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身边的
视觉设计与印
务专家

致力做好城
市综合服务商
商务专线：
0911-8080001

8216292

延安融媒印务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
传媒有限公司
依 托 延 安 电
视、广播、报
纸、“ 我是延
安”客户端等
媒介资源，根
据企业诉求提
供一站式宣传
定制服务。

融 媒 传
媒·您身边的
媒体宣传专家
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8226222

延安融媒传媒
有限公司

延安融媒演播
有限公司

“精彩来
自专业”，延安
融媒演播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大型活
动策划、录制、
直播、电商、短
视频运营的专
业公司。

演绎非凡
传播精彩

服务热线：
0911-2820069

精心做精
品，精品赢市
场！延安融媒
文创有限公司
是延安市融媒
体中心授权对
外宣传、承接
形象宣传视频
创作、具有文
化创意性质的
专业性公司。

有文创，梦
飞扬！
服务热线：
0911-8216272

延安融媒文创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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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父亲李雄，母亲
刘艳燕不慎将儿子
李振宁出生证明丢
失，出生证明编号：
Q610440200，声 明
作废。

郑庄镇屈台村
民委员会不慎将公
章丢失，防伪码：
6106210022436，声
明作废。

父亲涂刚、母亲
朱琴不慎将儿子涂
禹轩出生证明丢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L610158183，声明作
废。

田青峻不慎将位
于宝塔区凤凰办事处
文化沟社区70号院3
号楼 9单元 5层 502
室房产证丢失，证号：
宝凤 10462号，声明
作废。

父亲刘延安、母
亲党亚情不慎将儿
子刘海涛出生证明
丢失，出生证编号：
O610633862，声 明
作废。

延安市燃料进
出口公司不慎将位
于延安市宝塔区柳
林乡王家沟村土地
证丢失，土地证号：
延城国用 94第 0443
号，声明作废。

我市城乡低保标准提高
城市低保每人每月680元，农村低保每人每年6000元

唯愿“夕阳”霞满天
——记“2022年度岗位学雷锋标兵”李毅

记者 杜音樵 杨亮

（上接第一版）

社会治理不断完善，城市
更有温度了

“车位划线更加清晰了，还在车
位短缺的地方新补划了车位，停车
越来越方便了。”市民刘瑞深有感触
地说，延安这座城市，变得越来越有
温度。

近日，为了规范城区停车秩序，
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经过现场勘
察、科学规划，在城区停车场和广场
等处形成补旧增新治理清单，对模
糊不清、标线脱落的机动车、非机动
车泊位进行重新施划，对需要新增
泊位的地方进行增补。

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枣园中
队中队长王勇表示，他们将根据市民
的需求，结合实际适当增加泊位，助力
市容市貌的“微”更新。同时加大宣传
引导，让规范、文明、有序停车成为习
惯，共同营造良好的停车和出行环境。

走进甘泉县政务服务大厅，窗
口工作人员正在为前来办理业务的
居民提供咨询服务。记者看到，政
务大厅还开设了爱心书屋，配置了
老花镜、医药箱等便民服务用品。

作为服务企业群众的窗口单位，
甘泉县行政审批局以全国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为契机，坚持将政务服务和
文明建设两手抓、两促进、两提高，以
优质高效的服务让企业和群众满意。

“从进门办事起，工作人员就给
讲得清清楚楚，办事非常快，效率很
高，非常满意。”只一会儿工夫，市民
宋海斌就顺畅地办完了业务。

在宝塔山街道杨家岭社区，工
作人员更是在小区摆上了流动办公
桌，有事大家议、有难大家帮，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居民住得更加
安心和舒心。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市民
文明素养提升了

文明花开香满园，同心掬得满庭
芳。当前，在我市全力以赴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之际，各级各部门以及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穿上“红马
甲”、戴上“红袖章”，积极踊跃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增光添彩。

在延川县北新街社区，这里成
立了12支志愿服务小队，他们设立

爱心救助站、电子阅览室、图书室
等，积极开展志愿活动，丰富居民业
余生活。他们还配合文旅集团等单
位在210国道设立假日旅游志愿服
务岗，引导游客更好地规划旅游路
线，获得了广泛好评。

