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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街建工大厦现面向社会公开招租，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项目地址：延安市宝塔区东关街004号（东关小学旁边）。
招租面积及经营范围：建工大厦总面积为2774.54平方米。1~6层整

体出租。其中一层为门面房（7间）。招租经营用途可定位为办公、宾馆等。
租赁年限及租金：面议
联系地址：延安市七里铺大街132号（延安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911-2492509 18691184189（刘部长）

延安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5月7日

招
租
公
告

吴起县气象科技服务中心即日起注销，

望相关债权、债务者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前

来办理相关事宜，逾期不办，后果自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626667988379K
吴起县气象科技服务中心

2024年5月7日

注
销
公
告

经宜川县人民政府批准，宜川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宜川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
外，均可申请报名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2024-秋-06号宗地与 2024-秋-07号宗地为整体项目，需统一开发建

设，竞买申请人须同时申请、同时报价、同时竞得两幅宗地。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4年 5月 7日至 2024年 5月 27日到宜川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交书面申请
后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六、竞买保证金的交纳截止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4年5月27日16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地点为宜川县自然资源局会议室。挂牌
时间为：2024年5月28日9时00分至2024年6月12日10时00分的工作时间。

八、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13619253029
宜川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5月7日

宗地编号

2024-秋-06
2024-秋-07

宗地位置

秋林镇

秋林镇

宗地总面积(平方米)

10128.40（约15.1926亩）

24398（约36.597亩）

土地用途

加气站
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容积率

不大于
0.09

不大于
0.30

建筑
密度

不大于
18.22%
不大于
16%

绿地率

不小于
15.71%
不小于
52.31%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不大于
931.49
不大于
7236.76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保证金
（万元）

500
700

起始价
（万元）

640
1400

加价幅度
（万元/次）

10
20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延安时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

以严明纪律锻造出了“延安作风”，
才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
潮、实现历史性转折。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指出：“当
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
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
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
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
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

在“延安作风”彻底打败“西安
作风”70多年后，今年1月1日，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施
行；3个月后，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
开展。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全党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当下，更应探
寻“延安作风”的纪律“内核”，重温
延安时期的纪律故事。

立纪：完善党内规章制度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处理
好党的发展与组织纯洁性的问题，
吸取张国焘分裂党、王明严重违反
党的组织纪律的教训，在原有党规
党纪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了党的
一系列规章制度。

1938年 9月 29日至 11月 6日，
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
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
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
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要
求 ，全 体 党 员 要 做 到“ 四 个 服
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
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将其定位为“四
项最重要的纪律”，他强调：“没有纪
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
胜利的斗争。”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
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
定》等制度，党的各级机关的职责定
位、工作规则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规
范更加清晰明确。

1940年 4月 10日，陕甘宁边区

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党员党籍问
题的决定》，明确规定开除党员党籍
是党内纪律制裁的最高表现，明确
了对党员开除党籍的严格的组织程
序。

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
领》出台，其中规定：“共产党员有犯
法者从重治罪。”

同年 7月，中共中央作出规定，
要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
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
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
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
己党性的锻炼”。

1945年 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
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
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
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
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
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

1947年 10月，转战陕北途中，
毛泽东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文作了统一
规定并重新颁布。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
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建立报
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
局和分局，每两个月要向中央和中
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
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
随时请示报告外，每两个月作一次
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并对报
告由谁来写、写什么内容、什么时候
报告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延安时期，还完善了反腐败制
度法规。1938年颁布的《边区惩治
贪污暂行条例》和1939年颁布的《陕
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明确了贪
腐行为、惩处原则、惩处依据、惩处
标准等，为惩治腐败提供了法律保
障，反腐败工作走上法治轨道；《陕
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
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等，进一步规
范了政府人员的行为。

执纪：加强监督严惩重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实
践了以人民为主的监督形式，形成

了包括党内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
督、司法监督和新闻监督“五位一
体”的监督体系。

在完善党内监督的基础上，我
们党实行了以“三三制”为主的参议
会监督方式，即三分之一的共产党
员处于三分之二的民主党派和非党
人士的监督之下。党员干部要更加
注意自身的工作方式和言行举止，
否则，就会受到批评、检举甚至弹
劾。

