项目、华清宫流贷业
务、国开行和农发行棚改拆迁资金代发业

务，渭南城投、韩城城投投行类业务，碧桂

园等楼盘按揭贷款业务。５０亿元扶贫基
金项目已经获得总行审批。

完成渭南技师学院自助单机、信达现

代城社区支行的筹建、开业，进一步完善了

服务渠道，基本实现渭南市主城区的全覆

盖。经过三年多的发展，渭南分行目前网

点布局为：１家综合型人工网点＋４家普惠
型支行＋３家自助银行＋３台自助单机，服
务网络已初步形成。

为提升服务质量，分行提出服务考核

进前十，创“五星网点”的目标，服务办每

天进行服务现场、非现场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纠改。从员工仪容仪表、服务礼仪话

术到分行硬件、软件设施，逐条排查，限时

整改，不错漏任何环节。通过努力，分行全

年服务考核位列省行第２名，“五星网点”
创建成功。

基于交通银行渭南分行对渭南地方经

济发展的贡献，获得渭南市政府评选的

“追赶超越、创新发展”优秀工作范例，是

唯一获此殊荣的商业银行机构。获得华商

报社评选的“最佳财富管理银行”和“最佳

普惠金融服务网点”等荣誉称号，树立了

较好的品牌形象。

（秦琪）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

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渭南市分行秉承
“根植城乡，服务大众，支持‘三农’”的服

务宗旨，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

务社区，助力渭南经济发展，通过体制机制

创新、业务产品创新、服务方式创新，为渭

南经济建设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线上线下服务

网络，通过自助设备、电子渠道等，打造深

入社区的网点、贴近客户的服务。全面优

化信贷结构，构建“银政”“银协”“银企”

“银保”“银担”等合作平台，共同破解融资

困局。至２０１７年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渭
南市分行总资产规模已达到４２７．０８亿元。
其中，各项存款规模达到３３０．０４亿元（含
代理网点），市场占有率为１４．８３％，排全
市各金融机构第３位；各项贷款规模９７．０４
亿元，市场占有率为９．０６％，排全市各金融
机构第６位。

开展“服务品质提升年”主题活动，坚

持“两个优先，一个高效”的原则紧抓结算

服务工作质量，努力打造客户满意的精品

银行。全年为渭南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办理

综合结算服务业务共３９６．１９亿元，客户投
诉率为百万分之一，客户投诉回复及时率

及投诉处理满意率均达到１００％。
在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评比中，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省级文明单位标兵”荣
誉称号。在“渭南市银行业文明规范服

务”评选中，获“示范单位”荣誉称号。在

“２０１７年银行行业满意度调查”中，荣膺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民最满意银行”称号。

（张静）

【陕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渭南办事处】

　２０１７年末，全市共有１０家信用联社，１
家农商行（韩城农村商业银行），３６２个营
业网点（含基层信用社），４２１０名职工。各
项存款余额６１３．１９亿元，较年初净增６０．９３
亿元，增幅１１．０３％。各项贷款余额２９３．５１
亿元，较年初净增２７．８８亿元，增幅１０．５％。
其中，涉农贷款余额２００．７１亿元，较年初增
加１９．０５亿元，同比多增５２．１亿元；新增涉
农贷款占比６８．３２％；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７１．５亿元。“三个不低于”目标中除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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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贷款户数和申贷获得率均高于上年同

期。不良贷款占比１８．０６％，较年初下降
２．３个百分点；财务总收入２９．１３亿元，实现
账面利润２．８亿元。存款、贷款总量与增量
均位居全市金融机构之首。

按照网格化营销工作要求，划分营销

区域，激发全员业务营销的内在动力。依

据精准营销清册，建立“一对一”营销机

制。前２０户纳税企业、政府财政类大客户
由各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包户营销；中层干

部依次分配大客户营销任务；城区以街道

划分营销区域，农村以村划分营销区域，实

行网格化营销，确保每个客户都有对应的

客户经理去营销。推进“双基联动”，做好

建档评级。将“双基联动”工作作为实现

业务转型、走向正轨的突破口。至 １２月
末，全市建立“双基联动工作站”２１３０个，
占比９９．３４％；建立农户经济档案８７．４６万
户，建档面９１．６６％，为实体贷款的有效投
放奠定了坚实基础。调优信贷业务结构，

建立长效发展机制，通过系统监测，压缩票

据贴现规模与占比，引导全市各行社服务

实体经济本源。加快“诚税贷”“工薪贷”

等业务的推广，丰富信贷产品，拓宽服务实

体经济渠道。

按照省联社脱贫攻坚战略部署，成立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建立脱贫攻坚督导

联系制度，实行领导包片、科室人员包抓行

社，强化工作对接。建立全市信合系统金

融扶贫工作微信群和金融扶贫周报制度，

有效指导网点开展金融扶贫工作。加大扶

贫贷款投放力度，通过创新扶贫模式，建立

风险补偿长效机制，推行“基金 ＋贴息”担
保模式、“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贫困
户”保障模式和“服务 ＋技术”支撑模式，
不断加大贫困地区、贫困户的信贷投放力

度。创新扶贫信贷产品，推出了“光伏贷”

“扶贫贷”“富农贷”等扶贫产品，使信贷服

务精准对接到贫困人口、贫困户和扶贫开

发项目，做到了对象准确、期限合理、流程

匹配。至１２月末，全市信合累计发放扶贫
贷款１７５０２户８．９５亿元。其中，小额扶贫
贷款 １６４２２户６．４１亿元；扶贫产业贷款
１０９８户２．５３亿元。

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渭南日报“走

进信合”栏目、冠名全民健身运动会等宣

传载体，灵活举办“刷卡优惠”“双１１绑信
合卡消费送红包”“尝鲜手机银行流动我

买单”等趣味性强、客户参与度高的营销

活动，扩大电子银行业务知晓面；借助微信

公众平台开发“微服务”项目，微信“在线

贷款申请、在线大额存取款预约、在线ＰＯＳ
机申请、在线服务评价”等功能全面上线，

实现了掌上业务推送与预约办理的有机融

合；主动对接景区、园区、社区，合理布建

“自助银行”，畅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

里”。利用助农 Ｅ终端开展各类代收业
务，以“利农商城、店铺管家”上线运营为

契机，推动 Ｅ终端接入互联网，借助科技
手段降低业务发展成本、延伸服务半径。

加大ＩＣ卡多行业应用拓展力度，与电力
局、天然气公司、汽车站进行洽谈，扩大 ＩＣ
卡服务领域。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

拓宽，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至２０１７
年末，全市非柜面业务交易占比３５．２３％，
较年初提高２．０８个百分点，实现了电子银
行业务规模、质量、效益的同步提升。

（毋江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全
年人民币全口径存款时点余额２２．５８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０．５８亿元。其中，对公存款
时点余额１８．６８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１．７６亿
元；储蓄存款时点余额３．９亿元，较上年末
减少１．１８亿元。全口径授信业务余额
２８．６３亿元，较上年末余额增加１２．９３亿元，
完成考核任务计划的１８４．７％。其中，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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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余额合计１４．９２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３．０２亿元，表内贷款包含一般公司贷款
１３．７４亿元，个人贷款１．１８亿元。表外及其
他贷款余额１３．７１亿元，较上年末增加９．９１
亿元，包含银行承兑汇票４．７８亿元，保函
３０２．６５万元，不可无条件撤销的贷款承诺
３．９亿元，金融资产服务类中委托贷款 ５
亿元。

为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升客

户服务满意度，在办公网首页设立了消费

者权益保护宣传专栏，要求全行员工学习

相关知识。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制度

的视频培训，通过内训师导入形式定期开

展服务规范和营销规范的培训，不断提升

网点人员业务和服务水平。

根据《中信银行渭南分行消费者投诉

管理办法》（１．０版，２０１６年），渭南分行严
格做好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主动向社会

公布明示投诉处理渠道、处理流程，建立对

投诉处理的内部复核机制，不断完善客户

投诉处理机制，细化网点投诉管理责任到

人，由营业经理负责网点服务类投诉，会计

经理负责业务类投诉，并对有效投诉发生

网点落实从行长到责任人的处罚和通报。

各网点按月开展客户投诉的预防和整改，

有效提高投诉处理及时性和客户满意度，

降低投诉数量。对银监会等上级监管机构

转办的客户投诉均做到及时妥善处理，有

效避免投诉升级。全年未出现有效投诉，

未出现负面舆情、重大突发事件和诉讼及

仲裁。

认真履行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义务，

建立和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工作机制，开

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各项活动。开展金融知

识进万家、金融知识万里行、防网络电信诈

骗宣传等活动。

加大自助设备投放力度，打造便捷金

融服务。通过调查，渭南市临渭区朝阳路

东段银行网点稀少，申请在此处设置自助

银行网点，提高该区域的农村结算环境。

金融产品持续创新。本外币薪金煲业

务：薪金煲是中信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一项

活期资金余额增值业务，能够为特定客户

银行账户的活期账户资金余额实现主动申

购、自动申购货币基金以及赎回货币基金

等功能。中信薪金煲代销货币基金在货币

基金提供Ｔ＋０快速变现功能的基础上，其
货币基金份额在《中信银行薪金煲业务服

务协议》约定的范围内，可以柜台取现、

ＡＴＭ取现、ＡＴＭ跨行转账、ＡＴＭ本行转
账、网上银行本行转账、网上银行转账（大

额、小额、网银互联）、手机银行转账（本

行、跨行都可以）、ＰＯＳ支付交易、通过支
付宝或财付通发起的快捷支付交易、基金

定投扣款。每个客户的单个“薪金煲”签

约银行账户的上限可自行设置。

基金智慧投资账户：“基金智慧投资

账户”是中信银行与基金公司合作为客户

提供的一项基金组合服务，在客户进行风

险测评、确定资产配置比例后，由具备相应

服务资质的基金公司根据客户的配置比

例，进行对应基金资产配置、组合管理等服

务。客户可以在手机银行上进行：签约、解

约、查询、变更、参与（转入）、退出（转出）

等操作。客户签约“基金智慧投资账户”

时进行风险测评，系统会根据风险测评结

果给予客户投资组合配置比例建议；客户

可以采纳系统的建议，也可以自行修改配

置比例，自行构建投资组合。客户签约

“基金智慧投资账户”时可在多家基金公

司的基金投资组合产品中进行选择。客户

签约成功后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进行操作。

中信银行微银行：客户可以通过搜索

微信号“ＣＩＴＩＣＢＡＮＫＣＨＩＮＡ”或“中信银
行”进行关注中信银行微信银行。中信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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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微信银行系统利用移动互联网开展客户

自助服务，建立服务渠道，实现智能查询、

自助服务等，给用户提供更方便、高效的服

务，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微信银行设置为

３５菜单模式，在功能上支持智能机器人
自助应答、借记卡相关业务查询、出国金融

服务、信用卡相关业务介绍、养老金公众号

推荐、人工服务、客户留言、移动银行推荐

等功能。中信银行微信银行智能机器人可

以与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向客户提供

即问即答的业务咨询、产品介绍等互动服

务，并根据客户的意图，触发相应的业务流

程，从而提供７２４小时服务。当智能机
器人无法处理时，交由坐席人员提供人工

服务。

中信银行智慧柜台：智慧柜台可以提

供个人开卡、激活、电子银行签约、基金、理

财、外汇、转账等绝大多数非现金业务，只

需在智能柜台上轻轻一点，即可完成办理。

中信银行智慧柜台提高了８５％的效率。
全付通：是中信银行推出的一款支付

结算类产品，有效整合了微信支付、支付宝

支付、手机 ＱＱ钱包支付这三种线上移动
支付渠道，这些行外优质支付结算资源与

中信银行渭南分行 ＰＯＳ收单、Ｂ２Ｃ网关、
快捷支付形成收单优势互补 。商户通过

全付通渠道可实现微信、支付宝、ＱＱ钱包
收款。还可以为有小额、高频次收款特征

的目标企业，如超市、餐饮、百货、服装、娱

乐等提供便利的结算；且向公立医院（需

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公立学校（需

提供教育局颁发的办学许可证）提供免手

续费服务。

出国金融业务：中信银行出国金融服

务连续十七年领跑各家商业银行，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出国服务，享有“要出国，找中

信”的品牌美誉。中信银行独家代理赴美

签证代传递及缴纳签证费服务。提供代开

海外银行账户服务；针对留学生及海外移

居人士，中信可提供留学贷款及海外移居

贷，解决留学生及移居人士资金不足问题；

外币兑换、境外汇款及多种外币（美元、欧

元、澳元、港币）理财供客户选择。

紧随国家产业政策热点，在中信银行

总行授信政策范围内，结合渭南区域经济

发展实际情况，参与棚改和保障性住房融

资，对渭南市临渭区东入口保障房项目以

政府购买服务的融资模式成功授信 ５亿
元，发挥中信银行集团优势，引进社会资

本，以结构化融资的产品模式投放信贷资

金，满足渭南市临渭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

发展进程。该笔业务是中信银行在陕西省

成功落地的首笔政府购买服务模式项目。

为满足韩城市文化教育的发展需求，

积极跟进韩城交大教育产业园建设进程，

发挥中信银行集团整体营销优势，以 ＰＰＰ
模式成功授信９．９亿元，并投放固定资产融
资６亿元，有效的推进教育产业园区的建
设进度。

（石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

行】　至２０１７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４０９６５
万元。其中，公司贷款１０８０８１万元；个人
贷款 ３２０５３万元。累计发放各类贷款
８７２３１万元。其中，公司贷款８０２１９万元；
个人贷款７０１２万元。累计办理银行承兑
汇票４４０６４万元，办理公司委托贷款２亿
元，办理各类非融资性保函３８７０万元，商
票保证业务２６７７万元。各项存款１９９８１７
万元。其中，单位存款１４６７４０万元；个人
存款５３０７７万元。

完成渭南市民公园停车场、渭南市临

渭区新建学校等２户列入政府重点项目计
划的ＰＰＰ基金项目，完成 ＰＰＰ项目资金投
放的全年目标任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

１０５５万元；在经开区政务大堂布设了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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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加强服务质量建设，全年客户满意度

达到９９．６４％以上。
获得陕西省反假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

室、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

室、陕西省公安厅联合颁发的２０１６年度反
假币工作先进单位；渭南市银行业协会举

办的渭南市法律法规知识大奖赛优秀组织

奖；获得人民银行渭南中心支行举办的渭

南市金融系统青年朗读大赛一等奖；获得

渭南市银行业协会２０１７年度渭南市银行
业服务明星称号；获得人民银行渭南中心

支行颁发的２０１７年度渭南市统计工作先
进个人荣誉；获得华阴市委、市政府颁发的

２０１７年度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毋坚强）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行】　
２０１７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９５．５６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３７．７８亿元。其中，公司类贷款
２７．８５亿元；个人类贷款８亿元，贴现１．９３
亿元。理财存续余额突破２０亿元。

累计向道路交通、生物科技、城市建

设、天然气、精准扶贫等领域投放贷款６．８
亿元。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为１６００户
农户开立产业精准扶贫卡，发放精准扶贫

贷款１３５０万元，投放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担保贷款２４万元。服务个人消费转型升
级，全年上报楼盘项目３１个，申请授信总
额超过２４亿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加４．４亿元，个人公积金委托贷款余
额较年初增加８５１７万元。“助保贷”“光
伏贷”“果商贷”“谷雨贷”等多项特色信贷

产品，支持小微企业及县域金融发展。

华州区支行、白水县支行顺利开业运

营。２０１７年末，渭南分行基本实现营业网
点在渭南地区全面覆盖（除潼关地区）。

惠农支付服务点累计签约８９户，累计开卡
９５３７张，累计存款余额１．２亿元，对惠农支
付服务点开展提质增效工作，进行培训、宣

传等工作６０余次。
开展“合规建设提升年”活动，成功堵

截钱财诈骗案件１起、堵截涉嫌洗钱开户、
出租出借银行卡事件４起，帮助客户挽回
损失８万元，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嫌疑人２
名。为行动不便的客户上门办理业务、高

考期间在全辖区考场设立“爱心服务点”、

节假日举办特色沙龙、讲座等活动。在渭

南市银行业协会举办的“渭南市银行业法

律法规知识大奖赛”中获二等奖，并获得

“渭南市价格诚信单位”“最佳财富管理银

行”“２０１７年度渭南市金融统计工作先进
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范慧）


驻渭南部分保险企业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

司】　全年实现总保费收入１６．５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市场份额持续引领渭南保险
市场。客户服务秉承“诚实守信，客户至

上”的服务理念，以客户为中心，加快推进

客户体验和客户经营两大转型，积极创新

服务模式、提升专业形象、提高服务品质、

完善服务举措，强化科技服务。全面推行

云助理、国寿Ｅ店，国寿 Ｅ宝、无纸化出单
等，在传统服务方式的基础上，面向客户进

一步开通了ＡＰＰ、微信、网页等互联网服务
渠道，客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指尖上的

保险服务”。全年共处理赔案１５３１１件，支
出赔款６７８８．１６万元；处理客户满期给付
５２３７８件，给付金额２．８８亿元；复效保单
１４１３３件，保费５３１２．３万元，Ｅ宝注册
５３０６８件。通过开展三一五消费者权益保
护活动、六一六国寿客户节、国寿大讲堂、

国寿小画家、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日等丰富

多彩的客户体验增值服务活动，增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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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之间的交流互动，提高客户的服务

感知。开展活动、实施系列举措，公司整体

的服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客户满意度达

到９８．６％。柜面服务标准化建设成效显
著，分公司柜面被省协会评为 ＡＡＡＡＡ级
标准网点，其余１２家柜面均获评 ＡＡＡ级
以上网点，成为渭南地区寿险公司标准化

网点评级最高、覆盖最广、数量最多的保险

机构。

教育培训“以训为主，以培为辅、侧重

实战、注重实效”，推行“基础培训下行制、

技术培训集中制”，固化新人育成模式，落

实常态化职场训练及“两营”运作，实现队

伍“提质”和主管自主经营的目标。全年

完成培训计划１０６期，参训万余人次。组
训培训２期，培训人数５２人，为公司发展
储备力量。人力资源持续推进市场化绩效

考核机制改革，完善薪酬分配激励机制，加

快科学化人力管理体系建设，加强人才交

流、培训、晋升管理，不断轮岗进行锻炼，更

多复合型人才在岗位上建功立业。财务工

作以费用佣金预算政策为导向，持续优化

业务结构，完善预算管理手段，加大队伍建

设投入，引导公司持续健康发展。风险防

控着力营造“防范风险、化解风险、规避风

险”的意识氛围，优化管控手段，提升防范

能力，为公司转型升级提供有力保障。综

合管理强化单证风险管控，规范公文印章

操作，提升信息技术平台支撑，推进企业文

化建设，提升内务服务品质，持续优化办公

环境，为公司快速发展提供支持。

政策性业务有序推进，农村小额保险、

扶贫险、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计划生育家

庭意外伤害保险等普惠性保险产品不断丰

富和完善，保险精准扶贫优势日益彰显。

农村小额保险为２２．７３万名农村低收入者
提供了４０．９２亿元的风险保障；扶贫险为
１６．８７万名贫困人员提供了３８．６５亿元的风

险保障；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为全市６．７６
万名老年人提供了２８．３８亿元的风险保障；
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保险为全市８．４７万
个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了３３．５４亿元的保险
保障。４月，成功承保四县三区大病保险
业务，累计受理大病案件８２４８件，累计补
偿人数 ５８７１人，大病保险累计补偿金额
３６６７．７７万元，大病保险补偿后整体实际补
偿比例提升至５９．０６％。

（王蓉）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

公司】　全年累计实现保费收入５６１９６万
元，同比净增９３７２．７万元，增幅２０．０２％，年
计划完成率１１０．３１％。全年累计支付各类
赔款３４，２００万元，综合赔付率为６５．２８％，
市场份额３２．３６％，同比上升１．１４个点。

定期做客渭南人民广播电台《环境热

线》栏目，进行保险方面的知识科普；开展

“全民健身进社区”宣传活动，“百日无违

章大赛”活动，主办“朗读者陕西赛区选拔

赛”新生代宣传活动；暑期为交警和查勘

定损人员“送清凉”活动；向客户推出“金

汇航空救援”宣传活动，创新服务举措，开

启理赔救援新模式；举行扶贫公益跑活动，

宣传助推扶贫攻坚。

设置社会医疗保险事业部，参与国家

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承保了渭南５０％
的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全年５个县（市）区
参保参合人员共１７３．０９万人，保费共计
４３２７．２８万元，累计报付６１０９人次，大病补
偿金额２７３１．５万元，为保障民生、解决因病
致贫返贫问题做出了贡献。探索“保险 ＋
贷款”的金融扶贫模式，把精准扶贫落实

到为贫困地区引入金融“活水”上，解决农

村金融“血脉”不畅问题。向蒲城天子果

蔬实业有限公司发放贷款４００万元；向韩
城金太阳花椒芽菜加工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３００万元，通过企业带动贫困人口１４０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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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让贫困群众脱贫
(

收有保障。与富平

县人民政府签订＂政融保＂金融扶贫项目
合作协议并召开座谈会，约定首期合作额

度８亿元。完善农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一县一品特色农业保险产品的开发与推

广，积极主动迎合市场优质化、个性化、多

样化需求，发展花椒、葡萄、苹果等区域优

势特色农业保险。在原有承保农房保险、

医疗责任、安全生产、学生意外、校方及教

职工责任险、法院诉讼保全险、悬赏保险等

民生类保险的基础上，深化与当地政府互

动，向政府提交了社会救助保险、电梯责任

保险等开办建议，强化保险的社会管理

职能。

提升案件管理基础工作，建立案件风

险应急预案，提高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落实

案件报告制度、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反保险

欺诈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设置相应岗位，明

确责任部门、责任人、联系人，夯实案件风

险管理基础工作。组织各支公司负责人签

订《合规经营承诺书》，建立目标责任机

制，有效防范案件风险。开展“合规文化

宣导月”“非法集资宣传月”等活动，采取

在营业网点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播放

ＬＥＤ等多种形式，宣传依法合规经营理
念、非法集资对社会及家庭的危害性和依

法惩处非法集资的法律法规，增强公众对

非法集资案件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１１月，人保财险渭南市分公司作为公
共服务、窗口行业序列，获评２０１７年度“人
民群众满意的三十佳单位”。

（原兴龙）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

心支公司】　全年实现保费收入１７９９７．５８
万元，保费增速２５．９４％，超渭南市场增速
１０．１５个百分点，考核利润１７５２．１４万元，考
核综合成本率８９．１５％。全面完成上级公
司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连续三年获 Ａ类

公司评级并入选总公司“卓越俱乐部”。

保费增量及增速均名列大地陕西分公司第

一名。市场份额１０．３６％，同比增加０．８４个
百分点，简单赔付率低于市场平均值

１１．８５％。
通过渭南人民广播电台开展新春拜

年、节日慰问等方式进行保险知识宣传及

广告发布。参与渭南市保险行业协会及省

公司组织的“三一五保险消费者权益保

护”“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大型宣传

咨询活动，参与协会组织的送电影进社区

保险宣传活动，为前来咨询的客户讲解保

险知识，为客户发放宣传彩页，并现场解答

有关承保、理赔方面的疑问，加强保险消费

者风险提示，帮助保险消费者理性投保，受

到了广大客户的赞扬。参与中国大地保险

总、分公司《感恩有你·与爱同行 ５２０客
户服务节》活动，通过电视电台进行有效

宣导，在《渭南保险动态》《分公司短讯》

《渭南年鉴》《临渭年鉴》等刊物上介绍宣

传公司发展情况。

始终把提升客户服务作为立足之本。

２０１７年９月，公司搬迁至金水路与胜利大
街十字西南转角楼盘，客户体验度大为提

升。在智能互联时代，公司通过“大地通

保”ＡＰＰ，打造中国大地保险“云服务”，以
客户为中心，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以用户

体验为目标，向客户提供承保、理赔、信息

查询、客户经理互动、增值服务等便捷、丰

富的服务体验。

创新车险理赔服务，理赔方式灵活多

样，微信理赔“好友时代”，客户出险后，只

需添加“中国大地保险”公众号推送的理

赔专员为好友，拍摄出险现场照片，赔款分

分钟就能到账。电话直赔“小时代”，所有

星级客户出险后，拨打９５５９０报案，将有专
家坐席一站式在线处理，查勘理赔全流程

均可在线完成。简易快赔“智能时代”，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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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案件，通过智能化理赔流程，快到让你想

不到。人伤理赔“帮办时代”，帮定责、帮

垫付、帮调解、帮诉讼。万元以下免纸质单

证、免鉴定，温馨探视、礼品家访。

开展十大客户服务举措 ：４Ｇ智能理
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配合先进的智能手

机和便携式蓝牙打印机，快速、准确地现场

定损，并现场上传理赔单证，最快３分钟可
完成现场定损。车险案件免上门交单理赔

，对于符合条件的１万元（含）以下车险非
人伤赔案，在查勘定损时现场收集索赔材

料；客户现场不能提供的，可以通过网络、

微信、邮寄等方式提交；也可以根据客户需

求，安排上门收单服务；索赔材料不齐全的

一次性通知客户补充提供。全国通赔 ，遍

布全国３６家分公司和２０００多家机构可使
客户享受从报案到领取赔款标准、快捷的

全流程理赔服务。承保理赔信息在线查

询，客户可以通过网络（ｗｗｗ．９５５９０．ｃｎ）、
电话（９５５９０）、大地通保ＡＰＰ等多种渠道，
即时查询投保及出险信息、案件处理状态、

案件赔款金额等情况，让承保、理赔实现全

透明。

事故定责指导 ，帮助客户对事故责任

划分认定过程及结果进行跟踪并给予专业

指导，协助客户完成事故定责，切实维护客

户利益。人伤温情关怀，提供小额人伤现

场调解、住院伤员定期探视、伤残鉴定陪

同、医疗救援指导、人伤理赔及诉讼调解专

业建议和咨询等服务；对案件事实清楚、损

失金额基本确定的，可根据客户需求提前

赔付。限时赔付，对保险责任明确、索赔材

料齐全的１０万元以下车险赔案，与客户达
成赔偿协议后，１个工作日内付款。赔款
全国集中支付，每一笔赔款资金都由总公

司直接转账支付到客户本人账户，保证赔

款到账更快速、更安全。非事故道路救援，

大地之友俱乐部会员客户和通过电话、网

络投保的车险客户，均可在保单有效期内，

免费享受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包括为客

户提供接电服务、紧急送油、紧急加水、更

换轮胎、现场抢修、拖车牵引和吊装（困

境）救援服务；服务覆盖全国（港澳台除

外）城市中心区 １００公里以内、施救车辆
所能通行和到达的区域（不包括交通特殊

管制地段）。风险提示与排查，采取微博、

短信、微信、风险建议书等适当方式，为客

户提供风险提示，帮助客户排查风险，提高

风险管理能力。

为了给予客户更便捷、更贴心、更多元

的保险服务体验，公司自２０１６年起，于每
年５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五二客户服
务节”活动，与客户互动，用爱心和行动积

极回馈客户和社会。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６月，在得
知临渭区贺家小学留守儿童家庭困难的实

际情况后，公司员工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积

极捐款、捐物共计１万余元，用于购买春秋
及夏季校服６１套、学习用品若干，解决了
学生的实际困难。１０月，“中国大地保险
－希望工程快乐体育基金”继澄城校园、
蒲城校园体育器材捐赠活动后，走进富平

流曲镇纳衣小学，共向学校捐赠了价值３．５
万元体育器材。

（程心红）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

中心支公司】　全年个险标准保费收入
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６２．７９％；续期保费收入
４．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８１．２５％；法人渠道保
费收入１３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３％。保
费收入位列地市级机构第一名。２０１７年末
渭南中心支公司拥有个人客户２３０１名，法
人客户 １２０８名。全年共发生赔付案件
３９０９件，赔付金额达到２７９２．３万元。被陕
西分公司授予２０１７年“先进党支部”、“先
进集体”，被上海总公司授予２０１７年“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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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进步奖”。

（贾凯翔）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心支

公司】　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８日，永安保险公司
在西安成立，为国有资本控股企业，主要股

东为延长石油集团、上海复星集团、陕西有

色集团等，公司注册资本金３０．０９４１６亿元。
至２０１７年底，在２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分公司２７家，航运中心１家，中心支
公司１８１家，支公司３４１家，各类分支机构
９７５家。确立了“诚信、创新、敬业、和谐”
的企业精神，确立了“为客户创造满意、为

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效益、为社会创

造价值”的企业使命。员工行为规范为：

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心修身，和而不同。

渭南中心支公司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正式
挂牌成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富平、大

荔、韩城、蒲城、华阴、澄城等地成立了支公

司、营销服务部。２０１７年共实现保费收入
２７０２．９５万元，其中，车险２５１０．９４万元、财
产险８５．７４万元、人身险８．４１万元、农业险
９７．８６万元；赔款总额１９１４．１２万元，其中，
车险１６８８．９９万元、财产险２．１万元、人身险
０．８万元、农险２２２．２３万元。

（张朋）

１３２驻渭南部分保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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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改革

渭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书记、主任　杨武民
党 组 副 书 记　王　磊
副 主 任　张寅虎 　刘春华（挂职）

李鹏阳（挂职）

纪 检 组 长　白沧荣
【国民经济】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１６５６．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８．３％，高于全省水
平０．３个百分点。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分别完成２３０．５亿元、７７８．４２亿元、６４７．７１
亿元，增长４．８％、９．５％和８．２％。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７３１．２２亿元，增长
１９．３％；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６８１．８４
亿元，增长２０．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６５１．８５亿元，增长１３．６％。贸易进出
口总额１１．５７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７３．５８亿元，增长 １２％。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２９８０８元和１０２６０元，
增长８．５％和 ９％。城镇新增就业６．３万
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１％以内。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１．３％。
【项目建设】　全市 ３３０个市级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１０３４．２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１０８．９％。经开区植物胶囊、富平县神华热
电联产等９８个项目建成投产，２０个重大
前期项目转化为在建项目。７０个“三地一
中心”项目完成投资３３５．７亿元，占年度计
划的１０５％。１２个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１１０．８亿元，占年度计划的１０４．７％。全年
策划重大项目３０６个，总投资２８６０亿元。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７３８亿元，增长１９．３％。
争取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社会事业等中省

预算内资金２２．３亿元。政府投资基金募集
到位２１．６亿元。支持韩城市、蒲城县等县
市区申报专项企业债券２０亿元，占全省的
１７．８％。全年民间投资完成８３１．１亿元，增
长９．９％。２８８个 ＰＰＰ项目纳入国家重大
建设项目储备库，其中 ２０个项目签约开
工。

【产业调整】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
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和降成

本行动计划等，统筹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取缔“地条钢”产能６５万吨，淘汰火
电产能 ４２万千瓦，减免各类企业所得税
３．９亿元。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发展，出台五
大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蒲城清洁能源二期

项目通过国家发改委初审，国家光伏应用

领跑基地成功获批，帝亚一维纯电动汽车、

国家民用飞机试飞基地开工建设，中国酵

素城项目核心区初具规模，沃特玛、天臣等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值突破 ６０亿元。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２１１３．６亿
元，增长２６．７％；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
长１３．３％。推动现代农业提效发展，加快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村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大荔冬枣现代科技产业园入

选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创建

名单。新兴服务业提速发展，印发加快现

代服务业发展意见，推动消费转型升级，电

子商务销售额突破２５亿元，新增规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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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２８家，新增４Ａ级景区２家，接待游客
５３００万人，旅游综合收入４２６亿元。一二
三次产业结构为１３．９：４７：３９．１，服务业增
加值占比提高０．６个百分点。
【社会事业】　争取中省医疗卫生、教育等
社会事业类项目 ５０个，中省预算内资金
４．８１亿元。全年民生支出３４４．１亿元，占
财政支出的８４．４％。公共设施不断完善，
中心城市２０４个项目完成投资１８８亿元，
“四纵四横”道路提升改造基本完成，渭清

路综合管廊加快推进，金水公园、人民公

园、
!

河湿地公园建成开放，县城１７５个城
建项目完成投资２１２亿元。全市城镇化率
达到４６．３２％。民生保障不断提升，新建公
办幼儿园１５所、中小学校２１所。牵头推
进“三面一点”精准扶贫工作，累计争取以

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农网改造等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资金５．１６亿元。在全省率先启
动《镇江渭南“十三五”东西部扶贫协作规

划》编制，规划帮扶项目 １１３个，总投资
５．０２亿元。开启全市光伏扶贫新模式，１８１
个光伏扶贫项目建成并网，项目装机约

７２．７兆瓦，带动１０８６２户对口包联贫困户
实现脱贫，临渭区崇凝镇永庆寺村光伏产

业扶贫模式成为新亮点。

【节能降耗】　牵头制定全市铁腕治霾煤
炭削减专项行动方案和减煤八大工程项目

计划，强化县市区、重点用煤企业目标任务

分解落实，建立煤炭削减联席研判机制，加

强每月节能减煤检查督察考核，实行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用煤分级管理制度，强化拆

除锅炉、煤改气、煤改电、错峰生产等措施，

强力推进煤炭消费清零目标。全市先后拆

改燃煤锅炉３２４５台，清理取缔“散乱污”
企业９６户，淘汰“黄标车”８２９辆，大气质
量持续改善。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节

能技改项目中省资金争取，争取城镇污水

垃圾处理、污水管网工程和资源节约循环

利用等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１８个，资金
７５５０万元。关停澄城顺昌焦化６０万吨生
产线，华能秦电等 １０家企业实现超低排
放，清洁能源、渭化、陕焦、华阴远大供热等

企业减排工程建成投用。主城区投放运营

新能源公交车线路 １１条，运营车辆共计
２２４辆。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减煤 １４１万
吨，散煤削减２０２万吨，万元 ＧＤＰ能耗下
降５．６５％，万元 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５％。
【深化改革】　制定《２０１７年全市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改革方案》，加强全

市经济与生态领域改革工作指导，稳步推

进２３项重点改革任务。韩城市计划单列
试点推进良好，印发支持富平县庄里试验

区发展意见，设立试验区小城市发展基金，

全面赋予庄里试验区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顺利

完成。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投资项目实

现全流程网上审批，审批时限在法定办结

时限内提速８０％以上。起草印发《渭南市
整顿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工作方案》，

建立整顿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制

度；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改革有序开展。

【区域合作】　启动渭南市区域合作协同
发展规划编制，谋划推动中心城市、大华山

等六大板块协同发展，制定推进韩合协同

发展指导意见，渭南高新区东区和渭南高

新区蒲城园区揭牌成立，富阎产业合作园

区框架协议签署，富阎经济协作实现破题

发展。渭临经济协作区建设、临渭蓝田融

合发展达成初步共识。加快推动互联互

通，西安至潼关城际铁路完成项目预可研

编制，西韩城际铁路、合凤高速合阳－铜川
段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进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推动省级层面加快

建立晋陕豫区域合作工作协调机制。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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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城市合作发展大会，参与丝博会、北京合

作周、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陕粤港澳等重

大展会活动。２０１７年西洽会暨丝博会渭
南市共签约项目 ４０６个，总投资３６１６．６７
亿元。

（耿磊）


国有资产管理

渭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主任　王　勇
党 委 副 书 记　吕秀存
副 主 任　李同政　柴社强
总 会 计 师　邢　毅
纪 委 书 记　崔　玲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达到３４４．８２亿元；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增长
４２．５５％、９２．２１％；组织４户企业上缴国有
资本预算收益４０８．１２万元，其中首次上缴
公共预算资金１０２．０２万元。
【国企改革】　基本完成全市“１＋１８”国企
改革政策文件体系的构建，市属企业“一

企一策”改革方案制定完成，薪酬制度改

革、人事制度改革顺利推进，企业负责人履

职待遇和业务支出得到规范，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试点在渭南市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全面启动，筹备组建市水务集团、建工集

团，提出体育产业集团、道路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的组建方案。渭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经营城市资源为切入，集中打造金

融业、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资产经营、公

共服务、文化旅游等６大产业板块，推动企
业逐步由功能型向竞争型转变；华旅集团

以“大华山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目标，全面

整合区域资源，开展对外合作，打造新的业

务增长点。市产投集团立足企业定位，提

出“１２３４６”发展规划，在开展资本运作、引

导新兴产业、服务全市产业发展上集中发

力，集团发展后劲和潜力持续增强。渭南

市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搭建市级

涉农投融资平台为目标，创新投资模式，发

挥农业投资平台的引领带动和杠杆作用；

剥离移交工作取得突破。“三供一业”正

式移交协议签订率达到９４．３％，其中供电
９５．７％，超额完成中省确定的目标任务。
国务院确定的金堆城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

会职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率先在５个试点中拿出工作方案，涉及的
２３个移交事项正式协议全部签订，在全国
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国资监管】　率先在全省落实“三个归
位”，厘清国资委、行业部门、国有企业三

方职责。坚持监事会监督全覆盖、审计全

覆盖，创新建立“三位一体”监督机制；推

进法治建设，建立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出台

政策文件、研究重大事项时邀请法律顾问

全程介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和专项检查，全年未发

生一起安全事故。

【服务社会】　围绕全市“三地一中心”建
设，开展项目策划，多渠道筹集资金，共策

划和报送项目４６个，完成市级重点项目建
设投资３３．８亿元。华山体检中心、清心温
泉建成运营，市政府幼儿园及配套工程建

成投用，市民公园及地下停车场、古柏行景

观恢复工程、渭南北站和市化家属院充电

站等项目基本建成，西海公园、抽黄供水工

程、渭河综合廊桥等项目有序推进。为全

市重点项目、棚户区改造、各县市区累计担

保贷款７９．９８亿元。对各县市区企业资产
进行整合上划，通过发行债券为蒲城、大

荔、合阳、潼关招募资金４０亿元，每年为企
业减少债权发行利息约４８６０万元。产业
发展基金母基金首次完成出资７．１亿，系列
子基金配资规模３０亿元。通过“拨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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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０余家涉农企业累计投放资金３５００万
元；组织召开农业产业扶贫项目征集会，征

集产业扶贫项目８０余个。主动和省国资
委系统渭南合力团衔接，组建渭南合力产

业扶贫有限公司，首批和６个县市区签约
产业扶贫项目１０个，总投资７．３２亿元。

（王旺元）

统　　


计

渭南市统计局

局　长　闫华锋
副局长　任崇善
副局长　卞正坤
【专业统计】　２０１７年全市统计系统强化
数据管控。按照统计制度和业务规范要

求，组织各专业统计月报、季报、半年报和

年报工作，持续深化企业“一套表”联网直

报工作。完善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专

业统计数据评估办法，坚持每季度对全市

主要统计数据进行科学评估。加大对重点

数据的督查力度，围绕农村统计数据质量、

投资项目、文化产业等开展专项检查。组

织业务人员每月、每季度对新增“五上”企

业开展实际核查。组织抽查组，对三农普、

１‰人口抽样数据开展质量抽查，全市统计
数据的真实性和信息的准确性提升。

【统计基础和法制建设】　坚持开展“统计
法宣传日”活动，及时召开全市统计法治

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市《统计法实施条

例》的学习宣传工作，在渭南广播电视台

等媒体主要栏目播放统计法律法规相关知

识，在《渭南日报》开设专版宣传统计法律

法规。以《统计法》为依据，以统计数据弄

虚作假专项整治为抓手，严肃查处统计违

法案件，开展“权力和责任清单”自查，落

实责任主体，理清权力界限。按照省局要

求对统计执法队伍进行规范，对统计执法

人员进行身份认定和业务培训。配合省局

开通省局到渭南市的内网备用线路，完成

市局视频会议系统的建设工作。加强全系

统网络信息和网站安全的检查，坚持信息

系统和网站安全零报告制度，确保全市统

计系统网络的正常运行。

【统计服务】　加强统计监测预警，全面提
升统计优质服务水平。坚持做好各专业统

计报表报前预测和报中监测，及时查询和

核实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２０１７年二
季度后，针对全市文化产业现状，及时制订

《渭南市文化及相关产业监测预警办法》。

联合市发改委出台《县域经济监测评估办

法》。坚持定期召开局务会议，研究分析

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

建议，为市委市政府做好提前预警。开展

“调查研究年”活动，每月、季度末，深入各

县市区开展经济运行调研，通过走访重点

企业和座谈交流，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

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为县市区政府发出

建议函，为全市在全省县域经济考核排名

靠后的县市区开展统计业务指导。坚持定

期向市级四大班子及社会各届提供统计服

务，坚持每季度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推出

《２０１６年度统计调研报告选编》，发布《渭
南市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编印

《渭南经济要情》，及时推出《渭南市追赶

超越县域季度考核排名》手册，年初确定

的７０多篇调研课题基本全部结题。
【统计方法制度改革】　深化核算制度改
革。按照省局要求，进一步强化各专业增

加值分季核算，严格核算各县市区季度

ＧＤＰ总量和增速，保证数据衔接。全面实
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财务支出统计法采集

数据，继续规范限上个体户纳入全面统计

的制度，深化网上商品零售额统计改革，组

织限额以下样本单位轮换，实施规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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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改增统计。进行农业“三新”统计调

查及核算，组织“四众”（众创、众包、众扶、

众筹）平台专项调查。参加全省县域营商

环境监测评价试点，为全市开展全省县域

营商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提供借鉴和经验。

【农业普查】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零时开始，
利用３个月时间，精心组织指导各县市区
顺利完成了全市第三次农业普查正式入户

登记工作。入户登记期间，先后对１３个县
市区开展两轮督查，对普查量大、进度缓慢

的县市区多次进行检查指导。科学组织各

县市区完成全市农业普查数据汇总审核、

查询纠错及验收上报工作。配合国务院农

普办对富平县流曲镇２个普查小区进行事
后质量抽查工作。在种植和养殖特色突出

的临渭、大荔、蒲城和澄城等县区，开展市

级农业普查质量抽查，为准确评估全市普

查数据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

审　　


计

渭南市审计局

（陕西省审计厅渭南审计处）

局长、驻渭审计处处长　王建军
副 局 长　王忠义

朱福秦

胡振江

纪 检 组 长　袁崇义
经济责任审计局局长　陈展羽
总 审 计 师　李美娟
驻渭审计处副处长　张　健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共完成审计项目５５１个，
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４５７５８１万元，违规
金额７２２８４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３８５２９６
万元。通过审计共为国家增收节支２６５万
元，核减投资金额９０６５万元。向党委、政
府和上级部门提交报告、信息１８９篇，被批

转、批示和采用 １４２篇。向社会公告审计
结果 ２８４篇。
【跟踪审计】　对渭南１０个县（市、区）和
咸阳市２０１７年国家重大政策落实和追赶
超越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审计。重点审计农

林水专项资金、扶贫资金、节能环保专项资

金、规范市场秩序及追赶超越实施方案制

定情况，共抽审６１５个部门和单位、９６０个
项目，涉及财政资金６２７４２７万元。
【财政审计】　共完成审计单位５４４个，查
出主要问题金额３８７６６０万元。完成对市
财政局、地税局等１４个单位２０１６年度预
算执行审计和市检察院、科技局、质监局等

６个部门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跟踪审计。完
成蒲城县、华州２０１７年度财政决算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　共审计 １８３名领导干
部，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１０６４１０万元。开展
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同步审”和市扶贫

办、市商务局、市残联主要领导任期经济责

任审计，对韩城市、临渭区、合阳县等５个
县（市、区）审计局原局长开展离任经济责

任审计。开展澄城县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审计试点。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开展连霍高速西
入口、第二污水处理厂、儿童医院综合楼、

渭河右岸树园至赤水河工程结算审计和市

政府交办的涧峪水库、东雷二期抽黄、肉类

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海关和进出口检

验检疫大楼、渭南市中心医院迁建、渭南市

规划展示馆布展、华旅集团游客中心下沉

广场改造等３４个工程项目审计，审计资金
２４７９１４．２２万 元，查 处 违 规 违 纪 资 金
７０８６．９４万元，审减工程造价１９６４０．０８万
元。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　完成全市２０１６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重点对安居工程

政策落实情况、管理绩效情况和遵守法律

法规情况进行审计，审计发现部分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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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安居工程任务未完成、项目程序不规

范、目标任务分解下达不科学、资金管理不

到位、违规享受保障待遇等问题。实施市

本级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涉及资金总

额４９．２亿元，查出各类违规违纪资金
４１８５．５９万元。
【企业审计】　以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增
值，促进国有企业完善内控制度、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为目标，开展工作。共审计国有

企业５户，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１８５７７万元。
【内部审计】　全市现有内审机构 １３５个
（专职机构４５个），内审人员３３２人（专职
人员１２０人）。全年完成审计项目５５３个，
促进增收节支１０４２万元，提出建议被采纳
３８２条。

（刘洋）


质量技术监督

渭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文学
政 治 部 主 任　李林昌　副局长

杨占利

总 工 程 师　井西娥
纪 检 组 长　刘　欣
总 检 验 师　张　诚　副局长

李永基

副 局 长　陈松林
【宏观质量管理和名牌战略】　向市政府
上报《２０１６年渭南市质量状况分析报告》，
涵盖产品、工程、服务质量，为政府宏观决

策提供参考。渭南市作为质量工作考核唯

一Ａ级获省政府通报表彰。合阳远志、富
平槭椒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初审，

富平“九眼莲”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审核处

于公告期。争创省名牌产品２７个，市质量
管理奖３个、市名牌产品１４个。指导 ５４

家企业撰写《企业质量信用报告》。向省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报送行政许可信息

２０５６条，位居全市第一，获评为市级优秀
单位。

【计量与认证认可工作】　联合市卫计局
进一步加强镇（街道）、村（社区）医疗卫生

单位计量器具强制检定政府购买服务工

作，免费检定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强检计量

器具 ２５００余台（件）。对１２家企业的２１
个批次５种产品的定量包装净含量监督抽
查，标注不合格 ２批次，检验不合格 ３批
次，已移交相关县局处理。对全市范围内

的检验检测机构、法定计量授权机构、辖区

内的８家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开展监督检
查，建立完善企业档案。举办“你是我的

眼，诚信计量我承诺”主题宣传活动，开展

“检测实验室开放日”活动，组织召开“６．９
世界认可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全省的检验

检测工作现场会。指导市计量所起草《计

量检定服务规范》，１０月２２日组织召开全
省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服务标准化现场会，

市计量所做经验交流。

【标准化战略】　上报１８项省级地方标准
项目，其中《酵素类产品标识规范》等９个
项目列入省级计划。“美丽乡村巷道建设

规范”等４个省级标准、“澄城水盆羊肉制
作技术规程”等８个市级地方标准发布实
施。“陕西桥陵塑业有限公司”等１０家获
得标准化良好行为３Ａ级确认。指导“临
渭核桃”等４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潼关
盛潼餐饮”等２个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富
平惠高”等４个美丽乡村标准化试点开展
年度工作。４个省标委会获批筹建，印刷
机械和果蔬标委会正常开展业务。

【监督稽查】　配合中省开展化肥、农药、
建材监督抽查，１０批次不合格移交相关
县区局落实整改。市级监督抽查地区覆盖

率１００％，生产加工企业抽查覆盖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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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以上，全年共抽查 １３４批次，合格率
９６％。联合市统计局下发《２０１７年渭南市
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统计方案》，抽检

渭南制造业产品４０批次，合格３８批次，不
合格２批次，合格率９５％，较上年产品质
量稳步提升。突出农资、建材、纤维制品、

垄断行业，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工作，

依法整治假冒伪劣和非法生产违法行为，

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６４９人次、检查企业１６８
家次、办结案件 ６７起，受理投诉举报 １８
起、已办结１５起，全市未发生区域性行业
性质量安全事故。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一是对辖区内的
特种设备按照风险分级划分进行管控，做

好重要时段、重点场所、重大节假日特种设

备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副市长高洁多次

亲自带队进行检查，全市出动监察人员

９３０人次，排查出隐患１９６处，下达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１４７份，纠正违法违规
行为８６起，查封电梯２２台，处罚企业 ２５
家。二是实行气瓶“一瓶一码”管理，促进

气瓶电子信息监管和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全市共５０家气体充装单，３５家实行信息
化管理，７家停止充装，８家正在办理。三
是组织各单位在“６．１６安全生产宣传咨询
日”开展宣传，９月期间以手机短信宣传特
种设备安全知识。全年未发生重大特种设

备安全事故。

【检验检测】　省级化肥、酵素质检中心在
渭南市成立，分别对３４种产品７４个参数、
１５种产品１９１个参数的检测能力通过审
核。质检所购置仪器设备１６台件，由原来
的２７１种产品１３００个增加到３１８种产品
１６３１个参数。特检所水质监测实验室改
造升级工作全面完成，已正常开展水质监

测工作。纤检所投入２０余万元购置检验
检测设备。质检所检测样品 １６６３批次。
计量所检定各类计量器具５万余台件，特

检所检验设备 １１５４３台（件、条），定检率
１００％。纤检所出库公检和入库监管共计
８万余吨。
【“铁腕治霾”】　严格市场准入，对水泥、
钢铁落后产能的企业不办理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按照环保标准严把锅炉各关口，

对中心城区２０蒸吨以下、县（市、区）１０蒸
吨以下燃煤锅炉不办理许可证，对以前办

理的２９台１０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全部拆
除，收回使用证，完成清零工作。富平３家
“地条钢”生产企业的违规锅炉已彻底拆

除。印发《关于油／气两用燃料汽车安全
综合技术性能及排污染物环保检验检测有

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机动车检测机构严

格执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物环保检测方法标

准的通知》，加大对有机动车尾气检测机

构、环境监测计量器具使用企业等７９家企
业（单位）的监督力度。公布、发放煤炭相

关标准６个。
（陈文涛）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　王建军
副 局 长　高仲义　许志合

王耀峰　王国全（挂职）
纪 检 组 长　杨蒲军
党 组 副 书 记　魏　伟
【概况】　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
称渭南市食药监局）主要负责全市食品生

产和流通、餐饮服务、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品和化妆品的监管。加挂食品安全委员会

牌子，正处级规格。行政编制４３名（含市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制）。内设 １６
个科室（办公室、法规信息科、食品安全协

调应急科、肉制品及工业加工食品监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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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及饮品监管科、食品添加剂和调味

品监管科、餐饮服务监管科、食用农产品流

通监管科、保健品监管科、药品化妆品生产

监管科、药品化妆品市场监管科、医疗器械

监管科、食品药品稽查科、行政审批服务监

管科、监察室、党总支），５个直属单位（市
食品监督所、市食品执法监察支队、市药品

医疗器械稽查支队、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市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七大品牌”专项活动】　开展“亮剑”
“希望”“春雷”“清凉”“扫雷”“绿剑”“温

暖”等七大品牌专项整治活动、和食品药

品市场秩序整顿活动。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查
办各类违法案件１５０４起，其中食品违法案
件１１４７起，药品案件２３７起，医疗器械８９
起，保健食品１８起，化妆品１３起，涉案总
值５５．０３万元，罚款金额共５３４．２５万元。
完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１２３３１”平台建
设，２０１７年全市受理投诉举报案件 ６３５
件，办结率９６％。组建市级食品药品稽查
专家库及市级行刑衔接技术专家库，与市

公安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使用食品药品执法检验检测绿色通道

的通知》，为行刑衔接建立技术合作渠道。

【大要案查处】　市食药监局与公安部门
联合行动，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假药（肉毒

素）案、外省人员非法生产销售假酒（假西

凤酒窝点）案、非法生产中药饮品案等；

市、区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

“清凉行动”专项整治行动中，查获由外省

人员制造销售“假冰峰”的黑作坊，共查处

“假冰峰”一百余框，共计２４００余瓶，扣封
灌装机２台、压盖机１台、冰箱１台、打码
机１台、瓶盖１６万个。在日常市场巡查过
程中，查处一家销售“连翘败毒片”假药的

基层医疗机构；在酒类专项整治中查获销

售“假名酒”的名烟名酒商铺，共查获“假

名酒”１００余瓶，估值９万余元；在检查化

妆品市场时，发现一处无证生产和销售染

发类产品的窝点，现场查扣化妆品原料

１３４袋，共计 ６７００公斤，案件已移交公安
部门。

【“三小”综合整治】　加强小作坊监管，全
年共检查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１１３４家，取
缔无证、违法生产加工窝点 ９个；查处食
品生产加工环节案件８７起，移交司法机关
１起，罚没金额２２４７００元。市级监督抽检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６３批次，其中３批次
抽检不合格。９月份，市食药监局获陕西
省“三小”综合整治先进单位称号。加强

食品摊贩监管，统一制作的５０００个“食品
摊贩监督信息公示牌”下发各县市区。推

动小餐饮升级治理，对７０００余家小餐饮进
行专项检查，下发整改通知书２２００余份，
整改经营户２００５户次，取缔无证、违法经
营餐饮单位１６３个。
【飞行检查工作】　组织开展食品药品飞
行检查，检查食品生产企业１２家，食品流
通企业９家，药品零售企业２５家，医疗器
械企业１１家，化妆品经营企业４家。渭南
药品零售企业飞行检查经验在全省推广。

【行政审批改革】　取消药品零售企业许
可、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的县级初审和勘址

程序，重新编制许可流程、缩减审批资料；

运用网上行政审批系统或通过资料邮寄等

方式，在药品零售企业推行“不跑一次办

许可”工作机制，在食品许可领域推行“容

缺”工作机制；在全省率先启用食品生产

企业许可信息系统，实现食品生产企业申

报“零跑路”；推行“办不成说明告知制

度”，目前已发放办不成告知单 ８件。目
前，市局７０％的申请事项当天即可作出受
理决定，比法律规定的时间５天提前了４
天。

【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　２０１７年２月，渭
南市食药监局与山西运城、河南三门峡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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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同签署《豫晋陕黄河

金三角区域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合作共治框

架协议》，１１月２４日，黄河金三角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在渭南召开，央视新

闻移动网、华商报、渭南日报等媒体进行报

道。

【检验检测】　２０１７年９月份，通过食品检
验检测第二次扩项资质认定，检测能力项

目扩展至 ２７大类 ５３小类 ２０００余参数。
市本级药品检验所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和加

强，投资１０００余万元进行硬件改造和设备
更新。县级设立１２个食品检测机构，富平
县等３县食品检测室仪器设施基本齐备，
技术人员到位，通过省上认证，能够开展相

关监督检验工作。镇办食品药品监管所都

配备快检设施设备。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以“人人参与食品
药品监管、家家享受健康快乐生活”为年

度宣传主题，开展以“尚德守法·共治共

享食品安全”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

动、“科技之春”及“三下乡”食品药品安全

宣传活动、１２３３１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宣传
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安全用药月

等活动。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

进社区、“双安三进、精准科普”食品药品

安全进校园、食品安全进企业、进实验室活

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走

进企业，走进食品检测中心参观。开展

“你送我检秦东行”活动，免费为群众检测

果蔬农残３００余批次。


物价管理

渭南市物价局

局　　长　王红岩
副 局 长　程金民　秦宏涛
副调研员　谭卫潮

【价格改革】　按照中省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和陕发〔２０１６〕１６号文
件精神，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

上，推动出台《中共渭南市委渭南市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渭市发〔２０１７〕３号），编印《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学习读本和省市《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若干（实施）意见》学习辅导丛书，加强指

导并督促各县（市、区）及时出台本级贯彻

落实意见或细则，受到省物价局的通报表

彰。渭南城区居民全部实行阶梯水价，全

市所属１０个县（市、区）全部启动阶梯水
价政府定价程序。积极推进全市农业综合

水价改革，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渭南市

农业综合水价改革实施方案》，核定并公

布水管单位供水成本，实现渭南市五大市

属灌区国有骨干工程供水价格与运行维护

成本差额部分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每年

为渭南争取中省财政补贴１．２８亿元。按照
中省电价改革安排部署，及时转发省局

《关于陕西电网２０１７－２０１９输配电价有关
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居民

生活用电价格政策的通知》等１１份文件，
落实中省已出台的差别化电价政策和阶梯

电价政策，完成中省电价改革任务。对华

阴、潼关、澄城、大荔四个县（市）的居民用

气价格和非居民用气价格进行了降价调

整，落实了小区自备锅炉供暖享受居民生

活用气价格政策，减轻居民用户和非居民

用户的用气成本。会同相关部门出台《渭

南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

案》，城区１２家公立医院全部参加了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并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零时
切换收费系统，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及时

印发《关于我市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及有

关问题的通知》，确定 １０３种按病种收费
项目，着力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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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结合渭南实际，印发《关于规范机动车停

车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在全市贯彻执

行相关停车收费优惠政策，凸显惠民便民

特点。

【价格调控】　制定出台《渭南市突发市场
价格异常波动价格工作应急预案》，严格

执行劳动力价格、药品价格、机动车检验收

费等新增价格监测报告制度，做好监测预

警工作。全年累计向中、省上报各类监测

报表８８０篇次，上报数据４万余条，发布监
测分析２１０期。市物价局分别获国家发改
委和省物价局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全国价格监
测工作先进单位”和“２０１７年度全省价格
监测工作优秀单位”；潼关县在全省县一

级率先开展重点药品价格监测工作，建立

药品价格监测预警机制；蒲城县全年编发

４８期《蒲城价格信息》，对价格监测情况进
行公布，引导价格舆情。

【价格监管】　落实清费减负政策，对全市
各类收费项目实行了清单化管理，并在门

户网站予以公示。联合财政、工信、民政、

职转办下发《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

性收费的通知》，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工作。牵头负责并与住建、环保、人社、质

监等部门密切配合，完成中省清理规范涉

企收费督查工作的各项任务。负责建立全

市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全市

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协调指导，定期向省

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制定《价格监管“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制度（暂行）》并印

发各县（市、区）执行。市县两级建立“两

单一库”，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价格

监督检查制度。组织开展电力、供水、供

气、供暖、电信等领域专项监督检查，并围

绕群众关注热点，开展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收费、涉企收费、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等专

项检查，进行客运站、大型超市、农贸市场

等地域集中巡查工作，及时纠正价格违规

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各种价格违法案件，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

３５９０起，实施经济处罚 ４３０余万元，退还
金额１７０余万元。

　　国家发改委实地督查渭南市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工作

【价格服务】　落实国家发改委４２号令和
《陕西省定价成本监审操作规范》，开展对

天然气、污水处理等领域成本监审，全市累

计完成监审项目１３个，审核企业上报成本
５．９９亿元，核定成本总额４．８６亿元，核减企
业不合理成本费用１．１３亿元，平均核减比
例１８．８１％。市物价局获评为“２０１７年度
全省成本工作优秀集体”。做好涉纪、涉

刑、涉税价格认定工作，强化价格认定法规

体系、认定机构和队伍建设等工作，全年依

法办理认定业务 １７７０起，认定标的 ４１００
余万元。在全省率先制定落实《陕西省价

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实施方案，指导各

县（市、区）积极探索实践价格争议调解工

作，并在合阳县召开全省价格争议调解工

作现场观摩会，推广“渭南经验”。市物价

局分别获国家发改委和省物价局评为“全

国价格认定工作优秀单位”和“全省价格

认定工作优秀单位”。推进市县两级

“１２３５８”监管平台二期建设，确保举报电
话畅通，全市共受理各类价格举报投诉咨

询共计６７１件，全部做到事事有结果。合

１４２物价管理　　



阳被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评为“全国１２３５８
价格监管平台业务工作先进单位”，市物

价局获评为“全省２０１７年度履职监管优秀
单位”。扎实推进价格诚信建设，从３月
份开始，与市网信办、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

在全市开展“价格诚信单位”评选活动。

通过市县两级层层审核，社会公示，２０余
万公众投票，现场考核，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意见等环节，在全市７３２家参评单位中评
选出４３家“渭南市价格诚信单位”和２家
“渭南市明码标价示范街”，并在大荔县召

开了经验交流和授牌大会，实现多部门单

位共同协作、共同推进价格工作的有益尝

试。

【价格宣传】　建立健全价格宣传工作机
制，并利用政府网、价格信息网以及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及时宣传价格工作。开通今日

头条、一点资讯新媒体政务号，主动向渭南

党建、渭南信息、渭南日报、市政府网站等

平台投稿１３０余篇，发布各类政务信息、通
知公告５９３条，累计阅读量达到２５万余人
（次）；白水、蒲城等县开设城区价格政策

宣传点，及时上街发放价格宣传资料，并通

过电视、政府门户网站、物价局微信公众平

台进行价格法规、政策的宣传。


工商行政管理

渭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局 长　王志斌
党 组 书 记　郭世英
副 局 长　王　健　刘杰武
纪 检 组 长　王进虎
政治部主任　雷栓虎
【商事制度改革】　放宽名称登记条件。
将冠“陕西”、“渭南”字样行政区划企业名

称的登记核准权下放到各县级登记机关，

推行企业自主起名、自主申报。实现工商

登记全程电子化。全面开通全程电子化登

记服务，８月１日起推行“微信办照”，实现
登记全程“无介质、无纸化、不收费”，缩短

了办照时限，极大的便利了办事群众。截

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通过微信办照市场主体
１４４２户。完善企业退出机制。３月 １日
起，全面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使真

正有退出需求、债务关系清晰的企业能够

便捷退出市场，初步解决企业“登记容易

注销难”的问题。实施推进“多证合一”改

革。集中开展了“五证合一”换照工作，实

施“５４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不断简化
企业登记程序。２０１７年全市新登记各类
市场主体３９１１１户，较上年增长１６．４６％。
【事中事后监管】　２０１６年度全市企业年
报公示率９９．７５％、个体工商户９４．５２％、农
专社９６．５３％，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将未按期年报、未及时公示相关信息

或公示信息不实、登记地址无法联系的

６４３户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制定下发
《渭南市工商局开展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

后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和《“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细则》，梳理出工商部门１２类４０
项随机抽查项目，按照“一次抽查、全面体

检”的要求，对９９８户企业、３４１６户个体工
商户、２０５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随机抽
查，并及时公示抽查结果。

【案件查办】　全年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４４３７起，罚没１２８０．５７万元。抽检农资、成
品油、建筑钢材、家用电器等流通领域商品

７２３批次，抽检转案９８件；查处问题商品
２０１７件，货值 １９０万元；拆除渭南城区不
文明广告路牌２８０个，取缔虚假宣传会销
场所５处，查处媒体违法广告案件３起；取
缔无照经营２８９户，规范和引导经营者办
理证照１７５７户，取缔２８９户，查封违法经
营场所１８处，吊销营业执照２０户，没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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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得８．７８万元，罚款４５．０５万元；查处成
品油黑窝点一处，涉案金额４００万元。建
立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全市涉网企业

４５８户，建档率１００％，亮标亮照率９０．６％，
全年查处网络违法案件 ７起，罚没１．５万
元。

【消费者权益保护】　以放心消费创建为
主线，进一步完善维权网络，推进“三张

网”建设、拓展“五进”工程，实现“消费维

权服务站”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超市、

商场、景区的全覆盖。建立３６个部门为成
员单位的消费维权联席会议制度。开展通

讯服务、保健品、取暖电器主题宣传，组织

农资、汽车、公用服务行业及网络电商、大

型市场（商场）等带头开展“放心消费”诚

信经营倡议承诺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

３．１５系列宣传活动，联合市消防支队对
１４０多件灭火器、应急灯等假冒伪劣消防
器材进行集中销毁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年内全市１２３１５接受消费者咨询３０００余
次，受理投诉２０６８件、举报２６２件，办结率
９２．６５％，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２９８．２万
元。

【打击传销】　开展打击传销“２０１７—秦风
行动”、“无传销城市”创建、直销企业退换

货制度落实情况检查和防止传销进校园宣

传教育等活动。全市印发宣传材料５万余
份，利用通信网络发送公益短信１２万条，
在全市交通要道大型 ＬＥＤ显示屏播放防
范传销宣传警示（提示）１６００余次，通过电
视台播放打击传销公益广告３６０条（次），
横幅宣传８５条，组织宣讲人员进校园宣传
讲课３次。与全市重点区域１２００多家的
出租户签订《不把房屋租给传销团伙责任

书》，捣毁取缔传销窝点 １３处，教育遣散
涉传人员２１３人。全市２１４６个行政村、社
区，已创建“无传销社区（村）”２０３３个，创
建达标率为９４．７％；１１个县（市、区）创建

“无传销县市”１０个，创建达标率为
９０．９％，渭南市被为认定为省级“无传销
城市”。

【商标品牌战略】　开展“工商干部商标品
牌帮建”和商标品牌精准扶贫活动，加大

优势商标培育力度，促进注册商标提质增

效。２０１７年全市注册商标 ４２４８件，同比
增长３７．６％。在２４届农高会上对“大荔黄
花菜”“大荔冬枣”“富平柿饼、“富平苹

果”“临渭葡萄”和“蒲城酥梨”等７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进行宣传推介。

【非公经济党建】　落实领导包联、目标考
核、联席会议、选派党建指导员等制度，广

泛开展“评星晋级、争创双强”和“三亮”活

动，组织党建知识培训 ２５次，参训人员
１８５０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企业
宣讲活动１１场。建设规范化阵地１７１个，
三星级党支部 １５３个，四星级党支部 １３
个，五星级党支部５个。华州区工商局选
派百名第一书记，打造一百个党员经营示

范店，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推进非公

党建工作先进单位。


安全生产

渭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　峰
党组成员、副局长　董新安　王培兴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王韵瑜
党组成员、执法支队支队长　高存才
【概况】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经营事故１１７
起，同比下降２７％；死亡 ７５人，同比下降
２．６％。发生较大事故１起，死亡４人。其
中：道路交通事故 ９７起，同比下降 ２２％；
死亡５６人，同比上升３．７％。煤矿行业发
生１起，同比下降５０％，死亡１人，同比下
降８５．７％；危险化学品事故 １起，死亡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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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比增加 １起、１人；烟花爆竹事故 ３
起，死亡６人，同比增加３起、６人；建筑施
工事故３起，死亡 ２人，同比增加 ３起、２
人；农机事故３起，同比下降５７％，死亡３
人，同比增加２人。其他行业发生事故９
起，死亡６人。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安全生产目
标责任考核中渭南市获全省优秀等次。

【综合协调】　发挥安委会办公室作用，７
次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安全生产工作，６次
提请市委、市政府会议研究安全生产重大

问题；５次提请召开安委会扩大会议，落实
阶段性工作。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１１
个重要文件，指导全市工作开展。４次衔
接市级党政领导带队检查工作，督促县市

区党政领导落实包联煤矿、重点非煤矿山

企业工作措施。４次对县级行业部门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协调安委会有关

成员单位开展煤矿、建筑施工、道路交通、

水上交通、危险化学品运输、旅游和有限作

业空间以及油气输送管网专项整治，解决

重点问题。督促有关部门落实高危企业复

产复工工作，加强冬季、高温季节和汛期及

重点特殊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督导和督查

检查。

组织８次全市性安全生产大检查，检
查县级部门和镇（办）９６个，企业２６７家，
排查安全隐患５９７２项，整改率达到９９％。
组织了９次夜查行动，检查企业７０余个、
坑口３０多个，警示约谈问题企业 ２３个。
分解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第七巡视组对渭南

市巡查时发现的９项隐患、国务院安委办
第１４督导组在我市督导时指出的３个企
业存在的５个问题、国务院安委会第２５综
合督查组提出的３３个问题、国务院安委会
第２５综合督查组“回头看”检查时提出的
２１项问题。两次挂牌督办１８项市级重大
隐患和３轮督查中排查的５０家企业存在
的问题隐患，向各县市区政府、县市区安委

办和市级有关部门下发督办整改函４８份。
对安全保障能力较差、易发生事故的５４个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３０座煤矿、１９个地下
矿山实施停产措施。

【执法检查】　严格执行“四个一律”执法
措施和“五个一批”工作要求，查处各类违

法行为３１５６起，下达整改指令２８３５份，下
发行政处罚决定书１０２份。分两批在网站
曝光５０家（处）企业存在的隐患，打击严
重违法违规行为８１起，停产整顿企业１０８
家，关闭取缔企业１７９家，依法暂扣吊销证
照２６个。
【深化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深入１７个基层单位，５９个部门广泛征求
意见，开展６４次专题研讨，出台渭南市改
革发展意见。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工作，增设便民窗口，扩大服务范

围，受理企业许可 １２７份，期限内全部办
结。出台《渭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

全生产行政审批工作暂行规定》，对市安

监局承担的８项审批事项办事程序进行改
革，落实“三集中、三到位”审批规定。推

进执法统计制度改革，采用统计联网直报

方式，以记录式卡片为主、报表为辅统计安

全生产执法过程，在市县两级设立网上直

报系统管理员１４名、信息员１１７名，进行
４次业务培训，完成国家安监总局下达的
改革任务，纳入统计内事故全部实现网上

直报。

【双重预防机制】　３个县市、５个行业、２０
个企业作为示范单位先行先试、制定《危

险有害因素辨识与风险评价控制程序》和

《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

对全市４５家危化品生产企业实现分级管
控，１８家煤矿瓦斯实施在线监控，５１家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实现生产过程实时监控，

全市客运、危货运车辆 ＧＰＳ定位实现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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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盖，６０００余部电梯全部纳入应急救援信
息管理平台。

【专项整治】　采取市级部门领导包县、县
级领导包矿工作措施，对煤矿实施驻矿蹲

守、从严管控，排查煤矿水害、瓦斯等安全

隐患２３５处。深化非煤矿山整顿关闭，治
理潼关地下金矿隐患，关闭蒲城县达不到

安全生产条件采石企业１０家，对２９座尾
矿库、４座头顶库落实监管责任，排查治理
非煤矿山安全隐患１３７项。有序实施富平
县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退出工作，注销８家
生产企业许可证。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业８４家次，排查隐患１７３处，停业整顿 ２
处。开展道路交通平安建设创新年活动，

组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查。以预防

坍塌、高处坠落事故为重点，开展建筑施工

专项检查，加强城市燃气安全管理和市政

公用设施安全检查。突出高层建筑、大型

综合体，开展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治理，

整治消防通道不畅、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

组织电气火灾专项整治。在春节、“五一”

等节假日，组织人员对全市旅游景点进行

全面排查，消除景区道路、防护设施、消防

设施、索道缆车等方面安全隐患。组织职

业病防治宣传周活动，对９６２名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开展职业卫生专项检查，对涉及

放射危害人员进行体检。加强铁路道口安

全监管，组织２次专项检查，对４４名监护
员进行培训。

【安全文化建设】　在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期间，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演讲比

赛、宣传教育“七进一反馈”等重点活动。

全市接受群众咨询８万余人，发放各种法
律法规宣传资料２０万余份，征集书画作品
４２０余幅，参与安全生产知识答题活动
２０８００余人，１５万人次参观安全文化主题
公园。１３支志愿者服务队、７８０余名志愿
者深入社区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开展微信

助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关

注人数达２万余人。举办普法大讲堂，聘
请专业教师授课，提高从业人员“知法、守

法、懂法、遵法”意识，减少违章违规操作。

组织参加《宪法》和《安全生产法》颁布一

周年专题宣传活动，印制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宣传手册１万册，免费向群众发放。开
展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活动，５个企业
通过省级评估。夯实企业“三项岗位”人

员培训，实施精准培训、严格考核，培训考

核“三项岗位”人员３５００余人。
【应急演练】　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
学品、消防、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

域开展一系列应急演练，组织参与华阴市

３１０国道“２．９”石油液化气泄露、富平２１０
国道“４．４”石油液化气罐车交通事故、潼
关２０４县道“５．３”油罐侧翻事故、潼关３１０
国道“６．１８”柴油罐车泄露等事故的抢险
救援。

【责任追究】　全年查处非法违法行为 ４
起，行政处罚７０万元，对５１名责任人追究
责任，其中 ３名企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对大检查期间发生事故的华能蒲城发电有

限公司和存在重大隐患的金堆钼业集团尾

矿库进行上限处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

任；严肃查处富平县烟花爆竹“６．２４”燃烧
爆炸事故责任；针对韩城市煤炭生产突出

问题，约谈韩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并责成韩

城市对煤矿监管不力的有关部门严肃

追究。


国土资源管理

渭南市国土资源管理局

局 长　吴　峰
副 局 长　杨建仓　薛建军
移民办主任　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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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工 程 师　蔡振中
【建设用地保障】　全年申报建设用地
１４６７公顷，供应８００公顷。（需要补充）
【耕地保护】　逐级签订《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目标责任书》。落实以补定占、先补

后占、占优补优的占补平衡方针，实施占补

平衡项目２１１个、新增耕地０．３５公顷，开展
“补改结合”占补平衡试点完成 “旱改水”

项目０．０２８公顷，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９．０５
万公顷。划定永久基本农田５０．２１万公顷，
签订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２４３４份，设
立保护标志牌１２７个，超额完成下达任务。
截至目前，全市基本农田面积５０．２１万公
顷，耕地保有量５７．８７万公顷，均超额完成
任务。