在宝塔区枣园街道枣园社区，
社区携手延安卷烟厂和国网陕西电
力张思德（延安枣园）共产党员服务
队，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
动。他们看望高龄老人，陪老人聊
天，帮助生活困难户干农活，用身体
力行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凝聚向上
向善、助人为乐的精神共识。

一件件红马甲，折射的是市民
文明守序的素养；一面面小红旗，代
表的是不可逾越的规矩。人人都是
志愿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在城区
的大街小巷、交通路口、休闲广场等
处，随处可见各部门单位、街道社区
的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的身影，他
们或进行交通疏导、环境整治，或忙
碌于义务宣传，齐心协力、众志成
城，共同凝聚起创建的磅礴力量。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今年以
来，宝塔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

“360帮帮团”志愿服务队开展“杜
甫讲堂团”系列活动。他们从志愿
服务队中优选了 11名政策理论水
平高、语言表达能力强、德高望重的
能人名家等，走进小区院落、广场凉
亭、田间地头等地，采用老百姓听得
懂、能领会的方式零距离进行文明
宣讲，注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的培育，让身边人讲好身边
事、身边事带动身边人，不断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市民马艳表示，在社会各界的
积极宣传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居民
自觉成为良好社会道德的传播者、
推动者，邻里互助、好人好事层出不
穷，文明向善的正能量在不断传递，
市民素养不断得到提升。

如今的延安，公园绿荫葱葱，公
共服务设施随处可见；景区里，乱扔
垃圾、乱写乱画的情况越来越少；马
路上，文明交通“车让人、人守规”渐
成共识；餐馆内，“光盘行动”引领新
风尚；服务大厅中，工作人员热情而
周到……每一个个体的“小气场”，
汇聚成社会文明的“大气候”，让文
明新风持续吹拂。

（上接第一版）时隔多年，在2020年全
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为增加农
田面积，习近平曾带领乡亲们在梁家
河修筑淤地坝。“知青淤地坝”至今仍
是梁家河最肥沃的一方良田。3月16
日，记者看到，在淤地坝上，村民正在
忙碌地铺设排水管道、安装喷灌系统，
大做高质量“文章”。

“我们着力加强耕地保护，去年清
理荒废苗木，恢复耕地210亩，粮食产
量增加17.3万公斤。”梁家河村党支部
书记巩保雄说。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梁家河人做到了。

“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
2011年5月2日，习近平复信石春阳、
巩保雄，尤其关心产业发展情况。

特色产业发展成效如何？
3月 15日，记者来到梁家河村现

代农业园区种植基地，看到种植大户
高虎正往农家肥里加入鸡蛋壳、碎玉
米秸秆等。“这样肥料里腐殖质含量更
高，有利于葡萄生长。”高虎说。

高虎种了4年葡萄。他种的葡萄
品质好，虽然40元1公斤，大家也抢着
买。1座大棚去年收入3万多元。

秘诀是啥？
“发酵液是关键。将豆浆、啤酒、

红糖水、胡萝卜粒等倒入空桶，在棚内
高温发酵形成营养液，通过滴灌追施
或喷施在叶面。”高虎告诉记者，“这样
做不仅会提高葡萄含糖量，还能让单
果重量增加、果实更有光泽。”

“你咋知道这些专业知识？”记者
问。高虎晃晃手机说：“全靠它，它就
是我的‘老师’。”

手机成了“新农具”。农闲时，62
岁的高虎总是抱着手机看农业教学短
视频，钻研葡萄种植技术。种出的葡
萄受欢迎，他的心劲儿更大了，去年又
种了一棚新品种葡萄。

妻子常年患病，家门口的产业让
高虎能顾得上家。他说：“大棚产业就
是最好的产业。做什么就在什么上用

劲儿，就要做好。”种植户贺世林深表
赞同：“土地不哄人，庄稼人出劳力，没
有白出的力。”