为扩大人民监督，规定广大人
民群众“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
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还要
求各下级政府或公务人员，如接到
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需随
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1942年颁布
的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
告案件的命令以及1945年颁布的各
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
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等，都为人
民监督政府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此外，还利用媒体进行舆论监
督。《解放日报》从 1941年 5月 16日
创刊到 1947年 3月 27日停刊，常态
化刊登批评性报道，成为党改正错
误、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仅在整
风运动期间，《解放日报》就刊登各
类批评性报道78篇。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执
纪从严，对于党员干部的违法犯罪
行为惩治更加严厉。比如《陕甘宁
边区施政纲领》就明确规定：“厉行
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
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
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
罪。”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仗
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不论
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党龄多长，都

“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
正”。

1937年 10月，毛泽东就抗大干
部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人致信陕
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说：“如
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
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
个普通的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
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
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1941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又判处贪污腐化的肖玉璧死刑。《解
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在‘廉洁政
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
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
它！”虽然二人都是革命战争中的有
功之臣，但最后均被判处死刑，起到
了强大的震慑警示作用。

据统计，仅 1937年至 1941年，
就查处各类贪污案件235件，有效遏
制了腐败滋生蔓延。

对于组织纪律同样严格执行。
当时，中组部在延安挑选了 10多名
来自东北的同志，准备派他们回到
家乡去开展工作，其中7人以种种理
由推托不去，正式党员被降为候补
党员，1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明纪：不断深化纪律教育

延安时期，党中央特别注重包
括纪律教育在内的干部教育工作，
提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
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
运用”。

1939年 2月，中央成立干部教
育部，统筹负责在职干部教育工作，
并制定《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
划》，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
组，实行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

1940年，中央又连续作出《关于
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
育的指示》等，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依
托党校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党创
办了 30多所干部学校，先后出台 30
多个规范干部教育的文件，形成了
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整体推进
的格局。

那时，党的领导人经常去干部
学校讲课。除毛泽东去讲授立足中
国革命实践创作的一系列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外，其他领导人
也经常去讲。

1939年 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
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
讲中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在
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
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
独’，不做任何坏事”。

1940年 3月 19日，陈云在延安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
上讲道：“没有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
党，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
资产阶级。”“可否不要纪律呢？如
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
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不可避
免。如果党是一支战斗的党，依靠
的唯一的武器就是纪律。”

延安时期，还特别注重抓住具
体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强化广大党
员干部的纪律观念。除针对张国焘
分裂活动进行“四个服从”教育、通
过黄克功事件进行严明纪法教育
外，还针对处分刘力功进行组织纪
律教育。

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
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
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
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曾 7次找
他谈话，但仍拒绝执行党组织让他去
基层工作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
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布
于全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的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
力功的党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解放》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安
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
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
纪律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围绕吸取高
家堡事件教训进行了党的政策和纪
律教育。

1948年1月，时任西北野战军副
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
委员的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反映了我军攻克陕北榆林高家堡
时，对商人乱没收等破坏纪律的问
题。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高家堡破
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
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以此为契
机，全党开展了大抓纪律的工作。

延安时期的纪律教育，严明了
纪律，增强了党性，培养了一批对党
忠诚、信仰坚定的干部，为夺取抗日
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守纪：自觉养成良好作风

对于延安的干部作风，毛泽东
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要防
止“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佳肴、
沉溺享乐引诱共产党干部”。当边
区干部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后，有些
党员“脑子里装满了法币”，以权谋
私现象开始出现，严重破坏党的纪
律，毛泽东及时告诫：“要把现在许
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
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
气，根本改变过来。”

为了以上率下，延安时期，特别
强调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是中
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无论是老党
员还是新党员，无论是中央委员会
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党
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

“特殊组织”。
于是，党的领袖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毛泽东在棉裤洗了后宁可围着
被子坐在床上办公，也不违规去领一
套棉衣。因为一次党小组会未通知朱
德参加，他找到党小组长强调：“在我
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党内不
能有特殊党员。以后，这样的会议都
要通知我参加。”

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
时期，受当时国共关系的影响，重庆
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
其艰苦。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
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
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
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
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
同志们的伙食，又绝不能乱花一分
钱。曾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
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
了。为此，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
上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信检讨。

正是因为党的领袖以身作则，
延安时期，全党全军遵守纪律的自
觉性极大提高，无论是延安还是敌
后抗日根据地，都形成了良好的政
治生态和社会风尚，出现了毛泽东
讲的“十个没有”的干部新作风和社
会新气象，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
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
有小老婆，没有叫化子，没有结党营
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人
吃摩擦饭，没有人发国难财。

正是有了这样的“延安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才干成了前
无古人、惊天动地的伟业。