【矿产资源管理】　矿产资源规划编制通
过省国土资源厅预审并报省政府审批。建

立健全矿山企业资源储量动态监督管理制

度，将各企业《矿山储量年报》和矿山储量

台账纳入采矿权年检之中，全市《年报》审

查率达到９５％，抽查率２０％。开展矿产资
源“三保三治”行动计划、开山采石和粘土

砖厂整治，全市关闭采石企业 １３５家，较
２０１４年减少８０％；４６４家砖厂全部关停，
其中取缔无证开采点３６处、注销采矿许可
证３１９家。应予公示的９７家矿山企业全
部实现矿业权信息公示，公示率达１００％，
市级专项抽查项目３３个，实地抽查率２９．
５％。以“科学找矿，绿色发展”为主题，国
土资源部矿产勘查办公室、省国土资源厅

和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东山黄金论坛”，

邀请两名工程院院士、省市领导和专家教

授，为潼关小秦岭金矿区中深部地质找矿

和黄金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把脉会诊、建

言献策。

【地质环境管理与地质灾害防治】　编制
发布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建

立健全地质灾害监测点５３０个，组织应急演

练１５５场２１９４３人次，提前并超额完成省厅
下达任务。组织宣传培训２４４场次８．７万人
次，再次实现全年地质灾害零伤亡。澄城县

成功创建地质灾害防治高标准“十有县”。

加大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完成《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年）》
编制任务，富平山水林田湖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申报中省生态修复、采煤沉陷区治理、地

质灾害治理项目７个，总投资达１０５亿元，
目前已获批１．６７亿元。
【执法监察】　强化执法监察机制建设，创
建执法监察微信平台，建立重大舆情和违

法线索快速反应处置机制以及卫片执法镇

（办）政府问责机制。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和“铁腕治霾”、煤场扬尘、“散乱污”企

业专项整治。推进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立案查处 ２６宗、拆除恢复土地 ６宗。
强化违法案件直查、督查力度，市级立案直

查案件８宗、挂牌督办１０宗、公开曝光１０
宗。推进卫片执法，全市土地卫片违法比

例５．５５％，矿产违法总量较去年下降
２３．５％。化解信访矛盾，受理群众信访问
题１２０件，接待群众６１人次，调处化解信
访积案１０宗，结案率达到 １００％，全年信
访案件较上年下降 ３０％，来访人数下降
６０％。
【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提
前一个月接入国家信息平台，提前两个月

完成存量数据整合建库汇交任务，省厅专

门致函市政府给予肯定和感谢。从办事流

程、业务规范、便民服务多个方面优化不动

产登记服务，累计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３７６７０本，办理不动产权证明 ２４３８６份。
推进农村房地一体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和农垦国有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成功

颁发全省第一本国有农垦产权证书。

【移民（脱贫）搬迁】　移民（脱贫）搬迁集
中安置率和城镇化率位居全省之首，《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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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移民（脱贫）搬迁安置项目工程监理

管理办法》由省移民办印发全省推广，澄

城县脱贫保障５万元基金试点取得成功，
整村搬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国家级试点

顺利推进，移民搬迁“关中模式”“渭南经

验”初具雏形，全省移民（脱贫）搬迁工作

关中地区现场会和全省移民搬迁工作推进

会先后在渭南召开。全市２０１６年度任务
１１４３０户已全部交钥匙到户；２０１７年度任
务７１８６户主体全部封顶，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００．３％，整体工作始终处在全省第一方
阵，得到省厅和省移民办领导的充分肯定，

《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

日报》先后对渭南市移民（脱贫）搬迁工作

的典型做法进行报道。

（赵振江）


招商引资

渭南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局

局 长　刘　莉
副 局 长　赵育红　郭向阳
纪检组长　李　刚
【概况】　全年全市共有在建项目５０９个，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７３８．２７亿元，同比增速
９．９６％，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省考指标完成
情况位列全省前三。全年共签约和落地建

设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１７家，在建５亿元以上
省际项目１１１个，帝亚一维、美联桥汽车、
中国酵素城核心区、牧原、正大、碧桂园、恒

大地产、洽川二期等一批项目在渭南落地。

【招商活动】　赴西安、北京、上海、南京、
杭州、厦门、香港等地组织参加丝博会、工

博会、厦洽会、哈洽会、中俄博览会、新能源

汽车电动车博览会、长三角、粤港澳活动周

等国内大型展会１５场次，自主举办北京经
济合作活动周、一带一路友城合作大会、渭

南上海产融结合恳谈会、渭南精细化工产

业优势推介会、南京加工贸易转型合作推

介会和杭州优势产业推介会等招商活动

２０余场次，其中丝博会全市签约合同项目
４０６个，合同引资３６１６．６７亿元，渭南市荣
获２０１７丝博会先进单位；北京经济合作活
动周得到副省长魏增军肯定，做出批示要

求全省各地市推广学习。

【招商方式】　先后组织５０余批次小分队
进行点对点、城对城对接，考察东浩兰生集

团、同济大学、上汽集团、申华控股集团、中

南控股集团、阿里巴巴集团、宝能集团、华

润集团等１００余家知名企业，获取合作信
息９０余条，签署合作协议５０余个。先后
与北汽、上汽、广汽、福汽、东风汽车、丰田

金杯、上海申华等品牌知名度高、研发投入

大、销售体系健全的的汽车生产制造企业

广泛对接，重点在专用车、改装车等方向寻

求整车制造合作机遇，帝亚一维年产１２万
辆经济型纯电动整车项目签约落地开工建

设；邀请宝能集团、恒大集团、九鼎投资、葛

洲坝集团、永辉超市、苏宁集团、中粮集团、

中国建筑集团、华润集团、正大集团、汉盛

控股集团、北控集团、天津欧易客等１５０余
家知名企业，陕西省新疆商会、福州陕西商

会、法国法中企业家联合会、陕西省侨商联

合会、长三角陕西商会联盟等境内外企业

及商协会２０余家来渭考察，实地对接项目
信息，全年来渭客商达４５００人次；全市领
导干部带头外出招商７１８批次，其中市县
主要领导带队招商 ３７２次，共接待客商
１４２２批次，洽谈项目 １０１５个，签约 ５０５
个；富丹“区中园”落地开花，与新疆霍尔

果斯口岸签订合作协议。组织全市招商系

统进行招商引资项目观摩问诊。

【项目合作】　设立渭南市驻欧盟、中亚、
东南亚、东非４大驻外经贸代表处，签订口
岸合作议定书。在有合作潜力的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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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立经贸办事处，加强渭南与该区域范

围内的国家、城市、以及有关部委、工商机

构及企业的联系，促进渭南市友好城市建

设，促进区域间在经贸、教育、人文、技术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渭南与一带一路

国家交流合作的渠道，打破传统的对外合

作交流的形式，开拓新的推介宣传、内引外

联模式，受到省、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和

省级相关部门的支持。截至目前，与代表

处开展的“渭南农特产非洲海外仓”、中亚

食用油、果业进出口及深加工和高等教育

（中亚３＋１合作项目）、马来西亚 －渭南
经开区清真食品园区、酵素特色小镇等合

作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对外交流】　举办“驻华外交官‘一带一
路’渭南行”大型体验采访和座谈会活动。

阿尔巴尼亚、捷克、波兰、塞尔维亚、摩尔多

瓦、马其顿等８个国家１０位驻华大使（外交
部副部长）、参赞等，深入渭南市５个县市
区，触摸渭南蕴藏深厚的历史人文；调研３Ｄ
打印、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利用国际在

线、ｔｗｉｔｔｅｒ等中外媒体进行６１种语言网站
全球传播，搭建沿线国家和城市“民心相

通”的合作桥梁，将“渭南形象、渭南文化、

渭南故事”传向世界。此外，组织开展乌干

达政府国务部长代表团、罗马尼亚登博维察

省省长、新西兰地方政府协会等高规格团组

的来渭访问交流工作，签署渭南－乌干达卡
帕拉市发展友好城市意向书。

【“请进走出”活动】　利用丝博会、黄河金
三角投洽会等大型会议，邀请到韩国、泰

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外驻西安总领事

馆，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等５个国家地方政
府，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等１０余家
国外在陕经贸机构参会。有针对性地赴匈

牙利、俄罗斯、乌克兰、日本、韩国等国家进

行访问，宣传推介渭南优势资源、投资环

境、优质产品等，与当地政府及商会、企业

等机构进行会谈，实地考察企业、对接项

目，寻求合作契机。落实省市主要领导对

于外事交流、驻外代表处升级建设等要求，

建立中韩医疗美容中心合作项目。

【国际友城交流】　参加俄罗斯阿穆尔共
青城市建市８５周年庆典活动，韩国昌原市
地方政府经济旅游会议，在龟尾市举办中

韩医疗美容产业合作推介会。邀请匈牙利

赛格德市及其所在琼州政府代表团来渭访

问，考察调研渭南农业、教育、中医、文化旅

游等产业项目。与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工业

大学、韩国庆云大学、龟尾市江东医院、大

邱Ｖ整形医院、釜山ＴＨＥＢＯＤＹ整形医院
等２校３院初步达成合作办学及人员输出
就业共识。派员２批２人次赴日本、韩国
执行友好省道和公务员互派交流项目，组

织青少年代表３００余人次赴韩进行家庭寄
宿文化探访交流活动，体验国外教育模式

和生活方式。

【外事服务】　邀请匈牙利琼格拉达州州
长卡卡斯·贝拉及文艺代表团、渭南市驻

欧盟代表处代表参加踏秀华山·卤阳湖国

际半程马拉松嘉年华活动。支持渭南市承

办“华山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渭南国

际自行车赛、大荔、卤阳湖国际马拉松、富

平“国际陶艺论坛”等国际性活动，召开服

务外向型企业和相关部门的“渭南企业产

品开拓中亚、非洲市场说明会”。

【外宾接待】　全年共接待外宾１０批１００
余人次。外宾接待严格执行中省市有关文

件精神。先后接待日本爱媛县国际交流课

主干事松浦和仁、法国驻华大使馆使节、匈

牙利琼州州长卡卡斯·贝拉、吉尔吉斯斯

坦亚洲银行副总经理、阿尔巴尼亚驻华全

权特命大使、美国陕西商会、乌干达政府国

务部长代表团、罗马尼亚登博维察省省长、

新西兰地方政府协会执行总长等国外政要

及企业代表团。为渭南市与国际城市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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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础设施建设、体育产业化、国际旅游目

的地建设、教师培训和留学培训、经贸合作

等方面奠定良好基础。


海关监管

渭南海关

关　长　樊航军
副关长　朱　越
【业务监管】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外贸进出口
总值１１．６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下同）
下降４．５％，其中出口１０．２亿元，下降
４．０％；进口１．４亿元，下降７．６％，同期贸易
顺差８．８亿元，在陕西省１１个地市中（含杨
凌农业示范区）排名第六，较去年下滑一

个名次，进出口总值约占全省的０．４％。渭
南海关受理进出口报关单共计７５４票，同
期增长４７％，进出口货运量 ３４２吨，同期
增长３８．５％，总值３，９２３万美元，同期增长
４４．１％，征收税款 ４０２万元，同期下降
６３．１％，补征税款２４．４万元，办理企业注册
备案５５家，办理企业注册备案变更６０家，
进行企业注册信息核查 ４次，受理企业
２０１７年度逾期年报２９份，办理加工贸易
电子化手册６本，审批设立渭南市第一家
保税仓库—陕西世纪易汇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公用型保税仓库。

【通关时效】　渭南海关指定专人跟踪报关
单流转信息，对报关单全程跟踪，提升内部

单证流转效率；主动沟通联系企业，及时解

决进出口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题，加快企

业申报与缴税速度；建立联系沟通机制，加

强与职能部门、口岸海关及“两中心”的联

系配合，减少口岸环节通关瓶颈；加强关员

业务知识学习，鼓励关员赴总关职能部门、

业务现场及兄弟海关学习先进经验，规范作

业流程。２０１７年渭南海关进口、出口通关
时效分别为３．０８小时和０．２５小时，均排名西
安关区所有业务现场第一。

【政策宣讲】　２０１７年渭南海关与渭南市
商务局、口岸办及渭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组成联合调研组，先后赴潼关、华阴、华县、

白水等县市联合开展外贸调研，推进全国

通关一体化改革及“单一窗口”建设工作，

实地解决企业通关难题，让企业真正享受

“家门口”通关便利；联合西安海关办公室

向社众公众宣传海关１２３６０服务热线，宣
讲进出口贸易、进出境对外活动中海关政

策法规，在办理海关业务中的疑难问题寻

求帮助以及对海关的工作意见等；派员参

加渭南—南京加工贸易升级交流会和第六

届中国西部跨国采购洽谈会暨国际（渭

南）农产品交易会，设立展台积极宣讲海

关通关便利措施。

【外贸服务】　建立企业协调员制度，采用
“一对一”服务，主动上门为陕西线艺电子

有限公司进行认证指导工作，使该公司成为

渭南市首家海关ＡＥＯ认证高级认证企业；
实地了解渭南奥威食品有限公司进出口业

务开展情况，答疑解惑该企业余料结转困难

问题，并办理加工贸易电子手册，方便其加

工贸易业务顺利开展；协调咸阳机场海关并

派员赴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进行

ＡＴＡ单证验货为其开放绿色通道，保障该
企业产品展览如期进行。渭南海关牵头渭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税局及商务局等多

家单位主动走访渭南市多家外贸企业，摸清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详细了解渭南外贸发展

的特点及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撰写调研

报告，对做大做强渭南市外向型经济经济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就促进渭南外贸发展撰写

送阅件２次汇报市委、市政府。

９４２海关监管　　



教育 科技 文化

教　　


育

渭南市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　党福奎
党 组 副 书 记　陈继刚
副 局 长　柴芳侠　姚培实

柴新宏

纪 检 组 长　杨立鹏
渭南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副 主 任　颜伯勤（７月离任）
副 主 任 督 学　刘红兵

杨春成（７月离任）
【教育概况】　全市有各级各类学校（幼儿
园）２３９５所，其中：职业高中２８所，普通高
中５１所，初中 ２０１所，小学 ４５０所，小学
教学点２６８所，特殊教育学校９所，幼儿园
１３８８所。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在校学生
７３２０４１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学生９９６４８
人、职业中学在校学生１９６１６人（职业高中
１６６６３人、普通中专２９４３人）、初中在校学
生１２３８５１人、小学在校学生２９２３０９人、幼
儿园在园幼儿１９５７４４人，特殊教育学校在
校学生８７３人。全市中小学学校专任教师
５６０４１人，其中普通高中 ９３５８人、职业中
学１４５８人、初中１４２８７人、小学１７８５６人、
幼儿园１２８８２人，特殊教育２００人。
【学前教育】　启动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新建公办园３０所，全市普惠性
幼儿园占比达到６５％，省示范园占比达到
２．５％。市县两级培训园长、骨干教师

３５００人。
【义务教育】　 制定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意见。临渭区（含

经开区、高新区）、华州区、澄城县通过国

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验收，澄

城县、华州区通过省级“双高双普”评估验

收，完成对澄城县的市级义务教育均衡

“双高双普”评估验收。落实义务教育免

试就近入学政策，全面实行阳光招生、均衡

编班。

【高中教育】　大荔中学、咸林中学、蓝光
中学创建省级示范高中，渭南中学、富平中

学、蒲城兴华中学创建省级标准化高中。

全市参加高考报名考生共４７３６１人，
较去年减少了２７５８人。本科上线总数达
到２６６７１人，较去年增加２７４３人。文、理
科一批本科上线７５３８人，上线率２１．８１％，
较去年增加２．１４个百分点；文、理科二批本
科上线１４１０３人，较去年增加１１６人，上线
率４０．８０％，较去年增加４．８５个百分点。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组织开展全市
“职业教育活动周”“职校进初中”“全民学

习活动周”，以印发宣传册等形式宣传全

市职业教育。中考报名３９７７５人，中等职
业学校今年招生数为 １１８６３人，其中教育
系统招生数为８９３５人，人社系统招生数为
２９２８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位居全省
第三。推选３２名教师参加省级信息化教
学大赛，３１名教师获得荣誉。合阳县通过
国家涉农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验

收。１人获国家“百姓学习之星”称号，３
人获省级“百姓学习之星”称号。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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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承办全省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澄城
现场推进会。

【体育艺术卫生教育】　遴选全国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２０所，全国校园篮球示范学校
１１所，遴选“２０１７年市级青少年足球训练
基地２７所”。参加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
动会体育科学论文的遴选并上报５篇优秀
论文，１名论文作者获得国家级二等奖。
向省教育厅报送合阳县《提线木偶》《线

戏》，潼关县《魔女舞》等学校体育艺术教

育成果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力

量》等系列节目。

【教师队伍建设】　加大教师引进招聘力
度。２０１７年通过全市统一招教招聘教师
６５８人，招聘农村特岗教师５８５人，命名杨
晓蓉等９名教师为首批“陕西省中小学教
学名师”，遴选推荐第二批省级教学名师

１０名；评选申报省级学科带头人２３名；评
选市级教学能手２１０人，新增省级教学能
手６４名。评选出“优秀校长”５０名、“优秀
教师”１６名、“优秀班主任”１０１名、“教书
育人楷模”３０名、“先进教育工作者”５０
名。组织９２人在北京参加“高考综合改
革”高级研修班。８月，培训乡村教学点负
责人２００名。
【中小学党建】　联合市委组织部举办渭
南市首批中小学校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培

训分三期进行，共培训全市骨干党务工作

者３００余人。６月中旬，中组部、教育部督
查组组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

一行５人，对渭南中小学校党建工作进行
督查指导。１１月，在全省基础教育党建现
场会上，市教育局介绍了渭南的经验做法，

党建模式在全省交流学习。

【教育保障和脱贫攻坚】　实施“城区百所
学校建设工程”，建设学校１１所，加快“全
面改薄”工程。推进“千校达标”工程和

“九项示范校”创建工作，年内创建标准化

学校１８１所。加大“三通两平台”建设力
度，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继续实施１３年
免费教育。完善学生资助体系，落实精准

扶贫政策，建立精准扶贫学生信息库。实

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加快学校食堂建设

和安全监管，实现义务段学生全覆盖。开

展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培训。

【中小学德育】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六进工程”。“六一”前后，各县市区共

表彰１０４名县区级“美德少年”，６１名学
生被授予“渭南市美德少年”荣誉称号，华

州区毓秀小学学生朱文婷，白水县田家炳

实验中学学生鱼艳珍被评为２０１７年陕西
省美德少年。全市德育工作典型案例 １３
个，优秀案例５个。其中，临渭区《做实慈
善教育 践行立德树人》被教育部评选为优

秀案例，受到表彰。

【教育改革】　建立健全义务教育教师队
伍“县管校聘”管理体制，全面实行农村中

小学紧缺学科教师“无校籍”管理改革，推

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工作。

推进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基本完成职

级评审工作，初步构建校长专业化发展新

机制。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除大荔县外
其他县区完成初级、中级校长职级评审，完

成市级评审筹备工作。

【教育行风建设】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和

家风教育。推进行风建设重点问题专项治

理，规范教育收费、依法办学工作，创新教

育纠风协作区工作。推进教育“放管服”

改革。

【研学旅行】　联合发改委等９部门下发
《渭南市试行研学旅行的意见》，富平县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华阴市中国兵器工业试

验测试研究院、研学部被教育部评定为第

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市级综合实践基地全面建成，１２月９日至

１５２教育　　



１０日，承办陕西省校外教育成果展示活
动，全省１１个地市主管校外教育的局长、
少年宫、校外活动中心主任、综合实践基地

校长等６００余名师生参加。活动被多家媒
体宣传报道，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田力）


渭南师范学院

党 委 书 记　丁德科
党委副书记、院长　卓　宇
党 委 副 书 记　任　健
纪 委 书 记　肖耀刚
副 院 长　程书强　李海龙

权雅宁　卢爱刚
【学校概况】　学校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
与国内外１５所高校合作培养硕士、博士研
究生。现有１２个二级学院及国际交流学
院、中华仓颉汉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有

６４个本科专业，涵盖教育学、文学、理学、
艺术学等１０大学科门类。面向全国招生，
在校生１７０００余人（含港澳台高校交换生
和韩国、泰国等国留学生）。学校现有朝

阳、西岳、汉马三个校区，正在筹建富平校

区。已有建筑面积８６．７万平方米，教学科
研仪器设备值１．５亿元，馆藏图书２０２．１２万
册，电子图书４５．９万册，中外文数据库 ２５
个，数字资源实现学科全覆盖。

【内涵发展】　学校重视内涵发展，编制
《渭南师范学院“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渭南师范学院“五个
一流”建设方案》，大力实施“一流教师”

“一流学科”“一流专业”“一流学院”“一

流众创空间”建设计划。制定《渭南师范

学院“十三五”追赶超越实施方案（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渭南师范学院追赶超越季度考
核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努力追赶超

越。完成本科教学工作自评估、预评估、教

育部审核评估和陕西省师范类专业引导性

评估工作，形成《渭南师范学院本科教学

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实施方案》。制定《渭

南师范学院教育“管办评”分离试点改革

项目之“人才培养及办学特色”第三方专

项评估工作方案》，完成厦门大学第三方

评估“人才培养专项诊断”工作，促进教风

学风好转和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学科建设】　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基础数
学、产业经济学等重点（特色）学科和马克

思主义、教育学、英语语言文学、音乐与舞

蹈学、美术学、戏剧与影视学、化学、生物

学、物理学、体育学等１０个特色学科。学
校按照“强化教师教育特色、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原则，坚持“以专业学位点

申报为突破口，以一级学科授权点申报促

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制定《渭南师范学

院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中长期规划》，构建

“一流建设学科、一流培育学科”学科建设

层次，确立教育硕士、工程硕士、农业硕士、

艺术硕士等硕士点培育学科项目，加大硕

士点培育学科建设力度。应用经济学等６
个特色学科建设项目顺利结题，２０１７年新
增陕西省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 １
个，学校被陕西省学位委员会、陕西省教育

厅列为拟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丝绸之

路中俄教师教育协同创新研究生院、渭

师—博仁教育研究生院博士培养工作进展

有序。

【师资发展】　与渭南市委人才办签署了
高层次人才合作协议，学校引进的人才同

时享受渭南市高层次人才待遇；与同济大

学等高校建立人才合作关系，支持帮助学

校提升师资水平。选派５名教师赴泰国博
仁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２名教师被泰国
博仁大学聘为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

师。全年引进博、硕士３１人，现有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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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０余人，正高级职称 １０９人、副高级职
称３３６人，博士学历教师２４６人，１人被评
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１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２人取得三
级教授任职资格，１人被遴选为陕西高校
首批“青年杰出人才”，１人被评为陕西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优秀教师。

　　中共渭南市委与渭南师范学院签订
《人才工作合作协议》

【科研能力】　成立“一带一路”中俄泰教
师教育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获批陕西省公

共服务子平台１项。组建渭南市创新产业
联盟３个。与白水县共建中华仓颉文创产
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承办陕西省社科界

第十一届学术年汇和渭南市科协“科技之

春”科普报告会。遴选 ３７名博士专家参
加渭南市政府开展的博士专家科技服务行

动，促进高校与企业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全年发表论文１６３４篇，其
中核心论文７４５篇，获批专利６９项，软件
著作权１９项。获批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研究成果奖９项、第十一届陕西青
年科技奖１项、陕西省优秀调研成果３项、
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１项、
全国学校共青团优秀研究成果奖１项、渭
南市科学技术奖２０项。
【招生就业】　完成设计学类与计算机类
专业按大类招生的试点改革，生源质量稳

步提升。全年招生 ４７４６人，其中本科

４０８４人，专升本６６２人。举办各类招聘会
３１场，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９１．０６％。引
导毕业生到西部边疆地区就业，２８名毕业
生被新疆、西藏招录为公务员，１３８名毕业
生赴新疆工作。加强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

就业帮扶，为３２６名建档立卡毕业生建立
了帮扶档案和帮扶联系卡，２０１７届建档立
卡生就业率为９９．０８％。
【创新创业】　“渭南师范学院创客空间”
获批国家级众创空间，并被纳入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学院获

批陕西省创新创业试点学院。学校获批为

教育部“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百千万

工程）”试点院校、陕西省首批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年设立１００项校
级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孵化出

省级项目５５项、国家级项目２２项。完成
２０１７年大学生“创业创新校长奖”的评选
及表彰，奖励１１８名个人、６９个团体。完
成２０１６年大学生实体创业项目结项工作，
９个项目注册成为实体。组织２０１７年大
学生实体创业项目的立项工作，举办第二

届创新创业成果展。获 ２０１７年“创客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三等奖２项、优秀
奖３项；第二届中国大学生跨境电商创新
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总决赛一等奖、三等奖。

【合作交流】　俄罗斯研究中心、泰国研究
中心入选教育部国别研究中心；莫斯科艺

术学院正式招生，运行良好；成立渭南师范

学院合作办学管理委员会，选派２１名教师
分别赴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泰国

博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推荐１３名学生到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留学，２１名学生赴日
本、韩国、新西兰等国研修。聘请１０名外
教来校任教。５３名韩国、泰国学生来校学
习汉语、体验中国文化。组织访问团赴俄

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泰国博仁大学、

泰国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分校等校交流访

３５２渭南师范学院　　



问，深化合作交流。１名教师赴英国从事
汉语国际推广及教学工作，５名教师通过
２０１７年西部项目评审，获得出国学习资
格。接待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日

本北海道文教大学、台湾地区朝阳科技大

学、大韩民国驻西安领事馆等来校交流活

动。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泰国博仁大

学等高校联合在北京国家美术馆举办“铁

肩·使命·热土———丝绸之路国家高校师

生美术展”。举办“中国金粟山丝绸之路

文化创意产业国际论坛”“世界创意经济

之父”约翰·霍金斯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

演讲。

　　“世界创意产业之父”、英国著名创意
文化产业研究专家约翰·霍金斯参加渭

南师范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党 委 书 记　王　晖
党委副书记、院长　王　津
党 委 副 书 记　车绪武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杨云峰
副 院 长　王　闯　焦胜军

李林军

【学院概况】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创办于１９７３年，前身是铁道部渭南铁路
工程学校，２００２年由铁道部划归陕西省人
民政府，２００３年改制升格为专科层次的高
等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占地面积７０公顷，
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１．３万余人，开设专业
４０个，设有八系四部。学院是教育部高职
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

校、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

质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国家教学工作

诊断与改进工作试点院校、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职业教育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副主

席单位、陕西省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先

后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首

届全国高职院校就业星级示范校、全国职

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全国职业院校

魅力校园、全国高职高专院校科研工作先

进单位、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校、首

批国家级示范职业技能鉴定所（站）、全国

高校校园文化成果三等奖等荣誉称号，连

续三年获陕西省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目标

责任考核优秀单位称号。

【党的建设】　学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及十九大精神，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学院成功召开第二

次党代会，选举出新一届党委和纪委，完成

新一轮机构调整及处科级干部换届和总

支、支部换届工作。学院重视师生政治思

想教育，落实全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制定《思想政治理论课

院系领导干部听课制度》，领导班子成员

全年上党课 ４６人次，听思政课 ４３人次。
承办教育部“高职高专思政课”现场教学

展示活动。当选为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

质教指委委员及分会工匠精神培育专门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陕西省职教学会学

校党建及文化素质教育咨询委员会主任单

位。成功申办第八届全国职业院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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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高端论坛。在全省加强和改进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学院作为典型代

表发言。１名教师获得全国思政课教学展
示活动“教学能手”称号，１名教师获得陕
西思政课优秀教师。

　　１１月３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承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

学指导委员会“高职高专思政课”分教指

委２０１７年会暨现场教学展示活动

【内涵建设】　学院全面实施８０项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建设任务（项目），取得阶段性

成果。《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运

行实施方案》经全国诊改专委会审核通过

并公布。制定《追赶超越季度考核办法》和

《２０１７年追赶超越季度任务清单》，明确１５
项具体工作任务、８５个考核指标及评价点，
在全省高职院校第三季度追赶超越中排名

第二位。土木工程检测技术专业资源库入

选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备选库，国

家级资源库达到２个。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专业入选全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大类示范

专业点。新增全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试点系建设单位１个。牵头承担教育部组
织的全国高职院校工程物流管理和铁道桥

梁与隧道工程技术２个专业的教学标准制
定工作。物流管理、铁道通信信号两个省级

专综改革试点项目均以“优秀”等次通过验

收。学院教学成果获２０１７年陕西省高等教
育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０１７年，学院引进人才
３３人，其中高层次人才１人，在职攻读博
士１１人。选派优秀教师参加国内交流培
训１０１人次，赴企业实践锻炼６４人，邀请
院士及数十名企业专家来校做专题报告和

教育培训工作。教师在各类竞赛及评选活

动中获奖１３６项，其中一等奖２３项。全年
发表学术论文３００余篇，科研立项１３８项，
发明专利２项，新型实用专利４６项，科研
及技术服务合同额１２８２万元。入选国家
级、省级专家库专家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１４人，５人分获“第五届全国黄炎培职
业教育杰出教师奖”“全省高校２０１６年度
人才工作先进个人”“陕西省岗位学雷锋

标兵”“陕西带徒名师”“２０１７年省‘特支
计划’领军人才”荣誉称号。叱培洲焊接

技能大师工作室被陕西省教育工会授予

“职工（劳模）创新工作室”荣誉奖牌。

【招生就业】　２０１７年，学院共录取新生
４６８７人，其中单招考试录取２５６０人，高招
考试录取 ２１２７人。在陕理工类最低分
２８５分，高出专科线１３５分；在陕文史类最
低分４２３分，高出专科线２７３分，高出三本
线８９分，生源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学院
２０１７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９７．０６％，其
中８７．３９％在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各铁路
局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业。第三方数据机

构麦可思公司调查公布，毕业生平均月收

入比全国高职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水平高出

７５１元，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比全国高职毕
业生平均水平高出 １３个百分点。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２０１８届毕业生目前已有
８６．７５％与企业签约。２０１９届３００多名毕
业生入选现代学徒制班，提前两年签约。

【素质教育】　实施素质教育“八大工程”
“双创工作”不断推进，共青团学生会活动

有声有色。持续开展“五类十佳”青春榜样

评选、暑期“三走进”社会实践等活动。

５５２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７年，学院当选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职业教育学校体育工作委员会副主席单位。

学生在中省各类专业技能大赛中共计获奖

１４９项，其中获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陕西金奖，为陕西高

职最好成绩；第五年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测绘赛项一等奖；第三年获全国职业院

校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专业技能竞赛团体一

等奖。学生参加文体比赛３４项，共计１２３
人获奖。其中男篮获２０１７年陕西省大学生
篮球联赛暨ＣＵＢＡ预选赛男子丙组冠军，晋
级ＣＵＢＡ全国大赛；羽毛球队获陕西省大学
生羽毛球锦标赛丙组冠军；乒乓球队获陕西

省大学生乒乓球锦标赛丙组男团冠军；武术

队获陕西省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女子甲组双

器械、男子甲组其他太极项目第一名；舞蹈

队获陕西省大学生健美操、艺术体操、啦啦

操及校园健身操舞锦标赛４个第一名及最
佳成套编排奖。学院在中国高校创新人才

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中，位居全国高职第

５４名，省内高职第２名。校园文化建设成
果《吃苦奉献育铁路工匠 拼搏争先铸铁院

品牌》获全省高校一等奖。易班建设跻身

全国２０强，活跃度指数省内排名第一。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荣获第三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合作交流】　学院入选教育部“高端技能
型、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百千万交流计

划”２０１７年度中方项目院校。成为“一带
一路”中国－东盟轨道交通教育培训联盟
理事单位。参加第四届中俄交通大学校长

论坛，并代表高职院校作交流发言。与俄

罗斯萨马拉国立交通大学联合创办交通学

院。选派８名教师赴新加坡、澳大利亚、丹
麦和新西兰进行研修培训，４０名学生分两
批赴俄罗斯萨马拉国立交通大学、韩国釜

山东亚大学进行文化交流，先后派遣２４名
优秀教师分４期赴肯尼亚内罗华进行铁路
员工培训，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学院成

功入选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与中

铁十四局集团公司等８家单位开展现代学
徒制试点，组建“邹超”“刘勋”“芝勇”等

现代学徒制订单班 １３个，联合培养学生
５００多名。

　　１２月１４日，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与俄罗斯萨马拉国立交通大学签订

《陕铁院—萨马拉交通学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扶贫攻坚】　学院落实“双百工程”，成立
学院结对帮扶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扶贫办

公室，制定《结对帮扶工作考核办法（试

行）》《关于高校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等３项制度。设立扶贫
专款２００万元，学院领导先后 １５次赴洋
县、临渭区等地进行调研，先后召开１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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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各种具体帮扶问题，制

定２５项帮扶任务和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开
展扶贫活动３９项。在洋县职教中心挂牌
设立“陕铁院洋县教育培训学院”，在洋县

交通运输局挂牌设立“洋县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服务站”，与临渭区农村公路管理站

共建“乡村公路建设技术服务中心”产学

研一体化示范基地。举办各类扶贫技术培

训９期，２３０余人参加培训；资助３０万元
援建槐树关镇陈坪村文化广场，资助２０万
元援建洋县职教中心焊接实训基地，资助

１０万元援建合阳县五丰社区文化一条街，
“暖冬”行动中向临渭区站南办７５户建档
立卡户捐赠米面油。连续七年开展“一对

一”结对帮扶活动，２０１７年参与帮扶的教
师 ４６８人，占 全 院 党 员 教 师 人 数 的
７８．４４％，帮扶资金达２３．２５万元。

（周荣亚）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党 委 书 记　华惠民
党委副书记、院长　张　雄
党 委 副 书 记　党少平　林　宏
副 院 长　杨宇清　王录军

王韦华

【学校概况】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是陕西
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２００５年由
原陕西省中医学校、陕西省大荔师范学校、

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陕西省渭南农业学

校合并组建的一所高等职业院校。学校位

于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地面积５９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６．６万平方米。教职
工８４９人；在校生１１５０１人；教学用计算机
１１７７台；馆藏图书９２．３万册；校内实验实
训室９２个，校外实习基地１５９个。学校为

国家优质专科高职院校建设单位、省级示

范性高职院校立项单位，２０１７年获批全国
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陕西省

“创新创业改革试点学院”，继续保持“全

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专业建设】　三年制大专开设护理、中药
学、助产、中医学、针灸推拿、临床医学、康

复治疗技术、小学教育、英语教育、学前教

育、畜牧兽医、宠物养护与驯导、动物医学、

园艺技术、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营养与检

测、药品生产技术、市场营销、旅游管理、酒

店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会计、汽车检

测与维修技术、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制造

与装配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机械制造与

自动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理、建筑电气工程技术、建筑装

饰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工程造价等

３５个专业；五年制大专开设护理、中药学、
助产、学前教育、畜牧兽医、建筑工程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７个专业。其中，
国家骨干专业７个（中药学、护理、畜牧兽
医、中医学、学前教育），省级一流专业 ２
个（中医学、护理），省级重点专业５个（中
药学、护理、畜牧兽医、中医学、学前教

育）。

【师资队伍】　专任教师５３４人，其中：正
高级职称２３人，副高级职称１７２人；博士
５３人，硕士２６３人；双师素质教师３１３人；
省级教学名师２人。外聘客座教授、高级
工程师、高级技师７９人。２０１７年，学校继
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先后引进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２９名；１
名教师博士后工作站开展科研；２名教师
高校访学；５名教师攻读博士、硕士学位；６
名教师代表团赴马来西亚科技大学访问交

流、１１名骨干教师赴德国高级研修；４名教
师被确定为全国中医药行业职业教育“十

三五”规划教材主编；院长张雄出席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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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

为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学校代表团赴马来西亚科技大学访问

【科学研究】　学校成立有两级学术委员
会、科学技术协会；创刊有《渭南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拥有市农产品食品检验检测

和研究中心、市中药保健品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市果业研究院、利君—渭职院中医药

专家工作站、１１个研究所（中心）等科研机
构，以及１个省级科普基地、６个市级科普
基地。现有省青年科技新星３人、市行业
首席专家 ２人、市科技拔尖人才 ５人、市
“百名科技人才”３人、市“三三人才”２人。
２０１７年，建成澄城县中药材种植、澄城县
电子商务、临渭区现代果业栽培、经开区酵

素、大荔县冬枣、高新区白杨社区卫生院、

　　举办渭南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暨渭
南职业技术学院第七届科技月活动

华阴市生物医药、陕西利君制药等八大产

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举办渭南全国科普

日主场活动暨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第七届科

技月活动；申报市级众创空间获批；筹建渭

南市科普讲师团，争取科普经费３万元；举
行学术与科普报告４０余场。全年省教改
立项２项，省科研立项９项，市级科研立项
４项，支助优秀学术著作出版 ５部，３７篇
（本）论文、著作及７项应用成果获校级科
研奖励。

【校企合作】　２０１７年，先后与高新区、渭
南３Ｄ打印产业培育基地等共建全国首个
混合所有制模式３Ｄ打印创新学院；与周
至县人民政府、深圳国泰安教育集团共建

全国首家猕猴桃产业特色学院；与大荔县

人民政府共建中国乡村振兴学院；与高新

区共建学校附属幼儿园（渭南市高新区第

二幼儿园）；与大唐移动、浙江吉利汽车、

北京海天恒基装饰、武汉美斯坦福、华山旅

游集团、渭南市中心医院等４０余家知名企
业和教育机构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校内设

有 “３Ｄ打印班”“杏泰血透班”“北医班”
“市医班”“市幼班”“青萱班”“天语班”

“国际邮轮班”“大唐移动通讯班”“互联网

＋特色班”“吉利汽车班”“勇捷建设班”
“迪博班”等企业冠名班。

【校园文化】　２０１７年，参加全市“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校园更新橱窗、

标识、电子屏等公共文化载体，设立公益宣

传文化墙８６面、广告牌１０个；开设“道德
大讲堂”“致远大讲堂”，进行宣讲活动 ９
次；赴社区、幼儿园、敬老院等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１４次；校内举办大型技能比武１０
次；在全校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学习

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到基层去、到边疆

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大力实施“教职工道德育人工程”

“学生素质养成工程”“阳光体育运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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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全年获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

成果一等奖，被评为全省高校“学雷锋活

动示范点”、全省“老干部活动示范中心”、

陕西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师生获国家级

二等奖 ２个；省级一等奖 １个、二等奖 ８
个、三等奖２０个、铜奖１个；行业学会一等
奖２个、二等奖２个、三等奖６个。先后有
新加坡、韩国、日本、加纳、中非等国家和地

区１１个代表团来校访问，与日本、马来西
亚、俄罗斯、德国等高校或教育机构签署合

作办学协议。

【社会服务】　学校为幼儿园教师国家级
培训基地、省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

地、全省成人继续教育社区教育培训基地、

渭南市中等职业学校师资培训基地、渭南

市骨干人才培训基地、渭南职业教育集团

龙头单位。２０１７年，完成陕西省专业技术
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幼师国培及渭

南市西医师学习中医培训项目，新增培训

项目３个，培训１７批次，参训９４１９人次。
学校先后在澄城县设立职业农民培训学

院、“青年志愿者服务基地”，举办幼儿园

园长培训班，捐赠图书１５０００册；在大荔县
南黄村、临渭区阳郭镇肖底村为群众义诊

２００余人次；扶持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
综合实验示范点建设；启动博士专家团队

下基层开展科技创新驱动县域经济发展专

项行动；校内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５０００
余人，发放助学资金１６２０余万元。《中国
教育报》《陕西日报》陕西广播电视台等新

闻媒体对学校帮扶工作进行宣传报道。

【招生就业】　学校加入省级示范性高职
院校单独考试招生工作联盟，面向全国１４
个省（市、自治区）招生，设有学生资助中

心、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与全国各地３００余
家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全年开展

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举办国际合作

办学项目推介会、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与福

建闽江人才服务中心签订毕业生就业安置

战略合作协议。２０１７年，招生３５０７人，毕
业２０８５人，毕业生年底综合就业率达
９７．６８％。

（张民锋）


渭南技师学院

渭南技师学院

党 委 书 记　孙建升
党委副书记、院长　曲志勇
党 委 副 书 记　李东旺
副 院 长　杨　平　雷力斌
【概况】　渭南技师学院、渭南工业学校隶
属渭南市人民政府，两校一体，资源互补，

有着４０年的办学历史。开设数控技术、汽
车维修、应用电子、机电维修等专业。开展

技工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成人高等教育和短期培训等。先后被评为

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重点中等专

业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获得国家

技能人才培育工作突出贡献奖等荣誉。是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２０１７年学院开展职教大讲堂，举办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倡导志愿

者服务”等活动。２０１７年学院获得全市高
校统战工作先进单位、渭南市五四红旗团

委、渭南市共青团工作优秀奖、渭南市价格

诚信单位等荣誉。

【师资队伍】　２０１７年，学院公开招聘 １４
名高技能人才，选派１００余名教师参加国
培、省培和企业实践。组织教师参加中、省

各类大赛，有７名教师获得“陕西省技术
能手”。教师问小宁获得“首届全国机械

行业职业院校微课大赛”三等奖。教师薛

冬、毛小建、杨永刚被评为全市技工院校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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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教师。教师贺振南被评为渭南市职业教

育工作先进个人，教师吴长立被评为渭南

市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

【竞赛、培训活动】　学院鼓励师生参加省
级竞赛、国家大赛。在第七届全国数控技

能大赛陕西赛区选拔赛中，学院获得“最

佳组织单位”，在陕西省中职学校技能大

赛中，师生取得６个二等奖、１０个三等奖，
教师毛小健被聘为 ２０１７年中国技能大
赛———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组

委会副裁判长。２０１７年，学院承办陕西省
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能大赛、陕西省青年

职业技能大赛、第三届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地区职工技能大赛、渭南市职业技能大赛

等活动。２０１７年，学院先后承担陕西科技
大学、渭南市委办电子政务等高校和企事

业单位的实习和培训活动。

【校企合作】　学校先后与福建奔驰、珠海
格力、东风日产（郑州）、吉利汽车、中兴通

讯等大中型企业举办冠名“订单”班。与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辽宁丰田金

杯技师学院联手，签订合作办学项目，共同

培养汽车人才。

【升学通道】　学院搭建中职、高职“立交
桥”，学生可选择学院与西安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联办的“３＋２”五年连读，也可选择
“三校生”单独统考招生入高职或本科院

校继续学习。


科学技术

渭南市科学技术局

局 长　雷立新
副 局 长　李立新　周宝元　段作鹏
纪检组长　马　娟
【概况】　２０１７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４８．３％，Ｒ＆Ｄ占 ＧＤＰ比重达到１．３３％，技

术合同成交总额达到３．７３亿元，发明专利
申请量达到４８０件。市科技局被评为第六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暨第四

届陕西省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全省科技特派员工作组织管理先进市、全

省技术交易认定登记优秀机构、全省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优秀单位、全省科幻作品大

赛优秀组织单位、“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

新创业博览会优秀组织单位奖；渭南市知

识产权局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评为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和公安机关
执法工作突出集体”。白水县科技局局长

郭学军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表

彰为“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

【科研机构】　全市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
业事业单位共２２家，从业人员９５４人，其
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７９９人。开展蔬菜安
全高效生产技术研究与示范等科研项目

３２项，投入经费６４９．７万元。
【科技计划管理】　支持３Ｄ打印、动力电
池、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

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２０１７年争取
中、省科技计划项目 ６０项，资金 ３５４１万
元；组织实施市级科技计划１１１项，投入资
金２０４５．７万元。
【星创天地】　新增国家级星创天地５家，
省级７家，市级１１家，累计分别达到７家、
９家和２２家。各星创天地累计入驻创客
５００多名，拥有创业导师２３０多名，开展活
动１５０余次，带动就业近千人。
【众创空间】　新建国家级众创空间２家，
省级７家，市级７家，累计分别达到４家、９
家和２６家。各众创空间孵化面积达到１２
万多平方米，工位 ２４００多个，创业导师
４６０多名（含兼职）；入孵创业团队６３０多
个、初创企业 ３６０多家；新注册企业 １０９
家，入孵团队企业拥有知识产权 ５４４件
（含个人），其中发明专利５６件；有 ３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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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３７２２．３万元融资支持；吸纳就业
２０００多人。渭南市创新创业众创空间获
评“渭南标杆”、２０１７年陕西省首届金孵奖
最贴心创业孵化机构。

【科技孵化器】　新增渭南３Ｄ打印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１家，渭南市创新创业中
心和临渭区创新创业基地成功备案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达到

５家（国家级１家）。孵化面积１３万多平
方米，在孵企业用房９万多平方米；新增在
孵企业５９家，共１４１家，其中高新技术企
业９家；当年毕业企业１２家，累计毕业企
业７１家；在孵企业从业人员１９９７人；拥有
有效知识产权２４１件（含个人）。
【渭南（西安）创新创业孵化器】　筹建渭
南（西安）创新创业孵化器，组织市产投集

团代表市政府与西安雷信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渭南（西安）创新创业孵化器项目

合作协议，孵化器综合楼开工建设。

【科技工作站】　成立渭南驻西安高新科
技工作站，对接西安高校院所，征集企业科

技需求。组织陕西奥尔德机械有限公司、

渭南沃泰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与长安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对接３２次，促成
校企合作项目９个，签约合作项目３个，解
决企业技术难题３个。
【创新创业大赛】　承办第六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陕西赛区）暨第四届陕西省科

技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组复赛工作。举办

“字出仓颉”丝绸之路青年国际创客马拉

松大赛，“舞动青春、创造梦想”“科技创

新、成就梦想”和“首届苹果科技创新创

业”等科技创新创业大赛。１３家企业获省
创新创业大赛奖项，其中陕西智拓固相增

材制造技术有限公司获得第六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初创组三等奖，４
家企业获第二届陕西省农业科技创新创业

大赛暨创青春新农人与青年电商创业大赛

奖项。

【高新技术企业】　渭南鼎信创新智造科
技有限公司等２１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净增１２家，累计达到４６家。各高
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７９．４亿元，缴税１．７
亿元；科技人员 １６３５人，研发投入３．４亿
元；当年申请专利 １７６件，其中发明专利
９１件。
【科技研发平台】　新建动力电池及新材
料等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６家，冬枣等
市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３家。设施农
业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索类火工品２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正式成立。全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

１８家，其中省级１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５家，其中省级１家；省级重点实验室
１家。陕西省包装印刷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获省级评估优秀等次。

【协同创新发展】　市委、市政府印发《关
于建设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的意

见》和《关于加快渭南高新区与蒲城高新

区协同创新发展的意见》，支持渭南高新

区与华州区联合建设华州区工业园区，在

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挂渭南高新区

蒲城园区牌子，推动渭南高新区和华州工

业园、蒲城园区在产业布局、科技创新、招

商引资、成果转化等领域加强合作。渭南

高新区东区、蒲城园区挂牌成立。

【一县一策】　指导临渭区等１０个县市区
制定完善“一县一策”科技创新驱动县域

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大荔县和部省共抓示

范县柞水县结对共建示范县，白水县、富平

县开展科技创新驱动县域经济发展市县共

抓示范县试点工作。

【农业科技园区】　富平县农业科技园区
获得省级认定，全市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累

计５个；新增大荔县新颖等市级农业科技
园区１０个，实现市级农业科技园区县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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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和优势特色产业全覆盖。全市２４个
农业科技园区入园企业 ３８５个，总产值
１３８亿元；引进、示范新品种 １８８个，新技
术２０６项；派驻科技特派员２０３人，培训农
民８．７万人。
【科技资源统筹】　组建科技资源征集工
作小组，开展科技资源信息调查摸底及基

础信息的征集与整理。征集信息７６２条，
其中仪器类３９７条，科技机构类信息 ３６０
条。

【科学技术奖】　全市有５项科技成果获
２０１６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陕西神光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环境友好五元环含

氟材料催化合成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全市
有２４项科技成果获２０１７年市级科学技术
奖励表彰，其中一等奖６项，二等奖１２项，
三等奖６项。
【技术合同交易】　全市登记各类技术合
同１４２笔，成交总额达３．７３亿元，其中技术
开发合同２．５３亿元，转让合同０．７５２亿元，
咨询合同０．１８１亿元，服务合同０．２６７亿元。
【校地校企合作】　与渭南师范学院联合
举办“高校博士专家服务县区科技行动”。

富平县、华阴市分别与西安工业大学、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中冶陕压重

工设备有限公司与西安工业大学共同成立

“金属材料表面改性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车辆轻量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离子束生物育种转化基地”三个技术研

发平台。

【军民融合】　富平县韦加无人机科技有
限公司与西安近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中

国兵器工业第四研究院下属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陕西红岭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开展

服务于军队复杂的户外作业的“轻型单相

工频便携式数码１ｋＷ汽油发电机组”研发

工作。

【科技成果展】　组织渭南市沿黄河合阳
县、大荔县、潼关县参加５月２１日在榆林
举办的陕西沿黄经济带科技成果推介对接

会，发布渭南市相关企业科技需求 ３０余
项，发放科技需求汇编１００余册。组织陕
西红岭机电、陕西北人等７家企业参加第
２１届东西部科技成果交易展；组织２０多
家企业参加２０１７一带一路陕西科技创新
创业博览会；参加粤港澳科技活动周科技

创新发展合作交流会。日本花甲专家寿松

木章赴白水开展苹果技术交流培训。

【知识产权服务】　２０１７年共申请专利
１３７８件，其中发明专利 ５６７件，实用新型
专利６５５件，外观专利１５６件；共授权专利
８２３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７４件，实用新
型专利４７１件，外观设计专利２７８件。全
市发明专利拥有量有６０３件，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为１．１２５件。在各县市区开展
专利执法１０次，累计出动５８人次，检查场
所２３个，检查商品６８００余件，查处假冒专
利８２件，查处并办结专利侵权案件１２起。
培育贯标实施单位６家，省专利奖２项。
【科技扶贫】　成立联村包户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推进联村包户工作实施意见》。

在蒲城县孝东村建设酥梨农业科技园区和

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实施“酥梨生产关键

技术研究”项目，支持资金 １５万元；申报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各１项，制定配
方施肥方案１套，引进“玉露香”酥梨新品
种１个，推广酥梨种植实用技术３项；改造
老果园３００亩，有机肥改良土壤１５０亩，受
益群众８０余户。
【“三区”人才】　全市选派对接科技人员
１２３名，推荐受培人员１４名。选派人员在
７５个镇、５３２个村举办各类培训会４１２场，
培训农民 ５１６８０人次，培养技术骨干 １４７
名。引进新品种４０个，推广新技术６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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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建立示范基地 ５４个，服务带动农户
１１１８０户，为受援地引进项目 １８个，引进
资金７２０万元。
【科技人才】　印发《渭南市科研人才落实
“三项机制”实施办法（试行）》《渭南市百

名科技人才量化评价考核办法》等文件。

推荐陈琳、张佳、璐洋和王柯 ４人参评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中青年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组织开展第二批渭南

市科技英才和第三批渭南市百名科技人才

申报工作。

【科技培训】　承办全省“４．２６”专利周启
动仪式，利用“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４．２６
世界知识产权日”“第十一届中国专利周”

和“１２．４宪法日”等开展知识产权宣传，累
计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１．２万余份。围
绕科技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十九大精

神等组织开展科技创新大讲堂７期，培训
９００余人次。向市委、市政府及省科技厅、
省知识产权局等发布科技创新宣传信息

２１８条，在《渭南日报》发布“科技先行促双
创 创新之风遍秦东”等专题报道和消息通

讯等４０期，渭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相约科
技》栏目 ５２期。渭南科技信息网发布信
息２５５６条，其中科技动态１８２９条。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事业

渭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虎成
党 委 副 书 记　奚兴寿（８月离任）
副 局 长　王　淳　李　军

李　光
纪 检 组 长　刘绪斌
【概况】　全市文广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习总书记“发展先进

文化、创新传统文化、扶持通俗文化、引导

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

的要求，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努

力建设文化强市。公共文化惠民项目“一

元剧场”“四进零距”“青春之梦”分别开展

活动２１１３、９０５和１７０场次，农村数字公益
电影放映 ２４６１２场。成功举办“青春之
梦”大型系列活动之“凝聚青春力量·共

建文明城市”渭南市第六届青年歌手大

赛，本次大赛共１００名选手参加，现场观众
达 ５万人次。持续办好“金鸡闹春百花齐
放”正月里·新春文化大庙会活动，共演

出２０余场次，观看群众达６万多人。市非
遗传习馆接待参观考察团队１８２批（次），
累计参观人数达４万人次。
【艺术精品创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围绕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创排《金水弯弯》《枣花香》《秋

燕返乡》《李仪祉》《关西夫子》５部剧目，
其中２部参加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新编
秦腔现代剧《李仪祉》获得“文华优秀剧目

奖”“文华优秀导演奖”，新编同州梆子现

代戏《枣花香》获得“文华剧目奖”“文华作

曲奖”“文华表演奖”。渭南市秦腔剧团编

排的剧目《红色经典》，获得“纪念香港回

归二十周年暨庆祝十九大胜利召开全国戏

曲大赛”金奖。开展“一元剧场”十周年系

列演出暨全市第三届专业院团戏曲调演活

动，全市 １１个院团 １１部集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于一体的舞台精品剧目参加集

中汇演。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秦腔现代戏《家园》和秦腔小戏

《哎呀呀》在北京、桂林、重庆、银川、杭州

等地巡回演出 ２０场次，促进文化交流交
融。开展“党旗更红、祖国更美”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文化活动，统筹国有

文艺院团和社会文艺团体，在城区、镇、村

（社区）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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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　全面贯彻落实《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法》，建成镇村基层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 １４３４个、村史馆示范点 ２０个、
“百县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４８
个，县以上图书馆等级馆达 ８２％，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达标率６２．６％，万人拥
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３５１平方米；公共
文化服务年度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秦东
美丽女子学堂》获得“全省优秀群众文化

品牌”，举办《渭水讲坛》４期、《故事渭南》
专题讲座 １０场、编发《文广周报》５３期。
农村数字公益电影放映２４６１２场，实现全
市行政村全覆盖。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召

开、建党９６周年、建军９０周年、香港回归
祖国 ２０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
“太阳最红·共产党最亲”“党旗更红·祖

国更美”系列主题文艺展示展演 ３０余场
次。持续开展新春文化大庙会、渭南市第

六届青年歌手大赛、全民阅读等活动，开展

“大地情深”“春雨工程”大型活动，邀请中

国煤矿文工团来渭演出，同吉林延边 “双

向”文化交流演出４场次。加强全市３２３４
家农家书屋的建设，为每个“农家书屋”组

织配送１５００册以上图书，近３０种报刊，实
现全市所有县（市、区）行政村农家书屋的

全覆盖。市文广局新闻出版科科长王全龙

在２０１７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彰
为农家书屋全面建设十周年先进个人。

　　渭南市第６届青年歌手大赛总决赛暨
颁奖典礼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评审公布
市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３４个，《少华山传说》等７个项目入选省级
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拍摄制作《百集非遗系列电视专题片》１５
集。举办２０１７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
黄河金三角面花邀请赛、中国渭南“华山

风骨·渭水襟怀”工艺性剪纸全国邀请赛

等活动，其中黄河金三角面花邀请赛在央

视《新闻联播》播出。印发《渭南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校园实施方案》，１０月份在渭
河小学进行非遗进校园启动仪式，建立渭

南瑞泉中学、渭南初级中学等２８个校园非
遗传习基地。市非遗展示传习馆全面实行

“错时”“延时”服务，全年共接待参观考察

团队２３５批（次），累计参观人数达５００００
人次。华州区宏权皮影艺术有限公司创排

的现代皮影《芭蕾喜儿》《闹社火》《迈克杰

克逊》等剧目在央视、上海卫视亮相，在全

国多个城市演出；“澄城刺绣”获得“第六

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金奖。

【广播影视】　推进“百县万村示范工程”
建设，５个县２３个示范村应急广播器材配
置有序推进。投资２８４０万元，先后建成渭
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融媒体系统，购

买高清摄像机３４台、航拍无人机１台，电
视节目从拍摄、制作到播出达到全高清化。

做好党的十九大和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

会的会前、会中、会后深度宣传报道。开设

《十九大精神在秦东》《建设三地一中心、

追赶超越看今朝》《铁腕治霾渭南在行动》

《脱贫攻坚渭南在行动》《渭南标杆》等４０
多个新专栏，发稿１５００多条。举办《百姓
问政》５场；《环境热线》直播３２３期，邀请
市直单位、县市区领导６１３人，处理群众热
线２７８１条；开设《今日聚焦》专栏，对作风
涣散、办事拖沓以及扶贫工作中的渎职行

为等进行曝光。加强对外宣传、节目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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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品生产，在省电视台发稿５４４条，在全
省总体排名第一，在央视发稿３８条；广播
中心在中央台发稿 ２０条，省台发稿 １８７
条，在全省排名前三。《农家四季》栏目、

专题片《柿乡》分别获得第五届全国市县

电视节目一等奖，广播剧《天山雪莲》、微

广播剧《三袋米》获得第十七届中国广播

剧研究会专家评析奖三等奖。渭南市 １０
件作品获得“陕西广播影视奖”，其中一等

奖１件、二等奖４件、三等奖５件。

渭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文化市场监管】　起草《关于渭南市进一
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方

案》上报省委宣传部。开展文化市场综合

治理，集中检查各类文化市场经营场所

１．３９万家，出动检查人员４万余人次，办结
案件１９５件。全年共受理各类举报 １６３
起，查处率、回复率及群众满意率均达到

１００％。承办省、市“扫黄打非”进基层现
场观摩培训会，蒲城县兴镇、富平县宫里镇

大樊村入围首批全国“扫黄打非”进基层

示范点。查办渭南“１·０４”贩卖淫秽物品
案、“３·０４”销售非法出版物案、“６·０８”
假记者新闻敲诈勒索案３起“扫黄打非”
大案要案。渭南市“扫黄打非”办被评为

２０１７年全省“扫黄打非”工作先进集体。
全面实施文化市场“双随机”抽查、文化市

场分级分类管理、艺术品市场备案等工作，

积极推进渭南、绍兴两地市文化执法对口

交流协作。净化文化市场和网络文化环境

抽查率合格率均达到９５％。
【文化产业】　召开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推
进会、培训会，对县市区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进行专题调研和专项督查，印发《加快渭

南市文化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注释》，启动编制《渭南市文化

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完成渭南
市图书馆、渭南国际手工艺创业学院、秦东

乡韵民俗文化园３个全市重点项目策划任
务。在陕西（深圳）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上，推介文化产业项目６９个，签约３个，签
约资金３７亿元。渭南市８家文化企业入
驻“丝路汇”文化产品跨境电商平台，渭南

桃花源等４家文化企业被评为第六批陕西
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市文广局与韩城市

文广局联合招商引资的韩城市国际汽车文

化博览园黄河国际赛道公园项目，投资方

为陕西申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投资１０
亿元，到位资金１．１亿元，完成招商引资和
税收保障任务。全年新增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２７家，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５亿元，同比增
长３５％。２０１６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到４２．９８亿元，增长率为１２．５％，占 ＧＤＰ
２．６９％。
【文化助力脱贫】　坚持扶贫与扶力、扶
志、扶智相结合，创排《脱贫路上》《包联帮

扶》等６０多部小戏，深入全市４３５个贫困
村进行演出，其中《家园》助力脱贫演出１１
场次；市文广局同镇江市文广局签订《文

化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制订年度计划，促

进苏陕扶贫协作；开展“文明家风进万家”

主题活动，组织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进村

送戏曲、送电影、送春联；给村上配发文化

自乐班设备１套、广场舞音响６套，给全村
村民送去“家风、家训、励志”书法作品３８０
幅，给包联村配发文化自乐班设备１套、广
场舞音响６套，举办文化悦民联谊会，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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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３８０户每户送１幅“家风、家训、励志”
书法作品。

（龙　琪）


文物博物

【概述】　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点３６９７
处，古遗址１２０７处，古墓葬７３９处，古建筑
１３７１处，石窟寺及石刻２６处，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３５３处，其他１处。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２处（５９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１２０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４７７处。馆藏文物４万余件（组），其中一
级文物７５件（组），二级文物１８９件（组）。
全市共有博物馆 ２５家（含韩城），其中国
家文物部门所属博物馆１７家，民办博物馆
７家，国有行业内博物馆１家。

渭南市文物旅游局是负责全市文物、

博物馆方面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门。局领

导成员有：党组书记、局长刘忠生，副局长

习黎光、刘煜，纪检组长郭雅文。局机关内

设办公室、规划建设科、文物科、博物馆科、

行业管理科、执法与安全科、监察室７个科
室，行政编制 ３２人，实有工作人员 ３６名
（含工勤人员３名），渭南市文物旅游局下
属渭南市文物旅游稽查支队现有８人，渭
南市博物馆，编制３８人。

全市共有县级文物旅游管理部门 １２
个，其中临渭区、蒲城县、富平县、华阴市、

华县、潼关县、白水县、大荔县、合阳县、为

文物旅游局，澄城县为文体广电局，韩城市

为旅游委，渭南高新区、经开区为社会事业

局，从业人员１２１人。
２０１７年，全市文物工作认真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文物工作方针，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努力推动全市

文物工作的全面发展。文物保护的项目建

设、市博物馆建设、人才培训等项工作，全

面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本年度，被

评为“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先进集体”、渭南市文物旅游稽查支队被

省文物局、省公安厅评为全省防范和打击

文物犯罪先进集体。

【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２０１７年共争取中
央、省级文物保护资金３６１０多万元，实施
了唐陵石刻扶正工程、华阴老火车站、东岳

庙、华县禅修寺维修等１０余项文物保护工
程。

【项目申报工作】　一是完成了２０１６年度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年

报填报工作，对２０１６年市县投入文物保护
资金情况进行了统计，全年共投入保护资

金４８８０多万元。二是对全市的申报项目
进行筛选，共申报２０１７年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资金项目１４个，金额５９０３．４万
元。与市财政局联合申报明年的省级文物

项目３１项、资金７６０６万元。
【文物保护管理规划】　２０１７年，对西岳庙
金城门、东西牌楼、东西御碑亭修缮工程方

案、华阴魏长城红丰村、西关村段方案进行

核准批复，审核了大荔县三义庙维修工程

方案、华县蕴空禅院维修方案、桥上桥加固

方案、永庆寺维修方案、大荔丰图义仓东寨

门和东寨墙加固方案、西岳庙古建筑油饰

彩画修复方案、合阳文庙棚户区改造方案、

富平文庙大成殿维修方案等１０多项方案。
【文物保护基础工作】　一是申报第七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全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和重点的文物点进行遴选，共申报第

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５９处。二是申报
蒲城桥陵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编

制完成了规划、项目计划书、项目可研报告

等。三是开展省级文化遗址公园建设。对

全市符合条件的遗址进行了调查，遴选出

１９处予以申报。我市蒲城桥陵、泰陵和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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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县良周遗址３个文保单位，由陕西省文
物局授牌，为全省第一批文化遗址公园建

设单位。四是文物藏品修复室建成并投入

使用。蒲城县文物旅通过与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重点科研基地

合作，建成蒲城县博物馆文物修复室；渭南

市博物馆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合作，建成

渭南市博物馆文物修复室。文物保护工作

室的建成，填补了渭南市在文物藏品修复

方面的空白，对于提升我市文物修复能力，

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魏长城保护管理工作】　一是按照国家
文物局给予的魏长城编号，对魏长城进行

调查核实、统计，编制了汇总表格。二是将

以前无级别的长城段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４月１８日，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公
布陕西境内长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

知》，其中将我市的魏长城合阳段、澄城段

全部公布为省保单位。三是实施魏长城维

修工程。在去年实施华阴魏长城城南村段

加固的基础上，今年编制的澄城县魏长城

翟尚村段加固方案、华阴市魏长城红丰村

西关村段抢险加固方案通过了专家评审。

华阴市魏长城红丰村西关村段抢险加固工

程的资金２２６万元今年已下拨，明年开始
实施。四是完善魏长城“四有”工作。目

前安装魏长城新标志碑１１块，界桩４４处。
【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一是落实《关于
加强公路工程规划和建设期间文物保护工

作的通知》，积极开展大型工程选址的审

批。对西安到韩城的城际铁路线路提出了

意见，并对沿线用地进行了考古调查，涉及

省保单位 １处，县保单位 １处，文物点 ６
处。９月份，我们组织专家对西韩城际铁
路穿越魏长城方案进行了评审，方案已经

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二是完成富平县新

庄村唐代壁画墓发掘。该墓为唐高祖李渊

曾孙李道坚墓，该墓全长约４０米，深约１０

米，４个天井。墓室西壁与棺床等处绘有
一组山水屏风画，这组山水屏风画或为迄

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山水画，对研究我国

山水画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三是富平银

沟遗址发掘了１００平方米，已经完成了年
度任务发掘任务。四是刘家洼考古发掘获

得重大发现。刘家洼古墓经过省市县文物

工作者一年来辛勤考古发掘，初步认定为

春秋早期某一周系高级贵族的封国或采

邑。这一墓群无史料记载，关于墓主身份

和国别，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这一墓群是

继韩城梁代村古墓发掘之后渭南又一重大

考古发现，有望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博物馆工作】　一是渭南市博物馆与陕
西理工、渭南师范等三所高校以及两家单

位签订合作协议书，联合开展“智慧博物

馆·云端里的印象渭南”研究工作，此次

合作标志着渭南市博物馆信息化、智能化

进入正常发展的阶段。二是组织申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工作。渭南市

博物馆被省文物局授予首批优秀文化传承

基地。三是组织申报社区博物馆工作。华

州区朝阳社区博物馆、金新社区博物馆等

６家单位获得全省第一批社区博物馆授
牌。四是圆满完成了为期６天的 “相约渭
南博物馆 我做小小讲解员”第二期夏令营

活动。从４０名小小讲解员中评选出了１０
名“十佳讲解员”，同时与北塘实验小学８０
名小小讲解员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活动

还邀请了小小讲解员的家长亲友团，共同

见证孩子们的成长。五是按照国家文物局

关于征集“互联网 ＋中华文明”示范项目
建议的要求，申报渭南市博物馆“互联网

＋中华文明”项目，省文物局已拨付渭南
博物馆补助经费１５０万元，支持该项目的
实施。

【干部培训工作】　一是加强对渭南市业
务干部的培训。先后组织讲解员参加了西

７６２文物博物　　



安半坡博物馆的初级培训和高级研讨班，

选派讲解员参加了山西大同的讲解员培

训。组织了全市文博馆所主要干部的业务

培训。二是举办田野考古实践培训班。１０
月１６日至１１月２９日，渭南市文物旅游局
委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澄城县刘家洼

考古工地举办渭南市田野考古实践培训

班，历时４５天，培训了来自各县市文博单
位干部１５名。在考古工地对文博干部进
行培训，极大的提高了学员的文物保护理

论素养，也在动手操作技能方面得到切实

锻炼。为了进一步发挥考古工地的文化辐

射能力，我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协商，在

该基地设立“渭南文博干部培训基地”。

三是成功举办渭南市文博系统讲解员大赛

暨全省文博系统讲解预赛。大赛共有 １１
个代表队的５５名选手参加，其中专业组选
手４２名、志愿者组１３名。通过比赛，评选
出专业组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３名，三等奖
５名 ，优秀奖１０名；志愿者组一等奖１名，
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３名。１０月下旬，我
局选拔出这次讲解比赛获得好成绩的５名
讲解员，组成渭南文博系统代表队，参加陕

西省文博系统讲解员大赛，获得优秀组

织奖。

【文博宣教工作】　一是加强博物馆基本
陈列的提升工作。蒲城惠陵博物馆、潼关

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完成并对外开放。渭

南市博物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

勋生平事迹陈列》《百年筑梦———近代以

来的渭南》陈列方案经专家评审定稿；蒲

城杨虎城纪念馆、澄城县城隍庙神楼文管

所文物展示工程方案，已报省局待批。二

是推动博物馆举办各种类型的临时展览。

《韦江凡作品展》在渭南博物馆和澄城县

博物馆开展。为了纪念建军９０周年、抗战
全面爆发８０周年，先后举办了澄城县博物
馆举办了《胜利的基石·革命根据地货币

文献展》、蒲城县博物馆“观胜利台碑忆抗

战史，临胜利台匾承革命魂”活动、临渭区

博物馆张宗逊生平展、屈武生平展、澄城县

博物馆老村文学讲座等一大批展览。

【文物安全工作】　强化文物安全管理工
作。一是积极开展全省利用“北斗定位系

统监控田野文物”试点工作，监控试点选

在唐景陵实施，实施方案已经通过省级专

家组评审，正在进行后续施工程序的招标

方案制定等工作。二是与各县市区政府、

各景区管委会签订了《２０１７年文物旅游安
全及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任务，夯实责

任。三是加强安全检查。针对全市文物安

全形势，对全市４６处国保单位、１０５处省
保单位重点进行巡查、督查、检查，共开展

执法检查、巡查１１０次。四是联合公安机
关共破获各类文物案件３２起，摧毁犯罪团
伙１１个，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４２名，追缴
文物４４３余件组，其中１级文物３件，２级
文物１５件，３级文物７２件，一般文物３２３
件。特别是在各级文物、公安部门一年多

的共同努力下，成功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

澄城县刘家洼“１１．２５”盗掘文物的重大案
件。五是渭南市防范打击文物犯罪汇编

《守护》一书已出版完成。本书收集了近

年来渭南市破获的１９起文物案例，增强了
工作信心，同时对犯罪分子也起到了震慑

和警戒作用。

【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受到省政府表彰】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省政府于２０１２年
２月正式启动了我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工作。经过５年多的不断努力，我
市的文物普查工作得到省文物局的充分肯

定，被授予“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深入澄城检查

指导文物保护工作】　７月２８日，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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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闫亚林、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一行深入

澄城县，对渭南文物保护工作进行检查指

导，并就今后如何开展文物保护利用及管

理工作做了重要指示。陕西省文物局副巡

视员呼林贵、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李斌，

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岗、王小蒙等参加。

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局长刘忠生，澄城县委

书记程军、县长白泉朝、副县长薛颖，澄城

县文体广电局局长郑怀璋，临渭区文物旅

游局局长田晓亮陪同。当日上午，国家文

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一行来到位于尧头镇尧

头村的尧头窑遗址，先后查看了古窑址、古

民居、制瓷作坊、庙宇祠堂等，详细了解文

物保护情况，对其保护维修、开发利用等提

出具体意见。当日下午，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宋新潮一行来到刘家洼周代墓地考古发

掘现场，通过现场查看及召开座谈会的形

式，对刘家洼周代墓地考古工作情况进行

了详细了解。

【渭南市举办基层文博干部田野考古培训

班】　１０月１７日，渭南市基层文博干部田
野考古培训班在澄城县刘家洼周代墓地考

古发掘现场开班。这是全省首例在考古工

地组织的培训班。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周

魁英、考古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李岗，渭南市

文物旅游局局长刘忠生等领导出席了开班

仪式。本次培训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１１月 ２９日，历时 ４５天，共培训 １５名学
员。培训工作由渭南市文物旅游局组织，

委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澄城县刘家洼考古

队，对我市文博年轻干部予以培训。按照

培训课程设计，将邀请西北大学、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方面

的专家，分别从理论知识、学术研究、田野

实践等各个个层面进行授课，重点讲述考

古学文化基本知识、考古基本方法论、田野

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基础知识和技术方法

等，培训采取专题讲座、外出考察、发掘整

理、调查勘探等方式与学员进行互动交流。

【陕西历史博物馆渭南博物馆共建文物保

护工作室项目通过验收】　１０月１９日，陕
西省文物局、陕西历史博物馆、渭南博物馆

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工作组对两馆共建的

文物保护工作室项目进行了验收。工作组

由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陕西历史博物

馆主管领导，及文物保管部、行政办公室、

计划财务处、纪检审计室、文物修复科，渭

南市文物旅游局等领导和专家组成。联合

工作组首先实地查看了文物保护工作室，

随后听取了渭南市博物馆项目建设情况汇

报，并展开讨论，最后，联合工作组认为该

项目建设过程科学规范、手续齐备，达到了

预期目标，一致同意该项目完全合格，通过

验收。共建文物保护工作室项目建成并通

过验收，弥补了渭南市在文物保护修复基

础建设方面的不足。

【举办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培训班】　６月
２３日至２４日，渭南市文物旅游局举办了
为期二天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培训班，陕