梁家河村大棚产业方兴未艾，25
座大棚“鼓”起村民的钱袋子。脚踏实
地的梁家河人靠着实干苦干加巧干，
挑起“金扁担”，迎来幸福生活。

“四社”焕发新生机

40多年前，年轻的村支书习近平
带领梁家河人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
池，办起缝纫社、代销店、铁业社、磨坊
（合称“四社”），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
等实际困难。

“当年沼气是个新事物。习近平
总书记敢于创新，讲究方式方法，难题
一个一个解决，所有产业都办成了。
如今，我们更要创新发展好‘四社’。”
梁家河村第一书记惠毅德说。

3月 16日，在梁家河村宽敞明亮
的窑洞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衣
服，接袖、合缝、压线……一件件崭新
的红色工服在灵巧的手中制作完成。

窑洞咋能办起服装厂？
2021年 10月，为盘活缝纫社资

源，梁家河村与延长石油集团合作，成
立延川梁家河丰源服装有限公司，年
生产销售服装 5万多套，每年为村集
体增收100万元。

“小时候常听奶奶讲起缝纫社的
故事，妇女们靠着缝纫手艺拿工分，还
能满足村里人日常的需求。”村民吴桂
平和30多名工友就近在服装厂上班，
工作家庭两不误。

缝纫社升级为服装厂，铁业社也
“走”出新路子。

在梁家河村史馆外的村道旁，铁
业社吸引了不少游客。老铁匠梁玉前
笑着告诉记者：“铁制农具以前是稀罕
玩意儿，现在造型各异的种花工具和
儿童玩具广受游客追捧。我们打制的
产品也得跟上时代发展。”

新路子咋走？借船出海！铁业社
“嫁接”到好资源，将与延长石油集团、
延川县创新机械制造厂等合作，批量

生产石油装备等，实现跨越式发展。
当年红火的代销店，如今拓展为

综合性加油站。
在延延高速公路文安驿出口，梁

家河村与延长石油集团合作建设的便
民加油站，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加油机
等设备已安装到位，4月底将投入运
营。

磨坊“变身”加工厂。在距离梁家
河村口5公里的下驿村，记者看到，延
安梁家河农产品加工项目（一期）正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79
亩，目前‘三通一平’工作已经完成，厂
房建设即将拉开序幕。”梁家河荣民农
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保林告
诉记者。

依托与大企业的合作项目，梁家
河村的“四社”进一步延伸发展，完善
的分红机制将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入。

“四社”焕发新生机，梁家河村集
体经济蛋糕越做越大。

始终端平“一碗水”

1975年 10月 6日，离开梁家河村
的前一天，习近平对即将担任梁家河
村党支部书记的石春阳说：“要当好一
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
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
就是公正的人。”在梁家河村，青年习
近平做事公道正派，赢得了村民的心。

2014年，梁家河村与周边的梁家
塔、舍和沟、木瓜山三个村庄合并，梁
家河行政村现有 4个自然村 7个村民
小组，人口 1187人，2022年村集体经
济收入超过420万元。

“蛋糕”做大了，咋分配？一碗水
要端平。

今年1月，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梁家河村在沟口搭建57间小木屋，经
营特色小吃，销售农副产品。

咋分配？老办法，抓阄！
“老一辈的‘土办法’，传统、朴素

却又极其公平。村里的环卫、售票、安
保等工作岗位，大都通过此类方式实

现公平分配。”巩保雄说。
相较而言，原梁家河村自然条件

好，红色旅游发展早，经济发展领先于
其他村组。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
题？

产业发展，不落下一村一户。
梁家河村党支部带着村民，在舍

和沟建大棚，在木瓜山发展养殖业，在
梁家塔发展苹果产业……

4个自然村都有产业，特色各不
相同，前景同样广阔。

2021年秋季一场罕见的大暴雨，
梁家塔局部受灾，硷畔垮塌、道路损
毁、山体滑坡……现实给梁家河村敲
响警钟：偏远村组基础设施还很薄弱，

“一碗水”端平任重道远。
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厚此薄彼。
村子的变化，61 岁的梁家塔村

