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电话：5665678

Email：csb5011777@163.com

2021年4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式：徐绍俊4

地址：常山县天马街道文峰东路1号 邮政编码：324200 通讯员QQ群：84656362 投递电话：5012573 广告热线：17858599255(短号719255) 每周二、三、四、五、六出

（上接第二版）
这种执着，这种严谨，持续不断地体现在他

工作的方方面面。他给了丽水以及欠发达地区

一系列扶持政策和举措，比如“百亿帮扶”工程，

瞄准山区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些薄弱环节，拿

出来的财力重点用在亟待上马的帮扶项目上，

建设欠发达地区的路、电、水、环保等基础设

施。根据浙江的大多数欠发达地区位于山区和

海岛的实际，又推出了“山海协作工程”，全省发

达地区的县市对口帮扶欠发达地区的县市，在

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着力

把欠发达地区作为新的增长点。

在发展理念的层面，习书记站得很高、看得

很远。在他的指导下，当时的丽水作为最早发

展生态经济的地区之一，通过可持续发展的路

子，出了不少好典型，形成了一批发展成果，初

步做到了既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让老百姓富起

来的良性循环。

习书记“下山扶贫”的工作思路，非常富有

开创性。在特别偏远的大山深处，即使花巨资

通了公路、电和其他基础设施，也未必能很好地

解决发展问题，更不能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而让

群众下山融入县域经济，则兼顾了生态和发展

等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山区、贫困地区的年

轻一代，也可以从山里走出来，长见识、增才干，

融入外面的社会，有条件再反哺乡村。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既是经济发展

的整治和示范，也是环境保护的整治和示范，在

丽水得到充分的落实，这也使丽水后来顺利与

“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接轨。习书记

“小县大城关”的发展思路，我们一直在实践。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探索新模式，在一个大

县中，发展多个中心镇，形成集聚效应，大大带

动了经济发展和就业，也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建

设。

采访组：您2004年调任省审计厅厅长，请

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对审计工作都有哪些指导。

谢力群：习书记很重视审计工作，始终把它

作为党和政府规范财经纪律和反腐倡廉的重要

工具。他在抓党风廉政建设期间和处理一些重

大事件的时候，都比较注重用审计的工具解决

问题。

比如，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以后，

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我们派出审计组，审查出了

很多问题，为之后的调查工作提供了重要依

据。审计工作开展之后，习书记多次亲自听汇

报，并认真进行指导。这就说明，他非常重视用

审计的手段遏制腐败，发挥审计规范财经的重

要作用。浙江省大凡出现经济领域腐败的苗

头，他也都尽可能地用审计作为先行介入的手

段解决，经审计确实有问题的，该处理就处理，

该移送就移送，没有问题的，就澄清是非。

每年，我们把财政收支审计清楚以后，都会

向他汇报。整个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有什么问

题，在审计工作中有哪些创新，我都直接向他报

告。他对审计工作很内行，各个方面都很熟悉，

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创新。

每次听完汇报之后，他对一些工作要点会

有相应补充、完善、提示。他特别注意那些容易

出事的地方，指示我们要抓住问题不放，要不断

完善机制。比如，政府资金管理的机制、政府融

资平台的规范、政府负债的规范等等。浙江的

审计工作之严格、严谨、高效，与习书记的一贯

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6年，习书记专程到省审计厅调研，在

听取工作汇报后，他既充分肯定这些年审计工

作的成绩，也对进一步做好审计工作提出指导

性意见，同时对审计工作进一步提出“以审计精

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的

“三立”要求，这个“三立”要求，一直激励着浙江

审计系统的干部不断探索创新，加快由传统审

计向现代审计的转变，把审计机关真正建设成

为党和政府规范财经纪律和反腐倡廉的重要工

具。

习书记非常善于学习，他干工作，会把与工

作相关的各项专业知识都钻进去认真学习一

遍。省委书记的工作，涉及全省发展的方方面

面，包罗万象，每项工作他都能在短时间内掌

握，成为内行，这是我们都很敬佩的。

这让我想起他第一次来丽水调研的情景，

当时他就已经对丽水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以

及发展现状有了很深入和系统的了解。我到省

审计厅工作后，第一次向他汇报工作，他和我谈

起话来，全都是很内行的话，而且都能说到关键

点上。

我想，这和习书记平时的学习习惯和学习

方法有关。他在下面调研的时候，每天晚上不

是找干部谈话就是在翻看县志和相关材料。我

们在地方工作多年，对当地的了解，有些方面还

没有他一个晚上系统学习之后了解得深入。而

且，那么厚的一本书，他能迅速找到重点内容去

看。说实话，跑了一天的路，调研了一天，见了

很多人，讲了很多话，晚上本该好好休息了，但

他还要拿起一本书熬夜学习。作为我来说，真

的缺乏这种劲头。就如同现在年轻人开玩笑

说：“有一种人，实在是没法追赶上他，因为他不

但比你优秀，还比你更努力。”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原载3月29日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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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第三版）余额2360984万元，增长20.6%。