西省文物局周魁英副局长应邀作了报告。

参加培训的有渭南市各县文物旅游局局

长、文物主管局长、文物股长、执法队队长、

文物管理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市级文物系

统工作人员，共８０余人。培训班邀请了省
文物局专家、西安市执法专家进行授课。

讲授了如何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如何提升

执法水平、如何加强博物馆管理。陕西省

文物局周魁英副局长在培训会上对当前文

物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作

了报告，并强调文物工作管理要坚持法治

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培训期

间培训人员与专家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讨

论。

【匈牙利琼格拉德州州长来蒲城桥陵参观

考察】　９月９日上午，蒲城唐桥陵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匈牙

９６２文物博物　　



利琼格拉德州州长考考仕·贝拉一行。工

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外国友人，景区讲解员

朱建武介绍了蒲城县情、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唐桥陵的整体情况，将盛唐帝王陵园的

宏伟气势作了形象的介绍。国际友人表

示，蒲城县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将相故

里、中国酥梨之乡、焰火之乡，希望在“一

带一路”的框架下开展经贸、文化、旅游等

方面的合作将是共同的目标。


报纸宣传

渭南日报社

社长、总编辑　陈永久
纪 检 组 长　常彩云
副 总 编 辑　魏来顺
副 社 长　石　军
副 总 编 辑　王文锋
【正面宣传】　一是在渭南市“两会”、陕西
省十三次党代会和党的十九大宣传报道

中，先后刊发“贯彻落实市两会”精神、“坚

定文化自信，助推追赶超越”等１１个系列
评论４３篇。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作风建设年、“追赶超越”“脱贫攻坚”

“三项机制”“铁腕治霾”等中心工作和重

点工作宣传方面，行动快、质量好。采写刊

发了《春风又绿桃花源》《把脱贫攻坚工作

做到群众心坎上》《蒲城“党支部 ＋”撑起
贫困群众主心骨》等动态报道和通讯稿件

１０００余篇，在工作的关键节点及时配发评
论３２篇；新开设的“作风建设大家谈”栏
目，读者积极参与投稿，刊发各类稿件２９
篇，其中短评１５篇，长篇署名文章１４篇。
对“中国好人”刘永生进行持续跟踪采访，

形成了《乡医》《大医》《上医》《红心》系列

报道。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的栏目

《记者走基层》《向人民报告》《渭南标杆》

《作风建设大家谈》《争做文明渭南人》《廉

政视点》等，受到读者好评。二是全媒体

发布中心各平台数据稳中有长。其中渭南

发布客户端周阅读量达３万 ＋，微信用户
达６万 ＋、周阅读量达 ９万 ＋，微博用户
１５万＋、周阅读量达５５万 ＋，第三方端口
（含今日头条、凤凰、腾讯等）总阅读量已

突破两千万。三是公益活动，助力发展。

“秦川探峪”大型公益采访活动年内完成

了１９条峪道采访，刊发稿件９０篇（幅），
“探秘秦川峪见你”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

量达８０万人次。华山论坛先后邀请诺贝
尔奖入围者、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

力军；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杨浪；陕师大

教授何依工；军事专家杜文龙、海军少将尹

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苏晓晖；国家发改

委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左传长；央视著名主

持人王世林等名家大咖做客华山论坛，就

文化、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知识开讲，市

级领导、各县市区干部、读者代表等累计

３０００余人参加了讲座。策划《看我中华》
大型公益题材采访，刊发系列稿件，获得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四是加强对外宣传，超

额完成在中、省媒体上稿任务，图片资料提

供保障有力。２０１７年，在中央级媒体上稿
２０篇，省级媒体上稿４４篇。其中，在《人
民日报》和人民网刊发稿件７篇（幅）。继
续完善建立报社新闻图片资料库，分类归

档保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２４
个类别，共７０００幅图片。承办“喜迎党的
十九大 砥砺奋进的五年”主题展，收集照

片５０００余幅。五是做好创建工作任务。
在《渭南日报》重要版面开设 “文明创建

大家谈”“巩固创卫成果 创建文明城市”

等４０个专栏，刊发稿件 ６０００余篇（幅）；
先后在报眼、中缝等重要位置刊登公益广

告５００余篇（幅）。在渭南新闻网开设了
“创文明城市 建美好家园”“加强未成年

０７２ 　　教育　科技　文化



人思想道德建设”“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专题网页，先后刊发稿件

５００余篇（幅），刊登公益广告 ２１０余篇
（幅）；利用阅报栏刊发公益广告８０余次。
指定专人整理制作了３类２１册创建宣传
报道剪贴本，更换报社内部橱窗宣传栏图

２０幅，宣传展板１０块；实行“年度创建台
账责任制推进、月台账提示督办、微信群随

机交流干预”工作办法，促进创建工作的

落实。

【报纸改革】　一是常设栏目优化升级。
《党报热线》《话说渭南》等栏目制作发布

更加常态化、优质化，知名度不断提高。

《党报热线》栏目全年接收热线７５９条，报
纸刊登问题４８期共５２条，内参刊登热线
１０条。为相关部门提供问题线索１０７条，
回复和解决问题率达９８％以上，基本做到
“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话说渭南》

栏目全年发稿４８篇２０万字、３５幅图片。
１２月份，完成了《话说渭南》第二辑的结集
出版工作。发挥《渭南内参》作用，为全市

党政机关和领导决策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深

度报道和政策性、前瞻性较强的稿件。二

是子媒周刊更加丰富。《财经周刊》《法制

周刊》《教育周刊》《健康周刊》《黄河周

末》五大周刊集专业性、行业性以及深度

报道优势为一体，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受

到读者欢迎。三是全媒体矩阵建立运行。

目前，报社媒体架构为“一报一端两网两

微六刊”（一报：渭南日报；一端：“渭南发

布”手机客户端；两网：渭南新闻网和黄河

金三角网；两微：渭南日报官方微博和渭南

日报官方微信；六刊：《渭南内参》《财经周

刊》《法制周刊》《教育周刊》《健康周刊》

《黄河周末》），各个媒体运行正常。其它

各项配套机制和设施基本到位。继续开发

应用媒体云项目，加快渭南日报从传统采

编模式到全数字化云发布模式的发展

步伐。

【报社经营】　新增党报阅报栏３０个。完
成了全部４＋４双彩版面的报纸印刷任务，
在全省行业评比中稳居前列。经营中心依

托《旅游专刊》和《多彩体育》两大专刊，加

大营销，取得突出成绩。在汽车和房产市

场低迷的大环境下，坚持《房车专刊》出

版，稳定汽车和房地产行业的宣传、客户关

系和营销形势。各周刊在充分发挥行业指

导作用的同时，经营业绩较往年有明显

提高。

【社务管理】　针对报社人才队伍建设和
新时期工作特点，渭南日报社持续加大人

才培训力度。以“渭南日报社金鹰群”微

信平台为载体，坚持每日开展“学学习·

提提质”抢答活动，内容涵盖新闻业务、时

事政治、文化历史等，并给予优秀者以奖

励；组织１１０人次赴全国１３个地市参加各
类培训学习；组织１２１名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继续教育培训；组织４０余人参加消防安
全培训；１４人次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全市领
导干部十八届六中全会、十九大精神培训

班学习；作为渭南师范学院实习基地，该校

选送１０多名学生在渭南日报社进行了为
期三个月的培训学习；作为北京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实习基地，该校选送１１名学生
到渭南日报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学

习。改善办公条件，先后完成三楼会议室

的改造，办公桌椅、文件柜、办公电缆、消防

器材的更换，演播室招标装修，办公楼窗户

改造等。工会立档建群发展新会员，在规

定节日体现关心关爱，设计印发生日卡；安

排报社干部职工参加健康体检，提高向心

力和归属感；开展扶贫救困、植树护绿、记

者节无偿献血，“９·５慈善扶贫一日捐”活
动，共筹得善款２．３万元；组织慰问困难员
工家庭。参加全市培训和推广国家体育锻

炼标准，为下一步在全社开展工间操打好

１７２报纸宣传　　



基础。

【获得荣誉】　 ２０１７年，渭南日报社获得
“金长城传媒奖·２０１６中国十大创新力地
市党报”，中国传媒管理先进单位，陕西省

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先进单位，渭南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渭南市网络宣

传管理工作先进集体，渭南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

进集体，渭南市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渭南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先进单位，渭南市首届

“最美纳税人”光荣称号等。２１名同志分
别被表彰为“金长城传媒奖·２０１６中国传
媒融合创新年度杰出人物”，中国报业融

合创新联盟优秀讲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全省妇联系统先进工作者，陕西省第一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先进个人，陕西省最美志

愿者，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先进个

人，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渭南

市全面深化改革先进工作者，“１２３４５”政
府热线办理工作先进个人，信访工作先进

个人，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渭南市优秀志愿者，慈善宣传优秀信

息员，“最美书香家庭”，渭南市承办中国

厨师节工作优秀个人（２人）。１名同志的
论文在第六届中国报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上

获二等奖；１名同志论文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调研成果；１
名同志提案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渭南市政协
优秀提案；１名同志在《中国地市报》发表
论文１篇；１名同志在《报界》发表论文１
篇；１名同志在《生活文摘》和市政协《社情
民意》发表理论经验文章各１篇。４件作
品获陕西新闻奖；１名同志作品在中国新
闻图片网“我的２０１６”图片征稿活动获三
等奖；１名同志作品被评为省２０１６年“脱
贫故事”摄影大展优秀奖；１名同志作品被
评为第二十六届陕西人大新闻奖二等奖；２
名同志设计的２个公益广告分获“首届全

国新闻出版行业平面设计大赛”陕西赛区

三等奖；１名同志《渭河上下》书籍设计获
“首届全国新闻出版行业平面设计大赛”

陕西赛区三等奖；１名同志 ４件作品获
２０１６年度渭南好新闻奖。


文化产业

【概况】　全市文化产业以落实“五新”战
略、建设“三地一中心”为主线，狠抓建章

立制、企业培育、统计入库、招商引资、业务

培训、督查考核等重点，全市文化产业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市委常委会５次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工作，并在组织机构和人、

财、物等方面给予了有力保障；市政府常务

会、市委深改领导小组会、市编委会也多次

研究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成立了渭南市文

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出

台了《渭南市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督查办

法》《渭南市文化及相关产业监测预警办

法》《渭南市后备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统

计办法》等文件，修订完善了考核指标体

系。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契

机，按照“抓大托中扶小”的思路，挖掘潜

力，分类实施，积极培育文化企业。对全市

后备文化企业入库建档，２０１７年新入库文
化企业２８家。先后赴北京、深圳、广西、杭
州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召开项目推介

会，参加博（展）览活动，不仅引进了多个

文化产业项目，渭南市的多种艺术品还获

得了大奖。全市上下树立“一盘棋”思想，

发扬“集团军作战”精神。市委宣传部牵

头，市文广局、市文旅局、市统计局等部门

参与，组成专题调研组，先后开展了３次文
化产业发展调研督查，召开了３次文化产
业发展推进会和培训会，编印了《文化及

相关产业分类注释》。在《渭南市支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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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政策》的基础上，

２０１７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渭南文化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扶

持政策，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

列入市级财政预算。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被省文
化厅命名为陕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有

５家文化企业上市、挂牌。
【文化产业占比】　２０１６年度渭南市文化
产业增加值４２．９８亿元，增长率为１２．５％；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２．８９％，较上年的２．６７％增长０．２２个百分
点。

【规上文化企业发展】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有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８１家，比上年新增２８
家，营业收入达到２２．７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６％（考核口径）。
【政府投入】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文化、体育与
传媒业财政支出９．４亿元，较上年增加１．０５
亿元，增长１２．５％。２０１６年渭南市文化、
体育与传媒业财政支出占比为２．２９％（剔
除一次性因素），２０１７年达到２．３２％，同口
径增长０．０３％。
【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２０１７年策划的大
荔县同州文化小镇、蒲城槐院里历史文化

街区２个文化产业项目列入省级重点项
目，总投资２７．１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８亿
元，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完成投资８．１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１０２％。总投资３亿元的澄
城工业机器人制造和总投资１５亿元的华
山温泉风情小镇２个文化产业项目列入国
家“十三五”规划盘子。新增华州区渭华

起义红色景区、高塘国家级旅游文化融合

型特色小镇等７个投资１０亿元以上的文
化产业项目，总投资１３０．８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２８．８亿元，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底，完成投
资２８．７亿元，占年度计划的９９．７％。２０１７
年策划文化产业园区（基地）：韩城市国际

汽车文化产业园，总投资１０亿元，２０１７年

度计划投资１．１亿元，目前１００％完成投资
计划；临渭区秦东乡韵民俗文化园，总投资

２．７亿元，２０１７年度计划投资１．３亿元，完
成投资１．３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１００％。澄城县尧头窑文化旅游生态园区、
渭南市桃花源民俗文化园、韩城市文化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潼关万盛园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等４家企业被命名为“陕西省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至２０１７年底，渭南市的
华县皮影文化产业群和陕西富平陶艺村２
家企业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单位）。蒲城兴文麦草艺术厂、华县宏权

皮影工作室等１４家企业被命名为省级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单位）

【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２０１７年１月，英
国陕西同乡会和英国陕西商会采购了１００
只澄城县尧头华盛陶艺公司生产的茶杯，

作为会议礼品，总价款２５００元人民币。蒲
城民艺传承发展有限公司、华州区宏权影

艺文化传承发展有限公司多次赴国外参展

并有出口贸易。

【产业融合发展】　２０１５年市委、市政府出
台《关于促进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

见》，对全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作出

了部署和要求，２０１７年市文旅局、市文广
局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旅游与文化融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韩城司马迁祠景区、

华山景区已成为渭南市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的示范。华山故事ＡＲ地图项目列入２０１７
年市级科技项目计划，补助科技创新资金

５万元。
【媒体宣传文化产业】　在《陕西日报》《华
商报》《渭南日报》等省市级刊物宣传报道

７０余篇。《中国国情国力》２０１７年４月刊
载了《陕西渭南加速文化产业发展》一文；

《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刊载了
《陕西渭南—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

发展增长极》一文；秦腔现代戏《家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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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巡演活动先后被《人民网》《光明日报》

《新华网》等多家中央媒体和省市级媒体

报道。

【人才队伍建设】　出台《渭南市宣传文化
人才培养提升计划》。市文广局与上海德

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了战略合作项目协议，举办了“２０１７年
渭南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题培训班”，培训

文化创意高层次人才１６人。华州区选派
非遗中心副主任梁思娟赴中国旅游规划设

计院挂职学习。市文旅局招录了中国史、

历史文献学、美术学等文化类专业硕士研

究生５名。陕西富平陶艺村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陶艺专家

２１名，进行艺术创作。蒲城民艺传承发展
有限公司聘用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马

雷等３名专家学者。华州区宏权影艺文化
传承发展有限公司聘用了河北师范大学美

术与设计学院教授魏力群等 ４名专家学
者。

【招商引资】　组织参与了渭南文化企业
和“丝路汇”文化产品跨境电商平台交流

会；召开了镇江—渭南对口交流与经济协

作恳谈会，签订了丹徒—澄城旅游文化合

作项目；组织参与了“渭您而来、携手共

赢”渭南（北京）经济合作活动周；参加了

陕西文化产业项目（深圳）推介会。组织

参与了第十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

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我市的麦秆画、陶

瓷、黑陶等艺术品获得银奖、剪纸艺术获得

优秀奖，并和黑龙江省伊春市结为友好城

市意向。共引进国内知名文化产业项目６
个，总投资３０．７亿元，当年到位资金８．５３亿
元。

（市文广局文化产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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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卫生 计划生育

体　　


育

渭南市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　张晓民
副 局 长　王晓燕
纪 检 组 长　邢李强（８月任职）
党 政 办 主 任　郭　军
【概况】　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体育惠
民工程遍及城乡。市体育中心年接待１００
万人次，免费接待３５万人次，市国民体质
监测中心免费检测 ３０００余人。“以体兴
城、改善民生”典型做法被《中国体育报》

专题报道。先后被授予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十三届全运会田径

比赛特别贡献单位、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特别贡献奖、全省体育宣传和信

息报送先进单位等中省荣誉，７个单位、８
名个人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表彰，７４个
单位、１００名个人获得全省体育先进表彰。
【群众体育】　全年组织举办体育大拜年、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培训、全民健身技能进

社区等群众活动２３０余场次。社会体育指
导员１２０００名，实现城乡全覆盖。体育社
会组织１４８个，健身活动站点３００个，全市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３００万人。承办
“丝绸之路”国际足球赛、马拉松赛、自行

车赛、世界名校龙舟大赛、中德足球夏令

营、十三届全运会（男、女）篮球预赛、全国

游泳、体操、竞走比赛、ＮＢＬ、ＷＣＢＡ职业联
赛等国家级以上赛事 １４项、省市级赛事

２２项，共２９００多场次，比赛天数超过２００
天，参与人数达到３７０万人次，达到周周有
赛事、天天有活动。８月１８日至１９日成
功承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渭南赛区）青少年田径赛。举行了陕西

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从５月到９月历
时１２９天，全省各地市、行业系统代表队
６３８支，领队、教练员及运动员人数达
１２１１８人，裁判员及工作人员 ５２８０人，参
与群众达 ３１０万余人次。《陕西日报》刊
登《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创我省群众体

育发展新局面》《在火热的季节里享受运

动的快乐》《享受运动快乐 助力健康陕西

建设》全民健身、体育惠民的文章。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９月，陕西省第一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在渭南市举行

右 两行文字

【竞技体育】　市青少年体校成功创建国
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荣获“全国

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称号，学

校纳入义务教育序列。渭南市在省上注册

运动员１５１０余名，列全省第二，选派 ８２３
名运动员参加了２０个大项的省运会资格
赛，获得６３枚金牌、４８７７分，取得近４０年
来最好成绩。在天津举行的全国第十三届

５７２体育　　



运动会上，渭南籍运动员张建华等８名运
动员代表陕西省参加赛艇、艺术体操、武术

散打、田径等４个项目的比赛，获得银牌３
枚、铜牌１枚，第六名２个，为陕西省代表
团贡献 ５７分。朱延哲、吝亚宁在全国游
泳、举重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获得国家

一级运动员称号５人，获得国家二级运动
员称号６６人。
【体育基础设施】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将于２０２１年在陕西省举行，渭南市承担篮
球（女子成人组）、足球（女子 １８岁以下
组）、排球（沙滩排球）、举重四个项目的比

赛。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分别

承担女子足球、举重比赛，为升级改造项

目。渭南师范学院体育馆承担十四运会女

子篮球比赛项目，为新建项目，于２０１７年
５月开工，预计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完工。

县级场馆建设，临渭区综合体育馆、游

泳馆、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竣工投用，大

荔县人民体育中心、蒲城县游泳馆主体工

程建成，合阳已建成体育馆、全民健身中

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华阴“一场五馆”完

成基础工程，澄城建成体育场、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富平体育中心重新规划当中，白

水、潼关完成规划设计。完成５００个村级
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年度任务，对信达广场、

富平县淡村镇等健身设施进行了升级改

造，全市体育惠民工程总数２３９７个，镇办
社区达到１００％、村级达到７７％，社区室外
健身器材达到了全覆盖。渭河全民健身长

廊新建运动场地６３个，添加体育元素４６
组，标识标牌 ２００个，自行车休闲驿站 ８
处，慢行系统、自行车道、堤面健身点、滩地

足球场、综合运动场等全面投入使用。

【体育产业】　与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开
展合作，启动实施全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市政府与中青旅签订体育产业

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渭南体育上档升级。

组织华山、卤阳湖、大荔等体育产业基地及

航空、航模、无人机等企业、俱乐部参加

２０１７陕西体育博览会，成为展会亮点。大
荔县以体育产业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被

评为国家体育产业联系点典型案例，卤阳

湖航空运动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正式挂

牌并完成规划编制，华山仙峪户外运动基

地和室内滑雪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大荔

同州湖景区被评为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示

范基地”创建单位，大荔沙苑被列入全国

第一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争取

省级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产业发展项目６
个（龙头企业１个、小微企业５个）。体育
彩票超额完成销售任务，筹集公益金３１４９
万元，用于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支持县级

体育经费分别达到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争取中
省体彩公益金３０００万元。

（张倩）


卫生与计划生育

渭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党委书记 、局长　张拴劳
党 委 副 书 记　张西源
副 局 长　李晓平　张荣岗
纪 委 书 记　杨民生
副 局 长　郝国庆　李西京

易新松　徐萌新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一是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不断深化。城区公立医院药品零差

率销售全面落地，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顺利

完成，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利润部分得

到各级财政保障。大荔县公立医院改革率

先在全市试点编制备案制，激活人才流动

秩序。县及县以下公立医院药品零差率销

售实现全覆盖，临床路径管理、基本药物使

用比例、重点药品使用情况监测等措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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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现象得到有

效控制。二是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成效初

显。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联合体

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力推广临渭

区“以医疗卫生双下乡活动为抓手探索分

级诊疗模式新路径”和澄城县“以医共体

建设为基础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典型做

法，着力打造市级医联体建设示范县、重点

示范点、专科示范点等点位。截至年底，全

市共建立医联体２家，县域医疗共同体２０
家，专科联盟 ５家，远程医疗协作 １２家。
不断完善市县镇三级医疗机构诊疗目录、

诊疗指南和双向转诊规定等制度体系。全

面推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普通人群签约

服务覆盖率达到５３．９％、重点人群达到
６５％、贫困人口达到 １００％。三是医保制
度改革有序推进。全市参合人数４０３．４３万
人，参合率达到９９．４０％，市县两级配套资
金２４２０．６３万元全部到位。城镇居民医保
和新农合实现筹资标准、覆盖范围、保障待

遇、医保目录四统一。遴选了１０５个病种，
在１０个县（市、区）推行以按病种付费为
主，按人头、床日付费、总额预付制等复合

型付费方式。澄城县按点数付费方式在全

省进行经验交流，为全市提供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大病保险业务扎实开展，筹

集保险基金达上亿元。省内就医异地结算

工作加快推进，实现跨省异地就医协议医

院３０家、省内异地就医协议医院４６家，４３
家市级定点医院开展直通车报销。四是药

品供应保障制度逐步健全。制定印发了

《渭南市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耗材集中采购

联合体实施方案》，组建了由市中心医院

牵头的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集中采购联合

体，成立了议价专家库，首批８条药品议价
信息在网上发布。市中心医院、市妇幼院、

市中医医院、市二院、市精神卫生中心、临

渭区骨科医院６家城市公立医疗机构自主

遴选药品配送企业 ４８家、耗材配送企业
７７家，全市医疗机构药品耗材网上采购率
达到１００％。五是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
县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成投用，市级健

康信息平台顺利通过验收，省、市、县三级

平台在全省率先实现互联互通，合疗信息

化异地结算全部完成，计划免疫系统全部

回迁县级平台，全省首家实现预防接种身

份实名登记。卫生统计执法扎实开展，

《渭南市卫生计生统计年鉴２０１６》编纂出
台，居民健康卡数据采集扎实推进，信息化

建设进步明显，渭南市信息化工作由全省

倒数第一跃居为全省第三。

【计划生育转型发展】　一２０１７统计年度
全市共出生人口 ５４０４７人，其中一孩
２７５７０人，二孩 ２５８７７人，人口出生率为
９．５５‰，自然增长率为５．２３‰，政策外多孩
率为０．０８％，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１０５（出
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

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１００时所对
应的男婴数来表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率为９６．７％，第五轮母亲健康检查率为
９０．６％，流动人口目标人群基本公共卫生
计生服务覆盖率９６％，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个案信息采集率为８５％，均达到目标考核
要求。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在全省交流

发言，“多证合一”工作列为省级试点。乡

镇卫生计生办公室转型发展的思考等１０
余篇文章先后在《中国人口报》刊发，《强

基固本改革创新全力推进计划生育转型发

展》经验材料被国家卫计委《卫生计生工

作交流》期刊刊登。二是各项创建工作成

效明显。积极开展新一轮全国计划生育优

质服务先进单位“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

固提高“新国优”创建成果。在全省率先

出台《关于深入开展计划生育精细化服务

镇（办）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将精细化

镇（办）创建活动作为提高全市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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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水平的有力抓手，按照“六化”工作要

求，积极开展各类创建活动。至年底，４５
个镇（办）达到精细化服务镇（办）标准，

９０％以上社区达到网格化管理社区标准。
三是各类扶助政策落实到位。中、省计划

生育事业专项经费及时足额下达，市财政

列支专项经费２５９２万元，各县市区计划生
育经费全部落实到位。制定出台《独生子

女保健费发放管理办法》，全面落实兑现

城市独生子女父母补助金、新农合补助计

生家庭、关怀关爱失独家庭等各项奖励优

惠政策。投资３７０余万元为６９６５２户计生
家庭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护理保险。

对２０１７年度各类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对象、
特殊家庭扶助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先

后核查各类奖扶补助对象７０余万人。四
是生育服务管理改革顺利推进。积极推行

计划生育网上办证，结合实际，推出手机办

证系统，截至年底，共办理各类证件２０余
万件。全力推行“多证合一”，将原卫生计

生方面的三类十种证件整合为统一的《母

子健康手册》，变“碎片化”服务为“一站

式”服务，试点工作全部完成，年内在全市

推广使用。五是出生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以婚前检查、孕前检查、母亲健康三大工程

为重点，着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建立卫

生计生婚检与民政婚姻登记机构协作通

道，进行婚姻登记时同步开展婚前咨询和

免费检查，年度婚检率８６％以上。把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和母亲健康工程的实施情况

作为党委政府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管理的

重要内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

盖率连年达９０％以上，母亲健康检查率连
续５轮达到８５％以上。
【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一是医疗质量
控制体系健全完善。制定印发了《全市织

牢医疗质量安全网底推动质控工作重点突

破行动方案的通知》，由市中心医院、市妇

幼保健院等机构牵头的１５个市级质控中
心成立运行，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建立县级

质控中心６３个，二级及以上医院建立质控
委员会８５个，质控小组４８０个，市、县、院、
科四级医疗质控网络已经建立。加强管理

考核，制定了《渭南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管理与考核办法》，明确了工作职责和考

核指标，医疗质量精细化管理和全流程质

量控制管理模式基本形成。对澄城、华州、

华阴、合阳、蒲城等５所医院进行“二甲”
现场复审，针对存在问题，定期开展整改情

况“回头望”，促进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和提

升。二是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创建全面启

动。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作为提升能力水

平的重要抓手和落实健康扶贫“减存量”

要求的关键措施，制定印发了《渭南市市

级临床重点专科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和评

估标准，按照“整体规划、合理分布、补齐

短板、分步实施”的原则，扎实开展市级临

床重点专科创建工作，市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等２８个市级重点专科成功确定，年内进
行了授牌。制订了《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管

理暂行办法》，明确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实

行动态管理，每两年一个周期，期满考核不

合格的撤销称号。三是改善医疗服务专项

行动扎实开展。制定印发了《改善医院环

境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专项行动方案》，成

立了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

组，建立了领导干部包联县市区工作制度，

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各医疗机构结合实际

情况，围绕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开展形式

多样的个性化改进工作，确保专项行动取

得实效。３１家医疗机构开展了电话、网
络、现场等多种形式预约诊疗服务，设立胸

痛中心２个、卒中中心２个，市中心医院创
新设立日间手术中心。实行出入院“一站

式”服务的１０８家，开展移动支付的６家，
提供多种形式检查结果查询的４家，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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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体验明显改善。四是医疗帮扶体系建

设不断健全。省内、省际１０所三级医院与
１０个县（市、区）１１所县级综合医院建立
对口帮扶关系，截至年底，支援医疗队共诊

治门诊病人６４２３０余人，开展手术１９９０余
台（次），业务培训 １１８００人次，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７３项，城市三级医院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的长效机制初步建立。积极推进

苏陕协作帮扶，与镇江市卫计委签订帮扶

协议，合阳、澄城、蒲城、富平、白水等５县
也与镇江新区、丹徒区等建立对口支援协

作关系。五是中医药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创建活动深入

推进，临渭、富平、澄城通过国家验收。建

成规范化基层中医馆１８８个，评选市级示
范中医馆１６个。１４项中医传统知识通过
省中医药研究院验收，市中医医院创建三

级工作有序推进。六是群众就医环境不断

改善。争取项目资金２．１２亿元，专项资金
１８．２８亿元。市中心医院二期内科住院综
合楼加快建设，市妇幼保健院门急诊综合

楼主体完工。为全市６０家中心卫生院配
备救护车３１辆，彩色Ｂ超３２台，血球分析
仪３６台，生化分析仪３２台。人才工作继
续强化，４３名县级医疗骨干参加全科医生
轮岗培训，７４８０名乡医纳入全省乡村医生
培训五年规划，依托北京医科大学、复旦大

学等院校培养骨干医生６７人，市级骨干人
才达到９２人。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一是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代表陕西省接受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项目考核，排名位列全国第

１１名。１２类４６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全面
落实，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 ４５元。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

全面实施，居民规范化电子档案建档率

９４％，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９２％。在临渭
区、大荔县、富平县分别建立了危重孕产妇

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两癌筛

查近７万人，孕产妇死亡率０．０５６‰，同比
下降０．００１１‰，婴儿死亡率２．３１‰，同比下
降０．８‰，孕免项目补助３５３５３人，补助率
９９．５％，补助金额３０４３．６５万元，做到了应
补尽补。二是疾病预防控制能力不断提

升。按照“专病专策”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坚持双日报告

和２４小时应急值守，积极防控 Ｈ７Ｎ９、出
血热等疫情，全市无重大疫情爆发。碘缺

乏病等地方病得到有效预防和治疗。常住

儿童１１苗基础接种率达９８％以上。查验
新入学、入托儿童 ２７２４４９名，补种疫苗
２３４６０剂次，补种率９８．６７％。修订了《渭
南市卫生应急预案》，调整充实了卫生应

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卫生应急专家库，完

成了渭南国际马拉松、第十三届全运会田

径比赛等重大活动医疗卫生应急保障任

务。三是疾病预防控制八大行动稳步推

进。出台了《疾病预防控制八大行动工作

方案》、《疾病预防控制八大行动 ２０１７年
冬季攻势工作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细

化了考核指标，制定了中长期任务。同时，

结合工作实际，有机结合七项重点突破工

作，提出以中医治未病、信息化应用、慢性

病示范区创建等措施助推八大行动开展，

切实减少因病致贫户存量、严格控制因病

致贫户增量。四是健康促进行动深入实

施。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创建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实施意见》，慢性病综合

防治示范区创建成果斐然，全省仅有五个

县通过省级验收，临渭、澄城占据其中两个

名额。蒲城县被确定为国家健康促进试点

县，富平县医院等医院列为健康促进试点

医院。五是综合监督水平不断提升。简政

放权工作深入推进，行政审批科成立运行，

所有审批事项统一纳入政务大厅办理。医

疗质量安全管理专项整顿、医疗机构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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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责、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等监督检查

活动扎实开展，医疗服务市场秩序进一步

规范。“双随机”检查工作全面推行，市卫

生监督所、蒲城县卫生监督所被确定为省

级执法过程全纪录试点单位。

【健康扶贫】　一是万名医生包联因病致
贫户行动深入开展。召开包联行动推进

会，归口选派１０９３５名医务人员，与 ２７６５０
户因病致贫户建立包联帮扶关系，全年共

服务群众１６万余人次。２８支市级医疗专
家团队上门诊疗，为患大病的贫困群众提

供优质医疗服务。二是健康扶贫问题整改

到位。制定下发了三批次《健康扶贫工作

问题清单整改方案》《关于整改健康扶贫

存在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建立了整改台

账和销号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

层层落实责任，传导压力，强化督查，推动

整改工作落实到位。三是各项政策全面落

实。贫困人口参合、参保率达到 １００％。
积极协调财政、民政、扶贫等部门对 ２０１７
年已参合贫困人口个人缴纳部分进行退

费。“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全面落地，建成

“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窗口２３７个，一站
式结算率达到１００％。１月至８月，全市贫
困人口住院 ６０８８９人次，合规费用 ２０７６６
万元，新农合报销１５０１８万，大病保险报销
９３４万元。四是政策宣传实现全覆盖。在
《渭南日报》、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开设健康

扶贫专栏，成立政策宣讲队，不断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率。全市开展健

康扶贫政策讲座７００余次，发放宣传品２０
万余册，设立健宣传牌（栏）３３５０块，发行
《健康周刊》２４期，播放《健康生活》栏目
１０７期。五是“三个一批”行动落实到位。
对全市患有１１种大病的贫困人口实行一
人一策，一病一方，建立救治档案，落实定

点医院实行按病种付费，全市１０２７名大病
患者，已救治９９８人。对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的贫困患者，进行分类、标识，

建立慢病管理档案，实行精准管理。在全

省率先建立“健康扶贫基金，通过政府投

入、社会组织捐赠等方式，募集资金 ８５４６
万元，为贫困患者建立了“新农合 ＋大病
保险＋民政救助 ＋健康扶贫基金”四重保
障。同时，全力改革创新，推动健康扶贫工

作落细落实，考核指标体系、工作责任清单

等做法形成“渭南模式”，在全省进行经验

介绍。

（张小涛）


文明城市创建

渭南市创建办

主 任　周新强（６月离任）
张旭斌（６月到任）

副 主 任　李军强　张红川
副处级督查员　肖天佑
【概况】　一年来，市创建办充分发挥牵头
抓总、组织协调、任务下达、督查考核的作

用，积极开展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在

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日张家港召开的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获得全国１００个
同级提名城市中排位第２９名的好成绩，直
接列入全国文明城市参评城市，在 １１月
１７日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上，再次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资格。

【创建任务】　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
则，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及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各项测评内容，分别由９名市级领导
包抓、１５个部门牵头组织实施，坚持上下
联创、城乡联创、条块联创。对照《全国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及《国家卫生城市标

准》，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结合

部门工作职责，将创文１２个测评项目、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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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测评内容、１８８条测评标准，巩固国卫８
个测评项目、４０项测评内容细化量化到全
市１２６个部门和单位，并严格考核落实。
【强化宣传】　在渭南日报先后刊发创建
综述、言论等稿件 １８００余篇、公益广告
５００余幅；在渭南新闻播发《诚信渭南》《未
成年人教育》等稿件 ８００多条次，刊播公
益广告和创建宣传短片 ２万多条次；在
《环境热线》栏目开展访谈 ２２期，热线回
复率达到１００％，《文明创建大家谈》播出
１１期。编印《渭南市民文明手册》和《问卷
调查宣传提示》２０多万册，宣传彩页３０多
万张，制作纸杯、公益扇等宣传品 ２万多
个；设置宣传栏 ３００多块，公益广告 １０００
多处，新增大型广告 ３００余块、景观雕塑
２０多处；运用沿街３００多处电视屏和１８００
多处ＬＥＤ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创建文明城市知识。广泛开展“喜迎十九

大，共创文明城”签名活动，参与签名市民

达１０万余人次。协调开展“道德模范”
“渭南标杆”“十大孝子”评选推荐和“家风

家训进万家”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组织道

德模范事迹宣讲团，进机关、进社区、进学

校、进农村、进文明单位。借力网络、手机、

数字电视等新媒体，向广大市民发布创建

知识和文明礼仪知识。开展文艺文化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３０多场次、群众性文艺演出
活动１８６场次。组织市区１５个单位在３０
多个社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２０多家单位
开展“我的中国梦 我的价值观”演讲比赛

活动。在中省文明网发布各类创建工作稿

件７０余篇。
【业务培训】　先后组织召开各类业务培
训会、现场观摩会１０余场次，分别就实地
考察点位的新增内容、检查重点、存在问题

及改进措施，问卷调查的具体类型、测试内

容、注意事项，网上申报的工作流程、标准

样式和具体要求，对各级各部门创建工作

人员进行了全面培训。同时，不定期深入

县（市）区及部门开展技术指导和业务知

识培训，全面提升各级创建工作人员业务

能力和水平。

【督查考核】　严格按照“任务不实不放
过，责任不明不放过，工作不力不放过，相

互推诿不放过，丢分失分不放过”要求，强

化督查检查考核力度。全年开展各类联合

检查４次，日常工作巡查２００余次，共下发
督查通报８份、《告知书》《督办单》１７件，
承办领导批示件 ５件，处理媒体曝光 ２５
件，接听群众反映热线电话２２起，整改率、
回复率均达到１００％。集中开展“六个专
项整治”（文明交通、农贸市场、食品安全、

社区小区、镇村环境卫生、公共文化市场）

活动，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抽

调专人负责对临渭区、华州区、高新区、经

开区及各部门创文资料的审核、收集、整

理、归档工作，按期、顺利完成了８６个规范
性文件、１７７个说明报告，共计９万余字、
５５８张图片、２８个统计表格的创文资料上
报任务。

【市县联创】　对各县（市）创建工作开展
明察暗访，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要求，

强化整改效果。截至年底，全市 ９个县
（市）实现省级卫生县城全覆盖，８个县
（市）实现国家卫生县城，合阳县启动全国

文明县城创建，蒲城、大荔、潼关、白水正在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华州区李晓莉荣获第

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大荔县赵渡镇

严通村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合

阳县实验中学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杜景杰）

１８２文明城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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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服务

渭南市气象局

党组书记、局长　陈高峰
副 局 长　白作金

陈社益

纪 检 组 长　田中伟
【气候特点及影响】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平均
气温明显偏高，大部分地方降水偏多，光照

分布不均。年平均气温１２．７～１５．５℃，较
常年偏高０．３～２．０℃，夏季出现罕见的高
温酷热天气。全年降水量５５７．８～７２３．９毫
米，除华州区偏少１．９％外，其他各县（市、
区）较常年偏多１％～２７％，出现阶段性干
旱；汛期（５－９月）降水量３４２．７～４７１．０毫
米，其中大荔县、富平县、合阳县、澄城县和

临渭区较常年同期偏多１％ ～１８％，其他
各县（市、区）较常年同期偏少４％～１６％。
全年大部分地方光照偏少，总日照时数

１８０８．２～２３９３．５小时，除华阴市、韩城市较
常年同期偏多 ５％ ～９％外，其他县（市、
区）较常年同期偏少１％～２６％。
【智能格点预报】　对省气象局下发的格
点预报平台和短时临近预报预警平台进行

检验和启用。举办３次智能格点预报培训
班，举办智能网格预报平台应用业务竞赛，

提高智能网格预报业务平台的操作应用水

平。市气象台实现了从传统的业务模式到

智能网格预报的业务切换，将之前的手工

制作产品全部切换到智能网格预报平台的

智能生成产品中来。预报能力明显提升，

城市强降水预报准确率达到８０％以上，全
市灾害性天气落区预报准确率８０％以上，
全市各县、镇预报覆盖率达到９０％。
【智能业务系统建设】　与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合作的渭河流域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软

件，提前了预报时效。在２０１７年强对流天
气过程预报和人影作业指挥中发挥重要作

用。市气象局向各县（市、区）人影办、防

雹站推广该系统，由各县（市、区）结合区

域灾害路径自行设置预警区域，防范各类

天气灾害，实施灾害防御工作。

【“十三五”气象专项规划项目】　组织完
成 “十三五”专项规划中的五个重点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气象基础能力提升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市发改委批

复。内容包括：建设渭南中心城市及环境

气象服务体系；渭南市预报预测能力提升

工程；渭南市旅游气象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渭南市农业气象灾害防御工程；渭南

市现代农业气象保障工程等５大气象服务
平台。项目总投资８２３８万元，前期工作已
全部完成。

【台站建设】　完成华州区气象局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华阴市气象局、澄城县气象局

业务用房项目的决算审计工作并通过省局

验收；完成富平县气象局、临渭区气象局业

务用房主体建设，韩城市气象局观测场业

务用房建设；完成富平县气象局旧业务用

房改造及院内环境改善、华山站业务用房

改造、蒲城县气象局观测站搬迁、潼关县气

象局业务用房建设项目的开工建设。完成

２８２ 　　社会生活



新一代天气雷达选址工作报告并上报。

【人才培养】　全面实施《气象局预报员队
伍能力提振计划》《现代农业气象特色服

务能力提升计划》《综合观测业务追赶超

越行动计划》，促进人才队伍和科技水平

提升。市气象台、农气中心、华山站成为人

才培养基地。开展火车头计划，落实县级

综合气象业务技术带头人培养措施，完成

选拔培养工作。

【科普工作】　组织实施“气象科普馆数字
化建设”项目，市气象局科普基地在中国

气象科普网全面上线。市气象局连续五年

被授予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并被评为

“２０１７度优秀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气象服务与防灾减灾】　应用省气象局
“秦智”平台，开展暴雨内涝普查、城市环

境气象服务。为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第十三届全运会渭南田径比赛、２０１７
年“丝绸之路”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重大

活动提供专题材料和现场保障。制订人影

应急预案和年度工作实施方案，逐级签订

人影安全责任书。开展人工防雹增雨作

业，全市共发布《防雹增雨作业指令》３０
期，组织人影作业４６次，发射火箭弹 ９３１
枚、炮弹１４０发。与市自来水公司合作开
展人工增雨增加水库蓄水，为

!

河水库增

加蓄水４２．８１万方。配合省级业务单位完
成特色农业智慧服务模块开发，智慧手机

终端“直通式”服务覆盖全市约４０％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完成关键农事季节气象

服务，开展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的实时监测

和定量评估服务。

结合渭南全域旅游规划，推出国庆、中

秋长假期间沿黄景区专题预报。开发华山

未来７２小时以３小时为间隔的滚动风速、
温度和降水预报，向景区和公众及时发布。

　　为渭南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提
供赛事现场服务

（郭秋欣）


地震测报

渭南市地震局

党组书记、局长　李东平
副 局 长　尹卫东

高战田

总 工 程 师　王西义
【概况】　２０１７年，市地震局全面完成省政
府下达的各项防震减灾目标任务，获得全

国地市级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考核先进单

位，全省防震减灾工作考核优秀单位；大荔

县、华阴市获得全省县级防震减灾工作先

进单位，合阳县和蒲城县获得全省县级防

震减灾工作考核优秀单位，受到国家地震

局和陕西省政府、省地震局通报表彰；总工

程师王西义获得全国市县防震减灾人员考

核先进工作者，受到国家地震局通报表彰。

【防震减灾】　市政府第５次常务会议专
题研究防震减灾工作，召开全市防震减灾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行安排部署，与各县

市区政府及部分防震减灾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签订目标任务书，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７
年度全市防震减灾工作的意见》和《县市

３８２地震测报　　



区防震减灾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指标》；渭

南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及市民代表来

局台网中心视察调研，为渭南的防震减灾

工作建言献策。各县市区将防震减灾工作

纳入本级政府目标责任专项考核，与镇

（办）签订防震减灾目标责任书并加强跟

踪督办。渭南市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对全市２０１７年度防震减灾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考核，确保工作任

务在基层得到有效落实。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指导防震减
灾工作

【监测预报】　制定年度震情跟踪方案，部
署实施震情跟踪研判、震情监测、信息网络

等任务和跟踪措施，夯实震情跟踪责任。

全年组织召开年度、半年、月、周以及加密

地震趋势会商会１６次，落实异常４次，向
市委、市政府报送震情通报１５份。强化与
周边地区震情跟踪合作和观测数据资源共

享，科学把握震情趋势。指派专人对双王

井水动态数字化观测设备、竹峪形变地震

观测台仪器设备及周边环境进行不定期巡

查，确保台站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对市

级骨干宏观观测点进行优化，群测群防管

理进一步规范。“三网一员”信息更新及

时，队伍相对稳定。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市
共有防震减灾助理员１１４人，灾情速报员
１７４８人。修订完善渭南市地震宏观异常
研判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定期召开专家

库成员座谈会，交流探讨震情异常研判工

作的做法、意见和建议，宏观异常专家库作

用持续发挥。制定党的十九大等重大时段

地震安全服务保障方案，切实加强地震监

测预报、应急戒备、信息网络安全、新闻宣

传、值班值守等，完成地震服务保障任务。

异常落实

【震害防御】　抗震设防备案管理工作进
一步规范，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标准

全面实施，渭南地震小区划、渭南活动断层

探测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富平县地震小区

划工作进展顺利，渭南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与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全面启用市县防震减灾信息管理系统。加

强农村抗震设防工作，协同住建、人社在澄

城县、大荔县、华阴市、华州区开展四期共

计９００余人农村工匠培训，为地震安全农
居建设打下基础。减隔震、抗震新技术首

先在大荔县得到推广应用。落实公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地震、科技、

教育、科协等部门大力推动防震减灾知识

“六进”工作，举办各类活动近百余场次。

防震减灾基层示范创建深入开展，创建省

级示范社区３个、市级示范社区２个，省、
市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各５所。
【地震应急救援】　围绕落实“分级负责、
属地为主、相互协同”的抗震救灾机制，一

是应急预案、专项方案修订备案及时。制

定《渭南市２０１７年地震应急戒备工作专项
方案》，修订完善局机关的地震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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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地震应急演练常态化。全市１０８７所
学校组织开展１１６８场次地震疏散演练，民
政、卫生、交通、天然气等部门单位开展行

业或系统的单项演练。社区演练、家庭演

练逐步被群众接受。三是应急物资准备与

紧急调配机制进一步健全。印发《关于加

强２０１７年度抗震救灾应急准备工作的通
知》，形成以发改委牵头的统筹调配和管

理全市应急物资、财政部门储备救灾资金，

民政、商务、粮食、卫生、交通、水务、供电等

有关部门专业储备相结合的应急物资储备

保障体系。四是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维护继

续推进。做好《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

设施》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督促指导各

县市区持续抓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全市

共建成应急避难场所３０处（各县市区都
建有至少１所标准化应急避难场所），可
满足８０万人应急需求。五是妥善应对九
寨沟７．０级地震。九寨沟７．０级地震发生
后，市县区地震部门迅速集结展开应急工

作，向各级政府报告震情，及时发布震情消

息，平稳公众恐慌情绪，并同时开展电话问

询、宏观异常排查、走访有震感群众、舆论

宣传、情况汇总上报等工作。在市县两级

地震部门共同努力下，没有出现地震谣传

和社会恐慌。六是地震应急基础数据收集

更新高质量完成。按时限要求保质保量地

完成１５类应急重点数据的收集上报。七
是地震应急指挥中心、台网中心搬迁完成。

视频会议系统升级改造进展顺利，通过中、

省地震局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组织完成第二十
五届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筹划开展

“５·１２”防震减灾宣传周、７·２８唐山地震
纪念日宣传活动，全市地震系统累计悬挂

各类横幅１２０余条，共制作展出画板 ４００
余块，编印散发各种宣传资料和彩页１０万
余份，在城区及农村宣传１０余次，电视、广

播播放宣传录像（音）２０余场，各类网站宣
传报道文章３０余篇，咨询人数 ２万人次，
受教育群众达１０万人次。联合市委宣传
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防震减灾宣

传工作的意见》，将防震减灾宣传工作纳

入渭南市的大宣传中，纳入各县（市、区）

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将防震减灾知识培

训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计划，与党校教

学同步开展。市地震局与渭南广播电视台

签署宣传合作协议，在渭南广播电视台设

立防震减灾知识普及栏目，每周一期，每期

五分钟，大力宣传防震减灾知识和工作动

态。在《渭南日报》开设《学点地震知识》

专栏进行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发刊十期。

对全市新任职县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地震

灾害及科学应对》专题讲座。开展防震减

灾知识“六进”活动，在渭南广播电视台、

渭南大东印机公司、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华

阴玉泉中学、富平县留古镇贺兰村、临渭区

惠园小区等多个现场开展专家讲座、有奖

问答、避震演示、现场咨询互动等形式多样

的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建设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取得新进展，市级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布局设计和方案论证；

“７．２８”唐山地震纪念日宣传活动

下发《关于加强推进科普基地建设的通

知》，推动各县（市、区）地震科普基地建

设，在华州区铁路学校建立渭南市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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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第六届“平安中

国”防灾宣导千城大行动收效明显，以防

震减灾建设“平安校园、平安社区、平安乡

村”为主题，在潼关县实验小学、祥和广场

等学校、社区连续播放防震减灾主题公益

电影６场。
【重点项目】　渭南地震灾害风险评估与
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完成年度工作任务。执

行《渭南地震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治理示

范项目》合作协议，组织防震减灾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及中省有关企事业单位业务负

责人、英美及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专家

共计６０余人在西安召开了中外联合咨询
研讨会，完成了对华州区、临渭区、高新区、

经开区城区７３００余栋建筑物及生命线工
程的抗震设计、抗震性能情况的全面普查

工作，在全市共收集资料１５００余份、建筑
物设计图纸１３２１０份，完成“渭南地震地质
灾害风险评估与治理示范项目”年度工

作。完成应急指挥中心、台网中心搬迁及

市、县地震应急视频会议系统升级。投资

９００余万元的富平县地震小区划项目已完
成野外踏勘、数据测试收集、钻孔取样等工

作，进行样品化验和数据分析，按进度完成

目标任务。

富平县地震小区划项目开工


民族宗教

渭南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党组书记、局长　熊绮芬（女）
副 局 长　魏书萌
纪 检 组 长　路新民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印发《关于学习贯
彻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的意

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创建活

动。筛选确定创建点３０个，新增大荔县东
大社区、潼关县兴隆社区等样板点 ５个。
开展第二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清真

寺工作，举办全省民族团结模范先进事迹

报告会，富平县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

评为第五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渭南市轨道交通运输学校被评为第五批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２０１７年，
渭南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被国家宗教事务局

表彰为国家宗教事务局信息报送工作先进

单位。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２０１７年，市民族宗
教事务局争取到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４
个，共计１７０万元，资金数额逐年递增。衔
接做好马来西亚经贸团来渭考察清真食品

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先后２次赴大荔县实
地考察红汇食品，协商有关事宜，助推项目

合作，促成签订合作协议。

【少数民族人口服务】　跟进做好朝觐人
员服务工作，确保朝觐顺利安全返回。严

格执行少数民族成份登记管理规定，印发

宣传资料 ５００余份，受理群众咨询 ３０余
次，审批民族成份更改１例。协助配合新
疆驻陕西工作组开展工作，完成２０多名新
疆籍务工人员信息录入和政策宣教，建立

人员信息台账。

【宗教事务法治化建设】　贯彻落实中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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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实施意见》。全

省民间信仰工作现场会在渭南召开，出台

《渭南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实施办

法》，推进民间信仰管理工作规范化。学

习宣传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进行分

层次集中辅导解读，深入基层授课宣讲，开

展法规进教堂活动。完成５４１处宗教活动
场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和登记证换

发。

【和谐寺观教堂创建】　召开全市创建和
谐寺观教堂表彰推进会，总结活动开展情

况，交流经验体会、安排部署推进工作，共

表彰２６个先进集体和２０名先进个人。华
山玉泉院被评为全国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先

进集体，市基督教堂、临渭区大觉寺被评为

全省先进集体，３名教职人员被评为全省
先进个人。

【宗教团体建设】　组织举办以“国法与教
规的关系”为主题的伊斯兰教宗教政策法

规培训班。开展市级爱国宗教团体主要负

责人及班子成员年度综合考评。定期召开

市级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会，组织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倡议全市民族

宗教界响应中省市脱贫攻坚号召，捐赠资

金及各类物品共计５０余万元。
（赵志鹏）


关心下一代工作

渭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梁星浩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７年，市关工委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的重要讲话

精神，在全市中小学生中开展“当好优良

家风传承人”主题教育活动。组织４．１７万

名“五老”、教师进村（社区）、到户整理好

家风、家训２１．６７万条，编写好家风故事
１．７９万个。全市基层关工委和广大“五
老”采取多种形式入村进校园宣讲 ２６２１
场，听讲师生３８．７７万人，共有６１．２万中小
学生投入到活动中去。举办“当好优良家

风传承人”青少年文学创作大赛及朗读大

赛。文学创作大赛共收到各县（市、区）报

送作品１８８篇，联合市教育局评选表彰一、
二、三等奖作品５８篇，向省关工委进行推
荐上报。市级朗读大赛，１５名选手登台朗
诵，３００余人参加，最终合阳县实验中学学
生薛晨萌获一等奖，渭南广播电视台、《渭

南日报》进行了全面报道。

【基层关工委组织建设】　２０１７年，在全市
推广以“党建带关建”的工作模式，对照

“五好”标准，实现“五好”关工委常态化创

建、动态化管理和科学化发展。全市验收

命名挂牌的“五好”关工委累计达到 ７３１
个，比上年新增 １２９个。１１月 ３日，市关
工委在经开区召开全市民营企业关工委建

设工作推进会，全市１３个县（市、区）的关
工委常务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市教育关

工委常务副主任共４０余人参加会议，推进
全市民营企业关工委建设。

【服务青少年】　全市共建留守儿童关爱
站１９２４个，新建４４２个。全市约有４．８万
名留守儿童，２．８２万名“五老”参与关爱工
作，留守儿童全年参加活动达到６．３余万
人／次，初步实现了村、校关爱站接茬，学
校、家庭、社会关爱“三结合”对接。全市

共有５９９名“五老”义务监督员，全年监督
５．２万次，制止１６６５名未成年人进网吧，发
现纠正网吧违规问题２５３起，协助有关部
门取缔黑网吧３个，基本遏制了未成年人
进入营业性网吧现象。蛋奶工程使全市

８４３所中小学校、３５．６余万名学生受益，
１３４３名“五老”义务监督员，确保蛋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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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安全事故发生。全市各级关工委建成

３５个关爱基金会，筹集基金３９６．６万元。
全年各级关工委共捐筹款２９０．２５万元，捐
物３．１余万件，共资助贫困生和留守儿童
２．７９万人。全市 ３２４个法制报告团（组）
１７５８名“五老”法制报告员，作法制报告
１０２６场，受教育青少年２８．４万人，帮教失
足青少年１３３０人，安置就业５１３人。
【关工委自身建设】　全年编印会刊《渭南
关心下一代工作》５期；与老科协编印农村
科技教材２０期；编印《不忘初心·爱洒秦
东———纪念渭南市关工委成立２５周年专
辑》书籍７００册；在《渭南日报》刊登《托起
明天的太阳》４期；向中省市新闻媒体投稿
并刊发信息５０余篇；在《渭南新闻》宣传
报道３次；继续抓好《中国火炬》征订工
作，全市杂志征订工作连续多年名列全省

第一。３月２３日，市关工委召开全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庆祝市关工委成立２５周年，省关工委
主任李天文、省关工委副主任程安每，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郭勇格，市委副书记王爱民

等１２０人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了２５年来
特别是近５年渭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成
绩和经验，安排部署工作。２５５个先进单
位和３６０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渭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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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模范人物

【杨映】　女，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出生，陕西西安
人，中共党员，现任渭南市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０年连续四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２００８年荣获全国孝
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２０１７年被人社部
和全国老龄办授予“全国老龄系统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杨映同志始终把党和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执行党的纪律

和规矩，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先后四次组织老年文

体团体参加省艺术联欢节，十余次组织老

年人参观学习考察旅游和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起草、撰写各类文件、材料２００
余件，发表新闻报道１２０余篇，受到省市一
致好评。

【卞伟】　男，１９７４年４月出生，陕西渭南
临渭区人，中共党员，１９９０年３月至１９９２
年１２月在华阴 ８４８６５部分服役，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在渭南市收容遣送站
工作，１９９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０年２月在渭南市
民政局工作。２０１０年２月任渭南市救助
管理站副站长，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当选救助站
党支部书记，２０１１年４月主持救助站全面
工作。２０１３年２月任命为渭南市救助管理
站站长。２０１１年渭南市救助管理站被陕
西省民政厅评为“西安世园会”期间救助

管理先进单位，２０１４年被评为民政系统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进党支

部。２０１４年３月获得“国家一级救助管理
机构”称号。２０１６年被团省委授予陕西省
青少年维权岗单位、被团市委评为“青年

文明号”。渭南市救助管理站购买社会服

务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模式被民

政部表彰推广。卞伟同志２００４年２月被
市委市政府授予“０３．８”抗洪救灾先进个
人，２００５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０５．１０”抗
洪抢险先进个人。２０１４年９月当选为全
国救助管理站站长交流会组委会成员。

２０１４年被评为 “渭南标杆”，２０１７年被评
为民政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２０１７年 ８
月，在陕西省民政厅、陕西西部网、陕西省

慈善联合会、华商报社联合举办了“为民

爱民 善行三秦”先进典型人物评选活动

中，被授予陕西省“为民爱民—善行三秦”

基层民政工作领域先进典型人物。

【吴超】　男，中共党员，１９８２年 １２月出
生，陕西富平人，现任渭南市民政局救灾科

副科长（主持工作）、市减灾中心主任、市

民政局机关工会主席。自２０１４年７月被
市民政局选派至富平县齐村镇桥西村开展

驻村帮扶工作以来，全情投入，真帮实扶。

２０１７年，他协助积极争资引项，协调及投
入各类资金２３５万元，帮助贫困村铺设道
路及排水设施２．１公里，实现了村道巷道硬
化全覆盖。争取 ３００万元，实施了“美丽
乡村”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带动干

部群众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先后

争取资金 １３０余万元，培育葡萄产业园
１３０余亩，成立村“互助资金协会”等新型
经营主体。改善人居环境，协调资金５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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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实施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使贫困群众的

住房生活得到大幅提升。２０１７年，吴超同
志先后被陕西省委组织部等六部门评为

“全省优秀第一书记”、被渭南市委、市政

府评为全市“优秀驻村干部”、被市委宣传

部评为“渭南标杆”、被渭南市委组织部、

富平县委组织部评为“优秀第一书记”；被

富平县委、县政府表彰为脱贫攻坚优秀第

一书记、帮扶之星标兵等荣誉。

【张发印】　男，汉族，陕西澄城人，１９６２年
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１９８１
年７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８年
４月历任澄合矿务局二矿技术员、生产技
术科副科长、科长、计划科科长、助理矿长、

生产矿长；１９９８年４月至２００９年２月任澄
合矿务局救护大队副大队长兼总工程师

（期间２００４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中央
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学习）；２００９年２月至
今任渭南市煤炭局局长、党组书记。渭南

市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自担任渭南

市煤炭局局长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省、

市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决

策部署，以煤矿安全生产为重点，通过加强

行业监管，加大执法力度，突出重大灾害防

治、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等工作，使渭南

市煤炭管理工作持续、平稳、健康、科学发

展。建立局领导包联煤矿、安全生产有奖

举报和煤矿分类监管等制度，促进了煤矿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积极推进煤炭去产能

工作，通过整顿关闭、资源整合、技术改造

和机械化改造，全市地方煤矿数量由２００７
年的１３６处减少到目前的５８处，全部关闭
淘汰了１５万吨／年以下的矿井。针对市县
煤炭管理部门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聘请

煤矿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了技术专家组，参

与煤矿隐患排查治理、技术指导、专家会

诊、标准化考核验收和安全体检等工作。

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市煤炭瓦斯监测

监控中心，实现了市县矿三级联网。２０１１
年以来，全市煤矿企业未发生重大以上事

故，２０１７年实现地方煤矿零死亡，全市煤
炭行业安全形势稳定。严格煤炭生产监管

执法，在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时段，组织开

展专项检查和明察暗访，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生产建设行为，近年实施行政处罚５３６
万元，有力震慑了违法生产现象。大力开

展煤矿安全“体检”、“专家会诊”、“隐蔽致

灾因素普查”等，对一些重大隐患严格进

行挂牌督办，严处重罚，实行闭环管理。切

实落实煤矿企业主体责任，举办企业董事

长、实际控制人、法人、矿长、安全管理人员

培训。不断强化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组建了全市煤矿

应急救援体系。因工作成效突出，多次获

得上级的嘉奖。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
度分别被评为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先进个

人；２０１８年被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
安监局授予“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先进个

人”；带领市煤炭局在 ２０１５年度被评为
“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先进集体”。

【王耀明】　男，１９７４年８月出生，澄城县
冯原镇冯原村人，大专文化程度，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参加工作，２０１０年７月入党，现任澄
城县煤炭管理局总工程师。１９９３年１０月
至今他一直在县煤炭管理局工作，具有丰

富的煤炭工作经验，工作成绩突出，曾连续

多年被省、市、县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

个人和煤矿安全管理先进个人。勤奋好

学，善于钻研。他十分重视政治理论知识、

专业技术知识，做到了在实践中学习，在实

践中提高。责任心强，作风过硬。他在安

全检查中始终坚持深入一线，深入井下，查

隐患，纠“三违”，现场解决问题，平均每月

下矿都在２０天以上，下井都在１０次以上，
在他的带动和努力下，全县煤矿安全生产

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作风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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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勤政。他组织纪律性强，作风正派，以

身作则，清正廉洁。在煤矿安全监管方面，

坚持下基层，和职工同吃同住，不伸手，不

吃拿卡要，不提不合理要求，基层同志反响

良好。品行端正，为人正派。他能严格遵

守工作原则和各项规章制度，自觉服从局

党委、行政组织的领导，积极贯彻执行上级

的决定决议，主动配合主要领导开展工作，

坚持围绕工作中心，带头发挥助手作用。

任劳任怨，成绩突出。他在煤炭战线工作

２０余年，能任劳任怨、思想政治素质好、工
作业绩突出、群众评价高，先后１０多次荣
获优秀党员，７次荣获省市先进个人，２０１８
年被国家安监总局评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

先进个人。

【张晓民】　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５月生，陕西
大荔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现任

渭南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陕西省十三

届党代会代表，市人大五届代表。该同志

在担任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时期，市教

育局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和促进体育事

业发展，开创了渭南体育追赶超越、创新发

展的新局面，建成了西部一流水平的市体

育中心暨市青少年体校；积极构建全民健

身新格局，承办了２０１７年全国省级群众体
育干部培训班；在全省首倡并率先实施了

渭河全民健身长廊工程，被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赵勇同志誉为“民心工程、德政工

程、幸福工程”；创新“体教结合”经验，省

政府在渭南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全域谋

划体育产业布局，渭南被确定为国家体育

产业联系点城市、大荔同州湖景区被评为

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大荔沙苑

被列入全国第一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精

心承办２０１６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阳
光体育大会，创新举措，特色鲜明，受到国

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团中央领导的充分肯

定；积极举办“丝绸之路”国际青年足球锦

标赛、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马拉

松、自行车赛等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活动，引

领城市健康运动新时尚，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等近百家媒体刊发报道千

余条，中国体育报以《渭南以体兴城改善

民生共筑中国梦》、陕西日报以《体育点亮

一座城市》等专版报道，更好的宣传渭南、

展示渭南，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品位，

体育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民生的服务窗

口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建设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的新渭南做出了积极贡献。

该同志２０１７年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体
育总局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全国体育系
统先进个人”。

【殷学忠】　男，汉族，中共党员，宁县中卫
市人，１９６９年１月５日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参
加工作，大专学历，１９８８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渭南市体育局群体科科长。２０１５
年度被市委评为渭南市标杆人物，连续两

届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称号，为全

民健身活动深入广泛开展做出了贡献，多

次年度考核评为先进工作者。三次获得渭

南市体育局年度目标考核先进个人称号，

两次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该同志

２０１７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李军奇】　男，汉族，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生，陕
西大荔人，民进会员，２００４年参加工作，研
究生学历。现任渭南体育中心产业部部

长、渭南市足球协会主席、民进渭南教育支

部副主委、政协陕西省渭南市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足球协会第四届执委会执委。该同

志有担当、能创新。通过组织赛事，招商引

资拉动体育消费，争取民间资本投资，推动

体育产业发展，为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了活

动；积极建言献策，参政议政。２０１７年撰
写关于《建议制定“朝九晚五”的提案》发

表于政协渭南市委办公室社情民意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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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用体育打造城市综合体的提案》《关

于减免体育社团税率的建议》得到督办；

积极推动渭南青少年足球、校园足球、社会

足球、足球产业稳步提升。为提高全市足

球竞技水平和群众体育深入广泛开展做出

贡献。该同志２０１７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
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
人”。

【种卫国】　男，汉族，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生，陕
西渭南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现任渭南

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馆长。２０１３年荣获渭
南市体育局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５年荣获渭南
市体育局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６年荣获陕西省
业余训练先进个人、渭南市体育局先进工

作者，２０１７年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
人、渭南市体育局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７年该
同志组织参与第十三届全运会（陕西·渭

南）赛区田径比赛、全国青年游泳锦标赛、

全国竞走比赛、全运会女子青年篮球预赛、

全运会青年男子篮球附加赛、陕西省再继

续教育培训班、省运会游泳资格赛、省青少

年田径锦标赛、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开幕式等国际国内９０余项体育赛事
和群众体育活动。体育馆承办体育赛事、

群众体育活动并对外开放，受到了各届人

士的好评。该同志２０１７年被国家体育总
局评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个人”。

【李彦锋】　男，陕西蓝田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
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现任陕西北人

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

理，２００９年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主要从
事印刷机械的研发设计、智能设备领域的

开发研究工作。该同志于２０１７年获得陕
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先后负责７项公司
重大新产品的设计和多项重大科研攻关项

目，有６大系列产品通过了省级科学技术
成果鉴定，公司先后取得２００多项国家专

利，其中 １３项发明专利。持续的技术创
新，企业已发展成为引领我国软包装印刷

机械设计制造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导产品已成为国内包装印刷机械产

品第一品牌。

【练大伟】　男，甘肃平凉人，１９７４年１１月
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１９９９年毕业于
北京印刷学院，现任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公司产

品研发、电气设计方面的工作。该同志于

２０１７年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２０１１
年获得陕西省“十一五”期间产学研联合

开发先进工作者称号，２０１２年获渭南市优
秀创新人才奖；参与开发的“ＡＺＪ系列
（ＦＲ３００型）无轴传动机组式凹版印刷机”
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国印刷装备科技进步（新产
品、新工艺）一等奖。

【王海龙】　男，陕西宝鸡人，１９７９年８月
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２００４年毕业于
西安石油大学，现任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研究所电气设计室主任，主要

从事新产品、新机型的电气设计工作。该

同志于２０１７年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
奖，先后申报６项发明专利，３项实用新型
专利，其中授权发明专利３项，实用新型专
利２项，所有专利技术已应用到公司产品
中。该同志主持开发的凹版印刷机张力控

制系统，在公司产品中应用１００余台，主持
完善的西门子标准化张力系统应用超过

２００台，为公司经济效益作出了突出贡献。
【薛志成】　男，甘肃景泰人，１９７５年１１月
出生，中共党员，硕士，２００９年毕业于西安
理工大学，现任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总工程师，兼任中国印刷及设备器

材工业协会印刷机械分会－印刷机械与控
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安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质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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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主导公司产品研

发方向以及智能化设备领域的开发研究工

作。该同志于２０１７年获得陕西省科学技
术二等奖，２０１３年入选渭南市第五批“三
三人才工程”计划，２０１４年入选渭南市“百
名科技人才计划”并获“渭南市有突出贡

献优秀人才”、２０１４年度被评为“渭南标
杆”、２０１５年度被评为“渭南市劳模”等荣
誉称号。

【樊建军】　男，１９６６年３月生，中共党员，
１９９１年毕业于江西理工大学，大学本科学
历，正高级工程师，陕西省标准化专家，现

任金钼化学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主要从

事钼冶金化工生产技术研究及新产品研制

与开发工作。于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获得 ２０１７
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三等奖，该奖项主要

围绕钼焙砂水洗废水处理回收再利用问

题，系统地进行了技术探索，形成一套特有

的处理工艺，有效解决了钼酸铵生产线含

钼废水回收再利用难题，且技术先进，具有

首创性，在酸洗线应用取得显著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该同志屡创佳绩曾

获陕西省、渭南市及公司多项奖励。获

２０１５年渭南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２０１６
年渭南市科技英才奖，２０１７年被评为“渭
南标杆人物”。

【桑涛】　桑涛同志１９９６年参加工作，一
直在科协系统从事科普工作。二十年如一

日，始终认真负责的完成好每一项工作，先

后多次受到中、省有关部门及市委、市政府

的表彰奖励。桑涛同志负责企业科协工作

以来，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强化企业科协组

织建设，扎实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活

动，取得明显效果。因工作成绩突出，桑涛

同志受到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

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的联合表彰，被评为全

国“讲理想、比贡献”活动优秀组织者。负

责渭南市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站点工作以

后，为了准确反应我市科协工作者的呼声，

桑涛同志经常性的到各学会、企事业单位

科协及有关单位去走访，与科协工作者座

谈，将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分析后撰写调研

信息，每年上报调研信息均达１０篇以上，
被中国科协评为全国优秀调查站点，同时

连续被评为陕西省优秀调查站点。桑涛同

志担任市科协学会部部长以后，积极为科

技工作者服务，大力加强我市学术交流和

先进典型的表彰、举荐工作。多年来连续

开展“渭南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及学术成

果评选”活动和“渭南市优秀科技工作

者”、“渭南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为了拓

宽科技工作者视野，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

氛围，组织科技工作者参加中国科协年会、

科技政策论坛、全国科技社团改革发展高

层论坛、海峡两岸特色农业产业化论坛、海

峡两岸农业发展论坛、大秦岭论坛等高层

次学术交流活动。还大力抓了基层组织建

设和智库引进工作。先后指导成立了市营

养学会、市消防协会、市科学思维学会、渭

南师范学院科协、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科协

和高新区科协联络处。积极牵线搭桥，邀

请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西京消化病医院院

长樊代明院士担任陕西东大门建设智库专

家。联系西京消化病医院与渭南市中心医

院联合设立渭南整合医学中心。邀请中国

工程院刘加平院士和中国科技咨询中心合

作交流处、中国金属学会分别到经开区、龙

钢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并就产业发展

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了进一步履

行党和政府桥梁纽带职责，凝聚和组织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为科技工作

者建言献策搭建平台，２０１２年，桑涛同志
创办了《渭南市科协工作者建议》，为市

委、市政府领导和市直有关部门报送科技

工作者关于渭南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关

科技问题的建设性意见，为市委、市政府领

３９２先进模范人物　　



导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创刊以来，

报送的建议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有关领

导重视，并做批示。２０１７年 ４月，桑涛同
志因工作成绩突出，被国家人社部和中国

科协表彰为全国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

【赵瑞】　女，陕西渭南人，１９９８毕业于西
安美术学院，现就职于渭南高新中学，渭南

市政协常委，渭南市美协副主席，渭南女子

书画院院长，渭南市突出贡献专业拔尖人

才，渭南市“三八红旗手”。２０１７年作品
《启航》获得中国奥委会，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办的全国《第九届中国体育美术展》优

秀奖（最高奖），填补了十年来陕西在中国

体育美术展上的空白，作品被做为此次展

览的宣传资料被数百家媒体以及网上宣传

报道转载。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 、江西省政府主办的《八大山人—中

国写意画全国展》，作品《致青春梦想不散

场》获优秀奖（最高奖）。作品见于《世界

人文画报》《中国现代美术》《２０１０中华翰
墨情》《中国重彩画》《中国画报》《陕西花

鸟画作品集》，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赵瑞

花鸟画作品集》《第九届中国体育美术作

品集》《２０１７中国写意画作品集》。在工作
之余，带动姐妹们一起来传承传统、传播中

华文化，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女子书画团

队———渭南市女子书画院，已成功举办八

届《渭南市巾帼风采女子书画作品展》，为

渭南的精神文明进步描写新篇章。

【郭建龙】　２０１７年度被亚洲防盲基金会
表彰为“中国复明扶贫流动眼科手术车项

目工作先进个人”。该同志工作责任心

强，组织协调能力突出，在组织全市实施

“复明一号”流动手术车赴各县市区开展

免费手术期间，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出主

意、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问题，确保工作推进

过程中科学有序，圆满完成了年度白内障

复明手术工作任务。全年共组织“复明一

号”流动手术车６次赴富平、大荔、合阳３
个县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８８０例，手
术成功率１００％，帮助广大白内障患者走
出黑暗，重见光明，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到

了残疾人的心里。亚洲防盲基金会对渭南

市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郭

建龙同志被表彰为“中国复明扶贫流动眼

科手术车项目工作先进个人”。

【徐俊涛】　就职于渭南市残疾人综合服
务中心，２０１７年度被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
中心、中国残联长江新里程计划协调组项

目办公室联合表彰为“最美长江技师”。

２０１５年曾受单位委派至西安博奥康复假
肢矫形器中心学习假肢制作技术，２０１６年
已能独立开展假肢装配工作。该同志在培

训学习中受益匪浅，对假肢技术有了新的

认识，自身技术也得到了提高。在单位的

关心和同事的帮助下，对假肢装配站进行

维护清理和更新设备，建成标准化假肢装

配站；通过政府采购流程购买了红外线烤

箱、打磨机、台钳、台式真空泵、树脂工作

台、拐角楼梯等假肢装配所需设备，采购民

生项目假肢制作辅材，并对所采购的设备

和材料进行安装及调试工作。２０１６年至
今，独立完成了渭南市民生假肢装配工作。

为全市１５１名残疾人装配了普及型假肢共
计１５５例，同时参与了２０１６年韩国依恋假
肢装配项目，为全市１１５名残疾人装配普
及型假肢共计１１８例。２０１７年为蒲城、富
平等１０个县（市、区）１７０名贫困肢体残疾
人上门完成假肢取型、制作、装配及适应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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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模范人物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表彰事项 授奖单位 时　间