民吕爱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村
道旁建起了高大的护坡，通往果园
的产业道路也硬化拓宽了，房前屋
后的硷畔重新整修了，围筑起一块
块小菜园。”吕爱成笑着说，关键是
家家户户用上了环保厕所，干净又
卫生。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梁家河村建
设项目向薄弱村组倾斜，各村组的基
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等有了质
的提升。

“要为人民做实事！共同富裕路
上，一个不能少！”38岁的惠毅德时常
感受到“穿越时空的力量”激励着自己
前行，激励着梁家河人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

当年习近平带领社员打出来的知
青井，依然造福着梁家河的乡亲们。

吃水不忘挖井人，乡亲们念着习
近平的好，也不忘把他的嘱托化为实
际行动，齐心协力建设好村子。

“如今，我们梁家河人干劲满满，
日子越来越红火，村子越来越美丽，产
业越来越兴旺。总书记知道了肯定很
高兴。”梁家河村老支书石春阳笑着
说，“盼着总书记再回梁家河，看看如
今的好光景。”

梁家河村：日子越来越红火，村子越来越美丽

在延安市人民医院有这样一位大
夫，他辛勤奋战在医疗一线 20载，守
护着病患的健康，用实际行动默默践
行着雷锋精神，用真诚和热心温暖着
每一位患者的心，他就是市人民医院
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李毅。

今年 45岁的李毅是市人民医院
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心血管专业主
任医师，自 2002年以来，在医疗战线
上一干就是 20个年头。多年的临床
医疗工作中，李毅视患者为亲人，在
不断钻研专业技术的同时，不怕累、
不怕苦，不怕风险，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20年来救治危重患者数百人，
由于性格随和，医术高超，也让李毅
和患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患者身体
不适，电话问诊，李毅上门出诊也是
常有的事。

“曾经有一位老人在凌晨3点多给
我打电话，电话里说他身体不舒服，我
听他描述的情况就是心绞痛的症状，
立马开车去他家，给他做了心电图，用
了些口服药，看着他症状改善并慢慢
消退后我才离开。”李毅回忆道，因为
专业使然，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老年人，
对于他们的需求不能有一星半点的马
虎和怠慢。

“李大夫这个人对我们这些老年
人特别和气，看病也很认真，很多次我

联系他说身体难受不方便来医院，只
要他有空，哪怕是下班时间都会来给
我看病。”患者文桂芝告诉记者，老年
人大多都是慢性病，她平时打电话给
李毅咨询病情，都能得到耐心认真的
答复，让她心里十分踏实。

“脚踏实地工作，为延安老年医疗
卫生事业不断奋斗。”这是李毅工作的
信条。

2011年，市人民医院成立了“老
年病”专科，李毅担任科室的副主任。
为了干好工作，李毅利用半年时间，对
我市老年人群的流行病学进行专项调
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制定了详细
的科室发展计划，经过 11年的发展，
科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延安市
人民医院的品牌科室，也得到了广大
老年患者的赞许与认可。

李毅还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在每年
4月19日“全国老年医学日”开展大型
义诊活动，在社区、敬老院和街头为患
者提供专业的医学咨询及免费的医疗
检查服务。为了更好地为老年人服
务，李毅定期在科室举行老年患者座
谈会，及时了解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及
心理情况，方便在诊疗过程中更有针
对性。此外，为进一步践行“优秀医疗
资源下沉到一线”的号召，李毅主动负
责宝塔区柳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

务帮带工作，每周坚持进行业务查房
及疑难病例讨论，手把手为年轻医生
教授基本技能及操作。

“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力
以赴为患者服务，用心做好本职工作，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对于如何立足岗位，学习好雷
锋精神，李毅有着自己的见解。治病
救人、认真钻研医术，这两条占据了他
平时生活的一大部分，每逢有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他更是义无反
顾冲在前。