详见表3 2020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贷款余额及增速

全县全年保费收入4.4亿元，比上年增长

6.5%；支付各类赔款1.4亿元，下降7.3%。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2020学年，全县有中小学校 39 所，其中

高中 5 所（含民办完中 1 所、民办高中 1 所、

职高 1 所）、初中 7 所、小学 27 所（含 2 所完

小）。有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幼儿园 56所（公

办<集体办>16 所、公建民营幼儿园9所），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 14 所，教师进修学校 1 所，浙

江电大常山学院 1 所。中小学在校生30761

人（高中段 6355人、初中段 8095 人、小学段

16258 人、特教 53 人），在园幼儿 9011人，在

职在编教职工2186人。

2020 学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100%，初中入学率 100%，小学、初中巩固率

100%，初中毕业生升高中段比例 98.6%，九年

义务教育完成率 100%。三残少儿入学率学前

阶段90.2%，义务教育阶段100%，高中阶段

85.7%。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 98.1%，十五年

教育普及率 98.6%，小学英语普及率 100%。

全县各类学校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为：普通

高中 1:11.3（374/4460），职业高中 1:13.3

（143/1895），普通初中 1:13.0（624/8095），小

学 1:15.0（1083/16258），幼儿园 1:16.0（564/

9011）。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为：普通

高中 99.7%、职业高中 97.2%、普通初中

100 %、小学 100%、幼儿园99.6%；各类学校专

任教师高级职称教师：普通高中 36.1%、职高

19.6%、初中 18.9%、小学 7.7%、幼儿园 1.4%。

全年新认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32家,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1家，新增省级企业研究院

1家。全县县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70项，

财政300万元资金重点支持22项；市级竞争性

项目、指导性项目分别立项2项、8项；省级新产

品立项14项；列入省厅全创改革新型产学研合

作项目2项；富而康山茶油、常发粮油共同获得

2019年度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省级重点研发

项目立项2项。全年完成专利申请量697件，

专利授权量836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77件，

授权发明30件。全年商标申请1026件，商标

注册567件。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2020年，推出全省首部抗“疫”情广播剧《去