仵哓民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１７年全国春季游泳
锦标大赛优秀裁判

２０１７年全国春季游泳
锦标大赛大会组委会

２０１７年２月

姚明亮 渭南师范学院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先进个人
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

文化厅、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３月

丁德科 渭南师范学院
２０１６年度陕西高校支持
共青团工作好书记（校长）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７年３月

刘　静 渭南师范学院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第二十四届

“科技之春”宣传月活动先进个人

中共渭南市委、

渭南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３月

冯爱萍 市体校
陕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资格赛优秀教练员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杨海蛟 市体校
陕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资格赛优秀教练员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高小玉 市体校
陕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资格赛优秀教练员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白钛冲 市体校
陕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资格赛优秀教练员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徐小秋 市体校
陕西省第十六届运动会

资格赛优秀教练员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７月

李娟妮 市体校 陕西省群体体育先进工作者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９月

张　倩 市体育局
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郭　军 市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王晓燕 市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王兆冰 市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王小峰 市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宋宝君 市体育中心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李　斌 市体彩中心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群众体育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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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表彰事项 授奖单位 时　间

冯　奇 市创建办
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先进个人
省体育局 ２０１７年

党继光 市创建办 督查工作先进个人 市政府办 ２０１７年

唐正宗 领智三维 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省科学技术厅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王建学 高新中学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顾青棉 大荔县妇联 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先进个人 省妇联 ２０１７年

车绪武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６年度陕西高校支持
共青团工作好书记（校长）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７年５月

欧阳莎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６年度陕西高校
共青团工作先进个人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７年５月

杨云峰 陕西铁院
全省教育系统老干部

工作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５月

任　文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７年陕西省大学生羽毛球

锦标赛优秀教练员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５月

田　倩 陕西铁院
陕西省第二届高校教师

微课教学比赛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

高晶晶 陕西铁院
陕西省第二届高校教师

微课教学比赛优秀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

郭俊娥 陕西铁院
陕西省第二届高校教师

微课教学比赛优秀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

张玉鹏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６年优秀网络文化进校园
“最美校训校风故事”

省委网信办团省委 ２０１７年６月

王　静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６年优秀网络文化进校园
“最美校训校风故事”

省委网信办团省委 ２０１７年６月

张玉鹏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６年优秀网络文化进校园
“最美校训校风故事”

省委网信办团省委 ２０１７年６月

张玉鹏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６年优秀网络文化进校园
“最美校训校风故事”

省委网信办团省委 ２０１７年６月

杨小玉

李　阳 陕西铁院
陕西省２０１７年高等职业院校信息化
教学大赛教学设计比赛一等奖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８月

叱培洲 陕西铁院 陕西带徒名师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陕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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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表彰事项 授奖单位 时　间

张玉鹏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７年度全省教育系统信
息工作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吕康清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７年度全省教育系统信息

工作优秀信息员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徐翠翠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７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陕西赛区优秀组织工作者

陕西省教育厅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陕西赛区组委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孟　森 陕西铁院
２０１７卷《陕西教育年鉴》

优秀撰稿人
陕西省教育厅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孙文博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７年

全　兵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７年

王国凯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共青团陕西省委

２０１７年

祁　勃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年

马占锋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年

卢星星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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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工作单位 表彰事项 授奖单位 时　间

张　楠 技师学院 陕西省技术能手

陕西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年

毛小建 技师学院

在第七届全国数控大赛

陕西赛区选拔赛中被

评为优秀教练员

陕西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教育厅、

陕西省科技厅、

陕西省总工会、

陕西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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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概况

临　渭　


区

区 委 书 记　郭柱国
副 书 记　刘宝琳　刘会军
区 委 常 委　郭柱国　刘宝琳

刘会军　王小奇
党发顺　任教训
李红伟

雷晓萍（女）

马占彬　吕拥军
蔡学宏

刘春华（女，１月任职）
区 纪 检 委 书 记　党发顺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进文
副 主 任　陈广义（１月离任）

弋经建（１月离任）
姜雪芳（女，１月离任）
王耀生（１月离任）
张纪平（１月任职）
宋兴平（１月任职）
张晓云（女，１月任职）

区 长　刘宝琳
副 区 长　王小奇　任教训

刘春华（女，挂职，

２月任职）
杨宇英

曾彩萍（女）

李少博　张占权
王　鹏（挂职）
高雄伟（挂职，１月任职）

党根朝

王　飞（挂职，９月任职）
区 政 协 主 席　王锁牢（１月离任）

陈根许（１月任职）
副 主 席　屈忠敏（１月离任）

李　由（１月离任）
王东亮（１月任职）
沈　军（１月任职）
权佩亮

宋兴平（１月离任）
穆选生（１月任职）
王臖清（女，１月任职）
冯建平（１月离任）

【概况】　 ２０１７年，区委、区政府围绕“五
新”（持续做大规模培育特色产业新动能、

深化改革构筑追赶超越新高地、发展农业

新业态激发决胜小康新活力、增加农民收

入共建保障共享新生活、发展绿色农业彰

显农业新形象）战略和“三地一中心”（新

型工业聚集地、现代农业示范地、华夏山水

文化旅游目的地和大关中东部区域中心城

市）建设任务，以建设“宜居宜游、富美临

渭”为目标，以追赶超越为主题，以转型升

级为主线，坚持产业引领、项目带动、生态

立区、实干兴区，全年经济运行呈现增长平

稳、活力增强、态势良好的局面。全区实现

生产总值２８８．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８．０％。分
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７．３１亿元，
同比增长４．６％；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１２１．４１亿元，同比增长８．５％；第三产业实
现增加值１２９．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８．７％。
【农业】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以创建中国好

９９２临渭区　　



粮油示范县（区）为目标，推进优质粮食工

程，持续稳定粮食生产；推进渭北葡萄上设

施、提品质，南塬扩大核桃、猕猴桃规模、延

长产业链，鼓励发展樱桃、冬枣等观光采摘

农业；因地制宜发展现代畜牧业，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１０月，临渭区被国家粮食
局、财政部等部门授予“中国好粮油”示范

县（区）”。

全区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完成

６５．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９％。其中，农业产
值４７．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６．４％；畜牧业产值
１４．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０．２％；林业产值０．７５
亿元，同比增长７．１％；渔业产值０．１５亿元，
同比增长５．４％；农业服务业２．６１亿元，同
比增长６．４％。粮食作物遭受多重自然因
素的影响。全年粮食面积６．５８万公顷，同
比下降１．５７％；粮食总产２８．５２万吨，同比
下降０．８７％。

以畜牧园区和规模养殖场建设为抓

手，以生猪、家禽和羊只为重点，加快现代

畜牧业示范区建设步伐，促进畜牧业发展。

全年建成规模养殖场２２个。年末，全区养
殖场发展到１３０２个。陕西上元生态畜牧
发展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被全国畜牧总站

授予“美丽猪场”称号。年末，生猪存栏

２４．６５万头，同比下降０．２１％。其中，能繁
母猪３．３０万头，同比下降０．１２％。肉类总
产３．０１吨，同比下降３．６７％。禽蛋产量
３．０３万吨，同比下降１．９７％。奶类产量
９．２７万吨，同比下降１６．８７％。

全区建成省级以上“一镇一品”示范

镇８个，其中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镇１
个（官路镇）；建成省级以上“一村一品”示

范村５９个，其中国家级３个（下絡镇见庄
村、官道镇武赵村和向阳街道赤水村）。

全区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８２５个，其中国
家级示范社３个、省级示范社１４个、省级
百强社６个，市级示范社２６个；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３２家，其中省级 ５
家。家庭农场２２９个，其中省级２５个、市
级５４个；拥有职业农民７８７名，其中高级
职业农民３９名、中级８４名、初级６６４名。
申报绿色食品认证企业２家、无公害生产
基地５家。全区累计认证无公害企业 １３
家，绿色认证７家。

农机跨区作业是临渭区农机化工作的

一大亮点。年末，全区拥有农机总动力

８９．９６万千瓦，拖拉机１０４１４台，其中大中
型拖拉机 ５４５５台。乡村农机从业人员
３４８５５人，农机经营总收入６．７７亿元，经营
纯收入４．０２亿元。跨区机收２９７０公顷，跨
区机耕８００公顷，跨区机播８９００公顷，带
动劳务输出１．１３万人，单车经营收入均在
４万元以上，经营纯收入２．２万元，全区跨
区作业经营收入２．２亿元。临渭农机跨区
作业“远行千里路，广收万顷粮”成为一张

名片。临渭区被评为全国“平安农机”示

范区。

【工业】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以建设新型工业
聚集地为目标，去产能、调结构、促转型，改

造升级传统产业。破除无效供给，处置

“僵尸企业”，盘活要素资源，拓宽发展空

间。落实工业促投资、稳增长政策，鼓励企

业加快技术创新，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企业

转型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培育发展

新动能为目标，支持高新区、经开区发展，

建立三区优势叠加、协同发展机制，壮大区

域经济实力。以争创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目标，建设创新创业基地，打造南塬新

区。发挥双创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作用，

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创业基地初

具规模，入驻企业２４户，投产１５户。５个
企业技改项目完成投资１．４亿元，全区增加
规上工业企业７户。年末，全区拥有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３３户。其中，央属１户、省
属１户、市属２户、区属２９户。全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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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７２．４亿元，
同比增长７．０７％。从隶属关系来看，中省
市属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１．２８亿元，同比
增长７．４２％；区属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１．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５．２％。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７２．６５亿元，同比
增长７．６２％，产销率９９．６５％。其中，中省
市属企业实现销售产值６１．９８亿元，同比增
长７．７４％；区属企业实现销售产值１０．６８亿
元，同比增长６．９４％。
【商业贸易】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培育新兴
产业，发展楼宇经济、数字经济、现代金融

等新业态，推动“平面经济”向“空间经济”

转变。全区２３个重点服务业项目完成投
资２９．２亿元，以宏帆广场、信达广场、新洲
华盛、恒基商业中心综合体为核心的城市

商业圈初步形成。“双创园”入驻小微企

业１１８户，电子商务园入驻电商企业 ３９
户，建成 ３个镇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７２
个村级服务站；培育限上商贸流通企业３８
户，增加非公经济组织２０００户。全区累计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３２．７５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１２１．９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８％；乡村消费品零售额１０．７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５．５％。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
完成４２４９万元（此数据以西安海关统计数
据为准），占目标任务的５６．７％。
【财政金融】　 ２０１７年，全区财政总收入
完成１７．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６．３６％。其中，
上划中央９．５１亿元，上划省级１．７４亿元，上
划市级２．６９亿元。区级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３．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９％。综合排名位于
全市前列。全年争取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１４．０１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１９．３亿元。
全年统管政府非税收入资金２．３２亿元，缴
入国库资金１３８０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４３．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８％；政府

性基金支出１．０６亿元，置换债务支出７．１５
亿元，整合资金支出３．６３亿元，全区财政总
支出５４．９４亿元。全年审批政府采购预算
资金４．１６亿元，经公开招标，实际使用资金
３．８９亿元，节约２７２０．６万元，节约率６．９％。

２０１７年末，有 １４家银行或金融机构
在境内开设分行或办事机构。全区金融机

构各类存款余额６２４．９２亿元，较年初增加
４０．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８．６％；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余额３７８．３３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９．９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９％；金融机构各类贷款
余额２４２．２７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６．４４亿元，
同比增长６．９９％。辖区拥有各类（财、寿）
保险公司约３８家。全区拥有证券公司 ６
家、营业部７个（西部证券渭南东风街、杜
化路营业部，中邮证券渭南东风街，开源证

券渭南朝阳大街、银河证券渭南朝阳大街、

国泰君安渭南仓程路、长江证券渭南仓程

路营业部）。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创建陕西省文化先进区工作

通过验收。区图书馆被省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授予２０１７年“三秦书月”全民阅读活动
先进单位。“信达激情广场 群众欢乐舞

台”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全省公共文化优秀
群众文化品牌。全区２８支数字电影放映
队，启动３０套数字电影放映设备，放映数
字电影６１２３场次。市青年秦腔剧团开展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 ３５０余场。崇
凝镇老爷庙、清末王劲哉故居被省政府批

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年末，全区拥有

不可移动文物 １８７处，文物保护单位 ４６
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２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１１处。全区列入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９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２８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５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４８人。区文化广电局被省文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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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陕西省第一批“文化助力扶贫示范单

位”，秦源陶艺有限公司被省文化厅评为

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示范单位”。临渭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区验收。建成临渭区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通过省卫计委验收。建成镇

卫生院和社区服务中医馆３６个，通过国家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验收。建成贫困

村标准化卫生室２６个。故市、交斜、阳郭
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计委评为全国“群众

满意乡镇卫生院”。确定市第一医院为临

渭区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市二院为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全区拥有社区群众健身

广场５４个，实现社区全覆盖，符合国家１０
分钟健身圈的要求。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广

场３０２个，比上年增加３５个。拥有城乡群
众体育活动站点 １５０个，比上年增加 ２０
个。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均为９８％。
【社会保障】　全年分别为 １４２２户、２４８４
名城市低保对象和４３７１户、１１９９３名农村
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和取暖补贴、电价补

贴、提标补发等各种补助金１４４９．５９万元和
３１５７．９２万元，困难群众低保保障率
１００％。五保对象分散供养标准每人每年
５３００元，集中供养标准每人每年５８００元。
全区五保供养对象１００８人，全年发放五保
供养金５５６．３６万元。全年发放困难群众医
疗救助金 ６１９６人、１３２４．５４万元。发放困
难家庭救助金２２６２户７４６．６５万元。全区
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单位 ４６３家，总参保
３．５５万人，征缴基金６６９６万元。城镇居民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７．５万人。全区城乡居
民社会养老保险３３．９万人，其中缴费人员
２４．２万人，收缴保费５４７４．６万元；领取待遇
人员９．７万人，发放养老金１０４８１．５８万元。
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养老保险登记单位

２７２家，涉及在职人员１４２８８人，退休人员
６１１６人。全区拥有养老机构１５家。其中

公办敬老院３家（含在建区中心敬老院）、
民办养老机构１２家；拥有床位１６０４张，有
院民９５６人，其中五保人员５８人、自费人
员８９８人。拥有农村幸福院１１８个，按照
有偿、低偿原则，为农村６０周岁以上鳏寡
孤独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使农村老年

人离家不离村、生活有保障。全区政策性

农业保险小麦参保面积２．８３万公顷，保费
收入为６３７．７９万元；核桃参保面积３８６．６７
公顷，保费收入３４．４万元；玉米承保面积
２．３５万公顷，保费收入６２８．１６万元。年末，
全区开办农村小额人身意外保险业务街镇

１１个，实现保费收入４．２１万元，赔款金额
３．６５万元。全区６０—８０岁老龄人口１０．１３
万人，参保２２４４人，参保率２．２１％，老龄险
保费收入１１．２２万元，理赔金额１０．３万多
元。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７年，区委、区政府把脱
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举全

区之力，突出“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

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

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实施

“八个一批”（产业扶持脱贫一批、就业创

业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易地搬迁

脱贫一批、危房改造脱贫一批、医疗救助脱

贫一批、教育支持脱贫一批、兜底保障脱贫

一批），扭住“四个关键”（产业、搬迁、就

业、健康），实施“十大工程”（特色产业发

展、就业创业、易地搬迁、生态保护、教育扶

持、健康扶贫、社会保障兜底、社会关爱、财

政专项扶贫、贫困村基础设施提升），贫困

村达标退出２０个，脱贫２２７９户８７１４人。
建立包联包抓、社会帮扶、资金保障、考核

追责四项机制，确定周四为扶贫日，１１２个
单位包联到村、１．４万名干部包联到户。在
８１个贫困村成立村集体公司，区财政为每
个公司一次性注资２０万元，连片发展主导
产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推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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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改革，１５个试点村纳入全省千
村试点工程。落实奖补措施，发放扶贫贴

息资金１．５亿元，受益群众１．３万户。坚持
党建引领，建立“支部 ＋公司 ＋贫困户”产
业帮扶模式，培育树立产业带头书记２１８
人，党员示范田 ４６０余块，党员示范庭院
７４７户。加快异地搬迁，打造阳光、雨露、
双创、向阳４个安置社区，安置群众 ４１３０
户１６４８９人。探索“先业后搬”模式，设立
公益专岗６５９个，转移就业５７００人，以就
业带动搬迁，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建

立“四合四联三帮三跟进”（四合即特殊教

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在校就读与送教上

门相结合、国家资助与区级资助相结合、党

员教师爱心帮扶与社会力量爱心帮扶相结

合，确保学生全部上学和上学过程全程资

助，实现从学前到大学一条龙全覆盖；四联

即联村联户联校联生帮扶，建立入学绿色

通道，优先保障学区内贫困学生入学、在校

住宿、就餐等，确保学生就近上学、上好学；

三帮即对贫困村学校帮建设、帮师资、帮发

展）４４３３教育扶贫机制，开展“千名医生包
联救助因病致贫家庭”活动，推行“阳光托

管”模式，多种形式减轻群众负担，保障群

众利益。工作经验被人民日报、陕西日报

等多家中省媒体宣传报道。

【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　全年策划包装
项目７５个，总投资６１３亿元，签订招商项
目４５个，合同引资１９０亿元。其中，签约
重大招商项目１５个，合同引资７０亿元，到
位资金５１亿元，完成全年招商引资到位资
金任务。争取中省项目２３８个，到位资金
１７．８亿元。全年实施重点项目１０５个，总
投资５０７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１６１亿元，较
上年增长４６％。其中，新建项目５５个，总
投资２８０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８６亿元；续
建项目５０个，总投资２２７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７５亿元。全年完成投资１７０亿元，超
额５．６％完成年度任务。实施市级重点项
目３８个，总投资４２５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１０１．６亿元。其中，新建项目２０个，总投资
２１７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４０．６亿元；续建项
目１８个，总投资２０８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６１亿元。全年完成投资１１２．６亿元，超额
１０．８％完成年度计划。其中过１０亿元项
目６个。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７年，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３７８．２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２％；其
中，项目投资完成３１３．９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１％；房地产开发投资６４．３５亿元，同比
增长４０．８％。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完
成１８．４３亿元，同比下降８．６％；第二产业投
资完成１３．９５亿元，同比下降２９．３％；第三
产业投资完成３４５．９２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５％。商品房销售面积６７．６５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１５．９％；商品房销售额２７．２６亿
元，同比增长３６％。
【中心城市建设】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按照
“拉大城市框架、补齐城市短板、提升城市

品位、建设宜居城市”要求，实施“东扩、南

优 ”战略，东部依托渭东新城，建设风情小

镇，统筹城乡发展，拉近主城区与华州区的

距离；南部依托创新创业基地，繁荣工业经

济，融合移民搬迁，打造南塬新区。坚持建

管并重，共治共享，建设宜居宜游新都市，

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全年争取棚改贷款

２３亿元，实施城建项目６４个，完成投资８７
亿元。中心广场南路片区建设高档住宅、

五星级酒店，打造商业综合体。区体育运

动中心、人和公园全面开放，瑞康廊桥、环

形天桥建成投用，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体竣

工。老货运站片区建成陇海广场，安置小

区选号分房。市二院片区建设街心公园，

公共服务功能增强。车雷小区、梅园片区

启动征收。老城区实施地源热泵系统项

３０３临渭区　　



目，建设丰原路城区段、城东停车场，建成

西交康桥双语幼儿园。打通杜化路北段、

前进路北段等４条城市道路，“四纵四横”
道路成为城市靓丽风景线。保障房“租售

并举”启动，竣工１０８７８套，出售２６１９套。
【园区建设】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以农业园区
为基础，发展特色、高效、品牌农业和休闲

观光农业，推进农业园区向观光景区转型。

加快以葡萄、核桃、猕猴桃、设施瓜菜、畜牧

为重点的产业基地建设。全区现代农业园

区建设累计投资７．２亿元，建成核心区面积
０．４１万公顷，建成现代农业园４个。年末，
全区拥有现代农业园区５３个，其中省级５
个、市级８个。辐射带动葡萄１．７３万公顷、
核桃１．４万公顷、猕猴桃５３３３．３３公顷。认
定区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２３个。
赤水樱桃采摘、城郊草莓采摘、裕美现代农

业园和葡萄产业葡萄采摘等特色农产品采

摘相继进行，牒吴村的农耕文化游开园迎

客，天留村山水游客接连不断，葡萄产业园

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典范。红鹤谷现代农

业园区被认定为市级现代农业园区。渭南

葡萄产业园按照“农业 ＋旅游 ＋文化 ＋扶
贫”的发展理念，以葡萄种植为基础、休闲

观光为特色、旅游为引擎、文化为支撑，建

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欧式浪漫风情区、城堡

酒庄文化区、温泉休闲观光区、智慧农业体

验区、环湖健身娱乐区 ５大功能区和
３３３．３３公顷葡萄种植核心区。全年葡萄产
量１万吨，销售额６０００余万元；葡萄酒生
产１００吨，销售额５００余万元。临渭区获
“中国十佳现代农业示范城市”称号，被确

定为国家级核桃生产标准化示范区，“贤

乡紫韵”田园综合体成为省级田园综合体

示范点。创新创业基地全年洽谈对接项目

２０个，可吸引投资２０亿元。年末，入驻企
业２４户，投产１５户，实现工业产值８．１亿
元，获“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称号。

【美丽乡村建设】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以基础
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为重点，按照以

净为底、以美为形、以文为魂、以业为基、以

人为本的要求，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坚持分类整治、有序推进，建设１１个特色
标杆村、５条最美乡村道路、４个出入口景
观、６个生态涝池。建成宜居示范村 ２３
个，生态乡村５０个，清洁乡村６０个。高李
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示范

村，柳园村、牒吴村被评为省级美丽宜居示

范村。开展生态示范村镇创建工作，申报

创建省级生态镇２个、生态村３个；市级生
态镇２个、生态村６个。官路村被国家住
建部评为“绿色村庄”，张千户村、云祥村、

吝家村被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生态村。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全体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完成１９８０１元，同比增
长９．４％；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１６４０元，同比增长８．８％；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１０６６３元，同比增长８．８％。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较上年同期上升１．７％。
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与上年同期持平。全区

增加就业 ９３６８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３８２６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１８７１人，城镇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７％以内；全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１４．０２万人，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５７０３人。
【旅游业】　２０１７年，临渭区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省级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坚

持“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以“四园一

基地”（渭南葡萄产业园、航天生态园、军

事博览园、桃花源民俗文化园和花卉苗木

基地）建设为抓手，按照“一业带动、多业

融合、板块突出、全域推进”思路，加快历

史人文游、生态休闲游、古城文化游、红色

爱国游、特色乡村游５大旅游板块建设步
伐，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三贤故里一

日游”线路全面启动。“四园一基地”初具

４０３ 　　县（市、区）概况



雏形，获感动陕西２０１７旅游影响力“十大
旅游推动力项目”奖。渭南葡萄产业园晋

升为国家ＡＡＡＡ级景区，渭南桃花源民俗
文化园、航天园批准为国家 ＡＡＡ级景区，
临渭区获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区、中国最美“宜居宜业宜游”名区称号。

挖掘开发旅游商品 ５种。全年接待游客
１２８０万人次，同比增长４９．０１％；实现综合
收入７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９．７９％。

（王俊雄）

华　州　


区

区 委 书 记　霍文军
区 委 副 书 记　白晓林　蒋会海
区 委 常 委　霍文军　白晓林

蒋会海　孟渭川
孙跃民　马　宁
张　霞　王晓鹏
石艺军　韩　佩

区 纪 委 书 记　石艺军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红旗（１月离职）

王西峰 （１月任职）
副 主 任　潘增禄 （１月离职）

史绪选（１月离职）
刘毓斌（１月离职）
代西云 （女）

田川虎 （１月任职）
同永利 （１月任职）
刘　健 （１月任职）

区 长　白晓林
副 区 长　孟渭川　王晓鹏

金艳红（女，２月挂职）
王育红　任武志
张金玲（女，９月任职）
赵耿生（挂职）

金长峰（挂职）

康彦虎（调研员）

政 协 主 席　吴新亚（１月离职）
王强国（１月任职）

副 主 席　吕育坤（１月离职）
田川虎（１月离职）
刘毓斌 （１月任职）
师正利（１月任职）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区生产总值９４．９８亿
元，较上年增长８．７％。分三次产业来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０．３５亿元，增长４．７％；第
二产业增加值５７．１亿元，增长９．６％；第三
产业增加值２７．５３亿元，增长８．５％。三次
产业比为１０．９：６０．１：２９。人均生产总值
２８９８８元，增长８．５％。全年非公有制经济
增加值２５．２５亿元，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２６．６％，比上年提升１．８４个百分点。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５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６％。全年外贸出口创汇１０３９万美元，

单位：亿元、％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生产总值及增长速度

图２　２０１７年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

比上年下降４３．２％。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
城、全国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

５０３华州区　　



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区、陕

西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先进区、陕西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区等中省荣誉１０余
项。

【农业】　２０１７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１０．６１
亿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４．９％；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１８．４５亿元，剔除价格因
素，增长４．９％。其中农业产值１４．６亿元，
增长５．５％；林业产值０．３９亿元，增长
６．３％；畜牧业产值２．９３亿元，增长０．７％；
渔业产值０．０８亿元，增长３．８％；农林牧渔
服务业产值０．４５亿元，增长１０．６％。农业、
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分别占

总产值的７９．１％、２．１％、１５．９％、０．４％、
２．５％。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４．９７万公顷，
比上年增长０．７％。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２．７９万公顷，增长０．４％；总产量１１．４万吨，
下降０．５％。其中夏粮播种面积１．５６万公
顷，增长 ２％，总产６．２３万吨，增长５．５％；
秋粮播种面积１．２３万公顷，下降１．５％，总
产５．１７万吨，下降６．８％。

全区蔬菜面积１．８９万公顷，比上年增
长０．４％，产量５９万吨，增长０．８％。水果
面积０．３６万公顷，增长１６．３４％，产量９．０８
万吨，增长４４．６７％。设施农业加快发展，
设施蔬菜面积０．５１万公顷，占蔬菜总面积
的２７．２％；设施瓜果类面积０．０９万公顷，占
瓜果类总面积的 ６０％。瓜坡入选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镇，华州区跻身全国首批、全省

首家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全年造林 ０．３６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１３４．９％，育苗３６０公顷，增长１７０％，四旁
（零星）植树 １３５万株，比上年增长
９２．９％。全年核桃产量０．１７万吨，增长
２０％；板栗产量０．０３万吨，下降４．６％；花椒
产量０．０６万吨，增长５％。

全年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２７００１吨，
下降０．１％；农膜使用量 ３８５吨，增长

０．５％；农药使用量６２．９９吨，下降１％。
【工业】　２０１７年工业增加值５５．５８亿元，
较上年增长９．８％。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５４．３５亿元，增长９．８％。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８４．７亿元，较上年增长５０．８％，销
售产值８０．４２亿元，增长４４．８％，产销率为
９４．９５％。按轻重工业划分，轻工业产值
２．２４亿元，增长１９１．３％，重工业产值８２．４６
亿元，增长４８．８％。在七大支柱产业中，有
色冶金工业产值３３．７６亿元，增长３２．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值５．８５亿元，增长
７２６．８％；食品工业产值１．２亿元，增长
２７３．５％；化工工业产值４１．２７亿元，增长
４８．９％；装备制造业产值０．７９亿元，增长
１３．４％；纺织服装工业产值１．０３亿元，增长
１３２．１％；能源工业产值０．４亿元，增长
１５．６％。

２０１７年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９２．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１％，实现利税
６．２４亿元，增长５８．３％，其中利润总额０．６３
亿元，减亏８３９．９％。亏损企业个数２户，
比上年增加 ２户，亏损额２．１８亿元，增长
４４％。规模以上工业能耗１３２．４万吨标准
煤，比上年下降５．９５％；工业用电量为
１３０７２８万千瓦时，下降０．９７％。
【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　１０月
９日，渭南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渭
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的意见》，由

渭南市高新区和华州区合作设立渭南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以下简称东区）。

１０月 １６日，举行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东区揭牌仪式，高新区、华州区签署《关

于建设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的协

议》。建设范围东起华州区瓜坡镇镇区西

侧、西至华州临渭交界，南起高塘大明塬区

北界、北至渭河沿岸。区域面积７６平方公
里，并划定１１．５平方公里的启动区．东区
的产业将聚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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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实施国

家级高新区相关优惠政策，建设专业化的

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公共创新创

业平台和应用示范工程。到２０２０年，基本
建成增长动力强劲、产业特色鲜明新兴产

业示范区。２０１７年东区建设共需征地３０
公顷，主要用于东区道路建设项目、双创大

厦建设项目、科技孵化园建设项目和陕煤

化院扩建项目用地工作，征地范围内永久

征地群众签字率８５％以上，各镇正在全面
清表；高新东区绿化工程项目工队已经进

场施工。

　　１０月 １６日，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东区揭牌仪式。

【建筑业】　２０１７年资质以上建筑业总产
值２．９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４．１％，其中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０．６４亿元，下降３９％。资
质以上建筑企业共签订合同额３．２６亿元，
增长４６．４％；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１４．８９万平
方米，增长１２．７％。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７年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２２２．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４％。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２１９．７２亿
元，增长 ２０％；农户投资２．９亿元，下降
１．６９％。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
４４．４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０．１％；第二产业
投资１９．８亿元，下降２９．１％；第三产业投资
１５５．４９亿元，增长５６．２％。重点领域投资
中，农业投资４４．４３亿元，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７．１４亿元，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９．８７亿元，水利、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４１．８４亿元，公
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投资８３．５３亿元。２０１７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０．３２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７％；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３３．３
万平方米，增长３．６％；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３４万平方米，增长４２．６％；商品房待售面
积４．５７万平方米，增长４９．８％。
【招商引资】　全区共引进项目 ２３个，总
投资１６９．３６亿元，实际到位资金５８．０１亿
元。其中新建项目１７个，到位资金４６．３亿
元；续建项目６个，到位资金１１．７１亿元。
【旅游】　编制了全域旅游规划，华州皮影
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少华山景区

完成经营体制改革，渭华起义纪念园升级

改造列入国家项目盘子，李坡农家乐、毛沟

红色游等一批乡村游悄然兴起。２０１７年
共接待游客 ７４６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３９．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４５．２６亿元，增
长５０．７％。
【财政】　２０１７年财政总收入６９３２３万元，
比上年增长２５．８％。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２３６００万元，增长９．３％。地方财政收入中
税收收入２０４０９万元，增长１０．９％，非税收
收入３１９１万元，下降０．０３％。地方财政收
入按部门划分：财政完成 ７１８万元，下降
７１．３５％；地税完成 １４１６７万元，增长
３．８％；国税完成８７１５万元，增长６０％。
【金融】　２０１７年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１３２．３８亿元，比年初增长８．３％。
其中住户存款１０５亿元，增长１０％。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５４亿元，比年初增长
３５．８％。其中短期贷款１１．０３亿元，增长
１７％；中长期贷款３９．２亿元，增长３３．５％；
票据融资３．７８亿元，下降２８１．１％。
【保险业】　全区各项保费收入１０６８６．７１
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７％。其中财险保费收
入３３０３．７万元，下降５．７％；寿险保费收入

７０３华州区　　



７３８２．０１万元，增长１６．７％。全年支付各类
赔款４１９６．５万元，下降２１．５％。其中：财险
赔款１６５１．５万元，增长２９．７％；寿险赔款
２５４５万元，下降１５％。
【教育】　２０１７年年末全区普通中学 １１
所，招生３３１２人，在校学生９７５４人；小学
３５所，招生 ２９８７人，在校学生 １５３６４人；
幼儿园６０所，入园人数３９０６人，在园幼儿
１０１５０人；特殊教育学校 １所，在校学生
２０９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７３．２２％。高
考本科上线人数１１６５人，其中文史类３３８
人，理工类８２７人。大专、高职上线人数为
３０８人。
【科学技术】　２０１７年申报省级科技计划
项目３项。申报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５项，
落实经费５５万元。专利申请总计３２件，
发明专利１２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９件，外观
设计专利３件。
【文化】　全区文化馆１个，基层文化站１０
个，公共图书馆１个，藏书１１．８９万册，文献
流通６．６万册，读者８．７万人次。农家书屋
２４２个，藏书５１万册；文化中心户１００个，
藏书１８００册。区级无线广播电台１座，广
播节目２套，无线电视节目１套，有线电视
节目２套；全区有线电视入户率３８％，农
村数字电影放映覆盖率 １００％。以春节、
国庆、建党９６周年、十九大召开等为节点，
以舞蹈、戏曲、小品、演唱、书画等形式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举办“喜迎十九大

秦声美华州”好日子唱着过２０１７年新创剧
目展演活动；积极实施“四进零距”工程，

与党建引领文化相结合，创新主题党日 ＋
活动模式，开展主题党日 ＋文化志愿服务
进社区（乡村）惠民演出活动１１场及“四
进零距”惠民演出３０场，共计５０场。
【华州皮影】　７月１２日 华州宏权影艺文
化传承发展有限公司演出的新编皮影芭蕾

舞剧《白毛女》，受邀参加由东方卫视策划

的全国首档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喝彩中

华》成功演出，并在７月１５日东方卫视台
播出。９月７日 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上海市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主办的

“皮影、剪纸、年画传承人对话动漫界”论

坛在上海举行。华州皮影非遗传承人薛宏

权应邀参会并作主题演讲。

　　１２月１日，《非凡匠心》专题片《华州
皮影》开机仪式，著名演员张国立、青年歌

手李玉刚与华州皮影艺人现场体验华州

皮影表演艺术。

１２月１日华州区举行北京卫视制作
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凡匠心》专

题片《华州皮影》开机仪式，著名演员张国

立、青年歌手李玉刚与华州皮影艺人现场

体验华州皮影表演艺术。国家质检总局发

布２０１７年第 １１７号公告，批准“华州皮
影”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保护范围

覆盖华州区９个镇１个街道。
【卫生】　全区拥有卫生机构３１７个，其中
医院４个、卫生院１３家。医院、卫生院实
有床位１９０８张，其中医院实有床位 １４２２
张，卫生院病床４８６张。全区有卫生人员
２１８９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２１８９人，卫生
技术人员中执业（助理）医师３６３人，注册
护师、护士７７０人。全年孕产妇住院分娩
率９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９４％；儿童保
健管理率９６．６％；婴儿死亡率４．３‰；５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５．０６‰。全区参合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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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８８３人，参合率达９８．１％，参合住院补
偿达５２９０５人次，共补偿金额１５０２３．１万
元。

【水利】　２０１７年水利建设投资１．２９亿元。
有效（农田）灌溉面积１４．５７千公顷，节水
灌溉面积达到１４．４２千公顷，旱涝保收面积
７．３６千公顷，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３４．５７平方
公里，堤防长度８９．５８千米。已建成水库
１２座，总库容３７６８．９８万立方米。已建成
万亩以上灌区３处，有效灌溉面积１．４６万
公顷，解决农村饮水安全人口０．９４７万人。
水利供水工程总供水量达到５５０６万立方
米，其中农业供水２７２８万立方米，工业供
水１５４２万立方米，城乡居民生活供水６４９
万立方米，城镇公共供水５６５万立方米，生
态环境２２万立方米。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７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３２．８万人，人口出生率１１．１７‰，死亡率
６．８７‰，自然增长率４．３‰。全区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１７０７８元，比上年增加 １４４６
元，增长９．３％，按常住地划分：全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２９３３２元，比上年增
加２３６９元，增长８．８％。全年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９８８５元，比上年增加７９７
元，增长８．８％。城乡收入比为２．９７：１。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７年末城镇职工参加养
老保险２８５６１人。城乡居民参加养老保险
人数为 １４５４５４人。城镇参加失业保险
２５５０９人，参加医疗保险６０７９３人，参加工
伤保险２７１２９人。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１００３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６３７８人。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５３６２人，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 ２１３６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２％。
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６５１３６人。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７年共退出贫困村 １３
个，贫困户２４２７户８７１０人。落实园区及
项目７５个，带动贫困户４８７８户；为５８个
贫困村每个村拨付３万元扶贫产业专项资

金；园区及企业长效产业带动达到 ３５８５
户，涉及人口 １１１４２人，带动贫困户就业
２９７４人。完成７９１户２９３２人异地搬迁入
住并交钥匙。２０１７年脱贫对象的 ２２６户
危房改造全面竣工并验收合格。组织开展

“千名医生包联救助因病致贫家庭活动”，

７００余名医务人员为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检
查诊疗服务约１５万人次。举办专项招聘
会７场，提供岗位２１１０个，现场达成就业
意愿３８３人。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３３０５
人发放补助资金２０６．８５万元；吸纳社会资
金６１．５万元，资助贫困学生２１４名；办理生
源地助学贷款１７０６份，贷款金额１２７３．４９５
万元。救助困难群众１４９２３人，共发放救
助资金３４０４．８万元；为全区特困供养人员
和低保对象共缴纳合作医疗９２．３万元，为
低保户中享受贫困档的家庭共退合疗２１．５
万元；为１５１８户贫困户每户拨付２０００元
人居环境改善资金。坚持以贫困劳动力为

主要对象，开展电子商务、现代农业等职业

技能培训３４期８４班，参加培训贫困劳动
力１５８２人，投资培训补贴资金９４．９２万元。

（郭轶栋）

韩　城　


市

市 委 书 记　李智远
副 书 记　贾建武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冀会康　副主任

李兰坤　程印杰
张宏哲

市 长　褚锦锋
副 市 长　张　喜　张新庄

孙虎敬　王文俊
赵雅丽　孙长虹
王志鹏

斯宏浩（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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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辉（挂职）
市 政 协 主 席　冯双民
副 主 席　党福勤　薛旺辰

陈玉振　王灵侠
张宏哲

市 纪 委 书 记　杨　澎
副 书 记　康建森

田建林（１—８月）
陈维军（９—１２月）

常 委　薛晶莹　雷耀锋
卫智文　高杰锋

【概况】　２０１７年韩城市 ＧＤＰ完成３４９．０
亿元，增长９．５％。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８７２０２
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９９３６元，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２７５４２元；固定资产投资４９０．４亿
元，增长２０．６％；地方财政收入３０．１亿元，
增长３９．４％；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５５．２６亿
元，增速１４．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５３８元，增长９．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３２４２０元，增长８．９％；民间投资完
成１４３．７５亿元，增长 －１３．７％；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下降６．８％；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４．１３％；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为
１５．１％。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站稳全省第一
方阵，市域经济社会发展位居“陕西十强”

第二，经济综合实力排名全国１０５位。
【农业】　２０１７年，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
３１．６亿元，较２０１６年增长４．８％，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１３７００元，较２０１６年
增长１０％；粮食收获面积２．０７万公顷，总
产８．０８万吨；果业种植面积达１．２５万公顷
（其中苹果１．０５万公顷），总产１５万吨；蔬
菜播种面积达到 ３１００公顷，总产２２．３万
吨；全市生猪存栏６．０２万头，出栏６．８万头；
羊存栏为６．３万只，出栏为４．８万只；牛存栏
０．４６万头，出栏０．１９万头；家禽存栏为
５８．４１万羽，出栏为２６０．１６万羽；肉、蛋、奶
的产量分别达到１２９８８．６９吨、２７４２．０７吨、

９２１．７７吨。
围绕全市椒、果、菜、畜四大主导产业，

出台１２项涉农产业扶持政策，兑付各类补
助资金 ３０００多万元，惠及产业扶贫户
１８１１户，增扩各类产业１３３．３３多公顷，各
项涉农政策全部兑现到位；围绕花椒、苹果

等优势产业，扶持带动１７３６户贫困户发展
农林产业４６０多公顷，户均收入达到６０００
余元；成立８个专家指导团和２２支产业技
术服务小分队，开通韩城市产业脱贫技术

服务１１０受理电话。
【工业】　２０１７年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０７户，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７３０．８亿元，
同比增长３４．６７％，工业增加值完成２１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９．８％，高于省考指标０．３个
百分点，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２０户。
《韩城市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施

方案》获国家工信部审批，确定韩城市为

全国八个试点城市之一。

【项目建设】　项目建设作为统揽经济工
作主要抓手，紧扣“黄河沿岸区域中心城

市”建设目标，共确定重点建设项目 ３８８
个，涵盖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城镇化推进、

旅游商贸、民生改善五大领域。其中，新建

项目 ２５１个，续建项目 １３７个，总投资
１８３５．４亿元，年度投资５８６亿元。２０１７年
列入省级重点项目共４个，分别是韩城腾
龙陶瓷厂房建设（二期）项目、韩城花椒产

业化项目、西安交大韩城基础教育园区项

目、沃特玛新能源产业韩城基地（一期）项

目，总投资４５．３亿元，年度投资 ３１亿元。
２０１７年列入渭南市级重点项目共 ２８个，
总投资３１４．９亿元，年度完成投资１５０．１亿
元。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７年省上下达韩城市招
商内资任务 ７８亿元，外资任务 ５００万美
元。韩城市完成到位资金９８．５亿元，占年
度下达任务的１２６．３％，较上年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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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６％，增速及完成预期目标位居全省第
一；外资到位资金５２０万美元，占年度下达
任务的 １０４％。全年签订招商引资项目
２４９个，共有招商引资在建项目１４１个，总
投资９４１．６亿元，实现到位资金１６１亿元。
其中：新建８７个，总投资５７５．２亿元；续建
５４个，总投资３６６．４亿元。

２０１７丝博会共签约项目１５０个，总投
资１６９２亿元；共设展区６个，对韩城近两
年招商引资项目和产品进行了充分展示，

参展企业斩获３个金奖、１个银奖。在全
国各大城市设立了３４个国内驻外招商服
务处，挂牌成立４个韩城市人民政府驻外
招商服务处，负责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

将韩城招商触角延伸到全国各地。各服务

处累计召开招商推介会 ４０场次，邀请到
８０多家商协会和 ５００多名国内外客商参
加韩城市组织的各类招商活动，接待来韩

考察客商１８０多批次，对接产业项目信息
６００多条，签约１６个协议项目和７个合同
项目，总投资１３６．３亿元，引进资金１００．４６
亿元。

围绕“五大千亿产业集群”和“十大百

亿企业集团”开展招商工作，与华为集团、

中兴通讯、Ｏｒａｃｌｅ公司、京东方、华大基因、
天津友发、威翔航空、新能源电动车产业联

盟、中科汇联等５００强和行业５０强企业进
行了多次对接和合作洽谈，涌现出一批发

展前景好、产业带动强的好项目。红星美

凯龙．爱琴海、华为大数据、天津友发钢管、
新能源电动车、润美水科技产业园、古城城

墙综合体等一批产业龙头项目开工建设，

还有一大批项目正在做开工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

【商业贸易】　２０１７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５５．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５％
（高于全省２．８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总

额完成５１６５万元；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８２
亿元，增长９．３％，占 ＧＤＰ比重２５％（高于
省考指标１．７个百分点），新增规上企业２１
户，三大省考指标连续两年站稳全省第一

方阵。全市限上企业总数达到１０１户，发
展培育限上贸易企业２１户，规模以上物流
快递企业４２家、商超１９家、典当业３家。
住宿企业３３３家，其中，客房９８６９间，床位
２１１７５张，全市餐饮企业达到４６４家，可同
时容纳４８０５８人就餐。

实施“互联网 ＋”计划，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应用电子商务企业、个体网店

户达到８１３家（２０１６年为６３０家），同比增
长２９％，从业人员突破１１０００人（２０１６年
为１００００人），同比增长１０％，网络交易额
达到１０．３７亿元（线上４．３４亿元，线下６．０３
亿元）（２０１６年为３．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６．３％。整合全市产品资源，建成单品销
售平台２０个、单品网站２７０个；全面建成
“一县一品走廊”展示区，成功引进颐高集

团、土豆姐姐加盟店项目分别入驻电商孵

化基地、西安运营中心。出台《韩城市扶

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若干意见》，建成优

米、爱幸福、每一天等社区便民店４０余家，
韩城优米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首

批省级电子商务进社区试点企业。

【文化】　韩城市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和文
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被命名为第六批陕西

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了２家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韩城市文投实业有限公司、韩

城市龙门印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孵化了

环球金泰文化娱乐公司、金泰星辉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等７家小微文化企业。全年共
建成５６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成功
举办韩城市２０１７“黄河明珠·盛世启航”
迎新春文艺晚会及首届网络春晚、韩城市

“龙门舞台”群众戏曲大舞台、２０１７丁酉年
“祭祀史圣司马迁”大典、举办“百姓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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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韩城嗨起来”２０１７陕西省广场舞公开
赛韩城分赛暨第五届广场舞大赛、韩城市

２０１７国庆·中秋节文艺晚会暨金帧国际
短片电影文化交流周、韩城行鼓参加中国

·新乡·京华非遗大会、首届刺绣、剪纸培

训班、第八届陕西省艺术节，古城常态化演

出全年累计完成８８２场，大型韩城民俗舞
台剧《韩城人》全年演出１２５场、“一元剧
场”惠民演出全年演出１４８场次、“文化美
韩城，欢乐送基层”惠民演出全年演出１０
场次，参加了广西南宁“陕西韩城名优特

色地产品推介会”、韩城花馍参加了央视２
套魅力中国城节目录制、韩城花馍参加了

第二届中国·韩城国际花椒节、韩城行鼓

受邀参加了陕西洛川县举办的喜迎十九大

“全国优秀民间欢庆锣鼓展演”活动、韩城

花馍走进民居瑰宝党家村，央视７套《乡
村大世界》“丰收中国”节目录制。

【教育】　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７２所，幼儿
园８２所。其中，公办学校６５所，民办学校
７所，公办幼儿园 ３８所，民办幼儿园 ４４
所。中小学在校学生共４０８６４人，教职工
４４５６名。２０１７年，第三批认定６所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公益性幼儿园总数达５７所，
占全市幼儿园总数的６９．５１％。２０１７年共
审批４家学前教育领域民办教育机构。
２０１７年秋新增高分子材料加工工艺（陶瓷
制造方向）、光电仪器制造与维修（激光技

术应用方向）、数字影视技术、高中起点计

算机应用专业。韩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生在２０１７年省技能大赛、文明风采大赛
等比赛中获得国家级奖项６个，省级奖项
１８个，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组织奖。与
西安交通大学合作举办的“西安交大韩城

基础教育园区”一期投入使用，招生工作

全面铺开，在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引发

强烈影响。韩城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与韩

国东亚大学签订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开设

韩语国际培训班，填补了韩城市教育国际

合作办学的空白。与深圳汇邦集团签订了

校企合作办学协议，填补了韩城工业机器

人人才培养的空白。大力推进中小学研学

旅行工作，２０１７年共有七万余名来自全国
各地的大中小学生来韩城开展研学旅行。

【旅游业】　韩城始建于西周，古称龙门，
距今有３０００多年历史，是世界历史文化名
人司马迁故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

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市。历史

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１５处，省级重点文物保单位
１７处；元代古建筑３０多处，占全国六分之
一，有陕西元代博物馆之称。韩城古城是

全国保存较为完整的六大古城之一；党家

村民居以“民居瑰宝”、“东方人类居住村

寨的活化石”享誉海内外，跻身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预备名录；梁带村芮国遗址被

列入２００５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市博物
馆馆藏文物万余件，位居全国同级博物馆

前列；古村古寨遍布城乡，有国家重点保护

古村落２个，省级重点保护古村落５个；晋
陕大峡谷、黄河古龙门、香山猴山、芝水過

水等自然景观唯美壮观。全市既有司马迁

（国家文史公园）、韩城古城、党家村、梁带

村芮国遗址、普照寺、大禹庙等六大精品景

区，其中，司马迁、党家村、韩城古城３个景
区为国家４Ａ；又有晋公山滑雪场、灞岭生
态狩猎场、猴山休闲度假区、香山红叶、清

水湾温泉等一批休闲体验新业态。２０１７
年韩城市新增３Ａ级景区１１家，Ａ级景区
总数已达１６家。
２０１７年，接待游客１２０４．８万人次，同

比增长４６．２％；旅游综合收入５１．１４亿元，
同比增长５４．０４％，提前三年实现了韩城
“十三五”规划年接待游客１０００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５０亿元的目标。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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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彩灯耀新春·‘１７’游韩城”过大年
活动、“一带一路”国际灯光艺术节、“祭祀

史圣司马迁”大典、韩城首届国际郁金香

文化节、韩城首届园林旅游大会暨韩城

２０１７首届旅游推介会、丝绸之路国际博览
会暨第２１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
洽谈会、中国·韩城旅行商大会主题论坛，

韩城市南湖公园正式开园、韩城市智慧旅

游指挥大厅“十一”黄金周期间投入使用。

【城乡建设】　坚持城乡规划建设的前瞻
性和预见性制定《韩城市村庄规划编制大

会战实施方案》，开展村庄规划大会战，启

动村庄规划编制工作，桑树坪镇王峰村、芝

阳镇露沉村、西庄镇郭庄村、龙门镇东白矾

村规划编制获省住建厅２０１７年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规划编制优秀行政村。２０１７
年确定新型城镇化项目１８４个，涉及２６个
部门８个镇办，总投资额６１３．２５亿元。实
施供电、道路硬化、生活垃圾收集、自来水

普及等民生项目，其中，重点完成六个镇区

外立面改造，建成休闲公园６个、污水处理
厂１０个、集贸市场１１个、中小学１１个、卫
生院１２个、敬老院６个、村史馆４个、停车
场２０个、星级公厕８个，进一步完善村镇
配套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

建设。立足“黄河沿岸区域性中心城市”

新定位，理顺规划管理审批程序，召开市规

委会２次，对南湖东片区、城市规划展览馆
等１１个重大项目进行方案审查，全年审批
办理各类规划许可证１６４件。实施６４项
重点工程，总投资２３９．８８亿元，年度投资
８９亿元。恒志路、五星路等 ６个项目竣
工，太史大街西延桥、东湖等３３个项目正
在有序推进，乔南路、龙凤路等２５个项目
正在完善前期手续，完成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任务９０亿元。
【五城联创】　２０１７年８月，韩城市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工作通过国家暗访，芝川、西庄

被评为国家卫生城镇。２０１７年９月，韩城
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通过国家技术评估。

目前，我市的创国卫工作进入综合评审阶

段。２０１７年创省园围绕８大类６７项指标
全面开展。综合管理、绿地建设、建设管

控、生态环境、市政设施、节能减排、人居环

境、住房保障８类定性指标全面完成，建成
区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３２％、３７％和９平方米以上。依托“五城联
创、铁腕治霾１＋８行动暨全市２０项环境
专项整治工作”等有效载体，对标创模考

核２７项指标，补短攻坚，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基本完成了创模考核验收所需的资料

整档及收集整理工作，推动创模整体工作

有序开展。２０１７年是韩城市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的启动之年，按照“党政主导、高位

推进、全民参与、部门联动、协同推进”的

原则，成立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完成编制《创森总规》，开展“市树市

花”评选活动，初步确定白皮松、国槐为韩

城市市树，月季、紫薇为韩城市市花。造林

绿化工程强力推进，启动东部台塬绿化、镇

村绿化、司马迁祠景区绿化等３２项重点绿
化项目，共完成造林绿化面积２．１万亩，栽
植各类乔灌木９６８．７万余株。２０１７年为韩
城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新届期的第一年。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以核心价值观建

设、培树韩城好人、文明市民教育、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文明旅游建设、志愿服务

制度化建设、“窗口”行业建设等工作为重

点，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城市创

建各项工作。重点是紧抓核心价值、文明

创建、未成工作、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创文

管理系统工作。

【交通运输】　以“四个交通”发展为导向，
全力打造“区域交通中心”，全面实施

“１２３４５”发展战略：围绕一个目标“加快发
展、追赶超越”；夯实两个基础，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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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风建设；实现三大突破，公交出租改

革、融资体制改革、智慧交通建设突破；实

施四大工程，公路建设提等升级、运输服务

跨越发展、综合交通提速追赶、行业管理创

新创优；开创公路建设新高潮、运输管理新

局面、立体交通新格局、行业管理新成效、

追赶超越新业绩。龙门公路隧道改造提升

工程，总投资５７００万元，５月２０日开工、７
月２８日完工；沿黄观光路韩城段乡韩大桥
至韩宜界、芝川至合阳界２０．４６公里，７月
底竣工，８月２８日在韩城市芝川镇姚家庄
服务区举行陕西省沿黄观光路建成通车仪

式；西少至城南大道旅游公路工程７月底
实现通车；１０８国道禹门口黄河公路大桥
引道工程１２月３１日实现单幅通车，黄河
大桥主塔完成７５％、桩基完成９０％、墩柱
完成６８％，累计完成工程投资７亿元；３２７
国道龙门至北二环段１６．５公里，１２月 ２８
日建成通车；韩城空轨项目（一期司马迁

祠至古城段），首期资本金２．９８８亿元到
位，各标段钢筋加工场、存梁场破土动工，

站场清表开始；西（安）韩（城）城际铁路

１２月７日开工建设，韩（城）黄（龙）高速
公路１２月２７日开工建设；韩城至万荣黄
河大桥方案确定，城市东西轴线建设正式

提上日程，城市主体框架加速形成。沿黄

观光路绿化美化工作，全线累计投资１．３５
亿元，栽植栾树、紫薇、白皮松等风景树木

和郁李、紫荆、波斯菊、南天竺等名贵花木

２０多个品系１３万株；投资１．１１亿元，完成
３０４省道韩（城）洛（川）、大（池埝）韩（城）
路、八（仙镇）歇（马店）、滨河路绿化亮化

工程；“美丽干线路”、“四好农村路”创建，

年完成工程投资９８８１万元，实现国省干线
公路优良率７６．７％，县乡村公路养护质量
指数达到７６．２２、７２．７５和６３．２３，路况水平
和综合服务功能实现新提升。

【民政事业】　将城市低保保障线由每人

每月４８０元提高到５３０元，农村低保保障
线由每人每年３０１５元提高到３７００元，低
保救助标准平均提高了１５％。２０１７年底，
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２１６０户５８８７人，特
困供养对象２８２户２９１人。为３２４９人次
的困难群众发放医疗救助４２１万元，为因
病致贫的家庭发放临时救助６３．４３万元。
为全市４３３２名残疾人发放补贴资金４６５．３
万元，为４０４名精神障碍患者发放监护补
助６０万元。

累计实施农村幸福院项目１５９个，建
成１５２个，投入运营１４４个，农村幸福院中
心村覆盖率达到 ９５％。累计下拨农村幸
福院建设和运营补助资金 ４７００多万元。
投资２００万元，建成位于芝川镇东论功村
的韩城市精神卫生医院，总占地１公顷，建
筑面积３０００平方米，内设床位５０张，配备
医护人员２５名。该院是韩城市唯一以精
神障碍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科研为一体

的专科医院，实现了精准脱贫对象中精神

障碍患者全收治，累计接待门诊患者４２０
人次，收治精神障碍患者８３名。晨钟暮鼓
恢复启动，早六时整敲钟六下，晚九时击鼓

九响。

【社会保障】　实行城乡职工住院报销比
例上调５％，退休人员住院报销比例上调
２％，取消城乡居民门诊医疗费用原６０％
的报销比例，参保人员持社保卡可直接支

付；调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涨幅从８７
元到 ２５９元不等，养老补助标准上调
１０％；上调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伤
残抚恤费；取消转院审批，省内定点医疗机

构由１５家增加到３５家，开通了基本医保
异地结算直通车，实现了基本医保与大病

保险并网结算；两家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

省内多地区经办机构签订跨市异地就医即

时结算协议，市人民医院等四家医院实现

外地人员住院跨省异地结算；提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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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参保登记”工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金提高至每月１２０元，待遇位列全省第一
方阵，成功举办全省医保、失业、工伤生育

保险现场会。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共计１５．５万
人，待遇领取４．５万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参保５．３万人（含退休１．３万人）；机关事业
养老保险参保２１３０５人，退休５６５２人；城
镇职工医保参保７４９３１人，退休２３３９１人；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３０．６万人，住院费
用支付比例达到７５％以上，五项保险基金
征缴８．０８亿元，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３８万
人；推行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三个实名

制”和“三项机制”，全年共调处欠薪信访

案件２７０起，帮助５８８６人讨回工资１．２３
亿元，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结案率、劳动

保障监察举报投诉结案率均达到１００％。
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

“民营企业招聘周”等招聘会９场次；争取
省级就业资金４５７０万元；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４３４９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１４７人，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１１８２人，大学生就业
见习２８６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６５％，低于
控制指标０．２５个百分点；高校毕业生实现
就业１７５１名，就业率达到 ９２．９９％；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７．２万人，实现劳务收入
１１．２亿元；完成就业培训５１３３人，创业培
训４０６人，“千人创业贷”直接扶持 １２９６
人就业，间接提供岗位２８７９个，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１０４８笔，２２０９５万元。

紧扣“产业转型、板块崛起、行业紧

缺、部门急需”，实施“百名博硕进韩城”

“９８５、２１１”院校定向招聘（图一）等重点活
动，全年共招引各类人才１１４１人，其中博
士４人，硕士１５３人，９８５、２１１院校１４５人，
企业技能人才２４３人，投资１．６亿元建成
拎包入住的专家公寓１３０套，成为各类人
才的“温馨家园”。开展跨区域劳务合作，

从周边县市招引产业工人５０００余人，有效
缓解了企业用工荒。

【“一带一路”经济】　全年签署贸易合同
３０００余万元，引进境内外项目６个，创造
贸易额度１８００万元，较上年增长约２．６倍，
完成招商引资 １０５６０万元，争资引项 ２００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５０１０万元。

坚持境外推介和境内考察两大风向

标。密切关注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孟加

拉、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商

机，筛选韩城及周边县市成型企业和产品，

钢构、轮毂、建材、农副产品等，收集样本，

精心包装，制作３０余家韩城市域企业名录
和产品俄文、英文宣传图册，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组织带领韩城市域企业参加国外产

品交易会展１０余次，在不同国别举办推介
会２０余次，涉及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孟
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城市；同时邀请孟

加拉大使、巴基斯坦空军副总司令、孟加拉

芒果电信、尼日利亚克里斯州政府、德国

ＨＯＬＴＭＡＮＮ公司等 ４０余批次的国际客
商、政要来韩考察，打开了韩城对外开放的

门扇和通道。以“韩城制造”走出国门为

引领，加快“韩城技术”和“韩城产业”走出

去步伐。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７年初市、镇、村三级分
别签订了脱贫攻坚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

减贫计划任务。市政府与主要行业部门签

订任务书，下发《２０１７年脱贫攻坚工作实
施意见》、《２０１７年４２个贫困村摘帽任务
分解的通知》，分解落实贫困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配套工程任务。按照陕西省脱

贫退出标准和程序，经民主评议、入户核

实、村组公示、镇办核查、市级抽查等程序，

全市贫困村退出２３个，减贫２０６０户７２１５
人，贫困发生率从４％下降到１．１％。

（王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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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市 委 书 记　李军政
副 书 记　武俊兴
常 委　李军政　李新功

武俊兴　薛　斌
刘大可　党　锋
丁领战　权渭阳
刘仲卫　鲍明侠

市 纪 检 委 书 记　党　锋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段孟海
副 主 任　崔丽芳　安欢骥

李建辉

市 长　李新功
副 市 长　薛　斌　安和平

赵晓龙　田晓军
秦永亮　庞正阳
王晓山　崔金杰

市 政 协 主 席　李成民
副 主 席　刘小平　王　琪

陶水龙

【概况】　紧盯国际山水生态文化旅游名
市宏伟目标，大力实施四大发展战略，奋力

脱贫攻坚、项目建设、全域旅游、五城联创，

凝心聚力，砥砺奋进，全市生产总值完成

８３．２亿元，同比增长（下同）８．１％；地方财
政收入完成２．２８亿元，同口径增长２．２％；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８７１８元，
增长８．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９５７９元，增长８．１％。
【农业】　２０１７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１１．６６亿元（不含农民家庭兼营工业），较
上年增长３．１％ （现价）。其中，农业产值
７８４９５万元，增长４．０％；林业产值４３９０万
元，增长１７．４％；牧业产值２３６５８万元，下
降２．３％；渔业产值４４６７万元，增长６．４％；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为５６００万元，增长
２．８％。

２０１７年全年粮食产量８０００３吨；其中
夏粮总产量３３９７４吨，增长４．８％；秋粮总
产４６０３０吨，下降３．４％。瓜果总产７０７３０
吨，增长３．７％；油料总产 １２４５吨，增长
５．２％；蔬菜总产 ５８５８７吨，增长 １０％；棉
花总产１１００吨。

林业、渔业、畜牧业发展均衡。全年完

成造林面积４５９７．８７公顷，较上年增加
２００４．５３公顷；四旁零植 １００万株，增长
１１．１％。水 产 品 产 量 ３１５０吨，增 长
１２．５％。年末大牲畜存栏８７２０头，较上年
下降３．２％。全年肉类总产量３９８６吨，较
上年增长０．８６％；牛奶产量１５３１０吨，增长
３．３％。

２０１７年用于农田基建和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２１６２．５万元，较上年增长 ２２．５％。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４００公顷，改善灌
溉面积１２００公顷，新打机井１０７眼，新修
渠道、暗管１６０公里，年末累计有效灌溉面
积１２７３０公顷。

【美丽乡村建设】　方山河入渭口右
岸堤防加高培厚工程和二华排水干沟孟塬

卫峪段堤防治理工程全面建成。新增灌溉

面积１．３万亩，新建改造乡村道路３０公里，
农业综合生产力稳步提升。实施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解决４１个村６．１万人安全饮水
问题。以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百日行动”为契机，投资９９００余万元，
推进“九大工程”，乡村门前三堆、绿化、亮

化、美化、垃圾处理、污水改造等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果，建成清洁乡村４８个、生态乡
村４１个、宜居示范村１５个，农村人居环境
大为改观。农村改革强力推进，“村账镇

管”工作规范运行，完成清产核资 １３６个
村（社区），清查资金２．１亿元。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加快推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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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成立。

出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列支５００万元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培
植壮大优势产业。累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２４０家，家庭农场５２家。建成渭南市级
以上现代农业园区４个，面积２４００公顷。
新增日光温室１２４座、设施大棚７８棚、培
植露地蔬菜 １２８０公顷、甜柿子产业基地
３６６．６７公顷。累计发展设施农业１１６６．６７
公顷、果业１６００公顷。新扩建规模养殖场
１２个，各类畜禽存栏５６．９６万头（只），完成
禁养区８１家畜禽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实
现畜牧业产值２．３亿元。开展“百名农技
人员进千户”活动，农业生产力不断攀升，

粮食总产量达１１．７万吨。转移农村劳动力
４万人，实现经济创收８．０７亿元。

开展“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宣传教育活动。持续实施“绿化秦东大

地，建设美丽家园”行动，全年累计造林

４２０６．６７公顷，栽植各类苗木９２８．３万株，建
设绿色家园示范村６个，森林覆盖率达到
３５．７３％，治理水土流失１９．２平方公里，成
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治污降霾成效显

著，组建“１＋１０”专项行动小组，三级网格
化管理不断加强，拆改燃煤锅炉２２３台，实
现燃煤锅炉“清零”目标。节能减排如期

达标，万元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３．４％，秸秆
禁烧成效显著，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各项环

保指标均达到控制目标。

【工业经济】　加强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实
时监测，加大对骨干企业服务力度，努力化

解企业提档升级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

企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完成１１０亿元，增长２８．８％。加快中小
企业的发展步伐，以中小企业融资为突破

点，通过开展“助保贷”业务和组织银企对

接会，引导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２５００万元。组织开展可持续发展知识培

训，以资金、政策、人才、技术等为重点，深

入开展送政策、送信息活动，不断提升企业

发展等次。全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１０户，
中小企业２３１户。
【园区转型】　提升园区聚集效应，依托医
药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创新“ＥＰＣ＋
融资”投融建模式，规划建设占地２０４０公
顷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完成相关审批手续

并奠基启动。投资１０亿元，加快建设污水
处理厂、产业大道、能源岛等基础配套设

施，已与６家医药企业签订入园协议。加
大罗敷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微生物土壤修

复菌剂生产线建成运营，华能秦电、锦前程

制药等骨干企业提质达效。盘活园区预留

土地，平整土地４公顷，力促企业向园区集
中、产业向园区聚集，园区规模不断壮大，

实现工业产值９２亿元，带动就业１．２万人。
【双创工作】　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宣传活动，营造“双创”浓厚氛围。电子商

务工作扎实推进，组织开展电商培训１０场
１０００余人次，全年电商企业交易额约为
１．５亿元。加强中小企业创新培训，强化创
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西岳智汇谷众创

空间建成使用，入驻企业 １６家、创客 ５５
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工作

有序实施，组织开展第３２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机器人大赛等活动，青少年创新意

识不断增强。发放创业促就业小额贷款

４３２３万元，带动就业１６００余人。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华阴市列入渭南市
级重点项目 ２０个，全年完成投资６０．５亿
元，占年计划的 １２０％。其中，清心温泉、
城区绿化亮化、城区集中供热热源厂锅炉

烟气提标改造４个项目建成运营，长涧河
综合治理、３１０国道改扩建、古柏行南段景
观恢复工程进展顺利，华山医养中心、五馆

一中心等项目初具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预计１１８．５亿元，增长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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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项要资和招商引资】　全年共争取基
础设施、民生改善、重点产业、生态环境等

国家项目资金５．２亿元。组织参加第二十
一届西洽会、“渭南（北京）经济合作周”和

“渭南—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等活动。

全年共策划项目２４３个，总投资５４０余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８６个；新签项目４８
个，到位资金６１．１８亿元。
【优化投资环境】　用足用活土地政策，采
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废弃工矿地利

用等多种方式，优先保障项目用地。健全

项目联审联批制度，提高办事效率。积极

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畅通融资渠道。重点

项目领导包抓、部门负责、督查跟进和综合

观摩制度不断完善，严格落实立项审批，土

地指标、征地拆迁等责任，有效解决项目落

地难、阻力大、进展慢等问题。持续开展投

资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打击强包强揽、

阻挠施工等违法行为，全面营造“亲商、安

商、稳商、富商”的投资环境。

【全域旅游】　编制完成《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和《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
组建“１＋３”旅游执法管理机构。清心温
泉、游客咨询服务中心建成运营。华山古

镇、华山医养中心、喜来登酒店等项目加快

建设。全市Ａ级景区发展到５家，文保单
位３７处，旅行社１５家，三星级酒店４家，
星级农家乐 ２１家，旅游从业人员 ２６１５０
人。基本完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任务。

华山御温泉、鸵鸟王生态园等景区景

点旅游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全年新增旅游

标识标牌２９块、交通指示牌１１块，建成旅
游厕所６６座。加大对旅行社、宾馆饭店、
出租车等窗口单位的监管力度，以西潼高

速出口、华山火车站、华山北站为重点，深

入开展旅游环境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各类

涉旅违法行为。假日旅游服务安保工作机

制不断健全，山上、山下一体化领导和管理

持续加强，华山古庙会、五一、十一等节假

日平稳度过。

举办 ２０１７中国（华山）国际围棋大
会、全域旅游推广月、秋千文化艺术节等活

动。全面提升全域旅游网站、山水华阴微

信公众号；编印发放万余册《山水华阴》大

型旅游画册。先后完成省电视台市长专

访、全域旅游专访，通过报刊、网站、ＬＥＤ
屏等方式，持续开展“山水华阴”宣传推

介。在２０１７年中国新型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上，华阴市荣获“中国最具特色旅游休

闲度假城市”和“中国最美山水生态旅游

城市”荣誉称号。２０１７年，全市接待旅游
人数９８５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６１．５亿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１５％和１８％；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３１．７亿元，增长１０．３％。
【城市建设】　编制完成城市总体风貌设
计。投资１０．５亿元，推进中心城区、西岳庙
周边等棚户区改造工程。投资２．３亿元，建
设长城路西延、杨震路北延，黄甫路、滨河

大道二期建成通车，市民服务中心、华山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建成使用。城区集中供热

有序推进，新建换热站２５个，入网面积３０
万平方米。新增清扫机械、车辆、垃圾箱等

一批环卫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以建设宜居宜游宜业城市为目标，推进

“一河两岸”工程，沉香湖、圣母湖、宝莲湖

相继建成蓄水，成为旅游城市新亮点。投

资２亿元，高标准实施城区绿化亮化提升
改造工程，改造后的东环路、南环路移步异

景，焕然一新，城市中轴———华岳路融入光

电、景观、流水、文化和运动元素，为旅游城

市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线。建成城区街景

小游园 ４个，铺设人行道１１．８万平方米。
以国卫标准为市容市貌标尺，持续巩固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扎实推进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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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严格执行审批、定点放线、验线、监

管责任制，核发建设工程“一书两证”４２
件。发放各类城市管理执法文书８０余份，
开展市容综合整治１０余次，依法拆除城区
违法建筑７处６３０余平方米。城市垃圾处
理日产日清，全年清运生活垃圾５．６万吨。
加大洒水压尘工作力度，做到一日两洒，市

容环境明显改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国家卫生城市通过复审。

【社会保障】　公租房累计分配入住２１９２
套，全市３５３户危改户建设有序推进。城
乡居民养老参保率达９９．８％，兑付养老金
２９５０余万元。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完成参保７．２５万人。全年共为城乡低保
对象１７６３户４４９８人，发放低保金１７５８．３
万元，五保供养４４７户，实现应保尽保。新
增城镇就业４７２７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在４％。
【社会稳定】　创新建立“信访门诊”，开展
市级领导大接访，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开展“七五普法”，全民法制意识不断提

高。切实做好中省市“两会”和党的十九

大等各类重大活动、敏感时期及节假日期

间的安保维稳工作。加强防汛备汛工作，

强化防汛工作责任制，实现安全度汛。大

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重点行业

和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严厉打击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总体稳定。先后开展“命案侦破”“打

黑除恶”“２０１７秦鹰”“三打击一整治”等
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毒品犯罪、电信诈骗等

违法活动，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３８５起，摧毁
各类犯罪团伙１８个，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提升。

【民生工程】　十大民生工程完成投资
１９．７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２％。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学位增容工程加快推进，成

功创建渭南市标准化学校１５所，青少年活

动中心全面建成，教育基础设施水平不断

提升，中考、高考成绩双双位居渭南第一，

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新农合参合人数达到１８．５万人，参
合率达９９．４％，３所基层卫生院基本建成。
积极稳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自然增

长率为４．９８‰。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活动，
成功举办华山国际围棋大会、陕西省第一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象棋赛、围棋赛等大型

体育赛事，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２５余次，严厉打击食品
药品违法行为，保障广大群众饮食用药

安全。

【脱贫攻坚】　全面加强扶贫力量。着力
构建全社会扶真贫、真扶贫、大扶贫的工作

格局，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第一组长，市长为

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市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设立“八办五组”，明确

职责，统筹推进。每个镇（办）明确市级包

联领导，实现４６个贫困村市级领导包联全
覆盖。组建６个驻镇（办）工作队，全程督
查指导镇（办）脱贫攻坚工作。精心组建

和科学调整包联单位、驻村工作队、临时党

支部和第一书记等“四支力量”，全面推进

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扎实开展

周二扶贫日及“察民情、解民忧、助民富、

暖民心”千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全面了解

群众意愿，精准施策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和

困难，达到干群和谐共处的目的。

严格程序精准识别。按照省、市脱贫

攻坚工作要求，制定《华阴市２０１７年扶贫
对象核实及数据清洗工作方案》，创新开

展“一核、二看、三比、四评议、五公示”的

“五步工作法”，层层审核把关，做到精准

识别无盲区、无遗漏，高质量完成精准识别

清洗核查工作。韩城市共有贫困村４６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７１９户１１１７４人。其中
２０１６年已脱贫９８５户３４６８人；２０１７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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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８个贫困村摘帽退出，２３８０名贫困群众
脱贫；２０１８年计划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八个一批”全力帮扶。出资１７００万
元，创新金融扶贫模式，撬动信贷资金２．１
亿元，积极培育镇村脱贫产业，鼓励各农业

经营主体和市域优势企业带动贫困户联动

发展，扶贫产业基本实现贫困户全覆盖。

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３９３８人。其中，开发
公益特岗１７２个、公益专岗３０３个，全部安
置贫困劳动力。全市３５３户贫困户危房改
造，完工率１００％，已全部入住。易地搬迁
福惠家园和迪家社区完成１２幢８５２套的
主体工程，２０１７年度涉及易地搬迁１０２户
４２４人的安置房已全部达到入住条件，并
交付使用。全面落实医疗救助、教育惠民、