（来源：党风与廉政）

“延安作风”的纪律“内核”

（上接第三版）
“你看那边，黑白花的是安格

斯，黄白花的是海福特……”在子长
市杨家园则镇蜜蜂峪村的一处小型
养殖场，看着牛棚里 50多头膘肥体
健的肉牛，养牛专业户郭王宁高兴
地向记者介绍着。

在子长市农业部门的政策鼓励
下，养殖户引进海福特、安格斯、和
牛等新优品种，政府会给予每头牛
3000元的补贴。

2021年，郭王宁回到家乡做起
了“牛”产业。靠着踏实肯干和善于
学习，在养牛的第一年，就有了20多
万元的收入。2023年 7月，郭王宁
建起了新的养殖场，把自家的所有
牛集中饲养。

这些年，延安坚持因地制宜，把
产业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充分发挥
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市级衔接资
金 80%以上用于产业发展，集中打
造苹果、畜牧、设施农业、小杂粮四
条特色现代农业产业链。2019年
起，延安市一产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
全省第一。

美好生活“日日新”

五月的陕北，群山渐绿，山花盛
开，满目生机。在延川县关庄镇，青
山环抱的古村落甄家湾村热闹非
凡。

沐浴着春风，一批批游客和影
视剧拍摄团队纷至沓来。

“现在正在拍摄的是《浴血王家
川》，马上又要来一个剧组，合同已经
签好了。”村党支部书记白云说：“现
在，我们村几乎没有空档，剧组一个
接一个地来。”

甄家湾村建于元代至元二年
（公元 1265年），村里独特的古窑洞

遗存，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据了
解，该村现存古窑洞97院258孔，是
陕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
整的古窑洞建筑群。

作家史铁生曾在这里度过两年
知青生活，他在《我的遥远的清平
湾》中形容这里“全是一座座黄的山
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

如何把遗存的古窑洞资源盘
活，是甄家湾村近年来努力的方向。

甄家湾村以乡村建设为抓手，
加强对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开发和
利用，通过“三变”改革，将古村66院
167孔古窑洞流转到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打造出影视拍摄、教育研学、
写生创作、文化体验四大基地，将新
村14院64孔闲置窑洞流转，打造出
集民宿客栈、休闲度假、地方美食、
农特产品产销、传统文化体验于一
体的特色民宿农家乐，最大限度挖
掘古村落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2023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4177元，村集体收入98.95万元。

家乡变美了，增收机会多了，不
少外出务工的甄家湾村人选择了

“往回走”。
爽利的陕北婆姨张海芳就是其

中之一。2018年，张海芳和丈夫回
到村上办起了农家乐，空闲时还在
影视剧中当群演。

已经出演了四部戏的张海芳，
成了村民公认的“本土明星”，收入
也蹭蹭涨。她说：“农家乐一年收入
10多万元，当群演一天还能挣 100
块，靠着这些收入，几个娃娃的学费
就都有了着落。”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黄河
有富路。

2014年，宜川县昝家山村借着
移民搬迁的东风，在距离壶口瀑布景

区不远的川道位置，也是前往景区的
必经之地建成了如今的昝家山新村，
新村依托壶口景区，致力于提供旅游
服务。目前，全村 70多户村民从事
旅游服务业，其中 30户以上群众开
设集餐饮、住宿为一体的农家乐。

脱贫户兰天玉今年 65岁，就在
村上开着一处民宿，一年下来有五
六万元的收入。

昝家山新村的建成，不仅带动当
地群众脱了贫、致了富，更吸引了外
出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回家创业。

看着周边的游客越来越多，村
民们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2015年，
在外闯荡多年的杨海鑫毅然回到家
乡，用家里的7间房开起了饭店和民
宿。第一年，就赚到了10多万元。

“这比我在外面打工可强太多
了。”杨海鑫说，这两年，进入旅游旺
季，游客吃饭、住宿天天爆满，于是
又租赁和自购各一套房子，用来扩
大经营。

杨海鑫的生意越做越大，收入
也越来越高，2023年，年收入突破
100万元。

村党支部书记杨志峰说：“靠着黄
河，昝家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3年，昝家山村村集体收入53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1元。

民生幸福“成色足”

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直接影响
着老百姓幸福感与获得感，保证群众健
康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

