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9月5日 星期一
综合

责任编辑/刘婧 视觉/杨红亚 组版/景小燕 校对/高红英

4

社址：延安市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716000 报纸管理部电话：8216298 传真：8216222 发行热线：8216261 广告热线：8226222 广告经营许可证：延工商广字 6126004000001 号 全年订价：430 00 元 延安融媒印务有限公司印 业务电话：8216292

为发掘延安市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抢
救、保护散存于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
料，完整保存延安真实面貌和历史记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陕西省档案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延安市档案馆面向社会各
界征集延安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重要档案资
料。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征集范围
（一）红色档案资料。1921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至今，与延安地区党建发展有关的实物、
资料等。1.图片类：反映延安地区党组织建
设和发展，展现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会议、代
表性人物等红色革命历史照片等；2.纸质类：
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对延安地区党组织建设和
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史料，包括革命文化、革命
烈士、老红军、老八路、时代楷模等事迹材料、
个人回忆录、日记、笔记、书信函件、获奖证
书、电报、入党资料、纪念文集、学习资料、报
刊、图书等；3.实物类：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不
同版本的党章、奖章、勋章、证书、工作证件、
代表证件、纪念品等，以及革命斗争过程中的
实物（如战斗用具、肩章、臂章、生活用品等）。

（二）脱贫攻坚档案资料。反映延安市新
旧面貌变化、脱贫工作过程、人民群众尤其是
贫困户自力更生、脱贫致富及生活变化的档
案资料。主要包括反映产业扶贫、易地扶贫
搬迁、危房改造、教育扶贫等政策落实的文

字、照片、视频、实物等各种载体档案资料以
及与脱贫攻坚有关的题词、标语、报纸、书刊、
杂志等；反映党建引领社会各界帮扶（如产业
扶贫、教育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
贫等）、扶贫扶志等工作的文字、手稿、日记、
图片、视频和实物等；反映脱贫攻坚工作亲历
者收藏的文件资料、图书报刊、媒体报道、个
人日记、手稿、笔记、信函、著作和回忆文章
等；体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变、
农业产业调整的新旧对比图片和视频；以脱
贫攻坚为主题创作的文学、音乐、美术、书法、
音视频、摄影艺术作品等；反映脱贫攻坚工作
过程中的典型事例事迹材料等。

（三）疫情防控档案资料。反映延安市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包
括文字材料、照片、音视频、实物等，特别是
反映一线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干
警、志愿者等抗疫一线的工作资料、心得体
会、“抗疫日记”、“请战书”、书信、实物等。
反映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企事业单位及其
他社会机构等共克时艰、奉献互动、联防联
控等文字材料、照片、音视频、实物等，包括
参与支援一线、无偿服务等志愿服务和社
会组织、个人捐赠物资的凭证、记录等。各
新闻媒体在直播、采访过程中形成的纪实
性资料和宣传报道材料，特别是能够完整
呈现某一专题，如体现医务工作者工作情

况、治愈者情况、居家隔离情况的文字、组
图、网页或者音视频资料等。以防疫抗疫
为主题创作的文学、音乐、美术、书法、音视
频、摄影艺术作品等。

（四）著名人物档案资料。反映各个历史
时期在延安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或作出重
要贡献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档案资料，即历代
延安籍（包括在省外或国外的延安籍人士）或
曾在延安境内长期活动过非延安籍的政界、
军界、工商界、科学文化界等领域具有重要影
响的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及其他重要
人物形成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名人自传、传
记、回忆录等反映其一生经历及主要活动的
生平材料；名人著作、研究成果、书画、文章、
报告、演讲稿、日记等；社会对名人研究、评价
的材料，如纪念性、回忆性材料，研究介绍材
料等；与名人有直接关系的各类证书、谱牒、
信函、音视频等。

（五）其他档案资料。
1.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来延视察的

照片、影片、题词及由此形成的录音、录像、光
盘、实物等。

2.民国时期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或音像
资料，如命令、训令、指令、公函、布告、手谕、
咨呈、照会、委任状、电报、契约、票据、聘书、
证照、合同、协议、证书、货币、印章、会计簿册
以及各种报刊资料、音像资料等。

3.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事
业单位编撰或绘制，涉及延安本地内容的具
有保存价值的各类出版物、资料，包括地方史
志、年鉴、地图、简报、通讯、年报、统计资料及
相关著述、资料汇编等纸质文献及音像资料。

4.反映延安历史变迁、地形地貌、人文环
境、物产资源、自然灾害、风土民情、民族宗
教、社会风俗、方言谚语、奇闻轶事、建筑艺术
等各种资料，包括各种版本的志书、年谱、家
谱、民谚、民谣，有价值的照片、音像、票证、证
章、商标、契约、图案、小报等。