兜底保障和生态扶贫等政策，共为贫困人

口１．６万人次补助医疗费１１０７．２万元；为贫
困学生１００３２人次补助６４４．７万元；为全市
农村低保１２８３户３４７５人发放农村低保金
９９３万元，特困供养人员 ４４７户 ４４７人发
放２５４万元，临时救助金６１１户１３６万元；
兑付退耕还林３５６户１１．４万元，生态效益
补偿７８３户１６．０４万元。投资２．５６亿元，加
快完成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项目建

设。通过精准施策，扎实帮扶，２０１７年有８
个贫困村摘帽，８０１户 ２８００名贫困群众
退出。

（张彩燕）


潼 关 县

县 委 书 记　樊正学
副 书 记　严晓慧（女）

惠建军

常 委　樊正学
严晓慧（女）

惠建军　张　锋

马世仓

李勤侠（女）

李建军　吕智勇
刘通柱　白　涛
刘永利　巴桑次仁

县 纪 检 委 书 记　马世仓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高振（１月离任）

孙永亮（１月任职）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根娃（１月离任）

郭启峰（１月离任）
范智慧（１月离任）
赵志杰（１月任职）
王静华

燕崇斌（１月任职）
县 长　严晓慧（女）
副 县 长　张　锋　李建军

巴桑次仁（２月任职）
张　力　边有兵
党宏洲　王　琪
杨富斌　
张　军（８月任职）

县 政 协 主 席　顾金孝（１月离任）
燕德民（１月任职）

副 主 席　秦敏丽（女）
张锁群（１月离任）
燕崇斌（１月离任）
姬刚民（１月任职）
赵　慰（女，１月任职）

【概况】　２０１７年，潼关县实施“生态立县、
旅游兴县、黄金强县”发展战略，紧扣“转

型发展、追赶超越”工作主线，推进文化旅

游产业，壮大黄金经济，培育特色农业，全

面加快城乡统筹，持之以恒改善民生，全县

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社

会民生等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成绩。全年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５．７７亿元，同比增长
７．６％。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７９亿
元，较上年增长４．９％；第二产业实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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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２２．８７亿元，增长１０．７％；第三产业实现
增加值１９．１１亿元，增长４．９％。一、二、三
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８．３％、
５０．０％、４１．７％。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２８７３７元，较 上 年 增 加 ５４９元，增 长
２３．６％。全县工业增加值实现２０．２３亿元，
较上年增长１１．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１７．７３亿元，增加２．０６亿元；财政收入
完成２．１亿元，下降５．８％；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７８．６３亿元，增长 ２３％。全年非
公有制经济增加值２２．７亿元，占全年生产
总值的４９．５％，较上年提升０．５个百分点。
【农业】　２０１７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实现７．１６亿元（现价），扣除价格因素，较
上年增长５．０％。其中农业产值４．５亿元，
较上年增长６．８％；林业产值０．２８亿元，增
长５．７％；畜牧业产值１．８４亿元，增长
０．３％；渔业产值０．１１亿元，增长２４．３％。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０．４３亿元，增长
４．２％。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１８０５８公顷，
较上年下降０．８％。其中夏粮面积７４０６．６７
公顷，增长１．７６％；秋粮面积６０５３．３３公顷，
下降１．５１％。粮食总产量４．４１万吨，增长
０．０４％。其中夏粮２．７５万吨，增长５．１４％；
秋粮１．６６万吨，下降７．３９％。全县蔬菜面
积１１１３．３３公顷，产量４．１７万吨，产量较上
年增长 ４％。其中设施蔬菜面积８８．４公
顷，占蔬菜总面积７．９４％。水果面积 ８４０
公顷，产量１．１６万吨，产量较上年下降
５．９３％。年内大牲畜出栏１８４９头，较上年
增长３．９３％；猪、羊、家禽分别出栏９．０２万
头、０．５万只、１５．９万只，较上年分别增长
０．４８％、１．９６％、１．８６％。年末大牲畜存栏
４６５８头，较上年下降４．２％；猪、羊、家禽分
别存栏６．７万头、０．７６万只，２３．１４万只，较
上年分别增长０．４８％、－０．９９％、６０．３６％。
全年产肉７１１５吨 、产蛋１８０８吨，较上年
分别增长０．６７％、６２．３％。全年水产品产

量３５８吨，较上年下降２３．５％。全县农业
机械总动力１１．９０万千瓦，较上年增长
３．９％。全年完成农机具作业总面积
４１３３３．３３公顷。全年培训农机口各种技术
人员１１００人次，实现农机械购置补贴资金
１０３．９５７万元。全年栽植各类苗木２５４．６９
万株，完成绿化造林２７４６．６７公顷，其中，侵
蚀沟绿化６９３．３３公顷，平缓坡面绿化１０００
公顷，南北水源涵养林５１３．３３公顷，道路绿
化７４．６公里，河流湿地绿化４６．６７公顷，景
区绿化１４０公顷，村庄及园区绿化５３．３３公
顷，水果经济林２６０公顷。软籽石榴种植
面积４８２公顷，油用牡丹种植面积达到
６０９．４７公顷，“潼关软籽石榴”公共品牌获
得审批。全年投资４０００余万元，发展节水
灌溉面积１５３３．３３公顷；投资７００余万元，
实施２０１６年农发水保项目，代字营北沟小
流域治理工程等，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１５００公顷。实施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项目１３个，新增耕地３４．６７公顷，节水
灌溉１０６６．７公顷，治理水土流失１４平方公
里。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全部完成，秦王寨

“三变”改革经验在全市推广。

【工业】　全县工业增加值实现２０．２３亿
元，较上年增长１１．６％。其中辖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６９．７亿元，增长
２９．９％；实现增加值２０．０２亿元，增长
１１．７％。全县生产黄金１３３５１．９千克，较上
年增长３３．１％。成功举办“潼关东山黄金
论坛”，中深部整装勘查有序推进，潼金公

司中心选厂完成投资１．２亿元。截至年末，
中金矿业公司、潼金公司等５家黄金企业，
累计掘进坑探掘进２２７７１．７４米，钻探掘进
２６５３２．６０米，累计坑探增储黄金１４４９．５０千
克，钻探增储黄金１３０千克。聚泰功能性
新材料一、二期项目投产达效，中陕核钼焙

烧、ＰＣ构件等项目进展顺利。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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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投资７８．６３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３％。
其中，纳入统计范围的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完成７７．４３亿元，
增长２６．４％；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实现４８．５４
亿元，增长６９．９％。
【城乡建设】　全年计划实施重点项目５０
个，完成投资５０．２亿元。其中１１个市级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３０．７２亿元。招商引资在
建项目２０个，到位资金３５亿元。全年策
划包装 ＰＰＰ项目 １６个，总投资１５９．３５亿
元。全年向上争取项目建设资金２．７３亿
元，其中中省到位资金１．６５亿元。启动
《潼关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心街改

造提升全面完成，和平路综合市场、添景东

段综合市场、首饰城停车场建成投入使用，

城西污水处理 厂及退水明渠工程开工建

设。扎实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实施环

卫清洁网格化管理，城区主要道路机扫率

达到９０％以上，农村村庄道路保洁实现全
覆盖，基本步入正轨。荣获“四好农村公

路”省级示范县荣誉称号。桐峪镇上善

村、太要镇秦王寨社区被评为省级美丽宜

居示范村。秦东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投入

使用，潼河两岸拆迁全部完成。３１３省道
一期工程建成通车。省级文明县城、省级

生态示范县创建工作进展顺利，国家卫生

县城通过复审。

【商业贸易】　２０１７年，全县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实现１７．７３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３．２％。其中，限额以上企业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实现１７．３６亿元，增长１７．６％。按经
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１０．６４亿元，乡
村消费品零售额７．０９亿元。按消费形态
分，批发业实现销售额０．２亿元，增长
１６．８％；零售业实现销售额１６．３２亿元，增
长１７．６％；住宿业实现营业额０．３７亿元，增
长１８．４％；餐饮业实现营业额０．８４亿元，增
长１７％。全年新发展商贸流通限上企业６

户。

【旅游业】　成立华旅集团潼关公司，古城
东山景区、潼关博物馆开园迎客，黄河水上

气垫船观光航道正式通航，黄河湿地公园

三河口景区开工建设。举办“东山再起，

烽火潼关”旅游推介高峰论坛等大型活动

５次，潼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全县各旅游景点全年共接待游客４９５．３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３４亿元。
【交通邮电】　全县交通系统完成货物运
输量５０１万吨，比上年下降６．２％；完成货
物周转量５４８４８万吨·公里，增长０．９％；
完成旅客运输量１８３万人，下降０．４％；旅
客周转量１２４２２万人·公里，下降１．５％。
全年实现邮政业务主营收入１３１５．４万元，
较上年增长４％。全年电信业务主营收入
９６２２万元。全县年末固定电话用户１５２７３
户，比上年末减少７６１０户；移动电话用户
１１７８２２户，比上年末减少９３２５户；互联网
用户２５６８２户，比上年末增加１７８７户。
【财政税收】　全年地方财政收入实现２．１
亿元 ，较上年下降５．８％。其中，各项税收
收入１亿元，增长５２．１％；非税收入１．１亿
元，下降３０．６％。地方财政支出１３．９亿元，
增长１．６％。其中，教育支出１．１７亿元，
“三农”支出２．５亿元，医疗卫生支出０．８３
亿元，社会保障支出１．２０亿元，住房保障支
出０．５７亿元，环境治理支出０．２２亿元，扶贫
支出０．３３亿元。
【金融业】　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余额５５．５亿元，较上年增长３．９％。其中个
人存款４７．７亿元，增长７．７％。各项贷款余
额２９．７亿元，较上年下降５０．４％。其中，短
期贷款２２．３亿元，下降５７．８％；中长期贷款
４．９亿元，增长２．０％。
【文化建设】　实施渭河沿岸（潼关段）全
民健身长廊项目，建成镇村文化中心 １２
个，开展各类惠民演出３０９场次，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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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定为国家三级图书馆。成功举办“陕

西巅峰·潼关之夜”公益演出、“纸艺华

章·剪约金城”剪纸邀请大赛和陕西省第

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中国·渭南黄河金

三角协作区（陕西·潼关）首届风筝大赛。

《中国影像方志·潼关篇》等剧片在潼关

拍摄，央视《朝闻天下》栏目对岳渎阁景区

进行宣传直播。“陕西好人榜”发布仪式

在潼关举行，累计入选中省好人榜１６个。
秦东镇、善车口村、水坡巷完成历史文化名

镇、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申报。潼

关被命名为中华散曲文化教育基地。

【科技教育】　建成潼关中学实验楼及县
城北区等３个幼儿园。全县有高中１所，
在校学生２２３５人；职业中学１所，在校学
生１３３人；九年一贯制学校 １所，初中 ３
所，小学１９所（公办１５所，民办４所），初
中在校学生 ３２７６人，小学在校学生 ８６２７
人；幼儿园１８所（公办、民办各９所），在
园幼儿５３４４人，普惠幼儿园占比６６．７％。
全县 本 科 上 线 ６９３人，本 科 上 线 率
８０．０２％，较上年提高１４．６９％。教师“县管
校聘”、校长职级评定全面完成。全年申

请发明专利２１件，实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
１１４５万元。正式列入市级众创空间２家，
其中“黄河金三角创新空间”被列入省级

众创空间。全县拥有高新技术企业２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Ｒ＆Ｄ经费支出６３０３万
元，投入强度１．２６％。
【卫生计生】　妇幼保健中心投入使用，中
医院门诊综合楼主体建成。分级诊疗、全

科医生等制度有效落实，民生养老服务中

心成为省级“医养结合”示范点。全县拥

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１３家，其中县属医疗
卫生机构 ３家，镇卫生院 ８家，村卫生室
８３个，个体诊所５６个，私营医院２家，厂
矿医院２家。全县医疗机构床位８０４张，
其中县级公立医院５１０张。全县共有卫生

技术人员１３３４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２９５人，护士３５９人，其他６８０人。２０１７年
末，全县常住人口１５．９４万人，城镇化率
４６．１％，人口出生率为１３．４‰，死亡率为
６．９‰，自然增长率６．５‰。
【人民生活】　全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实现１７０８８元，较上年增长９．５％。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７７８０元，增
长８．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９９３０
元，增长９．６％。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２．８∶１。
全县城镇新增就业人员４４７３人次，城镇登
记失业率为３．２５％，农村劳动力转移３．３２
万人。全县７３４０人参加住房公积金统筹，
全年统筹住房公基金６９９４万元。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７年末，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参保１６０４８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７２６８８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１１１８８
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１１０００人。全
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１１８０８０人，
参合率９９．８％。全年城镇居民享受医疗保
险待遇１１３１人次，支付基金４１０万元，当
期结余１１０万元；城镇职工享受医疗保险
待遇１６７７人次，住院费支出７６０万元，慢
性病门诊费支出１６９万元，省内直通车医
院住院４０２人次，报销费用５４２万元，个人
账户支出９５６万元。年末城镇居民享受低
保５７９户 １４０４人，支付低保资金 ８２９万
元；农村居民享受低保６０１户１５４３人，支
付低保资金４７８．９万元。添景苑东段保障
性住房全面完工。建立社会救助联席会议

制度和“一门受理”机制，发放各类救助资

金１４６５万元。
【脱贫攻坚】　全年脱贫 ６５７户 ２３２７人，
退出贫困村３个，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３％
以内。成立扶贫专业合作社２７个，入股贫
困户１７５０户。１４家涉农企业托管贫困户
５９４户，累计分红１７７．３万元。荣获全省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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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四走”产业脱贫模式在省市推广。发放

小额信贷资金 １１４１万元。３４９户易地搬
迁贫困户领到新房钥匙，１１１户贫困户完
成危房改造。出台健康扶贫医疗救助方

案，累计救助贫困群众８９２人次，发放救助
金２２２．３５万元。全县贫困学生资助率达到
１００％，贫困户劳动力就业创业基本实现全
覆盖。

【社会管理】　修订完善行政许可事项２３６
项。“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注册实现

全程电子化。“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全面

展开，事中事后监管更严更实。县镇村综

治维稳体制改革全面推开。“人民之家”

“百姓之家”受理群众事务４．５万件，潼关
县荣获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县。城管局

增设土地征迁职能，成为政府组成部门。

着力化解信访矛盾纠纷，初信初访和信访

积案化解率分别达到 ９８％和７３．６％。持
续开展黄金矿山过境危化车辆等安全整

治，全年未发生一起较大安全事故。扎实

开展“２０１７秦鹰”等系列严打行动，刑事发
案率下降６．５％，公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
９３．５％。

（徐晓莉）


大 荔 县

县 委 书 记　王青峰
副 书 记　翟玉宝　张银仓
常 委　王青峰　翟玉宝

张银仓　王德强
杜　鑫　刘　亨
段洪涛　陈大兵
师玉建（７月离任）
符　浩
惠中正（８月离任）
许喜林（８月任职）

谢文秀（女）

县 纪 检 委 书 记　符　浩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荣界
副 主 任　武法海

朱新红（女）

丁保卫　张方维
县 长　翟玉宝
副 县 长　王德强　段洪涛

杨小强　张红林
卢高昌

刘　丁（女）
陈大兵　江　涛
程广哲

县 政 协 主 席　张　锋
副 主 席　杨景梅（女）

张　玲（女）
【概况】　２０１７年大荔县完成生产总值
１３４．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４％。其中：第一
产业完成增加值３４．５８亿元，增长５．１％；第
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３６．４６亿元，增长
１１．２％；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６３．２０亿元，
增长７．０％。三次产业的比重为 ２６∶２７∶
４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１９０７８元，比上年
增加２５６０元，增长１５．５％。全县非公经济
完成增加值７１．０１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为
５２．９％，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７９．１７亿元，比上年增
长２２％。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１６３６８元，比上年增长９．２％。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２８３３５元，增长
８．２％；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１００１
元，增长８．９％。全年财政总收入完成３．０３
亿元，同比增长０．４６％。地方财政收入完
成１．８３亿元，较上年减收１３４６万元，下降
６．９％，地方财政支出３７亿元，较上年增支
４．６３亿元，增长１４．３％。全市年度综合观
摩连续第三年排名第一。

【农业】　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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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８９亿元（现价），同比增长５．０％。其
中：农业产值４６．７２亿元，增长５．９％；林业
产值０．４５亿元，增长５．９％；牧业产值１１．５３
亿元，增长０．３％；渔业产值３．６８亿元，增长
１１．６％；农林牧渔业服务业总产值２．５１亿
元，增长４．８％。全年粮食总播种面积６．１５
万公顷，较上年增长０．４％；粮食总产量
２７．８７万吨，较上年增长１．１％。其中：夏
粮产量１４．０９万吨，增加０．３９万吨，增产
２．８％；秋粮产量１３．７８万吨，减少０．０７万
吨，下降０．５％。园林水果种植面积３．４５万
公顷，增加０．２７万公顷；总产量６９．４５万吨，
增长１０．９％。蔬菜种植面积１．１２万公顷，
增加０．０６万公顷，总产量４２．４７万吨，增长
４．２％。年末牛存栏４．９０万头，猪存栏
３４．５８万头，羊存栏２２．８１万只，家禽存栏
１４７．４８万只。全年肉类总产量３．７３万吨，
增长０．４５％；蛋类总产量１．７３万吨，增长
０．１３％；奶产量２．３４万吨，增长４．８％。全
省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落地实施。中

国枣文化博览园加快建设，羌白新颖被命

名为省级“星创天地”。认定省市级示范

家庭农场４０家、专业合作社２９家，培育种
养大户５７户、职业农民３００人。大荔冬枣
品牌价值３７．８１亿元，荣获“２０１７年消费者
最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顺

丰农产品电商产业园建成投用，京东大荔

特色馆上线运营，２２６家村级电商服务站
遍布城乡，农产品电商交易额突破 １５
亿元。

【美丽乡村】　突出环境卫生保洁、基础设
施提升、五年大栽树、垃圾污水治理等重点

工作，全面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整合资金

２．３亿元，完成了西寨、赵渡街道特色民居
风貌改造，实施大华路、官韦路等道路四化

提升，栽植各类苗木２２５０万株，建成环村
林带５２个、花卉村４０个，１０８国道城区至
下寨段百米苗木经济林带蔚然成景，成为

纵贯东西的一条生态观光走廊。建成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站２０个，区域性垃圾填埋场
２座，完成卫生改厕 １０００套。启动平罗、
新堡等第一批乡村文化礼堂和村级体育场

馆建设，新建成新堡、丰裕、船舍、南龙池等

一批美丽宜居村庄，严通村被命名为“全

国文明村”，畅家村被命名为“全国美丽乡

村示范村”，平罗村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最

美乡村”。坚持“农旅融合、城乡一体”理

念，编制《中国大荔全域农业公园总体规

划》。大荔县政府牵头制定的陕西省《美

丽巷道建设规范》《美丽庭院建设规范》等

系列标准发布实施。先后承办全国农村危

房改造现场会，全国移民库区美丽家园现

场会、全省“美丽庭院”现场会，大荔县参

加了全国第三次改善人居环境现场会、全

国农村厕所污水治理现场会，并做经验交

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点名表扬了大荔的

做法和成效，年内先后有海南、甘肃、山西

等地２３８批９６００人次正式发函来荔观摩
学习。

【工业】　全年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３０．４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８％，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２９．６９亿元，增长 １２％。全
县５５户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９４．８６亿
元，增长２７．９％，其中：园区工业企业完成
产值５４亿元，增长３０．５％，占规上工业总
产值的５７％。按轻重工业来划分：轻工业
完成产值５８．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１％；重
工业完成产值３６．６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２％。企业产销衔接良好，全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完成销售收入９２．３４亿元，同比
增长３０．３％，产销率为９７．３％。全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９４．６３亿元，增长３０．８％，实
现利税总额４５３７２万元。科技园区晋升为
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正大新型肥料一

期投产达效，牧原饲料、通用纳米项目建

成，华利农纳米包装、大唐实业铝合金模板

５２３大荔县　　



项目签约落户，实现产值 ５３亿元。省农
担、西部证券进驻大荔县，累计撬动资金

３．５亿元，培育省级成长梯队企业１４户，新
增小微企业５３０户、规上企业４户，规上工
业产值突破 ９５亿元。《加快食品工业发
展意见》发布实施，１５００万财政扶持资金
效能显现，沙苑黄花、秦盛食品等１７家食
品工业企业运行良好，实现产值３７亿元。
大荔县被评为“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围绕产业、基
础、民生等重点领域，争取各类财政资金

３３．７亿元，其中中省资金２７．８亿元，实现招
商引资到位资金６１．２亿元。２４个省市级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８０．７９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１０９％。陕旅同州湖文旅小镇、苏北花
卉田园综合体等１８个优质项目相继落户，
４０公里城市外环快速干道全线贯通，百公
里自行车绿道连接城乡。城市集中供热工

程，一期建成投用，供热面积达到５０万平
方米。诺贝丰年产６０万吨新型肥料项目
一期１０万吨复合肥生产线建成投产。牧
原饲料加工建设项目建成日处理能力３００
吨小型饲料加工机组，主体工程６月投入
建设。蔡伦纸业生产线项目瓦楞纸、卫生

纸生产车间投入生产。

【城市建设】　投资 ４亿元，实施洛滨大
道、北环路等７条７．３公里道路综合改造项
目，完成南北大街等５条８．１公里街道亮化
工程，硬化提升背街小巷 １５条８．３公里。
东府湖、玫瑰湖水生态经济圈初具雏形，润

鸿大厦开业试运营。投资１．６亿元，建成全
县首座城市人行天桥；投资３００万元，高标
准完成东环路、北环路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投资１．３８亿元的西四环南延段道路综合工
程，完成雨水箱涵、污水管道等地下管网建

设。老城改造实现新突破。大华路棚改项

目顺利实施，累计拆迁面积达到１７万平方
米，完成了南北大街、李家巷等９条道路提

升改造和城区集中供热一期管网道路恢复

工作。天然气实现了双气源供气保障，城

市通气小区达 ９０个 ２２５２９户，覆盖率
９０％，天然气价格调至２．０８元；建成爱心敬
老院、静园等１２处市民绿地健身广场，建
成北四环等５处微地形景观，完成东环路
等３处立体绿化带建设，新增城区绿化面
积约５万平方米。城区绿化覆盖总面积
６４３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３５．７２％；绿地
总面积５６７．６７万平方米，绿地率３１．５４％，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１４．５平方米。“车让
人·文明行”活动常态化开展，“省级生态

园林县城”成功命名。

【旅游业】　同州湖景区中国乡村振兴学
院启动建设，同州里二期建成运营，入选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沙

苑景区３３３．３３公顷沙海北湖成功注水，入
选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丰图

义仓景区发展总规编制完成，朝邑湖湿地

公园完成生态恢复，成为黑鹳、疣鼻天鹅等

国家珍稀禽类越冬的重要迁徙驿站。黄河

湿地风景区“天下第一福”大地景观建设

成型，景区大门主体建成，多彩渔村成为沿

黄旅游重要集散地。新增中节能光伏农业

生态园、畅家田园综合体、新堡月季文化产

业园等国家３Ａ级景区３家，全年接待游
客９９０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４９亿元。
【体育赛事】　成功举办世界名校龙舟赛、
第二届大荔国际马拉松赛、环球力量大奖

赛、全国竞走锦标赛、越野摩托车场地赛等

９项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大型赛事。参赛
人数１６０００余人，观赛人数３５万人次。在
渭南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中，取得女子

甲组团体第二名，男子组团体第二名，团体

总分第二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在渭南市

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中，获得金牌３块，铜
牌３块，银牌５块及优秀组织奖；参加渭南
市第七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获甲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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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第一名，乙组团体总分第一名，丙组团

体总分第二名及体育道德风尚奖。荣获

“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县”。

【社会事业】　完成民生支出３０．２亿元，占
财政支出的８１．５％。洛滨小学、观音渡小
学如期招生，３３所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全面
完成，增加学位４５００个，中高考成绩跃居
全市第三。同州梆子戏《枣花香》唱响第

八届省艺术节，《大荔故事》春节前在央视

播放，全国文化先进县通过复审。人民体

育运动中心室外场地建成开放，县儿童福

利院主体建成，１０所农村互助幸福院投入
运营。医疗资源提档升级，分级诊疗制度

全面实施，县医院、妇保院改迁建工程投入

使用，中华健康养生园开全省医养结合之

先河。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８０户，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１９４天，综合指数迈
入全市第一方阵。“七五”普法有序实施，

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持续加

大，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日益完善，十九大维

稳安保任务圆满完成，平安创建“两率一

度”跻身全省前列。

【脱贫攻坚】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与美丽
产业、美丽乡村、美丽人民、危房改造“四

个结合”，新建扶贫园区 ３０个，发放扶贫
小额信贷１．０２亿元，产业分红２７６万元，带
动贫困户人均增收５８０元；开发农村特设
公益性岗位２５２０个，公益专岗２１６个，企
业提供爱心岗位３５００个，有劳动能力贫困
户“零就业”家庭基本消除。县镇村４３３５
名包联干部包联帮扶，制定产业发展项目，

积极落实“八个一批”帮扶措施，开展贫困

家庭“净化、绿化、文化”活动。全年１３８２３
人脱贫，６０个贫困村退出，“千名医生包联
全覆盖”健康扶贫模式在全省推广，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年终考核排名全省前列，获

得国务院考核组充分肯定。

（李晓莉）


蒲 城 县

县 委 书 记　陈振江
副 书 记　张毅锋　王　恒
县 委 常 委　陈振江　张毅锋

王　恒　赵晓军
陈淑霞（女）

张　峰　石　雨
陈　飞（５月任职）
刘　航　张景峰
王振华

王　涛（１１月任职）
县 纪 委 书 记　张　峰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恒志
副 主 任　王树勋　赵树勋

雷林瑞

张兆武（３月任职）
县 长　张毅锋
副 县 长　赵晓军　陈　飞

梁　梅　陈　健
钟　磊　菊　峰
李晓宏　杨忠武
张武军

上官腾飞（８月任职）
县 政 协 主 席　刘志稳
副 主 席　孙伟民　左高亮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１８１．５３亿元，增长８．０％；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２６．１１亿元，增长４．８％；第二产业增加
值８２．１４亿元，增长９．０％；第三产业增加值
７３．２８亿元，增长８．０％。地方财政收入
（不含卤阳湖）５７１１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２８％；地方财政支出（不含卤阳湖）
４１９３００万元，增长９．２８％；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３５４３５８１万元，增长１６．９４％；人均生
产总值２４１６６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１％。

７２３蒲城县　　



【农业】　粮食总产量 ３４５３９３吨，上涨
０．９４％。新建农业示范园１０个、休闲农庄
２０个，建成酥梨试验站和博物馆，在北京、
福州、西安等地设立蒲城酥梨直销窗口５
个。果、畜、设施产值分别实现２６．２亿元、
１７．３亿元、２０．８亿元；“蒲城西瓜”公用品
牌正式启用，蒲城酥梨荣获“２０１７年最受
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

【工业】　２０１７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７０．８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９．０％。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完成总产值２５８．１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８．６％。实现产品销售收入２１７．７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２４．２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额１７．７８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２５．１４
亿元。高新区２０．５亿元的６个产业项目进
展顺利，园区实现产值１３０亿元，较上年增
长１０％，食品工业集聚区开工建设，全年
新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０户。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全县１００个重点建
设项目完成投资１４６．５亿元，６４个项目竣
工或完成年度任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３５４．３６亿元，增长１６．９％。策划项目
１０３个，合同引资 １５７亿元，到位资金 ６５
亿元；落实建设用地２２０公顷，争取中省资
金１７．７亿元。
【文化旅游】　２０１７年文化旅游业投资 ８
亿元，桥陵、泰陵跻身全省第一批文化遗址

公园，惠陵、博物馆、李敷仁纪念馆建成并

开放运行，首届梨花节成功举办。共接待

游客５１０万人次，较上年增长６％，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３７．３亿元，增长２０％。
【城乡建设】　编制完成城市特色与风貌、
标识系统等多项规划。２０公里城区环线
基本贯通，改造棚户区５４．２万平方米，新增
休闲广场５．９万平方米，西城大道、迎宾路
改造、东西口改造即将竣工；市容环境、缓

堵保畅、拆违治违等精细化管理成效明显，

东城大道、高速引线、解放路别具风格的绿

化提升了城市品位。孙镇、陈庄等重点镇

建设步伐加快，兴镇、高阳等７个镇街景风
貌焕然一新。全年农村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３．２亿元，巷道硬化亮化全面完成。１８项
交通路网项目完成投资１１．５亿元，Ｇ１０８蒲
城过境段、Ｓ３１３蒲富段等重点工程基本建
成，城乡通行能力全面提高。

【脱贫攻坚】　整合资金集中推进“八个一
批”政策落实。组建１２９个扶贫互助资金
协会，建成洛滨香菇园、尧山金银花、苏坊

奶山羊等 ２６９个产业点，扶持带动 １０５９３
户发展产业，２２个光伏基地建成分红。
１３７０户危改工程全面完成，１２６１户群众拿
到易地搬迁安置钥匙，１９９个“蒲馨爱心超
市”建成投用，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安全

饮水、有线电视、免费ｗｉｆｉ实现全覆盖。创
新落实就业帮扶、健康扶贫、教育资助、社

会兜底等政策措施，开发公益性专岗２３００
个，８８５７人享受医疗救助，９０１４名贫困学
生圆梦学业。实现 ２２个贫困村、１８６６户
７５６０人稳定脱贫，年度减贫任务高质量
完成。

【民生工程】　全年民生投入达到３１．５亿
元。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建成城区 ５
所公办幼儿园和２所小学。计生服务政策
全面落实，高新医院、第二医院主体完工，

县医院门急诊楼即将投入使用，民生苑３
个单体工程主体竣工，县医院智能立体停

车库建成运营，建设保障性住房６．３４万平
方米；新增城镇就业６８８０人。大型秦腔现
代剧《李仪祉》获“陕西文华奖”。

【社会保障】　全面整治强买强卖、强揽工
程、强行阻工、消费侵权等行为，市场秩序

逐步规范，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县镇村安

全监管机制规范运行，重点行业领域基础

工作全面加强，渭北首家危险化学品应急

救援大队挂牌成立，烟花爆竹高危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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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视频监控全覆盖，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

平不断提高。信访维稳形势持续向好，信

访总量同比下降４６．４％，非法集资、农民工
工资等深层次信访问题有效化解；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逐步健全，刑事发案率持续下

降，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明显加强。

（换婵）


富 平 县

县 委 书 记　郭志英
副 书 记　张海乾　杜占全
常 委　郭志英　张海乾

杜占全　闫兴斌
任正龙　杨　涛
容新文（７月离职）
景军荣　雷丁林
王永丽（女）

杜银虎

程心东（１２月离职）
杭春云（４月任职）

县 纪 检 委 书 记　景军荣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润民
副 主 任　王全峰（１月离职）

杜　平（１月离职）
屈　林（１月离职）
张秀坤（１月离职）
白惠敏（女，１月任职）
吴　伟（１月任职）
刘国正（１月任职）
靳小宁（女，１月任职）

县 长　张海乾（１月任职）
副 县 长　闫兴斌　杨　涛

杭春云（４月任职）
范月丽（女）

惠新宇　张少林
杨稳山　戴国庆

张伟明　何大鹏
陈　娇（女，１２月离职）
徐晓军（１２月任职）

县 政 协 主 席　金爱莲（女）
副 主 席　王稳正（５月离职）

冯小平

杨立信（１月任职）
【概况】　 ２０１７年，富平县紧扣“加快发
展、追赶超越”主题主线，围绕补齐“四个

短板”（即补齐新型工业化短板，补齐新型

城镇化短板，补齐扶贫脱贫短板，补齐生态

建设短板）、坚守“四条底线”（即确保人均

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６０％，确保
所有贫困群众脱贫，确保城乡面貌有大的

变化、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

态环境有显著改善），全力抓项目、扩投

资，建园区、兴产业，促改革、惠民生，推动

县域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生产总

值完成１４４．５亿元，增长８．３％；地方财政收
入实现４．８６亿元，增长８％；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７５．５亿元，增长１４．１％；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２９７６５元和
１００２０元，增长８．４％和９．３％。
【农业】　设立 ６００万元支农发展专项基
金，出台产业发展激励扶持政策，新增奶山

羊５万只、柿子６０００公顷。永辉柿子产业
化项目正式投产，富兴小镇一期开工建设。

积极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与北京二商集

团、北京新发地建立直供平台，京东商城特

色农产品富平馆上线运行，农业产业化、品

牌化水平明显提升。

【工业】　２０１７年，富平、阎良城市协同发
展总体规划编制和富阎产业合作园区建设

正式启动，富阎连接线建成通车。高新区

泰安路等５条１１公里道路建设全面铺开，
格拉默车辆座椅等８个项目投产运营，前
海人寿云计算中心等２０个项目签约落户。
庄里工业园富安二路西延等４条８．２公里

９２３富平县　　



道路建成通车，北新建材建成投产，西北清

洁能源物流基地等７个项目落地开工。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２３０．７亿元，增长
１１．２％。
【项目建设】　设立１０００万元项目策划专
项资金，精心策划储备项目１３１个，总投资
８４１亿元。包装ＰＰＰ项目２４个，富耀红色
旅游公路等５个ＰＰＰ项目（即中心城市１７
条街路提升改造、高新区“九路一管网”建

设、温泉河综合治理二期、富耀红色旅游公

路、堑城保护开发）列入中省项目库，并启

动实施。全年开工在建项目５５３个，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 ２０９亿元，增长 １８％；热电
联产等２１８个项目全面建成，２５个市级重
点项目和“双十工程”推进顺利。招商引

资签订项目合同 ４４个，引进启迪清洁能
源、永辉云商两个总部项目，星美新能源电

动汽车产业园等１５个项目开工建设，到位
资金７５．６亿元，全年争取落实各类政策性
资金３０．６亿元。
【商贸旅游】　培育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
业１０家，发展电商４２５０户，电子商务交易
额１６亿元。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启动，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４个景区列入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八路军１２０师抗日
誓师纪念地等４个旅游项目启动实施，县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竣工，中华郡二期建成

运营。２０１７年接待游客５７５万人次，综合
收入４３．８亿元，分别增长２１．８％和２０．３％。
【城乡建设】　中心城区以“四城联创”（即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为统

揽，实施道路建设、绿化亮化等市政工程

１８个，西禹高速富平出入口改扩建等 １１
个项目全面完成。工人文化宫等公共文化

设施启动实施，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

设完成投资１１．２亿元，城区集中供热全面
铺开，水质提升工程主体建成，富阎引水项

目加快实施，新建公厕１３个、停车场５个，
新增停车位２０００个。石川河、温泉河城区
段综合治理二期顺利推进。庄里试验区环

线建成通车，便民服务中心主体竣工，小城

市建设雏形初显；淡村镇新区环线实现闭

合，幸福家园二期建成住房４６６套；曹村镇
被评为陕西旅游特色名镇，美原、宫里等镇

区面貌大幅改观，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

建成美丽乡村 ６８个，卫生乡村实现全覆
盖；实施农村电网改造１８８公里、县乡道路
１２８公里，３１３省道富平段等９条主干道路
建成通车，城乡基础条件不断完善。

【脱贫攻坚】　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局，举全
县之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统筹实

施“八个一批”工程（即产业扶持脱贫一

批、就业创业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

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危房改造脱贫一

批、医疗救助脱贫一批、教育支持脱贫一

批、兜底保障脱贫一批），严格落实教育、

医疗等扶贫政策，８２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建
设全面完工，３０个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建成
投用，７个移民搬迁安置点２７１０套住房加
快建设，７７４户群众领到新居钥匙。稳妥
推进“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１２２０２名贫困群众获得股金分红。全
面实施“两个全覆盖”工程（即贫困户人

居环境改善全覆盖，贫困户小产业帮扶全

覆盖），贫困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扶心

扶志作用凸显，典型经验全市推广，中省媒

体先后报道。丹阳、中物院等对口帮扶持

续深化，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全县退出贫

困村２３个、贫困户３２８８户１１５４１人，全县
贫困发生率１．７％，达到贫困县摘帽条件。
【改革开放】　积极推进“放管服”，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行政许可事项 １５
项，分别下放庄里、淡村县级管理权限

３６２１项、１５８项。进一步优化便民服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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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办事流程，办理各类事项１７万件，镇村
便民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在全省率先推

行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

联办，新增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４８６３户。推
进投融资创新，富平发展投资集团组建运

行，与国开行、陕西金控等金融机构合作不

断深化，设立扶贫、农业、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争取和落实各类融资贷款２０．５亿元。
加强与福建闽侯、江苏丹阳等地对口协作，

互派交流干部、教师医生１００余人次，组织
招商考察活动６０余批次，苏陕合作富丹产
业园签约入驻企业６户。
【民生工程】　２０１７年民生支出３７．２亿元，
“两个８０％”全面落实。开展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暨省级“双高双普”县创

建，教育投入历史性突破１０亿元，精心组
织实施城区“１１３６”校建工程（即在县城区
建设１所职教中心、１所初中、３所小学、６
所幼儿园）和７７所城乡薄弱学校提升改
造，富闽友谊幼儿园、迤山幼儿园建成招

生，莲湖学校等３６所学校改造竣工，实验
幼儿园、蓝光中学跻身省级示范学校。积

极促进就业创业，发放创业贷款 ６２００万
元，城镇新增就业６６５６人，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１８．３万人。妇女儿童医院主体完
工，县医院妇产楼、传染楼建成投用，获得

国家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县、全国基层

中医药示范县称号。富平老年公寓、王寮

敬老院、社会救助站建成投用。

【文化事业】　２０１７年开展各类文化惠民
活动５００余场次，服务群众近２００万人次。
举办喜迎党的“十九大”、书画摄影展、“醉

美石川河”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３４０余场
次，特邀中国东方歌舞团等知名剧团文化

惠民演出多场次，承办“三秦庆祝十九大，

百县千乡送文化”等歌舞、戏曲、交响乐系

列文化惠民演出１０余场次，“怀德讲坛”
“一元剧场”、书画艺术长廊等文化品牌服

务不断开展。

【举办２０１７中国柿产业论坛暨富平柿子
节】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４日，“２０１７
中国柿产业论坛暨富平柿子节”在富平县

举办，活动由中国园艺学会柿分会、国家柿

种质资源圃主办，富平永辉现代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经济林协会、中国果品

流通协会支持，省市有关领导及国内外知

名柿子专家，柿子（饼）销售客商和富平县

干部群众等 １０００余人参加，活动内容有
“展品参观、现场观摩、文艺表演、项目洽

谈、旅游观光”五大板块。活动主会场为

富平淡村镇永辉现代农业柿子产业化公

司，设庄里、曹村两个分会场。

【《岁岁年年柿柿红》在富平开机拍摄】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由北京华映万像文化
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东阳九彩影视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电视连续

剧《岁岁年年柿柿红》在富平县开机。该

剧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背景，讲述了一

名普通农村妇女“杨柿红”（王茜华饰）从

结婚成家到遭遇困境最终儿孙满堂的幸福

故事，全剧贯穿了从１９７６年至当下农村改
革的多个历史节点，是一部展示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成就的精品力作。

【富平县通过省级生态园林县城验收】　
２０１６年以来，富平围绕“两河、两塬、四片
区”的城市格局，划定“绿线范围”，加强绿

地规划执行落实，形成以“生态长廊为主

线、公园广场为支撑、主次干道为骨架、小

区庭院为基础”的园林绿化体系。温泉河

湿地公园、石川河生态公园、怀德公园、昌

平公园等１６处公园和广场道路绿地面积
达到５９．６万平方米，道路绿化覆盖面积达
到１１２．３万平方米。县城绿化覆盖面积达
５５９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３８．３％，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１０．８平方米。创建县级园林
单位和园林式小区比率分别达６２．８％和

１３３富平县　　



５９．４％。县城道路完好率达到９８．７％、亮
灯率达到９９．２％。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和污水处理率分别达９４．７％和８５％，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９９％。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份，通过“２０１７年度省级生态园林县城”
验收。

（刘宏伟）


合 阳 县

县 委 书 记　李县平
副 书 记　邓宽社　于娟侠
常 委　李县平　邓宽社

于娟侠　左　俊
王德超　王耀武
成军洲　张　旭
王改成（１１月离任）
王江平　张国栋
王　华（５月任职）
王正国（１１月任职）

县 纪 检 委 书 记　王耀武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雷哲生（１月离任）

王建元（１月任职）
副 主 任　贾培义（１月离任）

雷满盈（１月离任）
李淑芳（１月离任）
范四海（１月离任）
王满堂（１月任职）
贾忠孝（１月任职）
赵耀荣（１月任职）
武玉萍（１月任职）

县 长　邓宽社
副 县 长　左　俊　王江平

安建军　王　改
李红武

王 华（５月任职）
王正国（１１月任职）

任岗志　崔永健
原向勇（７月任职）

县 政 协 主 席　梁军民（１月离任）
张永利（１月任职）

副 主 席　贾申龙（１月离任）
杨培民（１月离任）
贾忠孝（１月离任）
杨聪杰（１月任职）
范　鹏（１月任职）

【概况】　２０１７年，合阳县以“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统领，以追

赶超越、转型升级、决胜小康为主题，以

“六区”建设为目标，做强产业促转型、释

放潜能增动力、补齐短板夯基础、提升质量

树品牌，凝聚发展共识，汇集发展合力，加

快脱贫攻坚步伐，建设小康合阳，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运行平稳。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９２．４５亿元，增长８％，较上年提高１．７个百
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１．８６亿元，同口径
增长９．４％，较上年提高３．３５个百分点；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４２．５１亿元，增长
１３．８％；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到２７６００元和９１２２元，分别增长８．３％和
９．８％。
【农业】　果畜水产等特色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全年新建果园０．１６万公顷，发展设施
果业面积２００公顷，建设优果示范园 ２００
个，建成苹果、红提等标准化生产示范园５
个；新增水产养殖面积１３３．３３公顷，水产品
产量达到４．７万吨；新增奶牛 ５０２９头，新
（扩）建规模化养殖场２４个。全年流转土
地０．４７万公顷，新（扩）建现代农业园区１２
个，粮食总产２０．４万吨；新增经济作物０．５３
万公顷，奶牛存栏达到４．５万头，水产品产
量达到４．７万吨；新发展新型经营主体２２０
个，合作社１１个，通过国家“三品一标”认
定农产品５个。
【工业】　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县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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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持续加快煤炭资源开

发转化，狠抓规模以上企业培育，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工业经济不断壮大。百良旭升、

平政煤矿投产达效，安阳煤矿进入联合试

运转，金桥煤矿完成二期矿建任务，煤炭产

能恢复到２２５万吨，山阳煤矿产能置换通
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即将复工建设；合阳县

被确定为国家光伏领跑基地县，桂花能源

三期５０兆瓦和东旭 ２０兆瓦光伏并网发
电，光伏装机总容量突破３００兆瓦。新增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５户，规上工业总产值
和增加值分别完成５１．２２亿元和１９．２８亿
元，增长３３．５４％和１１．９％。全县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１２８．２９亿元，贷款余额４３．１亿元。
【项目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５８．７２
亿元，增长２０．３％。共实施重点项目 １００
个，完成投资１１０亿元，增长２３％；其中１８
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５３．５亿元，增长
６０％。１０８国道城区段一级路通车运行；
沿黄路合阳段全线贯通；３４２国道、２０７省
道坡赵至马家庄段正式启动；合凤高速、西

韩城际铁路等重大项目前期顺利推进；欣

和驾考中心等４８个项目投入使用；党校迁
建等５２个项目完成投资任务。争取到位
国家各类无偿资金１３．６８亿元。策划 ＰＰＰ
项目 ４２个，其中入选财政部示范项目
４个。
【招商引资】　全面推行县级领导带头招
商和科级主要领导三分之一时间外出工作

机制，围绕工业制造、农产品深加工、旅游

开发、城市建设、重点民生、现代农业等领

域的资源优势，每季度制定县级领导带队

外出招商活动方案，先后赴北京、深圳、镇

江等地叩门招商，在西安、宁波、杭州等地

组织工业、农业、旅游专题推介８次。积极
参加丝博会暨第２１届西洽会、第２０届厦
洽会，签订招商引资项目１７个。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资金４９．５亿元，完成市上下达任

务的１０２％。
【城镇建设】　围绕国家文明城市创建，投
资１４．８亿元，实施城市建设项目２６个。黄
河街东段、泰山东路东延、凤凰东街、凤凰

北路北延、解放路北延、太姒中路建成通

车；市政设施改造全面完工，金水生态公园

对外开放。建成“三功合一”项目８个，公
共停车场 ５处；学巷片区征收 １２９户、３０
家单位，城北片区征收２７１户；太姒湖、城
北污水处理厂、武帝路立面改造、建设西

路、九龙大街东延、九龙儿童公园、老城区

排水管网改造等项目进展顺利。购置环卫

车辆１５台，机械化洗扫率达到９０％；提升
城市质量，新增（改造）绿地面积４１．９万平
方米，高标准配套太姒路、凤凰路、解放路

亮化。洽川镇列入市级重点镇，百良镇东

宫城村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

路井镇岱堡村、黑池镇北雷村等１０个村庄
被列入陕西省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坊

镇、洽川镇正在申报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旅游开发】　紧扣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
和洽川创建５Ａ目标，以宣传营销和重点
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提升服务质量为重点，

推进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全年接待游客

５８８．６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４４．１亿
元。编制《合阳县全域旅游规划》《合阳县

沿黄城镇带统筹发展规划》，沿黄观光路

全线贯通，莘国水城建成试运营，诗经广场

建成投用，圣母湖、拉斐尔、福源旅游观光

区等旅游项目稳步推进；武帝山国家森林

公园、徐水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获得国家

林业局批准，拉斐尔艺术庄园被国家旅游

局列入２０１７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制
定《２０１７年合阳县旅游宣传营销方案》，印
制发放合阳旅游交通图、旅游宣传册、项目

册４万余份。与西安美术学院签订艺术创
作研究基地建设协议。在省市媒体和西安

地铁投放合阳旅游形象宣传片，“早知有

３３３合阳县　　



洽川，何须下江南”名片效益逐步显现；在

三门峡、延安、宝鸡等地召开洽川旅游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杭州开展合阳旅游专题推

介活动，旅游品牌优势和景区影响力不断

提升。先后举办第二届红提葡萄文化艺术

节、洽川旅游文化节等活动，旅游发展呈现

新气象。

【社会事业】　全面落实就业再就业优惠
政策，组织各类培训４０余场次，转移农村
富余劳动力６万余人，新增城镇就业再就
业５６０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以
内。新农合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轨

运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

９８％，新农合参合率达到９９％。金水陵园
主体完工，民政福利大院、残疾人康复中

心、和家庄卫生院门诊楼、知堡卫生院住院

楼投入使用。为１５４４８名低保户、五保户
和困难群众发放救助金４６４２．５万元。蓝山
公寓保障房建设 ５８４套。１６０２户家庭搬
入保障房，住房困难问题得到缓解。教育

内涵不断丰富，第四初中招生开学，在全市

率先消除大班额。第二高中建设进度过

半，年内即可实现高中生全部进城。医疗

卫生健康发展，备受群众关注的健康产业

园第二人民医院项目开工建设，将有效解

决教育、医疗投入不平衡的问题。公共文

化项目进展顺利，投资８６００万元的体育场
建成投用，文化馆和图书馆正在装修。

“百县百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

通过省级验收。成功举办“喜迎十九大·

百县千乡送文化”、文化扶贫惠民演出、脱

贫攻坚电视直播文艺演出等活动，传统戏

曲《百宝箱》《金水弯弯》登上舞台。东雷

上锣鼓入围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

奖，参加全国总决赛演出。“一元剧场”

“四进零距”“周末线戏剧场”惠民演出

３００余场、数字电影放映１５３０余场。
【精准扶贫】　建成产业精准扶贫园 ６５

个，带动贫困户１４５８２户。完成贫困村基
础设施建设４２个村。落实苏陕对口协作、
省级合力团扶贫项目１０个。３２００户贫困
户享受到光伏扶贫“阳光收入”，７７１户贫
困群众拿到搬迁房钥匙，９２８户贫困群众
危房改造建成入住，１４２０名贫困群众通过
公益性岗位或公益专岗实现就业，健康扶

贫基金、新农合个人免缴实现贫困群众全

覆盖，“八个一批”精准扶贫政策全面落

实。１０个村退出贫困行列，１２７９１名贫困
群众实现脱贫。

（王晨光）


澄 城 县

县 委 书 记　程　军
县 委 副 书 记　白泉朝　郑文军
常 委　由建新　弥振乾

郑丽琼（女）

李　扩　段武学
沙伟伟　陆玉林
魏树槐（８月离职）
任永前（１０月任职）
殷利民（１０月任职）

县 纪 委 书 记　郑丽琼 （女）
副 书 记　候会芳（女）

李少伟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拴仓（１月离职）
高云岗（１月任职）

副 主 任　王鹏毅（１月离职）
廉文山

桂福生（１月离职）
刘福民

武建民（１月任职）
李　真（女，１月任职）

县 长　白泉朝
副 县 长　由建新　李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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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颖（女）
党俊平　陈耿民
殷　珊　贾宝疆
王宇平　王　兵
刘　一（女，８月任职）

县 政 协 主 席　杨建囤（１月离职）
许拴锁（１月任职）

副 主 席　党王科（１月离职）
杨培忠　杨发盈
潘中锋（１月任职）

【概况】　２０１７年，澄城县辖９镇１办１６３
个行政村，有县工业园区、省农业产业化示

范园区两个园区，总人口４０万，面积１１２１
平方公里。全县实现生产总值８５．６９亿元，
比上年度增长７．６％；其中：一产增加值实
现２１．７２亿元，比上年度增长４．７％；二产增
加值实现２３．９２亿元，比上年度增长９．８％；
三产增加值实现４０．０５亿元，比上年度增长
７．９％，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２５∶２８∶４７。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６６亿元。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２５．３亿元，比上年度增
长２２％。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３９．１６亿元，比上年度增长１３．３％。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９３６２元，比上年
度增长８．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９０５８元，比上年度增长９．１％。
【农业】　２０１７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实现
４１．２亿元，比上年度增长 ５％。粮食播种
面积４．２９万公顷，粮食总产１７．２万吨。新
扩建规模养殖场２０个，生猪存出栏分别达
到９０万头、１２０万头。果业面积３．２８万公
顷，水果产量５７．５万吨。新增设施果蔬面
积４０６．６７公顷。农户土地确权登记７．２８万
户。成立庄头镇郭家庄村等１０个村级股
份经济合作社。发展节水灌溉面积０．１１万
公顷，治理水土流失３０平方公里。
【工业】　２０１７年，全县规上工业实现总产
值７５．３８亿元，比上年度增长２２．１２％。拓

日新能超白压花玻璃和晶体硅生产线实现

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年产８万吨太阳
能光伏支架系统项目开工建设，２００兆瓦
光伏领跑者应用示范基地项目落户澄城。

拓日新能尧头权家河２０兆瓦和冯原江能
２０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发电。１００兆
瓦移民（脱贫）搬迁农光互补项目主体建

成。启源特种气体、诚信制药建成运营。

烟厂技改项目争取到２亿元项目建设资金
并投产试营。煤炭资源优化整合和布局调

整方案通过国家审核。全国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建设项目争取专项资金１．６亿元。
澄合矿业日产 ５万方煤制气项目开工
建设。

【项目建设】　２０１７年，全县争取国投资金
１３．４７亿元。规划建设的１５４个项目完成
投资１２７亿元；其中，正大百万头生猪产业
链、惠安苑安置房等３０个市县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８１．２亿元。策划包装项目５２８个，
总投资８４７亿元。策划澄城县市政道路建
设、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等 ４９个 ＰＰＰ项
目中，３４个项目进入国家发改委 ＰＰＰ项目
库，６个项目进入中省财政系统 ＰＰＰ项目
库。通过参加丝博会、组织京澄合作恳谈

会、奔赴上海等地招商、邀请民企央企和国

家智库来澄考察等多种形式，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２０个，到位资金５４．７亿元。纳入国
家投资储备库三年滚动计划项目１５７个总
投资２３９．８亿元。其中，全县３２个重点城
建项目完成投资１３．５亿元，乐楼至精进寺
塔、北入城口等６个棚改项目完成投资５．
３亿元。交道民俗街三期、韦庄污水管网
二期建设等４７个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完成
投资３．５８亿元。全年改造提升县乡公路
５９公里。全县城镇化率达到４２．５％。
【脱贫攻坚】　２０１７年，全县１９个贫困村
摘帽，１７９５户６８２４人脱贫，脱贫攻坚工作
通过国家第三方评估。全县落实中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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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金１．１３亿元，整合各类资金２．２４亿
元。精准识别易地搬迁贫困户 ２６８５户
１０４８２人，１４７９户贫困户分得新居，危房改
造２２９户。开发贫困户公益专岗１６５个、
特设公岗６４０个，贫困人口转移就业３４９６
人。发放贫困生资助金 １０７９万元，帮助
４６４０名贫困生继续学业。发放社会保障
资金４４７７万元。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完成投资３．３８亿元。
【教育】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３１所，
其中高中３所、职中１所、初中７所、九年
制学校１２所、小学１０所、教学点１５个、特
殊教育学校１所、幼儿园８２所。在校学生
及在园幼儿４５６４４人，教职工４６９５人。澄
城县达到陕西省“双高双普”评估验收标

准，授予“高水平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教育县”称号

和奖牌。２０１７年，全县 ６人考入北大、清
华，５３人超６００分，６８名学生被９８５大学
录取，２０７名学生被２１１大学录取，城关中
学投入使用，澄城县通过国家农村职业教

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双高双普验收。

【社会事业】　全县新增城镇就业 ５５８９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７０４０３人。发放
城乡低保、社会救助等惠民保障资金１．１６
亿元，民政救助站、县中心敬老院建成投

用。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２８％。在全
市首家开通新农合异地就医直报，新农合

参合率达到９９．６％。承办陕西省全民健身
运动会篮球赛，举办“龙首杯”踏春赏花健

步走、第二届樱桃节、游中国黑瓷之乡·赏

古镇金色花海、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艺术节

巡演等活动，通过全国文化先进县复审。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５日，由凤凰卫视著名主播
胡一虎主持、陕西广播电视台录制的文化

访谈节目《一虎品尧头》在陕西广播电视

台都市青春频道播出。尧头窑园区被评为

陕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吴坡现代农业

园区获得国家３Ａ级乡村旅游景点，壶梯
山红色教育基地建成观光旅游步道，良周

遗址列入省级遗址公园，刘家洼古墓群得

到保护和发掘。

截至年底，全县获“国家卫生县城”

“全国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全国首批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县”“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

人教育示范县”“国家畜牧业绿色发展示

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县”“陕西省

双高双普县”“陕西省环保模范县”“陕西

省食品安全示范县”“陕西省级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县”“京东互联网 ＋现代农业
示范县”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

【省产业脱贫技术服务工作现场会】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陕西省产业脱贫技术
服务工作现场会在澄城县召开。陕西省农

业厅科教处处长戴建昌带领全省各区市及

５６个贫困县农业局分管局长、科教科负责
人、农广校校长，渭南市所有县市农业局分

管局长、农广校长等共计２３０余人参加会
议并进行观摩。戴建昌处长一行在澄城县

委副书记郑文军、澄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党俊平的陪同下，参观澄城县产业脱贫技

术服务１１０指挥体系中心和调度平台的建
设、运行、服务等情况，深入庄头镇郭家庄

真仕佳樱桃农民专业合作社、寺前镇吴坡

有机葡萄生产基地、王庄镇水洼村有机苹

果示范基地，了解新型经营主体、农民专业

合作社、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及职业农民小

红帽分队开展技术服务等有关情况，并观

看现场技术指导服务。

随后，在召开的全省产业脱贫技术服

务工作会上，渭南市农业局局长周新强向

大会致辞，汉中市农业局、安康市农业局、

澄城县农业局、旬邑县农牧局分别做经验

交流。戴建昌处长向全体参会者传达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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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厅长文引学的《对标任务，狠抓落实，力

促产业脱贫技术服务取得新成效》讲话精

神，指出产业脱贫是关键，是脱贫攻坚的治

本之策；技术服务是基础，是产业发展的基

础。并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将

技术帮扶落到实处，做到技术服务让贫困

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有实效，树立做

给农民看、教会农民干、帮着农民赚的服务

新理念，充分将技术服务融入产业发展中。

【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赛】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５日至７月１日，由陕西省
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直属

机关工作委员会、渭南市人民政府承办，陕

西省篮球协会、渭南市体育局、澄城县人民

政府协办的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篮球赛在澄城县体育馆举办。来自全省各

行业４３个代表队４００多名运动员参加比
赛。西安市代表队、渭南市代表队、榆林市

代表队获得市区组前三名；陕西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规

划设计院、陕西省工信厅、陕西省国资委、

陕西省地震局、陕西省统计局获得行业组

优秀组织奖；陕西省地税局、陕西省燃气集

团获得行业组一等奖；陕西省文物局、陕西

省水利厅、陕西省体育局、陕西省航空发动

机（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陕西省国家安全厅获得行业组二

等奖；陕西省人社厅、陕西省监狱管理局、

陕西省法院、陕西省教育厅、共青团陕西省

委、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工商局、陕西省

政协获得行业组三等奖；渭南二队、渭南一

队、西安一队、西安二队、公园联盟、澄城穿

越、雏鹰、红方一队、红方二队获得社会组

男子组前九名；西安蜂蜜二队、西安蜂蜜一

队、西安牛奶一队、西安牛奶二队、渭南一

队、卓妍代表队、澄体教师代表队、渭南二

队获得社会组女子组前八名。

【刘家洼春秋墓地入围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刘家洼春秋古墓位于陕西
省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村西鲁家河东岸

塬边。该墓地因 ２０１６年底被盗而发现。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２０１７年２月，陕西省
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

古队，对墓地进行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

同时对墓地所在的鲁家河流域进行全面系

统的考古调查，取得重要发现与收获。刘

家洼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周代考古的又

一重要事件，是打开对关中东部周代遗存

了解的一扇门，也有助对周代采邑封国的

城邑形态、居葬模式、生业方式、社会组织

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１１·２５”盗掘古墓文物案侦破】　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２５日，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发
生古墓盗掘案件，公安部和省政府、省公安

厅、省文物局高度重视。２０１７年，澄城县
成功侦破“１１·２５”特大盗墓案件。本案
共打掉陕西、山西、北京等地犯罪团伙 ７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５６名，上网追逃 ２３
人，追缴青铜簋、鼎、石磬等历史文物４００
余件，其中一级文物 １２件，二级文物 １５
件，三级文物６２件，一般文物３１３件。扣
押冻结涉案赃款６３０万元，扣押作案车辆
１６辆。


白 水 县

县 委 书 记　周庆文
副 书 记　张全才　卢　林
常 委　王宏强　杨　勇

隋晓会（女）　张　鹏
武师民　杨进宏
张飞军

林成春（５月任职）
县纪委书记　张　鹏
县人大主任　刘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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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王有民（１月离职）
王爱琴（女，１月离职）
万可岗（１月离职）
任武杰（１月离职）
李　军（１月任职）
刘京荣（１月任职）
秦孝全（１月任职）

县 长　张全才
副 县 长　王宏强　张飞军

林成春（５月任职）
马建军　秦奉举
胡小英　雷成涛
孙李军　冯鹏飞
刘建成　张拴全
赵雅丽（女，２０１６年 ９月离
职）

县政协主席　杨永丰（１月离职）
李全海（１月任职）

副 主 席　王存成（１月离职）
屈　晖（女）
李　军（１月离职）
王文超（１月任职）
周晋荣（１月任职）

【概况】　２０１７年，全县围绕“四五六”发
展战略，主动把握经济新常态，着力破除发

展瓶颈、增创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实

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开局。

全年生产总值完成７２．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７％。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５．６６
亿元，增长５．０％；第二产业增加值１７．８０亿
元，增长１１．３％；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８．７７亿
元，增长８．２％。一、二、三产业结构为
３５．５２∶２４．６４∶３９．８４。按平均常驻人口计
算，人均生产总值２．５３万元。非公有制经
济完成增加值３７．６９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增
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５２．２％，较上年
提升０．５２个百分点。
【农业】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展各级各

类农业园区１８个，其中省级园区３个，市
级园区５个，县级１０个，园区面积已经扩
大到０．３３万公顷，总投资达到３亿元左右。
１６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试点运行。全
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４５．０２亿元，比上
年增长５．２％。其中：农业产值３８．３９亿元，
增长５．５％；林业产值 ５００９万元，增长
４０．７％；畜牧业产值５．２３亿元，增长０．５％；
渔业产值６３１万元，增长１８６．２％；农林牧
渔服务业产值８１６５万元，增长７．３％。全
年粮食总播种面积２．８２万公顷，较上年增
长０．８％，粮食总产量１０．９万吨，比上年下
降０．０７％。其中，夏粮播种面积１．３７万公
顷，增长１．７５％，产量４．４６万吨，增长
４．３６％；秋 粮 面 积 １．４５万 公 顷，下 降
０．０８％，产量６．４４万吨，下降２．９２％。夏粮
产量４４５７０吨，比上年增长４．３６％；小麦产
量４４５７０吨，比上年增长４．３６％；秋粮产量
６４４３４吨，比上年减少２．９２％；玉米产量
５９３５５吨；比上年减少３．３９％。

苹果产业继续围绕《白水苹果产业转

型升级总体规划》，成立了白水县现代果

业托管技术协会、白水县瑞阳瑞雪苹果协

会、白水中国现代苹果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院。完成白水苹果产业中长期规划编制。

三家涉果企业挂牌上市，白水苹果正式迈

入期货交易时代。白水被命名为全国绿色

食品（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省级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全省苹果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试点县。白水苹果成为金砖五国领导人

厦门会晤全球唯一指定苹果。全县新建新

优品系矮砧示范园０．１４万公顷，实施高效
节水灌溉０．２万公顷，防雹网覆盖 ４１３．３３
公顷。苹果总产量达到５９．５万吨，实现产
值３２．４亿元。苹果面积达到２．５９万公顷，
其中挂果面积２．２４万公顷，增长１．８７％，苹
果总产达５９．４５万吨，增长１．４７％；实现产
值３２．３７亿元，增长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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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造林绿化４９６６公顷，其中人
工造林１９６６公顷，植树６０万株，育苗５９５
公顷，栽植苗木４１７万余株（包含花卉）。
绿化道路４５０公里。建设畜果结合示范点
８个，新扩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２３个。大
家畜年末存栏 １０２６３头，比上年增长
０．５２％；猪年末存栏１６７８５８头，比上年增
长０．１４％；羊年末存栏，比上年增长
－１．６６％；家禽年末存栏３７．３２万只，比上
年增长２．０８％；大家畜年末出栏３７４２头，
比上年增长４．５３％；猪年末出栏２１６２６８万
头，比上年增长０．４２％；羊年末出栏３０９４０
只，比上年增长１．７４％；家禽年末出栏
１７．８５万只，比上年增长２．５９％；肉类产量，
比上年增长０．４５％；鲜奶产量２２９１吨，比
上年增长３．７６％；鲜蛋产量１６００吨，比上
年增长３．４３％。全年水产品产量３１０吨，
较上年增长２．２６倍。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３１５４万千瓦（剔
除农用运输车机械动力），比上年增长

５％，全年新增联合收割机具２６台，土壤深
松机３６台，配套农机具１０１９台。机械化
耕作面积１．４７万公顷，农机经营总收入１．２
亿元，农业机械原值１亿元，农业机械净值
７０００万元。全县发展新型农机专业合作
社６个，农机维修网点１２个，规模化农机
销售企业４个。
【工业】　苹果科技产业园列入国家级开
发区目录，首期２亿元的园区发展基金设
立运行，投资３亿元的苏陕协作江苏利民
纸品包装项目开工建设。２０兆瓦光伏发
电项目并网发电，智汇矿山机械设备、汉沣

新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全县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４家，完成产值４７．２亿元，增长
２４．５％。全县工业增加值完成１６．７９亿元，
增长１１．４％。规模以上工业３５家，实现增
加值１６．０２亿元，增长１１．６％。规模以上工
业完成总产值４７．１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４９％。原煤年产量１４７．４７万吨，比上年
减少１．８％，其中：规模以上年产量１４７．４７
万吨，比上年减少１．８％；白酒年产量６４６４
吨，比上年增长２．１％；发电量年产量
３１３７２万度，比上年减少１３．２％；浓缩果汁
年产量４７９８１吨，比上年增长１７．１％。
【项目建设】　１８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４７．８６亿元，占年度任务的１１３．５％；５０
个县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６６．８４亿元，占年
度任务的１０２．８％。仓颉庙中华上古文化
园、“两山一湖”生态旅游景区等４个项目
进入财政部 ＰＰＰ项目推介库。策划包装
重大项目５４个，涉及总投资１５３亿元。招
商引资到位资金４０．１１亿元。累计争取中
省资金１３．８亿元。
【城镇建设】　县城总规修编、城市专项规
划和风貌规划编制完成。彭衙路棚户区征

迁结束，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东

环路、仓颉路及雷公东路景观提升工程完

工，新增绿化面积４．７万平方米。全市首家
公共自行车项目６００辆自行车投入使用。
东风路、人民路、仓颉路弱电入地工程竣

工。城区集中供热新增面积２５万平方米。
国家卫生县城正式授牌，省级文明县城创

建启动。６６个行政村建设规划编制完成；
农村环境卫生三级管理责任全面夯实，长

效保洁机制初步建立；两条高速一条复工

一条开建，省道２０９破土动工。“减煤、控
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项举措落实

有力。造林０．４６万公顷，绿化道路３３８公
里。规模以上工业煤炭削减４．５万吨，万元
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０．４％。
【文化旅游】　以建设文化强县为总目标，
以构建和谐白水、弘扬先进文化为主题，以

促进文化市场健康繁荣发展为核心，成功

举办“丁酉谷雨祭祀仓颉暨２０１７年度汉字
发布仪式”和“白水县首届槐花节暨两山

一湖开园仪式”，举办白水县第三届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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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大赛、ＣＣＴＶ《黄金１００秒》选拔大赛、
第三节民俗艺术节“广场舞大赛”；“脱贫

路上 你我同行”庆七一文艺联欢晚会；“助

推脱贫攻坚 奋力追赶超越”纳凉晚会等文

化活动。与陕旅集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上海红星美凯龙、北京翠微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浙江九天建设有限公司分别签定

《仓颉庙中华上古文化产业园核心片区项

目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创新创

业促进中心项目协议》《爱琴海项目合作

意向协议》《陕西白水华夏四圣文化研学

旅行教育基地合作协议》《“两山一湖”慢

城旅游区开发项目协议》。全年共接待游

客３８３．３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２９．８７亿元。
【脱贫攻坚】　脱贫攻坚精准发力，实施
“一三五”产业扶贫工程，扶持贫困群众发

展苹果０．１２万公顷、花椒０．１５万公顷、核桃
２００公顷。１５４８户贫困群众实现人房对
接，１３个移民搬迁安置点建设顺利推进。
组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３５９１人，发放就
业创业补贴３４３万元。实施危房改造１６８
户，发放资金 ４２０万元。新农合、大病保
险、大病救助、专项救助“四重保障”补偿

资金１２９３．７万元，４６８０名贫困学生享受资
助资金２９２万元，２６６名贫困群众被聘为
生态护林员。发放低保、五保、医疗等六类

救助金４３７７．９万元。６３个贫困村基础设
施完成投资１．７亿元，硬化巷道２３１公里，
绿化１５万平方米。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
全人口４．１万人。全县１５个贫困村按期摘
帽，６４１６人实现脱贫。
【民生工程】　投资２８５８万元全面提升办
学条件，标准化学校全市首家实现全覆盖，

白水县获批全省唯一的国培项目示范县，

省级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通过验收。

县医院创二甲进入尾声，中医院迁建完成，

妇幼保健院住院楼、宏会康复养老中心主

体完工，白水成功创建省级基层中医药工

作先进单位。临时救助、残疾人生活补贴、

孤儿生活补贴等政策足额落实，殡仪馆建

成投用。省级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示范县创

建成功。群众满意度、公众安全感显著提

升。全年城区２９４台燃煤锅炉拆改到位，
１０家“散乱污”企业彻底取缔。

（梁玉婷）

　


渭南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朱忠效
副 书 记　薛清军　谭文德
纪工委书记　雷　玲
管委会主任　薛清军
副 主 任　刘　平　蔡　军

陈改萍　曹　毅
姜　通

【概况】　２０１７年，渭南高新区紧紧围绕
“创建国内一流创新型特色产业园区”目

标，坚持“新型工业聚集地”和“现代化城

市新区”两个定位，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服务企业和城市建设四项重点工作，主

动作为，追赶超越，提质增效，园区综合竞

争力显著增强，在全国１４７家国家级高新
区中综合排名第８１位，较上一年提升４个
位次，连续三年实现争先进位。全区生产

总值实现８１．８１亿元，可比增长８．９％；新增
规模以上企业４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实现１８２．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２％；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２０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地
方财政收入完成１．６４亿元，收入质量明显
提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４４．４８亿
元，增长１２．２％；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实现２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１％，稳居全
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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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　坚持“特色、集群”发展思路
聚集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不

断提升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产业，持续做

优现代服务业。坚持以新能源动力电池为

引领，以新能源整车生产制造为目标，着力

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沃特玛、天臣、

星美三家动力电池企业形成产能１０．６
ＧＷｈ，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形成年产３２．４
ＧＷｈ电池和１７．８ＧＷｈＰＡＣＫ生产能力，成
为西部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总投资

２０亿元、年产５万辆的帝亚纯电动车项目
全面开工建设，美联桥车辆先进零部件产

业园项目抓紧施工，省级动力电池检测中

心即将获批，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蓬勃发

展的良好态势。依托培育基地，突出产业

化应用，持续加大资金、厂房支持力度，完

善配套服务体系，广泛引进企业和研发团

队，有力促进 ３Ｄ打印产业发展。西安交
大、西工大等６家专业团队相继进驻基地，
引进教授６人、博士１５人，硕士以上专业
人才突破百人。累计获得专利授权８７项、
版权５项，立项省级以上科研项目９个，陕
西聚高、陕西百普生等企业５项技术实现
世界首例临床应用，陕西智拓荣获第六届

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和新材料组决

赛第三名，省级增材制造标准委员会成功

获批。全年新引进企业 ３２户，总量达到
６５家，入驻数量逐年翻番，累计实现产值
９．６亿元。随着万达、红星美凯龙、恒大、富
力、中海等一批商业项目的落地建设，园区

三产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人气和活

力不断提升。

【科技创新】　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完善创新机制，搭建

创新平台，各类创新资源要素不断聚集。

成功举办承办国际创客“马拉松”和第六

届国家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活动，创新创

业中心荣获陕西首届金孵奖“２０１７最贴心

孵化机构”，获批陕西省青年创业孵化基

地，入驻在孵企业７９个，孵化企业１１家。
火炬公司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３Ｄ
打印产业培育基地获批国家众创空间和国

家级服务示范平台。全区累计建成国家级

科技创新平台４家，省级科技创新示范平
台８家，省市级科技创新平台数量占全市
９０％以上。加大招才引智力度，设立５０００
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出台《激励人才

创新创业若干措施》。加强校地合作，持

续开展柔性引才，与长安大学合作共建智

能制造研究院，与西安交大共建增材制造

协同创新研究院，与西安理工大学共建产

学研基地。全区累计吸引高层次人才

１２６８人，建成市级专家工作站７家，２００多
名域外专家定期进站服务企业发展。全年

立项科技计划２９个，争取专项资金 １０２５
万元，新增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１家、市
级科技型企业１１家、瞪羚企业６家，引进
国内外先进技术成果１０项，天臣新能源获
批国家第一批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企

业。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１．９６％，为全市最高；全年申请发明专利
８４件，实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６７７０万元，
同比增长６５．４％；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６
家，推荐市级科技奖７项。加快发展飞地
经济，正式成立渭南高新区东区，挂牌成立

高新区蒲城园区。加强与关中兄弟高新区

合作，共同发起设立１５亿元的关中科技协
同创新发展基金。充分发挥渭南驻西高新

科技工作站作用，促成校企合作意向９项，
签约合作项目２个。
【招商引资】　坚持招大引强、招小引优，
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服