72岁的刘虎是甘泉县下寺湾村
村民，在下寺湾中心卫生院连着住
了 6天院，不仅治疗了肺气肿，还通
过针灸缓解了腰腿疼的毛病。

“断断续续咳嗽半年多了，没想
到一下给我治好了，腿脚也轻快了，

咱这卫生院也不赖。”刘虎高兴地说。
B超室、胸片室、中医馆……近

年来，经过县域医共体改革的下寺
湾中心卫生院在硬件和软件上有了
很大提升。曾经“不受待见”的乡镇
卫生院也变成了“香饽饽”。

“以前，我们生病都往县医院
跑。现在，同样的病在镇上就能看
好，回家方便，花费也少。”4月 25
日，由于下呼吸道感染正在接受治
疗的贺家湾村村民马凤琴说。

健康，是百姓幸福生活的基础。
多年来，延安市坚持把发展卫生事业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作，医
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

甘泉县人民医院在向下延伸服
务的同时，持续向上提升医术，与延
安大学附属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
团总医院以及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建立了对口帮扶关系，积极引
进上级医院的优质资源。

“听说市里来的专家医生来坐
诊，我马上就过来挂了专家号，做了
检查，全家人就都放心了。”4月 23
日，在甘泉县人民医院，患者李亚亚
接受了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
任医师王延明的检查。

在甘泉县，像李亚亚这样，守着
家门口就能享受市里大医院专家服
务的群众越来越多。

自2021年以来，三家帮扶医院共
派遣支医专家63名，覆盖了普外科、
骨科、呼吸与危重症、神经内科、妇产
科、儿科等多个专科，开展新业务、新
技术30余项。帮扶专家累计为门、急
诊患者提供了7800余人次的诊疗服
务，为500余名住院患者提供了诊疗
服务，开展院内技术培训80余场次。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甘
泉县人民医院院长胡江平说，2023

年，医院门诊诊疗122500人次，较上
年增长 13.81%，住院患者 9400 人
次，较上年增长46.83%，床位使用率
97.51%，较上年增长31.09%。

优质均衡、教育共富，是一道时
代命题，也是时代使命。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在宜川县
第五小学教育集团丹州新区校区，文
化课上书声琅琅，劳动课上争先恐后，
社团课上天性尽放……健康、阳光、
聪慧、幸福的氛围溢满整个校园。

学校开设的播音主持课，是四
年级学生翟奕昕最喜欢的课程之
一。她说：“学校非常漂亮，同时还
开设了丰富多元的社团课程，在这
里我每天都很开心。”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直是群
众关心的问题。近年来，延安积极
探索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优质学
校教育资源得到城乡共享，助力乡
村教育振兴发展。

为进一步整合优化教育资源，
推进宜川县城乡教育一体化优质均
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3
年秋季，宜川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
成立，以“1个核心校+1个城郊校+1
个乡镇校”的联盟型办学模式，即宜
川县第五小学为核心校、丹州新区
校区为城郊校、阁楼校区为乡镇校，
三校区协同发展。

丹州新区校区为新建校，成立
于2022年8月，因建校时间短，教育
教学管理缺乏体系和抓手，另外，
93%的学生来自于周边农村和外来
务工家庭，校区远离主城区，导致生
源很不稳定。

在所有教育资源中，最核心、最
关键的资源就是教师资源，特别是
骨干教师的配置。

“集团化办学以来，我们选派一

批骨干老师进行交流轮岗，把核心
校区优质资源送到集团内各个学
校，让集团内所有学校的学生都能
同时享受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宜
川县第五小学核心校校长赵引琴
说，在教学改革探索下，集团各个校
区学生综合素质有所提升，丹州新
区校区学生基本趋于稳定，阁楼校
区出现学生回流情况。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脱贫后的延安，始终坚持把增

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基础
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进
一步加强，让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今天的饸饹味道不错。”
“你最近精神是越来越好了。”
“来来来，咱们打儿会牌再回去。”
…………
在延川县贾家坪镇刘家沟村幸

福家园，刚刚吃过午饭的老人们，围
坐在活动室里聊起了天。

“幸福院成了老人们最喜欢的
地方！”刘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师平生
说，近年来，村里的空巢老人、留守
老人逐年上升，为了让老人们安度
晚年，2021年，在各方力量的参与
下，启动打造“幸福家园”，为在村70
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吃饭、休息、娱乐
等场所，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运行两年来，整体效果非常好，
老人们开心了，儿女们放心了，村子
里更和谐了。

巨变，在黄土地上书写；力量，
在奋进中彰显。

站在新起点的延安人民斗志昂
扬，接续奋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如花蕾满
枝，欣欣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