新冠疫情发生后，市医院也组建
了发热门诊，抽调各科室骨干力量充
实抗疫一线力量。

“作为科室的老大哥和负责人，我
想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冲在最前面。”李
毅主动写下请战书，积极参与到发热
门诊工作当中，并作为科室固定人员，
始终奉献在抗疫一线，这也让他成为
医院疫情期间发热门诊出勤率最高的
医生之一。

2022 年，我市出现数轮疫情高
峰，市人民医院也派出数支医疗队深
入居民小区开展核酸采集工作，尽管

那段时间李毅肩周炎犯了好几次，胳
膊已经疼到抬不起来，但他依然选择
参加核酸采集工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固定工作，
当时我就想着不能麻烦其他同事，
自己咬咬牙就过去了。当时等把物
资搬完之后，胳膊已经疼的根本抬
不起来。”李毅笑谈起那段时间的工
作，积极乐观的态度感染了周围的
很多同事。

20年来，李毅在工作岗位上任劳
任怨、默默奉献，先后获得“陕西省十
大孝亲敬老楷模”、市卫健系统“党员
模范示范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科主任”、“延安市最美家庭”、“延安模
范”等荣誉称号，近日被评为延安市

“2022年度岗位学雷锋标兵”。
“被评选为岗位学雷锋标兵，是对

我之前工作的一种认可，更是对我今
后工作的鞭策，让我在以后的工作中
更有干劲儿，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李
毅说，医务工作者既然志愿献身医学
事业，就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
行，为更多的老年患者提供更好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

“‘学习强国’既是益友，更是良
师，默默无闻地陪伴着我成长，让我
受益匪浅。”近日，提到自己与“学习
强国”平台之间的缘分，延川县委办
副主任、改革办主任白馨豪深有感触
地说。

白馨豪最初结识“学习强国”，
还要从 3年前说起。他说，那时，只
知道“学习强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主管的一款学习平台，肯定不会
差，于是就拿起手机下载，按照提示
完成注册。

“注册成功后，我便被平台丰富的
栏目吸引住了，范围涵盖国际国内以
及各省、市、县等，涉及教育、医疗、电
影、体育、人文等，内容丰富、应有尽
有，简直就是一个‘百宝箱’。”白馨豪
说。

自此以后，白馨豪就立志把“学习

强国”当做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学习
平台。每天只要一睁开眼，他就把“学
习强国”打开，点开“中国之声”，一边
洗漱，一边听国内国际时事新闻。送
孩子到学校后，他又利用早到单位的
时间，打开每日的“习近平金句”，逐字
逐句抄录到笔记本上，细细品味并写
下心得体会。

“平台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我可以原汁原味地学习许多政策性文
件，从而指导自己的工作。”白馨豪说，
特别是作为全县改革工作的具体负责
人，他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学到的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精神指导工作，再立足全
县实际，不论是起草工作要点，还是研
究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就业等事关
群众急难愁盼的“小切口”改革工作，
他都坚持深入走访调研，认真“把脉问

诊”，坚持以“硬核担当”推动落实，确
保改革举措切口小、能落实、群众得实
惠。通过努力，全县改革工作也连续
3年在全市年终目标责任考核中荣获
优秀等次。

白馨豪说，“学习强国”平台最有
趣的，就是可以边学习边积分。每天
只要完成一定的文章阅读、视频浏览、
每日答题等项目，就可以得到相应的
积分，随着积分的不断增加，便可获得
相应的“段位”。

“最让人激动的要数‘四人赛’，每
局总共5道题，答对一题加20分，答错
不减分，优先获得100分即为胜利，每
一局都是系统自动匹配和自己实力相
当的对手进行答题竞赛，四人对战，你
追我赶，好不刺激。”白馨豪笑着谈道，
有段时间，因为挑战四人赛，胜利了他
兴高采烈，失败了垂头丧气。妻子调

侃他，不就是答个题吗，平常心对待就
可以了，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经
质”。甚至连三岁的儿子看见他不高
兴了，都会调侃道：“爸爸，你答题又输
了？”

