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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2024年1月18日 星期四

10 安塞区荣获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03“张思德文明服务+”活动深入开展

07 灿烂文化引客来 非遗传承结硕果 08 安塞区通过“中国曲艺之乡”复核 09 安塞区入选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01 安塞区代表团在市残运会上获佳绩

2023年8月29日，延安市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安塞开幕，在为期2天的运动
会中，来自全市 13个县（市、区）和延安市特教学校、
延安市社会福利公司的运动健儿们进行了田径、羽毛
球、乒乓球、象棋、飞镖、举重等6个项目的激烈角逐，
共产生金牌 44枚、银牌 41枚、铜牌 33枚。安塞区代
表团获得 10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获得团体总
分第一、金牌榜第一、田径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02“三个年”活动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2月10日，安塞全区“三个年”活动安排部
署会议召开，深入贯彻省市关于“三个年”活动部署要
求，动员全区上下大抓产业项目、大抓营商环境、大抓
作风能力建设，全力推进安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9月25日，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
发 2023年第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的通
知，安塞区营商环境“张思德服务员”组建“四员”队
伍，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的工作机制获评2023年第

二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
安塞区坚持把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作为转变政府

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在精简审批事项、优化政务服务、规范监管行为上精准
发力，相继制定出台了《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关于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8+4行动方案》《营商环境保障
重点项目建设制度》等10多个政策文件，有力促进了县域
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2023年3月15日，安塞区举行了以“张思德文

明服务，让安塞更有温度”为主题的“张思德文明

服务+”授旗仪式。

“张思德文明服务+”活动开展以来，安塞区委

成立了“张思德文明服务+”活动工作专班，制定张

思德文明服务+包联责任表和重点工作项目清单，

探索制定评估验收考核办法，充分吸纳全区党员

干部、农技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网格员、道德模范

等加入志愿者队伍，组建区、镇、村三级张思德文

明服务网络体系，实名注册志愿者达到 10800人，

累计开展文明服务活动230场次，受益群众达5万
余人次。

根据《陕西省社会信用条例》有关规定和《陕
西省信用建设示范县（示范园区）创建工作方案》
有关安排，5个县（区）确定为全省第二批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示范县（示范园区），安塞区名列其
中。

近年来，安塞区以创建陕西省信用建设示范
县为目标，紧密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关于信用建设方面的决策部署，立足
安塞实际，大胆创新工作思路，始终坚持用延安精
神建设安塞，以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监管机制建
设为基础，联合奖惩为手段，信用应用场景推广为
重点，高质量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
和司法公信建设。

去年仲夏时节，每天下午，腰鼓山下的小广场都
会飘出热情激昂的歌声，不少爱好音乐的群众自发聚
集在这里，唱民歌，唱红歌。安塞群众广场文化大舞台
是由爱好音乐的群众自发参与组织的群众歌唱活动，
活动中，负责组织的老师会提前选好红色革命歌曲，
或赞颂党和赞美祖国的歌曲，并将曲谱打印出来，免
费提供给前来唱歌的群众，还有指导老师现场教学。

安塞区组织党员、道德模范、志愿者、退休老干
部，深入农家小院、田间地头、社区工厂、公园广场，通
过流动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用清新质朴、通俗易
懂、喜闻乐见的语言，把“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将
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刻内涵具体化、生动化，让群众喜欢
看、看得懂，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群众润民心。

2023年6月4日，“丝路有约 一见钟‘秦’——
第五届驻华外交官解码陕西主题活动”落地延安，
20余位驻华外交官来到安塞区文化文物馆，感受
艺术延安的文化自信。

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上，安塞区县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树爱、陈海莉获得剪纸类
二等奖，民间绘画类三等奖的喜人成绩，两人作品
均被农业博物馆收藏。

陕西省文旅厅公布陕西省 2023—2025年非
遗特色示范县（市、区）、示范镇、示范街区名单中，
安塞区入选“全省非遗特色示范区”。

目前，安塞共有中、省、市（区）非遗项目65项，
其中安塞腰鼓、安塞剪纸2005年被国务院公布为
首批国家级保护名录，安塞腰鼓、剪纸、民间绘画、
转九曲和沿门子6项被公布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
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6人、省级传承人12人。

2023年 8月 18日，第一届陕北说书大会在
安塞举行。

安塞区拥有各类曲艺人才 1000多名，民间
曲艺团队 13个，说书艺人 183人，其中国家级会
员10人，省级会员62人，市级会员84人，营造出
人人爱曲艺，处处见曲艺的文化氛围。

以陕北说书为代表的安塞曲艺曲种丰
富，内容鲜活，形式多样，2015年 8月，安塞区
（时为安塞县）被中国文联、中国曲协授予“中
国曲艺之乡”。自此，安塞成了全国少有，陕
西唯一的腰鼓、剪纸、民间绘画、民歌和曲艺
之乡。

在中国曲协2023年开展的第四轮中国曲艺
之乡（名城）、基地调研复核中，经综合评定，安塞
区“中国曲艺之乡”建设工作扎实、成效显著，复
核通过。

2023年 10月 27日，生态环境部命名全国 53
个地区为第七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其中，陕西省有两地成功入选，安塞区
名列其中，并且是延安市第一个入选县区。

安塞区地处延河上游、黄河中游，是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水土保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在全
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占据举足轻
重的位置。近年来，安塞区委、区政府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成功列入陕西省生
态环境质量“轻微变好”县区，生态质量不断提升
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持
续优化，全区林草覆盖度由1998年的18%提高到
现在的34.68%。把握低碳发展方向，安塞区被确
定为全省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县区、中国苹果产业
50强县区和陕西省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县区。

2023年11月20日，第七届丝博会暨东西部合
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式落下帷幕，安塞分团共
签订项目20个，总投资115.96亿元。

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国信中
小城市指数研究院对外发布2023年中国中小城市
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并发布了 2023年度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等系列榜单。安塞区荣获全
国投资潜力百强区。

2023年以来，安塞区坚持把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
年和营商环境突破年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和关键之举，成立了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两个推进专班，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全力破除项目手续办理、开工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形成了高位推动、上下协同、部门
联动抓重点项目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营商
环境和项目建设都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近年来，安塞区持续推行以党建引领，自治强
基、法治保障、德治滋养，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信息化支撑、多元化参与为主要内容的“134”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不断健全网格化治理新机制，强化基础“微治
理”新举措。按照“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理便捷、
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原则，安塞区将保
洁等各类网格合而为一，建立“全科网格”实现了

“多网合一、一格多能、一员多用”的目标。
安塞区通过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新路径，

创新推出“134”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管理方式由“粗
放式”向“精细化”转变。服务方式由“被动式”向

“主动式”转变，使社区管理与服务更有“温度”。

04 安塞区荣获全省第二批信用建设示范县（示范园区） 05 创新推出“134”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模式 06 创新宣讲接地气 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光阴如梭，岁月不居。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告别2023。

新 时 代 的 浪 潮 浩 浩 荡

荡，我们跨入2024。

2023，我们用相机定格属

于安塞的高光时刻。

2023，我们用文字记录安

塞砥砺奋进的喜人成绩。

回首 2023 年，追随安塞

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踏实而

稳健的脚印，一件件大事件

恍然如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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