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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砺出一剑 一朝迸发枝叶繁
———长治市广播电视大学沁县分校工作纪实 南永胜

沁县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8 年，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坚持打好八大战役，全县经济发展总

体稳中有进，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人民生

活品质进一步提高，县域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90417 万

元，同比增长 8.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3882

万元，同比减少 3.0%；第二产业增加值 62154 万

元，同比增长 28.3%；第三产业增加值 174381 万

元，同比增长 8.7%。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6279 元 ， 同 比 增 长

7.4%。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8.55：21 .40：60.05。

二、农林牧渔业
全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 97088.5 万元，

同比减少 2.4%。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5903.2 公顷，

同比减少 3.0%。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25040.2 公顷，

同比增长 0.4%，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21173 公顷,同

比增长 0.3%; 小麦播种面积 12.5 公顷, 同比减少

33.9%；谷子播种面积 2289 公顷，同比增长 3.9%；

高粱播种面积 757 公顷，同比增长 4.3%；蔬菜播

种面积 598 公顷, 同比减少 20.1%。

全年粮食产量 179490 吨，同比减少 4.2%。其

中：夏粮 41.7 吨，同比减少 33.4%；秋粮 179448 吨，

同比减少 4.2%。玉米产量 163394 吨，同比减少

3.9%；蔬菜产量 29755.6 吨，同比增长 4.4%。

全年牛存栏 14006 头，出栏 14937 头；羊存栏

74064 只，出栏 53049 只；猪存栏 18551 头，出栏

29834 头；家禽存栏 140.33 万只，出栏 407.54 万

只。肉类总产量达 11079.4 吨，其中猪肉 2332 吨、

牛肉 2095 吨、羊肉 788 吨、禽肉 5485 吨；禽蛋总

产量 6705 吨；牛奶总产量 55 吨。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规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157509.5 万元，累

计增长速度为 59.84%，工业增加值完成了 44906.9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08%。

全县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

筑业有 1 家。全社会建筑业实现 70000 千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202.47%。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完成 17.65 亿

元，同比增长 10.48%，其中投资完成 17.26 亿元，

房地产完成 0.39 亿元。投资项目共计 84 个，其

中本年新开工 71 个，新开工项目占施工项目比

重 84.5%。房地产企业 5 家，建设项目 3 个，竣

工 2 个。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按产业分，第一产业完成

2.46 亿元，同比下降 55.1%；第二产业完成 1.58

亿，同比下降 50%；第三产业完成 13.61 亿元，同比

增长 85.4%，三产增长较多。

五、国内贸易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4902.1 万元

以上，同比增长 9.3%。其中：限上企业实现消费品

零售额 13635.8 万元，同比增长 7.4%；限下企业实

现消费品零售额 101266.3 万元，同比增长 11.02%。

城镇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2974.4 万元，同比增

长 18.7%；乡村实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71927.7 万

元，同比增长 4.4%。

六、交通和邮电

2018 年全县民用车辆保有量达到 28474 辆，

其中：小型汽车 12334 辆，当年新增 1221 辆；普

通 摩 托 车 13892 辆 ， 当年 新 增 22 辆 ； 低 速 车

2248 辆。全县出租车 113 辆、农村公交 43 辆、

营运货车 794 辆。

全年全县完成邮政业务收入 1761 万元。年末

全县固定电话用户达到 0.78 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达到 11.57 万户，宽带用户达到 3.43 万户，全年移

动、联通、电信三家公司业务总量达 6554 万元。

七、财政、金融和保险
2018 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405 万元，占年

计划 9566 万元的 108.77%，比上年同期 9727 万元

增长 6.97%。分部门：国税留县 2344 万元，地税留

县 2918 万元，财政 5143 万元。

2018 年，沁 县 地 方 财 政 总收 入 累 计 完 成

11222 万元，占年计划 10271 万元的 109.26%，占上

年同期 10271 万元的 9.26%。分部门看，国税收入

完成 2983 万元，地税收入完成 3096 万元，财政收

入完成 5143 万元。

2018 年，沁县一般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158717

万元，比上年的 126592 万元增长 25.37%。其中民

生 事 业 支 出 126120 万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3.21%。

表一：2018 沁县主要民生支出情况表

2018 年 末 全 县 金 融 机 构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639960 万元，较年初增加 89442 万元，同比增长

16.25%。其中，住户存款 460127 万元，较年初增加

45711 万元，同比增长 11 .03%。全县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 226601 万元，较年初增加 62711 万元，同比增

