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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1 日，榆

林凌霄公园正式建成开放，

重现榆林古城“笔墨纸砚”

历史图景，为市民创造出更

多的休闲娱乐空间，昔日的

凌霄广场再现欢腾的景

象。尤其在春节期间，从凌

霄公园到榆林老街，从景区

街区到文化场馆，从张灯结

彩的新年装扮到绚烂盛放

的烟火光影，“陕北榆林过

大年”各种丰富多彩的文旅

盛宴渲染出新年浓厚的节

日气氛。春节七天共吸引游

客 2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65%，实现旅游收入4629

万元、同比增长120.57%，城

市活力日渐恢复，人间烟火

气不断升腾，映出人民群众

最浓的“幸福味”。

2022年，榆阳区深入推

进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

社会事业，加快推进12个校

建项目，创新推开教师分配

“阳光择岗”改革，促进教育

公平均衡发展；有序推进区

中医院迁建等卫生项目建

设，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

给，建成日间照料中心 19

所、农村互助幸福院15所，

养老服务体系愈加完善。统

筹抓好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等福利事业，设立2亿元

困难救助基金，兜牢了基本

民生保障底线。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五级五长包户制”

社区末端精细化治理机制全

市推广，便民服务驿站实现

乡镇街道全覆盖。稳步推进

小西沙片区改造建设，完成

迎宾大道西延伸段改扩建、

东城墙配套服务设施等项

目，压茬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高标准推进

创文工作，城市建

设日新月异，文明

素质明显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基层治理集成

创新的“榆阳模式”

入选全国社会治理

创新案例、获评全国

农房建设示范区、全

国村庄清洁行动先

进县区、入围国家级

“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县、

成功创建全省营商环境创新

示范区……一项项荣誉，一

次次突破，让榆阳区发展思

路更加清晰，产业基础愈加

牢固，发展环境更加优化，榆

阳干部“低调务实不张扬、埋

头苦干勇担当”的作风名片

更加靓丽，全区上下“实事求

是接地气、量力尽心干好事”

的工作导向更加鲜明，榆阳

区正以更加自信的底气、更

加昂扬的斗志在高质量发展

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时间，记录坚实脚步；

岁月，镌刻奋进历程。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榆阳

区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

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全力补短板、强弱项、

固底板、扬优势，在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榆阳篇章的新

征程上蹚出新路子、开创新

局面。

春节期间，古塔镇赵庄村的大

棚草莓新鲜上市，不仅为新春佳节

增添了一份“莓”好，更给种植户带

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走进村民马

二毛家的草莓大棚，清甜的果香扑

鼻而来，色泽鲜红的草莓点缀在一

垄垄绿意间，游客们来回穿梭，将精

心挑选的草莓放入篮中，体验着采

摘的乐趣。“我和老伴经营这个大棚

六年了，每年只种一茬草莓，从春节

开始陆续可以采摘到六月份，纯收

入可达3万元。”马二毛笑着说。

记者了解到，除了草莓，赵庄村

五十多个大棚内还种植有香瓜、葡

萄、火龙果、圣女果等，各类瓜果蔬

菜一年四季竞相长成，与这里定期

举办的乡村亲子帐篷节、溜溜乡村

音乐节、冬季冰雪嘉年华等乡村文

旅活动相得益彰，实现了农旅融合

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

2022年，榆阳区以

乡村振兴为抓手，依托生

态特色产业、文旅融合、

乡村治理，不断升级基础

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建

设文明乡风，加强基层治

理，全区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增美的良好局面。“资产收益帮

扶机制”获评全市乡村振兴典型案

例，“融合发展伙场经济、庭院经济”

入选全省乡村振兴实践典型，创新

实施的乡村振兴“三段式”培训受到

国家乡村振兴局的高度评价。

榆阳区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2022年建设高标准农田8

万亩，128万亩优质耕地产出粮食

8.3 亿斤，农业总产值达到 90亿

元，加快构建“4+2+X”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开工建设20万吨马铃

薯深加工项目，建成投运百万只肉

羊屠宰加工厂，聚力打造全国最大

的肉羊、马铃薯全产业链基地。创

新组建混合所有制公司，在西安、

榆林举办榆阳好产品年货节，一体

推进“沙地上郡”公共品牌运营和

榆阳好产品展销，每年至少为乡镇

街道经济合作总社各分红10万

元，发展成果更加共享。

1月28日上午，在陕西省榆林

市榆阳产业园区轻纺产业园，随着

一声“开工”令下，整装待发的工程

车辆立即展开作业，现场顿时机器

轰鸣、人头攒动，呈现出热火朝天

的建设场景。此次集中开工的20

个重点项目涵盖了高端能化、生态

改善、创新驱动、先进制造、城市更

新、现代服务、社会民生等七大领

域，一个个项目的落地开工，让榆

阳大地迸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陕西通海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羊绒分梳加工、羊绒面