务业为重点，实施精准招商，持续吸聚优质

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全年参加大

型展会１６次，外出招商４０余次，达成合作
意向９５个，帝亚纯电动车、中信重工特种

１４３渭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机器人、恒大地产等５０多个项目签约，总
投资２３６．８亿元，是上年度的２．８倍。全年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６１亿元，超额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项目建设】　２２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全面
开工，其中石羊邦淇精炼生产线投料试产，

火车西站站前广场基本完工，增材制造创

新中心即将建成投用，其他项目按计划顺

利推进。全年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８５．４
亿元。全年策划项目３０个，总投资３６４．７
亿元。全年争取专项资金５５００万元，完成
各类债券置换３．２９亿元，与市产投、金控资
本合作设立１０亿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基金。

【城市建设】　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精细化管理，不断促进产城融合，努力

提升城市面貌和人居环境。全面启动森林

高新区建设，先后完成敬贤公园建设和乐

天大街、胜利大街等５条主干道绿化提升
改造，持续开展企事业单位庭院绿化，累计

建成城市绿地１８万平方米。加快实施道
路提升改造，东风大街、朝阳大街、新盛路

等路段完成路面及人行道改造２０万平方
米。完成城区供水管网改造８公里，石泉
路垃圾中转站及公厕工程建成投用，秦裕

路等３条道路排水工程全面建成。坚持城
市精细化管理，加大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

力度，购置清扫设备１０台，机械化清扫率
达到９３％，垃圾清运无害化处理率达９７％
以上。探索建成全市首家“垃圾兑换银

行”，促进了农村垃圾分类回收和无害化

处理。

【民生工程】　坚持以改善民生，增进群众
福祉为根本目的，认真落实惠民政策，持续

加大资金投入，不断强化工作措施。聚焦

精准脱贫，综合运用产业、教育、医疗等多

方面政策，全年完成脱贫２６３户９０５人，贫
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达到９５％以上，
驻村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达到 ９５％。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区验收。总投资３０００万元的高新二幼
已正式开园，总投资约２５８２万元高新二小
改扩建项目进展顺利，高新三小建设按计

划推进。扎实做好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续

建工作，年度任务完成率达到 １００％。落
实医改政策，推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农村

居民参合参保率达到１００％。从严落实“１
＋１０”工作方案，全面推行大气环境网格
化监管。全区建筑工地６个１００％要求实
现全覆盖，清理取缔散乱污企业９家，拆除
各类燃煤锅炉设施５８台，重污染源企业减
排措施和错峰生产要求得到落实。

（程　龙）

２４３ 　　县（市、区）概况



产业园区建设


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杨社盈（６月离任）
韦红革（６月接任）

管委会主任　王小平（６月接任）
管委会副主任　严忠民　段宏伟

马俊玲　亢　鹏
纪工委书记　孔繁文
【概况】　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
渭南经开区）属省级经济术开发区，地处

渭河北岸，是渭南中心城市“一城三区五

大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委、市政

府倾力打造的最具发展潜力、最具竞争优

势的产业新城、经济强区和田园都市。下

辖２个街道办３７个行政村，常住人口１１
万，全区规划面积１５２平方公里。
【经济发展】　全区按照“抓项目、兴产业、
补短板、优服务”的思路，围绕食品产业

园、商贸物流园、中国酵素城“两园一城”

建设目标，相继引进青岛啤酒、上海申华、

四川濠吉、中垦乳业、广东日丰、成都红新

国际、华能集团、江苏雨润、五得利面粉等

国内知名企业和著名品牌，形成食品加工

和商贸物流两大特色产业。２０１７年，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全年完成９３．１９亿元，同比
增长２８．０１％，新增规上企业５户；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完成７９．６５亿元，同比增
长３１．６５％；地方财政收入全年完成１．４８亿
元，较去年增加２４００万元，增幅居全市前
列。先后荣获陕西省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

园区、省级食品产业示范园区、省级植物提

取物出口基地，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先进单位，并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度连续获得市委、市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优

秀等次。

【城市规划】　高起点、高规格、高水平规
划实施“一带、三轴、三心、五区、多点”的

空间布局，城区、园区、景区三区同建。此

规划近至２０２０年，人口规模为１６．３万人，
建设用地规模为１９平方公里；远至 ２０３０
年，人口规模为２９．７万人，建设用地规模
为３４平方公里。
【基础设施】　渭南市天然气公司、渭南北
水厂、华能渭南热电联产等气、水、电、暖总

站均位于经开区；区内２２公里主干路网与
周边交通要道无缝对接，“五横六纵”路网

全面形成；１１０ＫＶ变电站配网即将开建；
移动、联通、电信等通讯网络配套到位。产

业发展条件成熟，城市承载能力大幅提升。

【产业发展】　按照产业发展实际，提出
“两园一城”战略，打造中国农产品加工示

范园区、渭南物流园保税区和享誉海内外

的中国酵素城。以绿色环保、安全可溯为

目标，建设集加工、研发、检验检测、工业旅

游为一体的大型食品加工产业园；以现代

物流产业园区、功能性物流中心和多层次

配送中心为节点，建设秦东物流港区；以打

造中国酵素品牌和大健康产业之城为目

标，高规格实施中国酵素城项目。力争到

“十三五”末，实现固定资产投资、规上工

业总产值、食品工业产值、物流园区产值４
个“过百亿”目标。

３４３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　　



（樊嘉）


韩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概况】　韩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下设党政
综合办、财政局、经济发展局、招商服务局、

规划建设局、市国土分局、市环保分局以及

安监科。机关行政编制２６人。
【园区规划】　完善提升园区规划，打造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围绕“五大千亿产

业”开展集群化招商；合理调配资金，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对接中省金融部门，争

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积极探索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新途径，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园

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优化服务，释放传统

产业和新兴企业产能；按照６个百分百的
要求，加快绿色园区建设。

按照经开区“十三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完

善了“五大千亿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方案”，

着重推动千亿新装备产业集群和千亿新能

源汽车产业集群的项目谋划。在规划管理

方面，对现有道路专项规划等进行调整和

完善，核发项目选址初审意见３９件，出具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２７件。委托核工业
２０３所，完成了园区规划环评初审工作，推
动经开区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对照新发布

的国家级开发区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不断

进行完善和提升，２０１７年５月，通过国家
开发区目录修订资料审核，２０１８年 ２月，
经开区顺利进入《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

录》。

【招商引资】　围绕“五大千亿产业”开展
集群化招商，华为大数据、沃特玛新能源、

天津友发３００万吨钢管等龙头项目先后落
地建设。全年签约项目２３个，总投资４２４
亿元，到位资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 ８１％。
组织参加了“黄河与珠江对话”、西洽会、

陕西－长三角和陕粤港澳经济合作周等大
型招商活动，对接来韩客商７０余批次。荣
获全市招商引资先进单位和优秀驻外招商

服务处称号。

【重点项目】　实施 ３６个重点项目，总投
资２９２．３１亿元，年度投资１２９．２６亿元。１００
万吨／年精品板带项目、伟力远大、腾龙二
期、烨辉精密铸造转型升级项目、伟力远大

和腾龙二期屋顶光伏发电项目等６个产业
类项目建成投产。建成七经路、二纬路西

延、凤山南路道路建设工程和道路绿化工

程，１１０ＫＶ西马 Ｉ线、１１０ＫＶ夏阳线、３５ＫＶ
下枣线杆塔共１１基铁塔完成迁改。２０１７
年，经开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８０亿元，同
比增长１５％。
【争资融资】　省、市申报项目８个，争取
到中央预算内资金３３６０万元。积极探索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新途径，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与陕建十

五公司合作，加快北湖、沃特玛等项目建设

速度，促成伟力远大 ＰＣ等项目建成投产。
引进中水三局采取融资代建的模式，促进

普迪陶瓷项目建设。密集对接重庆银行、

中信银行、中博汇金等金融机构，从各类金

融机构、融资平台筹措资金累计达到１４．１
亿元。

【服务企业】　开展项目建设“百日攻坚”
和“双百双千”活动。钢铁行业产能释放

达到１００％。焦化行业在落实“冬季治霾”
环保政策条件下产能释放良好。伟力远大

ＰＣ项目与１４家企事业单位达成了 ＰＣ构
件生产协议。禹萧钢构产品走出韩城，与

４家外地企业签订钢管束订单，与哈萨克
斯坦水泥生产线窑尾楼项目签订的９００吨
型材钢完成生产。增量配电网工作，新争

取９家企业进入大用户电力直接交易目
录，累计达到１６家。年直供电交易量实现
１２．３亿度，为企业降低成本 ２２００万元。

４４３ 　　产业园区建设



“助保贷”业务，２０１７年入池企业达到１０５
家，已给７４家企业融资４．３５亿元，资金放
大比例９．６７倍。
【重大活动】　１月份参与组织“黄河与珠
江对话”深圳推介会；３月份成功举办南京
招商推介会；６月份参与组织２０１７丝博会
暨２１届西洽会；８月份参加陕西 －长三角
经济合作交流活动；１１月份参加陕粤港澳
经济合作周活动，均取得丰硕成果。

（王佳媛）


蒲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概况】　２０１７年高新区总规划面积达５０
平方公里，入驻企业６５家，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１８．６亿元，带动就业１．４万余人
次，实现工业产值１３２亿元。
【园区建设】　园区煤化工业园产业服务
区项目总投资约１．６亿元，该项目约２万

'

办公楼主体已经封顶、配套商业街已交付

使用，办公楼正在进行室内二次设计阶段；

总投资１．２亿元的煤化园片区城东污水处
理厂完工９０％；工业园片区标准化厂房项
目４、５、６、７号厂房建成投入运营；纬一路、
纬三路、经三路、经四路项目建设完工；煤

化园片区 ４．１公里主干道路项目全部通
车；高新区供热管网建设项目投资约２．３
亿元，总长度２３公里。该项目正在完善开
工前相关手续的办理。

【项目建设】　园区建设产业类项目 １０
个，总投资４６．４亿，２０１７年计划完成１５．５８
亿，完成投资９．５亿元。其中有经建油漆、
科顺防水、莱特光电等。建设基础类项目

１３个，总投资１７．１５亿，计划８．７亿，完成投
资４．５亿元。其中有日处理１００００吨煤化
园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项目、洛河大道等１０
公里路网建设。达产的项目１个，蒲城清

洁能源公司。园区供水、电、讯、天然气、蒸

汽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备，能够满足园区项

目建设的需要。

【招商引资】　重点围绕能源化工、生物产
业、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五大

产业集群，不断培育和招大引强，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把招商引资作为园区发展的引

擎和发动机。接待来园区考察企业８０多
家，参加外出招商活动１５次，全年共签约
招商项目合同 １２个，合同引资 ２１亿元。
分别是总投资６亿元的蓝晓新材料产业基
地项目、总投资４．０５亿元年产３００００吨精
细化工助剂项目、总投资３亿元的莱特光
电显示材料项目、总投资１．２亿元的紫珑新
材料项目、总投资１．２亿元的中防防水材料
项目等；正在对接洽谈的项目１３个，涉及
投资４０．５亿元。配合有关部门围绕陕煤化
集团投资５８０亿元的烯烃二期项目及相关
产业联动发展园落户，不断加强水、电、路、

讯、供热、天然气等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和用

地储备等前期工作，确保项目顺利落户建

设。

（贺亚龙）


富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概况】　富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
富平高新区），位于富平县城东南部，毗邻

中国航空城———阎良，是省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是西安、渭南两市共建富阎产业

合作园区的核心区，园区规划面积５８．６４平
方公里，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新兴服务业

等产业。着力打造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现

代新兴产业示范园、区域发展协作体制机

制创新区、统筹城乡和谐发展示范区。

【基础建设】２０１７年，富阎连接线、富辰五

５４３富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路建成通车；企业孵化器、污水处理厂、富

菁北路雨污水管网、富菁南路至金粟大道

污水管网、垃圾中转站全面建成投用；富辰

三路、泰安路建成部分路段；庶丰路、贺兰

大街、金粟大道前期基础工作已完成；三期

公租房完成主体工程，富平通用机场项目

完成军方审批。

【项目进展】　２０１７年，格拉默座椅、骅康
食品、华发食品、正耀包装、汕平包装、呼叫

中心、医医互联网、立普威陆科技等８个项
目投产运营；神华热电联产即将并网发电；

矩阵发动机、鑫宏电子、富天健生物科技即

将完成装修施工；圣唐乳业、益粮食品、美

颂商业综合体主体竣工；星美新能源电动

汽车产业园、大鹏航空维修、爱维森航空改

装、频阳环保、勇拓科技、鑫聚源医疗器械

设备生产及研发等６个项目开工建设。
【招商引资】　森凯生物医药、前海人寿富
平云计算中心、金牛乳业二期、潮华玻璃、

大谦玻璃、前海智能科技、航赛尔机械加

工、檀林包装、利佰佳光伏等项目签约落

户。与海航集团达成建设长安物流无人机

产业园项目合作协议；与西安工业大学达

成建设汽车检测实验室合作意向；与中航

材就富平通用机场建设及产业布局达成合

作意向；与上海瑞尔集团就建设表面处理

园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汉能新能源、巨力

电梯、福特科光电、新兴际华应急装备产业

园及安全谷等一批项目正在洽谈跟踪对

接。２０１７年共完成招商引资４３．１９亿元。
【资金争取】　全年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
共计２．５４亿元，超额完成２７．１％，其中包
括：农发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２亿元；第二
污水处理厂省级预算内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富
阎连接线省级预算内资金２０００万元；省商
务厅大数据招商引资专项资金３０万元；市
商务局、财政局外贸发展专项资金 １５万
元；省中小企业局标准厂房建设资金２２０

万元；渭南产投公司市级财政专项资金

“拨改投”９００万元；陕西金控专项资金
１２６０万元。
【深化改革】　先后赴科技部火炬中心、西
安高新区、西安经开区等地考察学习孵化

器运营管理先进经验，与启迪控股、颐高集

团就孵化器运营达成合作意向。高标准完

成孵化器建设，创新运营模式，力促立普威

陆科技、医医互联网、森凯生物医药、利佰

佳光伏、前海智能科技等一批高科技项目

签约入驻。

（刘宏伟）


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

【概况】　大荔经济技术开发区前身是大
荔科技产业园区，于２０１７年２月由省政府
正式下文批准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截

至２０１７年底，入园企业 ５３家，合同引资
１５１亿元，实际完成投资１１６亿元。３８家
企业建成投产。园区实现销售收入１３８．４
亿元，完成非公经济增加值２６．４亿元，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５．８亿元，提供就业岗位１．５
万个。

【基础设施建设】　园区给排水体系基本
配套，井字路网框架形成，双馈路供电实

现，通信网络基本完备，主干道绿化已见成

效，污水处理厂建成投运，文化广场、公租

房投入使用。续业路二期工程加快实施，

园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开工建设，沙苑

湖主体工程建成。与北京中建集团合作，

实施开发区道路、供水工程以及养老、学

校、商住等沙苑湖配套工程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　诺贝丰年产６０万吨新
型肥料项目。一期１０万吨复合肥生产线
建成投产。液体肥、有机肥、磷能肥土建动

工，１２月完成设备安装，开车投产。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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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加工建设项目。已建成日处理能力

３００吨小型饲料加工机组，主体工程６月
已全面投入建设。主车间、钢板仓、预混车

间、职工宿舍主体工程已动工建设，２０１７
年１２底完成建筑面积１４６００平方米，生产
达产８０％。蔡伦纸业生产线项目。瓦楞
纸、卫生纸生产车间已投入生产。碱回收

系统、自备电厂设备已安装完成，正在进行

联动调试，２０１８年１月底试运行。
（李晓莉）


华州区工业园区

【概况】　华州区工业园区地处秦岭北麓，
华州区城区以南，总规划面积约８０平方公
里，涵盖了“三镇三路三河”（杏林镇、瓜坡

镇、赤水镇；３１０国道、连霍高速、华州大
道；石堤河、遇仙河、赤水河）。１０月９日，
渭南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渭南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的意见》，由渭南

市高新区和华州区合作设立渭南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东区（以下简称东区）。１０月
１６日，举行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
揭牌仪式，高新区、华州区签署《关于建设

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的协议》。

建设范围东起华州区瓜坡镇镇区西侧、西

至华州临渭交界，南起高塘大明塬区北界、

北至渭河沿岸，区域面积７６平方公里，并
划定１１．５平方公里的启动区。东区的产业
将聚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和新

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集群，实施国家级高

新区相关优惠政策，建设专业化的众创空

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公共创新创业平台

和应用示范工程。２０１７年底，入园投产企
业１３户，已形成生物制药、精细化工、装备
制造、煤钼新能源研发中试等主导产业，完

成工业总产值９６．８亿元。

【基础设施建设】　华州区城南新区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１２月２２日通过
专家的环保验收，投入运营，解决了新区居

民及瓜坡小城镇居民排污问题。３１０国道
改扩建项目征地拆迁完成目标任务；康嘉

路、龙源路及南环路西段、潜龙东路、龙山

路等园区道路建成通车。天然气管网项目

总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完成南山大道、龙源路
及南环路西段、潜龙东路、龙山路的管网铺

设，３１０国道部分路段亦完成铺设。
【项目建设】　陕西华光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年产２万吨黄药项目，总投资１．８亿元，
已完成投资１．７亿元，进入试生产。吉米游
乐设备项目，总投资８０００万元，基本完成
建设投资并进入试生产。省煤化院华州区

工业化试验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８亿元，
一期建设已基本完成，部分产品已转让生

产。与省地建集团签订了《华州高新技术

产业园合作框架协议》，陕西地建华州产

业园有限责任公司已正式成立。

（安攀）


潼关县工业园区

【招商引资】　参加西洽会和各类招商会，
参会期间共发放招商单页、手册千余份，名

片约５００张；多次赴北京、河北、杭州、福
州、西安、渭南等地叩门招商；邀请有意向

的商团来园区考察，推介园区及相关项目。

２０１７年共策划包装招商项目１０个，接待
客商８０人次，跟踪洽谈项目６个。
【项目建设】　陕西聚泰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的聚泰新材料项目，一期总

投资２．１亿元，其中年产０．８万吨环保型超
阻燃剂和２．１万吨高效水泥促凝剂生产线
２０１６年６月开始正式投产，产品水泥促凝
剂和高效阻燃剂市场反应良好，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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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总投资２亿元，２０１７年５月完成项目
建设、设备安装，第三季度完成试运营并正

式投产；三期正在办理各项前期手续。陕

西核工业二二四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２万吨／年钼深加工项目，总投资２．８５亿
元，完成投资 ８５００余万元，办公楼、生活
区、氧化钼车间、仓库主体建设完成。陕西

金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电子电

器回收处置利用项目，总投资１亿元，完成
投资１４００余万，各项前期手续办结，正在
进行土建和围墙施工。新能源天然气项目

２０１７年４月全面建成，处于试营业阶段。
项目完成天燃气管道铺设１５千米，厂房建
设３０００平方米，厂区硬化面积２００００平方
米，累计投资 ３０００余万元。现有员工 ５０
人，机械车辆２０余辆。富源工业技术改造
项目为原富源公司加入新股东及引进新技

术技改项目，总投资１．５亿元，完成股权重
组，正在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保障服务】　园区在办公室、招商部、规
建部、企业服务部基础上，增设财务后勤中

心。１０月启动实施园区规划修编工作，１２
月底完成规划编制征求意见稿。配合县环

保局、安监局、劳动执法检查大队，对园区

入驻企业、开工建设项目就环境保护、安全

生产、劳务用工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杜绝违

法违规生产及建设行为。与灵宝产业集聚

区（豫灵园区）签订共建共用污水处理厂

协议，切实解决园区企业后续污水处理问

题。完成园区绿化尾留工程。积极申报特

色园区项目、园区基础设施项目、产业类园

区项目，为园区发展积聚后劲。

（徐晓莉）


合阳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概况】　合阳县经济开发区由原县工业

集中区改建而成，属省级重点建设县域工

业集中区和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区。位于县

城西北方向３公里处，区位优势突出，交通
环境优越。新建的１０８国道自西向东穿区
而过，黄韩侯铁路合阳站距区仅 ５公里。
全区总规划面积１５平方公里，建成面积８
平方公里，入驻渊源化工、恒生果汁等企业

２７家。
【招商引资】　筹备召开合阳·宁波产业
资源优势暨项目招商推介会，参加北京、深

圳投资优势推介会、第２１届西洽会等，全
年共有客商 ８０余人次来园区实地考察。
新引进企业１０户，８户建成投产，２户正在
建设。积极对接北京三聚环保等５户意向
企业，争取早日落户。

【基础设施】　投资３６００万元，三栋 ２万
平方米的二期标准化厂房建成投用，年底

申请入驻企业５家。投资１亿元建设的４
万平方米三期标准化厂房及其附属工程，

１０月中旬动工建设，计划２０１８年 ７月底
投入使用。投资３２０万元，新铺设弱电管
网１．３公里，人行道花砖３２００平方米，新栽
植苗木６．７万株、增加绿化面积 ２万平方
米，建成标志标牌一个，经开区基础设施进

一步完善。

【项目建设】　风动工具、雨阳富硒、顺天
纸业、欣和机动车 ４家企业总投资１．５亿
元，全面建成运营，侨诺新能源年内完成投

资３０００万元，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全面建
成；标准厂房新入驻的优诺纸业、隆昌纺

织、三友清洁、倪尔康口服液４户企业完成
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全部建成并投产。
【平台建设】　抓平台建设，破解发展资金
难题。与县重投公司联合申报发行标准化

厂房建设项目企业债券，相关资料已上报。

积极衔接各金融机构，试点开展园区贷业

务，破解企业发展资金难题。紧盯中省投

资热点，策划包装并上报《公租房配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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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项目》《省级创业孵化基地项

目》《省级农产品加工产业示范园区项目》

等，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

【双创基地】　持续开展“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活动，进行双创政策宣传，开展企业

常态化培训，对入驻的企业优化办事流程，

主动做好服务。制定出台优惠政策，扶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孵化成功２户企业。
双创基地运营创业团队达３０户，被评为省
级创业孵化基地，同时获批省级农产品加

工示范园。

【投资环境】　抓环境保障，强化企业服务
管理。落实企业包联和定期走访制度，了

解企业困难，解决企业难题。重视安全生

产，开展百日安全大排查活动，消除各类事

故隐患；严格落实“铁腕治霾保卫蓝天”通

知精神，区内的恒兴果汁、正大农机、尚德

生物、平安物流４户企业完成锅炉煤改气；
启动１２５０变压器，对配电房内设备进行更
新维护，保证企业的生产用电；加大环境卫

生整治力度，区内面貌得到极大改善。


澄城县工业园区

【概况】　澄城县工业园区是２００２年６月
由渭南市编办批准成立的正科级事业单

位，２００８年经市编办批准升格为副处级事
业单位。园区地处澄城县城南端，规划面

积２０平方公里。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园区入
驻企业６３家，累计固定资产投资９８亿元，
年均产值３９亿元。２０１７年，新入驻企业９
户。现有规模企业６户，各类新建、续建项
目１１个，其中市县重点建设项目６个，市
对县考核项目４个，总投资１６．０９亿元。
【招商引资】　全年完成招商引资１９．２亿
元。对接尚荣集团与诚信制药合作项目、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澄城中药材初加工基地

项目、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塑料热能

利用项目、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颐高集团

等２１个项目。全年策划包装项目２０个。
通过采取项目打包申报，争取陕西澄城县

采煤沉陷区工业园区５万吨污水处理项目
国投资金２７８３万元。扶持华元建材、沃盈
化肥２户企业拓展电子商务业务，建设工
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建设】　澄城启源特种气体、澄城环
球果品４万吨气调冷库和果品深加工项
目、澄城蓝智工业机器人制造及标准化厂

房建设项目投入运营，诚信制药建设项目、

澄城惠民老年公寓康复医院建设项目、澄

城县工业园区５万吨污水处理厂、澄城县
工业园区雨污水管网建设项目、澄城县工

业园区新型城镇化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大唐煤电铝一体化及５０００吨精铝示范
建设项目等进展顺利。

　

陕西省（澄城）


农业产业化


示范园区

【概况】　陕西省（澄城）农业产业化示范
园区（以下简称农业园区）是２００６年９月
经陕西省农业产业化办公室批准成立。农

业园区跨澄城县韦庄、寺前两镇，规划面积

２３平方公里。截至 ２０１７年底，园区入园
企业５４户。２０１７年，农业园区工业总产
值完成４３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７．３亿
元，争取各类国投补助资金１６００万元，上
交税收１８００万元。全年招商引资项目 ５
个，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１９．５亿元，洽谈引进
项目８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企业 ５个。
陕西澄城超越农业有限公司被列入澄城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库。精准帮扶寺前

镇吴坡村，贫困户信息采集录入５６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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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５４７万元实施村级排水管网、路面拓宽、
巷道绿化美化等项目，１７户 ５５人实现
脱贫。

２０１７年，分赴西安、咸阳和江苏镇江、
河南焦作等地，对中药材深加工、西北钾

肥、有机食品加工产业园、玉米深加工等项

目进行考察洽谈。持续跟进玉米淀粉及深

加工、活性炭及再利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等项目。强化对拓日光伏产业集群的超

薄玻璃及深加工、太阳能电池板、辣椒深加

工和香港恒泰的葡萄种植及葡萄酒加工等

项目的信息对接。

２０１７年，开工建设园区大道、环南路
和朝阳路，其中园区市政道路园区大道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完成工程用地征迁，办结

开工备案、环评等手续；环南路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完成工程用地征迁和手续等前期准

备工作；朝阳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完成各

项手续的办理和征迁清表及素土层、二灰

土、二灰石结构层铺衬和碾压。

【农业园区韦庄工业集中区审报国家开发

区名录】　韦庄工业集中区是陕西省重点
建设县域工业集中区。２０１６年６月开始，
农业园区根据国家开发区名录入选要求，

进行资料搜集、归类、整理。２０１７年 ２月
首次向省发改委进行审报，并递交资料册。

２０１７年４月和８月又先后向省发改委进
行资料上报审核工作。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 ８
日，韦庄工业集中区申报国家开发区名录

相关资料全部到位，并由省发改委向国家

发改委进行统一上报。

【海升果汁实验室被市科技局批准为市级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陕西海升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位于澄城县农业

园区涉农加工区，占地面积１０．４公顷，从业
人员１８０余名，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年加工处理各类果蔬果品２６万吨以
上，生产多品种果蔬汁４万吨左右。２００３

年建厂以来，先后配套建设有理化实验室、

微生物实验室和中心实验室各一座。２０１７
年投入资金１０余万元，加强厂区中心实验
室部分设备更新，６月实验室被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科学技术局、市财政局、市国

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联合批准为市级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企业的科学研究、技

术创新提供保证。

【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获９项发
明专利】　陕西拓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是澄城县 ２００９年引进的国内上市公司。
公司从业人员达９００余人，占地７５公顷，
是融太阳能研发制造、光电光热集成开发、

循环节能综合示范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２０１７年产值实现３９．６２亿元，公司申报的
《一种自动太阳电池串焊机》《一种环状进

出气方式的层压机装置》《微型逆变器》

《一种立体式恒温隧道炉装置》《一种晶体

硅机械手装置》《压延刻花辊》《一种新型

光伏组件》《一种自动进料装置》《磨边倒

角机》等９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国家知识产
权局授权并颁发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投资合作考察团来农

业园区考察】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２日，一带一
路国际智库行政总裁袁瑞博士、中国供销

合作对外贸易公司经营部总经理扬守俊先

生、美国美中国际发展促进会中国西部区

总监助理吕鸽微女士一行来农业园区考

察，县政府副县长贾宝疆、县经合局副局长

吴建学陪同。考察团深入拓日新能就企业

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情况进行调研交流。

国际智库投资合作考察团对园区的区位交

通、产业发展和服务企业措施给予肯定，并

就建设农产品电商物流和深加工等项目进

行洽谈。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来农业园区考察】　
２０１７年６月４日，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副秘
书长吴有辉、广州国中标识制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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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曾永明、广州四海融通金融控股集

团总经理林贤等７人来农业园区考察洽谈
项目，农业园区党委书记丁正兴、招商二局

副局长韦刘勇陪同考察。客商深入拓日新

能、正大饲料等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并初步

达成合作意向。


白水县苹果科技产业园

【概况】　白水县苹果科技产业园位于白
水县城西北３公里处，园区规划占地６平
方公里，已建成面积近２平方公里，是国家
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陕西省食品工业

成长区，陕西省首批重点产业园区，陕西省

农业科技园区，渭南市创业孵化基地，２０１７
年列入国家开发区目录库，有规模以上企

业８家。２０１７年园区内工业总产值２０．８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９．８亿元，安置
就业超过６０００人。园区内的浓缩苹果汁、
苹果鲜果两种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仓储能

力达２０万吨，已经成为渭北苹果重要的储
藏和加工集散地。２０１７年度被评为渭南
市工业园区建设先进单位、招商引资先进

集体。１２月，白水县苹果科技产业园创业
创新基地建设项目被评为陕西省小型微型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项目建设】　全年先后投资实施园区创
业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园区天然气气站建

设和管道铺设项目、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

项目、腾飞路及园区广场绿化提升项目等。

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１亿元，超额完成
县委、政府年初下达工作任务，完成率为

１０３％。根据园区规划和资源优势，精心策
划包装一批优质项目，分别为白水县苹果

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及创业创新基地建设

项目、苹果饮品生产线项目、苹果膳食食品

建设项目、苹果多酚建设项目、豆制品深加

工项目、园区科技城建设项目、园区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等。其中园区基础设施及创业

创新基地建设项目已完成 ＰＰＰ项目入库
工作。苹果多酚建设项目、园区科技城建

设项目形成可研报告。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７年完成招商引资３．４３
亿元，完成年初下达３．２亿元的１０７％。与
江苏利民纸品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总

投资３亿元的高档包装新材料项目投资协
议书。与陕西城市燃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白水分公司签订了总投资３５００万元的园
区天然气气站建设和管道铺设项目协议

书。与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签订了白水县

苹果科技产业园基础设施及创业创新基地

ＰＰＰ项目框架协议，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１０亿元。
【协调服务】　为企业生产生活提供协调
和咨询服务，为企业争取政府各类优惠政

策。扎实落实县级领导包联企业、派驻特

派员等措施。坚持实行重点企业挂牌保

护、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等一系列制度，妥

善处理各类矛盾纷争。实行企业２５天宁
静工作日制。协调有关方面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全年累计

深入企业８０余次，为企业协调解决各种事
务５０余起。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对企业定
期进行检查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年园

区未出现任何生产事故。

（梁玉婷）

　


白水县雷公循环经济


产业园区

【概况】　白水县雷公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位于县城东北 ４公里处。园区规划面积
５．６９平方公里，是省发改委审批的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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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县级循环经济园区，现已纳入园区周边

企业１５家。２０１３年９月被审定为省级重
点建设县域工业集中区，１０月被评为渭南
市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园区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渭黄高速公路从园区东侧穿

园区通过，合凤高速从园区北侧通过，西侧

为省道渭清公路、南侧为高速公路引线。

２０１７年，园区围绕优化招商引资及项目落
地政策，强化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坚持

高起点，突出新技术，实行高标准规划，分

期实施滚动发展模式，园区策划包装的项

目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一定的前瞻

性，成效显著。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５７亿元，合同引资６．４亿元。
【招商引资】　全年招商引资落地项目 ３
个、策划包装项目 ５个，其中重大项目 ２
个。白水现代果业机械研发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作为２０１８年重点前期项目列入县经
发局项目库并报备市发改委，项目前期工

作启动，规划设计已经对接；园区污水排放

管网线路确定，完成前期可研，标准化厂房

项目选址确定，各项申报手续启动；凤仪园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项目２０１７年度目标任
务投资４０００万元，９月份提前完成全年投
资任务，运营顺利。

【项目建设】　白水县天酬固废综合利用
有限公司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建设的粉煤灰综
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运营；白水县新洁环

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３０
万吨脱硫建筑石膏粉建设项目和白水县洁

宇环保再生产利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６０００万元的年处理 ５万吨废旧轮胎再生
综合利用项目落地开工；汉丰新能源二期

正在办理各项审批手续。园区协助企业依

法依规完成各项手续办理，争取项目尽快

开工建设。继续对天元大道与白凤大道十

字交叉建设项目升级改造进行绿化、亮化、

美化。园区基础设施和整体形象得到有效

提升。总面积２７０平方米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中心办公场所运行良好，为园区企业办

事服务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

【协调服务】　定期深入园区企业走访，面
对面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及时有效的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

问题，不断提升园区企业的满意度。督促

工程施工进度和投资强度，加强工作的监

管，提高项目履约率、开工率、资金到位率、

建成使用率。启动现代果业机械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的申报和投融资平台建设；协助

中兴林产公司、汉丰新能源二期项目完善

有关手续；服务和监督好５万吨废旧轮胎
再生综合利用项目、３０万吨脱硫建筑石膏
粉建设项目合法、规范、有序展开项目建

设；力争标准化厂房建设早日动工建设。

（梁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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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增强镇级纪检监察


组织活力的探索

　　２０１６年以来，针对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任务重、压力大、事务繁杂，但镇（办）纪委

力量薄弱，执纪审查业务能力差，任务与人

员力量极不适应这一事实，渭南市纪委从

机构改革入手，以完善镇级纪检工作体制

机制为核心，增加镇（办）纪委、监察室编

制，配优班子、健全组织、提升素质、完善制

度，有力提升了镇（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

整体水平。

２０１６年 ７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６月，渭南市
１３２个镇（办）纪委共立案 １００５件，结案
１０２５件，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０８４人，挽回经
济损失２２０．７９万元，分别较上年度同期提
高 １０１．８０％、１１３．１０％、１０７．６６％ 和

９６．９６％。全市镇级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不
断增强，镇（办）纪委执纪审查、执纪监督

力度明显加大，工作质量效果显著提升，为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供了坚

强保障。

一、注重顶层设计，强化监督检查

市委将加强镇级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工

作纳入县镇两级党委换届工作，统一研究、

统一部署，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

调、镇办积极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２０１６年初，市委下发《中共渭南市委关于
加强镇（办）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意见》

（渭市发
%

２０１６
&

６号）文件，对镇（办）
纪（工）委的设置、干部配备、工作机制、主

要职责和工作权限、经费待遇等作出明确

规定。同时先后数次组织力量开展实地检

查和调研督查，召开专题座谈会，对各县

（市、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提出明确要

求。县（市、区）委书记高度重视，切实担

负起了第一责任人职责，纪委书记、组织部

长作为直接责任人，各负其责，积极沟通协

调。同时按照抓点带面、示范带动的工作

原则，严格按照县、镇党委换届的要求和程

序稳步推进，有力地推动了镇（办）纪检组

织建设，确保了县、镇两级能够真正将市委

的部署落到实处。

二、注重班子建设，强化人员选配

渭南市纪委始终把加强镇（办）纪

（工）委书记、副书记和委员选配工作抓在

手中，认真贯彻省纪委《关于在乡镇纪委

换届中加强纪检组织建设的通知》精神，

坚持将政治过硬、公正廉洁、了解农村社情

民意、在群众中威信较高的优秀干部选配

进班子。镇（办）纪（工）委书记提名、任免

和副书记、委员的任免，都能与县（市、区）

纪委协商或征得其同意，确保了镇（办）纪

（工）委领导班子整体素质高和结构合理。

全市 １１个县（市、区）及高新区、经开区
１３２个镇（办）全部配备纪（工）委书记、副
书记（兼监察室主任），纪委委员７６２名，
其中专职纪检干部 １６７名，达到每个镇
（办）有专职纪检监察干部 ３到 ５人，纪
（工）委书记按副科级领导配备，副书记

（兼监察室主任）按副科级虚职配备，８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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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达到５０％以上，且政治素质过硬，敢
于监督执纪，勇于担当作为。在选好配强

镇（办）纪（工）委班子的基础上，重点抓好

专职纪检干部的配备，坚持把那些年纪轻、

学历高、素质好、工作出色，并且掌握法律、

经济、财务等专业知识的优秀干部充实到

镇（办）纪检监察组织中，着力加强基层执

纪力量。

三、注重探索创新，强化工作合力

作为行政监察工作的补充和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的铺垫，在镇（办）设立监察室是

渭南市加强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工作的

一大创新，是积极探索解决对行使公权的

非党公职人员（例如不是党员的村委会主

任、村民小组长或其他村干部）的监督缺

失问题的先行探索试点。为适应当前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形势，加强对农村基层

从事公务活动人员的有效监督，市纪委监

察局积极鼓励、支持各县（市、区）结合实

际，探索在镇（办）设立监察室，监察室主

任由镇（办）纪（工）委副书记兼任，明确镇

（办）纪检监察室工作职责，充分发挥纪律

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全市１３２个镇
（办）均设立监察室，强化了对非党公务人

员和村级干部的监督。同时，部分县（市、

区）纪委积极探索村级纪检员派驻试点工

作，由镇（办）党（工）委和村（社区）从所

在村中德高望重、敢于坚持原则的党员代

表，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的

村级党组织委员，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和

镇（办）机关党员中提出初步人选，镇（办）

纪（工）委委派，代表镇（办）纪委对村（社

区）履行监督职责，真正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

四、注重教育锻炼，强化能力建设

市、县两级纪委始终把提升纪检干部

素质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一方面，强化教

育培训。在抓好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同

时，坚持逢进必训，把乡镇基层纪检干部培

训纳入市、县两级纪委干部培训计划，采取

开展业务轮训、专题讲座、召开理论研讨会

等多种方式，提高基层纪检干部综合素质，

近两年来共培训新任基层纪检干部 １２０８
人次。另一方面，注重实践锻炼。从加强

对新任职的镇（办）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

和培训抓起，市纪委先后组织对县（市、

区）新任镇（办）纪（工）书记、副书记（监

察室主任）进行业务培训，抽调部分镇

（办）纪检监察干部到上级纪委挂职锻炼；

各县（市、区）纪委邀请省、市纪委长期在

办案一线工作的业务能手，党校专家教授

专题讲解党纪党规和纪律审查业务实用操

作技能，定期从镇（办）选派思想素质好、

业务能力强的纪检干部到县（市、区）纪委

以案代训、跟班学习，或组成协作区联合开

展执纪审查工作，或参与脱贫攻坚、“三个

助力”等中心工作的监督检查，使其工作

能力得到全方位锻炼，有效解决了镇（办）

纪检监察干部的本领恐慌和能力欠缺等问

题。

五、注重机制建设，强化工作落实

紧紧围绕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注

重从机制建设上入手，推动基层纪检各项

工作落实到位。积极探索建立镇（办）纪

检工作区域协作机制，按区域邻近等原则，

把镇（办）纪检组织划分成３至４个片区，
定期不定期组织开展业务交流活动或交叉

检查、联合办案、案件审理等工作，每个协

作片区由县（市、区）纪委领导或乡镇（办）

纪（工）委领导牵头联系，切实增强镇（办）

纪委、监察室执纪监督能力。推行信访举

报工作延伸考核制，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市纪
委对各县（市、区）纪检信访举报工作的考

核，由原来的单独考核县级纪委延伸到抽

查２个镇（办）纪（工）委，把基层信访举报
案件办理情况作为考核县级纪委的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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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市、县两级纪委还通过领导包案、

联系指导等措施，促进基层纪委认真办理

纪检信访案件。建立纪检监察工作目标管

理考核制，在全面开展对镇（办）党风廉政

建设目标管理考核的基础上，对镇（办）纪

检监察工作进行考核，使镇（办）纪委工作

有目标，有压力，有动力。

虽然渭南市创新镇级纪检监察体制的

成功经验使全市基层廉政文化宣传教育、

干部作风建设、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查处扶贫领域违纪问题等各

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全面从严治党压力在基层传导层层递减

等问题，但是仍存在如压力传导不到位、聚

焦主责主业不全面等问题。下一步，渭南

市纪委将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针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不

强问题，市县两级纪委将加强指导镇级纪

委监察室找准着力点和有力抓手，切实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保驾护航，为

追赶超越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

二是针对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市

县两级纪委将进一步加强业务培训，增加

上挂下派的频次和力度，给新任职基层纪

检监察干部更多的学习和实践锻炼机会。

三是针对工作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和落

实不力问题，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财政

局将制定出台实施细则，进一步为基层纪

检监察干部解决后顾之忧。

（该调研由市纪委选送，原文标题为

《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 不断增强镇级纪检

监察组织活力》，现在标题为编辑所加。

作者为渭南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晓

军）

２０１７

年渭南市民关注的


十大热点问题调查报告

　　２０１７年渭南调查队对临渭区、高新区
和经开区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医疗、

住房、环保等问题受市民关注度较高。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没有涉及其它县城和农村居

民，共发放调查问卷６５０份，回收问卷６４２
份，其中有效问卷４０９份。
４０９位被访者中，男性 １８８人，女性

２２１人；从年龄结构来看，１８～３０岁的被访
者７２人，３１～４５岁的被访者１６８人，４６～
６０岁的被访者 １２１人，６０岁以上被访者
４８人；被访者文化程度分布上，大学本科
学历的６１人，大学专科学历的１０８人，高
中学历的１２８人，初中学历的８６人，还有
少部分研究生及以上、小学及以下学历的

被访者参与调查；４０９位被访者中，无工作
居民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别有１０４
人和９７人，另外还有企业员工、个体从业
者等类型的人员参与调查。

二、市民关心的十大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渭南市民关注的热点问

题排名前十的依次为：医疗保障、住房保障、

环境保护、养老保险、社会治安、居民生活、

反腐倡廉、教育公平、治污降霾、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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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保障

４０９位被访者中，共有 ２３８名选择了
医疗保障项，占所有被访者的５８．１９％，高
居榜首。

从医疗保障项的细分选项看，２３８名关
注医疗保障的被访者中有１７７名对医疗收
费价格表示关注，占７４．４％，１２９名被访者
关注医疗服务质量，占５４．２％，对医疗资源
分配和医疗机构数量关注的被访者分别有

７３位和６２位（因选项属于多选，故每个子
项关注人数相加与总数不符，下同）。说明

收费价格和服务质量是市民关注的重点。

（二）住房保障

４０９位被访者中，共有 ２３４名被访者
关注住房保障问题，占所有被访者的

５７．２１％，位列第二。
２３４名关注住房保障问题的被访者

中，关注点最为集中的是住房价格问题，共

有１３７名被访者勾选此项，占比５８．５％，其
次为房屋质量问题，有１１５名被访者关注，
占４９．１％，另外有６８名被访者关注经济适
用房问题，５９名被访者关注房屋地段。

（三）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问题位列市民关注的十大问

题第三位，共有２３０名被访者对环境问题
表示关注，占所有被访者的５６．２３％。

在环境保护问题子选项中，区域水体

和空气质量，是环保问题中关注度最高的

选项，共１８１名被访者对此问题表示关注，
占比７８．７％。其次为居住区服务业油烟及
噪音污染项，共 １１５人关注此项，占比
５０％。对工业企业环境污染源的治理监控
问题共有８４人勾选此项。

（四）养老保险

关注度排在第四位的是养老保险问

题，关注此问题的被访者共有２１１人，占所
有被访者的５１．５９％。

民众对养老方式的关注度仍然较高。

调查资料显示，养老保险子选项中，被访者

最为关心的是养老方式和养老收入两个问

题，分别有１１８人和１１３人对此两项问题
表示关注，占比５５．９％和５３．６％。同时，养
老院也逐步被大众所接受，成为部分人老

年生活的主要场所，有６８和６７名被访者
对养老院的数量、质量以及养老院收费表

示关注。

（五）社会治安

本次调查结果反映，社会治安问题在

问卷提出的３０个备选问题中关注度排第
五，共有１９０名被访者关注社会治安问题，
占所有被访者的４６．４５％。对社会治安问
题的关注点，由高到低依次分别为打击防

范违法犯罪问题，教育改造问题，以及治安

管理问题，队伍建设问题，关注者分别有

１１８人，１０５人，７９人和２３人。
（六）居民生活

市民关注的十大问题中，排在第六位

的是居民生活问题，关注此问题的共有

１８８名被访者，占所有被访者的４５．９７％。
本次问卷中的居民生活问题，共有供

电、水、气、暖，电信服务，有线电视服务和

消费，日常消费、娱乐四个子选项，关注度

由高到低依次为供电、水、气、暖问题，日常

消费、娱乐问题，电信服务问题，有线电视

服务和消费，关注者分别有１７６人，６４人，
５３人和５０人。小区水、电收费较高，供暖
质量达不到标准，停水、停电通知知晓率低

以及电讯网络提速降费等问题，与居民生

活息息相关，虽然相对医疗、住房等问题来

讲，居民生活问题关注度排名稍后，但牵扯

面广，涉及事项多，仍然是居民关注的热点

问题之一，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七）反腐倡廉

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

“四风”走好群众路线，从“老虎”“苍蝇”

一起打，到党政、高校、国企巡视全覆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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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看到了党中央从严治党、惩治腐

败的决心和信心，“反腐倡廉”也被更多的

群众所知晓、支持。在本次调查中，共有

１８２名被访者表示关注反腐倡廉问题，占
所有被访者的４４．５０％，排市民关心的十大
问题第七位。

（八）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问题共有１７７名被访者勾选
此项，占所有被访者的４３．２８％，是市民关
注的第八个热点问题。

有１３４名被访者对教育质量表示关
注，占７５．７％。其次关注点是资源配置问
题，共有７２名被访者关注此问题，关注教
育收费问题和设施建设问题的被访者分别

有７０名和３９名被访者。
（九）治污降霾

在４０９名被访者中，关注治污降霾问
题的 共 有 １７２人，占 所 有 被 访 者 的
４２．０５％，位列热点问题第九。

关注治污降霾问题的１７２人中，关注点
最为集中的是工业废气的排放问题，共有

１１１人表示关注此类问题，占比６４．５％。其
次有９４名被访者关注汽车尾气排放问题，
７４名被访者关注燃煤锅炉治理问题，关注
餐饮油烟排放问题和露天烧烤区域治理问

题的被访者分别有６８人和５６人。
（十）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问题的关注度排市民关注的

十大问题最末，共有１６０名被访者关注此
类问题，占所有被访者的３９．１２％。

尊老爱幼，是社会风气问题中最为关

注的一项，共有１１１名被访者选择了此项，
占比６９．４％。其次为见义勇为和婚丧嫁娶
两项，分别有６４名和５１名被访者选择此
项，最后是人情往来问题，有４２名被访者
勾选了此项。

三、不同年龄、职业的人群关注点各有

侧重

通过对不同性别以及不同年龄段被访

者的分类汇总，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

的人所关注的问题各有侧重。

（一）分性别统计

分性别来看，男性被访者关注的前十

项热点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住房

问题、医疗问题和环保问题，女性被访者关

注度最高的前三位同样是以上三项，但排

在首位的是医疗问题，其次为环保问题，男

性关注度最高的住房问题在女性被访者中

排到了第三位。

另外，男女性关注度最高的十大热点

中，党的建设被男性被访者所关注，排在男

性被访者关注度的第九位，而女性被访者

关注度前十位并没有党的建设，取而代之

的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二）分年龄段统计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关注热点也

会逐渐发生变化，年轻群体对住房、环保等

问题较为关注，而年龄较大者往往更加关

注关注养老、医疗等问题。调查结果显示，

３０岁以下的被访者最关注环保问题，３１－
４５岁年龄段的被访者最为关注的是住房
保障问题，而４６岁以上的被访者关注的首
要问题是医疗保障问题。

分年龄段热点问题关注度位次表

项

目

医

疗

保

障

住

房

保

障

环

境

保

护

养

老

保

险

社

会

治

安

居

民

生

活

反

腐

倡

廉

教

育

公

平

治

污

降

霾

社

会

风

气

收

入

分

配

食品

药品

安全

１８－３０
岁

３ ２ １ １０ ７ ５ ８ ６  ４ ９

３１－４５
岁

３ １ ２ ５ ４ ７ １０ ６ ９ ８  

４６－６０
岁

１ ４ ３ ２ ６ ７ ５ ９ １０  ８

６０岁
以上

１ ８ ５ ２ ６ ３ １０ ４ ７  ９

　注：为该项在此年龄段未排入关注度前十

四、调查中发现的一些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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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在问卷设计中，我们还设计

了开放问卷部分，对备选项没有涉及到的

问题进行补充调查，在开放问卷调查部分

所提到的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宣传不够普及

在调查中有被访者表示，作为一名普

通市民，对相关政策的知晓率明显不够，很

多政策都是在出台很久以后才知道，从而

导致了政策的覆盖率降低，很多惠民措施

没有享受到。

（二）教师补课问题

虽然教育部门一再明令禁止在职教师

进行有偿补课行为，但在调查中发现，仍然

有教师在课余开展补课行为，并且有家长

在调查中提到，个别教师对学生通过家庭

条件、补课与不补课等进行区分，在课堂关

注度、座位安排等方面区别对待，家长由于

有“现管”的顾虑，只能选择忍让。

（三）精准扶贫问题

在调查中有被访者认为，目前基层还

存在着形式扶贫、资料扶贫的情况，在日常

工作中过于重视形式化的资料、档案，而忽

略了扶贫工作的最真实目的，在精准扶贫

的路上绕了远路。

（四）小区管理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有被访者认为物业相

关费用的定价标准偏高。另外，还有部分

被访者提到了小区车位的问题。相关法律

对于小区车位的归属权、使用权规定较为

模糊，地方法规又未进行补充规定，从而导

致开发商私自出售、出租车位等问题频现。

（五）公共交通问题

在调查中，有被访者认为随着渭南市

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区人口增涨，夜间出行

也更加频繁，部分公交车的下班时间偏早，

影响市民方便出行。

五、思考与建议

（一）建立便民信息一站式发布平台

针对便民信息发布渠道多而杂，多个

部门各自为政，居民获取相关信息难的情

况，可以建立并推广渭南便民信息发布平

台，整合信息发布渠道，实现从停水、停电

通知、道路维护封闭、雾霾天气车辆限行等

“小”问题到惠民政策发布、相关政策变动

等“大”问题的一站式发布。

（二）建立民生问题考核机制

针对不同部门的不同职责，建立具有

针对性的“民生问题”考核指标，引入第三

方评估机制，对各部门民生问题满意度进

行测评，纳入各部门年终考核体系，并进行

跟踪监测，提升部门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

度，保证惠民政策落实，便民措施推行。

（该调研报告由渭南调查队选送，刊

载时有删改。作者为马西友 王力 张亚丽

许兴）

渭南市２０１４至２０１７


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根据国家统计局渭南调查队２０１４年
至２０１７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显示，近年
来，渭南市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总量增加、省

内务工人数增加，收入稳步增长的良好态

势，但仍然存在着合同签订率低、“五险一

金”缴纳不到位等社会保障滞后的问题。

一、农民工基本情况

（一）农民工占比逐年增加

从监测调查结果看，渭南市农民工占

调查样本劳动力的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

由 ２０１４年的２８．６５％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
３６．２８％。累计增加７．６３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平均年龄小幅上涨，分布

日趋均匀

２０１４年，调查样本农民工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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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７岁，２０１７年，调查样本平均年龄涨至
３６．７２岁。为了更为直观的了解渭南市农
民工年龄分布情况，对调查样本农民工从

业年龄计算标准差，标准差越大，表示样本

分布越分散。结果显示，调查样本农民工

年龄分布日趋分散，具体结果见下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渭南市农民工
调查样本年龄标准差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农民工从业

年龄标准差
１１．４１４５１１．５８３９１１．６９１２１２．０５６５

　（注：受调查指标设置影响，本段年龄计算均采用
分段数据）

从农民工性别来看，男性仍然是农民

工的主力人群，占农民工总数的比例基本

在６６％上下小幅度波动，无明显趋势性变
化。

（三）农民工学历逐年提高

从调查结果来看，农民工学历主要以

初中学历为主。２０１７年，调查样本中初中
学历的农民工共有４６６名，占调查样本农
民工总数的６１．７２％，其次为高中学历，占
调查样本农民工总数的１６．８２％；往后依次
为大学专科、小学、大学本科、文盲以及研

究生。为了能够更为直观的了解我市农民

工学历的变化趋势，按照未上过学、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七

个学历层次，分别对其赋值１－７，计算平
均数，计算结果从 ２０１４年的３．４３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５，表示农民工学历呈逐年小
幅提高趋势。

二、农民工务工情况

（一）本地农民工逐年增加

２０１７年，调查样本中本地农民工（指
在乡内从事非农务工、自营的农民工，下

同）共 ２３０人，占农民工总数的３０．４６％。
县外省内农民工２４３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３２．１９％。从务工地变化情况来看，２０１４
年至２０１７年，乡内以及县外省内务工人员
占比上升，而乡外县内、省外务工人员占比

呈下降趋势。具体变化情况见下图：

（二）外出务工行业以三产为主，并呈

逐年增加态势

从调查结果来看，外出农民工（指到

本乡镇以外从业的农民工，下同）务工行

业以三产为主，二产从业人数呈逐年下降

态势，与此同时，三产的从业人员占比逐年

稳定增加。２０１７年，调查样本中二产从业
人员占全部外出从业人员的４１．１７％，较
２０１４年下降了３．３３个百分点；三产从业人
员占比则由 ２０１４年的５５．０５％上升至
５８．２７％。

分行业来看，外出农民工务工最为集

中的五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建筑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以

及批发零售业，这五个行业的从业农民工

合计占到调查样本农民工总数的７０．３０％。
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１９．９２％，
建筑业１６．５４％，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１２．７８％，住宿和餐饮业１２．０３％，批发
和零售业９．０２％。

从外出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变动情况来

看，农民工从事热门行业集中度高，排名前

五的五个行业在四年间名次未发生变动，

但从具体占比数据来看，制造业从业人员

呈下降态势，从２０１４年的２５．２３％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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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的１９．９２％；而建筑业从业人员却
在稳定上升，由２０１４年的１４．４５％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的１６．５４％；除此之外，住宿和餐饮
业、批发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均有小幅度上

升。值得关注的是房地产业从业人员，

２０１４年，调查样本从事房地产业的仅有２
人，仅占调查样本农民工总数的０．４６％，
２０１７年，房地产从业人员增至１１人，占比
增至２．０７％。

（三）农民工务工收入稳定增长

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４年以来，农民工
务工收入稳定上涨。其中，本地非农务工

人员月平均工资由２０１４年的２５５０．７５元上
涨至 ２０１７年的２７５７．６３元，累计涨幅
８．１１％；外出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由２０１４
年的２７８１．２６元涨至２０１７年的３３９４．１８元，
累计上涨６１２．９２元，涨幅２２．０４％。

从输入地月工资水平来看，乡外县内

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３０２６．６２元，县外省内
务工人员月平均工资３３３０．７７元；东部地区
月平均工资３８５３．６２元，中部地区３７２２．２２
元，西部地区 （不含陕西省内务工）

３１０６．２５元。
按照行业对外出农民工月工资水平进

行汇总计算，结果显示，工资最高的行业为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２０１７年月平均
工资４４４６．１６元，其次为建筑业３８２１．９７元，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６８１．８２元。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

（一）农民工务工强度仍然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劳动强度仍然

较高。其中，外出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

２５．２０个工作日，每天工作８．７１小时。从分
段数据来看，５６．７７％的外出农民工每月工
作２２～２６天，但仍然有２４．０６％的外出农
民工每月工作时间在２６天以上，这一比例
与 ２０１４年相比下降 ４．８４个百分点。

２６．３２％的外出农民工日平均工作时间超
过１０个小时，较２０１４年相比降低０．９７个
百分点。本地非农务工农民工每月平均工

作２４．８１天，每天工作８．３５小时，近几年波
动基本稳定。

（二）农民工“五险一金”缴纳比例低

从“五险一金”的缴纳情况来看，虽然

缴纳人数比例有小幅度上升，但整体比例

仍然偏低，仅有工伤和医疗两项的缴纳人

数超过了一成，其余四项均低于一成。其

中，工伤保险的缴纳人数上涨较快，由

２０１４年 的 １０．５５％ 上 升 至 ２０１７年 的
２５．１９％，其次医疗保险缴纳人数由９．６３％
上升至１１．０９％。

（三）拖欠工资情况日益减少

调查样本中，四年间共有２０人次发生
拖欠工资情况，拖欠总额共计２１１１００元，
人均拖欠额１０５５５元。并且人均拖欠额呈
逐年下降趋势。２０１４年人均拖欠额２１０００
元，到２０１７年，人均拖欠额降至６０６７元。

（四）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外出农民

工没有与雇主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

有１３．７４％的外出农民工签订了无定期限
劳动合同，２０．９％的外出农民工与雇主签
订了一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３．５８％的外
出农民工与雇主签订了一年以下劳动合

同，另外还有５．０８％的外出农民工属于外
出自营，不用签订劳动合同。

四、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对策及建议

（一）积极改善农业发展的各种环境

和条件，吸引农民工本地就业。

（二）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力度。

（三）以创业带就业。

（四）健全和完善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制度，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

等是促进农民工城镇化的当务之急。

（五）加大对农民工的保障力度，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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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用工企业的监管，可向

外出务工地较为集中的地区派遣劳动保障

监察协调员，主要负责本地区外出农民工

在当地企业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同当地的劳

动保障部门协调解决，最大限度的保障外

出务工人员的利益；同时积极解决当前农

民工返乡后的社会保险关系接（转）续和

工伤、失业保险待遇、工资支付等问题。

（六）着力推进农民工城镇化。

（该调研报告由渭南调查队选送，刊

载时有删改。）

２０１７


年渭南市通信行业


发展调查报告

　　国家统计局渭南调查队对陕西省通信
管理局和渭南市三大通信运营商开展了深

入调研，形成分析报告，就２０１７年渭南市
通信行业的经济收益、用户规模、通信能

力、用户体验等方面内容进行分析研判，并

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经济收益

２０１７年，中国联通渭南分公司落实国
家“提速降费”战略部署，继续推进宽带接

入网络的光纤化改造提速，互联网宽带接

入端口数量达到５２万个，光纤到户端口占
比达到７８．８％；９月１日起，提前一个月取
消手机用户的国内长途费和漫游费，且用

户无需申请，自动生效；加大现有套餐流

量，同时将用户餐套外全国流量资费统一

下调至０．２７元／ＭＢ；面向广大中小企业和
双创企业，互联网专线资费在２０１６年已下
调３５％的基础上，再次大幅下调。

中国移动渭南分公司先后推出流量不

清零、宽带惠民提速、宽带免费用、流量不

限量等优惠政策，让利消费者。同时，下调

中小企业专线资费，降低互联网接入成本，

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截至 ２０１７年
底，手机流量平均资费下降 ２０％，固定宽
带户均资费下降１５％，国际长途电话资费
水平下降１０％。

在中国电信渭南分公司的推动下，固

定宽带资费大幅下降，２０１４年末单位宽带
价格７．５元／Ｍｂｐｓ，２０１７年末单位宽带价
格下降至０．６元／Ｍｂｐｓ，累计下降达 ９２％
（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渭南电信宽带单价变化情况

虽然宽带、手机流量单价大幅下降，但

用户增长量、用户使用量大幅攀升，带动了

运营商收入的增长。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

的财务数据印证了这一点。２０１７年，渭南
市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完成电信业务收入

２９０２９４万元，同比增长３．２％，增速较上年
同期提高６个百分点，电信业务收入在经
历连续三年的下滑后重返正增长（见图

２）。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电信业务收入及增速情况

内部结构的变化、盈利模式的转变以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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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降费带动业务持续增长是业务收入增长

的主要因素。随着移动宽带网络建成和数

据业务成为主流基础因素，预计２０１８年以
后运营业务互联网化演进将在电信运营业

务中进一步深化和融合。

其中，固定通信业务收入完成 ８６５０３
万元，同比增长５３．５％；移动通信业务收入
完成２０３７９１万元，同比下降 ９．４％，在电
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７０．２％，较上年回落
９．８个百分点（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电信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二、用户规模

（一）电话用户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电话用户净增 ２５万
户，总数５１３．６万户，比上年增长５．１％；电
话普及率９５．６部／百人，比上年提高４．３％。

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比上年减少９．８万
户，总数下降至６５万户，同比下降１３．１％，
每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下降至１２．１部（见
图４）。移动网络成熟以及移动支付等生
活习惯培育加快了固定用户加快转化为移

动用户，预计２０１８年固定电话数将持续减
少，但下降速度有所放缓，由于农村的经济

结构和人员结构基本保持稳定，减少的区

域仍将集中在城市区域。

移动电话用户净增３４．８万户，总数
４４８．６万户（见图５），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
８３．５部／百人（见图４），比上年提高７．６％，
位列全省第九，仅高于商洛市的６７．７部／百
人。

图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固定和移动电话用户发展情况

２０１５年以来，４Ｇ通讯从新兴技术逐
渐发展成熟，３Ｇ用户快速向 ４Ｇ用户迁
移，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用户规模达３２２
万户，全年净增６７．６万户，用户渗透率
７１．８％（见图５）。从用户人数上看，已经
达到历史新高，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的限制，

用户增长的天花板一直存在，后面的增速

将逐步放缓。单纯的人工使用的数量外延

式提升空间不断收窄，且在５Ｇ网络建设
之前，结构方面的调整也将趋于稳定。另

一方面，预计未来运营商用户数出现大规

模增长点将会以物联网节点的形式出现，

届时企业用户数与个体所携带的高性能智

能终端数将呈现指数级增长而突破现有用

户数的天花板。这个突破点很大希望在

２０１８年随着物联网芯片与模组产业成熟、
运营商大规模建网以及垂直应用的爆发而

得以实现。

图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移动电话用户发展情况

（二）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２０１３年以来，在提速降费、普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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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三个主要因素的推动下，渭南市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实现较大幅

度增长。２０１６年７月国家工信部确定渭
南市为２０１６年度“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成为陕西省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个“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
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总数１０７．２万户，全年净增１４．２万户，
同比增长１５．３％，但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
１２．８个百分点（见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发

展及增速情况

按带宽来看，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底，
５０Ｍｂｐｓ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８２．２％，占比较上
年提高３６．６个百分点；１００Ｍｂｐｓ及以上接
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

户数５５．８％，占比较上年提高３２．８个百分
点（见图７）。

　　图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固定互联网宽带各接入速率

用户占比情况

（三）移动互联网用户

２０１３年以来，渭南市移动互联网用户
（即３Ｇ和４Ｇ用户）呈稳步增长态势，截止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底，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
３５８．２万户，全年净增６２．６万户，但增速较
上年同期回落８．６个百分点，用户渗透率
７９．８％（见图８）。

　　图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移动互联网用户发展及增速

情况

（四）ＩＰＴＶ用户
随着光网宽带的迅速普及，基于光缆

宽带的家庭智能网关、视频通话、ＩＰＴＶ等
融合服务加快发展。截至 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
底，ＩＰＴＶ用户总数５３．６万户，全年净增
１５．６万户，同比增长４１．１％，但增速较上年
同期回落２０．６个百分点（见图９）。

图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ＩＰＴＶ用户发展及增速情况

三、通信能力

（一）光缆线路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渭南市光缆线
路总长度 １３．４１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
２．３７万公里，同比增长２１．５％，连续三年保
持２０％以上增速（见图１０）。

３６３２０１７年渭南市通信行业发展调查报告　　



图１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通信光缆线路发展及增速情况

（二）移动电话基站

各基础电信运营商着力提升网络品

质，加快光纤网络建设，完善４Ｇ网络覆盖
深度，不断消除覆盖盲点，移动网络服务质

量和覆盖范围继续提升。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底，渭南市净增移动电话基站０．２２万个，
总数１．９３万个，是２０１３年的３．３９倍（见图
１１）。其中 ４Ｇ基站净增０．１５万个，总数
０．８７万个。

图１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移动电话基站发展及增速情况

（三）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光进铜退”趋势更加明显，截至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底，渭南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量２６８．７万个，比上年净增４０．２万个，同比
增长１７．６％。其中，光纤接入（ＦＴＴＨ／０）端
口比上年净增５３．２万个，达到２３９．４万个，
占互联网接入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８１．５％
提升至８９．１％。ＸＤＳＬ端口比上年减少
８．３万个，总数降至５．５万个，占互联网接入
端口的比重由上年的６％下降至２％（见图
１２）。

　　图１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按技术

类型占比情况

四、用户体验

衡量固定宽带用户上网体验速率的测

试统计指标主要有两个：

１．固定宽带可用下载速率：当用户与
远端多个网站建立多个ＴＣＰ连接后，在１５
秒内用户能够从这些 ＴＣＰ连接上所获得
的数据量与统计时间之比，主要反映用户

从网站下载文件或其他内容的速率。

２．固定宽带视频下载速率：当用户观
看网络视频的时候，在单位时间内用户能

够从视频网站服务器获得的平均数据量，

主要反映用户观看网络视频时的速率。

总体来看，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渭南市
无论是固定宽带用户在访问互联网进行文

件下载还是视频下载时的速率，相比于上

一季度均有一定幅度提升，并且在全省各

地纷纷加大光纤改造力度，重视宽带网络

用户体验的情况下，渭南市２０１７年第四季
度的固定宽带可用下载速率排名保持基本

稳定，位列全省第三；视频下载速率继续排

名首位，这表明在渭南市政府及行业的共

同努力下，２０１７年在提升宽带网络用户体
验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季度比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渭南市的忙闲时加权
平均可用下载速率和视频下载速率的情况

如图１３所示。由图可见，每个季度的可用
下载速率均高于视频下载速率。分析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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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用户观看网络视频时，也是从互联网上

进行视频流或视频文件的下载，本质上与

普通的文件下载并无区别。但两种业务的

内容提供者不同，服务器的分布和带宽资

源也有所差异，尤其是视频业务存在特定

时间特定资源访问集中的情况，也会造成

最终结果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速率本

身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监测样本也会动态

变化，因此也导致了不同季度的监测结果

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渭南市固定宽带平
均可用下载速率为１９．３３Ｍｂ／ｓ，与第三季
度相比增长１３．３１％，与２０１６年第四季度
相比，年度增长达６３．５４％。
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固定宽带平均视频

下载速率为１５．３５Ｍｂ／ｓ，与第三季度相比
增长２２．６％，与２０１６年第四季度相比，年
度增长６４．７％。

　　图１３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固定宽带平均可用和视频下

载速率情况

图１４　各市固定宽带平均可用下载速率对比
（二）市级比较

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渭南市固定宽带平

均可用下载速率全省排名第三位，比上季

度下降 １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１８．９９
Ｍｂ／ｓ）（见图１４）。

固定宽带平均视频下载速率全省排名

第一位，与上一季度持平，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１５．０１Ｍｂ／ｓ）（见图１５）。

图１５　各市固定宽带平均视频下载速率对比

（三）运营商比较

２０１７年第四季度，渭南市三家基础电
信运营商的固定宽带平均可用下载速率和

视频下载速率如图１６所示，其中，渭南市
电信的固定宽带平均可用下载速率最高，

为１９．８７Ｍｂ／ｓ，移动和联通均低于全省平
均值；而渭南市移动的固定宽带平均视频

下载速率最高，为１６．５１Ｍｂ／ｓ，联通则低于
全省平均值。

　　图１６　各运营商固定宽带平均可用和视频下载速

率对比

从相关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渭南市

宽带网络速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建

议相关部门、相关企业从落实国家相关政

策要求、加快既有小区光网改造，提升高速

宽带用户占比，深化网络应用领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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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全面提升宽带网络的用户体验。

一是坚决贯彻落实２０１７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的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的相关

要求，明显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

使用费以及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

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３０％等措施的落
地实施，推动“互联网＋”发展，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二是要持续加快发展高速宽带业务，

进一步引导低速率用户向高速率宽带产品

迁移。推动家庭智能网关、视频通话、

ＩＰＴＶ、４Ｋ高清电视等业务应用普及，推出
固定宽带提速不提价、地区专属资费优惠

等措施，加快发展高速宽带业务，进一步提

升宽带用户上网体验。

三是加快实施城市既有小区光纤改

造，大力建设农村光纤网络，推进城乡宽带

网络协调发展。城市区域着力攻坚老旧小

区及城中村的网络升级改造，以及新建住

宅建筑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强制落实，实

现光纤网络深度覆盖；在农村地区积极实

施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和“宽带乡村”工程，

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合力，推动光纤网络

向行政村、自然村延伸。

四是着力深化宽带网络在教育、医疗、

就业、社保等民生和文化领域的应用，实施

“互联网 ＋”带动战略，落实互联网 ＋农
业、互联网＋政务、互联网 ＋旅游、互联网
＋教育等行动计划，带动互联网 ＋相关消
费，使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产品，

高清视频、ＡＲ／ＶＲ教育系统等高质量数字
内容与服务得以普及，增强信息消费的有

效供给，释放内需潜力。

（该调研报告由渭南调查队选送，刊

载时有删改。作者为王军、谢延斌。该调

研报告同时被《渭南经济》和《中国国情国

力》刊载。）

２０１７


年渭南规上


文化企业快速增长

　　２０１７年，渭南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发展
经历了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增速大幅回

落，三季度快速回升，四季度持续快速增长

的势态，至 １２月底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２２．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６％（考核口径一
套表规上文化企业年快报数据）。

一、规上文化企业发展状况

１．规上文化企业数增加较多。与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一套表在库规上文化企业数
相比，２０１７年底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增
加３４户，去掉退库企业６户，净增２８户规
上文化企业。

２．营业收入增速呈“Ｖ”型后趋于平稳
快速增长。２０１７年规上文化企业增速在
前三个季度呈“Ｖ”型，四季度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２２．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６％，比一
季度增速回落了９．３个百分点，比二季度提
高了２０．７个百分点，比三季度增加了０．１个
百分点，四季度持续平稳快速增长（见上

图）。

３．文化制造业所占比重略有回落但依
然较高。２０１７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制造
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１３．４亿元，占全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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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达５９．０３％，分
别比一、二、三季度减少６．４７、５．５７和５．０７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文化批零业占比

５．６８％；规上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比
３５．２９％。规上文化制造业所占比重比限
额以上文化批零业和规上文化服务业比重

之和高１８．０６个百分点。
二、规上文化企业快速增长的因素分

析

１．各行业规上文化企业均较快增长。
２０１７年，规上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１３．４亿
元，同比增长２８．７７％，拉动全部规上文化
企业增长１６．８３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文化批
零业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后为

１．２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０８％，拉动全部规
上文化企业增长１．０６个百分点；规上文化
服务业营业收入８．０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５１％，拉动全部规上文化企业增长９．７２
个百分点（见表１）。

表１：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情况表

分行业
企业数

（个）

本期

（万元）

比重

％

上年

同期

（万元）

同比

增速

％

对全部

文化产

业的拉

动率％

贡献

率％

制造业 １１ １３４０４１．３５９．０３ １０４０８９．９ ２８．７７ １６．８３ ６０．９７

批零业 ３４ １２８９５．３ ５．６８ １１０１４．１ １７．０８ １．０６ ３．８３

服务业 ３６ ８０１３６．８ ３５．２９ ６２８４８．４ ２７．５１ ９．７２ ３５．２０

合计 ８１ ２２７０７３．４ １００ １７７９５２．４ ２７．６０ ２７．６０ １００

　　２．六成以上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呈
增长态势。２０１７年底，全市有 ８１户规上
文化企业，其中５１户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速呈增长态势，占全部规上文化

企业数的比重达６３％；２１户新增加企业，
占规上文化企业总数的２５．９％；仅９户限
额以上文化批零业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

业务成本后同比下降，影响全部规上文化

企业营业收入增速减少０．１６个百分点。

３．新增规上文化企业较多拉动了增
长。２０１７年新增加入库规上文化企业３４
户，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８．６９％，拉动全部规上文化企业增长９．７
个百分点，对全部规上文化企业增速的贡

献率３５．１５％。

表２：按企业规模分组的
文化产业指标情况

按营业

收入

分组

企业

数

（个）

企业

数占

比％

营业收

入合计

（万元）

同比

增长

％

拉动全

部文化

产业增

减（个百

分点）

贡献

率％

亿元 ６ ７．４ １６５０２９．４１６．９８ １３．４６ ４８．７８

千万元 １２ １４．８ ３９２８８．８ ４９．４１ ７．３０ ２６．４５

百万元 ５２ ６４．２ ２２０７１．３１２１．８３ ６．８１ ２４．６８

百万元

以下
１１ １３．６ ６８３．９ ７．２３ ０．０３ ０．０９

　　４．上亿元企业对全市规上文化企业增
长贡献较大。２０１７年全市规上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有 ６户，占比
７．４％，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９８％，拉动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１３．４６个百分点，对全市规上文化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４８．７８％（见表２）。
营业收入千万元的企业 １２户，占比
１４．８％，实现营业收入３．９３亿元，同比增长
４９．４１％，拉动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７．３个百分点，贡献率为２６．４５％。营
业收入在百万元之间的企业 ５２户，占比
６４．２％，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１．８３％，拉动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６．８１个百分点，贡献率为２４．６８％。
百万元以下的企业１１户，占比１３．６％，实
现营业收入６８３．９万元，同比增长７．２３％，
拉动全市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０．０３个百
分点，贡献率为０．０９％。
５．各县市区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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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１３个县市区（包括渭南高新区、渭
南经开区）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与上年

