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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张延林、母亲唐梅梅不慎将儿子张成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号:19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75年来，在历届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延安精神，筚路蓝缕，锐意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基础设施逐步
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有效提升，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
阶。

一、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一）经济规模实现突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

1949年全市生产总值仅 0.34亿元，发展至 1978年达到 3.44亿元。改革开放
以来，生产力全面解放，全市经济提速发展，2000年、2011年经济总量分别突
破百亿元、千亿元大关。从生产总值增速看，2001年—2011年全市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生产总值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由
量的扩张向质量和效益同步提升转变，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 1261.85亿元，
2021年首次突破 2000亿元大关，2023年达到 2280.24亿元、增长 1.8%，2012
年—2023年年均增长4.8%（按不变价计算）。

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二）人均生产总值跃居前列。延安人均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72元增加
到1978年的238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3元。搭乘“改革开放”列车，延安经
济总量稳步扩张，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随之实现新突破，1990年首次超过千
元，2003年突破万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 2005年—2015年和 2018年—
2023年期间稳居全省第一梯队，由 2018年的 67040元跃升至 2023年 100695
元，首次突破10万元大关。

人均生产总值

单位：元

（三）财政实力不断增强。1952年至1978年，财政收入由57万元增加至
2509万元，财政基础较为薄弱。在积极财政政策影响下，全市财政收支迅速
攀升，1998年财政收入达到 12.28亿元，财政支出达到 12.53亿元。2005年，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国家出台稳健财政政策，财政发展迈上新台阶，财政收
入突破100亿元。十九大以来，财政收入由2017年的369.32亿元增加至2023
年的572.74亿元，年均增长9.0%；财政支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步
增强，2023年财政支出 507.97亿元，较 2017年增加 154.69亿元，年均增长
6.2%。

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 75年以来，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

善，工业发展主导地位逐步加强，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日益凸显，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

（一）农业生产质效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耕作机械落后、农业规模
较小等因素影响，1949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仅为0.37亿元。改革开放后，农业
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不断加大农业

结构调整力度，农业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种植业比重一支过大的局面有所改
变，畜牧业比重不断提升。农林牧渔业产值1990年和2010年分别突破十亿
元、百亿元大关，2023年达到 423.33亿元，1978年—2023年年均增长 6.7%。
重点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粮食亩产由 1949年的 59.54斤增加至 2023年的
657.36斤；油料产量由 1949年的 0.65万吨增加到 2023年的 1.07万吨。苹果
产业迅猛崛起，2023年苹果产量464.38万吨（1949年仅为2吨），较1978年增
加463.51万吨。延安苹果“七上”太空，210吨苹果搭乘中欧班列“延西欧”首
发出口国外。

苹果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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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主导地位增强。改革开放后，在中省倾斜性政策（延长石油下
放延安地区管理）扶持下，延安市紧抓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逐步形成了以石
油工业发展为主，煤炭、卷烟、电力为辅的工业格局，工业发展蒸蒸日上，1998
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为70.16亿元。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全市坚持新型工业
化道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规上工业总产值于2000年、2008年分别突破
百亿元、千亿元关口，2023年达到 2486.27亿元，1998年—2023年年均增加
96.64亿元。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20.1%提升到2023年的
59.6%，提高39.5个百分点，工业成为延安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 70年代，延安市经济
发展呈现出以农业和工业发展为主的产业格局，服务业发展较为迟缓，1978
年服务业增加值仅为0.69亿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主要生活服务需
求明显扩大，服务业逐步兴起，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7年
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十八大以来，全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服务业蓬勃兴起，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49.03
亿元，2012年—2023年年均增长7.6%。

三、“三驾马车”稳健运行
（一）投资结构日趋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延安基础设施薄弱，投资不

足，到197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也仅0.62亿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财政实
力的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一大批交通、水利、电力、城建、通信
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1979 年—2023 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6.6%。2011年，明确“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城市发展战略，启动实施新区
建设、老城改造、山体居民搬迁、沟道治理、市政设施配套、城市景观提升等重
大工程，助推基础设施投资迎来十年高速发展期，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占全
市固投比重较 2011年提升 21.1个百分点。在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
投资结构也在发生转变。从产业看，投资结构逐步由“三二一”转变为“二三
一”。一二三产业占比由2017年的3.3∶30.7∶66.0调整为2023年的6.6∶52.9∶
40.5。制造业投资增长78.4%，占比20.4%，占比较2017年提升6.1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占比30.2%，较2017年提升5.3个百分点。