5.反映延安市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实物、文字、照片、声像资料等。

6.其他与延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
交、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发展有关且具有保
存价值的资料。

二、征集时间
自发布之日起，长期有效。
三、征集方式
（一）自愿捐赠。凡自愿捐赠档案资料

者，由市档案馆颁发《荣誉证书》，并享有捐赠
档案资料的优先利用权。

（二）暂借复制。不愿捐赠原件，市档案
馆可以提供复印（复制）服务，复印（复制）后
原件归还持有人，复印（复制）件由市档案馆
永久保存。

（三）义务托管。对不愿捐赠又不愿转让

的珍贵历史档案资料，可委托市档案馆义务
保管、保护，保留其所有权。

（四）录制口述史。对各个历史时期重要
活动、重大事件，参加过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有突出事迹的老兵、亲历
者、见闻者或其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录制
口述档案。

四、征集要求
捐赠的档案资料应权属明晰，客观真

实。照片应为未经修改处理的原始记录，并
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内容包括拍摄时间、地
点、内容、人物（重要人物请说明其在照片中
的位置）、拍摄者等；音视频应播放流畅、音质
和画面清晰，并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内容包括
拍摄时间、地点、内容、人物、拍摄者等。

五、联系方式
有捐赠、托管等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可直

接到延安市档案馆办理有关事项，也可以采
取信函、电话等方式联系。

联系部门：延安市档案馆档案管理科
联 系 人：齐战莉 鲁芝炎
联系电话：0911—7097405
邮 箱：794276609@qq.com
邮政编码：716000
联系地址：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 6

号楼A段4层405室

延安市档案馆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档案资料的公告

宗地编号

2022YG-
A-13

宗地位置

延安市宝塔区
姚店镇张尔村

土地面积（公顷）

10.00公顷
（合150.00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2.5

绿地率

≤20%

建筑系数

≥30%

出让年限

50年

供地方式

挂牌

受让人

延安鑫尔特泵阀
科技有限公司

成交价格（万元）

5054

成交时间

2022年9月2日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2日

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上接第一版）
刘家河二号隧道全长610.5米，施工队于2021年8月26

日进洞，2022年7月4日贯通。该隧道为单洞双线隧道，围岩
以湿陷性黄土为主，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该隧道在施工
过程中运用了拌合站智能综合管控系统、工程调度信息化管
控系统、智能安全监测系统等信息化措施和铁路隧道新型逃
生系统，确保工程实体质量和施工安全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据了解，西安至延安高速铁路是国家高速铁路网包（银）
海高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规划的西渝高铁共同形
成南北大通道，是陕西省“米”字形高铁网主骨架的重要构
成，是“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建设项目。线路建成投入运营
后，西安至延安的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两个半小时缩短至1
小时，将极大地便利市民出行。同时，对深入推进西部大开
发战略、助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加快构建包海高速铁路通
道、进一步完善优化国家高速铁路网络布局、提升陕西省区
位优势和全国铁路网枢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线路的推进建设，旅客的出行环境和服务也随之
提升。6月29日，在延安火车站，市民胡锋和其他旅客一起
排队进行安检，之后进入干净整洁的候车室。随后，他们拿
着身份证，将凭身份证“刷脸”进入站台。

“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现在，不管
是航班、铁路还是公路，我出行都特别方便。”胡锋感慨地
说。

延安车务段延安车站副站长张艳茹介绍说，延安火车
站目前开行客车40列，除高峰线外，已恢复至74%，列车涉
及北京、东北、内蒙古、西安、四川等方向线路。

据了解，近两年来，延安火车站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将
车站问询、售票合二为一，为乘客提供最大便利。今年 3
月，为保障疫情期间学生返校安全，车站为延安大学学生加
开学生专列，这一举措是延安火车站为乘客量身定做、提供
个性化服务的体现，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伴随着从普速铁路“1.0”到动车组列车运行的“2.0”升
级，铁路建设对于圣地延安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巨大
的支撑作用。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高铁“3.0”时代，延安的
发展速度将会更快，发展信心将更足。

精灵游动——基本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
架、干线公路为支撑、农村公路为经络的大公路交
通网络，实现了公路运输“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
全覆盖

如果说民航、铁路是交通领域的“庞然大物”，那么纵横
阡陌、连接万家的公路运输无疑就是一个可爱的“小精
灵”。如今的延安，一条条柏油路入乡进村，为群众提供更
多便捷服务；一条条高速公路延伸远方，搭建起群众幸福的