同期相比，均呈增长态势。受新增规上文

化企业数量、上年基数大小不同、文化企业

行业类别等因素的影响，规上文化企业数

量少、体量较小的２个县市区因为新增文
化企业的拉动作用，增速较高，超过

１００％；增速在５０％至１００％之间的县市区
有３个；增速在２０％至５０％之间的县市区
有７个；２０％以下增速的有１个。

三、规上文化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１．新增规上文化企业规模偏小，仅限
于服务业。２０１７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企
业新增加３４户，３３户都属于服务业，只有
１户制造业。大多数新增文化服务业规模
偏小，营业收入普遍较低，对全市文化产业

增长拉动力不强，引领作用较弱。

２．规上文化制造业数量少，行业覆盖
面窄。在全市规上文化企业中，规上文化

制造业营业收入高，对全市文化产业增加

值贡献较大。但渭南市规上文化制造企业

仅有１１户，占比１３．５８％，仅覆盖了３个行
业；其中７户属于印刷专用设备制造业，３
户跟包装装潢和其它印刷有关，１户花炮
制造企业；数量少，行业覆盖面窄。大多数

企业规模较小，增加值率较低。

３．文化产业结构不优，新兴文化产业
薄弱。渭南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从结构上

看，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主要以图书批发、报刊零售、工艺美

术及收藏品零售等文化用品，以及焰火、鞭

炮制造业、印刷设备和相关产品生产和销

售为主，而网络文化、创意动漫、休闲娱乐、

文化旅游、广告会展等高附加值的新兴文

化产业则较为薄弱。

４．县市区营业收入增长不均衡，与贡
献率分化严重。受新增规上文化企业数

量、上年基数大小不同、文化企业行业类别

等因素的影响，各县市区增速不均衡。规

上文化企业数量少、体量较小的县市区因

为新增文化企业的拉动作用，增速较高，超

过１１０％以上，但对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
业收入增速的拉动率和贡献率较小。规上

文化企业数量较多、体量较大的县市区增

速较小，但对全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

增速的拉动率和贡献率较大。

四、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２．重点发展文化制造企业。
３．扎实做好重点文化企业的监测工

作。

４．严把规上文化企业入库关。
注：文中数据均为考核口径一套表中

规上文化企业年快报数据。

（该文摘编自《渭南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刊载时有删改。作者为渭南市统计局

雷淑玲。）

２０１７


年渭南市房地产


市场运行分析

　　一、房地产市场运行基本情况
（一）全市房地产市场运行基本情况

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按照中、省关于房地产
去库存工作的部署和要求，逐步消化商品

房存量，市场信心和消费预期提升，房地产

市场整体趋于平稳向好，开发投资和施工

面积增长较快，库存压力有所缓解，销量平

稳增长，价格略有上升，回暖态势明显。住

房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基本建立了覆盖全

市的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

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供应体系，满

足各个阶层城镇居民住房需求。２０１７年
渭南市新批商品房预售面积 ２３０万平方

８６３ 　　调研文摘



米，投资额９６．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０７％。
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共计２６５．３１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１２％。销售套数２３５５２套，同比
增长４４％。全市普通商品房均价为３３６０
元／平方米。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商品房累计待
售面积４３７．８万平方米，去化周期约１３个
月，较上年同期缩短６个月。渭南市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３８平方米，城镇居
民拥有住房率９０％以上。

（二）中心城区房地产市场运行基本

情况

渭南中心城区市场供需基本平衡，房

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增长，前期积蓄的住房

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得到持续释放，商品房

购销两旺，库存明显减少，整体市场保持平

稳增长。

１．新批商品房预售情况。２０１７年度
市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２４．２５亿元（不
含土地投资），共批新建商品房８５１３套，预
售面积１１５．９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５０．２７％。
其中住宅７６３０套，面积１０１．９９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３９．７９％。
２．全年商品房销售情况。全年市区新

建商品房合同备案８２８４套，面积９０．２３万
平方米。其中住宅 ７３０４套，面积 ８７．２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３９．７９％，均价３８２７元／
平方米，同比增长７．８％。
３．二手房交易情况。二手房交易市场

稳中有升。全年二手房共办理交易过户

１７９６套，交易面积 ２０．５５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１８．７％ ，成交均价 ２９０６元／平方米，同
比增长１６．９％。

二、房地产市场运行特点

１．房地产开发投资进一步活跃。全年
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长

５０．２７％，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呈现高位增
长态势。各企业在品牌房企的强势带动

下，创新设计理念，盘活现有土地资源，多

方筹措资金，打造出一批高品质、大物业的

楼盘项目，诸如碧桂园、重庆宏帆广场、信

达墅园等，吸引了大批改善性住房需求。

四季度信达洋墅源、鸿基紫御观邸、金桂园

等项目陆续开盘，一经上市人气爆棚。从

投资结构看，住宅开发投资约占房地产投

资的９０％，办公、商业用房投资约占１０％。
２．商品房、二手房成交量高位运行，创

历史新高。下半年以来住宅成交量增速尤

为明显，全年累计商品房成交量 ８２８４套，
远超出２０１６年历史最高成交量５９０４套。
从购房需求来看，市区商品房销售市场主

要仍以刚需为主，随着高品质品牌楼盘的

推出，带动部分改善性购房需求，棚户区改

造拆迁安置和政府移民、扶贫搬迁、域外人

口购房也为城区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３．新建商品房、存量房销售价格均有
所上升。２０１７年尽管楼市“五限”政策调
控，西安楼市仍就急剧升温。受其及周边

城市影响，渭南市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及价

格也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房地产市场

主体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逐步转变，

特别是四季度高端品质楼盘及精装商品住

房的集中入市，极大拉动了渭南市近年来

相对平稳的住房销售价格。

４．库存压力有所缓解。经市场摸底调
研，结合网签备案信息，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中
心城区库存面积６１．１３万平方米，其中住
宅２０５９套，面积１７．７６万平方米（为剔除已
批未建的实际有效库存），住宅去库存周

期约为５个月，比上年年同期缩短８个月，
去库存已经进入了良性周期。

５．高品质项目开盘去化率可观。２０１８
年元旦前多家项目集中开盘，从开盘去化

率来看，高品质项目去化率整体较高。除

地段和配套设施外，购房者更多关注设计

户型、售后物业、品牌等因素。碧桂园引领

高品质楼盘销量不减，信达与金地物业强

９６３２０１７年渭南市房地产市场运行分析　　



强联合，洋墅园于开盘当天几近售罄。恒

昌金桂园推出的１３０平方米左右户型房源
适应面广，性价比高，备受青睐。

三、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１．旧城改造项目的强力推进。２０１７
年渭南主城区１７个旧城改造项目的陆续
启动，涉及拆迁户约１２０００户。随着棚户
区改造项目力度的加大，加之货币化安置

比例的进一步提高，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

式的推进，有力拉动了新建商品房现房、二

手房的市场成交量，中心城区库存压力进

一步减轻。

２．精装品质楼盘推出，撬动改善型及
高端需求入市。碧桂园翡翠公馆项目的成

功运营，为渭南市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

力。一方面房企越来越注重企业品牌效

应，从项目规划、建筑品质、产品设计、景观

打造等多方面整体进行提档升级。另一方

面多年来渭南市几乎没有高端品质楼盘上

市，加之 ２０１３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
迷，高端需求人群多选择在西安购房或持

币观望。精装品质楼盘的推出吸引大量本

地及外县市高端成功人群入市，使得多年

来压抑的高端消费需求得以释放。

３．住房消费结构有所调整。经市场调
研分析，面向刚需的１００平方米以下中小
户型及公寓销售持续萎缩，１２０至 １４０平
方米的中端改善性住房需求积极入市，加

之精装商品房价格的带动，一部分投资性

需求再次释放。根据市场调查１８０至３００
平方米洋房、大平层、跃层等高档舒适型住

房的潜在需求也在急剧升温。在“双创”

产业政策下，办公、写字楼市场有所回暖，

商业用房受“电商”影响需求低迷，开发企

业转为持有自己出租经营。

４．城市配套设施的完善及产业政策的
调整。随着四纵四横道路绿化及品质提升

改造工程的完成竣工，主要街道断头路的

快速打通，人和公园、金水公园、南湖公园

等城市绿肺的相继建设和使用，中心城市

功能的不断完善极大带动了区域市场热

销，对渭南市的房产市场也起到了积极的

影响。加之二孩政策、扶贫移民搬迁、户籍

制度改革等促使市场产生新的需求动力。

５．成品住房开发建设潜力初显。碧桂
园精装房的成功上市，对渭南市以毛坯房

销售的市场供给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随

着居民购房消费理念的转变，成品住房开

发建设将大行其道。无论是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还是避免资源浪费来看，成品住房

建设对减少房屋交付环节矛盾、推进住宅

产业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恒大、中海、

宝能等大品牌的陆续进驻，绿色、环保、智

能、宜居的成品住房将引领产业发展的方

向。

四、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

渭南市属西安市半小时经济圈，交通

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市五次党代会提出

以建设“三地一中心”为重点，建设大关中

东部及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推动中

心城市现代化。按照拉大城市框架、补齐

城市短板、提升城市品位、建设宜居城市的

要求，实施“东扩、北跨、西融、南优”战略，

创造宜居环境，建成百万人口城市。这一

战略目标的实现，必将带动新一轮房地产

市场的发展，但与西安及周边城市相比较

渭南市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

为：

１．公共服务水平不高，房地产市场置
业吸引力不强。渭南市的教育资源水平、

医疗卫生环境、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

服务虽较前有所大的改观，但与其他关中

地市相比仍有差距。例如：没有大型知名

教育机构设立高中、初中、小学办学机构，

没有高端疗养性质的养老机构。社会公共

服务方面存在的“短板”阻碍了房地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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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转型升级，域外群体来渭置业吸引力

仍显不足。

２．房地产开发市场投资方向单一，没
有形成多元化发展格局。渭南市房地产开

发市场投资主要集中在居民住宅和商业这

两个传统领域，养老地产、旅游地产、度假

地产、教育地产等新兴的房地产投资项目

所占比重极低，这与渭南市“三地一中心”

发展战略不相适应，并制约了房地产市场

的多元化持续健康发展。房企实施各类项

目在前期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因地制

宜地打造适销对路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

的置业需求。当前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旅

游文化产业为核心，建设华夏山水文化旅

游目的地，但现有的旅游地产千篇一律的

同质化打造，缺乏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项

目运行差强人意，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要

引以为戒。

３．缺乏产业投资带动，房地产市场后
劲不足。渭南市缺乏集团化的大企业、劳

动密集型的大项目等优势产业承接能力带

动，而且城市就业渠道偏少，城市人口增长

较缓，从而形成了房地产市场刚需不强、后

劲不足的问题。

４．开发企业资金压力虽有所缓解，但
仍不容乐观。２０１７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
续好转，开发企业流动资金有所回笼，但信

贷政策再次收紧，增速乏力。２０１７年底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防范金融风险，

开发贷款额度将继续紧缩，仅限个人购房

贷款，去杠杆率使房企融资再受限制。加

之渭南市出台相关政策提高预售条件门

槛，进一步考验企业资金承受能力。

５．积极引导高品质住房消费，防止过
快发展产生风险。

由于价格的传递效应，高端住宅热销

对楼市整体的影响不容忽视，直接拉升整

体房价，加剧楼市风险。高端住宅面向高

端消费人群，这一人群总量偏小，加之金融

信贷政策收紧和变现能力较差，无论是改

善或是投资需求，市场需求有限风险较大。

相关部门要加强市场调研和政策引导，不

可盲目过快发展。

６．商业库存压力依然严峻。２０１７年
去库存整体数据明显好转，但经营性物业

销售相对低迷，租金下跌，新增供应量过大

库存不降反升。从第四季度住宅和办公式

公寓销售量来看，销量逐渐回暖。随着渭

南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从长远来看非住宅

物业去库存所面临的形势会逐渐向好。

７．房地产开发、销售行为亟待规范。
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预售，未按规定

将预售资金缴存资金监管帐户，项目以虚

假广告、合同欺诈误导消费者等行为，或房

屋质量及基础配套设施不到位，未经综合

验收违规交房等引发群体性上访时有发

生，仍需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监管长效

机制。

（该文摘编自《渭南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２
期，刊载时有删改。作者为渭南市房地产

交易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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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重要文件目录

渭南市委重要文件目录

１月１４日　渭市发〔２０１７〕０３号　市
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２月１５日　渭市发〔２０１７〕１号　关
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

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实施意见

５月１２日　渭市发〔２０１７〕１０号　关
于印发《渭南市脱贫攻坚“十条铁规”实施

意见》的通知

６月３０日　渭市字〔２０１７〕５６号　市
委关于印发《落实〈中央巡视组对陕西巡

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７月１０日　渭市字〔２０１７〕５９号　关
于印发《渭南市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通知

１０月１７日　渭市发〔２０１７〕１７号　
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渭南市落实“五新”

战略建设“三地一中心”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１月８日　渭市发〔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
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意

见

１２月６日　渭市发〔２０１７〕２０号　市
委市政府关于印发《众志成城决胜国考奋

力重返全省脱贫攻坚第一方阵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渭南市人大常委会重要文件目录

２月７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
表彰２０１６年度优秀市人大代表的决定
２月７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

表彰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

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３月３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４号　关于
印发《渭南市湿地保护条例》的通知

３月６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５号　渭南
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
３月６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

报送《渭南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总结》的报告

６月２９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９号　关
于转发《陕西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规定》的

通知

９月２２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１５号　关
于批准渭南市市级２０１６年财政决算的决
议

９月２２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
于批准渭南市２０１７年政府债务限额的决
定

９月２２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
于批准渭南市２０１７年新增政府债务收支
安排及预算调整的决定

１０月６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
于报请批准《渭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条例》的报告

１１月７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
于省十三届人大代表推荐工作的通知

１１月２４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２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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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渭南市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１２月２６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陕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

举结果的报告

１２月２６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２４号　
关于印发《渭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

例》的通知

１２月２７日　渭人发〔２０１７〕２５号　
关于报送２０１７年工作总结的报告

渭南市政府重要文件目录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号　关于２０１６年度
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号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６
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２０１７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消防能力建设提振计划》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５号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６
年度全市城乡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渭政发〔２０１７〕６号　关于印发《全市
工业转型发展五大重点产业规划》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７号　关于表彰奖励
２０１６年度质量管理名牌产品及标准化工
作先进单位的通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８号　关于表彰奖励
２０１６年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及陕西省名牌
产品单位的通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９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推进工业园区产业统筹发展实施意见》

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０号　关于表彰奖励
２０１６年度全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决定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１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

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２号　关于命名市级
生态镇生态村的通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３号　关于执行国家
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４号　关于全市农业
追赶超越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地的意见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５号　关于印发《加快
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６号　关于终止与陕
西蒲白黄高速公路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的《黄渭高速白水至蒲城段公路ＢＯＴ项目
特许经营合同》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７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河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８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整顿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工作方案的

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１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７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２１届中国东西
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渭南市代表团工

作方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０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１号　号关于印发《渭
南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计划的

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２号　关于修改《渭南
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县域工业园区发展的

意见》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３号　关于印发《加快
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４号　关于进一步促
进外贸稳定增长的实施意见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５号　关于全面推进
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６号　关于《促进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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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创建平安农机示范市的实施意

见》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７号　关于建设合阳
至铜川高速公路项目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８号　关于加快苗木
花卉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渭政发〔２０１７〕２９号　关于开展高层
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０号　关于公布《第五
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１号　关于印发《土壤
污染防治２０１７年度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２号　关于印发《加快
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３号　关于规范使用
城市道路标准名称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４号　关于防空警报
试鸣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５号　渭南市人民政
府渭南军分区关于２０１７年征兵工作的命
令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６号　关于印发全市
《构建双重预防机制遏制较大以上事故试

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７号　关于市政府领
导同志分工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８号　关于表彰奖励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工业稳增长贡献突出企业
的决定

渭政发〔２０１７〕３９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０号　关于保护抽黄
供水工程设施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１号　关于启用渭南
市中心城区基准地价更新与调整成果的通

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２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２０１７年铁腕治霾冬防攻坚行动方案》的
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３号　关于印发全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４号　关于印发《加快
科技创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意见》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５号　关于公布规范
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６号　关于切实做好
今冬明春消防安全工作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７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整治工作方案》的

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８号　关于建立市对
蒲城县财政体制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４９号　关于停止执行
市级共享税收收入增量返还政策的通知

渭政发〔２０１７〕５０号　关于禁止在洛
惠渠龙首坝水库工程范围内新增建设项目

和迁入人口的通告

渭政发〔２０１７〕５１号　关于印发《渭南
市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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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基 本 情 况

县市区
常住人口

（万人）

土地面积

（平方千米）

镇

（个）

街道办

（个）

居委会

（个）

村委会

（个）

村民小组

（个）

渭南市 ５３８．２９ １３０３０．５６ １０８ ２６ ２２４ ２０８５ １７７６３
临渭区 ９０．０１ １２６３．７６ １４ １１ ６４ ３３６ ２６３２
临渭区 － － １４ ６ ５８ ２８４ ２３６４
高新区 － － ０ ３ ５ １５ ７９
经开区 － － ０ ２ １ ３７ １８９

华州区 ３２．８０ １１３２．４６ ９ １ １４ １３５ １３５８
潼关县 １５．９４ ４２７．３５ ４ １ １０ １８ ５１３
大荔县 ７０．４４ １６９０．６０ １５ ２ ２６ ２７２ ２２４１
合阳县 ４４．４１ １３１７．１５ １１ １ ８ ２１５ １７０６
澄城县 ３９．３２ １１２１．６４ ９ １ １２ １６３ １２３４
蒲城县 ７５．２０ １５７９．８１ １５ ２ １４ ２７５ ２９４０
白水县 ２８．４０ ９８３．９５ ７ １ ９ １２３ １０２４
富平县 ７５．３７ １２４５．９９ １４ ２ １３ ２６８ ２１０９
韩城市 ４０．０６ １５９１．６０ ６ ２ ３９ １６６ １２５１
华阴市 ２６．３４ ６７６．２６ ４ ２ １５ １１４ ７５５

　　注：土地面积为２００９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基层组织数据为民政数据。

生 产 总 值（一）
指　　标 　总量（亿元） 　同比±％

地区生产总值 １６５６．６２ ８．３
　农、林、牧、渔业 ２４２．９９ ４．９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１２．４９ ６．４
　工业 ６３２．６７ ９．６
　　规模以上工业 － ９．７
　　　＃开采辅助活动 － －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 －
　　规模以下工业 － ６．４
　建筑业 １４５．７５ ９．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９．４０ ７．６
　　批发业 ４４．６６ ７．９
　　零售业 ７４．７５ ７．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４．９３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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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总 值（二）
指　　标 　总量（亿元） 　同比±％

　住宿和餐饮业 ４５．２７ ９．０
住宿业 １０．４６ １１．３
餐饮业 ３４．８１ ８．２

金融业 ７７．５４ ７．２
房地产业 ６２．６８ ５．６
房地产业（Ｋ门类） １６．１９ ７．５
居民自有住房服务 ４６．４８ ５．０

其他服务业 ２５５．４０ ９．９
营利性服务业 ７０．９１ ２６．４
非营利性服务业 １８４．４９ ４．２

第一产业 ２３０．５０ ４．８
第二产业 ７７８．４１ ９．５
第三产业 ６４７．７１ ８．２

农业生产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 亿元 ４３０．５５ ５．０
农业产值 亿元 ３１３．００ ５．９
林业产值 亿元 ８．４１ １４．１
牧业产值 亿元 ８１．９０ ０．４
渔业产值 亿元 ６．４０ １２．４
服务业产值 亿元 ２０．８４ ６．３

农作物播种面积 万亩 １０２３．６５ －０．７
主要农业产品产量

粮食总产量 万吨 ２１１．５４ ０．０１
夏粮 万吨 １１４．０６ ２．７
秋粮 万吨 ９７．４８ －３．０

油料 万吨 ７．３８ １．２
棉花 万吨 ２．１９ －３１．８
蔬菜 万吨 ２８２．１９ ４．５
水果 万吨 ３４５．３６ ５．６

　　＃苹果 万吨 ２１４．８１ ４．８
肉类总产量 万吨 ２１．６７ －０．３
禽蛋产量 万吨 １１．０９ ０．６
奶类产量 万吨 ３９．３０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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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本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乡村从业人员 万人 ２２３．２１ －０．１
　男 万人 １１７．５７ ０．９
　＃农业从业人员 万人 ７６．５５ ０．６
　女 万人 １０５．６３ －１．１
　＃农业从业人员 万人 ６９．１５ １．８
年末常用耕地面积 万亩 ７３１．６９ －１．２
水田 万亩 １．６５ ３３．６
旱地 万亩 ７３０．０４ －１．２
＃水浇地 万亩 ４９０．１１ －０．６

农用化肥施用量 吨 １８５８０３７ －０．２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吨 １５４８５．７５ ４．３
农用柴油使用量 吨 ３５９１２５ ４．３
农药使用量 公斤 ６３４５６５４ －１．１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２２７４２５ －４７．４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企业单位数 个 ５３８ －
　＃亏损企业个数 个 ９５ －８．７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１１３．６０ ２６．７
工业销售产值 亿元 ２０１６．７６ ２７．２
产品销售收入 亿元 １６１９．４５ ３９．０
工业增加值 亿元 － ９．７
利税总额 亿元 １２４．２３ １０４．６
亏损企业亏损额 亿元 ２６．６５ ３２．３
资产总计 亿元 ２４４３．２３ ８．２
　＃流动资产 亿元 １０１７．５５ １７．９
负债合计 亿元 １６７７．８８ ６．４
职工平均人数 万人 １２．３５ －７．３

注：１．本表为规模以上工业快报数。
２．工业增加值同比±％按可比价计算。

７７３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一）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总计 亿元 ２１１３．６０ ２６．７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

　内资企业 亿元 ２０６１．９７ ２６．７

　　国有企业 亿元 １３６．００ １０．７

　　集体企业 亿元 ０．３２ －６８．０

　　有限责任公司 亿元 １５７４．０２ ３１．７

　　股份有限公司 亿元 ６０．８４ ３８．０

　　私营企业 亿元 ２８０．４６ ８．６

　　其他 亿元 １０．３３ ６１．３

　港澳台投资 亿元 ４．０３ １４．７

　外商投资 亿元 ４７．６０ ３０．３

按轻重工业分组

　轻工业 亿元 ４３４．６９ ３９．１

　重工业 亿元 １６７８．９１ ２３．９

按企业规模分组

　大型企业 亿元 ７８４．２１ ３８．７

　中型企业 亿元 ４２１．８５ ２０．３

　小型企业 亿元 ８９３．８０ ２５．２

　微型企业 亿元 １３．７４ －６３．６

按行业大类分组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亿元 ２４２．６８ １７．８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亿元 ０．００ ０．０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亿元 ４．１９ １２．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亿元 ５７．０５ ２３．６

　非金属矿采选业 亿元 １４．０４ ３５．４

　开采辅助活动 亿元 ０．００ ０．０

　其他采矿业 亿元 ０．００ ０．０

　农副食品加工业 亿元 １８０．８８ １８．８

　食品制造业 亿元 ４３．６２ ５１．０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亿元 ４４．０３ －１．０

　烟草制品业 亿元 ４．８３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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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二）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纺织业 亿元 １２．６１ ６４．０

　纺织服装、服饰业 亿元 ３．０５ ３９．６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亿元 ０．００ ０．０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亿元 ６．９２ ２９．４

　家具制造业 亿元 ０．９６ ３１．０

　造纸和纸制品业 亿元 １３．６３ ２５．９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亿元 ２．５６ ５０．４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亿元 ０．００ ０．０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亿元 ２４３．０５ ２３．８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亿元 ２４８．６４ ２５．５

　医药制造业 亿元 ２４．６５ ９５．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亿元 ３．９６ ２．３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亿元 ２９．６０ ２７．５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亿元 １２９．２２ １０．６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亿元 ２８９．９９ ４４．３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亿元 ５６．９１ ４２．８

金属制品业 亿元 ２３．１９ １８．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亿元 ３７．０９ ２９．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亿元 ５４．１２ ２１．７

汽车制造业 亿元 １．４８ ３５４．５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亿元 ４．９４ ９６．６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亿元 １１６．５７ １０５．０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亿元 １１．０９ １５．７

仪器仪表制造业 亿元 ２．９０ －３．０

其他制造业 亿元 ９．５２ ３２．１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亿元 ２．９０ １９．４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亿元 ０．００ ０．０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亿元 １８４．３３ ８．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亿元 ７．１６ ４２．２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亿元 １．２４ ２９．３

　　　　注：本表为规模以上工业快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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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生铁 吨 ６９３２０７８ ３５．７

钢材 吨 ７１９３５１６ ５．３

电解铝 吨 ２１７８１ －１０．９

黄金 千克 １３３５２ ３３．１

钼精矿折合量 吨 ４５３５２ １５．３

印刷机 吨 ２４３４２ ４５．５

电子元件 万只 ５２２８１ －６０．９

卷烟 万支 ３１００００ －６．８

金属轧制设备 吨 ２４９５７ １０１．０

小麦粉 吨 １６９８２２０ ２４．７

食用植物油 吨 ２００４０３ ６２．２

配混合饲料 吨 ６５６７２２ －２７．４

乳制品 吨 ５２９１３ ２５．２

软饮料 吨 ３７９９０８ －４．４

白酒 千升 ８１４６ １．２

啤酒 千升 ５２２９９ －１６．１

鲜冷藏肉 吨 ５７６８３ －２３．６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 １２２０８８２ ３６．８

机制纸及纸板 吨 ６０８２８ ５．０

塑料制品 吨 １６８４６４ ７０．９

硫酸（折１００％） 吨 ４３８８８７ －４．７

农用化肥 吨 ８３７１６９ －６．０

精甲醇 吨 ８４１９２８ ２．０

水泥 吨 ７６６１５４９ ４．０

瓷质砖 平方米 ７５８９７９０７ ４．１

原煤 吨 １５７７４１３７ －４．４

焦炭 吨 ７１４４９０１ －９．６

洗煤 吨 ８６０７７３７ ３．９

发电量 万千瓦时 ３０４１７９２ ０．１

　　注：本表为规模以上工业快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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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邮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交通

　公路客运量 万人 ９１７９ －１．５

　公路客运周转量 万人公里 ２８２１２１ －１．６

　公路货运量 万吨 １７９５３ １０．５

　公路货运周转量 万吨公里 ３３６３９３５ １０．４

　民用汽车拥有量 辆 ５２６５７９ ２５．９

　＃载客汽车 辆 ４３１７７１ ２０．６

　年末公路里程 公里 １９３６９．６８ １．５

　＃等级公路 公里 １６２１７．７３ ２．３

邮电

　邮政业务收入 亿元 ４．６５ １２．９

　电信业务收入 亿元 ３０．３２ ９．７

　固定电话用户数 万部 ６４．９６ －１１．６

　无线移动用户 万部 ５０８．６６ ４．９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万户 １０２．８０ １１．５

固定资产投资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２７３１．２２ １９．３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２６８１．８４ ２０．１

　　＃国有投资 亿元 １８４９．７５ ２６．２

民间投资 亿元 ８３１．１０ ９．９

＃新增固定资产 亿元 １３７３．４０ ６．０

　农村私人建房 亿元 ４５．０１ ０．５

　跨区域项目 亿元 ４．３７ －６０．９

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销售额 亿元 ７５．２６ ３７．１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万平方米 ２０６．４９ １８．３

　商品房施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１７７．５２ ７．４

＃新开工 万平方米 ３１５．１７ ４７．４

　商品房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３８．４７ －１５．２

１８３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工业投资及资金来源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本年完成投资 万元 ４４１４７６９ －３．９
　＃本月完成投资 万元 ４７６０３８ ２１．１
　＃企业技术改造投资 万元 ８７２３８１ ２．２
按构成分
　建筑安装工程 万元 ３１０８２７２ ８．９
　设备工器具购置 万元 ９７２８６２ －２２．１
　其他费用 万元 ３３３６３５ －３２．１
　　＃上年末结余资金 万元 ２２０５３ －５８．６
　　＃本年资金来源小计 万元 ３６８２４４４ －３．５
　　国家预算资金 万元 ６６３６０ －１７．９
　　　＃中央预算资金 万元 ３２５８ ６０．７
　　国内贷款 万元 ４６６０３ －７２．５
　　债券 万元 － －
　　利用外资 万元 １１０５０ １２４１
　　自筹资金 万元 ３５２５６９２ －０．６
　　其他资金来源 万元 ３２７３９ １０４．２
各项应付款合计 万元 ７５６４７８ －１．９
　＃工程款 万元 １６０３７４ －３４．３
施工项目个数 万元 ７６２ ５３．９
　＃本年新开工 个 ５９０ ５４．５
本年投产项目个数 个 ４５８ ３１．６

国内外贸易和旅游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５１．８５ １３．６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亿元 ４８９．７５ １３．５
　　　＃城区 亿元 ２９１．２４ １６．２
　　乡村 亿元 １６２．１０ １３．８
　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 亿元 １００．３ １８．０
　　商品零售 亿元 ８２０．９ １６．０
对外贸易
　海关进出口总额 亿元 １１．５７ －４．５
　　进口 亿元 １．３７ －７．６
　　出口 亿元 １０．２１ －４．０
利用外资
　新批外资企业 个 ５ －
　合同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３９１３ －
　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２６３２ －
旅游经济
　旅游总收入 亿元 ４２６ －
　　＃旅游外汇收入 万美元 ７３５０ －
　接待游客人数 万人次 ５３３０ －
　　国内旅游者 万人次 ５３１１．２ －
　　海外旅游者 万人次 １８．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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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情 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合计 万元 ７３５３７９ １１．９
　税收收入 万元 ５４０２９１ １１．９
　　增值税 万元 ２７９３０４ ３０．３
　　营业税 万元 ９５５ －９８．８
　　企业所得税 万元 ２１９２０ ０．６
　　企业所得税退税 万元 － －
　　个人所得税 万元 １５０１５ ３６．０
　　资源税 万元 ３８３６６ １０２．０
　　城市维护建设税 万元 ４３１８０ ３８．４
　　房产税 万元 １２１５６ －５．２
　　印花税 万元 １３８６８ ５１．７
　　城镇土地使用税 万元 １１２１９ ５２．６
　　土地增值税 万元 １２７２６ ４２．０
　　车船税 万元 １５５１６ １７．６
　　耕地占用税 万元 ５１３８２ ３５．８
　　契税 万元 ２４６８４ －８．６
　　烟叶税 万元 － －
　　其他税收收入 万元 － －
　非税收入 万元 １９５０８８ －１９．５
　　专项收入 万元 ５８８０４ －４２．８
　　行政事业性收费 万元 ６０６０１ １．０
　　罚没收入 万元 ３５４９９ ２８．６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万元 １９４８７ １．２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万元 １６３７９ －２８．５
　　其他收入 万元 １９４０ －７７．０
地方一般预算支出合计 万元 ４０７６５１４ １５．６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万元 ３５８１５３ １４．２
　外交支出 万元 － －
　国防支出 万元 ５１ －８７．９
　公共安全支出 万元 １８８７６１ ２３．２
　教育支出 万元 ７８３６７４ １０．３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１９５６２ －０．５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万元 ９４４２７ １２．５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万元 ５９１５１７ １０．１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万元 ４４７０５６ ８．９
　节能环保支出 万元 １２１６６８ １６．９
　城乡社区支出 万元 ３４１８３９ ７５．１
　农林水支出 万元 ６６８９７６ ９．４
　交通运输支出 万元 ７８１４０ １６．５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万元 ４５０４８ ２１．４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万元 ２５０８０ ６．０
　金融支出 万元 ３６３ －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万元 ４００ －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万元 ７２９６５ １４９．５
　住房保障支出 万元 １６５２００ －９．２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万元 ２０２６３ ７２．０
　预备费 万元 － －
　其他支出（类） 万元 ９９７３ ３２８．４
　债务付息支出 万元 ４３０１１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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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险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金融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亿元 ２２４５．９８ ８．９
＃单位存款 亿元 ５９０．７１ ２．２

　　　住户存款 亿元 １６３０．０３ １１．４
　金融机构贷款金额 亿元 １０７１．０９ ３．５

＃短期贷款 亿元 ２８２．２７ －２．５
中长期贷款 亿元 ６６５．７４ １５．６

保险

保费收入 亿元 ７４．８５ １１．４
＃财险 亿元 １７．３７ １５．８

　　寿险 亿元 ５７．４８ １０．２
赔付金额 亿元 ２０．７２ ３．６
＃财险 亿元 ８．７５ １９．４

　　　寿险 亿元 １１．９７ －５．５

文 化 教 育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文化体育

公共图书馆个数 个 １１ －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千册件 １０８０．０５ －
剧场、影剧院数 个 １１ －
体育场、馆数 个 ３７ －
＃体育馆数 个 ２３ －

广播电视

电视综合覆盖率 ％ ９７．５９ －
广播综合覆盖率 ％ ９６．１１ －

教育

各类学校数 所 ７３０ －
职业中学 所 ２８ －
普通中学 所 ２５２ －
小学 所 ４５０ －

在校学生数 万人 ５３．２５ －
职业中学 万人 １．６７ －
普通中学 万人 ２２．３５ －
小学 万人 ２９．２３ －

４８３ 　　附录



卫 生 福 利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卫生

卫生机构数 个 ４３５６ １．５
＃医院、卫生院数 个 ３５３ ３．２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３４７８４ １３．８
＃医师 人 ９６０５ １１．０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２９３４５ ８．８
＃医院床位数 张 ２０４３３ ８．９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人 １７．１ １１．０
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 张 ５２ ８．３

社会福利

养老总床位数 张 １９８６４ －
养老服务机构 个 ８６ －
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 张 １１４１５ －
养老服务机构入住人数 人 ６０１８ －
农村互助幸福院 所 ８７６ －
幸福院床位数 张 ７０９３ －
城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个 ３３ －
日间照料中心床位数 张 １３５６ －
社会福利院 个 １ －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 张 ４６０ －
社会福利院收养人数 人 ３００ －
儿童福利院 个 １ －
儿童福利院床位数 张 ３００ －
儿童福利院收养人数 人 １６４ －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１７０４０ －

价 格 指 数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 １０１．３ １．３
非食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１．９ １．９
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 １０２．３ ２．３
扣除鲜菜鲜果总指数 ％ １０１．５ １．５
消费品价格指数 ％ １００．７ ０．７
　食品烟酒 ％ ９９．６ －０．４
　衣着 ％ １０１．６ １．６
　居住 ％ １０１．７ １．７
　生活用品及服务 ％ １０１．４ １．４
　交通和通信 ％ １０１．５ １．５
　教育文化和娱乐 ％ １００．２ ０．２
　医疗保健 ％ １０７．０ ７．０
　其他用品和服务 ％ １０１．５ １．５
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 ％ １００．７ ０．７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 １０５．５ ５．５

５８３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人 民 生 活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７年 同比±％

全体居民生活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７７７５ ９．３
工资性收入 元 ９７７６ ３．２
经营净收入 元 ３３７７ ２４．２
财产净收入 元 １４２３ ３５．７
转移净收入 元 ３１９９ ５．７

城镇居民生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９８０８ ８．５
工资性收入 元 １９９７７ ８．７
经营净收入 元 １６３５ ２８．２
财产净收入 元 ２６８２ ７．８
转移净收入 元 ５５１４ ３．１

农村居民生活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０２６０ ９．０
工资性收入 元 ４５８５ １４．０
经营净收入 元 ３５９１ ０．０
财产净收入 元 ２３８ ４０．０
转移净收入 元 １８４６ ５９．０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一）

县市区
城镇化率

（％）

生产总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第一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第二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第三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渭南市 ４６．３２ １６５６．６２ ８．３ ２３０．５０ ４．８ ７７８．４１ ９．５ ６４７．７１ ８．２
临渭辖区 ５１．７９ ３７０．５２ ８．２ ３７．６４ ４．６ １７０．５２ ９．０ １６２．３６ ８．４
　临渭区 － ２８８．７１ ８．０ ３７．３１ ４．６ １２１．４１ ８．５ １２９．９９ ８．７
　高新区 － ８１．８１ ８．９ ０．３２ －０．５ ４９．１１ １０．３ ３２．３７ ７．３
　经开区 － － － － － － － － －
华州区 ４７．７６ ９４．９８ ８．７ １０．３５ ４．７ ５７．１０ ９．６ ２７．５３ ８．５
潼关县 ４６．１３ ４５．７７ ７．６ ３．７９ ４．９ ２２．８７ １０．７ １９．１１ ４．９
大荔县 ３９．０３ １３４．２４ ７．４ ３４．５８ ５．１ ３６．４６ １１．２ ６３．２１ ７．０
合阳县 ４３．０１ ９２．４５ ８．０ １９．７５ ５．６ ２６．６２ １２．６ ４６．０８ ７．２
澄城县 ４３．０５ ８５．６９ ７．６ ２１．７２ ４．７ ２３．９２ ９．８ ４０．０５ ７．９
蒲城县 ４１．０１ １８１．５３ ８．０ ２６．１１ ４．８ ８２．１４ ９．０ ７３．２８ ８．０
白水县 ４５．６６ ７２．２３ ７．７ ２５．６６ ５．０ １７．８０ １１．３ ２８．７７ ８．２
富平县 ４０．５１ １４４．４８ ８．３ ２９．０３ ４．６ ５８．１１ ８．８ ５７．３４ ９．８
韩城市 ６７．４１ ３４９．００ ９．５ １５．６２ ４．６ ２５０．３０ ９．９ ８３．０８ ９．２
华阴市 ５６．３３ ８４．９６ ８．２ ６．２４ ５．２ ３２．２６ ９．５ ４６．４６ ７．７

　：经开区数据包含在临渭区。

６８３ 　　附录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市区
人均ＧＤＰ
（元）

非公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比重

（％）

粮食总产量

绝对量

（万吨）

同比

±％

水果总产量

绝对量

（万吨）

同比

±％

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
同比
±％

渭南市 ３０８０８ ８３３．８０ ５０．３０ ２１１．５４ ０．０１ ３４５．３６ ５．５５ ９．７
临渭辖区 ４１２０８ １７５．１４ ４７．２７ ３４．２３ ０．０８ ３０．２２ ３．２０ ９．９
　临渭区 － １３４．６３ ４６．６３ ２８．５２ －０．０５ ２５．２９ ３．４３ ９．１
　高新区 － ４０．５１ ４９．５２ ０．３３ －１．５９ ０．２７ ３．９０ １０．６
　经开区 － － － ５．３８ ０．８９ ４．６６ ２．０１ －
华州区 ２８９８８ ２５．２５ ２６．５９ １１．４０ －０．４９ ３．３０ ８．８１ ９．８
潼关县 ２８７３７ ２２．６７ ４９．５３ ４．４１ ０．０４ １．１６ －５．９３ １１．７
大荔县 １９０７９ ７０．９９ ５２．８８ ２７．８７ １．１４ ６７．０８ ７．１４ １２．０
合阳县 ２０８３８ ４９．０７ ５３．２２ ２０．４０ ０．４７ ４２．０９ ６．９８ １１．９
澄城县 ２１８１６ ４４．８９ ５２．３８ １７．２５ －１．８７ ５３．７１ ８．１７ ９．３
蒲城县 ２４１６６ ８３．７２ ４６．１２ ３４．５４ ０．９３ ３７．６０ ７．８９ ９．１
白水县 ２５４６１ ３７．６９ ５２．１８ １０．９０ －０．０７ ５９．６９ １．５０ １１．６
富平县 １９１９０ ７７．５１ ５３．６５ ３６．０４ ０．０５ ３６．４５ ４．２３ ８．９
韩城市 ８７２０２ ２０３．５７ ５８．３３ ６．５１ －５．２９ １３．０７ ４．６０ ９．８
华阴市 ３２２９３ ４３．２６ ５０．９２ ８．００ －０．０６ ０．９８ ６．３２ ９．９

　：经开区数据包含在临渭区。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市区

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绝对量
总产值

同比
±％

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用电量

绝对量
（万千瓦时）

同比
±％

规模以上工业综合
能源消费量

绝对量
（吨标准煤）

同比
±％

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单耗

绝对量
（吨标准煤）

同比
±％

渭南市 ２１１３．６０ ２６．７ １１３８８４０ ５．１ １６７８９９８７ －２．６ ０．８２ －２３．７
临渭辖区 ３４７．８４ ２５．０ ７３９７９ ２４．０ １５８３３４３ －２．０ ０．５５ －２４．２
　临渭区 ７２．４０ ７．１ ２８５３ ２５．８ ７１３１ －１．３ ０．０５ －６．０
　高新区 １８２．２４ ３２．１ ６２４１４ ２３．３ １５４０６６９ －２．０ ０．８５ －２５．９
　经开区 ９３．１９ ２８．０ ８７１２ ２８．６ ３５５４３ －１．８ ０．０４ －２３．３
华州区 ８４．７０ ５０．８ １３２９７０ －１．０ １３２４２４８ －６．０ １．５６ －３７．６
潼关县 ６９．７０ ２９．９ ７８９９ －２８．４ ９８３２ －１９．２ ０．０１ －３７．８
大荔县 ９４．８６ ２７．９ ９２４７ －３１．９ １１５６３ －３４．１ ０．０１ －４８．５
合阳县 ５１．２２ ３３．５ ３８０３ ５．０ ６０４６ －４．６ ０．０１ －２８．５
澄城县 ７５．３８ ２２．１ ９５８３７ ２２．６ ３０９６２１ ２．０ ０．４４ －１８．２
蒲城县 ２５８．１２ １８．６ ２２９４００ ０．５ ５０４０６８７ －８．６ １．９５ －２２．９
白水县 ４７．１９ ２４．５ １００９４ ６．４ ７４２６５ －３０．７ ０．１６ －４４．３
富平县 ２３０．７５ １１．２ ９６２４８ １０．８ ６８８２１４ －０．８ ０．３０ －１０．８
韩城市 ７３０．８１ ３４．７ ４１１３０２ ９．６ ６６１５７１１ ５．０ ０．９１ －２２．０
华阴市 １１０．０４ ２６．２ ６８０６２ －１８．０ １１２６４５９ －１０．６ １．０２ －２９．１

７８３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四）

县市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量（亿元）
同比
±％

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工业投资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渭南市 ２７３１．２２ １９．３ ２６８１．８４ ２０．１ ４４１．４８ －３．９ ６５１．８５ １３．６
临渭辖区 ６７１．７７ １８．９ ６６７．５７ １９．７ １４０．５７ ２３．１ １７７．２４ １３．６
　临渭区 ３８２．５０ １７．０ ３７８．３０ １８．２ １３．９５ －２９．３ １３２．７６ １４．０
　高新区 ２０９．６１ １８．０ ２０９．６１ １８．２ ９０．７７ ２８．９ ４４．４８ １２．２
　经开区 ７９．６５ ３１．７ ７９．６５ ３２．２ ３５．８６ ４９．０ － －
华州区 ２２２．６２ １８．４ ２１９．７２ ２０．０ １９．８０ －２７．３ ２５．５８ １３．６
潼关县 ７８．６３ ２３．０ ７７．４３ ２６．４ ２８．８９ ６０．６ １７．７３ １３．２
大荔县 １７９．１７ ２２．０ １７２．１７ ２４．２ ２２．５１ ０．２ ７８．５３ １３．１
合阳县 １６１．４２ １９．０ １５８．７２ ２０．３ ２４．８３ －３１．６ ４２．５１ １３．８
澄城县 １２５．３０ ２２．０ １２０．１５ ２２．７ ２１．６２ －３４．０ ３９．１６ １３．３
蒲城县 ３５４．３６ １６．９ ３４６．３６ １７．６ ２８．２５ －９．１ ７７．９１ １３．２
白水县 １０８．０３ １６．６ １０３．７１ １６．８ ９．３７ ２４．９ ２９．９１ １３．５
富平县 ２１８．０５ １７．３ ２０８．９５ １８．０ ３８．５０ －２２．２ ７５．４５ １４．１
韩城市 ４９０．３７ ２０．６ ４８６．８７ ２０．４ ９５．７１ －１０．８ ５５．２６ １４．５
华阴市 １２１．５０ ２２．７ １２０．１９ ２２．１ １１．４２ －１３．２ ３２．５７ １３．４

　：经开区数据包含在临渭区。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五）

县市区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绝对量
（元）

同比
±％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绝对量
（元）

同比
±％

渭南市 ４０６．４１ １４．７ １７７７５ ９．３ ２９８０８ ８．５ １０２６０ ９．０
临渭辖区 １５８．１８ １１．６ １９７６５ ９．２ ３１６４０ ８．８ １０６６３ ８．８
　临渭区 １３１．９１ １０．１ － － － － － －
　高新区 ２６．２７ ２０．１ － － － － － －
　经开区 － － － － － － － －
华州区 １０．４８ １６．４ １７１７６ ９．９ ２９３３２ ８．８ ９８８５ ８．８
潼关县 １７．３６ １７．６ １７０８８ ９．５ ２７７８０ ８．１ ９９３０ ９．６
大荔县 ３０．８７ １６．４ １６３５８ ９．１ ２８３３５ ８．２ １１００１ ８．９
合阳县 １９．６９ １７．０ １５４７８ ９．４ ２７６００ ８．３ ９１２２ ９．８
澄城县 １４．７６ １８．４ １６４１２ ９．７ ２９３６２ ８．３ ９０５８ ９．１
蒲城县 ３５．０２ １４．２ １６９１４ ９．０ ２９７７２ ８．４ １００９７ ９．２
白水县 １４．２０ １８．６ １６７２８ ９．３ ２７８５６ ８．２ ９８８３ ９．３
富平县 ４８．７２ １７．７ １６３８９ ９．８ ２９７６５ ８．４ １００２０ ９．３
韩城市 ３４．６９ １６．１ ２４２３５ ８．７ ３２４２０ ８．９ １３５３８ ９．２
华阴市 ２２．４４ １７．２ １９６２６ ８．９ ２８８６６ ８．７ ９６５６ ９．０

　　：经开区数据包含在临渭区。

８８３ 　　附录



各县市区主要经济指标（六）

县市区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绝对量
（万元）

同比
±％

财政支出

绝对量
（万元）

同比
±％

全　市 ７３５３７９ １１．９ ４０７６５１４ １５．６
市本级 １３３８２６ １．９ ５２３０２７ １９．３
　＃本级 １１５５９４ ０．１ ４４１０４０ １４．７
卤阳湖 ３４５７ ２．６ ２０７３５ １２２．０
经开区 １４７７５ １９．４ ６１２５２ ３６．６

县级小计 ６０１５５３ １４．４ ３５５３４８７ １５．１
　临渭区 ３５０９４ ２．９ ４３１０６４ ２．２
　高新区 ２３６００ ９．３ ２０７１７０ ２１．１
　华州区 ２２９３７ －１６．６ １８６６８８ ２２．７
　潼关县 ２１０１８ －５．８ １３８８００ １．６
　大荔县 １８２６０ －６．９ ３７００３９ １４．３
　合阳县 ５７１１５ ３．３ ４１９３００ １２．７
　澄城县 ２６６０６ －６．７ ２８９８５８ ２０．９
　蒲城县 １１８０５ ４．５ ２３０４６６ １１．５
　白水县 ３０１４５８ ３９．４ ４８３９８４ ２５．２
　富平县 １８６０９ ３９．４ ２８５１００ １２．７
　韩城市 ４８６０３ ８．０ ４５８５２０ ２３．２
　华阴市 １６４４８ －３７．１ ５２４９８ ３．７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一）

县市区
常住人口

（万人）

城镇化率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生产总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第一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第二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陕西省 ３８３５．４４ ５６．７９ １．４５２１８９８．８１ ８．０ １７３９．４５ ４．６１０８９５．３８ ７．９
西安市 ９６１．６７ ７３．４２ －０．０１ ７４６９．８５ ７．７ ２８１．１２ ４．６ ２５９６．０８ ５．５
铜川市 ８３．３４ ６４．６３ ０．４３ ３４８．５９ ７．６ ２４．５４ ４．７ １７９．７６ ７．２
宝鸡市 ３７８．１０ ５２．１２ １．３６ ２１７９．８１ ８．７ １７５．３２ ４．３ １４０４．８１ ９．４
咸阳市 ４３７．６０ ５０．２６ －０．５８ ２３４０．６５ ８．１ ３１２．１７ ４．３ １３６９．６４ ８．６
渭南市 ５３８．２９ ４６．３２ ２．２５ １６５６．６２ ８．３ ２３０．５０ ４．８ ７７８．４１ ９．５
延安市 ２２６．３１ ６０．７９ １．７０ １２６６．３９ ７．６ １１９．８８ ５．０ ７１２．２３ ６．６
汉中市 ３４４．９３ ４９．３１ １．５１ １３３３．３０ ９．６ ２０９．９８ ５．１ ６１７．８８ １２．８
榆林市 ３４０．３３ ５７．７４ １．４９ ３３１８．３９ ８．０ １６７．６８ ５．０ ２０８６．０８ ６．０
安康市 ２６６．１０ ４７．３１ １．７２ ９７４．６６ １０．５ １０４．６２ ５．０ ５２９．６９ １３．５
商洛市 ２３８．１３ ４５．６１ ２．１２ ８００．７７ ９．５ ９８．１８ ４．４ ４４２．２３ １１．４
杨凌区 ２０．６４ ６４．０９ ０．６４ １４１．２７ ９．５ ７．７５ ４．４ ７８．４９ １３．９

９８３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二）

县市区

第三产业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人均
生产
总值
（元）

非公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占ＧＤＰ
比重
（％）

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陕西省 ９２６３．９８ ８．７ ５７２６６１１８４９．２２ ５４．１ － － － －
西安市 ４５９２．６５ ９．２ ７８３４６ ３９６２．５０ ５３．０ ４９７．３９ ４．８ ３１２．４６ ４．８
铜川市 １４４．３０ ８．５ ４１４８４ １８１．４７ ５２．１ ４５．５５ ４．７ ２５．５５ ４．８
宝鸡市 ５９９．６９ ８．７ ５７６９７ １１０４．６１ ５０．７ ３０９．８５ ４．６ １８３．９６ ４．４
咸阳市 ６５８．８４ ９．０ ５３５４６ １２３２．６６ ５２．７ ５５２．６０ ５．１ ３３１．１６ ４．５
渭南市 ６４７．７１ ８．２ ３０８０８ ８３３．８０ ５０．３ ４３０．５５ ５．０ ２４２．９９ ４．９
延安市 ４３４．２８ １０．０ ５６０８６ ３６４．７８ ２８．８ ２１４．０９ ５．１ １２３．００ ５．１
汉中市 ５０５．４３ ７．８ ３８６７１ ６９４．７６ ５２．１ ３７１．３３ ４．９ ２１６．９９ ５．０
榆林市 １０６４．６３ １１．８ ９７８１１ １４０６．６８ ４２．４ ２９２．２１ ５．２ １７４．６０ ５．２
安康市 ３４０．３４ ７．７ ３６６６２ ５６６．４０ ５８．１ １０６．６９ ４．９ １０６．６９ ４．９
商洛市 ２６０．３６ ８．５ ３３６９５ ４４１．６６ ５５．２ １８１．１４ ４．５ １０３．０５ ４．６
杨凌区 ５５．０３ ４．５ ６８６９６ ８１．３７ ５７．６ １３．４５ ４．６ ８．１８ ４．７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三）

县市区

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同比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固定资产投资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陕西省 ２４８５４．４３ １８．８ ８．２ ２３８１９．３８ １４．４ ２３４６８．２１ １４．６
西安市 ５６８５．５４ ５．４ ５．８ ７５５６．４７ １２．９ ７４５２．６９ １３．３
铜川市 ６３９．１７ １９．８ ７．５ ４７６．２９ １２．５ ４７１．１５ １５．０
宝鸡市 ３１９６．３５ ２６．４ ９．７ ３８５６．６７ ２０．５ ３７４６．４９ ２０．２
咸阳市 ３１９７．２１ １５．２ ８．５ ２３８２．６７ １１．３ ２３４１．８３ １１．４
渭南市 ２１１３．６０ ２６．７ ９．７ ２７３１．２２ １９．３ ２６８１．８４ ２０．１
延安市 １３０４．０２ ２６．６ ７．０ １２８３．６５ －５．６ １１８１．６９ －１．８
汉中市 １２４３．９９ ２３．３ １３．７ １４４３．２１ １９．３ １３０５．６７ ２３．０
榆林市 ４２３４．６４ ２７．６ ５．７ １５７７．１０ ７．５ １４００．８３ １１．４
安康市 １３８５．４６ ２２．６ １５．８ １１４９．３２ ２４．１ １０７２．０３ ２３．５
商洛市 １１８９．４４ ２５．６ １４．５ １１５６．６５ ２３．６ １１０４．２７ ２２．０
杨凌区 １８５．６１ １５．７ １５．１ ２０６．１２ １５．２ ２０１．７５ １５．４

　　注：该数据不含军工产值。

０９３ 　　附录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四）

县市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绝对量
（亿元）

同口径
比±％

财政支出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海关进出口总额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其中：出口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陕西省 ２００６．３９ １１．９ ４８３３．０８ １０．１ ２７１４．９３ ３７．４ １６５９．８０ ５８．８
西安市 ６５４．３９ ９．７ １０４４．８６ ７．１ ２５４５．４１ ３９．１ １５５２．３８ ６３．９
铜川市 ２０．０６ ９．３ １１７．６３ ２１．４ ３．４６ ６１．５ ３．４４ ６０．６
宝鸡市 ８１．０８ ９．７ ３０１．５９ ６．６ ５７．５２ －９．６ ３５．８３ －２１．３
咸阳市 ７７．２８ １５．０ ３４６．５７ ８．２ ３８．６４ ２８．７ １９．２９ １９．９
渭南市 ７３．５４ １１．９ ４０７．６５ １５．６ １１．５７ －４．５ １０．２１ －４．０
延安市 １４０．０６ ７．３ ３５３．２８ ７．９ １．７８ ２１．９ １．６４ ４０．７
汉中市 ４５．６５ ９．６ ３１１．７０ １１．３ ９．１３ ３０．０ ６．１３ ２７．８
榆林市 ３１２．９４ ３４．５ ５５５．５４ １７．８ １２．４１ ２８．１ ７．１４ ７４．７
安康市 ２８．０３ ７．４ ２７４．４１ １０．７ ３．０１ ４８．８ ２．８１ ５２．１
商洛市 ２１．７６ ９．１ ２１０．９８ ９．３ ２１．６９ ５０．４ １７．５０ ７７．６
杨凌区 ９．９１ ８．５ ２７．０６ ７．７ ５．６８ ７３．８ ３．１７ ９８．９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五）

县市区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限额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

绝对量
（亿元）

同比
±％

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绝对量
（元）

同比
±％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绝对量
（元）

同比
±％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绝对量
（元）

同比
±％

陕西省 ８２３６．３７ １１．８ ５２３９．９４ １２．３ ２０６３５ ９．３ ３０８１０ ８．３ １０２６５ ９．２
西安市 ４３２９．５１ １０．５ ２９０９．５４ ９．６ ３２５９７ ８．５ ３８５３６ ８．２ １６５２２ ８．８
铜川市 １５３．２６ １３．５ ８７．１０ １５．４ ２２５６２ ９．４ ２９９２８ ８．５ １０３４６ ９．２
宝鸡市 ８００．８８ １４．１ ５２２．３６ １７．５ ２１８８０ ９．２ ３４３５１ ８．３ １１２０９ ９．０
咸阳市 ６１３．０４ １４．０ ４３３．９２ １６．７ ２１８３８ ９．２ ３４２４６ ８．２ １１４３０ ９．１
渭南市 ６５１．８５ １３．６ ４０６．４１ １４．７ １７７７５ ９．３ ２９８０８ ８．５ １０２６０ ９．０
延安市 ２８４．６５ １０．４ １４５．６３ ９．７ ２３０４５ ９．１ ３３１６８ ８．１ １１５２５ ９．１
汉中市 ４２１．０５ １４．１ ２４４．９５ １７．３ １７１６６ ９．５ ２７８１２ ８．７ ９６６６ ９．２
榆林市 ４７２．１２ １１．９ ２３４．０６ １５．０ ２２３１８ ９．１ ３２１５３ ８．０ １１５３４ ９．０
安康市 ２９７．１４ １４．４ １８９．３８ １５．９ １６７０２ ９．７ ２８１５８ ８．５ ９３９４ ９．４
商洛市 １９３．７３ １０．８ ５３．０９ １６．５ １５０３４ ９．８ ２７６４７ ８．６ ９１３２ ９．３
杨凌区 １９．１３ １４．２ １３．５２ １８．７ ２９２９８ ９．４ ３８３３６ ８．０ １６３４４ ９．３

１９３渭南市主要经济社会指标　　



黄河金三角各市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三门峡市

总量
增速
（％）

运城市

总量
增速
（％）

临汾市

总量
增速
（％）

渭南市

总量
增速
（％）

常住人口 万人 ４４８．１５ ５．３ ５３３．６０ ０．６ ４４８．１５ ５．３ ５３８．２９ ０．２

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３２０．１２ ５．５１３３６．１０ ７．０１３２０．１２ ５．５１６５６．６２ ８．３

　第一产业 亿元 ９４．７２ ３．１ ２１３．１０ ３．７ ９４．７２ ３．１ ２３０．５０ ４．８

　第二产业 亿元 ６１１．２５ ３．０ ４８６．８０ ８．１ ６１１．２５ ３．０ ７７８．４１ ９．５

　第三产业 亿元 ６１４．１５ ８．６ ６３６．２０ ７．２ ６１４．１５ ８．６ ６４７．７１ ８．２

人均ＧＤＰ 元 ２９５３４ － ２５１１２ － ２９５３４ － ３０８０８ ８．０

工业增加值 亿元 － － ３８２．３０ ８．７ － － － ９．６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４１３．００ １．０ ３０２．７０ ８．９ ４１３．００ １．０ － ９．７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 － － － －２７３１．２２ １９．３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５７８．９４ ６．９ ６１６．１０ ６．１ ５７８．９４ ６．９２６８１．８４ ２０．１

　　＃房地产开发投资 亿元 １０３．１４ ５．８ ９０．６０ －２２．１ １０３．１４ ５．８ １１３．８１ １７．４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６５３．０８ ７．２ ７５２．８０ ６．８ ６５３．０８ ７．２ ６５１．８５ １３．６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亿元 １６８．０９ ６．２ ３１７．２０ ３．８ １６８．０９ ６．２ ４０６．４１ １４．７

财政总收入 亿元 ２０４．８２ ３７．４ １２９．６０ ２２．２ ２０４．８２ ３７．４ １３１．６０ １８．９

　＃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９７．１０ １２．９ ６７．１０ １３．５ ９７．１０ １２．９ ７３．５４ １１．９

财政支出 亿元 ３３４．９７ ７．２ ３０２．８０ ５．２ ３３４．９７ ７．２ ４０７．６５ １５．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８８７３ ６．６ ２７３０２ ６．５ ２８８７３ ６．６ ２９８０８ ８．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０７４２ ７．４ ９９９２ ６．７ １０７４２ ７．４ １０２６０ ９．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１００．４ ０．４ １００．６ ０．６ １００．４ ０．４ １０１．３ １．３

　　注：常住人口增速为自然增长率。

２９３ 　　附录



索　　引

说　　明

一、　本索引是《渭南年鉴》（２０１８）的内容分析索引。按主题词的汉语拼音字母（同音字按声调）顺
序排列。

二、　类目、分目标题采用黑体字。目录、文内插图、彩色插页不作索引。
三、　索引款目用宋体字排印，表格注有“（表）”字样。标引词后面的数字表示内容所在页码，数字

后的ａ、ｂ表示栏别（从左到右）。
四、　同一主题的“参见”内容，在索引款目后分别标注页码和栏别；与主题有关的内容作为“附见”

于次行缩进二字起排。“参见”和“附见”按内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

Ａ
ＡＡＡＡ级景区　１９１ｂ
Ａ级景区创建　１８９ａ
“爱心１００”助学　１７０ａ
安防风控　１７８ｂ
安全管理　１１４ａ
安全生产　６ａ　９６ｂ　１６２ａ　１６３ｂ　１９１ａ

　２４３ｂ
安全生产培训　２４５ｂ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　２４４ｂ
安全生产宣传　２４５ａ
安全文化建设　２４５ａ
安全政策落实　１６１ｂ
案管室　１２４ａ
案管中心　１２４ａ
案件查办　５２ｂ　２４２ｂ
澳大利亚天赖列车慈善机构　１０６ａ
澳门工商界人士考察团　１０８ａ

Ｂ
白酒产量　１５７ｂ
白水雷公循环经济产业园　３５１ｂ
白水苹果　１３１ｂ　１３５ｂ　３３８ｂ
白水苹果产业园　３５１ａ

白水县　３３７ｂ
白水县概况　３３８ａ
白水现代果业机械研发生产基地　３５２ａ
百万级火电厂　１６２ａ
班子能力建设　１１６ｂ
办理再贴现　２１５ａ
办事效率　７５ｂ
包裹快递业务　１７８ａ
包联帮扶工作队　１４５ｂ
包装净含量抽查　２３７ｂ
保费收入　２１３ｂ
保费增量　２２９ｂ
保险行业　２１３ｂ
保险赔款　２１３ｂ
保险业　４ｂ　３０７ｂ
保增长突出贡献先进单位　１５２ａ
保障服务　３４８ａ
保障经济发展　２０９ａ
保障民生　２０９ｂ
保障任务　１１６ａ
保障性安居工程　２０６ａ　２０７ａ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２１０ａ
报社经营　２７１ｂ
报纸常设栏目优化升级　２７１ａ
报纸改革　２７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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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宣传　２７０ａ
北干流管理　１４４ａ
北湖公园项目　１９８ａ
北人印机　１４９ｂ
北新建材富平项目　１５６ｂ
备案事项整合　１２０ｂ
避灾生态移民　２０９ｂ
卞伟　２８９ａ
便民服务　４１ａ　２００ｂ
标准化档案室　４９ａ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１３８ａ
标准化学校数　２５１ａ
标准化玉米地膜覆盖垄侧种植技术　１３３ａ
标准化战略　２３７ｂ
博物馆　２６６ａ
博物馆工作　２６７ｂ
补助资金　２０９ａ
不动产登记　２４６ｂ
不可移动文物点　２６６ａ
不良贷款　２１７ｂ
部队安全管理　１１６ａ

Ｃ
财力性转移支付　２０８ｂ
财政　４ｂ　２０８ａ　３０７ｂ
财政扶持项目　２０９ａ
财政管理　２１０ａ
财政金融　３０１ａ
财政民生支出　２０９ｂ
财政情况（表）　３８３
财政审计　２３６ｂ
财政收入　２０８ａ
财政税收　３２２ｂ
财政贴息就业担保贷款　２１０ａ
财政支出　２０８ｂ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２０９ｂ
财政综合保障　２０８ｂ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　１２７ｂ
采矿权年检　２４６ａ
“菜篮子”建设　１３３ａ
参合人数　２７７ａ
参政议政　８５ｂ　８７ｂ　９３ａ　１０６ｂ　１０８ａ

残疾人就业　１０４ａ
残疾人康复　１０４ａ
残疾人维权　１０５ａ
残疾人文化活动周　１０５ａ
残疾人文化建设　１０４ｂ
曹村镇　３３０ｂ
厕所革命　１８８ｂ
测绘普查　１９７ａ
查办职务犯罪　１２５ｂ
拆除违建２００ｂ
拆改燃煤锅炉　２３３ａ
产煤县　１５９ｂ
产销协作　１８２ａ
产学研基地　３４１ｂ
产业发展　３４１ａ　３４３ｂ
产业发展基金母基金　２３４ｂ
产业扶贫　１３２ｂ　１３７ａ
产业扶贫贷款　２２０ｂ
产业扶贫发展资金　１３２ｂ
产业融合发展　２７３ｂ
产业调整　２３２ｂ
产业投资母基金　２０９ａ
产业新城　３４３ａ
产业引导基金　６５ｂ
长安杯　２０６ｂ
长安银行　２２７ａ
长安银行存款　２２７ａ
长安银行贷款　２２７ａ
场馆建设　２７６ａ
畅家村　１９９ａ
畅家村　３２５ｂ
车驾管服务创新　１２３ｂ
陈宏书画展　８８ｂ
陈竺来渭　２５ｂ
承办体育赛事　２７５ａ
城建投资　１９７ｂ
城建项目　１９７ｂ
城市公共交通　１７４ａ
城市管理　１９９ａ
城市规划　１９６ａ　３４３ｂ
城市建设　３１８ｂ　３２６ａ　３４２ａ
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１９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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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低保　６７ｂ
城乡建设　１９７ｂ　３１３ａ　３２２ａ　３２８ａ

　３３０ａ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３２ａ
城乡面貌　６３ａ
城镇化率　６３ａ
城镇建设　３３３ｂ　３３９ｂ
城镇新增就业　２３２ａ
澄城工业园　３４９ａ
澄城农业园区　３４９ｂ
澄城县　３３４ｂ
澄城县概况　３３５ａ
澄合矿业煤制气项目　３３５ｂ
抽黄供水工程　１９８ａ
抽检渭南制造业产品　２３８ａ
出国金融业务　２２６ａ
出入境管理　１２４ａ
出生人口　２７７ｂ
出生人口性别比　２７７ｂ
处非工作　２１４ａ
畜产品加工　１３２ａ
畜牧产量　１３７ｂ
畜牧产业规划　１３７ｂ
畜牧产业转型升级　１３７ｂ
畜牧品牌建设　１３８ａ
畜牧兽医　１３７ａ
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　１３８ａ
船舶检验　１７５ｂ
船员管理　１７５ｂ
创建工作宣传　２７０ｂ
创建任务　２８０ｂ
创建省级文明工地　２０６ｂ
创建市级文明工地　２０６ｂ
创客空间建设　１５５ｂ
创新创业　６３ｂ　２５３ｂ
创新创业大赛　２６１ａ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２５５ａ
创新国际交流平台　６９ｂ
创新警务　１２２ｂ
春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１３８ｂ
从严治党　６ｂ
村级电商服务站　３２５ａ

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　３３５ａ
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２７６ａ
村居民建房监管　２００ｂ
村史馆示范点　２６４ａ
存款余额　２１４ｂ

Ｄ
打击传销　２４３ａ
打击涉盐违法行为　１８５ａ
大病保险　２２８ｂ　２７７ａ
大地财险　２２９ａ
大地财险保费收入　２２９ａ
大地财险本部　２２９ｂ
大地财险利润　２２９ａ
大地车险理赔　２２９ｂ
大华山国际旅游目的地　１９０ａ
大荔朝邑平罗村　１４５ｂ
大荔德飞新能源　１４９ｂ
大荔冬枣　１３１ｂ　１３５ｂ
大荔冬枣现代科技产业园　２３２ｂ
大荔经开区　３４６ｂ
大荔沙苑　２７６ｂ
大荔天食食品　１５８ｂ
大荔县　３２４ａ
大荔县概况　３２４ｂ
大流量套餐销售　１６７ｂ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０３ａ
大事记　２５ａ
大型风电　１５３ａ
大型灌区续建　１４１ｂ
大型现代煤化工项目　１５４ａ
大学生假期进政府机关见习　１２１ａ
大学生实体创业项目　２５３ｂ
大中型非贴贷款　２２２ａ
代理金融业务　１７８ａ
贷款投放　２２７ａ
贷款余额　２１４ｂ
担保贷款　２３４ｂ
淡村法庭　１２８ａ
档案　４８ｂ
档案安全　４９ａ
档案服务　４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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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利用　４８ｂ
档案信息化４９ａ
档案宣传　４９ａ
档案执法检查　４９ａ
档案资源　４８ｂ
党家村景区　１９４ａ
党建活动　３２ｂ
党内问责　７ｂ　５２ｂ
党史编撰　４７ａ
党史宣传教育　４８ａ
党史资料征编　４７ｂ
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４７ａ
党史资政研究　４７ｂ
党组织建设　７ｂ
道路交通平安建设　２４５ａ
道路交通事故　２４３ｂ
登记失业率　２３２ａ
低保　６ｂ
低辐射镀膜玻璃　１５２ａ
地产品牌推广　１８１ｂ
地方财政收入　２３２ａ
地方电力　１６２ｂ
地方税务　２１２ａ
地方志　７４ａ
地理区域标志　１３６ａ
地理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１６５ａ
地情网　７４ｂ
地税收入　２１２ａ
地下管线普查　１９７ａ
地震测报　２８３ｂ
地震应急救援　２８４ｂ
地震应急演练　２８５ａ
地质遗迹标识　１９１ｂ
地质灾害监测点　２４６ａ
帝亚纯电动车　１５４ｂ
第六届国家创新创业大赛　３４１ａ
第十个廉政教育月　５２ｂ
第四届“十大孝子”颁奖典礼　６９ｂ
典当行　２１４ａ
碘盐覆盖率　１８６ａ
碘盐合格率　１８６ａ
电价改革　２４０ｂ

电解铝行业　１５１ａ
电力　１５２ｂ
电力供应　１６１ｂ　１６２ａ
电力设施　１６２ａ
电力直接交易　１６３ｂ
电商扶贫　１４５ｂ
电商精准扶贫　１８７ｂ
电商快包　１７８ａ
电商龙头企业　１８１ａ　１８７ｂ
电商培训　１８１ａ　１８７ａ
电商企业　１８６ｂ
电商销售额　１８１ａ　１８７ａ
电商协会　１８７ａ
电声警报器　１１９ａ
电网建设　１６２ａ　１６３ａ
电信　３ｂ
电信事业　１６６ｂ
电信收入　１６６ｂ
电子电器回收置利用项目　３４８ａ
电子缴税　２１６ｂ
电子商务　１６６ａ　１８１ａ　１８６ｂ
电子商务工作　１８７ａ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１８１ａ　１８７ｂ
电子商务销售额　２３２ｂ
电子税务局　２１１ｂ
电子直接交易　１５３ａ
丁二醇　１５３ｂ
定点医疗机构　６８ａ
定制化培训服务　１１１ｂ
东大门建设财税政策　２０８ｂ
东雷上锣鼓　３３４ａ
东区产业规划　３４７ａ
东西部扶贫协作　２３３ａ
动物防疫　１３８ｂ
动植物　１ｂ
督查督办　６４ｂ
督查考核　２８１ｂ
读志用志　７５ａ
对口帮扶合作　６６ａ
对外交流　２４８ａ
对外经济贸易　１８１ａ　１８６ａ
对外贸易　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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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宣传　２７０ｂ
多规合一　１９６ｂ

Ｅ
儿童白血病救助　１０９ｂ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１０９ｂ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３３７ａ
２０１７年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名录　３３３ｂ
２０１７年中国果业品牌建设突出贡献奖

１３５ｂ　１３６ａ

Ｆ
发电总装机容量　１６２ａ
发放再贷款　２１５ａ
发挥老干部作用　４５ａ
发明专利申请量　２６０ｂ
发票管理　２１１ｂ
发展与改革　２３２ａ
法律顾问　１２９ｂ
法律救助　１２７ｂ
法律事务　１２９ｂ
法律援助　１２９ｂ
法院当场登记立案率　１２７ｂ
法治渭南　３８ａ
法治信访　７２ｂ
法治政府建设　１２１ｂ
樊建军　２９３ａ
反恐演练　１２２ａ
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２１４ａ
防汛队伍　１４２ｂ
防汛工作　１４２ｂ
防汛抗旱　１４１ａ
防震减灾　２８３ｂ
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２８５ａ
房地产投资　２０６ｂ
房地产业　２０６ｂ
房屋建筑工程　２０６ａ
飞行检查工作　２３９ｂ
非公统战　３６ｂ
非柜面业务　２２４ｂ
非金属矿物质产业　１５６ａ
非煤矿山整顿　２４５ａ