长 38.26%。

八、教育、文化和卫生
18 年年末全县各类学校 118 所。中等职业教

育学校 2 所，教师进修校 1 所，中学 13 所，（其中：

初级中学 8 所、高级中学 1 所、完全中学 3 所、九

年一贯制 1 所），小学 28 所，全县幼儿园 74 所。本

年度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人数 5973 人，其中小

学 1413 人，初中 1997 人，高中 893 人，职业中学

463 人，幼儿园 1207 人。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在校

生人数 23447 人，其中小学 8635 人，初中 5910

人，高中 3645 人，职业中学 1084 人，幼儿园幼

儿 4173 人。全县共有教职工 1873 人，其中专任

教师 1718 人。

年末全县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1 个，文化馆 1

个，博物馆 1 个,网吧 8 家， 音像店 0 家，印刷

厂 5 家 ，图书零售 9 家 ，打字复印店 16 家，

KTV7 家，数字影院 1 家，公共图书馆 1 个，公共

图书馆藏书量 9.04 万册。全县城网用户 9600 户

， 农 网 用 户 2 万 户 ， 二 郎 山 中 转 台 覆 盖 率

56%， 村村通覆盖率 100%。广播、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分别达到 95%、98%。

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371 个，病床

324 张。卫生技术人员 1105 人，其中执业 （助

理） 医师 356 人。

九、资源和环境
全县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1320 平方公里，常

用耕地面积 56.45 万亩。2018 年造林总任务 2.42

万亩，其中植苗造林 2.22 万亩，封山育林 0.2 万

亩。工程包括重点防护林工程 0.7 万亩 （其中植

苗造林 0.5 万亩，封山育林 0.2 万亩），重要水源

地工程 0.6 万亩，退耕还林工程 0.3 万亩，省级

森林植被恢复造林 0.02 万亩；市级补贴造林工程

0.8 万亩。

2018 年水利建设当年投资 3519.11 万元，耕

地灌溉完成 7.74 千公顷，当年新增低压管灌 0.12

千公顷；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完成 79.29 千公顷，

当年新增 3.14 千公顷；年末累计解决 14.1 万人安

全饮水问题，当年新增农村饮水安全达标人口

1.41 万人；自然保护区个数 1 个，自然保护区面

积 21.3 万亩。

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污染减排“4+2”考核指标全部完成。

十、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县有 67091 户，总人口为 173828 人，

比上年增加 9 人。出生人口 1835 人，人口出生率

为 10.6‰；死亡人口 858 人，死亡率为 4.9‰；自

然增长率为 0.05‰；性别比 （女 =100） 为 112.89:

100。

表二：2018 年人口数及其构成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6801 元，同比增长 12.5%；城镇常

住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0097 元 ， 同 比 增 长

6.7%。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60446 元，同比增长

9.7%。

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6421 人，

其中：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6175 人、机关事业养老

保险 3923 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73260 人。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9482，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141708 人。参加失业保险 6345 人，

参加工伤保险 9610 人，参加生育保险 9198 人。

年末全县城镇农村共有养老服务机构 11 家，

实有床位数 306 张；低保户数 11242 户，人数

14753 人；集中供养人数 186 人。

公报注释：
1.本公报部分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2.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

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3.人口数采用公安人口年报数据为准。

沁县统计局
2019 年 6 月 15 日

图二：2013-2018 全县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三：2013-201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五：2013-2018 城乡居民收入及增幅