（二）消费市场换挡升级。1949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 0.097亿
元，计划经济下居民消费水平受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环境有效改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
别于1994年和2009年突破百亿元、千亿元大关。近年来，全市出台一系列关
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消费市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2017年—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4.5%。新型消费业态发展势
头强劲，2023年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增长 17.5%，占限上消费品
零售额比重1.0%，较2017年提升0.8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逐
步完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限上新能源汽车零售额5.30亿元、增长1.2倍。

（三）进出口贸易创新高。全市积极发挥海关职能作用，支持延安能源优
势产业发展，助力扩大苹果、小米等延安特色农产品出口，全力促进延安市外
贸经济发展。进出口总额由2014年的7.14亿元增加至2023年的19.84亿元，
其中进口总额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进口额从2014年的零元增加至2023年
的16.74亿元。随着相关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民营企业
出口活力逐步增强，出口种类和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出口商品种类由2014年
的 120种增加到 2023年的 742种。近年来，延安市对外贸易持续向好，并呈
现多元化特点。2023年全力保障首列中欧班列“延西欧”开行，推动革命老区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全力助推延安市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023年，延安市鲜苹果出口1253万元，同比增长60.7%。
四、民生福祉有效增进
（一）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1949年总人口61.7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仅3.67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大量富余
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聚集，总人口数由 1978年的 144.88万人增加至 1998
年的 192.63万人，非农业人口由 1978年的 16.57万人提升到 1998年的 38.67
万人。近年来，我市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城镇化规划设计、
推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成功入选国家海绵城市建设
示范城市。常住人口由 2005年的 211.85万人增加至 2023年的 226.14万人，
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32.01%提高到2023年的63.02%。

（二）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领
域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渠道，努力在做好做大

“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198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
325元，2008年突破万元大关，2023年增至4310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1972年的44元增加至1996年的1120元，2016年超过万元，2023年达到
16492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17
年的3.02缩小到2.61，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

单位：元

（三）社保体系更加健全。全市上下积极响应党中央“织密扎牢社会保
障网”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工作要求，基本建立以养老、失业、工
伤、医疗、生育保险和社会救助为主要内容，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
系。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03.86万人，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49.28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5.96万人；工伤保险参
保人数 33.89万人；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56万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人数 215.87万人，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39.19万人；生育保险
参保人数 38.51万人。全市拥有社会福利院 2个，拥有床位 938张；提供住
宿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数 54个、床位共 6468张，其中养老服务机构 40个、
床位数 5930张。全年城市低保对象 1.25万户、2.35万人，较 2012年减少
1.38万户、3.74万人，保障标准为 680元/月，增加 300元/月；农村低保对象
4.48万户、8.93万人，较 2012年减少 1.3万户、3.16万人，保障标准为 6000元/
年，增加3980元/年。

五、科技创新要素增强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不断增加，全社会研发（R&D）经费支出

由 2009 年的 0.36 亿元增加至 2022 年的 10.03 亿元，其中规上工业研发
（R&D）经费支出由 2009年的 0.29亿元增加至 2022年的 7.73亿元。近年
来，全市实施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倍增计划，科技创新主体持续增长，2023
年底，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906家，较 2018年增加 783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 237家，较 2013年增加 232家。2023年陕西顶端果业科技有限公司、延安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被认定为陕西省“瞪羚企业”，我市瞪羚企业
总数达到 8家。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由 2012年的 0.34亿元增加至 2023年
的17.93亿元。

六、生态治理卓有成效
全市坚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持续做好退耕

还林、水土流失治理、污染防治工作，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2023年全年
完成造林面积120.89万亩，较2017年增加32.76万亩，其中人工造林面积30.1
万亩。全民义务植树 812万株，森林覆盖率达 48.07%。自然保护区 7个（其
中国家级 2个、省级 5个），森林公园 8个（其中国家级 6个、省级 2个）。全市
空气质量同比改善，优良天数达到 323天，较 2017年增加 10天，位居全省第
三；PM2.5浓度26微克/立方米，全省排名第二。

砥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再出发。75年的开拓进取，铸就了全市经济社
会的繁荣向好，换来人民生活的日新月异。今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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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延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延安市统计局提供）