非融资性担保公司　２１４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２６４ｂ
非遗传习馆　２６３ｂ
分级诊疗制度　２７７ａ
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　３５２ａ
粪污治理　１３８ａ
风险防范　１６８ａ　２１７ｂ
凤仪园现代农业园区　３５２ａ
扶贫贷款　２１５ｂ　２２４ｂ
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１４４ｂ
扶贫风险补偿金　２１５ａ
扶贫基金项目　２２３ａ
扶贫开发　１４４ａ
扶贫脱困　６３ｂ
扶贫险　２２８ａ
扶贫小额信贷　１４５ａ
扶贫信贷　２１３ｂ　２２４ａ
扶贫资金　１４４ａ
服务保障　１０８ａ
服务工作　１７０ａ
服务经济发展　１７６ａ
服务企业　３４４ｂ
服务青少年　２８７ｂ
服务社会　２３４ｂ
服务实体经济　２１７ａ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２３３ａ
服务职工　９７ａ
福彩销售　６８ｂ
福利彩票公益金　６８ｂ
抚恤　６９ａ
妇联改革　１００ｂ
妇女创业脱贫　９９ａ
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　９９ｂ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　１００ａ
妇女儿童维权中心　１００ｂ
妇女干部　１００ｂ
妇女手工编织大赛　９９ｂ
妇女议事　１００ｂ
妇委会　１００ｂ
富平淡村镇　３３１ｂ
富平高新区　３４５ｂ
富平国际陶艺博物馆群　１９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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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农产品直供　３２９ｂ
富平陶艺村景区　１９２ｂ
富平县　３２９ａ
富平县地震小区划项目　２８６ａ
富平县概况　３２９ｂ
富平县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２１５ｂ
富平县新庄村唐代墓壁画　２６７ａ
富平县庄里试验区　２３３ｂ
富平银沟遗址　２６７ｂ
富阎产业合作园区　３４５ｂ
富阎协同发展　３２９ｂ
富源工业技术改造项目　３４８ａ

Ｇ
改革创新　５３ｂ　６３ａ
改革开放　３３０ｂ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１９８ｂ
干部队伍建设　１１４ｂ
干部管理　３３ａ
干部教育　４５ｂ
干部培训　４６ａ
干部培训工作　２６７ｂ
干部学院建设　３２ａ
干部驻村联户扶贫１４５ｂ
干杂果经济林　１３４ａ
钢铁业改造　１５１ａ
高标准蔬菜示范园　１３３ｂ
高层次人才引进　４２ｂ
高层次人才合作　２５２ｂ
高纯氧化钼　１５１ｂ
高级别对外交流　７０ａ
高考人数　２５０ｂ
高龄补贴　６８ｂ
高速公路项目投资　１７２ｂ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６１ｂ
高新区蒲城园区　３４１ｂ
高中教育　２５０ｂ
个人核心存款　２２０ｂ
个人消费贷款　２２０ａ
个人信用报告查询　２１６ｂ
个人住房贷款　２２０ａ
各县主要经济指标（表）　３８６

跟踪审计　２３６ｂ
耕地　１ｂ
耕地保护　２４６ａ
耕地保有量　２４６ａ
工程建设　１１８ｂ　２０６ａ
工程造林　１３４ａ
工地扬尘管理　２００ａ
工行　２１９ａ
工行本部搬迁　２１９ａ
工行存款　２１９ａ
工行贷款　２１９ａ
工行机构　２１９ａ
工行净利润　２１９ａ
工会表彰　４０ａ
工会改革　９６ａ
工会信息　９７ｂ
工会组织建设　９６ｂ
工人文化宫　９７ｂ
工商登记电子化　２４２ｂ
工商行政管理　２４２ａ
工信部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　１５４ｂ
工业　３ａ　３００ｂ　３０６ｂ　３１０ｂ　３２１ｂ

　３２５ｂ　３２８ａ　３２９ｂ　３３２ｂ　３３５ａ
　３３９ａ

工业产值　１４８ａ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４９ａ
工业技术创新　１４９ｂ
工业监测协调　１４８ｂ
工业减排　１５０ｂ
工业节能　１５０ｂ
工业经济　１４８ａ　３１７ａ
工业美术　１５０ａ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表）　３７７
工业投资及资金来源情况（表）　３８２
工业项目建设　１４８ｂ
工业宣传促销　１５０ａ
工业园区　１４９ａ
工业增长　１４８ａ
工业占比　１４８ａ
工艺美术大师　１５０ａ
公安　１２２ａ
公安便民　１２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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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队伍满意度　１２４ｂ
公安改革　１２３ｂ
公安检查站　１２３ｂ
公共安全　１２３ａ
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　１２９ｂ
公共服务均等化　２７９ａ
公共服务类项目　１９８ａ
公共服务平台　１５５ｂ
公共设施投资　２３３ａ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２７９ａ
公共文化服务　２６４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２１０ａ
公共文化惠民项目　２６３ｂ
公共资源交易　７６ｂ
公共租赁住房　２０７ｂ
公积金贷款　２０１ａ　２２２ａ
公积金归集扩面　２０２ａ
公积金提取　２０１ｂ
公积金信息化建设　２０２ａ
公积金异地购房贷款　２０１ｂ
公交场站　１７４ｂ
公交车辆更新　１７４ａ
公交经营　１７４ａ
公交线路　１７４ａ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２７６ｂ
公路建设　１７２ｂ
公路建设投资　１７２ｂ
公路交通　１７２ａ
公路网密度　１７２ａ
公路养护支出　１７２ｂ
公路养护质量　１７３ａ
公路总里程　１７２ａ
公文处理　６４ｂ
公务员津补贴规范　６７ａ
公益采访　２７０ｂ
公益事业　１０５ｂ
公益诉讼　１２６ａ
公益性岗位　６６ａ
公园广场规划　１９７ｂ
公园建设　１９８ａ
公园绿地１９７ｂ
公证　１２９ｂ

公众安全感　１２２ｂ
共青团改革　９８ｂ
共青团渭南市委　９７ｂ
共青团优秀表彰　９８ａ
共青团组织　９７ｂ
供电范围　１６２ｂ
供电服务　１６２ｂ　１６３ａ
供销电商销售　１８４ａ
供销电子商务　１８４ａ
供销扶贫　１８４ａ
供销合作金融培训　１８４ａ
供销合作商业　１８３ａ
供销经营　１８３ａ
供销系统　１８３ａ
供销项目建设　１８４ｂ
供销招商引资　１８４ｂ
古城三庙景区　１９５ａ
古建筑　２６６ａ
古墓葬　２６６ａ
古遗址　２６６ａ
鼓励创业　６６ａ
固定资产贷款项目　２２３ａ
固定资产投资　３ａ　２３２ａ　３０３ｂ　３０７ａ

　３２１ｂ
固定资产投资（表）　３８１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３６ｂ
瓜果生产　１３２ｂ
瓜坡　３０６ａ
关爱活动　１０８ｂ
关爱基金会　２８８ａ
关爱弱势群体　１０９ａ
关工委自身建设　２８８ａ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８７ａ
关中科技协同创新发展基金　３４１ｂ
官路村　３０４ｂ
馆藏文物　２６６ａ
光伏扶贫　１４６ａ　１５３ａ
光伏扶贫新模式　２３３ａ
光伏应用基地　１５３ａ
光网改造提质　１６８ｂ
广播电视　２６４ｂ
广电经营　１７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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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制造业协会　３５０ｂ
归集公积金　２０１ａ
规范化基层中医馆　２７９ａ
规范兽药经营　１３８ｂ
规范执法　１２４ａ
规划编制　１９６ａ
规划设计　１９６ａ
规上工业减煤　１５２ｂ　２３３ｂ
规上工业企业　１４８ａ
规上工业增加值　１４８ａ
规上工业总产值　２３２ｂ
规上工业总产值（表）　３７８
规上化工企业　１５３ａ
规上累计工业总产值　１４８ａ
规上文化企业发展　２７３ａ
柜面服务标准化　２２８ａ
郭建龙　２９４ａ
郭学军　１０２ａ　２６０ｂ
国定贫困县　２０９ｂ
国防教育　１１５ａ
国际创客“马拉松”　３４１ａ
国际清真食品　１５９ｂ
国际陶文化交流中心　１９２ｂ
国际友城交流　７０ｂ　２４８ｂ
国家“三品一标”认定农产品　３３２ｂ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３０８ｂ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初审　２３７ａ
国家光伏应用领跑基地　２３２ｂ
国家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资金　１０１ｂ
国家级开发区目录　３３９ａ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３４１ｂ
国家级林下经济产业示范基地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　３５１ａ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１５４ｂ
国家级众创空间　２５３ｂ
国家级资源库　２５５ａ
国家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６８ａ
国家开发区目录库　３５１ａ
国家民机科研试飞基地　１４９ａ　２３２ｂ
国家湿地公园　１３４ｂ
国家首批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６２ｂ
国家水利风景区　１９２ａ

国家税务　２１０ｂ
国家体育产业联系点　２７６ｂ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２７６ｂ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１９３ａ　２７６ｂ
国家卫生县城　１５ｂ　３３６ｂ
国家文史公园　１９４ａ
国家新能源并网政策　１６３ｂ
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　１６ａ　６３ｂ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６６ａ
国民经济　２３２ａ
国内贸易　３ｂ
国内外贸易和旅游（表）　３８２
国企改革　２３４ａ
国省干线公路投资　１７２ｂ
国税收入　２１１ａ
国土资源管理　２４５ｂ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　２３４ａ
国有资产管理　２３４ａ
国资监管　２３４ｂ
果畜菜产值占比　１３１ａ
果库储藏能力　１３２ａ
果品促销　１３６ａ
果品加工企业　１３２ａ
果品品牌形象店　１３６ａ
果品推介促销　１３６ｂ
《果香渭南》　１３７ａ
果业　１３５ａ
果业品牌　１３６ａ
果业生产　１３５ｂ
果业项目　１３７ａ
果业宣传　１３６ｂ

Ｈ
海关监管　２４９ａ
海升果汁实验室　３５０ａ
函件媒体项目　１７８ｂ
韩城车务段　１７５ａ
韩城交大教育产业园　２２６ｂ
韩城经开区　３４４ａ
韩城市　３０９ｂ
韩城市概况　３１０ａ
韩城市计划单列试点　２３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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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丰新能源二期　３５２ｂ
《汉太尉杨震》广播联连续剧　１０３ａ
旱地小麦绿色增产　１３３ａ
旱作农业技术推广项目　１３３ａ
行业大事　１５６ａ
行业管理　１７３ａ　１７５ｂ
行业技术服务平台建设　１５５ｂ
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１７６ｂ
行业政策　１５７ｂ
行业执法监督　１７７ａ
航道总长　１７５ｂ
航空摄影测量　１９７ａ
合成氨　１５３ｂ
合规风险管理　２１８ａ
合阳红提　１３１ｂ　１３５ｂ
合阳经开区　３４８ａ
合阳旅游宣传　３３３ｂ
合阳太里工程　１４３ｂ
合阳县　３３２ａ
合阳县概况　３３２ｂ
合作办学　２５８ｂ
合作交流　２５３ｂ　２５６ｂ
和谐寺观教堂创建　２８７ａ
河流　１ａ
河流监测　２０３ｂ
河长制　１４２ａ　１４３ｂ
红色革命遗址　４８ａ
宏观审慎评估　２１５ａ
宏观质量管理　２３７ａ
后勤保障　６５ｂ
“互联网＋政务服务”　７５ｂ
互联网营销　１７８ｂ
户籍改革　１２３ｂ
华光实业公司　１５２ａ
华旅集团　２２０ａ　２３４ａ
华山　１９０ａ
华山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　１９１ａ
华山景区应急救援队伍　１９１ａ
华山论坛　２７０ｂ
华山门票收入　１９０ａ
华山文化艺术中心　１９０ｂ
华山文学微信公众号　１０２ｂ

华山仙峪户外运动基地　２７６ｂ
华山医疗养生中心　１９０ｂ
华山站　１７４ｂ
华阴市　３１６ａ
华阴市概况　３１６ａ
华州大道　１９８ｂ
华州工业园　３４７ａ
华州工业园概况　３４７ａ
华州皮影　３０８ａ
华州区　３０５ａ
华州区概况　３０５ｂ
华州区宏权皮影艺术有限公司　２６４ｂ
化工产品　１５３ｂ
化工产业产值　１５３ｂ
化工行业大事　１５３ｂ
化工行业减产　１５３ｂ
化工行业新事　１５３ｂ
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　６６ｂ
化解社会矛盾　１２１ａ
环保督察　２０４ｂ
环保法律知识进社区　２０５ｂ
环保行业标兵　２０５ａ
环保宣传教育　２０４ｂ
环保执法　１２ｂ
环境安全监管　２０４ａ
环境保护　２０２ｂ
环境监察执法　１２ｂ　２０４ａ
环境违法　２０４ｂ
黄河防汛　１４３ａ
黄河金三角各市主要经济指标（表）　３９２
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　２３９ｂ
黄金工业　１５１ａ
黄金质押贷款周监测制度　２１５ｂ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２０３ａ
回收报废车　２０３ａ
惠农卡　２２０ｂ
惠农支付服务点　２２７ａ
婚检率　２７８ａ
婚姻登记　６８ｂ
火炬公司　３４１ｂ
火灾防控　１１７ａ
火灾隐患　１１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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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　２１４ｂ
货运经营业户　１７２ａ
货运量　１７２ａ
货运物流产业　１７３ａ
获得荣誉　２７２ａ

Ｊ
机动车维修企业　１７２ａ
机动车尾气检测　２３８ｂ
机构编制　４０ａ
机构编制管理　４２ｂ
机关工会　４０ａ
机关事业单位实名制网上管理　４２ｂ
机械化农业生产　１４０ａ
机要通信管理　１７７ａ
基本农田面积　２４６ａ
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表）　３７５
基本医疗保险　６ｂ
基本医疗保险补助　６６ｂ
基本组织建设　３３ａ
基层供销社建设　１８３ｂ
基层关工委组织建设　２８７ｂ
基层基础建设　１１６ａ
基层司法行政　１２８ｂ
基层文博干部田野考古培训班　２６９ａ
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２６４ａ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１９７ａ
基础管理　１８４ｂ
基础建设　３４５ｂ
基础设施　３４３ｂ　３４８ｂ
基础设施建设　３４６ｂ　３４７ｂ
基金托管业务　２２１ｂ
基金智慧投资账户　２２５ｂ
吉米游乐设备项目　３４７ｂ
疾病预防控制　２７９ｂ
集体公益林保险　１３４ｂ
集邮业务　１７８ｂ
计划生育家庭意外伤害险　２２８ｂ
计划生育转型发展　２７７ｂ
计量与认证认可　２３７ｂ
计生扶助　２７８ａ

纪检监察　５２ａ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２６０ｂ
技术合同交易　２６２ａ
技术培训　１３３ｂ
技物配套服务　１３３ａ
继续教育　２６０ａ
祭祀仓颉　３３９ｂ
加工贸易进出口　１８６ｂ
家风家教建设　９９ｂ
家风教育基地　１００ａ
家庭农场　１３１ｂ
家庭医生签约　２７７ａ
甲醇产能　１５３ｂ
价格诚信建设　２４２ａ
价格服务　２４１ｂ
价格改革　２４０ｂ
价格监管　２４１ａ
价格举报投诉　２４１ｂ
价格调控　２４１ａ
价格违法查处　２４１ｂ
价格宣传　２４２ａ
价格指数（表）　３８５
驾校　１７２ａ
监测预报　２８４ａ
监督工作　６０ｂ
监督稽查　２３７ｂ
监督检查　５２ｂ
监管能力　２１８ａ
监管专员制度　２１５ｂ
监所管理　１２４ａ
监委会　５３ｂ
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２４５ａ
检察　１２４ｂ
检察队伍　１２６ａ
检察救助　１２５ａ
检察开放日活动　１２６ａ
检定基层医疗器具　２３７ｂ
检验检测　２３８ａ　２４０ａ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　２３７ｂ
减免各类企业所得税　２３２ｂ
减税降费　２０９ａ
减证便民　１２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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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办税流程　２１１ｂ
简政放权　４１ａ　２０４ｂ
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　２１０ａ
建行　２２２ａ
建行存款　２２２ａ
建行贷款　２２２ａ
建设用地　２４６ａ
建言献策　３６ａ　８４ａ　９０ｂ　９５ａ
建置沿革　１ａ
建筑企业　２０６ａ
建筑施工事故　２４４ａ
建筑市场　２０６ａ
建筑市场管理　２０６ａ
建筑业　３ａ　３０７ａ
建筑业产值　２０６ａ
建筑业管理　２０６ａ
健康促进行动　２７９ｂ
健康扶贫　２８０ａ
健康信息平台　２７７ｂ
健康养殖示范县　１３８ａ
健身活动站点　２７５ａ
践行社会责任　１７０ａ
讲解员培训　２６８ａ
奖补资金　２０９ａ
降水　１ｂ
交行　２２２ｂ
交行贷款　２２２ｂ
交行网点提升　２２３ａ
交通　３ｂ
交通发展　１５ａ
交通规划　１７２ａ
交通规划项目　１７２ｂ
交通违法　１２３ｂ
交通项目　６３ａ
交通一卡通　１７４ｂ
交通邮电　３２２ｂ
交通邮电（表）　３８１
交通运输　３１３ｂ
焦炭产量　１５２ｂ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５１ａ
教学科研　４６ｂ
教育　５ａ　２５０ａ　３０８ａ　３１２ａ　３３６ａ

教育保障　２５１ａ
教育补助　２０９ｂ
教育扶贫　２５１ｂ
教育改革　２５１ｂ
教育概况　２５０ａ
教育行风建设　２５１ｂ
教育整训　１１４ｂ
酵素城项目　１５７ｂ
酵素企业　１５ａ　６２ｂ
阶梯水价　２４０ｂ
接待　７３ａ
接待任务　７３ａ
接待游客　２３３ａ
接待游客人数　１８８ａ
街头绿化广场　１９８ａ
节能减排　２３３ａ
节能降耗　２３３ａ
节水灌溉面积　１４２ａ
结对帮扶活动　９８ｂ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６７ａ
巾帼志愿者　１００ａ
金堆城　２３４ｂ
金堆城钼业　１５１ａ
金钼集团　１５１ｂ
金钼集团控股　１５１ｂ
金秋助学　９７ａ
金融　４ｂ　３０７ｂ
金融保险情况（表）　３８４
金融风险　２１５ｂ
金融扶贫　２１３ｂ　２２８ｂ
金融服务　６５ａ　２１６ａ
金融管理　２１３ａ
金融监管　２１６ａ
金融精准扶贫　２１３ｂ
金融调研　２１６ｂ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２１６ａ
金融业　３２２ｂ
金融支农　２２０ｂ
进出口企业注册备案变更　２４９ａ
进出口总值　１８６ａ
经济发展　２　３４３ａ
经济犯罪　１２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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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服务　１０５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３６ｂ
经贸办事处　２４８ａ
经贸合作　７０ａ
经贸活动　１１０ａ
经营发展　１６６ｂ
精神文明创建　９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８ｂ
精准扶贫　３３４ａ
景区环境保护　１９０ｂ
景区综合执法　１９０ｂ
警务指挥布局　１２３ａ
警务指挥调度　１２３ａ
竞技体育　２７５ｂ
竞赛、培训活动　２６０ａ
境内企业利用外资　２１６ａ
九三学社渭南市委　９４ｂ
九三学社组织　９４ｂ
旧志整理　７４ｂ
救助　６８ｂ
就业　６５ｂ
就业补助　２０９ｂ
就业扶贫　６６ａ
就业扶贫基地　６６ａ
就业培训　６６ａ
就业再就业　６ｂ
就医环境　２７９ａ
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２２８ｂ
居民收入　６ａ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２３２ａ
聚泰新材料项目　３４７ｂ
军地反恐　１１４ｂ
军官转业安置　６７ａ
军民融合　１１４ａ
军民融合　２６２ａ

Ｋ
抗旱灌溉　１４１ａ
抗旱水源项目　１４１ｂ
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　２６７ａ
考录公务员　６７ａ
科级干部轮岗　６７ａ

科技成果展　２６２ｂ
科技创新　３４１ａ
科技孵化器　２６１ａ
科技扶贫　１０２ａ　２６２ｂ
科技工作站　２６１ａ
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　１０２ａ
科技计划管理　２６０ｂ
科技教育　３２３ａ
科技进步贡献率　２６０ａ
科技培训　２６３ａ
科技人才　２６３ａ
科技研发平台　２６１ｂ
科技资源统筹　２６２ａ
科普工作　２８３ａ
科普品牌活动　１０１ａ
科普宣传　１０１ａ
科学技术　５ａ　２６０ａ　３０８ａ
科学技术奖　２６２ａ
科学素质纲要　１０１ａ
科学研究　２５８ａ
科研机构　２５８ａ　２６０ｂ
科研能力　２５３ａ
可移动文物普查受表彰　２６８ｂ
客户服务　１７０ｂ
客货运输车辆　１７２ａ
客货运站场　１７２ａ
客运量　１７２ａ
客运企业　１７２ａ
客运站　１７３ａ
空气质量　１１ｂ
口岸建设　１８１ｂ
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２１６ａ
跨境收支　２１４ｂ
快递服务　１７６ａ
快递服务质量建设　１７６ｂ
快递配套体系　１７６ａ
快递企业　１７６ａ
快速路系统　１９６ａ
宽带服务　１６９ｂ
矿产资源　２ａ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４６ａ
矿山环境综合治理　２４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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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权强镇　１２０ａ

Ｌ
垃圾兑换银行　３４２ｂ
劳保统筹　２０６ｂ
劳动关系检查　６７ａ
劳动合同　６７ｂ
劳动人事争议　６７ｂ
劳模精神　９６ａ
老干部　４４ｂ
老干部工作先进典型　４５ｂ
老干部活动中心　４５ｂ
老干部生活待遇　４５ａ
老年大学　４５ｂ
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２２８ｂ
离退休老干部组织建设　４４ｂ
李军奇　２９１ｂ
李彦锋　２９２ａ
立法工作　６０ａ
利用外资　１８１ａ
连锁配送中心　１８３ｂ
联络联谊　１０６ａ
联系团员青年　９９ａ
廉政建设　５２ａ
廉政建设　７ｂ
练大伟　２９２ｂ
练铁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１５２ａ
良周遗址　３３６ｂ
粮改饲试点示范县　１３８ａ
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　１８２ｂ
粮食　１３２ｂ
粮食安全　１８２ａ
粮食安全宣传　１８２ｂ
粮食购销　１８２ａ
粮食生产　１３１ａ　１３２ｂ
粮食收购　１８２ａ
粮食收购贷款　２１８ｂ
粮食销售　１８２ａ
粮食执法　１８３ａ
粮食总产　１３１ａ
粮油商业　１８１ｂ
两化融合　１５０ａ

林下经济　１３４ａ
林业　１３３ｂ
林业产业　１３４ａ
林业改革　１３４ｂ
林业技术培训　１３５ａ
林业执法　１３４ｂ
林业重点工程　１３４ａ
林业总产值　１３４ａ
临时展览　２６８ａ
临渭区　２９９ａ
临渭区东入口保障房项目　２２６ｂ
临渭区概况　２９９ｂ
磷酸铁锂电池　１５４ｂ
领导带队招商　２４７ｂ
刘家洼村　３３７ｂ
刘家洼古墓　２６７ｂ
刘家洼古墓群　３３６ｂ
刘永强　１４７ａ
刘永生　２７０ａ
留守儿童关爱站　２８７ｂ
流转土地经营权　１３２ａ
六大板块协同发展　２３３ｂ
龙钢规模　１５２ａ
龙钢控股　１５２ａ
龙门钢铁公司　１５２ａ
龙支付个人客户　２２２ｂ
鲁班奖　２０６ｂ
路网建设　１９７ｂ
路易食品公司　１５９ａ
露天烧烤管理　２００ａ
罗小平　１０３ａ
旅游　４ａ　１８８ａ　３０７ｂ
旅游扶贫　１４５ｂ　１８９ａ
旅游富民　１８８ｂ
旅游规划　１８８ａ
旅游行业管理　１８９ａ
旅游开发　３３３ｂ
旅游市场秩序综合治理　１８９ａ
旅游体育合作　１８９ｂ
旅游项目　１８８ａ
旅游项目投资　１８８ａ
旅游业　３０４ｂ　３１２ｂ　３２２ｂ　３２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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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整治专项行动　１８９ｂ
旅游资源　２ａ
旅游综合收入　１８８ａ　２３３ａ
履行社会责任　１６８ａ
律师　１２９ｂ
绿化家园村　１３４ａ
绿化秦东大地　１３３ｂ
绿色体系建设　１５０ｂ

Ｍ
贸易国别　１８６ｂ
贸易进出口总额　２３２ａ
贸易经营主体　１８６ｂ
贸易商品　１８６ｂ
媒体宣传文化产业　２７３ｂ
煤化工产业　１５３ａ
煤化工业园　３４５ａ
煤矿　１５９ｂ
煤矿安全监管责任　１６０ａ
煤矿安全监管执法　１６１ａ
煤矿安全检查督查　１６０ｂ
煤矿安全排查　１６０ｂ
煤矿行业事故　２４３ｂ
煤矿企业主体责任　１６０ａ
煤矿生产培训　１６０ｂ
煤矿事故　１６０ａ
煤矿事故应急　１６０ｂ
煤矿瓦斯实时动态监控　１６１ｂ
煤炭安全生产　１５９ｂ
煤炭产业结构调整　１６１ａ
煤炭行政处罚　１６１ｂ
煤炭削减专项行动方案　２３３ａ
美德少年　２５１ｂ
“美德少年”系列活动　９ｂ
美丽干线公路创建　１７３ａ
美丽乡村　６３ａ　３２５ａ
美丽乡村村庄　１９６ｂ
美丽乡村建设　３０４ｂ　３１６ｂ
美丽宜居村庄　３２５ｂ
美术协会　１０３ａ
面积　１ａ
苗木花卉生产　１３４ａ

灭火救援　１１７ｂ
民促渭南市委　８６ｂ
民促组织　８７ａ
民革渭南市委　８３ａ
民革组织　８３ａ
民间投资　２３２ｂ
民建渭南市委　８９ｂ
民建组织　８９ｂ
民盟渭南市委　８５ａ
民盟组织　８５ａ
民商事案审结　１２６ｂ
民生保障　６３ｂ
民生工程　１９８ａ　３１９ａ　３２８ｂ　３３１ａ

　３４０ａ　３４２ｂ
民生实事　２９ｂ
民生水利　１４１ｂ
民生支出　１６ａ　６３ｂ　２３３ａ
民生资金审计　２３６ｂ
民政　６７ｂ
民政事业　３１４ａ
民主法制　７ａ
民主监督　８１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２８６ｂ
民族宗教　２８６ｂ
民族宗教工作　３６ｂ
名牌战略　２３７ａ
目标责任考核　５０ａ
钼化工产品　１５１ｂ
钼深加工项目　３４８ａ
钼酸铵生气线　１５１ｂ

Ｎ
纳税法律服务　２１１ａ
纳税服务　２１１ａ
纳税服务制度　２１１ｂ
南湖公园项目　１９８ａ
内部审计　２３７ａ
内涵发展　２５２ａ
内涵建设　２５５ａ
能源产业结构调整　１５２ｂ
能源服务　１５３ａ
能源工业　１５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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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业产值　１５２ｂ
能源供应保障　１５２ｂ
年平均气温　２８２ａ
尿素　１５３ｂ
农产品寄递　１７８ａ
农产品检验检测实验室　１３１ｂ
农产品交易会　１１０ａ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１３１ｂ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１３１ｂ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　１３２ａ
农村党建抓脱贫　３３ｂ
农村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１６４ｂ
农村工作　４３ｂ
农村公路投资　１７２ｂ
农村公路养护示范镇　１７３ａ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１９８ｂ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２０３ａ
农村基本情况（表）　３７７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１３２ｂ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３１ａ
农村宽带客户覆盖率　１７０ａ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中心　６８ｂ
农村小额保险　２２８ａ
农村信用联社　２２３ｂ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１４５ａ
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　４３ｂ
农村综述　１３１ａ
农发行　２１８ｂ
农工党渭南市委　９２ｂ
农工组织　９２ｂ
农行　２１９ｂ
农行存款净增　２１９ｂ
农行贷款　２２０ａ
农户贷款　２２０ｂ
农机安全生产　１４０ｂ
农机登记　１４０ｂ
农机购置补贴　１３９ｂ
农机经营　１３９ｂ
农机跨区作业　１４０ｂ　３００ｂ
农机人才培训　１４０ｂ
农机事故　１４１ａ　２４４ａ
农机收播　１４０ａ

农民安家贷　２２０ａ
农民合作社　１３２ａ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１４ａ
农网改造升级　１６３ａ
农业　２ｂ　２９９ｂ　３０６ａ　３１０ａ　３１６ａ

　３２１ａ　３２４ｂ　３２８ａ　３２９ｂ　３３２ｂ
　３３５ａ　３３８ａ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２０９ｂ
农业产业化经营　１３１ｂ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１３２ａ
农业机械　１３９ｂ
农业科技园区　２６１ｂ
农业普查　２３６ａ
农业生产情况（表）　３７６
农业险种　２１３ｂ
农业专业资金　２０９ａ
农业综合水价改革　２４０ｂ
农业总产值　１３１ａ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１３９ｂ
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　１３１ａ
女子学堂　９９ｂ

Ｐ
ＰＰＰ项目　２０９ａ　２３２ｂ
培训残疾人　１０４ａ
配混合饲料产量　１５７ａ
棚改贷款　２１８ｂ
棚改项目　２０７ｂ
棚户区改造　１５ｂ　６３ａ　２０７ａ
批捕刑事犯罪　１２５ａ
批示办理　３１ｂ
皮影雕刻　１０３ｂ
皮影协会　１０３ａ
皮影艺术　１０３ｂ
啤酒产量　１５７ｂ
贫困残疾人脱贫　１０４ｂ
贫困村互助资金协会　１４５ａ
贫困地区基础和公共服务建设　１４４ｂ
平安渭南　３８ａ
平罗村　３２５ｂ
平台建设　３４８ｂ
苹果　１３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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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管理培训　１３５ｂ
蒲城高新区　３４５ａ
蒲城蟠龙村超限检测站　１７３ｂ
蒲城桥陵　２６６ｂ
蒲城清洁能源　１５４ａ
蒲城酥梨　１３１ｂ　１３５ｂ
蒲城县　３２７ｂ
蒲城县概况　３２７ｂ
浦发银行　２２６ｂ
浦发银行存款　２２６ｂ
浦发银行贷款　２２６ｂ
普法教育　１２９ａ
普法领导小组　３８ａ
普惠金融工作领导小组　２１６ｂ
曝光失信人　１２７ａ

Ｑ
“七大品牌”专项活动　２３９ａ
其他行业事故　２４４ａ
企业减负　１２０ａ
企业减排工程　２３３ｂ
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２４２ｂ
企业上市　２１３ａ
企业审计　２３７ａ
企业文化　１７１ａ
企业协调员　２４９ｂ
企业资产整合　２３４ｂ
气候　１ｂ
气候特点及影响　２８２ａ
气价调整　２４０ｂ
气象服务　２８２ａ
气象服务与防灾减灾　２８３ａ
汽车修理厂专项整治　２０３ａ
洽川景区　１９２ａ
千户帮扶工作　６８ａ
前期规划　１７２ａ
强化管理　１６７ｂ
强化诉讼监督　１２５ｂ
强化宣传　２８１ａ
亲情助学　６８ｂ
秦岭北麓生态环境治理　２０４ａ
秦岭电厂　１５２ｂ

“青春护航”计划　９８ｂ
“青春引领”行动　９８ａ
青岛啤酒渭南公司　１５８ｂ
青年干警教育培训基地　１２８ａ
青年歌手大赛　２６３ｂ
青年交友活动　９８ｂ
青年科技奖　１０１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１０２ａ
青少年科技教育　１０２ａ
轻钢龙骨生产线　１５７ａ
清洁乡村　１９９ａ
清心温泉　１９０ｂ
“请进走出”活动　２４８ａ
庆祝沿黄公路开通文艺汇演　２７ｂ
秋景深　１０２ａ
秋粮　１３２ｂ
区域合作　２３３ｂ
区域协同发展　１５ｂ　６３ｂ
区域性高新农机维修中心　１４０ｂ
渠道平台建设　１７８ａ
取缔河道采砂２０３ａ
去产能行业贷款２１７ｂ
权责清单管理　４１ａ
全程机械化现代农业示范县建设　１４０ａ
全付通　２２６ａ
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区　３００ｂ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污染投诉　１５ｂ
全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建设项目　３３５ｂ
全国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赛　２７５ｂ
全国工艺美术创新交流基地　１５０ａ
全国公安劳模　１２４ｂ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　１８３ｂ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３３０ａ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　２７９ａ
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９９ｂ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３１２ｂ
全国绿色食品 （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

县　３３８ｂ
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　１９９ａ
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１９９ａ
全国美展　１０３ａ
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县　３２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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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３０６ａ
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２８３ａ
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县　３２７ａ
全国食品工业强县　３２６ａ
全国首批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县　１５ｂ
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　３２６ｂ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１２７ａ
全国文化先进县　３２７ａ
全国文明村镇　２８１ｂ
“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１０ａ
全国学雷锋示范点　１２４ｂ
全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先进单位　１３１ａ
全国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　１２０ａ
全国执法示范单位　１２４ｂ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２５１ｂ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１９３ｂ　１９４ａ
全家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１３８ａ
全媒体发布中心　２７０ｂ
全媒体矩阵　２７１ａ
全年降水量　２８２ａ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２３２ａ
全省安全工作建设单位　１１７ａ
全省第一批文化遗址公园　３２８ａ
全省第一批文化遗址公园建设单位　２６７ａ
全省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服务标准化现场

会　２３７ｂ
全省法院涉军维权工作先进集体　１２７ａ
全省法院新闻舆论工作先进集体　１２８ａ
全省各市主要经济指标（表）　３８９
全省检验检测工作现场会　２３７ｂ
全省农村污水治理示范县　１９９ａ
全省人民满意的政治单位　１２８ｂ
全省执法质量优秀公安局　１２４ｂ
全市第三次农业普查　２３６ａ
全市果园机械化生产演示现场会　１４０ａ
全网光城市　１６８ａ
全域旅游　１８８ｂ　３１８ａ
全域旅游创新奖　１９０ａ
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　１８８ｂ
群体性事件处置　１２２ａ
群众体育　２７５ａ

Ｒ
燃煤锅炉标准　２３８ｂ
燃煤锅炉拆改　２０３ａ
人保财险　２２８ｂ
人保财险保费收入　２２８ｂ
人保财险赔款　２２８ｂ
人才队伍建设　６６ｂ　２５５ｂ　２７４ａ
人才工作　３４ａ　１０１ｂ
人才培养　２８３ａ
人大代表　６１ｂ
人大工作　８ａ　５５ａ
人防建设项目　１１８ｂ
人防宣传　１１９ｂ
人防演练　１１９ａ
人工防雹　２８３ａ
人工增雨　２８３ａ
人行　２１４ｂ
人口　６ａ
人口出生率　２７７ｂ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７７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６５ｂ
人民防空　１１８ｂ
人民陪审员参审规定　１２７ｂ
人民生活　６ａ　３０４ｂ　３０９ａ　３２３ｂ
人民生活（表）　３８６
人事任免　６１ａ
人寿保费收入　２２７ｂ
人寿保险　２２７ｂ
人寿保险赔款　２２７ｂ
日丰企业基地　１５６ｂ
日照　１ｂ
容错纠错　５２ｂ
融资担保公司担保余额　２１４ａ
融资规模　２１３ａ
融资交易金额　２１５ａ
乳制品产量　１５７ａ
入村进校园宣讲　２８７ｂ
软饮料产量　１５７ａ

Ｓ
３Ｄ产业化　１５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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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打印产业　３４１ａ
３Ｄ打印产业培育基地　３４１ｂ
３Ｄ打印创新创业基地　１５５ａ
３Ｄ打印方面专利　１５５ｂ
３Ｄ技术研发孵化　１５５ｂ
三产增加值　２３２ａ
三次产业结构　２３３ａ
“三地一中心”建设　２３４ｂ
“三地一中心”项目　２３２ａ
三供一业　２３４ｂ
三农保险　２１３ｂ
三秦最美司法员　１２８ｂ
“三区”人才　２６２ｂ
三去一降一补　２３２ｂ
三维规划辅助应用系统　１９７ａ
“三项机制”　５０ａ
“三小”综合整治　２３９ｂ
桑涛　２９３ａ
森林城市创建　１３５ａ
山岳峡谷型森林旅游风景区　１９１ｂ
陕铁院　２５４ａ
陕铁院扶贫办公室　２５６ｂ
陕铁院概况　２５４ａ
陕铁院洋县教育培训学院　２５７ａ
陕铁院在校学生　２５４ｂ
陕西北人印机　１５４ｂ
陕西地建华州产业园　３４７ｂ
陕西广电网络渭南公司　１７０ｂ
“陕西好人”评选推荐　８ｂ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　１５９ｂ
陕西华光实业　３４７ｂ
陕西黄河治理　１４２ｂ
陕西陕富面业　１５９ａ
陕西上元生态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猪养殖

场　３００ａ
陕西省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６８ｂ
陕西省第二批省级传统村落　３３３ｂ
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２７５ｂ
陕西省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篮球赛　
３３７ａ

陕西省劳动关系工作先进单位　９７ｂ
陕西省平安示范景区　１８９ａ

陕西省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３４１ｂ
陕西省特色出口基地　１８６ｂ
陕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２７３ａ
陕西文华奖　３２８ｂ
陕西文艺评论奖　１０２ｂ
陕西沿黄重点河段监管　１４４ａ
陕西智拓　３４１ａ
善融商务　２２２ｂ
商标品牌战略　２４３ｂ
商贸旅游　３３０ａ
商品房市场　２０６ｂ
商品房销售　２０６ｂ
商事制度改革　２４２ａ
商务　１８１ａ
商务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１８７ａ
商业贸易　３０１ａ　３１１ａ　３２２ａ
上访　７２ａ
上市企业　２１３ｂ
少华山景区　１９１ｂ
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　２８６ｂ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　２８６ｂ
少数民族人口服务　２８６ｂ
设施瓜菜面积　１３１ｂ
设施瓜果　１３２ｂ
社保卡发放　６６ｂ
社保体系　６６ｂ
社会保障　６ｂ　６６ｂ　３０２ａ　３０９ａ　３１４ｂ

　３１９ａ　３２３ｂ　３２８ｂ
社会扶贫　１４６ａ
社会服务　８４ｂ　８６ａ　８８ａ　９２ａ　９３ｂ

　９５ａ　２５９ａ
社会福利　６８ａ
社会管理　３２４ａ
社会救助　６７ｂ
社会评价　５１ｂ
社会事务　６８ｂ
社会事业　５　２３３ａ　３０１ｂ　３２７ａ　３３４ａ

　３３６ａ
社会事业类项目　２３３ａ
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７５ａ
社会调研　９０ｂ
社会稳定　３１９ａ

０１４ 　　索　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８１ａ　２３２ａ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部　２２８ｂ
社会责任　１７１ａ
社会组织　６９ａ
社会组织管理　６９ａ
社情民意信息　８１ｂ
社区博物馆　２６７ｂ
社区工厂　６６ａ
社区建设　６８ａ
社区矫正　１２８ｂ
社区信息服务平台　６８ａ
社务管理　２７１ｂ
涉果企业创新提升培训班　１３６ａ
涉果企业挂牌上市　３３８ｂ
涉农贷款　２１７ｂ　２２３ｂ
涉农电商　１３２ａ
涉农企业投资　２３５ａ
涉气重点污染源　２０２ｂ
涉烟案件　１８４ｂ
涉盐案件　１８５ａ
摄影协会　１０３ａ
摄影作品《老者》　１０３ａ
摄影作品《流痕》　１０３ａ
申报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３３３ｂ
申报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６６ｂ
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１９１ａ
申报国家文物保护项目　２６６ｂ
申报省级文化遗址公园建设　２６６ｂ
申报省级文物保护项目　２６６ｂ
申报专项企业债券　２３２ｂ
申华新能源汽车　１５４ｂ
申通速递１７９ｂ
深度贫困村电商服务站　１８７ａ
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实施方案　１４５ｂ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工作　１４５ａ
深化改革　２９ｂ　４４ａ　２３３ｂ　２４４ｂ　３４６ｂ
深化综合改革　１８３ａ
深松机具　１３９ｂ
审计　２３６ａ
审计问题资金　２３６ａ
审计项目　２３６ａ
审计信息披露　２３６ａ

审判　１２６ａ
审判工作　１２６ｂ
审判管理　１２７ａ
生产经营事故　２４３ｂ
生产总值　２３２ａ
生产总值（表）３７５
生态保护　１２ａ　２０３ｂ
生态扶贫　１３５ａ
生态红线　２０４ａ
生态护林员　１３５ａ
生态环保　３０ａ
生态建设６３ｂ
生态建设成效　１６ａ
生态旅游　１３４ａ
生态文明建设　１０ｂ
生态乡村　１９９ａ
生态效益补偿　１３５ａ
生态资源管护　１３４ａ
生育服务管理　２７８ａ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１４５ａ
生猪定点屠宰监管　１３８ｂ
省产业脱贫技术服务工作现场会　３３６ｂ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６９ａ
省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　１３２ａ
省级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区　３４８ｂ
省级地方标准项目　２３７ｂ
省级电商示范县　１８７ａ
省级化肥、酵素质检中心　２３８ａ
省级环保模范城市　６３ｂ
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１４９ｂ
省级教学能手　２５１ａ
省级科技创新示范平台　３４１ｂ
省级科普富民项目　１０１ｂ
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１９９ａ
省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　１３２ａ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１４９ｂ
省级森林城市　６３ｂ　１３５ａ
省级生态园林城市　６３ｂ
省级生态园林县城　３３１ｂ
省级示范县域工业集中区　１４９ｂ
省级蔬菜产业转型升级示范点　１３３ｂ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６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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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专项资金　
２０９ａ

省级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１４０ｂ
省级项目库　１５６ａ
省级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１４９ｂ
省级重点示范镇和文化旅游名镇　１９８ｂ
省级重点项目及投资　２３２ａ
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６８ａ
省煤化院华州区工业化试验生产基地　
３４７ｂ

省名牌产品　２３７ａ
师院概况　２５２ａ
师院在校学生　２５２ａ
师院专业　２５２ａ
师资队伍　２５７ｂ　２５９ｂ
师资发展　２５２ｂ
诗词学会　１０３ａ
施工许可　２０６ｂ
湿地资源保护　１３４ｂ
十大客户服务举措　２３０ａ
十九大精神宣讲　４６ｂ
十九大精神学习　３９ｂ
“十三五”气象专项规划项目　２８２ｂ
石羊食品产业化“云养殖”项目　１３７ｂ
实景三维模型数据　１９７ａ
实名办税　２１１ａ
食品工业　１５７ａ
食品工业产值　１５７ａ
食品类项目　１５７ｂ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２４０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３８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　２３８ｂ
食药大要案查处　２３９ａ
食用植物油产量　１５７ａ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２４７ａ
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３１２ｂ
市残联　１０４ａ
市产投集团　２３４ａ
市场价格　４ａ
市场监管局　１２０ｂ
市场准入　２３８ｂ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　１９９ａ

市妇联　９９ａ
市工商联　１０６ｂ
市工商联组织　１０７ａ
市国民休质监测中心　２７５ａ
市行政服务中心　７５ａ
市红十字会　１０８ｂ
市级朗读大赛　２８７ｂ
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创建　２７８ｂ
市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１９９ａ
市级农业园区　１３２ｂ
市级示范中医馆　２７９ａ
市级政务云　１６７ｂ
市级重点项目　１５ａ　６２ｂ
市级重点项目及投资　２３２ａ
市级重点项目建设投资　２３４ｂ
市级专家工作站　３４１ｂ
市级专项资金拨款　２０９ａ
市纪检委领导　５２ａ
市纪企业技术中心　１４９ｂ
市间旅游合作１８９ｂ
市监察局领导　５２ａ
市监委会挂牌　２８ａ
市监委领导　５２ａ
市科协　１０１ａ
市贸促会　１１０ａ
市名牌产品　２３７ａ
市侨联　１０５ａ
市青少年体校　２７５ｂ
市人大常委会机构及领导成员　５４ｂ
市人大文件目录　３７２ｂ
市容市貌整治　１９９ｂ
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２３４ａ
市体育中心　２７５ａ
市委领导成员　２９ａ
市委文件目录　３７２ａ
市委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５ａ
市文联　１０２ｂ
市文旅局机构　２６６ａ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５５ａ
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　２６ａ
市县联创　２８１ｂ
市政府办　６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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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工作　６２ａ
市政府领导　６２ａ
市政府文件目录　３７３ａ
市直机关党建　３９ａ
市总工会　９６ａ
事故预防专项检查　２４５ａ
事业编制调控　４２ａ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４２ａ
事业单位改革　４１ｂ
事中事后监管　２４２ｂ
受理案件　１２６ｂ
受理进出口报关单　２４９ａ
授信业务　２２４ｂ
售电量　１６２ａ　１６３ａ
兽医实验室　１３８ｂ
“书香渭南”建设　３５ａ
数据管税　２１２ａ
数字电视用户　１７０ｂ
数字渭南　１９７ａ
双创工作　３１７ｂ
双创基地　３４９ａ
双基联动　２２４ａ
双拥工作　６９ａ
双重预防机制　２４４ｂ
水产养殖　１３９ａ
水果　１３５ａ
水果产量　１３１ｂ
水果面积　１３１ｂ
水果蔬菜生产　１３１ａ
水环境生态治理　１４２ａ
水毁修复　１４３ａ
水库加固　１４１ｂ
水利　５ｂ　１４１ａ　３０９ａ
水利扶贫　１４２ａ
水利行业管理　１４２ａ
水利投资　１４１ａ
水路运输企业　１７５ｂ
水泥产业结构调查　１５６ａ
水泥行业　１５６ａ
水泥行业整顿　１５６ｂ
水上交通运输　１７５ｂ
水生态工程建设　２０９ｂ

水体面积　１９６ｂ
水网系统　１９６ｂ
水污染防治　２０３ｂ
水政水资源管理　１４３ｂ
水资源　１ｂ
水资源管理　１４２ａ
税收保障工作　２１２ｂ
税收改革　２１１ｂ　２１２ｂ
税务便民　２１１ｂ
税种管理　２１２ｂ
顺风速运　１７９ａ
司法改革　１２７ａ
司法公开　１２７ｂ
司法行政　１２８ｂ
司法建议　１２６ｂ
司法鉴定　１３０ａ
司法考试　１３０ｂ
司法体制改革　３８ｂ　１２５ｂ
司法调解　１２８ｂ
司法为民　１２７ｂ
司马迁祠景区　１９３ｂ
思想政治建设　１１２ａ　１１５ｂ
四闭路一循环　１５２ａ
四城联创　３３０ａ
４Ｇ智能理赔　２３０ａ
四好农村公路　１７３ａ
四级便民服务体系　１２０ａ
饲料加工项目　３４７ａ
宋新潮指导文物保护工作　２６８ｂ
苏陕对口协作帮扶６７ａ
苏陕扶贫协作　１４５ｂ
苏陕协作　１１１ａ
素质教育　２５５ｂ
速递服务　１７９ａ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１２１ａ
《岁岁年年柿柿红》在富开机拍摄　３３１ｂ

Ｔ
台湾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　１０６ａ
台站建设　２８２ｂ
太平洋人寿　２３０ｂ
太平洋人寿保费收入　２３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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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人寿赔款　２３０ｂ
太阳能光伏装机　１５３ａ
淘汰钢铁产能　１５１ｂ
淘汰落后钢铁产能　１５０ｂ　１５２ｂ
特困人员供养　６８ａ
特色农业保险　２２９ａ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２３８ａ
提案工作　８１ａ　８８ａ
提升效益　２０８ａ
提速降费　１６８ｂ
体育　５ｂ　２７５ａ
体育彩票公益金　２７６ｂ
体育产业　２７６ａ
体育惠民工程　２７６ａ
体育基础设施　２７６ａ
体育赛事　３２６ｂ
体育艺术卫生教育　２５１ａ
天保护林员　１３５ａ
天臣新能源二期　１５４ａ
天然气　１５２ｂ
天翼高清　１６７ａ
田野考古实践培训班　２６８ａ
田野文物监控　２６８ｂ
调查研究　６４ｂ
调讲比赛　７５ａ
调研报告　４３ｂ
调整改革任务　１１２ｂ
调整预算　２０８ｂ
铁路运输　１７４ｂ
铁腕治霾专项行动奖补　２０９ｂ
停车位　１９７ｂ
通关时效　２４９ａ
“同心人物”评选　３７ｂ
同州湖景区　１９３ａ
同州湖景区中国乡村振兴学院　３２６ｂ
潼关工业园　３４７ｂ
潼关海事码头　１７３ａ
潼关县　３２０ａ
潼关县概况　３２０ｂ
统计　２３５ａ
统计方法制度改革　２３５ｂ
统计服务　２３５ｂ

统计基础和法制建设　２３５ａ
统一战线　３６ａ
统战宣传　３７ａ
投资公司　２１４ａ
投资环境　３４９ａ
投资项目全流程网上审批　２３３ｂ
土地托管　１８４ａ
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　２０３ｂ
土壤污染防治　２０３ｂ
土壤污染治理　２０３ｂ
推进渭南与镇江经济协作　１１１ａ
退耕还林补偿　１３５ａ
退役士兵接收安置　６９ａ
脱硫建筑石膏粉建设项目　３５２ｂ
脱硫石膏　１５７ａ
脱贫攻坚　３０ａ　３０２ｂ　３０９ａ　３１５ｂ

　３１９ｂ　３２３ｂ　３２７ａ　３２８ｂ
　３３０ｂ　３３５ｂ　３４０ａ

脱贫攻坚宣传　１４６ｂ
脱贫就业　６６ａ
脱贫人口　１４４ｂ　２０９ｂ
拓日新能源　３５０ｂ

Ｗ
外宾接待　７０ｂ　２４８ｂ
外宾团队参观桥陵　２６９ｂ
外汇管理　２１６ａ
外贸服务　２４９ｂ
外贸进出口总值　１８１ａ　２４９ａ
外贸企业特点　１８６ｂ
外贸调研和口岸城市调研　１１１ｂ
外事　６９ｂ
外事服务　７０ｂ　２４８ｂ
外资扶贫项目　１４６ｂ
外资投资总额　１８１ａ
完善决策机制　１２０ｂ
万名医生包联因病致贫户行动　２８０ａ
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　１３２ｂ
万企帮万村　１０７ｂ
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２６４ａ
万元ＧＤＰ能耗　２３３ｂ
汪国强　９６ｂ

４１４ 　　索　引



王海龙　２９２ｂ
王耀明　２９０ｂ
网点智能化改造　２１９ｂ
网格化营销　２２４ａ
网络安全　１６６ａ
网络安全培训　１６６ｂ
网络安全宣传　１６６ａ
网络安全治理　１２２ｂ
网络基站　１６９ｂ
网络建设　１６９ａ　１６９ｂ　１７０ｂ
网络经济　１６５ｂ
网络司法拍卖　１２７ａ
网络违法案件　２４３ａ
网络直播案件庭审　１２７ｂ
网上办事大厅　１５ｂ
网上受立案　１２４ａ
网银　２１６ｂ
网站检查监测　１６５ｂ
危房改造　６３ｂ　１９８ｂ
危化品生产企业分级管控　２４４ｂ
危险废物抽查　２０４ａ
危险化学品事故　２４３ｂ
微信办证　７６ａ
韦庄工业集中区　３５０ａ
为妇女儿童办十件实事　１００ａ
为农服务　１８４ａ
为侨服务　１０５ｂ
违法信访处罚　１２７ｂ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５２ｂ
维护侨益　１０６ａ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２５ａ
维护稳定　１２２ａ
维权工作　９７ａ
伟力远大ＰＣ项目　３４４ｂ
卫生　５ｂ　２７６ｂ　３０８ｂ
卫生福利（表）　３８５
卫生计生　３２３ａ
未成年人检察　１２５ｂ
位置　１ａ
渭东新城建设　１９８ａ
渭富新区　１９６ａ
渭河全民健身长廊　２７６ａ

渭河污染治理　２０３ａ
渭河综合廊桥引线管道　１９８ａ
渭河综合治理　１４１ｂ
渭化退城入园　１５３ｂ
渭南３Ｄ打印产业培育基地　１４９ｂ
“渭南标杆”宣传　３５ｂ
渭南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４ａ
渭南创新创业孵化器　２６１ａ
渭南第一家保税仓库　２４９ａ
渭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　３０６ｂ
渭南高新区　３４０ｂ
渭南高新区东区　３４１ｂ　３４７ａ
渭南高新区概况　３４０ｂ
渭南公路管理局　１７３ｂ
渭南果业宣传片　１３７ａ
渭南合力产业扶贫有限公司　２３５ａ
渭南技师学院　２５９ｂ
渭南技师学院概况

渭南经开区　３４３ａ
渭南经开区概况　３４３ａ
渭南军分区　１１２ａ
渭南名优农产品推介　１１０ｂ
渭南师院　２５２ａ
《渭南市产业扶贫果业实用技术丛书》　
１３７ａ

渭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１８８ｂ
《渭南市湿地保护条例》　１３４ｂ
渭南市首批最美果园　１３５ｂ
渭南市书画院　１０３ａ
渭南市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领导

小组　２７２ｂ
渭南市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４ｂ
渭南市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３５２ａ
渭南水果品牌提升计划行动　１３７ａ
“渭南统战”微信公众号　３７ａ
渭南文艺网　１０２ｂ
渭南沿黄观光路　１７３ｂ
渭南移动　１７０ａ
渭南站　１７４ｂ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２５７ａ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概况　２５７ａ
渭南主要经济指标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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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商大会　１０７ｂ
渭台经贸交流　３７ａ
慰问职工　９７ａ
魏长城保护管理　２６７ａ
文博系统讲解员大赛　２６８ａ
文博宣教工作　２６８ａ
文华优秀剧目奖　１０３ａ
文化　５ｂ　３０８ａ　３１１ｂ
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２７３ｂ
文化产业　２６５ｂ　２７２ｂ
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２７３ａ
文化产业项目引进　２７４ｂ
文化产业占比　２７３ａ
文化创意高层次人才　２７４ａ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事业　２６３ａ
文化建设　３５ｂ　３２２ｂ
文化交流　１０３ｂ　１０６ａ
文化教育（表）　３８４
文化旅游　３２８ａ　３３９ｂ
文化企业　２７２ｂ
文化企业上市　２７３ａ
文化市场监管　２６５ａ
文化事业　３３１ａ
文化助力脱贫　２６５ｂ
文件目录　３７２ａ
文明城市创建　２８０ｂ
文明创建　１７３ｂ
文明校园　９ｂ
文史资料　８１ｂ
文物安全工作　２６８ｂ
文物安全检查　２６８ｂ
文物案件　２６８ｂ
文物保护工程　２６６ｂ
文物保护工作室通过验收　２６９ｂ
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培训班　２６９ｂ
文物保护管理规划　２６６ｂ
文物保护基础工作　２６６ｂ
文物保护维修工程　２６６ｂ
文物博物　２６６ａ
文物陈列　２６８ａ
文物修复室　２６７ａ
文学创作大赛　２８７ｂ

文艺创作　１０２ｂ
文艺活动　１０２ｂ
文艺精品　３５ｂ
文艺志愿活动　１０２ｂ
污染减排　１０ｂ　２０２ｂ
污染投诉　１２ｂ
污染治理先进企业　２０５ａ
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品认证　１３８ａ
无公害基地　１３１ｂ
吴超　２８９ｂ
吴胜利　１７４ａ
五城联创　３１３ａ
五大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２３２ｂ
五大产业集群　３４５ｂ
５大气象服务平台　２８２ｂ
五大千亿产业　３４４ａ
五大水果区域公用品牌　１３１ｂ
五届人大常委成员　５４ａ
五职矿长　１６０ａ
武警支队　１１５ｂ
物价管理　２４０ａ

Ｘ
西安车务段　１７４ｂ
西部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３４１ａ
西海公园项目１９８ａ
西韩城际铁路穿越魏长城方案　２６７ａ
西洽会暨丝博会签约投资　２３４ａ
烯烃产能　１５３ｂ
烯烃二期项目　３４５ｂ
洗钱犯罪　２１６ａ
细钼丝生产线　１５１ｂ
夏粮　１３２ｂ
先进模范人物　２８９ａ
先进模范人物表　２９５ａ
纤检所　２３８ａ
鲜冷藏肉产量　１５７ａ
县城及重点镇建设　１９８ｂ
县城建设　１９８ｂ
县级美丽宜居乡村　１９９ａ
县级循环经济园区　３５２ａ
县域粮食试验示范基地　１３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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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疗共同体　２７７ａ
现代流通网络　１８３ｂ
现代农业园　１３１ｂ
现金净投放　２１４ｂ
限额以上贸易企业　１８１ａ
香港亚洲果蔬展　１１０ｂ
香港应善良基金会　１０５ｂ
项目合作　２４７ｂ
项目建设　１３７ｂ　１８２ｂ　２３２ａ　３１０ｂ

　３１７ｂ　３２８ａ　３３０ａ　３３３ａ
　３３５ｂ　３３９ｂ　３４２ａ　３４５ａ
　３４７ｂ　３４７ｂ　３４８ｂ　３４９ｂ
　３５１ａ　３５２ａ

项目进展　３４６ａ
项目申报工作　２６６ｂ
消防站　１１８ａ
消防支队　１１７ａ
消防支队建设　１１７ｂ
消防装备保障　１１８ａ
消费投诉　２４３ａ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２４３ａ
消化财政赤字　２１０ｂ
小额贷款　２１３ａ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２１４ａ
小麦粉产量　１５７ａ
小麦机械化水平　１３９ｂ
小微企业贷款　２２６ｂ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２１１ａ
小小讲解员　２６７ｂ
校地校企合作　２６２ａ
校企合作　２５８ｂ　２６０ａ
校园科技节　１０２ａ
校园文化　２５８ｂ
协调服务　３５１ｂ　３５２ｂ
协同创新发展　２６１ｂ
新春文化大庙会　２６３ｂ
新登记市场主体　６３ａ
新建果园　１３５ｂ
新建中小学校　６３ｂ
新能源　１２ｂ
新能源产业　１５３ａ
新能源能力　６２ｂ

新能源汽车产业　１５４ａ　３４１ａ
新能源汽车电池　１５４ｂ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１５３ａ　２３２ｂ
新能源汽车推广　１５４ｂ
新能源天然气项目　３４８ａ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３４１ａ
新品种新模式引进推广　１３９ａ
新三板企业　６５ｂ
新闻发布会　３５ａ
新型肥料项目　３４６ｂ
新型农机经营主体　１４０ｂ
新型养老　６８ｂ
新兴服务业　２３２ｂ
新兴金融服务机构　２１３ｂ
新增规上文化企业　２３２ｂ　２６５ｂ
新增融资　２１３ａ
新增市场主体　４１ｂ
新增债券资金　２０８ｂ
信访　７２ａ
信访办理　７２ａ
信合存款　２２３ｂ
信合贷款　２２３ｂ
信合机构　２２３ｂ
信息公开　１２１ａ
信息化发展　１７０ａ
信息化工作　１６４ａ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１６４ｂ
信用体系建设　１２０ｂ
信用体系建设　１６４ａ　１６６ａ
星创天地　２６０ｂ
刑事案件　１２２ｂ
刑事案件审结　１２６ｂ
行政复议案件　１２１ｂ
行政监察　５３ａ
行政审批　１９７ａ
行政审批改革　２３９ｂ
行政诉讼案审结　１２６ｂ
行政体制改革　４０ｂ
行政许可事项取消　４１ａ
行政应诉　１２１ｂ
行政执法　１１９ｂ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１２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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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协作机制　１２１ａ
行政执法资格考试　１２０ｂ
休闲农业　１３２ａ
修志工作　７４ａ
修志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　７４ａ
徐俊涛　２９４ｂ
宣传促销　１８９ａ
宣传工作　３４ｂ　８２ｂ
宣传活动　１０９ａ
宣传营销　１９１ａ
宣讲团　３４ｂ
薛志成　２９２ｂ
学会工作　１０１ｂ
学科建设　２５２ｂ
学前教育　２５０ａ
学习十九大精神　７ｂ
学校规划　１９７ａ
雪亮工程　１７１ａ
巡察机构　５３ｂ
训校快递收投　１７６ｂ

Ｙ
烟草经营　１８４ｂ
烟草专卖　１８４ｂ
烟草专卖打假　１８４ｂ
烟花爆竹事故　２４４ａ
严打整治　１２２ｂ
严通村　３２５ｂ
沿黄城镇带　１９６ｂ
沿黄公路　１７２ｂ
研学旅行　２５１ｂ
盐业常态常效监管　１８６ａ
盐业法规宣传　１８５ｂ
盐业经营管理　１８５ａ
盐业质量检测　１８６ａ
盐政执法培训　１８５ｂ
阎富融合发展合作签约　２６ａ
扬尘治理　２０６ａ
阳村渭河大桥　１７３ｂ
阳光警务网络对接　１２４ａ
阳光信访　７２ａ
杨映　２８９ａ

养护管理　１７２ｂ
养老服务　６ｂ
尧柏水泥蒲城分公司１５６ｂ
尧头窑园区　３３６ａ
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２７７ａ
冶金工业　１５１ａ
业务监管　２４９ａ
业务培训　２８１ａ
一般贸易进出口　１８６ｂ
“一带一路”经济　３１５ｂ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　３５０ｂ
一卡通　１７３ａ
“一卡通”补贴范围　２１０ａ
一县一策　２６１ｂ
医保制度改革　２７７ａ
医改资金　２１０ａ
医联体　２７７ａ
医疗帮扶体系　２７９ａ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２４０ｂ
医疗服务专项行动　２７８ｂ
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２７８ａ
医疗质量控制体系　２７８ａ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７６ｂ
依法行政　６５ａ　１２０ａ
依法治粮　１８２ｂ
依法治市　１２９ａ
移动客户满意度　１７０ａ
移动通信经营　１６９ｂ
移动用户　１６９ｂ
移民　７１ａ
移民搬迁　２４６ｂ
移民后期扶持　７１ｂ
移民美丽家园建设　７２ａ
移民直补资金　７１ａ
疑似污染地块排查　２０３ｂ
以店包片工作　１６８ａ
亿元以上项目　３４９ｂ
义务教育　２５０ｂ
艺术精品创作　２６３ｂ
易爆品监管　１２３ａ
殷学忠　２９１ｂ
银行卡业务　２１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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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机构小微企业贷款　２１７ａ
银行业监管　２１７ａ
银行业融资　２１３ａ
银团贷款项目　２２３ａ
银政企对接活动　２１３ａ
引进养殖　１３９ａ
饮水工程　１４２ａ
印刷机　１５５ａ
婴幼儿乳粉追溯体系建设　１５７ｂ
营改增２１１ｂ
营商管理专项行动　１２０ａ
应急保障　１１９ｂ
应急广播　１７１ｂ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１０９ａ
应急体系建设　６５ａ
应急演练　２４５ｂ
应急应战　１１３ａ
应用端储能示范项目　１５３ａ
永安财险　２３１ａ
永安财险保费收入　２３１ｂ
永安财险简介　２３１ａ
永安财险赔款　２３１ｂ
永辉柿子产业化项目　３２９ｂ
用户实名制　１６９ａ
优化服务　１６７ｂ
优化投资环境　３１８ａ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２０ａ
优秀科技工作者　１０１ｂ
优秀文化传承基地２６７ｂ
优质服务　１６９ａ
优质粮食工程　１８２ｂ
邮储银行　２２３ａ
邮储银行存款　２２３ｂ
邮储银行贷款　２２３ｂ
邮储银行规模　２２３ｂ
“邮乐购”站点　１７８ｂ
邮票销售监督管理　１７７ａ
邮政　３ｂ
邮政包裹快递　１７８ａ
邮政公司　１７７ｂ
邮政管理　１７６ａ
邮政市场检查　１７７ａ

邮政事业　１７７ｂ
邮政收入　１７７ｂ
邮政速递　１７９ａ
邮政业务　１７６ａ
有色冶金行业　１５１ａ
渔业　１３９ａ
禹潼河工程　１４３ｂ
禹萧钢构　３４４ｂ
玉米机械化水平　１３９ｂ
预报准确率　２８２ｂ
园区规划　３４４ａ
园区建设　１４９ａ　３０４ａ　３４５ａ
园区晋级　１４９ａ
园区转型　３１７ｂ
员额法官遴选　１２７ａ
员工关爱　１６７ｂ
原煤产量　１５２ｂ　１６０ａ
阅报栏　２７１ｂ
越级上访　７２ｂ
运动员　２７５ｂ
运输船舶　１７５ｂ
运输管理　１７３ａ
运输专项整治　１７３ｂ

Ｚ
灾害损失　６８ａ
在建５亿元以上省际项目　２４７ａ
在建项目　２４７ａ
在校学生　２５７ａ
在职党员进社区　３３ｂ
责任信访　７２ｂ
责任追究　２４５ｂ
增材制造　１５４ｂ
增材制造企业　１２ｂ　６２ｂ
增材制造协同创新研究院　３４１ｂ
增育３Ｄ打印　１５４ｂ
增殖放流　１３９ａ
渣土车管理　２００ａ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２３２ｂ
张发印　２９０ａ
张晓民　２９１ａ
账面利润　２２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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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才引智　３４１ｂ
招聘洽谈会　９７ａ
招商方式　２４７ｂ
招商活动　２４７ａ
招商推介活动　３４５ａ
招商小分队　２４７ｂ
招商引资　４ａ　２４７ａ　２７４ｂ　３０７ｂ　３１０ｂ

　３３３ａ　３４１ｂ　３４４ａ　３４５ｂ
　３４６ａ　３４７ｂ　３４８ｂ　３４９ａ
　３５１ｂ　３５２ａ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６３ａ　２４７ａ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３０３ａ　３２６ａ
招商引资资金到位　２３２ｂ
招生就业　２５３ａ　２５５ｂ　２５９ａ
赵瑞　２９４ａ
震害防御　２８４ｂ
争取补助资金　２０８ｂ
争取中省预算内资金　２３２ｂ
争取中省资金投入　１５ａ
争项要资和招商引资　３１８ａ
争资融资　３４４ｂ
征信系统　２１６ｂ
整顿电解铝行业　１５１ａ
正大集团　１３７ｂ
正规化建设　１１４ａ
正面宣传　２７０ａ
政策调研　４３ａ
政策宣讲　２４９ｂ
政策研究　４３ａ
政法　３７ｂ
政法队伍　３９ａ
政府采购贷　２２２ａ
政府工作报告　１４ｂ
政府投入　２７３ａ
政府投资基金募集　２３２ｂ
政区　１ａ
政务公开　８ａ　１２１ａ
政务信息　６４ｂ
政务信息公开　１６５ａ
政务信息化　１６５ａ
政协工作　８ｂ　７８ａ
政协委员换届　３６ａ

政协渭南市第五届常委会机构及领导　
７７ｂ
政协渭南市第五届委员会领导　７７ａ
政协协商　３６ａ
政治文明建设　６
政治协商　３０ｂ　９０ｂ
支持发展文化产业　３６ａ
知识产权服务　２６２ｂ
执法规范化建设　１２４ａ
执法监察　２４６ｂ
执法监管　１３８ｂ
执法检查　２４４ｂ
执法培训　１２４ｂ
执法体制改革　１９９ａ　１２０ｂ
执法资格　６５ａ
执行工作　１２７ａ
执结案件　１２７ａ
直接融资　２１３ａ　２２０ａ
职称评审　６７ａ
职工服务站　９７ａ
职工互助保障　９７ａ
职工文化建设　９７ｂ
职工文化艺术节　９７ｂ
职务犯罪　１２５ａ
职业病防治宣传　２４５ａ
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２５０ｂ
职业培训　２５９ａ
纸面石膏板生产线　１５７ａ
纸箱加工　１３２ａ
指挥通信建设　１１９ａ
志愿服务　９ａ
制度建设　８２ａ
制贩假币　２１６ａ
质量技术监督　２３７ａ
质量信息公开　２３７ｂ
质量执法　２３８ａ
治安案件　１２２ｂ
治安管控　１２２ｂ
治安巡防　１２３ａ
致富带头人培训　１４５ａ
智慧畜牧　１３８ａ
智慧窗　１７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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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平台　１８９ａ
智慧人社　６６ｂ　１６５ｂ
智能电表安装　１６３ｂ
智能格点预报　２８２ａ
智能业务系统建设　２８２ｂ
智能制造研究院　３４１ｂ
中共党员发展　３９ｂ
中国传媒管理先进单位　２７２ａ
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　１３５ｂ
“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县　１８２ｂ
“中国好粮油”示范县（区）　３００ａ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１０６ｂ
中国黄河生态美食名城　６２ｂ
中国酵素城　３４３ｂ
中国酵素城建设　１５８ａ
中国联通渭南分公司　１６８ｂ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普奖　１０１ｂ
中国皮影艺术之乡　１０３ｂ
“中国陕菜之都”建设　１８１ｂ
中国柿产业论坛暨富平柿子节　３３１ｂ
中国西部最大的精品建材生产基地　１５２ａ
中国移动渭南分公司　１６９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３１２ｂ
中国优质果品示范基地　６２ｂ　１３１ｂ

　１３５ｂ　１３６ａ
中国最佳历史文化旅游项目　６２ｂ
中国最具特色旅游休闲度假城市　３１８ｂ
中国最美山水生态旅游城市　３１８ｂ
中国最受欢迎旅游景区　１９０ａ
中行　２２１ａ
中行存款　２２１ａ
中行贷款　２２１ａ
中行净利润　２２１ａ
中华仓颉文创产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　
２５３ａ

中间业务收入　２２１ａ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１２０ｂ
中省政策支持　１５４ｂ
中小企业运行监测　１４８ｂ
中小学党建　２５１ａ
中小学德育　２５１ｂ
中小学知识产权试点学校　１０２ａ

中心城市建设　１９７ｂ
中心城市建设　３０３ｂ
中心城市商品房　２０７ａ
中心城市水系建设　１９８ａ
中信薪金煲业务　２２５ｂ
中信银行　２２４ｂ
中信银行存款　２２４ｂ
中信银行贷款　２２５ａ
中信银行微银行　２２５ｂ
中信银行智慧柜台　２２６ａ
中央彩票公益金　１４６ａ
中医药服务　２７９ａ
种卫国　２９２ａ
众创空间　２６０ｂ
重大项目策划及投资　２３２ｂ
重点改革任务　２３３ｂ
重点工程建设　１４１ｂ
重点工业项目　１４９ａ
重点减排项目　２０２ｂ
重点农机项目　１３９ｂ
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２７３ａ
重点项目　２８６ａ　３４４ｂ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９０ａ　３４６ｂ
重点镇建设　１９８ｂ
周代遗存　３３７ｂ
主板ＩＰＯ辅导协议　２１３ａ
主城区控规　１９６ｂ
主城区水系规划　１９６ａ
主食产业化　１８２ｂ
主题党建活动　３９ｂ
主题教育活动　２８７ａ
主题文艺展示展演　２６４ａ
主网输变电工程　１６３ａ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　３８０
主要经济指标　６２ａ
主要农产品检验检测合格率　１３１ｂ
住房公积金管理　２０１ａ
住房公积金缴存　２０２ａ
住房资金存款　２２２ａ
注册商品　２４３ｂ
驻外经贸代表处　６９ｂ　２４７ｂ
驻渭保险企业　２２７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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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渭银行企业　２１８ｂ
专家工作站　３４ｂ
专科联盟　２７７ａ
专利　５ａ
专题预报　２８３ａ
专题展览　２６８ａ
专项整治　２４５ａ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２０８ｂ
专业法官会议制度　１２７ｂ
专业技能大赛获奖　２５６ａ
专业建设　２５７ｂ
专业统计　２３５ａ
转变职能　１２０ａ
转换债券资金　２０８ｂ
转型发展　６２ｂ
庄里试验区　３３０ｂ
装备制造业　１５４ａ
装备制造业产值　１５４ａ
资产证券化　２２０ａ
资金和项目监管　７１ａ
资金争取　３４６ａ

子媒周刊　２７１ａ
自然灾害　６８ａ
自身建设　６４ａ
宗教事务法治化建设　２８６ｂ
宗教团体建设　２８７ａ
综合保障　１１８ａ
综合监督　２７９ｂ
综合结算服务　２２３ｂ
综合金融服务　２２０ａ
综合年鉴编纂　７４ｂ
综合协调　６４ａ　２４４ａ
总日照时数　２８２ａ
组织　３２ａ
组织建设　３９ｂ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２１０ａ
“最美家庭”评选　１００ａ
最美民政人　６９ｂ
最美渭南国税人　２１１ａ
最美乡村公路　１７３ａ
作风建设　５２ｂ
作品推荐　１０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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