家是孩子成长的摇篮, 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女儿成长的六年

中,我们全家大手牵小手,共同生活、共

同学习、共同成长。

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订了 《婴儿

画报》, 坚持每晚给她读二十到三十分

钟。那时她总是用似懂非懂的小眼晴盯

着我的嘴,好像怕漏掉一个字。两周岁

时,女儿接触了第一本绘本《蚂蚁和西

瓜》。那时她不认识字,看着色彩鲜艳、

生动有趣的大彩图,一个劲缠着我给她

读。我故意挡住下面的字说:“我们做个

游戏吧! 我也不看字, 我们看图各编个

故事,看谁编的和作者想的一样?”。我

先编了一个后,女儿说“不对不对,肯定

是这样的……”然后指着图,

居 然 呜 哩 哇 啦 编 出 好 几 个

版本。直到现在,我陪女儿读

书时, 她还经常会在某个地

方停下来, 用手挡住下面的

字说:“妈妈, 我们比赛往下

编吧”。

女儿也爱看电视。五

岁时看《爸爸去哪儿》,里面

的孩子拍着手读“白日依山

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

目,更上层楼”。女儿看了两

遍, 居然背下来了。我告诉

她, 这是古诗。没想到她说

“ 妈 妈 , 那 你 教 我 背 古 诗

吧”。好机会呀！我马上教她

《咏 鹅》、《悯 农》、《咏 柳》、

《静夜思》等简单的古诗。过

了几天, 女儿看到月亮就背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我趁热打铁,又教她

背另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小

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又一个星期天,我让女

儿猜了一个迷语“远看山有

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

在, 人来鸟不惊”。我给她大

概讲了讲意思,她果然很感兴

趣,一会儿就背下来了。还去

考她爸爸和爷爷。看来,读书

需要诱惑,背诗也需要诱惑。

今年春天,中央一台热

播《中国诗词大会》,每周五

晚上播一期。这个节目很受我们家喜

欢。丈夫、我、女儿总是抢着答题。女儿

偶尔答对一题就很兴奋,表现出极大的

学古诗词欲望。每次看完节目我们总会

在《唐诗三百首》中找到节目里我们没

答对的,很感兴趣的诗,全家一起学习。

一个偶然机会我接触到“古诗词

新唱”。就是好多诗词被配上优美的旋

律成为歌曲的形式唱出来。我在网上逐

个下载,让女儿听。一向喜欢音乐的女

儿果然很有感觉,听几遍后就把很长的

一首词背了下来,并自编舞蹈动作边歌

边舞。就这样女儿轻松愉悦地背下了七

十多首古诗词。

著名教育家霍姆林斯基说:“儿童

的智慧在手指尖上”。所以只要有空我

就和女儿做游戏、做手工。有时奶奶家

院子里的一堆沙子我们可以玩三四个

小时。我们挖地道、垒城堡、栽花、种

树、建造公园。女儿还会找些石头给他

们起名字,分工,编出好多故事。有时我

也会有意识的让女儿把泥巴捏的小动

物排好队,编一些加法,减法应用题。

我还热衷于给女儿买益智玩具。

比如星钻积木,里面有好多小零件,可以

组装出不同的车组、组装出学校、医院

商店等生活中的场景。女儿一投入进去

就是几个小时,能创造出奇形怪状的物

体,并给玩具小人、小动物赋予生命,编

出奇奇怪怪的故事。培养了她的专注力

和想象力。有时我还鼓励她

找工具拆开手电简、钟表、

音乐盒等生活用品, 看看里

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重

新组装起来不能使用的东西

有一大堆。尽管这样,我们还

是乐此不彼。

百善孝为先。平时和女

儿 走 在 街 上 看 到 好 吃 的 东

西 ,我总是说“朵朵,买点 让

爷爷奶奶尝尝吧”。所以孩

子每次吃好的东西总要先喂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口,

自己才开始吃。这几年,每个

星期天我总是一大早就带着

女儿去看望瘫痪的母亲。我

一口一口喂母亲吃饭, 细心

地为母亲梳头擦身体, 换洗

衣服、尿布。不时地还让女

儿帮个小忙,拿下香皂、梳子

什么的。让她从小耳濡目染,

懂得要孝敬父母。

女儿上幼儿园后,每天

我接上她第一句就问她“今

天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能给

妈妈讲讲吗?”“今天老师教

你们什么了?老师真了不起,

谢谢老师了没有?”或者问孩

子“今天你帮助别人了吗?”

这样, 孩子慢慢学会了捕捉

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美好,觉

得生活很快乐, 并且学会了

爱老师、爱同学,感恩生活中

的人和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女儿

面前,我和丈夫总是表现出自己最好的

一面。除了做家务,我们的闲暇时间几

乎都在读书、工作。丈夫爱读史书,女儿

现在也迷上了听历史故事。我爱书法,

女儿也已经被影响为一个小书法迷。每

个周末我和女儿在书店待的时间越来

越长。我家的藏书越来越多,读书气氛

也越来越浓。

“玉要雕琢,人要教育”。我体验到

了教育孩子的喜悦,也更感到教育孩子

之责任重大。我坚信,只要父母和孩子

一同成长,尽管我们不是天才,但我们完

全可以成为天才的父母。

“参加进修校电大农干班的学习，我觉得非常实

用，不仅能使我的学历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

经济管理，综合治理等方面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沁县新店镇新店村党支部书记王丰如是说。如今像她

这样在沁县教师进修校农干班学习的农村干部有 160 多

名，他们一方面既能提升自己的学历，另一方面学到

许多农村经济发展中许多有用的知识。而“农村干部

学历提升工程”班，仅仅是沁县广播电视大学十年磨

砺，培养的上千名本专科生中的一部分

创业艰辛办教育 实干打拼结硕果
如同所有的新生事物都离不开时代的选择，广播

电视大学亦然。近几年来，沁县“北方水城 -- 美丽沁

州”建设轰轰烈烈，为主动适应水城建设高素质人才

缺乏的现状，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教育

局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下，沁县教师进修学校一班人克

服重重困难，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和决心，于 2010

年 5 月正式恢复重建沁县广播电视大学。10 年的艰苦

创业，学校早已枝叶繁茂，繁华过后硕果满枝，真可

谓“桃李满沁州”。学校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了综合办公楼的改造，增添了厨房设施，增加了多媒