“快车道”。
“十三五”期间，全市交通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680多亿

元，成为延安有史以来公路建设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
快速发展期。全市公路总里程达到 21036公里，其中高速
公路 943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3058公里，农村公路
17035公里，路网密度 58公里/百平方公里，基本形成了以
高速公路为骨架、干线公路为支撑、农村公路为经络的交通
公路网络，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

“现在交通太方便了。我们到延安可以全程走高速，比
原来节省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西安也只要2个小时，非常
方便。”赵玮家住黄龙县，原来从黄龙开车到延安要花费几个
小时的时间，现在通了延黄高速公路，出行既方便又快捷。

除了出行的市民，产业种植户也因延黄高速公路受
益。苹果种植户许耀平高兴地说：“高速公路通了以后，到
我们这里来的果商变多了，我自家种的核桃、苹果价格也上
去了。交通便利了，来的游客更多了，很多农特产品在家门
口就销售了。”

2021年 6月 30日，延黄高速公路正式并网通车，延长
至黄龙的车程由原来的4小时缩短至2小时。延黄高速起
自延长县岳口，经宜川县，接青兰高速由黄龙县城西侧设隧
道过境后到达终点安善村，在这里与榆蓝线黄龙至蒲城高
速公路顺接，打通了黄龙南下西安，北上延安的通道。延黄
高速改善陕北能源对外运输条件、强化陕北与关中沟通联
系的同时，沿途红色资源、丰富的农副产品、生态旅游、地方
美食等吸引游客前来，这条路也成为一条生态路、旅游路、
幸福路。

堑山穿壑，大道通衢，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吧！
铁路动车风驰电掣，飞机航线连接八方，高速公路纵横交
织，乡村公路畅通无阻……随着交通网的不断建设和完善，
延安正以全新的速度，迈入基于立体化交通的大发展时代，
用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四方，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
姓幸福之路更加畅通。

（上接第一版）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呼格吉勒图案、聂树
斌案、张文中案等一批冤错案被依法纠
正，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守住防范冤错案底线；司法责任制改革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出台规
定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批条子”“打
招呼”……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根基不断夯实。

以法为纲，崇法善治。
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
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
内法规体系……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

国家博物馆有一件特殊收藏品——
109枚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红色公章。
简政放权改革以来，天津滨海新区将分
散在 18个单位的 216项审批职责归至一
个部门，实现“一颗印章管审批”，原有
109枚公章就此封存。

从“109”变成“1”背后，是以法治方
式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

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

清政府权力边界；加强产权司法保护，营
造风清气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政府
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激活了市场主
体活力，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加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京津
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法治
保障；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法律
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制定
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支持重大改
革，护航国家发展，一系列国家重大决策
部署的实施推进都有法治的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
历史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十年间，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法治
中国建设迈向良法善治的更高境界。

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坚持
法治建设以人民为中心，让亿万人
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
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
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
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现在庭审开始！”2020年 2月 4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借助视

频庭审平台“北京云法庭”，完成对一起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法庭询问程序，而
其中一方代理律师正身处宁夏。

“微法院”“云办案”“指尖诉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司法机关案件
办理从线下到线上，保障公平正义“不打
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十年来，法治中国建设始终聚焦群
众所急所需所盼，以法治之力保障人民
美好生活。

曾经的“立案难”变成“有案必立、有
诉必理”，曾经办事“跑断腿”变成“异地
可办、一网通办”，行政诉讼渠道更加通
畅，法律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党的十
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步履铿锵，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法治的温暖
与便利。

2021年 12月的一天，辽宁本溪市民
陈宇收获了一个“小惊喜”。

在本溪北地派出所民警引导下，他
通过自助体检机完成了机动车驾驶人检
测项目。“以前做检测要跑去郊区的车管
所，现在下楼就能办，真是太方便了。”陈
宇高兴地说。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变化”，源自
法治政府建设的“大实效”。

从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非行政

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到持续开展“减
证便民”，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清理证明事
项 2.1万多项；再到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法治政府建设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更实
在的获得感。

法治的真谛，在于全体人民的共同
信仰。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的表率，带头尊
崇法治、敬畏法律……”2021 年 12 月 3
日，山东滨州市滨城区法治文化公园广
场上，滨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有关负
责人宣读倡议，全体人员向宪法宣誓。

自 2018年以来，我国已连续 4年举
办“宪法宣传周”活动，推动宪法法律精
神走进基层、走向生活。

全面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推动村民小组“法律明白人”全覆盖，

“板凳法庭”将矛盾纠纷化解在百姓家门
口，阳光议事厅助推社区“微治理”……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愈加浓
厚，汇聚起法治中国建设的澎湃力量。

新征程上，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
学指引下，不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将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堑山穿壑 大道通衢迈出法治中国建设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