料及其羊绒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属于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从2022年12月18日在西安

和榆阳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到

此次正式开工，该公司副总经理

白家齐对项目建设信心满满。“我

公司与榆阳区产业开发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合资成立陕西驼城绒业

科技有限公司，将共同建设通海

羊绒纺织生产基地，进一步完善

羊绒深加工产业链，打造羊绒终

端消费自主品牌，助力做大做强

榆林羊绒产业。”白家齐介绍，项

目总投资4.32亿元，一期建成后

每年将消耗原绒1000吨和其他

混纺原料200吨，产出无毛绒600

吨，羊绒面料20万米和羊绒围巾

10万条，可实现年均销售收入约

3.6 亿元，年均净利润约 3500 万

元，年均缴税额1000余万元，带

动就业300余人。

2022年，榆阳区坚持大抓招

商、大抓产业、大抓项目，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全年共签约招商引资项

目41个，引资总额达573.5亿元，

全年开复工重点建设项目168个，

完成投资248亿元。稳步实施大

海则等3个千万吨级智能化矿井

建设，有序推进未来能化高温费托

制品等重大能化项目，“煤头化尾”

全产业链加快形成。依托“一区九

园”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

升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

量”，经济运行在疫情防控和经济

下行双重考验下实现稳健增长。

经济运行稳健增长

“三农”工作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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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立方米生态蓄水池如期完

工，加压泵站调蓄池、厂房、库房等主

体建筑拔地而起，水泵电机和自控设

备正在安装调试……新年伊始，在榆

神矿区牛家梁片区煤矿疏干水综合

利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冒着

严寒加紧进行设备调试以及室内、外

装饰工程。“项目于2021年8月28

日全面开工，目前已建成输水管网

44.1公里，蓄水池、厂房等各类主体

施工已经完成，总体形象进度达

90%。”牛家梁片区煤矿疏干水综合

利用项目技术负责人王志宏介绍。

近年来，榆阳区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强力

推进榆神矿区金麻片区、榆神矿区

牛家梁片区、榆横矿区三大片区煤

矿疏干水综合利用项目，打响了生

态治理攻坚战。目前，榆神矿区金

麻片区、榆横矿区煤矿疏干水综合

利用项目已全线通水，实现“变废为

宝、循环利用”，进一步夯实了区域

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基础。

2022年，榆阳区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区空气优

良天数达到320天，国考断面水质

全部达标，顺利建成袁大滩、汇荣

禾2个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全

年营造林30万亩，建成重点区域

生态景观120万平方米、防护林带

100公里，完成2个森林集镇和33

个环榆森林村庄建设，全域生态建

设让榆阳由浅绿向深绿加速迈

进。启动“百万亩绿色碳库”示范

项目建设，开展60余万亩乔木林

碳汇监测，建成华能碳汇林基地3

万亩，林业碳汇实现生态经济效益

双赢，蓝天碧水青山净土成为榆阳

人民美好生活的“幸福标配”。

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古塔镇赵庄村大棚草莓春节抢鲜上市

重大能化项目有序推进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
新。兔年春节收假第一天，陕
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总投资66
亿元的2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全面掀起项目建设大干快
上热潮，吹响了新时代榆阳高
质量发展的“冲锋号角”。

2022年，榆阳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
委、市委工作部署，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团结带领全区干部群众稳经
济、战疫情、保民生、护稳定，
以实干创造出新业绩。全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3.5亿
元、增长8%，地方财政收入
历史性突破百亿元大关，达
到144.3亿元、增长82%，实
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867亿
元、增长25.9%，综合实力位
居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第
88位。

20222022年年，，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地区生产总值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地区生产总值16731673..55亿元亿元、、增长增长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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