栉风沐雨砥砺行 扬帆奋进谱新篇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秋风送温情，助学显担当。在 2024
年秋季开学之际，延安市慈善协会在全市
开展了以“慈善爱心 助学圆梦”为主题的
资助困难家庭大学生活动，并举行2024
年“慈善爱心 助学圆梦”助学大会。

活动现场，15家爱心企业及单位捐赠
315万元助学款物，其中中华慈善总会捐
资 30万元、省慈善协会捐赠款物 100万
元、西安市慈善会捐赠100万元款物，驰援
延安助学助医疗项目实施，并向今年考入
大学的 81名困难家庭新生发放了助学
金。西安市慈善会与市慈善协会签订了
慈善战略合作协议，陕西华鼎集团受疫情
影响，企业运转困难，依然心怀慈善事业，
出资1000万元在市慈善协会设立助学冠
名基金。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慈善协会
会长吴前进对延安市今年助学活动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称赞“延安的慈善
助学大会开得很好。这是一场慈善公益
的盛宴，充分彰显了党和政府对困难群众
的关怀和革命圣地延安这块慈善沃土炙
热的社会温度”。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困难家

庭的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激发他们
的学习热情和奋斗精神，让他们能够在困
境中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延安的
贫困学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为
革命老区的发展贡献企业力量。”洋河股份
负责人孙仓茂代表捐赠企业发言时说。

慈善的力量让困难大学生走进大学
校园，实现人生梦想。受助学生用一封封
真诚的感谢信和一面面鲜红的锦旗，表达
了对爱心人士的感激之情以及学好知识
将来回报社会的决心。

今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的班俊峰感
激地说：“在我陷入困境时得到了爱心企
业的资助，你们的善心和关爱，如同一束
温暖的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我会用
优异的成绩回报这份深情厚谊，也要立志
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用自己的真才实学
回报父母、回报社会，在建设家乡的事业
中奉献自己的青春智慧。”

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捐资助学是延安慈善的重点工
作，也是延安慈善的品牌慈善项目。市慈
善协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捐资助学活动
放在突出位置，每年早部署、早动员，巩固

老善主、争取新善源，全力以赴募集善款，
不遗余力扩大受助覆盖面，提高受助量。
富县、延川千方百计募集资金，每年坚持
资助100多名困难大学生；吴起县慈善协
会广泛动员企业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活动
力度大，社会影响力好。

市慈善协会副会长张新会表示，在整
个助学活动中，市、县（市、区）慈善协会坚
决做到坚持标准、严格把关、明确责任、公
开透明。每场资助活动集中举行发放仪
式，由受助学生当场签字按手印领取，做
到公开透明，确保受助学生家庭困难情况
经得起社会监督，真正把有限的助学资金
用好用实。

去年12月换届以来，市慈善协会按
照“高举延安精神大旗，发挥延安优势，立
足延安、走出延安”的工作思路；聚焦“一
年打基础，两年赶目标，三年争一流”的工
作目标；紧扣“一二三五”工作重点和常规
工作讲效益、重点工作求突破、特色工作
出成果、创新工作有特色的工作要求，充
分发挥协会领导联系理事和理事单位的
作用，积极地走出去联，热情地请进来
谈。早在今年7月初，市慈善协会主要领

导就分工带队深入单位企业，千方百计拓展
慈善资源，赢得了众多爱心企业和人士的积
极响应和慷慨解囊。

经过两个月的辛勤努力，市慈善协会携
手爱心企业开展了7场助学活动，全市共发
放助学善款420万元，资助1478名困难家庭
大学生和27名困难中学生。这不仅使今年
募集的助学金和资助的学生数量均好于往
年，也使市慈善协会打造了22年的“延安慈
善助学”这一全省品牌项目更加响亮。

“捐资助学活动是一项长期而光荣的任
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一个
人、一个企业、一个组织，只要能献出一份爱
心、做出一个善举，就是行善事、做好事，必将
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的社会责任担当和
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为困难家庭大学生提
供了物资帮助，更是给学子们注入了强大的
精神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慈善
协会会长彭安季表示，协会将以协会章程为
依托，以新修订的《慈善法》为准则，尊重捐款
人的意愿，依法行善，依规理善，确保每一分
捐赠都能使用到困难群众身上，让捐赠人放
心，使受助人满意，真正做到为党委政府分
忧解难，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募集助学金额更大 资助学生数量更多
——市慈善协会捐资助学项目取得新突破

记者 姜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