就这样，白馨豪的学习在一点一
滴中积累，他的积分也在逐渐增加，在
全县乃至全市名列前茅。因此，他被
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和“学习强国”陕
西学习平台评选为“优秀学员”，被延
安市学习平台评为“学习标兵”。

白馨豪表示，作为一名热爱文学
的青年，他还通过平台阅读了许多文
学佳作，提升了写作水平，自己撰写的
5篇散文都被平台采用刊登，心里觉
得无比自豪。

“平台成了我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学习标兵”白馨豪分享学习心得

记者 李欢

强国有我·分享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武晨霄）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为
进一步做好我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3月29日，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
于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对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特困人
员救助供养标准进行再次上调。

《通知》明确，从 2023年 1月 1
日起，将城市低保标准由 610元/人
月提高到 680元/人月，每月上涨 70
元，增幅 11.48%；农村低保标准由
5400元/人年提高到 6000元/人年，
每年上涨600元，增幅11.11%；城乡

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低
保标准的 1.3倍联动增长。此次调
整将惠及我市11.7万名城乡低保对
象和特困供养人员。

目前，我市已下达2023年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5.83亿元，由市县统
筹用于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进一步兜
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下一步，市财
政局将持续统筹资金，合理安排城乡
低保资金。同时，加强与民政部门
的协作配合，不断加强低保规范化
管理，确保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

本报讯（记者 李欢）记者从
宝塔区林业局获悉，清明节之际，4
月 4日早上 8点至 12点，宝塔区将
免费向市民发放侧柏树苗，倡导群
众文明祭祀，以植绿的形式来寄托
哀思。

免费发放树苗的指定地点为万
花山镇肖林村高架桥附近、枣园街
道枣园为人民服务讲话台对面、桥
沟街道东二十里铺村党员活动室院
内 3处，有需求的市民可以持身份
证前往指定地点，自觉登记、有序领

取，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侧柏 5株。
因苗木数量有限，市民可以提前与
区林业局、区林木种苗和草原站、万
花山镇、枣园街道办事处、桥沟街道
办事处联系，领完为止。

据了解，近年来，宝塔区积极开
展“绿色清明，文明祭祀”活动，每年
清明节向市民免费发放树苗，营造
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祭祀新风
尚，这一举措既巩固了生态建设成
果，又有效减少了森林火灾隐患，得
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

今日市民持身份证可免费领取侧柏5株

本报讯 （记者 方大燕 殷宇
峰）近日，记者从延安市商务局了解
到，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
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补，今年延安
市财政安排了1000万元作为电子消
费券用于补贴新能源汽车消费。购
车市民可通过“云闪付”App申领，对
在活动期间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个人
消费者以事后补贴的形式发放至个
人银行账户内，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记者了解到，具体发放标准为，
第一档：购发票金额在 3万元（含）
以上，5 万元（含）及以下，发放
1000元电子消费券/辆；第二档：购
发票金额在 5万元（不含）以上，10
万元（含）及以下，发放2000元电子
消费券/辆；第三档：购发票金额在
10万元（不含）以上，15万元（含）及
以下，发放 3000元电子消费券/辆；
第四档：购发票金额在 15万元（不
含）以上，20万元（含）及以下，发放

4000元电子消费券/辆；第五档：购
发票金额在20万元（不含）以上，25
万元（含）及以下，发放5000元电子
消费券/辆；第六档：购发票金额在
25万元（不含）以上，30万元（含）及
以下，发放 6000元电子消费券/辆；
第七档：购发票金额在 30万元（不
含）以上，发放 8000元电子消费券/
辆。另，购发票金额以机动销售统
一发票中的价税合计数为准。

据了解，此次新能源汽车消费券
发放申领时间为2023年4月1日至
2024年1月20日，主要针对2023年1
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购买的新能
源汽车。符合条件的车辆标准为在延
安市注册登记并参与此次汽车消费券
发放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不包括二
手车交易。申领汽车消费补贴的对象
为在延安市注册登记的限额以上汽车
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所有车
主，不包括二手车和公牌车辆。

财政发“红包”车主享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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