吧！兄弟》，创作出全市第一首抗疫情宣传歌曲

《相信》。原创村歌《同心之歌》获“全国百佳村

歌”称号，歌曲《魔数师》获长三角流行音乐大赛

银奖，歌曲《中国汉字》入围浙江省第十九届新人

新作演唱演奏大赛决赛（群星奖），小品《投票时

代》入围全省喜剧小品邀请赛，视频《公筷阵线联

盟》获全市公益短视频大赛金奖，广播剧《大音希

声——人民英雄胡兆富》、视频《千年宋诗河》、曲

说唱《我们的家》等被列入全市优秀原创作品库，

《最美时代.一生喝彩》参加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展

演深受好评。以“黄鹂鸟”为品牌，持续开展“黄

鹂振翅飞 文化进万家”主题惠民活动。全年共

完成“送戏下乡”200多场、“送书下乡”10000余

册、“送电影下乡”2900多场、“送展览下乡”20多

场，各级联动和文化走亲活动50多次，指导各乡

镇（街道）开展各类文化节会、公益培训、讲座展

览700多场，惠及基层群众23万人次。

年末全县有广播电台1座，广播综合人口

覆盖率100%。电视台1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

率100%。共有文物保护单位57个，新增馆藏

国家三级文物45件；公共图书馆图书藏书量

374千册，比上年增长4.4%。

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272家，其中

常山县人民医院、常山县中医医院、常山县妇保

健院各1家、乡镇(中心)卫生院14家、民营医院

6家(常山贞元医院、民康医院、常山第三医院、

常山安康医院、常山眼科医院、常山第二医院)、

其他医疗机构2家(浙江省第三监狱医院、常山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

务站、卫生院分院)189家、门诊部1家(常山玖

缘口腔门诊部)、个体诊所43家(其中中医诊所

12家)、医务室14家。执业医护人员情况：年末

核定床位1483张，全县执业(助理)医师数890

人，每千常住人口医生数3.6人；全县执业护士

数847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3.2人。卫

健系统共有在编专业技术人员1217人，其中正

高级52人，占4.3%；副高级136人，占11.2%；

中级 389 人，占 32.0%；助理级 385 人，占

31.6%；员级236人，占19.4%；见习期19人，占

1.6%。全县公立医疗机构业务总收入为5.0亿

元，门诊服务人次 105.4 万人次，住院人次

32835人。

2020年，成功承办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

浙江省青少年自行车冠军赛、浙江省青少年国

际跳棋锦标赛等大型赛事。积极组队参加省级

比赛，在青少年儿童田径冠军赛中取得2金、3

银、4铜的历史最好成绩；在青少年山地自行车

锦标赛中获得五金二银一铜；在青少年皮划艇

冠军赛中摘得冠军。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县年末户籍人口总户数为124470户，

比上年增加468户，总人口（不含服现役人员）

为341567人，平均每户2.7人。男性176605

人，女性164962人，分别占总人口的51.7%和

48.3%，性别比为107.1（女=100）。总人口比

上年减少2020人。

全县办理出生登记2680人，比上年减少

348人，出生率为7.8‰，比上年回落1.0个千分

点。死亡2538人，比上年增加612人，死亡率

为7.4‰，比上年提高1.8个千分点；其中男性死

亡1531人，女性死亡1007人。全县人口自然

增长142人，比上年减少348人，自然增长率

0.4‰。全县城镇人口 112528 人，乡村人口

229039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2.9%和67.1%。

全年省内外迁入687人，比上年减少240人；迁

往省内外2816人，比上年增加186人。全县总

人口按年龄段分布为：18岁以下的为62802

人，占总人口的 18.4%；18 岁至 34 岁的为

63174人，占总人口的18.5%；35岁至59岁的

为141977人，占总人口的41.6%；60岁以上的

为73614人，占总人口的21.5%。百岁以上老

人28人，与上年持平。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041元，比上

年增长7.7%。按常住地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1890元和24033元，增

长5.6%和增长8.5%。全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238元，比上年增长2.0%。按常住地分，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153元，增长0.7%；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10616元，增长1.1%。居民恩格尔

系数为35.9%，其中城镇为35.7%，农村为36.2%。

详见图2 2016-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单位：元）

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99.7%。全县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共208485人（企业参保90782人，当年增

加6480人；居保参保117703人，企业养老退休

29810人，城乡养老退休48194人）。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共42176人，当年增加3324人。机关

养老保险参保10924人，当年增加218人。实

体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350069人，电子社

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 142123人。

全年有7800户（9866人）纳入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低保占比达到2.8%。城镇低保388户

（470人），农村低保7412户（9396人），年支出

低保金7895.3万元。10月1日实施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提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调整为

850元/月·人。全年临时救助困难群众77人，

救助金额23.0万元。特困人员供养标准10月

1日起实施提标，统一调整为1105元/月·人，

共支出特困供养资金1268.7万元。全年办理

结婚登记1658对、离婚登记723对、补领结婚

证415件、补领离婚登记证31件、收养登记10

件，实施婚姻家庭辅导506对。

十二、资源和环境
常山港流域地表水质100%符合水功能区

要求，饮用水源地水质100%符合要求，出境水

全面达到II类水标准，其中I类水占比51%；城

区环境空气持续改善，有效监测天数为365天，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64天，优良率达99.7%，

比去年同期（96.7%）提高3个百分点，PM2.5浓

度为 27μg/㎥，比去年同期（31μg/㎥）下降

12.9%，环境空气质量创七年以来最好水平。

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预计完成上级下达目标任务。

十三、城市建设
全县建成区面积17.7平方公里，城区（县

城）人口约8.3万人。全县污水处理率97.9%，

生活垃圾处理率100%。全县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41.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7.9平方米。

注：
1.本公报数据为初步或快报统计数据。

2.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及农

业产值绝对数按现行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

比价格计算。

3.人口数为公安部门统计的户籍人口数。

4.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指标范围为营业收

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指

标范围为投资额500万元以上项目。

5.进出口数据不含一达通。

表3 2020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及增速

指标

一、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其中：住户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

广义政府存款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住户贷款

其中：短期贷款

中长期贷款

2.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其中：短期贷款

中长期贷款

年末数

（万元）

2722991

1624298

488898

608901

18

2360984

1382316

564575

817742

978668

418342

554411

比上年末

增长（%）

15.5

13.9

79.6

-7.4

-42.9

20.6

13.2

7.1

17.8

32.8

31.7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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