体教室，先后巩固完善了办学系统网络，初步建立起

开放大学信息化支撑平台，按照开放大学建设的总体

框架要求，坚持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

办学综合实力不断提升，软硬件设施很快达到了广播

电视大学远程开放教育基本要求，累计投入资金 200

余万元。

沁县广播电视大学，从 2010 年秋季首次招生就一

举突破 200 人，轰动长治电大系统，受到山西广播电

视大学的通报表彰。建校近 10 年来，全社会各界共有

1700 余人相继选择到电大学习深造，沁县广播电视大

学共毕业本专科毕业生 1222 人，现有普通本专科在校

注册学员 523 人，其中，“山西省农村干部学历提升

工程”班学员 160 人。特别是在沁县本土培养出本科学

历的学员，使广大

人民群众足不出沁

州，就能领上本科

毕业证，这在沁县

历 史 上 还 是 第 一

次。

沁 县 电 大 的

恢复重建，为“建

设北方水城、打造

美丽沁州”培养了

大批急需的专门人

才，也为提高我县

城乡劳动者的素质

和就业人口的学历

与知识结构做出了

重要贡献。在促进

沁县高等教育机会

均衡，实现教育公

平方面，沁县广播

电视大学功不可没。沁县电大自恢复创建以来，始终

坚持面向基层、面向行业、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山区

办学，贯彻和彰显教育公平，推动高等教育惠泽更多

的普通群体，实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园了他们的大

学梦。

多元探索求发展 全民学习搭平台
沁县教师进修校一班人，首先解放办学指导思想，

促进办学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四个转变，即半

封闭的办学方式向开放式转变，单一本、专科学历教

育向多功能转变，脱产半脱产学习为主向业余学习为

主转变，单纯的职后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

沁县电大利用计算机网络、数字化、多媒体、交

互式远程教学平台开展教学。学生可在教学点和家中

按照相关专业的教学安排，根据自身学习特点和工作、

生活环境自主学习，通过互联网和中央电大及各级电

大远程教学平台随时点播和下载网上教学资源，利用

网上直播、双向视频系统等网络交互手段参与网上学

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学习交流。学校利用中

央电大开放的远程教学平台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

设学习型社会搭建了服务平台。

进修校利用电大完整的教学管理网络系统，以及

丰富多样的优质教育资源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广泛开

展全县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培训、行政机

关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

师全员培训，幼儿教师培训，特岗教师岗前培训等非

学历教育培训，近几年来共进行各类社会培训上百次，

培训人员超 5000 人次，为创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

区、构建全面终身学习服务体系，推动建设“人人皆

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作出了巨大

贡献。

砥砺奋进筑新梦 放眼未来绘蓝图
建校近 10 年，沁县电大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各

项建设齐头并进。2014 年 6 月，进修校在创建“国家

级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中与电大互为补充，相

得益彰，电大的快速发展为创建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

机构提供了领先的办学理念、专业的教学团队、完善

的支持服务与优质的学习资源，使进修校一举通过了

省教育厅组织的专家验收，成为长治市唯一一家当年

通过评审的“国家级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2015

年，在电大优质源支撑下，我们又申报成功了“国培

项目县”，完成了“送教下乡”等 4 个子项目，累计培

训中小学幼儿教师 3000 人次。2016 年 10 月，进修校完

成了山西省教科院十二五规划指令性课题计划， 《长

治市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研究》 课题获优秀

奖。同年 11 月，成功接受教育部“国培计划”项目组

来沁调研，收到很好效果。此外，2012 年以来，连续

几年选派优秀教师赴北师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西

北师大，华南师大，浙江师大，华东师大等高校进行

学习，累计学时超 500 学时以上，有力提高了电大教

师业务素质。

然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新问

题，学校发展面临挑战依然存在。由于县域经济欠发

达，县内企业学历教育有限，我们在生源方面有很大

压力，因为生源是办学基础，没有生源的学校就成为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校领导

始终把招生工作摆在首要任务来抓，是学校各项工作

重中之重，也是时代对电大的历史之问。

2018 年 8 月，适逢山西省委组织部开展“农村干

部学历提升工程”，我校电大人，未雨绸缪顺应时代潮

流，及时对接上级有关部门，积极申请到首批“农村

学历提升工程”试点县，首批确认招生 160 名，长期计

划招生上千人，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我县电大可持续

发展问题，同时，也使我县广大农村干部素质得到广

泛提高。

2018 年 9 月，卫德斌同志担任进修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这为我县电大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我

们将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不忘初心，砥砺奋

进，勇挑重担，担负责任，继续把电大办好。学习是

当今的时尚，电大是身边的学堂，“开放共享，服务

基层”是电大的办学理念。全体进修校人将承载梦想

与重托，办好沁县广播电视大学，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个性化的终身学习要求，为构建沁县终身教

育、开放教育服务体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是沁县教师进修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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